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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2017 年 5 月 2 日至 12 日，维也纳 

  核裁军 

  爱尔兰代表新议程联盟成员国巴西、埃及、墨西哥、新西兰和南非

提交的工作文件 

  导言 

1. 1998 年，新议程联盟创始部长们一致认为，“可以永久保留且绝不会意外或

决定使用核武器的主张难以置信。唯一彻底防卫是消除核武器，并保证永远不再

生产这种武器”。 

2.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近 20 年之后，一些国家继续计划无限期拥有核武器，

并以所称安全关切为由为继续保留核武器进行辩解。这种企图不仅破坏《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的大妥协和公信力，而且还可能鼓励扩散。 

3. 新议程联盟认为，当前的全球安全局势非但不能作为无进展的借口，反而更

需要在核裁军方面采取紧急行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15 年审议大会未

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这明确表明需要取得进展，而且《条约》所有缔约国有

责任防止再次发生这种令人十分失望的结果。我们的共同责任是尽一切努力确保

2020 年审议大会取得具体和有意义的成果。 

4. 我们期待以坚定、一致和有效的方式推进全面执行《条约》，我们必须借鉴

在以前审议周期汲取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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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核裁军进展缓慢正在破坏《不扩散条约》的公信力 

5. 如《条约》序言除其他外所述，尽管一致确认核战争会给全人类带来灾难，

但过去几十年来的核裁军进展之慢令人无法接受。《条约》的核裁军支柱尚未得

到落实。 

6. 新议程联盟回顾《条约》第六条，其中规定有义务秉诚寻求谈判，讨论早日

停止核军备竞赛及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国际法院在 1996 年的咨询意见中确

认，本条款规定的不仅是一项行为义务，也是一项结果义务，因为其一致结论是，

“有义务真诚地进行并完成谈判，以便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实现全面核裁军”。

新议程联盟回顾，第六条对《条约》所有缔约国具有约束力。我们指出，在平行

论坛上采取补充性举措可以支持但不能代替《条约》取得进展。 

7.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一致决定无限期延长《条约》，以使根据《条约》包

括第六条承担的义务可以继续有效。然而，在《条约》生效 47 年之后，在无限

期延长《条约》二十五周年的前夕，第六条仍未得到履行。 

8. 2000 年审议大会商定了一系列 13 个实际步骤，系统和循序渐进地努力实施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以及和 1995 年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原则和

目标”的决定第 3 和 4(c)段，其中包括让《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在裁军

谈判会议上通过一项工作方案，并开始谈判一项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核武器

国家明确保证彻底消除其核武库，进而实现核裁军；降低核武器在安全政策中的

作用。迄今为止，这 13 项措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落实。 

9. 2010 审议大会指出，“核武器国家再次明确保证，根据不可逆原则，彻底消

除其核武库，进而实现核裁军”。大会商定了一项包含《不扩散条约》所有支柱

的 64 点行动计划，核武器国家在其中承诺，“加快在《200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

所载实现核裁军的各项步骤方面取得具体进展”，包括“迅速着手全面削减全球

储存的各种核武器”。然而，上述步骤的进展是有限和缓慢的。此外，一些核武

器国家随后声称已达到最低可信核威慑需要的极限，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无法进一

步裁减核武库，这破坏了核武器国家此前的“明确”承诺。 

10. 2010 年重申了实现普遍加入《条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呼吁缔约国尽一

切努力促进普遍加入，不采取任何可能对这一目标产生负面影响的行动。在这方

面没有取得进展。 

11.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通过的中东问题决议规定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所有

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2010 年审议大会责成《条约》缔约国为建立这一区域

召开一次会议；但是，履行这一承诺的努力在 2012 年受挫。五年之后，2015 年

审议大会未能就旨在启动 1995 年中东问题决议执行进程的成果文件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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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谈判达成包括中东问题决议在内的一揽子案文，才有可能作出无限期延

长《条约》的决定。新议程联盟谨回顾，该决议在得到充分执行前一直有效。 

12. 新议程联盟回顾，所有缔约国都必须对严格遵守《条约》规定的义务以及 1995

年、2000 年和 2010 年审议大会提出的各项决定、决议和承诺承担全部责任。新

议程联盟还回顾，所有缔约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承诺在履行条约义务方面适用不

可逆、可核查和透明原则。 

13. 新议程联盟谨强调指出，这些自由作出并在历次审查会议得到重申的承诺早

该最终兑现。新议程联盟认为，可以通过提高执行核裁军义务和承诺的透明度和

可衡量性来加强问责，这些领域取得的进展将有助于恢复《条约》的公信力并建

立对裁军进程的信任。这次筹备委员会使所有缔约国尤其是核武器国家有机会表

明对充分执行《条约》的承诺。 

 二. 引爆核武器的风险正在增加 

14. 考虑到核裁军义务没有得到履行以及核武器继续存在造成日益增长的风险，

越来越需要取得进展。 

15. 风险的计算方式是使用将一系列潜在影响与最佳概率估计搭配的矩阵。核武

器国家常常辩称，蓄意核引爆的风险很小，因为概率很低，尽管这种引爆的灾难

性后果得到了公认。然而，考虑到脆弱的国际安全环境、双边关系矛盾加剧、新

一波核武库现代化和质量改进，常规冲突可能升级为核冲突的概率正在再次提高。 

16. 且不谈蓄意使用核武器的风险以及非国家行为体获取这类武器带来的风险，

核武器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会议强调了另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可能性，即迄今为

