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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8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续）*
总务委员会的第四个报告 

( A /  3 4 / 2 5 0 / A d d . 3 )

1 . 主席：总务養员会在其报告的第 2 段 （a )  

i | > , 决走并建议在议程巾增列一个题为 " 格洛H i厄斯 

祥，& 、新胡安岛、欧罗 111 和印度已萨斯岛问题"的 

项 R 。在 第 2 段 （b ) 巾，总务委员会建议将前 [fif提

到的那个须R 分配给特别政治爱员会。充分考虑到 ,Èi 

务委员会的报吿以及各代表 ffl在那个要员会巾所作的 

发言，我可否认为该项目应列入议程并分配给特别政 

治® 员会？

就 这 样 决 定 （见 第 3 4 ? / 号决定〉。

2 . 主席：我们将把My义通过的决定通知特別政 

治委员会主席。

3 . 该报告的第 3 段提到，总务委员会 ïn就 I:作 

安排义换意见。大会主席对此表示关注，并要求采取 

特别措施，以便在大会规定的斯限内卯1979年 12 /] 

1 8日以前结束此项工作。我可否认为大会注意到了 

该报告的第 3 段？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21
塞浦路斯问题：秘书长的报告（续）*

4. 马 里内 斯 库先生（罗马尼亚）： t r 先，我要 

强 调 的 罗 马 尼 丽 政 府 一 货 认 为 ， F1前提义大会市 

议的问题具有特别重耍的意义。正如我们不 断 阐 明的 

那样，罗马尼亜过 i ；•一向井 IL 今•仍将始終赞同达成 

一项迅即的政治解决办法并公平和持久地解决基浦略 

斯局势。权们始終认为，这一解决办法只能想立在完



全尊$ 客浦路斯的独立、4=.权、领上完整、统一和不 

结盟的范础之上。这是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的， 也是 

联合闺通过的有关决议的精神相一致的。同Ht, 我 

们还必锁指H 1 ,只有遗过两族代表之旧的谈判，我们 

才能找到达成这种政治解决办法的正确途径，而Ü 只 

有两族 f i 己才能确保和平共处、合作和这个国家的经 

济发展 4 社会进步。

5 . 就罗马尼液代表闭而言，解决这一问题之 

所 以 I '分紧 iÜ , Ü  W 、J'i必须结: 这场继续作很人 I*,! 

度上使义:地 《1，海和巴尔-r•地 势 紧 张 、动荡不安 

和面‘临威胁的冲突。罗马尼亚坚决支持发展巴尔千 

所有H 家 之 间 的 合 作 ‘谅解；同时，我们也支持将 

巴尔干变成一个和平、友好、睦邻、无任何核武器 

和外同军$ 范地的地区的主 ÿfe。当然，我们直接关 

心的Æ 使客浦路斯見势获得公 TH和持久的解决。 ？ii 

们特别急切地希望看到达成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因 

为 长 期 以 来 我 们 一 有 ‘塞浦路斯共和闺以及该地区 

其他闽家保持着友好关系。然而，我们 I人为，这一 

l'nj题之所以十分紧迫，除了其他应予考虑的因素之 

外，还因为有必要掉卫所有塞浦路斯人的最高民族 

利益以及他们在一个自由、独立和主权的闺家里和 

平 '7'^11^地半活的权利。我们认为，束 浦 路 斯 现  

状 限 期 t ï 续 不 仅 r 解決H 题， if iiu ju Æ  

加深该岛两族之间的误解，并使 0 前的局势加剧和 

该地 K 的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增大，这是十分 

显.而场见的。因此我们认为， 有关各方应当 ~収合 

国一进作Ml更 加 决 和 不 傷 的 努 力 以 便 摆 脱 H 前的 

僵局。这 ;Sk绝对必要的。

6 . 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部样，我们深信，以公 

正和可行的方式解决塞浦路斯向题的唯一瑰实途径， 

趙宵接有关各方本着诚意和善意翁精神进斤谈判。我 

们完全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在去年n 月 8 H 的报告中 

所阐明的观点。他在振吿中指出：

"如果想就塞浦路斯问®达成一项双方都能 

按受的、公 II:和t # 久的解狹办法， 除 r 进行 Ï I体 

l l l f f  效 的 谈 別 A：选 样 〔/ ) /
< '()/•)■. 7, 丄? 段 〕

7 . 我愿借此机会，向秘书长表示我们辕敏的谢

意，感劇他为通过谈対解决宠浦路斯£1势所作的不依 

努力。

8 . 不再迟延地开始进行认真 .和深入细激的谈：̂*-1] 

