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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约通常简称“援助公约”，于 1986 年 9 月 26 日订于维也纳，1986 年 10 月 27 日正式生效。

1986 年 9 月 26 日中国政府代表作了有待核准的签署，同时声明：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受公约第十三条第二

款所规定的两种争端解决程序的约束；②在由于个人重大过失而造成死亡、受伤、损失或毁坏的情况下，中国不

适用该公约第十条第二款。本公约于 1987 年 10 月 14 日对我国生效。

本公约缔约国意识到若干国家正在进行核活动，注意到已经采取并正在采取全面措施确保核活动的高度安全，旨在防止发生核

事故和如果发生任何这类事故，则尽量减少其后果，希望进一步加强安全发展和利用核能方面的国际合作，深信需要建立一个将有

利于在发生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时迅速提供援助以尽量减少其后果的国际体制，注意到这方面互相援助的双边和多边安排是有益

的，注意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有关在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下互相紧急援助安排的导则的活动，兹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般条款

1.各缔约国应按照本公约条款互相进行合作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以下简称为“机构”）进行合作，以便在发生核事故或辐射紧急

情况时迅速提供援助，以尽量减少其后果并保护生命、财产和环境免受放射性释放的影响。

2.为便于进行这种合作，各缔约国可达成双边或多边安排，或酌情达成双边和多边相结合的安排，以防止或尽量减少在发生核

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时可能造成的伤害和损失。

3.缔约国请求机构在其（规约）范围内尽力按照本公约条款促进、便利和支持本公约规定的各缔约国之间的合作。

第二条 援助的提供

1.若一缔约国在发生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时需要援助，不论这种事故或紧急情况是否起始于其领土、管辖或控制范围内，它



可以直接或通过机构向任何其他缔约国和向机构或酌情向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以下简称为“国际组织”）请求这种援助。

2.请求援助的缔约国应详细说明所需援助的范围和种类，并按实际可能向援助方提供必要的情报，以便援助方确定其能满足请

求的程度。在请求缔约国不能详细说明所需援助的范围和种类的情况下，请求缔约国和援助方应协商决定所需援助的范围和种类。

3.受到此种援助请求的每一缔约国，应迅速决定并直接或通过机构通知请求缔约国，它是否能够提供所请求的援助以及可能提

供援助的范围和条件。

4.各缔约国应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确定并通知机构，在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下向其他缔约国提供援助可动用的专家、设备

和物资以及据以能够提供这种援助的条件，尤其是财务条件。

5.任何缔约国可以请求对受到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影响的人们进行医疗或暂时安置到另一缔约国领土内的援助。

6.机构应根据其（规约）及本公约的规定，对任一请求缔约国或成员国在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下提出的援助请求，以下述方

式作出响应：

（a）提供用于此目的的适当资源；

（b）迅速向据机构了解可能拥有必要资源的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传递援助请求；

（c）如果请求国有这样要求，应在国际范围内协调由此可能获得的授助。

第三条 对援助的指导和管理

除另有协议外：

a.对援助的全面指导、管理、协调和监督应是请求国在其领土范围内的责任。在援助涉及到人员的情况下，援助方应与请求国

协商指定人员负责并对所提供的人员和设备保持直接的业务监督。指定人员应当在与请求国有关当局合作下行使这种监督；

b.请求国应尽其所能为援助的妥善和有效管理提供当地的设施和劳务。它还应保证对援助方或代表该方为此目的而进入其领土

的人员、设备和物资予以保护；

c.援助期间任一方提供的设备和物资的所有权不得变动，并应确保这类设备和物资的归还；



d.提供援助的缔约国在响应依第二条第 5 款提出的请求时，应在其领土内协调此类援助。

第四条 主管当局和联络点

1.各缔约国应将其授权提出和接收援助请求以及接受援助建议的主管当局和联络点通知机构并直接或通过机构通知其他缔约

国。这类联络点和机构内的联络中心应连续不断地可供使用。

2.各缔约国应将第 1 款所述情况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迅速通知机构。

3.机构应将第 1 和 2 款所述情况经常和迅速地提供给各缔约国、成员国以及有关国际组织。

第五条 机构的职责

缔约国请求机构按照第一条第 3 款和在不妨碍本公约其他条款的情况下做到：

a.向各缔约国和成员国收集和传播有关下列情报：

1)在发生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时可以动用的专家、设备和物资；

2)关于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应急的方法、技术和可供使用的研究成果；

b.当一缔约国或成员国在下列任何事项或其他有关事项上提出请求时协助其：

1)制定有关核事故和辐射紧急情况的应急计划和有关法律；

2)制定适当的培训计划，培训处理核事故和辐射紧急情况的人员；

3)在发生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时传递援助请求和有关情报；

4)制定适当的辐射监测计划、程序与标准；

5)进行关于建立适当的辐射监测系统的可行性调查；

c.在发生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时向请求授助的缔约国或成员国提供用于对此事故或紧急情况进行初步评价目的的适当资源；