止所知甚少的意外或错误引爆风险。 

17.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核武器系统所用技术易受网络攻击，对核引爆概率

具有严重影响。 

18. 许多有关弹道导弹试验失败的报道也清楚表明核武器系统的固有风险。 

 三. 在核裁军方面取得更紧迫进展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提高对

核武器引爆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的认识 

19. 新议程联盟回顾，2010 年审议大会表示深为关切核武器的任何使用造成的灾

难性人道主义后果，并重申所有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包括

国际人道主义法。此后，挪威、墨西哥和奥地利政府主办的三次核武器造成的人

道主义影响会议以及 2013 年和 2016 年不限成员名额核裁军问题工作组收到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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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研究和材料极大加深了我们对于任何意外或蓄意使用核武器行为对人类和地

球的严重影响的知识和了解。 

20. 除了在城市环境的任何引爆可能立即造成不分对象的大规模人类苦难外(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确认，国际社会对此尚无适当的应对能力)，这类引爆释放的

烟雾和辐射会产生更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核武器安放国必须

提高认识，理解当领导人谈到“区域”、“定向”、“战术”或“有限”的核武器使

用时的威胁范围。我们面对的是灾难性和不分对象的人道主义伤害，具有跨界和

全球性的长期后果。没有所谓“有限”或“区域”核打击。 

21. 除了过度核辐射对环境乃至整个人类造成的严重、长期和众所周知的问题之

外，新议程联盟谨重点指出在核武器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维也纳会议上以及随后

在 2015 年审查大会期间提交的有力证据，其中说明了核武器对妇女和女童造成

的具有性别差异的过度影响。 

 四. 进步的阻碍 

22. 新议程联盟深感关切的是，有明确证据表明反对威胁使用核武器的规范面临

越来越大的挑战，而且核武器国家的最近动态旨在改进这类武器的质量并使之现

代化，从而助长了新的核军备竞赛。鉴于这些事态发展，以及未能将撤消作战核

武器的高度待战状态作为降低核紧张局势的手段，核武器国家关于彻底和不可逆

转地消除核武库的明确承诺受到质疑。 

23. 新议程联盟敦促《条约》所有缔约国共同努力，以期在 2020 年实现有力和

一致的成果，庆祝《条约》生效 50 周年，该成果将反映本文件所述问题的紧迫

性和重要性，并将加强《条约》作为核裁军义务主要来源的地位。 

  2020 年审议周期的结论和建议 

24. 新议程联盟重申，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加快执行《条约》规定的所有核裁军

义务，以及 1995 年、2000 年和 2010 年审议大会作出的所有承诺和保证。在《条

约》生效 47 年之后，核武器继续存在并有扩散威胁，这违背了根据《条约》所

作的承诺。核武器国家必须不再拖延地履行第六条规定的义务。 

25. 新议程联盟重申致力于适用不可逆、可核查和透明的核裁军原则。为了充分

适用这些原则，需要在发展技术办法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同时在核武器国家执

行削减核武器协定方面采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适当措施。 

26. 在承认以透明、可核查和不可逆的方式彻底消除核武器将需要假以时日的同

时，2020 年审议周期应探讨如何通过提高履行核裁军义务和承诺的透明度和可衡

量性来加强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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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作为一项临时措施，新议程联盟敦促核武器国家解除作战核武器的高度待战

状态，并作为一个紧急事项，制定适当的法律和程序保障措施，以期减少核引爆

的风险。 

28. 新议程联盟重申，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充分执行 1995 年关于建立中东无核

武器和所有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中东问题决议。联盟呼吁《条约》所有缔

约国尤其是核武器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不再拖延地充分执行《条约》。 

29. 新议程联盟重申，目前的现代化方案不符合《条约》的文字和精神，并建议

立即停止此类方案。 

30. 新议程联盟建议，所有核武器国家和将核武器作为安全态势依靠的国家采取

措施，降低核武器在其军事理论中的作用，并促请这些国家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

明为此而取得的进展。 

31. 新议程联盟建议采取措施，提高民间社会对任何核引爆的风险和灾难性影响

的认识，包括为此开展裁军教育。 

32. 新议程联盟希望看到2020年审议周期反映在核武器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

包括在电离辐射产生的具有性别差异的过度影响及相关风险方面出现的新信息

和认识。 

33. 2020 年审议周期必须推进各种努力，为促进核裁军确定、拟订和谈判有效的

法律措施。在这方面，新议程联盟欢迎根据大会第 71/258 号决议召开联合国会议，

谈判缔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用以禁止核武器进而彻底消除这类武器，

并将其作为促进执行第六条的有效措施。 

34. 《条约》缔约国应当考虑到不履行在历次审议大会上达成的协议和保证会削

弱《条约》的公信力，并可能威胁到核裁军和核不扩散制度的长期可持续性。《条

约》所有缔约国必须从速全面执行第六条。 

 

http://undocs.org/ch/A/RES/71/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