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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工作总结 

A.

1 . 根据联合国大会第3 2 /  5 0 号决议，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 

会议于 1 9 8 7 年 3 月 2 3 日至4 月 1 0 日在日内瓦举行。 以下为本会议实质性 

工作总结。

B . 按联大第3aX50号决议的设想并根探 

相互接受的不扩散的考虑制订和平利用 

核能方面能普遍接受的国际合作的原则 

和促进这种合作的适当方式方法

2 . 会议深入细致地讨论了本议题涉及的重要问题，各代表团借此机会说明了 

自己的观点、关注的问题和利益。 会议认为，核能可对经济及社会发展和许多国 

家的福利做出贡献。 会议研究了和平利用核能领城正在出现的广泛的、各种形式 

的国际合作，也研究了此种合作当前的限制。 会议呼吁加强和扩大国际和平核合 

作。

3 . 会议为就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能普遍接受的国际合作的原则和促进这种合作 

的方式方法达成协议做了广泛的努力。 讨论再一次 i正实，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 

也是与会者十分关心的。 不过，讨论也表明仍存在着意见分会议未能克服这  

盛分救。 因此，会议虽然做了努力，但未就 " 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原则"及 

促进此种合作的 " 方式方法 " 达成协议。

4 . 会议希望通过会上开展的活跃而全面的意见交换能够促使各方更好地了解 

有关这些问题的相应立场并促进相互谅解。 会议认为，原子能机构和国际鲍织可 

从这种意见交换中得到轉益。



核动力封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以 

及核能在精食农业、医疗卫生、水文、 

工业等其他方面的和平应用对社会和 

经济发展的作用

5 . 会议广泛讨论了和平利用核能对促进经 '济及社会发展的作用，其中涉及与 

核技术及应用有关的各类问题。 这些讨论突出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关心的问 

题以及这些国家可利用核能的方式。 会议认为，会上提出的技术性报告和进行的 

讨论可用于规划各国和平发展、使用核能及核能安全的计划，会议同意广泛提供上 

述技术性报告，并请秘书长考虑在现有资金许可的范围内发表这些报告。

6 ，报告和讨论过程中明确反映出原子能机构广泛积极地参与了核能合作所有 

领城的工作。 具体而言，原子能机构作为核合作的中心组织，应继续在促进禾口平 

利用核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会议的缘起和筹务

7. 联合国大会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首次审议了由联合国主持召开一次旨在为 

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的国际会议问题0 联大在其1977 
年 1 2 月 8 日的第3 2 / 5  0 号决议中深信，确立普遍接受的和平目的用核能的国 

际合作原则将可促进为和平目的充分使用核能和防止核武器f ■散的目标，并规定了 

以下各项原则：

" ( a ) 为和平目的使用核能对许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为重要；

" (巧根据主权平等的原则，一切国家均有权按照其优先次序、利益和需要， 

制订其和平利用核技术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案；

"(e) —切国家，毫无区别，均应享有取得和平使用核能的技术、设备和材 

料的机会与自由；

" (a* ) 本决议所述领城的国际合作应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有效防止核武器 

扩散而在无坡视的基础上实施议定的国际适当保障制度来进行。 " 

同时，联大请所有国家和有关国际姐织尊重并遵守这些原则。其后，联大每年都重 

申了该决议中的原则和规定。

8 . 在其第三十三届会议和三十四届会议进一步审议了这个问题之后， ，联大 

在其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第3 5 /  1 1 2 号决议中决定按照第3 2 /  5 0 号决议 

的目标召开一次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 联大还决定设立一小按 

照公平地域分配原则组成的会议筹备委员会。 2
9 . 筹备委员会在1 9 8 1年 8 月 3 日至7 日于维也纳举行的第一届会议上一 

致建议，除了别的以外，会议应于1 9 8 3 年 8 月 2 9 日至9 月 9 日在日内瓦举行Z 
联大随后在其1 9 8 1 年 1 2 月 9 日的第3 6 / 7 8 号决议中认识到和平利用核能 

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特别是在加速发展中国家发展方面所引起 

的重要作用, 并相这一会议应可通过促进核能和平利用方面的国际合作而大大有 

助于满足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日俱增的能源需要和其他需要。 联大认 

为这一会议的结果应以适当形式载于适当文件中，其中除了别的以外，应说明促进 

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的方式方法。 联大还敦促所有国家对会议筹备工作的顺利



进行作出贡献- 特别是依照国际义务提供资料说明各国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科学 

和技术成就以及实际经验b 联大又请原子能机构、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 

有关组织对会议的筹备工作有效地作出贡献> 根框这一要求，在会议举行之前或 

举行期间，各国政府提交了 5 2 份国家报告，各政府间组织提交了 1 8 份报告。所 

提交的这些报告的清草载于附件二*0
1 0 . 筹备委员会在1 9 8 2 年 6 月 2 1 日至2 5 日于维也纳举行的第二届会议 

上，除其他文件以外，还收到了其主席团于1 9 8 2 年 4 月 2 0 日和2 1 日举行的 

一次非正式会议的总结报告。 该次非正式会议主要集中讨论了会议议程的内容以 

及会议文件的性质、种类和编写问题0 各方对以何种文件载明会议的决定和结论 

的问题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有人提议，决议和/ 或最后文件可采取 " 宣 言 "、 "行 

动纲领 " 或 " 行为守则 " 的形式。 在筹备委员会该届全体会议上，各国代表a 提 

出了一些有关会议临时议程的具体建议，并就会议的暂行议事规则草案交换了意见/
1 1 . 筹备委员会在1 9 8 2 年 1 0 月 2 7 日至1 1月 2 日于维也纳举行了第三 

届会议。 委员会收到了原子能机构、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其他组织提供的一些资 

料，其中列举了它们的有关活动以及打算为会议提供的文件。 委员会设立了一个 

非正式联系小组来审议会议临时议程革案，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各国代表团提 

出的建议则载于委员会提交联大的报告的一份附件中。 ^
1 2 . 联大第三十七届会议在其1 9 8 2 年 1 2 月 1 7 日的第3 7 /  1 6 7 号决 

议中重申，核领城先进国家有责任通过尽可能地充分参与核设备、核材料和核技术 

的转让来促进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核能需要，而此等转让应当经由原子能机构在 

毫无硬视的基她上实施国际协议的适当保障制度予以进行，以便有效防止核武器的 

扩散。 联大对于筹备工作缺乏进展表示关注，并认为迫切需要加速完成会议的实 

质性筹备工作。 联大请筹备委员会和会议秘书长作出适当安排, 包括必要时由委 

员会各成员国进行闭会期间工作，并作出区城努力，以确保会议获得有意义的成果。 

联大重申会议的目的在于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并为此目的，按照联大第 

3 2 /  5 0 号决议所载目标，制定关于此种合作的能普遍接受的原则。 联大还重 

申其以前的规定，即会议的结果应以适当形式载于适当文件中。 其中除了别的以 

外，说明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的方式方法。



1 3 . 筹香委员会在19 8 3 年 3 月 2 8 日至4月 8 日于纽约举行的第四届会议 

上设立了 一个非正式联系小组，对委员会面前的实质性问题进行审议。 经过一系 

列会议之后，该小组通知委员会说它无法就议程草案达成协议，也未就会议作出决 

定的程序达成一致意见。 6

1 4 . 联大第三十七届会议的续会在其1 9 8 3 年 5月 1 0 日的第3 7 / 4  5 3 
号决定中决定不在1 9 8 3 年举行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0 联大 

在同一天的第3 7 /  4 5 4 号决定中注意到筹备委员会关于会议秘书处应敏情按照 

联大有关决议继续进行会议筹备工作的决定0
1 5 . 联大第三十八届会议在其1 9 8 3 年 1 2 月 1 4 日的第3 8 / 6  0 号决议 

中决定于1 9 8 6 年举行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 联大请联合国 

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和会议秘书长立即与可以使有关会 

议的各项未决问题（包括其临时议程和议事规则以及会址和确切日期）顺利得到解 

决的会员国进行适当的协商。 联大还促请所有各国、原子能机构以及各专门机构 

和联合国系统其他有关组织在会议筹备过程中积极给予合作0
1 6 . 在 1 9 8 4 年 6 月 2 5 日至7 月 6 日于维也纳举行的筹备委员会第五届会 

议上，筹备委员会主席和会议秘书长汇报了他们与会员国进行广泛协商的情况，并 

就会议临时议程草案项目5 和会议作出决定的程序提出了办法。 7 筹备委员会核 

可了这些办法。 同时，在不访事会议议事规则和不开先例的情况下，委员会达成 

了一项谅解，即会议有关议程项目5 的实质内容的决定应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在 

同一届会议上，委员会核可了会议智行议事规则的整个草案。 委员会还议定在其 

第六届会议上开始进行闭会期间正式/ 官方政府间工作，并将设立负责这一工作的 

实际机构的问题以及开始编写会议（各项）结论文件的日期留交第六届会议决定。«
1 7 . 联大第三十九届会议通过的1 9 8 4 年 1 2 月 1 3 日第39  /  7 4 号决议 

除了别的以外，请筹备委员会主席和会议秘书长根掘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以前所成功 

地采用过的做法，继续进行非正式的协商和集体协商，以便协助委员会加速进 

行会议所必需的筹备工作。 联大赞赏地注意到会议筹备工作的进展，决定于1986 
年 1 1月 1 0 日至2 8 日在日内瓦举行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并 

决定筹备委员会第六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应审议进行闭会期间正式/ 官方政府间工



作的机制和开始编写会议结论性文件的问题0 联大请原子能机构、各专门机构以 

及联合国系统其他有关组织确保它们为会议提供的文件简明而全面, 并且特别切合 

会议的宗皆、 目的和目标；文件中应提出具体的建议，说明应以何种切实有效的方 

武和方法来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以便会议能按照联大第3 2 /  5 0 号决 

议的目标取得富有意义的成果0 最后，联大请所有国家积极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 

并尽挟提供联大第3 6 /  7 8 号决议以及会议秘书长在19 8 4 年 3 月散发的涉及 

面广泛的调查表中所要求提供的资狐  .
18. 1 9 8 5 年期间，按照联大的要求进行了各种区域性的会议筹备活动，包 

括五次区城专家小组会议C 第一次专家小组会议，即亚洲和太平洋区域专家小组 

会议，于 1 9 8 5 年 1月 1 4 日至1 7 日在曼谷举行；第二次，即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区城的小姐会议，于 1 9 8 5 年 4 月 1 5 日至1 8 日在圣地亚哥举行；第三次， 

即西亚区城小组会议，于 1 9 8 5 年 5 月 1 3 日至1 6 日在巴格达举行Î 第四次， 

即非洲区域小組会议，于 1 9 8 5 年 7 月 1 曰至4 日在亚的斯亚贝已举行；第五次， 

即欧洲、美利坚合众国和加拿大小组会议，于 1 9 8 5 年 1 1月 4 曰至6 曰在维也 

纳举行。 在这些会议上，专家们审查了核动力以及核能的其他和平应用在各省区 

域的现状； 审议了在采用和发展核能和平利用方面的现有的和可以预见的障碍和困 

难* 并就如何克服这些限制以及促进国际合作的方式方式提出了建议0
1 9 . 筹备委员会在1 9 8 5 年 1 0 月 2 1 日至1 1 月 1 日于维也纳举行的第六 

届会议上设立了一个工作姐，以进行闭会期间的正式/ 官方政府间工作，委员会成 

员和其他感兴趣的会员国可自由参加。 工作组除其他以外，将拟定会议最后文件 

的纲要，其中载明文件的初步结构和可能的组成部分。 筹备委员会还审查了原子 

能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一'些组织为会议编写的文件，审查时考虑到这样一项要求, 
即这些文件应符— 大第 3 9 / 7 4 号决议所规定的准则。 筹备委员会请各有关 

组织根握委员会成员的意见修改或更新这些文件，并将其提交给委员会第七届会议。 

最后， 出于实际考虑，委员会决定于1 9 8 7 年 3 月 2 3 日至4 月 1 0 曰在日内瓦 

举行核能合作会议0 1°
2 0 . 联大第四十届会议在1 9 8 5 年 1 2 月 1 2 日的第4 0  /  9 5 号决议中赞 

同了等备委员会的报告所载的各项结论和决定。



2 1 . 筹备委员会在1 9 8 6 年 1 1月 1 0 日至2 1 日于维也纳举行了第七届会
• V 、 .

议0 委员会获悉，其第六届委员会所设立的闭会期间政府间工作组在举行了四轮 

会议之后，仍无法通过一份报告提交委员会。 然而，委员会主席指出，该工作组 

实际上完成了大部分任务，而现在应由筹备委员会本身来继续进行余下的工作。委 

员会决定为此目的设立一小可自由参加的联系小组，由主席主持其工作。 随后， 

筹备委员会根据联系小组的审议结果，拟订了四份工作文件，并同意将这些工作文 

件提交核能合作会议审议《 这些文件载有具拟议中可能就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 

合作的适当方式方法提出的建议，拟议中的会议产出文件纲要以及拟议中的第一和 

第二委员会工作程序和议题》 等备委员会在这届会议上还决定，在闭会期间政府

间工作组会议、联系小组会议或委员会本届会议上散发、宣读或审议过但未加讨论 

或未作出定论的其他文件，也应提交给核能合作会议0 "
2 2 . 联大第四H 届会议在 19 8 6 年 1 2 月 1 1 日的第4 1 / 2 1 2  A 号决 

议中满意地注意到会议筹备委员会圆满结束了会议的筹备工作。 联大回顾这个会 

议是专门为加强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作的全球性努力 Î 
并邀请所有国家以适当高的级别参加这次会议。 联大在同一天的第4 1 /  212B 
号决议中呼吁各国政府在核能合作会议期间考虑到那些可能受核能利用的跨国界效 

应影响的邻近国家的合法利益。



三、出鹿情况和工作安排

A . 会期和会址

2 3 . 联合国便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于1 9 8 7 年 3 月 2 3 日至4月10 

曰在日内瓦举行。 期间，举行了 1 5 次全体会议。

B . 会前协商

24 .  1 9 8 7 年 3 月 1 9 日和2 0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向应邀参加本会议的所有 

国家开放的会前协商，对一些程序性间题和组织事项进行了审议。 会前协商是在 

C a n o s  Auguste  de P ro e n c a  R o s a ( 巴西）的主持下进行的，他在开幕

式上向会议报告了协商情况。

2 5 . 会议接受了会前协商的结论，以此作为安排工作的基袖。

G. 出席情况

2 6 . 下 列 1 0 6小国家振代表参加了会议：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已林、孟加拉国、比 

利时、不丹、被利维亚、 巴面、保加利亚、细甸、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落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 

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民主也门、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 

亚、芬兰、法国、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 

希腊、危地马拉、罗马教廷、匈牙利、印度、印度;â西亚、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 日本、约旦、肯Æ亚、科威特、 

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览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墨西哥、 

蒙古、摩洛哥、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亚、挪威、巴



基斯坦、 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荀牙、卡塔尔、大韩 

民国、多马尼亚、卢旺达、圣马利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索马里、

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斯威士兰、瑞典、端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泰国、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 和 国 联 盟 、 阿 拉 伯 联 合 首 长 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 J E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鸟拉圭、委内端拉、越南、阿拉伯 

也门共和国、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2 7 .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2 8 . 下列受到联大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的各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经济互助委员会、改洲共同体委员会、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统一姐织。

2 9 . 下列民族解放运动派观察员出席了会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南非非洲人 

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3 0 . 下列联合国各机构和办事处秘书处的成员在会议期间出席了会议：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裁军事务部、联合国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技术 

合作便进发展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非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济委员会。

3 1 . 下列各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国 

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姐织、世界：Ü生姐 

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3 2 . 下列政府间组织派观察员出席了会议：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机构、核联合 

研究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核能机构。

33 . 许多有关的非政府姐织游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与会者名单将载于A/  
G O . 108/1 . 2/Re C . 1 和 Gorr .  1 号文件中。

D. 会议开幕和选举会议主席

3 4 . 会议由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兼会议秘书长Anirik  S . M e h ta主持开幕。

3 5 . 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总干事 J a n  Mart  ens o n宣读了联合国秘书长哈维 

尔 ，佩 雷 斯 ，德查利亚尔先生致本会议的贺词全文。



3 6 . 会议以翁掌通过的方式选举Mohamed Ib ra li im  S h a k e r ( 埃及 ）担 

任会议主席。

37. 联合国秘书长在他致会议的贺词中指出，能源在人类的进步史上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对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来说，发展取决于充足的能源供应。许 

多人都认为核动力在这方面大有可为，特别是由于世界各国拥有其他能源的情况很 

不平均。 他还说，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可自由选择适合于自己国家利益、需要和条 

件的能源。 不应剥夺任何国家获取和平和安全利用核动力技术的权利。

3 8 . 秘书长进一步指出，使所有国家分享原子所可能带来的好处的国际合作有 

必要予以扩大，而不仅限于能源领城。 实际上，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核技术 

在卫生医药、粮食农业和水文等领城的应用对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比核能更直接相 

关。

3 9 . 秘书长指出，虽然已经作出了成功的努力，对核能的民事用途和军事用途 

作了区分或划分，但基于物理学的定律，这两种用途是同一事物的正反两面。 现 

有的巨大核武库在各国及人民中引起了恐惧和不信任，对人类本身构成了严重威胁。 

只有在全世界消除了核能的潜在毁灭性用途之后，才有可能克分进行和平利用核能 

的国际合作。 因此，把最终消除核武器作为充分实现原子的和平用途的必要条件， 

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明智的。

4 0 . 本会议是联合国首次专门为加强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以促进经济和社 

会发展而作的全球性努力。 秘书长说，必须明确了解本会议的这一特定目的。如 

果技术先进的国家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以及在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其他应用方面与其 

他国家毫不相关，则这样一种体制，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政治上说，都是不可接受 

的，而且最终是行不通的。 然而，为了促进国际合作以制止这种可能性，必须在 

技术先进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一种信任的气氛。 这就需要更加了解彼此的 

立场。 本会议作为参加者最为广泛的一个全球性论:fe, 最适合对这些问题进行实 

事求是和建设性的审议。 本会议必须力求为加强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而莫定 

适当基础，从而不仅为技术先进国家，而且也为发展中国家造福。

4 1 . 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兼会议秘书长Am rik  S ，Meut a 在开幕发言中说 , 

