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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0 时 10 分宣布开会。 

关于筹备委员会各方面工作相关问题的一般性辩论

（续） 

1. Tòth 先生（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禁核

试组织）筹备委员会）说，1996 年《全面禁止核试

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开放供签署以来一波三

折，尽管如此，《条约》还是获得前所未有的大量支

持。截至今日，签署该条约的国家有 180 个，批准

国为 148 个。《条约》还需要另外 9 个附件二国家批

准才能生效。在这方面，他欢迎美国总统奥巴马近

期发表的讲话，提请注意即将为促进《全面禁试条

约》生效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为利用近来的政治

势头并且向高层发出目标一致、共同促使《条约》

生效的信号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他希望所有签署国

在尽可能高的级别上出席会议。 

2. 自禁核试组织筹备委员会上次在 2000 年《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审议论坛上发言

以来，已经取得诸多进展。《全面禁试条约》核查制

度即将完成。国际监测制度方面，已经核证 236 个

监测站和 10 个放射性核素实验室。还有多个监测站

正处于核证中，更多监测站正在施工建设中。此外，

新的全球通讯基础设施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行，实地

核查准备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 

3. 《全面禁试条约》核查制度在两年半前经过验

证，当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一次核

试验。尽管那时仅有半数的国际监测系统在运作，

但是核查制度还是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全世界有 20
多个监测站探测到爆炸，并采集了核试验产生的微

量放射性惰性气体。核查制度大大增强了进行探测

和确认核爆炸的能力。该制度与实地检查相结合，

任何国家都无法逃避探测。 

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近威胁再次进行

核试验，这就更加迫切需要使《全面禁试条约》早

日生效，从而促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普遍禁试。他

呼吁各会员国不要采取与《条约》目标和宗旨相悖

的行动。 

5. 为跟上科学发展，筹备委员会启动国际科学研

究项目，旨在通过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评估《全面

禁试条约》核查制度的准备情况与能力。所涉科学

机构将于 6 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上介绍其成果。 

6. 只有会员国认为《全面禁试条约》能够从根本

上维护其国家利益，该条约才会生效。他认为，在

今天非常关注非国家行为者及其可能获得核武器、

装置、裂变材料、技术和专门知识的背景下，《全面

禁试条约》发挥了重要作用。设置有力和可以核实

的最终障碍，阻止获取核武器的能力是应对共同安

全挑战的综合方法的重要内容。 

7. 《全面禁试条约》是促进核不扩散的有力文

书。对于谋求研制新型核武器的核武器拥有者以及

谋求在核武器计划中树立信心、即将拥有核武器的

国家而言，核试验是必要的。使实际上的禁止核试

验国际规范具有法律约束力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此

问题。一旦《全面禁试条约》核查制度充分运作，

则可以恰当解决违约行为，从而强化《不扩散条约》

的总体目标。《全面禁试条约》也是推动裁军的催化

剂。该条约通过设立禁止核试验的法律障碍，阻止

核武器拥有者研制新型核武器。这也是一项建立信

心和安全的措施。一经生效，这将成为进一步削减

军备和进行多边裁军的重要内容。 

8. 核不扩散和裁军制度面临多方面挑战。核恐怖

主义确实可能存在，世界也在经历全球核能的复兴。

由于流通的裂变材料更多，处理这些材料的行为者

也更多，亟需加强全面的屏障制度，禁止滥用裂变

材料。这样一种系统方法要求《全面禁试条约》生

效。 

9. 《全面禁试条约》是在 2010 年审议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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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达成共识的一项关键内容。它的生效和全面执行

是可以实现的，尽管不足以取得成功，但对取得成

功是必要的。在促进《全面禁试条约》生效方面取

得的进展，可以促使国际社会下定决心应对不扩散

制度面临的各项挑战。同样，它也是衡量可以相对

迅速在哪些方面取得进展的尺度。《全面禁试条约》

已经存在。签约国达 180 个，批准国将近有 150 个。

核查制度即将完成，并经过试验和检验。尽管《全

面禁试条约》不是消除由核武器造成的问题的唯一

手段，但它仍是加强全面核不扩散和裁军制度的固

有组成部分。其生效为应对上述制度面临的诸多挑

战铺平了道路。 

本简要记录所记述的讨论于上午 10 时 25 分结

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