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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关于1 9 8 4年1 2月1 7日大会第39/14S0号决议，秘书长已收到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来文，其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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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国政府提供的资料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原件：英文〕

〔198 5 年 10 月 17 日〕

1. 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联合国各 

成员一致承认有需要根据不减损安全的原则进行严肃的裁箄谈判。为了促进这些 

谈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便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倡议通 

过第39/1480号决议。

2. 当前复杂的国际情况需要大家更加努力防止发生一场恐怖的核战争。各项 

促进外层空间军事化的计划将引起规模空前的军备竞赛并阻挠各种促进世界军备限 

制和裁军的努力，因此，防止外层空间的箄备竞赛和停止全琢箄备竞赛便成为了 

当代的紧要问题.1985年4月26日华沙条约各会员国的领导代表在华沙举 

行的会议上重申问题的解决需要所有人民和国家，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一无论 

其政治倾向一将它们的努力集中起来。双边和多边的谈判都必须被积极用来达成 

这个目的。

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心全意地欢迎苏联与美国在日内瓦就整个有关战略性 

和中程的核武器和外空武器的复杂问题进行新的谈判• 这些谈判是停止发展更尖 

端武器系统的毁灭性过程和进而进行裁箄的一个机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如 

果1 9 8 5年1月8日苏美联合声明内所议定的各项目标能获得一致执行，并严格 

遵守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这些谈判是会成功的。今年苏联所提出的各项建议 

使这忠炎判有获得成果的冥正可能性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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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访问法国期间所提出的全面和广泛的 

和平方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充分和完全赞成的• 他的提议有助于使裁军谈判 

作出真正的转变，避免对抗并促进合作。这些提议使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和美国总 

统的会议有可能得出实际的成果。

5•在目前情况下，日内瓦裁軍会议的重要性便日益增加了，它是讨论全球裁 

军问题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今年的会议再次证明绝大部分出席会议的国家都同 

意有需要避免外层空间军事化》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釆取防止核战的措施和停 

止核军备竞赛。

6. 各社会主义国家作出的积极努力使这方面的谈判更有机会获得广泛的进展。 

各不结盟和中立国家作出了新的推动力。在这方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六个国 

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发表的德里宣言表示特别敬意。

7. 按照当前的需要，最近一次的裁军会议的结果是不令人满意的。有些国 

家继续阻止使该会议就下列问题进行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核裁军、防止核战争 

和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軍备竞赛。

8. 设立一个讨论外层空间箄备比赛的委员会无疑是1 9 8 5年会议的一个建 

设性成果。该会议的进行显示各国对使外层空间军事化及其为国际安全造成的不 

利影响的关心。该会议考虑到若千有关防止空间军备竞赛的实质性问题。下一 

届的裁軍会议完全可以按照第3 9 / 5 9号决议就各有关协议的结果开始进行谈判„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苏联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使用武力和从外层空间对地球使用武 

力的条约草案是这次谈判的一个有效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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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全面禁止所有核武器试验将确实有助于结束质方面的军备竟赛和加强不 

散核武器制度。第三次不犷散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强调了就此缔结协定的重要性。 

但是，有一方继续认为这么一个步骤是“长期性的目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强 

烈反对以各种借口拖延缔结协定的谈判。苏联和瑞典缔结的协定草案为这种谈判 

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基础。_

1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欢迎苏联从1 9 8 5年8月6日开始暂时停止其一切核 

爆炸，这是促成全面禁止试验条约的一个步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期望美国和其 

他核国家作出类似的暂停试爆宣布。

11. 按照第39/143：P号决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张立即就防止核战争的适 

当实际措施展开谈判。德蒽志民主共和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提出了载有一 

娶政治、法律和实质性提案的CD/484号文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特别重视不首 

先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如果其他核国家遵循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例子并就核 

车备犮表不首先使用的具有约束力的宣告，就可基本上帮助防止核灾难。

1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大部分国家一起，主张按照第3 9 / 1 4 8 C号和第 

