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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 言 

1 ‧裁军谈判会议兹向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其1 9 8 8年会议的年 

度报告及有关的文件和记录‧本会议还在其年度会议笫一期会议结束时向第三届专 

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提交了 一份关于其谈判和工作情况的特别报告(C D y 

834 ) . 

二、会议的工作安排 

A . 本会议1 9 8 8年会议 

2 . 本会议于1 9 8 8 年 2 月 2 日 至 4 月 2 9 日 和 7 月 7 日 至 9 月 2 0 日 举 行 

了会议.在此期间，本会议共举行了4 8次正式全体会议，会上各成员国和应邀参 

加讨论的非成员国就本会议所审议的各项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建议. 

3 . 本会议还就其议程、工作计划、组织和程序及其议程项目和其他事项举行 

了Î 8次非正式会议‧ 

4 . 按照议事规则第9条规定，下列成员国担任了会议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2月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3月份；匈牙利，4月份以及1 9 8 8年第一期 

会议和第二期会议之间的休会期间；印度，7月份；印度尼西亚，8月份；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9月份以及1 9 8 9年会议召开之前的休会期间‧ 

B . 参加会议工作的国家 

5 . 下列成员国的代表参加了会议的工作：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 

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缅甸、加拿大、中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埃 

塞俄比亚、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 

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墨西哥、萦古、摩洛哥、荷兰、 

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波兰、罗马尼亚、斯里兰卡、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南斯拉夫 

和礼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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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1988年会议议程以及第一期和笫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 

6 .根据议事规则第 2 9条，主席在 1 9 8 8年 2月 2日第 4 3 6次全体会议 

上提出了一项关于1 9 8 8年会议临时议程以及本年度会议第一期会议工作计划的 

提案.在同一次*会议上，会议了主席的提案（ C D y < P v . 4 3 6 ) .议程和工 

作计划（CD力96)全文如下： 

"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多边谈判讲坛，应促进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实现全面 

彻底裁军。 

"特别考虑到第一届和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文件的 

有关规定，裁军谈判会议将在下列几个方面讨论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及其 

他有关措施： 

一、 核武器的各个方面； 

二、 化学武器； 

三、 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四、 常规武器； 

五、 裁减军事预算； 

六、 裁减武装部队； 

七、 裁军和发展； 

八、 裁军和国际安全； 

九、 附带措施；建立信任的措施；所有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与适 

当裁军措施有关的有效核査方法； 

十、导致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综合裁军方案， 

"裁军谈判会议在上述范围内通过了下列1 9 8 8年议程，此项议程包 

括根据议事规则第八节的条款将由会议审议的项目： 

1.禁止核试验 

2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3 .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4 . 化学武器 

5 .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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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保证不对无,,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 
排 ， 

7 .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8 . 综合裁军方案 

9 . 审议并通过：（a)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 

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和a > )提交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届 

会议的年度报告* 

工 作 计 戈 ！ 

2 月 2 日 一 1 2 日 

"根据议事规则第2 8条，裁军谈判会议还通过了 1 9 8 8年第一期会 

议的下列工作计划： 

全体会议发言 

审议议程、工作计划以及就各议程项目 

设立附属机构的问题和其他组织问题 

禁止核试验 

停止 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化学武器 

保证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 

系统；放射性武器 

综合裁军方案 

各特设附属机构的报告； 

审议并通过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 

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 

"会议将继续审议改进本会议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的问题，并就这个 

问题向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提出报告‧ 

2 月 1 5 日 一 2 6 日 

2 月 2 9曰一 3月 4曰 

3 月 7 曰 一 1 1 曰 

3 月 1 4 日 一 2 5 日 

3 月 2 8曰一 4月 1曰 

4月 4曰一 8曰 

4 月 1 1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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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将根据其报告（CD/787)第1 6和笫 1 7段进一步加紧协商， 

以期在1 9 8 8年年度会议上就扩大成员但最多增加四个国家并需要保持 

会议成员之间平衡的问题作出积极决定，并将据此通报第三届专门讨论裁 

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经会议主席和各附属机构主席协商后，将根据这些机构的情况和需要， 

召开各附属机构会议。 

"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将于 

1 9 8 8 年 3 月 7 日 至 1 8 日 举 行 会 议 。 

"在通过本工作计划时，会议銘记其议事规则第3 0和第 3 1条的规定，" 

7 ‧本会议分别在其第4 6 0次和第 4 6 1次全体会议上决定于 4月 2 9日结 

束 1 9 8 8年第一期会议并于7月7日开始举行第二期会议。在其笫4 8 2次全体 

会iX±,会议还决定于1988年9月20日结:^届年会。 

8 .本会议 1 9 8 8年第二期会议期间，主席在1 9 8 8 年 7 月 1 4日第 4 6 5 

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关于第二期会议工作计划的提茱。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 

M通过了主席提出的工作计划（ C D / 8 4 0 )。 全文如下： 

"裁军谈判会议1 9 8 8年第二期会议工作计划 

"根据议事规则第2 8条，裁军谈判会议通过了 1 9 8 8年第二期会议 

的下列工作计划： 

7月 7日一 1 5日 全体会议发言。审议工作计划以及就各议 

7 月 1 8 日 一 2 9日 

8月 1日一 5曰 

8 月 8 日 一 1 2 日 

8 月 1 5曰一 1 9日 

程项目设立附属机构的问题和其他组织 

问题 

禁止核试验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化学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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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 2曰一 2 6日 

8 月 2 9 曰 一 9 月 2 曰 

9月 5曰一 1 5日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 

统；放射性武器 

综合裁军方案 

各特设附属机构的报告，审议并通过提交 

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 

"会议将继续审议改进其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的问题。 

"会议将根据其报告（ C D / 7 8 7 )第 1 6和笫 1 7段进一步加紧协商， 

以期在1 9 8 8年年度会议上就扩大成员但最多增加四个国家并需要保持 

会议成员之间平衡的问题作出积极决定，并将据此通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 

三届会议。 

"经会议主席和各附属机构主席协商后，将根据这些机构的情况和需要, 

召开各附属机构会议， 

1 9 8 8 年 7 月 2 5日至 8月 5日举行会议。 

"在通过本工作计划时，会议铭记其议事规则第3 0和第 3 1条的规定。 

9 . 在 其 1 9 8 8年 2月 2日第 4 3 6次全体会议上，会议决定重新设立保证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和放射性武器 

特设委员会（CD/801和CD/804)。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还决定重新设 

立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以期及时完成关于方案的谈判，将其提交第三届专门 

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 C D / 8 0 3 )。在其 1 9 8 8年 2月 9日第 4 3 8次 

0会议上，会议决定重新设立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 C D / 8 0 5 )。在其 1 9 8 8 

年 3 月 8 日 第 4 4 6次全体会议上，会议决定重新设立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特设 

委员会（01)/816)。会议主席和一對"^|^亥委员会的重新设立发表了声明。在第 

4 6 6次全体会议上，会议决定重新设立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 

的任务已于1 9 8 8年第一期会议结束时随着提交第三届专门计论裁军问题的大会 

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获得通过而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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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非会议成员国的参加情况 

10. 根据议事规则第3 2条，下列非会议成员国参加了本会议的全体会议:奥 

地利、孟加拉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囯、丹麦、芬兰、希腊、爱尔兰、马来西 

亚、新西兰、挪威、葡萄牙、大韩民国、塞内加尔、西班牙、瑞士、 土耳其、越南 

和津巴布韦。 

11. 会议收到并审议了非会议成员国关于参加会议工作的请求。根据议事规 

则，会议邀请了： 

(a)挪威、芬兰、新西兰、奥地利、爱尔兰、葡萄牙、津巴布韦和希腊代 

表在 1 9 8 8年期间参加全体会议以及关于化学武器、防止外层空间 

军备竟赛、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 

安排、放射性武器和综合裁军方案的附属机构。 

西班牙代表在1 9 8 8年期间参加全体会议和上述各附属机构及审议 

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 

丹麦、土耳其和塞内加尔代表在1 9 8 8年期间参加全体会议以及关 

于化学武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放射性武器和综合裁军方案的 

附属机枸。 

瑞士代表在1 9 8 8年期间参加全体会议以及关于化学武器、防止外 

层空间军备竟赛和放射性武器的附属机构。 

马来西亚代表在1 9 8 8年期间参加全体会议和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 

(b) 

(d) 

(e) 

(f)越南、孟加拉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代表在1988 

年期间在全体会议就综合裁军方案发言。 

E .扩大会议成员 

12. 会议充分认识到扩大会议成员问题的紧迫性。 

13. 会议收到了下列非成员国要求成为会议成员的申请，按时间顺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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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奥地利、土耳其、塞内加尔、孟加拉国、西班牙、越南、爱尔兰、突尼斯、 

厄瓜多尔、嗜麦隆、希腊、津巴布韦和新西兰。 

1 4 . 在 1 9 8 8年会议期间，会议主席根据惯例就增选成员问题与各成员国继 

续进行了协商.会议各成员国也就这一重要问题彼此进行了协商。这些协商是 

依据会议提交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报告（CD/787)第1 6和第 1 7段进行的。 

在这方面，会议重申其决定，即增加的成员数不得超过4个国家，并同意成员候选 

03应由2 1国集团提出两名，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出一名，西方国家集团提出一名, 

以保持会议成员的平銜。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西方国家集团宣布其成员候选国分 

别为越南（CD/PV.345)和挪威（c:d/pv.351)。 2 1国集团指出，它将在各 

方就上述决定的具体执行方式和方法达成协议后选定其候选国。 

16.会议将进一步加紧协商，以便在下届年会上作出积极的决定，并将据此通 

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 

F.改进本会议工作和加强其效能 

16. 1.9 8 8年期间，各方在本会议全体会议上就改进工作和加强其效能的 

问题发了盲，评沦了非正式七人小組提出的两报告（CDz，P. 2 8 6和 3 4 1 ) ,该 

小组的成员是以个人身汾行事的，其成立的目的是就这个议题进行审议和提出建议 

第一纷报告（CIV^P. 286)载有关于附属机构和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的各 

项建议，笫二份报告（ C D ^ P . 341)讨论了下列议题：fe)非成员国参加会议工 

作的问题；（b)科技专家参加会议工作的问题；（C)非政府组织的问题；（d)裁军 

协商委员会的问题；（e)年度会议时间、会期和工作安排的问题；(f)会议成员问 

题，非正式七人小组商定向会议转达关于前三个问题的想法和建议，但对后三个问 

题所包括的各种选择，因时间有限而未能完成审议.会议还专门召开六次非正式会 

议来寧议这两份报告，并对这个议题作了一般性审议，讨论了今后如何审査这个议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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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 社会主义国家建议更为集中地逬行会议的工作一全年开会，中间休会二 

至三次‧它们主张让专家和科学中心更积极参加会议的工作，建议设立一个有世界 

著名科学家和公职官员参加的裁军谈判会议协商g员会.它们还提议在紧要时期举 

行外长级会议.它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今后或许可以成为裁军谈判的眢遍性常设机 

构，该集团成员国强调，往往是在无法设立具有适当职杈的附属机构的愤况下，编 

写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的工作才出现了困难.社会主义国家赞成在会议一般 

职杈下设立各议程项目的特设委员会，并赞成特设委员会一直工作到完成其任务为 

止。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而表示希望将每届年会开幕时进行的一般性辩论限制在两 

至三周内，然后由附属机构继续工作‧它们认为非成员国应当有杈在一般性辩论中 

发言并参加附厲机构的工作*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支持裁军谈判会议关于增加其成员 

数目的决定，它们提出了本集团的侯选国，社会主义国家注意到各国对会议成员资 

格越来越感兴趣，强调必须为所有乐于为会议工作做出贡献的国家提供充分参与的 

机会。它们赞成继续致力于提高裁军谈判会议的效能，并支持七人小组以现有方式 

继续进行活动，同时认为七人小组的工作应具有更加具体的目标，而本会议在这方 

面应为该小组规定明确的任务.它们注意到cr)/々P ‧ 28&f文件是七人小组于1987 

年经协商一致产生的文件，并注意到CD/々P* 34II"文件载有若干有用的建议.社 

会主义国家指出，在安全和裁军问题上进行的多边和双边谈判应互相补充. 

1 8 . 西方集团成员国对改进本会议工作和加强其效能问题的审议，包括对七人 

小组的两份报告的审议做出了许多贡献。一些西方代表团强调每届年会的谈判期和休会 

期的交替需要保持平衡,并为此建议在全年内举行五次会期各为五周的会议，西方代表 

团还认为追求成员的普遍性不会提高会议的效率,反而与审议机构的职责重增加四个 

成员的协议可逐一实:^因为既然需要协商一致就无需保持政治平衡。因此西方集团建议 

本会i娥纳其所提出的候选国，以作为实施该协议的第一步。该集团一些成员国还认为， 

可通过简化目前的程序来便利非成员参加会议工作。但该集团其他一些成员国怀疑 

是否应改变在每届年会期间先审议非成员国参加会议工作的请求这一做法。各代表 

团还可考虑如何斟酌情况让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在更大的程度上参加会议的工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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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西方国家主张在每届年会开始时集中进行一般性辩论，使会议在余下的时间可专 

门致力于实质性工作.关于会议的决策程序，它们强调会议只能根据协商一致的规 

则进行工作.该集团一些成员国的代表团还指出，议程是大约十年前拟定的，建议 

会议根据新的情况加以审査，在这方面，这些代表团回顾说，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 

m的联合国大会特別会议《最后文件》中为本会议规定的十诫并未在本会议目前 

的年度议程中充分反映出来.该集团成员囯认为，会议的报告应简明求实，不应重 

复或试图归纳逐字记录已载的发言.西方囯家虽然表示愿意让一些附属机构逐年自 

动延续工作，但对在每个议程项目下设立无具体职权的特设委员会的建议深表怀疑， 

有人还指出，会议议事规则第23条容许一切必要的灵活性，并考虑到了以下的事 

实，即一些问题虽然已可进行技术性审议，但还不一定适于进行谈判；因此,关于 

一般职权的提案可说是不符合这一条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目前的做法是每年决 

定哪些议程项目可供会议深入审议，并从而决定应设立哪些附属机构；这种做法在 

该集团成员囯看来是符合笫2 3条的，而在一般情况下保留这种做法可能是有益的， 

在这方面，一个代表团建议本会议设立一个闭会期间联系小组来审议今后的会议议 

程.该集团一些成员国感到遗憾的是，七人小组似乎背离了成员以个人身份行事的 

职权，而它们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就提高会议的效能提出实际有 

益的建议，然而，该集团成员国十分赞赏七人小组的工作，并注意到C:v%P*286 

号和CD/^P* 341号文件载有若于有益的建议，本会议不妨考虑实施。一个代表团 

认为，既然七人小组完成了任务，就不应该使该小组成为会议的一个常设机构。西 

方集团成员国还指出，虽然工作进展往往很艰苦、很缓慢，但不能说本会议亳无可 

能取得具体成果。化学武器公约领域的谈判处于相当深入的阶段即为例证， 

19. 2 1国集团的成员国强调保持会议成员政治平衡的重要性。它们主张每届 

年会不应短于七个月，应分为两个主要工作期.整个年会期间定期举行全体会议. 

在这方面有人指出，应鼓励各代表团派最高级人士参加一般性辩论。该集团成员国 

强调,按照议事规则，报告应反映各代表团的立场，并应提供充分而可靠的资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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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它们认为为什么没有取得进展。该集团赞成在会议一般职杈下设立各议程项目 

的特设委员会，并赞成特设委员会一直工作到完成其任务为止。在这一方面，它申 

明会议的一般谈判职杈至为根本，只能以此解释议事规则第 2 3条。 2 1国集团成 

员国重申，不应以协商一致规则阻挠附属机构的设立。它们认为各代表团的专业知 

识层次应予提高，议事规则第22和第23条应受到更充分的利用，以设立专家小 

组讨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和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等新议题。一些成员 

国建议本会议应邀请从事独立研究的著名科学家就技术问题在本会议发言。该集团 

一些成员国认为，会议仍应是一个成员数目有限的谈判机构。关于增加四个成员的 

协议，该集团重申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决定应同时予 

以执行。在这方面，它们强调需要保持会议组成的政治平衡，而这就排除了在此问 

题上采取逐一解决办法的可能性。该小组同意，鉴于新的事态发展，需要修订议程, 

按照十诫增列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新项目。它们还指出，不应过分强调机构安排的 

重要性，因为政治条件才是会议取得进展的决定因素。2 1国集团赞赏并支持七人 

小组按照既定职杈所进行的工作。它们还建议可授杈非正式七人小组査明本会议在 

10年中一直没有取得具体成果的原因。 

2 0 . 一个不属于任何集团的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在正常条件下主要按现 

行议事规则工作，并认为继续审议改进会议工作和加强效能是有益的。它注意 

到CD_/WP. 286号文件是七人小组于1 9 8 7年经协商一致产生的文件。它认为应 

保持目前的时间安排，继续将每届年会分为两期；同时，如有必要，可为附属机构 

作出特别安排，而且应考虑到本会议还可召开特别会议。它对越来越多的国家请求 

取得会议成员资格表示欢迎。为此，应以逐一接纳每个候选国的方式适用协商一致 

的规则。该代表团对许多非成员国有兴趣参加本会议的工作表示理解，建议应使这 

些国家能够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但其参加附属机构工作的请求应服从会议的决定； 

只要有关附厲机构仍在工作，这些决定仍应有效， 

2 1 . 虽然本会议就改进工作和提高工作效率问题进行的意见交换没有得出最后 

结论，但各成员赞赏地注意到非正式七人小组所做的工作，包括该小组提交的两份 

报告。本会议将在下届年会 J i继续审议改进工作和加强效能问题的各个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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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有关联合国财政情况的措施 

2 2 . 在 1 9 8 8年 2月 2日第 4 3 6次全体会 1 1 1 1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兼 

本会议秘书长发言指出，需要继续削减一些由联合国预算提供经费的活动并重新制 

定计划，同1 9 8 7年会议的情况一样，会议需要考虑如何执行将分配给它的服务 

削减3 0%这一指标。为使会议工作受到的影响最小而同时又做到所要求的节约， 

会议应继续集中努力减少每周会议的次数，而不将年度会议的会期削减3 0 %。这 

些节约意味着分配给本会议每周10次配有全赛服务的会议；在审议关于检测和识 

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开会期间，分配给本会议每周1 5次 

配有全套服务的会议。会议秘书长还回顾了会议在1 9 8 6 年 4 月 2 2日非正式会 

议 上同意的关于文件的措施。 

2 3 . 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主席表示本会议同意秘书长所说的安排。 

H .非政府组织的来文 

2 4 . 按照议事规则第4 2条，向会议分发了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所有来文的清单 

(CcyBGC. 1 7和 C D力 G C . 18 ) 。 

三、本会议在1 9 8 8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2 5 . 在 1 9 8 8年会议期间，本会议的实质性工作是根据其议程和工作计划进 

行的，会议分发的文件清单以及这些文件的案文已作为附录一列入本报告。按 

œ家和议题分类的各11代表团1 9 8 8年发言的逐字记录索引和裁军谈判会议各次 

会议的逐字记录作为附录二列入本报告。 

2 6 . 会议收到1 9 8 8 年 1 月 2 1日联合囯秘书长的来信（CD/々93),其中转 

交1 9 8 7年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通过的所有关于裁军问题的决议，包括赋予裁军 

谈判会议具体职责的各项决议： 

42X26A " 停 止 一 切 核 « " 

42^27 "迫切需要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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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1 締结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无 

核武器国家安全的有效国际安排" 

42X32 

42X33 

效国际安排"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42/^35 

4 2 / ^ 7A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42/^382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42^3 8L "禁止生产武器用可裂变材料" 

4a^39 G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4a^42A "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42X42B "审査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42^420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42/42D "防止核战争" 

42/^421 "综合裁军方案" 

4 2 X 4 2 K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42^42L " 裁 军 谈 判 M 的 报 告 " 

42/42M "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2 7 . 在 1 9 8 8年 2月 2日笫 4 3 6次全体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兼 

本会议秘书长向本会议转达了联合国秘书长对1 9 8 8年会议开幕的贺词（ 

436) 0 

2 8 . 除在具体项目下分别列出的文件外，本会议在1 9 8 8年笫二期会议期间 

还收到下列文件： 

(a) 1 9 8 8 年 7 月 2 2日波兰代表团提交的CD/842号文件，题为"华 

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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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 9 8 8 年 7 月 2 9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提交的cdZ 

844号文件，题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美利 

ils合众国总统里根会谈后于1 9 8 8年 6月 1日发表的莫斯科首脑会 

议联合声明"。 

(C) 1 9 8 8年 7月 2 9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的C:D /Z 8 4 6号文件, 

题为"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 9 8 8年 5月 2 9 

日至6月1日在苏联莫斯科举行会议后发表的联合声明，，。 

(d) 1 9 8 8 年 8 月 1 5日印度代表团提交的CDZ859号文件，题为"旨 

在实现一个无核武器和非暴力世界秩序的行动计划"。 

A .禁止核试验 

2 9 . 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 1 9 8 8 年 2 月 1 5 日 至 2 6 日 和 7 月 1 8 日 至 

2 9日期间审议了题为"禁止核试验"的议程项目。 

30. 会议收到了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 

组第二十五届和笫二十六届会议的两份进度报告，这两份报告分别载于CD/818 

和cr)Z853f文件中。特设小组在瑞典的奥拉.达尔曼博士的主持下，于1988 

年 3月 7日至 1 8日和 7月 2 7日至 8月 7日举行了会议。本会议在笫 4 5 5次 

和第4 7 8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这两份进度报告所载的建议，若干代表团还对其作 

了评论。 

31. 1 9 8 8年笫二期会议期间向会议提交了下列有关本议程项目的文件： 

(a) 1 9 8 8年8月5日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秘鲁、斯里兰卡和南斯拉 

夫代表团提交的GD/8 52f文件，题为"《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 

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签署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提出的该条约拟 

议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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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9 8 8 年 8 月 2 2日委内瑞拉代表团提交的 ( 〕D/ 8 6 0 f文件，题为 

"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就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秘鲁、斯里兰卡、委内 

瑞拉和南斯拉夫政府联合拟议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 

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修正案给该条约各保存国外交部长的信件全文,，‧ 

(C) I 9 8 8 年 8 月 2 3 日 挪 威 代 表 团 提 交 的 号 文 件 ， 题 为 " 全 

面核禁试的核査：建立一个包括有小孔径台阵的全球地震网"。 

(d) 1 9 8 8 年 8 月 2 3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提交的CDZ863f文件， 

题为"议程项目 1 '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 

32 .裁军谈判会议根据其有关审议就各议程项目设立附属机构问题的工作计划， 

于 1 9 8 8年会议期间，在历任主席主持下就设立项目1特设委员会的问题进行了 

几次非正式磋商. 

33 .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 

报告（ C D / 8 3 4 ) 第 4 2 至第 5 6段记述了裁军谈判会议自1 9 8 2年第二期会议 

开始一直到1 9 8 8年第一期会议这段期间对本议程项目的审议情况。 

34 ‧ 按照 1 9 8 8年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本会议继续就设立议程项目1的 

附属机构问题进行了非正式逄商。然而，未能就关于此一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的 

任何正式提案或非正式提案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3 5 . 在本会议的全体会议上，许多代表团讨论了有关禁止核试验的问题.这 

些发言载于裁军谈判会议的逐字记录. 

3 6 . 2 1国集团成员国仍极为重视立即达成一项彻底禁止所有31家在任何环境 

中试验任何类型核武器的全面条约，以便对制止改进核武器质量和研制新类型核武 

器以及防止其扩散的目标作出重要贡献。该集团的若干成员国，其中除一S以外 

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締约国，在其关于该条约开放供签署二十周年的发言 

中强调，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特别重要。许多代表团提到1 9 8 6年9月在哈 

拉雷举行的笫八届不结盟S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宣言，其中强调迫切需要 

谈判并締结一项禁止所有国家在任何时间，任何环境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的全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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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核禁试条约。这些代表团还回顾， 1 9 8 8 # 5月在哈瓦那举行的不结盟国家 

协调局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部长级特别会议坚持 认为亟需所有国家谈判和签署一项 

全面禁试条约，并对裁军谈判会议因某些国家设置障碍而未能在这方面取得任何进 

展表示遗憾。该集团一些成员国回顾伊斯兰会议组织曾一再呼吁在裁军谈判会议 

主持下就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开展认寞谈判。另一些代表团提请注意南亚区域合作 

协会成员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加德满都宣言呼吁在裁军谈判会议内早日締结一项 

全 面 禁 试 条 约 . 本 届 会 议 期 间 ， 2 1国集团成员国继续强调，裁军谈判会议作为 

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在实现全面禁试的谈判中应发挥首要作用.为了寻求可 

能的共同点，以便本会议能够就本项目开始工作，该集团的2 1个成员国在C;D/829 

号文件中再次提出了该集团8个成员S 1 9 8 7 年 在 " 文 件 中 提 出 的 职 权 

范围提案，依此，本会议将决定"就其议程项目1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便进行 

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多边谈判"，除一些西方国家以外，所有集团都认为 

该提案是就本议题进行讨论的良好基础。在提出这项提案时，曾有人指出：每一 

个代表团都有权陈述其对"以便"一词意义和范围的理解。这些提案国认为，这 

样就有可能以协商一致方式批准一项职权范围，而会议成M m可对其含义作出不同 

的解释，因为拟议的职权范围容许各代表团将其解释为指"眼前"目标或"长期" 

目标，从而在接受这一职权范围时无需放弃自己的立场。2 1国集团的提案还附 

有一个脚注，指出这清楚地表明了 2 lis集团的灵活态度，并补充说，如果其他集 

团也持类似的灵活态度，则新的职权范围草案可取代1 9 8 6 车 3 月 2 1 曰 C D / 

52Û/^ev. 2号文件中所载的职权范围草案。 1 9 8 4年提出的 C D / 5 2 1号文 

件所载的职权范围在当时就已被2 1国集团成员国认为不够充分，该集团成员国仍 

认为不能将该文件解释为表现出认寘意向或灵活态度，因为该文件无意要达成一种 

可普遍接受的妥协。该集团的一些成员国还表示愿意考虑1 9 8 7车 4月份会议 

主席最初非正式提出而其后又作为CD/863t文件正式提出的职权范围提案，以此 

作为谈判一项折衷方案的可能办法。该集团的另一些成员E重申在本项目上意见 

趋于一致应可有助于裁军谈判会议通过特设委员会的谈判职权。该集团成员国表 

示，21国集团多年来一再表现出它在就议程项目1特设委员会的设立谋求协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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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意见上具有灵活性，它为此提出的各项建议即为例证。它们指出，c])/829 

号文件所载的职权范围草案最能调合派代表出席会议的所有国家的立场'此外它 

们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一个不属于任何集团的核武器国家已认为这一职权 

范围草案是可以接受的.该集团成员国仍然认为， C D / 8 2將文件所载的提案是 

谋求协商一致意见的良好基础。该集团的一些成员国在评论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 

就核试验问题分阶段进行的谈判时重申，它们认为现有的艰边性质的临界值未排除 

核武器更新换代的可能性，因而无助于制止核武器质量上的发展。它们认为，目 

前要做的工作不是核证这些临界值，而是彻底禁止一切核试验。限制试验的过渡 

性协定如要发挥有益的作用，就必须有助于制止核武器质量上的发展，并成为具体 

步骤，以便尽早在确定的日期締结全面禁试条约，在这方面，几个代表团回顾和 

平与裁军六国倡议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1 9 8 8 年 1 月 2 1曰的斯德哥尔摩宣 

言中声明："任何为继续试验留余地的协定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再次强调，全 

面禁试早已该实现，在未实现全面禁试之前，我们再次呼吁所有国家立即停止一 

切核试验（A/43/125—3/19478 ，附件），该集团各代表团促请两个主要核 

武器国家定期向本会议通报其谈判进展情况。 

3 7。 在第二期会议期间，该集团成员国中曾联合提出大会第42/26 B号决议 

的五+国家通知本会议，它们曾在《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水下进行核武器试 

验条约》签署二十五周年之际向该条约的三个保存国政府正式提出了皆在将该条约 

改为全面禁试条约的拟议修正^ (CDZ852)。该集团的另一成员国也通知本会议 

它已在这方面采取了类似行动（CD/860)。 

3 8 . 在本届会议期间，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成员国继续认为及早拟订彻底和全面 

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是制止核军备竟赛^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最紧迫^最重要的措施 

之一.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成员国还认为，应利用可就这一优先事项取得进展的一 

切渠道，其中包括及边、三边或多边谈判，适当的临时性措施以及召开一次1963 

年部分禁试条约締约国会议来审议旨在将其改为全面禁试条约的可能的修正案，该 

集团成员S表示支持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正在进行的分阶段全面谈判，同时重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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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注裁军谈判会议内与此并行的旨在早日达成全面禁试的工作，为此，它们认 

为 2 1国集团关于职权范围的提案是开展这个项目的实际工作的良好基础.同时 

它们也支持该集团的一小成员E最初于1 9 8 7车4月非正式提出而其后又作为CD/ 

863号文件正式提出的职权范围提案。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成员国还主张本会 

议设立一个特别科学专家小组，请其针对以下问题提出建议：关于不进行核武器试 

验的任何可能的协定的核査制度的结构和职能以及建立一个采用空间通信链路的全 

球辐射安全S际监测系统• 

39. 该集团的一个核武器成员国在本届会议期间一直强调其继续致力于早日达 

成全面核禁试，并愿意利用一切可能性来实现这一目标。在与另一个主要核武器 

国家进行导致全面核禁试的分阶段全面谈判的同时，它继续支持在裁军谈判会议内 

进行的拟订一项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多边条约的平行努力。它也原则 

上支持通过禁止地下核试验而扩大1 9 6 3年莫斯科条约的范围. 

40. 一些西方E家在本届会议期间继续强调它们致力于禁止所有国家在任何环 

境、任何时间进行任何核试验，并重申它们准备通过积极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关于这 

一问邇的附属机构的实际工作为此目标作出贡献A 为此，该集团的一些成员国一 

再强调，CD/521号文件所载的职权范围草案^ CII/621 号文件所载的工作计划草 

案仍是一个可行的结构，可由此开始并进行全面禁试所涉许多问题的实质性宙査工 

作 . 当 时 就 已 表 明 ， 号 文 件 所 载 的 职 权 范 围 是 一 些 西 方 国 家 提 出 的 折 衷 

办法.但是，它们表示愿意就 1 9 8 7车 4月份会议主席最初非正式提出而其后 

又作为civ^seaf文件正式提出的职权范围提案进行讨论，以此作为就设立议程项 

目1特设委员会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基础。它们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集团 

和一小不厲于任何集团的核武器SI家也表示了同样的愿望，但对2 1国集团未表明 

同样态度感到遗憾。事实上，它们注意到2 1国集团对于请其爽快地同意在CD/ 

8 6 3号文件的基础上开始讨论的要求没有作出答复。对于ci)/82g^文件中提 

出的职权范围草案，一些西方S家表示：该草案案文与ca/772内的案文完全相同， 

而这些西方国家已明确陈述了对此的立场；2 IS集团关于其新的灵活态度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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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实际根据，囡为职杈范围的案文未变；至于有人建议只要列举对用语 

的极其不同的觯释即可通过这一文件，这只会对可能据此开展的任何工作的宗旨造 

成混乱的理解.这些西方国家进一步认为，对核试验议题采取分阶段的办法最有 

可能早日取得进展，在这方面，它们也欢迎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进行的双边会谈. 

它们希望，在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1 9 8 8年8月和9月进行联合核查实验后，使 

1 9 7 4卑《临界禁试条约》和1 9 7 6年《加平核爆炸条约》迟迟不能批准的核 

査问题可迅速得到解决，从而在实现彻底停止核试验的最终目标的道路上迈出重要 

的一步。其中一些西方国家对CD/852f和CD/86(>f~文件中的提案表示保留， 

它们认为此种提案只会分散本会议的精力，影响对这个项目开展有意义的工作. 

4 1 . 西方代表团集团的一个核武器成员g]在本届会议期间一直重申，全面禁试 

仍是该国想要实现的长期目标，其前提是大幅度削减现有的核武库，大大改进核查 

措施，扩大建立信任措施，并使常规力量更为平衡.因此它不赞成在缺乏这些条 

件的情况下修改1 9 6 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它继续争取同另一个主要核武器IS 

家分阶段达成有关核试验的协定，以便与裁减并最终消除所有核武器相配合，实现 

限制并最终停止核试验.该代表团指出，核试验谈判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达成一项 

前所未有的协议，由该国与另一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在对方的核试验场联合进行一次 

核査实验。实验的第一阶段看来已按计划在该国的试验场进行。在締结了每项 

条约的核査议定书后，可望两方批准《临界禁试条约》*《和平核爆炸条约》，在 

此之后，可望立即进行谈判，与裁减并最终消除所有核武器的一项并行方案相配合, 

谈判如何实施限制并最终停止核试验的分阶段方案.关于裁军谈判会议的作用， 

该国重申愿意支持就本项目设立一个具有适当的非谈判性职权范围的附属机构. 

4 2 . 同一集团的另一个核武器国家重申，它致力于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最终目标, 

它仍愿意参加会议附属机构中有关范围和核査一类问题的实质性工作。它认为， 

除需要有效的核査措施外，还必须考虑到政治和安全现实。它还认为，有关这一 

问顚的灰边谈判所采取的分阶段处理办法是最有可能取得进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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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 另一个西方核武器国家重申，它认为核试验领域的国际义务只能在整小核 

裁军范围内予以考虑，并认为，停止核武器试验不是取得核裁军进展的先决条件， 

而可能在导致真正有效核裁军的长期进程的后期阶段才有重要意义。它再次强调 

说，它不能同意使其有限的核威慑力量陈旧失效，它进行核爆炸只是为了维持威慑 

的可信性，它还强调说，它认为，就大幅度裁减核武器而言，剩余武器的可靠性 

问题只会变得更加重要。因此，该国无法参加旨在谈判一项该国不能接受的协定 

的工作， 

4 4 . 一个不属于任何集团的核武器国家继续强调，一旦拥有最大核武库的两小 

E家率先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所有类型的核武器，并大幅度裁减其核武库，该® 

即准备采取相应措施。该国重申如裁军谈判会议重新设立议程项目1附属机构， 

它愿意参加该附属机构的工作，并重申了该S对这一附属机构职权范围的灵活态度。 

45 •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根据1979 

年裁军谈判委员会赋予它的职权范围（ClVl^v. 48)继续进行了工作，探讨将来在 

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下可能制订的国际地震数据交换措施，该条约还将载有一项关 

于和平核爆炸的议定书，作为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特设小组自1 9 8 2年第二 

期会议开始一直到1 9 8 8年第一期会议这一段期间的工作情况载于会议提交第三 

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01)_/834)第5 6段。第二期会议期间，特设小组继 

续审议了其提交本会议的第五份报告草稿，其中阐述了在迅速交换波形/二级）数 

据和参数（一级）数据并在国际数据中心处理此类数据的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国际地 

震数据交换系统的初步构想。小组还继续讨论了进行一次大规模实验（科学专家小 

组第二次技术试验）实验的主要重点是交换地震波形区段（二级数据）并在 

实验性国际数据中心分析这些数据.实验范围还将包括信号参数（一级数据）. 

这一实验将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通信渠道进行，其中包括在可能的情况下利用世界 

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卫星传输。关于这一实验，小组在提交本会议的关于 

其在第二期会议期间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会议的进度报告（Cn/853)中说，随着一 

些初始活动的进行，科学专家小组第二次技术试验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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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Cb) 

(c) 

4 6 . 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 1 9 8 8牟 2月 1 5日至 2 6日和 7月 1 8日至 

2 9日期间审议了题为"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 

4 7 . 1 9 8 8年第二期会议期间向会议提交了下列有关本项目的新文件： 

(a) 1 9 8 8年7月6曰瑞典代表团提交的01^^835号文件，颞为"1988 

车7月1日北欧外交部长纪念《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十周年的联合 

声明"。 

1 9 8 8车 7月 7日墨西哥代表团提交的 C D / 8 3 文件，颞为"墨 

西哥政府纪念《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放供签署二十周年的声明"‧ 

1 9 8 8年7月7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团提交的CD/ 

8 3 7号文件，题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十周年： 1 9 8 8年 

7月1日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杰弗里*柰爵士的声明"。 

1 9 8 8年 7月 7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代表团提交的 C D / 

8 3 8号文件，题为" 1 9 8 8年7月1日《寞理报》刊登的苏联都 

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先生答塔斯社记者问全文"。 

1 g 8 8年 7月 7曰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而日期编为 1 9 8 8年 

7 月 1 3日的C]v^83^文件，其中载有两份案文，标题分别为"纪 

念《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二十周车的总统声明"^"总统新闻助 

理马林。菲茨沃特的声明". 

1 9 8 8 年 7 月 1 5 日 匈 牙 利 人 民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提 交 的 号 文 

件，题为"匈牙利人民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纪念《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开放供筌署二十周年的声明". 

1 9 8 8车8月1日埃及代表团提交的Civ^SSOt文件，题为"埃及 

外交部纪念《不矿散核武器条约》开放供签署二十周年的声明，，. 

1 9 8 8年 8月 8日澳大利亚代表团提交的 C D / 8 5 5 f文件，题为 

"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先生阁下纪念《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放供签署 

二十周年的讲话"。 

(e)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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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 9 8 8 年 8 月 3 1曰加拿大代表团提交的cr^86&f文件，题为"外 

交部长乔伊‧克拉克阁下纪念《不扩散条约》二十周年的讲话". 

48 ‧本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1 9 8 8年会议期间在历任主席的主持下就处理 

议程项目2所应遵循的程序问题进行了几次非正式磋商。 

49 ‧本会议自 1 9 8 2年第二期会议开始一直到1 9 8 8年第一期会议这一段 

期间对本议程项目的审议情况载于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 

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CD/834)第5 7至第 7 6段。 

5 0 .特别是，在 1 9 8 8 年 3 月 2 4日的第 4 5 1次全体会议上，主席根据21 

国集团提出的要求，将转文件所载的该集团提出的有关议程项目 2特设委 

员会职权范围草案的提案提交裁军谈判会议作决定。根据该提案，裁军谈判会议 

将就议程项目2设立特设委员会，并要求该委员会首先详细阐述第一届裁军特别联 

大《最后文件》第5 0段并确定进行多边谈判的实质性问题，西方®家集团的代 

表说，虽然各西方代表团准备参加有关项目2的非正式全体会议，但是它们并不认 

为设立一个附属机构会有助于核裁军事业；因此它们不愿参加关于拟议职权范围的 

协商一致意见。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注意到当时并未就CD/81转文件所载的职权 

范围萆案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一个不属于任何集团的核武器国家代表团表示，它 

在原则上可以同意21国集团提出的职权范围草案。同时，它表示愿意考虑可使 

裁军谈判会议在项目2方面发挥作用的其他方法和途径，并希望继续在这方面进行 

棰商.有一个代表团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发言，表示支持2 1国集团提出的职 

权范围草案。它虽然对未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再次表示遗憾，但考虑到第三届专门 

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il大会会议即将召开，它主张继续进行磋商，以便寻求一个 

各方都可接受的并能对会议议程项目 2进行实质性讨论的组织结构。 2 1国集团 

感到遗憾的是，尽管1 9 8 6年和 1 9 8 7年间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初步工作，但 

仍未能就项目2设立一个附属机构，它指出，21国集团仍坚决致力于执行第一 

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笫5 0段，并表示会议就议 

程项目2设立一个附属机构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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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另外，在 1 9 8 8年第一期会议期间，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向裁军谈判 

会议提交了有关消除两国中程导弹^中短程导弹条约的文件（ca/797、 CD/79fiL 

C D / 7 9 9 ^ C D / 8 0 0 ) .它们受到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的普遍欢迎.各方还希 

望它们在曰内瓦核会谈^空间会谈的范围内早日締结一项将两SI进攻性战略武器裁 

减 5 0 %的条约. 

52 ‧本会议根据 1 9 8 8年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继续就议程项目2的各小程 

序方面进行了非正式磋商，但没有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53.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的邀请，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观看 

了根据苏美中导条约首批消除导弹工作中的一次消除工作。根据中导条约应予销 

毁的苏联导弹的这次消除演示是1 9 8 8 年 8 月 2 8日在伏尔加格勒地区进行的‧ 

参观结束时，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以参加此次活动的各代表团的名义向#、联政府表示 

了谢意. 

54 .各代表团对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有关消除两国中程导弹^中短程导弹的条 

约开始生效表示欢迎，许多代表团重申希望早日締结一项将两国进攻性战略武器裁 

减 5 0%的条约。一些代表团认为，如果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竟赛或力求以改进 

核武器质量来补偿裁减的武器，就会削弱任何此类数量裁减的作用.一些代表团 

回顾说，中导条约表明，只要具有政治意愿，就可以消除一切障碍，包括核査方面 

的障碍。事实上，该条约关于核査的条款可作为今后各项协定的有益准绳。但 

是，要做的事情仍然很多。军备竟赛尚未停止，更谈不上已经扭转，新的核武器 

的生产和试验仍在进行.尽管如此，中导条约仍然在相当禾?度上表明了军备竟赛 

是可以扭转的，当前必须抓紧时机达成范围更为广泛的核裁军协定。有关的两 

个国家在1 9 8 8年第二期会议分发了它们在莫斯科首脑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 

(C]V344和CD_/846)以及1 9 8 8 年 5 月 3 1日在莫斯科签署的《关于相互通 

知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发射的协定》（CD/845禾tiCD/847)。 

55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一些締约国代表团*一个非締约国代表团就该条 

约 开 放 供 签 署 二 十 周 年 发 了 言 并 提 出 了 文 件 8 3 6 . 837、 838L 8 3 9 , 

841, 8 5 a 855 3 ^ 8 6 6 以 及 4 6 & 472. 4 7 4 4 7 6和 4 7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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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许多代表团在本会议全体会议上就与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有关的各个 

问题发了言。这些发言载于裁军谈判会议的逐字记录。 

5 7 . 2 1国集团重申，它坚信必需立即就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进行多边谈 

判，通过采取具体措施而最后彻底消除核武器。2 1国集团重申其立场：核裁军谈 

判关系到所有国家的重大利益，因为少数国家武库中存在的核武器以及这些核武器 

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直接危及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一些代表团指 

出，一些国家已自愿放弃核武器手段，它们这样做是考虑到更重大的利益，即，要 

为实现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这一目标作出贡献，同时期望核武器国家也能放弃核武 

器。因此，否认无核武器国家有杈参与制订核裁军措施不仅在法律上不正当，而且 

在道义上也是站不住的。这些代表团强调说，否认无核武器国家的此种杈利也是一 

种目光短浅的政策，因为这一领域与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和生存都有着根深蒂固的联 

系，这一领域的任何措施是否可行，都取决于该措施是否符合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 

2 1国集团认为，核威慑理论归根结蒂是以使用核武器的意愿为依据的，不但对维 

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毫无作用，而且是核军备数量和质量发展不断升级的根源，在国 

际关系中加剧了不安全和不稳定。以拥有核武器作为依靠的军事理论等于明示或默 

示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决不能允许某些国家利用人 

类文明遭到毁灭的危险来增进自己的安全。人类的前途不能成为少数核武器国家心 

目中的安全需要的抵押品。21国集团对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的双边谈判表示欢迎, 

同时重申，双边谈判由于其范围和参加国数目有限，因而决不能替代为谋求可普遍 

适用的核裁军措施而进行的寞正多边努力，该集团还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发挥其作为 

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作用。一些代表团指出，国际关系中正在出现的令人鼓舞的情 

况应能激励多边领域的裁军谈判。在这方面，它们感到遗憾的是，目前仍然存在着 

一种根深蒂固的、^无理由的不信任感，不认为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在停止核军备竟 

赛和核裁军领域完成建设性的谈判任务。因此，2 1国集团重申其建议，即本会议 

应设立一个附属机构，负责详细阐述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5 0段并 

确定多边谈判所需处理的实质性问题，以便締结一些协定，在订有充分核查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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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在适当阶段停止核武器系统的质量改进和发展；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 

及其运载工具并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物质；大幅度裁减现有核武器，以最终将其消 

除。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放供签署二十周年之际，一些代表团强调必需加强 

不扩散制度，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诸如締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建立无核武器区、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促进和平利用核技术方面的合作以 

及在灰边一级和区域一级采取措施，以增进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之间对彼此的核方 

案的相互信任。第二期会议期间，该集团的一个成员国分发了一份原先在第三届裁 

军特别联大上散发的文件，其中载有一项旨在实现一个无核武器和非暴力世界秩序 

的行动计划。该计划要求进行谈判，以便就2010年消除一切核武器达成一项具有 

约束力的协议（CDy859)。行动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在2 2年内消除一切核武器。 

计划的中心内容是核裁军，但每一阶段都包含了全面促进裁军进程的其他措施。有 

人希望可按照这项核裁军方案（CDyZ859)就一项新条约着手进行多边谈判，以此 

取代具有歧视性的《不扩散条约》。有人着重指出需要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一个国 

际多边核査体系，作为更强有力的多边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以确保裁军期间的和 

平与安全以及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该集团的一些成员国重申，又边谈 

判的参加国应酌情向裁军谈判会议通报此种双边谈判所取得的进展。21国集团成 

员国指出，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1 9 7 0年生效以来，核武器的数量已增加 

了好几倍，使此种武器的存在所造成的毁灭危险也随之加剧。该集团另一些成员国 

吁请注意条约对国际稳定和安全的重大贡献。 

58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成员国继续强调它们极为重视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该集团一些成员国着重指出了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在以下方面进行7又边努力的重要 

性：締结一项条约，在严格遵守1 9 7 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而且在商定时限内 

不退约的前提下将各自的进攻性战略武器裁减50%;同时，这些成员国主张在裁 

军谈判会议内开始进行所有核武器国家均参加的多边谈判。因此，它们支持2 1国 

集团乂】‧就这个问题设立一1、哉军 i炎判m\厲 t i l构的建议。它们还支持皆在促使 

在本会议非正式全体会议上对议程项目2的实质内容进行深入审议的建议。该集团 

的一个成员国在第二期会议期间进一步重申其关于本会议设立一个由五个核武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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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组成的小组委员会的建议。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成员国仍然认为，属于该集团的核 

武器国家于1 9 8 6年提出的在2000年前分盼段实现核裁军的方案可以成为就这 

个议题进行多边谈判的良好起点。它们还普遍支持2 1国集团一个成员国在1988 

年提出的一项全面建议（C D/859)。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成员国一贯批评核威慑理 

论，并主张军事理论和思想应具有严格的防御性质。它们重申了对《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的承诺，并促请各方普遍加入这一条约。应裁军谈判会议许多成员国的要求, 

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一个核武器国家在1 9 8 8 年 8 月 4 日 第 4 7 1次全体会 

议上详细讲述了它与另一个主要核武器国家正在进行的核武器和空间武器双边会谈 

的现状。 

59。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核武器国家提请注意关于全世界在2000年前逐 

步消除核武器的方案（CD_/649)。该国代表团指出，《消除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 

弹条约》签署后，已有可能就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达成协议：在遵守1 9 7 2年签 

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而且在规定时限内不退约的前提下将进攻性战略武器裁减 

5 0%。该代表团还强调，在通过双边谈判作出双边努力之外，还应有多边一级的 

努力作为补充。必需了解其他核武器国家将在何时及何种条件下加入核裁军进程。 

该国代表团认为，由于苏联和美国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真有可能裁减掉一半，裁军谈 

判会议目前已可着手讨论核裁军领域多边努力的具体方向了.为此，该代表团建议 

开始实际査明这一领域可能采取的多边措施的实质内容。该代表团还就本会议可开 

展的活动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制订一项附有议定时间表的分阶段全面彻底消除核武 

器的方案；拟订原则，据以实施核裁军；研究核裁军措施与裁减常规武器指施之间 

的关系，消除核武器的顺序，管制、核査并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物质，为此，提议 

在本会议范围内设立一个专家小组，所有核武器国家在彻底消除其核武器的阶段均 

应参加这一专家小组。关于涉及核军备的安全概念问题，该代表团将"合理充分水 

平"标准同基于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威慑概念作了比较，并认为威慑概念着眼于谋求 

军事优势，是军备竟赛持续进行的根源。该代表团主张建立一个全面的国际和平与 

安全体系，以此取代核武器的威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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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西方国家集团成员国继续强调，它们重视这一议程项目下处理的问题，并 

特别重视可核查的大幅度裁减核武器。在这方面，它们欢迎两个主要核武器S家 

正在进行的双边谈判，并指出，此种双边谈判对任何旨在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的进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欢迎这两个®家关于消除其中程核力量的谈 

判取得了圆满结果。它们也希望这两个国家近期能就裁减各自战略武库5 0 %达 

成协议，并欢迎这两个国家对最终消除核武器的承诺。该集团各代表团认为，当 

前阶段不宜设立一个附属机构，并认为，在当前条件下，非正式会议和全体会议对 

于继续就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开展工作最为适宜。该集团各成员国还强调， 

裁减核武器不能与其他裁军措施分开进行，裁减核武器应有助于加强国际稳定和安 

全。在这方面，它们指出，不能将威慑视为纯粹与核问题有关，有些区域一级而 

不是全球一级的军备竟《>,特剁是常规军备竟争，往往是相互猜疑和军事及外交政 

策引起的。在《不矿散核武器条约》开放供签署二十周年之际，属于条约缔约囿 

的西方囿家代表II指出，该条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们呼吁各国 

普遍加入这一条约。 

6 1 . 属于西方集团的一个核武器国家指出，它认为不能把军备竟赛视为一个抽 

象的问题。必须考虑到各国之间或各国家集团之间造成军备集结的紧张局势，有 

些国家之所以要莸取核武器，其理由与莸取常规武器相同，这就是为了要加强安全。 

该国重申，核武器是威慑战略的一个关键内容；它认为，威慑战略有助于维持超级 

大囯及其各自盟国之问的和平，在可预见的将来，核武器仍将是其武库中的一部分, 

62. 属于西方集团的另一个核武器国家强调，该国的安全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 

依赖核威慑。同时，它也力求在较低的核力量水平上继续维持安全与和平，并致 

力于彻底消除化学武器和在考虑到实力不平衡的前提下逐步实现较低军力水平上的 

常规稳定。取得进展的最现实途径就是由两个大国进行双边谈判，以期达成相互 

均衡̶rï且可有效核査的分阶段协定。它对这方面的进展表示欢迎。鉴于该国自 

己的核威慑力极小，它认为自己在当前的条件下无法参加裁减。它将继续保持其 

威慑的可信性。有关^方均承认这是合理的，它对此表示欢迎。如果两个主要 

核武器国家大幅度裁减战略武库而它们的防御能力又不发生重大变化，该国即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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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考虑其立场。 

63. 属于西方集团的一个核武器II家重申其支持稳步加强对核武器的管制。从 

这一点出发，该国强调必需首先裁减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的核武库，特别是应把裁 

减两国进攻性战略武器的50%作为优先目标。该国承认中导条约的重要性，同 

时强调不应指望该条约导致欧洲的非核化，而应优先考虑在欧洲地区确立常规稳定。 

该国重申，一旦三个条件得到满足，它就愿意参加核裁军进程，这三个条件是：两 

大囿的武库与该国自己的武库之间的差距大为缩小，不部署防御系统，恢复常规力 

量的平衡并消除化学武器。 

64, —个不属于任何枭团的核武器国家重申它的一贯要求，即全面禁止并彻底 

销毁核武器。它曾再三指出，该国保有有限的核力量完全是为了防御目的。该 

11从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就承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无条件保 

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或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该囯认为，拥有最大 

和最先进核武库的两个国家对制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负有特珠责任。它认为， 

两S中导条约的签署和生效是朝着实现核裁军的方向采取的第一个积极步骤，应继 

而采取其他步骤，特别是締结一项裁减其战略核武器5 0 %的协定。该国认为， 

为促进核裁军，应十分重视常规裁军问题和制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问题。该国重 

申，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应率先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并大幅 

度裁减核武器，从而为召开有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会议创 

造积极的条件，以议进一步核裁军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措施。该国认为，必须在 

数:t上和质量上都停止核军备竟赛。该囿也认为双边谈判和多边谈判应互为补充. 

并重申支持裁军谈判会议在议程项目2下设立一个附属机构。 

65 . 一些代表团提请注意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 

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CD/834)第7 2至笫 7 6段，其中指出了现有的和未 

来的无核武器区对国际军备管制和裁军努力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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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6 6 . 会议裉据其工作计划，于1 9 8 8 年 3 月 7 日 至 1 1曰和 8月 8日至 1 2 

日审议了题为"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议程项目。 

6 7 . 1 9 8 8年笫二期会议期间向会议提交了下列有关本议程项目的文件： 

(a) 1 9 8 8年 7月 2 5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1 1联盟代表团提交的 C D / 

- 8 4 5号文件，题为" 1 9 8 8 年 5 月 3 1日在莫斯科签署的《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相互通知洲际弹道导弹和 

潜射弹道导弹发射的协定》全文"。 

(b) 1 9 8 8年 7月 2 5日美利合众国代表团提交的 C D _ / 8 4 7号文件， 

题为"1 9 8 8年5月31日在莫斯科筌署的《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画联盟关于相互通知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发 

射的协定》全文"， 

68. 在会议主席主持下，就议程项目3进行了一些协商，讨论处理议程项目3 

的适当组织安排，包括设立附属机构的建议，但这些协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6 9 . 裁军谈判会议在1 9 8 8 年 4 月 1 4日举行的第 4 5 7次全体会议上收到 

了 2 1国集团提请本会议作决定的一项关于议程项目3的特设委员会职权范画草案 

( C V 5 1 5 / ^ e v . 4 )。根据所建议的职权范围，特设委员会应首先审议与议程 

项目3有关的所有建议，包括防止核战争的适当实际措施。西方国家集团不能同意 

关于拟议的职权范围的协商一致意见。该集团对又一次将这样一个职权范围提请会 

议作决定感到遗憾，因为这无助于有关此议题的工作。该集团还强调，自项目3列 

入本会议议程以来，它一直十分重视对其进行深入审议，因此对未能就此种审议的 

适当方式达成协议感到遗憾。它仍然希望在1 9 8 8年会议期间能对议程项目 3所 

涉及的所有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它表示仍愿与各方一起寻求并确定处理这一议程 

项目的适当基础， 2 1国集团对本会议未能在议程项目3下设：à:一个待设委员会^ 

到.失望。它指出，为了*应其他代表团的立场，它曾提出一个非谈判性的职权范围， 

允许彻底审议向本会议提出的一切提案中的所有法律、政治、技术和军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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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认为，此种审议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议题，而且可为商定一项防止核战争 

的协定铺平道路，而这一目标靠全体会议或非正式会议的讨论是无法实现的。该集 

团希望对此拟议职权范围持保留意见的有关方面能考虑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从而 

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表示完全支持 21园集团提出的职权范围 

箪案，并对本会议未能予以通过表示遗憾。该集团指出,拟议的职权范围是有目标 

的，既灵活又全面，对此议程项目所有要点均一视同仁，因而既允许审议防止核战 

争问题，又允许审议一切有关事项。该集团认为附属机构是处理议程项目3的最适 

当方式，同时也表示可以考虑其他可使本会议就此项目开展具体工作的程序安排， 

一个不属于任何集团的核武器国家表示可以接受CD/5lôy^ev. 4号文件中所载 

的职权范围草案，并且同意本会议同时还可以其他形式就项目3开展工作。 

.70.由于未就处理项目3的适当方式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有关防止核战争、包 

括一切有关事项的问题是在本会议的全体会议上讨论的. 

