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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5月 24日印度尼西亚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 
秘书长的信，其中转交 2013年 5月 15日在日内瓦万国宫 
举行的“探讨如何打破裁军谈判会议僵局”研讨会的报告 

 我谨转交印度尼西亚与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联合主办并于 2013年 5月 15日在
日内瓦万国宫举行的“探讨如何打破裁军谈判会议僵局”午餐研讨会的报告 

 研讨会的目的是： 

• 讨论各种打破裁谈会长期僵局的方法和途径。 

• 从非正式公开讨论中寻求新思路。 

• 为裁谈会的工作和达成工作计划的努力作贡献。 

 45 个国家的代表及联合国裁军事务厅、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裁军研究
所的代表参加了这次活动。 

 谨请将此信及所附报告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分发给本会议所有成员

国和参加会议的观察员国。 

 我打算在合适的时候提议将这次午餐研讨会报告的内容适当反映在裁军谈判

会议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 

常驻代表 
大使 
特里育诺·维博沃(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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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如何打破裁军谈判会议僵局”午餐研讨会的报告 

  2013 年 5 月 15 日，日内瓦 

 一. 导言 

  关于本研讨会 

1.  2013 年 5 月 15 日，印度尼西亚与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联合主办了一
次午餐研讨会，题为“探讨如何打破裁军谈判会议僵局”。 

2.  约 45 个国家的代表及联合国裁军事务厅、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和联
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的代表参加了这次活动。与会者近 130人。 

3.  研讨会旨在探讨将裁军谈判会议(裁谈会)从长达 16 年的冬眠中唤醒的新办
法，帮助形成必要的关键势头和政治意愿，使裁军谈判会议摆脱停滞不前的状

态。研讨会围绕几个小专题展开，即：“长期的僵局――富有创意的新选

择？”、“焦灼不安的迹象――机遇抑或威胁？”和“拖延的高昂代价；严重的

警告？”。 

4.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维
博沃大使先生有幸宣布研讨会开幕，随后由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厅

日内瓦办事处主任亚尔莫·萨雷瓦先生宣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裁军谈判

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裁谈会事务个人代表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先

生的主旨讲话。 

5.  裁研所主任特雷莎·希钦斯女士担任活动主持人。 

  关于本报告 

6.  本报告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代表团编写的非正式纪要，绝非全面综述。目的
是通报情况，支持裁谈会工作，并促进就各项讨论专题进一步交流实质性看法。 

 二. 讲话 

7.  裁研所主任特雷莎·希钦斯女士在开场白中表示，裁研所很高兴与印度尼西
亚共同举办这次活动。希钦斯女士说，裁军谈判会议近些年来令人忧心的表现与

过去取得的傲人成就形成了鲜明对比。把握机会，例如在这次研讨会上，总结可

从裁谈会内近些年的议事活动取得的教训，并分析裁谈会工作所受到的外部影

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为裁谈会陷入僵局已经太久了。由现任主席带

头这样做，因而是十分允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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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维博沃先生在开幕辞中强调，印度尼西亚了解问题的复杂性，知道没有万灵
药可让裁军谈判会议立即苏醒过来，但印度尼西亚仍然坚信需要维护裁谈会作为

