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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会员国应尽可能不要求把它们的来文作  

为 大 会 的 文 仲散 发 ； 会员国如希望把这  

种 文 件 散 发 ，应改变方 式 ，尽巧能用正 

式 语 文 提 出 一 份普 通 照 会 ，将来文附于 

后面，要求散发 。"

2 . 会员闽将会同窓，有必要确立其些知准或准 

则以解决 H 益严 : 1 的文沖向题。我 i î : 否 《Ï Ï 以认为大会 

遗 过 了 第 2 股 ( a ) 小的极议？

就这样决定。

3 . 主席：我们现在转入关干安排工作的第 2 段

( b )。鉴于主要委员会主席作用的极其重大及为了促 

进大会的工作，总务委员会提议：

" ( 一） 在大会一届 会议 结束 之 前 ，各区域集团 

应就下届会议各姜员会主席的分配办法  

达成协议。

" ( 二） 各 主 要 委 5 3会 主 席 的 候 选 人 应 尽 早 提

名。

" 此外，忍务委员会大力建议，被提名担任

委员会主席的人应有大会工作经验"。

我认为大会希望遗过第2 段 （b ) 中的建议。

就这样决定。

4 . 主 席 ： 我 们 现 在 转 入 关 于 决 议 的 第 2 段

( c ) o 为了节省时间和使辩论更有意义，总务委员会 

建议大会：

" ( 一） 向大会提出报告的附 m 机 关 ，应尽可能 

提 出 决 议 草 案 ， 以 利 各 项 目 的 审 议 工  

作；

" ( 二） 如在决议内要求以后一届会议讨论一个  

向 题 ， 应 尽 可 能 不 要 求 另 列 一 个 新 项  

目， 而 在 通 过 决 议 的 原 项 目 下 进 行 讨  

论

我是杏可以认为大会通过了第2 段 （C )所栽的建议？ 

就这样决定。

藉果，总务委员会在其第六次报告第 2 段提出的 

建 议 依 次 得 到 核 可 （见 第 州 / 号决定）。

5 . 主廣，我们现在转入第 3 段。辅助机关这一 

重要问题嚴 Æi务 3 ^ 员会应予讨论的议题。鉴于有必要 

进行进一步的碰商，总务爱员会决定暂讨推迟就该事 

现作出决定。我嚴杏能 I人为大会注意到了第 3 段？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64

联r w  救灾I•办m 专 M 办'1Ï处 

( a ) 协调专员办事处的活动：秘书 

长的报告； 

( b ) 向埃塞俄比亚旱灾地区提供援 

助：秘书长的报告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 A / 3 4 / 727)

议程项目66

对经济发展长期趋势的研究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 A / 3 4 / 728)

议程顷目67

发展分析和规划的统一办法： 

秘书长的报告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 A / 3 4 / 709)

