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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罗马尼亚） 
V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会议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2 "停止核军备竟饔^核裁军"。但是，根据会议 

议事规则第3 0条，如有希望就任何与会议工传有关的：他颞目发言的，都可以发 

百。 

今天在发言者名单上登记的是印度大f卖杜贝。在请他发言之前，我要简单地谈 

一谈我怎样看待主席（次是罗马尼亚）在本月应发挥的^用。 

罗马尼亚代表团自今日起担任裁军谈判会议3月份会议主席职务，它充分认识 

到罗马尼亚由此而得到的荣誉，并充分认识到囡这一职务而应担负的各项职责。我 

要首先强调指出，由于我尊敬的前任波兰大《卖图尔斑斯基所佑的富有生气、不知疲 

倦的工作，这一主席职务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已变得容易些了，因此我要向他转达罗 

马尼亚代表团衷心的祝贺，同时还要向他致以热情的谢意并表达我们真诚的钦佩心 

1̀青。 

由于轮换制原则及机会这二者的统一，罗马尼亚得以担任3月份主席职务，而' 

3月在我们这个半球来说是春季的月份，也是解冻的月份，重新产生希望的月份。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征兆，我希望本会议的工佑可以表明，我们有能力为制止军备 

竟赛、实现裁军取得进展，取得积极具体的成杲。 

亲爱的同事们，我要向你们保证，我唯一的愿望是为本会议4^好服务工4^，严 

格照程序规则办事；我要尽一切努力推动对话^谈判。毋庸置言，我们的谈判能否 

取得成杲取决于每一个代彔团所作出的贡献，取决于我们大家要取得进展的共同意 

愿。 

过去的经验经常证明一而我的前任的富有积极意义的经历也证实一在履行 

赋予主席的职贲时.特别是在象我们这样一个基于协商一致的意见来开展工传的机 

枸中，正式及非正式的协商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是最重要的行动方法之一。你 

们可以确信的是，本代表团将不遗余力地确保在各代表团的见觯^立场都得到适当 

的考虑之后再佑出任何实质性或程序性的决定。我们坚信，我们的工4^取得进展的 

唯一可行的基础是，财心寻求所有代表团能一致接受的觯决办法。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会议的非成员国代表们保证，在由于他们参加我们会议的工 

佑所产生的问颞方面，主席本人将尽心为他们服务，因为裁军问颞显然是各国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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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罗马尼亚） 

关心的事。 

我不打算用很多篇幅来分析本会议的形势，因此我认为我可以这样说，我们目 

前所处的地位比一年前即1983年3月较为有利些。不久前通过了议程及工佑计划 

而在设立附属机构的问颞上也取得了某些逬展。 

这当然是鼓舞人心的，可是我们当然还不会说我们已感到满意了。相反，不能 

否人与越来越富于威胁性的军备竟赛的步伐相比谈判的进展则惊人的缓慢' 

主席本人的坚定意愿是，在富于建设性的工作气氛中继续4^在可能的情况下加 

快，个别的^集体的协商，以便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这类问颞很多），特别 

是为所有的议程项目设立附属机构及开始逬行其工作的问颞。 

从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发言中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结论，我们都必须作出特别的努 

力以便摆脱那种一常常无益的——关于工作机构的职权及名称的讨论，转而就议 

程上的问颞进行真诚的谈判。人们经常在这里相当正确地直申，必须把组织方面及 

程序方面的问颞视为实现我们根水目标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目的本身。 

我希望，我们能对多边裁军谈判，对这个独一无二的机枸一裁军谈判会议， 

付出我们的全部精力#寄于充分的信任，能表现出进行i炎判^釆取裁军措施所必需 

的政治意愿禾口相互妥协及友善的精神，以便缓^#消除灾难性的核战争的威胁. 

裁军谈判会议所肩负的贲任从ii^象现在这样直大；我们现在有可能以合乎情理 

及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对这种生与死的挑战共同作出反应，而这种可能性今后也许不 

会再有。 

我们必须接受这种挑战，我们别无逸择。 

我们必须釆取行动，否则就为时过晚了。 

尊敬的代表们，感谢你们倾听我的发言。 

杜贝先生（印度）：由于我是今天上午一般性辩论的唯一发言者，我认为我从 

而肩负了一项重要的职责。我要尽力使各位尊敬的代表不虛此行，如杲从质的角度 

来说做不到，那么至少从量的角度来说也应做到。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就您担任裁军谈判会议3月份主席职务一事向您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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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贝先生，印度） 

本代表团的热烈祝贺。本会议仍须清理一些初始的问题，然后才能认真开始进行今 

年的谈判。我们确信，在您的得力指导下本会议将有目标、有决心地迅速向前推进。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本月份的会议主席是一个与我们有着最友好关系国家的代表、 

一个具有您这样的经验和很有办法的外交家来拒任的。我代表印度代表团向您表示 

在您履行您的难巨职责时我们将给予充分而真诚的合作。 

我还要借此机会对波兰大使S .图尔班斯基表示感谢，因为他是新命名的裁军 

谈判会议的首任主席。由于他持续不断地努力，并且目的真诚，加之他具有毋庸置 

疑的才能，本会i义得以解决了某些程序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去年曾使本会议的 

前身裁g谈判委员会陷于瘫瘓达三个月之久。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禾籍大使J.莫雷利‧潘多表示深切的谢意，在他的领导下 

裁^谈判委员会结束了 1983年会i义的工作。他在两次会议之间的几个月中，在石差 

商工作中运用的方式，我们都十分钦fU 

在我们的同事中，有些是今年才到会的。虽然我已有幸同他们会面，并对他们 

表示了欢迎，甚至已与其中的一些人共同工作，伹是请允许我借本会议的讲坛再次 

向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及 

斯里兰卡诸国的大使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我要向他们保证，在他们在此任职期间， 

印度代表团将与他们全力合作，以便通过本会i义寻求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裁军谈判会议是在一种非常动荡不定局势中开始这一届会议Ô^。 一场规模前 

所未有的全球性危机正影响到国际关系的政治及经济领域。世界政治局势的特点是 

局势十分紧张，东西方关系处于危险的状态，冷战卷土重来。新的冷战给军备竟赛 

火上加油，对核军备竟赛更是如此。而核军备竟赛又反过来加深了全球性危机并加 

剧了世界紧张局势。至于最近无论怎么说已失去气势的裁军谈判，现在实际上已陷于 

停顿。1983年1 1月英迪拉.甘地总理在新德里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的开幕词中 

用这样的话形容了当前的局势："-⋯⋯今天日益加深的危机比我们过去预料到的任 

何事情都更加严重。和平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军备竟赛几乎已失去控制一⋯."特 

鲁多总理最近在一次发言中则说了"世界关系残酷无情"。 

今天，我们还面临国际经济合作及国际经济体系的危机。裁军谈判实已崩溃， 

与此同时东西方对话陷于停滞。许务人更清楚地意识到巨额的军事开支（现已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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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贝先生，印度） 

每年8000亿美元）与世界经济危机之间的直接联系。某些国家将这些巨额资金转 

用于軍事目的，它们的经济结构出现许务畸形现象。这反映在下述方面：结构性巨 

额预算赤字、更高的利率、保护主义措施的加强、世界货币及贸易体系受到侵害和 

咸胁。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社会正义，并保护其人口中力量薄弱阶层的利益，对各自 

经济中自由发挥作用的市场力量进行了干预，发达国家政府对此提出了指责，但它 

们自己却以国家安全为名对各自的经济进行大规模的干预。这种作法不仅严重损害 

了其他发达S家的经济利益及其前景，也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及其前 

景。中断限制军备会谈和将核军备矿充推入狂热的新阶段的根本动机、与使南北对 

话倒退的根本动机，其本质是一样的。前者的目的是谋求^事优势；而后者的目的 

则是企图把经济上较为强大国家意志及意识形态强加给较弱的 S家。 ‧ 

在裁^谈判会议认真开始其1984年会议的工作时，要人们不把1984年与乔 

治‧奥威尔在其著名小说中加以讽刺的那众所周知的对应的一年进行比较是不容易 

的。在国际关系中1984年正在发生的一切与乔治*奥咸尔政治小说中所预言的一 

切最相似之处莫过于核军备竟赛的领域及用以为这一竟赛作辩护的所谓安全理论。 

今日的核军备竟赛不仅咸胁到奥咸尔那一代人极为珍重的自由，而且威胁到了人类 

文明的构成，何止如此，它简直咸胁到了人种的幸存。人类对今天类似奥咸尔小说 

中的"老大哥"感到恐怖，这个"老大哥"就是那个得到强大无比、自主自助的军 

事工业及技术支助的"世界末日机器"。同样还是在核军备竟赛及裁军方面，人们 

遇到了最精心推敲和最有害的那种"双重思想"，即核威慑的理论。最后，没有哪 

个领域里的"双重言论"比这一领域中"双重言论"搞得更系统更务。正是在核军 

备竟赛的领域我们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一些国家进行核战争准备是为了避免核 

战争，积累核武器储存是为了消除核武器，"世界末日"机器在防止战争方面已 

取得了成就。还是在这个欺骗与"双重言论"的王国里，备用的核武器务达 

18, 000到20， 000个弹头，而口口声声地说使用这些弹头的目的是进行威慑。 

人们完全可以把1983年视作近期裁军谈判史上的最低点。就在这一年，随着 

潘兴II式导弹及巡航导弹在欧洲的部署以及对此而釆取的部署更务其他类型导弹的 

反措施，开始了核军备竟赛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一年中我们还看到，就连十分有限 

的核裁军谈判的体系也崩溃了。这一局势自然会反映在上届联合国大会的讨论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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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问题所作的决议中。一方面，去年比以往各年通过了更多的决议，达6 6项， 

从而反映出公众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对国际安全环境日趋复杂及:^不稳 

定性感到十分关注^失望。另一方面，几乎在所有关鍵性的裁军冋颞上，大会意见 

都有很大的分歧。分歧之大使人仿佛难以相信，而在大约五年前，就是这同一个机 

构却达成了体现于第十次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的协商一致的意见。大会仅能就 

少数边缘性的、不很直要的裁军问颞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由于某些核武lè^ii家采 

取了一种十分冷漠的态度，致《,大会未能就摆在面前的最紧迫、最关键的问颞达成 

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协商一致意见，这些问题是：防止核战争、制止核军备竟赛及实 

现总的核裁军。 

我们过去几周中在裁军谈判会议所目睹的一切，正是大会曾经发生的一切的如 

实写照。由于本机枸要传决定是采取协商一致的方法，而某些核武器国家有系统地 

利用一方法来阻挠裁^领域中真正直要而迫切的间题取得逬展，本会议的形势已 

变得更为令人失望，而且它背离世界现实更远了。大会通过的数量最多的一组决议 

涉及的是防止核战争的问颞^制止军备竟赛及实现总的核裁军的间颞。可是在过去 

五车中，水会议就这些问颞进行的谈判还没有开端。不结盟国家及中间a家坚持不 

懈地努力，以便就这些议颞设立工作小组，可是这些努力都告失败了。而关于唯一 

的核裁军议程项目（即核禁试）的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也被有意地局限在核置这方 

面。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会议的不结盟a家及中间国家成员只因为提请人们注意 

这些极亶要问颞，只因为努力设法就这些问颞逬行认真谈判，便受到了严厉的指 

贲。它们受到指贲，是因为它们说的话或做的事有可能打乱某些国家耍花招的计划: 

夸大相对来说次要及不甚紧迫间颞的直要性，并傻会议集中精力于这些问颞，从 

而俊世界舆论对裁军谈判会议的职能产生误解。 

无疑，裁军谈判会议有很大的潜力，可是这些潜力从未被挖掘。以极其有害的 

方式对刺激军备竟赛负有主要贲任的理论同样对本会议陷于瘫痪负有贲任，每当某 

核武^国家发觉它必须对其他核武器国家取得军事优势时，这个国家便决定在:^取 

得军事优势的过程中中断限制军备会谈，或者只作出进行这种谈判的样子，当它感 

到已经取得了军事优势从而准备从实力地位来进行谈判时，另一个核国家会得出 

柱的结论：在箕实力赶上去之前限制军备会谈并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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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杲就是没有任何军备限制，更谈不上真正的裁军揞施，有的只是核武库不断扩大, 

引用核威慑理论的目的是为取得军事优势从而保持自己在世界上的影响^支配 

地位并维持现行世界秩序的行为作辩护。我在去年裁军谈判^员会的一般性发言中 

曾指出，这种威慑或平衡或均势的理论完全是一种幻想。均势或平衡的概念是主观 

的、武断的、利己主义的。是否有均势只是主观的判断，无法从客观上加以断定。 

其他的不提，现代军备性质复杂而且武器系统范围广泛，要想判断军事平衡上出现 

什么变化实属不可能。这种情况还很有可能在数量、精确性等冋颞上造成混乱，从 

而给人以«—轮轮新的核军备找到借口。如杲均衡本身就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那 

么就不可能有什么平衡。事实上，核威慑甚至算不上是一种安全理论，而是一种维 

持处于支配地位施加影响、霸权及现状的理论。安全不过是一种幌子，W便能够组 

织并维持公众对种理论的支持。 

如果再加上意识形态的这一因素话，那么这一理论就更具有欺骗性。例如， 

有人说，为了维持和保护自由世界，或民主的或其他形式的政府及社会经济制度就 

必须维护均势或平衡。但是些人忘了，对各种社会及社会经济制度的最佳保护来 

自这些社会^制度的内部。况且，没有什么东西比巨额军备开支^核武库的扩充更 

有可能破坏些制度并摧毁其社会及经济结枸。 

目前扩充核军备的动态清楚表明，这一理论是空洞的，也暴露其几乎毫不掩饰 

的目的性。 S ‧朱克门在:^《核幻想萍口现实》一书中指出，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早 

已超过了为确保达到互相毁灭绝大郤分这一程厪的需要。他指出，"没有理由去相 

信双方核武库规模的巨大增长已加强彼此的威慑状态。"他还很巧妙地指出,"（军 

备）增长无异于使一种本无觯毒药与之抗衡的毒药再加一倍剂量"。 

沙尔马先生（印度）：杜贝大傻因感不适不得不离开发言席。他要求我继续他 

的发言。S.朱克门因此建议说，如杲及方大大削减核武库的规模并不会有所损失, 

据他说，"一'⋯随着每一次推迟达成核军备控制的协议，核武器的迅速变化^增长 

就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后来取得的最佳成杲比一两年前可能取得的最不理想成杲 

更差"。 

他还指出，英国^法国声称，它们即将部署的核军备仅为美苏核军备规模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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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零头，但已足以构成一种独立的威慑力量。如杲人们相信这种说法，那么超出了 

联合王国或法国要达到的水准的美国及苏联的全部核武库则是多余的了。 

最后，当核武器国家誓言要忠于核威慑时，其中的某些国家却在此时逬行研究， 

W便发展可以使威慑过时的未来型武器。 

重要的是，在这种背景下应当指明：不结盟运动从未同意将:^在核裁军方面的 

目标限于核军备控制。不结盟国家赞成彻底消除核武^。我们不赞成确定可以确保 

威慑的核军备水准，而是赞成拋弃整个核威慑的概念，因为这一概1^的依据是恐惧 

^怀疑，而一概念又被人为地赋予了某种与：真正的性质完全不相同的意义，并 

且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杜撰的最大的概念性谎言。我们并不认为人类注定要和核武 

器共存。象这样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合法化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常期威胁，：fc目 

的是维持核武器a家的统治地位及霸权地位。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核战争带来的大毁灭的灾难性程度。去车车初，世界卫生 

组织任命的一个专家小组所起草的研究报告得出这样的结论：全世界的医疗界^服 

务设施在医治样一场战争幸存者挑战方面几乎是无能为力的，至于恢复被这种 

战争破坏的医疗服务设施及基础结构的工佑就更谈不上了。过去两车对核战争在气 

候及生物方面造成后杲逬行了广泛的科学研究。1983年1 0月至1 1月，在华 

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公布了这一研究的结杲。后来外交筝务杂志1983—1984冬 

季刊的一篇以C •萨根署名的文鞏也公布了这些结杲。这些新发现的核心是，一场 

核战争6^长期性后杲会形成一种全球性气候灾难。c •萨根在文鞏中得出的结论 

是"⋯-⋯核战争的前景现在明显可见地威胁着这个星球上的每个国家^每一个人"， 

"现在*来更有可能的是，未卷入这种冲突的,家——甚至连那些在美苏全球性对 

抗中完全中立的国家——的人及经济都会降低到史前的水平，甚至还会更稩"。最 

后，C.萨根警告说，"第一次打击对发动侵略的国家来说无异于一种全民族的自 

杀，即1"吏遭到进攻的国家不抬一指之力进行报复也是如此。几天之内，盛行风就会 

把核冬天吹到发动侵略的国家去⋯'一"。 

我们当中看过引起广泛议论0^美国影片"翌日"的人除了其他情况外也许还记 

得下面的这种情景：由于电磁脉冲6^缘故，受到核逬攻影响的整个社会一下子倒退 

到电、电话、收音机及汽车出现以前的时代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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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现的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之一是，有些核武器国家甚至不想使:^人民真 

正明白核战争的恐怖。事实上，它们在忙于鼓吹某些理论，散布某些资料，以便《吏 

人民对核武库的存在处之泰然。甚至还有人企图压制并漠视要求实现核裁军的公 

众舆论。真诚、认真而杰出的人却有被打上幼稚、受蒙蔽或反民族主义者的标记的 

危险。 

这些核武器国家的决策人目前的心理状态被C .萨根贴切地描述为心理学家称 

之为"否认"的佑法。按照这种行为，这些人不去想那种极度令人痛苦的问题， 

部分原因是好象他们对这些问颞无能为力，还因为担心会招来一用C.萨根的话 

说一"对那些在过去或目前应对全球性核军备竟赛主动或被动地负有贲任的人的 

回击。"这种犯罪变态心理常常会日甚一日。它使这些有关的人对他们的决策^行 

动所带来的危险无动于衷，4^刺激他们继续^那同一件事，即储存越来越多的核武 

器，以便为他们过去作出关于参加核军备竟赛的决定逬行辩解。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B .图奇门 1 9 8 3年 9月 2 7日在《rsi际先驱论坛报》的 

一篇文鞏中指出，"今天，对核战争普遍存在的恐惧可能是引起变化的一个新因素。 

这是可以促《凌我们朝过去八十多车均夫实现的控制战争这一目标努力的唯一动力。 

此外，它也是公众手里的一种工具。"反对核军备竟譽的群众运动有助于人们相信 

B.图奇门所说的话。但是，一件具有悲剧性讽刺意味的筝:i",这些国家的政府不 

采取有意识的、经过精心计划的预防性行动来制止核军备覔赛4^实现核裁军，却只 

是在受到其对一场核毁灭怀有恐惧心理的人民施以压力时才可望采取行动。恐惧几 

乎算不上是促使人采取合理行动的正确依据。因为它引起仇恨^不满，从而只会影 

响人们的判断力^合理的思维。但是，在这一问题上恐惧的可取之处是，它不是人 

类某一鄧分对另一部分的恐惧，而是全人类由于大家共同意识到的大灾难所产生的 

恐惧。 

最近发表的某些报道暗示，潘兴Œ式导弹及巡航导弹在欧洲部署后，和平运动 

失去了号召力，也失去声望，正处于江河日下的阶段。没有什么可以比这更不真实 

的了。 ̂ 平运动的发展是由于全世I人民共同对人类的生存怀有真正的关切心情， 

而无论I处于哪个大陆，属于哪个种族及社会经济体制，或处于何种社会及经济发 

展阶段。事实上，由于最近研究核战争后杲所做出的可怕预测，公众对继续逬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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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备竟赛的危险意义，认识得显然更清楚了。最近在某核武器国家的首都作的一次 

调査表明，大部分十几岁的青少车对发生核战争时他们能否生存下来都感到关切。 

他们认为核战争会发生这一点没有疑问，对他们来说，唯一的问颞是核战争何时会 

发生。考虑到^平运动动机有这一根水的性质，要相信这一运动会被迫转入地下 

是没有根据é^。我国外长最近在斑加罗尔大学集会时发言指出："一⋯.从现在起到 

本世纪末，为人类生存而奋斗的力量同那些不管以什么理由正把世界推向灾难边缘 

的力量之间的较量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希望，群众受到启发而产生的这种反核武器情绪的髙涨会最终迫使那些政 

府制止核军备竟赛4^釆取步骤消除核武器。联合国大会认识到联合国可以发挥佑用 

在基层唤起4^加强全世界关注核裁军问颞，因此决定发动世界裁军运动。印度完全 

支持这一运动所开展的各项活动，41^非常重视它所能取得的成功。我要借此机会宣 

布，我国政府决定再向联合国世界裁军运动捐献一百万卢比。今天，没有什么事业 

象我国外长在我上面提到那篇讲话中称之为"生存教育"的事业同样亶要的了。印 

度要尽一切可能为推动这一事业做出贡献。 

我们这些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人仍然有能力通过就防止核战争、实现裁军的具 

体可行措施进行谈判来挽救这一危急的形势。为此目的，裁军谈判会议在夫来几周 

中应加紧努力作出明确而有目的性的决定，以便开始关于这些极为紧迫的问题的谈 

判进程。本代表团确信，加强裁军谈判会议的声誉、地位及有效性，并使其符合当 

代现实的唯一方法是，把核裁军问颞，包括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问颞，作为今年的， 

以及以后的主要议题。 

尤：是，在1984年我们不能从往年的立场出发来看待防止核战争的问题，因 

为1983车的事态发展表明现在的局势已经完全临近于只能进不能退的局面。*他 

事态发展中，在欧洲最近一轮的导弹部署.地发射与摧毀之间的预警时间缩短到仅仅 

五分钟了。这些部署所造成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后杲是一在此我不准备谈论对:^进 

行的辩解或对:^提出的反对意见——促使采用#实行预警犮射的战略。同核武器# 

存本身就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危险处境；但是命预警发射并存则完全是身悬绝壁了。 

尽管世界上已有最尖端的预警系统，但月亮的升起^加拿大鹅群有时会导致关于核 

导弹进攻的错误判断，仅仅1 8个月内就可以发出147起错误警报。在这种形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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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能肯定地说，事态的发展在迫使人们采用预警发射的情况下，末日还没有在敲 

我们的门呢？ 

就防止核战争的各项措施而言，我们认为，由于最近事态的发展我们认真考虑 

印度关于就不傻用核武器公约进行谈判的建议变得更为紧迫了。締结这一项公约就 

能大大改善国际关系的气候。它将降低人们恐惧的程度，并给这感受着极度痛苦的世 

界带来极大的宽慰^一线希望。此外，它会《$我们有信心去觯决就制止核军备竟睿 

^核裁军的协定进行i炎判这一艰巨任务。如杲不为别的目的而只为此项目的去完成 

一工作也是值得的。 

认真处理防止核战争问颞的第一个基本步冁就是执行大会第3 8 / 183 G号 

决议，该决议呼吁我们"进行谈°判，以便就防止核战争的适当可行的措施达成协议 

并为此目的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我们真诚希望在本会议派有代表的西方国家撤 

回它们对开始判进程的反对意见。我们诚挚希望它们今年采取一种富有建设性的 

态度，因为它们对人类的命运应当感到同样的关注。 

水代表团同样重视设立本会议关于核裁军的特设工^小组及不再延误地就此议 

题进行谈判的问颞，在这一关鍵的领域内，我们已失去了多达五年的时间而一事无 

成。 

我们显然不同意西方国家代表团的下述观点：目前在核裁军领域所要做的一切 

就是由两个超级大国来恢复它们之间的谈判。这些谈判的基本根据与我们对这一议 

题的基本立场是相抵触的，对这一事实我怎么强调也几乎不会过分。逬行这些谈判 

有这样一个设想，就是我们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安于^核武器共存下去。而我们的立 

场是，必须消除核武^,因此我们希望立即开始谈判以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些谈判 

中提出来的五花八门的建议我们不去评头论足。我们要指出的是，根据这些建议中 

的任何一项，核武器都将保留下去，核军备竟赛都将继续下去。此外，就连这些有 

限的谈判的进程^结局也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及:^盟国之间及边关系的变化。根据 

它们之间关系的气候，这些谈判时而中断，时而中止，义时而恢复。本会议至少有 

贵任保证这些谈判继续下去。 

最后一点,，本会议必须立即并极其认真地着手处理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问颞。 

最近的事态发展可以表明，这种军备竟赛已不再是科幻小说的一部分了，它正在迅 



CD/PV.246 
18 

(沙尔马先生，印度） 

速地成为一种现实。再说，这些事态发展也充满着严重的后杲。首先一条是，它们 

会招致一笔多达成千上万亿美元的灾难性的费用。有的估计是5， 000亿美元。象 

这样大量地转移资金，就连那些经济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必然会被摧毁, 

并会对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来说尤为如此。这会《吏整 

个南北对话在未来的一段长时间内不具有任何意义。 

某些已着手研制的武器系统会改变国际安全及战略理论的根本概念，改变力量 

关系的根本特性^结构。如果有关国家竟然成功地研制出被称之为"最后武器"的 

武器，或者说摧毁所有武器的武 f ^ ,那么就不存在裁军的动力了。世界就会^核武 

库永久地共存下去，有限核战争也会成为一种明确的可能性。但是，所有危险之中 

最大的危险却在于研制这些触发一场核战争的武 I I的进程本身。 

本代表团不得不深感失望地指出，现在某些代表团有一种对这些灾难性的事态 

发展不予理会的趋向，理由是现在已着手的不过是研究^研制而已。在此阶段， 

我不想详述正在发生的一切，不想详述有关政府在研制这类武器系统上花多大力气 

以及这些武器系统业已发展到了何种程度。我只想指出，技术发展本身有一种势头, 

一俟技术上达到可行程度，就会产生部署这种武器的动力。此外，在新武器系统的 

大都分部署之前来制止军备竟赛总是比部署之后要容易一些。 

在水会议上迄今所^的各项发言中，人们数次提到了最近的事态发展可能怎样 

地影响到现存的条约。虽然这一点与问题有关，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真正的挑战仅涉 

及法律*司法的问题。它是一个更具有根本性的挑战，涉及人类的命运本身。 

根据我对这些事态发展所具有的严亶性斧口严肃性谈及的一切，我们就可以（借 

用去年大会关于这一议题的决议的话说）不迟延地就此问题逬行谈判，以期达成一 

项或数项协议。这项决议是以147票赞成的压倒多数，一票反对，一票弃权的表决 

结杲而得到通过的。关于这一议题应该做些什么，大会讲得再滑楚不过了。 

对此项决议投了赞成票的一些西方国家现在却不准备接受该决议中关于这一议 

颞的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对此我们确实感到迷惑。它们想回到裁军谈判委员会上 

届会议所讨论的职权范围上去。它们提出这样一种论点为它们的立场辩解，即现阶 

段需要着手进行的是明确问颞，确定优先项目等初步工作，并搞清楚目前正在发生 

的一切。主席先生，这些国家釆取这一立场不仅正在违背它们在大会所采取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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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低估了这方面事态发展的严重意义及不能过晚地采取行动的迫切意义。如杲 

今后一、两年中我们确实发现我们已到了只可进不可退的地步，那么这些国家对可 

能降临到人类头上的命运应负有责任。这些措词是强烈的，但是我使用这些措词是 

经过考虑的，因为我们相信在这样重要的问颞上，是没有余地也没有理由说些含糊 

其词的话或釆取等着瞧的态度的。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指出，本代表团对本会议1984年会议期间为拟定一项 

化学武器公约进行谈判，怀有极大的兴趣，如杲那是可能的话。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印度代表所作的发言，感谢他对我国及会议主席本人所讲 

的友好言词。 

我请印度代表团向杜贝大f史转达我们的真诚希望，希望他只时暂患小疾。 

今天预定发言的人已发言完毕。还有哪个代表团希望发言。看来无人希望发言。 

经我要求，秘书处今天散发了一份非正式文件，内容为本会议及:K^附属机构下 

周的会议计划。如同以往那样，根据通常的^法这只是一个供参考的计划，在必要 

时还可以修改。如.杲无人反对，我认为会议通过了这项计划。 

1尤这么决定了。 

亲爱的同事们，你们都知道我们面临许多组织方面的工作，为了我们会议工作 

的利益这些问题必须加紧解决。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能支配的很少时间，我准 

备在3月2日星期五上午1 0时3 0分召开一次专门讨论组织方面问颞的非正式会 

议，如杲无人反对，我将认为本会议赞成我们于明天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 

会议决定如上。 

为了利用我们今天上午剩下的时间，我准备邀请愿意参加非正式交换意见的代 

表团于中午1 2时 I 5分到C. 108室来参加这一工作。我要借助于那些愿意帮助 

我进行下一步工^的代表团的意见，特别是要倾听关于我们所面临的优先事项的意 

见，尤其是组织方面的问颞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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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通知诸位.下次全体会议定于3月6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召开。 

会议于中午1 2时结束。 

^ »0< »0<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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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罗马尼亚）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开始。 

今天，裁军谈判会议开始审议议程项目3，颞为"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 

事3^ "然而，象平时一样，任何成员国.如有愿望，可以根据议事规则第3 0条 

提出同本会议有关的任何i义题。 

今天在我这里登记发言的有法国、摩洛哥及墨西哥等国代表。我首先请尊敬的 

法国代表，德拉戈尔斯大使发言。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法国代表团首先想向你表示祝贺.并最 

良好地祝愿你在任职期间取得成功。我国代表团高兴向你这位罗马尼亚的代表问 

候。罗马尼亚同法国有着悠久的友好关系，在思想上具有可贵的类似之处。你才 

华和经验使我们相信，你将会非常出色妙完成你的任务。 

我们尊敬的波兰同事在我们会议第一个月作出了很大努力。为此，我11代表团 

也想向他表示十分感激的心情。他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杲；从而使我们现在能够恢 

复关于一个特别重要的议程项目的工作。我还想借此机会提请大家注意波兰同法国 

之间悠久的友好关系，并且请注意我国同胞一向对波兰这个民族在其光荣而引人注 

目的历史上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感到十分崇敬。 

我还想代表法国代表团再次向新来的同事表示欢迎。他们是来自澳大利亚、比 

利时、加拿大、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及斯里兰卡等国的 

大使。我将很愉快地继续同他们进行友好合作，我们同他们的前任之间关系的一个 

特点就 是友好 

那些在我以前发言的各位同事总的来说都已强调了国际关系的恶化以及这种恶 

化所包含的危险性。法国代表团在很大程度上对此种关注抱有同感；伹是不同意如 

下看法.即国际形势的一切方面都已严重到象某些会议成员国所说的程度。当然， 

我们认识到了紧张局势和论战的持续性。对于继续诉诸武力的各种行动，我们表示 

遗憾；它们是：苏联占领阿富汗，伊拉克同伊朗的战争，威胁黎巴嫩独立和完整的 

危机，以及在东南亚、非洲和中美洲使用暴力的情况等。还有，在日内瓦开始的极 

其重要的双边核问题谈判的破裂，我们也感到遗憾。 

不过，尚不存在使之完全破裂的明显愿望，每一方都肯定了自己愿意继续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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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上个月开始的斯德哥尔摩会议表达了欧洲人有决心在他们中间确定恢复信 

饪和促进安全的手段。而恢复信任和促进安全是以裁减军备为目标的一我们希望 

这一目标不是太远。维也纳均衡裁减军队的谈判将要恢复。在这里，我们今年的年 

会一开始比去年要好；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前景看起来令人鼓舞。我们希望，如果 

各方都抱有坦率的态度，本会议就能够充分利用在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颞上各自十 

分不同的情况对所有议程项目作出有利的处理。 

有几位代表都强调了与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积累相关联的危险。我们并不否 

认存在着对安全的种种危险.这在事实上是可能由于不均衡和不稳定而产生的。伹 

是.如果把目前局势的特点说成是严重的核灾难危险，这似乎太悲观丁，更不能说 

这种灾难的危险已迫在眉睫。 

此外，某些运动仍试图使西方国家引起核恐慌，但我们哪里也看不到这种恐慌, 

这种灾难会来自何方呢？去年大西洋联盟各国重申，除了反击侵略之外他们的饪何 

武器都不会用于其他目的。这一承诺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有关不使用武力 

的义务。除此之外，华沙条约成员国也宣布过他们的和平愿望，我们注意到了他们 

的声明。 

囡此，我们应该冷静而客观地考虑目前关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现实，因为这些 

现实决定了裁军事业的状况。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去年九月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就这个议颞作了如下阐述 

"各国之间的和平只有建立在真正均势的基础上才能持久。这是历史的教训。 

正是为了尊重这一金科玉律，各11的独立和安全权利需要一致。其方法应该是建立 

上述均势，或者，如果此种均势已不复存在，则应重新建立这种均势，保证稳定， 

逐步把实力降低再降低，并随时核査所得到的情报；这就是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各种 

问题的唯一可能的方法"。 

这一阐述以最明确的语言表达了法国政策所依据的原则。 

因此，争取和平和买现安全的条件就是实现裁军的条件。由于这个原因，我们 

在为裁军事业列举的一系列主要目标一我们的十项任务——中，纳入了一项颞为 

"裁军和il际安全"的内容。法国代表团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要在我们议程中纳入 

一个题为"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项目的理由。 

过去，法国代表团曾很乐意地同意把这个项目单独列出。这样做突出了这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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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即不能把防止核战争同其他事项孤立地分开。这并不是一个专门与核有关的项 

目。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它与核裁军是联系在一起的。从定义出发，实现了核裁^ 

就会排除核武器的使用。伹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一这种形势肯定会持续一些时间 

—这个项目主要涉及的是防止一般战争，即由于升级可能导致超越核级限的常规 

战争。因此，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颞以及实现安全的各种条件：从政治方面来 

看，就是能够确保充分信任的国际关系状况，实现这种信任特别要通过尊重关于禁 

止使用或咸胁使用武力的《宪章》原则；从至事方面来看，就是通过适当措施来维 

护必要的均势和重建信任。西方各国在斯德哥尔摩所提出的各项建议为这种方法提 

供了实例。 

提出的其他措施还有，通过禁止使用或禁止首先使用核武器来具体谋求防止核 

战争。法国代表团曾务次在本机构以及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委员会，提出理由说明 

为什么这些无法核査的口头宣布的措施将会严重损害他们声称要促进的事业，囡为 

这些措施将会在一个方面破坏安全所需要的均势，从而引起政治方面和战略方面的 

不稳定，并产生会影响整个世界的不可估量的后果。 

我们将就新的议程项目3进行讨论，这将为法国代表团提供一个更加深入itiî论 

及这一根本性问颗的场合。 

我曾试图把"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纳入我们范围很广的议程措词。 

它提出了一个宏伟的，伹我们认为是必要的任务，裁？谈判会议单独就能在国际一 

级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通过深入讨论去探索并确定实现核时代安全的条件，并 

且研究能够维持此种安全的各种条件、手段和承诺。 

这种研究是否会表明哪些问题是适于进行具体谈判的呢？法国代表团并不事先 

排除这种情况。我国代表团认为，此种谈判不会对属于核武器国家正当权限内的各 

方面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我国代表团毫无保留地赞同国际社会对议程项目3所包括 

的各种问题的合理关切。这些问题是簦个人类主要关心的问题。因此，法菌承认所 

有国家都有权参加为角！^这种问颞的共同努力。法国代表团因而将尽最大可能为这 

一努力作出充分贡献。 

对于其他议程项目，我仅简单讲;>点意见。 

法国代表团仍然准备在这里参加关于停止核^备竟赛和核裁军、即议程项目2 

的实质性讨论。我国代表团已务次说明它对核裁军的态度.以及法国政府能够接受 

承诺的条件。它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有能力进行此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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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法11政府希望去年由苏联中断的谈判将能尽快恢复。 

化学裁军依然是我们谈判的主要目标。最近几周出现了两个积极的因素：美国 

国务卿宣布不久要提出一项条约草案以及苏联代表发表了关于对销毁储存进行连续 

核查的声明。.此外，关于这一问题的附属机构已在更大的职权范围下恢复工作，该 

机构已受权草拟条约的条款。该机构的主席提出的方法，在我们看来似乎很适于谈 

判的条件，然而，我们希望有关禁止使用和核査的各个问题能受到特别重视.最近 

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最近在本会议提出的指控一要求国际社会对此种禁 

止的遵守情况进一步提高#Pl. 

总的 M，本届会议似乎出现了花化学裁军谈判方面取得重大的一我们希望 

是决定性的一进罨的必要条件。 

放射性武器也一直是多年来谈判的议题。我们希望这些谈判集中到适当的目标 

上这是取得戍功的条件，而这种戍功已是垂手可得了.为叱，我们认为对于新型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不应在同一个附属机构内进行讨论。在^们看来，就一项 

旨在防止研制未经确定的武器这种一般性协定讲行谈判，似乎是不切合实际的.因 

此，我们倾向于恢复已经采取过的同专家举行非正式会议的方法，因3(7这种方法对 

探索这一议题做出过有益的贡献. 

法国代表团已多次强调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重要'〖4<此种竟赛实际上有可 

能使必要的战略均势出现危险的不稳定.去年就曾设立工作小组问题达戍协议，但 

是并没有就其职权范围达戍协it我们之中有些代表团以去年12月联大通过的决 

议作为我们立场的基础，寻求一个其他代表团所不能接受的一般的谈判职权范围. 

法国代袭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坦率的，但认为，由于这一问题的极端复杂性，至 

少在一届会议期间，需要做些在去年所提职权范围内设想的探索性工作.我国代表 

团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是，立即把我们的时间用在必要的准备工作上，不要为了 

努力搞出个较为雄心勃勃的文本汫行有可能毫无戍果的讨论而把时间丧失掉。 

最后，法国代表团对有关消极安全保证^综合裁军方茱的议程项目仍有很大的 

兴趣。关于这些项目的条件我们都清楚，是缺少必要的时间。毫无疑问，这就不允 

许戏们在今年取得多大进屣. 

但是，关于这些项目中的第一个项目，我们仍然认为，安理会批准核武器国家 

宣言的办法，如有可能则以一个统一格式加以批准，这样就有可能对绝大多数无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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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国家提供实质性的保护，因此这一觯决办法 I I得在新的讨论中加以考虑。 

在以后的发言中，法国代表团将更为详尽地论及我刚才提出的某些问题，并且 

论及那些非常紧il但觯决得不当的方法和程序性问题。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团的发言以及他对我的国家和我个人所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我请摩洛哥代表斯卡利大使发言。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主席先生，首先我很愉快地代表摩洛哥代表团和我自 

己热烈地祝贺你担任裁军i炎判会议三月份主席。 

我们特别高兴的是，能够把领导我们工作的工传交赋于尊敬的罗马尼亚代表. 

罗马尼亚同摩洛哥有着堪称揩模的友好与合作关系.我们坚倌你丰富的经验以及你 

这样一位精明干练、眼光远大的外交家所具有的品质将会使你卓有成敛地屨行你的 

职贵。 

你的前任，波兰的图尔班斯基大使所讲行的工作值得高度赞扬。他茌担任主席 

期间出色有效地领导了本会议的工作，为此，我们想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赞赏. 

我想借此机会向我们的各位新同蓽表示热烈欢迎。他们是来自澳大.利亚、比利 

时、加拿大、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匈牙利、印度尼西亚以及斯里兰卡等国的 

尊敬的大使.我想向他们保证，摩洛哥将同他们汫行充分的合惟a 

自从上届会议结束"乂来，全世界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了严峻的考验。震撼我 

们这个星球的许多冲突只能使本来已经达到惊人程度的国际紧张局势更为加剧。中 

程核力量;^边谈判的破裂以及战略武器会谈的推迟都是目前国际关系陷入僵局的证 

明。这些事件使我们本会议今天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更为必要， 

可是，我们曾经一致认为，1983年将成为恢复裁军谈判§^关键性一年。虽然 

一致明确地表达过向这一正确方向釆取行动的愿望，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取 

得的成果是非常少。 

在这一方面，最能受到启发的就是注意一下在一届会议开幕时大家在发言中都 

表示希望我们工作能取得讲罨，而在一届会议闭幕时大家又在发言中由于完全没有 

进荽而表示遗憾和失望，裁军谈判娄员会，即现在的裁军谈判会议，迄今担负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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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谈判任务五年多以来，从来没有表达过这么多的愿望，但是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么多阻挠进暴的障碍。这种后退的现象就是使我们忧虑的原因，有一种潜在的、 

不觉的冷战正在向各级国际关系蔓延，而本会议日益明显地感觉到它的不利影 

响，因此就使我们更加感到忧虑。 

让我们寄希望于——显然对这种希望是没有很大信心的——这个唯一的多边裁 

军谈判机构改名，后有机会对目前形势危险性加深认识，并能促使我们釆取可以开 

始认真裁军进程的措施；因为没有人会不感觉到日益扩大的并具有更大破坏惟用的 

武库对世界造成的危险。 

联合国秘书长在他向本会议的視词中问，既然对裁军的3标达戍这么广泛的一 

致意见，为什么这个目标仍然如此遥远呢？他说得对，答案应从如下愔况中去找： 

(下边我引他的原话）"各国，更重要的是最强大的国家，在担心其本国的安全可 

能受到威脉，而这一抠心使他们忽视了持续的军备竞赛对全琉安全所造戍的严重威 

胁。，， 

摩洛哥代表团经常提请人们注意这一蓽实，即我们这个时代的军备竞寨已经大 

大超出了那些对此种竟赛负有贵任的国家的安全需要. 

我们认为，日趋先讲、破坏性越来越大的武器的积累，远远不能为任何一方带 

来安全，只能增加疑虑和加剧紧张局势，因此，如不加以制止，一定会导致极其严 

重的冲突局面.去年联合国大会茌这一议 I I方面通过的数量可观的决议本身就很能 

说明问题。它表明国际社会主要关心的是想看到那些事实上把整个人类当作抵押品 

的国家不是把国家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不信任*对坤的基础上，而是坚决致力于对全 

世界各国都有利的真正的裁军汫程. 

现在似乎应该是我们本会议进行认真、有益活动的时)笑了，尽管我们忍受着全 

世界公众舆论对我们不信任的痛苦.至于我们议程中，哪些问题紧迫和重要，已无 

需进一步说明。 

我国代表团感到满意的是，我们已作出决定，把防止核战争f，为单独项目纳入 

议程，我们用这种方式承认这一问题优先地位及其尖锐性a 

就我们而言，我们对此只能表示欢迎，s为迄今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一如果 

我们需要提醒的话——就是人类本身的生存问题。正如联大第38/ 1 83G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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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正确说明的那样，消除核战争威胁乃是当今最尖锐、最紧迫的任务。 

令人鼓舞的是看到所有与会的代表团一致承认，核战争之后地球上一切生命随 

之毁灭这种真正的威胁是我们这个世l)îi、然面临的最大威因此，我们很难理觯 

那些阻制本会议就如此关鍵的根本问题开始实质性工惟的道理。 

我刚才援引的那项联大决议，关切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娄员会在1983年会议期 

间没有能够就这个问题开始谈判之后，要求裁军谈判会议进行谈判作为一项最高优 

先项目，以期就制订适当而切实的防止核战争措施达戍协议。 

摩洛哥代表团认为，釆取行动并实施大会建议的时刻已经到来•应该亳不迟延 

地就这一议题进行具体的谈判.这种谈判最好茌一个附属机构内讲行。21国集团 

茌第CD/341号文件中建议设立这样一个机构，我们认为这是审议这一问题的最适 

当的方〈 

显然，防止爆发核战争的最好方法就是停止核至备竟赛和促讲核裁军，因为正 

是核武器在最严重地威胁着整个文明世界的存在这里我们想重新禝一下核武器 

国家在有关裁军方面所负的特别贵任。关于这些国家的下述政治^道义方面的义务， 

不管我们如何强调，也是永远不会过分的；尊重业已承担的各项承诺以及执行第一 

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的第50段条款。` 

明年将在日内瓦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苐三次审查会议.茌此前夜，本 

届会议就议程项目1关于核禁试问题开罨工作就更显得重要。 

我们已明确地指出谈判并缔结一项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我们不断强调締结此种条约对于不扩散核武器会产生的积极作用》然而，必须承认， 

到目前为止所作的种种努力并不能消除我们的忧虑和满足我们的期望，尽管联大已 

发出无数呼吁，尽管根据《部分禁试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惟出承诺. 

两年前我们为议程项目1所设立的工作小组最初关心的是核查这个重要问H 

从现在起，最好集中精力去草拟一项条约，而这一条约的締结必将戍为核裁军的一 

个重要阶段. 

防t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是联大给以高度优先地位的另一个问^我们自己充 

分认识到这一点。军备竟赛向外层空间的『展已经成为引起国际社会关切的新因素 

和新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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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不是把外层空间看作人类的共同财产和为世界各国谋福利的和平活动的领 

域，它已成为大国之间竟争的场所.每一天都可以得到一些关于研制或试验以外层 

空间为活动场所的武器的消息。反卫星武器或其他导弹的发射已不再被看作是未来 

主义的方茱，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带有威胁性的现实. 

考it到为了全人类的福利^利益而探索4M卖用外层空间的必要性，我们必须采 

取必要措施消除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譽可能对人类造成的危险. 

去年，大家对为此目的设立一个附属机构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不幸的是， 

我们未能就其职权范围达成一致意见。 

联合国大会在*最后一届会议上在第3 8 0号决议中呼吁各 a ,特别是有 

主要空间能力的a家，为实现^平lé用外层空间这一目标积极作出贡献，并立即采 

取措施，防止外层空间的^备竟赛。 

这项决议还嬰求本会议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以便为締结一项或在适当时締结 

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协定进行谈判.我们希望一呼吁 

能够得到响应并能立即开始工作-

禁止化学武器问颞是我们大家都给以高度优先地位的问题之一。看到这一工作 

逬行得#M利，是一件好事.每开一届会议我们就更接近于公约的草拟。我们希 

望能够在本届会议期间缔结这项公约。这肯定是对我们正在寻求的全面彻底裁军目 

标的一个重大贡献。 

关于个问颢的附属机构负贵进行谈判的职权范围已经通过，这充分反映我们 

工佑的进展状况.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美国^苏联最近的声明证明了我们的乐观是有根据的，#且增强了我们的乐观 

程度.我们确信，它们的建议一定会逬一步推动我们的谈判。 

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茱斯大使在本届会议开幕时的发言中，卓有 

见识地对各个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所取得的成杲逬行了比较。 

他还回顾说，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会议^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都在消除核武器^ 

奚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领域取得了具体成杲。对于裁军谈判委员会1978车成立以 

来的历史，这里我引用他的原话，"各种观点都认为毫无成杲，这是毫无道理的"。 

希望裁军谈判会议能够使我们的工作摆脱目前的困境，这样，这个多边谈判机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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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方面取得进展。 

我们认为，现在我们应该对国际社会赋予我们的期望传出反应，行动起来，并 

表现出充分的政治意愿。 

主席:我感谢摩洛哥代表的发言，特别感谢他向我的国家P乂及主席所说的友好 

的话， 

现在我请尊|S[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É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我们之中有些人，象我一样， 

过去曾有机会赞赏你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效率^严谨态度，而且还目睹了你在 

履行罗马尼亚驻联合国代表这个重要职贵时所表现的杰出和干练的风度。现在我们 

这些人必然感到庆幸的：^，此次轮到你来领导裁军谈判会议3月份的工传，囡为3 

月份^2月份是这个多边谈判机构投入正常工传的直要月份.墨西哥代表团很愉快 

地向你提供微不足道的合作. 

我们还想再次向你的前任，尊敬的波兰代表，图尔进斯基大使，表示我们高度 

的赞赏.他在指导我们今年初始阶段工作时所显示的能力和智慧，的确是值得我们 

学的. 

根据我们通过的本周工作计划.这一次裁萆谈判会议全体会议专门讨论议程项 

目3 ，颞为"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要想理觯这一项目的重要性，只要回顾一下1978年《最后文件》中的两段就 

够了.联合国大会在这两段中的第一个段落，即第8段中强调指出，"虽然所有国 

家所作努力的最终目标仍然应该是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伹是当前的目 

标应该是消除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在第 1 8段中又^了以下补充，"消弭世界大 

战——核战争一的蒇胁是今 3最迫切紧急的任务"。 

因此，我们不揣冒昧地表示希望，今车不要再发生1983年发生的情况。去车, 

为了反对某些国家顽固无理地反对将这个项目列入议程的情况，不得不佑出两个月 

的艰苦努力一我可以提及墨西哥代表团在娈员会第197次，198次，202次， 

203次以及216次全体会议上的几次发言来说明这种努力a我们相信，下周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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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将能达成协议，同意去年1 2月 2 0日联合国大会在其第3 8/183G号决议的 

第2段中向本会议提出的要求："在1984车会议的!^期设立一个关于这个议题的 

特设工作小组"；并且如同同一项决议明确说明的那样赋予为此设立的附属机构一 

个适当的职权范围，以便《É它立即进行"谈判，以期就防止核战争的适当而切实可 

行的措施达成协议"。 

为此，我想指出的是，正如前些时候我在本会议厅所说联合国大会要求对于这 

些赋予"最高优先地的"适当而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谈判应该是"同必须避免 

危险一样具有严直性^紧迫性的揞施"。必须牢记：正如联合国《最后文件》中一 

致表明的那样，为了避免核战争危险，"必须停止并扭转核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 

但不要忽略"在这方面，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器"。此外，显然，消除核武器 

是不能一下子就实现的，而核裁,只有逐步计划才可能实现，这个计划除箕他措施 

外，须规定"逐步均衡裁减核武卷储存及奚运载工具"。 

我们认为这样看法似乎是正确的。如杲这样看，防止核战争的措施其范围显然 

是很广的.然而，有必要从这一广泛范围内选出那些看来是联大所指的最"适当而 

实际的"措施，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裁军谈判会议，或者它所设立的专门处理议程 

项目3的特设附属机构，或其他任何有关附属机构，在谈判中对这些措施给予优先 

地位' 

这些措施中，禁止核武器试验也许应该占有首要地位，这一问题从裁军谈判委 

员会1978车以4 0个成a国的规模成立以来，一直摆在委员会议程表的首位。去 

车有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已经就这一项目逬行了工传.因此重新设立这一工作小组， 

不管决定用什么名称，只要赋予它一个适当的职权范围就够了，墨西哥代表团曾提 

交关于此种职权范围的草案，并印成第C D/438号文件。换句话说，就是"立即 

着手逬行多边谈判，制订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尽最大努力《走会议可 

向第三十九届联大提交此种条约的完整草案"。此外，这一职权范围完全符合联大 

以压倒多数所遒过的 1 9 8 2年 1 2月 9 B第 3 7 / 7 2号决议 ^ 1 9 8 3年 I 2月15 

日第3 8 / 6 2号决议中的职权范围. 

对于自1979年以来在娄员会以及现在的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中一直占第二 

位的，或许是同防止核战争联系最密切的议程项目，最可行的做法是注意2 1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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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罗夬茱斯先生，墨西哥） 

团^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一再提出的为了切实执行《最后文件》第5 0段而设立一个 

特设附属机构进行紧急谈判的各种提案。 

颞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议程项目5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湘紧迫性， 

因为很清楚，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颞.关于这个问题，重要的是不要再 

重复在多弹头分导运载工具（通称 M l )方面犯过的错误.有些科学家在这方面 

是专家，他们最近指出："如杲真要禁止空间武器的话，现在可能是能够做到这一 

点的最后时刻。"因此，本会议必须毫不迟延地设立一个特设附属机构，以便一 

正如联大在1983年1 2月 1 5日笫 3 8 / 7 0号决议中所建议的——"为締结一 

项或在适当时締结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的^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协定进行谈判，，。 

如杲，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这三个附属机构能够有效地执行我刚才概括的那 

些职权，那么，应该设立的关于第三个议程项目一防止核战争一的特设附属机 

构就可以在1984车期间致力于为可以称之为"短期揞施"这些为数不多的措施达 

成协议。这些措施应首先包括我在1983车8月1 6日裁军谈判委员会第234次全 

体会议上谈过的那三项措施。这些措施如下： 

首先，立即冻结美国及苏联的核武器，此后希望最多在五车内，另外三个核武 

器国家也冻结：&核军备；关于这个问颞，联合国大会在其第三十七和第三十八届会 

议上先后通过了两项决议，明确地有些是含蓄地强调了如下几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当然，冻结核武器本身并不是目的，但却是目前能够为防止两个超级大国逬一 

步扩大奚庞大的核武库并促迸旨在大幅度削减^从质量上限制现有核武器谈判的最 

有效的第一个步骤。 

抠心^否遵守在冻结方面所作出的承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因为联大在其决议 

中明确规定，冻结不仅受那些已经由《第一次限制战略武^会谈条约》^《第二次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締约国商定的核査揞施^程序所约束，——这两个条约规 

定的核査问颞要比拟议中的冻结产生的问题复杂得多——而且还要受另一些核査揞 

施的约束，那是这些缔约国于1977年至1980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全面核禁试 

的三边预备谈判期间原则上商定的核査揞施，由于上面所讲的情况，再加上"冻结 

是指停止根据任何军备计划所进行的一切活动"这一事实，熟谙这一问颞的如前美 

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赫伯特‧斯科维尔这样的人就宣称说，"不能再拿核査^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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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不成冻结协定的正当借口了"。 " 

此外，目前的条件对这种冻结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国联盟现在的核军事实力是相等的，而且似乎很明显，它们之间存在着一 

种全面的大致均衡. 

第二个措施就是核武器国家承诺不首先使用那些可怕的大规模毁灭性的手段。 

虽然这个措施看起来没有什么，它肯定可以说是有助于防止核战争的"适当而切实 

可行"的措施。 

在我已经提到的去年的那次发言中.我曾不樯冒昧地提出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实 

现î^̶目的：笫一阶段，美国、法国^联合王国可以通过单方面宣布——就象中国 

在1964车以及苏联在1982年所作的宣布一样一严肃地承诺不率先1^用核武器， 

第二阶段.五个核武器国家把他们的单方面承诺综合在一个通过谈判制订的多边条 

约《4^,从而《步之带有多边性质。由于到目前为止我们建议第一阶段要做的事一件也 

还没有，我们认为最好就进行笫二阶段，不要再拖延了. 

为此，我们认为，附属机构在:^议程上列入防止核战争这个问题就会为締结一 

项关于这一问颞的条约、公约或决定书而立即着手谈判提供一个极好的论坛。 

我们 i U /对的附属机枸的谈判说来是适当^切实可行的第三个"短期措施" 

是带有体制性质的.这个措施是我国代表团在我已提到的去年8月份那个发言中提 

出的，#荣幸地被大会1983年1 2月 2 0日笫3 8/^183If号决议所批准。在该 

决议中，大会促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政府^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为了打 

破当前的僵局，立即审査有无可能将它们所进行的两个系列的谈判合并为一，并将 

范围扩大.以便将 •战术，或'战场，核武器包括在内"。 

如杲考虑到及边核武器谈判已经破裂或者说已经停止一这就看人们怎么说了一 

那么联大的这个呼吁在今天就更为紧迫。此外，象处理防止核战争问题这样的多边 

机构将为联大呼吁中所设想的合并在一起的谈判提供最合适的论坛，正如联大在同 

一项决议中直申"请两个谈判当事国经常铭记这个问颞不仅攸关到它们两个国家的 

利益，而且也攸关到整个世界的全体人民的利益"。 

为了对我刚才提到的三项揞施达成协议而进行必要的谈判一这三项揞施我称 

之为"短期措施"，即，冻结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器，締结一项协定，《凌所有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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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罗夬茱斯先生，墨西蔷） 

器国家对不首先《$用那些可怕的大规模毁灭性的手段的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以及 

关于核武器的各种谈判在一个论坛上一#进行——我重复一遍，处理这些措施将是 

对为促进防止核战争而设立的那个新的附属机构的一种最好的战火洗礼.囡为所有 

这些措施，除了：本身重要之外，还完全符合大会提出的措施应该是"适当而切 

实可行的"这一要求；这些措施将加强国际^平，目前国际^平如此严重地受到威 

胁，而且.正如一年前 2 1 S集团所说的那样，国际^平"必须建立在所有国家致 

力于共同生存，而不是相互毁灭的胁"的基础上. 

主席:我感谢墨西哥代表的发言，#特别感谢他为主席讲的友妤的话。 

今天在我这里登记发言的到此结束。我想问一下本会议，今天上午是否还有代 

表想发言？好象没有人想发言了. 

il位尊敬的代表，根据水周的工作计划，现在我打算结束本次全体会议，#在 

五分钟后举行一次本会议的非正式会议，继续审议有关组织工作的一些问颞.届时 

我将通知各位有关协商的结杲' 

裁军判会议的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1 9 8 4车 3月 8日、星期四、上午 1 0时 

3 0分举行。 

会议于下午1 2时零 5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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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罗马尼亚）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现在开始。会议今天将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3 .题目是"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3 0条，任何愿意提出与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事项的成员 

都可以这样做。 

如大家知道的，今天是国际妇女节，因此我愿借此机会向所有参加裁军谈判会 

i义工作的妇女以及所有对我们的工作表示兴趣的妇女表示祝贺。 

我也愿提到最近在万11宫举行的"妇女和世界裁军运动"会议的参加者列席本 

会议一事。我极为赞赏她们在给我的信中表现的对我们工作的兴趣.这封信将散发 

给所有成员以供了解。同时我愿请我们尊敬的秘书长、贾帕尔大使宣读这封信。 

贾帕尔先§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囯秘书长个人代表）:信文如下： 

"在这个国际妇女节，我们来自不同国家的妇女在日内瓦相聚以商讨 

如何能最有效地为世界裁军运动作出贡献。我们希望向你们、裁军谈判会 

议的成员们呈交一份信件。 

我们求助于你们，是因为我们深信裁军谈判会议——这个唯一的多边 

裁军谈判机构——必须釆取紧急步骤以帮助人类摆脱核毁灭的咸胁和持续 

的加强军备危险后果，包括核试验的可怕影响和滥用资源于军备而引起的 

痛苦和贫困。我们感到â怒的是，够供人类一年饮食的资金现在一日之间 

就在军备竟赛上花费掉了。 

防止核战争和导向全面彻底裁军的军备控制协定谈判的进展已成为全 

世界妇女最为关切的事项。我们妇女已走过了数千公里，组织了群众集会 

和平营、各种会议和公众运动以表明她们反对军备竟赛并以此唤起人民对 

军备竟赛给全球带来的危险的意识。 

我们希望我们各国政府釆取具体的裁军措施以扭转我们所处的危险局 

面。我们希望裁军谈判会议在未来的月份中大力开展谈判以締结遏制扩充 

军备并第一次导致真正的裁军的协定。 

尽管我们认为会议义程上的所有项目都极为重要，伹我们仍要敦促各 

成员国集中精力在下述领域达成协定，我们认为这些是人类今天面临的最 

fi|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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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帕尔先生，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1.防止核战孝一以不结盟运动、社会主义集团和西方集团在裁军 

谈判委员会去年的会i义上提出的文件为基础进行谈判。 

2 .全面禁试——鉴于三方谈判已达到很高级的阶段，应于这届会议 

结束时締结一项禁止在一切环境下试验核武器的条约。所有拥有核力量的 

国家都应签署这项条约。 

3.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一就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一项或 

多项条约进行谈判并呼吁最有干系的国家政府暂停一切研究、研制和试验, 

直至締结这样的条约为止。 

4.締结一项禁止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条约以及销毁现有储存。 

我们来自代表世界上众多妇女的各个组织。我们要求你们，裁军谈 

会议的成员们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来进行谈判并达成将消除现在笼罩着 

我们所有人的毁灭一切生命的咸胁的协定。" 

这封信是"妇女和世界裁军运动'"会议的参加者送来的，这个会议于1984年 

3月6日至9日在日内瓦举行。 

主席:感谢贾帕尔大使宣读了这份致我们会议的重要信件。我相信所有成员都 

特别留心地倾听了这封信。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美国代表、中国代表以及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 

现在请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发言。 

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同志，首先请允许我欢迎您、与我国有着 

联盟和友好关系的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代表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在各种裁军 

,已认识您很长一段时间了，我意识到我们在3月份得到了干练的人领导。考虑 

到我们在2月份的工作结果，我们期望在工作安排方面迅速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此 

处我们要感谢波兰人民共和国代表图尔班^基大使，尽管有一些困难，他不断妙努 

力以使今年的会议尽早开展起来，最后他取得了成功。 

主席同志，也请允许我象您一样对在列席我们会议的"妇女和世界裁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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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会议参加者表示欢迎，这个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以就妇女及其组织可能对世界裁军 

运动作出的贡献，以及她们的各个组织为动员妇女争取和平反对核战争而进行合作 

的问题交换意这也使我有机会在国际妇女节向所有在这里出席会议的妇女致以 

问候。 

今天我打算就议程上两个优先项目发言——项目1,核禁试及项目3， P方止核战 

争。 

长期以来这个会议及其前身一直集中审议禁止地下核试验的问题。但是，不幸 

的是，尽管把它作为中心议题，我们却未能釆取任何旨在谈判所需条约的有意义的 

行动。最初，设立有关工作机构的努力被阻桡了好几#"o后来，直截了当的反对态 

度换成了一种较为^活但仍然是消极的态度——把一种武断地加以限制的无法实施 

的职权范围问题强加于人。过去的核禁试工作小组为解决它的职权范围问颞作了近 

两年的努力而未获成功，这个小组的活动就毫无疑问抽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代表菲尔兹大使在他2月2 3日的发言中说道："那些说对原来的权限已 

经详尽讨论了的人，对可能的核禁试条约的全面核査制度提不出一个可以达成协议 

的重要因素。"请诸位注意，在此方面我们完全同意菲尔兹大使的意见。在去年的 

工作小组中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这毕竟是不可能的，囡为饪何核査条款都不能从 

条约的其他基本条款即范围、持续时间、参加等条款中孤立出来而作出决定。这就 

差我们在1982年4月面对有限的职权范围问颞所讲的话。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考虑 

的，我们的意见由子那段不幸的经历而更加强了。看来明显的是，谈判桌周围大名 

数代表团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但愿这次由三两个代表团构成的少数不会对这段经 

历漠然视之。 

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就关于核禁试的提案而论，1983年是异常富有成果 

的一年。苏联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了 "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基本条款，； 

这份文件也提交给了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这项提案远不只是对苏联在此问 

题上的立场的重申。我国代表团认为，考虑到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立场，这份 

文件可以作为谈判这项条约的基础。这项提案提出数月后瑞典又提出了核禁试条约 

草案。我们对此表示了欢迎，因为它的提出再次强调了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我们也能同意它的许多基本条款。与此同时，它也包括一些我们也许 

认为不必要的条款。当然，我可以详细谈论并向瑞典代表团提出一些问颞，然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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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几个星期听它作出回答。我也可以通过双边接触寻求澄清问题。 

伹是，进行这类活动，特别是谈判条约本身的最好的步骤，仍然是如我们的议 

事规则所规定的设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就具备为进行旨在草拟整个条约而非其中一 

具体方面的认真合理的谈判所需的一切成份来说，我们议程项目1就属于那些项目, 

因此，我国代表团全心全意地支持设立一个具有要求就禁止一些核武器试验条约进 

行谈判的权限的附属机构。我们同其他杜会主义S家一道在第C D / 4 3 4号文件 

中提出了这项权限。 

地震专家小组也做了很务工作。该小组目前已进入以一致意见通过第三份报告 

的阶段。这份报告就是为进行全球规模的地震数据交换建立可靠的国际系统的计划 

它首先提出应进行一级数据交换。一级数据足可以使从 全球台网得到了地震数据的 

国家中心识别和确定绝大务数地震事件的位置。仅在某些例外情形下才需要从一些 

因其所处的位置而能清楚记录iify震事件的台站索取二级数据。例如，同时由全球台 

网的一些台站记录几个地震事件就是这种情形。另一种情形可以是试图利用强烈她 

震来掩饰核爆)f:^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某些例外情况下，某一地震事件的深度 

不能根据一级数据作明确估计，这时也会需要二级数据。 

拟议中的地震数据交换系统是用来确保那些技术较落后而且不具有自己的地震 

核査手段的国家，以及那些领土很小，没有全球台网地震台站的国家都能充分参加< 

同时第三份报告中拟议的交换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国家仅起补充作用，这些S 

家拥有自己的由地震和非地震手段构成的国家全球系统。例如美国就是通过卫星传 

播从自己的全球地震台站网接收二级数据的。由于这一事实，美国放弃它原来仅交 

换二级数据的要求并非难事。 

如所周知，美国现在主要"擅长"于进行"弱"核爆炸。这种大约为一千 

能量级的核爆炸首先是为研制战术和作战核武器以及毁平性减弱的核武器即 

中子武器所必需的。因此明显的是，美国现在正积极研制这类武器，它对这类武器 

的改进和部署是显然感兴趣的。这就是我们以前在此听到美国代表团曾说过的，为 

什么核禁试已变成仅仅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的一个主要理由。 

约在2 0年以前，核武器试验一般要比现在强烈得多。因此，如果当时通过了 

核禁试条约，要保证对它的遵守就会容易一些。推迟締结条约只会不必要地使问题 

进一步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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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核禁试工 作小组的活动由于对所谓和平核爆炸的讨论亳无结果而大大复杂 

化了。的确，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爆炸可能被滥用于核武器目的。事实上，苏联的 

"基本条款"以及瑞典的条约草案就是提出停止和平核爆炸直至就进行这种爆炸的 

共同可接受的制度达成协议。1976年的苏美和平用途地下核爆炸条约中就载有一 

些这类很有用的条款。 

我们认为这样下结论是有把握的：地震专家小组通过它的第三份报告建议设立 

交换地震数据的可靠系统，这将大大有助于确保对希望达成的核禁试条约的遵守。 

即使在谈判这项条约之前也可以采取积极的步骤。苏联提议核武器国家就在条 

约缔结之前暂停核武器试验达成协议。我们认为这项暂停不仅极为相宜而且也是十 

分可行的。任何人若是对于旨在限制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的历史有起码的了解 

都会记得，在1963年的莫斯科条约締结之前，苏联和美国在几年中一直感到厌边 

遵守暂停核武器试验是可行的，但不幸的是，由于西欧出现一个新的核武器国家 

而给双边暂停协议增加了 一个第三边的问题。 

在转到议程项目3之前，我愿提请各位尊敬的代表注意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在裁军谈判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瑞典代表团团长散发了一份文件，对1945年 

至1983年之间核爆炸的次数作了计算。我不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所用的方法或所得 

的结果有什么看法。但我同意各位尊敬的代表的意见，即仅仅计算爆炸的次数是不 

够的，有时甚至会引入歧途。确实，军备竟赛一旦被刺激起来就会有增无减地继续 

下去。这正是我们坚决主张停止荬备竟赛的原因。但是，尊敬的同事们，你不能两 

头都占。你不能一方面让美国政府单方面中断三边谈判而不顾已取得的重要的进展， 

让它不批准并反而破坏禁试临界条约和和平核爆炸条约，在三年之内就将用于核武 

器试验的资金翻一番并在裁军谈判会议中阻挠任何关于核禁试的谈判，而与此同时 

又指望普遍地或单方面减少核武器试验。我强烈地认为我们不应忽视这个现实。 

近年来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上进行的讨论清楚说明，绝大多数成员国都认为防止 

核战争对于世界各国人民来说，不论其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或意识形态有何不同， 

是他们共同面临的最大的全球性问题。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也对此问题进行了广泛 

的讨论，并设立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来审i义这个应优先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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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会第三十Ay®会议紧急呼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防止核战争。且让 

我提一提谴贵核战争宣言、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冻结核武器的决议、呼吁就核 

裁军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开始进行谈判的决议以及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决议. 

去年年底，第一批潘兴1式导弹和巡航导弹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11已变成 

可使用的了，联大第三十八届会议的紧急呼吁也就更是正当合理。为了推行旨茌取 

得对于苏联及其他社 会主义国家的军事优势的新的侵略性的军国主义政策而在欧洲 

建立物质基础的进程就这样开始了.这个破坏正讲行着的苏美双边谈判的行动现在 

被一些自称的军事专家觯释为是对所谓的苏联境内的地对地SS — 20型导弹所惟 

出的必要反应.这是一个危险的荒诞的说法，是那些不顾欧洲现存的军事均势而执 

意进行部署的人编造出来的。我在今年2月21日的发言中较详细地论及了这个问 

I因此，我现在仅限于引述一些知名的分析家的意见。第一位是布鲁金斯研究所 

的雷蒙德‧加特霍夬，他也是国务院军政事务司副司长.他说："部署S S — 20 

在军.事、.技术方面是有其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的，这包括意欲瞄准以英格兰、苏格 

兰和西班牙为基地的美国飞机和潜艇，以及英国和法国的核力量和部署在这个大陆 

周围的近程核武器。苏联的决定几乎肯定是以此为根据惟出的。" 

还有一个荒诞的说法，按照这一说法，决定邵署新式美国导弹是由于欧洲国家 

自己希望在技术上回击SS — 20导弹而引起的。但这个说法已被一月份发行的美 

国《科学》杂志的权威人士所揭穿，《科学》杂志的这篇文章说，"对此决定的严 

密审査揭示出它实际上是例行公氣一些军事官员希望有更新、权威更大的武器； 

军火承包商希望有更多的生意；而保守的美国武器分析家则提出了这个相应的战略 

理论。"因此可以认为，在美国大家都得到满足：被他们要征服社会主义的迷梦蒙 

住了眼睛的五角大楼战略制定者得到了满足，潘兴H和波音的主要承包商马丁.玛 

丽埃塔公司，为政府承包研制巡航导弹而賺取千百万美元的波音、麦克唐纳‧道格 

拉斯公司、通用动力公司、洛克希德公司也得到了满;^ 

但是看来欲望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我们仍然听到一些言论甚至对于在欧洲部 

署572个新式美国导弹的前景也不大满根椐《星期日时报》公布的消息，美国 

计划在苏格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丹麦、挪威、土耳其、格陵兰、日本南朝鲜 

及冰岛进一步建立巡航导弹基地。据说，应该为这些基地配备常规武器，但发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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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也可用于核武器。华盛顿官员已承认花认真审议这些计划*对新型美国导弹预定 

的任务并非什么秘密，美国军事专家威廉‧阿尔金在发表于西德《明星、杂志的一 

篇文章中就阐述了五角大楼将潘兴II式用惟对苏联指挥中心的第一次打击武器的计 

划.原五角大楼负贵核武器的迈尔斯•冨尔威勒将军强调说，"潘兴I式导弹使我 

们能够对我们至今还不能打击的苏联西部军事地区的许多关镎目标^行打击，"目 

前美国要茌西欧部署108个潘兴1式导弹。但是我们很有理由担心这还不是最后的 

数字，因在约一年前发现五角大楼订购了 380多个核导弹一作为补充的力量. 

