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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2003 年 12 月 8 日，大会通过了题为“拟订和执行裁军和军备控制协定时遵守

环境规范”的第 58/45 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第 4 段中请所有会员国向秘书长提

供资料，说明它们为促进本决议所设想的目标而采取的措施，并请秘书长向大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提交载有这些资料的报告。 

2．依照这项要求，秘书长于 2004 年 3 月 24 日向会员国致送普通照会，请它们

提供关于这个主题的资料。兹将所收到的答复载于下文第二节。以后收到的答复

将作为本报告的增编印发。 

 二.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 
 
 

  危地马拉 
 
 

[原件:西班牙文] 
[2004 年 6 月 8 日] 

 

 危地马拉的军队并不拥有核武器,因此也没有任何关于此类武器的计划。同

样，危地马拉未曾展开这方面的任何调查工作。这种情况也是整个中区域普遍存

在的情况。 

 

  洪都拉斯 
 
 

[原件:西班牙文] 
[2004 年 6 月 15 日] 

(a) 洪都拉斯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制造、储存或取得生物化学武器的计

划。 

(b) 我国订有监督和管理环境政策的法律文书，其中规定各种保护环境的机

制。 

(c) 洪都拉斯目前是多项关于保护环境的国际条约和公约的签署国。 

(d) 洪都拉斯的武装部队的军事计划、作业和活动是以国家的环境政策为基

础。而且，武装部队同政府，通过自然资源和环境部，经常协助拟订以

下各方面的计划：保护环境资源；防止火灾；再造林和维护水文地理资

源，以便保持环境的稳定状态并支持环境的复原。 

(e) 洪都拉斯共和国当前实施的各项经济发展计划都考虑到环境的保护和

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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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 
 
 

[原件:西班牙文] 

[2004 年 4 月 21 日] 

 对墨西哥来说,《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包括关于拟订和执行裁军和控制

军备的协定以维持国家和平与安全的宗旨，必须以符合习惯法和协约法所适用的

环境规范的方式来实施。 

 过去几十年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发展是创制保护环境的规范。这个规范制度包

括一些主要规范确定权限的归属和创制环境规范的机制，还有一些次要规范旨在

确定国家和其他国家法主体对国际社会所关切的环境方面特殊问题的权利和义

务。 

 然而，不应当把这些规范孤立起来，而应当作为国际法的一部分，放在国际

法的框架内来理解。此外，各个领域的国际法起相互作用，以各种不同的规范来

管理同样的行为。因此，虽然目前没有裁军的规范禁止使用任何对环境有不利影

响的武器，但这并不表示国际法允许这种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国际法的

框架内来考虑国家保护环境的义务，然后才能断定使用这种武器是否合法。 

 墨西哥在采取赞成裁军的立场时，始终考虑到这种相互关系。而且，墨西哥

还在许多论坛上指出，鉴于这种武器的破坏性及其对各种生物的影响，必须彻底

消除任何存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 

 保护环境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在环境以外的国际法领域着手制订保护环境

的法律。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国际人道主义法中订立保护环境的规范。在这方面，

必须强调 1996 年 7 月 8 日国际法院通过的《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

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国际法院在这项意见中，针对环境法各种义务的法律

性质及其对使用核武器或以核武器进行威胁可能造成的情况的适用，首次明确表

示意见。 

 法院承认环境天天面临威胁，生物多样性是在环境的实际空间中发展，而这

种威胁决定今世和后代的生活素质和健康。法院确认使用核武器将构成环境的一

场浩劫。因此，这构成一种不容国家反对的法律义务，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并载

入各项国际文书，包括《联合国宪章》的序言。这项义务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

后果有密切关系，而这种武器的灾难性潜力不仅会影响到我们这一代或下一代，

还会影响到今后的世世代代。 

 必须强调指出，法院重申睦邻原则是国际环境法的一般性惯常规范，这项原

则就是各国有义务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进行的活动不会损害到其
他国家或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这项原则，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得到

《关于人类环境的斯德哥尔摩宣言》（1972）、《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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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特雷耳炼锌厂案和拉诺湖案的仲裁判决的承认）。墨西哥与国际法院的看法

相同，认为这项一般规范适用于各项裁军和控制军备协定，国家使用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在空间和时间上造成不可控制的永久后果，而这种武器，

由于本身的性质，可能对其他国家的空间和财产造成不利的影响。 

 虽然法院认为国际环境法条约的规定并不阻止国家行使合法自卫的权利，但

它确认国家在可能反击武装攻击之前估量反击手段是否必要和相称时，必须注意

到环境方面的考虑。此外，法院还强调指出，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

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 1 号议定书）第 35 条第 3 款

和第 55 条在武装冲突期间对环境提供额外的保护。 

 由于国际环境法的协约制度所具有的特征——这个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保护

人类的利益，而非仅仅保护特定国家的利益，所采方式类似人权的协约制度——

违反这个制度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今世和后代个人的生活方式，任何环境条约的违

约行为都不能援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60 条，该条规定一项违约行为可以

构成他方终止条约的理由。因此必须强调，交战国违反任何协约规范的行为不能

被对方用作违反这些环境条款的理由。 

 还有别的条约规定了国际环境法与国际人道主义法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是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该规约第 8 条将下列行为定为战争罪：故意发动攻

击，明知这种攻击将致使自然环境遭受广泛、长期和严重的破坏，其程度与预期

得到的具体和直接的整体军事利益相比显然过分。因此，姑且不论使用的武器合

不合法，发生这种规范所假定的情况，就是犯罪行为。 

 根据以上的分析，墨西哥可以断定，尽管考虑到国际环境法并未订立裁军和

控制军备方面的具体规范，但是环境方面的规范制度，基于本身的性质，对某类

武器的使用施加重大的限制，因此，在商讨裁军和控制军备的规范的过程中，必

须将其考虑在内。墨西哥认为，在国际环境法方面，国家显然有义务禁止对环境

会造成重大损害的武器。 

 作为我国遵守各项裁军和控制军备协定中的一般环境规范的实例，墨西哥于

今年 3 月 29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关于实施保障的协定的

附加议定书，这是基于墨西哥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

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义务。签署这项议定书就表示，以这种

法律关系重申我国在核裁军方面的承诺，并且将问心无愧地协力防止各种核活

动、核材料和核设施因为缺乏防护和保障措施而对环境造成任何有害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