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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29

科摩罗马约特路何题：

秘书长的报告 (续完）*

1 , 卡 内 先 生 （本 [Ai加尔）：大会 iH在傅次讨论 

科哦多' M乂 特 化 M题。我 iîiHt丧mtL得到作水讲坛 I-. 
就这个 l'Hj题 发 激 见 的 机 会 ，它还作別处，叩:||;洲统

一 组 织 （非统组织）、伊斯兰会议和不结盟国家集团 

就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

2 . 我们在今天的发言巾 "S*先要对法国政府和科 

摩罗政府之间R 前存在的这种气氛表示欢迎。这种气 

氛造 1« 求最 / a 解决该问题的先决条件，我们希望，它 

将使有关各方更场于进行赏有成果的讨论。冗如法闺 

和科摩罗两方在我们昨天听取的没言〔第 9 0 次会  

议〕中所强调的那样，两国愿意寻求理解的某础。

3 . 两国已经互换了大使，包括友好合作条约在内 

的一些主要协议以及在金融、文化、技术和军事领域达 

成的另一些协议〔见 A / 34/ 1 5 5 ,第 3 段〕已 于 1978 

年 1 1月 1 0 日在巴黎生效。这证明，继法国和科摩罗领 

导人进行高级接触后，两国之间目前存在的气氛与科摩 

罗获得独立后立即出现的气氛完全不同。

4 . 但是，重 1||一些对理解这场辩论有益的原则 

是重要的，因为科摩罗的这一要求不是今天提出的， 

而Æ 在该H 获得闺际公Uv的 I ;权时Jr‘始极 II1的。这仅 

仅Æ — 个非殖民化的M 题。我们认为，获得独立的殖 

民领土必须全部独立，换言之，嚴恢复殖民时期存在 

的边界范闹。因此，不 应 随 提 ;i l会破 i f 这一原则的 

领上要求，因为这有可能在前殖民领上边界的划界方 

由'造成不可收拾的后/ 面'。这造大会第 15M ( X V ) 号  

决议的精神和文字，也嚴塞内加尔帮助起草的非统组 

织宪章的基本原则之一。

5 . 因此，我H -货尊a 这现原则，并将继续这 

样做， 为，如果非统组织创始IS1的牧盤， 能使它 

小'顾 1 % 3 卞a 人为 t 斯1 f f议殖W 大 f ÜI遗 fw K来的边 

界问题所施加的一切压力而接受这一历史卞实的K ,  

今天非洲会是什么样了•呢？

1871 A / 3 4 / P V . 9 2



6. 正因为我们尊重这项被我们视为不可侵犯的 

原则，我们LL 4?我们的邻闺一起解决了那些在其他地 

方或K 他时候有可能引起地以 i'i服的边界卞端的 I’nJ 
题。还处本☆ 这 -精神，我W接 受 r K述激见，叩科 

摩罗'必须恢贫共在法 i$l M K 统 治 K所 A  4 f的地理范 

m , 亦叩恢复组成该鮮 ,fi的所有洛 iW i:印懦 fÜ岛、大 

科摩罗& 、 埃利&和 约 特 岛 。

7. fl 1889年以来，法闺法律不正造从这一免 

度来泰待该 I别的行政和地位吗？ 1976 t .  2 / I 举行公 

K 投票前，该国的政治统 *和领」:5i£整从•受到过应 

疑。

8 . 法国当局本身讲的并不少，法国国家元首在 

1974年 10月 2 4 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曾说过：

" 〔科摩罗〕是由一个単一的实体构成的群 

息… …该群岛的居民属干同一种族，实际上，没 

有法国血统的人，或只有极个别法国血统的人 

… …妄想使该群息的一部分获得独立，并使一个

—— 不论人们会多么同情该岛居民—— 取得 

不同的地位，这合乎情理吗？

" 我认为，人们必须接受当今的现实。科摩 

罗不仅现在Æ , 而且一宵是一个学 .一的串.位，它 

们的命运 rt然 应 Æ相同的……"。

9. f H Æ ,除 我 们 刚 重 1|1的这项原则外，我们 

还必须 I羊细阐述有关各方遗过谈判， 即通过和平手段 

来解决其争端—— 如果我们能称之为争端的话一 所 

采用的方法和真诚意愿。

1 0 . 塞 内 加 尔 认 ;对 活是必要的外交方法之  

一 ， 它真心实意地欢迎双方之间发扬的这种精神。我 

国与两国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将会竭尽全力确保我 

们目前目睹的紧张局势得到缓解。

11. 在非洲一 那里目前几乎有一半的国家曾是 

法国殖民地—— 并在本届大会上—— 自法国从思想上 

毫无保留地赞成使其殖民领土实现非殖民化以来，该 

国在大会的威信R 益增强—— 大家很难理解马约特如 

何会成为问题的争端， 并使人们对法闺在全世界的信 

誉和威望产生了怀疑。一位法国记者最近在《世界 

报》发表文章说：

"古老的法闻殖民帝闻上崩瓦解的遗迹，一

个拥有 4 0 万廣K 的 , 孤独地位 }• i ï * l t  Æ；

'J M；达加斯加之 fnj的印庞洋，1，，JI: 1 /  1 0的W-Ui

I弁法ifi。按常理 IM & S  4 能 ÿ 有法M 搏 的 地 "

1 2 . 实 K 人H !议，继 1976 卞 2 J] 8 II >î  

f ? 的公K 投 个 化 应 【i p i M ï ，次公 t\i投 iK, 以确 

î iî该 ,f c的 f ô j a 地位。因此， >{̂ ;运的处，法 井 小 ' 

认为n 前决定 l i 约特的政治地位；& 合乎时立的。

13. n 们认为， /K L i经 VC Ai 4 ï关双方不久即将 

JF-始横行部长级W 论的时候， L述做法农明 r 法 W政 

府的诚意。

1 4 . 此外，我国代表团希望，我们大会所采取 

的立场和所提出的建议，将会鼓舞法国和科摩罗伊斯 

兰联邦共和国立即开始按照本组织的决议举行谈判。 

因此，我国代表团愿意支持根据这些方针提出的任何 

倡议。

1 5 . 卡 曼 达 ，瓦 ，卡 曼 达 先 生 （扎伊尔）：在一

开始我们就应当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无论基在独 

立前，还是在独立后，甚至连法国都未对科摩罗群岛 

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提出过争议。

1 6 . 因此，任何人都杂无必要为了从性质和传 

统上将马约特 ■列入科摩罗+:权范围而进行法律或政 

治上的分析。

1 7 . 任何人都知道这些事件。在事件发生后， 

随着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的独立，科摩罗群岛的 

一个组成部分马约特息随即被置干法国管理之下。

1 8 . 法国共和国当局一向同意，科摩罗是构成 

一个单一实体的群岛，其居民属于同一种族，实际上 

没有一个法国血统的人，如果让该群岛的一部分获得 

独立，并竟然让一个岛吗—— 无论人们会多么同情该 

岛居民，—— 保持一种不同的地位，这是不可思议  

的。总之，科摩罗不仅现在是，而且一直是一个单一 

的实体。冗如塞内加尔代表刚才指H!的，科摩罗群 ,ft 

f l然应当具有共同命运。

19. 1974年 1 2 /]  22 H , 在公民投票中参加投

票的科摩罗人民以压倒多数宣布支持独立。



2 0 . 正如法国指出的，马约特岛 64% 的投票者 

投票赞成与管理国法国保持政治联系。

2 1 . 科摩罗当局不否认这一事实，但未使其具 

有法律价值，因为它们认为，对选举结果必须进行全 

面评价， 必须顾及整个科摩罗群息所投的所有赞成 

票，因为正是科摩罗民族被要求表明它实现独立的意 

愿，因此，不能零敲碎打地评价每个岛妈的选举结  

果。科摩罗当局还认为，马约特举行的公民投票之所 

以产生这种结果，是由干与马约特某些大家族有着特 

殊关系和共同利益的一些宗-主势力施展了某种政治伎 

俩。这些势力Æ不会放弃这种利益和关系的。

2 2 . 就 法 闺 人 而 ,他们 从法雅和宪法角度 阐  

明了不让马约特岛具有与其他岛吗相同命运的原因。 

同时承认，这种前所未有的法律情况，造成了政治上 

的窘迫状况，而且从不否认马约特岛属于科摩罗群

&。但是，他们承诺，要在与科摩罗的新共和国当局 

进行合作和保持友好关系的过程中， 在法律安排的基 

础上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2 3 . 这些是争端的实际内容。正是这种情况使 

科摩罗领导人重新敎促法国同意将科摩罗共和国国土 

的一个组成部分马约特思归还给它。

2 4 . 扎伊尔共和国重申，马约特息是科摩罗伊 

斯兰联邦共和H 闺上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立场 4；‘非 

统组织和不结盟闺家会议的立场Æ 完全一政的。

2 5 . 扎伊尔共和国真心诚意地盛谢联合国秘书  

长向大会提交的有关科摩罗马约特息问题的清楚而明

的报作  C A / 3 4 / 665X

2 6 . 我 [Til代表闭满想地注激到，科摩梦当局采 

収 r 积极、现 实 而 负 责 的 同 时 法 闻 政 府 动 向  

科肤 I在'政府提MIT F述③议， 即就法 (SPy'科康罗之间 

|V.11;解決的各J; ifnT"j题以及加， Li约特 ' j 料， 昨 ,fe 
Jl-他& 的经济和文化系的办法举行部长级会淡。

2 7 . 扎伊尔共和闺认为，科廣罗政府作出的积 

极反应以及法P!表示的主动和友好一一法闺当局与科 

»  "1 « 进行的蘇岛级接触和会淡 lit实 了 这 一 点 - -

将能使这个问题得到有利干双方的明替的解决。

2 8 . 我们完全相信，两国所具有的责任感和合 

作意愿，将能使根据联合国宪章原则举行的谈判取得 

圆满结果。

29. 科摩罗共和国必须巩固独立并改善经济和 

财政状况，以便能够对付使科摩罗人民身受其害的各 

种灾害所造成的影响。

30. 科摩罗的紧张局势只会给已经处于灾难中 

的年青共和国的经济和财政的良好状况造成损書。

31. 扎伊尔共和闻代表闭赞扬非统组织七闺爱 

IS会就马约特& « 势的没股情况所作的 f M色的尔度报 

吿。我们鼓励该委14会努力求并向双力 '雄议结法  

国对马约特岛占领的遗当办法。

3 2 . 我们呼吁我们的朋友，因实行非殖民化政 

策并表现出善意而赢得赞扬的法国，采取必要措施， 

根据大会第 33 /  4 4号决议及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独立宣言，加速举行旨在恢复科摩罗共和国马约特岛 

的谈判。

3 3 . 扎伊尔代表团已注意到，科摩罗政府和法 

国政府一政同意按照非统组织、不结盟国家和联合国 

要求他们讨论马约特岛问题并寻求适当解决办法的建 

议行事，它们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诚恳地 

希望，双方举行的谈判将能使问题得到公平解决，从 

而 使 科 摩 罗 人 民 全 力 以 赴 地 致 力 干 家 的 :&展。

3 4 . 因此，扎伊尔共和闺将对有关科摩罗马约 

特岛问题的第 A / 3 4 / L . 5 4 和 A d d .l号决议草案投 

赞成票。

3 5 . 罗亚，科里先生（古巴）：今天，大会第-： 

十W 厢会议市议了我们时代一个众所周知的殖K 问 

题。这个问题的持续蒋在，促使《1;界几乎所有觸家的 

人K 丧 继 续 在 /iv他们 "if： ïir不移地辨m m  k 地人 

Ui。如 ift这 种 •政 动 件 不 全 vllr钉件遍性，那只&  
因为正对科摩罗马约特岛实行军事占领的安理会常任 

理事闺蓄意反对其他国家在联合国、非统组织和不结 

盟运动所表明的意愿。

3 6 . 赞成将马约特& M 还给科鹿罗'伊斯兰联邦 

共和国群岛的先例和所持各种理由是完全不可抗拒和



众所周知的，因此它们只能强调说明殖民国家采取不 

合W■宜的政策所处的孤立状态。昨天，科摩罗伊斯兰 

联邦共和国外交和合作部长阿里，姆鲁贾先生在本大 

会 〔第 次 会 议 〕承诺向我们 I羊细阐述科摩罗要求 

的^ 法沖以加深权们的U1忆。

3 7 . 姆得 !7/部长 I羊细網述 r 他的政府的 iH当要 

求，该国政府决心重|||它对整个闻上所享有的卞权。 

旣然这无可非议赴一个非殖民化 14题，令人不解的

我们组织却仍须提醒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ÿ 国注 

意 如 从 殖民主义继承的边界的不可俊犯性原则及大 

会 第 1514 (X V )号决议所栽的其他原则等人们普遍 

接受的和公认的原则。

3 8 . 科摩罗部长援引法闺委任统治^ 局 在 1974 

年 10 n  24 H所说的那辨众所周知的 iS•趙正确的。当 

时，它们的代表关干马约特问题说，他乐于接受当今 

的现实情况，并将科摩罗群Ê 作为一个不受任何分割 

的单一的实体予以尊重。必须接受的现实不仅是当今 

的现实。昂儒昂岛、大科摩罗岛、马约特息和莫埃利 

岛在法律、种族和宗教上的统一要追溯到很久以前， 

当然是法国在 19世纪确立它成为科摩罗群岛保护国 

的时期。但是，接受上述现实的方式方法不是很明确 

的。我们都记得， 自 1974年起，殖民国家是如何开 

始准备公民投票的。在 1974年举行了一般的公民投 

票后， 1976年 2 月 和 4 月在马约特专门举行的一些 

舟怪的公民投票，改变了国际舆论。

39. 1976年 10 ；] 21 H的 大 会 第 31 /  4 号决 

议，ÜS责 r 这些公民投栗和殖民闽家今Æ•可能会举行 

的任何共他公民投票， M明国feU:对破坏非殖民化以 

及將马约特归还给科摩罗伊斯兰联邦政府的真正进程 

所要弄的伎俩迅速作出了反应。

4 0 . 甚至到目前还未将一切乌云驱散开。我 

们获悉，已定干今年年底前，马约特岛将单独举行 

新的公民投票。我们知道，在预期举行的这次公民 

投票中，人们要在行政区的地位或独立之间作出选  

择 。如果作出的选择确实是我已谈到的那种，那 

么 , 明智的做法是问问我们自己，这是否意味着将 

马约特岛归还给科摩罗伊斯兰联邦范围内的科摩罗

群 岛 —— 这 ÏF. Æ 莫罗尼政府所 L«求 的 一 或 & 使  

岛获得不完全的独立并 iP:式脱离法闺， fR.不 能 《 ：/祖 

国统一了？

41. îwri说，对 riuL极川这个W题化lym他 ，wx； 

n； 约特嘲起的 •些斯 ‘4C族 r 众所周知的分總的化 

俩，并 I：/某些利I法psi朽利與关系的菜闭进行r 接触。

42. 然，前 ifii所述 Ü 以 K述 • ):ï、% 条沖的， 

W 1976尔联合爛 11-; m 地 ÜÔ !«• r 这种公 w 投廣 。 此 

外，权们得知，痛K|ü|家LiiT议科艘 ; 的对T•就"加 

强与马约特和该群岛其他岛妈的经济和人际关系的方 

式方法 " 举行会谈。

4 3 . 这 种 怪 的 措 词 一 - 无论如何，在两班牙文 

中造舟怪的—— 朱必一定意味着要将马约特岛归还给 

科摩罗伊斯兰联邦政府。但 姆 鲁 贾 先 生 本 着 科 摩  

罗政府处理这个 iVij题时一惯发扬的建设性精神， 预见 

到了有必要形成一种将更有利于对话的气候，并宣布 

很快即将举行部长级会谈，但同时他还说， 他们应当 

完全客观地审査马约特的局势。 1974年， 自法国承 

认接受当今现实的必要性以来，毕竟已过去 5 年了。

4 4 . 尽管宗主国思想上的新陈代谢晚了  5 年， 

但如果法国与科摩罗之间即将举行的会谈， 证明对慢 

慢了解历史事实具有必不可少的促进作用， 并最终能 

将马约特归还给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我国代表 

闭将对这些会谈表示赞同。

4 5 . 必须提及一个同样重要的类似问题，BIJ印 

度洋这一部分沿岸 lïl象的区域安全。

4 6 . 我们之所以为实现马约特息非殖民化作H1 

共同努力，还因为我们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組 

织〕某些国家的侵犯企图表示关注，这些国家在该地 

区建有军事和海军设施，并在印度洋这一部分地区制 

订了战略控制目标。

4 7 . 刚才—— 在第一委员会的第 3 1次全体会议 

和 第 15次会议上——我们提请代表们注意我们在审 

议也受到法国占领的印度洋马达加斯加岛的问题时出 

现的类似情况。一些国昧新闻媒介报道了这个问题。 

并强调存在着一项旨在在迪戈加西亚息、西蒙斯敦岛



和马达加斯加岛建立军事设施的计划。外国在马约特 

的军事存在是这个危险计划的又一内容。

4 8 . 我很遗憾地说，这种状况与国R i社会旨在 

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的合法目标、毫无关系，而且破坏 

了该地区各国的和平与安全。

4 9 . 最后，我毫无疑问地相信，马约特的殖民 

地状况将会尽快而不嚴晚些得到解决，科摩罗人民的 

m 当要求和愿望将会得到满足。除该 PI人民和政府 

外，我们巾所有那些在联合闽、在非统组织以及最近 

在哈冗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闺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 

就上述论题作过发言的人也都参加了这一努力。

50. 我高兴地向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政府 

代表保证，我国代表团声援并支持兄弟人民的崇高事

业。

5 1 . 德 巴 什 先 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一开 

始在再次审査科摩罗马约特岛问题时回顾一下科摩罗 

群岛获得独立的情况也许是有用的。目前，科摩罗马 

约特息问题作为与非殖民化有关的问题载入了联合国 

的议程，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以便保证按照 

1960年 12 /]  14 H 大会第 1514 (X V )号决议所通过  

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给予科摩罗人民的 

合法的权利。

52. 1960年马达加斯加共和国获得独立时，科 

摩罗 K 个思晦具有同一个当地政府和同一个国民议  

会，这两个机构在法国殖民统治的范围内管理该国内 

部事务。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摩罗人民的民族觉悟越 

来越高， 1972年 1 2 / 1 , 闻家议会授权科摩罗政府S  

Ü I 政府 >î  f i-1炎n , 以期 '义:现 l：ii|的独 Ù: „

53. W此，科难罗政府 I；;'法W政府举行了谈判，

从 ifiiÆ 1973 卞 6 )\ 15 现科旗'衣鮮化独 >7；

m  o i 'f . I 被及如卜' 化点， m % 承 la科嫌

的愿望， m iA"r料傘罗'群 •&政治 统 ‘

和领上完盤的合法性和神圣件，以及第-:， ¥ 科摩罗 

所 个報购的人民就共前途W题进行碰商。

5 4 . 在联YV闺确保实施给予殖民地闽家和人民 

独立宣言的® 础上，大会一政通过了  1 9 7 4年 1 2 月 

13 H 的 第 3291 ( X X T X ) 号决议。这项决议认可了

科摩罗人民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权利以及科摩罗群岛的 

统一和领土完整。

55. 1974年 12月 2 2 日，法国当局在四个岛妈的 

人民中举行了公民投票，在这次公民投票中，他们要在 

独立和继续受法国管理之间作出块择。科摩罗人民明确 

表达了自己的意愿，94.56%的居民选择了独立。

5 6 . 在这以后发生了什么情况？法国嚴杏遵照 

科磨罗人民的愿望，使其获得独立，成为一个统一的 

政治实体了呢？

5 7 . 遗憾的是，法国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拖 

延并力图破坏科摩罗的领土完整，致使科摩累当局按 

照科摩罗人民的意愿，于 1975年 7 月 6 日宣布独 

立。

58. 这个年青的共和国自然应当得到国际社会 

的承认，因为它作为一个由四个息睡组成的政治实 

体，已 于 1975年 7 月 1 8 日成为非统组织的一个成员 

国。它 还 于 1975年 1 1力 1 2 日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 

〔第 ( X X X )号决议〕。所有这一切朱能PII. i h法 

国实施其反对科摩罗人民的恶计划。它无视以前的 

一切承诺，决定在马约特息举行第独的选举，这表明 

它在公然干涉独立的科摩罗群岛的内政并在对抗一切 

有关的决议和国际文件-。

59. 联合国力求通过安理会阻止举行这种非法 

的公民选举，但法国滥用否决权，从而胆按了安理会 

实施该项决议2 因而阻止了国际社会意愿的实现。然 

IT i,法同举行了公K 投票，以此宫称它有权使《在 

约特岛的敏民政权继续存在。

60. |'|法 |5|在 约 特 壞 行 公 民 投 票 时 起 ， ra 

际 组 织 作 努 力 ，7,求这个M ® 的公 lUifif迅速的解決 

办üi。 II;统飢euliK/： r •个 iiHh统飢织的 ü 个成 iiîNi 
组 成 的 特 别 委 会 -一 科摩罗马约特息问题七国委员 

会—— 以努力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它不止一次 

要求法闺政府从该岛撤走，并尊重科摩罗伊斯兰联邦 

共和闺的领上完整。

61. 不结盟圓家会议还表示声援科摩罗人民解 

放马约特岛的TF.义斗争。



6 2 . 但是，迄今国际社会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 

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因为其巾有一方Ô 大闽，并近 

安卯会的'歡fr:现 4ï|iil,此外，它 洲 力 极 ， Mf他 

它将其 :&:志，强加给一些小圃。

6 3 . 我们不应被殖民闺家施展的伎俩所斯骗。 

每 !̂̂ 撒离某一特定领上的时刻即将到来1<^,它们便制 

造各种障碍，拼命企阁维持其对该领上的游地位并 

继续掠夺它的财富。因此，我们件件会肴到，它们无 

视 国 法 说 ‘则 和 地 居 K 的权利S  JSm , 在一个学.一 

的领上上制迪各种纠纷争端，或 /HW他情况 K, 分 

割它的部分领土，据为己有，以便能够继续剥夺它的 

经济和战略财富。 目前我们正在审议的向题最能证实 

我刚才讲的情况。

6 4 . 该岛的战略位S 也许Æ 为什么法闺要继续 

领它的最重要的拟因。 Ftl于这种位置，它控制着从

事国标贸易的重要水道莫桑比克运河。毫无疑问，部 

署在马约特息和留尼汪岛的法国军队是一支进攻性军 

队，法国可以用以实现任何目的，并威胁该地区任何 

国家。大家都明白，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 

胁。

6 5 . 鉴于马约特岛目前的局势，我们毫不怀 

疑，法国有可能通过制造一个同意法国继续占领该洛 

的小型实体来使该岛进一步脱离其他岛妈。

6 6 . 我们想重申，科摩罗马约特岛与科摩罗其 

他岛峻间没有任何区别。叫个岛吗的统一和它们之间 

有些相似之处^^十分明显的。甚至连法闻^ 局[^己都 

重新认可了这一ÿ 实。我认为没有理rtU羊细阐述这些 

思吗间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联系。毫无疑问，科摩罗 

伊斯兰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昨天所作的发言充分说明 

了这方面的问题。

6 7 . 今天我们再次审议科摩罗马约特岛问题， 

因此，我们只应当考虑科摩罗人民的民族利益，并采 

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该岛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6 8 . 阿拉伯利比M 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坚决认 

