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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5 年 4 月 6 日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缅甸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向关于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及其运载

工具扩散问题的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致意，并谨转交

缅甸联邦政府关于执行该决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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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4 月 6 日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 

附件 
 
 
 

  缅甸联邦政府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的国家报告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 号决议 

1. 2004 年 4 月 28 日，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第 1540(2004)号决议，在其中申明，

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决定各国应不向企图开发、获取、

制造、拥有、运输、转移或使用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非国家行为者提供任

何形式的支持。 

综述 

2． 缅甸为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1540 号决议采取了必要措施，包括与邻国进行合

作。缅甸不开发、获取、制造、拥有、运输、转移或使用核生化武器，是缅甸的

国家政策和基本原则。尽管国防部或其他武装部队如警察部队的武器库里没有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库存，但缅甸仍在作出安排和采取必要措施，以防非国家行为者

和恐怖组织拥有这类武器。 

3. 政府保持最大限度的警惕，确保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进入缅甸领土，即使在

非国家行为者获取这类武器的情况下。下列部门对所有陆地、海上和空中出/入

境点保持 24 小时的监视： 

 (a) 国防部下属安全单位 

 (b) 军事安全单位 

 (c) 缅甸警察部队 

 (d) 海关 

 (e) 移民局 

 (f) 民兵 

 (g) 其他可靠的情报来源 

4. 缅甸不制造、获取或拥有能够运载核生化武器的系统。 

5. 由上述部门的官员组成的小组在出/入境点执行任务，确保恐怖分子不能在

缅甸境内找到立足之地。同样，地区的安全由沿国境设有前哨基地和设防基地的

武装部队(Tatmadaw)控制，由机动部队按时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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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缅甸按照双边、区域和国际协定与邻国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麻醉药

品贩运、人口贩运等等。在采取这些行动时，当局还确保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运

载系统不进入缅甸领土，也不经由缅甸领土过境。 

7. 缅甸自 1977 年就设立了火器监督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内政部长担任，成

员有缅甸警察部队总监、总行政司司长和国防部总参谋部准将。缅甸警察总部总

参谋部警察上校担任委员会秘书。涉及火器的相关法律有： 

 ㈠ 1878 年《武器法》 

 ㈡ 1884 年《炸药法》 

 ㈢ 1908 年《爆炸物法》 

 ㈣ 1949 年《武器紧急惩治法》 

 ㈤ 1951 年《武器(临时)法》 

8. 由于执法机构采取严厉措施，本国几乎不存在有组织犯罪团伙和恐怖分子的

活动。所有公民的安全由武装部队和警察部队予以保证。 

9．商务部第 10/1999 号通知禁止火器的一般性交易、边境交易和过境交易。已

颁布适当的国内法律，以采取必要行动打击化学毒剂、炸药和武器的非法贩运和

中介活动。这些法律包括 1878 年《海上海关法》、1924 年《陆上海关法》、1990

年《农药法》、1998 年《原子能法》和 2002 年《控制洗钱法》第 5(a)(5)条。 

区域合作 

10. 在区域层面，缅甸积极参与东盟区域论坛，以期在实现区域和平与安全方面

取得切实成果。缅甸还与东盟成员国及邻国合作，积极参与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国际合作 

11. 缅甸于 1992 年 12 月 2 日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还于 1963 年 11 月 15

日批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缅甸还是下列

文书的签署国：《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条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

约》、《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和《全

面禁止试验条约》。缅甸还批准了《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12. 缅甸于 2004 年 3 月 30 日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并加入

了《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议定书》和《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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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议定书》。2004 年《缅甸刑事司法互助法》载有确保

在刑事调查、起诉和司法方面提供协助的规定。 

13. 缅甸还是十项全球性反恐公约的缔约国，并且是一项反恐公约的签署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