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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关于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条款的实质性问题 
 
 

实现《条约》的目标 

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是最先加入 1968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之一，

因为它深信这些武器的存在构成严重关切的理由，并且不但对中东的和平与安全

以及中东各国人民构成重大威胁，也对世界各国的和平与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2.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重申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出的国际承诺。该《条

约》构成国际核裁军和不扩散制度的奠基石，并且被认为提供全球的职权范围，

维护各缔约国取得核技术用于各种和平应用的权利。 

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深感不安的是，《条约》目标的三个主要支柱之间尚未

达到平衡，这三个目标就是预防核武器的横向和纵向扩散，确保彻底和全面核裁

军，保证缔约国有利用核技术进行各种和平应用的充分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得

采用任何双重标准。 

《条约》的普遍性 

4.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认为，由于所有阿拉伯国家已成为该《条约》的缔约国，

而以色列却顽固地拒绝加入或宣布意图加入《条约》或将其所有核设施置于国际

保障监督之下，这一事实使中东成为世界上局势最紧张的区域之一。因此，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必须请求国际社会为建立中东区域的安全和稳定采取严肃的行

动，并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使以色列加入《条约》，开放其所有核设施接受检查，

并将这些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之下，因为以色列是

唯一没有将其拥有的核军事能力置于国际保障监督之下的国家。 

5.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认为，以色列立即执行具有国际合法性的所有相关决

议，将是一项重要的建立信任措施，并且是争取实现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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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重要步骤。这些决议中的首项决议是安全理事会第 487(1981)号决议，最新近

的决议是原子能机构在 2009 年通过的两项决议，其中一项是 GC(53)RES/17,题为

“以色列的核能力”，另一项是 GC(53)RES/16,题为“在中东实施原子能机构的保

障监督”；大会 2009 年 12 月 2 日第 64/66 号决议，题为“中东的核扩散危险”。

最后一项决议再次注意到以色列是中东唯一尚未成为《条约》缔约国的国家，并

重申以色列必须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将其所有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

构的全面保障监督之下，以实现中东普遍遵守《条约》的目标。 

和平利用核能 

6.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认为，《条约》第四条给予所有缔约国取得核技术进行

各种和平用途的不可动摇、不可剥夺的权利，同时在国家权利与责任之间达成平衡，

而且不歧视或采取双重标准。考虑到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平利用核能构成《条

约》的三个基本支柱之一，并认为亟需为实现《条约》的目标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

确保其不被利用，防止对某些国家实行控制，以满足另一些国家的利益。 

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申明，必须维护原子能机构《规约》给原子能机构指定

的主要职能，即支持利用核技术进行各种和平应用，为和平利用原子能加强科学技

术信息、装备、材料和服务的交流，鼓励和协助缔约国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科学

研究。所有缔约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这一重要职能上。 

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还申明，必须依照《条约》第三条的规定，在原子能机

构的监测活动与传播核技术及其应用有关活动之间取得公平的平衡。该条申明，

按照与原子能机构达成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进行核查的问题与和平利用原子能

的问题密切相连；它规定《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应与原子能机构缔结协定。

这些保障监督协定的执行方式必须是为了遵守《条约》第四条的规定，并避免妨

碍缔约国的经济或技术发展，或妨碍在和平核活动领域的国际合作。 

9.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认为，若要加强《条约》的公信力，并且避免选择性地

对各国实施其条款，2010 年审查大会必须加大行动力度，结束某些缔约国不履行

其对《条约》第四条的承诺这种情况。必须维护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权利，

以行使《条约》所规定的合法权利，即获取材料、装备、技术和信息用于各种和

平应用，包括卫生、农业、工业和科学研究等。必须设法避免对《条约》作出任

何不符合其精神的新解释或破坏其公信力。 

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监督 

1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申明，坚决遵守它在 1992 年与原子能机构缔结的全面

保障监督协定的条款，这一协定经 1992 年《第 5 号法》批准。根据这项协定，

我国设立了国家机制监督和监测核材料，并设立了必要的基地和设施，让原子能

机构的检查员能够根据协定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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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赞赏原子能机构发挥的重要作用，因为它是唯一有权通