为，科摩罗群岛的领土安全问题决不能成为一件需要 

法国与科摩罗共和国进行谈判的事情。

6 9 . 如果法国想表明它的良好意愿，就应开始

S'科摩罗共和国就实现这项书嬰H - 我 这 一

PU法 iHi資II 'i  w 将 ' !j约 特 的 权 力 移 给  

伊斯 ' m 坪共和M m f i'谈例。如果这种谈判冻 i 叫个观

察 W  个 来 非 统 组 织 ，而 一 个 来 収 -

都HI席的W’，也许：i t "fï益的。

7 0 . 主廣：现在 ?!U青想作.丧决tür]®对 ;It投

行解样的法闺代表发ri。我想提It他作â 大会的決定 

〔第 4 次会议〕，即解释应限 1- 10分钟，代表应幷 \'\ 

Q 的座位上发言。

7 1 .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我国代表01想在表 

决前解释一下它对大会将要表决的第 A /3 4 /L .5 4  
和 A d d .l号决议草案所持的立场。

7 2 . 我 想 首 先 重 我 们 认 为 ，这场辩论根本 

不应举行。关于将项R 2 9列入议程的 l'nj题大会总务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讨论期间就初次解释了这一 

点，我昨天， 1 2月 5 日所作的发言〔第 9 0 次会议〕 

也进行了重申。我们认为，联合国讨论马约特岛问题 

是本组织对法国内政的千涉，是违背宪章原则的。

7 3 . 根据议事规则，我国代表团可以要求推延 

表 决 2 4小时，因为提交我们审议的决议草案仅仅在 

今天上午才分发的。但是，鉴于我们就这场辩论本身 

的性质所持的原则立场，我们不反对立即举行表决。

7 4 . 关于该決议草案，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它 

的措词与其说表现了我们所强调的理解和合作的精 

神，还不如说反映了无益而过时的态度。继续采取这 

种态度，当然不可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在这方面， a  

们 感 到 特 别 遗 憾 的 执 行 部 分 第 1 段中所作的更改。 

这将使法国与科摩罗政府预定在本周开始的谈判更难 

以进行。但是，也许这正是那些支持这种更改的人心 

中所想的。

7 5 . 对我们来说，除马约特居民自由举行集会 

外，不可能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该岛问题的办法。 

我们不赞同声称要解决该息的命运问题，却又不考虑 

其居民选择自己前途的权利的决议草案。

7 6 . 由于我刚阐明的多种原因，我国代表团别 

无 其 他 选 择 ， 只 能 对 决 议 草 案 A /  3 4 / L .5 4 和 

A d d .l投反对票。



7 7 . 主席 : 现在大会对决议草案 A /3 4 /L .5 4  

和 A d d .l进行表决。有人请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宫汗、阿尔巴尼液、阿尔及利ÎE、阿根 

廷、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贝宁、不丹、玻利维 

亚、博茨冗纳、& 西、保加利亚、麵旬、布隆迪、白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佛得角、智利、中 

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加、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柬哺寨、民主也门、吉布提、厄 

瓜多尔、埃及、萨尔冗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 

亚、斐济、芬兰，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 

格林纳达、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亜那、海地、洪 

都拉斯、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 

克、牙买加、约旦、肯尼亜、科威特、老扼人民民主 

共和国、莱索托、利比里亜、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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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摩洛哥、莫桑 

比克、尼泊尔、尼加拉瓜、尼 H尔、尼 H利亚、阿 

曼、巴基斯坦、EL拿马、巴布亚新几内HE、巴拉圭， 

秘鲁、菲律宾、波兰、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 

圣卢西亜、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 

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 

斯威士兰、瑞典、阿拉伯叙利亜共和国、泰国、多 

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首长国、赂麦隆联合共和国、坦 

桑尼他联合共和国、鸟拉圭、委内瑞拉，越南、南斯 

hï k 、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法 t«l。

弃权：總 人 利 ÜM也利、比利时、加拿人、 >1' 
llUUliliîK l'1-.̂ S 多來liiM ijyilW、 fê愈 ,ii；;収州从和 

W 、 ☆ 腊、位地马拉、冰岛、爱尔兰、意大利、 H 

本、卢森僅、荷兰、新两兰、挪威、葡萄牙、塞舌 

尔，3两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工国、美利

该决议草案以//2票赞成、 / 票反对、 杀并权 

通过4 〔第 3 4 /  (59号决议〕。

议程项目25

中东局势：秘 书 长 的 报 告 （埃完） *

7 8 . 主席 Î 各会员国将会记得， 1 2月 4 H , 大 

会 第 8 8次全体会议结束了有关议程项H 2 5 的辩论。 

IT.如 我 昨 天 〔第卯次会议〕提到的，现在我建议对 

决 议 草 案 A /  3 4 /  L .5 3和 A d d .l进行表决。首先， 

我请那些想在表决前对其投票进行解释的代表发言。 

我想提请他们注意，大会决定，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 

应限 于 10分钟，而且代表们应在其座位上发言。

7 9 . 阿卜杜勒，马 吉 德 先 生 （埃及)：埃及代表

0 想就不结盟国家小组提出的有关中东问题的决议草 

案 A / 3 4 / L . 5 3 和 A d d .l表明它的立场。

8 0 . 由干以色列在 1967年的侵略及对西奈、戈 

兰高地、西岸和加沙的占领，使题为 " 中东局势"的议 

程項目 2 5列入大会议程。讨论这个项H的目的过去 

是，现在仍然主要造确 I人保k£以色列从 1967年凭借 

武力占领的所有领上上撤出的必要性。实际上，安理 

会通过第 242号决议时就确认了这一点。

8 1 . 只有以色列从包括阿拉伯耶路撒冷在内的上 

述全部领土撒中东才能实现全面而公正的和平。埃 

及、阿拉伯国家以及全世界的穆斯林都I人为，阿拉伯的 

耶路撒冷具有特别崇高和神圣的性质，必须按照联合国 

的有关决议，将其重新置子阿拉伯主权之下。同样，只 

有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在没有任何 

外国千涉的情况下该国人民行使自rt]实行决的神圣:权 

利在内，巾來能实现全 Ifii而公ÏÏ:.的和平。在大会上W 

益增加的多数i 持不断111:实了这一点。

8 2 . 人 们 奨 求 以 色 列 撤 ,|||阿拉们被 ,If领领 

1‘.„ ri 1%7 卞.以 )R', 会 对 此 -rtt.ÿ '政态度。

对" 撤與 ’， 的精确淋释iik, 必项根烟明确规的存关  

不得以战争手段获得领土的法律原则，撤 至 国 边 界 。

8 3 . 应当指 ,Hi的是，联合国为使以色列承认它 

具有撤至闺边界的法律义务，做了一切努力，何却 

无济于联。在这方面，我想特别提一  K 1971年 2



月 贡 纳 尔 ，雅林：先生向:埃及和以色列提出同一的 

杳忘>1̂ , 5该备忘录要求它们^ 结一项和平条约，作 

为以色列撤至国际边界的一个对应措施。人们知道， 

以色列始終柜绝作Hi这样一项承诺。fR.Æ, ft埃及同 

以色列之问的和平条约6签 •以来，令乂以色列第一 

次根振该条约的aa' 1 条，作 川 了 撤 边 界 的 明 确  

的， ItY /约A 力的法律承 IÎÏ。问作，人们一致认为， 

以 色 列 在 两 奈 设 立 的所 有 点 将 全部 拆 除 ，以便坎 

及对共领上行使充分的书权。因此，全 部 撤 至 边  

界的原则，不会W 为违竹联A 闺究章的条激和联合同 

决议的任何解释提供方便了。

8 4 . 这是埃及取得的重要成就，这一成就还法 

一些主要规定适用于旨在按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 

原则合理地执行安理会决议的其他阵线。这将能导致 

实现全面、持久和公正的和平，从而使包括以色列在 

内的该地区所有国家都能在安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 

并使巴勒斯坦人民拥有国标社会所公认的合法权利。

8 5 . 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应当十分清楚地表 

明，埃及对中东向题的政策是始終如一的 。 1971 
守- , 萨达特总统宜布，埃及接受和平条约，其条件 

& , 以色列必须撤至埃及4；'被托管的n 勒斯坦的国际 

边界。大会在不 Ih—项决议中表示支持这一步骤。它 

对此表示赞扬，并认为这是对实现全面和平作出的积 

极的和真正的贡献。大会中代表各种倾向的压倒多数 

通过了大会有关这一内容的第 2799 (X X V I)和 第  

2949 ( X X V I I )号决议。

8 6 . 这一主动行动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西方 

各国、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不结盟国象的支持。只须提 

一 下 1971年 和 1972年大会举行的讨论就足够了，从 

中可以看到，当时，埃及得到了压倒多数的支持，今 

天，在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中，这 种 支 持 第 次 被  

忠实地变成了典正的实际步骤。如果以色列当11̂ 接受 

了埃及的提议并随后开始谋求和乎，我们地区肯定不 

会遭受 1973年的战争所造成的灾难。

8 7 . 根据这个纲领—— 国际社会 [1经确定了它的 

内容—— 埃及代表团想对决议草案 A / 3 4 / L . 5 3 和 

A d d .l发表一些重要看法。

这一段提到了今尔 11 J! 29 H大会遗过的第 3 4 /6 5  
号决议， I人为它的范围只限干G 勒斯坦.人K 行使不可 

剝夺权利委员会的建议。而埃及恶支持该委员会的各 

项括动的。 fn.埃及对 于特 别提到我 们 '/}并不M i  ilt 

设# 愈义的内容持 ft f•分明确的保W瓶见。 的 这 • 
»V：场反映作大会 11 jj 29 II的 金 议 〔第 次 会 议 〕 

的 II!诚•…。现 在 找 无 须 我 以 前 所 作 的 解 辦 。现只 

须说明 K述 ‘点就足够 r , 即埃及 l u /L i勒mjiii'ni题 

赴胳个巾东ï " j题的橡心，W此，它 JimfË加张 l!i勒H)f 
a 人民权利的取业的仔何积极 il；•骤。我们认为，戴維 

菅协议7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因此，埃及在 

大会对该委员会的建议投了赞成票，并对上述提法持 

有保留意见。

8 9 . 我想表明，我们认为，最好将该段全部删 

掉，以便使这项决议草案符合我们的习惯程序，即我 

们只能在有关中东问题的决议草案中重申只同关干中 

东问题的项目有关的决议。我们还想重申，我们对这 

一段持有保留意见。

9 0 . 第二，执行部分第 3 段是遂字引自 1979年 

7 ；] 6 H至 20 H在蒙罗维亚举行的非统组织部长理 

，会第 - : 十届常会通过的决议的〔见 / ( / 5_52, 
附件一， C M / Res.726 i X X X U m o 埃及屡次果断 

地申明，它不谋求部分解决办法或单独条约，而是要 

不断谋求按照安理会和大会决议，公正全面地解决这 

一问题，因此，它不认为这一段有横于在戴维菅缔结 

的纲领， 因为这项纲领是建立在执行安理会决议的基 

础上的。

9 1 . 主席：埃及代表的发言已超过 10分钟。我 

请他结束发言。

9 2 . 阿卜杜勒 • 马 吉 德 先 生 （埃及）：因此，埃

及在蒙罗维亚就接受了这一段，井根据所作的潛清， 

再次表示接受这一段。

9 3 . 第？•:，在 不 I卜.一处，特别造在执行部分坑 

1、4 和 7 等段落中提到的联合国有关决议， iiL然组 

括被视为解决中东问题基础的安理会第 242 (1967) 
号决议以及第338 (1 9 7 3 )号决议。

8 8 . 第一，我们要解释一下序言部分第三段。 94. 根据我刚才讲的问题以及我提出的保留意



见， 埃 及 代 表 闭 将 对 决 议 案 A /  34 /  L. 5 4 和 

A d d . l投赞成票。

9 5 . 许 先 生 （新加坡）：首先，我想回顾， 1979 

年 1 1 月 2 9 日，决议草案 A / 3 4 / L . 4 4 和 A d d . l作 

为 第 3 4 / 6 5 号决议被通过时，我国代表团曾投了弃 

权票。因此，我国代表团对提到这项决议的序言部分 

第三段持有保留意见。

9 6 . 第二，我国代表团懂得，执行部分第 1 段 

和 第 4 段中关于 " 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一词以 

及执行部分第 2 段巾关干 " 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上"一 

词系指 fi 1967年以来以色列领的这类领上。

9 7 . 第 - : ，我国代表团认为，执行部分第 4 段 

中关于 " 联合国有关决议 " 一词指的是安理会第 242 

(1967) 和第 338 ( 1 9 7 3 )号决议。

9 8 . 根据上述解释，我国代表 ffl将对决议草案 

A / 3 4 / L . 5 3 和 A dd. I 投赞成票。

9 9 . 最后，我想提及载有奧地利代表团提出的 

一项建议的文件 A / 3 4 /7 6 0 。这项建议慨述了布鲁 

诺 ，克赖斯基总理在本届大会〔第邦次会议〕的发 

言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意见。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项建 

议是对我们本届会议有关中东问题的辩论作出的一壞 

重要贡献。如果将它作为决议草案提交我们，我国代 

表闭会高兴地予以支持的。

1 0 0 .乌尔基亜 先 生 （萨尔冗多）：我国代表闭 

在对有关中东局势的决议草案A /  3 4 /  L .53所进行 

的投票作解释时，想说明，除 )Ÿ:言部分第段和执行  

部分 ÎA'  ̂ 1 m 7 段 外 该 決 议 iè符rV萨尔E 多共III 

(iii，ï，:命 政 府 W公家，取 r 的政策的， -位 1«1家frw w  
列尔，A ，变努坎尔 •温 卞 今 <i:. 1! }] 30 H作 关

特別 iiH r关1:]̂ 勒 断 题 的 , ï 巾網明T  

这 除 K :他，项外，他说：

"埃及和以色列在美利坚合众闺持一  F进行 

的谈例努力造一个积极的步骤，持致制订了初步 

f m ' 这些方宠栽入了一些协议巾，并ü 已经生 

效。 " f i i , 萨尔S；多 人为，要全 IÙ'解决这个 

W题， I'i然需要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在内的 

一切有关方面参加谈判及通过协议的进程。

"联合国在谋求解决这一争端的途径方面起 

着重耍的作用，这种作用比它迄今发挥的作用更 

具有决定性意义。根据本组织的目标，它必须进 

一步作出努力，直到在该地区实现公正而持久的 

和平，并消除世界上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第 

8 4次会议， 第 148至 149段〕。

1 0 1 .由于我们持有保留意见，因此，如果对我 

已提到的一些段落进行单独表决，我们将投弃权票， 

但我们会对整个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1 0 2 .卡 塔 卡 先 生 （多舟）：闺际社会对中东局 

势所造成的严重 IhJ题 fÇ次一致表示了极为强烈的遗  

憾。一些人在有关本项FI的辩论中对上述问题表 

关注，并希望在包括Q 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to织〕 

在内的一切有关方面的参与下公正合理地解决这一问 

题。我国代表团愿对所有这些人的意见加以补充。我 

们将始終支持旨在恢复这一地区和平的任何倡议。这 

种倡议必须顾及我们认为必不可少的下述因素：第 

一 ， 巴勒斯坦人在巴解组织的主持下行使自决并返回 

家园的权利；第二，以色列军队从 1967年以来 ir领 

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上撒走；第三，以色列在和平和安 

宁的环境中生存的权利。

103. 但 是 ， 尽 管 我 们 想 对 整 个 决 议 草 案  

A / 3 4 / L . 5 3 和 A d d .l投赞成票，但我国代表团要 

对序言部分第 - :段和执行部分第 4 段持有保留意见，

年我们对类似决议宪进行表决时说明了这样做的 

原因。

1 0 4 .埃夫里维泽斯先生（塞浦路斯）： 门的 

议I'lUK庞大，如果找们想)t 成 I:作的1;^',时 必 不  

可少的。W此，找 不 推 作 ，次 //关 

rnjii的 ,:ï, W 为我们的立场J è ，W的和持久的， Ifii 
JI.'义:ü，u ，.Li作各种 iünw;iji:坛 I:反乂作了 |||明。a 此， 

这是众所周知的立场。

1 0 5 .我们在一些发言巾以及最近， 1979年 11 

n 27 H在 本 机 构 〔第 7 9次会议〕上表明，我们认 

为，巴勒斯坦问题与巾东 l'nj题 是 缠 在 一 起 的 。我们 

还概述了指导我闻在CL勒斯坦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的 

五项基本原则 ， 这些原则一般来说也适用于这个向 

题。



1 0 6 .根据这些原则，并 怀 着 F述极大希望，即 

希望我们市议的决议☆ 案能使所有4/这个产重圃标问 

题有关的各方都能更接近于达成持久的和平，我国代 

表闭将毫不犹豫地投赞成票。

1 0 7 .在结束发言前，我国代表闭还想提及K述 

本实，叩黎巴嫩政府应当，而 i l 必須能够对其全部领 

I:行使 « 权力。悠个 |̂ 部̂地|^必须市新并入黎已嫩閣 

家， ifrill. ‘ 切彩响禁1!2<嫩的交战状>11̂ ; ,特別&以色列 

的袭 ,U , 都必须條 II:。 t:.说先 ' k , 川你 l'i Li的W 说， 

就避；

"国际社会一定要加倍努力以结束这一悲

剧，使黎巴嫩的 /̂ îrti、独立、4^权和领上完整得

到尊重 " 〔第一次会议， 第 段 〕。

1 0 8 .卡 曼 达 ，瓦 • 卡 曼 达 先 生 （扎伊尔）：我

们也想对R 前提交我们审议的决议草案的投票进行解 

释。扎伊尔代表团认为，中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均衡 

受到了破坏的问题，即该地区的所有种族和文化因素 

间的均衡受到了破坏，一些重大宗教在和平共处方面 

达成的均衡受到了破坏，以及法律均衡的破坏，即在 

该地区建立的并且通过尊重和承认该地区各国的主 

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它们在不受武力威胁或 

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享有和平生 

活的权利等方面所表明的这种法律均衡也受到了破 

坏。

109. ïT,种族》f i : 化共处、忍 U:、 人5器教的和 

乎共处邦缺終承认和疼重邻旧的卜 :权、领上宪整、政 

治独立以及在不受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情况K在安 

全公认的边界内享有和平生活的权利等方面所达成的 

均衡的破坏，反过来由子引入了外来因素，而破坏了 

大国在该地区的均势，这些外来因素已经加重了该地 

区一切潜在的内部矛盾，这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 

力量已从全世界的利益出发，努力在遂步予以消除 

的。

1 1 0 .由于这种均衡受到破坏，从而使世界上这 

一地区处于交战状态。 目前，显然中东局势已威胁到 

国际和平与安全，这包括大国为谋求势力范围而引起 

的产重的紧张局势以及该地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问 

u m i 产屯的紧张乂系， ifii这种紧张_X3系危脸地加 f'乂

了阿拉们世界的内部 ;?，盾。黎巴嫩就足这方 l/n'的 -个  

例了。以色列从掠夺'巴勒斯j<{、竣及和叙利， 人 

片领上并&横地使耶路撒冷M有化的那X 起，就对这 

些某本均衡的破坏负有责任。

111. ÎP.W为如此，旧 f I:会M ÜlÿiJ这件化水均 

衡的破 i f 和交战状 ,à：、不仅对 III:界 这 ，地KiTiiIu m 个 

人;ÜS所 JI.Y/的Æ险沖，w 此，它L iiif i庞 r ,  )Ni'jfhII： 
m地 lié货 破 这 化 水 均 衝 的 W l'î以 fc4-HiKi„ (ii.jii-, 
这个M题 的 极 端 缓 和 过 激 的 感 情 .
静地LK求公 iK、全 Ifii并持久地解决这一M题。 找们 

