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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2002年 4月 8日至 19日，纽约 
 
 

  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 
 
 

  德国提出的工作文件 
 
 

1. 人们普遍赞同核裁军进程的最终目的：完全消除核武器。1995年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通过的“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原则和目标”明确提出这一

目的，随后，核武器国家在 200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最后文件内宣布

它们“明确承诺全部消除其核武库”以作为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的 13

个实际步骤的一部分。 

2. 因此，目标是明确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研究一下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基

本先决条件可能有助于应付这些问题。 

 

  一 
 

3. 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先决条件中，以下各项可能特别重要： 

 (a) 建立可靠数据库和不提供武器级裂变材料：首先，我们必须在适当的时

候编写库存清单列明所有核武器及可供军事用途的裂变材料存量。只有依靠全面

可靠的数据库才有可能执行最后步骤促使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在朝向无核武

器世界时我们必须能够毫不含糊地宣称已销毁一切现存核武器。此外，实际上不

提供武器级裂变材料将作出必要的保证，确保不能够在极短期内装配核武器；我

们也必须确定个别国家不能轻易破坏普遍禁止核武器的规定。这一要求也显示出

迫切需要采取全面而协调一致办法管理、管制和处理钚和高度浓缩铀等制造核武

器的关键成份。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现有可用于武器的裂变材料库存量事实上已

超过 3 000公吨，足以生产超过 200 000件核武器！这些考虑明确显示出，必须

刻不容缓地开始就裂变材料禁产公约进行谈判。明确承诺全部消除其核武库也应
 
 

 
*
 由于技术上的理由重新印发。 



 

2  
 

NPT/CONF.2005/PC.I/WP.4  

表现在愿意迅速就裂变材料禁产公约开展谈判，而且不应将这种谈判与裁军谈判

会议的其他活动相联系。因此我们认为应优先延长裁军谈判会议 1998 年为裂变

材料禁产公约特设委员会规定的任务期限。 

 (b) 有效核查：应根据可靠的分类数据采取有效核查措施以便向所有国家确

保所有武器均被销毁而且没有任何国家保存或能够建立能力以使得该国能够在

短期通知下违反禁止制度。不言而喻的是，保留的库存核武器越少，即使是小量

未觉察核弹头，其造成的危险更加严重。因此，核裁军的最后阶段，即裁减最后

剩下的武器，也将是这个进程最困难的阶段。因此，我们必须设想出意义深远而

且深入内部的视察制度。这一制度必须是普遍性的，因为任何漏洞都会导致不明

确的情况而且会激发新的军备竞赛。原子能机构可以在普遍核查完全禁止核武器

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即使是在建立了无核武器世界之后，生产核武器的技术和必

要的实际技能也仍然存在，这一事实表明必须要有严格核查制度。此外，最近发

生的事件也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侦查秘密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案是困难重

重的。 

 (c) 核裁军和全面安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在严格有效国际监督下全

面彻底裁军这一较广泛的范围内处理核裁军问题。但这绝不应误解为将核裁军与

全面彻底裁军的成就挂钩。然而，这必须被视为反映出明显的事实，即，核裁军

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要加强全面安全与稳定。核裁军绝不能增加大规模常规战争的

风险，也不能促使重新评价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必须确定的是，目前人们认

为核武器所发挥的效能是不可或缺的。这特别涉及它们在威慑受占优势的常规力

量或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攻击方面的作用。因此，在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同

时必须在全球一级，特别是区域一级上力求达成其他有效的军备管制协议。在尽

可能低的级别上建立信任和实现稳定而可核查的常规力量平衡对区域稳定具有

关键性的重要意义。过去几十年来欧洲为此目的作出坚决的努力并取得成功。它

缔结了一系列相互加强的军备管制协定，并根据这些协定消除危害稳定的现存差

距、在较低的级别上实现常规武装力量均衡、解除了发动突然袭击和大规模攻击

的力量并大大加强了安全事项方面的总的信心。军备控制方面的这些成就成为促

进东西方关系重大和平转化和促进整个欧洲合作安全秩序的基础。全球一级上仍

有许多工作要做，特别是： 

 ㈠ 必须普遍加入和有效执行化学武器公约； 

 ㈡ 必须利用适当的核查规定加强生物武器公约； 

 ㈢ 必须处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运载方法问题，在这方面，要特别关注弹道

导弹不扩散问题； 

 ㈣ 必须应付常规军备扩散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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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述各种考虑显然会对立即缔结一项核武器公约的普遍要求以及消除核武

器的固定时间表产生不利影响。相反地，这些考虑强调需要采取级次递升的措施，

这种渐进而坚稳的办法导致实现完全消除核武器的目标。不得将之视为回避进一

步推动核裁军的借口。相反地，这些考虑显示出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从这一点看，

裁军审议会议目前陷入僵局已忍无可忍。德国也关注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并

要求紧急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不过，我们反对将这个问题与裂变材料禁产公约挂

钩并要求在 1998 年任务规定的基础上不再拖延地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负责就这

样一项公约进行谈判。这将是重新产生核裁军动力的一个重要步骤。 

 

  三 
 

5. 2000 年不扩散核武器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为有系统地逐步实行第六条列出 13

个实际步骤。这一行动纲领仍然是裁军进程执行情况的基准。最重要的是，这个

进程无论什么时候都具有可靠性，同时，这个进程在预定的道路上不断前进，而

且依然不可逆转。 

6. 迫切需要在执行 13个步骤方面取得进展。这些方面，最重要的部分包括： 

 (a) 努力确保充分遵守和普遍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b)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早日生效和执行； 

 (c) 开始并早日结束关于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谈判； 

 (d) 美利坚合众国与俄罗斯联邦之间就可核查而且不可逆转地裁减其战略

进攻军备的问题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定； 

 (e) 开始就非战略核武器进行谈判。 

7. 讨论我们何时才能建立无核武器世界是无关重要的。相反地，我们必须致力

于朝着这个方向取得持续而稳定的进步。 
 

  四 
 

8. 核危险是联合国大会 2001 年 11 月通过的一项决议的主题。只要有核武器就

存在这种危险，裁减和消除核武器是关键问题，核裁军仍在进行。核武器国家在

这方面负有特别责任，它们有责任向世界其他国家说明情况。最令人关注的是，

现有库存的警卫和安全，使它们免遭盗窃和安全销毁这种武器等问题。联合国裁

军事项咨询委员会 2001 年 9月 15日的报告（A/56/400）内提出了一些令人感兴

趣的想法，这些想法可以成为导致 2005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审查进程

中进一步开展实质性讨论的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