能源和繁荣是齐头并进的。 鉴于能源供应很不确定、易受影响，许多人认为核能



的潜力是帮助世界大部分地区实现I I需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一些国 

家选择了核动力，作为满足自已需要的稳定可靠的能源。 尤其是那些其他能源不 

多或没有其他能源的国家发现核选择具有特别大的吸引力。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 

能掌握核技术在粮食和农业、保健和医药、水文、工业、科学和技术研究等领械的 

应用，这对促进其经济及社会发展具有更直接的意义。 M e h t a 先生说，正是在 

这一，景下，联大在十年前首次审议了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并在其第 

3 2 / 5  0 号决议中为此制定了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本会议的基础。

4 2 . 会议秘书长强调说，本会议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便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 

作 ，以推动经济及社会发展。 召开本会议决不是为了将其作为一个肯定或否定核 

能利用的讲坛：这些决策应由各国作出，每小国家都有权选择最适合本国利益的能 

源。 不过，只要世界某些地区在使用核能，就必须进行国际合作，以便一方面确 

保核技术绝不被温用或误用，男一方面确保能够安全可靠地享受其好处。

4 3 . 近来，全世界的舆论都主张加强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尤其是核安全 

领城的合作。 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事故发生后的补救问题，另一个是与全面安 

全地开发核动力有关的长期全面的问题，它包括各个阶段的问题：规划、设计、选 

址、建造、运行、维修、废料处理、保健和环境问题。 这就需要开展以下领城的 

合作：基础结构、人力培训、研究与发展、技术和科学资料、技术知识和安全机制 

的改进等等。 所有国家对事故可能产生的，响和后果都是同样关心的，包括那些 

可能不在本国领土上进行任何核活动的国家，因此，国际合作安全开发核能是所有 

国家同样关心和关注的问题。

4 4 . 国际社会认识到进行和平利用核能合作的必要性已经有许多年了，原子能 

机构设立以来更是如此，该机构在这一领城作出了独特的、历史性的贡献。 本会 

议应都助扩大原子能机构的活动范国，并加强其作为与联合国系统其他有关姐织合 

作进行一切与核有关的活动的主要国际机构的中心作用。

4 5 . 从本会议的宗旨和目杯来看，主要应放眼未来，，探索加强国际合作的一•切 

方式方法。 本会议是一小参加者最为广泛的全球 性 讲 很适于审议一切有关问 

题 ，并为今后在这一■极端重要的领城开展国际合作打下基础。 正如佩雷斯•德查■ 
利亚尔先生在贺词中所指出的，目标应当是为加强合作莫定一个适当的基袖，使之



既符合技术发达国家的利益，又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4 6 . 会议主席Mohamed ib ra h im  S h a k e r在开幕发言中指出，本会议是 

由联合国主持、专门致力于为社会和经济发展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的第一次 

全球性努力。 他强调了联大在第3 2 / 5  0 号决议中协商一致通过的四项原则的 

重要性，他说，这些原则应当作为本会议工作的基础。

4 7 . 主席说，本会议应当以开展了很久的筹备工作为指导。 能够召开这次会 

议并不容鼻，与会者需要认真艰苦地审查为促进经济及社会发展利用核能的国际合 

作问题。 在审査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应用此种能源的安全问邀。 他真诚地希望 

充分保持筹备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相互谅解和合作精神，以保证会议圓满成功。

4 8 . 原子能机构总干事Hans B1 i y在会议上发言时说，过去三十年中，核科 

学技术的推广和利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也遇到了" 奇妙的 

新世界 " 的问题、困难和危险；核能的军事用途和民事用途虽然不是绝对不可分的, 
但也是同一科学之村上的分枝。 不过，B l i x 先生指出，和平用途可以在不造成 

军事威脉的情况下开发。 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正是这样对待核技术的，但军事 

核技术进一步增长一一纵向和横向一一的问题继续向人类提出了严重挑战。 他还 

说，对人类生存的另一个挑战是环境问题，虽然对亿万人民来说，最直接的挑战是 

摆服饥饿、疾病和資困，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以确保有尊严地生活。 他说，本会 

议票处理的问题是转让此种技术的可能性及其造成的问题。 他说，原子能机构对 

本会议极为关心。 希望滅代表参加会议的各国政府和组织能够就如何进一步推动 

核科学技术的转让以促进发展以及如何确定正确的优先次序提出新的意见。 如果 

说这方面已有很大成就，郁么要做的事情也仍然很多。他最后说，必须使最重要的 

因素---- 政治意愿和资金---为成功地驾驳核技术以造福人类发挥作用。

E . 通过议事规则

4 9 . 会议在其3 月 2 3 日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筹香委员会拟定的智 

行议事规则（A/'coNi'. 108/2 ) 。



5 0 . 在同一次会议上，会议通过了筹备委员会建议的下列议程O/GoEî'. 108/

1 . 会议开幕

2 . 选举会议主席。

3 . 组织事项：

( a ) 通过议事规则；

( t . )通过议程；

( C ) 工作安排；

( d ) 选举除主席以外的主席团成员；

( e ) 出席会议的代表的全权证书；

H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a 全权证书委员会报告。

4. 一般性辩论。

5 . 按联大第3 2 / 5  0 号决议的设想并根振相互接受的不扩散的考虑制 

订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能普遍接受的国P示合作的原则和促进这种合作的 

适当方式方法。

6 . 核动力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

7 . 核能在粮食农业、医疗卫生、水文、工业等其他方面的和平应用对社 

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

8 . 通过最后文件。

9 . 会议闭茶。

G. 设立各主要委员会和安排工作

5 1 .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根据筹备委员会的建议，会议还决定设立两个主要 

委员会。 会议进一步决定由第一委员会审议议程项目5 , 第二委员会审议议程项



53.

目 6和 7 。

5 2 . 在同一次会议上，主席依照筹备委员会达成的协议，宣读了以下案文：

" 在不访，会议议事规则和不开先例的情况下，筹备委员会达成了一项谅 

解 ，即会议有关议程项目5 的实质内容的决定应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H . 选举除主席以外的主席团成员

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还选举下列2 5 个国家的代表为副主席：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孟加拉国、比利时、加拿大、中国、捷克斯洛 

伐克、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意大利、肯Æ 亚、蒙古、 

荷兰、尼日利亚、秘鲁、苏丹、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落麦隆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南 

斯拉夫、赞比亚。

会议以鼓掌通过方式选举H . T h i e l i c k e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总报

会议以鼓掌通过方式选举 Î '， Cuevas  Canoino  ( 墨西哥）为第一委员

I . M a l î i p e n t t i  ( 芬兰）为第二委员会主席。

工.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54.

告员。

55.

会主席 ,

5 6 . 会议在其第九次全体会议上任命下列国家的代表为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中国、加纳、荷兰、巴拉圭、菲律宾、卢旺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 

坚合众国和委内端拉。 A d o l fo  R a u l ï a y i h a r d a t  ( 委内端拉）为全权证书 

委员会主席。

J . 会议收到的贺电

5 7 . 会议收到了联合国秘书长以及中国、埃及和伊拉克等国国家或政府首脑的 

贺电，电文载于附件一。



四、一般性辩论搞要

5 8 . 会议于 1 9 8  7年 3 月 2 3 日至2 7 日的九次全体会议期间折取了来自各 

国、各专门机构和其他政府间机构的7 3 名发言者就议程项目4所作的发言。 下 

文是这些一般性发言的搞要。

5 9 . 许多发言者在回顾联大1 9 7 7 年 r 2 月 8 日第3 2/^5 0 号决议所载四 

项原则时强调指出，在联合国系统主持之下召开一次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促进和平利 

用核能国际合作的国际会议是有益和及时的。 发言者说，虽然大约十年前就开始 

考虑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可能性，但进一步合作的必要性在今天比在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为明显。 有些发言者强调，过去十年中国际合作在稳增加。 许多发言者 

指出，世界遂渐认识到核能造福于人类的巨大潜力一不仅在能源日趋减少的世界中 

作为一种主要动力源，而且在许多其他用途方面也是如此，如医药、工业、水文地 

质、粮食和农业、以及矿物勘探。

6 0 . 有些发言者指出，他们的国家正在利用核能满足其能源需要，这或是因为 

石油成本很高，或是因为缺乏其他资源或出于环境方面的考虑。 有些发言者说， 

化石燃料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在有其他选择时将其燃烧，用于发电是十分可惜的。 

化石燃料除了会耗尽枯竭之外，作为一种原材料，还有许多宝责的工业用途，因此, 
生产者和消赛者在探索发电的其他能源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 另有一些发言者对 

世界上核动力设施的增加，包 括 来 越 多 的 放 射 性 材 处 理 所 带 来 的  

更大危险表示关注。 他们指出，虽然核动力对有些国家可能是一种选择，但他们 

的国家出于环境和安全考虑将不使用核动力。至少在一种情况下，正遂步停止使用 

核能。

6 1 . 许多发言者强调，总的来说，核技术的非动力和平应用以及这种应用带来 

的各种选择在今天对于任何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与发展中国 

家的需要特别有关。 大多数发言者说非动力核技术在今天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他们并称赞了原子能机构在这一方面所起的作用。 但是，有些发言者指出，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在这方面仍存在着巨大差距。 因此，将核科学与技术用于改 

善生活质量的受惠者仍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



6 2 . 为充分发掘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潜在益处，国际合作日益重要。 有的发言 

者表示，国际合作已经改变了二十年前的形势，当时世界上核材料与核技举的供应 

者和接受者经谓分明。 今天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核工业完全以国内资源为依靠。 

另外，有座发言者认为，既是供应者又是接受者的国家将来可在推动国际合作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因为这些国家十分了解双方的问题和考虑。 一些发言者说，南南

合作也很有潜力，因为发展中国家曾最无机会获得和平核技术。»
6 3 . 有些发言者指出，原子的分裂产生了一种新的能源，它为经济和社会发展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益处，但其破坏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有必要避免因使用核技术 

而可能造成的有香后果，这是在建立尽可能密切的国际合作时需要考虑到的另一个 

重要问题。

6 4 . 所有发言者都强调不扩散的重要性。 其中一些提到核武器的不扩散，另 

一些提到核武器及其他核趣# 装置的不扩散。 对不扩散机制的有效性存在着分歧 

意见。 有些发言者认为实现不扩散目标的最佳办法是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彻底消除 

核武器。

6 5 . 许多发言者提到《不f ■散条约》在国际核合作中的作用。 有的发言者高 

度重视《不扩散条约》，认为它是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进行合作的必要基細。 有 

座发言者认为，该项条约及其保障制度并未访碍缔约国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发展或 

和 平 核 活 动 方 面 的 国 际 合 他 们 指 出 ，严格执行《不 散 条 约 》，普遍加入这 

一条约，将会进一梦促进为和平利用核能莫定世界性的基础。 有的发言者表示， 

关于不滥用核供应的全面不扩散保证对建立和平核合作所需的信任来说是必要的。

66 • 一些《不#"散条约》缔约国的发言者指责某些缔约国遭反该条约以及艘视 

《不#"散条约》缔约国中发展中国家的行径。

6 7 . 其他发言者声明他们反对《不 r 散条约》，他们认为这一条约从其目前的 

内容看是彼视性的。 他们说，条约未能实现其关鍵的目标，因为它过于强调防止 

横向#"散，而级向和空间#"散却在趣续。 因此，从权利和义务看，这不是一项公 

正的条约。 有的发言者认为确实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以不技视及所有国家主权平 

等为基础的国际核秩序，这一新秩序应较符合当前的技术和政治现实。 有些发言 

者張调，不扩散问题不应使其他重要问题，包括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问题受到



忽视。 他们赞成酌情的保障，但不赞成施加全面的保障；他们认为，应酌情将原 

子能机构的保障措施用于核设备及由此供应和生产的核材料。

, 6 8 . 其他发言者表示他们相信，过分一无论是不合理的严格还是过分宽容一只 

会弓I起国际核混乱。 他们认为，在稳定和可预测的情况下，尊重合理的不扩散条 

件，在普遍和可靠的国际合作范围内促进核能的和平利用仍是应当追求的目标。

6 9 . 有些发言者表示他们坚信，消除核战争的威勝、核裁军和防止新领城内的 

军备竞赛将会创造有利于便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的环境。 在这方面，有些 

发言者提到建立国际和平与安全综合体系的必要性。 有些发言者强调全面禁止核 

武器试發的重要性。 述有发言者表示，核裁军措施将可节省出大量资金、物力、 

科学及人力资源，其中部分可用于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包括在这一领域里增加 

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有邀发言者指出正在进行的关于军备限制和裁军的谈判的 

重要性。

7 0 . 所有发言者都强调核安全的重要性。 有的发言者指出，确保核安全的问 

题不是仅与一国相关的问题，必须由整个国际社会来解决。 有些发言者主张建立 

一个安全发展核动力的国际体系。 一些发言者重申核设旅的安全是只应由有关国 

家承担的一种责任，不能将这种责任转嫁他人而不危及安全本身。 他们在强调必 

须就此进行国际合作时指出, 这种合作的首要目标应是援助各国承担起它们本国应 

承担的责任。 其他发言者说，对可能发生的核事故所具有的跨国界效应，需要采 

取国际合作措施。

7 1 . 在这方面，有些发言者强调说，需要加强国际核安全合作。 他们对于

1 9 8 6 年在原子能机构主持下签订的两项公约一《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和《核 

事故或稿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表示满意。 有些发言者指出，最近通过的这两项 

公约表明原子能机构的能力禾唤力。 有些发言者说，有必要签订双进和区城协定, 
特别是确定应对那些不从事核能生产的国家承担的民事责任，以补充这两项公约。

7 2 . 然而，一些发言者强调单靠这些公约本身是不够的，他们表示，尽管这些 

公约旨在缓解事故的后果，但减少发生事故的危险性更为重要。 显然，已有必要 

在安全发展核动力的全部过程中，包括规划、设计、选点和运转等所有阶段以及有 

关废料处理和健康与环境的考虑诸方面进行长期全面的紧密合作。 有人认为应该



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以之作为全球范围内各核设施的安全准则。

7 3 . 许多国家，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认为区域性合作也有助于其 

核能方案。 其祥益无其可体现在降低建造和维修费用和其它因素方面。 有人建 

议原子能机构在非洲和亚洲建立区械环境监测系统以测报放射线情况。 也有人建 

议在地区范围内管理放射性废料的处理。

7 4 . 与会者还支持包括经互会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欧洲原子能联营、北欧 

诸国、原子能机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合作协议和拉丁美洲各国发展核科学与技术区 

域合作安徘在内的各区域性安排。 一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特别是区域内 

发展中国家间进行经济和技术合作的目标是相互关联的。

7 5 . 区域性合作的另一方面是一些发言者对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支持。 除了拟 

欲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现行《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以外，有人指出，《拉罗汤 

加条约》已于1 9 8 6年 1 2 月生效，从而在南太平洋地区建立了无核区。 一些 

发言者表示支持在巴尔千、中欧、南亚、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建立这种无核区。还 

有人提到在朝鲜半岛建立无核和平区这一建议的重要性以及为此所作的努力。 但 

另有人认为这个建议不切实可行。

7 6 . 有几位发言者提到访碍发展中国家采用和发展核能的一些限制。 有些人 

说，在许多情况下核材料的供应受到过分奇刻的条件限制。 他们说，最近几年里 , 
有效的供应协定和合同的不可侵犯性往往受到单方面的親视，即便这些协定已要求 

实施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 几位发言者强调必须要有一个能够长期、及时供应 

核材料的更为可靠的系统,， 在这一方面，原子能机构和供应国应切实设法保证在 

可预计的情况下长期供应。 另一方面，有些代表团说，严格的W 散条件是所有 

和平核合作的基础，而不是一种限制。 它们认为，在没有普遍不扩散体制的情况 

下，双这安排对于确保核技术和材料的供应专门用于和平目的来说是至关，要的。 

有人表示，尽管关于保证不扩散的合适和有效的国际安排是必要的，但这种安排不 

应访碍有关国家的经济活动或国际合作。

7 7 . 几位发言者说，访碍发展中国家核能发展的另一个最重大的暇制是资金问 

题 。 他们强调，必须认真考虑资金问题，并设法为购置核电厂提供方便。 为此， 

有几个发展中国家建议世界報行和区域开发銀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将核动力方案列入



其关于国别能源的评仿中，并在其能源资金方案中以宽松的条件为核电厂提供长期 

贷敦。 它们说，这一慨念目.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 

严重经济形势，包括外汇收入下降和债务负担加重，削弱了它们发展核方案的能力。

78 .  一些发言者指出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关一些障碍。 有几个发言者说，发 

展中国家经常遇到的困♦ 是无从得到发展核能和平利用所需要的技术和专门知识。 

缺乏熟练的人力是另一小问题，还缺乏研究与发展的设淹和对研究与发展的支持。 

他们指出，总的来说，P艮制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奪括经济、资金、技术和政治方 

面的困难。

7 9 . 发言者普遍同意，在多过机构中，原子能机构应继续发挥中心作用，促进 

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 原子能机构在成立以来的3 0 年中所提供的援助，特 

别是通过技术援助方案提供的援助，受到称赞。 普遍觉得原子能机构的作用应该 

加强，特别是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合作和交流情报方面。 一些发言者欢迎该机构 

现在特别重视安全问题的做法。 许多人认为该机构的保障制度应该加强。 然而， 

有人认为，原子能机构的大部分资源应该用于技术合作。

8 0 . 有几个发言者建议原子能机构今后注意下列问题：国际安全标准，核事故 

跨国界效应的赔偿责任以及能普受的有关核废料所有处理和处置事项的机制。 

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发言者对于让原子能机构协助发展中小型动力反应堆项目一 

事表示了特别的兴趣。

8 1 . 与会者普遍认为，原子能机构应该在就会议产生的任何次定和建议采取适 

当行动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多数发言者期望，原子能机构能够协同联合国系统内 

的其他有关组织，定期向联合国大会报告其执行措施。 这些发言者认为没必要建 

立任何新的便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的常设机构或姐织。 然而也有人认为，应 

在几年以后召开一次后续会议，审议取得的进展并评佑未来的合作问题。 另外几 

个发言者认为没有必要召开这样的会议。

8 2 . 有几个发言者希望会议能够推动原子能机构，尤其是它的保障供应委员会， 

迅速完成其工作。 一些发言者认力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应是让更广泛的公众认识 

到核技术的积极有益作用。 一些人觉得，缺乏对这些作用的认识构成了对于和平 

利用原子的不利因素。 另有一些人认为，在有关这个领城的国际合作的原则、方



式和途径这个问题上，会议应弓I导所有国家，不管是供应国还是接受国，采取更为 

灵活利现实的态度。

8 3 . 在一般性辨论时提到的其他问题中，有几个发言者提到了南非正在发展用 

于军事目的的核计划，认为这4^国家拥有核武器不仅对非洲、乃至 ;^国 际 社 会都  

可能具有破坏稳、定的作用。 一些发言者因此要求南非应该将其所有核活动置于原 

子能机构安全深障之下。

84 .  一些发言者对以色列的核能力表示关注，他们要求停止有助于该国核方案 

的任何合作。

85.  一些发言者要求制定一项禁止武装攻击核设施和防止核恐怖主义的国际公

约。

86 •辩论中提出了各种各样进行国际合作的原则和方式方式一光其是为了援助 

发展中国家。 普遍的一致意见是，要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方面 

的合作活动，所有国家都必须采取积极的和向前看的态度。



五、主 要 委 员 会 报 告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 . 导言

8 7 . 会议在其1 9 8 7 年 3 月 2 3 日第1 次全体会议上设立了两个主要委员会, 
分配第一委员会处理议程项目5 , 标题如下：

按联大第3 2 / 5  0 号决议的设想并根振相互接受的不扩最的考虑制订和 

平利用核能方面能普遍接受的国际合作的原则和促进这种合作的适当方式 

方法。

8 8 . 会议在其第1次全体会议上选举？ aneiSCO Cuevas Canoino(墨 

西哥）为第一委员会主席。

8 9 . 第一委员会自1 9 8 7 年 3 月 2 4 日至4 月 7 日共举行了 1 6 次会议。

9 0 . 委员会选出主席团其他成员如下：

副主席： Otto iendvai ( 牙利），

Abdullah Al Munayes ( 科威特）

John Robert Kelso ( 澳大利亚）

报告员： I f a b i l  Pahmy ( 埃及）

91. 委员会在开展工作时考虑到了 1 9 8 7 年 1 月 1 3 日A/C0IO1,108/WP. 

