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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2013 年 4 月 22 日至 5 月 3 日，日内瓦 
 
 
 

  裁军 * 
 
 

  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 
 
 

 2009 年 4 月，奥巴马总统在布拉格发表讲话，“明确和坚信地”指出，“美国

寻求建立一个无核武器的和平与安全世界的承诺”。我国总统 2012 年 3 月在汉城

发表演说时重申美国支持这一目标，并强调指出了美国为朝着这一方向迈进而采

取的近期实际步骤。这些步骤包括降低核武器在我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进

一步裁减我国核武库，执行《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裁减和限制

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措施条约》(《新裁减战略武器条约》)，争取美国批准《全面

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核禁试条约》)，寻求订立一项条约，以可核查方式终

止为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生产裂变材料的活动，并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不扩散条约》)作为合作的基础。 

 美国将以身作则履行《不扩散条约》规定的义务以及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

议大会行动计划中所载各项承诺。美国重申其坚持不可逆转、可核查和透明原则，

认为这些原则是核裁军的必要基础。美国承诺还同所有其他国家合作，围绕《不

扩散条约》所有三大支柱有效执行该行动计划。 

裁减核军备 

 四十多年来，美国一直在裁减核武库。截至 2009 年 9 月，与 1967 年高峰时

期相比，美国核武库已减少 84%。从绝对数字看，美国 1967 年拥有 31 255 枚库

__________________ 

 
*
 未经正式编辑。 

 
**
 本文件更新了美国在 2012 年不扩散条约筹备委员会会议上就同一议题提出的文件(NPT/CONF. 

2015/PC.I/W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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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核弹头，到 2009 年 9 月 30 日，库存数已减少到 5 113 枚，此后还继续减少。

在此期间，美国单方面裁减了 90%的非战略核弹头 

 《新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现在已生效 3 年，这进一步表明美国一直在履行承

诺，努力实现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条约》在 2018 年限制实施时，美国和

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将裁减到 1950 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条约》，到 2018

年 2 月，美国和俄罗斯必须限制其已部署的战略弹头，不能超过 1 550 枚。截至

2012 年 9 月 1 日，美国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部署的潜射弹道导弹和部署的挂载

核弹头的重型轰炸机携带的弹头共计 1 722 枚。此外，我国有 806 枚(架)部署的

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共有 1 034 件(架)部署的和未部署

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器和重型轰炸机。 

 2010 年 4 月 8 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新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并于 2012

年 3 月在首尔再次发表讲话，明确承诺将进一步削减，并与俄罗斯就进一步裁减

所有类别(战略、非战略、部署的和未部署的)的核武器展开讨论。总统在 2013

年的国情咨文中重申将致力于进一步削减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武库。为此，美国通

过在美俄双边总统委员会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工作组持续开展对话，寻求与俄罗

斯在对等基础上促进战略稳定和增加透明度。 

 2010 年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概述了美国减少核危险和追求无核武器世界

目标的做法。《评估报告》明确阐述了美国的观点，即核武器的基本作用就是阻

止对美国、我们的盟国和合作伙伴进行核攻击。因此，为了体现二十一世纪的安

全环境，《评估报告》宣布，美国将不对已加入《不扩散条约》并且遵守核不扩

散义务的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在北约 2012 年 5 月《威慑和防

御态势审查报告》中，北约盟国认识到必须由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提供消极安

全保证。盟国进一步确认这些陈述在设法阻止核扩散方面可能具有的价值。 

 关于现代化问题，2010 年《核态势评估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将不研制新核

弹头，其延长寿命方案也不会用于支持新的军事任务或提供新的军事能力。现

在已将近 68 年的未使用核武器记录永远保持下去，符合美国和所有其他国家的

利益。 

 北约 2012 年 5 月的《威慑和防御态势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北约决心按照

《不扩散条约》的目标，以促进国际稳定的方式，并根据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

则，寻求建立对所有国家都更加安全的世界，并为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创造条件。

自冷战结束以来，北约已大大减少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的数量、类型和战备状态，

北约的战略也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北约已表示在俄罗斯采取对等步骤且同时考

虑到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在欧洲的非战略性核武器储存方面的差距和更广泛的安

全环境的情况下，准备考虑进一步降低其对非战略性核武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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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要持续承诺和毅力，必须从切合

