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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2017 年 5 月 2 日至 12 日，维也纳 

  不扩散问题各方面问题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1. 作为历来所研制的最为可怕、残忍和滥杀滥伤武器，核武器在其摧毁力、其

给人类造成的难以言状痛苦、其后果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可控制以及其对环境、

对子孙后代、甚至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威胁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全球一致认为，

对于避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而言，唯一的绝对保障是彻底消除核武器并确保

决不再制造核武器。所以说，核裁军是裁军领域的最优先事项。 

2. 因此，不扩散核武器作为防止此类武器纵向和横向扩散的单纯临时措施，借

助于核裁军这个大目标，才有了自身的合法性。所以，不扩散核武器既不能被看

做是一个独立的目标，也不能只是归结为防止无核武器国家获取核武器。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虽然承认不扩散的重要性以及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认为，任何坚

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含除不扩散之外的其他目标的假说都显然不符合《条

约》的目标和宗旨以及文字和精神，尤其是以核裁军为重点的第六条。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赞同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相辅相成的观点。不过，只有在不

扩散努力同时伴随着核裁军实际步骤、核裁军措施不因核武器国家以核武器共享

形式进行扩散而失去效力、核裁军成就不被核武器国家纵向和横向扩散核武器行

为所抵消、防止核武器扩散不以核裁军无实质进展为代价的情况下，核不扩散与

核裁军才能被看做是相辅相成的。 

4. 所以，对《条约》不扩散条款执行进展进行审查时，应首先评估核裁军的实

际进展情况。此外，要考虑到下列各要素：设立无核武器区及相关国家无核武器

地位并促进其实效性；推进普遍加入《条约》；制定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对无

核武器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普遍有效、无条件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

书；防止：核武器横向和纵向扩散、核武器研发、现有核武器升级和翻新、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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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开发、为生产核武器建造新设施、与其他国家共享核武器、延续核保护伞

安排以及直接或间接协助其他国家生产或以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

装置。 

5. 鉴于上述意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高度重视全面执行《条约》不扩散条款及

条约审议大会最后文件相关部分。 

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确保《条约》不扩散目标得以实际实现的最好办法

确实是所有缔约国全面履行《条约》所赋予的义务。这方面至关重要的是，所有

核武器国家必须全面履行其义务，特别是《条约》第一和六条规定的义务，因为

这可确保在核裁军工作中，以及在防止采取核武器现代化及核武器共享和核保护

伞安排等措施方面，取得进展。关于这一点，还应强调，参与核武器共享和核保

护伞安排的无核武器缔约国必须全面履行《条约》第二条所赋予的义务。 

7. 此外，确保充分实现《条约》不扩散目标的另一条重要的补充性途径在于普

遍加入《条约》。《条约》未实现普遍加入，仍然对其效力和信誉构成重大挑战，

这个问题需要解决。“零”被称作“地球上唯一安全的核武器数目”，因而毫无疑

问，“零是唯一可接受的游离于《条约》之外的国家数目”。2010 年审议大会呼吁

“所有缔约国尽一切努力，促进各国普遍加入《条约》和不采取可能消极影响普

遍加入《条约》前景的任何行动”，主要原因就在于此要素十分重要。 

8. 特别显而易见的是，普遍加入《条约》对于中东这样的地区至关重要；在中

东，以色列政权的核武器继续对该地区内外构成威胁。正是基于这样的假定，2000

年审议大会才重申“以色列应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将其所有核设施置于[国

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监督之下以实现中东普遍加入条约的目标”；2010 年审

议大会再度确认了这一点。 

9. 然而，某个核武器国家与以色列政权之间的核合作一直十分活跃，这与 2010

年审议大会《行动计划》相违背，并且有违缔约国根据《条约》第三条第 2 款承

担的义务。另外，由为数有限的《条约》缔约国组成的所谓核供应国集团授权其

成员与一个非《条约》缔约国开展核合作的决定显然违背了根据 1995 年审议和

延期大会第 2 号决定(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原则和目标)第 12 段以及 2000 年审议

大会《最后文件》第 36 段所作的承诺，其中缔约国商定，作为一个必要的先决

条件，旨在转让核材料或设备的任何新供应安排都需要接受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

障监督并作出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不获取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承诺。此

类行为对实现普遍加入《条约》的前景具有不利影响，因为它们发出了一个错误

信息，即：作为一个非《条约》缔约方比作为一个无核武器的《条约》缔约国享

有更多的特权。 

10. 不管是在核武器国家之间还是在核武器国家与无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之间

共享核武器都明显违背相关缔约国根据《条约》第一条和第二条承担的明确义务，

在某个军事联盟内共享核武器就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一趋势确实是实现《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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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扩散目标方面的一个挫折，严重削弱了《条约》效力，损害到了它的信誉。遗

憾的是，那些假意竭力提倡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缔约国却采取此类毫无道理

的做法。审议大会应当讨论这一违约行为，并为纠正此行为作出切实有效的决定。 

11. 在世界不同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以及某个国家确立无核武器地位，会导致该

