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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2017 年 5 月 2 日至 12 日，维也纳 

  具体背景下的核裁军：全球治理问题 

  爱尔兰提交的工作文件 

导言 

1. 安全关切和安全环境一再成为 2017 年筹备委员会讨论的主题，然而当我们

谈到安全特别是谈到无视边界的武器时，必须调整视角，从国家、区域和国际一

级转而对这些武器必有的风险采取真正的全球观点。这些武器一旦引爆，将会通

过空气传播有毒物质，危害生活在各大洲的人类和动植物，污染我们的水和土壤，

并且有可能导致饥荒，在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改变我们的气候。在数字时代，我

们面临着迄今认为不可能的威胁。最近，民用和军事网络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受到

了挑战和危害。我们看到近来，某些国家通过非法采购、无形技术转让，也可通

过网络间谍活动等方式加快导弹计划。正如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和皇家国际事务研

究所（查塔姆研究所）最近关于了解核武器风险的重要文件所述，我们生活在一

个大多数国家（无论其经济能力如何）以及非国家行为体掌握网络技术的时代。

这使战略竞争环境变得公平，并且为弱小交战国政府或恐怖组织煽动更具影响力

的攻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不仅增加了意外核爆炸的风险，还增加了数据

操纵在决策中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可能。为保持一致和有效，我们必须关注武器和

武器影响而非行为体，并将这一办法运用到关于所有武器问题的工作中。我们赞

同前任秘书长的看法，即对于错误的武器没有正确的手。考虑到所有风险因素，

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裁军和不扩散保持警惕并采取努力。在这方

面，爱尔兰很高兴介绍目前新的工作文件，说明我们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

查周期中的工作应如何在安全背景下，以及在许多代表提及的更广泛的全球风险

和全球治理背景下进行，例如，在贫穷、发展、气候、环境、健康、文化遗产和

性别平等方面。新的工作文件以爱尔兰自 2015 年以来与查塔姆研究所开展的合

作研究为基础，最新版本以小册子形式提供给各位代表。我们希望这项研究和工



NPT/CONF.2020/PC.I/WP.37  

 

17-07482 (C) 2/4 

 

作文件将在本次审查周期中重新激活我们的努力，并期待就该问题和各方面的发

展动态进行磋商。 

2. 这是一个存在全球不确定性和挑战的时代。在这种紧张和敏感的局势中，核

武器的存在毫无保护作用，也不能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事实上，核武器的固有

风险使世界更加危险。真正解决风险的唯一行动就是禁止和消除核武器。然而，

鉴于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实现，当务之急是减缓目前的风险水平。无论是意

外还是有意的核爆炸风险都高于以往。无限期保留核武器意味着不可避免的灾难。

核武器保留时间越长，就越会因此而沾沾自喜，就越有可能发生事故。虽然我们

重视加强核安全的一切努力，并且欢迎采取行动降低风险和提高透明度，但我们

认为，重要的是要强调，应对风险不表示支持无限期保留这一风险根源。核武器

持续存在的每一天都意味着每一天核武器都有可能被意外或有目的地引爆或被

恐怖分子获得。令人遗憾的是，在核裁军方面的努力不足，与围绕这一更大风险

的紧迫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3. 爱尔兰想强调的一个特殊风险存在于武器系统日益自动化领域，这个问题目

前在常规武器领域受到相当大的关注。考虑到有证据表明过去很多意外核武器爆

炸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人类能动性和干预而被避免的，对于安全理论中长期依

赖核武器而言，这是需要强调的一个风险增加的领域。作为《条约》缔约国，我

们工作的一个重要和不可分割的部分应放在提高认识领域。在这方面，爱尔兰特

别积极地提高对电离辐射造成的严重性别影响的认识。爱尔兰认为，至关重要的

是继续提高认识，推动了解核武器使用这个迄今不为人知的方面。（需要进一步

了解这些武器的这一方面，爱尔兰已经就此问题提交了一份专门的工作文件。） 

4. 国际紧张局势日益加剧，蕴含了非常现实的局势升级以及发生事故和误判的

可能。此外，我们看到核武器在安全理论中的日渐显要，以及在现代化方面的大

量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将使核武器的使用变得更简单。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