3 9/1 4 8 K号决议的规定展开关于停止核军备竟赛和关于核裁军的谈判。裁 

军谈判会议为这些谈判提供了必要先决条件。这个会议是唯一包含了所有五个核 

困家的谈判机构。第三次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在要求裁军谈判会议根据大 

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5 0段就核裁军问題展开 

多边谈判时，已将这个事实考虑了进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期望到目前为止犹在 

拒绝这类谈判的西方各国能够在裁军谈判会议下届会议时支持审查会议达成的协商 

一致意见。

1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欢迎今年在拟订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一项公约方面所取 

得的进展。有关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在波兰人民共和国代表的领导下，其进程已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进行进一、步的谈判时必须继续这一方针，以便尽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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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定公约的工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方面将帮助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只有 

在所有国家都打算进行真正的谈判和作出满足所有各方利益的合理妥协时才可达致 

成功。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许多国家一样关心美国计划开始大规模生产二元 

武器和可能将这些武器部署在中欧的问题。

14. 为努力履行其实现中欧的和平、缓和与安全的贵任并减少这一地区积累的 

武器储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今年九月就设立无 

化学武器区的问题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议展开谈判。这么一个无化学武器区首 

先将包含上迷三国的领土，它将有助于建立信心和促进早S实现在全球禁止这些具 

有大规模破坏性的危险手段。

15.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展开上述行动之 

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社会统一党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曾提出过一项联合倡议。这两个政党在这方面制订的设立无化学武器区的协议大 

纲充分考虑到了全球禁止同区域步骤之间的密切联系。

16..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斯德哥尔摩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及裁军会议是 

裁减军事对抗的一个重要机会。由于国际局势继续危险地恶化，裁减军事对抗变 

得更为重要。

17.. 民主德国和其他华沙条约国家都认为，当政治领域建立信任步骤初军事领 

域的步骤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时候，人们就最能裁减军事对抗。华沙条约国家在斯 

德哥尔摩会议上提出的全面建议是符合这个概念的。关于这方面，民主德国特别 

重视那些具体化和最强调不使用武力原则的协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很有理由 

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就互相摒弃军队和维持相平关系达成协议 

不仅符合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和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任务规定，而且满足减少欧洲军事 

对抗的需要。德意志民主共相国认为最重要的是把各方表达的谈判意愿转变为具 

体的步骤，集中于目前似乎能够达成协议的领域》 会议的与会各方必须探索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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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结果的谈判渠道，并且集中于那些各别立场能够协调的领域。华沙条约国家已 

经宣布准备采取这种办法，希望北约成员国早日作出积极的响应。

18•’在现在已经进行了十二年的维也纳中欧互相裁减军队和军备会谈中，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与会国一起采取了一系列主动，以便达成实质性协定。 

民主德国这样做时一直认识到由于中欧军事对抗的进一步增加而造成的日益迫切的 

需要。

19/直到目前为止谈判没有产生结果a 1 9 8 5年2月1 4日各社会主义国.

家的新倡议考虑到这种情况。该项倡议包括的建议大体上排除复杂和有争议的问 

题〇 各项建议旨在立刻讨论简单和实际的裁减步骤《 该项倡议规定，苏联和美

国分别在一年内从它们驻在中欧的地面部队中撤兵20, 000和13t 000人，包括 

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其后，协议各方应该保证冻结其军队和武器的水平。然后 

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目的在于把双方在中欧的总军力裁减到各为900, 000人。

20•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倡议是一个折衷办法，旨在使维也纳谈判打破当前的僵 

局。民主德国预期西方提出建设性的答复。最需要的是北约国家的如下政治意 

愿，即要按照1 9 7 3年协议的原则对中欧的军队和武器裁减达成协定作出贡献。.

