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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1985年9月20曰，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按照总务安员会的建议决定 

将题为“经济及钍会理事会的报告”的项目列入其第四十届会议的议程，并将第一、 

二、三（A至D节、；P和I节）、四（A和G节 >、五、六（A、C、D和:P节）、 

七、八和九（A至C节、E和;F节）各章发交第三委员会•，

2 .第三委员会决定在议程项目1 〇 5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下 

审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中与向难民提供援助有关的章次• 1 2

3 .委员会又决定在议程项目10 6 (国际禁止贩运毒品运动）下审议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的报告中与麻醉药品问题有关的部分。\

1 将作为《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3号》（A/4〇yU/Rev. I).

2第三委员会关于项目1 0 5的报告，叁看Ay^KX/934

5 第三委员会关于项目1 0 6的报告，参看A/40/984

85—3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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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委员会在有关项目下分别审议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中关于议程项目 

8 8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二个十年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 

项目9 2 (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项目10 0 (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和项目1〇 4 (有关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的各章次8 4

5. 1 985年1 1月26日至12月9日，第三委员会第5 4至7 2次会议 

审议了有关项目.有关简要记录（A/C.3X40XSR.54-72)载有委员会的讨论 

内容•

6 • 9月2 3日，委员会第2次会议决定，按照大会1 9 8 4年9月1 4日第 

39/102号决议的规定，起草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权利国际公约工作组将在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期间开会•

7 •委员会同次会议又决定，按照大会1 9 8 4年9月1 4日第39X103号 

决议的规定，拟订非居住国公民个人人杈宣言草案工作组将在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期 

间开会.

8 .关于项目1 2,委员会收到下列文件：

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切秘书长的报告：为对付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活动以及基 

于种族原因的不容忍、仇恨和恐怖的其他一切形式极权主义思想和行为所应釆取的 

措施（A，40,232—EX1985/40 和 Add. 1-3);

(c)秘书长关于非居住国公民个人人权的国际法律保护问题的报告（A/40/ 

638 和 Add • 1-3);

第三委员会关于项目8 8、9 2、10 0和10 4的各项报告，畚看A，40，

86U A/40ZI00艮 A，4〇/927 和 A/40/983,

参看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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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援助土著居民自愿基金的报告（A/40Z938);

⑹秘书长关于保护智利境内人权的说明（A/40/647和Corr. I);

tf)秘书长关于萨尔瓦多境内人杈情况的说明（18);

fe)秘书长关于阿富汗境内人权情况的说明（A/40X843);

㈨秘书长关于危地马拉境内人杈情况的说明（A/40/865);

(i)祕书长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的说明（A/40/874);

Ü)拟订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权利国际公约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 

(A/C. 3/40X1)；

⑻起萆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权利国际公约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 

( A/C. 3/40X6);

(l) 秘书长关于南部非洲境内人杈遭受侵犯情况的说明（A，C. 3/40/7);

(m) 拟订非居住国公民个人人权宣言萆案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A/c. 

3X40X12);

⑻ 1 9 8 5年1月1 0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A/

40^77);

(〇) I 9 8 5年1月1 5日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0/ 

89-S/16899);

(P) 1 9 8 5年3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Q，

160);

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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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递1 9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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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通过的《最后公报》及决议全文（A/4Q/173-S/17033);



(r) 1 9 8 5年3月2 0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AX4〇y201 );

(s) 1 9 8 5年5月1日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0/ 

276-S/17138);

(t) 1 9 8 5年5月1 3日马达加斯加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0/

308);

(u) 1 9 8 5年5月1 7日捷克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40/320-21/1985/82);

{Y) 1985年5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40/342-E/1985/119) ï

(W) 1985年6月17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0/398— 

S/17292);

(X) 1 9 8 5年7月3日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0/ 

458-E/1985/173);

(7) 1985年7月9日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瑞典、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40X498-E/1985/143 )；

(z) 1 9 8 5年8月2 0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0/569);

(aa) 1 9 8 5年8月2 3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 

办给秘书长的信（A/40/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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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1 9 8 5年1 1月29日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40/9 58-S/l 7660)；

(cc) 1 9 8 5年I I月6日以色列W駐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C .3/ 

40,9 );

(dd) 1 2月4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C.3/ 

40/13 )；

(ee) 1 9 8 5年1 2月5日阿冨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C.3/ 

40/14).

