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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人可以理解的

基础知识和实质，介绍

地册子流传范围极广，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科学家和政治家得

出结论，保证对核能进行国际管制极其重要。 1945 年

夏季新建立的联合国，看来是讨论达到这一目的的可

能途径的理所当然的场所。

在 1945 年 11 月中旬，在英国首相艾德礼的推动

下，哈里·杜鲁门总统同意在华盛顿与英国人和加拿

大人会晤，讨论他们之间的战时原子协定和对原子能

的管制问题。由于当时美国的有关政策尚未正式形

成，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请曾任罗斯福总统的

科学顾问的 Vannevar Buch 博士提出他的建议。

Bush 欣然同意，他认为这是向杜鲁门政府介绍他自

己的观点的极好机会。

Bush 建议，派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去莫斯科，与

苏联人讨论建立一个新的联合国机构以处理原子能情

报的分享问题。他解释说，如果这一策略得到成功，

就可以在由一个联合国机构监督下的国际检查体制

* US Superintendent of Documents , Washington , 

D.C. (1 945) 

* * 1986 年 7 月l3日，史密斯教授提到这个报告的冗长

的正式标题时，甚至风趣地对人说要是这个题目短一点，也

许就听不到史密斯报告这个名称了"。原子弹计划的负责人

Groves 将军，的确在这份报告的有几份副本上盖上了"原子武

器"的印记，但后来出于安全的考虑，他决定不用这个标题。

史密斯教授 1961 年成为驻维也纳原子能机构的美国代表，在那

里出色地工作了9 年。

1987 年 7 月 2受到 >"00捧原子能机构将庆祝它的 丁二足。填辑报告是由普林
第 30 个生日。这个，组魏战年建由科学家政治家们发 沃尔夫·史密斯教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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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经过若干意志坚定两梅毒草府主且巍体化，按照便手扩 语言，扼要地介

解决未来艰巨任务的形式建意融卸的· 了原子弹的研
建立原子能方面的国际握主要帮这一黑海几品 νι4

40 多年前提出的。当时设想这个摇旗蔚漠的嘉F管好 V 飞

核能这种新奇的力量使之用于和平目的，解决眠捞原 叮

子武器的问题，保护公众不受辐射危害，以及促进美

苏两国在这个日新月异的领域里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在早期的建议得到系统的阐述之后，经过了

10 年的探讨，最后又进行了若干次谈判，终于在

1957 年建立了-个自治的独立的国际组织，即国际原

子能机构。

这个组织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

应该说，原子能机掏是世界进入原子时代和有了

联合国这样一个组织的直接结果。

1942 年 12 月 2 日，在建于芝加哥大学足球场上

的实验反应堆中，人类第一次实现了链式反应。此后

过了两年半，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空军基

地，爆炸了第二个原子装置。这是一项国际性的计

划，因为在这项巨大的工程中，与美国同事们一起工

作的，有英国、加拿大、法国和意大利的科学家。

1945 年 8 月 9 日，美国发表了第-份有关原子能

的报告，即著名的《史密斯报告)) ，美国人民和世界

其它国家的人民，才终于得知这项计划。该报告的正

式标题是《关于 1940 -1945 年在美国政府领导下将

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的研制过程的全面说明》\对

于某些评论员来说，这么冗长的标题太不便于引用

际原子

Hall 博士 1961 - 1964 年和 1967 一 1980 年曾两次任原

子能机构的副总干事，日前正在撰写机构史。 1946 年以来，他

→亘在美国政府里以各种不同的身份担任原子能方面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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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着手进行更广泛的合作.杜鲁门总统表示同意。

于是，这些想法最后写入 1945 年 11 月 15 日发表的

《华盛顿宣言》中.这个宣言由加拿大、英国、和美

国政府共同签署.在当年 12 月，这些想法被苏

联接受，并写进了 1945 年 12 月 27 日的《莫斯科公

报》。在这个公报中，提出了建立联合国原子能委员

会 (UNAEC) 的建议.

