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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宣布裁谈会第 1093 次全体会议开幕。  

 今天名单上的发言者有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代表。我现在请尊敬

的叙利亚常驻代表发言。

 哈穆伊先生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

表我们的集团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们集团始终地愿意与你合作。  

 我感谢尊敬的突尼斯大使在突尼斯担任主席期间开展的卓越工作，并感谢尊敬

的斯里兰卡大使和他的同僚为我们集团的工作而表现出的全力以赴的精神。  

 我荣幸地代表 21 国集团作出以下声明。  

“1.  21 国集团对于核武器的持续存在及其可能的使用或威胁使用

对于人类所带来的威胁表示关注。只要核武器还存在，核武器扩散的风

险就将持续存在。  

“2.  对此，我们谨再次指出，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第一项决议就

呼吁各国将核武器从各国的武库中销毁。  

“3.  我们并且回顾 1978 年联合国大会裁军问题特别会议的《最后

文件》将核裁军的目标确定为最高优先事项。  

“4.  此外，国际法院在 1996 年的咨询意见中得出结论，各国有义

务真诚地开展谈判，并力图圆满结束谈判，以此导致在严格和切实有效

的国际管制之下实现全面的核裁军。  

“5.  2000 年的《千年宣言》也重申了联合国会员国争取消除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的承诺。  

“6.  因此，21 国集团正如它在 2008 年 1 月 29 日裁军谈判会议上

的发言指出的那样，兹重申‘实现全面核裁军仍然是最高的优先事

项’。  

“7.  21 国集团希望提请注意我们集团对于本裁谈会上有关核裁军

辩论所作的以下贡献：  

• 1979 年 7 月 12 日提交的关于停止核武器竞赛及核裁军的工作文

件(CD/36/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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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年 7 月 9 日提交的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与核裁军问题的工

作文件(CD/116) 

• 1983 年 2 月 4 日提交的工作文件(CD/341) 

• 1988 年 3 月 18 日提交的关于议程项目 2 问题特赦委员会的授权

任务草案(CD/819) 

• 1996 年 3 月 14 日提交的关于设立核裁军特赦委员会的提案

(CD/1388) 

• 1997 年 6 月 5 日提交的关于工作计划的建议(CD/1462) 

• 1999 年 2 月 4 日提交的关于工作计划的提案(CD/1570) 

• 1999 年 2 月 18 日提交的关于设立核裁军特赦委员会的决定草案

(CD/1571) 

“8.  21 国集团强调其对核裁军的坚定承诺，重申愿意就分阶段地

全面消除核武器的方案开始在具体的时间框架内进行谈判，其中包括谈

判达成一项核武器公约。  

“9.  据此，我们认为，关于禁止使用核武器问题的一项国际公约将

是在具体的时间框架内分阶段地走向全面消除核武器方案中的一个重要

步骤。  

“10.  对此，21 国集团强调指出，透明度、核查核实以及不可扭转

性的基本原则将适用于所有核裁军的措施。  

“11.  21 国集团注意到核武器国家对限制核武器采取的措施，并鼓

励这些国家进一步采取这类措施，同时本集团重申其对于走向核裁军的

进程缓慢、核武器国家实现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库的目标未能取得进展而

深感忧虑。  

“12.  21 国集团重申，核裁军与核不扩散两者具有实质性的关联，

而且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13.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 21 国集团缔约国仍然关切地注意到在执

行 1995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和延长会议上的有关决定和关于中东问题的决

议及 2000 年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结果方面，都没有取得进展。不扩散

条约的 21 国集团缔约国尤其深感关注的是，核武器国家关于实现完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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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其核武库，最终实现在核裁军方面作出不可扭转的承诺这一问题上没

有取得进展，我们各国并促请核武器国家恪守其根据不扩散条约第 6 条

确立的法定承诺。  

“14.  21 国集团强调指出，所有方面的核裁军及核不扩散进程取得

进展对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本集团重申，争取核裁

军、全球和区域性的核裁军方式以及建立信任的措施也是相辅相成的，

并且应当尽可能地同时推行，以便促进区域国际和平与安全。  

“15.  在战略理论和安全政策中需要也实际地、迫切地摒除核武器

的作用，以便尽可能地减少使用这类武器的风险，并推动销毁这类武器

的进程。  

“16  在实现全面销毁核武器的目标之前，本集团重申迫切需要就

一项普遍、无条件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尽早达成协议，以便确保非

核武器国家不遭受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在这一方面，本集团回顾第

一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32 和 59 段，其中强调指出有必要酌情作出切实有效的安排，以便保证非

核武器国家不面临核武器的使用或威胁使用。  

“17.  21 国集团强调指出，实现包括有核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普遍

遵守全面禁试条约具有重大意义，这项目标除其他外，特别是应当有助

于核裁军的进程。  

“18.  21 国集团重申，如果要充分实现该项《条约》的目标，所有

条约的签署国、尤其是有核国家持之以衡地支持核裁军将是极为关键

的。  

“19.  21 国集团重申多边外交在裁军与不扩散领域内的绝对效益，

尤其是在通过一项平衡而且全面的裁谈会与工作计划方面具有绝对效

益。  

“20.  鉴于本集团对核裁军的坚决承诺，21 国集团为促进核裁军的

目标建议采取如下具体步骤：  

• 核武器国家重申其对全面销毁核武器目标的不可扭转的承诺  

• 消除核武器在安全理论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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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武器国家采取减少核危险的措施，例如解除核武器待命状态并

