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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要记录所记录的讨论于上午 10时 30分开始。 

关于筹备委员会工作各个方面有关问题的一般性辩

论（续） 

1. Mutandiro 女士（津巴布韦）说，《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只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

奠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讲，重申《条约》的重要意

义是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的共同责任。应采取措施，

规劝尚未签署《条约》的国家成为缔约国。缔约国

也应关注相关措施，均衡推动《条约》的三大支柱：

核裁军、不扩散以及和平利用核能。 

2. 裁军谈判会议应该立刻就可以核查的裂变材料

禁产条约的商定工作方案模式进行谈判，不得延误，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应尽快生效。津巴布韦已

经签署并批准了《佩林达巴条约》。该《条约》旨在

建立非洲无核武器区，并呼吁尚未成为《条约》缔

约国的非洲国家尽快签署并批准《条约》。同样，根

据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以及 1995 年审议大会的意

见，应尽快在中东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 

3. 全体缔约国应恪守《条约》第四条，强调国家

有权将核能用于和平用途。要求将核技术应用于农

业、能源和水管理等领域的呼声日益高涨。 

4. 2010 年审议大会应设法增强国际原子能机构

（原子能机构）各项活动的技术合作，其中包括提

供充足的财政资源。不应以政治操控为由左右此类

援助的提供，也不应以不扩散为由限制对方行使和

平利用核能的权利。采取措施改善原子能机构的工

作成效，维护原子能机构的诚信与公正，对于《条

约》的成效与诚信至关重要。 

5. Chandra 先生（斯里兰卡）说，核扩散的威胁近

年来备受关注，但事实上，核裁军与不扩散密切相

关，必须在两方面同时取得进展。和平利用核能的

势头强劲，享受核能带来的种种便利，同时承诺切

实落实保障措施和安全保障，都是《条约》取得成

功的关键所在。为和平目的平等地应用及转让核技

术，应得到充分保障。 

6. 斯里兰卡欣见核武器国家削减武库，但由于核

武器质量日趋精尖，再次证明相关国家将核威慑作

为战略安全策略的重点，这种部分削减不符合大多

数缔约国的期望。部分削减武库的做法让各方对于

核裁军的承诺产生怀疑，并破坏了奠定《条约》基

础的微妙平衡。根据 1995 年审议大会的决定，核武

器国家对于遵守《条约》义务的无核武器国家采取

核军事姿态，属于无理行为。  

7. 发达国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允许无核武器缔

约国充分参与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备及核资料的转

让，协助这些国家依法开发核能。必须仿效斯里兰

卡担任主席国的 1995 年大会那样，体现出互敬互让

的精神，以便在此前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8. Ashipala-Musavyi 女士（纳米比亚）说，在核

燃料供应保障的问题上应该考虑到全体缔约国的意

见，在进行实质性审议之前有必要开展全面、综合、

透明的磋商。应敦促尚未签署和批准《全面禁止核

试验条约》的所有国家尽快成为缔约国，特别是附

件 2 所列各国。没有这些国家的批准，《条约》就不

能生效。就这个问题，纳米比亚为南部非洲发展共

同体成员国举办了讲习班，为本届会议取得成功积

蓄力量。 

9. Alkaabi 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说，实现《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目标的努力时常误入歧途，核武

器国家开发新的核武器，无核武器国家试图获得核

武器。人们由此担心，核武器可能会落入不负责者

手中。公然无视 1995 年及 2000 年审议大会做出的

承诺，特别是不遵守关于在中东地区建立无核武器

区的相关决议，都引发关注。 

10. 他提请各方注意阿拉伯集团提交的两份工作文

件，其中强调了多个重要问题：核武器国家应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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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磋商，确保落实 2000 年大会商定的 13 项实际

步骤；国际社会应重申，反对在阿拉伯湾及周边地

区转让、生产或储存核武器；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

施，确保非缔约国尽快加入《条约》；各国应做出安

排，呼吁建立区域及次区域无核武器区；以及，应

重申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权开发用于和平用

途的核方案。在这方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在制

订和平核能方案，方案的实施工作将做到充分透明，

并严格履行安全保障和不扩散标准。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同原子能机构合作，并签署了多份相关国际文