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

在为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作准备期

间，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提出要有国际管制方面的建

议，结果产生了《艾奇逊-利伦索尔报告)) .它是由

两个委员会起草的.一个委员会由副国务卿迪安·艾

奇逊任主席，另一个由戴维·利伦索尔任主席.后者

是由政府经营的大电力综合企业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

领导人。<<艾奇逊利伦索尔报告》中提出的主要见

解，就是应建立一个原子能方面的国际组织.后来，

在由美国代表伯纳德·巴鲁克向 UNAEC 提出的美国

计划中，写入了这种见解.这个国际组织应该拥有从

事和管理原子能危险活动的职责.由于赋予这个组织

的是这种管理职责，实地检查这一难题的范围便可缩

小。所有的原子武器，将在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后予以

销毁和废除。

"巴鲁克计划"虽得到 UNAEC 中大多数人的

支持，但遭到了苏联的批评和拒绝。

1946 年 6 月 19 日，苏联代表 A.葛罗米柯提出

了苏联的反建议，即应该宣布一切原子武器为非法并

加以销毁。这个建议本来可以为由国际机构进行检查

一事奠定基础。可惜这些建议几乎未加讨论，便被多

数国家简单地拒绝了。

巴鲁克的那些建议之所以磋商不下去，其根本原

因是这些建议很可能美国接受不了.即使写上了有较

长过搜时期的提法，预计也会受到美国国会的强烈反

对。人们无法断定，苏联 1946 一 1947 年提出的那些

建议，是不是为了应付全世界对他们在巴鲁克计划方

面所持的否定立场的反应而采取的策略性行动，或者

是不是反映了为解决由原子武器引起的那种意义深远

的问题而作出的真诚努力.拿

UNAEC 只存在到 1948 年 7 月 29 日，后来便名

* 至于一篇回顾性的文章，请见 Bertrand Goldschmidt. 
《是不扩散条约的先驱吗? 1947 年的苏联建议>>. <<国际原子能

机构通报》第 28 卷第1 期(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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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实亡。(1952 年，它被正式取消。) UNAEC 曾向

安全理事会提出过三个报告，但到 1948 年 7 月，该

委员会完全陷入僵局，不可能再起作用。

艾森豪威尔的倡议~帽子用于和平》

虽然世界面临原子军备竞赛的威胁，但只是到

1953 年，才开始进一步讨论如何采取国际行动这-重

大问题.这一年的 12 月 8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联

合国大会上，向国际社会提出了他的《原子用于和

平》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一个重要

倡议，其核心是这位总统自己的想法。艾森豪威尔提

出，作为走向核裁军的第一步，各主要国家应该减少

其可裂变材料的库存，其做法是将其中一部分交给原

子能方面的一个国际机构，由它监督将这些可裂变材

料用于和平目的。

巳鲁克计划的失败和裁军谈判完全陷入僵局，使

艾森豪威尔总统得出一个结论:鉴于一些全面的建议

已被拒绝，提出一些比以前提出过的建议涉及面小一

些的建议，也许会获得成功。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诞

生，就是建立在有限核裁军的这一计划之上的.

这届联合国大会对艾森豪威尔建议的反应相当热

烈。国际社会对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深为忧虑，而这

位美国总统提出的建议，却给人们带来了希望，特别

是带来了缓和苏美紧张关系、开辟对话渠道的希望。

1953 年 12 月 8 日以后，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

特·杜勒斯，曾先后向苏联驻华盛顿大使 Zaroubin

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发出了一系列照会，极力主

张美苏就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举行双边会谈。

不过，只是在 1954 年 3 月 19 日的照会中，美国

才开始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在这个照会中，向苏联提

出了拟议中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轮廓。

这个纲要的第 B.3 节写道为了保证合适的保

健和安全标准正在得到遵循，确信所调拨的可裂变材

料正被用于原先所说的目的，该机构应该拥有一种经

常性的权力，即指定某些设计和运行条件、保健和安

全法规、所需的衡算记录和操作纪录的权力，规定作

为副产品的可裂变材料和废物的处置方法的权力，以

及保留监督权和要求提供进展报告的权力.该机构还

应该拥有一种核实所调拨材料的现状和核实发出材料

符合规定的权力气*

因此，美国在关于原子能机构的第一个正式见解

* 联合国文件 A / 2738 (19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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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包括了安全保障的概念，其重点放在保健、安