西欧也受怂恿应大大加强其常规力量.这些要求有时掩藏茌关于有必要重新部 

署美国的力量和欧洲人的责任等各种战略理论下面。但是若撇开种种不同的理论， 

目标总是同一个——欧洲的北约戍5国应大大增加其常规力量及其总的军事费用， 

亨利‧基辛格在最近一期的《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为这种态度提供了一 

个令人震惊的例子.这篇文章今人吃惊之处ff.于基辛格先生谈论来自东方的侵略危 

险的说法*显然花他看来，难于找出一件不会引起这种侵略的*愔来。一旦北约增 

加了常规力景，这就可能引起侵略，因力另一方会得出结论说，核武器不一定会用 

如果北约不这样做，也许从欧洲撤出一*美国军队，这也可能引起侵略，因 

为可能出现对其团结一致的怀I花此点上让我指出，正是华沙条约组织于本周星 

期一再次向北约建议就共同不增加军事费用及进一步削减军事费用进行预备性协商。 

美国现政府大规模扩充美国战略能力使欧洲全面军事化及推行讲攻性军事珲 

论——所有这些迫使我们,求实际措施以减少核战争危险并防止这种战争，这努 

力应是本会议的主要活动.设立具有谈判权限的有关附属机构，如第38/183G号 

决议所指出的，"以期就防止核战争的适当而实际的措施达成协议"，是任何认真 

处理这个问题的努力所必不可少的。 ' 

几伎西欧国家的代表在正式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上都表达了这种意见，即不清楚 

拟议中的附属机构可以处理哪些具体项目，对此问题的答案很容易花一系列文件中 

找到；让我指出其中的一些 些社会主义国家媞交的CD/355号，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媞交的C D/4 0 6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交的C D力57号以及比利时提交 

的CD/380号文件。尽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3比利时提交的那些文件肯定不如社会 

主义国家的具体，伹即使对其加以认真审议——如果文件的媞出人有意于让^们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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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的话——也需要设立工作机构。 

更具体地说来，我想指出可以谈判哪些具体措施以便拟订有关的国际协定：不 

首先使用核武器；由所有核武器国参加的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在质量上和数量 

上冻结核武器，包括有关核查措施；暂停核武器试验直至締结核禁试条约；缔结不 

使用武力条约^维持华沙条约成员国和北约戍员国之间和平关系的条约；防止意外 

使用^未经授权使用核武器措施和避免突然袭击的可能性的措施以及如CD/406 

号文件中所规定的其他建立信任措施。我欢迎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夬茱斯大便仅在 

两天前就此问题所作发言的精神.我们认识到他的代表团的立场跟我们的十分接近. 

我还要强调指出，除我刚列举的建议外，我们准备考虑可能在附属机构工作的过程 

中出现的任何其他建设性的提案.我们希望其他代表团茌对这个对我们所有人都极 

为重要的最大优先项目的态度上表现出同样的灵活性来。 

主席同志，在我结束发言前请允许我简短评论一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媞出 

的为我们会议制定"方法上的议事规则"的问这位代表在他 2月 2 8日的发言 

中表示不喜欢某些代表团引用文学作品、报纸或政治家的言论。这使我们感到吃惊, 

因为通过引用主要是来自具有高度影响的、权威性的有识之士的言论常使我们熟悉 

十分有趣的想法和言论.就我们来说，我们想提议的是，发言中各代表团不要作出 

毫无根据的断言。这其中包括由几个代表团连续不断地断言华沙条约组织在欧洲所 

谓的巨大军•势，或描述来自东方的侵略危险，这只是我们一些热心的同事想当 

然的事情.这种无根据的歪曲使我常常想起我几年前遇到的一个美国警察。我因怀 

疑他对某个交通问题所作的觯释便问"为什么？"他回答道，"因为我这么说了"。 

我想请这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明白，这一类的论据是不能让我倌服的。 

主席:感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发言及其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现在请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菲尔兹大使发言。 

菲尔兹先生(美国）：谢谢您，主席先生.我愿視贺您担任我们会议的主席并 

向您保证茌您履行重要职贲期间我国代表团将进行合作.由于我们两国之间存茌的 

热烈友好关系而使我对您担任主席更感愉快.我也愿对我们尊敬的波兰同蓽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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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斯基大使在我们会议第一个月中如此顺利地使工作开暴起来表示敬意‧主席先生， 

我们今天也同您一道赞扬湘欢迎世界裁军运动的妇女.我国政府对世界裁军运动具 

有和她们一样的兴趣和希妇女对裁军具有特别兴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多少世 

纪以来当她们的丈夫和儿子离家前去参加战争后便一直为之桂念担忧*她们也确实 

一直是为战争的伤亡者感到悲伤的象氣愿我们不辜负她们对我们的期望，制订出 

有意义的实际的措施来保证国际*平与安全， 

主席先生，过去两周中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禀件的国际合*措施特设科学 

专家小组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这是该科学专家小组自戍立来的第十七次会议，也是 

自它开始进行其将在第三份报告中向我们叙述的工作以来的第九次会议，我们赞赏 

科学专家小组花拟订这份报告时所作的耐心而有毅力的努力，我相信，我们会议关 

于核禁试的工作将从中获益.美国自一开始就拨出大量人力物力以支助科学专家小 

组的工因为我们相信它将为最终缔结全面桀止核试验条约的核査安排作出重大 

贡献.我认为我们的信念是有根椐的。该小k取得了相当大的讲暴a我们注:t到科 

学专家小组在最近的工作中^^一步制定了进行国际地震数据交换所需的一 *详细程 

序*另外'他们在对这些程序的试验中获得了实际经验。这*实际经验对于确定这 

程序的实际工作情况是否与预期的相符合是关键性的. 

显然，觯决与核禁试的核査与遵守有关的困难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这 

一直是科学专家小组的中心工作.我国代表团认为该小组已花核查问题的一个重要 

方面取得了真正的显著的进屣， 

科学专家小组一直花处理一个关键问题——为国际地震台站网及有关的数据交 

换系统惟出详细规定，以协助地震禀件的检测和识别.众所周知，核槳试条约规定 

的世界范s的检测和识别地震蓽件任务将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国家技术手段象两方 

或多方之间的合作安排一样都将是重要的，但是多边合作安排也将是整个安排的一 

个重要部分，这也就是科学专家小组的贡献起作用的地方. 

我茌今年2月23日对会议的发言中指出，科学专家小组已幵始为拟议中的全 

球系统中某些组成成份进行更广泛的连续性技术试验而作准备。按计划这项试验将 

在今年下半年与世界气象组织合作进行。试验将利用气象组织的全球电信系统来交 

换一级数据。气象组织去年应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要求，授予科学专家小组以固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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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全球电信系统的权利.我国代表团对气象组织在帮助科学专家小组发暴全球地震 

数据交换系统方面讲行的合,表示非常赞赏。 

1984年的技术试验是由科学专家小组计划的，以在过去实验结果的基础上提洪 

处理和交换地震数据的有用经验。按计划，它将通过将数据从各国国家一级的设施发往 

实验性的国际数据中心，来研究^试验利用全球电信系统例行传输一级数据的程序。 

它将允许试验从地震台站提取一级参数的程序和将其发送至国家设施的程序，我们 

预料它将允许在实验性国际数据中心汫行拟定地震事件简报的程序试验。另外，同 

全球电信系统以往的技术试验相比，这次试验提供了所有国家参加的机会，尚来参 

加的国家这次可以首次提供数据如那些已在过去参加过的11家，则可从新增加的台 

站提供数据。我高兴地注意到，至今已有20多个国家表示准备参加计划中的技术 

试验，其中包括美国和苏联.我们两国都将参与这项重要活动，我对此感到满意。 

现在我想就需.要进行的工作——需由关于核禁试的议程项目的附属机构讲行的 

工作讲几句话.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1982年和1983年的权限要求审査与核查* 

遵守有关的事现我们支持科学专家的工作，由于同样理由，我们当时支持并继续 

支持这项权限——因为我们如果要最终实现核禁试，这些翥，的觯决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关于这一问题还有许多禀项去年核禁试 

特设工作小组几乎来进行详细彻底的讨论。如我花去年8月30日的讲话中指出的， 

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几乎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工作"。我们都读了特设工惟小组关 

于它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3年会期中的工作情况的报告CI)/412号文件.我们 

知道如报告所说，"特设工作小组按其工作计划，对计划上的所有项目汫行了实质 

性的审査。"但是我们也知道，就这些项目来达戍任何协定，该份报告通篇充斥着 

象"一些代表团指出，""其他代表团认为，"之类的句子.根据这汾报告，我们 

怎么能接受那种认为工作已完成、现在应转入别的事项的观点？这是不可能的，主 

席先t我想现在倒是®该意识到完成去年已给特设工作小组的任务和讲行它未完 

戍的工惟的重要性的时侯了。 

在此方面我希望将我国政府的立场阐述得明白无误.我国政府承诺全面禁止核 

试验。这项禁试现是——自我在本会议中任职以来也一直是——我国政府的最终 

目标。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的分歧之点是时间的安排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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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坚定承诺讲行大幅度的可核査的军备裁减、扩大建立信任措施并建立有效 

的核査能力。茌我国政府确信这些政策目标不仅正在得到认真对待，而且很可能会 

达到之前，我国代表团是不打算同意规定在核禁试附属机构进行谈判这一权限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连同科学家小组不能为最终实现核禁试出真正的贡献。核査 

和遵守这个重要领域是我们可以大有可为的领域。大家都应懂得，只有有了有效的 

核查安排才可能有核禁试条约。我认为我们应当迅速重新设立具有原来权哏的核禁 

试附属机构，然后开始认真讲行手头的工作。 

主席:感谢美国代表的发g及其对我讲的善意的话。现在请尊敬的中国代表、 

钱嘉东大使发言。 

钱嘉东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代表中国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 

名义，热烈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本月份的主席。我无需这里强调指出中罗两 

国之间存在的极其友好的关系，你的丰富的外交经验，你的才千和智慧，也是众所 

周知的。我相信，在你的主持下，本月裁军i炎判会议的工作将茌上月主席波兰图尔 

班斯基大使莫定的基础上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在你履行你的职责时，你将得到中国 

代表团的充分合作^支持。 

我还特别高兴选择了今天，3月8日，这个富有意义的日子——三八国际妇女 

节,我的发言，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甸今天花场的所有妇:H|`]——我们的妇女客人们、 

各国代表团的妇女戍S们以及秘书处的妇女工作人员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最良好 

的祝愿》在今天会议开始的时侯，我们有兴趣地听取了贾帕尔大使宣读的来自"妇 

女和世界裁军运动"的信件，我想我们《进行我们的工作时应记住她们的期"！^ 

禁止化学武器是本届会议最先戍立附属机构并已开始工作的议C今天，我愿 

就这个问题谈几点意见。 

自从一九八〇年戍立化学武器工惟小组以来，今年已是第五个年头了。茌这四 

年多的时间里，各国代表团共散发了数百份文件，茌全会、工作小组和接触小组等 

各种会议上，进行了无数次的讨论。由于各届工作小组主席、各位协调i以;^各国 

代表团的共同努力，在许多问题上加深了 了觯，缩小了分歧，找到了 一些共同点。 

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缋的，它是裁军谈判会议各项议题中汫展较大的一个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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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们对之广泛抱有希望的一个议题。 

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自满，我们的任务还是十分繁重的。在一些重大问题上 

还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要达到签订一项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目标，还要走相当 

长的一段路程。我们应当加快步伐，进行认真的谈判，以不辜负人们的期望。 

締结一项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紧迫性，首先在于日益加剧的化学军备竟赛 

和化学战威胁。根据一些知名的囿际研究机构的材料，两个超级大国储存的化学战 

剂多达4 0万唣以上，而且还在不断研究改进和更新他们的化学武器。今天的化学 

武器的威力已远非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老一代化学武器所能够相比，不难想象，如杲 

听任这种化学军备竟赛的势头发展下去，人类将面临更为严重的化学战威胁。 

缔结一项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紧迫性，还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会使这样的 

禁止如果拖得愈久，将变得愈为困难。科学技术0^进步不但会提高化学武器的军事 

价值，而且还会使本来没有什么和平用途的化学战剂及其前体不断取得新的和平用 

途，从而给禁止和核査带来复杂的问题，而更难以觯决。 

此外，在日内瓦议定书已经生效数十年后，在一些冲突:W^区使用化学武器的消 

息仍一再传来，这一严峻的现实也大大地增加了締结一项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 

紧迫性。 

在前一阶段额外三个星期的讨论期间，瑞典、芬兰、加拿大、英国等许多国家 

提出了一些工作文件，进一步澄清了各自的立场，并提出了不少建议。对这些文件 

我们将认真加以研究。我们还高兴地注意到，美国和苏联也都作出了积极的表示。 

美囿宣布将在三月份提出一个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草案。苏联表示愿意接受销毁化 

学武器储存时的连续现场视察。美、苏是拥有最庞大化学武库的两个国家，它们对 

禁止化学武器负有特别重大的贲任。我们希望，它们能继续作出努力，使彼此的立 

场更加接近。 

中[1代表团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自一九八〇年参加裁委会 

工作以来，我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参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进程，先后提出了一些 

工作文件。现在中国代表团又提出了 一份工作文件（CD/443号，CD/CW/WP 6 8 

号），系统:WJ阐述了我们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内容的主要观点。这一文件中，我们 

吸收了许多代表团的合理主张，我们希望.这一文件在今后的谈判中能得到大家的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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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首先要觯决的一个问题是关于禁止范g|的问题。中国 

一贯认为，禁止应具有全面的性质，即不仅要禁止一切类型的化学武器，也要禁止 

从研制直到使用化学武器的各种活动。我们满意it!^看到，在禁止范§1中列入禁止使 

用的主张已得到广泛的赞,，大家普遍认为，这只会使一九二五年日内瓦议定书得 

到进一步加强，而不是削弱。我们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不难找到能为各方所 

接受的措词，使这一问题获得圆满的觯决。我们也赞成禁止在别国领土上部署化学 

武器的主张。瑞典代表团最近提出禁止为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军事准备，对此，我们 

也将予以积极的考虑。 

与禁止范围密切相关的是定义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科学的定义.就无法确定 

真正的禁止范围。因此，在我们的工作文件中提出了化学武器、化学战剂、前体及 

关鍵前体等一系列定义。我们特别强调使用"化学战剂"的概念，是因为这个概念 

能最确切地表明我们所要禁止的有毒化学品的实质，最好地体现一般用途标准和毒 

性标准的结合。同时它又能把应禁止的有毒化学品与不应禁止的用于被允许目的§^ 

有毒化学品明确地区分开来，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混淆和误觯。我们注意到南斯拉 

夫、印尼、比利时、法国等许多®家也都是提出 i t "化学战剂"的概念和定义。我 

们愿意继续听取各国代表的建设性主张，以便为公约拟订出共同接受的有关定义。 

现有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将是 公约最重要的条款之一独只要现有的庞大的化学 

武器储存能够真正被彻底销毁，化学战的威胁也就基本消除。这个问题又和宣布与 

核査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赞成在公约生效后或加入公约后三十天内作出初始 

宣布，伹详细宣布可在三个月内作出，这是考虑到拟订销毁计划等确实需要一定的 

时间。关于如何确定销毁储存总进度表的问题，我们认为不应过多地考虑拥有化学 

武器囿家之间的均势和平衡，而应首先考虑怎样能尽快ii)^免除化学战的咸胁。为此， 

我们建议各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应首先销毁其化学武库中毒性最高、威力最大的部 

分，而不是其已经过时或失效的部分。 

核査是公约的核心内容之一。我们历来主张化学武器公约应有必要的核査条款， 

既保证核査的严格有效，又尽可能鈔、入侵性。核査应以国际核査为主，并有必要的 

现场视察。现场视察的内容应包括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装填设施 

的拆除及销毁.用于防护目的的小量剧毒致死剂的生产，以及有关使用化学武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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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控等。至于核査方式，现在已经提出的有连续的现场视察、例行的定期或随机现 

场视察、质疑性现场视察、以及在定额基础上的现场视察等。我们认为这些方式都 

是可以考虑的，对于不同的核査对象，可以釆用不同的核査方式。我们希望在这个 

关键问题上，最终能找到为各方所接受的觯决办法。 

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已经重新成立了禁止化学武器的附属机构，确定了以拟订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为中心的职权范IS,并指定了富有经验瑞典代表团团长厄克于 

斯大使为这个机构主席，我们对此感到高兴。全世界人民都在满怀希望地注视着 

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用实际成果来回答世界人民的期望吧！ 

主席：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及其对我和我囿所讲友好的话。现在请尊敬的苏 

维埃钍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同志，允许我代表苏 

联代表团对你、社会主义的罗马足亚代表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这一贵任重大的职 

位表示祝贺，并祝你成功。今年是笫一项苏——罗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三十六周 

年。这项条约在战后困难的年代里生效，在我们国家之间出现新型的关系方面起了 

历史性的作用。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囿际舞台上的合作是本着《华沙条约締约 

国布拉格政治宣言》的精神和社会主义国家党政领导人1983年夏于莫斯科发表的 

声明的精神进行的。我并愿对图尔班斯基同志、波兰人民共和国代表圆满地履行了 

2月份主席职务表示衷心.惑谢。 

苏联代表团愿借此机会对参加我们会议工作的妇女以及今天出席我们会议^'妇 

女和世界裁军运动"国际会议参加者表示热烈的祝贺。这整个地球上的妇女：母亲 

们、妻子们、姊妹们和女儿们都深知战争引起的无法估量的灾难和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们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土地上都洒满了她们的泪水。我们赞扬她们崇高的动机: 

要使世界免于热核灾难、免于使所有的人：妇女、男人和我们伟大的母亲、一切有 

生命之物的母亲、我们美丽的行星本身全都会灭亡的战争。苏联代表团祝愿全世界 

的妇女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我们当然还要仔细研究"妇女和世界裁军运动"会议的文件，伹我们现在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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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可以说我们完全同意这个会议表示的观点。我们认为象防止核战争和全面禁止核 

试验一类的任务是最紧迫的任务。我们完全同意关于全面禁试的观点，这个观点是 

"鉴于三方谈判已达到很高级的阶段，应于这届会议结束时締结一项禁止在一切环 

境下试验核武器的条约。所有拥有核力量的国家都应签署这项条约。"我们准备赞 

同"妇女和世界裁军运动"会议这项要求，苏联代表团也赞成这样的观点，即防 

止外空的军备竟赛和全面彻底禁止化学武器是中心任务，不应以各种各样人为的、 

伪造的借口来年复一年地推迟进行。我们再次祝愿所有的妇女一在此间出席的和 

在本会议厅外的妇女——在防止核灾难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我们今天也要求发言，是为了介绍应苏联代表团要求散发的第CD/444号IE式 

会议文件，其中载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契尔年科同志在1984年3月2 

日和莫斯科库比雪夫区的选民举行的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关于a际形势的部分。契 

尔年科同志在这一段讲话中概述了苏联对于当今世界政治的中心问题的原则立场并 

提出了苏联的新的重要建议，特别是关于裁军向题的建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说，很难回忆起在过去几年中在哪一个对加强和平具有重要性的问题上苏联 

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提出具体而现实的建议。我们这些国家的建议正臝得越来 

越多的其他IS家的支持，联合国大会上届会议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契尔年科, 

志指出，加强军国主义化相国际局势的恶化并没有而且也不会给美国带来军事优势 

和政治上的收获a这只能导致世界各地对华盛顿好战方针的更强烈的批评。人民要 

的是和平与安定而不是战争歇斯底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说，这一切激 

起了这样的希望：事态最终会朝着和平、限制军备竟赛和发展S际合作方面发展。 

缓和已深深地扎下了根。这特别为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关于欧洲建立信任措施和裁 

军会议所证实。契尔年科同志说，苏联在有关遏制核军备竟赛的问题上的立场是明 

确的。我们反对在扩充核军备方面搞竟赛。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说，我们 

曾是并继续是禁止和消除所有这类武器的倡导者。 

契尔年科同志在提到限制军备竟赛和裁军的问题时特别注意核国家之间的关系 

应遵守的准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其它裁军事项中着重提出了诸如拟 

订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就放弃外空军事化达成协议以及美苏共同冻结核 

武器等事项。他强调说，使人类免遭可能使用化学武器的危险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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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务。苏联赞成对全面彻底禁止化学武器的使用、研制和生产并销毁一切化学武器储 

存的协定的实施进行有效的监督，并认为这种监督应包括化学武器销毁的自始至终 

的过程。契尔年科同志指出，在上述问题上达成协议将标志着苏美关系及整个国际 

局势发生真正的根本性变化，不应排除这一可能性。 

我想表示一个希望，即希望各国代丧团都将认真地研究契尔年科同志的讲话。 

主席：感谢尊敬的苏联代表的发言及其对我、对我囿以及对我们两国之间的密 

切关系所讲的友好的话。 

还有哪个代表团愿意发言？ 

锡尔詹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席先生，我祝贺你就任本月份的主席 

职务，并欢迎"妇女和世界裁军运动"会议的女会员。我愿作一简短发言。 

昨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经过不应有的拖延之后，断言伊拉克政府大规模地 

使用了化学武器。我们对红十字会在两年之后才作出这一结论表示遗憾。我们也为 

联合国秘书长对我们在有关的大会决议37/98D号文件中的要求不恰当if|j延迟作出 

反应慼到遗憾。 

我要公开宣布伊拉克政府的国防部长所讲的话。 

"但是，国防部长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否认i矛德黑兰的指控。 

在许多要求作出断然否认的美国记者所提问题的逼迫下，他答道：'为什么 

我们应当公布我们的隐私呢？泄露我们的秘密将违背我们的安全利益。诸位 

知道，不论怎样我们拥有的常规武器足以使我们获得胜利。另外你还可以到 

战场去要求对你认为值得怀疑的尸体进行觯剖'"。（《法国世界报》1984 

年3月8日）。 

我想趁世界裁军运动的妇女在此出席的机会向她们发出呼吁，要求彻底禁止化 

学武器。我想向裁军谈判会议发出呼吁，不要对这种罪行保持沉默一如果你们保 

持沉默这就意味着你们无视S际法的一切准则，无视《日内瓦议定书》、无视一切。 

主席：感谢尊敬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的发言。还有哪个代表团希望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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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罗马尼亚） 

看来没人要发言了。 

如在通过本周工作计划时所商定的.现在全体会议暂时休会，在五分钟后召集 

一次本会议的非正式会议以继续交换关于一些工作安排方面的看法。全体会议现在 

休会。 

会议于中午1 2时1 5分休会并于1 2时 4 0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现在复会。 

会议现在收到一份非IE式文件，日期是1984年3月6日，其中载有关于裁军 

谈判会议附属机构的命名问题的决定草案。如杲没有反对意见，我就将认为会议通 

过了这项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关于会议刚才就附属机构的命名问题所作的决定，我想用英语作如下说 

明： 

1 、该项决定系按照1984年2月2 8日的第245次全体会议上在宣布重新设 

立各特设附属机构决定时由主席宣布的会议达成的谅觯作出的，所有根据各有关议 

程项目直接设立的附属机构都采用同样的命名法，如遇特殊情况，当另作决定。 

2、 为会议各附属机构采用"特设委员会"这一名称是由于"裁军谈判委员会" 

更名为"裁军谈判会议"引起的。为各附属机构采用的这一名称是按会议议事规则 

第 2 3条通过的，并无财务或组织结构方面的含意。这并不意味着会议的工作程序 

或议事规则有所改变；也不影响会议成员对审议中的实质性事项的观点。 

3、 可以在特设委员会范围内设立附属机构，这些附属机构的名称应由各特设 

委员会按惯例决定。 

现在让我转到另一个题目。秘书处今天应我的请求散发了一份非正式文件，其 

中载有本会议和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将在下周举行的会议的时间表。和往常一样， 

这份时间表只是参考性质的，在必要时须加以改动。当然这份时间表并不包括关于 

几个议程项目的小组正在进行的非正式协商。这些会议的实际时间安排将由它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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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罗马厄亚） 

己根据情况决定。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将认为会议同意了这份时间表。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现在我想转谈到土耳其常驻日内瓦代表要求在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的请 

求。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将照此通知他。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现在让我提出罗马教廷要在3月1 5日的会议的全体会议上发言的请求。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照此通知罗马教廷。 

就这么决定了。 

埃尔伯先生:谢谢你，主席先生。我在这么晚的时候要求发言，表示抱歉。以 

后我国代表团将表示它对你就任主席职位的赞赏心情。 

主席先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尊敬代表提到了我国代表团今年2 

月28日的发言。恐怕他对韦格纳大使的发言的理觯不完全对。我国代表团的目的 

不在于对使用引语提出任何反对。相反，我们承认以尽量多样化的方式来表达意见 

的必要性。我们说过，这是形成意见的广泛的过程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决定是 

由负责任的公民以有条不紊的民主决策方式作出的。韦格纳大使还说，（这是他在 

这方面的发言的核心）——我引用原话"这种方式在这里也是进行公平的争论所必 

需的，但也是发言者辨别真正相关的政治进程，提供更均衡、更全面意见的能力的 

证 明 。 "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的意图是建设性的。它是呼吁在我们中间进行更具辩论 

性的^'M发言。关于这个发言最近受到什么样的理觯，我不再发表进一歩意见。 

我注意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尊敬的大使不大会用我国名称的缩略形 

式。主席先生，允许我对此事帮帮忙。我想提醒裁军谈判会议，我国政府很久以前 

就决定本囯的名称不使用任何简称、我们希望以我们的全称称呼我们，这个称呼是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如果我国的最高决定在il际会议中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将不 

胜慼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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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罗马尼亚） 

主席: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我能否认为不再有人发言了？裁军 

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3月1 3日星期二上午1 0 时
3
 0分举行。会议现在 

休会。 

会议于下午1 2时5 0分结束 

»0< ^ >0< >o<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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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罗马尼亚）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现在开始.今天，会议开始审议议程项目 

4，"化学武器"。不过，任何成S国可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提出与会议工作有 

关的任何问;^ 

请诸I立记得，根据本周的工作计划，会议今天下午3: 00将举行一次关于组织 

问题的非正式会议.届时我打算请诸位注意一些非戍员国提出的请秘书处迄今 

已收到非成S国的12份倌件，信中对各自关于参加会议的请求作了说明。此外， 

我们还收到瑞士关于参加化学武器特设娄员会会议的请t所有这些信件秘书处将 

非正式散发。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尊敬的尼日利亚代表、荷兰代表、保加利亚代表、土耳其代 

表以及美利坚合众国代先 

现在请尊敬的尼日利亚代表乔治先生发言。 

乔治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为你，友妤的罗马亚代表主持 

三月份会议的工作表达我国代表团的愉快心情.我们两a之间无论在双边塞务中还 

是在多边事务中都有着极好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仍在继续扩大^加强，尼日利亚 

为此感到骄傲。視愿你在任主席期间工作顾利，并取得丰硕戍t 

我还要向尊敬的波兰代表，图尔班斯基大使表达我国代表团的感激和赞赏之情， 

他在二月份，这会议开幕的月份，也通常是困难的月份，以丰富的经验^熟练的外 

交指导了会议的工作.同时，请允许我热烈欢迎新到任的澳大利亚大使、比利时大 

使、加拿大大使、古巴大使、埃及大使、埃塞俄Hi亚大使、印度尼西亚大使以及斯 

里兰卡大使，他们最近开始和我们一道共同为人类谋求一个较为安全的世界.我保 

证，我国代表团将全力与这些歧团合作， 

主席先生，我们的会议只用了"创纪录"的两周时间就通过了 1984年议程及 

工作计划，而不是象1983年那样用了七个星期的时间，这应当归功于各代表团愿 

意进行合作，釆取了一种妥协和灵活的新精神，我希望如果这种精神能够保持下去， 

必将在1984年结出丰硕的戍果.防止核战争这样一个对人类至关重要的项目首次 

单独列入了议程，我国代表团对此感到满意，这也确实是一项值得欢迎的进1«众 

所周知，本会议不仅是裁军事务方面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而且自去年底中程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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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先生，尼日利亚） 

量谈判及裁减战略武器会谈破裂以来，它成了各国间，包括超级大国^其他核武器 

国家各国间目前正在进行的认真谈判的唯一场所.我国代表团认为，现阶段由于这 

些会谈的破裂而贵备任何一方不会有助于任何有益的目的*我们只能呼吁发方为了 

人类的利益，寻找出一条可为接受的，公正的途径来恢复这些谈判•虽然，一切裁 

军问题都是重要的，但我国代表团还是极为重视全面禁试条约的问I我们审慎地 

认为，禁止试验新武器是制止军备竟赛以及制止目前正在发暴的核武器扩散的根本 

办法*瑞典代表团团长最近提供的关于1983年核国家讲行的核试验的统计数字既 

令人不安，又令人震惊。特奥琳大使说，去年，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优势，讲行 

了五十次核试验，这种趋势是很危险的。我国代表团认为，尽量不拖延缔结+面核 

禁试条约的时间将是控制军备竟赛和实现核裁军工作中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目标。 

目前的职权范围仅限于核査问题，它必须扩大，或者代之以一个新拟定的职权范围。 

新的职权范围或扩大的职权范围应当允许深入探讨全面禁试条约的所有领域.有某 

些代表团没有能够，或者也许是不愿意表现出十分必要的关于讲行i《判的玫治意愿， 

我在此必须对此表示我国代表团的义愤。尽管这一领域看来处于停顿状态，^国代 

表团还是要敦促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这三个诈为1968年《不扩散条约》保存国 

的核国家，恢复已中断的关于核禁试的三边会谈a关于就此重要项目达戍协议的问 

题，我们相信本讲坛可为之提供某种有价值的场所.我国代表团认^这一项目是一 

切裁军努力的基石。还有，中国和法国这两个核武器国家长期以来没有参加谈判， 

我们再次敦促它们今年制定计划参加这些会谈.这将给我们大家，尤其是无核武器 

国家带来希望和信心，同时，这也将表现这些核武器国家发表各种声明^口头承诺 

是有诚意的*它们不是表示希望看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就是表示不打算首先 

进行核战争。 

我国代表团在第三十八届联合国大会第一娄a会上已十分潰楚地指出，人类今 

天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防止核战争，这已不是什么凭空想象的事.有限的、可 

打臝的核战争或战后仍能生存的危险理论或灵活反应的危险理论不仅降低了核临界， 

而且使核战争的爆发成了一种随时可能发生的现实。我们无法逃避这一赤裸裸的现 

实.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我们现在都已认识到，核战争是不可能打臝的，也 

是决不能打的。伹是我们不能理觯：为什么日益升级地准备打一场这样的不可打臝 

也是决不能打的战争呢？有人为取得军事优势.作了如此精心的准备，为了要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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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实力地位进行谈判，拨出数千亿美元以更新核武库，这将作如何觯释呢？请允 

许我引用尊敬的印度大使杜贝1984年3月1日在本会议发言中的一段话："⋯-— 

正是在核军备竟赛的领域，我们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一些国家进行核战争准备是为 

了避免核战争，积累核武器储存是为了消除核武器，'世界末日，机器在防止战争 

方面已取得了戍就。" 

我想到了本会议正在"防止核战争，以及一切有关事项"这一项目上讲行争论。 

西方集团已一致同意将其列入议程，我已就此向他们表示了敬意•这是他们的一大 

转变。我吁请他们注意，将其列入议程仅仅是第一步.我们都知道，本会议就一个 

议程项目进行讨论的最有效途径是设立一个赋与负贵处理该问题这具体职权范围§^ 

附属机构。 

我国代表团认为很难接受西方国家集团的态度，就是说要按我们1983年那样 

为了发现是否有足够的一致意见，不断地设法明确各种问题的讨论方式来处理这一 

问氣这一国家集团坚持要这样傲，只不过是阻挠谈判进行的开暴*联合国大会第 

38/183/G号决议为处理这一重要问题提出了一种办法，建议裁军谈判会议开 

屣谈判，以便就防止核战争的切实可行措施达戍协议.我们认为对于裁军谈判会议 

为此极为重要的议程项目设立一个附属机构的问题，西方集团不应再坚持其不同意 

见a该机构涂其他贵任外，应明确并确定哪些是已经达戍一致意见的领域，这似乎 

是西方集团主要关心的问敬我国代*a还敦促该集团拟订一项反映它们观点的职 

权范围，将其提交本会议，以便我们大家可以对其进行必要的讨论。 

不能以自满的态度对待 "防止核战争 "或 "核裁军 " , 没有人比尊敬的阿 

根廷外交部长卡普托先生阁下1984年2月28日在本机构的发言更有说服力.他 

茌发言中说："确实，复杂的核问题是特别难以对付的，自然也难以觯决。而且别 

人也一再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是这些因素就能成为无所作为或采取消 

极立场的理由.全世界人民都大声呼吁——不仅是呼吁而是要求彻底消除他们眼前 

的和来来的遭受毁灭的或！没有比这个要求更合理合法的了. 

还有一种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的说法，某些代表团有一种观念，认为既然两个 

超级大国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三以上的核武器，那么其他国家只需袖手一旁等待超级 

大国率先裁减其武库了.虽然说来有些多余，我国代表团还是希望这些代表团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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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裁军是一种国际贵任，因此如要戍功，就必须进行国际性的集体多边努力, 

超级大国单独做不到这一点，它们也不可能单独照顾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安全利1 

甚至可以说，如果它们企图单独去做，那将是危险的。因此，本会议的其他三十八 

个成员国应当能够证明其在本会议的作用.*世界寄希望于我们这个会议. 

我国代表团热烈欢迎恢复化学武器附属机构，并且愉快地注意到该机构在以 

R ‧厄克于斯大使为团长的效率很高，办蓽认真的瑞典代表团领导下开始了工作， 

我们并对加拿大的麦克费尔大使1983年在领导该小组进行真诚而有意义的谈判方 

面所起的作用表示真诚的感龍我们欢迎美国宣布将在裁军谈判会议1984年会议 

期间提交一份条约草我国代表团感到同样愉快的是，苏联代表团团长伊斯拉耶 

利安大使在1984年2月21日宣布，已准备允许现场视察其领土上讲行的化学武 

器销毁工作.我们祝贺苏联的这一重大"突破"，这就几乎为行有意义的、也许 

是坦诚的最后具体谈判作妤了准备，从而可在最近的将来缔结一化学武器条约。 

现在是毅然处断难局的时侯了.我们不应当让这个势头消失.薪.国代表团希望，大 

家期待着的公约除其他事项外，还应规定承诺不生产化学武器、化学（战）剂及其 

前体，并承诺销毁这种武器及其物剂的现有储存.拟订公约已指日可待，我国代表 

团敦促已拥有这种武器的国家或根据其现有技术及设施打算制造、部署或储存这种 

武器的国家，；f^出最大的自我克制，包括暂时停止进行这些活动。 

在综合裁军方案问题方面，我国代表团感谢墨西哥大使加西亚•罗夫菜斯领导 

他的小组在1983年会议期间做的工惟，并希望这位尊敬的大使能够在今年继续进 

皿一工作，大会提出了一份修正案文，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机会，因为新案文不 

象1982年的文本那样目标过于宏伟，也不是那样含糊，虽然1982年的文本也构 

戍一个可为接受的基础。 

我国代表团认为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是消极安全保证问C我们赞赏巴基斯 

坦大使阿赫i^:德不懈的巨大努力，他去年的工作做得很好，但遗憾的是，今年这一 

机构虽然终于恢复，他却不能领导其工作了.无论今年谁担任这一工作，我国代表 

团都希望并祈求能够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以使以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保证无核 

武器国家不戍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受害者.这些国家大都已戍为1 9 6 8年 

《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合理地丧失了生产、储存或取得核武器的权利，它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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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应当得到对其安全的正。我国代表团反复说过，应无条约地做出这种宣布和保 

证。 

最后，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请你加紧工作，设立或恢复'其他议程项目的附属 

机构*我们的春季会议几乎已开了一半，但只有化学武器附属机构恢复了工作，这 

是不能令人愉快的。我们必须记住，大会建议裁军谈判会议向第三十九届联大提交 

*报告和关于几个议程项目的建it由于夏季会议总是要用很多时间准备这些报告, 

我国代表团不撟冒昧地认为，春季会议如能认真进行工惟将是有益的，这样会议才 

不至于再次忍受匆匆忙忙地在九.月份完戍其工作的痛苦经验。 

主席:感谢尊敬的尼日利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妤的近 

现在请尊敬的荷兰代表拉马凯尔先生发言， 

拉马凯尔先生(荷兰）：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以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的 

名义，为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本月份主席，向你致以昜热烈'的.視贺。我国代表团极为 

满意地注意到你精神饱满地着手处理会议来决的问题。我相信，你果断的领导将产 

生预期的结果，我谨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与你全力合作.我11代表团愿借此机 

会向图尔班斯基大使致氣他是裁军谈判会议第一任主席，他为了使会议开暴工惟 

所想的办法，不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并且，由于他很有办法，他以密切的个人接 

触的方法去指导我们工惟，所以我们才能够及早地开始进行一部分实质性工惟. 

这是新生的裁军谈判会议开始的第一个月，自然地 使我想起套用一下人们熟悉 
、 

的古老格言，那就是："l-e Comité es"t mort , vive La Conference 

du Désarmement 1 ""委员会故去了，裁军谈判会议万岁！"这样说可以有许 
多不同的觯释.从一个角度看，可以说，委员会的英文缩写（00)在代表"061116-

tery of Disarmament"(裁军墓地）之前，象某个代表团有时说的那样， 

委员会早就不存在了。根据这种观点，将裁军领域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升格为会议 

必将产生有益的效果，因而使人们对裁军的来耒感到乐观。但也可能有另一种相反 

的观点，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变，工作象往常一样。" 

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荷兰代表团自己呢，过去只要媞出有关娄g会有哪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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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其局限性的观点时，它总是力图说清乐观的理由，用现实主义态度对待应该有 

什么抱负和能够做到什么的问 I据此，我国代表团承认，娄员会无法为达成的任 

何裁军协定感到骄化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当娄员会戍为历史时，不应被指贵为一事无戍，首先，在 

娄员会存在的年月中裁军判娄 t会的议程涉及越来越广泛的领逸"防止核战争， 

包括一切有关事项"就是一例。"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则又是一例.我国代 

表团是欢迎列入这些新的行动范围的，不仅因^其本身重要，而且因3(/我们认为， 

这清楚地证明了一个蓽实，即委员会不是与其周围的政治现实隔绝的*外I寄希望 

于委员会，娄员会也惟出了反映，而且我可以肯定，裁军谈判会议将继续这样做. 

此外，各代表团花这牝议程项目方面所^的口头及书面贡献对确定有关问题领域的 

各种要素作出了很大帮助*我国代表团认为，为了促讲*来的实质性谈判，这一切 

是不可少的， 

娄员会还可以花原议程项目包含的某些问题方面取得许多讲暴。正在继续努力 

以产生一个全面禁止化学武器条约即是一个例证。接着就要谈这个问题，这是^ 

今天发言的主题，此刻先说几句。我国代表团认为，对娄员会过去的戍绮，持过于 

消极的态度看来是没有 什么道理的，茌谈论关于缔结全面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工作 

以前，请允许我就为一般地谈谈对于我们面临的任务的某些工作安排问現 

委员会已被重新命名为会议，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这个新命名的会议茌 

处理程序问题时没有重复其前身茌去年那种令人极为失望的情:iJL今年，可以说正 

好用了三个星期，会议就开始了第一项实质性工作，就是恢复了会议的化学武器附 

属机构,但三个星期对'我们来说还是太长了，尤其是考虑到1983年化学武器工惟 

小组推迟了会议的结束，这已为及早恢复这方面的实质性工作奠定了基础，因此， 

我国代表团认为回顾一下去年肯尼亚、阿根廷、南斯拉夫代表团媞出的旨在改进我 

们工作方法和程序的提案是及时的——而且，日前萆敬的南斯拉夫大使又一次请我 

们注意这一点。伃细考虑他们的意见将大大有助于我们克月1113些实质上没有什么必 

要的程序性障碍，从而避免茌恢复实质性工作方面的延 

每一届会议开始时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与各代表团对会议的谈判性质如何影响我 

们日常工作的不同理觯有关 *有些代表团认为这一谈判性质要求立即为所有议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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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设立具有谈判职权范围的附属机构.也许仅从理论的和概念的观点看，可以从某 

种意义上赞戍这种态度，但是，还是让我们不要好高鹜远吧，。在某些情况下， 

乃至在最重要而又最复杂的情况下，在"防止核战争"和"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 

赛"等方面，在真正意义上的裁军阶段开始出现之前，应该也能够大量地进行认真 

的准备工作.我国代表团不理觯为什么我们的工作不能有一些现实主义.我国代表 

团不同意这样一种说法，说面对现实的观点是别有用心，旨在掩饰它不愿意在实质 

性的某些方面作出妥协.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是必然的，情况正相瓦 

请允许我打个比喻：较详细地介绍商品，通常能刺激顾客的兴趣，从而使他跃 

跃欲试地想参与修改其最终设计. 

换言之，让我们象大家在裁军谈判娄员会上常说的那样，对谈判的概念来一番 

"非神话化"。 

一些代表团经常因为有愿望想急于制定附属机构谈判方面的职权范围，.就以这 

样或那样的完全人为的方式对极不相同的项目进行联系。我说明确一点，这种傲法 

妨害我们有秩序地迸行实质性工作.受到影响的通常是那些材料工具都已齐备，可 

望取得成果的事情，我认为只要能够取得实质性进暴，我们就应抓住机会，排除人 

为设置的障碍。 

同时，请允许我强调一下，不应把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联系误觯为对那些尚无 

一致意见，然而各代表团却都认为是紧迫的问题决乏兴趣。例如，我们之所以强调 

尽早继续进行禁止化学武器方面的实质'1^作，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已经到 

了相当高级的阶段。这是一种务实的评价，决不影响我们全力尽早就与防止核战争 

有关的任何措施进行实质性审iJL应该立即对此进行深入的审议。我们已经掌握这 

方面的材料，如比利时代表团在工作文件第CD/380号文件中就提出了建议.问题 

的紧迫性也促使我国代表团要在今天指出，及早締结真正的全面禁试条约是极为重 

要日締结此条约不仅本身是个目的，在控制核军备、裁军以及不,散这些更广 

的范围内也是个目的.此外，更具体地讲，在全面禁试条约方面取得进展也将使即 

将召开的不散条约第三次审查会议取得圆满结果有更美妤的前景> 

我国代表团要进一步指出，较为狭义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问题之所以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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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其中许多因素直接关系到防止核战争问题*在这方面， 

必须提一下两大a之间缔结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及其依据的理论仍然有效‧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现在回到全面禁止化学武器条约这一问题上来a这是根据 

我们工作计划的规定，应在本周内进行的议程项目，我今天下面的发言就将专门谈 

这 个 问 I 

国际社会为使化学武器的使用戍为不可能，并将这些武器完全从地球上消除所 

做的努力已有很长的历史*早在1874年就已明确禁止使用毒品或有毒武器，当时 

的布鲁塞尔会议通过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国际宣言》‧此后各种国际文件以各种形 

式（如须考虑窒息性气体的研制情况时）重申了这项禁止。其中参加者最广泛的一 

个是《 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 

国际联盟的裁军会议继续进行努力，以便达成一项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条约. 

一度曾戍功在望.1933年联合王囯提出了一份裁军公约草案，其中有关于全面禁 

止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详细条款.草案中禁止在战争时期以及和平时期*行化学 

战和生物战的准备，近年来瑞典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娄员会也釆取了这同样的态度， 

多年来，随着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及使用化学武器的谈判，核査问题日益引起了 

注氲国际联盟的裁军会议深入研究了下述一些提茱：对违反禁止使用的规定进行 

调查、设立关于防止化学武器的情报与文件服务局乃至设立化学工业国际卡特尔， 

以便确保民用化学工业不被用于掩盖为武器目的的生产. 

二次大战后，随着联合国秘书长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效应 

的报告的发表，禁止化学武器问题又重新引起了注意，十八囿裁军委员会会议1969 

年扩大成员后改成裁军委员会会议，此后，1971年该会议达成协议，决定在会上 

审议生物武器问题，并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一份单独的公约， 

自那以来，裁军娄5会会议以及它的后继者（现在应当说有两个）一直在进行 

谈判，以便完戍通过《生物武器公约》后遗留下来的任务。荷兰自1969年以来， 

积极地参加了《化学武器公约》的拟订工作， 

近来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历史表明有一种趋势，越来越从东一西方关系的角度 

考虑这一问邋当然，化学武器确实是东西方各自武库的一部分，但必须强调，尽 

管1948年将化学武器定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但及方之间的恐怖均势基本上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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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马凯尔先生，荷兰) 

不是取决于这种武器。此外，关于发暴中国家被证实使用和被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 

案例十分清楚地表明，世界这一部分中的国家有充分的理由与北半球的国家一样关 

注这一问题，并有理由尽量作出同样的努力，以求早日締结一项真正的全面禁止化 

学武器条约， 

我国代表团比以往任何时侯都更强烈地感觉到，締结一项关于禁止的条约已经 

指日可待.我们着手进行最后阶段的工作，并使之在可预见的将来取得完满戍果的 

时机已经戍熟，我们可以满怀信心. 

我国代表团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念，除了其他原因外，还因为美国国务卿舒尔茨 

先生最近宣布说，美国拟在近期内提出一份完整的公约草案，荷兰曾对这一宣布表 

示欢迎，认为它是前进了一大步。我希望今夭再说一遍，我们对此表示欢a$»当然 

为拟制一fô`意见一致的文本而进行谈判尚需花费时间和精力，任何代表团对此都不 

应当低估， 

荷兰也欢迎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s耶利安大使2月21日的发言，他预示苏联 

在对将来禁止化学武器条约遵守情况迸行核查的某些方面，在立场上有了较大的转 

变，我国代表团认为，伊斯控耶利安大使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是向就有关销毁储存， 

包括初始宣布和对其进行核査等一系列问题全面达戍协议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我国代表团相信，《1984年会议期间将有可能在相互和觯的过程中，本着相互理 

觯对方问题的精神，就储存问题达戍全面的协议。 

我国代表团今夭准备提出题为"化学武器裁军视察团的规模和结构"的第CD/ 

445号文件，提请会议审议很难找到比现在更有利于提出这一文件的时I这份工 

惟文件旨在首先提出在荷兰及其他西方集团戍员国设想的来来化学武器公约范围内 

关于核査计划的几个实际的，主要是管理方面的问I也许很有意思的是可以注意 

到这些问题中包括苏联代表团团长2月21日提到的计划中的国际视察团代表进行 

连续现场视察在管理方面产生的影响. 

文件概述了为什么未来公约需要有核査之后，进一步将各种核査进行了分类， 

公约中可预见的各种承诺需要分类.文件中用了一系列关于国际视察团职能的一般 

性 假设，以及一系列关于公约需要的各种核査种类的较为具体的假设4 

根据这些假设，文件力图说明我们关于核査问题的设想在管理方面完全不会有 

超出可控制限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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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做的一个关键性的假设涉及国际视察员的"产量"。一个明显的例证就 

是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这是一个十分有用的参照范围.由于化学武1^公约视 

察所需的活动性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活动性质不同，须做一些调整.有关化学武 

器公约视察的各种问颞领域中.关于对不生产进行核査的领域处理得较为详细.可 

以承认，这是一个充满隐患的领域，因为我们都认识到，对不生产进行核査不应不 

必要地介入民用工业的工作及奚商业活动. 

尽管如此，对于不生产，有最低限度的信心也是《吏公约有效很关键的问颞.如 

杲不加控制，很可能出现的鈇陷对这种信心极为有害，更不要说漏洞了.对用于准 

许非化学武器用途的生产手段性质本身固有的潜在的能力也不能不加以考虑。本 

工佑文件的一项结论就是，视察团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种类的核查。 

文件的主要结论是，我们的设想表明，未来的国际视察团的规模相对来说是较 

为有限的.设想表明，据我们所知.预计销毁及消除的阶段须持续约1 0年，在此 

期间需355^视察员湘支助人员.过了未来公约的这初始阶段后，总数将下降至最 

多为140^官员.个数字比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的相应人数要少。 

在结束今天的发言时，我想简单地谈一谈不使用一具体问颞.荷兰认为，来 

来化学武器公约将要创立的核査体制必须是很全面的，因而须包括禁止傻用.把目 

标定为全面核査禁止研制、生产、储存、保有及转让化学武器是很妤的，也确实是 

很关键的，但我敢说，这些年来我们都更加认识到实际上的局限性很可能阻碍了我 

们完全达到目的.在这方面，可以指出两个必要来说明我们的想法，即有必要考虑 

合理的安全利益，并且有必要防止视察工作对化学工业逬行不必要的干涉.很滑楚, 

如有迹象表明有人违反国际法《吏用了
 （
化学武器），这本身就意味着有人可能已违 

反了条约中关于销毁及不生产的承诺.因此，傻用就是未测到的海没在水下鄧分的 

违约这座巨大冰山的可核査的山顶.因此，我想強调，我在前面的发言中大致阐述 

的视察团是充分考虑到确保对不便用进行核査的， 

在ziS约范围内规定充分的不傻用条款的要求其目的不在于，也不应以任何方式 

影响继续确保《1925车日内瓦议定书》权威的重要性。公约生效后的初期阶段， 

该文件将尤为重要，因为那时储存*生产手段均未全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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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讲的关于对使用进行核査的意见也同样适用于关于指控使用的报告，如 

最近听到伊朗外交部长韦拉亚蒂先生在本会议所做的报告等。决不能够轻视这样的 

报告。同时，诸如通过独立的无偏倚的观察者得到的关于最近有人使用化学武器的 

报告也越来越令人信服。这一情况促使荷兰钕府表明其严重关注，显然这是和国际 

社会同样的关注。必须严辞谴贵任何人在世界任何it!r方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 

荷兰感到满意的是，联合国秘书长已作出决定，对诲湾地区的冲突中有可能违 

反《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情况进行调査。这一决定是完全符合联合国维护囯 

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作用的，具体来说也可以看作是该组织为制止这场对生命和财 

产极具破坏性的战争的进一步努力。荷兰再次呼吁双方与这些努力进行全面合作。 

主席:慼谢荷兰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请尊敬的保加利亚代表特拉洛夫大使发言。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同志，我谨借此机会再次最衷心地視贺你任 

三月份主席，并祝愿你在履行你的重要职责中取得进一步的成绩。我尤感愉快:^欢 

迎你，我们的友好邻邦、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代表达特库同志，并重申我们对我们 

两国人民和两国之间在所有领域的极为良好的合作感到满意。 

我还要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为波兰大使图尔班斯基任二月份主席期间所做的 

杰出的工作向他致敬。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今天拟就议程项目3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 

事项"作一发言。 

我不打算掩饰，我今天发言的一个动机就是要表示我国对会议在防止核战争问 

颞上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工作成杲感到失望。关于这一点，只需指出，从1981年秋 

通过第36/^8 IB号决议——该决议是联合国大会要求釆取切实步骤防止核战争的一 

系列决议中的第一4"至今，唯一的"真正成杲"就是将此问题单独列入了裁军 

谈判会议的议程。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失Mo当前，防止核战争问题已戌了世界千百 

万人民首要关注的事，而负责为切实觯决这一问颞进行谈判的裁^谈判会议事实上 

却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 



CT/PV.249 

19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同时，发生一场热核冲突的危险正在增长。出现了新的核武器系统，其性能使 

其能够更适用于进行第一次打击，即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有人已提出了一 

些理论.承认可以发动并打瀛核战争。 

美国关于核战争社会经济后果的专家阿瑟•凯茨在最近出版的《核战争后的生 

活》一书中做了如下评价： 

"1980年发表的第5 9号总统指令说明了美国战略政治的改变，其中明显地 

反映出技术的影响以及技术的能力可增强'打核战争'的可靠性。虽然该指令被说 

戍是扩大咸慑力量，减少先进的小规模核攻击的影响，但它仍反映出一种改变了的 

技术现实：使我们更接近于一个低水平的核战争的模式⋯⋯-" 

欧洲及世界人民已面临核灾难的危险，这尤其是因为在西欧部署新型的美11中 

程导弹所致。 

我国代表团和所有其他代表团一样，对凯茨博士所说的"低水平的核战争"感 

到关注。它已谈到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这一咸胁的各个方面。 

^备竟赛的一个新的危险因素是五角大楼冒然在外层空间放置新的武器系统。 

这些新设计的投入使用不可能消除现有核武库的咸胁，反而会促成其使用。外层空 

间的至备竟赛从务方面增加了核战争的危险。 

从裁军谈判会议的具体情况的要求来看，仅限于提请注意核战争危险的增加是 

不够的。对待制订防止核战争的措施问颞，须有一种全面而切实的态度，社会主义 

国家，包括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就是釆取这种态度。这也反映在一系列文件中，尤 

其是第CIV^35&f文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第CIV40&f文件以及第CD/ 

434号文件。 

我国代表团经常阐述这些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冻结核武库的措施的优点。现在, 

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认为这两种措施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这一点从联合国第三十/ 

大会的有关决议中就可以看出。 

社会主义il家提出的一系列防止核战争的措施中，有些是为了优先解决消除人 

类面临的核冲突的直接威胁这一政治任务，另一些则旨在为承担该领域的国际义务 

制定一种国际的法律形式。第三类措施旨在不允许为新的武器系统一包括外层空 

间的系统一建立物质基础，因为这些武器系统可能打破战略局势的平衡，从而增 

加核战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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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方面，保加利亚代表团欢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K. U .契尔年 

科3月2日在发言中对这种态度的进一步阐这位苏联领导人提出了指导核武器 

国家之间关系的主要准则，并建议互相承认这些准则，并使其带有强制性。这一设 

想的一个主要焦点就是，作为初步目标，先将防止核战争问题单独提出来，并且应 

同意在同等安全原则的基础上逐步削、癱武器，直到完全消除各种类型的核武器为 

止。此外，建议还设想了与核武器有关的另一些问颞的解决办法，这就可以使防止 

核战争措施带有全面而持久的性质。 

我还要补充一下，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关于核武器国家应承拒的义务的建议是 

完全符合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5 8段和其他有关段落的。 

自然，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先生的发言中的设想有着更为广泛的范围和重要意 

义，受到全世界领导层的欢迎，被看作苏联和平方针的重申。现在，西方应对苏联 

这一建设性态度作出积极反应。 

裁萆谈判会议为扭转国际事务中消极的发展情况在一个方面应该作的贡献是解 

决防止核战争问颞。为了使愿意制订切实可行的措施防止核战争的国家的努力有助 

于作出决定，制订这些措施并就其达成协议全过程应在一附属的谈判机构进行。 

正如第CD/434号文件指出的那样，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提出了这样一个机构的职 

权范围的设想。我们提出的这一职权范围具有足够的哭活性，并为考虑所有设想和 

观点提供了余地。具体地说，这就意味着，在一个未来的工作机构里，将对社会主 

义 国 家 、 2 1国集团以及西方国家迄今提出的一切建议都给予必要的注意。另一方 

面，我们应该允许从各种措施的范围和有效性出发，对其加以分类。当然，只有协 

调了各代表团的意见，才有可能找到精确而又能为各方接受的标准，以判断各种措 

施的轻重缓急。我国代表团则愿意现在就在这方面作些考虑。 

有趣的是，第3 7 /7 8号决议和第38/183G号决议将防止核战争问题本身 

和减少核战争危险问题分得很清楚。两个问题都"具有最高优先地位并攸关世界上 

所有人民的重大利益"。因此，在这两方面都必须釆取措m> 

保加利亚代表团慎重地认为，成功地解决减少核战争危险的问题虽然是诱人的， 

但并不能消除核战争威胁的真正根源。因此，仅在这方面釆取措施而不执行防止核 

战争的措施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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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前提出发并考虑到各国提出的有关建议，保加利亚代表团提出如下措施 

结构： 

A 

B 

防止核战争的优先措施； 

防止核战争的法律措施及加强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制度的法律 

措施； 

C旨在减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 

对一些代表团-在防止核战争问颞上所釆取的立场作一番分析就可以看出，普遍 

认为在当前情况下爆发核战争的直接危险首先是由于某些H家形成了以质11更新了 

的核武器系统为基础的第一次核打击能力，由于有人鼓吹允许使用核武器的理论等 

以及提出减小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区别的概念。 

囡此，旨在使所有核武器国家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措旅、旨在在数量上和 

质量上冻结各自核武厍的措施以及在缔结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前旨在 

使所有核武器国家宣布暂停所有核爆炸的措施等显然比所有其他措施 具有更优先的 

地位。 

旨在限制苤备竟赛范围一尤其是那些最可能产生破坏稳定作用的领域——的 

措施也可归入上述一类。我在这里主要指的是防止外层空间5备竟赛的措施。 

上述考虑并不影响关于缔结下列条约的建议：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国际关系 

中不使用武力条约以及华沙条约国家和北约各国关于互相放弃使用军事力量和维护 

和平关系的条约等。 

考虑到存在着使防止爆发意外核战争的制度进一步完善的可能性，还应制订一 

些诸如P方止意外的或未经批准而使用核武器以及遯免突然袭击的可能性等步骤。 

保加利亚代表团提出这些措施结构是希望会议注意一种组织结构，使其符合于 

防止核战争任务的紧迫性，兼顾该领域广为承认的优先事项，并基于最终解决防止 

核战争问颞的法律概念。 

建议的办法并不影响对"一切有关事项"的讨论，伹这一讨论须在一附属机构 

中进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的第CD/357号文件和一些西方国家提出的第CD/ 

4 11号文件都强调了这种讨论。然而，我国代表团不同意这些文件中的一种明显的 

倾向，即以"通过审议（一个）意向性的小题目清单，对这一问题（防止核战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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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整个范围形成一个看法"的意见代替对措施进行谈判。 

主席同志，最后，我国代表团希望表示愿意参加你主持下的协商，以就设立关 

于防止核战争的附属机构及其适当的职权范围达成一项共同的谅^我il代表团保 

证支持这一办法，同时又希望呼吁所有有关代表团加紧努力，以便根据防止核战争 

问颞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尽快找到一种可为相互接受的解决办法。 

主席:感谢保加利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根据会议第248；^全体会i义的决定,现在请尊敬的土耳其代表蒂尔克门大使发言。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会议各成员国给我这样的机会 

在此发言。令人极为满意的是.我作此发言正值罗马尼亚代表任主席。确实，不仅 

土耳其与罗马尼亚有着友好睦邻合作的紧密而富有成杲的联系.而且你还是我最为 

尊敬的老同事，老朋友。 

我国政府欢迎裁萆谈判委员会更名为裁军谈判会i义。我们希望，这一裁至事务 

方面的唯一世界性多边谈判机构釆用这一更为恰当的名称也将标志重新进行努力， 

以求在会议面临的重大问颞上取得进展。 

今年的会议是在国际局势引起世界各国严重关注的时刻召开的。在紧张局势加 

剧，相互指贵和互不信任达到令人不安的程度的情况下.美国和苏联之间关于削减 

战略核力量和中程核力量的关鍵性谈判中断了。中东事态的不祥发展使国际局势进 

一步恶化。我们都认为，如杲两国不为恢复对话和建立起码的信任进行坚决的、不 

懈的努力，形势就不可能有进展。 

土耳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地理情况，须将大量资金用于防务。另一方 

面，我国与一个现已成为紧张和不安定局势的焦点的iti;区晚邻，这个地区的那场灾 

难性的、日益残酷的战争已进行三年多，还没有任何迅速实现和平的希望。囡此， 

我们极为赞同人们的如下希望：改善国际气侯、结束冲突itfc区的杀默东西方之间 

真正实现缓和并在裁军领域取得具体进展，以增进和平、加强安全。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气氛中，我们从关于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和裁^的斯德 

哥尔摩会议的召开看到了一线希望之光。这一会议如能釆取增进相互信任与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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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便可大大有助于缓和与军备控制及裁军。继马德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圆满 

结束后，斯德哥尔摩会议表明，不管国际情况如何不利，人们有坚定的意愿要进行 

对话。我们打算象在以往的其他讲坛上一样，积极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并为制订 

可在全欧洲实行的军事上重要、政治上有约束力以及可核査的建立信任措施这一目 

标做出贡献。 

我们同样感到满意的是，维也纳共同均衡裁减荬事力量会谈（MBFR )可望复 

会。我们认识到核领域以及常规领域的军备竟赛都是危险的，因此极为重视北约和 

华约各S间的上述会谈。我们认为，中欧裁减至事力量将是两个^事同盟在比目前 

低的^备水平上朝建立均衡的方向迈进了 一步，只、要象土耳其这样的侧翼国家的安 

全也能得到保障。 

在当前阶段，深切的忧虑中还怀有不确定的希望，裁军谈判会i义的工作具有重 

大的意义。甚至只要会议在责任范围内有一个问题有所突破，就会产生信任的感觉， 

并对其他萆备控制和裁军谈判以及总的东西方关系产生建设性的影响。在这方面. 

我们同意将化学武器协定置于优先地位的观点。土耳其早在1929年就在《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上签了字，现在希望有一项更广泛的协定来对它加以补充。 

销毁化学武器并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的协定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核査 

制度。在对不生产进行核査的程序和技术方面已有了显著的进展。土耳其和许多国 

家一样，也欢迎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
2
月2 1日在谈到销毀化学武器的设施 

中设国际监督机构常驻代表的建设性态度。 

我们希望，这一态度及其引起的积极反应将进一步推动会议在化学武器方面的 

工作。我们希望美国很快就要提出的公约草案将有助于把讨论导向取得具体而积极 

的结局。 

关于建立欧洲无化学武器区的提案，我们认为对禁止化学武器釆取区域性办法 

是不恰当的。如果能够就欧洲化学武器公约的实质内容达成协议，就没有理由认为 

公约的范围不能是全球性的，而且我们都深知迫切需要有一项有效的全球性禁止条 

约。 

长期以来，人们始终认为全面核禁试条约是限制%备竟赛和防止核武器扩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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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根本因素，其本身不一定是一个裁萆措施，但将是向前还出的重要的一步。自 

然，要使这样的条约有效，必须对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均有约束力。我们认为， 

进一步拖延下去也将危及不扩散的事业。许多发言者都正确地提醒本会议，《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使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与无核武器囿家的义务之间建立了 一种联系。 

我们希望核武器国家在处理核禁试条约及核笨备控制和裁军的其他方面的问颞 

时能锘记这一联系。 

我们完全意识到核冲突的潜在恐怖后果以及关于防止核战争项目及一切有关方 

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无疑，应尽一切努力消除核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伹如杲认为 

只要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核武器就可以做到这一点，那就错了。必须力图防止战争， 

无论是核战#^是常规战争都要防止。在这方面，我们要指出，我们认为根据当前 

的政治和战略现实，很难赞同如下意见，即在核交火中，欧洲的某些地区能够成为 

球的避风港。 

外层空间的潜在的军备竟赛是引起深切忧虑的根源，因为我们知道，一些系统 

已在试验中，新的武器已经研制出来。我们希望会议能尽快达成协议，以使该问颞 

能得到最好的解决。 

会议在放射性武器方面已做了许多工作，我国政府希望这方面出现的问颞能够 

得到解决。如能就此问题达成协i义，必将对其他多边裁军谈判产生积极影响。 

在结束发言前，我想谈一谈会议扩大的问题。许务成员s都知道，我国自 

1978年以来就一直在带头进行一切努力，以求扩大裁萆谈判委员会。我们对赞成 

有限扩大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我们已提出我们成为 

成员的候选资^我们认为，有必要象议事规则设想的那样，定期对裁军谈判会议 

的成员国构成情况进行审査，以便吸收象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所称的那种"军事上重要的"国家。主席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我 

国如果成为成员国，一定会对会议做出与其长期对和平、国际安全与裁军所做的承 

诺相称的贡献。 

主席:感谢土耳其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菲尔兹大使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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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兹先生（美国)：主席先生，明天，这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讲坛就要庆祝 

自己的二十二周岁生日了。自十八国裁军委员会首次开会后的2 2年来，本机构经 

历了变革和发展：我们现在有四十个成员国了。我们数易其名，最近的一次是在今 

年。我们取得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成缋，其中.我们对旨在防止核战争的第一个措施 

—"热线"协定做出了贡献；对第一项核禁试条约一有 I W试条约做出了贡献； 

对第一次禁止研制、生产及储存各类武器一生物武器公约做出了贡献，并对划时 

代的裁军和军备控制协定一不扩散条约做出了贡献。对于一个年仅2 2岁的机构 

彩兑.这不算差啦！. 

然而，我必须说，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缋。许务挑战在等待着我们，许 

多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我们的i义程还远远谈不上完善。 

我们如今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颞就是关于化学武器的未完成的议程。 

今天，我专为这一项目作一发言。我在2月2 3日的发言中已重申，美国重视 

对全面、可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条约进行谈判。这一条约将补充现有的国际协定和 

习惯国际法，包括通常称为《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 

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 

会议成员国都知道，美国对世界各地区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表示关注。美国强 

烈谴责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一无论其发生在何时何地。与此立场相一致的是美国 

支持联合国对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导进行调査的努力。美国还支持联合国在最终作好 

正式安排前，努力制定程序使之有可能对可能违反《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情 

报进行及时而无偏倚的调査。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一文件的法律和道义的权咸 

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因为其本身重要，而且因为《日内瓦议定书》是我们在裁 

军领域的工作的一个重要基础。 

因此，美国深为关切地注意到，有报告称正在伊拉克和伊朗进行的悲剧性冲突 

中使用了化学武器。到目前为止，会议所有成员国无疑都已知道，美国国务院3月 

5日已就此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得出的结论是，现有的论据表明，伊拉克 

'在这场冲突中使用了致死性化学武器，这样使用化学武器严重违反了《议定书》和 

习惯国际法的有关规定。迫切要求国际社会注意这一局势。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 

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已于3月8日决定"派专家前往伊朗，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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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关于化学战的指控的事实。"我们知道，事实上这些专家已派往德黑兰，我们现 

在开会的时候他们已在执行他们的重要使命。 

美国和其他国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制订一个禁止生产、研制、储存化学武器的 

条约。国务卿舒尔茨在斯德哥尔摩宣布.我们将提出一份全球范围的全面、可核査 

地消除化学武器的条约草案。在当前的各种冲突中，包括在两伊战争中违反国际协 

定和习惯国际法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增加了我们这一工作的紧迫性，这表明迫切需 

要締结一项全球性禁止化学武器条约。 

以对人道主义的关切为基础的国际法律的约束使我们努力制止任何使用化学武 

器的情况发生，最好是能够防患于未然，并使我们要求从地球上取締这种武器。同 

样道理，我们对伊朗和伊拉克的悲惨的.无必要的生命的损失.尤其是囡袭击平民 

而造成的生命损失，感到遗憾。我们敦促这两个国家尊重其根据那些旨在减轻作战 

中人身痛苦的IS际公约所承抠的义务，并接受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为结束这场流血 

事件的斡旋。我们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已指出伊朗在这场冲突中违反根据《日内瓦 

公约》应承抠的义务，把儿童作为作战的士兵。囡此，我们认为海湾地区这场战争 

的一个特点就是不仅骇人听闻地公然草菅人命，而且藐视国际法和公认的各国间的 

行为准则。 

明天，在我们吹灭生日的2 2支蜡烛时，让我们集体表达一个愿望：所有冲突 

—特别是海湾地区的这场肮脏的血腥战孝一都将迅速结束；让我们每个人都再 

次下决心，满怀信心地力求締结一项有效而可核査的禁止化学武器条约，以使人类 

不再窖怕这些可恶的武器。 

主席: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 

美国代表是今天登记的最后一个发言者。还有其他代表团要发言吗？如果没有， 

我打算暂时中断此次全体会议，待今天下午召开关于组织问颞的非正式会议后再复 

会。非正式会议将于下午3: 3 0在本会议室举行。 

会议于下午12: 2 0中止并于下午4: 0 0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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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裁5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现在复会。 

m-,我打算提请会议对第107至11^工作文，出决定，秘书处应1 3个 

S家关于参加会议和作进一步解释的要求已散发这些文件。象往常一样，我们将根 

据收到非成员国原先请求的顺逐个处理这些决定草案。第一份请求是挪咸提出的, 

有关决定已收入第107号工作文件如无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一决 

定草案。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现在处理芬兰的请求，有关的决定已收入第108号工作文件^如无反 

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已通过了这一决定草案。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现在处理丹麦的请求，有关的决定已收入第109f工作文件丄S如无反 

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已通过了这一决定草案。 

就这么决定了。 

-1^ "根据挪威的请求（ C D / 4 5 ( ^ C I V 4 5 1 ) ,并根据议事规则第3 3条至 

3 5条，谈判会议现在决定邀请挪威代表参加1984年会议的全体会议和根 

据其议程项目4、 6、 8所设立的各附属机构"。 

2/ "根据芬兰的请求
（
CD/452和CD/453 )，并根据议事规则第3 3条至 

第3 5条，谈判会议现在决定邀请芬兰代表参加1984年会议的全体会议和 

根据其议事项目4、 6所设立的附属机构。" 

V "根据丹麦的请求（CD/4 54和CD/455 ) ,并根据议事规则第3 3条至 

3 5条，谈判会议现在决定邀请丹麦代表参加1984年会议的全体会议和根 

据其i义程项目4所设立的附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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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现在处理新西兰的请求.有关的决定已收入第110号工佑文件丄/如无 

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已通过了这一决定草案.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现在处理土耳奚的请求，有关的决定已收入第111号工估文件丄^如无 

反3?+意见，我将认为会议已通过了一决定草案. 

