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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4 日至 28 日，纽约 

  吉尔吉斯共和国作为《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保存国所开展活动的备忘录 

 1. 本资料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最后

报告附件六第 3(g)段汇编。 

 2.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的1997年12月9日第52/38 

S 号、1998 年 12 月 4 日第 53/77 A 号、2000 年 11 月 20 日第 55/33 W 号、2002

年 11 月 22 日第 57/69 号、2006 年 12 月 6 日第 61/88 号、2008 年 12 月 2 日第

63/63 号、2010 年 12 月 8 日第 65/49 号、2012 年 12 月 3 日第 67/31 号、2014 年

12 月 2 日第 69/36 号、2016 年 12 月 5 日第 71/65 号、2018 年 12 月 5 日第 73/58

号、2020 年 12 月 7 日第 75/67 号决议和 1999 年 12 月 1 日第 54/417 号、2001 年

11 月 29 日第 56/412 号、2003 年 12 月 8 日第 58/518 号、2004 年 12 月 3 日第

59/513 号和 2005 年 12 月 8 日第 60/516 号决定。  

 3.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

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于 2006 年 9 月 8 日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塞米巴拉金斯

克签署了《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旨在确保和平与稳定、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防

止核材料和技术落入恐怖分子之手。 

 4. 中亚各国，即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为建立和促进一个世界无核武器区作出了宝

贵贡献。大会各届会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缔约国 2005、2010 和

2015 年审议大会、不扩散条约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各届会议、裁军谈判

会议和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等各种国际论坛在这一领域积极开展工作。 

 5. 缔约国指定吉尔吉斯共和国为条约保存国(第 18 条)。  

 6. 根据第 18 条，吉尔吉斯共和国向所有中亚国家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

任理事国发送了《条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经核证无误的副本。 

 7. 在 2006 至 2009 年期间，所有缔约国都批准了《条约》。吉尔吉斯共和

国在收到最后一份批准书后通知《条约》及其《议定书》的缔约国：《条约》已于

2009 年 3 月 21 日生效(第 1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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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009 年 3 月 20 日，在《条约》正式生效前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

作为联合国正式文件分发给会员国代表团的声明中，对《条约》生效表示欢迎。  

 9. 联合国裁军事务厅与吉尔吉斯共和国代表团一起出版了中亚无核武器

区的正式地图。  

 10. 吉尔吉斯共和国作为条约保存国开展的重大活动包括：参加首次无核武

器区代表会议(2009 年 4 月 27 日和 28 日，乌兰巴托)；建立无核武器区条约缔约

国和签署国会议(2010 年 4 月 30 日和 2015 年 4 月 24 日，纽约)；结合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缔约国 201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举行的无核武器区缔约

国会议(2010 年 5 月 4 日和 5 日，纽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10 和 2015

年审议大会；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第二十五届会议(2017 年 2 月 14 日)；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在担任条约主席国期间举办的关于促进和加强现有无核武器区之间协商

机制的实践研讨会(2019 年 8 月 28 日和 29 日，努尔苏丹)，所有现有无核武器区

和相关国际组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的代表参加了研

讨会；纪念《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佩林达巴条约》)签署二十五周年国际会

议(2021 年 4 月 12 日，比勒陀利亚)以及大会第一委员会的工作。吉尔吉斯共和

国欢迎缔约国采取旨在促进裁军和不扩散教育的举措，特别欢迎裁军事务厅和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于 2021 年 2 月启动关于无核武器区的网站；为落实联合国秘书

长的裁军议程，开展了旨在促进和加强现有无核武器区之间协商机制的项目，正

是在这一项目下推出了上述网站。 

 11. 该网站是一个门户，是各个无核武器区和蒙古之间的沟通工具，提供与

无核武器区有关的事件及其活动的最新信息。 

 12. 根据执行《条约》第 10 条的议事规则第 2 条，吉尔吉斯共和国组织了

一系列条约缔约国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和专家级别的会议，目的是确定首次协商

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3. 根据这些会议的结果，2009 年 10 月 15 日在阿什哈巴德举行了条约缔约国

第一次协商会议。土库曼斯坦与保存国密切合作，在这次会议上担任条约主席国。 

 14. 此后，在塔什干(2011 年 3 月 15 日)、阿斯塔纳(2012 年 6 月 12 日和 2013

年 6 月 27 日)、阿拉木图(2014 年 7 月 25 日)、比什凯克(2015 年 2 月 27 日)和努

尔苏丹(2019 年 4 月 11 日)分别举行了会议。最近一次协商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以虚拟方式举行，由吉尔吉斯共和国担任主席国。 

