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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9 月 13 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常驻代表团致裁军谈判

会议秘书处的普通照会，其中转交《阿斯塔纳愿景：从放射

性阴霾到无核武器世界》宣言文本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向裁

军谈判会议秘书处致意，并谨此转交 2016 年 8 月 29 日在阿斯塔纳召开的“建立

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国际会议期间通过的《阿斯塔纳愿景：从放射性阴霾到无

核武器世界》宣言文本。 

 就此，常驻代表团谨请将该宣言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印发为荷。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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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斯塔纳愿景：从放射性阴霾到无核武器世界 

 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在阿斯塔纳召开的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议会、哈萨克斯

坦共和国外交部以及支持核不扩散和裁军议员联盟共同主办的题为“建立一个无

核武器的世界”国际会议上通过。 

 1991 年 8 月 29 日，整整 25 年前，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

夫在一场民间社会反对核试验的群众运动支持下，关闭了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

场，开创了世界裁军史上此类举措的先河。 

 苏联在位于哈萨克斯坦东部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进行的 456 次核武器爆

炸，已对当代和后世的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包括太平洋、亚

洲、北非和北美在内的全世界核试验留下的遗患、广岛和长崎遭受核轰炸的经

历，以及意外、误判或有意使用核武器的风险，为全球确立了废除上述武器的势

在必行之责。 

 我们赞扬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和哈萨克斯坦人民率先垂范，赞扬他们自愿放弃

世界第四大核武库、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建成中

亚无核武器区、发起“停止核武试验-我们的使命”项目以教育全世界了解核试

验的危险和长期后果、推动联合国将 8 月 29 日定为禁止核试验国际日、发起

2015 年被联合国通过的《世界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宣言》，以及提出一项题

为《世界。21 世纪》的宣言以结束战争灾难。 

 我们支持该宣言中表达的雄心壮志：建立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应是人类在

21 世纪的主要目标，而上述目标的实现应不迟于 2045 年的联合国 100 周年纪念

日。 

 我们赞扬世界领袖们通过系列的核安全峰会以及其他国际行动采取行动，防

止核武器或其部件落入恐怖分子手中。但是，世界领袖们还应与纳扎尔巴耶夫总

统一道，高度重视核裁军。  

 我们谴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继续进行的核武器试验，并对所有有核国

家核武器的不断现代化表示关切。随着上述国家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一起意

外或蓄意的军事事件可能使世界急转陷入灾难性的核对抗。 

 我们认识到世界各地的立法机关和立法人员肩负着在全球层面进一步推进核

不扩散和核裁军以及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特殊责任。 

 我们祝贺哈萨克斯坦当选 2017-2018 年度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理会)非常任

理事国。我们坚信，哈萨克斯坦将与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国密切合作，防止核扩

散，并促进无核武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我们支持本次会议上提出的由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设立一个国际奖项，表彰为

核裁军和实现无核武器世界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一倡议，也支持宣布于 2016 年召

开阿斯塔纳和平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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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迎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取得的进展，并敦促世界

各国的政府再接再厉。 

 我们，作为立法人员、宗教领袖、国际组织代表、学者、科学家、医疗专业

人员、律师、青年人以及民间社会的其他代表，特此呼吁各国政府： 

1.  注意本次会议于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关闭 25 周年和《全面禁试条约》

开放供签署 20 周年之际召开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若尚未签署和批准《全面禁试

条约》，应签署和批准该条约，尤其是有核国家； 

2.  根据所通过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2010 年行动计划以及

国际法院于 1996 年确认的谈判以实现全面核裁军的普遍义务，启动谈判和实质

性讨论； 

3.  按照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上商定的意见，建立一个中东无核武器及其他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推动这项任务；建立其他的无核武器

区，比如在东北亚、欧洲和北极地区； 

4.  解除所有核力量的高度战备状态、采取不首先使用的政策以及避免发出任何

使用核武器的威胁，从而减小核武器被使用的风险； 

5.  全面履行其实现零核武的条约义务和习惯法义务； 

6.  于 2017 年启动禁止和消除核武器的多边谈判； 

7.  支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核裁军的过渡性措施，包括禁止核试验和禁止以

人口稠密地区为核打击目标； 

8.  进一步开发用以核查和强制执行全球核裁军的方法和机制，包括通过参与核

裁军核查国际伙伴关系；  

9.  消除安全理论中对核威慑的依赖，转而通过外交、法律、区域机制、联合国

以及其他和平手段解决国际冲突； 

10.  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大幅削减其核武器储备，以期尽快但绝不迟于联合国

100 周年纪念日全面消除核武器。 

 我们愿意支持各国政府，并与各国政府合作，争取废除核武器。各阶层人士

在本次国际活动上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发展全球运动以实现核裁军的平台。 

 对全人类之未来深感关切，亦受到核裁军领域的榜样哈萨克斯坦鼓舞，我们

断言，在有生之年有可能也有必要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