21/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四十周年大大地加强了命 

平是人类最高福扯的观念〇 极其重要的是团结一切理性和现实主义力量反对核战: 

危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华沙条约国家准备采取最彻底的步骤来限制初消 

灭各种武器〇

22/第四十届联合国大会应该提供新的冲劲，加速为就切实有效的限武和裁军 

措施达成协议的各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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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原件：俄文〕

〔1 985年9月20曰〕

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就1 9 8 4年1 2月1 7 

日题为“审议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相决定的执行情况”的大会第39/148号 

决议一-该决议要求提供关于在联合国范围以外举行的裁军相限制箄备谈判的资料 

声明如下。

2. 在当今危险的世界形势下，战争与相平问题仍然是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冋 

题，并在实质上是个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帝国主义武力强加给全世界的 

疯狂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继续不已。

3.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充分认识到自己对世界各国人民负有保护与加强和平 

的责饪。苏联已经并将继续尽一切力量减少核浩劫的威胁，停止孩武库的增长， 

并达成军备限制和裁军方面的有效协议。苏联对在联合国内外举行的裁军谈判抱 

着极为严肃的态度，并致力在这些谈判中通过有利的决定。

4. 苏联在苏美两国曰内瓦谈判中所显示的就是这种态度，这些谈判是于1 9 

8 5年3月裉据苏联的倡议就核武器和外层空间武器题目举行的。

5. 这些新谈判在其所涉问题，即外层空间攻击武器，战略进攻性武器以及中 

程孩武器方面，充分考虑到当前战略形势的现实，并反映了这三个冋题之间的客观 

有机联系。1 9 8 5年1月8日在日内瓦通过的苏美两国联合宣言体现了这些冋 

题之间的客观相互依存关系。该宣言明确指出，这些谈判的目的必须是防止外层 

空间的军备竟赛，并终止地球上的军备竟赛。

6. 日内瓦谈判的进展首先取决于双方是否认真遵守就谈判的题目和目的所达 

成的协议的每个部分。苏联自己将尽一切力量履行这一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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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了给拟定建设性解决办法创造适当条件，苏联建议在整个日内瓦谈判过 

程期间协议暂禁核武器和外层空间武器。

8. 苏联在谈判中提出了一整套措施，其显著特点是严格符合平等相同等安全 

的原则，这一原则不允许任何一方获得任何箄事优势。

9. 苏联方面正在不懈地进行努力，以保证在谈判中能开始进行实际讨论，以 

制订出关于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这一关键问题的措施。为了这个目的，苏联 

提议禁止所有外层空间攻击武器，并达成协议，以便在对等基础上禁止这种武器的 

生产（包括科学研究）、试验相部署。双方目前储存的所有这类武器，即反卫星 

武器，都将予以销毁。同时，苏联主张严格认真遵守1 9 7 2年苏美两国就限制 

反弹道导弹系统签订的无限期条约，该条约禁止为防卫一国领土而部署反导弹系统 

以及这种防卫的基础结构，并禁止建以外层空间为基地的反导弹系统。

10.苏联深信，如果双方具有不使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政治诚意，则关 

于这个冋题的可以孩查的协议是可以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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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如果不能达成这项协议，那么有关限制和裁减核武器的协议也将是不可能

的。

12. 显而易见，外层空间的军事化将刺激军备竞赛的各个方面，特别将加速核 

军备竞赛和更尖端的武器的研制，加剧核战争的威胁• 生产空间攻击武器意味着 

构成限制和裁减核武器全部进程的《1 9 7 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终结•

13. 外层空间的军事竞赛还将占用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如消除饥饿、疾 

病和经济落后状态所需的巨大资源#

14. 在与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有关的各项问题方面和在这项问题的解 

决办法方面，苏联曾经提出达成大幅裁减战略武器（洲际弹道导弹，潜艇发射弹道 

导弹和重型聂炸机）的协议的建议，并提出在此同时，双方应宣布放弃任何生产和 

部署新型战略武器的计划，或者应对这种计划加以严格限制• 不仅要裁减运载工 

具，还要裁减运载工具携带弹头的总数.苏联还主张彻底放弃危险的新型攻击性 

战略武器，如远距离巡航导弹，不管其基地如何。

15. 苏联方面以前采取的一个立场是赞成将战略武器裁减25% ;在此基础上苏 

联现在愿意再逬一步，同意对美国和苏联核武库作更大的裁减•在这一方囬，当然 

必须考虑郯何觯决欧洲中程核武器问题，因为这一等铁的美国武器已经部署在欧洲， 

即位于打击苏联境内目标的范围之内，这罝接并大幅地补充了美国战峪武器厍.