全和对坏的控制上。 1954 年 3 月 19 R 照会中所载美

国对机构的这种基本观点，在以后的数年中一直起着

支配作用 。

苏联开头对艾森豪威尔计划作了一些批评之后，

于 1955 年 8 月同意与美国等国家进行谈判，为酝酿中

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起草规约。 于是便有 1956 年 2 月

在华盛顿举行的 "12 国"谈判。 .

当时美国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 <<1946 年

的原子能法》禁止美国进行艾森豪威尔总统所建议的

那种国际合作。 在艾森豪威尔白有力支持下，美国原

子能委员会主席和他的同事们，向国会提出了关于原

子能法的重要修正案，以便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的

实施成为可能。 1954 年 8 月，美国国会核准了这些修

正案，打通了进行积极的国际合作的道路。特别是，

它们使美国有可能对 1955 年 8 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

作出重要贡献。

1955 年日内瓦会议

关于 1 955 年 8 月召开的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

原子能机构第一届大会

1957 年 10 月 l 日， 一个晴朗的秋 R ，原子能机

构第一届大会召开了 。 好天气加上维也纳入的好奇

性，使得数以万计的人拥到音乐会堂前，希望一睹米

自世界各国"原子要人"的风采。 由于这次会议，维

也纳的旅馆和饭店全被预订一空，为时好几个星期。

康顿路是维也纳的主要街道(双行线)之一，多年来

第一次挤满了顾客。 人们一定还记得，仅仅在两年

前，驻扎了 10 年的四国军队才最后撤离。 奥地利政

府和维也纳人民热烈欢迎这一新机构. 维也纳又一次

自由了，来自格林岑的新葡萄酒使得许多代表忘却了

战争和占领所带来的灾难。

世界新闻界对这个新的组织也很感兴趣。 奥地利

政府专门给机构提供了-座大楼一一"艺术家之家.\

作为几百名新闻代表的活动中心。*

代表团聚会的音乐会堂通常是上演交响乐和芭蕾

舞节目，而不是举行国际会议的 。 然而，在这个夏季，

音乐会堂被装修一番，以便接纳新用户 。 为 55 个代

表团及他们的顾问安装了桌椅，为大会的 4 种正式语

原子能机构第一届大会 ( 1957 年 10 月 ) 会址一一-音乐

会堂。 这是弗朗茨-的瑟夫皇帝于 1913 年敦建的 、 是维

也纳的几个大音乐厅之一。 图为希望一睛 "原子要人
风采的人群.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1987 年第 2 期

文的翻译隔出了小房间，并为代表们准备了耳机.音

乐会堂变成了会议中心。

联合国副秘书伏 Ralph Bunch 博士作为秘书长

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tl\ 席第二届大会的苏联代表团

团长是 Emelyanov，而美国代表团是由 Lewis

Strauss 领导的 。 会上自始至终充满乐观主义的气

氛。 大会上 55 个国家都发了言，一致表示要促进原

子能领域的国际合作.

奥地利代表团由 Karl Gruber 大使领导，他被一

致推选为大会主席. 这次大会是一个建设性的会议.

大会确认了理事会任命斯特林 · 科尔为第一任总干事

的决定，并核准了筹备委员会建议的总额为 400 万美

元的 1958 年预算 .

