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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4 年 11 月 3 日哈萨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 

普通照会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委员会主席致意，并提及后者 2004

年 6 月 21 日的普通照会，谨随函转递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第 4 段提交的第一次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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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 11月 3日哈萨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

会的附件 

［原件：俄文］ 

  哈萨克斯坦关于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采取措施的

报告 

 本报告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第 4 段编写的，以便提交给

根据安理会暂定议事规则第 28 条并依照上述决议设立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 

第 1 段 

 哈萨克斯坦声明，它坚定而又积极地打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各个方面的扩

散，并支持国际社会采取各种措施，利用现有的一切力量和手段，打击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的扩散。 

 哈萨克斯坦是根据其外交政策确定其关于裁军和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的政策，其外交政策是基于致力于加强国际安全，发展国家间的合作，并扩大国

际组织在解决全球问题和冲突中的作用。 

 自从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已采取一些具体步骤，这些步骤表明，它坚决地

要加强不扩散制度。这些措施包括： 

 - 关闭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 

 - 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从哈萨克斯坦领土上去除所有核弹头； 

 - 作为前苏联的继承国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裁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缔约国； 

 - 作为前苏联的继承国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销毁两国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缔约国； 

 - 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并将哈萨克斯坦的所有核设施放置

在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之下； 

 - 改变原试验场的基础设施的用途，并改变原军事综合体的科学和技术能

力； 



 

 3
 

 S/AC.44/2004/(02)/68

 - 签署《全面核禁试条约》，并积极地致力于使设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属于

全球监测网的地震站现代化。 

第 2 段 

 1999年7月13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颁发了《关于打击恐怖主义措施的法令》，

该法令于 2002 年 2 月 19 日得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另一项法令的修正。根据该法

令第 7 条的规定，查明、防止和阻止企图非法将武器、爆炸物、有毒或精神药物

及放射性物质运送过国界的图谋。 

 根据 1997 年 7 月 16 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刑法典》第 243 条的规定，非法

出口可用于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运载工具的技术、科技数据及服务，以及需

要受到特殊出口管制的军火和军事设备应受到惩罚，剥夺自由三至十年。 

 第 250 条(走私从流通中上缴的物品或流通受限制的物品）禁止非法将有毒、

放射性或爆炸性物质、军火、军事设备、爆炸装置、枪支和弹药、核生化武器及

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可用于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资和设备运送过

国家海关边境。 

 第 247 条(非法贩运放射性材料)载有下列规定： 

  “1.  非法获取、储存、运输、使用、销毁或掩埋放射性材料应受到惩

罚，或是限制自由达两年，或剥夺自由达三年。 

  2.  非法出售放射性材料和非法获取、储存或运输放射性材料以便将其

出售的行为应受到惩罚，剥夺自由两年至六年。 

  3.  如果本条第1和第2款提到的行为因过失而造成某人死亡或其他严

重后果，这些行为应受到惩罚，剥夺自由三年至十年。” 

 第 248 条(盗窃或勒索放射性材料)规定： 

  “1.  盗窃或勒索放射性材料应受到惩罚，罚款每月会计指数的 700 至

1 000 倍，或五至十个月的工资，或剥夺自由达五年。 

  2. 如果犯下这些行为是： 

  (a) 一批人事先同意； 

  (b) 不只一次； 

  (c) 由某个利用其官方职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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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使用武力，但没有危及人的生命或健康，或威胁使用武力； 

  所有这些行为均应受到惩罚，剥夺自由达七年，并没收或不没收财产。 

  3. 如果犯下本条第 1 和第 2 款所述的行为是： 

  (a) 使用武力，并危害到生命或健康，或威胁使用武力； 

  (b) 由一个有组织团体进行； 

  它们均应受到惩罚，剥夺自由五至十年，并没收财产。” 

 第 249 条(违反关于放射性材料管理的条款)指出： 

  “1.  违反关于拥有、使用、处置、掩埋和转运放射性材料的规定，以

及违反关于放射性材料管理的其他规定，造成某人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

均应受到惩罚，罚款每月会计指数的 500 至 1 000 倍，或五至十个月的工资，

或短期的严厉监禁可达六个月。 

  2． 如果相同的行为因过失造成人员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则应受到

惩罚，可剥夺自由达五年。” 

第 3 段 

 管制核材料和设备，以及双重用途的技术和武器的贸易，是哈萨克斯坦不扩

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 2004 年 9 月由外交部长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哈萨克斯坦安全理事会外交

政策问题部门间委员会审议了如何采取措施防止国际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并促

进在出口管制领域中的国际合作。会议决定，制定一项行动计划，以进一步加强

共和国的出口管制制度，建立一个自动化的出口管制系统，加强海关管制和涉及

出口管制活动的政府机构官员的在职培训。 

 1993 年 3 月，哈萨克斯坦部长内阁通过第 183 号决定，题为“关于进出口核

材料、技术、设备和设施、特殊非核材料、两用设备、物资及技术、放射性来源

和同位素产品”，该决定对建立哈萨克斯坦出口管制制度打下基础。 

 执行这项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以便开展国家对核领域活动的有效控制，并

在各企业之中和国家一级采用核材料统计自动化系统。 

 下一步是在 1995 年 3 月发表一项政府的决定，确定需要受到出口管制的类

别和货物清单，其中包括军火、生产军火的原材料和供应品、核材料及双重用途

货物、能用于生产导弹、化学和细菌武器的技术及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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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原有的法律和条例基础上，1997 年总统签署了“关于发放许可证”的

