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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编辑的年度报告《2009：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业已由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
版发行，本年度是协会第六次编辑此报告，汇集过去一年里协会部分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涉及核
、化学、外空、防扩散、导弹、透明度、国际条约与制度等多方内容，共计论文20篇，其中三篇以英
文形式出现。
协会试图以此对过去一年中军控、裁军、防扩散等领域里的相关问题做一总结性回顾和评述。
和往年一样，本年度报告还收集了三个附件，它们分别是当年国际军控与裁军大事记、中国政府以及
国际社会关于军控与裁军的相关文件。
    2008年，国际军控与裁军形势延续着过去一年的基本走势：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仍是各国表达对军控
与裁军问题关切的舞台。
联合国大会、日内瓦裁军大会及其他涉及军控与裁军的国际机构或机制相继提出限制军备、核裁军、
加强地区安全建设的主张，除在集束炸弹方面达成协议外，其他领域没任何有效新条文和新机制产生
。
核问题困扰国际社会：建立无核世界呼声高涨，有核武器国家在继续各自核武库现代化。
另一方面，朝核、伊核境地不同，解决道路充满反复。
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让美俄关系趋紧：给国际军控与裁军合作带来新的障碍。
外空实力竞赛是国际热点问题，在关注大国积极备战外空的同时，外空和平利用，如载人航天、探月
等成为主要国家迈向太空的重要内容，外空竞争已经超出了军事领域，而演变成代表国家形象、提升
国际地位、拉动经济发展和技术开发的新“边疆”。
中国在国际军控与裁军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军控与裁军及防扩散主张，在诸如朝核
和伊核等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或缺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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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8年国际军控与裁军形势综述滕建群2008年，国际军控与裁军形势延续着过去一年的基本走势：联
合国等国际组织仍是各国表达对军控与裁军问题关切的舞台。
联合国大会、日内瓦裁军大会及其他涉及军控与裁军的国际机构或机制相继提出限制军备、核裁军、
加强地区安全建设的主张，除在集束炸弹方面达成协议外，其他领域没任何有效新条文和新机制产生
。
核问题困扰国际社会；建立无核世界呼声高涨，有核武器国家在继续核武库现代化。
2008年，美国核武费用达520亿美元，其中用于核防护和防扩散的费用不到本开支10％。
①另一方面，朝核、伊核境地不同，解决道路充满反复。
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让美俄关系趋紧，给国际军控与裁军合作带来新的障碍。
外空实力竞赛是国际热点问题，在关注大国积极备战外空的同时，外空和平利用，如载人航天、探月
等成为主要国家迈向外空的重要内容，外空竞争已经超出了军事领域，而演变成代表国家形象、提升
国际地位、拉动经济发展和技术开发的新“边疆”。
中国在国际军控与裁军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军控与裁军及防扩散主张，在诸如朝核
和伊核等问题上发挥头不可或缺乏的作用。
一、国际机构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有关国家的提案涉及：裁减军事预算、禁止发展和制造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无核世界和核裁军、防止恐怖分子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部分地区建立无核区、禁止
化学和生物武器履约情况、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及外空活动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禁止使用过分伤害
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禁止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处理积累过剩的常规弹药储存引发
的问题、区域和区域常规军备控制和建立信任措施等。
尽管有些提议老调重弹，但各国对军控与裁军及防扩散的追求一如既往。
11月23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撰文，提出实现无核世界的五个步骤。
他指出，人们对使用核武器的代价和固有危险的关注，导致全球各国人民不断呼吁削减核军备。
他重申落实现有核裁军和防扩散是实现无核世界的重要保证，有核武器国家应带头进行核裁军，同时
，国际社会还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在机制建设上应有新突破。
安理会通过涉及军控与裁军内容的决议，如1803号决议“重申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和该条
约所有缔约国全面遵守其一切义务的必要性。
”指出“解决伊朗核问题有助于全球防扩散努力和实现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其运载工具的目
标。
”“所有国家都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从本国领土，或由本国国民，或使用悬挂本自国旗的船只或飞
机，或为在伊朗境内使用或使伊朗受益，直接或间接地向伊朗提供、销售或转让下列各项，不论它们
是否源于本国领土。
”日内瓦裁谈会于2008年1月23日至3月28日、5月12日至6月27日和7月28日至9月12日分三期举行，共举
行35次正式全体会议，65个成员国的代表参加。
会议收到并审议38个非本会议成员国关于参加本会议工作的请求。
会议还就议程、工作计划、组织和程序及其他事项举行了33次非正式会议。
二、无核世界年初，美国的舒尔茨、基辛格、佩里和纳恩在《华尔街日报》二次发文指出，美国必须
带头，通过具体步骤取得核裁军的成果。
其次，召集其他有核武器国家，把销毁核武器当成共同事业。
其努力将对未来几代人产生积极影响。
在挪威支持下，美国“核威胁倡议组织”和斯坦福大学2月在奥斯陆召开会议，探讨核武器国家和无
核武器国家实现无核世界应采取措施，提出中短期实现的核裁军和防扩散建议。
会议还探讨核裁军和防扩散的长期目标，并提出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步骤。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挪威外长及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等参加会议。