*艺术家之家"之所以出名，主要不是因为当时

在那里的艺术家而是早已离开那里的艺术家。 Klimt 、

Kokoschka 和其他一些人当年退出了"艺术家之家

在几个街区之外的地方成立了"脱离派艺术馆

原子能机构第一届大会主席是奥地利的 K arl G ruber 
大使 (左 ) 。 图为他与联合国副秘书长 Ralph Bunch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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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有很多话可说。 这次会议虽是由美同发起的，

但是得到了联合国大会的一致支持。 它是到当时为止

由联合国主持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 会议收到不|学

论文 1000 余篇， 73 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与会人数超

过 2000 0

美国提供的主要展品之一，是二座小型游泳池式

反应堆。它在田纳西州悔树岭建造，用大型运输机空

运至日内瓦。 这座反应堆的运送克服了法伸上的种种

障碍，是后勤学上一次奇迹般的行动。经 H 内瓦州和

联合国准许，将这座反应堆安装在}j年国宫大院内专门

为它建造的广房中。成干上厅的人第一次看到了这座

正在运行的反应堆。

在苏联方闹，作为联合国科学咨询委员会白，级科

学家和苏联代表团团长的 Skobeltsin 1玩士，以其建设

性的言论和合作行动，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很大

贡献。

但是，苏联的最大贡献是它向 H 内瓦派出了→个

强大的代表团。 苏联科学家提出的论文，技术水平很

高，富有独创性，因而受到代表们的好评。 苏联科技

界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这次日内瓦会议的结果，使得

酝酿中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有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

础- 已有可能开展某些领域的合作。

美苏间的会谈

1954 年，讨论机构日的和《规约》草案条款的芙

苏双边会谈，几乎没有取得进展。不过，在 1955 年 ，

美国国务院分发了二个《规约》草案，并与 j奥大利

50 

苏联前外交部长 ， 1960 - 1961 年苏

联常驻原子能机构代表维亚切斯拉

夫·莫洛托夫(左) ， 在与机构第一

任总干事 (1957 - 1961 年)斯特 4 
林·科尔交谈 。 (科尔先生最近过

世，在第 59 页有纪念他的文章。 )

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南非、联合王国和l葡萄

牙等国进行了非正式的时论。美国国务院所以选择这

些国家是因为它们在核能方而处于领先地位，或是铀

或仕的生产国 。 1955 年 8 月，苏联同意参加讨论。当

月，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收到了这份 《规约》草案的

文本，并被请求就这个文件发表意见。

"12 国"会议

在联合国大会第 10 届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

敦促各国立即审议这份 《规约》 草案，并将协 l前小组

扩大，增加巴西、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和苏联四国 。

这个 12 国工作组'就成了机构《规约》 的主要建筑 ‘ 
帅，并于 1956 年 2 月 27R 在华盛顿举行正式会议。

华盛顿会议是富有成果的，并且是在异常诚挚的气氛

中进行的 。

参加这个 12 国会议的美国代表罔团长是 James

J . Wadsworth 大便，这位有才干、相蔼 I可亲的前纽

约州'1 众议员，当时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副团氏。

美国国务院的 Gerard Smith 和当时在美国原子能委

员会任职的我，是他的两名高级顾问。苏联代表团团

长是 Zaroubín 大使，协助他的是 Emelyanov 教授、

Leouid Zamyatin 和 Anatol Dobrynin o 印度代表团

团长是 Homi 8habha 。 他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

和I L::术家，歌剧和世界文学的爱好者，他尤其是发展

中同家的一位能育善辩的捍 JJ，者 。 法国代表团的

8ertrand Goldschmidt 的 11\席，给会以增添了法二西

的条理性和幽默感。 Goldschmidt 博士是二位化学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1987 年第 2 期



总部:奥地利维也纳

为什么选择维也纳作为国际原F能机构这个新的

独立机构的所在地呢?