就3^么决定了. 

主席 :现在处理孟加拉囿的请求，有关的决定已收入第工佑文件丄 ^如 

无反意见 .我将认为会议已通过了一决定草案 . 

就这么决定了. 

U "根据新西兰的请求（c D / 4 5 6JfcC D/4 5 7 ),并根据议事规则第33 

条至3 5条，谈判会议现在决定遨请新西兰代表參加1984车会议的全体会议 

和根据其议程项目 4所设立的附属机构." 

1 / "根据土耳其的请求（C D y 4 5 8 ^ C D/4 5 9 ) . 4Mi据议事规则第33 

条至3 5条，判会议现在决定邀请土耳其代最参加1984车会议的全体会议 

^根据:^议程项目 4所设立的附属机构." 

y "根据孟加拉国的请求（C D/4 6 O^C Dy^4 6 1 )，并根据议事规则笫 

3 3条至3 5条，谈判会议现在决定邀请孟加拉国代表参加1984车会议的全 

休会议*根据:^议程项目8所设立的附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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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现在处理奥地利的请求，有关的决定已收入第113号工诈文件Y如无 

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已通过了这一决定草案.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现在处理越南的请求，有关的决定已收入笫 1 1 4号工作文件如无反 

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已通过了这一决定草案. 

就这么决定了a 

主席:现在处理葡萄牙的请求.有关的决定已收入笫115#工佑文件丄^如无 

反5?+意见，我将认为会议已通过了这一决定草案. 

就这么决定了. 

i J "根据奥地利的请求（C DX4 6 2 ^ C D/4 6 3 ) ,并根据议事规则第 3 3 

条至第3 5条.谈判会议现在决定邀请奥地利代表参加1984年会议的全体会 

议^根据其议程项目4所设立的附属机构* " 

d "根据越南的请求（C D/4 6 4 ^ C D/4 6 5 ) .并根据议事规则第 3 3 

条至3 .5条，谈判会议现在决定邀请越南代表在3月2 7日全体会议讨论议程 

项目6的时候发言。" 

d " 根据葡萄牙的请求（ C D / 4 6 6 ^ C D / 4 6 7 )，并根据议事规则笫33 

条至第3 5条，谈判会议现在决定邀请葡萄牙代表参加1984车会议的全体会 

议勒根据其议程项目4、 8所设立的附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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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罗马尼亚） 

主席:现在处理西进牙的请求.有关的决定已收入第 1 1 6号工作文件无 

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已逋过了这一决定草案.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现在处理哥伦比亚的请求，有关的决定已收入第117号工作文件‧li<如 

无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已通过了一决定草案.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现在处理塞内加尔的请求，有关的决定已收入笫 l i s t工作文件 i i / . 

如无"^意见.我将认为会议已通过了这一决定草案. 

就这么决定了. 

^ "根据西进牙的请求（C 0 / 4 6 8和 C D/4 6 9)，并根据议事规则第33 

条至第3 5条.谈判会议现在决定邀请西进牙代表参加1984车会议的全体会 

议湘根据其议程项目4、 6、 8所设立的各附属机构." 

i V "根据哥伦比亚的请求（c D/4 7 O^C D/4 7 1 ) .并根据议事规则第 

3 3条至第3 5条，谈判会议现在决定邀请哥伦比亚代表参加1984车会议的 

全体会议^根据其议程项目4、 6、 8所设立的各附属机构." 

2L/ "根据塞内加尔的请求（C 7 2 ^ C D/4 7 3 ).并根据议事规则笫 

3 3条至3 5条，谈判会议现在决定邀请塞内加尔代表参加1984车会议的全 

体会议^根据其议程项目4、 6、 ，8所设立的各附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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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罗马尼亚） 

主席:现在处理瑞士的请求，有关的决定已收入第 1 1時工佑文件 V如无反 

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已通过了这一决定草案.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现在已有两个代表团登记发言，请匈牙利梅斯泰大《É发言。 

梅斯泰先生（匈牙利)：主席同志，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接任裁军谈判会议主 

席.见到你，见到社会主义邻邦的代表任主席，不仅仅是一件愉快的事，还囡为我 

曾有机会茌另一国际讲坛上欣赏过你运用熟练的外交，所以我不仅感到愉快.而且 

感到.有信心，相信你将继续象你的前任，波兰的图尔进斯基大《凌在通常是车会开 

始时困难的月份做的那样，将我们的会议引向有意义的，认真的谈判. 

主席同志，如蒙同意.我想表达匈牙利代表团对于会议又一次成功地克服了一 

个纯程序性的障碍，表示满意.然而，这种简单的问颞，如杲长期得不到处理，其 

份量^重要性就会增加而且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可能会有一种力量。使之出现不 

令人欢迎的趋势^先例.我们希望，觯决非成员国有秩序Jtfe»不受阻挠地参加裁军 

谈判会议工作的问颞也将为今后树立一个好的典范. 

匈牙利代表团^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一样.或者说^在场的大多数代表团 

一样，始终愿意为准备对本机构的努力作出贡献的各个非成员国创造有利条件。我 

们真诚地相信，委托本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成功与否关系到各国人民的直大利益，这 

工你就是就裁军的具体而切实的揞施进行谈判。因此，这些国家人民的代表有贲任 

对我们的共同努力做出贡献，但当他们认为这里的谈判与各自的国家安全有直接关 

系时，他们也应当有权利参加我们的工佑. 

`JJ "根据瑞士的请求（c D/4 7 4 ) ,并根据议事规财第 3 3条至3 5条，谈 

判会议现在决定邀请瑞士代表参加1984车会议期间根据议程项目4所设立的 

附屬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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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泰，匈牙利） 

这一原则早已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次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体 

现，也以更为具体的方式体现在我们的议事规则中，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规则得到 

了恰当的应用，并且通常是很灵活的，凡是涉及非成员囿的参加问题，我囯代表团 

总是愿意以平等的方式，不带任何歧视地对待每个主权囿家的代表的申请。 

在以往的年代里，匈牙利代表团就是这样行事的，我们将来也将坚持这样做。 

我们很了觯，规定经常和某些个别的要求不一致。但是，指导整个会议以及所有代 

表团行动的始终必须是压倒一切的利益：促进裁军事业。当规则与实践不完全一致 

时，按规则行事总是稳妥的办法. 

景后，请允许我再简单地说一下：匈牙利代表团欢迎又一个程序性问题的觯决， 

一方面我赞赏非成员国愿为我们的谈判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又希望所有成员国代 

表团也能有同样的决心和准备.为所有其他未觯决的问题找到觯决办法。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我想表明巴西代表团在非成 

员国参加会议工作问题上的立场。我想谈是因为会议刚才之所以能作出这早就该做 

的决定，是靠规定了一个程序，即限制了申请国参加的方式。 

也许是因为我们会议及其前身的成缋不佳，这里进行的工作似乎并不引起联合 

国所有会员国及其观察员多大的兴趣，然而.《最后文件》承认各国人民对裁军谈 

判是否成功有着切身的利益，承认所有囿家都有权为这一领域的工作做出贡献《从 

这一点本身来说，就足够有理由要求本会议理所当然地对要参加会议的请求，尤其 

是联合国会员a参加会议的请求，采取一种开放的、无歧视的态度， 

但是，仅这样说还不够。联合国的会员囿资格是现代国际法中承认一个囿家为 

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的方式之一或者是一国政府得到其他国家政府承认的方式之一a 

与一囿政府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或[i际组织或会议中，尤其是联合国系统内的组织 

或会议中坐在一起，就等于默认这一代表资格的合法性 

不管如何看待待本会议和联合国的关系，没有什么E当的理由说同一规则在这 

里不适用。在本会议室有代表的所有四十个政府和现在提出申请参加的所有 s家一 

样，都是联合国的一部分，尽管有的是这一国际组织的会员国，有的是观察员。因 

此，以议事规则拒绝或限制一个联合国会员 I I参加 4议是非法的，不合理的，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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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索萨'埃 '席尔瓦先生，巴西） 

不民主的。 

说它是非法的，是因为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惯例，包括联合国宪覃都主张各国 

平等，联合国会员国中不允许有区别.这一规则应适用于一切囿家， 

说它是不合理的.是因为这种拒绝或限制通常以地区性争夺或地方性争吵为依 

据的，这种动机与同样,要的文件，即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次特别会i:^最 

后文件》中关于裁军方面对所有国家提出的责任和义务不相符合。 

最后，但不是最重要说它不民主，是因为这种做法对抽位平等的11家有歧 

视。引起了 18、 I 9世纪觯放运劫的现代民主fi家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无代表 

权者不纳税"的原则。尽管有些囿家认为本会议完全独立于联合国，但它的服务和 

资金都是这一世界性组织从其正规经费中提供的，而这经费又是联合国所有会员国 

提供的。对于为了 一个机构维持及其工作已按商定的份额做出贡献的囿家希望参加 

这一机构的要求我们不能拒绝或限制。 

有的国家由于其狭隘的利益厌恶另一些S家的政府或政策，但是，至少在后者 

是联合国会员囿的情况下，不应因狭险利益而妨碍为裁军这一共同目标进行合作的 

更高利益。会议的所有四十个成员国应遵循一个原则，即只要申请S完全被承认是 

联合国的会员S,或享有观察员的资格，所有关于要参加的请求都应自动被接受。 

用人为的程序性办法否决一个国家的申请或对其参加进行限制，只能是说明大国间 

的争夺和对抗仍然P且碍裁军领域实现有成杲的多边仓作的又一例iîL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过去在谈判会议的非正式会议上讨论 

非成员国参加会议工作的问题时.我国代表团曾有机会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现在再 

说一遍是为了使它公诸于众.我囯代表团的意见是，会议必须在议事规则的规定之 

外，对这样一个问题作出具体决定：必须有自动接受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参加我们工 

作的任何请求的办法。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充分理由希望参加我们工作的非成员国 

此次和以往都需遵从的程序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这些程序限制了我们的会议，也 

不尊重本应普遍有效的原则。我不打算进一步详谈我们提出这一意见的根据.在此 

只想将我S代表团立场公诸于众，这一立场就是完全赞成自动接受任何关于参加 

我们工作的请求；并希望能通过适当的规定使我们的设想在程序中成为现实.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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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正如我在非正式会议上回顾过 

的那样，墨西#<戈表团在1980年7月，也就是三年多以前提出过一份编号为 

129的工作文件.该文件曾载有，而且现在仍载有对裁军谈判委员会议事规则第九 

节的倐IE案，内容涉及委员会非成员国的参加问题。今年发生的情况当然不能与 

1980年的情况相提并论，当时我ÎH浪费了几个月时间讨论这一问题。然而，现 

在已是三月中甸了.直到现在才对去年1 2月或今年1月提出的关于参加的请求作 

出决定。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在第一个适当机会就要求被认为最有资格审议程序问 

题的任何小组，不管是"贤人小组"还是任何其他小组，研究那些倐正案。修正案 

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把我认为已在《最后文件》第120段清楚坤或明确itiJ表达的 

内容载明在文件中，换言之，委员会不是施恩惠于那些要求参加对其有关的问题进 

行讨论的国家，不是用对其请求作出肯定答复夹对其施以恩惠.这些国家有参加的 

权利。我不想再详谈这个问题了.條IE案已十分清楚，并附有一份觯释性说明.我 

国代表团感到满意的是，今天我们终于能够做出一个肯定的决定.不必象1980年 

那样不得不一拖再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你以高贵的风格指导了非正式 

协商的缘故a伹是，我要重复一下，我国代表团建议趁现在还没有因为对一个具体 

请求发生困难的时候一到那时一切都会变得更困难——在适当时机以普遍的方式 

处理好这一问题，并使之有一个普遍的，永久性的觯决办法。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谢谢你，主席同志.苏联 

代表团对于各国广泛参加裁军问题的审议极为窗视。窠实上正是苏联提请囿际社会 

注意这个问题即组织一个普遍性的裁军谈判机构——由所有国家无例外地参加的世 

界裁军会议。苏联外交部长A ‧ A ‧葛罗米柯先生在1971年9月6日致联合国秘 

书长的信中指出，"这一会议真正普遍性原则是其成功的一个主要保证。所有囿 

必须以平等的地位派代表出席这一世界性裁军论坛"， 

苏联继续持这一观点。迄今未能就召开一个所有国家无例外:WJ,参加世界性裁 

军会议达成协议，这完全不是我们的过错。无疑，苏联也支持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 

联合国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一项规定，即"一切囯家（也）有权参 

加裁军谈判。它们有权以平等地位参加那些直接关系到其国家安全的多边裁军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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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从这一原则立场出发，苏联欢迎裁军谈判会议非成员国关于积极参加其工作并 

为觯决会议面临的紧迫问题作出贡献的愿望a我们认为，以认真有效的态度参加我 

们谈判的囿家越广泛.我们的工作成杲就越坚实，也就能得到整个国际社会更大的 

支持，因此，苏联支持下列(1家（按俄语字母顺序排列）的请求：奥地利、孟加拉 

国、越南、丹麦、西班牙、哥伦比亚、新西兰、挪威、葡葙牙、塞内加尔、土耳其 

芬兰以及瑞士。当然.待希腊、爱尔兰、玟麦隆、厄瓜多尔代表团提出觯释性函件 

后，我们也准备支持它们的请求•换言言之，我们主张所有表示希望参加囿家都 

有可能无例外ilij参加会议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在这方面的 

歧视是绝对不允许的，是违反裁军谈判会议议事规则^专门讨论裁^问题的大会第 

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也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的。决不能 

阻碍各国就通过裁军加强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方法方面做出贡献。我们一贯谴责，并 

将继续谴责这种歧视。此外，苏联也不能容忍坡视a 

我们主张觯决it去出现的困难，因此准备对加西亚•罗夫茱斯大使刚才提到的 

1980年墨西哥提出的提案持积极态度。 

自然，非成员国参加会议的工作必须符合议事规则。遵守这些规则是它们参加 

会议取得成果的保证，也是符合会议成员国自身利益的。为此，我们感到满意的是 

会议非成员国已考虑了一些钍会主义国家的意见，我们祝愿他们在参加会议的工作 

中取得成功。 

钱嘉东先生（中国）：主席先生，关于非成员国申请参加本会议工作的问题， 

经过各方的努力，终于已经觯决。虽然拖了一些时间，伹是幸亏还不算拖得大长。 

中国代表团对今年有那么多囿家对本会议的工作表示有兴趣，申请要求作为非 

成员国参加，感到非常高兴。这又一次说明，裁军确实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 

十分重视和关心的问题。中国代表团同意接受挪威、芬兰、丹麦、新西兰、土耳其， 

孟加拉、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哥伦比亚、塞内加尔和瑞士的申请，并对他们 

表示欢迎。我们相信，他们作为非成员国参加，将会对本会议的工作作出积极的贡 

献.我们也同意越南要求于 3月 2 7日就第六项议题作一次发言申请.正如我们 

0^会议在审议非成员国申请参加本会议工作问题之前曾经同意接受尊敬芬兰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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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秘书、挪咸国务秘书、土耳其大使要求作发言的申请一样. 

主席先生：经过去年的痛苦经验，今年大家都表示希望不要再在组织工作方面 

花太多时间.中囿代表团也完全抱有同感'我们认为，关于非成员国参加会议的问 

题.只要按议事规则和多年来已建立的程序办•应该是很容易觯决的，议事规则规 

定得很清楚，对非成员国的申请要进行审议，然后做出决定。我的理觯是，在一般 

的情况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申请不仅理所当然 :W>应予接受，而且应予欢迎; 

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排除有极个别例外a因为既然申请是要经过审议的，在原则上 

就应该允许有一种以上e*t审议结 I 

有一牝代表认为，凡是联合国成员国要求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裁军谈判 

会议没有理由加以拒绝。这种说法，如我刚才所说é^,在一般愔况下是站得住的， 

尽管裁军谈判会议并不是联合国下面的一个机构。我对这种说法的理觯是：我们接 

受一个联合国成员囿参加本会议的工作，不仅体现对这一囿家的尊,，而且也是为 

了体现对联合国的尊重.就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来说.如果他们提出申请要求作 

为非成员国参加本会议的工作，确实没有理由拒绝他们。然而，如果有这样一个囿 

家.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又拒不执行联合国大会的决定，对于这样 

—f国家，它本身就不尊f联合国，而我们却必须同意它的申请，那岂不成了我们 

自己也不尊重联合国了吗？对这样的国家，也许只有拒绝它的申请，才能体现出我 

们对联合国、对联合国宪鞏和对联合国决议的尊重和维护 a从实际情况来讲.去 

在我们的会议里就曾经发生过不止一 个联合国成员国其申请未被接受的事例，有一 

些主张不应该对非成员国申请有所歧视国家也歧视过至少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的申 

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人们还可以假设地问.如杲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或者以色列 

这样的囯家也提出申请要求参加本会议的工作，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应该做出怎样 

的决定呢？ 

主席先生：我们很高兴关于非成员国申请参加会议工作的问题业已觯决，并且 

相信有关各方都还是满意的，或者应该惑到满意的。在此情况下，本来已经没有必 

要再作什么发言了。伹既然有一些国家的代表认为有必要发言，我因此也简单;tlb说 

了以上这些话，以增进对中囯代表团立场的了觯，并有利于本会议今后的工作。 

谢谢主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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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罗马尼亚） 

主席：慼谢中国代表。还有其他代表团要发言吗？看来没有了。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3月1 5日星期四上午1 0 ： 3 0举行.散 

会议于下午4 ： 4 5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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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罗马尼亚）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现在开始。本会议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4，化学武器。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愿意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议 

题的成g均可这祥做。 

尊敬的代表们，我怀着非常愉快的心情向阿基茱‧席尔韦斯特里尼大主教阁下 

表示热烈的欢迎，他目前担任了教会公共蓽务委员会秘书这一非常重要的职务。我 

确信本会议赞赏罗马教廷对本会议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兴趣。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罗马教廷的代表、匈牙利、波兰、瑞珠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日本扎伊尔诸国的代表，以及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蓽件的国 

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他将介绍小组的报告内容， 

根据裁军谈判会议在其第248次全休会议上出的决定，我现花怀着十分愉快 

的心情请罗马教廷代表阿基茱'席尔韦斯特里尼大主教阁下发g, 

席尔韦斯特里尼大主教（罗马教廷）：我对今天上午有机会向1984年裁军谈 

判会议的参加者这祥一些具有很高的资格和力的人群的会议发表讲话感到很荣幸 

和愉快，这一会议是唯一的"多iH炎判论坛"，其目的是就对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 

与合作至关重要的问题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 

我特别要对罗马尼亚大使达特库先生致以问侯，预祝他在履行作为会议三月份 

主席的职贵时取得圆满的戍功a与此同时，我还要感谢波兰大使图尔班斯基于上月 

担任会议首任主席时卓有戍效地履行了同样的职贵。 

本会议由于具有推动置于有效的国际控制下的普遍彻底的裁军的任务，因而显 

得特别重要。会议长期的工作发展结果，已使制订一项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国
3
示 

条约草案及一项关于全面有效地禁止发暴、生产及储存所有化学武器以;^此类武器 

的销毁国际公约萆案成为可能的事了。 

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任务，罗马教廷已经认识到它的意义和价t教皇约翰' 

保罗二世这位不知疲倦的和平使徒曾明确地指示我向本会议袠明他对本会议工作的 

关注以及他对听有会议戍员的敬:t»他们由于身负的崇高职贵，渴望致力于使当代 

人类得以发暴自己杰出的才能，远远摆脱那些可能发生的、其损失是不可弥补的沖 

突的萦回不散的幽灵。 

教皇, 芘鼓励所有那些奋力建立真正的和平的人并经常提醒人们^平是大家的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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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尔韦斯特！‧尼大主教，罗马教廷) 

任的同时，还意识到他自己可以说是远近各方千百万男女老幼的代言人，这些人不 

愿生活在一个战争仿佛仅靠一种岌岌可危的力量平衡来避免的世界上。 

说句实话，尽管存在持续不断的紧张局势，今年的工作是在可以认为是令人鼓 

舞的预兆下开始了的：一方面斯德哥尔摩会议致力于指出一条可以促进欧洲相互信 

任的途径，另一方面维也纳关于裁减常规武器的谈判有希望迅速复会。 

但是，就釆取措施避免核战争的危险的决心而言，还有许多事要做a 教皇于 

1981年2月25日在广岛这个揭示核屠杀所包含的令人心惊胆战的现实的全部恐 

怖状况的地方所诈的演说中就媞到这种危险。他说，"面对蓍每场战争所表现出的 

人为的灾难，我们必须反复地一再重申，诉诸战争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需要，⋯⋯意识形态的冲突，人们愿望^现实需要的冲突，可以也必须用战争和暴力 

以外的办法来觯决"。承蒙^内瑞拉代表团的帮助，这一文本已列入本会议的正式 

文件中，我确信，这一文件将会本会议提洪参考意见。 

在这方面，罗马教廷不准备就工作和讨论的技术方面的问题发表童见，而希望 

本着团结和服务的精神使大家共同具有它的一些信念，这些信念是受耶稣基督特别 

启发人类良心的启示而产生的， 

毫无疑问，防止核战争及一切有关问题是本届会议的基本目标之一。 

这显而易见是一个具有头等必要性的问题。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类同胞为一种生 

活在火山顶上的恐怖感觉所萦绕，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并释放出灾难性的力量，将 

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从而最终结束人类的历史。 

只要想一想，这种感觉会给人们，特别是年青人造戍多么沮丧的心情。茌这个 

遭受死亡威胁的世界上.这使那些企望生活、相互了觯、相互爱并从事建设的人要 

问问自己j如果总体战必然日益被认为是一件无法避免的事，那么生存有什么意义？ 

人类的活动又有什么作用？作父母的思想感情，其本身包含有对人类和未来创造的 

希望的荫芽，都不能在这场"意义危机"中幸免，于是甚至年青夬妇也到了对自己 

后代的未来感到疑惑的地步，因为他们一想到自己的孩子或许迟早注定都会戍为牺 

牲品就不寒而 

公众舆论对于和平的高调感到厌倦1却很注意那怕是最小的首倡行动，这种首 

倡行动尽管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但却是一个较令人放心的世界的开端，并给予许 

多人以更美好的明天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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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尔韦斯特里尼大主教，罗马教廷） 

这就是为什么缔结一项禁止核试验的条约会毫无疑问地成为各国采取新方向的 

意愿的保证。 

令人遗憾的是，罗马教廷于1971年加入的核武器不扩散条约草案并来充分发 

挥各条款所具有的力量，其部分原因是条约草案尚未得到人们本有理由指望得到的 

普遍支持，部分原因是我们尚远来获得推动这一草案的核大国实现其庄严承诺的保 

证，即停止军备竟赛，确保在适当的控制下逐步削减军备，直至实现彻底裁^。 

恰恰相反，人们不仅没有实现在一致同意的尽可能最低水平上的"平衡"，反 

而为毫无约束的极为危险的军备竟赛打开了大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1984年 

世界和平日那天所发表的信件中强调指出，各国领导人应确信"战争本身是不合珲 

的，和平觯决争端的道德原则是值得人类釆取的唯一途径。"他接着说："‧⋯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的令人可怕的危险应导致人们制定出合诈与裁军的讲程，从而使战争 

实际上戍为难以想象的东西。" 

同时地并逐步进行裁军，如杲接受并组织真正的国际控制，就会创造出一种新 

的气氛，即信任的气氛，这不仅对战略会产生有益的效果，而且在社会及经济领域 

会产生有益效氣 

正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今年1月1日世界和平日布道时说的，"今日世界 

更显著的特点是冲突，陷于紧张局势之中，其使人极度痛苦和错综复杂的影响反映 

在东西方和南北方的关系中a "教皇接着说，正是在这种南北关系方面，"由于人 

类条件而产生的境况差别是最令人不安的特鉱茌冨国，健康和营养茌不断改善； 

而在穷国，维持生存的所必需的食物都缺乏，死亡率，特别是嬰儿的死亡率猛升。" 

造成富国与穷国差距有好几.种同时并存的因素。但是亳无疑问的是，由于本应 

用来帮助处境最差的人民的经济资源被浪费在费用昂贵的军备上，这一差距正在不 

断扩允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罗马教皇强调指出的那样，在世界和平的地平线上竟 

然同时出现了象《启示录》的骑手那样令人恐怖的核灾难的或胁和在许多国家所存 

在的饥饿苦难现象，这并不今人吃惊。 

罗马教廷充分认识到这一复杂的现实的严重性，同时并不想低估本会议正茌处 

理它的能力，面对这一现实，我现在想强调指出某些可以导致有效的裁军从而导致 

更 稳 定 的 和 平 的 优 先 考 虑 的 事 ' 

首先一条是，永远也不要放弃谈判。在尚无一个超国家的权威的情况下，谈判 

以期实现茌国际控制下逐步的、同时的削减军备仍然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项迫切需 

要的事，如就那怕是昜微不足道的但马上可以釆取的措施达戍协议，这都会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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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尔韦斯特里尼大主教，罗马教廷） 

大大减少冲突的危险。 

其次，要恢复信任。为了促汫真诚而富有成渠的对话，交流意见和对互通情报 

的评价必须总是以诚实,fn相互尊重为特点。 

最后一条是，努力使科学技术3^生存而不是为战争服务。你们手中有由教廷科 

学院公布的"关于使用核武器造戍的后果的声明"，教皇保罗二世曾希望在1981 

年将这一宣言的副本亲自送交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政府首脑。这一文件生动地陈述了 

使用某些武器会对平民和环境造成的可怕后果。现在比以往更为迫切需要媞靡.我们 

自己，科学研究是为人类服务的。教皇表示希望:'
(
应把目前用于军备技术和科学上 

的很大一个比例的资金用于发暴保证人类生活和福利的机械湘安排上。"（致联合 

国大会讨论裁军的第二次特别会议的信，1982年6月11日，第10段）不论何 

人怎么能不同意这个愿望呢？ 

外层空间武器、放射性武器及化学武器而言，"科学"与"武器"之间的关系 

的这一方面在我看来似乎特别重要。关于本会议此刻正在讨论的化学武器，非常紧 

迫而且合乎理想的是，为了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现有的协定应予起草完戍，并成为 

一种现实。必须伃细制订出进行适当有效的核査的制度。作为禁止细菌武器及化学 

武器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締约者的罗马教廷将继续从道义上支持任何有助于 

永远消除总体战的恐怖的首倡行动‧ 第二次主教会议在这方面重申了晚近历代教 

皇的谴贵，它将根据这一庄严宣言来这样做，主教会议明确声明，"任何旨在不加区别地 

毁灭整座城市或广大地区及其人口的战争行动都是反上帝相反人类本身的罪行。它 

应受毫不 j糊断然的 " S t贵。，，（ C o n s t i i;ut;ion"Gau(iiuin et Spe s", 

第 8 0段） 

对*国际社会来说，裁军是应优先考虑的目# ‧促讲^平，教肓人民争取和 

平，或可以说是维护和平——这确实是教会可以作出特殊贡献的一个领 

教会要不断地呼吁不论属于什么情况的各囯人民从道德上伶出能确保持久和平 

的选择。目前的形势仍然令人忧虑。仅仅没有战争不等于和平。和平不只是一种方 

法问题，它是一种精神，它的先决条件是要把诸如真理、自由、正义及团结这类的 

精神价值观付诸实乾这是一个每个人必须感到个人承担有贵任的任务。 

最近，一些国家的主教团就武器问题发表了声明。读一读其中某些为形戍基督 

教徒良心而作的文件的标题是富有启发性的：正义建立^平（德国主教闭）；和平 

的挑块（美国主教团）；臝得和平（法国主教团）；实现裁军以建立和平（ t k ^ l时 

主教团）；建立在正义之中的和平（荷兰主教团）；实现和平的期望（日本主教团)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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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尔韦斯特里尼大主教，罗马教廷） 

所有这些呼吁都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唤醒人们的心灵，帮助"净化"侵略素识， 

以便使人们懂得显示出更大的团结，相互更加热爱。 

这就是说，全世界的天主教会都希望成为使和平发生潜移默化影响的因素，因 

为它确信，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曾经于1965年对联合国说的那样，如果们"彼此 

作对"那我们就走向自我毁灭；而当我们"一齐，，前ifr时，我们就花世I的心中播 

下了和平！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访问广岛期间曾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国际社会戍功地给 

自己制订出一套法律，这套法律"能恰象一国的法律维护一国秩序那样来调整国际 

关系"。 

这可以视为一种乌托邦。也可以视作朝有效裁军还出的第一步。无论如何可以 

证明，我们总可以相信人类具有超脱自己、战胜自己妤战的天性并使自己为"爱人 

之心的文明"服务的能力！ 

最后，我想强调指出，即使在涉及裁军的地方，也必须拿出理由来进行斗争！ 

处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民，特别是年青一代，如果要使他们有动员起来的感觉就需 

要伟大的目标。必须使他们确信，他们是有理由生存和希望的。团结、正义、国际 

间和平友好、为反对饥饿、贫困及不发达而进行的斗争当然是现存的价值观，但是 

意识形态领域垔的对抗或某些人为的分裂却有使这些价值观被掩盖的危险。就教会 

而言，它不能不感到对世界上无数的所有友妤的男男女女负有贵任——他们确信人 

类不仅仅是摆在一起的许多个人，一心希望能组成一个全世界的大家,良 

要裁军以便共同生存下去！在这项必定总是要重新开始的艰巨任务中，罗马教 

廷意识到，自己代表着一种呼声，提醒人们，裁军的&利最终将是和平的胜利。 

先生，谢谢您使我有机会让这个会议听到这一呼声。 

主席:我感谢尊贵的罗马教廷代表阿基菜.席尔韦斯特里尼大主教阁下所诈的重 

要发言。我确倌，本会议全体戍g将怀着极大的兴趣对其进行研究。先生，谢谢你。 

现在请尊敬的匈牙利代表D.梅斯泰大使发言。 

梅斯泰先生（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先生，由于巧合，几天前，一次马克 

思主义者和持其他信仰（天主教、新教和其他哲学）的科学家国际会议茌匈牙利举 

行了。经过几天辩论后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即使在他们的哲学上存在的根本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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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泰先生，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也不应该阻止他们（不论有无信仰）釆取共同的行动来保卫人类的将来，首先是防 

止核战争。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戏囯代表团对席尔韦斯特里尼大主教阁下到会表示 

欢迎，并赞赏罗马教廷对本会议的工惟所作出的贡献。另一个使人高兴的巧合也是 

具有象征意味的，即本代表团今天要谈的正是被席尔韦斯特里尼大主教阁下列为罗 

马教廷最关心的并由他雄辩地阐述了的首要问現 

根据议事日程第30条，今夭我要谈议程项目3,它的题目是"防止核战争， 

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匈牙利代表团坚信，对核战争所追求的目标及其可能的后果不论如何评价，得 

出的证明是：发动核战争或即使威胁发动核战争不会有利于实现任何合理的目标， 

不管它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还是其他的什么目标。 

如果想一想：仅一颗热核炸弹就可以产生超过自火药发明以来在所有战争中使 

用的所有炸药的毁灭力，而且我们应考虑到使用这种武器不仅会危及假定的军事目 

标，而且还会危及全体人类的生存，那么，对人类来说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任务 

比采取适当的措施并创造为达到这一目的的必要政治及法律环境来防止核战争更为 

紧迫的了。这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所绝对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国 

所属的政治军事联盟活动的基本目的a 

迄今为止，所有为消除核战争威胁而作出的努力均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确实 

是一个不幸的事实。恰恰相反的是，有人还在大力维护发动核冲突的权利或使所谓 

的"核选择"（用其提倡者术语来说）合法化。 

这就是为什么匈牙利代表团要浞请各西方代表团认识到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就防 

止核战争的问题进行真正的、实质性的谈判的迫切必要性a 

我们认为，关于防止核战争的谈判可以涉及下列一些建议：所有核武器国家放 

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禁止使用核武器、所有核武器国家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冻结它们 

所拥有的一切核武器、暂停一切核爆炸。 

匈牙利代表团在1983年8月18日的一篇声明中一本着到会的某代表团最 

近促请的开屣"合理的、辩论式的讨论"的精神——试图针对某些反对承担不首先 

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的意见发表看、iè»这项声明包括几个论点，说明承担不首先使用 

核武器的义务是符合国际法的正常惯例，符合§«栝《联合国宪章》茌内的现存国际 

条约和协定的文字及精神的。尽管在无人作出反应的情况下，"思想诚实的人"好 

象并不要排除新提法的任何必要性，但是我要提出讲一步的论点，从法律的角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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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梅斯泰先生，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即使使用核武器与国际法的现存规则是不相容的（唯一的例外是使用同 

一类型的武器实行自卫抵抗侵略）——肯定有必要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的方式 

来明确禁止使用核武器。 

使用核武器既与国际习惯法和常规又与作为国际战争法基础的法律原则是不相 

容的，因为就它的某些效杲而言，使用核武器无异于使用毒药和毒性武器，还因为 

它造戍不必要的苦难，构戍了反人类罪，最后是因为它几乎等于是种族灭绝。 

正式的法律惯例证明，使用核武器构戍了违背数条国际习惯法的规则和原则的 

行为。对这些规则和原则正式列入下述法律文件中：如1868年的圣彼得堡宣言、 

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1925年的曰内瓦议定书、1929年和1949年 

的日内瓦红十字公约、1977年对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第1号附加议定书及1948 

年的关于种族灭绝公约。 

对这些法律文件的任何违反行为，本身就足以支持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是非 

法的这一断言。但是这样一种行为一再违反前面曾提到的那些规则和原则的情况则 

使这一结论更有力了。 

如果人们接受这一结论，认为是正确的，那么对釆取讲一步的契约性法律步骤 

来防止使用核武器，即防止核战争的必要性提出质疑妤象也是合乎逻辑的了，但是， 

尽管国际公约和国际习惯法同使用核武器有明确的关系，但是有关的规则和原则是 

在核武器出现以前的政治及法律背景下制定的。尽管禁止使用核武器具有头等的政 

治、法律及人道主义方面的意义，现在却没有什么公约作专门禁止的规则。这是二 

十世纪的头等怪事。这一头等怪事的存在说明，为什么一方面说使用核武器违反了 

数条国际公约和国际习惯法的规则和原则因而是不合法的，一方面又说必须f食出明 

确的规定这二者间丝毫也不矛盾。 

但是，还有进一步的论据来证明这一必要性是有根据的。 

众所周知，对具有类似毁灭效果^能力的武器的使用是有明确的禁止条例的。 

就燃烧性武器、化学武器及生物武器而言，国际公约及国际习惯法不能允许为了军 

事需要损害人类的需要而使法律遭到任何损害。由于这种武器具有极其残酷的不加 

区别的效杲，因此对这种武器的使用部分地或普遍地遭到了禁止。某些国家茌试图 

使核武器戍为某种例外时，应用的奇怪的法律与道德逻辑无论如何不应阻碍从法律 

上作出规定a应明确禁止首先使用具有类似g免灭性效果——即类似于已遭禁止的武 

器的毁灭性效杲——例如由吸收了放射性尘埃引起的热效应及毒性钕果，以巧具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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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泰先生'匈牙利人民共^国） 

已遭禁止的武器的毁灭性大好几个量值级的威力的核武器。 

核武器技术及理论的发屣正日益使人们重视旨在觯除对方武装的'第一次打击。 

在军事技术上的发屣，诸如导弹准确性及弹头威力方面的讲荽，及由某一核武器大 

国在过1 0年至1 5年间发明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及其弹头、巡航导弹 

和"隐形"轰炸机一类技术的出现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是一'种旨在改进进行核战 

争能力的有意识的努力。伴随军事技术的发屣出现了某种理论上的发展，遵循敁略 

反击态度的路线，从而产生了诸如有限的相持久的核战争及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 

一类的概念*这些发暴不断对限制使用核武器的技术、政治及规范提出挑捷。 

此外，还需要作出明确的规定，因为尽管使用核武器违反了现存的国际习例法 

的规则，可是却有某些国家硬说使用核武器是合法的。美国海战法苐613条规定： 

"目前尚无国际法规则明确禁止各国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在没有明确禁止的情况 

下，允许对敌方战斗员及其他军事目标使用此种武器。"美军陆战法规^35段及 

其他有关核武器的其他文件中也表示了类似的意见. 

某国家集团强调说，既然已有联合国宪章，没有必要明确禁lb使用核武器，它 

拒绝放弃"核选择"，还含沙射影地说什么华沙条约国组织拥有所谓常规武器的优 

势。即使在欧洲没有全面的常规武器均势，即使华沙条约成员国没有就双方共同承 

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提出许许多多的建议，"核选择"的整个概念与相 

称性这一法律原则也是不能相容的，根据这一原则，作为自卫或对所谓违反国际法 

的行为所采取的报复行动在规模上必须与受到威胁或武力相称。 

证明急需明确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最后一个论据是由于，现存的国际习惯法规则 

和原则茌人类历史上曾有两次来能阻止使用核武器这一事实。 

所有这一切都使以明确的法律契约规则的形式正式规定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从 

而禁止使用核武器变戍紧迫而绝对必要的了a对作出这种明确的规定可以对减少核 

战争的危险性作出的重大贡献不能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P、能是发表宣言而无 

法核实为理由而提出质疑。鉴于茌象裁军谈判会议这样的权威性裁军谈判机构里有 

人常常重复这些论断，而且某些官方声明和宣言也予以呼应，我要对这一点略谈几 

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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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泰先生，匈牙利人民共湘国） 

常常有人说，不首先《更用核武器的承诺是属于宣言性质的。也许，在此问颞上 

提醒本会议注意以契约性法律的形式正式规定的承诺具有约束性^强制性是适当的. 

与此同时，假如一个条约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宣言性质这也没有什么不妤。战争法中 

有妤几项条约据认为厲于宣言性的国际习惯法，例如1948年的灭绝种族公约或 

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编成了普遍接受的习惯法条例的法典。例如长期以来日内瓦 

议定书被认为是自十九世纪以来禁止《吏用毒药^毒性武卷的两个国际习惯法条例的 

宣言性文件。如杲在这里所傻用的宣言性一词是具有这一法律意义0^,表示人们 

正在普遍承认核武器不是合法的战争手段，那么，我们对那个一直不愿承担不首先 

《吏用核武器义务的国家集团立场上的一发展表示欢迎。但是如杲是从意上来使 

用个词，那么本发言的所有论点就是为了驳倒这种企图的. 

有人说，对不首先i^É用核武恶的承诺无法核査，因为这种承诺表示的是意图， 

而意图就奚性质来说是无法核査的。 

国际条约表示的是条约締约国要使他们的关系的某些方面得到调整的某种意图。 

意图一旦正式形成国际条约的形式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这些意图就不再:^意图了， 

因为已转变成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承诺了，要受到核査的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承诺，而不是意图。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曾提议締结一项关于在全球范围内不《吏用 

军事力量，不论是核武器还是常规武f§^的条约，即一项在法律上有约束力的文件。 

十分遗憾6^是.北约成员国由于对意图的有效性有怀疑，从而未能同意把0^些关于 

它们不侵咯的意图模糊不清的宣言变为上述那种有法律约東力6^承诺。 

至于谈到根水无法迓行逗当的核査方面我要这样说：不首先《é用核武的承诺 

当然不是一项裁军措施，可从量的方面来测量^核置，它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禁止某种活动的承诺。如杲我们假定属于禁止性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根本是 

无法核査的因而也是无用的.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对一整套禁止不同类型的^事活动 

的条约的可行性也提出怀疑。对日内瓦议定书、南极条约、部分禁试条约、外层空 

间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不扩散条约、海床条约、环境改变公约及关于某些常 

规武器公约，也就是说对几乎所有的主要多边裁军条约^公约存在的理由事实上 

都可以提出怀疑。 

一旦人们承担一项不首先用核武^的承诺，就必需在军事武恶、理论及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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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泰先生，匈牙利人民共^国） 

上有适当的变化。必须放弃明显具有第一次打击能力6^核武器、必须放弃从技术上 

改进第一次打击能力的努力.必须放弃核战争理论，放弃反击及第一次打击的态度 

及诸如先发制人的笫一次打击一类的思想。切实实行这样一种放弃行动及：必然带 

来的一切变化是不会为人们所忽视的，肯定是可以核査的。与此同时，如杲有人蓄 

意傻用核武器，他就必然要逬行充分的准备，并要恢复以前的状况，而这样做条可 

以査明并加以核实6^，从而《吏人有釆取必要的反击措施的充足的余地。 

总之，核时代的一小残酷事实是，在人们提出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核裁^建议， 

例如苏联于1981车提出的关于从欧洲消除所有核武的建议以前，在实行这类裁 

军建议以前，：^`不会有政治上的或契约性的法律措施来作出百分之百的抠保不,用 

核武器的'可是在未实施这种建议的措施之前，假如有不首先1^凌用核武li^的承诺来 

建立信任、坦率态度^可靠性，那么世界就是一个平安得多的居住地了.没有样 

的承诺，恐惧勒怀疑就会继续盛行.从而助长了核军备竟赛。 

厄克于斯先生（瑞典）：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表示看到您担任三月份会议 

主席我是多么髙兴。现在三月份已经过去了一半，我们已有充足的机会受益于您的 

智慧、经验^干练的指导.我确信，您对悬而夫决的困难问颞所采取的建设性态度 

将会大大推动本会议的工佑。我还要借此机会向您的前任波兰大《吏图尔迹斯基致以 

谢意，他从夫失去耐心、心情良妤和英明能干对于2月份,-所取得良妤成缋来说是至 

关亶要ô^。主席先生，我还想表示赞成您致阿基茱‧席尔韦斯特里尼大主教阁下的 

欢迎词，并感谢他对本会议作â^,重要发言.我也要感谢本会议委托我担任化学武 

器特设委S会主席的职务，受到这种信任我感到很荣幸，只有保证竭尽全力尽可能 

来推动化学武^公约的工作，#呼吁所有代袤团逬行合作，这种合作是我所依靠的。 

波兰大佶苏伊卡曾采用并设立了我们称传接触小组的组织《É我们的工佑方法有 

了重大的改进，而这些接触小组现已发展成为委员会所属的工佑小组。加拿大大俊 

麦克费尔则设法#大家一致通过了一份关于化学武器i炎判状况的报告，从而对我们 

的工佑作出了贡献。通过工作小组来逬行工作的方法及C D/416号文件所载的成 

杲将为我们今车在化学武!M#设委员会所从事的工佑打下良妤的基础。C D/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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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还表明，在对公约全面性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业已存在着一种共同的观点。 

这一点已在C D/22(>t文件.即利德戈尔德大《吏（当时他担任瑞典代表团团长） 

领导的1981年工作小组的报告中有所反陝，在载于C D / 131号文件的日本大使 

大川美雄的报告中也有所反映.虽然在范围的问题上还存在某些分坟，但是一事 

实不应影响到对一项全面的条约的广泛支持，^为化学武^特设委员会主席.我将 

本着指导我的前任进行工传的同一精神，努力推5&工传的进展。 

在会议的特设委&会下设立工作小组4^由各代表团集团分别担任主席这一方法 

是想成为一种有益可行的手段，以便利谈判的进行#推动工作。因此我感到高兴的 

特设委员会已同意设立三个工佑小组，湘主席职务的分派，还通过了特设委员 

会的工佑纲要^时间表。 

但是，为1 * | ^所有代表团接受组织方面的安排花去了许多时间a尽管这一进程相 

当缓慢，但是还是有理由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乐观*特奥琳大使在2月7日致会议的 

发言中谈及了最近某些鼓舞人心的事态发展。奚中的一项情况是美国国务卿舒尔茨 

存斯德哥尔摩会议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宣布美国将向本会议递交一份化学武器条 

约草案。这反映出美国代表团对继续就化学武^进行谈判一事采取了认真的态度. 

但是，在这方面我要强调在裁,谈判会议继续就化学武器开展工传的重要性。没有 

理由因美国尚未提出草案就在这些谈判中采取消极的立场。 

我们对苏联代表团在核査销毁储存的武器这方面所采取的新6^主动行动表示欢 

迎。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一冋颞上已耆到情况或多或少地在不断发展。在1月份 

工作小组的非正式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曾提出了一些关于如何处理这一问颉的令人 

感兴趣的见觯a等一会我在发言中还要提到这一点。 

上周，即3月8曰，中国《"^团在工作文件C D/443中提出了有关一项化学 

武器公约的主要内容的几项建议。瑞典代表团对一全面的贡献表示欢迎。我还满 

意地注意到钱大在其发言中对瑞典关于为禁止傻用化学武器条约作准备的建议给 

予了支持。水次会议上还有奚他国家佑出重要贡献，我特别想到的有：联合王国、 

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国及荷兰等国所作的贡献。这些代表团都谈及了有待觯决的 

重要问颞。由于时间的关系，现在不能对些文件提出的见觯佑仔细的分析，但是 

本代表团将在谈判的过程中谈及这些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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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倡议都有助于推幼制订化学武^公约的工作。但是，主席先生，建设 

性的提议和让步必需得到另一方相应的反应，这样才能建立一种有助于取得具体的 

实质性进展的对话。 

佑为化学武^特设委员会主席，我提出了一份该机构的工^纲要（见文件CD/ 

CW/WP. 7 0号）。继这份纲要之后，我还准备为各工传小组提供拟议中文 

本，供谈判之用。在工佑小组的谈判过程中，委员会主席将得到有关各种观点*协 

议的报告，然后主席将提供经过修改的拟议中的文本，并附有主席本人采用尽可能 

折衷的措词的建议。一报告可作为各代表团寻求指示的基础，还有这些建议所依 

据的所有有关的初步的基本资嵙。 

给各国政府时间来研究些建议然后在会议晚些时候我们再回到这些问颞上来， 

通过样佑我希望工佑进程能有效杲，并且我们等各国政府作出新的指示不必等得 

太久。今车，特设委员会应在一份莸得一致同意的报告中提出一系列一致同意的想 

法的文本，当然还有个别代表团的意见。如杲我们取得进展的话，到此时我们将接 

近于达成一项公约了。 

业已取得进展的领域之一是消除化学武器以及对它的核査，一些建设性建议 

已经提出来了，特别畏关于根据一项未来0^公约逬行核査的方法方面。因此，现在 

好象有一项普遍的谅解：对最危险的化学武器销毁应通过在销毁期间持续逬行的 

现场视察来加以核査。虽然即《吏这样一项相当简单的办法也含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 

题，伹是我认为这为逬一步开展工作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在这方面，对今年早些时候就可能影响到核査水平的不同条件问颞非正式提出 

的意见逬行一番分析也许是有益的。核査的范围是不是应由某些类型éMt学武^的 

危险程度来决定呢？这些武1^的系事价值能具有决定性作用吗？影响核置范围的其 

他囡素可能是，要销毁的武器数量有多少，或者是象"这些武1^是否含有具有双直 

用途的化学物质"这一类可变性因素。尽管大家并未一致认识到核查的水平应由所 

有这些方面来确定，伹是如杲对这些问题作一番彻底分析对我们的工佑是有益的。 

在这方面，我要提及的是关于核査销毁储存的化学武fi^的瑞典工佑文件c D / 4 2 5 

号。 

另一个问颞关于在公约中能否提出禁止傻用的问颞。多车来意见分歧.可 I 

现在似乎已有一项谅解：在公约中应以某秭方式表达或提及禁止使用的问颞。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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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就意味着有可能根据公约的条款对关于有人使用此类武的指控进行核 

令人遗憾的是，禁止 f吏用的问题在过去几周中变成了具有直接重要性的问颞。 

有关波斯湾地区有人傻用化学武^的报道提醒我们，不仅必须坚持日内瓦议定书对 

使用化学武^的禁止，而且必须尽快地得到一份公约，可以对这种指控提供进行调 

査命核查的恰当办法。我们感到满意的畏，联合国秘书长已经任命了一个专家小组 

来调査手头的个间颞。 

德意志民主共勿国在斯德哥尔摩欧洲裁军会议上建议，为了在欧洲各国中建立 

信任，各国应宣布奚领土上县否有化学武器，也应宣布不在目前没有化学武地 

方一是一种意义有些含混的措词——即不在那些已宣布不拥有化学武器#宣布 

不打箕谋求得到化:^武器的参加国的领土上部署化学武器。我们认为，一建议:1^ 

一项建立信任的措施，与制订全面的化学武^公约的工传是有关的. 

瑞典代表团在 1 9 8 2车 4月 1 4日的 C 279号工作文件中也提出了类似的 

想法，目的：1‧为了推进制订公约的工作。 

基于同样的建立信任的精神，瑞典于今年I月提出了 C 4264工作文件， 

提议^一切进行化举武II战准备活动都应予P>i禁止，而不单禁止发展^生产化学 

武器。在这项工4fe文件提出后，我们还表示希望各代表团佑出反应并就一议颞表 

述意见。有些代表团已经^样做了。我们的目称是，找到一种务实而有效办法来 

提髙对未来的这项化学武器公约的信心。 

最后，我冉次以化学武特设娈5会主席的身份发言，想以表达我的希望来结 

束讲话：本委S会工佑的特点应是信任、合佑与效率，这样就能对全面禁止化学武 

器的问颞取得一致的意见。 

主席:我感谢瑞典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本人所讲的友好盲词，我还应预祝 

他在担任化学武^特设委员会主席的直要职贵时取得巨大的戍功。 

现在我请尊敬的波兰代表斯坦尼斯拉夫 •图尔进斯基大发言。 

图尔斑斯基先生（波兰）主席先生，我怀着非常喜悦的心情和在您主持会议时 

所有在我之前的尊敬6^发言者们一道，以我国代表团^我个人的名义最热烈地祝贺 

您存三月份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职务。我不想重复在结束我自己的主席工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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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您所佑良好祝 i P i话,但是智到您令人钦佩的工作，我要预祝您在履行您的重 

大贲任时取得进一步的成功，并向您，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的代表保证在您履行这 

些职贲时我将给予充分的支持^合作。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再一次感i|f会议桌周围的 

m\所有尊敬的同事们对我担任2月份主席所讲的友好言词。 

我还要^前面的诸位发言者一道对教会公共事务委S会秘书兼罗马教廷代表阿 

基莱•席尔韦斯特里尼大主教阁下来到我们中间表示热烈欢迎。波兰高度重视罗马 

教廷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陛下为维护^平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代表团认 

为，我们今天听到的重要发言是罗马教廷所作的这些努力的又一个有力的见证。 

在近年来我们进行辩论的过程中，我们曾不断地一再提及国际形势，不无道理 

地将:^说成"严重的", "不断^化的"。在今年本届会议开始时，代表们在这间 

议事大厅里就国际关系进一步恶化的问颞一再说出一些令人惊恐的话，这是不幸的， 

可是也许比W往任何时候都提得更正确。有的国家正在执行抵制平等^安全均等的 

原则的政策；并在贯彻一项在此地即在欧洲领域取得军事优势的计划。在世界各地 

的新闻、广播中，我们听到社会主义国家^许多：他国家的内政经常遭到干涉的消 

息太多了 a许多互利的经济关系已经中断.社会主义国家一我的祖国波兰#不 

仅有的一例——受到了各种敌对的压力及污蔑中伤.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在今年裁军谈判会议期间对导致 

目前局势的事态发展所作的全面而实事求是的分析，在一些不结盟国家代表的发言 

中也反映了这种耆法。 

对于国际关系的这种不幸状况，世界紧张局势的,眾化及对^备竟眷起了火上加 

油作用的贲任完全应由一个国家来负，这个国家想要把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引向一 

个它主观逸择的方[^，它想要利用自己无可置疑的技术成就胜过所有:^他国家，它 

还把"从实力的地位出发进行谈判"佑为其政策的唯一宗旨。美利坚合众国力求确 

保自己对苏联优势地位，向:^盟国显示维持自己领导地位的决心，通过《吏用实 

力来对世界许多地区的政治方面的事态发展施加影响，正是它的这一趋向 f赛世界走 

上了目前这条危险的道路，人们对些事实不能作其他的觯释。要想一一列举这类 

的事实#非易事。美国^事预算前所夫有的增长，在五年间达到了将近1 5亿美元， 

就可以看佑突出的因素。此外，几项重要事生产及发展计划的开始实施，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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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对军事力量的战略平衡都是具有重要性的，例如新的战略炸弹、MX导弹及小 

型弹道导弹、新式的操纵灵敏的直返`大气层核运载工具、空对地湘从海上发射的 

巡航道弹，及远洋舰队的迅速扩充，正是现在正在实行的这些计划的明确具体的例 

证。准备一支士兵人数达20万.林配备有现代化运输工具的快速部署部队的工^ 

只能说明组织这支力量的国家的意图。但是，如杲美国现政府建立反卫星乂空间 

为基地的反弹道武^系统的计划得以具体化的话，迄今为止仅限于无逬攻能力的支 

援性（虽然也是必不可少的）覃事系统的^备竟赛的另一途径也就打开了，这些事 

实足以证明业已加剧的战略及战术核军备竟赛W及常规S备竟赛正在进行之中。 

只是问颞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美国对为争取军备控制^裁军的努力所持的态度。 

同样，能说明问颞的事实也是相当多的。首先.双边级限禁试条约及勤平的核爆炸 

条约未莸得批准。对一问颞有一条正式提出的理由，即这些法律文件中设想的核 

查制度尚不完全.事实上，这些文件是苏联勒美国之间达成的一种现场核査的第一 

批文件。如同美国已退出的全面核禁试的三边会谈的情况那样，实际的原因是核武 

器的设计者及^方所施加的压力，他们认为对发餍新的核弹头及检査现存的核武器 

储备可靠性来说，这些试验必不可少 é ^ ,另一有力事实:| ‧拒不批准第二险段 

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同祥，为一政策提出正式理由也:|‧同样缺乏说服力的，首 

先提出的是核量的不适当性。继而，"联系，，的理论又给条约的反对者们一个更方 

便的借口。但是，令人感兴趣的是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在关于第二阶段战略 

武fM*议的批准的辩论中提出了批评意见，然而^ 一在法律上尚无约束力的协议 

的基本条款却得到了遵守，此外在美国国内也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论点说，条约生效 

比没有条约对该国更妤些，在双方都尚未拥有适合佑战的反卫星系统的技术时，美 

国在反卫星系统的会谈的最后阶段，中断了同苏联的会谈，它只是抱怨说，经过四 

年以后，总的形势已发生变化到这种程度，1 "求美国开展一项大规模的空间作战计 

划，佑为对付战略上突然袭击的安全优势，这真是命运嘲弄。现在已经可以耆出， 

由于技术的发展，一问颞从未来空间,备限制措施的角度来看已经变得多么复杂 

了.最后但不,最不重要的：^.关于中程核力量i《判的历史表明，出于军事上^政 

治上考虑，其中尤其^ "取得胜过对手事优势及在北约盟国中加强美国地位的 

愿望占了上风。尽管有欧洲舆论的压力而且另一方为避免另一轮欧洲核^备竟赛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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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努力可是美国的谈判立场毫不妥协结杲破坏了达成协议机会. 

正如本届会议期间正在逬行的辩论所表明的那样，各方一致确信：对世界安全 

的最大威胁是存在着核武^及对这些武器非故意的或未经批准的i^ë用所枸成的威胁。 

现存核武库最惊人的特点不再是它们在数量上增长的这一事实.事实上.尽管弹道 

导弹上的核弹头在实现多弹头化，而且武库中又引进了为数众多的巡航导弹，核 

弹头总的储量即#增长了的话也是很缓慢6^。 

当前重要的问颞是，发展迸攻能力较强但同时不那么容易遭到对方报复核武 

器系统。这是正在逬行的<吏美国战略力量现代化的关键，它傻这一战略力量发动第 

一次核打击的准备在技犬上越来越充分，这种形势威胁到将来发生危机时战略关系 

的稳定。一种小型核武器由更为准确的导弹来发射，并装有为特定^事要求而特制 

的弹头，从对种武器的研制中也能看出类似危险性的趋向a这一技术术语意味着， 

i^^武卷对S事指挥人g来说越来越实用，因此他们根据战场情况可能越来越倾向 

于要傻用这些武卷。随着战略、战区及战术核武^在技术上越来越髙级，1^凌用这些 

武1^的^事理论也应运而生。这就,某些国家的政界最高层所表达的一种信念的依 

据，他们认为核战争在地理上可以受到限制，它可以被限制在低水平的核冲突上， 

或者说一这甚至更糟一核战争是可以打臝的.谁也不知道这场可能的核冲究会 

是什么样的。伹 I ,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是最受限制的最低水平核战争也将是 

一场灾难，在象欧洲这样一个高厪城市化且人口密集的地区尤为如此。因此并不需 

要花很长时间来辩论，是否需要采取国际行动来
〉
M少或最妤避免核战争的危险。这 

是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而不论各国意识形态上*政治上的信念如何。这就是社 

会主义国家立场的合理前提。社会主义国家态度的直要特征是，确信旨在防止核战 

争努力应在政治、心理、道德及物质这几个领域内齐头并逬，仅在：中的一个领 

域来追求实现共同的目标是注定要失败的a如杲不能增强相互信任，不对实现自私 

自利国家的利益加以限制，不接受不同政治制厪的存在的概念并不尊重国际法的一 

般法则话，那么物质领域的裁S也是无法成功的。在武器库不断扩大情况下， 

有利于实现裁^的信任及其他的一般性政治及心理的因素是无法建立起来的。 

某些国家在这里指控，是苏联^:他社会主义国家应对核^备竟赛的加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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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气候的恶化负责任，我希望，鉴于上述这些事实，人们对这种指控会看得更加清 

楚*例如，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国大《吏认为在本会议上重复关于中程核力量的争 

论是无益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于是他在2月2 8日的发言中用了足足好几页 

篇幅来指责苏联^华沙条约的：他成5国，而把北约国家说成是单方面地——宽宏 

大量地（我"否还可以加上这样的话）除了^出决定从欧洲的土地撤出数以百计的 

核弹头以外，什么也没干一⋯.我还能听到韦格纳大使的呼吁之声：不要在（用他的 

话说）"坐在张桌旁的成熟的听众面前"把问颞说得过于简单了。 

在西方代表团在本会议上的插入发言中^西方的政治著述中常常提出这样的断 

言：常规军备的开支比核^备的开支要高，常规战争要危险得多，因为这是实实在 

在的，我们并不低估常规战争的危险^它所带来的灾难.伹是有一项不可否认0^事 

实是，由于核:？备竟赛在数量上^质量上的升级，由于有人盲目依赖核威慑的理论 

(i^一理论就其本质来说加剧了爆发核战争危险性），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越来 

越动乱越来越不安全的世界上一核战争现茌意味着对人类生存的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水会议应按照联合国大会第38/183<^勒3 7 X 3 8工号决议 

的要求，首先尽早就设立适当的谈判论坛以便就防止核战争的恰当可行的揞施达成 

协议一事作出决定。我们确实希望本会议既然在早些时候已决定把防止核战争的问 

题作为一个独立项3列入议程，现在应出合乎逻辑的一步，设立一个特设委员 

会，以就适当可行的揞施进行谈判。这些措施可以有如下一些： 

所有核武器国家放弃首先<吏用核武器，我们确信，如杲所有核大国 

都象苏联^中国那样保证不首先吏用核武器，这就朝防止核战争出了直 

要的一步。 

所有核武器国家对核武 l i ^的生产^部署实行冻结.苏联的一逑议已 

于去年在此详细提出，几乎无需我逬一步详谈。我们完全支持一建议； 

由于一建议被人们视为吿I止^备竟赛所作的努力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它在全世I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我们也更加支持这一建议。 

存締结一项普遍全面禁止核武^试验的条约之前所有核武^国家宣布 

暂停所有核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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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先生，这样做了，本会议就确实会符合全世界千百万人发出的呼吁对这一 

伟大的事业作出贡献。就在一周以前，在这间议事大厅里我们看到了妇女们一次动 

人的表现，这些妇女在致本会议的信件中，再次呼吁认真进行谈判以达成^备控制 

协议，防止核战争. 

不幸的I,某些代表团无视占压倒多数的舆论不准备朝着这一方向前进。尊敬 

的美国大傻菲尔兹先生在今年2月2 3曰的发言中最后呼吁".......‧我们的同事们 

一道就防止核战争的问颞逬行认真的工^⋯⋯-"但是我们就不能理解美国代表团为 

什么反对就我刚才提到的措施进行认真的讨论。 

就在最近，3月2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契尔车科同志在一篇讲话 

( 摘 录 已 作 为 C Dy^444号文件予以散发）明白揭露了美国在这一方面的政衆的 

实质，确实，为什么美国不应该作出友好姿态来批准将近1 0车前同苏联签订的 

一些条约呢？西欧各国政府许许多多的髙级官员，包括在座一些尊敬的代表们， 

纷纷发表讲话#呼吁恢复中程核武^对话。我们决不会忽视这些非常重要的会谈. 

但县，我们也还记得，美国已中断了关于奚他问颞（包括全面普遍禁止核武器试验 

个问颞）的会谈。为什么不显出友好态度，为什么不W三边会谈的方式、或在 

关于核禁试的特设委员会之中，或同时以这两种方式恢复本会议议程上的这筲一个 

项目的严肃会谈呢？ 

谈到核禁试问颞，我们在这间大厅里正看到有人在大肆逬行有倾向性的觯释。 

某些代表团力主核禁试特设委员会按以往的职权范围继续进行工佑，因为觯决核 

査问题一再借用尊敬的美国大傻的话说一是"⋯一 .具有决定性的，如杲我们要 

最终实现核禁试的目标的话一⋯."就我们这来说，我们愿再次直申并不忽视这些复 

杂的核査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我们也不降低它们的直要性。但是我们坚信，这 

既不是一个核査的问颞也不是一个有关核査的谈判冋颍a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个 

对于一紧要问题有无进行认真谈判的政治意愿的问颞，这个问题已有二十五年以 

上的历史了，而确实到了最后觯决0^成熟时机了。许多科学权威人士断言，没有什 

么不能逾越障碍可以阻拦就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举行最后谈判。因此.我国 

代表团根据联合国大会第3 8 / 6 2号决议勿第 3 8 / 6 3号决议的一些条款W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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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这方面通过的许多其他决议，呼吁在本会议的范il内就核禁试特设委员会新 

的职权范随后就起草制定一项全面的禁试条约进行认真谈判的问题举行紧患&^ 

实质性协茼。此外，在本届会议之初有些代表在会上谈到，由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由于所有的技术发展均被用于军事领域，或者（这不是最不重要的)由于某些SI家 

所追求的愿望，不沪散条约的有益成杲可能都完结了，我们对这种忧虑不能不有同 

感。今天在不扩散条约第三次审査会议召开之前，特别是在该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 

召开之前（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将召开）.最好能记住并谈谈这些因素。我国代 

表团强烈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将召开的审查会议能否成功将取决于在执行不扩散 

核条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方面的进展情况。假如我们的讨论取得成功，并且在可能的 

愔况下使关于核禁试的谈判也取得成功，这就会大大有助于使不扩散条约审査会议 

取得成功。 

现在我想谈一谈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正如荨敬的瑞典大使刚才 

所提到的，在就程序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后（这些讨论也许是不可遯免的，尽管 

进行得过长了一牝)我们终于就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组织结构问题达成了协议。 

一个新的，扩大了的职权范围使委员会可能就起草制定未来的公约的问题举行全面 

的谈判a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要成杲，它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我in 

应充分利用这一成杲。 

在我们今后起草和制订这项公约草案的具体条款的过程中'有许多雷要问题需 

要取得一致意见。许多政府发表声明要求立即全面地禁止化学武器，还有许多参加 

本会议的代表团在本届会议的进程中已用具体的X件来支持它们的观点a最近这么 

做的有：联合王国、瑞典、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国及荷兰等国代表团.苏联共 

产党总书记康斯坦丁 ‧契尔年科^志在^面提到的讲话中「余:^他事项外还指出， 

,全面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判的某些先决条件正在出现。如杲在这方面及其他一些 

方面达成协议的话，这可以成为苏美关系中的一个真正的突破的开端并且是®际关 

系中的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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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伊斯拉耶利安大使于今年2月2 1日提出的苏联`关于核査问题的新建议 

是对我们就禁止化学武器所进行的辩论的一个强有力的积极推动a在迄今为止所审 

议的系统进行S际现场视察。这一范围内，苏联表示准备在某些憒况下接受国际监 

督代表在某一用于销毁化学武器的特定设施常驻a苏联釆取的这一新步骤应视作为 

走向妥协让步，为顺利完成仍然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所采取的又一措施。本代表团 

高度评价苏联的这项承诺。它再次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是以灵活而冨有建设性的方 

式来对待谈判问题的。钍会主义a家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本届会议及以前的各次会议 

由,化学武器问题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已经表明了它们愿意接受范围广泛的核查程序 

包括系统!^囯际监督，从,为加紧就化学武器公约进行谈判打开了通路。刚才提到 

的苏联最近的建议，又使关于核査销毁储存的武器.的工作有取得成杲的可能。 

对未来这项化学武器公约的条款应象对所有国际条约的条款一样，必须本着妤 

意，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并运用明智妥善制定的囯际监督的办法来予以执 

行。"妥善"一词可以被觯释为技术上的可行性和实用性，以及有效itlî查出对每个 

国家的生活的侵犯和最低限度的干涉的能力。 

人们可以对裁军核查制度提出许多理论上的要求，例如(只略提几个），与一 

项协议的范围及主题有关的物体和活动高度可检测性；核査手段应是切实可行的 

在技术上能满足需求的；核査进程连续性；调査事实及估计进程a<i及时；所釆取的 

措施的灵活性；核査制度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可以接受，等等。 

但是我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从真正扎实的基础上来考虑这些问题，即始终 

把理论上的愿望和实际可能性对照起来看。 

例如，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要求核査制度具有高度可检测能力，这可能会使该 

制度耗费大大，在程序上过于复杂，或在极端的情况下会使它对许多有关各方干预 

太多。此外，所谓的"妥善"核査的某些特征可能会彼此矛盾：过分重视"妥善" 

核查的某一个方面可能会使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方面受到影。何。简而言之，每项核 

査制度都是在各种技术的、经济的及政治的因素之间作出的某种折衷方案。找出折 

衷的觯决方法中的最佳方案便是我们在谈判过程中应予处理的任务。伹是我们必须 

记住，实现这种"最妤的折衷"觯决办法的基本前提条件是政治上的良好意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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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非常希望，本议事大厅里，在我们中间，确实存在此种意愿，伹是我们是否真能 

说这一意愿已被表现得很充分了呢？ 

我要表达我国代表的意见，它深念任何核査办法，不管它多么深入与详尽，都 

不可能使我们百分之百iti^肯定没有发生违约现象(即使是最无意义违约）。我认 

为，理想的核查制度是这样的：由于具有标明违约现象的高度可能性它可以确保各 

国的安全，还可以为各方之间的通讯联系提供一种方便的渠道，从而有助于它们之 

间建立起信任a我们在此谈判的公约可以成为第一个真正的裁军条约，但是正是由 

于这一原因它在政治上才这样敏感。在达成这种协议时，各国可以理觯的都希望得 

到保证：大家彼此都遵守这些协议。 

谈到组织一个十分合理的监控系统，还值得记住的是：对一项未来的公约的遵 

守将通i^特别是未来缔约国的道德上的咸望来得到保证。因为这可以说是与它们的 

道德上的威望得失敌关的窶。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记住，未来的締约国都将极注意不 

要因为可能违反自己赞成并签订的条款而在整个国际钍会面前玷污了自己的名誉。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假定它们也会诚意地运用各囯的监控办法，遗.憾&^是，这一监 

控方式在此很少受到重视，而且更糟的是，它的重要性还常常被]^低了。我们希望 

的是，各代表团在未来的工作文件中进一步展开详细说明其立场的同时也考虑到这 

些问题。如杲说在制定一项未来公约的过程中大多数的最有关的合作者们之间从根 

本上来说是缺乏信任的那就很难令人相信这一进程能顺利进行下去。 

在另一方面很多因素表明，现在制订这项化学武器公约是符合国际钍会的利益 

的。政治古面及技术上的现实也说明了同一个问题。那么让我们以一种最为有效的 

方式来加入这一进程，并确保有关这项公约的工作进展迅速。不要停留不动itfe等着。 

尊敬的代表们，你们都清蹵地知道，有关未来这项公约的许多,要问题需要谈判觯 

决。现在正是时候，我们应该按照一种工作水平并本着一种工作積神来开始实质性 

的、互谅互让的谈判进程，以便达成彼此均可接受觯决办法。 

由于铭记过去欧洲曾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的历史背景，波兰十分重视彻底而全 

面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a因此我们努力工作，并将继续这样做，力争在本会议的范 

围内在社会主义S家代表团之间来协调有关化学武器的议程项目，并力争对我们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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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这一重要议题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主席:我感谢波兰代表所作的发言，并懕谢他对主席本人所讲的友妤言词。现 

在我请下一位发言者发言，他是尊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维克托. 