9。1 1月2 6日第5 4次会议上•主管人杈事务助理秘书长作了介绍性发官. 

同次会议上.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就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情况发了言.人权委员会 

特别报告员就危地马拉境内的人权情况发了言，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代表就 

向乍得境内的回返的人和流离失所的人提供的紧急援助发了言。

10. 1 1月2 7日第5 5次会议上• A杈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就智利和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境内的人权情况发了言，

11. 1 2月2日第5 9次会议上和1 2月5日第6 5次会议上•人杈委员会特， 

别损告员就阿富汗境内的人杈情况发了言.

IZ 1 2月2日第59次会议上•介绍了起草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冢属杈利 

国际公约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A/C . 3/40/6 ).

13# 12月6日第6 9次会议上，拟订非居住国公民个人人杈笪言草案不限成 

员名额工作组主席作了介绍性发言（A/C . 3/4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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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提案萆案 

K 决议草案 A/C • 3Z40，：L • 50

14. 1 I月2 7日第5 5次会议上•巴哈马代表介绍了一项题为“药品管制战 

略和政策”的决议萆案（A/C.3/40/：L.50).其提案国为：巴啥马、破利维亚、 

马来西亚、皋洛哥和瑞典以及哥斯达黎加和塞内加尔，

15. I 1月2 7日第5 6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3/ 

40/1.50 (见第7 9段•决议萆案一）.

B.决议草寒 A/C .3Z40ZJ：. 70

16. 12月2日第5 9次会议上•墨西哥代表介绍了一项题为“改善所有移民 

工人的情况并确保其人杈和尊严的措施”的决议草案（A/C • 3/40/!< • 70 )•其提

案国为：阿尔及利亚、阿根廷、贝宁、喀麦隆、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芬兰、 * 17 18

法国、希腊、意大利、為里、墨西哥、摩洛哥、尼加拉瓜、郷威、巴基斯坦、葡萄 

牙、卢旺达、塞内加尔、西班牙、瑞典、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以及突尼斯•

17. 秘书长提出一项关于A/C.3/40/L.74号文件内的决议萆案所涉方案预

算问题的说明• 、

18. 12月2日第60次会谈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萆案vc.3/40/ 

I*.70《见第7 8段•决议萆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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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决议萆案 A/c. 3Z40/& 32

19.委员会收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i 9 S 5年5月3 0日第i9S5/3S •^议 

建议的题为“联合国援助土著居民自愿基金”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案文载于 

A/C. 3/4O/Ifc 32 号文件•

20 • 2 2月6日，委员会第7 〇次会议来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 3/4 0/ 

具32 (参看第7 S段，决议草案三）•

D .决议萆案 A/C. 3/4 0/Ij 64

21 •；! 2月6日，扎伊尔代表在第6 9次会议上介绍了题为“向索马里境内难

民提供援助”的决议草案（A/C. 3/4〇/马（H > ,其提案国有阃尔乃刹亦 
T W -辖、R材:、承拥拉巴麥卑、ig茨H—纳斗雏起if

丰.rn门、吉布椹、埃万、冈bk亚-德#志联邦共和固、^腦_
JL内亚.印度g.西亚、竞太剎、牙实加、日本、约日 tt P f 
、邾成特.利bk.里亚、刺拉伯利比亚a众固、S伏加坜怕 u
莱茼亚、马宙、毛宙堪m亚、麼洛if、荷3、 尼日利亚ï 師甚
、巴某斯坦、菲律宾1卡塔尔、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由*1 
尔、新加坡、宠•马苗1苘讲牙、斯苗3卡、苏抖、斯威+ 3_
刺拉伯叙剌亚典和固、泰围、茗if、特> m伏和劣r g ï 孪is 
斯、+.瓦：g、刺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剎竖合众固、m门、南坜
1无、.1伊..尔_、赞1亚以及文莱国，喀麦隆，伊朗伊斯兰共和軋伊拉 