法令，确定了为进出口业务发放许可证的程序，并确定了发放许可证机构和申请

者的权利及责任。 

 1999 年 8 月,根据政府“关于与转运受出口管制的货物有关的具体问题”的

第 1143 号决定，详细制定了法规，说明政府如何发放许可证，使得需要受出口

管制的货物在哈萨克斯坦境内过境。 

 1999 年 12 月，根据政府“关于加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出口管制系统”的第

1917 号决定，成立了国家出口管制委员会。 

 1996 年，哈萨克斯坦是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通过《关于军火、军事设

备和双重用途的物品的出口管制法》的第一批国家之一，该法令成为了国家出口

管制制度的基石。根据该法令，制定了一份未经政府授权不能出口或进口的物品

清单。颁发许可证程序得到核准，以及一套保障措施，以确保出口的物品只用于

所述的目的。另外，制定了一个监测履行这些法规的机制，并确定了违反这些法

规的责任。 

 该法令在 2000 年得到修订和补充，以便扩大其适用范围。提出了诸如全面

和公司内部监测的概念，并确定了哈萨克斯坦总统权力，尤其是在实施和取消关

于供应双重用途物品的禁运。 

 该法令第 2 条确定了执行国家出口管制政策的下列原则： 

 - 履行关于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其他类型危险武器及运载工具的国

际承诺； 

 - 政治利益在执行出口管制中的主要地位； 

 - 在不扩散制度的框架中，并根据国际承诺核查受出口管制货物的最终用

途； 

 - 获得关于出口管制立法资料的可能性； 

 - 防止获得国际恐怖主义的支助； 

 - 在出口管制领域中协调与国际组织和外国的努力及合作； 

 - 使出口管制程序和法规与普遍承认的国际规范及做法相一致。 

 在该法令第 6 条中，受出口管制的货物清单得到确认和核准。 

 它们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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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规武器和军事设备，以及原材料、供应品、特殊设备和技术、与生产

这些设备和技术有关的劳动和服务； 

 - 核与特殊非核的材料、设备、设施及技术、电离辐射、同位素产品、双

重用途的设备和技术，以及生产这些设备和技术有关的劳动和服务； 

 - 根据国际不扩散制度确定的清单，可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化学品及双重

用途技术； 

 - 根据国际不扩散制度确定的清单，可用于生产细菌（生物）和毒性武器

的病原体、病原体的基因改变形式，以及基因材料片断； 

 - 根据国际不扩散制度所确定的清单，导弹硬件、马达及零部件，以及用

于生产导弹硬件的设备、材料及技术； 

 - 其他类型的危险武器； 

 - 军事物品和双重用途技术有关的科学和技术数据、服务及知识产权。 

 根据第 4 条的规定，该法令适用于第 6 条所述物品的出口、再出口、进口、

再进口和过境。 

 根据外国专家的评估，哈萨克斯坦国家出口管制调控框架在该区域处于领先

地位。 

 2002 年 5 月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加入核供应国集团正反映出它在该领域的努

力。哈萨克斯坦参与该集团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所采取的措施，以便打击恐怖

主义，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并加强管制核材料和双重用途物品的使用

和转移。 

第 6 段 

 自 2000 年 11 月以来，哈萨克斯坦一直在采用一个新的需要受出口管制的货

物清单，该清单是根据欧洲联盟和俄罗斯联邦的示范清单编制的。除了核生化材

料之外，该清单包括可用于生产导弹技术的敏感材料，尤其是诸如导弹硬件及其

零部件等物品，生产能将有效负荷运送达 300 公里以上的制成导弹系统（弹道导

弹系统、运载导弹和试验导弹）的设计和技术、以及核材料等。 

第 8 段 

 哈萨克斯坦是下列多边国际法律文书的缔约国： 

 -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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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裁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

器条约》（1992 年）； 

 -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关于在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方面采用保障措施的协定》（1994 年）； 

 - 《全面核禁试条约》（1996 年）； 

 - 《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

公约》（1999 年）。 

 为制订哈萨克斯坦未来不扩散政策所采取的第一项步骤是， 1990 年关闭在

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当时苏联仍然存在。 

 1992 年 5 月 23 日，在里斯本，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联

邦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签署了一项五方议定书，具体说明了在这四个共和国境

内部署战略核部队时，如何执行《裁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里斯本议

定书》也包含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承诺作为非核武器国家加入《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因此，哈萨克斯坦作出放弃其核遗产的历史性确定。这是哈萨

