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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法汇编》

内容概要

《国际原子能法汇编》内容简介：国际核能法律规制源于联合国成立之初，紧随着核能利用的起步阶
段，其重要性关乎国际战略格局、军事博弈和经济发展，既涉及鲜为人知的铁幕之后的核威慑对抗，
又深入民生热议的新能源开发合作，而相关法律制度并未被民众甚至学者所熟知。《国际原子能法汇
编》从国际法的角度，首次对核能利用的国际法律制度作一个系统的研究，辅之对福岛、切尔诺贝利
、三哩岛核事故等六十多年来世人瞩目的重大核事件案例的法律解读，阐述了国际原子能法的定义、
相关法律主体的地位、相关法律文书的逻辑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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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法汇编》

作者简介

　　陈刚，西安交通大学核反应堆工程学士, 中山大学法学学士,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博士。高级工程师，企业法律顾问。长期从事核电企业维修、培训、人力资源管
理和法律服务工作。曾赴法国接受核电站维修管理培训一年，受原国防科工委委任亚洲核合作论坛人
力资源领域中方协调员五年。现兼北京市国际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大学原子能法研究中
心研究员。责任编辑《核电相关法律法规汇编》（上、下册），主编《世界原子能法律解析与编译》
，编译国际原子能机构出版物《核法律手册》和《核法律手册——实施立法》。国家《原子能法》起
草专家组成员，参与《原子能法》和《核电管理条例》起草，参与《核损害责任条例》、《放射性废
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核立法咨询。负责国家能源局核电中长期规划研究核电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课题。
负责或参与广东台山核电中法合资项目,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澳大利亚、南非、纳米比亚铀矿收购,美国、新加坡太阳能电站项目收购
等项目法律服务工作。
和一般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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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法汇编》

书籍目录

国际公约
一、国际核组织法
联合国宪章
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
国际原子能机构特权和豁免协定
规定联合国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之间关系的协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规约
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节选）
二、国际核控制法
（一）核不扩散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
南太平洋无核武器区条约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
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与各国之间的协定的结构和内容
各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实施保障的协定的附加议定书范本
桑格委员会：专门或预备用于加工、使用或生产特殊可裂变材料的设备和材料清单
核供应国集团：核转让准则
核供应国集团：与核有关的两用设备、材料、软件和相关技术的转让准则?
（二）核裁军
南极条约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
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
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
里斯本议定书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三）核安保?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公约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
三、国际核合作法
（一）核安全
核安全公约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节选)?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 (节选)
1960年保护工人以防电离辐射公约
1960年保护工人以防电离辐射建议书
北欧辐射事故紧急情况援助协定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
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
1972年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
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1996年议定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节选）
保护南太平洋地区自然资源和环境公约
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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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法汇编》

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二）核损害责任
关于核能领域中第三方责任的公约
关于核能领域中第三方责任的1960年7月29日?巴黎公约的补充公约
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
关于强制解决《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争端的任择议定书
修正《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的议定书
关于适用《维也纳公约》和《巴黎公约》的联合议定书
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
1962年核动力船舶营运人责任公约
1971年海上核材料运输民事责任公约
（三）核能合作
核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和培训区域合作协定
亚洲阿拉伯国家核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和培训合作协定
非洲核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和培训地区合作协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促进核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
关于联合实施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建立国际聚变能组织的协定
联合实施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国际聚变能组织特权和豁免协定?
第四代核能系统研究开发国际合作框架协定
美苏（俄）核裁军协定
美苏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的协议
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
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
美苏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
美苏关于和平目的的地下核爆炸条约
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
美苏关于建立减少核危险中心的协议
美苏关于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美苏关于相互通报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的协议
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美俄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美俄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美俄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
联合国大会决议：核相关国际宣言及原则
设置委员会处理由原子能之发现所引起之问题
禁止使用核及热核武器宣言
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宣言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
国际合作裁军宣言
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
关于防止核浩劫的宣言
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
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原则的效力宣言
宣布199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宣言
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原则
补充1994年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的宣言
联合国安理会核相关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0（1947）决议案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52（1948）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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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法汇编》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74（1949）决议案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55（1968）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699（1991）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707（1991）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715（1991）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825（1993）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984（1995）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051（1996）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172（1998）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441（2002）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540（2004）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673（2006）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696（2006）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718（2006）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737（2006）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747（2007）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762（2007）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803（2008）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810（2008）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835（2008）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874（2009）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887（2009）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928（2010）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929（2010）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977（2011）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984（2011）号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985（2011）号决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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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法汇编》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1条 每个有核武器的缔约国承诺不直接或间接向任何接受国转让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
或对这种武器或爆炸装置的控制权；并不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引导任何无核武器国家制造或以其
他方式取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或对这种武器或爆炸装置的控制权。 第2条 每个无核武器的缔约
国承诺不直接或间接从任何让与国接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或对这种武器或爆炸装置的控制权的
转让；不制造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也不寻求或接受在制造核武器或其他核爆
炸装置方面的任何协助。 第3条 1.每个无核武器的缔约国承诺接受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及该
机构的保障制度与该机构谈判缔结的协定中所规定的各项保障措施，其目的专为核查本国根据本条约
所承担的义务的履行情况，以防止将核能从和平用途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原料或特殊裂
变物质，无论是正在任何主要核设施内生产、处理或使用，或在任何这种设施之外，均应遵从本条所
要求的保障措施的程序。本条所要求的各种保障措施应适用于在该国领土之内、在其管辖之下或在其
控制之下的任何地方进行的一切和平核活动中的一切原料或特殊裂变物质。 2.每个缔约国承诺不将（a
）原料或特殊裂变物质，或（b）特别为处理，使用或生产特殊裂变物质而设计或配备的设备或材料
，提供给任何无核武器国家，以用于和平的目的，除非这种原料或特殊裂变物质受本条所要求的各种
保障措施的约束。 3.本条所要求的各种保障措施的实施，应符合本条约第4条，并应避免妨碍各缔约国
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或和平核活动领域中的国际合作，包括按照本条的规定和在本条约序言中阐明的保
障原则，为和平目的在国际上交换核材料和处理、使用或生产核材料的设备。 4.无核武器的缔约国应
单独地或会同其他国家，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订立协定，以适应本条的要求。
这类协定的谈判应自本条约最初生效后180天内开始进行。在上述180天期限届满后交存其批准书或加
入书的各国，至迟应自交存之日开始进行这类协定的谈判。这类协定的生效应不迟于谈判开始之日
起1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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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法汇编》

