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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历史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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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虽然是强权政治的产物,但它在客观上为防止核扩散起着积极作用,是核不扩散体制的

基石。 该条约经历了许多严峻的考验,当今也面临不少的挑战,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未来还是美好的。 为了实现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的目标,今后更应关注核裁军和无核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只有这样,无核世界的美好愿望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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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核不扩散体制的核心,
自从 1970 年生效以来,经历了 40 余年。 中国有句

古话,40 而不惑。 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这 40 余

年,仍处在不惑与惑之间。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经历

了许多严峻的考验,但最终增强了人们对条约的信

心,使它在 1995 年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条约。 不过,
还有许多人对它提出质疑。 特别是一些国家的违约

行为,让人们对核扩散产生进一步担忧。 在此时,审
视该条约在 40 余年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教训,无疑

有利于实现公约的目标,成就人们的“无核世界冶的
美好愿望。

一摇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强权政治的产物

1945 年美国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和使用核武

器。 为了垄断核武器,防止核扩散,美国提出“巴鲁

克计划冶,旨在保证美国的核垄断将可继续成为国际

力量平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1]。 1949 年苏联核爆

炸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也宣告了美国试图通

过国际控制阻止核武器扩散努力的首次失败。
由于冷战开始,美苏展开了核竞争,核试验频繁

发生,而且爆炸当量迅速增加,使世界处于核战争的

威胁和恐怖之中。 基于国际舆论的压力,1958 年 10
月,美苏英三国就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于日内

瓦展开了谈判,但它们谁也不想签订这样的条约来

限制自己的核能力的发展。 虽然美苏在冷战时期展

开了激烈的核竞争,但在核不扩散方面有着共同的

利益。 最后他们根据自己在空中和水下已有成功的

经验,于是在 1963 年签订了一个《禁止在大气层、外
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这一条约将

可以从防止获得核能力这一角度阻止法中等国建立

和发展自己的核力量,而美苏本身则不会真正受到

影响。 因为发展核能力一般是从大气层中试验开

始,它要求的技术简单些。 美苏已经在大气层试验

取得成功,并已转向地下核试验,所以这一条约只能

限制还没有进行过核试验的国家。 中法等国家看出

了这一条约的意图,拒绝在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的

条约上签字。 中国政府就此发表了声明,指出“这个

条约把停止核试验同全面禁止核武器完全分开,并
且使三个核大国继续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合法

化,与裁军背道而驰。冶 “它们企图通过这个条约,巩
固自己的核垄断地位,而把一切受核威胁的爱好和

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冶 [2]

1960 年 2 月 13 日,法国第一颗核装置试爆成

功,1964 年 10 月中国也成功地在大气层中进行了第

一次核爆炸。 特别是中国核试验的成功,打破了西

方大国垄断核武器的局面。 这使美苏等国认识到,
通过防止获得核能力这一角度防止核扩散已不现

实,它们转向从限制其他国家获得核武器的意图这

一角度来阻止核武器的扩散,即以在和平利用原子

能方面向核武器国家提供援助为条件,换取它们作

出不谋求取得核武器的保证。 1965 年,美苏分别向

日内瓦的 18 国裁军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提出了这



方面的建议。 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于 1965 年 6 月作

出决定,1965 年 7 月开始谈判,要求 18 国裁军委员

会考虑不扩散条约问题。
在谈判之初,各国家集团采取的立场是不一致

的。 第三世界的最不发达国家赞成这一目标,因为

它们自己没有发展核技术的能力,它们希望以放弃

核武器为交换条件,使核大国承诺采取具体的核裁

军措施,对它们永久不威胁使用或使用核武器,并为

他们在核能和平利用领域的发展提供援助。 一些发

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强调它们的主权。 作为补

偿,它们要求核大国作出让步,承诺不制造新的核武

器,为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核能而转让一部分技术

和设施。 对于这些条件,两个超级大国几乎没有接

受。 工业化国家要求核大国采取裁军措施,瑞典还

要求完全禁止核试验。 它们还担心国际核查措施可

能成为工业情报刺探活动,认为核大国的民用核设

施也应该 IAEA 核查开放。 法作为核国家,不想扩

大核俱乐部,但它声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没有与裁

军相联系,只是一个未武装的国家不能武装的协议。
法国没有加入谈判。 联邦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被强

