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PT/CONF.2020/PC.III/WP.22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 

筹备委员会 

 
8 April 201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05907 (C)    110419    150419 

*1905907*  
 

第三届会议 

2019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10 日，纽约 

  促进和平利用核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具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成员(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德国、日本、

墨西哥、荷兰、尼日利亚、菲律宾、波兰、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提交的工作文件 

1.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国家重申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条的承诺，该

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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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本条约

第一条及第二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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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四条并规定，所有缔约国承诺促进并有权参加在最大可能范围内为和平利

用核能而交换设备、材料和科学技术情报，并单独地或会同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

在进一步发展为和平目的而应用核能方面，特别是在无核武器的各缔约国领土上

发展为和平目的应用核能方面，进行合作以作出贡献，对于世界上发展中地区的

需要应给予应有的考虑。我们承认，根据国家要求并考虑到相关国际义务制定本

国能源政策，包括燃料循环政策，是每个国家的特权。 

3.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国家认为，在审查《不扩散条约》的实施情况时，作

为《条约》三大支柱的不扩散、裁军与和平利用核技术，在审查周期中必须得到

同等重视和同等考虑。三大支柱具有同等的内在价值，每个支柱都以重要方式为

《条约》避免核冲突和保障全球安全的总目标做出贡献。 

4. 《不扩散条约》的三大支柱都很重要，每个支柱也加强了其他支柱的目标。

倡议组织换言之，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国家认为《不扩散条约》的三大支柱相

互依存、相辅相成。 

5.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在 2019 年缔约国筹备委员会会议期间，在为筹备 2020

年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而组织的任何区域会议期间，并在制定相关成果文

件时，应适当重视第三支柱，即和平利用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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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效缓解未来的全球挑战，包括与气候变化和动物疾病爆发增加相关的挑战，

使发现创新和有效解决方案变得更为重要。在这方面，和平利用核技术这一领域

的潜力越来越大。 

7. 我们呼吁缔约国认识到和平利用和应用核技术在推动全世界人类发展各种

基本社会经济需求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未来的潜力，包括人类和动物健康、营养、

粮食和农业、水资源管理、环境、工业、材料和能源所涉领域。 

8. 因此，和平利用和应用核科学核技术可以在加速实现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的至少 9 个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为此，倡议组织认

为，应尽最大可能扩大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惠益，包括尽可能或酌情将其纳入国家

发展计划。此外，发展伙伴要共同努力，推动承认核科学核技术是发展框架内的

发展工具。监管者、经营者和决策者等利益攸关方之间加强良好做法的共享，可

以为此提供重要动力。 

9. 所有国家都从和平利用核技术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包括通过与国际原

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合作——这是一项在《不扩散条约》基础上取得的令人

印象深刻的成就。 

10.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热切希望保护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惠益，并继续向各国

提供这种惠益。我们期待在委员会本次会议筹备期间与所有缔约国进行建设性接

触，以推进这一目标，并继续加强作为不扩散和裁军制度基石的《不扩散条约》。 

11. 确保与利益攸关方的有效沟通，提高公众对和平利用核技术惠益的认识，对

于建立加强和平利用核技术所需的接受度至关重要。 

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 

12. 在促进和平利用核技术方面，原子能机构开展的“原子促进和平与发展”活

动对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13.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敦促原子能机构继续提高发展领域主要参与者对机

构活动的认识，并加强与相关组织的伙伴关系。这方面的相关举措有 2017 年的

21 世纪核能问题国际部长级会议和 2018 年的核科学核技术：应对当前和新的发

展挑战部长级会议等。 

14.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欢迎 2018 年部长级会议通过的《部长宣言》，原子能

机构成员国在《宣言》中“认识到科学、技术和创新在应对当前挑战以及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共同目标方面的重要作

用。” 

15. 成员国在《部长宣言》中还认识到，全球进一步利用核应用的需求日益增长；

双边和多边合作对于加速和扩大核技术对和平、健康和繁荣的贡献十分重要；核

技术的捐助者和接受者要共同努力，弥合会员国在核科学核技术方面的差距；原

子能机构技术合作方案和协调研究活动作为支持成员国建设、加强和保持以安全、

可靠和可持续方式使用核技术的能力的主要机制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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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鼓励原子能机构及其成员国继续努力，提高技术合作

