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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大会 2000年 11月 20日题为 导弹 的第 55/33 

A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2 段请秘书长就导弹问题的所有

方面征求会员国的意见 并向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

出报告  

2. 2001年 2月 9日的普通照会请所有会员国提出它

们对此问题的意见 至今已有 7个会员国提出了答复

它们的答复载于第二章 以后收到的答复将作为本报

告的增编印发  

 

二. 从会员国收到的答复 

A  白俄罗斯 
 

[原件 英文] 

[2001 年 5月 18日] 

 

1. 白俄罗斯共和国焦虑地认识到能够运送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的导弹及其制造技术的扩散对现代国际

社会构成的挑战 有鉴于此 根据导弹技术管制制度

进行的活动和为设立不扩散导弹和导弹技术全球控

制系统作出的努力都是及时和扎实的  

2. 白俄罗斯共和国认为联合国应带头协调不扩散

导弹领域的工作  

3. 白俄罗斯认为 在联合国框架内适于发展不扩散

导弹和导弹技术领域的准则 这些准则并可作为一项

不扩散导弹全面机制的基础 构成这项机制的主要要

素还可包括确保导弹和导弹技术不扩散的机制 提高

导弹发射的透明度和建立这方面的信任措施的机制

和进行国际协商的机制 此外还必须想方设法 激励

已宣布放弃或预备放弃拥有导弹和导弹技术的国家

并向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证 要为设立这一机制拟订

详细提案 则不妨利用从导弹技术管制制度累积的经

验和在发展全球控制系统的过程中取得的经验  

4. 此外 还应利用不歧视和以分阶段的办法解决不

扩散导弹的问题 其中应有拥有导弹方案和导弹或其

制造技术的所有有关国家的参与  

5. 在这方面积极的办法是在联合国设立一个政府

专家小组 就导弹的所有方面问题编制一份报告 供

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审议 并将题为 导弹 的项目

列入第五十六届会议议程  

B  玻利维亚 
 

[原件 西班牙文] 

[2001 年 6月 14日] 

 

 玻利维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处裁

军事务部致意 并就大会题为 导弹 的第 55/33 A

号决议有关的普通照会谨通知如下 根据玻利维亚外

交部得到的资料 玻利维亚武装部队目前不拥有此种

武器 并且不打算在未来购取或制造此种武器  

C.萨尔瓦多 
 

[原件 西班牙文] 

[2001 年 6月 21 日] 

 

1. 萨尔瓦多常驻联合国代表谨就 DDA/7 – 

2001/MISL 号照会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意 其中秘书长

提到大会 2000 年 11 月 20 日通过的关于 导弹 的

第 55/33 A号决议 该决议第 2段要求会员国提出其

对导弹的各个方面问题的看法  

2. 常驻代表谨报告 萨尔瓦多政府认为 按大会

1991 年 12 月 9 日通过的第 46/36 L 号决议的规定

在常规意义上的导弹问题应属常规武器范围  

D.墨西哥 
 

[原件 西班牙文] 

[2001 年 5月 21 日] 

 

1. 墨西哥认为 在采取综合 多边和非歧视性的做

法达成全面协定的意义上 对这个项目的审议已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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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缓 因此 墨西哥鼓励国际社会作出努力 尽早执

行该决议第 3段规定的任务 即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在

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设立的政府专家小组的协助

下 编写一份关于这项问题的报告 提交大会第五十

七届会议审议  

2. 墨西哥重申 它在去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审议大会曾经指出 维持和履行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

条约极其重要 它是战略稳定的基石 也是进一步裁

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基础  

3. 墨西哥认为在制定导弹和导弹技术多边机制的

工作中 联合国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这将有助

于借助裁军和不扩散领域其他现有国际机构和倡议

取得的经验  

4. 国际专家小组能够研究下列各项有关问题 运载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导弹的能力 导弹的型式 技术

和发射系统 核查问题 防止非和平用途的导弹的研

制和扩散 建立信任和透明措施 国际合作 和平利

用导弹和导弹技术  

5. 不扩散导弹和导弹技术的制度务必将可能破坏

控制或管制该体制的信誉的潜在非法流动考虑在内

它也必须对外层空间的法律体制的影响和现况作出

规定 使外层空间免于军事化  

E.俄罗斯联邦 
 

[原件 俄文] 

[2001 年 6月 8日] 