伊斯拉耶利安大使。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钍会主义共^国联盟）：主席同志，苏联代表团今 

天想就已在会上散发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给裁军谈判会议的第三份报告发表一些意 

见。 

该小组的活动与彻底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有直接的联系。苏共由央总书 

记K ‧ U ‧契尔年科,志在今年3月2日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如杲就禁止核武器试 

验及其他一é裁军问题达成协议，这将标志着#国际形势中开始出现了真正的根 

本的转变。苏联代表团以后还有机会就核禁试的问题陈述自己的意见。现在我们想 

再一次强调这一问题的极端,要性及紧迫性，"妇女和世界裁军运动"最近致裁军 

会议的信件中正好也,申了这一问题。 

第三份报告反映了科学专家小组自1979年以来按照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指示进 

行工作所取得的成杲。 

该小组写出的几个报告——1978年的CCD/558号及1979年&^ CD/43号， 

以及现在提交给本会议的第三份报告一为进一步推动制订一项彻底全面禁止核武 

器试验的条约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只有在这样的一项条约生效后方能 

建立国际交换地震数据的系 

在其第一份报告即CCD/558号中，科学专家小组讨论的问題是制定一个国际 

交换一级地震数据的系统并利用世界气象组织电信网将数据传输到.@际数据中心的。 

第二份报告C D/4 3号指出，科学专家小组已开始制订关于在条约締结并频后可能 

进行的抽震数据交换系统的综合实验性试验科学的^方法学的原理。最后，今天散 

发的第三份报告表明，科学专家小组在前两份报告的基础上，已经拟订出了为一个 

全球交换系统的所有因素进行综合实验性试验的初步的技术说明及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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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些专家们已作出了,要而有益的工作。这一工作表明在执行未来这项 

公约的范围内进行国际业务性iti»震数据交换的工作可以在全球基础上组织起来。为 

此目的。可以在这一全球系统内加以利用的地震台站已暂时确定了。现在已经弄清 

楚，世界气象组织的电信系统完全符合及时传输地震数据的要求，对用于在各台站 

及未来的国际数据中心处理地震数据的设备及自动化程序也已作了规定。 

所有这些都证明，该小组已按照它目前的职权范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并且为 

制订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有关条款，以及将作为上述条约的组成 

部分的关于^平利用核爆炸的议定书提供了技术上必要的根据。 

这样一来.就为运用取得和交换:WJ震数据的方法拟订了良好的技术基础，这些 

方法许多国家可以较容易地学到。这一点已为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绝大多数国家所 

一再肯定，专家小组基于实际情况在三份报告>^提出的建议为建立一小真正的iflj震 

数据交换系统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基础。考虑到最新技术的发展对这一系统的改进工 

作可以特别由协商委员会来进行，在未来这项条约的范 i l内已对这一协商委员会的 

设立提出了设想。 

主席同志，我要提请人们特别注意下述事实：起草科学专家小组第三份报告的 

工作几乎需要五年时间。必须指出的是，该小组工作的速度已被大大放慢了，某 

些代表团曾企图制造人为的障碍阻止就最后.报告达成协议。 

在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及联合王国就缔结一项关子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 

条约进行谈判的时期该小组的工作进展得最为顺利。众所周知，谈判并非由于我们 

的过错却于1981年中断了。 

某些国家缺乏缔结这项条约的政治意愿，而把这一条约只视为其"长期的"、 

"长期存在的"目标，从而对这个问题的任何一方面，包括科学与技术的方面的进 

展产生了极为直接的影响。因此，在关于拟订条约各个方面没有进行任何实际会谈 

情况下，某些11家却企图无休止地改进地震数据交换系统，这一作法是令人怀疑的。 

这种假装采取积极行动，把新的方法拋弃以便用最新的方法来取代之的作法，被用 

作一种掩饰，用作一种荦强附会的借口，好在世界舆论面前为因它们的过错而在本 

会议造成的僵局作辩护。 



CD/PV.250 

31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就苏联方面而言，它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仍然采取有原则的态度， 

苏联于1982年提出的"一项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的基本条款"为 

觯决这一紧迫问题提供了良妤的基础。瑞典去年提出的决议草案也得伃细研究。 

我们坚决赞成修改本会议有关附属机构的职权范Ë!,以便使其能够立即开始拟订上 

述条约的所有条款。包括关于对履行这一条约的监督与核査条款a我们在这方面 

的愿望与参加本会议的绝大多数的国家的愿望是一致的，它们关心的是全面彻底的 

终止核武器试验。 

主席同志，最后我要声明的是，在原则上我们并不反对科学技术专家小组建议， 

在1984年底首次定期使用世界气象组织电信系统行一级数据交换和分析&^技术 

试验。我们相信。由来自世界上各地区众多的S家参加的这一试验是科学专家们对 

其笫三份报告所作的努力的一个符合逻辑的结局。 

结束该小组关于第三份报告的工作并就该报告所载的建议ifr行一次试验的程序 

达成初步协议，这就自然而然地引起关于该小组的前途的问题。在这方面我要申明 

的是，只要美利坚合众国不阻拦本会议就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进行 

实际谈判，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继续下去才有意义。 

就苏联代表团而言，它要尽一切努力确保裁军谈判会议得以完成尽早觯决全面 

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这一极为重要的任务。 

今井隆吉先生（日本）：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本月内我第一次发言，我首先要 

表示我国代表团欢迎您担任三月份会议主席的愉快心情，并向您保证在您担任主席 

的任期内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合作。与此同时，我还要表达我们对您前任波 

兰大使图尔班斯基的赞赏心情，他精力旺盛以干练的方式主持我们的会议，并在会 

议通常较困难的初始阶段使工作得以发动起来。 

今天，如发言者名单及已散发的文件所表明，我们已收到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 

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第三份报告以及关于该小组第十七次 

会议的进度报告。虽然我们还要再等些时候才能看到这一文件的正式介绍，伹是我 

们要说我们非常欢迎提交这些报告，特别是让人等待以久的致裁军谈判会议本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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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第三份拫告。我国代表团首先要感谢该小组主席提交这些报告，并向达尔#博 

士及刚任主席已故的埃里松博士表示热烈的赞赏之意，他们二位都如此得力地引导 

该小组的工作取得了成功。 

在目前的情况下，狨n应留待以后某个适当的时候，在已详细审査了第三份报告 

的内容及其附录中所载的宝贵资料后再来发表我们对报告的详细意见，这样比较合 

适。因此，今天我只想略谈一点意见。本代表团以十分赞赏的心愔注意到该报告 

全面性，这一报告载有在进一步深入考察以及某些个别的和集体的新取得经验的基 

础上对该小组以往的报告所建议的 s际震数据交换全球系统以及囯际数据*心的 

介绍。现在看到该特设小组能够对该小组在CCD/558号文件第一份报告由已经提 

议的综合实验性演习提出更为具体的建议，这确实是令人满意的。这一演习肯定成 

为走向实现一个全球数据交换系统的必不可少的一歩；这一系统不仅将有助于各国 

的核査工作，而且和其他系统一道成为对核禁试实行有效多边核査的必要手段。 

在这方面，科学小组已经周定，根据裁军谈判会议和世界气象组织就定期使用 

全球电信系统所达成的新的正式安排在临近今年年底时用两个月的时间，对利用世 

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对一级数据的交换和分析进行一次技术试验。我们怀着特 

别满意的心情欢迎这一事实。这将是第一个此类的试验，而且对进一步改进提议中 

的全球系统来说也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试验。我要在此刻指出，今年秋季进行这一 

试验时应记住的几个重要因素。 

第一，对这一试验应作好充分准备工作及组织工作，这样不仅交换数据本身将 

会得到有益的成杲，而且各种可能出现的实际问题例如数据归纳、交流和评价也 

会得到澄漬以便进一歩改进。特设小组在其进度报告中指出进行这一技术试验的初 

步计划已经拟出，并建议在7月到8月间召开下一次会议以便IE式确定这一计划。 

我国代表团当然欢迎并支持这样一项建议。 

第二，我国代表团一如它在以往由该小组进行的试验性数据交换的场合所表示 

的那样，再次表示强烈希望并认为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对从试验中取得最大的有意 

义的成杲这一目的来说是至关重要，这样就会有和实际一样多的具有科学意义 

数据点，这些点最终将构成这一系统的一些组成部分。它还有助于使许多国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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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于这一重要试验的意识。在这方面，我注意到有2 3个国家已表示愿意参加， 

其中包括日本。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国家也跟着参加。 

第三，不用说，作为一项共同的努力，我们应该对取得的成杲作出适当的评价 

这样就能充分利用在抽震科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为今后作出二级数据的适当合 

并。在此，我再次注意到进度报告提到"预计试验结杲将于小组内讨论，然后于 

1985年向裁军谈判会议报告"。我国代表团希望，该小组关于试验结杲及小组作 

出评价的报告将在试验之后尽快提交到本会议。以便使会议，当然还有各感兴趣的 

S家能够充分利用这一报告。 

我囿代表团曾倡议与世界气象组织一起,定期利用全球电信系统的问题正式作 

出安排，并作为科学专家小组关于通过全球电信系统交换一级数据的格式与程序的 

第三分组的共同召集人积极参加该小组的工作，我们还将继续尽景大努力使即将开 

始的试验及今后的试验取得成功。 

JE如我们都认识到今年的试验作为实现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综合性全球系统的 

另一重要步骤所具有的重要性，我们也都非常清楚it|î知道：与核核核禁试有关的其 

他问题仍有待觯决。在此，我只想提醒各位尊敬的代表注意我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去 

年的会议上提交的0 0/389号工作文件。我国代表团认为，该文件中列举的许多问 

题需由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给予进一步的详细说明.而其他一些重要部分则需由本会 

议来阐明。在这方面我希望科学专家小组将能够在今后继续开展活动，以便对第三 

份报告题为"结论与建议"的最后一覃所提出的*问题作出详细说明。 

主席：我慼谢日本代表所作的发言及他致主席本人的友好言词。鉴于时间的关 

系并考虑到今天还有三个人要发言，我现在中断本次全体会议，下午3时3 0分在 

本会议厅继续开会。 

会议于下午 1时休会，并于下午 3时 5 0分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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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宣布会议开始。我们将继续进行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的工作.现在 

我请尊敬的扎伊尔代表穆坎巴大使发言。 

穆坎巴先生（扎伊尔)：主席先生，这次我代表扎伊尔代表团作第一次发言， 

使我慼到非常愉快的是能向您担任本会议三月份主席职务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我确信，在您明智的领导下本会议将在我们都如此深切关注的裁军领域内，即 

在制订核禁试的条约或协议、停止核,备竟赛及裁军、放射性武器、消极安全保证 

及外层空间诸方面取得积极具体的成果，以实现我们的最终目的，这一目的不是别 

的， E是受到有效际监督的普遍彻底裁军。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卸任主席波兰大使图尔班斯基致以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以充 

洁的精力和千练的才能指导了我们2月份的工作。 

我们还要最热烈i(iJ感谢会议秘书长贾帕尔大使和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先生，他 

们以杰出的机智、智慧和充沛的精力履行了他们的言大职责，并在我们遇到.棘手工 

作中不遗余力地向我们提供明智的建议。 

由于我是笫一次参加本会议的工作，我要最深切itb感谢参加会议的各成员国尊 

敬的代表致我们的友好欢迎词。而我又怀着深切的衷心的喜悦心情欢迎夹到我们中 

间的同行们，即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匈牙利、 

印度尼西亚及斯里兰卡诸国的代表。 

随着会议的春季阶段，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进行裁军 

谈判的论坛已变成了裁军谈判会议。 

我囯代表团欢迎这一重要变化，并希望在这个新名称之下，本会议将作出积极 

努力以实现国际杜会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如此热切盼望实现的各项裁军目标，它 

在i寸去将近五年的时间里几乎未能在有关裁军的实质性问题上取得任何重大进展。 

'我要利用今天提供给我的这个向本会议发言机会谈一谈议程项目1、 2、 3、 

4、它们分别涉及的是核禁试、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防止核战争以及化学武 

器。 

^ S ^ M在 " ^ «难的时刻开始的，在这个时刻世界上的紧张局势和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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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核军备竟赛的加速进行正日益发展并变得更加明显了，从而给国际社会造成了 

一种不稳定的局势全面不安全感。 

这些紧张局势，特别是这种加速积聚比以往更尖端的武器的情况对国际和平与 

安全构成了一种严重的危险，并将毫无疑义地把我们引向一场具有无法预见和无法 

估计其后杲的核灾难。 

鉴于我刚刚提到的一切，鉴于核军备竟赛现在具有的惊人规模，特别是还鉴于 

加紧生产核武器的情况，裁军谈判会议这一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作用就更具 

有了充分的意义：这一唯一的论坛必须把注意力转向所有需优先考虑的裁军问题， 

以此作为紧急窖项，并充分利用丰富的工作文件及它所能支配的宝贵时间来行有 

关真正0^裁军措施的真正的协商和谈判，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有关程序问题的
3
广日 

持久又毫无成杲的讨论中去。 

在这方面，我想表达我S代表团对已卸任主席波兰大使图尔班斯基的感激心情 

他以灵活巧妙的外交手段指导了我们的讨论，从而使我们得以毫不迟延itlJ通过了会 

议的议程。 

我囯代表团感到非常满意的是，本会议一致决定把防止核战争的问题作为一个 

单独的议程项目加以审议，而以往这一问题是和停止核军备竟赛问题合在一起的。 

由于越来越先进的新式武器系统的发展，核战争爆发的危险从来没有今天这样 

大。 

此外，世界水平的军事集结造成的效果是，使国际局势不稳定，世界各处出现 

危机，这一切从而对各国人民造成了非常困难的钍会及经济状况。 

再者，核武器的毁灭力量大到足以消除地球上存在，高度发展的生命的任何可 

能性。因此，如杲继续以目前的速度积聚核武器的话，一场核战争将标志着人类的 

终结，尽管某些核武器囿家作出了种种保证，声称由于这一领域内的巨大进展， 

准精确性据说非常高，只有被瞄准的军事或经济设施会遭摧毁，而人类不会遭难。 

此外，众所周知的是，在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十多亿人民还过著赤贫生活 

时，某些国家每年却把成百上千亿美元花费在军事防卫上，就这样进行着一场其后 

杲尚不为人所知的危险的核军备竟赛的游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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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代表团坚信，这些被用于生产和储存核武器的巨额款项足以使国际经济恢 

复活力，结杲将使世界上某些itt?方的许多灾难得以缓和。 

面对着核军备竟赛的后果令人怀疑，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尽快降低目前郤署 

核武器这种极高的水平，并认为冻结核武厍似乎是开始核裁军基本进程的一种有效 

方式。 

既然裁军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关心的審，核武器II家在这一方面主要负有一 

种特殊!^责任。 

我国代表团认为，核禁试条约及停止核军备竟赛只有在所有核武‧i^a家都参加 

的愔况下才能生效。 

因此.我国代表团热切呼吁上述囿家表现出就议程项目I和2达成具伖协议的 

真诚的政治意愿，这I®目必将在具有谈判权限相应的附属机构中得到审议。 

在这方面，我囿代表团高兴的注意到，联合国大会的好几项有关决议证明了a 

际社会赋予议程项目1^2的嘗要性。这些决议包括第38/183D号决议，在这项 

决议rf^大会责成裁军谈判会议根据大会第十次特别会议即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次特 

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5 0段尽快地就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问题着手进行谈 

判，特别是要制订出一项核裁军计划并为此目的设立一个关于停止核军备覔赛和核 

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还有第38/72号决议，该决议促请裁军谈判会议把制订一项 

禁止所有S家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多边条约作为最优先考虑的塞项立即开始进行谈判, 

并考虑到所有现存草案和ÎI案以及今后的倡议，还要为此目的赋予其附属机构以 

有关某一相应的议程项目的谈判职权范囪。 
从联合国大会笫38/183D号和第38/72号决议*可以清楚地看到，交给本 

会议的紧迫任务之一即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裁军谈判会议现在手中掌握着较妤的工具，这就是丰冨的基本文件，因而它可 

以不再拖延it)j就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进行实质性的谈判。 

本会议的一Jëi成员认为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局限性太大并主张扩大 

其职权范围以便使我们在这一主要议题的工作上取得进展，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它 

们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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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螵旋上升的军备覔赛及其主要对手之间的危险对抗对人类生存造成 

的险已经变得越来越令人惊恐了。 

世界正以更快的速度继续向最后危机进，一旦陷入危险就永劫不复了。 

因此我们十分难过地注意到，核武器大11并没有表现出要从事裁军工作的政治 

意愿，并且对永远避免核屠杀最急切呼吁仍然充耳不闻。 

1983年1 0月 2 7日，扎伊尔外交及 S际*部长翁巴.迪 .吕特特公民在 

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的发言中表达它对这一议题的关注时曾说，"即使对大会一 

般性辩论作粗略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本组织以及它所代表的全人类在科学技术上从 

未取得如此巨大的进展；可是不幸的是也必须承认，人类从未没有离寻求和平与团 

结，离法律观念的胜利如此抽遥ièo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是我们注意到这一危险的时候了，我们应肩负起 

真正职责，以便找到保卫和平和人类未来的适当方法，因为不断玩火的话，是必有 

一天我们会自焚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唯一的觯决办法是彻底实行裁军，谴责侵略，侵略必须 

加以禁止，并设立一个有效的监瞀系统。因为只要侵略战争存在一天，自卫便总是 

合法的。为了防止别人自卫，侵略者总是1^、向于要使用其主要的毁灭手段⋯‧"。 

/让述讲话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避免核战争的可能性.实行全面的核裁 

军必须仍然作为我们的主要目标；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设法建立一个得到普遢接受 

和釆用的有效障碍，以防止实际使用核武器。 

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大国必须意识到并承认，在一场冲突使用 

核武器是自取灭亡的愚蠢行为，这种行为只会充分表明敌对双方以及世界上很大一 

部分的毁灭。-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设法达成一项消除核战争危险的全面的国际协议是一 

个极为紧要并极需优先考虑的问题。 

主席先生，因此您就会理觯，当我们看到防止核战争的问题由于其,要性而与 

以往的停止核军备竟赛的议程项目2分开，单独作为一个议程项目时的满意心情。 

我们和2 1国集团一致认为：进行具有建设性的对话，其具体形式是根据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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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会第3 8/18 3G号决议设立一个附属机构，是完全必不可少的。 

根据该项决议，裁军谈判会议应当把就防止核战争的适当而实际可行的措施达 

成一项协议作为最优先*项来着手进行谈判，并为此目的在1 984年会议开始时设 

立一个有关此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 

我a代表团的立场是清楚的。我们完全赞成大会第38/75号决议，并谴责核战 

争违背人类良心和理性，是反对各国人民的滔天大罪，同时也是对人类景根本卜力：叹 

—生存权利的侵犯"。 

所有 a家都应该团结起来并加倍努力以消除核战争咸 I 

囡此，我国代表团促请那对设立一个防止核战争附属机构有异议的囿家, 

新考虑它们的立场，以便使本会议能立即就这一景需优先考虑的问题开始进行多边 

谈判，这特别是因为载于CD/355号，CD/406号及CD/431号文件的好几X3Î 

关于谈判的建议可以为此项工作提供一个重要的基础。 

还有一个裁军问题在本代表团看来具有特别的紧迫性并极需优先考虑， 

因而«得立即予以觯决，这就是化学武器的问;1。 

人人都知道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早些年代^战争中及在世界上某些抽区目 

前行的战斗中所具有的毁灭性效果，无情地给居民遣成无数伤亡。 

因此我们一切努力的方向应该是消除并禁止化学武器；为实现这一目标，我S 

代丧团认为应该釆取的最为紧迫裁军措施之一是，根裾大会第十次特别会议《最后 

文件》第7 5 g:及大会第38/1 87A和B号决议拟定一项彻底禁止化学武器的条约。 

我国代表团对在此领域内迄今为止所取得的积极成杲，对本会议关于重新设立 

一个附属机构的决定表示满意，这一机构已在其主席瑞典大使厄克于斯领导下开始 

其工作了。 

我们希望该附属机构就这一优先事项继续加紧进行谈判，以便制订一项化学武 

器公约。 

我们同其他代表团一样怀着非常愉快的心情欢迎美11宣布它要在本届会议期间 

递交一份禁止化学武器的条约草案的坚定的意愿，并且我们还欢迎苏联代表团团长 

伊斯拉耶利安大使于 1 9 8 4年 2月 2 1日所作出的下述声明"苏联在拟订专门设施 

销毁化学武器核査程序时，准备,意这样的觯决方案，即：从销毁过程开始直到 

结束，通付在这类专门设施常驻囿际监督代表以及对包括武器储存0^储罐进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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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核查同使用仪器相结合的办法来保证核査的效率。 

本代表团要向这两个核武器大SI就它们对化学武器的咸胁这一重大问题这样作 

出的积极贡献表示祝贺。 

鉴于这些象征我们工作中一个主要的里程碑的努力，我们确信裁军谈判会议今 

年会顺利地制订出一项普遍彻底禁止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谢谢诸位。 

主席:我感谢扎伊尔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致主席本人的友好言词。我现在要提 

请会议注意下述事实：秘书处今天散发了关于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 

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工作的c D/448及CD/449号文件。CD/448号文 

件载有该特设小组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197 9年8月7日通过的决定起草的第三份 

报 告 。 C Dy^ 449f`文件载有关于该小组第十七次会议的进度报告。在此，我要提 

请本会议成员注意这项进度报告的第1 0段，它包含有该特设小组关于今后工作的 

建议。现在我请瑞典的奥拉‧达尔曼博士介绍该特设小组的报告。 

达尔曼先生（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 

组）：主席先生，我对有机会向这一卓越的会i义发表讲话表示感谢，并要就审议有 

关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向诸位提出报告。 

本特设工作小组于1984年2月2 7日至3月9日召开会议。到会的有来自 

2 1个国家的专家及世界气象组织的一名代表。本小组在会议在整个会议期间都洋 

溢着一种十分富有合性及建设性的精神，从而得以正式确定了第三份报告并制订 

出一份关于一项利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交换«^析一级数据的技术试验的 

初步计划。 

因此我感到很愉快能在今天向你们提交载于c D / 448号文件的本特设小组第 

三份报告，这是获得一致通过的。对报告的主要部分以及一些附于报告之后包括有 

一些建议和初步的技术性说明的附录，我们达成了协商一致的意见。其他附录的内 

容是有关技术问题的事实资料及对各国调査研究的概况；它们反映出各个国家对不 

同的技术问题所持的观点。我还将提出一份载于CDy^449f文件的关于最近这次会 

议的进度报告。 

第三份报告是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1979年8月7日作出的决定起草的，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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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交给本特设小组的任务是：应就"这些措施继续进行工作"。这些措施是将来 

根据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为地震数据进行S际交换而可能建立的，构成该条约 

一个部分的议定书中将包括为和平目的进行的核爆炸。 

自1980年2月以来特设小组一直在致力于第三份报告的工作，并召开了九次 

会议。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们作了大量的工作。本报告的依据是各国提交给 

特设小组的200多份非正式工作文件，其中有一些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和篇幅。 

各国提交的这些文件是各国研究计划的结杲，在某些11家这类计划具有相当大 

的规模。 

来自3 0个II家的专家参加了第三份报告的工作。特设小组还得到了世界气象 

组 织 及 其 派 , 小 组 代 表 们 的 出 色 的 # 。 

五个成员不固定的研究小组各由一名召集人和一名共同召集人主持，参加了编 

集和评价提交来的资料的工作。各位召集人及共同召集人作出的贡献对编写特设小 

组第三份报告的工作是具有很大的意义的。 

本小组自成立以来一直由挪咸的弗罗代.林达尔博士担任科学秘书。我希望裁 

^谈判会议注意到林达尔博士在起草特设小组第三份报告中所进行的十分重要的工 

作以及他在这份报告的全部起草过程中对本小组工作所表现出的能干和献身精神。 

瑞典的U.埃里克松博士从 1 9 7 6到他 1 9 8 2年 1 1月逝世一直担任特设小组 

的主席。本特设小组取得的重大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拒任主席职务的埃里克 

松博士。 

我还要感谢联合国秘书处向特设小组提供的协助，并感谢它十分得力地处理了 

我们的技术资料。 

拟议中的全球系统，如同本特设小组在早些时侯的报告ccD/558f和c D/ 

43号当中阐明的那样共有三个主要的内容： 

个拥有全球范围的 5 0多个现有的或计划设立的i)|/震台站0^台站网， 

它具有用来提取数据的经过改进的设备和提高了的程序； 

——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电信系统在国际上交换这些数据； 

——在专门的国际数据中心处理数据供参加国使用。 

需要报告和交换的数据有两类：所谓的一级数据，这是对所有已检测到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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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例行而及时的报告，包含有每一台站从记录下来的信号中推断出来â3基本参数; 

还有所谓的二级数据，这些数据是最初记录下来的波形数据的付本，在接到要求提 

供进一步的资料的请求时才交换这些数据。 

第三份报告十分详细地研究了 一个全球系统的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现在我试 

将这些考虑的某些部分作一个概述。 

在过去几年中，全世界的地震设施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技术发展。数字记录 

抽震系统的许务优点已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并且已有一些国家安装了许多这样的系 

统。但是相当一部分与这一全球台网有关的台站仍属模拟记录型^^因此特设小组 

建议优先考虑将这些模拟式台站改成数字式系统。 

在特设小组第一份报告中即已指出，大部分高质量的itt^震台站均设于北半球。 

到现在这种局面也未发生根本改变。特设小组认为在南半球，特别是在非洲和南美 

洲，设立更务的高质量台站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在全球台网的地震台站提取一级数据问题，各国所作的调査研究表明用 

于获取这类参数的现行办法使国际数据交换的参加国承受很重的工作负担。特设小 

组注意到，通过使用自动处理程序已经有了可能导致减少工作量的很有希望的结艮 

伹是特设小组认识到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在这方面还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通过与世界气象组织的合作，并在特设小组派有代表的国家的广泛参加下，曾 

进行两次利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对缩略的一级数据作了试验性的交换。虽 

然遇到了某些技术问题，但从试验中得到的结果表明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有 

潜力来充分满足为拟议中的全球系统迅速无误地传递一级数据目的。在许多遥远 

的地方，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提供了迅速传递一级数据的唯一切实可行的通 

讯手段。 

特设小组怀着赞赏的心情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笫九次大会最近作出的决定：自 

1983年1 2月1日起世界气象组织和全球电信系统可被用来定期传递一级数据。 

本小组认为必须与世界气象组织合作进行进一步的技术试验，以便确立起世界气象 

组织全球电信系统在全球基础上交换地震数据的业务工作。鉴于迄今为止尚未取得 

有关从非洲、南极洲及南美洲进行传输数据的重要经验，特设小组认为重要的是， 

再作进一步的试验时应有这些大陆的国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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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设小组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提出的下述建议：只有较定期地使用全球电信系 

统才能期望在传输数据工作上有重大的改进。因此特设小组认为必须能很快地得到 

有关改进及变动全球电信系统的最新资料；因此建议，由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同世 

界气象组织秘书处就定期得到有关这些事项的建议的问题作出安排。 

在拟议中的全球系统中，在由各S政府批准的国家一级设施之间将根据要求通 

过囯际数据中心交换二级数据。某些国家进行的调査表明，如杲使用现代化的电信 

设施同时对可能需求的二级数据的量不加任何特殊限制的话，那么以数字方式迅速 

交换二级数据是可以做到的。 

特设小组一致认为，只有在从CCD/558号文件建议进行的综合性试验操作中 

获取足够的经验后方可准确估计出可能需求的二级数据的数量。 

对于组织国际数据中心及随之进行的数据处理工作，有些国家作了一些调查。 

某些国家已设立了试验性数据中心；另外为了试验并发展处理和分析数据程序， 

还进行了某些大规模的试验。现已编出一本《国际数据中心暂定工作手册》，详细 

列出了在这类中心应遵循的业务程；？的纲要。该手册已作为报告附录成为报告组成 

部分。对这些程序的某些方面，特别是自动处理，应进一步地加以发展和试验，有 

些IS家从事的国家调査表明在获取有关令人感兴趣的事件的较为准确的震源参数时， 

在国家中心使用二级数据是有效的。 

还需进一步进行研究以便提高测定震中位置的准确性，而且十分急需的是改善 

对事件深度的估计。加强对深度相位的利用看来是这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 

某些国家调査还表明，如杲在全球网（二级数据）各台站对资料作出较为详细 

的分析，这会使确定这类深度相位的工作提高效率。 

特设小组还制订出了对拟议中的全球系统作一次综合实验性试验操作的详细的 

初步说明。这些说明为一项附录附于报告之后。. 

最后，特设小组注意到，近年来在地震学及数据处理技术方面已有了重大而迅 

速发展，而且这些发展仍在继续着。特设小组注意到这些成果最终会有益处的， 

因而可以考虑用来进一步发展这一合作性的全球系统的科学技术方面，并用来进一 

步详细计划对这一系统的综合性试验操作。 

我对于特设小组第三份报告介绍到此结束，现在我要略谈一下载于CD/4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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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特设小组进度报告。这一报告主要谈的是计划中设想使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 

电信系统交换及分析一级数据的技术试验问题。这一试验将是特设小组根据世界气 

象组织为定期使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作出的新的正式安排而进行的第一次 

试验，其结果应为进一步制订一级地震数据交换的操作程序及设想要建立的SI际数 

据中心的操作程序。这一试验计划在 1 9 8 4年 1 0 月 1 5 日 至 1 2 月 1 4日这段时 

期内举行。包括大约一周的准备工作。预计试验结杲将在特设小组内讨论并fl985 

年向裁^谈判会议报告。对试验的初步详细指导性说明已经与世界气象组织代表协 

商制订出来了。 一级数据交换研究小组的召集人P.麦格雷戈博士
 （

 ̀ 声大利亚）担 

任这一技术试验的协调员。 

特设小组希望这项技术试验将有尽可能广泛的S家参加，并注意到迄今为止世 

界上不同地区的2 3个国家已表示愿意参加。但是从技术的观点来说，最好有更多 

的H家参加。 

特设小组讨论了对下一步工作的计划安徘，并建议，如经裁军谈判会i义批准， 

下次会议将于1984年7月3 0日到 8月 1 0日在日内瓦举行，以便正式确定对技 

术试验的指导性说明并审议其他II家对有关问题进行的调査。 

主席先生，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介绍特设小组的第三份报告以及它最近一次会 

议的进度报告，对于本会议诸位尊敬的成员可能提出的问题我已作好准备要答复。 

主席先生，谢谢您。 

主席:我感谢特设小组主席达尔曼博士介绍了这份报告。我还要就他的工作， 

特别是就他在主要的职责上所取得的成就向他表示祝贺。我要指出，鉴于载于CD/ 

44Sf文件的第三份报告需要仔细研究，而后会议方能作出决定，主席本人建议： 

在 4月 1 0日的全体会议上审议这两份报告。因此，我建议那些希望以钕详细讨论 

这一议题的成员在4月1 0日的男会上来讨论。但是如同今天上午的情况一样， 

假如有哪个代表团希望今天就此议题发言，它也可以这样做。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 

已经登记发言，现在请他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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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勒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谢谢您。自从您担任主席职务以来，这 

是我第一次要求在本会议发言，因此使我十分高兴的是表达我国代表团对您将会很 

好地指导我们的工作所怀有的信心，而且使我特别愉快的是回忆起并表明您在以往 

同我a保持有十分明朗且又非常富有成杲的关系。 

主席先生，刚才曾听您说不久即会有机会来详细审议这一报告.我也注意到了 

这一点。但是这次我想谈一些一般性的意见，而且谈得简短些。 

本代表团欢迎由小组主席达尔曼博士今天提交的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 

的E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致本会议的第三份报告以及关于该特设小组第十 

七次会议的进度报告。 

我们非常高兴地注意到：正如进度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最近结束的这次会议是 

一次非常富有成果的会议。该特设小组关于小组自1979年以来所作工作的第三份 

报告得到了一致的通过。它反映出作为这个特设小组工作的目的性与合作性的精神 

这一个特点。关于报告的主要部分及载有建议与初步性技术说明的一些重要附录都 

达成了协商一致的意JL> 

第三份报告是一项重要的文件。 

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一结论：近年来在地震学及处理数据的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 

而迅速的进展，而且还在继续发展。 

在一些领域中还需取得进一步的科学技术进展。我们支持报告第8章正是为要 

达到这一目的各项建议。 

我们认为，还要作些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在交换二级数据这一领域内。 

第三份报告明确表明，特设小组对于为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核査工作提 

供便利方面已经作出的而且可以继续作出的有价值的贡献。 

详细说明一个国际地震台站网，以及有关数据的交换系统，用以协助检测并识 

别地震事件，这是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核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由于 

这一原囡它是一项重要的活动及一系列的技术性的发展。这一制度能否取得成功不 

仅将取决于各国的技术手段而且还要依靠多边性合作安排。 

在这方面我们特别高兴地注意到，在达尔曼博士提交的进度报告中，特设小组 

在最近一次会议上为在今年晚些时候就定期利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交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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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分析一级数据作一次技术性试验制订了 一份初步的计划。 

这将是该小组按照世界气象组织新的正式安排所从事的第一项此类试验。我们 

也同意报告提出的希望世界 上所有地区的国家尽可能广泛地参加这一试验。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澳大利亚曾经得以对特设小组的工作，特别是在为这一新 

的试验性实验操作制订计划上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担任一级数据交换研究小组召 

集人的澳大利亚人彼得‧麦格 雷戈博士将担任这一技术试验的协调员。 

我国代表团热烈赞扬达尔曼博士所指导的工作。事实上我们对一个瑞典人本来 

就可以抱有这样的期望.大家都很了解瑞典致力于这一任务及一项禁试条约。我们 

也称赞在达尔曼博士领导之下工作的人员所作出的努力。我们要向他们和特设小组 

的其他成员保证，澳大利亚将继续作出积极而富有淳设性的贡献，以确保特设小组 

迄今为止在其工作中已取得的成就今后继续发展下去。 

-我们认为，特设小组在将来无论对正式确定今年晚些时候进行的技术试验的安 

排及分析该试验的结杲方面，还是在实施载于第三份报告最后一章的各项建议方面 

继续负有重要的责任。 

主席:我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我还要感谢他对主席本人所讲的友好言词, 

并且还要告诉他，他提到我本人在以往对罗马尼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所作出的 

微不足道的贡献使我很感动。还有哪位代表希望就此问题或其他问题发言？好象没 

人要发言了。 

尊敬的代表们，如你们已知道的，秘书处已散发了一份本会议及其关于化学武 

器的附属机构下周会议工作计划。和往常一样，这一计划是临时性的，必要时可 

以修改。如果无人反对，我认为本会i义希望通过这一计划。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应尊敬的斯里兰卡代表的要求，我现在要通知2 1国集团的成员，该集 

团将于 1 9 8 4年 3月 1 6日星期五下午3时3 0分在本会议厅召开一次会议，并附 

有口译力R#。 

在本会议休会之前，我要宣布定于本周和下周就议程项目1、 2、 3、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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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罗马尼亚) 

进行非正式协商的会议计划。这些会议将在. 108号室进行。计划如下：明天即 

3月 1 6日星期五上午 9时 3 0分召开关于停止核^备竟赛和核裁^的会i义；应几 

个代表团的要求，原计划于星期五上午1 0时3 0分召开的关于外层空间的会议延 

期到下周举行； 1 9 8 4年 3月 1 9日星期一上午1 0时 3 0分关于新的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和放射性武器小组召开会议；3月2 0日星期二上午 9时 3 0分召开关于外 

层空间的会议；同一天即在3月2 0日星期二下午 3时 3 0分召开关于防止核战争 

包括所有有关事项的会议；3月2 2日星期四上午 9时 3 0分召开关于核禁试条约 

的会议。 

在这方面，我要热烈感谢所有曾对这些非正式协商表示有兴趣并参加了这些非 

正式协商的代表团，我希望这些协商将会产生有益的效晃谢谢诸位。裁军谈判会 

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 3月 2 0日星期二上午1 0时 3 0分召开。全体会议现在休会' 

会议下午 4时 5 0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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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罗马尼亚）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会议今夭开始审议议程项目5，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不过，根 

据议事规则苐3 0条，任何戍员均可提出与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 

尊敬的代表们，诸位还记得，在上次全体会议上，会议决定于今天上午举行一 

次非正式会议，审议已可做出决定的组织问题。在听取了登记今天发言的代表的发 

言后，我打算中断全体会议，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审议非成员国关于参加会议工 

作的请求，然后全体会议继续开会，以便做出适当的决定。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蒙古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泉现茌请尊敬的蒙古代表，额 

尔德姆比列格大使发言。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同志，萦古代表团今天发言，专门谈一谈 

议程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这是裁军谈判会议本周初开始审议的i义颈_。 

在此之前，我谨向您，主席同志，表达我们寘诚祝1?并祝愿您，兄弟的社会 

主义罗马尼亚的ft表在履行裁军谈判会议本月份主席的职务中一切顺利。 

萦古代表团向波兰大使，斯坦尼斯拉夫•图尔斑浙基表示感激，他茌会议工作 

的开始阶段为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问题在全部裁军问题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是一个 

极为紧迫而及时的问涉及的主要是防止军备竟赛出现一个新â^、更为危险的转 

折，并消除将空间技术用于军事目的的潜茌可能个L 

众所周知，威力最大、破坏力最强的现代武器，战略核导弹须利用近空。此外: 

世界各报刊越来越多地刊载一些关于将外层空间技术用于军事目的的其它形式相手 

段令人不安的报道。尤其是，这些报道提到美国用于进行军事行动的空间装置的研 

制情况，包栝用于反弹道导弹或防空系统、轨道攻击系统之类的空'司部件研制和 

试验情:这种将军备竟赛r^展到外层空间并以空间对地球使用军事力量的史无前 

例的计划和项目，其目的在于取得军事和战略优势，获取单方面的有利地位并最终 

获得第一次打击的潜力。 

美国总统1983年3月23日提出的茌外层空间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设想， 

其目的正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茌"防卫"的借口下，美国正试图破坏战略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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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德姆比列袼先生，蒙古） 

而战略均衡正是防止核战争威胁的一个重要因素。华盛顿谋求保护其领土不受核导 

弹反击的威胁，从而维持自己在其他地区使用核武器的自由。很清楚，美国指望茌 

这一领域没有其他国家能与之抗衡，指望能够完全控制空间。 

五角大楼为建立一个包括美军各军兵种的统一的空间指挥系统而釆取的步骤也 

是为了同一目标。这些步骤明显地是为了使美国能够控制空间。茌总统的《国情咨 

文》中，建立载人军用空间站就被明确描述为加强美国优势和建设新边疆。美国总 

统签署的第1 19号《国家安全指令》确立了同样的目标，要求开暴一项研制新的空 

间武器^其他尖端武器类型的金额达数十亿美元的计划。 

军备竟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危险巳相当明、f。花五角大楼关于加强战略打击力 

量及在地球上和空间部署反弹道防务系统的计划中已经认可的完成时间目标表明， 

其目标是在80年代建立起所谓§^第一次打击能,力。美国刊物《商业周刊》极为明 

确地描述美国在空间的来来计划和活动时说，谁只要控制了空间这个老夹争的主 

要战区，谁就能决定性地改变力量均势，这就等于确立了对世界的控制地位。 

将外层空间变为军备竟赛的场所，这是引起世界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全世I 

坚定而坚决地要求为了一切国家的福利，为了发展各国间友妤关系和相互谅騍的. 利 

益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 

这就是迫切需要将各国的空间活动纳入和平目的并締结可阻止任何将空间转变 

为军备竟眷场所的企图的有效国际协定的主要理由a这就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 

家，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关于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立场。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K. U .契尔年科花 1 9 8 4年 3月 2日的讲话中 

特别提到不将核军备竟赛转到新领域，包括空间领域的重要个 

茌这:^面，我们想进一步详细谈一谈苏联关于締结禁止茌外层空间并从空间向 

地球使用武力的的条约的新提案，这是茌第三十八届联大上提出的，它得到许多国 

家，包括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些国家的广泛支持和高度赞扬。 

众所周知，苏联于1 9 8 1年提出了一项关于締结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种类 

的武器的协定的提案。这一提案得到大会的赞同，后来向裁军谈判委g会提交了一 

份关于这一问題的条约草案。然而，本机构的戍员们知道，由于一些代表团，特别 

是北约国家的代表团的消极立场，无法就拟订适当条约开始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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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德姆比列袼先生，蒙古） 

我们认为，苏联这次的新提案有效地将各国不在空间并从空间相互便用武力的 

政治^法律义务与旨在防止空间军事化的实质性措施结合在一起。具体说，苏联建 

议如下几点： 

第一，禁止在外层空间^大气以及在地球利用在绕地球轨道中的、天体上的或 

以任何:^他方式安置在外空的空间物体作为毁灭工具，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 

#禁止对绕地球轨道中的空间物体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 

第二，承诺不在空间试验或部署任何用以摧毁地球上、大气层中或外层空间的 

目标的以空间为基地的武器。 

第三，承诺不试验或研制新的反卫星系统并销毁现有的反卫星系统， 

第四，不摧毁、损坏或干扰其他闳家的空间物体的正常运行或改变其飞行轨道。 

第五，不将绕地球轨道中的或在天体上的空间物体用^摧毁地球上、大气层中 

或外层空间的任何目标的工具。 

最后，禁止试验并使用用于军事目的，包括用于反卫星目的的载人航天！^。 

提案还规定了适当的控制性揞施^一个为执行夫来条约条款而逬行协商与合作 

的制度。 

我们认为，将上述禁止内容看成一个整体，就不难看出这些内容是旨在彻底觯 

决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范围广泛的复杂问颞的具体建议。 

除了这些新的建议外，苏联还作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承诺不首先向空间发 

射任何类型的反卫星武髂，这样，只要他国家，包括美国不向空间发射任何种类 

的反卫星武苏联就单方面暂停此种发射。这项决定又一次清楚表明，苏联决心 

逬行旨在达成适当协定的谈判，并愿意采取有效指施以防止车备竟赛扩展到外层空 

间。 

在联大及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历届会议上，我们曾多次就此问题广泛地交换过意 

见。现在需要不迟延地开始积极的谈判。我们认为，现在应设立会议的附属工4^机 

枸，傻:^能够立即就締结一项或多项适合于防止外层空间系备竟赛的各个方面的协 

定开始进行谈判。谈判时应考虑所有现有的提案，当然包括苏联关于缔结一项禁止 

在外层空间#从空间向地球f步用或威胁《凌用武力的条约的提案。这正是联大147个 

会员国通过的第3 8 / 7 0号决议的建议所设想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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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由于美国、联合王国及某些其他西方国家代表所持的消极立场，为议程项目5设 

立附属机构并就其职权范il达成协议的问题不幸仍然搁置着。因此，这些国家完全 

应对如下事实负责，即会议迄今不能就这一重要而优先的议题开始谈判。 

为此，我们简直不能理觯一些il家政府的立场。它们在第三十八届联大上主张 

大会通过一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单一决议，而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本届 

会议上却似乎不愿意进行旨在拟订关于这一问题的协定的谈判。 

不应再重复本讲坛工作的消极经验；即设立一个附属机构却又故意只给它一个 

有限而狭隘的职权范围。如果西方国家的某些代表团再一次坚持它们的阻挠性立场, 

这种态度就只能被看作是为了回避以务实的精神觯决会议面临的问题。 

蒙古代表团与其他许多代表团一样，呼吁迅速设立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特设 

委员会，其职权范围应包括就締结关于会议议程上的一个优先项目的重要协定进行 

谈判，而不是进行一般性的讨论和研究。 

主席:感谢蒙古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尊敬的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代表罗泽大使发言。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同志，首先，我谨祝贺您，社会主义罗 

马尼亚的代表，任三月份主席。前面几个星期已表明，你在裁军领域的长期经验确 

实对我们会议的工作具有巨大价箧。我们赞赏您全力以赴为继续我们的工作以取得 

具体成果所做的努力。见到您主持会议工作确实令人愉快，而且，更令人愉快的是, 

就在这样的时刻，从贵国首都布加勒斯特，华沙条约成员国向北约国家檨出了一份 

关于不扩大并削减军事预算的谈判的新的重要共同倡议。主席同志，请允许我再次 

感谢图尔班斯基大使，他有效地指导了本届会议第一个月的工作。 

我打算谈谈关于防止核战争的议程项目3。本会议的辩论反映出人们对国际局 

势的恶化和核战争威胁的增长慼到极为关注。事实上，所有的代表团都要求必须避 

免核战争。然而，同时已经很明显，在具体对待有关的实质性问题和程序性问题上 

存在着分歧意见。 

显然，对核战争的危险已存在着不同的估计。大多数国家都同意我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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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即过去几年中这一危险大大增加了。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限制核军备竟赛方面取得了第一批积极成杲。 

我要回顾一下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定以及1973年苏美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协定。 

这些步骤及:^他一些双边和多边步骤使人们对进一步的更为全面的措施产生了希望。 

然而，由于美国釆取的超级军备和对抗路线，这些进展停顿下来了。 

因此： 

首先，核武器的数量进一步增加了，核武器的更高效率成了核军备竟赛的特点， 

质量上的改进成了主要趋势。 

第二，所谓的核咸慑理论和其他关于使用核武器的设想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 

了核战争准备的指导方针。为了使之得以实现，在军事计划中开创了形成第一次核 

打击能力的先例。 

第三，核武器的部署区域正在扩大，越来越多的舰只、飞机和军事基她装备了. 

此种武器。用于进行第一次核打击的武器离其他国家的边境越来越近。在西欧部署 

潘兴2式导弹和巡航导弹一窠表明了这一事态的发展的极其危险性。 

某些方面的人士正加紧将军备竟赛扩展到外层空间，他们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 

核武器的这种扩散同时也大大增加了爆发意外的核战争的危险。 

第四，在过去几年中，美国中断了重要的谈判，其实力政策消除了其他谈判的 

基础。在本会议上，我们每日都目睹有人力图使防止核战争的紧急措施的认真步骤 

复杂化，甚至还设置障碍。 

第五，有人对核灾难的破坏性后果竭力轻描淡写，而不顾这样一个事实，即科 

学研究的结果已经证明情况正相反，并且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人类的命运正受到威胁, 

这些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它们使人得出有力的结论：核战争的危险大大增加 

了。这些事实与我们会议的职权范围直接有关。 

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存在着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势，即某些势力在觯决政 

治问题时不是设法对有关各方进行调觯，而是诉诸武器。 

避免核战争的危险已成了当今各国人民深为关注的问题，可以说，它已是最重 

要的囯际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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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请允许我提及A ‧席尔韦斯特里尼大主教阁下3月1 5日的发言，他强调，"我 

们越来越多的兄弟姐妹为一种生活在火山顶上的恐怖慼觉所萦绕，火山随时都可 

能爆发并释放出灾难性的力量，将死亡的阴影茏罩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并最终结束 

我们的历史进程。"这确实是对现实的一种十分明确的表述。 

然而，某些国家的政府却否认核战争的危险 IE在增长。它们企图回避对其后果 

的讨论，并继续毫不受阻挠:WJ进行军备竟赛，以取得军事优势。它们坚持说，要通 

过增加更为尖端核武器的储存来确保*安全。 

北约的帝囿主义统治阶层耽溺于军备歇斯蒂里，对危及整个if际安全的威胁视 

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们不顾如下事实，即和平运动及裁军运动以及全世界的头脑 

清醒的政治家都着重强调了对人类的这一严重威胁。考虑这运动及政治家的要求 

不仅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有助于这一事业。 

对核战争危险的不同估计相应地反映在对拟订避免这一危险的措施的不同态度 

在紧迫性和具体内容方面都有同样的情况。 

因此，本会议的情况也一样：大多数国家主张，觯决这一问题应是一项必须立 

即加以处理的中心任务，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力图将这个问题搁置起来。 

大多数，团要求拟订有效措施，而另一些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却看上去象是一 

种美容手术。从这里只能得出一种印象：这些建议只是一种策略性的工具.而不是 

为了审议如何用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措施来确保人类的生存。不管怎么样，如果制定 

者相信这些建议，就应将其放到认真的谈判中去进行检验。 

实质性的分歧必然反映在对程序性问题的讨论中。主张采取迅速有效步骤防止 

核战争危险的人自然而然地就要求进行具体的谈判并设立适当的附属机构。而那些 

希望避开任何可能有碍于他们军备计划的事物的人则希望最好能回避对这些问题的 

审议，最多只打算在不承担义务的辩论中不断重复他们的消极态度。这就偏离了对 

问题的实事求是的审议，并拖延或阻碍关系到这些问题的觯决的任何进展。 

不可否认，程序性辩论在对议程项目3的总态度中有其根源。对具有多年会议 

经验并为重要的囯际协定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外交家来说，只是向他们提供一些有关 

方法建议并不能掩盖某些代表团缺乏政治意愿这一情况。 

本会议再没有其他议题比拟订防止核战争的切实措施问题更适于证明关于和平 

的言词S维持^平的行动之间的统一关系了。只要尚无法采取此种行动.我们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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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得不向世界说明，为什么会议无法取得任何进展。 

有些代表团有时称之为现实的东西实际上却不过是某些核武器S家的主观的消 

极立场而已，而这种立场是与世界公众的要求相抵触的。 

囡此，我们促请有关国家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并协助将会议的活动引向认真 

而有成果的谈判道路。只有釆取迅速而具体的步骤，才能确保各国的安全利益及人 

类的生存。决不允许一个国家，无论有多么强大或认为自己有务么强大，将自己杜 

撰的安全利益作为反对其他国家安全利益的工具。 

我国代表团准备仔细地，逐点地研究所有的提案。没有人会低估达成协i义所需 

的艰苦工作。然而，必须开始通过认真的谈判寻求并商定共同的出发点。我们认为， 

如在原则上同意参加拟订防止核战争的措施，则应接受所有主张设立一个具有适当 

职权范围的委员会的意 

此处，我特别考虑到的是： 

第一，联合国大会在其第三十/ui会i义上通过了一些决议，反映了各国人民对 

核战争危险增长的关注并要求本会议作为一项最高优先事项——我强调一下，是最 

高优先——进行谈判，以便就防止核占:!争的适当而可行的措施达成协议。 

第二，我们的议程上单独有了一项相应的项目。接受了这一情况的人不应拒绝 

其后 I我们不能同意这一种意见，即设立委员会的时机"尚未成熟"。众所周知， 

过去在那,些在细节方面存在分歧意见的问题上曾建立过工作小组。没有人可以说， 

与防止核战争有关的问题是不为人所知道的。在联合国及裁军谈判委员会已进行过 

广泛的讨论。 

第三，尽管设立委员会的步骤很重要，但只是一个步骤而已。同样需要的是， 

应有一个使其能就具体措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的职权范围。要取得进展，仅靠表 

明立场是不行的。 

第四，已提出的具体的建议是进行谈判的良好基础。各方都提出了工作文件， 

而且在辩论中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要求每个代表团都为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做出贡 

献。 

谈判进程使当前这个迫切需要的工作成为可能：即伃细审议各项提案，以商定 

可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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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设立一个具有谈判职权的委员会将立即结束程序性辩论，并可创造条件，俾能 

转向实质性问题。 

我国代表团保留在以后阶段的全体会议辩论中详述关于实质性问题的立场的权 

利。此刻，我要重申我们的态度，即主张釆取可真正阻止核战争的爆发的措施。 

社会主义各国在这方面已釆取了许务具体的主动行动。本月早些时候，苏联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契尔年科同志就提出了一些政治性的和买事方面的建议。这 

些建议包括要求美国批准关于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及用于和平目的的核爆炸条约， 

要求禁止核战争宣传、所有核武器国家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在平等和同 

等安全基础上通过谈判冻结核武器和将其削减并最终完全消除等等。会议于1984 

年3月6日收到的第CDZ444号文件中载有这些建议。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这是必须遵循的道路也是可以遵循的道路。 

主席: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今夭 

登记发言的代表都已发了言。还有其他代表要发言吗？如杲没有，我打算中断此次 

全体会议并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随后立即继续进行裁军谈判会i义全体会议。全体 

会议暂时休会。 

会议于上午1 1时3 5分休会，并于1 1时4 5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会i义全体会议现在开会。会议收到两份决定草案，这是秘书处 

在收到希腊和爱尔兰关于参加的申请和补充说明后散发的。我们将根据收到非成员 

国最初申请的顺序审议这两个决定草案。第一份决定草案涉及希腊的申请，并已载 

入工作文件第120号"^^。如无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份决定草案。 

就这么决定了。 

±y "应希腊的请求
（
CD/^477号及CD/4

7
&f )，并根据议事规则第3 3至 3 5 

条，会议目前决定邀请希腊代表在1984年期间参加会议的全体会议及按议程 

项目 4设立的附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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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罗马厄亚） 

主席:第二份决定草案载于工作文件第121号J/;如无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 

议通过了这份决定草案。 

就这么决定了。 

± f :今天的工作完成了。如果此刻没有其他成员要发言，我想结束这次全体 

会议。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3月2 2日星期四上午1 0时 3 0分举行。 

现在散会。 

会议于上午1 1时5 5分结束。 

l y " 根 据 爱 尔 兰 的 请 求 （ 以 及 C D / ^ 4 8 0 f )，并根据i义事规则第 

3 3至35条，会议现决定邀请爱尔兰代表在1984年期间参加裁军谈判会议 

全体会议以及根据议程项目 4设立的附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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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肯 特 ‧ 沙 尔 马 先 生 

S . 苏 托 瓦 尔 务 约 先 生 

安 德 拉 贾 蒂 先 生 

哈 里 奥 马 塔 拉 姆 先 生 

P . 拉 玛 丹 女 士 

IT. K . 卡 米 亚 布 先 生 

F. S . 西 尔 贾 尼 先 生 

M . 阿 莱 希 先 生 

M . 帕 韦 塞 先 生 

G. 阿 多 尔 尼 ' 布 拉 切 西 先 生 

今 井 隆 吉 先 生 

田 中 谦 次 先 生 

川 喜 田 晖 雄 先 生 

石 栗 勉 先 生 

A . 加 西 亚 ‧ 罗 夫 菜 澌 先 生 

P . 马 塞 多 ' 里 瓦 先 生 

冈 萨 雷 斯 * 伊 • 雷 内 罗 女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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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额 尔 德 姆 比 列 格 先 生 

S . 0 . 包 勒 德 先 生 

A . 期 卡 利 先 生 

0 . 希 拉 莱 先 生 

J . 拉 马 凯 尔 先 生 

R. J . 阿 克 尔 曼 先 生 

0 . 奥 博 赫 先 生 

L. 0 . 阿 金 德 勒 先 生 

C. V , 乌 德 迪 比 亚 先 生 

0 . 阿 德 希 达 先 生 

M . 阿 赫 迈 德 先 生 

K . 尼 阿 兹 先 生 

P . 坎 诺 克 先 生 

C . 卡 斯 蒂 略 ‧ 拉 米 雷 斯 先 生 

G . 切 姆 皮 恩 斯 基 先 生 

T . 斯 托 罗 伊 沃 澌 先 生 

工 . 达 特 库 先 生 

T . 梅 列 斯 卡 努 先 生 

0 . 约 内 斯 库 先 生 

A . 波 佩 斯 荦 先 生 

A . 克 雷 图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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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里 兰 卡 

瑞 典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联 合 王 国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达 纳 帕 拉 先 生 

P . 卡 里 亚 瓦 萨 姆 先 生 

R . 厄 克 于 斯 先 生 

隆 丁 先 生 

E . 博 妮 尔 女 士 

H . 伯 格 伦 德 先 生 

L. E . 温 伦 先 生 

A. M . 劳 女 士 

V. L . 伊 斯 拉 耶 利 安 先 生 

P. 斯 科 莫 罗 欣 先 生 

S. V . 科 比 什 先 生 

G . 瓦 沙 泽 先 生 

V . 鸟 斯 季 诺 夫 先 生 

J ‧ 米 德 尔 顿 先 生 

B • P • 诺 布 尔 先 生 

J ‧ F ‧ 戈 登 先 生 

G ‧ H ‧ 库 珀 先 生 

D ‧ A ‧ 斯 林 先 生 

L. G ‧ 菲 尔 兹 先 生 

上 7 . 卡 雷 拉 先 生 

K. C . 克 里 顿 伯 格 女 士 

R . 霍 恩 先 生 

P . 伦 伯 西 斯 先 生 

J . 多 澌 布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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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内 瑞 拉 

南 斯 拉 夫 

扎 伊 尔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 

兼联合国秘书长 

个人代表 

帕 克 特 先 生 

H . 卡 尔 霍 恩 先 生 

A . 洛 佩 斯 ‧ 奥 利 沃 先 生 

T . 拉 布 拉 多 先 生 

K . 维 达 斯 先 生 

M . 米 哈 伊 洛 维 奇 先 生 

D. 米 尼 奇 先 生 

E. 埃 萨 基 ' 卡 贝 娌 女 士 

R . 贾 帕 尔 先 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 贝 拉 萨 德 圭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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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罗马尼亚）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现在开会‧ 

今夭本会议将继续审议议程项目5，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然而， 

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戍员也可以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I 

今天在我这里登记发言的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II联盟、巴基斯坦及瑞典等国 

的代表现在请簟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 

伊斯技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联盟）：主席同志，今天苏,表 

团想讲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一把军备竟赛扩荽到外层空间所带来的巨大而真正的 

危险。如果不制订出旨在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紧迫而有效的措施，人类将面 

临一种其规模现在还难以想象的新威胁，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由这一審实决定的* 

在本届裁军谈判会议期间，许多代表已对外层空间充满了致命的武器所造戍的 

极其危险的后果表达了他们的严重关切‧我们确信，防止外层空间的军事化是人类 

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而且这茌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在地球上能否把这个问蘧加 

以觯决. 

苏联一贯主张，而且继续主张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应得到保证。今天也要着重谈 

谈这个问鼠 

人类历史上外空时代的开端是同苏联一位公民的名字一尤里 ‧加加林一不 

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3月9日，我们纪念了这第一位^外层空间飞行的人物的 

五十诞辰。在世界历史上有的人的名字体现着整个时代，一个新方向的开始，以;5： 

他们#个时代的突出成氣尤里-加加林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这样一个人物。他的 

名字象征着以发射第一顆人造地球卫星为开端的外空时代. 

1961年4月12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娄S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政 

府的贺电在谈到人类第一次飞向外层空间时指出："我们认为，探索外层空间的胜 

利不仅代表我国人民的，而且也代表整个人类的成m»我们很愿意为了地球上各国 

人民的进步、幸福和美妤生活而把这些成就为各国人民服务。我们不把我们的成就 

和发现用于战争，而是用于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正是在这些目标的指引下，苏联从外空时代初期就主张在外空方面^罨具体的 

国际合作，并于1958年3月15日提出了禁止为军事目的利用外层空间的详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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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国际谈判的经验证明，如果现实主义和对人类的贵任感能压倒各国国家政策中 

其他方面的考虑，那么，要达戍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共同可接受的协议也是 

有可能的。一系列的此类重要协议是人类的宝贵成就，应加以保持并扩大。 

然而，目前此种合惟的继续，而且尤为重要的是为了和平利益利用外空^防止 

将外空变成军事准备的试验场地的整个政策已遭到破坏。 

这就是为什么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任务已变得特别紧迫的原因.此外，现 

在已到了关鍵时刻，照目前的情况，各有关国家要么毫不拖延地坐到谈判桌边来制 

订一项或多项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武器的协定；要么让军备竟赛扩缦到外层空 

间.绝大多数国家对于将军备竟赛扩荽到外层空间这种实际增长的危险是严重关切 

的， 

苏联对觯决这个问题的原则态度，已在1984年3月2日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多 

员会总书记契尔年科发表的声明中予以重申.该声明关于对外政策的部分已作力第 

CD/444号文件散发了.他坚决主张"不把核军备竟赛扩暴到新的领域，包桮外 

层空间领域"。这位苏联领导人强调指出，如美国能就放弃使外层空间的军事化问 

题达成协议，也可以为加强和平作出重大贡献* 

如果我们考虑到，正如最近一些事件所表明那样，美国的战略计划，特别是美 

国最高一级领导人所宣布的计划.认为军事外空技术的应用起着日益增大的诈用， 

那么，在这方面提到美国并不是偶然的‧正是在美国已宣布了关于研制和使用外层 

空间武器系统，以及从外层空间向地球使用武器系统的官方计划^方案.这并不是 

一些抽象的"星际之战"的问题，而是与地球绝对有关的致命危险，即创建旨茌不 

仅破坏外空基地目标，而且破坏陆、海、空目标的系统. 

这一政策的危险性已由各国的科学家^专家作了令人信服的证明。苏联科学家 

E.维利霍夫，G.阿尔巴托夬，M.萨格杰耶夫及其他人在他们的著惟中都谈到 

这个问题*许多美国科学家^知名人士也都强调，茌外层空间试验和设置任何武 

都会大大增加在地球上爆发战争的可能原美国国防部长 G .布朗和 R .麦克纳 

马拉以及箸名科学家 C H .汤斯、工.拉比、 R .加文、 H .约克、 G .贝特茌这方 

面的讲话是众所周知的。关于在美国研制最复杂的反卫星系统这个问题，有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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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美国科学家和知名人士警告指出，在一些国家武库中一旦出现此种武器系统 

就很难消除.人们不能不对靳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结论表示赞同。该结论就 

是，外空技术不仅促进核军备在质量方面的竟赛，而且促进形戍利用此种武器讲行 

战争的理论。 

为了实现在外层空间军事优势的目标，美国正在作出巨大努力。'根据美囿国家 

科学基金会缇供的数据，美囯一些航空和航天公司为研究和发荽工作雇用的科学家 

比化学、卫生、石油、汽來橡胶及土木工程等工业雇用的科学家的总数还要多. 

美国已完戍了设计阶段并已开始试验一种反卫星系t该系统是以配备有带有 

自导弹头的截击导弹的F—15战斗机为基础的.与此同时，美国继续研制以包栝激 

光在内的新的物理原理为基础的武器。在美国的军事计划中，对可反复使用的航夭 

飞机赋予了重要作用.现已设想利用它来发射军事卫星，轨道指挥站以及新型的空 

间武器。 

1983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的、制订"大规模高效率反弹道导弹防务"计划是 

特别危险的。 

美国研究建立以空间为基她的反弹道导弹计划的实施可能使1972年苏美协定 

规定的战略进攻武器同战略防御武器之间的联系受到破坏。实际上，结果就会为新 

的一轮战略军备竟赛打开大门*美国试图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美国所设想 

的以空间为基地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将是防御性的，这是不值得一评的。这个计划就 

是为了摧毁早期报警的外空系统以及对方的指挥中心和联络中心，从而，使之更易 

于被美国的"觯除对方武装"核打击所击破。它的希望是寄托在不受惩罚，寄托在 

实行第一次核打击而保证自己不受报复。新的美国军事空间战略思想只能使世界更 

加接近核深渊. 

就美国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经济方面而言，其投入的资金是巨大的。应该指出 

的是，根据1984年1月6日美国总统签署的、关于开始执行建立新外空武器系统 

的大规模研究计划的第119号命令，到1 988年用于研制激光空间系统的拨款将增 

加12化华盛顿计划在今后五年内花费27(HZJ|元，到2000年花费950亿美元 

来研制空基反弹道导弹系氣 

建立空间武器的计划决定了美国及其他北约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所采取政治行动 

的许多方面，正是在70年代末，美国中£了同苏联关于反卫星武器的双边会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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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已一再地/括在联合11讲坛谈到有必要恢复这些i炎判，但是美11仍继续回避谈判， 

关于美国所采取的这一立场，我想提请各国代表团注意今天的《国际先驱论坛 

报》中的一则报逸大家会对它感兴趣的.我要从报纸的原文中摘引某些内容:"以 

国防部长助理理查德.H ‧珀尔为首的五角大楼高级官员们正在为拖延或防止政府 

在几个次要的军备管制方面提出倡议而斗争"。我再从报道中引一段:"珀尔先生⋯..⋯ 

已设法阻挠美国在反卫星武li^方面及批准级限条约方面提出倡议，列举了在核査苏 

联遵守情况方面的种种困难.他在化学武器条约以及制订美国对维也纳裁减欧洲常 

规部队的会谈的新立场方面放慢了步我。" 

关于美国拖延提交其广为宣传的一项全面禁止化学武器条约草案一事以及这种 

•对本会议谈判可能造成的后杲，苏联代表团保留在适当时机再就这一问题发言 

的权利，今天我想指出的是.由于五角大楼的这一行动，我再次援引该报报道的话： 

"预嵙美国政府不会在这个时候提议就禁止这些（反卫星）武卷逬行谈判。，， 

西方各国也正在阻挠开始就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进行多边的实际谈判.但 

是，现在的做法更加狡猾.美国及其盟国#不明确"拒绝"谈判，而是试图通过提 

出不闳方案而把间颞束之高阁，它们建议需要"对有关为*平目的《吏兩外层空间的 

现有国际法准则进行研究"，在北约委员会的布鲁塞尔会议上又特别提出这个问颞. 

他们这一立场是料想谈判伙伴很幼稚呢还是对他们缺乏尊直，很难说哪一种想法更 

多些.大家都应很滑楚，如襄只是为了研究现有的国际法准则.那就没有必要逬行国 

际谈判。为此目的，只要从外交部法律司、代表团或国际机构秘书处任命一名专家 

就足够了.而且我们可以指望得到有关这一问颞的可靠资料 a如杲这还不够，可以 

请一个适当的研究所来处理这个问颞.也许可以召开一个关于这个议题的科学讨论 

会，如杲把这种研究拿到象裁军谈判会议这样重要的裁军谈判机构来迓行，至少可 

以说是不合理的.比如说，苏联对于根据现有的^平利用外层空间协定它应承抠的 

义务就了解得很清楚. 

我们认为确实很需要堵死那些可能《è军备竟赛^军事对抗扩展到至今还是*平 

的外层空间的各#通道.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东联在1983车第3 8届联合国大会 

提出了一个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吏用武力湘从外层空间向地球使用武力的条约草案. 

在我们的请求下，这一条约草案已作为裁军淡判会议的第C D/476号文件散发了。 

根据大会的第3 8 / 7 0号决议，该草案已转交我们会议审议。 

苏联的倡议一我栺的是我们的条约草案一已在联舍国得到积极反应并在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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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引起广泛的政治反响. 

苏联代表团想简短地说明一下禁止在外层空间1^用武力和从外空向地球#用武 

力条约草案的基本条款，因为考虑到今后我们将能够在会议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 

赛的附属机构内，并在适当专家的协助下更为详细地觯释这一草案. 

在我们的草案中，我们建议禁止在外层空间试验^部署任何以空间为基地的武 

器，从根水上觯决反卫星武器问颞.禁止试验*《é用用于包括反卫星在内的,事用 

途的载人的航天器。由于考虑到了这些新的条款，这个倡议比1981车我们关于不 

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武器的建议大大前进了一步，草案的特点在于它在许多方面， 

考虑到其,,国家立场，奚中包括西方国家的立场，以及他们在联合国湘裁军谈判委 

员会所提出的意见。 

我们提出的这一文件的重要特征就是将不允许在外层空间或从外层空间相互使 

用武力的政治^法律义务同旨在防止外层空间,事化的具体措施相结合.它不仅禁 

止在地球上而且禁止通过把围绕地球轨道上的、放置在天体上或以:^他任何方式设 

置存外层空间的空间物体用佑破坏工具，在外层空间^在大气层诉或以武力相 

威胁，同时，它还禁止空间物体傻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5^—条约设想全面禁止为摧毁地球上、空中及外层空间的目标而在外层空间试 

验^部署任何以空间为基地的武器。 

我们还建议根本觯决反卫星武器的问颞：各国完全放弃建立新的反卫星系统# 

销毁已拥有的此种系统.条约，约国也应承诺不以任何箕他方式破坏、损害、干 

扰其他缔约国的空间物体的正常运行或改变其飞行轨道。 

除此之外，还建议禁止为m事目的，包括反卫星目的，试验或便用载人航天器, 

这种航天器应该完全用到觯决各种科学、技术*经济等方面的困难的工作上. 

草案设想各缔约国有贲任采取国内揞施以禁止违反条约规定的活动. 

关于核査对未来条约遵守情况的条款值得特别注意。苏联这一草案设想的核査 

系统范围很广4^^1意义深远. 

我们认为，有关监督的条款规定条约各締约国应可靠地履行义务.这些义务县 

以国家与国际核査措施有效结合为基础的.同时，苏联准备就关于各締约国在执行 

条约过程中互相保证方面制订另外一些措施并达成一致意见. 

苏联在提,"ti抆个全面的国际条约草案的同H+.还^取了旨在*防止外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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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化创造有利形势的亶要步骤。 

苏联领导通过了一项极其畫要的决定：苏联承诺不首先向外层空间发射任何种 

类的反卫星武卷，也就是说，宣布在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不向外层空间发射 

任何种类反卫星武卷的整个期间单方面暂停此种发射a这样一项决定再次具体表明 

了苏联的善意，表明它是真正愿意加强世界各国人民的^平与安全的.我们希望美 

国也仿效这种做法. 

此外，正如我们在第38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过的，苏联表示愿意就执行这些 

由它提出的措施同美国达成X边协议.特别是，我们准备进行关于反卫星系统的单 

独谈判，#作为觯决禁止在外层空间及从外层空间1^用武力这一共同任务的步骤恢 

复同美国的^边谈判。 

我们确信，裁军谈判会议根据苏联提出的条约草案可以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 

竟赛作大量的工作.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已经表示（见C 434号文件) 

赞成就"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这个项目设立一个本会议的特设委员会.既然 

主张设立这样一个机构，我们认为它应该有一个职权范围，为进行旨在就这一重要 

而紧迫的问颞締结一项协定的谈判提供机会• 

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立即找出一些方法，以便确实保证尽早通过一整套可以可 

靠地使外层空间不受军事威胁的政治、法律的^具体的搢施。如杲说外空武器总是 

要禁止的.那末很明显，现在就是仍有可能这样做的最后时刻了a 

我们坚信，本届裁軍谈判会议已经可以着手制订防止外层空间的^备竟赛的搢 

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派代表参加本会议的各个国家必须表现出良妤的政治意愿。 

本会议所面临的任务是绝对明确的，我们的贲任就是从言论转到行动，转到制 

订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饔的具体揞施。 

我们应永远记住，与外层空间有关的军事准备活动一定会出现一些武器系统， 

这将《é武器限制，裁军领域，尤奚是核裁军领域的控制揞施的执行更加难以逬行。 

就苏联而言，我国将继续做出最大努力.以便使那些将^备竟饔忙屦到外层空 

间的不吉祥的计划无法变成现实. 