奥地利驻联合国观察员 Heinrich Ha) merle þJJ 上

出席 r 1 953 年 12 月 8 日的联合国大会，在这次会议

上，艾森亲戚尔总统发表了题为 《原手川Jf 平Q平》 的

演说. 由 F认识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建议对奥地利

的意义. Haymer1e 向他的外交部建议:奥地利应表

示愿意成为酝隙中的原子能方丽的国际组织的所在

地。 他的a议得到奥J也利驻美国大使 Karl Gruber 的

有力支抖。

1956 年，奥地利作为联合国的-个新会员同. r.Y. 
邀参加 f纽约的。见约》 会议，并门 l戊 .f)J}也使大会优

先选择维也纳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郁的习u也 。 奥地

平。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政治上的 Li大脱利 。 rtlf

奥炮利 l投币的一些政治家的努力，他们的 1 1 你一一-独

ι 水久叫 I 证和成为联合国会员同; 1&)，，-个 .iJl:耍的

政治敏感的罔际组织的所在地-)IJ fII，).j'.[õIl .Jï'n] 忱'j;，

现巳

为了成为机构的所在地， 奥地利政府就~采取措

施满足新组织的各种要求 。 195 7 年乎乎‘外交部长

Fig1 任命了→个规划委员会，并任命外交昂的 Hans

Tha 1berg 博上为联络宫。 Thalberg ú: 另JÆ! it:fJl向作准

备期间，曾向筹备委员会的代友们保证电 l可以放时为

大会装修好音乐会堂内的翻译设施何必要的其它服务

设施o (音乐会堂是维也纳的几个大音乐 }J'之一，是

弗朗茨的瑟夫皇帝于 1913 年教述的。 )

筹备委员会还决定把人数不多的饥构秘何处安排

在距音乐会堂很近的音乐学院。 音乐学院还吁以提供

适合举行理事会第-次会议的场所。

临时总部: 大饭店

当然，接着而米的是奥地平IJ 吨局 ~)'i，新的总

下事放其工作人员寻找临时总部。 在一段时 间里 ，

Thalberg 博仁和l筹备委员会研究过一些 IIf能的处所。

提出的一个处所是第 19 区的彼得约问大街的前j会大

偿. 1-"11/-12 市 'I"L、太远而未巾选 战盯，奥J也利政府提

出他们得到不久的新大饭店 。

位 fl灰顿环路与国家歌I，'}IJ I~元仅 ~I~j一个街区的新大

饭店. 111 网 F巨大楼组成。 它们勺称作大饭j川10 在俊是

连在一起的 。 日-者的一部分毁 f 1 955 年的火灾‘、气

时已不能使用 o 1957 年 12 月门门，奥地利外交部

l立: Leopo ld Figl 和总于事斯特休. n~J;、签署 f由奥

地利外交部法律顾问 Rudolph Kirchschmge l 相

机构的法律工作人员拟定的总部驻地捷尔协议 。

( 1963 年 9 月，老大饭店在完成大 ;11t 最新修补互作厅;

也交给饥构使用 。 )

从 1 870 年 5 月 10 日 ， E!jI从呜M挥起差不多是一

个世纪以前，大饭店开张之 H 以米 ， 这家饭店一直是

维也纳最使人满意的饭店之一 虽然'仨号称有 200 套

卧室和单间，每层有数间i谷宝， fr[它的伟大新设施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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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大f饭反店'它曾是原子能机构{便吏用了 22 年多的
临时 .. 总部

是一台.'美同造蒸汽升降机 ï 为了满足原子能机构

的要求，人们对这幢 19 世纪大楼中的雅致设施进行

了改造和更换， 例如这家饭店的别致的·阅览室"被

改造成为供理求会使用的崭新的会议室. 这时，大饭

店成了机构的·家成为它后米使用 r 22 年多的

临时总部。

在这 22 年中，大饭店对机构的大多数工作人员

有着特妹的，古义。 机构当H才是新的，其主要作用是提

出特殊的任务，的j大饭店的环境看来使机构丁j乍人员

更加l感到自朵。 楼内的小饭店和自助食堂，不仅是工

作人员的HJ 径场所，而且是举行小型会谈和与同币们

边喝..摩力11咖啡..边 l ，J 论他们各向领域的最新发展的

远立场所。 -ft大饭店的 k餐厅，被改造成为代友们的

休息言，化这 I!!. ，可以准行晚间招衍会。 这个宽敞的人;

