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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一包括 则，供全世界应用。基于 用公约的形式(即主权国家

放射性废物安全一一 ICRP工作的成果，机构自其 间有约束力的协定) ，而且在

的主要责任在对特定核、辐 1957 年成立以来，一直大力 机构的支持下正在实施。这

射或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 帮助成员国协调国家安全标 些文件把保存职能赋予国际

持有运行许可证的持有者 准。这项工作导致国际原子 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把其他

一方。核领域内的活动由国 能机构颁布了国际上公认的 各种职能赋予机构。本文概

家监管部门根据国家法律 关于核、辐射和放射性废物 述过去 12 年来正式通过的

和条例严密控制。 安全的不具有约束力的标 与安全有关的主要公约，并

国与此同时，核安全的国 准。(见本期关于安全标准的 简要评述取得的经验和为实

际性和广泛合作与共事经 文章。)这些推荐性的标准已 施这些公约采取的步骤。

验的好处早已被公认。随着 成为在核动力领域以及辐射

核能的发展，核安全方面的 和放射性物质在医学、工业

国际合作努力一直在继续， 和其他领域各种应用中，达
应急响应

而且在过去几年中越来越 成协调的安全方案的主要手

得到加强。结果形成了以如 段。 <<&早通报核事故公约》

下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为特 当 1986 年切尔诺贝利 和《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

征的加强的全球核安全框 事故使人们明白"任何地方 援助公约》涉及应急响应和

架 z 的核事故就是所有地方的事 准备方面的问题。这两个公

·技术信息和专门知识 故"时，核安全的国际性变得 约一一简称《通报公约》和

的世界范围的交流， 突出起来。在随后的几年中， 《援助公约》一一是在 1986

·国际上公认的不具有 一些成员国对实施各种各样 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仅 5 个

约束力的安全准则，和 法律上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 月的很短时间内通过的。

·国家间有约束力的协 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在

定。 过去 12 年间，国际社会制订

70 多年来，国际放射防 了若干旨在加强核安全方面 Flakus 先生是IAEA核安全司安

护委员会(ICRP)一直在制 的国际合作的文件。(见第 全协调科高级职员，]ohnson 先生

订辐射防护基本原则和准 25 页才棍。〉大多数文件采 是IAEA法律处处长和法律顾问. 国际原于能扭构通报， 4o/2119! 