谈到公正、全面并持久解决W题时，是指造成破坏的 

並本因素。我们明白，要解决巾※ 14题，就必须在种 

族和文化因素、在 教 因 及 在 雅 重 沖 承 认 各 闽 人  

K 的+ :权、领 1 :完整、政治独 * 及 ;R:在安全公Uv的边 

界内和平牛.活的权利的政治和法律因素笠方面'重新建 

立均衡。

1 1 2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只有恢复这种均衡 

才能导致交战的主张或任何形式的交战状态的结  

束。我们认为，这是安理会第 242 (1967) 号决议 

的含义。这是一项明智的决议，在我们谋求切实全 

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时，应当始終牢记 

这项决议。

1 1 3 .我们正是象第 242 (1967) 号决议所规定 

的根据这种被破坏了的均衡审议戴维菅协议。找们并 

不认为这找协议妨碑m 新扭、'/:这线被破了的均衡的 

进ffU iH好：全相反。找们 I人为，把 I®丧埃及ÙÊ心诚 

意加入的这些协议作为解决…东危机的先决条仲， 

能给本已极端复杂的局势增加一种拖延的混乱因素， 

这会进一步加重阿拉伯世界的内部矛盾，最終会拖延 

对这一不幸的问题的解决。

1 1 4 .因此，我们要求该地区我们的阿拉伯兄弟 

懂得，我们采取与它们不同的立场，并不是想使它们 

的任务复杂化，而是想帮助创造能导致这一问题解决 

的客观条件。

115. 如果我们在该地区的朋友能够自己解决这 

个问题，如果他们不需要所有在这里派有代表的会员 

围提供的闻 1̂ 、支持，这个问题决不会提交非统组织、 

不納淑\k动成联ri* I S! h  m 决。



1 1 6 .现在他们应当认识到，非洲国家、不结盟 

国家以及世界许多其他国家做出的贡献，已经有助于 

加强了他们的地位，并驳斥了以色列的要求。

1 1 7 .我们并不认为，找 们 -•-不域于该地

ffi只是对中东问题对国和平与安全迪成的戚胁表示 

关注 …-一所做出的贡献只不过Æ 表示支持他们的论  

点。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一问题的一个或另一个方面采 

取一种不同的，然而是诚恳客观的态度来做出积极的 

贡献，正因为如此，在我们掌握相反的证据之前，不 

会赞同对戴维菅协议进行的彻头彻尾的 i遣责，同时， 

我们仍将继续支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 

的正义事业。对扎伊尔共和国来说， 这种支持不仅仅 

是口头上的，我们对我们付出的代价并不后悔。

118. 由于上述原因， 并考虑到我们以前对该决 

议草案序言部分第三段以及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7 

段提到的大会第 3 4 /  6 5 A 号决议所持的立场 ,我们  

重中, 我们对干有关戴维菅协议的这一具体问题有保 

ÏW愈见。我们将对该决议 :iTi：宠投赞成票，以表明扎伊 

尔 i 持巾來阿拉伯闺家的业。

1 1 9 .帕 尔 马 先 生 （秘鲁）；我闺代表团已经支 

持、正在支持并仍将支持为解决中来向题所作出的任 

何努力。它在这样做时， 始终认为，必须在包括执行 

第 242 ( 1 9 6 7 )和 338 (1973) 号决议等安理会决议 

在内的基础上寻求解决办法。

1 2 0 . 因此，尽 管 决 议 草 案 A / 3 4 / L .5 3和 

A d d .l的某些段落的措词以及其中提到一项在对它进 

行表决时我同代表闭曾对其投了弃权票的决议令我们 

不Æ A 感到满愈， fil找们仍将对这顶決议襄投赞成

ïSo

Î21. IJUiil代丧 ffl想 次 …叫，它深信，遗过政 

fù谈例 进 化 ，，r以Æ服对抗 '3'冲突的。 在一 切有关方 

ifü的 参 加 K, 这 进 程 可 以 消 除 长 达 3 0尔令人痛心 

的冲突， if:在公 iH的条件 K , 給 là'地K 帯来一个新的

和 f ，时代。

1 2 2 .德 皮 淫 斯 先 生 （两班牙）：内‘班牙代表R1 

对决议 ; 宠 A /  3 4 /L .5 3 执行部分第 3 段持有某些 

保 意 见 ，我们想说明，这些保留意见决不会影响正

在进行的谈判。我们想回顾，我们在对序言部分第三 

段 提 及 的 第 3 4 /  65B号决议进行表决时投了弃权  

票。因此，我们将对该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

1 2 3 .皮 萨 ，填 斯 卡 兰 特 先 生 （ IÎHW达黎加 ）< 
舟斯达黎加代表闭想说明，它想对该决议☆紫投赞成 

票。我们想表明， 对It:言部分第二:段、有关耶路 

撒冷城问题的执行部分第2 段的结尾以及执行部分第 

3 和 7 段持有保留意见。我们之所以对执行部分第 7 

段持有保留意见，是因为它提到了大会第 3 6 /  65A 

号决议。

1 2 4 .同执行部分第 1 和 第 4 段一样，我们也爐 

责 自 1967年以来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领。我们 

赞同执行部分第 2 段所载的并在执行部分第6 段重申 

的意见，即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必须根据在联合国主 

持下制订的全面解决办法公正持久地解决问题。这种 

解决将涉及阿以冲突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实现巴勒斯 

坦人民不可剥力:的权利以及以色列从所有被领的巴 

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上撒Æ 。

1 2 5 .我们也认为，遗过那些巴勒斯坦人民还不 

趙其缔约方而J1他们并未接受的部分协议或铁独条约 

是不可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我们赞同执行部分第 

5 段对召开中东问题和平会议的要求。我们赞同执行 

部 分 第 7、 8 和 9 段中对安理会和秘书长发出的呼 

吁，但我们不同意序言部分第三段和执行部分第3 及 

第 7 段中的提法，这些段落以具体提到的大会第 

34 /  6 5号决议那样的明确态度雄责了部分协议和单  

独条约。我们对第 3 4 /  6 5号决议投了反对票，并在 

当时对我们所投的反对票作了解释。此外，我们不赞 

同执行部分第3 段的措词，这段脆责了所有的部分协 

议利l¥.独条约，理所 '■1然地 I人为它们侵犯了巴励斯坦 

人民的权利。

1 2 6 .假 如 执 行 部 分 3 段提到了部分协议和热 

独条灼因 为 它 们 犯 Ï 勒斯ÏÏI人K 的权利，；f- II ̂  
经巴勒斯W 人民M庶或在 j:ç合法代 .表的参加 K就决 ; 

了它的命运，我们本不会反对这一段的。

1 2 7 .由于执行部分第2 段认为耶路撒冷是阿拉 

伯被占领上，因此我们不能接受这一段。我们已经中



明并重 1 | > ,正 如 1 9 4 7年 的 大 会 第 181 ( T I ) 号决议 

和安理会第 298 ( 1 9 7 1 )号决议所规定的，耶路撒冷 

必须成为国际城市。

1 2 8 .主唐：现在我将决议^ 案 A /3 4 / L . 5 3 和 

A d d . l付 I者表决。有人请求进行记決表决。

进行记承表决。

赞成， W饼 ?r、阿尔及利>iv.、阿^«廷，IÜ哈 H 、 

I!丄林、孟加K"Ri、 w 'i•‘ 、 s r h  玻利維  #:、

纳、lüW、保 加 利 布 隨 迪 、 l'H找 罗 斯 維 埃 ti:会 

主义共和国、佛得角、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 

果、再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 

民主束浦寨、吉布提、厄瓜多尔、埃及、萨尔冗多、 

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閃比亚、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几内亚、几内收 

比绍、圭液那、海地、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 

伊朗、牙买加、约 M、肯尼亜、科威特、老挺人民民 

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蓝、马达加斯 

加、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 

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藥比克、尼泊尔、尼 

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秘 

鲁、菲律宾、波兰、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圣 

卢西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 

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 

卡、苏丹、苏里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 

哥、特立尼达和多CL幕、突尼斯、上耳其、乌千达、 

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収盟、阿拉伯联合律长闻、嘛麦隆联合共和国、坦 

桑尼亚収合共和国、委内端拉、越南、南斯拉；fc、扎 

伊尔、赞比亜。

反对：澳大利亚、比利9^、加拿大、丹麦、多米 

尼加共和国、8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危地马拉、冰 

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新西 

兰、挪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 

众国。

弃权：奧地利、巴已多斯、麵甸、中非共和国、 

智利、民主也门、斐济、芬兰、法国、洪都拉斯、伊 

拉克、 H本、马拉维、巴拿马、巴在亚新几内亚、已 

m i i、 萨摩收、斯 威 I:竺、瑞奥。

该决议軍案以 / 0 2 * 赞成、 / 7 票反对、2 0 系务

权通 过（第乂 /  70号决议）。9

1 2 9 .主席：现在找请想在表决•对其投廣进行 

解释的代表没言。

1 3 0 .马里内斯库先生（罗马尼# : ) : 罗 1̂_)尼>11̂. 
代农闭对 t \ :  I S t H 盟I(il家 说 n^jri x - ' i ' ( i i In )热I;.JM 的 

決议 iVC A /  34 /  I …" 相  A iki. I 役 1* 赞成 。找II ! 
认力，大多数人刚ü i i 的这项決议，力《求

tfii、公 iK Jl-持久解决>1 ' Ai fô：机 / f  Â. h‘ m 做 川 r 积极 

的贡献。

1 3 1 .正如几天前我们在本会议厅〔第 8 6 次会 

议〕所强调的那样， ft冲突爆X；以来，罗马尼亚始終 

赞成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并实现全面和平，从而使以色 

列 从 1967年.战 争 后 占 领 的 阿 拉 伯 领 土 上 撤 1上巴 

勒斯坦人民行使包括建立自己独立国家在内的自决权 

利，并保障该地区所有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我们还一 

贯十分积极地支持Ê 勒斯坦人民真正合法的代表，巴 

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旨在全面解决中东局势的谈判。

132. 我们欢迎大会向冲突各方及其他一切有关 

方面发出呼吁，要努力在联合国范围内全面解决该问 

题所涉及的一切方面的问题。

1 3 3 .罗马尼亚代表团特别满意地注意到，大会 

按新的决议，象罗马尼亚及其总统尼古拉，齐爽宠斯 

违 不 ih—次地侶议的那样，要:求在联合闺的书持 F, 
在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代表已解组织在内的一切有 

关方面'及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两4^席苏联和美利坚合 

众国的平等参加K , 召开中來和平会议。

134. 我们十分希望安理会在谋求实现罗马尼亜 

及其总统一贯为之努力奋斗的上述目标方面，将能按 

照关干执行我们刚才通过的重要文件的规定，包括召 

开中东和平会议规定在内的该决议第 7 段的要求行

事。

1 3 5 .最后，我想再次申明，就罗马尼亚而言， 

它将继续作出一切努力，并继续为和平谈判解决中东 

冲突做出货献，从而将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和人民自 

rti而民中地X：展，并将全面增进世界和平、缓和、进 

& 和 定 业 。



1 3 6 . 弗 朗 西 斯 先 生 （新西兰）；新西兰对决议 

55：案 A /  3 4 / L .5 3和 A d d . l投了反对票，因为该决 

议的索文向我们提出了两个特殊闲难。上周我闺代表 

m 对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第 3 4 /  6 5 B 号决议投了反 

对票，因此，我们对本案文 i t :言部分第-:段中提到这 

一决议持有保留意见。同样，我们对执行部分第 3 段 

有重大的保留意见。

137. 新西兰一贯认为使中东问题得到解决的主 

要因素是坚持安理会第 242 ( 1 9 6 7 )号决议，认可以 

色列作为 … 个主权国家的各项权利，以色列从其 

1967年 所 领 的 领 土 撒 走 的 义 务 ，以及巴勒斯坦人 

民的自决权利，其中包括在它希望时建立独立国家的 

权利。

138. 新西兰政府以极大的兴趣注意到奥地利 

代表困今年提出的倡议。我国代表团认为，奧地利 

提出的 ， 作 为 文 件 A /  3 4 /  7 6 0 分发的提议有几项 

内容可以鼓励人们采取更灵活的办法，从而为今后 

解决中來冲突做 H1积极贡献。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 

的是，今天我们审议的决议所载的一些内容有损于 

公正的办法。

1 3 9 . 克 来 斯蒂尔先生 （奧地利）：在大会本届 

会议期间， 奧地利已多次在本国标机构就中东局势以 

及指导有关这个问题政策的原则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因此，对 致 使 奥 地 利 对 载 干 文 件 A / 3 4 / L .5 3 和 

A d d . l中的决议草案投弃权票的种种考虑进行解释是 

多余的。我们认为,这项决议草案没有充分体现我们 

讨 i t 的精神， 因而将会不利干促进公正合理解决中东 

W势，说lUj这 够 广 。

1 4 0 .此外，我您 |||明， 地利丛产格按照安理

242 (1967) 决议的愈思来解蹄执 f i■部 分 2

段…极到 ill M耶路撒冷在内的被 I'f领的阿拉伯和üi勒 

斯JII领 I •.的， Ifii IL这些m 释只适ffl于 1967尔以来被 

,if领 的 领 l：c 如Jft将执 f i 部分第 3 段 独 进 行 表 决 ， 

我W代农W不 4 能投赞成禁。

1 4 1 . 田进 先 生 （巾国）； 巾国代表团投票支持 

八 / 3 4 / 1 、.5 3 号决议摩泰。我们 i 持]；!：資 巾有关

ÜE责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宪章和闺际法原则继续侵占阿 

拉 fl'l领 J : , 并 iÜ:求以色列撤川所占的巴勒斯坦和共他

阿拉伯领土以及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 

利和全面、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的各项正义主张。

142. fR.中国代表闭对草案执行部分第 5 段有保 

留。对此， 门曾在有关会议上阐明，不W ® 挺。

143. 通 博 里 先 生 （瑞 典 ）： 决 议 草 案  

A / 3 4 / L . 5 3 和 A d d .l所载的有些内容迫使我们在 

表决中投了弃权票。我还想申明，我们是严格按照安 

理 会 第 242 ( 1 9 6 7 )号决议来解释执行部分第 2 段 

的，而且执行部分第 3 段的措词是我们所不能接受 

的，因为可以认为这一段是指戴维菅协议的。

144. 巴 列 塔 先 生 （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 

代 表 团 没 有 参 加 刚 才 进 行 的 有 关 决 议 草 案  

A / 3 4 / L . 5 3 和 A d d .l的表决。我们想在解释我们 

立场时，说明如下问题。

1 4 5 .正如我们在最近有关中东局势的辩论〔第 

5 ( 5 次会 议 〕上所 1 | 1 明的，阿尔 G 尼亚充分支持阿拉 

伯人民的正义事业及其争取解放被以色列占领的领上 

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一切民族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因此，我们支持决议中II责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 

土的那部分内容并支持那些强必须根据巴勒斯坦人 

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及按照强调不得以武 

力取得领土原则的国际法各项原则来解决中东问题的 

那些内容。

1 4 6 .我们想回顾，我国代表团对 1979年 1 1月 

2 9 日的大会第3 4 /6 5 号决议投了赞成票。

147. fR嚴，除此之外，阿尔巴尼液代表R1还想 

说叫，它对决议  A /  3 4 /  L.5.-! Add.l

部分持存保 ft/ M见。我W代 Hi不推科 )}\\以 I# 細进行 

解释了，W力 对 MM'iin过的决议 ] 部分提到的，- 
找决议进行A 決期 f i i j ,我们Ü 轻 这 傲 r 。找们只想 

对Jt:言部分 iii )Ü两段和执行部分览 5 段阐述梁些赛 

法。

1 4 8 .我们仍然认为，联合闺遗过的有关巾东卞，J 
题的某些决议，特别嚴安理会第 242 ( 1 9 6 7 )号决 

议，严重损害了巴勒斯a 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 业。

1 4 9 .我们认为，指望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 

侵略者发善心或指望一货 :千涉并明谋控制中东局



势的两个帝 闺 4^义超级大闺来进行调解，是不可 

能解决中來 M 题 的。这就造为什么他们还十分广 

泛 地 思 索 想 在 H 内 冗 ^1力: 中东和平会议的原因。 

我们认为， 让帝闻主义超级大闺在巾來发挥调解 

作用对阿拉伯人民的本业趙十分有與的。最近我 

们 再次肴到，在一个帝闻主义超级大闽卞.持 K实 

行的所谓解决办法赴危险的。找 们 I人为在美苏共 

(..j li Vi' K m Æ 的这种  % m 的 m îk 办 ti<, "r 能 a

i I-么 K  別， 也小' "f 能 'I:. if-的 M JÜ；。

150. m w 为如此， 阿 尔 能 对 決  

议 草 案 A / 3 4 / L . 5 3 和 A d d .l投赞间票，而且没有 

参加表决。

1 5 1 .蒙 塔 塞 尔 先 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我国代表闭根据我们过去几天在这个问题上所表明的 

立场，并未参加对决议草案 A /  3 4 / L .53和 Add.l 

的表决，因为该JÎS索某些段落的精神4?我国不承认的 

安理会坑 242 (1967) y■決议 f r关。

152. ia& , 该 决 议 案 巾 确 有 某 些 积 极 的 段  

落，尤其是那些提到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段落。

1 5 3 .阿 什 塔 勒 先 生 （民主也门）：我国代表团 

认为，我 们 刚 刚 表 决 的 决 议 草 案 A / 3 4 / L . 5 3 和 

A d d .l载有一些积极的段落。

1 5 4 .第一，该决议草案提到了大会第 3 4 /6 5  

号决议，这项决议的 B 部分认为戴维菅协议是无效 

的，因为它们没有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1 5 5 . .第二，它爐责了所有那些侵犯巴勒斯坦人 

民公认的权利并违货公TH全面解决巾來问题的原则以 

确保在该地K 建立公TH和平的部分协议和 1̂ .独条约。

1 5 6 .第 它 重 ||1,粮据联合闽宪牵规定，不 

得以武力取得领土，而且所有领士必须归述给原主。

1 5 7 .即使这样，由于执行部分第 4 段的内容， 

对以色列的承认，以及该决议，案某些段落提到了我 

们未予承认的安理会第 242 (1 9 6 7 )号决议—— 该决 

议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民族权利—— 因此，我B  
代表团没有参加对决议草案A  /  34 /  L .53的表决。

1 5 8 .布 卢 姆 先 生 （以色列）：以色列对刚才通

过的决议投了反对票， 因为这壞决议不过赴表明了采 

取抵制行动的阿拉伯各闺及共支持者的乂 一赤裸裸的 

企旧，0P破坏正在进行的喃一建设性的和切实可行的 

进程所取得的进展， 该进賴G 进行了 3 0 多尔， n 的 

是要金 tôi解决W以冲突。

1 5 9 .刚遗过的决议 4；实fWU‘.ÜS责了 L述 和 进  

程的 1979 II il 29 n fl<J 3 4 /6 5 n  &決议的

，政的。 ''j此 11的，它 f//效 r 人；ïirv •： I- 
•： w ；? 议 就 Jiîi 11通过的Li *A极J t 令人I义感的ik议， 

li|i 1978 尔 12 jJ 7 li 的览 3 3 /  29 ^•决议， j{:更进 - ‘ 

步增加了若干消极的内容。例如执行部分第3 段紧密 

仿效了大会第 3 4 /6 5 B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3 段的措 

词。

1 6 0 .其次，这是一项反和平的决议。它使联合 

国营弃自已存在的理由，即防 Ih战♦ 并促进和平。因 

此，它公然违货了联合圃宪章以及宪章所支持的一 

切。此外，它完全不符 ^̂ 安̂卵会第〕々〕 (1967) 号決 

议巾的规定，由于种种干理解的原因，它避免提及 

这项决议。应当牢记，安理会第 242 (1967) 号决议 

仍然是在阿以冲突中遗过谈判实现和平的唯一商定的 

基础。

161. 人们只须看一眼这项决议草案提案国的名 

单，就会认识到它有多么荒谬。带头提出这项决议的是 

古巴，人们对它作为爱好和平国家的凭证是再了解不过 

了。古巴在过去20年中，作为爱好和平的国家，在军 

事和政治上完全任凭某一超级大国的摆布。古巴军队始 

終准备充当这个超级大国实行r 张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 

瓜牙，并充当它在包括中东在内的世界各个角落的雇伽 

军，该超级大国继续在巾东混水摸鱼。

1 6 2 .共次， 遗过的决议势一提索P51越南的 

情况如何呢？越南正趙现代主要的种族灭绝国象的典 

型。或许某些人不同意这一点，认为越南一直是维护 

友好睦邻关系并实行在军事或其他方面不千涉别国内 

政原则的国家的典型。

1 6 3 .但是，尽管古巴和越南自已的记录是不值 

得羡慕的，但它们却不阻止提出在序言部分论及所请 

" 以色列发动了侵略 " 的决议，众所周知， 3 0年来， 

以色列一直是阿拉伯发动的四场战争的受害者。



164. 正是象这样一些决议使联合国陷入了更加 

不光彩的境地。一些代表在对这项决议投赞成票的同 

S i , 提出了保留意见。还有一些代表支持它，是出子 

一种权宜之计，并想表明对集团的忠诚。不论怎样， 

全世界人民将会开始问自己—— 实标上他们已经这样 

做 了 如 果 联 合 国 对 两 个 交 战 了  3 0年，最終相互 

讲和并表示决心作为友好邻邦生活在一起的国家吹毛 

求疲的话，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如果这里的 

多数人对这两个国家说；" 不要讲和，继续交战"，那 

对宪章会& 多么严重的践踏啊！

1 6 5 .根据圃际法务项城则，两个4^权闺家讲和 

并建立睦邻关系，不仅嚴一种合法的，而且造合乎理 

想的和值得赞扬的做法。第三方或其他各方没有法律 

或道义上的权力对在谋求这些目 f e 中达成的协议的有 

效性提出质疑，更不用说加以否定了。

1 6 6 .当然,这项决议的提案国和提案国青后的 

支持者，采取抵制行动的阿拉伯国家及其支持者们， 

并未因上述考虑而伤脑筋。它们显然丝毫也没有顾及 

联合国的威望。它们唯一的兴趣是要把本组织变成一 

个反对中东实现和平的战场，并利用它对以色列进行 

残酷无情的政治战争。刚才通过的决议正适合它们的 

全面策略。

1 6 7 .上周，大会决定 , 巾东和平不Æ — 个"重 

要 fnj题"。联合国宪章对世界仔何地区的和平的重要 

性多少有些不同的看法，但对在这里的多数人来说， 

那当然是个次要考虑的问题。但是，既然大会已决定 

有关中东和平的决议并不重要，以色列将照此对待本 

决议。

1 6 8 .杰 布 里 先 生 伊 拉 Æl人为，如 

ili不果敢、明确并诚 }&地解决这场冲突 'I '的 -，■残因 

素，就不，能找到解决小东爆炸性Ai)势的，/J■法。这种 

In'j势化Vt k  % m '!•；义 ‘义:体 除 领 个 阿 位 们 tfil•«(外， 

还 领 r 所 fi'iii勒斯ai领 迪 成 的 。因此，伊拉?li 
认为， 我 们 刚 表 决 过 的 決 议 京 案 A / 3 4 / L . 5 3 和 

