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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来化学武器协定中*•禁止转让”

及“准许的转让"的提案

关于禁止转让化学武器和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偽 以及关于有关“准 

许的转让"等问题，已经向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提交了不少提案。这些提案都反映 

在1983年会议工作小组的报告中。

应加紧对公约的这几部分进行讨论.下面的意见应有助于澄清和发展到目前 

为止所提交的提案。

1 .除了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以及销毁此种武器及其生产设施的义 

务外，未来化学武器公约还必须包括禁止转让化学武器。公约必须规定禁止直接 

或间接向缔约国和非缔约国转让任何化学武器。在从公约生效到销毁一切化学武 

器这段时期内这种禁止是很必要的。

2. 1983年会议的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结论报告尚未包括工作小组所有成员

都接受的关于此种规定的任何提法。 然而，大家一致同意基本承诺禁止转让化学

武器这点应包括在未来化学武器公约规定的禁止范围内(CD/416附件一的一. 

A. 2(a)),并补充相应地禁止从外部获取化学武器 。

公约还规定，初始公布应包括确证已停止转让化学武器(CD/416.附件 

一的二.A . 1 . (a).⑸)

3. 结论报告设想了一种禁止转让的例外情况，即准许缔约国之间在相互同意 

的情况下为消除目的而转让化学武器(CD/416 附件一的三.C. 1 . (a) ) a '

此种例外是有利的，因为它允许一个缔约国在另一缔约国的销毁设施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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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它的化学武器，从而避免花费很多钱去建造自己的设施。

1. 关于如何处理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的转让问题，化学武器工作 

小组还没有能够作出最后决定。

结论报告设想彻底禁止向非缔约国转让此种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CD/416, 

附件一的三.C . 2.㈣），并限制在缔约国之间转让（CD/416.附件一的三.

C. 2. （b））。 未来公约的这一部分很重要，需要加以规定。

对缔约国加以限制的基础和范围，已向工作小组提出提案。至于禁止转 

让应包括什么化学品的问颗以及转让此种化学品的指定目的及限制数量的问题，这 

些提案的意见不尽一致。

2. 禁止转让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的任何规定必须考虑下面两条原 

则：

—不得妨碍对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的根本禁止，以及

— 不得对化学产品的国际贸易加以不适当的限制。

在向化学武器工作/撤交的所有关于限制转让的提案中，这两条原则都没有 

得到充分的尊重。

3. 在其结论报告中，工作小组从一开始就认为只有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 

键前体才需禁止其转让而成为免责条款的对象（CD/416.附件一的三.C.Za））・

因此，不应采纳那些将转让的禁止范围扩展到其他化学品，尤其是那些被 

归为“其他致死性化学品”或“其他有害化学品”的提案。 如果将禁止转让的范 

围扩展到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以外，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把在民用部门起 

重要作用的化学产品也包括进去，从而会对化学产品的国际贸易加以不适当的限制。

4. 化学武器公约中关于禁止转让以及准许转让条款的提法.其根本问题就是 

是否应把化学产品看成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关键前依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应把化学品划为关键前体：

—它们对化学武器公约的有关条款具有特别的意义

—它们在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最后工艺反应阶段中构成典型的化学化

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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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不用于准许的目的，或者用于准许的目的但产量很小.

这种定义严格地限制了有可能被包括到禁止转让以及准许转让条款的化学 

品范围。应该把有关的化学品以及那些不完全符合上述定义，但又一致认为必须 

把它们当作关键前体的化学品，列一个清单. 为了避免规定得太死，并能够考虑 

以后的发展情况，必须定期对这一清单加以修订•

5・禁止转让的范围只应包括那些符合上述定义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关键前 

体。各国之间准许的转让应该是同这些同样的关键前体有关的。但是，只要严 

格运用以上这一定义，化学产品的国际贸易不会受到影响.

为了更精确地划分和限定需禁止转让的化学品范围，最好进一步区别转让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是防护目的还是为准许目的。 结论报告中(cnz 

416附件一的三.C. 2.(加)设想了一种方案.

如采用这种方法，禁止转让的就包括为防护目的转让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及其关键前体《 由于在商业部门得不到这类化学品因此这种化学品只能由军事部 

门生产，从而属政府管辖范围，并由政府负责。在工作小组中有人提议建立特别 

的小规模设施来生产这些化学品(CD/416附件一的三.A. 1 . (b))

6・为防护目的准许转让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如果不对其数量加 

以限制是不行的。工作小组认为此种化学品的产量应加以限制，不得超过一公吨。 

因此，将转让也限制在同样的量内是适宜的。转让的限量不应低于准许的生产水 

平，因为不这样做就等于歧视那些本身不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前体或者想要 

放弃此种生产的那些缔约国。

7.对准许转让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加以控制是必要的。应将向 

另一个缔约国转让的情况，通知协商委员会或其执行机构。应在适当的情况下提交 

所有转让情况的年度总结报告，其中包括转让产品的化学名称，转让数量及目的地 

(CD/416.附件一的三.c . 2. (5)。，

建议：

1.化学武器公约应规定全面禁止转让一切化学武器以及一切剧毒致死性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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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及其关键前体。 应把这些关键前体的清单作为一个附件纳入公约。 该清单只

应包括那些在民用部门不使用或只少量使用的化学品。

2. 对于各缔约国来说，准许转让的化学武器应设想为只是为了销毁此种武器 。 

至于为了防护目的转让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缔约国之间准许

转让的量应限制在许可的生产水平上。必须把转让的情况通知协商委员会或其执 

行机构。

3. 因此，化学武器公约应包括下述条款 ：

—应禁止向任何人直接或间接转让化学武器。经相互同意、为了唯一 

的销毁此种武器的目的可以在缔约国之间转让化学武器.

——应禁止向另一缔约国之外的任何人直接或间接转让所生产的或通过其  

他方式为准许目的所获取的任何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或其关键前体（在 

附件中列出）.公约缔约国之间为防护目的准许转让的此种物质，其 

转让总数应限制在一公吨之内。必须将此种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或其关 

键前体的转让情况通知协商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