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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2013 年 4 月 22 日至 5 月 3 日，日内瓦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加强原子能机构与国家或地区

核材料衡算和管制系统之间的合作 
 
 

  瑞士提交的工作文件 
 
 

导言 

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保持其完整性和维护其

信誉对国际安全很关键，是所有缔约国的共同责任。 

2.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2010年审议大会通过了一项有64个行动的行动计

划。在行动 32，审议大会建议“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应定期评估和评价

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措施。原子能机构政策机构为进一步增强原子能机构保障

监督的效力和效率所通过的决定，应得到支持和执行。”根据同样的精神，原子

能机构大会在 2010 年 9 月通过第 GC(56)/RES/13 号决议的第 20 段，“敦促秘书

处通过利用国家一级办法来规划、实施和评价保障活动，继续加强保障的有效性

和提高保障的效率。” 

背景：实施不断演化的保障监督 

3. 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制度，其设计目的是发现和阻吓核材料、核设备或核设

施被转用于规定目的之外，该制度自原子能机构成立以来已有了相当大的演变。

不仅在《条约》通过以后扩大保障监督职能方面如此，而且在实施保障监督的概

念、方法和程序的持续发展方面也如此。 

4. 在这方面，原子能机构最近一直转向采用更高质量、适应性更强和更难预测

的办法来实施保障监督。在效力和效率目标的指导下，原子能机构正把工作重点

放在需要的地方，设法实施“更聪明的”保障监督。在这方面，原子能机构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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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更多地利用基于国家一级的考虑的办法来开展保障监督的实施，以便提高效

力和效率。国家一级的概念对这一办法至关重要。原子机能构正在将保障监督的

实施重点放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上，而不是仅放在该国的核材料和核设施上。

在这样做的时候，原子机能构继续利用针对具体国家的因素，制定特定的国家一

级办法。虽然这一概念并不是新的，但它在不断演化。此外，随着《全面保障监

督协定》生效，现正在为所有国家制定国家一级的办法。《条约》的无核武器缔

约国，在文件 INFCIRC/153 的基础上，缔结了此类协定。既然无核武器国家承诺

不制造核武器或任何其他核爆炸装置，那么，《全面保障监督协定》的目标是及

时发现大量核材料被从和平核活动转用于制造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或不明

目的，并通过早期发现来阻吓此类转用风险。 

5. 国家一级办法最初是为既有《全面保障监督协定》又有有效的附加议定书的

那些国家制订和实施的，对这些国家，原子能机构作出了较广泛的结论，即所有

核材料仍用于和平活动。根据 INFCIRC/540 中的模式，附加议定书加强了原子能

机构发现未申报活动的能力：实施《全面保障监督协定》和附加议定书使原子能

机构能够得出较广泛的结论，即所有核材料仍用于和平活动。对有较全面的结论

的国家实施《全面保障监督协定》被称作“一体化保障监督”；那就是，在更多

地保证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存在未申报的核材料和活动的前提条件下，优化

组合各种保障监督措施，从而可以减少核查活动的力度。 

国家/地区核材料衡算和管制系统在执行保障监督中的作用 

6. 对有有效的保障监督协定的所有国家适用国家一级的概念提供了进一步优

化保障监督的实施的重要机会。然而，只有该国与原子能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才

能使这一概念真正有效，得以为双方带来实质性惠益。因此，原子能机构与各国

之间的密切合作至关重要。 

7. 《全面保障监督协定》的缔约国有义务建立和维持一个国家核材料衡算和管

制系统；其中一些国家已采用地区核材料衡算和管制系统。此类系统，由于国家

是作为一个整体，有义务与原子能机构合作，促进实施保障监督。 

8. 在 2012 年通过的第 GC(56)/RES/13 号决议的第 24 段，原子能机构大会欢迎

“秘书处与国家和地区核材料衡算和管制系统继续合作，并鼓励它们加强合作，

同时要考虑到其各自的责任和能力。” 

9. 安全保障部负责人在2011年 7月 18日举行的核材料管理研究所第五十二届

年度会议上的主旨发言中表示，“与国家核材料衡算和管制系统的合作程度是一

国实施保障监督的有效性的一个关键因素。” 

10. 的确应促进合作：合作会促进原子能机构的任务，也有助于优化其资源的使

用，因为应避免重复核查活动。因此，安全保障部的长期战略计划，设想“更多

地利用有效的国家或地区核材料衡算和管制系统，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实施保障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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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中实现效率。”进一步优化的前景特别在于那些已经达到并维持较广泛结论的

国家，在那些国家，原子能机构可能得以进行较少的现场活动，更多地利用国家

系统的能力。 

加强合作的重要途径 

11. 加强原子能机构与国家或地区核材料衡算和管制系统之间的合作不是一个

新专题。它已作为促成通过附加议定书的 93＋2 方案期间为加强和更具成本效益

地实施保障监督而采取的拟议办法的一部分讨论过。不过，国家一级概念的演化

以及实施附加议定书和一体化保障监督的多年经验提供了看待这一问题的一个

新角度。 

12. 国家和地区核材料衡算和管制系统似乎愿意加强其与原子能机构的关系。然

而，长期存在的紧张减缓了充分优化现有规定和安排的速度，这就意味着在此类

系统与原子能机构的合作领域有改进的余地。 

13. 原子能机构与此类系统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将对各国和原子能机构有益，有助

