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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2018 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4 日，日内瓦 

  核武器与安全：人道主义视角 

  奥地利提交的工作文件 

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志于“利于……停止制造核武器、清除其现有全部

储存并从国家武库中取消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条约》序言部分第十一段)。

因此，《条约》所有缔约国都认同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该段第一部分(“愿

意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各国间信任的加强”可据以认为，缔约国相信这

一目标的实现将使每个人都享有更大程度的安全。 

2. 《条约》生效已有近 50 年，但所有五个由《条约》定义为核武器国家的缔

约国仍然拥有此类武器。从它们公开宣布的立场可以看出，它们不愿放弃这些武

器，这尤其是因为它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这些武器对它们的国家安全是必不

可少的。 

3. 相形之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以无核武器国家的身份加入了《条约》，以

此表明它们认定它们不需要以核武器保障自身的安全。它们所在区域多为无核武

器区，这显然是因为它们认为，如果其所在区域没有核武器，它们的安全将更能

得到维护。 

4. 一些国家过去曾经谋求甚至拥有核武器，但后来放弃了这些武器，并以无核

武器国家的身份加入了《条约》。这些国家起初认为，如同核武器国家现在依然认

为的那样，拥有核武器可增强它们的国家安全，但后来得出的结论是情况并非如

此。这些例子表明了某些国家关于核武器对国家安全作用的观点如何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发生变化。 

5. 对国家关于核武器在国家和国际安全中作用的观点产生影响的最重要近

期新情况是所谓的人道主义倡议。该倡议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10 年

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中关于核武器的任何使用都会导致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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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为基础，尤其体现于 2013 年和 2014 年在挪威、墨西哥和奥地利举行的三

次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体现于在其中第三次会议期间发布并随后

经 127 个国家认同的“人道主义保证”之中，并体现在奥地利当时的外交部长

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在 2015 年审议大会上代表 159 个国家发表的“人道主义

声明”之中。 

6. 人道主义倡议促成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核武器的任何使用都会导致灾难性

人道主义后果，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得再次使用这些武器，而只有彻底消

除核武器才能保障不再使用。这一结论促成在 2017 年谈判并通过了《禁止核武

器条约》，该《条约》特别是通过促进实施《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方式补充和加

强了《不扩散条约》。 

7. 人道主义倡议再次强调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核武器不仅影响到少数几个拥有

核武器的国家的安全，也影响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安全。扩散到另一些国家的核

武器和已经存在的核武器都是如此。如《不扩散条约》所述，一场核战争会使全

人类遭受浩劫，而不仅仅是使在军事上直接参与的国家遭受浩劫。2010 年审议大

会最后文件通过明确提及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确认了这一点。鉴于与核武器

的任何使用相关的人道主义后果和风险，只有通过消除核武器才能实现各国安全

不受减损。 

8. 过去在审视核武器问题时，主要是从以国家为中心的狭义安全观点出发，这

种情况直至近期才有所改变。其实，一个国家的安全等同于该国人民的安全。因

此，将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相对而并立在一起的提法是人为的也是多余的。人道

主义倡议将重点置于受核武器使用直接影响的个人，从而促进了安全概念的必要

扩展。对核武器安全影响的切实有效评估必须基于对安全这一用语的全面理解。 

9. 就安全而言，必须指出的是，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这本身便使其人民面临

成为另一国核武器打击目标的更大风险。如果一个国家对有核报复能力的对手进

行核打击，它就会大幅度加剧其本国人民面临的这种风险。 

10. 信赖核威慑理念的国家强调这种理念的所谓理性。为了评估是否理性，重要

的是必须明白核打击根本就是非理性的行为。这对于第一次打击而言是显而易见

的。但是，报复性打击显然也不符合任何理性目的。它不会消除在第一次打击中

已经遭受的破坏。恰恰相反，假设敌方拥有第二次打击能力，报复甚至可能会招

致更多的核打击。 

11. 使任何核打击从根本上成为非理性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无法在时间和

空间方面遏制此种打击产生的影响。如人道主义倡议所述，核打击不仅会摧毁它

的目标，还会对一个更大范围的地区、而且可能会对整个地球产生重大和长期的

影响。放射性粒子(核沉降物)的扩散会使广大地域领土在今后受到长达多年、可

能是数十年的污染(核冬天)，这是最为人所知、但决不是唯一的例子。通常而言，

此种影响会跨越国界蔓延，不仅会伤害目标国家，还会对其他国家造成严重影响。

在当今相互依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大可能完全幸免于核爆炸的影响，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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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爆炸发生在地球上哪个地方。即使是发动核袭击的国家本身，也会在一定程度

上受到由此发生的爆炸后果的影响。 

12. 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提供的证词表明，无论是在国家一级还是在国际一级，都

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核爆炸后果的范围和规模。如果发生核爆炸，应对能力的

缺乏不仅会导致出现大量受害者完全只能听天由命的恐怖情景，还会使受影响地

区的公共秩序崩溃，从而使对安全的影响超越爆炸造成的有形后果。 

13. 因此，诉诸核打击的行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理性的。核打击的人道主义后

果以及报复行动的人道主义后果将不可避免地回过头来落到发起核打击国家的

身上。这损害了核威慑理念的公信力，因为对手会假设不至于会使用核武器。 

14. 可幸的是，理性迄今一直占着上风，而且确实降低了蓄意使用核武器的风险。

但不幸的是，另有一些因素目前正在发挥影响力，从而大大增加了发生核爆炸的

风险。目前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核计划产生的危机就是一个实例。它严

酷地提醒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任何一天都有可能爆发核战争。最近的科

学研究结论表明，绝对无法排除因判断错误或意外事故而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而且随着拥有核武器的行为体数量的增加，这种可能性甚至越来越大。此外，一

些非国家行为体也急不可待地想获得核武器。可以说，就使用核武器而言，这些

行为体受到制约的程度要比国家受到制约的程度低得多。尤其是在网络攻击时代，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能会失去对其核武器的控制。这种前景令人担忧。 

15. 总而言之，关于核武器的任何使用所产生的人道主义后果的新的科学研究结

论表明，核武器对安全的威胁比以前所知的更为严重，而且表现在更多的方面。

因此，奥地利提议就本工作文件的主题向 2020 年审议大会提出以下建议： 

 (a) 重申《条约》的目标是构建无核武器世界，并强调它将毫无例外地给所

有国家及其人民带来安全惠益； 

 (b) 确认在评估核武器的安全影响时必须考虑到人的安全问题； 

 (c) 特别强调核爆炸的长期和大面积的后果对安全的影响； 

 (d) 承认实际发生核武器爆炸的风险； 

 (e) 牢记在心，如发生这种爆炸，缺乏足够的救灾能力； 

 (f) 鼓励各国参与讨论核武器对安全的影响； 

 (g) 敦促核武器国家在必要时调整其关于核武器的政策，以推动《条约》第

六条规定的核裁军，从而促进实现《条约》的总体目标，构建无核武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