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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领先
地 位 奥利·海诺宁

世界的核体制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

核
不扩散体制今天正面临着若干挑战。不是

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体制“正处于危机之

中”，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个体制确

实在经受考验。不言而喻，报道的朝鲜2006年10月进

行的核试验没有使得这种情况更让人放心。所以我

们应该开始寻找创新的解决办法来克服弱点，否则

国际核保障体制将变得过时。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30多年前批准的。此后

世界经历了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迅速变革，使不

扩散状况发生了变化。《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三

大支柱——裁军、技术转让和核查——的发展不一

定均衡。

国际原子能机构特别是在后两大支柱方面起作

用。尽管人们可能认为裁军进展一直是缓慢的，但是

按照我的看法，我们应该继续改进核核查方法和技

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不扩散局面。如果我们未能这样

做，可能不仅会影响国际保障，而且会影响和平核应

用的前景。

在过去二十年中，我们已经看到三个与核不扩散

有关的发展：

 核技术和核“专门知识”的传播增加，特别是

在对核电的兴趣重新恢复的情况下；

 少数几个国家重新开始获取适合于核武器目的

的技术的努力；

 秘密采购网络出现。

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制，任何有浓缩或

后处理技术的国家都不违法。然而，我们应该确保核

材料和核基础结构没有用于非法目的和非和平目的。

正在通过诸如多国浓缩和后处理方法的倡议，探索对

谋求核燃料循环技术的更好的控制。

我们无法解决探知获取核武器秘密工作的问题，

也无法通过孤立的主动行动了解秘密核采购网络的运

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有效的核

核查方面需要全世界的支持。我们也需要能够掌握最

新的核查技术。

接触核燃料循环技术

最近几年中，许多国家已经获得了先进的工程设

计和工业生产能力，这是发展所必需的，也是应该受

到欢迎的。然而与此同时核技术已经多样化，因此追

查全世界非法或秘密的采购和销售更加困难。电子通

信已经使传播部件设计及其他信息更加方便。而且许

多类型的敏感设备和材料被划分为“两用”类——意

味着它们可以是核应用也可以是非核应用——使保持

出口控制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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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议定书的主要问题是它

还没有得到普遍适用。目前附加议

定书仅在78个国家生效。这个有限

的数字距离目标甚远。

少数几个国家已经部分或全部掌握了核燃料循

环，这将使它们能够浓缩铀、生产动力堆与研究堆燃

料、进行乏燃料后处理供循环使用和进行废物处置。

更多的国家正在获取这种专门技术，引起了对所

产生的安全限度的关注。获取高浓铀或分离钚一般被

认为是制造核武器最困难的步骤之一。一个国家如果

有了核材料或有了生产这种材料的能力，就已经通过

了这一步。因此，如果一个掌握了生产浓缩铀或钚的

核燃料循环的国家决定摆脱它的不扩散承诺，则核武

器能力指日可得。

所以，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他组织一直在探索如

何更好地控制核燃料循环的最敏感环节——铀浓缩和

钚分离——的方案。总的概念将是朝着为这类活动建

立多国安排的方向前进。这不会立刻实现；按照目前

的设想，它将经过一系列发展阶段：

➊  首先，建立保证核电厂燃料供应的机制；

➋  第二，根据需要制订获取核动力反应堆的类

似保证；

➌  第三，促进浓缩设施和后处理设施从国家操

作向多边操作的转换，以及鼓励各国把未来的浓缩和

后处理限制到多边操作。

供应保证的重要性是通过以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可

靠地提供反应堆和燃料，消除新的国家发展本国前端

燃料循环能力的口实。但是这意味着保证供应的机制

必须是可靠和可信的，确保只要某些不扩散准则得

到满足，无论哪个国家需要核燃料或反应堆工艺都

会得到。

若干政府、工业集团及其他组织一直在提供关于

如何促进供应保证发展的想法和倡议。在2006年9月

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的一次“特别活动”中进

一步讨论了这些想法。根据那些报告，正在编制一份

路线图供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核准。

支持核核查

显然，优化核核查的有效性只有在必要的支持下

才能实现。

核查有效性的一个关键是给予国际原子能机构视

察员接触信息和场所的范围。这种视察接触权由各个

国家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达成的法律协定所决定。

在今天的安全环境中，仅仅核查一个国家根据全面保

障协定申报内容的视察，就它们提供的保证程度而言

不可能被认为是足够有效的。

另一方面，通过保障协定附加议定书提供的扩大

的视察接触权，近年来已经清楚地证明了它的价值。

附加议定书使得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工作不仅集中于所

申报的内容，而且还包括可能未申报的活动。作为20

世纪90年代初伊拉克核武器计划事件的产物，附加议

定书是在1997年商定的。

附加议定书的主要问题是它还没有得到普遍适

用。截至2007年1月31日，附加议定书仅在78个国家

生效。这个有限的数字距离目标甚远。

只要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视察权在国与国之间仍然

保持不平衡，它的核查工作就不会被认为是“充分有

效”的。要使核不扩散体制被认为是可信的，似乎显

然必须把全面保障协定连同附加议定书变成如何核查

核不扩散承诺的通用标准。

作为一个旁注，我应该指出保障协定和附加议定

书两者都主要集中于核材料和核活动。因此，国际原

子能机构调查可能平行的武器研制活动的法定权限是

受限制的，除非存在把这项活动与核材料联系起来的

某个环节。

同样重要的是，认为核查的另一个核心理由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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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心。最近几年来，我们已经知道在有些事件中

扩散关注产生了信任赤字，在这些事件中甚至附加议

定书的视察接触权也可能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有需要应该提供另外的“透明度措施”。

带有挑战性的未来道路

在不扩散状况已经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国际原子

能机构必须不断地探询：当考虑未来时，我们可以做

些什么来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成员国保证，作为国际

核核查组织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保持领先地位”？

随着我们的责任延伸到全世界，以及持续地需要筛选

大量的信息，我们如何可以确信我们正好都抓到点子

上？以及我们如何最好地利用我们的有限资源来安排

优先顺序？

我们的目的是向国际社会提供各国正在遵守其保

障义务的可靠保证。为了这样做我们已经确定了若干

关键优先事项：

➨ 实施针对新挑战、新设施类型和新运行条件的

新保障方法；

➨ 优化保障技术与设备的发展，以便除其他目标

外进一步改进目前的探知能力；

➨ 跟踪探知未申报活动的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 提高环境样本分析能力；

➨ 提高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卫星图像获取和分析

能力；

➨ 拓展和加强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

➨ 维持一个高效的和可靠的保障信息基础结构。

通过把核查核技术和平利用的任务委托给公平

的、独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人员，国际社会已经

采取了一个重要步骤来提高核活动的透明度，从而表

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强有力的支持。当我们面临一

个充满新的和不断变化的挑战的未来时，我们认真地

承担这个责任。

在我们探索多国方法应用、保证燃料供应、加强

保障实施的普遍标准和利用最新核查技术的同时，我

们期待国际社会在核核查的不断演变中给予支持。国

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持续支持是确保原子只用于和

平所不可缺少的。

奥利·海诺宁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和保障

司司长。本文基于2006年晚些时候他在西班牙马德里

高级国防研究中心发表的讲话。

电子信箱：O.Heinonen@iaea.org。

核查措施也是建立信任的措施。核材料样本在这里等待在奥地利塞伯斯多夫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清洁实验室进

一步分析。照片来源：国际原子能机构D.Cal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