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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4 日至 28 日，纽约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有关活动备忘录 

  由越南提交 

  背景 

1.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曼谷条约》)于 1995 年 12 月 15 日由文莱达鲁

萨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

新加坡、泰国和越南这 10 个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下称缔约国)签署。该

《条约》于 1997 年 3 月 27 日生效，并于 1997 年 6 月 27 日在联合国登记，具有

永久性，并将无限期有效。《东盟宪章》反映了该《条约》的愿望，其中规定，东

盟的宗旨之一是维护东南亚的无核武器区地位，并保证区内没有任何其他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这是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的重要内容。 

2. 《曼谷条约》创建了世界上第三个无核武器区。根据该《条约》，缔约国除其

他外，有义务不开发、制造或以其他方式获得、拥有或控制核武器；不以任何方

式存放或运输核武器；不试验或使用核武器。缔约国还承诺不在海上、向大气中

或在无核武器区内陆地上排放放射性材料或废物，也不允许其他国家实施这些行

为。总的来说，《曼谷条约》促进了与裁军和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国际

协定的普遍性，并使缔约国承诺充分支持和落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主要支

柱即核不扩散、核裁军与和平利用核能及其相辅相成的性质。 

3. 本备忘录更新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十次审议大会自 2015 年审议大

会以来与执行《曼谷条约》有关的活动和进展以及其他事态发展。 

  《曼谷条约》的执行情况 

4. 为了确保全面执行《曼谷条约》及其规定，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委员会于 2017

年同意将加强执行《曼谷条约》的五年行动计划(2013-2017 年)再延长五年至 2022

年。当前的行动计划(2018-2022 年)反映了缔约国通过有步骤的具体行动实现《曼

谷条约》目标的坚定承诺。作为东盟 2025 年远景和《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 2025



NPT/CONF.2020/16  

 

21-16738 2/4 

 

年蓝图》的一部分，东盟还致力于除其他外，推动该《条约》及其缔约国在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等有关裁军和不扩散的多边论坛和框架中发挥更大作用。 

5. 缔约国在加入与促进核裁军和不扩散有关的多边公约和协定方面取得了以

下重大进展： 

 • 有 6 个缔约国加入了《核安全公约》，其中最近的是缅甸和泰国分别于

2016 年和 2018 年加入； 

 • 有 8 个缔约国加入了《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公约》，其中最近的是

缅甸和泰国分别于 2016 年和 2018 年加入。此外，这两个国家还分别

于同年批准了公约修正案； 

 • 所有缔约国都批准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其中最近的是缅甸和泰

国分别于 2016 年和 2018 年批准； 

 • 有 9 个缔约国签署了《禁止核武器条约》，最近泰国于 2017 年、越南

于 2018 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于 2019 年、马来西亚于 2020 年和

柬埔寨于 2021 年批准了该《条约》； 

 • 有 4 个缔约国加入了《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

约》，其中最近的是泰国于 2018 年加入。 

6. 更多缔约国在签署或批准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附加议定书方面取得

了稳步进展。有 9 个缔约国签署了附加议定书，随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

宾、新加坡、越南和泰国批准了附加议定书。马来西亚、缅甸和老挝人民民主共

和国仍在走内部程序以便完成批准流程。在这方面，进一步鼓励其余缔约国尽早

签署或批准附加议定书。 

7. 缔约国继续努力在多边论坛和国际组织中宣传《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这方面的一项关键活动是每两年定期在大会第一委员会提出和通过东盟关于该

《条约》的决议。这项活动是由大会 2007 年第六十二届会议发起的，每两年进

行一次，最近一次关于该《条约》的决议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由大会第七十届会

议未经表决通过。东盟分别在 2017 年、2019 年和 2021 年大会第七十二、七十四

和七十六届会议上就该《条约》作出了程序性决定。该决议对条约缔约国来说仍

然十分重要，因为它强调了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在加强该地区各国安全方面的重要

性，以及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及《不扩散条约》规定的全球核裁军和不扩散制

度方面的作用。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合作伙伴的合作 

8. 为了加强缔约国执行《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及其行动计划的能力，缔约

国通过开展各种能力建设活动，共享信息以及接受合作伙伴在核安全、安保和保

障监督领域的技术援助，促进了与原子能机构和其他合作伙伴，包括其他无核武

器区和东盟对话伙伴的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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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审议期间，原子能机构邀请东盟成员国和东盟秘书处的官员参加了原子能