  导弹扩散 
 

1. 大会题为 导弹 的第 55/33 A号决议反映出国

际社会对导弹扩散问题的关切 它基本上是区域性的

问题 但近年来已成为一项紧迫的问题 在相当程度

上 这是由于 1996 年美利坚合众国宣布方案 预备

部署国家反导弹防御系统 以致拟订导弹方案的国家

数目增多的缘故 这项方案一旦实施就将摧毁军备控

制和不扩散领域的各项现行条约和协定 彻底破坏世

界战略稳定和国际安全  

2. 导弹扩散的理由在相当程度上是国家想为世界

个别区域的政治不稳找出解决之道 并力求其本身安

全和以导弹和导弹技术助长工业和经济发展 个别国

家也以拥有导弹和借助改良此种武器来加强其政治

和军事的影响力 需求导致的供应也不可小视 此外

美利坚合众国不顾 1972 年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

反导条约 的禁止 建立和部署国家反导弹防御系

统 这也大大助长了导弹的扩散  

  以前的措施 
 

3. 国际社会为防止和限制弹道导弹作出努力并非

创举 拥有此类导弹数量最多的的两个国家 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曾作出努力 建

立了这方面的第一个机制 它们认识到在军事和财政

两方面都没有维持火箭武器库存的理由 因此为限

制 裁减和消除用于军事目的的此种武器采取了一系

列步骤 反导条约规定不为保护国家领土部署反弹道

导弹系统并且不为此种防御提供基地 根据这项义务

才可能采取这些步骤 而这是切实裁减进攻性战略武

器的必要条件 正如国际社会一向的看法 反导条约

依然是战略稳定的基石 也是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

基础  

4. 1987 年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之间关于消除其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对导

弹不扩散极具重要意义 由于这项条约 俄罗斯联

邦和美利坚合众国彻底消除了射程为 500 公里至 5 

500 公里的整级陆基导弹 消除的导弹总数为 2 690

枚  

5. 限制战略弹道导弹是在 1970 年代限制战略武器

条约 限武条约 签订之后展开的 真正裁减和消除

射程大于 5 500 公里的战略性弹道导弹是 1991 年签

订裁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第一阶段裁武条

约)之后开始的 按照这项条约 到 2001 年 1月 1日

将消除 2 810枚潜艇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 第二阶段

裁武条约规定裁减的导弹数量更多 俄罗斯联邦已在

2000年核准了这项条约 俄罗斯联邦还预备立即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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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阶段裁武条约展开谈判 该条约将对所有进攻

性战略武器进行进一步限制和裁减 无一例外 其中

还包括长程海基巡航导弹  

  处理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6. 世界上由于导弹扩散产生的情况需要利用现有

国际法律机制和建立制约和限制导弹和导弹技术扩

散的新机制来解决这项问题 在各国与利用导弹技术

有关的经济发展利益和其合理安全需要之间维持合

理平衡也是非常重要的事  

7. 未来控制导弹和导弹技术不扩散的机制必须符

合具体准则才能有效 在政治方面 这项机制必须获

得国际社会的接受并成为普遍公认的目标 它必须在

公平和不歧视的基础上开放给所有有关国家参与 未

来的机制可称为不扩散导弹和导弹技术全球控制系

统 全球控制系统 它必须在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

的组织的主持下拟订和运作 联合国是这样的一个组

织 其安全理事会承担了维持和平和国际安全的主要

责任  

8. 从组织的观点而言 全球控制系统必须具有下列

各项要素 作为一项建立信任措施 具有导弹发射的

透明度的多边机制 放弃国家导弹方案以促进和确保

国家安全的措施 和就导弹扩散问题进行多边磋商

这种磋商可从共同分析和评估导弹威胁开始 采用这

种办法就有可能避免低估这种威胁并采取与其威胁

不成比例的措施 所有核导弹国家一律参加全球控制

系统有助于这个系统的效率 建立这个系统等于以政

治和外交办法 而不是以军事力量解决与建立反导弹

防御系统有关的导弹扩散问题 当然 如果个别国家

或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反导弹防御系统 则这种机制

就变得毫无意义 因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反导弹防

御系统将成为导弹扩散的主要动力  

9. 至今已在两个场合讨论过设立全球控制系统的

问题 2000年 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专家工作会议

和 2001 年 2 月在俄罗斯联邦提出举行的会议 在这

两次会议中 各国代表普遍支持设立全球控制系统

并认为这项问题应在联合国主持下加以审议 秘书长

按照大会第 55/33 A号决议编写导弹所有方面问题的

报告供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审议正符合了这个目的  

  利用国际现有经验 
 

10. 关于导弹发射的透明度的多边机制是全球控制

系统的一项关键要素 这种机制在某些国家的运作

中已有先例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 目前为俄罗斯联邦 关于洲际弹道导弹和

潜艇弹道导弹发射通知的协定从 1988年以来就一直

生效 根据这项协定 双方事先就计划进行的导弹

发射给予通知 2000年 12 月 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

合众国签订了关于导弹发射通知的谅解备忘录 根

据这项备忘录 目前两国交换通知的制度将予扩大

并拟订技术能力 以期将双边通知系统转变为多边

系统 系统结构将允许 200 个用户 关于导弹发射

透明度的多边体制可设于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

国预警系统和导弹发射通知资料交换中心或任何其

他商定的地点  

11. 除了前述俄美双方导弹发射通知安排外 还有其

他双边机制 1999年 印度和巴基斯坦签订了一份谅

解备忘录 其中除其他事项外 对弹道导弹的发射给

予事先通知的原则作出承诺 1976年生效的关于登记

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也提供了这方面有用的法

律经验  

12. 通过导弹技术管制制度已取得了防止导弹扩散

的经验 导弹技术管制制度的指导原则是以管制可能

有助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运载系统的建立来达到限

制此种武器的扩散 在此必须指出 导弹技术管制制

度并不阻碍国家空间方案的发展和进行和平利用外

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也不预备成为未来的全球控制系

统 导弹技术管制制度的伙伴国家已拟订了一份防止

弹道导弹扩散的行动守则草案提供国际社会讨论 通

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设法解决导弹扩散的共同想法都

已反映在行动守则草案和全球控制系统中 因此可认

为这两个领域是相辅相成的 经过必要的订正 行动

守则草案中提出的各项措施可作为不扩散导弹和导

弹技术全球控制系统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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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国际条约作为未来体制的基础 
 