d.在发生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时在各缔约国和成员国之间起中介作用；

e.与有关国际组织建立并保持联络，以便获取和交换有关情报和资料，并向各缔约国、成员国以及前述各组织提供这类组织的

名单。

第六条 机密与公布情况

1.请求国和援助方应保护为在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下进行援助而向其中任一方提供的任何机密情况。这类情报只应用于商定

的援助目的。

2.援助方在向公众公布有关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下所提供的援助情况之前，应尽一切努力与请求国协调一致。

第七条 费用的偿还

1.任一援助方可向请求国免费提供援助。在研究是否在这种基础上提供援助时，援助方应考虑到：

a.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的性质；

b.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的起源地；

c.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d.无核设施国家的特殊需要；

e.以及任何其他有关因素。

2.当援助是以全部偿还或部分偿还为基础提供时，请求国应向援助方偿还代表其行事的人员或组织提供的劳务所开支的费用以

及不由请求国直接支付的与援助有关的所有费用。除另有协议外，在援助方向请求国提出索偿后应立即予以偿还，非当地费用的偿

还应能自由转移。

3.虽然有第 2 款规定，援助方随时可以放弃全部或部分偿还要求或同意延期偿还全部或部分费用。在考虑放弃或延期偿还时，

援助方应适当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第八条 特权、豁免和便利



1.请求国应给予援助方的人员和代表其行事的人员必要的特权、豁免和便利，以便履行其援助职务。

2.请求国应给予正式通知请求国并被其接受的援助方的人员或代表其行事的人员以下特权和豁免：

a.对这类人员履行其职务时的作为或不作为豁免请求国的逮捕、拘留和法律程序，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管辖；以及

b.对这类人员履行其援助职务免除征税、关税或其他课征，但通常计入商品或劳务价格内之税捐除外。

3.请求国应：

a.对援助方为援助目的而运入请求国境内的设备和财物免除征税、关税或其他课征。

b.对此类设备和财物免予没收、扣押或征用。

4.请求国应确保归还这类设备和财物。如果援助方提出要求，请求国应尽其所能安排对援助所用的可收回的设备在归还之前进

行必要的去污。

5.请求国应对按第 2 款所通知的人员以及援助所用设备和财物在进入、停留和离开其国家领土方面提供便利。

6.本条不要求请求国给予其国民或永久居民前述各款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7.在不妨碍特权和豁免的情况下，凡享有本条所列特权和豁免的受益人，均有义务遵守请求国的法律和规章。他们还有义务不

得干涉请求国的内政。

8.本条不损害按照其他国际协定或习惯国际法的规则在给予特权和豁免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9.一国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时可以声明，它完全或部分地不受本条第 2 款和第 3 款的约束。

10.根据第 9 款发表声明的缔约国，随时可以通知保存人撤回其声明。

第九条 人员、设备和财物的过境

各缔约国应请求国或授助方的请求，应设法为经正式通知的援助所涉人员、设备和财物通过其领土出入请求国时提供过境便利。

第十条 索赔和扑偿



1.各缔约国应密切合作，以便按本条解决法律诉讼和索赔。

2.除另有协议外，对于在提供所要求的援助过程中在其领土内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区内所造成的人员死亡或受伤、财产