A d d ,!栽有损宵巴勒斯坦人民和W拉伯民族权利的内 

•化，WIM'通过的这项决议还故意无视S/巾东ïnj题来切 

相 的 共 些 重 嬰 M题。而戴维菅协议则居这些问题之 

t t。 1978年 和 1979年分別在G 格达和突尼斯举行的

阿拉伯首脑会议一致爐责了这些协议。 1979年 5 月 

在非斯举行的第十次伊斯兰外长会议也对它们进行了 

爐责，而 且 1979年 9 月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 

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再次予以爐责。

169. 由于伊拉克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会 

议的一名积极成员国，由于我们认为这样一些决议应 

当表明国际社会大多数人的意见并真正和明确地规定 

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民族的权利，因此我们在表决 

决 议草案 A / 3 4 / L . 5 3 和 Add.l « t投了弃权票。然 

而，伊拉克不准各全都赞成彻底 ÜS责戴维菅协议的 

上述各棠闭采取相冲突的立场，虽然戴维皆协议十分 

明显地损害了巾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170. 如果对有关决议草案个别段落进行表决的 

话，我们本会对其中的一些段落投赞成票的。

1 7 1 .希 尼 先 生 （爱尔兰）：我今天代表欧洲共 

同 体 九 个 成 员 国 发 言 。 我 们 之 所 以 能 够 对 第  

A / 3 4 / 7 0 号决议表示支持，这完全是因为我们同 

意 第 3 段的内容。

172. 曼 苏 里 先 生 （阿拉伯叙利亜共和国），我 

们对决议草案 A / 3 4 / L . 5 3 和 A d d .l投了赞成票， 

因为我们懂得，显而易见，埃及在签订舉独和平协议 

后，已不再是巾东冲突的一方了，因为戴维菅协议实 

标上井 (2经有效地将埃及排除阿拉伯行列，并使共 

放弃了阿拉伯闻家为禅卫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在巴 

勒斯坦的权利而承担的集体责任。" 所有各方"一词决 

不意味着让埃及参加和平会议。根据上述所有这些原 

因，我们认为，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任何新的纲领应 

rti収合 [SI制订，弁 II应将这场冲突的实1%^各方聚集在

-起，而 坟 及 也 不 Æ jt II,的一方了。

1 7 3 .比汝颂 兰 先 生 （# K ) : 找M 代及闭对力 ’ 
的決议 A /  3 4 /  L.5.-̂  和 Add.l 投了

赞成票。 fH站，■a浏代丧W想对该决议巾提到 1979 
年 1 1月 29 H的 第 3 4 /6 5 号决议的 ; t:言部分第三段 

表示保留意见，因为它在表决中对该决议B 部分投 

了弃权票。

1 7 4 .关于执行部分第 1 段，我国代表un人为， 

提到的领土造 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那些领土。



175. 泰国代表团还想権此机会提一下文件  

A /  3 4 /  760。这項文件栽有與地利代表团提Hi的建 

议，并栽有A-鲁 i^^，克赖斯並^ 郝 作 本 义 会 〔第 49 
次会议〕上X ；̂̂ 时̂提 ,H1的 ，些觉 ^̂ :意见。我闽代表

I人为，與地利的这项建议是对有关巾东问窥的辩论做 

H1的重要贡献。

1 7 6 .查德尔 '通 先 生 （变内瑞拉）：委内瑞拉代 

表 Ufl对 决 议 草 案 A /  3 4 /  L .5 3和 A d d .l投了 É 成 

票， fil根据它对第 ' M  /  65B号决议及以前的 « 他決 

议所持的立场，对 jt:言部分第段和执行部分第 2 和 

3 段持有保留意见。

1 7 7 .塔 布 曼 先 生 （利比里亚）：利比里亚代表 

团对决议草案 A / 3 4 / L . 5 3 和 A d d .l投了赞成票， 

fn.由于我(ÏI政府 (2对戴维营协议及埃及和以色列之tel 

的和平条约表示了欢迎，并仍然表示欢迎，认为这些 

协议和条约是全面、公正并持久解决中东 问 ®的一个 

步骤，因此，我们对该决议草案投了翁成票决不应被 

解释为是对这些协议或条约的谱责。

1 7 8 .迭 斯 先 生 （智利）：我们想表 0| ,我 们 始  

終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但是，由于法律方 

面的原因，主要是由干序言部分第三â , 我们不能赞 

同决议草案 A /  3 4 /  5 3和 Add.l。 由于法律方面的 

理由，我们对该段持有极严重的反对态度，因此，在 

表 决 第 3 4 /6 5 号决议时，我们不得不投弃权票， 尽 

管我们赞成其中所阐明的许多中心m想。

1 7 9 .趣比安播思：i t a Æ 生 （赤道；L内æ ) : 我 

闽代表W对 文 件 A /3 4 /L .5 3  m A d d .l巾的幽议fê 
了赞成票。但是，我们 i i 对提到禽 3 4 / è 5与■成议肤 

序言部分第三段和执行部分第3 袁示了侠 ®意

1 8 0 .拉 苏 先 生 （木舟 ) ： 串胡，运当楼操 

我们对今年 1 1月 29 0 大 会 〔第 5 3 次会议〕邊过的 

决议草案  A  /  34 /  l.4 3  和 Add.l 以及 A /  à4/  L.44 

和 A d d .l的 投 票 辦 作 的 解 ♦ 莱 我 们 对 漢 议 章 秦  

A / 3 4 / L . 5 3 所投尚赞成禁。

i s i . 树尔 - Ü 夫 人 （擁咸 )：我国代表团对决 

议 草 案 A / 3 4 / L . 5 3 和 A d d .l投了反对票。我I门这 

样做， 4?要因为该决议的提案国似乎在暗示， 截维菅

协议 " 侵犯了巴勒斯坦人民公 I人的权利井违 f? 了公 

m 、全 [«解 决 巾 來 题 的 原 则 " 。我 闽 政 ，1!1：.女持 

Ü  m -/V (•办1À及埃及和以Û 列之11 U的和、条 j , w 为找 

rU人为它们址向执行安地会 ?îï 242 ( i % 7 ) 和 338 
(1 9 7 3 )号决议方向辺 fH的 ，P , 这两个决议叔有公 

TH全 tftl'Ü决巾东M题所必城依抛的取本原则。

1 8 2 .找们还 I人为，通过承 lAlIi勒斯《I人 A•法的 

民族权利来解决巴⑩斯坦人的问题，对全 ifif解决巾东 

fnj题Æ必不》>r少的。我们认力，戴維 '跨 协 议 还 助 r  
人们更深入地I人识Ui勒斯坦人的W题。

1 8 3 .埃 斯 克 亚 • 格 雷 罗 先 生 （多米尼加共和 

国）：我国代表闭对决议草案A /  3 4 / L .53和 Add.l 

投了反对票，尽管它确实想投赞成票。因此，我们要 

求在 IE ̂ 巾-lÿ上我们对该决议3ÏÎ宠投了赞成票。

1 8 4 .但是，我们想对该决议草案序言部分第三 

段和执行部分第2、3 和 7 段表示保留意见。

1 8 5 .主唐：好几个代表团请求发言行使答辩  

权。我想提请他们注意时限并应在他们的座位上发

言。

1 8 6 .布 兰 科 先 生 （古巴）：我国代表团通常不 

浪费自己的时间或其他代表闭的时间，对待辱骂和荒 

廣的俳镑尤其是这# 。在这间房子里，没有人，甚至 

连布卢姆先生的朋友都不敢说这些辱骂和俳镑是值得 

法意的。担是，我要说明，既然以色列大使执意利用 

封 投 票 的 攻 m é 国，他作为一名希怕来人，应当 

为代表一个今天市在和]ffl纳样政策知，办法来反对阿拉 

l â i 象 友 巴 赫 人 民 的 ÿ 家而感到羞愧。

1 8 7 .主席：教请巴解组织的代表发言，进行答

梅。

1 8 8 .特 尔 并 先 生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大会 

刚进行的表决—— 102票赞成， 1 7票反对—— 以及 

1979年 1 1 月 2 9 日，它在重申我们不可剥夺的权  

禾ij, Bli返 is li：a 的权禾ijJl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权利 

时所进行的肯定的表决，鼓舞了我们，并增强了哉们 

对本组织的致力的信心。

1 8 9 .实现和平Ü 我们的A 标， ÎM 1已十分清勉



地表明，我们将继续以各种手段来进行斗争，以实现 

这 H fe。 fn.和平并不Æ 人们在墓碑上看到的三个字 

/ i i " R î P " ,而Æ ïïï义並础上的和平， F1的在干确保人 

类的幸福和繁柴，并获得和充分行使世界人权宣言所 

庄产载明的人权。

1 9 0 ,我们听到了一些评论，尤其是，人们对刚 

才通过的决议执行部分第3 段谈得很多。为提供大会 

参考，这一段是遂字摘自在蒙罗维亚举行的非统组织 

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我们希望，那 

些只是由于我们重申了我们非洲兄弟的主张而已经对 

该决议投了反对票的代表早些时候就知道这一点。然 

而，我们赞成有利于和平的一切努力。正是为这个原 

因，我们认为执行部分第 4 和 5 段& 有利于和平的 , 
因为和平应当趙全面的，公正的并且Æ建立在使巴勒 

斯坦人民获得不可剥夺权利基础之上的。本届大会已 

经讲过，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核心。在这方 

面， 我 要 感 I射 奥 地 利 代 表 带 头 在 一 份 工 作 文 件  

C A / 3 4 /  7 (50]中交流了一些看法。遗憾的是，奧地 

利代表似乎忘了，本届大会已经奠定了实现和平的基 

础，阐明了和平的概念，并制定了实现和平的办法。 

奥地利提出的文件似乎缺少这种考虑。我认为，他也 

忘了，以色列从所有被占领领土上撤走是实现和平的 

先决条件。

1 9 1 ,布 卢 姆 先 生 (以色列）: 众所周知，古巴

在此冒充是不结盟国家巢闭发言人。人们一定会注意 

到，古巴迫求的是一种十分古怪的不结盟。实际上， 

它的成绩记 '巧说明，它根本不配作为一个不结盟国

192, 1973 Æl>WUil'rj'H:北 / / 邻 |S|进行的股 

>'|1, M ü lû m w 派 u ï t a , 随 if：' , 作同一尔，

'l'i叙利® 向以& 列发动赎 'ir< H侵略战> 时，古 III派 i ；- 
r ，个 装 旅 。 ♦ 天， ff.被个小东，尤《造在叙利 

#；, 伊 拉 和 利 比 亚 都 "T以 符 到 队 。A'Cl就象

被 义 " 和" 帝W + :义" 这 奥 号 和 诵 ® 的 fi.颜六 

Û 的碎纸片，动辄向叫处散布。因此古巴定还要作  

Hi很大的努力才能证明它不是某个超级大国的愧偏， 

从而能够实行 - 种克制和不千涉别闺内政的政策。

1 9 3 .此外，在 1979年 2 月 1 6 日 的 《世界报》 

上，将古巴适当地称为 " 热带古拉格"，这样一个国家 

简直不配对涉及S 本人权和人的尊严的任何问题进行 

裁决。

1 9 4 .十分奇怪的是， 自谓是人权禅卫者并对压 

迫和种族灭绝表示十分强烈愤慨的古巴总统，在大会 

〔第 n 次会议〕作冗长的演说的整个过程中只字未提 

东南亚继续在进行的灾绝种族的大屠杀、压迫和人类 

遭受的苦难。

1 9 5 .相反，他同他的代表今天在这里所做的一 

样，在以色列犹大国与可憎的纳粹政权之间进行令人 

厌恶的比较。

1 9 6 .全世界都知进，第_: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大 

战期间，犹大人民嚴纳粹暴行的主要R fe和主要受宵 

者。三分之一以上的犹太人成为纳粹闭伙的迫害对  

象。因此，文明的世界将会共同坚决反对并随责这种 

无耻下流的对比，它对人们所怀念的包括150万儿童 

在内的 600万死于纳粹暴虐和压迫之下的犹太人是严 

重的侮辱。

1 9 7 .还必须重申，古巴总统在完全卖身投靠他 

的主子之前，常常以完全不同的腔调谈论以色列和犹 

太人民。

1 9 8 .舒 菲 先 生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色 

列代表指控说，古巴军队驻扎在巾东，特别Æ 叙利 

亚，这赴毫无根据的和错误的。

1 9 9 .个t .  11 ；] 21 H , 我|同代丧旧将有关^^问 

题的 ‘財 ffï作为 iH;：'；：文 件 C A / 34 /  707 '}分发。如 

来 以 色 列 代 •了 这 份 备 他 就 不 会 1'1找麻烦觉 

复这无人相信的虚假的指控了。

2 0 0 .阿 里 先 生 （伊拉克）：我们都知道，犹太 

复M 4:.义代表散布的 说 Q 成为他讲的全部内容的重 

要部分。实际上，他撒慌Æ 从不犹豫的，而J1 一有机 

会便干。他关于外国军队驻扎在伊拉克领土的指控， 

長他向本届大会讲的最新慌话，大会的神圣性要求我 

们所有人到这里没言时，必须讲JÏ访。



201. 伊拉克以前从朱盛到有必要邀请仔何外国 

军队。而现在，当我们已建成一个更加成熟和更富有 

生气的国家时，为什么竟然会这祥做呢？

2 0 2 . 犹 太 复 闺 t ;义代表在 f r使茶辩权时讲了 

- 句 使 我 很 不 理 解 的 IÎ' , »|i决 议 翁

A /  3 4 /  L .5 3 和 Add.l iè 被 认为 见对 A•巴的政 

策作了评估或论述了巾來局势？ ？Ĵ 乂着了一  K犹 

大 复 闺 主 义 代 表 的 災 , 我 现 在 对 他 大 了 解 了 。 

他始終想诱使代表们么 •讨 论 ，y ÏT.在. Iff议的项 R 来 

无关系的 M 题。他 这 样 做 的 口 的 无 非 要 转 移 我  

们对我们审议的问题的实质内容的注意力，这一 

点是十分清楚的并且是无人不知的。

2 0 3 . 蒙 塔 塞 尔 先 生 （阿拉伯利比亜民众国）：

我将作简短的发言。犹太复国主义代表提到了外国军 

队在利比亚领土的存在。我想否认这一点。古巴和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闺之问确实存在着高级合作。古巴医 

生正在沙漠巾和共他十分旧难的地区 I:作着，并在帮 

助我们发展我们的国家。在我们国家J:作的还有古巴 

工程邮，但决没有任何军事人员。

2 0 4 .这次，这想提请本届大会注意，实际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十分感激古巴政府及其总统菲德 

尔 ，卡斯特罗向第三世界，特别是向我国提供的援 

助。

2 0 5 .主席：我请想发言进行答辩的巴解组织代 

表发言。

2 0 6 . 特 尔 齐 先 生 （巴勒斯组解放组织）：我 

们极为遗憾地忆及， 由于纳粹暴行而遭到残害的 

人 有 5 0 0 0万，而 不 仅 仅 赴 6 0 0万，因为我们没有 

对种族卞义的受宵者进行区分。那些在第 -：次世 

界大战中被杀害的人都嚴种族主义的受害者，我 

不知道特拉维夫的代表声称代表世界犹太人发言 

已有多久了。

2 0 7 .我们十分清楚，纳粹德国和犹太复国主义 

的以色列是一丘之絡。它们都是建立在亚利安人的排 

他主义，或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人称之为犹太人徘 

他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208. 一个对共阿拉伯居民实施积极分离卞义 

—— 我强调 " 积极 " 一词—— 的国家只不过Æ —个纳粹 

国家。

工 作 安

2 0 9 .主廣： fiîÜ h 次贫 Ai K调 的 I :作计划以 

来， 在 " f 齋 •fV 末决的M题，；11；||>包抵 

必须MfW■进 行 找 们 的 预 卜 则 '该 $  W公的糊走 II-

划。

2 1 0 . 正如各位代表将会忆及的，大会在昨天 

〔第 9 0 次会议〕一致同意将第二委员会的工作的最后 

期限延至 12月 1 3 日星期四。我想给该委员会成员国 

提供最充分的时间在最后截止期限之前结束他们的工 

作。因此，我们将不按原来计划的那祥在1 2月 1 1 日 

S 期二下午市议第二委员会的一系列报告，而只在该 

会 议 上 审 议 题 为 & 展 和 闻 经 济 合 作 的 项 0  55 
(a )：根据大会第 3 2 /  174号决议设立的全体委员会 

的报告 " 。全体委员会被要求采取这一行动，以便第 

二委员会做出其他的有关决定。这将使全体委员会有 

额外W 间在星期二下午进行其他工作。

2 1 1 .正如我在昨天〔第 8 9次会议〕所宣布的， 

我准备在全体委员会计划允许的任何时候，继续投票选 

举安全理事会的一个非常任理事国，以便我们能够履行 

宪章规定的这项重要义务。既然下星期二下午有时间， 

我建议按期在 12月 1 2日星期二下午，而不是在星期

212, 我还想提请代表们注意我们在结束有关纳米 

比液问题的辩论时所Ù'临的问题。尽管:言人的名单还 

朱截止，但我们还另有63人要报名发言。迄今，许多 

发言人已表明，他们不准备明天发言。这使我们面irdî某 

种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在12月 1 0日星期一下午7 时审 

议完这一项目, 包括表决，还因为当天晚上8 时将要举 

行每年一度的人权日音乐会。因此，如，没有足够的代 

表团准备明天在展延的会议上发言，如果人们不准备按 

时开会并作十分简短的没言，那么我很遗憾，将别无其 

它选择，只能将会议安排在星期六召开。



2 1 3 .如果代表们向秘书处清楚地表明他们这方 

Ifii的意ffl,以便必要时，我能为星期六的会议作出安 

徘，我会很高兴的。

说 程项 目 27

纳 米 比 亚 问 题 （续

(a)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b)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

(c) 秘书长的报告

2 1 4 . 丰 雷 先 生 （海地）：海地代表团想再次重 

中它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和独立的事业。它再次 

宣布，在纳米比亚人民实现自决和真正民族独立之 

前，联合国对该国负有直接责任。无论如何，这是国 

际社会的意见。 自 1966年以来，这一意见经常反映 

在联合国的若干决定中。 1966年，大会取消了南非 

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第 2145 i X X D 号决议 

并决定在纳米比亚人民能够管理自己之前，将该领土 

置于本组织管理之下。

2 1 5 .因此，联合国有责任迫使南非按照安理会 

第 385 (1976) 和 435 (1978) 号决议结束它对纳米 

比亚领土的非法占领。

2 1 6 .我们能否理東气壮地说，本组织一言布域 

行这一责任？联合国& 否还起作用现在已很成 fnJ题 

r „ 在回答这个M题时，我们也许必须对我们 fi Q , 
-个水g I, n I的ûij始M莉m rri ki纳 米 比 m 4^会的成 w

217. a  X-纳 朱 比 人 K 状 况 的 安 m  I f会决 

议， ill•力们除I'M II;的?fiüi 义、种族分爽和种族關總 

进行的低 fif称赞的努力。何^ 5 : ,我们都知道，尽資有 

这些决议， 尽管世界各m人K 几乎对歯非进行了全面 

Efi⑥， 仍 赖 在 纳 米 比 亚 不 而 tti于其些会员国 

不可能承认的原因，该国继续在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中 

没挥作用。结果是 ， 有人承 i人它对纳米比亚享有实 

权。它作纳米比亚领 1..上的存在甚至似乎合法化了，

尽管国际法院和联合国许多决议宣布这是非法的。事 

实却依然如故，南非还继续耍弄种种手腕，以巩固它 

在纳米比亚的地位，并用它在管理上给纳米比亚人民 

带来的好处，蒙腦世界其他国家。

218. 南非政府与联合国为和平解决纳米比亚局 

势进行了无数次谈判。对战争感到厌倦的安理会的五 

个 西 方 理 事 国 提 出 了 一 壞 为 南 非 所 接 受 的 计  

划1*̂。总的看来，这项计划为和平解决该问题提供了 

重要的机会，但这些希望很快便变得很激茫了。

219. 尽管联合国秘书长和五个西方国家代表为 

实施这项计划进行了共同的努力，但南非突然斯掉伪 

装，对建在安哥拉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 :i 地发动了 

进攻，从而充分暴露了它的欺I乍行径。随 /Û'南非 ,0、理 

申明，联合国秘书长报告M的发表创造了一种新的局 

面。尽管南非认可了上述计划，但它不想接受的条件 

嚴 Î 在停火期间，在纳米比亜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 

军队，只限于在纳米比亚境内指定的地点建立基地， 

而这些地点是由特别代表在必要的碰商后，予以规定 

的。秘书长报告 I2 中提出的这一措施决没有违背第 

435 (1978) 号决议或五个西方国家提出的这一计  

划。南非在纳米比亚进行的非法活动是众所周知的。 

首先，比勒陀利亜政府干 1977年 9 月 1 H任命了一 

名行政官，他具有类似一名罗马地方总督的权力。

2 2 0 .这名行政官可以倾布行政命令，或取缔有 

关纳米比亚 l'nj题的议会制订法。商非布纳米比取.雄立 

了 ttl部族通敌分了•组成的愧偶政府，这似乎是为了嘲 

弄我们。然后，南非加强了保留地制度，实现了该领 

.1•.的卞取化，人-批述捕两陶非洲人K t U l的成 51, 并 

严斤1|折廣安4 地K 的平L'i In]情 分 Ï. ’ Jli不 jf]说 ‘ Iff对 

邻陳发动逃攻，以期破 iffr :何协W —致的行动了。

2 2 1 .这 就 I I IÎÏ的 f ' m , 尽资權行了无休 ih的 

m m 和淡t-ij, 以劝说 I制  ̂[■：接受联合PSI的决楚并进 ‘.V-安 

理 会关 于它应 从 纳 米 比 ® 领 上全部撤 /k 的 第 4 3 5 
(1 9 7 8 )和 439 (1 9 7 8 )号决议的规定。

2 2 2 . 实际情况是，南非强大的盟国以巧妙的 

手法鼓励它对闺际與论采取顽固态度。 fR.造，我们 

I人为，联合圃十分强大，足以对付南非在纳米比亚



领土长期推行其丑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所造成的挑战

局面。

2 2 3 .海地代表闭以联合国纳米比 1̂̂ 理事会成 

员闺和一  n 参 加 反 对 种 族 义 、种族歧视和种族 

隅 离 >'1，争 的 f$i象的双重身分呼 n r 所 有 会 m 、 (f- 
门机构和其他机构尽可能广泛地 i 持纳米比亚人 

民 及 解放运动， 叩其唯一的 if  i[-代表两南非洲 

人民组织。

2 2 4 .海地代丧R1再次宜布， 11:全体纳米比艰.人 

ft rh行使 f i决权利唯一有效的政治解决纳米比亚 fnj 

题的办法。我国代表团声援在其被种族隔离政权非法 

占领的土地上遭受虐待的纳米比亜人民，它再次重 

申，它将不遗余力地投入联合国为使纳米比亚，包括 

该国组成部分的沃尔维斯湾获得自由而进行的共同努 

力。

2 2 5 .海地代表闭宜布，海地政府在其领导者， 

海地共和国終身总统让 - 克洛德，社瓦利埃阁下的进 

步 领 导 K , 在制订一项社会公正的政策的过程中，继 

续脆责种族卞义、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无限的仇 

恨，并将充分持任何旨在消除那些附碍西南非洲人 

民组织英勇战士为实现纳米比亚人民主权而进行殊死 

斗争的最后障碍的措施。

2 2 6 .决议或爐责对南非来说只是些空话。众 

所周知，必须采取行动， 即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和 

协调一致的行动。也许世界各国人民和所有善良 

的人们无条件和无保留提供的援助会组织并加强 

这种行动。

2 2 7 .通过采取行动，而且只有通过采取上述这 

类行动， 由、独立、 肖主翻人道主义的纳米比3E的 

明天才有可能到来。

2 2 8 .阿 卜 社 勒 ，马 吉 德 先 生 （埃及）：没有一

个政权象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那样，在这么长的W•间 

中，如此公然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和联合国许多决 

议。尽管国 Ig社会一致臆责比勒陀利並政权推行的种 

族隔离政策以及该政权继续对纳米比亚的占领，联合 

国似乎无能对付这一挑战并迫使该种族丰义政权响应

有关决议，撤 纳 米 比 ® , 给予纳米比® 人K  f i决权 

利，使其获得真正独立，并放弃它的种族隔离政策， 

这种情况的确令人遗憾。

則 主 摩 伊 柳 埃 卡 先 生 （巴 拿 马 ） 代行主席取

务。

2 2 9 .可 此 的 处，

陶非进行A 作， I:作Ml的努力，龙化足 /1:.过2、-两 

化半的 IM' ivij HI 作 f n 的势 Jj , i'i' 会 n- 11 1 f  •公 II : w  決纳 

米 比 题 方 Ift'取得成见。众所周知，其巾有些两方 

国家本身就帯头努力达成这样一项解决办法，并且提 

出了得到安理会第 431 ( 1 9 7 8 )号决议认可的建议。 

南非假意接受的这些建议，尽管其中有某些消极肉 

容，也被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接受了。 自安理会第431 
( 1 9 7 8 )号决议通过后，随即通过了载子安理会第 

