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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 月 7 日荷兰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致 

会议秘书长的信，其中转交 2002 年 9 月 25 日 

于日内瓦举行的关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 

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的第二次 

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会议的纪要，该会议 

是荷兰就禁产条约所进行的活动的一部分 

 我谨转交关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问题的第二次

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会议的纪要，该会议是荷兰就禁产条约所进行的活动的一部

分。  

 会议由荷兰王国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于 2002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三召开。与会

者多达 100 人以上。50 多个国家的代表以及非政府组织、一些国际组织和维也纳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禁产条约的范围：托马斯·谢伊先生(原子能机构)的评述  

 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司三边倡议办公室主任托马斯·谢伊先生代表原子

能机构在会上评述了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的可

能框架。其讲稿副本附于本文件之后。  

 谢伊先生所谈到的问题包括：  

● 禁产条约可涵盖哪些内容(范围、定义、何种设施)；  

● 如何核查禁产条约(宣布、核查)；  

● 哪些军事利用可作为例外(舰艇推进及其他非爆炸军事用途)；  

● 需考虑哪些其他相关因素(组织、费用及法律条款如生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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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伊先生评述后，立即进行了讨论，所提到的问题包括：禁产条约核查制度的

范围；禁产条约核查制度的经费筹供；储存问题，包括三边倡议与禁产条约的相

关性；禁产条约与防止核恐怖主义的关系。  

禁产条约核查制度的范围  

 关于禁产条约核查制度的范围，讨论集中于下述问题：禁产条约的核查对象应

包括所有国家还是只包括生产和拥有核武器不受《不扩散条约》禁止的那些国家

(即五个核武器国家和未加入《不扩散条约》的三个国家 )。此外，禁产条约的核查

制度是否应基本上沿袭适用于无核武器国家的原子能机构现行保障制度

(INFCIRC/153 和 INFCIRC/540)，还是应分别为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规定不

同的核查制度。  

禁产条约核查制度的经费筹供  

 核查制度的供资方式同这一制度的范围密切相关，具体取决于核查制度应涵盖

何种设施。讨论中提到的几种供资方式包括：由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

置的裂变材料的国家供资，或由禁产条约所有缔约国按联合国会费分摊比额表或

类似的模式分摊。  

 讨论中提到的未来组织的核查制度经费筹供的另一种办法是对所生产的每千吨

核能收取附加费。  

储存问题(包括三边倡议与禁产条约的相关性) 

 关于逾量裂变材料储存问题，有人指出，禁产条约谈判的职权范围 (CD/1299

号文件所载的香农职权 )中的有关措词很模糊。讨论中提出的三种不同看法是： (a) 

在条约范围内处理储存问题更为允当； (b) 应通过另外的辅助机制 (如三边倡议 )来

处理这个问题； (c) 根本不应在禁产条约的框架内处理这个问题。关于另外的辅助

机制，会上讨论了可否利用例如三边倡议 (原子能机构、俄罗斯联邦和美国之间共

同监测逾量储存的框架)一类的现有机制作为处理这个问题的另一种办法。  

 在这方面，讨论中还提到了南非关于逾量材料储存的所谓基线模式的工作文件

(CD/1671 号文件)。南非在该工作文件中指出，将裂变材料储存问题纳入谈判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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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困难，这不但有政治方面的原因，而且有实际方面的原因。根据核武器国家自

身的经验，实际的储存量与它们按过去的生产记录计算出来的应拥有的裂变材料

数量之间看来存在很大的差距。  

禁产条约与防止核恐怖主义的关系  

 谢伊先生讲述之后进行的讨论中提到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禁产条约与防止核

恐怖主义之间有没有关系。人们广泛认为，禁产条约在这方面的作用会很有限。

尽管禁产条约将提供更多的核查机会，但普遍认为现有的一些反对恐怖主义的公

约及《关于核材料的实物保护公约》在这方面起的作用较大。  

 谨请将本信及本信的附件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分发给本会议所有成员

国和参加会议工作的非成员国。  

 

荷兰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  

大使  

克里斯·桑德斯(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