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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1 日至 26 日，纽约 

  促进对话以支持按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条的设想加

强和平利用方面的合作 

  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

亚、芬兰、加纳、匈牙利、冰岛、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

立陶宛、北马其顿、挪威、巴拉圭、罗马尼亚、大韩民国、塞内加尔、

新加坡、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1. 为纪念《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50 周年，在条约第十次审议

大会之际，应当指出，该条约取得了诸多重大成就，包括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核武

器的扩散，为实现大规模核裁军提供了框架，并使各国能够以安全、可靠和有保

障的方式从和平利用核能、科学和技术(“和平利用”)中受益。 

2. 《不扩散条约》在扩大和平利用惠益方面的作用在审议大会上往往没有得充

分重视。然而，和平利用在满足世界能源、卫生和农业需求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不扩散条约》第四条第 2

款中，不扩散条约缔约国承诺进一步发展和平利用核能的应用，该款在相关部分

规定： 

 有条件参加这种交换的各缔约国还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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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们，赞同本文件的缔约国，仍然致力于按照我们在《不扩散条约》下的承

诺，扩大获得和平利用的惠益。我们继续支持国家方案，支持双边、区域和国际

合作，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工作，特别是技术合作方案和和平利

用核能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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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根廷作为第十次审议大会候任主席的国籍国，一直在寻求《不扩散条约》

缔约国的支持，以便在本次审议大会上更多地关注《不扩散条约》第四条所设想

的和平利用。阿根廷通过支持其他缔约国主办一个由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牵头的

雄心勃勃的全面参与方案，领导了这一努力。这项努力的重点是征求参与和平利

用工作的广泛技术专家如监管者、科学家、医生、工程师、农学家、水文学家和

学者的意见，并通过一系列区域和国际讲习班进行，目的是确定在扩大和平利用

方面存在的挑战和需要在哪些领域采取进一步行动。 

5. 这些讨论强调了在卫生、农业、能源和许多其他领域开展和平利用活动取得

的重要成就，成功案例不胜枚举，本文无法一一概述。许多讨论者赞扬原子能机

构在促成这些成功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但同时也清楚地看到，还有很多事情要

做。讨论确定了可以在国家和国际两级提高和平利用合作和援助效力的几个领域，

例如： 

• 在国家一级认识到广泛的和平利用对发展和经济优先事项的潜在积极

影响； 

• 与国内受众接触，消除对和平核技术的不了解，反击数字错误信息； 

• 制定国家程序和规划，帮助受援国利用现有援助和合作方案，如原子能

机构提供的技术援助； 

• 在国家一级广泛利益攸关方之间进行必要的沟通、协调并提高透明度，

以支持决策和成功、持续地开展实施工作； 

• 提供援助的国际伙伴之间进行充分协调； 

• 制定提供援助的长期规划和更长的时间表； 

• 协调国家和区域两级的努力以维持方案。 

6. 我们认识到，全球仍然迫切需要更多的和平利用援助，以满足国家发展需要

和应对全球挑战。因此，在本次不扩散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上，我们将宣布启动

一项新的努力，即与原子能机构携手促进对话和讨论，以提高国际社会对和平利

用的重要贡献的认识，促使和平利用的益处得到更大程度的认可，并确定加强和

平利用援助与合作的新机会，同时确认并提请注意原子能机构在促进和平利用以

满足发展需要方面的关键作用。在此过程中，我们将特别关注和平利用可以通过

何种方式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对那些经济和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而言，

并特别关注性别平等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至关重要性。应优先了解和满足那

些在国家一级面临最大负担、最没有能力为和平利用方案提供预算资金的国家的

需求。 

7. 过去几年举办的讲习班和研讨会收集了关于如何最好地促进正在进行的努

力并鼓励和支持作出新的努力以补充和确保当前援助方案取得成功的多项建议。

在这些讨论中，我们听取了各种潜在合作伙伴的意见，他们认为继续进行这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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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包括与尽可能广泛的政策、技术和方案专家进行对话，将有助于加强对《不