6 . 加 西 亚 ，多 诺 索 小 姐 （厄瓜多尔）：第二委

员会报告员：我有幸向大会介绍第二委员会就议程项  

目 6 4、 6 6 和 6 7 所提交的报告。这些报告分别载干文 

件  A / 3 4 / 7 2 7 、A /  3 4 / 7 2 8  和  A / 3 4 / 7 0 9  之中。

7 . 就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提交的报告在 

第 1 9 段 栽 有 3 项决议，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批准它 

们 。题为 " 向埃塞俄比亚遭受旱灾地区提供援助"和  

" 为南斯拉夫门的内哥罗地震采取的措施"的决议草案 

一和三由该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关于题为 "联合国 

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 " 的决议草案二，第 8 段经单独



表决，以 U 4 票赞成、 1 4 票反对， 8 票弃权遗过。整 

个 决 议 草 案 以 U 9 票赞成、零票反对、 1 7 票弃权通

过。

8 . 第二委员会就有关经济没展长期趋势的研究 

的 项目 所 提 交的报吿在其第 1 1 段里载有两项决议草 

案， 由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并建议大会以同样 

的方式处理。这些决议草案题为 "经济发展长期趋势  

的研究 " 和 " 保健作为发展的组成部分"。

9 . 就有关发展分析和规划的统一办法的项目所 

提交报告的第 6 段载有一个决定草案， 由第二委员会 

未经表决通过并建议大会予以通过。

按 照 议 事 规 則 第 条 决 定 不 讨 论 第 二 委 员 会 的

报告。

1 0 . 主席 :我们 将首先审议第二委 员会就议程  

项 目 6 4 所提出的有关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的 

报 告 7 2 7〕。大会现在将就该委员会在其报  

吿 第 1 9 段里所提交的 3 个决议作出决定。

1 1 . 决议草索一题为 "向埃塞俄比亚遭受旱灾地 

区提供援助 " ，它由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我是 

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照此办理？

★ 议 草 案 一 通 过 （第 号 决 议 ）。

1 2 . 主席：决议草案二题为 "联合国救灾协调专  

员办事处"。第五委员会就该决议草案所涉之行政和 

经费问题所提交的报吿载于文件 A / 3 4 / 7 3 0 。现在 

我将决议草案二付诸表决。有人要求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 阿富汗、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 

澳大利液、 盤地利、C1哈马、 t ü 林、巴巴多斯、比利 

时 、 W 1 ，、不 丹 、博灰 S：纳 、 L i W 、麵甸、 陳迪、 

如象大、佛得 f f h 乍得、针利、 舟论比 VIH、科 

刚果、舟斯达黎加、 * 巴、塞浦路斯、民 4^也 

门，丹发、多米尼加共和 H 、厄瓜多尔、埃及、萨尔 

i ù 多、埃塞俄比亚，柴济、芬兰、加遂、闻比 ÏÏR、加 

纳 、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 ÏÏR比 

绍 、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冰岛、印度、印度尼 

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象牙海岸、

牙买加、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挺人民民主共和 

国、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 

代 夫 、马 里 、马耳他、毛 里塔 尼 亚 、墨 西 哥 、摩洛 

哥 、莫桑比克、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 

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 马、已布亚 

新几内庇、秘，、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 

亚、卢旺达、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商比、沙特阿拉 

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西班牙、斯里兰 

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竺、瑞典、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 

土耳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首长国、赂麦隆联合共 

和国、坦藥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乌拉圭、委 

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

反对：无。

弃权：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爱尔兰、 日本、蒙 古 、波 

兰、岛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 

合众国。

决 议 草 案 二 以 / 2 0 某赞成、 零桌反对、 J 5襄弃 

权 通 过 （第 3 4 / 5 5 号决议 ） 。 1

1 3 . 主席：我们现在转入题为 "为南斯拉夫门的 

内哥罗地震采取的措施 " 的决议草案三。第二委员会 

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三。我是杏可以认为大会希 

望照此办理？

决 议草 案 三 通 过 （第 3 ^ / 5 0 号决议）。

1 4 . 主席：我们现在转入第二要历会就议程项  

R  6 6 所 提 H i的 报 告 C ^ /  3 4 /  728：} o 大会现在将就 

第 二赛员会在；I t 报 f t〜的第 I I 段 《i 所提 H I的两个决议

案作 H i决定。

1 5 . 决 议 3?!：索 一 题 为 " 经 济 展 长 期 趁 势 的 研  

究 " 。第 二 秀 51会 未 经 表 决 通 过 了 决 议 案 一 。我巡 

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照此办理？

决议 草案 一 通 过 (第 3 4 /  3 7 号决议）。

1 6 . 主席：决议草案二题为 "保健作为发展的组



成部分"。第二委员会同祥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二。我是杏能认为大会希望照此办理？

决 议 草 衆 二 通 过 第 34/  5 8号灰议）。

1 7 . 主廣，大 会 现 在 将 审 议 第 委 员 会 就 议 程  

项 H  6 7 所 提 H I的 报 告 70 9〕。 我提请会员  

闺注意该委历会在其报告第 6 段巾所提 fU的建议。第 

二爱员会末经表决通过了该建议。 否可以认为大 

会希望照此办理？

该建议 通 过 第 34/  419) 号决定。

议程项目77

《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 

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 A / 3 4 / 723)

议程项目83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高级专员的报告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 A / 3 4 / 724)

