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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 1999年 12月 1 日通过了题为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

告 的第 54/56 A号决议  

2.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组织会议于 1999年 12月 2日(A/CN.10/PV.232) 2000

年 2月 15日(A/CN.10/PV.233)和 2000年 6月 26日(A/CN.10/PV.234)在总部开

了三次会 在组织会议上,委员会根据 加强裁军审议委员会功能的途径和方法

(A/CN.10/137)并参照大会第 54/56 A号决议,审议了与 2000年实质性会议的工

作安排和实质性议程项目有关的问题 委员会在顾及由各地理区域轮流担任主

席的原则的同时,审议了选举主席团成员的问题 委员会审议了 2000 年实质性

会议的临时议程,决定设立一个全体委员会和两个工作组来处理议程上的两个

实质性项目 委员会还决定在 2000年 6月 26日至 7月 7日期间召开下一届实

质性会议  

 二. 2000年实质性会议的组织和工作 

3. 裁军审议委员会于 2000年 6月 26日至 7月 7日在总部召开会议 会议期

间,委员会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贾瓦德 扎里夫主持下举行了五次

全体会议(见 A/CN.10/PV.235-239) 大会事务和会议事务部裁军和非殖民化机

构服务处干事铁木尔 阿拉萨尼亚担任委员会代理秘书  

4. 在 2000年届会期间,委员会主席团组成如下: 

 主席: 外交部副部长贾瓦德 扎里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副主席: 下列国家的代表 亚美尼亚 危地马拉 印度尼西亚 卢森堡

摩纳哥 塞拉利昂和委内瑞拉  

 报告员: 萨米埃尔 奥梅乌(贝宁) 

5. 2000年6月26日,委员会第23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下列临时议程 A/CN.10/L.46 : 

 1. 会议开幕  

 2. 通过议程  

 3. 工作安排  

 4. 实现核裁军的途径和方法  

 5. 在常规武器领域中切合实际的建立信任措施  

 6. 裁军审议委员会提交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的报告  

 7. 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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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可了该届会议的一般性工作方案(A/CN.10/2000/CRP.1),

并决定用四次会议来一般性交换意见  

7. 6 月 26 日和 27 日,裁军审议委员会就所有议程项目一般性交换意见(见

A/CN.10/PV.235-238) 下列国家的代表在一般性交换意见中发了言 阿尔及利

亚 阿根廷 孟加拉国 白俄罗斯 巴西 中国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古

巴 厄瓜多尔 埃及 加纳 危地马拉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以色列 吉尔吉

斯斯坦 马来西亚 墨西哥 蒙古 缅甸 尼泊尔 巴基斯坦 秘鲁 葡萄牙(代

表欧洲联盟和联系国) 大韩民国 俄罗斯联邦 南非 乌克兰 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8. 委员会在 6 月 26 日其第一次会议上听取了主管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长贾扬

塔 达纳帕拉的发言  

9. 裁军审议委员会根据组织会议的决定,授权第一工作组处理题为 实现核裁

军的途径和方法 的议程项目 4 第一工作组由亚乌 奥代 奥塞(加纳)担任主

席,从 6月 28日至 7月 6日共举行了五次会议  

10. 委员会授权第二工作组处理题为 在常规武器领域中切合实际的建立信任

措施 的议程项目 5 第二工作组由加芙列拉 马丁尼茨(阿根廷)担任主席,从 6

月 28日至 7月 6日共举行了六次会议  

11. 裁军审议委员会在 7月 7日第 239次全体会议上审议了第一和第二工作组分

别就议程项目 4和 5提出的报告 本报告第四节载有委员会各附属机构的报告及

其中的结论和建议  

12. 根据委员会以往的惯例,一些非政府组织出席了全体会议  

 三. 文件 

 A. 秘书长提交的文件 

13. 根据大会第 54/56A号决议第 9段的规定,秘书长 2000年 2月 8日提交一份

说明,向裁军审议委员会转送了裁军谈判会议的年度报告
1
 以及大会第五十四届

会议与裁军事务有关的所有正式记录(A/CN.10/199)  

 B. 其他文件,包括会员国提交的文件 

14. 在委员会工作过程中,提交了下列有关实质性问题的文件  

15. 第一工作组收到一份主席的文件 标题为 实现核裁军的途径和方法

(A/CN.10/2000/WG.I/WP.1)  

16. 中国提交一份工作文件 标题为 实现核裁军的途径和方法 (A/CN.10/2000/ 

WG.I/W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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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法国代表欧洲联盟和保加利亚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匈牙利 马耳他

波兰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和土耳其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 标题为 实现核裁军

的途径和方法 (A/CN.10/2000/WG.I/WP.3)  

18. 美利坚合众国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 标题为 实现核裁军的途径和方法

(A/CN.10/2000/WG.I/WP.4)  

19.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 标题为 实现核裁军

的途径和方法 A/CN.10/2000/WG.I/WP.5  

20. 中国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 标题为 常规军备领域中切合实际的建立信任措