71. 2 1国集团重申它认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核武器对生存抅成的威 

I所以，防止核纟"^争是头等大事。因此，它关切地注意到，自项目3作为单 

独项目列入会议议程以来，本会议一直没有在这个项目上取得进展.2 1 il集团 

一贯il信消除核战争危险的最可靠办法就是消除核武器，并认为在实现核裁军之前, 

应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2 1国集团认为，虽然核武器11家在避免核战争 

方面负有主要贲任，但鉴于此种战争可能对全人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包括核冬天 

的危险，因而防止核战争的措施的谈判关系到所有国家的重大利益.在这一方面, 

该集团回顾大会多次请本会议作为最高优先事项开展谈判，以期就防止核战争的适 

当而实^的措施达成协并为此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 该集团重申，把所有国 

家的安全及人类生存本身作为核灾难威胁的抵押品，是不能接受的.该集团欢迎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M联盟领导人和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人的声明，即核战争打不臝, 

也决不可打，并说，现在应将此种声明转变成具有约束力的承诺.该集团成 

员 E认为，通过核威慑可以维护世界平的论调是有史以来最危险的谬论.它们 

还认为核武器对人类生存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威胁，因而不能同意在防止一切武装 

冲突的范®内处理防止核战争的问题。除此之外，它们还认为，由于核武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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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毀灭性武器，因此不能援引《联合21宪章》作为理由而使用核武器针对不涉 

及使用核武器的武装攻击行使自卫杈利。该集团许多成员国重申笫七届不结盟a 

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的结论，即核武器不仅仅是战争武器，而且是大观禊g义灭的 

手段.它们还回顾说，笫八届不结盟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哈拉雷宜 

言》指出："使用核武器不仅迁反《联合国宪章》，而且也是一项危害人类的罪行, 

在这方面，我们敦请核武器E家在实现核裁军之前，就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締结国际条约".在这一方面'该集团许多成员国赞同阿根廷、希腊，印度、墨 

西哥和瑞典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及坦桑尼亚第一总统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宣言》 

( C D / 8 0 7 )中的声明，即任何il家均无权使用核武器，S际法应通过一项具有约 

束力的l际协定明文禁止使用核武器. 

72.社会主义国家重申，防止核战-争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它们认为'鉴于 

国际关系出现了变化，各国之间日益相互依存，而且一些武器具有空前的毁灭力， 

人们必须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战争与和平、裁军及其他各种复杂的全球性和区槭性问 

题，也必须放弃核威慑理论.它们认为，这一理论是对战咯稳定的一种经常威胁， 

是促使各国为谋求军事优势而进行军备竟赛并造成长期国际紧张的永久根源‧ 它 

们也认为不能援引《联合11宪章》第五十一条作为理由而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针对 

不涉及使用核武器的武装攻击行使自卫杈，因为核战争危及人类生存本身..它们 

确信核战争打起来是不可能有胜利者的，并强调了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里視g、统在 

曰内瓦首脑会晤中所作声明的重要意义：即核战争打不羸也决不可打；苏,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与美利坚合众国之冋必须避免发生任何战争，不论是核战争还是常 

规战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11联盟和美利合众国将不谋求军事优势‧ 社会主 

义国家呼吁建立一个全面的国际安全体系，这一体系将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和人 

道主义等方面的措施，并可导致一个无核武器、无暴力的世界.它们强调'在当 

前的条件下，诉诸武力觯决任何争端都是不可接受的.它们指出华沙条约締约IS 

的军事理论是防御性质的：它们决心绝不在任何憒况下首先发动军事行动，除非它 

们自己本身成为武装进攻的目标；它们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任何其他国家提 

出领土要求，它们不视任诃国家或人民为敌人.这一切充分说明它们的军事理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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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性质的.它们指出，华沙条约締约国已建议同北大西洋联盟成员国进行协商, 

对两个联盟的军事理论进行比较，以保证这两个军事集团及其成员11的军事概念和 

理论均以防御原则作为基础‧ 其他可能的协商主题包括某些种类的武器和军队方 

面的不均衡^不对称情况.它们指出，从其军事理论的防御性质出发，它们正努 

力实现下列目标：笫一，全面彻底禁止核试验，逐步裁减并最终消除核武器和防止 

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第二，楽止和消除化学武器及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笫三,裁减欧洲的武装部队和常观军备使其水平降到无论哪一方均无能力发动突然 

袭击4一般的进攻行动；第四'適过将本国技术手段和国际程序相结合'包括设立 

适当的E际机构、交换军事情报和现场视察，严格核査一切裁军措施；第五，在欧 

洲各地区及其他区域建立无核武器和无化学武器区以及武器逐步减少而相互信任增 

加区，在欧洲对等地实行建立军事信任措施并就世界其他区域、包括海洋的此种措 

施达成协议；第六，它们认为对欧洲的划分是人为的*它们赞成同时解散北大西洋 

联盟^华沙条约，以便最终建立全面国际安全体Z手、. 它们强调属于该集团的核 

武器国家提出的在2 0 0 0年年底前彻底消除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毀灭性武器以及 

禁止空间打击武器的方案的重要意义。它们还重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的重要 

性，再次表示支持錄结一项禁止使甩核武器公约的建议，并愿意考虑各种建立信任 

措施，诸如减少因误解、误算或意外而«核战争的危险的措施以及避免突然袭击 

的可能性的措施。在此方面，它们提请注意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締结的关于建立减 

少核危险中心的协定及其两项议定书（CD//814^81
5
 )以及关于通知洲际弹道 

导 弹 和 潜 射 弹 道 导 弹 发 射 的 协 定 （ 和 8 4 7 ) . 

7 3 .包括三个核麟园家在内的西方面家代表团顺程项目 3极为 M U但强调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这一标题反映出问题的综合性质.它们强调防 

止核战争的问题不能从防止战争这一问题中孤立出来，问题的关鍵是如何在核时代 

维护和平与II际安全.它们强调对防止战争问题采取这种综合处理办法决不是为 

了要J眨低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和核战争打不得这一观点.它们强调自1 9 4 5年 

以来，核威慑有效地在欧洲防止了战争，维持了和平，同时指出，同期内世界上非 

核冲突造成的伤亡数以百万计‧ 它们指出，仍有许许多多人在常规战争中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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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它们还指出，威慑并不是一种西方现象，而是生活现实，也是另一方军事 

理论的一个关鍵组成部分‧ 西方代表团还认为威慑对东西方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它们同意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里根总统在1 9 8 5年U月联合公报中表示的看法， 

即美苏之间必须避免发生任何战争，不论是核战争还是常现战争.它们对两位领 

导人所作的最终消除核武器的承诺表示欢迎.它们强调，该声明反映了问题的鎿 

合性质，说明需要从所有方面来处理防止战争的问题，它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 

下，核武器仍是维护和平与安全所需的均衡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们指出，在 

常武器、化学武器及核武器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并重申在目前没有其他 

构想能取代西方对防止战争的构想，即以充分而有效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两种 

力量缺一不可一的适当结合为基础的威慑战略。同时，西方国家重申决不使用 

其武器，除非用来反击武装进攻。它们再次强调，所有11家严格遵守《联合SI宪聿》， 

特别是遵守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义务与和平解决一切争端的义务，是防止 

核战争的关键因素。它们还强调大幅度可核查地裁减核武器的重要性，但认为对某 

类武器的裁减绝不能导致其他武器的使用可能性增加，因此，为了维护稳定和安全， 

必须考虑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抅成的威胁。西方茵家强调，建立信任的措施大有助 

于减少战争危险，包括核战争危险。此外，它们指出了减少因误算、误解或意外而 

引发核战争的危险的措施的重要性，并提到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间启用了第三个直 

接通信系统，以及这两个面家締结的关于建立减少核危险中心的协定（C D/814^ 

815 )和关于通知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发射的协定（CD/1845和847 ) , 

74. 一个不属于任何集团的核武器国家认为-有效地防止核战争需要有一个稳 

定的国际环境，它认为，要维护和平与安全，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制 

止侵略和扩张，并消除区域动乱之源。它认为所有国家应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 

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它强调，所有国家 

均应尊重和遵守《联合SI宪章》，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和平 

解决争端。它回顾说，它一贯认为消除核威胁和防止核战争的根本方法是彻底禁止 

和全面销毁一切核武器。它认为两个主要核大囯对防止核战争负有特殊责任。它认 

为，为了减少核战争的危险，并为彻底消除核战争创造条件，所有核武器面家应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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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且无条件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或无核 

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在这个基础上，締结有所有核武器囯家参加的一 

项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它还认为，在防止核战争的同时，也应防止常规战 

争，它特别指出，常规战争一旦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高度集中的地区爆发，就有升 

级为核战争的危险。因此，它认为两个军事集团应就大幅度裁减常规部队和军备问 

m成协议。 

D . 化学武器 

7 6 .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 1 9 8 8 年 3 月 1 4日至 2 5 日 和 8 月 1 5日至 

1 9日审议了题为"化学武器"的议程项目。 

7 6 . 在本议程项目下提交会议的新文件清单载于下段提到的特设委员会提出的 

报告中。 

7 7 . 在其1 9 8 8 年 9 月 2 0日第 4 8 3次全体会议上，会议通过了在第438 

次全体会议上就本议程项目重新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见上文第9段）。该报 

告（CD/ 874 )是本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一，导言 

" 1 .在 1 9 8 8年 2月 9日第 4 3 8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通过了关于 

重 新 设 立 化 学 武 器 特 设 委 M 会 的 以 下 决 定 （ 5 ) : 

'裁军谈判会议铭记公约的谈判应根据联合国大会第42/37A号决议 

进行，力求尽早完成公约的最后制定工作，为了履行其职责，把进行关于 

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多边公约的谈 

判作为优先任务并确保公约的拟订，决定根据其议事规则，在1 9 8 8年 

会议期间重新设立特设委员会，以继续进行全面完整的谈判进程、拟订和 

制定尚非定本的公约案文，并且考虑到一切现有的提案和草案以及今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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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倡议，使裁军谈判会议得以尽快达成协议.若能达成协议，应将其载 

入该特设委员会在1 9 8 8年第二期会议结束时提交本会议的报告中，或 

将一份说明谈判进展情况的报告载入该报告. 

'会议还决定，鉴于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即将召开, 

该特设委员会将在1 9 8 8年i一期会议结束前向本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展 

情 况 。 ' 

"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 2 . 在 1 9 8 8 年 2 月 9 日 第 4 3 8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任命波兰的 

苏伊卡大使为特设委员会主席。裁军事务部政治事务高级干事本斯梅尔先生继续 

担任特设委员会秘书。 / 

" 3 .特设委员会在 1 9 8 8 年 2 月 I 2日至 9月 1 2日期间共举行了 2 1次会 

议。此外，主席还与各代表团进行了若干次非正式磋商。 

"4.裉据其请求，下列非会议成员S的代表参加了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奥地利、 

丹麦、希腊、芬兰、爱尔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士和津巴布韦。 

"5.按照上述决定（CDZ805),考虑到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 

议的召开，特设委员会向会议提交了一份特别报告（
( 〕 3

/831和Gorr. i ) ,其中 

叙述了特设委员会自1 9 8 2年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的大会特別会议以来的工 

作情况。 

" 6 . 1 9 8 8年会议期间，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下列关于化学武器的正式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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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V 7 8 9 , 1 9 8 7 年 1 2 月 1 6日，题为" 1 9 8 7年 1 2 月 1 6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題 

为'关于在希哈内军事设施展示标准化学弹药和用活动装置销毁化学 

武器技术的资料，的工作文件"。 

C D / 7 9 0 , 1 9 8 8 年 1 月 1 3日，题为" 1 9 8 8 年 1 月 1 2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 1 9 8 7年 1 2月 2 6日的声明全文" . 

C D / 7 9 1 ( 也 作 为 C D / C 1 8 3 号 文 ^ 发 ） 1 9 8 8 

年 1 月 2 5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提交，题为"不生产的核查： 

临时检查的理由". 

C D / 7 9 2 ( 也 作 为 C D / C W / W P . 1 8 4号文# ^发） 1 9 8 8 

年 1 月 2 5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剧毒致死性化 

学品"， 

C D / 7 9 5 , 1 9 8 8年 1月 2 9日，题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 

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关于其在1 9 8 8 年 1 月 1 2日一 2 9日期间工 

作情况的报告". 

C D / 8 0 2 ( 也 作 为 C D / C W / W P . 186号文件分发）1988 

年2月5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公约不禁止的化学活 

动的监測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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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 8 0 5 , 1 9 8 8年 2月 9日，题为"关于重新设立化学武器 

特设委员会的决定"。 

C D/8 0 8 ( 也 作 为 W / W P . 1 8 8号文件分发）1988 

年 2 月 1 9日，题为" 1 9 8 8 年 2 月 1 8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IS 

联盟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一份^为(与拟订一项全面彻 

底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多边数据交换备忘录（苏联提案）， 

的文件". 

C D / 8 0 9 ( 也 作 为 C D / c w/wp.isg号文件分发），1988 

年 2 月 2 6曰，阿根廷代表团提交，题为"同防备化学武器有关的援 

助"。 

C D / 8 1 2 ， 1 9 8 8年3月4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囯代表团提交， 

题为"化学武器公约：执行理事会：组成、规槟、决定的作出和其他 

程序性事项"。 

C D / S 2 1 ( 也 作 为 C D / C W / W P . 196号文件分发），1988 

年 3 月 2 9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提交，题为"1988 

年 3 月 2 8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 

信，转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1 9 8 8 年 3 月 1 6曰声 

C D / 8 2 2 ( 也 作 为 C D / C w / w p . 197号文件分发），1988 

年3月29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意大利代表团提交，题为"销毁 

化学武器的顺序 

C D / 8 2 3 , 1 9 8 8 年 3 月 3 1日，加拿大代表团提交，题为 

"化学武器公约：第八条确定核查视察团的人员和资源需要所涉及的 

因素" . 

C D / 8 2 6 , 1 9 8 8 年 4 月 1 1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提 

交，题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针对最近报遛的两伊战争中使用化 

学武器一事的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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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 8 2 7 , 1 9 8 8 年 4 月 1 2日，题为" 1 9 8 8 年 4 月 1 1 

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其中载有 

1 9 8 1年 1月至 1 9 8 8年3月伊拉克对伊朗使用化学武晷事件的 

清单"， 

C D / 8 2 8 ， 1 9 8 8年 4月 1 2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提 

交，题为"提供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资料",' 

C D / 8 3 0 ( 也 作 为 C D / C W / W P . 2 0 1号文件分发 ) , 1 9 8 8 

年 4 月 1 9日，題为" 1 9 8 8 年 4 月 1 8日美利合众国代表致裁 

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一份题为'向1 9 8 7年 1 1月18—21 

曰访问托茱陆军仓库的苏联代表团提出的资料'的文件全文"， 

C D / 8 3 1和 C i o r r . i, 1 9 8 8 年 4 月 2 0日，题为"化学武器特 

设委员会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特别报告"。 

CD/ci4 3. 1 9 8 8 年 7 月 2 5日，芬兰代表团提交，题为"1988 

年 7 月 2 1日芬兰临时代办给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一汾.遞为 

'化学裁军核查的标准工作程序：D. 1.关于参考数据库支援裎序的 

建议，的文件"。 

C D X 8 4 9 (也作为 C D / c～ V W P . 2 0 5号文件分发）， 1 9 8 8年 7月 

2 8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销毁:: 

CD/854, 1 9 8 8年 8月 8日，漠大利亚代表团提交，题为" 1 9 8 8 

年8月8日渙大利亚常驻代表给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1988 

年8月5日澳大利亚议会议员、外交和贸易部长比尔，海登先生关于 

海湾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问题的谈话"。 

C D X 8 5 6 , 1 9 8 8年8月17日，大不列颠及:Iht尔兰联合王国代 

表团提交，题为"联合王国以往生产化学战剂的情况"。 

JJ/857 , 1 9 8 8年 8月 1 2日，掷威代表团提交，题为" 1 9 8 8 

年 8 月 1 2日挪威临时代办给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一份题为 

'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査：制订对指称使用化学战剂进行核查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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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的研究报告"。 

一 CD/861, 1 9 8 8年 8月 2 2日，挪威代表团提交，题为"对指称 

使用化学武器的核查"。 

一 CD/865, I 9 8 8 年 8 月 3 I日，加拿大代表团提交,题为"1988 

年 8巧 2 9日加拿大出席裁军谈判会议副代表给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 

的信，转交裁军谈判会议1 9 8 7年会议^问有关化学武器的全体会 

议发言和工作文件简编"。 

一 CD/a69(也作为 C D / c w / W P . 2 1 0号文件分发）， 1 9 8 8年 9月 

6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 

査：临时检査"。 

― C D / 8 7 1 ( 也 作 为 2 1 2 号 文 件 分 发 ） ， 1 9 8 8年 9月 

12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化学武器公约：提供 

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资料"。 

― C D / 8 7 2 . 1 9 8 8 年 9 月 1 2日，澳大利亚代表团提交,题为"1988 

年 9 月 1 2日澳大利亚常驻代表给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涣 

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长加雷思.伊文斯参议员 1 9 8 8年 9月 9日在 

堪培拉就报导的对伊拉克：部库尔德部落使用化学武器一事发表的声 

明，，。 

― C D / 8 7 3 , 1 9 8 8 年 9 月 1 2日，芬兰代表团提交，题为"1988 

年9月2日芬兰常驻代表给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一份题为''化 

学裁军核查的计算机辅助技术：E. 1 .核查数据库' "。 

此外，特设委员会还收到了下列工作文件： 

一 CDXCW/WP. 182, 1 9 8 8 年 1 月 I 5日，萦古代表团提交，题为 

"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顺序"。 

- 3 8 -



c D / c w / w p . 1 8 3 ( 也 作 为 C D / 7 9 1号文件分发），1988 

年1月25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提交，题为"不生产的核查： 

临时检查的理由"， 

C D / C w / ' w p . l 8 4 (也作为 c D / 7 9 2号文胁发）， 1 9 8 8 

年 1 月 2 5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剧毒致死性化 

学品 " . 

C D / C W / W P . 1 8 5 , 1 9 8 8年 1月 2 7日，题为"化学武 

器特设委员会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关于其在 1 9 8 8年 1月 1 2日一 

2 9日期间工作情况的报告草稿". 

C D / C W / W P . 1 8 6 (也作为 C 号文件分发 ) , 1 9 8 8 

年2月5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公约不禁止的化学活 

动的监测级限". 

C D / C W / W P . 1 8 7 , 1 9 8 8 年 2 月 1 2日，题为"主席提 

出的工作文件：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1 9 8 8年第一期会议工作安排 

和工作计划概要". . 

c D / C W / W P . 1 8 8 (也作为 c D / 8 0 8号文件分发 ) , 1 9 8 8 

年 2 月 1 9日，题为 " 1 9.8 8 年 2 月 1 8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代表致裁军谈判,议主席的信.转交一份题为'与拟订一项全面 

彻底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多边数据交换备忘录（苏联提 

案）'的文件" . 

C D / C W / W P . 1 8 9 (也作为 C D / 8 0 9号文件分发）， 1 9 8 8 

年 2 月 2 6日，阿根廷代表团提交，题为"同防备化学武器有关的援 

助"。 

C D / C W / W P . 1 9 0 , 1 9 8 8年 3月 8日，意大利代表团提 

交，题为"化学武器公约：就选用毒性指数（L D 5 0 )作为I定未 

列入附表〔1 〕、 〔 2 〕或〔3 〕的化学品的参数提出的一些意见"。 

- 3 9 -



C D / c w / w p . 1 9 1, 1 9 8 8 年 3 月 1 1曰，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代表团提交，题为"质疑性视察制度的某些问题". 

C D / C W / W P . 1 9 2 , 1 9 8 8 年 3 月 1 1曰，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代表团提交，题为"不生产：第六条附件〔1 〕"， 

C D / C W / W P . 1 9 3 , 1 9 8 8 年 3 月 1 8日，奥地利代表团 

提交，题为"笫六条". 

C D / C W / W P . 1 9 4 , 1 9 8 8 年 3 月 1 8日，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化学武器公约：确保核查活动过程中所提供 

资料的机密性的规定 

c D / C W / W P . 1 9 5 , 1 9 8 8 年 3 月 2 2日，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代表团提交，题为"第六条：有关附表〔1 〕所列化学品的制度： 

C D / c w / w P . 196 (也作为 c D Z 8 2 1 号 文 件 分 发 ) , 1 9 8 睥 

3月 2 9日，题为 " 1 9 8 8年 3月 2 8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代表致戟军谈判会i义主席的信，转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显外 

交部 1 9 8 8 年 3 月 1 6日声明的全文"。 

c D / c W / W P . 1 9 7 (也作为 C D / 8 2 2号文件分发）， 1 9 8 8 

年3月29日，德意志联邦井和国和意大利代表团提交，题为"销毀 

化学武器的顺序"。 

C D / C W / W P . 1 9 8 , 1 9 8 8年 4月 5日，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化学武器公约：质疑性现场视察一国际视察 

团准则"。 

C D / C W / W P . 1 9 9 , 1 9 8 8年4月7日，法国代表团提交， 

m "安全储存：拟议的修正案文"‧ 

C D / C W / W P . 2 0 0 , 1 9 8 8 年 4 月 1 5日，题为"化学武 

器特设委员会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特别报告草稿"。 

CD/cw/wp . 2 0 1 ( 也 作 为 C D / S S O 号 文 餅 发 ） ， 1 9 8 8年 

4 月 1 9日， 1 2为" 1 9 8 8 年 4 月 1 8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致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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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一份题为'向1 9 8 7年 1 1月 1 8 — 2 1 日 

访问托莱陆军仓库的苏联代表团提出的资料，的文件全文"。 

CDXCUXWF, 202, 1 9 8 8年 7月 8日，题为 " 1 9 8 8年第二期 

会议工 作计划"。 

CD/cwx.'P. 203, I 9 8 8 年 7 月 1 9日，荷兰代表团提交，题为 

"提供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资料"。 

CD/CW/WP. 204, 1 9 8 8年 7月 1 9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 

团提交，题为"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査：对不生产进行追溯核查的 

'先采样后分析，系统"。 

CD/CW/WP. 2 0 5 ( 也 作 为 号 文 件 分 发 ） ， 1 9 8 8 年 7 月 

2 8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化学武器生产设的销毀'J 

206, 1 9 8 8 年 8 月 1 0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囯代表团提交，题为"提供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资料"。 

CD/GW/WP. 207, I 9 8 8 年 8 月 1 3日，德;t志联邦共和国代表 

团提交，题为"提供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资料"。 

208, 1 9 8 8 年 8 月 2 6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 

团提交，题为:"辉察员根獰公约第九条进行视察活动手册概要"。 

CD/cw/wp. 20à, 1 9 8 8年 9月 1日，题为"化学武器特设^员 

会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草稿"。 

CDXCWywp. 2 1 0 (也作为 C D / 8 6 9号文件分发）， 1 9 8 8年 9月 

6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 

査：临时检査"。 

CD/cwxrp. 2 1 L 1 9 8 8年9月7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代表团提交，题为"对法国有关安全储存的提案的评估"。 

GD/GW/WP. 2 1 2 ( 也 作 为 号 文 件 分 发 ） ， 1 9 8 8年 9月 

12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化学武器公约：提供 

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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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GD/cw/wp. 213, 1 9 8 8 年 9 月 1 2日，题为"试验性视察：可 

自由参加的磋商会议主席的工作文件"。 

" 三 、 1 9 8 8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8.按照其职权范画，特设委员会继续进行了谈判并进一步拟订了公约。在 

这方面，委员会利用了③/795号文件（化学武器待设委员会关于I 9 8 8 年 1 月 

1 2 — 2 9日期间工作情况的报告）附录一、二和三、 C D X 8 3 1 ^ C o r r . i号文 

件（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特别报告）附录一和二以及委员会主 

席和各国代表团提出的其他建议。 

"9.委员会同意按以下方式处理公约單案的所有条文： 

"第一类问题： 

一笫一条：关于范围的一般规定 

一第二条：定义和标准 

"第二类问题: 

一 笫 三 条 ： 宣 布 

一第四条：化学武器 

一第五条：化学武器生卢设施 

―第十条：援助 

"M'三类问题： 

一笫六条：公约不加禁止的活动 

一第十一条：经济和技术发展 

"第四类问题： 

一笫七条：国家执行措施 

一第八条：组织 

-第九条：协商、合作和事实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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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类问题： 

一笫十二条：与其他II际协定的关系 

一第十三条：修正 

一第十四条：期限、退出 

―第十五条：签署、批准、生效 

- 第十六条：语文 

一 序 言 

'为此目的，委员会商定由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德烈‧齐马先生抠任主席的A小组进行 

第六和第十一条的工作；由墨西哥的巴勃罗‧马塞多先生担任主席的B小组进行第 

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十条的工作；由日本的沼田贞昭先生担任主席的 

C小组进行第七、第八和第九条的工作。特设委员会主席进行了可自由，》加的磋 

商，以拟订；l^^二.第十三、笫十四.第十五和第十六条及序言。在特设委员会 

主持下，应特设委员会主席的请求，瑞典的罗尔夫‧厄克于斯大使进行了可自由参 

加的非正式磋.商，以便为化工业的多边试验性视察奠定基础。 

四、结论和建议 

'10, —附录一反映了公约軍案条款拟订工作的现况。 

一附录二所载的文件反映了迄今为止就本公约的各项问题进行工作的结 

果。这些文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基础。 

' I I ,特设委员会建议裁军谈判会议： 

"(a)将本"III告附录一作为进一步谈判和起草公约的基础； 

"(b)在进一步谈判和拟订公约时还可利用本报告附录二所载的反映特设委 

员会工作结果的其他文件以及本会议目前和未来的其他有关文件； 

" ( c )自 I 9 8 8年闭会期间工作开始，委员会将进一步充分审査销毁期间 

安全不受减损的问题。进一步审查的范围应包括关于这一问题的条 

款在公约案文中的适当位置问题。为此目的，一些有关这一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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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载于附录三，但有一项谅解，即此一做法对以后的报告不构成先 

例； 

'(d)在波兰的苏伊卡大使的主持下按以下安排恢复进行有关公约的工作： 

"(])为了替续会作准备，特设委员会在1 9 8 8年 1 1月 2 9日至12 

月 1 5日期间举行可自由参加的磋商，包括在必要时举行配有全 

套服务的会议； 

"(2)特设委员会在I 9 8 9 年 1 月 1 7日至 2月 3日期间举行会期有 

'(e)在1 9 8 9年会议开始时重新设立本特设委员会，并在裁军谈判会议 

于 1 9 8 9年重新召开会议之初即就特设委员会的主席人选和职权范 

围作出决定； 

'(f)裁军谈判会议核可化学武器谈判报告的以下编写程序： 

"只应在提交J#c合国大会的报告中开列文件。任何文件均不应在 

一份以上的此类报告中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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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约各締约国 

" 决心釆苡行劫以期为实现严袼和有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 * i军，包括 m 

止和消除一切类型的大，£模毁灭li武器.得切实的进展， 

"为实现《联合1!宪章》的宗旨和JT、则作出贡献‧ 

"回顾合国组织大会蒈再三遝贲一切违反 1 9 2 5 年 6 月 1 7日于日内瓦签订 

的《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窆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茴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的原 

则和目标ffil行为， 

"认识到公约重申 1 9 2 5 年 6 月 1 7日《日内瓦议定书》和1 9 7 2年4月10 

日于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签订的《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 

素武！：: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原则和目标以及其中规定的义务， 

《关子桨止发畏、生产和储存细茵(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此种武器的 

公-*^》第九条所!？的S标， 

"决心为了全人类，通过执行本公约的条款而彻底排除使用化学武器的可能性， 

从而补充1 9 2 5年 6月 1 7日《日内瓦议定书》规定的义务， 

"认为化学4?《域的成,號应完全用于造福人类， 

"if彻底而有效地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 ̂是朝实现这些 

共同目标迈出的必要步 

"经协议如下： 

一些代表团认为序言所载案文尚需进一步审i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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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关 于 范 围 的 一 般 规 定 ， 2 

1.每一締约国承诺不： 

一发展、生产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储存或保有化学武器，或者直接或间 

接向任何人转让化学武器. 

' 有一个代表团在 1 9 88年4月7曰的Ci3/cwyrp.l99号文件中指出，它 

认为过渡期间现有化学武器能力的巨大悬殊对各国安全有至为重大的影响.在 

这方面，该代表团回顾其曾经主张有必要使愿意这样做的国家可在公约生效后 

及十年期结束前实行一种过渡办法，保持有限的安全储存，并在最后两年内销 

毁此一储存.此一储存的建立和保持应由其附属的单一生产设施来确保，而 

该设&将置于国际监督之下并于笫九年内销毁. 

'其他代表团强调说，它们认为，如果在公约生效后继续生产化学武器，则无论 

从化学武器扩散还是从公约目标受到歪曲的角度来看，都会有至为重大的影响. 

它们认为，解决现有化学武器能力悬珠问题的办法是严格执行公约关于储存的 

宣布、核查、不间断监测和随后销毁以及从一形台就停止生产化学武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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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每一締约国承诺不： 

一以任何方式协助、励或诱使任何人从事本公约禁止缔约国从事的活 

动， 

" 3 . 每一錄约 E承诺不使用化学武器 ‧ ' 、 ' 

" 4 .〔每一締约国承诺不(：进行准备使用化学武器的其他活动〕〔从事为使用 

化学武器而进行的任何军事准备活动〕‧ 3 

"5.每一締约国承诺销毀其拥有的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化学武器.' 

"6.每一締约国承诺销'毁其拥有的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化学武器生产设 

施。 

" ‧有一项谅解是：本条款与公约另一部分中的化学武定义一其最后提法尚待 

茼定一密切,12关* 还《旁?到：本条款不适用于为准许目的使用éi;有毒化学 

品及其前体，这有待于5《定并在公约中作出:^"定.本条款亦与待15定的条约 

中有关保g的条款密切相关. 

" ' 除 莠 剂 的 问 题 正 在 ^ 续 协 商 中 . 1 9 8 6年进行不限成员协荷的主席就?余莠 

剂的一项条款提出下列方案：'各缔约国承诺不使用除莠剂作战方法；这一桨 

止不应排除除莠剂的任何其他用途，. 

有一种意见认为，；^^^^定是否适用于销莰所发现的老化学武器的问题，I？要 

进一步加以讨论.另一种意见认为，本规定的适用不容有任何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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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义和标准 

为本公约的目的： 

1. ‧ "化学武器"这一术语应同时或单独适用于下列情况：' 

"(】）有毒化学品，包括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其他致死性化学品、其他有窨化学 

品及其前体，包括关鍵前体〔和化学武器的二元和（或)多元化学系统的关 

键m分〕，，但打算用于本公约不加禁止的用途的化学品除外，只要所涉 

及的种类和数量符合此种用途； 

"(2)通过由于其使用而释放出来的上述这些有毒化学品的毒性1^义造成死亡或其 

#i^害的专门设计的弹药和装置； 

"(3)任何专门设计用于与这种弹药和装置的使用直接有关的设备； 

一〔"化学武器"这一术语不应适用于不是剧毒致死性或其他致死性而且经 

协商委员会核可供一締约国用于国内执法和国内控暴用途的化竽品.〕 

一(各筠约国同意不为旨在提高化学武器使用效能而〔发展、生产、储存或〕 

利用用于化学武器ÉtJ化学品.〕 

' 在 提 出 化 的 ^ 时 有 项 谅 斛 如 飘 ; 与 执 法 和 m m ' i n 关 问 

'題，以及与提高使用化学武器效能而使用化学品有关的问^都列入公约些1巧^ 

；以不在化学武 I I定义内处理，如杲这样做结杲将会产生一个更加清楚 I容 

‧易理解的定义的话.关于解决这些问题éi?t#逑议附在后面这^议将续进行f办商. 

' " " ^ H ^ S T t 当 前 的 化 学 武 1 | ^ 和 < 1 ) 中 娜 术 语 未 能 反 ^ 般 性 目 é 睹 0 ^ 滩 1 ； 

， 一 些 代 表 S 认 为 ^ 在 谈 判 后 期 进 一 步 审 议 这 一 定 义 对 公 约 其 他 部 分 这 也 

i t用子Pl!ftÉ9其他有关老ÎJ^.其他代表SHÀiM匕学武二元或多元化学系统、键 

.纟，指:对公约的S标构成特殊危的!H分-因为它能成为一种化学武晷弹I！或装置的 

组成^并在使用时形成有毒<^品,并有以下特性:(a)在5^药向il标发射过程中S 

速与其他二元和(或)^元化学系魏化学作用(^互作用)共发出高当量的最后有*化学 

品在确定终力^品有毒性能,重要作用;(c)不得用亍或仅极少量用于准许用 

途；（â)iî有长^储存所必需Ét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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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有毒化学品，是指： 

其毒性可用来对人类或动物造成死亡或暂时或永久伤害的化学品〔无论用 

何种方法或在何处生产〕〔无论是在工厂，弹药中或其â地方生产〕〔无 

.论用何种方法和方式生产〕 

"〔 2 . '有毒化学品，是指： 

无论其来源或生产方法如何，通过其对生命过程的化学作用而能够对人类 

或动物造成死亡、暂时失能或永久伤誓的任何化学品. 

"有毒化学品分 为下列各类：〕 

" ( a )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是指按 2中所规定的议定方法'测量时其半致死 

剂量小于戚等于0. 5毫克Z公斤（皮下给药）或2000毫克一分钟/立 

方米 O i t A ) ; 

"(b)'其他致死性化学品，是指按2中所规定的议定方法测量时其半致死剂 

量大于 0 . 5毫克/公斤（皮下绐药）或2000毫克一分钟/立方米（吸 

入），同时又小于或等于1 0毫克/公斤（皮下给药）或20；030毫克一 

分钟Z立方米（吸入）； 

"〔(C)'其他有鲁化学品，是指不包括在上面(a)和(b)内的任何〔有毒〕化学品， 

(包括〔在所用的剂量与剧毒致死性化学品造成死亡所需的剂量近似的情 

况下〕通常造成临时失能而不造成死亡的有毒化学品〕。〕 

"〔'其他有窨化学品，是指其半教死剂量大于10毫克/公斤（皮下给葯）或 

20. 00031克一分钟Z立方米（吸入）的化学品.〕 

" 3 . '公约不加禁止的用途，是揞： 

"(ej工亚、农业、研究、医药或其他和平用途，国内执法用途和与使用化竽武 

器元关的军事用途. 

'有人指出，在实际行了此种測定之后'在本节及下列各节戶力到欽字可需 

要8 ^加变以便将？^芬气列入笫一类. 

'''建议的毒性确定程序载于本文件第135至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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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防护性用途，即同防备化学武器直接有关的用迨；' 

" 4 . ' 前 体 ' 是 指 ： 

用于有毒化学品生产的化竽反应物. 

" ( a ) '关键前体'是指： 

由于其在有毒化学品的生产中具有的重旻性而对公约的目标构成很大危险 

的前体. 

"它可能具有〔实际具有〕下列特性： 

"(1)在决定〔公约禁止的有毒化学品〕〔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毒性时可 

能起〔实际起〕重要作用. 

"(2)它可能用于〔公约禁止的有毒化学品〕〔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最后 

形成阶段的一种化学反应中‧ 

" ( 3 )它可能〔实际〕不用于，或可能〔实际〕只有极少量用于准许用途‧〕' 

" 关徤前体列在⋯⋯中 . 

"为化竽武器公约有关条款的目的，应拫据〔特性〕C准则〕开列关键前体 

清单并进行修改。 

"非关键前体伹被认为对化学武器公约构成威胁〔特别危险〕的化学品应列 

入一个清单. 

"〔(b)化学武器的二元和Z或多元化学系统的矢键组分是指：〕 

"〔在二元或多元武器弹药或装置中形成一种有毒化学品并具有下列其他特 

性（待拟订）的关键前体：〕 

"， 对是否在《公约》中处理除范S—节提到的禁止其fà使用化学武器军事准备 

以外问题作出决定之It取消那项关于此种>1许6力防护性用途只涉及'敌方 

使用'化学武器的 i l 法. 

"'本款位置之决定应与本公约如何处理例如异丙基乙醇等一些化学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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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一词：' 、 

" ( a ) 是 指 ： 1 9 4 6年1月1日以后为以下目的而设计、建造或使用的任何设 

备以及置有此种设备的任何建筑： 

"(1)作为化学品生产阶段（'最终技术阶段'）的一部分，在设备运转时‧流 

转的物料中含有附表〔1〕所列的任何化学品，或含有为准许目的无 

需每年使用⋯公斤以上但可用于化学武器目的的任何其他化学品2 ； 

或 

" ( 2 ) 用以装填化学武器*， 

"(b)不包括每年合成以上(a)项(1)目规定的化学品的能力低于（：】000 — 2000 〕 

公斤的任何设施， 4 -

"(c)不包括本公约第六条附件〔1 〕观定的单一小观模生产设, 

'有一种意见认为此一定义也许需加以审查，以便考虑到第六条的进一步拟订结 

果, 

2 任何此类化学品均应列入公约的有关化学品附表. 

' 化学武器的装填，除其他外，包括： 

一 将 附 表 〔 1 〕所列化学品填入弹药、装置或散装锗存容器； 

一将化学品填入构成组装二元弹药装置的一部分的容器以及将化学品填入 

构成组装一元弹药和装置的一部分的化学次级弹药； 

一将容器In化学次级弹药装入有夬的弹药和装置. 

« 应在公约笫三^第六条的111内决定如何处置此类设施. 

，待就'能力，一词商定出定义后，即应确定此一级限。尚需就此问题进行进一 

步的工作，除其他外，还应考虑到附录二所载关于如何为生产能力下定义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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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宣 布 ， 

1.每一締约！:应至迅于公约^其生效后30天内向协两突â会作出以下宣布： 

" ( a )化学武器 

"(1)是否在任何地方拥有在其营辖或控制下2的任何化學武器； 

" ( 2 )其领土上是否有任诃 S其他 H家——包括非本公约締约国一管 

辖或控制下的化学武器； 

" ( 3 )自〔 1 9 4 6年 1月 1日〕〔 1 9 7 5年 3月 2 6 B 〕 [來是否转让 

或接受过任何化学武器，以及是否向任何一方转让过或从任何一 

方接受过此类武器的控制权* 

" ( b )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 ( 1 )是否在任何地方拥有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 

设施，或在〔1 9 4 6年1月I日〕以来的任何时间拥有过此类 

设旌； 

"(2)其領土上是否有在其他囯家——包括非本公约締约国——管辖或 

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或在〔 1 9 4 6年 1月 1日〕 

以来的任何时间有过此类设施； 

" ( 3 ) 自 〔 1 9 4 6年1月1日〕以来是否转让或接受过任何化学武器 

生产1 父蚤〔和有关化学武41生产的文#:〕，是否向任1可一方 

转让过或从长诃一方接受过此类设备〔湘文献〕的控制*义. 

有一种意见认为，本条拊件需加以审查. 

经商定，'管辖或控制，的概念需要另外讨论和阐述.为便子进行有关这个问 

题的工作，应本委员会主席的请求，博洛斯基博士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塞 

亲希博士（匈牙利）以及埃芬迪先生（印度尼西亚）等人编写了一份日期为 

1 9 8 7年 3月 2 0日的非正式讨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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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其他宣布' 

"自〔 1 9 4 6年 1月 1日〕以来在其领土上或其管或控制下的任何地 

方'为发展化学武器而设计.建造或使用的任何设施和机构'、特别 

是实验室、试验场和评估场的确切位置、性质和一般活动范围. 

"2.对太条笫1款(a)和Cb)项中的任何规定作出肯定陈述的每一締约国均应执 

行第四和笫五条中饪何一条或所有各条规定的一切有关措施. 

有一核表团 i U /，这些航不适用于C V C W / ^ : P * 1 9 9号文件中界定的安 

全储存所附属的生产设施. 

经议定，'在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这一概念^要进一步加 

以讨论及拟订. 

'任何设:^和机构，这一用语的范围有特澄漬并找出一个恰当的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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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化学武器 

"1.本条及其附件的规定应适用于在缔约il管辖或控制下而无论所在地点为 

诃éft任何和所有化学武器，包括在另一国领土上的化学武器. 

"2.每一绮约il应在公约对其生效后3 0天内作出宣布，内容包括： 

"(a)详细说明在其管辖或控制下任诃化学武II的〔确切地点〕'、合计数 

量和详细存货清单； 

" ( b )报告设置在其领土上但在其他国家一包括非本公约締约 E — 管 辖 

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II ； 

" ( c ) 详 细 说 明 自 〔 1 9 4 6 车 1 月 1 日 〕 〔 1 9 7 5 车 3 月 2 6 日 〕 以 来 

缔约国所进行的任何转让或接受化学武II的情况，或绮约国转让对这 

种武器的控制杈的情况；以及 

"(d)提供销欵其化学武器的总卄划. 

"3.〔每一缔约il应在按:$条笫2款作.出宣‧，立即为通过现场視察对这一宣布 

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提供接近化学武器的机会、此后，每一締约M应通过为 

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提供接近化学武器.的机会和通过现场视察以及现场仪器的连续 

监测来确保，化学武H除了被运往销毁设施以外，留在原地未动.〕* 

"4.每一締约H应至迟于每一销毁阶段幵始tl 6 个 月 提 交 销 毁 化 学 武 

器的详细卄:Hi. 这个详细计划应包括下一'阶段将要销毀的所有储存，并应包括下 

一阶段须销毁的化学武器的确切地点和详细组成. 

" 5 .每一締约 i l应： 

"(a)按照第四条附件中规定的顺序至迟于公约对其生效后1 2个月内开始 

并至迟于1 0年内完成销毁所有化学武II； 

"(t»每年提供关于其销钗化学武器计划执行惰
〉
;L的资科；并 

有一个代表团认为，除与CIV/cw/w：P‧l99号文件中界定的安全储存有关的| 

则外，本条及其附件的规定应一律it^. 

有一个代表团保留其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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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至迟于完成销毁过程后3 0天内，核i£所有化学武器均已销g义. 

" 6 .每一締约国应按照笫四条附件提供进入任何化学武器销毁设:和这些设 

施的仓库的机会，以便通过视察员的一直在场和现场仪器的连续监测，对销毀进行 

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 

"7.>#约国在作出关于化学武器的初始宣布后发现的任何化学武器都应按照第 

四条附件的规定报告、保护并销毁.'2 

" 8 .所有〔储存或〕'销毀化学武器的地点都应按照第四条附件的规定，受 

到通过现场视察和现场仪器监测进行的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 

"9.其领土上有在非本公约締约国控制下的化学武器的任何締约囯应保证，这 

些武器至迟于公约对其生效之日后〔30^〕内移出其领土. 

"10 .每一締约国根据本#^，出宣布和提交计《'J和资料均应按照第三条附件和第四条 

附件 è i :规^事. 

"〔11.注意：销毁期间安全不受减损。〕4 

' 就 这 一 问 g 进 行 了 协 苘 . 协 商 结 杲 载 于 1 7 7 / l K e v . 1号文件。 

除别的以外，在销毁这类武器的责任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需要进行进一步 

的工作. 

2 —些代表团认为，该附件是否适用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区取回的已过时的化 

学武^(军用品）这一问題，以后必须解决。 

'有一个代表团保留其对这一问题的立场. 

4有关销毀期间安全不受减损的条款在公约案文中的适当位置问题，有待进一步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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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1 ‧本条的規定适用于在一締约1!詧辖或控制下é^e何和全部化学武器生产设 

施，无论其所在地点为何‧ 2 

"2.有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每一缔约E应立即停止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的一切活动，但需要ii^l^行的活动除外. 

"3.任何缔约H都不得为化学武器生产用途或本公约禁止的任何其他用途建造 

任何新的设施或改装任何现有的设施， 

" 4 .每一鎊约 E应在本公约对其生效后 3 0天内作出宣布.，其中应： 

" ( a )详细说明〔 1 9 4 6年 I月 1日〕〔公约^台生效：)以后的任何时间 

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情况，或其领土上在其 

他 S家、包括非本公约締约茵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 

情况； 

"(b)详细说明自〔I 9 4 6年1月I日〕以来，缔约11转让或接受用亍化 

学武器生产任何设备〔和有关化学武器生产文〕的情况，或该 

鎊约SI转让这类设备〔和文献〕的控制权的情况； 

"(c)详细说明为关闭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将采取的行动； 

"(à)抚要叙述锴è义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总计划； 

"(e) ^旻叙述将'é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临时改装为化学武器锖毀设;的总 

卄划。 

"5.每一締约S在移、据第4款宣布后，应立即为通过现场视察对i布行〔系 

r.ètJ 〕 E际现场核查而提供进入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旌的饥会。 

'有一个代表团认为，本条规定应适用于一切化学武!^生产设施，但指定用于 

CD/cvïF?* 199号文件所指安全储存的生产设施除外. 

'有一项谅解是：上述各条款也适用于在他土上的 e何设:〔不苷它们是在 

何种所有权和合同?j式的êfiii上建立弁为生产化学武器è^jg的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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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每一缔约菌 & : 

"(a)在本公约对其生效后3个月内，关闭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使每一 

设施不能再运转；并且 

"(b)在关闭后,为通过定期现场视察和现场仪器的连续监测进行系统的国 

际观场核査而提供进入I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机会，以确保设施一 

直关闭并随后销毁。 

"7.每一締约面应至迟于每一设施开始销毁前〔3 〕 〔 6 〕个月提交该设施的 

详细销毁计划。 

" 8 .每一締约国应： 

"(a)按照第五条附件的规定，至返于本公约生效后1 2个月内开始并至迟 

于本公约生效后1 0年内完成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以及该附件第二 • 

C . 3节中规定的有关设施和设备， 

"(b)每年提供关于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销毁计划执行情况的资料， 

" ( 0至迟于销毁过程完成后 3 0天内，核证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确已销毁, 

"9.—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可暂时改装用于销毁化学武器。这种改装的设施必须 

在它不再用于销毀化学武器时立即销毁，并且无论如何，至迟于本公约生效后10 

年内销毁， 

"10.每一缔约菌应使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都按照第五条附件的规定受到通过 

现场视察和现场仪器监测进行的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 

" U .每一締约囯拫据本条作出宣布和提交计划和资料均应按照第五条附件的规 

定行事。 

"ci2.注意：销毁期间安全不受减损。〕' 

有关肖'毁期间安全不受减损的条款在公约案文中的适当！'立置问题，有待进一步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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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约不加禁止的活动' 

" 1 .每一締约 s : 

'Ha)在不违反本公约规定的情况下，有权为公约不加杂止用途而发展、生 

产、以其他方式莸取、保有、转让和使用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 

"(b)应确保不为公约禁止的目的而在其4页土内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 

方发展、生产、以其他方式获取、保有、转让或使用有毒化学品及其 

前体， 

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 

(a)第六条附件〔1〕、 〔2〕、 〔 3 〕和〔⋯：!-中提及的、可能被用于公约 

禁止的用途的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以及生产、加工或消耗这些有毒 

化学品或前体的设施应按这些附件的规定受到：！际监督： 

" 2 

第六条附件〔1〕附表〔1〕 

第六条附件〔2〕附表〔2〕 

第六条附件〔3〕附表〔3〕 

第六条附件〔‧‧‧〕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和〔特别危险 

关鍵前体〕 

〔化学武器系统关键纟il分〕 

关鍵前体 

进行大批量商业生产并可用于化学 

武器目的的化学品 

未列入附表〔1 〕的剧毒致死性化学 

品的生产 

"(b)附件所载的化学品附表可加以修订,修订的方式载于第六条附件〔0〕, 

一个代表团认为，本条及其附件所用的术语应与尚待商定的化学武器最后定义 

相符. 

一个代表团认为，为核査不生产而收集和转交数据和其他资料的问题需要进一 

步审议.该代表团提到 1 9 8 7年 3月 1 9曰CDZCw/TP. 159号工作文件，其 

中载有一些供列入暂定案文的组成部分草案。 

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些化学品应载列于第六条附件〔2 〕附表〔2 〕.另一些 

代表团认为需要将其载入一个单独的附件〔4 〕*在本问题解决之前,暫用第六条 

附件〔⋯〕这一名称. 

此外，还进行了有关将化学品列入附表〔1 〕的准则方面的工作‧工作结果列 

入附录二，将作为未来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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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公约对其生效后 3 0天内，*一缔约 E应按照笫六条附件〔 1 〕 、 〔 2 〕、 

〔3 〕和〔⋯：1 6 t 3 ^定，宣布关于^矢化学品及其生产设;的据. 

"4.每一締约ii应按照笫六条附件〔1 〕、 〔2〕、 〔3〕^〔...〕的 

每年^有矢化学品作一次宣布. 

" 5 .每一缔约国承诺^笫六汆附件(： 1 〕下的化学品^ 〔设:JÈ〕〔各设施〕更 

于该附件所载指施 . 

"6.每一締约^承诺在生产^加工不受!^响的t况下将第六条附件!： 2 )*P 

〔⋯〕下的化学品和设;fê«置于监设!!之下，方法是数筏拫告和通过现场t£察^使用 

现场仪器对其逬行例竹的系统i!际核查. 

" 7 .每一缔约国承诺将第六条附件〔 3 〕下的化学品和设施置于通过数狻裉告 

进行的竖m'之下. 

" 8 .犰行本条定应尽量避免妨 ? !本公约締约 h ê u经济和抆术发展 . m m 

^平化学活^方E'StllliiJ^舍1，，包括在按照本公约: 1 义定为和平目的î?^生产、加工或 

使用化字品KLFT况下G'Î亏ÉT;科学和、术资乂及化学品？3设备!:3ISF示交抉，'' 

"9.在进tï核査活^时，（协,J委员会）^： 

."(A)避IL对IT勺!^£:5和乎化学活动，成不必要干扰； 

"(B)采玖一切預?,，揞：^，以1F、护其i执行公约的过程Ç获悉的机密资科；' 

并 

"r^i 1^仪要求荻得它为履行本公约规定职责所需最15限度ÊT;资料和教 

"10.为了进行现场核查，#一締约1，应1，照第六条附件〔1 〕、 〔 2 〕、 〔3〕 

和〔⋯〕65现定，准许（协1^委员会）进入有关设羞. 

"1 一致认为，应订有关确保所提供资枓的机密性é5条It 

"'本款是否列入本条，有待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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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家执行措: 

"本公约 # " - ^ I S L « 据其宪法程序采取它认为必要任何措施执行;^公约，特 

别要禁止并防止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进行本公约栾止本公约締约囯逬行的 

任何活动, 

"为了履行这些义夯，每一缔约HI应按照其需要和具体情况，指定或建立一个囯 

家主管 I P门. ' 

"每一絝约国承诺将1!家主管崔3门和为执行*公约采取的其他立法和行政措;通 

知协商委员会. 

"每一转约II承诺在协商委员会执行其所有职务时进行合作，特别是向协商委员 

会提供协助，包括数据告，协助送行 4：公约规定际现场视察.并对协苘委员 

会提出的一切有关提供专门知识、资料和实ë室支援的旻求铃予答复. 

il家技术手^^： 2 

有人提出，应拟订关于负责k行公约的：C主管部门é a i n夯的&则. 

有人提出，在未来的公约中不 g g f ê及 E家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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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组 织 ' 

" A . 一般现定 

"1.本公约各締约国特此设立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以实现公约的各项目标，确 

保公约各项规定、包括对公约遵守情况进行国际核査的规定得到执行，并为各締约 

H提供一个进行协商和合作的论坛.2 

"2.本公约所有締约国均应是本组织的成员. 

"3,本组织的总部应设在⋯⋯ 

"4.兹设立〔协商委员会〕〔大会〕、执行理事会和技术秘书处作为本组织的 

机构. 

〔协商委员会〕Ç大会〕 

"(a)组成、5呈序和决定的作出 

" 1 .〔协商委员会〕〔大会〕应由本公约所有締约国组成.本公约每一締约 

国应有一名代表参加〔协商委员会〕〔大会〕，并可由副代表和顾问随同出席. 

"2.〔协商委员会〕〔大会〕笫一届会议应至迟于本公约生效后30天由保存 

人在（某一地点）召开。 

" 3 .〔协商委员会〕〔大会〕应每年召开常会，除非其另有决定.〔协商委 

员会〕〔大会〕应可在执行理事会的要求下或在得到〔8—10个〕'〔三分之一〕 

締约国支持的任何締约国的要求下，决定召开特别会议，必要时，应临时通知召 

开特别会议。 

"'一个代表团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这一构想的目前处理方式或同一目的的任何其 

他类似解决办法持保留;f见，并认为在进一步审查这个问题之前，需先制定此 

一组织的筹资原则. 

"2 —种;t见认为，应与联合国密切合作来实现这些目标. 

"，有一种;t见认为i支持此一要求的締约国数目少于此数也可以： 



"4.除非〔协商委员会〕〔大会〕另有决定'会议应在本组织的总部举行. 

"5.〔协商委员会〕〔大会—〕应制订其议事规则.它应在每届常会开始时选 

出其主席和其他必要的高级取员；他们的任期至下一届常会选出新主席和其他高级 

职员为止， 

"6.〔协商委员会〕〔大会〕过半数成员构成法定人数. 

"7.〔协商委员会〕〔大会〕每一成员应有一票表决权. 

"8,关于程序性问题的决定，包括关于召开〔协商委员会〕〔大会〕特别会议 

的决定，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的简单多数作出.关于实质性问题的决定应 

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作出，除非公约另有专门规定.如果对 

某一问题是否属于实质性问题有争议，该问题应作为实质性问题处理，除非〔协商 

委员会〕〔大会〕以决定实质性问题所需的多数而另有决定.'2 

"(b) ； 和 职 务 

"1.〔协商委员会〕〔大会〕应是本组织的〔主要〕〔最高〕机构。它应审 

议公约范Ë内的任何问题、事项或争端，包括与执行理事会和技术秘书处的权力和 

职务有关的问题、事项或争端.它可就一締约国提出的或执行理事会提请其注意的 

有关公约的任何问题、事项或争端和提出建议和作出决定。2 

"2.〔协商委员会〕〔大会〕应监督公约的执行，促进和〔评估〕审查公约的 

遵守情况。它还应监督执行理事会和技术秘书处的活动并可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就 

职务的履行向其中任何一个机构发布准则。 

有人还提出，除另有专门规定外，应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而如果无法在 

2 4小时内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则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的简单多数作出。 

有人还指出，程序性问题的决定和实质性问题的决定不应有任何区别。 

有一种意见认为，事实调查报告不应付诸表决.也不应就一締约国是否遵守公 

约条款作出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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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外，〔协商委员会〕〔大会〕应具有以下杈力和职务： 

(1)在其常会上审议并通过本组织的报告，审议其他报告'，审议并通过 

执行理事会提交的本组织方案和预算； 

〔鼓励〕〔促进〕为相平目的在化学领域进行国际合作； 

审查可能影响本公约的实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 

就各締约国应缴费用的比额表作出决定；2 

选举执行理事会成员； 

任命技术秘书处总干事；' 

批准执行理事会提交的执行理事会议亊规则； 

^5：±其认为按照本公约履行其职务所必要的附属机构，* ， 

(2) 

(3) 

'(4) 

'(5) 

'(6) 

'(7) 

'(8) 

'(9) 

"4.〔协商委员会〕〔大会〕应于本公约生效之日算起满5年和1 0年后，或 

在该期间内可能议定的其他时间召开特别会议，以审查本公约的实;J£情况。此类审 

查应考虑到任何有关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其后每隔5年应为同一目的召开〔协商 

委员会〕〔大会〕会议，除非大多数締约国另作商定。7 

' 有人提议 1裉告应送交联合 1 . 

