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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51. 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

会议的《结论文件》

A 

裁军和国际安全

大会，

澡为关切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继续升级，

考虑IJ其 1984 年 12 月 12 日第 39/63K 号决 议，

其中吁请安全理事会审议军备竞赛尤其是核武器军备

竞赛的升级情况， 以期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六条

开展适当程序终止军备竞赛，

注意IJ现实情况是， 安全理事会尚未遵照上述决

议规定审议军备竞赛升级的问题，

1. 裹求安全理事会， 特别是其常任理事国， 遵

照上述决议的规定， 着手开发适当程序；

2. 请秘书长对此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

告。

B 

1985年12月16日

第117次全休会议

世界裁军运动

大会，

回顺大会于其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

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15 段宣称： 小
．

仅各国政府并且是全世界人民都必须认识和理解当前

局势的危险， 并强调动员世界公众舆论来推动裁军的

重要性，

又回顺其 1980 年 12 月 12 日第 35/1521 号、 1981

年 12 月 9 日第 36/92C 号、 1982 年 12 月 13 日第37/

1001 号、 和 1983 年 12 月 15 日 第 38/73D 号和 1984

年 12 月 12 日 第 39/63D 号决议， 以 及 1981 年 9 月

17 日A们982年 6 月 11 日、＠1982 年 11 月 3 日, 81983 

年 8 月 30 日＠和 1985 年 10 月 4 日令的秘书长 的报

告，

审查了 1985 年 10 月 4 日秘书长关于 1985 年期间

联合国系统执行世界裁军运动活动方案的情况以及为

1986年设想的活动及其经费方面的主要问题的报告，

还审查了 1985 年 10 月 15 日的秘书长报 告 中 述

及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有关世界裁军运动的活动的部

分，＠以及 1985 年 10 月 31 日举行的 1985 年联合国裁

军运动认捐会议的最后文件，＠

1. 赞扬秘书长如同上述各件报告中所述那样全

心致力于世界裁军运动以便保证
“
资料尽可能广泛的

传播， 并保证所有各阶层公众能够自由获得范围广泛

的关于军备限制和裁军问题以及关于 军 备 竞 赛和 战

争一一特别是核战争一一一切方面的危险的资料和意

见“
； 令

2. 回顺正如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届 专

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结论文件》 中以协商一

致方式所议定的那样， 对裁军运动同样必要的先决条

件是1 世界裁军运动的普遍性应当由“所有国家的合作

和参与予以保证”
,@

3. 再度赞同秘书长在 1984 年联合国栽军 运动

认捐会议上的讲话，＠其大意是：这种合作意味着要提

供足够的资金， 因而普遍性的标准也适用于认 捐 方

面， 因为如果没有世界范围的参与和提供资金， 就很

难在开展裁军运动方面体现这 一原则；

4. 重申其感到遗憾的是大多数军事开支最庞大

的国家至今尚未向世界裁军运动提供任何捐款，

8A/36/458。
@A/S - 12;27。
i@A/37 /548 。
�A/38/349。
@A/40/443。
@A/40/744, 第二节B。
@A/CONF. 131/1。
守参看《大会正式记录， 第十二届特别会议， 附件>,议程

项目9至13, 第A/S - 12/32号文件，附件五，第4段。

＠参看A/CONF. 127/SR.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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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决定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期间应举行第四次