扩散条约》第四条所设想的和平利用的接受和执行。 

8. 关于和平利用的持续对话和参与：以前由威尔顿庄园论坛和其他方面协助举

办的各项活动表明，人们明确支持继续就和平利用问题进行这种对话。为了使对

话得以继续，美国和英国正在采取步骤，通过第三方组织，最好是基金会、大学

或非营利组织，就这一主题举行重点明确的对话，目的是着力创造一个自愿参与

的合作环境。参与并不意味着承诺，只是表明愿意以相对非正式的形式参加关于

和平利用问题的对话。 

9. 这一新的努力将借鉴本次审议大会之前的一系列和平利用方面的互动参与

活动。在迄今所做工作的基础上，这项努力将力求汇集来自各种相关学科的专家，

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自我确定优先需求，并就核技术如何有助于实现具体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牵头开展专家分析。例如，通过与原子能机构以及来自受援国和捐助

国的广泛专家合作，我们希望找到机会来应对阻碍各国利用现有援助和合作方案

(如原子能机构提供的技术援助)的挑战，以增加全球和平利用的机会。 

10. 我们正在效仿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做法，寻求为和平利用对话“搭建

一张更大的桌子”，吸收更广泛的援助界的专门知识，并寻求让新的利益攸关方

参与进来，展示和平利用如何能够补充其他援助举措以实现发展目标。例如，我

们将鼓励工业界、专业协会、非政府组织、医疗和研究界、大学、产业界、运营

商、基金会、监管机构以及援助、农业和卫生部门的代表参与。对话应承认正在

进行的各项努力取得的成功，并寻求创造更多成功的机会，包括通过原子能机构

技术合作方案和和平利用核能倡议提供的援助创造机会。这一新的努力能否持续

成功，将取决于广大专家从业人员的参与以及与其他相关机构正在进行的各项努

力开展出色协调。 

11. 这项努力所支持的活动应以需求为导向，应优先考虑受援国的积极参与。为

确保全球参与并保持对受援国的关注，在适当和可行的情况下，美国和英国打算

支持那些缺乏足够资源的受援国参与。 

12. 这一努力要取得成功，需要在实施和平利用方面具有经验的专家、伙伴国政

府的专家和相关国际组织的参与。原子能机构计划让该机构的有关官员参加未来

在这一持续自愿对话下举行的讨论。 

13. 提高全球意识：我们还设想与专家，特别是原子能机构的专家合作，广泛分

享信息，说明核技术和专题领域在哪些方面能带来最大的投资回报，与非核常规

技术相比具有哪些相对优势或可与之协同增效。这些信息可帮助国家决策者根据

其发展目标评估其核技术需求，审查区域和国家发展问题，评估目前的援助，并

确定可通过进一步援助加以弥补的差距。 

14. 这项工作还将力求传播关于和平利用成功案例的调查结果，以支持各国和各

组织促进全球了解在《不扩散条约》第四条所设想的和平利用方面开展合作的好

处，从而提高对核技术对国家发展和经济优先事项的潜在影响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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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发现新机会：在我们通过上述持续对话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和平利用在哪些方

面能够最好地应对发展挑战的过程中，预计参与者可能会找到新的途径和捐助者，

通过和平利用核技术来帮助满足受援国的优先发展需求。尽管如前所述，我们即

将开展的努力不包括任何新的中央供资或官僚结构，但我们设想持续对话有助于

促进信息共享，使合作伙伴和捐助者的方案与受益国的需求相匹配；例如，帮助

确保项目与适当的现有援助方案，如原子能机构的技术合作方案或双边国家努力

相对接，以提供具有必要专门知识、能力和可持续性的项目。 

  结论 

16. 最后，我们向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通报这一新的努力，以帮助巩固关于和平

利用核技术的一系列内容极其丰富的参与活动的结果。通过继续开展这些对话，

我们希望扩大它们能够取得的成果，并帮助缔约国推动更加重视《条约》第四条

所产生的全球利益。 

17. 我们认为这次审议大会是一个机会，可借此提醒世界核不扩散制度，包括作

为其基石的《不扩散条约》，对所有缔约国有着多么深远和实际的惠益。我们将继

续强调原子能机构的重要工作，特别是原子能机构在促进和实施与其成员国以及

成员国之间的和平利用合作方面的领导作用。我们寻求促成的持续对话努力旨在

帮助确保可通过核应用加以解决的全球、区域和国家需求不会被无视或得不到满

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