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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会议 

2019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10 日，纽约 

  2019 年 4 月 23 日日本政府给筹备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日本提交的工作文件 

 日本政府谨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三届

会议主席致意，并随函转递由切实推动核裁军名人小组提出的“京都呼吁”的案

文(见附件)。 

 名人小组由日本政府于 2017 年成立，主要是为了应对国际安全恶化等核裁

军挑战，以及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甚至核武器国家之间在实现无核

武器世界的方法上存在的严重分歧。 

 名人小组的目的是就切实推动核裁军的具体措施向整个国际社会提出政策

建议。名人小组成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工作，不代表任何具体组织或国家。 

 在第一阶段，名人小组在广岛和东京举行了两次会议，并于 2018 年 3 月提

出了建议，重点在于立即开展紧急活动，弥合各国的意见分歧。在 2018 年 4 月

举行的不扩散条约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上，外务大臣河野太

郎表示相信这些建议将为国际社会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在第二阶段，名人小组在长崎和京都举行了两次会议，继续讨论国际社会在

当前情况下为推动核裁军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并提出了“京都呼吁”。 

 2019 年 4 月 16 日，名人小组在东京向外务大臣河野太郎提交了第二阶段讨

论的成果文件“京都呼吁”。 

 日本政府认为，“京都呼吁”阐述了对于核裁军问题的不同做法，可作为国际

社会一份有意义的参考文件，并请求将本呼吁作为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

第三届会议的工作文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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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切实推动核裁军名人小组的京都呼吁 

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2020年审议进程提出的呼吁 

 2020 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生效 50 周年，也是在三项

决定和关于中东的决议的基础上无限期延长条约的 25 周年。《不扩散条约》是全

球核不扩散、核裁军及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制度的基石，同放弃侵略、和平解

决争端以及切实有效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等规范一道构成国际和平与安全架构

的基本组成部分。 

 展望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切实推动核裁军名人小组

在长崎和京都举行会议，对核裁军局势不断恶化、危及国际和平与稳定深感关切。 

 因此，切实推动核裁军名人小组敦促国际社会重申： 

1. 核武器国家明确保证彻底消除核武库最终实现核裁军的持续根本承诺，这是

所有缔约国根据《不扩散条约》第六条作出的承诺，也是分别在不扩散条约 1995

年、2000 年和 201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中以协商一致方式阐述的不扩散条约制

度的支柱之一。 

 名人小组强调： 

2. 为更加稳定、安全、繁荣的世界夯实基础，需要： 

 (a) 维持和维护双边和多边核军备控制条约和协定，包括监测和核查方式； 

 (b) 履行核军备控制和裁军条约和协定规定的所有义务和承诺，并利用现有

机制解决对不遵约行为和可能导致不稳定的核军备现代化的关切； 

 (c) 重建话语文明和尊重，恢复在核军备控制和减少威胁方面的合作做法； 

 (d) 尊重民间社会在促进冲突各方相互理解与合作以及在培育有助于各国

执行核裁军措施的创新想法方面所作的贡献。 

 名人小组建议在不扩散条约 2020 年审议进程中： 

3. 核武器国家在 2020 年审议大会上，通过所谓的“五常进程”在彼此之间并

同时与无核武器国家进一步解释和分享关于其核理论、威慑政策、减少风险措施

和安全保证的信息。 

 名人小组还建议： 

4. 包括非《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均为减少核威胁、建立信任和

安全措施以及核裁军核查的论坛和进程作出贡献，并根据需要建立此类论坛和进

程。 

5. 为促进相互信任与保证从而加强全球安全，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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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解释和讨论各自对拥有核武器的其他国家兵力态势的安全关切； 

 (b) 进一步解释和澄清其核政策和兵力态势是否符合以及如何符合适用的

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道法； 

 (c) 根据各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不扩散国际义务，采取措施尽可能确保其

核武器、可用于武器的核材料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安全和保安； 

 (d) 商定和执行各项措施，提高在不使用核武器方面的透明度、可预测性和

信心，并重振核军备控制以推进普遍核裁军。 

6. 所有国家均应探讨各种机制或措施，追究各国因核武器的任何运输、部署或

使用而对第三方国家和人民造成任何损害的责任并提出索偿。 

7. 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应促进向《不扩散条约》和无核武器区条约的无

核武器缔约国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证。 

8. 尽管在《禁止核武器条约》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但所有国家均应相互接触，

推动核裁军。 

9. 所有国家均应采取措施，表明如何在减少依赖或不依赖核武器的情况下维持

和平与安全。 

10. 所有国家均应对新兴技术可能使战略稳定复杂化并增加使用核武器危险的

情况进行评估，并采取措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民间社会应为这些工作作出贡献。 

11. 所有国家均应继续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

余下的八个附件 2 国家应酌情签署和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特别是已签

署但尚未批准该条约的四个《不扩散条约》缔约国。 

12. 名人小组欢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及所有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会议将于

2019 年 11 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并鼓励所有相关国家参加会议。 

13. 所有国家均应支持联合国秘书长的“裁军议程：保护我们的共同未来”，该议

程强调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需要有共同的愿景和路径。 

切实推动核裁军名人小组成员名单 

白石隆(主席) 熊本县立大学理事长 

青木节子 东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 

秋山信将 一桥大学国际和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浅田正彦 京都大学教授、副院长 

Linton F. Brooks 前国家核军工管理局局长 

Tim Caughley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非驻地高级研究员 

Trevor Findlay 墨尔本大学文学院社会政治系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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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拉·凯恩 前联合国裁军事务高级代表 

Mahmood Karem 前埃及驻日本大使、前联合国秘书长裁军事务咨询委员会成

员 

Anton Khlopkov 能源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小溝泰义 广岛和平文化基金会主席、和平市长会议秘书长 

George Perkovich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Ken Olivier 和 Angela Nomellini 伉俪

研究金负责人/研究事务主任 

Tariq Rauf 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与安全政策协调办公室主任 

沈丁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Bruno Tertrais 战略研究基金会副主任  

朝长万左男 日本长崎红十字会原爆医院名誉院长 

山口昇 日本国际大学副校长、笹川平和财团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