全世界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独特地位。在此背景下，印度尼西亚与裁研所共

同举办了这次非正式的集会，目的是： 

• 讨论各种打破裁谈会长期僵局的方法和途径。 

• 从非正式公开讨论中寻求新思路。 

• 为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和达成工作计划的艰苦努力作贡献。 

9.  托卡耶夫先生在由亚尔莫·萨雷瓦先生宣读的主旨讲话中欢迎印度尼西亚力
求裁谈会能够摆脱僵局而在裁研所的积极帮助下主动举办这次研讨会。托卡耶夫

先生对如何打破裁军谈判会议自 1996 年以来的停滞不前状态提出了几点看法。
裁谈会长期以来的一事无成使得人们怀疑传统多边裁军是否仍切合需要并具有效

率。 

10.  因此，需要考虑新的思路，诸如想法一致国家集团的行为模式，这一模式成
功达成了关于地雷的《渥太华公约》和关于集束弹药的《奥斯陆公约》。然而，在

裁军谈判会议的情况下，类似的做法不一定能够解决裁谈会内具争议性的问题，

包括禁产条约问题，想法一致国家集团的模式将不足以保证能够防止范围更加广泛

的纵向和横向扩散，因为想法不一致的国家会被排除在外。有鉴于此，裁军谈判会

议应检讨其工作方法、成员组成和议程，以有助于重振活力。 

11.  在“长期的僵局―― 富有创意的新选择？”这个小专题下，裁研所资深研究
员蒂姆·考勒先生着重谈到了在核裁军和裂变材料上相持不下的问题。他说，联

合国大会最近同意就裁谈会的这两个核心议题设立新的附属机构。不应当把大会

决定设立不限成员名额核裁军问题工作组和裂变材料问题政府专家小组视为纯属

偶然。这明显为裁军谈判会议敲响了警钟。 

12.  可从几个方面探求裁谈会面对并克服困难的富有创意的备择方案。在程序
方面，裁谈会应考虑简化其工作计划，首先列出基本活动时间表，随后专注于为

个别工作组而非所有工作组制定任务授权。更重要的是，裁谈会需要培养出新的

工作文化。历任主席都为谋求打破长期僵局而尽责尽力，但令人困惑的是，成员

国缺乏主动配合的精神。 

13.  成员国没有提出任何跨区域倡议来打破僵局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在冷
战后的时代，裁军谈判会议难道迷失了方向？裁谈会若要能够对冷战后的安全环

境有所反应，就需要正面对待在实质性问题上僵持不下的局面，从被动转为主

动，专注于如何启动而非如何阻止议事工作。显示其认真对待工作的一个近期指

标就是将一项 2014年工作计划草案纳入今年提交大会的报告中。 

14.  墨西哥常驻联合国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乌利塞斯·贡萨洛·古铁
雷斯大使先生认为，裁军谈判会议目前陷于僵局，主要是因为裁军领域的观念一

直没有发生改变。他在这方面指出，《不扩散条约》三个支柱的建成，并不是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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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一致的。过去十年来，防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出现了适应新现实的观念改

变，而裁军领域则仍一如既往。 

15.  他简要回顾了裁军谈判会议及《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和联合国大会中的
事态发展。他据此断定，国际社会一直耐心地寻求裁军领域的突破。贡萨洛先生

接着着重指出，我们现在的做法似乎是更加看重手段(即裁军谈判会议)而非其目
的，即国际社会希望实现的主要目标(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 

16.  贡萨洛大使还提到上届联大通过的主动行动，强调这可为讨论注入一些新
鲜的空气。的确，我们终于可以讨论实质性裁军问题了。最后他说，裁军谈判会

议的主要威胁是成为一个自说自话的机构。就此而言，裁军谈判会议的主要威胁

就是裁谈会自己。 

17.  芬兰常驻联合国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佩维·凯拉莫大使女士表示，
芬兰仍然认为，裁军谈判会议目前的僵局只是暂时性的。但芬兰同时强调，这种

暂时停滞的状态会持续多久，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裁谈会今后如何适用协商一致

机制，而这又与个别国家的国家安全问题是否继续以全球安全为代价而阻止裁谈

会前进相关联。 

18.  此外，芬兰强调，外部世界不断在变化。新一代的利益攸关者，无论是政
治家、外交官还是公民社会代表，不断对发生的事情提出不同的观点。裁军谈判

会议之外各种举措的演变，背后就有这些新一代人，合起来对产生于前一时代的

裁谈会施加压力。裁谈会若不想落伍，就应当将这种外部压力视为好事，激励自

己在实质性政治对话的基础上开展内部工作。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裁军谈判会议大使吴海涛先生表示，裁谈会内的僵局首
先要归咎于政治和安全因素。各国面对不同的安全环境，可能在裁军和安全方面

有不同的轻重缓急和实行不同的政策。这种差异自然而然地导致对裁谈会议程的

工作重点有不同的看法，从而直接影响就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计划达成协议并开

展实质性工作。 

20.  因此，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外，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首先，必须尊
重和维护裁谈会的权威，因为裁谈会拥有裁军领域的丰富经验，任何其他机构在

这个领域都只能望其项背。在裁谈会之外建立新机制来处理其核心议题，并非解

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因为这不能保证任何未来条约的权威和普遍性。 

21.  其次，应当在裁军谈判会议内部通过公开、透明和平等的协商积极探讨取
得进展的可行途径，寻求均衡兼顾、为各方所接受的双赢解决办法。 

22.  第三，应当照顾每个国家的正当安全关切，形成有利的安全环境，以加强
互信，使各国逐渐恢复信心和展现政治意愿，肯通过多边谈判达成的军控条约促

进共同安全，并应当为进行这样的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的气氛。 



CD/1951 

GE.13-61305 5 

 三. 讨论 

23.  在讨论期间，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国代表对如何使裁谈会摆脱目前僵局表
示了看法。尊敬的埃及代表从更大的角度看待裁谈会的僵局，认为僵持不下的状

态已日益成为许多乃至所有多边进程的一个共同特色。 

24.  德国大使提请注意一点：裁军谈判会议曾于 2009年通过了载于 CD/1864号
文件的工作计划，这表示所有成员国当时已同意谈判一项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