《通报公约》适用于涉 的联络点迅速传送大量气 有关可利用的专家、设备和

及缔约国的或在其管辖或 象学和放射学数据 0996 物资的信息以及与核事故

控制下的核设施或核活动 年，联络点总数为 245) 。 或辐射紧急情况响应有关

的任何事故的情况。在这些 《通报公约》从来不需 的方法、技术和研究成果的

事故中，发生或可能发生放 要正式引用。但是，当国际 信息;根据请求帮助制订应

射性物质释放，并且已经导 注意力集中在某个特定事 急计划和相应法规，以及建

致或可能导致可能对另一 件时，一些成员国己求助机 立培训和监测计划 p提供用

国家具有放射安全重要影 构传播权威性信息。 1988 年 于事故或紧急情况初步评

响的放射性物质国际越界 当为人造卫星"宇窗 1900" 估的适当资源;以及就这些

释放。"公约"所涵盖事故的 可能重返大气层作安排时， 事项同有关国际组织保持

直接相关缔约国，有义务立 前苏联政府通知机构说，必 联络。根据请求，机构在国

即直接或通过IAEA通知那 要时它将援引《通报公约》。 际一级协调所提供的援助。

些受到或可能受到实际影 1991 年，圣彼得堡附近的索 《通报公约》和《援助公

响的国家。 斯诺维博尔核电厂 3 号机 约》都要求在应急期间广泛

《公约》规定了要提供 组发生的事故，促使人们利 交换信息。因此，机构为管

的信息，包括核事故的性 用机构的应急响应中心收 理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期

质、发生的时间及地点。《公 集有关这一事故的详细资 间的信息和数据交流制定

约》还规定应迅速提供与使 料、评价获得的数据，并将 了专门的指导性意见，以避

目 放射性后果减至最小有关 这些信息和评价结果提供 免混乱，达到这两个公约的

的信息。机构起到获取和传 给媒体、成员国和其他国际 目的。机构为增强其应急响

播信息的联络中心的作用。 机构。 应能力已采取了若干步骤，

《公约》缔约国应将其为该 《援助公约》规定在发 编写了成员国使用手册以

公约而设的联络点通知机 生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 及机构内部使用手册。机构

构。 时，缔约国之间以及缔约国 应急响应中心的必要的技

通报义务的唯一例外 和机构之间要进行合作和 术设备已安装并经过测试，

是同核武器及核武器试验 提供迅速援助，以便尽可能 该系统于 1989 年正式投入

有关的事故。但是，根据《公 减小事故后果，并保护生 使用。机构同世界卫生组织

约》第三条，缔约国可以自 命、财产和环境免受放射性 (WHO)缔结了关于必要时

愿通报不属于《公约》强制 释放的影响。每个收到援助 提供医疗援助的协定。该系

性通报义务范畴的核事故。 请求的缔约国，必须立即直 统的全面演练涉及多达 50

为履行该《公约》赋予 接或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 个职员、若干成员国和国际

的职责，机构在其维也纳总 将其关于该请求的决定，以 组织。此外，应急响应中心

部设立了应急响应中心 及可能提供的援助的范围 举行了许多次小规模的测

(ERC) .以便收集、核对和 和条件通知请求国。机构在 试，包括警报和内部/外部

迅速传送有关信息。机构同 该公约下的作用是，在其 通讯联络演练。为不断改进

世界气象组织(WMO)密切 《规约》框架内竭尽全力促 机构应急响应中心响应核

合作，利用该组织的全球电 进、帮助和支持缔约国之间 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的整

'际矗于1位辄构通矗. 40/2/1998 信系统 (GTS) 同时向各国 的合作。其职责包括:收集 体有效性，应急响应中心还



积极参与几项外部演练，并 厂安全问题的国际法律文 约进行评审的评审过程细

安排职员定期练习和培训。 件。该公约要求缔约国有义 则。第一次评审会议前的组

《援助公约》首次被援 务就安全问题采取国家措 织工作会议将在 1998 年 9

引，是在 1987 年巳西发生 施一一例如建立法律法规 月底举行。第一次评审会议

戈亚尼亚辐射事故的时候。 和监管制度、对安全进行评 将于 1999 年 4 月在维也纳

援助是在该公约的框架内， 估和核查、规划核电厂的应 召开。

由机构、几个国家通过机构 急准备和运行一一并有义 该公约的实际影响要

提供的，还有几个国家直接 务就实施公约规定的各项 在今后几年才能判断。不

提供了援助。 义务所采取的措施提出报 过.<<公约》的特点是很有吸

在随后几年中，通过机 告。 引力的:<<公约》是可供处于

构应急响应中心协调的援 《核安全公约》是作为 工业不同发展阶段和采用

助扩大到下列成员国以应 鼓励性公约制订的，其特点 各种不同核电方法的国家

付辐射紧急情况而不管这 是相互激励和促进的潜力 实施的灵活文件。‘

些成员国是否是《援助公 大。《公约》没有明确提到详

约》的签署国 z 萨尔瓦多 细的国际核安全标准，以避

(1988 年〉、自俄罗斯 (1991 免今后几年出现任何"核安
联合公约

年〉、俄罗斯联邦(1992 年〉、 全的停滞" <<公约》的实施

爱沙尼亚 (1993 年)、越南 是通过缔约方审议会议上 《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

国0993 年〉、格鲁吉亚(1997 对国家报告进行"同行评 射性庞胸管理安全联合公

年)、孟加拉国 0997 年)、委 审"正式推动的。这种评审 约》是 1997 年 9 月在维也纳

内瑞拉 0997 年〉和车臣 国家遵守《公约》情况的方 举行的外交会议上通过的，

0998 年〉。关于俄罗斯卫星 法，是《公约》的中心环节。 但尚未生效。

"火星 96"的非计划重返大 评审会议定期举行，间隔不 该公约主要针对具体

气层(该卫星携带约 270 克 超过三年。机构为缔约方的 活动而不是实质问题。它有

坏 238)一事，机构应急响应 这种会议提供服务。 限制地适用于: (i)乏燃料管

中心曾被告知并被要求必 截至 1998 年 5 月，已有 理安全，涵盖"与乏燃料装

要时根据《援助公约》向两 46 个国家同意接受《公约》 卸或贮存有关的所有活动，

个国家提供援助，但未被要 约束。这些缔约国中的 27 但厂区外运输除外"; (ii)放

求提供具体援助。 个国家至少都有一座正在 射性废物管理安全，涵盖

运行的核动力堆(公约定义 "与放射性废物的装卸、预

的"核设施勺。仍有 4 个国

核安全
家有这样的核设施，但迄今

还不是缔约国。
铃全面的介绍见 "The Conven-

《核安全公约》是在 按照《核安全公约>>.
tion on Nuclear Safety". by O. 