1 8 . 科米萨罗 夫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第三委员会振告员：我有幸介绍第三委 

员会就议程项目 7 7 和 8 3 所提交的两个报告。

19. 关 于 议 程 项 目 7 7 的 报 告 载 于 文 件  

A  /  3 4 /  7 2 3 0 第 三 委 员会 在 这 一 报 告 的 第 8 段里提 

议大会通过一份题为 "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的执行情 

况 " 的 决 议 草 案 。 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  

案。

2 0 . 关 于 议 程 项 目 8 3, 第三委员会建议大会通 

过 如 下 的 三 项 决 议 草 案 。 它 们 栽 干 该 委 员 会 极 告  

U /  34/  724'} 的 第 1 4 段：决议草案一题为 "联合国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振吿 " ，决议草案二题为 "非洲难  

民情况 " ，决议草案三题为 "秘书长关于讨论东南亚难

民及失所的人的问题会议的报告 " 。这二:项决议草索 

在第三委员会未经表决® 过。

21 . 卡 齐 姆 先 生 （伊 拉 克 ）： 尽 管 文 件  

A / 3 4 / 7 2 4 以联合国大会的并他 ÎH式 i f f 文印染，却 

>1^用 W 拉伯 15印 :i i 。这 种 情 况 在 过 多 次 没 4 . :过。 

f f l然，我们充分地愈识到我们必须便利大会的 I : 作， 

fn .我 们 必 须 情 秘 书 处 认 地 关 心 这 一 fr ij题。将来我旧 

代 表 或 许 会 请 求 推 退 表 决 仔 何 以 JSof拉 伯 分 发 的  

决议 .1^案。

根 据议 事 规则 第 6 6 条 决 定 不 讨 论 第 三 委 会 的  

报告。

2 2 . 主廣：各代表闭对载于第三委员会报告中 

的那些建议的立场反映在该委员会的有关简要记录  

里。

2 3 . 我们首先转入第三委员会就议程项目 7 7 所 

提 交 的 报 告 〔̂ / 3 4 / 7 2 力。大会现在将就第三委员  

会 在 其 报 告 第 8 段里提出的题 3^ "社会进步和发展宣 

言的执行情况 " 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三委员会未 

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能认为大会希望照 

此办理？

该 决 议 草 案 通 过 （第 i ¥ / 5 9 号决议）。

2 4 . 生廣：现在我请会员国转入第三委员会就 

议 程 项 目 8 3 所 提 出 的 报 告 我 们 现  

在将就第三委员会在其报吿的第 1 4 段里所提出的三 

项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2 5 . 决议草案一题为 "联合国难民事务处高级  

员的權告 "。 第 三 委 员会 未 经 表 决 通过 了决 议 草 案  

一。我是杏能认为大会希望照此办理？

决 议 草 案 一 通过 ( 第 3 4 /  6 0 号决议）。

2 6 . 主唐：决 议 草 案 二 题 为 " 非洲难 民情 况 "。 

第三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决议草案二。我是否可以认  

为大会希望照此办理？

决 议 草 案 二 通 过 ( 第 3 4 /  6 J 号决议）。

2 7 . 主廣：决议草案三题为 "秘书长关于讨论东 

南亜难民及失所的人的问题会议的报告"。第三委员



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三。我是杏可以认为大会 

希望照此办理？

决 议 草 案 三 通 过 (第 3 4 /  6 2 号决议）。

议 程 项 目 14 

国 京 子 能 机 构 的 报 吿 (续r

2 8 . 主席 S 会员国将会想起大会在其 1 1 月 2 日 

