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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距今已七十七载。核武器的废除不单没有任何具体

进展，实际使用核武器的机率甚至升到冷战后最高点。绝不可使用核武

器，必须实行有效措施以避免将会引起的可怖后果。

今年1月3日，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及法国五个核武器国家的领导人发表了

《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申明“核

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当前世界的分歧空前严重，核武器国家明确宣示在核战争方面

维持自我约束的立场尤其重要。核武器的使用等同于启动造成灾难性惨状的引信，他们

必须及早采取措施，彻底摘除使用的可能性，以及确保今后的冲突中不再有人威胁使用

核武器。

在此，我想提出一个紧急建议，就是将以下三点纳入8月1日于联合国总部开幕的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的最后文件中。

• 五个核武器国家誓言持续遵守1月发表的《联合声明》，立刻采取措施以

减少核武器造成的风险，履行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的核裁

军承诺。

• 五个核武器国家尽早确立“不首先使用”原则，将之视为最优先课题。

• 《联合声明》提到：“我们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或其他任何国家。”为

了具体化这句宣言，应促进不首先使用原则的普遍化，使该原则成为所

有核武器国家与依附核武器国的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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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强调要将不首先使用原则视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里的优先议题，

是因为如果想通过现有的威慑政策去实现防止核战争此目标的话，短期内或许可减少 

一些风险，但相互对峙及威胁的结构依然存在。

采纳不首先使用政策能大幅改善全球安全局面。举例说，当2020年6月中国与印度

发生边境冲突，导致数十名人员伤亡时，由于双方一直遵守不首先使用的承诺，使紧张

局势不至于加剧和恶化。

随着更多核武器国家采纳不首先使用原则，能强化核武器是绝不可使用的武器此一

规范，减少扩充核武库的诱因。再者，亦能防止因核威胁高涨而令其他一般国家也产生

要拥有核武器的想法，有助于中断核扩散的恶性循环。

不首先使用原则所带来的积极贡献不仅限于安全领域。相互牵制的核威胁形成了

一个加剧全球紧张局势及分歧的体系，化解它能令原本花在核竞赛上的资源用于对抗如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气候变化等威胁，保护人类的生命、生计与尊严。

我强烈呼吁所有的缔约国，把握此次审议大会的机会，将核武器国家对不首先使用

政策的承诺、所有缔约国对这项原则的支持，以及对所有无核武器国家不使用核武器这

“消极的安全保证”写入最后文件，从而转向一个新的安全模式。

一句东亚的箴言说道：“就像人倒在地上，还是要撑地而起一样。”如同这箴言所

示，当我们遇到危机时，不仅仅是把它解决，更要进一步活用这经验来开拓崭新局面，

借此发挥出人的真正力量。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从来都不是要造成持续下去的核威胁及对立，使之成

为人类无可避免的命运，这点我们必须谨记。

广岛、长崎的原爆幸存者，以及全球受核武器开发与试验影响的受害者，他们决

心不让地球上任何人再次经历同样的苦楚，不断地提出诉求。我们应该学习他们这种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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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核威慑政策主要的目的是要对方不使用核武器，而为了达成此目的则需

要不断扩充核武库。现今各国应退一步，将严厉地注视着他国威胁的目光，转向检视自

国核政策中固有的威胁。我敦促所有国家真诚地考虑自己如何能帮助防止核战争，如何

能大幅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风险。

为此，确立不首先使用原则正是关键的第一步。

创价学会是一个扎根于社区的全球性佛教组织，致力促进和平、文化及教
育。国际创价学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简称SGI)是创价学会的国际
性组织，亦是一个获得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逾40年来，SGI会长池田 大作(1928-)撰写多篇倡言与声明，为解决人类所面
临的复杂全球问题提出具体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