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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75/399，第 96 段)通过] 
 

 

 75/73. 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道德责任 
 

 

 大会， 

 回顾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通过的 2015 年 12 月 7 日第 70/50 号决议，成

立联合国的目的是欲免后世再遭惨不堪言之战祸，以及 2018 年 12 月 5 日第 73/68

号和 2019 年 12 月 12 日第 74/47 号决议， 

 又回顾联合国是在 75 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严重伤亡和巨大破坏后诞生的， 

 还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崇高原则，其中要求国际社会单独和集体地尽一切

努力，促进“大自由”中的道德责任，使各国人民免于匮乏，免于恐惧，并享有

尊严生活的自由， 

 深信鉴于核武器爆炸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和相关风险，会员国长期以来

设想核裁军和核不扩散为实现《宪章》目标的紧迫和相互关联的道德责任，这反

映在大会 1946 年 1 月 24 日通过的第一项决议，即第一㈠号决议之中，该决议旨

在摒除国防军备中的原子武器以及其他一切为广大破坏之主要武器， 

 在这方面承认其各项决议的规定和报告以及有关核武器爆炸的灾难性人道

主义后果和构成的风险的其他相关国际举措所概述的道德责任，包括宣布使用

核武器将不分青红皂白地造成苦难，因此违反《宪章》及人道主义法规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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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1 谴责核战争违反人类良知，并违反基本的生命权，2 核武器的存在威胁到

人类的根本生存，3 使用核武器造成有害的环境影响，4 并对继续出资发展和维

持核武库表示不安，5 

 又承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 序言部分和第六条以及国际法院关于“以核

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7 国际法院在咨询意见中一

致认为，有义务真诚地进行和完成导致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下进行所有方面的

核裁军的谈判， 

 还承认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联合国千年宣言》8 中决心努力消除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并选用一切可行办法来实现这个目标，包括可

能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确定消除核危险的途径， 

 感到关切的是，尽管长期以来确认这些道德责任，尽管已为处理核不扩散作

出了许多努力，但在履行建立和维持国际社会要求的无核武器世界所需核裁军义

务方面仍然进展有限， 

 感到失望的是，尽管会员国作出了不懈努力，裁军谈判会议关于核裁军的多

边谈判仍缺乏进展， 

 满意地注意到自 2010 年以来会员国和国际社会对核武器的灾难性人道主义

后果和核武器所涉风险的更多认识、重新关注、日益增强的势头以及所有相关的

国际举措，这构成了实现核裁军道德责任的基础以及建立和维持一个无核武器世

界的紧迫性， 

 回顾《禁止核武器条约》9 于 2017 年 7 月 7 日获得通过，《条约》承认进行

核裁军的道德责任， 

 意识到多边外交在核裁军领域的绝对效力，并决心促进多边主义作为开展核

裁军谈判的主要途径， 

 1. 促请所有国家承认无论因意外事故、错误判断还是蓄意所为造成的核武

器爆炸所构成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和风险；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第 1653(XVI)号决议。 

 2 见第 38/75 号决议。 

 3 见 S-10/2 号决议。 

 4 见第 50/70 M 号决议。 

 5 见 A/59/119。 

 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29 卷，第 10485 号。 

 7 A/51/218，附件。 

 8 第 55/2 号决议。 

 9 A/CONF.229/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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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承认实现核裁军的道德责任以及建立和维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紧迫

性，而无核武器世界是“最高级的全球公益物”，符合国家和集体安全利益； 

 3. 宣布： 

 (a) 必须紧迫地消除核武器构成的全球威胁； 

 (b) 有关核武器的讨论、决定和行动必须强调这些武器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

而且必须以其所造成的无法形容的苦难和不可接受的伤害为指引； 

 (c) 必须更加重视核武器爆炸对妇女的影响以及妇女参与核武器问题的讨

论、决定和行动的重要性； 

 (d) 核武器损害集体安全，增加核灾难风险，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加大冲突

的危险； 

 (e) 赞成保留核武器的论调对核裁军和核不扩散机制的可信性具有不利影响； 

 (f) 核武库现代化的长期计划违背了有关核裁军的承诺和义务，使人产生了

无限期拥有这些武器的看法； 

 (g) 在一个人类基本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世界里，为核武库现代化划拨的大

量资源可转而用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0 

 (h) 鉴于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核武器的任何使用，无论其起因如何，不

违背国际人道法或国际法或道德制约或公众良心的要求是难以置信的； 

 (i) 鉴于其滥杀性质和毁灭人类的潜能，核武器从本质上就是不道德的； 

 4. 注意到所有负责任的国家负有作出决定保护人民并保护彼此免受核武

器爆炸之害的庄严责任，而各国承担这一责任的唯一途径就是彻底消除核武器； 

 5. 强调指出鉴于核武器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和相关风险，所有国家都有

道德责任紧迫、坚定地采取行动，在所有相关利益攸关者的支持下，采取必要的

有效措施，包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消除和禁止一切核武器； 

 6.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全面彻底裁军”的项目下列

入题为“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道德责任”的分项。 

 

2020 年 12 月 7 日 

第 37 次全体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10 见第 70/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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