联合国世界裁军运动认捐会议， 并希望届时所有尚未

宣布任何自愿捐款的会员国都能认捐，

6. 再次蕙议各会员国向世界裁军运动自愿信托

基金作出的自愿捐款不应被指定用于特定活动， 因为

最可取的办法是让秘书长享有充分的自由， 由他在大

会以往核可的世界裁军运动的范围内， 作出他认为适

当的决定并行使为推行裁军运动而授予给他的权力，

7.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已使其给予联合国各新

闻中心和各区域委员会关于广为宣传世界裁军运动的

指示具有长期性， 并在必要时尽可能将联合国新闻资

料改编为当地语文l

8.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一份叙

述联合国系统于1986年执行世界裁军运动活动方案的

恅况和联合国系统设想的1987年活动方案的报告，

9. 决定将题为“世界裁军运动”的项目列入第四

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C 

1985 年 12 月 16 日

第 117 次全体会议

核武器冻结

大会，

回顾在 1978 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

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并经 1982 年大

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 问题特

别会议）一致坚定地予以重申的q最后文件》中， 大会

曾对核武器的存在和军备竞赛的持续对人类生存本身

所造成的威胁深表关切，

又回顾大会当时指出， 单凭现有武库中的核武器

就足够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大会还着重指出， 人

类因此正面临着一项抉择： 停止军备竞赛， 朝向裁军

前进， 否则就面临灭亡，

＠《大会正式记录， 第十二届特别会议， 附件》议程项目
9 至 13, �•i< A/S-12/32 号文件。

注意到 1983 年 3 月 7 日至 12 日在新德里举行的

第七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 会 议＠和 1985 年 9 月

4 日至 7 日在罗安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第八次外交部

长会议＠上通过的政治宣言中指出， 核军备数量和质

量竞赛的再度升级， 以及对核威慑理论的信赖提高了

爆发核战争的危险， 并导致国际关系更加不安全和不

稳定，

铭记着来自五大洲的六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和

政府首脑于 1984 年 5 月 22 日发表了一项 《联 合声

明泣， 其中促请核武器国家
“停止核武器及其运载系

统的一切试验、 生产和部署， 作为必要的 第一步” ,

并在1985 年 1 月 28 日的《德里宣 言》＠中重申， ＂务必

在目前停止军备竞赛，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进行谈判

时， 核武库不至于增长”,

相信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已经拥有足够的报复

力量和令人惊恐的过度摧毁能力， 因此当务之急是停

止其可怕武库的进一步扩大，

欢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

就有关空间和核军备一—战略和中程一一的一系列复

杂问题开始谈判， 并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审议解决上

述问题， ＠

认为核武器冻结本身虽并不是一个目的， 但却是

达成上述两个目标的最有效的第一步， 因为它将有助

于展开或恢复谈判， 而在进行谈判的期间可以防止现

有核武器的继续增加和质量改进，

坚信当前的情况最有利于实行这种冻结， 因为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现在的核军

事力量旗鼓相当， 两国之间似已明显地存在一种大致

上的全面均势，

意识到应用以往对某些情况已经商 定 的 各种 监

视、 核查和监督系统就足以对忠实遵守冻结方面的各

项承诺提出适当保证，

深信仿效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 会使所有其他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获益不浅，

急参看 A/38/132-S/15675 和 Corr. 1 和 2' 附件， 第 1

节， 第 28 段。
＠见 A/40/854-S/17610 和 Corr. I, 附件一， 第 3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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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再度敦促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

坚合众国一一一作为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一一 以同时

发表单方面宣言的方式或以联合宣言的方式， 宣布立

即冻结核武器， 作为迈向（综合裁军方案＂的第 一 步；

这项冻结的结构和范围如下：

(a) 它将包括：

（一 ） 全面禁止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试验，

（二） 完全停止制造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D 

世界裁军运动： 行动和活动

大会，

意识剃公众日益关注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

的危险 及其产生的不良社会 和经济后果，

满意地注意测世界裁军运动的顺利执行及其对广

泛动员世界公众舆论以促进和平与裁军所 产生的积极

影响，

回顺其1981年12月9 日 第36/921号、 1982年
（三） 禁止一 切进一步部署核武 器 及 其 运 载工 12月13日第37/ lOOH号、 1983年12月15日第38/

具， 73F号和1984年12月12日第39/63A号决议，

（四） 完全停止生产用于制造武器的裂变材料，

(b) 这项冻结须受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 段倒限

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缔约双方所议定的以及它们在日内

瓦全面禁试筹备性三边谈判中原则上商定的一切适当

的核查措施和程序的管制，

(c) 初步期限为5年， 但如其他核武器国家也

象大会促请它们做到的那样参加此种冻结， 则冻结期

限可予延长；

2. 请上述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在大会第四十 一

届会议开幕之前， 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 提交一

份联合报告或分别提交两份报告；

3. 决定将题为 “ 关于核武器冻结的 大 会 第40/

15IC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一届会议

的临时议程。

欢迎为实现世界裁军运动的目标而向世界裁军运

动自愿信托基金作出的自愿捐款，

考虑到秘书长关于世界裁军运动活动方案执行情

况进度报告， 令

深信联合国系统、 各会员国以及其它机构， 特别

是非政府组织， 都可以在实现世界裁军运动的目标方

面发挥作用， 但须尊重各会员国的主权权利，＠

考虑到在世界裁军运动的范围内进行的为数众多

的各种活动， 包括为支持防止核战争、 遏制军备竞赛

和促进裁军的措施而征集签名的活动，

1. 重申进一步开展构成世界舆论的意愿的重要

表现， 并为世界裁军运动目标的实现作出有效贡献，

从而有助于创造一个在裁军领域取得进展 的 有利气

氛， 以期达成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的

行动和活动是有用处的，

2. 敦促一 切国家政府， 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
1985年12月16日 他军事上重要国家的政府， 在制订裁军领域的政策时