此外，苏联正在努力便欧洲中程核武器在大暢裁减的水平上达到严格的力 

童平衡.苏联方面提出了一项解决办法，根据这项办法，美崮将从欧洲撖出潘兴n 

型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苏联将把其欧洲地区的中程导弹在弹头数上削减到相当于 

联合王国和法国核武器的水平•这样，苏联的中程导弹弹头就一枚也不会多于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相应核武器库拥有的数量，

17.根据苏联的方式，还将为北约和苏联在欧洲的中程发射飞机定出均等和经 

过削减的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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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苏联还愿意采取更彻底的解决办法——使欧洲嗍底不拥有任何中程和战术

核武器. .

19. 苏联对日内瓦谈判的建设性态度表现在种种单方面行动方面，目的在于促 

进美国也同样采取旨在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和建立相互信任的措施。例如从 

1 9 8 5年4月起直到今年1 1月，苏联单方面停止部署中程导弹并停止执行针对 

美国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而采取的其他措施。1 9 83年8月，苏联宣布单方面 

暂停首先在外层空间部署反卫星武器；只要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作出类似的承 

诺，这种暂停自然将保持下去。

20. 苏联没有研制空间攻击武器，没有建设大规模反导弹防御系统或基地，苏 

联严格遵守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苏联无意在外层空间安置武器，反 

对在空间武器和一般武器方面进行竞赛。苏联坚决认为，外层空间应保持和平#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联才提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应审议“在外层空间非军 

事化的条件下对其作和平利用的国际合作”这一问题.这项计划需要各国在和平 

探测斤层空间的过程中进行广泛的合作，以便满足所有国家人民的经济和社会需要。

21•义了实现停止核军备竞赛的目的，苏联截至1 9 8 5年8月6日单方面暂 

停逬行一切核爆炸，并建议美国采取同样行动。这是一项重大行动，其重要性在 

于这一行动对研制日新又新的大规糢毁灭性武器树立了一个坚固的障碍，并便现有 

核武库在观念和实际上逐步过时# 如果其他核国家，主要走美国能对苏联的和平 

行动作出同枰的反应，那么就核武#问题达成协议的前景将会得到很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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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然而不幸美国至今明显不愿设法在日内瓦达成协议。

23。 美国顽强拒绝达成防止外空军备竟赛的协议。它实际上反而表示有关各 

方应各目决定何种武器能部署在外层空间换言之，实际规划外空攻击武器的竞

赛。

24。 美国在谈判范围以外的行动也导致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美国已经开始研 

制外空攻击武器的工作，这是一种大型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具有以外空为基地的 

组成部分和反卫星武器，这可导致破坏1 9 7 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在 

所谓“战略防卫倡议’’的范畴内进行所有这方面的勾当。这些作法与防卫的关系 

是微不足道的。从事“战略防卫倡议”必将导致新的、甚至更危险的所有方向的 

军备竞赛，使军备竞赛一发不可收拾。战略稳定将被破坏无遺，并更增加核战争 

的爆发。执行这项方案就将彻底消除苏美之间关于维持战略稳定所达成的谅解。

25。 美国试验第二代反卫星系统的决定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这项决定会直 

接导致开始发展新的危险武器——空间攻击武器。这使军备竞赛更升一级，使其 

延伸到外层空间。

26。 美国对苏联在实际事务上所显示的种种抑制和对苏联对日内瓦谈判所采取 

的建设性立场，美国却显示它不愿意达成协议和相应的抑制。美国宣称，在日内 

瓦谈判中，美国将设法严格限制反卫星武器。事实上，美国芫全拒绝并至今仍然 

拒绝考虑任何禁止和限制反卫星武器的措施，导致似乎根本无法解决这项问题。它 

故意在这项问题上纠缠不清。采用这种作法，它明显希望不仅会取得反卫星武器， 

并假借试验反卫屋系统来研制机载和其他反导弹武器。这再次显示美国对日内瓦 

谈判以及不愿意达成协议采取真正步骤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輋制地球上的军备 

竞赛的真正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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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在战略进攻性武器方面，美方建议苏联对其战略防御能力进行完全毫无道 

