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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29

科摩罗马约特岛问题： 

秘书长的报吿

1 . 主席 , 我要提议，就本项R 没言报名的时间 

到令天 K午 6 / ；̂截 If:。如无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大会 

采纳权的雄议。

就这样决定。

2 . 姆 备 贾 先 生 （科摩罗）：首先，找要向大会 

各会员国转达科摩罗人民和政府的诚* 感谢，感谢他

们积极参与了谋求公正和持久地解决有关我们的问  

题。它们迄今为止给予我们实际的一致支持，使我们 

感到理所当然的满足；这种支持雄辩地表明，我们的 

要求是十分有根据的，而这就更加使我国代表团充满 

希望—— 我们可以毅然决然地在我们的工作中开始一 

个决定性的阶段。

3. 由子科摩罗马约特息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根本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通过恢复我们业已被 

剥夺了的权利，即通过确认我们对我们整个国家的领 

土拥有全部和完整的主权，才能得到解决。我们的希 

望因此更加强烈了。

4 . 正如我们经常强调的那样，我们目前正在 

审议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殖民化的问题。这个问  

题的解决有待于按照非殖民化所应遵循的、得到 

包括法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承认的那些规则和原 

则行事。

5 . 旣然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为此，我们提出如 

下主张：第一 ，执行大会有关民族自决权利的第 

1514 ( X V ) 号决议；第二，前殖民国家及第三国都 

应尊重从殖民时代继承下来的边界具有的神圣不可侵 

犯性质。

6 . 法《政 无疑赴承认这一原则的。法兰西共 

和PKfâ、统 布 1974尔 10 /] 24 H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 

会上所作的声明清勉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

"我 们 的 立 场 非 殖 民 化 必 须 在 前 殖 民 国

家划定的边界内进行。"

就科摩罗群息而论，那些边界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我



们参考一  K前殖民国家—— 这里当然Æ 说法国—— 所 

持的立场，我们便注意到，在科摩罗领上的构成中， 

科摩罗群岛遗常被肴作趙一个整体，它包括昂懦昂

& 、大科摩罗岛、马约特Æ和莫埃利岛。

7 . 法国遗过其有效的管理，保持了上述地理格 

局。当然，这也是顺乎自然之事。它使该群岛成功地 

保持一致的各现法规通常总是把能够维系和加强四岛 

统一的自然、种族和文化方面的诸因素考虑在内。

8 . 因此，当袖共同组成法国一个保护领地的科， 

罗群岛于 1912年成为法国的一个殖民地，接受马达加 

斯加中央政府管辖。 1946年，该四岛发展成一个在行 

政和财政上自治的实体，并选出了一个自治总会。

9. 1962年，在大陆非殖民化及该群岛内政治 

演变的进程中，仍旧作为一个群体的科摩罗群岛真正 

获得了内部自治。这就为在前殖民国家确定的地理、 

行政和政治范围内争取领土的独立铺平了道路。法国 

曾力求保持的这些地理边界并不是人为划分的，这种 

划分也不是仅仅为了管理方便。这些边界的划分只是 

顺应了下述需要，即尊重一个表明相同信仰的民族所 

居住的若千个岛吗的完整。

1 0 . 因此，就岛上居民而论，索尔本大学著名 

非洲史专家伊夫，佩尔松教授曾指出，组成该群息的 

那四个岛上的居民同属一个单独的民族。此外，马约 

特岛上没有一个家庭一 我们不是在说后来定居在那 

里的居民—— 的根不能迫溯到其他三个岛妈。这一点 

也适用于第二代以后的情况。

1 1 . 从宗教的观点来看，科摩罗群岛由于信奉相同 

的宗教一 T 斯兰教而团结得像一个闭体。对相同宗教社 

团的依附早在法国人进入该群岛之前就已存在。这种依 

附正是那些也有可能加强该群岛团结的因素之一。

1 2 . 因此，我们注意到，法国在群岛开拓殖民 

地仅仅是为了在存在的事态的基础上认可先前已有的 

客观局面。此外，法国政府之所以根据1974年 10月 

1 7 日的法令承认了该群岛作为一个单一的地理和政 

治实体走向独立的方针，正是基于上述种种考虑。当 

时，负责海外省和海外领土的国务秘书奧利维埃•斯 

菩恩先生就此说道：

"法闽政府选释了在整个群岛范围内进行协

iônsç于 H 个惊因：第一，基于法律方面的原因。

报据Hikd;•的规走， ，个领上应保持它作为殖民

地时所拥有的边界》第 . 如果群■&中不同岛<1̂

☆有多种不问地位，这巡难以想象的，第 - :，法

国并不要科摩罗人民相冗敌对，相反，它的任务

Æ:帮助他们使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 … "