克、象牙海岸（科特迪瓦）、黎巴嫩、尼日尔和塞拉利昂。

22 , i 2月6日，委员会第7 〇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 3/40/ 

总64 (参看第7 S段，决议草案四）•

E•决议草案 A/C, 3/4 0/4 66

23 • i 2月6日，扎伊尔代表在第6 9次会议上介绍了题为“向埃塞俄比亚境 

内流离失所的人提供援助”的决议草案（A/C. 3/40/马66 )，其提案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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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昂、斯里兰卡、斯威士兰、阿利亚共和国、多哥、特立尼达
和麥巴g \马土 g、马克弇知维埃社会和】n维to主x 
共和国联盟、瓦努阿團、越M、也门、南薪k夫r à择尔'赞HT、 
津B示苇以及~~~~ -

24. ：! 2月6日，委员会第7 0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 3/4〇/ 

It 66 (参看第7 S段，决议萆案五）•

21 •决议草案 A/C, 3/4 0/J； 67

2 5. i 2月6日，扎伊尔代表在第6 9次会议上介绍了题为“尚吉布提境内的 

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决议草案（A/C. 3/4 0/14 67 ), 其提案国有：

刺梢祍、茧地剎、R林、孟加拉瞄尔75剎亚_ 刺梢狂、奥地利、
w 士 r æ泵k wÿI希盔M〔

^ m . 4» m 7 E ë / il 1、
晡害豳，佛犋
IF斯伏轚坩.古R

I亩布椹，劣来fg.加共和国、诶方、赤谱几内亚

围_ DJ宁.埔芨 
隹.中非共和国

_ g •丰m门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埃窠俄比亚
. 块固.加酋、何bk亚.德東志联邦共和围、加纳、希膳、几
由亚I n.内亚fck绍、海地、批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
拉京、贲t刹、象牙湛蚩f料特抽瓦）、牙实加、日本、约旦

...................................................... .. " ------ 刺拉伯剎bh
丰g龙

ï肯m亚.斜成特、黎R嫌.菜索牦、利比里亚、
亚a众国ï a伏加斯怕、马拉骓-马宙-丰审塔貶亚、毛里求
齑二is逐#、i迢乐7鈿4 7 1 b乐、m b剁3Ë、w豉、Ë葚
斯桕、P,盡a、菲律耷ï 卡烙尔、卢旺伏、沙特闸拉伯、塞内窠
加尔、窠拉刹晶、拓加坡、#a苗-斯困$卡、名丹、斯威士
^ . w ^ ê èà m ^ m ： ë m . k m J ë îr k ^ é k b ë 7
穿tg.斯、+瓦：a.乌午伏、阐拉怕联合酋长国、坦龚m亚膜舍
龙邾闰.莘剎坚会众围、也ï门、南斯拉关、札伊尔、赞bK亚、
律r布宅 以及文莱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6. 1 2月6日，委员会第7 0次会议来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 3/40/ 

A 67 (参看第7多段，决议草案六）•

阿g汗、阿尔及刮斐、安哥拉、网根廷、奥地利、盂加拉国、贝宁、
_ g挂如幺保fefjj亚、如法索、喀麦隆、桷#角、中非共和1—

7吊圉、_浴fii亚、科摩穸rm~wr~s' bt>塞蕭屬—斯、苠主也ïi、吉

、伊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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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决议草案 A，C. 3,40，Iy 72/^ev. 1

27. 1 2月6日，在第6 9次会议上，扎伊尔代表介绍了题为“苏丹境内的难 

民情况”的订正决议草案（A，C. 3,40八72/& V. 1 ),其提案国为阿尔及利 

亚、阿根廷、巴林、孟加拉国、博茨瓦纳、文莱国、布尔基纳法索、溶麦隆、加拿

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科摩罗、塞浦路斯、民主也门、吉

布提、埃及、赤道几内亚、法国、冈比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几内

亚、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意大利、象牙海岸 

(科特迪瓦）、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 

亚、H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泊尔、荷兰、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

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 

$^兰卡、苏丹、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Ë

哥、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

合众国、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28. 1 2月6日，在第7 0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 