厅，也"JfJ飞 U约纤l织赳米的 l'J' 多职工fH乐部会 IIA 之

!门 。 各种条件~J，4本只备。 相L构fE早期岁月，制 ;t1j 不

大 ， ~E{正它1' 1 ~(I甘大楼也‘使正作人员强烈地注识到

r tJL构的独特身份。

维也纳 I[j di K: Franz J onas 是饥构的一位早期文
刊者.保安人们的欢迎初尊敬 。 他情趣扑实，在

" ，i词奥地利..人的所钉u品质方面垠你发率. 机构工

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在生活土都离不开维也纳市提

供的多种服务 J onas 理解他们的需要，并且乐 F给

f帮助和l 合作 战盯的维也纳确实存在住房短缺忻

况.因此很难找到价恪合理的适当住处。 在与 J onas 

讨论厅"达成 f一项协议。 根据这项协议唔维也纳市

先后在第 19 区的雀犬蔡勒和希曼 l巨大衔，为机构工

作人员建造 r住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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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他的严谨作风澄清了许多论点，从而大大推进了

我们的讨论。

《规约》 会议

1956 年 4 月 27 日， 1 2 国会议完成了它的工作，

提出了一个商定的但尚待进一步审议的 《规约》 草

案 。 与以前的几个草案相比，这个草案作了若干修

改。 理事会成员从 16 个增加到 23 个。 机构秘书处负

贞人的职衔从总管 (General Manager) 改为总干事

(D irector Genera l) ，号|入了两种预算制度。 (行政

预算按联合国的分摊办法收纳的会费为基础，而第二

种预算则以成员国的自愿捐款为基础，后者最终成为

技术援助计划的预算和基金的米掘。 )

安全保障得到强调，但是)111在这个草案中的一条

心理限制说，安全保障只适用于适当的范围!这条限

制是由 Bhabha 博士提出的 。 在华盛顿会议的第

18 次会议上， 一致核准了 《规约》 草案 。

1956 年 10 月在纽约联合同大会会堂举行了..规

约会议有 81 个政府的代表 LB 席 。 这次会议是由

参加华盛顿会议的 12 国政府定名、安排和发起的。

这些国家并且认为，华盛顿会议产生的现已提交给

《规约》 会议的这个草案不应再作重大的修改。 发起

国政府反对对草案作根本性改变。 虽然 《规约》 会议

作了一些修改，但最后认可的 《规约》 草案，仍是

1 2 国商定的草案。

《规约》 会议全体会议通过了几项建议，其中最

重要的决定是将机构总部设在奥地利的维也纳。

81 个国家的政府签署了 《规约》。 附件i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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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口月，西格瓦德·埃克隆德

(右 ) 成为原子能机构第二任总干

事。 图为他与负责行政司的副总干

事 John A. Hall ， 以及伊拉克大使

和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主席 Baquir

Hasani 左) 在一起。 .

一且 《规约》 开放供签署，便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

筹备委员会的目的是:拟定一个计划为将在维也纳

举行的第一届大会作出安排，并为召开理事会的第一

次会议作准备。

《规约》 的生效，需要有 18 份批准书，其中至

少包括下述国家中的三国.加拿大、法国、英国、苏

联和美国 。 1957 年 7 月 29 日，批准书数达到要求，

机构正式诞生。

第一任总干事科尔

第一任总干事斯特林 · 科尔，曾任美国众议院议

员，作为国会原子能委员会的一员，拥有多年的立法

经历。 他虽缺少国际活动经历，但他对职务的献身精 • 

神和对机构日标的忠诚，弥补了这一不足 。 他从

1957 年 12 月 1 日起任总干事，直至 1961 年 1 2 月

1 f1 . 在这政治上困难的时期组织一个新的机构，必

然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 幸运的是，科尔得到了一

略有才干的高级工作人员的协助。 从联合王国哈威尔

研究所借米的 Henry Seligman，就是其中的→位。 他

曾作为负责研究和同位素工作的能干的副总干事任职

多年。 对于这个成立不久的机构米说，同位素在工

业、民学和农业中的应用是远宜的工作领域，而

Henry Seligman 则是一位国际著名的专家。 另一位有

才干的顾问是 Pat.i l J olles 。 这位瑞士律师在整个机构

艰苦的初创阶段一直成功地领导若筹备委员会，是-

位负责行政工作的胜任的副总干事.