1 3 . 科 摩 罗 政府和人民从‘表示过任何 4；法闺 

CS1务 秘 15 yîf明 f I，所 (li含的说法 H反 的 求 。我们所耍 

求的只莊国1%;社会轉重已经承认属于我们的权利。

1 4 . 马约特岛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法国拒绝按照 

它过去曾经接受的规则办本。我弁不想对导致法国当 

局 通 过 1975年 7,月 3 日那项法令的种种考虑多加评 

述，因为这项为岛与息之间提供了碰商机会的法令曾 

导致一个非殖民化的进程，而这一进程却是与那个国 

家直到那时仍具有的想法大相径庭的。我同样不想提 

及后来在已黎和莫罗尼之间关系上出现的那三年困难 

时期。我只想强调，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联 

合国以及不结盟运动和伊斯兰国家会议从一开始就曾 

呼吁法国尊重自己的承诺，并且遵守自己已经认可的 

规定。

1 5 . 上述组织已多次采取行动以便通过谈判使 

问题得到公正解决。然而，在这一期间，却始終遇到 

一些障碍，这主要楚由于法国与科摩罗中断了外交关 

系以及双方各 f i采取的不妥协态度造成的。

1 6 . 因此， 自从在莫罗尼建立机构以来， 对科 

摩罗马约特息问题的解决深表关切的科摩罗政府一直 

坚决寻求新的战略，以求在联合国和非统组织的支持 

下缓和双方自前的僵硬立场，并为迅速和完满地解决 

这个向题开辟道路。

1 7 . 最近，我在本届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曾提 

到科摩罗政府为达到这个目标正在采取的行动〔第 

2 6次会议〕。我要再提一下这些行动。

1 8 . 首先，在对外方面，我们已同意与法国恢 

复近几年里中断了的关系。我们两国已互换了大使级 

的外交代表并签署了若干合作协定。在大会第 3 2 /7  

号决议和非统组织七同 ®员会建议的跋础上， ’ 我们



与法国进行了初步接触，从而有可能创造一个更加有 

利干对话的气氛。科摩罗代表团与法国代表团间的部 

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议也已作了安徘。最初的几次会议 

预定在本月即 1 2月举行。这些会议将为客观地审查 

马约特岛的局势并早日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机会。 

科摩罗人像往常一样准备为这些谈判的成功做出努 

力。

1 9 . 在国内方面，根据岛上居民的愿望并且为 

了更好地考虑各岛的特性，我们决定在昂儒昂岛、大 

科摩罗岛、马约特岛和莫埃利岛之间建立一个联邦政 

府。该政府给予经各岛居民选出的地方权威人士，即 

地方长官和议员，以相当大的自治权力。 1978年 10 

月人民以压倒多数通过的宪法一-该联合会也是由此 

产生的—— 将使得我们在马约特岛上的兄弟们一旦重 

新加入大科摩罗家庭以后，就能够象其他岛妈上的居 

民一样享受同祥的权利和保障。

2 0 . 最后，我要回顾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声 

明，声明的措辞正好反映了我国政府关切的问题：

" 〔科摩？〕是一个群岛，它构成一个单一 

的实体… …居民属于同一民族，实际上没有或很 

少有居民带有法国人的血统……如果设想这个群 

岛的一部分应该独立，而其中的一个岛—— 不管 

人们对该岛的居民抱有什么样的同情心—— 却要 

保持不同的地位，这难道是合理的吗？

" 我认为 , 人们必須承认当前的现实。科摩 

罗群思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它;们一向就是一个单 

一的整体。它们应享有共同的命运，这是很自然

的事… … "