1992-1994 年期间制订的。 1997 年 4 月举行的缔约国 Jankowitsch and W. Tonhauser. 
(见第 26 页方框。)它适用 预备会议，通过了议事规 Austr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于陆基民用核电厂，而且是 则、财务规则、关于国家报 and European Law 2: 319-340 

第-个直接涉及这类核电 告的细则和关于根据本公 (1 997) • 国际居于最担构il掘 • 40/2/1998 



处理、处理、整备、贮存或处 同行评审来进行。机构将为 代表通过了《关于修订核损

置有关的所有退役活动，但 缔约国的这会议提供服务。 害民事责任 1963 年维也纳

厂区外运输除外"; (iii)军用 公约议定书))，以及《核损害

或国防计划产生的乏燃料 补充赔偿公约》。该议定书

或放射性废物的管理安全，
其他法律文件

将运营者责任的可能限额

如果和当这些材料永久转 定为约相当于 4 亿美元的

移到专门的民用计划并在 在核安全方面常常提 金额，而且除其他内容外包

该计划内管理时，或当缔约 到的，还有几个法律文件。 含有关核损害的新的定义。

国将这些材料宣布为对本 这些文件是关于核材料实 该定义涵盖恢复任何受损

公约而言是乏燃料或放射 物保护和核损害责任的文 害环境的费用及采取预防

性废物时;以及(iv)排放，涵 件。 性措施的费用，扩大了《维

盖"受管制核设施正常运行 实物保护。国际社会对 也纳公约》的地域范围，并

期间产生的液态或气态放 各国履行其实物保护责任 延长了可就生命丧失和人

射性物质，在监管部门批准 有着合情合理的关心。 1987 身伤害提出索赔的期限。该

的限值内，作为合法的做 年，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公约是所有国家都可加入

法，按计划和受控制地向环 生效。该公约规定了用于和 的文件，不论其是否是任何

境释放". 平目的的核材料在国际核 已有核责任公约的缔约国。

目
《联合公约》像《核安全 运输中需要受到的保护的 它规定除公约本身的赔偿

公约》一样，是鼓励性公约。 级别，并要求各缔约方只有 水平外，还通过缔约国的捐

它基于就所承担的各项义 在确认核材料将受到这些 款(根据国家法律提供)对

务提出的国家报告进行"同 级别的保护的情况下，才允 核损害作补充赔偿。这两个

行评审"的类似制度。 许这种材料进口或出口。公 文件合起来将会大大增强

截至 1998 年 6 月中旬， 约的其他条款适用于国内 全球赔偿制度，使之超过现

已有 33 个国家签署《联合 使用和贮存的核材料和国 有公约预定的水平。该议定

公约))， 3 个国家批准该公 内或国际运输中的核材料。 书和该公约迄今尚未生效。

约。公约生效后，检查公约 另一些条款包括涉嫌这种 截至 1998 年 6 月中旬，这两

的执行情况将通过在缔约 材料的刑事犯罪的某些行 个法律文件中的每个文件

国审议会议对国家报告的 为的规定，有关这些犯法行 都已被 13 个国家签署。

为的审判权的规定，以及有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

关嫌疑犯的刑事起诉或引 当前，机构正在支持全球在
铸关于《联合公约》的详细介绍， 攘的规定。机构根据本公约 着重审议有关制订制止核
见 "The Joint Convention on the 

规定作为信息交换的联络 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
Safety of Spent Fue! Manage-

中心。 的建议方面所作的努力，这
ment and on the Safety of Ra-

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 核损害责任。 1997 年， 是一个同前面提到的《实物

by W. Tonhauser and O. Jankow- 各国政府在改进核损害责 保护公约》的条款直接有关

itsch , Nuclear Law Bulletin (De- 任制度方面向前迈出重要 的问题。相应的工作以联合

cember 1997) , Nuclear Energy 一步。在 1997 年 9 月的外交 国大会 1996 年设立的特别

国际鼻于融机构通掘. 40/2/1998 Agency , OECD 0 会议上，来自 80 个国家的 委员会为中心。该委员会



核安全、辐射安全和庞.，安全的全球法律框架
以下所列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主持下商定并通过的与安全有关的国际公约，机构总干事为这些

公约的保管人。

生效日期 发展与现状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 1987 年 2 月 8 日 1997 年， 2 个国家(古巴和黎巴嫩)加入该公约，截至

约》 1998 年 5 月，该公约有 60 个缔约国。

《核事故及早通报公 1986 年 10 月 27 日 1997 年， 4 个国家(黎巴嫩、菲律宾、缅甸和新加坡〉

约》 同意受该公约约束.截至 1998 年 5 月，该公约有 80

个缔约国。

《核事故或辐射紧急 1987 年 2 月 26 日 1997 年， 3 个国家(黎巴嫩、菲律宾和新加坡〉同意受

情况援助公约》 该公约约束。截至 1998 年 5 月，该公约有 75 个缔约

国。

《核安全公约》 1996 年 10 月 24 日 1997 年， 10 个国家(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巴西、

德国、希腊、卢森堡、巴基斯坦、秘鲁和新加坡)同意

受该公约约束J1998 年 4 个国家(意大利、摩尔多瓦

共和国、葡萄牙和乌克兰)同意受该公约约束。截至

1998 年 5 月，该公约有 46 个缔约国.