435 (1 9 7 8 )号决议中的秘书长的计划，我们大家对 

两个文件遗过以来局势的展都很熟悉。秘书长的计 

划要求联合国监督在纳米比亚举行的选举，将权力移 

交给思人多数，并使该领土真正实现独立。

2 3 0 .国际社会等待着第435 (1978) 号决议的实 

施 , 认为要不了多久将会实现公正的解决办法。南非最 

初似乎接受了国际建议，国为它认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会拒绝这项建议，但该组织采取的妥协态度使它感到惊 

奇，因此，它开始制造借口，阻捷第 435 (1978) 号决 

议的实施，因为它一开始就决心实施它自己的内部解决 

纳米比亚问题的计划，并建立愧f晶政权，使其能继续控 

制并占领该领土。

231. 尽管秘书长的代表正就执行联合闻计划的规 

定进行碰商，南非仍公然违脊安理会第385 (1976) 和 

435 (1978)号决议，宣布它决心在该领土举行单方面 

选举。

2 3 2 .鉴干这# 危险的，态发展，剛果代表非洲闺 

象小组，要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以应付这一挑 

战。1M旦是，尽管召开了这次会议I4,并 遗 过 了 第 439

(1978)号决议，安理会在该决议中宣布，这种选举及 

其结果将被认为是无效的，警吿南非取消选举并吿诚 

说 ， 它 将 着 手 按 宪 章 第 七 章 规 定 ， 采 取 造 当



行动，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无视安理会这项决 

议，于 1978年 12月举行了非法选举。该政权在采取这 

些行径之前，对安哥拉和赞比亜进行了侵略，并在纳米 

比亚逮捕了若干领导人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成员，以 

便压制他们对内部选举采取的抵制行动。众所周知，选 

举结果导致建立了所谓的制宪议会，后来，即 1979年 5 
月 1 4日，该议会又被改为具有法律和行政权力的所请 

闽民议会。随后乂建立了 ftl 12名成员组成的顾fnj委员 

会，被视为部长理事会，与总督一同工作，并且建立了 

所请的西南非洲军队。所有这一切证明，南非决心实现 

建立一个种族主义愧儘政权的目标，并将随之宣布假独 

立，从而将纳米比亚变成另一个班阁斯坦，以作为一项 

全面计划的一部分，南非想通过这项计划在其种族主义 

政权周围建立" 独立实体" ，同时，这些实体将在它与其 

他非洲国家间形成非军事区。南非企图以这种办法来确 

保使白人少数的利益集K 受到保护，并确保继续推行其 

种族隔离政策和对南部非洲的控制。

2 3 3 .纳米比亚的经济和军事形势，种 族 主 义 领  

当局镇压措施的升级，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成员被逮捕迫 

宵以及对纳米比亚难民的屠杀，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南非 

最近在纳米比亚采取的一些伎俩的英正企图，这完全趙 

要继续控制该领土。

2 3 4 .南非已渗透到纳米比亚经济的一切领域。一些 

报告表明，今年前半年，纳米比亚的矿物出口占世界第四 

位，居南非、扎伊尔和赞比亚之后。列在这些金属和r 物 

清单中最前面的是钻石、袖和其他具有战略和工业价值的 

金属。该地区丰富的矿物财富和廉价的黑人劳力，是促使 

南非推行种族隅离政策的原因。种族隔离政策鼓励某些两

进行对外投资，以便参加斤; 这些资源。这公然违 

•l'ï 广联ftliil纳米比《JiUll:会 1974 9 /] 27 的 《保

If，纳米比亚然资源第… 法令》" ,该法令涉及保护纳 

米比亚的l'j然资源9 和禁Ih 领 i l局或外闻利益築R'Ui:发 

这践资源的fnj题。这些外闺投资者仍在向该领上的非法占 

倾界极供政冶和W政 i 援，以便能继续从这 

I i.ffi利师 I，得到好'处。所 "̂ 1'这 题 增 加 了 ü£大的 

fii险件.，并给14题迅速而持久的解决设S 了障碍。

2 3 5 .关于该领土的军事局势， 1978年 至 1979 

年，南非增强了它的军事实力，目前那里驻扎着6 方士 

兵。种族主义占领军发动袭击并一再进攻安哥拉，这证 

明南非的军東集结在不断增强。在这方 lèf, ?iH门注意 

到，尽管安理会制订了关千武器禁运的第418 (1977) 

号决议，南非的军ÿ 能力仍在继续增强。这促使南非加 

强对纳米比亚的领，并继续对邻国没动军琪进攻。

2 3 6 .无论造从经济、军泰还赴从战略的免度 

讲，纳米比亚对南非都是重要的，这使我们深信，比 

勒陀利亚政权不会自愿放弃该领土或允许纳米比亜人 

民行使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南非最近采取的态度——  
加强剥夺该领土财富、部队新的集结、加紧镇压和逮 

捕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及成员的行动、一 再对邻 

国发动的侵略以及对住在这些国家里的纳米比亚难民 

的屠杀，都证明了比勒陀利亜的真正意图。大会上届 

会议对纳米比亚局势的危险恶化提出了警吿。大会决 

定重新努力应付这种局势，并谋求有效手段来遏制种 

族卞义政权，并迫使它遵守-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特别嚴第 435 (1 9 7 8 )号决议。大 会 在 1979年 5 ；] 

2 3 日至 31 8 举行的第 - :十 ~^届续会上，以压倒多数 

通过了第 3 3 /  206号决议，从而突出表明了国际上对 

纳米比亚人民的英勇斗争以及对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 

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支持。该决议除其他 

外，要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 

章采取有效措施。

2 3 7 .自该决议通过以来已过去6 个月了， 尽管这 

些步骤是目前我们所能采取的唯一途径，尽 管如 1979 

尔 7 6 H 至 20 II在蒙罗维亚播行的非统组织部长理

卞 会 第 十 --：屈 常 会 〔见 A/ 34/ 552, 附件一 ， 

CM/ Res.720 {X X X IIÙ〕上所重 l|>的那祥，闺fcVH：会

为这些步骤造必要的， 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安理 

会 没 有 为 此 •会议。

2 3 8 .来无疑 l'nj, 我们赞货为说服南非执行肢合闽

II-划ffiiLimM的努力。许.这方【f t i ,我 想 提 ‘ K在这些努 

力的 S 础 上 ， 干 1979年 3 月在纽约举行的谈判



以及过去几天里已在日内冗举行的并有一切有关方面 

参加的谈判。 iRÆ, 我们必须了解南非在谈判各阶段 

施厢的种种伎俩，这些伎俩使找们对它的 ,t f f lÆ 否 

減 表 怀 疑 。 巾干南非采取的顽因立场， 1979年 3 

；]的谈判结来在我们大象菊 '来是a 而 见 的 。我们还 

肴到，兩非企旧破坏® 近在 H内 /I：举 fÿ的淡判， 至 

在这些 I炎判jr•始举行之前，就企旧进 f?破 if;。比勒陀 

利 政 权 》V联代 f SI秘 15长 交 换 的 儿 In f'l •• 加清楚地 

k m  r 这 。这些估件叔作今卞 11 j] 7 II m 3  H 
表的各种安理会义件巾 I6。

2 3 9 .有 关 各 方 11月中旬在日内瓦举行的谈判 

讨论了非军事区概念。尽 管 如 1979年 11月 2 0 日的 

秘书长报告 I7指出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前线国家 

(2接受了这一概念， fR.南非并没有对它作出积极反 

应，虽 然 1979 /f. 11 /] 28 H安理会紧急要求南非尽 

快作Ml反应 i8.

2 4 0 . 实 Ri上 ，今 天 我 们 收 到 了 南 非 1979年 

1 2 月 5 日对这些建议作出的答复 l^ = 但是和以往 

一样，这种答复包括一些先决条件，比勒陀利亚 

正在谋求将这些先决条件强加于人以胆按联合国 

计划的实施。

241. 这再次证明了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顽固立场 

及其对国际社会采取的一贯蔑视的态度。

2 4 2 .最后，埃及代表团要对联合国纳米比亚理 

事 会 的 [:作表示赞扬，埃及作为该理ÿ 会的一名成员 

而處到n 奈，并对它在保罗，卢萨卡先生的指导下为 

公 ÏÏ:.解决这个问题所作的努力表示赞扬，卢萨卡先生 

的旺盛精力和广泛经验是大家都知进的。在这方面， 

我国代表® 想重中，埃及将继续向英雄的纳米比亚人 

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提供一切可能 

的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直到他们实现自决、独立和 

自由。

2 4 3 .薛 姆 伊 先 生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我们 

再次开会审议纳米比亜问题，这是今天联合国和国际 

社会必须正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我们无须 

在此详述该问题的由来及南非和联合国为和平解决这 

个问题举行各种谈判的前后过程。我们都知道，南非 

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已于 1966年结束。从此，联

合国一直对纳米比亚负直接责任。南非不再享有管理 

读领上的法律权利。 们必须 rfif临的I f实赴，陶非 iH 
力阁通过權行操纵选举，来预先决SÈ：纳米比 >11̂:的 liï 
途。这种选举既不公m , 也不 r i i h ,纳米比# :人民I#: 
…*合法代表W南 ;11:洲人K t l识小'会参加。 Ü.然，収 

H 不 会 参 这 种 速 f f K 决议的 fi•劝。

2 4 4 .解 決 纳 米 比 独 >y.的H 题 Ü 紧iù Ifil 'Uk-⑦ tT( 
的。近 <1:.来， r 多 次 附 论 和 深 入 的 淡

以便ffg在 联 的 t-；t，ÿ 卜v M M i公 ir.ifin'i ifi的选爛的 

基础上，努力解决纳米比亚W题。人们已经按照安理 

会 第 385 (1 9 7 6 )号决议进行了努力，这是朝着解决 

纳米比亚危机的方向迈出的积极的一步。秘书长关于 

实施这项决议的建议得到了安理会第435 (1978) 号 

决议的认可。如果这项建议被实施，纳米比丽本可以 

获得独立，和平本可以在该领上实现的。如果不赴南 

非采取顽固立场，联合国过渡W■期援助团目前就会进 

驻纳米比亚了。

2 4 5 .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僵局的原因是，南非柜 

绝接受秘书长的报告，并柜绝在实施该报告方面进行 

合作。南非再一次和近年来所做的一样，在纳米比亚 

问题上继续坚持顾固立场并公然反抗联合国。使我们 

困惑不解的是，南非想将其在它称作特恩哈尔民主联 

盟中的代理人安插在纳米比亜，以此使国际社会接受 

一种既成事实。南非在纳米比亚建立了非法的国民议 

会，并疯狂企图强行实施所谓的纳米比亚问题的内部 

解决办法，它成信地扩充迫害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成员 

的政策，它不断地骚扰、逮捕并折磨他们。 rtl于两南 

非洲人民组织不断反对南非采取的种种伎俩，南非当 

局逮捕了几十名该组织领导人，企图在该组织队伍中 

造成混乱和恐慌。

246. 通常与南非进行合作的五个西方国家近年 

来帯头进行了一些外交活动，其重要性在于，这些国 

家已直接参与该问题。联合国一再要求这些国家不要 

继续采取与南非合作并支持它的政策6 我们从这一倡 

议中看到了实现希望的充分理由。我们现在必须实施 

秘书长的报告，那些带头拟订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人 

们必须首先对该计划的实施负责。这些国家必须承担 

这一艰巨任务并劝说南非在实施秘书长报告方面进行



合作，如果南非不这样做，它们必须与国际社会其他 

成员一道雄责比勒陀利亚政权，并迫使它尊重联合国 

有关纳米比亜问题的决议。

2 4 7 . 我国立场如下。

248. 第一，南非必须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 

领，并撤出该领土，以便纳米比æ 人民能够在统一的 

纳米比亚自由行使其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趙政治解决纳米比3E问题的某础。

2 4 9 . 览二，必须报据安理会第 385 (1976) 号 

决议，在联合国的主持和控制F, 在包括沃尔维斯湾 

在内的政治实体纳米比亚举行自由选举。

2 5 0 . 第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亜人民 

唯一的真正代表。我们将支持该组织代表的纳米比亚 

人民所接受的任何解决办法。没有他们的参加，不可 

能做出有关纳米比亜前途的决定。

2 5 1 . 第四，在该领土完全独立并行使其自决权 

利之前，联合国对纳米比亚问题负有直接责任。我们 

不承认南非政府举行的任何选举，因为它们是非法

的。

2 5 2 . 最后，我想对联合闺纳米比亚.理会和秘 

书长为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所作的努力表示赞  

扬。我要重巾阿拉伯联合首长国的下述立场，即我们 

将继续向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 

织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援助，直到他们 

的斗争赢得最后胜利，宵到纳米比亚在各国之中恢复 

J tn  ih独立国家的地位。

253. 克 萊 斯 蒂 尔 先 生 池 利 ）Î 人 会览 

33 /  182(  ̂ y，決议Yt'l/ 1979^ .力 广 援 纳 米 比 人 K M  

Iii<勺:.，这作做灰明 , 化会深 f,'f, 个尔将对纳米比 

# :人i.、:： /!■, m  fî- iiii过 渡 计 划 础 1 :遂步实现独立和 f i決 

U- ff決 件 的 :it製激义。 I»地利好Î終 •命 fsi关T- 
：é 过淡W他•纳米比收向独立和平过渡的计划。良地利 

政府认为, 仔何稳定而持久的政治解决必须岛极为广 

f m , 必须有 V 读问题有关的所有方 léf的参加。

2 5 4 . 最初由五个西方国家提出，随后被安理 

会第 435 (Î9 7 8) 号决议认可的计划符合这些其本要

求，因为它规定举行受国际监督的民主选举。奧地利 

仍然认为，联合国的过渡计划是联合国履行对该领土 

的特殊责任并将权力真正和平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的 

最有希望的，也许是唯一的途径。

255. 我们已多次因那些同南非政府举行的谈判 

陷入僵局而表示过我们的失望和深切关注。南非并不 

充分理解使纳米比亚在国标公认下在民主原则的基础 

上向独立和平过渡所具有的长通好处，而是在过去一 

年中制造了一些吼碍实施联合闺计划的新的因素。它 

进一齿采取 ly».方面行动， Èf先在纳米比 >1!̂ :举 行 r 选 

举，从而强行设立了制宪议会，并为联合閣计划的实 

施进一步设置了障碍。南非的军事存在已经增强，同 

时，拘留和监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成员的行径进一步 

升级。南非对前线国家甚至采取了更具有侵略性和过 

干专橫的政策。

2 5 6 .奧地利政府认为，南非政府采取的这些步 

骤表明，它错误地估计了政治形势，这可能会造成严 

重和深远的后果。这种做法不可能导致实现该地区的 

稳定或在南部非洲造成一种和平及互利的共处的气 

氛。相反，这必然会在率事斗争中引起进一步的流血 

和暴力，当然还会使那些被剥夺肖决和独立权力如此 

之久的人更加不耐烦。南非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它 

不能推卸它对在纳米比亚的行动所须承担的责任。

2 5 7 .根据这个前题，奥地利欢迎昨天才得到的 

消息，即南非政府最終接受了关于在纳米比北部  

边界两侧建立非军事K 的计划，最近它在H内1： Hî前 

线国家和两南非洲人民组织代表举行的会议上就该计 

划达成了协议。找们希望南非提Ml的需嬰进一步僚清 

的 l’nj题 能 够 立 即 到 解 决 ，件能迅速儿始实施这项拖 

延过久的计划。

2 5 8 .作这力 Ifiû我们想Pf次赞扬并感谢 /{个两 

/ ；'陶家、秘书长及rt特别代表为灾施这•计划而进行 

的 [|<̂.持不懒的努力，并赞场和感11^1^^非洲人民社1织 

及那些殺宵接有关的非洲闺家本着合作4；-理解的精神 

参加了这一努力。还要特别感谢联合HI纳米比亜理衷 

会，它在卢萨卡大使婉熟而英明的指导下，胜任愉快 

并全心全意地代表了纳米比亚人民。 1979年 5 月 M 
H至 15 H , 爽地利高兴地接恃了嘛麦隨联合共和HI



驻典地利大使奥约诺率领的联合闻纳米比液理卞会代 

表团。这次访问为详细讨论目前的状况、该领土今后 

的前景以及准各采取的适当行动提供了机会。

259. R 前的辩论莊一个极好的机会，可能会再 

次使 I甸非I人识到，只 有 根 据 这 项 长 期 以 来 把 闽 会

•起的原则采取闻|54<公 1 人的解決办法， 能使 

纳 米 比 题 得 到 解 决 。

2 6 0 .克 拉 克 先 生 （尼 II利瓶）：这场有关纳米 

比、IHl’nj题 的 辩 论 处 许 部 |卜:洲?lUvi li义和种族 M义的 

全部历史处于关键的时刻举行的。纳米比亚，津巴布 

韦和南非的政治动乱已具有很大力量和势头，因此， 

如有的话，也只是个别几个人才看不清历史的方向。 

自由解放的潮流正不可抗拒地滚滚向前，任何人都阻 

捨不了，这是天意。这一潮流有可能会拖延，但它必 

然会达到終点。

2 6 1 .比勒陀利液TH密切注意女工陛F政府与爱 

岡阵线R 前在伦教兰开斯特大®就律巴而书的政治前 

途 l'nj题供行的会谈。比勒陀利液希望这个不能统治津 

巴布书、不能赢得解放战争或得到国承认的非法的 

史密斯 - 穆佐雷瓦政府能够在这些会谈后依然存在， 

使它有借口实施自己的内部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非法 

计划。事实是，尽管有人仍有可能暗中偷偷进行背信 

弃义活动，但女王陛下政府已承担起对自己和津巴布 

韦民族主义者所要承担的责任。管理国和爱国阵线在 

伦敦刚达成的协议能否取得成功，要看一切有关方面 

是否具有诚意。世界将十分密切地关注该决议的各项 

条款和条件如何认真地实施。我们只能祝愿一切方面 

都万事顺利。我们大家都想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 

津CL布书。

262. m如 1979 II /J 20 liiiyW -：的 《纽约 

时报》所报道的，南非威胁说要进行武装千涉或罪恶 

的颠覆活动，来破坏伦敦会谈的结果，关于这一点， 

我想筒要发出下述警告。 自由的津巴布韦并不孤立。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特有的绝望心理和自杀倾向，注定 

会使其采取上述鲁葬的冒险主义行动，从而使它的灭 

亡比它认为的还要快。

2 6 3 .大约在两周前，代表世界所有政治或地理 

区域的几个代表团在极为感人的有关南非政府种族隔

离政策的辩论巾最 ;a 提M rr约 n 项决议。辩论和决 

议的思路是一致的。它们都毫无例外地脆责种族隔 

离，都想立即消除它，都盤求采取几体行动迎接种族 

隔與的挑战，沖 ti都将比勒陀利# :种族+:义政权比作 

丧尔斯，拉 姆 编 的 故 ，lf…的那辟 .化剧人物，这 *̂ 5̂人 

不知如何和/!:哪 1 | | . « r 他fni'iLin:的 

快了.。

2 6 4 .遗憾的处，没H '多久，这个北惨|«|家发小 

的， ft  便 Ijl：明 了 我们 Ai，M-的 C. 1979 II j I 15 11,
对 彼 得 马 里 灰 堡 12人的 |̂|'判结束。一位名叫詹姆 

