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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 中文和英文] 

[2001 年 7月 29日] 

1.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 与此相关 由于具有一定射

程和载荷的导弹可被用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运载工具 此类导弹的扩散问题也

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2  导弹扩散问题与全球和地区安全环境密切相关 因此 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

在于树立一种以合作求安全的新型安全观 特别是应摒弃在国际事务中强权政治

和滥用武力的做法 以确保各国的普遍安全  

3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 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普遍参与

在这方面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和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是成功的范例 这些条约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国际努力奠定了重要的

法律基础 在导弹防扩散领域 也应寻求建立具有普遍性的 非歧视性的全球多

边机制 实践证明 现有某些集团性质的出口控制机制难以有效解决导弹扩散问

题  

4  大量与导弹有关的技术具有军 民双重用途 导弹防扩散机制的建立 应有

助于促进和平利用外空领域的国际合作  

5  夸大导弹扩散所造成的威胁,并以此为借口发展破坏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的

导弹防御系统 非但无助于解决导弹扩散问题 反而可能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

甚至进一步增大扩散的风险 导弹防御问题本身已成为导弹领域最突出的问题之

一  

6  中国支持联合国在解决导弹问题方面发挥积极和重要作用 联合国导弹问题

政府专家组应在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前提下 采取循序渐进的工作方法 就

包括地区安全环境与导弹计划之间的关系 对 导弹威胁 的评估 导弹防御计

划 建立全球导弹防扩散机制等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