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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96 

全面彻底裁军 
 
 
 

  2009 年 10 月 5 日蒙古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无核武器区协调中心和蒙古 2009 年 4月 27日至 28日在乌兰巴托举行会议，

现谨转递会议结束时发表的主席声明(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议程项目 96 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奥其尔·恩赫策策格(签名) 



A/C.1/64/4  
 

09-54484 (C)2 
 

  2009 年 10 月 5 日蒙古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主席在无核武器区协调中心和蒙古参加的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声明 
 
 

 2009 年 4 月 27 日和 28 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无核武器区(《特拉特洛尔科

条约》)、南太平洋无核武器区(《拉罗通加条约》)、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曼谷

条约》)和中亚无核武器区的协调中心以及蒙古在乌兰巴托举行会议。协调中心

讨论了 2005 年特拉特洛尔科宣言的执行情况以及建立无核武器区条约缔约国和

签署国及蒙古后续会议的筹备情况和 2010 年审议大会的筹备情况。在审议了这

些问题之后，主席发表以下声明： 

 1. 我们再次申明2005年 4月 28日在墨西哥通过的建立无核武器区条约缔

约国和签署国第一次会议宣言的有效性。 

 2. 我们再次申明，核武器的存在及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对全人类构成威

胁，使用核武器将对全人类造成巨大灾难。因此，核裁军、全面禁止并

最终消除核武器仍然是全人类面临的紧迫任务。我们支持秘书长关于重

振国际裁军议程的五点提议，其中包括呼吁就导致核裁军的切实有效措

施举行谈判。 

 3. 我们欢迎不断出现进一步削减核武库的积极迹象，欢迎最近涌现了大量

构想和提议，将核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方面的悬而未决问题作为人类今

天面临的亟待解决问题加以处理。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和趋势汇合构成

了进一步争取实现无核武器世界和核不扩散各项目标的有利气候。 

 4. 我们承认多边方式的重要性，尤其是联合国在核裁军和核不扩散领域发

挥的显著作用，我们重申对采取措施加强该作用的承诺。 

 5. 我们再次申明《不扩散条约》仍然是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基本文书，重

申该条约，尤其是条约第三、四、六和七条所载原则、义务和权利的有

效性。 

 6. 我们深信，在相关区域各国自由达成的协议基础上建立得到国际承认的

无核武器区有助于实现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目标。核武器国家和邻国尊重

这些无核武器区是一项重要的核裁军承诺。 

 7. 我们再次关切地注意到，虽然 2000 年审议大会的召开已经过去十年，

但在执行商定的核裁军措施方面进展不均衡。因此，我们敦促所有国家

履行条约第六条规定并在上述审议大会的决定中进一步阐述的各项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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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我们敦促核武器国家继续采取步骤，努力缔结一项关于向无核武器国家

提供安全保证的无条件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普遍性条约，并在这种条约

缔结之前，履行其关于提供安全保证的各项承诺。 

 9. 我们欢迎《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于 2009 年 3 月 21 日生效，这是北半

球第一个无核武器区，所涵盖的地区以前曾部署核武器。该条约做出了

更严格的保障监督规定，将对加强区域和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切实有效

的贡献。 

 10. 我们期待《非洲无核武器区》生效，这将标志着向实现全球不扩散目标

迈出的重要一步。 

 11. 我们敦促核武器国家或在建立无核武器区条约相关议定书中列出或提

到的尚未签署或批准议定书的任何其他国家尽快签署或批准议定书，并

敦促提出保留或单方面解释性意见的国家修改或撤销保留或单方面解

释性意见。 

 12. 我们完全支持蒙古将其无核武器地位体制化的政策。我们欢迎蒙古开始

与其两个邻国谈判制订必要的法律文书，希望该举措不久将导致缔结一

项使无核武器地位体制化的国际文书。 

 13. 我们重申支持在中东以及在东北亚、南亚和中欧建立无核武器区。 

 14. 我们再次申明实现《不扩散条约》普遍性的重要性，并敦促尚未加入条

约的国家立即无条件地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该条约。 

 15. 我们再次申明载于无核武器区条约的各项承诺，进一步推动和加强无核

武器区，并开展合作，促进属于无核武器区的所有国家酌情批准相关文

书，为加强信任和《不扩散条约》制度、并为实现核裁军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