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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会议 

2004 年 4 月 26 日至 5 月 7 日，纽约 

 

  在强化的不扩散条约审议进程框架内实现 1995 年 

  关于中东的决议的宗旨和目标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提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5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报告 

2004 年 4 月 26 日至 5月 7 日，纽约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是 1968 年首批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

的中东国家之一。叙利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它深信，中东区域任何国家拥有

此类毁灭性武器，都会对该区域构成威胁，不仅使区域内各国人民、而且使全世

界各国都极为不安。 

 叙利亚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签署了全面保障监督协定。叙利亚

坚守了并将继续坚守该领域所有国际义务，从 1992 年签署该国际协定至今，每

年都允许其设施接受国际检查，因为它深信，需要在中东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区，首先是无核武器。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持这同一观点，都已成为《不扩散条

约》缔约国。 

 基于这一坚定信念，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于 2003 年 4 月下半月向安全理事

会提出了在中东区域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倡议，得到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支

持。叙利亚向国际社会声明，它将与阿拉伯姐妹国家及世界各国一起将中东区域

改变成为一个无各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无论是核武器还是生物或化学武器。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在阿拉伯联盟，叙利亚一直带头呼吁使中东

成为一个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特别是无核武器。叙利亚为建立这样一个区域

作出了不懈和有效的努力。它在原子能机构大会每年的常会上勤奋工作，推动通

过了一项关于在中东适用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制度的决议，该决议要求所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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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当事方认真考虑采取适当的切实措施，落实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提

议。叙利亚请相关国家加入国际不扩散制度，包括不扩散条约，以此为途径全面

促成在中东建立无各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GC(46)/16 号文件）。但以色列未响

应这一呼吁，反而坚持继续成为区域内唯一一个未加入该国际制度的国家，拒绝

响应联合国的一切国际呼吁，无论是来自大会还是安全理事会。不妨回顾一下，

以色列是区域内唯一一个拒绝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以色列并拒绝

签署全面保障监督协定，拒绝将其所有核活动置于原子能机构国际检查制度之

下。事实上，以色列对相关的国际决议表现出了极大蔑视。 

 1986 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最先要求原子能机构根据 1986 年 6 月 10 日印

发的 GC(XXX)/778 号文件所载的情况说明，将题为“以色列的核能力和威胁”的

项目列入原子能机构大会各届常会的议程。此项要求已获核准，这一项目被列入

议程，直至 1992 年。那一年，原子能机构大会主席发表一项主席声明，解释说，

为了维持当时的和平进程，将撤除这一项目。但时至今日，甚至在和平进程已经

停止后，原子能机构大会始终未能通过一项关于“以色列的核威胁”的决议，仅

限于发表主席声明，而主席声明并不能对以色列构成任何压力，也无法迫使以色

列遵守任何国际义务。这是该区域一大关切问题，因为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使区

域内的力量严重失衡，威胁到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至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通过的关于中东的决

议，2000 年审议大会成功地重申，该决议将继续有效，直至其各项宗旨和目标都

已实现，并重申该决议是 1995 年审议大会的主要成果之一。这是阿拉伯集团取

得的一项主要成就，当时该集团有效参与其中，努力就此问题形成统一立场。那

时，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明确表明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今天，它认为导致该决

议通过的原因依然存在。该决议旨在推动大多数无核武器缔约国不加表决地支持

一项无限期延长该条约有效期的决议，并规定其后应审议这些国家提出的申诉，

此项工作不能再推迟了。这些国家依赖核武器国家信守其承诺，而后者事后却完

全无视这些承诺，甚至对《条约》不足之处的研究也置之不理，而研究的目的是

弥补缔约国所不满的差距。让我们在此指出，美利坚合众国在筹备委员会每届会

议上都蓄意违背和抛弃该条约，没有别的理由，就是为了给双重标准原则戴上神

圣面纱，使以色列摆脱条约，保持核武库。 

 叙利亚认为，联合国秘书长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0 年审议大会最

后文件要求筹备的有关中东区域当前局势关切问题的机制必须反映该区域目前

战火燎天的事态。叙利亚重申，该机制必须施加国际压力，迫使以色列顺从国际

社会的意愿，执行符合国际法理的决议，放弃殖民主义企图，不再继续占领属于

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这三个阿拉伯国家的土地，并停止开发核武库。叙利

亚同时强调，这一要求不应仅是阿拉伯的要求或区域要求，而应成为一项国际要

求，成为一项根本因素，以保障《不扩散条约》的公信力和普遍性，避免双重标

准政策，实现公正平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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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也即《条约》诞生之初以来一直表现出

诚意，同时也信赖核武器国家的诚意。但美利坚合众国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导致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中东区域局势公然违背国际法理。以色列自开始推行侵略政策

以来便一直得到了此种帮助，迄今仍继续占领着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部

分领土，以致威胁到整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最后，叙利亚认为，为了实现企望的透明度，国际社会首先必须使《不扩散

条约》普遍适用，途径是实实在在、不偏倚、不歧视地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迫使

它遵守国际承诺和决议，加入《不扩散条约》，以此作为实现中东无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区、特别是无核武器区的一大步骤，因为这一问题不可能用不彻底的办法

来解决。不能仅在阿拉伯或区域一级发出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呼

吁；还需要通过认真的国际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