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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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第 28届缔约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发言

主席先生 ,

祝贺你当选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第 28届缔约国大会

主席。中国代表团愿与你和各国代表团充分合作 ,推动大会

取得积极成果。中方赞同委内瑞拉代表不结盟运动和中国所

作发言,我愿进一步阐述中方立场。

主席先生 9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方主张坚持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

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金球治理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禁

止化学武器公约》是全球安全治理重要支柱之一圩也是促进

化学经济和技术发展的重要国际法基础。中方呼吁缔约国以

此次大会为契机,坚守 《公约》宗旨和目标,维护团结合作 9

完善治理机制,避免 《公约》权威受到更太挑战。中方愿提

出四点意见 :

第一,我们要为构建
“元化武世界

”
凝聚更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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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球库存化武已完成销毁,但国际社会迈向
“无化

武世界
”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最突出的是日遗化武问题。

日遗化武已埋藏数十年,数量巨大,地点不明,多 数是在生

产生活过程中偶然发现,其现实危害性、销毁紧迫性远太于

库存化武。

今年日遗化武销毁进程加快 ,全年销毁量已超过 2万枚。

技秘处全面重启现场视察 9全年共开展 12次视察 ,覆盖挖

掘回收、销毁、托管库等设施,明年视察次数还将进一步增

加。中方对技秘处和缔约国的支持表示高度赞赏。中方愿同

日方共同探讨,邀请总干事和执理会代表团2024年再次访

华,视察日遗化武销毁进展。

为尽快推进销毁日遗化武,中方同意在中国境内销毁日

遗化武。过去 26年来9中方为此投入了太量人力物力 ,包括

销毁设施土地、配套作业和工程施工人员等,日 方人员设备

通关、在华交通食宿、医疗等均由中方提供保障。以今年为

例,仅参加现场作业中方人员达 3000人次,而相关人员和

资源本可以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更有用
y的

领域
·
。

销毁遗弃化武是遗弃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和历史责任。在

政治欠账和现实危害面前,遗弃国妄谈所谓投入和贡献`,是

苍白无力的。26年来缔约国完成了72304吨库存化武销毁 ,

这充分表明化武销毁症结不是技术问题。·日方应以更加坚定

的政治意愿 ,更加扎实的投入,落实销毁计划,解决难点问

题。

第二,我们要为化学经济和技术发展采取更多实质行



动。

安全与发展是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两大属性,应统

筹推进。《公约》生效以来,缔约国和技秘处在促进和平利

用及国际合作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果。化学和

技术中心投入运营具有里程碑意义,中 方对此表示赞赏。本

月中国派出4名 专家,依托化学和技术中心,为发展中国家

开展海关实验室人员培训,取得良好效果。

另一方面,化学领域和平利用仍面临严峻挑战。个别国

家泛化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大搞单边制裁 ,阻碍了化

学等各领域科技和平利用 ,也阻碍了正常经贸往来。发展中

国家呼吁制定落实 《公约》第 11条行动计划未能实现 ,自

2011年 以来缔约国大会未能就落实第 11条通过新的决定。

这充分说明,和平利用仍是全面、有效落实 《公约》的短板

弱项。我想强调的是 ,“遵约能力建设
”只是国际合作的一

方面。缔约国应按照 《公约》规定,坚持问题导向,把广大

发展中国家突出诉求摆在重点位置,聚焦和平利用采取切实

举措。

今年 5月 ,中 方与 14个缔约国共同向五审会提交 《在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框架下促进和平利用国际合作》工作文

件 ,呼吁结合执行第77届联大通过的
“
在国际安全领域促

进和平利用国际合作
”
决议,为化学领域和平利用凝聚新共

识、注入新动力。今年第78届联大一委期间,中方和共提国

作共同发言,重 申和平利用是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 ,敦促有

关国家落实决议要求 ,取消过度限制。中方和共提国将向



2024年第 79届联大再次提交决议 ,欢迎所有缔约国积极参

与联太后续进程。

第三,我们要为解决热点问题找到正确途径。

今年 2月 9中 方发布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面

阐释全球安全倡议核心理念和行动方向。在国际和地区热点

问题上,中方一贯主张以劝和促谈为主要方式,以公平务实

为主要态度 ,以标本兼治为主要思路 ,坚持对话谈判、政治

解决。

“
防止化武再现

”
的治本之策是维护 《公约》权威 9用

好 《公约》规定的核查机制 ,照顾各方合理合法关切 ,通过

对话协商要善解决问题 ,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

构。“
调查鉴定组

”
是政治操弄的产物,事实证明既不符合

《公约》,无法解决问题 ,也无法实现
“
防止化武再现

”
的

目标。

叙利亚化武问题延宕至今 ,症结不是 《公约》过时了,

恰恰是 《公约》权威未得到有效维护。今年以来 ,叙政府与

技秘处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鼓励双方持

续开展建设性合作 ,为解决问题创造良好条件p中方也支持
~..ˉ  i|C

地区国家敷跤善关系、共建和平、,共谋发展的军局出发,· 在

叙化武问题解决进程中发挥更太作用。

第四,我们要为缔约国团结协作注入正能量。

团结协作是禁化武组织工作行稳致远的金钥匙。第 103

次执理会协商一致通过地域平衡决定,支持增强国际职员地

域代表性,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给禁化武



组织工作注入新的正能量 ,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近年来,个别国家出于一己私利 ,利用化武问题进行政