3 号文件中确定的要点。

9 2 . 委员会收到了附件二中标有三个星号的文件供其审议。

9 3 . 委员会在其3 月 3 0 日举行的第9 次会议上决定设立一个全体工作组，审 

议 " 主席提出商文件 " （A/COIO^ 108/G，1/CKP，1和 CRP，2 ) 所载的案文。

工作组共举行了6 次会议。

9 4 . 委员会在其1 9 8 7 年4 月 7 日举行的第1 6 次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的报

告。

B . 实质性审查

9 5 . 第一委员会在对原则进行讨论时，以A /co irp .i08/ i<，4 号文件为讨论



基础- 审议了筹备委员会针对这些事项讨论过或提出的所有建议和文件，以及根播 

议事规则向会议提出的其他有关建议和文件。

96, 委员会还审议了 A/COUP* 108/W P.2号文件，内容是拟议中可能就促进 

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的适宜的方式方法提出的建议，此外还审议了各国或国家集 

团就此议题提出的建议。

97, 委员会审议了 ：
(a)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需要采取的措施，以及原子能机构按照其 

规约在这方面应当起的中心作用.;
0> )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有关组织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作用，

以及建议采取的行动。

( C ) 促进双过、多速、区城和区域间合作的行动，以交换和平利用核能方 

面的资料和技术。

9 8 . 委员会未有机会审议以下内容：

(a)对于今后几十年内对核能潜在需要的评他以及为满足各国，尤其是发 

展中国家的这一需要而建议采取的行动 Î 
(1 2 )为促进实现第3 2 /  5 0 号决议而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的合作( 南 

南合作、不结盟运动等等）。

9 9 . 委员会收到了一些国家在第二委员会工作期间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是由 

第二委员会在A/GOHP. 108/G.2/L，2/Add，3 号文件（本报告附件四）中向第一委

员会转交的。 委员会未有机会对这些建议进行讨论，因而已将其转交全体会议。

1 0 0 .委员会力求就按联大第3 2 /  5 0 号决议的设想并根振相互接受的不护■散 

的考虑制订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能普遍接受的国际合作的原则和促进这种合作的适当 

方式方法达成协议。 讨论期间表现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有分救的，提出了一些 

不同的建议，并且未能达成协议。

1 0 1 .关于原则和方式方法的主要建议的案文载列如下：

( 1 ) 关于原则的建议的案文；

( 2 ) 关于方式方法的建议的案文。

两类建议均置于方括号中，表示能就这些建议达成协议。



( 1 . 关于原则的建议的案文

一  I:认识到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与不扩散核武器是相互联系、互为依赖 

的目标，因此，应振此来理解为指导各国在这一领械的关系而拟订的下列原则。 ）

一 〔认识到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与不扩散是相互联系、互为依赖的，因 

此，应将为指导各国的关系而拟订的下列原则视为一个不可分隔的整体。1 )
一 （凡按《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不#"散条约》、 《拉罗汤加条约》或其 

他类似文书承担义务的国家，应按这座条约理解不扩.散一语。 〕

1 . 〔所有国家有责任在经济、社会、文化、科学和技术领城进行合作，以促 

进全世界光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杜会进步。 〕

2 . 〔每个国家有权分享科学技术进步和发展的利益，以加速它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 3
3 . 〔所有国家都应促进国际间的科学技术合作与技术转让，要适当地照顾到 

一切合法利益，包括技术持有者、提供者和接受者的权利和义务。 所有国家应特 

别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便利发展中国家取得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果、转让技术以 

及创造本国技术，其方式和程序要符合其经济与需要。 〕

4 . 1：各国根振其需要、利益和优先次序，选择、应用、发展和实施和平利用 

核能方案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所有国家之主权和不可剥夺的权利。 〕

5 . ( 国际和平核合作应当依据并加强各国关于不扩散核武器或核爆炸装置的 

有国际约束力的全面承诺。 作出此种承诺的最佳途径是加入《不护1 :核 武 器 条 约 3
6 . C所有国家均有权充分获得全世界在和平利用核能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成 

就， ）〔但应充分考虑到所有合法利益，特别是技术持有者、供应者和接受者的权 

利和义务。 ）

7 . 〔各国有责任保证自己在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货易和合作中不破坏国际或 

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不促成核武器禾Ü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进一步扩散。 〕

8 . 〔所有核武器国家均有责任不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可用于核能爆炸的技米3
9 . 所有国家在利用核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时均有主权根振其国家优先次序、 

利益和需要， 〔不受技视地）〔选择燃料循环形式〕„ 〔燃料循环政策应开诚布



公p 以免破坏对所宣示将核能专用于和平目的之意图的信任。）

10. 〔所有国家均有主权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决定其在国际核贸易和合作中的作 

用,。 )
1 1 . 〔所有国家均应能不受技视地〔了解）和自由地〔获取〕和平利用核能所 

需的技术、设备和材料。）

1 2 . 〔所有供应国都应主动考虑并〔在经济上可允许的情况下〕设法满足接受 

国对于获取核技术、设备、材料和服务的要求，但应采取有关的国P示保障措施，以 

确保核不r 散。）

1 3 .参与合作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家应促进〔有关的）国际科学技术合作，

包括分享〔适宜的）技术，但应充分考虑到受影响的各方，包括持有者、供应者禾口 

接受者。 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的目标应包括便利发展中国家尽可能了解〔符合） 

其经济、社会、技术需要和发展的核科学和核技术，〔照顾其他有可能受影响的国 

家的需要，）并使之尽可能普遍有利于世界和平、保健、安全和繁荣。

1 4 . 〔核供应，即核材料、设备、技术和燃料循环服务的供应，〔及 ）一般意 

义上的〔国际核贸易），应在长期的，广泛接受的〔国际基础上）进行，并应采取 

C不救视、 ）可预测、持续不断〔及最终统一）的形式）

1 5 .各国应〔尽量）根据国际法和适用的条约义务，履行其在各项核协定中 

承担的如需对这类协定任何修正，须经签约各方同意，采用各方早先商定的修 

订办法进行。 〔在就这类协定的修改和修正事宜进行协商和谈判期间，应不中断 

地继续根据协定提供物品。）

16. C核武器扩散是普遍关注的问题。 防止核扩散是制止和扭转军备竞赛努 

力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要防止核武器的扩散以及减少并最终消除一切核武器。）

1 7 . 〔不r 散核武器是普遍关注的问题。 核武器的纵向命横向护■散是造就国 

际合作精神的主要障碍。 为制止和扭转军备竞赛、防止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并最 

终消除核武器而努力，这将有助于促进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国际合作。）

1 8 . 〔防止将和平非爆炸用核材料、设备加技术转作它用，这是各国可获並于 

和平利用核能的环境的基础。）

1 9 . 〔行使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其基础应当是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承诺，



保证不扩散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并酌情根振《不扩散条约》和《拉罗汤加条 

约》的规定，由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措施检查。）

20. * C不扩散是一个共同目标，也是普遍关心的问题。 一旦我们能够确信 

所有适当措施，尤其是有关国际保障均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的核查而得到 

实施，不扩散就不会胆碍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 一

一 〔进行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应作出全面的有国际约束力的承诺， 保 

证不扩散核武器和其他核爆捧物，此项承诺应对所有国家适用，并应可通过原子 

能机构的保障措施加以核查。 此种不扩散承诺不应減损任何国家根振本国需要、 

利益和优先次序实施和发展促进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和平利用核能方案的权利。）

一 1：不r 散措施是各国充分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根据本国优先次序、利益 

和需要，实施和发展促进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和平利用核能方案的最重要先决条件之 

一。国际和平核合作的基础应当是作出有国际约束力的承诺，保证不扩散核爆炸物, 

此种承诺最好通过加入《不扩散条约》来作出，并应受通过原子能机构实施的国际 

保障措施的核查。）

- 〔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促进了解和掌握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 

设备和材料。 国际和平核合作的基袖应当是作出有国际约束力的承诺，保证不扩 

散核爆，物，此种承诺最好通过加入《不é»"散条约》来作出，并应受通过原子能机 

构实施的国际安全保障措施的核査。〕

2 1 . 〔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应通过原子能机构为有效防止核武器扩散而在 

无救视的基础上实施的议定的适当国际保障制度来进行。〕

2 2 . ( 当前生效的国际文书的缔约国充分执行此类文书所载的一切不扩散条款 

将有助于并加强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国际合作。、）

2 3 . 〔一国开展核合作、贸易和供应，应当既通过和平利用核能来促进经济及 

社会发展，又支持国际不f■散制度。）

2 4 . 〔实现〔一项共同的不扩散基矣目标将增进所有国家在稳定的国际核〔贸 

易及）合作中的利益。 应依此精神发展、获得与和平利用核能〔并开展国际核货 

易）。〕



25 . * 一 〔为保证核供应而提出的）不扩散保证，应以一国作出不扩散的承诺,
并酌情按照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措施予以核查为基础。 决定如何作出这一承诺，为

各国之主权） 一

一 〔 为保证核供应而提出的〕不扩散保证，I l 以一国作出具有国际约束力

的不扩散承诺，并按照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措施予以核查为基袖。 决定如何作出这

一•承诺，为各国之主权。 〕

26 . e 最好通过批准《不éf"散条约》来表示对不扩散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 

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国际承诺，并由原子能机构运用全面保障措施来核查这一 

承诺，这是进行核合作的先决条件。 ）

2 7 . 〔保证供应和保证不扩散是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中两个相辅相成、相互 

依存和根本性的因素。 ）

28 . * 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应〔须 ）有一基她，即各国承认在获 

取和平核能的利益的同时有责任将和平核能〔仅 ）用于符合联合国宗旨及原则的目 

的和合作努力所商定的目的。 ）

一 〔国际合作应专门针对和平利用核能，其中包括和平核爆炸装置。 每个 

国家若认为核爆炸装置并非核能的和平利用形式，均可保留权利不供应可用于进行 

核爆炸的设备和材料。 ）

29. (- K 原子能应专门用于促进全世界的和平、健康及繁荣。 ）

口 〔应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并彻底消除核武器。 ）

e) I：国际合作的目的应只是为了和平利用核能。）

30. (一) C出口核设备和技术或以其他方式从事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国际合作的国 

家均有责任使此种合作的伙伴能够确保所供设备和技术的安全运行，其揉安全和辖射安 

全水平及环境方面的要求与其本国采用的相同。 ）

« 公认原子能机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促进全世界和平利用核能合作C包 

括转让核技术和实施保障措施， ）的主要政府间组织。



31. H 〔确保供应者与接受者继续定期分享关于所供应的设施的核安全资料，这 

是供应者的一项特别义务。 ）

口 〔供应国应确保在其提供的核设施的整个运行期间，向接受国不间断 

地提供有关核安全的资料。 ）

32. H e 所有国家均有责任〕（应继续）确保，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采取〔最 

严格）〔尽可能高）的安全标准，以便将〔核事故）〔对生活和健康以及环境）的 

威胁〔减少到最低眼度。j

« C所有运用、发展和执行C和平）利用核能计划的国家均〔应 ）有责任 

顾及到核能利用的跨国界效应可能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 ）

e )〔所有运用、发展和执行和平利用核能计划的国家应〔参加）〔应得到 

鼓励参加）〔参加适当的）国际努力〔如，通过原子能机构），制订标准和规范， 

以此为基础，为有关赔偿因核设施的跨国界效应而引起的损害作出〔适当的） - 

I：国际）安排， 〔特别应加入现行的关于民事赔偿的诸公约）， 〔包括1 9 8 6 年 

的《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和 《核事故或辖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 ）

这些段落中所载各项内容具有同等地位。



〔2 . 关于方式方法建议的案文

(a) 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所需的措施以及原子能 

机构根据其规约应在这一领城发挥的中心作用

1 . 国际合作有助于对一小国家的现有能源和经济形式作出全面评佑，对未来 

的能源需要作出详细分析和制订计划 Î 为此目的，原子能机构关于能源开发规划系 

统以及关于其使用办法的培训方案J 作为在这一领域促进这一合作的重要手段，应 

受剖彼励和支持，

2. * 一〔考虑到世界報行和各区城報作拨展中国家在发电和其他应用方面的核 

能开发可起重要作用，这些報行应酌情〔在其国别能源评倍中〕列入核动力选择

〔以及其他核能应用i ) 〔以宽裕条件） 〔以尽可能宽裕条件：）提供长期贷款，用 

于促进经济及社会发展方面的核能和平利用。〕

一 C 考虑到世界報行和各区城報行对促进发展中国家开发能源可起重要作 

用，这些報行应酌情在其国别能源评佑中列入核动力选择。〕

3 . 〔应继续提供和适当促进技术援助，特别是通过原子能机构提供和适当促 

进技术援助，用以都助发展本国进行评倍和规划的能力和韻助进行和平核动力方案

〔及有关设施）m i 计、建造、安装、操纵、安全及保养工作。 :

4 . 〔还应继续提供并适当推动国际财政援助，用以发展本国进行评倍和规划 

的能力以及对和平核动力方案〔及其有关设施〕进行设计、建造、安装、操级、安 

全及保养工作的能力。）

5 . * 鉴于发展中国家对于核应用的兴趣不断增加，世界報行、各区城報行和其 

他金融机构应考虑〔酌情：） 〔为国家和区城中心的发展〕提 供 〔尽可能宽裕的)财政 

支助，以促进核技术和培训方案的实施。

〔应 趣 续 〔提供〕 〔适当增加；！ 〔适当提供〕这一•领城的技术支助，尤其是通 

过原子能机构提供的此种支助。〕

6 . 〔建议特别在原子能机构主持下， 〔通过适当途径〕进行国际努力〔包括 

召开专家组会议〕，以便提出关于在保持尽可能高水平的安全〔和效率〕的同时缩



短核电厂的建造时间和减少其投资费用的建议。〕

7 . 〔应通过一切适当的国际合作手段使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科学知识和技术 

情报的〔自由〕交流得以维持和进一步加强. D
8 . 应鼓励和支持进行国际合作，特别是通过原子能机构，以及通过其他有关 

的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进行国际合作，以帮助在区域范围内设计、生产和保养基本 

测量设备，包括建立适当的标准，以利于推进和协调有关应用于生物科学、医学和 

粮食及农业的核活动。

9 . 原子能机构应加强现有的并促进建立新的国家和区城能力，以生产和分配 

在核能技术的各种和平用途中所需要的放射性同位素。

10. 〔应通过国际合作和其他适当手段支持发展特别适合于发展中国家需要的 

中小型反应堆。）

1 1 . 〔应进一步开展国际研究，探索国与国之间电网联接的可行性及其对采用 

和使用核能的影响。〕

1 2 .需要进一步进行国际合作，特别是通过原子能机构，以便找出有关放射性 

废物的运输、长期储存以及最后处置等问题的解决办法。 〔在这一方面，最好通过 

原子能机构建立一种国际机制来监替向海洋倾倒核废物，这种办法可能发挥重大作 

用， D 〔应促进进一步国际合作，特别是通过原子能机构，以便找出有关核材料

〔安全）运输问题的解决办法。〕

13. 原子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应继续独立地和客观地提供关于核能和核技术 

的资料J 从而帮助各国政府提高认识，特别是关于核安全和箱射防护的认识。

1 4 .为了从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中获得充分利益，每小国家都应当有适当 

的机制来确保〔国际支持和援助方案；) 得到有效执行以促进其经济社会发展。

1 5 .应该在原子能机构的主持下继续进行国际努力，以期确保诸如生物学、医 

学、粮食和农业、工巫以环境保伊等不同领域在发展核能和应用辅射性及放射性同 

位素等方面具有最高标准的核安全和放射保护。 〔应该努力执行原子能机构大会特 

别会议关于促进核安全方面国际合作的建议。；！

16. 应当使原子能机构通过关于援助发展中国家促进和资助核动力方案的机制 

的高级专家组进行的工作顺利完成j 从而为促进这方面的国际合作作出重大贡献。



1 7 . 会议欢迎《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和《核事故或辖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

〔原子能机构、其他专门机构以及公约缔约国应当进一步开展工作，实现这两小公 

约的目标； 〔但有一项谅解，即此种公约必须成为有关这一事项的更加充分、更加 

完整进程的开始。；1：1 ,
1 8 . 〔应进行国际努力，对核材料进行实物保护，防止对核材料进行擅自转移、 

破坏以及被恐怖主义分子获取。 在这一方面，会议注意到《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已经生效。）