行要求接受,但它们强调国际核查是不可接受的,除
非确保它们在民用核领域拥有与核大国相同的自由

和利益。 在通过激烈的谈判之后,1968 年春,美苏

先后向日内瓦 18 国裁军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第一

委员会提出了一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 美

国草案只禁止向无核国家转让核武器,而允许向国

家集团供应核武器,目的是向它大西洋国家集团供

应核武器。 苏联草案禁止所有无核国家拥有、控制

或使用核武器。 两国在秘密谈判之后,美国放弃多

边核计划,使苏联同意美国草案,并在 1968 年 6 月

12 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获得了通过,1970 年 3 月 5 日

起正式生效。 条约之所以能通过,是一些核大国利

用了无核国家的美好愿望。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标是核不扩散、核裁军

及和平利用核能。 无核国家就是想通过弃核使核国

家核裁军,并能从核国家那里获得和平利用核能的

技术和设施。 事与愿违,美苏等国提出的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其他国家掌握核武

器,而使有核国家合法化,特别是为了满足维护核大

国的核优势地位的需要。 在条约谈判时,核大国就

设法使核裁军义务不具有法律约束力[3]。 所以,条
约完全不提禁止使用和销毁核武器,对于核大国只

要求它们“承担有诚意谈判的义务冶,而对无核国家

则严加限制,“把一种不可忍受的低级地位给予一切

在核俱乐部以外的国家冶 [4]。 事实上,这个条约不

仅规定无核国家保证将核能用于和平目的,还要服

从核大国强加于它们的“保障冶条款,即国际原子能

机构的监督。 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仅有权扩大其

核武器库,交换核技术和核军备装置,并且还能随心

所欲地使用进口的核物质。 这种条约是带有很强的

歧视性和不公正性的。
从条约的名称也隐含着这种强权政治。 条约的

目的虽然是 3 个,但为什么条约的名称叫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而不叫和平利用核能条约或核裁军条约

呢? 这反映了核大国的政治意愿,即它们只想防扩

散,帮助无核国家和平利用核能和核裁军只是诱饵。
在条约的实施过程中,也贯穿着强权政治思想。

美俄(苏)等核大国不断提高核武器技术,扩大核武

库,而很少有核裁军行为。 它们为了全球战略利益,
还将核武器扩散到其他国家,甚至与印度这样没有

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签订核能合作协定。
条约对它们无能为力。 而朝鲜等国发展核武器,甚
至伊朗、伊拉克等国和平利用核能,美国可以在联合

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对它们进行经济制裁。
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核国家与无核国家的

地位是不平等的,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 尽管如

此,一些核大国还是没有尽到它的义务。 核不扩散

是“从来都如此不讲道理,因为任何国家都要放弃获

得别国已经拥有的强大武器的权利。冶 [5]

二摇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核不扩散体制的基石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其前后有关核不扩散制度

共同构成核不扩散体制。 在该体制中,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起着核心作用。 尽管这一条约是美国强权政

治的产物,但客观上为防止核扩散和和平利用核能

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是有效地减缓了核扩散的速度,使核国家在

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条约的序言指出,核武器扩散

大大提高了核战争的危险。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主

要目的是将核武器的拥有者限制在 1967 年 1 月 1
日之前进行过核爆炸的 5 个大国之内,防止扩散到

其他国家。 条约将成员国分为核国家和无核国家,
承认了 5 个核国家的合法地位,而其它国家为无核

国家,它们拥有核武器是非法的。
条约签订之初,一些人曾预言在未来几十年内

世界将会出现 20 ~ 30 个核武器国家。 如今 40 年过

去了,虽然世界上约有 40 个国家拥有制造核武器的

能力,但只有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朝鲜成为事实

核国家。 条约成功地使南非及前苏联一些国家放弃

了核武器,重新回归到核不扩散体制中来,也使朝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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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没有产生多米诺效应。 这表明,《条约》在防止

