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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会议 

2019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10 日，纽约 

  美国对 2019 年《不扩散条约》筹备委员会会议的方针 

  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1. 202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将纪念该条约生效 50 周年。这将提供一个

机会，让《不扩散条约》所有缔约国反思他们为实现《不扩散条约》所体现的共

同利益所取得的成绩，重申他们对《不扩散条约》的承诺，并再次致力于维护和

进一步加强《不扩散条约》制度。 

2. 美国寻求能体现尽可能广泛共识的积极成果。我们相信，如果《不扩散条约》

所有缔约国都把注意力放在他们均从《条约》中获得的巨大利益，避免陷入审议

大会无法解决、引起分歧的问题，就有可能达成这种共识。我们对 2019 年筹备

委员会(筹委会)和审议周期内其余部分的总体方针是强调维护和加强《不扩散条

约》的所有方面将给所有《条约》缔约国带来的共同利益。《不扩散条约》关于不

扩散、裁军及和平利用核能的核心规定反映了该条约所有缔约国的共同利益，不

应被视为存在竞争关系的优先事项。 

3. 美国将继续强调不扩散为充分实现《条约》惠益所发挥的核心作用。防止核

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条约》给该条约所有缔约国带来的直接和根本利益，不论对

核武器国家还是无核武器国家来说皆是如此。有效的不扩散制度是建立有利于在

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的安全环境的关键因素，并通过建立信心，使人们相信和平

核计划不会被滥用或转用于武器，促进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 

4. 在 2017 年和 2018 年筹委会上，《不扩散条约》缔约国表示坚决支持《条约》

及其在国际安全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在 2019 年《不扩散条约》筹委会会议期间

及以后，需要保持并加强对《不扩散条约》价值的这种集体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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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扩散和遵守规定方面的挑战 

  朝鲜 

5. 朝鲜的非法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仍然对不扩散制度、区域稳定、国际和平

与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尽管朝鲜在 2018 年 6 月的新加坡峰会上承诺将努力实现

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但该国尚未表明已准备好采取必要步骤，来实现这一目标。 

6. 虽然 2019 年 2 月河内首脑会议没有就无核化达成协议，但我们仍愿意就兑

现朝鲜承诺的问题与其接触。 

7. 在朝鲜实现经充分核查的最终无核化之前，我们呼吁《不扩散条约》所有缔

约国强烈反对朝鲜的非法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并继续严格施加使朝鲜坐到谈

判桌前的外交和经济压力。 

伊朗 

8. 美国正在寻求通过谈判达成全面解决办法，永久和不可逆转地剥夺伊朗获得

核武器的所有途径。然而，我们不能只关注伊朗的核野心。在达成的任何新协议

中，还必须解决伊朗的弹道导弹开发和扩散、支持恐怖主义、破坏稳定的区域行

为、继续持有外国人质(包括美国人和欧洲人)等问题。 

9. 鉴于伊朗不遵守规定的历史、过去非法开发核武器的活动，以及伊朗秘密核

档案被发现所引起的严重问题，原子能机构的彻底核查和监测仍然至关重要。必

须以明确、直截了当的方式解决任何有关伊朗过去核武器计划的新问题。 

叙利亚 

10. 自 2011 年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认定叙利亚因建造完全可用于生产武器级钚的

未申报反应堆而违反了《不扩散条约》保障协定以来，叙利亚仍然拒绝向原子能

机构提供所需的信息和准入，以解决有关叙利亚未申报的核计划的所有未决问题。

重要的是，《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必须发出同一个声音，即叙利亚需要与原子能机

构合作，纠正其不遵守条约的情况。 

  促进《附加议定书》 

11. 全面保障监督协定与附加议定书相结合，已在事实上成为核查各国履行《不

扩散条约》保障监督义务的标准。美国将继续促进普遍加入《附加议定书》，这是

加强国际不扩散制度和改善国际安全环境的关键一步，也是所有核供应国在其民

用核合作方案中都应坚持的一项保护措施。这体现了核供应国负责任的态度。 

12. 《附加议定书》是根据原子能机构在 1990 年代处理伊拉克和朝鲜秘密核活

动的经验制定的，专门为促进原子能机构保证不存在未申报的核活动而设计。不

遵守《不扩散条约》的情况对该条约构成了严重挑战，而《附加议定书》对于解

决这些问题、阻止或发现未来的不遵守情况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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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目前，134 个国家已使《附加议定书》生效，另有 14 个国家签署了《附加议

定书》，但尚未使其生效。《不扩散条约》三分之二以上的无核武器缔约国已有生

效的《附加议定书》，其中 85%以上的国家已将核设施置于保障监督之下。 

  扩大核能的和平利用 

14. 有效的核不扩散制度会使人们相信和平的核计划不会助长核扩散。这种信心

建立在牢固的不扩散和出口管制基础之上，包括最先进的核保障、安全和安保措

施，促进了和平利用核能、科学和技术能带来的广泛多样的好处。 

15. 2019 年筹委会和 2020 年审议大会将提供机会，突显《不扩散条约》与核不

扩散制度如何使和平利用核能、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蓬勃发展成为可能。 

16. 美国力求使人们关注《不扩散条约》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功，并在此基础上

再接再厉。为此，我们鼓励《不扩散条约》其他缔约国让广泛的政府和非政府利

益攸关方参加与《不扩散条约》有关的磋商，并进行创造性的思考，考虑如何在

本个《不扩散条约》审议周期内及以后扩大和平利用方面的合作。美国将寻求机

会，以可持续的方式扩大这些好处，并在这样做的同时提高各国达到不扩散、安

全和安保最高国际标准的能力。 

  为核裁军创造环境 

17. 在 2018 年《不扩散条约》筹委会会议上，美国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提出

新的裁军办法，我们称之为“为核裁军创造环境”。我们邀请就安全环境中那些强

调核武器持续相关性的方面进行对话，目的是确定和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创造有

利于进一步核裁军的安全环境。 

18. 经过广泛磋商，美国制定了“为核裁军创造环境”办法国际对话的行动计划，

这是 2019 年筹委会上美国另一份工作文件的主题。促进这一对话和办法将是

2019 年筹委会美国的一个主要优先事项。 

  处理退出《不扩散条约》的问题 

19. 自朝鲜于 2003 年宣布退出《不扩散条约》以来，三届《不扩散条约》审议大

会均未能就《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应准备好采取行动、阻止退出《条约》的原则

达成共识。现在是时候了，《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应当表明，退出的国家将对他们

在退出之前违反该条约的行为负责，阻止此类国家将和平核合作的成果转用于武

器，并维护《不扩散条约》几近普遍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