理的改组，首先就是大量削减作为苏联战略力量基础的洲•际弹道导弹。另一方面, 

美国战略力量和增加战略力量的各种计划则实质上完全不动。实际上，这将意味 

着美国将肴机会主要通过在任何基地增加更多的远程巡航导弹而能大量增加（数以 

千计）其战略武器数目。•

28. 美国关于欧洲中裎核武器的建议也是为了单方面地争取美国军禀优势而提 

出来的。美方在考虑欧洲核力量的均衡时，拒绝将联合王国湘法国的核武器考虑' 

在内。在限制之外，美国还想保持其航空母舰，并在实质上保持其欧洲地区的几 

乎所有其他发射中程导弹飞机。美国为了规避《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 

正坚持保有在苏联附近——并且不仅仅是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的权利，以此指 

望能在第一次打击中对苏联使用这些武器。

29. 因此，美方的消极、非建设性立场正在阻挠苏联和美国之间关于核武器和 

外层空间武器谈判所有领域的迗成协议。显然，美国感兴趣的只是谈判，而不是 

获得实旰结果。

30. 苏，极为重视作为在这一颂域里进行多边谈判的唯一机构的日内瓦裁箄会 

议的工作。苏联非常赞成加强该会议的效力和促进对会议上讨论的所有冋题进行 

富有成采的和务实的谈判，以便迖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定。

31. 苏联完全同意关于防止核战争是当代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任务和最高优先 

事项的蒽见。苏联敦促裁军会议最后终于能够开始拟订防止核战争的实际措施和 

制订一项核裁军方案。

32. 苏联认为，裁军会议不应漠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这一关键问题。苏 

联认为，在1 985年设立一个关于这一间题的裁军会议特设姿员会是开始进行有 

关谈判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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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苏联也是立刻在裁军会议范畴内就彻底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进行谈判的坚 

决支持者。苏联非常积极地支持尽速完成一项关于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的公约。

34. 苏联赞成就禁止辐射性武器和安全发展核能冋题，就加强保证无核武器国 

家的安全问题和拟订一项全面裁军方案问题缔结有关的国际协定。

35 •在缓和期间，日内瓦议坛已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多边协议* 然而，近车 

来，这一议坛的效能却引起了严重关注.其原因是美国及其最亲密盟国所持的非 

建设性立场.正是它们采用了各种牵强附会的借口来阻挠就防止核战争、停止核 

箄备竞赛和禁止核武器试验等问题开展实际谈判《 正是它们甚至不愿就防止外层 

空间箄备竞赛的问题达成一项真诚的协议，试图把这个问题放在关于该颧目的一般 

性讨论的范围内来处理。此外，即使在会议已经讨论的问题上，特别是禁止化学 

武器问题，美国不仅不愿考虑其他国家的建议及合法利益，而且还逐渐使立场强硬, 

故意提出令人无法接受和不合现实的建议.

36.苏联方面将继续努力，以打破日内瓦议坛上目前的僵局，从而使裁箄会议 

得以履行其任务e 苏联同参加裁军会议的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支持设立一小受 

杈就尚未着手处理的优先问题进行谈判的附设工作机构，以期在裁箄会议的所有工 

作方面取得具体进展.