毁坏或损失、或环境破坏，请求国应：

a.不得对援助方或代表其行事的人员或其他法律实体提出任何法律诉讼；

b.承担处理第三方对援助方或代表其行事的人员或其他法律实体提出的法律诉讼和索赔的责任；

c.使援助方或代表其行事的人员或其他法律实体在（b）项所述的法律诉讼和索赔方面，免受损害；

d.以及对下列情况给援助方或代表其行事的人员或其他法律实体以补偿：

（i）援助方的人员或代表其行事的人员的死亡或受伤；

（ii）有关援助的非消耗性设备或物资的损失或毁坏；

但由于个人故意渎职而造成死亡、受伤、损失或毁坏的情况除外。

3.本条不妨碍根据任何适用的国际协定或任何国家的国家法律可得到的补偿或赔偿。

4.本条不要求请求国对其国民或永久居民完全或部分地适用第 2 款。

5.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时，一国可以声明：

a.它完全或部分地不受第 2 款的约束；

b.在由于个人重大过失而造成死亡、受伤、损失或毁坏的情况下，它完全或部分地不适用第 2 款。

6.根据第 5 款发表声明的缔约国，随时可以通知保存人撤回其声明。

第十一条 援助的终止

请求国或援助方，经适当协商后并采用书面通知的方式，随时可以请求终止按本公约接受或提供的援助。这样的请求一经提出，

所涉各方应彼此协商做好妥善结束援助的安排。



第十二条 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本公约不影响缔约国根据与本公约所涉事项有关的现行国际协定，或根据本公约的宗旨和目的将来缔结的国际协定的互惠权利

和义务。

第十三条 争端的解决

1.若缔约国之间，或一缔约国与机构之间，对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争端各方应进行磋商，以期通过谈判或以争端各

方均能接受的任何其他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2.缔约国之间的这种性质的争端，如果从按第 1 款请求磋商之日起 1 年内未能获得解决，经争端任何一方请求，应提交仲裁或

提交国际法院裁决。凡提交仲裁的争端，如果争端各方从请求仲裁之日起 6 个月内未能就仲裁的组成取得一致意见，任一当事方可

以请求国际法院院长或联合国秘书长指定 1 名或 1 名以上仲裁人。如果争端各方提出的请求相互抵触，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请求

应享有优先。

3.一国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时可以声明，它不受第 2 款所规定的两种争端解决程序的任一种或两种程序的

约柬。对于实施此种声明的缔约国，其他缔约国也不受第 2 款规定的该种争端解决程序的约束。

4.根据第 3 款发表表明的缔约国，随时可以通知保存人撤回其声明。

第十四条 生 效

1.本公约自 1986 年 9 月 26 日和 1986 年 10 月 6 日起分别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和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各国和纳米比

亚（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签字，直至其生效或开放签字期满 12 个月为止，以两者中时间长者为准。

2.一国和纳米比亚（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或以签字、或以交存签字后须经批准、接受或核准的批准书、接受书或核

准书，或以交存加入书的方式表示其同意受本公约约束。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应交由保存人保存。

3.本公约在 3 个国家表示同意受其约束 30 天后生效。

4.对于在本公约生效后表示同意受其约束的每一国家，本公约应在该国表示同意之日起 30 天后对其生效。

5.



（a）根据本条规定，本公约应开放供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有权就本公约所涉事项进行谈判、缔结和适用国际协定的国际组织或区

域一体化组织加入。

（b）在其权限范围内的事项方面，这类组织应代表其本身行使和履行本公约给予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

（c）在交存加入书时，这类组织应向保存人递交 1 份声明，说明其对本公约所涉各事项的权限范围。

（d）这类组织除其成员国所享有的表决权之外不再享有任何表决权。

第十五条 暂时适用

一国在签署本公约时或在本公约对其生效之前任何日期，可声明本公约对其暂时适用。

第十六条 修 正

1.一缔约国可以对本公约提出修正案。提议的修正案应提交保存人，由他立即分送所有其他缔约国。

2.若过半数缔约国请求保存人召开大会审议所提议的修正案，保存人应邀请所有缔约国出席大会，大会不得早于邀请发出后 30

天内召开。在大会上经全体缔约国 2/3 多数通过的任何修正案应形成议定书，并在维也纳和纽约开放供所有缔约国签字。

3.该议定书在 3 个国家表示同意受其约束 30 天后生效。对于在该议定书生效后表示同意受其约束的国家，该议定书应于该国表

示同意之日起 30 天后对其生效。

第十七条 退 约

1.一缔约国可以用书面形式通知保存人退出本公约。

2.退约应于保存人收到通知之日起 1 年后生效。

第十八条 保存人

1.机构总干事应为本公约保存人。

2.机构总干事应将下列情况迅速通知各缔约国和所有其他国家：



（a）本公约或任何修正案议定书的每一签字；

（b）关于本公约或任何修正案议定书的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的每一交存；

（c）根据第八、十和十三条发表的任何声明或撤回声明；

（d）根据第十五条提出的暂时适用本公约的任何声明；

（e）本公约及其任何修正案的生效；以及

（f）根据第十七条提出的任何退约。

第十九条 作准文本及经核证的副本

本公约的原本应交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保存，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总干事

应将核证的副本分送各缔约国和所有其他国家。

下列签署人经正式授权，在依据第十四条第 1 款规定开放供签字的本公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1986 年 9 月 26 日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特别会议上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