2 本组织费用的整个问题需加以审议. 

，由执行理事会^由各締约国提出人选的问题应加以讨论. 

*有人提议，设立一个科学咨询理事会作为其附属机构. 

，有人提议，设立一个事实调査小组作为其附属机构. 

'与执行笫十和笫十一条有关的职务问题将在后一阶段审议.其他职务，例如， 

在一締约国不遵守公约的情况下所应采取的行动，也可列入. 

7本^定的位置和措词以及是否需要分别召开审查会议，仍需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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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协商委员会〕〔大会〕的主席应担任执行理事会的主席，但无表决权.〕 

" C .执行理事会 

"(a)组成、程序和决定的作出 

(待拟订） 

" ( b )权力和职务 

" 1 .执行理事会应是〔协两委员会 J 〔大会〕的执行机构，并应向其负贲.它 

应执行裉据本公约及其附件赋予它的权力和职务以及〔协商委员会〕〔大会〕所授 

予它的职务.执行时，应按照〔协两委员会〕〔大会〕的建议、决定和准则行事， 

并确保这些建议、决定和准则始终得到适当执行. 

" 2 .执行理事会尤其应： 

"(A)促进公约的有效实施和ÀÏ:守； 

"(B)监督技术秘书处的各项活动； 

"(c)同各締约国的家主管邵门合作，并应各締约国的请求促进其相互间 

的协苘^合作； 

审议其职权范围内影响本公约及其执行的任何问題或事项，包括遵守 

方面的问题和不遵守公约的情况，'并酌情提请〔协商委员会〕〔大 

会〕注意该问题或事项； 

"(e)审议本组织的方案和预算草案，并将其提交〔协商委员会〕〔大会〕； 

"(f)审议并向〔协商委员会〕〔大会〕提交本组织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的报 

告草稿、关于其本身活动情况的报告以及它认为必要的或〔协商委员 

会〕（大会〕可能要求的特别报告； 

'有一种意见认为，事实调查报告不应付诸表决，也不应就一締约国是否遵守公 

约条款作出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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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经〔协商委员会〕〔大会〕批准，代表本组织同各国和各国际组织締 

结协定；批准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同名締约国谈判的关于如何执行核査活 

动的协定； 

"(h) (1)举行常会.在常会闭会期间，应视履行职务的需要随时举行会 

议； 

C ( 2 )选举其主席；〕 

(3) 拟订其议事规则，并提交〔协两委员会〕〔大会〕批准； 

(4) 为〔协商委员会〕〔大会〕的会议作出安排，包括拟订议程草案. 

3。执行理事会可要求召开〔协商委员会〕〔大会〕特别会议.' 

有人提议，一旦公约第一条观定的义务受到违反，执行理事会即应要求召开 

〔协苘委员会〕〔大会〕特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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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技术秘书处 

"1.应设立一个技术秘书处，以协助〔协商委员会〕〔大会〕和执行理事会覆 

行其职务.技术秘书处应执行根据本公约及其附件所赋予它的职务以及〔协商委员 

会〕〔大会〕和执行理事会指派给它的职务. 

"2.技术秘书处尤其应： 

"(a)代表本组织就与公约执行有关的事项向各締约囯发送函件并接收各缔 

约囯的来文； 

"(B)与各缔约囯谈判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有关的辅助协定，交由执行理 

事会批准； 

" ( c )执行本公约规定的国际核查措施；' 

"(â)向执行理事会通报在执行其职务方面出现的任何问題以及其在进行核 

查活动中注意到的和（或）其未能通过与有关缔约E磋商加以解决或 

澄清的〔关于公约遵守与否的疑问、暧味不明或无从断定的情况〕； 

"(e)〔按照本公约〕〔在执行本公约条款的过程中〕向各缔约囯提供技术 

援助和技术评价； 2 

"(f)编制并向执行理事会提交本组织的方案和预算草案； 

"(S)编制并向执行理事会提交本组织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的报告以及执行理 

事会和（或）〔协商委员会〕〔大会〕可能旻求的其他报告； 

"W向〔协商委员会〕〔大会〕执行理事会和其他附属机抅提供行政和技 

术 支 助 。 2 

'有人提议，囯际家、S可就其系统的核査活动中某些不够明确的情况要求逬行 

视察. 

2 f要根据公约有关条款的拟订情况进一步审议本款的措词。有人提议，技术锓 

助或评价可涉及技术程序的制订，核查方法有效性的改进.，化学品清单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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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囯际视察团应是技术秘书处的一个单位，并应在技术秘书处总干事的监督 

下行事，囯际视察团的准则载于⋯⋯.' 

"4.技术秘书处的组成应为：作力主管和行政首长的总干事一名、视察员和可 

能需要的科学、技术及其他人员若干名. 

"5.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由〔协商委员会〕〔大会〕〔根据执行理事会的推荐〕 

任 命 ， 任 期 〔 4 〕 〔 5 〕 年 〔 ， 可 续 任 一 届 ， 但 其 后 不 得 再 

续i总干事应就技术秘书处工作人员任命及组织和工作等对〔协商委员会〕〔大会〕 

和Ï九行理事会负责，雇用工作人员和决定服务条件的首要考虑应是必须确保其工作 

人员具有合乎最高标准的效率、能力和品格，囯际视察员或其他专业及办事人员必 

须由締约国公民担任。应妥为顾在尽可能广泛的地域基上征聘工作人员的重要 

性，应按照工作人员尽量精简而又可适当执行其职责这一原则进行征聘。 

"6.技术秘书处总干事、视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覆行其职务时不应征求或接 

受任何政府或除本组织以外的任何其他来源的指示。他们应避免可能影响其,为只 

对〔协商委员会〕〔大会〕负责的囯际官员的身分的任何行为*特別是,在此种职 

责的限制下，他们不应向任何未经投杈的人透露其在执行么\务的过程中莸悉的任何 

机密资料.总干事应建立一个关于技术秘书处处理和保护机密资料的制度. 

"7,每一缔约囯应承诺尊重技术秘书处总干事、视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所负责 

任的纯谇囯际性，不试图《^响他们履行其职责。 

由于一垄首都正在进行审议，如何处理此一准则的问题将留待以后决定，为 

了方便各代表S,本报告附有第0类问題协调员的报告（CDycwywp. 175) 

的附文（ A ) ,作为本附录一的增编。 

"Z有人提i义，技术(^书处总干亭应由〔协商委员会〕〔大会〕裉招-，i合义书长 

的 推 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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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协两，合 ! ?和事实调查， 2 

"1.各缔约D应直接在相互问或通过协两S员会或其他适当的国际程序，包扎: 

联舍S范围内符合其宪章的程序，«&可能提出的与本公约的目的1^^约条|5：的执^^ 

有关的任何问题进行协商与合作. 

" 2 ,各締约 ©压尽一切努力，通过相互问交换^料协商，澄漬并解决任何可 

能对本公约的连守ifî况产生疑问的问题，^对某一可能被认为暖昧不明的有关ran 

产 生 关 注 的 问 〔 一締约国如接到另一缔约国请其澄清请求国认为引起这种疑 

问3?^关注的任何问题的要求，.应在筏到要求后'⋯天內向谞求国提供足以解答所^ 

问îSi关注的安料，并说明所提供的资料如何解决了问题，〕本公任诃规A均不1多 

响本公约任诃两个^两个以上缔约国有权经互相同«而2它们之间安排视察或任何 

其他程序，以澄滑^解决任诃可能对遵守IS况引起疑问^对某一可能被认力暖昧?7 

明的有关问题引起关注的问题.这种安排不£1^^响任何締约国£本公约其他条,狄 

下 的 利 和 义 务 . 

"要求澄潢的程序 

" 3 , —締约miill有^要求执行理事会协助澄清任何可能暧、不明的It况IS:?!" 

另一缔约国遵守公约与否产生:迗问的情况.执行理事会压提供其所拥有的与，况 

賓关并能消!^怀疑当资料与数据，一时〔采取一切预防揞苑〕保守其在执行公 

约的过程中获悉的莴Ji^工:!11机密以及其他机密资料. 

. " 4 . 一缔约囯圧有权旻求执行涅事会从另一缔约国得5'j关于任诃可能铍ÎU?暖 

昧不明ÊSîfî况5^对其^守公约与否产生疑问的價况的澄漬.在iS:种清况下，应适 

用以下规足： 

"(a)执行理事会应在接5〗澄漬旻求后〔2 4小时〕內向有关締约国转达这 

一要求. 

"(b)被旻求的缔约囯应于接？'j要求后〔7天〕内向执行^;会作出澄渍.. 

"'一些代表0认为，对指称使用化学武器的:《iig及送行此种视察的序问题尚未 

受深入审 i义，应在稍后段以拟议的笫九^附件 C C:v766和CD^^CWyTT?. 
1 7 3号文件）为基础逬行讨论. 

"'有一个代表3认为，适用于安全纟会存的质疑'：生12：?^^度具茅应;r :广r.--

wî. 1 9 辨 文 《 丰 中 定 的 序 。 ― _ -



"(c)执行?E筝会应在收到澄漬后〔2 4小时〕内向提出要求的缔约S转达 

这一澄淸,. 

"(à)提出要求締约国如认为i2:—澄清不够充分,-可要求执行理事会从铍 

要求的待约国取得逬一步的澄清. 

"(e)为了玖得ft据笫2软(a)项要求的进一步澄清，执行2^事会可设立一个 

专、组釆军置与引起疑问的 i n况有关的一切可以得到的资料与据. 

专塞小组应就其调査结果向执行垤事会缇交一份事买往钹告. 

"(f)提出要求的締约国如对根据第2款(a)Me)项取得的澄清不漭意，可要 

求执行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而非执行理事会成员的有关缔约S应有 

权按照第一条的规定,加会议，在这一特别会议中，执行理爭会JE 

审议该问题,并可建议杀取任何它认为适当的措:来处理这一情况， 

" 5 , —缔约11应有权要求执行m事会澄清任诃饺认为暖昧不明的情况玖对其遵 

守公约与否产生疑问的憒况.犰行^事会应作出反应，适当提供这种协助， 

" 6 .执行?1事会应将根据本条提出的一切澄漬要求通知本公约各締约S. 

"7.〔如杲一締约国对于遵守的疑问玖矢注未£向执行S事会提出澄瀆要求后 

〔两小月〕内消除，或者它认为它的疑问B要紧患军议，则S不必行便其提起质聚 

程序的扠利的情况下，可铵照第⋯‧条的^定要求协两委负会召开特别会议.在这 

一特另;J会议中，协荷委员会应审议该问題，并可建议采取任何它认为适当的措:51来 

处涅这一馉况.〕 

"要求派事实调查团的程序 

"第九条的其他内容尚待拟订,' 

' 特设委员会主/^和c小组主席在1 9 8 7年会议和 1 9 8 8年会议期间就这个 

问II进行了协商。两位主席对事态的看法载于附录二，其目的是便利对这个问 

题作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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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m ' 

"十一、经济和技术发展' 

"十二，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2 

"本公约任诃现定决不得解释为减损了 1 9 2 5 年 6 月 1 7日于日內瓦签订 

的《关于禁止S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其他气体相细菌1^战方法的议定书》 

1 9 7 2 年 4 月 1 0 曰 于 伦 敦 * 莫 ^ 科 ^ 华 盛 顿 签 订 《 关 于 禁 止 发 展 * 生 产 储 

存细菌C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欵此种武器公约》下承担的义务， 

"十三，修正2 

"十四、期限、逗出 2 

"一^约囯退出本公约决不应响各S继续履行其在国际法任诃有关jtyi'j、 # 1 ' 

是 1 9 2 5冬 6月 1 7日《日瓦议足书》下所承担义务的贲任 . 

" 十 五 、 字 * 批 准 ， 生 欽 2 

"十六、语文 2 

'就本条继续进行了工作.为便于进一步审议所涉各项问^,附录二载有反映现 

险段讨论情况的案文， 

2 1 9 8 8年会议期间就本条进行了工作。为便于进一步审议所涉各项问题，附 

录二载有反映现阶段讨论情况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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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条 附 件 

"一、化学武器的宣布 

" A .裯有或不^ %有 

"1.在本li领土上裯有化学武器 

是⋯⋯ 

否⋯⋯ 

" 2 .在其他地方^有、管辖或控制化学武器 

是⋯⋯ 

否⋯⋯ 

领土上有在其他1^何一方管辖控制下任诃化学武器 

是⋯⋯ 

否⋯⋯ 

过去曾转让 

是⋯⋯ 

否⋯⋯ 

"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宣布 

" A .撋有或不拥有 

"1.在本m领土上有化学武器生产设；ÏI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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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其他地方拥有、管辖或控剝化学武器生产设尨 

是⋯⋯ 

否⋯⋯ 

领土上有在其他任何一方管辖或控制下的何化学武器生产设; 

是⋯⋯ 

否⋯⋯ 

： c .过去曾转让设备〔戚技术文献〕 ‧ 

是' 

否' 

〔三、其他宣布：) 

1有一种意见认为，不应把技术文献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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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四 条 附 件 

"一、化学武器的宣布 

締约国关于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化学武器的合计数量〔、地点〕'和具体 

组成的宣布JI包括： 

"1.所宣布.的每一种化学品的合计数量. 

"〔2.每一个宣布的化学武器储存地点的确切位置，列明： 

— 名 称 ； 

一 一 地 理 坐 标 . 〕 ' 

"3.每一个储存设施的详细存货清单： 

"(1)按照第二条被定义为化学武器的化学品： 

"(a)化学品应按照笫六条附件规定的附表宣布.2 

" ( b )对于第六条附件附表中没有列&的化学品， 2应提供可 

能将贫化学品列入适当的附表中所需的资料，包括纯化合 

物的毒性，对于前体化学品，应提供主要最终反应产物 

的毒性和名称， 

"(c)化学品应?!1明符i囯际纯粹和应用化学联合会现行命名法 

的化学名称、结构式和给定的化学文摘辻登记号。 

对于前体化学品，应提供其主要最终反应产物的毒性和名 

称》 

-"^代表团保留它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第四条的范围内，应i亥考虑拟订适用于根^该条所宣布.éîl 

化学武器的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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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如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化学品的混合物，应填明所有这些 

组成部分的名称和每一种纟且成部分所占的百分比，并应在 

毒性最大的化学品的类别下宣布此种混合物. 

"(e)如涉及多纟且分弹药、装置、散装容器及其他容器，应列明 

每一种化学纟 Ë 分的数量以及预计可以得到的最终主要反应 

产物的数量.此种项目应在〔关鍵前体〕〔关鍵纟旦分〕 

的类别下宣布。 

"(f)对每一种化学品，应宣布其储存?,式，即，弹药、次级弹 

药、装置、设备或散装容器及其他容器.对每一种储存 

形式，应列明： 

一 . 类 型 

一 尺 寸 或 口 径 

一 项 目 件 数 

一 #一项目的化学品填科的重量 

对散装储存的化学品，应宣布纯度百分比。 

"(g)对每一种化学品，应宣布储存地点保有的总重量. 

"(2)被定义为化学武器的未填弹药^(《；)次级弹药和(或）装置禾 

(或）设备;^每一类I应列明： 

"(A)项目件数 

"('0)每一项目的装填容量 

"(c)打算便用的化学品填料，如果已知的话。 

"(3)专门设计用于与(UfP(2)点所列弹药、次级弹药、装置或设备的 

便用直接有关的设备. 

"(4)专门设计用于与(1,2)点所列弹药、次级弹药、装置或设备的 

便用直接有关的化学品。 

"B.关于缔约国领土上在其他方（包括非本公约締约国）管辖或控制下È力任何 

化学武器的详细资科（待拟订）. 

此夕 

- 7 9 -



' c .过去的转让^接受. 

"曾经转让或接受过化学武器的締约国应宣布这种〔这些〕转让或接受， 

〔如果每年转让或接受的散装和(或觯药形式的〔各种化学品〕〔每种化学品〕 

数量超过一公 P屯〕.应按照上面第 3段的存货清单格式宣布.直布还 

应列明供应国和接受国，并尽可能明确地列明时间以及被转让项目的目前 

所在地. 

"二、对化学武器宣布的国际核査、对储存设施的1际 

系!^益s; 对化学武器移出销毁的E际核査' 

'i.储存设施的说明 

"(A)按照第四条宣布的化学武器直到销毁之前在締约国领土上或在其管辖或控 

制下的其他地方储存的每一个地点或位置，下称"储存设览"。 

"(、-‧>)締约囯在按照苐0条提出化学武器储存宣布时，应向技术秘书处提供其(各 

个）储设施的详细说明及位置，包括： 

一 边 界 图 ； 

一设拖内 f l -存库/储区的位置； 

一每一纟t存库/储存区的储存内容详细漬单； 

一 储 存 库 / 储 存 区 结 构 有 关 细 节 ； 

一关于技术秘书处放置密封设备和监測仪器的洚议。 

一个代表S由于其对第四条中的宣布化学武器储存地点问题所持立场，对整 

个这一节表示了保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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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封闭储存设茏的揞:^与储存设尨的准蚤揞 

"(a)缔约g!应至迟亍作出化学武器宣布时采取它iU?适当的措；^,封闭其(各 

个）储存设：^,并E防止其化学武器被移动，伹移出销蒙除外. 

为了对儈存设:作好准备以供国际核查，締约1 §应确保将其（4 ^ )铬存设 

施tf»的化学武器加以布置，使密封设备和监测装置可以有效!^用，井便亍逬入设;^ 

逬行核 

" ( c )储存设: ^应一直封闭，除了移销毁以外，不得移动化学武器，是， m 

家主营部门可继续在设:^进行必要绻修和安全监测活动• 

' 3 .关亍辅助安排的协定 1 

"(a)各締约囯应在公约生效后〔6 〕个月内就核査其储存设施的辅助安排同 

本组织締结协定，此种定 H以一项示 î E i ^定作为很据，并 H，"每一储存设: S I 

订明枧察的次数，程度、期限、详细的视察程序以及技术秘书处对密封设备和监 

衮置安装、操作和维修 .示笵定应载有考虑 F ' j未来技术发展的 ^ . 

"(b/缔约iH应确保技术秘书处可在公约生效后议定的期i^、内对/力有储存设;^3 

成化学武器宣布的核查弁开始逬行储存设施的系疣监測.' 

辅助安排的范围有待讨论. 

确保在指定的期.
3
艮内执行核查计划的程序有待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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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化学武器宣布的s际核g 

" ( a ,通过現场^察逬行面际核置 

"(1)对化学武器宣布逬行SI际核£,是为了通过现场視察置证按鹰第四条 

所作的宣布是否确买‧' 

" ( 2 ) 宣 布 作 出 后 ， B B 际 視 察 员 应 立 即 逬 行 核 除 其 他 事 项 外 ， 他 

们£1核置化学品的数量以及是否力原物，并核査弹药、装置和其他设 

备的类型及件数。 

"(3)他们应gm使用议定的密封设务、标志戎其他存货控制程序，以便于 

准瑀清点每一储存设龙中的化学武器， 

" ( 4 )随着清点储存的逬行，国际视察员安装必要的议定密封设备，以 

清楚表明储存是否被移动过，并現保储存设龙的封闭. 

协调储存设旌的11际系iO:测 

"在通过现场枧察;?Î化学武器宣布逬行核至方面，H际視察员应对系^监測储 

存设的措《作必要的协调. 

• 5 .对储存设蓖的 3际系统监 

" ( a )对储存设 l Ê近行国际系疣监溷，；了确保^武 • ̂：:F«祆密移走. 

"(b) H际系^溷应在化学武器的宣布传iH后尽快开始逬行，并应在所有化学 

^从储存设施移走前一直继续进行.应扶照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珅保监溷由话 

‧构成：现场仪器连续监測和通过国际現场視察逬行系统核査.如果无法用现 

场仪器逬行连续监溷，則应驻国际視察员. 

"(C)如已就系统监测化学武器储存设施的辅助安排締结了有关协定，国际视察 

员应为这种系疣监测安装下面(e)项提到的监测系疣.如果尚未締结这种协定，应 

由S际视察员一直留在现I,》而开始进行系统监测，直到协定締结而且监测系疣安装 

并启用为止. 

第四条第2款(b)项是否适用，有待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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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在現场仪器开始连续监测之前以及在无法用现场仪器进行连续监测的其他 

时间JL必须有一名国际视察员在场才能打开面际视察员安装的密封设备。如果有非常 

It况霣5^在視察员不在场时打开密封设香，^约U应立即通知技术秘书处，而s 

际枧察员苻尽快赶回现场，以核对储存并重新密封， 

" ( e )仪卷监溷 

" ( 1 )为了对化学武器储存设範进行系统监測， S际枧察员将在所在 ® 

人员在场的愤况下并按照关于辅助安徘的有关协定^^个监领、兢， 

其中包括感测器、辅助没备和传输系；^. 议定的这些设<5"的类型应 

在示范协定中订明.这些设备除了应有保护效据和核实效据的住能 

外，还应当有密封设备以及其他干扰指示装置和防干扰装I 

"(2)监测系统的能力及其安装、调整或方向应严格而有效地符4上面(a)项 

中提到63检测化学武器储存设施内受到禁止或未经授权的活动这个"i 

一目的.因此，应对监测系统监测范围加以 F F、制.如杲 J E测 

系沪U的S3件或作用受F 诃干扰，该系统将向技术秘书处发出信号. 

监iîl;1系统应具有备用能力，以^保个别,失炅时整个系-坑的监;S能 

力不受影嘀. 

" ( 3 ) 监 测 系 纭 ^ 用 时 , 国 际 员 将 视 要 武 器 的 存 贷 清 单 是 否 准 转 ， 

" ( 4 ) ^从每一储存设蓖通过【有待瑀定的）手段向技术秘书处发送数据。 

发送系将包括从储存地点经常犮送以及储存设施与技术秘书处之 

间 3 5 冋 询 一 答 复 系 疣 . 国 际 i l 察 员 应 定 期 检 查 监 测 系 统 是 

否运转正常. 

"(5)如果&測系统显示任何不正常情况，11际視察员将立即确定这是由 

‧f i^备钕障还是由于储存地点的活动造成的.如果经检查后问^仍舒？ 

决，技术秘书处苻立即査明实情，包括必要时立即对存设逬行 

现 ^ 访置，技术秘书处应在置觉任何这关之后立即报告 • 

^约 H .而缔约 E应协助解决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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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如果储存设施发生或可能发生有可能影响监测系统的事故，締约国应 

立即通知技术秘书处‧締约国应同技术秘书处协调随后的行动*以期 

尽快忮复监测系统的运转，并在必要时制订临时措施. 

"it)系统的现场视察和访查. 

"(1)除了系统的现场视察之外，还可能需要对监测系统进行维修访査，以 

便对设备进行任诃必要的维侈、更换或在必要时调整监测系统的监测 

范围. 

" ( 2 ) (瑰定系 I E现场視察的頻繁程度的准W有待拟订.；技术秘书处在选 

t ! l f要視察的特定存设JÈ时，应使人无法预溷对设蔥逬行視察的准 

确 B ^同 .每 ^視察期同，s际视察员将核置监测系I E是否运转正 

常，并核虿议；比例的储存库和储存区中的It存. 

"(Ê)在储存设施的所有化学武器都已移走之后，技术秘书处应对国家主管部门 

的此一宣布加以核证。技术秘书处在核证之后，应终止对该储存设施的国际系统监测, 

并立即移走国际枧察员安装的所有装置和监测设备. 

" 6 .对化学武器移出销毁的国际核查 

" ( 2 )締约国应提前〔 1 4 〕天将化学武器从储存设施移出的确切时间和化学武 

器到达锡毁设施的预定时间通知技术秘,处。 

" ( b )締约国应向视察员提供将被移出的化学武器的详细清单。化学武 

器从储存设乾移出时，国际视察员应在场，并应核查清单上的化学武器确实袭 

上了运翰车辆.一旦装毕， S T际视察员即应掛酌情况将货物和/或运输工具密 

封. 

"(c)如果只有一部分化学武器被移出，.IS际视察员将核查剩余化学武器的清 

卑是否准确，并按照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对监«系¦^作适当的调整. 

" ( d )国际视察员应通过检置货物和/或运翰工具的密封情况来核查化学武^ 

是否到达了销毀设施，并应扭查所运化学武器的清单是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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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視 銻 访 查 

"(a)技术秘书处应在視察小组预定抵达储存设施连行系纥视察或访查的4 8小 

时之前将视察或访查该设施的决定通知缔约国.如果是为觯决紧恚问题而进行视察 

或访査，则此期限可以缩短.技术秘书处应说明視察或访查的（各个）目的. 

"(b) —缔约E应为视察员的到来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并务义、把他们从进入缔 

约 a领土的地点迅速送至储存 « •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将订明为视察员所作的行 

敖安排. 

" ( C ) g际视察员按照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应： 

一可不受P_g!多Jtk视察锗存设施的所有部分，包括任何弹药、装置、散装 

錢或其他雜 .鶴员在进行活动时应遵守 I f c ^的安全， "章 .所 

要枧察的项目将由视察员选定； 

一隨身携^并便用他们为芫成任务而可能需要的议定仪器； 

一得到^他 1 1的谞求而从设苑的任衮置、擞衮吞器! ^其他 g釆某的 

特品.？ n°。将由辦的代走 ï « ^员的面前采集； 

一对稃品逬行现场分折； 

一必要时，按照议定程斤将样品移出现场，运至技术秘书处指定的 

买验室逬行;^析； ‧ 

一茌分析样品时，使所在締约国有机会 è场； 

一按照议定程序，确保所运输、储存和处理的样品不受干扰； 

一同技术秘书处目 S通讯 ‧ 

"(d)按照议定程序，接受视察的締约S应： 

一有;tJl茌整个枧粱期间一直陪同視察员，并现察他们在储存设:SI 

的所有核查活动； 

一有权保所采集的所有样品的复样，并在分析样品时在场； 

一 有杈检查m际7歹J察员所使用或安装的任何仪器，并在其人员Ëtia试 

该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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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 s际視察员提 H i i t求时，协助他们安装监测系疣^! ; ^分析样品; 

一 得 其 ( 各 " 储 存 设 尨 的 視 . î ^ 告 的 副 本 ； 

一 《提出请求后，将到技术秘书处收集的关于其（各个）储存设的资 

科和&据的副本， 

"(e) S际枧察员可请求对枧察出现的任诃可藏情况作出澄清.如杲出现 

了任诃在枧察过程》P无法解夾的可疑1»况,视察员应立即通知技术秘书处（总干事）‧ 

"(f)在每次枧察或访查了储存设施之后,画际视察员应向技术秘书处（慈干事)提 

交"'织f查结果报告,而技术秘书处将向接受视察或访查的^兮国转交一份该报告的副本， 

枧察期间得到的资料（有待指定）应作为机密事項处理（程序有待拟订）• 

- 8 6 -



三、销毁化学武器的原则、方法和组织 

1.销毁化学武器是指.1^七学品以一种基本上不可逆转的方式转变为一种不适于 

生产化学武器的形式从而不可逆转地使弹药和其他装置无法用作化学武器的过^ 

"2.每一拥有化学武器的締约国应决定如何销毁其化学武器，但不得使用以下 

的程序：倒入任何水体、陆地掩埋或露天焚化.销毁化学武器应只在专门指定的、 

并经过适当设计和配备的设施中进行. 

"3.締约囯应确保化学武器销毀设施的建造和运转能保证销毁化学武器，并确 

保能够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对销毀过程进行核查. 

四、销毁的原则和顺序' 

"1.销欵濒序的制定应基于：所有囯家的安全在整个销毁阶段不受减损；在销 

毁阶段的初期建立信任；在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过程中逐步取得经验；无论储存 

实际组成和选用的化学武器销毀方法如何，一律适用。 

"2。所有拥有化学武器的缔约:S应同时开始销毁化学武器储存，整个销毁阶段 

应划分为九个一年期. 

B小组主席就整々^一节进一步拟订进行了协商，其结果载于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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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每一销毁期内，每一締约国应至少销毁其储存的九分之一〔按库存当量 

和（或）芥子当量计算〕''但不限制一締约 H I以更快的速度销毁其储存.每 

一締约国应按照本附件第三部分的规定，决定每个销毁期的详细计划，并应每年报 

告每一销毁期的工作执行情况.' 

" 4 .销毁顺序（有待拟订） . * ， 

'各方认为有必要拟订对不同类型的化学武器储存进行比较的方法.致死性和有 

窨化学品的比较问题尚未.ft决，有待进一步审议， 

2 —些代表团表示，销毁倚存的规则问题需进一步充分加以讨论。 

'各方确认，化学武器储存的,毁和有关生产设施的消除应一并考虑， 

* 一些代表团认为，为决拥有少量化学武器储存的国家的安全顾虑，应当引入 

安全储存水平的概念. 

， 一 些 代 表 团 提 请 注 意 1 9 8 8 年 3 月 2 9 日 C 8 2 2号文件所载的建议， 

该建议旨在确保所有国家的安全在销毁阶段不受减损.为此，它建议作出以 

下的基本承诺：一切化学武器生产均应在公约生效后立即停止；一切化学武器 

储存地点和生产设施从一开始就受到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 

"筌于化学武器储存目前存在差距，它建议采用一种特定的分阶段销毁办法‧ 

按照这一办法，在第一阶段，应由化学武器储存较多的各締约国销毁其储存， 

直至达到议定的水平.它们认为，只有在第一阶段结束后，大:i的化学武器 

储存到第五年底已被削平，储存较少的締约国才须开始销毁其储存.'分为两 

个阶段的整个销毁期均将受到严密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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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销毁化学武器进行国际核查 

1.对销毁化学武器进行核査的目的应是： 

一查证所要销毀的化学武器储存是否确为原物而且数量相符，以及 

一查证这些储存是否实际上确已销毀. 

"2.销毀化学武器的总计划 

"根据笫四条提出的销毁化学武器的总计划应载明： 

"(a) 一份销毁总时问表，列出每一时期计划销毁的化学武器类型和数量； 

" ( b )将在 1 0年销毀期内运转的现有或计划的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数目； 

"(c)每一现有的或计划中的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 

一 名 称 地 址 ； 

一 地点； 

一打算销毁的化学武器； 

一 销 欵 方 法 ； 

, ― 能 力 ； 

一预计的工作期限； 

一销毁过程的产物 . 

"3.销毁化学武器的详细计划 

"按照第四条的规定在每一销毁期之前6个月提交的详细计划应载明： 

"(a)计划在每一设施中销欵的每一类型化学武器的合计数量； 

"(b)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数目和在每一设施中销毁化学武器的详细时间表; 

"(c)有关每一销欵设施的下列资料： 

一名称、通信处、地理位置； 

一 销 毁 方 法 ； 

一 最 终 产 品 ； 

一 设施平面图； 

一 技 术 方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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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操 作 手 册 

―核查制度； 

一设施实行的安全措施； 

一囯际视察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d)有关位于销毁设施内并计划在销毁期内直接向其提供化学武器的任何 

储存设施的下列资料： 

一设施平面图， 

一按化学武器类型和数量估计的储存方法和储存量， 

一在销毀期内储存在该设施的化学武器类型和数量， 

一设施实行的安全措施. 

"(e)在提交第一份详细计划后，以后的年度计划只应载有对第一份详细计 

划所列必要数据部分的修改和补充. 

4.对销毁化学武器详细计划的审查 

"(a)技术秘书处应裉据締约国提交的详细销毁计划以及拟议的核査措施， 

并且视情况裉据以往视察的经验和关于辅助安排的一项（或各项）协 

定，与该締约国密切协荷，在每一销毀期开始前拟订一项对销毀化学 

武器进行核查的计划,，技术秘书处与締约国之间的任何分歧均应通 

过协茼解决.任何未决事项均应提交执行理事会采取适当行动，以 

促进公约的充分执行. 

"(B)详细的销毁和核查综合计划经议定后，应连同技术秘书处的适当建议 

一并送交执行理事会成员审查• 执行理事会成员应审查这些计划， 

按照核査目标予以核准. 此种审查是为了判定所计划的化学武器 

销毁工作是否符合公约规定的义务以及销毁化学武器这一目标‧此外, 

还应正对销毁进行核查的办法是否符舍核査目标而且行之有效.此 

种审査应在销毀期开始前6 0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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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 执 行 理 事 均 可 就 有 关 销 毁 和 核 査 综 合 计 划 充 分 与 否 的 任 何 

问题同技术秘书处协两.如果执行理事会的成员无一反对，即应将 

计划付诸实施‧ 

"(d)如果有任何困难，执行理事会应与締约国协商觯决.如果还有任何 

困难无法解决，则应提交协商委员会处1 

"(e)在审査了销毀化学武器的详细计划之后，如果有必要，技术秘书处将 

同有关締约国进行协商，以确保其 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设计足以保证 

销毀化学武器，并得以预先计划如何执行核查措施，确保核查措施的 

执行无碍于设施的正常作业，而设施的作il也无碍于进行适当的核査, 

"(f)销毁和核查应按照上述议定计划进行.此种核查不应对销毁进程造 

成于扰. 

" 5 .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 

"对于每一销毁设施，各締约国应就系统核查销毁化学武器的辅助安排同本组织 

締结详细协定。此种协定应以一项示范协定作为根据，并应针对每一销毀设 

施订明详细的现场视察程序"及关于将化学武器移出销毁设施的储存设施、从这一 

储存设施运至销毀地点和用现场仪器进行监测的安排，同时考虑到销毁设施的具体 

特性和作业方式，示范协定â载有考虑到进行维修和修改的必要性的规定‧ 

"6.在实际销毁,W段开始前〔30天〕,允许囯际视察员进入每一化学武器销毀设;Jl, 

以便对该设施进行工程审査：包括设施的建筑和布局、用于测量和控制毀过程的 

设备和仪器以及检査和测试核査设备的精确性， 

"7.对销毀化学武器的系统国际现场核査 

(a)在整个实际销毀阶段中，允许视察员在化学武器销毀设施和在该设施 

的化学武器储存设施进行活动.视察员将在设施管理邵门和国家主 

管部门代表在场（如果他们愿意在场）的情况下与他们合作进行活动, 

CB)视察员可以通过实地观察或某种装置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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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销毁设施的化学武器储存设施和库存的化学武器； 

"(2)化学武器从储存设施运至销毁设施； 

"(3)销毀过程（确保没有化学武器被转用）； 

" ( 4 ) 材 料 出 入 伟 Ï 和 

" ( 5 )仪器的精确度和校准. 

'(C)在符合核查需要的情况下，核查程序应利用从设施的日常作业中得到 

的资料. 

'(d)在每一个销毁阶段完成之后，技术秘书处应对国家主管部门的宣布加 

以核证，报告指定数量的化学武器的销毁已经完成. 

'(e)国际视察员按照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应： 

一可不受P且挠地视察销毀设施的所有部分及其储存设施、任何弹药. 

装置、散装容器或其他容器.视察员在进行活动时应遵守设 

施的安全规章.所要视察的项目将由视察员按照经缔约 i l 同 

意并经执行理事会核准的核查计划选定； 

一随身携带并使用他们为完成任务而可能需要的议定仪器； 

一监测销毁过程中对样品进行的系统现场分析； 

一 必旻时，得到应他们的.请求而从销毁设施或其储存设施的任何装 

置、散装容器或其他容器采集的样品.样品将由缔约国的代表 

在视察员的面前采集牙3分析;. 

一同技术秘书处自由通讯； 

一必旻时，按照议定程序将样品移出现场，运至技术秘书处指定的 

实验室进行分析； 

一按照议定程序，确保所运输、储存和处理的样品不受干扰‧ 

一在分析样品时，使所在締约国有机会在场， 

"(f)按照议定的程序，接受视察的締约国应： 

一有权在整个视察期问一直陪同国际视察员，并观察他们在销毀设 

施及其储存设施的所有核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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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权保留应视察员的请求采集的所有样品的复样，并在分析样品 

时在场； 

一有权检查国际视察员所使用或安装的任何议定标准仪器，并在其 

人员面前测试该仪器； 

一在囯际视察员提出请求时，协助他们视监测销毁过程的需要而安 

装密封设备或监测装置^在现场分析样品； 

一得到关于其（各个）销毁设施的视察报告的剔本； 

一在提出请求后，得到技术秘书处收集的关于其（各个）销毀设施 

的资料和数据的副本。 

"fe)如果视察员发现可能引起怀疑的不正常情况，他们将把此种不正常情况 

告知设施代表相国家主管部门代表，并旻求澄清此种情况.未纠正 

的不正常情况将通报执行理亭会. 

V)在每次视察了销毁«之后，SI际视察员应向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提交一 

份调査结果jB^,而技术秘书处将向接受視察的缔约国转交一份m摄告的副 

本<«视察期间得到的资料（有待指定）应作为机密事项处理（程序 

有 待 拟 订 ） . ‧ ' 

‧8。位于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化学武器储存设施 

"(A)国际规察员应如本附件第二节第6(cî)段所提到的那样，核查任何化 

学武器到达位于化学武器销欵设施的化学武器储存设施的情况以及这 

些化学武器的储存情况.他们应酌情使用议定的密封设备、标志或 

其他存货控制程序，以便于准确清点该储存设施中的化学武器.他们 

应安装必要的议定密封设备，以核实移走储存完全是为了将其销毁. 

"(B) 一旦而且只要化学武器被储存在位于化学武器销毀设施的化学武器储 

存设施，就应按照有关的辅助安排协定，而如果尚未締结此种协定， 

则按照议定的销毁和核查综合计划，将这些储存设施置于本附件第二 

节第5段的有关规定所指的国际系统监疾.]之下. 

- 9 3 -



"(c)只要储存发生变化，国际视察员就将按照有关的辅助安排协定对监测 

系统作出适当调整. 

"(d)在实际销毁阶段结束后，国际视察员将开列一份已从储存设施移出销 

毀的化学武器清单.他们应使用上W<a)段所提到的存货控制程序核 

查余下的化学武器储存是否确实•为确保储存设施的封闭，他们应 

安装必要的议定密封设备. ' 

"(e)在实际销毁阶段完成后，如果没有留下任何化学武器，即可中止对位 

于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化学武器储存设施的国际系统监测.如果除 

此以外不计划在这一设施储存任何化学武器，则应按照本附件第二节 

第5(g)段终止国际系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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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五条附件 

"一、化学武器生严设施的宣布和告 

"A.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宣布 

宜布应包括每一设施的： 

"l .名称相^切地点* 

"2.拥有、经营、控刺及订造和购置该设施者. 

"3.每一设^的生'产便命： 

"(a)生产，.定义为化学武器的化学品的设;fè. 

"(P)装填化学武器的设施. 

"4.每一设施的产品以及严品的生产日期： 

" ( a ) 所 生 产 匕 学 品 

" ( B )所装填药或装置、化学装填'7 5的类別. 

"5.设鲍的能力，按以下各项列e刀： 

"(a) im-'E (期间）内所能生产&3终>^产品数量，假设该设：在运转 

( 时 间 表 ） . 

" ( B ) 设 ; ^ 在在（期同 )类 5 ^药或装置中 è 5化学品数量，假设 

该，;化^£运转（时间表）. 

" 6 .设施的详细说明： 

"(&)设施布局* 

" ( 5 )工序流程图. 

"(c)设备、楼房以及现场任何备件或替挨零件的详细瀆单. 

"(iJ现场饪何化学品#〖弹药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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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的宣布 

'宣布应包括每一设施的： 

" 1 . 以上 A段所列与设作为化学武 #生产设的运转有关的一切资料 . 

" 2 .化学武驀生产停止日期. ― 

"3.曽用于生严化学武器的特别设奋的 3义况. 

" 4 .加以?^而不再用于学武器的日期，开始不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日期, 

" 5 . 目 前 、 经 营 ^ 控 制 者 . 

"6.目lï的生产，说明产品Éil类别及数量. 

" 7 .目前的生产能力，以设施在（期间）内所能生严的终端严品数:Ê表示， 

假设该设旌在运转（时间录）. 

" 8 .目萷设施63详细说明： 

"(三）设施布局. 

" ( t ) 工序'流程 

" ( C )现场 g下的 \ t何专用于生产化学武II的设备所在地. 

"(à) & 场 g下 S 3何化学武器数 £ 。 

" C .缔纟领土上在其他一方控制下的 

化学武器生严设施S3宣布， 

宣布St;责任（待讨论）. 

本?ft仵一、A $r》分中所载的一切内容均应宣布. 

"D .绮约国领土上在其他一方控制下的原有化学 

武器生产设施的宣布 

一 宣布的贲任（待讨论）. 

一 本 件 一 、 分 宁 所 — 切 内 容 i ^ i ^ 宣 布 -

—旦商定出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所有关于'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 

规定均需加以审查。在这一方面，还应讨论如何处理先前销毁的化学武器生产 

设施。 



" E ,转让的宣布 

. " 1 .化学武器生产设备是指（待拟订） 

" 2 .宣布应具体列明： 

"(a)接受/转让化学武器生产设备〔和技术文献〕者； 

"(B)设备的类别； 

"(c)转让曰期； 

"(d)如知悉的话，化学武器生产设备〔和文献〕是否已消除； 

"(e)如知悉的话，目前的部署。 

' X宣布为确保关闭所采取的措施 

"1.締约国管辖或控制下的设施（待拟订）。 

"2。締约国领土上在其他一方控制下的设施（待拟订）。 

" G .年度报告（待拟订) 

" H .销毁的最后核证（待拟订) 

"二、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原则和方法 

" A . 总 则 

"每一締约面应按照第五条和本附伴所规定的原则，决定用于销毀其化学武器生 

产 设 施 的 方 法 。 ' 2 

需进一步讨论可能的销毁方法及有关定义。 

尚需讨论在牵涉一个以上面家的情况下的执行措施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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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设 的 关 闭 及 关 闭 方 法 

"1.关闭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目的是为了使其不能再作为此种设施运转， 

"2.締约国在采取议定的关闭措施时应适当考虑到每一设施的具体特点。此种 

措施除其他外，应包括:' 

一除了进行议定的活动外，禁止占用建贫物； 

一拆掉与化学武器生产直接有关的设备，包括工序控制设备及水电等设 

备； 

一使专门用于保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安全运转的保护性装置和设备失去 

效能； 

一切断il向化学武器生产设;的铁路和其他道路，但为开展议定活动所 

需要的铁路或道路除外。 

"3.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关闭期间'締约囯可以在该设施继续进行安全活动， 

" C . 与销毀有关的活动 

" l e符合"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定义的设备的销毁 

一所有专用设备和标准设备均应实际销毁， 

一 " 专 用 设 备 " 是 指 ： 

‧主要生产链，包括用于产品合成、分离或纯化的任何反应器或设 

备，最后技术阶段（例如在反应器中或在产品分离过程中）直接 

用于热传导的任何设备，以及同附表〔1〕所列的任何化学品或 

为准许目的无需每年使用⋯公斤以上但可用于化学武器目的或若 

设施运转即可用于此种目的的任何其他化学品接触到的任何其他 

设备. 

需根据销'毁方法及具体设施的特点进一步拟订和讨论这些措施所包括的活动和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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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化学武器:装填机器-

*专门为设施用作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而设计、建造或安装的-壬何其 

他设备，而此一设施不同于按不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或腐蚀性 

化竽品的设施所适用的通行商用工业"^准建造的设施.（例如， 

用高镍合金或其他特种對^纣料制成的设备；专用于废物控制、 

废物处理、空气过滤或溶齐J回收的设蚤；专用封闭容II和安全屏 

蔽；用以分折供化学武器用的毒性化学品的非标准化实验室设备; 

.专门设计的过程控制扳；专用设蚤的专门备伴.） 

一 " 标 准 设 备 " 包 括 ： 

‧化工业普遇便用而且不属于"专用设备"类别的生产设备； 

* 化工业通常'i更用的其他设备，诸如：消防设蚤、警戒相险/安 

全监测设备、医疗设施、实验室设施、通信设备‧ 

2 .符合"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定义的建筑的销欵 

一 " 建筑 "一词应包括地下结构 ‧ 

'一所有专用建筑和标准建筑均应实际销毁。 

一 " 专 用 建 筑 " 是 指 ： 

* 按生产或装纟處格局而È-已置有专用设备的任何建筑； 

‧有显著特征表明其与通常用于进行公约不加禁止的化学品生产或 

装填活动的建筑不同的任何建筑. 

一 "标准建筑"是指按不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或脔'fi性化学品的设施 

所适用的通行工业标准建造的建筑‧ 

"3.生产未装填化学弹药和专用化学武器使用设备的设施 

一应宣布肖除专用于下列生产的设施：(A)化学弹药的非化学部件的 

生产或专用化学武器使用设蚤的生产。应按照第五条中关于销 

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观定进行销毁并加以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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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为生产化学弹药的非化学部件而设计或1更用的所有没备均应实际镛莰, 

此类设备包括â专门设计的模具金厲成形压模，可运至特定地点销 

Wl, 逬行销毀期间i il际视察员应在场。 

一用于此种生产活动的所有建筑相称准设备均应改装而用于准许目的， 

必要时应通过遂商或质疑怪视察加以査证. 

一进行销毀或改装时，可继续进行准许的活动. 

" D ,与暂时改装为销毁设施有关的活动(待拟订） 

与原有化学武器生产没施有关的活动, 

"三、销毁.《序（待拟订） 

" 四 、 计 划 

" A . 总 计 划 

1. 应提供每一设施的以下情况： 

" ( A ) 采取措施的预计时间表； . 

"(B)销毁方法。 

2 . 关于暂时改装为化学武器锖毀设施： 

"(1)改装为销毁设施的预计时间表； 

"(2)设施用作销毁设施的预计时间； 

"(3)新设施的情况说明； 

"(4)销毁特别设备的方法； 

一旦商定出化孛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所有关于'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 

规定均需加以审查.在这一方面，还应讨论如何处理先前销毁的化学武器生产 

设,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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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使用改装的设施销毀化学武器后销毁该设施的时间表； 

"(6)销'毁改装的设施的方法. 

" 3 •关于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待拟订）。， 

" B •详细计划 

" 1 .消除每一设施的详细销!^计划应载有： 

"(a)销毁进程的详细时间表； 

" 设 施 布 局 ； 

" ( = )工序流程图； 

"(^)需销毁的设备、建筑物和其他项目的详细潰单； 

"(e)对清单上每一项目将采取的措施； 

" ( f )拟议的核查措施； 

"te)在设施销毁期间应遵守的保障/安全措施； 

"(11)向国际视查员提供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 2 .关于智时改装为化学武器销毁设施. 

除了本附件第四.：B. 1部分所载的资料外'还应提供以下资料： 

" ( 1 ) 改 装 为 销 殳 施 的 方 法 ； " 

"(2)按照笫四条附件笫五、3„ (C)和(d>^分，提供销毁设施的资料， 

" 3 .关于暂时改装用于销毁化学武器的设施的销毁，应按照本附件第四 1 . 

部 ^ 4供资料 . 

" 4 .关于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1 

一旦苘定出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所有关于'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袍的 

规定均需加以审查.在这一方面，还应讨论如何处理先前销毀53化学武器生产 

设,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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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宣布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及其关闭的il际 

核查、国际系统监测、对销毁化学武器生 

产设il的面际系统核査' 

1 •对宣布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及其活动停止的国际核查 

"(a)通过初始^场視察行ID际核查； 

"(1)对化学武！:I生产«的宣布进行II际核查ÂIJ目的应是为了： 

一査证除为进行关闭所需的活动以外的其他一切活动是否已经停止; 

一通过现场视察査证按五条所作的宣布是否确实 . 

"(2) H际察员应立即进行此种初始核查，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至迟于直布 

作出后〔6 0 〕天内进行. 

" ( 3 )他们应酌情使用定的密封设备、标志或其他存货控制程序，以便亍 

准确清点每一化学武II生产设施所宣布的项目. 

"(4) @际视察员应安装必旻的议定装置，以了解化学武生产是否炔复， 

或者是否有任何宣#目被移走.他们应采取必旻的预防措；^,以竟 

妨^缔约菌送行关闭活动.囯际视察员可回到现场进行维侈，并裣查 

装置是否完好. 

"(b)茵际系统监测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协调 

"在为核査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宣布进行初始现场视察方面，国际视察员应为以 

下第4段所銳定的对这些设施进行系统监测的措施进行必要的协调. 

本附伴的这一部分將需要在有关化学武器、化学武器生产设拖的定义以及销毁 

方法的问题解决后进一步讨论和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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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 

"(a)各締约国应在公约生效后〔6 〕个月内就系统监测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 

辅助安排同本织缔结协定。此种协定应以一项示范协定 ,为根据，并应就 

每一生产设施订明详细的视察程序以及技术秘书处对密封设备和监测装置的安装、 

操作和维修，同时考虑到每一设施的具体特点‧ 示范协定应载有考虑到未来技术 

发展的规定. 

"(b)各錄约II应确保技术秘书处可在公约生效后议定的期限内对所有化学武器 

生产设施宪成设施宣布的核査并开始进行系统监测.' 

'3.对关闭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B际核查 

"对宣布进行了第1段中提到的现场核査之后，®际枧察员应对每一化学武器生 

产设旅逬行现场视察，以桉实3(b)中提到的措施确已完成， 

'4 .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旅的国际系疣监测 

"(a)对化学武^生产设施进行国际系纥监测的目的应是为了确保该设施ji^有恢 

复化学武器的生产，也没有将已宣布的项目秘密移走‧ 

"(b) U际系统监〗应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关闭之后尽快^并应继续^行 f j 

该设旅梭销毁为止.应按照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确保系统监测由两郁分构成：现 

场仪器连续监测和ilài国际现场枧察进行系疣核查.如杲无法用现场仪器击行连 

续 监 测 ， 则 应 派 国 际 视 员 . 

"(c)在上面第4段搓5:jé5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关闭^行现场核查方面，如已 

就系统监測化学武！：:生产设施的辅助安排締结了有关协定，国际视察员应为这种系 

统监测安装一个下面(e)项提到的监测系统.如果尚未締结这种协定，应由国际视 

察员一直留在现场而开始进行系统监测，直到协定締结而且监测系统安装并启用为 

止. 

"，弒助安排的范围有待讨论. 

"'保证在指定》 :3限内抆行核è计戈; j的程序有待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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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在监測系统启用之前以及在无法用现场仪器进行连续监测的其他时间， 

必须有一名国际察员在场才可移动囯际视察员按照上面第 1段安装的装置，如 

果有非常情况导致15：^要在ta察员不在场时移^某一装置，締约国应立即通知技术 

秘书处，而国际视察员将尽快赶回现场，以核对储存并重新安装该装置， 

"(e)仪器ÎI^S^j 

"(1)为了对化学武器生产设；i进行系统监;；〗，国际察员将在所在11人员 

在场的情况下并按照关于辅助安排的有关协定，安装一个i!*:浏系统， 

其中包括慼倒器、辅助设备和传输系统.议定的这些设备的类型应 

在示范协定中订明。这些设备除了应有保护数据和核实数据的性能外, 

还应当有密封设备以及其他于扰指示装置和防干扰装置. 

"(2) Ife测系统的能力及其安装、调簦或方向应严格而有效地符合上面(a)項 

中提到的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内受到禁止或未经授权的活动这个唯 

一目的，因此，应对监^系统的监测范围加以隈制，如果监〗则系 

统部俘或作用受到任何干扰，该系统将向技术秘书处发出信号.监 

测系统应具有备用能力，以确保个别部件失灵时Ê个系统的监浏能力 

不受影响， 

"(3)监;;t弔统启用时，国际視离员将视需5核查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宣 

布^目的清单是否准确无误。 

"(4)将从每一生产设》à通过（有待确定的）手段向技术秘书处发送数据* 

发送系统将包括从生产设施经常发送以及生产设施技术秘书处之 

间的问询一答复系统，囯际视察员应定期检查监酒系统是否运转正 

常, 

" ( 5 )如果监系统显示任何不正常情况，国际视察员将立即^定这是由于 

设备故障还是甴于生产设施的活动造成的.如果经检查后问题仍未銲 

决，技术秘书处将立即查明实愦，包括必要时立即对生产设施进行现 

场枧察或访查。技术秘书处应在家、觉任何这类问题之后立即报告绩约 

国，而缔约囯应协助鋅决问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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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果生产设；i发生或可能发生有可能影响]!^澍系统的事tfc,缔约囯应 

立即通知技术秘书;^缔约国应同技术秘书处协词随后的行动，以《3 

尽快'复监a系统的运转，并在必旻时制订1:^时搢力i 

"(f)系统的现场视察相访査 

"(1)每次视察期间，国际视察员将核査监测系统是否运转正常，并视需要 

核査宣布的项目清单‧ 除此之外，还需要对监测系统进行维修访査, 

以便对设备进行必要Ê3维修、更换或在必要时调整监测系统的监测范围. 

"(2)(确定系统现场视察频繁程度的准则有待拟订‧） 技术秘书处在选 

定所要视察的特定生产设施时，应使人无法预测对该设施进行视察的 

准确时间. 

"5 •对销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园际核查 

"(a)对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进行国际核査的目的应是为了査证该设施是否确 

已按照公约规定的义务销毁，而且所宣布的清单中的每一项目是否确已按 

照议定的详细销毁计划销毀• 

» 在 化 学 武 器 生 产 设 施 销 毁 前 〔 3 — 6>f月，締约S应向技术秘书处提供详 

细销毁计划，其甲包括本附件第四节 B . 提到的拟议的销毁核査措施，内 

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例如： 

一枧察员在将要销毁的设施出 l « i的时间； 

一核査对宣布清单上每一项目所采取措施的程序； 

一逐渐擻销系统监测的措 ; t e戚调整监测系銃监测范围的措施‧ 

"(c)技术^书处应根据締约E提出的详细销毁计划以及拟议的核置措旌，并 

根据以往视察的经验，与该缔约国密切协商拟订一项对销毁没施进行核查的计划' 

技术秘书处与締约国之问有关适当搢施的任何分歧均应通过协商解决‧ 任何未决 

事项均应提交执行理事会'采取适当行动，以1：^进公约的充分执行• 

"'执行理事会在审查过程中的作用将需要根据其组成和作出决定的程泮加以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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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为确保第五条和本附件的规定得到落实，执行理事会和締约囿应就销毁和 

核査综合计划达成协议。此一协议应于计划开始销毀前〔6 0 〕天达成， 

"(e)执行理事会的每一成员均可就有关销毀和核查综合计划充分与否的任何问 

题同技术秘书处协筒。如果执行理事会的成员无一反对，即应将计划付诸实:fê. 

"(f)如果有任何西难，执行理事会应与缔约囯协商鋅决。如果还有任何西难 

无法，？决，则应捷交协商委员会处理，不应由于解决销毁方法方面的任何分歧面 

使镌毁计划中可以接受的其他部分的执行受到延误. 

