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PT/CONF.2020/PC.II/WP.9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年审议大会 
筹备委员会 

 
 

9 March 201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8-03731 (C)    160318    190318 

*1803731*  
 

第二届会议 

2018 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4 日，日内瓦 

  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后果 

  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埃及、圭亚那、印度尼西亚、
爱尔兰、列支敦士登、马耳他、马来西亚、墨西哥、莫桑比克、尼泊尔、新西
兰、尼日利亚、巴拿马、秘鲁、菲律宾、南非和泰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1. 本工作文件在提交 2015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关于核武器人道主义后果的

工作文件(NPT/CONF.2015/WP.30)的基础上编写。为简洁起见，工作文件的内容

没有一一引用，但整份文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件的目的是结合后续情况发

展对上次文件进行更新，并重申审议进程框架内问题的重要意义。 

2. 核武器人道主义后果及相关风险知识，至少 1945 年以来就有著述。核武器

的人道主义后果在多项联合国决议中都有反映，包括 1946 年大会通过的第一项

决议。1978 年大会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强调，“核武器对人类并

对文明的存续构成最大危险”。 

3. 对核武器后果认识的确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谈判的关键驱动因素，《条

约》序言部分第一段指出：“考虑到一场核战争将使全人类遭受浩劫，因而需要竭

尽全力避免发生这种战争的危险并采取措施以保障各国人民的安全”。 

4. 2010 年审议大会是最近一次产生成果文件的大会，在其关于后续行动(2010

年行动计划)的共识结论和建议中特别强调这一问题，表示“对任何使用核武器之

举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深表忧虑，并重申各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适用的国

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这次大会并在 2010 行动计划行动 1 中表示决心，

“所有缔约国均承诺推行完全符合《条约》及建立没有核武器世界目标的政策”。 

5. 国际社会加大了对核武器人道主义后果及相关风险的关注，可以认为这是

2010 年审议大会表达的深切忧虑的加剧，并已成为缔约国努力执行 2010 年行动

计划行动 1 的重要组成部分。 

https://undocs.org/ch/NPT/CONF


NPT/CONF.2020/PC.II/WP.9   

 

18-03731 (C) 2/3 

 

6. 绝大多数缔约国支持并参与了彻底消除核武器、造福全人类根本重要性的认

识提高活动，反映了人道主义对于《不扩散条约》的核心意义。 

7. 挪威、墨西哥、奥地利三国分别在 2013 年和 2014 年主办了三次国际会议，

会议提出的证据表明，不论因何种原因发生的核武器爆炸都将给人类带来死亡、

破坏和流离失所，并对人类健康、环境、气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和长期的

损坏。证据显示，核武器爆炸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的范围、规模和相互联系具有

灾难性，比人们的一般认识更为复杂，甚至危及全人类的生存。此外，涉及核武

器的网络活动和恐怖主义构成的新的威胁已经显现。同样重要的是，会议表明核

战争的风险远远大于人们当时的普遍认识。 

8. 维也纳会议上 127 个国家支持通过的《人道主义承诺》认为，只有彻底消

除核武器，才能可靠地消除使用核武器并造成不可接受的人道主义后果的风险，

并呼吁就一项禁止核武器国际文书进行谈判，作为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第一个重

大步骤。 

9. 重要的是，三次会议开展的广泛人道主义运动，参加的不仅有大批国家，还

有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国际废除核

武器运动所代表的全球民间社会。2017 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向国际废除核武器运

动颁发了诺贝尔和平奖，表彰运动为提高核武器人道主义后果认识和缔结《禁止

核武器条约》所开展的工作。 

10. 在 2015 年审议大会上，奥地利外长塞巴斯蒂安·库尔茨代表 159 个国家宣

读的《核武器人道主义后果联合宣言》，总结并宣示了人道主义后果讨论迄今取

得的成果。 

11. 根据大会第 70/33 号决议设立的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报

告的建议，受人道主义后果讨论的启发，并根据《人道主义承诺》，大会 2016 年

第 71/258 号决议授权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并导致彻底消除核

武器的文书。谈判以 2017 年 7 月 7 日 122 个国家通过《禁止核武器条约》圆满

结束。 

12. 对核武器人道主义后果的认识，将推动各国普遍加入和执行《禁止核武器条

约》，这项条约现已纳入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裁军和核不扩散

制度。同时，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后果仍将是《不扩散条约》框架内讨论的一个重

要问题。为实现《不扩散条约》的主要目标，为全面、切实执行《条约》、履行先

前审议大会达成的核裁军和不扩散义务和承诺，在此就工作文件的主题向 2020

年审议大会提出以下建议： 

 (a) 欢迎在上两个审议周期内，包括在各次国际会议上，在基于事实的讨论

中就核武器人道主义后果提出的结论和证据； 

 (b) 认识到核武器爆炸对健康、环境、基础设施、粮食安全、气候、发展、

社会凝聚力和全球经济等造成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后果比先前的认识的更为严重，

这些后果相互关联，不受国界所限，并具有区域或全球影响，甚至危及人类的生存； 

https://undocs.org/ch/A/RES/70/33
https://undocs.org/ch/A/RES/7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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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意识到核武器爆炸的风险明显比先前的认识更为严重，并且随着核武器

扩散、核武器能力技术门槛不断降低以及恐怖主义团体获得核武器及相关材料的

危险而加剧；  

 (d) 对任何使用核武器造成的无法接受的人道主义后果表示失望，并重申所

有国家在任何时候均有必要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 

 (e) 认识到核武器人道主义后果的新证据已经出现，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国际

法，尤其是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不得使用核武器； 

 (f) 强调核武器爆炸的后果以及核武器的风险关系到全人类的安全； 

 (g) 申明为了人类生存，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再使用核武器； 

 (h) 认识到只有彻底消除核武器、维持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才能实现《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和《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目标，避免使用核武器的风险。《禁止核

武器条约》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条所指的有效法律措施； 

 (i) 确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禁止核武器条约》对核武器的任何使用

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深表忧虑，并认识到这种后果必须作为各种核裁军手段和

努力的基础； 

 (j) 强调核武器爆炸的后果和相关风险的范围将引发严重的道德和伦理问题； 

 (k) 致力于进一步提高对核武器人道主义后果和相关风险的认识，以更加紧

迫地建立和实现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l) 呼吁核武器国家在彻底消除其核武库之前，紧急采取具体的临时措施，

降低核武器爆炸的风险，增强这方面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m) 强调鉴于对核武器带来的风险及其毁灭性人道主义后果的认识不断加

深，迫切需要全面履行《不扩散条约》以及先前各届审议大会规定的现有义务，

以便落实和采取有效措施，建立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并促请所有缔约国为此贡献

全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