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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报告

一.导言

1 .裁军谈判会议在1 9 8 5年3月29日第3 04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下列 

决定：

裁军谈判会议按照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是页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12 0段，为履行作为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职责，决定设立议程项目5题为“防止 

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特设委员会。

会议要求特设委员会在履行该职责时，作为本阶段第一步，通过实质性的全面 

审议，审查与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有关的问题。

特设委员会将考虑现有的一切协议和提案以及未来的倡议，并于其1 9 8 5年 

会议结束之前向裁军谈判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

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2 .裁军谈判会议在1985年6月20日第3 1 4次全体会议上任命萨德• 

阿法拉尔吉大使（埃及）为特设委员会主席。联合国裁军事务部的艾达-吕萨•莱 

雯女士任委员会秘书。

3. 特设委员会自1985年6月24日至198 5年8月26日举行了 2 0次 

会认

4. 裁军谈判会议应其请求，决定邀请下列非会议成员国的代表参加特设委员 

会的会议：奥地利、丹麦、芬兰、希腊、爱尔兰、新西兰、挪威和西班牙。

5. 特设委员会于1 9 8 5年会议期间收到提交裁军谈判会议有关该议程项目 

的下列文件：

GE.85-6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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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基本立场； 

关于设立议程项目5题为“防止外层空间 

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决定；

CD/606 1 9 8 5年7月2日加拿大常驻代表的信， 

转送本会议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 

题的裁军谈判会议逐字记录和工作文件两 

卷简编；

CD/607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一址社会主 

义国家的工作文件（亦作CD^DS/^P 3 

印发）；

CD/611 1 9 8 5年7月9日苏联代表致裁军谈判 

会议主席的信，转达1 9 8 5年7月6日 

发表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M- 
戈尔巴乔夫先生给有关科学家联合会的复 

函全文；

c“618 加拿大提出的“有关军备控制和外层空间 

国际法综述"（亦作CD/0S/O. 6印发\

CD/637 “适用于或直接、间接涉及外层空间的主 

要国际协定"，由联合王国提出的工作文 

件（同时以civ/os/WM 7印发）-

C"39 1985年8月21日苏维挨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 

转达关于苏联提出的“和平探索外层空间 

在非军事化情况下进行国际合作的基本方 

针和原则”的提案文件案文。

此外，委员会还收到下列工作文件:

czyos/o. 1 裁军谈判会议有关议程项目5 “防止外层 

空间军备竞褰”的文件清单；

CD/0S/V7P. 2 联合国秘书长转致裁军谈判会议关于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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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5的大会决议清单；

CI^/OS/WPB 3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一些社会主义国 

家的工作文件(亦作CD/607印发)；
CD/OS/WP 4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防止外层空间军 

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Cd/OS/WP 5 1 9 8 5年工作安排；

CD/OS/^P 6 加拿大提出的“有关军备控制和外层空间 

国际法综述"(亦作CD/618印发)：

ci^os/wp 7 "适用于或直接、间接涉及外层空间的主 

要国际协定"，由联合王国提出的工作文 

件(同时以CD/637印发)

CD/OS/wP 8 瑞典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提案；

CD/OS/WP. 9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从特设委员会对列入其 

工作计划的问题的审议得出的结论。

三.1 9 8 5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6. 特设委员会初步交换意见之后在第6次会议上通过了 1 9 8 5年会谖的工 

作计划(CD/OS/^P 5 ),包含以下几点：

(a) 审议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

(b) 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现有协议；

(c) 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提案和未来倡议。

为平等处理这些问题，委员会进一步决定就每一议题各召开三次会议。

7. 根据工作计划，各代表团就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8. 一些代表团强调，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因此，探索和利用外 

层空间应完全用于和平目的以促进各国科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述有些代表团 

指出，外层空间至今是无核武器区，但是主要用于反弹道和反卫星战的“积极'‘空 

间系统出现的威胁日益増长、它们认为，这类事态发展构成了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 

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紧迫危险。所有上述代表团均对已经开始的将外层空 

间广泛用于军事目的表示关切。它们指出，尽管目前环绕轨道的大多数空间物体不 

当作武器或武器发射台使用，却起着军事作用并且成为地球上的武器系统和有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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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核武器的战略理论的组成部分。