书。 

11. Pramudwinai 先生（泰国）说，为实现彻底销毁

全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共同目标，新一届美国政

府不久前发表了关于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的政策声

明，美俄两国总统日前达成协议，合作履行《条约》

义务，所有这些都令人鼓舞。此外，泰国还支持秘

书长提出的核裁军问题五点建议。 

12. 泰国一贯坚定支持建立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的

《曼谷条约》。这是亚洲的第一个无核武器区，同时

也是十多年来东南亚地区不扩散及核安全机制的基

础。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全部 10 个成员国均签署并批

准了《条约》。 

13. 蒙古主动提出于 2009 年 4 月主办相关条约协调

人会议，推动现有无核武器区之间的合作，泰国对

此表示欢迎。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的《塞米巴拉金

斯克条约》生效，同样令人鼓舞。 

14. 近年来出现的全球能源危机和气候变化使得各

国越发迫切需要和平利用核能，根据《条约》规定，

这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泰国正在考虑制订核电

方案，强调核安全和核安保是赢得公众信任的重要

因素。 

15. Castellón 女士（多民族玻利维亚国）说，新版

《政治宪法》规定，玻利维亚是爱好和平的国家，

主张和平的权利，反对将侵略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

办法。此外，《宪法》禁止在国内设立外国军事基地。

核威慑相当于以暴制暴，只有消灭核武器，才能消

除核战争的风险。应该放下一切政治考量，不要考

虑哪个国家应首先迈出第一步。拥有毁灭世界的力

量的国家有责任行动起来。 

16. 2010 年会议将提供一个契机，让各方摆脱以往

的失败，继续前行。《条约》 是一项重要工具，应

进一步加强，使之成为核裁军的支柱。应设立透明、

有效的国际核查机制，建立更多的无核武器区，特

别是在中东地区。另一方面，缔约国有权研究、生

产和利用核能用于和平目的。 

17. Ja’afari 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说，《条

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奠基石，但《条约》的

实施问题引发关切。不扩散和裁军作为最重要的两

大支柱，没有得到同等的重视，第三大支柱——和

平利用核技术的权利——受到双重标准的阻挠。 

18. 建立无核武器区是巩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方

式。2003 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伯集团

向安全理事会递交提案，要求消除中东地区的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首先要消除核武器。但某些大国拒

绝支持这项提案，提案要获得通过，还需等待国际

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19. 以色列拒不加入《条约》，并拒不接受国际原子

能机构对其核设施给予全面保障监督。以色列的核

武器能力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 487（1981）号决议等

国际文书。国际社会应迫使以色列作为无核武器国

家加入《条约》，同时不附加任何条件或限制，并迫

使以色列同意开放其全部核设施接受视察。 

20. 《条约》及《原子能机构规约》规定的首要目

标之一是促进《条约》第四条所载的不可剥夺的权

利，这一点不容质疑。为此，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呼吁全体缔约国，对于已经同原子能机构缔结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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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监督协定的缔约国，取消核设施及核技术转让

限制。 

2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向筹备委员会递交了工作

文件，探讨《条约》执行中的实质性问题，并提出

多项建议。应在第二主要委员会下设立附属机构，

负责审查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问题，并确定具体步

骤，落实中东问题相关决议以及 2000 年审议大会的

最后文件。 

22. Espinosa 女士（厄瓜多尔）说，《特拉特洛尔科

条约》建立了全球第一个无核武器区，此后世界各

地先后设立了多个无核武器区。应大力主张在中东

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逐步实现该地区的全面和平。

厄瓜多尔支持原子能机构的工作，原子能机构是负

责核查有关方面是否遵守《条约》的唯一主管当局。

核战争的威胁还没有消失，关于核裁军尚未做出有

效的多边承诺，实在令人感到遗憾。核武器国家与

无核武器国家共同承担着执行《条约》的责任。前

者应秉承诚意，消除本国的核武器；后者应遵循既

定程序，行使和平利用核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厄

瓜多尔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

约》），这份文件是不扩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某

大国目前承诺批准《全面禁试条约》，使得乐观情绪

高涨，她希望该国在承诺之后迅速采取行动。 

23. 安全概念不仅涉及军事层面，还包括必须满足

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和平利用核能，将有助于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确保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过上

温饱的生活。 

24. 和平利用核能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应要

求显然不具备威胁的国家做出更多承诺，从而损害

这项权利。厄瓜多尔支持多边主义，谴责单边行为，

哪怕是貌似集体行为的单边行为。此类行径的背后

目的是取代联合国及国际法的现行机制。目前迫切

需要取得共识，确立不扩散机制，确保全人类的和

平与繁荣。 

25. Al-Assad 先生（阿拉伯国家联盟）说，多国代

表团的发言都着重强调两点：首先，《条约》面临诸

多挑战，《条约》的公信力受到威胁；其次，美利坚

合众国新一届政府呼吁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

界，这是积极发展态势。阿拉伯国家联盟发表声明，

希望美国提出的初步举措在 2010 年审议大会上能够

演变为实际行动。阿拉伯国家联盟希望美国能够摒

弃以往的错误，对于不扩散问题采取新方法。 

26. 在进一步强化《条约》内容之前，应确保全球

各国普遍加入《条约》，执行迄今为止已经做出的相

关决定，对于三大支柱给予同等重视。阿拉伯国家

认为，执行关于 1995 年中东问题决议是重中之重，

绝无回旋余地。以色列一贯拒不加入《条约》，也不

肯开放其核设施接受视察，某些国家认为阿拉伯同

以色列的冲突可以说明以色列的这种做法合情合

理。这种想法的根源是荒谬且危险的核威慑理论。

同样面临冲突的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加入了《条约》。

国际社会有责任改变关于中东问题的主流观点。以

为某个国家应另当别论的现行做法是有选择性和歧

视性的，应该采取全面的区域视角。 

27. 不久前在多哈召开的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

通过一项决议，呼吁落实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为

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确定实际具体步骤。决议号召

阿拉伯国家联盟比照 2010 年审议大会的成果，审查

阿拉伯国家可以采取的行动方案。 

28. Robatjazi 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行使答辩

权。他说，某个代表团在提到波斯湾时用语错误。

波斯湾是长期形成并获得普遍认可的固定称谓，指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阿拉伯半岛之间的海域。任何

其他名称均不具备法律或政治效力。 
 上午 11 时 50 分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