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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9 月 12 日收到的日本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
代表团关于核燃料供应保证安排的信函 

 
 

 

 

 

概 要 
 

秘书处 2006 年 9 月 12 日收到日本常驻代表团的一封信函，该信函附有一份题为

“日本的建议：国际原子能机构核燃料供应保证的备用安排系统”的文件。  

根据日本常驻代表团的请求，兹将附文文本复载于后，以通告全体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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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建议： 
国际原子能机构核燃料供应保证的备用安排系统 1 

2006 年 9 月 1 日 

 

1. 导言 

日本支持法国、德国、荷兰、俄罗斯联邦、英国和美国在国际讨论中就有保证地

获得核燃料的问题所建议的“可靠获得核燃料的多边机制概念”中提出的目标。但

是，考虑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成员国在 2006 年 6 月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上所表

示的关切和提出的问题，日本认为提出一项对上述六国建议进行补充的建议是有益

的。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 

•  不仅考虑铀浓缩服务，而且还应考虑核燃料循环前端的所有重要活动，即铀

供应、铀贮存、转化、浓缩和燃料制造，因为市场失效可能在各种情况下发

生。 

•  不仅重视铀燃料供应市场失效的补救应对措施，而且还要重视通过向原子能

机构报告市场最新信息，即每个国家在有关核电燃料供应各方面活动的能力

来防止这种失效情况的发生，以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和在一旦认识到市场供应

的充足性出现弱化时发出这种警告。  

2. 建议 

我们建议在原子能机构的主持下建立一个系统，即所谓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核燃

料供应保证的备用安排系统”。该系统兼具能够有助于防止市场发生失效的信息系统

和六国建议中提出的有关供应保证的后备特点。  

该系统的工作原理如下： 

(1) 成员国自愿通知作为保存人组织的原子能机构其参加该系统的意向，并登记本国

当前库存中的核燃料供应量和在以下领域的供应能力： 

•  铀矿石供应能力； 
•  铀储量供应能力，包括回收铀； 
•  铀转化能力； 
•  铀浓缩能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将在 2006 年 9 月 19 日至 21 日原子能机构第五十届大会期间组织的“21 世纪核能利用的新型框

架：供应保证和防扩散保证”专题活动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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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料制造能力。 

任何成员国都有资格参加该系统，但条件是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认为当事国不

存在不遵守原子能机构保障协定的行为。  

(2) 参加国可定期（每年）按以下三个等级通报能够提供这种能力的水平： 

等级 1：已经开始商业活动并正在国内提供产品和（或）服务，但没有在商业的基

础上向国外提供产品和（或）服务。因此，虽然愿意在满足紧急供应要

求方面进行合作，但供应数量可能有限，而且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

开始供应。  

等级 2：已经开始在商业的基础上向国外出口产品和（或）服务。因此，在接到紧

急供应要求时，愿意在现有能力范围内尽快供应。  

等级 3：拥有在接到短期通知时能够提供出口的储备。 

(3) 原子能机构预期将发挥以下作用： 

a) 在收到“意向书”后与有关参加国缔结双边“备用安排”，并对整个系统进

行管理； 

b) 作为保存人管理参加国按其承诺领域和能够提供的能力水平定期向数据库提

供的资料，以及管理原子能机构例行收集的有关该系统潜在需求的资料，例

如成员国今后的核电生产计划和国际铀市场情况。根据数据库资料编写有关

世界核燃料供应市场情况（充足性）的年度报告将是促进提高市场透明度的

一种途径。 

c) 在一国发生燃料供应实际中断时发挥居间人作用。 

如果一国满足了在启用该系统时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经认真审议后应实行的国

际防扩散准则，该国则有资格利用该系统的功能。   

该系统是一种虚拟安排：因为假定参加国继续持有和控制核燃料供应能力，原子

能机构就不需要实际持有或贮存核燃料。 

3. 讨论 

(1) 考虑到一些国家对可能在各种情况下发生市场失效所表示的关切，建议的系统不

仅涵盖铀浓缩服务，而且还涵盖核燃料循环前端的所有重要活动，即铀供应、铀

贮存、转化、浓缩和燃料制造。另外，建立该系统的目的是要求原子能机构收集

有关每个国家供应能力的数据和资料，对这些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以及从对市场

失效保持敏感的角度报告市场情况，从而首先防止发生市场失效。因此，可以说

这些功能是对六国建议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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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鉴于六国建议是建立在划分供应国和接受国的两分法基础上，像日本这样正在生

产供国内使用的浓缩铀，而且虽然正计划将来出口浓缩铀，但目前没有出口浓缩

铀的国家就不能按这种两分法进行分类。由于建立供应保证系统是表示国际社会

防止发生将成员国孤立于国际核燃料供应市场之外的意愿，因此，可取的做法是

尽量使更多的成员国有可能如本文件所建议的那样，根据其各种能力状况和情况

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该系统并为此作出贡献。  

(3) 很显然，建议的系统能否取得成功将取决于工业界的合作。虽然，众所周知，工

业界还是希望在最后出现妨碍市场的情况时提供合作，但期望工业界能够在促进

我们所建议的系统的合作中取得双赢局面，因为该系统的建立对于顺利扩大核电

生产以及特别是核燃料供应业务应当是有益的。  

(4) 除了将防止核扩散国际准则作为资格条件外，采用建议的系统不会给成员国造成

任何新的国际义务。我们希望有关准则应是任何成员国都能遵守的普遍准则。我

们也希望，通过采用这一安排系统，能够有效地鼓励各国享有燃料费用和启动资

金方面的经济利益以及享有功能健全的铀和燃料供应服务多样化市场所提供的可

靠性，并从而减少在本国境内发展无竞争力、小规模的浓缩和（或）后处理能力

的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