主席: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勒国联盟代表的发言,.现在请蓴敬的巴基斯坦代 

表阿赫迈德大使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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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你抠 

任裁军谈判会议三月份主席致以热烈祝贺，并視贺你熟练地指导着本讲坛的工传. 

看到你这样一个干练的外交家在领导裁^谈判会议，我们感到很愉快。而你.主席 

先生所代表的国家.由于它奉行坚持原则的政策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尊敬，这一事实 

更加强了我们的愉快心情，我国政府深为珍惜我们两国之间的密切而互利的友妤合 

^关系.请允许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在你履行你的职责期间将给予充分合作^ 

支持. 

我还想借此机会表示巴基斯坦代表团对波兰的图尔迹斯基大《吏的敬佩心情。他 

在本会议关键的第一个月中熟练而热情地主持了本机构的工佑.我们现在之所以能 

够以满意的心情回顾上一个月的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坚持不懈的努力. 

这是我首次在本届会议上发言，因此，请允许我向自从1983年会议结束以来 

就命我们一起工作的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古巴、埃及、埃塞俄比 i l L匈牙 

利、印度尼西亚以及斯里兰卡等国的诸位大#表示热烈欢迎。我国代表团期待着同 

他们协力工作，而且我相信他们将会为我们的审议工佑作出巨大贡献， 

今车我们是以"裁军谈判会议，，这个更加引人注目的名称召开会议的，我国代 

表团衷心希望，这一名称上的变化将不仅只是在表面上一种塑造形象的做法，而且 

还为我们的审议工佑赋予一种更加紧迫的目的性。 

近几年来出现了两个显著的趋向：在各国政府一级，军备竟饔大大升级，这就 

有可能便过去虽然有限的克制态度受到破坏的危险，随之《史东西方关系恶化；在民 

众一级，全世界更加认识到制订有效的核裁军揞施的紧迫性^必要性。这两种因素 

都促使联合国大会在去年及前车通过了历史上最多的有关裁军的决议.这突出地反 

映出国际社会的丧失信心^忧虑，在过去的几周中，会上一些发言已经很明确地指 

出了军爹竟赛新的升级以及全球在军备方面日益增加的开支所造成的多方面影响^ 

反应，囡此，我就不打算重复尊敬的各位同事已经雄辩而富有说服力地讲过的东西 

了。但是，两个超级大囿及箕联盟应对目前的事态负主要责任，这个事实却是必须 

重复地说的-这两个超级大国积累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令人可怕的武库.据 

说，它们核武库的百分之五就足以将人类文明从地球上毁灭掉。因此，当这两个超 

级大国进行两种限剁核武器会谈H+,全世都以极大的兴趣^期望的心情注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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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不过是很自然的事。这两种谈判的中止不仅严重地打击了人们的期望，而且使 

人类的来来处于更大的危险中. 

我国代表团同其他国家代表团一样，敦促早日恢复超级大国之间的对话，囡为 

正是人类的生存本身处于危急之中.我们认为关于"中程，，核武卷^ "战略 "核武 

器的两个谈判应结合起来在一个会场逬行。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人为的，两者是有机 

地相联的.我们认为分别处理无助于问颞的解决，只能增加困难；而统一的龢决办 

法则可能为所有谈判者提供较大的可能性。 

曾经有人主张而这并不完全没有道理，即最妤把核裁军问题留给美国*苏联双 

边谈判去觯决.然而，目前它们的对话处于无期限的中断之中实在太危险，使人无 

法轻易接受。囡此，考虑到核裁军这个议题的极端重要性，#鉴于斯德哥尔摩会议 

不大可能为恢复核对话提供机会，以及特鲁多总理关于五个核大国进行会谈的倡议 

需要相当时日*努力才能成熟等情况，我国代表团认为本会议必须赋予"停止核军 

备竟赛^核裁军"这个议程项目以适当的优先地位，由于本会议具有灵活的议事规 

则，如杲临时创造一种方式，使核武器国家能够撇开它们目前的障碍，在这一多边 

谈判会上恢复核对话，这#不是超越本会议能力面无法办到的事情，我们认为，这 

样一种办法能够带来许多有利条件#甚至有可能取得具体成杲。 

核军备问颞同防止核战争问题是密切相联的，这一点几乎是无需我来强调的， 

那些最有权威就这个议题讲话的人都一致认为，核战争是无法打臝的.因此是永远 

打不得的。即傻是有限的核战争，如杲可能突然发生的话，其可怕的后杲是谁都逃 

不脱的，派代表出席这个会议的各国政府就更不必说了。那么，为什么少数几个国 

家对如包含在联合国大会第 3 8 / 1 8 3 / G号决议中的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呼吁 

继续无动于衷呢？我们还必须在那些试图用核自杀来调整常规武装力量不均衡的战 

略理论的不吉祥的.越来越延伸的阴影下继续生活多久？ 

我们热切希望，本会议将发现有可能设立一个工條小组来谈判防止核战争的具 

体措施，这不会.事实上也不可能.妨碍对两个联盟关于安全概念的讨论。我们认 

为，让他们发表对安全问颞的忧虑以及这些忧虑所产生的理论只能有妤处. 

停止核s:备竟赛^核裁军的中心问题是核武器禁试条约事实上，是否同意就禁 

试条约进行谈判是检验核武器国家有无良妤意图的试金石，有的核大国一再坚持继 

续讨论核査问颞，面不讨论对什么进行核査，还有他们对扩大核禁试特设委员会ât' 

职权范闱柹/立场，今人难W理鑼。我们认为，核禁试特设委员会如杲有一个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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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职权范围，这决不会排除或妨碍对核査问题进行彻底的探讨，实际上，正 

如大多数代表团都同意的那样，任何裁军协定的核査条款都必须与其目的和范围有 

关.核禁试特设委员会进行谈判的职权范围将会有助于而不会阻碍对核置问題的审 

议.因此，我们希望以一种向前看而不是静止不动的态度来克服目前在重新设立核 

禁试特设委员会这个问题出现的困难。 

现在请允许我简单地谈谈放射性武器这个问颞,我想首先说明，我国代表团不 

反对締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关于禁止所谓的放射性武器的国际文件。在表明这 

一态度的同时，我必须也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于目前有人把这个议题放到十分突出的 

地位而损害象核禁试，停止核军备竟赛^防止核战争等问题的讨论的做法困惑不觯 

的心情，一位尊敬的同事一方面告诉我们，说他的代表团非常重视禁止放射性武器, 

同时他又特别说，"如杲我们只能通过釆取在有些人现在看来是不重要的步冁来挽 

救未来的生存，那么，我们不是不忠于自己的职贲了吗"？`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就我看来，这个问题首先包括取締核武器，防止由辐射所造成的大规模死亡^毁灭。 

我国代表团对放射性武器问颞的立场是建立在至今尚无异议的这样一个前提上, 

那就是，就目前说来，攻击核设施乃是放射性战争所能采取的唯一具体方式，因此, 

消除此种攻击的可能性问题必须在夫来的放射性武器公约中来觯决.或者同这个公 

约一道来解决，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请允我简单谈谈化学武器问题，我同意那种说在目前也 

^这个议题最有进展希望的估计。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希望表明它对加拿大 

麦克费尔大使在去年担任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时所做的辛苦而富有创造力的工作, 

以及对瑞典尼克于斯大1^现在精明干练地领导有关这一议颞的附属机构工作的赞赏。 

我国代表团正在殷切地等待着美国答应要提出的化学武11^公约草案，这将会逬一步 

推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工我们高度评价苏联代表团在说明接受持续现场视察 

的思想以及对销毁化学武器储存过程的技术监测方面所表现的妥协精神a我国代表 

团完全支持尽早締结一项平衡而可充分核査的全面化学武!^公约。 

主席: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国^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i i我请尊敬的瑞典代表，厄克于斯大使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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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克于斯先生（瑞典）：主席先生，去年联合国大会在其关于防止外层空间的 

军备竟赛的决议中，强烈呼吁本会议加紧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这个议题的审议。 

我国代表团欢迎这项决议。应该把对此项决议压倒多数的支持理觯为囿际社会对裁 

军谈判会议这个多边谈判机构至今未能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问题开始谈判感到 

关切的表示。 

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可能会对囿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世界的全面稳定具有深远 

影响。它也可能对外层空间的民用活动产生不利影响a空间技术的应用已经为诸如 

电信，天气预报及姊球资源的勘测等各种民用用途带来相当妤处.外层空间的军备 

竟赛将会对那些正在进行，或者打算进行和平外空活动的国家构成严重的咸胁和障 

碍。 

迄4^为止、外层空间一直是没有武器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这种状况 

的努力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复杂‧我们都已从地球上的军备竟赛中取得经 

验，懂得要想扭转一个已经得到大量财政和政治投资的进程是非常困难的事愔。因 

此，必须立即釆取行动。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已经成了一项复杂的任务。必须提出关于区别民用与 

军用的问题。另一种需要区分类别的是，例如，稳定系统或不稳定系统的区别，比 

如说，一方面是为军备控制及核査用的丑星，而另一方面是所谓的摧毁性卫星。 

在军事上使用空间技术可以追溯到外空时代的初期a伹是，我们在现在这个关 

鍵时期所面临的是一种新的发展趋向. 

用于军事目的的空间系统一般说来具有被动性质.我说"被幼".是指这些系 

统不是当作武器或武器发射台。被动系统主要是用于收集情报，如早期预报、侦察 

等。这些系统有的对于裁军和军备控制很重要，可以当作对裁军协定及建立信任措 

施的核査手段，以及控制武器试验的手段。然而，其他被动的空间系统可以同从事 

战争或类似战争活动直接有关。这包括导航卫星通讯卫星。它们之中有的虽然通常 

用于和平目的，但可看作X重用途系统。 

然而，现在我们正在面临着一种由于出现主动的空间系统而产生的威胁，除了 

具有直接破坏作用的武器之外，又出现了主要用于反弹道和反卫星战争的武器。 

苏联在几年间已经试验了一种反卫星系统。该系统在几个轨道中找到目标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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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目标附近进行爆炸而向目标发动攻击*'美国最近试验了一种新的反卫星系 

统。这是一个直接上升系统，它不是使用爆炸物而是通过撞击来摧毁目标的， 

现有的或者今天正在研制的反卫星系统的能力都很有限。就我们所知，它们只 

能攻击在比较低的地球轨道上的目标。即使如此，它们对于诸如用来核査军备控制 

协定的监视卫星等重要军事卫星也是一种威胁.随着新空间技术的发展，形势可能 

变得更加严重，以后反卫星武器可能达到更高轨道上的目标，甚至最终到达地球 

静止轨道，那里有通讯卫星及早期预报卫星.摧毁这类卫星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反响。 

潜在的敌方将会十分关切抽注视这样的婁态发展，并能发起一类似以及甚至更加 

不稳定1^措施。此外，使早期预损卫星失灵的做法可能被对方理觯为就是核打击的 

准备，或者是部分准备。 

反卫星系统还有进一步的意义。反丑星武器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所谓的自动引 

导装置.一旦为反丑星目的而对此种装置加以充分发展和试验，这种装置稍加改造 

就可以用来对准敌方弹道导弹的目标，从而，构成反弹道导弹系统。先进的反卫星 

系统可以具有反丑星和反弹道导弹的X重能力。由此可能造成一种令人不安的后果. 

即实际上可以把反卫星武器的试验作为反弹道导弹武器试验的一种掩护。 

因此，存在这样一种潜在的危险，即反卫星武器的研制已经可能破坏军备控制 

-领域最重要的一个条约，即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 

由于这一种发展，我们可能審实上正在面临一种在军备竟賽方面的量子性飞跃。 

可是，将来可能的发展并不止于此。 

越来越多的财力都花费在对光束武器的研究和发展方面。此种武器一旦研制出 

来，就可用于反卫星用途。然而，更引人注意的是这些武器可能用于反弹道导弹目 

的a 

主要的军事大il把它们的国家安全建立在威慑政策上，把它们的相互安全关系 

建立在咸慑作用的均势上。核咸慑的均势是以这样一种威胁为基础的，即如杲一个 

超级大囿用核武器向另一个超级大囿发动攻击，发动攻击的一方将会使自己受到核 

攻击a核威慑政策的后果就是，如杲它遭到失败，灾难就不可避免。瑞典对这种核 

威慑政策及这类理论是抱怀疑态度的。在本届会议后一段我将会更加详细:^讨论这 

个问题。话虽这么说.我们仍不得不承认，威慑理论是对目前事态发展进行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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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理论。因此，如杲一方取得第一次打击能力，核威慑均势就会受到破坏*如果 

一f主要大国研制成一种有效的反弹道系统，这就有可能使它打击敌方，但同时又 

可以避免其领土受到摧毁.这样相互咸慑将会遭到破坏，国际安全形势也同样会遭 

到破坏a因此，如杲任何一个主要大囿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研究和发展那些如进行部 

署话将不符合反弹道导弹条约系统，那么人们是有理由表示严重关切的.在武 

器研制中出现这样一个新方面，对国际安全关系的稳定将是有害的。 

虽然在裁军^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比必须取得要少得 

多 ， 但 还 是 釆 取 了 一 要 的 措 施 * 我 要 提 到 其 * 一 些 。 

关于在外空使用武器的条款既有一般性的，又有具体性的，我们有联合国宪章, 

也有适用于外空活动的条款。在多边文件以及苏联和美囿的;^边条约中都可以找到 

具体规定。 

首先，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禁止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根据联合国 

宪章规定，对属于别囯空间物体进行第一次打击是被明确宣布为非法的。在有些 

情况下，可能有人争辩说，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对空间物体的攻击是一种自卫措 

施。然而，不能想象的是，这一条竟可能被理觯为准许对非军事的空间物体进行攻 

击。 

就军事系统而言，其中有一些系统，例如，用于核査的监测卫星，根据^边的 

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被视作为一II的核査技术手段而受到保护.根据美苏意外措施 

协定，早期预报卫星也受到同样的保护•这样，为某些卫星提供了重要的庇护所‧ 

就其他军事空间系统而言，情况可能没有这么清楚。 

在具体的多边条约中，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是第一个载有.好在外层空间 

使用武器的条约，该条约禁止特别是在外层空间试验核武器。 

1967年，联合国通过了载有空间活动根本原则的外层空间条约.它禁止外层 

空间的某些武器，因此这标志着,要的一步。但是，条约没有将其他武器包括进去. 

在外层空间条约中一般地谈到，进行外层空间活动应是为了所有囿家的利益，而不 

管其经济或科学发展程度如何，并根据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进行活动.第4 

条禁止在地球轨道及天体上放置核武器以及其他种类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可是， 

这一条款不对常规武器或军事空间系统加以限制。月球与其他天体必须完全用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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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目的，禁止在这些天体上进行一切类型的军事活动。外层空间条约还包括反对对 

和平的空间活动有可能出现的有窨干扰的条款以及对核查感兴趣的条款，但它没有 

包括关于提供情报或关于视察的明确义务' 

由于无线电通讯对空间活动极*重要，因此，囿际电信公约 a得特别注意.该 

公约第 3 5条禁止对按照电联的无线电条例进行活动的无线电服务加以有害干扰。 

1 9 7 5年的登记公约处理有关空间活动的通报问亂然而，所提供的情报太一 

般化，对一项空间任务的目的只能^行晴测.而且有时候发射过了很长时间后才通 

报。 

联合国制订的最新的国际空间协定是19 7 9年的月球协定*从它的条款中可以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月球协定可以把除抽球附近，或确切她说环绕:M»球轨道之外 

的所有外空都非军事化。但是，这个协定尚未生效。 

如同前边已提到的，美国同苏联之间关于军备控制的晨边协定有些条款是与空 

间活动有关的. 

1972年以及1979年的两个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虽然有待批准或进行新的谈判, 

都载有关于核査的类似条款（分别为第五条和第十五条）a苏联和美国单方面遵守 

后一个协定。根据这些条款.各缔约国应使用"国家技术性核査手段"来监.测对协 

定条款的遵守情况。不得破坏或"干扰"这些国家"核査手段"。一般认为，监视 

卫星就属于这些"手段"，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第九条）不大明显将外 

层空间条约加以扩展，它禁止研制，试验及部署供在轨道中放置核武器用的系统。 

它还禁止试验，研制及部署部分轨道轰炸系统。 

根据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两个超级大国承诺不研制，试验或部署反弹 

道导弹系统或"以海上为基地，以空中为基地，以空间为基地或机动的陆上为基地 

的组成部分。如前所述，很明显，在外层空间放置反弹道导弹系统同研制和试验此 

种系统一样，也违反这个X边条约的。 

"意外措施"协定（ 1 9 7 1年）和防止核战争协定（ 1 9 7 4年）两者共同责 i 

苏联和美国不得千扰或攻击任何一方的早期警报系统，其中包括此种系统组成部分 

的卫星a 

在空间发展方面的大部分财政和技术投资都发生在两个国家。这一事实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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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协议就足以控制在这一方面的国际关系，然而，据我国代表团的看来，这将大 

大低估在这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技术发展。作为一项原则，以及鉴于长期的实践和 

技术方面的考虑，重要的是，关于外层空间军事化问题应进行多边谈判并制订协议。 

原则方面当然应建立在可普遍接受的这一根本思想上，即外层空间的探索匆利用应 

为了所有11家的利益相福利。 

很明显，对于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危险性已经釆取了一些重大措施。伹是，现 

有的国际法会有很多漏洞，因此不能有效:^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我们所了觯 

的关于反卫星武器系统的试验和研制情况证明迫切需要釆取更多措施. 

我们面临的主要任 务就是谈判一项禁止包括以空间为直接目标的武器在内的一 

切外空武器的国际条约。此种禁止应包括研制、试验以及在球上，在大气层以及 

外层空间部署反卫星武器，并必须包括销毁所有现有的反卫星系统。 

此外，为了加强外层空间条约并确认囿际电信公约，囿际协定应该禁止对准许 

的空间物体的正常运行进行摧毁、破坏，和有害的干扰。 

还应在多边条约中重申苏联^美囿19 7 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一致同意禁止研 

制、试验相部署空基反弹道导弹系统条款. 

也应根据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精神纳入禁止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的条款。 

除此之外，还应采取有效的关于核査对此种条约遵守情况的措施。在目前的技 

术发展阶段，看来不可避免地应实行某些囯际直接视察，包括在可能情况下实行现 

场视察。 

在建立关于禁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囿际法律系统0^ it程中，必须识别出那些 

可能具有特别不稳定特点的军事性空间系统。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某些军事性空间 

系统可以具有稳定作用，可以为裁军措施做出贡献。 

应该根据法国关于设立一个囯际卫星监测机构的建议对国际使用卫星来监测裁 

军协定的问题进行审议。 

可以把1975年注册公约的通报程序进一步发展为加强与空间有关的裁军协定 

的并行措施‧这样一项措施以及其他类似建立信任的措施将会有助于设立控制外层 

空间军备竟赛的国际协议系统。 

在各国政府间集会场合有的国家提出了三项载有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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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草案的提案。第一项是由意大利于1979年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后来两项 

是由苏联于1981年和1983年向联合国提出的，后一项今天已作为第CD/476号 

文件散发。 

前两项提案表明了觯决这一领域问题的有益努力。然而，它们确实包含有,要 

的缺点，特别是它们没有把今天人们所想象的反卫星系统包括去。 

今天由伊斯拉伊利安大使介绍^苏联景新的提案载有一个禁止在外层空间使用 

武力和从空间向抽球使用武力条约草案。当本会议得以设立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 

赛#设委员会之后，我囿代表团将回来就这一条约草案发表详细的意见。然而，现 

在同1981年^提案相比我已经注意到它有了可喜的进步：它包括了今天人们所知 

的反卫星武器.并包括对直接针对空间物体的某具体活动!^禁止。 

苏联的提案著手觯决一牝需要觯决的,要问题。然而，所提出的某些条款含糊 

不清，需要加以澄清.只有通过裁军谈判会议!^实质性审査，才能找出觯决办法并 

加以澄清。 

最后，让我重申一下，现在裁军谈判会议必须积极处理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日 

益增加的威胁问题。为此目的，应毫不迟延地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作为一个谈判 

讲坛，本会议当然应致力于谈判一项或多项防止将军备竟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协定。 

瑞典代表团准备对所有意味着可以立即着手进行实质性审査的，建设性的建议 

加以考虑.在目前 E 在进行的以及将来可能进行将空间技术用于军事目的情况 

下，对国际协定中这方面的空白进行分析，似乎是特设委员会当然的首要任务。我 

在这个发言中就是试图为此做出贡献-

主席:我感谢瑞典代表的发言.今天登记发言的现在已全部发过言。还有其他 

代表想要发言吗？似乎没有了. 

大家将会注意到，今天秘书处散发了下周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的会议计划。这 

个计划纯粹是初步é^，根据实际情况必要时可以改动。如杲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 

为本会议希望通这一计划。 

就这样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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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尊敬的各位代表，在本周的会议计划中，我们曾考虑到如有必要可在今 

天下午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审议组织安排事项。既然目前正在进行非i£式^商， 

我想就没有必要在今天举行非正式会议了。我们已结束了今天的工作。裁军谈判会 

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 3月 2 7日，星期二，上午1 0时 3 0分举行.现在休会。 

下午1 2时 1 5分散会。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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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请尊敬的埃及代表阿法拉尔吉先生发言c 

阿法拉尔吉先生（埃及）：谢谢你，主席先生。今天上午我们极为沉痛和悲伤 

地得知非洲最伟大的领袖和政治家之一、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总统逝世的消息。 

现在当我悼念这位几内亚领袖的逝世的时候，我愿代表非洲国家集团包括裁军谈判 

会i义的成员国和与会的非成员国，对这位为全世界的解放事业特别是非洲的解放事 

业坚韧不拔地进行斗争的自由战士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我向这位为遵守不结盟运动 

的原则而斗争的英雄致敬，向这位真正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规定、为确立第三 

世界人民发展和进步的权利而斗争的领袖致敬。在此时刻，我们谨以裁萆谈判会议 

非洲集团包括成员固与非成员国的名义，向兄弟的几内亚人民表示我们对这一巨大 

〖员失的衷心悼念和真诚的慰问。 

主席:感谢尊敬的埃及代表的发言，我相信会i义全体成员都会对几内亚的伟大 

领袖以及非洲和不结盟运动的杰出人物文哈迈德‧塞古‧杜尔的逝世慼到深切的悲 

痛，并对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我们的哀悼。 

裁^谈判会议今天开始审i义议程项目6 ，题目是"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 

或咸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愿意 

提出与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事项都可以提。 

大家还会记得，我们曾达成一致意见，必要时于今天上午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 

来审议组织问题。希望参加我们工作的非成员国进一步对我表明了态度，我并接到 

了另一个非成员的请求。我提议听完今天的发言后，全体会议暂停，我们举行一次 

非正式会议来审议非成员E送来的函件。今天的发言人名单上有捷克斯洛伐克、越 

南、意大利和阿根廷的代表。现在请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米洛什'维沃达大 

使发言。 

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谢谢你，主席同志。首先让我代表我国代表团 

并代表社会主义集团，对伟大的非洲政治家塞古'杜尔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塞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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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尔在反对殖民主义和为非洲和所有其他遭受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争取自由和独立 

的斗争中，以及在不结盟运动中所取得的伟大功缋而名扬世界。 

在这次发言中，我将解释为什么我国代表团要求将防止外空军备竟赛这一项目 

列入我们的议程，以及我们对此有何希望。我也将阐述我们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 

出的第CD/434号文件中建议设立一个赋与权限的有关附属机构的想法。 

P方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这个问题之所以重大而紧迫是囡为近年来制造和部署了 

各种空间武器系统，致使能把外空以及地球上的物体加以摧毁的武器充斥于外空的 

实际危险大大增加了。因此，我们感到没有任何必要仅仅以任何一般的方式讨论或 

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别的会议已经成功:ltiJ作到了这点。事实上，许多年来免使 

外空遭受军事威胁的问题及其各个方面已在联大第一委员会、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 

在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以及在第二次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会议上进行过 

一般性的讨论。 

我们还应当指出，遗憾的是，即便是希望成为唯一务边裁军谈判讲坛的这个机 

构，在处理外空问题这一类型的活动已坚持了数年。确实，如杲审阅过去几年中我 

们的会i义记录，我们会发现有许许务务的发言都谈论外层空间问题。在这些发言中， 

我们对现有的条约都进行了充分的评价，这些条约多多少少对军备向外空扩散是个 

障碍。对于这些条约的积极方面以及尚存在的一些漏洞我们都普遍达成一致意见。 

几乎所有的发言都得出结论说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措;^至少就我H代表团而论， 

我们没有发现哪一个发言明确地或隐晦地否认采取进一步措施的迫切需要。 

相当一部分关于外空的发言是论述研制用于外空或从外空对地球使用的新型武 

器和武器系统的技术方面的问题。美国已表现出它在此领域的"领先作用"，令人 

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里根总统1983年3月"倡议"的建立以空间为基地的防御 

系统。人们令人信月fcti^指出，已有人企图利用上述现有的外空军事系统中的漏洞， 

即正在加紧努力研制激光武器和其他定向能量武器并投入使用。尽管有些代表团曾 

对这些武器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但是美国空军去年5月和6月进行的激光武器试验 

并没有逃过其他代表团的注意。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试验场iilr,安置在C-135型 

飞机上的这种武器摧毁了五个响尾蛇防空导弹的导航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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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经济方面也引起了应有的注意。任何类型的武器及其应用领域都比 

不上研制和安置外空武器那样耗费资源。根据美国今年 1月通过的第 1 1 9 #命令， 

仅在这个世纪剩余的时间里它就要花费将近一千亿美元，还不算间接从各个非军事 

部门调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在这个会议桌上的大部分发言无疑也可说明已认识到就防止外空^备竟赛的实 

际措施进行的谈判中所应该讨论的问颞。概括谈判会议上提出的各种观点，我国代 

表团认为应在有关的附属机构内就一系列政治、法律和物质措施进行谈判。反卫星 

系统就是其中的一项，虽然不是唯一的一项。我国是比较小的一个国家，对来自上 

空的袭击没有足够的防御能力，我们主要耽忧的是可能有放置武器的物体在数十公 

里的高度飞过我国领土这种危险。 

因此在我们看来，现在我们应该结束"一般性iflî "和 "探讨性地"讨论防止外 

空实备竟赛问题阶段，而进入拟定和通过有关的切实有效措施的新阶取进入这一 

新阶段的最佳办法便是在裁军谈判会议中就"防止外空^备竟赛"项目设立特设委 

员会，并赋与其职权范围，可要求就此紧迫问题达成协议而进行谈判。 

我们认为最近的某些事态发展充分说明这项要求是合理的。首先，我们有了苏 

联提交第三十/Vi联大并在上周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禁止在外层空间以及从空间对 

地球使用武力条约草案。由于这份草案是去年秋在纽约散发的，我们认为所有代表 

团都会有机会对它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就我II代表团而论，我们认为这份草案的主 

要优点是它以综合的办法处理免于在外空进行军备竟赛的问题，包括政治、法律和 

物质性质的措施。同时它是苏联的积极态度和为了取得进展愿意作出妥协的又一个 

例子，因为该条约草案在许务条款中都考虑到了其他国家包括西欧国家的立场和观 

点。这一重要行动也使我们想到，为了取得积极结果，善意表示必须是对等的。为 

此我想指出，美国正是在此领域落在后面了，而且是大大地落后了。最明白不过地 

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去年8月苏联承诺不首先在外空设置任何类型的反卫星武器， 

即在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不在外空设置任何类型反卫星武器的整个期间，它单方面暂 

停发射这类武器，而美国领导人却对此未作出积极反应。这项倡议为解决反卫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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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问颜提供了重大的可能性，并令人信服地表明苏联愿意取締这种类型的武器。15 

是美国现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不仅违背国际社会的利益与要求，而且也违背它 

本a人民的切身利益。还能证实这一点的是去年夏季有100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和科 

学家呼吁里根总统与苏联同时宣布暂停反卫星武器试验。 

既然我已谈到了反卫星系统问题，主席同志，我还要接着讲对美国关于有必要 

在这种武器方面赶上去的说法不能信以为真。众所周知，早在2 0年前美国就研制 

出操纵起来很灵敏的SAINT
 (
卫星视察技术）航天飞机。在6 0年代期间研制了两 

个陆基反卫星系统：1963年在夸贾林岛在奈基ni型地空导弹的基础上研制了反导 

弹导弹，1964年在约翰斯顿岛通过对雷神导弹进行各种改造而得到了反卫星系统, 

最近又对基于一 15型飞机、配备自导弹头截击导弹的先进反卫星系统进行了试验< 

因此在1978年中断同苏联关于反卫星武器问题的灰边谈判之后，美国要在这个领 

域认真扮演次要角色确实需要一种特殊的逻辑。一小部分西方国家附和这种论调， 

说得轻一点是歪曲的论调，这些论调正给美国帮了大忙，但这显然违背了它们本国 

人民的切身利益。 

另一项表明人们日益理解到迫切需要釆取具体措施以防止外空累备竟赛的积极 

的事态发展是联大在去年秋通过了第38/7 0号决议。只需将该项决i义与比如说 

198 1年的第36/97C号和第36/^ 9号决议相比就清楚表明，赞成釆取具体行动 

的务数国家又有所增加，而少数国家已减少到它的极限——只剩下一个SI家。 

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如果设立的话，肯定不会缺少进行工作的具体提案或材料c 

该委员会除了可以详细审议我刚才提到的苏联条约草案外，一些代表团也提出了值 

得审议的意见。我只需提一下厄克于斯大使上星期四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提出了一 

系列的措施，该特设委员会都可加以审议。因此特别令人遗憾的是有一些代表团还 

在继续阻挠通过关于外空附属机构的有意义的权限。我们强烈感到上周审议墨西哥 

对权限草案提出的修正案时决不应该用那种态度对待它，尤其因为修正案只是反映 

了以非常接近的一致意见通过的联大决议条款。 

防止外空军备竟赛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有关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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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倡议可追溯到五十年代。但是近来美m空间政策的某些事态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 

空间武器的迅速发展使防止外空至备竟赛的问颞变成极为紧迫。在.我结束发言之前, 

我要指出关于这类危险的一些事态发展。 

里根总统在1982年7月4日的讲话中.第一次公开将美国空间活动放在^事 

方面的优先地位总统有关探索和利用外空政策的命令也明显地将军事用途放在优 

先地位。过去美国领导人尚以和平的言辞掩盖其空间政策的^事方面，现在这样做 

不但不必要而且几乎不可能，因为它最近的外空方案其军事性质已昭然若揭。 

首先，美国建立空基防御系统计划就是如此。这个计划于去年三月宣布以来， 

人们对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1972年的苏美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影响考虑得很 

多，而且几乎是一无例外地得出结论认为发展这样一个系统将是对上述条约的公然 

违反。自然在美国也听到了一些持异议的言论.于是白宫发言人拉里.斯皮克斯在 

提到这项计划时说："你可以在研究和发展方面走相当长一段距离而不与反弹道导 

弹条约发生冲突。"如果美国代表团能向我们说明"相当长一段距离"是什么意思 

以及这如何能和反弹道导弹条约第五条协调一致，我们将不胜感激。还应当指出. 

就我们所知，这项条约是无限期有效的。 

另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是运用了 "讨价还价的筹码"的政策。去年美国的科学 

家和政策分析家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写出的美国‧间报告说，显示美国的技术無能 

加强^事和"谈判姿态"。我们对这种态度有过很惨的经历，它说明一切讨价还价 

的筹码往往只能作为军备竟赛的催化剂和加速器。它总是导致g备竟赛在质量上有 

新的发展，尽管明显的事买是，饪何一方都不能在至备技术方面取得永久的优势。 

在务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问题上也可得出同样的教训，去年基辛格在回顾 

过去时说："我如果透彻思考过世界上务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化的含意就 

好了"。 

就在几天以前，从3月8日至1 1日世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裁军委员会在布拉 

格开会。来自五个社会主义®家以及美@、英国、法国、丹麦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的杰出科学家们在联合声明中得出结论说，"美国决定实行关于空间至事化的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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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研究和发展方案已给军备竟赛带来了质量上的新因素"，并呼吁"暂停试验和部 

署卫星运载系统和其他空间武器，并制定不在外空和不卜空使用武力的政策"。 

让我们更仔细地倾听各国科学家无偏见的有见解的意见吧，免得我们这个本来已经 

存在很务问题的美丽蔚蓝的行星再遇到新的象空间一样巨大无限的咸胁。 

± f :感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发言。 

根据谈判会议第249次全体会议的决定，现在请尊敬的越南代表、阮商大使发 

阮商先生（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谢谢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对我们姊妹般的 

几内亚共和国及各兄弟的非洲国家转达我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我国代表团 

为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总统、这位不结盟运动及各II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 

自由和社会进步斗争中的杰出人物的逝世表示十分深切的哀悼。 

主席先生，看到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职务是由和越南有着长期密切友好与合作 

关系的国家的代表担任，我愿对你表示热烈祝贺。你的经验和外交才能无疑将有助 

于保证本届会议有效地进行。 

我也要感谢主席、秘书长以及裁军谈判会议全体成员给我这个发言机会就对我 

国有着特珠利害关系的事项向谈判会议全体会议阐述我们的观点。越南要求作为非 

成员国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并不是出于狭隘的政治的、机会主义的或利己主义 

的考虑，而是为了它自身的安全利益，并为了这个庄严的机构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 

更为广泛的利益，便是通过裁军实现和平。这是全人类和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问题 

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一项没有哪国人民可以不关注的重大任务。越南是以非常强烈 

的责饪感、严肃的态度和建设性的善意来参加工作的，并总是着眼于会议本身的顺 

利进行和取得成功。我画代表团将本着这种精神尽力作出它自己微不足道的贡献， 

我们保证同你主席先生和所有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在相互平等和诚恳的基础上进行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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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就会议议程项目6发言，是囡为如越南代表1982车在第十二届裁军 

特别联大上所指出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国不拥有核武器，它一直#并继续是某 

些核武^国家的严重威胁的受害者"；也是因为越南一贯积极地负贲地同各国人民 

争取禾口平、民族独立^国际安全的伟大运动团结存一起。 

帝国主义政策特别是近年来已使核灾难的危险明显增加，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重了今天全人类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即防止世界核大战。另外，帝国主义正加 

紧扩大对世界许多地区的武装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四十年表明维护世"^勒 

平的可能性增大了，伹存^四十车中也发生了许多所谓的局部战争，夺走的人的生 

命为数4^不少。就这方面而论，在所谓局部战争中《吏用核武器的威胁不仅仅是纯 

理论间颞。人们该记得，在印度支那的两场战争中，某些战略家提出了在1954 

车为'觯救奠边府^在6 0车代 ^ 7 0年代《凌用原子弹或战术核武1^的计划以傻战争 

升级并夺取胜利，幸而他们未被人理会。目前某些帝国主义集团存宣扬所谓核战争 

可行，有限的渐进的核战争可行的理论；某些国家正在制造完全是为适应所谓有限 

战争而"专门制作的"核武器；核武器多少县有意地置于某些所谓的战略盟国如以 

色列、南非共^国及: ^他有野心的国荧够得到范围内 a所有些事实表明，确保 

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国际安排间颞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力迫切。存欧洲部蓍 

*程导弹正引起越来越大的关注，囡为例如安置在地中海邻近某个北约成员国的海 

岛上的导弹据说是以苏联的南翼为目标，但是谁能保证些导弹不会被轻易地转过 

来以巴尔干半岛、中东或北非的某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为目标呢？ 

应该一步指出，由于不负责任的政治家运用升级的内在逻辑，在这种局部战 

争中《吏用核武器而导致更广泛的战争的危险仍是十分巨大而且完全是未可预卜的。 

因而，不结盟运动的Si家或政府首脑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七次最高级会议上亶申:ft要 

求：核武器国家有义务保证不以核武卷威胁或攻击无核武器国家。联合国大会第三 

十八届会议的决议明确承认有必要减轻各国确保^人民持久安全的合理关切，并承 

认必须保证无核武器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相主权不受到《凌用武力的威'协，包括不 

对:^傻用或威胁《凌用核武第 3 8 / 6 7禾口 3 8 / 6 8号决议几乎以相同的措词 

强调迫切需要就为此目的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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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代表团已研究了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CD/SA/CRP. 12 ) 并感 "趣 

地阅读了许多代表团就此颞目佑的发言以及各小组的工作文件，特别是分别由巴基 

斯坦^保加利亚提出的第`C D/S A/GRP. 3号^第 C D / 5 3号文件。经过审 

议后，我国代表团并不低估尚待克服的困难。面对保证无核武器国家安全日益增 

大的迫切需要，我国代表团呼吁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尤其是核武器国家采取 

更紧急的行动，特别是有些国家缺乏政治意愿要逬行弥补，照2 1国蕖团看来.缺 

乏政治意愿是目前困难的主要因素。 

如第三十AS联大如通过的决议所指出é^,这些努力有待于从两方面逬行。 

在第一个也是主要的方面，如第3 8/^6 7号决议第4执行段所建议的，裁军 

谈判会议"应继续寻求如何克服为达成适当协议所遭遇的困难••••••••缔结一项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诸如关于该项目的国际公约一类的国际文书一⋯'"持谨慎而乐观态度的 

某些根据似乎还继续存在.因为如这项决议^该特设小组的报告所指出的，"无人 

在原则上反对关于締结一项有关这项问颞的国际公约的想法"#且为"缔结样的 

一项公约莸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在联大最近一届会议上提出^通过了一项决议 

草案（3 8 / 6 7 ),而不是象前一届会议那样通过了两项平行的草案。第3 8 / 

6 7号决议的最后一个序言段落似乎提出了一个设想：如杲所有无核武器国家的安 

全要以某种方式得到保证的话，"在寻求安全保证问颞的觯决办法时，应当优先考 

虑无核武^国家的正当安全忧虑，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放弃了拥有核武器的选择，并 

且又不容许核武器郤署在其领土上，因此享有期待获得不成为1"$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6^对象的最有效保证6^—切权利，"这些国家包括连同越南在内的几乎所有不结 

。 
因此一种可能的办法就是为上述国家建立一个完全的安全保证制度，而为:^它 

国家建立的安全保证制度就不那么完全，包括只要它们的同盟或他a家的核武器 

仍在:^领土上，某些成份就应暂停生效。这样的安排不会违背保证一切无核武器国 

家安全的愿望，因为那些听任在其领土上储存核武^的国家已不再完全是无核武^ 

国了.它们这样傲就构成反对核武器国家的战略的组成部分，并成为它们真正是无 

核武器国家的邻国的，如杲说是潜在的话，也是真正的危险。最后，为傻公约生效， 

我们认为所有那些佑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核武器国都应成为签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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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缔结这项公约佑出努力，或更确切地说在釆取"各方都能接受的办法" 

同时，第二个方面是对于所有:g"他有助于缔结公约的努力的并行6^或临时性指施都 

应加以考虑。在工佑小组的讨论过程中已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想法，有一些已 

在各项有关的联大决议中提到。 

首先，第3 8/ 6 7号决议再次欢迎某^核国家佑出的关于不首先《吏用核武器 

的庄严声明，我们特别欢迎苏联最高政治级别作出的不首先用这些武^的承诺。 

决议正确地指出，如杲所有核武器国家都承担不首先it用核武li^的义务，这在实际 

上就等于禁止所有国家包括所有无核武^国家使用核武卷。同样地，第3 7x/8 0 

号决议第5执行段呼吁一切核武^国庄严^出实质上相同的单边声明，声明不对其 

领土上没有这种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傻用核武器；决议建议安全理事会应通过适当 

的决议来批准些声明。 

与前面的想法有联系的另一个想法是苏联首先作出的声明：它准备4fe出约束性 

的承诺，为北欧无核武器区的成S国提供安全保证（1981车6月2 6日勃列日涅 

夫主席答芬兰的一家杂志），苏联佑出的这项保证可以以有苏締约国成员的 

多边协定的形式扩大到奚他无核武器国家，或以苏联勒各个属于样的区域的国家 

之间的双边协定形式扩大到:^他无核武器国家。苏联共产党总书记K. U .契尔 

车科先生在1984车3月2 B向逸民发表的讲话中在讲到制约核武！^国家行为的准 

则时再次提议："在任何情况下不对其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无核武器a家傻用核武 

^。尊直已建立的无核区的地位并鼓励在世界各地建立新的无核区"。（1984车 

3月6日第C 号文件）.希望：他核武S国家也将遵循同样的行动方针# 

且赞同这些准则。越南传为邻接南亚^印度洋的国家，支持印度勒该地区其他不结 

盟国家把印度洋及其沿海各国成为特别是消除核武器的^平区的努力。希望所有被 

呼吁的核武器国对印度^出的一应受赞扬的努力作出积极的反应，这项努力将大 

大有助于该地区及奚邻域国家的安全。 

显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佶用或蒇胁使用这种武器的可说是绝对的积极保证只 

能#有了根本的全面的核裁军之后；一切所谓的消积安全保证措施都不能代替它。 

囡此，越南同全世界一切平力量一起为防止核战争^在有效控制下核裁军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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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勒佑出各秭努力。目前越南为了它无核武|g:国家自身的安全，并为了世界^平 

的利益，支持不结盟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冻结核武器、全面禁止核武器 

试验、防止外空^备克赛以及加强不扩散条约的提议。我们特别希望所有核武器国 

毫不迟延、不附带任何条件地接受世界舆论大力提倡的冻结；希望仍保持沉默的两 

个国家参加旨在全面禁止一切形式的核武^试验的:D淮。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感谢你^会议注意地听了我不足道的发言。越南也许缺 

乏经验，但它并不缺乏善意勒责任感。去年我国代表团向裁Si炎判委S会报告了在 

胡志明市举行的关于在印度支那第二次战争中《更用落叶剂后杲的讨论会情况。 

不久我国代表团将在适当的日期就我们最感兴韪的另一个问颞在会议上发言， 

0^个问颞就是综合裁^方案，：中包括通过东南亚地区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将该地 

区建为 ^平区问颞。 -

我国代表团将不遗余力地继续设法改进^更多地参加对人类的整个未来具如此 

重大意义的谈判机枸的工作。越南已提出:^候选资格6^申请以准备会议决定扩大 

成员名额。我国代表团再次对会议表示感谢，并对所有理我们、给我们支持^鼓 

励6^成g表示感谢。 

È席：感谢越南代表的发言及奚对我讲的善意的话。现在请尊敬意大利代表 

阿茱希先生发言。 

阿莱希先生(意大利）：谢谢你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同前面发言者一样^ 

我国代表团一起对塞古.杜尔总统逝世表示悼念，我相信样做也表达:^他西方集 

团成S国的心情a由于他的人品及其在国际舞台所扮演的角色，整个国际大家庭也 

同几内亚译n非洲大陆一样都沉入哀痛之中。主席先生，你如此胜任地代表6^国家^ 

我国之间渊源流长的历史、文化^友谊的纽带不禁使我用待别热情的言辞对你讲话, 

我希望表示，我国代表团极为赞赏你在指导我们工^时那种谦恭有效的方式以及你 

为确保会议的进展而佑出的不倦努力。同时我愿再次对你的前任、图尔迹;^基大f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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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敬意，他为确保我们这届会议能有一个建设性而有希望的开端，建立了功缋。 

今天我打算在发言中专门论述我国政府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即防止外空军备 

竟赛的问颞。 

我深感遗憾的条.尽管你个人佑出了一切努力，我们议程上的项目5"乃然鈇乏 

能1 "吏之逬行有组织的实质性讨论的基础。 

同时，我们除了利用全体会议继续交换意见以外别无他法，我今天不希望谈论 

与设立附属机构有关的事项，你主持的非正式会议湘协商使我国代表团有机会较为 

详细地表达了它对此间颞的观点。我倒希望对要求我们审议的属于项目5的基本问 

题提出一些想法。 

我认为，附属机构一经设立，应讨论综合性问颞一点已达成一致意见。因此 

应对防止外空^备竟赛问颞的一切方面加W彻底审议，既无先决条件也不加限制。 

显然项工佑应以合乎理性的方式迸行，我国代表团认为，对有关的多边湘;?又 

边国际协定进行分析可构成有益起点。 

尊敬的苏联代表 1 9 8 4车 3月 2 2日的发言中认为样的建议只不过是避免 

进行真正iîi^判6^狡猾手段。 

我例认为些建议寻纯朴得多的合乎一般情理的建议，其目的存于不再返延地 

开始进行我们的基本工佑。对现有协定的分析,个起点，我 4 ^不认为是唯一起 

点，但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希望讨论应增加什么话，那么从考it已经存存协定 

开始 : i ^合乎逻辑的'第一个步骤将有助于找出与防止外空军备覔赛有关不同间 

颞，41^且将使我们发现现存法律制度的漏洞：于辜我们就能够决定补敎的揞施。 

这个领域对于Si际安全与稳定十分重要，要取得进餍，就需要我,们各iSlifi:府逬 

行困难而复杂实质性讨论。我国代表团认为它仍然受《最后文件》第8 0 节 约 

東（揞词是我国向"离一届裁^特别联大提出的)，它仍然认为这个问颞具有相当大 

的紧迫性。它也知道这样的讨论只有在全面做妤4刀步工作的基础上才能逬行。样 

的初步工^将找到所有可能的资嵙;fe^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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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关的多边和;5(_边协定中作一些摘录可以作为上述工作的文件基础。我还注 

意到加拿大和法国提到的文件（CD/320和CD/375)中包括有这种协定〖力漬单以 

及初步的评论。同样地，尊敬的瑞典代表厄克于斯大使1984年3月2 2日的发言 

也广泛:Wr涉及了同样的问题，并强调了与现有协定的觯释和运用有关的一系列主要 

间题。 

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今天提到了苏联代表团提交的笫C D/47 6号文件。联 

系这一 t件所载的条约草案来分析这协定也是有益^。这份条约的题目、序言和 

第1条是关于禁止在外空命从外空向抽球使用武力的问题。我认为需要对《联合国 

宪章》笫2条笫4段及其对外空活动的含意进行初步研究。另外，这项条约草案的 

他条款——特别是第2条的一些分段——涉及已由现存条约至少是部分处理i寸的 

问题，此处对这牝文件再加以初步研究也是有益的。 

我国代丧团仍然愿意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对苏联的条约草案加以详细评论。尊 

敬的苏联代表在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这项草案使我们有了更多的值得考虑的材料： 

此处我只提一下希望拟定出更多核査措施意愿。 

1967年生效的《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 

遵守原则的条约》无疑是这些协定中最重要的：除了它已得到相当数目的囯家批准 

这点以外，普遍的意见认为它包括有关于空间的®际法基本原则。这项条约之所以 

貢要是因为它规定了一些具体的禁止条款（特别是第四条第1投），也由于它规定 

的和回顾的（特别是在序言中）一些原则。伹是这项条约也显然有其"未涉及的领 

域"和"漏洞"，使各国有很大的自由。 

这种自由就是随后一系列也涉及使用空间协定的基础，如苏美两国在限制战略 

武器会谈的范El内缔结的双边协定就是如此。过去已数次提出使空间法向非军事化 

或"鉴也化"方f^I^^想法。我们自己就在1968年提出过审査《外层空间条约》的问 

^ ( 1968年9月9日'第A/7221号文件）。应该指出，这项条约并不包含要求进 

行定期审査的条款。后来我们提出了一项旨在扩大1967年条约范围的附加议定书 

草案（ 1 9 7 9年 2月 1日第A/AC . 187/97号文件及同年3月2 6日第CD/9号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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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这个方向几乎没有什么希望。一个超级大国总统能在第十五届联合国 

大会上提议将规定南极的原则用在外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 

空间环境的特点，这个领域快速的技术进步、航天飞机多方面的性能以及空间 

的^平利用和军事利用之间早已存在的，现在已不可改变的联系，这一切使得`)fr用 

在其他范a应用的办法或概念成为不可行。仅汉将诸如"敌对行为"、"军事性质的 

措施"、进攻性或防御性的部署"、"完全^平的目的"等类概念转用到外空，就 

会遇到一个不能作出明确分类的现实。空间国家自己对这些概念作的各种觯释以及 

空间某些活动是否合法ft^不明确就证实了这种状态。在我看来如能将各个代表团在 

这些根本问题上的立场记录下来，并在可能范a内加以:，清将是极其有益的。法国 

提出的工作X件（CD/375 )第三节由载有一系列有关徽妙的问题.值得加以 

一步审议。 

考虑到这种发展情况，我们认为最妤采取另一个办法：1981年意大利在联大 

参与提出的第36/97 C号决议。这项决议和次年参与提出的决议一样，提议釆取逐 

步0^办法，首先着重为确保卫星不受影口向和禁止反卫星系统的需要。 

我们认为即使从这个观点来看，研究现有法律X件仍是十分必要的工作。比如 

说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有可能达成的反卫星系统协定一无论它包括什么一'和 

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之间有什么联系？除了探测和使用空间方面应"按照 

国际法"进行活动而尽的基本义务外，这方面最重要的条款是该条约的第9条。这 

一条规定，在空间进行的活动有可能对别国产生有署干扰时，应进行适当的国际逢 

商。我认为这为我们必须进行的工作提供了基础。 

其他的协定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干扰卫星的行为。 

关于减少核战争危险措施的^边协定 ( 1 9 7 1年）第三条特别考虑到了在可 

能发生核战争危险时有干扰快速报警系统的情况。卫星自然是快速裉警系统的一部 

分。可以考虑，同样也可提到1973年的关于防止核战争双边协定。限,I战略武 

器会谈协定也为干扰卫星的行动规定了限制：在核查方面这些协定的缔约国依赖 

"11家技术手段"，这个一般性的概念包括一整系列收菓数据3^方法，而在限制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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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武器会谈协定的范围内包括侦察卫星。另外，各缔约国承诺不诉诸于可能妨碍对 

协定应用情况的核査，自然包括从空间进行核査的变异的方法。 

由于这些及边协定，卫星就因而从一开始就受到法律保护。我们在这方面的主 

要任务是研究这种保护的内容和限制，以便进而研究使其超出不干扰国家核査手段 

而成为一般性的办法。 

现在离2000年还有1 6年。我们对空间进行军备控制的挑战能够作出的回答 

可能会在人类进入下一 个世纪的道路上产生严重的后杲。已有人说控制空间武器将 

不可避免地成为2 1世纪的头号裁军问题。我们怀疑这种愔况是否尚未出现。 

主席：感谢意大利代表的发言及其对我讲的善意的话。他热情地提到罗马尼亚 

和意大利之间久的共同历史，这特别使我感动。现在请尊敬的阿根廷代表，卡拉 

萨莱斯大使发言。 

，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谢谢你，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同前面的发言者-

样对塞古‧杜尔总统逝世表示我们代表团的悼念。10年多以前我因执行联合国安 

全理事会交付我的任务去几内亚共和国，并在那里停留了几天，当时我曾有机会亲 

自会见了这位杰出的非洲领导人。当时在各种工作会议的过程中，我能够直接欣赏 

塞古‧杜尔总统的人品和他对人民的福利和发展的深厚关切。因此，今天得知他过 

早的死讯，我感到特别悲痛。 

我代表阿根廷代表团和前面的发言者一样对几内亚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并对故 

去的尊敬领导人的家属表示哀悼。 

主席先生，我们在会议上发言时总是先要向在职的主席达特库大使讲几句恭维 

的话。这种话没有比用在目前的情况更适合。我们都无一例外地目睹着他每日不倦 

地为加速会议的工作而进行着努力。我们当然应该希望他的努力将取得成功，我并 

衷心祝贺他专心一致而有效地履行他的重要职责。 

在这番话中如杲不提一下他的前任尊敬的图尔班斯基大使的才干^工作效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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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公平的，我对他表示赞赏；如杲忘记了秘鲁的莫雷利'潘多大使长期的冨于成 

效的努力也是不公平的，我们以敬爱的心情怀念他，希望将来能看到他回来。 

根据春季会期的工作计划，裁军谈判会议上周用了两次全体会议的时间审议议 

程项目 5 ，题为"防止外空军备竟赛"。 

这两次全会的成杲包括一*发言，当然是有价值而有趣的，但是不多。今天上 

午又有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的大使接着发了言。但这一事实并未改变以同 

样的方式重复自19 82年初当时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将军事利用外层空间的问题 

列入议程以来的这种做法。 

我们很有理由问一问，这个裁军领域中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裁^谈判会议是否 

甚至是很冷淡地履行其职责，因为它对于一个范围和紧迫性都得到普遍承认的问题 

的审议一年仅仅有两周的时间，或说是一年只有四次会议的时间一我,复一下， 

一年只有四次会议的时间。如何回答此问题是不成问题的。因此我们也很有理由断 

言，如杲裁军谈判会议再继续这种不正常的状态，那就不能不损害其威望和使命. 

我甚至可说它存在的理由。 

我们决不可忘记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为对1981年1 2月9日É々联大第 

3 6/97C和第3 6/99号决议中表达的国际社会的明确忧虑作出反È , 一致同意将 

目前的议程项目5列入了议程——应补充一句，并不是没有遇到困难。几年以前，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在《最后文件》第8 0段中承认绝对需要釆耳义"进一步的措施 

和进行"适当的国际谈判"——我强调"谈判"这个词——"以便防止外层空间的 

军备竟赛"。 

我并不打算列举1957年标志空间时代开始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以来国际社 

会为管制外空的使用而釆取的所有步骤。再说.厄克于斯大使3月2 2日的精采发 

言已对讨论此问懸文件作了非常有益的概括。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些X件是不够的。否则联合国大会每年通过的得到各方 

的广泛支持的各项决议就没有意义了。 

数年来，人们囡从关于外空的法律体系中发现存在的漏洞而越来越慼到关切。 

随着发现超级大国正在加紧研究、计划、准备甚至于实现空间活动，这种关切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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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了。 

那些仍然认为空间活动属于科学幻想领域的人们难以充分意识到处于危急状态 

的各方面情况及其后杲。对于经常被人引用的里根总统1983年3月2 3日的讲话 

的论点命展示的前景不论'維何评论，它无疑1 凌世界舆论的许多方面对:^未来有巨大 

影响的问题引起了兴趣，我要说还有关切，因为这些问颞本来一直都只局限于专门 

的杂志北机构中进行探讨。 

自那时以来关于可能在军事上利用外空的问题广泛地进行了口头^书面的评述, 

至少可以说在一方面被描述的局势是令人靂惊的。未来的战争似乎正以特别髙 

速度向我们靠近。 

空间军事竟赛的发屦今天已成了现实。谁也没有理由驳斥这一论点，谁也不能 

宣称不知此事，因为已有很多关于这个颞目的著述。纵览这些似乎越来越频繁的文 

鞏^出版物，普遍都认为超级大国在进行发狂似的活动，远远不是报纸上大标颞所 

表明的情况。投入研究勒发展用款额大得惊人，这是引起人们对:^最终用于军事 

目的而感到担忧的原因，如将其与不能满足的经济^社会需要相比，也#引起人们 

沮丧的原因。 

一段时间以来五角大楼的空间活动预算一直比美国航空勒宇航局的预算要大， 

这两者之间的差额还有增大的趋势。另外据认为美国航空^宇航局的预算本身至少 

有四分之一真正具有军事用途。另一个超级大国开支的情报总:^很少，但是很有理 

由认为它开支也是巨大的。 

对于计划中的^正在逬行的各种活动的描述一般都包括这些项目：各种类型的 

反卫星系统（从地球发射6^或从F — 1 5型飞机发射的)各种特点的截击卫星、将 

航天飞机用于军事用途、研制激光束^粒子束、反导弹防御系统等等。人们试图对 

各种不同的空间武器加以分类，分成常规的^非传统的直接武器^情报性质的或军 

事性质的间接武器。两种都可以再分出许多小类。 

我不准备综述目前正在做的每一件事勿很快要发生的每一件事。我再说一遍， 

关于这个问颞的情报不再局限于专门的杂志上了.在刊登国际政治的出版物上乃至 

在每天报上都可以找到。甚至我国自己就直接经历过将外空用于军事用途的事例。 

这^事态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这一切活动违反了这个领域现存的多边或^边 

协定，或者是这些国际文件完全不足以防止外空军备竟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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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前种可能是错误的，因而^我们就剩下了第二种可fi:关于空间活动 

的国际协定是不完善的1存在着许多缺口和漏洞，如果我们真诚地希望为人类的福 

利把外层空间完全用于和平用途的话，就必须填补这些漏洞和缺口。 

对已生效的和甚至尚未生效的文件加以分析就清楚表明，它们确实是不全面的， 

许多危险性质的活动都来包括在内，这也许是因为在今天展示有广阔前景的技术在 

起草这些文件时还 不 存 & 

更令人震惊的是，人们对一些现有条约中的某些基本概念作不同的觯释，迄今 

为止，这点尚不明显，因为这^条约生效的时间相对说来还不长，并因为有空间存 

在物的国家还极为有限。但是，空间竞赛的加剧说明法律上不明确的情况不会延续 

很长了。 

我要举一些例子。"^平利用外层空间"这一概念本身对于主要的积极参加者 

来说就有不同的意义。一方面人们说正如《南极条约》的规定，这与非军事利用外 

层空间是同义词，条约形戍了一个明确的例外情况，在科学研究中可以使用军事人 

员（第1条第2段）。应当指出，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茌第四条中包括了 

相同的规定，1979年的关于各国在月球上的活动的条约第3条第4段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根据其他觯释，"和平"利用应被理觯为"非侵略性"利用；换句 

话说，空间可被用于防御用途或更为严重的用于威慑用途，其理由是这样便能确保 

维护和平。我们回想一下1982年6月23日在第2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有一项有名 

的发言，发言宣称核武器是维护矛口平的最妤的保证。从这一发言我们很容易想到逻 

辑的结论是，将核威慑的理论扩大到外空就能保证外空完全用于和平目的。 

但^还不用走到这种极端，仅仅开创一个茌空间存茌"防御性"而不是"侵 

略性"武器的可能性，便是在外空重新造成一种已证明为不可克服的二元化。 

我刚提到的不同觯释的另一个例子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种表达法，这是 

1967年条约的基本用语。不仅一些正在进行的空间活动在该条约的规定中明显没 

有，而且在一些政府看来，究竟禁止什么并不清楚，因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一 

词的意义对所有的人来说并不都是一样的a例如，激光束或反卫星武器是否是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便是一个争议未决的问题。 

鉴于能在空间运转的装置具有或可能具有的i重性质，即同时有和平的和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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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我们甚至怀疑难道"武器"这一概念本身就不会在外层空间领域引起特珠 

的问题。 

我上面说的这一切——我当然还可以说很多一一在我看来揭示出一个不证自明 

的事实：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且要尽快地去做。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这样 

一种论点，即首先需要确定是否有必要做某件事情。现在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从何着手的问题可以讨论，但是不再延误地恢复这方面国际活动的必要性，就无须 

当我们毫无道理地静止不动时，世界却在继续前讲，现实也在继续变化科学 

和技术的领域与谈判的领域越离越远，而政治决定的步伐看来同前一个领域的步伐 

更为一致。 

目前核灾难的可能性看来十分可怕，人们都在急切地要求防止核战争。但是如 

果说今夭的世界是处于任何时刻都可能破裂的极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中，那么一旦空 

间为各种类型的武器系统所侵入，无论这些武器被认为是防御性的还是侵略性的， 

也无论是不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到那时世界局势如何，我们可想而知。破坏稳定 

的因素将成倍地增加，要想象空间战争不会影响到我们地球那只是幼稚的也是非常 

危险的幻想。积极的参加者将从地球开始行动，而且正是为了夺取对地球的主宰权 

才企图去控制空间，正如过去为了统治各大陆而去控制海洋一样。 

现在迫切需要建立管制空间竟争的全面的法律系统以便空间完全免除军事影响。 

裁军谈判会议应联大要求，一致同意将这个事项列入议程，从而承拒起了这项任务。 

我们会议是这样的一个机构，通过其职权、各成员国的地位以及多年来在对国际裁 

军文件的谈判中获得的丰冨经验，已具备了所有必要的条件来进行有效而冨于成果 

的工作。议事规则的灵活性尚未被充分利用，我认为还有各种可能的办法便我们能 

在必要时在议事规则的范围内召集如非正式的双边会议等，以便会议的工作取得汫 

展。已经有了进行工作的充实基础，包括各项条约草案，它们都值得加以最伃细的 

审议。 

这一切我们会议都是可以利用的，所缺的只是对已列入议程两年之久的这个项 

目开始进行实质性审议作出最后的决定。众所周知，大多数代表团早就准备承担这` 

项任务。几个月前联大第三十A;S会议以事实上是绝大多数票通过的第38/7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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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再次对此发出了呼吁。 

我们不能、我们决不能再延迟作出决定了。让我们为此永久地设立一个机构、 

一个特设委员会，并赋于它以具有具体内容的有意义的职权范围。让我们着手进行 

工作，因为浪费的时间已经太多了。 

主席:感谢阿根廷代表的发言及其对我讲的善意的话a今天准备发言的人已发 

言完毕。还有哪位代表希望在我们工作的这个阶段发言的？看来无人打算发言了， 

因此我现在打算这次*会议暂停五分钟，然后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以审议一些工 

作安排事观全体会议现在休会。 

会议于12时30分休会，于下午12时40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现在复会。 

我现在提出关于工作文件122至124的三项决定草案供会议审议，这都是关 

于非戍员国参加我们讨论的问鼠 m n将按收到非戍员国送来请求的顺序逐一对它 

们作出决定。第一项决定草案载于第123号工作文件_7是关于厄瓜多尔的请^礼如 

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会议通过了这项决定草案。 

就这么决定了a 

第二项请求是^麦隆送来的，相应的决定草案载于第124号工作文件i/。如果 

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会议通过了这项决定草茱 

就这么决定了。 

第三项请求来自民主也门，相应的决定草案见第122号工作文件i/。如果没有 

反对意见，我就认为会议通过了这项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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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决定了。 

我们今天的工作到此结如果在此阶段没有别的成员希望发言，我就将结束 

这次全体会议。但在结束之前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3月29 

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现在会议结東 

会议于下午 1 2时 4 5分结東 

"应厄瓜多尔的请求（CD/485 , CD/486及CD/487 ) ,并根据议事 

舰|J第33至35条，会议目前决定邀请厄瓜多尔代表在1984年期间参加谈判会议 

的全体会议以及按议程项目4设立的附属机构。" 

U "应^麦隆的请求（CD / 4 8 8及CD /
4
8 9 )，并根据议事规则第3 3至 

35条，会议目前决定邀请^麦隆代表在1 984年期间参加谈判会议的全体会议以 

及按议程项目 4设立的附属机构。" 

I I "根据民主也门的请求（CD/490 )并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规定， 

谈判会议现在决定邀请民主也门代表参加1 984年会议的全体会议^根据其议程项 

目4、 6、 8所设立的附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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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马塞多‧里瓦先生 

冈萨雷斯*伊'雷内罗女士 

D.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S. 0 .包勒德先生 

A .斯卡利先生 

0 .希控茱先生 

J .拉马凯尔先生 

R. J .阿克尔曼先生 

J , 0 ‧ 

0. 

C ‧ V* 

奥博赫先生 

阿金德勒先生 

乌德迪比亚先生 

K .尼阿兹先生 

C .卡斯蒂略'拉米雷斯先生 

S.图尔班斯基先生 

Q . 切姆皮恩斯基先生 

J .恰洛维奇先生 

T.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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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里 兰 卡 

癞 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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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 达 特 库 先 生 

T . 梅 列 斯 卡 努 先 生 

0 . 约 内 斯 库 先 生 

P . 巴 洛 伊 乌 先 生 

A . 克 雷 图 先 生 

A . 波 佩 斯 库 先 生 

J . 达 纳 帕 拉 先 生 

H. M. G. S . 帕 利 哈 卡 拉 先 生 

P . 卡 里 亚 瓦 萨 姆 先 生 

R . 厄 克 于 斯 先 生 

E . 博 妮 尔 夫 人 

H . 伯 格 伦 德 先 生 

A. M . 劳 夫 人 

J . 隆 丁 先 生 

工 . 图 尔 森 夫 人 

V* L . 伊 斯 拉 耶 利 安 先 生 

B* P. 普 罗 科 菲 耶 夫 先 生 

R. M. 季 麦 尔 巴 耶 夬 先 生 

G* V. 别 尔 登 尼 科 夫 先 生 

P. Y, 斯 科 莫 罗 欣 先 生 

S* V* 科 比 什 先 生 

G* V. 安 齐 费 罗 夬 先 生 

联合王国 Re I . T . 克 罗 马 蒂 耶 先 生 

G。 H . 库 珀 博 士 



美利坚合众国 

娄内瑞拉 

南斯控夫 

扎伊尔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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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斯林先生 

J,理査兹先生 

ï`.戈登先生 

克茱因先生 

ïr.卡雷拉先生 

K. C .克里顿伯格女士 

R .霍恩先生 

R.诺曼先生 

P.科登先生 

洛佩斯‧奥利维先生 

T .拉布技多先生 

K .维达斯先生 

M.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D. 米尼奇先生 

E. 埃萨基 ‧卡贝娌女士 

R.贾帕尔先生 

V.贝拉萨德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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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席 ， 罗 马 尼 亚 ） 

主 席 :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全 体 会 议 现 在 开 始 . 会 议 今 天 继 续 审 议 议 程 项 目 6 , 颞 为 

" 保 证 不 向 无 核 武 器 国 家 便 用 或 威 胁 使 用 核 武 器 的 有 效 国 际 安 排 " 。 不 过 ， 根 据 议 

事 规 则 第 3 0 条 ， 任 何 成 员 如 要 提 出 与 会 议 工 作 有 关 的 任 何 问 颞 ， 都 可 以 这 样 做 . 

今 天 登 记 发 言 的 有 斯 里 兰 卡 、 缅 甸 、 埃 及 、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翱 国 、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 国 联 盟 、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 国 以 及 南 斯 拉 夫 等 国 代 表 . 尊 敬 的 斯 里 兰 卡 代 表 达 

纳 帕 拉 大 使 在 发 言 中 将 介 绍 刚 才 分 发 的 笫 c D y M 9 2 号 文 件 ， 在 请 他 发 言 前 ， 我 要 

热 烈 欢 迎 I . 图 尔 森 夫 人 今 天 来 出 席 我 们 的 会 议 ‧ 她 是 瑞 典 大 偾 兼 国 务 秘 书 . 曾 任 

瑞 典 代 表 团 尊 敬 的 团 长 多 车 ‧ 图 尔 森 夫 人 为 裁 军 与 ^ 平 所 做 的 不 懈 的 、 杰 出 的 工 佑 

也 是 众 所 周 知 的 ， 我 们 大 家 都 对 此 表 示 赞 佩 ‧ 我 要 热 情 感 谢 她 对 会 议 工 佑 的 关 心 . 

现 在 请 尊 敬 的 斯 里 兰 卡 代 表 发 言 。 

达 纳 帕 拉 先 生 （ 斯 里 兰 卡 ） ： 谢 谢 你 ， 主 席 先 生 * 在 开 始 发 言 之 前 ， 我 想 勒 你 

一 样 ， 代 表 ^ 国 代 表 团 对 工 • 图 尔 森 夫 人 今 天 上 午 出 席 我 们 的 会 议 表 示 欢 迎 . 

主 席 先 生 ， 请 允 许 我 代 表 2 1 国 集 团 # 一 简 短 发 言 ， 介 绍 一 下 颞 为 " 核 禁 试 特 

设 附 M 机 构 职 权 范 围 草 案 " 的 第 C D / 4 9 2 f 文 件 ， 该 文 件 已 蒙 秘 书 处 于 今 天 散 发 

了 ‧ 

第 C D / 4 9 2 号 文 件 的 实 际 内 容 与 笫 C D / 4 3 8 号 文 件 的 实 际 内 容 是 相 同 的 ， 

后 者 即 墨 西 哥 代 表 团 于 1 9 8 4 车 2 月 2 4 B 向 会 议 提 交 的 那 份 文 件 . 第 C D/492 

号 文 件 中 载 有 的 职 权 范 围 草 案 得 到 2 1 国 集 团 的 一 致 赞 同 . 该 集 团 委 托 我 请 求 你 ， 

主 席 先 生 将 第 C D / 4 9 2 号 文 件 交 付 会 议 审 议 # 在 箕 定 于 1 9 8 4 车 4 月 3 日 举 行 的 全 

体 会 议 上 作 出 决 定 . 

