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PT/CONF.2020/PC.III/WP.43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 

筹备委员会 

 
 

 

26 April 201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06887 (C)    070519    080519 

*1906887*  
 

第三届会议 

2019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10 日，纽约 

  实施“为实现核裁军创造环境”倡议 

  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1. 不扩散条约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2019 年会议是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为 2020

年审议大会取得圆满成果奠定基础的一次机会。在整个不扩散条约 2020 年审议

周期，美国寻求推动就核裁军问题开展更现实的对话，作为推动取得上述成果的

努力的一部分。 

2. 在 2017 年不扩散条约筹备委员会会议上，美国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NPT/ 

CONF.2020/PC.I/WP.39)，强调维持强有力的不扩散制度有助于为裁军取得进展创

造有利条件。正如工作文件所述，《不扩散条约》的核心条款——不扩散(第一至

三条)、和平利用核能(第四条)和裁军(第六条)，有时被误认为是各种利益相互竞

争，但实际上却代表了不扩散条约所有缔约国的共同利益。工作文件特别强调，

保持强有力的不扩散制度，能够开展和平的核合作，并有助于为核裁军创造更有

利的环境。 

3. 工作文件介绍了过去 50 年不扩散制度在促进上述共同利益方面取得的可观

成效。在《不扩散条约》生效前夕，许多方面担心核扩散将会失控，这种情况不

但没有发生，反而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保持在 10 个以下。过去半个世纪，在和

平利用核能以及核科学和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展，这些应用的传播也带来了

越来越大的惠益。另外，在降低核风险以及采取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相关

有效措施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不扩散制度的成功有助于和平利用核能和核裁

军取得进展成为可能。 

4. 不扩散是在核裁军取得进一步进展的必要推动因素，但在不扩散条约缔约国

为取得上述进展开辟道路时，不扩散并不是必须考虑的唯一因素。当前安全环境

的性质对于裁军进展的前景同样至关重要。 

5. 仅仅试图减少或禁止核武器而无视安全环境挑战无法应对裁军挑战，而坐等

国际安全环境改善可能只会使安全环境恶化。因此，任何实现裁军的可行道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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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考虑到目前在实现这一共同目标方面阻碍取得进展的安全环境问题，并设法

改善安全环境。 

6. 美国的战略文件经常指出应对安全环境的重要性，2018 年《美国核态势评估

报告》和《国防战略》都特别指出，近年来安全环境急剧恶化。《美国核态势评估

报告》还强调，美国始终希望通过谈判来应对核武器带来的挑战，并明确表示美

国将继续“致力于促进美国、盟国及伙伴安全、可核查和可执行、吸收负责任履

行义务的伙伴进行参与的军备控制努力。” 

7. 美国还向 2018 年筹备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NPT/CONF.2020/PC.II/ 

WP.30)，表明美国继续致力于采取《不扩散条约》第六条意义上的裁军方面的“有

效措施”，并致力于按照《条约》序言要求为促进裁军而缓和紧张局势、加强国家

间信任，并提出当时被称为“为实现核裁军创造条件”的概念。美国在这份文件

中呼吁进行对话，解决那些导致用核威慑来防止大国冲突和维护全球稳定的根本

安全关切。正如文件明确指出，这一对话将体现《不扩散条约》的精神，代表着

全球裁军讨论的一条现实和充满希望的道路。为争取所有相关各方作出重大贡献，

美国提出了为进一步裁军创造更有利环境而需要完成的一些零散工作。 

协作办法 

8. 过去一年，美国利用一切机会来发展上述工作文件中的概念，并就如何最好

地开展这一对话征求反馈意见。在双边接触中，美国听取了潜在伙伴就对话如何

能够取得切实成果提出的意见。无论是今年在雷克雅未克举行的北约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会议，还是各智囊团召集的非正式会议，美国都在会上鼓励与会者就对话

