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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4月 24日至 5月 19日纽约 

   与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曼谷条约 有关的各项活动备忘录 

   由 曼谷条约 保存国提交 

A.总的发展情况 

1.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由东南亚所有 10 个

国家于 1995 年 12 月 15 日在曼谷签订 这十个国家

是 文莱达鲁萨兰国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 马来西亚 缅甸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和越南 条约 其后已经得到了九个签国的批

准 并于 1997 年 3 月 27 日生效 条约 于 1997

年 6月 26日在联合国登记  

2. 条约 表明 东南亚国家努力促进该区域的和

平与稳定以及整个核不扩散制度 因此与确保东南亚

成为和平 自由和中立区的长期计划一致 也符合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1995 审议和延期会议所通过

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原则和目标的决定中载

列的无核武器区目标  

3. 同时 曼谷条约 还包含了各种创新内容 代

表着现有无核武器区的进步和发展 例如 条约

考虑到和平利用核能的情况日益增加 并更加重视控

制核废物和对核事故作出反应 由于具有这些新内

容 因此可以认为 条约 在本质上具有前瞻性  

4. 自从 曼谷条约 于 1997年 3月生效以来 条

约 缔约国一直在两条道路上前进 一条是实施 条

约 的各项规定 另一条是争取五个核武器国对 条

约 及其 议定书 的支持 两条道路上都取得了切

实的进展  

B. 条约 规定的实施 

1.根据 曼谷条约 建立执行机构 

5. 在实施 曼谷条约 的过程中 沿着第一条路向

前迈进的重要一步就是 1999年 7月 24日在新加坡召

开的第 32 届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部长级会议期间

举行了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委员会创始会议 委员会由

东盟成员国的外长组成 在委员会创始会议上 东盟

外长们指示执行委员会启动一切必要的行动 确保遵

守 条约  

6. 根据委员会的决定 由东盟各国外交部常务秘书

组成的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执行委员会于1999年10月

12日在曼谷召开第一次会议 执行委员会决定与国际

原子能机构 原子能机构 开展对话 并建立一个工

作小组与原子能机构进行讨论  

7. 既然建立了条约机构 建立详细的核查和控制程

序的工作就可以向前进行 执行委员会将通过工作小

组与原子能机构和这方面的其它有关国际组织进行

磋商 同时 条约 缔约国也在考虑制订管理各机

构工作的议事规则和财务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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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它国际组织的关系 

8. 由于认识到原子能机构在协助 条约 缔约国履

行 条约 规定的义务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执

行委员会主席于1999年11月向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发

了一封信 请求在 曼谷条约 缔约国和原子能机构

之间展开对话 原子能机构对这一请求作出了积极的

反应 而且总干事于 2000 年 2 月 3 日请担任委员会

主席的泰国代理外长讨论原子能机构和 条约 缔约

国之间的合作事宜  

9. 在进行这些初步的接触之后 有若干问题需要原

子能机构和 条约 缔约国在 2000 年通过详细磋商

进行讨论 这些问题包括原子能机构支持实施有关保

障和处理核废物的规定 以及通过技术合作方案向

条约 缔约国提供协助的可能性  

10. 另外 根据 条约 第 5条 鼓励尚未做这项工

作的所有 条约 缔约国尽早与原子能机构缔结一个

全面的保障协议  

C.就 条约议定书 与核武器国家进行的磋商 

11. 与第一条路上的努力同样重要的是第二条路上

条约 缔约国为了使五个核武器国家加入 曼谷条

约议定书 而正与他们进行的磋商 东盟极为重视这

项工作 因为如果核武器国家通过加入 议定书 来

支持 条约 条约 将有更重大的意义  

12. 在这方面 自从 条约 签订以来 甚至在 条

约 生效之前 东盟就已经在与五个核武器国家进行

磋商 希望他们能够尽早加入 议定书 每个核武

器国家都表示对 议定书 以及 条约 本身的某些

部分有保留意见 这些保留意见中有一些是核武器国

家共有的 尤其是 条约 的适用区域和 条约 对

他们各自的核威慑政策的影响 然而 中国所关注的

问题比较独特 问题主要涉及 条约 对南海主权问

题造成的影响  

13. 东盟作出了各种努力来寻找解决核武器国家各

自所关注的问题的途径和方案 通过这些努力 已经

与中国取得重大进展 东盟为了在 条约 和 议定

书 的适用区域以及主权问题上解决中国关注的问题

而提出的方案已得到中国的接受 中国表示愿意成为

首个签署 条约议定书 的国家  

14. 然而 东盟希望所有五个核武器国家都加入 条

约 即使不能同时加入 如果可能也要尽早加入

因此 东盟希望进一步与其他四个核武器国家磋商

以便一揽子解决他们关注的问题 其中包括消极的安

全保证方案问题 同时 东盟注意到 关于核不扩散

与核裁军的原则和目标的决定中载有应该考虑采取

进一步措施 确保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规定  

15. 东盟已经将其最新的立场通知核武器国家 并表

示他们应该对与东盟的磋商有更强的紧迫感 尽管东

盟最近收到的信息显示 核武器国家正在就与 曼谷

条约 有关的问题进行更密切的协调 东盟仍然在等

待核武器国家作出正式的反应  

D.评价 

16. 曼谷条约 表明 东南亚国家为了消除东南亚

的核武器威胁 加强这一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作出了真

诚的努力 该条约也是对 不扩散条约 所代表的全

球核不扩散目标的一个切实贡献  

17. 曼谷条约 也在发展无核武器区方面向前迈进

了一步 因为该条约包含了一些创新的内容 以便考

虑到核能的和平利用正在与日俱增 条约 请国际

机构如原子能机构发挥重要作用 协助 条约 缔约

国实施 条约 因此 条约 本质上是合作的 是

外向的  

18. 已采取重要步骤以确保有效实施 条约 其中

包括建立监督框架 然而 与核武器国家的磋商仍然

在进行 以便通过签订 条约议定书 而得到他们的

支持 同时 条约 缔约国欢迎所有国家支持 曼

谷条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