施 A/CN.10/2000/WG.II/WP.2  

21. 南非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 标题为 销毁剩余 没收或收集的武器作为常规

军备领域中切合实际的建立信任措施 A/CN.10/2000/WG.II/WP.3  

22. 瑞士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 标题为 常规军备领域中切合实际的建立信任措

施 A/CN.10/2000/WG.II/WP.4  

23. 日本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 标题为 常规军备领域中切合实际的建立信任措

施 重新评估目前的工作 A/CN.10/2000/WG.II/WP.5  

24. 葡萄牙和法国代表欧洲联盟和联系国提交了两份工作文件 一份标题为 常

规武器领域中切合实际的建立信任措施 A/CN.10/2000/WG.II/WP.6 和另一

份标题为 常规军备领域中切合实际的建立信任措施 的工作文件

A/CN.10/2000/WG.II/WP.7  

25. 一些代表团就这两个实质性项目提交了几份会议室文件  

 四. 结论和建议 

26. 裁军审议委员会在 7月 7日第 239次全体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其附

属机构关于议程项目 4和 5的报告及其中的结论和建议 委员会同意将下文中转

载的这些报告案文提交大会  

27. 委员会在同一次会议上通过了提交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的整份报告  

28. 第一工作组报告案文如下  

   关于议程项目 4的第一工作组的报告 

1. 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 1999年 12月 2日的组织会议和 2000年 2月15日

和 6月 26日的续会上决定按照大会 1999年 12月 1 日第 54/56 A号决议

设立关于题为 实现核裁军的途径和方法 的议程项目 4的第一工作组  

 

2. 第一工作组收到与其工作有关的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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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2000 年 7 月 5 日工作组主席提出的工作文件 A/CN.10/2000/ 

WG.I/WP.1  

  (b) 中国提出的工作文件 A/CN.10/2000/WG.I/WP.2  

  (c) 法国代表欧洲联盟提出的工作文件 A/CN.10/2000/WG.I/WP.3  

  (d) 美国提出的工作文件 A/CN.10/2000/WG.I/WP.4  

  (e)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提出的工作文件(A/CN.10/2000/ 

WG.I/WP.5)  

3. 工作组在亚乌 奥代 奥塞 加纳 主持下 于 2000年 6月 28日至 7

月 6日举行了 5次会议 主席还进行了若干次非正式协商 大会事务和会议

事务部裁军和非殖民化机关服务处的 Timur Alasaniya 和 Tatyana 

Shestakova分别担任工作组秘书和副秘书 裁军事务部的 Mika Murakami担

任工作组顾问  

4. 工作组依照主席的建议 举行两次会议专门进行一般性讨论 讨论期间

各代表团提出了各种一般性评论 具体想法和建议  

5. 在 7月 3日工作组第三次会议上 主席提出了题为 实现核裁军的途径

和方法 的工作文件 A/CN.10/2000/WG.I/WP.1 其中考虑到书面和口头

提出的各种意见 供各国代表团提出评论 主席的文件由主席负全部责任

既不代表谈判商定的立场 也不代表任何共识  

6. 7月 5日 工作组第 4次会议初步讨论主席的文件的具体内容以及各代

表团书面和口头提出的一些建议  

7. 7月 6日 工作组第 5次会议审议并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关于议程项目

4的报告 工作组还决定将文件 A/CN.10/2000/WG.I/WP.1所载主席的工作文

件附在该报告之后 但不损害任何代表团的立场  

29. 第二工作组报告案文如下  

   关于议程项目 5的第二工作组的报告 

1. 2000年 6月 26日 裁军审议委员会第 235次会议通过了其 2000年实质

性会议的议程 A/CN.10/L.46 它又决定将题为 在常规武器领域中切合

实际的建立信任措施 的议程项目 5分配给第二工作组  

2. 该工作组由加芙列拉 马丁尼茨 阿根廷 担任主席 自 2000 年 6 月

28日至 7月 6日举行了 6次会议 主席也同各代表团举行了非正式协商 秘

书处大会事务和会议事务部裁军和非殖民化机关服务处张赛进和谢尔盖 切

尔尼亚夫斯基分别担任该工作组的秘书和副秘书 秘书处裁军事务部纳齐

尔 卡迈勒担任该工作组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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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月 28日和 29日 该工作组第 1和第 2次会议就该主题进行了一般性

意见交流 在其后各次会议上 下列国家和组织提出了一般性评论 具体意

见和工作报告 中国 A/CN.10/2000/WG.II/WP.2 南非 A/CN.10/2000/ 

WG.II/WP.3 瑞士 A/CN.10/2000/WG.II/WP.4 日本 A/CN.10/2000/ 

WG.II/WP.5 和法国代表欧洲联盟和联系国 A/CN.10/2000/WG.II/WP.6和 7  

4. 7月 6日工作组会议上审议并以协商一致意见方式通过了关于题为 在

常规武器领域中切合实际的建立信任措施 的项目的报告  

 

注 

 1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四届会议 补编第 27号 A/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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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实现核裁军的途径和方法 主席提出的文件 
 

