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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89 

全面彻底裁军 
 
 
 

  2009 年 3 月 24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向阁下转交随附的题为“《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生效”的资料(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89 的文件分发为荷。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常驻代表 

           穆拉德·阿斯卡罗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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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3 月 24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生效 
 
 

 《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于 2009 年 3 月 21 日生效。这一重大事件是在所有

缔约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2007 年 5 月 10 日)、吉尔吉斯共和国(2007 年 7

月 27 日)、塔吉克斯坦共和国(2009 年 1 月 13 日)、土库曼斯坦(2009 年 1 月 17

日)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2009 年 2 月 19 日)——批准条约后发生的。该条约没有

期限。 

 1993 年 9 月 28 日，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在联合国

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上首次宣布了由所有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在中亚共同建立

无核武器区以造福该区域每个国家的倡议。这项倡议由于该条约的生效而变成了

现实。这是在北半球建立的第一个无核武器区，它与两个核武器国家直接接壤。 

 建立无核武器区在加强国际安全的进程中占有特殊地位。无核武器区在冷战

时就有。当时的技术进步使热核战争的可能性及其后果成为最热烈讨论的话题之

一。无数专题会议、圆桌会议、分析注释和模拟试验使大西洋两岸都认识到，一

旦核战爆发，就没有生存希望。 

 据预测，冷战后时代的核安全和核保障将成为今后数十年最重大的挑战之

一。在这种情况下，无核武器区成了限制核武器扩散以及对付过去和未来潜在核

灾难的一种途径。 

 重要的是，必须在联合国的主持下扩大无核武器区。同样重要的是，联合国

必须积极鼓励无核国家参与这一进程。乌兹别克当局正是为了响应这一号召，才

首先提出在中亚建立无核武器区，并且还强调全球、区域和国家安全之间的互联

关系和不可分割性。 

 中亚倡议是在认真分析防扩散领域的国际经验并确保中亚在加强全球安全

方面的作用之后提出的。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邻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

土库曼斯坦——在 1997 年 2 月通过的《阿拉木图宣言》基础上，全力支持这一

倡议。联合国大会各项决议和决定以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的文件

均始终支持关于在中亚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倡议。 

 1997 年 9 月 15 日在塔什干举行的主题为“中亚——无核武器区”的国际会

议是建立无核武器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会议期间，与会者积极评价了本区域各

国为在全球扩大永远禁止核武器和核爆炸装置的地域而作的努力。这次会议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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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各国联合努力克服外来威胁和挑战的第一个成果。会议成立了一个区域专家小

组，以起草有关条约。 

 从 1997 年到 2002 年，专家小组在联合国裁军事务部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原

子能机构)专家的积极协助下，在日内瓦、阿什哈巴德、塔什干、扎幌(两次)和

撒马尔罕举行了一系列工作会议。在 2002 年 9 月 27 日于撒马尔罕举行的最后一

次会议上，与会者商定在塞米巴拉金斯克举行条约签字仪式。2002 年下半年，在

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两次协商会议，五个核武器国家(联合王国、中国、俄罗斯联

邦、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国)的专家与会。会议对条约草案提出了重大的修正和建

议。 

 2005 年 2 月 7 日至 9 日，区域专家小组在塔什干举行第七次会议。会议期间，

中亚各国在考虑到五个核武器国家、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法律事务厅所提建议和

意见的基础上，对条约案文达成了一致立场。 

 该条约于 2006 年 9 月 8 日签署。这是区域各国多年来共同努力以及联合国、

原子能机构和五个核武器国家(联合王国、中国、俄罗斯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和

法国)积极协助和参与的结果。在这方面，必须特别强调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包

括核武器国家，对这一倡议的支持以及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首次直接参加拟订

和商定一项条约草案。 

 根据这一条约，每个缔约国都承诺不研制、发展、制造、储存或以其他方式

取得、拥有或控制任何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条约包含 18 条、一项议定书

以及执行第 10 条的程序规则，其中包括举行协商会议的程序。 

 条约的起草、签署和生效过程显示了中亚所有五国确保本区域安全、稳定与

和平并为本国人民发展与繁荣创造必要条件的共同良好决心。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组织了在塞米巴拉金斯克举行的条约签字仪式；吉尔吉斯共和国担任保存国；第

一次协商会议将在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举行。有关各国和国际伙伴都希望为该条约

的生效采取必要行动，这再次表明他们对加强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有效加

入全球核不扩散和裁军制度的承诺。 

 乌兹别克总统提出的倡议得到了切实实施，从而落实了确保国家安全，以使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和整个中亚区域实现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并帮助加强核不扩

散制度的外交政策优先重点。 

 中亚区域要想取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现有各种威胁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

并及时查明这些威胁的根源和相互关系。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构成了

一种特殊的威胁。中亚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当地居民的处境在所有

各方面都岌岌可危，那里的绿洲定居点已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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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的地理战略位置越来越重要，拥有着丰富的自然、矿产、能源、人力和

其他资源，世界上许多大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都在这里交汇。这说明，乌兹

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提出的倡议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亚无核武器区的建立和运作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界定的全球核安全制

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际意义是，《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缔约国已切实融

入全球核不扩散和裁军制度。 

 提议宣布中亚为无核武器区也是因为世界上还有国家没有加入《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 

 此外，正如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 1997 年 9 月在塔

什干举行的主题为“中亚——无核武器区”的国际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的，“任何

政治决定和政府间行为只有密切联系社会问题并确保人民在社会中能体面生活，

才有意义。中亚无核武器区也不例外。它究竟能给人民带来什么？最重要的好处

就是，它能促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 2006 年 9 月《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签字仪式

上对出席者讲话时说，“无核武器区可独立和共同加强全球核不扩散制度，加强

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全球努力，并极大地增强全球和区域和平与安全。” 

 伊斯拉姆·卡里莫夫总统倡议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是区域各国对落实《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建立区域安全机制的一个名副其实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