"(g)如果未就核査的某些方面同执行理事会达成协议，或者如果无法将经过批 

准的核查计划付诸实；^,销毁的核查将通过连续现场则或视察员留在现场迎行• 

"01)销毁和核查应按照议定计划进行。核查不应对销毁进程造成无谓干扰，而 

应以视察员亲临现场目击销毁情况的方式进行，' 

"(i)如果没有按照计划采取所要求的核查或销毁行动，应将这种情况通知所有 

締约国。（通知程序待制订。) 

"U)对于那些可能转用于准许用途的项目.：‧ 

"在所宣布的清单中.的所有项目都已销毁后，技术秘书处应以书面对该缔约 

面的此一宣布加以核证。技术秘书处在核证之后，应终止对该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的囯际系统监i则，并立即移走国际视察员安装的所有装置和JlËtJ设备， 

"(1)经过此种核证后，錄约H将宣布该设施已销毁。 

'6 •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旎暂时改装为化学武器销g义设施的囯际核查（有待拟订) 

(7 ‧视察和访査 

"(a)技术秘书处应在枧察小组预定抵达一化学武器生产设;进行系统视察或访 

查的4 8 小时之前将视访査该设施的 ^定通知締约 E . 如果是为鮮决紧患问 

这种核査办法并不是唯一的办法，其他的办法可窓要酌情逬一步拟订. 

关于这些项目、准许用途以及对处理进行核査的方法的规定，将需要详细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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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进行视.系玖访受，则此期限可以缩短.技术秘书处应说明枧,、访£ 3 3 (各 

个）目的， 

"(b)締约B应为视察员的到来k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弁务必把他们从迕入约 

a领土的地点迅速送至化学武器生产设：^. 有矢辅助安排的协定将订明为视察员 

所作的行政安排. 

"(c) E际視察员按照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应： 

一可不受阻挠地：；; i察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所有部分.视.察员在进行 

活动时H连守设施的安全规章，所要视察的宣布清单上的项目将由 

枧察员选定； 

一随身携带并使用他们为完成任务而可能需要的议定仪器； 

一同技术秘书处自由通讯， 

"(d)按照议定程序，接受视蔡的締约a应： 

一有权个视察期间一直陪同国际视察员，并观察他们在化学武器生 

产设施的所有核查活动； 

一有权检查 1 1际 «员所使用^安装的任何仪器，并茌其人员面前測试 

该仪器； 

一 《11际视察员提出请求时，•协助他们安装监测系统； 

一得到其（各个）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视綦报告g!j本； 

一在提出请求后，得到技术秘书处收集的矢于其（各个）化学武Hi产 

设尨的资料和数据剔本. 

"(e) ffl际枧.II员'可清求对视察中出现的任何可疑馆况作出澄清.如杲出现 

了任何在视察过程中无法^^的可^情况，视粱员H立即通知技术秘书处（总干事） 

"(f)在每次视募方置了化学武器生产设;之后，SI际视察员应向技术秘书处(总 

干事)提交一份调查结果报告,W技术秘书处将向接.受
7
:a.察或访查的缔约n转交一份该报 

告的剔本，枧察期间得到的资料（有待指定)应作为机密事项处î_i (程序有待拟 

订）， 

， 关于个别枧察员是否应拥有在本段^下面一段所规定的各种;利的问題，仍然 

可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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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笫六条附件〔 0 〕 

"修订洧单的方式 

"1.所设想的修订包括增添、f!除或者从一个渚单转列到另一个清单. 

" 2 . —缔约囯可建议修订.〔如果技术秘书处所得到的资料使它认为Hlf对 

化学品清单进行修订，它应将这份资料挺交〔执行理事会〕，而后者应将这份资 

料分发给所有締约国.〕一缔约国可请技术秘书处协助提供其建议所根据的理由， 

"3 , 1 參订清单的建应提交〔技术秘书处〕〔执行理事会〕〔公约保存人〕‧ 

"4.〔技术秘书处〕〔执行 3主事会〕〔公约侏存人〕在收到修订清单的?£议后， 

应负贵将此项建议通知各締约国. 

" 5 .建议的提出国应提供必要的^料来说明其提出建议的理田.钍何约国 

以及扠术秘书处如接到请求也可提供有关的^料，以便对^议进行评价. 

"6 .本组织，，〔执行理事会〕、任诃纟^约国〔和技术秘书处〕可对?^议进 

行技术评价. 

"7.本组织、'（协两委员会〕就建议作出决定的方式应是〔过半数通过〕 

(协两一致通过〕〔在技术秘书处将该建议通知所^締约ne0天之后得到所;^締 

约国默许，*果未得到默许，〔协两委员会）应在其下一次会议上审査这一问题，〕 

〔如果有五个戚五个以上缔约囯要求进行紧恚审议，则协两^员会应立即举行一 

次特别会议.〕 

"8.修订程序应在收到廷议后〔6 0天〕内结束，决定一旦作出，即应在 

〔3 0天〕后生效. 

"9.技术秘书处如接到请求,应协助任何締约国对未列入清单的化学品进行评价. 

这种协助应是机密的〔除非在评价中证实该化学品具有化学武器的特性〕， 

应由本组织哪+机构担负此一任务的问题，尚应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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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附件.〔1 〕 

"一般性规定 

" 1 .締约国不应^、取得、保有、转让或使用附表〔 1 〕所列的化学品，除 

非: 

" ( 1 )这些化学品用于研究、医疗或防护性目的，' 

" ( 2 )化学品的种类和数量严格限于那些可证明用于研究、医疗或防护性 

目的的化学品， 

"(3)在任何特定时间用于〔准许〕〔防护性〕目的的化学品的合计数量等 

于或少于一公 

"(4> 一締约国在任一日历年内通过生产、从化学武器储存中取出以及转让 

而得到的用于〔准许〕〔防护性〕目的的合计数量等于或少于一公《"ife* 

ti 
转让 

"2. —締约国可将附表〔1 〕所列的化学品移出其领土，伹只可转让给另一締 

约国，而且只能按照第 1段定用于研究、医疗或防护性目的, 

"3.转让的化学品不得再转让铪第三国。 

" 4 .在转让给另一締约国前 3 0天，'两个締约国均应通知协商委员会， 

"5.每一締约国每年应对上一日历年的转让作出详细宣布，宣布应在该年结束 

后个月内作出.并应就附表一所列的每一种化学品列明以下资料： 

"(1)化学名称、结构式和化学文摘服务社登记号码（如果已给定此一号码）; 

"(2)从其他囯家得到或向其他国家转让的数量。应列明每次转让的数量、 

接受国和目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为了使本附件前后一致，应该用'准许目的'而不用'研究、 

医疗或防护性目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使用'准许，一词会使可用作化学 

武器的剧毒fi死性化学品的使用范11大为扩大，因而敉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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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小规模生产设施 

"为〔准许〕（防护性）目的生产附表〔1〕所列化学品的每一締约国应以单一 

小规模设施进行此种生产，该设施的能力根据c 〕中规定的方法计算，每年不得 

超过（一〕公>"！t ' 

' - m 

' A .初始宣布 

"计划使用此一设施的每一締约国应向协商委员会提供该设施的位置和详细技术 

说明，包括设备清单和详图。就现有的设施而言，此种资料应至迟于公约对该締约 

国生效后3 0天提供。有关新设施的资料应在开始运转前6个月提供. 

' B . 预先通知 

"每一締约国应将计划对初始宣布所作的变更预先通知技术秘书外。应至迟 

于变更前⋯⋯个月发出通知。 

' C . 年 度 宣 布 -. 

"(a)拥有此一设施的每一締约SI每年应对上一日历年的设施活动作出详细宣布. 

宣布应在该年结束后⋯⋯个月内作出，并应包括： 

" 1 .设施的识别资料 • 

"2.该设施生产、取得、消耗或储存的附表〔1 〕所列每一种化学品的以下情 

况： 

"(1)化学名称、结构式和化学文摘服务社登记号码（如果已给定此一号码〉; 

有一种意见认为，单一小规模生产设施应该是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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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用方法和生产量； 

" ( 3 )附表〔 1 〕、 〔 2 〕或〔3 〕所列的用于生产附表〔1 〕所列化学品 

的前体化学品的名称和数量； 

"(4)该设施消耗的数量和消耗目的； 

" ( 5 )从缔约国垸内其他设施收到的数 £或运至締约国境内其他设施的 

数量。应列明每次运送的数量、接受者和目的； 

"(6)该年任何时间的最大储存量； 

"(7)年底的储存量。 

"3.同先前提交的该设施详细技术说明（包括设备清单和详图）比较，该设施 

在该年所作任何变更的情况， 

"(b)拥有此一设施的每一締约国每年应对该设施下一日历年计划进行的活动和 

预计的生产作出详细宣布。该宣布应至迟于该年开始前⋯⋯个月作出，并应包括: 

" 1 .设施的识别资料 

"2.该设旌生产、消耗或储存的附表〔1 〕所列每一种化学品的以下情况： 

"(1)化学名称，结构式和化学文摘社登记号（如果已给定此一登记V); 

" ( 2 )预计的生产量和生产目的， 

"3.同先前提交的该设施详细技术说明（包括设备清单和详图）比较，该设施 

预计在该年作出的任何变更的情à。 

二、 m 

"1.在这种设施进行核査活动的目的应是为了核实所生产的附表〔1〕所列化 

学品数:t与宣布的数量相符，特别是其合计数量不超过一公"t。 

"2.应通过现场视察和现场仪器监测对单一小规楔生产设施进行系统的国际现 

场核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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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某一设施进行枧察的次数、程度、期限、时间安排以及视察方式应取决 

于有关化学品对公约目标造成的危险、设施的特点以及设施所进行活动的性质‧所 

用的准则应包括：（有待制定）. 

"4.每一设施应在宣布之后立即接受国际视察员的初始访査.初始访査的目的 

应是为了核实所提供的关于该设施的资料，其中包括核实设施的能力不允许每年 

的生产量（大大）超过一公并取得所需的任何其他资料，以供安排该设施的未 

来核查活动、包括视察访查和现场仪器的使用. 

"5.拥有或计划拥有设施的每一締约国应在该设施开始运转或使用前，根据示 

范协定与本组织缔结一项协定，其中订明对该设施进行视察的详细程序。每一项协 

定应载有：（有待制定）。' 

"其他设施 

"〔为研究或医疗目的而合成、取得或使用酎表〔1 〕所列化学品的设施应得到 

締约国核可.每一设施为研究和医疗目的而合成该附表所列化学品的总i每年最多 

不得超过〔⋯⋯〕克，其中任何一种化学品的数量不得超过〔⋯⋯〕克.〕 

"〔为准许目的而取得或使用附表〔1〕所列化学品的设施应得到締约S核可. 

单一小规模生产设施对此种设施的每一项转让均应通知协商委员会，列入年度资料 

报告中，并说明所涉的化学品、转让数量和转让目的.〕 

" A . 初 始 宣 布 

"应向协商委员会提供经核可的设施的位置。 

预先通知 

" C . 年 度 宣 布 

"二、核査 

"应通过向协两委员会提交年度资料报告对设施进行监测.报告应载有以下资料: 

( 有 待 制 定 ） . 

"'有一种;f见认为，在締约là与本组织缔结协定之前，需要制定临时视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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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六条附件（ 1〕 

'2 

3 

ti 
A 

5 

6 

" 附 表 （ I 〕 

" 临 时 渚 卓 , 

烷 基 氟 缺 烷 餚 

例;》!:沙林：甲基氟腐lè异丙酯 

梭曼：甲基氟膊玟頻哪詣 

二疣氨基眷,^疣詣 

例如：塔M: 二甲氨基氰蘼酸乙II 

烷基^代鳞酸烷基一 s — 2—二疣氨基乙fi 

例如： V X :甲基^代.膦酸乙基一 S —2—二： 

琉芥气： 

^11^：齐子气（：—：）：二 （ 2 — 氯 乙 基 〗 ^ ( 5 C 5 - 6 0 - 2 ) 

倍半芥气（0: 1, 2—二 （ 2-氯乙琉基）乙烷（55é3-56-e) 

氧芥气（T): 二（ 2—氯乙琉基乙基）醚 （é"ie-e9-s) 

路易氏剂 

路易氏剂：I： 2—氣乙烯基二氲^ 

路易氏齐】2 : 二 （ 2—氯乙烯恙)氯胂 

路易氏剂3 : 三 【 2 —氯乙烯â乂呻 

氣芥气 

K IT 1 : N, H̶ 二 （ 2—氯Z^、）乙月安 

(107-"-S人 

(96-64-0) 

(77-81-6) 

二异丙氨基乙0 

150762-69-5) 

(541-25-3) 

(40334-69-8) 

(40334-70-1) 

H lî 2 

H N 3 

2了， 27̶二 （ 2—氯乙基）甲胺 

三（2—氣乙基）胺 

(553-07-s) 

(51-75-2) 

(555-77-1) 

附表中有些化学品是以一种以上的立体异构形式存在的.有人提出，如已指明, 

应列明每种形式的化学文摘服务社登记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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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二^乙醇联一 3 - ë » ?环酯（ E Z ) 

8 ‧烷荖,l̂ 'ët二-氣 

例 如 ： 7 

9.炉„芸五膦酸乙基一2—二异丙氨基乙裔 

例 : " 

义透一步讨论 

1 ‧石房始毒素 

2 . 3 , 3—二甲基丁一 2—餑 

3 . C s 

4 . C R 

5 . f、索旻和氯沙林 

6 . ?1芥气：包括以下所列K化合物. 

2—氯乙基‧氯曱著琉醚 

二 （2—氯乙基）砜 

二（2—氣乙琉基）曱垸 

1, 3—二 （ 2—氣乙琉碁）正丙疣 

1， 4 一二 （ 2 — 氰 乙 贫 丁 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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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附件〔2 〕 

- "关键前体化学品 

"宣布 

" 舞 约 国 根 据 i 六 条 第 3 和 第 4 款 作 出 的 初 始 宣 布 和 年 度 宣 布 应 包 括 ： 

" 1 . 附 表 〔 2 〕所列每种化学品的生产、加工和消耗的全国合计数据以及前一 

日历年内化学品进出口的全国合计数据，并注明有关的进出口国家。 

" 2 .前一日历年内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 2 〕所列化学品超过每年〔〕《"^ 

的每一设施或在⋯.以后的任何时问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附表〔2〕所列一 

化学品的每一设施的以下资料：2 

"关键前体化学品 

"(1)化学名称、设施使用的普通名称或商用名称、结构式以及化学 

文摘服务社登记号码（，果已給定此一号码）. 

"(2)前一日历年内生产、消耗、进口和出口的总量。-

"(3)生产、消耗或加工关键前体化学品的目的： 

" ( a )现场转化（具体说产品类型） 

"(B)出售或转让给本国其他工业（说明最终产品类型） 

"(2)出口关键前体（说明哪一个国家） 

"(d)其他。 

有一种意见认为，需就这一点讨论数量级限问题。 

宣布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附表〔2 〕所列一化学品的设施的义务在公约中的〈立 

置，尚需进一步审议。有一种意见认为，这项义务应列入第五条附件， 

总量以猜确数字表示还是以大约数字表示，有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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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 施 ' ' 

"(1)设施名称、所有者名称、经营设施的公司或企鱼名称，' 

"(2)设施的确切地点（包括综合体的地址、地点，设施在综合体内的 

位置，包括大楼及建筑物号码，如果有的话）. 

"(3)设施是专门用于生产或加工附表所列的关键前体，还是爲于多用. 

途性质. 

" ( 4 ) 设施的主要方向（目的）. 

" ( 5 )是否可随时利用设施生产附表〔 1 〕所列的化学品或附表（2 〕 

所列的另一种化学品。如本条适用，应提供有关资料， 

"( 6)生产所宣布的附表〔2 〕所列化学品的能力， 

"(7)进行了哪些与关键前体化学品有关的以下活动： 

" ( a )生产 

"(b)加:1；^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 

'一个代表团建议，就目前生产关鍵前体化学品的多用途设施而言，应列明： 

一产品的一般说明； 

一设施的详细技术计划； 

-技术计划中包括的特别设备清单； 

一废料处理设备的类型； 

一每种最终产品的说明（化学名称、化学结构和登记号)； 

一每种产品的单位生产能力； 

一每种产品的用途。 

'有一种意见认为需要有一个化学生产设施的定义，因而应加以拟订. 

，生产能力的定义有待商定.现已就这个问题同技术专家进行了一些协商.为便 

于各代表团进行进一步工作，附录二列入了一份关于协商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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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 )加工，但不转化为另一种化学 

"(d)其他——列明. 

"(8) —日历年内任何时间在现场是否储存有〔）〔pt〕以上所宣 

布的关鍵前体， 

"预先通知 

"3. (a)每一締约国每年应将打算在下一—曰历年内生产、加工或消耗⋯⋯以上 

附表（ 2 〕所列任何化学品抝设施通知技术秘书处，通知应至迟-

亍该年开始前'"⋯个月提交*杀应列明每一设施的以下资料： 

" ( 1 )上 ë第 2段所规定资料,，伹前一日历年的数量除外； 

" ( 2 )对于打算生产或加工的 m表〔 2 〕所列每一种化学p«^,下一日历 

年内打算生产或加工的总量以及预计进行生产或加工的起圪时间, 

"(b)每一締约国如在根据第3(a)段提交年度通知后计戈;，^、加工或消 

耗，则应至迗于预计，生产或加工前一个月通知技术秘书处。 

通知iîl就每一设施列明第3(a)段所规定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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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六条笫6款所观定的措施的目的应是为了核实： 

"(1)根据本附件所宣布的设施没有用于生产附表〔1〕所列的任何化学品，' 

"(2)生产、加工或消粍附表〔2〕所列化学品的数量与化学武器公约不加 

禁止的用途的需要量相一致.' 

" ( 3 )附表〔 2 〕所列的化学品没有转用于或用于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的百的. 

义务和频率' 

" 5 . ( 1 )根据本附件通知技术秘书处的每一设施应受到例行的系统 S际现 

场核 

"(2)对某一设施进行视察^使用现场仪器进行监测的次数、程度、期限、 

时问安排以及枧察方式应取决于有关化学品对公约目标造成的危险、 

设施的特点以及设施所进行活动的性质."所用的准则应包括：（有 

待 制 定 ） . ' 

这一部分所载的某些观定在整个公约、中普遇适用.一项谅解是这些观定的保留 

问题将在谈判的后一阶段加以审议‧ 

有人建议，应加上'或用于公约系、止的任1可其他目的，‧ 

有人就是否需要考虑设施生产附表〔2 〕所列化学品能力过高的问题表示了:t 

见. 

有一个代表团提议，此类视察的次数可为每年一至五次‧ 

已经査明并讨论了可能#>^响视察次数、程度、期限、时间安排相方式的一系列 

因素.这一工作的结果载于附录二，作为以后工作的基础. 

有人指出，对特定化竽品确定视祭制度时可采取'加权办法，‧ 在这一方面, 

还提到确立级限的重要性.有人提到，级限应与有关化学品'在军事上具有意 

义的数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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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 6 . 技术^书处在选定所要视察的特定设施时，应使人无法预测对设施进 

行视察的准确时间. 

"通知 

" 7 . 技 术 秘 书 处 应 在 视 察 小 组 抵 达 前 一 小 时 将 视 察 笫 2 ^笫 3段所提到 

的某一设施的决定通知締约国. 

"—所在締约国 

" 8 .所在締约国应有权指人员陪同国际视察小组.这一权利的行使不应 

响视察员根据公约观定进入设施的权利'也不应拖延或以其他方式阻殫视察的进行, 

"初始访査 

" 9 .根据本附件通知技术秘书处的每一设施，应在该国成为公约締约 1 1 

之后，立即接受国际视察员的初始访査， 

"10.初始访查的目的应是为了核买所提供的关于受视设施的资料，并取得所 

需的任何其他资料，以供计划未来核查该设施的活动，包括视察访査和使用现场仪 

# . 

''夫于视粱程序的协定 

" 1 1 .每一締约国应在公约对其生效后 6个月内，裉据一项示范协定与本组 

织締结一项协定-订明如何对该締约国宣布的设施进行视察.协定应观定在母 

一设施进行视察所应遵循的详 细辅助安排 . ' 

"12.此种协定应以一项示范协定作为裉据，并应就每一设施订明视察的次数、 

程度、期限、详细的视察程序以及技术秘书处对现场仪器的安装、搡作相维修. 

示范协定应载有考虑到未来技术发展定. 

有些 l^gf i^,该示范协定的拟订应作为公约谈判的一鄧分.此一示范协定的草 

案载于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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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应确保技术秘书处可在公约生效后议定的期限内对所有设施完成系统的 

国际现场核査. ' 

核查性枧察 

"13.根据辅助安排加以枧察的设施*位，除其他外，可包括：: 

"(1)运送和（或)储存原料化学品（反应物)的部位； 

"(2)在反应物加进反应器之前对反应物进行处理的鄧位； 

"(3)上面(1)和(或）（2)项所指部位到反应器之间的进料线，以及任何有关 

Ê们司门、流量计等等； 

" ( 4 )反应器的外部及其辅助设备； 

"(5)从反应器通向长期或短期储存地点或通向特定化学品的进一步加工地 

点的运输线； 

"(6)与(1)至(5)项所指任何项目有关的监控设备； 

"(7)处理废物和废水的设备和部位； 

"(8)处理不苻合现格的化学品的设备和部位. 

"14. (a)技术秘书处应在视綦小组预定抵达设施进行系统视察或访邀5 〔 4 8〕 

〔12〕小时之前将视察或访查该设施的决定通知締约国.如果是为觯 

决紧急问題而进行视察或访査，则此朋限可以缩短.技术秘,处应说 

明视蔡或访査的目的. 

"(t) 一纟,约国应为，见察员的到来作好一切必要的淮备，并务必把他们从进 

入締约国领土的地点迅速送至该设施，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将订明为 

视察员所作的行政安排。 

确保在指定的期限内执行核查计划的程序，有待似订. 

有人就是否需要考虑设施生产附表〔2 〕所列化学品能力过高的问题表示了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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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国际视察员按照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应： 

一可不受阻挠地枧察议定加以视察的所有部位.视察员在进行活动 

时应遵守设施的安全规鞏.所要视察的项目将由视察员选定； 

一随身携带并使用他们为完成任务而可能需要的议定仪器； 

―得到应他们的请求而在设施采集的样品.样品将由缔约国的代表 

在视察员的面前采集； 

一对样品进行现场分析； 

一必要时，按照议定程序将样品移出现场，运至技术秘书处指定的 

实验室进行分析；' 

―在分析样品时，使所在締约国有机会在场；' 

一按照（有待拟订的）程序，确保所运输、储存和处理的样品不受 

干 扰 ； ' 

一同技术秘书处自由通讯. 

(d) 按照议定程序，接受視察纟考约国应： 

一有权在整个视察期间一直陪同国际视察员'并观察他们在设施的 

所有核査活动； 

一有权保留所采集的所有样品的复样，并在分析样品时在场； 

一有权检査国;？、枧察员所使用或安装的任诃仪器，并在其人员面前 

测试该仪器； 

一在囯际视察员提出请求时，协助他们安装监測系统在现场分析 

样品； 

一得到关于其（各个）设施的视察报告的副本； 

―在提出请求后，得到技术秘书处收集的关于其（各个）设施的资 

料和数据的副本. 

，有一种意见认为，与不在现场进行分析有关的一切问題蔷要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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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技术秘书处可在每一现场保留一个密封容器，用以保存以后视察的过程中 

可能要参考的照片、计划和其他资料. 

提交规察员报告 

"16.在每次视察或访查了设施之后，面际视察员应向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提交一• 

査结果报告,而技术秘书处将向接受视察或访查帝约国^一份该报告的到本‧视察 

期间得到的资料应,为机密事项处理（程序有待拟订）. 

"17.国际视察员可请求对视察中出现的任何可疑情况作出澄清，如果出现了任 

何在视察过程中无法解决的可疑情况，视察员应立即通知技术秘书处（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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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六条附件〔2 〕 

" 附 表 〔 2 〕 

临时清单 

" 1 . 含 有 一 个 ^ 一甲基，碟一乙基或磷—丙基（正或异）鍵的化学品 

" 2 . 二疣氛基^酰二卣 

"3 . 二烷氨基锬酸二垸酯 

" 4 .三氯化砷 

" 5 . 2， 2—二苯基一 2—羟基乙酸 

" 6 . 查 宁 环 一 3—醇 

" 7 . 二异丙氨基乙基—2—氯 

" 8 . 二异丙數基乙一 2—醇 

" 9 . 二异丙氨基乙一 2—琉醇 

(7784-34-1) 

(76-93-7) 

(1619-34-7) 

(96-79-7) 

(96-80-0) 

(5842-07-9) 

待 — 步 讨 论 

" ( 1 )下列化合物： 

二 （2—羟乙基）琉鰱 （琉二甘醇） 

3 , 3—二甲基丁一2—醇 （频哪基醇） 

" ( 2 ) 第 5 , 6、 7. 8和9扩大的化合物组： 

( 第 5 组 ） ： 2 —苯基一 2 — （苯基、环己基、环戊基或环丁基） 

羟基乙鲛及其甲、乙、正丙及异丙酯 

( 第 6 组 ） ： 3 —或4 一羟基唬及其〔衍生物〕和〔类似物) 

(第 7 、 8、 9组）：二取代氨基乙基一 2—卣 

二取代II基乙一 2—醇 

二取代氨基乙一 2—硫醇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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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附件〔3 〕 

"进行大批量商业生产并可用于化学武器目的的化学品 

" 1 .缔约国根据第六条第 4 款作出的初始宣布^年度宣布应包括附表〔 3〕 

所列每种化学品的以下资料： 

"(1)化学名称，设施使用的普通名称或商用名称、结构式以及化学文摘社 

登记号‧ 

" ( 2 )前一日历年内生产、消耗、进口和出口的总量，'' 

"13)按照以下类别（待定）开列的化学品的最终产品或最终用途. 

"(4)前一日历年内生产、加工、消耗或转让〔30〕-!^以上附表〔3 〕所列 

某一化学品的每一设施或在一～以后的任何时间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2 

附表〔 3 〕所列一化学品的每一设施的资料，'* 

"(a)设施名称、所有者名称、经营设施的公司或企业名称. 

" ( t ) 设 施 地 点 。 

"(c)设施的生产能力（待定义）.， 

"(À)前一年所生产和消耗ÂHT学品的大约数量（数值范围待定）. 

"'总量以精确数字表示还是以大约数字表示，有待讨论， 

"2有一种意见认为，需就这一点讨论数量级It问题。 

" '宣布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附表〔 3 〕 列一化学品的设施的义务在公约中的位 

置，尚需进一步审议。有一种意见认为，这项义务应列入第五条附件。 

" ‧ 有人建议可以将;^用途制判（光气、氯化IL氰化复、氯化苦）.的界限定 

为 〔 5 0 > ^ /年〕〔 5 0 0 « ^ /年〕，前体的级限定为〔 5 P电/年〕〔 5 0 > ^ / 

年 〕 . 这 一 建 议 见 于 佩 龙 尼 博 士 （巴西）、布雷特费尔德中校（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和奥姆^博士（苻兰）应委员会主席的请求编写的1 9 8 7年 3 

月 3 0 E的一份非正式讨论文件， 

'，已 m个问题与技术专家进行了一些协商.为便于各代表团进行进一步的工作， 

附录二列入了一份关于协商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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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缔约国应将打算在作出年度宣布后的下一年中（以工业规模——待定义） 

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3 〕所列任何一种化学品的任何设施的名称及itkâ通知 

技术秘书处， 

M 

" 附表〔 3 〕所列化学品的核查制度包括：由缔约国向技术秘书处提供数据, 

并由技术秘书处对该数 I t进行监測 . '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规定必要时可利用现场'抽查，的.视察办法来核实銬约国 

所供的资料，另一些代表团认为公约第七、笫八和^九条的规定在这方面已 

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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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附件〔3 〕 

" 附 表 〔 3 〕 

光气 

氰化氨 

氨化氨 

三氯S肖基甲烷（氯化苦） 

磷酰氰 

三氬化磷、 

亚辚酸的二和三甲/乙酯: 

"亚璘酸三甲 

"亚鳞鲛三乙錄 

"亚磷酸二甲薛 

"亚磷1-〗二乙薛 

一氯化琉 

二氯化 

(75-44-5) 

(506-77-4) 

(74-90-8) 

(76-06-2) 

(10025-87-5) 

(7719-12-2) 

(121-45-9) 

(122-52-1) 

(868-85-9) 

(762-04-9) 

(19925-67-9) 

(19545-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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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附件〔⋯〕 ' 

未列入附表〔1〕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生产 
- ― ——―——~— 

"本附件的规定适用于： 

一半致死剂量等于或小于每公斤体重 0 . 5毫克'或半致死浓度等于或 

小于 2 0 0 0毫克一分 #方米的化学品； 

一 以 下 设 施 ： 

"(a)每年，生产或加工〔10〕 〔 100〕 〔 1000〕公斤*以上任何此种化 

学品，， 

" ( b )〔具有每年'生产 1 0 0 0公斤以上'任何此种化学品的能力‧.〕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在第六条附件〔2 〕附表〔2 〕中处理本附件所指的化学品 

另一些代表团认为需要一份单独的附件(4 3. 

'对此的理解是需要就毒性较低的化学品进一步讨论.花这方面，提出了各种意 

见： 

一差幅在 1 0—20%以内的化学品可予以考虑； 

一半致死剂量接近每公斤体重 0 . 5毫克的化学品可作为例外列入； 

一可利用修改清单的方式觯决这方面的可能顾虑. 

'不是每年迸行生产或加工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些代表团认为，产量和生产能力的级限应对应于军事上具有意义的数量. 

，一些代表团表示，应当增列是否适于化学武器用途的额外标准. 

‧ 一个代表团表示，生产能力问题应当按照第六条附件的有关规定、附表〔2 〕 

和附表〔 3 〕审议（参看CDZCW/wp. 1 6 7 .笫 6 2和笫 6 9 页 ） ‧ 

7 —项谅解是，生产能力级限的数值仍有待讨论. 

‧生产能力的定义有待商定，在这方面有人提到了 CD/cw/ft'?, 171所载的建议 

及本文件附录二所载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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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 

"締约囿裉据第六条作出的初始宣布和年度1:布应包括： 

"1，本附件'〔所列〕〔所适用〕每种化学品的生产或加工的全s合计数据以及 

前一日历年内化学品进出口的全11合计数据，并注明有关的进出口国家. 

"2.前一日历年内生产或加工〔10〕〔100〕〔 1000〕公斤，以上本附件〔所列〕 

〔所适用〕的任何化学品的每一设施的以下资料. 

'化学品 

' 设 施 

(】） 

(2) 

(3y 

(1) 

(2) 

化学名称、设施使用的普通名称或商用名称、结构式以及化学文摘ti 

登记号（如果已给定此—登记号）； 

前一日历年内生产、加工、进口和Hi口的总量；'' 

生产或加工化学品的目的； 

(S)现场转化（说明产品类型） 

(0)出售或转让给本11其他工业（说明最终产品类型） 

ic)出口化学品（说明哪一个E家） 

设施名称、所有者名称、经营设施的公司或企业名称. 

设施的^切地点（包括综合体的地址、地点，设施^合体内的位置; 

包括大楼及建筑物号码，如杲有的话）. 

'所报告的关于化学品的资料主要取决于裉据附件第4段进行核査的最后议定目 

标. 

' 号 文 件 载 有 一 项 ; £ 此 一 类 别 下 列 入 公 约 的 化 学 品 清 单 提 案 . 

，一些代表团认为，生产和加工能力的级PR应对应于军亊上具有意义的数量. 

*总量以精确数字表示还是以大约数字表示，有待讨论。 

，一个代表团认为，还应当提供任何此种化学品的全H合计生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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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施是专门用于生产或加工所笪布的化学品，还是属于多用途性质. 

" ( 4 )设施的主要方向（目的）. 

"〔（5)是否可隨时利用设施生产附表〔1 〕所列的化学品，如本条适用， 

应提供有关资料.〕 

" ( 6 )生产所宣布的化学品的能力.' 

"(7)迸行了哪些与化学品有关的以下活动： 

"(a)生产 

"(b)加工，并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 

"(c)加工，伹不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 

" ( d )其他一列明， 

"(8)前一日历年内任何时间在现场是否储存有〔 〕〔〕以上所宣布 

的化学品。 

'预先通知 

" 3 . (a)#—缔约li每年应将打算在下一日历年内生产或加工⋯⋯以上本附件〔所 

列〕〔所适用〕的任何化学品的设施通知技术秘书处。通知应至于该年开 

m⋯⋯个月提交，并应列明每一设施的以下资料： 

" ( 1 )上面^ 2段所规定的资料，但前一日历年数量除外； 

"( 2)对于每种化学品，下一日历年内打算生产或加工的总量以及预计 

进行生产或加工的起讫时间。 

"(b)每一締约国如在根据第3 (a)段提交年度通知后计划任何生产或加工， 

则应至远于预计开始生产或加工前一个月通知技术秘书处。通知应就 

每一设施列明第3 (A)段所规定的资料。 

，生产能力的定义有待—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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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査 

" 目 的 ' 

"4.第六条第6款所规定的措施的目的应是为了核实： 

"(1)根据本附件所宣布的设施没有用于生产附表〔1 〕所列的任何化学品* 

"(2)生产或加工所宣布的化学品的数量与化学武器公约不加禁止的用途的 

需要量相一致. 

" ( 3 )所宣布ÂMT学品没有转用于或用于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的目的， 

"义务和频率 

" 5 . ( 1 )通知技术秘书处的每一设施，应在该国成为公约締约国之后，立 

即接受国际视察员的初始访查， 

"(2)初始访查的目的应是为了核实所提供的关于受视察设施的资料，并取 

得所需任何其他资料，〔包括关于设施能力的必要资料，以供计划〕 

〔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例行的系统现场核查，如果需要，则计划〕未 

来核査该设施的活动，包括视察访査和使用现场仪器。 

" ( 3 )根据本附件通知技术秘，处的每一设施应受到例行的系统国际现 

场核查。 

"(4)对某一设:^进行视察和使用现场仪器进行监测的次数、程度、期限、 

时间安排以及视察方式应取决于有关化学品对公约目标造成的危险、 

设施的特点、包括其能力以及设施所进行活动的性质，3所用的准则 

应包括：（有待制定）. 

这一部分所载的某些规定在整个公约中普遍适用‧ 一项谅iTt是这些规定的保留 

问题将在谈判的后一阶段加以审议。 

这一目的需要进一步审议。一些代表S在这方面提出了是否适于化学武器用迨 

的问題. 

有一4^代表团提议，此种视察的次数可为每年一至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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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6 ‧技术秘书处在选定所要视察的特定设施时，应使人无法预测对设施进 

行视察的准确时间. 

所在締约国 

7.所在締约国应有权指派人员陪同国际视察小组.这一杈利的行使不应影响 

视察员根据公约规定进入设施的杈利，也不应拖延或以其他方式P且磚视察的进行. 

关于视察程序的协定 

"8 .每一締约国应在公约对其生效后〔6 〕个月内，根据一项示范协协定与 

本组织締结一项协定,订明如何对〔该缔约国宣布的设施〕〔技术秘书处根据 

国际视察员Â5初始访査决定应对其进行例行的系统国际现场核査的设鲍〕进行视察, 

协定应规定在每一设施进行视察所应遵循的详细辅助安排. 

"9.此种协定应以一项示范协定作为根据，并应就每一设施订明视察的次数、 

程庹、期哏、详细的视察程序以及技术秘书处对现场仪器的安装、操作和维修. 

示范协定应载有考虑到未来技术发展的规定. 

"各締约国应确保技术秘书处可在公约生效后议定的期限内完成系统的国际 

现场核査. 

核查性视察 

"10.根据辅助安排加以视察的设施部位，除其他外，可包括： 

"(1)运送和（或）储存原料化学品（反应物）的部位； 

"(2)在反应物加进反应器之前对反应物进行处理的部位； 

"(3)上面:1)和（或）(2)项所指部位到反应器之间的进料线，以及任何有关 

的阆门、流量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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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反应器的外部及其辅助设备； 

"(5)从反应器通向长期或短期储存地点或通向特定化学品的进一步加工地 

点的运输线； 

"(6)与(1)至(5)项所指任何项目有关的监控设备； 

"(7)处理废物和废水的设备和部位； 

"(8)处理不符合规格的化学品的设备和部位. 

11 . ( a )技术秘书处应在视察小组预定到达设施进行系统视察或访査的 

C 4 8 H 12〕小时之前将《11察或访查该设施的决定通知締约国. 

"(b) —締约国应为视察员Â3到来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并务必把他们/M 

入締约国领土的地点迅速送至该设施.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将订明为 

视察员所作的行政安排. 

"(C)国际视察员按照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应： 

-可不受阻挠地视察议定加以视察的所有部位.视察员在进行活动 

时应遂守设施的安全规章，所要视察的项目将由视察员选定； 

一随身携带并使用他们为完成任务而可能需要的议定仪器； 

―得到应他们的请求而在设施采集的样品‧样品将由締约国的代表 

在视察员的面前采集； 

―对样品进行现场分析； 

一必要时，按照议定程序将样品移出现场，运至技术秘书处指 

定的实验室进行分析； 

一在分析样品时，.使所在締约11有机会在场； 

一按照有待拟订的程序，确保所运输、储存和处理的样品不受干扰; 

一同技术秘书处自由通讯。 

"(d)按照议定程序，接受视察的締约国应： 

―有权在整个视察期间一直陪同国际视察员，并观察他们在设施 

所有核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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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保留所釆集的所有样品的复样，并在分析样品时在场； 

一有杈检查国际视察员所使用或安装的任何仪器，并在其人员面前 

测试该仪器； 

一在国际视察员提出请求时，协助他们安装监测系统和在现场分析 

样品； 

一得到关于其（各个）设施的视察报告的副本； 

一在提出请求后，得到技术秘书处收集的关于其（各个）设施 

的资料和数据的副本. 

"12 ‧技术秘书处可在每一现场保留一个密封容器，用以保存以后视察é拔程中可 

能要参考的照片、计划和其他资料. 

提交视察员报告 

"13 .在每次视察或访查了设施之后，面际视察员应向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提交一 

份调査结果报告,而技术秘书处将向接受视！：;或访査的締约国转交一汾该报告的副 

本，枧察期间得到的资料应作为机密事项处理（程序有待拟订）. 

"14.国际视察员可请求对视察中出现任何可疑情况作出澄清。如果出现了任 

何在视察过程中无法竟1决的可疑情况，视察员应立即通知技术秘书处（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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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筹备委员会 ' 

"1.为对公约条歙的賓效买施作必要的准备并筹备协两$'员会苜次会议，公约 

保存人È在（数目特定）个国家签署公约之后〔3 0 〕天内召集筹备委员会. 

" 2 . $员会应由签署公约的备 i l指代聚^戍. 

"3.委员会应于〔⋯〕召集，并直到公约生效及协两委员会成立后方可解化 

"4.委员会费用应由参加委员会的公约各签署国承抠〔，按联合国比额表 

但须考虑到联合国会员国的组成与参加委员会的筌署国的组成的差别而加以调整〕‧ 

" 5 .委员会的一切^定均应以〔协商一致方式〕（三分之二多数〕作出. 

" 6 . 委 员 会 应 

"(A)选举其主席团成员，制定其议事规则，视餐旻召开会议，并设立其认 

为需要的委员会； 

"(i>j任命一名执行秘15并设立一个临时扠术^书处，下设若干卑位，负责 

筹备很据公约设立的技术^书处所应开展的各种主要活动： 宣布 

和数椐；桄察团；帐目和报告的评价;协定和谈判;人员资格和培训； 

程序和文书的拟订；技术支助；财务和行政； 

"(C,安排协离委员会首届会议，包括拟订议程和"i义事规则草案； 

"(à)就公约生效后需立即汪意的问题，包括协商^员会第一年活动的工作 

计划和预算、本组i。、各常设办事处的地点、与公纟 3执竹方面的活 

动有关él;枝术性问题、扠术^ 15处的设立及其工1，人员条例^IT夯条 

例等，进行研究，并向协脔委员会苜届会议和执行垤事会苜次会议提 

出报告和建议. 

" 7 .委员会应向协^委员会首次会议报告其活动憒况. 

"，关于筹备^员会的&定 • ̂ 载入^含国大会荐引本公约的决议或与公"有 j ^ Ç ^ Ê S 

适当文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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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确定程序' 

"1 9 8 2年3月举行的协商除其他外讨论了毒性确定问题，参加的有来自2 5 

个国家的 3 2位专家. 

"讨论之后，协商参加者一致同意提出关于确定急性皮下考性的标准操作程序 

和确定急性吸入毒性的标准操作程序的建议《at些"ft同意的建议已作为CD/cvy 

WP-30号文件附件三和附件四提出， 

'"一项了解是，可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工传，以考虑到1 9 8 2车以后的技术发 

展 . 为 便 于 进 行 这 项 工 作 ， 现 将 々 ？ . 30号文件附件三^附件四转载于 

下. 

"，有一项谅解是：对建议的这些用以确定毒性的标准操作程序可加以补充或佟 

改，并（或）在必要时加以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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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用以确定急性皮下毒性的标准操作程序 

" 1 * 导 言 

"物剂按毒性分为三类： 

"(1)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2)其他致死性化学品； 

" ( 3 )其他有害化学品. 

"对于皮下注射，以半致死剂量表示的致死能力界限是0 • 5 毫 克 / 公 斤 ^ 1 0 

毫克/公斤，以此区分三种毒性类别. 

" 2 .试验方法的原则 

"给一些动物注射正好相当于类别界限（分别为0. 5或 1 0毫克/公斤）的试 

验物质剂量，在一次实际试验中，如果死亡率高于5 0%,该物剂就属于毒性较高 

的类别；如杲死亡率低于5 0%,则该物剂属于毒性较低È&类别. 

" 3 •试验程序说明 

" 3 . 1实验用动物* 应使用体重为200±20克的健康和刚成车的维#?塔种雄 

性大白鼠.至少从试验前 5天起应使动物适应实验室的条件.在试验前^试验 

期间，动物室内的温度应为摄氏22±3度，相对湿度应为50—7096. 若采用人工 

照明，其顺序应是1 2小时有光照， 1 2小时无光照.可用普通实验室食物P畏养 

动物，饮水供应不限.应把一群动物关在一个笼子里，但是每个笼子里的动物数 

目不应影响对每只动物进行适当的观察.试验之前，把动物随意混集在一起，然 

后再把它们分成向'组，每一组有2 0只动物‧ 

" 3 . 2试验物质.应适当地鉴定每种试验物质（化学成份、来源、批号、纯 

度、溶解度、稳定性等等),并在确保其稳定性的条件下储存.还要了解该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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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验条件下的稳定性.应在试验即将开始前准备好试验物贡的溶液.应准备 

好浓度为 0 . 5 毫 克 / 毫 升 ^ 1 0毫克/毫升的溶液‧ 较好的溶剂是0. 8 5 % 的 

盐水‧ 如果试验物质的溶解度太小‧ 可以用极少量的有机溶剂，如乙醉、丙二 

醇或聚乙二醇，来制成溶液. 

" 3 . 3 试 验 方 法 . 在 2 0只动物的背部注射含有0. 5毫克/毫升试验物质 

的 1 毫 升 Z 公 斤 的 溶 液 . 在 4 8小时内确定死亡动物的数目，7天后再确定一次. 

如果死亡率低于1 0只动物，再用'司样的方法给另一组的2 0只动物注射含有1 0 

毫克/毫升试验物质的 1毫升/公斤溶液.应在 4 8小时内确定死亡动物的数目， 

7天后再确定一次.如果试验结果不明确（例如死亡率等于 1 0只），就应重新 

试验. 

" 3 . 4结果à5评价*如果第一组动物（注射了含有0' 5毫克/毫升试验物质 

的溶液的动物）的死亡率等于或高于5 0?é,那么试'验物质属于"剧毒致死性化学 

品"一类‧ 如果第二组动物（注射了含有1 0毫克/毫升试验物质的溶液的动物） 

的死亡率等于或高于5 0%),那么试验物质就属于"其他致死性化学品"一类；如 

果死亡率.低于5 0 % ,则试验物质属于"其他有害化学品"一类. 

" 4 .资料报告 

"试验报告应载有下列资料： 

"(1)试验条件:试验日期;^时间、气温和湿度； 

"(2)动物资料:动物的种类、体重和来源； 

"(3)试验物质的特征:物质的化学成份、来源、批号和纯度（或杂质）； 

收到日期、收到数量和试验中使用的数量；储存条件、试验中使用 

溶剂； 

" ( 4 )结果：每组中死亡动物数目、结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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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用以确定急性吸入毒性的标准搡作程序 

"1.在估计和评价蒸气状或烟雾状化学品的毒性特征时，有必要确定急性吸入毒性* 

在每一情况下，应尽可能在进行这一试验前，先确定皮下毒性.通过这些研究取得数 

据是制定亚慢性研究和其他研究中的剂量用法的第一步，并可提供更多的有关某一 

物质毒性作用方式的资料‧ 

"物剂按毒性分为三类： 

" ( 1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2)其他致死性化学品； 

(3)其他有害化学 a 
tip. 

"对于吸入法，以半致死浓度表示的致死能力界限是2, 000毫克一分钟/立方 

米和20, 000毫克一分钟/立方米，以此区分三种毒性类别. 

2.试g全方法的原则 

"在规定的时期内，将一组动物暴露于浓度分别正好相当于2, 0 0 Q毫克一分钟/ 

立方米或20, 000毫克一分钟/立方米的类别界限的试验物质.在一次实际试验中, 

如果死亡率高于5 该物剂就属于毒性较高的类别；如果死亡率低于5 0 % , 

则该物剂属于毒性较低的类别. 

'3.试验程序说明 

"3 .1.实验用动物，应使用体重为200±20克的健康和刚成年的维斯塔种雎 

性大白鼠.至少从试验前5天起应使动物适应实验室的条件‧在试验前和试验期间, 

动物室内的温度应为摄氏2 2 ±3度，相对湿度应为50—70 若采用人工照明， 

其顺序应是 1 2小时有光照， 1 2小时无光照 ‧可用普通实验室食物喂养动物'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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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供应不限.应把一群动物关在一个笼子里，但是每个笼子里的动物数目不应影响 

对每只动物进行适当的观察•试验之前，把动物随意混集在一起，然后再把它们分 

成两组，每一组有2 0只动物， 

" 3 . 2.试验物质.应适当地鉴定每种试验物质（化学成份、来源、批号、纯 

度、溶解度、稳定性、沸点、闪点、蒸汽压力等），并在确保其稳定性的情况下储 

存.还要了解该物质在试验条件下的稳定性. 

" 3 . 3 . ‧ 可用下列方法之一产生恒定蒸气浓度： 

"(1)用一个自动注射器，把物质投在适当的加热系统上（如，加热板）； 

"(2)使气流穿过含有该物质的溶液（如，泡沫箱）； 

"(3)使物剂通过适当的物质扩散（如，扩散箱）. 

"应使用一个配备有适当分析浓度控制系统的动力吸入系统.空气的流率应调整 

到可保证整个设备的内部条件基本相同.单个全身暴露葙或头部暴露箱均可使用. 

3 4 . 

(1) 

(2) 

(3) 

5. 

物理测量.应对下列参数进行测量或监测： 

空气的流率（最好连续进行）； 

暴露期间试验物质的实际浓度； 

温度和湿度• 

" 3 . 5 . 试验方法 . 2 0只动物在200毫克/立方米的浓度中暴露1 0分钟， 

然后从实验箱取出.在 4 8小时内确定^亡动物的数目， 7天后再确定一次.如果 

死亡率低于1 0只，则将另外2 0只动物在2， 000毫克/立方米的浓度中暴露10 

分钟.在 4 8小时内确定死亡动物的数目，7天后再确定一次.如果结果不明确 

(例如死亡率等于1 0只），就应重新试验• 

"3 . 6.结果的评价.如果第一组动物（暴露于200毫克/立方米浓度的动 

物）的死亡率等于或高于5 0 % ,那么试验物质属于'剧毒致死性化学品'一类. 

如果第二组动物（暴露于2, 000毫克/立方米渡度的动物）的死亡率等于或高于 

5 0 96.那么试验物质就属于'其他致死性化学品'一类；如果死亡率低于5 

则试验物质属于'其他有害化学品'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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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报告 

试验报告应载有下列资料： 

"(1)试验条件:试验日期和时间、暴'露实验箱的说明（类型、尺寸、空气 

来源、产生试验物质的系统、空气调节方法、废气的处理等等）以及 

用来测量温度、湿度、空气流量和试验物质浓度的设备； 

"(2)暴露资料:空气流率、气温和湿度、标称浓度（注入设备的试验物质 

量除以空气容积）、试验呼吸区的实际浓度； 

"(3)动物资料:动物的种类、体重和来源； 

"(4)试验物质的特征:物质的化学成分、来源、批号和纯度（或杂质）； 

沸点、闪点、蒸汽压力；收到日期、收到数量和试验中使用的数量； 

储存条件、试验中使用的溶剂； 

"(5)结果：每组中死亡动物的数目、结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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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一 增 . ， 

际视察団准则' 

"本文件共有2g节，第一至第三节为1 9 8 7年会议第四类问题协调员的报告（Ciy 

CWyWF. 175 )附文(A),第四节为1 9 8 3年会议期间c小组ât;工作结果。 

" 一 、 指 派 

"1.公约一締约国境内的核查活动，只应由预先被指派核查该国的视察员担负 

进行， 

"2.技术秘书处应以书面方式将拟指派的视察员的姓名、国籍和级别告知有关 

締约国，此外，技术秘书处还应提供其资格证明书，.并应有关締约国的请求与该国 

进行协商.有关締约HI应在收到此一建议后（3 0 )天内告知秘书处该国是否接受 

拟指派的每一视察员.视察员为締约国接受后，即应被指派核查该国.技术秘书处 

应将此一指派通知有关締约国. 

"3.任何締约11如果反对视察员的指派，无论是在拟议指派时反对或在以后任 

何时侯反对，应将反对意见告知技术秘书处。如果一締约国反对一名已指派的视察 

员，该反对意见应于技术秘书处收到该意见30天后生效.技术秘书处应将撤回该 

名视察员的指浓一事立即通知有关締约国.在反对视察员的指派的情况下，技术秘 

书处应向该締约国建议另外一名或一名以上人选.技术秘书处如果认为一締约国一 

再拒绝接受视察员的指派妨碍了在该国进行视察，则应将此种情况提交执行理事会 

处理. 

本文件所载的案文需进一步审议和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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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察员é t ?特权和免 

" 1 .为了有玟履^其 X ?、务的必要，枧察员应享有以下的特杈和此种特权 

其为钛行任务75兹行时也应适用‧ 

"(a)免受人身-:或拘苗，个人行李免5Hn扦； 

"(b)执行公夯时的行为、官论^文字免$任何法律诉讼； 

"(c)随身携帯的一切m件、文件、设备和样品不^侵犯； 

"(i)有杈使用密码与书处通信，有杈接收^书处通过信使或使用密封邦 

袋发送的文件或信件； 

"(e) m多次入涉乂出，-和/烕过境签并在入境和过境手续上享有与 

外 交 使 应 级 别 成 炅 相 同 的 待 遏 ； 

" ( f )享有货币和兑換便利与外H I政府临Et公务代表 Ê t i待逷; t a同； 

" ( ë )个人行李客有è S Ï ^免和便利与外交使团^应级别成员的待遏IS同， 

"2.视察员4^杈和1^免Ê3授予，是为了公约，？5不是为了其个人私利.敉^ 

处如果认为免会妨 ^司法弁认为放弃 î ^ , „ 不歇 ^及公应有放弃任何枧条员 

免的杈，〗和义^. 

"3.如果公约任！^:締约m认为上迷特杈或IS免受到了滥用，该m应与fsf书处进 

^协商，以确定是否‧ ̂ 生了滥用；如果确曾发生，则^if、不再友 

"三、視察和枧察员^为的一般规则 

" 1 . ^察员应根tl饺术秘节处指定ÉtitîL察饪务履^公in为其规定的职夯.，枧 

察员不应从事 ^ i H这一钍 ^ 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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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視察员活动的安排，一方面应^保柷察员有效屐竹其职务，^一 ; ^面还 

应务求尽可不麻烦有矢 S i t以及不侵，視察的设: f é t t其他3&点.视察员仅可 

求 A 行 任 夯 所 ' 义 、 锘 资 科 和 数 各 缔 约 E 应 供 此 类 资 科 ‧ 视察员不应将 

其在一締约国进行活动所得到ÉU任诃资科传交技术秘书处以外的任何11]^、 ^织或 

个人‧ 化们应遵守饺术^书处为保护机密资料而制定的有关现章，te们在卸去 

œ际tîlL察员职夯之后应^续受这&有关规章Étf约束， 

"3.视察员在一缔约囿领土上执行任务时，如果该缔约园要求派代表陪同视察 

员，则视察员应由该IS的代表陪同，但不得因此而延误或妨碍视察员履行其职务。 

如果一締约'国指定视察员进入和离开该囯的地点以及在该菌境内的旅行路线和方式， 

该締约茵应遵循尽量减少旅行时间和任何其他不方便的原则。 

"4,在覆竹其职^Et,枧察员应避免不必要地妨?1或延误设施的运转或彩响其 

安金，特别是，枧察员不应搡作任何设;绞指挥设施的工作人员进竹任f^î续1?, 

铣察员如果认为，为展行其任务而应在一设:內行某种操作，则应请该设:^管理 

当局指定代表来逬行此种搡作. 

" s .在枧察结束后，枧察员应向扠术^ 1Î处提交一份有关他们所进竹Êtl活动以 

及调去结杲很告 .裉告应厲于记事性 _质 .拫昔应 ^照視察任务的观定，只记 

¦ î l 与 公 约 遵 守 有 矢 事 实 . 应 遵 守 有 矢 保 机 密 资 料 ' e t 规 章 . 裉 昔 也 应 供 

衩視察缔约 l a同视察团封，的憒况.各 - X察员不同意见可附在裉昔后面， 

"e. ； 告 应 加 以 、 密 . 应 ^ 报 音 的 调 查 结 杲 告 约 E S 主 管 部 门 . 缔 

对 调 查 结 果 可 H ^ g p 作 出 的 饪 吊 面 评 论 应 附 £ 报 音 ; 技 木 书 处 在 收 

到掁告之后应立即4^ 一!^报音剔本转交有矢缔约 

"7 . ,果^告中有粱点者国家主管郜门同^察员的舍作没有达 5 '】所要求 è U ^ 

准 ， 技 术 ^ 书 处 应 旻 ^ 约 E 作 B 澄 洧 . 

" 8 .如果^点元法消!^或者确立的事实表明公纟力规定的义务没有将履^,扠 

术秘书处应 *不迟 ? ^告知执行理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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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据第九条进行视察的一般规则 

"1.对于第—九条规定的视察，应酌情适用第二和第三节所列的准则，但以下另 

有规定者除外. 