6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日本建议，由澳日共同组建核不扩散和裁军委员会，表示澳是最大铀供
应国，长期参与核政策事务，“有资格发挥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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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委员会两主席伊万斯和福田康夫发表声明，指出将充分利用该委员会的知名人士以及研究机
构的智慧，不但进行无核世界可行性研究，而且也提出相关的建议和步骤，特别是对2010年召开的《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提出自己的报告。
来自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挪威、法国、巴基斯坦、印度、德国、美
国、中国、英国和墨西哥的高级官员成为委员会成员，中方委员是王英凡大使。
除无核世界外，美国非政府机构还提出“零核倡议”。
12月9日，“零核倡议”在巴黎正式宣布。
迄今已有戈尔巴乔夫、卡特、布热津斯基等100余位知名人士参加。
其目的有三：支持权威政治家的无核世界主张；组织各国政策专家研究，提出分步走的计划来解决迈
向零核世界的目标中可能出现的关键问题，包括美俄如何真正大幅度削减核武器以及降低核武器戒备
程度，如何控制和实行监督机制，核燃料再循环使用等；致力于发展基础广泛和持久不断的公共支持
。
按计划，“零核倡议”将于2010年召开消除核武器世界峰会，邀请人士将达500人之多。
无核世界主张现多以非政府面目出现。
他们不仅对有核武器国家提出核裁军建议，对无核武器国家也提出防核扩散的要求。
然而，实现无核世界道路不平坦，障碍有三：一是有核武器国家继续其核武器库现代化。
目的或是为保持核武器库绝对优势；或是保持有限核武器威慑力；或是保持有限核武器的安全性与可
靠性。
二是核威慑理论仍然是部分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内容。
核武器威力巨大，具有强大威慑力。
威慑也是无核武器国家追求核武器的驱动力。
三是核武器成为部分地区性国家与国际社会讨价还价的砝码。
三、地区核问题朝核和伊核问题停留在谈判与制裁之间。
虽然国际社会做出积极努力，两个地区核问题仍在讨价还价中前行。
美国出于全球战略需要：开始与印度进行核能合作，该合作不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还是对
“核供应国集团”规则都带来冲击。
1．朝鲜核问题。
朝核问题进入关键期：一是朝弃核进程出现重要进展。
朝方正式提交核申报清单，并炸毁宁边核反应堆的冷却塔，为各方规划下一阶段行动奠定基础。
二是美朝关系有所改善。
美宣布启动将朝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删除并停止对朝适用《敌国贸易法》程序。
三是六方会谈的作用有所扩展。
该机制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并进一步得到认同，今后将可能向地区性安全机制方向发展。
朝核问题的关键是美国与朝鲜的关系，之所以取得进展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结果。
布什政府为留下“外交遗产”，急于推动取得成果，所以在某些方面做出适当让步。
朝为改善外部环境，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也做出相应的回应。
中国作为六方会谈主席国居中斡旋、因势利导，韩等各方乐观其成、从旁策应。
然而，布什政府执政期进入尾声，其政策力度渐弱。
到年末，朝核问题出现停滞。
各方都在等待美国新政府的“新政”。
2．伊核问题。
安理会已通过四项对伊的制裁决议。
①但均遭伊拒绝并认为这些决议是非法的，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表面上看，伊朗与美等西方大国斗争的焦点是铀浓缩问题，然而伊核问题的实质是美伊之间的政治较
量，双方战略利益严重冲突，其调和空间有限。
伊朗指出，它在不放弃和平利用核能权利的同时，将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
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阻伊拥核的政策不会改变，亦不排除对伊动武的可能，双方将继续围绕铀浓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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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展开激烈斗争。
欧盟、俄等大国将继续发挥各自影响，特别是俄坚持与伊开展民用核能合作，并向伊朗输送核燃料。
大国政策不一致是彻底解决伊核问题的一大障碍。
而以色列的举动也影响着事态进程。
12月底开始的清剿哈马斯军事行动无疑会为伊核问题最终解决蒙上阴影。
人们同样期待着美国新总统提出解决伊核问题的新政。
3．美印核合作。
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在2008年得以正式实施。
根据协议，印度可在不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情况下，获得美核技术、装置及燃料，前提是印承
诺将民用和军用核设施分开，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措施。
在美政府支持下，印已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特殊的保障监督安排，待其与核供应国集团确定核原料
供应。
尽管印反对党和左派政党以该协议影响印核政策的独立性为由强烈反对，但基于两国发展“全球战略
伙伴关系”的利益需求，美印核合作势在必行。
美执意与游离于核不扩散机制外并已拥核的印度开展核合作，客观上为其扩充核武库创造条件，进一
步破坏南亚地区脆弱的战略平衡，加剧印巴核军备竞赛。
此举暴露出美国防扩散政策的双重标准，不仅对本已脆弱的国际核不扩散体制造成冲击，还给解决伊
核、朝核问题的国际努力带来消极影响。
四、导弹防御与反卫星实验1．导弹防御。
进入夏季，美国导弹防御计划在东欧地区取得突破性进展，波兰和捷克两国先后与美国签署协议。
8月16日，乌克兰声明称，愿与西方国家进行导弹防御合作，指出由于俄罗斯退出与乌签署的导弹袭击
预警和太空监视系统合作协议，总统尤先科签署命令废除该协议。
由于乌极力谋求加入北约，俄年初退出与乌签署的协议，并决定不再租用乌境内的两个导弹预警系统
雷达站。
表面上看，这只是两国军事合作的中断，其实反映出两国关系存在的裂痕。
 早在两天前（8月14日）美波在华沙达成在波兰建立反导基地协议，20日两国正式签署该协议。
为确保反导基地安全，美还同意在波长期部署“爱国者”导弹系统。
争议许久的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事总算得到落实。
乌克兰16日的表态无疑是对美国在波捷两国取得进展后的主动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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