3Z40/1*. 72/$ev. 1 (见第7 8段，决议草案七I

H.决议草案 AZC. 3,4(VX. 78

29. 1 2月6日，在第6 9次会议上，扎伊尔代表介绍了题为“向乍得境内回 

返的人和流离失所的人提供紧急援助”的决议草案（A/C. 3/40，ü. 78 ),其提 

案国为阿尔及利亚、布尔基纳法索、喀麦隆、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

中国、科摩罗、吉布提、埃及、法国、加蓬、冈比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 

几内亚、海地、印度尼西亚、意大利、象牙海岸（科特迪瓦）、日本、马达加斯加、 

马里、荷兰、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卢旺达、塞内加尔、索马里、苏丹、



*表决后，罗马尼亚代表团表示，它的投票本应记为反对票，而不是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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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多哥和扎伊尔以及刚果,

30. 1 2月6日，在第7 0次会议上，委员会未錄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3/404. 78 (见第7 8段，决议草案八）#

I.决议草案 A，Ca 3X40ZL. 48^e' 1

31. 1 2月6日，在第6 9次会议上，比利时代表介绍了题为“阿富汗的人权 

和基本自由问题”的订正决议草案（〜气48，Rev. U,其提案国为老 

提瓜和巴布达、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芬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圣卢西亚、新加坡、西班牙、

腊希及以国王联兰尔爱北及颠列不大和典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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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以7 5票对2 3票，3 3票弃杈的记录表决，通过 

了决议草案A/C. 3/40，：L. 48/He V 1 (见第7 8段，决议草案九）• 表决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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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决议草案 A，C. 3,4〇ZL. 79

34. 在1 2月6日，第6 9次会议上，博茨瓦纳代表提出了题为“向南部非洲 

境内的难民学生提供援助”的决议草案（A/C. 3/40ZL. 79 ),提案国为阿尔及 

利亚、安哥拉、巴哈马、博茨瓦纳、布尔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中国、鍵 

罗、刚果、吉布提、埃及、埃塞俄比亚、间比亚、加纳、几内亚比绍'印度尼西亚、 

象牙海岸（科特迪瓦）、肯尼亚、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摩洛哥、

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内加尔、新加坡、索马里、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多 

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鸟于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扎伊尔和赞比 

亚，以及几内亚、利比里亚、菲律宾、卢旺达、塞拉利昂和津

35. 在1 2月6日第7 1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 3, 

40ZL. 79 (参看第7 8段，决议草案十）•

K 决议草案 3,40，L. 54

36. 在1 2月5日第6 6次会议上，墨西哥代表提出了题为“萨尔瓦多境内的 

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的决议草案（A/C. 3,40，L. 54 ),提案国为阿尔及利亚、 

哥斯达黎加、法国、墨西哥、西班牙、瑞典、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以及ÿ麦、#1、 

摩洛哥、荷兰和挪威，

37. 在12月6日第7 1次会议上，墨西哥代表订正执行部分第8段，将“收 

容难民”改为“在接收难民方面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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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同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提议根据议事规则第1 2 3条重新审议该 

决议草案，莸得了所需的三分之二的多数之后，委员会以5 9票对2 2票，1 7 

票弃权的记录表决，决定赞成重新审议该决议草案的提案。表决结果如下：

38.同次会议上，委员会以9 2票对4票，40票弃杈的记录投票表决了决议 

草案A/C. 3/40/lv 54。 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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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牙
代
马
里
美

 

汗
达
利
索
亚
主
芬
共
、尼
利
蒙
尼
兰
塞
阿
苏
岡
桑
夫
拉
马
国
瓦
象
尔
罗
斯
、

 

富
布
比
法
比
民
、邦

岛

肯

伯

、
、波

、
、兰

、坦
拉
加
哈
和

尔

、马

、
、其

 

闸

巴

、纳

伦

、亚

联

冰

、拉

哥

瓜

、伯

典

克

盟

、斯
盂
巴
共
萨
斯
、宾
里
耳

成赞

对
权i



40.同次会议上，委员会以9 2票对3票，3 8票弃权的记录表决通过了决议 

草案AW. 3/4〇yt. 54 (参看第7 8段，决议草案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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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斯
基
哥
斯
埃
、匈

