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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会议 

2019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10 日，纽约 

  裁军和不扩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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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提交的工作文件 

1. 实现无核武器世界需要长期的承诺和不断的努力。在这一背景下，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缔约国 201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强调裁军和不扩散教育的重要性，认

为这是推进《条约》各项目标、支持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有效手段。 

2. 裁军和不扩散教育不应灌输具体的思维方式或将问题政治化，而应培养批判

性思维、技能和知识，使人们能够思考如何稳步推进核裁军和不扩散，同时考虑

到与政治、技术、历史、法律和安全相关的各个方面以及使用核武器的影响的科

学证据。我们需要进行自我训练，以便能够分析当前的全球局势，并提出和实施

克服任何障碍的具体办法，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3. 在安全环境恶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等变化的基础上，还必须寻求最有效的方法

来提高公众对裁军和不扩散的认识。应不分年龄、性别和国籍，在所有人中提高

这种认识，并应从广泛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包括人道主义方面、关于使用核武

器已知影响的科学依据、分享原子弹爆炸的相关经验以及安全与裁军之间的关系。 

4.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成员坚信，裁军和不扩散教育对保持和加强《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制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采取的切实措施应包括领导人、青年

和其他人员访问社区和人民，包括受使用核武器之害的社区和人民，并与他们进

行互动，提高人们对核武器的负面影响和各种风险的认识。 

5. 2010 年审议大会通过的行动计划中行动 22 鼓励所有缔约国落实 2002 年秘

书长关于联合国在裁军和不扩散教育问题方面研究报告的报告(A/57/124)所载的

34 条建议。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成员呼吁所有缔约国再次承诺执行这些建议。

这些建议的执行工作有助于开展活动，促进和配合秘书长 2018 年裁军议程所载

的进一步推进裁军和不扩散教育的拟议行动。 

https://undocs.org/ch/A/5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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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鼓励缔约国有效开展裁军和不扩散教育，并为关于大会第 73/59 号决议所述

的落实上述联合国研究报告的行动的秘书长报告作出贡献。在这样做时，各国应

考虑到以下几点： 

 (a) 行为者之间的合作与协作：裁军和不扩散教育将不仅仅由各国进行，需

要教育机构、学术界、智库和研究机构、科学界和英才中心以及地方市政当局、

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媒体做出努力：在这方面，预计各国政府将作

为主要行为者之一，促进就各利益攸关方的想法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和有意义的

对话，同时也促进其他行为者推进该议程的工作； 

 (b) 积极的互动参与：裁军和不扩散教育需要包括更积极、更具互动性和参

与性的手段，如角色扮演和使用模拟情景，尤其需要弥合科学与政策之间差距的

手段：还应将包括文学、表演艺术和电影在内的艺术的作用视为促进裁军和不扩

散教育和提高认识的一种方式；这些机会预计将由包括各国政府在内的各种行为

者提供； 

 (c) 尖端技术：鉴于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最新发展，包括在人工智能和虚拟现

实领域的进展，还应探索利用这些尖端技术进一步促进裁军和不扩散教育的新途

径； 

 (d) 超越世代和性别：由于实现无核武器世界需要长期的努力，所有各代和

不同性别的个人都必须参与进来；尤其是，要为裁军相关问题找到新的解决办法，

就需要增强所有人的权能并将所有人的意见纳入其中，包括妇女和女童的意见，

妇女和女童的参与人数仍然极少：此外，教育青年人是培养下一代领导人的最关

键手段之一，下一代领导人将能够采取切实行动，以实现我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

的最终目标。在这方面，必须为各代人一律提供包容的机会，让他们以开放的心

态相互学习，并对未来应用大胆和创造性的思维。 

 

  

https://undocs.org/ch/A/RES/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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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以下是截至 2019 年 4 月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成员的良好做法实例： 

