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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常驻代表团 2019 年 9 月 13 日致裁军谈判

会议秘书处的普通照会，转交 2019 年 8 月 28 日至 29 日在

哈萨克斯坦努尔苏丹举行的促进现有无核武器区之间的合

作，加强这些无核武器区之间的协商机制研讨会的主席总结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向裁

军谈判会议秘书处致意，并谨转交 2019 年 8 月 28 日至 29 日在哈萨克斯坦努尔

苏丹举行的促进现有无核武器区之间合作，加强这些无核武器区之间的协商机制

研讨会的主席总结。 

 在这方面，常驻代表团请求将主席总结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予以登

记，并向裁军谈判会议各代表团分发这份文件。 

 反馈和评论可发送至以下电子邮件地址：a.fazylova@kazakhstan-geneva.ch。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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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主席在促进现有无核武器区之间合作，加强这些无核武器区

之间的协商机制研讨会结束时作的总结 

  2019 年 8 月 29 日，努尔苏丹 

 在“禁止核试验国际日”十周年之际，关于建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无核武器

区(《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南太平洋无核武器区(《拉罗通加条约》)、东南亚

无核武器区(《曼谷条约》)、中亚无核武器区(《塞米巴拉金斯克条约》)和蒙古

无核武器区的条约缔约国和签署国的联系人和代表，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至 29

日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努尔苏丹举行会议，目的是通过加强无核武器区之间的合

作，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作出贡献。来自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禁核试组

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联合国裁军事务厅(裁军厅)、联合国裁军研

究所(裁研所)及维也纳裁军和不扩散中心的专家，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次区域间会议也是根据哈萨克斯坦第一任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先

生的倡议召开的，该倡议最初在 2017 年 8 月 29 日原子能机构低浓缩铀库设施的

落成仪式上提出。 

 与会者讨论了现有无核武器区条约的执行情况以及第四次无核武器区和蒙古

会议(2020 年 4 月 24 日，纽约)的筹备情况。 

 为了继续作出国际努力，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促进无核武器区之间的合作，

以充分落实各项条约的原则和目标，在共同关注的领域交流相关想法和最佳做

法，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以研讨会主席的身份提出以下建议。据哈萨克斯坦的理

解，这些建议反映研讨会对一些事项进行讨论的情况： 

1. 无核武器区缔约国和签署国应恢复举行无核武器区“联系人”会议的做法并

使这些会议进一步制度化。会议可每年在联大届会期间举行，也可在不举行

缔约国大会的年份，在《不扩散条约》筹备委员会会议期间举行。 

2. 无核武器区缔约国和签署国应考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交一项联合年度决议。

这种决议可取代单个国家提出的决议。此外，这一举措可有助于协调，并可

在加强条约建立的制度和无核武器区的概念方面提出共同立场。该举措也可

有助于未来无核武器区的建立。这种决议还可载有一项关于编写第二份有关

无核武器区所有方面的详细的研究报告的请求，因为首次此种研究是联合国

大会于 1970 年代开展的，当时，多数现有无核武器区尚未建立。 

3. 无核武器区缔约国和签署国应效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拉加

禁核组织)和非洲核能委员会的成功例子，酌情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或相关

区域组织，从而设法使无核武器区条约进一步制度化。 

4. 应设立一个由无核武器区缔约国和签署国代表组成的协商小组，目的是定期

交流关于无核武器区活动的信息，并在可能情况下协调立场。这一小组的成

员可由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的代表担任(也可采取任何其他相互商定的适

当形式，选定任何其他相互商定的地点)。这将有助于加强无核武器区条约

缔约国和签署国会议的筹备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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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建立一个全球无核武器区网站/门户，作为各无核武器区之间的交流手

段，并据以提供关于无核武器区、无核武器区会议和其他联合活动的信息，

以便使区域间合作系统化并加强此种合作。 

6. 无核武器区缔约国和签署国应效仿拉加禁核组织与非洲核能委员会合作的成

功例子，维持邀请其他无核武器区的代表参加无核武器区条约区域会议中的

每次会议的做法。 

7. 无核武器区缔约国和签署国应保持外交努力――必要时共同保持此种努力，

以便使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条约的相关议定书所列或提及尚未签署或批准这些

议定书的国家，尽快签署和批准这些议定书。 

8. 应当作出进一步努力，促进所有国家加入各自的无核武器区条约。 

9. 应当作出进一步努力，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的

生效和普遍加入，以便为消除核武器作出贡献。 

10. 无核武器区缔约国和签署国应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第七十四届会议期间

组织一次无核武器区和蒙古第四次会议(2020 年)筹备会议，并在此后酌情组

织任何其他筹备会议，以使无核武器区和蒙古第四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11. 为便利无核武器区和蒙古第四次会议筹备工作的开展，无核武器区缔约国和

签署国应当尽一切努力，尽早为会议指定一名主席。 

12. 为确保无核武器区和蒙古第四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无核武器区缔约国和签署

国应当履行其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上商定与这次会议有关的资金承

诺。 

13. 无核武器区缔约国和签署国应进一步作出外联努力，提倡裁军教育，特别是

对青年进行裁军教育。还应鼓励对无核武器区的要素，如消极安全保证和这

方面的议定书解释性声明等，进行研究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