1 9 , . 〔为有助于创造一个国际和平核合作的气氛，裁军谈判应当加强，以便 

就制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及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达成协定。 由于停止一切核武 

器试验和裁减核武器而腾出 0̂ 财力、物力和技术资源，其中某些部分可用于特别在 

发展中国家推广核能的和平利用。〕

〔为了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应该就以下几小方面进行研究：全面禁止核 

武器试验的效果；削减核武器储存直至彻底消除，以及改进扩大核动力生产的条件, 
其中愈括利用腾出的部分资源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2 0 . 应当进一步向原子能机构的技术援助和合作方案，包括那些由预算外捐款 

承担的领城，提 供 〔可预测的、有保证的和充分的；）支持。。

2 1 . 会 议 〔认识到）保障供应委员会的工作，包括有关应急和支持机制〔及修 

改机制） 〔工作的重要性） 〔令人遗憾地缺乏成果〕，建议该委员会进一步努力， 

以便进这一领城的国际合作，

2 2 . 〔有资格成为《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和 《拉罗汤加条约》缔约国的国家如 

能加入《不护•散条约》以及这些区域性协定，就会大大有助于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 

进行国际合作。〕 〔应鼓励在其他区域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努力。〕

2 3 . 〔对所有国家的所有〔和平〕核活动普遍实施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措施，这 

一原则如能趣续遵循，将会从根本上使国除合作得到加强。）

2 4 . (一）〔会议建议各国际组织，尤其是原子能机构和卫生组织，加强核医药和 

辖射受，者治疗方面的推广活动。D 会议呼吁在核医药领域有经验的国家开展并加

强同感兴趣的国家，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以便使这一领城的一切有用信息 

和知识都得到发展。



t ) 〔会议赞赏的里亚斯特国际理论物理中心所开展的重要工作。 应确保 

更广泛地参加该中心的工作并提供技术支助，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尤其应当这样做。 

应彼励扩大该中心当前同各国实验室和中心为物理研究，包括为和平利用核能而发 

展的协定网络，〕

曰 原子能机构应考虑楚励发展中国家继续在本国开展研究的途径  

〔奖励和爽金〕 „

(to) 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其他有关组织 

在促进国际合作中的作用和行动建议

2 5 . 亚太经社会、非洲经委会、西亚经社会和拉加经委会应当与开发计划署、 

工发姐织、教科文姐织、粮农组织、卫生组织和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以及有关的 

金融机构协作，协助调动资金和技术资源以及协助支持用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这一 

领域的需要的国家方案。

2 6 . 包括原子能机构、工发组织、开发计划署、粮农组织和卫生姐织在内的国 

际和区域性机构应加骚努力 i 争取更好地协调技术合作方案。

2 7 . 应当继续提供国际、区域间和双追援助，为采用核能充实工业基础结构和 

体制基础结构， 应当研究区城内各国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共同努力的可能性并酌 

情加以援助，

2 8 . 〔有关国际〔姐织〕应作出努力，尽早制定出包括协议在内的国际措施， 

防止对所有核设施的任何武装攻击或恐怖主义袭击。〕

( C ) 双边、多进、区城和区城间合作交换

和平利用核能资料与技术的行动

2 9 . 应当继续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向国家、区域和区城间中心提供国际援助，促 

进这些领域的技术的适当转让，



3 0 . 鼓励相邻国家或同一区城间的国家制定协议或其他适当安排，管制涉及核 

设施的共同利盡问题。

3 1 . 建议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区城和国家的辖射剂量和其他辖射计量设备标准 

化实验室。

3 2 . 区域内各国应当努力加强各有关国家级组织间在这一领城的合作和协调，

3 3 . 原子能机构的亚洲/ 太平洋加拉丁美洲区域合作协定以及北改原子能区城 

联络委员会是成功的和平利用核能区城合作的例证，可以为其他地方的区域合作安 

徘提供模式》〕

这些段落中所载各项内容具有同等地位.



六. 主要委员会的报告：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 姓

1 0 2 .会议在其1 9 8 7 年 3 月 2 3 日第1次全体会议上设立了两个主要委员会, 
并将以下的议程项目6 和 7 分配给第二委员会处理：

核能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项目6 )
核能在粮食农业、医疗卫生、水文、工业等其他方面的和平应用对社会和 

经济发展的作用（项目7 )
1 0 3 .会议在其第1 次全体会议上选举Illîka Makipentti ( 芬 兰 ）担任第 

二委员会主席。

1 0 4 .第二委员会自1 9 8 7 年 3 月 2 4 日至4 月 3 日共举行了 1 8 次会议。

1 0 5 .第二委员会在其第3 次会议上选出了主席团其他成员如下：

副主席： Rex Hazare Alves ( 巴西） ’
M. Cîiazali ( 马来西亚）

Prz ewlo cki ( 波兰）

报告员： Ayodele J .Coker ( 尼日利亚）。

1 0 6 .第二委员会在1 9 8 7 年 4 月 3 日第1 0 次会议上通过了以下的报告。

B . 工作总结

1 0 7 .第二委员会共折取了各代表团所作的1 0 3 份报告，这些报告广泛涉及核 

技术和应用方面的各类问题。 听取报告后，曾向报告人提问，并对提出的问题进 

行了讨论。 所有报告均提出后，对与委员会处理的议程项目有关的结论和建议进 

行了 一般性讨论。 本章即总结各份报告内容及委员会的讨论情况。 向委员会提 

出的报告的搞要见a/goihf-108/G. 2 / rep  / a b s t r a c t s ，1一17号等一系列

文件。 向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的清单载于附件三。

1 0 8 .委员会一致认为这些报告是很宝责的重要资料，广泛涉及了与和平利用核



能有关的种种专簿，应当更广泛地向各方提供。 因此，委员会建议出版这些报告j 
并建议会议请秘书长安排口版事宜。

109. 在所有的报告和讨论中都明显地反映出原子能机构广泛而积极地参加了核 

能合作的各小领城。 讨论中还提出了可能进一步推动原子能机构的工作并加强其 

作为全世界核合作的中心组织这一作用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1. 核能规划

110. 第二委员会工作开始后首先审查了核能规划的总议题，其中包括所涉的技 

术、经济和资金问题。 一共向委员会提出了 1 3 份关于这一议题的报告。

1 1 1 .有七份报告讨论了各国的能源方案。 其中，比利时、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和西班牙提出的四份报告反映了较发达的工业国的经脸； 巴風中S 和唉愿IÜ的三份报

告则反陕了发展中国家的看法。 两份报告讨论了核发展方面的区城合作，一份报

告讨论了北欧各国之间的合作，一份报告讨论了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两份报告

讨论了核动力筹资问题：其中法国提Hi的一份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核发展项目所受的

资金服制，并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想法；关一份报告是埃及提出的，说明了

一个发展中受援国的看法最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的两份报告讨论了一小发展
0

中国家一印度尼西亚一核能规効方面采用计算机模型和分析工作的情况。

112. 从关于 " 核能规划 " 这一议题的报告和讨论中可归纳出以下各点，

(a) 一》 考虑

113. 一些发言者强调必须把核能规划纳入总的能源战略；而能源战略则应查明 

能源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办法。 这些发言者认为，对这种能源 

战略的评价，除其他外可以包括考虑各种可供选择的办法的适用性，成本和收益。

0) ) 经济和资金问题

114. 一些发言者表示,筹资、特别是国际资金援助和转让技术的必要性问题是发 

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 •



115. 一些发言者表明，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动力项目在筹资方面都 

有严重问题。 一些发展中国家提议由世界報行或区城報行通过条件宽厚的长期贷 

款来为核动力项目提供资金。 一些发达国家认为此种筹资问题厲于双过商业交易 

的范围。

116. —小来自发达国家的发言者建议那些为核动力项目筹集资金的国家可采取 

这样一些行动来促进此种筹资工作：（a ) 为所需资金的国内部分建立一小专用基金 ; 
以示承诺；（13》 为整小项目备齐各种所需的执照、批准书、许可证等，因为这方面 

廷误的代价报高；（0 ) 确保电力的售价定得足以收目生产成本和偿还贷敦。

117. —些发言者表明，人们对以下情况认识不足：核电厂的筹资不仅仅是核动 

力使用方面的开支问题。 开发必要基被结构（至少要有一小管制体制和操作及维 

修能力）的花费也报大，动力的分配也是如此。 为实现自力更生而建立本地制造 

能力也是一个巨大的财政负担。 同时，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发言者指出，从长 

远来看，自力更生有助于克服国际收支方面的暇制。

1 1 8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核动力筹资问题，一涯发言者提到原子能机构高级专家 

组的工作，该工作组将于五月份就此问题提出报告。 另一位发言者提到，原子能 

机构高级专家组正在考虑一些与经合姐织核筹资指导方针有关的建议，并指出这 

些建议值得仔细考虑。

119. 一些发言人提到建造一运行一转让模式可能是解决发展中国家核动力项目 

筹资问题的一小途径。 一项由受援国的公用事业和其他姐织及外国供应者和资助 

机构共同提供股本的 " 合资公用事业 " ，将负责核电厂的筹资、建造和运行， 这 

一模式可向外国金融机构提供这样的保证：项目风险将压到最低水平，因而有助于 

发展中国家的核动力项目获得贷敦。

1 2 0 .有几个发言者认为，如能改进经合姐织协同一致意见方面的现行条件，就 

可大大减轻一些核动力项目筹资方面的困难，此种改进主要包括：通过回收核动力 

项目的额外的 1 % 来降低利率；延长偿还期和放宽宽眼期;优惠贷敦和出口信贷结合 

使用 I 在核项目中利用援助捐赠支付基础结构方面的培训费用；电网联接和其他辅 

助服务。



(e》 区域和国际合作

121. 一些发言者指出， 即使参加者的各自目标不同， 区城合作努力也可产生很 

大的效益。 不过 , 此种安排需要有明确的政洽支持、组织体制禾联合项目的资金。 

有人指出，此种安徘可避免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但必须有不间断的后续工作，包 

括调整方案，使其顺应参加者目标的改变„
122. —些发言者认为，许多国家，诸如北改各国的经骑表明，研究与发展方面 

的努力对于核能发展极为重要，而这些努力可以一同进行。 有人指出，为满足发 

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需要，原子能机构可加强其在交流和转让必要的技术和科—  
方面以及在促进和协调联合研究与发展项目方面的作用。 ’

(d) 计算机能源规划模式

1 2 3 .在技术性较高的层次上，一些发言者认为，用计算机模式分析一国的能源 

状况可以起报大的辅助作用，有助于分析核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与其他能源相 

比较所可发挥的作用。 现在已经有各种能源规划模式，诸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 

原子能机构所研制的能源规划模式，可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规划提供有用的数据。 

维也纳 .自动系统规划程序包中的计算机电子系统规划程序可在个人计算机上使用，

一些国家已将其作为核动力系统扩大规划的基本技术加以利用。 这些国家也许可 

通过原子能机构的区城合作项目向尚未采用此种模式的国家介绍经骑。

2 . 核能生产领城的发展和前棄

1 2 4 .关于 " 核能生产领域的发展和前景" 这一议题，一共提出了 1 7 份报告， 

其 中 1 4 份由发达国家提出（比利时、加拿大、捷完斯洛伐克、.芬兰r 法国、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西班牙、苏联和美国）；发展中国家提出二份（巴西和伊拉充）， 

一个政府间姐织提出一份（经合组织的核能机构）。

1 2 5 .比利时、 巴西、加拿大、捷克斯洛伐荒、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伊拉克、



苏联和美国提出的九份报告报导了这些国家在发展和管理大型核电厂方面的经验。 

加拿大和苏联提出的两份报告讨论了小型热能和动力反应堆的设计。 比利时、芬 

兰和法国提出的三份报告讨论了核动力方案所需的基础结构。 加拿大、法国和西 

班牙提出的三份报告讨论了袖的开采和核燃料加工问题。

(a) —般性考虑

1 2 6 .许多发言者提出了证振来说明核能是一种重要而可行的可供选择的电力源, 

核电厂运行起来很安全，核电力发电可与其国内其他电力源竞争，而且在环境保伊 

方面具有某些优点。 振称，对许多国家来说，利用核能是满足其能源需要的唯一 

经济的方式。

1 2 7 .但是，一些发言者指出，其他一些国家鉴于其本国的特定情况，可能认为 

上述论点的说服力不够充分。

128. —些发言者指出，在几个利用核能发电的国家中，核电厂的运行情况表明， 

即使在目前矿物燃料的价格比较的情况下，核动力仍是一种提供基底负荷发电的具 

有竞争能力而且安全可靠的方式。 这些国家的经验证明，核动力的目标得到了实 

现，核动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是这握国家的一种主要能源。

0) ) 反应堆的设计和发展

129. 一些发言者指出，采用标准化的反应堆设计和实际作法会有助于缩短建造 

时间和减少资本费用，从而有助于使核能成为一种经济的电能源。 有人还进一步 

指出，实行标准化不应胆碍技术革新。

130. —些发言者指出，由于其电网能力和其他基础结构的限制，许多发展中国 

家宁可采用中小型动力反应堆。 他们指出，中小型动力反应堆在某些方面更适合 

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例如，投资较少，建造时间较短，更适合小型电网。 还有一 

些发言者从为，需要进一步努力以完服一些限制因素，其中包括同其他能源设施相 

比特定投资费用较高，并需要更多的操作经验。 有一位发言者认为，新的一代小



型轻水反应维要想成功，就需要大力重新设计，而不能仅仅将大型电厂的设计按比 

例缩小。一些发言者指出，有些国家在中小型动力反应堆的设计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 

进展。

1 3 1 .有两位发言者指出，中小型反应堆可在综合发电以及地区或工艺供暖方面 

发挥有益的作用，对于进远或偏僻地区尤其如此。

( C ) 支持核能的基袖结构

132. —些发言者认为，核电力方案的实施需要具有充分的基础结构，其中以下 

各项尤为重要：电网的规模和整合程度要够大，要与反应堆装置的规格相符；要有 

适当的人员，最好利用模拟器和计算机对他们定期进行再培训；具有工业基础结构; 
国家监督管制机构，从项目一开始就进行监督；具有研究和发展能力，特别是在 

安全、运行以及视情况在燃料循环等领域具有此种能力；以及对工作人员不断进行 

培训的设施。 例如，研究用或培训用反应堆，或者在职培训。

1 3 3 .讨论中一些发言者提出，为了发展中国家核能的长期发展，必须要有本地 

工业的有效参与。 这对解决日常运行和保养问题光为重要。 此外，此种参与也 

可为核电厂的安全运行提供技术基础和基础结构，同时也有助于充服发展中国家面 

临的国际收支方面的困难。 有些发言者指出，技术转让方面的国际合作，对发展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益。

1 3 4 .有些发言者指出，相邻国家之间电网相互联接可带来不少益处。 这些益 

处可能包括：使具有特定规模的核电厂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消除选址方面的某 

些限制并降低最优储备能力，从而使资本投资得到最佳利用。

3 . 核能其他应用的发展与前景

1 3 5 .关于 " 核能其他应用的发展与前景，，这一议题，共向委员会提出了 2 9 份 

报告，介绍了核技术在科学研究、食品加工、农业、医药、水文和工业等领城的应 

用情况。



1 3 6 .比利时、 巴西、加拿大、 中国、埃及、芬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却牙利、 

日本、波兰、西班牙和苏联提出的 1 2 份报告介绍了涉及核能多种应用的国家方 

案。 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的三份报告讨论 

了 放 射性同位素的生产和剂量学，其中一份报告介绍了与原子能机构的联合项目。 

荷兰、西班牙和美国提出的三份报告讨论了核反应堆在科研方面的使用情况及其他 

应用。 法国、苏联和美国提出的三份报告介绍了核技术在医学领域的成果。 法 

国、意大利、荷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美国提出的五份报告叙述了精 

食和农业方面的应用情况。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波兰加苏联提出的三份报告介绍 

了工业、地质和水文方面的核应用情况。

(a) 一般性考虑

137. 一 发 言 者 表 明 ，大 多 数 国 家 都 在 开 展 核 能 利 用 方 案 ，涉及放 

射性同位素和稿射在农业、工业、卫生医学和水文等领城的应用。 各国方案的水 

平及内容各不相同，但看来此类核能应用已对人类的杜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且还会继续产生很大的影响。

138. 一些发言者指出，核方法和核技术已经很发达，可供发展中国家采用。有 

人提到了粮农组织/ 原子能机构联合司在农业应用核技术方面的重要搜助和咨询作 

用。

139. 来自许多国家的发言者表示他们相信非动力应用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 

挥重要作用。有人在讨论中认为有必要扩大以下核能应用方面的国际合作：同位素 

和辖射在农业、工业、卫生医学和水文等领城的应用。 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发 

言者表示，这些国家在采购和保养最新设备方面以及在培训人员以便有效利用当前 

正在发展的各项技术方面都遇到了困难。 有人指出，原子能机构在向发展中国家 

转让这些技术方面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些发言者认为应护■大这些活动。

1 4 0 .有的发言者指出，这些技术的应用很广、适应性强、需要资本较少，收效 

很快，能在一国的经 '济及杜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这方面，一位发言者强调 

了对这些效果进行定量评佳的重要性。



141 . 一些发言者提到放射性同位素加稿射应用方面的一*些重大进展。 许多国 

家都在化工、冶金、机械、电缆:生产、纺织和其他产业中使用同位素加辖射以及加 

速器技术，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核医学、放射性同位素，断和辅射治 

疗的发展也已取得巨大成功。 用核物理方法分析物质元素，这不仅已广泛应用于 

实验室研究，而且已成为工业技术。

142. 一些发言者揭示出一些近期内将得到广泛实际应用的趋势，其中包括：利 

用电离報射保藏食品和原料；更广泛地在农业中使用放射遗传方法来生产新品种和 

新种类以及防治有，虫类和微生物；在核医学领域进一步发展正电子层析摄影技术, 
这一技术正在成为早期诊断人类严重疾病的有力手段。

(b) 研究与发展

143. 一些发言者说，许多国家三十多年来设计和建造研究用反应堆方面的经验 

表明，小型研究用反应堆也可促进广泛地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 一些发言者指 

出，核研究和发展方案的进行并不一定取决于对核动力的需要。 它们既有助于人 

员培训，也可促进核动力的发展，

1 4 4 .有人指出，研究用反应堆能在不同科学技术领城的人员培训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并可为核能的其他和平应用打下基础。