第117次全休会议 应考虑到和平与裁军的群众运动的主要要求， 特别是

在防止核战争和遏制核军备竞赛方面的主要要求，
急《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关丁

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议》（联合国《条约正 3. 重：申遵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编>, 第944卷， 第13445号， 第3页）。 确定的裁军领域优先事项推行世界裁 军 运 动 的 重 要

令（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补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关于
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见CD/53/Appendix Ill/Vol.I, ＠（大会正式记录， 第十二届特别会议，附件X议程项H
第CD/28号文件）。 9 • 13， 第A/S-12/32号文件，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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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在此应当考虑到采取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

措施具有最高优先地位，

4. 蕙议在开展世界裁军运动时 ， 应适当注意到

大会宣布1986年为国际和平年以及其他有关国 际 和

平与安全的重大日期和周年纪念 日， 以期加强世界裁

军运动的行动和活动， 来支持为防止核战争和遏制军

备竞赛及促进裁军而采取的有效措施 I

A号、 第38/73B号和第39/63G号决议中 所作的呼

吁采取行动，

1. 再次吁嫡所有核武器国家就冻结核武器达成

协议， 其中除了别 的以外， 规定所有核武器国家同时

完全停止核武器的任何进一步的生产， 并完全终止武

器用裂变材料的生产，

2. 决宣将题为“冻结核武器”的项目列入大会第

5. 再次请各会员国与联合国合作， 以确保有关 四十 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裁军各个方面的准确资料以及世界公众为支持和平与

裁军而进行的行动和活动的准确资料获得更好的交

流， 井避免散发虚假和有偏见的资料，

6. 清秘书长在执行世界栽军运动活动方案时更

广泛地宣传大会在裁军领域的工作， 特别 应当适当注

意会员国的提案及就此采取的行动；

7. 还请秘书长每年就本决议各项规定的执行情

况向大会提出报告。

1985年12月16日

第117次全体会议

E 

冻结核武器

大会，

回顺其关于冻结核武 器 的1982年12月13 日 第

37 /lOOA号、 1983年12月15 日第38/73B号和1984

年12月12 日第39/63G号决议，

裸偷在此核子时代， 世界持久和平只能建立在达
成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的基础之上，

又裸偷裁军领域的最高优先目标是核裁军和消除

一切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

檐认迫切需要停止军备竞赛， 特别 是停止核武器

军备竞赛，

又喃认迫切需要就裁减核武器储存直至完全消除

核武器， 进行谈判 ，

瀑切关怀地注意剽各核武器国家尚未就第37/100

1985年12月16日

第117次全休会议

F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大会，

对核武器和威慑概念 所固有的核武器的使用威胁

到人类的生存和维护生命的 系统， 惠剿震慷，

童识剿由于核军备竞赛加紧进行和国际局势严重

恶化以致核战争的危险日增，

鬻偷核裁军是防止核战争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所必不可少的，

又鬻偷， 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将是朝向

彻底消除核武器从而导致严格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

底裁军的一个步骤，

圆顺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O第58段

指出， 所有国家应积极参与在各国间国际关系中创造

条件的努力， 以便就一项国际事务中各国不得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和平行为守则达成协议，

重申其1961年11月24日第1653(XVI)号、1978

年12月14 日第33/71B号、1979年12月11 日第34/

83G号、 1980年12月12 日第35/152D号和1981年

12月9 日第36/921号等决议内所宣告的关于使 用 核

武器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并构成违背人道的罪

行的声明，

遁憾地注意测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在1985年会 议

期间以大会1984年12月12 日第39/63H号决议所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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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文作为基础进行谈判， 以便就一项禁止在任何情况