足非常必要和恰当的，因为 L j其他冲突的情况有所不 

同的Æ ,双方Û 经在有关塞浦路斯的向题上达成一项 

协议，而 IL 这颜协议得到了圃社会的积极支持。这 

项协议不何提到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所需的龙本条 ft-, 

而 IL 提到这一谈判的框架。双方CL经商定，就塞浦路 

斯 / , . )势財決进  ü i  炎刘的从 1977 <r 2 i l

12 H 制定的马卡里與斯一^^克塔什指导方针、 '联合 

国的有关决议以及 1979年 5 月 1 9日达成的 10点协 

议 〔同上，附件五〕。双方也 ÏL商定一^这一点已在大 

会决议巾提及一解决客浦路斯 l’nj题的® 本途径，Æ 

在联合pËl秘书长主持 K进行的两族会谈。在这里我们 

思意对審浦路斯政府和塞浦路斯上族领导人在给秘书 

长的答复巾所作的声明表示赞同。塞浦路斯共和国常 

驻代表在他于今年 10/! 5 H 〔同上，附件三〕的普 

通照会巾曾表示，他的政府愿意重巾，它完全赞成 

10点协议和进行有意义的、宫有建设性的会谈。座 

浦路斯土族领导人在他今年 9 月 2 4 日 的 信 〔同上， 

附件一〕巾再次强调指 ,M l,塞浦路斯土族人认为，两 

族会 i炎Æ达成束浦路所W题解決办法的唯，途径。他 

还 ; 上族想意 In)秘书长密切合作以恢这•会谈  

并达成一项明确决议。我们热切希望两族会谈能够尽 

快恢复并达成一项道当的、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我 

们希望大会在这次辩论巾能粮助为场早恢复这一会谈 

并使它取得成功创造必要的条件。

9. 罗马尼液本着它所执行的积极鼓励通过谈判 

解决争端的方针，对今年 5 月举行的塞浦路斯人之间 

的最高级会议以及当时所达成的 10点协议表示欢  

迎，认为这是为寻求和平解决塞浦路斯局势的办法而 

迈出的重要一步。

1 0 . 在 今 年 6 月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斯皮罗  

斯 • 基普银亚努先生对布加勒斯特进行TH式访问时，

, v r ， 饭束斯 i i i ，[次 

f | u 它 以 處 解 决 '《?浦路斯H 题，以便 

这个《家的疲立、主 te和领上完整，促进两族之间的 

和平共处和塞浦路斯人民的进步。



1 1 .找们认力，依照我MIJ A '提到的])；(则达成的 

公 m和持久的解决办法，还应包括现在仍许 :该NI的 

一切外|1|军队撤离，采取必要的措施恢复和加强两族 

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尊重塞浦路斯人民在没有任 

何外来侵略、压迫和千涉的情况下决定他们自己命运 

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解决办法是符合所有塞浦路 

斯人目前和长远的最高利益的，同时也有利于巴尔干 

半息、地中海地区、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合作。

1 2 . 我可以向大会保证，罗马尼亚今后仍将最 

积极地支持任何真正有助于达成一项公正和持久的解 

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恢复谈判并使谈判取得成功 

的努力与行动。

1 3 .田 劲 先 生 （巾国）：塞浦路斯W题是帝国丰 

义长期殖民统洽遗 留 K来的。塞浦路斯独立以 ;I? ,遗  

过希上两族人民的平等协商，逐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然而，近几年来，在解决问题 

的道路上又出现了一些曲折和障碍。塞浦路斯问题不 

能得到解決，使塞浦路斯人民的民族利益蒙受报失， 

也使这个地区的局势增加了动荡的因素。我们对塞浦 

路斯目前的状况深为关切，对塞浦路斯人民遭遇的困 

境深表同情。

1 4 . 塞浦路斯的事态发展，说明超级大国的干 

预产重妨碍了塞浦路斯问题的顺利解决。特别是那个 

标榜" 支持" 塞浦路斯人民的超级大国，出于自己争箱 

世界的需要，不断变换手法，插手塞浦路斯W题，在 

地巾海扩张势力，这就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潮。因此， 

要真正实现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就必须排除这种外 

来的千扰。与塞浦路斯有关的方面要考虑到塞浦路斯 

两族的利益。在本届联大许多 I I 家的代表在及言中都 

呼吁本浦路斯希、上两族能以K 族利益的大局为重， 

作平卞的Æ础上，通过和平协商， 1'112解决塞浦路斯 

I’nj题。我们赞成这种见解。

1 5 .具有反帝、反殖光荣传统的塞浦路斯两族 

人民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和思望，它们都要求维护塞 

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上完整，都主张在没有超级 

大国的干预的情况下通过两族谈判， 尽快解决 I'nj题， 

以 利 建 设 己 的 国 家 。我们高兴地看到， l i l于双方的 

共同努力，在联合国秘书长的主持K , 今年 5 ；]两族

领 人 经 过 会 lli'f达成 I■办议，双 乂 恢 /ii 断 

两年多的谈判。这一可喜的进 jy m 到客浦路斯人W的 

广泛支持，受到各国人民的普遍欢迎。虽然在前进的 

道路上还存在着不少障碍，但我们认为，只要塞浦路 

斯两族人民耐心协商，总能遂步消除分歧，找到公平 

合理的解决办法。

1 6 .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塞浦路斯人民一向怀有 

友好的感情。我们历来认为，一个国家的東务应当[tl 

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解决。座浦路斯的主权、独立、领 

土完整和不结明的地位应该得到尊重。超级大国应当 

停止对塞浦路斯事务的干预。我们衷心希望塞浦路斯 

希、土两族人民在已经取得的进展的基础上，继续努 

力，打破僵局，冗谅T I让，和平解决争端，和 IKt扣 

处，共同建设一个繁柴Ü 盛的塞浦路斯，并为力、:地 … 

海的稳定和国际安全作Mi贡献。

17. 尼 尔 先 生 （牙买加）：在又过了一年之后形 

势并无任何重大变化的宵嚴情况F , 大会现在W 次市 

议塞浦路斯问题。牙叉加对于那种似乎Æ 无限期的外 

国占领的现状、难民问题以及塞浦路斯两族分裂的 I'nj 

题表示深切的关注和不满。毫无疑向，这种情况的持 

续，是影响该地区和平与稳定前暴的冲突与紧张局势 

的危险根源。

1 8 . 文 件 A /  34 / 620所载的秘书长报告表  

明，尽管在外交上已经进行了许多活动， fR该地区的 

局势仍然没有大的变化。过J；-一年M 所作的很多努力 

都是为了恢焚两族会谈的。 我们全都欢迎双 1i -T 
1979年 5 i l  19 H 就恢复会谈所应遵循的指导方针达 

成的协议，同时对于这一会谈没有取得进展并且自6 

月以来一直暂停一事深感遗憾。

1 9 .然而，我们相信，在 5 刀 19 H 达成的协议 

的Æ础上进行建设性和有意义的谈例的可能仍然很 

大。在这方 If tû 我们希望秘-15长 为 恢 复 这 ，会谈所作 

的梢巧和不懒的努力収得成功， 希望各方能 iË 设性 

地利用他的韓旋。我们也继续敦促各方放弃从前的怨 

恨 S 敌对态度，以便为进行官有成果的谈判以恢复恶 

浦路斯的和谐与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气氛。

20. 我们可以采取其它步骤以利干创造这祥一 

种气氛。其中之一就是从该岛撤 ,H1外H 军队，并且停



Ik对该共和闻部分领上的军衷占领。毫 无 疑 外 闻  

'卞(队的持续 fly领Û 经使寻求公正有效的解决办法变得 

Mi加W 維了。 n 1974年.以来，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 

便不断呼吓撤 ;n外同军队并停 Ih对塞浦路斯共和同内 

政的一切外来干涉。^^叉-加把确保尊重寒浦路斯的 4̂  

权、独立、领上完整和不结盟地位的必要性放在重要 

地位。只要存在外国的军事占领，这些仍会受到损 

害。因此我们认为，停止对塞浦路斯领土的军事占领 

达成任何一项可行和公正的解决办法的基本必要条 

f t o 在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上，塞浦路斯总统建议使 

Ü:卞1 Ï化。，-îf•买加认为这Æ—项赏有建设 

作的 iüu义，它 4 以Yr助 r-这 • 题的永久解决。使所

有这类倡议得到实行以结束这一旷日持久的危机，是 

很重要的。

2 1 . 联合同在塞浦路斯的存在，是维持该息安 

走的一个重要因素，何Æ我们还迫切需要作>Hi新的努 

力以达成一项永久性的解决办法，从而使联合国维持 

和平部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那里。牙买加仍然认为， 

联合国的决议为这一解决办法提供了有效的框架， 

即：首先，从塞浦路斯迅速撤出外国武装部队，停止 

对该岛内政的外来千涉；其次，采取措施使难民得以 

安全返回共家同；最 继 续 进 行 两 族 会 谈 ，以求在 

两方之间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我们还 

；.y； "1进 ，歩努力以确保全 Iftf执行联合旧的^ 项決议。 

M-!)'<加认力，这一 I'，Ü题所涉及的各种问题 ft:接关系到 

联合国在国事务中的作用；该组织在处理这一问题 

时不应当表现得无能为力，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2 2 . 霍 拉 伊 先 生 （匈牙利）：紧张和不稳定气氛 

