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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2007 年 4 月 30 日至 5月 11 日，维也纳 
 
 

  日本在裁军和不扩散教育方面的努力 
 
 

  日本提交的工作文件 
 
 

  导言 
 
 

1. 日本已向国际社会清楚表明立场，即日本致力于和平，努力争取实现一个没

有核武器、安全的世界。日本作为惟一一个遭受原子弹浩劫的国家，致力于确保

广岛和长崎不被遗忘，以防悲剧重演。与此同时，我们认识到，核裁军和不扩散

目标的实现需要几代人的长期努力，因为这与每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因

此，务须把我们的和平追求以及我们在裁军和不扩散方面的集体记忆和经验传给

后代。为此目的，日本最高度重视裁军和不扩散教育，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的教育。

而在另一方面，年轻一代可做出他们自己的贡献，在我们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时

提供他们的新见解或新视角。日本以这些观点为基础，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采取

举措。本工作文件旨在向其他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介绍日本在此领域所作的

努力，以期进一步促进裁军和不扩散教育。 

 一. 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 
 

2. 自 1983 年以来，日本每年邀请约 25 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有前途外交官访问日

本，至今共邀请了 620 多人。在这一研究金方案中，参加者听取日本裁军和不扩

散政策简要介绍。方案内容包括访问广岛和长崎，了解日本遭受原子弹浩劫的经

历。参加这一研究金方案的许多外交官目前正活跃在全球裁军外交的前线。日本

将继续对这一方案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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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联合国裁军问题会议 
 

3. 自 1989 年以来，日本每年都在国内不同城市主办联合国裁军问题会议，

为来自全世界的知名裁军专家提供进行有益讨论的宝贵机会。去年的联合国裁

军问题会议于 8 月在横滨举行，主题是“令人不安的核扩散危机与区域和国际

和平及安全”，会上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意见交流。今年的会议定于 8 月在札

幌举行。 

 三. 公民论坛 
 

4. 2003 年 8 月，在大阪举行联合国裁军问题会议期间，举办了裁军和不扩散教

育公民论坛，来自大阪中小学的 50 名教师、国际组织官员以及裁军和不扩散事

务专家参加了该论坛的活动。2004 年 7 月在札幌举行联合国裁军问题会议期间，

也举办了一次裁军和不扩散教育公民论坛，教师和专家进行了积极的讨论。 

 四. 来自外务省的材料（白皮书和主页） 
 

5. 日本外务省于 2002 年出版了日文的题为“日本裁军政策”的裁军白皮书，

2003 年又出了英文版本。2004 年，外务省出版了“日本裁军和不扩散政策”日

文和英文的增订本，于 2006 年出版了日文和英文第三版本。外务省还建立并定

期更新一个全面的主页，随时提供日本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活动的资料。 

 五. 参加联合国裁军和不扩散教育政府专家小组工作的情况 
 

6. 日本参加了 2000 年 8 月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相关决议通过后设立的裁军和

不扩散教育问题政府专家小组的工作，该决议请秘书长编写一份关于推动裁军和

不扩散的研究报告。专家小组于两年后向秘书长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载有一系

列长短期执行建议，这些建议构成了大会 2002 年、2004 年和 2006 年通过的决议

草案的基础。 

 六. 邀请裁军专家 
 

7. 根据联合国关于裁军和不扩散教育的研究报告的建议，日本政府自 2002 年

以来邀请裁军和不扩散问题著名教育者访问日本。2002 年 11 月，日本邀请社会

责任教育者协会的代表凯瑟琳·苏利文博士到日本广岛、长崎和东京与高中学生、

民间社会领导人和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合作，举办核裁军巡回讲座。 

8． 此外，日本迄今已邀请了以下专家： 

 2004 年 1 月，马里兰大学全球安全和裁军课程的娜塔莉·古尔丁博士 

 2005 年 2 月，蒙特雷国际研究所的威廉·波特教授 

 2006 年 2 月，防止生物武器项目主任让·帕斯卡尔·赞德斯博士 

 2007 年 3 月，小武器和轻武器专家欧文·格林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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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裁军和不扩散研讨会 
 

9. 2005 年 9 月，日本促进裁军和不扩散中心举行了为期两天的裁军和不扩散研

讨会，目的是使那些考虑今后在此领域积极工作的人士加深对裁军和不扩散近期

趋势的认识。在 2006 年和 2007 年也举办了为期 3 天的研讨会，发表了一系列不

同主题的论文，与会者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此外，外务省的讲演者也参加了研

讨会。 

 八. 地方政府的和平努力 
 

10. 广岛和长崎作为遭受原子弹浩劫的仅有两个城市，每年 8 月均举行和平仪

式，以防止这种惨剧的再次发生。在仪式上，面对来自日本和世界各地的许多

人民，广岛和长崎市市长分别宣读一份和平宣言，呼吁和平，希望核武器不再

被使用。 

11. 广岛和长崎市市长在 1982 年发起举办世界市长促进和平会议，自那以来每

四年举行一次，旨在鼓励各城市共同努力实现全面销毁核武器的目标。最近一次

会议是于 2005 年在广岛举行 ，目前有 120 个国家的 1 578 个城市参加，其中包

括核武器国家的主要城市。 

12. 广岛和长崎市与国际和平研究协会一起，在世界各地大学设立广岛-长崎和

平研究课程，通过发送和平教材及派出讲师，在大学一级进行和平教育示范，并

交流观点和方法。 

13. 日本政府支持地方政府、大学、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工作，在外国举办

有关原子弹的展览，包括 2006 年 8 月在玻利维亚拉巴斯举办的广岛-长崎原子弹

展览。 

 九. 新举措 
 

14． 在上述努力的基础上，日本打算启动以下新举措，以促进裁军和不扩散教育： 

 A. 裁军和不扩散问题学生辩论奖杯 
 

15. 日本认为，不仅需要让年轻一代了解核武器的悲剧性，而且需要培养他们的

“判断思考”能力。从这一观点出发，日本打算邀请包括核武器国家在内的一些

国家的学生与日本学生举行辩论赛，以便他们有机会获得第一手知识，实事求是

地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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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利用漫画 
 

16. 为了吸引人们对这一相当棘手主题的关注，还需利用某种易被年轻人接受的

工具。漫画便是这样一种工具，它是日本通俗文化的一部分，在过去几十年广受

喜爱。它可以把日本对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的观点有效传输给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