2 Î . 塔 布 曼 先 生 （利比里亚)，任何问题都十分 

有可能被过于简单化。由于联合围必须不断地处理一 

些新Hi现的而且逊非常复 jfe的问题，因此，在我们此 

间 的 n作中，过于简舉化则是一种危险，应予时刻警 

恨。然而，肖问题确系简热，或可用简第方式陈述， 

成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就没有必要贫激化。我国代表 

闭认为，马约特Æ问题就嚴一个一 0 了然的向题。

2 2 .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向题就是马约特 

究竟嚴杏嚴科摩罗共和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

嚴，联合国需要采取哪些步骤—— 如果采取的话——  
使该群岛的局势适应它在法律上应有的地位。

2 3 . 早 在 1974年 12月 M 日科摩罗人民行使自 

己的自决权选择独立进行公民投票之前，科摩罗殖民 

行政当局已把手伸向乌约特岛，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版 

图。有案可查的是，有位权威人士一 ~法兰西共和国 

总 统 1974年 1 0月 2 4 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说  

过，科摩罗群岛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其居民 

属于同一民族。这位总统继续说道：

" 如果设想这个群岛的一部分应该独立，而 

其中的一个岛—— 不管人们对该岛的居民抱有什 

么样的同情心—— 却要保持不同的地位，这难道 

是合理的吗? "

这就是总统提出^^的那个问题。然后，他接着回答了 

自己提出的问题。他说；

" 我认为，人们必须承认当前的现实。科摩 

罗群息是个单一的整体，它们一向就是个单一的 

整体。它们应享有共同的命运，这是很自然的事

24. 尽管这位法国总统的立场如此鲜明和正 

确，然而法国议会却在 1975年 7 月 3 日通过了一项 

法案。该法案非但没有对科摩繁人民明确表示出的获 

得独立的思望给以☆ 心和坦率的认可，相反在给予独 

立的问题上却提出了许多前提条件。但是就是此时， 

科摩罗领导人以他们的权利—— 如果不能同样称为他 

们的责任的话•"一 在 1975年 7 月 6 日宣布了科摩罗 

共和国独立。两个星期后，法国强行而且非法地在那 

个过去一直嚴、当时也是而现在仍旧是科摩罗重要组 

成部分的马约特息上进行了第二次公民投票。法国的 

所作所为违背了収合国宪章的原则，特别是违背了宪 

章巾保护各国领上完整和禁 Ik千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此外，法同采収的这一行动也违反了联合国有关非殖 

民化的决议。

25. 科麼罗政府继续坚持其对马约特岛的正当 

要求和合法权利，这一要求已得到非统组织，不结盟 

国家运动、伊斯兰国家会议及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认可 

和支持。



26. 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总统已经和法兰 

西共和国总统举行了会谈。会谈期间，他们原则上同 

意就科摩罗马约特岛的向题重新进行审议。作为利比 

里亚的代表和非统组织现任主席在此发言，我希望敦 

促法国和科摩罗双方加速努力，争取早H就此问题达 

成协议。我之所以提出这项呼吁赴因为非统组织部长 

理琪会 i ；•年 7 月 6 H至 20 H在蒙罗维亚.举行的第-： 

十:次例会上已经遗过了有关科摩罗马约特岛的决 

议，重中非统组织支持科摩罗人民决心维护其政治统 

一 、 闺家 4^权 和 领 上 完 整 〔见 / ) / 3 ^ /5 5 2 , 附件 

一 , C M /  Rex.730 iXXX Iir> '}o

2 7 . 勒势 雷特先生（法国）s 法国已在本组织中 

多次解释了它在马约特岛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所遵循 

的原则非常明确并已得到普遍承认。本着建设性的合 

作精神公正地执行这些原则，我们就能够找到合法与 

平等因而也是大家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2 8 . 我们的态度是按照自决原则办事。正如我 