的 第 53次全会上推迟了对有关议程项目 1 4 的决议草 

案 A / 3 4 / L . 1 0的表决。大会现在收到了载于文件 

A /3 4 / L.lO/Rev.l中的该决议草案的修订文本。

2 9 . 我现在请那些希望在表决之前解释自己立  

场的代表发言。

3 0 . 温 先 生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代表团将参 

加就题为 " 和平利用核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议  

草 案 A / 3 4 / L . l O / R e v . l 的协商一政意见。然 而 ， 

在此之前，我 闺 代 表 闭 想 重 一  K 对就此议题召力:一 

次 国 会 议 的 看 法 。

3 1 . 正如我们以往曾指出的那样，美国对旨在 

加强和平利用核能领域里的合作的努力是一贯支持  

的，只要这些努力完全符合不扩散的宗旨。我们认为 

这一支持特别表现在我们积极参加国标原子能机拘的 

工作上，该机构是联合国系统内专为处理和平利用核 

能问题的许多方面及其影响而设立的唯一 a 际组织。 

这一支持还表现在我们参加国际核燃料循环评价。

3 2 . 此外，和平的核合作问题将成为订于 1980  

年 8 月 1 1日 至 9 月 5 日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  

约 国 第 二 次 审 査 会 议 和 1 9 8 1年的萨尔茨堡会议 2所 

W 论的一项议题。 当然， 人们可以期待美闺代表闭积  

极和建没沖地参加这些 W i t 。

33. TH如我们在对秘书长就《儿一次闻际和平 

核 A 作 以 促 进 经 济 和 社 会 没 展 会 议 〔 见 

A /  3 4 /  / 5 7 〕 向 各 ISÎf iH求 意 见 所 作 的 答 复 巾 指 HI 

的。 力M I À 为， Æ «们 就 该 议 题 进 行 努 一 次 如 在 决

议 草 案 A / 3 4 / L . l O / R e v . l 中所提议的会议之前， 

必须知道这些会议和活动的结果。我们还对在仍存在 

着那么多其他的讨论和平核合作机会的时刻在今年就 

召开这种会议作出决定是否必要和适当存有疑问。

3 4 . 然而，经过对这一决议 j^变的严肃市査和  

仔细研究，我国代表团已同意加入按该决议草案措词  

的一致意见，即原则上决定召开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

合作的国転会议。然 而 ，我们 仍然 认为 ，大会第 

3 2 / 5 0 号决议的目标和我们今天审议的决议草案提 

议的国会议的目标都可通过利用国际原子能机构最  

有效地促进其实现。

3 5 . 披 德 罗 夫 斯 基 先 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 )：苏联代表闭正以建设性的合作精神迁就决 

议 草 案 A / 3 4 / L . l O / R e v . l 的提案国并同意以协商 

一致方式通过该决议草案。但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  

注意到该决议草案的案文规定，在召开促进和平利用 

核 能 闺 际 合 作 的 闽 会 议 的 过 程 中 ，闺际原 T 能机拘 

将发挥遗当作用。这与我们的立场足一致的，我们 I人 

为 :这个机构把促进经济合作与进行督监和核查的职  

能有机结合在一起以确保这一合作不变成扩散核武器 

渠道，其主要任务是促进和平利用核能。

3 6 . 因此，我们不能想象任何具有广泛代表性 

的讨论这种合作的国际会议能没有国転原子能机构的 

参与。这遗用子一般国际会议，特别是该决议草案所 

提到的国际会议。

3 7. 苏联对和平利用核能领域里的国転合作极 

为重视。我们总是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在双边的基 

础上与有关国家分享我们的成就。我们极为重视国际 

原 7 •能机构在核合作领域丑所起的作用，因而苏联代 

农 闭 为 ， 这次会议的过稍 >1，，我们可以通过 

广泛利用该机构的设施来避免将和平利用核能问题 s '  