下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达成协议，

1. 再次请裁军谈判会议以本决议所附禁止使用

核武器公约草案案文作为基础， 优先着手进行谈判，

以便就一项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的国际公约达成协议，

2. 进一步请裁军谈判 会议就这些谈判结果向大

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1985 年 12 月 16 日

第 117 次全休会议

附 件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草案

本公约蟾约各圈，

对干核武器的存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感剽震慷，

藻偷核武器的任何使用都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

并构成违背人道的罪行，

谍信本公约将是朝向彻底消除核武器从而导致严格有效

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 一 个步骤，

决心为了达成此 － H标继续进行谈判，

兹达咸协议如下：

第 1 条

本公约缔约各国忭严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 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

第 2 条

本公约应无限期有效。

第 3 条

1. 本公约应开放给所有国家签字。在本公约按 照本条

第3款 生效前尚未签字的任何国家，可随时加入本公约。

2. 本公约应经各签字国批准。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存
联合国秘书长。

3. 本公约应在二十五国政府一一包括五个核武辅国家

的政府—一按照本条第2款交存批准书后起生效。

4． 对l.在本公约生效后交存批诽书或加入IS的国家，

本公约应在他们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起生效。

5. 保存者应将每一签字的日期、每一 批准书或 加 入书

的交存日期和本公约的生效日期，以及在收到其他通知时，＼，r．

即通知所有签字国和加入国。

6. 本公约应由保存者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 百零二条

办理登记。

第 4 条

本公约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

义文本具有同等效力；本公约应交存联合 国 秘 书长 ，并由他

将本公约的经正式核证的副本分送签字国和加入国政府。

为此，下列签署人，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于 一 九＿—

年＿＿月＿＿日在＿ 开放签 字 的本

公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G 

联合国和平和裁军非洲区城中心

大会，

回顺其 1984 年 12 月 12 日第 39/631号决议， 其

中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和会员国可能为此提供的自愿

捐款的基础上根据有关区域各会员国的要求， 向其提

供协助， 以期制订关于实施世界裁军运动的区域和体

制安排，

铭记着 1985 年 7 月 18 日至 20 日在亚的斯亚贝

巴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 议所通过的

第AHG/Res. I38(XXI) 号决议，＠各非洲领导人在其

中请联合国秘书长为设立这种非洲区域办事处而采取

必要的步骤， 以期促成该地区的和平、 裁军、 发展目

标，

重申其关 于区域裁军的 1982 年 12 月 13 日 第

37/lOOF号 决议、 1983 年 12 月 15 日 第 38/73J号 决

议、 1984 年 12 月 12 日第 39/63F号决议，

考虑测 1985 年 8 月 13 日至 16 日在非 洲统一组

织主持之下在多哥洛美召开的关于非洲安全、 裁军和
-

＠参看A/40/666，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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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部长级区域会议所通过的«洛美宣言和行动纲

领》，＠

考虑到题为“联合国和平和裁军非洲区域中心”
的

秘书长报告，＠

1. 决定从 1986 年 1 月 1 日起， 在现有 资源和

会员国可能为此提供的自愿捐款的基础上， 在秘书处

范围内设立联合国和平和裁军非洲区域中心；

2. 又决定该中心应当在要求下， 向非洲区域各

会员国的倡议和其他工作提供实质性支持， 以期在非

洲统 一组织合作之下实现该区域的和平、 军 备 限 制、

裁军措施， 以及按照“世界裁军运动“
协调非洲区域活

动的执行工作，

3.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 以确保该中

心得以成立和作业，

4. 邀请各会员国向该中心作出自愿捐款，

5.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向大会第

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H 

1985 年 12 月 16 日

第 117 次全体会议

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

大会，

回顾其载千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第一届专门讨

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108 段中关于

设立裁军研究金方案的决定， 及其载于大会第十二届

特别会议（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结

论文件》附件四内的各项决定， 其中除其他事项外，

决定继续举办研究金方案并从 1983 年起将研 究 金名

额由 20名增加到 25名，

又回顺其 1984 年 12 月 12 日第 39/63B号决议，

满意地注意到研究金方案已训练了来自 88 个国

家的 155名公务员， 其中大多数学员已在其本国政府

@A/ 40/761-S/17573, 附件。
@A/ 40/ 443/ Add. 1 和Corr. l

o 

或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内担任裁军领域的要职， 或代表

其本国政府参加国际裁军会议，

认识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裁军研 究 金 方 案的报

告＠开列的研究和活动方案已在不断扩展和加强，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对裁军项目 日益关切，

