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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1. 1核查是否遵守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问甄一直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及其附属 

机构讨论这一议颗的关键。但是迄今为止对于行使不同核查职能的视察团的结构和 

规模问题却未予足够注意。本文件的目的是较为详细地论述这一特殊问颗。当然. 

我们认识到，只要化学武器公约核查条款的确切性质未定.化学武器裁军视察团的 

结构和规模就根本无法确定。未定核查条款的确切性质对个别工厂的视察计划、需 

要进行视察的工厂数、视察所需的国际视察人数及每次视察所需时间等等问颗都有 

影响。

1. 2但是.我们认为，现在较务地注意一下对有效核查遵守化学武器公约所 

必需的那种化学武器裁军视察团问颗是适时的，也是有益的。荷兰认为，讨论上述 

组织的结构及规模的问颗，对某些核查条款所涉及的组织及财政问颗就会有一个比 

较清楚的认识。

由于目前对核查条款的内容尚未确定.因此不得不作某些设想。对这些设想加 

以讨论本身也许有助于我们断定它们是否合理，是否允许我们反过来判断它们实际 

对视察团的规模会产生匆大影响。最后，根据这些设想.对未来视察团的规模问颗 

在第4节作一个粗略的估算。

1. 3为了确保忠实遵守化学武器公约，必须对化学工业作某些视察。进行这 

些视察的目的不是对化学工厂的整个生产进程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或是进行仔细 

的检查。唯一的目的是，确保不发生未经宣布而生产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数量的剧 

毒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这些视察不应以任何方式妨碍工业生产的进行，也不危及 

工业机密。荷兰确信，如果所有有关方面（包括要访问的工厂的管理部门）对视察 

目的有清楚的了解.那么要组织视察而不妨碍工业生产.不危及工业机密.同时又 

充分达到视察目的.就不会有什么困难。

1. 4应该视察哪些工业性的工厂呢？好象自然是要视察所有能生产一定数量 

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的所有化学工厂。因此，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 

应该承诺宣布所有塵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的工厂以及那些所有查 

箜生产一定数量的此类产品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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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工厂的宣布的标准当然必须殮 并加以确定。

2.关于视察团的一般意见

2. 1有一种设想，化学武器公约有关于设立一个由所有缔约国代表组成的 

“协商委员会”（cc ）的条款。这一委员会特别要对为执行公约而设立的技术秘 

书处给予一般性指导。

2. 2似乎作出另一种设想也很自然：协商委员会选举一个由较少的缔约国组 

成的“执行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将对技术秘书处，特别是它的视察团，给予短期 

的指导.批准视察计划，任命视察员，处理财务问颖，以及其他工作。

2. 3技术秘书处主要由视察员和支助人员组成,可以尽量吸取现有国际组织 

根据严格的规则在雇佣独立的视察员方面的经验来设立这秘书处，可给予某种程度 

的外交豁免权。这包括下述问颗：对特定国家进行视察如何任命视察员，他们的视 

察权以及这些国家拒绝接受某些视察员的权利问题。

2. 4有三种主要的现场视察：

A系统的连续视察

B系统的非连续视察

⑴定期

回-随机

C 专门（“质疑性”）视察

对现场视察这样分类对所需要的那种视察员及他们的做法都有直接的影响，下 

面将对此进行说明：

A将在销毁化学武器设施进行系统的速续视察

B ⑴ 在下述场所进行系统的非速续定期视察

a 已经关闭的经宣布的化学武器工厂（在其销毁期间）

b储存化学武器地点（直至储存销毁）

C为防护性目的生产少量化学武器战剂的设施。

B 将在某些化学工厂进行系统的非连续性随机视察，即：

a在已经宣布为准许的非化学武器目的生产某些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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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前体的工厂*核查要查明两个方面：

* 英国文件第CD/353号集中论述这类工厂。

— 宣布的生产量与宣布准许的目的相一致（即，对数量的检查）; 