核燃料循环的技术经济方 I6 i及加强核能不扩敕制庇的 

仔务人为地割裂 7r-来的状况。

3 8 . 尽管我们原则上同意于 1 9 8 3年召开关于和 

平利用核能的会议，但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认为，讨 

论利用原子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遗宜的讲坛还



是 预 定 于 1 9 8 1年 在 国 际 原 子能 机 构 主 办 K 召开的关 

于核能及其燃料循环问题的会议。

3 9 . 蒂 兰 德 夫 人 （瑞典 )：瑞典将加入对决议卷 

案 A / 3 4 / L . l O / R e v . l 的协商一致决定。但我们要 

作以下的说明，这些说明 将涉 及 到 我们 1 1 月 2 日第 

5 3 次 会 议 在 同 一 议 程 下 通 过 的 大 会 第 3 4 /  1 1 号决 

议。能腐生产 * 社 会 和 经 济 展 的 一 顶 重 要 邀 础 。旧 

而，满足发履中闺象能源潘求能对它们的发展作 M i决 

定性的贡献。

4 0 . 瑞典尊重所有国家决定它们自己的能源前 

嚴及相应选择术同能源形式的主权。和平利用核能方 

面的国际合作是以对每的相冗信任和信心为基础的。 

我们这么说，一方面是指更好地保证供应，另一方面 

是指这种供应不得滥用。瑞典政府认为，做到这种对 

等，所有国家都能从中获益。

4 1 . 从 国 际 原 子 能 机 构 章 程 生 效 起 ， 所有国 

家，包括度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利用核能所包含 

的复杂性和危险的全面认识已有了迅速的提高。多少 

有点一视同仁和不帯条议的观点反映在大会关于国标  

原 子 能 机 构 的 第 3 4 / 1 1 号决议中，而我们现在审议  

的有关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的国际会议的决议  

草 案 A / 3 4 / L . l O / R e v . l 并未令人满意地反映出这  

种新认识。

4 2 . 瑞 : f r 与其他国家一起， 力求实现核裁军并 

防止核煤炸物的扩散。在这些努力中，瑞典的政策是 

建立在支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基础之上的，它将这 

一条约视为增强人们对各国关于不获取核武器的声明 

的信心的一份最全面文件。为此自的的其他文件也不 

妨提一下，其中之一便是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3 这方 

面每个条约的共同特征是对一国的核装置实拖保障措 

施以便其他国家核查该国是否仍然切实遵守保证。在 

没有全面保障播施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国家视此为理 

所当然。因此， 由国転原子能机构在不加妓视的基础  

上所实施的有效和全面的保障措施是一项应予以大力  

强调的基本因素。

4 3 . 我 剛 才 择 到 的 决 议 和 决 议 草 案 在 这 方 面  

似 乎 不 够 明 确 和 均 衡 。 国 际 /京了•能机构和国昧核 

燃 料 循 环 评 价 与 这 些 事 务 有 关 。 此 外 ， 人们可以

期 待 将 于 1 9 8 0 年 8 ；! 和 9  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  

条 约 缔 约 国 第 二 次 审 查 会 议 将 讨 ☆ 和 平 利 用 核 能  

及 确 保 不 扩 散 播 施 的 闻 合 作 。 将 干 1 9 8 1 年举行 

的 联 合 国 新 能 源 及 可 蒋 生 能 源 会 议 的 研 究 结 果 无  

疑 也 将 影 响 关 于 能 源 供 求 ， 尤 其 是 发 展 中 闻 家 能  

源 供 求 的 讨 论 。 核 裂 变 作 为 一 种 新 的 能 源 将 对 健  

康 和 坏 境 构 成 特 别 的 戚 胁 ， 它 作 . 核 动 力 卞 的 所  

軒 阶 映 对 資 金 提 … 了染^求 。

4 4 . 因此，瑞 典 政 府 为 ，考處坏境的安全 

保护也是应联系召 Jl:  一次讨论和平利用核能促进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国际会议来充分注意的一件，情。我们 