降低核武器系统运作准备的程度  

• 谈判达成一项普遍、无条件、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以便非核武

器国家保证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器  

• 谈判达成一项全面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公约  

• 谈判答成一项禁止研发、生产、储存和使用核武器、并涉及销毁

核武器的公约，导致最终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全球性地、无歧视地

和可核实地消除核武器”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哈穆伊大使代表 21 国集团

的发言。我现在请尊敬的印度尼西亚大使普亚大使发言。

 普亚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希望同 21 国集团一样借

此机会祝贺你担任裁谈会的主席。让我向你保证印度尼西亚在你履行职责之时将

与你充分地合作并提供全面支持。印度尼西亚赞同叙利亚代表 21 国集团所作的发

言。  

 印度尼西亚极为重视彻底消除核武器。我们强调指出有必要继续开展各级的对

话和谈判，以便实现完全消除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目标。我们并

回顾，核裁军问题已经在很长时间里得到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而这方面的努力还

在继续。  

 1978 年联合国大会关于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将核裁军的目标定

为最高优先事项。在其他的论坛中，《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也商定了系统地、

逐步地实现核裁军努力的行动计划，这项计划并被称为 13 项实际步骤。  

 此外，正如在 21 国集团的声明中强调指出的那样，裁谈会有不可计数的工作

文件中都包含了载有涉及到核裁军所有方面问题的时间表和切实措施的提议。我

们可以重温这些工作文件，因为其中多数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作仍然具有现实意

义。我们认为，这些提案以及现有的协议将能够帮助进一步推进在这一尊严的机

构内就核裁军问题进行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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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裁军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选择；这是一项义务。这项义务由于 2000 年不扩

散条约审查会议的《最后文件》而得到进一步加强，而根据这项文件，核武器国

家应当义不容辞地履行实现完全销毁其核武库的承诺。  

 我们同意，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利于核裁军的环境。但是，我们也认为国际安全

环境及核裁军努力应当是相辅相成的。核裁军事实上将会极大地有助于国际安

全。只要核武器还存在，那么对于核扩散的担忧以及核武器可能落入恐怖主义者

手中的担忧就会持续存在。  

 我们并认为，核不扩散问题的所有方面都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如果与此同时

不采取充分的裁军措施，不扩散本身不一定能解决问题。避免这种灾难性情景发

生的唯一保障就是消除这种可怖的武器。  

 从非核武器国家的观点看，这些国家已经发挥了支持实现消除核武器风险这一

目标的重要作用。印度尼西亚和其他非核武器国家根据《核不扩散条约》履行了

自身的承诺。我们并且为建立无核武器区采取了其他措施，例如遵守原子能机构

的《附加议定书》。  

 据此，我们促请核武器国家采取必要的行动，以期进一步地推进其核裁军方面

的努力，而且应当以可核实及不可扭转的方式来实现核裁军。  

 国际安全并不是某一特定国家所关注的问题；这是所有国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正是由于这一点，世界各地已经发出了实现核裁军的强烈呼吁。我们听到了来自

民间社会机构、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城市的市长、律师、科学家、男子和妇女

的联合协会以及包含社会各阶层所有人的不同群体所发出的呼吁。  

 我国代表团谨以这种精神期待着与其他代表团合作，力求为彻底消除核武器而

找到共同的、可持续的方式。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印度尼西亚的普亚大使所作的发言以及他、还有

前面哈穆伊大使对主席所讲的友善的话。  

 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是否有任何代表团现在希望发言？看来没有人

希望发言。  

 我对裁谈会的时间安排有一些情况需要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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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下星期的高级官员出席会议情况，秘书长和我本人都很高兴地看到许多高

级官员迄今为止都已经肯定希望在裁谈会上讲话：下星期的发言者名单上有一名副

总统、一名外交部长、四名副外交部长和一名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秘书。这一名单

尚未最后确定。因此，我们希望等到下一次全体会议举行期间再分发最后名单。 

 但是目前为止，我已经可以宣布，我们将在 3 月 4 日星期二举行两次会议，一

次在上午举行、另一次在下午举行，另外有可能在 3 月 5 日星期三举行另一次简

短的会议。  

 我并谨通知各代表团，我们会议时间安排方面有了一些变动。在昨天的主席协

商期间，我已经向区域集团协调员介绍了这一情况。第一个变动涉及到关于议程

项目 5 的非正式辩论问题。佩特科·德拉加诺夫大使必须回到他本国的首都；因

此，由于他将不出席会议，这次辩论改到 2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而不是今

天下午举行。  

 第二项变动涉及到原来预计将于 3 月 11 日和 12 日举行的非正式会议。这两次

会议旨在帮助议程项目协调员口头交流他们将向主席提交的报告中的要点。各位

同僚在听取了协调员发言之后还将有一次机会表达其意见和立场。这些都是完全

非正式的会议，每次大约举行半小时。会议将由协调员担任主席。其目的事实上

是要加强透明度。原定的日期太接近订于 3 月 13 日举行的评估。因此，我们六主

席认为，将这些会议提早安排在 3 月 6 日星期四比较合乎情理。议程项目 1-4 将于

上午审议，项目 5-7 将在同日下午审议。随后，议程协调员将对其报告最终定稿，

并在 3 月 10 日星期一向主席提交。秘书处已经编制了修正后的第 6、7 和 8 周的

时间安排表。新的时间表现在就将分发。  

 我认为今天我们的工作就到此为止了。裁谈会下一次正式会议订于 2008 年 2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10 在本会议厅举行。  

上午 10 时 45 分散会。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