加

索

亚

、亚
沙
士
干
共
联
越
；

 
非

、
、尔

格

国

、
 

瓜

多

尔

、克

、国

、买
莱
尼
兰
内
、威

乌

义

兰

、

~

 
中
济

}
日
和
泰
门

 

提
巴
布
大
捷
及
和
那
牙
、塔
西
几
亚
斯
、主
尔
拉

 
、斐

瓦

尼

特

、也

 

安

巴

、拿

、埃

共

亚

、国
里
新
新
摩
、斯
会
爱
璀

 
隆

、迪

、森

南

、
 

、
、亚

加

斯

、主
圭
利
和
毛
、亚
萨
丹
尼
社
北
内

 
麦
尔
特
尔
文
里
国

 

拉

林

利

、路

国

民

、大

共

、兰

布

、苏
突
埃
及
委

 
喀
多
科
泊
圣
苏
众

 

哥
巴
加
国
浦
和
志
亚
意
主
里
荷
巴
达
、
、维

類

、

 
、瓜

C
尼

、
、合

 

安

、保
和
塞
共
意
内
、民

马

、
、旺
牙
哥
苏
列
圭
：

 
迪

厄

岸

、亚
卡
坚

 

、利

、共

、加
德
几
兰
民
、克
马
卢
班
多
、不
拉

 
隆

、海
夫
尼
兰
利

 

亚
地
西
义
巴
尼
、
、尔
人
堡
比
拿
、西

、国
大
乌

 
布
寨
牙
代
马
里
美

 

利
奥
巴
主
古
米
亚
腊
爱
挝
森
桑
巴
尔
、国

和

、
、

 
.

、埔
象
尔
罗
斯
、

及

、
、会

、多

比

希

、老

卢

莫

、塔
尔
和
共
国
国

 
甸

柬

、马

、
、其

 

尔
亚
纳
社
加
、冈

、克

、
、
、威
卡
舌
共
义
长
和
。

 
缅

主

斯

、宾
里
耳

 

阿
利
瓦
埃
黎
麦
、纳
拉
特
国
哥
挪
、塞
亚
主
酋
共
韦

]£o

、民
拉
亚
律
马
土

 

、大
茨
维
达
丹
国
加
伊
威
众
洛
、牙

、利

会

合

合

布

M
国

、都
西
菲

索

、
 

亚
澳
博
苏
斯
、法

、
、科
民
摩
亚
萄
尔
叙
社
联
联
巴
尼
莱
国
洪
来
、
、哥

 

尼

、
、斯

哥

门

、国

度

、亚

、利
葡
加
伯
埃
伯
亚
津

Æ>
文
中
、马
坦
坡
巴
。

 

巴

廷

宁

罗

、也
兰
和
印
並
比
古
日
、内
拉
维
拉
尼
、

印

、
、达

、斯
加
多
亚

 

尔
根
贝
俄
果
主
芬
共
、尼
利
蒙
尼
兰
塞
阿
苏
阿
桑
夫
；

^
丹
得
纳
嫩
基
新
和
比

 

阿
一:

、

白

刚

民

、邦

岛

肯

伯

、
.

、波

、
、兰

、坦

拉

马

不

乍

林

巴

巴

、达
赞

 

、
、时

、
、
、亚

联

冰

、拉

哥

瓜

、伯

典

克

盟

、斯

地

、
、格

黎

、斯

尼

、

 

汗
达
利
索
亚
克
比
志
、本
阿

西
拉
鲁
拉
瑞
乌
联
国
南
危
马
国
、
、曼
丁
立
尔

 

富
布
比
法
比
伐
俄
意
利
日
、墨

加

秘

阿

、
、国

王

、

1
哈
和
蓬
旦
阿
纳
特
伊

 

阿

巴

、纳
伦
洛
塞
德
牙
、托

、尼

、特

兰

达

和

合

南

智

巴

共

加

约

、林

、扎

赞 成.

反对:

弃 权

格

利

马

基

文

兰

尔

X
门

、
、和

国

黎

、

 

、大

、巴
圣
里
爱
主
也
国
克
共
和
、国

 

腊
意
堡
、
、斯
北
会
主
和
比
义
共
克
泰

 

希

、森
威
牙
、及
社
民
共
桑
主
合
拉
、

 

、兰

卢

挪

萄

牙

類

埃

、主

莫

会

联

.