继续笼巧着东地中海地区。我们非常遗憾地注意到， 

尽管国社会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联合国也进行了有 

力的干预，何塞浦路斯局势已经连续六年朱能得到解 

决，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也未能得到贯彻执行。

23. 当我们得知塞浦路斯两族在联合国秘书长 

的主持下干今年 . 5 力在尼科两庇达成一项10点协议 

IM ',权们感到Yr些奴舞和一'處程度的乐观，这Q 经不 

是第一次了。尽資有这种 îT\观情絲， iH ÎJi们还Æk不得 

不 I：，1，& 秘 10长 /I:.他 V- 候的报化-> i，所 发 的 息 见 ,， 

他除了别的以外还说：

" ，‘•… 5/119H 的协议 .......并朱'解决— 而H

实际上也并打算力解決 - 一各派所(fii临的实质冲

分歧"。 3

2 4 . 我们在座的各位代 ?̂̂都知道，两族会谈 Ll 

再次陷入僵局。匈 i f 利代表W对 R 前就本浦路斯 f'nj题 

所进行的辩论的态度， 主要足受希望我们的讨论能有 

助于早 H 恢复谈判和两族会谈这一真诚的愿望的影 

响。因此，我们坚持我们一再表明的立场，W大会应 

当采取宫有建设性和合理的行动，以促进直接有关各 

方的和解。我们TT.是本着这种精神想在大会本届会议

I 就本浦路斯1； .J题 'JI表 ff 1的 ,G:见。

25. 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国家地位仍然处在危险 

之中，对此我们不可能而且决不会漠然置之。塞浦路 

斯共和国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得到了匈牙 

利人民及其政府的坚决支持， 而 IL 这一支持永远不会 

削弱。

2 6 . 国标社会在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方面 ,41现 

的一个最新事态发展， 正面反映在两个月前在哈冗那 

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所发:表的政 

治 宜 言 的 有 关 部 分 中 〔] / 附件， 第一 

节， 第 797- 20_5段〕。我们对该宜言在这方面所表明 

的精神表示欢迎。我们一赏表明这样的看法，H|i塞浦 

路 斯 共 和 同 需 而 J I应该得到不结盟 [1|家的全力 Je 

t . ÿ ,随 时 M 的椎移， 我们越来越感到这 flH兑Jiî： lU研I 

的。

2 7 . 匈牙利从来不谋求私利，它一贯反对把某 

种解决办法强加干塞浦路斯问题或长期遭受苦难的塞 

浦路斯人民。遂浦路斯人民一^论追塞浦路斯希族 

人，还是慈浦路斯土族人一的这一持续不断的悲 

剧，始終得到我们的深切同情。我们把塞浦路斯人民 

视为塞浦路斯人，而毫无任何偏爱或歧视。让我补充 

一句：我们永远不会做与此相反的事。

2 8 . 我们張信，我们说明我们对塞浦路斯问题  

的可行的、 实际丄造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所持的原则 

J Ï场，可以訂助 f 这场辩论的闕满站束。

29. uiju- n  人 K  Jl； ^ iii lil 政府 I ■分，r(视 -/]. 14  ̂ ■ 
项公正、可行和持久的解决遂浦路斯向题的办法所作



的 怒 力 m \ \ i k ' À s ,这 种 解 決 办 必 明 !Ü ! i ï  
，11:：̂他路浙儿和^的独、'r.、 I;权和 领 r.VfS僻以及它的 

不结盟地 f >/:的 础 上 。我a J仍然41 i i：i，联介 I iii的 关  

决议为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这一 I'nj题提供了良 

好和扎实的基础。我们要重申我们的立场：我们经过 

慎重考虑后认为，两族会谈是处理和解决有关实质性 

问题的最适当的途径。

3 0 . 在这方面，我们呼吁直接有关各方不要对 

开始实质性谈判坚持提出先决条件。该息的两族应当 

认识到它们在由于塞浦路斯局势得不到解决而引起的 

多种多祥问题中的这一特定问题上所承担的责任。

3 1 . 毅们对有关各方 1̂ 1己重中过的下述看法表 

同意，叩解决实浦路斯问题必须以联合H 的有关决

议以及 1979 卞 2 j j  12 11 (fy ilj I;-别 !M斯 衍  

导方针和 1979年 5 ；] 19 H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法 

浦路斯土族领导人之间达成的10点协议为S 础。

3 2 . 因此，匈牙利代表团重申，它全力支持不 

结盟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并呼吁产格尊重塞浦路斯共 

和国的独立、é 权与领土完整。我们继续强调指 fii, 

那些长期是而未决的、带有内部性质的问题，应当通 

过该岛两族间的谈判加以解决。我们在表达这一信念 

的同时不能不指出，公众與论有时由于有人把注意力 

从实质性问题转向次要的程序问题而困惑不解。因 

此，我们同大家一起极力主张两族会谈应毫不迟延地 

以一种有意义的、注重结果的、建设性的方式重新开 

始。毫 无 疑 那些惡而未决14题的公和可行的解  

决办法必须考虎到塞浦路斯希族人和審浦路斯上族人 

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33. 我们一贯对塞浦路斯共和国内政所受的任 

何外来干涉感到非常遗憾，同时也随责为将战略性安 

徘强加于长期遭受苦难的寒浦路斯人民所采取的愚意 

行动。我们愿借此机会再次重1|1这一立场。

3 4 . 匈 i f 利代表闭耍求从客浦路斯共和闺撒H i 

所有外|H|军队和卞人旧以及仔何 ;tç他军?] ï力 t t。本 

着同样的精神，我们对关于使该岛非军東化的建设表 

示欢迎。

35. 我们希望今年大会就宠浦路斯问题进行的

m i t m 4 i m  J-V-11 恢 两 族 'h 谈以-‘r 解 I k Ifii 4< 
決的 l'n jjM ,儿希⑦.1巧族fl'Ê以 f t  iJi'的 , I# 小M:公的 