" 2 . (a) (1)第九条规定的视察只应由专门指掀袒负此任务的视察员进行，为 

了指派根据第九条进行视察的视察员，总干事应从执行例行视察活动的专职视察员 

中挑选视察员，以此制订出拟议的视察员名单.这个名单应包括足够数目的具有 

必要的资格、经验、技能和受过必要训练的国际视察员，以便为轮换和随时调派视 

察员留有余地。 

"(2)总干事应将提议的视察员名单分发给所有締约国，名单上应写明 

姓名、国褡以及其他有关细节。〔自締约国复文确认收到名单3 0天起，即推定 

名单上的任何视察员已获得締约国接受。一缔约国唯有在其国家利益受影响时方 

可表示提议的或已被指派视察其设施的视察员不具资格。〕'〔名单上的任何视 

察员应视为被接受，除非締约国自复文确认收到名单之曰起3 0天内或以后任何时 

同宣布不接受。如果出现不接受的情况，该提议的视察员无资格视察已宣布不接 

受他的締约国的设施。〕'总干事应视需要提出新的人选以增补原来的拟议视察 

员名单。〕 2 

"(3)如果总干事认为煶议的视察员所遇到的〔不具资格情况〕〔不接 

受憒况〕使他无法指定足够数目的视察员或者妨碍有效履行国际视察团有关根据笫 

九条逬行视察的任务，则应将这些情况转交执行理事会处理。 

有人表示了这样的意见：有必要审议对付随意行使不接受视察员权利的措施。 

为了保证公约生效之曰起即能顺利地指派视察员、专家、辅助人员以及指定入 

境（和出境）点，应考虑请签署国根据筹备委员会提出的初步名单提前提出接 

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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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总干事应制订一个专家名单，可液他们协助根据以上(a)分段指派的 

视察员进行那些需要高度专门技能的视察。第一节的第1、 2、 3段和以上第(a) 

(2)和(3)分段都适用于这个名单。'' 

"如需请未列入名单的专家提供服务，总干事须在征得收到请求的国家同意之后 

方可派遣这样的专家去协助视察员。， 

"这些专家应同样受第八D . 6条和本准则所定义务的约束。 

"(c)为了协助视察员根据第九条进行视察，总干事应拟定一个口译* ' 

^安全人员等具有专门技能或受过专门训练的辅助人员名单。' 2第一节第 1、 

2 、 3段和以上笫2段中(a)(2)和(3)分段适用于这个名单。 

如需修改上述枧察员、专家、辅助人员名单，新视察员、专家、辅助 

人员的指派方式应同针对最初名单规定的指派方式一样。 

"(e)每一締约国应在收到指派的视察员、专家、辅助人员名单3 0天之内 

提供或确保提供每个视察员、专家或辅助人员逬入并停留在该締约国领土内6以 

进行第九条规定的视察活动而可能需要的签证和其他证件。这些证件至少应有24 

个月的有效期。 

为了保证公约生效之日起即能顺利地指派视察员、专家、辅助人员以及指定入 

境（和出境）点，应考虑请签署国裉据筹备委员会提出的初步名单提前提出接 

受;t见。 

有一种意见认为专家和辅助人员名单应压缩到最小程度。 

这一条规定需作进一步讨论。 

为便利视察，技术秘书处应尽可能地安排便用締约国民族语言的口译人员。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考虑在公约中列入这样的规定，即締约国可以选择使用公约 

的哪一种语文进行视察活动和向技术秘书处提交报告。 

如果一締约国需受视察的设施位于另一国领土上，或者从入境点到达受视察的 

设施需要穿趁另一国领土，就需要考虑在该締约国与其需受视察之设施所在之 

締约国或视察组需过境之締约国之同就各自根据本准则而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作 

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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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每一締约国应指定进入（和离开）其领土的地点'并应至迟于公约生效 

后30天向技术秘书处提供所需的资料 2,对这些入境点的要求是：视察队能够在 

⋯⋯规定的期冋内从至少一个入境点到达任一视察现场， 

"每一締约国可向技术秘书处发出通知，改变入境（和离境）点，通知由秘书处 

收到后即告生效，除非技术秘书处认为这样的改变将妨碍视察的及时进行并同该締 

约国进行协商以解决这一问题。 

" 4 .总干事应挑选视察组的成员。'每个视察组应包括不少于〔 3 〕名的视 

察员并应〔保持顺利完成任务所需的最少人数〕〔不超过⋯⋯成员〕。提出请求 

的締约国国民、接受视察的締约国国民或据提出请求的締约国指称,与了应受视察 

之事的另一締约国国民，均不得成为视察组的成员， 

" 5 . (A)締约国在接到枧察组预期抵达的通知后应保证它能立即入境，并应在 

规定的⋯⋯（小时）期间内尽一切努力保证视察组和视察组的设备和供应从入境 

点到(各）视察点再到离境点安全无误。'它应提供或安徘视察组必需的便利， 

例如通信手段、为完成询问和其他任务而必需的口译服务、视察组的交通、工作空 

间、食宿、医疗.接受视察的国家所花费用应由本组织报销（细则待定）. 

" 5 . (B)接受视察的国家之代表（们）应协助视察组履行其职能。他们有权 

在全部时间内陪伴视察组，从入境点一直到离境点，伹不得因此而拖延或妨碣视察 

组行使其职贲。 

"'如果一締约国需受视察的设施位于另一国领土上，或者从入境点到达受视察的 

设施需要穿越另一国领土，就需要考虑在该締约国与其需受视察之设施所在之 

締约国或视察组需过境之締约国之间就各自根据本准则而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作 

出安排。 

"：为了保证公约生效之日起即能顺利地指派视察员、专家、辅助人员以及指定入 

境（和出境）点，应考虑请签署国根据筹备委员会提出的初步名单提前提出接 

受意见。 

"， 挑选的详细程序需以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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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对于视察组携带至视察现场的由技术秘书处确定为完成视察任务所必 

需的仪器和装置，接受视察的締约国不得加以任何限制。 

除其他外包括：用于发现并保存有关遵守公约情况的证据的设备，记录'和 

编写视察情况的设备，同技术秘书处进行通信的设备'以及判断视察组是否已被 

送达需要进行视察的现场的设备。技术秘书处应拟定并视情况更新为上述目的需 

要的标准设备单以及管理这些设备的规章，规章应同本准则相一致a ' * 

"(B)设备为技术秘书处财产并由它指定和认可.技术秘书处应尽可能选 

择为进行特定视察而专门设计的设备。经指定和认可的设备应专门加以保护，防 

止受到未经批准的改动。 

"(C)接受视察的締约国有权在不妨害第九条规定的视察期限的前提下在入 

境点视察设备，即检査设备是否有误。为帮助辨认，技术秘书处将在设备上附上 

证书和装置，以此证明确已经其指定和认可。接受视察的締约国可排除没有上述 

证明证书件和装置的设备。此类设备应留在入境点直到视察组离开该国。， 

"(d)如果视察组认为有必要使用现场已有伹不属于技术秘书处的设备并请 

求締约国允许视察组使用这些设备，接受视察的締约国应尽可能满足要求。' 

''可能使用照相设备或成相设备的问题需进一步审议。 

通信问题需进一步审议。 

需进一步审议何时及如诃就这些设备达成一致意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把它们明 

确列入公约。 

'*用于例行视察的设备和用于质疑视察的设备二者之同的关系及其分别的用途， 

还有待审议。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审议接受视察的国家在例外情况下检査设备以査明其特性 

是否与所附证书相符的可能性， 

'‧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审议商定这方面统一程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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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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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化学武器的原则和顺序' 

"l.销毁顺序的制定应基于：所有囿家的安全在整个销毁阶段不受减损；在销 

歎1^段的初期建立信任；在销毀化学武器储存的过程中逐步取得经验；无论储存的 

实际组成或规粉口何及选用的化学武器销毁方沬如何，一律适用。 

"2 .每一拥有化学武器的締约国应至迟于其成为公约締约菌后一年内开始进行 

销毁，所有储存到公约生效后第十年底必须都已销毁。2 

"3.整个销毁期划分为几个一年期。 

"4.为了销毁目的，将每一締约国宣布.的化学武器划分为三个lyu.: 

第1类：以附表〔1〕所列化学品为基础的化学武器； 

第2类：以所有其他化学品为基础的化学武器； 

第3类：未装填弹药和装置以及为直接用于化学武器的使用而专门设计的 

设备。 

"5.销毁顺序应基于将各締约国的化学武器储存拉平这一原则，并同时遵守〔同 

等〕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储存水平应予以商定） 

"6.每一拥有化学武器的締约国 

一应至迟于其成为公约締约国后一年内开始销毁第1类化学武器，并至 

迟于公约生效后10年内完成销毁；此种武器的比较因素应是物剂P屯, 

即这一类别之内各种化学品的合计重量， 

'有的代表团提请注意另一个提案，即建议采用特别分阶段办法，其中包括为拥 

有最多化学武器的国家确定一个先行销毁的特别阶段，一直到销毁期中间为止. 

这个提案载于1 9 8 8 年 3 月 2 9日的 C D / 8 2 2中。 

：有一种意见认为，有关适用于拥有化学武器、但在后一阶段才批准公约的国家 

的附加条款，需要加以讨论.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公约从一开始就应包括所 

有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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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至迅于其成为公约締约国后一牟内开始销毀第2类化学武器，并至 

迟于公约生效后5年内完成销毁；此种武器的比较因素应是物剂P屯， 

即这一类别之内各种化学品的合计重量， 

一应至迖于其成为公约締约国后一年内开始销毁笫3类化学武器，并S 

迟于公约生效后〔4 〕 〔 5 〕年内完成销毁；未装填弹药和装置的(各) 

比较因素应以填装量（立方米）表示，设备则以件数表示. 

"7.对于每一类别，一締约国进行的销毁应做到：在每个一年期结束时，余下 

的数量不超过下表所列数字.IE不排除缔约国以更快的速度销毁其储存. 

" 生 

" 年 次 第 1类 %2% 第 3炎 

2 ~ 

3 

4 

5 

6 (待拟订） 

7 

8 

9 

10 

"8.对于每一类别，一締约国应?3定每个一年期的详细计划，使每一期末剩余 

的物质不超过公约,见定的数量. 

"这些计划应按照第四条附件第五节有关?见定，提交执亊会批准.. 

"9.每一締约囯应每年报告每个一年期的销毁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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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于附最〔 1〕的准则' 

"在考虑某一化学品是否应列入附录!： 1 〕时，应对下列准则单独或合并加以考 

虑. 

" 1 . 己作为化学武器加以储存的剧毒致死住化学品. 

" 2 . 特别有可能将来用作化学武器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 3 . 除用作化学武器外用处很小玟毫无用处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 4 . 具有便其可用作化学武器的物理和化学特性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6. 与跗录1已列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化学结构有矢/类似的剧毒致死性 

化 学 品 ， ' 

" 6 . 其主旻作用是造成暂时失能并具有便其可用作化学武器的物理和化学 

特性的化学品。 

"7. 其化学结构与已列入附最1的化学品的化学结构有关/矣似的任有 

毒化学品-， 

"8. 已作为化学武器加以储存的其他化学《5。 

"9. 除用作化学武II外用处很小或亳无用处的其他化学品， 

"10. 在弹！^和装置中与生产有毒化学品的一 过程的矢^前体/ 

"11. 因极有可能用于生产化学武器而对公约目称构成很六险的关^前1?, 

"12. 可t纟具S下列特性的矢键前fr: 

"(1)可与其fe化学品发生反应，在短时同内产生大量1^定义为化学武器的 

有毒化学品； 

"(2)反应的5^行万式可隨时产生壽1^4^质以供军事用途； 

"(3) 用于化学武器目的外用处很小毫无用处的关鍵前fr. 

"，准则的适用 W多了的基^万式有待拟订' 

"，有一种意见认力，附 5〔 1 〕所歹'」的化合物应具^化学战剂的住质' 

"，^一种意见认为，i£一汆本身不足以^一种化学品列入附录〔1 〕 . 

"* 一个代表E认为这一5lt定没有必旻，而且这一定已乞在第1 2点下. 

一 161 一 



1. 

"用以确定对处理附表〔2〕所列化学品的设施进行视察 

的次数、程度、期限、时间和方式的可能因素' 

与所列化学品有关的因素 

"(a)终端产品的毒性。 

'2. 与设施有关的因素 

"(a)多用途设施或专用设施。 

"(b)开始生产高毒性化学品的能力和转用能力。 

"(c)生产能力。 

"(d)所列关鍵前体的现场储存量超过⋯⋯化， 

"(e)设施地点和运输基础设施。 

'3. 与设施进行的活动有关的因素 

生产，例如，连续生产、成批生产、设备种类。 

转化成另一种化学品的加工。 

不进行化学转化的加工。 

其他类型的活动，例如，消耗、进口、出口、转让。 

生产、加工、消耗、转让的数量。 

附表所列化学品的最大生产能力与利用能力之间的关系, 

―多用途设施 

- 专 用 设 施 

4. 其他因素 

"(a) 

' » 

"(c) 

"(d) 

"(e) 

"(f) 

"(a)利用现场仪器进行国际监测。• 

"(b)遥控监测 

这些因素的排列顺序并不表示任何优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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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为"生产能力"下定义的报告 

"在 1 9 8 7年会议期问曾同布雷特费尔德中校（德意志民主共^国）、库珀博 

士（联合王国)、库兹明教授（苏联）、米库拉克博士（美国）、奥姆期博士（荷 

兰）^普费尔澌克教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库捷普夫上校（苏联)*拉夫茱 

斯上校（美国）进行了磋商.本报告即为报告员桑特松博士（瑞典）汇报的磋商 

结果的总结. 

"虽然普遍认为最好有一个可适用于公约各个部分的"生产能力"定义，但大家 

最后都认为或许做不到这一点， 

"定义可包含两个组成部分：文字部分和用以计算生产能力数值的数学公式.以 

下是这样一个单一定义的例子.此定义可用于笫五条附件笫一、A . 5 ( a ) ^ M 一 、 

B . 7段（这方面可参看C]KCW/，p. 148)、第六条附件〔2 〕第2段、第六条 

附件〔 3 〕第1 H段以及 c i y 7 8 2附录二第 1 1页所载"用以确定对处理附表 

C2〕所列化学品⋯⋯的可能因素"的情况. 

"在 C D / C W / W P . 171和達商期|'e》}f提建议基础上，拟订了以下建议. 

"文字部分： 

"备选方案1 生产能力是以实际生产某一物质的一设施所用的技术工序每年 

可以制造出来的该物质的数量. 、 . 

"备选方案 2 生产能力是以一设施实际使用或计划使用的技术工序每年可以 

制造出来的某一物质的数量。 

"数学公式： , 

产量 
每年生产能力 = X 常 数 X 单 元 数 

生产时数 

'如果是尚未运转的专用单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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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定或设计能力 
X 常 数 X 单 元 数 

计划运转时数 

"常数为每年可用时数.在这两个公式中，连续运转和成批运转的常数值互不相 

同.此外，可能需要为'专用批量生产'和'多用途批量生产，规定不同的常数值. 

常数值仍有待确定. 

"有人指出，公式系与实际生成产品,的生产步骤相关.公式不一定适用于工序中 

的较后的净化步驟. 

"有人还指出，对于生产数种宣布化学品的多用途设施，该设施生产每一种化学 

品的能力均应与所生产的其他化学品分开来计算. 

"在第六条If件〔...〕的情况下，用以上公式来计算有限生产的实际生产能力， 

或许会髙估这一能力.有人建议，如果年产量超过5>«ïfe,即可使用以上公式. 

"在第六条附件!： 1 〕的情况下，有人认为上述一类定义无法适用，应探求另外 

的办法来界定单一小规模生产设施的"生产能力", 

"生产能力的定义有待进一步改进.对宣布的生产能力进行核查的方法也有待讨 

论.在这一方面，有人对生产记录的使用以及视察员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获得关于生 

产工序的技术性资料表示了意见， 

"作为对CD力9 5所报告的协商的^续，'进一步同下列人及进行了协商，他们 

是：波特博士 （荷兰）、布雷特费尔德中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库珀博士 （美 

m ),库兹明教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普费尔斯克教授(德意志联邦共 

以及施罗德博士 （德;t志联邦共和s ) .本报告即为报告员桑特松博士 

(瑞典）汇报的達商结果的总结. 

"根据技术专家们的意见，可以为'生产能力，下这样的定义： 

情况下以计划使用的忮术工序每年可以制造出来的某一物质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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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宣布的目的，应使用下列公式来计算生产能力的近似值： 

标定或设计能力 

生 产 能 力 （ 化 Z 年 ） 计 划 运 转 时 数 X 运 转 系 数 X 单 元 数 

"其中： 

标定或设计能力=每单元的标定能力或设计能力（P电/年） 

计划运转时数-为达到设计能力而计划运转的时数 

运转系数以小时计 

"运转系数应考虑！^响实际生产能力的各种具体设施因素^具体工序因素，并且 

可以在某一期间（例如，在初始访査期间）确定.也可能需要在进行初始访査前 

使用一个暂定运转系数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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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根据第六条附件〔2〕宣布的« 

的不生产进行仪器监测的报告 

"1 9 8 8年会议期间，针对关于根据第六条附件〔2〕宣布的设施的不生产进行 

仪器监测的问题进行了协商。本报告所载为报告员劳蒂奥博士（芬兰）对协商结果 

的归纳。 

"建议最好在公约中只对仪器监测规定若干一般性条款。对一特定设施的细则将 

列入按照示范协定提出的准则针对每一设施专门制定的设施附文中。 

"还建议依照CDysS 1中规定的若干要点并在可能时按设施作出的选择，可用以 

下方式对设施进行监测： 

"(1)由现场仪器监测和由视察员访查；或 

："(2)只通过视察员访查方式监测，伹频度高于兼用现场仪器监测时的情况。 

"应当ii^M,义器t测是相互补充的。仪器不能取代视察员，伹能减少视察的 

必要。若仪器监测行不通或不理想，视察员的人数就可能应多于使用仪器时的愦况。 

若要求连续监测，就弯要采用仪器监测。 

"具体的核査目标 

"(1)根裾第六条附件〔2〕宣布的设施未用于生产附表〔1〕所列的任何化学 

品, 

"(
2
)附表〔2〕所列化学品的生产量、加工量或消耗量与化学武器公约不加 

禁止的用途的需要相符。 

"(3)附表〔2〕所列的化学品未转用于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的目的。 

(1)对不存在附表Ç1 〕化学品的监测 

"鉴于目标的需要，或者要有连续工作的化学感测器或者取样并随后对样品进行 

分析，此项工作最好在现场进行。在现场视察过程中对样品做脱线分析也可以。‧ 

如果宣布附表〔2 〕化学品生产设施的全部产量,*则检测到任何未宣布的化学品即说 

明情况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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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可用于管线内流程监测的红外线光谱仪。其用于核查目的的潜在能力和可 

靠性尚需伃细试验。例如，尚待确定是否能对附表〔1〕中各组化学品定出若干种共 

同的光谱测定特性。 

"目前，詧线内仪器，例如流程色谱仪和质谱仪需将样品传送管由工艺流程直 

接通到仪器，若不时常维修极容易出故障。 

"已经演示了一种在现场视察过程中可按程序控制间隔以徼克量取样并能随后由 

移动式质谱仪分析的取样装置样机。有必要对取样装置做进一步研究。 

"对一特定设施不存在附表f 1〕所列化学品的监测可限为相应于对该设施正在生 

产的附表〔2 〕所列化学品的监测。 

"(2)对生产数量的监测 

"核实已宣布化学品产出数量的侵扰性最小的方式莫过于计量生产数量和对已生 

产的化学品做质量检验。以记录温度压力和时间温度线图控制生产的间接方式 

被认为侵扰性较大。 

"有时，监测与化合物的化学结构没有直接关系的'简单，物理参数（例如，能耗） 

就足够了。已有测量物理参数的仪器。应对每一设施分别考虑测量生产数量的最有 

利的方式。 

"(3)对不转用的监测 

"用组份显示仪监测产品出、入储存维的情况，可检测出将附表〔2〕化学品就地 

进一步加工成附表〔1〕化学品的转用情况。 

"与仪器监测有关的保密问题 

"有人指出，在某些情况下，非侵扰性的仪器监测如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对设施 

做些改动。另一方面，有人指出，温度和压力等'敏感参数，可能不需要监测。在 

设施人员在场情况下对自动取样装置收集的样品做现场分析并在分析之后销毁用于 

分析的样品有助于保守设施内情况的秘密。既可为证实不存在附表〔1〕化学品，也 

可为证实存在巳公布的化学品而对样品进行分析，同时又不会深入到生产工艺的细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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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建议可在现场将仪器给出的数据储存起来并由视察员在现场访查过程中加以 

提取，这样就不必将感测器产生的直接数据传输给技术秘书处。然而，需要传输的 

是有关感测器工作正常的信息（肯定或否定的答复）.此项任务可由电话线路完成 

并能使费用降低， 

"现场储存数据可使视察员很容易地了解数据较之将数据传输到现场以外的方式, 

搡作人员更有把握确信数据得到保护。只写激光器等斩技术不久将可用于可 

靠的数据储存。 ； ' 

"对生产附表〔2〕所列化学品的专用设施进行仪器监测涉及的保密问题较少，因 

为它所含的保密资料比多用途设施要少并且容易核实产品类型是否被改变。目前生 

产附表〔2>fc学品的专用工厂可能很少。 

"保密问题大都与多用途设施有关。如生产的化学品种类很多，需要核实的数据 

'多。这些设施除其他外还要在不生产附表〔2〕所列化学品时证明没有这类 

化学口 

用于核查的仪器设备的所有杈 

"建议尽量使用设施内已有的工艺流程控制仪器，但方式应当是非侵扰性的，能 

否利用设施本身所有的仪器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仪器、设施的布局和已安装的仪器的 

可靠性。因而其使用对于每一个工厂来说k、须遂一决定。 

"如果使用设施本身所有的仪器，该设施人员将负责它们的维修、保养和校准， 

因此，视察员就应有杈检查校准情况，或许还应有杈重复安装归"国际组织"所有 

的另外的同类仪器（例如，流速计或装料计）。 

成立国际技术专家小组 

"有人提出，在谈判现阶段在会议范围内成立一个非正式国际技术专家小组是有 

利的，可以促进一些国家之间交流关于开发核査技术、程序和装置方面所做努力的 

资料交流。技术专家小组在协调国家努力方面也是有所帮助的，其中包括国家的视 

察试验，以保证通过试验尽可能解答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该技术机构还可对国家 

视察的结果作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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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范 协 定 

"A.关于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2〕所列 

化学品的设施的示范协定， 

"1 ‧设施的识别资料 , 

"(a)设施识别代号 

"(b)设施名称 

"(C)设施的（各)所有者 

"(d)经营设施的公司或企业的名称 

"(e)设施的确切位置 

一综合体的位置 

一设施在综合体内的位置，如果有特定的建筑物和建造物号码，也应载 

明这一号码 

一有关辅助设施在综合体内的位置：例如，研究和技术服务部门、实验 

室、医疗中心、废物处理厂等的位置 

"if)确定视察员应可进入的区域和地点/场所 

" 2 . 关 于 « 的 资 料 

"本协定以〔访查曰期〕初始访査的过程中莸得的设计资料作为根据。设计资科 

应包括： 

"(a)关于生产工序的资料 

(工序类型：连续生产或成批.生产；设备种类；采用技术；工序工程细节） 

"(b)关于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的加工的资料 

(转化工序说明、工序工程细节和终端产品） 

'本文件涉及通常称为'设施附则，的协定。需就本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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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关于不进行化学转化的加工的资料 

(工序工程细节、工序说明及终端产品、终端产品中的浓度）' 

"m趁于废物处理的资料_ 

(处理和/或储存、废物处理技术、再循环） 

"(e)关于设施的安全和保健措施的资料 

"(f)关于清洗程序和一般检修的资料 

"(g)关于所宣布化学品的生产和加工中使用的原料的资料 

(种类和储存能力） 

"(il)设施的地图和平面图，包括关于运输基础设施的资料 

(例如，标明所有建筑物及其功用、管道工程、道路、围墙，输电干线, 

水和煤气供应点的总图，以及有关材料在指定设施的流程图） 

" 2 . 1 资 , 搬 

"根据第2款提供的关于设施的资料应由技术秘书处封存于该设施。 

(遇有未解决的可疑情况，本组织，应有权研究此类资钭） 

3 . 视察的次数和方式 -

"在初始访查之后，技术秘书处应根据准则决定视察的次数和方式。（比较CD/' 

CW/-WP, 1 6 7 第 6 4 页 第 5 . (二)'分款和CD/-CW/WP. 1 6 7 , 附录二，第 7 5页） 

4 . 核查措施及确定所要视察的设施的具体区域和地点 

"(A)确定生产原料与终端产品数量之问的关系 

"('0)确定进行测量和取样的关键点 

"(C)确定连续监测和侦察的方法 

一应用监测和侦察措施的关键点 

一安装的仪器和装置、密封设备及标志，检查此类仪器是否运转正常的' 

方法，维修所安装的仪器 

"'应由本组织哪个机构担负此一任务的问题，尚应进一步审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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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缔约囯为此类装置的安装和正常运转提供必旻条件行的活 5 

"(d)查证生产过程中的有• 关损粍以及此类损^对关键测量点的影^ 

" 5 .枧察活动 

" 5 . 1例行枧察方式 

"根据初始访査制定。 

"5.2订明一般情况下在议定区域内进行视雾:的范医' 

"进入视察区，包括所有关键点.活动可包括： 

"(a)审査；f关记录 

" C b j 验 B 力 有 ^ 厂 设 备 . 

"•(=)验明和核实测量设备（检査和校准测量设备；酌情使用独立标准核查测 

量系统） 

"(A)抽取分析样品 

"(e,，核査化学品库存记录 

一核受操作员的存货涓'卑是否完整和>lÉ^ 

一 核 G 原 料 & 量 

观察厂内与化学43质移动,关的換作 

"ië)侦察和监测仪I^É3安装、维修和检ê 

5.3使用特？^.设备的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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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必要时，根据视察员的要^特珠设备的^作出具体安排 • 

".6.关于取样、样品现场分析Z和现场分析设备的规定 

" ( a )取样（例如，标准化 M ) 

"(b)现场分析（例如，关于现场/内部分析、分析方法、设备、分析的精密度 

湘精确度的规定） 

"(c)复样和其他祥品 

" 7 . m 
" 7 . 1 记 录 类 型 

"所旻审查的记录应在初始访查后确定，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a)会计记录（例如，排出的废物、保留的废物、终端产品的发货，收货/发 

货） 

"(b)-操作记录 

"用于确定终端产品数量、质量和组成的搡作记录，可包括： 

一关于任何造成材料损失/增出的事故的资科 

一关 f溶解、蒸发的资料 

"(c)校准记录 

"关于分祈/监测设备运转情况的资料， 

" 7 . 2 记录的地点和语文 

"于初始访查期间确定. 

" 7 . 3 记 录 的 取 用 

"于初始访査之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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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4记录保 g f a艮 

"根据初始访Ê确定 

8 .设皰所提供的^务 

"每一种月?、夯联络点，，J如 

一 搡作员的协助' 

一医疗和侏健月 R务. 

Ô.视察员应逛守的特定设施侏健和安全规则和规章 

1 0.对预先提供的关于设;^的资料作出更玟、修订和补充 

"(根据关于初始访査期冋所莸设计资料的条款宣布） 

1 1 . 口译月&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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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关于单一小规模生产设施的示范协定' 

"1987年会议第四类问题协调员的建议 

" 1 .有关单一小规模生产设施的资料 

" ( a )识别资料 

"(1)设施识别代号 

" ( 2 ) 设施名称 

" ( 3 )设施的确切位置 

."如果设施位于综合体内，那么也应列明 

一 综 合 体 的 位 置 

一设施在综合体内的位置，如果有特定的建筑物和建造物号码，也 

应载明这一号码 

一有关辅助设施在综合体内的位置：例如，研究和技术服务部门、 

实验室、医疗中心、废物处理场等的位置 

―确定视察员应可进入的区域和地点/场所 

" ( b )详细技术资料 

" ( 1 )设施的地图和平 5 S，包括标有所有建筑物、管道设备、道路、 

围墙、输电干线、水和煤代供应点等地点并说明其功用的总图，有关 

材料在指定设施的流程图，以及有关运输基础设施的资料 

"(2)关于每个生产工序的资料（工序类型、设备类型、采用技术、生产能 

力、工序工程细节） 

"(3)关于所用原料的资料(原料种类、储存能力） 

"(4)关于所生产化学品的储存的资料（种类及储存能力） 

"(5)关于废物处理的资料（处理和Z或储存、废物处理技术、回收） 

布雷特费尔德中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库珀博士 （联合王国）、劳博士 

(瑞典）和桑特松博士 （瑞典）拟订. 

一 164 ― 



"(c)视察员应遵守的具体设施卫生和安全程序 

‧ "(d)日期 

" ( I )初始访査曰期 

"(2)提供补充资料的日期 

" ( e )资料存放 

"订明哪些根据第I段提供的关于设施的资料应由技术秘书处封存于该设》è. 

" 2 .视察的次数和方式 

"技术秘书处应根据准则决定视察的次数和方式. 

" 3 . W 

"现场视察活动可包括，伹不一定只限于： 

" ( I ) 观 察 设 施 的 1 ^ 皿 有 活 动 

"(2)检查设施的任何及所有设备 

"(3)验明生产工序中的技术变化 

"(4)将工序参数与初始访査中确定的参数进行比较 

"(5)核査化学品存货记录 

"(6)核査设备存货记录 

" ( 7 )检查、维修和赫监测设备 

"(8)验明和核实测量设备（检査和校.准测量设备；酌情使用独立标准核査 

测量系统） 

"(9)密封设备的使用、检查、拆除和重新安装 

"ao)调査显示的异常情况 

" 4 .监测系统 

"'(a)器件及其位置的说明 

"(I)感测器及其他仪器 

"(2)数据传输系统 

"(3)辅助设备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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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系统的安装 

"(1)时间安排 

"(2)事前准备工作 

"(3)安装期间由締约国提供的协助 

"(C)启用、首次试用及检定 

"(<!)运转 

" ( 1 )正常运转 

"(2)例行测试 

"(3) ‧ 和 维 修 

"(4)出现故障时应采取的措施 

"(5)締约国的责任 

" ( e )更换、更新 

" 5 .暂时关闭 

" ( a )通知程序 

"(t)说明所用密封设备的类型 

"(e)说明如何及在何处安装密封设备 

"(d)监督和监测措施 

"6.视察期问将使用的仪器及其他设备'‧ 

"(a)视察员安装或带进的仪器及其他设备 

"(1)说明 

"(2)由締约国测试、校准和检査 

"(3) m 
"(b)締约国提供的仪器及其他设备 

"(1)说明 

"(2)由视察员进行测试、校准和检査 

" ( 3 ) 側 和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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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取样、样品现场分析和现场分析设备 

- " ( a )从 É / ^中取样 

, 从 储 存 中 取 样 

" ( 0其他取样 

«(d)复样和其他样品 

"(e)现场分析（例如，关于现场Z内部分析、分析方法、设备、分析的精密度 

和 精 确 度 的 规 定 ） . 

"8. iaj所要审查的记录应在初始访查后确定，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a)会计记录 

，）搡作记录 

"(c)校准记录 

"'应根据初始访查确定下述事项： 

"(a)记录的地点及语文 

"(b)记录的取用 

"(c)记录的保留期限 

" 9 .行政安排; 

" ( a )为视察'员的来*准备 

"(b)视察员的运送 

"(c)视察员的膳宿供应 

⋯⋯ 
' 1 0 .应提供的服务' 

"此种服务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a)医疗保健服务 

"(t)视察员办公室用房 

"(c)视察员实验室用房 

服务费问题需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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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技术协助 

‧ "(e)电话和用户电报 

"'(f)仪器用电和^卩水供应 

"(6) 口译服务 

"应包括有关每种服务的下述资料： 

"(a)应提'§^该服务的程度 

"0=)设施内提供该服务的联系地点 

1 1 . 其他事项 

12. 协定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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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关于化学武器储存设施的示范协定' 

"1987年会议第四类问题协调员的建议 

1. 有关储存设施的资科 

" ( a )识别资料： ，-

"(1)储存设施识别代号； 

"(2)储存设施的名称； 

"(3)储存设施的碉切位置， 

"r。）日期： 

"(1)设施宣布的初始核査日期； 

"(2)提供补充资料的日期。 

" ( C )布局： 

"(1)设施的地图和平面图，包括： 

一标明进、出口，界线性质（如，围墙）的边界图； 

一平面布置图，包括所有建筑物及其他结构、仓库/储存区、标明 

进出点的围墙、t电干线和供水点以及包括装载区在内的运输基 

'础设施等的位置； 

"(2)可能对核査措施具有一定意义的仓库/储存区结构的详细情况； 

"(3) -

"(d)每个仓库/储存区内容的详细存货清单； 

" ( e )视察员应遵守的具体设施卫生和安全程序。： 

2. 有关从设施运走化孛武器的资料 

"(a)装载区的详细说明; 

布雷特&;尔德中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库博士 （联合王画）、 

劳博士 (瑞典}和桑特松博士 （瑞典）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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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装载程序的详细说明； -

"(C)所用的运输种类，包^安与核査活动有关的结构详细情况，例如，在什么地 

方 安 装 密 封 设 备 ； ' 

" ( d )⋯⋯ 

3. 系|&枧察的次数和方式等 

"技术秘书处应根据准则决定视察的次数和方式‧ 

4. 靈 

" ( a )系^>现场视察 

"系统现场视察活动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1)密封设备的便用、检査、拆除和重新安装； 

"( 2)监测设备的检査、维修和保养； 

"(. 3)核査随机选定的密封仓库/储存区的存货清单。 

一每次系统视察期问应核査的仓库/储存区的百分比。 

"(B)对设施外运情况的现场视察 

"对从fe存设施运走化学武器的现场视察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1)便用、检査、^除^重新安装与化学武器运输有关的任何密封设备； 

"(2)核査将运出化学武器的仓库/储存区的存货清单;. 

"(3)观察装载程序，核査装载的项目； 

"(4)调整/重新安排监测系纟J&的复盖面。 

"(C)为解决显示的异常情况进行的视察（特别视察） 

"特别视察活动可包括，伹不一定只限于： 

"(1)调査所显示的异常情况； 

"(2)检査、拆除和重新安装密封.设#^ 

"(3)枧需要核査仓库/储存区的存货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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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视察员一直在场 

"视察员一直在场的活动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1)便用、检査、拆除和重新安装密封设备; 

" ( 2 )核査任何选定的-密封仓库/储存区存货清单； 

"(3)观察在储存设施进行的任何和所有活动，包括为运出储存设施而对所 

储存的化学武器进行的处理。 

5. 密封设备和标志 

"(a)说明密封设备和标志的种类 

"(b)说明如何及在何处安装密封设蚤和标志 

6. 监测系统 

M a )器件及其位置的说明： 

"( 1 )感测器及其他仪器； 

" ( 2 )数据传输系统； 

" ( 3 )辅助设备； 

" ( 4 ) ⋯ ⋯ 

" ( b ) 安 装 ： ' 

" ( 1 )时间安排； 

"(2)储存设施进行的事前准备工作； 

"(3)締约国在安装期问应提供的协助。 

"'(C)启用、首次试用及检定 

" ( d ) 运 转 ： 

" ( 1 )正常运转； 

" ( 2 )例行测试； 

" ( 3 )维修和保养； 

"(4)出现故障时应采取的措施； 

"(5)締约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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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更换、更新 

. " ( f )拆除和移走 

"7.有关视察期间使用的仪器及其他设备的规定 

- " ( a )视察员带进的仪器及其他设备 

" ( 1 )说明； 

"(2)由締约国测试、校准和检查； 

" ( 3 ) 日 常 规 

"(b)締约国提供的仪器及其他设备 

" ( 1 )说明； 

"(2)由视察员测试、校准和检査； 

" ( 3 ) 日 常 删 及 储 。 

"8.有关取样、样品现场分析和现场分析设备的1»定 

"(a)弹药的取样，特别是对设施现有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弹药采用的取样方法应 

加以统一 

"(b)散装储存的取样 

"(c)其他取'样 

" ( d )夏*和其他样品 

"(e)现场分析（例如，关于现场/内部分析、分析方法、设备、分析的精密度 

和精碉度的规定） 

" 9 . 行 政 安 排 

"(a)为视察员的到达作准备 

"(^)视察员的运送 

"(c)视察员的膳宿供应 

"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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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应提供的服务' 

‧"此种服务应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一 医 疗 皿 服 务 ； 

―视察员办公室用房； 

一视察员实验室用房； 

―扠术协助； 

一 电话和用户电拫； 

一 仪器用电和冷却水供应； 

―口译服务。 

'"应包括有关每种服务的下述资料： 

―应提供该服务的程度； 

―设施内提供该服务的联系地点。 

' 1 1 '协定的修正和订正 

"(例如：装载程序、运输种类、分析方法等方面的变化） 

" 1 2 .其他事项 

服务费问题加以讨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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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性现场枧察 

"本文件是 1 9 8 7年会议的特设委员会主席和1 9 8 8年会议的c小组主席对 

有关质疑性现场视察问题的工作现状的意文中所载内容并不是一致意见，因 

此对任何代表团均无约束力.提出本文件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各国代表团分析情况, 

以便在委员会今后的工作中达成共同的立场. 

"第一部分（第 1至第 1 3段）的内容是1 9 8 7年会议的特设委员会主席汇编 

的关于质疑性现场视察从开始直到视察员提出报告为止这一段过程的材料，第二 

部分（笫 1 4至第 1 8段）的内容是1 9 8 8年会议的c小组主席汇编的关于报告 

提出之后的过程的材料. 

"第一部分 

" 1 .每一締约国均应有权在任何时候要求对一締约 i l管辖或控制'之下的任 

何地方的任何场所进行现场视察，以便澄清对公约条款是否得到遵守的疑 

问.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有义务使请求不超出公约目标的范围. 

"2.在整个权察过程中，收到请求的缔约国有权利并且有义务表明其遵守公约. 

" 3 .质疑性现场視察应按照请求进行. 

'(质疑性视察的开始) 

"4.请求应向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提出. 2话求中应尽可能精确地说明将受视察 

的场所和需要消除疑虑的事项，包括被怀疑不遵守的情况和性质，并说明 

其遵守引起疑问的有关公约（各）条款.Z 

公约许多部分均，'管辖或控制，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正在不断进行讨论, 

确切揞词有待商定. 

^人指出，#要讨论如何防止这种请求被逖用的问题.有人建"1 乂通过一个事 

实调查小组转交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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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立即将请求通知将受视察的缔约国，并向执行理亊会成 

员通报. . 

"6.应尽快派遣视察小组，_视察小组应至迖于请求提出后⋯⋯小时内到达将受 

视察的场所. ' 

"7.收到请求的締约国有义务允许视察小组和提出请求締约国的代表进入El内 

并提供协助，使他们能够及时到达该场所.Z 

"8.应准许视察员到达之后即按其认为必要的方式对场所加以控制，以确保任 

诃与视察有关的材料 

" 9 .应至迟于请求提出后⋯⋯小时内让视察小组进入该场所. 

(质疑性视察的进行) 

"10,视察小组进行所要求的现场视察的目的应是确立有关事实-

"11.视察员应能进入其认为执行任务必需进入的场所，他们在进行视察以求完 

成任务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少造成侵扰.收到请求的締约'国应为视察员的 

工作提供便利. 

"视察员应同收到请求的締约国进行协商，收到请求的締约国可裉据其权利和 

义务建议实际进行视察的方式方法.收到请求的締约国也可提出有关保 

护与化学武器无关的敏感设备和资料的建议.视察员应考虑那些他们认 

为适用于其执行任务的建议. 

"视察员尽快并且至迟于开始视察后⋯⋯完成视察工作，并返回总部-

曾讨论了从提出请求至到达的时限为2 4 — 4 8小时. 

可以设想一些情况，如：将受视察的场所不在收到请求的締约国领土上‧ 不 

过，此类情况可在有关管辖的范围内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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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守的特殊情况下，它应作出一切努力通过同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协商就如何 

确立事实以便澄清疑问的方式达成协议r 

"如协议在提出请求后⋯⋯小时内达成，视察小组应按照该协议进行工作， 

如果在提出请求后⋯⋯小时內没有达成任何协i义，〔视察应按照上文第 

1 0点和第 1 1点进行.〕〔视察小组应就此问题向执行理事会捷出报告, 

执行理事会在⋯⋯小时内应 〕 ‧ 

(报告） 

"13.视察小组应尽快并且至迟于视察工作完成后⋯⋯天，向技术秘书处总干事 

提出报告. 

"报告应严格记实，只记载有关的资料，但可在这些限度內，记入有关受视 

察的締约国同枧察小组合作的态厪的资料.视察员所持的不同:1：见应附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立即将报告转交给提出请求的締约1)、收到请求的缔考》 

国和执行理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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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部 分 

(报告提出之后的过程"9 

"14.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应通过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将其对视察结杲的评价〔， 

并酌情将其根据公约打算采取的行动，〕立即通知执行理事会成员。 

" 1 5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向各締约国提供视察报告'、提出请求的締约国评 

价以及收到请求的締约国的意见和可能为此目的提交给总干事的其他締约国的意见。 

"16.如果有任何締约国要求执行理事会举行会议来审查这一情况，则执行理事 

会应这样做，同时应考虑到报告、提出请求的締约国的评价以及收到请求的締约国 

和其他締约国的意见。2 

"17.'执行理事会如认为必要，应审议〔公约是否受到违反以及〕如何采取适 

当的进一步行动来澄清或纠正这一情况〔，并就此提出建议〕〔，并就此作出决定〕, 

〔除其他外，此类进一步行动的目的可以是促使收到请求的締约国遵守公约或处理 

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对请求杈的误用或滥用。〕 

"18.执行理事会应就其审议这一问题的情况向各締约国〔提供任何它可能编写 

的报告〕〔提出报告〕。〔如果违反公约的情况一直未得到纠正，执行理事会应将 

问题提交〔协商委员会〕〔大会〕，而〔、协商委员会〕〔大会〕应就包括取消权利 

视察报告如何分阶段以及如何决定将最后报告的某些内容提供给所有締约国的 

问题，尚需进一步审议。. 

有一种意见认为本段是多余的，因为执行理事会的会议程序将在第八条以及可 

能第九条的有关规定中载明。 

与本段有关的执行理事会的程序和决定的作出问题，尚需加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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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杈在内的制裁行动作出决定。〕' 2 〔〔执行理事会或〕〔协商委员会〕〔大 

会〕应酌情提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注意这一问题，〕 

包括取消杈利和特权在内的可能制裁行动问题，不仅在质疑性视察的范围内 

需进一步认真审査，而且在例行视察和公约其他内容的范围内也需进一步加以 

审査。 

有一种意见认为，还需审议将滥用或误用请求权的提出请求的缔约国的杈利和 

特权予以取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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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援助 

"1.每一締约国有杈在下述情况下通过执行理事会请求提供援助以保护其免遭 

化学武器的危害： 

"(a)它认为已对它使用了化学武器； 

"(b)它有重大理由认为存在对它使用化学武器的威胁。 

"〔(c)它认为由于另一缔约国任何其他违反公约的行为，或由于任何非公约 

締约国发展、生产、取得、储存或拥有化学武器，或由于化学武器被 

转让给任何非公约締约国而使其安全已经受到或有可能受到威胁。〕 

"2,应提供有关资料以说明提出这一请求的理由， 

"3.技术秘书处应立即将这一请求通知所有締约国。 

" 4 . 执 行 理 事 会 应 ： ' 

"：A)〔立即〕举行会议，根据提供的资料对要求作出评价；2 

>)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指示技术秘书处在⋯⋯小时内着手调査与指称 

使用或威胁使用有关的事实，并酌情开列一份所需的具体援助清单； 

' 〔在适当的情况下，执行理事会可指示，调査应包括现场视察；〕如 

进行现场视察，则应遵照公约第九条所载的原则和规则行事；' 

"(c)根据技术秘书处的调査结果，决定是否应要求提供援助；要求提供援 

助的决定需以三分之二多数作出； 

将其决定通知所有締约国。 

" 5 .公约每一締约国承诺： 

"(a)在执行理事会裉据笫4款(B)项着手进行调查、包括现场视察方面给予 

合作，并酌情给予便利；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确实使用了化学武器的情况下应自动提供援助。另一种意 

见认为，应在ÛM.的基础上提供援助。 

关于执行理事会有无能力对"威胁使用"进行评估，有人表示了保留意见。 

"，有一种意见认为，与调査和事实调査程序有关的一切问题均应在第九条的范1 

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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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任何时候只要执行理事会如此要求，即尽可能向提出请求的締约国提 

供援助和支援。〕 

"6.技术秘书处应酌情与人道主义领域的有关国际机构密切合作，对提供必要 

援 助 行 动 进 行 协 调 。 ' 2 

"〔7.各締约国应在公约生效后6个月内与本组织締结一项关于根据本条提供援 

助的协定。此种协定应以一项示范协定作为根据> 并应订明该締约囯将向有关国家 

提供的设备、培训设施和其他技术咨询或服务。〕 

"〔8.本组织'应编制并负责执行各项促进国际合作以发展和加强感兴趣的国家 

防备化学武器的能力方案，包括关于化学武器防备措施的科技资料的传播方案和 

此类措施的培训方案。〕 

"9.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影响公约所有締约国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 

而进行研究、发展、生产、取得和使用化学武器防备手段的权利。 

"〔 1 0 ‧公约所有締约国承诺促进并有权参加为防备化学武器而尽可能充分地交换 

设备、材料和科技资料。〕4 

"，有一种意见认为，各締约国应与技术秘书处共同作出有关以何种方式和方法提 

供援助的辅助安排，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必作出此种安排。 

"2关于如何解决费用问题，需要加以讨论。 

"， 应由本组织哪个机构担负此一任务的问题，尚应进一步审议。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一领域的合作可通过自愿性J又边和多边协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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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经济和技术发展 

"1.执行本公约各条款应尽量避免妨碍本公约各締约国的经济或技术发展以及 

在和平化学活动领域中的国际合作，包括国际同交流科学和技术资料、化学品以及 

按照本公约各款为和平目的生产、加工或使用化学品的设备。 

"2.本公约各締约国在遵循公约各条款的前提下应： 

"(A)有权单独或菓体从事化学品的研究、研制、生产、获取、保有、转让 

和使用； 

"(b)承诺促进并有权参加尽可能充分的交换与为本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发 

'展和应用化学有关的化学品、设备和科学技术资料； 

"(C)不〔在歧视基础上〕强行规定任何妨碍发展和增进化学领域科学技术 

4TH只的限制。 

"本款不得减损国际法中关于和平化学活动的普遢确认的原则和适用规则〔其中 

包括关于专利权和环境或健康保护的原则和规则〕。 

一些代表团表示认为，本条需进一步审议。具体说，它们认为，在为本条提 

出的措Î，中关鍵术语的定义方面没有达成共同谅解，因此无法明确地全面了解 

各締约国应承担义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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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武器公约初步结构的第十二、第十三、 

第十四、第十五和第十六条 

"在 1 9 8 8年会议期冋，特设委员会主席就公约最后条款（第十二至第十六条) 

召集并进行了可自由参加的协商，并同有关代表团私下逬行了协商. 

"在本讨论文件中，主席试图总结协商期间发表的各种意见.提出本文件的目 

的是为了便于进一步审议。其中所载—切内容均非一致意见，因而对各代表团 

不具任诃约束力. 

"本讨论文件将与现有的以及未来的有关这些条款的提案和文件一起用作对这些 

条款进行进一步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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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a) —鄧分;§见认为第十二条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化学武器公约与其他 

国际协定关系将遵循一般国际法规则以及〈〈维也納条约法公约》 

规氣 

"。）一些代表团赞成提及具体的国际协定，即，1 9 2 5 年 日 内 瓦 议 定 

书和生物武器公约。 

"(0)有人建议在公约中还可以一般提及其他国际协议。 

"((i)也许有可能将以上(b)和(c)段中反映出的作法结合在一起，从而既提及 

具体的国际协定也提及不指明的国协定。 

二条的可能措辞 

(1) 没有 

(2) 本公约中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在任何；t义上限制或减损各締约国裉据 

' 1 9 2 5 年 6 月 1 7日在日内瓦签订的《禁止在战争中便用窒息性、毒性 

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和根据1 9 7 2 年 4 月 1 0曰在伦 

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签订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 

及储存以31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所承担的〔义务〕〔权利和义务〕。 

"本公约缔约国，凡同时为1 g 2 5 年 6 月 I 7日于日内瓦• ̂订的《禁 

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締约 

国者，均确认Sii—条第3款规定的义务是对该议定书规定的义务的补充。 

或 Z 和 

(3) 本公约不;7;^响締约国裉据与本公约相一致其他协定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 

一 或 者 换 用 另 一 种 措 辞 一 

"本公约各款均不得中止或改变締约国依照与本公约有关的其他国际文书所 

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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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修正 

" 评 论 

"(A)各代表团一致认为，任何締约国均可按照商定的程序对本公约提出修 

正案。 

"(b)有的意见认为某些基本条款不得修正。在这方面提到了：^:^"条、第 

四条第5款ià)项和第5条笫8款(a)项。 

"(c)按照发表的绝大多数的意见，为适应公约不同条款的特珠需要，需采 

取不同的修正机制，有一项谅觯：本条可能仅限于将要采用的一般 

修正程序，公约有关部分另有规定者除外，诃种条款应按严格程序 

修正，诃种条款可能按简化方式修改，对此有待迸一步讨论。 

"(cl)部分意见表示，不管采用诃种类型的程序来;t过修正案，这些修正案 

均应同时对所有締约国生效；还有一种意见的论据是，一修正案唯有 

得到一締约国的批准或接受方对该締约国生效。 

"第十三条的可能措辞 

"1.饪何国家均可按照商定的程序;^本公约提出修正案。 

" 2 . (A)对本公约任何条款均可提出修正案. 

― 或 者 换 用 另 一 种 措 辞 一 

" 2 . (a)不得对本公约下列条款提出修正茱：第一条、第四条第5款(a)项、第 

五条第8款(a)项⋯⋯ 

" 。 ） 〔 〕 ' 所 载 的 规 定 经 締 约 国 一 致 同 意 可 作 修 正 。 

" ( e )第 2款 ( b )项中未提到的规定可由〔〕多数作出修正。 

"(d)第2款(b)和(c)项中未提到的规定可由简单多数作出修正。 

一项谅解是，应将这些规定列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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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a)饪何所提修正案的文本均应在〔大会〕〔协商委员会〕常会之前不少 

于⋯⋯〔日、月〕送交〔保存人〕〔技术秘书处主任〕，并由他立即 

发送所有締约国。 -

"fo)所提修正案应在最近一届的〔大会〕〔协商委员会〕常会上讨论并可 

在下一届常会上通过• 这并不排除〔大会〕〔协商委员会〕由出席 

并参加表决的缔约国三分之二多数作出决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和通 

过煶出Ê^f^正案。'' 

"4.通过的修正案须由締约国按照各自的宪法程序予以接受〔批准〕，并视情 

况分别须由下列国家将接受〔批准〕书交存保存人之后，对所有締约国生效； 

"(a)对上面第2款(b)项所列观定的li多正案.所有締约国均需交存； 

"(0)对上面第2款(b)项未提及的规定的修正案，需由〔特定〕多数的締约 

国交存； 

"(c)对其他现定，需由简单多数的締约国交存； 

"(d)由创始缔约国交存 

一或作为上面第 3款 ( b )项和第 4款的备选衆文一 

"自批准或加入一修正案的本公约大多数締约国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后第三十日 

起，该修正衆即对这些締约国生效，此后，对其余每一締约国则自其交存批准书或 

加入书后第三十日起生效。 

"5.本条的观定不彩响公约有关鄧分规定的特珠修正程序。 

大会或审査会议是否为审议本公约修正案的适当论坛，有待讨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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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期限.退出 

"似乎已一致认为本公约应无限期有效。 

"关于締约s可能退出公约及退约程序问IS,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 

"(a)部分意见认为不应规定退约权。 

"(b) —些代表团支持关于在一固定的、较长的期内不得行使退约权的建 

议。 

"(c)若干代表团认为退约应取决于某些非常情况。在某些代表团看来， 

这类情况可按照其紧迫性而有所区别，因此应规定不同的退约期?艮'， 

在这方面，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将退约意向通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并由其在职权范围内釆取适当步骤，挽回局势和防止这种退约。 

"(d)有一种与此相反意见的论据是，应规定退约权，行使退约权的期限应 

极短，如需履行手续，也以尽少为宜. 

"(e)有的意见表示，在化学武器公约中不应提及退约权。 

"(f) 一个代表团建议本条应只涉及期限问题，它取决于締约国销毁一切化 

学武器. 

第十四条的可能措辞 

" 1 . 本公约应无限期有效• 

" 2 . ( a )缔约S不得退出本公约； 

一 或 换 用 另 一 种 措 辞 一 

"(B) -— 

一 种 措 辞 一 

'并未就所提到的期限提出任何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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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締约s在⋯（另行商定的期限）内不得退出本公约； 

一 或 换 用 另 一 种 措 辞 一 

" ( i )本公约各缔约S如断定与本公约主题有关的非常事伴已经危及其S家 

的最髙利益，为行使其国家主权，应有权退出本公约； 

一 或 换 用 另 一 种 措 辞 一 

"(e)任何締约国均可在任何时间退出本公约； 

一 或 换 用 另 一 种 措 辞 一 

" ( f )无。 

" 3 . (a)締约国在按照上面第2款(b). (c), (d), (e)、 m项行使其退约杈时，应 

通知保存人、联合S安全理事会和本组织执行理事会。此种通知应 

包括说明作出退约决定的理由。 

"(b)本组织执行理事会应立即调查并对决定退约的理由作出评价，并在其 

职权范围内釆取适当措施挽回局势，包括，除其他事项外，召开〔大 

会〕〔协商委员会〕特别会议。' 

"4.退约应自有关締约国交存通知书⋯⋯〔商定的（各种）期限〕之后生效.2 

一 或 作 为 对 上 面 第 3 和 笫 4 款 的 备 选 案 文 一 

"締约国在行使上述第2款(d)项规定的退约权时，应提前三+月通知公约所 

有其他締约国、保存人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此种通知应包括关于它认 

为已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常事件的说明。 

关于执行理事会和大会在出现退约意向的情况下的职权范围是否需要特别条款, 

如果需要，它们的内容是什么，在公约中处于什么位置，均有待讨论。 

关于针对不同退约情况有可能规定不同期限而不是一种期限的问题需要进一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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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a)締约国退出本公约在任何意义上均不得影响〔各締约S 〕〔这个締约 

m 〕继续履行根据国际法，特别是1 9 2 5 年 6 月 1 7曰曰内瓦议定 

书中任何有关规定所承抠义务的责任.' 

"(b)締约国不应以退出本公约为理由而解除该国为本公约締约S时所承担 

的财政义务〔和〕〔或相应的〕其他义务（因为履行此类义务并不违 

反导致其退约的最髙利益）。 

一 或 作 为 上 述 第 2 —51；：的备选案文一 

"本公约各締约国如断定与本公约主题有关的非常事件已经危及其国家的最高利 

益，为行使其ffl家主杈，应有权退出本公约。该国应在三个月前将其退约一事通 

知本公约所有其他締约国、保存人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项通知应包括关于它 

认为已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常事件的说明。 

一 或 换 用 另 一 种 措 辞 一 

"第十四条：期限 

"申公约具有永久性质并应无限期有效，但若第〔⋯〕条规定之销毁期结束9 0 

曰之后〔大会〕仍无法宣告一切化学武器均已销毁，并宣告随后化学武器对所有締 

约国均属禁止之列，则本公约各条款所引起之义务即告停止。 

一些意见认为这一规定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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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筌署、批准、加入*生效 

ifî仑 

"似已一致认识到： 

"l.(A)公约应开放供所有国家筌署并需由各签署国批准； 

"0))非签署国应有杈加入本公约； 

"(C)有关生效的各条款应确保有尽可能广泛的国家加入本公约, 

" 2 .目前各方倾向于把公约生效所需的批准国数目定为 6 0个. 

