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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2018 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4 日，日内瓦 

  为核裁军创造条件 

  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国家之间不是因为拥有武器而互不信任，而是因为互不信任而拥有武器。” 

——罗纳德·里根总统 

  引言 

1. 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为解决如何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问题作出了辛勤努力，

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长期目标，即美利坚合众国继续支持的目标，依然没有实

现。如果我们继续把重点放在削减核武器数量和立即废除核武器上，而不是首先

解决导致生产和保留核武器的真正的根本安全关切，我们的裁军事业以及加强集

体国际安全的事业都将在原地踏步、一事无成。 

2. 为使国际社会摆脱这种毫无意义的讨论，美国寻求一种更有意义、更加现实

的对话，一种真正有希望使我们走向共同寻求的无核武器世界的对话。这种对话

将解决那些使保留核武器成为防止大国冲突、维持战略稳定所必需的根本安全关

切。这种接触非常重要，因为继续把重点放在核武器数量上，而不考虑其根本理

由，会导致各国在核武库继续存在或在某些情况下继续扩大的情况下各说各话的

风险。我们的目标是取得进展，而不是空谈或单纯的释放善意；我们进行建设性

对话的选择是明确的。 

3. 美国曾泛泛谈到需要为进一步核裁军创造有利条件。本工作文件旨在阐述为

创造这种条件而需要完成的一些零散任务。这既不是确定完成任务具体顺序的

“路线图”，也不是详尽无遗的所有必要行动清单，更不是说在提出的每个问题

都得到充分、最终解决之前，裁军无法取得新的进展。相反，本文件的目的是促

进关于改进的专题对话，要真正实现核裁军，所有国家必须共同努力实现这些改

 * 本文件未经正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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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虽然本文件意在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进程作出贡献，但是提出的想法和

阐述的工作不仅适用于条约缔约国，而且也同样适用于包括非缔约国在内的广泛

国际体系。 

  国际安全环境 

4. 所有国家几乎都向往一个更加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一个国家在边界之

内感到安全、不受邻国威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决定国家关系，特别是大国

关系的不是零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假设，而是合作与没有冲突。在这样的世界里，

核威慑不再被认为是安全的最终保障。 

5. 然而，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没有核武器的当今这个充满麻烦的世界。只有地缘

政治格局的根本转变带来安全条件，使所有国家根据自己对主权威胁的看法认为

不再需要核武器，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当然，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在此期间，逐步改善国际安全环境，可以在减少全世界核武器的作用和数量方面

取得新的进展。这是历史的教训。 

6. 各国在对本国及核心利益所受当前或未来地缘政治威胁认识的基础上作出

国家安全决定。国际关系的这一基本原则尤其适用于核裁军领域。裁军不是、也

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其可行性、方向、速度取决于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核军

备竞赛在冷战的最后几年结束是因为当时环境的变化；同样，冷战结束后的几年

内核武器得到削减，也是因为安全环境的显著改善。这两个时期在减少核危险方

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正是因为世界领袖注意到并回应了安全状况的普遍改善。 

  核威慑与战略稳定 

7. 核威慑，包括扩大的核威慑，继续在确保全球稳定与安全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所有国家都受益于此。经济、社会、战略等各种形式的稳定，增进了信任与安全，

使各国能够进行裁军。每个国家回应威慑和裁军的方法都受到影响其对利益和利

益所受威胁的看法的所有因素的影响。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条件完善之前不能继

续削减核武器。相反，这意味着，如果各国相信国际紧张局势正在缓和，裁军进

展不会破坏稳定，它们就更有可能认为裁军符合本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假定从我

们今天所处的位置到某种“零”核没有任何一蹴而就的奇迹般的飞跃，我们就需

要处理如何将稳定维持在非常低数量的核武器上的问题，这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短暂时期以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在成功防止敌对国家全面军备竞赛方面

迄今尚无先例。 

  阐明新的前进道路：为核裁军创造条件的办法 

8. 不扩散条约缔约国有责任共同努力改善地缘政治环境，并为核裁军创造条件，

即采取我们开始提出的“为核裁军创造条件”的办法。这种新的裁军外交办法设

想条约缔约国为缓解冲突与对抗作出贡献，因为使各国继续依赖核武器与核威慑

的正是这些冲突与对抗。这种做法需要重新强调就《条约》的所有承诺制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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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此基础上为今后的核裁军谈判创造条件。《条约》序言部分提到，要“缓和国

