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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2023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11 日，维也纳 

  加强关于国家执行情况报告的对话 

  法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经加强的审议进程的框架是以定期公布报告为基础，

这些报告是使审议大会能够评估“其所审议期间的成果，包括缔约国根据《条约》

所作承诺的执行情况”的关键工具。1 

 虽然《条约》所有缔约国都承诺按照 200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规定的

“13 个实际步骤”2 和 201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所载的“行动计划”3 定期

提交报告，这一承诺与执行《条约》第六条和 1995 年题为“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

原则和目标”的决定第 4(c)段之间的联系，条约利益攸关方有理由就核武器国家

提交的国家执行情况报告进行定期、公开和深入的讨论。这种讨论将有助于制定

一个更有重点、更注重行动的办法来执行《条约》，并将支持缔约国之间开展互动

和认真的对话，而不仅仅是发表国家声明。 

 为此，可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第一，可以设立一个专门论坛，讨论和审查

缔约国提交的国家执行情况报告，特别侧重于核武器国家提交的报告，作为条约

审议大会的一部分。第二，审议周期第三筹备委员会可以在向其提交国家报告的

会议之前，就这些报告的预期内容和实质组织一次互动和公开的对话。 

__________________ 

 1 1995 年题为“加强条约的审议进程”的决定第 7 段。 

 2 12.所有缔约国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经加强的审议进程的框架内，定期报告第六条和 1995

年关于“核不扩散和核裁军的原则和目标”的决定第 4(c)段的执行情况，并回顾 1996 年 7 月

8 日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3 行动 20：缔约国应在《条约》经加强的审议进程的框架内，定期提交报告，说明本行动计划、

《条约》第六条、1995 年题为“核不扩散和核裁军的原则和目标”的决定第 4(c)段和 2000 年

审议大会《最后文件》商定的实际步骤的执行情况，并回顾 1996 年 7 月 8 日国际法院的咨询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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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一办法，重点将放在报告的质量上，将其作为持续对话的平台，而不

是放在整个审议周期提交临时国家报告上，后者将：㈠ 鉴于编写和审查大量报

告所需的资源，这是不现实的；㈡ 缔约国之间无法就《条约》的执行情况进行更

深入的对话。 

 1. 对核武器国家提交的国家执行情况报告进行同行审议 

 由于在审议大会上没有进行专门和有条理的讨论，提交国家报告的集体承诺

目前没有达到其目标。这些文件应提供执行《条约》所需的基本资料，从而有效

地促进会议前后开展的工作。国家执行情况报告还应为缔约国之间进行认真和基

于事实的对话奠定坚实的基础。 

 鉴于执行《条约》第六条与根据先前承诺编写报告之间的联系，关于核武器

国家报告的讨论也应是系统性的，而不应完全取决于这些国家是否愿意与《条约》

其他利益攸关方接触。4 

 因此，为了确保定期提交报告的承诺实际上有助于加强审议周期，审议大会

应系统地包括两次具体会议，一次专门审议核武器国家提交的国家执行情况报告，

另一次专门审议无核武器国家提交的报告。为确保团结和重点突出的对话，民间

社会应与《条约》所有缔约国一道参加这两届会议。 

 2. 在编写国家执行情况报告的整个过程中保持对话 

 《条约》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还应作为一个平台，讨论核武器国家国家报

告中应反映的期望、优先事项和信息。为此，可在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期间举

行一次专门会议，让缔约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在编写和提交其国家执行情况

报告之前，与民间社会和《条约》其他缔约国协商并听取其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 

 4 在上一次审议大会上，只有三个核武器国家在会外活动中提供了与其他缔约国和民间社会讨论

履行《条约》特别是第六条规定的义务和其他相关承诺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