注释： 

"在有关这一条的协商中提出了公约附件以及保留条款的地位问题. 

"1‧需进一步讨论是否应为附件的地位单独订一条文。 

"关于附件地位的条款的可能措辞 

'第⋯号附件为本公约的组成部分，。 

"2.若干代表团认为，既不应当规定对公约的保留也不应当规定例外，而另一 

些代表团则表示对于一些未明确指明的条款可规定这种权利。 

"有的意见认为，对于保留，应当充分注意解释性说明. 

"是否将保留条款放在第十五'条内或为此目的单独拟订一条有待讨论。 

"保留条款的可能措辞 

"1.〔除本公约其他条款明确允许外〕不得对本公约提出保留或例外，无论其 

措词或名称如何，〔包括觯释性说明或声明〕。 

" 2 .上述笫之规定并不排除一 g ]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作出鮮释或 

声明，而无论其措辞或名称为何，但这种觯释或声明之用意不得为排除或 

更改本公约条款在对该GB适用时的法律效力。 

- 或 换 用 另 一 种 措 辞 一 

" 不 得 对 本 作 出 保 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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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的可能措辞 

" 1 . 签 署 

"本公约应在〔地点〕开放供所有E家签署，直到〔无限期〕〔其生效〕〔曰 

期〕为止. 

" 2 . 批 准 

"本公约〔及构成本公约组成部分之附件〕'，须经各签署国依照其宪法程 

序批准， 

" 3 . 加 入 

"〔在本公约生效前〕〔日期〕未签署本公约的任何国家，可随时加入本公 

约 ， 2 

" 4 .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 

"批)t书或加入书应交〔保存人〕〔兹指定为保存人之联合E秘书长〕保存, 

" 5 ‧生效 

" ( a )本公约应在〔第 6 0份〕〔第 4 0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 

日后⋯天起〕〔之日〕生效， ' 

"(b)对于在公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E家，公约应在其批准书或 

加入书交存日〔之后第⋯曰〕对其生效.， 

" ' 见上述注释中的笫 1段。 

一个代表团认为，加入并非必需. 

"，待进一步讨论如何确保将所有"拥有化学武器"和"有化学武器能力"的 S家 

都包括在那些需要其批准本公约方能生效的K家内. 

一 190 一 



第十六条：语文，有效文本、保存人、登记 

"(A)普遍同意应指定联合S秘书长为保存人. 

"(b) —种意见认为，应有一处专门提及保存人的所有职能. 

"(c)此外，尚需进一步讨论是否将有关条款放在第十五条或第十六条内, 

抑或需要另订一条. 

"(i)以下关于语文、有效文本和登记的各条款未遇到反对意见。 

第十六条的可能措辞 

"1.本公约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六种文本具有同 

等效力，应交存联合EI秘书长，兹é定其为保存人，由其将本公约经正式 

核证的副本分送所有签署S I和加入S政府. 

"2.保存人应将每次签字的日期、交存每项批准书^加入书的日期^本公约的 

生效日期以及对其提出的修正案的生效日期〔任何退约通知和后者的生效 

日期〕，〔和笫十四条第3款中具体规定的通知〕'立即通知所有签署5! 

和加入国。 

"3.本公约应由保存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办理登记. 

"⋯⋯年⋯⋯月⋯⋯日订于⋯-' 

一 或 换 用 另 一 种 措 辞 一 

， 是否可根据公约、—？,,t€要而将其他职能授予^存人的问13,有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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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十六条：保存人*登记 

" 1 ‧ 保存人 ' 

"(a)兹指定联合国秘书长为本公约保存人，他应 

" ( 1 )通知所有签署 m和加入国： 

"(a)每次签字的日期和交存每项祉准书或加入书àt»日期； 

"m-]本公约任何締约®对本公约M出的任何倐正案； 

" a任何通过的修正案； 

"曰任何修正案的生效日期； 

"(2)将本公约经正式核证的副本分送所有签署国^加入国政府. 

" 2 ‧登记 

"本公约应由保存人根据《联合国宪章》笫一百零二条办理登记. 

"第十七条：语文、有效文本 

"本公约及其附件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六种文本具 

有同等效力，原件应交联合国*书长保存， 

"下列签署人，经由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订于⋯⋯ 

"此外，还提出了如何解决与遵约问题无关的争端以及将有关审查会议的条歙安 

插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但尚未对其进行讨论‧ 

'是否可根据公约特殊需要而将其他职能授予保存人的问题，有待讨论. 

―1 9 2 一 



销毁期同的安全：与本问题有关的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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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8年会议的材料 

- C D / C W / V 7 P . 199 

一 C D X 8 2 2 

― CDZ C w y w p . 182 

― C D X C W / W P .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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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 
CD/CW/WP.199 

" 法 国 

"工作文件 

"安全储存：拟议修正案文 

"现提出以下建议，目的是将其纳入公约草案'暂定案文，（C D/795)，行文 

、；用该案文现有辂式。全面禁止化学武器仍是总方针，安全储存为相应于执行公 

约第一阶段的10年过渡制度的一项内容。安全储存为一种供选择的办法，未来 

协定的译一締约11均可自由采用. 

"第一条.关于范围的一般规定 

"增加一个第 7款: 

"'本条各项规定不^响有关安全储存的具体过渡性规则。， 

"第一条附件.关于安全储存的规定 

" 1 . M # 

"締约国^认在销毁化=^；武器储存的过渡阶段各自均需碉保其安全。 

"为此， 

"(1)每一个国家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公约生效后的第一个八年期内在国际监督 

下持有本公约案文中称为'安全储存，的数量有限的化学武器储存. 

"(2)此种安全fô存应至迟于公约生效后第九年或第十年在国际监督下加以销毁, 

每一締约国在签署公约时即承诺进行此种销毀工作。按本附件第2条第3款及第 

4条规定为安全储存指定的任何生产设施均应至迟于公约生效后笫九年加以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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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适用此种储存的核査制度与适用公约生效后其他7，J余储存的核査制度相同. 

若一締约国认为有理由相信另一締约国违反公约关于安全储存ES现定，此种储存在 

同样条件下适用质疑性视察程序。 

" 2 .关于安全储存的一般规则 

"(1)构成安全储存一部分之一元弹药中的毒性化学品以及必要时二元弹药的两 

种组成成分X—应列入公约第六条附件的附表〔1〕. 

"安全储存完全由弹药组成。有毒化学品储量不得超过 2 0 0 0公 P电，就二元 

弹药而言，此数量应指弹药产生的有毒化学品的数量，而不是构成弹药的反应物的 

数量。 

"(2)储存处数目最多以⋯处为限。 

"(3)此种储存的霃立和保养仅可由一个单一生产设施保证，此种设施按需要由 

以下内容构成： 

"制造公约第六条附件之附袞〔1 〕所列化学剂和毒剂的手段；以及 

"装卸和保养弹药的手段。 . 

"( 4)此单一设施应根据第五条附件第一.A节规定加以宣布，并应很据本附件 

第4条确定的程序接受国际监督。 

"(5)公约生效后，凡需建立生产设施，均应接受SI际监督。 

" ( 6)此一设施可不同于公约第六条准许的用于研究、医疗或防护性目的之小ji» 

模生产设施. 

" 3 . 储 存 的 宣 布 

"安全储存另行宣布，不同于第三条附件及笫四条附件第一节规定之其他储存的 

宣布.一签署国应在加入公约后 3 0天内将宣布交存执行理事会，此种宣布应在 

公约生效后的1 0年期内每年加以更新. 

"宣布内容为：储存总量及其详细的构成情况，条件"^一般制度下的储存宣布 

相同，加入国可在以下三种办法中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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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备选办法 个或一个以上宣布的储存处 

"若选用此种办法，安全储存的宣布内容应包括这个或这些鍺存处. 

"安全储存全部或部分的任何转移应受技术秘书处监督. 

"2号备选办法一一单一的未宣布的储存处 

"应立即向技术右6书处交存一密封信件，说明安全储存地点. 

"若作出正式通知1可执行以下程序： 

"若怀疑某一地点有迷反公约规定的情形，而收到请求的締约国否认其 

储存位于该处，密封信件不得开启，但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可要求逬行质疑 

性视察条件下的现场视察； 

"或，收到请求的締约国承认其倚存位于涉搛违约的地点，如提出请求 

的締约国宣称对此种初步答复不满意，即必须开启密封信件.若提出请 

求的締约国仍认为不满意，可要求进行质疑性视察条件下的现场视察。 

"3号备选办法一两个或两个以上未宣布的储存处（地点数目最多以⋯处为限): 

"若选用此办法，締约国应就每一储存处向技术秘书处交存一份密封信件，说明 

该处储存的特点（构成、数量）‧ 

"如作出正式通知，可执行以下程序： 

"若怀疑某一地点有违反公约规定的情形，而收到请求的締约国否认其 

部分储存位于该处，密封信件不得开启，伹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可要求进行 

质疑性视察条件下的现场视察； 

"或，收到请求的締约国承认其部分储存位于涉嫌违约的地点，如提出 

请求的締约国宣称对此种初步答复不满:t,即必须开启密封信件.若提 

出请求的締约囯仍认为不满;t,可要求逬行质疑性视察条件下的现场视察。 

"在密封信件（2号备选办法）或密封信件之一（3号备选办法）开启后，每一 

締约国均应有可能将有关储存转移到另一未宣布的地点。在此种情况下，应先向 

技术秘书处再交存一份密封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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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供安全储存之用的生产设施的宣布和监测程序 

"本附件笫2条笫3款界定的为安全储存指定的单一生产设施M置于国际监督之 

下，除加以密封外，其余规定也与根据公约宣布的其他设施相同• 

"单一生产设施进行的涉及公约第六条附件附表〔1 〕所列产品的任何制造活动 

均应专门为了建立或保持安全锗存，并应接受国际监督。 

' 5 .安全储存的销毀 

"任何国家均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在本条第3款现定的时限之前消除其安全储存， 

就此而言，如该国尚未宣布（各）地点，得作出此种宣布，并向技术秘书处转交一 

份预计销毀时冋表.对此适用销毁安全賭存及有关单一生产设施的一般制度. 

"就选择本附件:第3条所述之2号或3号备选办法的締约国而言，密封信件应在 

公约生效后:€八年底开启.在所有情况下（1专、 2号、 3号备选办法），应根 

据公约:€四条一般制度下对储存规定的程序在第八年底将储存设施转交国际监督， 

"应根据拥有国向技术秘书处转交的详细计划将安全储存运至（各）销毁地点， 

其半数应在第九和第十年销毁. 

;'6.可供安全储存之用的生产设施的销毁. 

'任何国家均可根据自己的71：愿在公约生效后笫九年之前销毁其单一生产设施，在此 

之前须—向技术秘书处转交一份进行此种销毁的预计时同表. 

"无论如何，此种设施的销毀应至迟于公约生效后第九年底完成。 

7 .安^ #存的更新或置换 

"(1)公约各締约国承诺根据以下条件销毁其安全储存中的弹药并在国际监督下 

制造拟用于此种储存的新弹药： 

"各締约国承诺准备详细宣布被认为过时的安存的成分，并由本 E 

负责将这些成分移至一个销毁设施，向技术秘书处转交一份销毁时间表并 

在国际监督下进行此种销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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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弹药可能与销毁的弹药不同，其生产应在国际监督之下在专用的单 

一生产设施内进行，产量应保持在准许的有毒化学品>»ife位限度之内。 

"(2)就更新安<^：^者存而言，此项作业开始后三个月内应更新宣布内容（I号备 

选办法)或密封信件内容（2号和3号备选办法）。 

笫 三 条 宣 布 

"第1款(C)项（其他宣布）改为： 

"'除第一条附件规定的指定用于安^#存的生产设施外，⋯⋯其他任何 

设施⋯⋯的确切位置⋯⋯。， 

"笫四条化学武器 

"第 1款改为： 

"'本条及其附件的规定除第一条附件确定的有关安全储存的规则之外一 

律适用于⋯⋯任何和所有化学武器⋯⋯。' 

第五条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第 I款改为： 

"'本条的规定适用于⋯⋯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和全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但根据第一条附件规定指定用于安全储存的生产设施除外。， 

" 删去第 3款 

"第九条协商、合作和事实调査 

"笫I款增加一句： 

"'适用于安全储存的质疑性视察制度的具体程序应为第一条附件第3 

条所规定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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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联邦共相国^意大利 

"工作文件 

"销毁化学武器的顺序 

"1.过去几年来.关于全球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十分注意销毁化学武器的顺序 

问题。一些工作文件'专门论及了这一议题.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也对此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達两，磋面结果巳反映在1 9 8 8 年 2 月 2 日 的 C D / 7 9 5 号 文 

件附录二第2、 3、 4页所载的主席提出的文件中. 

" 2 .暂定案文第四条附件第四节第 1款（ C D / 7 9 5 ，第3 9页）巳指出，销 

毀顺序的制定应基于如下考虑： 

―所有国家的安全在整个销毁阶段不受减损， 

―在销毁阶段的初期建立信任， 

―在销毀化学武器储存的过程中逐步取得经验， 

一尤论储存的实际组成相逸用的化学武器销毀方法如何，一惲适用。 

"在上还各点中，保持所有国家的安全在整个销毁阶段不受减损的原则最为重要• 

这是评价化学武器销毀顺序问题拟议觯5^办法的基本标准。 

"最近，人们更加集中汪;t的问题是，俅持在设想的十年销毀阶段中安全不受减 

损，因为各国在十年销毁期开始时拥有的化学武器储存量不同。 

1 9 8 6 年 5 月 2 0 日 ； 

1 9 8 7 年 4 月 7 日 C D / C W / W P • 162; 

1 9 8 7年 6月 1 5日 n \ ) / ' : ' 〖 i , { i v . 169 ； 

1 9 8 8 年 1 月 1 5 曰 • 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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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了照顾人们对在十年销毁阶段中维持安全所表示的关心，并考虑到化学 

武库目前的不平衡状况，蒽议采取以下办法： 

"一、很据第一条第1欽相第五条第2和第3款,化学武器生产应在公约生效后立 

即停止. 

"二、很据第四条第 8款和第五条第 1 0款以及这两条附件的有关鄧分，所有化 

学武器储存地点和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应接受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 

"三、为了销毁目的，应适用C D / 7 9 5号文件附录二中主席提出的文件中制订 

的类别，一締约国应针对三个类别中的每一类自行确定每一年度内销毁工作的详细 

计划. 

"四、在第一阶段，拥有化学武器储存最多的締约国应开始销毁其化学武器储存， 

直至达到茼定的水平。 

"为实际执行这一基本7Ît诺，应适用下列规定： 

一为了公约的目的，拥有大量储存的締约国应是拥有化学武器物剂^过 

〔⋯〕P屯的締约国，不论这些物剂为散装或填入弹药或其他装置， 

―专为减少拥有大量储存的締约国的化学武器储存量而规定的初始削减 

期应为自公约生效起计的〔五〕年期间， 

―现有的大量储存的肖,j减应在伶约生效后一年内开始， 

一在该〔五〕年期结束时，拥有大童储存的締约国剩余的化学武器物剂 

一律应为〔⋯〕P屯， 

一在不妨署实际开始削减的情况下，应按以下公式计算五年的年度削减 

量： 
X = A 1 - A 2 ‧ 

5 

x =年度削减量 

A 1=宣布的化学武器储存总量（第四条第2款） 

A 2=⋯》屯（大量储存在初始五年削减期后的剩余储存量） 

5 =五年，即剩余储存量达到同一水平的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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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大量(IT存的締约国在这个:^一阶段内应向IT术秘书处提交其有关 

储存削减情况的年度报告。 

"五、公约生效后第五年底大量纟T存平'至〔⋯〕后，将召开本组织大会 

特别会议，审査届时取得的结果以及初始年份中在销毁化学武器和检査方面取得的 

经验。执行理葶会将在扠术秘书处帮助下为该会议作出必要的准备。 

"六、最大储存量拉平阶段完成之后，销毁过程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从第 

五年底起直至第十年底，在此期间，所有拥有化学武器的缔约国，无论各自的化学 

武器储存量多少，均需销毁其化学武器。销毁将按线性方式进行.即，拥有化学 

武器的每一締约国现有的储存将分为五等分在余下的五年销毁期内销毀。为此可 

利用以上第3.三段中提到的三个类别。如此，到销毁过程的第十年底所有的现 

有储存均应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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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 

"萦 古 

"工作文件 

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顺序 

"销毁化学武器是关于彻底有效禁止化学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及其销毁的多 

边公约的主要目标之一。 

"因此，这个问题在谈判会议上得到了优先注意。 

"在其 1 9 8 7年4月6日0]}/0评/¥?. 162号工作文件中，蒙古代表团提出了 

一些旨在寻求大家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建议‧考虑到谈判会议在这方面取得的进 

展,萦古榥出进一步的建议供会议讨论• 

"为实现最终消除化学武器的目标，必须设想完全销毀化学武器储存，禁止化学 

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同时，在整个销毁期间，必须确保所有国家的安全不受 

减损这一重要原则。 

"因此，必须拟订同时符合所有这些要求的销毁化学武器的原则和顺序。 

"有关销毁化学武器的许多童要问题已'经在谈判会议上达成一致意见。化学武器 

特设委员会将在不久的将来完成有关化学武器储存销毁顺序的工作。在这方面，已 

经具备了一些先决条件。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大家普遍同意在公约生效后第十年 

底销毁一切化学武器储存，这一点已反映在公约草案中。为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 

将所有化学武器储存分成不同的类别，并且按重量比较属于同一类别的化学品。 

"考虑到谈判会议的讨论情况，似乎可以具体地建议以下化学武器储存类别： 

第一类——以附表〔1〕所列化学品为基础的化学武器； 

第二类一以所有其他化学品为基础的化学武器； 

第三类一专门设计用于与使用化学武器有关的用途的未装填弹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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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类和按重量比较化学品的可能性将使拥有化学武器的締约国在销毁各类 

化学武器的颜序方面有某种程度的自由. 

"在销毁储存的期间，安全首先应立足于遵守公约规定的基本义务立即伴止化学 

武器生产、拥有化学武器的締约国在公约对它们生效后3 0天内宣布所有化学武器 

储存的规模和地点、核查宣布是否属实、确保对储存进行系统的囯际核查以防任何 

有关储存的秘密活动.这将使有关储存的情况完全明朗化，并可确保不会发生任何 

损害公约所有締约国安全的行动， 

"此外，从公约一开始生效就有这样完整的有关化学武器储存的资料，将有助于 

拟订和协调销毁化学武器的计划，该计划应考虑到平衡原则，即公约生效后经过一 

段议定的时问，拥有化学武器的各国所保有的化学武器数量将大致相同，而这些武 

器将在公约生效后第十年销毁，同时须确保所有国家的安全在整个销'毁期都不受减 

损的原则，这些时间范围和剩余储存数量需要在谈判过程中予以商定， 

"参加谈判的各H在现阶段宣布其储存将会大大有助于解决销毁化学武器锗存的 

顺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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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w/w.ni 

化 学 武 ^ 设 委 员 会 

-77、 ^ 

" 工 作 文 件 

"对法面有关'安全倚存，的提案éij评估 

" 1 .苏联考虑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以下一前提为依据销毁顺序必须以所有 

面家的安全在整个销疑阶段中不受减损这一原则为依据.而这一原则已在'暂定案 

文'中议定，然而，法S关亍'安全储存，的提案虽宣布基于周一原则；但亊实上 

却并不会达到保证安全é5i结杲. ' 

"2.法IS提案规定，公约各缔约廣有权在公约生效后至少八年而且可能更长的 

时期内保有生产能力和制造化学武器，另外还可以获取此种武器.此外，不仅拥有 

化学武器的圜家而且没有化学武器,的靨家均可享有这种权利*结果，拥有化学武器 

的SI家就可以（在'安全储存，的限度内i更新其储存；而没有化学武器的面家则 

可以建±此种'安封il存'.这实质上就是旻使化学武券Êii积累和扩散合、这 

一建议所导致的结果不是同等安全，而是加剧同等不安全. 

"公约各缔约IS的安全可以在公约生效后立即加以保障，其办法是：执行一些措 

施，在储存销毀前将其安全地冻结在目前水平，并排除为其使用作准备以及其实际 

使用.要作到这一点，首先必须<2^所有现有储存；借助现场视察和用仪器连续监 

测，将其有系统地置于©际监督之下；并采取措施确保化学武>^除运往销毁«外, 

不得移出储存地点.有关规定载于'暂定案文'第四条务 2款和第 3款.此外，将 

化学武器自储存地点移至销莰iyèé&工作应在面际监督下进行.在谈判中所有参加 

茵巳就载于第四条附件笫二节、第6。)款的这条规定取得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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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CW/WP.211 
Page 2 

"上述种种措施实质上等于将化学武器储存置于'E:^示看管，之下，而执行这些 

措方â将使所有绪约面在安全上处于同等地位. 

"3.目前正在审议这一提案é!î作者认为，公约所有缔约!léS安全可能会-:^ 

出现问题.（例如：由于因物质方面é&困难而迟返未能按储存élj销毁时间表行亊） 

或者突然造成问题（例如一个缔约面退出公约或拒绝继续消除剩下的储存)‧从理 

论上讲，此种情况可能会发生.但是，对付这种情况éti办法应与这个提案作者所建 

议的办法不同. 

"如果一®在其储存的销毁过程中遇到了物质方面É t i困难或技术困难，则应向其 

提供援助，以便确保遵守销毁时间表.但一菌如拒绝继续销毀其储存，则是另一^ 

事了.这是公然违反公约，可能产生各种后果，这个问题应通过建立一个可确保公 

约得到遵守的有效机制来解决。 

"4.法廣提案并不能解决如何防止出现一个拥有化学武器的缔约11可能退出公 

约并使其储存、这种特珠情况的问题。法廑提案的自相矛盾之处就在于，它虽然 

要求公约各缔约国应有同等安全，但在客观上却会增加产生这种特珠情况é!i可能性, 

因为该公约生效后，拥有化学武器的ffl家将会增加.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都被封 

闭并得到防护，是一回事；而保留一个这种«,哪怕只保留一个，则是另一回事. 

凭着这个及其基础结构，可以很容易而且很快就超出'安全储存'界限.因此, 

这也将会增加一个缔约SI退出公约的危险后果，因为这个国家将不仅拥有重新启用 

的储存，而且将拥有迅速积累、更新和改进其储存的能力. 

" 5 .公约应能消除这种存在于化学武器面家和非化学武器面家之问实际差别， 

而在公约生效后应能立即取得这种效果.然而，法SI提案所依据的前提是，公约生 

效前的现况可能变得有利于那些不拥有化学武器或希望增加其储存Ê!i!S家. 

"法m提案是与正在拟订的这个公约的实质和精神背道而驰的.这种使化学武器 

工业一及其最危险é5各个方面一合法化的办法是与有关始终一贯消除化学武器 

及其生产设施 é &概念相对立的 ‧法 m提案还将使化学武器储存监^工作变得更加 

复杂.这样，不仅不会增加公约各缔约E之间的信任，反而会出现令人感到忧虑的 

新因素，使得±已签署该公约的11家发生分裂.这既不能保证公约缔约国é3安全， 

也不能鼓励它们大规模加入这项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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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前几年会议的其他有关文件的清单 

― 1 6 2 

一 CDXCWy^v7P. 130 

- C 0 / 6 9 7 

一 CD A ' v ? " p . 169 

一 c D ^ V . 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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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7 8 . 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 1 9 8 8 年 2 月 2 9 日 至 3 月 4 曰 和 8 月 1 日 至 

5日审议了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议程项目。 

7 9 . 1 9 8 8年第二期会议期间在本议程项目下提交会议的文件清单载于下段 

提到的特设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 

8 0 . 在其 1 9 8 8 年 9 月 2 0日第 4 8 3次*会议上，会议通过了在第 4 4 6 

次全体会议上就本议程项目重新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见上文第9段）。该报 

告（CDy》70)是本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 一 a -dr 一 、 ^ 0 

" 1 . 在 1 9 8 8年 3月 8日第 4 4 6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通过了下列 

决定： 

'裁军谈判会议按照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 

件》笫1 2 0段的规定，在行使其作为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职责中，决定 

在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议程项目5下重新设立一个特设委 

员会。 

'会议要求该特设委员会在履行其职责时，继续研究并通过实质性和一 

般性审议査明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有关的问题。 

'该特设委员会在执行这项工作时，应考虑到一切现有的协议、现有的 

提案和未来的倡议以及自1 9 8 5年特设委员会设立以来的事态发展. 

'鉴于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即将召开，特设委员会 

将在 1 9 8 8年笫一期会议结束前向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它还将在 

1 9 8 8年第二期会议结束前向会议提出报告，， 

"在这方面，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和各代表团就职权范围作了发言.所有这些发言 

促成了职权的通过。 

"2.按照其职权，特设委员会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一份特别报告，其中载有 

1 9 8 5 年 、 1 9 8 6 年 、 1 9 8 7 年 会 议 和 1 9 8 8 年 第 一 期 会 议 期 间 对 议 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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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5的审议情况。在1 9 8 8 年 4 月 2 9日第 4 6 2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 

通过了本委员会的报告，它是会议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 

特别报告（CDZ834)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 3 . 在 1 9 8 8 年 3 月 8 日 笫 4 4 6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任命阿道弗 

泰尔阿达特大使（委内瑞拉）为特设委员会主席。联合国裁军事务部高级政治事务 

干事艾达‧路易莎‧茱文女士继续担任委员会秘书。 

" 4 .特设委员会于 1 9 8 8年 3月 8日至 g月 7日举行了 17次会议。 

"5.应其请求，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下列非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的国家代表 

参加特设委员会会议：奥地利、丹麦、芬兰、希腊、爱尔兰、新西兰、挪威、葡萄 

牙、塞内加尔、西班牙、瑞士、 土耳其和津巴布韦。 

" 6 .除前几届会议的文件和 1 9 8 8年第一期会议期间提出的文件外'，特设 

委员会还收到下列文件： 

C D / 8 5 1 委内瑞拉对《各国探索与利用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在 

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的条约》提出的修正（也作 

为 C D / O S / W P . 2 4分发） 

委员会还收到下列新的工作文件： 

C D / 0 2 3 1 9 8 8 年
5
月 2 3日加拿大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 

议秘书长的信，转交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文 

件； 

C D / O S / W P . 24 委内瑞拉对《各国探索与利用包括月球及其他天体在 

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的条约》提出的修正（还作 

为 C D / 8 5 1分发）； 

文件清单见1 9 8 5 年 、 1 9 8 6年和 1 9 8 7年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和提交第 

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分别为CD/642、 CIV' 

7 3 2、 C ] ) / 7 8 7和 C D / 8 3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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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os/fvp. 25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提出的工作文件，题为"加强各s 

根据《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采取的做 

法，以便更加及时地提供有关卫星功能的具体资料， 

其中包括卫星执行的是民事还是军事任务"； 

CDXOS/^T. 26 加拿大提出的工作文件，题为"军备管制和外层空间. 

回顾性审查： 1 9 8 2— 1 9 8 7 年 " ； 

CD/OS/WP. 27 加拿大提出的关于军备控制和外层空间方面某些术语 

的用法的工作文件。 

" 三 . 1 9 8 8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7.在主席与各集团成员进行初步交换;f见和槎商之后，特设委员会于1988 

年 3 月 2 2日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 1 9 8 8年会议的下列工作计划： 

'1.审查和确定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问题； 

2 . 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现有协议； 

3 . 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现有提案和未来倡议。 

特设委员会在进行工作时将考虑到自1 9 8 5年该委员会设立以来的 

事 态 发 展 。 ' 

关于工作安排，特设委员会同意同等对待其职权范围包括的并在其工作计划中列明 

的各项议题.因此，特设委员会同意为每项议题分配相同的会议次数，这些议题是 

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覔赛的问题、现有协议以及现有提案和未来倡议。会议指出， 

按照议事规则第3 0条，任何成员可讨论任何有关特设委员会工作的议题. 

"8.特设委员会只根据其职权范围工作。 

"9.特设委员会根据各国代表团以前阐述的立场和观点继续对其职权范围内的 

各专题进行审议n ' 

这些立场和观点反映在特设姿员会的年度报告和提交给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 

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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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工作过程中A国代袠团讨论或,若干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问题， 

诸如：确定本议程项目下多边工作的范围和目标、外层空间作为应专用于和平目的 

之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地位、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必要性、目前空间尚不存在 

武器的情况、空间物体所执行功能的辩别、空间物体面临的各种威胁的确定、防止 

外层空间军备竟赛同其他领域军备限制和裁军措施的关系、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 

的及边努力同多边努力的关系、有关核査和遵守的问题以及需要提供有关外层空间 

如何被利用和有关具有军事意义的国家空间计划的资料*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对 

1 9 8 2至 1 9 8 7年间有关外层空间的某些主要问题的演变作了回顾性审查（CD/ 

o s力 P , 26 ) ‧ 

"11.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还认为，目前阶段人们对地球大气层和臭氧层的耗竭越 

来越敏感，对意外的气候变化日益感到担忧.因此，任何在外层空间试验武器和为 

可能的便用而在外层空间设置武器的计划还必须考虑到这类计划可能给地球脆弱的 

和人们尚不太了斛的大气化学带来的不良后果。这些代表团认为特设委员会在工作 

中衢要对这些问题加以考虑。 

"12,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美利]^合众囯双边谈判的重要性得到普遍确 

认，双边和多边努力是互为补充的也得到了强调。许多代表团着重指出，这些谈判 

并未削减多边谈判的紧迫性，并重申，根据大会第42X33号决议作出的规定，裁 

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应,结一项或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 

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多边协定的谈判中发挥首要作用。它们还强调裁军谈判会议 

的工作范围是全球性的，大于灰边谈判的范围。另一些代表团承认裁军谈判会议需 

要在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问题上发挥作用，但强调无论如何不得妨碍X边 

谈判的顺利进行.而且，它们还认为，审议这一领域的多边裁军措施时不能撇开^ 

边一级的发展不管. 

"13. —个代表团认为，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应仅用于和平目的和 

为人类谋福利.该代表团认为制止外层空问军备竟争巳经成为裁军领域内一项新的 

优先事项.该代表团认为空间武器系统的研制已经造成质量上的军备竟赛升级，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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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国际安全与摁定的新威胁.它认为禁止空间武器系统是制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 

的有效方法.该代表团重申，两个主要的空间大国具有最大的空间能力并且正在发 

展空间武器，应当承诺不试验、发展、生产或部署空间武器并销毁现有的空间武器, 

并应在此基础上締结一项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空间武器的国际协议，该代表团认为， 

裁军谈判会议目前阶段的工作中心应是解决直接有关防止外层空间"武器化"的各 

项问题. 

" 1 4 .许多代表团认为，由于多年来工作的结果， 1 9 8 8年会议应集中注意有 

关防止外空军备竟赛的措施的建议。它们相信，已提出的各种意见和建议为在这一 

领域中取得进展提供了充分的集中意见。因此，许多代表团认为特设委员会应当对 

本议题进行较有组织、有目标的审议。在这方面，它们欢迎主席198 8年 8月 2 3 

曰提出的载有有关防止外层空问军备竟赛的现有提案清单的非正式文件，认为该文 

件是进行这项工作的有益基础。另有一些代表团认为，虽然委员会自成立以来所进 

行的工作有助于更好地了斛与防止外空军备竟賽有关的问题，但在职权范围内的所 

有专题上都存在很本的意见分歧。因此它们认为有必要继续审査和确定有关防止外 

空军备^赛的问题，以期就委员会工作的范围和目称达成共同谅斛和作出同样的定 

义，有些代表团注意到没有主席19 8 8 年 8 月 2 3日非正式文件的记录。这些代 

表团坚持认为不存在这样一份文件.许多代表团回顾说，本会议内曾有过主席提出 

非正式文件的先例，这些文件有助于审议正在讨论的问题并在有关报告中被提及. 

因此，有些代表团拒不承认存在这样一份文件削弱不了该文件对委员会工作的有益 

作用， 

"15.若干代表团认为，专家参加会议有助于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并提到一些最 

好有专家意见和指导的领域，如，定义问题，与反卫星武器和保护空间物体有关的 

问氣核査和数据交换问题。一些代表团赞成设立一个政府专家小组并力这样一个 

小组可能的职权提出了各种建议.另有代表团同意专家们对委员会的工作做出了宝 

贵的贡献这一看法，但认为这一贡献可通过他们参加代表团做出。然而，在它们看 

来，委员会的工作尚未达到成立专家小组将裨益匪浅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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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一个代表团对观测卫星的基本操作原理和'勝释卫星数据的基本技术作了专 

家一级的详细介绍.这一介绍得到了高度赞赏. 

"17. —个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代表团在专家的协助下编制了一份系统分析防止 

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特设委员会内各国代表团提交的主要提案的文件，并提交特设委 

员会审议.这些提案所涉问题包括确保卫星不受侵箐、禁止反卫星武11^核査和监 

测问题以及"局部措施"。该代表团指出该文件试图说明所提出提案的总状况并査 

明各提案间的共同点，以确保为裁军谈判会议内今后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竟赛的多边 

谈判作最佳准备.该代表团认为，对各代表团的主要提案、看法和立场所作的这一 

比较分析便得有可能査明大家对觯决本会议面临问题的一般态度.该代表团说，委 

员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设想和提案，已经为进行具体和面向目标的工作建立了良好 

的基础，该代表团指出，所有国家集团的代表团都提出了这样的提案与设想。由于 

进行了讨论，有可能揚示每项提案的积极潜力.该代表团认为，如将已提出的提案 

付诸实行，合在一起它们将能够完成防止外空军备凭赛这一复杂任夯.该代表团相 

信，深入审查各项问题、集体的经验及交换意见将有助于找到共同的觯决办法，拟 

订多边协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认为这些文件为委员会进行切实具体的工作 

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18。但是另有一个代表团指出，关于特设委员会工作计划项目1和2的议题的 

重大误解依然存在。该代表团关注地指出，过去委员会工作中提出的值得怀疑的定 

义是不准确的，不具有代表性。该代表团还说，就委员会工作计划项目3进行的讨 

论看来多数准备不足，仅反映出在这一领域内的零散努力，并未，、累充足的背景知 

识和理解。 

"19. 一些代表团注意到联合国裁军研究所1 9 8 7年题为'裁军：有关外层空 

间的问题'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由合格的专家协助编写，代表了各种思想派别并已 

提交大会.大会在第4^/^33号决议中提及了这份研究报告.这些代表团赞成特设 

委员会在审议工作中广泛利用该研究报告的结果。 

"20.许多代表团确认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在防止外空军备竟赛方面发挥了并继 

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许多代表团强调需要巩固和加强该制度并提高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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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强调严格遵守现有裒边和多边协定的重要性. 

" 2 1 .许多代表团注意到 1 9 8 7 年 1 2月苏美首脑声明，其中指示其^方在日 

内瓦的代表团'拟定一份协定，便^方在进行《反弹道导弹条约》所容许的各项必 

要研究、发展和测试时，保证遵守1 9 7 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并保证 

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还注 

意到 1 9 8 8年6月的首脑会谈重申了这一声明。 

"22.有一个代表团指出，一个主要空间大国几年来对《反弹道导弹条约》締约 

国之一不遵守条约的情况一直表示严重关注.该代表团特别指出，在克拉斯诺亚斯 

克附近建造的大型相控阵雷达，由于其位置和方向，明显地违反了《反弹道导弹条 

约》的一个中心内容A该代表团还认为，尽管这个《反弹道导弹条约》締约国一直 

试图给人以正在考虑这些关注的印象，但未采取必要的步骤觯决问题.该代表团还 

说，克拉斯诺亚斯克雷达的存在便人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继续有效性产生疑问, 

该代表团指出，如这一违约情况不能得到解决，一个主要的空间大国将被迫考虑依 

国际法行便其作出适当的相称反应的权利。该代表团还指出，位于图勒和菲令达尔 

斯沼地的雷达站并未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在1 9 7 2年签署该条约时这两处 

的雷达站业已存在，使其现代化是条约所允许的。 

"23。另一个代表团在就此问题发表意见时强调，应在灰边基础上处理这一问题， 

《反弹道导弹条约》规定由常设协商委员会这一机制审议各方提出的关注•关于正 

在克拉斯诺亚斯克建造的雷达站，该代表团重申该雷达是设计用于跟踌空间物体的, 

并不受《反弹道导弹条约》的限制。作为良好诚意的一个姿态，这一主要空间大国 

表示愿意在就遵守1 9 7 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协议的条件下拆除该 

雷达的设备*这一空间大国也对另一方在图勒部署大型相控阵雷达和在菲令达尔斯 

沼地建造同样的雷达从而不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表示了关注。 

" 2 4 . 一些代表团尽管承认现有法律制度对在外层空间部署某些武器和进行军事 

活动作了一些限制，但强调，现有法律文书存在着把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以外的武器引入空间的可能性，因此不足以防止这一环境中的军备竟赛，特别是 

鉴于空间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目前正在进的空问军事计划.它们认为，悉衢巩 

固、加强和发展该制度并提高其有效性，以期有效地防止外层空问的军备竟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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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其他代表团强调，已有许多管制外层空间活动的国际法规定了相当大程 

度的禁止和保护.它们认为重要的是全面了解现有法律制度的范围，其条款之间的 

相互关系和与加入、遵守和执行有关的方面，它们也认为特设委员会对该制度的审 

查证实需要继续就哪些是允许的外层空间使用，哪些是禁止的使用达成共同理解. 

在这方面，收到了一份有关需要加以处理的某些术语问题的分析（CD/t)s^P*27). 

"26. 一个代表团除赞同上一段所反映的看法外，还重申现有的外层空间军备管 

制法律制度是公平、平衡和范围广泛的，在防止军备竞赛方面比有关地球的相应法 

律制度都成功得多.该代表团认为，与现有法律制度相关联的任何问题是任何法律 

制度，无论多么先进，都会有的，因为法律制度本身并不足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 

竟赛，它也需要遵守、执行和参加，此外，该代表团认为，许多正在讨论的建议是 

基于对现有法律制度不充分的评价或错误的理解,,它认为有关禁止在外层空间使 

用武力、卫星不受攻击、卫星地面站不受攻击和禁止反卫星武器的建议不是多余 

的，就是甚至可能有损于已有的法律监督。 

" 2 7 . 一*代表团认为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进一步具体措施不会有损于 

现有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就像现行的一些军备管制措施在地面环境中没有这样的作 

用一样，它们指出，外层空间尚未出现军备竟赛并不能归因于现有法律制度的充分 

和完善. 

" 2 8 . —些代表团在强调急需防止将武器引入空间时讨论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 

赛的全面建议，例如要求制订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使用武力或从空间攻击地球的条 

约、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装置任何类型武器的条约和修订1 9 6 7年《外层空间条 

约》的建议，在这方面，这些代表团中的一些认为，已提出的各种空间武器定义为 

实现全面禁止现有法律制度尚未予以取締的武器的努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们还 

认为，在专家们的协助下应当能够拟订一个不仅描述空间武器，而且列出其组件的 

定义，一个代表团提出一项建议（ 1 ) ,对《外层空间条约》第四条进行修 

正，以使所规定的禁止适用于任何种类的空间武器，并将空间武器的发展、生产、 

储存或使用列入禁止范围内.该建议还提出了一项空间武器的定义.该建议设想， 

这些《条约》修正桨将辅以一份议定书，其中规定建立适当的核査机构，以确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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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禁止空间武器条约得到遵守，还有一项建议，要求对《外层空间条约》进行修正, 

使其范围扩大，以包括任何种类的武器；同时，实现《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多边化, 

并禁止空间反卫星系统以外的反卫星系统。 

" 2 9 . 其他一些代表团不同意此 ‧ 法,理由是此种方法没有准确说明空间物体所 

受到的一切威胁，并忽视了其他一些与外层空间有关的军事和战略形势的重要因柰. 

这些代表团还认为，审査建议时应考虑到与遵守、可核査性和切实有用性有关的各 

种问题. 

" 3 0 . 一些代表团指出现有的法律限制不能排除非核反卫星武器的出现，强 

调必须禁止或限制反卫星武器。它们指出了在审议此种禁止或限制时将必须讨论的 

一些问题，例如，禁止范围、反卫星武器的定义，灰用途航天器的问题以及核査手 

段。在这方面，有些代表团认为，专家参加工作将会有助于特设委员会澄清这方 

面所涉的各种问题。会议讨论了各种提案和意见，如：缔结一般性条约，同时辅以 

适用于各种不同卫星类别的具体议定书；禁止能够攻击高轨道上卫星的系统；禁止 

专用反卫星系统；締结一项条约，禁止对任何空间物体使用武力，禁止蓄意摧毁 

破坏空间物体或干扰其正常功能，禁止发展、生产或部署反卫星武器并规定在国 

际监督下销毁任何现有的反卫星武器，防止为反卫星目的利用和改装任何空间物体 

及载人航天器；在实现全面禁止发展、试验、部署和使用反卫星武器之前，禁止在 

地球上、在大气层或在外层空间试验和7或使用此种武器，销默所有现有反卫星武 

器以及禁止发展、试验和部署空间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支持禁止反卫星武器的一 

些代表团强调，此类禁止应当仅仅保护执行和平功能的卫星，而不保护所进行的活 

动威胁其他国家的安全或危害其他国家在外层空间的和平活动的卫星。因此，要禁 

止反卫星武器，就先要商定和平功能的定义，并有一个旨在确定射入空间的物体是 

否合乎这一标准的核査系统。另一些代表团认为和平功能定义的问题须在谈判禁止 

反卫星武器的范围内觯决。 

" 3 1 . —些代表团认为，在禁止或限制反卫星武器的提案中存在着一些内在的困 

难。并特别提到，对空间物体的潜在威胁种类很多，各有特点；现在已经存在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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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反卫星能力的武器系统；为界定和禁止反卫星武器而提出的'意图，或'专用' 

等概念带有局限性；可核査性问题以及有关反卫星武器的问题与及边谈判中审议的 

事项之〖而的密切联系。此外，有一个代表团还阐述了现行法律制度已经对反卫星武 

器的性质..部署及使用规定的各种法律限制。 

"32,其他一些代表团举例说明了尽管有现行的法律制度，仍有试验专用反卫星 

武器系统的情况，并重申需要有能够有效弥补这一漏洞的全面禁止反卫星武器的制 

度. 

" 3 3 .各囯代表团都认为应审议保护卫星问题，并审査了一些提案和意见. 

—些代表团认为，试图根据卫星类别建立保护制度的作法会造成许多©难，主张亳 

无例外地对所有空间物体都给以豁免，但空间武器须受到无条件禁止。其他代表团 

认为，为了对卫星进行貉免，应作某些区别，并就卫星的功能、目的和轨道方面提 

出了各种可能性。在这一方面，一些代表团认为，保护制度要求对空间物体的登记 

制度加以改逬，以便能够确定被保护空间物体的性质和任务。有些代表团特别强调， 

不得对执行军事任务的卫星加以豁免。有一个代表团提出了一项保护卫星的分阶段 

办法，其中包括在现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范围内确定哪些卫星执行的功能符合共同 

利益、共同利益的内容是什么以及这些卫星如何促进这些利益，之后将需要查明哪 

些卫星应加以保护，然后确定保护此种卫星的适当制度。在这方面，这个代表团回 

顾说，它曾经提出一项提案，建议采取措施保护有助于战P^t、定和核査军备管制协 

定的所有卫星及^目关地面站不受攻击。 

"34.会议提到了有关卫星安全的各种其他可能措施，例如，使某些双边协定为 

作为国家核査技术手段的卫星规定的豁免多边化；締结一项'交通规则，协定；重 

申和发展不干涉和平空间活动的原则；制定外层空间行为准则，防止某些空间物体 

活动可能引起的危险和忧虑。 

"35.有一个代表团注意到，现已存在一些旨在确保卫星不受侵犯的法律文书， 

并指出这些文书禁止对卫星使用威胁使用武力，自卫情况不在此限.但是该代表团 

指出这些文书并无意要妨害主权国家在受到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时采取适当措施保 

护自己的自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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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许多代表团指出，很不幸，禁止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一般性规定在 

过去并没有充分的约束力。这就越来越需要谈判具体的裁军协定，如有关化学武器 

和生物武器的非人道武器的协定等等. 

"37.有一个代表团回忆说，它曾提议締结一项多边协定来补充1 9 7 2年的 

《 反 弹 道 导 弹 条 约 》 （ ) ‧ 

" 3 8 . —些代表团突出强调，建立信任措施可能会有助于实现防止外层空间军备 

竟赛的目标，并为此强调必须增强各国活动的透明度和提供有关如何利用空间的确 

切资料。它们指出，到目前为止，所登记的空间发射没有一个声称具有军事目的， 

虽然实际上有一半以上空间物体在执行军事功能。另一个代表团认为，需要由专家 

来研究应提供哪些参数的资料，并建议为此目的成立一个专家组。一些代表团认为， 

加强《登记公约》将是一种宝贵的建立信任措施。它们讨论了如何改进该公约中为 

保证及时提供有关空间活动性质和目的的充分资料而建立的通知制度的各种方式和 

方法.有一项提案（ C D / 0 S / ^ P * 2 5 ) ,建议公约員约国之间达成谅觯，在履行 

期艮告义务时及时提供有关卫星功能的准确资料，其中包括说明其执行的是民事任 

务还是军事任务.该提案还建议不是公约締约国但发射了空间物体的囯家应加入公 

约或者同意根据大会第1721 (XV工)f决议规定的条件提交同样资料。有些代表团 

还注意到CD//OS/、P« 25号文件所提的行动方向将可通过提供关于射入空间的物 

体的较具体的资料及促进加入和遵守现有法律文书增强信任。据信，虽然该公约并 

不是作为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域的协定谈判的，但可以将其用来为这一领域创造有利 

条件.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考虑制订有关空间物体的资料准确性的核查程序，其 

中包括在发射地点核査其性质.有些代表团认为，有关《登记公约》的问题属于和 

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权限范围.此外，还有一个代表团指出，商定《登记公约》 

是为了设立一个空间物体国际登记册，以便切实执行《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 

责任公约》；因此认为，如对前者进行修改，就很可能给后者造成混乱.一些代表 

团指出，《登记公约》正如其序言所提到的那样，必须置于发展关于探索和利用外 

层空间的国际法这一范围来看待，因而与特设委员会的工作直接相关。一些代表团 

提出，为了提高透明度，除了关于射入空间物体的资料外，还应提供关于有些国家 

目前正«行的弹道导弹防御研究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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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有一个代表团在谈到它所提的关于宣布没有永久性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的 

建议时解释说，这一倡议皆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领域创造一种信任气氛.一 

些代表团支持这一建议并回忆说，单方面宣布作为建立信任措施的作用已在军备限 

制和裁军的各4^页域得到承认.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代表团支持这一建议， 

并回忆说，它曾申明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 

"40.另一啊戈表团对它认为这一建议引起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它指出有许多种 

武器系统可以用于攻击空间物体，但并不是所有这些武器都需要放置在空间。它指 

出,目前双边谈判正在讨论的就是这类问题， 

"41.各代表团普遍认为，核査对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措施十分重要。一些 

代表团认为，应当有可能通过国家技术手段和国际程序相结合来确保对有关防止外 

层空间军备竟赛协定的遵守情况进行核査。还指出《外层空间条约》中有一些核査 

规定。一些代表团认为，应将核査任务交付给一个国际机构，便国际社会能够独立 

地核査遵守情况。在这方面，有人提到拟议的国际卫星监测机构，并提到逬行国际 

合作利用地球监测卫星来核査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还有人提到PAXSAI^想所提 

供的可能性，是一项研究方案，研究利用遥慼技术来核査多边军备限制和 

裁军协定的可行性，其中既包括空间对空间遥感，也包括空间对地面遥感。 

"42. —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同意这些意见，同时强调应对不在空间部署武 

器进行有效核査.它们支持建立一个世界空间组织，其职能之一就是进行核査，它 

们还认为有必要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一个广泛核査各项裁军协定的机制，如一个国 

际核查机构。这一国际核査机构一旦建立，就将协调和核査关于限制、裁减和消除 

军备各具体方面的协定和条约的遵守情况，还可赋予其核査关于减少国际紧张局势 

的协定的遵守情况的任务.该机构的男一个职能可以是监测冲突地区的军事局势， 

以采取措施防止军事冲突。这些代表团认为在空间方面，需要核查以确保);决两个 

互相连接的重大问题：第一是确保不在空间部署任何武器，即保持外层空间无武器; 

第二，协助侦测违反目前和未来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协定的情况.为鮮决防止在 

外层空间部署武器的第一个问题，特设委员会备有题为"建立一个核査不在外层空 

间部署任何类型武器的囯际空间体系"的文件（CD/817).这一体制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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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确定将射入和设置于外层空间的物体不是武器而且未配备任何种类的武器.此一 

核査体制的中心组成部分是一个国际空间视察团，协定各締约国将授权该视察团为 

视察目的接近任何准备射入和设置于外层空间的物体•为了确保全国禁止空间武器, 

由国际空间视察团协助执行的核查措施除其他外应包括：接受视察国应预先向国际 

空间视察团代表提交有关将进行的每次发射的资料，包括发射日期和时间、运载火 

箭类型、轨道参数以及关于待发射空间物体的一般性资料；视察组常驻在所有发射 

空间物体的场地，以便检查所有此类物体，无论其载体为何；通过无权拒绝的特别 

现场视察来核査未加宣布的发射台进行的未宣布的发射.它们认为在即将发射之前 

进行的现场视察是确保设置于空间的物体不载有任何武器的最简便最有效的办法. 

尽管空间技术性质复杂，核査一空间物体是否载有武器看来是比较容易的.目前世 

界上的发射地点并不很多，空间发射场综合设施是不易隐蔽的，国际视察员常-珐发 

射场地将可靠地确保射入空间的物体不是武器并且不载有任何种类的武器。所有从 

事空间活动的囯家均将处于绝对平等的情况，同时国际视察员的长期监督将保证核 

査的可靠性，因此，可在关于设立囯际空间视察团的提i义基础之上审议防止外层空 

间军备的问题，与此不同但相互联系的问题是侦测已置入空间的军备，可在其他提 

议的基础上加以解决，PAXSAT是值得注意的概念.这些代表团认为国际空间监测 

机构在未来可能是一个国际空间核査机构的组成部分，这样一个机构的建立可为国 

际社会提供关于裁军和减少国际紧张局势及监测冲突地区军事形势方面的多边条约 

和协定遵守情况的多样化可靠资料.为给这一设想提供一个实际的基础，社会主义 

国家的代表团提议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开始关于建立一个国际卫星监测机构的谈判， 

包括机构的方案和物质及技术基础， 

" 4 3 . 一些代表团认为，需更深入地审议有关核査和遵守的问题.它们指出，适 

用于外层空间的现有法律制度的许多内容都比较简单，并指出，外层空间军备管制 

协定越复杂，对其遵守情况进行核查就越困难。它们认为核査和遵守问趟在这一领 

域特别敏感和复杂，因为一方面这关系到重大的国家安全利益，另一方面空间的广 

阔无垠和在地球上进行隐蔽的可能性也构成了特珠的问题，关于建立世界性空间组 

织的提案，一些代表团认为审议这一问题超出了裁军谈判会议的杈限.它们还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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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量同国际核査视察团有关的法律、技术、政治和组织方面的困难。在这方面，它 

们认为必须考虑到几乎任何一种空间物体只要控制和操纵得当均可作为武器。它们 

指出，这一基本事实再加上许多法律、技术、定义、组织和政治方面的障碍，将使 

得国际核査视察团难以顺利工作. 

"44.有一个代表团说，任何形式的国际核查视察团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已有 

的条约适足地管制着空间的军事活动，同时也容许进行重要的囯家安全和自卫活动， 

如早期的袭击瞽报。该代表团指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外层空间条约》及 

《登记公约》是这一条约制度的重要内容.而且该代表团认为这种提议在稳定作用 

方面可能败亊有余成亊不足，因为它们可能防止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的战略防御能 

力的发展，或破坏这一能力的有效性。该代表团指出，较多依赖有效防御弹道导弹、 

的系统在今后可能胜过单纯依赖核报复威胁，为制止战争提供较安全较稳定的基础， 

该代表团说，为提供充分有效的多层防御，可能需要把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某些部 

分置于空间.该代表团说，有关这一多层防御系统的研究、发展和试验计划完全符 

合 1 9 7 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 

"45.另一个代表团就此问题发表意见时说，《反弹道导弹条约》笫五(1)条明文 

禁止发展、试验或部署以空间为基地或有以空间为基地成分的反弹道导弹系统.该 

代表团强调它本国一向完全和准确地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 

" 4 6 . 一些代表团满意地指出，在1 9 8 8年会议中，特设委员会详细审议了有 

关皆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措施的具体建议.它们认为，审査具体建议有助于 

找到各方观点可能吻合的领域，因而为展开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措施的实 

隙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它们认识到所审议问题的复杂性和作进一步分析的必要 

性，因而认为有关问题，包括涉及适用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的问题，可以在审议 

具体建议的时候加以考虑.它们认为委员会的工作应继续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其他 

—些代表团认为，有必要继续审査尚未充分探讨的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问 

题，它们认为在从事下一步活动之前必须进行更细致的审查。它们认为，鉴于这一 

议题具有尚度技术性质，单项题目范囿广泛以及在实质性和政治问题上意见不一， 

可以说,委员会已经做了有益于理解-本议题的工作'但是在目前的职权范围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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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以内还有许多事情待做.它们还指出，对各种建议的大量讨论清楚地表明在对 

问题的处理上分歧依然相当大，尚未达成协商一致.因此委员会有必要继续研究职 

权范围和工作计划所包括的所有议题，以便达成共识和谅觯，及防止外空军备竟赛 

多边努力的范围和具体目标的共同定义. 

"47.尽管许多代表团承认对有关问题的实质性审议十分重要，但是强调此类审 

议应是拟订旨在防止外空军备竟赛具体措施的多边进程的组成部分，在审议具体提 

案时可作到这一点。它们重申这一领域内多边努力的目标已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 

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清楚地作了规定，它们还回顾了大会通过的有 

关决议，在这方面，这些代表团强词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裁军问题的唯一多边谈判机 

构所具有的不可缺少的作用以及日程上列入项目5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 

同意本段所表示的意见。 

" 四 、 结 论 

"48.特设委员会内普遍确认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愿意 

为此共同目标而努力。委员会自设立以来开展的工作有助于完成其任务.委员会推 

动并进一步审査和确定了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各种问题.进行的讨论有助 

于更好地了解一些问题并更明确地理解各种立场.委员会认识到，适用于外层空间 

的法律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并认识到，适用于外层空间 

的法律制度对防止这一环境的军备竟赛具有很大的作用，需要巩固和加强这一制度, 

提高其有效性，并且必须严格遵守现有的7义边和多边协定，讨论过程中确认了为和 

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是符合余人类共同利益的，在这方面，还确认了第一届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8 0段的重要性，其中指出，*为 

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应当本着《各国探索和使用>fe括月球和其他夭体 

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的条约》的精神，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进行适当的国际 

谈判'.委员会初步审议了一些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确保外层空间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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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会议同意应当不遗余力地确保本会议下期会议继续进行有关这一议程项目 

的实质性工作，会议建议裁军谈判会议在1 9 89年会议开始时重新设立具有适当 

职权范围的防止外空军备竟赛特设委员会，同时考虑到一切有关因素，包括委员会 

自 1 9 8 5年以来所做的工作•" 

P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8 1 . 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1 9 8 8 年 3 月 2 8 日 至 4 月 1 日 和 8 月 2 2日 

至 2 6日审议了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11际安 

排"的议程项目。 

82. 1 9 8 8年第二期会议期间在本议程项目下提交会议的文件清单载于下段 

提到的特设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 

83. 在 其 1 9 8 8 年 9 月 1 5日第 4 8 2次全体会iUl,会议通过了在第4 3 6 

次全体会ili:就本议程项目重新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见上文第9段）。该 

报告（CD/868)是本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 B 

" 1 .在 1 9 8 8年 2月 2日第 4 3 6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 1 9 8 8 

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继续进行谈判,以期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会议决定，鉴于第三届专门讨论 

裁军间题的火会特別会议即将召开，特设委会应在1 9 8 8年第一期会议结束前 

向裁军谈判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展愤况.会议进一步决定，特设委员会应在1988年 

第二期会议结束前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报告（C D/801 ) . 