斯 ，曼奇的自由战士被有意判处死刑，其 他 13名要 

坐 13至 18年的牢，这违背了 1949年 8 月 1 2 日的日 

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22和联合国各顶决议。甚至按南 

非的标准，上述审判也是独一无二的，刑罚也是不同 

寻常的，指明这一点也许是重要的。被告不服罪，而 

反对他们的所请证人则不敢公开大声作证，而且市判 

也没有采取遗当的法律殺)t:。

2 6 5 .如果人们了解这些 îîf实，并 知 进 她 斯 • 
曼寄是因所请政治罪，而不楚因任何有企图的 I某杀或 

涉及谋杀的犯罪而被判处死刑的话，这也许会唤起并 

促使世界舆论从仅仅表示道义上对实転由种族隅离政 

策造就的穷凶极恶的怪物的义愤到更加深刻，更加严 

肃地认识它。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甚至在南非， 

都没有过类似的这种判决或先例。问题是，该种族主 

义政权可能正采取一种新的政策方针，即有计划地消 

灭所有的思想领导人，而不论他们是否犯有任何罪 

行。

266. 我不想不适当地利用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 

辩论来详细闹述南非发牛的，件。人们ÆÎ、想抓住南部 

非洲的一切政治，态发银之间的有机联系并更多地谈 

论库i非种族主义政权可悲的缺陷。何嚴，，我完全 I人 
为，彼得马里茨堡 12人的命运是对人类良心和联合 

国原则的极大侮辱，因此，我这次想通过你，主鹿先 

生，再次呼吁所有会员国、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 

所有善良的人们进行韓旋，以便将詹姆斯，曼奇从南 

非的绞架上解救下来，并使他的其他同事不再遭受丧 

心病狂的残酷虐待。

2 6 7 .大约三年前，安理会五个西方国家凭借它



们的影响及同南非的友好关系，开始制订一项挽回面 

子的方案，让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按照安理会第 385 

(1976) 号决议放弃对纳米比亜的非法占领。在随后 

的事态发展中，有人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独立的非 

洲国家， 特别是前线国家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使其 

与五个西方闺家合作以便纳米比亚能和平地向独立过 

渡。在该领上派驻了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R1, 停火将 

会实现， 自由公正的选举将在联合国的主持K举行。 

到 1978年 12月，一个自由的纳米比亚将会进入非统 

组织和联合国的行列。

2 6 8 .上述方案唤起的极大希望首先在于，我们 

对五个西方国家的诚实和善意的信任。其次是， 我们 

几乎不能相信象南非这样一个其本身的存亡就极大地 

依赖于五个西方国家并被大国视为泥足巨人的国家， 

竟然胆敢无视五个西方国家并柜绝接受安理会第435 

(1978) 号决议。但是究竟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南非 

种族主义政权对五个西方国家发出的庄严警告嗤之以 

鼻，于 今 年 1 2月公然对抗安理会，在该领土上举行 

了非法选举。

2 6 9 .随后发生的种种，件使我们足以推定， 非 

法选举Æ 南非骗人计划巾的一个组成部分， R 的在于 

晚定并加强这种能将纳米比亚牢卞控制在声名狼藉的 

特恩哈尔民1:，肢盟手巾的内部解决办法，以此剥夺西 

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权力。对比勒陀利亚关于将从公开 

选举中产生的所请制宪议会改为国民议会的决定谁还 

能进行别的合理解释呢？关于把合法权力交给这个把 

代表纳米比亜政治和社会生活主流的西南非洲人民组 

制徘除在外的没有代表性的议会的决së'ff/ri'ü •种什 

么逻树 iViiï

2 7 0 .这呼 IWÜ的 :r '衫iyV Y，.的《 •, Kfll:想

化納來I t Ü Ë 、'/：1‘1 uL的他《政府， 以确 fitt它继续剝

人的矿物资源，沖作纳米比亚长期推行种族隔 

趣卯论。W此，陶非将制迪一种既成ÿ 汰 4；'联合M对 

抗。 |1|于它不想i t该领上获得m ti独立，因此，它对 

抗联 fv W 的时间越长 ， 那些卖闽賊生存的机会就越 

fl::。 m . : , 尽 管 】％6 年 j有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仔统治 

□ /无条件終 I h ,但 它 仍 认 为 己造个殖民圃家，不承 

I人収合iü对纳米比亚所享有的权力。南非不想让联合

国在该领土存在。这种态度与它傲慢地无视联合国的 

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2 7 1 .因此， 自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续会最后一 

次会议以来，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拖延乎法，愚塞地 ®求燈清显然 

十分清楚的问题，妄想使这一W题 继 续 约 半 . 个  

月以前，在秘书长的建议F , 在 H内冗同时举行了商 

级疆商，以审议最近制订的肢合国有关沿着纳米比亚 

与安舟拉和赞比丽的边界建立非军事区的计划。这一 

主张造要对付南非反对安理会建议的解决办法的。有 

六个非洲国家、五个西方国家、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 

南非代表参加的碰商还是毫无结果。所有的前线国家 

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均接受了非军事区概念。非洲国 

家甚至表示他们揉受有关为非军事区作出切合实転的 

安全安排的工作文件的总纲要。但是南非和以前一 

样，仍然是个十足的恶棍。

2 7 2 .昨天，就在本辩论的前夕，南非政府寄来 

答复，表示有条件地接受非本事区慨念。南非外交部 

长 1979年 12 n  5 H的信件巾有一-段文字如 K:

" … … 如果除了别的以外在对卜 ' iM几点进行 

进一步的讨论巾达成一效意见的南非政府可  

以接受建à 非军4FK的主张：

" 1 . 在非军率区内保留的南非基地数0 ;

" 2 . 就关闭基地时—— 即在选举经证明为合 

法、有 效 7 天之后—— 解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人 

员的武装问题作出可以接受的安排；

以按受的 IÏ分 比 的 联 M H 渡III期极助m .

"4.

陶非3^，!!：'^1^之间就实际安徘达成协议，

" 5 . 确 I人使1978年.4 /] 25 H南非接受的有关 

解决办法的建议（S /  12 636 )依 然 变 ；

" 6 . 确 I人有关解决办法的建议巾没有规定 

的关子让两南非洲人民组织在西南非/ 纳米比亚 

境内建立基地的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再提 

出来。



2 7 3 .必须忆及，在焦急地期待南非对 1979年 

11 n  12 H 至 16 H在 H内瓦举行的碟商作Ml答复数 

}1之A1-, ]'■ 1979尔 11 ；1 20 H的秘书长有关•执行关- 
于纳米比亚 . fnJ题 的 安 理 会 第 435 ( 1 9 7 8 )和 4Î9 
( 1 9 7 8 )号 决 议 的 补 充 报 告 提 iii給了安理会。就该 

报 告 第 10和 12段的意义及其对南非拖延策略的揭露 

而T ^ ,这 两 段 的 。第n o 段指川：

"疆商猪束时， 前线闻家接受了  It;卞摩区慨 

念 和 I:作文件的广泛纲要。 洲人K 组织也 

接 受 r 这 •概念。这在明，如 接 受 1H 
军 $ 区概念，就能够详细讨论技术性的问题。"

2 7 4 .第 12段指出-
"我会立即通知安理会南非政府对接受非军 

事区概念作出的反应。"

2 7 5 .为响应非洲国家小组的紧急要求，B向应今年 

7 月在蒙罗维亚举行的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的决议〔见 

A /  3 4 /  5 5 2 ,附件一，C M / Res.720 iX X X IID 〕以及 

今年 9 月在哈瓦那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 

最后宣言〔见乂/ ■?¥/ 5 4 2 ,附件，第一节， 第 (5/至 ZÎ 

段〕，安理会一直在就秘书长的报告进行非正式碟商， 

以便决定何时召开会议来按照联合闻宪章第七章审议南 

非顾0 非法 i>î领 纳 米 比 液 的 题 。南非意识到了这一 

点，并从安理会主席上周要求其作出紧急答复的没  

言25中感到了威胁， 因此进一步采取了同祥愚塞而有 

害的花招。

276. 南非是杏企图胆捷安理会履行实施其第 

385(1976)、 431(1978), 432(1978), 435(1978)和 

439(1978)号决议的责任？这是否也是它为阻止大会 

按其第三十三届会议续会的第 2145 ( X X I ) 号、第 

2248 ( S - V ) 号和第 3 3 /2 0 6 号决议来审议纳米比亚 

危险局势而采取的又一可耻伎俩呢？或者说， 它是否 

进一步企图遗过破坏旨在公正持久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的努力， 来拖延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呢？

2 7 7 .我还想到hî南非政府昨天的悄作有关的另 

一些问题。 0P使人们在证据不足前假定这封信可信的 

活，也仍然希望进一步弄清南非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特 

别看法。南非如何看待它目前在纳米比亚所发摔的作

用及在该领上的存在？这是一个殖民闻家 或 - ，个《I 
有 托 骨 责 仔 的 赞 理 所 挥 的 作 用 呢 ，还 处 ，个 II: 
法《与领该领上的侵 ,̂|‘者；&挥的作用呢？ ® 非址 ffï'认 

到了它对该领上的 -爱任统治LI P 1966尔终 ih? E 个 

两方闻家是否C1提醒陶非注想它在该领 I:处 [:强盗的 

地位？它们逊杏1*?诉过南Ü，:， III于他们公然无视联 

m, ft，:不接受 /i.个两力'闽家 'ii坪的 iMj停人作川，riuii： 
人脱 'I', j有非及K•朋 灰 们 AT«T挽救地破 ix;収 rnui 

机构， if•对 I I前闲扰我们时代的速法 'fi•力和公然Aj视 

1Ü1U 义务的f H☆起了椎波助m 的作川?

278. BIJ使对这些l'nj题的答复能使我们满意，人们 

仍有可能要问，谁将与南非进行进一步的忖论？仍旧是 

五个西方国家呢，还是秘书长，或是联合国纳米比亜理 

事会？是否会预先为这些会谈制订时间表？讨论将持续 

多久？有没有规定最后期限？讨论何时开始？讨论的内 

容是否纯碎只限于技术细节？鉴干南非毫无道理地自命 

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守护天使或圣诞老人，讨论可能会产 

生什么结果呢？

279. 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不抱嘲弄态  

度，也只会抱怀疑态度。南非的信件可以进一步证 

明，南非采取了拖延策略，它企图冻结联合国解决计 

划的实施，井PIL烧安理会对它继续坚持顽固立场的可 

恶政策所采取的决定性行动。该信件还可以进一步1止 

明，南非目前推行的政策旨在颠覆前线国家，特别嚴 

安哥拉和赞比亚，以实现其在南部非洲建立所谓星座 

国家的计划。

280. 正如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外交事务秘书彼 

得 ，米斯希杭赫先生今天上午对大会〔第 9 1 次会 

议〕所讲的，在能够使该领土非法的行政长官随意拘 

押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的所请紧急权力的掩护 

下，正在推广新的严酷法律。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支 

持者的挑钟性地逮捕活动十分猎礙，因此已被联合 

国、非统组织、不结盟国家和国际社会绝大多数人确 

认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iF.在被迫选择进装，'I，争的近路。使人 ïïf也无法忍受的 

i t 南非及共西方盟友所采取的货信弃义的行为，它们 

有目的地在瑞士货币市场筹集了某种假的国际贷款。 

根据路透社昨天的报道：



" 西 南 非 洲 （纳米比亚）取出了第一批国际 

贷款。这是开普敦劳芬有限公司宜布的。该公司 

说，它与罗思柴尔德银行的子公司，苏黎世的 

(南非）克里芬公司谈判 1520万 瑞 士 法 郎 （合 

950万美元 ) 的贷款问题。发言人说，最近西南 

非洲 / 纳 米 比 行 政 长 官 格 里 特 ，维尔乔恩博 

在约翰内斯優签潔，的这笔贷敦111 m  g卜:a 保。"

2 8 1 .在纳米比亚.人民遭受了半个世纪的种族主 

义镇伍和剥削之后，尼 H利亚从结束本国人民痛苦的 

实际需要出发，对五个西方国家的倡议表示了支持。 

当时，我国政府信赖五个西方国家具有诚意。因此， 

我国代表H 希望，它们起码能够保证明确爐责南非目 

前热衷于编造的荒谬借口，并且还能在南非就纳米比 

亚问题坚持采取对抗和顽固行径时，保证要支持按联 

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一切措施，其中包括对比勒陀 

利亚政权进行的政治和经济制裁在内。

2 8 2 . 我刚才提到的关于南非当局最近在瑞士苏 

黎世举债一事强调说明，迫切需要执行关于纳米比亚 

人民对其白然资源享有永久 -4̂ 权的第一号法令。这种 

贷激无论用于什么意 ra和 H 的，都嚴非法的和无效 

的。本大会必须予以取消。

2 8 3 . 我想在发言的最后，谈以下两点，第一， 

我极大地赞扬在我们的赞比亚兄弟保罗， 萨卡大使 

婉熟领导下的联合国纳米比亜理事会所具有的勇气和 

所进行的坚持不懒的努力。赞比亚仍在为实现非洲的 

解放承担着过分的重担。第二，我想援引一位纳米比 

亚爱国者的宣言。这位爱国者因反对对他的国家的非 

汰 IIf 侧， 1968 .被 地判处  T 20 從 'W。他 

lût

" 找 ff 1 iè纳米，比 >11':人，小' Jii旧 II;人，收们现 

化 4' 承 ik 你ff 1 •?；4i 对afl' I ‘'X-fi.统沧，flJiJ订 湖 a  
fr 1发 , ï 权的法 fît以及将找们的W ‘衣据为 [1凝并对 

ÎÜ们 以 主 人 居 的 权 利 。我们一向认为南非嚴我 

们闺象的入侵者。"

这 位 爱 K 者 的 访 表 明 ，纳 米 比 丽 的 悲 剧 还 结

ili。 它 将 会 巾 获 得 胜 利 和 尊 产 的 纳 米 比 人 民 来  

结束。要么就 & 联合闺在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国 Ré 
年 结 束 后 ， 马 上 就 帮 助 纳 來 比 亚 人 结 束 上 述 悲

剧 ，以维护南部非洲和平与安全，要么就是南非 

被迫不光彩地撒出纳米比亚，并使联合国的信誉  

受到无可挽救的损害。

2 8 4 .沙 伊 霍 先 生 （巴林）：联合国自诞生以来 

一直十分重视纳米比亚各方面的棘乎问题。南非政府 

柜绝将神受它$ 仔统洽的纳米比液领k iv r •联介 ISI托 

管 之 K。比勒陀利《政府还柜不承 I人联合闽从 

盟 继 承 K来的管辖权。此外，它还推行了恶毒的种族 

隔离政策，并违背委任统治条敦，在该领土建立了班 

图斯坦。

285. 1960年，埃塞俄比亜和利比里亚政府向 

国际法院提交了有关纳米比亚前途的案例。但是， 

国 际 法 院 1966年的决定 2« 规定，埃塞俄比並和利 

比里亚不具有将此问题提交本法院的法律权限，这 

项决定破坏了人们对国际法的公正性所寄予的极大 

希望。

2 8 6 . 因此，大会几乎一致通过了结束南非对西 

南非洲的委任统治，并由联合国对它言接负责的第 

2145 ( X X I ) 号决议。

2 8 7 .在此， 门必须抽H1—点 I时间来谈及一个 

极其至关重要的问题。虽然自决原则没有栽入任何国 

际公约，但却是一项崇高的原则，它已经成为受尊重 

的国际惯例的一部分， 并被人们作为法律接受。人们 

经常援引国隙法院规约第3 8条 第 1 ( b ) 款就证实了 

这一点。甚至连国标律师都认为， 自决原则不仅是国 

陈惯例的一部分，而且是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 强 

制性法规 - - 之 - ，，因为这& 一项明确的，合輝的和 

人进的规则。W此，W 际 法 院 1%6 的决 * 使WIW;

会感到辉惊和 'C愤。

2 8 8 .此外，僻个 Ili:界 的 在 郁 ‘iO理会 

Æ îft' 284 (1970) '-J-決议 ，11 求 M U  法院就大会  m' 
2145 ( X X I ) 号决议提出咨饱意见。当时，国 法 院  

宣布了一项明确决定—— 1971年 6 il 21 F1提HI的咨 

询恋见。27它决定， 第一，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是 

非法的；第二，联合国各会员国有责任重1|1南非在纳 

米比亚的存在Æ非法的；第 - :，所有国家，无论Æ 否 

是联合国会员国，都有责任为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实现 

联合国的目标进行合作。



2 8 9 . 在我们讨论纳米比亚向题时，闻际社会还 

必须讨论纳米比亚人民的悲惨局面，不要只谈法律、 

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而S 记该闺人民每天进受的 

各种折磨和不公 ]H待遇。 1 9世纪和 2 0世纪期间，殖 

民者如潮水般涌入纳米比亚，他们的闻籍和语言各 

异， fR.在许多方 Iftf却有相似之处。那些在 1978年进 

U- \< <1̂•加人 i« 系 的 人 卯 呼 /I:. 1904 化)iMi，赫
來的人人体相M。 /i:. IW4 的 人 杀 ，|，， 90 % m 

赫 'it罗人W 被ilf, >11时他们的人数丛8 力'人。

2 9 0 .入位的殖民者继续屠杀纳米比》11̂.人K , 并 

掠夺他们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在委任统治初，属干白 

人 的 土 地 是 1150万公顷， 1922年底增加到 1630方 

公顷 , 1946年达到 2740万公顷。今天，比勒陀利亚 

政府力图将纳米比亚人民重新安置在因干旱而不道宜 

居住的地区。这种不人进的政策会导致类似班旧斯坦 

的情况。班旧斯坦占纳米比亚领上的 39%。因此， 

殖 K 者 拥 有 61 % 的纳米比Æ领 ± , 而 最 肥 沃 的  

上地。这种班旧斯坦政策，即所Ü 民族家园的政策使 

分割土地更加容易，并将纳米比亚人民限制在贫困地 

区，从而迫使他们为了生存而依赖白人种族主义者。 

这种状况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291. 难道现在不正是整个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帮 

助正在遺受不公正待遇的纳米比亚人民摆脱白人控制 

的时候吗？难道现在不正是代表文明和ê 由的世界采 

取行动的时候吗？今天，在人民遭受种族主义政权各 

种暴政的时候，提倡人权的自由世界在哪里呢？自由 

和尊重人权，这只能由一个民族享受吗？难道我们要 

无视其他民族的权利吗？

292. m |i/T̂ H：会几乎做到了  4U据 安 照 会 第 428 
( 1 9 7 8 )和 439 (1978) 号决议实施宪章第七章的规 

定。iR安理会还未实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显然，国

社会的疏忽只不过是鼓励了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全世 

界的呼吁所采取的对抗和蔑视态度。不实施宪章第七 

章规定，会使南非更容易获得核能力，这会给南部非 

洲带来危险，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令人感 

到担忧的是比勒陀利亚政府已子今年9 月 2 2 日爆炸 

了一个核装置。

293. 国际社会今天甚至比过去更有责任对南非

实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以便制 Ih它施行的越政及其 

对纳米比亚人民和邻国人民不断进行的侵略。现在还 

应该迫使比勒陀利亚政府进Vf 社会通过的公正和

人进的决议。

2 9 4 .秘书长的补充报告 " 指 Hi 了 |'| 1979尔 11 
J) 12 I l i n  6 I i 作联 rV M I ■： W K, H Y-作 11 lA) k： f r 
的 ; îr谈的ili新 进 况 。 II;洲 iVt/线 IK|‘衣， I叫iWII:洲人 

W組 和 尼 11利 代 乂 'Wl以 及 Ih和 化 代  

农W参加了 I:述会谈。 卜:这力' i f i i ,我想就 iÀ'报告M■提 

HI的两个重要W题袖明我们的观点。览 ，，报 ^̂ ‘‘第 9 

段表明，在上述会谈中，秘书长的代表实际上与不包 

括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内的纳米比亚组织的代表们进 

行了会晤。我国代表团不知道这是否符合大会在其第 

3 1 /1 4 6 号决议中表明的决定。这项决议规定，西南 

非洲人民组织& 纳米比亚人R 唯 一 的 真 代 表 。我们 

I人为，应当更加精确地網明 第 9 段，以便我们能够充 

分理解它的意义。

2 9 5 .我国代表团想提及的第二点是，西南非洲 

人民组织、联合国和前线国家已经表现出了灵活性并 

作出了让步。比勒陀利亚政府却没有作出相同的让  

步，它继续无视整个国际社会，从而迫使我们强调指 

出，必须对这个不人道的种族主义政府实行宪章第七 

章的规定。我们要在此重申，我们支持纳米比亚人民 

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对南 

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的正义斗争。

2 9 6 .最后，我要对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工作表示 

赞扬。 自 1967年建立以来，它一直为这一正义事业 

的成功不断进行努力。

2 9 7 .不 论 我 们 的 肤 色 的 、黑的、黄的，还 

是红的，历史都不会根据我们的肤色对我们作出评  

判。历史将根据我们的行动对我们作出评判。无论种 

族主义者采取的暴行和不公正行为多么强硬，都将最 

終消失。无论随道多么长，都能在尽头看到光明。

2 9 8 . 弗 拉 齐 努 先 生 （罗马尼亚）：很长时间以 

来，联合国和整个国転社会一直面临的一个最紧追问 

题是解决纳米比亜的悲惨局势。

299. 1966年，纳米比亚局势成为本组织直接



负责处理的问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很独特的问 

题，因此，多年来它一直是大会主要机构及特别会议 

广泛讨论的问题。在这些场合，根据纳米比亚人民的 

愿望和联合国对该领土所承担的义务，制订了公正解 

决纳米比亜问题所需的充分的政治和法律纲领。

300. 受托在纳米比领上获得独立前对其实行 

管理的大会机构联合HI纳米比亚理衷会，一直在执行 

它的任务并为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创造必要条件， 

该理事会进行的活动应当受到本讲坛的高度赞扬。

301. 今天，纳米比亚人民为获得自由、独立和 

统一国家的基本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得到了国际社会 

广泛的同情、声援和支持。人们普遍一致支持为废除 

南非在纳米比亚强行建立的非法占领政权并恢复国际 

正义所作出的努力。另一方面，国転社会对比勒陀利 

亚当局蛮横企图在种族分离和种族隅离基础上使最反 

动的占领政权和殖民统治在非洲大陆这一地区永久存 

在下去表示极大的关注。因此，无庸置疑的理由和坚 

实的基础现已确立，联合HI应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以 

消除维护上述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权以及种族主义 

者在南部非洲推行侵略政策给非洲大陆和全世界的和 

平 Nj安全所造成的威胁。

3 0 2 .鉴于这种政治局势，联合国已继续在多方 

面更进一步对在其民族解放运动—— 西南非洲人民组 

织一 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提供道义、政治 

和物质方面的支持。动员国标社会支持纳米比亚人民 

的斗争、为确保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安理会决议，特 

别 是 第 385 (1 9 7 6 )和 435 (1978) 号决议的执行而 

进 h'，的政的和外义怒Jj、对叫陶 Ih洲人 l'i组织常驻联

观 « 的 多)j ifiik m .纳 來 比 的 制 n‘ 
1'，久:施 、 /H /'■ fvjfx-{f I «I纳米比 # :机构范;旧内坊1川納

米比# 人W以及通过联 ffW 纳 來 比 金 '义:施的化他 

援助方 '3 ^ ,这些都Æ找们组织在对纳米比€域行职责 

111提供的支持的几个a 要例 I止。联合国纳米比® 理本 

会 :̂ ^席，赞 比 常 驻 联 合闻 代 表 保罗 ，卢萨卡大使向 

大 会 提 义 的 尔 度 报 吿 给 予 殖 民 地 国  

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要员会关于纳米比亚 

fnj题 的 年 度 报 告 〔乂/ 3#/ 25/ R e v . l ,第九卞〕以 

及秘书长关于为执行上述安理会决议而采取的行动的

报告都很重要，因为这些报告表明了国际社会促进独 

立的纳米比亚事业的决心和为此作出的一贯努力。

3 0 3 .同时，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 

比亚民族解放斗争以及整个南部非洲的斗争 in获得更 

加强大的势头，井进一步促进了殖民牛义S  残仓的 

必然灭 f :和 人 巾 独 立 磁 望 的 胜 利 实 现 。

304. 上述東态发歴为采取更加果断的行动和加 

紧实现纳米比亜独立，提供了大量的有利依据。

3 0 5 .我们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迫切需要国 

内和国际上各种进步的、民主的和反帝势力集中力量 

永远结束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统治，结束在纳米 

比亚和整个南部非洲实行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政 

策及做法，并确保该地区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3 0 6 .为此目的，所有会员国应当更加有效地支 