的可能议题和形式发表意见。此外，美国在裁军谈判会议主持了有关这一概念的

专题全体讨论，并参加了由荷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主办的核裁军学

术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学术界、民间社会和外交官就其有关当前及今后可能的

国际安全环境的实质性概念的看法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讨论。 

9. 在上述接触中，美国就该倡议如何取得成功征求了意见，以便能够着手为在

充满挑战环境下的裁军工作开辟道路。美国希望，在不扩散条约 2020 年审议周

期世界各国决定为实现核裁军和履行《条约》的各项裁军规定而走上一条更有希

望的道路，这个周期将因取得这一成就而为世人所铭记。 

目标 

10. 在开展上述建设性接触并对富有见地的建议进行审查之后，美国提议启动

“为实现核裁军创造环境”的结构性对话。美国为这一对话设想了两大目标。一

是在查明和应对国际安全环境中阻碍裁军取得进一步进展的前景的因素方面取

得具体进展。这项成果可有助于为全球和平与安全重新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减少

暴力冲突的机会，同时在核武器国家之间建立信任和透明度。二是制定能够推动

2020 年审议大会取得圆满成果的更务实的裁军办法。参加这一倡议的其他各方，

也将有机会确定“为实现核裁军创造环境”进程的其他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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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倡议 

11. “为实现核裁军创造环境”倡议将在 2019 年筹备委员会会议上启动，作为

第一步美国将主办一次会外活动，着重强调倡议的运作方式。美国将把政治和地

理多样性作为邀请参与活动的国家的部分考虑因素。为了方便安排和开展重点审

议，将限制直接参与方的数目，但是审议工作将把工作组与国际社会更广泛的互

动作为借鉴。如果非参与方希望提出意见，鼓励它们与本区域内外的参与方合作，

以确保投入被纳入“为实现核裁军创造环境”进程。 

12. 为实现核裁军创造环境工作组全体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将于今年夏天在华盛

顿举行。全体会议将拟订一份影响裁军前景的国际安全环境相关事项或问题清单，

并设立分组来审查和处理以上要素。这些要素可以是任何一种形式，并且应该是

对关键的安全挑战进行坦诚和具有建设性的分析的结果。例如，这些要素可以围

绕三大领域进行安排：(1) 改变安全环境的措施，以减少各国保留、获取或增加

核武器持有量的动机；(2) 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可建立的制度和程序，以

加强不扩散努力并建立对核裁军的信心；或(3) 减少核武器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

可能性的临时措施。 

13. 工作组全体会议还将讨论如何与未参加工作组的国家进行接触。将要求参加

工作组的国家继续与未参加工作组的国家、尤其是本区域国家进行接触，以便尽

可能广泛地征求和反映各方面的意见。 

14. 在工作组全体会议之后，各分组将定期举行会议，围绕各自任务开展对话，

并编写进度报告提交工作组。各分组还将视需要开展闭会期间工作，以完成任务

和工作方案。围绕“为实现核裁军创造环境”要素开展的对话，将主要通过上述

正式会议和闭会期间工作进行。美国打算确定一个或多个非政府组织，协助为对

话提供便利及后勤支助。 

15. 在 2020 年审议大会上，工作组成员将介绍工作组活动最新情况，并分享初

步结论。但是，在持续追求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集体核裁军目标方面，“为实现核

裁军创造环境”进程的目的不只限于审议大会，并将遵循参与方协商一致确定的

工作方案和时间表。 

结论 

16. 鉴于安全环境不断恶化，实现《不扩散条约》序言和第六条所述裁军目标进

展缓慢。有关裁军的全球讨论已经过时，无法令人满意，并且回避对取得进展的

最大障碍进行实实在在的审议。在推动“为实现核裁军创造环境”倡议过程中，

美国寻求摆脱这种徒劳的对话，帮助创建更稳定的全球安全环境，为裁军取得切

实进展开辟新途径，集体促进广泛的共同利益。美国希望，围绕这一关键问题开

展的建设性接触和公开对话将有助于推动全世界的核裁军进展，并有助于在 2020

年审议大会及其后取得积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