主 席 先 生 ， 你 还 记 得 ， 在 本 月 份 工 作 开 始 时 ， 你 就 设 立 各 议 程 项 目 ， 包 括 项 目 

1 的 附 属 机 构 的 问 颞 发 起 了 容 纳 各 种 意 见 的 非 正 式 协 商 . 自 那 时 以 来 近 四 周 的 时 间 

已 过 去 了 ， 虽 然 你 进 行 了 努 力 ， 但 仍 未 取 得 进 展 . 此 处 我 不 准 备 详 谈 ， 我 想 强 调 一 

下 ， 2 1 国 集 团 提 出 第 C D / 4 9 2 号 文 件 供 佑 决 定 这 一 行 动 反 映 了 本 集 团 对 如 下 情 

况 表 示 关 注 ， 即 尽 管 你 以 及 许 多 代 表 团 都 傲 了 努 力 ， 但 会 议 在 这 一 最 髙 优 先 事 项 上 

仍 无 法 取 得 任 何 进 展 ‧ 它 也 反 映 了 本 集 团 极 为 重 视 应 继 续 努 力 ， 以 找 到 使 会 议 能 够 

履 行 奚 与 议 程 上 这 一 最 髙 优 先 项 目 有 关 的 职 责 的 方 法 勒 手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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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席 ， 罗 马 尼 亚 ） 

主 席 : 十 分 感 谢 你 介 绍 了 这 份 工 你 文 件 。 现 在 我 请 你 以 斯 里 兰 卡 代 表 团 团 长 的 

身 份 发 言 。 

达 纳 帕 拉 先 生 （ 斯 里 兰 卡 ） ： 谢 谢 你 ， 主 席 先 生 ， 这 是 斯 里 兰 卡 代 表 团 在 你 任 

裁 ^ 谈 判 会 议 主 席 期 间 首 次 发 言 。 因 此 ， 我 们 谨 向 你 表 示 ， 我 们 真 诚 地 赞 赏 你 那 富 

有 经 验 的 、 熟 练 的 外 交 方 式 ， 事 实 上 ， 其 中 还 带 有 你 那 固 有 的 ， 感 染 人 的 魅 力 ， 这 

在 你 本 月 份 主 持 会 议 事 务 的 过 程 中 很 好 « 现 出 来 了 . 在 你 接 任 主 席 职 务 时 我 们 面 

临 的 一 些 组 织 方 面 的 问 颞 成 功 地 得 到 了 觯 决 ， 这 就 足 以 证 明 你 为 本 会 议 所 做 的 工 作 , 

请 允 许 我 也 利 用 一 机 会 向 我 们 二 月 份 的 主 席 图 尔 迸 斯 基 大 俊 表 示 感 谢 ， 他 在 

本 届 会 议 的 第 一 个 月 成 功 地 引 导 了 会 议 的 工 作 . 

主 席 先 生 ， 我 在 1 9 8 4 车 2 月 1 4 日 的 发 言 曾 表 示 ， 我 国 代 表 团 将 在 本 届 会 

议 晚 些 时 候 更 为 具 体 地 来 谈 一 谈 议 程 上 的 各 个 项 目 . 今 天 我 打 算 谈 一 谈 第 5 项 — — 

防 止 外 层 空 间 的 军 备 竟 赛 ， 我 国 代 表 团 一 直 对 这 一 议 颞 很 关 注 ， 希 望 防 止 地 球 上 的 

, 备 竟 赛 扩 餍 到 宇 宙 的 另 一 部 分 — — 外 层 空 间 中 去 . 斯 里 兰 卡 没 有 空 间 能 力 ， 但 这 

4 ^ 不 傻 我 们 对 最 近 此 领 域 出 现 的 增 加 武 装 冲 突 的 危 险 的 趋 势 不 寄 予 深 切 的 关 注 ， 自 

从 1 9 5 7 车 苏 联 发 射 了 人 造 地 球 卫 星 ， 从 而 开 创 了 空 间 时 代 以 来 ， 我 们 目 睹 了 将 卫 

星 纳 入 现 代 武 器 系 统 的 情 况 ‧ 有 空 间 能 力 的 国 家 增 加 , 事 预 算 中 与 空 间 有 关 的 活 动 

方 面 的 拨 款 ， 这 就 突 出 了 空 间 的 , 事 意 义 • 历 史 告 诉 我 们 ， 防 止 軍 事 化 不 证 自 明 地 

比 非 军 事 化 易 于 实 现 . 我 们 确 实 认 为 世 界 安 全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 同 时 也 希 望 将 外 层 空 

间 保 护 起 来 ， 封 存 起 来 ， ^ 为 一 个 ^ 平 区 ， 用 于 人 类 的 逬 步 而 不 用 于 人 类 的 毁 灭 . 

斯 里 兰 卡 在 为 使 印 度 洋 成 为 ^ 平 区 的 尚 未 完 成 的 任 务 中 的 传 用 也 是 出 于 一 个 基 本 的 

愿 望 ， 即 防 止 地 球 表 面 的 一 个 区 域 军 事 化 ， 而 1 9 7 1 年 大 国 在 该 地 区 的 争 夺 还 只 是 

初露端倪. 

会 议 工 佑 这 一 方 面 无 可 否 认 的 技 术 复 杂 性 不 应 成 为 拖 延 或 回 避 迅 速 对 其 逬 行 审 

议 的 理 由 . 复 杂 性 可 以 通 过 集 体 研 究 勒 分 析 得 到 解 决 . 而 我 们 必 须 开 始 这 样 一 种 努 

力 ， 我 国 代 表 a 认 为 ， 一 问 颞 的 复 杂 性 主 要 在 于 政 治 方 面 而 不 是 技 术 方 面 . 在 对 

因 空 间 技 犬 造 成 的 大 量 可 能 性 没 有 相 应 国 际 法 的 地 方 ， 我 们 应 当 通 过 国 际 协 定 来 确 

立 此 种 法 律 ‧ 仅 仅 说 现 有 协 定 不 充 分 是 不 够 的 ‧ 

第 一 屆 专 门 讨 论 裁 ^ 问 颍 的 大 会 特 别 会 议 认 识 到 有 必 嬰 继 续 在 方 面 釆 取 预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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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纳帕拉先生，斯里兰卡） 

性行动，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宣告一兹援引如下一： 

" 为 防 止 外 层 空 间 的 ^ 备 竟 赛 ， 应 当 本 着 《 关 于 各 国 探 索 用 包 括 月 

球 湘 其 他 天 体 在 内 外 层 空 间 的 活 动 所 应 遵 守 原 则 的 条 约 》 的 精 神 ， 采 取 逬 

一 步 的 措 施 # 进 行 适 当 的 国 际 谈 判 . " 

我 国 代 表 团 认 为 ， 1 9 8 2 车 这 一 项 目 列 入 这 唯 一 的 多 边 谈 判 机 构 的 议 程 ‧ 表 明 

了 这 一 问 颞 的 重 要 性 ^ 紧 迫 性 ， 也 表 明 了 国 际 社 会 希 望 本 讲 坛 处 理 这 一 问 颞 的 方 式 . 

即 1 ^ 我 们 在 过 去 的 裁 ^ 谈 剁 委 员 会 ^ 现 在 的 谈 判 会 议 已 抓 住 了 这 个 问 颞 ， 我 们 也 还 

是 目 睹 了 一 与 空 间 武 器 的 发 展 有 关 的 令 人 不 安 的 、 已 经 加 速 了 的 趋 势 . 去 车 ^ 前 

车 ， 国 际 社 会 相 当 正 确 地 敦 促 本 机 构 一 本 机 构 在 处 理 这 一 问 颞 方 面 负 有 主 要 贲 任 一 

迅 速 防 止 在 外 层 空 间 发 动 ^ 备 竟 赛 的 迫 在 眉 睫 的 危 险 . 但 一 方 面 我 们 在 处 理 这 

一 问 颞 的 方 式 上 陷 入 无 所 # 为 的 状 态 ， 另 一 方 面 ^ 备 竟 赛 的 动 力 却 似 乎 正 在 按 自 己 

的 势 头 向 前 推 进 ， 反 卫 星 系 统 的 竟 争 开 始 了 . 一 种 反 卫 星 系 统 可 能 已 取 得 实 战 能 力 ， 

另 一 种 与 之 抗 衡 的 系 统 最 近 已 进 行 了 试 验 . 有 空 间 能 力 的 大 国 似 乎 都 已 作 好 准 备 开 

始 研 制 W 空 间 为 基 地 的 防 卫 性 武 器 ， 正 在 研 制 中 的 有 高 能 激 光 武 器 、 粒 子 束 武 器 及 

外 空 弹 道 导 弹 防 御 系 统 ， 在 方 面 投 入 了 巨 额 资 金 . 斯 德 哥 尔 摩 国 际 勒 平 研 究 所 出 

版 é « i 《 外 层 空 间 一 备 竟 赛 的 一 个 新 领 域 》 一 书 的 如 下 一 段 话 十 分 中 肯 ， 我 国 

代 表 团 ( 未 经 征 得 同 意 ） 在 此 引 用 就 不 向 著 者 道 歉 了 . 我 谨 援 引 如 下 ： 

" 在 读 完 这 句 话 的 时 间 内 ， 美 国 在 其 军 事 空 间 计 划 上 就 要 花 约 2 » 000 

美 元 . 假 设 苏 联 的 预 算 也 差 不 多 ， 则 每 十 秒 钟 的 花 费 就 相 当 于 4 , 000美 

元 以 上 ， 軍 事 空 间 活 动 包 括 每 三 天 发 射 一 颗 军 用 卫 星 ， 箕 主 要 目 标 是 提 高 

地 面 部 队 的 ^ 战 效 能 。 " 

这 里 引 用 的 数 字 是 两 年 前 的 了 ， 如 今 则 要 高 得 多 ， 外 层 空 间 的 幕 备 竟 赛 ^ 地 球 

上 6 ^ , 备 竟 赛 一 样 ， 是 没 有 胜 利 者 的 . 但 螺 旋 形 的 上 升 已 逬 入 外 层 空 间 ， 危 及 宇 宙 

的 浑 浊 状 态 ‧ 

我 们 认 为 令 人 不 安 的 是 ， 将 空 间 能 力 与 关 于 核 武 器 的 战 略 ^ 理 论 结 合 起 来 的 逐 

步 的 然 而 也 # 无 情 的 过 程 ‧ 有 人 告 诉 我 们 ， 在 地 球 上 能 够 维 护 ^ 平 的 是 核 边 缘 政 衆 

而 不 是 共 同 安 全 政 策 . 即 ^ 我 们 可 以 同 意 ‧ 核 武 器 国 家 推 行 的 理 论 * 自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以 来 ^ 平 的 维 护 之 间 ^ 有 联 系 的 — — 国 际 社 会 对 这 种 说 法 表 示 怀 疑 一 但 有 一 

个 事 实 也 县 不 容 争 辩 的 ， 即 种 维 护 ^ 平 的 方 法 由 于 不 断 增 长 的 ^ 备 水 平 相 应 地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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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纳 帕 拉 先 生 ， 斯 里 兰 卡 ） 

剧 了 不 安 定 性 ‧ 如 杲 说 ， 地 球 上 的 ^ 蚤 竟 赛 的 后 杲 是 某 种 迹 象 的 话 ， 那 么 通 过 空 间 

能 力 进 一 步 修 改 这 些 理 论 并 ^ 之 复 杂 化 则 只 会 导 致 更 加 不 安 定 ‧ 如 杲 具 有 空 间 能 力 

的 大 国 正 在 逬 行 的 与 军 事 有 关 的 空 间 活 动 方 面 的 研 究 * 研 制 工 作 按 奚 自 身 的 逻 辑 导 

致 一 种 结 局 ， 即 试 验 并 部 署 以 空 间 为 基 地 的 防 御 性 武 器 ， 则 即 便 不 会 全 盘 否 定 ， 也 

会 严 重 损 害 当 前 那 种 据 称 自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以 来 维 护 了 ^ 平 的 理 论 的 可 信 性 ， 以 往 

有 关 军 备 竟 赛 的 技 术 性 势 头 的 经 验 不 能 1 ^ 我 们 相 信 ， 结 杲 会 是 另 外 一 种 样 子 . 正 如 

联 合 国 《 关 于 核 武 器 的 研 究 》 一 文 所 说 的 ， 现 在 可 能 是 历 史 要 否 定 那 种 以 核 恐 怖 维 

持 ^ 平 的 理 论 的 时 刻 了 . 况 且 ， 如 杲 这 些 发 展 终 于 导 致 实 际 试 验 并 部 署 的 结 局 ， 将 

j ? t 诸 如 反 弹 道 导 弹 条 约 ^ 1 9 6 7 车 《 外 空 条 约 》 的 可 行 性 产 生 严 重 的 影 响 ， 更 不 要 

说 它 们 的 精 神 会 产 生 什 么 影 响 了 . 这 恐 怕 是 核 时 代 的 自 相 矛 盾 的 谬 论 了 . 但 是 ， 

我 们 不 能 被 这 秭 发 展 的 复 杂 性 吓 得 一 言 不 发 或 无 所 佑 为 ， 因 为 种 发 展 中 固 有 的 危 

险 后 杲 将 具 有 深 远 的 影 响 . 

囡 此 ， 处 理 这 一 问 颞 的 重 要 性 * 紧 迫 性 就 是 很 清 楚 é ^ 了 . 然 面 ， 正 如 我 刚 才 说 

的 那 样 ， 本 会 议 还 在 辩 论 处 理 这 一 问 颞 的 形 式 . 在 笫 3 8 y'? 0 号 大 会 决 议 的 建 议 

* ‧ 我 们 有 一 个 就 此 问 颞 开 展 工 佑 的 极 为 实 际 而 重 要 的 基 础 ， 而 这 项 决 议 受 到 本 会 

议 许 多 代 表 团 的 拥 护 ， 被 认 为 是 一 项 巨 大 的 成 杲 . 一 决 议 之 所 以 极 为 重 要 ， 不 仅 

囡 为 这 是 上 届 联 大 上 出 现 的 关 于 这 一 问 颞 的 唯 一 决 议 ， 而 且 更 重 要 的 是 因 为 它 反 映 

了 迄 今 联 合 国 会 员 国 关 于 国 际 社 会 应 如 何 处 理 这 一 问 题 达 成 的 最 为 广 泛 的 协 议 . 除 

了 对 此 关 心 的 人 们 外 ， 其 他 机 构 也 期 待 本 会 议 认 识 到 我 们 的 主 要 佑 用 优 先 处 理 这 一 

议 颞 ‧ 我 国 代 表 团 拟 谈 一 谈 如 何 切 实 地 # 这 些 期 望 得 以 实 现 ‧ 

我 国 代 表 团 不 抱 幻 想 ， 不 认 为 笫 3 8 / 7 0 号 决 议 中 关 于 ^ 平 利 用 外 层 空 间 ^ 

防 止 外 层 空 间 ^ 备 竟 赛 的 主 张 — — 尽 管 很 有 价 值 一 可 以 立 即 变 为 现 实 . 我 们 知 道 ， 

本 会 议 须 根 据 一 致 意 见 进 行 工 作 ， 这 与 联 合 国 大 会 不 同 . 因 此 ， 我 拟 谈 一 谈 各 代 表 

团 在 本 会 议 釆 取 的 各 种 态 度 中 的 共 同 囡 素 ， 而 不 涉 及 看 来 存 在 着 的 分 歧 之 处 . 去 年 ， 

我 国 代 表 团 常 有 机 会 对 各 代 表 团 在 这 一 问 题 上 采 取 的 不 同 态 度 进 行 了 详 细 的 区 别 ^ 

研 究 . 我 们 样 做 是 为 了 勾 划 出 各 种 态 度 * 的 共 同 因 素 . 这 些 共 同 囡 素 能 为 我 们 根 

据 本 机 构 职 权 范 围 进 行 工 炸 提 供 基 础 . 我 们 在 上 届 联 大 上 曾 努 力 这 样 做 ， 而 我 刚 才 

提 到 的 决 议 就 反 映 了 i * — 工 作 的 结 杲 . 本 会 议 广 泛 地 同 意 一 个 原 则 ， 即 应 设 立 一 个 

符 合 会 议 职 权 范 围 6 ^ 附 属 机 构 以 处 理 这 一 问 颞 ， 水 会 议 的 取 权 范 围 是 ： 应 就 裁 ^ 问 

颈 开 展 谈 判 . 根 据 本 会 议 所 有 三 个 集 团 提 交 的 文 件 （ 即 C D / 3 2 9 y T e v . 1， CD413 



CD/W .254 

12 (达纳帕拉先生，斯里兰卡） 

及 C D / 4 3 4 号 ） 来 看 也 很 清 楚 ， 它 们 明 确 地 或 含 蓄 地 承 i U : 机 构 在 防 止 外 层 空 f i | h 

军 备 竟 赛 一 议 程 项 目 上 负 有 谈 判 的 贲 任 . 

我 国 代 表 团 认 为 ， 除 了 这 一 技 术 性 的 ^ 法 律 性 的 办 法 外 ， 防 止 外 层 空 间 的 ^ 备 

竟 赛 的 唯 一 途 径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应 当 是 开 展 谈 判 ， 締 结 可 为 各 方 接 受 的 关 于 这 一 问 颞 

的 一 项 或 多 项 协 定 . 然 而 ， 现 在 的 问 题 似 乎 是 如 何 拟 出 通 向 谈 判 各 个 阶 段 . 很 清 

楚 ， 如 杲 我 们 要 迸 行 谈 判 ， 那 么 谈 判 的 任 何 筹 备 工 佑 都 应 照 此 去 做 . 

2 1 国 集 团 的 立 场 一 这 是 我 们 完 全 赞 同 的 — — 表 明 在 这 方 面 有 很 大 的 灵 活 性 ， 

同 时 也 明 确 了 一 小 目 标 . 即 就 此 问 颞 迸 行 谈 判 ， 同 样 清 楚 的 是 ， 赋 予 附 属 机 枸 接 受 

进 行 谈 剁 这 一 目 标 的 职 权 范 围 4 ^ 不 会 影 响 任 何 代 表 团 的 实 质 性 立 场 . 例 如 我 国 代 表 

团 就 认 为 确 定 问 颞 # 进 行 研 究 县 任 何 有 意 义 的 谈 判 的 不 可 分 割 的 组 成 部 分 ， 但 这 只 

是 谈 剁 进 程 中 的 一 部 分 . 如 杲 不 与 谈 判 适 当 地 联 系 起 来 ， 这 项 工 佑 对 于 本 讲 坛 的 职 

权 范 围 来 说 本 身 就 没 有 内 在 的 价 值 . 因 此 ， 这 项 工 佑 应 有 时 间 限 制 ， 应 在 通 向 谈 判 

的 包 括 一 切 的 综 合 办 法 的 范 围 内 进 行 ， 应 考 虑 到 涉 及 的 复 杂 性 ^ 相 互 关 系 . 但 是 ， 

这 # 不 是 说 对 问 颞 进 行 审 议 本 身 就 是 目 的 ， 因 为 这 样 就 不 符 合 我 刚 才 提 到 的 最 终 目 

标 了 . 不 过 ， 如 杲 在 审 议 过 程 * 一 致 同 意 ， 某 一 问 颞 或 问 题 的 某 一 方 面 应 优 先 处 理 

4 * ^ 就 奚 开 屦 谈 判 ， 会 议 就 可 以 据 此 讨 论 这 一 问 邇 或 这 些 问 颞 ， 例 如 ， 我 国 代 表 团 就 

愿 意 就 反 卫 星 系 统 或 就 其 它 与 军 事 有 关 的 空 间 运 用 情 况 分 别 逬 行 讨 论 勒 谈 判 ， 只 要 

会 议 达 成 协 议 ， 决 定 这 么 做 ， 我 国 代 表 团 不 能 理 觯 的 是 ， 承 认 筹 备 工 侏 ^ 谈 判 之 间 

的 合 乎 逻 辑 的 ， 明 确 说 明 的 联 系 如 何 就 会 影 响 任 何 代 表 团 的 实 质 性 立 场 . 

在 此 我 还 须 补 充 一 点 ： 们 应 不 失 时 机 地 对 基 本 问 颞 取 得 一 个 滑 楚 的 认 识 . 我 

们 在 此 县 否 准 备 尽 力 觯 决 正 在 出 现 的 外 层 空 间 的 寡 备 竟 譽 问 颞 ， 还 是 不 断 地 审 议 一 

些 问 颞 . 直 到 各 种 复 杂 性 交 错 在 一 起 ， 使 问 颞 变 得 无 法 控 制 或 无 法 克 服 为 止 ？ 正 如 

我 刚 才 解 释 的 那 样 . 由 于 众 所 周 知 的 原 因 ， 过 去 在 裁 ^ 工 佑 的 其 他 领 域 就 出 现 过 这 

种 情 况 ， 

为 就 抆 个 问 颞 达 成 协 议 逬 行 谈 判 . 已 经 有 很 多 国 家 佑 出 贡 献 . 在 裁 ^ 谈 判 委 员 

会 * 最 早 的 * 1 9 7 9车意大利代表团提出6 ^ 1 9 6 7 车 《 外 空 条 约 》 的 附 加 议 定 书 

( C D / g 号 ) ‧ 最 近 苏 联 的 一 个 贡 献 杀 提 出 了 一 项 关 于 禁 止 ^ 外 层 空 间 1 ^ 用 武 力 # 

W 外 层 空 间 向 地 球 傕 用 武 力 6 ^ 条 约 草 案 ， 5 * 已 反 映 在 笫 0 0 ^ ^ 4 7 6 号 文 件 》 * ^ 这 是 

方 面 的 又 一 个 建 设 性 努 力 . 本 着 闳 样 的 精 神 ， 我 国 代 表 团 在 1 9 8 3 车 4 月 1 4 日 的 

发 言 中 概 绛 了 " ^ 能 就 此 问 颞 开 展 工 佑 领 域 ‧ 我 们 关 于 特 设 委 员 会 的 范 囤 ^ 目 标 的 

设 想 县 很 全 面 的 ， 甚 至 可 以 纳 入 通 过 更 大 的 国 际 合 化 的 建 立 信 任 揞 施 的 措 词 方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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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没有战争 4 ^不意味着^平一样.我国代表团不相信在空间没有^备克赛一筝 

实本身会导致星际的稳定湘平.必须考虑将一些现有协定的一些有价值的特点综 

合起来，例如《月球协定》第5条勤1967车《外空条约》第1 1条就规定了关于 

提供与探索命1^用月球湘外层空间有关活动的情报的程.这就实际上承认了一个 

概念，即外层空间是属于全人类的领域，要求就此问题自由交流情报.空间科学 

技犬发展加以保密的做法否认了世界人民了觯情况的权利，也造成了猜忌^不信任 

我国代表团感谢瑞典代表团3月2 2日的宝贵发言，特别是奚中很有益地研究 

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备竟赛的现有一些协定，着直指出了这些协定的不足之处.i?: 

一贡献就在于强调了在特设委员会范围内开始认真而有系统地研究这一问颞的极端 

必要性，要求将此秭研究佑为就禁止外层空间的^备竟赛的一项或多项协定迸行谈 

剁的一种手段，以有效地弥补漏洞‧存本届会议上，蒙古、苏联、捷克斯洛伐克、 

意大利^阿根廷的大佶在宝贵的发言*也强调了设立关于议程项目5的特设委员会 

的极端必要性. 

囡此，我国代表团希望，应根据上述精神来看待2 1国集团的立场，一立场 

#不影响任何代表团的实质性立场.铭记着这些考虑，我国代表团希望会议通过最 

近正在就这一问颞进行的协商，能够不迟延地就将要设立的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的 

措词达成协议. 

最后，请允许我借用一个人类在探索空间方面已很著名的格言来说一下，根据 

本会议的职权范围设立一特设娈员会，从而前进一英寸将成为在防止外层空间^备 

竟赛方面迈出的一大步， 

主席:感谢斯里兰卡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妤的话，现在请尊敬的 

缅甸代表吴貌貌季大1^发言。 

吴貌貌季（缅甸）：主席先生，自我首次有幸在你抵达时认识你以来，我越来 

越敬僦你的个人品格勒外交技巧. S此，能够存你主持下参加会议工佑，我特别感 

到愉快，感到有信心.请允许我同时表示，我们极为欣赏本届会议第一个月期间在 

波兰的图尔斑斯基大#千练的指导下完成的工佑•― 

在联合国^本多边机构已有人反复强调，人类今天面临的最严重问颞就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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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免 核 灾 难 的 威 胁 ， 尽 管 人 们 佑 了 各 种 努 力 ， 一 威 胁 仍 在 不 断 增 长 ； 因 此 ， 本 会 

议 的 主 要 目 标 应 杲 指 向 核 裁 军 ^ 防 止 核 战 争 . 如 杲 我 们 在 此 议 程 项 目 3 t * »设想的某 

些 揞 施 更 广 泛 的 意 义 上 来 谈 论 防 止 核 战 争 ， 那 么 关 于 停 止 核 军 备 竟 赛 、 核 裁 军 以 及 

全 面 禁 试 条 约 等 的 议 程 项 目 1 ^ 2 进 行 的 审 议 就 涉 及 与 防 止 核 战 争 有 关 的 整 整 一 系 

列 具 体 措 施 . 而 这 同 样 很 难 设 想 ， 在 实 现 全 面 禁 止 在 一 切 环 境 中 迸 行 核 试 验 爆 炸 之 

前 就 可 以 釆 取 通 向 核 裁 军 的 有 效 步 骤 ， 

关 子 全 面 禁 止 核 试 验 的 谈 判 处 于 断 状 态 ， 当 前 这 秭 情 况 杲 与 过 去 所 做 的 一 切 

努 力 相 违 背 的 ， 因 为 没 有 奚 他 裁 ^ 问 颞 象 禁 止 核 武 器 试 验 一 样 经 过 了 么 多 的 讨 论 、 

辩 论 ^ 谈 判 ‧ 自 五 十 车 代 初 期 以 来 ， 这 个 问 颞 就 一 直 县 各 种 多 边 谈 判 ， 双 边 谈 判 及 

三 边 谈 判 的 议 颞 ， 国 际 社 会 对 禁 试 间 颞 的 优 先 关 注 反 映 在 大 会 自 1 9 5 1 车 将 : ^ 佑 为 

单 独 项 目 处 理 以 来 通 过 的 决 议 数 量 中 ， 如 今 些 决 议 的 总 数 已 超 过 4 0 个 ， 一 

数 字 比 就 奚 他 任 何 裁 ^ 项 目 通 过 的 决 议 为 多 . 

尽 管 在 ^ 一 优 先 考 虑 的 问 颞 上 傲 了 么 多 努 力 ， 迄 今 取 得 的 成 杲 只 有 2 0 多 年 

前 締 结 的 部 分 禁 试 条 约 ， 一 条 约 至 今 仍 勤 其 字 面 意 思 一 样 ， 是 部 分 禁 试 ， 而 且 还 

将 继 续 如 此 ， 直 到 通 过 禁 止 在 一 切 环 境 中 试 验 核 武 器 堵 住 漏 洞 为 止 ， 

部 分 禁 试 条 约 被 认 为 是 一 项 令 人 怀 疑 的 裁 ^ 措 施 ‧ 因 为 它 没 有 禁 止 试 验 ^ 研 剁 

核 弹 头 ， 从 而 偕 超 级 大 a 之 间 的 核 , 备 竟 赛 方 面 的 竟 争 得 以 继 续 逬 行 . 然 而 ， 部 分 

禁 试 条 约 也 有 其 积 极 方 面 ， 因 为 它 是 第 一 项 世 界 范 围 的 国 际 协 定 ， # 且 证 明 一 个 事 

实 ， 即 裁 , 协 定 可 有 助 于 缓 勤 国 际 紧 张 局 势 并 促 成 逬 一 步 的 协 定 . 然 而 ， 条 约 几 乎 

没 有 对 两 个 超 级 大 国 逬 一 步 试 验 核 武 器 造 成 任 何 限 制 ， 因 为 这 两 个 国 家 在 条 约 生 效 

后 比 生 效 前 逬 行 了 更 多 的 试 验 . 

所 有 国 家 都 接 受 了 全 面 禁 试 条 约 的 有 效 核 査 制 度 的 原 则 ， 囡 此 我 们 似 乎 无 需 一 

再 重 复 强 调 ^ 一 点 ‧ 考 虑 到 这 一 普 遍 性 的 承 诺 以 及 一 些 有 资 格 的 权 威 的 证 实 ， 象 过 

去 多 次 说 过 的 那 样 ， 似 乎 所 有 有 关 禁 试 核 査 的 技 术 性 方 面 都 已 明 确 了 • 现 在 ， 为 拟 

定 全 面 禁 试 条 约 所 需 要 的 是 各 国 的 政 治 意 愿 ，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在 1 9 8 0 车 报 告 的 前 言 

* 再 次 强 调 了 一 点 ， 奚 中 指 出 ： " 1 9 7 2 车 我 在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会 议 的 首 次 发 言 

中 就 表 示 相 信 ， 所 有 的 技 术 ^ 科 学 方 面 的 问 颞 都 已 经 过 彻 底 的 探 讨 ， 要 达 成 协 议 ， 

唯 一 需 要 6 ^ 就 畢 政 治 决 定 ‧ 我 现 在 仍 持 一 信 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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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面 禁 试 被 看 佑 , 通 向 制 止 核 ^ 备 竟 赛 必 不 可 少 的 第 一 个 步 骤 ， 因 为 在 核 弹 头 

质 量 方 面 的 竟 争 被 认 为 是 这 种 竟 赛 的 最 能 引 起 不 稳 定 的 因 素 . 核 武 器 发 展 的 奚 他 领 

域 的 研 究 一 样 ， 核 武 器 的 继 续 研 究 ^ 研 制 是 一 种 自 然 发 生 的 过 程 ， 应 通 过 禁 止 所 有 

核 试 验 爆 炸 来 加 以 控 制 ‧ 在 对 裁 ^ 揞 施 传 有 效 监 督 下 的 裁 军 协 定 的 目 标 是 存 国 际 一 

级 加 强 各 国 的 安 全 . 存 总 的 方 面 对 裁 军 措 施 有 效 的 原 则 同 样 也 应 对 全 面 核 禁 试 有 效 

无 疑 ， 全 面 禁 试 条 约 在 法 律 意 义 上 不 能 看 佑 : P ` — 种 裁 ^ 措 施 ， 因 为 它 不 涉 及 削 减 军 

备 . 但 : 在 适 用 于 ： 备 限 制 揞 施 的 较 为 一 般 的 意 义 上 ， 它 却 : i ` 核 裁 军 逬 程 的 有 效 

的 第 一 步 。 因 * 置 于 有 效 监 督 下 的 禁 试 条 约 将 规 定 可 增 迸 各 国 安 全 的 平 等 的 、 无 差 

别 的 义 务 . 多 车 来 ， 人 们 县 接 受 了 一 原 则 的 ， 因 , 为 主 要 核 武 器 国 家 的 传 统 态 度 就 

县 根 据 一 原 则 进 行 剁 . 再 次 承 诺 根 据 一 原 则 就 禁 试 条 约 进 行 谈 判 可 避 免 将 谈 

判 无 限 期 拖 延 下 去 的 可 能 性 . -

3 月 1 5 B , 会 议 收 到 了 审 议 关 于 检 测 ^ 识 别 地 震 事 件 的 国 际 合 佑 揞 施 特 设 科 

学 专 家 小 组 笫 三 份 报 告 . 我 国 代 表 团 不 打 算 就 报 告 本 身 发 表 意 见 . 不 过 ， 我 们 认 为 

结 合 该 专 家 小 组 正 在 取 得 的 进 展 谈 一 谈 本 会 议 的 工 佑 是 适 当 的 • 该 小 组 是 本 会 议 的 

前 身 ， 裁 ^ 谈 判 委 员 会 于 1 9 7 6 车 会 议 中 设 立 的 ， 奚 存 在 的 时 间 比 本 会 议 长 ‧ 牿 设 

科 学 小 组 的 职 权 是 审 议 并 报 告 关 于 识 别 地 震 事 件 的 国 际 合 作 措 施 ， 以 协 助 对 全 面 禁 

试 条 约 的 核 査 . 据 此 ， 在 奚 前 一 阶 段 的 工 传 * • 该 小 组 已 制 订 了 为 促 逬 S I 际 合 < f f e ^ 

全 面 禁 试 条 约 进 行 核 査 的 全 球 性 数 据 国 际 交 换 的 基 础 ， 根 据 第 三 份 报 告 ， 小 组 的 

工 作 已 达 到 这 样 一 个 阶 段 ， 即 正 在 拟 订 对 全 球 系 统 进 行 综 合 实 验 性 试 验 的 详 细 初 步 

计 划 . 根 据 职 权 范 围 所 明 确 规 定 的 ， 特 设 小 组 在 协 助 对 全 面 禁 试 条 约 逬 行 核 査 的 方 

面 已 取 得 了 相 当 大 的 逬 展 • 然 而 ， 本 会 议 在 拟 定 国 际 舍 作 体 制 方 面 尚 未 开 始 实 质 性 

的 工 作 . 赋 予 特 设 科 学 小 组 前 述 职 权 范 围 的 依 据 是 ， 就 检 测 地 靂 事 件 的 世 界 性 系 统 

6 ^ 能 力 达 成 的 一 项 广 泛 的 协 议 ‧ 考 虑 到 一 点 ， 我 国 代 表 团 认 为 ， 在 科 学 小 组 进 行 

其 工 作 的 同 时 ， 会 议 现 在 也 正 应 当 确 定 # 拟 订 关 于 核 査 的 国 际 合 作 措 施 的 要 点 . 为 

此 ， 瑞 典 提 出 的 关 于 禁 止 在 任 何 环 境 中 逬 行 核 试 验 爆 炸 的 条 约 草 案 所 附 的 第 一 号 议 

定 书 可 估 为 我 们 工 4 f e 的 基 础 • 

为 此 ， 如 杲 我 们 不 想 让 当 时 的 情 况 再 次 出 现 的 话 ， 我 们 可 以 回 忆 一 下 都 分 禁 试 

条 约 签 订 后 发 展 成 的 局 势 . 如 部 分 禁 试 条 约 设 想 的 那 样 ， 关 于 全 面 禁 试 条 约 的 会 谈 

在 前 者 生 效 后 就 恢 复 了 . 但 代 之 而 来 的 仅 是 集 中 对 技 术 性 问 颞 的 审 议 ， 而 不 是 谈 

判 做 出 贡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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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个 多 边 机 构 已 存 在 了 五 车 了 ， 自 创 立 以 来 ， 在 试 图 设 立 关 于 核 禁 试 的 特 

设 工 作 小 组 一 事 达 成 一 致 意 见 上 ， 就 花 了 三 年 时 间 ， 只 是 在 1 9 8 2 车 的 会 议 期 间 ， 

才 得 以 设 立 了 工 作 小 组 . 绝 大 多 数 主 张 广 泛 谈 判 职 权 范 围 的 成 员 国 以 妥 协 的 精 神 同 

意 了 一 个 有 限 制 的 职 权 范 围 ， 希 望 这 能 成 为 进 行 谈 判 的 初 步 进 程 ， 根 据 这 一 职 权 范 

围 就 核 禁 试 条 约 逬 行 的 工 作 的 实 际 经 验 表 明 ， 取 得 进 一 步 的 迸 展 的 前 景 、 茫 . 

去 车 ， 委 员 会 四 月 份 召 开 的 第 2 0 9 次 全 体 会 议 全 过 程 以 及 奚 他 ' 一 些 会 议 都 用 

来 讨 论 关 于 工 佑 小 组 的 职 权 范 围 问 颞 ， 箕 间 我 国 代 表 团 ^ : 8 ^ 他 一 些 代 表 团 一 起 表 示 , 

有 必 要 修 改 职 权 范 围 W 便 能 够 进 行 谈 刹 . 尽 管 绝 大 多 数 代 表 团 主 张 扩 大 职 权 范 围 ， 

但 工 4 f e 小 组 仍 # 主 席 发 言 的 基 础 上 板 据 同 一 个 职 权 范 围 进 行 工 估 ， 这 是 不 符 合 应 由 

委 员 会 通 过 一 商 定 文 本 的 惯 例 的 . 

, 考 虑 到 今 车 的 进 一 步 工 佑 ， 我 国 代 表 团 的 意 见 是 ， 对 去 车 核 禁 试 工 # 小 组 的 报 

出 评 价 应 杀 一 个 出 发 点 . 正 如 报 告 中 提 到 的 那 样 ， 已 提 出 了 建 议 并 向 委 员 会 提 

出 了 工 佑 文 件 ， 但 尚 未 能 够 进 行 有 系 统 的 讨 论 以 就 问 颞 达 成 一 种 一 致 的 态 度 ， 这 归 

囡 于 一 个 事 实 ， 即 各 代 表 团 不 愿 意 致 力 于 一 项 妥 协 ， 这 种 妥 协 将 要 求 有 某 秭 谈 判 进 

程 ， 但 这 存 无 谈 判 职 权 下 似 乎 杲 不 可 能 的 . 

一 情 况 反 映 在 报 告 的 第 十 三 段 中 ， 报 告 指 出 ， 工 佑 小 组 仅 能 够 一 般 性 地 认 可 

核 査 制 度 的 主 要 部 分 . 必 须 指 出 ， 这 一 制 度 的 要 点 原 先 就 : ? ` 十 八 国 裁 军 委 员 会 逬 行 

谈 判 的 基 本 前 提 ， 而 且 也 是 三 边 报 告 中 商 定 的 结 论 . 关 于 对 核 査 制 度 要 点 的 详 细 讨 

论 未 能 商 定 解 决 任 何 问 颞 的 办 法 ， 因 为 小 组 的 工 作 仅 限 于 表 达 某 些 代 表 团 或 代 表 团 

集 团 各 自 的 意 见 . 我 们 可 以 同 意 如 下 代 表 团 的 意 见 ， 这 些 代 袠 团 指 出 . 就 讨 论 的 范 

围 而 言 ， 核 禁 试 附 属 机 构 的 职 权 范 围 尚 不 十 分 详 尽 . 不 过 ， 代 表 团 或 代 表 团 集 团 各 

自 的 意 见 只 能 用 于 在 可 开 始 谈 判 逬 程 的 职 权 范 围 内 达 成 商 定 的 结 论 。 

今 天 上 午 ， 尊 敬 的 斯 里 兰 卡 大 使 代 表 2 1 国 集 团 介 绍 了 一 份 关 于 核 禁 试 特 设 附 

属 机 构 职 权 范 围 草 案 的 文 件 . 我 国 代 表 团 勒 本 集 团 他 国 家 代 表 团 一 致 支 持 本 集 团 

的 这 份 文 件 ， 而 我 今 天 的 发 言 也 反 映 了 我 们 对 这 份 文 件 的 支 持 ‧ 因 此 ， 我 们 谨 对 今 

天 上 午 将 此 文 件 提 交 会 议 一 事 表 示 欢 迎 . 

主 席 : 感 谢 缅 甸 大 1 ^ 的 发 言 以 及 他 对 主 席 所 说 的 友 好 的 话 ， 现 在 请 尊 敬 的 埃 及 

^ 阿 法 拉 尔 吉 大 傻 发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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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法拉尔吉先生（埃及）：主席先生，今天，我第一次在裁军谈判会议发言， 

请允许我表示为见到你在本月份指导会议的工你的喜悦心情，你是一位埃及人民与 

之有着热情^爱慕感情的联系的友好人民的代表.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当前发展良好; 

你富有建设性地处理了过去一周中的工作，这证实了你所具有的经验*能力，你的 

能力给了工佑以新的推动41^觯决了出现的许多问颞‧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主持了上个月会议工佑的波兰大1^图尔迹斯基表示 

感谢，4^赞赏他在上个月所取得6^所有成杲，这证实了他对问颞有着十分深切的敏 

感性，也证实了他那无可估量的知识. 

我还要向所有那些欢迎我加入到个会议的圈子>^的人表示感谢‧我对他们的 

欢迎的直接反应就是愿意谋求我国代表团^奚他代表团之间的合诈，以便实现我们 

目标的真诚愿望，同时，我也要反过来利用这个机会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即澳大 

利亚大伸，比利时大1^、加拿大大^、古巴大1^、埃塞俄比亚大1i、匈牙利大僵、 

印度尼西亚大便以及斯里兰卡大偾，#祝愿他们一切顺利，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在开始发言时将我6^某些个人感情告诉你：这是一位新参 

iff者6^感情，他相信裁,事业及奚必要性，而且他已为一目标工佑了多车.今天， 

我回来^你们一起重新努力，以实现裁军6^目标，我怀着很多关注Jfo不理解的心情： 

我对个第一`流的谈判讲坛所做的迟疑不前的努力感到关注，但又不理解导致种 

失败的真实原因，甚至对此产生疑问. 

自联合国大会于1959车1 1月2 0日通过笫1378(XIV)号决议以来，四 

發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该文件申明"晋遍^全面裁军"是世界面临的最重要问颞. 

然而，尽管国际社会坚持不懈并不断敦促实现这一目标，尽管大会就裁军问颞通过 

了大量的决议一仅上届会议就通过了六十个决议一这种情况既反映了一种消极 

趋势，又反映出一#积极的趋势，尽管有所有这一切情况，事实却是，只取得了 

极小、极有限的成杲，在大多数情况下从未超出过小规模的、局部的活动水平. 

情况既然如此，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想一想.是什么导致我们陷入了这一局面？ 

难道没有权利共同面对这一局面，通过共同努力克服障碍并实现人类和平、安全与 

稳定的渴望？在这方面，人们常常提到"缺乏政治意愿"特别是提到大国缺乏政治 

意愿，它们在裁军方面负有主要贵任，因为它们拥有庞大的军事武氣然而，如果 

我们接受这一事实，我们就相信，缺乏政治意愿只不过是总的国际关系中"缺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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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 的 自 然 结 果 ， 尤 其 是 大 国 关 系 中 " 缺 乏 信 任 " 的 自 然 结 果 。 这 些 情 况 的 后 果 就 

是 ， 怀 疑 代 替 了 信 任 ， 冷 战 代 替 了 谅 觯 ， 世 I 目 睹 了 在 国 际 关 系 中 以 武 力 为 后 盾 的 

顽 固 政 策 ， 看 到 人 们 不 尊 重 《 联 合 国 宪 章 》 确 立 的 原 则 ， 而 这 些 原 则 正 是 联 合 囯 组 

织 的 基 石 ； 世 界 也 看 到 了 犹 如 脱 缰 之 马 的 军 备 竟 赛 和 武 库 中 武 器 的 积 累 * 

如 果 我 们 认 识 到 国 际 气 氛 和 裁 军 谈 判 之 间 既 有 联 系 又 相 互 影 响 ， 因 为 国 际 生 活 

的 稳 定 必 然 为 谈 判 产 生 较 为 有 利 的 气 氛 ， 从 而 使 裁 军 问 题 能 取 得 讲 暴 ， 而 这 一 领 域 

取 得 的 成 功 随 之 也 会 反 映 在 国 际 关 系 方 面 ， 稳 定 状 况 加 强 了 . 因 此 ， 似 乎 很 清 楚 ， 

极 为 重 要 的 是 恢 复 国 际 关 系 中 失 去 的 信 任 并 谋 求 取 得 相 互 谅 觯 和 合 作 所 需 的 所 有 保 

障 ； 要 做 到 这 一 点 ， 必 须 尊 重 《 联 合 国 宪 章 》 的 原 则 和 国 际 法 条 例 ， 必 须 明 确 地 不 

侵 犯 别 国 的 主 权 与 领 土 完 整 ， 必 须 尊 重 各 国 人 民 自 由 、 独 立 和 自 决 的 权 利 ， 必 须 反 

对 军 备 竟 氛 反 对 加 紧 生 产 可 对 国 际 和 平 与 安 全 造 成 真 正 威 胁 的 毁 灭 性 、 破 坏 性 武 

对 我 们 来 说 ， 1 9 7 8 年 召 开 的 第 一 届 专 门 讨 论 裁 军 问 题 的 大 会 特 别 会 议 是 指 引 

我 们 的 灯 塔 ； 特 别 会 议 的 《 最 ^ 文 件 》 载 有 全 面 彻 底 裁 军 的 原 则 和 目 标 的 综 合 设 想 ， 

特 别 是 文 件 第 4 5 段 中 规 定 ， 必 须 高 度 优 先 考 虑 核 裁 军 . 该 次 会 议 设 立 了 裁 军 谈 判 

娄 员 会 ， 即 现 在 的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 并 赋 予 它 惟 为 唯 一 的 国 际 多 边 裁 军 谈 判 机 构 的 某 

些 重 要 贵 任 。 今 天 . 虽 然 自 我 们 开 始 工 作 以 来 已 过 去 了 6 年 ， 我 们 仍 无 法 实 现 我 们 

的 目 标 。 也 没 有 做 出 任 何 工 作 以 实 现 第 二 次 特 别 会 议 所 阐 述 的 国 际 社 会 的 目 标 和 希 

^ 人 们 甚 至 会 怀 疑 ， 这 些 目 标 和 希 望 是 否 比 六 年 前 更 加 难 于 实 现 了 ？ 因 此 ， 一 方 

面 确 实 令 人 遗 憾 的 是 ，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未 取 得 任 何 具 体 成 果 就 逝 去 了 ， 另 一 方 面 我 

却 希 望 至 少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在 这 一 领 域 能 够 取 得 较 多 的 戍 功 . 

核 武 器 国 家 的 贵 任 一 尤 其 是 拥 有 最 大 核 武 库 的 两 大 国 的 贵 任 一 对 实 现 核 裁 

军 具 有 首 要 意 义 根 据 《 不 扩 散 条 约 》 ， 这 些 国 家 承 诺 为 就 停 止 核 军 备 竞 赛 和 核 裁 

军 的 有 效 措 施 进 行 谈 判 * 而 无 核 武 器 国 家 则 承 诺 不 参 加 核 倶 乐 部 ， 也 不 谋 求 取 得 核 

武 器 ； 虽 然 后 者 尊 重 了 自 己 的 承 诺 ， 核 武 器 国 家 却 一 直 在 继 续 在 其 武 库 中 扩 充 大 量 

的 核 武 器 ， 研 制 新 型 的 武 器 ， 它 们 的 军 备 开 支 达 到 了 夭 文 数 字 般 的 巨 额 ‧ 

今 夭 在 《 不 扩 散 条 约 》 第 三 次 审 査 会 议 筹 备 会 议 开 幕 前 夕 ， 我 们 有 权 问 一 下 ， 

所 有 这 些 承 诺 发 生 了 什 么 情 况 ？ 核 武 器 国 家 打 算 什 么 时 侯 才 来 簟 重 他 们 自 己 关 于 停 

止 核 军 备 竟 赛 及 核 裁 军 的 承 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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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务以前，美苏在日内瓦开始进行关于欧洲中程核导弹和削减战略军备的谈 

判开始时，曾给人们带来了一线光明的希望。当时，埃及在一份正式公报中指出， 

埃及欢迎这些谈判，强调了这些谈判对埃及这样一个地中诲国家，其安全与欧洲安 

全牢固联系在一起的重要性。公报还指出，"欧洲安全与稳定方面取得任何成杲都 

会对中东®家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努力产生积极影响"。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密切注视着这些谈判的进展。当这些谈判出现僵局时. 

我们慼到十分关注；而当会谈宣布中断时，我们还表示了遗憾。在这方面我们唯一 

可以说的就是.我们希望这两个IS家能尽快回到谈判桌旁，努力创造必要的气氛， 

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并就会谈的成功所必需的保证达成协i义。 

我们也认为，关于欧洲建立信#与安全措施和裁军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以及几天 

前在维也纳恢复的相互均衡裁减部队的谈判将给我们带来希望并将证明（有关方面) 

有决心继续并深入进行对话。 

一方面，如果我们对当前日内瓦谈判的状况表示遗憾，那么这也许会促使那些 

仍怀疑我们会议对核裁军进行审议的重要性的代表团重新检査它们的观点，经验毫 

无疑问地证明，^边会谈中遇到的障碍与本会议是否审议核裁笙问题之间是没有联 

系的。相反，裁军谈判会议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可能是对及边努力的一种建设性贡 

献，因为这种努力反映了大部分国家居民而不是谈判者的意见，而他们有权加起 

草对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同样有效的决议和公约。实际上，在新德里举行的 

最近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最后文件》中已提到了这一点，文件指出："核武 

器不仅仅是一种战争武器，而且是一种大规模毁灭性的手段。因此不结盟国家元首 

或政府首脑认为把所有各国的安全和人类的生存作为少数核武器国家安全利益的抵 

押品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正值我们准备在一年半以后举行《不扩散条约》第三次审査会议时，我 

希望到那时我们不会处在今天这样的状态；为此，我恳请诸位真诚#加倍努力，以 

在这一领域取得具体的进展。 

在这方面亳无成果地每过去一天就会增加进行核裁军的困难；如果不釆取任何 

真正的措施去制止核箪备竟赛而任其以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那么不要多久就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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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到 这 目 标 了 。 

我 们 都 同 意 迫 切 需 要 停 止 核 萆 备 竟 赛 并 进 行 核 裁 军 ‧ 而 实 现 这 一 目 标 需 经 过 一 

系 列 重 要 阶 段 ， 其 中 第 一 个 阶 段 就 是 全 面 禁 止 核 试 验 条 约 。 

第 一 届 专 门 讨 论 裁 ？ 问 颞 的 大 会 特 别 会 议 《 最 后 文 件 》 以 及 大 会 此 后 通 过 的 一 

些 决 议 始 终 强 调 这 一 问 颞 的 优 先 地 位 ， 这 一 问 题 虽 然 本 身 不 是 目 标 ， 但 却 是 实 现 停 

止 核 箪 备 竟 赛 和 核 裁 军 的 一 个 必 需 而 重 要 的 步 m > 

当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在 一 个 职 权 范 围 受 到 限 制 的 特 设 工 作 小 组 开 始 研 究 其 i 义 程 上 

的 第 一 个 项 目 ， 即 关 于 核 禁 试 的 项 目 时 ， 我 们 曾 确 信 该 特 设 小 组 的 任 务 因 为 与 研 究 

视 察 与 监 督 措 施 有 关 ， 因 而 是 临 时 性 的 ， 笄 且 确 信 问 颍 将 被 带 到 谈 判 阶 段 . 以 便 草 

拟 一 项 全 面 禁 止 核 试 验 的 综 合 性 公 约 。 

然 而 ， 我 们 一 方 面 认 识 到 全 面 核 武 器 禁 试 公 约 中 应 规 定 视 察 和 监 督 措 施 的 重 要 

性 ， 另 一 方 面 我 们 却 认 为 这 些 措 施 可 与 关 于 条 约 草 案 的 其 他 问 颞 一 起 加 以 研 究 。 我 

们 仍 然 希 望 能 在 本 会 议 看 到 秘 书 长 于 1 9 7 2 年 发 言 时 提 到 的 那 种 " 政 治 意 愿 " ， 当 

时 他 说 ： " 所 有 的 技 术 和 科 学 方 面 的 问 题 都 已 经 过 彻 底 的 探 讨 ， 要 达 成 最 后 协 i 义 ， 

唯 一 需 要 的 就 是 政 治 决 定 。 " 

无 疑 ， 关 于 地 震 事 件 特 设 专 家 小 组 的 工 作 的 结 杲 一 埃 及 曾 派 出 一 名 专 家 出 席 

该 小 组 的 第 十 三 次 会 议 一 在 这 一 领 域 是 十 分 有 用 的 。 我 们 借 此 机 会 对 特 设 小 组 通 

过 并 向 会 议 提 交 的 《 第 三 份 报 告 》 表 示 满 意 的 心 情 。 我 们 希 望 该 小 组 工 作 腼 利 。 

防 止 核 战 爭 一 作 为 一 项 紧 迫 措 施 一 的 问 题 在 买 现 核 裁 军 前 具 有 首 要 的 重 要 

' ！ ^ H . 穆 巴 拉 克 总 统 1 9 8 3 年 9 月 2 8 日 在 联 合 国 大 会 的 致 词 强 调 了 这 一 重 要 性 , 

他 说 ： " 居 于 我 们 议 程 首 位 的 就 是 消 除 核 战 争 咸 胁 的 问 题 ， 我 们 应 该 集 中 注 意 这 个 

问 颞 。 这 样 一 场 战 # 狠 可 能 毁 灭 人 类 文 明 及 其 自 原 始 时 代 以 来 的 一 切 成 就 。 既 不 会 

有 胜 利 者 ， 也 不 会 有 失 败 者 。 人 类 的 过 去 、 现 在 和 将 来 都 会 被 同 时 抹 杀 一 净 。 " 

最 近 一 次 联 合 国 大 会 通 过 关 于 防 止 核 战 争 的 决 议 时 ， 其 意 图 是 要 说 明 消 除 核 战 

争 危 险 是 它 的 高 度 优 先 和 最 为 紧 迫 的 任 务 ， 说 明 保 护 人 类 使 其 免 遭 如 此 大 规 模 的 灾 

难 是 我 们 全 体 的 共 同 责 任 。 

这 些 决 议 ， 尤 其 是 最 近 的 第 3 8 / 1 8 3 号 决 议 强 调 ，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应 釆 取 " 切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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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措施，防止核战争".并要求会议作•为一个最高优先事项在关于该问颞的特设 

工作小组协助下进行谈判，以就这些措施达成协议。 

显然，会议同意将防止核战争作为单独项目列入议程就反映了问颞的重要性和 

优先地位。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接受这一要求，并且负起我们的贲任，立 

即进行谈判，为防止核战争确定必需的措施。就我国来说，我囯重申我国在2 1国 

集团中釆取的立场，这在CD/PV. 341 号文件中已提出来了。其中心思想就是认为 

必需设立一个附属机构，以便根据许多文件、倡议及研究结杲以及已提出的或将来 

可能拟定的各种提案进行关于这一问颞的工作。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现在换一个话颞，进而谈一谈在实现核裁^之前应釆取的 

紧急临时措施方面的问题。我想谈的就是保证不向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问颞。 

我国代表团尤为关心这一问题，并且认为，只要核武器国家还拥有核武库，那 

么无核武器国家就有权取得关于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保iiEo 

确实，不使用核武器的真正的、明确的保障完全有赖于实现核裁军。但是，上 

述保证，必须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暂时可以作为自愿宣布不取得核武器的无 

核武器国家的合法的对应措:ÎÊ> 

我们曾反复指出，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第255"f决议作为保障是不充分的，正 

如我们已表明，除中il外，核武器国家所做的单方面宣布中包含的条件使这些宣布 

的内容形同虛设。.我们希望，特设工作小组内迄无成果的努力终将导致就"准则" 

达成妥协，宣布向天核武器国家提供必要的保证的法律义务；为此，我们毫不怀疑 

地认为，不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是这一领域的一个建设性步氣 

虽然埃及认为停止核军备竟赛和进行核裁军的首要责任总的来说主要在于核武 

器国家，具体来说在于两个大国，但我们还是做了一切可能的努力，有效地和其他 

有关II家一起釆取了国际社会确定的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措;SÊo根据这一精神， 

埃及是首批签署了 1968年《不扩散条约》的国家之一，并于1981年批准了这一 

条约。埃及还将其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 

^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到此为止。19 7 4年.埃及还率先主张在世界上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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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爆炸性的重要地区，即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自那以来，埃及参与了大会随 

后通过的所有决议草案，最近的一份就是第38/6 4号决议。•该决议特别促请该地 

区所有国家在无核武器区建立以前，不研制、生产、试验或用其他办法取得核武器 

或在各自领土上设置此种武器，并将其所有核活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 

之下。 

我们认为，该地区所有国家尊重这一决议的内容，并作出这样意思的声明，将 

这些声明按决议的要求交存安全理事会，这将是通向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一个 

重大步此外，如果核武器国家和所有其他国家不釆取饪何违反这一决议文字和 

精神的行动，并承诺协助建立这样的无核武器区，则将大大有助于在中东确立和平 

与安全。 

如果大家都有探索外层空间并将其用于和平目的的平等权利，并且有利用这种 

探索的取得的好处来促进福利的共同利益，那么他们也有权象他们期望得到人类发 

展到空间的利益一样，深切关注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方面，各国.尤其是拥有尖端 

技术手段的囿家日益加剧的竟争。 

有人认为这种竟争尚未开始，不管这种说法对否，连最乐观的科学家都说，他 

们不怀疑当今世界已经到了危难时代的边缘，实事预算在空间计划和研究方面不断 

加码，并且统计数字也表明十个航天器中有八个是核力量或常规力量的一部分，这 

些都强烈地证实了上述看法。 

今天，外层空间的萆事化已不再局限于军备竟赛的质量方面的发展，它还有助 

于精心搞出一套新的军事理论，这些理论考虑到在未来的战争中使用外层空间的可 

能性。外层空间军事化的政策如今已超出了部署旨在攻击敌人卫星的导弹的界限， 

达到了用卫星支援地面部队的地步。似乎人类并不满足于地球上已积聚的毁灭性、 

灾难性的军备，这些军备足可将世界毁灭多次，而还需要用外层空间来建立新的毁 

灭性系统。 

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第二届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强调了这 

一情况的严重性并指出，军备竟赛向外层空间的延伸将是引起囯际社会深切关注的 

一个根源。会议呼吁所有囯家，尤其是拥有较大的空间能力的国家积极为防止^备 

竟赛扩大到外层空间而做出贡献，并且不要采取任何违反这一目标的.行动。会议还 



CD/FV.254 

25 

(阿法拉尔吉先生，埃及） 

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即现在的裁^谈判会议优先处理这一问题。 

此后，联合国大会第38/7 0号决i义重申应将外层空间专用于和平目的。决议 

强调："国际社会应釆取进一步的有效措施以防止外层空间的萆备竟赛"并呼吁所 

有国家，尤其是拥有较大的空间能力的国家"对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目标作出积极 

贡献，并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备竟赛采取急切的措施"。决议还要求裁军谈判会议 

为此问颞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埃及意识到如果世界投入外层空间的^备竟赛将会产生的灾难性后杲，我国从 

一开始就敦促并恳请国际社会担负起自己的贵任.制止一切使外层空间^事化的企 

图并确保将外层空间专用于和平目的。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对这一问颞进行研究的尝试遭到某些国家的激烈反对. 

它们声称，委员会没有资格处理这一问颞，而裁箪谈判会议才是唯一有权这样做的 

浦 0 

大家都清楚的是，虽然这一项目列入了议程，但会议从未在这一问颞上做过任 

何认真的工作，而且尽管在原则上同意设立工作小组，但囡为无法就其职权范围的 

适当方案达成协i义，设立工作小组的努力都白费了。 

我们都同意，要同时说两种语言是无法想象的，而且，要我们的会议再等待下 

去，不对反映在上届大会中的整个国际社会的愿望作出反应，这也是不可想象的。 

埃及参加的2 1国集团在第CIV329/Rev. 1 号文件中强调了设立一附属机构 

以就旨在防止外层空间的^备竟赛达成一项或多项协定进行谈判的重要性，事买上， 

这是联合国组织147个会员国的愿望，因为这些国家都自愿:^通过了上届联合国大 

会的决议。 

我们深感关切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缺乏成杲，并担心某一天人类会后悔 

探索了外层空间，而人类原先是把它视作辉煌业缋予以欢呼的，将繁荣的梦想寄托 

在这上面，从来没有认为它会成为灾难力量的一个新方面。 

主席先生，在结束发言前，请允许我对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在我的同事和朋友 

瑞典大使R.厄克于斯主持下恢复了工作表示高兴的心情。我毫不怀疑该委员会的 

工作在当前阶段是尤为重要的，该委员会将成功地克服面临的一切障碍并最终能够 

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的商定的内容草拟出适当的方案。 

我感到高兴的是，美国作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声明.表示不久将在这方面提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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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条 约 草 案 ， 而 苏 联 代 表 团 也 釆 取 了 一 个 积 极 的 步 骤 ， 将 接 受 国 际 视 察 员 常 驻 化 学 

武 器 储 存 销 毁 的 设 施 处 ， 我 希 望 这 些 建 设 性 的 主 动 行 动 能 产 生 推 动 特 设 委 员 会 工 作 

的 作 用 ， 使 之 能 够 达 到 我 们 长 期 盼 望 的 目 标 , . 即 拟 订 全 面 禁 止 化 学 武 器 的 条 约 草 案 。 

主 席 : 感 谢 埃 及 代 表 对 我 国 及 会 议 主 席 所 说 的 友 好 的 话 。 现 在 请 尊 敬 的 德 意 志 

联 邦 国 代 表 韦 格 纳 大 使 发 言 。 

韦 格 纳 先 生 (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 ： 主 席 先 生 ， 这 是 我 在 你 任 主 席 期 间 第 一 次 

发 言 。 对 我 来 说 . 这 是 表 达 我 国 代 表 团 见 到 你 任 这 一 重 要 职 务 的 愉 快 心 情 的 令 人 欢 

迎 的 机 会 。 在 你 当 前 的 职 务 中 ， 你 表 现 出 了 你 那 使 我 们 两 国 政 府 一 尤 其 是 使 我 们 

的 两 位 现 任 外 交 部 长 一 甚 至 在 困 难 和 紧 张 时 期 也 能 维 持 工 作 关 系 的 那 种 同 样 的 谅 

解 和 公 允 的 品 质 以 及 对 话 才 能 。 

我 们 本 周 的 全 体 会 i 义 专 门 讨 论 议 程 项 目 6 , " 保 证 不 对 无 核 武 器 国 家 使 用 或 威 ' . 

胁 使 用 核 武 器 的 有 效 国 际 安 排 " ， 我 们 已 将 这 一 复 杂 的 说 法 简 缩 为 " 消 极 安 全 保 证 ; ， 

议 程 项 目 6 是 我 们 内 容 很 多 的 工 作 任 务 中 单 独 的 一 个 部 分 . 但 是 它 与 议 程 项 目 3 , 

防 止 战 争 ， 尤 其 是 防 止 核 战 争 关 系 是 很 明 显 的 。 因 此 ， 我 H I 代 表 团 在 第 C ] V 3 5 7 

号 工 作 文 件 中 将 消 极 安 全 保 证 列 为 要 求 各 国 对 防 止 战 争 做 出 有 意 义 贡 献 的 领 域 之 一 。 

作 为 赞 成 去 年 的 联 大 第 3 8 / 6 8 号 决 议 的 代 表 团 之 一 ， 我 谨 借 此 机 会 强 调 ， 我 们 继 

续 关 心 这 一 问 题 。 我 国 代 表 团 希 望 大 家 为 专 为 寻 求 共 同 方 法 或 共 同 方 案 的 谈 判 积 极 

作 出 新 的 努 力 ， 使 其 体 现 在 今 后 的 具 有 适 当 约 束 性 质 的 完 整 的 文 件 中 。 我 们 认 为 ， 

第38/6 8 号 决 议 可 以 说 是 为 这 种 新 的 一 轮 谈 判 提 供 了 一 个 极 好 的 出 发 点 。 我 们 有 

理 由 预 测 ， 当 前 的 政 治 事 态 本 身 虽 然 是 令 人 遗 憾 的 ， 伹 却 ' 会 有 助 于 我 们 为 寻 求 共 同 

方 案 或 共 同 方 法 的 新 努 力 。 联 大 第 3 8 / 6 7 号 决 议 的 主 要 拟 订 者 是 华 沙 条 约 组 织 的 一 

个 成 员 国 ， 这 份 决 议 中 仍 然 宣 扬 一 种 观 点 ， 即 消 极 安 全 保 证 作 为 一 个 优 先 事 项 应 与 

放 弃 了 核 选 择 的 、 并 且 不 允 许 在 其 领 土 上 部 署 核 武 器 的 无 核 武 器 国 家 联 系 起 来 ， 决 

议 重 申 了 华 沙 条 约 国 家 的 观 点 ： 不 部 署 核 武 器 应 成 为 检 验 是 否 可 取 得 消 极 安 全 保 证 

的 标 > i o 同 时 华 沙 条 约 的 其 他 成 员 国 却 公 开 宣 布 它 们 正 在 其 领 土 上 设 置 核 武 器 ， 而 

且 说 不 定 已 进 而 大 量 部 署 新 的 核 武 器 系 统 。 因 此 我 们 可 以 推 定 ， 华 沙 条 约 国 家 通 过 

有 效 的 行 动 已 经 从 它 们 的 消 极 安 全 保 证 先 决 条 件 清 单 上 取 消 了 不 设 置 的 标 ^ 我 可 

以 肯 定 ， 当 重 新 设 立 的 消 极 安 全 保 证 特 设 委 员 会 开 始 工 作 时 ， 这 种 情 况 将 有 助 于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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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 ― 

正当会议仍在探索处理关于防止核战争的议程项目3的适当工作形式时我 

团希望这一努力近几天内就可获得成功，下星期一在日内瓦又将发生一个与防止战 

争，特别是防止核战争直接有关的窠件。不扩散条约第3次审査会议筹备委员会即 

将举行其第一届会议。尊敬的埃及代表刚才提到了这一点.这无疑将要求我们在本 

会议中的许多人代表他们各自的国家出席这一会议。筹备委员会的首届会议本身可 

能只具有有限的新闻价值.然而，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和整个囿际钍会在不扩散条约 

笫三次审査会议筹备工作开始进行时，发现它们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此，我 

打算简单地谈一谈不扩散条约及有效的不扩散制度的意义。我要,提一下.我囿代 

表团（还是在第CD/357号工作文件中）已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即在防止核战争^ 

面，核不『散的有效政策相其他战略一起，起着关鍵性的作用.在即将到来的不扩 

散条约审査会议筹备工作开始时，人们将清楚地注意到一个遗憾的窠实，即国际钍 

会的某些重要的、有着良好意愿的国家尚认为自己不宜在条约上签字.在某些情况 

下，正是这些极为义正辞严地谴贲核武器的国家，因而却没有利用不扩散条约的潜 

力去限制这种武器的进一歩扩散‧我囿代表团希望不扩散条约审査会议及其筹备工 

作过程能使更多的国家认识到，现有的几个核武器国家以外的囿家取得核武器对囿 

际社会的任何成员都是不利的；而且事实上，取得这种武器的任何企图将造成使我 

们大家都受害的引起不稳定的严重的影响，更不要说真的取得核武库的憒况了.我 

们自己参加不扩散条约审査工作将使我们经常有机会呼吁所有未成为不扩散条约締 

约国的国家都来参加这一条约，从而使条约能够普遍适用.我国政府在这样强调了 

横向不扩散核武器的高度价A时，也清楚地认识到横向和纵向不,散的关系.正是 

考虑到应控制扩散的这两个表现形势，我国政府才认为1985年审査会议能取得积 

极的成果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种成果将在条约剩下的有效期内并在进一步暂时延 

长后使条约产生更大的力量， 

有两个问题很可能成为不扩散条约审査会议的辩论中心，这两个问题都与本会 

议有着直接联系：核裁军以及全面禁试条约的前景.显然，条约第五段中关于核裁 

军的义务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不扩散条约是主要核武器国家在法律上承诺进行核 

裁军的唯一现有国际文件，这就是说它们承诺诚意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谈判.当 

前.一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单方面地离开了两个专门讨论 核裁军的关鍵性谏判讲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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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桌，它表示不愿意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回到这些谈判中来因此这种情况 

显然是与不扩散条约的规定不一致的；如果这种不幸的局面到,査不扩散条约之时 

或在筹备阶段对不扩散条约的条款进行实质性审议期间仍然占主导地位，条约締约 

国届时就只能将其提出来供审査。它们，即缔约国，当然具有法律地位援引核武器 

囿家根据第六条应作的承诺，而其他的那些非缔约国则没有这种资格‧那些尚在不 

扩散条约缔约国之外的国家在权衡要求它们参加的呼吁时当然不应忽视这一简单事 

实. 

另一个主要的裁军问题，即全面禁试条约， I E如不扩散条约序言部分提到的那 

样，也具有 1 ^等的意义。我囿政府极为,视尽早订立全面禁试条约；我頃领导人曾 

利用每一个,大的机会公开表明这一意见.我们认为，全面禁试条约是不扩散条约 

缔约国的责任和义务之间平衡的一个基本要素。 

同时，我们强烈地认为——我们也知道本会议同意这一观点——核禁试条约的 

关鍵部分是拟订能使有关缔约国慼到放心，认为规避条约的企图不会不被察觉的核 

査和遵守制度•这是我们关于核试验的附属机构的现有职权范围的理论依据.从我 

囿代表团的角度看，从充分觯决核査问题一既从其技术方面，又从其政治体制 

方面觯决一进而进行全面的条约谈判，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去年虽然促进了核 

禁试工作小组的工作，但我们慼到遗憾的是，仍未对固有的问题进行全面审议*但 

这一任务仍然很突出，我囿代表团希望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作能够加速进行，讨论 

能进行得内容更充实、更全面些.对这一任务所选用的工作形式当然应与去年的相 

似，但所有参加者如能对达成一个絛改了的职权范il方面表现出灵活性，则将有于 

这一工作产生一个朝前看的前景，会议在不扩散条约审査会议的筹备阶段开始时的 

确应在核试验问题上表现出一种不断前进的工作进程‧ 

我们都确信，即核禁试条约的核査既是在技术上很复杂的，又是十分重要的. 