 15. 2013 和 2014 年，条约缔约国根据《不扩散条约》第九条第 3 款的规定，

与核武器国家就其签署《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的前景进行了协商。由此，

2014 年 5 月 6 日在纽约举行了核武器国家签署《议定书》的仪式。 

 16. 根据《条约议定书》第 7 条，《条约》在其每个缔约国(根据第 4 条，《议

定书》缔约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向保存国交存批准书之日起对该缔约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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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法兰西共和国于 2014 年 10 月 17 日批准了《条约议定书》，并于 2014

年 11 月 17 日向吉尔吉斯共和国交存了批准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批准了《条约议定书》，并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向吉尔吉斯共和

国交存了批准书；俄罗斯联邦于 2015 年 4 月 20 日批准了《条约议定书》，并于

2015 年 6 月 22 日向吉尔吉斯共和国交存了批准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批准了《条约议定书》，并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向吉尔吉斯共和国交存了

批准书。 

 18. 截至 2021 年 11 月 1 日，《不扩散条约》中规定的其余核武器国家尚未

批准《议定书》。 

 19. 2020 年 12 月 7 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题为“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的第 75/67 号决议。该决议欢迎核武器国家于 2014 年 5 月 6 日签署《条约议定

书》，并呼吁它们采取步骤尽早予以批准。 

 20. 2021 年 9 月 8 日，《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缔约国的外交部长在《条约》

签署十五周年之际通过了一份联合声明(见附件)，并将声明作为大会文件分发给

联合国会员国。声明中呼吁《不扩散条约》中规定的核武器国家迅速完成批准《条

约议定书》的进程。 

 21. 2020 年，吉尔吉斯共和国接任条约主席国。 

 22. 在担任主席国期间，吉尔吉斯共和国打算与条约其他缔约国一道，继续

与核武器国家进行协商，使其加快批准《条约议定书》，并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

大流行肆虐的情况下，加强《条约》框架下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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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尔吉斯共和国作为《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保存国所开展活动的备忘

录的附件 

  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缔约国外交部长在条约签署十五周年之际发表的

联合声明 

 我们，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缔约国外交部长，在该条约签署十五周年之际， 

 重申我们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安全、无核武器的世界， 

 深信中亚无核武器区的建立是朝着加强裁军进程、核不扩散制度、区域和国

际和平与安全、和平利用核能合作以及受放射性污染影响地区的环境恢复迈出的

重要一步， 

 欢迎塞米巴拉金斯克核实验场关闭三十周年，并向核爆炸及其后果的众多受

害者表示敬意， 

 重申联合国在包括建立无核武器区在内的裁军和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进程中的公认协调作用， 

 认识到深化无核武器区之间的合作以及 2019 年 8 月 28 日和 29 日在努尔苏

丹举行的现有无核武器区代表会议的重要性， 

 特此声明如下： 

 1. 我们重申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2006 年 9 月 8 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签署的历

史性的《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承诺。 

 2. 我们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重要决定性作用，它是防止核武器扩

散并最终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国际努力的基石，也是核裁军、不扩散及和平利

用核能的基础。在这方面，我们支持召开有不扩散条约所有缔约国代表参加的第

十次审议大会，认为审议大会应审议在执行前几次大会通过的决定方面取得的进

展，并确定今后一段时期的具体任务。 

 3. 我们宣布坚定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在执行《不扩散条约》

规定、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对该机构成员国核计划实施保障监督和控制方面

的工作。我们欢迎原子能机构于 2017 年 8 月在乌尔巴冶金厂(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开设低浓铀银行，这为向该机构成员国有保障地供应低浓铀开创了新机制。 

 4. 我们敦促《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附件 2 所列国家(条约生效取决于这

些国家)采取措施，确保该条约迅速获得签署和批准。  

 5. 我们注意到旨在促进执行《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禁止核武器条约》

已经生效。这一生效恰逢本区域各国签署《塞米巴拉金斯克条约》十五周年和塞

米巴拉金斯克实验场关闭三十周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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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我们强调致力于维护《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以确保伊朗核计划的和平

性质，以利维护区域和国际安全，并加强核不扩散制度。 

 7. 我们欢迎核武器国家于 2014 年 5 月 6 日签署《塞米巴拉金斯克条约》

关于消极安全保证的议定书，欢迎四个核武器国家批准该议定书，并敦促美利坚

合众国迅速完成批准该议定书的进程。 

 8. 我们促请国际社会成员支持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将通过的关于《实现无

核武器世界全球宣言》的决议，从而申明其逐步迈向无核武器世界的决心。 

 9. 我们表示有兴趣扩大与现有无核武器区的伙伴关系，包括在塞米巴拉金

斯克条约缔约国与非洲核能委员会、塞米巴拉金斯克条约缔约国与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之间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期加强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并参与

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努力。 

 10. 我们支持努力在包括中东和朝鲜半岛在内的世界各区域建立新的无核

武器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