于更有效率和效力地实施保障监督。至于原子能机构，其保障监督的效力和效率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或地区核材料衡算和管制系统与原子能机构之间的合

作的有效性以及合作程度。关于有效性方面，给予合作的国家系统(国家管制当

局)可以帮助原子能机构获得更多的信息，更广泛和更全面地了解各国的核活动。

原子能机构的结论的公信力将因此而增加。关于效率方面，更多地要依靠国家核

材料衡算和管制系统以及加强合作有着优化利用核查资源从而控制总费用的潜

力。在某些情况下，该系统可以开展通常由原子能机构履行的任务；这可能带来

重要的成本节约。 

14. 至于国家，与原子能机构更密切的合作可以产生政治和实际两方面的积极影

响。一方面，这将表明坚定地致力于保障监督和不扩散，增强国际上对国家核计

划的和平性质的信心。另一方面，加强合作可以减少保障监督对核设施运营商的

影响。一体化保障监督的实施意味着原子能机构和国家管制当局之间密切的伙伴

关系可能，例如，导致原子能机构大幅减少现场检查的情况。在实施保障监督中

符合这一办法的进一步演化可能促成在不损害有效性的情况下提高效率。最后，

原子能机构与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有可能提高国家核材料管理能力，特别是对新

兴的核国家来说。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制度事实上是与原子能机构开展密切合

作的第一步。 

15. 可探讨加强原子能机构与国家或地区核材料衡算和管制系统之间的合作的

各种途径，诸如以下途经： 

 (a) 在核材料衡量、监管发展、信息管理和设施监督等领域加强国家核材料

衡算和管制系统/国家管制当局。在这方面,各国可要求一个原子能机构统咨询服

务团前来访问，评估其国家制度和确定改进的领域； 



NPT/CONF.2015/PC.II/WP.33  
 

13-29435 (C)4 
 

 (b) 更加积极主动的国家管制当局。各国不应以狭隘和纯法律性的方式来审

视其保障监督义务，而应展示更大程度的公开性和良好意愿，在自愿的基础上公

开提供关于正在进行的活动的更多资料，或允许进出更多的地点——甚至是确定

为有些兴趣的无核武器地点。此类办法增强信心。向原子能机构提供更多资料一

开始看上去似乎是一国的负担，但后来可能会证明这对参与实施保障监督的所有

方面都会有真正的益处； 

 (c) 原子能机构本身进行的努力，如秘书处内现正开展努力，让保障监督的

实施不那么机械。特别应在原子能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会员国中宣传这一观点，

即国家、双边和地区系统提供更多的资料不应导致更多的核查； 

 (d) 加强原子能机构和各国之间的沟通。透明和及时地报告保障监督结论应

是一个优先事项。对国家管制当局提供的资料的适当反馈以及明确拟订对国家管

制当局有何期待将会确保合作。原子能机构和各国均需重视日常沟通与合作的重

要性。避免误解和确保继续对话，对国家管制当局与原子能机构间的合作伙伴关

系很关键； 

 (e) 优化保障监督的实施。可通过更多使用诸如下列共同技术来实现这一目

标：尽可能以遥控监测系统取代视察员的实际视察；根据“一个工作、一个人”

原则来开展视察活动；在开展研发和培训视察员方面共同合作，目的是减少双方

花费的资源，并促成共同商定的程序； 

 (f) 加强原子能机构和国家管制当局之间在新设施实施保障监督中的合作。

原子能机构大会鼓励有关各国促进在适当阶段与原子能机构就与新的核设施的

保障监督有关的方面进行早期协商，以便利未来实施保障监督。 

结论 

16. 建立和维持原子能机构与国家或地区核材料衡算和管制系统之间的坚实伙

伴关系仍然会带来许多挑战，但这些挑战是可以克服的。在这方面，没有合作的

通用模式，这是因为每一个国家，进而每个国家核材料衡算和管制系统都有其自

身特点，这一系统主要是依据其本身的国家义务和核计划的特点。 

17. 原子能机构应通过良好的沟通，通过提供详细的准则，并在接到请求时，派

出支助访问团，帮助国家或地区核材料衡算和管制系统履行其义务。原子能机构

还应乐于最有效地利用国家或地区系统的能力。另一方面，此类系统必须积极主

动地履行其任务，这就要求有足够的工作人员、资源和权威。 

18. 但是，重视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实施保障监督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不

够的。还同样至关重要的是，所有国家和原子能机构必须有共同的合作愿景：对

实施保障监督持积极态度并确保实施保障监督目标和保障监督有效性的合作愿

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