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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从会员国收到的答复 
 
 

  法国 
 

[原件：法文] 
[2004 年 8 月 10 日] 

 

 2002 年，包括一名法国专家参加的专家组就导弹问题的各个方面展开了工

作；法国对这项工作可以在 2004 年计划举行的三次会议上继续深入进行表示高

兴。法国曾特别希望，能够通过讨论向秘书长提出实质性建议。本着这一精神，

法国对2004年6月25日向秘书处转交的爱尔兰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答复表示赞同，

并希望表达如下补充意见： 

 大会第 58/37 号决议的办法是请各国讨论各种射程和载荷的所有类型导弹，

而法国认为，应当把弹道和巡航导弹与其他类型导弹区分。弹道和巡航导弹是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载体，其扩散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而其他类型导弹应视

为属于常规力量平衡的范畴，在不同背景下加以考虑。 

 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载体，法国认为，应当区分获取此类武器和出口此类

武器两个问题。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运载导弹（无论是本国制造还是进口）一

般是发生在特定区域背景下。这一选择往往是在认为安全环境恶化时作出的（例

如区域关系紧张、政局不稳定）。 

 而关于导弹或有关敏感物资与技术出口的问题则远远超出了区域范围，因此

应当在国际一级加以处理。这些问题还要求，主要导弹生产和出口国在出口方面

应有负责任的表现。在这方面，法国指出，这些国家中很多是导弹技术管制制度

成员，并签署了海牙防止弹道导弹扩散行为守则。 

 在这方面，法国承认各国有权选择适当防御方式，但极其警惕地关注着某些

国家的扩散活动；它们出口能够发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导弹，继续实施可能危

害邻国甚至世界其他区域安全的方案。此外，法国对若干非国家地下网络可能在

获取弹道能力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新作用表示关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

（2004）号决议谈及了这些问题，并制订了应对措施。 

 作为对不可或缺的出口管制办法的补充，法国希望强调信任和透明措施的重

要作用；尤其是在区域一级，这些措施若已存在则需加强，若未存在则应建立，

从而发挥更大作用。因此，法国支持普及海牙行为守则及其配套透明措施：弹道

和空间发射预告，弹道和空间方案年度申报。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确保每年尤

其是关于导弹和发射器的转让透明可知；本着上面精神，应有更多国家向该登记

册提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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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在区域范围内，特定关于导弹方面还可考虑采取其他类型的信任措施：

自愿限定射程/有效载荷偶、暂停飞行试验、对于尚未签署海牙行为守则的国家

应向邻国或直接被关及的国家发出发射通知、作出分离弹头和弹体的决定等等。

必要时，根据商定的具体步骤，可通过自愿互核机制来补充这些信任措施。更具

体而言，此类措施可适用于核查作战导弹是否安装了常规弹头。 

 最后，法国谨强调指出，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遭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载体的扩

散危害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发挥独有的作用。因此，法国认为在联合国内应

维持，并由安全理事会支配特委会及后来监核视委在导弹和无人驾驶飞机方面取

得的胜任能力，以备一旦发生国际危机或导弹占有问题时予以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