伊
南

 

国
尔
、
、葡
班
列
维
克
民
、社

亚

、里

 

和
爱
本
兰
、西
不
。苏
伐
民
古
埃
尼
度
苏

 

共

、日
西
.

宾

、大

拉

斯

洛

人

蒙

维

桑

印

、

 

邦
岛
、新
律
坡
、瑞
罗
斯
挝
、苏

坦

、亚

。

 

联
冰
加
、菲
加
达
内
俄
克
老
亚
兰
、

纳
尼
亚

 

志

、买
兰
、新
干
委
白
捷
、尼
克
盟
加
马
比

 

意
斯
牙
荷
鲁
、乌

、
、
、利

塔

乌

联

、罗
赞

 

德
拉
、
、秘
亚
、国
亚
巴
牙
里
、国

亚

、
、

 

、都

3
哥

、摩
其
众
利
古
匈
毛
尔
和
比
亚
夫

 

国
洪
瓦
洛
圭
萨
耳
合
加
、
、
、舌
共
冈
利
拉

 

法

、迪
摩
拉
、土
坚
保
国
国
国
塞
义
、日
斯

 

、拉

特

、巴

斯

、利

、和

和

众

、主

及

尼

南

 

兰
马
科
哥
、丁
典
美
拉
共
共
民
兰
会
埃
、
、

 

芬
地

C
西
马
纳
瑞
、哥
非
主
亚
波
社
、尔
门

 

、危
岸
墨
拿
林
、国
安
中
民
比
、埃
甸
泊
也

 

济

、海

、巴

格

丹

王

、
、志

利

瓜

维

。缅

尼

、

 

斐

达

牙

亚

、和
苏
合
汗
国
意
伯
拉
苏
南
、
、圭

 

、纳
象
西
坦
特
.

、联
富
和
德
拉
加
、越
丹
嫩
拉

 

亚

枨

、来
斯
森
卡
兰
一

:

共

、阿

尼

国

、不
巴
乌

 

:
'

•

直

Ÿ2

反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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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n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摩洛哥、巴

h 决议草案 A，c, 3,4Çyl<. 59>/Rev. 2

41. 瑞典代表在1 2月6日第6 9次会议上介绍了题为“危地马拉境内的人权 

和基本自由情况”的决议草案（A/C. 3/40ZL. 59/Tev. 2 ),提案国为奥地利、 

加拿大、丹麦、法国、希腊、爱尔兰、荷兰、挪威、西班牙和瑞典.

42, 委员会11月6日第7 1次会议以8 5票对6票，4 0票弃杈记录表决通 

过了决议革案W. 3/40ZL. 59，ReV. 2 (见第7 8段，决议草案十二）• 表 

决情况如下：

非

、迪

、圣
苏
利

 

中

及

特

尔

、
、美
 

、埃

科

泊

亚

卡

、

隆

、
C

尼
尼
兰
其

 

麦

尔

岸

、马
里
耳

 

喀
多
海
夫
罗
斯
土

 

、
瓜

牙

代

、
、
、

迪
厄
象
尔
宾
里
哥

 

隆

、
、
马
律
马
巴

 

布

寨

斯

、菲
索
多

 

、埔

拉

亚

、
、和
 

甸
柬
都
西
鲁
坡
达

 

缅
主
洪
来
秘
加
尼
。

、
民

、
马

、新
立
尔

 

国

、
达

、马

、特
伊

 

莱

国

纳

嫩

拿

斯

、扎
 

文
中
林
巴
巴
丁
国
、
 

、
、格

黎

、纳
泰
门

 

丹

得

、
、曼

林

、也
 

不
乍
蓬
旦
网
格
南
、 

、
、加

约

、和
里
国

 

马

国

、
、尔
特
苏
众

 

哈
和
济
3

日

森

、合
 

巴
共
斐
瓦
尼
文
丹
坚

权*

、
时

、
、
、兰
和
拉
特
国
比
布
亚
、兰

、坦
拉

 