37 .北约国家在维也纳会谈中就相互削m中欧军队和军备所采取的立场也远非 

建设性• 在维也纳迄今尚未取得任何具体结果。那里的会谈已很长时间陷于停 

滞不前•

38 .出现这种令人不能满意的状况的原因是美国及其北约盟国缺乏政治意愿， 

不肯在平等和同等安全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西方国家在维也纳继续坚持其原 

先的不现实立场，这一立场正阻挠着具体而相互可以接受的协议的制订工作•它们 

和过去一样，正试图把不公平的条件和义务强加给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其他成员 

国，如果实行这些条件和义务，西方就会得到单方面的军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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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为了给维也纳会谈增添新的动力，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于1 9 8 5年 

2月1 4日提出了关于苏联和美国初步削减在中欧的地面部队和箄备，并保证此后 

不增加在该区域的军队和军备这一协议的基本条款草案。这一倡议的意义在于，

它为维也纳会谈的具体进展提供了一个真正的机会，可以达成具体结果，导致实际 

减少中欧军队和箄备不成比例集中的情况。这小建议可以很容易地予以实施，因 

为它着重于甚至现在就能够达成协议的部分。但是，北约国家仍然没有就这个建 

议的实质内容表示自己的意见。 .

40. 北约国家在维也纳所持的阻挠性态度和它们立场的片面性并不是偶然的》

这只是美国和北约组织所持军事和政治观点的发展和反映，也是它们在欧洲扩充箄 

事潜力的具体行动的发展和反应。例如，在苏联于1 9 7 9 — 1 9 8 〇车期间单 

方面从中欧撤走20, 000名士兵，1, 000辆坦克和各种其他军事设名的姑餐「- 

根据西方官方数字，美利坚合众国仅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增加了 26, 000名士兵, 

在整个中欧则增加了 40, 000^士兵。美国在某些西欧国家，包括一些直接参加 

会谈的国家，部署新式的第一次打击导弹，也阻碍维也纳会谈的进展。

41. 苏4认为在维也納取得进展是可能的。一切都取决于西方是否面对现实， 

是否在政治上愿意最后踏上在维也納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决议的这条道路。

42•在斯德哥尔摩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及裁军会议上，苏联竭尽全力，使 

会议工作能认真举行，并使会议第一阶段最终通过有效揞施，以便在欧洲使政治气 

氛正常化并降低军事对峙的水平。苏联提出所有这些建议，设想科•长远的政治和 

国际法律措施与军事和技术领域中的具体措施有机地结合起来，其目的正在于此。

43.在国际紧张局势与日俱增，核冲突的威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苏联关于缔 

结相互不使用武力和保持和平关系条约的建议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该建议的一项重 

要内容是彼此有义务不首先针对对方使用核武器或常规武器，并因此不向对方使用 

任何武力。苏联1 9 8 5年1月之9日提出的关于这项条约基本条款的工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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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洲大陆的现实，具体地提出并阐明《联合国宪章 >〉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 

所体现的不使甩武力原则的总体内容。

44•苏联在制定这些建议时既考虑到北约国家也考虑到不结盟国家和中立国家 

的愿望和观点。

45。 苏联在建立车事信任措施领域还提议采取一个重要的步骤。为此目的，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提出了若干工作文件，建议限制欧洲军事演习的规模， 

就陆、海、空军举行的大规模湏习发出通知，并通报大部队运动和调防。在范围 

和性质上，这些措施都远远超出《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规定。这些工作文件如 

获通过，将是增进信任揞施领域一个质量上的新进展。

46。 但是，斯德哥尔摩进程的主要障碍仍然是美国及其北约盟国的僵硬立场， 

其目的是在损害其他国家安全的情况下获得单方面的优势。西方国家早在1 9 8 4 

年1月提出的“一揽子”建议迄今毫无变化。这一建议的目的与其说是增强信任， 

倒不如说是获得情报性的资料。这些“建议”只会使人们对提出这些建议的人的 

动机产生合理的疑问。

47.苏联这方愿意在斯德哥尔摩立即从一般性讨论转向认真的谈判，并寻求达 

成将重大政治性措施与军事领域增进信任的措施结合起来的协议。

48•在参加有关军备管制和裁军的谈判，包括联合国范围之外的谈判过程中， 

苏联采取了负贵的态度，并努力达成互相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苏联将一如既往- 

继续寻求在邊制军备竞赛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将表现出政治意愿，与所有寻求有 

效解决办法的国家进行建设性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