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 合国   A/57/401

 

大  会 
 

Distr.: General 
12 September 200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2-58861 (C)    230902    230902 
 

 

第五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67(h) 

全面彻底裁军 

 

  减少核危险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大会 2001 年 11 月 29日第 56/24 C号决议请秘书长提出报告，说明他采取了

何种步骤来执行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报告中提出的有助于大幅减少核战争危险的

七项建议，包括《联合国千年宣言》所载的建议，即召开国际会议以找出消除核

危险的办法。 

 本报告列举了有助于执行咨询委员会的建议的一系列活动。在这方面，秘书

长认为，审议筹备召开国际会议的临时措施的时机尚未成熟。在教育和培训领域，

秘书长强调，联合国愿意为执行提交大会本届会议的联合国关于裁军和不扩散教

育问题的研究报告（A/57/124）内所载的建议作出贡献。秘书长再次呼吁所有会

员国再度努力，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特别是为减少核危险克服分歧。 

 

__________________ 

 
＊
 A/57/150。 

 
＊＊

 本报告包括 2002年 8月 30日之前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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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大会 2001 年 11 月 29日第 56/24 C号决议请秘

书长采取步骤执行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关于减少核

危险的报告（A/56/400）中提出的有助于大幅减少核

战争危险的七项建议，包括《联合国千年宣言》
1
所

载的建议，即召开国际会议以找出消除核危险的办

法，并就此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本报告

便是应这项请求提出的。 

二. 最近为执行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的

建议而开展的活动 
 

2.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仍然是联合

国在裁军领域的工作所主要关注的问题。倡导核裁军

和进一步加强核不扩散制度仍然是联合国在促进国

际和平与安全这一总的范围内、特别是在裁军范围内

所开展的活动的一部分。 

3. 2001 年 11 月 11 日，秘书长在纽约促进全面禁止

核试验条约生效会议上致开幕词时指出，2001 年 9月

11 日事件突出表明，需要防止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

保持从全世界武库中消除核武器的努力的势头。秘书

长申明，《全面禁止试验核武器条约》是不扩散制度

中的一项关键因素，再推迟生效不仅将增加恢复核试

验的危险，而且也将使不扩散更加难以维持。秘书长

还指出，必须尽一切努力减少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手

中的危险。 

4. 秘书长在向 2002 年裁军谈判会议开幕致词时呼

吁各会员国改变在多边裁军领域长期无所作为的格

局，弥合各会员国在处理核裁军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

这两个未决问题的机制方面的意见和利益分歧。秘书

长还强调指出，必须就禁止生产用于武器的裂变材料

问题开始谈判。
2
 

5. 此外，秘书长还多次重申，要求和平解决争端，

在紧张地区采取建立信任措施，并呼吁有关会员国保

持持续对话，以通过非暴力手段解决分歧。 

6. 联合国继续支持各会员国、政府间组织、学术和

研究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促进就安全与裁军问题、包

括核裁军和不扩散问题开展对话的各项行动。主管裁

军事务副秘书长代表联合国出席了讨论核问题的许

多活动，包括 2002年 4月 20日和 21 日由印度尼西

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美利坚合众国普林斯敦主办

的一次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就核武器政治及其对战略

稳定的影响进行自由讨论。此外，副秘书长还在各种

刊物上投稿，说明联合国对核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的立

场。 

7. 裁军事务部也主办了一些讨论核问题的活动。

2002年 3月 14日，联合国和平、裁军与发展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区域中心在联合国总部为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集团成员国举办了一次区域讨论会，题目是：

“核裁军和不扩散问题：迈向 2005 年不扩散条约审

查会议”。该讨论会有助于促使就预期将在即将开展

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进程的议程上占重要地

位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2002年 8月 7日至 9日联合

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在日本京都举

行了第五次裁军问题会议，讨论了恐怖主义对国际和

区域安全与裁军的影响。在这方面，会上讨论了与改

善核物质的实物保护和保护核设施不受破坏有关的

问题。2002年 3月 25日至 29日，联合国和平与裁军

非洲区域中心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

会合作，讨论了鼓励在非洲普遍落实条约的方案的执

行情况。非洲区域中心还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与南非政

府合作为非洲国家组织主办的关于不扩散核武器问

题的讨论会提供了支助。这次讨论会是在 2002 年 6

月 24日至 27日举行的，会上特别讨论了保障协定和

附加议定书的作用问题。 

8. 裁军事务部和中国政府于 2002 年 4 月 2 日至 4

日在北京联合主办了一次题为“21 世纪的裁军议程”

的会议。来自 29 个国家的政府高级官员、学者、研

究人员、议员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在广泛

审查裁军和安全问题时，也讨论了核裁军和消除核危

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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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长期以来，大家一直认为，建立无核武器区对核

裁军和不扩散有很大的作用。因此，联合国一直支持

这种倡议，不论是加强已经建立的无核武器区还是开

展建立无核武器区的进程。在这方面，主管裁军事务

副秘书长于 2002 年 8 月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

五个正在谈判建立一个中亚无核武器区的国家。副秘

书长在最高级别举行了会晤，重申联合国支持这项倡

议，并提供这些国家的政府为完成谈判可能需要的任

何额外援助。 

10. 联合国还继续向国际社会的各种倡议提供支助，

以促进和推动旨在解除核武器待命状态、审查核理论

和消除战术核武器的努力。 

11. 至于《联合国千年宣言》所载关于召开国际会议

以找出消除核危险的办法的建议，秘书长在与各会员

国协商后认为，审议筹备召开这次会议的临时措施的

时机尚未成熟。不过，他仍将处理这一事项，并根据

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将继续鼓励各会员国努力创造条

件，以便形成举行国际会议的国际共识。 

12. 在教育和培训领域，秘书长根据大会 2001 年 11

月 20日第 55/33E号决议，任命了一个政府专家小组，

以编写一份关于裁军和不扩散教育问题的联合国研

究报告。这项研究已提交大会本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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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秘书长赞同专家小组的研究结果，即极其需要开

展裁军和不扩散方面的教育，以打消面对目前的核危

险的无知和自满状态。专家小组向会员国、联合国、

其他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说明

如何独自和相互合作，促进裁军和不扩散方面的教

育，特别着重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联合国愿意为执

行这些建议作出贡献。 

三. 结论 
 

14. 在裁军领域的多边审议和谈判持续陷入僵局的

气氛中，秘书长谨再次呼吁所有会员国再度努力，为

国际和平与安全、特别是为减少核危险克服分歧。而

联合国则将继续通过倡导核裁军和不扩散、促进就各

种建议和新主张开展对话、支助裁军和不扩散方面的

教育和宣传工作，完成促进减少核危险的任务。 

注 

1
 大会第 52/2号决议。 

2
 见 CD/PV.889，第 4页。 

3
 A/57/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