“核门槛冶国家发展核武器方面,起到了十分积极的

作用,使得核武器国家控制在极少的范围内,有效地

遏制了核扩散。
条约还通过区域无核化,防止核扩散。 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非洲无核化条约签订开始,全世界已达

成 5 个无核区条约及蒙古国成立的单个国家无核

区。 这些无核区可以看作无核世界的试验田。 无核

区的建立为世界无核化提供了经验,铺平了道路。
二是促使核大国裁军。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要实

现世界无核化,除了不向无核国家扩散核武器外,关
键是核大国要认真履行裁军义务,使核武器在这个

世界上消失。 由于世界核武器主要由美俄(苏)两

国所拥有,占 95% 以上,所以裁军的主要义务是美

俄(苏)两国。 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俄(苏)在
核裁军方面进行了长期谈判,达成了一系列国际条

约,主要包括《美苏关于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

约》、《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等。 这些条约使得美俄(苏)两个超级核大国的核

武器数量进行了一定的削减。 尽管所裁减的主要是

过时的、没有战略意义的核武器,对两国核能力没有

什么影响,但毕竟是核裁军的良好开端。 美俄(苏)
核裁军也缓和了国际安全局势。

三是有利于核能的国际合作,为无核国家获得

了和平利用核能的机会。 随着核技术的发展,核能

的应用十分广泛。 除了在军事领域运用之外,核能

还广泛用于医学、工业、能源等领域。 作为能源,它
是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 大力发展核电,可以缓解

能源危机,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保护环境。 许多国

家都希望发展核电,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为核能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 核

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以及核国家之间签订了许多民

用核能合作协定,核能领域的合作得到加强,无核国

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愿望得到一定的实现。 特别是无

能力发展核技术的国家更希望如此。 同时,条约授

权国际原子能机构对转移到无核国家的核设施、核
技术、核材料进行核查和监督,防止转向军事,导致

核扩散。 这一制度使核不扩散与核能的和平利用之

间找到了一定的平衡点。 现在,世界核电已占总发

电量的 17%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此作出了自己的

贡献。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标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

同利益,它仍然是国际社会促进这些利益的最好制

度[6]。 在国际条约中,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

是最多的。 这个条约已经得到几乎普遍的加入。 只

有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 3 个国家没有加入条约

以及朝鲜 1 个国家退出条约。 在 1995 年的审议会

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又顺利延长。 虽然 2005 年审

议会议无果而终,给条约蒙上阴影,但 2010 年的审

议会议又达成了许多共识。 这些事实表明国际社会

对不扩散条约的坚定信心和有力支持。 特别是在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及《禁止使用核武器条约》
没有生效之前,它的基石之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三摇 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面临

严重挑战

20 世纪 70 年代制定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各国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利益诉求出现了新

的不平衡,使得它面临严重挑战。 2005 年第 7 次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审议大会无果而终,各国对

这个防扩散的基石信心动摇。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首先面临技术上的困境。

由于核技术生不逢时,产生于二战之末,被美国首先

作为军用,其巨大的破坏力和残酷性令世人震惊。
还没有哪种技术的发展像核技术一样引起国际社会

的广泛关注。 核技术的民用和军事上的利用没有严

格的区别,一些国家要发展核武器,完全可以以民用

的名义来达到目的,而躲过国际机构的监督。 核技

术在民用方面有着广泛的用途,又不可能为了禁止

军事上的使用而限制核技术的发展。 随着核技术的

发展,核扩散的技术障碍已经不复存在[7]。 核技术

本身的特殊性,使核技术发展面临两难境地。
二是制度本身的缺陷让一些国家有机可乘。 条

约根本不限制缔约国悄悄准备制造原子武器的材

料,甚至用不正当手段获得必要的材料,1980 年,在
日内瓦再次审查该条约的执行情况会上,很多国家

对此提出指责和批评。 条约的退出机制也屡遭批

评,认为没有设立退出条件,使得一些国家利用条约

获取核技术,然后退出条约,利用获得的技术发展核

武器。 朝核危机和伊朗核问题的出现,冲击了《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核能和平利用原则[8]。
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定之后,非公约的缔

