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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4 年 10 月 28 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 

普通照会 

 

 摩洛哥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致意，谨提及委员会的照会，并随函转递摩洛哥王国依照上述决议提交的报

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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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10 月 28 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 

普通照会的附件 

  摩洛哥王国依照关于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安全理事会 

第 1540(2004)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安全理事会 2004 年 4 月 28 日通过的第 1540（2004）号决议第 4 段吁请“各

国从本决议通过之日起至迟六个月向该委员会提交第一份报告，说明为执行本决

议所采取或准备采取的步骤”；摩洛哥王国依照此段规定提交本报告。 

  导言 

1. 摩洛哥王国深信国际反恐怖主义斗争应全面应对这一复杂现象的各方面问

题，完全赞同国际社会对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关切。 

2. 摩洛哥就此注意到2004年 4月 28日通过的关于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

第 1540（2004)号决议，该决议明确要求各国在这方面承担责任，并旨在阻止非

国家行为者和恐怖团体获取此类武器。 

3. 摩洛哥王国亲身遭受过卑鄙恐怖行径之害，能够充分理解恐怖主义祸患造成

的多方面严重影响，并坚信必须采取以预防为主的长期全球安全战略。 

4. 摩洛哥努力健全本国有关法规，以打击扩散和贩运可能有助于非国家行为者

制造、获取、拥有、开发、运输或使用核生化武器的设备或材料；这表现出本国

坚决承诺参与国际社会开展的斗争，以应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 

5. 在这方面，摩洛哥认为，依据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的精神，除

国家和区域两级所作努力之外，在联合国这一适当框架下采取多边协调行动对打

击这些祸患非常重要。 

6. 此外，国际社会除应高度重视安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挑战外，还应看到紧

张局势温床持续存在是可被恐怖网络利用的一个怨愤滋生根源。意味深长的是，

世界冲突地图上的“黑点”正是恐怖团体猖獗和存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高风

险的区域。 

7. 另外，应当加强负责裁军的多边机构，以强化和健全打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扩散领域的国际法律机制。 

8. 再者，第 1540（2004）号决议第 7 段确认“有些国家为执行本决议的规定可

能需要援助”；摩洛哥从中得到启发并完全赞同这一说法，认为只有基于团结和

共同承担责任原则，积极开展注重调动资源和交流信息与经验的国际合作，才能

使决议的规定得到普遍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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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摩洛哥采取的措施 

9. 总体来讲，摩洛哥王国没有、也未开发或生产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国际一级 

10. 摩洛哥王国签署并批准了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所有多边文书。 

11. 因此，摩洛哥一贯努力推动彻底消除核武器。我国于 1970 年签署了《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是最早批准该《条约》的国家之一，并继续致

力于使条约的规定得到普遍执行。 

12. 本国还于 1973 年 1 月依照《不扩散条约》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全面

保障协定》，并于 2004 年 9 月签署了《附加议定书》。摩洛哥还批准了《全面禁

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和《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并加入了由原子

能机构牵头达成的所有关于核安全的公约。 

13. 此外，在加强放射源管制与保安措施方面，摩洛哥王国已通知原子能机构总

干事，本国接受了《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在此领域，本国于 2004 年 4

月与美国能源部签署了一项协定，以加强对国家一级拥有的高放射源的实物保安

措施；该协定是美国能源部推行的关于减少放射威胁的全球方案的一部分。 

14. 关于化学武器，摩洛哥积极参与了拟订和通过《化学武器公约》的整个过程，

并分别于 1997 年和 1999 年签署并批准了该《公约》。 

15. 我国恰当履行了依上述《公约》规定所应承担的义务，定期提交对《公约》

所涉化学品的年度申报。此外，为确保缔约国遵守《公约》关于核查的规定，禁

止化学武器组织对缔约国进行视察；为此，该组织于 2000、2002、2003 和 2004

年对我国进行了五次视察，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称这些视察取

得了成功。 

16. 另外，我国于 2004 年 1 月 29 日批准了《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

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17. 我国没有弹道导弹或空间运载火箭方案，赞同 2002 年 11 月 25 日在海牙通

过的《防止弹道导弹扩散国际行为守则》的基本原则。我国认为，该项国际文书

进一步促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18. 摩洛哥王国还是 1991 年《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

的缔约国。 

国家一级 

19. 认识到对放射源进行严密管制的重要性，摩洛哥王国于 1971 年通过了电离

辐射防护法。这项法律文书被视为摩洛哥关于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法律机制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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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实施该法的 1977 年 10 月 28 日法令规定，国家辐射防护中心承担发放许可

和进行监测职能，一切有关进口、持有、使用、出口和储存电离放射源的实践活

动均须符合并满足许可和监督的要求。 

20. 这些措施旨在保护人员和环境免遭放射危害，并防止非法贩运放射源。国家

辐射防护中心应依照 1977 年 10 月 28 日法令，查存摩洛哥境内放射源的精确库

存情况。此外，关于对核设施发放许可和进行管制的 1994 年 12 月 7 日法令制定

了预先许可程序，通过该项程序可对用于技术和能源开发的核设施所涉的各种安

全问题进行有效管制和持续监督。1994 年 12 月 7 日法令设立了国家核安全委员

会负责管理进入摩洛哥的核材料；该委员会于 1996 年 4 月成立。 

21. 依据设立国家核能源与科技中心的 1986 年 11 月 14 日法，该中心负责对放

射性废物进行管理；中心开发了一套技术基础设施，能够满足集中管理国家一级

产生的放射性废物方面的需要。 

22. 此外，在执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领域，经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进行充分