13. 建立全球控制系统的工作包括拟订国际协定以

确定各国发展这一具体领域关系的方法和范围 权利

和义务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和途径 当然 建立象

全球控制系统这类多方面的全球体制需要时间 分阶

段实施和行动的前后一致 实施初期应设法解决最能

有效解决的问题 正如在莫斯科举行的全球控制系统

国际专家会议显示的情况 关于导弹发射的透明度的

多边体制是国际经验最丰富的领域 它正是近期内可

以处理的问题 同时也不能排除同时审议激励和保证

的问题  

14. 国际社会的目标是通过共同努力建立在自愿 平

等和不歧视的基础上运作的不扩散导弹和导弹技术

的全面管制有效机制 设立不开放的导弹国家俱乐部

由一个国家集团把持与不扩散导弹有关的事务或将

国家划分为若干团体将不同的规则施加不同的国家

都是不利的  

  进一步措施 
 

15. 遵照上述条件 设立全球控制制度的工作必须在

具有广泛的国际代表性的论坛内进行 在这方面 实

际拟订协定的工作可直接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进行 它

可为此目的设立相应的谈判机构 或将此事委托一个

现有机构进行 联合国拟订相应的任务规定 利用目

前设于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会议也是一个办法 在这种

谈判中 该会议应具有进行军备限制和裁军问题谈判

的唯一多边论坛的基本作用  

 

F.沙特阿拉伯 
 
 

[原件 阿拉伯文] 

[2001 年 5月 29日] 

 

1. 谨提到 2001 年 2 月 16 日 DDA/7 – 2001/MISL

号普通照会 其中提及大会题为 导弹 的第 55/33 A

号决议第 2段  

2. 沙特阿拉伯正竭尽全力使中东地区不拥有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 并已积极参与起草尽早达到这项目标

的公约来完成这项工作  

3. 沙特阿拉伯已签署了所有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的公约 不论其为化学武器 生物武器或核武器

并且不承诺此种武器的运载系统 即弹道导弹  

4. 第 55/33 A号决议建议限制发展弹道导弹领域的

能力 沙特阿拉伯只有在邻国和以色列[也]承担这项

义务时才能接受这项决议的制约  

 

G.  瑞典 代表属于欧洲联盟成员国的联合国

会员国  
 

[原件 英文] 

[2001 年 6月 5日] 

 

1. 欧洲联盟成员国在表决第 55/33 A号决议时投了

弃权票 其理由并非是我们对该决议的内容表示异

议 事实上我们同意其中许多内容 问题在于没有包

含在决议中的内容 我们认为 该决议的重点不明

尤其是在我们认为极其严重的导弹领域方面 也就是

弹道导弹而尤其是能够运载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弹

道导弹的扩散问题 这是一项紧迫的问题 值得我们

高度注意  

2. 欧洲联盟关切地注意到获取或发展弹道导弹的

战略大都是为了应付紧张的区域局势 尽管这种行动

可能对区域以及全球安全和稳定带来不利后果 当我

们重申决心全力实施出口管制和支持区域和平倡议 

– 解决导弹扩散问题的重要途径时 我们也注意到

这些努力需要借助全球多边办法加以补充  

3. 欧洲联盟因此认为迫切需要比照遏制核武器 生

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扩散制定的国际机制 拟订全球公

认的支持不扩散弹道导弹的准则 这方面最先进和有

前途的倡议是从导弹技术管制制度的概念演变而来

的国际行动守则 欧洲联盟特别重视国际行动守则草

案取得进展 欧洲联盟将继续审议达成这项目标的最

好方法 欧洲联盟也与关心的国家积极展开广泛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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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为了达成这项目标 推动国际行动守则的进程必

须透明 让所有国家参与 并且不对希望参与拟订或

加入国际行动守则的国家加以歧视  

4. 欧洲联盟欢迎依照大会第 55/33 A号决议设立联

合国专家小组 认为这是多边审议导弹问题极为有用

的机制 不过 我们必须强调 联合国专家小组不是

一个谈判或起草的论坛 我们认为 该小组最好集中

力量进行防止或减少导弹扩散的方法和途径的工作 

以及有关裁军问题的工作 不妨在联合国专家小组内

审议的重要问题包括 透明度 建立信任措施和核查

在这方面 欧洲联盟愿提请注意国际行动守则草案内

的不同要素 这些要素对弹道导弹方案和空间方案都

特别重要 因为这两种方案在技术 设施和专门知识

方面都有类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