过其全面保障监督制度跟进核查和履约问题的国际机构，而保障监督制度是不扩

散制度的奠基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要求原子能机构致力于将这项制度毫无例

外或歧视地适用于所有国家。 

12.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敦促所有缔约国，特别是无核武器国家竭尽所能实现全

面保障监督的普遍性，并避免对无核武器国家实行附加措施和限制，因为这些国

家忠实地遵守不扩散标准，并选择不拥有核武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又呼吁所

有缔约国不要对那些与原子能机构缔结了全面保障监督协定的缔约国为和平目

的转移核设备及技术的做法实行任何限制，并避免以违背《条约》精神和文字的

方式对这些技术的利用实行进一步限制。 

1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强调，必须区分缔约国的法律义务与为确保透明度和建

立信任所采取的自愿措施之间的差别，并呼吁缔约国作出这一重要的区分，不要

把法律义务与自愿措施混肴起来。 

14.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认为，要全面改进保障监督制度，就必须彻底执行原子

能机构大会关于保障监督和核查的各项决议和决定，并强调原子能机构应根据其

《规约》的规定，维持有关保障监督信息的保密性。 

条约缔约国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通过的中东问题决议 

15.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申明，所有缔约国，特别是通过了上述决议作为 1995

年审议大会通过的整套决议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国家亟需遵守这些决议，其中包括

“加强《条约》的审议进程”，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原则和目标”，“《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的延期”，以及中东问题决议。这项决议对于促使所有阿拉伯国家成为《条

约》缔约国发挥了积极作用。 

16. 除了上述外，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还认为，必须维护 2000 年条约审议大会

《最后文件》的条款。该大会宣布，1995 年的中东问题决议在其各项目标得到实

现之前仍然有效，而且这项决议是 1995 年大会成果的一项基本成分。 

1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吁请国际社会，特别是核武器国家肩负他们的责任，竭

尽所能确定采取切实的步骤，确保全面执行中东问题决议和实现其各项目标，并

为消除所有执行障碍采取行动。 

中东无核武器区 

1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重申，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是可能采取的最重要的核裁

军措施之一。这种区的建立也能够加强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巩固不扩散制

度。在这方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重申，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问题不能与该

区域实现公正与全面和平的问题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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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向致力于把中东转化为无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

尤其是无核武器区。我国在 2003 年 4 月代表阿拉伯集团向纽约的安全理事会提

出一项关于消除中东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倡议。当时叙利亚向国

际社会宣布，叙利亚与其阿拉伯兄弟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将积极致力

于把中东转化为无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然而，当时安全理事会内某些有影

响力的国家的立场不利于这项倡议取得成功。2003 年 12 月，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向安全理事会再次提出这项倡议，并继续致力于激活和执行这项倡议。 

2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以色列表现的冷漠和顽固态度以及拒绝具有国际合

法性的相关决议的行为，再次深表关注，并请所有有关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

铭记亟需执行大会相关决议。这些决议中最新的一项是 2009 年 12 月 2 日通过的

第 64/26 号决议，题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其中促请直接有关各方依照大

会各项有关决议，认真考虑立即切实采取必要步骤来执行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

提案，并为促进实现这一目标，请各有关国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2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否定将非《条约》缔约国的核地位合法化的任何企图，

并告诫切勿企图将这些国家作为核武器国家列入不扩散制度，同时认为这种做法

会破坏《条约》的公信力，不但会导致整个不扩散制度的瓦解，还会导致中东和

全世界的核军备竞赛。 

22.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别强调2009年 12月 2日题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的大会第 64/26 号决议第 6 段，其中邀请有关国家在建立无核武器区之前，不发

展、生产、试验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器或允许在其境内或在其控制的领土

上部署核武器或核爆炸装置。 

安全保证 

2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认为，只有全部消除所有核武器才能彻底保证不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强调必须执行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通过的关于原则和目标

的决定。要执行这一决定，就应首先认真开展谈判，以达成一项无条件、不歧视

和有法律约束力的关于安全保证问题的国际文书。 

24.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认为，核武器国家应该向《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提供

谈判达成的全面安全保证。这种保证的内容应由国际文书确定。核武器国家应该依

照《联合国宪章》，承诺不对无核国威胁使用核武器，并承诺执行大会有关决议。 

25.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认为，在关于安全保证的国际文书通过之前，所有缔约

国，无论是核武器国家还是非核武器国家，都应遵守 1995 年 4 月 11 日安全理事

会协商一致通过的第 984(1995)号决议的规定。该决议第一次注意到每个核武器

国家的声明，其中作出了不对无核武器缔约国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该决议还

规定了向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受到这种侵略威胁的《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

提供援助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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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申明 2010 年 4 月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议成果。会议主张

各国都能利用核能，但任何国家都不能拥有原子武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认为，

打击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设施会对人类和环境造成极为不利的后果，而且公然违背

《联合国宪章》。 

核裁军 

2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预期 2010 年审议大会将审议缔约国的国家报告，并确

定核武器国家遵守《条约》第六条和 200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通过的 13 点的情

况。审议大会还应查清核武器国家如何辩解其违反对《条约》的承诺，继续发展

和扩散数千枚核弹头，从而损害《条例》的信誉和精神的行为。 

2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认为，2010 年审议大会应该制定真正的切实步骤，监测