协商，拟订了公约实施法案，并即将提交内阁总秘书处，以便启动通过程序。该

法案尤其包括关于违禁行为、申报、视察和处罚的规定。 

23. 在同一领域，摩洛哥近期修订了原先提出的设立负责执行《禁止化学武器公

约》国家主管当局的法令。新法令于 2004 年 7 月 8 日经内阁理事会通过。 

24. 在边境管制方面，海关行政当局的行动涉及协助其他部门执行由这些部门颁

发的特定规章。 

25. 在这方面需要指出，关于边境管制和规范武器使用的国家机制主要包括：关

于禁止战争物资离境、出口、转口和转运的 1936 年 3 月 11 日国王诏令，关于进

口、交易、佩带、持有和储存武器及其弹药的 1937 年 3 月 31 日国王诏令，关于

惩治违反有关武器、弹药和爆炸装置法律的行为的 1958 年 9 月 2 日国王诏令。 

26. 需要具体指出，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03-03 号法（2003 年 6 月）使得该项法律

机制更加健全和有效。 

27. 在爆炸物方面，管制和监测业务由能源矿产部、地方当局、国家宪兵队和皇

家武装部队负责。该领域的主要现行法律包括：经修订和补充的规范爆炸物进口、

流通、销售和使用的1914年 1月14日法；经修订和补充的规范爆炸物制造的1914

年 4 月 14 日国王诏令；经 1940 年 2 月 24 日大臣命令修订的规范采石场和工地

使用爆炸物的 1932 年 1 月 2 日法；规范非燃料矿使用爆炸物的 1938 年 2 月 18

日法；规范爆炸物装卸和运输的 1938 年 3 月 2 日法（特别是第四章），关于爆炸

物管制的 1954 年 1 月 30 日法；规定《规范爆炸物进口、流通和销售的 1914 年 1

月 14 日国王诏令》实施细则以及仓库建设条件的 1954 年 1 月 30 日大臣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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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经修订和补充的规定爆炸物、雷管和爆炸物起爆材料储存技术条件的 1954

年 12 月 29 日法令。 

28. 为进一步加强民用爆炸物的安全与保安，能源矿产部正在更新上述法规。 

29. 在运输方面，已经采取了旨在加强保安的举措。例如，采取了必要措施以确

保摩洛哥港口设施和船舶符合《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的规定。除其他

以外，这些措施涉及限制出入区的密封性以及管制进出港口设施和港口内活动分

隔的有效性。为加强港口保安，还增派了 420 名警官，其中 200 名专门部署在卡

萨布兰卡港。在装备方面，已经制定了一项方案，为所有摩洛哥商港配备船舶自

动识别系统、船舶交管系统或 ARPA 雷达。该方案还计划为港口配备手提行李扫

描仪、旅客安全检查门、集装箱和国际公路货运卡车管制扫描仪。 

30. 在空运领域，依照民航组织的标准和建议，国家空港局在本国所有机场采取

了若干措施，以打击武器或敏感产品的一切非法出入。这些措施主要涉及： 

• 所有空港配备检查和 X 光检查设备以及旅客管制安全检查门； 

• 利用 X 光检查技术保护航空货运； 

• 皇家宪兵队建立了爆炸物嗅探犬队； 

• 依照国家安全方案（当局正在更新该方案），针对每个机场制订空港安

全方案，确保执行这些方案规定的安全措施，以保障民航安全，且保证

航班按时飞行； 

• 在民航安全领域与所有空港伙伴进行协调和交流信息； 

• 在穆罕默德六世国际民航学院安排了安全问题培训方案，培训对象包括

国家空港局、警察局、皇家宪兵队、海关和航空公司等的干部与合作者。 

31. 本国航空公司“摩洛哥皇家航空”采取了必要的武器运输安全举措。依照 1944

年 7 月 12 日《芝加哥公约》附则 17 及有关文件采取的举措载于《摩洛哥皇家航

空安全手册》第 4 章第 4.4.4 段。 

 二. 正在最后拟订和通过的措施 

32. 摩洛哥已加入了关于核不扩散以及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源安全与保安的所有

国际文书，但尚须对本国国内法规进行调整，以符合核材料安全与保安的国际基

本标准。 

33. 在这方面，2001 年 1 月根据高等皇家指令设立的摩洛哥首相下属的常设核事

务监测委员会被指定负责，除其他以外，起草协调统一的和平利用核能源与电离

辐射防护法案以及设立安全机构的法令草案；该安全机构将负责根据本国法律和

国际基本标准，确保对核材料和放射源进行严密管制并查存其库存情况，以及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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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项安全和保安措施。这些在原子能机构专家合作下起草的法案，已按照宪法

规定的通过程序提交给主管当局。还有一些关于运输安全和废弃物管理的法规草

案正在最后拟订过程中。关于对造成核损害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法案已经更进一

步进入了批准阶段。还有一项关于核材料实物保护的联合法令草案正在起草过程

中。这项以条例形式拟订的法案符合《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的规定。 

34. 此外，为履行本国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承诺，摩洛哥启动了有关程

序制订国家措施，以禁止和防止研制、制造、储存、获取或保存在本国境内或任

何受本国管辖或控制地点的毒素制剂、武器或运载工具。这些措施还将包括禁止

和防止任何可能违反《公约》规定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