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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在常规弹药问题开放式工作组二期会上

关于 Set A 有关问题的发言

（8 月 15 日，日内瓦）

主席先生：

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期会上的第一次发言，中方愿借此

机会对你和你的团队为推进工作组工作所作努力表示赞赏，

愿继续与你和各国代表团充分合作，共同推动会议取得成

功。

中方认真研究了你和你的团队起草的“全寿期

(through-life)”弹药管理全球框架草案以及为本期会议

准备的问题单，愿首先介绍中方对问题单 Set A 有关问题的

看法和建议。

主席先生，

近年来，因常规弹药管理不善引发的安全和安保风险不

断上升。主要有三方面问题：一是安全事故频发。因弹药存

储或处理不善引发的意外爆炸影响了多个国家，造成人员伤

亡，严重破坏基础设施和环境。二是非法贩运不绝。由于监

管不力，一些国家的弹药库成为非法贩运弹药的来源，助长

了武装冲突、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三是制造和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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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翻新。弹药制造技术总体难度不大且原材料来源广，近

年来查获的一些土制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种类繁多，制贩的

方式也在向专业化、团伙化、网络化发展。

主席先生，

中方高度重视并支持加强对常规弹药的有效管控。在对

内加强内部管理的同时，中方积极参与国际弹药安全治理进

程，为促进国际常规弹药管控做出了积极贡献。中方派专家

参加了《国际弹药技术指南》的审议和修订工作，参与了 2008

年和 2020 年联合国“过剩常规弹药积存问题”政府专家组

工作，与联合国在相关问题上保持着密切合作。

中方始终认为，常规弹药问题涉及政治、技术、法律等

诸多层面，十分复杂。各国应本着共商共治原则，通过平等

参与、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的方式，积极、稳妥地寻求解决

办法。

一是强化国家责任。各国政府在弹药生产管理和转让方

面应承担首要责任，根据本国国情和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加强弹药“全寿期管理”。

二是坚持共同治理。国际社会应以联合国为平台，坚持

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完善相关规则制定，分享安全红利。

在制定和完善相关规则过程中，应平衡国际人道主义关切和

各国正当军事安全需要。

三是深化国际合作。各国应在自愿平等基础上，积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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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多、双边领域以及区域、次区域等层面的务实合作。发达

国家应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困难和需要，在机制建设、能

力培养、资金捐助、技术转让、人员培训等领域加大援助力

度，消除一切可能的短板和薄弱环节。

以上是中方对有关问题的看法。中方愿认真听取其他各

方的意见，后续将继续建设性参与讨论，为推动会议达成切

实可行的成果做出应有贡献。

谢谢主席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