实际的具体步骤做起。总统 2009 年在布拉格发表讲话时重申，只要还存在核武

器，美国就会保持安全、得到保卫和有效力的核武库，以威慑潜在对手，并向美

国盟国和其他安全伙伴保证，他们可以依赖美国作出的安全承诺。 

核查、透明度和建立信任 

 美国坚决支持下述原则，即必须监测遵守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情况，细致反

复地强制执行协定。我们还认为，通过加强可预测性，信息分享和建立信任措施

有助于稳定和安全，透明度对于建立信任和信心至关重要，以便为进一步裁军奠

定必要的基础。 

 《新裁减战略武器条约》订立了严格和广泛的核查条款，这说明透明度和有

效核查对于在国际关系中确定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的重要性。《条约》的实施非常

顺利。条约的实地视察和其他核查措施使每个缔约国得以保持信任。条约的双边

协商委员会举行了 5 次会议，最近一次是在 2013 年 2 月举行的，它已证明是解

决《条约》重要执行问题的有效论坛。此外，美国和俄罗斯通过各自的减少核危

险中心，已经就《条约》涵盖的美国和俄罗斯战略力量的数量、地点、移动情况

和销毁交换了 3 800 多项通知。 

 单方面的透明措施也很重要。例如，2010 年，美国公布了其库存核武器数字，

2010 年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阐述了核武器在美国国家战略中作用下降的情况。

此外，美国处理核问题人士正在探索各种必要的技术步骤，以确保不可逆转性、

可核查性和透明度，因为这是进一步核裁军的重要基础，这些人士正在考虑在这

项工作中如何与《不扩散条约》其他缔约国合作。美国正在为未来的透明度和核

查措施奠定基础，例如，管理敏感地点的进出和共享具有潜在敏感性的核查措施。

研究活动包括发展先进的核探测器材料、提高保管链能力和完成震源物理和惰性

气体迁移实验，以提高侦测核试验的能力。 

 自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以来，《不扩散条约》承认的五个核武器国家

(又称“五常”)定期举行会议，讨论我们在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行动计

划中作出的承诺，并审查我们履行承诺的进展情况。除此之外，我们还各自努力

促进提高透明度和可核查性，并履行行动计划的各项承诺。2013 年 4 月 18 日和

19 日，俄罗斯圆满举办了第四届五常会议。五常进程扩大了美国和俄罗斯之间长

期进行的核裁军对话，将其发展为五常持续进行接触的进程，这符合我们根据《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承担的义务和我们行动计划中作出的承诺。 

核试验 

 奥巴马总统在布拉格讲话中承诺，他领导的美国行政当局将努力推动美国批

准《全面禁核试条约》。行政当局一直就《条约》事宜与美国参议院接触，为参

议院积极重新审议《条约》奠定了基础。美国行政当局一方面为美国批准《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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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准备，另一方面继续鼓励所有尚未签署和批准《条约》的国家签署和批准《条

约》，以促使《条约》早日生效。 

 美国最后一次核爆炸装置试验是在 1992 年 9 月进行的，美国最近纪念 20 年

来没有进行一次核试验。美国一直维持自愿暂停核试爆，也不打算恢复测试，并

呼吁所有国家不进行核试爆。2010 年《核态势评估报告》重申，美国已不需要通

过核试爆来确保我国剩余核武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通过我国长期实施的核武库

维护计划即可。美国呼吁包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在内的所有国家不

要进行核试验。 

 美国除了利用其强化国家监测核爆炸的技术手段之外，还继续支持建立《全

面禁核试条约》的监测和核查制度，包括建立得到国际数据中心支持的国际监测

系统和确定《条约》各项实地视察的内容。美国还继续提供技术专门知识，以完

善《条约》指定使用的实地视察技术，并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

临时技术秘书处以及各国际伙伴合作，筹备将于 2014 年进行的实地视察综合实

地演练。美国继续与临时技术秘书处就设计和采购计划进行密切合作，以便在印

度洋克罗泽群岛上重新设置水声台站。美国为该项目提供了最多可达 2 550 万美

元的资金，并分别在 2011 年和 2012 年为其他项目提供价值 890 万美元和 750 万

美元的实物自愿捐助，以加速建立《条约》的核查制度 

裂变材料 

 多年来，除履行国际协定的要求外，美国还单方面拆除数千枚核弹头，并采

取其他措施，裁减核武库。与此同时，自 1964 年以来，美国未生产过高浓铀，

自 1988 年以来，未生产过制造武器的钚。 

 在过去若干年里，美国与俄罗斯合作，努力销毁可用于核弹头的裂变材料过

剩库存。1994 年，174 公吨高浓铀从美国武器计划中清除。2005 年，美国宣布将

再清除 200 公吨高浓铀，这个数量足以制造 11 000 件核武器。在这个数量中，

160 公吨被指定用作海军用反应堆燃料，20 公吨被指定用于研究和空间反应堆的

需求，20 公吨被指定转换为低浓铀。迄今，美国已将其自己库存的 134 吨高浓铀

稀释为低浓铀，用作反应堆燃料。此外，根据 1993 年美俄高浓缩铀购买协议，

472 吨俄罗斯源自武器的高浓铀，即相当于约 18 900 件核武器，现已在美国稀释

成为商用反应堆燃料；这一数字预计在本日历年度将达到协定设定的目标 500

公吨。 

 此外，美国从国防库存中清除了 60 多公吨钚，其中 34 公吨列入了《美利坚

合众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管理和处置已指定不再用于防卫目的的钚及

相关合作的协定》。2011 年 7 月，美国和俄罗斯促使该协定及其 2006 年和 2010

年的议定书生效。两国在经修订的《协定》中承诺，各自处置至少 34 公吨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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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级钚，处置总量足以制造约 17 000 件核武器。原子能机构将监测处置过程，