呼 I lf作川反应。

3 6 . 因此，我们明确敦促大家严格和始终如一 

地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因为如果我们想使我们的 

努力和我们的决定获得成功的话，我们只有这么做。 

联合国秘书长为恢复两族间富有意义和实质性的会谈 

所作的无私和不懒的努力，应当得到找们的深切感激 

和赞赏。此刻我们可以向他保证，在他执行他的艰巨 

使命时，我们完全信任他。

3 7 .皮特里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国政府对 

干两方在解決塞浦路斯向题上所Mi现的旷H持久的僵 

局感到十分苦恼。我们高庞赞扬秘10长和他的几 f l :承 

献粘神的 r.作人WÆH；力 的 •力 4!.为 打 破 这 -fliUnijl- 

促成座浦路斯问题的全[Éi解决所作的不懒努力。 îy 'J  

认为塞浦路斯的所有朋友对这些努力都应给予有力的 

支持。我们为导致5 月 1 9日在尼科西亚达成10点最 

高级协议的那种富有建设性的妥协态度而感到鼓舞。 

我们同其他许多会员国一样感到，这一协议以及因此 

而恢复的两族会谈，将对长期寻求公正解决審浦路斯 

问题的努力起推动作用。因此， îJ i们对这些会谈的巾 

断處到非常遗憾，并认为对于这一不幸，态的^ ;牛_, 

双方都应当承担责任。正如秘书长在他给大会的报吿 

中所说的那样，有关各方由于未能按照5 月 19 H 的 

协议巾所闹明的优先次序致力干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巾 

的实质问题，因而没有很好利用该协议所提供的新机 

会 〔力/  3 4 /  620 和 Cfoo.i, 第 段〕。

3 8 . 美国坚决政力干公正、持久地解决遂浦路 

斯问题这一目标。我们认为，所有有关方面的努力都 

应该嚴为了鼓励早H顺利地恢复两族会谈，而 IL 仔何 

一方都不应有附加条件。我们号召所有闺家都象我们 

一祥支持秘书长提出的建议，即根据 5 i l  19 H 的 10 

点协议最晚不超过明年一 ;1恢复这一会谈。我们完全 

赞同秘书长所作HI的结论：进行有效的谈例Æ现状无 

限期延续 K ic以及巾此造成不稳定、灰心 Ite气和危-险 

的唯一驻代办法。我们也同意他的如K观点：在他的 

报告巾所慨述的他一宵采用的方法，丝毫末失 i ；，其有 

效性。



3 9 . 客浦路斯共和闺总统在向大会的讲话巾建 

议成立一个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要员会〔第 A5次会 

议 ， 第 < 7 段 〕。

虽然我们完全明白塞浦路斯政府为支持这一建议所提 

的理 rti, 但我们并不认为成立这样一个委廣会会为 

达成一项公正持久的、满足所有塞浦路斯人需要的解 

决办法JP辟更为广阔的前景。怜恰相反，我们担心这 

样的爱 61公将么不Æ "1地 T•预 秘 15长力说服各力'恢 

深入、 1'1:抜的W族谈判所作的持续努力。

4 0 . 正如我们在大会所面临的许多共他问题上 

一样，直接有关者总嚴持有强硬的观点并且情绪激 

昂。然而，如果我们要在寻求塞浦路斯向题解决办法 

的过程中起到有效和建设性的作用的话，我们就必须 

避免争论，并以清醒和积极的态度讨论问题。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为通过谈判达成解决办法开辟更为广阔 