并反映在它们提出的倡议内，

鉴于会员国的具体需要与 日俱增， 认为在联合国

裁军研究金方案下向各会员国、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

供援助的方式可以进 一步扩大， 方法是应要求为各国

参与人员安排咨询服务和训练方案，

1.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和他的看法， 即

随着研究金方案的扩充， 它也承担了更多职责， 包括

规划、 执行、 协调、 服务、 后续工作、 与方案有关的

所有监督活动；

2. 进一步注意到秘书长是否可能增设更多服务

的意见；＠

3. 决定扩大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下向会员国

提供援助的方式， 把裁军和安全领域的训练方案和咨

询服务包括在内，所有方案都将以适当级别，合并在秘

书处裁军事务部之下， 并考虑到在研究金方案现有预

算经费总额内可以节省的费用； 这种咨询服务应当包

括， 同有关政府和I或政府间组织合作， 在区 域或分

区域一级， 为那些负责执行军备限制和裁军措施以及

推动裁军工作的政府官员开设训练课程，

4. 又决定秘书长应当依照下列政策， 根据各国

政府和I或各政府组织提出的要求， 在裁军领域提供

咨询服务：

(a) 向各国政府和I或各政府组织提供何种 服

务，应由有关政府和I或政府组织同秘书长协商后作出

决定；

(b) 提供服务的数量和条件应由秘书 长 决 定，

但须适当考虑到各国、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并

遵照下列原则： 提出要求的各国政府和I或各 政 府 组

织预期将承担与所提供服务有关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开

@A/40/816。
＠同上， 第3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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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其方式或者是提供现金捐款， 或者是提供支助l:

作人员服务和支付执行方案而需要的本地费用；

(c) 服务应适用于裁军领域内的任何课题；

5. 对保加利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日本、 瑞

典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邀请学员在1985 年前 往 各该

国家从事裁军领域选定活动的学习， 从而对方案通盘

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 褒示赞赏，

6. 请秘书长就研究金方案的活动情况和本决议

各项规定的执行情况， 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

告， 并为执行训练方案和提供咨询服务， 编制各种方

法。

I 

1985 年 12月16 日

第 117 次全休会议

召开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大会，

铭记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大会， 即

第十二届特别会议通过关于召开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

问题的特别会议的决定，＠

回顾其 1983 年 12月 1 5 日第38/731号决 议 中 决

定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不应迟于

1988年召开，

又回顾其 1984 年12月 12 日第39/631号决议，

希望对促进和扩大第十届特别会议， 即第一届专

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在奠定了国际裁军战略基

础之后开展的积极进程， 作出贡献，

决定在第四十一届会议上决定第三届专门讨论裁

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召开 日期和设立第三届特别

会议的筹备委员会。

1985 年1 2月1 6 日

第 117 次全休会议

＠《大会正式记录， 第十二届特别会议， 附件), 议程项
H 9至13, 第A/S-12/32号文件， 第 66 段。

40/152.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

的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A 

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拽争

大会，

对核武器的存在和持续的军备竞赛， 特别是核军

备竞赛， 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感剽震悚，

回顾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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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的《最后文件＞＠第20段，

核裁军的有效措施和防止核战争具有最高优先地位，

又回顾此一信念已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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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重申，

铭记关千这个问题的各有关决议，

重申防止核战争的危险和核武器的使用的最有效

保证是核裁军和彻底消除核武器，

回顾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8段， 其中宣

称一切国家应积极参与在各国间国际关系中创造条

件的努力， 以便就一项国际事务中各国不得使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的和平行为守则达成协议，

又重申核武器国家对核裁军和采取防止核战爆发

的措施应负主要责任， 除别的以外， 应制订调整它们

之间关系的相应准则，

纪念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和最血腥战争的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十周 年， 井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

年，

重申其藻值消除世界大战一一一 场核战争一一的

威胁是当前最严重和最急迫的任务，

深僖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是防止核战争的最重要

和最急迫的措施， 并注意到国际社会对不首先使用核

武器的概念已广泛作出积极反应，

1. 认为两个核武器国家在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

议上所作的或所重申的关于分别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