这些材料将转换为无法用于核武器的形式。 

 美国仍然坚信，必须经核查终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的活动，这是裁

军行动至关重要和合乎逻辑的下个多边裁军步骤。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裁军谈判会

议(裁谈会)上启动有关《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谈判，我们对裁谈会缺乏进展感

到失望。我们还在裁谈会之余努力利用现有机会，促使《裂变材料禁产条约》谈

判进展情况，包括在将受《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直接影响的国家间进行认真磋商。

我们希望联合国大会第 67/53 号决议即将设立的联合国政府专家组也将推动裁

谈会。 

非核裁军与军备控制努力 

 美国对裁军作出承诺的早期和重大表现在于生物、化学和常规武器领域。 

 1969 年，美国决定单方面撤消我国的生物武器计划，而且我国在 1972 年《生

物和毒素武器公约》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也是破天荒的。多年来，我国大力促进

加强《公约》，领导了通过《公约》处理不断变化的威胁的各项行动。这是通过

《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的相关努力实现的，其中不仅涉及各国政府，而且还涉

及非政府、科学和执法部门各界人士以及军民两用技术、合成生物学和生命科学

家行为守则等领域的私营部门。在 2011 年第七次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审议大会

上，时任国务卿的克林顿强调有必要采取切实步骤，“促使国际社会相信所有国

家都会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为此，美国努力展示参与我国生物防御计划

的机构、项目和设施的透明度。美国继续采取各项举措来防止滥用生命科学，并

加强国际防备和应对能力。 

 美国继续对《化学武器公约》(《化武公约》)作出坚定的承诺，并将继续以

透明的方式努力彻底销毁其剩余的少量化学武器。迄今为止，我国已经销毁约 90%

的储存化学武器。美国还仍全面致力于不扩散化学武器，并努力确保不会再次出

现化学武器。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所有缔约国作出承诺，并在若干领域继续努力实

现普遍性。我们认识到，防止化学武器再次出现，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视察制

度，即具有公信力的工业核查制度，所有缔约国颁布必要的国内法律制度，以便

全面执行《化学武器公约》。所有这些领域对于《化学武器公约》和负责其实施

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成功和长久存在仍将是至关重要的。第三次化学武器公约

审查大会寻求加强这些问题，并与国际伙伴合作确保《化学武器公约》仍是确保

全球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工具。 

 在常规军备控制努力中，美国继续在国际社会发挥主导作用。例如，欧洲常

规军备控制的三大支柱，即 2011 年《维也纳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谈判文件》、《开

放天空条约》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成为欧洲-大西洋区域常规军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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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信任的基石。美国将继续与北约盟国、俄罗斯和其他伙伴积极接触，以确定

今后的需要，使欧洲常规军备控制制度现代化。 

 美国还以其他方式促进裁减常规武器努力。从 2010 年年底开始，我国停止

使用任何持久性地雷，包括杀伤人员地雷和反车辆地雷。自 1993 年以来，我国

向 90 多个国家提供了 20 亿多美元的援助，助其实施常规武器销毁方案，包括扫

除地雷和未爆弹药；销毁过剩、保卫松散或其他有风险的常规武器和弹药；合法

安全需求所需武器和弹药的实体安保和库存管理。自 2003 年以来，我们与合作

伙伴协作，在 38 个国家销毁了约 33 000 件过剩、保卫松散、非法持有或有其他

风险的便携式防空系统(肩射导弹)。我们还支持执行《某些常规武器公约》及其

各项任择议定书。 

展望未来 

 美国正在采取重大和有深远影响的步骤，执行《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美国

正在国内采取行动，并与其他五常国家一道，为进一步取得进展奠定基础。美国

正在顺利执行奥巴马总统的布拉格议程和 2010 年《不扩散条约》行动计划。已

取得重大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美国将继续一步一步地努力履行我国根据第六条承担的义务以及围绕《不扩

散条约》所有三大支柱在 2010 年《不扩散条约》行动计划下作出的承诺。美国

还将继续敦促其他缔约国也这样做。正如第六条明确指出，所有缔约国都可在裁

军方面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