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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审议委员会 
 

2001 年实质性会议 

2001年 4月 9日至 27日 

议程项目 5 

  常规武器领域的实际建立信任措施 
 

  瑞典代表欧洲联盟  提交的工作文件 
 

  导言 
 

1. 建立信任措施的主要目标是要建立信任和减少

国际关系中的误解和估计错误以降低武装冲突的危

险 从而有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 欧洲联盟 欧盟

相信透明化 合作与可预测性是所有建立信任措施的

关键内容 虽然第二工作组审议中的专题限于常规武

器领域的实际建立信任措施 欧洲联盟承认 能够帮

助创造有利于和平与稳定条件的范围广泛的其他措

施也同样重要 欧洲联盟成员国积极参与欧洲安全与

合作组织 欧安组织 和联合国内的建立信任与安全

活动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2. 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欧安会议 和后来的欧

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欧安组织 框架内进行的工作大

                             

   同欧洲联盟有关的中欧和东欧国家 保加利亚 捷克共

和国 爱沙尼亚 匈牙利 拉脱维亚 立陶宛 波兰 罗马

尼亚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以及相关国家塞浦路斯 马

耳他及土耳其与这个工作文件结盟  

有助于建立欧洲大陆以及从温哥华到海参威的安全

与稳定 超过 25年前 在 1975年签订了赫尔辛基最

后文件 该文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建立信任措施

长期以来 制订了新文件和新工具与文书 以便应付

新的挑战和威胁 欧安组织今日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

要借着支持会员国的民主化进程来防止冲突  

3. 来自赫尔辛基的 第一代 建立信任措施已经审

查和改善了几次 1984-1986 年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

提出了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的观念 1990年代初期通

过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开放天空条约和 1992

年的维也纳文件构成欧安组织在这个领域的一大步

骤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和维也纳文件后来已有改

进 最新的版本于 1999年在伊斯坦堡通过  

4. 除了这些文件之外 欧安组织的一个重要成就是

1994 年在布达佩斯通过的关于安全的政治 军事

方面的行为守则 该守则有所创新 制定了一些规范

特别是关于武装力量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 该守则是

比较传统的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以外的新范畴的最

重要例证 往往被称做制定规范与标准的措施 在组

织内的最新发展是去年 11 月通过的欧安组织关于小

武器和轻武器文件 这份文件也包括关于透明化措施

的重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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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欧安组织的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制度现在构成

该组织 55个成员国在军事政治问题上的一种透明化

合作与可预测性文化的稳定而有效的基础  

  联合国 
 

6. 欧洲联盟在全球致力于联合国系统内所进行的

工作 欧洲联盟的所有成员国都帮助联合国常规武器

登记 欧洲联盟支持尽量广泛的参与登记并且也致力

于改善其效用  

7. 欧洲联盟参与筹备 2001 年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

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的工作 它认为关于建立

信任措施的规定应列入大会产生的行动纲领内  

8. 欧洲联盟也参与了重要的建立信任工作 那是在

1980 年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份伤害

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的框架内进行的

要求公约第二项订正议定书缔约国提出报告和举行

年度会议的规定 构成了一个分享信息的框架  

欧洲联盟 
 

9. 欧洲联盟有若干处理常规武器领域建立信任措

施的安排 1997年通过的欧盟防止和打击非法贩运常

规武器方案是其中之一 它呼吁欧盟成员国加紧努

力 防止武器 特别是小武器在其领土或通过其领土

贩运 其目的是要促进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和改善关于非法贩运武器的信息交流 另一个重要的

例子是 1998 年通过的欧盟武器出口行为守则 该守

则载有武器出口的共同标准以及某些具体因素 着重

于成员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一个协商机制  

 

关于主席非正式文件的几点意见 
 

结构 
 
 

10. 欧洲联盟认为 在单独一章中反映出区域和国家

经验会很有助益 这些经验可包括关于建立信任措施

的信息 以及这些措施的主要性质和频率等  

第一节 
 

11. 欧洲联盟提议对第 5段和第 7段略加修改 这不

会改变其主要内容 只是采取如下更直接的表达方

式  

第 5段 

 