们所理解的，自决是决定各国人民命运以及他们生存 

的政治和地理范畴的主要准则。联合国宪章本身就说 

明人民的自决权利是国关系的基础之一；它明确提 

到有必要考虑 " 各国人民自由表示之愿望"。

2 9 . 在 1974年 1 2月 和 1976年 2 月的两次公民 

投票期间，绝大多数马约特岛的居民表示了他们思意 

仍旧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完全自 

由，没有任何政府当易谋求对他们施加这样或那样的 

影响的情况下做出这个选择的。

3 0 . 法国曾事先声明，它将完全服从投票表决 

结果而不论其结果如何。它怎能在表决之后把那些要 

求仍旧留作法国一部分的人们拒之门外呢？它怎能强 

迫那些人们支选择任何与他们已经慎重选择的道路不 

同的其他道路呢？从一般原则的观点来看，这种态度 

是毫无道理的，至少，它有棒于我国遵循的宪法规 

则。

3 1 . 我认为，我没有必要再三重复最近的一些 

往事，然而，有几点却应加以回顾，那是因为，这几 

点实 fié上对法闺代表闭在本届会议一力'•始就嚴否需要 

把马约■&问题列入大会议程进行审议时所采取的立场2 

起了决定作用，并且引述联合国宪章第二条载明的联

合国无权干涉各闺内政的条文对此作了解释。因此， 

在回顾了这一® 本的反对理 [II之后，我们现在才在这 

个我们1人为本不应该进行的附论巾言。我们之所以 

这样做， Ai H 为找 ff 1 望Æ本大会涉及的一切领域 

持 现 ，从而 为 站 这 场 讨 论 作 Ml贡献。

3 2 . 如果有人企旧 ^[^!^*^终 ?^的，那么，这不 

仅Tia：不公进，而_[1也赴错 i吴的：我们已经说过，马 «  
雷人做HI的选择实际上不Æ不可炎更的。马约特岛R 

前的地位完全可以进一步发展。确立这一地位的法律 

1Û ( I作 f M力'关规化，111这 种 观 很 爽 Ü 修订来遗合该 

岛的特点。

33. 最后的选择将完全取决于马霍雷人本身以

民主方式表达的意见。法国  我们再说一遍  绝

不反对马约特岛同该鮮岛中其他岛妈自由结成联盟。 

我们一直在寻求能与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取得一 

致的共同基础。因而，我们对使我们两国关系在过去 

的 18个月不断发展的这个有利做法感到非常满意。 

各自的大使已到对方首都任职。一些重要的协议业已 

签署，其中包括一项友好合作条约以及在经济和金融 

方面、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在人员协助、防御与军事 

技术援助等方面的若干协议。安排两国领导人，有时 

Æ 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之间的接触，使得这些协议得以 

箱嚴针•大大Yi‘助干这些协议的W彻执行。

3 4 . 法国决心继续推动这一进程。正如今年 10 

月 2 4 日部长理事会会议结束时在巴黎发表的联合公

报中所宣布的，法国政府决定：

" 向科摩罗政府建议召开部长级会谈，讨论法 

国和科摩罗之间存在的尚未解决的问题；并且建 

议开展研究，探索加强马约特岛领土社会与该群 

岛其他岛妈之间的经济和人际关系的方式方法。 "

3 5 . 科摩罗政府说，資同意举行这些会谈。会 

谈目前正在筹备之中，不久卯将举行。我们毫不怀 

疑，本着相S 合作的精神双方将彼此接近。而这种合 

作精神将有助于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取得更大的进展。

3 6 . 这就是我同代表闭要说的活。我们既描述 

了实际存在的局势；我们也表明：只要具备了所番的

条件，前景嚴广阔的。



3 7 . 马塔恩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在审议 

的这个项目已不是第一次列入本组织的议程。以前曾 

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辩论，最初是三年前在大会3上进行 

的。当时通过了第 3 1 / 4 号决议，重申了掉卫科摩罗 

共和国的统一、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必要性。在第三十 

二次会议上， 由于法国未就上届会议的决 i义采取行 

动，大会再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辩论。4随后，大会通 

过了第 3 2 / 7 号决议。大会在决议中首先要求法国政 

府和科摩罗政府谈判一项协议，以便遵照大会有关决 

议并尊重科摩罗的政治统一和领土完整，解决问题。

3 8 . 此外，非统组织、不结盟运动各成员国、 

伊斯兰国家会议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也都对这个问题 

进行了审议。各组织均在各自的会议上重申，马约特 

岛是科摩罗共和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 9 . 如今在本届会议上，这个项目再次列入议 