际紧张局势、加强国家间信任以促进”裁军。这一缓和国家间紧张局势的概念，

包括通过有效的建立信任和信心措施，是根据《条约》第六条促进核裁军条件的

必要起点。因此，我们在下文提出了一些国际安全条件，我们认为可能需要通过

具体行动和有效措施来实现这些条件，以促进实现一个无核武器世界。 

  减少区域紧张局势和冲突 

9. 当今世界，国际社会最紧迫的目标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完全、可核查、

不可逆转地放弃核武器计划，包括放弃裂变材料生产，减少弹道导弹威胁。还必

须确保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遵守核不扩散义务的情况得到核查，确保它再也无法保

持接近核武器化的危险距离。如果所有国家，特别是某些核武器国家不再次明确

承诺尊重邻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其他国家将继续通过自己的核武库或依

靠与核国家的结盟寻求核威慑。 

10. 各国根据所处地区安全环境的看法确定威慑和防务要求十分重要。然而，地

区冲突和紧张局势的诸多实例使各国形成了需要核威慑的看法。如果不解决这些

紧张局势，就无法促进普遍加入《不扩散条约》的前景。作为全球安全局势的又

一重大改善，所有国家都应毫无例外地不把恐怖主义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并承

认以色列国的生存权。同样，尽管实现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依然是许多国

家的优先事项，但只有通过该地区所有国家的直接对话，并在它们自由达成的安

排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不扩散 

11. 《不扩散条约》是全球核不扩散制度的基石，而不扩散则是《条约》本身的

基石。没有强有力的不扩散保证，任何有意义的国际核合作、核裁军都不可能取

得成功。如果我们希望核国家认为，它们将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保持安全，因

此裁军是可能的，那么它们必须对其他国家几乎普遍加入《条约》和继续遵守不

扩散义务抱有信心。全面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包括遵

守作为核查《条约》所规定保障监督义务履行情况的事实标准的《附加议定书》，

仍然是全球不扩散努力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促成可能裁军的因素之一。 

  裁军 

12. 核武器国家全面暂停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也是重

要步骤之一。国际社会曾把重点放在谈判一项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条

约上。但是，谈判努力并没有成功，原因仅仅是某些国家认为，它们需要更多的

裂变材料，或者至少在建立核武库的过程中不准备放弃这一选择。谈判的一个必

要条件就是所有国家都愿意停止生产裂变材料；实现停产，就应该有可能缔结条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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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样，所有核武器国家不再进一步增加核武库将有助于建立信任，从而在削

减核武库方面取得进展。美国自冷战高峰以来将核武器数量削减了 88%以上，但

是其他国家却在逆向而行。俄罗斯联邦、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目前正

在增加储存并使能力多样化，进行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提高核武器在安全战

略中的地位，并在某些情况下谋求发展新的核能力威胁其他和平国家。在亚洲其

他地方，核储存和核能力也在扩大，基本偏离了未来可行核裁军的方向。 

14. 最后，提高核政策、计划和理论的透明度，将是进一步谈判削减核武器的关

键建立信任措施。正如 2018 年《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指出：军备控制努力当前

的重点是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以重建信任和沟通……我们准备考虑使各方恢复

可预测性和透明度的军控机会，并在条件允许和潜在结果使美国及盟国和伙伴国

家安全得到改善的情况下，继续对今后的军控谈判持接受态度。 

  核查 

15. 为今后核裁军创造条件办法的一个基本要素，是确保我们有能力和力量对任

何可能的削减进行核查。为最终实现全球核裁军，所有国家，包括核武器国家，

都必须接受可信、有效、及时的核查。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确保我们拥有必要的

技术、能力和经验来执行核查措施，确保国际社会对任何不遵守情况作出迅速、

果断的反应。 

  遵守 

16. 核武器国家遵守现有和未来的所有条约义务、处理不遵守情况的工具和政治

意愿都是核裁军的必要基础，对于无核国家遵守不扩散义务也是如此。但是，除

非国际社会能够可靠地面对强制遵守的挑战，否则，即使明确禁止核武器并制定

消除核武器的详细计划和强有力的核查规定，也可能无力为之。事实上，这不仅

仅是废除的挑战。在核武器数量减少的情况下维持稳定，需要对所有国家遵守承

诺、不遵守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抱有高度信心。但是，最近出现的违反条约义务和

明显缺乏解决关切问题的意愿破坏了这种信心。 

17. 今天，遵守问题给裁军前景蒙上了阴影，而这不仅仅是因为俄罗斯联邦继续

违反《中程核力量条约》。《化学武器公约》存在同样的问题。《化武公约》全面涵

盖禁止和消除化学武器、对销毁化学武器进行核查等各个方面。令人遗憾的是，

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准则受到侵蚀而基本没有受到惩罚，而且一些国家相互

配合，破坏国际社会确保这种裁军制度取得成功所依赖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机构的

效力和信誉。要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国际社会就必须重新致力于确保遵守，

包括采取有效的执行措施。 

  和平利用核能与核安全 

18. 维持无核武器世界稳定的另一个挑战，是确保为和平目的转让、获取或发展

的核技术不转用或滥用于生产或发展核武器。《条约》为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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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奠定了基础，认识到核应用和非核应用为大大改善世界各国的生活品质提供了

可能。然而，要为核裁军谈判创造条件，必须管理并尽量减少所有核技术在某种

程度上存在的固有风险。为此，我们在限制核燃料循环最敏感阶段和尽量减少可

用于武器的民用核材料方面达成了广泛共识。 

19. 但是，这种共识有遭到破坏的危险。《条约》生效以来，核技术主要供应国通

过了一套合法贸易的标准，通过确保不扩散原则的水平基础，降低了这一风险，

促进了合法的核贸易。但是，这一基础取决于一个多样化、稳定的核商品和服务

市场的持续活力。各国追求不受限制地获得核技术，在燃料循环最敏感部分的供

应方面无视重要不扩散原则的压力，以及未能在民用核合作项目中全面坚持最高

保障监督标准，包括原子能机构《附加议定书》，破坏了不扩散制度，削弱了对第

四条核合作架构以符合不扩散要求的方式运作的能力的信心，从而可能威胁到这

一架构，并使最终实现核裁军的可能性降低。 

  结论 

20. 所有国家都能够而且应该为核裁军创造必要条件作出努力。这种努力有助于

建立一个不再需要核武器来阻止侵略、维持全球战略稳定的世界。我们正在努力

实现《不扩散条约》五十年来为之做出不可估量贡献的这一崇高目标，在这个过

程中美国期待与所有缔约国就这些重要问题进行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