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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会议 

2004 年 4 月 26 日至 5月 7 日 
 
 

  合作减少威胁 
 
 

  意大利提交的工作文件 
 
 

 在一般性辩论和小组发言时，许多代表团––––包括欧洲联盟主席––––都强调

了在合作减少威胁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及其对《不扩散条约》审议进程的

相关性。 

 以下是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评论和看法： 

⑴ 过去几十年通过多边、双边和单边核裁军和军备控制条约及进程削减核

武器的努力使国际社会认识到，除非所涉武器被实际销毁或得到适当处

置，否则裁军努力毫无意义。在这几十年里，与实际消除核武库有关的

大量技术和财政问题已十分明显：而合作减少威胁是旨在解决这些问题

的一种多边努力。 

⑵ 在过去十年，美国、俄罗斯联邦、日本、加拿大、欧洲联盟（其中许多

成员国是以国家名义）以及其他国家共同努力执行合作减少威胁倡议，

以确保核生化武器材料、运载工具和基础设施的安全并拆除之。这项努

力的顶峰是 2002 年 6 月在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举行的 8 国集团领导人

会议，会上宣布建立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全球伙伴关系”。

首脑会议与会者承诺在其后的 10 年内集资 200 亿美元用于解决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造成的威胁。 

⑶ 当前，核扩散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日益严重的威胁，恐怖份子有可能试

图拥有裂变材料、甚至核武器，这对上述威胁增加了新的含义，此时合

作减少威胁就成为解决核扩散及裁军问题的重要的、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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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合作减少威胁倡议有关核的部分与《不扩散条约》审议进程相关，并加

强了该《条约》第 6 和第 1 条。按照这一方案解除数千枚已部署核弹头

的待命状态是根据《不扩散条约》、200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以及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的决定和决议，停止核军备竞赛开展核裁军的有

效措施。 

⑸ 按照合作减少威胁方案采取的许多措施均回应了该《条约》第 1 和第 2

条规定的目标，措施包括拆除核潜艇，努力将军需品储备转化为不能用

于核武器的形式。 

⑹ 合作减少威胁方案涉及高度敏感材料和设备；其中大部分传统上是由过

去相互对立的国家秘密保管。这些材料现已成为国际合作的目标，从而

加强了透明度和信任。因此加强了国家间的信任，并促进按照该《条约》

序言部分的设想，停止生产核武器。 

⑺ 合作减少威胁方案加快了削减核武器进程，促进若干国家加入了《不扩

散条约》，从而加强了核不扩散制度。 

⑻ 2004 年 1 月，向在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会议提出了合作减少威胁进程及其

对裁军与不扩散的相关性：其他国家可作为捐助国或受益国参加这一努

力。 

 在《不扩散条约》审议进程中应特别注意“合作减少威胁”问题：筹备委员

会应向审议大会建议，欢迎合作减少威胁进程，并确认该进程是核裁军和不扩散

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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