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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1 日至 26 日，纽约 

  行使第十条所载退出权的后果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成员(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德国、日本、墨

西哥、荷兰、尼日利亚、菲律宾、波兰、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

交的工作文件 

  目标 

1.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此前推动的倡议和举行的讨论的基础上，促进《条约》的普遍性和全面执行。倡

议组织着重指出，《条约》被广泛认为是国际安全的基石。必须维护《条约》的完

整性，促进其普遍性。 

2. 虽然退出《不扩散条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取的，但不扩散与裁军倡议

组织并不寻求修订或改变退出《条约》的权利。不过，倡议组织认为，维护《条

约》的完整性意味着，退出《条约》的权利不应(在完成推出程序期间或之后)产

生漏洞，对其余缔约国造成负面影响，或允许一国无视适用于其在退出《条约》

之前获得的任何核材料、设备和技术的保障监督。 

3. 一旦充分满足第十条所载的退出程序要求，退出国就不再受《条约》条款的

约束。尽管如此，按照《条约》第十条行使权利的缔约国根据国际法仍对退出前

违反《条约》的任何行为负责。此外，任何退出《条约》的行为都应被视为严重

的政治行动。 

4. 不能孤立地考虑根据第十条退出《条约》的法律和政治后果，脱离《条约》

其他条款或各国为执行《条约》而承担的其他义务或作出的其他承诺。这些条款

旨在推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从而满足《条约》所有缔约国的安全利益，同时

促进为和平目的使用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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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认识到，必须尽量减少退出《条约》对其余缔约国的

负面影响。本工作文件就退出《条约》的法律和政治后果提出若干提议，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十次审议大会可将这些提议列入向《条约》缔约国提出的建

议清单。 

  法律背景 

6.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重申，退出《条约》的具体规则(《条约》第十条)

和有关退出多边条约的国际法一般规则(载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相关条款)

均适用。 

7.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着重指出，《条约》说明了行使退出权的程序。第十条

规定，任何缔约国如果断定与《条约》主题有关的非常事件已危及其国家的最高

利益，应有权退出《条约》。第十条规定，推出国“应在退出前三个月将此事通知

所有其他缔约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且这项通知必须“包括关于该国认为已

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常事件的说明”。倡议组织重申，缔约国必须充分遵守第十

条的所有要求，并对非常事件作出具体和明确的说明，然后才能退出《条约》。 

8.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还着重指出《条约》本身赋予安全理事会的作用：第

十条要求退约国通知安理会，因为此类退出行为可能构成与国际安全相关的非常

事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各会

员国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授予安理会。 

9.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忆及，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七十条述及退

出条约的后果。第七十条除其他外规定，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当事国另有协议外，

退出条约的行为：(a) 解除当事国继续履行条约的义务；(b) 不影响当事国在其退

出生效日期前经由实施条约而产生的任何权利、义务或法律情势。就《不扩散条

约》而言，退出国根据国际法仍对退出前违反《条约》的任何行为负责。此外，

这种退出并不改变退出国与任何其他缔约方之间的其他一切现有法律义务，例如，

遵守建立无核武器区条约等其他国际协定。 

  建议 

10. 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提出以下建议的目的是，在一国退出《不扩散条约》

之后，维护不扩散制度的完整性、保障监督的有效性和《条约》缔约国的权利。

其余国家可能已根据《条约》第三和四条，以双边方式或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原

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的成员进行过合作，也可能已真诚地向后来退出《条约》的

国家转让过材料、设备和科学技术情报。至关重要的是，此类物项和情报不被转

用于武器计划。 

11. 基于上述考虑，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提议，2020 年审议大会应建议《不扩

散条约》缔约国： 

 (a) 重申决定退出《条约》的任何缔约国必须充分、严格遵守第十条的程序。

《条约》规定了对行使退出权的要求，这意味着在没有满足这些要求的情况下发

出的任何退出通知都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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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指出，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七十条，按照《条约》第十条行使

权利的缔约国根据国际法仍对退出前违反《条约》的行为负责； 

 (c) 强调退出行为并不改变退出国与任何其他缔约方之间的其他一切现有

法律义务或政治承诺，包括适用于一国在退出前获得的核材料、设备和科学技术

情报的义务，退出《条约》后，这些材料、设备和情报应继续置于保障监督之下； 

 (d) 鼓励缔约国作为核出口的一个条件，要求接受国同意，一旦其终止、退

出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协定，或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发现其违反原子能机构保障

监督协定，供应国有权要求接受国返还在其终止、退出或违反保障监督协定前提

供的核材料和设备以及使用这些材料或设备生产的任何特种核材料； 

 (e) 建议保存国和缔约国进行协商，并尽一切外交努力说服退出国重新考虑

其退出决定。应鼓励并支持区域和多边层面的外交行动。在进行这些协商和采取

其他行动时，应顾及直接有关各方的合理安全需要； 

 (f) 着重指出，根据《宪章》，安全理事会将对确定退出《条约》行为是否对

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负有首要责任，且安理会按照第 1887(2009)号决议的规

定，承诺毫不拖延地处理所有退出《条约》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