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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核安保大会：保持和加强努力 

2020 年 2 月 10 日至 14 日 

部 长 宣 言 

 

1. 我们 —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部长们，聚首于“国际核安保

大会：保持和加强努力”，重申我们承诺保持和加强所有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物

质和设施的有效和全面核安保。 

2. 我们重申，根据各国各自的国家和国际义务，一国境内的核安保责任完全属于这

个国家。 

3. 我们仍然关切现有和新兴的核安保威胁，并承诺应对这些威胁。 

4. 我们确认，核安保措施可加强公众对和平利用核应用的信心。我们还确认，这些

应用有助于成员国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我们应确保加强核安保的措施不妨碍和平

利用核应用领域的国际合作。 

5. 我们重申防止核扩散、核裁军与和平利用核能的共同目标，认识到核安保有助于

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强调按照成员国的相关义务和承诺，迫切需要在核裁军方面

取得进展，并将继续在所有相关论坛上处理此问题。 

6. 我们支持原子能机构应请求协助成员国建立和改进有效和可持续的国家核安保制

度方面的工作，包括通过制定导则、提供咨询服务和开展能力建设，并因此支持

原子能机构在促进和协调国际合作以加强核安保方面的核心作用以及原子能机构

在酌情促进地区活动方面的作用。 

7. 我们认识到实物保护是核安保的一个关键因素，并支持进一步发展原子能机构在

对成员国具有重要意义的相关领域的援助，以包含预防、侦查和响应。 

8. 我们鼓励成员国实施有助于加强核安保的减缓威胁和减少风险措施，包括但不限

于根据国家法律确保对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和设施的保护。 

9. 我们呼吁在任何应用中拥有高浓铀和分离钚而需要采取特别预防措施以确保其核

安保的所有成员国确保这些高浓铀和分离钚由相关国家并在相关国家得到适当保

护和衡算，并且我们鼓励成员国在技术和经济可行的情况下，在自愿基础上进一

步最大程度地减少高浓铀民用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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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们认识到对核相关设施及其相关活动（包括核材料和放射性物质使用、贮存和

运输）的计算机安全威胁和网络攻击威胁，并呼吁成员国加强对敏感信息和基于

计算机的系统的保护，并鼓励原子能机构继续在这方面促进国际合作和应请求向

成员国提供援助。 

11. 我们重申继续促进《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实物保护公约）及其修订案的普遍

化和缔约国实施“实物保护公约”及其修订案的重要性，并期待着 2021 年会议。

我们还重申《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制止核恐怖主义公约）等其他相

关国际法律文书的重要性。 

12. 我们承诺按照《放射源安全和安保行为准则》及其补充导则文件的目标，维持放

射源在其整个寿期内的有效安保。 

13. 我们鼓励原子能机构与成员国密切合作，继续推动协调过程，以酌情处理核安保

和核安全之间的接口。 

14. 我们重申我们对打击非法贩卖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及确保这些材料和物质不

能被非国家行为者用于恶意目的的承诺，并鼓励成员国在自愿的基础上继续共享

相关信息，包括通过相关渠道和数据库。向数据库提供通报的国家对此信息的准

确性、客观性和纯技术性负责。 

15. 我们支持原子能机构和成员国为加强核安保文化并同时减少内部威胁作出的努

力，特别是通过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并注意到监管者和工业界等其他相关制度

性实体在这方面的贡献。 

16. 我们鼓励成员国在自愿的基础上利用和促进原子能机构的核安保咨询服务和同行

评审。 

17. 我们呼吁成员国在适当考虑保护敏感和机密信息的情况下，通过提供专家和共享

国家专门知识、最佳实践、经验教训以及突出强调近期的成功事例，支持和酌情

促进原子能机构的核安保活动。 

18. 我们认识到核安保基金是原子能机构在核安保领域活动的一个重要工具。我们将

在自愿基础上继续为核安保基金提供资金，并酌情提供技术和人力资源，以便原

子能机构实施核安保领域的工作和应请求提供成员国所需的支助。 

19. 我们承诺在原子能机构核安保活动范畴内促进地域多样性和性别平等，并鼓励成

员国在各自国家安保制度内建立具有包容性的职工队伍，包括确保平等获得教育

和培训机会。 

20. 我们呼吁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和成员国在秘书处和成员国于原子能机构“2022－

2025 年核安保计划”制定期间进行的磋商过程中考虑本部长宣言，同时还酌情考

虑本次大会的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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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们呼吁原子能机构继续就其核安保活动加强与成员国的沟通，并继续促进关于

核和放射性安保技术方案的技术和科学信息交流。 

22. 我们呼吁原子能机构继续每四年组织一次国际核安保大会，并鼓励所有成员国的

部长级官员与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