9. 一些代.表团强调指出，新的太空武器系统的发展，将以牺牲有关外层空间、 

军备限制协定和整个裁军进程的现有立法为代价，导致军备竞赛横向和纵向的加速； 

一方面，扩大两个主要空间強国同它们盟国之间军事上现存的不对称，另一方面也 

扩大了不结盟国家同中立国家间军事上的不对称；并将导致新的武器技术引进与两 

个主要空间强国都不直接有关的地区，从而进一步破坏它们的安全。

10. 一些代表团还对以下情况提出了批评：空间大国利用侦察和监视卫星监测 

一些国家在哉略上极重要的情报，而这种情报是这些国家无法控制或取得的。此外， 

委员会还注意到这一事实，即有把卫星用于支持反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行动计划的 

事例。根据这种看法，对大多数国家的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这种形势并没有反映出 

1 9 6 7年《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夭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 

约》序言所指出的，承认全人类在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进展中的共同利 

益。

11.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代表团完全同意诙种看法，即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继 

承的财产，因此，外空的探索和利用应完全用于和平目的，从而促进各国科学、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它们注意到至今外层空间一直是一个无武器区域而且必须采取紧 

急措施以便防止军备竞赛向外空扩展。

12. 这些代表团还强调人们对于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威胁日益感到关切 。 

它们认为，这一威胁来自被称为“战略防御倡议”的计划，它并不象人们所说的是 

一项研究计划，而其目的在于研制并在太空部署一类新型武器一一进攻性太空武器。

13. 这些代表团详尽阐述了外空军备竞赛在它们看来将会产生的政治、军事、 

经济和其他不良后果。这些后果包括：使战略形势不稳定；增加爆发核战争的危险, 

在各方面加速军备竞赛和增加核武库；破坏现行条约及军备限制和裁减的前景并加 

剧军事紧张局势；非生产性开支庞大；破坏和平利用外空并为和平利用外空进行国 

际合作制造障碍。

14. 其他一些代表团同意这种看法，即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因此，外 

空的探索和利用应完全用于和平目的，从而促进各国科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他 

们也同许多国家一样对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议题表示真诚的关心。然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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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注意到目前外层空间实际上并不是无武器区域。他们强调，特设委员会的第一项 

任务是澄清围绕着现有外空法律制度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模糊之处，即哪些是准许的， 

哪些是禁止的，可能存在哪些灰区，哪些空白需要注意。它们指出，对“和平目的" 

或“军事化''这类基本术语的含义没有一致的解释。人们注意到，太空中的许多活 

动，尽管具有军事性质，却起着各种作用，有助于稳定和监督裁军协定的执行情况。 

在这方面，这些代表团提到卫星的保护问题并指出，关于现有法律制度已经提供的 

保护，这种保护是否需要加强，如果需要，应明确什么范围存在意见分歧。它们 

认为，委员会必须就允许什么、禁止什么取得共同理解，以便能够对有关防止外层 

空间军备竞赛新增措施的提案进行审议。

15. 关于是否存在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威胁问题，一个代表团指出，它认为外 

层空间应当仅用于和平目的，为此目的它正在进行双边谈判。它愿意在特设委员会 

以同双边谈判一致并相互补充的方式讨论有关外层空间的问题。它强调，战略防御 

计划只是一项研究计划，符合它本国承担的所有国际义务，其中包括现有的条约。 

它指出，有一个国家现在在这个领域拥有作战能力，而且多年来一直在进行战略防 

御的先进技术研究

16. 一个代表团答复说它本国一直没有进行战略防御的先进技术研究。

17. 一些代表团强调说，围绕现有法定制度的模糊之处只有在制定新协议的过 

程中才能得到解决或澄清，因为除了现有条约缔约国外，谁都无权解释这些法律文 

书。这些代表团认为，就国际社会而言，缔约国本身对国际文书中措词提出疑义使 

这些文书处于危险境地。因此，这些代表团强调提及现有法律文书模糊不清不会有 

什么意义，而且如果传到谈判机构以外，甚至反而转移人们对进一步达成防止外空 

军备竞赛的一项或几项协议的注意力。在这方面，它们表示有必要进行初步的工作， 

在谈判范围内澄清围绕着外层空间武器化的模糊之处和空间武器的“技术状况"0 
特别是，有必要就“和平目的”、“军事化”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类基本术 

