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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4 日至 28 日，纽约 

  关于核裁军问题 

  中国代表团提交的工作文件 

 一、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最终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符合全人类的共

同利益，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夙愿。2017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

发表演讲表示，核武器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应该全面禁止并最

终彻底销毁，实现无核世界。 

 二、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经历深刻复杂变化，国际军控体系面临空前挑战。

霸权主义、集团政治和“新冷战思维”大行其道，热点安全问题胶着难解，新威

胁新挑战交织涌现，国际军控进程正处于重要的十字路口。国际社会对国际安全

形势不断恶化深感担忧，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 

 一些国家固守冷战思维，渲染大国竞争，放手发展军力，强化军事同盟

体系。有关核武器国家斥巨资升级三位一体核武库，发展并部署低当量核武

器，寻求在远离本土的亚太和欧洲部署陆基中导，还不断发展和部署全球反

导系统，计划在外空部署武器，谋求攻防兼备的压倒性军事优势。这些消极

动向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破坏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阻碍国际核裁军进程。 

 三、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更应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决抵制冷战思维和

零和博弈，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维护并加强包括《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在内的多边核裁军与核不扩散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共同应对

当前突出安全挑战，消弭潜在安全威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中

方主张： 

 ㈠ 依据公正合理、逐步削减、向下平衡原则，循序渐进开展核裁军。核裁

军措施应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等基本原

则。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应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等联合国文件

规定，切实履行核裁军特殊、优先责任，继续以可核查、不可逆和有法

律约束力的方式，进一步大幅、实质削减各自核武库，为最终实现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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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核裁军创造条件。在条件成熟时，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加入多边核

裁军谈判进程。 

 ㈡ 维护并加强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

系，抵制可能损害其权威的“小集团”“小圈子”。各方应全面平衡推进

核裁军、防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三大支柱，坚决抵制双重标准和实用主

义，旗帜鲜明反对个别国家基于冷战思维和狭隘地缘政治考量，开展有

违条约目的和宗旨的核合作。 

 ㈢ 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所有核武器国家应重申“核战争

打不赢也打不得”理念，放弃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政策，

并缔结“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向无核

武器国家提供有效安全保证。美国应停止制造大国对立和对抗，纠正谋

求压倒性军事优势的错误做法，放弃发展或部署全球导弹防御系统，不

寻求在亚太及欧洲部署中导，为防止核军备竞赛、维护战略稳定做出应

有贡献。 

 ㈣ 核武器国家应致力于认真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义务，恪守

往届审议大会达成的核裁军共识，公开承诺不寻求永远拥有核武器。有

关核武器国家应废除核保护伞及核共享的政策和做法，将部署在国外的

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核武器国家应积极支持无核武器国家在自行协商、

自愿协议的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并尽快签署和批准无核武器区条约

相关附加议定书。 

 ㈤ 国际社会应保持建设性沟通，以理性、务实、有效的方式推动核裁军进

程。中方理解无核武器国家在推进核裁军进程方面的愿望和诉求。就全

面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最终目标而言，中方立场与《禁止核武器条约》是

一致的。同时，核裁军进程不能脱离国际安全现实，必须遵循“维护全

球战略稳定”和“各国安全不受减损”原则，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禁

止核武器条约》不反映、也不构成习惯国际法，对非缔约国不具有法律

约束力。 

 四、作为核武器国家，中国自拥有核武器第一天起，就积极倡导全面禁止和

彻底销毁核武器，致力于实现无核武器世界崇高目标。中国从不回避本国承担的

国际核裁军责任，以实际行动为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 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奉行

防御性国防政策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中国的核政策在所有核武器国家

中最具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 

– 中国承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不对无

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是五核国中唯一

作出有关承诺的国家，这一政策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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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从来不与任何国家

比投入、比数量、比规模。中国从不参加任何形式的军备竞赛，不为别

国提供核保护伞，不在别国部署核武器。 

– 中国高度重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

基石作用，积极参与条约审议进程，认真履行条约义务，恪守历届审议

大会共识，已向第十次审议大会提交更新版的国家履约报告。 

– 中国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尽早生效，始终恪守“暂停试”承诺，

正稳步推进国内各项履约筹备工作。中国境内禁核试监测台站批量通过

核证验收并启动实时数据传输，体现了中国对条约的坚定支持。 

– 中国认为裁谈会是谈判达成“禁产条约”的唯一适当场所。支持裁谈会

在达成全面、平衡工作计划基础上，根据“香农报告”及其所载授权，

启动条约谈判。 

– 中国认为充分有效的核裁军核查措施是最终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

器的重要技术保障，将继续积极参与联合国核裁军核查政府专家组工作。 

– 中国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裁谈会等多边军控机制权威性

和有效性，支持各方在现有机制框架内，就国际安全环境、全球战略稳

定、减少核战争风险等问题进行坦诚、务实对话。 

– 中国积极参与五核国对话与合作进程，致力于推动五核国发表防止核战

争的联合声明，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理念，并牵头完成制订

新版五核国核术语表，协调五核国与东盟就《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议定书签署问题重启对话。中方将继续支持五核国就核战略与核政策、

减少战略风险、和平利用核能等事关战略安全与稳定的所有重大问题开

展对话合作。 

– 中国高度重视与无核武器国家间的建设性对话，充分理解无核武器国家

推进核裁军的良好意愿，愿与无核武器国家就维护和加强现有裁军机制、

循序渐进实现无核武器世界最终目标保持沟通。 

 五、中国将继续为促进国际团结合作、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实现全面禁止

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作出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