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裁军大使李松在第 77届 

联大一委关于核裁军问题的专题发言 

（2022年 10月 17日，纽约） 

 

主席先生： 

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最终实现无

核武器世界目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无限期延长，

不意味着核武器国家得以永远拥有核武器。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政策，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

国的核战略与核政策是长期、一贯的，具有高度稳定性、连

续性和可预见性，在核武器国家中不仅独树一帜，也是最为

负责，最为透明的。 

58年前，中国在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就郑重承诺任

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承诺无条件不

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根据

上述战略和政策，中国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

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其他核武器国家开展军备竞赛。中国一

贯并将继续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行 NPT各项义务。 

个别国家出于别有用心的目的，对中国核政策、核力量



建设不时进行无端猜测和污蔑指责。我愿在此强调，中国核

战略、核政策与实践光明磊落，严肃负责，不会改变。我们

也不会受到那此猜测和指责的影响。中国独特的核政策与实

践本身，就为促进国际核裁军进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并将

继续为此作出建设性贡献。 

 

主席先生， 

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霸权主义、强权政

治，冷战思维、意识形态划线，大国竞争、阵营对抗这样的

理念和政策，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核武器作用、核战

争风险等问题再度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核裁军何去何从，

联合国需要答案。中国主张： 

一、国际社会应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秉持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大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必须摒

弃战略竞争、以意识形态划线、阵营对立对抗理念，放下独

享安全、绝对安全的执念，不将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

上，不利用核武器称王争霸、欺凌胁迫无核武器国家。 

二、美国和俄罗斯作为依然拥有最庞大核武库的核超级

大国，应继续履行核裁军特殊、优先历史责任，以可核查、

不可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进一步大幅、实质削减各

自的核武库，为最终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创造条件。鉴于

核武器国家在核政策、核力量、安全环境等方面存在巨大差



异，核军控、核裁减、核透明不存在统一模版，须遵循“维护

全球战略稳定”“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等原则，并以公平合理、

逐步削减、向下平衡的方式，循序渐进推进核裁军进程。 

   三、核武器国家应对有关核战略与核政策作出切实调整，

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

器，不把任何国家列为核打击目标，不将核武器瞄准任何国

家，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中国呼吁五核国缔结“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

并积极推动日内瓦裁谈会谈判缔结对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消

极安全保证”（NSA）的国际法律文书。 

四、“核共享”与 NPT 宗旨和原则背道而驰，不应鼓励、

不得扩散。与核武器国家结盟的无核武器国家，与其他无核

武器国家具有很重要的不同之处，安全诉求也并不完全一致。

这些国家也有必要承担责任、作出努力，切实降低核武器在

其国家安全战略和集体安全战略中的作用。 

五、今年 1月，五核国领导人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

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申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这一历史性声明及时发表，对防止核战争、维护全球战略稳

定具有重要深远意义，必须得到严肃认真的恪守。五核国应

进一步就战略稳定、减少核风险等问题加强沟通，并可着手

围绕反导、外空、网络、人工智能等更广泛议题开展深入对

话，重建互信，加强合作。 



六、必须坚决抵制损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错误做法。

个别核武器国家把地缘政治利益凌驾于核不扩散目标之上，

奉行双重标准和实用主义，与无核武器国家开展违背 NPT目

的和宗旨的核潜艇合作，并企图在亚太地区复制“核共享”。

国际社会应旗帜鲜明地反对上述核扩散行径，共同创造有利

于核裁军取得进展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 

七、NPT十审会虽未达成最后文件，广大缔约国应以新

一轮审议周期为契机，坚定维护条约权威性和有效性，进一

步加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推动 NPT服务和平与发展。努力

推动 CTBT早日生效，加强履约准备工作，恪守“暂停试”承

诺。支持日内瓦裁谈会在全面平衡工作计划基础上，根据“香

农报告”所载授权启动“禁产条约”谈判，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方式实现禁产目标。 

 

谢谢，主席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