( C ) 医疗卫生

1 4 5 .有些发言者指出，以研究用反应堆生产放射性同位素和放射药物，可以作 

为许多国家，其中包括尚未开展核动力方案的国家的一种重要的核能应用方式。国 

际合作，*尤其是通过原子能机构开展的国际合作，对于在当地和区城范围内生产最 

重要的同位素供0 常临床使用和工业使用是很有好处的。 一些发言者还提到，没 

有放射性同位素生产设施的国家可通过进口同位素而实施在许多方面应用放射性同 

位素的合理方案。

1 4 6 .有些发言者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广泛应用医疗产品辖射消毒法。



1 4 7 .有些发言者指出，核医学领城的新兴技术使诊断技术和治疗技术可望不断 

发展。 要使这些技术的潜力在各国都能得到充分发挥，就需要进行这一领城的国 

际合作。

1 4 8 .有些发言者说，核医学领域的一小新重点是正电子放射层析摄影技术，这 

种技术可以定量方式描绘活人生理过程和生物化学过程，其化学和物理特性十分优 

越。 通过正电子放射居析摄影技术研究初步取得的生物g 学进展和新知识可推广 

到复杂程度较低方法，包括利用非成象型正电子探测系统和单光子放射计算机辅 

助层析摄影技术，这样就可使用较传统的核医学放射性药物。

m 粮食、农业和水文

149. 一些发言者说• 福射技术是安全的，应用十分广泛， 这一技术有可能为 

世界严重粮食问题的解决作出迅速而重大的贡献„
1 5 0 .在变异育种方面，七位发言人报告说， 已获得了一些新的变异品种* 并已 

提供给农民。 其中包括水稻、小麦、且类、水果和蔬莱的新品种。 例如，中国 

报告说* 已提供了1 9 0 小变异品种，种植面积达8 0 0 万公顷g
1 5 1 .关于食品辖照处理问题 j 九位发言人讨论了各国所开展的活动，并开列了 

当前已获准供人类食用的福照处理商品清单。 一些国家已准许用此法处理的土且、 

大蒜、洋葱和香料及其他商品无条件销售《 ：Ü生姐织X 粮农组织食品法规委员会 

已于1 9 8 3 年通过了一项 " 福照处理食品一般标准法规" 及业务守则，其中的结 

论是，稿照量在1 O K G Y以下的食品可供人类食用，完全无事于健康，不必作进 

一步毒性检验。 有些发言者主张使上述一般标准法规在国家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1 5 2 .有些发言者指出，一些国家正在考虑制订食品辖照处理规章以及公众对这 

种技术的接受问题。 有人请代表们严格利用本国资源来审查这一重要领城的科学 

和技术数据，由此可制订国际准则，以作为国际贸易规定的基袖。

153. 一些发言者介紹了采用昆虫不育技术控制虫善的情况。 日本和意大利具 

体举例说明了大面积灭绝果蜗的情况/  一些非洲国家也在用此技术控制采采蝴。

另一些发言者讨论了本国采用这一技术的计划， 会上还介绍了核技术在土壤肥力、 

植物菅养和动物生产研究中的其他有用的应用情况。



1 5 4 .有人指出，示踪技术在土壤科学、肥料利用方案和灌瓶研究及水文学方面 

的应用已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e) ^

1 5 5 .有人认为，福射技术和同位素技术对于工业的现代化是非常有用的，并且 

已经产生了社会和经济效益。 工业中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 I I 射加工法生产新的高 

质量产品并提供节能工艺。

1 5 6 .有人指出，同位素校测已广泛应用于工厂的工艺管理，射线照相无损检敏 

正在全世界推广。 放射剂量校测和放射性示踪技术在工艺过程控制和优选方面的 

应用已达到很高标准， 效益一成本比率在有些情况下可达到10 : 1 «

4 . 核安全和辖射防护

1 5 7 .八小国家向委员会提出了 1 5 份关于核安全和辖射防炉的报告，其中，关 

于核设施安全的有八份（奥地利、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班牙和端典），关于辅射防护的有六份（奥地利、比利时、 

已西、西班牙、墙典和美国），关于应急计划的有一份（丹麦），

(a) 核设施的安全

158. 一些发言者指出各国正在不断研究安全问暴并根据设计分析、风险分析 

和运行经验不断改进安全系统和作业。 国际合作和世界范围的资料交流在这方面 

可以发挥重大的促进作用。

159. 一位发言者指Ü h 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核事故都有可能产生全球性影响，

这种事故除了有：Ü生和环境方面的影响外，还会对其他一些国家的核动力方案产生 

影响》



160. 一些发言者指出，对核反应堆安全运行起重要作用的一小因素就是安全研 

究成果的投入，而这需要有高级专业人才和专门设备， 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正在 

进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研究。 分享安全研究的数据可大大有助于确保核电厂的 

安全运行并提高安全水平。 在这一方面进行国际合作是十分必要的，

161. 一位发言者介绍了一小没有核电厂的国家也可制定一项核安全方案，从而 

为核安全方面的国际合作作出贡献， 有人提到了原子能机构和经合组织核能机构 

的国际合作安全方案。

162. 一些发言者指出，医疗诊断辖射在公众所受稿照中占很大一部分，而把公 

众所受的集体和累积稿照降到最低程度是每一个国家的责任。 原子能机构/ 卫生 

组织的次级标准剂量学实验室网络可以在这方面起很大的辅助作用。 这小网络是 

国际合作的一个良好典范，

163. 一位发言者指出，强有力和积极的使用部门对于核安全方案做到切实有效 

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方面，一些发言者强调使用部门与管制当局间需要W 地相互 

联系， 使 用 部 门 权 威 、职任和以本职工作为主的职责，是实现安全和圆满运行 

的重要因素，

164. 一位发言者强调，在核电厂的运行中，关鍵的人物是电厂操作员， 这些人 

必须具有必要的技术和经过必要的训练才能履行其职责。 提高技术的一小有效方 

法就是进行定期再培训，最好包括模拟训练，并利用与运行中的电厂的事件和事故 

有关的资料。 培训中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就是有动力反应堆运行的国家交流t  
关核事件和事故的资料。

0> )辖射防护

165. 一位发言者指出，健康危香评他工作就是对因接触环境中的物理和化学物 

剂而可能对健康造成的有害影响进行Ü3纳和定量分析。 有些发言者指出, 许多利 

用核能的国家均有充分的稿射防护方案并遵循国际稿射防护委员会的国际标准。这 

些标准的制定是很审慎的，考虑到了评佑稿射危事方面的一些不确定因素。 与核



技术有关的健康影响可能要等偶然接触到放射性核素或此种核素被释放到环境中数 

十年之后才会表现出来0 因此，虽然这种危香很难评佑，仍对其作了审慎的评倍。

至于较为准确的测量，现正利用数学模式方法来预测放射性核素在环境中的移动情 

况、倍计居民接触放射性核素的程度并预告其早期和晚期健康影响。

1 6 6 .有一位发言者指出，辅射危善的评佑工作有以下几个重大的不确定因素， 

这些因素一向被列入审慎的假定和模式局暇之中：缺乏验证模式所需的环境;测定；

以高剂量和高剂量率数掘为依据来推断低剂量健康影响的不确定性；缺乏关于不同 

类型稿射相对危险性的资料；难以区分同时接嫩辖射和化学品的影响。 其他发言 

者指出，即使目前福射危害评佳技术从安全角度考虑是充分的，核领城健康危害评 

佳方面仍有必要继续努力 , 使关于使用核技术的决策得以改进。

167. 一位发言者强调辖射防护方面培训的重要性。

(0 ) .应急计划和防备

168. 一位发言者阐述了一套计算机剂量测量设备的情况，此种设备可在接到通 

知后的最短时间内提供选定地理区城内的稿射剂量的全面情况。 该发言者援弓I最 

近的经 '验进一步强调将这一模式用于防范紧急情况的重要性。

5 . 废燃料和放射性废物的管理

1 6 9 .委员会口;f取了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西斑牙、端典和美国就 

" 废燃料和放射性废物的管理 " 这一议题所作的1 2 个报告。

1 7 0 .有些发言者指出，利用核能发电弓I起公众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放射性 

废物的处理问题P 有几位发言者认为，这一令人关法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运行 

中的核电厂及其他设施所需要的废物管理技术已经得到充分发展，而且此种设施已 

经在成功地运转。 同样，中间废物储藏和处理设施的设计、工程和操作均不成问 

题0



1 7 1 .有些发言者指出，关于高放射性废物的储藏、管理和长期处置问题，目前 

正在进行大量的研究，而且已有可行的办法，虽然仍需做进一步工作。 有些发言 

者指出，在研究先进的放射性废物加工和调制方法等方面正在取得显著进展，可望 

确保现有的办法是可能实现的最佳办法。

172 . 一位发言者指出，根握有关国家的核能利用方案妥善计划废物管理方案能 

够提高公众的信心，有助于公众接受核能。 在这一领城进行国际一级的广泛合作， 

能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173. 一位发言者指出，长期安全处理废燃料和其他高放射性废物的最好选择是 

埋在深地质层里。 一名发言者指出，他的国家正在详细研究场地特征，据以对三 

个不同的地点进行评係，并且正在考虑采用受监测的可回收储藏办法，来提高运行 

和运输的效率。

1 7 4 .据一些发言者说，废核燃料和核废物的管理与最后处置以及核电厂的停产 

费用佑计相当于核发电赛用的5 —  10 % 。 积极进行国际合作对这一领械的国 

家方案的成功至为重要。 一名发言者指出，他的国家现在已参加此种合作，并设 

法帮助其他国家制订国家核废物处置规划。

175. 一名发言者闲迷了他的国家在核设施停产方面的现有设施和技术，并强调 

应重视这一问题0

6 . 法律、行政和规章方面的实践和经验

1 7 6 .比利时、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墨西哥、西斑牙、瑞典和美国在委员会上就" 法律、行政和规章方面的实践 

和经验"这一议题作了  1 3 个报告。

1 7 7 .来自几个国家的发言者（中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国）讨论了危险慨 

率分析的使用问题> 这种对核电厂的设计和运行进行广泛分析的方法越来越多地 

被用于进行核安全评价以及拟订和改进核安全规定。

178. 一些发言者提到了最近订立的一些国际公约。 这些公约规定在发生可能 

具有重大的跨国界效应的核事故时应及早发出通知，并要求建立一小体制，在发生



核事故或放射性紧急情况时提供援助。 一些发言者强调了这些公约的重要性，认 

为它们是采取迅速和适当的行动通过国际合作对现有的需要作出反应的范例。

1 7 9 .有几位发言者强调了为运行中的核电站制订应急计划的重要性。 一些国 

家的法律规定了各种为尽量减轻因反应堆事故向场地外释放稿射而使公众受到照射 

的预防措施。 其他国家也考虑在其有关商用反应谁运行的国内计划中采取此种措 

施9

7 * 人员培训

1 8 0 .已西、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就 " À M 培训"这一议题提出了四 

份报告。

181. 一些发言者指出，国际协作已经在许多国家的培训方案的拟订和执行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一些发言者表示，国际援助在建立新的区城性培训方案以及扩大 

包括原子能机构方案在内的现有方案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 一名度言者强调有必 

要对所提到的方案 i 以改进0 有些发言者指出，将培训的内容与国家的具体需要 

联$ 起来是非常重要的。 所提议的此种培训的内容包括：反应堆操作，废物管理、 

袖的揚探、质量保证、燃料制作、放射性同位素的生产、规章安排以及无损检验。

182. 一些发言者强调，训练有素、积极性高的人员对核动力的成功开发以及对 

核电厂的安全运行都是必不可少的。 来自几个不同国家的发言者叙述了各国为建 

立必要的技术人力库以及为核电厂各级工作人员不断提供系统的培训所采取的各种 

步骤0

8 . 其他事项

183. 一些发言者表示他们对和平核设施遭受武装攻击所造成的后果感到关注®



. 建议

1 8 4 ,第二委员会讨论期间，针对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的方式方«出了一 

些意见和建议。 根据会议通过的筹备委员会" 关于第二委员会工作程序和议题的 

建议，’ 的工作文件( A /  0 0 N F  . 10 8 / W P  . 4 ) 第二节，委员会一致同意 

将下列 1 7 个国家提出的关于种种问题的6 6 项建议转交第一委员会：阿根廷、巴 

西、中国，哥伦比亚、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S  
克、日本、尼日利亚、 G拉圭、大韩民国、瑞典、土耳其、苏联和美国。 这些建 

议载于 A /  G 0 NF.-  1 0 8 /  C ，2 / L .  2 / A d d  . 3 号文件第 2 至第 6 7 

段，并已按提交第二委员会的原样转交第一委员会，其中标明提出这些建议的代表 

团的国名（本报告附件四）。



七、会议就两个主要委员会的报告采取的行动

1 8 5 .会议在其1 9 8 7 年 4 月 7 日举行的第1 0 次全体会议上注意到了而个主 

要委员会的报告。

1 8 6 .会议在这同一次全体会议上还注意到印度和中国提到它们曾分别在第一•委 

员会提出过如下建议： ____________
印 度 - 在 第 1节 ( 第五章》一关于原则的建议的案文一第三起始段之 

后、第 1段之前应增加一段：

( 秀外一些未加入任何不f ■散条约的国家根据本国不扩 

散政策的宣示理解不扩散一语。 它们认为，核武器的扩 

散包括核武器的生产、获取或储存。 ）

中 国 一 第 一 委 员 会 报 告 第 2节_^第五章》一关于方式方法的建议的案 

文一第 1 9 段第一句应改为：

〔为有助于创造一个国际和平核合作的气氛， 〔多进和 

双 边 ）裁军谈判， 〔特别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谈判）应当 

加强,以便就制止和扭转核军备竞泰及防止外层空间军备 

竞赛达成协议…••…）

八、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1 8 7 .会议在其1 9 8 7 年 4 月 1 0 曰举行的第1 5 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 k /  
COiNF, 1 0 ^ 6 /R e v  . 1号文件所载的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1 8 8 .阿富汗、智利、埃及、印度尼西亚、伊胡伊斯兰共和国、马来西亚、 巴基 

斯坦、苏丹和叙利亚等国的代表发了言。

九、通过会议报告

1 8 9 .会议在其 1 9 8 7年 4月 1 0 日举行的第1 5次全体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 

式通过了本报告。



十、闭幕词 

A , 会议主席Mohamed S h a k e r的阔幕词

各位尊敬的代表，

1 9 0 .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会议，经过三个星期对会议议程所载各 

项议题进é 不间断的紧张审议和讨论之后，现在就要闭幕了。 可以毫无夸张地说, 
当世界迫切需要每一种有效资源以用于进步和建设时，这些议题已经并将继续在核 

能利用à i福于和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都很重要的问题。

1 9 1 .这样一个富有意义的会议的召开，以及各国、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国际 

原子能机构和许多政府组织与国家组织令人注目的广泛参加，本身就是会议所讨论 

的问题的重要性和国际上齐心协力处理这些问题的例征。

各位尊敬的代表，

1 9 2 .这次会议，你们都以本国代表的身份作出了真诚的努力，探索按联大第 

3 2 / 5 0 号决议的设想并根据相互接受的不扩散的考虑制订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能 

普遍接受的国际合作的原则的途径，讨论促进这种合作的适当方式方法。

1 9 3 .这次会议，你们还认真讨论了核能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核能在粮 

食农业、医疗卫生、灌親、工业等方面的其他和平应用对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1 9 4 .现在，会议即将结束，我们应该安定一下，客观与心平气和地回顾一下在 

过去三个星期里我们取得了些什么。

各位尊敬的代表，

1 9 5 .为了使分析客观和现实起见，我们首先应当承认，正如最后文件所示，这 

次会议未能就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能普遍接受的国际合作的原则达成协议，还存在着



重大分歧须经我们各国努力克服，然后才能达成这种协议。

1 9 6 .但是平心而论，应当承认，召开这次会议并为此作了多年筹备工作的人从 

未想过会没有B 难。 你们在拟订议程以及尔后在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商定与议程 

頃目 5有关的一切决定应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时所表现出来的一致就是最好的明证。

1 9 7 .不过，公平而论，我们述必须肯定，这次会议作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这 

种性质的会议，提供了一个报好的国际论坛，与会者坦率和民主地交换了看法，按 

照联大第3 2 / 5  0 号决议规定的原则并根据相互接受的不扩散的考虑，对和平利 

用核能的国际合作原则和促进这种合作的方法进行了客观的、有意义的讨论，讨论 

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解释本国的立场、利益、关注的问题和希望。

1 9 8 .纵然这些讨论表明重大分歧依然存在，但它们同时也表明，我们每人在离 

开这个会场时对彼此的立场有了更好的了解。

1 9 9 .另外，这些讨论还表明，这次会议决非征途的终点，而是征途上一块重要 

的路标，指向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实际上，这次会议成了我们必须要经历的一个 

不可避免的重要阶段。

2 0 0 .这次会议告诉我们今后需要我们做些计么，即根据我们各国公认的需要， 

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加强和促进这重要领域的国际合作。

2 0 1 .这次会议还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一切可能的层次，无论是联合国、联合 

国各专门机构还是国际原子能机构，趣续积极努力，坚持不辦地把这项工作进行下 

去的重要性。

各位尊敬的代表，

2 0 2 .我们还必须实事求是地说，会议期间所作的广泛讨论不仅与核能对社会和 

经济的发展的作用有关，而且涉及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感兴趣的许多问题。 

提交了相当数量的国家报告和科学研究报告，其中有关的具体经验和教训肯定可供 

许多国家在制订或实施本国的核方案时借鉴。 对我们来说，所有这些报告，作为 

这次会议的成果，是切实而重要的资料来源。

2 0 3 .这次会议各个阶段所进行的讨论表明，大家对问题和困难有了更加清晰的



了解。 需要就此作出努力，以便进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利用核能。

2 0 4 .讨论还表明，加强安全，将其列为最高优先，毫无疑问是无比重要的。只 

有这样，对许多国家来说，核能的巨大潜力才能变为人民大众的福利的源来，而不 

致构成对世界安全与，荣的可怕威脉和严重危害。

各位尊敬的代表，

205 • 人们多次提到国际社会及其各种机构以及我们各个国家作为国际大家庭的 

一员所承担的巨大责任。 我相信我们大家乐意承担起这一责任。

2 0 6 .最后，我想对所有各位代表的合作和贯串整个会议的合作与谅解精神表示 

感谢。 你们诸位都尽了自己的努力；我只是协助而已。 我应该特别对第一和第 

二委员会的两位主席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取得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所作的努力。

