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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2007 年 4 月 30 日至 5月 11 日，维也纳 
 
 

 

  与《条约》及其审议进程的实效有关的一些主要实质性问题 
 
 

  埃及提交的工作文件 
 

 
 

  导言 
 
 

1. 埃及仍然相信《不扩散条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实现全面彻底核裁

军，停止核武器的纵向和横向扩散，保障无核武器国家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不可

剥夺的权利。 

2. 然而，由于《条约》缺乏普遍性，核武器国家在核裁军领域的履约情况不尽

人意，有人企图重新解释保障监督承诺和限制拥有核技术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

可靠和有效的安全保证不到位，这一重要作用受到了严重破坏。 

3. 此外，意在将优先次序向核不扩散倾斜而不顾核裁军具有同等优先性的政策

令人严重关切，当然也不利于《条约》履行情况的可信度。埃及确认其深刻的信

念，即核不扩散和核裁军是同等重要的优先事项，也是相辅相成的进程，在实际

价值方面互为补充。 

4. 《不扩散条约》因一揽子方案而无限期延期，但一揽子方案中的承诺迄今为

止基本上没有履行。在这一背景下，《不扩散条约》的适应力、有效性和可信度

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更加紧迫。 

5. 不扩散条约 2010 年审议大会（及其筹备委员会会议）为应对《条约》当前

的各项挑战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第一个步骤是实现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和不

扩散条约 2000 年审议大会提供的进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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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性 
 

6. 《不扩散条约》无限期延期但不具有普遍性的现状严重影响《条约》促进所

有缔约国的安全以及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能力。 

7. 将核领域的合作扩展到《不扩散条约》非缔约国的政策有悖于《条约》的规

定，而且有害于《条约》的宗旨和可信度。必须立即停止和毫不拖延地改变与《不

扩散条约》非缔约国进行合作的政策。 

8. 在《不扩散条约》签订后最初的 25 年里和 1995 年无限期延期以后，都未曾

料想《条约》会一直处于非普遍性状态。1995 年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原则和目

标的决定强调指出，“普遍遵守《条约》是首要急务”，“ 所有缔约国应尽一切努

力达到这个目标” 。《2000 年最后成果》重申了这一优先事项的紧迫性。 

  核裁军 
 

9. 毋庸置疑，《不扩散条约》的目的不是允许核武器国家拥有永久军事能力。

的确，《条约》从一开始就确认核武器国家的核军事能力是逐渐消失的过渡状态，

早就应该消除。《条约》的根基是单独和集体放弃核武器的概念，如果片面或选

择性运用这一概念，《条约》就无法产生应有的效力。 

10. 1995 年关于核不扩散和核裁军原则与目标的决定呼吁“按照（香农任务规定）

就无差别和普遍适用的禁止生产供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使用的裂变物质的

公约，立即开始并及早完成谈判”。该决定还呼吁“核武器国家决心进行全球性

有步骤、渐进的裁减核武器的努力，其最终目标为销毁这些武器，并在严格和有

效的国际控制下达到所有各国的全面和彻底裁军”。 

11. 2000 年审议大会集体通过的 13 个实际步骤提供了一项逐步实现核裁军的详

细而有效的工作计划。埃及敦促核武器国家充分履行《条约》第六条规定的义务。 

12. 埃及认为全面履行《条约》第一条对于维持《条约》的价值至关重要。因此，

任何核武器国家与《不扩散条约》非缔约国之间的合作只能被视为违反第一条所

规定的义务。 

  和平利用核能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 
 

13. 埃及承认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是核不扩散机制的一个根本支柱，保障监督

在履行《条约》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有助于创造有利于核裁军和核不

扩散以及核合作的环境。为此，埃及大力支持所有会员国立即全面履行《条约》

第三条所规定的义务。 

14. 从这一角度出发，埃及强调指出，如《2000 年最后文件》所述，《不扩散条

约》的不扩散和保障监督条款对于用于和平用途的核商业与合作也很重要，原子

能机构的保障监督对创造和平核开发和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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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如《2000 年最后文件》所述，与核设施未处于原子能

机构全面保障监督之下的国家开展核合作直接违反了《条约》。 

15. 埃及还敦促原子能机构、核武器国家和拥有先进核技术的无核武器国家协助

已经与原子能机构签订《全面保障监督协定》的有意愿的无核武器国家按照《条

约》第四条的规定和平开发、研究、生产和使用核能。 

16. 埃及敦促缔约国为促进全面保障监督的普遍性而认真努力。埃及还认为迫切

需要改变对无核武器国家施加额外的保障监督承诺和核技术限制措施的政策，这

些政策不符合《条约》的文字和精神，也侵犯了按照第四条赋予无核武器国家的

不可剥夺的权利。 

  安全保证 
 

17. 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第 984（1995）号决议和核武器国家关于消极和积极安全

保证的宣言，核武器国家仍然迫切需要采取具体措施，保证不对缔结《不扩散条

约》的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18. 2010 年审议大会及其筹备委员会应该审议安全保证问题，因为《不扩散条约》

非缔约国无保障监督的核计划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威胁的危险性越来越大，另一方

面，核武器国家在履行裁军义务方面出现拖延。如 1995 年关于核不扩散和核裁

军原则与目标的决定所规定，为有效解决安全保证问题而采取的具体步骤可以采

用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形式。 

  2010 年审议周期的重要性 
 

19. 虽然不扩散条约 2005 年审议周期失败，但是，这一失败决不影响早先举行

的此类会议，尤其是 1995 年和 2000 年审议大会达成的协定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20. 2005 年审议大会是《条约》无限期延期以后举行的第二次此类会议，需要尽

一切努力确保 2010 年审议周期取得成功，以避免给人这样的印象，即由于不具

普遍性的《不扩散条约》无限期延期，《条约》的三个主要支柱未得到充分均衡

的执行，造成集体能力丧失，无法审查《条约》的执行情况、评估《条约》的有

效性和解决现有问题。 

21. 在这种情况下，2010 年审议大会及其筹备委员会尤显重要，必须继续作出承

诺并采取具体措施，以全面执行 1995 年无限期延期一揽子方案，进一步推动 2000

年审议大会将商定的各项步骤。此类措施包括按照会员国商定的指导方针建立国

家报告机制，允许有效审查每个国家为保证充分履行《条约》的各项条款而采取

的措施和每个国家为推动《条约》的普遍性而采取的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