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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瑞典和乌克兰提交的关于削减非战略性核武器问题的工作文件 
 
 

 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0 年审议大会上，核武器国家承诺“根据单

方面倡议进一步削减非战略性核武器，并把它作为削减核武器和裁军进程的一个

组成部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5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曾就如何推动

此事提出过一些提案。
1
 这已被确定为需要而且有可能取得进展的一个问题。 

 理由如下： 

• 不扩散核武器是全球关注的问题。由于缺少透明度，对这些武器的一般

性知识相当有限。据估计，视定义而言，这些武器大约有 7 000 至 20 000

件。 

• 非战略性核武器构成威胁。它们易于携带，有可能预先部署，因而加剧

了扩散和使用的危险。由于它们的体积相对小而且又能够得到运载这些

武器的系统，因此颇受恐怖分子青睐。 

• 

__________________ 

有迹象表明，非战略性核武器正逐渐成为抵御常规部队的武器——尤其

是如果国家缺少提高和使其常规武器系统现代化的资源时更是如此。 

 还有迹象表明，有计划发展新型的非战略性核武器，把它们用作战场武

器。这样常规武器与非战略性核武器之间的区别就有可能变得模糊不

清。这种发展违背了在 2000 年做出的众多承诺——明确无误的保证，

不可改变原则，以及在安全理论中使核武器的作用日益消失。它还可能

威胁到《全面禁止试验条约》。 

 
1
 例如 2002 年德国提出的工作文件；2002 和 2003 年新议程联盟；2003 年奥地利、墨西哥和瑞

典的工作文件；以及 2003 年比利时、荷兰和挪威提出的工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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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战略性核武器是全球核裁军议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核武器国家在

2000 年审议大会明确无误保证全面消除核武器承诺的一部分。 

• 非战略性核武器在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中一直被忽略。这些武器惟一的

具体框架是 1991/92 年美国与苏联/俄罗斯联邦签署的《总统核倡议》。

我们欢迎迄今在实施这些倡议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俄罗斯与美国之间

正在进行的对话。与此同时，这些宣言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它们只是

政治承诺。没有就实施这些倡议的时限达成共识，也没有交流信息或核

实履约情况的机制。 

 根据 2000 年《最后文件》的规定，筹备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应竭尽全力提

出一个共识报告，载列向审议会议提出的各种建议”，我们建议就非战略性核武

器问题提出下列建议： 

 1. 缔约国同意根据单方面倡议，进一步削减非战略性核武器，把它作为削

减核军备和裁军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敦促所有有关国家削减这类武器。 

 2. 缔约国同意把进一步削减非战略性武器列为重中之重，把它作为以综合

全面方式消除核武器的一个重要步骤。 

 3. 缔约国商定以透明、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方式削减非战略性核武器。 

 4. 缔约国同意针对非战略性核武器进一步加强信任和透明度措施极其重

要。 

 5. 敦促所有有关各国进一步制定建立信任和透明措施，以减少非战略性核

武器造成的威胁。 

 6. 缔约国商定采取具体商定措施，进一步削减核武器系统、包括非战略性

核武器系统的业务状况。 

 7. 缔约国一致认为加强和确保运输和存储非战略性核武器、其组成部件以

及相关物资的特别安全和实际保护措施极为重要，特别是要把这些武器放置在一

个极为安全的中央存储地点，以便由核武器国家清除并随后消除。我们敦促所有

有关各国在这方面采取措施。 

 8. 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维护、重申和实施 1991/1992 年的《总

统核倡议》，增加实施过程中的透明度，从而建立更大程度的信任。 

 9. 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承诺把《总统核倡议》编为法律，以协助核

查和提高透明度，启动进一步削减非战略性核武器的谈判。这一机制随后有可能

延伸到所有相关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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