2 0 7 .我还应该感谢会议秘书长A iiirik  M e lita大使阁下，他孜孜不倦的努力 

使我们能在这三小星期里在日内瓦聚会。 对此，我们大家都应表示我们的谢意和 

赞赏。 我们预祝他今后工作一切顺利。

2 0 8 .我要感谢秘书处的所有成员为会议取得的成果所作出的有效和积极的贡献。

2 0 9 .我要对 Ja，s e n 1 :u liy a n a先生表示我小人的谢意，他在我需要他帮助的 

许多行政事务方面协助我0 我还要对他的所有助理人员以及参加口译与分发文件、 

协助我们取得成果的人员表示感谢。

各位尊敬的代表，

2 1 0 .再一次谢谢你们，祝你们万事如意。

B . 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兼会议 

秘书长AmrjJi S . M ehta的发言

2 1 1 .经过三个星期紧张的工作一开会、讨论、协商和谈判，联合国促进和平利 

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在通过会议报告之后现在就要闭幕了。 会议所要处理的问题



的复杂性从一■开始就是众所周知的，没有人认为能够很容易地找到相互同意的解决 

办法。 在这方面，会议应当对您，主席先生，表示特别的感谢，感谢您明智的领 

导和熟练的指弓I ,感谢您为了就某些较为复杂与敏感的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所作 

的一切。 我想借此机会，代表联合国对您，主席先生，所作的巨大努力表示感谢。 

我也想对商个委员会的主席、总报告员、总务委员会成员以及所有在座的尊敬代表 

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会议期间为了这一目标孜孜不卷的努力。

2 1 2 .这次会议及其筹备工作使得世界各地的外交代表和科学代表聚集一堂。我 

相信，我们大家通过亲自经历对与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有关的问题的复杂性 

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对相互间在这一对技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极为重要、 

患患相关的领城中的观点也有了更好的了解。

2 1 3 .这次全球性会议确实为审査核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研究♦后 

如何指导这方面的国际合作及时提供了机会。 正如这次会议上的讨论所表明的那 

样，核能大有可为，但要充分挖掘它的潜力还有种种困难和限制。 由于众所周知 

的原因，这次会议未能对许多业已提出的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 但我相信，这次 

会议所引起的进程将继续超越日内瓦，走向未来。

2 1 4 .鉴于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正在进行之中，这次会议通过提出设想、建立 

联系和传播不仅对与会者而且对各国政府和广大公众都可能极其有用的宝责资料而 

为此作出了有益贡献。

2 1 5 .展望未来，人们还将从更广的视角，通过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国际原子能 

机构及其他有关国际组织作出的反应和采取的行动，最重要的是通过各个会员国的 

国家政策来看这次会议的成果。

2 1 6 .最后，我想对近五年来在维也纳协助我筹备这次会议以及现在又在日内瓦 

这次会上协助我的全体联合国工作人员，特别包括以我们出色的秘书〔Ja sen tu -  
l i y a n a 先生）为首的、为了这次会议特地从纽约来的非常能干和经验丰富的工作 

班子，表示真诚的感谢。 所有这些富有牺牲精神和能干的同事们，包括我们的笔 

译和口译，确实为会议的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我相信我能代表你们大家感谢他们 

作了出色的工作。



附件一

联合国秘书长和国家元首或 

政府首脑致会议的贺电电文

—. 联合国

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查利亚尔阁下

( 原文：英文〕

联合国成立于核时代之初，这对于人类具有特殊意义。 原子的分襄开辟了一 

条获取一种新的重要能源的途径一这种能源可以给造福于人类的科学技术带来前所 

未有的发展，也可以造成史无前例的破坏。 联合国成立四十年来，协力确保世界 

不成为核能的牺牲品，并采用多种方式鼓励和平利用核能。 现有，具有不同文化、 

不同价值观念、不同信仰和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间出现了新的合作机会，从而 

使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祥益能为所有人享用，能为世界各地迫切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

能源在人类的进步史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世界绝大多数人民来说， 

给人们带来繁荣希望的发展取决于充足的能源供应。 ' 许多人都认为核动力在这方 

面大有可为，这特别是由于世界各国拥有其他能源的情况很不平均。

:， 每一国家都必须可自由选择适合于自己国家利益、需要和条件的能源。不应剥 

夺任何国家获取和平与安全地利用核动力技术的权利。 但是，在我们这个相互依 

存关系日益密切的世界里，只要核能在得到使用，就必须★ 密切的国际合作，以便 

一方面确保不邀用或误用核技术，另一方面确保安全可靠地享受核技术的祷並。鉴 

于最近发生的事件，为安全开发核能而进行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变得愈並明显。国际 

原子能机构在过去一年达成的建设性协定提供了令人鼓舞的例证，证明这种必要性 

得到了承认。 毫无疑问，这些协定的执行将会促进核能的命平利用。

使所有国家分享原子能所可能带来的好处的国际合作当然有必要予以#"大，而



不仅限于能源领域上，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核技术在医疗卫生、精食农业和水 

文等领域的应用对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比核能更直接相关。

虽然已经作出了成功的努力，对核能的民事用途和军事用途作了区分或划分。 

但基于物理学的定律，这两种用途是同一事物的正反两面。 现有的巨大核武库在 

各国及人民中引起了恐惧和不信任，对人类本身构成了严重威胁。 只有在全世界 

消除了核能的潜在毁灭性用途之后，才有可能充分进行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 

把最终消除核武器作为充分实现原子的和平用途的必要条件，是理所当然的一肯定 

也是明智的。

这次会议是联合国首次专门为加强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以便进经济和社会 

发展而作的全球性努力。 必须明确了解这次会议的这一特定目的。如果技术先进 

的国家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以及在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其他应用方面与其他国家毫不 

相关，则这样一种体制，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政治上说，都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最 

终是行不通的。 然而，为了促进国际合作以制止这种可能性，必须在技术先进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之同创造一种信任的气氛。 这就需要更加了解彼此关注的问题。 

这次会、议作为参加者最为广泛的一♦ 全球性论坛，最适合对这些问题进行实事求是 

和建设性的审议。 这次会议必须力求为加强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而莫定适当 

基础，从而不仅为技术先进国家，而且也为发展中国家造福。 我相信，这些利益 

虽不尽相同，但也不相互冲突，为了共同的轉益，它们能够得到协调。

你们的任务无疑是复杂的，但当你们聚集在一起时，合作的必要性是内容置疑 

的。 预祝会议圓满成功，取得联大期待于它的富有意义的成果。



二，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阁下

〔原文：中文）

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

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对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 

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货。

现在，和平利用核能的事业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发展。 核能已经成为一种重要 

能源，它在工业、农业、医药卫生等多方面的应用对促进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主张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核 

能的和平利用。

中国政府认为，每小国家都有权开展和平利用核能的活场，并积极参加这一领 

械的国际合作。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取得了一些初步成 

系，中国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各国加强合作，使核能的和平利用广泛造福于人 

类。

须祝会议成功。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阁下

〔原文：阿拉伯文）

你们这次会议是在一个极其关鍵的时刻召开的，因为当♦世界正处于一个重要 

的十字路口，它必须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以便消除广大群众的苦楚，给他们带来 

未来繁荣的希望。

因此，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成了世界各地政洽领袖，特别是第三世界政治领袖 

关注的头等重要间题。 第三世界人民正在为在地球上取得应有的地位和分享幸福 

繁荣而香斗。

参加 1 9 8 6 年 9 月在哈拉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的政治领袖们表达 

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心愿。 他们提到这些国家的人民寄希望于你们这次会 

议，因为这次会议的目标是：为经济与社会发展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 

为这种合作制订原则和充服胆碍这种合作的种种困难，采取各种方法确保这些国家 

及其人民能够在其致力于发展时分享核能向他们提供的种种禅益。

核能在发电、医疗卫生、工农业等领械的建设和发展中向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潜 

力，全世界人民都有权利不受技视地分享。 因此，不让它成为厥灭世界的手段是 

我们肩负的一个庄重责任。 就此，我想主要提出两点：

首先，最近发生的涉及某些核设施的事件表明，这种事件的影响和危事，就其 

范围和扩散程度而言，面是报广的。 它们不仅暇于这种设施所在的地区，而是扩 

散到风和云所能携带到的任何地方，超越任何国界，可能影响到健康、食品、人类 

的生命，乃至每一生灵。

这些事件突出了分析所得经验、审查核设施安全制度的极端重要性。 最近已 

为此目标加强了国际努力。 我们所关注的首先是这次会议在其繁重的任务中，还 

将有助于在核能的可靠愈安全投资方面给我们的人民带来真正安宁的心情。

其次，近年来世界上核军备竞赛在危险地步步升级，造成核武器可怕的积聚， 

并有可能r 散到新的领械和地区。 埃及与许多其他国家一起作出了孜孜不借的努



力，争取实现不扩散核武器、实现核裁军和在非洲及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 现在 

是进一步努力，为实现这些目标开始采取切实有效的步骤的时候了。

我相信，你们这次重大的会议在讨论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问题时，将会 

充分审议所有这些基本问题。

你们这次重大的会议请埃及履行会议主席的职责使埃及感到荣幸,它觉得更加 

责无旁贷，决心不遗余力地为这次会议实现各国人民对它在发展及加强和平与安全 

的事业中的期望作出贡献。

愿上帝保佑你们。



四，伊拉克 

伊拉克共和国总统萨拉姆，候赛因阁下

〔原文：阿拉伯文）

值此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召开之际，我谨向与会者表示特别的祝 

贺，豫祝他们圓满完成他们崇高的任务。

筹备了报长时间的这次会议召开时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其中最引人注 

目的是：东西方两个阵菅进行疯狂的核军备竞赛；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积聚达到惊 

人的程度；，张局势以及国际与区城冲突有增无减；法律、惯例、人的价值观念以 

及国家间的睦邻关系原则遭到明目张胆的进反；侵略的趋势、控制和扩张的欲望以 

及对各国独立与生活方武的不尊重日翻é失在这种局势下，许多国家和人民正在努 

力获取保护自己免受危险威勝的手段。 这造成了财富与资源的大量浪费，因为不 

然的话可将这些财富和资源用于经济发展方案和计划，包括和平利用核能促进经济 

杜会发展。

你们知道，核能是一种重要的能源，不仅整个世界需要，而且发展中国家也需 

要，它的和平应用对许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根振平等原则，所有国家都有权为此目的在适当的、为了防止一切形式的核扩 

散而商定的国际保障措施之下，按照本国的优先次序、利益和需要，获取和利用核 

技术，而不受任何技视。

. 因而，应该强调指出，广泛不加限制的转让各种系统、设备、技术和资料是更 

加安全、更少风险地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必要条件。 我希望每个与会者都将努力 

为促进和发展国际合作创造一个积极的气氛，而不试圏胆碍和平核技术的转让或向
s.,

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不让它们进行它们的和平核方案。

我想借此机会指出，你们这次会议有责任支持为了创造一个有效的横式而作的 

国际努力，以便保护核设施免受養意的武装袭击，因为这种袭击可能会造成致死原 

子福射的释放，其后果相当于使用放射性武器。

国际舆论认为向核设施提供这种保护是必要的，以便防止再次发生1981年 6



月 7 日以色列对伊拉克专用于和平目的、且受国标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监视的核设: 
施进行的郝种武装袭击。 国际社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与联大以及原子能机构大， 

会强烈递责这一侵略行为肆无忌傳地迷反了联合国宪章与国际行为守则，严重威胁 

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冲击了核不扩散制度和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侵犯了各国发展 

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既有权利。

I ，还希望这次会议能对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压力，责成他们遵守安全 

理事会及联大的决议，将他们的核设施置于国际管制之下，并承担义务不再对核设 : 

施进行武装侵略。

再次衷心预祝你们工作顺利，为了正义、繁荣和发展而促进这一重要领城的国 

际合作。 祝诸位安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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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NF.108/6/Rev . 1 全 权 证 书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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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0EF.108/KT /5/Aâ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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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ÎIP. 108/KP/4/Add. 2 * 

A/C0KF.108/K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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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产出义件的建议提纲

拟议中可能就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 

的适宜的方武方法提出的建议 

关于第一委员会工作程序和议题的建议 

关于第二委员会工作程序和议题的建议

>.各国政府提供的資料

阿很廷，漢大利亚、孟加拉国，比利时，

破璃维亚，巴西

比利时

保如利巫、智利、中国，奇伦比亚、塞浦 

路斯 

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希腊、危地马拉， 

印度，伊粒克 

印度尼百亚 

印度尼西亚 

匈牙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丹麦

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如、黎巴索，摩洛 

哥 

日本

马来西亚

荷兰、新西兰、與威，已拉圭 

已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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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NF. oe/îîF/5/Add. 2 * * 已拉圭

A/C0NF.108/NP/6 秘魯，菲律宾、波兰，菊寄牙、大韩民国

罗马尼亚

A/COKF.loe /N P /6 /A dd.1* 大韩民国

A/COOT. 108 /1^/7 塞内加尔、苏丹、苏里南，泰圆

A /CD W . 108/KF/7/Add. 1 端典

A/C0IÎF.108/KP/8 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A /C O W . lOe/KF/6/Add. 1 * 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A/CO W . lOS/l^T/8/Add. 2* 土耳其

E . 国际原子能机狗及其他S 际组织提供的文件

A/COIîF.lOe/lGC/1 国际原子能机构

A/COIÎP.lOe/lGO/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A/C01：F.108/lGO /5 联合国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A/COIÎF.lOS/lG-O/4 联舍国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

A/COlîF.lOe/lGC/5 联合国载军事务部

A/CCI：r-.108/lGC/6 联舍国环境现划署

A/CÛKTF.108/I&D/7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A/C01T.106/IG-0/6 欧洲经济委员会

A/COIîF  . 108/lGC'/5/Corr. 1 * * 欧洲经济委员会

A/C013'.106/IG0/9 世界卫生组织

A/COIÎF.lOe/lGO/lC 联舍国教盲，科学及义化组织

A/COlîF.lOe/lGO /ll 国际劳工组织

A/C0IÎ?'-.10e/lGC/l2 联合国工巫发展组织

A/CCl：F.10e/îG-0/l3 国际海築组织

VC0EF.108/1G0/14 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原子

能机拘



A/COIIF. 106 /1GO/15 

A/COIîF.lOc/lGO/16 

A/COIÎF.105/IGO/17* 

A/COI：F.10E /IG O /18*

A/COIT.lOt/HSX/1

A/C0IÎP.106/REX/2

A/CCI：y .lC £ /? i：X/3

A/COIâ^.lOt/?^X/4

A /C0IT.103/ESX /5

国际理论物理中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钩 

世界气象组织 

欧洲共同体突员会

区域专家组会议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专宏会议报告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Ü 专家会议报告 

西亚地区专家会议报告 

非洲地区专宏会议报告 

欧洲，美利坚合众国和加拿大专宏会议报告

根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CA/4 L/4 7 ) 第 2 8 段转交会议的文件

A /CO lîF.lO c/L.l * * *  

A/CGIIF.1 0 5 /1 ,2

A/COÎ：r .IC E /L . 2 /C orr. 1 * * *

V C 0K F.105 /L .5  * * *

A/COKF.105 / L . 5 /C orr.1  * * *  

C只有法义本）

A/COLT.106/ L . 4 * * *  ,

A/COKF.1 0 5 /1 .5 -k'k'k

7 7 国集团对会议筹备情况的初步审议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和平利用核能进行国 

际合雅的普遍可以接受的原则提出的补 

充原始資料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和平利用核能近行国 

际合作的普i l 可以接受的原则提出的补 

充原始資料 

核载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捷克斯洛伐 

克提交

核载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捷克斯洛伐 

克提交

7 7 国集团提交的关于和平利用核能国际 

合作的普遍可接受的原则草案

古M 《不扩散条约》和《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A/C0KF.108/L.6 •k-k-k

A/C0KF.108/L.7

A/CCITF. 108/L. e

•k'k'k

'k'k'k

A /C01IF.106/L.9***

A /CCITT.IGS/L.IC***

A /C0ÎÎF.105/L.11***

A/C0ÎT.1O6/L.12-

A/CGÎT.105/L.13

的立场；第八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 

会议通过的宣言搞录：古巴提交

美利坚合众国步提出的关于和平利用核 

能国际合作方面普遍可接受的原则的參 

考材料

《不扩散条约》同不扩散核武器无关：印 

度提交

瑞典就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普遍可接受 

的原则提出供补充參考的初步意见

各国代表因g 会议期间提出的义件

保加利亚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 

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 

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 

国'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就联合 

国促近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合 

提交的义件

秘书处的说明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交的X 件；《拉罗汤 

加条约》案文，作为讨论和平利用核能 

国际合作方面普遍可接受的原则的参考 

材料

美国提出的关于和平核合作原则的义件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以来和平利用 

核能领域国际形势的筒要回顾：C 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



A /C 0 N F .1 0 8 /L .1 5

A /CO N F.1 0 8 / L . 16 

A /CONF .108/ L . 17

A/CONF.108/ L . 18

A/CONF.108/ L . 19

A/CONF.108/L . 20

A/GONF.108/ L . 21

关于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的普遍可接受 

的原则：印度提交

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的普遍可接受的原 

则和促进这种合作的适当方式方法：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提出的建议 

决议革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和平利用核能情况：埃塞饿比 

亚提交的文件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管制下的和平利用

核能合作：美利坚合众国针对A/CO：Nî'，

108/1 . 1 3 提出的文件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管制下的和平利用

核能合作：端典提交的文件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因因长就会议工

作总结的调停

以色列关于 A/CoîTE . 108/5/Ad d • 2号 

文件第2 3 段之二的声明（关于第2 3 段 

之二，见本文件第四章第2 7 段 ）

第一委员会的文件

A /C 0 O T .1 0 8 /C .1 /1  

A /CONF. 1 0 8 / C . 1 / L . 1 * * *

A /C O N F .lO e /C .l / L .2

A/ CONF .108/C.l/L.2/Corr.] 