程供我们审议。与此同时，法国政府所作的选择不是 

不理膝，就是柜绝执行本组织遗过的有关马约特岛向 

题的决议，即柜绝按照这些决议采取行动。正是由于 

这个涼因，该项目才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这就 

Æ任何暗示的话，说不定这个问题正如许多原因所表 

明的那样会不断地出现在大会的议程中，直至法围政 

府和科摩罗共和国以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按照 

联合国的决议解决了这个问题时为止。

4 0 . 我国政府感到遗憾的是S 这个项目又一次 

出现，而问题仍未解决；以及法国政府未能令人满意 

地解释它为什么总是喜欢忽视科摩罗政府的真正与合 

理的关切并不顾大会就此向题通过的决议。

4 1 . 另一方面 , 法国政府并不是第一次以这种 

方式处理向题的，因为在它以往作为一个殖民大国的 

W ÿ l巾，它对梁些从前Æ它的殖K 地而今 (2拥有独立 

!-:权的陶家采取这种态度的，不乏其例。的确，法闻 

政府对其尚存的殖民地，如马约特•&以及在别的地方 

保SW的领上，仍然采取这种态庇， 为它们都Æ法闽 

的组成部分。

4 2 . 然而，明显的嚴 , 即使在过 i；•把这种论点 

应用于前殖民地的情况下，法国政府在处理涉及那些 

被认为造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殖民地 - 一"科廣罗

共和国即为典型一例—— 的非殖化问题上最終采取的 

措施还是非常富有建设性的。的的确确，这种事不仅 

做出来了，而且是在下述情况下做出来的 Î 自 1947 

年后，法国已单方面决定从其领土名单中撤消某些领 

土，包 括 在 1957年从名单中撤消科摩罗群息。根据 

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敦，法国有必要也有责任递 

交有关这些领上的各种情报。

4 3 . 我闺代表闭认为，法 ®政府和科摩罗政府 

现在可以本着同样的合作与谅解的精神，0P同意科摩 

罗群岛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着手将马约特岛 

归还科摩罗，使该协议生效。这一点在原来的协议中 

一直是考虑在内的。

4 4 . 就在科摩罗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前，马约特 

岛被分离了出去。在此之前，无论从地理上，历史上 

还是文化上说，马约特息一直是科摩罗群岛的组成部 

分。马约特岛上的居民同科摩罗群岛上的居民在宗教 

和语言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诚然，除了事实上马约 

特岛仍旧置于法国控制之下外，马约特岛的居民和科 

摩梦群岛的居民一宵尿于完全相同的民族。在 1975年 

把马约特息分离出 i ；•之前，法国确实一直承认该息嚴 

科摩罗群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对科摩罗群息作任 

何遗当的考说就把马约特& 分离H1么-的作法实际上违 

反了 1960年 12/1 14 H大会通过的第 1514 (XV)号  

决议，特别 ; 违反了决议中栽明的宣言的第6 段。

4 5 . 无疑，法国关心的是马约特岛在战略和军 

事上的重要地位。但是，科摩罗同样对此表示关心， 

甚至更加关心马约特息的经济潜力，如它的渔业和其 

他资源。从经济上看，这种潜力对一个资源并不丰富 

的国家的价值要比对法国的价值大得多。

4 6 . 南太平作地K 的非殖民化向题一宵引起我 

们的特别关注。♦ 取 !-1決和独立对干我们这样的国家

种义不容梓的促IT:。就这个特定的例了，而言，非 

殖民化的进稍系今尚末成的原因，显然只有法国政 

府才能做川解释。

47. H 此，我H 代表R1希望，法国政府将在可能 

的情况 K开始h?科廣罗政府进行讨论，以期达成一•个相 

ÏÏ.可以接受的协议，将马约特岛!Ü还给科摩罗共和国。

4 8 . 主席；明 天 K午找们将结束本项 R 的辩



论。我要敦促那些希望就这个特定项n 没言的代表闭 

今天尽快振名。

议程项目 25

中东局势：秘书长的报吿（续）‘

4 9 . 主廣：我要提请大会注意有关中东局势的 

决议草案 A / 3 4 / L . 5 3 。就该决议草案的辩论已于昨 

天下午结束。大会明天将继续审议这个项目，下午将 

对该决议卷案作出决定。

议種项目 15

选举主要机构成员以补空缺（续）： 

( a ) 选举安理会五个非常任理事国

5 0 . 主唐：大会将再次从拉丁美洲国家小组中 

选 举 安 理 会 的 一 个 非 常 任 理 事 国 自 1980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两年。

5 1 . 继分别于 10月 2 6 日和 3 0 日、11月 2 曰和 

2 9 日以及今天上午举行的第47、48, 50、53、83和 89 

次全体会议上进行的无最后结果的表决之后，大会现 

在按照议事规则第94条进行下一次即第48次投票。

5 2 . 在进行下一轮投票之前，我希望就今天上 

午进行的投票作一说明。在 第 4 5次投票表决时，票 

箱中有一张第 4 4次投票W•的选票，因此，经过认真 

复点之后，第 4 5次投票结果如下：

选票总数： 148

无效票： 0

有效票： 148

弃权票： 2

参加投票会员国数： 146

法定多数： 98

所得票数：.
古巴 .............................................................. 86

哥伦比亚 ......................................................60

5 3 . 我们现作进行m '4 8次投累。在本轮第二次 

无限制投黑巾，拉 r 美洲ra象小坦巾的任何一个会闻 

闻， *̂1然将空 f l i 说位的坡利維亚和已进安理会成W 
的牙买加除外，都可以成为候选国。现在发选累。

座主岸邀请， 马尔多雄 ★ 先 生 （白俄 y 斯苏維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和 切 利 科 尔 先 生 （土耳其）扭任检 

票员。

进行无记名投票。

54. 4^席：我现在提议，在计算选票期间，会

议暂停。

下 午 # 时 零 _ 5 分会议哲停 ， <  时 / É ) 分复会。

5 5 . 主席：投票结果如下：

选票总数：

无效票：

有效票：

弃权票：

参加投票会员国数 : 

法定多数：

所得票数： ‘

古巴 ....................
哥伦比亚 ............