机构为东南亚和亚太地区设计的一些活动。同样，原子能机构的代表也出席了东

盟原子能监管机构网络、东盟核能合作分部门网络、东盟地区论坛不扩散和裁军

问题闭会期间会议以及东盟化学、生物和放射防护专家网络等东盟主导框架下的

各种活动和会议。 

10. 东盟各国外长在其 2014 年 8 月的会议上确认了原子能机构在核不扩散和促

进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核心作用，商定要探讨如何通过实际安排使东盟与原子能

机构之间的关系正规化。2019 年 9 月 16 日，在维也纳总部举行的原子能机构大

会第六十三届年会期间，东盟原子能监管机构网络作为东盟与原子能机构谈判的

指定联络中心，签署了东盟与原子能机构关于在核科技及应用、核安全、安保和

保障监督领域开展合作的务实安排。该务实安排是东盟-原子能机构关系的一个

重要里程碑，为未来五年在核安全、安保和保障监督以及核科技及应用领域的合

作制定了总体框架。 

11. 东盟还继续与世界上其他无核武器区接触。在这方面，东盟以东盟主席国和

东盟秘书处为代表，参加了裁军事务厅和哈萨克斯坦于 2019 年 8 月在努尔苏丹

共同举办的题为“现有无核武器区之间促进合作与加强协商机制”的研讨会。来

自五个地区无核武器区的代表出席了研讨会，就执行有关核不扩散和裁军的区域

和国际文书交换了意见，并讨论了无核武器区在加强《不扩散条约》制度和全球

稳定方面的作用，探讨了加强无核武器区之间协调、探索各区之间合作制度化的

方式方法。 

12. 在东盟能源部长会议框架下，缔约国与东盟对话伙伴开展了一系列民用核

能能力建设和信息共享活动，包括关于核安全框架、法律和监管框架、区域核

安全合作、应急准备和公众接受等问题的联合研讨会/讲习班/论坛，关于核能方

面事实和做法的网络研讨会，关于核和监管框架的研究，编写概述本地区核能

发展情况的《核能概况》，对现有国际核机构进行考察访问，对中国广核集团发

电厂进行技术访问，开发东盟能源中心-加拿大核和放射方案行政支持第二阶段

等等。 

  与核武器国家就《曼谷条约议定书》进行的协商 

13. 自 1995 年签署《曼谷条约》以来，缔约国一直与五个核武器国家进行协商，

以确保这五个国家通过签署《曼谷条约议定书》承认《曼谷条约》。在中断了很长

一段时间后，缔约国和核武器国家之间的直接协商于 2011 年恢复。然而，法国、

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表示，它们在签署《议定书》时会提

出保留。由于缔约国需要更多时间来研究这一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核武

器国家加入该《条约议定书》。 

14. 2019 年 4 月，核武器国家表示愿意恢复与东盟就《曼谷条约议定书》进行的

协商。在这方面，缔约国再次承诺继续与核武器国家接触，并加强所有缔约国的

不断努力，以根据《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目标和原则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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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事态发展 

15. 2013 年成立的东盟原子能监管机构网络继续充当东盟成员国分享最佳做法、

交流意见和信息以及讨论核安全、安保和保障监督问题的平台。它于 2015 年被

列为《东盟宪章》附件一机构，反映了这些合作领域对缔约国的重要性。该网络

在其 2019 年 6 月的第六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五年工作计划(2019-2023 年)，其中

详细说明了在该网络内部和该网络与外部合作伙伴之间合作的范围内要落实的

方案、关键目标、里程碑和交付成果。2021 年第八次会议商定通过东盟原子能监

管机构网络五年工作计划(2021-2025 年)，若干关键行动方案得到更新。 

16. 核能合作分部门网络成立于 2010 年，受权通过以下方式促进核安全区域合

作：(a) 信息共享和交流；(b) 技术援助；(c) 联谊和培训。2016-2025 年东盟能源

合作行动计划第一阶段(2016-2020 年)原定于 2020 年 12 月结束，涵盖了以下注

重成果的战略，已根据民用核能源方案领域得到执行：(a) 在政策制定者和技术

官员中建设核能能力，包括核监管框架和民用核安全应急准备；(b) 加深公众对

东南亚地区核发电的了解；(c) 加强和能源区域核合作。核能合作分部门网络还

让东盟对话伙伴和其他外部各方参与合作倡议，以期加强该区域在利用核能发展

电力方面的民用核安全和保障能力。 

  评估 

17. 东盟有关机构和机制可发挥重要作用，确保东南亚保持无核武器地位并遵守

保障监督措施的高标准，以行使缔约国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受歧视地按照《不扩

散条约》为和平目的研发、生产和使用核能。鉴于核安全、安保和保障措施是贯

穿各领域的问题，建立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十分重要。 

18. 在 2019 年达成的东盟-原子能机构务实安排框架下，缔约国将能够利用原子

能机构在不扩散、核安全、安保和保障监督以及和平发展核能领域的专业知识和

技术援助，以特别惠及地区能力建设。 

19.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委员会、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工作组正在监督

行动计划的执行。这些机构将继续审查该《条约》及其行动计划的执行进展情况。 

20. 在东盟迈向实现东盟共同体 2025 年远景的过程中，《曼谷条约》各缔约国继

续致力于作为一个组织共同努力并与相关实体合作，维护东南亚作为一个无核武

器、无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地区的地位，并将积极促进全球裁军、不扩散及和

平利用核能的努力，以期加强国际标准和规范，支持建立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