的前景。有关各方到现在必须认识到，那些肤浅的口 

头上的胜利是毫无用处的。

4 1 . 最后，我们强烈敦促各方再次注意，建立 

一个和平而稳定的塞浦路斯是他们的真7H利益所在， 

) I-作M i rt ÏI 的政治承m  %通 ]±谈n 达 成 遗 义 的 % I■办 

ir ii^  h 。权 ff I热 W t  m 能 不 ；iü延池恢 k  W 族么谈， 

而 IL 一  U.进行这一会谈， 各方都能准备进行持续和宫 

有成果的谈判， 以期最终达到我们大家都在追求的目 

标一^达成一项使所有的塞浦路斯人都受益的和平持 

久的解决办法。

4 2 . 泽米斯 先 生 （希腊）：塞浦路斯问题又一次 

在大会的议程中出现。这本身就足以证明在解决该问 

题方面毫无进展，而这一问题的根源可以从自联合国 

成立以来最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一个事例中找到。

4 3 . 在 1974年 7 月上耳其军队入侵塞浦路新共 

和国以来的 fi：年-多的时间里，大会遗过了 项有关塞 

浦路 ! WI;，]题的 I k议，而安m 会通过的决议Æ这呼決议 

iY.jF'H/V, îAi".? 数 的 決 议 没 /i

-项哪 triJA接 i i i 彻执行；原W很简 lï，.：这些

决议所计对的那一方对决议置之不理，甚至宜称如果 

iHifcM:会的 , 4  ri lL 的意见不一政， 它决不会受国 

际社会意愿的约束。

4 4 .如果我们把么-年的大会决议一溶 33 /  15号 

塞浦路斯的实酝情况比较一  K, 就会找到这种

态度的最好例Ù L 在这项决议巾，大会在对它先前的 

决议尚朱得到执行表示遗憾之后，首先重 |||它完全支 

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 

地位，并且要求停止对塞浦路斯事务的一切外来干 

涉。尽管如此，塞浦路斯政府今天仍然仅仅对共和H  

60%的 领 I:行 使 I-:权，而 Jia'r 40%的 领 I:则继绩处 

在 的 ,1,'领之 K。

4 5 . 第二，大会还要求立01!有效地实施它一致 

通 过 的 并 得 到 安 理 会 1974年 12月 13 H 第 365 

(197 4 )号决议认可的第 3212 ( X X IX )号决议，以 

及这两个机构随后通过的一些决议，这些决议为塞浦 

路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础。然而，由于土耳其提出 

奇怪的说法，说什么只有在有关各方达成一致同意的 

解决办法之后联合国的决议才能行之有效，因此这 

"立即有效地实施 "一语仍然嚴一纸空文。

Ü/M，]姆 先 生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 代 行 主 岸 职

务。

46. m -：, 人•么 进 •歩 ii；:求 、>；叩从'在浦路斯北-

莉 i W 撤 111 - W 外 IK! ill：装部队 1 外 I u| '/Ü ijf u  /I-。这句 

乂被上耳共政府作了☆怪的解释；该政府一再说，此 

种撤出的条件是达成一项实际上等于是分治该岛的解 

决办法。土耳其代表去年并再次于咋天〔第 6«次会 

议〕反对" 占领军"一词适用于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军 

队。他宁愿称它为和平军，因为它保障塞浦路斯土族 

人的安全。然而，塞浦路斯的和平是由联合国军队而 

不是占领军保障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或许就足以证明 

土耳其军队是如何看待它的维持和平作用的。在入侵 

五年后的今天，塞浦路斯土族人的一家报刊于 1979 

年 10月 18 H批评了一项在被占领的塞浦路斯通过的 

"法律 " 。该法律将塞浦路斯北部大约 85% 的地区宜 

A i 1 tR , 不 是 I■,族的人只Yf作 \^ ]X 4-被允作进入 

KdlkK,, ' lif i M . 路 !Ui 1.族人 |'|1.|,山/,/,:，̂1； ^ 卞|| 

特 別 的 才 能 进 入 对 Uÿ线以内 ；|.英Ü1的地力。这他 

造在被占领的塞浦路斯到处可见的那种正常状态与和 

平。上耳其还特意提到它从该岛撒军的数口.说这足 

一种"表示善意的姿态" 。当然，我们很雑对这个数R



进行核实，但是仍然留在塞浦路斯的军队一一根据保 

守的估计有 3 万人一继续对该共和国构成威胁并对  

促使两族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努力起着消极作用这一事 

实却是显而易见的。

4 7 . 第 pq, 大会继续呼吁尊重所有塞浦路斯人 

的人权， jj:采取紧 ; l/t施使难K /H他 ff 1 !si意返M ii，i-m 
够安A 返 lui家W 。 令人遗憾的A L 在 这 件 也  

収得任何进展。这里仅举几个例子：住在被占领地区 

而在南部上学的塞浦路斯希族儿童去年夏天被拒绝去 

看望他们的双亲。在土耳其军队占领区内的人数不断 

减少的马罗尼特人一个月前受到压力，耍他们向塞浦 

路斯土族人和从土耳其本土来此定居的人交 ,Hi他们很 

大 一 部 分 的 可 也 。最近，塞浦路斯上族当局停 Ih接 

受红十字会灰给塞浦路斯希族人的國电，并且要求所 

有从该占领区寄出的、先前由联塞部队传递的信件-和 

包裹都要贴有塞浦路斯土族发行的邮票，而这种邮票 

已被万国邮政联盟干1979年 9 月 1 9日在里约热内卢 

召开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为非法。

想 仙 ■ !'■, . 个t
浦路斯桥族难K 被获准返 lui他成她曾经一 iV.居住到占 

领军到来时才被迫逃离的城或乡村。

4 9 . 现在，让我谈谈两族会谈的问题。大会第 

3 3 /1 5 号决议以及以前所有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都 

建议举行这样的会谈。毫无疑问，这种会谈达成一  

项公正解决办法的唯一可能有途径。

5 0 .今 年 5 月 19日，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和塞 

浦路斯上族领导人在秘书长的主持和积极参与下达成 

了一项可以作为恢复两族会谈® 础的协议。当时，此

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希望，希望 " 两族会谈终于 (能） 

以持续不断的方式毫不拖延地进行 " 〔见 34/ 620 
和 rw r . / , 附件五〕。这 ，，1■办议包括好几项关键性 

条，改。它 ;̂ 纳 关 決 议 以 及 i h i i故 f-!/ I；-HI 

斯大主教和發克搭什先生干1977年 2 刀 12 H商定 

的指导方针作为谈判的基础。该协议规定应当优先考 

虑瓦罗沙居民的安置问题。它列举了将要谈判的这一 

问题的一些具体方面。它栽有这祥一项条敦，叩双方 

应避免采取任何有可能危及会谈结果的行动。该协议 

$ 实上造一个均衡、完整的整体，如果能以诚意来加

以贯彻执行，就会在适当的时间内产生一项公正、永 

久地解决问题的办法。

5 1 . 在 尼 科 西 首 脑 会 晤 时 "出现的气氛， 巾于 

基普11L亚努,Û统和登克塔什先生之间就P i进因您浦路 

斯遭受入侵之后发生的军泰行动而失踪的大约 2000 

人的命æ IH题 所 达 成 的 ■个失似 I办 ifii'W到 进 • ijll 

强。这一协Æ为J l立大会第 33 /  172 tj-决议小所规 

的调查机构开了绿灯。这一机构 rh于基浦路斯上族当 

局的反对，直到那时仍不能执行它的任务。發克搭什 

先生当时表示，他赞同这一安排，但这一安排须经他 

称作是他的主管当局的批准才能生效。

5 2 .不幸的是，5 刀 19 协议所产生的那种异 

常欢欣的气氛不久就消散了，其原'因t î•先Æ登克浴什 

先生的讲活，他通过对该协议的条款作所谓的解释极 

力歪曲该协议的内容；第二个而丑更重要的 fë因Æ会 

谈本身在开始后大约一周便破製。造成这一破裂的M  

因是，会谈刚一开始，塞浦路斯土族谈判人员便试图 

在会谈范闹之处对两个落本问题作 [M顶断-一f t 先 Æ 

他 U:以W K  if- {r的慨念来 i t 断该 (1̂1的% -(}\ ih构 , 11- 
次Ak以保炉塞浦路斯上族的安全为借M来 W断化W W 

的 É1由迁徙和自巾定居向题。寒浦路斯上族人方 lÉi把 

接受他们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观点作为继续会谈的先决 

条件。

53. 这种不合理的要求造成了  F1前仍在持续的 

僵局。秘书长和他在秘书处的合作者们为找到打破这 

一僵局的办法研究了各种可能使会谈得以恢复的方 

案。他们向双方提H r了许多想法，何没有一种想法是 

ÏT.式的建议或意在取代 10点协议成 ;K:巾 的 -部分内 

容。这些想法在不同程度上考虑到了宠浦路斯上族的 

要求。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塞浦路斯政府从末对协议 

本身的合法性提Ml疑1 4 ,也从^ 板绝继续进行协议 'I' 

JI-体 规 的 么 谈 。

5 4 .塞浦路斯上族方面的顽因不化及共明显地不 

思继续进行会谈的态度，使得遂浦路斯政府除了再次求 

助于各种国Rÿ会议以争取对它的正义斗争的支持以外别 

无选择。第一个这样的会议便今年 8/1第一周， 也就

10点协议签署两个半；]之 in•以及两族会谈巾断一个 

半 i l 之;a 在卢萨卡举行的英联邦HI家 政 府 会 议 。第



-：个这样的会议是一个月后在哈冗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 

盟同家和政府甘脑会议。这些会议的公正态度Æ不容质 

疑的。这两个会议在其最后文件中都再次证明塞浦路斯 

人民为在没有外来干涉、没有占领军以及第三者提出的 

刻条件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作的努力和提m的 

嬰求是 ïït确的，这并不是偶然的。

55. /I:.这种形势 K, 仆 作  10 -
人 交 然 灰 小 称 III秘 15长 r  8 J j 23 11提川的雄议 

的站础上恢复两族会谈。在这方向'我想作几点说明。第 

… 5/ j  19 I I的协议签订以J i î ,秘书长从yfi向有关各方 

极 f iiiif r :何 iH式建议。关干这一点，他本人12在至少一 

个公力 : 的 场 合 并 在 他 11月 8 H 给 大 会 的 报 告

CA /  3 4 /  620和 C o r r .o中讲得很清楚。

5 6 . 第二，上述协议嚴一个清晰明确的、由两 

族代表自 It!签署的文件。它不需要任何澄清、解释和 

重新谈判。它拘成了恢复会谈的框架。对它进行任何 

幣改只能使ÿ 情复杂化并加深双方之间的鸿沟。塞浦 

路斯上族领导人后来提出的那些问题一即两区并存 

1' >J题 I I 族的所Ü7 ^  I'nj题 … 都是# 賊然应巧布会 

谈 卞 进 Î i 的 过 …加 以 论的 I; 'J M , W 'M它们¥■}成 

这 -Xi体 I'nj题的各个方 Ifli。对这些 I'nj题作任何预断都 

Æ不公正的，也是违反这一协议的甚本宗旨的。

5 7 . 第三，应当指出，登克塔什先生最初是反 

对 8 力 23 H 提出的主张的。他在大会讨论塞浦路斯 

IW题之前不久决定改变主意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是 

欺編不了那些在过么•的五年中目睹了塞浦路斯土族领 

导人坚持柜绝坐到谈判染旁K 求一项考虑到该息所有 

居民合法利益的解决办法的人的。

5 8 . 最后，我应提及另一个令人沮丧的事态 :& 

展，它倾向干证实我们巾的一些人对遂浦路斯土族领 

3 人的诚意的严1Ê怀疑。到 n 前为 ih, 克 什 先 半 . 

