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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2008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9 日，日内瓦  

不遵守第一、第三、第四和第六条的问题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由于筹备委员会“决定，它对议程中所提‘重申必须充分遵守《条约》’的理

解”是，委员会将审议《条约》全部条款的遵守情况”，伊斯兰共和国希望阐述它

对这一问题的如下看法：  

 1.  《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的任务是审议各项原则、目标和方法，以促进《条

约》的全面执行，包括以核裁军作为其主要支柱之一。即将举行的审议大会要求全

面审查《条约》有关核裁军和不扩散条款的执行情况，特别是第一、第三、第四和

第六条以及《条约》序言部分固有目标的执行情况。讨论核裁军问题，必然需要回

顾过去，提出新倡议和实际裁军措施。  

 2.  核武器国家在这方面负有基本和根本性义务，尤其是执行这些条款，以创

造一个完全免于核武器恐怖的世界。事实上，冷战和东西方对峙结束后，人们充满

希望，有些核武器国家根据其《条约》义务，屡屡尝试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消除

其核武器的运行状态，不再瞄准某些国家。  

 3.  相反，一些重大事态发展又严重阻碍了履行《条约》的核裁军义务。令人

遗憾的是，原则上有一种错误理念广为流传：根据《不扩散条约》，核武器国家没

有法律甚至政治义务进行核裁军。这些核武器国家之一曾经表示，“第六条只是一

句话”。它说，由于第六条没有提及核武器国家，也没有为完成核裁军订立时间表

和规定限期，所以“没有任何语言暗示需要在全面彻底裁军之前实现核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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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这方面，作为美国核政策运行和规划基础的《核态势审查报告》严重地

提出了有悖于《条约》义务的内容。该报告承认核武器的关键作用，说(见第 7 页)

“核武器能力拥有独特作用，使美国得以应付对实现战略和政治目标重要的一些对

象。”它还列出了某些国家为可能参与立即和潜在偶发事件的实际和潜在目标，其

中有些是对美国怀有敌意的《不扩散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  

 5.  美国《核态势审查报告》还指出(第 30 页)，“需要有恢复活力的核武器综

合设施，经引导，可以设计、开发、制造和认证符合国家需求的核弹头，并随时准

备在必要时立即恢复地下核试验。”为建造和发展微型核武器或所谓掩体摧毁炸弹

等新核武器系统拨款成百上千万美元，是美国执行发展核武器政策方针的实际步骤。 

 6.  开发这类核武器计划无疑与核武器国家须系统减少核武器的义务背道而

驰，是明显不遵守《不扩散条约》第六条。尽管国际社会，特别是不结盟运动表示

严重关切，但美国没有回应对其执行和部署核武器系统表示的关切，继续以更可靠

的核武器为借口建造新的设施。  

 7.  在 2000 年审议大会上，核武器国家承诺“单方面采取行动并作为裁减军备

和裁军进程的组成部分，进一步裁减非战略性核武器”。核武器国应立即真诚地开

始实质性工作，迅速和有意义地履行自己的《条约》义务，特别是第六条的义务，

以及 1995 年关于各则原则和目标的决定和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下的承诺。对核武

器无论是战略性还是非战略性核武器的的任何裁减，都应该是透明、可核查和不可

逆转的。  

 8.  美国能源部长 2000年 2月访问被占领领土期间达成的协议有力证明了美国

与犹太人复国主义政权的核合作，这一合作事实上是美国又一次违反其第一条义

务，引起了所有《不扩散公约》缔约国特别是作为《不扩散条约》大家庭成员的中

东国家的关切。被称为了和平目的的这一协议，以及美国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核

合作明显违反了第三条第二款。其中规定每个缔约国为和平目标提供设备或材料的

合作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原料或特殊裂变物质受《不扩散条约》所要求的各种

保障措施的约束”。犹太人复国主义政权未接受保障措施的核武器设施和核武库是

对该地区所有国家以及国际和平和安全的真正威胁。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与美

国核管制委员会主席最近签署的新协议，使犹太复国主义者可能获得美国已拥有的

大多数核数据和核技术，是美国不遵守《条约》规定的另一行为。虽然美国似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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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饰其支持该政权的核武器，但披露的“1974 年 8 月 23 日绝密文件”表明美国在