方案的效率、实效、透明度和可持续性，帮助传播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惠益。特别

是，成员国都要负起责任，向原子能机构执行技术合作方案的最重要机制——技

术合作基金缴纳既定份额，并采取切实步骤，确保基金得到更多资金。应该加强

公私伙伴关系，以此加强技术合作方案及方案的社会经济影响。 

17. 可以有效利用亚洲及太平洋、亚洲阿拉伯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非洲

的区域合作安排，提供援助并促进技术转让，以补充和加强原子能机构在一些国

家的技术合作活动，促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18.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欢迎越来越多的原子能机构成员国通过和平利用核

能倡议向原子能机构应用核技术促进发展目标的活动提供自愿捐助。捐款数额超

过 1.40 亿欧元，惠及超过 150 个成员国。原子能机构因此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无

法预见的紧急需求，迅速采取行动应对埃博拉病毒病、寨卡病毒爆发，并对 H5N1

病毒(禽流感)作出应对。 

19.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欢迎原子能机构在支持国际开发和应用核衍生技术

方面的作用，包括： 

• 应对与健康状况，特别是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等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诊

断和治疗有关的需求以及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 

• 采用无菌昆虫技术抑制或根除蚊子、地中海果蝇等害虫种群，消除害虫

传播疾病及对农业的影响 

• 迅速诊断和控制跨界动物和人畜共患疾病 

• 测量环境放射性和辐射 

• 加强粮食安全，为此发展适应气候变化作物品种，包括适应低氮条件的

水稻、水分利用率高的小麦品种、早熟绿豆、适于低磷田地的大麦 

• 通过跟踪全球海洋对二氧化碳的吸收以及由此产生的酸化对海洋生态

系统的影响来管理水资源；海水淡化 

• 确保食品的可追溯性和真实性，评估食品安全风险，包括海产品中的重

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微塑料和生物毒素的存在 

• 保持艺术和文化遗产的特点并保护艺术和文化遗产。 

20. 为了保持对和平利用核技术的广泛信任，促进和加强国际合作，不扩散与裁

军倡议组织认识到，在使用核技术的所有阶段都必须承诺并持续执行最高安全和

保安标准以及充分透明的有效保障措施。 

21.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意识到核保安和核安全的区别，认识到这两个相关领

域的共同目标和重要协同作用，以确保负责任地生产、储存、转让、交换、使用、

处置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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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认识到，虽然拥有管辖权的国家对核材料或放射性材

料的核安全和保安负有责任，但包括供应国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在促进核安全

和保安方面都有作用。所有国家应始终保持对其拥有的所有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

材料的有效、全面的核保安和安全控制，并寻求采取任何必要行动，减轻新出现

的核保安威胁带来的挑战，特别是网络威胁和非国家行为者构成的威胁。 

23.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强调发展、实施、持续改进适当监管基础设施以及教

育、培训、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努力和投资对于加强核安全和保安十分重要。 

24.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强调，在为和平目的使用核材料的同时，缔约国要遵

守《不扩散条约》第三条规定的不扩散义务，防止核材料从和平用途转用于核武

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承认原子能机构在保障核材料不被

转用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及《附加议定书》

是当前的国际核查标准。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呼吁所有尚未缔结和执行《全面

保障协定》及《附加议定书》的国家毫不拖延地缔结和执行这两项文书。 

25. 不 扩 散 与 裁 军 倡 议 组 织 关 于 保 障 监 督 制 度 的 详 细 建 议 见

NPT/CONF.2020/PC.II/W.29(2018)。倡议组织关于和平利用所涉安全和保安的详

细建议见 NTP/CONF.2020/PC.I/WP.26(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NPT/CONF.2020/PC.II/W.29(2018)
https://undocs.org/ch/S/RES/NTP/CONF.2020/PC.I/WP.26(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