材料的公约并讨论核裁军问题，从而实际解决了到那时为止存在争议的裁谈会工

作重点问题。他还强调了蒂姆·考勒先生的观察，即成员国自己实际上没有采取

主动要克服裁军谈判会议的僵局状态，只是把这个任务留给四星期一任的主席，

这一点值得玩味。他接下去说，人们会更加认为，裁谈会成员国就像长时间失业

的人一样，已不再积极寻找工作了。 

25.  在这方面，他问道：成员国有没有作出切实的努力，试图说服唯一的那个
难以同意落实 CD/1864(并从而自那时起一直阻止在该文件的基础上开始工作)的
成员国加入协商一致？他的经验是，一些成员国小心翼翼地坚持要制定一个充分

符合其期望的工作计划，这正是持续限于僵持状态的主要原因。他因而建议采取

极简主义的方针，有意只以简明扼要的方式确定要开展工作的专题，并只以“就

一项条约开展工作”或“交换意见”等语说明这一工作的性质。 

26.  瑞士驻裁军谈判会议大使表示，鉴于裁军谈判会议陷于僵局，联合国大会
最近采取了一些行动。他还问道，若裁谈会仍无法克服目前的僵局，联大还会采

取什么措施？ 

27.  针对德国的看法，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评论说，他不能苟同任何指裁军谈
判会议内部的事态发展左右着世界安全环境的论调。恰恰相反，是世界安全环境

左右着裁军谈判会议内部的事态发展，成为裁谈会陷于僵局的背后原因。此外，

巴基斯坦还强调，解析一下僵持状态就知道，其实并不只在禁产条约问题上才陷

于僵局。不是这样的，其实在核裁军问题上存在着更大的僵局。 

28.  尊敬的伊朗代表请墨西哥澄清一下裁军谈判会议问题的根源在于其自身这
一看法。 

29.  奥地利大使指出，他有参与裁军谈判会议谈判的切身经验，裁谈会确可发
挥作用，而且裁谈会过去也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包括产生了《化学武器公约》

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奥地利相信，裁军谈判会议的程序和工作方法应有

所改变，以适应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的不同格局和演变。然而归根结蒂，裁谈会

能否有进展，取决于政治意愿。此外，奥地利支持印度尼西亚继续致力于达成一

项工作计划，不是为达成而达成一项计划，而是为了按照裁谈会的任务授权，迅

速着手落实该计划并开始谈判。 

30.  加拿大大使着重指出，大多数国家基本上都愿意为实现核裁军而努力，只
是对实现核裁军的最佳途径有不同的看法。因此，以任何特定联盟的隶属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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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来划分国家，也许不具有建设性，因为我们知道国家集团的形成是立足于和

围绕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联盟内部各国的观点也可能不同。她指出，为了力求

达成均衡兼顾的裁军谈判会议工作计划以开展具体工作，大多数国家近年来都表

现出灵活的态度。对于早先提出的一个论点，她还指出，多达 166个国家在联合
国大会表示支持禁产条约。 

 四. 回应/总结 

31.  中国大使吴海涛先生在回应/总结发言中确认，大多数国家仍然支持裁军谈
判会议。同时他强调，国际安全环境确实发生了变化，的确需要因应这一变化。 

32.  芬兰大使佩维·凯拉莫先生承认许多多边谈判正处于困难之中，但也指
出，被乌云笼罩的裁军领域出现了一些惊喜，其中包括今年较早的时候《武器贸

易条约》在联合国大会获得了压倒性支持。这证明，芬兰对裁军谈判会议的重新

振作持乐观态度是有理由的。 

33.  墨西哥大使贡萨洛先生澄清说，墨西哥不认为裁军谈判会议是其问题的根
源所在。但墨西哥确实认为，裁军谈判会议要摆脱僵局，就需要重新审视其议事

规则、机制和工作方法。对于裁谈会若停止继续工作则可能会出现何种情况这一

问题，贡萨洛·古铁雷斯先生回答说，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一条，大会应取

而代之，因为大会有权审议“军缩及军备管制之原则”。 

34.  裁研所的蒂姆·考勒先生促请就核裁军和裂变材料采取具体行动。 

35.  联合国裁军事务厅的亚尔莫·萨雷瓦先生强调，对裁军谈判会议陷于僵局
采取任何不肯妥协的态度，只会使裁谈会进一步自外于这个世界。裁军谈判会议

成员国在不断探讨如何摆脱这一僵局之时，不应虚掷光阴。 

36.  关于联合国大会有权审议裁军相关问题这一点，萨雷瓦先生解释说，大会
拥有立法权力和预算权力，也就是有权支配荷包。这就是大会在需要时可动用的

裁军和军备管制方面的权力。 

37.  总之，萨雷瓦先生指出，裁军谈判会议需要重新审视其步骤，视必要而作
出必要的调整乃至修正，使自己摆脱僵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