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能的历史有一个可怕的开端——虽然回忆是痛

苦的，我们却无法忘记。毫无疑问，这个开端

1945年8月发生在日本，当时核武器的破坏性恐怖结果是

如此强烈而悲剧性地得到证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里，随着更多国家掌

握了或是不断努力掌握这种技术以便开发此类武器，人

们的关注与日俱增。1953年苏联试验了其第一枚氢弹：冷

战开始了，而且愈演愈烈。

然而在同一个战后期间，核科学的和平利用同时也

逐渐被看做是一个未来的“高科技”领域——具有改变

我们生活方式巨大前景的领域。有人预测电力将便宜得

无法估量，还有其他一些异想天开的梦幻，例如使用一

颗“原子药丸”来驱动小轿车。但是事实上，实际的核应

用一直在或者说当时正在得到开发——在医学、农业、工

业方面，当然也包括在发电方面。这些技术在拯救生命、

减少痛苦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当时非常紧迫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开发和促进这

些和平应用，同时也要防止武器技术的扩散。这在过去

是，而且当前仍然是“核的两难处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盟军欧洲最高指挥官

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52年当选为美国总统。在全程

参加了那次可怕的战争之后，他首先考虑的是维护世界

和平。特别是，他决心解决核的两难处境。

他没有浪费时间。在担任总统的第一年，他在联合

解决核两难处境
50岁的国际原子能机构：

一个主管全球核活动的核心组织。

国大会上发出一项令人鼓舞的呼吁——一项被称为“原

子用于和平”的提案。在这个提案中，他主张在世界范围

内寻求这种能源的和平利用和削减核武器的库存。

为了领导这项工作，他还呼吁建立“一个国际原子

能机构”。正好四年以后，按照“原子用于和平”的精神

实际上建立了国际原子能机构。

它的任务一方面是开发和促进有前途的核技术的

有益应用，另一方面是防止核武器的扩散——也就是

说，解决核的两难处境。

关于这项任务中与核武器有关的部分，世界不久开

始认识到需要一个附加的法律机制。以某种方式分别获

得各个国家核不扩散或核裁军的承诺。在1970年，经过

数年谈判以后，产生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通常称

为NPT。它以一项交易为基础：简单地说，谋求和平核技

术的国家要放弃核武器的发展。

它不久就成为，并且目前仍然是，世界上得到最广

泛参加的条约。仅有的没有签署它的国家是印度、巴基

斯坦和以色列。朝鲜在1985年签署了条约，但是在2003年

宣布退出。

保障与核查

像其他几个国家一样，伊拉克早在1970年就签署了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然后按照条约规定与国际原子

能机构签订了一个保障协定。根据协定，它必须提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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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核材料和核设施的申报或清单，并且允许国际原子

能机构的核查活动——现场常规视察——以预防核设

施或核材料被滥用于武器目的。

但是20年以后，作为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直接结果，

一项伊拉克秘密生产核武器的计划在20世纪90年代初

被揭露出来。这导致在原子能机构主要决策机关理事会

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局面：35位理事得出结论，一个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国家公然违反了它的保障义务。

伊拉克秘密计划的发现也敲响了警钟。它清楚地证

明，一个按照推测遵守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的国家

可以同时执行一个隐藏的核武器计划。因而，如果要使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或保障可以信任，这个体系显然