核裁军采取行动既适逢其时又具有紧迫性。2015 年缔结了多项开创性国际协定，

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个关于气候，这以实例表明了当我们携手合作、面

对现实、关注未来时有可能取得的成就。不过这些协定被笼罩在核爆炸的阴影之

下，能否成功存在风险。这是一颗小星球，我们认为世界广阔无垠而毫不相关的

理念已经转变为万物相互关联。在这样的世界中，多边主义发挥关键作用，安全

问题不仅对国家而且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影响。因此，就地球的可持续性和人类集

体安全而言，前所未有地需要合作思维和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关于气候

变化的《巴黎协定》取得了良好进展。但是这些协定因核裁军缺乏进展而蒙上了

阴影，其所有目标因继续存在和依赖核武库相关风险而受到威胁。 

5. 在这一背景下，核裁军和我们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周期中的工作并

非无关紧要的问题；这不是一场技术或专业辩论，不应该这样解决。事实上，这

是一个整体的横向问题，有可能影响到所有公民，因此需要与具有全球影响的所

有其他领域的决策相结合。不论涉及到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无论是移民还是粮食

安全、网络恐怖主义或全球变暖、人权抑或性别平等，核武器的复杂因素都加剧

了潜在的不利影响。没有时间让我们再按部就班了；是时候明智地表达关切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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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集体行动了。考虑到这一切以及为了对这个审查周期做出实质性贡献，爱尔兰

很高兴地委托查塔姆研究所提交更新的咨询文件，阐明核裁军怎么在本质上成为

全球治理拼图中缺失的一块，并说明为何现在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

个问题。 

6. 我们希望从研究中强调的要点如下。 

7. 本文件将核裁军视为根本上相互关联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球面临巨大挑战的

时代，对各国和全人类而言均是如此。因此，现在是发挥领导力以及履行我们的

国际义务、承诺和责任的时候了。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审视核裁军，如果我们真正

关心地球的可持续性，那么我们需要同样关心核问题。因此，我们在其他国际协

定下作出的承诺也影响着我们就核裁军问题所必须做出和履行的承诺。 

8. 现在需要把核裁军视为一个横向问题，承认它对更广泛的权利和特权以及义

务和责任的影响。我们需要引起知情的公共关切，这反过来又将有助于推动必要

的政治意愿。更具合作性的多边主义，其中包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国际义务的综

合性和关联性以及如何与核裁军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最终将使人们正确地把这

一问题当作一个横向的、至关重要的全球治理问题。 

9. 本文件概述了核武器将对一整套问题产生灾难性影响的方式。对于这些问题，

目前尚未讨论或在决策中考虑到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些重要问题包括：可持

续发展目标、气候变化、环境、发展、性别平等、儿童权利、保护文化遗产、公

共卫生、非国家武装团体、人道主义行动和网络安全。 

10. 本文件提到，那些关心地球生存能力和改善人类境况的人们同样需要关心核

武器。各国就这些重要问题所作的国际承诺和承担的义务需要明确地与国际社会

就核武器所做承诺和承担的义务以及对此问题缺乏行动联系起来。不履行核裁军

和不扩散义务将对目前为解决气候和环境问题、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其他措施

而采取的努力产生重大影响。 

11. 本文件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这些结论应在当前审查周期以外产生共鸣，

并被纳入更广泛的政策领域。其中包括：围绕一系列问题把专家和外交界联系起

来，提出新的视角、协同效应和务实理念；密切跟踪裁军与发展之间的联系；承

认妇女在裁军方面的重要作用；就核裁军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联系采取行动；

核裁军界与公共卫生专家之间进一步采取行动；研究核裁军与核安全之间的联系；

揭示民用核材料以及在物质使用方面的网络脆弱性；以及将世界人道主义峰会作

为核裁军如何在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全球挑战中发挥作用的典范。 

12. 本文件认为，应将核裁军是否取得进展作为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

一个因素，把核裁军问题纳入视角将使专家和从事全球威胁工作的官员受益，并

且这些问题应由联合国采取跨部门办法来处理，包括联合研究、工作文件、会议

和相关委员会之间的知识交流。 

13. 本文件还提出，在所有安全和应急规划中都应考虑与核武器相关的脆弱性和

风险，将应对核爆炸的对策纳入所有风险管理和减缓进程，建议研究人道主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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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类核爆炸的能力，并注意到核武器国家以及在其领土内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

这方面的特殊责任。 

14. 从根本上说，我们委托的研究支持爱尔兰的看法，即核裁军确实可被视为多

边主义中缺失的一环。爱尔兰希望，代表们将赞同得到该研究论文支持我们的观

点，即需要提高对核裁军工作相互关联性的认识，并且必须将这一点提升到全球

治理的最高水平，从而在必要的全球背景下审议我们对《不扩散条约》的承诺。

我们希望在审查周期中进一步讨论这一主张，并在成果文件中予以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