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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会员国执行建议的情况 
 

 

  日本 
 

 作为唯一在战争中经受了核弹爆炸灾难的国家，日本矢志确保人们永不忘记

广岛和长崎的人道主义惨剧。本着这一目的，日本极其重视裁军和不扩散教育，

特别是教育下一代。 

 日本在这一领域采取的各项举措包括以下几项： 

 (a) 自 1983 年起，日本每年都通过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邀请青年外交官

和政府官员访问日本。共有 855 名研究员访问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了解核武器

造成的可怕影响； 

 (b) 自 1989 年起，日本在多个城市主办联合国裁军问题会议。来自世界各

国、联合国、学术机构以及民间社会的代表在这些会议上进行有益的讨论； 

 (c) 日本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15 年审议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裁军

和不扩散教育问题的联合工作文件，在此之前还与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成员国

向《不扩散条约》筹备委员会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联合提交了工作文件； 

 (d) 日本印发了白皮书，介绍有关裁军和不扩散的有用信息，还印发小册子，

简要概述日本在这一领域做出的努力； 

 (e) 日本 2010 年发起了无核武器世界特别宣传员方案，目的是让原子弹爆

炸幸存者交流第一手经验。此外，日本 2013 年启动了新的无核武器世界青年宣

传员方案，让青年在这一国际跨代方案中交流核武器造成的悲惨后果以及他们想

出的可能的解决办法； 

 (f) 日本 2016 年在广岛举行了无核武器世界青年宣传员论坛，并决定使该

方案的范围更加国际化； 

 (g) 日本将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证词翻译成了英文和其他语文，广为传播； 

 (h) 2015 年，广岛市和长崎市与日本政府合作，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开设

了一个涵盖原子弹爆炸的常设展览，这一展览与纽约和日内瓦的展览类似，促进

人们加深对核武器所造成的可怕灾难的了解； 

 (i) 日本在 2015 年不扩散审议大会上代表 76个国家发表了关于裁军和不扩

散教育的联合声明，提高人们对核武器造成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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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执行建议的情况 
 

 

  国际原子能机构 
 

 为加强各方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在保障监督(包括核不扩散)方面

任务规定和工作的理解，原子能机构开展了广泛的外联活动。 

 每年，原子能机构组织国家和/或区域讨论会、情况介绍和培训课程，协助缔

结和支持执行保障监督协定和议定书。原子能机构向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毕业生和

初级专业人员提供保障监督培训方案；向青年专业人员提供实习和工作机会；向

年轻职业女性提供研究金。原子能机构还提供保障监督、核安全和核保安领域的

核法律教育和培训。 

 原子能机构编写了印刷版和电子版的指导材料，并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发布。

原子能机构还维护一个网页(www.iaea.org/safeguards)，向国家和区域当局提供相

关指导意见。 

 

 四. 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执行建议的情况 
 

 

  加拿大帕格沃希小组 
 

 加拿大帕格沃希小组隶属于帕格沃希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其宗旨是在预防

和解决武装冲突，包括废除核武器以及核裁军和常规裁军、控制武器贸易、和平

解决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族裔和其他纠纷等方面提出学术见解，并帮助在解决

人类安全面临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威胁方面取得进展。加拿大帕格沃希小组成员不

足 100 人，他们在个人职业方面都卓有成就，而且在核裁军和核不扩散问题上能

够与当局对话。 

 该小组通常的活动是主办专家会议，之后提出各项建议，这些建议通常会送

交加拿大政府中所有各方，作为政府制定政策时考虑的适当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