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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2003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9 日，日内瓦  

在加强《不扩散条约》审议进程的框架内实现 

1995 年关于中东的决议的宗旨和目标 

叙利亚提交的报告 

 1968 年，叙利亚成为中东地区第一批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

约》)的国家之一。之所以跨出这一步，是因为叙利亚确信，中东地区任何一个国家

拥有这些毁灭性武器都将对该地区造成威胁，并且将不仅被本地区各国人民而且被

全世界的人民视为严重关注的问题。  

 叙利亚还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原子能机构 )签署了全面保障协定，并持续不断地

遵守该协定对其规定的所有国际义务。自 1992 年签署该国际协定以来，叙利亚每

年都开放其核设施接受国际检查，因为它与作为《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所有阿拉

伯国家一样确信，必须在中东地区建立一个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  

 正是这一信念促使叙利亚在 2003 年 4 月上旬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一项倡

议，呼吁在中东地区消除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一倡议得到了所有阿拉伯国家

的支持。在这一倡议中，叙利亚声明它愿意与其阿拉伯兄弟以及全世界所有国家一

道，使中东地区变成一个无任何核子、化学、生物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  

 叙利亚长期以来带头在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框架内再三呼吁在中东地区建

立无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尤其是无核武器区。它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了积极不

懈的努力。它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以确保在原子能机构大会年度例会上通过

关于在中东适用原子能保障的决议，该决议呼吁所有直接有关的各方认真考虑为实

施在中东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建议采取必要的实际和适当步骤。决议还请有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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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加入国际不扩散制度(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作为参与建立中东无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区的补充途径(GC(46)/RES/16,附件)。  

 但是，“以色列”仍未对这些呼吁作出响应。它继续一意孤行，成为本地区唯

一置身于这一国际制度以外的国家，并拒绝对联合国(无论是大会还是安理会 )发出

的任何国际呼吁作出响应。迄今为止，“以色列”是本地区唯一仍拒绝加入《不扩

散条约》、签署全面保障协定、或开放其核设施接受原子能机构检查的国家。事实

上，它无视一切与这一具体主题相关的国际决议。  

 1986 年，叙利亚在 1986 年 6 月 10 日的一份解释性备忘录(第 GC(XXX)/778号

文件)中，成为第一个要求在原子能机构大会例会的议程中加上题为“以色列的核能

力与核威胁”的议题的国家。叙利亚的要求得到同意，这一议题一直留在议程中，

直到 1992 年大会主席作出声明，提议为确保当时正在进行的和平进程，将该议题

撤下来。然而，自从和平进程停止以来，原子能机构大会始终未能通过一项关于以

色列核威胁的决议。大会只满足于发表一份既不对“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又不

要求其遵守任何国际要求的主席声明。这是一件令本地区极为关注的事项，因为以

色列拥有核武器极大地破坏了力量的平衡，并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对于 1995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通过的关于中东的决议，2000 年《不扩

散条约》审议大会成功地重申该决议将始终有效，直至其宗旨与目标得到实现之时

为止，并重申这是 1995 年大会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这可以说是阿拉伯国家

集团的一个重要成就。阿拉伯国家当时积极地参加讨论，而且努力以明确、统一的

立场对待这一问题。叙利亚当时也明确表达过其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它认为当时

通过该决议时的理由今天同样有效。  

 该决议的目的是确保大多数无核武器缔约国同意不经表决通过一项决议，规定

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条约》，但条件是，这些无核武器缔约国所提出的已不能再拖

延处理的申诉，晚些时候必须加以处理。为了让这一安排得以实现，无核武器国家

相信了有核武器国家履行承诺的诚信。迄今为止，这些承诺完全被置之脑后。此外，

为纠正缔约国认为《条约》中存在的缺点而试图对其缺陷进行审查的任何尝试均未

得到重视。我们愿在这里再次提到，在每届筹备委员会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都表

现出其背信弃义、破坏协议的决心。美国的这一行为纯粹是为了推行双重标准原则，

让以色列仍然置身于《不扩散条约》以外并保留其核武库，别无任何其他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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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利亚认为，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根据 200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最后文件

建立的处理对本地区现行局势的关注的机制，应考虑到本地区目前一触即发的形

势。叙利亚还重申，必须通过这一机制对以色列施加国际压力，使其按照国际社会

的愿望行事，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停止其帝国主义野心――其继续占领属于叙

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这三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即是这一野心的明证――并停止

发展其核武库。此外，叙利亚还想强调，这必须成为一项国际要求，而不只是阿拉

伯或地区性要求，因为这代表的是确保《不扩散条约》的可信性和普遍性，实现平

等原则，杜绝双重标准中的一项中心内容。  

 从《条约》生效以来，叙利亚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便始终表示出自己的诚信，同

时也依靠有核武器国家的诚信。然而，美利坚合众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密切联系，

让本地区直接面对一种公然藐视国际法的局面。因此，“以色列”从建立之时起便

有人助其奉行侵略政策，最终表现为霸占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部分领土，破

坏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最后，叙利亚认为，要确保透明，首先就要实现《不扩散条约》的普遍性。因

此，国际社会应坚决、公正、一视同仁地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规劝其遵守国际义务

和决议，加入《不扩散条约》，以此作为争取在中东地区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尤其是核武器)区的一个关键步骤。这一问题是无法通过采取部分措施来解决的。

关于在中东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呼吁不能仅限于阿拉伯国家或阿拉伯地区本身，

而是必须得到国际上重要决议的响应。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