约国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公约的缔约国南非、朝鲜、
伊朗等国家先后跨入核门槛。 条约只对成员国有约

束力。 无核国家只是针对公约的成员,而公约之外

的国家不在此列。 印度、巴基斯坦等事实核国家并

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条约对它们无能为

力。 尽管在处理南非核问题上有成功的经验,但朝

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仍是棘手的,还没有解决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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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这使得一些无核国家较容易地跨入核门槛。
三是美国核不扩散的双重标准助长了核扩散。

美国在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时,一直执行双重

标准,将该条约为实现美国战略服务。 美国在拥有

核武器之后,一直将核武器作为对外政策中一个重

要工具。 在核扩散问题上,它一直偏袒以色列,对朝

鲜、伊朗等国咬住不放,甚至对伊拉克不惜使用武

力。 美印核协定的签订,促进了印度核技术的发展,
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 美国辩称,该协定目的

是通过合作使印度回到核不扩散体制中来[9]。 如此

言属实,还应该与巴基斯坦签订类似协定。 但事实

并非如此。 它是出于在亚洲的战略考虑的,它可以

利用中印之间的矛盾,通过印度牵制中国。 所以,美
国本身就在进行核扩散。 美国采取的政策削弱了防

止核武器扩散的全球共识,弱化了现有机制[10]100。
四是核裁军没有进展,使无核国家失去信心。

防扩散的挑战与核裁军是相互关联的[11]37。 《条约》
第 6 条要求缔约国“早日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

军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认真谈判。冶无核国家放弃拥

有核武器不仅以和平利用核能为对价,而且以核国

家进行核裁军,最终消除核武器为前提的。 在暂时

无法消除核武器的情况下,使核武器国家在一个有

限的范围之内,再通过核裁军谈判,最终消除核武

器,实现无核世界。 这不惜为一个明智之举。 遗憾

的是,核裁军一直处于僵持状态,一些核大国不仅没

有削减核武库,反而扩充和升级自己的核武库。 核

武器国家的许多官员都认为,目前不必认真对待这

个承诺[11]156。 尽管美俄(苏)迫于国际压力,在核裁

军上有一些行动,但裁减的是一些过时的核武器,并
不影响他们的核力量。 当看到核武器国家不履行其

裁军承诺时,无核国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信

心也会受到影响,也就更不愿意接受更严格意义上

的防扩散义务。
五是非国家实体扩散核风险加大。 传统的安全

问题主要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是针对主权国家。 国家追求核武器,是基于这样

一种假设:有核国家比无核国家更安全。 假如伊拉

克有了核武器,美国还敢发动伊拉克战争吗? 前印

度陆军参谋长桑达吉将军说:“在你挑战美国之前,
你必须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冶 [11]139 朝鲜退出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就是以国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为由。
9·11 事件之后,国际社会改变了这一看法。

非国家实体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 美国政府

之所以将核扩散当做是非常紧急的威胁来应对,原
因之一就是恐怖分子有可能获得核武器[10]101。 恐

怖分子攫取核武器是独特且最为严重的核威

胁[11]19。 巴基斯坦地下核交易曝光之后,人们看到

非国家实体扩散核风险加大。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

评估,2003 年—2004 年,全球共发生了 121 起与秘

密运输或丢失核原料及放射性材料有关的事件。
2005 年,多达 103 起。 与此同时,由于核黑市盛行和

核技术的广泛传播,无核国家获取核武器制造技术

不再困难。 此外,遍布全球的 100 多个恐怖组织,正
逐步成为核走私的主角,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企图

掌握核武器危害国家和平与安全的野心日益膨胀。
因此,核扩散行为主体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仅仅局