1958 年，理事会成立了一个科学自询委员会

(SAC) 0 *在机构早期的岁月中，这个委员会在审

《 国际 原 子 能 机构 通 报 )) 1 98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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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提出的计划和研究推荐的研讨会、专题讨论会和其

他各种会议方向，曾起过愈米愈重要的作用 。 同年

9 月，在维也纳市哈伯斯朝代的古老的霍夫堡宫新开

辟的会议中心，举行了第二届大会。 这个 18 世纪的

舞厅和宴会厅，民期被用作一年一度的大会会场，直

到 1986 年 9 月为止。 (1 987 年 ， 大会将在新建的奥

地利会议中心举行。 这个中心是奥地利当局 1967 年

6 月答应兴建的。 )

在机构成立后的头四年中，几乎没有实施任何重

大的计划。 因为这个新组织处于行政调整时期，工作

要模索，难免走弯路 。 当时，机构的编制在不断扩

大，工作人员也正在证聘。 早期的计划主要涉及培训

和教育服务，以及向拉丁美洲派出过一些专门的技术

援助专家组。 安全保障计划限于研究堆，因为当时，

特别是苏联在支持有关 100 兆瓦以上反应堆的程序的

制定方面，还犹豫不决。

第二任总干事埃克隆德

1961 年 6 月，来自瑞典的侯选人西恪瓦德·埃克

隆德得到理事会的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成为

第二任总干事。科班出身的物理学家埃克隆德博士，

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他曾担任过 1958 年第二次

日内瓦会议的秘书长。 他的任命得到了大会绝大多数

代表团的批准 。 大会主席，来自阿根廷的 Admiral

Oscar Quihilla lt 主持宣誓仪式，埃克隆德博士于

1961 年 12 月 1 日接任总干事。

同一天，我成为负责行政工作的副总干事。

Rylov 教授留任负责技术业务工作的副总干事，直到

1963 年， 后由来自真斯科的 Gennady Yagodin 教授

接任了这个职务。 Henry Seligman 继续担任负责研究

和同位素工作的副总干事 。 来自印度的 Upendra

Goswami 负责正在逐步发展的技术援助计划。 来自贝

尔格来德的 Dragoslav Popovich 成为安全保障工作

的新主管，后来他被另一个南斯拉夫人 Slobodan

Nakicenovic 接替。澳大利亚人 Alan McKnight 成为

总视察长(Inspector Genera J) 。

机构在随后几年内的主要政治任务，是建立用于

* 1958 年时 SAC 的成员有 联合王国的 John

Cockcroft 爵士i 加拿大的 W.B.Lewis 博士;法国的 Bertrand

Goldschmidt 博士，印度的 Homi Bhabha 博士;苏联的 v.S

Emelyanov 教授;巴西的 Bernard Gross 博士;和美国的1.1.

Rabi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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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出席 1961 年原子能机构大会的代表团团长为美国原

子能委员会主席格伦·西博格. 该代表团还包括原子能

机构理事会美国理事亨利·德沃尔夫·史密斯大使 (右)，

美国常驻原子能机构代表 William Cargo (部分被遮) , 
和约翰. F . 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1.1. Rabi 
教授。