"2.根据上述耍求，特设委员会在裁军谈判会议i一期会议结束时提交了一份 

关子此议拠谈判现状的特别报告，其屮考虑到了 1 9 8 2年8月以来进行谈判65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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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此外，特设委员会现提交本报告，以说明1 9 88年会i义期间进行的工作. 

本报告重点陈述第二期会议期间进行的谈判和讨论，不再重复特别报告中关于谈W 

现状的部分‧ 

"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 4 . 在 1 9 8 8 年 2 月 1 1日1^4 3 9次企体会议上，戟军谈柯,》I义命;)4米 

塔尔‧科斯托夬大使（保加利亚）为特设娈员会主席。第一期会议期间，科斯托夫 

大使缺席时由康斯坦丁‧特拉洛夫大使（保加利亚）代理特设委员会主席职务。联 

合国裁军事务部的还克尔‧卡桑德拉先生担任特设委员会秘书。 

" 5 .特设委员会在 1 9 8 8年 3月 1日至 9月 2日期间共举行了 1 6次会议* 

"6.根据其请求，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下列非本会议戍员国的代表参加了 

1 9 8 8年会议期间特设委员会的会议：奥地利、芬兰、希腊、爱尔兰、新西兰、 

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和津巴布韦. 

" 7 . 1988年会议期间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与本项目有关的新文件如下： 

由主席提交的 1 9 8 8年 8月 2 5日 C D y ^ S A / W ? . 12号文件及1988 

年 9月 2日 R e v . 1号文件，题为'主席的讨论文件：消极安全保证"共 

同方案"的要点，。 

此外，秘书处还增订了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 

际安排问题的文件清#1经增订的清单见1 9 8 8年 9月 2日 C D _ / S A力 P . l/Rev.5 

号文件， 

"三、实质'tax作 

"8.如上所述，特设委员会因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召 

开而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特别报告（CDZ825,第12至第20段）已陈述了 1 9 8 8 

年第一期会议结束时的谈判状况，下文笫9至第13段摘要介绍第一期会议期间一般 

性交换意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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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一些代表团重申它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最有 

效保证就是实现核裁军和禁止核武器。它们认为，在达成这一目标之前，消极安全 

保证是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不可缺少的措施.它们认为, 

核武器国家有义务以一种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形式断然地、明确地保证不以核武器攻 

击或威胁无核武器国家，它们仍然认为，现有的单方面声明远非无核武器国家所争 

取的可靠保证。它们继续主张，为做到有效，此类保证必须是无条件的、不加限定 

的、不容有不同解释，而且在范围、适用和期限方面不施加任何限制.这些代表团 

认为，不能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作为正当理由而在发生未使用核武器的 

武装攻击的情况下为行使自卫权利而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因为核战争会威胁全 

人类的生存‧它们再次表示担心：若让一些核武器国家保有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 

武器的杈利，势将削弱不扩散制度‧它们还继续认为，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国际文书，最能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其所争取的保证.它们呼吁有关核武器国家表 

现出确有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的真诚意愿，审査其政策，以取消其单方面声明中的 

限制、条件和例外.一些代表团还认为，核武器®家坚持单方面声明的做法在多边 

裁军谈判中加进了破坏画家主权的新内容.同样，这些代表团也认为，无核武器国 

家坚持无条件的保证而不适当考虑到核武器国家的安全顾虑，是不会有结果的，既 

不实际，也做不到.这些代表团认为，对安全保证问题必须进行切实的谈判，充分 

考虑到当今的安全现实.一些代表团提及关于拉丁美洲无核武器区的《特拉特洛尔 

科条约》的两项议定书载有消极安全保证的内容. 

"10。包括一个核武器国家在内的一些代表团再次指出，它们也认为不使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的最有效和最可靠的保证就是实现核裁军和彻底消除核武器。它们认 

为，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应采取种种临时措施以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这些 

代表团提到了各项提案，诸如通过签订一项适当的11际公约而禁止使用核武器；所 

有核武器国家均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从而在实际上排除对所有国家、包 

括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建立无核武器区，以此作为确保必要先决条件的一个 

有效手段，使所有核武器国家承担不对区内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 

义务i,等等.它们继续支持締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有效、一致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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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地保证不对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些代 

表团着重指出，属于该代表团集团的核武器国家所作的不使用核武器的保证对所 

有这类无核武器国家都是有效的，无论这些无核武器国家是否加入了某一联盟‧ 

它们还再次证实该核武器国家承担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的有效性.该核武器 

国家指出，它已经不加保留地向《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締约IS提出了这种保证并批 

准了《拉罗通加条约》第2号和第3号议定书.该国还声明，如在巴尔干地区建立 

起无核武器区，该国愿向加入该区的国家提供一切必要保证。这些代表团认为，军 

事联盟的军事理论，特别是联盟中核武器国家的军事理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 

保证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它们反对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核心的核威慑理论，并指 

出有必要以新的政治和军事办法来解决各项紧迫的安全问题，这些问题中有许多也 

涉及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它们也认为，不能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作为 

正当理由而在发生未使用核武器的武装攻击的情况下为行使自卫权利而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因为核战争会威胁全人类的生存. 

"11.包括三个核武器国家在内的一些代表团重申它们十分重视本问题，并强调 

说，为求本"^i题的讨论成功，需要完全按照议定的职杈范围，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进 

行讨论。这些代表团仍然认为，联合国会员国必须遵守《宪章》第二条所载的不使 

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一义务。它们还再次强调,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任何会员国受到武力攻击时，决不应禁止行使单 

独或集体自卫的自然杈利.这些代表团强调，对于放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理所当 

然应回报以不对其使用此种武器的保证。但是它们认为，此一保证的条件仍然应是 

不与任一核武器国家联合或配合采取攻击行动•这些代表团强调，三个核武器国家 

所作的保证对所有无核武器国家都有效，无论其是否正式加入一个联盟或为不结盟 

国家.它们声明，这项在发生袭击时会使保证失效的条件适用于任何意外情况，这 

事实上加强了保证的可信性.它们指出，三个西方核武器国家所作的单方面保证是 

坚定、可倌和可靠的承 i l l : ,是为无核武器IS家采取的有效安全措施，它们重申其关 

于大会或安全理事会在决议中载入各核武器国家的声明的建议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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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 一些代表团提请注意《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拉罗通加条约》）第2 

号议定书所载的消极安全保证，并希望所有核武器国家都毫无保留地加入这一议定 

书， 

"13 . 一个核武器国家重申它长期以来即认为无核武器S家要求核武器国家承担 

不对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是完全合理的、正当的‧它认为，对无核武器 

m家安全的最有效保证就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而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 

为防止核战争和减少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威胁，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承担在任何情况 

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并应无条件地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是核武器国家的最起码的义务•该国再次指出，应在这一 

基础上締结一项有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条约•该国重申其 

1 9 6 4年首次进行核爆炸时所作的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的单方面声明，并重申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 

无条件保证。该国指出，本着这一立场，该国签署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 

和《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的有关议定书。与此同时，它希望主要核武器国家能调 

整它们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问题的立场，使特设委员会的工作能取得进展‧它 

表示赞成通过谈判締结一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 

约。 

"14 ‧主席在第二期会议开始时提议特设委员会以第一期会议的结果为出发点继 

续开展工作，为此，他提出了本届会议余下时间内需审议的问题清单： 

'1。对与下列事项有关的现有提案和未来倡议进行研究和谈判： 

(a) 将载入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安全保证'共同方 

案， 

一单一 '共同方案，办法 

-分类办法（对每一类无核武器国家采用一种'共同方案，） 

―其他可能的办法 

(b) 临时安 

2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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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利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主席提交了 一份讨论文件（CDZSAy%P。 1 2和 K e v , l ) , 

题为'消极安全保证"共同方案"的要点'。该文件有系统地汇集了委员会会议讨 

论中就此议题提出的许多构想.主席希望能按这一问题今后的M情况不断增订这 

一讨论文件的内容‧他还指出，不应将此份文件视为妨害任何国家的立场或视为赞 

同任何具体办法.一般认为，主席的这份讨论文件同委员会收到的其他文件和提案 

一样，可对委员会的工作做出有益的贡献. 

"15 r根据主席提出的问题清单，特设委员会继续对安全保证的'共同方案，构 

想进行了研究和谈判‧在这方面，所有代表团都重申愿意商定一项可为各方接受的 

'共同方案，，以载入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同以往一样，特设委员会 

的讨论仍主要集中于安排的范围和性质，而各方都认为，如能就安排的实质内容达 

成协议，应可有助于对安排的形式达成协议。 

"16.特设委员会再次审议了针对这一问题的单一'共同方案'办法，根据此种 

办法，将商定一项适用于所有核武器国家的共同方案，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一些代表团提议，可在往年工作的基础上审议下列互不排斥 

的备选办法，以找到一种'共同方案，：（a) —项明确的消极安全保证方案，并 

附加梭武器国家的角|#性声明；（b) —项包含有关各方所提出并商定的要点的'共 

同方案，；以及(C) 一项调合现有各种消极安全保证声明的要点的'共同方案，。一 

些代表团对核武器国家现有单方面安全保证声明中的不同条件作了评论，并向核武 

器国家提出了与这些声明内容有关的问题.被问及这些问题的核武器囯家答应在对 

此进行考虑之后，作出答复。一些代表团提及2 1国集团在CD//28(>f文件中表示 

的意见，并重申只能接受没有限制、条件和例外的单一的'共同方案，.一些代表 

团虽支持这一意见，但同时再次指出必须在考虑到当今安全现实的前提下就安全保 

证进行切实的谈判，另一些代表团指出，在可能作出的单一'共同方案'的安排下， 

它们主张采用不使用（核武器）的提法，其中以客观的词句明确规定无核武器国家 

取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消极安全保证的起码条件，而且不得含有可作主观觯释的内 

容，还有一些代表团坚持认为，共同基础中必须有两个要素，即无核武器国家的地 

位和关于不进行攻击的规定；它们强调，'共同方案'中如不列入这两个要素就会 

削弱现有的消极安全保证体系‧有一个代表团虽重申愿意争取达成一项保证不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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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共同方案，，但同时表示愿意商定一项符合 

这些国家要求的方案. 

"17.关于单一'共同方案，的办法，特设委员会初步讨论了在1 9 8 8年第一 

期会议期间提出、并在特别报告（Cl)/Z825)笫13段中述及的备选办法，根据这 

项建议，核武器囯家将搁置其各自的单方面声明，以促进有效谈判并在共同办法或 

方案的基础上通过一项公约。此外，任一核武器国家将有权在批准此一公约时,出 

反映其单方面声明的保留。对于制订此类国际文书的构想提出了若于意见。一些代 

表团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步骤，但需进一步发展，并在以后再作审议。一些 

代表团提请注意，这种园际文书中必须反映出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囯家的义务的 

对等性.此外，它们指出，核武器囯家可利用批准与此相应的国际文书的机会改进 

其关于不使用的单方面声明的内容.此外，另有一些代表团认为，这类形式的任何 

国际文书中都必须载有某种形式的核査程序.一些代表团坚持认为，允许任一核武 

器国家作出保留的单一的'共同方案'是靠不住的，不能消除无核武器国家的正当 

安全顾虑。在这方面，它们回顾 2 1国集团在cr!/280号文件中的声明，并重 

申，为可靠起见，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保证不应有任何限制、条件 

和例外。 

"18.第二期会议期间，特设委员会审议的另一个重点是关于对'共同方案'构 

想采用'分类办法，的建议，根据这一办法，核武器国家将在提供消极安全保证时, 

按其现有单方面声明中的某些标准将无核武器国家予以分类，以考虑到这些国家的 

不同安全状况.因此，将为每一类无核武器国家制订一项具体的'共同方案'。此 

一办法是1 9 8 7年 7月 7日在 C D / 7 6 a ^文件中煶出的，在这之前， 1 9 8 3年 

曾讨论过一种类似的办法（见1 9 8 3年 8月 2 2 日 提 交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的报告）。一些代表团认为，提出分类办法的原因自然是，大家始终未能就单一 

的'共同方案，办法达成可为各方接受的协议。它们认为，此种分类办法有助于打 

破特设委员会工作中的僵局，以求形成稳定的协商一致意见，从而以较为现实和切 

实的方式达成可为各方接受的解决办法。这些代表团在提到此种办法的优点时指出， 

若采用这一办法，就可以针对名类无核武器国家制订无条件的'共同方案'。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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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认为，通过这一方式，可以根据无核武器国家和核武器国家义务对等的原则使所 

有无核武器国家都得到保证.这些代表团进而提议，这一办法可分阶段实行，笫一 

盼段先考虑最容易划分的、数目最多的一类无核武器国家，即未加入与某一核武器 

国家结成的集体防御性军事联盟的无核武器囯家.随后可通过某种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形式向其他各类国家提供类似的保证.这些代表团指出，从较广的角度来看，单 

一'共同方案'与分类办法不一;^相互排斥的；相反，这些代表团认为，从逐步 

制订可为所有无核武器国家接受的全球性消极安全保证体系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办 

法可能是相辅相成的.另一些代表团则认为，此一分类办法将使谋求可载入一项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囯际文书的'共同方案，的工作变得更为复杂。它们指出，尽昝由 

于'共同方案'的范围和内容方面的分歧而无法就该问题达成协议，但迄今已出现 

了一种一致意见，即只有单一的'共同方案，才是解决问题的切实而可接受的办法， 

这些代表团说，不应当破坏这种协商一致，它们对分类办法表示怀疑，因为这种办 

法意味着无核武器面家必须先符合某些条件，才有资格取得关于不对其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的保证.这些代表团解释说，这些国家既已无条件宣布放弃核武器手段， 

就应有权得到无条件的保证，因此，分类办法是不能接受的.还有一些代表团指出， 

如按类别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保证，就会限制核武器国家现有的单方面安全保证声 

明的范围。 

"19.特设委员会有系统、有目标地开展了辩论，其间探讨了一些新构想，并对 

许多有关问题达成了较明确的理觯，然而，第二期会议期间对各种办法的讨论，包 

括对备选办法可能性的审议，再次未能得出结论.一些代表团指出，从今年提出的 

建议和构想来看，可能会出现一种值得注意的前景，从而有可能制订出新的战略， 

在实事求是地考虑到所有无核武器囯家利益的前提下全面、按步就班地发展现有的 

全球性消极安全保证体系.在这方面，它们指出，必需以新的眼光看待问题，特别 

是考虑到政治环境已有质的改荐。它们还认为，已提出的建议和构想是进一步开展 

建设性工作的有益基础。另一些代表团对某些新提案的提出表示欢迎，它们认为这 

些提案是寻找'共同方案'的工作中值得注意的选择办法，今年，就这些提案深入 

交换了意见，它们对此也表示欢迎。然而它们强调，它们不认为这些计论为觯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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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开辟了任何广阔的前景，它们同意上述意见，即今年的讨论可fR^今后审议这一 

问题的有价值的出发点。许多代表团认为，委员会的讨论再次突出表明，要打破这 

一问题的僵局，在这方面负有特珠责任的核武器国家就必须真正愿意在考虑到自愿 

放弃核武器的国家安全利益的前提下达成令人满意的觯决办法.这些代表团傻请有 

关核武器囯家从新的角度看待问题，进而取消各自单方面声明中的限制、条件和例 

外， 

"四、结论和建议 

"20.特设委员会再次确认，在采取有效的核裁军措施之前，无核武器国家应当 

莸得核武器国家不对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保证。人们继续认为有必要达 

成这种有效的园际安排，为了在本议题上达成共同的办法，各方作了大量努力.但 

是，就安排的实质性内容进行的工作表明，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囯家对安全利 

益的看法不同而造成的具体囷难依然存在，而由于所涉各项问题的复杂性，各方仍 

无法就可载入一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国际文书中的'共同方案，达成协议。同时，讨论突出表明，各国代表团都支持 

并表示愿意继续就消极安全保证的实质内容谋求共同办法，特别是寻求这种'共同 

方案，的办法。 

"21.在上述背景下，特设委员会建议裁军谈判会议继续探讨各种方法和途径， 

以克服其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进行 

谈判的工作所遇到的困难。因此，各方一致同意，应当在1 9 8 9年会议开始时重 

新设立本特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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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新型大规模毀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 

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8 4 . 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1 g 8 8 年 3 月 2 8 日 至 4 月 1 日 和 8 月 2 2日 

至 2 6曰审议了题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的议程項目. 

8 5 . 1 9 8 8年第二期会议期间在本议程项目下提交会议的文件清单载于特设 

委员会煶出的报告中. 

8 6 . 在其 1 9 8 8 年 9 月 6 曰 第 4 8 0次全体会议上，会议通过了在第4 3 6 

次全体会议上就本议程项目璽新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见上文笫9段）• 该 

报 告 （ 是 本 报 告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 全 文 如 下 ： 

" 一 、 导 言 

" 1 . 按 照 号 文 件 所 载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1 9 8 8年 2月 2日第 4 3 6次全 

体会议的决定，在1 9 8 8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了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以期就 

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达成1*议.会议还决定，考虑 

到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特设委员会应于1 9 8 8年第 

一期会议结束前向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同时还应于1 9 8 8年第二期会议结 

束前向会议提出报告‧ 

"2.根据上述决定，特设委员会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特别报告（cr!/820), 

其中叙述了委员会在1 9 8 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以及1 9 8 3年至 1 9 8 7年会议 

期间和1 9 8 8年第一期会议期间所做的工作 .在 1 9 8 8年 4月 2 6日第 4 6 0 

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通过了特设委员会的特别报告，该报告是裁军谈判会 

议提交笫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CDy834)的 

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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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 3 ‧ 在 1 9 8 8 年 2 月 1 1日第 4 3 9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任命联合 

王国的特萨‧索尔斯比大使为特设委员会主席‧联合国裁军事务部的维克托‧斯利 

浦琴科先生继续担任特设委员会秘书。 

"4。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特别报告（CV*820)已叙述了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安 

排和提交特设委员会的文件‧除该报告述及的工作外，特设委员会在1 9 8 8年第 

二 期 会 议 期 间 于 1 9 8 8 年 7 月 1 5 日 至 8 月 2 6日共举行了 2次会议，主席还 

与各代表团进行了若干次逄商. 

" 5。应它们的请求，下列非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表参加了特设委员会的工 

作：奥地利、丹麦、芬兰、希腊、爱尔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塞内加尔、西 

班牙、瑞士、 土耳其和津巴布韦‧ 

"6.除大会历届会议就本议题通过的各项决议外，特设委员会还收到了大会笫 

四十二届会议通过的第4^/38 ：B和F号决议，这些决议将有关本议题的具体责任 

授予裁军谈判会议。 

" 7 .除历届会议及 1 9 8 8年第一期会议的文件外，特设委员会还收到下列新 

的文件供其审议： 

―C D X E i v ^ P . 80, 1 9 8 8年 7月 1 5 日 ， 题 为 ' 1 9 8 8年第二期会 

议时间表， 

― C D y l i W ^ P . 81， 1 9 8 8年 8月 2 2日，题为' A联系小组的报告， 

- C D / R W / W P . 82, 1 9 8 8年 8月 1 5日，题为' B联系小组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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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1 9 8 8 年 会 议 期 间 工 作 

"8.如上所述，特设委员会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特别报告（CDZ820 )已叙述 

了委员会在1988^第一期会议期间进行的工作‧ 

" 9 . 在 其 1 9 8 8 年 7 月 1 5日第5次会议上，特设委员会决定维持1 9 8 8 

年会议开始时商定的工作方法，即，由A联系小组继续审议有关禁止"传统"意义 

上的放射性武器的问题，B联系小组继续审议有关禁止袭击核设施的问题.印度足 

西亚的哈迪'瓦亚拉比先生和匈牙利的乔包.哲尔菲先生继续分别担任A联系小组 

协调员和B联系小组协调员，以协助主席. 

"10*在同一次会议上，特设委员会注意到原子能机构秘书处给裁军谈判会议秘 

书长的信，其中表示原子能机构愿意在技术上协助裁军谈判会议开展关于禁止武装 

袭击核装置的工作；特设委员会还商定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审査这一事项.在其 

1 9 8 8 年 8 月 2 6日第6次会议上，特设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给原子能机构秘书 

处的回信，其中反映了这一立场。 

"11.在联系小组进行了正式和非正式工作后，两位协调员在1 9 8 8年 8月 2 6 

日第 6次会议上向特设委员会提交了各自的报告（ C D ^ w ^ P . 8 1和 8 2 )，这两 

份报告分别载于本报告的附件一和附件二，其中反映了特设委员会审议工作的.现状‧ 

有一项谅解是，两个附件的内容对任何代表团均无约束力‧ 

"四、结论和建议 

" 1 2 .特设委员会 1 9 8 8年会议期间所做的工作进一步有助于澄清在所审议的 

两个重要议题上仍然存在的不同处理方法，建议裁军谈判会议于1 9 8 9年会议开 

始时重新设立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而特设委员会应以本报告的附件作为其今后 

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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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一 

" A 联 系 小 组 的 报 告 

"1..按照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1 9 8 8 年 7 月 1 5 日 第 5 次 会 议 的 决 定 ， A 

联系小组继续审议了有关禁止放射性武器的问题. 

" 2 . A 联系小组于 1 9 8 8 年 7 月 2 5 日 至 8 月 2 2日共举行了 3 次 会 仏 此 

外，协调员还同各代表团进行了一些非正式磋商. 

" 3 . A联系小组依照特设委员会第5次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审査了特设委员会 

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特别报告（CI)Z820 ：)附件一附文所载的协调员记录.有人对 

该附文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因而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和阐明各1^代表团对这一问题 

的立场. 

"4.经过修正的协调员记t附在本报告之后，以反映联系小组的现阶段审议情 

"5.协调员的记录对任何代表团均无约束力，并不妨害任何代表团在以后阶段 

对整个案文或其中某些内容提出建议或备选案文.建议将此记录附在特设娄员会提 

交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中，作为今后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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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_ X 

"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可能内容* 

"范 围 

"第一备选案文 

"1.本条约每一締约囯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发展、生产、储存、以其他方式 

获取或拥有、转让或使用放射性武器. 

"2.本条约每一締约国还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故意通过散布利用本条约⋯"-

中没有定义为放射性武器的任何放射性物质，以其衰变产生的辐射造成破坏、损害 

或伤害. 

"3.本条约每一締约国还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劝诱任何个人、国家、 

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从事本条约締约国已根据本条第1和第2款的规定承诺不进行 

的任何活动。 

"4.本条约每一締约国承诺，按照其宪法程序在其誓辖或控制的任何地方采取 

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 

"(a)禁止和防止对一締约国而言构成违反各締约国在本条约下所承担义夯 

的活动； 

"(b)禁止和防止可能用于放射性武器或作本条第2款所禁止的利用的放射 

性物质被转用于这种武器或作这种利用； 

"(C)防止可能用于这种武器或作这种利用的放射性物质遗失• 

这些内容并无意妨 害各代表团对'联系'问题的最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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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本条第4款的任何规定均不得ft释为要求或允许一缔约国采取可能影响 

其他缔约国利用'核能或核技术促进其经济或社会发展2''的方案的措施. 

第二备选案文 

"1.本条约每一締约国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故意通过散布利用任何放射性物 

质，以其衰变产生的辐射造成破坏、损害或伤害. 

"2.每一締约国还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劝诱任何一方从事笫1款所 

禁止的放射性物质的利用‧ 

"3.每一締约国还承诺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 

"(a)禁止和防止第1款所禁止的放射性物质的利用； 

"(b)禁止和防止可能作第1款所禁止的利用的放射性物质转作这种利用； 

"(c)防止可能作这种利用的放射性物质遗失. 

" 4 . *本条第3款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要求或允许一締约国采取可能影响 

其他締约国利用'核能或核技术促进其经济或社会发展2、'的方案的措施. 

一些代表团iU，应考虑是否应在'和平利用，条款簞案下处理本款所反映的 

关注， 

一些代表团建议在'利用，一词前加上'和平，一词‧ 

有一个代表团建议在'其他締约国，之后加上'依照其优先次序、利益和需要， 

等字*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项承诺应规定需满足核安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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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备选案文 

"1.本条约每一締约H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发展、生产、储存、以其他方式 

获取或拥有、转让或便用放射性武器。 

"2.本条约每一締约国还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故意通过散布利用本条约⋯⋯ 

中没有定义为放射性武器的任何放射性物质，以其衰变产生的辐射造成破坏、m 

或伤窨。 

"3.本条约每一締约国还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为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将 

放射性废物倾弃在另一国领土上。， 

"4.本条约每一締约国还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劝诱任何个人、国& 

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从事本条约締约国已很据本条第1和第2款的规定承诺不进行 

的任何活动， 

"5.本条约每一締约国承诺，按照其宪法程序在其管辖或控制的任何地方采取 

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 

"(A)禁止^防止对一締约国而言构成违反名歸约国在本条约下所承担义务 

的活动； 

"(B)禁止和防止可能用于放射性武器或作本条第2款所禁止的利用的放射 

性物质被转用于这种武器或作这种利用； 

"(C)防止可能用于这种武器或作这种利用的放射性物质遗失。 

" 6 . *本条第5款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要求或允许一締约国采取可能响 

其帝约 S利用 2核能或核技术促进其经济或社会发展的方案的措施。 

*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考虑是否应在'和平利用， 

关注。 

：案下处理本款所反映的 

，有些意见认为，上面第2款以及第二备选案文的第I款巳包含了本款所载的规定, 

2 —些代表团建议在'利用，一词前加上'^平，一词. 

'有一个代表团建议在'其他締约国，之后加上'依照其优先次序、利益和需要' 

等字*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项承诺应规定需满足核安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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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义 

"为本条约的目的： 

'放射性武器，一词是指 ‧ ‧ ‧ 

第一备选案文 

"(一）专门设计用于散布放射性物质，利用这种物质衰变产生的辐射造成破 

坏、损害或伤窨的任何装置，包括任何武器或设备； 

"a专门制作成形'用来通过其散布而以其衮变产生的辐射造成破坏、损 

害或伤害的任何放射性物质。 

第二备 选案文 

"为利用放射性物质以通过这种物质衰变产生的辐射造成破坏、损害或伤害而专 

门设计的任何装置，包括任何武器或设备。 

M " M " M 

有一种意见认为，'范围，的第二备选案文不需要任何'定义'。 

有一种意见认为，为本条约的目的，可能需要说明'放射性物质，指的是什么, 

有一种意见认为，'放射性武器'一词可能包括所谓的粒子束武器,因为这种 

武器会产生电离辐射，只是不通过放射性衰变产生辐射. 

一些代表团认为，'粒子束武器，不应视为放射性武器， 1和 

号文件中关于放射性武器的定义的依据是核物质的衰变，而定向能装置产生粒 

子束与核无关，已知的定向能装置概念并不利用放射性武器的辐射谱段，而是 

利用质子和电子，但放射性武器则主要利用Y辐射和中子辐射以及P辐射和短 

程CX辐射，因此，定向能装置的发展、生产、储存、莸取或拥有、转让或使用 

均与本条约相容。 

一些代表团认为，本条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以任何方式使定向能武器的 

发展、生产、储存、莸取或拥有、转让或使用合法化。 

一些代表团认为，用'配制'或'设计，比用'制作成形'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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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笫 一 备 ^ 文 

"本条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以任何方式影响所有締约国充分行使其依照 

本国优先次序、利益和需要实施和制订和平2利用核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案 

的不可剥夺的杈利。， 

"第；备选案文 

"本条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以任何方式影响所有締约国按照相互可接受 

的不扩散条件并依照其优先次序、利益和需要实施和制订和平2利用核能促进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方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第三备选案文 

并依照其优先次序、利益和需要制订和实施和平利用核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 

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 2 ‧ 第 一 备 文 

"每一締约国承诺，根据6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为，加强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国 

际合作作出贡献。' 

"第二备选案文 

"每一締约国承诺，根据6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促进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 

有人建议在'解释为，之后加入'或在执行中，。 

一些代表团建议删去'和平'。 

有一种意见认为，为了取得有利于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内在平衡，应该增加一 

句以反映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伴》第6 8段的最后一句。 

一些代表团建议以'根据国际协定，取代'根据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需要'。 

一些代表团建议在'为，之前加上'尽可能，。 

有人认为'考虑到，比'根据，好. _ 2 4 。 -



" 3 .每一締约国承诺尽可能与拟订使所有国家不受辐射有害响的适当保 

护措施.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1.本条约締约11承诺为停止核军备竟赛、制定有效措施以防止使用或威胁使 

用核武器和实现核裁军而加紧逬行谈判。2 

" 2 .这些义务的履行情况应按照第⋯⋯条的规定定期加以审査, • 

"其他主要内容 

"1.本条约的规定不应适用于核爆炸装置或其产生的放射性物质.， 

" 2 . 

损各国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 

" 3 .第一备选案文 

,，或减 

：装冲突的国际 

法现行规则，或者限制或减损締约国裉据饪何其他E际协定所承担的义务， 

" 笫 二 备 ^ 文 

"本条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觯释为以任何方式限制取减损逭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 

法现行规则，玖者限制戚减损締约国裉据饪何其他国际协定、裉据防止核武器扩散 

的锘和实现核狨军紧悉措施的^要所承担的义务. 

一些代表团建议在'承诺，之后加入'按照国际义务，。 

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一承诺超出了本条约的范围， 

有人怀疑本款是否必要. 

一 个代表团保留其对审议提出建议的权利， 

有人貞一款提出了异议。 

一些代表团认为'纵向、横向和地理扩散，的提法比'扩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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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和遵守* 

笫一备aàt文 

"笫一要点 

"1.本条约各締约国承诺，在解决与本条约的目标有关的方面或在适用本条约 

的各项条款方面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时，彼此进行协商和合作. 

" 2 .本条所规定的协商和合作也可在联合国âWÈ围内按照其《宪章》通过适当的 

国际程序进行.这些国际程序可包括适当的国际组织的服务以及本条约第⋯⋯条 

规定的协商委员会和事实调査小组的服夯-

" 3 .本条约各締约国应尽可能充分地在7叉边或多边的基础上交换必要的资料以 

保证履行条约所规定的义务. 

有些代表团认为，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审议，并保留它们在以后阶段发表意见 

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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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二要点 

"1.为有效贯彻本条约上一条第2款，应设立协商委员会和常设事实调查小组r 

附件一和附件二分别规定了它们的职能和议事规则，这两个附件是本条约的组成 

部分. 

"2.本条约任何締约国如有理由认为任何其他締约国可能没有遵守本条约的规 

定，或对可能被否认是可疑的有关情况感到关切，而且对根据本条约上一条进行协 

商的结果不满意，可以要求保存人进行调查，以查明事实.此种要求应列明一切 

有关情况以及表明其要求成立的一切可能证据。 

"3.为本条第2款所规定的目的，保存人应尽快地召集，而且无论如何应在接 

到任何締约国的要求后十天内召集根据本条第1款设立的常设事实调查小组. 

" 4 •如果«本条笫2和笫3款进行亊实调査的可能性已经用尽，而问题仍未解 

决，〔五个或五个以上締约国〕（：任何締约国〕可要求保存人召开締约国协商委员 

会会议，以审议这一事项. 

"5.本条约每一締约国承诺尽可能同协商委员会和事实调査小组合作，以便利 

其工作. 

"〔6.本条约每一締约国承诺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向因本条约受到违反 

而遭受损窨或可能遭受损害的本条约任何締约国提供援助.〕 

"(7.本条各项规定不应解释为彭响各締约国根据《联合国宪章》享有的权利和 

承担的义夯，包括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与本条约的遵守有关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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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二要点附件一 

"〔协商委员会〕 

"1.締约国协商委员会〔，除根据附件二的规定设立亊实调査小组外，〕应负责 

解决要求召开委员会会议的〔各締约国〕〔締约国〕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为此 

目的，参加会议的各締约国应有权要求并接受一締约SI能够,的任何资料， 

"2.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安排应使其能够履行本附件笫1段所规定的职能-委员 

会在可能情况下应以协商一致方式〔决定与其工作安排有关的程序性问题〕〔作出 

^ ) , 否 则 应 以 出 席 并 投 票 的 成 员 过 « 作 出 决 定 . 〔 实 质 性 问 题 不 应 进 行 表 

决.〕主席不应参加表决。 

" 3 .任何締约国均可参加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参加委员会的每位代表在开会 

时可由顾问协助. 

" 4 .保存人或其代表应担任委员会主席-

"5.协商委员会会议应由主席〔： 

"(a)在本条约生效后三十天内召开，以便设立常设事实调查小组； 

"(b)〕尽早召开，无论如何应在按第二要点第4款提出召开会议的要求后 

三十天内召开‧ 

"6.每一締约国应有杈通过主席要求各国及各国际组织提供该締约国认为完成 

委员会工作所需的资料和协助. 

"7.对任何〔解决问题的〕会议，应将会议期间提出的所有意见和资料汇编成 

摘要，主席应将摘要分发给所有締约国‧ 

"第二要点附件二 

" (事实调查小组〕 

"I.常设事实调査小组应负责对事实进行适当的调查，并对保存人根据第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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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第 3款提交的任何问题提供专家意见.〔根据第二要点第 5款，亊实调查小组 

在必要时可进行现场调査.〕 

"C 2.由締约国代表组成的事实调查小组的成员不应超过十五名： 

"(a)十名成员应由〔主席〕〔协商委员会〕与各締约国协商之后任命.在 

选择这些成员时，应充分考虑保证适当的地理平衡.成员的任期应 

为两年，每年更换五名成员； 

"(b)此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囯同时又是本条约締约国者，也应 

有代表参加事实调査小组 ‧〕 

"〔 2 .由締约国代表组成的事实调查小组的成员不应超过⋯⋯名.小组的最初 

成员应由〔主席同締约国协商后，〕〔协商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指定，三分之 

—的成员任期为一年，三分之一为两年，三分之一为三年.此后，〔根据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所确定的原则，协商委员会的〕主席应在同締约国协商后，任命所有成 

员，任期均为三年.在人选问题上，应充分考虑保证适当的地理平衡.〕 

"3.每一成员可由一名或一名以上的顾问协助工作. 

"4i保存人或其代表应担任小组主席(：，除非小组根据本附件第5段所规定的 

程序另有决定〕 . 

" 5 .事实调查小组的工作安排应使其能够履行本附件第 1段所规定的职能， 

〔C协商委员会〕应至迟于小组设立后六十天召开小组第一次会议‧ 在该次会议 

上，保存人应根据与締约国和签署国协商的结果就小组的工作安排、包括任何所需 

资金提出建议‧〕〔小組在可能情况下应以协商一致方式决定与其工作安排有关的 

程序性问题，否则应以出席并投杲的成员过半数作出决定.实质性问题不应进行 

表决‧〕〔小组在可能愤况下应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否则应以出席并投票的 

成员过半数作出决定.〕主席不应参加表决. 

" 6 .每一皿应有权通过主席要求各国及各 S际组织提供该成员认为完成小组 

工作所需的资料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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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要求进行调査的締约国和作为调査对象的任何締约国，不论其是否为小组 

成员，均应有杈〔参加小组的工作〕〔派代表与会，但不参与作出决定〕‧ 

"8.事实调査小组应竈不迟延地向〔保存人〕〔所有締约国〕提交其工作报告, 

包括事实调査结论以及在其会议期间向其提供的一切意见和资料〔。〕〔，连同它 

认为适当的建议.如小组未能获得事实调査的充分资料，它应说明未能做到这一点 

的理由.〕〔保存人应将该报告分发给所有締约国.〕 

'第二备选案文* 

"1.本条约各締约国承诺，在解决与本条约的目标有关的方面或在适用本条约 

的各项条款方面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时，彼此进行协商和合作.本款所规定的协商 

和合作也可在联合国的范围内按照其《宪章》通过适当的国际程序进行。这些国际 

程序可包括适当的国际组织的服务以及本条第2款规定的专家协商委员会的服务。 

"2.为本条第1款所规定的目的，保存人应在收到任何締约国提出的要求后一 

个月内召开专家协商委员会会议.任何締约国均可委派一名专家参加该委员会，委 

员会的职能和议事规则载于构成本条约组成部分的附件内.委员会应将其调査结论 

摘要送交保存人，其中应载入委员会会议期间向其提供的一切意见和资料‧保存人 

应将该摘要分发给所有締约国. 

"3.本条约任何締约国如有理由认为任何其他締约国的行为违反本条约的条款 

所引起的义务，可向保存人提出指控，而保存人应立即召开专家协商委员会会议‧ 

此一指控应列明一切有关情况以及表明其指控成立的一切可能证据‧ 

"4.本条约各締约国承诺，在专家协商委员会根据保存人收到的指控并按照 

《联合囯宪章》的规定着手进行调査时给予合作.专家协商委员会应将调查结果通 

知本条约各締约国‧ 

"5.本条约各締约国承诺，如果专家协商委员会断定本条约任何締约国因条约 

受到违反而遭受损害或可能遭受损害，则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在该締约国提出 

请求时向其提供援助或支毅。 

* 有 一 种 意 见 认为，"核査和遵守"的第二备选案文应与基于禁止使用辐射战方 

法这一标准的"范围"第二备选案文联系起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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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家协商委员会对请求召开委员会会议的締约国根据本条约第⋯⋯条提出 

的任何问题，应负责作出适当的调査结论并提出鉴定意见. 

"2.专家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安排应使其能够履行本附件第1段所规定的职能. 

委员会在可能情况下应以协商一致方式决定与其工作安排有关的程序性问题，否则 

应以出席并投票的成员过半数作出决定.实质性问题不应进行表决. 

" 3 ‧保存人或其代表应担任委员会主席. 

"4.每位专家在开会时可由一名或数名顾问协助. 

" 5 .每位专家应有权通过主席耍求各 a及各面际组^提供该专家 i U ;完成委员 

会工作所需的资料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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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二 

" B 联 系 小 组 的 报 告 

" 1 .按照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 1 9 8 8 年 7 月 1 5日第 5次会议的决定， B 

联系小组继续审议了有关禁止袭击核设施的问 

" 2 . B联系小组于 1 9 8 8年 7月 1 8日至 8月 1 5日共举行了 3 次 会 此 

'外，协调员还同各代表团进行了一些非正式磋商， 

" 3 . E联系小组依照特设委员会第5次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审査了特设委员会 

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特别报告（CDy820)附件二附文所载的协调员记录.有人对 

该附文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因而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和阐明各个代表团对这一问题 

的立场， 

"4.经过修正的协调员记录附在本报告之后，以反映联系小组的现阶段审议情 

况. 

"5.协调员的记录对任何代表团均无约束力，其主要目的在于便利今后的审议 

工作.建议将此记录附在特设委员会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中，作为今后工作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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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文 

' "有关禁止袭击核设施的可能内容* 
* 

"范围（目的） 

" 第 1 款 銜 猶 

笫一备选案文 

"每一締约国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袭击适用本条约规定的核设施。 

笫二备选案文 

"每一締约国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袭击任何核设施。 

本记录不妨窨各代表团对'联系'问题的最后立场，也不妨害各代表团对于 

为核设施提供额外法律保护的必要性问题的立场。关于后者，有一种意见 

认为需要对有关这个问题的现有国际协定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文件中各项备选案文的编排位置不应视为表明其优先顺序或表明其对突员会 

的可接受程度，' 

一些代表团提出，'范围'中还应包括一项不威胁袭击核设施的承诺， 

有一个代表团建议，'范围，第1款的任何备选案文均应与'定义，第2款 

第二备选案文和'标准，第二备选案文联系起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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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备选案文* 

"每一締约国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以袭击适用本条约规定的核设施的方式释放 

散布放射性物质， 

笫四备选案文 

"每一締约SI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袭击符合本条约所订规格的核设施， 

" 笫 2 款 

第一备选案文 

"每一締约HI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劝诱任何个人、国家、a家集团或 

国际组织从事本条约締约面已承诺不进行的任何活动， 

第二备选案文 

"每一締约国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协助、鼓炀或劝诱任何一方袭击核 m 

« 一些代表团指出，'范围，方面以大规模毀灭标准作为根据的第三备选案文连 

同'定义'笫 2款笫一备选案文、'标准，第一备选案文、'登册，第 1至第 

6款笫一备选案文和'特殊标记，第1款和第2款第二备选案文，构成了可纳 

入条约草案的一组完整和一致的内容。 

另一些代表团指出，'范围，第三备选案文依据的'大规模毁灭，标准与拟议 

的条约的目的不相关.它们还指出，这一标准除有其他缺点外，还；t味着：如 

果核设施不符合此一标准的制订者为核设施的受保护资格 所任意制订的规格， 

则允许袭击该因此，若按前一脚注提及的内容拟订条约，就会对发展中 

国家造成歧视性待遇，因为它们的核设施在许多情况下都达不到拟议的'级限j 

此外，这样的条约会削弱现行a际法对核设施提供的保护，因为现行IS际法的 

保护不以符合任何数量规格为条件，西此，这样的条约会使就此议题締结一项 

新的s际协定的目的失去意义，而締结此种协定本应是为了加强这方面的法律 

制度并消除现有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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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义 

" 笫 1 款 ‧ -

"为本条约的目的，'袭击，一词是指任何直接或间接引起以下情况的行为： 

" H 一核设施的任何损坏或毁坏；或 

"tJ 一核设施的运转受到任何干扰、中断、阻磾、停顿或发生故障；或 

" Q 一核设施的任何人员受到任何伤害或死亡， 

" 笫 2 款 

兔''-备选案文 

"为本条约的目的，'核设施，一词是指已列入保存人所保有的登记册的： 

" H 核 反 应 堆 ； 

" a 废 燃 料 的 中 间 储 存 库 ； 

" 曰 后 处 理 工 厂 ； 

" H 废 物 存 放 处 , * ‧ * 

一些代表团认为'袭击，一词无需定义，它们认为，这一定义显然同'范 

围，第 1款无限制范围相联系。 

另一些代表团认为，无论最后就'范围'通过何种备选案文，均有必要为 

*袭击，一词下定义， 

一些代表团反对把条约范围限制为只适用于登记册所列核设施这一构想. 

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仅指地面上的废物中间存放处. 

一些代表团指出，甚于废物存放处一般指深埋于地下的存放处，E此在此应 

仅列出地面上的废物中间存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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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备选案文 

"为本条约的目的,'核设施，一词是指： 

" H 核 反 应 堆 ； 

" t )浓缩工厂； 

" 曰 后 处 理 工 厂 ； 

"m其他核燃料循环设施； 

" G O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 

" ^储存核燃料或放射性废物的设施 . 

"笫三备选繋文 

"为本条约的目的，'核设施'一词是指： 

" H 核 反 应 堆 ； 

" P废燃料的中间储存库； 

" 曰 后 处 理 工 厂 ； 

" ^ 废 物 存 放 处 ； 

" S O废物暂存库； 

" t ^ v用于生产强辐源的装置， 

"第四备选椠文 

"核设施是指反应堆或任何其他用于生严、装卸、处加工或储存核燃料或其 

他核材料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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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备选案文 

鲁 

'定义，第2款所指的核设施应符合下列规格： 

" H 它 们 应 固 定 设 置 在 陆 地 上 ； ， * ^ 

" a核反应堆的热功率按设计应可超过 1 〔 1 0 〕兆瓦，应已达到第一临 

界 状 态 ， 并 应 尚 未 退 出 运 行 ； ‧ 

"曰废燃料的中间储存库按设计应可储存 1 0 l 7 〔10!8〕贝克以上的放射 

性物质； 

" 后 处 理 工 厂 按 设 计 应 可 容 纳 1 0 " 〔1018〕贝克以上的放射性物质； 

" ( K )废物存放处应可容纳 1 0 l 7 〔10l8〕贝克以上的放射性物质， 

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就'范围，第1款第二备选案文达成协"î^,则关于'标 

准'的审议只需确定例外情况。 

对于是否应规定核反应堆功率级限以及是否应对第一和笫二备选菜文的0、 

ÎE)、 GFO和项所提其他设施规定放射性物质的质量水平和敉量水平，有人持 

保留意见. 

关于第一和笫二备选柒文的H项，有-^巾意见•认为，除固定设置在陆地上的核 

设施以外，还应将其他核设施包括进去. 

有一种意见"M,此种核设施不应属于武器糸统， 

有 i樣认为，'退出运行，问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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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二备选案文 

" '定义'笫 2款所指的核设施应符合下列规格： 

" H它们应固定设置在陆地上； ， 

" a它们应当用于和平目的，并置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下； 

"曰核反应堆的热功率按设计应可超过 1〔 10〕兆瓦，应&达到第一临界 

状态，并应尚未退出运行； 

"废燃料的中间储存库按设计应可储存 1 0 l 7 〔lol8〕贝克以上的放射 

性物质； 

"的后处理工厂按设计应可容纳1017 U0l8〕贝克以上的放射性物质； 

" ^ 废 物 存 放 处 应 可 容 纳 1 0 l 7 〔 lois〕贝克以上的放射性物质. 

第三备选案文 

"'定义，第2款所指的核设旌应符合下列规格： 

" H核反应堆的热效应按设计可超过 1 0兆瓦； 

" a废燃料的中间储存库按设计可储存 1 0 I 7 〔 1 0 18〕贝克以上的 

放射性物质； 

"曰用于再处理核废燃料的装置； 

"m生产或使用强伽玛辐射源而且按设计可容纳玛辐射消散功率等于或 

大于 6 X 1 0 1 7 〔 1 0 1 8 〕贝克。兆电子伏的放射性物质的装置; 

或 

"m可容納10 1 7 〔 1 0 1 8 〕贝克以上的放射性物质的核燃料循环废 

物存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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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备选案文 

"'范围，第 1款的规定不适用于： 

"H非固定设置在陆地上的核反应堆； 

" a核武器国家的军事核设施。 

"针对以上规格提出的额外规格* 

"'定义，第2款所指的核设施如杲已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则 

适用本条约的规定. 

‧指'标准， %—、第二或第三备选案文甲的任一衆文.有一种意见认为，%—、 

第二或第三备选桀文之一应成为'标准，的第1款，而这一额外规格应成为笫 

2款. 

一 2 5 5 -



" 保 存 人 

"联合il秘书长应为保存九 

" 登 记 册 * 

" 笫 1 款 

笫一备选案文 

"保存人应保有一份适用本条约规定的核设施的登记册，并应将经过核证的登记 

册副本分送 条约每一締约亂 

笫二备选案文 

"保存人应保有一份符合本条约所订规格的核设施的登记册，并应将经过核证的 

登记册副本分送条约每一締约国， 

" 第 2 款 

第一备选案文 

"凡请求将其管辖下的核设施列入登记册的締约国，应以书面方式将下列有关各 

核«的情况通知保存人： 

"(a)核设施确切地理位置的详细情况； 

"(b)核设施属何类别，即该设施为反应堆、废燃料的中间储存库、后处理 

工厂或废物存放处； 

" ( C )按照本条约"定义"笫⋯⋯款和"标准"笫⋯⋯款适用的各项详细规 

格. 

第二备选案文 

"凡请求将其管辖下的核设施列入登记册的締约国，应以书面方式将下列有关各 

核设施的愤况通知保存人： ‧ 

‧ 一些代表团反对把条约范围限制为只适用于登记册所列核设施这一构想, 

另一些代表团认为适用本条约规定的核设施应列入登记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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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核设施确切地理位置的详细情况； 

"(b)核设施属何类别，即该设施为反应堆、废燃料的中间储存库、后处理 

工厂或废物存放死 

"笫三备选案文 

"凡请求将其瞀辖下的核设施列入登记册的締约国，应以书面方式将下列有关各 

设施的情况通知保存人： 

"(a)核设施确切地理位置的详细情况； 

"(b)核设施厲何类别，即该设施为反应堆、浓缩工厂、后处理工厂、其他 

核燃料循环设施、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或用于储存核燃科或放射性废 

物的设施， 

''第 3 款 

"第一备选案文 

"收到关于列入登记册的请求之后，保存人应立即开始逬行对请求书中所载情况 

加以核实的程序： 

"(a)尽可能通过原子能机构的文献；相Z或 

"(B)通过其他手投，包括必要时派调査团前往有关IM 

"为执行以上笫3款(a)项中的程序，保存人可视需要与11际原子能机构达成协1^ 

"为执行以上% 3款 ( b )项中的程序， ^ h M M ^ m 约 i l的合作下编制^保有 

一份可谞其进行此种调査的合格专家的名单， 

"笫二备逸案文 

"收到关于列入登记册的请求之后，保存人应将请求通知所有締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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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俟请求书中提供的情况得到核实，保存人即应将该设施及其有关详情列入登 

记册，并应立即将任何新列入登记册的情况通知条约各缔约m. 

" 第 G 款 

"其管辖下的核设施已列入登记册的締约国应将请求书中提供的情况所发生的任 

何变化立即通知保存人， 

" 笫 6 款 

"执行这些程序的费用应由请求S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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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珠 标 记 * 

" 笫 1 款 

"列入登记册的核设施应有特珠标记， 

" 笫 2 款 

"第一备选案文 

"一缔约IS可请保存人在笫1款所指的本国核设施上标以特珠标记. 

"第二备选案文 

"一締约il可在笫1款所指的本11核设施上标以特珠标记。 

" ‧ 一些代表团反对把条约范围限制为仅适用于有特殊标记的核设施这一构想. 

"傷另一些代表团认为适用本条约规定的核设施应列入登记册，并可具有特殊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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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查 和 遵 守 及 其 他 主 要 内 容 

" 笫 1 款 

笫一备选案文 

"一缔约国若认为任何其他締约国的行为违反了条约‧条歙引起的义务，可向保 

存人提出指控。‧*此种指控应列举一切有关资料和表明其指控成立的一切可能证据. 

第二备选案文 

"一締约国若认为其符合本条约所订规格的任何核设施受到另一缔约国袭击，可 

向保存人提出指控. 

笫三备选案文 

"一缔约国若认为任何其他缔约国袭击其领土上的任何核设施，从而违反了本条 

约条款引起的义务，可向保存人提出指控.此种指控应附有表明其指控成立的一切 

可能证据和其他有关资料. 

" 第 2 歉 

笫一备选案文 

"保存人在收到任何締约国的指控后⋯⋯曰内可着手对指称的袭击进行调查，包 

括安排对现场或可能时在现场进行事实调查，以查证与指控有关的事实，‧事实调 

査组应将其事实调查结论的摘要转交保存人。 

" ‧ 有人建议在'条约，一词后加上'中与其范围有关的，等字‧ 

"-有一种意见iU/，除通过保存人的程序外，也应考虑其他程序' 

"鎖有一狞意见ia，亊实调査的任务应是评估诚受到的损害‧ 

"有一9意见i!、为，不应例行地进行事实调查，而尸、应在有关締约国提出请求时才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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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备选案文 

"保存人在收到指控后应立即着手调査，以査证与指控有关的事实.此种调查应 

包括对有关核设施现场或在有关核设施现场进行事实调查，以及对任何其他适当的 

地点进行事实调査，亊实调查团应尽早将其调查结论提交保存人. 

" 第 3 款 

"为进行事实调查，保存人应保有一份可请其进行此种调查的合格专家的名单， 

其人选应具有尽可能广泛的政治和地理分布。 

" 第 4 款 

"各締约国承诺在保存人着手对收到的任何締约国的指控进行调査的过程中给予 

合作.保存人应将调査结果告知各締约国。 

" 第 5 款 

"第一备选案文 

"保存人应召开缔约囯会议，以审议关于调査结果的报告。* 

"笫：：：备选案文 

"保存人应就其进行调査的结果向各缔约国提出一份报告，其中载明事实调查团 

的结论，并应召开締约国会议，以审议该报告并采取适当措施. 

" 笫 6 款 

笫一备选案文 

"就核査核设沲是否确属本条约定义的和平核设施而言，核查安排的一个必要组 

*有一种意见认为，締约SI会议应考虑裉据报告采取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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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就是对该设施继续适用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

笫二备选案文 

"对一？ 

所承担的义务无关. 

笫三备选案文 

"应适用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来确定一 是否一直是本条约定义的和平核设施 

" 第 7 款 

"各締约国承诺向任何因本条约受到违反而遭受损害的締约H提供援助或支援•《» 

" 笫 8 款 

"本条约各项条款不减损各締约a在与本条约主题有关的其他国际文书中承担的 

义务. 

*有人指出，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的适用与本条约的目标无关,若仍要提及，此 

问题应厲于关于列入澄记册的条款的范围。 

-有一种意见认为,适用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不可能核查一核设施是否为和平核设 

施，而只能核査核材科是否仍用于和平目的， 

‧ 有 - ； 见 认 为 , 締 约 ® mm的义务仅It于因袭击而造成放射性损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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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 本会议自 1 9 8 2年第二期会议开始一直到1 9 8 8年第一期会议对新型 

大规模莰灭性武器及此种武晷的新系统的审议情况，已载于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第三 

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 0 1 ) / 8 3 4 ) 笫 9 4至笫 

9 6段， 

8 8 . 1 9 8 8年笫二期会议期间，在这一问题上没有新的发展. 

H .综合裁军方案 

8 9 . 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 1 9 8 8年 4月 4曰至 8日和 8月 2 9日至 9月 

2日审议了题为"综合裁军方案"的议程项目. 

9 0 . 在其 1 9 8 8 年 9 月 1 5日第482次全体会议上，会议通过了在第4 6 6 

次全体会就本议程项目璽新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拫告（见上文第 9段）.该 

报告（CD_/867)是本拫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 ― 、 i t 

" 1 . 在 其 1 9 8 8 年 7 月 1 9 日 第 4 6 6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重 

新设立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就综合裁军方案继续进行谈判，并力求及时完成 

方案的拟订，以提交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如1 9 8 8年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则至 

迟提交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会议要求特设委员会在1 9 8 8年会议结束前报告其 

工作进展情况。 

"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 2 , 在 其 1 9 8 8 年 7 月 1 9日第 4 6 6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任命阿 

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墨西哥)为特设委员会主席。联合囯裁军事务部高 

级政治事务干事艾达•吕萨‧列文女 士抠任委员会秘书。 

" 3 .特设委员会于 1 9 8 8 年 7 月 2 8日至 9月 1日共举行了 6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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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它们的请求，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下列非会议成员11的代表参加特设 

委员会会议：奥地利、孟加拉菌、丹羑、芬兰、希腊、爱尔兰、马来西亚、新西兰, 

揶威、葡萄牙、塞内加尔、西班牙、土耳其和津巴布韦. 

"5,除了以往在议程项目1下提交的各项文件，，特设委员会还收到秘鲁提交 

的关于建立南太平洋和平与合作区的提案（CD/CPD/，P. 91 ) . 