还没Yn，'，l秘 10长 •他 ili•終接受Ü Î、'/ :-个对 ；̂:-«*人 1/1

机构，尽管 II:.如我所说的那样，他 rK 5 jJ  

19 H 签署了一个大意如此的协议。无疑他不需要花 

整 整 6 个 ;]的时 lïg i；-说服那些他称之为他的"主管当 

局 "的合作者们，让他们相信有必要着手实施一项安 

排，而这项安排的唯一目的是减轻那些不幸人们的家 

人及亲属的痛苦。

59. 只要有关各方中的一  ：̂~而 这 一 方 拾巧乂 

Æ侵略者一 不班 * 诚地进行谈利，就不可能収得仔 

何进展，这一点对所有熟悉塞浦路斯问题的人来说都 

应当是显而易见的。但悬，国际社会以及体现国际輯 

会的联合国不应当放弃努力，因为它们如果这样做， 

那就嚴宽恕了侵略和违反联A 国宪章S 神圣的原则的 

行为。

60. 怒力说服上 il: jÇ和æ 浦路斯上族以 

合作的精神寻求一项公 in、持久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 

过稍巾， a 们应当研究人们向我们提出的一切新 

张。我特别想起並普H i亚努总统在本雇大会之初向大 

会发言时提出的建议，即建立一个由会员国组成的委 

员会以帮助努力打破现存的僵局。其他主张也可能证 

明足可行的。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的楚安干 

现状，而这一现狀现正日益处于变为永久性的不断增 

大的危险之中。我们应该感激全体塞浦路斯人民，他 

们正在千方百计进行努力，直到结束这场悲剧。

61. B.C.米 什 拉 先 生 （印度）：巾于我们同遂浦 

路斯政府和人K 钉Tf K-统的友 Ift, 印庇始終特別X-心 

找们 Ih ilN f议的)A -HIM。

62. f l从塞浦路斯 fnj题 在 1954年甘次提H I *当 

时塞浦路斯人民正在为推翻殖民统治、行使自决权而 

进行斗争一以来，我国代表K 一直积极参加大会和 

安理会对这个问题的审议。

6 3 . 塞浦路斯同印度一样，造不结盟P I家运动 

的创始国，所以我们有义务全力支持这个兄弟国家的 

主权、独立、统一、领上完整和不结盟地位。同时， 

我们一直要求一切外闻军队立即撒出塞浦路斯共和 

闺，以及所有有关国家严格遵Vi:不介人和不千涉该国 

内政的原‘则。简言之，？i i们始終致力干赏彻执行大会 

1974年.通 过 的 到 安 理 会 作 ;IX:坑 365 (1974) ‘决 

议，I，All以 I人 3212 ( X X I X ) 決议。

6 4 . 关于塞浦路斯 I’nj题的国内方面，印度一促 

鼓助两族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以便达成一项以 

他们的基本合法权利为基础的、友好和彼此都能接受 

的政治解决办法。

6 5 . 由于印度本身是一个多宗教、多种族、多



, ï的 (Ml家，所以它深深地意 i只到确保少数民族的合 

法权利和思望的必要性。同时，任何一个国家内的任 

何一个民族都无权请求外国进行武裝千涉并企图以武 

力把某种解决办法强加于人。同样，任何一个国家为 

了这个或那个民族而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都是不 

合法的。

6 6 . 因此；当我们得知塞浦路斯两族代表在秘 

书长的主持下于 1979年 5 /] 19 H缔结一項协议时，

们感到相当满意。当时我们十分希望这一协议能导 

致双方举行赏有意义和建设件的谈判，以期不仅解决 

这一 r，>j题的国内方 lÉi, 而 D.解决这一问题的同外方 

[ 6 i,叩外国军事力量在塞浦路斯的非法存在。不结盟 

运动 也 对 1979年 5 月 1 9日在尼科两 ÏÏR达 成 的 10点 

协议表示欢迎和支持。

6 7 . 我们从秘书长向大会提 1:1 i 的报告巾得知， 

这一协议所提供的机会没有被充分抓住，而且"在保 

持已经出现的势头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 " 〔同上， 第 

29段〕，对此我们深感失望。看 来 根 据 10点协议进 

行的谈判仍然陷干僵局，并且似乎不存在在近期内恢 

复谈判的具体前景。

68. 如果我们对双方在谈判巾所持的不同立场  

进行 i f 论，那将是不恰当的，因为这样做将造对塞浦 

路斯内政的干涉。不过， 们要指|1|1, 为 了 谈 的 成  

功，双 7/都应该* 诚 和 诚 地 行 本 ，擒弃相 iï.iïi]的不 

佶任以及过 ic 遗 留 K来的各种痛苦记忆。为了有一个 

i l:端，他们必须至少忠实地执行1979 ^-5/119  H协 

议的第 6 点，即"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危及会谈结Æ的 

行动" 〔同上，附许五〕，从而增进善意和相冗信任。

69. 1974年以来的大会决议已经要求立即有效 

地实施第 3212 (X X T X )号决议以及 jÜ来遗过的所有 

决议。毫 无 疑 今尔的决议仍将栽有同样的条敦。 

我 们 经 过 认 考 虑 Æ•认为，第 3212 (X X IX )号决议  

只有通过两族间的和平谈判A 能得到有效的实施。秘 

二 iO长的报吿本身指Hh

" 嬰达成一现本浦路斯 l ' n j题的双方郁能接受

和 公 久 的 解 决 办 法 ，除了JiMfJI-体A 效的谈

判外，别无选择。" 和 Con*./， 第

段〕

7 0 . 因此我们认为，有了 1979年 5 j] 19 I I 的 

协议所提供的动力，今年的大会应在重中解决塞浦路 

斯问题所应遗循的公正合理的原则的同 fH" ,鼓励两族 

恢复会谈。我国代表闭将根据这些目标在不结盟的联 

系/]、组一小组正致力于起草一份有关塞浦路斯问  

题的决议一本大会中进行工作。

7 1 .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要向我们的秘书 

长表示诚，的赞扬，赞扬他在敦促有关各方根据大会 

的存关决议恢复两族会谈的过程巾所作的不Wf % J j。 
实标上， 1979年 5 力 19 11的协议就是他耐心而乂巧 

妙地进行外交活动的结 ifc。我们认识到，秘 15长的努 

力取得进一步成功有赖干善意和冗让的精神，我们希 

望言接有关各方都能表现出这种善意和冗让精神。

7 2 .通 博 里 先 生 （瑞典）：在大会上次讨论塞浦 

路斯 fnj题以来的这一年里，秘书长为使塞浦路斯上族 

和基浦路斯希族双方走到一起来作了积极的努力。他 

的努力一度似乎取得了成功。两族会谈在 5 月 19 Hi 

的所谓 10点协议的基础上于6 月 15日恢复。然而仅 

仅一星期后，会谈便中断了。

7 3 . 此 ;a , 秘书长继续向有关各方提出打破僵 

局的各种不同的办法。然而宵到现布，双方仍然末能 

就秘书长为恢复这一会谈所提 f H的 议 达 成 ，•致 -t 

见。

7 4 . 就此而 n , 瑞典政府要对秘书长为解决塞 

浦路斯W题所作約持续努力，表示深切的感谢。

7 5 . 几天前公而'了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 l'nj题的 

报告。我们认为那足一份十分有趣的文件，尤共就对 

冲突双方的态度所作的燈清而言，更是如此。

76.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巾洋细解释了他就如何 

使有关各方问意一个恢复会谈的：!£础所提H i的各种雄 

议。在描述他为使各方Æ 到一起而作H1的多次努力巾 

的一次H t ,秘书长作了如K的 i f 论：

" 这一扭议提川时 , 有关各方一致衷小-反

对，这足以说明它们之 I'nl的鸿沟和相 r i不 f,； IT：。"

〔I巧上， 第 _?/段〕

77. ff.今 尔 9 /] 表的秘书长关于 ^ 组 织 I :作



的报告巾，他在强调指 ,HI双方"在处理那些要使会谈 

其有意义就必须作出的妥协通融的过挥巾 "所 tü临 

的闲她时，也指M i了一个关键问题〔/{ /3 4 / / , 第

三 节〕。 .

