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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4 日至 28 日，纽约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与《禁止核武器条约》之间的互补性 

  古巴提交的工作文件 

1. 随着《禁止核武器条约》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生效，国际社会明确确认，核

武器不仅是不人道、不道德和在伦理上站不住脚的，而且也是非法的。 

2. 该条约确立了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禁止核武器的新国际法规范，从而为全面

彻底裁军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有效贡献。这是朝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最

终目标即彻底、不可逆转地消除核武器迈出的关键一步。在缺乏与 1993 年《禁

止化学武器公约》和 1972 年《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所载禁令类似的禁令的情

况下，《禁止核武器条约》“填补了法律空白”。 

3. 核武器国家必须根据《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规定，与其他缔约国一道，开

展并完成有关核裁军的谈判。第六条长期得不到遵守，是《不扩散条约》大多数

缔约国于 2017 年在大会上就《禁止核武器条约》开展谈判的主要原因。120 多个

国家参加了这些谈判，寻求明确禁止核武器，这表明核裁军辩论发生了变化，也

表明这一支柱亟需得到与其他支柱同等的关注。 

4. 《禁止核武器条约》没有对《不扩散条约》的完整性造成任何破坏。 

• 《不扩散条约》第六条规定：“每个缔约国承诺就及早停止核军备竞赛

和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以及就一项在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

彻底裁军条约，真诚地进行谈判。”《禁止核武器条约》最近生效后，

将通过与《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相辅相成的各项工作，促进实现《不扩

散条约》的目标。《禁止核武器条约》第 4 条(“逐步实现彻底消除核武

器”)是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目标的路线图。 

• 《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基础是《不扩散条约》序言部分所表达的共同愿

望，即“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各国间信任的加强，以利于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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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格和有效的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停止制造核武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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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序言明确确认，充分有效地执行《不扩散条约》

对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 《禁止核武器条约》通过禁止缔约国生产、拥有、试验、部署、安置和

使用核武器，以及禁止缔约国协助、鼓励或诱导任何人从事任何被禁止

的活动，为《不扩散条约》的不扩散工作提供支持。《禁止核武器条约》

没有规定与《不扩散条约》在保障监督领域规定的义务相违背的义务。

相反，《禁止核武器条约》第 3 条规定，缔约国有义务起码维持其在该

条约生效时已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商定的任何保障监督义务，

从而加强了对现有保障监督制度的遵守。一项理解是，根据《禁止核武

器条约》，已缔结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在法律上必须维持该议定书，并

失去了退出的权利。第 3 条第 2 款还规定，与原子能机构签订的全面保

障监督协定(INFCIRC/153(更正版))对没有协定的缔约国生效，从而保留

了附加议定书的自愿性质，但最终会加强标准较低的《不扩散条约》所

规定的保障监督制度。 

• 《禁止核武器条约》使用了《不扩散条约》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

约的术语。这一点在《禁止核武器条约》关于禁止的第 1 条中相当明显，

该条与无核武器区条约的条款一致。 

• 《禁止核武器条约》与《不扩散条约》一样，不包含对“核武器”的定

义，这使得两项条约的法律目标和宗旨一致。 

• 《禁止核武器条约》第 18 条规定，“本条约的执行不得妨碍缔约国对

其加入的现有国际协定承担的义务，但此种义务须与本条约相一致”，

这突出表明，谈判者和通过该文书的缔约国希望将该文书纳入现有制度。

《禁止核武器条约》并未排除根据《不扩散条约》所承担的义务的法律

效力。 

• 两项文书都保护各国不受歧视地为和平目的研究、生产和使用核能的不

可剥夺的权利。 

• 《禁止核武器条约》规定了关于受害者援助和环境补救的积极义务，为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自 2010 年第八次审议大会以来进行的讨

论作出重大贡献。审议大会在其最后文件第 77 段中认识到，“必须在

国家和全球两级设立有效和协调一致的核损害责任机制，以在必要时就

核事故或核事件造成的人员、财产和环境损害等损害提供赔偿”。此外，

审议大会还在第 70 和 71 段中欢迎“关注与中止以前与核武器计划有

关联的核运作有关的安全和污染问题，包括酌情安全地重新安置任何失

去家园的人口以及恢复受影响地区的经济生产能力”，并鼓励“在清理

和处置放射性沾染物领域拥有专门知识的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考

虑……提供适当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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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禁止核武器条约》是执行《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必要步骤，因为尽管第

六条中载有义务，但自《不扩散条约》通过以来，在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共

同目标方面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6. 《禁止核武器条约》不会破坏国际安全、裁军和不扩散架构；相反，该文书

反映了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愿望，通过禁止对生命和环境造成无差别和持续影

响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有效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