持纳米比亚人民为反对镇压性的，残忍的占领政权不 

惜做出重大牺牲而进行的艰苦的解放斗争。我们相 

信，这样做会对旨在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的普遍努力 

做出新的重大贡献。这tr先需要消除某于武力控制和 

千涉的做法和政策以及消除各种形 ï'：；的种族歧视和种 

族隔离，并确保每个民族享有 1̂ 1巾決定^|[1命运井处 

理自己自然资源的权利。

3 0 7 .众所周知，罗马尼亚在军事上声援纳米比 

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并声援非洲各国为 

实现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并掌握自己国家的财富和资 

源以用干促进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基本愿望而进 

行的努力。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最近 

召开的罗马尼亚共产觉代表大会上有力地重了我闺  

对 外 政 饿 这 件 -见的術《*方1)1‘。他YC称：

" '-h liL 'Ik 和 U  尼 .IH Jl;. 党 lift 决 行 积 极  

广援为 'A•取过 n III独 i'/ykfô的权利和为消除各种 

形 ï»；；的殖民书义及新殖民主义统治而斗争的人K  
的政策。据此，罗马尼亚人民充分支持纳米比亚 

和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运动为实现全面的民族独立 

而进行的斗争，并表明不断声援非洲人民反对种 

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

3 0 8 .今 年 11 j ] 底，齐爽客斯库总统Hi西南非 

洲人民组织4=.席萨姆，努乔马;会晤期间，再次重申了



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对纳米比亚人民的TH义斗争及其民 

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提供的军事声援和长網 

的多方面的支持。当时强调了一切纳米比亚民族、爱 

圃和进步力M：闭 结 一 政 建 设 rti独立的纳米比取的重 

性，会淡，I，还强旧了利 ifltii括 淡 判 和 武 装 件 . 内  

的 - * 切政治和外交没以实现纳来比液和|詞部非洲31: 

他人K fi  ih、m 义和进步魁望的® 尖:性。

3 0 9 .在确定本届会议期间将要商定的在加速 

实现纳米比液独立的措施时，我们应当tr先从仍然妨 

碍联合国努力履行共职责和执行其有关纳米比亚问题 

决议的卞要障碍入手。我们应坚决清除这些附烧纳米 

比亚人民行使其决和独立权利的障碍。实 上 ，这 

些努力受到了同样一些反动势力的反对，这些反动势 

力热衷于通过殖民压迫和统治、种族隔离和种族分离 

的产睡措施继续剥削和掠存纳米比亚 .的财赏和资源， 

并促进它们在非洲大陆这一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战略 

利益。

3 1 0 .尽管南非实际上参加了旨在遵照安理会第 

435 ( 1 9 7 8 )号决议实施有关给予纳米比亚人民独立 

计划的谈判，但它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包括军事措施 

在内的措施， 目的在于巩固它在纳米比亚的占领政 

权，并促进它认为将能导致实现一种新殖民类型的单 

方面解决办法以及使该领土获得假独立的事态发展。

3 1 1 .南非在谈判中显然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 

同时它还继续对纳米比亚爱国者以及被联合国确认为 

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的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洲 

人民组织采取暴力和镇压措施。这类措施包括进一步 

大批逮捕两南非洲人民组织成员，并采取r?在破坏纳 

米比亚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行动。南非不顾人们最 

近为就实施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达成协议作出的努 

力，正在继续来取拖延策略。南非政府对关干恢复有 

关纳米比亚前途的谈判和在纳米比亚这界建立一个非 

军事区的倡议所持的模梭两可的立场，以及它为破环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纳米比亚和国上的地位而施展 

的伎俩，都证实了它的这种态度。

3 1 2 .受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纳米比亚人民民 

族解放斗争领导人雄责和拒绝并受到联合国及各大陆 

进步力量 lit责的这种行径，造无视国転社会的要求和

本组织的责任，公然企旧附 Ih纳米比亚人民实现n iti 
和民族独立的合法腐望。

3 1 3 .在纳米比亚的南非非法政权采取 Ï 挑肿行 

动，企 旧 使 小 ■坑 的 招 側 ，进

部非洲的紧张W势，并 洲 人 ‘贴和全世界铺设位险 

的紧张Al)势的温成和挑起冲‘％。

3 1 4 .我们前儿次Li经强闕过，大会仅仅 fn |i它 

对南非非法领纳米比亚所持的政治和法律立场，Ü- 

不 能 够 改 变 这 种 在 闽 舞 fî  I : 具有深远影响的， M 
的。这次， 门也想重…，必须‘按照究章规定，采取 

强有力的行动， 以取消这一非法的占领政权， 井消除 

想要强行在纳米比® 建立一个违货纳米比亚人民利益 

及联合国决议所规定纲领的政权的任何企旧。

3 1 5 .在解决这个 fnj题的现阶段， 门认为， 所 

有会员闺，特别避那些与南非保持关系， 从而对维持 

南非在纳米比亚的殖民及占领统治负有直接或间接责 

任的国家，应当对本组织作出的努力予以切实有效的 

合作。

316. 我们同样认为， 各种努力的这种相互关系 

应当包括大会和安理会采取的槽施之间的更加紧密的 

联系，以便能够立即实现纳米比亚人民在统一的纳米 

比亚获得自决、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愿望。

317. 罗马尼亚积极支持联合国为履行对纳米比 

亚人民及其领土所负的责任，消除殖民主义及新殖民 

主义的最后残余并实施共有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独立的决议所进行的种种努力。我国在联合围、联合 

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及其他机拘中坚决支持纳米比 

亚人民争职民族解放的正义本业及赞成执行包括安理 

会决议在内的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联合国决议的各种 

行动。在这方面，我们赞扬并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库尔 

特 ，冗 尔 德 海 姆 先 生 为 制 订 确 保 安 理 会 第 435 
(1 9 7 8 )号决议实施的措施而进行的努力。

3 1 8 .我们认为，纳米比亚人民及西南非洲人民组 

织完全有权接受联合国根据这一为消除在纳米比亚的占 

领政权及建立民族、主权、独立和统一的纳米比亚国家 

的斗争中所达到的阶段而提供的任何必要的援助。

3 1 9 .我国代表闭Üft决相信， 为履行共对纳米比



亚领土及纳米比亚人所负的独特责任，大会不会在本 

辩论的最后，只重中积极声援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 

尽管这是必不可少的。我国代表团认为，必要的是必 

须规定新的行动方针，使有可能清除仍然附捷执行联 

合国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的障碍，并恢复国际法 

律，从而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决定 

自己独立的前途。

3 2 0 .西 堀 先 生 （日本）： 1978年 4 月，大会第 

九届特别会议就纳米比亚问题进行了讨论， 29 ffiî且安 

理会五个西方理事国宣布的解决建议使人们对等待已 

久的纳米比亚独立最終将会实现产生了希望。但到去 

年 1 2月，当我们继续在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上进行 

讨论时，南非柜不执行秘书长拟订的并得到安理会第 

435 ( 1978) 号决议认可的有关解决建议的实施计  

划，从而使这一希望破灭了。干是，今 年 5 /1 , 我们 

在大会第三十三雇续会上再次审议了这个问题，希望 

设法摆脱南非这次拒绝秘书长1979年 2 月 2 6 日的报 

告 所 造 成 的 僵 局 。这项报告载有秘书长关于如何解 

决某些与解决建议有关的悬而未决问题的办法及实施 

计划的看法。目前，我们再次聚集在大会会议厅里讨 

论同一向题。

3 2 1 .大会通过了第 2145 ( X X I )号决议，终止 

了南非对当时称作西南非洲所实行的委任统治。联合 

国随即对纳米比亚负起了直接责任。因此，整个国际 

社会都承担了帮助纳米比亚人民赢得独立的任务。在 

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让纳米比亚人民失望。

3 2 2 .我国代表团强定不移地坚持下述立场，0IJ 

应当立即以和平手段结束南非在纳米比æ 的非法存 

在。因此，我们坚决支持五个西方国家在根据一致遗 

过的安理会第 385 (1976) 号决议拟订解决建议时提 

H1的倡议，我国代表闭无条作支持实施方案及安理会 

第 435 ( 1 9 7 8 )号决议认可的秘书长的解释性没言。 

我们还支持他为实施解决建议编写的连续报告。

3 2 3 .尽管国际社会进行了各种努力，南非仍继 

续柜绝秘书长拟订的实施计划，尽管它在一年半前曾 

接受了五个西方国家的解决建议。

324. 自今年 8 月向安理会提交第一项报告31以 

来，秘书长不得不发表一系列报告，以便澄清南非连

续提出的一些问题。但是，他的努力似乎一直无效， 

南非仍不接受这项计划。而另一有关方面，即西南非 

洲人民组织则表现了灵活态度，接受了秘书长提出的 

一切安排。我们闻^^社会对长期进行这种碰商和僚清 

已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因为我们认为这会加速谈判的 

进程。

3 2 5 .今 年 7 月，摆脱谈判进程中出现的僵局似 

乎已有可能。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已故总统安东尼 

奥 • 阿戈什蒂纽，内图先生向秘书长提交关于建立并 

由联合国监督非军事区计划后，解决建议有了相当光 

明的前景。

3 2 6 .内图先生在提出他的计划后不久，便不幸 

过卑与世长辞了，人们将永远记住他做的这一贡献 

及他为实现和平和各国人民及国家间的理解所做出的 

其他重要贡献。 H本人民和政府就这位伟大的深受爱 

慕的政治家的逝世，向安哥拉人民和政府表示诚擎的 

吊唁。

3 2 7 .内图先生的建议EL被仔细研究过，并载人 

秘书长和五个西方国家拟订的工作文件中，而且分没 

给南非政府、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前线国家。秘书长 

根据这项建议，邀请有关各方举行礎商，以便提出建 

立非军事区的办法。我国代表团认为， 11月 1 2 日至 

1 6 日在日内瓦举行这些碰商是向前迈出的一个重要 

步骤。 1 1月 20 H , 秘书长发表了有关实施安理会第 

435 ( 1 9 7 8 )和 439 ( 1 9 7 8 )号决议的补充报告，他 

在报告中还表明，在 H内瓦举行的礎商结束时，前线 

国家接受了非军東区慨念和 :i :作文件的广泛纲要，而 

且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也接受了非军事区慨念。前线国 

家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始终愿意与这些国际努力进行 

诚意的合作，这使我国代表闭再次受到极大鼓舞，我 

们对此表示高度的赞扬。

3 2 8 .拖延数周后，昨天南非終干吿诉了秘书长 

它对非军事区建议的反应。我国代表闭对南非接受非 

军事区慨念表示欢迎，但感到遗憾的是，它再次以在 

进一步讨论时要就若千项目达成协议来作为接受非军 

事概念的条件。我国代表团诚恳希望，在秘书长主持 

下重新进行的这些疆商能导致就实标部署联合国过渡 

时期援助团的详细安排达成最后协议。我们呼吁南非



政府诚心诚意地与^国际社会作 ,Hi的一致努力进行合 

作，同《̂卞记，这7&在 闻 社会的承认并赞同K, 以 

和平方式实现纳米比M独立的少有的机会。

3 2 9 . 我国政府一贯认为，应当按照安理会第 

385 ( 1 9 7 6 )和 435 (1978) 号决议的规定解决纳米 

比亚问题。 日本再次重申，它随时准备积极参加联合 

国为协助纳米比亚向独立和平过渡作出的努力，并予 

以合作。

3 3 0 .为努力尽早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整个国15a 
社会必须首先充分而坚决地支持为实现谈判解决作出 

的一切努力。我们一定不应采取任何妨碍这种努力的 

行动。第二，我们必须继续一致地对南非施加压力并 

将我们与该国的关系保持在最低限度。第三，我们必 

须始終支持纳米比亚.人民。

331. H本CL 4'上述努力进行协作，禁 Ih其国民 

或在它管辖 K的法人实体对该领上进行投资。因此， 

没有一个 t i本国民参与管理纳米比亜的任何企业，也 

没有一个日本国民或企业在纳米比亚享有采矿权。此 

外，我们完全了解， 日本没有进口，也不曾进口过纳 

米比亜的袖。

332. 在谋求帮助纳米比亜人民为实现独立作准 

备的过程中， 日本向联合国纳米比亜基金、纳米比亚 

机构信托基金及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培训方案提供 

了自愿捐款。在今后数年中，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增加 

找们的捐款。

3 3 3 .实15̂ 上，在纳米比亚向和平过渡的每一关 

键时刻都受到南非政府的叩 .烧。仍5&, n 前，秘书长 

的实施计划得到了一切有关方 lÊi及整个闺际社会的支 

持。我们如何才能迅速履行我们的职责，这在目前取 

决于南非的态度。南非必须与国际社会作出的一致努 

力进行合作。

3 3 4 .我国代表团重申，它希望有关各方举行的 

新的一轮谈判，将能导致通过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自 

由公正的选举，实现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我国代表 

闭还重申，它愿意充分参加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 

活动，并期望与纳米比亚人民进行合作，来努力建设 

他们的国家。

335. 我们在协助纳米比亚尽早实现独立方面面 

临‘的任务决不Æ轻而易举的。何是，我扣信，在我们 

|>!̂ 决̂而一效的努力K , 这一受到长期珍视的R fe在最 

近的将来就会实现。

3 3 6 .哈米杜 拉 ，汗 先 生 （孟加拉国）： 由干南 

非继续采取对抗和顽固不化的态度，在解决纳米比亚 

问题方面实际上陷于停顿。孟加拉国政府对此表示极 

大的关注。

337. 13年前，本大会就认为， 由它直接对纳 

米比亜负责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此，联合国各会员 

国作出庄严承诺，不仅要支援纳米比亚人民并掉卫他 

们的利益，还要确保他们享有根据宪章向他们提供的 

那些基本权利。这一承诺 同在 1966年作出时一样， 

迄今仍然有效，并具有约束力。

3 3 8 .我闺代表闭 I人为，在声援纳米比取人民国 

际年之 fe, 们不仅要在口买上，还要在行动巾逐步 

实现我们共同作出的承诺，这是必不可少的。

3 3 9 .今天，我们不仅需要重申，我们完全支持 

纳米比亚人民，而且还要比以往更加有力地表明，我 

们坚定不移地决心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以结束纳米比 

亚的苦难和流血，并确保实现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愿 

望，总之，确保取消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存在并使 

该领土人民能够通过在联合国的监察和监督下举行的 

民主选举，在将成为一个充分统一的政治实体纳米比 

液 地 行 使 其 自 决 、 f î+1和民族独立的不可剥夺的 

权利。

3 4 0 . 巾 于 安 理 会 遗 过 了 第 366 ( 1974)、 385 

(1 9 7 6 )和 431 ( 1 9 7 8 )号决议以及秘书长提M1 了关 

于向独立过渡的后续实施计划，联合国关于通过谈判 

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计划的制订过程，突出表明 

了，国昧社会面对南非的坚决抵抗、耍赖和公然耍弄 

两面派手法，表现了坚持不辦和忍让克制的精神。

3 4 1 .要很快达到实现解决的阶段是有可能的， 

这要靠下述几种并行力量。我要提及的是西南非洲人 

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爱国者的顽强、勇气和毅 

力，这一切将会促进他们坚持不解进行的解放斗争， 

并迫使比勒陀利亚接受安理会第 385 (1976) 号决



议；还有前线国家持续不断提供的支持和表现Hi的政 

治家的风度；安理会 fi:个两方闺家发挥的重要作用， 

安理会1A责紛小两南 h洲人K 组织和腐非在灾施计划 

主要内容方® 产生的明显难以克服的意见分歧；安理 

会理事国采取的灵活和建设性态度以及国际社会所有 

成员进行的始終如一的合作；最后是秘书长及其特别 

代表愿意承担新的责任并进行更加艰巨的任务。

3 4 2 .今天，为早日实现解决而进行的努力已处 

于危急的绝境，这一事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 

地表明，一方面，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作出了前所未有 

的让步，另一方西南非洲的种族主义政权故意采取了 

欺诈和对抗行径。

343. 联合国在发展它自己的计划方面所取得的 

进展，甚干暂时撤销它做出的一项最基本的决定，即 

取消南非对纳米比W的秀任统治。因此两南非洲人民 

组织被迫接受了  K述建议，即在过渡时期，维护法治 

的主要责任仍然由南非1?察部队承担，同时rh南非指 

定的行政长官继续在纳米比亜行使全部权力。沃尔维 

斯湾的命运被轻易摘置起来。南非企图进一步破坏联 

合国计划的规定，使之适合它自己长期享有的特权。 

采取威吓和舞弊手段，让投票人进行单方面登记，这 

必然会导致举行所谓的内部选举，并随后产生伪国民 

议会。

3 4 4 .同时，在妥协的压力下，西南非洲人民组 

织最終接受了实施计划的各方面内容，而南非则不断 

提出问题和反对意见，这显然是故意妨碍议案通过。 

它对选举时间安排、停火方式、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 

R1的规模、组成和作用以及特别代表本身的作用提出 

了反对意见。S 近，秘书长为了排除南非对两南非洲 

人民组织武装力M:的存在提出的重大反对意见，提出 

了关于在纳米比亚和安哥拉及在納米比亚和赞比亚边 

界两侧建立非军事区的侶议，甚至连这项倡议都遗到 

了南非极为顽强的抵制。

3 4 5 .尽管关干到今年 3 月就能及早解决问题的 

预测似乎是积极的，但不久就会真相大白，即南非的 

目标完全不同 , 实际上根本不同。南非公然吞并领土 

的企图失败后，显然打算通过强行建立一个愧偏政 

权，来直接或间接地全面控制该领土，以此避免遭到

这种失败。但是南非的主要目标，始終是采取一切可 

能的手段，其巾包括破坏纳米比亚的领上完整在内， 

来排除沖否定两旧非洲人K 组织对納米比亚人民的末 

来所发挥的作用。它甚至越过国际边界进行武装入 

侵，削弱并颠覆前线国家政府，以便胆按它们对解放 

斗争提供的坚持不《的支持。

3 4 6 .同时，暴力和镇压在该领土仍然十分普遍。 

种族隔离的残酷无情有增无减。遗过任意大规模逮捕、 

拷问、拘押和监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官员和支持者而 

进行的骚扰、悄吓和征服仍在不断升级。根据班團斯坦 

化政策阐明的种族方针有计划地分裂该领土，是上述政 

策的必然延续。许多纳米比IE人被隔离，象牲畜一样被 

成群结队地赶进了实际上的集中菅。另外一些纳米比亚 

人则丧失了自己的耕地、牲畜和财产，在荒凉偏远的村 

落过着一贫如洗的牛.活。还有一些流离失所货井离乡的 

纳米比亚人在邻国受到地 Ifif攻 £•和空中轰炸，叫处逃 

命，备受困扰， 至遭到杀害。

3 4 7 .勿庸置疑，南非政府在纳米比亚，实际上 

是在整个南部非洲推行的政策，&对和平与安全的严  

重威胁，对国标和平与安全具有深远影响。根据这一 

情况，关于南非爆炸了一枚核装置的报告，表明了南 

非具有能造成不可估量后果的危险潜力。

3 4 8 .南非似乎认为，只要能随时得到西方盟国 

的支持，它就能继续不受惩罚地推行国际对時的政 

策。这种情况迪成的压力使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南 

非破坏一切旨在通过国际谈判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的 

顽固行径必须受到储责。本大会必须立即柜绝南非妄 

想在纳米比 1̂ .强制实行第方 lÈi的和$实上的解决办法 

的一切企阁。孟加拉闻代表闭很清楚，道义上的 liï力 

和政治上的劝说所产生的影响Æ不够的。如果南非对 

五个西方国家提M i的并得到安理会认可的关于淡判解 

决 Ih)题的国要求继续作出消极反应，那么，这种对 

抗行径必须被视为是对国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而且 

必定会导致人们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它采 

取制裁措施。联合国，或至少是南非的西方支持者对 

纳米比亚负有特殊责任，因此它们别无其他选择，只 

能实施对南非采取一致行动的政策，直到南非种族主 

义政权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允许该领上通



过在联合国的监察和监督F举 行 的 rti公 in的选举向 

独立过渡。

3 4 9 . 同时， HI际 社 会 必 须 继 续 向 南 非 非 法  

占领该领上的行径作斗争的纳米比艰人民提供一 

切政治和物应 上的支持。它必须实施纳米比亚理 

本会提出的并得 5|/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补充的广 

泛 倡 议 ，其巾包括声援纳米比 3R人民国际年:&起 

的活动方案。联合国不能放弃它的责任，如果它 

背弃对纳米比亚人民所负的责任，就会严重破坏 

它自己的权威和信誉。

3 5 0 .就孟加拉国而言，它重 t | i ,它将在道义、 

政治和物质上全面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彻底而切 

实地解放纳米比亚所进行的正义斗争。归根结底，要 

由该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来决定采取和平的或 

是暴力的途径。

3 5 1 .努 赛 贝 赫 先 生 （约 t u : 长期以来，叩白 

1946年以来，纳米比 ^ .问题作为d 勒斯坦问题一直 

栽于大会的议程中，这个向题是违犯法律、 R 空一切 

和柜不妥协的典 ? 例。尽管大会最近，BIM978年 

1 2月 21 ti发表了题为"南非拒绝遵行联合国关于纳 

米比 3E的决议 " 的 第 33 /  182B号决议，但联合国仍 

认为它没有能力克服或解决这个问题。南非种族主义 

政 权 不 尊 重 大 会 的 无 数 决 议 和 安 理 会 的 第 385 
( 1 9 7 6 )和 439 ( 1 9 7 8 )号决议，它的所作所为似乎 