"三、 1 9 8 8年第二期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6.特设委员会在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 

(CDz/834 )所附案文的基础上继续就综合裁军方案进行了谈判。 

"7.特设委员会集中致力于解决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设立了联系小组，并在 

慼兴趣的各代表团之间进行了协商，以期解决在某些案文上的意见分歧。在协调 

立场和缩小分歧范围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时间太短，在一些问题上无法消 

除分歧，因而不能在1 9 8 8年完成方案的拟订。工作结果载于本报告的附件， 

有一项谅解是，各代表团在就各项困难的未决问题达成协议和文件完稿之前，无法 

采取最后立场。 

" 四 、 ， 

" 8 .特没委员会铭记其职权范围，同意在 1 9 8 9年会议一开始时恢复工作， 

力求及时完成方案的拟订，以至迟提交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 

"'文件清单载于以前的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和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这些报告是裁 

军谈判委员会和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CD/ISQ 、 、 

C D / 3 3 5 , CD/421 , C V 5 4 0 、 C V 6 4 2 、 C D / 7 3 2 ^ A d d . 1和 C D / 

8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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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裁军方案革案〕 

"〔综合裁军方案案文〕 

"一、导官 

"1.联合s各会员E重申，综合裁军方案的最终目标是有效21际监督下的全面 

彻底裁军.要朝这一目标迈进，就必须执行f^J止并扭转军备竟赛的搢尨，并为持 

夂和乎开辟道路，就一塞系列这些问题进行的谈判都应以严袼遵守《联合ffl宪章》 

所揭示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础；閲时充分承认联合Es裁军领域所起的作用，并反映 

世界所有人民S这个方面的重大利益. 

"2.第一届专门讨论歉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笫10 9段要求裁 

军谈判$员会一即现在的裁军谈判会议——〔'〕拟订一項包括各31认为适当的 

一切措施的综合裁军方案，以确保有效E际监督下全面彻底黻军的目标能够5—个 

a际*J乎与安全普遍存在〔、新的E际经济秩序获得加强和巩固〕的世界上搏到实 

现（'〕‧.《dg后文件》的同一段还甲明：'鎵合方案应载有适当的程序以确保大 

会经常充分蔌悉关于谈判逬展的情况，包括在适当时对局势B3评价，特别是对方某 

执行 f f i况的持续审， 

" 3 .截军谈判会议拟订了并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将提交联合 2 1大会 5 ?届 

会的《综合裁军方窠》窣案.酴本导官以外，《方案》共有下列五章，其 m 

为： '目标，； '厍则，、 '优先次序，、 ' '揞 ; t e和执行阶段，、'机构和程序， ‧ ‧ 

" 4 .本《方案》为联合a大会协两一敎通过.联合 5 1全体会员 E以'通过本 

《方案》的方式表示它们愿意尽一切努力以尽孚买现有效ffi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 

军， 

本段的后^文将在裁军谈判会议遒过《方,'》时予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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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目 标 

"1.《综合裁军方案》的当前目标应当是：消餘战争危拴，（特别是核战争龙 

拴《@为防止核战争仍然是今天最«悉和迫切的任务；）〔除其他外核战争危险；〕 

执旨在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的措施；并为持久和平扫清道 

路*为此目的，《方案》还力求： 

一保持和in强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題的大会特别会议所产生的势头Î 

一开展戏从事进一,的谈判以:to速制止一切方面的军备竟赛,〔特别是核 

军备竟赛〕； 

一巩面并发展迄今为止己达成的各项有关裁军问题的协定和条约所反映 

的成果； 

一在a际商定的基础上开始并in快真正截军的进程. 

"2.《鎵合裁军方案》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有效E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能够 

在一个国际和平与安全普遍存在〔并巳充分实现新的E际经济秩序〕的世界上得到 

实现‧ 

"3.在执行《方案》以争取逐步裁减和最后消除军备和军队的整个过程中，应 

谋求达成下列目标： 

一 *照《联合IS宪章》:toSŒ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个剁E家的安全； 

一为维护一切Œ家的主玖*PÎi立作出贡献； 

一 通过C*^案》的实施，为创造有利于各Œ特剁是发展中E家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条件作出切实 « ; 

一 *进B际信任和促进SI际紧张局势的敎和： 

一 》立《于所有B家和乎共处和彼此信任的B际关系，推动广泛的ffi际 

合作和了解，以從进有利于实：te《方案》的条件； 

一逬一步促逬公众了解并支持为制止军备竟赛和买现裁军而作出的各种 

努力，办法是5世界各地传播正确、不偏:ia^真实容观的资料和发起 

教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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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合》宪章》和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体现了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基本思想，〕 

"2.(安全是和平的一项不可分割的因素，而达成安全目标一向是人类最强烈的 

愿笪之一.但在今天，武器的积累，特别是足以毁灭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核武器的积 

累* #但不能保护人类前途，反而对人类前途构成威胁，不但远远无^于加强国 

际安全，反而使之减弱，因此，必须全面制止并扭转核军备竟赛,以ft免涉及核武赛 

Ift战争危险.〕 

"8.联合》所有会负ff]直申它们全力支持《联合E宪章》的宗旨，并有义夯 

严格遵守其厚则和其他关于维持IS际和平与安全的奮遍接受的有关国际法原则，〔它 

们强调特剔霣要的是，考虑到各国按照《宪章》享有单独和集体自卫的自然权 

利，不对任何ffi家的主权、领土宪Ê或政治独立，戚对在殖民地统治或外国统治下 

谋求行使自决权和争取独立的人民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不以武力侵占和吞并 

旨 且 : 侵 占 不 i W T ^ i ^ 别 囯 舰 ; 争 端 . 〕 

"4.为圃满完成裁军进程创造賓利条件，所有国家应当严格遴守《联合国宪聿》 

*9规定，避免采取可能对裁军领域所作出的努力造成不良影响的行动，对谈判表现 

积极的态度，并表现出力求达成协议的政治意愿. 

"5.〔持久的a际和平与安全不能建立在军事联盟的武晷积JI上，也不能依靠 

H弱的威慑均势或战略优势理论来维持.唯有切实执行《联合B宪章》规定的安 

全体系，根锯AD际协定和相亙作出榜样迅速大幅度裁减军备和军队，最后实现有 

效»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才能建立其正持久的和平‧与此同时，军备竟赛 

的起因和对和平的威必须减少，为此目的应该采取有效行动以消除紧张局势并以 

和平手ft解决争堆.〕 

"6.〔军备竟赛，*别是核军备竟赛，是同为求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将国 

作出的t力背道而驰的.军备竟赛妨ï¦了《联合SO宪章》各项宗旨的实现'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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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宪聿》的各项原则，尤其是关于尊靈主权、不对任何B家的领土宪壅戏政 

治独立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和不干涉、不干»剁国内政等原则‧ 

另一方面，缓和方面的进展和裁军方面的进展是相辅相成的‧〕 

"7.歉军、教和B际紧张局势、尊靈自决和民族狃立的权利、按照《联合I»宪 

章 》 和 平 解 决 争 塌 以 及 加 际 和 平 与 安 全 ， 是 彼 此 直 接 相 关 的 ， 其 中 任 何 

—个领域取待进展，都会有利于所有领域；反之，在任何一个领域失败，对其他领 

械都会产生消极彩响. 

"8.随著裁军取得进展，应采取措施加强维护和平及和平解决II际争端的体制‧ 

"9.〔联合S各会员BD充分意识到各œ人民深信全面彻底歉军问题是最畫要的 

m»和平、安全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它们认识到，相应的责 

任和义务是營適的.〕 

"10.歉军谈判的成败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大利益‧因此，所有国家都有责任 

为黻军领域的努力作出贡献*所有国家都有权参加裁军谈判.它们都有权以平等地 

位參加J[接关系到其51家安全的多边裁军谈判. 

"11.〔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军费开支同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m续进行军备竟赛有"tf^^iH不公平和#基础上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 

执行.因此，歉军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黻军方面的进展将大有助于发展的实 

现，由于裁军施的执行而騰出的资源应用于促逬所有s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缩 

小发达B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问的经济差距，〕 

"12.〔载军和军备隈制，特剁是核领域的裁军和军备R制，对防止核战争危险 

和加SB际和平与安全，对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促进新的S际经济秩 

序 的 实 现 ， 都 是 必 要 的 ‧ 〕 ' 

"13.〔核武II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危险.〕 

'14.〔鉴于外层空同军备竟赛会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并阻碍全面彻底裁军的实 

现，从而对全人类构成危险，所有H家在进行外层空问方面的活动时都应避免违反 

有关现有条约或违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目标的行为，以确保外层空间不致成 

为军备竟赛的一个新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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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裁军措施的采取应该公平和均衡，以确保每个国家的安全权利，并确保不 

让个剁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任何阶段取得优于其他国家的地仏每一阶段的目标应 

当是维持尽可能最低水平的军备和军队而不减损安全‧ 

"16.〔根据《宪章》规定，〕联合il在裁军领域负有中心任务和主要贲任.为 

了切实执行这个任务，并促进和鼓励这个领域的所有措施，应在不彩响谈判进展的 

前提下，随时将单边、^、区域或多边在这个领域采取的一切步骤适当告知联合 

国. 

"17.裁军虽然是所有国家的贲任，但所有核武器11家对核裁军负有主要贲任， 

并且与其他军事上重要面家一起，对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负有主要责任. 

"18.在实现核裁军目标的工作中，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其中拥有最重要核 

武库的国家，负有特别责任. 

"19.应严格遵守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相互责任和义务的可.接受的均 

衡. 

"20.郵分裁军锥施的谈判应与较全面抟施的谈判同时进行，然后应进行最终达 

成一项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条约的谈判. 

" 2 1 . (质量上和 & i上的^军拮施对制 i l军备竟赛都很重要.为此目的所作 

的努力应包括关于限制和停止在质童上改进军备、特另g是大规楔教灭性武卷和研制 

新作战手段的谈判，使科技的成就最终只用于和平用途.〕 

"22.裁军和军备限制协定应规定所有*关締约国都感滴意的运当核査持施，以 

便建立必要的信任并a保这些协定获将所有締约B的遴守，任何具体协定所-义定的 

核葺形式和方式都取决于协定的宗旨、范围和性质，并应依此而定.〔应尽一切 

努力制定无歧视性、不无故干涉别国内政或妨碍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或危軎其安全的 

适当办法和程序.〕 

" 2 3 . *军协定的奮遞性有助于建立各E之间的信任，在就歉军领域的多边协 

定进行谈判时，应尽一切努力保证协定获得普遍接受.所有締约国若充分遵守这些 

协定所载的各项条款，将有助于实现此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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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所有B家，特别是核武器》家，应考^各种旨在确保避免使用核武II和防 

Jt核战争的提案.在这方面，屋然注意到各核武器国家所作的声明，伹如酌情 

作出有效安排，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便用武器，将可加强这 

些国家的安全和巩面Œ际和平与安全， 

" 2 5 .〔在賓关区域各国自由达成协议咸安排的基础上立无核武器区，并充 

分遵守这些协议和安排以保证这些区域确实没有核武 H ,而且核武 U S家尊重这 

些区域，乃是一项重要的裁军ft施.：） 

"26.不（进行横向、^向和空间的〕核武器扩散是各83奮遍关心的事项.裁 

军措施必须符合所有囿家不受歧视地为了和平利用核能而发展、取得和使用核技术、 

核设备和核材料并按照本国的优先次序、需要和利益决定其和平核方案的不可剥夺 

的权利，同时考虑到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需要‧ 和平利用核能的II际合作应在无歧 

视的基础上根据议定的适当S际保障制度进行.* 

"27. 

"28.进行核裁军措施谈判的同时，还应当根据各締约H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 

并顾及所有S家保护其安全的需要，就均衡裁减军队和常规军备问題进行谈判，以 

傻进或增进较低军事水平上的稳定.这些谈判应把重点放在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 

事上重要国家的军队和常规武器. 

"29.应在核领蜮和常规领域米取附带捐施,并采取其他专门旨在建立信任的推施, 

以便«助创造賓利于采取其他敎军ft施和进一,缓和B际聚张局势的条件. 

"30.由于应在考虑到各有关地区情况的具体需要和要求下保证所有地区的安全 

和稳定，皿和区域性裁军谈判也可以起重要的作用，并能促进裁军领域的多边协 

定谈判. 

‧有一个代表团对于将本段第一句之后的案文列入关于原则的一聿保留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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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应塱决地谋求在双边、区域和多边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或其他措施，以求通 

过限制和裁减军队和常规军备加强较低军力水平上的和平与安全，同时要考虑到各 

E保护其安全的需要，铭记《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固有自卫;K利，并且不妨害各 

E人民按照《宪聿》享有平等权利和自决的原则，以及确保每一阶段的均势和所有 

B家的安全不受减损的需要. 

"32.条件适当时，应举行由所有有关EI家参加的双边、区械和多边协商和会议， 

来审议常规裁军的各个方面‧ 

" 3 3 .多边裁军公约草案应遵循条约法所适用的正常程序.提请大会予以推荐 

的公约应交由大会充分审査. 

" 3 4 ‧〔每一项充分执行的军备限制或裁军措施均有助于建立〔必要的〕信任， 

(并〕进而向全面彻底裁军迈出更大的步伐，〕 

" 3 5 ,〔尊重,实行使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是在一个无核武器、非军事化 

和无暴力的世界中生活的权利，〕是111际和平、正义和安全的必要因素.〕 

"36,〔建立信任搢施，特别是在得到全面执行的情况下，可以大有助于增进和 

平与安全，促进和便利裁军措施的实现。〕 

"37.〔改进关于军事力量的客观资料的流动可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可促进各 

S之间在全球、区域和分区域各级建立信任和締结具体的裁军协定.〕〕 

"(1，（《联合S宪章》和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提供了裁军领域取得进展所 

需要的基本准则.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进程应适当地考虑到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和优先次序‧） 

"(《联合S宪聿》和普遍接受的E际法原则提供了裁军领域取得进展所需的 

B家行为准则‧只有严格遵守这些准则，才能够创造必要条件，实现笫一届专门 

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所反映的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 

军的最终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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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联合 E E所*员 E应确认它们对《联合 E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所承抠的全 

部义务，严格遵守《宪章》条款及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其他有关相普遴接受 

的国际法原则，〔其中包括《关于各K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宜言》〕‧并 

透免采取可能会不良地f》响裁军努力及建立信任相安全进程的行动‧表现出建设性 

的谈判态度和达成协议的政治意愿. 

"3.裁军、缓和®际紧张局势、尊重自决和民族独:ié&*^〗、按照《联合E宪章》^ 

平解决争端及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彼此直接相关的‧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取得进展 

都会有利于其他所有领域，而其中任一领域的失败则会不利于其他领域. 

"4.认识到安全是和平不可分割的一项内容，军备竟赛的面有性质是不穗定， 

未来的持久和平与安全不可能建立在武器的积累之上，所有®家采取的防御政策和 

军事理论应能有助于将军队*军备降低到防御所必要的水平，有助于减少军事对崎 

和增强各国间的倌任和稳定关系‧所有S家应当争取通过翱平互利的合作和裁军 

协定来加强和确保B际安全•为了制止和扭转军备竟赛并防止战争，特别是核战争, 

这是必不可少的. 

" 5 .随着裁军取得进展，应采取措施加强维护和平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体制, 

"6.所有国家均有义务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为裁军领域的努力作出贡献•(所 

有国家均有权参加裁军进程J所有国家均有权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直接关系到其国家 

安 全的多边裁军谈判. 

" 7 ‧裁军方面的进展应当有助于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S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 

"8.外层空间应是所有人类的活动领域• 对外层空间的探测^利用应造福所 

有国家并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应是为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傻进国际合作和理 

解.所有国家，特别是主要空间大国，应当积极地对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作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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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安全权利，应当平等均衡地采取裁军措施，以加强每个 

国家的安全，确保没有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在任何阶段获得大于其他国家的优 

势.在每一阶段，目标都应当是军备和军队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而安全丝毫不减, 

"10.联合国在裁军领域^促进国际^平与安全方面有着中心作用和首要责任. 

为有效地发挥这一作用并促进初鼓励这一领域的所有措施，应当在不影响谈判进展 

的情况下，适当地让联合国了解单边、政、区域或多边在这一领域采取的一切步 

骤. 

"11.应当严格遵守核武器*无核武器国家间相互责任和义务的可接受的平衡. 

裁军是所有国家的责任，但是核武器国家，特别是其中拥有最重要核武库的国家， 

对核裁军负有主要责任，并且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一起对制止和扭转军备竟赛负 

有主要责任. 

"12.裁军和军备限制协定中必须同时考虑到数i方面和质:t方面， 

^技术发展最终用于和平目的. 

"13.裁军和军备限制协定应当规定有效的核査措施，以便建立必要的信任，监 

測和促进遵守.任何特定协定中的具体核查措施应由该协定的目的、范围和性质 

加以确定， 

"14.在就核裁军措施进行谈判的同时，还应谈判如何在有关各方安全不受减损 

的原则基础上均衡地裁减军队和常规军备，以求促进和提高在较低军事水平上的稳 

定*同时考虑到所有国家保护自身安全的需要.进行此类谈判时应把重点放在拥 

有最大武库的国家和其他»±1：要®家的军队和常规军备， 

"15.应作出一切努力争取禁止所有其他大规模毀灭性武器，特别是早日最后拟 

定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所有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类武器的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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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应当采取核领域和常规领域的并行推施及专为建立信任的其他措施‧以期 

进一步缓和S际紧张局势，从而为采取进一步的裁军措施创造有利条件. 

"17.由于应当在考虑到各个区域具体情况的特殊需要和要求下碗fi^^f有区域的 

安全与稳定双边ifD区域裁军谈判也应当发挥重要作用，伋进将会增强E际和平与安 

全的裁军领域多边协定的谈判. 

"18.所有国家应致力于增进关于军事能力客观资料的流动，以便对在全球、 

区域或分区域各级建立各国间的信任作出贡献，并促进締结可增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具体裁军协定，〕 

"四、优先次序 

" 在 为 实 现 有 效 ^ 面 彻 底 裁 军 这 个 最 ， 标 而 执 行 《 综 合 裁 军 

方案》时，悉需就措施进行谈判的优先次序是： 

一 核 武 器 ； 

〔一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一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化学武器； 

一常规武器，包括可被认为具有过分杀伤力或溢杀溢伤作用的任何常规 

武器； 

一 裁 减 军 队 . 

"2.〔核裁军、防止核战争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有效措施为最高优先. 

就这些楛施进行谈判的同时，还应谈判禁止或防止其他大规模叛灭性武器的发展、 

生产或使用的有效措施,以及进行关于均衡裁减军队和常规军备的谈判‧〕 

" 3 . (各 I S宪全可以就所，优先项目同时逬行谈判.〕考虑到这些优先次序, 

应就可导致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一切扭施逬行谈判. 

" * 有些代表团认为，本段所列项目的次序不构成商定的重要性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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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拌施和执行阶段 

" » —阶段〕 

" 歉 军 4 » 旅 

" A , 核 武 器 

«1.(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肇大的危险.必须全面制止和扭转 

核军备竟赛，以防止涉及核武器的战争的危险 .在这方面，最终目标是彻 

底消赊核武器， 

"在实现核戧军目标的工作中，所有核武器 B家，特别是其中拥有最重要核 

武库的S家，负有特殊责任‧ 

"在进行核裁军过程中应采取必要措施，在逐步降低核军备水平的情况下确保所 

有国家的安全，同时考虑到核武器国家和其他有关国家现有武库在质量上和数量上 

的相对重要性.〕 

"2.为达成核戲军，（迫切〕需要在适当阶段就下列事项商定具有令有关各国 

i»意的适当核査措施的协定： 

"(a) #止在质 i上改进和展核武器系统； 

" ( b )俘止一切类型的核武 g及其运載工具的生产和武器用裂变材料的 

生产； 

" ( C ) 〔一：«分阶段进行并订有商定时限的综合方簾，在可行时逐步〕〔大 

量〕且均翻地裁减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储存,&快导致最后彻底销敉 

这种武 

"在谈判过程中，可考虑在不1^响任何S家安全的情况下，相亙商定限制或禁止 

型的核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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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禁止核试验 

"所咱 E家在有效的, ^范困内停止试验核武晷是符合人类的利益 

的，*这可大有助于达成终止核武器的质量改进和新型核武器的发晨以 

及防止核武器扩歉的目标.〔E此，作为核裁军进程的重要郁分，应尽 

一切努力尽早缔结一项多边核禁试条约• 〕 （E此，有必要尽一切努力, 

尽早拟定一项多边核禁试条1^. 〕 （E此，应当立即就紧忽缔结一项核禁 

试条约开始谈判* 〕〔有必要瑪尽一切努力就紧惠拟定一项全面彻底禁止 

核武器试验条约举行谈判；在缔结这一条约P>t前，所有核武器国家应宣布 

暫伴一切核爆炸* 〕〔因此，作为核裁军进程的一个重要都分，有必要尽 

可 能 早 日 达 成 一 项 有 效 可 核 查 的 多 边 核 禁 试 条 约 ‧ 〕 

"4.〔在錄结有关核裁军的进一步协定以前，苏联和美国应在对等基础上继续 

itmi可能破坏两œ已缔结的现有战格武器协定的行动，〕 

" 5 .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核武g和空间武器的谈判: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表示它们意识到对于维 

护和平的牿殊责任，并同意核战争打不赢，也决不能打‧ 美国和苏联同意 

加速关于核武器与空间武器;51边谈判的工作一事已受到广泛的欢迎。在这 

方面，世界各国赞同这些谈判所宣布的目标i并且S调为早曰达成协议 

以最快速度进行这些谈判的重要性* 在这方面美E和苏联还应当继续注 

意下列各点： 

"(a)目标是劁定旨在防止g间军备竟赛和鲒来地球上的军备竟赛以及 

R制和裁减核武器的有效协定， 

"(b)需要充分考虑到所有S家的安全利益. 

" * 有些代表团对水段案文笫一句保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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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需要表现出灵活精神，需要维持所有国家在不断降低的军备水平上 

同等和不减损的安全，并遵守双方都不谋求超过对方的军事优势 

的原则， 

" ( d )需要有核查协定是否得到遵守的有效措施.：. 

"(e)尽营教减美B和苏联的核武库要由有关^方直接谈判和实;iè,然 

面由于核武器及其累积不仅对它们的拥有者和£ IS而且对其他所 

有E底都构成JIÈ胁，所以整个核裁军ig«5是举世关切的， 

："en 〔'f^iiyc会t申它相倌核歉军的双边和多边努力是相辅相成的〕‧ 

'"〔灰边谈判丝毫未减弱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开始关于停止核军备竟 

赛和核裁军的多边谈判的迫切需要〕 

：«te)需要随时将谈判情况适当告知联合国大会和裁军谈判会议，特别 

是因为这il机构负有责任而且各方普遍希望裁军取得进屣. 

"苏联和美 B B已闳*加速它们的双边步伐，应当尽一忉努力达成在 

«军进程初始阶段实行大槿度轂减核武虑的协议，这一阶段应当尽量短‧ 

在这方面，双方均已闳意裁减核武器5 0?iè的原则予以适当应用以及关于 

中程核力量临时协定的意见‧ 在这一初始阶段，还应达成并实旅其他有 

勤于总的裁军进程的协议‧ 

"以下是 1 0 8 5卑 1月 8 B发表的美苏联合声明中关于核武器和法间 

武g谈判的某文： 

'報据以前的协议，美EE务卿乔治‧舒尔茨与苏联4^产党中央委 

贝会治^委负、苏联都长会议一W主席兼苏联外交《 5长安德烈 ‧ 

葛罗米柯于 1 0 8 5卑 1月 7 5和 8曰在 8内瓦&行了会谈. 

他们在会谈中讨论了W将开飴的美苏关于核武晷和£间武卷谈判 

的议》和百的， 

- 2 7 7 -



<^方同*,谈判的议鹰将是关于空间武器以及战略核武器和中程 

核武器的一整类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将按其相互关系予以审议和解决, 

谈判的目的将是制定有效的协议，以防止空间军备竟赛、结束地 

球上的军备竟赛、限翻〗和裁减核武器并加s战略稳t IJt判将由各 

方派出的代表团分为三组来进行. 

y^-^vji,即将开始的谈判，一如限制和裁减军备作&的一般努 

力，应导致彻底消除任何地方的核武器， 

开始谈判的日期和谈判地点将在一个月之内通外交渠道商定，， 

6.关于核裁军的多边谈判： 

"〔从速开始多边核裁军谈判对核武器E家和无核武器国家都具有极为 

重大的意义.若拥有最重要武库并在核裁军方面负有特珠责任的国家之间 

^一领域的双边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将有助于締结多边裁军协定.多边 

谈判对于在实现核裁军方面取得重大而普遍的进展也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这将需要在适当阶段商定有关停止在质量上改进和发展核武器系统的协定、 

有关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协定、有关裁减核武器及 

其运载工具储存的协定，要考虑到每个阶段现有武库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 

相对重要性以及保持所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的安全不受减损的必要性，并 

且订有使有关各方都满意的适当核査措施。 

"在进行这些谈判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将上文第2段详细规定的措施结 

合起来，或将这些措施的不同都分结合起来. 

"上面各段概îÉâ难《综合方案》—阶段谈判的核裁军措施和以后各阶 

段包括的措总的目标是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限制并大幅度it减 

时存在的核武器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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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避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今天，S际上一致同意，核战争既打不蛊，也决不能打，没有任何 

目标比防止核战争更为重要了 ‧消除核战争和使用核武器危险的最可靠 

办法就是核裁军和消除核武器.〔所有会员B都认识到有必要防止战争， 

特别是因为战争能升级为核大战.作为增进S际安全和减少战争fe^包括 

核战争危险的一个重要步驟，拥有最重要核武库的核武器S家应当对它 

们的核武库进行大格度的和可核查的裁减，〔载减到结构更为穗定的同等 

水平〕.〕在通过不懈的谈判实现核裁军之前，所有国家都应合作采取切 

实而适当的措施，防止爆发核战争和避免使用核武器， 

"在这方面，应当考虑到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除进行反击外不使用任何武器的保证.此外，应当铭记，一旦使用核武器, 

局势将是无法限制或控制的，并将导致威胁人类文明延续的全球大战.因 

.此，所有S家，特剁是拥有核武器的^家，必须确保它们未来的行动、政 

策和协议〔排除使用核武器〕〔有助于消除核武器〕‧〕 

"8.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各核武器Bl^*应釆取步驟，保证不对无核武器S塞便用或威使S核 

武* ‧钻记核武《 S J t的各项声明，应作出努力酌情达成有效安排， 

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S塞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 9 .核不扩散： 

"作为制止和扭转5?备竟赛的努力的一个组成郁分，防止核武器的扩散 

是当务之悤.核不扩的目的，一方面是防止在现有五个核武器 E i t以 

外再B现任何核武器œ家，另一方面是逐步裁减和最后究全消除核武器‧ 

这需要核武器BfJ^无核武gS家两方面都负起义务和责任：核武器SJfw 

承担义务，立即采取《鼉后文件》有关各ft所述的措旅，以便停止核军备 

竟赛和实现核裁军，而所有EJT则承担义务，防止核武器的扩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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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并应该在E家一级和通过s际协定釆取有效措施，以便在不影响 

能源供应或核能和平用途的发展Ml情况下尽量减少核武器扩饭的危险，E 

此，核武《a家和无核武器B家应联合采取进一步推旅，在普遴和无歧枧 

的基?&上就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方法和途径达成面际协商一致意见..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或《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 

特洛尔科条约》）以及《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拉罗通加条约》）等 

现有不扩散文书的締约国充分执行这些文书的一切条款，将是对此目标的 

重大贡献，近几年来加入这些条约的国家有了增加；各締约国表示希望 

这一趋势将继续发展‧ 

'"不扩散措施不应妨碍所有国家充分行使其按照本s优先次序、利益和 

需要实行和拟订和平利用核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所有国家也应能取得并自由购买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设备和材料，要考 

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珠需要.这个领的IS际合作应当置于通过El际原 

子能机构在无歧视的基础上实行的经商定的适当国际保障制度之下，以便 

有效防止核武器的扩散， 

‧"每个E家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所作的选择和决定，应当在不妨碍各自 

的燃料循环政策或关于和平利用核能的]S际合作、协定和合同的憒况下得 

到尊重，但必须实行上述的议定保障搢施. 

"根据大会 1 9 7 7 车 1 2 月 8 5笫32/50号决议的原则和规定，应 

当加强国际合作，促逬核技术的转让和利用，从而促进经5^和社会的发层, 

转别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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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建立无核武器区： 

"考虑到本章中讨论的大幅度裁减核武器及其他措施的重要性，根据有 

关区域各国自由达成的协议或安排建立无核武器区，〔可以〕是一项重 

要的〔裁军〕〔核不扩散〕措施，在世界不同地区建立〔增进世界安全与 

稳定〕无核武器区的进程应予鼓励，最终目的在于使世界上完全没有核 

武器。在建立无核武器区的过程中应考-区域的特#，参加无核武器区 

的 s家应承诺充分遵守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协议或安排的所有目标、宗 

旨和原则，从而保证区域内确无核武器.对于这些无核武器区，核武器国 

家也应作出承诺，其方式应同每一无核武器区的主管局商定，特别是II诺:. 

"(a)严格尊重无核武器区的地位； 

"(b)不对无核武器区各11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己建立的无核武器区有： 

"(a)拉丁美圳，根据《拉丁美圳桨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 

条约》）。在这方面，有关各国应采取一切相应#施，石；^保充分 

履行《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要考虑到在大会笫十届特别 

会议、拉美禁核组织大会及其他有关论坛上所表达的关于同意加 

入条约的意见，包括所有有关国家批准第一号附加议定书。 

"(b)在南大平洋，根据《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拉罗通加条约》）‧ 

在这方面，考虑到该条约缔约国采取的措;^；è,请有关国家注意条 

约所附的各议定书，其中载有请它们采取的有关措方^ 

"其他国际法律文书对其适用地区亦给予类似的无核武器地位，这些文 

书，除其他外，包括《南极条约》、《各国探索与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 

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的条约》、《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 

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毀灭性武器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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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已提议建立无核武器区地区的现有条件，在不对其他区域建立 

无核武器区的努力造成妨碍的前提下，除其他外,应考虑采取下列措施： 

"(a)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已确定非洲大陆的非核化，联合国大会 

已在一系列决议中支持非洲关于非大陆非核化的倡议，并在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意见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 

的有效步驟，防止这项目标受到阻挠. 

"(b)按照大会笫3 5/147号决议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可使Ei际 

和 平 与 安 全 大 为 加 强 . 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以前， 

该区域各国应庄严声明在对等基础上不生产、取得、或以任何其 

他办法拥有核武器和核煤炸装置，不允许任何笫三方在其领土上 

设置核武器，并同意将其一切核活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 

制度之下，应当考虑安全理，会在促进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建立 

中的作用. 

"(c)南亚区域的所有国家都已表示确保本国不拥有核武器的决心，该 

区各国不应采取任何偏离这项目标的行动‧ 在这方面，大会已 

通过了若干有关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问题的决议，而大会仍继续 

审议这个问 

"(a)(在世界其他区域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努力应由那些希望成为该无 

核武器区的一部分的国家率先推动.） 

"〔已提出在已尔干半岛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具体建议，该区域各]1表 

示决心个别联合采取步驟，iJl使核武器从该区域中撤iB^廷立无核区.感兴 

趣的已尔干各国已参与有关旨在建立无核武器区纟加强安全、信任、睦邻 

和合作的实际措施的双边和多边对话.〕 

"〔有人提议立即,"中欧建立无核武器走廊逬行谈判,?^Bl:走it领土上 

的一切核武器系统应予以拆狳，该走廊应^德意志联邦共和E与德意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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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间的边界线两側，宽度约为150 

公里‧在后一P介段，该走廊将予以扩大，把为关于相互裁减中欧军队^军 

备的维也纳谈判的目的而界定的中欧全部包括在内.〕* 

(实,施在中欧裁减军备并增强信任的计划一-该itJ^'i除其他外,规定-， 

离接触并裁减共同议定的战术和战场核武器，从而使所有类型的核武器都 

被纳入国际谈判和协定中.〕 

"〔E际上承认任何il家集团均有权签订区域条约以确保其各自领土上完全没有 

核武器.在世界其他区域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努力已由希望成为无核武器区一 

部分的国家率先进行‧ 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已正式承认这些建议. 

"已提出在欧洲各地区、包括在巴尔干、中欧和北欧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建议.并 

不是有关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已同意建立无核武器区的价值‧〕 

"(e)(保证这些地区确实没有核武器以及核武器国家对这些地区以尊 

重是一项重旻的裁军措》〕 

" B .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 H 

" 1 .所有 i l家都应加入 1 9 2 5年 6月 1 7日在日内瓦签署的《禁止在战争 

中使用窒息il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 

"2.所有尚未加入《桨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 

莰这类武器的公约》的il家应从遑进行加入该公约工作. 

"•关于在中欧建立无战场核武器走廊的提议，最先是由裁军和安全问^猛立委员 

会提出的（该委员会现称为帕姆委员会）.有一个代表S强调，这一走，不构 

成本段所指的无核武器区.有些代表团则强调，一个无核武器走廊（也广被指 

为一个区）如按提议经扩大后包括整个中地区，则实际上便成为一个无 

核武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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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裁军谈判会议必须尽力早日完成关于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 

用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毀此种武器的il际公约的谈判• ' 

"4.应考虑到裁军谈判会议正在进行的谈判以及所^有关提案,締结一项禁止发 

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国际条约. ' 

" 5 .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基于新的科学原理^成果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的危险并防止其出现.应当为禁止这类武器和武器系统作出适当努力.可以就 

可査明的某些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达成具体协议.这小问题应经常审査. 

" C ,常规武器和军队 

"1.进核裁军措施谈判的同时》军队和常规武器的限制和逐步裁减应当'坚决 

地在朝向全面彻底裁军前进的范围内进行‧ 拥有最庞大武库的国家对于开展裁减 

常规军备的进程负有特珠责任. 

" 2 . *筌于目前欧洲**的部队和军备集中程度已达到犄别高的水平,有必 

耍在大为降低的水平上建立稳定、全面和可核查的常规力量均势，以加强战略稳定. 

如要定的形势应就双方在全欧洲进行适当的裁减^限制并就建立信任和安全 

的有效措施达成协议，要考虑到需要消除多年来积累的相互怀疑牙口不信任. 

"这种步猓应确保所有国家的安全不受减损，充分尊重所有国家，包括非军事联 

盟国家的安全利益和独立. 

"在期德哥尔摩举行的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和裁军会议议定了 一套建立信任 

和安全措施，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一个新步驟.充分执行这一套措施必可减 

少这一区域武装冲突和误解或错误估计军事活动的危险，议定的措施具有军事意 

义和政治约束力，并订有与其内容相应的适当核查方式. 

"在权利平等、均衡和对等、同等蓴重欧安会所有参加国的安全利益和 

它们各自对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裁军所承担义务的基础上，这些建立信任与 

' *在常规武器和武装部队标题下提及维也纳谈判和新德哥尔摩会议并不妨碍 

这两个论坛的会谈内容. 

按通常的理條，这不指中立和不结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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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揞施适用于整个St洲以及mi:连的海域*和空域，只要应当ia报的军事活动 

响到ut洲的安全并且构成整个欧洲范围内进行的活动的一部分. 

"^德哥尔摩会议取得的积极成果显示，尽管意JU:有分歧，在敏^的军事安全 

领域达成具体的、可核査的协定是可能的，这些协定的执行宜于伋进建立信任和 

加理安全的进程，对在欧洲发展合作作出重大贡献，从而有助于整个世界的m际和 

平与安全. 

"3.应坚决地谋求在双边、区域和多边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或其他措施，以求通 

过限制湘裁减军队和常规军备加强较低军力水平上的和平与安全，同时旻考虑到各 

11保护其安全的需要，4Ê记《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面有自卫扠利，并且不妨害各 

国人民按照《宪章》享有乎等仅利和自决的原则，以及确保每一盼段的均势听有 

H家的安全不受减损的需要* 这些措施可包括下列措施： 

"(a)当存在适当条件时，举行由所有有关国家参加的双边、区域和多边协 

商和会议，来审议常规裁军的各个方面，例如1 9 7 4年 1 2月9日 

八个拉丁矣洲E家所荃订的《阿亚库乔宣言》所设想的倡议.‧ 

. " ( b ) 考 虑 到 各 E 保 护 其 安 全 的 需 要 杈 外 m 统 治 下 人 民 享 有 自 决 和 

独立的不容剥夺的权利以及各国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各国建立友 

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蓴重这种权利的义务，各主要武器 

供应国和接受国应特别在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的基础上就限制常 

规武器各种形式的国际转让问题进行协商，以促进或加强较低军事水 

平上的t、定， 

"4.禁止或限制便用某些常规武器，包括可能引起不必要痛苦或具有滥杀遒伤 

作用的常规武器： 

"(a)所有国家均遵守联合国桨止或限制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份伤蔷力 

戚S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i义所通过的协定. 

"(b)按照《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份伤窨力或滥杀伤作用 

"‧在这里，按人们的理解，m:连海域的概念也指与欧洲€连的洋域。 

"'-在维也纳所进行的工作基上，应当可能进一步拟订有关5T洲建立信任与安全 

措施和裁军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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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规武器公约》笫8条,通过t改现有议定书或締结附加议定书扩大 

武器的范围. 

"(c)关于将此种武器转让给其他国家的问題，所有国家，特别是生产国， 

应考虑上述会议的结果. 

军事预算* 

"1.在共同商定的基础上，例如按绝对数字或百分率逐渐裁减军事预算，特别 

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厘家Ê5，预算,将;IT"项有助于遏制军备竟赛的措施， 

并将增加目前用于军事用途的资金转用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用于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2.执行本措施的基础必须由所有参加国予以商定，并需要所有参加囯都能接 

受的执行方法和途径，但应考虑到评定不同国家之间的相对裁减比重所涉及的问IS, 

并适当考虑到各国就裁减军事预算的一切方面所提出的提案， 

"3.大会应继续审议应采取《？些具体步骤以促进军亊预算的裁减，要考虑到联 

合E关于这个问题的有关提案和文件. 

有关揞施 

"1.采取进一步步驟，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 

"审査是否需要进一步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 

术，以便采取逬一步措施，消除此种使用对人类造成的危险. 

"2.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饔的进一步步驟： 

"审议裁军领锇为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赛的进一步措 

施，以促进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和平利用并防止在诲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 

军备竟赛，要酌情考虑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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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约国笫一、笫二次审查 

会议上提出的提案以及任何有关技术发展。 

‧有一个代表团对于，文列入《综合裁军方案》持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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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为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应当本着《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 

•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的条约》的精神，采取进一步的指旌并举 

行道当的国际谈判. 

"所有国家，特别是具有强大空间能力的国冢，应当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这一目 

标傲出积极贡并且应当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促进 E际合作与了解，立即采 

取推施，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为此目的，H作出包括双边和多边在內的一切有效努力. 

"在这方面，双边谈判已在进行，并应继续进行以便制订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 

竟赛的有效协定。要求有关^方继续向裁军谈判会议和联合国大会通报其X边谈判 

的进展，以促进有关本问题的多边谈判。 

"裁军谈判会议应作出努力，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2 0段 

履行其作为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职责，并在谈判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一项 

或多项多边协定中发挥首要作用. ‧ 

‧此段在《综合裁军方案》中的位置待以后决定. 

有些代表团对开头两段保留e己的立场，直到整节的文字定稿和安放位置获得 

解决时. 

•许多代表团认为， ^ 1段虽引自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最 

后文件》笫8 0段，但应加以补充，以反映该问题目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它 

们还认为，这一段应在方、中占更显著É5位置，为此目的，廷议作为分节B列 

入 裁 军 措 施 一 节 的 防 止 外 层 空 同 军 备 竟 赛 标 题 下 , 其 他 代 表 S 则 认 

为这一段的位置应视整个文件的平銜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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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和平区* 

"在世界各区域按照该区域内有关各il明确确定和自由决定的适当条伴，考虑到 

该区域的特点*1《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并按照11际法的规定，建立^平区，将有 

助于加强和平区内各国的安全和整个国际^平与安全， 

"(a)东南亚: 

"为促进东南亚的和平、稳定与合作，该地区的所有国家，主要是最直接有关的 

S冢，应通过彼此问的协商和对话，采取步骤，以便按照1 98 3年3月在新德里 

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第七次首脑会议的《政治宣官》早日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和平、自 

由和中立区 . W 

" ( b )印度洋: 

"实现《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目标将大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联合国内同意采取切实措施，在印度洋地区建立和平区， 

"联合国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应采取具体步骤为早日召开会议作出准备，以此作为 

?Ê立和平区的一个必要步骧f 

"考虑F'】该地区的玖治与安全气氛，特设委员会应完成关于印度洋会议的筹备工 

作，以便使这个会议能至迟于1 9 9 0年召开，日期则由委员会与东道E协商决定, 

这项筹备工作应包括组织事项和实质性问题，其中包括会议临时议程、议亭规则、 

参加、会议Èlh段、代表级别、文件、考虑为最后可能达成的关于保持印度洋为和平 

区的任何国际协定作出适当安排以及拟订会议最后文件草案， 

•还有人提出关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措 fë , 

缺有一个代表团对此案文保留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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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特设委员会应就其余的有关问题上的各种观点进行必要的协调. 

"为?ê立和平区需要诲岸国和內陆国、安理会常任垤事囯和主要的海洋使用国积 

极參与和充分^,,以确保基于《宪章》的宗&和原则以及国际法普遍原则的和平 

与安全条件‧ 

"为建立和平区还需要尊霣设岸国和內陆国的独立、主(和领土完SL 

" ( C )地中洚: 

"鉴于地中海地区的安全与Et洲安全及世界和平与安全密切相关，有关各国均应 

采取积极指:确保地中海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合作. 

"为此，有必要逬一步努力，缓和紧张局势和裁减军备；加51信任；在主权、独 

文领土完整、安全、不干涉和不干预、不侵犯国P示边界、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 

武力、不允许以武力攫取领土、和平解‧决争^并尊重对自然资源的永夂主等原JTd 

m±,为地中海:A岸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及在一切领域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创 

造条件Î极据《联合囯宪章》矛口联合国有关决议的规定，促进该地区现有问^;f口危 

机得到公正和可行的解决，促进外IS占领军âti撖退^增进在殖民主义或外国统治下 

各民族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地中洚地区的所有国家和其他有关E家应遵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則， 

根据《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IS际法原则宣盲》的ill定，共 

同制定并在适当时执行有益于为地中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合作创造条件的步驟和 

m . 

"'在这方面，注意到1 9 8 4年在马耳他瓦莱塔和1 9 8 7年在南凝拉夫布里俄 

尼举行的不结盟国家运动地中海成员会议的参加者所作出的承诺，目的是对该地区 

的^平与安全作出贡献J * 

有入提议召开地中海地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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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南大西洋: 

造福全人类的目标的一个具体步骤，从而大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促进联 

合国原则与宗旨.在这方面，认识 5 1该地区各国具有特别利益和责任为经济发 

展和和平促进区域合作， 

"其他地区的国家，特别是军事上重要的国家，应切实尊笪南大西洋和 

平合作区，特别是通过裁减乃至最终消除它们在那里的军事力量，不引进核武器或 

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不将外部的对抗和冲突扩展到该地区， 

"该地区以及所有其他地区的所有国家应该互相合作以消!^该地区內紧张的一切 

根源，尊重该地区每个囯家的国家统一、主^、玖治独立以及领土完整，不得使用 

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严格遵守关于不得以武力获取领土的原则. 

"消除种族隔离、纳米比亚人民实现自决和独立以及停止对该地区各国采玖的一 

切侵略和颠覆行动，是实现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篁要条件，为此目的，迫切需要 

执行联合囯有关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一切决议，〕〕 

"其他措施 

" 1 .建立信任措施 

"为了促进裁军进程，必须采取揞施和推行政策以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并?t立 

各国间的信任.致力于^信任指施能对准备在裁军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作出笪 

大贡献.为此目的，应采取下列各项措施和尚待商定的其他措施， 

" ( a )通过建立'热线，和其他喊少冲突危的方法，釆取步骤改进各 

国玖府之间特别是聚张地区的各国玟府之间的通讯，以防止由于^外、 

估计错误或联系失炅而发生的攻击； 

"(b)各国应评价其军事研究和发展对现有协定和教军领域的进一步努力的 

可能，,响。 

" ( C )各国应考虑实行基于开放和透明原则的措施，例如提供关于军事问题 

É'iî客观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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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 

Ma)联合E所有会员国严袼遵守和全力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并负 

有义务严格遵守其原则和其他有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苷il接受的 

有关S际法原则，特别是不对任何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玟治独立 

或对在殖民主义或外国统治下要求行使自决权利和实现独立的人^以 

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不以武力侵占及并吞别国领土亦不承队此 

种侵占或并吞，不干涉和不干预他国內玖；国际边界不容侵犯；还有 

和平)争端、尊重各国按照《宪章》进行个别和集体II卫的固有^ 

利等原则， 

"Cb)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义务，加 

强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作用，并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的 

决定. 

" 3 ‧世界舆论支持裁军 

"了解有关军备竟赛和制止并扭转军备竟赛的各种努力的实况勒意见乃是世界舆 

论动员起来支持裁军的一个必要条件。 为了向世界舆论报道有关这些问,g的 

消,t,应在所有区域以不偏袒、实事求是.和客观的方式采取下列具体措施以加强有 

关这些问题的资料传播： 

"(A)因此，在执行该计划整个过裎中，应酌情鼓励各会员国的政府及非 

政,苻新闻机构以及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各非政府组织的新闻机构， 

特别是通过每年进行的与裁军周有关的活动，进一步报道关于军备竟 

赛的危险以及裁军努力、裁军淡判及其结果的新闻. 

"CB)为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认识军备竟赛造成è^'p"]!!^裁军的需要，应 

敉促各国政府以及政府和非政府国际组织釆取步骤，制订各级裁军及 

和平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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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大会在其笫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开幕时庄严发动的世界 

裁军运动应为所有国家就有关裁军问题、目标湘条件的所有观点进行 

讨论和辩论提供一个机会• 该运动有三个基本目标：提供消息和教 

育群众并促使公众了解联合SI在限制军备和裁军领域内的各项目标餐 

"(d)作为便进审议裁军领域问题进展的一部分，应根据大会的决定就特定 

问题进行研究，在必要时为进行谈判或达成协议莫定基础.在联合 

国主持下进行的研究，特别是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研究，也可对了解 

和探索裁军问题作出有益贡献，从长远观点来看尤为如此. 

"(e)应鼓励各成员国作出各种努力确保裁军问题各方面的新闻得到更完善 

mm.避免散布有关军备的错误^有偏见的新闻，并集中注意于尽 

可能广泛传擂以及让各阶层公众能不受阻磾地荻得有关军备竟赛升级 

的危险^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需要的各种资料和看法• 

" 4 ,核査 

"裁军.*军备隈制协定应规定为所有有关各方满意的适当核查措施，以建立必要 

信任并确保所有各方遵守此类协定‧任何特定协定中所规定的核查形式湘模式取 

决于该协定的目纟、范H和性质并应依此决定.协定应规定各方直接或通过联合 

国系统参加核査过程‧ 在必旻时应一并采用若干种核査方法以及其42遵守程序， 

"为傻进裁军协定的达成和有效实施并建立信任，各国应接受此类协定中适当 

核査规定. 

"在国Ff、裁军谈判中，应进一步审查核査问题，并对核査领域的适当办法和程序 

作出审议.应当尽一切努力制订无歧视性和不无谓干涉别国内政或妨碍其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适当方法和程序。 

"适当而有效的核査要使用.各种技术,例如国冢技术手段、EF示技术手段和 

E际程序，包括现场视察，在各特定协定谈判开始及每一阶段都应处理核 £安 

排问题‧ 所有国家都有平等^利参与其加入的协定的国际核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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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国家初整个国际社会要想通过军备隈制和裁军协定而增进安全，军备限制 

和裁军 f办定的所有締约s就应严格执行并充分遵守这些协定的全部规定.任何违 

反这些协定的行为，不仅会损害各締约国的安全，而且会给其他依赖这些协定所规 

定的限制保证的 I S家造成安全上的危险• 对协定信任的削弱会减少协定对全球 

^区域稳定以及对进一步裁军和军备限制努力的贡献，并将损害国际法律制度的信 

举勤效力.各締约国应支持旨在解决不遵守问;^的努力，以鼓励所有締约1 !严格 

遵守此类协定的规定并维护或诙复此类协定的完整性. 

"〔裁军和发展 

"I.考虑到军备开支^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执行《综合裁军方案》应对所 

有S家尤其是发展中il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有效的贡献‧ 在这方面，特别重要 

的；^,各国应当拫据各自在裁军领域所负ÉWt任，促使裁军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而腾出目前用于军事用途的寞正资源转用于世界经济.f口社会发展，特别是用于造 

福发展中国家. 

"2.从长期来看，裁军将通过进缩小发达国.家矛0发展中国家间经济悬珠的状 

况，建立基于公正、平等.和合作新的SI际经济秩序以及1；^进其他全球性问题的解 

决，对所有各国，特别；I：发展中国家有效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3.秘书长应定期向大会提出关于军备竟赛的经济.fn钍会后果及其对国?示^乎 

与安全造成咬其有害影响的报告.〕 

"〔裁军和国际安全 

"1.随着裁军取稱进展，应采取措施加S维护和平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体制‧ 

在全面彻底裁军方案执行期间及以后，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則釆取维护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措施，包括备国有义务向联合国提供国际和平都队所需的配备商 

定武晷类型的商定人力。使用这支部队的安排应确保联合国能有效阻止或抑制任 

何违反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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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中间阶段应至达于 1 9 9 0年开始，并持续 5—7年. 

"2.苏联和美国应继续进行第一阶段中商定的裁减，并执行旨在消除其中程核 

武器和冻结其战术核系疣的进一步搢施， 

"3.其他核武器S家应保证冻结其所有核武器，而且不在其他国家领土上部署 

这些武器* 

"4 .所有核武器11家应消除其战术核武器，即射程（或活动半径）在1000公 

里以下的武器‧应在苏联和美E完成载减百分之五十É〖够打到对方领土的核武器 

之后采取这一措施. 

"5.苏美关于禁止空间打击武器的协定应在各主要工业E强制参加下成为多边 

协定. 

" 6 .所有核武器H I家都应停止核武器试验. 

"7.应禁止基于新的物理原理而其破坏力接近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毀灭性武器 

的非核武器的研制.〕 

" 最 后 阶 段 * 

" ( 1 .最后阶段应至迟于 I 9 9 5年开始.在这一阶段，应完成消除一切剩余 

的 核 武 器 . 到 1 9 9 9年底，地球上应不再有核武器， 

"2.应拟订一项保证核武器永不再出现的眢遍协定， 

" 3 ‧最后阶段应于 1 9 9 9年底完成.〕 

" ‧ 本标题不影响各代表团在与执行阶段有关的问题上的立场. 

有些代表团对代表某一国家集团立场的这些段落持保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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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机构和程序 

"1* (按照《宪聿》，）联合s在裁军领域应继续负有中心作用和首要责任. 

"2,《综合截军方案》中设想的关于多边裁军措施的谈判，照例应在裁军谈判 

会议这个截军领域的唯一多边截军谈判机构中进行‧ 

"3,双边和区域裁军谈判也可起重要作用并可促进裁军领域多边协定的谈判， 

"4.在不妨砑谈判进展的情况下，应通过大会或任何其他可与联合国所有成员 

联系的适当联合国渠道，使联合国及时了解联合国以外所进行的一切裁军活动. 

" ' 5 .《方案》有三个阶段：笫一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最后阶段的目 

标是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由于普遍希望完成裁军进程，应当尽 

一切力量尽早执行每一阶段以及整个《方案》，以便有助于各国的安全，并加强国 

际安全‧ 

"《方案》第一阶段,所有国家应尽最大努力执行优先措施以及其中所包括的尽 

可能多的其他措施。 ~ 

"第一阶段结束时尚未执行的搢施将列入中间阶段.中间阶段的裁军措施范围 

将取决于第一阶段的执行进度.此外，中间阶段包括为最后阶段做好准备所必要 

的措施‧ 执行中间阶段的时间将取决于其中包括的措施. 

"最后阶段包括彻底消除核武器及执行其他必要揞施，以保证在最后阶段结束时 

已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6.各国将做出一切努力，特别是就具体军备限制矛口裁军揞;进行真诚的谈判， 

以实现《综合方案》中规定的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这一目标.为保证 

在充分实现这一最终目标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应进行审查，包括在专门讨论裁军问 

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审查《综合方案》各阶段所包括措施的执行情况.第一次这 

种审査将在联合11大会决定的日期举行，并将： 

"( A )审查《综合方案》笫一阶段所包括揞的执行情况； 

"(B)审议根据审査结果键对《方杲》作出的词整并审议促进其执行取得进 

展所需采取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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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考虑到迄今取得的进展和其他有关发展，必要时更具体地制定进―步 

措施；以及 ‧ 

"(d)建议下一次审査的日期• 

«7.除了在特剁会议上进行定期审査外，应每年对《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审 

因此，題为'审査《练合裁军方案》执行情况'的项s应每年列入大会常会 

的议程•为便于大会在这方面的工作，秘书长应每年向大会提交一份关于《方 

案》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 

«8.在年度审査期间，或在审査《综合裁军方案》执行情况的定期特别会议期 

间，大会可酌情审议和建进一步的措施和程序，以便进《方案》的执行‧ 

"9.在《综合裁军方案》执行过程中，裁军审议委员会应继续作为大会的附属 

审议机构发挥作用，并对裁军领域的各种问题进行审议和提出建议‧ 

"10.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笫1 2 5段和笫二届特 

剁会议《结论文件》附件二中列举的提案应在适当的时侯予以审议，并作出决定• 

« 1 1 .应尽早在适当时侯召开一次由各 E普遍参加并傚好充分准备的世界裁军 

会议." 

工.审议有关停止军备竟赛和裁军的 

其他方面及其他有关措施 

9 1 . 在 1 9 8 8年笫二期会议期间，本会议还收到1 9 8 8 年 8 月 1 2日加拿 

大代表团提交的 c i ! ^ 5 » f文件，题为" 1 9 8 5至 1 9 8 7年裁军谈判会议关于核査 

问题的发言逐字记录简编第四卷". 

9 2 . 核査问题主要是在与所审议的议程项目有关的裁军措施的范围内进行审査 

的，其中心作用得到了普遍承认，在本会议的工作过程中，各成员国对这个问题 

上意见日趋一致的情况表示欢迎，一些成员国提请注意《斯德哥尔靡宣言》.该 

宣言的筌字国表明它们打算在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建议在联 

合国内建立～1^综合的多边核査系统（CDXBO?), 本会议还收到一个成员国提 

交的关于核査的一些文件，其中载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备个方面的详细资料（CD/ 

2 7 5 , C D / 6 7 0 , C D y 7 0 7、 C D刀 7 4和C D _ ^ 8 5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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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审议并通过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本会议 

年度报告及任何其他适宜提出的损告 

9 3 . 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1 9 8 8年 9月 5日至 2 0日审议了题为 "审议 

并通过提交联合国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的年度报告"的议程项目‧ 

94. 会议于1 9 8 8 年 9 日 2 0日通过了本报告'本报告由主席代表裁军谈判 

会议转交. 

裁军谈判会议主席 

伊朗,斯兰共和国 

阿里‧沙姆斯‧阿尔达卡尼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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