限于主权国家。 2010 年美国《核态势报告》指出:
“目前最直接、最紧迫的威胁是核恐怖主义。冶 [12] 而

目前没有任何国际法对非国家实体进行规制。
六是无核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要求越来越迫

切。 由于能源危机,核能作为高效、清洁能源,已被

许多国家所接受。 随着利用核能的国家越来越多,
核控制的难度增大,核扩散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这些挑战使一些学者认为核不扩散死亡。 伊曼

纽尔·沃勒斯坦指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3 个支柱没

有一个真正得到尊重。 5 个核国家直接帮助其他国家

成为核国家,而且其他国家能够并且确实在依靠自己

的力量这样做。 在裁军方面,没有实现重大裁军,恰
恰相反,它们都扩充了自己的核武库,特别是美国。
它还认为,和平利用核能也是一个漏洞,它让其他国

家不受阻碍地最终走到了发展核武器的地步[5]。

四摇 无核世界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未来

判断一个机制生命力的强弱,衡量因素之一是

它是否能应对新的挑战[10]109。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在这 40 年的运行中,虽然出现了朝鲜退出条约并发

展了核武器,印度、巴基斯坦成为事实的核国家,还
游离在不扩散条约之外,但总的来说,还是适应了各

时期的挑战。 尽管条约的目标从来没有完全实现,
但是这些年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经取得合理

的成功[13]。 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 3 大目标中,核
不扩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核裁军几乎没有什么

进展,无核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关注得更少。
事实上,后面两个目标关系到核不扩散的成败。 公

约今后更应关注核裁军和无核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

权利。 为此,国际社会及政治家们还需在以下几个

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一是完善条约有关规则。 目前关心最多的是退

约机制,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报告指出,
缔约国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条件必须得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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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和强化[11]29。 制定严格的退出程序,消除该机制目

前的模糊性和任意性。 如果一个国家退出《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但它仍需对其退出之前仍为缔约国的违

约行为负责。 不管退约是否已经违约,该国就不得再

使用其退出前从别国得到的核材料、设施或技术。 有

学者认为:“依其性质是不应该允许缔约国单方解约

或退出的,因此制定该约时规定退出条款是很不恰当

的,更不用说像这样的一个可以任意退出的条

款。冶 [14]这些观点主要是针对无核国家的。 由于这种

机制是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妥协的产物,条约本身就

是权利和义务不对称的。 如果这种修改继续增加无

核国家的义务,它是很难实现的。 所以,条约修改必

须建立在新的权利与义务平衡基础之上才可能成功,
即在强化退约机制的同时,要加强核国家的核裁军、
核纵向扩散的约束机制,强化核国家对无核国家和平

利用核能的援助机制。
二是建立普遍的安全体系。 核扩散活动反映了

深层次的安全困境和国内政治因素。 朝鲜退出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就是以国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为由。
由于美国在韩国建立军事基地,美韩进行军事演习,
朝鲜认为,这严重威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要

想朝鲜回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来,就必须使朝鲜

感到它的国家是安全的。 “六方会谈冶为什么没有

进展,关键在于美国在朝鲜半岛制造的不安全因素

没有解除。 要使扩散者重回守约的轨道,就要从广

阔的安全和政治视角来看待它们的行为,而不是仅

仅局限于扩散问题[10]116。 联合国安理会 1887 号决

议提出,寻求建立对所有国家都更加安全的世界,并
为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创造条件。 对核武器供应的控

制,只能使核武器扩散减慢,但不能停止。 要使核武

器不扩散,关键是减少国家对核武器的需求。 要让

各国认识到,核武器扩散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各国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更安全。 只有建立普遍

的安全体系,才能有效地防止核扩散。
三是各国要善意遵守条约的义务。 任何条约都

是缔约各国妥协的产物,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或那

样的漏洞,一些国家发现守约成本与国家利益相冲

突时,就可能违约。 如果将违约行为归于制度的缺

陷,而一味地强调制度的完善,那不是科学的态度。
这就需要各国本着公约的目的,善意地遵守。 当然,
强化条约的实施机制也是必要的。 不仅无核国家要

遵守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而且核国家也要承担自

己的义务,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对外政策中的作用。
特别是美国要改变当前强权的核政策,加快核裁军