142

0
142

1
141

94

80

61

5 6 . 主席：既然本轮第二次无限制投票仍无最 

后结果，找们现在进行第 - 1次无限制投票。同以前一 

祥，在这次无限制投票表决中，除玻利维亜和牙买加 

外，拉丁美洲国家小组中任何一个成员国都可以成为 

候选国。现在发选票。

应主摩邀请， 马尔 多維 奇 先 生（白俄罗斯苏維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和 切 利 科 尔 先 生 （土耳其）担任检 

票贝。

进行无记名投票。

5 7 . 主席：我现在提议，在计算选票期间，会

议暂停。

下 午 ¥ 时 2 0 分会议替停， ¥ 时 _ ? 0 分复会。

5 8 . 主席Î 表决结鬼如 F:



选票总数：

无效票：

有效票数：

弃权票：

参加投票会员国数 : 

法定多数：

所得票数：

古巴 ................ ....

哥伦比亜

1 4 5

0
1 4 5

1

1 4 4

9 6

7 9

6 5

5 9 . 主席 Î 旣然第三次无限制投票仍无最后结 

果，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9 4 条，大会现在进行共三 

次的限制性投票的第一次投票。这次投票将限制在古 

巴和哥伦比亚之间。任何写有其他国家名字的选票将 

被宣布无效。现在发选票。

应主岸邀请， 马尔 多维 奇 先 生 （白俄罗斯苏維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和 切 利 科 尔 先 生 （土耳其）担任检

杀员。

进行无记名投桌。

主席；我现在提议，在计算选票期间，会60. 

议暂停。

下 午 时 分 会 议 哲 停 ， < 时 4 ^ 0 分复会。

6 1 .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

选票总数》

无效票：

有效票数：

弃权票：

参加投票会员国数 : 
法定多数：

所得棄数：

古巴  .................

取论比亚 ............

1 4 7

0
1 4 7

2

1 4 5

9 7

82

6 3

6 2 , 主廣： [11于两闺中没有一闺获得法定-:分 

之二的多数票，大会将继续进行表决并举行第-：次限 

制性投禁。同上一次投黑一样，只有古巴和舟伦比亚 

两旧的名字可以骂在选票上。仔何骂有其他闽家名字 

的选票将被宣而 ‘无效。现在 :ft选票。

应主岸避请， 马 尔多 维 奇 先 生 （白俄罗斯苏雄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和 切 利 科 尔 先 生 （土耳其）担任检 

票员。

进行无记名投票。

6 3 . 主席：我现在提议，在计算选票期间，会

议暂停。

下午  < 时 _ 5 6 >分会议暫伴， < 时 _ 5 5 分复会。

6 4 . 主席：投票结果如下 Î

选票总数： 1 4 5

无效票： 0

有效票数： 1 4 5

弃权票： 2

参加投票会员国数： 1 4 3

法定多数： 9 6

所得票数：

古巴 .................... ............. ....
哥伦比亚 6 3

6 5 . 主席：各代表团知道一下述情况或许觉得有 

趣：即将进行的下一次投票，将是它们在联合国历史记 

载中创下的新纪录。迄今力止所进行的次数最多的投票 

是 在 1 9 5 9 年，共 5 1 次。而现在大会要进行第 5 2 次投 

票，这就创下了史无前例的次数。很自然，作为大会主 

席，我希望我们投票超过这个纪录的次数不要太多。

66. 由于两国中没有一国获得法定三分之二的 

多数票，大会将继续进行表决并举行第三次限制性投 

票。同上一次投票一样，只有古巴和哥伦比亚两国的 

名字可以写在选票上。仔何写有其他国家名字的选票 

将被宣布无效。现在发选恶。

应主岸邀请， 马尔多维 奇先生（白俄罗斯苏維埃 

社会主义共和 i n ) 和 切 利 科 尔 先 生 （土耳其）担任检 

采资。

进行无记名投票。

6 7 . 主席：我现在提议，在计算选票期间，会 

议暂停。

下 午 5 时会议暂停， 5 时 1 5 分复会。



6 8 . 主廣：表决结果如下 :

选票总数：

无效票：

有效票数：

弃权票：

参加投票会员国数：

法定多数：

所得票数：

古巴 ...................................
哥伦比亚 ..........................