这一信念也是我们在设立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囿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 

家小组及其工作方面的主导意见•这一小组刚.提交了它的第三份报告.我知道，主 

席先生，你的计划是将报告放到稍晚些时候来讨论，但是，请允许我先来谈一谈这 

个问题，哪怕时机尚不成熟也罢.我打算介绍一下关于"地震事件记录技术新发展 

的各方面情况"的工作文件(CD/491号），从而使我们将要对专家们的第三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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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进行以及他们今后工作的前景的辩论内容更丰富些。 

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对地震专家小组的十分全面、精心拟出的第 

三份报告感到满意，也对该小组在其主席，达尔曼博士十分胜任有效的指导下取得 

的实质性进展感到满意。我国代表团还满意地注意到旨在证实设想中的全球系统某 

些部分的运行能力的有限试验活动的计划•虽然试验将仅利用一级数据作世界气象 

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传送之用，但由于增加各集团参加实验的国家数量，并且由于该 

项试验是综合性的，可在实现全面禁试条约核查制度方面取得真正的、有意义的进 

展。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并为了进一步推进我们在拟订全面核禁试条约的道路上的 

进展，今天我要向各位同事介绍一下前面提到的那份工作文件供参考‧文件已在特 

设地震专家小组最近的会议上散发，但未对其进行充分的讨论；而且婁实上文件也 

超越了 震专家小组目前的较为技术性的职权范围，为未夹的全球地震台网开辟了 

更广泛的前景‧请允许我回顾一下，在地震专家小组的第一份报告一CCD / 5 5 8 

号文件——中就提出了这种全球系统的最为先进的模型，当时用了一个颇具未来派 

味道的名称叫地震台网I.之所以说它有未来派味道，是因为当时这一模型仅提出 

了假设的系统的概况‧由于电子仪器、计算机技术和电信方面的发展，地震台网I 

如今已成了一个明确的、具体的可能性.我国代表团的工作文件不仅谈到地震台网 

M.还增加了新的组成部分，为全球地震台网提供了一个更为先进的轮廓.因此， 

将这一先进的模式定名为"地震台网^ ，能不会显得过于自负。在我们向诸位提 

出这份文件并请求将其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015/491号散发的时候，我特 

别要请诸位注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做的努力，即在钻孔中装置地震仪以改善地震 

台站在噪声条件不利的地区的检测能力.关于将小型台阵中的装置在钻孔中的台站 

网的组成部分的设想对于有关地区的区域性及局部事件的有效监测来说是很有前途 

的.这一模型使我们可以考虑建立在记录和分析地震数据方面高度自动化的综合性 

的，设备齐全的"黑盒"系统。不过，请允许我强调一下，在模型中引入一些具有 

十分先进的特性的东西，不可能给未来的全面禁试条约締约国增加一个过份的技术 

负担，这在事实上将使监测台网更为易于管理，易于操作.如果在即将对地震专家 

的第三份报告进行的辩论中各代表团认为适于把这份工作文件也列为它们研究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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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对象'我将感到十分高兴， -

我今天谈到的两个问题都属于一个更广泛的标题，即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 

关事项。请允许我谈一谈同一问题领域的另一个更为基本的方面，并请允许我从最 

近在全体会议上听到的发言中特别提到一个具体的发言‧我这里指的是我尊敬的邻 

座，匈牙利大使梅斯泰3月1 5日的发言.他在发言中专门谈了使用，首先使用、 

第二，核武器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虽然我必然不同意他提出的许多论点，但 

是我还是要赞赏他提出自己观点的那种辩论性的，详尽的方式。他的发言是一种可 

使我们提高辩论水平的发言，有助于我们公正对待防止战争的议题的关键性意义， 

而不论我们意见如何分歧 •显然，梅斯泰大使的发言提出的问题比回答的多，其 

中有关于不使用核武器的概念、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概念以及（如果接受的话）笫 

二使用核武器的概念之间在逻辑上的一致性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涉及到那*公布 

的政策与自己的军事理论、军队结构、指挥系统、全面能力以及正在进行的军备釆 

购情况不符的a家所做的和所宣传的关于不首先使用的承诺的可信性‧有的问题涉 

及《联合国宪章》第2条及第5 1条的范围，有的涉及常规冲突与核冲突的界限以 

及预先区分此种冲突的可能性；总之，这些问题中法律方面的意见和政治哲学的根 

本问题纠缠在一起，换言之，梅斯泰大使提出了一些法律方面的论点，从而把关于 

防止战争的任务的整整一系列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一定会 

^他一起深入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与我们工作的中心问题十分有关系， 

我期待着无论是在全体会议还是——最妤一在可望即将为军议议程项目3而确立 

的特殊工作机构中，陆续谈到他提出的许多问题。 

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们两囿关系和对会议主席 

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尊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V*伊斯拉耶利 

安大使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今天，苏联代表团将作一 

简短发言，谈一谈关于就本会议议程中的优先项目之——禁止化学武器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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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判 的 状 况 问 题 。 首 先 ， 我 要 回 顾 一 下 ， 苏 联 共 产 党 中 央 委 员 会 总 书 记 K ‧ U ‧ 契 

尔 年 科 1 9 8 4 年 3 月 2 日 在 莫 斯 科 市 向 选 民 做 的 演 说 中 强 调 ， 使 人 类 从 使 用 化 学 武 

器 的 可 能 性 中 觯 脱 出 来 是 一 项 极 为 重 要 的 任 务 。 苏 联 根 据 其 主 张 全 面 坚 决 销 毁 化 学 

武 器 的 一 贯 政 策 ， 今 年 也 提 出 了 一 系 列 提 案 。 其 中 一 项 涉 及 对 在 一 特 定 设 施 中 销 毁 

化 学 武 器 储 存 进 行 监 测 ， 另 一 项 是 由 苏 联 代 表 团 景 近 在 化 学 武 器 特 设 委 员 会 中 提 出 

的 、 涉 及 根 据 质 疑 进 行 现 场 I S 际 核 査 问 题 。 我 们 的 提 案 在 会 议 中 得 到 了 积 极 的 评 价 。 

在 本 届 会 议 期 间 ， 其 他 一 * 代 表 团 也 就 有 关 未 来 的 禁 止 化 学 武 器 公 约 的 各 种 问 

题 提 出 了 一 些 提 案 ， 我 f l 认 为 这 些 提 案 可 能 有 助 于 确 保 在 拟 订 公 约 方 面 取 得 进 一 歩 

的 进 展 。 这 里 ， 我 们 特 别 想 到 的 是 ， 南 斯 拉 夫 、 中 囿 、 瑞 典 、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 国 、 

联 合 王 国 及 另 一 些 囯 家 的 提 案 。 

因 此 ， 总 的 来 说 ， 向 觯 决 国 际 社 会 委 托 给 会 议 的 重 要 任 务 迅 速 前 进 的 基 础 已 经 

有 了 . 在 前 面 提 到 的 演 说 中 ， K ‧ U ‧ 契 尔 年 科 说 ， 觯 决 全 面 彻 底 禁 止 化 学 武 器 问 

题 的 先 决 条 件 已 开 始 出 现 ， 这 并 不 是 巧 合 ， 

在 各 种 场 合 ， 人 们 都 表 示 希 望 ， 而 且 ， 在 本 会 议 厅 ， 几 乎 所 有 的 会 议 成 员 S 的 

代 表 也 表 示 希 望 关 于 该 问 题 的 谈 判 将 是 认 真 的 、 建 设 性 的 。 然 而 ， 今 天 在 化 学 武 器 

特 设 委 员 会 中 的 情 况 却 使 人 有 理 由 感 到 严 重 关 注 . 

离 春 季 会 议 结 束 只 剩 下 不 到 一 个 月 的 时 间 了 ， 而 我 们 却 实 际 上 并 没 有 开 始 执 行 

特 设 委 员 会 的 新 职 权 范 S I 中 规 定 的 任 务 ， 即 " 开 始 充 分 、 全 面 地 进 行 谈 判 ‧ ‧ ‧ ‧ ‧ ‧ ‧ ‧ 研 究 

并 制 订 出 公 约 ， 但 不 是 最 后 文 本 的 草 拟 工 作 " . 显 然 无 需 指 出 ， 我 们 把 一 周 又 一 周 

的 精 力 花 费 在 克 服 各 种 人 为 的 组 织 安 排 方 面 的 困 难 上 了 . 我 们 不 打 算 把 开 始 有 效 工 

作 的 拖 延 归 咎 于 现 任 委 员 会 主 席 厄 克 于 斯 大 使 在 组 织 安 排 方 面 的 活 动 。 我 们 只 是 希 

望 他 还 可 以 更 好 地 利 用 一 下 主 席 的 特 权 。 问 题 在 于 什 么 呢 ？ 显 然 ， 祸 害 之 源 在 于 一 

个 事 实 ， 即 有 人 竭 力 阻 止 该 机 构 的 工 作 并 且 阻 挠 谈 判 机 构 充 分 发 动 起 来 。 

我 们 已 经 提 到 过 美 囿 助 理 国 防 部 长 珀 尔 先 生 的 一 次 很 有 启 发 性 的 发 言 ， 正 如 美 

国 报 刊 所 说 ， 他 对 美 国 政 府 在 日 内 瓦 谈 判 中 的 代 表 规 定 了 一 个 十 分 强 硬 的 立 场 ‧ 

从 一 些 其 他 报 导 也 可 清 楚 地 看 出 ， 华 盛 顿 的 一 些 政 府 要 员 对 谈 判 的 前 景 i E 在 播 

下 悲 观 的 种 子 ， 正 在 粗 暴 歪 曲 苏 联 对 于 监 测 问 题 的 观 点 一 从 美 国 驻 日 内 瓦 代 表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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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每月发布的公报的材料中特别可以看出这一点——并且，其处理该问题的方式是为 

大量拨款创造气氛，以补充美国的化学武库。 

因此，当美国代表团见到以"公约各締约国⋯⋯-"开头的文件而变得十分过敏 

时，人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了.总的来说美国代表团反对拟订案文，尽管这是我们职 

权范围直接规定了的。它认为它的任务只是造成延 

在本会议厅内外人们对美国将要提交的一份草案谈了很多.许多代表团都对美 

国要提出草案的意图不断表现出很热中'美囿报刊上越来越频繁地报道关于这 

一草案的内容。坦率地说，这些报道使我们感到关注。4月2日出刊的《新闻周刊》 

的一篇文章的作者谈论了美囿草案中关于监测的各项条款，引用权咸方面的话写道： 

"总的来看，这些条款将迫使莫斯科允许外国视察员严格视察苏联的整个化学工业 

并潘入 军事基地了觯情况*没有人认为苏联会接受这一想法一因此全面禁止化学 

战还是一件十分遥远的事"， 

尊敬的代表们，这就是对禁止化学武器委员会工作陷入僵局的原因的问题的答 

案，也是对会议在这一问题上的谈判前景的答案，同时，也说明了经广为宣传的美 

囿草案中等待我们是什么.因此，美国的公约草案虽然尚未见到天日，客观上已经 

要被转变为谈判的制动器了，我们认为有必要就此问题说明我们的观点‧ 

主席:感谢苏联代表的发言.现在请尊敬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卡泽米 ‧卡 

米亚布大使发言‧ 

卡泽米 ‧卡米亚布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真诚地祝贺 

你当选为主席，并向你保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将支持你履行职责并与你合 

作.事实上，我国政府极为重视使贵国政府联系于裁军领域的纽带，你在本讲坛 

处理这些问题的技巧和外交方式使你成为这一领域的一位称职的代表。 

此外，我国代表团对图尔班斯基大使在本会议第一个月份所做的工作深表赞赏。 

由于他不懈的努力和毫无疑问的正直态度，他任主席一职有助于他任职期间取得的 

成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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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泽米 ‧卡米亚布先生，伊朗） 

最后，我对现在称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未来的讨论情况感到乐观，并欢迎澳 

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及斯里兰卡的新大使们加入我 

们的行列。 

我在今天的发言中将谈一谈会议议程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项目《 it—项目由于其 

对维护及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无可置疑的意义而被恰当地赋予高度优先抽位。这 

就是关于化学武器的项目， 

化学武器作为大规模毁灭性手段的时代实际上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 

使用的是用普通的储罐释放的^及光气，即一种仅对呼吸道有毒性作用的窒息性 

气体.当时也曾使用过的芥子气如今似乎已成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这种气体釆 

用的是BIS — 42 CHLORETHYL SULPHIDE化学剂，对人体造成极大伤害并常 

导致痛苦的死亡.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査结杲，一些远期作用包括因接触化学剂而造成的慢性 

病、直接接触化学剂而对人体造成的延发作用、产生传染病的新病以及因生态变 

化而产生的 è果等，延发作用包括致癌作用，因为芥子气和一些其他物剂是人们知 

道可致癌的烷基化的物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过毒气危窨的人的癌症发病率， 

尤其是呼吸道方面的癌症发病率大有增加‧某些化学剂可对发育中的胎儿造成危窨, 

也可因破坏人体染色体而造成变异. 

虽然第一次世界idlM发现植物杀伤剂对环境有何远期后果，但存在着一种 

危险，即植物杀伤剂可对植物^^损署，致使大大改变动物种类，使其繁衍并可造 

成对人有箐的疾病载体动物的繁殖。同样，生产出的食物的数量和质量也会受到影 

响。而心理影响则难以估计. 

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严格禁止使用所有这些化学战剂.无论其为致死性 

的或仅仅是失能性的，这一议定书是人们经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 

恐怖之后产生的结果。它反映了武器冲突法的基本精神：如无法完全禁止战争，则 

必须对其野蛮性有所限制。约有1 0 0多个国家签署了上述协定，其中伊拉克是于 

1931年签署的。这是第一项禁止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协定.联合国大会1972 

年通过的公约以及第3 7届大会子1982年1 2月通过的37/98号决议都重申了 

这一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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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泽米'卡米亚布先生，伊朗） 

在进行强加于我们的战争一开始，我们就力图使国际社会注意一个事实，即姑 

息政策是不会有结果的，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0年的会议上，我们曾请委员会注 

意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伹是没有人愿意听*所有使用化学武器的憒况我们 

都通知了有关机构，但我们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当然，这并不是伊拉克第一次对 

一个民族使用化学武器.例如，根据斯德哥尔摩11际和平研究所（SI?RI)调査报 

告第一卷第1 6 5页的记载，伊拉克在1965年就对当地的库尔德族人使用了化学 

武器。 

1984年2月1 6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在一项发言中以无可辩驳的 

证据再一次提请裁军谈判会议注意有系统地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就在我们提请联 

合国秘书长对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进行调査并在裁军谈判会议发表讲话后不久，伊 

拉克在空前的规模上使用了化学武器，结果受害Â数.达2 0 0 0 以 上 ， 中 有 些 人 

正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受到治疗，而另一些则已经死亡‧ 1984年 

3月9日和1 7日，伊拉克又在马杰农和乔菲尔抽区大规模使用了化学武器，造 

成许多战斗人员受伤。受伤者的症状有恶心、流泪、呼吸道疾病以及眩暈.受害者 

均已送入医院。 

最近，比利时的一个有声望的实验室发表了它对伊朗战争受窨者的调査结果，. 

报告说.伤害是由于使用了含有YI>ERITE(芥子气）和MYCOTOXIUSf黄雨的构 

成物）的气体所致。 

治疗伊朗作战人员的几个国家的医疗当局报告说，伤瞢是化学武器造成的；外 

国独立的报刊的报道也一再证实了这一婁实。 

1984年3月7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布的第1481号新闻也证实伊拉克使 

用了化学武器。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观察到所有伤员的共同症状为'大面积表皮灼伤（一度及二 

度）‧严重呼吸障碍，角瞜炎'，似乎正在好转*但某些病人的临床进展愔况 

,.表明，在受害后第/、天，出现了严重的與浪成份方面的问罈，白血球数f:^大 

减少*这些问题与呼吸及肾脏功能损窨联系在一起、致龟，些病人?&亡，其中 

二.人^在代考车场时死亡的. 

红十字囿际委员会除与有关方面釆取的步骤外，坚持下面这个事实，即在战场 

上使用毒素物质是与尊重人道主义的原则不相容的.是违反武装冲突法和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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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泽米 ‧卡米亚布先生，伊朗） 
的 习 惯 法 的 ， " '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请求，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从 

人道主义的精神出发，决定对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问题讲行调査，并据此派出了一 

个由四位著名的专家组戍的小组前往伊朗进行事实调査。 

这四位专家的人选均系根据其在化学战方面的专门知识而确定é^.他们前往伊 

朗西部靠近阿瓦士的作战前线并检验了渗有化学物质的土壤样品。他们还对阿瓦士 

及德黑兰医院中的病人做了检查，并前往德黑兰的验尸所停尸室作了检验。 

专家们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回去后.于1984年3月21日向秘书长递交了一 

份联合报告，一致认为伊拉克在对伊朗的战争中使用了芥子气和塔崩神经剂. 

秘书长在向安全理搴会转交专家的报告供其参考时，对伊拉克政权使用化学武 

器的行径表示了反对^谴贵。{ 1984年3月26日第6/^16433号文件） 

该报告是由瑞典的G .安德森博士、西班牙的曼努埃尔‧多明格斯博士、澳大 

利亚的P.邓恩博士和^士的U.伊默贝尔斯特格博士签署的。 

我国代表团感到关注，是因为裁军谈判会议茌得悉发生的公然违反禁止使用化 

学武器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事之后普遍所作的消极反应. 

这事不仅 仅关系到一些无辜的伊朗人乃至单单关系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 

而是关系到它对人类的共同良心造成的伤害。当代文明人类社会不能够也不应该容 

忍这种罪行， 

除了为数很少的一些代表团同意我们的观点一我们感谢这些代表团，感谢他 

们对最近发生的非人道的使用化学武器的行径表现出关注并加以谴贵一会议没有 

做出任何积极的反应• 

当然，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观点来看，这种消极的反应是极为令人失望的， 

从进行强加于我国的战争一开始，我们就面临这样的局面了. 

不幸的是，国际社会对伊拉克1980年9月22日发动的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的公然的侵略没有采取一种坚定的立场，国际社会缺乏这种政治意愿的情况反映在 

1980年9月28日的安全理事会第279( 1980)号决议中.与该机构的确立的先 

例相反，该决议中来提及将部队撤至国际边界.这种情况致使伊拉克政权当时的外 

交部长哈玛迪声称，自1975年《阿尔及利亚条约》废除以后伊朗^伊拉克之间即 

不在存在国际边界，因此及方部队的实际部署情况就戍了两国之间的国际边界，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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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泽 米 ‧ 卡 米 亚 布 先 生 ， 伊 朗 ） 

朗 没 有 理 由 谈 论 侵 略 一 词 . （ 哈 玛 迪 致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的 信 件 一 1 9 8 0 年 1 0 月 2 4 

日 第 3 / 1 4 2 3 6 号 文 件 ) 

在 强 加 给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囿 的 战 争 进 行 的 4 2 个 月 中 ， 人 人 都 很 了 觯 伊 朗 城 市 

遭 受 到 的 蹂 躏 以 及 居 民 区 的 平 民 遭 受 到 的 不 分 青 红 專 白 的 系 统 的 轰 炸 ， 有 时 远 离 作 

战 地 区 达 4 0 0 公 里 的 地 方 也 遭 到 这 样 的 轰 炸 。 

对 不 设 防 的 伊 朗 城 市 系 统 地 讲 行 了 1 3 0 次 导 弹 袭 击 、 数 百 次 空 袭 以 及 数 千 次 炮 

击 ， 造 戍 平 民 牺 牲 人 数 达 5 , 0 0 0 人 ， 受 伤 者 达 3 0 ， 0 0 0 人 1 9 8 3 年 6 月 2 0 日 

联 合 国 事 实 调 查 团 第 5 / 1 5 8 3 4 号 报 告 就 是 对 伊 拉 克 统 治 者 所 犯 下 的 部 分 战 争 罪 

行 的 明 证 。 

仅 仅 在 最 近 的 4 0 天 内 ， 因 受 使 用 化 学 武 器 之 害 而 死 伤 的 人 数 超 过 了 2， 000A. 

但 是 ' ， 正 如 诸 位 所 目 睹 的 ， 尽 管 有 证 据 表 明 使 用 了 化 学 武 器 ， 但 会 议 总 的 来 说 对 违 

反 1 9 2 5 年 议 定 书 的 情 况 并 没 有 作 出 应 有 的 负 责 任 的 反 应 * 一 些 政 府 对 待 秘 书 长 派 

去 调 査 遭 到 军 事 攻 击 的 居 民 区 受 害 情 况 的 调 查 团 的 第 一 份 报 告 也 表 现 出 同 样 的 态 度 ， 

致 使 伊 拉 克 敢 于 在 空 前 规 模 上 使 用 化 学 武 器 。 由 一 个 国 际 组 织 釆 取 的 调 査 使 用 化 学 

武 器 的 步 骤 在 本 世 纪 还 是 独 一 无 二 的 ， 各 国 政 府 对 联 合 国 这 次 的 调 査 结 果 的 反 应 将 

决 定 这 份 报 告 是 成 为 制 止 进 一 步 违 约 的 威 慑 力 量 还 是 戍 为 允 许 讲 一 步 违 约 的 绿 灯 • 

历 史 是 清 楚 的 。 未 来 将 作 证 ， 那 些 强 烈 呼 吁 并 鼓 吹 裁 军 的 国 家 是 如 何 在 一 个 弱 

国 使 用 了 甚 至 是 遭 禁 止 的 武 器 之 后 仍 保 持 沉 默 的 . 

我 们 希 望 世 界 上 所 有 负 贵 任 的 国 家 ， 无 论 其 政 治 倾 向 及 派 别 如 何 ， 无 论 是 结 盟 

的 还 是 不 结 盟 的 ， 中 立 的 还 是 超 级 大 国 ， 都 能 摆 脱 各 自 倾 向 的 束 缚 ， 站 出 来 用 最 强 

烈 的 语 言 谴 贵 并 斥 贵 任 何 违 反 国 际 法 和 议 定 书 ， 从 而 危 及 人 类 生 存 本 身 的 行 为 ； 应 

真 正 珍 视 人 道 主 义 原 则 和 理 氣 否 则 ， 违 约 者 手 中 的 武 器 ， 无 论 是 核 武 器 还 是 化 学 

武 器 ， 就 没 有 什 么 区 别 了 . 

我 真 诚 地 希 望 目 前 已 在 本 讲 坛 进 行 制 订 中 的 禁 止 化 学 武 器 的 公 约 能 够 尽 早 完 成 . 

并 希 望 这 一 公 约 能 充 分 有 效 ， 结 出 果 实 * 我 认 为 ， 本 会 议 及 其 他 有 关 机 构 对 有 的 囿 

家 向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使 用 化 学 武 器 一 事 所 采 取 的 立 场 将 在 事 实 上 表 明 对 正 茌 制 订 

的 公 约 所 持 的 真 诚 程 度 和 贵 任 感 ， 并 将 成 为 决 定 其 今 后 地 位 和 能 力 的 一 个 极 好 的 标 

准 
' 据 我 的 理 觯 ， 审 査 秘 书 长 派 往 调 査 对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使 用 化 学 武 器 的 调 査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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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泽米*卡米亚布先生，伊朗） 

的工作将大大有助于本会议的工作*我想请你，主席先生，将裁军谈判会议的一次 

会议用于审査该调査团的报告‧ 

我谨借此机会提出一份关于一般性条款的工作文件，CD/484号.我们认为这 

一文件对于化学武器特设娄员会的审议工作是具有根本意义的. 

这些条款涉及根据公约应承担的及重责任和保留及例外的问题以及关于消除储 

存和设施应定的期限的规则‧另一条款涉及防护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以及缔约国商 

定把使用化学武器视为战争罪行的问 I 

我们希望化学武器特设委S会能得出建设性的结果，并希望所有代表团充分考 

虑我们的提案。 

主席:感谢伊朗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妤的话. 

现在是1时10分，还有两位代表来发言。如果诸位同意，我们打算4^议到1 

时半结束，这样今天下午就不必另外开会了.现在请尊敬的南斯控夫代表维达斯大 

使发言。 

维达斯先生(南斯拉夬）：主席先生，今天，我要谈一谈议程项目5,题为"防 

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在此之前，我要和你一样，热烈欢迎出席裁军谈判委员 

会的璁典代表团前任团长I.图尔森夬人南斯拉夫代表团过去曾与她进行过极有 

戍果的合作.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自从第一颗人造卫 

星发入外空，从而开创了"空间时代"以来，并考虑到自那时以来空间技术的迅猛 

发屣，在外层空间可能进行军备竟赛的固有危险就成了日益引起关注的问题。随着 

时间的推移，外层空间可能的军备竟赛变成了真正的军备竟赛，由于这一情况及其 

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世界整个的安全的深远影响，这一关注更深切了. 

虽然外层空间相对来说是人类活动的一个新领域，但迄今已取得了相当多的戍 

果，开辟了以前无法设想的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可能&空间技术成就茌和平用途 

方面的实际而极为有益的运用，举例说明，有电信、导航、气象预报及地球资源探 

测等.不幸的是，有许多戍就一其中一些仍在发屣中——除,可用于和平用途外， 

和那些专设计用于军事进攻用途的技术一样，也会具有造成不稳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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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达斯先生，南斯拉夫） 

^平利用外层空间成了联合国大会不断关注的问颞，大会于1959车设立了一 

个常设机构，即^平利用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多车来，由于该机构的工佑以及其 

他谈判讲坛的工作的结杲，就有关^事利用与^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订立了 一系列 

文件，如1963车的禁止存大气层、外层空间及水下试验核武器的条约，该条约除 

^他内容外，防止了在外层空间试验核武器，1967车，又取得了一个逬一步的成 

杲，拟订了关于各国探测及#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茸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的原 

则，载于以同一内容为标颞的一份条约^!^关于援救宇宙飞行员、送回宇宙飞行员 

勒送回射入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1968车）；关于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 

责任的公约（1972车）；以及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1976车，都 

与人类在外层空间6^活动有关的某些重要问颜佑了规定的协定•这些协定中最 

近的一个县联合国大会于197 9车通过#开放供签署^批准的 •这一协定就,关于 

各国在月球及:^他天体上的活动的协定.该协定比1967车条约更为详尽地拟定了 

各国确保月球及太阳系中，除地球外的奚他天体专用于^平用途的义务. 

联合国到目前为止已发起了两次关于探索与勒平利用外层空间的会议.笫二次 

会议（UHISPACE 82 )于1982车在维也纳召开，主要讨论未来的发展——包 

括诸如外空运输系统、外空制造及外空太阳能电站等——^这些发展对sr际合佑的 

潜在利益以及这些活动可能引起6^危险等.但是，这个问颞的^事方面也引起了很 

大的关注，.虽然会议在外层空间^备竟赛问颞上的权限问颞"^没有得到所有与会国 

的同意，但会议还是对其报告中的三个有关段落逬行了审査并通过了这三个段落， 

这些段落总的来说承认m备竟朞向外层空间扩展会造成的严直危险，#呼吁"所有 

国家，特别#拥有主要空间能力的国家"积极为防止出现这种后杲而做出贡献.会 

iSG$呼吁所有国家加入外空条约#严格遵守奚字面意义^精神实质，并强烈建议联 

合国有关机构——特别是大会^裁^谈判委员会——适当注意人们对此问颞表示的 

严重关注4^赋予奚高度优先地位. 

为继续其活动，&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法律小组委员会——该小组委员会 

现正在日内瓦举行奚笫二十三届会议一正在审议三个重要项目： 

拟订以外空向地球进行遥感的法律意义的原则草案，与用装置在飞机或航天 

器上的遥感器探测^分析地球资源有关； 

外层空间及地球静止轨道的定义^ /或定 I；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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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达斯先生，南斯拉夫） 

审议对有关在外层空间1^用核动力源的国际法准则，即关于载有核动力源的航 

天器发生故障时逬行通知的程序问颉，加以补充的可能性， 

我提到所有些与联合国有关的活动以及现有的国际协定，只是为了指出，即 

俊是外层空间中的关系这样极为复杂的间颞也是可以解决的.我特别想到的杲，请 

大家注意到问颞的紧迫性以及在解决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有关的问颞方面存在的差 

距，主意到将外层空间变为武装冲突的场所的危险. 

据估计，所有空间活动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与^事有关的.几乎没有一天报 

刊上不登出某些关于试验用于外层空间的武器的或关于研制些武器的近期计划的 

新消息。虽然报刊上发表的消息并不总*可以认为可靠的，特别是涉及S事研究或 

至事计划时更县如此，但我们佑为一个无法从:^>他来源得到情报的谈判讲坛，应感 

谢报刊不时地给我们提供抆种情报，这种情报足以为警告提供背景，从而证实一句 

老话：有烟之处必有火. 

审议与将军备竟赛扩大到外层空间有关的问颞是属于裁：谈判会议职权范围以 

内的事.但不幸的#•，会议连解决些问颞的第一步也尚未迈出，这第一步就是根 

据大会笫3 8/ 7 0号决议的要求，设立一工佑机构"以便为缔结一项或在适当时 

締结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的,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协定进行谈判"。虽然大会设 

立的委员会^本会议的许多成员国做了很大努力要1^这一问颞开始得到处理，但会 

议却从对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的不同观点出发，浪费了许多精力去协调关于附属工 

作机构职权的不同意见， 

我们在3月22日的会议上曾听取了两个关于外空的重要发言。奚中一个发言 

是尊敬的苏联代表V.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所做的‧他在发言中提出了苏联政府关于 

这一问题的观点41^同时提交了一份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并从空间向地球使用武力的 

条约草案文本，我们认为这一文本值得引起注意，因为除奚他内容外，文本建议了 

觯决在外层空间傕用武力的问颞的办法，其中包括禁止反卫星系统.面在评价伊斯 

拉耶利安大^所提的提案时不应忽视的是，苏联愿意就草案文本逬行谈判，并表示 

准备就反卫星系统另开谈判并恢复与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双边谈判.我们认为种愿 

就外层空间问颞进行谈判的诚意表示在当前是极为重要的，囡为在此时刻关于削减 

^ 备 ^ 裁 军 的 一 些 主 要 问 颞 的 奚 他 谈 判 已 经 关 闭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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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 达 斯 先 生 ， 南 斯 拉 夫 ） 

尊 敬 的 瑞 典 大 1 ^ R ‧ 厄 克 于 斯 先 生 的 发 言 十 分 详 实 地 分 析 了 用 于 ^ 事 目 的 的 现 

有 的 空 间 系 统 ， 这 种 分 析 的 方 式 几 乎 已 是 十 分 完 善 . 他 还 请 大 家 注 意 现 有 的 关 于 外 

空 的 协 定 中 载 有 的 觯 决 办 法 ， 并 就 如 何 补 充 及 使 其 完 备 列 出 了 一 些 建 议 ‧ 我 们 认 为 

这 就 是 我 们 对 待 工 作 应 采 取 的 态 度 ， 而 不 是 在 工 佑 机 构 的 职 辰 范 围 这 种 人 为 的 问 颞 

上 浪 费 时 间 . 

除 这 些 提 案 外 ， 过 去 向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提 交 的 还 有 另 外 一 些 有 用 的 文 件 ， 其 中 

我 想 提 一 下 加 拿 大 代 表 团 提 出 的 邇 为 " , 备 控 制 ^ 外 层 空 间 " 的 第 c D y - a a o 文 件 ； 

法 国 代 表 团 提 出 的 颞 为 " 防 止 外 层 空 间 的 ^ 备 竟 赛 " 的 第 c r î / 3 7 5 号 文 件 • 在 这 

方 面 还 值 得 重 提 一 下 早 些 时 候 法 国 提 出 的 关 于 设 立 国 际 卫 星 监 测 机 构 的 提 案 ^ 秘 书 

长 提 出 的 颞 为 " 关 于 设 立 国 际 卫 星 监 测 机 构 意 义 的 研 究 " 的 报 告 ， 3 月 2 7 日 尊 敬 

的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大 1 ^ 、 意 大 利 大 使 、 阿 根 廷 大 便 在 会 议 上 的 发 言 以 及 今 天 尊 敬 的 斯 

里 兰 卡 大 # 在 会 议 上 的 发 言 也 提 出 了 一 些 有 用 的 建 议 ‧ 

所 有 这 些 以 及 其 他 许 多 我 没 有 提 到 的 提 案 构 成 了 开 始 进 行 涉 及 范 围 广 泛 的 问 颞 

的 谈 判 的 坚 实 基 础 ‧ 我 们 认 为 ， 应 在 这 方 面 采 取 一 些 必 要 的 揞 施 ， 我 们 并 不 想 定 出 

什 么 优 先 《 序 ， 但 我 们 认 为 有 必 要 根 据 尊 敬 的 瑞 典 大 他 的 建 议 精 神 ， 对 迄 今 为 止 尚 

夫 为 现 有 国 际 法 律 文 件 涉 及 的 一 些 领 域 及 活 动 加 以 确 定 . 还 有 必 要 在 现 有 提 案 的 基 

础 上 拟 订 一 个 裁 , 谈 i ^ J 会 议 职 权 范 围 内 的 工 佑 计 划 ， 也 就 是 说 附 属 工 佑 机 构 职 权 内 

的 工 佑 计 划 ， 这 一 工 传 机 构 应 尽 早 设 立 起 来 . 外 层 空 间 附 属 工 作 机 构 的 工 作 计 划 就 

应 当 是 该 机 构 的 职 权 范 围 ： 只 有 这 样 ， 我 们 才 能 切 实 地 履 行 赋 予 会 议 的 谈 判 取 贲 . 

然 而 ， 应 提 请 注 意 ‧ 会 议 已 完 成 了 今 车 第 二 个 月 份 的 工 传 ， 而 这 段 时 间 内 ， 所 设 立 

的 特 设 委 员 会 中 只 有 一 个 是 在 积 极 地 工 佑 着 ， 这 就 是 化 学 武 器 特 设 娈 员 会 . 有 谁 能 

^ 一 般 的 公 众 相 信 ， 裁 s 谈 判 会 议 之 所 以 无 法 进 行 谈 判 只 是 因 为 各 代 表 团 不 能 就 各 

工 佑 机 构 的 职 权 范 围 达 成 协 议 ？ 我 们 对 此 表 示 怀 疑 . 

主 席 先 生 ， 在 结 束 发 言 前 ， 我 想 向 你 表 示 ， 我 国 代 表 团 真 诚 地 赞 赏 你 在 本 月 份 

干 练 地 指 导 了 会 议 的 工 佑 ‧ 你 的 外 交 才 干 ^ 经 验 大 大 有 助 于 我 们 会 议 面 临 的 某 些 组 

织 方 面 的 问 颞 的 成 功 觯 决 . 谢 谢 主 席 先 生 . 

主 席 : 感 谢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的 发 言 以 及 他 对 主 席 所 说 的 友 好 的 话 ‧ 今 天 登 记 发 言 

的 代 表 都 发 了 言 。 还 有 箕 他 代 表 团 要 发 言 吗 ？ 现 在 请 尊 敬 的 美 国 代 表 发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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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茱因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克茱因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谢谢你，主席先生。我只想对伊拉耶利安大 

使今天上午的发言作一简短的答复。首先，我想说一下，苏联大使和《新闻周刊》 

的编辑看来显然比我国代表团更了解我们将要提出的化学武器条约草案的内容。我 

还要指出，期刊并不为我B政府决定政策；一旦政策制定后，这些期刊的编辑及文 

章的作者如果试图对这种政策加以解释.那也只是说明他们有这样做的自由。我拒 

绝并谴责对我11政府高级官员所进行的人身攻击。我注意到这只是苏联当局对珀尔 

先生的一连串的人身攻击中最近的一次，是紧接着一我想是昨天的一《消息报》 

中另外两次攻击的。我还拒绝那种指控，说我国代表团故意阻挠新组成的化学武器 

特设委员会中的工作。这种指控是颠倒事实的。在这方面，我不想谈论某些别的代 

表团在该特设委员会的行为的原始的性质，囡为这是无补于事的。 

主席先生，我认为我们今天听到的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那种发言在我们的工作 

中是尤为无益、无补于事的。我们工作中需要的是处理困难实质性问颞的意愿， 

以及缩小我们当前分歧的意Mo我向会议保证，我国代表团愿意，并且我相信正积 

极努力参加这一工作。对于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发言，我想引用我以前的一位苏联 

同事所写的一本书中的一页上的话。他在这种情况下总是说："我将研究一下你的 

发言并给予应有的注意"。对苏联今天的发言，我就准备这样做。 

主席:谢谢。看来没有其他代表团要发言了。秘书处今天散发了一份非正式文 

件，其中载有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周的会议计划。象往常一样，这份计划是暂定 

的。如有必要，可作修改。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份计划。 

一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罗马尼亚代表团荣幸地担任了三月份会议主席的职务。今天的会议是三 

月份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首先，我要向在这里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尊敬的代 

表们致以我们最真诚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坦诚而友好合作的态度。这有利于 

对于会议工作有关的问題采取建设性的态度，从而使主席能够通过他们的支持履行 

其三月份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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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罗马尼亚）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所有提到自己国家与罗马尼亚的良好的合作及友好关系的代 

表团，感谢那些赞赏我国和平与国际谅解政策的代表团。 

罗马尼亚代表团在履行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职责时，真诚坤愿意用其能力为会 

议服务，以便实现能推动我们工作的对话和谈判，并尽快进入对我们议程中的问题 

进行实质性的谈判。 

在当前条件下，会议今年的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恢复和发展相互信饪以 

及加强各国安全已经成了确保世界和平、国际关系缓和与合作的基本要求。 

正如我有幸在本讲坛指出的那样，我国尤为重视裁^谈判会`i义工作。我们认 

为，只有通过提倡并不断促进有效的裁芗措施，首先只有通过消除核武器在欧洲大 

陆的新的升级的危险并防止对人类具有灾难性危险的M战争，才能实现真正的安 

全。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进行新的、认真的努力，并为就交付我们会议的问 

颞进行谈判建立起所有适当的组织结构。至三月底，可以说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进 

展，相当一部分观点得到了明确，因此使我们能够进而谋求妥协的解决办法.以便 

尽快在各机构中就实质性问题絲谈判。 

我认为，设立所有议程项目的，首先是防止核战争的附属机构并使其开始工作 

一事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对于我来说，我把这件事看作我的责任，因此，我利用本月份的每一天时间通 

过正式协商和非正式协商促进进行接触，使各代表团之间能更好地交换意见。我相 

信并希望这将使会议能够做出具体的决定。 

至于裁军谈判会议内的谈判本身，至少可以说，如杲把谈判的进展速度及取得 

的成杲与我们的议程及IS际社会托付给本讲坛的任务相比较，我们不能认为可以慼 

到满意。 

我们不打算在这次简短的发言中来评价会议在三月份的活动的得失。要做出这 

样的收支情况表将是不谨慎的，也是不会完全的，因为这段时间的工作仅仅是前一 

个月工作的继续，也仅仅是后一个月将做的工作的前提。在这方面，我要再一次慼 

谢波兰的S .图尔班斯基大使所做的卓越的工作以及在二月份取得的成艮 

指导我们对待主席职责的态度的原则与应用于医学方面的一个原则相同，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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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罗马尼亚） 

原则称作希波克拉底誓约：Primum non nocere (医道之首要原则为不致伤 

害）。 

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促进谈判，为此利用会议能够得到的所有工具，以便确保 

尽快进入对当前国际情况来说十分重要的实质性谈判。 

罗马尼亚代表团再次热烈感谢出席会i义的各代表团、感谢会议秘书长R.贾帕 

尔先生以及秘书处成员和译员，感谢他们的谅解和支持。我们坚决保证今后也将以 

同样的精力和责任感进行工作，以便实现真正的谈判，从而使我们达成可为各方面 

接受的解决办法并最终达成具体的裁军措;SÊP 

我可以肯定，诸位对我的杰出的继任，即4月份主席，斯里兰卡的达纳帕拉大 

使将给予同样的支持。本月份我和他密切地进行了合作，我从他的经验，他对我们 

面临的问颞的明智的理解以及他对我的友谊中得益匪浅。 

我谨向下任主席保证，罗马尼亚将尽一切可能协助并支持他履行其重任。 

今天，我作为会议三月份主席的任期即将结束，我谨表示希望，4月份将成为 

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良好的月份；即使我们对预言已失去兴趣，但我们不应放弃希 

望，我们有责任保持希望。谢谢诸位‧《 

裁军谈判会i义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4月3日星期二上午1 0时3 0分举行。散 

会。 

会议于下午1时3 5分结束。 

>0< >0<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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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斯里兰卡）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现在开始。 

斯里兰卡代表团担任这个重要会议四月份的主席是纯粹偶然的情况，也是按照 

正常轮流的原则行事。我们要以谦逊的态度努力履行职责，并以保持主席这一职务 

最崇高传统的坚定决心来接受对裁军谈判会议和对国际社会所担负的责任。 

我坚信，我高度赞赏罗马尼亚代表团的达特萆大使拒任本会议三月份主席时所 

做的工作也代表了我的所有同事们。我在3月2 9日的全体会议上曾有机会代表我 

国代表团向他的耐心和充满活渡和幽默感的千练的外交风度表示感谢。 

我是一个既非核武器国家又不想戍为核武器国家的一个不结盟国家的代表。我 

回想起正是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产生了这个负责S际事务中裁^问题的相互有 

关联的新的民主组织机构。这个由第一届裁^特别联大创建的新机构纠正了以前那 

种参加裁^审议和谈判以及作出决策的成员不够普遍的情况。我想从我国代表团在 

这一咸严机构的第一次发言中引一段话。斯里兰卡外交部长A. C .萨胡尔 .哈米 

德 先 生 在 1 9 7 9 年 1 月 2 4日裁军谈判委员会开幕式上发言说： 

"我们知道在所通过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标准有一条,是，成员国须是 

一个^事上重要的国家——这是一条斯里兰卡自认为不具备的资I我们认为我们 

之能成为委员会的八个新成员国之一，这是对^事上不怎么重要的国家能够为裁^ 

作出贡献的一种默认——对我国来说，这一贡献来源于在我M总统J. R 贾 亚 瓦 德 

纳阁下领导下的斯里兰卡政府所选择奉行的政策和立场。 

本委员会今天之所以在开会是去年五、六月举行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杲。主席先 

生，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一个伙伴，你知道这次特别会议是不结盟集团不断努力的结 

^ 该 集 团 早 在 1 9 6 1年就首次呼吁召开一个专门讨论裁军问颞的特别会议。1978 

年，在通过了我国代表团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主席有幸在第三十一届大会代表不结盟 

社会提出的那项决议之后，这一目标得以实现。" 

自从我国代表团加入这一谈判机构以来已经有五个年头了 。我们当时加入时曾 

对它抱着很大的期望，但并不想在作贡献的过程中来听人讲话，来学习。人们必然 

会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些期望是否都实现了。我们是否得到了非实质的，只是普遍 

参加这一形式或假象？现在我们是否比过去更接近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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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斯里兰卡） 

四月这个月份在世界的温带地区是春季。就我国而言，我们8 0%的人口是乡 

村农民，本月正是我们在农村所种的稻子的成长周期已经结束，正是我们在稻田里 

收割稻子，欢度传统新年的时候。如果把这一比喻引伸一下，我要自问我们本会议 

现在处在周期的什么时期呢？五年前，我们在这个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开始为寻求 

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而努力。现在，我们应该收获努力的结杲。然而我 

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达成可以归功于我们的协议，我们年复一年地从春季会议 

开到夏季会议，持续地进行辩论。在本届会议，在开始工作两周后通过了议程。之 

后第三周我们设立了以尊敬的瑞典大使为主席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以及项目6 

和项目8的特设委员会。在这几个特设委员会中只有项目4的特设委员会在活 

但进展仍很慢。关于设立项目1. 2. 3. 5和7的特设委员会的问颢，我们现在 

处在各种不同的谈判阶段，这就是我们本届会议八周来所取得的戍缋。水月我们必 

须取得较大进展，以便当我们召开夏季会议时，我们能够清楚看到今年我们可能取 

得卄么样的进展。我们是没有务少时间了。然而，大家都知道，有碍于本会i义工作 

的阻力很少是时间问颞。我们应该谈判的时候，我们是有时间讲行审i义的。我们应 

该草拟协定的时候，我们是有时间进行辩论的。我们应该协调分歧意见达成积极的 

协商一致的意见时，我们是有时间进行争辩的。 

如杲今天要谈裁军问题的道德基础的话，恐怕人们会认为不符合潮流，认为这 

是政治上幼稚。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只有对裁军问题的道德方面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不管我们赞同什么样的宗教制度、社会及文化价值一我们才能对我们这种将 

产生实际结杲的工作带有紧迫感。我们已面临进行关键的选择。关于这一选择，联 

合国秘书长在他致本届裁军谈判会议的祝词中作了恰如其分的表他说： 

"可以裁减和限制至备.从而展现出和平与全球发展的良好的前景； 

也可以使军费开支和军事技术不断发展，这就会招致不信任，使资源可悲 

地枯竭，并永远出现核武器带来的核毁灭的咸胁。，， 

我毫不怀疑，我们本会议会一致同意作怎样的选择。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不仅 

在我们个人的言词中，而且在我们集体的行动中要表明这一选择。各位尊敬的代表， 

我们在执行为共同安全和为确保人类前途而承拒的任务中，我寻求你们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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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渐里兰卡） 

今天本会议开始审议议程项目7 ,题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此种武器的 

新系统；放射性武器"。然而，根据议事规则第3 0条，任何成员！!均可提出与本 

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i义颞。 

我想指出的是，今天出席我们这次全体会议的有联合国裁^事务副秘书长，莫 

顿森先生。我想在本会议再次向他表示欢迎，并希望他在日内瓦停留期间取得 

成就。 

我想通知本会议：根据本周时间表，我打算听完今天登记的发言之后，我们的 

全体会i义休会，召开一次非正式会i义，审议一些悬而未决组织问题，包括非成员 

国申请参加全体会议的问题。全体会议复会时，我们将处理那些今天应作出决定 

的问颍。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阿根廷、南.拉夫及阿尔及利亚 

等国的代表。 

现在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罗泽大使发言。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让我代表我国代表团为您担 

任四月份主席向你表示祝贺。我们高兴姊看到您达纳帕拉大使拒任这一职务。 

您 所 代 表 的 ® 家 在 不 结 盟 运 动 中 备 受 尊 重 ， 而 且 在 联 合 国 和 裁 军 谈 判 会 

议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我们相信您在外交方面的才干和经验将有助于确保本会议的工作卓有成效。我 

国代表团保证同您进行充分合作。 

同 时 也 请 允 许 我 借 此 机 会 通 过 您 向 您 的 前 任 ， 罗 马 尼 亚 社 会 主 

义共和国的达特荦同志，对他在履行其职责期间的朝气蓬勃和献身精神表示感激。 

正是由于他的功劳，才有可能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在组织问题面的进展。 

我 们 还 要 欢 迎 来 到 我 们 中 间 的 副 秘 书 长 莫 顿 森 先 生 ， 我 们 也 向 他 保 

证将同他通力合作。 

我国代表团在其 3月 2 0日的发言中，谈到了本会议关于我们议程项目3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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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核战争的情况，以及对我们未来的工作的推须' 

我们曾希望某些胆挠就设立一个适当的特设委员会达成一致意见的国家改变它 

们的立场。遗憾的是，这些期望并没有实现。我们再次紧急呼吁那些国家代表团表 

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和灵活性，以制订出切实的防止核战争措施，并就此达成一致 

意见。 

在今天的发言中，我想集中谈谈实质性问题。去年以及在本届会议，社会主义 

国家提出了关于推动我们工作的具体建议。我想指出的有CD/355, CD/406及 

杏4等工作文件。 

今天，我谨代表一些社会主义SÎ家介绍已经散发的第CD/484号文件。本文件 

中所载的各项建议是以1983年1月及6月的布拉格宣言和莫斯科宣言为基础的， 

其目的在于激发反对核械争危险的国际行动。应该认为这些建议阐明了上述各工作 

文件。自然，也考虑了其他国家的有关建议。 

社会主义国家在提出这些文件时意识到全世界绝大务数国家不仅把消除核战争 

危险 看作是解决人类全球性问颞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且也是在这个星球上保持生 

命生存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必须按最近联合国大会再次要求的集中一切力量进 

行谈判，以期就适当而实际的防止核战争措施达成协i义。 

因此，这些措施应具有各种具体的特点。首先应根据其紧迫性，根据其对改善 

整个国际形势有直接影响以及在各方都具有理智和善意的条件下比较容易通过和执 

行等情况而决定其特点，这是合乎情理的。生活本身要求我们必须迅速釆取行动， 

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承拒义务的学术性讨论上。 

第CD/484号文件提请人们注意美国军国主义政策所造5^的日益增长的核战争 

危险。这种政策的核心就是试图破坏现存的^事均衡。为了为这些政策提供物质基 

础，已经通过了大规模研制战略及其他核武器的计划。为了进行第一次核打击而在 

西欧部署越来越多的新式美国中程导弹的作法是令人惊异的。同时，还设想把军备 

竟赛展到外层空间。华盛顿最近的情报说明他们全然不顾各il人民关于不要在外 

层空间发生危险的军事化这种愿望。根据这些战略，美11破坏了重要的谈判，或者 

通过执行挑姅性的准备核战争的政策使这些谈判失去基础。特别是关于全面禁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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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约的争论清楚地表明，有一方在阻挠就减少核战争危险以及停止核^备竟赛而进行 

的任何多边谈判。此种态度是不符合国际协定的，其中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毫无疑问，制止这一危险的事态发展的最好办法就是彻底消除核武器。本会议 

的所有成员s在1978年通过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时都赞同这一目 

社会主义国家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首批工作文件之一 C 4号中提出了一个 

逐步实现这一目标的提案。第CD/484号工作文件提到了这个仍然有效的建议。 

我们坚决要求本会议不能再拖延，应立即转向关于停止核至备竟赛和核裁^谈 

判，还主张在此同时采取有助于减轻以至最终消除核战争危险的其他方法和手段。 

我们相信，所提出的步骤纵然不能立即产生积极效杲，也将会决定性itHI动核裁宝 

的进程。 

第CD/484号文件全面地提出了各项有效措施。它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 

即全人类的根本利益要求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关系应遵循某些它们自己内部可能会一 

致7了匸认的，而且应带有强制性质的准则。 

具体说来，该工作文件包括两类建i义。第一类是关于主张创造一种道义和政治 

气氛使任何发动核战争的企图不能得逞的措Mo考虑到这些措施就其性质讲都密切 

相关，因此为了方便起见，下面分别一一列举： 

首先我们建议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应该把防止核战争作为 

它们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防止出现充满核冲突的形势，并应该在一旦出 

现此种危险时，举行紧急磋商，以便避免核战争的爆发。 

第二，该文件建议各国在有关的单方面的或联合的声明或宣言中纳入 

关于谴责核战争的条款，同时，不进行核战争宣传，包括等于为进行核战 

争提供根据的政治和军事学说的宣传。 

第三，社会主义各国重申它们关于所有核武器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的建议。可以在单方面宣言中承抠这一义务，也可以在统一的国际法的文 

件中体现这一义务。我们支持关于缔结一项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参加的，禁 

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第四，第c D / 4 8 4号文件主张进一步釆取措施以加强在il际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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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并保证此原则运用。应该把缔结一项为实现这一目 

的的世界性条约以及缔结一项1983年1月由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关 

于互不使用至事力量和关于在华沙条约组织戍员il与北约成员国之间维持 

和平关系的条约看作是重要的步骤。 

第五，要求所有核武器国家不在任何情况下对那些领土上没有此种武 

器的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尊重已经建立的无核武器区的现状，并鼓 

励建立新的此种妙区。 

第六，社会主义各国准备考虑另外一些措施，旨在防止意外的或未经 

准许的核武器的使用和防止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带有技术性质的具体措施 

只有同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义务联系才有助于建立信任，这是有道理的。 

如果有一方试图限制在技术方面进行讨论，并转移人们对有增无己抽 

加强核军备的注意，那就不会有助于信任建立。 

另外一类建议是关于物质性质的措施。我们集中注意以下几个措施： 

首先，一个最行之有效而且比较容易实施的措施就是冻结核武器。第 

c D /4 8 4号文件概括地提出了这一步骤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执行这一步骤 

的方法。 

其次，社会主义各IB人为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将有助 

于停止在质量上改进核武器，并认为所有核武器国家在缔结此项条约以前, 

应宣布暂停一切核爆炸。 

第三，核武器国家的另一项重要义务就是防止任何形式的核武器扩散。 

最后，防止其他危险领域，特别是外层空间的实备竟赛将大大有助于 

防止核战争。工作文件（CD/484)提到了締结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以及 

从空间对地球使用武力的条约，还提到了苏联关于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 

饪何种类的反卫星武器的单方面承诺。 

社会主义各国还准备考虑其他旨在防止核战争的措施。现在早应该是转入具体 

行动，即为了缔结适当的 2 1际协定就上述建议进行建设性谈判时候了。 

社会主义各国重申，他们决心开始着手拟制防止核战争的紧急而切实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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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此目的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我们希望所提出的文件将能得到应有的考虑'并 

能加强这一信念，即立即开始谈判的条件确实存在。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 

现在我请波兰代表，图尔班斯基大使发言。 

图尔班斯基先生（波兰）：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以及我 

自己囡为看到您主持裁茧谈判会议四月份的工作而向你表达由衷的满意心情。祝您 

在履行您所面临的难巨职责过程中一切顺利，我向你，主席先生，保证我国代表团 

在此期间对您全力支持和合作。 

我还想借此机会再次向您的前任，达特库大使表示钦佩和感谢。他在担任三月 

份主席时，精力充5申竭尽努力itt为解决本会议各种组织方面的问题作了无数次尝试。 

直截了当地说，这些称之为"组织性"方面的问颍，其实具有高度的政治意义。我 

看到副秘书长莫顿森先生又一次同我们在一起，我表示高兴。 

我继上几次全体会议上的一些发言者之后，也提议再次讨论防止外层空间的至 

备竟赛问题。这是一个对我们所有生活在地球这个古老而美好的星球上的人极为重 

要的问题。 

外层空间的至事化，或者在外层空间部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危险，在八十年 

代初就已经是一种不吉祥的现实。现在外层空间正在变为大规模军备竟赛场所。 

同许务就这一议题在此发言的代表团一样，我们也认为很不幸外层空间的^事化只 

不过是早就开始的较大进程的一部分。关于外层空间芗事优势的理论早在五十年代 

后期在美11就很普遍。当时最重要的并不是对外层空间的探索，而是这样一个事买， 

即空间的确是进行战略战争比较有效的场所。按照五十年代后期美国政治家的观点, 

首先进入这个新战场的国家必然会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大国，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 

力过去曾经、而且现在继续对整个S际形势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构成了很大的战 

争咸胁。根据美国现政府目前的计划和宣言，外层空间将成为显示越来越央端的武 

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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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辩论中经常提起的1984年1月6日的第1 1 9号指令是关于开始对 

即将部署在外层空间具有报复性核打击能力的新式武器系统的大规模研究计划。这 

一指令只不过是最近证明这些计划的证据之一。美国的航天机构国家航空和航天局 

进行的"航天飞机"计划及"挑战者"计划除其他任务外还包括试验:^事及情报系 

统，以及"视察"——如杲可以这样说的话——轨道卫星或抓获卫星。釜国的宣传 

工具毫不隐讳地说这些计划的主要受益者是五角大楼。 

在四分之一多一点世纪以前，由于人的才智和想象力使第一个人，尤里.加加 

林进入外层空间的时候，囯际社会肯定没有预想到这种不样的事态发展。因此本裁 

至论坛必须尽一切可能确保对外层空间的进一步探索及利用是为了各S及各11人民 

的利益，应为他们谋福利，而不是给他们带来毁灭。 

到目前为止裁军谈判的经验表明，在部署新式武器系统之前制止至备竟赛要比 

部署之后容易些。因此，如果认真努力去扭转目前这一趋势仍然有一定的成功可能c 

显然，由于环绕地球有复盖卫星这个问题，外层空间的S事发展对国际安全就具有 

全球性影响。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从而,t成为iffe球上传统的荬备竟赛的直接延伸， 

并囡此而产生令人极为不安的核对抗的咸胀 

在讨论外层空间的至事活动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活动不能同和平使用外层 

空间的问题分开。我们的确承认，将外层空间和平用于诸如电信、导航、摄影侦察 

等领域，有时只要稍加改造，也可有重要的苤事用途。气象、导航、通讯以及其他 

类型的各项卫星可以用来发挥其指挥和控制作用，进行地面监视，搜集情报，或者 

袭击洲际弹道导弹等。可以看出，同时作民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许名活动 

几乎只具有军事意义，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突出，这是令人不安的。另一方面，过 

去经常有人讲，在本会议厅也有人讲，卫星具有重要的核査作用。这一作用如杲被 

进一步强调，并为有关各方所接受，就会成为这方面有效的工具。根据专家们的看 

法，这种发展趋势将使感测技氣摄影侦察、核爆炸检测等方面更为完善。 

为了反对地球上的敌方，有可能把外层空间用于^事上这一点，也就意味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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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环境里发展禾0部署有效的特种1接武fi^。在里裉总统1 98 3车3月关于"星际 

战争"的讲话之后，为特定1^^事目的对外层空间可能近行的探索有来已把人们的 

注意力集中到可能对a际安全产生深刻影响的新技术茅a武器研制的领域。如杲人们 

再增加所谓0^激光定向能武——这种武器主要组成郤分已经存在，而且 : i ^种 

武§^有可能有一个差不多#瞬间即能近行"杀伤"的装置——外层空间事化-口 

为^事目的利用外层空间的间颞似乎成了复杂问颞，因此已刭了近行具体商i炎时 

间.否则二十世纪八十车代就可能成为在个环境里郤署（武^ )é^^事技犬向前 

进的十^。目前W及未来;il:这方面发暴可能为战略思想及IU际安全问颞带来深刻 

变化。 

现#已经有不少^于外层空间活动的条约。存本届会议W及过去几届会议期间， 

从外层空间^备竟赛问颞列入裁军谈^娈员会议程时起，有许多发言者在本会it 

厅列举^讨论了 些条约。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追述一下我1983车8月1 8日在 

孜里6^发言也讨论了些条约。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同意，如杲实际上遵循了些现 

有条约的精神W及借外层空间戍为一个禾0平环i見的太原则.那么那个环i克的形势 

W及就:! t前途逬行辩论的不同论坛形势就会好得多。遗'的是，买际情况如 

此。联合国大会存第3 8 / 7 0号决议中正确地回顾了过去的各个©际条约，第十 

届特别联大会议的《最后文件》以及过去关于外层空间!^决议，并且关切地注意到， 

尽菅有些文件，还是发生了将:^备竟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憒况。的确，1967年 

的外层空间条约的積神41^没有受到尊直，根据该条约，外层空间应成为矛n平利用的 

领域，由于W激光粒子束为基础的定向武fi:的新发展，象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 

约样更为具体的条约的有效性现在已受到孰胁。提到的两个文件只县最起码地 

佑了点说明。到目前为止唯一旨存控制外层空间:^事化的具体谈判，即七十车代后 

期苏联同美国关于反卫星武^的双边会谈已被美国破坏。 

这样.有关^个议颞的各种分祈、政治家们的讲话以及我们!^发言都揭示出这 

个复杂问颖的阴暗面。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现存就开始行动。我同意尊敬的捷克^洛 

伐克的维沃达大偕3月2 7日在里发言，他在发言中认为现在是停止有关防止 

外罢空间备竟赛的——如他所说——"一般性"#a"探讨性"讨论1 %时侯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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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深信现.芘已到了开始拟制经相互同意可以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武器的合适面 

切实有效揞施的时候了。在方面应该回顾一下1981年8月苏联向第三十六届联 

大提交于禁止存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类型武条约草案，这表明它愿意釆取不 

破坏主要政治^事集团之间力量大致均衡^^罰^分步骤。我们都记得，联大以压倒多 

数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认必须采取行动防止将^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4H青当时 

的裁^谈判委员会开始判，以期制订一个相应的;iJ际条约文本，#取得一致同意, 

然而，一倡议遭到了美国6^反对，它试图把问颞的实质降低到禁止反卫星系统^ 

问颞，而不管存外层空间设置:|t他类型
二
^事设施的问颖。去车，苏联存第三十八届 

联大上建议缔结一项禁止存外层空间禾a从空间对地球{垂用武力条约。本提案已
1
'令为 

第CD/476号文件存本会议加W散发，尊敬的伊斯拉耶利安大# 1984车3月2 2 

曰对此f令了介绍。 

我们愿强调指出^两小提案的巨大政治意义。其主要政治目标是防止外层空间 

的^备竟赛，这就县:&最篁要的人道主义特点。此外，关于禁止存外层空间,用武 

力的条约:^案，应对"下事实给予应有的注意：该条约把各国不存外层空阆或不从外 

层空间相互1 岁用武力的政治与法律义务同执行旨在防止外层空间:求事化6^具有深远 

意义的实质性揞施相结合。我们希望苏联这一新昌议茌本会议能得到积极响应， 

41^大大有助于逬行?《止外层空间二S备覔赛的全面、具体的多边i《判。 

个问颞明显有很大的严直性，而且今天的严重程厪甚至超出了几天W前的 

度。根据灵国政府消息灵通人士透路，正如昨天a际版先驱论坛报的报导.里根总 

统于上星期六，3月3 1日，向国会提交了经签署的一个报告。根据该裉告，"⋯-

里根政府打算研制并试验反卫星武器，而不打算谋求同苏联一起对此种武t^:iï行全 

面禁止⋯-⋯"。因此不能低估这个问颞的严直性。因此，我同意那些在^里主张早 

日在本会议的范围内设立一个特设娈员会#尽快看手逬行此种谈判的发百。去年W 

及本届会议已广泛地审议了有关该娄员会职权范围的各种提案。我ii代表团完全同 

意您，主席先生3月2 9日在方面所佑的分析禾n结论。的确，应该在一个未来6^ 

特设委员会的范围内全面地处理这个问颞。虽然承认应该首先弄清一复杂问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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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不同方面w及其多直性，但不能为了弄楚而弄滑，忽咯其同谈判的根本联系。 

换句话说，所提到的机构的未来职权范围不能只局限于弄滑问颉。根据识个议题的 

最新消息.当务之急是近行具体谈判，最近一段时间的或者说类似的傲法的例子不 

少，因此我们事实上很怀疑有些西方国家代表团坚持要弄清问颞的目的是要阻挠， 

而不是推动实质性的工佑，即如同最近非正式协商过程中所建议的为缔结一项或存 

适当时缔结多项关于防止存外层空间：备竟赛的所有方面的协定而逬行判。 

我们正进入本届会议的第三个月，但甚至连基本的组织间颞尚未解决。一个没 

有^备 f e -《备竟眷的外层空间间颞已不再一个小战术游戏问颞。是值得我们 

认真注意的巨大而有多方面政治影响的问颞。 

主席先生，要防止外层空间的芗备竟赛，时间还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必须采 

取行动。我希望本会议能在您的领导下朝这个方面逬行顺利的谈丰i」。 

主席:我感谢波兰代表发言1^乂及他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 

i î ï请阿根廷代表，卡拉萨茱斯大伸发言。 

卡拉萨茱新先生（阿根廷）：谢谢您，主席先生，我很高兴能在今天的会议上 

发言，我:^第一批为您担任会议主席向您汆示衷心的祝贺。我们祝愿您在履行职务 

时在各方面取得成功。我们目睹过您担任1983耷5月份2 1国菓团的协调S时出 

色的工^，因此对您能取得戍功是有信心的。您总是可以指望阿根廷代表团同您逬 

行最充分的合佑。我极为高兴地看到达特厍大伸坐存你的右边，他在担任本会议上 

个月主席职务期间不知疲倦地逬行了紧张的工作。他本来完全賓权到伯尔尼去休息 

一段时间。但他并没有去，就冉次表明达特厍大^本人对本会议所做的工佑W及 

对正在讨论各个项目所佑的贡献。我愿代表我ai代;^团向罗马尼亚大#表示赞赏 

禾口感激，他工佑效率很高、朝气蓬勃。 

我也很高兴看到联合国裁军事务副秘书长莫顿森先生^我们存一起，他一直很 

关心我们所讨论的项目.是众所周知的，我热烈地欢迎他同我们一起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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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裁判会议198 4车第一期会议的工佑计划，本谈判机枸本应存上周就 

审议完颞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用或威胁俊用核武S的有效国际安排"的议 

程项目6。我之所说是"本应审议完"，因为除一个非成员国代表团以及有些发 

言中一般提到:^他间颞之外，本会议成ê国代表团的任何发言都没有专门把个项 

目佑为发言议颞。 

我必须承认，种拒绝讨论个间颞的作法#不《史我们感到惊奇，这最清楚地 

表明《最后文件》认为很直要6 ^ —个问颉的目前状况。该文件在第5 9段中敦促 

各核武器国家"努力缔结"议程项目6的标颞所指的有效协定。 

个项目的确纳入了我们的议程，而且在我们这届会议之初设立了相应的特设 

委员会。但实际上是一^机械1 %行动：本期会议没有安排这个附属机构的会议. 

而且完全有理由怀疑第二期会议县否会有这样的安排。 

种组织安排方面的状况表明了我们大家都明白的某种情况。无核武器国家， 

或者说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那些有权明确受到关于不对它们《凄用或威胁《步用核武 

器的有效保证的国家，收到了核武器围家佑出的被认为是提供此种保证的五个单方 

面声明。些声明各不相同，可佑不同解释，几乎各个声明都提出了;^种不同的 

条件禾口例外条款，而且只有提出声明的国家才能理解如何执行声明。正如阿根廷外 

交部长存2月2 8 EÎ的发言中所说，这声明中有的看来倒是"许可ft用或威胁1^步 

用那种据我们所知可能会结束文明世I的武器的方案"。 

因此，那些佑为声明对象的国家认为些声明绝对不够，是不足为奇的。不 

能允许把一个国家的安全一这是所有a家郡有权旱有的东西——建立在诸如那些 

已经佑出的或者至少是五个声明中的四个那样6^声明的基础:t_L。这些声明当然是 

不应该被说戍是"保证"的。 

应该提供此种保证的国家自然是核武器国家，应该由它们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明 

确#加强它们的承诺，4^制订出存《最后文件》中以及议程项目6本身所指的"有 

效国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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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必要的步骤尚夫釆取，而且似乎丝毫没有样做的意愿。正如2 111集团 

在:ltl983车8月9日发言中所指出，明显ésh是，"核武lâ^a家存消除奚单方面声 

明中所包含的限制、条件^例外方面的不灵活性"（CD/Z407 )。 

这就杲在审议项目6方面所出现僵局的原因所在。而且似乎没有迹象表明形势 

会发生变化，或者在不久的将来会有积极的事态发展。 

没有一个国家，或者说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放弃,用核武的可能性. 

