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 民共和国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

中国代表团团长谈践大使出席禁化武组织

第 103届执理会一般性辩论发言

(2023年 7月 11日 ,海牙)

主席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代表团,对你当选执理会主席

表示祝贺。中国代表团将积极支持你的工作,同 主席团和各

国代表密切合作,坚持协商一致原则,推动本届执理会取得

积极成果。

中方认真听取了总干事所作发言和几位副主席的报告 ,

赞同阿塞拜疆大使拉赫曼·穆斯塔法阁下代表不结盟运动和

中国所作的发言。下面,请允许我进一步阐述中方立场。
Ⅱ

主席先生 ,

中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 ,

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国际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坚持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国际社会秉持团结精神和

共赢思维,携手完善安全治理、解决安全难题、消弭安全赤



字,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

近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发表 《新德里宣言》,

呼吁各方全面履行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以下简称
“
公约

”
),

使其成为裁军和防扩散领域的有效法律文书;呼吁尽快销毁

所有已宣布的库存化武;重 申支持禁化武组织,支持通过协

商决策弥合分歧9确保该组织完整性并根据公约有效开展工

作。

中方将以全球安全倡议为遵循,与各方一道,践行真正

的多边主义,坚定推进公约宗旨目标,共同维护公约权威性

和有效性。中国愿与各方进一步分享以下几点主张 :

第一,坚守公约初心,加快推进化武销毁。全面、彻底

销毁化武是公约的核心目标。当前,库存化武销毁宣告结束 ,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已成为实现
“
无化武世界

”
最现实的

挑战。近年来,日 遗化武销毁虽取得一定进展,但销毁进程

仍严重滞后。当前日遗化武仅销毁了
·
已知总量的不到五分之

一,日 遗化武销毁计划已四次逾期。根据日方当前销毁效率 ,

要在十分遥远的未来才能完成日遗化武销毁。同时,相关工

作还面临埋藏线索缺失、水土污染严重等突出问题
·
。在日遗

化武完成销毁前,“后化武销毁时代
”
不会到来 ,“无化武世界

”

也不会实现。中方敦促 日方全面、完整、准确落实新销毁计

划,尽快完成日遗化武销毁,并妥善解决污染土壤等问题。

中方赞赏国际社会和禁化武组织为促进 日遗化武销毁所作

努力,希望禁化武组织坚持裁军与军控机构属性,加大对 日



遗化武销毁的监督核查力度。

第二,维护公约权威,推动热点问题解决重返正轨。公

约是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柱,公约规定的核查与调查

机制是解决化武问题的依据和准绳。近年来,部分国家出于

地缘政治私利,无视公约及核查附件的明确规定,绕开公约

既有机制和调查程序,强推投票通过所谓
“
追责决定

”,成

立超出公约授权的
“
调查鉴定组”

,炮制一系列证据未经证实、

证据链不完整的调查报告,进而推动所谓追责,造成禁化武

组织内激烈政治对抗,严重损害公约权威性和有效性。当前

局面的症结不在于公约过时了,恰恰在于公约被冷战思维裹

挟,政治化问题 日益突出,而严重影响公约的有效执行。中

方愿与各方一道,推动指称使用化武调查重返正轨,坚持以

公约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得出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的

结论。

第三,坚持对话协商,回 归协商一致传统。任何领域的

全球治理都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任何国际组织的正常运作

都离不开对话协商合作。禁化武组织是政府间化武军控写裁

军机构,肩 负化武军控领域全球治理重任。但近年来,个别

国家动辄强推投票表决,甚至关于技术性、常规性议题的审

议讨论也受到地缘政治干扰,严重削弱对话合作基础。中方

呼吁各方重拾协商一致传统,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共 同

抵制政治操弄逆流,反对通过集团化、意识形态化和对抗性

思维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避免进一步损害国际化武裁军与



军控体系。

第四,加大资源投入,注入国际合作新动力。联合国大

会已连续两年通过“
在国际安全领域促进和平利用国际合作

”

决议。今年召开的公约第五次审议大会期间,中 方代表 15

个缔约国提交了
“
关于在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框架下促进

和平利用国际合作
”
的工作文件。上述决议和文件强调和平

利用科技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国际法赋予各国和平利用

科技的权利不容剥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取消对发展中国家

的过度限制,呼吁禁化武组织持续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和框架 ,

丰富国际合作工具箱,加大资源投入,使化学领域的科学技

术成果切实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方赞赏总干事和技秘处

在化学和技术中心建设方面作出的大量努力。中方将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有关项目合作。

第五,延续对话势头,开启合作新篇章。尽管公约五审

会未通过成果文件,但在近一年的筹备进程中,各方理念、

立场和诉求不断碰撞,在复杂矛盾分歧中寻求共识,这对思

考当前化武领域以及国际裁军与军控体系面临的新形势、
¨

J。 .

挑战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经过广泛深入讨论,各方就工

视察、组织管理等议题取得广泛共识,可 以此为基础推进公

约和禁化武组织下步工作。在工业视察问题上,中 方主张以

新

业

不额外增加工业界负担为原则,推动视察资源合理均衡分布。

中方愿建设性参与视察机制改革进程,支持各方加强关于科

学技术发展对公约附表化学品影响的研究,就解决视察任务

4

年



积压、应对其他化学品生产设施视察
“
临界点

”
等问题开展进

一步讨论。在组织管理问题上,中 方认为,确保广泛地域代

表性是公约规定的重要组织管理原则。中方一贯支持提高发

展中国家职员在禁化武组织中的代表性,期待各方加大关注

和投入,推动上述原则切实有效执行。

中国代表团要求将此发言作为会议正式文件散发,并刊

载于禁化武组织公众网和内网。

谢谢主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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