146

0
146

1
145

97

82

63

6 9 . 主廣：既然第三次限制性投票仍无确定结 

果，现在我们将进行一箱无限制投票。拉丁美洲国家 

小组的任何会员国，当然除去玻利维亚和牙买加，都 

可以在这次表决中成为候选国。现在发选票。

应主席邀请， 马尔 多维 奇先生 （白俄罗斯苏維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和 切 利 科 尔 先 生 （土耳其）担任检 

票员。

进行无记名投票。

7 0 . 主廣：我现在提议，在计算选票期间，会

议暂停。

下 午 5 时 2 0 分会议暫停，5 时 分 复 会 。

7 1 . 主廣：表决结果如下《

选票总数：

无效票：

有效票数 :
弃权票：

参加投票会员国数 : 

法定多数：

所傳惠数：

古已 .................... .

哥伦比座 ............

墨 西 舟 ..............
圣 卢 西 亚 ..........

7 2 . 主廣：既然本轮第一次无限制投票仍无确 

定结果，我们将按照同样的条件继续进行第二次无限 

制投票。因此，除玻利维亚和牙买加外，拉丁美洲国

家小组中任何会员国都可以成为候选国。现在发选 

票。

应主應邀请， 马尔多維奇先生（白俄 y 斯苏維填

社会主义共和国）' 和 切 利 科 尔 先 生 （土耳其）担任检 

系炎。

进行无记名投票。

7 3 . 主庸：TSi现 /I;巡议，作 1|'算选嚴期间，金 

议料停。

下 午 > 5 时 分 会 议 赞 停 ，5 时 ¥ 5 分 复会。

7 4 . 主席：表决结果如 K:

选票总数： 147

无效票： 0

有效票数： 147

弃权票： 2

参加投票会员国数： 145

法定多数： 97

所得票数：

古巴 … …
哥伦比 ÎIK 

巴 西 … "

舉 西 哥 ，- 
尼加拉瓜

80

62

1
1
1

7 5 . 主席：既然第二次无限制投票仍无确定结  

果，我们现在将按照同样的条件继续进行第三次无限 

制投票。

应主席邀请， 马尔多 维奇先 生 （白俄罗斯苏維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切利科尔先 ▲  ( 土耳其）担任检  

票员。

进行无记名投票。

7 6 . 生席：我现在提议，在计算选票期间，会

议暂停。

下 午 5 时 _ 5 _ 5分会议哲停， 5 时 黎 * 5 分 复会。

7 7 .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

选票 ,fâ、数： 147



无效票： 0

有效票数： 147

奸权絮： 2

参加投票会员国数： 145

法定多数： 97

所得票数：

古巴 … … 
哥伦比亚 

巴西

萨尔冗多

84

59

1
1

7 8 . 主廣 Î 旣然第三次无限制投票仍无确定结  

果，大会就按照议事规则第 9 4 条继续进行一轮共 3 

次限制性投票的第一次投票。这次投票限制在获票数 

最多的候选国目P古巴和哥伦比亚两国。现在发选票。

应主岸邀请， 马 尔 多 维 奇先 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 ® 〉和 切 利 科 尔 先 生 （土耳其）担任检 

票资。

进行无记名投寒。

7 9 . 主席：我现在提议，在计算选票期间，会

议暂停。 .

下 午 6 时 i O 分会议暫停， 5 时 2 0 分复会。

8 0 . 主唐；表决结果如下； .

选票总数：

无效票：

有效票数：

弃权票：

参加投票会员国数 : 

法定多数：

所得，巧数：

古巴  *.........

用:伦比# : ............

