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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4 日至 28 日，纽约 

  推进核裁军的阶石 

  阿根廷、加拿大、芬兰、德国、印度尼西亚、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

荷兰、新西兰、挪威、大韩民国、西班牙、瑞典和瑞士提交的联合工作

文件* 

 部长们在 2020 年 2 月 25 日于柏林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部长宣言》1 

并在该宣言的附件中列出了一份非详尽的短期、可实现和有意义的推进核裁军的

行动清单——阶石(见附件)。 

 

 

  

__________________ 

  本工作文件的内容还得到阿塞拜疆、比利时、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丹麦、多米尼加共和

国、格鲁吉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洪都拉斯、冰岛、卢森堡、毛里塔尼亚、北马其顿、帕

劳、菲律宾、葡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和乌拉圭的支持。 

 1 可查阅 www.auswaertiges-amt.de/en/newsroom/news/npt-50/2310112。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en/newsroom/news/npt-50/23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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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推进核裁军的阶石 

 我们重申《不扩散条约》三大支柱相互加强的性质，并强调，以往商定的措

施和承诺，包括 200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的“13 个步骤”和 2010 年《不

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的“64 点行动计划”仍然有效，并且是在全面执行条约和实

现无核武器世界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的基础。 

 这些阶石提供了实在的机会，借以缓解国际紧张局势、改善全球安全、作为

建立信任措施，并为今后几年取得进一步进展铺平了道路，目的是实现我们共同

的无核武器世界目标。这些领域除其他外，包括削弱核武器在安全政策和理论中

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和意外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加强合作和建立信任，

提高武器库和理论方面的透明度，以及加强核军备控制架构。 

 我们承诺承担责任，推动但不限于以下在实现核裁军道路上的阶石措施，我

们请所有国家考虑、支持和落实这些措施： 

• 核武器国家承认需要确保永远不再使用核武器，并推动核裁军。 

• 美国和俄罗斯延长《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条约》，并

就该条约可能的扩大进行谈判。 

• 核武器国家削减或进一步削减其核武库，并为下一代军备控制安排作出

贡献。 

• 核武器国家集体或单独开展讨论并采取实际措施，减少核武器在其政策

和理论中的作用。 

• 核武器国家在即将举行的《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以及在下一个《不

扩散条约》的整个审议周期中，深化它们之间以及与无核武器国家之间

关于核理论和宣示政策的讨论。 

• 核武器国家向《不扩散条约》缔约国报告武库情况及其现代化计划。 

• 核武器国家集体或单独加强消极安全保证，包括在建立无核武器区条约

的框架下。 

• 所有国家支持在有关区域各国自由达成的安排基础上在世界所有地区

建立无核武器区，包括按照 1995 年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建立中东无核

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在这方面，我们对 2019 年举行的审

议大会第一届会议和这方面的持续努力感到鼓舞。 

• 核武器国家和核拥有国进行结构化对话，以评估、尽量减少和解决核风

险，包括采取旨在预防危机、在危机中延长决策时间的措施，以及尽量

减少由破坏性技术和网络威胁(例如对指挥和控制)带来的潜在脆弱性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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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武器国家改善或建立彼此之间的危机沟通和协议，例如通过热线和降

低风险中心。 

• 核武器国家解决常规系统和核系统日益缠结的问题，并采取措施扭转这

种事态发展。 

• 所有国家维护暂停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的现状，并加强努

力，使早该生效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试条约》)生效，为此

目的，继续对需要作出批准的国家进行倡导并得到其参与，并在政治、

技术和财政上作出努力，以进一步加强国际监测系统和全面禁止核试验

条约组织(禁核试条约组织)。 

• 所有国家宣布和维护暂停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 

• 核武器国家和核拥有国发挥领导作用，打破禁止裂变材料生产条约的谈

判阻碍。 

• 所有国家支持正目前发展多边核裁军核查能力的倡议，如核裁军核查国

际伙伴关系，以及在联合国内作出的努力，如政府专家小组、不限成员

名额工作组和能力建设。 

• 所有国家动员青年一代参与，包括通过对话平台、辅导制度、实习方案、

研究金、奖学金、模范活动和青年团体活动。 

• 所有国家都鼓励对受核武器影响的社区，包括广岛和长崎，以及前核试

验场地，如塞米巴拉金斯克和太平洋等地社区进行访问，并与之互动。 

• 所有国家确保妇女充分和有效参与，并进一步将性别观点纳入核裁军和

不扩散决策进程的所有方面。 

• 核武器国家开展并加紧对话，探讨对国际社会有最大的透明度的维护战

略稳定问题，以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并为未来的军备控制协定和裁军

奠定框架。 

• 《不扩散条约》所有缔约国使用标准化报告格式来报告其履行《不扩散

条约》规定的义务和承诺的情况，并支持加强报告和透明度承诺的建议。 

• 每个核武器国家在 202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之前提交其《不扩

散条约》执行情况报告。 

• 所有国家承诺加强《不扩散条约》审议周期，以改进各方面的执行情况，

并支持目前加强《不扩散条约》审议进程的努力。 

 认识到各国的不同视角，上述阶石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加强的，并提供了建立

政治势头的途径，以利于解除目前的外交障碍，推动核裁军承诺的履行。我们的

政府将为此竭尽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