欢迎关于国 fe u e r了，能机构报吿的决议草索所述的该机 

构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4 5 . 总之，瑞典将参加就举行一次旨在商讨核 

能源领域国昧合作方式的国隙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 

然而，该国际会议的进一步审议应充分考虑到我刚才 

谈及的问题和其他机构及讲坛对这些向题的审议，以 

及对普遍同意的该会议的目标和方式作进一步审议的 

必要性。

4 6 . 马 洛 伊 先 生 （爱尔兰 )：我想代表欧洲共同 

体 9 国谈谈对决议草案 A / 3 4 / L . l O / R e v . l 的一些 

看法。

4 7 . 欧 洲 共 同 体 9 国认力必须使增进和平利用 

核能方面的国际合作不断取得进展。在这方面'，我们 

承认所预定的会议的任务是重要的，因为它将为这一 

顿域里的合作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因此，欧洲共同体 

9 个 成 员 国 能 对 原 则 上 干 1 9 8 3年年底之前召开这种 

会议的决定表示支持。 9 国认为该次会议应得到充分 

和精心的筹备并希望强调尽可能广泛地参加会议的重 

要性。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准备在各阶段做出积极 

的责献，以确保会议成功。

4 8 . 欧 洲 共 同 体 9 国对业已议定的防止核扩散 

的有效措施极为重视。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该会 

议应充分汲取国除原子能机构这些年来在其权限领域 

里所获取的专门知识和经验，以促进为和平目的而不 

带歧视地研究、生产和利用核能，并促进该领域里的 

合作。因此， 9 国认为，国昧原了，能机构会起到充分 

有效的作用。



4 9 . 总之， 我 要 代 表 欧 洲 共 同 体 9 国对南斯拉 

夫代表闭和该决议草案的其他提案国在这一向题礎商 

过程中显示出的妥协精神，表示感谢。

5 0 . 瓦 根 马 克 斯 先 生 ( 荷兰）: 爱尔兰的代表已 

阐述欧洲共同体 9 国对上述议题的看法。我想补充指 

出，荷兰完全赞同增进国际合作、和平利用核能的主 

张。 同时，我们一直在强调以有效措施把核扩散的危 

险减少到最小程度的必要性。近来 ，荷兰代表团干 

1 1 月 1 日在第一委员会上承认在这两个目标之间似 

乎存在着紧张关系。 4 我在此重申，这种紧张关系在 

各有关国家的积极参与下是能够消除的，而且也应该 

消除。

5 1 . 当 [ t l南 斯 拉 夫 提 义 的 有 关 该 会 议 的 第 一  

个 决 议 草 案 5 在 Î 9 7 7 年 表 决 时 ， 我们提 倡进 行 建  

设 性 的 对 话 ， 6 在 对 投 票 所 作 的 同 一 次 解 释 性 发  

言 中 ， 我 们 指 出 了 第 3 2 /  5 0 号 决 议 的 基 本 缺  

陷 。 目 前 的 决 议 草 案 使 我 们 仍 面 Ü 这些缺陷所引  

起 的 问 题 。 此 外 ， 我 们 对 在 这 一 阶 段 就 一 个 在 原  

则 和 目 标 上 仍 存 在 着 分 技 的 会 议 规 定 一 个 开 会 日  

期 是 否 明 智 抱 有 疑 问 ， 这 是 因 为 ， 我们在 目前不  

知 道 该 会 议 在 哪 一 阶 段 能 发 挥 积 极 作 用 ， 促成在 

和 平 利 用 核 能 的 领 域 里 达 成 新 的 国 际 、协 商 一 致 。 

不 过 , 另 一 方 面 , 我 们 也 注 意 到 找 到 某 些 妥 协 的  

方 案 是 可 能 的 ， 而 且 我 们 感 谢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团 在  