 建立信任措施不应被视为裁军措施的替

代或前提 也不应转移对裁军措施的注意力 另

一方面 建立信任措施很可能为在裁军领域取得

进展创造有利条件  

第 7段 

 建立信任措施可采取多种形式 当事方采

取某些建立信任措施旨在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义务 在此意义上 建立信任措施被视为在当

事方之间具有国际条约法的性质 在其它情况

下 可商定建立信任措施作为具有政治约束力的

承诺 具有政治约束力的建立信任措施还可演变

为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  

12. 欧洲联盟同意第 8段和第 9段的主要内容以及其

中包括的不同内容 认为善政 透明度和问责制推动

建立信任进程  

13. 在第 8段第一句第二部分增加 合作 一词可进

一步改进该段 第一句将改为 善政 特别是武器

透明度以及在军事问题上采取公开和合作的方式将

会促进建立信任进程  

第二节 
 

14. 首先 作为一般性意见 欧洲联盟提议将第二章

标题改为 原则与性质 因为一些内容超出了表述

性质 欧洲联盟认为 必须阐明各种建立信任措施的

性质 并与其它代表团商定将某些内容从第三节移至

第二节 欧洲联盟提议 将第三节第 1 2 按下文建

议修正 4 5和 6段移至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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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段 

 

15. 欧洲联盟希望第一段明确表明 应充分遵守 联

合国宪章 的所有原则和宗旨 有选择地援引 宪章

有损于这一点  

16. 欧洲联盟建议扩充第 2段的内容 进一步表明不

能将建立信任措施强加于各国  

第 2段 两个部分  

 本质上 不能强制执行建立信任措施 因

此必须在自愿的基础上予以拟订和执行 可在各

级拟订建立信任措施 单边 双边 分区域和多

边 互惠可成为建立信任措施的一个重要方面  

 应以参加此进程的国家感到适宜的速度

拟订建立信任措施 应根据有关各方商定的条件

执行建立信任措施  

17. 欧洲联盟提议 将第三节第 1 2 4 5 和 6 段

移至第二节 删除第三节第 3段 如上所述 被删除

的第 3 段内容将并入目前第二节第 2 段的拟议修正

稿 明确阐明建立信任措施的自愿性质  

18. 欧洲联盟还提议 将第三节第 2段移至第二节

并修正如下  

 建立信任措施是不断发展的进程 采取循

序渐进的办法往往证明更有成效 虽然在特定形

势下有可能在最初阶段实行意义深远的安排 但

实际情况往往是 通过采取更突出重点 自愿和

不太敏感的措施所获得的经验和信任可推动达

成协议 在更长期内采取意义更深远的进一步措

施  

 

第三节 
 

19. 欧洲联盟很满意非正式文件在第三节中列举许

多建立信任措施的实例 虽然理解不可能列出所有实

例  

20. 关于导言各段 上文提到欧洲联盟认为导言可以

更明确 并如上所述 可将第三节第 1 2 4 5和 6

段移至第二节 可删除第三节第 3段 因此 第三节

可从第 7段开始  

21. 为进一步拟订第三节 欧洲联盟建议在该节中提

到安全的政治 军事方面 并提议在第三(b)节下增

加以下新的次分节  

 安全的政治 军事方面  

22. 可在该标题下列举以下实例  

• 由宪法确定并具有民主合法性的当局对武

装部队实行有效控制  

• 军事开支经立法批准  

• 教导武装部队人员 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和

武装冲突的规则  

• 透明度及公众获得与武装部队有关的信息

同时充分注意国家安全要求  

第四节 
 

第 1段 

 

28. 欧洲联盟提议 第 2段进一步改为  

联合国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和平与安全 为此目

的 联合国为会员国提供一个论坛 就预防和解

决冲突进行对话和合作 联合国还进一步采取一

系列广泛措施 这可促进创造有利于和平与稳定

的条件 拟订建立信任措施 此外 联合国还是

唯一的世界论坛 所有会员国都可在此论坛为载

军进程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