—— 没有未宣布而生产其他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的情况 

发生（即时质量的检查）；

b在宣布有能力合成相一定数量的有机化合物的工厂。在这些工厂 

必须对不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的情况加以核查•

c根据质疑性制度进行的专门视察可在包括民用工厂至战场的所有地 

方进行•

2. 5为了进行连续视察，现场需要有一个常期视察员小组，即常驻视察员。 

雇佣程序应考虑到，由于工作中可能发生事故和销毁工厂可能设在边远抽区，工作 

和生活条件都不会很方便。因此，需要有高度的机动性。应该对这些视察员实 

行轮换，以便有苦同当。

2.6 —旦销毁程序开始，对销毁程序的连续视察在很大程度上将是一种日常 

性的工作。 系统的非连续性视察（特别是在化学工业方面）日常性不那样强，因 

此可能比对销毁储存的视察需要更广泛的专门知识 。 为了在不同类型的工厂进行 

短期视察中找到可能不遵守的线索，需要有创造性及民用化学工业方面的经验。为 

了进行这些视察，需要紧张地来往于各地之间。

2. 7专门或“质疑性”视察的性质略有不同。 是否需要进行这种视察可能 

要基于各种资料，例如，有使用化学武器的迹象.在化学工厂旁的河流下游出现被 

禁止的战剂的痕迹，有隐藏化学武器储存的迹象•有未宣布的大型多能化学综合企 

业存在的证状等。这些问题首先要在协商委员会的适当机构中讨论•它可以作出决 

定.是否进行专门视察。究竟利用秘书处雇佣的视察员，还是由缔约国任命其他专 

家，要视问题而定。 可以拟定一份长期有效的广泛地按地域分布的专家名单，以 

便根据需要迅速选择合适的专家。 可以在此指出的是，质疑性视察的次数可能比 

较少。 因此，不必单为此项任务任命常驻视察员。 协賈委员会适当机构必须为 

迅速而顺利地处理请求质疑性视察的问题而安排工作，在必要时从外部（例如世界 

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方案）借用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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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为确保不能生产或不超过宣布准许的非化学武器目的（B（U a）所必需 

的水平生产军事上相应数量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进行视察，是属于数 

量性的视察。 迄今为止对载于CD/353号的英国清单公开作出的反应表明，这些 

工厂数将受到限制。

2. 9对上述（2. 8）化工厂不生产其他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进行 

视察的工作，如由视察关于宣布的生产数量的视察队进行可能容易些。这一视察 

是属于质量性的视察：凡有未经宣布或被禁止的战剂的迹象都是违反公约的标志。

2. 10对经宣布有生产能力但并未宣布准许生产（B （均b）的工厂的不生产的 

核查与对经宣布准许生产的工厂的不生产的核查是一致的。当然，并不需要所有 

的化学工业都宣布，其出大部分可以不管。 这或是因为它们显然不能生产有关的 

战剂（例如油漆厂）.或是因为其规模太小，无法生产在军事上相应数量的产戲实 

验室、小型制药厂）。 如不对有关工厂进行系统的随机视察.另一种选择则是质 

疑性视察。但是如果要求进行质疑性视察，必须提交合乎情理、有说服力的资料, 

借以说明有些反常的情况；这类资料常常难以得到，而且或者难以提供。

2. 11可以定期也可以随机进行系统的视察。 对化学工业进行随机视察可能 

最为有效。 进行若干次随机视察比相同次数的定期视察有效得多.因为随机视察 

可反映出偶然的情况。 例如，如对一个已宣布的工厂平均每三年折行一次随机视 

察，那么一个月内受检查的机会大约为百分之三（1/36），即使在前一天刚接受视 

察也一样。如果是定期进行视察，那么在这一事例中某方就能肯定前一天接受视 

察的某家工厂，今后三年内不会再对它视察。

2. 12技术秘书处需要各缔约国的协助，以获得关于要处理的复杂议题的充分 

知识.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各缔约国将根据与其他领域相似的“技术支助计划'： 

研究新的核查方法及设备，并在适当情况下转交技术秘书处。

3.粗略估计化学武器视察团规模的总设想

3. 1人们注意到在相似于目前的形势下，总部的支助人员数大约相当于现场 

视察员数的两倍。 前者包括的范阁：除了行政人员（人事司.，翻译，秘书工作等） 

之外，还有那些（计算机）数据处理、视察鉴定.可能对化学抽样的分析和/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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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处*组织此种分析 ，以及视察员的培训等部门的雇员。 用相互参照法通过计算 

机处理数据，最终对核查将非常有用。 然而，这里需要进行的数据处理工作比起，

* 预料，大部分化学分析将在现场法行。

例如国际原子能机构，要少。 因为后者要对所有从一个受到保护的“物质平衡区"

流入另一个平衡区的核物质进行鉴定，而化学视察员主要负责质量方面的鉴定。很 

可能，支助人员和总部来的视察人员的比例将必须为1至1 • 5和1至2。 在以 

后的计划中使用的系数是1 . 8。对于常期在销毁设施工作的驻址视察员来说，所 

需要的支助人员就更少。 在后一情况使用的系数为1 • 0。

3. 2在现有的国际组织中，一个视察员可以完成4 0人日/年的视察。 这 

小数字对化学视察员来讲也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设想，虽然再高一点的人日也是可能 

的。

3. 3为了减少旅行，可以考虑设立几个区域性视察办車处，特别是在须受视 

察的、很大的化学活动集中地区的附近。但是，鉴于设想中的视察团规模要小，这 

种做法可能成本效率不合算。

3. 4根据设想，化学武器公约的每一个缔约国需要有视察人员与应视察的设 

施进行联系的某种“集中点集中点的职务究竟由现有的组织承担，还是为此目 

的另立专门机构，可由缔约国自己作出决定。 这样一个国家一级的组织还可以系 

统州收集和调整数据。这些数据将作为国际视察的基础。在视察时，这一国家一级 

机构的代表可以陪同视察团视察，并在必要时协助工作。

- 4 •化学武器视察团规模的粗略估算

由于视察的类型各不相司，因而对化学武器视察团的规模有下列各种粗略估算： 

A：系统的连续视察

对销毁已宣布化学武器储存的核查

设想：

— 在化学武器公约生效后笫一个十年期间，销毁6个大型和9个小 

型工厂的工作将同时进行。

—— 对大型销毁工厂进行有效的连续视察，需要两个视察员常期值班。 

对小型工厂进行连续视察.有一个视察员常期直班就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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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轮班、节假日、病假等因素，为了能够连续安排一人值班, 