克斯坦这个刚独立的国家对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加强全球稳定和安全的

事业所作的最重要贡献。 

 哈萨克斯坦消除了其核毁灭能力居世界第四位的核潜力，是《裁减战略武器

条约》的第一个缔约国履行其《里斯本议定书》的义务。 

 在履行其消除核武库的承诺之后，哈萨克斯坦采取果断的步骤，拆除哈萨克

斯坦境内的核武器基础设施，并将原军工厂改变成用于和平目的工厂。由于一些

外国和原子能机构的支持，实施了一系列广泛的方案，来转变原军事和研究的基

础设施，其中既包括原来受聘于苏联核军事方案的专家，也包括试验场基础设施

本身。 

 哈萨克斯坦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承诺，并认为该条约仍然

是核裁军和预防核武器扩散的一个重要手段。哈萨克斯坦支持通过所有缔约国，

无论是核武器国家或无核武器国家履行它们根据该条约所作的承诺，开展稳定和

逐步的核裁军。该进程的第一阶段必须是对裂变材料生产的管制。在这方面，哈

萨克斯坦认为，需要在裁军谈判会议之中开始就缔结一项关于禁止为军事目的生

产裂变材料的条约的谈判。 

 哈萨克斯坦积极参与拟定一项关于在中亚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条约草案的谈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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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萨克斯坦正以务实的方式更有效地核查对《全面核禁试条约》的遵守情况。

哈萨克斯坦境内有四个地震跟踪站，能够发现数千公里之外发生的地下现象。这

些跟踪站是用来不断地跟踪该区域自然和人为的地震活动。在阿拉木图建立的处

理特殊地震数据中心是全面核禁试条约组织的国家资料中心。特殊的地震数据通

过卫星通信渠道实时地从各个跟踪站发送到在阿拉木图的国家数据中心以及在

维也纳的国际数据中心。 

 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原核试验场的基础设施正用于进行对实施与该条约有关

项目（校准监测地震活动的设备）具有至关重要性的试验。哈萨克斯坦专家正充

分参与该领域的国际活动。 

 2004 年 9 月，哈萨克斯坦在维也纳签署了《开展各项活动的协定》，包括与

《全面核禁试条约》国际监测设施有关的认证之后的各项活动，该协定规定进一

步扩大我国在执行该条约方面的活动，并在该条约的框架中建立一个全球核查制

度。 

 哈萨克斯坦高度重视与原子能机构的合作，该机构是核查全球核活动的国际

机构，因此在不扩散核武器的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实施保障措施的协定》，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所有核设施应交给原子能

机构保障制度处理，并且应根据该机构的规定和标准开展所有核活动。 

 原子能机构定期核查哈萨克斯坦的核设施，以便核查和确认核材料的数量，

以及我国所正式宣布的核活动。 

 2004 年 2 月 6 日，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实施保障措施协定的附加议定书》。目前曾准备批准该议定书。在《附加议定书》

生效之后，计划采取更多措施加强核活动的核查制度。 

 特别注意加强打击非法贩运核材料和放射性材料的措施的效力。哈萨克斯坦

的出口政策符合原子能机构关于进出口核材料和放射性材料的所有建议，这些建

议从一开始便纳入政府管制进出口的文件中。 

 哈萨克斯坦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将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最近核准的《关于放射

性来源的安全和保障的行为守则》的规定纳入其管制框架。 

 哈萨克斯坦已签署下列公约： 

 - 1996 年 9 月 19 日《核安全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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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7 年 9 月 30 日《乏燃料管理安全公约》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公 

  约》。 

 目前哈萨克斯坦正准备签署下列文书： 

 -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 《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援助公约》； 

 - 《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 

 - 《维也纳核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为了进一步加强其国家出口管制制度，哈萨克斯坦正考虑加入国际核不扩散

制度——灿格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核供应国集团成员的一项合乎逻辑的补充。 

 哈萨克斯坦认识到需要处理安全方面的新挑战，并加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

措施，因此，已加紧努力加入多边不扩散制度。根据其富有建设性和一贯的不扩

散政策，哈萨克斯坦已申请加入导弹技术管制制度，并已作出大量努力来满足入

会的条件。尽管尚未正式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哈萨克斯坦在其出口政策中支持和

遵守该制度的规范和原则。 

 同时，哈萨克斯坦正在采取签署《防止弹道导弹扩散国际行为守则》和加入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

约》的国内所需的程序。 

 哈萨克斯坦是《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

类武器的公约》的缔约国。它已成立一个国家机构执行该公约的条款。哈萨克斯

坦的代表定期参与该公约缔约国会议的各种会议和年会。 

 哈萨克斯坦正积极参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关于援助中亚国家建立预防化学

武器能力的三年项目。例如,2003 年在哈萨克斯坦举行了一次该组织成员国的国

际会议，题为“规划援助中亚国家建立预防化学武器的国家和区域能力的三年项

目”，另外，2004 年，在哈萨克斯坦举行了关于该项目的一次国际区域讲习班。 

 哈萨克斯坦支持国际上独立有效地执行《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

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并打算为加强不扩散这类武器的制

度作出更多贡献。 

 哈萨克斯坦正在采取加入《生物武器公约》所需的国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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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萨克斯坦正采取一贯和具体的行动，防止和限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

散，加强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并愿意竭尽全力履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

号决议的所有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