达
利
索
亚
克
芬
共
伊
威
众
桑
巴
摩
典
克
盟
、斯
 

布

比

法

比

伐

、邦

、科

民

莫

、萨
瑙
乌
联
国
南

 

巴

、
纳
伦
洛
亚
联
度
、
亚

、威

、
、
、国

王

、
 

和
斯
基
哥
斯
比
志
印
亚
比
古
挪
达
兰
达
和
合
南

 

瓜

多

尔

、克

俄

意

、尼

利

蒙

、
旺
士
干
共
联
越

 

提
巴
布
大
捷
塞
德
岛
肯
伯
、亚

卢

威

乌

义

兰

、 

安

巴

、拿

、埃

、冰

、拉

哥

利

、斯

、主
尔
拉

 

、
、
亚

如

斯

、国

、本

阿

西

日

尔

、斯
会
爱
瑙

 

拉

林

利

、路

国

和

利

日

、墨
尼
塔
牙
尼
社
北
内

 

哥
巴
加
国
浦
和
共
牙
、托

、
、卡
班
突
埃
及
委

 

安

、
保
和
塞
共
主
匈
加
索
亚
瓜
、西

、维

颠

、
 

、
利

、共

、加

民

、
买

莱

尼

拉

牙

、哥
苏
列
圭

 

亚
地
西
义
巴
尼
志
那
牙
、塔

加

萄

尔

多

、
不

拉

。
 

利
奥
巴
主
古
米
意
亚
、国

里

尼

葡

加

、国
大
乌
韦

 

及

、
、会

、多

德

圭

利

和

毛

、
、内

国

和

、
、布
 

尔

亚

纳

社

加

、
、
、大

共

、兰
兰
塞
和
共
国
国
巴

 

网
利
瓦
埃
黎
麦
亚
腊
意
主
里
西
波
、共
义
长
和
津

 

、
大
茨
维
达
丹
比
希
、民

马

新

、伯

亚

主

酋

共

、
 

亚

澳

博

苏

斯

、冈

、
兰

民

、
、亚
拉
利
会
合
合
亚

 

尼

、
、斯

哥

门

、纳
尔
人
堡
兰
内
网
叙
社
联
联
比

 

巴

廷

宁

罗

、
也
国
加
爱
挝
森
荷
几
特
伯
埃
伯
亚
赞

 

尔
根
贝
俄
果
主
法
、
、
老

卢

、新
沙
拉
维
拉
尼
、
 

网

阿

、白

刚

民

、国

克

、
、克

亚

、阿
苏
阿
桑
夫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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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委员会12月6曰第71次会议以5 3票对2 2票，4 1票弃权的记录表 

决通过了决议草案3/40/X. 75 (见第7 8段，决议草案十三）• 表决情 

况如下：

M.决议草案 A，c. 3,40ZL. 75

43. 荷兰代表在1 2月6日第6 9次会议上介绍了一份题为“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境内的人权情况”的决议草案（A/C. 3,4〇y\ 75 )，提案国为安提瓜和巴布 

达、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法国、卢森堡、荷兰、挪威和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及圣卢西亚和萨摩亚》

44. 巴基斯坦代表在同次会议上提出不就决议草案A，C. 3/40/X. 79采取行 

动的动议。会议以5 5票对2 8票，2 9票弃权的记录表决否决了该项动议0表 

决情况如下：

宁
亚
亚
尼
网
桑

 
马

非

尼

邦

、牙
哥
秘
亚
合

 
、印

尔

、
 

贝

西

比

、特
坦

 
哈

中

米

联

克

、西

、摩
联

 
国

、加
哥

 

、尼

利

克

沙

、

 
巴

、多
志
拉
3

墨
圭
萨
兰

 
中

亚

内

巴

。
 

国

度

伯

比

、国

 
、
大

、意

伊

瓦

、拉

、尔

 
、内
塞
多
韦

 

拉
印
拉
桑
亚
长

 
利

拿

麦

德

、迪
堡
巴
斯
爱

 
得

几

、和
布
 

加

、阿
莫
尼
酋

 
地

加

丹

、岛

特

森

、丁
北

 
乍

、宾
达
巴

 