这 方 面 的 合 作 。

52 . 主 m  : 无 人 要 求 对 决 议 草 案  

A / 3 4 / L . l O / R e v . l 进行表决。我是否可以认为大 

会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

该 决 议 草 案 通 过 （第 号 决 议 ）。

5 3 . 主庶，我现在请匈牙利代表 a i 言，他希望 

闹述一  F 对刚才遗过的那一，决议 AÏSfè的立场。

5 4 . 安 德 烈 菲 先 生 （匈 !f 利），匈★ 利代表 m 终 

能 够 加 入 刚 v T 通 过 的 決 议 j y t 泰

A / 3 4 / L . 1 0 / Re v , !的一政愈见的。我们之所以能 

这么做 , 造因为该决议草案修订过的案文 Æ 对原来的 

宠文的一项有益改进。在我们看来 , 国际原 ' 了■■能机构 

的双重任务和职责，即通过保障和平利用核能和核技

术来加强不扩散制度和增进国际合作的发展，现在已 

更好地反映在该案文中了。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一项  

非常有助于达成协商一致的重要改进。

5 5. 关于刚通过的那一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第 

1 段，匈牙利代表闭坚持其原先的立场， 因为我们认 

为 ，没 有 必 要 在 1 9 8 1年讨论和平利用核能所有重要 

问题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之后，再 于 1 9 8 3年召开 

一次特别会议。

议程项目20

归还各国被掠奄的艺术品：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续） *

5 6 . 主席 S 会员国会记得，大 会 在 其 1 1 月 1 日 

的 第 5 1 次全体会议上，为了进行进一步的碰商，推 

迟了审议决议草案 A / 3 4 / L . 9 / R e v . l 。大会现在收 

到 了 编 号 为 A / 3 4 / L . 9 / R e v . 2 的该决议草案的修 

订案文。

5 7 . 我现在请埃及代表发言，他希望在投票之 

前解释他的立场。

5 8 . 填 拉 拉 比 先 生 （埃及）：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代表团极为重视将文物归还给那些遺受掠夺的国家， 

因为这一问题直接有关众多民族的利益，殖民主义行 

径使这些民族在古迹、历史文物和艺术品方面遭受了  

重大损失。

5 9. 这些艺术品体现了这些民族与其历史的联 

系，它们具有远胜干它们物质价值的历史价值。它们 

是值得每个国家保护和保存的财富。

6 0 . 埃及呼吓所有国家 ® 彻 1 9 5 4年. 5 n  14 H 

T -海 i^二缔祐的关^ 发也成装冲交时保#'，文化财产的公 

约 的 坑 4 条。 7 该 条 的 坑 1 敦和第 ' 3 款规定缔约各方 

承允雄重在化 1*1 Ü 顿上内的以及在其他缔约各方领上 

内的文化财产。埃及希望强调指出：有必要加速批准 

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



权非法转让公约，该公约由联合闺教科文组织大会于 

1 9 7 0 年 1 1 月 4 日通过， 并 于 1 9 7 2 年 4 月 2 7 日生 

效。 8 埃及还要求贯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九 

届 会 议 所 通 过 的 决 议 4 .1 2 2, 该决议要求各闺在第二 

十届会议上汇报为赏彻该决议所采取的步骤，以便教 

科 文 大 会 在 其 第 _丄十W  )ii\会议上能够研究它们的报  

舟。

6 1 . 埃 及 深 为 f i û 的历 ill感到骄傲，并拥有作 

为文明足 W:的本赏艺术品，它相 fms! 之间的文化 

^^流和思想 ^：̂流的重要性，这种交流 Æ 增进各民族之 

间合作和它们的民族安全与和平以及增进后代精神了  

解的渠道。因此，我国趙对向世界展出自已的文明和 

文化财富这一想法表示欢迎的第一批国家。这种展出 

不仅在埃及进行，还在这些财富的主管当局的安排下 

在世界各国首都和大城市进行。

6 2. 我们遗产的大部分都陈列在外国的博物馆  

中，这一情况要求审査这些遗产是在何种状况下通过  

何种渠道未经埃及政府的批准或授权而流落在外的。 

这将有必要与有关国家进行谈判以贯彻我刚才提到的 

1 9 7 0 年 由 联 合 国 教 科 文组 织 主 持 通过 的 那 一 公约 。 

此外，在我们看来，这与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三项的 

规定 Æ — 政 的 ，第三项要求以国际合作解决展于经 

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的 W 题。

6 3.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祝愿促使文化财产送回 

原有国或归还非法占有财产敦府间委员会的工作取得 

全面成功。该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已由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大会批准，而 且 它将 于 本 月 即 n 月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巴黎的总部举行首次会议。埃及荣幸地成为该  

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6 4 . 在这 方面，埃及还想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干事正在发挥的作用表示感谢，我们也要求国际社 

会 就 1 9 7 8年 6 月 7 日的呼吁作出反应，该呼吁要求 

所有国家发起宣传运动以创造有利于通过这方面所需 

槽施的适当舆论和气氛。

6 5 . 埃 及 还 要 求 各 国 于 今 年 1 2 月 1 5 日之前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千事的呼吁作出反应，提供一些 

国家贯彻上述公约面临的困难情况，以便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能执行教科文大会在这方面通过的决议。