步伐。 奥巴马政府的核政策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

化,它的真正目的如何,还需时间来检验。
就公约之外的国家发展核武器,公约对此无能

为力。 有人认为,核不扩散规则应作为一个普遍性

规则,非缔约国有遵守该规则的义务。 事实上,核不

扩散规则成为普遍性规则还缺乏相关证据。 只有世

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加入的条约才能被看做习惯国

际法,对非成员国才有约束力。 然而,如条约被一些

国家持续地反对,则不能看做习惯国际法,尤其是有

重要利益的国家的反对更应如此。 基于国际和平与

安全被看做是习惯国际法的核心,可能有人说核扩

散违背了习惯法,然而考虑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

特点,它规定了核国家与无核国家各自不同的义务,
有人批评它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并遭到印度、巴基斯

坦的反对,因此,确定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习惯国际

法还为时过早[15]。
四是加强核不扩散体制其他制度建设。 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的实现依赖于核不扩散体制其他制度的

作用。 目前美国还没有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约》,条约不能及时生效。 国际社会一直呼吁签订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公约草案规定使用核武

器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也是对人类的一种

罪行。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草案在联合国大会

进行了多次审议,由于一些核大国的反对,至今没有

通过。 美国不断阻扰在禁止原子武器的问题上达成

协议,企图制造一种错觉,使人们相信只要美国没有

在一个禁止原子武器的公约上签字,它使用原子武

器就是合法的[16]。 使用核武器的非法性是不证自

明的。 许多国际条约虽然没有明确禁止使用核武

器,但其规定应包含这种含意。 一些国家却因为国

际法没有明文禁止使用核武器,就认为使用核武器

是合法的,实属荒唐。 如果禁止使用核武器成为国

际法规则,那么,从国际法意义上看,拥有核武器就

没有任何意义,核扩散的内在动机就失去了。 所以,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生效之后,《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目标才有望实现。
在这些制度还没法通过的情况下,只有加强国

际原子能机构的能力建设,发挥它的监督、协调作

用。 国际原子能机构要采取行政的、程序的和技术

措施,让所有成员国获得和平利用核能的利益[17]。
五是加快核国家的核裁军进程,维护无核国家

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要消除长期笼罩世界的核阴

霾,走出核安全困境,唯一的出路是全面彻底消除核

武器,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冶 [18]。 在核裁军方面,国
际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 2009 年 9 月,联合国安理

会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峰会一致通过的第 1887 号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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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表明了各国致力于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目标的共同

承诺,为安理会努力实现减少核危险、最终实现这一

目标制定了行动框架。 这使核裁军露出了曙光。 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也为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核能合

作建立了桥梁,一些无核国家从中获得了利益,但还

不够。 特别是在核能贸易中,无核国家与核国家之

间利益是不平衡的。 这会使无核国家失去合作的信

心。 因此,今后要更多地关注无核国家的利益。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固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一

些不足,需要补充和完善,但它对防止核扩散、和平

利用核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的核不扩散、核裁军及和平利用核能 3 大目标是相

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核科学技术发展,就是要造福

人类。 和平利用核能是最大的“善冶 [19]。 要防止核

扩散,核大国首先要担当起核裁军、援助无核国家和

平利用核能的责任,不要将核武器作为其对外政策

的战略手段。 所以,防核扩散的首要责任不在无核

国家,而是核国家。 只有核大国忠实履行了自己的

义务,无核国家才会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产生信任,
无核世界的终极目标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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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Although Nuclear Non鄄Proliferation Treaty is a product of power politics, it objectively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the pre鄄
vention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As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nuclear non鄄proliferation regime, the treaty has experienced a lot of severe
tests and nowadays is facing many challenges, which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Nuclear Non鄄Proliferation
Treaty, nuclear disarmament and the right of non鄄nuclear states to peacefully use nuclear energy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in the
future.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glorious desire of nuclear鄄free world be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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