国《乏燃料管理安全和 尚未生效 1997 年 9 月于维也纳举行的外交会议通过该联合

放射性废物管理安 公约。该公约 1997 年 9 月 29 日开放供签署.截至

全联合公约》 1998 年 6 月 4 日，该公约被 33 个国家签署、3 个国

家批准(加拿大、匈牙利、挪威λ

《核损害民事责任维 1997 年 11 月 12 日 1997 年， 1 个国家(黎巴嫩〉批准该公约、 2 个国家

也纳公约》 (白俄罗斯、以色列〉签署该公约。截至 1998 年 5 月，

该公约有 29 个缔约国.

《关于修订维也纳公 尚未生效 这两个法律文件于 1997 年 9 月 12 日通过， 1997 年

约议定书和核损害 9 月 29 日开放供签署。截至 1998 年 6 月 18 日， 13

补充赔偿公约》 个国家(阿根廷、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印度尼西亚、

意大利、黎巴嫩、立陶宛、摩洛哥、秘鲁、菲律宾、波

兰、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巳签署议定书， 13 个国家

(阿根廷、澳大利亚、捷克共和国、印度尼西亚、意大

利、黎巴嫩、立陶宛、摩洛哥、秘鲁、菲律宾、罗马尼

亚、乌克兰和美国〉签署损害补充赔偿公约.

1998 年 2 月在纽约召开会 子能机构对特别委员会的 的继续帮助。该委员会的下

议，并在俄罗斯联邦提交的 审议工作给予了帮助。 一次会议，预定于 1998 年 9

有关这一问题的公约草案 1998 年 3 月，机构总干 月举行。他指出，机构的目

的详细审查中，审议了一些 事穆罕默德·埃勒巴拉迪 的是"支持打击恐怖主义行

建议。应联大要求，国际原 重申了机构对特别委员会 为和实现核材料和其他放 国际展于能辄构通掘 • 40121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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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公约 2里程碑

1991 年 9 月 1 国际"核动力安全:未来战

略"会议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 IAEA大会

清总干事草拟可能的要点概要，供理事会

审议。

1991 年 12 月 2 专家组草拟可能的要点概

耍。

1992 年 2 月 :IAEA理事会授权总干事成

立法律和技术专家工作组，其任务是进行

必要的准备工作。

1992 年 5 月 2 专家工作组第一次会议。

1992 年，月 :IAEA大会请专家工作组继

续其工作。

1992 年 10 月 2 专家工作组第二次会议。

1993 年 1 月 z专家工作组第三次会议。

1993 年 5 月 2 专家工作组第四次会议。

1993 年 9 月 :IAEA大会强调指出根据专

家工作组拟定的草案文本 1994 年可以召

开外交会议。

1993 年 10 月 2 专家工作组第五次会议。

会上签署核安全公约。

1995 年 3 月:签署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第一

次非正式会议。

1995 年 11 月:签署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第

二次非正式会议。

1996 年 6 月 1 签署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第三

次非正式会议。

1996 年 10 月 2 核安全公约生效(1996 年

1993 年 12 月 2 专家工作组第六次会议。 10 月 24 日〉

1994 年 1 月 /2 月 2 专家工作组第七次会 1997 年 4 月:缔约国预备会议。

议。 1998 年 9 月 1 缔约国组织工作会议。

1994 年 3 月 1 成员国关于外交会议议事臼 1999 年 4 月 2 缔约国第一次审议会议。

程的非正式会议。

1994 年 6 月:召开外交会议。 照片:机构正在以各种方式帮助各国履行根据核
1994 年 9 月 2 在IAEA大会第三十八届常 安全领域的国际公约承担的义务.

射源高度安全的所有努力， 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进行 成部分。

同时避免与《实物保护公 推敲，表明了各国间为实现 随着逐渐认识到核安

约》相重复和重叠。 和保持全世界高水平核安 全领域需要国际社会各成

全的意愿。这些协定是促进 员采取相互依存和相互协

核安全、辐射安全和放射性 调的方针，全球核安全框架

保持发展势头 废物安全方面政府间合作 的这一组成部分的发展势

对过去几年拟订的具 努力的全球框架的重要组 头预计会不断增强。 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