甚至在这一有限青况下放弃一可能性。威慑理论的设计者及其盟友显然希望采 

用的最后一个办法I,保留釆取行动的自由，而且看来为这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 

基水取决于这一事实。因此，些努力没有产生任何结杲是不足为奇的。 

因此，我刚才援引的2 1 国集团发言（ C D / 4 0 7 )中所表达的意见特别重要： 

" 2 1国集团直申:S信念，认为关于不《凌用或威胁f吏用核武^的最有效的安全保证 

就是核裁^^桨止偕用核武器"。 

无论我们如何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情况，我们总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只要 

存存核武器41^且可能用ij:些武11,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安全。 

近几车来这方面的事态发展:^十分危险的。核^备竟赛已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i方都在部署更加先进的核武器。在各大洋，各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核危险，而且 

还在越来越危险地横向扩散。人们不禁娶问，什么样的决衆程序才能控制此种武& 

的吏用呢？其领土_B殳置有此种武^的S家在这方面有发言权吗？即1 "凄拥有核武f^ffl 

家数目不变，存这方面具有决定权的a家数目会增加吗？ 

难道我们必须同鄧署在全世界的成千上万枚核武器共存吗？来源不同得到的确 

切数字也不同，但是难道我们已经到了增减一千枚核弹头已无足轻重的地步了吗？ 

我们不正面临着把^备竟看匸扩展到外层空间这样日益不祥6^前景吗？ 

在面临种经常被人们指出的危险事态发展的情况下几天前，确切地说在 3 

月29日那天，我们听到有人提出一种奇怪的想法，试图把防止核战争同批准不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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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条约联系在一起，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把造成危险的s际局势贲任转嫁到那些尚 

夫加入那个国际文件的国家身上。 

对于类说法，我国代表团需要发表看法。 

首先，不扩散条约#一个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条约，因为它有歧视，因为它强 

加了一些绝对不平等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是义务的义务，因为它武断地限制 

^平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因为它不要竟争，企图把先进的技术保持存范围很小的 

几个国家手里，还因为它基水上伸拥有核武^合法化。 

此外，除了条约的各种缺点^不足之处外，在那些条约制订者认为#`积极的条 

款的有些都分也尚夫实现。在柏平利用核能方面一直没有进行广泛é^[i际合<t，也 

一直没有坚决地为早日停止核军备竟赛^核裁军进行谈判的打算。相反，科学禾口技 

术的交流受到越来越多的阻挠禾。限制，核裁军取得直大进展禾B停止#扭转核^备竟 

赛的前景显得越来越遥远。涉及这个间颞的议程项目2,由于某些最热烈主张不扩 

散条约的国家é^/^对，正处存等待阶段，不是有待于开始谈判，而有待于开始进 

行认真而有意义审议。现在不杲详细分析不扩散条约及:&影响的时候.我也无意 

样做。我国外交部长，丹特‧卡普托先生——曾在2月2 8日有机会说明我们对 

个问颞的看法。不管怎么说，不可否认不扩散条约有一些基本的方面可能遭到严 

正批评，而且每一个主权a家有权对这些方面及其后杲佑出评价,彬人而确立它存0^ 

方面的立场。 

有一些国家可能已决定无视这些缺点，而签署批准不扩散条约。那是它们 

权利，我们尊更一权利。也许存它们签署、批准该条约的时候，这些缺点还不明 

显。而且谁知道它们今天条否还采取同样的态度。相反，对：他国家来说，如杲它 

们对该条约各条款及:^职能所佑评价的结杲县否定的，不可否认，这些国家也有权 

不参加个体制，因为它们认为这条约不公正地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及发展，不能提 

供任何事物说明他们为条约佑出牺牲有道理，也不能减少核战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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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必须拒绝的是那种含沙射影甚至是很含蓄地提出论据的权利——dx 

肯定不是什么权利，即如杲一个SJ家决定不成为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那是因为它 

打算现在或将来生产或拥有核武器，同时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国家在阻挠防止核战 

争。 

把:^中一些应受到指贲的意图都归咎于那些对一个国际法律协定的价值禾B有效 

性持有不同看法，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从未考虑要加入这协定的国家是完全没有道 

理的。 

重要的 :f"事实、现实，而不:^毫无根据推测。那些非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国 

家已多次反复明确地直申——也许反复到令人厌恶的程度一他们完全彻底地反对 

核武器，W及打算为了他们本国人民的利益禾口逬步完全矛D平地利用核能所提供无 

限可能性。它们要完全自由地实现i^ —目标，不要什么导师或指导，无需请求人准 

许，也不受那个最强大国家倶乐部武断的决定或政治变化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任何客观囡素来证明这些国家讲6^不是实 

话。但没有人相信它们任何技术上的进步都遭到了严重的不信任，对它们的每 

一个行动都要仔细审査看杲否有隐藏的意图，而且必须受到最严格的、长期各种 

各样6^监督。 

而提出种不信任的人禾a主张实行最严厉监督的鼓动者正好:^那些标榜自己有 

各种权利极力置身于一切监督之外，如不扩散条约之外é^a家；正好"那些不接受 

任何关于不让他们完全自由地研制越来越多更先逬的大规模毁灭性武fl^或在其领 

土上接受此种武器的限制的a家；同时也正是那些还^求把它们的声明当佑"福音 

的真理"，而不受丝毫核査的国家就象特拉特洛科议定书那样。 

些充满矛盾昌导者存.对所谓横向扩散的谴责中通常也有诚意地认为有必要 

制止纵向扩散的话。然而，当它们^事联盟的安全概念W及它们所強调的理论有可 

能受到危害时，它们处理了后者（纵向扩散）似乎为前者（横向扩散）要佑的努力 

^对它的忧虑也都消失了，而这种安全概念^理论甚至似乎还不涉及到E l益严重 

地理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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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核武器扩散最快、最好的办法是迅遝締结一个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 

但是*实是，甚至连开始谈判这样一个条约的可能性都没有。这个问题不再具有优 

先地位；而不扩散条约则具有。 

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我们都主张不扩散。我们许多人都反对那不得扩散的 

装置本身。即核武器。如果不存在核武器。就丝毫不会有扩散的危险。但是，即使 

有了更为有限的不扩散目标，就说不扩散条约是唯一适合的方式，好象这是不言而 

喻的真理，这样说对吗？ 

各种各样的国家都不同意这种观点。把不负责任的影响和危险后杲归^于行使 

这一不可否认的权利这种想法是认为人民天真容易受骗。有谁能够想象，在所有囯 

家都毫无例外ifiî批准目前这种形式的不扩散条约，而另方面充斥于世界的成千个核 

弹头以及用来将其运送到其目标运载工具安然无恙的情况下，核冲突的危险能消 

失。或者减轻呢？核战争的危险在何处？在那些不是不扩散条约締约国的国家吗？ 

最好还是要作客观的分析。 

3月2 9日有人还硬说，不扩散条约是"唯一"的几个主要核大国从法律上对 

核裁军承担义务，这样一个现有的国际文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他们已承诺真诚 

为此目的进行谈判。"这最后一条消息是适时的，因为事实上各核大国根据不扩 

散条约所作的唯一承诺是进行谈判，而不是裁军，甚至也不是停止核军备竟赛。另 

外，这一简单的承诺履行到什么程度受不到任何监督，如果违反承诺当然也不会受 

到制裁。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扩散条约的第六条是如何受到尊重的。 

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论点，认为关于没有履行第六条所载义务的问题，如杲人 

们可以宽厚地称之为义务的话一不能够由不是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国家提出，否 

认这#11家有权提出这个问题。至少说，这种作法是令人惊异的。迗样，主张接受 

不扩散条约的人就争辩说，既有无核武器囯家的义务，又有核武器国家的义务。第 

六条就是为说明后者所举的一个例子。但是，当一个必须在这一方面作出主权决定 

的国家对这个条约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义务不平等，而且不管怎么说， 

有的履行，有的没有履行，那么，根据我现在提及的观点，似乎这不能作为拒绝 

这个条约的理由。这个国家不管它对不扩散条约有什么看法，无论如何应加入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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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能够针对它据之以不愿加入条约的理由，那些批评意见和缺点进行工作。 

我不想再详细谈论这个问题，但是有些考虑不能不提。对于所有各种立场都应 

该尊重，没有任何一个囯际文件不可以对之作出判断和评价。制订X件的意图，不 

管多么tt得赞扬，总不会够，重要的是如何将意图付诸实践。 

没有什么文件能够3起关于这些X件的二元论学说。不管怎么说，不扩散条约 

不属于这种文件。它是达到目的一种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 

此外，人类的今天和未来并不是与一个不断被人提出疑问的文件的未来密切联 

系的。今天，人类毁灭的危险在其他方面，在不tt得再一次提出的那些方面。国际 

社会的主要的和活跃的成员国应该努力在这些方面取得进展.而不是为那种永恒的 

"解除已被觯除武器&^人的武器"。这一主题的新变种。现在必须面对现实，不应 

去捕风捉影。我们今天必须生活其中的现实是可怕的。 

谈判会议议程上几乎所有项目都要求我们即刻釆取有力而坚决的行动。有*项 

目如项目1、 2、 3和5等眼前就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本讲坛的绝大多数成员国 

都准备立即开始工作，只是极少数a家仍然没有这种意愿。它们为什么不同:^他国 

家一样也表现这种意愿，使我们终于能够开始进行人们期望于我们的工作呢？ 

主席：感谢阿根廷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妤的话。 

现在请南斯拉夫代表米哈伊洛维奇先生发言。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以后将有机 

会祝贺您担任本月主席。如杲他今天在这里，我肯定他同样会向尊敬的副秘书长， 

莫顿森先生致意的。与此同时，请允许我，主席先生，以我自己的名义祝愿您工作 

顺利。 

今天我想介绍一下南斯拉夫代表团拟订的1984年3月2 6日题为'•国家核査 

措施"的第CD/482号工作文件。该文件已向各代表团散发。该文件的目的是提出 

我们的一些看法。我们希望这些看法将有益于为制订公约而进一步进行谈判。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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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看法并不代表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最后立场，在谈判过程中可予倐正。 

自从开始审议禁止化学武器的研究，发展、生产以及销毁的问II以来，大家普 

遍认为核査应建立在两个相辅相成的适当的国家一级措施和国际措施相结合的基础 

上，从而可以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并且反讨来可确保有效地实行禁止的体系。 

基本上，该工作X件基于这样一个普遍接受的看法：只要有一个核査禁止化学 

武器公约遵守情况的有效11际核査系统，就可以确保有效抽执行对生产的禁止以及 

对储存及生产设施的销毁或使用。 

然而，我们认为国家核査措施也可以在执行公约条款的各个阶段发挥作用。尽 

管如此，还必须强调指出，从开始执行的公约时起11际主管机构同国家主管机构就 

应在同公约有关的一切活动中进行密切合作。当然，大家都懂得只有在普遍信任的 

气氛中才能实现此种相互合作。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谈判十分清楚地表明，各締约 

国应设立一个协助并支持国际主管机构执行核査措施工作的囯家主管机构。另外， 

本公约各締约il还应在其行政和法规的范围内防止任何违反公约的活动。目前将毒 

性化合物分为三类：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其他致死性化学品以及其他有害化学品， 

这一分类法可以作为国家主管机构执行核査措施以及确定核査级别的基础。在这个 

i寸程中，最好同国家主管机构密切合作。然而，我们认为，对毒性较小化学品，其 

他致死性和有害化学品，以及化学武器前体的核査几乎所有阶段，在国家主管机构 

的监督下进行。之所以提出对毒性较小化学品的这种核査形式，是因为今天把这些 

化学品的绝大部分都看作是双重用途化学品，都广泛地用于和平目的。不用说，生 

产这些化学品的缔约国必须提出可以证明有关转用和生产设施的目的及其最终用户 

的证据。 

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应指出，各締约国之间应事先对国家核査措施达成 

一致意见，而且这种措施在任何时候都应是明确而可行的维护缔约国之间信任的基 

础。当然，只有在每个国家主管机构提供客观而可靠的数据的基础上，即定期向协 

商委员会提供关于执行核査措施的情报，才能建立此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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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对其他致死性及有署化学品，双重用途化学品及前体的生产以及将其 

转用于准许的目的进行监督应保证在任何时候都能提供可靠的情报。为了建立有效 

的核査系统，并使各締约国之间保持信任，未来各締约国必须制订公约期间就同意 

在交换专家情报、方法的标准化、运用已知的和已经证明的监测系统以及兼容的计 

算机系统等方面进行合作。 

此种合作在必要时有可能通过国际主管机构来进行监督。如杲随着时间的推移 

生产双重用途化学品的生产过程发生了变化，或者引进了新的技术流程，或者扩大 

了生产能力，都会出现这种愔况。此外，如杲根据SI家主管机构以报告形式向协两 

委员会提供的情报，认为生产发生了变化，那么协商委员会可以建议有关締约国安 

排对生产设施进行国际监督。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保持締约国之间的信任也i决于囯家主管机构的组成和结 

构&^情况。国家主管机构的组成除了有締约国不同部门的代表外，我们认为也应在 

自愿的基础上包括协商委员会同接受国协商提出的締约国的一位代表。 

国家主管机构在核査方面的作用和任务主要由该国法律决定。尽管公约的许多 

締约国在行政和经济制度方面有很大差异，伹是，我们认为，国家主管机构应在结 

构、人员组成及职能方面确保同所有国际机构密切合作，执行公约时讲究效率、拿 

出办法，态度客观，并对之有必要的信任。 

南斯拉夫工作文件提出的基本想法旨在说明对禁止化学武器的国家核査与国际 

核査相结合的方法是有必要和有益的，然而，如杲怀疑国家措施不够时，不用说， 

应优先釆用商定的国际核査系统。我们希望本文件将为制订令人满意的有关公约核 

査系统条款作出贡献。 

主席：我感谢南斯拉夫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 

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奥尔特——罗伊斯大使发言。 

巴希尔.奥尔特一一罗伊斯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 



CD/PV.25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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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您担任裁军谈判会议、984年4月份主席职务并向您保证在您执行这一任务中 

阿尔及利亚将同您充分*。 

我们还祝贺达特厍先生3月份领导我们进行的工作。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同您一样也向副秘书长，莫顿森表示欢迎。 

今天我想简单谈一谈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而且在我们的议程中占相当优先 

位的一个问题，即核裁军问题。 

核武器由于其巨大的破坏作用，已广泛引起指责；而随着武库的扩大以及核危 

险越来越逼近，这种指责变得更为猛烈。从战后不久只有少数几个有识之士开始对 

核武器进行谴责，发展到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人们对核危险的认识 

经过了多么漫长的道路啊！ . 

不结盟11家的运动从一开始就坚持国际^会的核裁军要求。由于它的努力而召 

开了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联大。毫无疑问，可以把这次会议看成共同寻 

求有关觯决军备竟赛问题的一个顶点。 

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核裁军问题占绝对优先地位的《行动纲领》就表明了 

要求消除核威胁的愿望。 

军备竟赛的加速进行使人们注意到迫切需要消除核战争的;^险。人们正在把这 

种消除看作是眼前目标，而把彻底消除核武器看作是最终目标。 

在这次第一届特别会议上还制订了以核裁军为核心的有连续性的裁军战略，关 

于这一战略的各个阶段在《最后文件》第5 0段上作了规定。 

除了进行核裁军谈判外，《最后文件》还设想执行这两个极为重要的措施：停 

止核武器试验和所谓的消极安全保证。在这种情况下，该文件要求严加禁止核武器 

试验三边谈判的伙伴们赶快结束谈判，并将谈判结杲送请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 

机构充分进行审议。还进一步呼吁各核武器国家采取步冁保证不向无核武器国家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这种对众所周知的《最后X件》条款予以重申的做法看来似乎多余。可是，在 

我们看来，这种做法对评价多边裁军谈判的进程却非常重要。它关系到第二屆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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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一致通过的，而且其有效性也是一致确认的一个文件。 

不幸的是，通过《行动纲领》六年之后，在通过关于停止军备覔赛和扭转军备 

竟赛趋势的具体措施方面未反映出协周一致的意见。 

三边谈判已经破裂。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仍受到阻挠.未能对下面几 

个优先问题进行谈判；即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停止军备竟赛和核裁军问题，以及 

防止核战争问题。关于消极安全保证的谈判现在正陷入僵局。在这牝谈判某 

核武器国家经常拒绝无条件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我们并不是要小看任务的艰巨性和核问题的复杂性，但必须承认，造成这一僵 

局&^主要原因是某些核武器囿家缺乏政治和觯精神。 

对核裁军进程负有特别责任的某些大囿的这种令人遗憾的态度表现在它们想要 

颠倒议程项目的优先顺序以及想把本会议变成一个对核裁军谈判没有影响0^辩论场 

所。 

在那些为阻挠裁军谈判会议进入核裁军谈判而提出的各种论点中，有一种论点 

我们断然不能栳受：即认为核问题只是核武器国家的问题。 

现在向我们提议的是参加可以使无核武器国家有机会表示不安的非正式会议， 

不是参加《最后文件》中所设想的谈判。 

这样，无核武器国家就从谋求共同觯决有关所有国家安全问题的正式伙伴为 

仅仅是"请愿者"的;fM立，他们要求发表意见的权利总算是被承认的。 

这种态度与1978年《最后文件》的规定有直接矛;t:该文件承认各国有权平 

等参加对其11家安全直接有影响的多边裁军谈判。 

难道能够庄重地声称核问题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囯家安全没有钐响吗？如杲这样 

说就是对那些已选择置身于两个军事联盟之外的无核武器囤家的安全利益进行嘲弄, 

是否有必要回顾一下核武器存-在的本身就使各国切身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对核武器 

的许多研究报告证实我们在那种具有核战争中没有交战国与非交战国之分这一特点 

的武器面前都注定会遭到同样的命运。由于拥有核武器，核武器国家在裁军进程中 

就负有特别责任，而且不可能是其他方面的责任。 

如杲把拥有某一特定类型的武器同参加谈判禁止此种特定武器的权利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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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等于排斥大多数成员囯参加本会议当前的谈判。化学武器公约及放射性武器公约 

就是这种情况。 

还有一个论点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那就是对下述两种情况加以区分的观点： 

一方面是有权指责核武器国家的不扩散条约缔约囯中的无核武器国家； 

另一方面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加入该条约并将"不适于"对核武器纵 

向扩散进行批评的无核武器国家。釆取此种态度是出于想把无核武器国家留在核裁 

军谈判的旁听席上。 

至于想把不加入不散条约釆取实现不扩散核武器这目^à:l立场联系起夹的作 

法，在我们看来似乎没有任何根据。 

这种联系的根据是不扩散核武器的概念，这是我们所不能阇意的，因为它没有 

把此种扩散的一个特定的方面，即横向扩散，考虑进去。为了可信起见，不扩散这 

个概念应在全球珲觯为两个方面，纵向的和横向的。如果把扩散核武器的危险局限 

于一个假设的横向扩散，那#是回避了真正的咸胁，即存在庞大核武序的咸胁。 

在某些关于所谓消极安全保证的单方面声明中也可以发现对待不扩散条约締约 

国中的无核武器国家和对待那些非缔约国之间有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有对没有包 

括在单方面声明中的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隐蔽的威胁，因而也是完全不可接 

受 的 。 ` 

消极安全保证不得有任何例外或限制。我们认为，此种保证必须是无条件的， 

普遍适用的。 

不管他们对不扩散条约或任何其他国际法律条约的立场如何，军事菓团之外的 

无核武器il家一致谴贲核武器的存在。他们提出了许多旨在实现冥正不扩散核武器 

这个目标的提茱。要证明有打破急剧上升的军备^赛恶性循环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 

参看不结盟运动各国和2 1国集团提出的文件就已足够。 

主席：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讲的友好言词。今天登记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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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到此结束。还有别的代表团要发言吗？现在我打算全本会议休会五分#^然后举 

行非正式会议审议某些组织问题。全体会议休会。 

会议于下午12时25分休会并于下午1时&^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现在复会。 

你们都知道，我们已收到瑞士要求参加本会议-全体会议的申请。秘书处巳散^ 

了载入第125号工作文件的有关决定草案a如无反对童见，我认为本会议通过了本 

决定草案。 

就这祥决定了。 

大家都会记得 i 21国集团茌上次全体会议上曾要求本会议茌这次全体会议上 

对该集团^交的题为"关于核禁试特设附属机构职权范雨草案"的第CD/4 9 2号 

文件作出决议。因此，现在我打算提出该文件f，出决议。但是，茌此之前，谙问， 

还有代表团想发g吗？ 

我请21国集团的协调â阿根廷代表发言。 

卡拉萨茱斯先生（阿根廷）：在3月29日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主席先生， 

你作为21国集团的协调员介绍了第CD/492号文伴，该文件载有为议程项目1设 

立题为"核禁试"的特设委员会的职衩范围草案。在那次发言中，你阐明了 21国 

集团的立场，强调指出ii切需要就这一问题开始讨论，并要求本会议茌今天的全体 

会议上就第CD/492号文件所载文本作出决定。 

我无意对我们采取立场的实质性理由进行分析。我们这一集团的所有代表团都 

反复分析过。另外，我们的态度以及本谈判机构在1983年汫厅的有限的工作.芘裁 

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给'第三十八届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都有反映。但是我想强调指出 

的是，考虑到许多代表团，而且主要是21国集团的坚决要求，裁军谈判会议主席 

开始了一系列非正式会议，以便通过设立具有适当职权范围的相!2附属机构为达戍 

全面核禁试协议开始进行有效谈判达戍协商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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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達商中，21国菓团通过其发言表现出广泛的合精神。它回颐了 1981 

年该集团?是出的、已载入第CD/181号文件的一项具有适当程度灵活性职衩范围 

草 1 2月24日由21国蕖团一个成员国墨西哥代表团提出的职衩范围草案（CD/ 

438 )也在谈判桌上21国集团还可能考虑其它问题。 

自从就这个问题开始谈判以来已经过很长时间，而21国集团正是由于这.种努 

力陷入了僵局才要求本论坛就这个高度优先的事项作出决定。 

裁.'5i炎判会议已经讲入1984年第一期会议的第三个月也是最后一个月。尽管 

如此，会议仍不能就一项根本议程项目设立一个特设娄员会。本会议讨论此项'目仅 

局P艮于两次全体会议，而在这两次会`i义上我们再次听到人们重申其兴趣、善意、态 

度和声明，但所重申的往往同非正式磋商中反映的并不一致。 

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三十多年来一直呼吁的东西同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ij 

机构对这种具有充分理由表示关注东西所作出0^反应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厄联合 

国大会多年来就这个问题通过了 40多个决议。关于这个议,M的最后一个，部分协 

定是在20多年前締结的。 

21国集团各戍员国在这方面的国际努力中一直处于前线，并且是f延使裁军谈 

判娄g会审议这一问题的推动力量。 

自从那3寸以来已过了相当时间，而且事实不言而喻地表明至今无法就议程项目 

1开始实质性谈判，这就是使21国集团深切忧虑的裉源。我们坚定地认为，本会 

议不能够，也不应该继续拖延时间不作决定。相反，应该把拖了很久的工作大力抓 

起来。 

因此，21国集团提出了载有一个职权范围草案第CD/492号文件。我们认 

为该职权范围草案是符合紧急而适当处理这个问题的要求的。我必须重复一遍，这 

个职权范围草案稍加正式絛改后，就相墨西哥代表团2月24日提出的职权范围草 

案一模一样。换句话说，一个多月前就已提出这个草案请所有代表团审议。 

如我们在上周正式要求的那样21国稟团希望，本职权范围草案得到本会议的 

-1准。这个职权范围草案斌予关于这一项目的特设委员会à々职贵是，为制订一个禁 

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而立即开始谈判，并努力确保向^三十九届联大提交此种 

条约草案。我们应这祥开始对国际社会反复表示、但从来得到:，1决深切关注ft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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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 

主席:我,惑谢阿根廷代表的发言。现在请匈牙利代表发言。 

加伊达先生（匈牙利）：谢谢您，主席先我国代表团团长不久将在今后的 

一次会议上向您致意。在此以前，现在请允许我向您说明，看到您主持裁军谈判会 

议工作，匈牙利代表团是多么高兴，并此刻向f、保证，在您为使我们的共同事业 

取得巨大进屣所作的努力中，我们将与您充分合 

我国代表团现在荣幸地代表社会主义各国代表团发言希望表达这样的信念：即 

您，主席先生，为了设立一个其职权范闱能促讲就有关条约草案行真正i炎剁的核 

禁试特设委员会，您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我认为，本会议厅的任何代表团都不可能 

在心目中怀疑社会主义各国茌我们正在谈论的这方面所提的目标:&愿见 

我们的历史f艮漬楚，而且大家都非常了 11^此时无须再讲一步阐述。只要指 

出这一点就^以说明问题：即今天上午尊敬的德食志民主共,fB国大使代表钍会主义 

国家，因此也代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所提出的关于防止核战争所必需采取的措施 

的这一工作文件（CD/484 ),明确提到迫切雩要实现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 

并将其作为停止在质量上改讲和提高核武器的一个裉本步骤。21国集il关于核禁 

试特设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草案（CD/492号）的工作文件，清楚地反映了他(门对 

此有同样的愿望，同样认为有紧迫必要t么这就有可能使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同意那 

个看法和-il案。在某种意义上讲，21国菓团的职衩范围草茱同我国代表团2月中 

甸芘第CD/434号文中所提的那个草案是相同的。因此，社会主义各国欢迎21 

国篥团的这一新立场，并完全给以支持。谢谢您，主席先t 

主席：我感谢êi/牙利代表。现在请苏联代表^言。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过去曾经，而且现在 

继续高度重视全面.核禁试这个问题。 

苏联对于核试验的立场已《不同级别的汤合反复加阐述，而且说得相当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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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会议已经收到需要审议的苏联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基本 

条款"的草案，我们认3(；该草案对这个问题的多边谈判提洪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 

因为它考虑了许多国家的意见。苏联一贯主张尽早缔结一项关于全面彻底禁iL核武 

器试验条约。 

根裾这一原则立场，我们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完全支持21国集团提出的 

载于第CD/492号文件中关于议程项目1这一特设.:^ g会的职权范围。 

我们认力这个职权范围使特设委m会有可能制订关于这个问题的相互可以接受 

的协定草案。不用说，对缔结这种协定有善意禾。兴趣才能有这种可能'ft有了这个 

职权范围就有可能就核禁试问^的所有基本方面.包栝对未来公约遵守情况的监督 

相核査^行谈判。我们坚决主张把核禁试变成真正的现实。为了取得戍功，美国;^ 

其最密切的盟友至少必需注意绝大多数国家提出要求，并为积极觯决当代这个主 

要而迫切的问II表示政治意愿^诚意。 

主席:我感谢苏联代麦现在请联合王国代表发,。 

米簿尔顿先生（联合王国)：谢谢您，主席先生。我首先代表我国代表团，同 

其他代表团一样欢迎您担任本会议四月份主席的职务。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的立场关于我们现'芘所L寸论的这个问题的实质的立场， 

外交*联邦事务国务大臣卢斯先生2月14日已作了阐述.鉴于我们时i]不多我就 

不再重复,」的话。我只想就今天媞出要我们作出决议的职权范围草案说明，这仅仅 

是您的前任，尊敬的达特荦大使主持下进行非正式磋m的议m之一。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祥一个建议：应继续讲行这些建商使我们达成一个真正 

的折衷提案，达戍寘正协商一致的意'：^。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为一个特定的草 

案i'乍决议的时机尚来成熟。所以，我们不能同意通过:€们面前这个决议草案。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的代表。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吗？请澳大利亚代表发 



‧ CIi/PV.255 ` 

34 

(布诗勒先生，澳大利亚） 

布特勒先生(澳大利亚)：谢谢您主席先4»这是我诈为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 

茌您担任我们这个会议的主席之后第一次在全体会议上发言，请允许我为此向您祝 

贺。看到斯里兰卡的代表担任主席，我们非常高兴。斯里兰卡离澳大利亚很近，而 

且同我们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交往。主席先生，您也很漬楚，我^您初次相识正是在 

17年多之前。看到您担任主席，我个人特别感到高兴。我们确倌您将以熟练&^领 

导艺术禾u聪明才智来指导本会议的工作，并且，我想，还会考虑到今天上午你媞到 

的道德方面的前景。据我所知，注重道德是斯里兰卡的锌点。 

我国代表团对于今天花这里所釆取的方式表示关切。一个矛a第CD/492号文件 

中体现职权范围的措词几乎相同的职权范围草案交到本会议已有一段时问，这的确 

是事实。另外，关于这个问题正式或非正式地向本会议隄出的其他一牝方法，也已 

有一段时：司。我国代表团有这样一种明确的印象：如果对有争议的实质问题汫一步 

讲行嗟商本来有可能觯决，而且，我认为，一定会觯决。现在有不少有争议的问题， 

我只想提出其中一个，即通常以"范围"为题的那个问题。这个职权范L贤草案把特 

设附属机构的审议工作限制茌核武器试验方面。我国政苻殷切希望戏们如杲真诚地 

期望的而且是我们完全致以全力的条约，在范围方面应比这样一个条约要宽一*， 

应毫无例外地包栝一切核试验。 

因此，我国代表团想通过一个能够反映这一目标的职权范囿。我认为这个目标 

也是在谈判会i义以及在谈判会议之前的i炎判委员会上就这个议题发表过讲话的多数 

代表团反复承诺的目标。然而，当这种承诺变戍一种可能的职权范围时，在范围上 

却受到了限制。我国代表团希望看到这种t.商继续进行。如同我茌非正式会议上媞 

到的，还有别§^想法，其中有些是澳大利亚政府的想法。 

主席:我感谢澳大利亚代表为我国及我本人所讲的友妤的话。 

如无其他代表想发言，我.就结束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鉴于刚才的几个发言，显然，关于在第CD/492号文件中所载的职权范围草案 

目前没有达成一致意IL 

目前还有人要发言吗？请阿裉廷代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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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Ni萨菜斯先生（阿裉廷）：我想代表21国集团作一简短发言，希望我这个 

发言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内容如下： 

根据刚才的情况说明21国集团，辜实上还有裁军谈判会议本身以^总的国际 

社会为设立一'个适当机构以便就核武器禁试条约开始讲行有意义的谈判而1'，的努力 

再次受到挫折，或者说仍受到挫折。尽管21国集团为了对将设立的此议程项目的 

特设委员会制订适当的职权范围而达成协议了各种努力并表现了灵活性，但是某 

些代表团的阻梗以及制造的困难表明不可能就这一优先问题达成协商一致的素见， 

至少目前没有这种可能'I 

可是，21国集团本着它一贯的合作精神:隹备审议任何代表if关于这个问|g的 

任何:f是案，特别是那些，如同我早些时侯讲的，使裁军谈:判会议无法就我们第一个 

议程项目的这个条约开始认真谈判§^代表团所提的'，是案。 

主席:我感谢阿根廷代表由于今天没有其他事要处理，我想这次全体会议现 

在休会。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沐会议将于4月5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 

行。现在全f本会议休会。 

下午1时30分散会。 

>êx »o< >0< »^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PV.256 

5 A P R I L 1984 

CHINESE 

ORIGIML:KNGLISH 

第二百五十六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4年4月5日星期四 

上午 1 0时 3 0分日内瓦万国宫 

主 席 ： J •贾纳帕拉先生(斯里兰卡） 

GE.84-61545 



CD/PV.256 

2 

出 席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澳大利亚 

比利时 

巴 西 

保加利亚 

缅 甸 

者 名 单 

A ‧塔法尔先生 

A ‧布巴齐奈先生 

J ‧ J ‧ 卡 拉 萨 莱 斯 先 生 

R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R‧比利亚姆布罗萨先生 

R •劳先生 

J •库尔特尼女士 

M‧德帕斯先生 

J ‧ M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C ‧ A . 德 . 索 萨 ‧ 埃 . 席 尔 瓦 先 生 

S ‧德 .克罗斯 ‧杜亚尔特先生 

K ‧特拉洛夫先生 

P ‧波普切夫先生 

C-普拉莫夫先生 

N‧米哈伊洛夫先生 

吴貌貌季 

吴佩登丁 

吴丹吞 

加拿大 G ‧ R ‧ 斯金纳先生 

R • J • 罗 尚 先 生 



CD/PV.256 

3 

中 国 

古 巴 

捷克斯洛伐克 

埃 及 

埃塞俄比亚 

法 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钱嘉东先生 

王止芸女士 

梁德凤先生 

葛绮云女士 

锁开明先生 

张卫东先生 

P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M•维沃达先生 

A ‧齐马先生 

S‧阿法拉尔吉先生 

W‧巴西姆女士 

I ‧阿里‧哈桑先生 

A ‧马赫尔‧阿巴斯先生 

F •约翰内斯先生 

Î` •德拉戈尔斯先生 

H •雷尼先生 

G•蒙塔西埃先生 

H •罗泽先生 

^ ‧扎伊阿茨先生 

J ‧登布斯基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H‧韦格纳先生 



CD/PV.256 

4 

匈牙利 

印 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意大利 

日 本 

N • E • 冯 . 登 ‧ 哈 根 先 生 

1 ‧埃尔伯先生 

格拉弗法伊尔先生 

德格罗特先生 

Î` ‧加伊达先生 

T ‧托特先生 

S ‧肯特‧沙尔马先生 

拉克什米‧普里女士 

S‧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P ‧拉玛丹女士 

安德拉贾蒂先生 

哈里奥马塔拉姆先生 

N‧卡米亚布先生 

J ‧扎希尔尼亚先生 

M •阿莱希先生 

M ‧帕韦塞先生 

L •费拉里 ‧布拉沃先生 

B ‧卡布拉斯先生 

今井隆吉博士 

镇田邦彦先生 



CD/pv.256 

5 

肯尼亚 

墨西哥 A ‧加西亚‧罗夫茱斯先生 

P ‧马塞多‧里瓦先生 

冈萨雷斯'伊.雷内罗女士 

蒙 古 D•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S • 0 • 包 勒 德 先 生 

摩洛哥 A 

0 

M 

斯卡利先生 

希拉莱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J ‧拉马凯尔先生 

R ‧ J ‧ 阿 克 尔 曼 先 生 

尼日利亚 L . 0 ‧ 阿 金 德 勒 先 生 

巴基斯坦 K ‧尼阿兹先生 

秘 鲁 
C ‧卡斯蒂略‧拉米雷斯先生 

波 兰 S•图尔班斯基先生 

G‧切姆皮恩斯基先生 

J ‧恰洛维奇先生 

T‧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CD/PV.256 

6 

罗马尼亚 

斯里兰卡 

瑞 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工‧达特库先生 

T ‧梅列斯卡努先生 

P‧巴洛伊乌先生 

A ‧克雷图先生 

A ‧波佩斯库先生 

J ‧达纳帕拉先生 

H ‧ M ‧ G ‧ S *帕利哈卡拉先生 

P‧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R ‧厄克于斯先生 

E ‧博妮尔女士 

G •约南女士 

A ‧布拉琴希埃尔姆女士 

H ‧伯格伦德先生 

J ‧隆丁先生 

S‧埃里克松先生 

V - L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B ‧ P ‧普罗克菲耶夫先生 

R ‧ M ‧季麦尔巴耶夫先生 

G ‧ V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P ‧ Y ‧斯科莫罗欣先生 

S ‧ V ‧科比什先生 

G . V ‧安齐费罗夫先生 

T ‧ E ‧德米特里切夫先生 

V ‧ 工 ‧鸟斯季诺夫先生 



CD/PV.256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南斯拉夫 

L ‧ J ‧ 米 德 尔 顿 先 生 

J • W . B . 理 査 兹 先 生 

D ' A . 斯 林 先 生 

i • G • 菲 尔 茨 先 生 

•克茱因先生 

N•卡雷拉先生 

K ‧ C ‧ 克里顿伯格女士 

R ‧霍恩先生 

R '诺曼先生 

P ‧科登先生 

H‧卡尔霍恩先生 

C‧皮尔西先生 

A ‧洛佩斯'奥利维先生 

T ‧拉布拉多‧鲁维奥先生 

G‧布里卡诺先生 

0 ‧加西亚‧加西亚先生 

K •维达斯先生 

M‧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D •乔基奇先生 

扎伊尔 



CD/PV.256 

8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 贾帕尔先生 

兼联合国秘书长 

个人代表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贝拉萨德圭先生 



CD/PV.256 

9 

(主席，斯里兰卡）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现在开始。 

今天，会议继续审议议程项目7 ,题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其新系统； 

放射性武器"。不过，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国如欲提出任何与会议工 

作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提。 

我打算在此次全体会议后立即举行一次简短的非正式会议，继续审议组织方面 

的问鼠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联盟、娄内瑞拉、德意志联邦共和囿、 

罗马尼亚和法国等国的代表。 

现在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矛口国联盟代表伊斯椬耶利安大使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 

祝贺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四月份主席这一重要职务。苏联极为尊重贵国遵循的不结 

盟政斯里兰卡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证实了它真诚地关心在裁军领域取得 

贿。我们希望苏联代表团和斯里兰卡代表团之间相互谅觯和合作的关系能够继续 

得到发展。四月份，会议面临着复杂的问题.我们相信，在你明智的领导下，大家 

将尽一切努力去顺利地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还要向三月份的会议主席，尊敬的达特库大使表示赞赏，他以特有的才能 

指导了会议的工作并使我们能够觯决了一些主要的组织方面的问I 

今天，苏联代表团拟谈一谈防止核战争的问邐我们可以不夸大地说，这个问 

题不仅是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一个最重要的项目，而且也是整个国际杜会与世界 

公众舆论注意的焦点。而这并不是偶然的。 

如果我们正视事实而不想自欺欺人或给自己或别人壮胆，就必须认识到，核战 

争的威胁是一个真实的危险，而且这一危险正在增长。这一危险的出现并不是由于 

任何误低鲁莽的步骤或局部危机，而是由于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即美利坚合 

众国的长期军事政策，由于美国军事工业集团把军备竟赛本身的动力强加给了世界。 

军备竞赛的支持者是不是认识到，核战争事实上对每一个人都意味着死亡？因为情 

况是，他们'京人顽固地推行这种扩充核力量、研制与部署新型武器及其新系统的计 

划，从而动摇了现有的战略平衡，如果不制止美国推行的这一方针，核战争的爆发 

不仅是"可想象的"，而且是很有可能的了。 



CD/PV.256 

10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在西欧国家部署美国新型的第一次打击核导弹一事不能不引起特别的关这 

一行动增加了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从而无法继续进行关于限制欧洲核武器的日内 

瓦会谈。美国和北约的这一行动大大增加了核战争的危I 

我们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的大多数戍员国都同意这一观点。我想回顾一下印 

度代表3月1日就此问题所做的一个重要发言。发言指出："在1984年我们不能 

从往年的立场出发来看待防止核战争的问题，因为1983年的事态发展表明现在的 

局势已经完全临近于只能讲不能退的局面。其他事态发展中，在欧洲最近一轮的核 

导弹部署使发射与摧毁之间的预警时间缩短到仅仅5分钟了。"尊敬的印度代表强 

调："同核武器并存本身就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全球性危险处境；但是矛口预警发射并 

存则完全是身悬绝壁了"。那些接受了在欧洲部署第一次打击武器，从而对和平造 

成了新威胁的人还是应该思考一下这些话。 

一方面是这样公正的话，另一方面.本会议也有人宣称，苏联应对日内瓦双边 

会谈的中断负责，应对差不多十五年来在双边基础上旨在限制和削减核军备的努力 

停滞不前这一事实负贵。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还有人不断提到"两个超级大国"同 

等的责任，提到实行"等距离"政策的必要性，而不顾如下这样一个搴实，即苏联 

一贯主张采取有效的重大措施防止核战争，而美国却反对这样做。这样提问题难道 

是正确的吗？要正确地对此作出回答，应铭记如下情况： 

历史告诉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谈判。如参加谈判的各方有诚意进行真正的谈 

判（顺便说一下，各种各样的国际法律文书，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中就 

有这样的要求），人们会尽一切努力以达成可实现在谈判前正式确定的目标的并可 

相互接受的协定矛口条约。 

然而，谈判有时会走向其反面——走向"反谈判"。如果参加谈判的一个或几 

个人开始就不真诚，他们不是为了达成可为相互接受的协定，而是为了拖延时间， 

以便实现某个其他目的欺骗世界公众舆论，并用谈判来掩盖他们的真实意图等等那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进行这些"反谈判"决无诚意。因为这些谈判的参加者企图实 

现这些不正当的目的，不论别人提出什么论点，通常会失去谅觯其他方面合法利益 

的能力，还故意提出别人无法接受的建议，并不断坚持这些建议，而且总是来说只 

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做做姿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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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控耶利安先生，苏联） 

我们在日内瓦面临的正是这种反谈判。因此很清楚，没有开展谈判的全部贵任 

应当由那些不将其作为谈判，而将其作为反谈判的人来拒负。 

可以举例说明某些国家在裁军谈判会议辩论中使用反谈判手法的情况。在这方 

面，可提到的有企图用各种非正式的讨论和辩论来取代为制订协定而汫行的谈判， 

赋予附属机构以无法开始谈判的有限的职权范围，或公开阻挠这些国家本身已同意 

讲行谈判有关附属机构的工惟（我们在以前的发言中详细揭露了一个设置这种障 

碍的事例）等情况。然而，现在要真正实现这Si反谈判手法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裁军谈判会议多年的工作记录明确地证明，苏联是致力于建设性的、务实的谈 

判的。我们始终反对任何（包括在裁军谈判会议中的)将国际裁军讲坛变为掩盖军 

备竟赛和冷战政策的宣传工具的企图。不能一方面釆取一种旨花研制新型武器，包 

括空间武器的长期而庞大的核武器试验计划，并茌最高一级的政界里反对就禁止诸 

如反卫星武器进行谈判的思想，同时却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宣称愿意就设立关于核禁 

试或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附属机构继续讲行协商。正如苏联共产党中央娄员会 

总书记K. U.契尔年科指出的："我们没有参加、也不会参加这场角逐"。 

核战争对人类文明的威胁越大，人类自我保护的力量就越活貌人民对那为 

了自己帝国主义的野心牺牲人民安全的人的行动讲行的反抗正在增长，人民需要和 

平与秩序，他们不要军事歇斯蒂m»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得出一个结论，军事化的加 

剧和国防局势的恶化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给世界政治带来任何利^第三十八届 

联合国大会的结果就最好地证实了这一点。 

各国人民对和平与裁军的渴望产生了这样个希望，即事态的讲程最终将转向加 

强和平，转向限制军备竟赛和发展各国间的国际合作与对话。缓和已深深地扎下了 

没有其他适当的东西可以替代它。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裁军谈判会议社会主义成员国铭记这一崇高目标，愿为许多国家为防止核战争 

所作的努力做出具体贡齓他们媞出了一份新的工作文件（CD/484 )，尊敬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已对此作了介绍。 

首先我要指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政策对完成防止核战争的任务很重要。全 

人类的重大利益要求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受到某些准则的制约，他们可对这些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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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定后加以承认，并赋之以国际法律约束的性质。 

我们关于这些准则的设想如下： 

把防止核战争惟为各自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防止出现有核冲突的局面。万一 

发生此种危险，应进行紧急协商，防止核灾难的爆发 

放弃任何形式的核战争一无论是全球的还是有限的核战争——的宣传。承诺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在任何情况下不对其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使用牝类武器。尊重已 

建立的无核区的地位和鼓励在世界各地建立新的无核区。 

防止任何形式的核武器扩散；不把这种武器或武器的控制权交给任何人；不将 

其部署在没有此种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不将核军备竟赛扩大到新的领域，包括外 

层空间。 

力求逐步并在平等安全原则的基础上实现裁减核武器，直至将一切形式的核武 

器完全消除。 

遵循这些准则有助于造成一种可使发动核战争的任何企图不能得逞的道义矛口政 

治气此外，社会主义各国一致认为，作为对第三十Ay®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谴 

贵核战争宣言》的条款的一种发展，有必要建议各国考虑将谴贵核战争的条款纳入 

有关的单边及共同的声明或政治性宣言的问氣 

同样有益的是，所有国家，尤其是核武器国家应做到不制订、提出、散布并宣 

传旨在证实首先使用核武器"合理"，及较为一般的"允许"发动核战争的政治和 

军事理论及概念。我们深为相信，任何一种目标都不能成为使用核武器的理由。 

正如会议在讨论中表明的那样，关于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的问题已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的话题了。每一个尚来承担此种义务的核武器国家可 

以单方面承担这种义务。这种办法无需专门举行会谈或达成协议，它将有助于加强 

信任，并降低核危险的程度。同时，关于核武器国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点 

也可以纳入一份统一的国际法文件，这茌实践中就等于在法律上完全禁止使用核武 

器。 

这方面我们要提一下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夬茱斯大使3月6日发ë中对此问题 

提出的重要而令人感兴趣的建i:L我们支持他发言中的这些意见，即"承诺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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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多边协定，以及"附属机构在其议程上列入防止核战 

争问题会为締结一项关于这一问题的条约、公约或议定书而立即着手谈判而提供一 

个极妤的论坛"。 

此外，我们再次声明，我们支持关于缔结一项有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禁止使 

用核武器公约的提案。 

诸如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最终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等的措施将是防止核战 

争的积极手段，并将是以适合当今条件的方式遵循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原 

则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各国提出的关于在国际关系中普遍排除使用武力.包括核 

武力和非核武力的提案也是为了同一目标。在全球范围内要做到这一点，可能要通 

过締结一项关于不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世界性条约。另一项朝着同一个方向的 

重要步骤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1983年1月提出的提案，即华沙条约和北约戍员国 

之间締结一项关于互不使用军事力量并维护和平关系的条约.其中心内容是这两个 

联盟的成员国承诺不向对方首先使用核武器或常规武器。 

同时，苏联代表团重申，它还注意考虑诸如防止意外、或未经批准而使用核武 

器及避免突然袭击的可能性等其他有关措施，并已特别在第CD/406号文件中提出, 

同时必须强调，各种建立信任措施只有与这方面深远的政治性承诺结合才会有助于 

消除核威版这些措施必须真正是大规模的，其目标首先应是防止核战争。 

同样重要的是一些物质性的措施，其目的应是确保不以新的军备系统形式的物 

质基础来支持为发动核战争辩觯的各种理论和概念。 

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而又较易于实行的措施之一可以是，茌适当核査之下 

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冻结核武器。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采取这一步骤，或在达成其 

他核武器国家也将照办的谅觯的情况下，先由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采取这一步^> 

商定冻结就是： 

——停止扩大核武库的所有组戍部分，包括所有种类的核武器运载系统及所有 

种类的核武器； 

——不部署新品种和新类型核武器； 

——暂停一切核武器试验及其新品种、新类型运载系统的试验； 

―停止生产用于制造核武器的裂变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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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核武器将大大改善总的政治气氛并有助于就削减核武库达成协议。 

及早完戍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拟订工作并在締结这一条约前所有核 

武器国家宣布暂停一切核爆炸，将有助于停止在质量上改进核武器和停止研制新型 

号、新类型的核武器。 

关于提和平倡议，我们并不垄断。我们也准备考虑其他旨在防止核战争的措施a 

现在已经倒了从一般地发表核灾难威胁的言论转向釆取具体行动的时候了。就是说 

应就上述提案进行建设性的谈判，以便达戍适当的国际协定。 

苏联重申它决心要开始制订关于防止核战争的贤急而切实的措施，并且要为此 

目的设立一个裁军谈判会议的适当的附属机构。 

正如苏联共产党中央娄员会总书记K. U .契尔年科同志 4月 4曰在答复社会 

党国际领导人的来函时强调的，"苏联今后仍将坚定地遵循旨在限制军备竟寨、恢 

复缓和及加强欧洲和国际安全的方针"。 

―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请委内瑞拉代表洛佩斯‧奥利维大使发言。 

洛佩斯‧奥利维先生（委内瑞拉）：主席先生，首先，我们为你就任裁军谈判 

会议主席.谨向你表示委内瑞拉代表团的祝贺与敬意.我们还要向你以及你的几位 

前任表示感谢，你们为完成艰巨的任务做出了努力，现在这些任务又移交了. 

我要重申，你履行你那极为敏感的职贲中，我们将与你合作，并给予支持。 

这次，我国代表团拟利用本机构议事规则第30条提供的巨大灵活性，简单地 

就我们认为重要的工作方面及会议议程上的某些项目陈述一下我们的意见。 

首先，联合国大会及本讲坛许多蓴敬的代表对裁军谈判会议当前的讨论局面表 

示了关&他们的关注很有道理，我们还要补充一下我们的意见，这是一个公认致 

力于和平的宪政国家的意见。 

国际局势总的在恶化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担忧。许多国家的经济正处茌严重的危 

机之中。几乎所有各大洲的政治、军事冲突的温床都仍然存在9都茌恶化，并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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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倍地增加。世界军费开支达到了令人不能置信的8， 000亿美元的数字。东西方 

之间军事和政治的紧张状况达到了以前很少达到的程度。关于中程核力量（INF ) 

和裁减战略武器（START )的谈判的破裂或中断伴随着显然是无法制止的军备竟 

赛；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今天比以往讲一步地戍了新的社会、政治 

以及可想而知军事性冲突的培养基，乃至触发器，而这种冲突又反过来激发似乎是 

我们的时代标志的意识形态对拖 

这一阴暗的景象引起了一种集体的不安全，而这种不安全成了军备竞赛的借口， 

人们把它作为安全与防务的主要动力，并使之取得了比世界各国人民的全面发展更 

高的优先地位。 

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及面对我们思想中所展现的前景，我们认为应该停下来问 

一问自己，难道大国主要用于加强其军事力量的巨大经济力量不应当转来用于改善 

它们自己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吗？对于任何政治和社会制度来说，难 

道这样的结果不比为取得军事优势地位不断耗费资源的结果具有更大的、更为坚实 

持久的实质保护吗？ 

总之，当前的不祥局面对裁军谈判会议具有特殊的影响，加强会议作为唯一讲 

坛的重要性，这不仅因为会议从多边的意义上看是唯一的讲坛，而仅仅因为它是唯 

一的裁军谈判机构了；同样，这种局面也加强了会议的贵任，因为它所抠负的义务 

是与当前世界紧张局势的严重性适应的。 

我们认为，正如安德烈‧丰泰纳十分正确地说的那样，世界紧张局势是军备竞 

赛的根源，军备竟赛是世界紧张局势的结果。因此，如果本会议真的要实现裁军， 

那么如果不能使上述根源消除，至少要求实际上稍微减少这些根源，才能实现这一 

目只要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取得符合其谈判职能的具体成果，哪怕取得多么小的 

戍果，也会有助于减少那些根源，从而就可以说一借用伯特兰•罗素的话——调 

和并逐渐减少相互仇恨和恐惧的情况一定会取代当前各国间的不信任相紧张关系. 

而这种不信任和鰲张关系是阻止裁军努力结出自己果实的。 

为此，我们不能不同意萆敬的日本大使今井隆吉2月9日的发言，他在本讲坛 

颇有东方哲理意味地说："我们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逐步采取措施来改善我们 

周围的情况。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釆取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可行而有效的措施。这样 

做，我们就能够在不对全面均势的状况引入不稳定囡素的情况下，一点一点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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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备水平。在我们看来，这似乎就是最现实的办法，甚至也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办 

法，，。 

为了实施这一建议，我们认为，正如21国集团1980年2月27日在第CD/ 

64号文件中指出的那样，"工作小组是在（当时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内部讲行具 

体谈判的最适当机构"。并且认为谈判会议有必要在这方面加强那些经过切合实际 

的审议可使这些具体谈判得以进行，并取得同样具体戍果的领域的工作。凡是最易 

于听到表达主张缓和的政治意愿的领域，我们都可以取得成果，这种戍果将反过来 

加强这种政治意愿，并使之在较复杂和困难的领域表现出来。 

因此，从这一出发点来看待我们的工作，我们认为在最近的将来能够取得上述 

戍果的最好的方面就是締结一项禁止生产、储存及使用化学武器4^销毁其现有储存 

的条约。 

从麦克费尔大使提交的报告可以看出，这一领域已做了一®重要的工惟。大国 

已很快就要表现出极为重要的政治意愿，他们或者宣布将一一我们希望不久——提 

出公约草案，或者在关于诸如对销毁化学武器储存进行系统的国际核査等基本问题 

上釆取积极立场。 

就此议题进行谈判的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一直来中断，又出现了上述情况，因而 

我们认为，会议正面临一个不可失之交臂的机会，我们应考虑到提出的所有有关倡 

议，尽快转入拟订公约草案的阶段。 

我们认为可以取得积极成果的另一个领域是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考虑到 

军备竟赛虽然在技术上已经出现了危机性，但尚未达到无法制止的地步；考虑到因 

发展反卫星系统（ASAT)或洲际反弹道导弹系统而茌战略上引起不安定的严重影 

响，毫无疑问应不迟延地根据1984年1月17日通过的大会第38/70号决议的隋 

神和文字来对待这一问邋目前关于使用外层空间的文件当然是不充分的.并有很 

多遗漏之处，但从乐观的角度看，应容许会议在弥补这些遗漏的过程中补充上述文 

件使之更完善。娄内瑞拉作为21国集团的一员，对该集团去年茌各有关接触小组 

中媞出的第CD/329号文件的提案是表示支持的。此外，由于委内瑞拉受1967年 

《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的 

约束，它特别关心的是战争威胁不要讲入这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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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禁试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我们承认，在这方面我们不能象在其他方面 

因为众所周知，自1945年以来至少已讲行了 1， 469次核爆炸。更为 

严重的是，其中近1, 000次是在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签署之后讲行的。不 

过，我们认为，1985年举行《不『散核武器条约》締约国第三次审査会议并将该 

条约与《禁试条约》联系起来可戍为就这方面进行谈判的新的动力，不这样做，《不 

扩散条约》的有效性和效能就要受到怀疑，而委内瑞拉是该条约的签署国之一。因 

此，我们致力于谋求维护并改讲这一条约a所以，我们支持21国集团3月28日 

在第C D/49 2号文件中提出的核禁试特设附属机构和职权范围草案，特别考虑到 

在计划识别与监测地震事件措施方面取得的极为重要的技术性讲展，希望花这方面 

取得实质性讲展。 ' 

我们还建议尽早草拟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公约。在这方面，我们重申.虽然此种 

武器的定义尚不明确，虽然将这种武器的问题与禁止袭击核反应堆的问题联系起来 

无助于问题的觯决，但缺乏定义这一情况本身却可使我们取得不大的.但却是具体 

的进展；如果在谈判过程中为使谈判取得进展，暂时推迟审议——我们不希望这样 

—i义题之间的联系有道理的话，我们也准备同意做出这样的牺牲。 

我们自然也极为重视如下一些项目，即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核裁 

军、综合裁军方案，以及所谓的消极安全保证。但请相信我，我遗憾地指出，在当 

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对当前的局面极为悲观。我们曾在其他场合专门谈到我们对 

威慑理论的意见，我们强调指出了本会议各位尊敬的代表对人类毁灭的可怕的危险 

所说过的和重申过的话。今天，我们觉得还得谈谈大国的良心，并极为真诚而坚定 

地呼吁它们对这一严重问题作出反应。我在此後引娄内瑞拉总统J.卢辛奇博士 2 

月2日在任政府首脑的就职演说中谈到核威胁的话："进行调整的时间不能推迟， 

在我们纠正路线，并为各国提供较好的未来的可能性这个过程中，贵任是很明确的， 

它只应由少数国家承担。而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事实。" 

但无论事实的发展多么有戏剧性，这些事实不应束缚我们的手脚。我想引用一 

位盲人幻想家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那位名叫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德高望 

重的老人援引了一段据他说是不足信的经典，但实际上是他自己的话。他告诫我们 

说，"没有什么东西会建筑在磬石之上，一切都建筑在沙滩上；但我们的贵任是把 

沙滩当作磬石一样进行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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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斯里兰卡） 

主席:感谢委内瑞拉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妤的话。 

现在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韦格纳大《凌发言。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就任这一 

要职，并请允许我提及一件巧事，以便说明我国代表团见到你担任这一职务是多么 

高兴。你的前任佑为斯里兰卡驻我国政府的大使去了波恩，而我的前任则佑为德意 

志联邦共^国的代表去了科伦坡。他们各自就任这个职务一方面是出于自愿.另一 

方面也由于他们选择了各自^为个人爱好的新职务，#主动争取了对他们的提名。 

我很肯定地知道他们在各自的新工佑岗位上都感到十分得心应手。还有什么比这更 

能证明斯里兰卡与德意志联邦共*国之间的极好关系呢？ 

我要再一次回到化学武器问颞上来。在本届会议上提出了很多为加速我们谈判 

工作的新的建设性提案禾口工佑文件。我们都知道不久还有一份很重要的全面提案。 

我国代表团也想在这些有益的而且越来越具体的工佑文件中加上我们的一份。我有 

幸来介绍笫号工佑文件，其《4 ^载有关于公约中应纳入禁止偾用化学武^的 

形式的意见。这份工作文件还载有退出未来公约的权利的新办法. 

关于在未来条约的范围方面占重要部分的不使用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尤:^是 

在去车，我们的工佑是富有成杲的。我国代表团很有兴趣地注意着这一领域的谈判， 

特别欢迎一个事实，即现在大家一致同意有必要用一条关于不#用的条款来完善条 

约的范围。还有一些与这项禁止的确切措词有关的不同意见可望很快清理出来。我 

国代表团希望能够推动这一进程，办法是把不使用的概念规定成有利于各代表团在 

去车以来介绍过^讨论过的各种备选方案中进行选择。 

德国政府早在1929年就批准了关于不傻用化学武器的1925车《日内瓦议定 

书》。德国政府是未对批准行动附加任何条件的政府之一。众所周知，德意志联邦 

共*国于1954车单方面承诺永不生产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勒核武器，从而《è这些 

自我规定的限制更全面。德意志联邦共矛口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国家之一，处于 

人口同样密集的一个重要地区。如杲对这一小环境用这种野蛮的武器，将造成无 

法估量的灾难性后果.这对无防护的平民百姓尤:^如此。我国政府主要关心的就是 

希望现有的关于化学武器的不使用制度得到加强，#有效地执行。在上述情况下， 

这种关心是不证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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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我是在一个不幸的时刻强调这一点的。最近在世界另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证明, 

在战场上，在无辜平民中间仍有用化学武器的受害者。既然最近围绕着《凌用化学 

武器新的可怖的事实更清楚了，本会议就更应努力去觯决如何在未来的化学武^公 

约中纳入不使用条款方面尚未觯决的技术性困难。 

这份工作文件的读者将会意识到，文件中合理地倾向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化学 

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去车提出的一些方案中的第一个方案（见C D/416 .附件一 

A / 2 b ) , 

工4fe文件的第二部分是与未来公约的一个很少讨论但甚为重要的葷节有关的提 

案，内容就是万一其他締约国违反条约规定，就有中止或退约的可能。文件这一 

部分的主导思想是，这种性质的退约是一种特别严重的、不可取的事，只有在极为 

例外的情况下，才可允许締约国解除自己契约性质的承诺.提案中的新内容就是一 

种逐步的退约过程，只允许締约国根据这一过程依另一締约国违反条约的情况.在 

退约程度禾0退约生效时间两方面佑出反应。 

我希望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各代表团能够伃细研究此份工你文件，并能发现 

此文件对他们今后数周乃至数月的工作有所俾益. 

在结束发言之前，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最近有关的一些发言*工佑文件简单地 

谈一点具体意见，那就是把国家核査手段的问m^形式作为未来公约须规定的全面 

核査制度中一个重要部分的间题。我想提一下波兰的图尔迹斯基大傻3月1 5日的 

发言以及南斯拉夫的米哈伊洛维奇大《凌4月3日在介绍其代表团关于这一问题的工 

作文件（C 8 3 )时所做的一个同样引人注意的发言。虽然在全面核査体系 

中，应把必不可少的详尽而紧凑的有效囿际控制置于必要的地位，但国家的核査手 

段也有其应有的佑用，我们应当感谢上述两位发言者提出了这一关鍵的事实，并为 

国家核査措施提供了指导方针，从而表明这些措施在其特定的领域内能实现什么-

主席：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妤的话。 

现在请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大傕发言。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我有意在三月底利用的特权之一就是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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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 

先为你就任会议主席向你表示祝贺• 

虽然如此，我仍想借此机会向你保证，罗马尼亚代表团将全力支持你履行你的 

重要职责u贵国，同罗马尼亚有着良好关系的斯里兰卡共勒国充分显示了不结盟国 

家及中、小国家积极参与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重要性。这些国际问题中，裁军最为 

紧迫。 

罗马尼亚代表团今天拟初步谈一谈关于化学武器问题的谈判情况a但在谈论这 

一问题之前，我想请会议注意应罗马尼亚代表团的请求散发给诸位的笫C D / 4 9 3 

号文件。该文件载有我国议会，即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国大国民议会对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国联盟最高苏维埃、美利坚合众国国会、在其领土上设置了中程导弹的 

一些欧洲国家的议会，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加拿大等国议会的呼吁书。 

大国民议会建议，召开欧洲各国以及美国命加拿大等国的议会代表会议，审査 

在欧洲大陆上出现的极其严重的形势.在为1^史本大陆免除所有核武器开辟道路而采 

取措施方面制订并提出方法、方式及解决办法。 

现在正在举行第七十一届各国议会会议，在:^议程中就包括安全湘裁军问颞-

在这样的时候散发上述呼吁书，就清楚地说明，我国将本着信任命肩负崇高职责的 

精神十分重视进行谈判，以便达成旨在避免灾难性核战争危险的协议。我国大国民 

议会的呼吁书着眼于号召有关各国议会议员齐心协力，以便共同为缓^国际紧张局 

势，#制止核军备竟赛而工#从而为全面消除欧洲的核武器达成协议而开辟道路。 

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所有项目中，化学武器问題今年处于一个特殊的情况. 

我们认为締结一项使化学武器非法的全面协定的时机已经到来。 

首先，有一个原则方面的理由。在全世界面临空前严重的国际局势下，就于本 

会议的信誉本身和有助于克服裁军谈判当前的僵局来说，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有必要采取真正切实的裁军措施。在任何领域都没有比消除化学战争机器方面在军 

事上冒的险要小，而政治上取得的成杲要大的。因此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会议应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影响议程中核问题的绝对优先地位而做出特殊的努力.以便向第 

三十九届联合国大会提交一份积极的平衡表。我们要做的这份平衡表应对去车通过 

的关于化学武器问题的笫3 8 / I 8 7 A ^ B号决议的精神有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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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 

在这方面，我们要对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瑞典的R.厄克于斯大使的有朝 

气而显示其才能的活动表示支持。可以说，主要正是由于他的努力，特设委员会才 

有了一个合适的谈判结构。至于谈判的实质内容，我们知道苏联、中国、南斯拉夫、 

荷兰、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以及:fc他代表团都有一些重要的倡议及 

贡献。我们也很有兴趣在等待美利坚合众国提出关于化学武器公约草案的提案。 

罗马尼亚一贯坚决主张全面禁止并彻底销毁化学武器。1981年7月1 7日， 

我国代表团提出的第C 1 9 7号工作文件，内容为关于化学武器类别的定义^ 

标准的提案。我们注意到这些建议是与奚他代表团提出的有关建议相一致的.这两 

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就说明尊敬的巴西代表塞尔吉奥‧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主持的工佑小组很有可能为未来公约提出商定的有关条款。 

关于公约的内容，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其中应规定全面禁止所有类型的化学战 

剂，既包括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又包括"失能剂"。因为我们考虑到一个事实：即 

傻战争f#用失能剂也会产生有害的后杲，首先对于不具备适当而有效防护手段的较 

小国家会造成后杲。公约中还应规定禁止在任何武装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我们还 

赞成这样一种意见，即找到一种适当的方式，禁止在将来进行所有旨在傕用化学武 

器的军事准备活动.首先是禁止有关旨在研究、更新、改进化学战剂运载手段的活 

动，并禁止涉及可能傕用化学武器的演习、军事运用及其他军事方面的实验-

消除现有化学武器储存及生产手段与宣布勒核査问题有紧密联系，罗马尼亚代 

表团认为，締约国在公约对其生效后3 0天内即应对其化学武器储存^出初始宣布, 

关于化学战剂及其便用手段的销毁速度，我们认为应拟订一份有精确时间表的渐进 

而分阶段的计划。计算的时间表应依据那些拥有最大量化学武器，并最有能力逬行 

化学战的国家为销毁其化学武器储存所需要的时间。该项计划开始应该是剧毒致死 

性化学战剂，最后是失能剂及过期的湘非实战用的储存。 

我们认为，由我们的同事，荷兰的R' J ‧阿克尔曼先生任主席的工佑小组已 

收到所有必要的资嵙‧以提出可为普遍接受的觯决所有这些问顙的办法。 

对禁止化学武^公约实质性条款的核査是这份国际性文件的一个带根本性的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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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核查应是由囯家手段和s际手段相结合的，其中有一种 

包括现场视察的强制性系统视察的体制，将其作为締约囯之间创造并维护信任气氛 

的貢要手I t我们很赞赏苏联、中国、美囯、瑞典及荷兰等代表团在这一问题上所 

提出的提案。我们认为，公约中应规定，各締约国有权根据各自宪法程序釆取必要 

措施，以执行公约中规定的承诺，特别是防止并禁止违反公约的任何活动。 

关子囿家技术手段.我国代表团认为只要规定所有締约国均有权随便接触收集 

到的情报，那么公约中纳入这些手段就不会有什么困难。 

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H‧蒂利克博士得力地抠任主席的工作小组可为核査 

方面做极为重要的准备工作。 

我们认为，未来公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应由一些过渡性条款构成，尤其是应在 

未来公约和《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之间确立必要的法律 联系。例如可以设想在公约这一部分规定， 

締约国釆取一项承诺，甚至在公约生效以前，不在超出议定书载明的保留范ËI以外使 

用化学武器，并可在彻底销毁并完全消除化学武器储存及化学战剂生产设施所需的 

一段时期内规定一项特别的过渡性体制。 

未来公约的序言部分也将在使公约真正致力于旨在禁止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首先是 核武器以及为觯决締约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将某些问题纳入公约正文的 

问题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我关于化学武器方面的意见说完了.我想提一下罗马尼亚代表团对裁军谈判会 

议本届会议期间在谈判方面期待取得什么成果。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有条件将未来 

公约中A工作小组和B工作小组涉及的内容的第一份草案文本以及关于核査 ( c工 

作小组）的第一批商定的结论提交大会审议。 

我谨向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保证，为实现这些目标罗马尼亚代表团将予以 

全力支持。 

在我结束今天的发言前，我想谈一谈有关我们工作安排的问题。罗马尼亚代表 

团想强调一下会议今年所取得的成果，即通过了议程和工作计划，设立了某些特设 

委员会并觯决了一些组织方面的问题。大家知道，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们都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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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 

觯为其他议程项目设立附属机构的非正式协商已到了什么阶段。在某些方面取得了 

进展，一些观点得到了明确，这就使我们得以努力找到折衷的觯决办法。 

我们认为，四月份所有代表团应做出特殊的努力，以便我们能够为其他议程项 

目设立附属机构。我们认为，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设立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 

会、防止核战争特设委员会、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特设委员会以及核禁试特设 

委员会。 

我们需要设立这些附属机构，并使它们迅速作为主要的谈判工具开始工作。正 

如本会议室各方都普遍认识的那样，本着相互尊,的精神进行谈判.以便就可为所 

有4 0个成员囿都接受的裁军措施达成协议.仍然是本会议基本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本会议存在的目的。 

因此，可以说除了我们坐在会议桌旁出席会议的原因不可谈判外，这里的一切 

问题都是可谈判的。 

我们自己仍然坚信，我们在进行和促进对话，接触、协商和谈判方面能用的许 

多办法的可能性和价值还远未用尽。 

我谨向会议主席保证，我国代表团准备接受主席在我们工作的现阶段可能为继 

续就这些主要问题进行谈判而提出的任何程序方面的觯决办法。必须强调指出，各 

代表团绝对需要明确表现出政治意愿，这样我们的谈判才会有成功的可能。 

四月份是会议的关键月份。如杲不能设立关于高度优先问题的附属机构，本会 

议的信誉将受到严重损害。我们不可如此束手无氣 

主席:感谢罗马尼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请法国代表德拉戈尔斯大使发言。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主席先生，首先，法国代表团谨向你表示祝贺，并 

极为热烈地祝愿你在指导会议四月份工作的活动中取得成功。我们见到斯里兰卡代 

表任会议主席感到很愉快，因为法国和斯里兰卡有着极为友好的关系，而且斯里兰 

卡对国际合作所做的贡献是特别积极^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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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你和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伹我们已经领略了你作为外交家的天才、你6^智慧、 

权咸以及彬彬有礼的态度。我们相信，你在任职期间定将继承你的前任方塞卡大使 

和贾亚科迪大使的光辉传统。 

我还要衷心慼谢你的前任达特库大使上个月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钦佩他在解 

决有关我们工作安排方面特别复杂的问题中所表现的才能和耐心，他的努力对我们 

协商的进展做出了极为有益的贡献。 

法国政府反复强调它极为貢视消除化学武器的问题。*然，国际法，尤其是 

1925年在日内瓦签订的《议定书》——法国是该议定书的保存国之——禁止化 

学武器的使用。由于国际钍会很关注尊,《议定书》条款的情况，联合国大会通i寸 

一项决议，规定亍对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进行审査的程序。这种关注以及考虑到这 

些关注而提出的措施是非常合理的。 

伊朗代表团在这里向我们提供的情况使秘书长决定进行一次调査。这调査的 

结论是众所周知的。这就是说，化学武器的危险仍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化学武器仍 

然存在。尽管有一些条约，但仍然有人使用化学武器，并且今后还可能使用。生产 

化学武器的技术到处都可得到。 

因此，化学武器方面的裁军是囿际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因为这种裁军本身就 

可以通过销毁产品和武器而彻底消除任何使用的可能性。我们在这里必须以最大的 

决心完成这一任务。到目前为止所提建议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我 们正在等待美国提出 

的建议说明了这种决心的真诚。因此，今年似有条件取得我们希望取得的决定性进 

展。 

法S代表团今天要介绍一下载入第c DX49 4号文件的关于消除化学武器储存及 

其生产设施的建议。法国代表团希望，系统地提出其对谈判的这一重要方面的立场 

将有助于当前阶段的工作。我将按顺序讨论如下三个问题：宣布、销毁以及核査。 

首先，关于宣布，各締约国必须各负其责地宣布各自的储存和生产设施。这些 

宣布必须详尽，因为精确可取得信任，并简化监督。因此，我国代表团刚才提交的 

文件中载有大量的有约束力的条款。 

我们强调单方面提供情况的重要性我们关注的是使干扰控制在最低限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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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定决定了我们不要求对存放宣布了的储存的地点或武库进行视察最后，对前体 

或生产设施执行所建议的控制程序时，我们关心的是不危署工业的保密。 

此外，公约各締约国应提出自己的销毁计划和时间表，并且，当然应公布任何 

偶然发现的储存。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如试图确定其生产及储存日期，则会使问 

题不必要地复杂化。 

关于销毁，当然应包括所有化学武器。 

当然，作为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之计，我们可以容许一定数量的公约中提到的 

毒性化学品用于防护性用途，或为此目的保留受到限制和控制的试验性生产设施。 

但是在10年之内，储存、生产设施及单用途前体应全部销毁。我们不认为可以设 

想转用于生产，因为这需要建造可逆性的可以用两种方式工作的设施，从而就保留 

了一种潜在的被禁止的生产能力。此外，对这种转用生产设施的监控既复杂，又靠 

不住。我们只接受一点，即一个生产化学武器的工厂应转变为一个销欵工厂；但在 

转用周期结束时，这个工厂即应被销毀。最后，我们希望提供一切可能的保障，在 

10年后不能再恢复生产或使用化学战剂。 

关于核査，我在这里不打算详细谈论各种程序，只是想回顾一下，每次销毁活 

动的核査程序分三个阶段进行：活动前、活动期间以及最后，活动完成后。国际现 

场视察将对重组储存和销毁储存的地点进行核査。销毁过程也将始终处于监控之下。 

最后，销毁应当得到充分的核査。这一情况也适用于生产设施：需核査的有，生产 

设施的关闭及其销毁，在过程中和完成以后都要核査。。 

最后，并不是所有地方及所有愦况下都需要有人有效地常驻。然而.传感器和 

记录器——这当然是要使用的——的技术尚不够先进，还不能做到完全无需人干预， 

还需视情况不同，需要人工间或者连续进行干预。 

如进行得正确，上述活动一宣布，销毁及核査——将能使我们达到最后消除 

化学武器这一期望达到的目标。 

在过渡时期，有一些执行的方式特别重要。当然，这些方式应考虑到各締约国 

的权利和义务。其中首要的权利当然是安全的权利。 

这就意味着，销毁的进行方式应与储存和设施的规模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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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销毁的时间表，应当在整个过程中都能保持安全的均衡，并使这种均衡能 

够导致同时消除所有化学作战能力。 

关于旨在确保缔约国安全的条款，我想强调一下.应确定消除储存和设施的顺 

序。详细内容见文件本身。 

在这方面，法国代表团建议，应以下述顺序销毁生产设施：首先销毁装填工厂， 

然后销毁毒素物质生产单位，最后销毁前体生产单位。我们认为，这种方法增加了 

一种保障。在生产线上第一次停下来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使得保留毒素化学品的储 

存从销毁过程一开始就变得毫无用处，因为这些储存将不能再被淮备作为军事用途。 

主席：慼谢法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今天登记发言的代表都已发言。还有其他代表团要发言吗？ 

秘书处今天散发了一份非正式文件，内容是会议及化学武器附属机构下周的会 

议时间表。象往常一样，这份时间表只是参考性的.必要时可作絛改。如无反对意 

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份时间表。 

就这么决定了。 

如时间表所示，并如我前任3月1 5日在全体会议上宣布的那样，我将在下次 

全体会议上将载于第CD/448和第CD/449号文件的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 

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报告提请会议审议并采取行动。届时，在听 

取了各代表团就报告所做的发言之后，我将请会议注意第CD/448号文件中该特设 

小组的《第三份报告》，然后通过第CDy^449号文件中进度报告的第1 0段建议。 

现在，我想此次全体会议到此休会，5分钟后召开一次简短的非正式会议，审 

议某些未决的组织方面的问题。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4月1 0日星期二上午 1 0 : 3 0举行。本 

次全体会议现在休会。 

会议于下午1 2时2 5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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