必须得到加强。

当时非常紧迫的问题是如何

进一步开发和促进和平应用，同时

也要防止武器技术的扩散。这在过

去是，而且当前仍然是“核的两难

处境”。

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有能力监控一个国家的申报

核设施和核材料正在专用于和平目的并且提供保证。挑

战是也要能为一个国家没有“未申报的”、隐藏的核武器

活动提供保证。

经过漫长的辩论以后，在1997年建立了一种新的机

制。我们称它为保障协定“附加议定书”——一项要求

一个国家向原子能机构提供更加广泛的信息并给予它

的视察员进入场所和设施的扩大视察权的补充协定。到

10年以后的今天，82个国家有已经生效的附加议定书。

但是为了使之充分有效，核不扩散体制的这一主要特点

必须得到普遍的接受。

虽然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或核查工作引起媒体的最

大关注，但是它仅代表原子能机构全面工作的一部分。我

们在安全、保安和核技术的有益应用方面还有工作要做。

安全与保安

1986年4月，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新闻震

惊了世界。

这场灾难的结果理所当然地让人们认识到坚持核

能的和平利用还不够，还需要在核电及其他技术的操作

和安全方面的国际合作和透明度。在任何国家发生的核

反应堆事故可能不仅对人类健康和社会产生灾难性的后

果，而且会在世界范围内从根本上损害原子能工业。

在切尔诺贝利的余波中，原子能机构的事故综合报

告促使国际核社会认识到需要一个全球办法——这不

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事。随之而来的是安全公约或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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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总统1953年12月8日在联合国发表“原子

用于和平”的演讲。

照片来源：国际原子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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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体制的同行评审、强化的安全标准和近年来的

地区安全网络。

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埃尔巴拉迪再三强调，确保安全的

努力永无止境，必须总是认为这是

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

这种势头从未停止过。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

事，埃尔巴拉迪再三强调，确保安全的努力永无止境，必

须总是认为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当然这种努力

的一部分将是赢得公众的支持和关心，并且它要求公开

和透明。

2001年9月11日，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正在举行下午会

议。纯属巧合的是我们当时正在讨论原子能机构适度的

核保安计划——保护核材料和核设施免遭恶意行动的

攻击。这时飞机第一次，然后是第二次，撞击纽约世界贸

易中心的消息传到了理事会会议室。

经主席同意，会议中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重

要新闻节目被投射到主席台后面的大屏幕上。

当然，恐怖分子行动本身没有威胁到核设施，但是

国际原子能机构从切尔诺贝利得到的教训是：不能等发

生了事故再采取预防措施。

在短短几个月内，一个明显得到强化的防御核恐怖

主义的保安计划就被制订出来，并且得到核准和最初的

经费支持。后来，帮助成员国防止恐怖分子接近核材料、

核设施和放射源就成为我们任务的一个重要部分。

科学与技术

当然，我们的工作不全是由诸如此类的惊人事件

推动的。我们更经常涉及的很不幸是那些“隐藏的”危

机——关系到贫困、饥饿和疾病的危机。促进有益的核

应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我们执行的任务中的

人道主义部分。

原子能机构转让这些技术的工作开始于1958年，有

一个适度的125,000美元的年度预算，其中包括纽约的

一个小学生和他的同学给原子能机构第一任总干事的

2.01美元的捐款。目前这项工作的年度预算超过7500万

美元。

这项工作得到原子能机构两个实验室的推动——

一个在奥地利；另一个在摩纳哥港，被称为海洋环境实

验室，是1961年在摩纳哥公国的慷慨支持下建立的。海

洋环境实验室研究世界海洋的健康。

我们有好几百个利用核技术的项目是由成员国的特

殊和紧迫需要推动的。它们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帮助

确定孟加拉国紧急需要的饮用水，到利用辐射灭菌帮助

根治虫害，例如致非洲人畜死亡的采采蝇。我们把诺贝

尔和平奖的奖金捐赠给一个以培训发展中国家癌症治疗

专家为目的的项目。这些例子证明原子能机构给不同的

成员国带来不同的利益。

经过切尔诺贝利出事之后的多年停滞以后，当前不

可否认又出现了对核能感兴趣的迹象。重新对这种能源

感兴趣的令人信服的理由是众所周知的：更安全，更好的

经济性，对能源安全不断增加的担忧，能源需求的急剧

增长——特别是在发展中世界。当然，也包括对全球变

暖不断增加的严重关注。

核电近期的增长，根据当前的建设计划，以中国和

印度为最大。日本因其建设13座新核电机组的雄心勃勃

的十年计划仍然将名列前茅。

核心作用

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全球核活动的中心。它是《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的管理者。它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掌握和

平核技术的轴心。它是核安全和核保安的一种推动力。

简而言之，通过解决核两难处境，它是与每个国家都有

利害关系的一个组织。

大卫·沃勒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和管理司司

长。电子信箱：D.Waller@iaea.org。

本文基于2007年4月他在日本发表的一次讲话。欲了

解全文，请访问国际原子能机构网站（www.ia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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