A/CONF.108/C.l/L.2/Add.l 

a /C O N P .l 0 8 / C . l /C R P . 1 

V  CGKF . 1 0 8 / C . l  /C R P . 2

临时议程

南斯拉夫初步提出的如平利用核能国际合

作方面普遍可接受的原则的补竞一参一考#料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草稿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草稿（只有中文本）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草稿 

主席的文件：意见汇编 

主席的文件：意见 ' r i i



A/COÎÎF. 1 o e /c . l/CRP. 3 关于方式方法的绿合案文 

第二委员会的文件

A/C0KF.108/C.2/1 时议程

A/C0NF.108/C.2/2 向貧一委员会转交文件的说明

A/C0NF.108/C.2/L.1 各代棄团为委员会掘告Ü 出的案文

A/G0NF.108/C.2/L,l/Add.l 各代桌团为委员会报告提出的案文

A/CONF.108/C.2/L.1/Add.2 各代棄团为委员会振告播出的案文

A/CONF.108/C.2/L.1/Add.3 各代袭团为委员会报告提出的案文

A/CONF.108/C.2/L.1/Add.4 各代去团为委员会报告播出的案文

A/CONF.108/C.2/L/l/Add.5 各代去团为委员会报告捷出的案文

A/CONF.108/C.2/L.2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草稿

A/CONF.108/C.2/L.2/Add.l 二委员会的报告草稿

A/CONF.108/C.2/L.2/Add.2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草稿

A/e0NH.108/G.2/L.2/Add.3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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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NF.108/C.2/INF.2 报告暂定时间查

A/CONF.108/C.2/INF.2/Rev.l 报告暂定时间去

K . 各国就拟交第二委员会审议的议题所作报告的搞要

A/C0NF.108/C.2/REP/ABSTRACT.1** 一 美利坚合众E

A/CONF.108/C.2/REP/ABSTRACT. 1/Add.1 * * -  美利坚合众E

A/CONF.108/C.2/REP/ABSTRACT.2 * * 一 瑞典

A/CONF.108/C.2/REP/ABSTRACT.2/Add.l** - 端典

A/CONF.108/C.2/REP/ABSTRACT.2/Add.2 * * 一 瑞 典



A /CONF. 1 0 8 / C . 2/REP /A BSTRA CT.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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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 N F. 1 0 6 / C . 2 /R E P /A E ST R A C Î.1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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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F . 1 0 8 / c .  2/EEP /ABSTRACT .  1 3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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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F .1 0 8 / C .  2/REP/ABSTRACT . 1 5  料

A /CONF . l O e / C .  2/EEP /A BSTRA CT. 1G 錢

A /CO N F. 1 0 8 / C . 2/REP /A BSTRA CT. 17 

A /C O N F .108 /C .2 /R E P /A B ST R A C T . 1 7 /A d d .1 * *

A /CONF ,1 0 8 / C .  2 /C R P . 1

A /CONF .1 0 6 / C .  2 /C R P . 2

一 荷兰 

- 西班牙

- 德意志联邦共 jfois 

一 埃 及  

一 埃 及  

- 丹麦 

— It利时

一 比 利 时  

一 法 国

一 法国 

-  加拿大

一 加 拿 大  

- 德意志民主共加国

一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棄》国、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加国、苏 
雄埃社会主义共ifoS!联盟

一捷克斯洛伐克  

一 漠 大 利 亚  

一 日 本  

- 芬兰 

- 臭地利 

一 奥 地 利

非正式讨论文件（貧二委员会的报告草稿)
解 翁 件（侧 ■̂表团所提的建议 )



A/CONF . 1 0 8 / C .  2 /C R P . 2 /A d d . 1 

A /C 0 N F .1 0 8 /C .2 /C R P .2 /A d d .2

A /C O N F .1 0 8 /C C / l

非正式讨论文件（名•国 代 提 的 建 议 ） 

非正式讨论文件（名国代» M 邮É议X

. 全权证书委员会

会议代去的全权证书

：. 资料性文件

A /C 0 N F .1 0 8 / IN F .1  

A /C 0 N F .1 0 8 / I K F .2  

A /CONF. 1 0 8 / I N F . 2 / R e V. 1

A/CONF.108/INF.2/Rev.1/Corr.

文件清单 

会者暂定名单 

与会者名单

与会者名单 

非政府组织提交的背景文件

A /C 0 N F .1 0 8 /N G 0  1 '

A /C 0 N F .1 0 8 /N G 0  l / A â d . l  

A /C O N F .108 /N G 0  2 *  

A /C O N F .108 /N G 0

食品箱照处理致死 

可提供的过时技术 

稀有资本的转用 

( S 际能源促进发展联盤 )

致联合国促进采J 平利用桂能国际合作会议 

的声明（E 际能源促进发展联盟）

保险在促进命平利用核能E 际合作方面的 

作用（欧洲保险委员会》

致联合I S 促进如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 

的声明（S 际泛神教联盟》



A/C0NF.108/NG0 4 ' SI 单 位 的 利 用

( ® 际犹太妇女理事会；国际 K ÿ 床化学联 

会会；

E 际棄3平局；全E 加平理事会(联合2 1 } ) ;

国.斤'职业妇女协会未3崇德社国际）

0.,会议举行前印发的文件

1 《联合国进加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抱告》，大会正式记录： 

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篇4  8 号（A / 3 6 / 4 8  )

2 《联合国促进射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 

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4  8 号（A / 3 7 / 4 8 , 貧一与第二都分射A / 3 7 / 4 8 /  

Add. 1 )

3 《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 

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第4  7 号（A / 3 Ç. / 4 7  )

4 《联合E 促进j f o 平利用核能® 际合作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振告》，大会正式记录： 

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4  7 号（A / 4 Q / 4 7  )

5 《联合国便进射平利用核能® 际合作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

\ 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4  7 号（A / 4 h a 7  )

Z l S 襄交文杰的语文本。

着英文本。
  — . 一

第一委员会收到的供其审议的文件。 ( a/COEe . 1Ü8/L. 12是在该委员会工 

# 结无时提^ 的，i 经该委员会审议。 ）



附 件 三

提交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

其中一些报告的搞要已载入a/C0N；f , 1 0 8 / C .2 / r e p / a b s t r a c t。i至 17 

号文件，以下报告的标题之后凡标明者均厲此种情况。

A . 核能规划

1 . 区械合作—— 北欧的情况，报告人： î 'ran z  M arcu s。 （瑞典 XABS*

2 )
2 . 核电在法国的地位：能源和经济。 （法国）

3 . 比利时核电方案的制订。 ( 比利时）（A B S ，8 )
4* 核动力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能源政策中的地位，H-Kraem er , 煤炭和动 

力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a b s ，i i  )

5 . 西班牙在核发展方面的经验，工业和能源部。 （西班牙）（A BS .4  )
6 . 经互会各国之间的合作。 （经济互助委员会）

7 . 核能规剑：经济和财政问题。 （法国 ）

8. 发展中国家模式辅助能源规划和技术评价一 印度尼面亚所采用的办法说 

明， M • K le  emann, D，S I  eve r t  和 D • W il  de, K e rn f  or s clnings a n l ag e
JÜ l i c h (K E A > ,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A BS .5  )

9 • 印度Æ 西亚共和国电r 发展和电网r 展战略一 线性编程能源规划模式的

应用， A. Lezou 和 M. Gattinger, Kraftwerk Union A.g. (KWU), Erlangen.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ABS • 5 )

1 0 . 巴西的核能规划， M.H. Ferreira, Jr. ( 巴西）

1 1 .埃及的核能方案。 （埃及 ） ( ABS . 6 )
1 2 .核项目的筹资：发展中国家面略的一个重大限制。 （埃及）（A BS .6  )

1 3 . 中国的核动力发展。 （中国）



B . 核能生产领域的发展和前景

1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商业性核电厂技术，经验和展望, C. Goetzmann, Kraf- 

twerk Union A. G. ( K W ) ' E r l a n g e n(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A B S * 5  )

2 , 法国的核电姑：反应堆的规划和发展。 （法国 ）

3« 先进较水设计方面的发展，D. Bunch, USDOE; J. T a y l o r E P R I ; F. Sears, 

美国先进轻水反应堆电业指导委员会。 （美国 ） （ ABS • 1 )
4 . 核动力和地区供暖厂 产热和发电的有效系数。 A ，A. Abagyan

V .M. B o l d y r e v .( 苏联）（A B S  .12 )

5 ，边_远地区核供暖和供电用小型动力反应堆，A.A. Abagyan V.M. Boldyrev. 

( 苏联）（A B S ，12 ) ^

6 . 捷克斯洛伐克的核动力 '~一现状、未来计划和预计>0 ( 捷克斯洛伐宠）

( A B S . 13 )
7 . 核能领城的发展和前景，J.E. Salvatore L e m e . ( 巴西）

8 * 伊拉克和平利用核能情况0 ( 伊短克）

9 . 袖的揚探与开采：法国的经验。 （法国）

1 0 * 西班牙核燃料元件的制造，Jose Manuel Jimenez Arana, E N U S A•(西斑 牙 ） 

( A B S . 4  )

1 1 . 制订核动力生产方案的基础结构，Andre Caillaulfe.(法国 ）

12. 芬兰采用核动力情况：建立基袖结构和技术专业基础, Jauh。或 Silvenn 一

oinen, ( 芬兰）

1 3 . 国家核电方案标准0 ( 比利时）（a b s . 8 )

1 4 . 经合国家对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反应： 国际合作的例证，H.K. S h a p a r ,经合 

组织核能机构。 （经合组织）

1 5 ，加傘大对核动力技术发展的贡献。 （加拿大）（ ABS . 10 )
1 6 . 用于地方能源供应的无人管理的核系统0 ( 加拿大）（a b s ，i o  )
17 • 轴的勒探与技术：加拿大的经验与专门知识, Gordon S i m s . ( 加拿大）



1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放射性同位素和稿射的应用， J.W. L e o n h a r d t和 K.G. 

Wetzel , 某比锡科学院同位素和辖射中央研究所。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ABS. 

11 )
2 . 福射技术—— 广泛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长期方向， A.S. S h t a n . ，（苏联）

( A B S， 12 )

3 . 辖射和同位素的应用。 （曰本）（A B S . 1 5 )

4 . 巴西核能其他应用方面的现状、发展和前景，L.C. de F r e i t a s . ( 巴西）

5 . 中国同位素的发展和应用，李野砂先生。 （中国）

6 • 核能的和平应用。 （埃及）（a b s ，6 )

7 . 放射性同位素结构和利用慨况。 （加拿大）（A BS ，10 )

8 • 国际剂量保障服务，箱射与环境研究协会同原:子能机构的合作，D. Regu- 

l i a ,辖射与环境研究协会, N e u h e r b e r g /墨尼黑和L.W. Nam , 原子能机构。 （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

9 . 放封性同位素生产方面的经验，尤其是制药方面的经验，R，Muenze, 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 R o s s e n d o r f核研究中心研究所。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A B S . 1 1 )

1 0 . 捷克斯洛伐克放射性核素生产和电离辖射应用。 （捷克斯洛伐克）（ABS- 

13 )

1 1 ，研究用反应维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方面的作用，Williara L. Whittemore

和Rober H. Chesworth.( 美国）（A S S ，1 )

1 2 . 欧洲共同体？e t t  e n 高通量材料试验反应堆，作为成功採索大型研究设施

的模型， P e t t e n , E C N ,荷兰能源研究基金会  R.J. Swanenburg de Veye, 和 

欧洲共同体联合研究中心。 M. C u n d y . ( 荷兰 ） （ AB S . 3 )

1 3 . 能源理事会同位素应用情况，环境和技术（CIEMAT)。（西斑牙）(ABS。

4 )

1 4 . 核技术的研究与发展， CIEMA：!； ( 西斑牙）（AES .4  )



5 ，核 IS学：过去、现在和未来，Henry N. Wagner, J r . (美国

6 . 法国核医学的发:展和应用。 （法国）

7 . 苏联放射治疗的物理和工程问题， A.S. S h t a n ' . (苏 联 ）（A B S . 1 2 )

8 . 比利时医学和农业放射利用的成就。 ( 比利时）

9 . 国际食品辖照处理0 ( 美国）（ABS . 1  )

2 0 . 食品福照处理—— 荷兰的经验：， J.G. van Kooy I F F I T 项目主任， 

W a g e n i n g e n ,和外交部 P. de Klerk , 海牙（荷兰）（A BS .3  )

2 1 . 意大利食品和农业发展利用原子能情况以及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现成技术情 

况；意大利作物改良方面的变异育种；食品稿照处理的新藏前素;虫类不盲技术  

辅助防治虫香。 （意大利）

2 2 . 核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A B S . 1 2 )

2 3 . 小国医学、工业和自然资源普査工作中核方法的利用情况， Eiisnfâki 

教授》 ( 芬 兰 ）（ABS. 16)

2 4 . 工业和地质学中物质元素分析核物理方法，A.S. Shtan , 全苏放射工程研 

究所。 （苏联 ） ( ABS.  12 )

2 5 . 最新放射示踪工业试验， K. Przewlôcki 和 L. P e t r y k a ,矿业和冶金学 

院。 （波兰）

26 • 拉丁美洲II家水文工作同位素技术应用原子能机构—— 辖射与环境研究协 

会协调研究方案报告，H. Moser H.P. S e i l e r 辖射与环境研究协会 , Neuherberg/ 墨 

尼黑。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ABS . 5 )

2 7 . 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在农业和农一粮业中的地位》 ( 法国）（A B S . 9 )

2 8 . 原子能在波兰的应用情况0 ( 波兰）

2 9 . 却牙利放射性同位素的工业应用情况0 ( 御牙利）

核安全和箱射防伊

!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核安全办法和最新运行经验， À.Birkhofer 和 A. 

Jahns，反应堆安全研究所，科隆 / 墨尼黑。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A.BS.5)



2 . 瑞典反应维外亮的过滤通风，报告人： Ingmar Tirén, AB ASEA-ATOM, 
Vâsteras, ( 端典）（A E S .2  )

3，核电厂应急程序调查方法， V.B. Nestorenko, G.A. Sharovarov和 

A.G. Shashkov.(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A B S ，12 )

4 ，采用离解冷却剂的核电厂应急程序动态，V.B, Nestorenko, G.A. Sharov- 

a r o v和 A,G. S h a s h k o v . ( 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ABS，12 )

5 . 面班牙核电姑的核安全，核安全理事会。 ( W斑牙 ) ( A B S )
6 • 奥地利的核安全，Sonneck.( 奥地利 )

7 • 放射危险评估' : 现状和未来方向- Richard G. Cuddihy, Bruce B. Boecker, 
Fletcher F. Hahn, Bruce A Muggenburg 和 Roger G|，McClellan, Lovelace

吸入毒物学研究所，Albuquerq'ue,新墨西哥a ( 美国）（A B S . l  )

8 . 辖射防伊研究， C1EMAT.( 西班牙）（A BS .4  )
9 . 巴西的辅射防护情况， L,G. de Freitas, R,N. Alves 和 J.E.L, 

Salvatore• ( 巴西）

1 0 . 比利时辅射防护研究、教育和培训。 （比利时）（A B S . 8 )
11 .  ARGOS,核应急迅速决策计算机方法， 0, Walmod-Larsen和 J.Lippert,

里索国家实验室， John. Jensen, 丹麦环境署。 （丹麦 ） （ A B S，7 )

12 •法国轻水反应堆安全办法，Queniart，核防护与安全研究所。 （法国）

1 3 . 安大略省放射性材料管理Hydr。 系统办法。 （加拿大）

1 4 * 辅射剂量监测和警报系统局限性的基本原则，Peter Vychytil,健康和环境 

保护部。 （奥地利） ( A B S . 1 7  )

1 5 . 瑞典的福射防护：原则和实践，报 告 人 Jan Olof S n i h s . (端 典 ）

( A B S . 2 )

E . 废燃料和放射性废料管理

1 . 放射性废料，理方面的问题0 ( 美国）（ABS.1  )

2 . 废燃料和放封性废料管理—— 瑞典的一般性考虑和应用情况，报告人：



Sten BjurstrÔm. ( 瑞典 ） （ ABS • 2 )

3 . 以法国废料管理体制为基础的知识和技术转让，Marque. (法 国 ）

( ABS«9 )
4 . 核废料管理的组织工 作 ---- 端典的办法，报告人：Olog Sbderberg,

( 瑞典）（A B S，2 )

5 . 放射性废料管理，Krejsa. ( 奥地利）

6 . 低放射性废料的收集。 （法国）

7 . 比利时放射性废料的处理和管理。 （比利时）（A B S . 8 )

8，用热固化树脂封装废料，de Buzonniete. ( 法国）

9 • 为核电站建立放射性溢出物处理工 厂 ， de B u z o n n i e r e . (法 国 ）

1 0 . 面班牙的放射性废料管理：规划和实施情况，E N R E S A . ( 西班牙）

( ABS .4 )
11. SYUROC： 放射性废料第二代去活性法， D. C o l e b y . ( 澳大利亚）

( ABS - 1 4  )

1 2 . 核设施的停产和拆除：法国的实验， C r . e g u t ,原子能专员。 （法国）

法律、行政和规章方面的实践和经验:

1 • 核安全标准的作用、国际协调的发展程序和可能性， W. Schwarzer,

反应堆安全协会，科座 / 墨龙黑。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A B S . 5 )

2 . 法国在核安全方面的行政实践：原则、组织、经验和最新发展。 （法国）

3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原子能安全和放射性防伊的管理，D. Richter,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原子安全和辅射防护局，柏林>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A.BS . 1 1 )
4 . 墨西哥的管制机构， J. Abud, CNSNS. ( 墨西哥）

5 * 西进牙的核活动管制体制， Consejo de Seguridad Nuclear. ( 西斑牙）

6 . 比利时一级核装置规章。 （比利时）

7 • 端典在核安全和反应堆方面的经验，报告人： Olof H o r m a n d e r . (瑞 典 ）

( A B S . 2  )



8 ， 巴西核能的法律、行政和规章问题， B.c. P o n t e s 和 J.E.L. Salvatore. 