147

0
147

1

146

98

84

62

8 1 . 主庶， （1|于两M 中没蒋一闽获得 法 定 分  

之二的多数票，大会将进行第二次限制性投票。同上 

- 次投票一样，只有古巴和軒伦比亚两闺的名字可以 

'fj作.选壞上。任何33有其他M家名字的选票将被宣布 

无效。现在发选票。

应主席邀请， 马 尔 多 维 奇 先 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和 切 利 科 尔 先 生 （土耳其）担任检 

桌员。

进行无记名投票。

8 2 . 主席：我现在提议，在计算选票期间，会

议暂停。

下 午 5 时 2 5 分会议暫停， 分复会。

8 3 .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

选票总数： 145

无效票： • 0

有效票数： 145

弃权票： 2

参加投票会员国数： 143

法定多数： 96

所得黑数：

古巴 … …
哥伦比亚

81

62

果 ,

8 4 . 主席： 由干第二次限制性投票仍无确定结 

我们将进行第三次限定就古巴和哥伦比亜两国的

投票。现在发选票。

应主席邀请， 巧尔多維奇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和 切 利 科 尔 先 生 （土耳其）担任检 

票• W 。

85

议暂停

进杆无记名投票。

主席：我现在提议，在计算选票期间，会

下 午 6 时 分 会 议 停 ， (> 时 5 0 分复会。 

8 6 . 主席：及 决 如 K :

逸想 , 数：

无效票：

有效票数：

弃权票：

参加投?/Ï会历W数 : 
法定多数：

147

0

147

1
146

98



所得票数：

古已 .............................................................. 84
哥伦比亚 ......................................................62

8 7 . 主廣：鉴于我们的表决仍无确定结果，我 

现在要把我对以后市议这一项R 的想法魚诉大会。尽 

管，实上我们已进行 5 8次投票，超过了以往的所有 

纪 iS：, 本 次 大 会 仍 选 HI宪章所规定的安理会的全部 

非常仔理來闽。

8 8 . 找可杏 W 次提醒大家注意， 议，规则填 

142条规定：

" 大会在其例行会议期间，每年将选出安理

会 5 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两年。"

8 9 . 此外，在执行这一规走时，议本规则第 94 

条规定，当经过一系列无限制投票表决和有限制投票 

表决之后仍无最后结果时，该程序将重复进行直至 

所有的职位都已补齐"。

9 0 . 我有决心使本届会议履行这一重要职责。然 

而，正如各会员国知道的，我们剩下的时间已不足两个 

星期了。况且，大会这段时间的工作也安排得特别满。 

留给我的唯一选择是，只要时间允许，就安排新的投票 

表决，即使可能需要召开一些通宵会议也在所不惜。

91. 我们有可能进行投票的下一次时间是星期 

三，即 1 2月 1 2 日。因此，我计划在那天上午开始审 

议议程项目 18—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 

执行情况；一俟上午的 :&言结束，我们将恢复选举安 

理会的一个非常任理本国。同 一 天 K午，即 12力 12 

曰下午，我们将恢复辩论非殖民化的问题。如仍需要 

进一步投票表决，那么我们将在下午的发言结束之后 

恢复表决。如有必要，一直进行到晚上。

92. 我要敦促各代表团在休会期间尽可能作出 

一切努力来确保大会能够结束其有关本项目的工作， 

从而完成它的任务。

工 作 安

9 3 . 主席：我现在要提请大会注意一件事，这 

件取影响到大会以前做 fÜ的一项决定，而IL在本届会 

议的碌 /a'几 旧 对 坑 _:委 6]会、行政和预算咨{^麥 

K 会及 ÎÎÏ /I. $  W 会的 I :  (1 ■：非常 TÜ 。

94. 资 ：$  W A  r ■ • w 努 架 12 /] 7 
Il M 期 u. un k  û  m'Â 的 11 fell K ) ] - 絲来 'È：的 I : 
作，ffl避现在.肴来第二笼讨会Li无法做到了。各地K  

小组间仍在商讨涉及财务问题的决议草案。

9 5 . 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并与有关 

爱 会 的 卞 说 )il；行了礎瓶之 j i l , 我 (2同意向大会建议 

允许第二麥员会把递交砂及财务问题的决议草案的最 

后期限延至盘斯六，即 12/1 8 H , 并允许第二委员 

会在不迟于 1 2月 13 H足期四结束它的工作。我认为 

大会不反对这些建议。

就这样决定。

9 6 . 主席：我相信，这一决定将使大会能够在 

1979年 1 2月 1 8 日，即原定结束本届会议的日子结 

束它的工作。让我再次吁请所有会员国给予合作和理

解。

下 午 5 时 >55分散会。

' Jtl A /  3 2 /3 0 5 ,附fl: -.0

2 见 《大会正式记5S：, 第三十四届会议，总务委员 

会》，第 1次会议，第 68-69段，和同上， 《会期分册》，更

正。

3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屈会议，全体会议》, 第 

33-39次会议。

4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全体会议》，第 

53-55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