语的含义达成协议，因为武器技术方面的最新发展混淆了空间大国之间过去接受的 

关于这些术语的解释。

18. 所有代表团欢迎就太空武器和核武器进行双边谈判的开始，并且承认其重 

要性。同时，它们强调了用多边办法处理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的重要性



CD/641
Page 6

和必要性。 ,

19. 许多代表团认为，谈判双方应时刻铭记，不仅它们的国家利益而且世界各 

国人民的重大利益都在危险之中，因此，在不妨碍谈判进展的情况下，应及时将它 

们的谈判进展情况通知大会及裁军谈判会议。这些代表团还认为，双边谈判决不会 

减少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开展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多边谈判的迫切必要性 。

20. 至于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现有协定，不论是多边的还是双边的，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代表团强调，现在早已存在一个对外层空间各种武器和军事活 

动施加某些限制的国际法律制度。但是，它们认为，所有这些协定不足以有效地阻 

止军备竞赛扩展到空间，因为留有某些渠道，例如在外层空间研制和部署没有磷定 

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武器或武器系统，或部署某些准备用于针对空间物体或用于 

从太空针对地面物体的武器系统。所以，它们断定，担切需要采取具体措施，防止 

这类事态的发展，因它们将承担危险地破坏稳定的后果。

21. 一些代表团答复说，早已存在大量可适用于空间活动的习惯法和条约法。 

遵守这些法律便可保证外层空间将只能用于和平目的。

22. 关于适用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人们强调，正如1 9 6 7年《外层空间 

条约》阐明的，应当根据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进行外层空间的探索和 

利用活动。在这方面，一些代表团注意到《联合国宪章》第二条(4)关于不使用武力 

的条款与此相关。

23. 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些条款构成外层空间法律制度的中心内容。它们注意到, 

禁止使用武力属于《宪章》第五十一条，它承认在受到武装攻击时进行单独或集体 

自卫的固有权利。它们表示，《宪章》第二条⑷已经提供了对空间物体的保护，因 

此在审议是否有必要采取其他措施保护卫星反对使用时应将这一点考虑在内 。

24. 其他代表团一方面承认《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不使用武力的一般原则的重 

要性，但是指出，正如一些具体涉及外层空间的国际协定的缔结，特别是1 9 67 
年的《外层空间条约》所表明的，这并没有排除外层空间的军事化。还指出，第二 

条⑷并不禁止进攻性太空武器的研制、试验和部署。而且，关于《宪章》第五十一 

条，它们重申这一条不能被援引来证明从外层空间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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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审议现有协定时，各代表团讨论了一些多边和双边文书，特别是《禁止 

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1 96 3年）、《关于各国探 

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夭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1 9 6 7年）、《关 

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1 9 7 5年）、《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 

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1977年）、《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夭体 

上活动的协定》（1 9 7 9年）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 

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1 9 7 2年）。在这方面，还提到第CD/0S/V7P. 6 
号和7号文件。

26. 相当大的注意力集中在1 9 6 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并且普遍强调了 

该条约的重要意义。同时，各代表团表明，该《条约》含有使它们作出不同解释的 

措辞。此外，一些代表团认为，由于《条约》的有限范围，因此不足以防止外层空 

间的军备竞赛。它们指出，尽管该条约和《月球条约》都规定月球和其他夭体及其 

轨道和飞向月球或天体的轨道的彻底非军事化，但是就环绕地球的轨道而言，它只 

禁止在那里放置任何载有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种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也不以 