( 巴西）

9 . 中国的核安全监督，钱京京女士。 （中国）

1 0 * 当前对与美国轻水反应堆有关的危险性的了解， Mark C u n n i n g h a m ,美国

核管理委员会。

11，反应堆事故方面的国际合作， James T a y l o r , 美国核管理委员会。 （美 

国）。

12 • 加拿大核动力安全办法， Gordon S i m s . ( 加拿大）

1 3 . 管制机构在确保核安全方面的作用， Land。 Z e c h 主席，美国核管理委员会。 

( 美国）

G •人员培训

1 . 发电姑人员培训。 （法国）

2 • 德意志民王共和国安全经济利用原子能教育和培训， M. S t e u r e r 和 W, 

R e h a k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原子安全和辖射防拍局，柏林。 （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ABS . 11 )

3 . 巴西的人力培训， B.c. P o n t e s . ( 已西）

4 . 核电厂人员配备和培训方面的某些隐患。 （美国）（a b s . i )



附件四

第二委员会转交第一委员会，第一委员会又转交 

会议全体会议的拟议中的建议

1 . 第二委员会讨论期间，就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的方式方法提出了一 

些意见和建议。 根振会议通过的筹备委员会关于第二委员会工作程序和议题的建 

议的工作文件0 / 0 0 ；05\10&/^1\4)第二节委员会一致同意将这些建议转交 

第一委员会， A/COÏÏF. 108/C .2 / 2 号文件载有转交这些建议的说明• 第一委 

员会没有时间对这些建议进行讨论，而是将它们转交全体会议， 转交第一委员会 

和全体会议的建议均与提交第二委员会的行文相同，并列出了提出该建议的代表团 

的国名《

A . 核能规划

经济和财政问题

2 . i 耳其提出的建造一运行一转让模式是解决发展中国家核动力项目筹资问 

题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为核制造业提供了新的市场机会， 这一模式是可能解 

决国际筹资这小复杂间题的办法，值得加以认真考虑* ( 土耳其）

3 . 有人建议需为核动力项目等资的国家可以采取某些行动来促进此种等资： 

( a ) 为所需资金的国内部分建立一小专用基金，以示承诺；0>)为整个项目备齐一 

切所需的件可证，批准书、执照等, 因力这些方面的延误会造成很高断代价；(Û)保 

证出售电力的价格能足以支付生产费用并还清贷敦* ( 美国）

4 . 改进经合组织协商一致的现有条件将会大大缓解核动力项目筹资方面的困 

难，这种改进主要包括：通过为核动力项目收回额外的1 % 而降低利率；较长的偿 

还期和较灵活的宽限期；优惠贷敦和出口信贷结合使用；利用核项目中的援助赠款 

支付基袖结构方面的培训赛用；电网联接和其他辅助服务. （埃及）



计算机核能规划模式

5 . 维也纳自动系统规划程序包中的计算机能源规划程序可在个人计算机上使 

用，一些国家已将其作为核动力系统#"大规划的一项基本技术。 这些国家也许可 

通过原子能机构/ 区城合作协定向其他尚未利用这一模式的国家介绍它们的经验。 

( 大韩民国）

区域合作

6 . 国际组织应郁助区域国家集团建立与核动力发电有关的合资工业企业，以 

減少硬通货的外流。 （伊拉克）

7 . 应鼓励与邻国的电网联接，以形成能力较高的动力系统。 （伊拉克）

8 . 北改各国的经验轰明，研究与发展方面的努力对于核能的开发是十分关鍵 

的，各方都应进行这种努力， 为了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需要，原子能机构 

在交换和转让必要的技术和科学资料方面发挥中担作用，此外也可在促进和协调联 

合研究与发展项目方面发挥中枢作用。 （印度）

9 . 邻国间电网的联接有助于核能的和平利用，需 要 加 以 鼓 励 这 种 联 接 对  

有关国家所具有的潜在禅益可能包括：使核电厂在经济和技术上可行，消除选址中 

某些限制因素，降低储备容量的最佳值，从而使资本投资得到最佳使用》 ( 大韩民 

国 ）

B . 核能生产领域的发展和前最

反应堆设计和发展

1 0 . 原子能机构应，̂̂出有效努力，为发展中国家的小型电网发展中小型反应堆。 

( 伊拉克）

1 1 .为减少建造时间和资本费用，必须尽可能推广核动力反应堆的标准化，(伊 

拉 克 ）

1 2 . 由于电网容量和其他基她结构方面的限制，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倾向于采用 

中小型动力反应推》 原子能机构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报告表明发展中国家需要此



种反应堆。. 从各项报告看来，中小型动力反应堆的设计可以做到符合必要的安全 

水平，而且财政开支不致太大， 因此，应当支持中小型动力反应堆的商业性发展。 

( 印度）

13. 国际合作对于不断改进现有类型反应堆系统的性能和安全水平是十分重要 

的》 此外，还应研究新的燃料循环方式，以便更好地利用资金和提高燃料循环率。 

为此，可通过原子能机构安排技术会议并协调研究项目，还可交换技术资料, （印度)

支持核能的基袖结构

14. 核动力系统的供应者应在反应堆设计和建造方面吸收接受国的当地工业和 

科学家参加，在这方面应考虑到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的宗旨，并帮助它们发展安 

全运行和保养此种系统及研究与发展所需的基础结构， （伊觸伊斯兰共和国）

15. 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核能发展必须要有本地工业的有效参与， 这对解决曰 

常运行和保养问题尤为重要， 此外，此种参与也可为核电厂的安全运行和采用新 

的发展提供技术基础和基础结槐由参与而形成的信心将可促»能的发展并扩大核工业 

的国际贸易，同时也有助于克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收支方面受到的限制。 技术转 

让方面的国际合作既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于发达国家，应当予以支持》(印度）

。，核能其他应用方面的发展和前景

一 般

1 6 . 大多数国家都在开展利用核能的方案，涉及同位素和辖射在农业、工业、 

医疗卫生、水文等方面的应用， 各国的方案水平不齐，但有一点是很肯定的：核 

能在其他方面的应用已对人类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会趣续 

产生更大的影响。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购置和保养最新设备方面已遇到了困难，要 

有效应用目前正在发展的各种技术. 人力培训也是同样重要的。 在国际合作中应 

当考虑这些方面的问题。 （印度）

1 7 .⑥当为获取和平利用核能所需的零件、设备和材料提供方便， （巴西）



1 8 .和平利用核能设施的供应者应当提供充分的资料和人力培训，使接受国能 

够在保证期内充分掌握所供应设施的安全有效运行和保养所需的知识和专门技能，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 9 . 原子能机构应当与有经验的国家合作，开展方案，收集、评价和散发各项应 

用的定量成果，并说明发展中国家可望从这些应用中获得多大的经济利益， 这项 

方案会对发展中国家研究机构和有关的决策机构起到被舞作用， 这些活动的技 

术援助范围应当通过原子能机构的通常颜算程序得到护■大， （土耳其） ■
2 0 . 国除社会在发展核动力的同时，还应注意同位素和辖射技术的发展与应用a 

经验表明，同位素和辖射技术在各国的各个经济发展阶段都有应用， 这些技术同 

核动力相比用途更广，适应性更强，所需资本较少，收效较快，因而可在一国的经 

济及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建议这一领域的多进和双过国际合作 

应通过合作项目、交换科学资料加提供培训班及研究金等方式进一步加强， （中国）

2 1 . 为促进核能其他应用方面的技术合作，应当充分考虑到为发展中国家基础 

设施的发展培训人力的重要性, （日本）

研究与发展

2 2 .研究用反应堆在科学技术不同领域的人员培训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并可 

为和平利用核能提供基础， 同时，核电厂的设计，安全性分析、建造和运行也需 

大量具有基本科学和工程知识的人力• 人力培训方面的国际合作应包括所有这些 

方面， ( 印度）

23 . I发展中国家的核研究中心在培训本国专家和利用核能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 

和社会发展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应高度重视设立这样的中心， （苏联）

医疗卫生

24 . 核医学领轉的新兴技术预示着诊断技术和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 要使这 

些技术的潜力在所有国家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就必须开展这方面的国际合作，因此， 

各国应有适当的基础结构，以便利用这些新技术， （美国）



粮食和农业

2 5 . 原子能机构应更加努力提供有关食品福照处理的资料，特别是关于公众接 

受的问题。 在辖照处理的食品方面需要迅速采取国际行动，尤其应在标志要求方 

面采取行动。 原子能机构应帮助各国制订有关福照处理食品的规章，并分析福照 

处理的产品。 有人指出原子能机构和粮农组织正在联合研究辅照处理的食品问题, 
( 哥伦比亚）

2 6 . 原子能机构/ 粮农组织/工生组织应加速进行食品辖照处理方面的主动行 

动，其中包括标志协定、国家规章、侧定能力的发展，并提供咨询意见以说明这些 

技术的经济影响和对食品辖照处理设施进行投资的可行性， ( 土耳其 )
27. 土壤科学、肥料利用方案和灌瓶研究中示踪技术的应用已取得了良好的进 

展。 原子能机构应放励其进一步发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2 8 . 各国政府应采纳和实施联合国食品法规委员会关于辅照食品的一般标准。 

这将有助于广泛批准按食品法规委员会一般标准对食品的稿照处理；该委员会建议 

采用经营食品辖照处理设施的国际业务守则和所有其他适用于具体商品的业务守则。 

采纳和执行该委员会的标准不仅可保证世界梭食供应更为安全可靠，而且也可促进 

国际农产品贸易， （美国）

工业和土壤科学

2 9 . 工艺过程控制和优选方面Ë î l l射校测和放射示踪技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标准， 

效益一成本比率已高于1 0 : 1 。 原子能机构应放励这一领城的信息和技术交流，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D. 核安全和辅射防拍

核设施的安全

3 0 . 核动力系统供应者应向接受者不断地、有保证地提供有关其供应的设施核 

安全的资料，特别应提供设施设计方面的资料， （伊胡伊斯兰共和国）



3 1 . 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核事故都可能造成全球性影响， 此种事故除会对健 

康加安全造成影响外，还可能对所有国家的核动力方案造成影响。 核反应堆安全 

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安全性研究的投入，这需要有受过高度培训的人员和专用 

设备， 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正在进行安全研究，这是具有共同利益的工作。 分 

享安全性研究的数据可大大确保核动力厂的安全运行并提高安全水平， 这方面的 

国际合作是十分关键的， （印度）

3 2 . 核安全方面的国际合作应当扩大，核电厂设计、建造和运行以及其他和平 

核利用方面的国际合作尤应如此，（阿根廷、巴西和哥伦比亚）

3 3 . 应报据当前的技术标准不断提高核电厂的安全水平， 原子能机构的安全 

规章应作为通行规章《X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3 4 . 为提高工厂的安全和性能，原子能机构应同O S A R Ï 方案协调，促进操作 

人员交流和培训，（端典）

3 5 . 原子能机构的事故报告系统应予加强，途径是扩大报告工作。（墙典）

3 6 . 鉴于《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加《核事故或辅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的极端 

重要性，使请尚未加入这些公约Ë Î 国家尽快加入这些公约，（苏联）

3 7 . 原子能机构应在其与核有关的活动中特别重视具有更高安全水平的核动力 

反应堆的发展。（苏联）

3 8 . 促请各国在核活动中确保对核材料和设施的实物保护。 （苏联）

3 9 . 应该进行国际努力制订一组可靠的措施j 以防止一切形式的核恐怖主义并 

促进各国在这一重要问题上的合作。（苏联）

辖射防护

4 0 . 每个国家都有责任尽量减少公众的集体和累计受辖射照射的程度，此种照 

射主要来自用于医学诊断的福射；这一责任一般是由次级标准剂量学实验室负担的。 

原子能机构一卫生组织一次级标准剂量学实验室网络就是此种国际合作的良好典范。 

建议应r * 大此类实验室的作用，在其计量学工作中纳入治疗方法的其他一些方面， 

例如： 13的应用、放射源短程疗法、低能量和正电压X 射线、X 光，断、一般辖射 

防护，其中包括小人防护、职业防护和环境保以及工业稿照工艺的高水平剂量



学等此类实验室还可作为核能应用福射防拍方面的专门知识参考中心， （阿根 

廷、巴西和哥伦比亚）

4 1 . 有必要在以下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测量放射性同位素对食品的污染，就可 

接受的水平达成协议 i 以便为国际贸易创造更好的条俘等， （阿根廷、巴西加哥 

伦比亚）

4 2 . 应当促进为环境控制拟订放射性标准的国际合作， （阿根廷、巴西和 

寄伦比亚）

4 3 . 确定核能应用方面的援助应与加强報射防护结合起来》 ( 瑞典）

应急计划和防备

4 4 . 考虑到核事故的放射性效应可对邻国产生直接影响，可妓励建立区域性核 

防备系统，以利区域内各国之间交换情报和提供技术支助。 （大韩民国）

4 5 . 原子能机构应郁助成员国组织对核设施所在地和以外的应急防备系统进行 

审查，途径是组织一小咨询组体系， 此外，原子能机构应研究如何管理核事故的 

短期加长期影响，以便确立共同接受的慨念， 研究结果可作为进一梦发展国家应 

急防备系统的基础。 （端典 ）

E . 废燃料和放射性废料的管理

放射性废料的处理

4 6 . 适合于核能利用方案的、设计完善的废料管理方案可加强公众的信心并提 

高其对核能的接受程度，☆ 此，必须在国际一级广泛进行这一领城的合作，（印度）

47 . 为动力或非动力应用等和平用途利用核能的国家应在规划周期初期即考虑 

到这些活动产生的放射性废料的处理问题。 用于处理废料的设施的规划、发展、 

建造和监测应当同主要活动的发展一样得到优先考虑， （美国）

4 8 . 处理放射性废料的计划应力求找到可保证环境安全的长期或永久性解决办 

法， （美国）



4 9 . 原子能机构应同其他国际组织合作，确定处理高放废料的准则，包括表明 

遵守这些标准的要求和方法 . （瑞典）

法律、行政和规章方面的实践湘经验

核规章和安全标准

5 0 . 从事加平利用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材料的国家应建立审计如管制此类物质 

的体制，以利发现此类物质的遗失或未经批准的使用或移动情况，并有助于根据各 

国同原子能机构之间的协定条款有效实施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措施。 （美国）

5 1 . 开展民用核能方案的国家应建立核材料实物保护体制，防止未经批准使用 

和处理这些材料， （美 国 ）

5 2 . 各国应相互合作，按照每小国家的法律制定有关核材料实物保护的有效措 

施* ( 美 国 ）

5 3 . 各国应根据国际准则确定充分确保实物保护所需的国家法律、规章或其他 

措 施 （并定期加以审查）， （美国）

54. 各国应为确保有效审计和控制陵材料和放射性材料的体制制订必要的国家法 

律、规章或其他措施（并定期加以审查）， （美 国 ）

5 5 . 根据各国与原子能机构之间的保障协定，所有国家均应促进保障措施的实 

施，并为此同原子能机构合作， （美国）

5 6 . 原子能机构应拟订一般安全原则，其成员国应将这些原则作为国际上接受 

的原则加以采纳》 ( 瑞典 ）

5 7 . 经过审查和补充的H U S S 守则和指南的容询作用应予以维持，以便各国自 

愿以它们作为本国安全体制和规章的基細* ( 端典）

5 8 . 原子能机构应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安排有关核规章的国际会议，以便审 

查管制原则和方法并讨论如何推广好的做法， （瑞典）



G. 人力培训

5 9 .拟订新的区域培训方案和大现有方案都必需有国际援助。 培训专题必 

须具体联系区城需要，其中包括以下一些课题：反应堆运行、废料管理、抽矿勘探, 
燃料制造、放射怪同位素生产、规章安排以及非破坏性试验等。 （伊拉克）

6 0 .应向指定的国家中心加区城中心提供国际技术支助和资金支助j 用于以下 

领城应用核技术的培训：粮食和农业、医疗：]!生、水文、工业以及石油开采，并促 

进这些领域的技术转让. (伊拉克）

61 .需建立一小国除机制，促进区城和国际两级的科学技术信患交流。 （伊拉 

克 ）

6 2 .发展和平别用核能技术的国家应保证提供卫生和安全利用所需的受过充分 

训练的人力。 为此，这些国家应提供辅助性的核安全管制和检查活动以及环境保 

护活动。 各国还应继续充分利用世界上各种现成的培训机会。 （美国）

63.发展中国家应尽可能利用现有的国家和国际培训方案，包括大学、培训班 

等等。 不过，各国也应发展为保证有一小受过充分训练的人力基础所必需的辅助 

性本国培训方案. （美国）

6 4 .原子能机构向义发达国家提供核科学领域技术援助的发展应分步骤或在不 

同层次上开展， 以便获得更好的效益并尽量利用其影响：

(a) 没有任何核基袖结构的国家

简易的计数设备、技术的采用，提供示踪剂、奖学金和专家；

具有巩固的(a)项基础结构的国家

(C)

65.

训方案

先进设备，用于较先进的技术，如 .vX射线焚光、穆斯鲍尔光谱技术、低 

放计数系统等，奖学金、国家培训班、区域培训班Î 
具有巩固的03)项某础姑构的国家

重要的核设施，如小型加速器等、奖学金、国家和区城培训班、协调研究 

方案。 (巴拉圭）

大多数发言者认为核反应堆的安全运转需要有高度熟练的人员和全面的培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希望为和平目的利用原子核能，有必要通过原子能机



构和其他有关机构加强本国在陵动力发展各个阶段的技术能力的发展，途径是周密的研 

究与发展支助、放宽对了解同类技术的限制并保Æ 供应有关材料和设备, 日利亚)

H. 其他事项

6 6 . 应尽早达成一项国际协定，防止攻击和平核装置及设施。 （伊拉克）

6 7 . 鉴于和平利用核能对各国社会及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所有国家都应在力所 

能及的范圃内努力消除疑虑、减轻各种担心，向公众提供信息以提高公众对核能的 

了解。 此种努力应包括散发关于解决环境和安全问题以及关于质量保证和实物安 

全的可靠资料。 （美国）



1 月 2 9 日1 . 联大 1 9 7 8 年 1 1月 2 日第3 3 / 4 号决议和1 9 7 9 年 1
第 3 4 / 6  3 号决议。

2 . 最.初，联大主席任命了 5 4小国家为筹备委员会成员， 到 1 
月，委员会有6 6 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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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5 的全文见第三章，第 2 8 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第4 7 号 》（A X 3  
专家小姐会议的报告已作为A/GOEP . lo a / E îE x y i至 5 号文件提交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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