国以及设立无核武器区条约缔约国境内没有核武器，这的确也是防止核武器扩散

方面的成就。它们确实有助于实现核不扩散和核裁军目标，但当然不能取代其他

不扩散措施，也不能取代在全世界彻底消除核武器。与此同时，只有真正建立了

无核武器世界，才能说这一成就是充分和完整的。无核武器区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在于，某些核武器国家不愿意给予设立无核武器区条约的所有缔约方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威胁使用或使用核武器的充分、有效、无差别、无条件和不可撤销的有法

律约束力的安全保证。同样，某些非《条约》缔约方缺乏支持在世界其他地方设

立无核武器区的政治意愿，这是这方面的又一个挑战；以色列政权拒绝参与落实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通过的关于在中东设立无核武器区的决议以及 2010 年关

于设立该无核武器区的行动计划，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12. 此外，不利于全面落实《条约》不扩散条款的因素之一是，在防止使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方面，缺乏充分的安全保证。成千上万件核武器的存在继续对人类

的存续构成严重安全威胁。只要核武器还存在，可能使用或威胁使用此类武器的

风险就不会消失。因此，在全面消除核武器之前，作为防止威胁使用或使用此类

武器的唯一绝对保障，同时作为一种纯粹临时性措施，必须对所有无核武器缔约

国作出有效、普遍、无条件、非歧视和不可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证，在

任何情况下都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目前的各种保证都

是非常有限、有条件和不充分的，最要命的是，它可以成为某个核武器国家或其

“盟友与合作伙伴”为“捍卫切身利益”而动用此类武器的理由。该领域缺乏进

展，会加深无核武器国家已对《条约》核裁军和不扩散条款执行现状产生的挫败

感；因此，审查大会需要审议这一问题。 

13. 同样，在核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方面，所有核武器国家为实现其核武库的现

代化或更新，以及某些核武器国家为发展新型核武器包括新型非战略核武器(这

样做降低了核武器使用门槛，却加大了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和风险)，目前都在

实施各种措施和计划，这一点也令人严重关切。此趋势继续对《条约》的效力产

生不利影响并损害其目标和宗旨，因而有必要得到审议大会的有效处理。 

1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只有具有下列功效的不扩散措施同时并举，才能被

认为是有效的，而且与实现不扩散核武器目标相一致：实际上能全面防止核武器

流入核武器国家领土之外的地理区域；制止直接或间接协助其他《条约》缔约国

或非缔约国制造或以其他方式获取或控制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防止开发任

何新型核武器或者升级现有核武器，因为在防止核武器在地理上的扩散并减少其

数量的同时，却维持同等或更高的破坏力，是很荒谬的。原因在于：在不扩散核

武器方面，从本质上说，重要的不仅是预防核武器扩散或减少核武器数量，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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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控制此类武器的地理范围、数量和破坏力以及威胁使用或使用此类武器的可

能性。所以，要想有效，不扩散措施除了要控制核武器的地理范围之外，还应减

少此种武器的数量和破坏力以及威胁使用或使用此种武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

鉴于一切核不扩散措施的最终目标都是核裁军，此类措施应当导致推进核裁军这

个总体目标。 

15. 在《条约》的实施以及《条约》审议大会方面，有一个趋势令人担忧，即：

某些缔约国以不扩散为借口，意图直接或间接限制缔约国行使以和平目的利用核

能这项不可剥夺的权利。正如《条约》本身明确指出的，“本条约的任何规定不

得解释为影响所有缔约国不受歧视地……开展为和平目的而研究、生产和使用核

能的不容剥夺的权利”，所有此种措施都应被看作是明显违背《条约》的目标和

宗旨以及文字和精神。同样，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将会继续妨碍“各缔约国

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或和平核活动领域中的国际合作，包括……为和平目的在国际

上交换核材料和处理、使用或生产核材料的设备”，而根据《条约》，所有缔约方

应加以避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没有任何真正不扩散措施可以或者应该部

分或全面限制或暂停所有缔约方根据《条约》第四条所享有不可剥夺权利的任何

内容，更遑论以不扩散为借口来侵犯此项权利。鉴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审议大

会需有效加以处理。 

1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 2015 年《条约》审议大会未取得成功，从而也可能对

《条约》不扩散条款的全面落实产生不利影响深表关切，同时认为，2020 年审议

大会应审议在实施《条约》所载不扩散核武器相关条款及审议大会最后文件有关

部分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就此作出适当决定。为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议将以

下内容纳入 2020 年审议大会的最后文件： 

“重申全面有效地履行根据《公约》承担的义务，不直接或间接向任何

接受方转让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或对此种武器或爆炸装置的控制，也绝

不协助、鼓励或诱导任何无核武器国家制造或以其他方法取得核武器或其他

核爆炸装置或对此种武器或爆炸装置的控制，对于实现不扩散核武器目标以

及普遍加入《条约》至关重要； 

“确认在条约审议大会上商定的所有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决定持续有

效，直至其所有目标得以实现； 

“又确认相关核武器国家承诺立即终止核武器共享和核保护伞安排； 

“还确认所有核武器国家承诺最迟在 2025 年彻底停止所有旨在升级和

更新其现有核武器系统、发展新型核武器系统以及为在国内外研发、部署和

生产核武器建造新设施的计划； 

“强调《条约》缔约国应依照《条约》的规定，避免将不扩散作为手段，

约束或限制其他缔约国的和平核活动，包括为和平利用核能而尽可能全面交

换设备、材料及科技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