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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2008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9 日，日内瓦  

第十条：退  出 

大韩民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导   言  

1. 自 1970 年生效以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就一直是国

际不扩散制度的基石。然而，《不扩散条约》制度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的挑战，不

仅有外部的挑战，如对扩散的担忧及核恐怖主义的危险，而且还有《条约》固有的

体制缺陷。  

2.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003 年声明退约，随后在 2006 年进行了核试验，

加上《条约》制度本身内部没有一种有效的办法，对这种情况作出反应，引起了关

于《条约》的有效性和活力的严重问题。现在完全是时候了，各缔约国应当审查并

审议关于退出《条约》问题的有效的集体应对机制。  

第十条的解释和应对机制  

A.  退出《条约》的权利的性质  

3. 第十条第 1 款规定的退出《条约》的权利是缔约国的一项真实的权利，应

当得到尊重。然而，退出《条约》并不免除退约国作为成员国本应履行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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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退出《条约》的缔约国的意图和目的极为可能是要设法在其作为《条约》

缔约国期间所获技术和材料的基础上拥有核武器。因此，退出《条约》的权利必须

作严格的解释，要有预防和威慑措施，进一步劝诫任何缔约国不要考虑退出《条约》。

缔约国退约可能对《条约》的信誉产生破坏性影响，因为此举会极大地损害所有缔

约国的集体安全，如果得不到适当处理，可能会导致《条约》本身的崩溃。  

B.  退约的程序要求  

5. 《条约》第十条第 1 款规定的退约程序要求有三个方面。若一缔约国断定

与《条约》主题有关的非常事件已危及其国家的最高利益，该国应在退出前三个月

将此事通知(一)《条约》所有其他缔约国，(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三)这项通知应

包括有关非常事件的说明。《部分禁试条约》退约条款有两项重要的补充。除了将

退出的决定通知其他缔约国之外，《不扩散条约》要求退约国通知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并列入一项关于非常事件的说明。  

6. 特别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条约》第十条第 1 款载有一项要求：退约国有

义务通知安理会。《不扩散条约》的谈判史表明，《条约》起草人打算要安理会参

与，因为退出《条约》可能构成《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之下对维持国际和平与

安全的严重威胁。任何缔约国退出《条约》须通知所有其他缔约国的要求也清楚地

意味着，退约问题是一个需要所有缔约国讨论和处理的问题。列入提前三个月通知

的要求是要让安理会和各缔约国有充分的时间对退约的非常事件作出反应。列入非

常事件说明的要求是一个额外的制限因素。这项通知应当书面作出，若以单方面声

明或公开声明的形式作出，通知不应当被视为有效。  

C.  退出的实质性要求  

7. 《维也纳公约》第 70 条规定，“条约……终止……不影响各当事方在该条

约终止前通过实施该条约所产生的任何权利、义务或法律情况”。换句话说，退出

并不免除任何当事方在有关条约之下本应履行的义务。  

8. 因此，退出条约若要有效，退约国应确保(一) 《不扩散条约》之下的所有

义务在退约之前得到完全履行；和(二) 应当立即将在《不扩散条约》第四条之下获

得的核设备和材料退还给供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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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应对机制  

9. 《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应当考虑建立一个有关退约的集体体制应对机制。

这种机制可以包括下列措施：  

(a) 鉴于退约是对《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一个巨大挑战，应在收到此种

通知 30 天之内，应保存国政府或三分之一的缔约国的要求，召开缔约

国紧急会议。  

紧急会议得：  

(一) 请有关缔约国到会澄清并详细解释退出的理由，  

(二) 考虑各种方法，确保核设备和材料立即退还给供应国，和  

(三) 考虑各种措施，确保有关缔约国的核设施、设备和材料在退还给

供应国之前仍然在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之下；  

(b)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迅速审议有关情况。  

结   论  

10.  考虑到任何国家退出《不扩散条约》都可能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直接

威胁，都可能严重损害《不扩散条约》的有效性和长期性，鼓励缔约国在整个《不

扩散条约》2010 年审议周期中，就有关可能退约情况的集体应对机制开展建设性和

积极的审议，以期在 2010 年审议大会期间就第十条通过一项决定或指南。  

11.  结合建立此种集体应对机制，还应当作出其他一些联合努力，维持并加强

全球核不扩散制度。普遍加入《不扩散条约》是任何防止扩散核武器战略的一个核

心要素。而且，核武器国家的政策向更加忠实地履行其在第四条之下义务的任何积

极转变也应当得到鼓励。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