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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在 1999年 12月 1日题为 国际法院关于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

的合法性 的咨询意见的后续行动 的第 54/54 Q号决议内 大会请所有国家将

其执行该决议和实行核裁军所作的努力和采取的措施通知秘书长 并请秘书长向

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通报这些资料  

2. 现已收到古巴 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按照该要求提供的资料 从各会员国收

到的任何其他资料将作为本报告的增编印发  

 二.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资料 
 

 A. 古巴 

            原件 西班牙文  

            2000年 5月 9日  

3. 从历史角度看 核武器是一种新型武器 因影响所及多重而深远的影响力

其摧毁力在人类经验中绝无仅有的 核技术使一枚核武器在瞬间释放出的能量超

过历史上所有战争中使用的常规武器所释放的能量总和  

4  核武器造成的特殊輻射有即刻效应 也有长远效应 有关广岛和长崎原子弹

攻击的大量文献 以及目击者对使用核武器的恐怖后果所做的可靠证明 都对此

有生动的说明  

5. 国际社会对这些现象并非毫不关心 在无数论坛和文书中表明了观点 提出

了要求 这些都以某种方式制订了标准 订下了承诺和义务 发出了呼吁 包括

请国际法院和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发表意见  

6. 1996年 7月 8日 国际法院在一项历史性意见中表示 有义务真诚地进行和

完成谈判 以便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实现全面核裁军  

7. 该意见认为 各国不仅有举行这一谈判的法律义务 还有迅速完成这一谈判

的法律义务 这项一致通过的意见奠定了联合国会员国据以采取后续行动的明确

基础 以便从世界上铲除核武器  

8. 国际社会已经禁止了两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 但核武

器却是最危险的例外 尽管它几十年来在各个裁军机构的议程上一直占显要地

位  

9. 大会无数项决议重申了人们长久的愿望 裁军谈判会议应成立一个附属机

构 专门负责就核裁军开始谈判 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义务对我们的要求 非核武

器国家的利益不能被排除在核裁军进程之外 核武器的影响范围和性质是多层面

的,这意味着我们都有权要求铲除这些武器 有责任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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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为协助实现这一目标 1996年 7月 埃及代表 21 国集团的 28个代表团 包

括古巴 提出一个三阶段方案 以期到 2020 年完全消除核武器 各国一再呼吁

裁军谈判会议开展谈判 争取缔结一项禁止核武器的条约  

11. 1996年 堪培拉委员会还发表报告 列举国际知名人士对此问题的看法  

12. 只有一个合理而平衡的国际军备控制和裁军进程才能推动真正的和平 安全

和国际稳定 然而 一些国家正打着军备控制和不扩散的幌子 企图限制和削减

他国的军备 而自己却不断用最先进的技术和军事装备武装自己 无视民间社会

和科学界的抗议  

13. 核裁军是裁军议程上的最高优先事项 1978年召开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

一届大会特别会议就强调了这一点 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的各位国际知名人士也

都有表示 现任秘书长 1999年 1月 26日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的讲话特别提到  

14. 现在必须要问 冷战之后 核武器要起什么作用 今后在集体安全体制内的

作用为何 那些决定恢复并加强核威慑理论的国家的核武器目的何在 它们向谁

瞄准  

15. 我们认为 这只是使拥有和独占核武器合法化的技俩  

16. 古巴一直及时 有系统地答复所有这些问题 重申其对和平及和平使用核能

源的承诺 古巴正在扩大和多样利用核能源 使之用于和平目的 尽全力让核能

源为人 动植物和环境造福  

17. 古巴作为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一名成员国 将继续呼吁开展核裁军谈判 这

是阻止使用核武器的唯一保障 古巴还敦促各国进行谈判 加强限制 反弹道导

弹系统条约 维护目前正受到威胁的条约的完整和效力 这一条约必须继续作

为维护国际战略稳定的基石  

18. 如同在大会采取的立场一样 古巴再次强调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重要性 敦

促各国毫不拖延地履行国际义务 开展多边谈判 迅速通过一项关于禁止发展

生产 试验 部署 储存和转让核武器 禁止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以

及呼吁消除核武器的公约  

 B. 新西兰 

             原件 英文  

             2000年 6月 8日  

19. 外交和外贸部谨通知裁军事务部 2000年 2月 23日 新西兰议会通过一项

关于核裁军的决议 决定 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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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尤其是核武器国家与新西兰一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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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履行义务 真诚地开展并完成谈判 以导致在严格和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全面实

现核裁军 决议案文如下
1
 

 新西兰议会根据  

  世界人权宣言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联合国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1987年 新西兰无核武器区 裁军和军备控制法  

  国际法院的一致结论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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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认为 

  有义务真诚地开展并完成谈判 以导致在严格和有效的国际监督

下全面实现核裁军  

  堪培拉消除核武器委员会一致通过的报告  

  1998年 第八次 外交部长联合声明  

  1999年 禁止核试验法  

决定  

  作为 2000 年来临的标志 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尤其是核武器国家与

新西兰一道共同履行义务 真诚地开展并完成谈判 以导致在严格和有效的

国际监督下全面实现核裁军  

  新西兰政府应利用最有效的外交手段 将本决议的全文告知联合国每一

会员国 新西兰政府同时应将本决议副本送交联合国秘书长 联合国大会主

席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和国际法院院长 新西兰政

府应在所有适当的国际论坛致力于履行此项义务  

__________________ 
1
   决议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文件于 2000年 3月 24日印发 CD/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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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卡塔尔 

            原件 阿拉伯文  

            2000年 6月 20日  

20. 卡塔尔是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的缔约国 决心履行该条约 持续参加阿拉

伯国家联盟和其它区域组织举行的谈判 努力确保卡塔尔所在区域的所有部分

都成为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 包括核武器在内  

21. 卡塔尔武装部队根据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指示 无疑作出重大努力 禁止使用

生产 部署 储存和威胁使用核武器 卡塔尔国如以前声明的那样 希望整个国

际社会摆脱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核武器 因此已采取的所有步骤都以此为目标

而且把希望寄托在这一目标的实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