任何其他方式在外层空间设置这种武器。因此，在他们看来，有这样的可能性，即 

有些人会认为《条约》为军事利用外空留下了选择的余地。然而，根据这些代表团 

的判断，这是与《条约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因其序言规定外层空间应该用于和平目 

的。有两个代表团认为，适用于外层空间的军备控制制度远比地面上的军备控制制 

度全面。按照这种看法，《外层空间条约》和除了别的以外，还禁止在外层空间进 

行核爆炸的《部分禁试条约》，具有使外层空间成为无核武器区的作用。

27. 各代表团提到1 9 7 5年《登记公约》要求登记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供有 

关空间物体包括其一般功能的情况。这些代表团认为，该公约如能充分执行，可以 

成为一项重要的建立信任措施，因为它能使外层空间活动更加明瞭。

28. 一些代表团认为，特设委员会对现有法律制度的审查证明，有必要澄清模 

糊不清之处，并且对准许什么和禁止什么达成协崗一致的解释。许多代表团认为， 

如果委员会着手全面审查现有的法律制度，旨在对该制度取得共同理解，那么委员 

会的工作便十分成功。其他代表团认为，讨论表明，所有适用于外层空间的现有国 

际法含有许多漏洞，因而不能有效地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因此，它们认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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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之急是立即开始谈判以期达成防止外层空间这一军备竞赛的一项或多项协讥，许 

多其他代表团则指出，本委员会应该如联合国大会第3 9/5 9号决议建议的，将 

其工作引向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的实际措施。

29. 已使委员会注意的一些意见和提案(Cd/274 , cd/476, a/39/243,
CD/607; cd/357, 263, c"40 第 109段 cd/540 第 110 段；Cd/
579; cd/pv 252, cd/pv. 301, ct^/os/wp 8; Cd/pv. 279; cd/pv. 318; 
cd/pv. 325) o

30. 强调需要堵塞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所有渠道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注 

意到，1981年提出、葬于第cd/274号文件的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种 

类武器的条约草案和1 9 8 3年提出、裁于第c D/4 7 6号文件的禁止在外层空 

间使用武力和由外层空间对地球使用武力的条约草案，并且注意到1 9 8 4年提出 

的专为和平目的利用外层空间以造福全人类的提案。它们还提到它们的提案，这项 

提案要求达成协议，禁止和消除无论载人或不载人的整个一类武器，即任何种类一一 

常规、核、激光、粒子束或其他任何形式一一的空间攻击系统。不应当为反导弹防 

御或作为反卫星系统，或用于攻击地面或空中的目标而研制、试验或部署这种太空 

系统；已经研制的系统应当销旣它们认为，所有这些提案为制订一项或多项防止 

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协议提供了建设性基础。按照它们和其他代表团同意的看法，

在一方面的第一步将是其他国家参加已由一个国家宣布的单方面暂停发射外层空间 

反卫星武器；只要其他国家采取同样行动，这一晋停就将有这些代表团认为， 

1 9 8 3年在第c D/4 7 6号文件中提出的条约草案是就这个审议中的问题进行 

谈判的良好基础。

31. 关于后一项提案，一些代表团指出，有关案文存在严重的缺陷，除了别的 

以外，还因为它的办法不平等，定义不确切并缺乏有效的核查提案。

32. 另一些代表团不同意这种说法，并指出如果这种初步的看法有任何根据， 

那可以在谈判的过程中予以审议，以期拟订一项普遍同意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的全面协定。

33. 各代表团提到关于禁止反卫星系统和保护卫星的建议或提案。有人表示， 

主要的任务应当是谈判一项国际条约，禁止一切太空武器，其中包括瞄准太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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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器。这种禁止应包括在地面、大气层和外层空间研制、试验和部署反卫星武器， 

并应包括销毁现有的反卫星系统。此外，按照这种观点，为了加强《外层空间条约》 

和确认《国际电信公约》,国际协议中应当禁止对准许的空间物•体的正常功能进行 

破坏、扰乱或有害的干扰。

34. 一些代表团注意到，在审议禁止反卫星系统时，一些问题必须加以解决， 

特别是反卫星武器的定义，双重用途宇宙飞船的问题以及反弹道导弹和反卫星技术 

具有共同因素所产生的问题。人们建议，考虑到必需保证最终条约义务的可核查性. 