表明，联合国和国除法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如果存 

在，也是不相干的，因为它们妨碍了它实现肆无忌、， 

剥削该领土及其资源和人民的狂妄目的。

3 5 2 .尽管联合国对纳米比亚负有神圣职责——  

这一职责纳米比丽理事会壞行，我们高度赞扬它所 

作出的努力一 - 何南非种族卞义政权仍公然蔑视安理 

会，干 1978年 I2 ；! 4 R至 8 H违犯法律，单方 lÈi举 

行了假选举。不言而瑜，这些选举及可能rti此产生的 

一切结果是无效。选举的唯一目的Æ要妨碍纳米比亚 

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 

实现纳米比亚的真正独立。

353. 南非的这种对抗行径突出地说明了一个最基 

本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联合国必须努力尽快解决，而不 

能拖延，即使这需要修改宪章使联合国成为解决问题的

有 效 【:具，而不楚象某些人聊以自慰或洋洋得意地表明 

的那祥，成为对危急W题放仔流的必要场所。

3 5 4 .这些实标情况是不容置疑的。联合国对纳米 

比亚.及其被11迫人民负有神圣责斤，它从ÏL不复存在的 

国标联盟那里继承了 1920年rtl南非实行的委任统治。

355. 大会始終反对南非对两南非洲施行狂妄而 

残酷的计划。由于 2 0年的劝说毫无成效，使大会感 

到绝望并在国际法院裁决的促动下，大 会 于 1966年 

取消了南非的委任统治，这一行动随即得到国法院 

和安理会本身的认可。 1967年举行的大会第五届特 

别会议成立了联合国西南非洲—— 又称纳米比亚——  
理 事 会 V务 2248 (S- F ) 号决议〕，以便确立联合国 

在那里的权威。

356. 不用列举一长串要求一直在对邻近非洲主 

权国家发动袭 * 的南非部队撒出纳米比亜的决议清

只须重中安理会第 385 ( 1976) 号决议就足够 

了。这项决议栽有一切有关的联合国决议，它随责南 

非继续非法领纳米比亚， i遗责它残酷镇flî斗争中的 

纳米比液人民，并诚责它力图遗过推行建立班旧斯坦 

家园的冠星堂皇和迷惑人心的政策并进行各会员国都 

了如指掌的其他活动，来破坏纳米比亚的国家统一和 

领土完整。但是，这项决议或以前的许多决议使纳米 

比亚更接近自由了吗？这些决议是否已使南非改变了 

与全世界对立的立场了呢？他们都没有做到。

3 5 7 .这只表明，人们对根据宪章规定履行其庄 

产承担的义务的联合国执法机构正遂渐失去信任。当 

我将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加以提及时，我注意到，许 

多会员国一直在寻找途径向斗争中的纳米比亚被 ffi迫 

人民提供援助，而我们大家对此表示极大的赞赏。我 

国代表171还注意到，联合国作为一个机构，一宵在努 

力对情况进行 iT.常的监督、研究、报道和宣传。我要 

提 及 的 人 们 的 最終政治意腐Æ 使南非这样顽固的 

国家—— 不言而喻，还有以色列—— 能对联合国的命 

令和决议作出响应，而只有联合国的最高机构才能实 

现这一意愿。

3 5 8 .正如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国协会 1977-1978 
年 版 题 为 《第 3 2次联合国大会审议的向题》 中所客 

观而适当地论述的那样：



" 在纳米比亚存在着重大的利害关系，这是 

一个矿产丰宫的领上，盛产铜、铅、梓、袖，其 

中最多的嚴钻石，每年产量为 100多万克拉。德 

比尔斯统一矿业有限公司和美国控制的楚梅布公 

司的矿物生产共占 90% 。大部分利润一般是以 

股东的股息和税款形式向南非输出。非洲人要求 

将这笔收人的自留额或至少将其中相当大的部分 

在纳米比亚进行分配，以提高黑人多数的生活水 

平。"

359. 在平等和冗义的范础 上 提 要 求 嚴 否 过  

分? 在这种以人类A rti为代价来实现少数人贪楚欲望 

的义易中，纳米比亜居民竟然仍处于被奴役的境地， 

这难道不该加以强烈爐责吗？如果在合法的贸易中必 

须进行易货贸易，那么为什么不同纳米比亚的真正公 

民和合法政府进行交易，而与一个非法的占领政权进

，行交易呢？该政权公开实行种族隔离，并将它这一套 

推广到纳米比亚。应当认为，独立的纳米比亚仍将由 

于具有这些宝贵的矿产而会继续获得技术知识、资本 

支出和世界范围的市场销售设备。

3 6 0 .在竭尽一切可能的劝说手段，包括实施严 

厉而明确的安理会决议后，我们在联合国只能有两种 

选择。第一种较为温和的选择嚴实施安理会的决定， 

W开始执行宪章第七章分等概括和阐明的惩罚性措 

施，以防 Ih和制 Ih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遗成的威胁。第 

二种选择嚴安理会不采取有效措施，这不仅预示着联 

合国的权威会进一步削弱，而且必然会纵容受侵害各 

方加强其对南非进行的武装斗争，从而会引起一场无 

休无止，规模巨大的种族战争。

3 6 1 .我们的非洲大陆同跑需要人们帮助他们， 

而且也应有人帮助他们通过教育使自己强大起来，并 

消灭或减轻贫困及消除 " 白人的包袖"数世纪来遭受的 

剥削和无视所遗留下来的差距。

362. 在这里所代表的世界认识到这一不可避免 

的事实井且不分肤色或种族，从一切人民的利益出

I发，采取某些措施防止它没生之前，维道他们及这些 

侵占者都必须经受血腺的考絵吗？可悲的 ; 非理，件 

4;'理性一样造人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们的神圣义 

务造务必使理性占胜非理性。

3 6 3 .约旦极为诚恳地希望理性能占上风，在这 

方 面 ， 它 希 望 安 理 会 最 终 能 根 据 它 自 己 的 第 385 

(1 9 7 6 )号决议实施一项令人接受的决议，以确保在 

联合国主持下举行自由选举。这种自由选举只有在南 

非军队撤出纳米比亚之后才能举行。

3 6 4 .无庸置疑，南非不遵守联合国决议及安理 

会决议的行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我们有 

责任迫使南非注意到联合国所代表的法治，以阻止威 

胁性的本态发展。

3 6 5 . 保管今天讨论的项 H S•纳米比亚问题有 

关， fR今天，叩 1979年 12 il 6 H , 记者约翰，F.伯 

恩 斯 在 《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 " 南非 将 50, 000名 

黑人迁出城镇的计划 " 的电讯不能不使我们霞惊。这 

是一个清洁的小城镇，有 50, 000黑人，他们世世代 

代居住在这里，该 城 镇 有 11所学校、7 座教堂、许 

多普通商店、一个社区中心和一个诊疗所。比勒陀利 

亚白人政府已规定，该城镇必须取消，其居民，即全 

体黑人必须迁移。

3 6 6 .这种》密残暴的行径，即使是一时犯下的孤 

立的罪行，也应当受到大会最强烈的i遣责。fH情况显然 

不造这样。据该rti讯报道，过 i ；i 2 5年来推行的一种政 

策，CL使大约200万人流离 失 所 ，到别处定居。这种 

政策给人类造成的后果及规模在西方趙罕见的。

3 6 7 .根据该政府种族主义政权的透露，在控制 

计划完成前，可能乂有 100万思人被 i l 走。驱遂黑人 

居民的理由是什么呢？显然是为了所谓的战略考虑因 

素，这正好使人联想到，过 去 3 0年中，以色列就趙 

以殖民者所谓的安全为理 [tl驱遂巴勒斯坦人的。 .

368. 两种情况的真正原因是使非法的侵略者能 

够将该土地据为己有，并将合法居民发配到没有水源 

或维持植物生长及放牧手段的贫，荒凉地区。这种骇 

人听闻的残酷行径和贪樊欲望使我们内心受到特别严 

重的创伤，因为我们的人民一直在遺受这种残酷的驱 

逐，我们确实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369. ÎÜPI代表 ffl强烈希望，我们的主席将代表 

大会发表声明，对南非即将采取的措施表示遗憾，并 

要求南非立叩取消这些措施。



3 7 0 .享 恩 先 生 （民主束浦寨）：民主束浦寨代 

表团参加了大会专门就纳米比亚问题举行的这次辩  

论。它想再次对英男的纳米比亚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 

动—— 两南非洲人民组织—— 重 1|1它坚定不移地声援 

他们为 fi 卞 f i己的命运并获得独立而进行的神圣 

斗争。同时，我们想对他们在这一长期闲苦的斗争巾 

所表现出的决心表示极大的赞赏和铁佩，在斗争巾， 

他们不仅为 f t Û 的崇高ÿ 业，而且为世界和平与正义 

的事业，以及人类尊严和整个非洲事业做Hi了许多牺 

牲。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他们与南部非洲其他 

人民共同反对共同的敌人，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 

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纳米比 ÏÏE人民知道，他们能够 

得到所有珍重和平、正义和独立的人民的声援。他们 

还知道，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进行的工作顺应并支 

持了他们面对比勒陀利亚殖民主义政权的大屠杀和法 

西斯镇压行径所进行的英勇斗争。联合国纳米比亚理 

事会的使命是根据大会赋予它的任务，保证将在国际 

一级代表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在纳米比亚独立前， 

该理事会将担任联合H 的决策机构和纳米比亚合法的 

管理当局 " 。I A /  3 4 /  24'}

3 7 1 .在这方 lÊ i ,我国代表闭对 1979年在大会 

第 3 3 /  182C号决议宣布的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国年 

的组织工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表示满意。我们想对联 

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及其主席保罗，卢萨卡先生表示 

衷心的祝贺。他们不顾所面临的困难，为圆满完成任 

务进行了不懷的努力。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坚决支 

持该理事会根据其任务所采取和提出的一切行动和倡 

议。我们尤其认为，迫切需要实施第 3 3 /  206号决 

议，大会在这项决议中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按 

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采取强制性措 

施。拖延实施这项决议，首先是安理会方面拖延贯彻 

大会决议的任何行动，只能过度地延长一个民族遗受 

的不可名状的W苦和磨难，它和全世界其他所有民族 

一样，也有权恢复其独立、 自由、领土完整和统一。 

我们认为，任何推读據塞只会纵容比勒陀利亚采取恶 

毒伎俩，继续维持它在纳米比庇的统治、剥削和好喪 

镇压。这些伎俩t î 先旨在破坏纳米比亜的统一、在假 

选举的幌T  K建立一个愧偶政府，并对包括赞比亚、 

博茨瓦纳和安哥拉在内的前线国家进行侵略。任何推

读描塞还将违背和平事业及国标安全。南非政权无视 

我们组织和国际社会的行径H益 威 胁 到 国 安 全 。 自 

从有消息说S 近比勒陀利爆炸了一枚核装置，这种 

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现实了。

3 7 2 .我国代表闭想重|||民主柬浦寨对纳来比亚 

问题所持的立场。

3 7 3 .第一，柬地寨始終: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 

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指导K , 为在统一的纳米比亚.实现 

彻底独立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3 7 4 .第二，我们爐责比勒陀利亜政府为使其在 

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和剥削永久化竭力在宪法和政治 

上采取的一切丑恶的伎俩。我们同祥雄责比勒陀利亚 

法西斯种族隔离政权对纳米比亚人民及西南非洲人民 

组织领导人进行的法西斯镇压。

3 7 5 .第三，我们渡责南非政权对前线国家进行 

的罪恶侵略，我们愿重申，我们继续尊重并声援这些 

国家。

3 7 6 .第四，民主束浦黎认为，安理会应当对南 

非政府实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因为这Æ迫使南非尊 

重我们组织有关决议的唯一手段。

3 7 7 .奥 比 安 格 ，恩 戈 莫 先 生 （赤道几内亚）：

联合国大会再次将纳米比亚问题列入第三十四届会议 

议程。我悲观地担心，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将会 

再次审理整个纳米比亚向题。这极大地破坏了国标社 

会进行的工作，而国标社会已多次利用它的最高组织 

联合国，通过秘书长的幹旋，承担其众所周知和令人 

赞赏的仲裁人作用，以便证明纳米比亚人民的存在及 

在其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掌握并决定自 

己历史命运的权利。

3 7 8 .我国代表闭极为关心的是，比勒陀利亚种 

族卞义少数人政权对有关的决议和决定旣没有作出任 

何反应，也没有给予丝毫的考處。这些决议和决定 

是：栽有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大会第 

1514 ( X V ) 号决议；大会在反映了纳米比亚人民在 

实 现 f i 决 前 必 须 ftl联 合 国 对 其 负 责 的 第 2145 
( X X I )和 2248 ( S - V ) 号决议中做出的决定；所有 

其他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大会和安理会决议； 1971



尔m IV?法院为响应安理会第 284 ( 1 9 7 0 )号决议发表 

的咨询意见； 1978年 7 i l  7 H 至 18 H在嘻土穆举行 

的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三十一届常会32做出的决定 

以 及 1978年 7 月 1 8 日至 2 2 日在略土穆举行的非统 

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十五届常会 " 的决定；今 

年 7 月在蒙罗维亚举行的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三十 

三 届 常 会 的 决 定 〔见 A /  3 4 /  5 5 2 ,附 件 一 ， 

C M / Res.720 iX X X I I I ) ') ,以 及今年 9 月在哈瓦那 

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决定〔见 

A /  3 4 /  5 4 2 ,附件第一节，第 6 1 至 7 3 段〕。

3 7 9 . 国院社会成员已多次强有力地雄责了纳米比 

亚继续遭受南非控制的情况。第 385 ( 1 9 7 6 )、 431

( 1 9 7 8 )、435(1978)和 439(1978)号决议也对此进行了 

随责。安理会根据这些决议，和大会一样有力地脆责 

了比勒陀利亚柜不遵联合国决议和决定的行径。

3 8 0 . 比勒陀利亜对这些决议不予理朦。它对国 

院社会采取了挑战和蔑视的态度。它在某些会员国的 

纵容下，声称有权建立一个实行镇压剥削和强硬手法 

的退化的 " 微型社会"，以便实现它自己的利益和野 

心，它毫不考虑这可能会给地区、大陆和国昧等方面 

造成严重的后果，也不念及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 

组织，不会放松它的决心和努力，以及世界决不会赞 

成这种预谋的不公正行为或注定要失败的行径。这种 

情况将会说明是否W•间就是历史。

3 8 1 . 暴力孕育Hi更多的暴力。建在纳米比æ 领 

上沃尔维斯湾并遂步扩大的南非军本其地，只会引起 

暴力，而辕力 ÎHÆ比勒陀利丽企旧破坏并永远消灭納 

米比液解放运动TT.义卞业的行径的特点。因此，比勒 

陀利亚对前线闺家，以及最近对安哥拉采取的报复行 

为—— 无论这些国家为进行合法白卫必须付出多大代 

价，也要男敢抵抗这种报复行为—— 决不可能促进采 

取一种易于在该地区创造和平稳定气氛的令人满意的 

解决办法。

3 8 2 . 今天上午，大会听取了彼得，米斯希杭赫 

同志的发言〔第 9 1次会议〕，他介绍了我们的纳米比 

亜兄弟所处的惶惶不可終日的惊恐处境。有关酷刑、 

大规模屠杀、拘押、集中菅、毒杀牲畜、烧毁庄稼和 

污染饮用水的报道使这间屋子里的每个人都义愤填

廣。在现代，这些办法均无助于实现令人满意的和平 

解决办法，甚至不利于比勒陀利亚的利益。

3 8 3 .种族主义政权施展的伎俩，会导致他们采 

取同样的办法，其目的是混清世界舆论。比勒陀利亚 

和索尔兹伯里一样，通过按布尔人方式举行的所谓  

" 选举 " ，促进建立了一个新殖民主义的政权，而且声 

称通过这一步骤，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已达到了最后 

阶段，然而却没有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西南非 

洲人民组织的参加。这正与索尔兹伯里的情况一样， 

是世界和本大会必须正视的义一荒度的行径。

3 8 4 .两个来；] 以前，我国，赤道几内亚极为遗 

憾和愤怒地收到了有关南非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的消 

息。因此，# 洲大陆TH在变成一个戏剧舞台，而核武 

器将成为舞台上的免色，南非将成为核武器的制迭 

商。这祥，比勒陀利亚就能实现毁灭他人的S 的。它 

宁愿要剥削，而不是开发，宁愿用武力，而不是理 

智，宁愿要种族主义，而不是平等对待，宁愿硕抗， 

而不是合作。它已经选择了消极做法，而不是对话， 

它让它自己的利益战胜了诚意，因此它与和平是背道 

而驰的。多年来，尽管国际社会和秘书长进行了轉 

旋，但纳米比亚局势依然如故，同时，由干核武器的 

爆炸，非洲开始遭受苦难。

3 8 5 .本着这种精神，我国代表闭希望，无论本大 

会可能通过什么决议或决定，它都将同时采取积极的 

联合行动，使南非得以恢复理赞。我们知道，这不可 

能在一天、一个J]或一年内办到，在& 坏的僧•况 K, 
也许两年都办不到，fn.至少我们应当作些尝试。

386. 我们腐在此向那些在纳米比亚设有公司的 

会员国重巾，它们应当遵循大会第 32 / 9 G 号决议。 

我们还想向它们重|||, 它们必须优先考虑永恒价债的 

保存者人类的利益，并将人类置于物质商品之上。

3 8 7 .应当严格地最后实行石油禁运、经济制裁 

和武器禁运。整个国际社会都应支持纳米比亚合法的 

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联合国应能加强对収合 

国纳米比亚理ÿ 会的支持，以便它能尽快促进纳米比 

亚人民实现非殖民化。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应能确实充 

分参加誇在加强纳米比亚独立的一切淡判、表决和行 

动。



388. 本大会应当遗责比勒陀利亚政权为建立一 

个旨在保证继续剥削纳米比亚人民资源的新殖民主义 

布尔人政权而强行举行的选举。应当使南非所有占领 

黎无条件撒出纳米比亚领土，并承认沃尔维斯湾与纳 

米比亚其金领土的不可分割性。

3 8 9 .大会第-:十四届会议必须认识到它对人类 

历A 所负的责任。并 ya只到问题的产重性，排除派性 

表现和一切感情用事的做法与自私S 利的想法以及其 

他各种好心勃勃的表现。它必须以我们组织一惯特有 

的坚决而果断的方式重申纳米比亚的伟大、它的存 

在、它的特性以及它合法的自决权利。

3 9 0 . 最后，我国及其政府相信并希望，联合 

国，特别是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能找到保证纳米比 

亚人民掌握它自己命运的适当的办法，以便他们不再 

仅仅是历史的旁观者了。

下 午 5 时 7 0 分散会。

' 见 《大会Æ式记录，第 十 A 屈会议，第 2 3号补 

编》，第十一章，附件，附录

1见 《安全理，会正式 Id嚴，第二:十一年， m 6 -尔 1 

月、2 月和 3 月份补编》，文仲S /  11967。

3 塞舌尔代表团事后通知秘书处，希望在记录中写上它 

对该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

4 象牙海岸和也门代表团事后通知秘书处，希望在记录 

中写上，它们对该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

5 见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年， 1971年 1 

月、 2 月 和 3 月份补编》，文 件 S /  10090 /Add,2 , 第 8 

段。

'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以色列国之间的和平条约， 1979 

年 3 月 2 6日在华盛顿签署。

7 在戴维菅商定的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1978年 9 

月 1 7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关于签U  -项块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 

平条约的纲要。

8 多米尼加共和国事后通知秘书处，希望在记录中写 

上，它对该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

9 象牙海和也门代表 W1Ï后速知秘15处，希•望在 IdÆ 

中写上，它们对该決议草案投了赞成票。

见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年， 1978年 4 

月、5 月和 6 月份补编》，文件S /  12636。

" 见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年， 1979年 1 

月、2 月和 3 月份补编》，文件S / 13120。

" 同上。

I3 见 《安 全 抓 卞 会 式 iLUli,第 ^̂ 十二.年， 1978尔 10 

月、 11 和 12月份补编》，文件 S /  12945。

I*•见 《安 全 事 会 式 第 一 :十一: 第 2103次 

会议，第 2 辛 71段和第2104次会议，第 6 至 7 段。

" 《大 会 £ 式 11151',第 十 九 屈 会 议 ，补 编 第 24A 

号》，第 84段。该法令已在《纳米比亚官方公报第1号》中 

发表。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4 ,̂ 1979年 10 

月、 n 月 和 1 2月份补编》，文 件 S/1361U  S /  13612, 

S /  13614, S /  13619, S/  13620 和 S /  1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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