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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2008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9 日，日内瓦  

“确保获得核燃料供应和铀浓缩服务” 

多边铀浓缩保护项目 

德国提出的工作文件  

 1.  2007 年 5 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筹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上，欧洲联盟提出一份

工作文件：“核燃料循环/和平利用核能权利保障的多边化”，工作文件强调，《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有三个支柱：不扩散、核裁军及和平利用核能。这三个要素相互

关联，但在当今的安全、政治和技术环境中，每一个要素都面临着自己的挑战。对

扩散的关切，包括目前与核燃料循环技术方案的性质有关的问题，以及核裁军和和

平利用核能的问题，仍是国际议程中受到高度重视的议题。德国是掌握最先进铀浓

缩技术的国家之一，认为德国有特殊的义务，也应在《不扩散条约》的范围内考虑

有保障的核燃料供应问题。  

 2.  铀浓缩技术是为最先进和最通用的核反应堆生产燃料的基础。这项技术本

身所具有的生产武器级别的高浓缩铀的能力，造成了对不扩散问题的严重关注。因

此，应对铀浓缩技术加以特别监督，采用铀浓缩技术须规定严格的保障措施。德国

正在形成一个构想，如何在全面遵守《不扩散条约》规定义务的条件下，向所有需

要浓缩铀进行核能发电的《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在不歧视的基础上提供铀浓缩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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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这一构想必须考虑到以下因素：  

(a) 核电厂的资本投资高而燃料的成本相对较低，造成核电厂对燃料供应

中断尤其敏感。  

(b) 高效率的核燃料供应，可以并且已经通过有效运作的市场作出安排；

不应直接或间接对核燃料供应实行补贴。现行市场还可吸收新的供应

商。  

(c) 相比之下，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建设铀浓缩设施，要比独立开发和采

用铀浓缩技术更具成本效益。  

(d) 原则上技术持有人不愿意出售他们的铀浓缩技术。但技术持有人也表

示愿意在得到监管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可在一定条件下出售他们的铀

浓缩设备。  

(e) 建设新的核电厂，要比为这些核电厂建设必要的铀浓缩能力花费更多

的时间。铀浓缩服务建立在长期的商业合同基础上，因此可以有必要

的时间制定方案，建立新的铀浓缩服务框架。  

(f) 调节性库存储备或核燃料库，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滞压资金。  

(g) 建立在保障方案基础上的虚拟核燃料库，在发生重大危机时可能无法

满足需要。  

(h) 核能的地理即将发生变化。使铀浓缩设施的分布适应这一新的现实，

可能会提高供应的安全水平。  

 4.  因此，德国提出了“多边铀浓缩保护项目”  ( Multilateral Enrichment 

Sanctuary Project, MESP)的提案。该提案在 2007年 5月以 INFCIRC 704号文件分发，

德国政府在 2008 年 2 月 19 日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做了更具体的介绍。该项目

包括：  

(a) 一个商业经营的铀浓缩厂，  

(b) 所有权归有关国家或其工业部门，  

(c) 设在一个特别区域内，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控制和管理，东道国给予原

子能机构一定程度的公务豁免，使铀浓缩工厂的经营受到保护，免受

东道国或其他方面任何可能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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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与原子能机构的专家讨论过程中，我们对“多边铀浓缩保护项目”的构

想做了调整。目前我们正在起草两个样本协议，可作为该项目的法律依据。一份是

原子能机构与东道国之间的东道国协议，另一份是原子能机构与愿参加该项目的国

家集体签订的多边框架协议。样本协议的草稿将在适当时候提供给有关方面。讨论

中认为，应包括 (小量的)周转库存储备，这一储备由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直接控制，

在万一发生(非商业性、非技术性)供应中断的情况下，可作为补充的危机机制。  

 6.  德国认为，这一构想完全符合欧洲联盟在 2007 年 5 月提交筹备委员会第一

届会议工作文件中提出的一套标准：  

• 防扩散性  

• 供应保证，包括一个预定和透明的决策机制以及可靠的交付保证  

• 与权利和义务平等模式的一致性  

• 市场中立性，其含义既指不干预一个正在运作的市场，也指在各种能

源之间维持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  

 7.  德国认为，“多边铀浓缩保护项目”对那些不放心依赖国际核燃料市场的

国家在经济上有利。可以把“多边铀浓缩保护项目”看作是一条寻求确保供应的途

径，比本国从事复杂的铀浓缩技术开发更经济。加入有意愿的国家集团，并不意味

着放弃《不扩散条约》第四条所载的权利。该国家集团的成员如果自己选择且有此

需要，仍可自由开发自己的铀浓缩技术。  

 8.  德国请所有感兴趣的方面参加关于总的核燃料供应安全问题的磋商和开放

式对话，也欢迎所有可进一步发展“多边铀浓缩保护项目”构想的主张。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