视察大型动力堆的程序。在 1963 年理事会春季会议

以前，苏联一直不支持这一活动。 在这次会议上，苏

联代表采取了积极的立场。自那以后即在 1963 年，苏

联和美国(以及其它国家政府)找到了国际安全保障

领域的共同政治基础，使机构的地位大大加强，并且

使它对国际安全的贡献增加。

通过科学合作实现和平

通过科学合作实现和平，已经成为机构的新曰

标。这-点是美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格伦 · 西博格在

向 1961 年 9 月举行的大会致词时说的。 他说我的

政府认为，根据 《规约)) ，机构有责任在全世界和平

地推广当代最伟大的科学技术成就，能够对于和平和

国际合作起到高效催化剂的作用" 。

美国代表团中的代表都是出类拔萃的人，这有助 e

T使人们相信上述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它的团辰是诺
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格伦·西博格。美国的新理事亨

利·德沃尔夫·史密斯教授是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委员

会主席。 美国代表团的高级顾问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

得者 1.1. Rabi . 

在埃克隆德任总干事的第一个四年中，有几项重

要计划开始实施。 对挪威诺拉 (Nora) 的反应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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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机构的第一次视察。视察员是南斯拉夫的

Dragoslav Popovich 和阿根廷的 Carlos Buechler . 在

苏联的支持下， 1 963 年建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制订

视察功率超过 100 兆瓦反应堆所应遵循的程序 。 同

年，的里雅斯特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建成，米自伦敦帝

国学院的 Abdus Sa lam 教授任主任 。 还是 1 963 年，

由于 《规约》 修改，便理事会的成员从 23 名增至

25 名，以容纳来自中东和非洲的两位新增的代表。

原子能机构的科学咨询委员会和联合国的科学顾

问委员会，于 1 964 年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举行

联席会议，为第三次日内瓦会议作准备工作。 这是计

划在苏联举行的第一次联合国会议。 (第三次 H 内瓦

会议是-次联合国会议， 机构受托组织和主拌这次会

议。)

1965 年的原子能机构大会在东京举行，这是第一

次不在维也纳召开的机构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埃克

隆德博士被一致确认为下一个四年的总干事。

惯例和成长壮大

在原子能机构的早期岁月中，来自罗马教廷的代

表在政治上起过有意义的作用 。 教廷被邀请参加 《规

约》大会，并且参加了这次大会。 教廷代表团的团

段是美国的工业家 Frank Fo lsom . 他得到副团 K

Theodore Hesburgh 神父的大力协助，后者是美国圣

母玛利亚大学校辰 。

这两个人出席了那次大会的所有会议，并且陈述

了教廷对几个问题的立场。 由于他们对大会所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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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日很熟悉和由于他们的真诚努力，为大会成功做出

了贡献，因而给其它与会代表以深刻的印象。他们与

所有代表团的成员交朋友，特别是与苏联人和美国人

交朋友 。 他们甚至成功地消除了美苏代表之间存在着

的一些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误解。

在第一届大会开幕后的星期天，教廷组织了一次

邀请全体代表参加的特别弥撒。 礼拜式是在巴鲁克大

教堂即卡尔教堂举行的。在以后的大会期间，维也纳

总主教 König 红衣主教在圣斯蒂芬大教堂主持特别礼

拜式，他用机构的4 种官方语言，向代表们传布他的

神示。

这种惯例一直延续着。当以后有的大会不在维也 • 

纳(在东京、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和新德里)举行

时，都在会议结束时举行礼拜式。

在 1 967 年机构理事会的六月会议上， Haymerle 

大使报告了奥地利政府准备建造机构的永久性总部，

无需机构出钱。 这个总部所在大楼，也将供另一个国

际组织，即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使用 。

他说，在横跨多瑞河的多瑞公园的同一场地上，还将

建设一座奥地利会议中心。

到 1967 年，机构已经有了很强的国际活动能力，

正在酝眼承担由 1 970 年的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NPT) 将赋予它的新颖而意义深远的责任。

机构的早期岁月为以后振奋人心的大发展树立了

信心.机构的体制已经能够承担 NPT 的责任，直至

满足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紧急要求。 这证明创建这个组

织的人们是明智的，有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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