6 6 . 在 结 束 言 之 前 ， 我愿重申一下，埃及抗 

议并 f i t 责以色列当局坚持其改变耶路撒冷圣城法律地 

位和阿拉伯特征、剥夺耶路撒冷阿拉伯财产和将阿拉 

伯古代文物从杰里科、纳布卢斯转移到特拉維力的 W  

物馆的政策。

6 7 . 亚伯拉罕陵族对所有穆斯林来说 &一座典  

有伟大精神意义的清戲寺，它在穆斯林世界被视为嚴 

为神圣的遗W:之一， 1^^陵嚴的大邮分被改 '1^成•^*:化 

太教觉以及陵墓的收蔵品被掠存以消除它的伊斯二： 

特征，安生的这一切 Æ 违背所有的道义、伦理和宗教 

准则的。我们强烈诚责这些行为，因为按照安全理事 

会 第 271  ( 1 9 6 9 ) 号 决议 的 第 2 段的说法，这些行为 

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威胁。

68 .  鉴 于 上 述 考 虑 ， 埃 及 成 为 决 议 草 案  

A / 3 4 / L . 9 / R e v . 2 的一个提案国并希望该决议草案 

能被一致遗过。

6 9 . 主席：大会现在将作出一项决定，无人要 

求 对 决 议 草 案 A  /  3 4 / L . 9 / R e v . 2 进行表决， 我是 

杏可以认为大会通过了该草案？

该 决 议 草 案 通 过 （第 号 决 议 ）。

7 0 . 主席：我现在请那些希望在这一阶段解释  

他们立场的代表发言：

7 1 . 库雄史密斯 女 士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支 

持归还文化财产的原则。我们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其设立负责増进双边和多边合作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政 

府间委员会的努力中进行了密切的合作。此外，我们 

带头推动通过那些维护和保护文化遗产的实标可行的 

国际文书。我们还想指出，美国的司法制度可为那些 

称其财产遭窃并流入了美国的个人和国家采取补救措 

施。我们强烈反对文化财产的非法贸易，并对批准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 

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公约的进程给予支持。我 

们还认为双边的安排是归还文化财产的遗当和有益的 

途径。美国是这种有意义的双边安徘之一的有关一  

方， 即 美 国 与 墨 西 哥 于 1 9 7 0年签订的关于为收回和 

归还被窃的考古、历史和文化财产提供合作的条约的 

缔约国。



7 2 . 但造 ,我们并不认为大 会应 该通 过含 有 有

失偏颇的言辞的决议去领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  

作。特别嚴，我们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认 

为它是保护文化财产和促进其归还的主要手段。该公 

约限于管制艺术品非法进入已接受了该公约的国家。

7 3 . 我们对要求政府以大众媒介进行干预的呼

吁感到不安，尤其是，在一个国际组织已经在采取建 

设性行动的领域。我们并不认为所有艺术品的出售都 

能由一项普遍的宣言预先规定，这些艺术品中有一部 

分属干不止一国，甚至属于整个国际社会。

7 4 . 哈 软 森 先 生 （爱尔兰〉：我有幸代表它们发 

言的欧洲共同体 9 国已加入了刚才由大会通过的那一 

决议的一致意见 。 9

7 5. 尽管欧洲共同体个别成员国怀有这一决议  

提案国的合法思望，但它们坚持它们对这一案文的保 

留，正如它们在以往的届会审议这一现时所表示的  

那样。尤 其 9 国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继续在 

提供合适的论坛来进一步审议这一问题。

中 午 / 2 时 零 5 分散会。

' ^ 里求斯和索马串.代表闭随后通知秘书处，精望在Id 

录中写上它们对该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

2第二次国际核动力及其燃料循环会仪。

3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634卷，第 9068号，第 326页)。

4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第一委员会， 

第 25次会议》，以 及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第 

一委员会，会期分册》，更正。

5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14, 文件 A /3 2 /L .1 5 /R e v .l  和 Add.l。

6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全体会议〉> , 第 

97次会议，第 46 -55更。

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49卷，第 3511号，第 240

页。

* 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记录，第十六屈会议》， 

第一卷，决议第 135-141页。

朕合国：《条约汇编》，第 791卷，第 11244号，第

3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