第一个目标应当是禁止未经试验的反卫星系统，即能够命中髙轨道卫星的系究人 

们以高纬度卫星发挥着若干稳定作用为理由，强调禁止这种系统是合乎需要的，表 

示应当将一项禁止研制、试验和部署高纬度反卫星系统的协议视为向一些更全面的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寨协议迈出的第一步.

35. 各代表团注意到一些双边协议，例如1 9 7 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和 

两项限制我略武器协议,为双方用作国家核查技术手段的卫星提供了保护，并且提 

出使该豁免权多边化，以包括第三国的卫星是合乎需要的•

36.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人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在探讨有关外层空间军备控制 

的问题时应考虑到保护一切有助于维护战略稳定.并有助于监督军备控制和裁军协 

议的卫星不受袭击的可能性；而且，这种保护应扩展到操纵这些卫星所需要的地面 

站。

37. 一个代表团回顾了核'武器国家曾使用军事卫星支持反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 

行动，认为这是涉及保护卫星问题时应予重视的重大事情。它还指出，国际和平与 

安全不应取决于诸如战略稳定等概念，因为这些概念的本质是作用/反作用进程， 

这是使核军备竞赛永久化的进程，随之而来的是毁灭人类的危险。

38. 关于上述段落的发言.一些代表团指出，战略稳定是维护和加强和平与国 

际安全的客观重要因素.它们继续致力于维护最低水平的军事平衡。

39. 其他代表团补充指出，战略稳定的思想和这些国家将其付诸实施的手段完 

全符合所有国家承担义务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不得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侵 

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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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涉及外空军备竞赛的所有方面，以便实现一项全面的 

制度，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它们认为，非军事化的原则应扩大到包括整个外 

层空间。

41 .各国代表团认为，可核查性是审议有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各种提案时应该 

运用的一项基本准则。它们指出，正如第CD/OS/VR 7号文件论述的，就大多数 

现有协定而言，例如《改变环境公约》和《外层空间条约》，核查规定是有限的。 

它们提出，在技术发展的现阶段，只要可行，就应该进行某种直接的国际视察,包 

括现场视察。一些代表团认为，应考虑设立一个核查遵守情况的国际机构，使所有 

缔约国都能了解核查结果，在这方面，若干代表团提到建立一个国际卫星监督机构 

的提案。许多代表团支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提案，同时指出，这样一来，除了别 

的以外，还可以克服信用差距，这是现有国家核查技术手段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 

它们认为.过分强调可核查性是一项基本准则，其结果会对一切试图通过谈判达成 

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协议的努力造成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这个问题上，它们提到第一 

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有关段落。其他代表团在同一 

问题上提及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有关段落（第 

3 1段）时指出，“裁军和军备限制协定应规定一切有关缔约国都感满意的适当核 

查措施，以便建立必要的信任并确保这些协定获得所有缔约国的遵守。任何具体协 

定所规定的核查形式和方式都要取决于并决定于协定的宗旨、范围和性质。各项协 

定应当规定各缔约国都可以直接或通过联合国系统参加核查过程。在适当情况下， 

应当结合运用几种核查方法和其他遵守程序”。

42. 一些代表团注意到，按1 9 7 5年《关于至紀汙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 

规定，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供的情况很不充分，提出需要考虑改进执行公约的方式和 

方法，并酌情增加公约的条款，使国际社会能够得到关于空间活动的性质和目的的 

详细情况。它们认为，这将是一项重要的建立信任的措施并将有助于核查。

43. 各代表团还提到关于有可能研究制定空间物体“避碰规则''的建议，作为 

一项建立信任的措施。

44. 一些代表团认为，鉴于探索和利用外空需要先进技术，以及只有少数国家 

能够从中获益的事实。有必要在审议提案时仔细考虑加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国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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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方式和方法，使所有国家能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获得太空技术以便按照各国的 