加拿大 

 2019 年 3 月，加拿大全球事务部主办并组织了一次活动，促进与研究生以及

民间社会、学术界、智库和私营部门代表就不扩散、军备控制和裁军，包括空间

领域的不扩散、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交换意见。基于与加拿大一个从事核裁军和

教育工作的重要基金会的长期伙伴关系，一个外部专家小组选出的四名研究生向

70 多名论坛参与者介绍了他们的研究。这些学生还获得了奖学金，继续开展他们

在不扩散、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的研究。 

 加拿大政府官员继续与学生和学者开展外联活动，包括在学院和大学研讨会

和课程中开设客座讲座，并在大学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和会议期间参加小组讨论。 

德国 

 德国为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提供资金，并于 2018 年秋季在柏林接待了一

组研究员。研究员会见了联邦外交部官员以及智库和其他有关机构的代表。 

 联邦外交部与德国两个著名学术机构启动了两个博士后和博士项目，目的是

加强裁军、军备控制和不扩散领域的学术研究和专门知识。鉴于不断变化的地缘

战略和安全环境以及技术发展的速度，催生专家知识至关重要。 

 2018 年 11 月 27 日，联邦外交部为在柏林举行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

青年小组会议提供了一个平台，讨论与禁止核试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相

关扩散危机和整体《不扩散条约》有关的问题，目标是提高对核裁军和军备控制

问题的认识、推进青年参与和促进国际网络。 

 德国为 2018 年和 2019 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平与安全奖学金提供了资

金。该奖学金为年轻专业人员，特别是妇女提供培训课程，提供关于通过军备控

制、裁军和不扩散预防和解决冲突的总体指导和知识。 

日本 

 自 1983 年以来，日本每年欢迎参与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的会员国年轻外

交官访问广岛和长崎。该方案作为有效手段，强调原子弹爆炸幸存者所目睹的核

武器的不人道性质，并宣传继续开展裁军和不扩散工作的重要性。 

 作为唯一在战争期间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认识到有责任向国际社

会和子孙后代传达使用核武器造成毁灭的现实。2010 年，日本政府启动了名为

“无核武器世界特别宣传员”的方案，请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在国际会议上发言，

介绍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的第一手经验。迄今为止，293 名宣传员获

邀在 97 个场合发言。此外，随着原子弹幸存者年事渐高，日本最近还为年轻一

代启动了名为“无核武器世界青年宣传员”的方案。青年宣传员在日内瓦裁军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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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会议发言，并参加了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迄今为止，382 名青年宣传员

获邀在 34 个场合发言。 

 日本还组织了“无核武器世界青年宣传员方案”论坛，目的是使青年宣传员

能够进一步将原子弹爆炸的现实传播给所有国家的各代人，并重申他们对实现无

核武器世界的承诺。 

 为了提高国际社会对原子弹爆炸现实的认识，日本政府将原子弹爆炸幸存者

的证词翻译成了 13 种外语，并在该国政府网站上分享。 

墨西哥 

 墨西哥与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

以及马蒂亚斯·罗梅罗研究所(墨西哥的一个外交学院)协作，为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的外交官举办核裁军和不扩散问题年度暑期课程。墨西哥还采取了以下措施： 

 每两年向大会第一委员会提交关于联合国在裁军和不扩散教育问题方面研

究报告的决议的文件。 

 将关于裁军和不扩散的材料纳入国防秘书处、海军事务秘书处和马蒂亚

斯·罗梅罗研究所的课程。 

 参加了墨西哥和国外的圆桌会议和各种论坛，包括关于核裁军问题和核武器

的人道主义影响的讨论。 

荷兰 

 荷兰完成了 2010 年启动的不扩散项目，通过该项目，荷兰资助乌得勒支和

鹿特丹多所大学的 3 个博士岗位，负责对核不扩散和裁军问题的历史、法律和治

理各方面进行核心学术研究，以催生专家知识。 

 荷兰非常重视为学者提供交流想法和相互联系的平台，以加强这一领域的国

际合作。这方面的例子包括 2019 年 4 月 15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核裁军专题讨论

会；将于 4 月 30 日举行一次关于《不扩散条约》的会外活动，包括介绍对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进行历史性审查的结果；三次区域

外联会议，荷兰在这些会议上与当地专家网络进行了接触。 

 荷兰向各种教育组织和倡议提供捐助，例如维也纳裁军和不扩散中心和阿塞

尔研究所的裁军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扩散问题夏季方案，包括出资为发展中国

家参加该课程设立了若干奖学金。荷兰还出资，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

组织为该区域的候选人提供实习机会。 

 荷兰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支助方案提供资金，促进核保障监督领域的

能力建设，包括通过举办课程和培训活动以及开发新技术提供实物支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