编辑推荐

《国际原子能法汇编》的作者陈刚是核能和国际法学权威，作品权威性强。核能利用是国际热点问题
，《国际原子能法汇编》填补了国内核能法律方面的空白。这是一部以法律研究为主线，立意新颖，
观点独到，反映特殊国际法律发展、自然科学应用和国际变迁关系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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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法汇编》

精彩短评

1、　　如果大家上网查一下“国际原子能法”这个词，你能搜索出多少结果？结果一定会让你大吃
一惊，从来就没有这一说。大家好好看作者另一本书《国际原子能法》，看看是否接受里面的观点？
　　
　　《国际原子能法》简介
　　国际核能法律规制源于联合国成立之初，紧随着核能利用的起步阶段，其重要性关乎国际战略格
局、军事博弈和经济发展，既涉及鲜为人知铁幕之后的核威慑对抗，又深入民生热议的新能源开发合
作。而相关法律制度并未被民众甚至学者所熟知，本书从国际法的角度，首次对核能利用的国际法律
制度作一个系统的研究，辅之对福岛、切尔诺贝利、三哩岛核事故等六十多年来世人瞩目的重大核事
件案例的法律解读，阐述了国际原子能法的定义、相关法律主体的地位、相关法律文书的逻辑关联，
这是一部以法律研究为主线，立意新颖，观点独到，反映特殊国际法律发展、自然科学应用和国际关
系变迁关系的作品。
　　
　　《国际原子能法汇编》简介
　　本书是依据国际原子能法法律文书所调整的特殊核能利用关系，将国际原子能法律体系划分为国
际核组织法律制度、国际核控制法律制度、国际核合作法律制度，并进一步细化分解。书中首次汇集
了全面涵盖核相关国际法律文书112份，其中公约（含协议范本）类文书57份，美苏（俄）核裁军协
定13份，联合国大会决议中核相关国际宣言及原则12份，安理会核相关决议30份，其中许多法律文书
是首次翻译。汇编收集的各类法律文书是政府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核工业企业、法学研究人
员进一步开展核法律研究的参考依据和重要支持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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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法汇编》

精彩书评

1、如果大家上网查一下“国际原子能法”这个词，你能搜索出多少结果？结果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
，从来就没有这一说。大家好好看作者另一本书《国际原子能法》，看看是否接受里面的观点？《国
际原子能法》简介国际核能法律规制源于联合国成立之初，紧随着核能利用的起步阶段，其重要性关
乎国际战略格局、军事博弈和经济发展，既涉及鲜为人知铁幕之后的核威慑对抗，又深入民生热议的
新能源开发合作。而相关法律制度并未被民众甚至学者所熟知，本书从国际法的角度，首次对核能利
用的国际法律制度作一个系统的研究，辅之对福岛、切尔诺贝利、三哩岛核事故等六十多年来世人瞩
目的重大核事件案例的法律解读，阐述了国际原子能法的定义、相关法律主体的地位、相关法律文书
的逻辑关联，这是一部以法律研究为主线，立意新颖，观点独到，反映特殊国际法律发展、自然科学
应用和国际关系变迁关系的作品。《国际原子能法汇编》简介本书是依据国际原子能法法律文书所调
整的特殊核能利用关系，将国际原子能法律体系划分为国际核组织法律制度、国际核控制法律制度、
国际核合作法律制度，并进一步细化分解。书中首次汇集了全面涵盖核相关国际法律文书112份，其中
公约（含协议范本）类文书57份，美苏（俄）核裁军协定13份，联合国大会决议中核相关国际宣言及
原则12份，安理会核相关决议30份，其中许多法律文书是首次翻译。汇编收集的各类法律文书是政府
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核工业企业、法学研究人员进一步开展核法律研究的参考依据和重要支
持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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