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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核科学、技术和应用的活动 
（复会） 
（GC(59)/COM.5/L.12 号文件、GC(59)/COM.5/L.13 号文件） 

1. 主席请智利代表介绍 GC(59)/COM.5/L.12 号和 GC(59)/COM.5/L.13 号文件所载智

利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提交的决议草案。 

2. 智利代表指出，GC(59)/COM.5/L.12 号文件首页有一个错误，那就是称该决议草案

由菲律宾提交。这很容易纠正。 

3. 他强调，核能的非动力应用对所有成员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对发展

中国家。谈判代表在非正式磋商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最终就决议草案达成了一致。

删除了案文中最具争议的部分，因为这部分没有任何价值。他称赞参与磋商的代表团

所表现出来的灵活和协作精神，并希望这种精神能贯穿晚上会议的始终。 

4. 南非代表说，继当天上午的讨论之后，她的代表团仍然要求进一步磋商第(r)段和

第 50 段；尽管仍然对案文不满意，但她的代表团愿意本着妥协精神接受该决议。 

5.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称赞了谈判协调员并询问是否应为准确起见，将第(cc)段的“原

子能机构‘和平利用倡议’”改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平利用倡议’”。 

6. 智利代表同意修改第(cc)段“原子能机构‘和平利用倡议’”措辞的建议。 

7. 主席认为委员会希望建议大会通过 GC(59)/COM.5/L.12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 

8. 会议决定如上。 

9. 法国代表谈到 GC(59)/COM.5/L.13 号文件时强调，同位素水文学虽然并不广为人

知，但确实是原子能机构的杰出领域之一。获得饮用水是全球人口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法国与目前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主席国的秘鲁合作，打算

在法国担任主席国的第二十一届会议（第二十一届缔约方会议）期间重点关注的一个

问题。他敦促所有代表团适当关注这一主题，无需冗长讨论便核准该决议。 

10. 主席认同这个问题对所有国家都很重要，特别是非洲国家，并认为委员会希望建

议大会通过 GC(59)/COM.5/L.13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 

11. 会议决定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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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的有效性和提高其保障的效率 
（GC(59)/COM.5/L.1 号文件和 GC(59)/COM.5/L.1/Rev.1 号文件） 

12. 主席承认关于 GC(59)/COM.5/L.1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的谈判已有些冗长，并邀请

奥地利代表报告结果。 

13. 奥地利代表说，由于几乎就所有段落都达成了一致，因此，印发了

GC(59)/COM.5/L.1/Rev.1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但对于已恢复为 GC(59)/COM.5/L.1 号

文件所载原始措辞的第 7 段，以及俄罗斯联邦提议的第 24 段之三，都尚未达成共识，

后者因为尚未议定可接受的措辞，所以未列入修订后的决议草案。 

14. 对于所有其他段落，均已达成一致。第 23 段和第 24 段均已恢复为 GC(58)/RES/14

号决议所载 2014 年“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的有效性和提高其保障的效率”决议所

用的措辞，采用了动词“欢迎”。插入了第 25 段，即“注意到秘书处打算继续将其核

查工作集中在核燃料循环的敏感阶段”。第 27 段第二部分开头采用了动词“请”，而

第 28 段的措辞改为“欢迎秘书处正在与各国就保障事务进行的公开对话及其打算随着

获得进一步的经验保持加强对话和定期印发更新报告”。对于删除第 29 段中一体化保

障下国家的准确数目“53 个”，没有任何消极反映。基于瑞士最初建议的一个段落，

插入了第 30 段，即“鼓励秘书处继续实施国家一级方案，同时尽一切努力确保在不损

害有效性情况下在经济地利用其资源方面达到最佳效率”。 

15. 由于预计大会结束前不能通过非正式磋商就第 7 段和第 24 段之三达成共识，因此

将 GC(59)/COM.5/L.1/Rev.1 号文件所载案文提交委员会核准。 

16. 俄罗斯联邦代表感到满意的是，在非正式磋商期间已就若干议题达成了一致；但

感到失望的是，俄罗斯联邦提出的一些建议未获得支持。成员国原则上同意，在实施

保障方面，秘书处在理事会和大会的支持下工作，并遵循其指导。俄罗斯联邦认为，

该决议应向秘书处明确指出，对于有迹象表明一国有未申报核活动或违反保障义务的

结论所依据的情报和资料，应以何种方式与理事会进行互动。因此，建议增加第 25 条

之二，内容如下：“呼吁秘书处向理事会全面提供有迹象表明一国违反保障义务的相应

结论和调查结果所依据的情报和资料，并准备在理事会为之辩护。” 

17. 主席请奥地利代表就俄罗斯联邦建议的新段落提出意见。 

18. 奥地利代表以其国家身份发言时说，俄罗斯联邦提出的案文似乎与该国原始提案

差别不大。许多代表团已表示，它们并不具备必要的法律专门知识，也未得到首都指

令，因此，很难在当前关头起草这一段落。她敦促共同提案国提出意见。 

19. 法国代表认为，俄罗斯联邦提出的修订案并不构成取得进一步进展的基础。这个

问题非常广泛，必须给予应有的重视。理事会有权讨论其认为合适的任何主题，特别

是在未申报活动方面。在当前关头，讨论起草工作本身并无益处；《规约》及现有规则

和程序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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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英国、瑞典、澳大利亚、比利时和葡萄牙的代表不支持俄罗斯联邦提出的修订

案，加拿大代表也不支持并补充说，加拿大愿意作为该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 

21. 荷兰代表支持芬兰代表说，他的代表团不支持俄罗斯联邦提出的修订案，该修订

案可能会将讨论引向秘书处的微观管理问题。明确区分秘书处职责和理事会职责的确

非常重要。 

22.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说，他的代表团不支持俄罗斯提案，该提案呼吁秘书处承担其

标准做法，并且似乎暗示着批评。 

23. 白俄罗斯代表支持俄罗斯联邦提出的修订案，该修订案反映了现行程序，并没有

超出现有法律框架，而且完全符合原子能机构的法定惯例。秘书处有责任告知理事会

其拟订结论的依据的情报和资料，特别是在敏感问题上。 

24. 俄罗斯联邦代表说，其本意不在于批评秘书处，而是考虑到行动明确。如果真如

一些成员国所认为的那样，所提行动是秘书处惯例，那么他没有看出将那一段落列入

决议草案有何困难。他力求澄清秘书处的现行程序。 

25. 保障司概念和规划处处长说，当秘书处发现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情报和资料存在任

何不一致时，它首先应联系有关国家，力图解决问题。当秘书处解决问题遇到困难且

不能采取进一步后续行动时，则告知理事会。 

26. 法律事务办公室防扩散和决策科科长说，秘书处和总干事被要求向理事会通报基

于例如 INFCIRC/153 号文件第 18 段和第 19 段的资料。但保障协定并未规定资料的详

细程度。 

27. 俄罗斯联邦代表在感谢秘书处提供的澄清之后说，既然所提行动似乎是标准做

法，则应在决议草案中明确指出。 

28. 巴基斯坦代表说，他的代表团无法支持第 7 段。原子能机构《规约》并未规定保

障协定的任何特定类型，而第 7 段似乎正好这么做了。 

29. 以色列代表说，他的代表团不能接受第 7 段，这一段似乎单挑出了三个成员国来

行使其主权权利。 

30. 主席说，除第 7 段和俄罗斯联邦提案之外，似乎已就决议草案的大部分内容达成

了广泛一致。他建议应举行进一步磋商并且应在次日进一步审议该议程项目。 

31. 会议同意如上。 

 

会议于晚 8 时 20 分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