全面执行削减核武器条约的情况，并敦促核武器国家以透明和可以核查的方式，

让其所有的核武器退役。 

29.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强调，一些核武器国家继续与以色列合作，向该国提供

核技术，不让任何方面讨论其没有国际合法性的核计划问题，严重违反和违背它

们对《条约》第一条承担的义务。《条约》要求原子能机构这一有权实施核查制

度的唯一机构，按其《规约》规定，以平衡、无选择和公平的方式，对这种违规

行为真正采取步骤，行使其授权。 

3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认为，必须谈判达成一项可在国际范围有效核查的全面

和不歧视的多边条约，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所用裂变材料，作为实

现全面核裁军与不扩散的一个重要步骤。在达成这项条约之前，所有国家应宣布

并遵守自愿暂停生产核武器所用裂变材料。 

退出《条约》 

3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申明，缔约国在认为非常事件可能危害其本国最高权益

时，有退出《条约》的法律和主权权利。不可重新解释该法律权利。如果取消这

一权利，便将违反规定实施国际文书的立法。 

32.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认为，关于非常事件的第十条让决定退出的国家能够自

由确定这种事件是否危害其权益。该条的规定非常明白准确，没有重新解释的余

地。 

3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吁请缔约国着重《条约》的优先事项，包括普遍加入条

约、彻底消除数千枚弹头，停止生产对人类构成威胁的更为先进的武器，而不是

再议第十条。如果国际社会认真审议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国家会考虑退出《条约》，

毕竟该条约应该是以公正和均衡地的方式对裁军和不扩散问题以及和平利用核

能的有关事项作出规定的一个国际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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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非法贩运辐射与核材料的国家法律  

34.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管当局依照现行的国家法律和条例，对陆海空入境点

进行严格的边界管制，以打击非法贩运辐射与核材料。 

35.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严格恪守所有相关的国际义务，切实参与审议各种相关

国际文书，并继续努力加强这方面的本国法律框架。 

36.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还实施了《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并切实参加

了制定放射源的进出口导则的若干会议。 

为实现核不扩散与核裁军拟议的实际步骤 

3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认为，为了实现《条约》的目标和宗旨，彻底消除所有

核武器，2010 年审议大会应该提出以下建议： 

 (a) 国际社会应该承认中东国家对以色列核能力的严重关切，该国一直在没

有任何国际管制的情况下发展和扩大核能力。核武器缔约国必须履行责任，迫使

以色列全面遵守《条约》规定，从而为普遍加入《条约》作出贡献； 

 (b) 国际社会应该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使其以无核武器国的地位无条件或无

保留地加入《条约》，并且将其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的全面监督保障之下。这

是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一个重要步骤； 

 (c) 应该采取行动，在第二委员会下面建立一个附属机构，研究建立中东无

核武器区问题。应该采取具体的实际步骤，执行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通过的

中东问题决议。同样，还应采取具体的实际步骤，执行 200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

件重申该决议的各项规定； 

 (d) 核武器国家应该遵照《条约》，拿出真正的政治意愿，采取实际有效的

步骤，放弃其所有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并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处置此类武

器与装置； 

 (e) 必须制定彻底裁军的具体计划和时限。必须加快按照《条约》第十一条

进行的谈判，而且必须认真作出努力，谈判一项取缔所有核武器的条约； 

 (f) 核武器国家必须停止对无核武器国家设置技术与商业限制和障碍。根据

《条约》第四条，应允许无核武器国家有机会获得各种和平利用核能的惠益； 

 (g) 应该维护原子能机构的权威及其在解决核扩散问题方面的作用。各国的

活动应该透明，并与原子能机构合作，使原子能机构能够公正和专业地履行《规

约》义务，并履行其在《条约》三大支柱方面的任务，即核裁军、核不扩散及和

平利用核能； 

 (h) 裁军谈判会议应有机会通过一个强调核裁军是首要优先事项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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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国际社会有必要推动执行大会关于核裁军和不扩散决议的工作，并应促

进联合国的裁军机制，包括第一委员会、裁军谈判会议和裁军审议委员会； 

 (j) 国际社会必须承认《条约》第三条的重要性及其对核计划的安全与安保

以及核查其和平性质等有关问题的影响。国际社会必须确保核武器国家尤其不以

此类问题为借口，限制向其他缔约国(特别是接受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制度约束

的发展中国家)转让核技术； 

 (k) 2010 年审议大会应该在其最后文件和优先事项中，包括缔结有约束力的

全球文书的有效国际安排。按照这一国际文书，核武器国家承诺向《条约》无核

武器缔约国无条件地提供安全保证，即不会对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在上述

文书缔结之前，会议应就此问题通过一项决议，确保有此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