武装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核武器中的作用。  

 9.  核武器国家承诺全面履行第一条。它们应避免在彼此之间的任何安全协定

之下与无核武器国家和非《条约》缔约方共享核技术。  

 10.  必须不加例外地禁止向具核武器能力的非《条约》缔约方，特别是向犹太

复国主义政权转让核设备、信息、材料和设施、资源和装置，以及在核科学技术领

域向其提供援助，因为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不接受保障约束的核设施危及中东地区的

安全和稳定。  

 11.  美国长期以来就不遵守《条约》义务。《条约》第一条规定，不得“向任

何接受国转让核武器”。美国在北约保护伞下向某些非核武器国转让了几百枚核武

器。美国在这些国家部署的核武器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些国家的军事基础设施。冷战

思维和隐含的模糊使命，如防止战争或试图威慑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都不足

以证明它在其他领土上部署大量核武器是有道理的。  

 12.  当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重申需要建立防止核武器扩散全球伙伴关系的基

础时，这种跨大西洋的核武器转让和继而实现核态势现代化的努力，同时又固守陈

旧的冷战安排和理由，引起了公众舆论的严重不安。在非核武器国部署大量核武器

和培训接收国的轰炸机飞行员处理和向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投设美国的核

弹，违反了《条约》的内容和精神。由于恐怖主义活动制造核事件的危险，需要找

到可行办法处理所转让的武器。这促使这些国家的许多人包括议会要求撤出其领土

上的核力量。  

 13.  美国和一些其他核武器国家仍在危险地坚持昨天的理论和传统的威慑作

用。1945 年 8 月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爆炸力千位于以前的爆炸装置的第一枚原子弹

后，美国设计和制造了摧毁力比裂变炸弹又大千倍的的热核炸弹。这些炸弹在美国

和其他核武器国储存中的继续存在，将人类文明和人类本身的命运置于恐怖和恐慌

之中。只要《不扩散条约》体系之外的核武器国家或核国家坚持认为将维持核选择，

其他核武器国家就可能步其后尘，这一恶性循环将没有终结。于是，已经放弃核选

择的无核武器国家就要问道这些可怕的武器为什么仍然存在。在哪些情况下，为了

何种目标，可以有理由使用这种世界上最具毁灭性和造成大规模恐怖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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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法国宣布在其核武库中增加装载核弹头弹道导弹的潜艇。报界引述法国总

统的话说，“法国的核力量是欧洲安全的关键因素”。该国似乎蔑视其国际义务，

试图谋求和界定其核力量的新作用和新使命，为在冷战时代继续保留核武器寻找理

由。它们为了这样做甚至还诉诸不负责任的方法，包括操纵情报和恐惧，推动否则

将得不到人民支持的计划。  

 15.  联合王国决定恢复和进一步开发其核武器能力，批准了三叉戟计划，完全

违反了《条约》第六条，无视 200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一致通过的决定。三

叉戟计划可以挑起核军备竞赛，事实上扩展核军备竞争超越两大核武器国家之间的

传统竞争，国际社会对此尤感关切，也明显阻碍了加强核裁军和不扩散的全球努力。 

 16.  不遵守《条约》义务，不限于违反第一、第三和第四条的行为，某些国家

还经常违反关于实行国际合作和为了和平目的向《条约》缔约国转让核技术的《不

扩散条约》第四条。与这一义务背道而驰，美国一直对《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特别

是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单方面限制。这种不遵守《不扩散条约》第四条的行为值得审

议大会特别关注。  

 17.  《不扩散条约》所有缔约国视为和平目的寻求和开发核技术是它们不可剥

夺的权利，因此可以在人力资源和材料资源方面投资。核供应方对和平核利用方案

的单方面限制，可能损害整个工业以及《不扩散条约》缔约方供应材料和设备的所

有可能来源，从而严重影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计划。某些国家明显违反

第四条，使缔约国无法行使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非法和单方面制裁引起了发展中

国家的严重关切。这一问题也应该在即将举行的审议大会上认真考虑。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