7 8 . 在任何成功的谈判中，双方都必须准备作 

Ml妥协。这Æ —个非常简单的真理，我们希望塞浦路 

斯冲交双方能记住这一点。

79. 当我们读了秘书长关干遂浦路斯问题的报 

告；a , 孩们同他一样明确地感到， R 前存在着共同的

础，如果双方都决心作诚的努力来解决这一重  

化W题的 17；, 那么就可以在此龙础上继续前进。

80. iH如 找 们 尔 所 做 的 那 样 ，瑞典要向双方 

发 f n严肃的呼吁，吓请它们为恢复两族会谈采取比较 

m ï  m 设件的态度，以期这一会谈最终能导政达成全 

商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这种解决办法应当符合大会 

m' 3212 (X X IX )号决议的规定， 因为这一决议包含 

有一切必要和® 本的要素，例如塞浦路斯的主权、独 

立和领土完整， 以及它继续执行不结盟政策的权利。

8 1 . 秘书长是根据安理会第 3 6 7  (  1 9 7 5 ) 号决 

议给他的任务而作出努力的。因此我们不赞成口前正 

在市议的建立另外一个联合国机构或委员会来处理塞 

浦路斯问题的主张。我们担心这一新的机构会有起反 

作m 的位险， 它不例不会有助于秘书长的 I:作，反而 

会给恢狂两族会谈帯来更大的闲地。

82. 卞，■îiHi'm:大 会 L 对本浦路斯的人近 K 

义 l ' n j题，特別是有关失踪人员的 l ' n j题表 /卡了关切。 4  

我们从秘书长有关塞猜路斯的报告巾得知， 一年来在 

这方 lÈi没有仔何进展。甚至在 i i 一点上， 秘书长也一 

直在作出非常积极的努力，并作了好几次尝试以促使 

双方执行大会关于建立调査机构以便在塞浦路斯#找 

和 双 方 的 失 踪 人 员 并 对 其 作 出 交 代 的 决 议 〔第 

3 3 /  1 7 2 号决议〕，伍朱能取得成功。

8 3 .作为一个为联塞部队提供军队达15年之久 

的国家， 瑞典已经无数次强调指出，两族必须以 jÉ i受 

性方式利用通过联塞部队任务斯限的相继延长而给予 

它们的时间， 以便通过有意义的谈例达成一项束浦路

8 4 .瑞典代表 11 i l  7 H 在特别政治爱 l/ i会 论  

关于维持和平行动的议程项R 时所作的災R 中代表Ü 
个北欧围家宜称：

"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存在使冲突各方有 

明确的义务去充分和建设性地利用交Ftl他们支配 

的时 fô] , 并通过解决某本的政治问题来履行这一 

义务。联合闺维持和平活动决不允许用来当作在. 

寻求解决办法方Æf无所作为的一个借口。我们应 

当尽一切努力来避免不适当地延长维持和平行动 

的持续时间。"5

这一;£ 言全 ifif适用于 ÏX，在部队的情况。

8 5 . 关于联塞部队所需经费的筹措 fnj题，我们 

仍要强调指 ,H U 不能卞要 rti一小部分会员国，叩提供 

军队的围家，来承担这一维持和平行动的财政负担巾 

过大的份额。联座部队行动的费用必须巾联合H 各会 

员国更合理地共同分担。

8 6 .阿 ,t 、沃 诺 斯 先 生 （厄瓜多尔）：厄瓜多尔对

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始終是明确的，我们的关注也是 

一赏的。黎于惊则上的理 rti, 我们完全支持寒浦路斯 

共和 I I 的卞权、独立和领上完整。我们还坚持不干涉 

别国内政的原则以及一切外国军队从塞浦路斯共和国 

领土撒出这一不能排除的必要性。强权即公理这一点 

Æ永远不可能接受的。

8 7 . 我 |1! 继 续 持 1 9 6 5年以来在联合 |S |报仏

-1'1:附述的观/;̂；, 叩本浦路斯M 题的解决必须以 II:义 

和 [ fi]居K 的利益为站础， IW他们-ilk找 II 1的好朋友。 

联合闻愿意® 议的唯一解决办法，嚴在宏浦路斯希族 

和塞浦路斯上族之间独立平笠以及不受压力和外来干 

涉的情况 F达成的一种谅解。

8 8 . 因此，我们重申我们在大会有关决议中坚 

持的观点，同时我们董中安理会第365 (1974) 号决 

议巾所提出的观点。

8 9 . 关于这一点,厄瓜多尔外交部长阿尔弗雷 

多 ，帕當哈 . 逸斯坎塞科先生在一般性辩论巾说过：

" ……厄 瓜 多 尔 武 力 领 停 Ih以免拟 ',1? 

痛 /，V的他É 路朋人 IvL的儿处， 震浦胳斯 ff



关化W之 I’ll]的谈剂能/I:.収合W的 介 入 F 

取 得 进 賊 " 〔第 / 2 次 会 议 ， 第 2 / 9 段 〕。

9 0 . 因 此 ， 厄 瓜 多 尔 将 支 持 任 何 在 上 述 原 则 指  

导 下 解 决 塞 浦 路 斯 问 题 的 办 法 ， 并 且 我 们 支 持 建 立 一  

个 大 会 委 员 会 ， 其 任 务 是 帮 助 促 进 为 解 决 实 施 联 合 国  

有 关 審 浦 路 斯 的 建 议 这 一 问 题 所 作 的 努 力 。

9 1 . 伊 特 格 尔 夫 人 （蒙 古 ）： 大 会 已 经 开 始 讨 论  

议 程 上 的 一 个 重 要 政 治 项 g 塞 浦 路 斯 问 题 了 。

9 2 . 几 年 来 ， 这 一 须 H — 直 列 在 大 会 和 安 理 会  

的 议 程 上 。 肢 合 国 已 经 对 这 一 项 R 倾 注 了 大 S ii: 的 注 意  

力 ， 并 且 大 会 和 安 理 会 已 经 遗 过 了 许 多 î f 在 公 T H 解 决  

这 一 问 题 的 决 议 和 决 定 。 在 这 一 向 题 上 ， 联 合 国 总 7 ^ ^  

从 这 样 一 个 前 提 M l 发 ， 0 I J 塞 浦 路 斯 问 题 足 一 个 影 响 到  

地 中 海 地 区 乃 至 全 世 界 的 和 平 与 安 全 利 益 的 f n ] 题 ， 它  

的 公 正 解 决 将 会 消 除 塞 浦 路 斯 的 这 一 其 有 爆 炸 性 的 冲  

突 局 面 ， 同 时 也 会 对 加 强 国 际 紧 张 局 势 的 缓 和 进 程 产  

生 积 极 的 影 响 。 除 此 之 外 ， 塞 浦 路 斯 人 民 要 求 并 期 望  

能 以 最 快 的 速 度 解 决 这 一 间 题 ， 因 为 他 们 被 强 行 分 开  

并 在 他 们 白 己 的 国 上 上 沧 为 难 民 ， 他 们 还 因 为 这 场 冲  

突 而 遭 受 苦 难 。

9 3 . 由 于 上 述 原 因 ， 蒙 古 人 民 共 和 国 一 贯 对 迅  

速 、 公 正 和 持 久 地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一 事 十 分 重 视 。 同 许  