需要、利益和优先次序促进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们还提出，卫星的监视和侦察活动 

应当委托一个国际机构；这个机构可以建立数据库,使任何国家都能从中取得所需要 

的信息。这样一个机构还可以用于事先提供关于危机情况的材料，从而加强联合国 

的危机处理作用。

45.有些代表团概述了对审议有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一般做法后指出，它们 

认为一项提案应当符合三个标准。首先，该提案应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当事国。其次, 

它应当是可核査的。第三，该提案即使平等地适用而且是可核查的。实施后能否增 

进稳定和安全还是个问题。这些代表团认为，关于这一议题的一切提案必须符合这 

些标准。

46 .许多代表团对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国提出的安全观念是否正确表示怀疑.这 

一观念是作为一项评价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措施是否需要和合乎需要的标准提出来的。 

它们认为，这是反映了两个彼此势均力敌的军事联盟狭隘安全观念的战略思想和理 

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代表团认为，应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审议关于防止外空 

军备竞赛的问题，同时计及不结盟和中立国家的关注和利益。

47.关于这种说法，一些代表团回顾到，他们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立 

场充分考虑到了所有国家和各国人民的利益，并且与上述“狭隘的安全概念''毫无 

共同之处。

48・其他代表团重申他们在实现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努力中使用的如下标准: 

一外层空间是全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

- 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应当完全用于和平目的以促进各国科学、经济 

和社会的发展。

此外，他们认为.他们的战略思想和理论完全符合这些标准 。

49. 许多代表团认为，对特设委员会收到的提案的审议表明，在问题的一些主 

要方面存在一致的地方，因此，继续努力制定一项或多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 

协议有着良好的基础。许多其他代表团认为，尽管讨论是有益的，但属于一般和初 

步的性质。有的指出，为了今后进行讨论，提案应当更加详细和完善。

50. 若干代表团强调指出，太空大国必须拿出必要的政治意愿，不仅要决心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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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外空军事化，而且应该认识到，不能把它们在这一领域谋求的利益置于国际社会 

的利益之上。

51 .各代表团相信，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和技术性，专家们的参加将对特设委员 

会的工作大有裨益。因此，它们建议在一次会议的早期阶段应审议安排专家们参加 

的方式和方法。

淤 淤 淤

52. 许多代表团强调指出，它们同意该职权范闱，因为它明确表示将要有一个 

初步探讨阶段，还表示作为以一阶段的第一为.有必要“通过实质性的和一般性的 

审议,，审查，，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有关的问题。它们认为，从职权范围最后一行的 

明确提法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述阶段必须与特设委员会1 9 8 5年会议同时结束， 

明年开始的谈判，应根据在1 5 0个国家投赞成票、没有一个国家反对的情况下通 

过的第3 9/5 9号大会决议的具体规定.着眼于在适当时“达成一项或几项协定”,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53. 其他代表团强调指出，它们认为，经大家同意的职权范围是恰当的、切合 

实际的.它可以进行大量具体工作.但不会干涉、降低或在任何情况下损害美国和 

苏联正就这一问题进行的双边谈判。此外，这些代表团明确表示，假如本委员会没 

有完成这些代表团在职权范围所设想的探讨性工作，希望职权范闱不要在I 98 5 
年会议结束时到期。

54. 社会主义国冢代表团完全同意以上笫5 2段中的观点，它们认为，裁军谈 

判会议应当在1986年会议开始时重新设立具有适当职权范围旳特设委员会，便 

其能够根据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的建议，就紧迫需要采取具体和切实的措施以防止 

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开始谈判。此外，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建议任命丄•巴 

雅特大使（蒙古）为1 9 8 6年本会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主席。

55. 其他代表团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上述提案，它们指出，有必要逬一步协商 

商，以便审查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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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论

56.特设委员会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讨论，讨论有助于澄清若干问题的复杂情况, 

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各种立场观点。委员会认识到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因此，必须作出一切努力，以保证题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议 

程项目的实质性工作在本会议下一次会议时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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