1. 导言 概览 

2. 核裁军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相互关系  

 (a) 过去十年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  

 (b) 当前的政治背景及其对核裁军的影响  

3. 审查成绩 当前事态发展和新提出的倡议 

 (a) 多边  

 (b) 双边  

 (c) 单方面  

4. 处理核裁军的现有机制  

 (a) 联合国系统内  

 (b) 联合国系统外  

5. 实现核裁军的途径  

 (a) 概念方式  

 (b) 实际步骤  

6. 结论和建议 

 1. 导言 概览 
 

核裁军在当前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中的重要性的讨论情况 

- 冷战的结束为核裁军创造了有利环境 过去十年 核储存减少了一半  

- 但是 尽管为减少核武器作出了单方面和双边努力 但此种武器储存以

及意外 非故意或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此种武器的可能性仍然存

在  

- 彻底消除核武器是防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唯一绝对保障  

- 1996年 国际法院就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提出了法

律咨询意见  

-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0 年审议会议一致商定若干切实可行的步

骤 作为实现核裁军的相辅相成的途径和方法 裁军审议委员会可推进

这些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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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维护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国际社会必须毫不迟延地为实现核裁

军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 并在这方面应作出一切努力 确保所有国家参

与这一进程  

 2. 核裁军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相互关系  
 

 (a) 过去十年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 阐述冷战后时期安全理论和态势的变

化 包括双边和单方面裁减核武器  

 (b) 当前的政治背景及其对核裁军的影响 阐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裁军领域

的事态发展  

 3. 审查成绩 当前的事态发展和新提出的倡议  
 

 (a) 多边 

- 缔结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 无限期延长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新议程联盟国家的联合宣言 

- 核武器国家明确承诺彻底消除其核武库 以实现核裁军 

- 在 消除核武器行动纲领 中提议谈判达成一个在固定期限内分阶

段彻底消除核武器方案 

- 秘书长关于召开消除核危险问题国际会议的提议 

- 关于召开一次核裁军和核不扩散问题国际会议的提议 

- 召开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四届大会特别会议 

- 国际法院法律咨询意见的后续行动 

- 关于建立全球导弹和导弹技术不扩散管制制度的提议 

- 导弹技术管制制度 

-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提案  

- 巩固现有无核武器区并建立新的无核武器区的提议 

- 裁军审议委员会关于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准则 

 (b) 双边 

- 裁减战略武器条约 裁武条约 进程 

- 反弹道导弹条约 

- 合作减少威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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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利坚合众国 俄罗斯联邦和原子能机构间的 三方倡议  

 (c) 单方面 

- 中国 法国 俄罗斯联邦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

合众国为减少核武库而采取的措施 

- 暂停核试爆 

- 暂停生产作武器用途的裂变材料 

 4. 处理核裁军的现有机制  
 

 (a) 联合国系统内 

- 第一委员会 

- 裁军审议委员会 

- 裁军谈判会议 

- 裁军事务部 

-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 

 (b) 联合国系统外 

- 裁武会谈进程 

- 无核武器区 

- 原子能机构 

-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 

 5. 实现核裁军的途径和方法  
 

 (a) 概念方式 

- 关于消除核武器的堪培拉委员会 

- 促进核不扩散和裁军的东京论坛 

- 新议程联盟 

- 大会关于核裁军的各项决议 

 (b) 切实可行的步骤 

-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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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生效前暂停核试爆 

- 裁军谈判会议内谈判一项禁止生产作武器用途的裂变材料的条约 

- 在裁军谈判会议内设立一个处理核裁军问题的附属机构 

- 适用核裁军不可逆转原则 

- 核武器国家明确承诺彻底消除其核武库 以实现核裁军 

- 第二阶段裁武条约 生效 并缔结 第三阶段裁武条约 同时

维护和加强 反弹道导弹条约  

- 完善和实施俄罗斯联邦 美利坚合众国和原子能机构间的 三方倡议  

- 核武器国家进一步努力单方面减少其核武库 

- 核武器国家提高其核武器能力的透明度 

- 进一步裁减非战略核武器 战术核武器  

- 采取具体的商定措施 进一步降低核武器系统的战备状态 消除警

戒状态  

- 降低核武器在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 所有核武器国家参与导致彻底消除其核武器的进程 

- 所有核武器国家作出安排 将不再作军事用途的裂变材料置于原子

能机构或其他有关国际核查机制的监督之下 

- 进一步发展必要的核查能力 以保障核裁军协定得到遵守 

- 降低未经许可 意外和非故意使用核武器的危险 

- 与原子能机构签订 示范附加议定书  

- 在裁军谈判会议内设立安全保证问题特设委员会 

- 在裁军谈判会议内设立预防外空军备竞赛问题特设小组 

- 巩固现有的无核武器区并建立新的无核武器区 

- 双边和多边措施 

- 审查战略态势和理论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 核武器国家承诺不在其本国领土外部署核武器 

 6. 结论和建议 

 本节将在第一工作组今后两年的各届会议上讨论和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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