多 其 他 国 家 一 祥 ， 我 们 仍 然 认 为 ， 解 决 这 一 问 题 的 唯  

一 正 确 途 径 嚴 恢 复 和 保 障 塞 浦 路 斯 的 独 立 、 主 权 和 领  

上 完 整 ， 并 充 分 尊 重 它 的 不 结 盟 闻 家 的 地 位 。 这 一 途  

径 并 不 Æ 把 基 浦 路 斯 变 成 一 个 帝 国 主 义 的 军 琪 范 地 ， 

因 为 那 将 会 给 塞 浦 路 斯 共 和 国 本 身 和 该 地 区 共 他 国 家  

帯 来 严 重 的 威 胁 。

9 4 . 与 冲 突 直 接 有 关 的 各 方 之 间 举 行 谈 判 的 某  

本 条 件 是 ： 立 即 从 塞 浦 路 斯 撤 > 4 i所 有 外 国 军 队 ， 拆 除  

在 该 岛 的 外 国 军 $ 设 施 ， 停 I k 对 该 闺 内 政 的 任 何 其 他  

外 来 干 涉 。 这 些 条 仲 已 经 反 映 在 肢 合 国 通 过 的 有 关 審  

浦 路 斯 问 题 的 许 多 决 议 中 ， 其 中 包 括 大 会 一 致 通 过 并  

在 后 来 得 到 安 理 会 第 3 6 5  ( 1 9 7 4 ) 号 决 议 认 可 的 第  

3 2 1 2  ( X X I X ) 号 决 议 。 因 此 ， 很 然 ， 解 决 遂 浦 路  

斯 I’n j 题 苗 先 应 当 要 求 充 分 并 立 0 | j赏 彻 执 行 这 些 决 议 。

9 5 . 我 们 认 为 ， 讨 论 有 关 政 治 解 决 基 浦 路 斯 I ' n j

M 的 格 粮 - 系 列 1'|-J题 的 ili- 合 Æ 的 论 坛 , I'v： " ' I ÙJ：肢 提  

f U 的 那 种 论 坛 ， 叩 在 联 合 持 K 举 行 的 - 个 特 別 的  

国 际 会 议 。 召 开 这 个 会 议 一 事 得 到 许 多 国 家 的 支 持 ， 

其 中 包 括 塞 浦 路 斯 政 府 ； 塞 浦 路 斯 共 和 国 , â 统 某 普 里  

亚 努 先 生 最 近 在 这 个 讲 坛 上 再 次 对 此 事 表 示 了 支 持  

〔 第 A 5 次 会 议 ， 第 4 6 段 〕。 象 许 多 其 他 国 家 一 祥 ， 蒙  

古 人 民 共 和 国 完 全 支 持 在 最 近 的 将 来 召 开 这 个 会 议 。

9 6 . 任 何 不 考 虑 到 或 不 反 映 塞 浦 路 斯 人 口 中 两  

个 民 族 的 观 点 的 解 决 这 一 问 题 的 办 法 ， 都 不 可 能 导 政  

公 正 和 持 久 地 解 决 这 场 危 机 。 公 正 解 决 两 族 间 的 争 端  

Æ 全 É '解 决 基 浦 路 斯 向 题 的 一 个 重 要 国 内 因 素 。 因  

此 ， 蒙 古 人 民 共 和 国 对 就 恢 复 两 年 多 前 停 I h 的 塞 浦 路  

斯 希 族 和 遂 浦 路 斯 上 族 之 间 的 会 谈 所 达 成 的 协 议 表 示  

欢 迎 。 尽 管 塞 浦 路 斯 两 族 在 有 关 fA i部 解 决 的 i l i ®  

题 上 还 没 有 达 成 协 议 ， 何 是 两 族 领 导 人 C L 经 通 过 一 项  

共 同 文 f t " 这 一 文 件 反 映 了 两 族 之 间 就 进 一 步 会 谈  

的 基 础 所 达 成 的 1 0 点 协 议 一 一 这 一 事 实 本 身 便 是 一 个  

令 人 鼓 舞 的 事 态 发 展 ， 它 为 公 正 解 决 这 个 国 家 的 内 部  

争 端 开 辟 了 道 路 。

9 7 . 就 解 决 遂 浦 路 斯 问 题 进 行 宫 有 成 果 和 成 功 的 会  

谈 的 一 个 重 要 先 决 条 件 ， 就 楚 建 立 一 种 有 利 的 政 治 气  

氛 ； 换 言 之 ， 冲 突 双 方 中 的 任 何 一 方 都 不 应 采 取 任 何 会  

对 这 一 会 谈 产 生 消 极 影 响 的 行 动 。 这 t r 先 指 的 財 卜 归  

根 到 底 会 加 深 塞 浦 路 斯 事 实 上 的 分 製 的 行 动 。

9 8 . 我 国 代 表 闭 认 真 听 取 了  $ 普 里 液 努 总 统 在  

1 9 7 9 年 i O / l  1 H 的 全 体 会 议 上 所 作 的 言 。 我们完 

全 支 持 他 提 ,41的 并在那次会 议 上 加 以 重 I h 的使塞浦路 

斯岛非军 # 化 的 建 议 〔同上， 第 妨 段 〕。 鉴 T -北 大 W  
洋 公 约 组 织 〔北约组织〕企旧在该 地 区 部暑美国小积  

导 弹 ，这 一 建 议 变 得 越 来 越 重 要 了 。 蒙 古 继 续 认 为 ， 

彻底的非军事化将楚 Æ 向公正、持久地解决危机的重  

要一 步 ， 同 也 可 以 作 为 对 该 H I的 独 立 H 家 地 位 的 -  
种 保 ÙE。

中 午 时 分 散 会 。

' 见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年， 1 9 7 7年 4 
J], 5 月和 6 月份补编》，文件 S /  1 2 3 2 3 ,第 5 段。

2 见 《大会正式 记第 十 屈 特 别会 议，全休会议》，第 

2 次会议，第 ！4 5 段。



3 见 《安 全 现 会 II:.式 记 第 十 W尔， 1979尔 4 4 8次会议，第 147-154段。

f l 、5 ；î 和 6 ；î 份补编》，文件 S /  1 3 3 6 9 ,第 6 3段。 s 这 ---发 言 是 在 特 别政 治鼓 员会第 2 4 次会议上作

-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全体会议》，第 的，它的式记录是以简要记录的形式发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