治操弄 ,严重阻碍禁化武组织健康可持续发展。个别国家罔

顾积极进展 ,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执意向此次大会提交叙

化武问题新决定草案并强推表决 ,中方对此严重关切。

执理会是禁化武组织重要决策机构。按照《公约》规定 ,

作为一项基本原则 ,各个地区组中具有最重要的本国化学工

业的缔约国应成为执理会成员。部分国家寻求推翻这一基本

原则 ,将严重影响 《公约》的宗旨和目标 ,不符合缔约国共

同利益。

2020年 ,美国将中国军事科学院列入 “
军事最终用户

”

清单,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非法单边制裁已严重影响中

方指定实验室正常活动,严重干扰禁化武组织和使用生化武

器事件联合国秘书长调查机制相关工作。中方敦促美方立即

纠正错误做法 ,取消非法单边制裁。

总之 ,一个被个别国家政治操弄所绑架的国际组织是不

可持续的。中方呼吁有关缔约国本着负责任态度:妥善处理
相关问题 ,寻求协商一致解决方案。    ~.

扩

主席先生,作为化工业规模最大的国家 ,中方一贯高度

重视履约工作。今年全年中国将接受 30余次视察 ,其中附表

二视察约 17次 ,占全球视察总数的35%,是接受视察最多

的国家。中方国家履约机构连续 26年开展禁化武组织宣传

活动,通过举办履约普发知识竞赛和线上展览等方式加强宣

传 ,面 向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展履约培训。中国政府指导香港、



澳门特区政府 ,不断完善履约立法,及时提交宣布 ,加强附

表化学品贸易管理。

主席先生 ,

今年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重大理念十周年。近年来 9习 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进一步丰富了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和实施路径。中国将继续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与禁化武组织技秘处和缔约国一道 ,为实现
“
无

化武世界
”

目标作出不懈努力。

谢谢主席先生!

后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

区履行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情况。

'



附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情况

在
“
一国两制

”
原则下,香港是单独的关税地区及国际贸

易申心。香港特区政府一直致力履行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以

下简称 《公约》)的义务,并于2004年起实施 《化学武器 (公

约)条例》 (《《条例》),严禁使用、发展、生产、获取、储

存、保有和参与转让化学武器。此外,香港特区亦紧随国际各

主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组织和公约 (苞括 《公约》 )

的管制清单及标准,适时更新战略物品管制清单。最近一次更

新的管制清单已于 2023年 11月 1日 起生效。

自2004年起 ,香港特区政府定期将有关资料呈报中央人民

政府,以 向禁化武组织提交年度宣布。香港特区没有生产或储

存任何化学武器 ,亦没有需按 《公约》规定而作宣布的化学品

设施,只 有极少量涉及 《公约》附表所列化学品的贸易活动 9

进田以作科研、实验室或工业用途。    ^艹
香港有一套完各的许可证和呈报制度 ,以管制和监察涉及

《公约》附表所列化学品和非附表所列特定有机化学品的生产

和相关活动。在执法方面, 《条例》赋予全面的执法权力,以

调查可疑案件;亦授权香港海关容许禁化武组织技秘处根据《公



约》派遣的视察组视察香港特区的有关设施。

未来 ,香港特区会继续积极与国际伙伴通力合作 ,以打击

化学武器的扩散。

J



附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履行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情况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以下简称 《公约》)于一九九七

年四月二十九日起于全国生效,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受

该公约约束的相同规定和条件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自动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生效。

澳门特别行政区有义务严格履行 《公约》规定的宗旨、目

标及原则,且有需要管制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的进 口、出田及

转运。为此,澳 门特区发布第272/2003号行政长官批示,禁止

经澳门特别行政区进口、出口及转运的化学物品及其前体 ,内

容包括绝对禁止经澳门特别行政区进口、出口及转运涉及 《公

约》所定义可被利用于化学武器 ,或极有可能用于该公约所禁

止活动的有毒化学物品及其前体;同 时,就 《公约》规定符合

研究、医疗、药物、执法等目的,或作和平用途的相关物品,

须依法向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提出申请9经许可后本可经澳门特
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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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蹴嬲露 .

别行政区进口、出口及转运。          干

目前,澳门特别行政区辖区内没有化工工业9没有生产或

储存任何化学武器 ,亦没有涉及 《公约》规定需要作出宣布的

化学品设施。同时根据澳门海关资料,过去五年并没有受 《公

约》规管物品进出澳门之纪录。



为能更好地配合和落实执行 《公约》,澳门特别行政区政

府于2022年启动对沿用多年的有关管控武器及相关物品方面法

律制度的修法工作。新法案文本中,已将有关化学武器、相关

的武器运载系统 ,以及相关物品的产品、物质或物品等,列为
“
禁用的武器及相关物品”,并订定相应的刑事处罚。该新法

案已获澳门立法会一般性通过。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