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ÜNSHAÎi

A/llO/929
26 Noveaaber 1985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5 5

缔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 

或威胁便用核武器以加强无核武器国 

家安全的画际公约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扬尼斯。苏利奥蒂斯先生

(希腊）

'导言

1. 题为“缔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无核 

武器国竅安全的国际公约”的项目是根据1 9 8 4年1 2月1 2日大会第39/57 

号决议列入第四十届会议临时议程的.

2. 1985年9月20日，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 

定将本项目列入议程并发交第一委员会.

3 • 1 0月9日第一委员会第2次会议决定就发交给第一委员会的各项有关裁 

军的项目，即项目4 8至6 9和项目14 5 ,全并进行一般性辩论，然后就特定的 

裁军项目发言，并于必要时继续进行一般性辩论.关于这些项目的一般性辩论已 

于1 0月1 4日至1 1月8日第3次至第3 2次会议上进行（参看A/C. 1/40X 

PY. 3—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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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项目5 5,第一委员会面前有下列文件：

(a)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b) 1 9 8 5年3月1 1日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普 

通照会，其中转递回历1 405年3月25日至2 a日（公元1984年12 

月1 8日至2 2日）在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萨那举行的第十五届伊斯兰外长会议 

通过的最后公I决议和报告（AX40/a73-S/17033);

(c) 1985年9月19日巴布亚新几内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 
其中转递1985年8月5日至6日在库克群岛拉罗通加举行的第十六届南太 

平洋论坛通过的公报（A/4Q/672—S/17488);

(d) 1985年10月25日保加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其 

中转递1985年10月23日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在苏非亚发表的 

笪言（A/C. 1X40/7 )9

二、审议决议草案VI 1/4Q/L. 34

5 . 1 9 8 5年1 1月7日阿富汗、安哥拉、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和越南提出了题为“缔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竅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以加强无核武器S宸安全的国际公约”的决议草案（A/C. 1/40/% 34) • 1 1 

月1 1日，保加利亚代表在第3 3次会议上介绍了该决议草箓•

6. 1 1月1 8日，委员会在第4 1次会议上进行记录表决，以8 3票对1 9 

票、1 7票弃杈通过决议草案A/C. 1/40/L* 34.表决结果如下： 1

1《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2 7号》（00/27和Corr. l), 

2吉布提、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后来表示它们意图投票赞成决议草案*



A/to/989 

Cbine«« 
Page 3

三•第一委员会的建议

7 •第一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缔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

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无核武器国
11 i_ I |___ 1關—…一一

家•安全的国.际公约

1

深信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以加强各M的安全，并为所有国家意图消除战争相 

防止核灾难的共同愿望所驱使，

考虑到不使用或不得进行威胁使甩武力是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并由许 

多联合国宣言和决议加以重申的屏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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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普遍核裁军以前，国际社会必须制定有效措施，以确保无核武 

器国家的安全，使其不成为任何方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对象，

认识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措施可以对防 

止核武器的散布作出积极贡献，

满意地注意到世界各地区的无核武器国家都决心通过各种途径，包括通过 

有关区域各国在自由安排的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以防止将核武器引进其本 

国领土并确保各自所在区域绝无核武器存在，并切望对此一目标的达成加以鼓 

励和作出贡献，

军备竞赛的持续升级，特别是核軍备的质量竞赛正进入了新的阶段， 

并且对于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和核战争的危险，示关切，

f*望促进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一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3第5 9段付诸执行，其中大会促请核武器国家努力在适当时达成 

有效的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Çf、其关于此一议题的众多决议和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大会第十二届特别 

会议一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一的特别报告4中的有关部分，

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在1 9 8 5年审议了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项目以及裁军谈判会议报告内所载关 

于其专门处理此一项目的特设委员会所做的工作’，

又注意到该次审议曾经表明，绝大多数国家、也括核武器国家的代表团都 

强调本顼目的重要性，并强调它们已准备就该冋题进行实质性对话，

5第S-10/2号决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特别会议，补编第2号》( A/B—12/2)，第三 

章〇节》

5《同上，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2 7号》（A/40/27和Corr. 1),第三章F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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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頋各项提交大会和裁军谈判会议的关于此一议题的提業，包括一项s际 

公约的草案，以及缔结这样一项公约所获得的广泛国际支持，

各__裁军谈判会议也已经考虑了作为朝向缔结此种公约的第一步的临时 

安排的想法，

再次欢迎一些核武器国家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庄严声明，并深信如果 

所有核武器国家都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则实际上就等于禁止对所有 

国家、包括所有无核武器M宏，使用核武器，

无核武器国家领土上没有核武器，因此这些国竅完全有权利获得不成 

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对象的可靠的圆际法律保证，

意识到由所有核武器国家无条件保证不在任何情况下对其领土上没有核武 

器的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应当成为对防止核战争负有首要责任的核武 

器国家之间关系的强制性指导准则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人类免遭核战争的毁灭 

性后果，

1。再次重申迫切需要就槪大国际安排达成协议，其中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 

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寻求一项可能包括在一份具有法律约束性的国际 

文件中、所有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方法；
'介. …

7 2. ^裁军谈判会议应继续探索各神方法和途径，来克服就该问题进行谈 

判时所遇到的困难；

+ 3. f裁军谈判会议在1 9 8 6年会议上积极审议这一问题，方法包括尽快 

在^行情&下分别就有关议程顼目重新设立特设委员会以期缔结一项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文书；

4.决定将题为“缔结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 

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顼目列入第四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