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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 

会议的目标和议程，包括能否设立筹备 

委员会问题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第一届会议，2007 年 6 月 25 日至 29 日，纽约 
 
 

  主席的一些思考和问题 
 
 

  审议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目标和议程，包括能否

设立筹备委员会问题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主席的工作文件 

 

免责声明：本文不是为了起草工作准备的文件，仅仅是对会员国意见严重分歧的

问题提出思考材料，并展开外交讨论（首先从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

别会议是否需要举行及其政治可行性着手）。当然，对文内的各种论点均可进行

辨论。 

• 1978 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大会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

议）达成了影响深远的《 后文件》。
1
 该文件重申了普遍原则（其中

有些可以追溯到国际联盟规约），并制订了一些至今依然有效的目标。

在另一方面，这份文件中设想的重要目标目前均已实现。
2
  

• 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 S-10/2 号决议是一份具有政治约束力的文书。

如果我们要使这份文件在 21 世纪初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成为推动政治

行动的纲领，我们就必须在政治上继续支持它。 

• 大会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通过的《 后文件》反映出冷

战剧烈时期出现的不祥预感和紧迫感。虽然在国际安全问题中有些因素

__________________ 

 
1
 S-10/2 号决议。 

 
2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试条约》。 



A/AC.268/2007/WP.1  
 

07-430392 
 

和现象依然如故，但在 2007 年我们却处于不同的政治关头。今日全球

核对抗的风险已不像 1978 年时那样真切。 

• 眼下关头有其自己的威胁和挑战；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

会议应该从政治和实际角度对此作出评估。事实上，我们无需仅仅为了

对 S-10/2 号决议表忠而召开一次裁军特别联大：大会全体会议通过一

份决议就足以达成这一有限但却重要的目的。 

• 为了具有同等的政治权威，将在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

议通过的《 后文件》应该是凝聚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工具。为此，这

份文件必须体现广泛的共识（包括所有主要角色），并在大会第一届专

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程。 

•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安全的基石，但其法律机制承受的政

治压力已越来越大。工作组主席坚信，将核不扩散来和核裁军作出划分

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核不扩散和核裁军实际上是一体的两面。 

• 2010 年审议大会将是检验缔约国对《不扩散条约》的政治支持的试金石。

再次失败就得用 好是在多边环境下采取的政治手段来补救。大会是联

合国的主要机构，具有代表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采取行动的政治合法性和

法律权威。 

• 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目标和议程应由大会决定。

本工作组不是一个小型特别会议，它的设立是为了帮助作出这种决定。

在 2003 年，工作组未能达成共识；主席认为，重蹈 2003 年的覆辙比另

辟蹊径的风险更大。 

• 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需要从各个主要角色和联合

国全体会员国取得关键程度的政治支持。主席坚信，这种关键程度的支

持可以逐步达到。任何累积，无论多么微小，都是一种成功。 

• 如果我们认真着手增强对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

政治支持，就应该避免某些不必要的但有争议的内容。的确，分歧将继

续存在，但并非所有分歧都是相等的。我们完全有可能在承认分歧持续

存在的情况下，首先着重找出共同点。（毕竟因为有分歧，才需要外交）。 

  第一周讨论的一些问题 
 

• 任何多边审查进程都会导致对现实情况（事件、现象、机构、政策）进

行政治评估，会员国的研判可能不同，或看法大相径庭。 

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是否应该包括审议部分？ 

对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是否必须要有审议部分？ 



 A/AC.268/2007/WP.1

 

307-43039 

 

审议部分是否能促进达成共识，而这对特别会议的成功是否至关重要？ 

• 如果我们要使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有前瞻性，它就

应该处理新的威胁和挑战。裁军不会来自真空；而是对安全以及区域和

全球情况的看法作出反应。 

哪些新威胁和新挑战属于特别会议的范畴？ 

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能以何种方式帮助当前国际对付这些

威胁和挑战的努力？ 

• 对持续存在的原有挑战应该再次予以审议。核不扩散和裁军就是这些挑

战中 为突出的。主席认为，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在确定多边前进方式之前，作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应该确认过去和现在

在核裁军和核不扩散方面取得的成就。
3
 

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如何排除将裁军和不扩散错误的一分

为二的做法？ 

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如何帮助推进核裁军方面在过去和现

在取得的进展？ 

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如何支持当前为处理（在某些情况下补

救）核不扩散问题所作的共同努力？ 

• 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系统地建立了裁军机制，并建

立了至今依然存在的机构和机制。虽然有理由相信大部分机构成效不

错，但有些机构停滞不前——也许是因为过分运用了协商一致的规则

——因此有人提议审查这些机构的工作方式。 

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是否应该特别关注裁军机制，将这些机

制的现代化和民主化作为特别会议的主要目标之一? 

需要特别关注哪些机构和机制？ 

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是否应该限制协商一致规则，只将其用

于实质性事项？ 

• 大会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鼓励民间社会的参与和公共

舆论的加入。 

__________________ 

 
3
 这些成就可总结为：核弹头的总量减少了；消除了某种类别的核武器；核武器系统除役；不替

换武器系统（战略轰炸机）；放弃核计划（南非、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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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是否应该建立机制和议事规则，以确保

民间社会有系统地参加联合国裁军机构的活动（如同在联合国其他机构中的情

况）？ 

哪些机构更适合民间社会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