将需要3至5名视察员。

——根据目前关于监测销毁技术手段的技术状况，派一个或几个（根 

据销毁工厂规模的大小而定）国际视察员连续值班的做法不能取 

消。

结论：

—— 在对销毁化学武器储存进行核查的十年内，大约需要6 0至100 
名视察员。

B （i）系统的连续定期视察

a 对已宣布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及弹药装填设施的关闭及销毁的核查

设想：

—— 对化学武器设施不运转的核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 

进行（封闭和/或摄相表明设施已破坏，还可能通过电话进行询 

问等）。视察员有必要对设备的安装、维修及对封闭的视察等进 

行不定期视察。

—— 对销毁化学武器设施的核查可以通过遥控感测和定期现场视察相 

结合的方法来进行。

结论：

——如果在原来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地点进行储存的销毁，这些设施 

的不运转及销毁情况可以由常驻在这个化学武器销毁工厂的视察 

员进行核查。

——剩下的1 5个（估计数字）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和弹药装填设施 

在十年期间再有15名来自总部的视察员进行工作似乎已足够。

b 对化学武器储存的监测，直至其销毁

设想：

—— 化学武器储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技术手段加以监测和保护。务 

数化学武器的储存起初都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附近。这些设施将 

受到系统的非连续性定期视察（比较上述B（i）a条）。所有的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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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应在指定的时间，最好早些，按照已宣布的计划运送到处于系统的 

连续国际视察（见3 A ）的销毁设施。这样，大体可以由负责监视生 

产设施及储存销毁情况的视察员来进行储存监测。

结论：

—单独为监测储存需要进行的视察次数比较少。只是在所有的储存在销 

毁地点都找到以后才需要视察。

C . 对为防护目的生产剧毒致死性物剂的核查

设想：

——在世界范围内将有少量—y如，20个——小规模设施。

—对于这些工厂平均每一年半视察一次。每年生产几克的小设施比每年 

生产一吨的设施需要视察的次数少。每次视案，在一个工作日内要有 

两名视察位到工厂视察。这种视察形式要用大约25人日/年。

结论：

——对为防护目的生产剧毒剂折行的核查，大约需要两名视察月花费他们 

三分之一的时间。

B. （±L） 系统的非连续性随机视察

a . 视察为准许的非化学武器目的湃行生产的工厂

设想：

— 在全世界，大约有50个工厂为准许的非化学武器目的*）而生 

产副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

--- 通过抽签选择的方法对这些工厂进行视察，平均每一年半对一个 

工厂视察一次。 每次视察，要有3个视察员平均用5个工作日 

到工厂工作.因此，视察这些工厂要用500人日/年。

）见CD/353中所建议的关键前体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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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视察已宣布为准许的非化学武器目的游行生产的工厂大约经常需要10 
至15个视察员。

b. 对其他工厂不生产的核查

设想：

——在全世界范围内，约有500个其他工厂能够合成一定数量的有机 

化学品。

——对这些准备按照确定标准加以宣布的工厂将平等址用抽签的方法 

折行视察。同时利用一种均衡手段以确保大型多能化学工厂比小 

型和较为专门工厂受视察的机会多。对这些工厂平均轻3年视察 

一次。 每次视察将有3个视察局用平均3个工作日到工厂工作。

因此，视察这些工厂要花费1, 500人日/年。

结论：

— 对那些已宣布不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或苴他关键前体，但能够 

合成一定数量有机化学品的工厂不生产情况的核查，大约经常需 

要30—40名视察札

c . 根据事实调查程序的特别“质疑性"视察

设想：

——很可能，质疑性视察比较少（这种视察包括对进行化学战指控的 

调查），尤其在公约生效一段时间之后更是如此.

— 这种视察可以由现有的视察人员和/或来自成员国或国际组织的 

专冢进行。

结论：

——“质疑性”视察的可能性与视察人员的规模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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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 根据化学武器公约，经當需要约50名视察员、90名支助人员。

— 此外，在大约第一个十年时间内还需要约75-115名视察员和约100 
名或少于100名的支助人员。

——组织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即计划对已宣布 

不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但能够合成一定数量有机化 

学品的工厂进行多大规模的视察。

—— 经过销毁储存和销毁化学武器工厂的十年之后，设想中的化学武器秘 

书处无论如何要比适用于核保障制度的包括视察人危在内的国际原子 

能机构秘书处那部分小很多°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