孟

亚

、
、马
合

 
奥

、
、国
冰
科
卢
马
纳
及
。

、纳
律
尼
津

 

、比
嫩
古
罗
联

 
、西

加

法

、
C

、拿

林

顛

门

甸

加

菲

立

、 

林

俄

巴

蒙

、伯

 
亚

巴

黎

、斯

岸

托

巴

格

列

也

缅

、
、特
亚
 

巴

塞

黎

、尔
拉

 
利

、达

兰

拉

海

索

、和

不

、

、蓬

曼

、比
 

、埃

、亚
塔
网

 
大
亚
斯
芬
都
牙
莱
威
特
大
拉
索
加
阿
国
赞

 

拉

、特

尼

卡

、

澳

维

哥

、洪

象

、挪

森

、瑶

法

、
、泰

、 

哥

门

威

塔

、国

 
、利

、济

、
、亚

、文

典

内

纳

及

尔

、夫
 

安
也
科
里
兰
和

 
廷
玻
亚
斐
达
利
尼
兰
圣
瑙
委
基
埃
日
南
拉

 

、主

、毛
波
共

 
根

、
比

、纳

大

肯

西

、
、
、

尔

、尼
里
斯

 

亚

民

囯

、
、亚

 
阿

时

伦
多
林
意
、新

达

卡

国

布

尔

、苏
南

 

尼

、和

亚

坦

利

。

、利

哥

瓦

格

、
旦

、旺

兰

众

、多

尔

、
、 

巴

巴

共

西

斯

叙

国

达

比

、尔

、列
约
兰
卢
里
合
纳
瓜
泊
丹
达

 

尔

古

兰

来

基

伯

和

布

、利

萨

膳

色

、荷

、斯

坚

瓦

厄

尼

苏

干

 

阿

、斯

马

巴

拉

共

巴

斯

智

、希

以

本

、牙

、利

茨

、
、
、乌
 

、国

伊

、
、
阿

合

和

多

、国

、
、
日

哥

萄

牙

美

博

斯

里

里

、 

汗

莱

朗

国

瓜

、联

瓜

巴

国

和

国

兰

、洛

葡

班

、

、
路
马
马
斯

 

富

文

伊

众

拉

伯

亚

提

巴

和

共

和

尔

加

摩

、西

国

丹

浦

、索
尼

 

岡

、
、民

如

拉

尼

安

、共

加

共

爱

买

、鲁

、
王

不

塞

度

、突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K 决议草案 A，Ca 3y40，L. 76

46.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在1 2月6日第6 9次会议上介绍了 

题为“《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状况”的决议草案（A/C. 3/40XL. 76 ), 

提案国为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波兰以及蒙古》

47. 委员会1 2月6日第6 9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ZC. 3Z40/

I*. 76 (见第7 8段，决议草案十四）•

0.决议草案VC.3/40/L.77

48•在12月6日第69次会议上，丹麦代表介绍了题为“即决处决或任意处 

决”的决议草案（A/c.3/40/U7 ,) •其提案国为••阿根廷、奥1利、比利时、 

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丹麦、多来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芬兰、法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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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比亚、希腊、冰岛、象牙海岸（科特迪瓦）、日本^肯尼I摩洛哥、荷兰、挪 

威、荀葡牙、西班牙、瑞典和赞比亚，以及卢森堡、塞内加尔和大不列颠及北i尔 

兰联合王国_

49.在1 2月6日第7 1次会议上*丹麦代表以各提案国名义灯正决议革案执 

行部分第7段如下，考虑到联合王国代表所作的一项口头提议：

(a)在“可能采取”等字之前加入“适当当局”四字；

㈨删除“和公正调查措施”等字.

50.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即通过了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A/C..3/, 

40/1.77 (见第7 8段•决i义草案十五）•

p •决议草案 A/C.3/_0/L.80

51 •在1 2月6日第69次会议上•摩洛哥代表介绍了题为“非居住国公民个 

人人权宣言”的决议草案（A/C.3/40/L.80 )•

52. 在同次会议上s摩洛哥代表作出以下说明：

“最后，应该以主席兼报告员的身份指出，小组成员认为这个宣言革案的 

通过•绝不预断大会或任何国际组织将来可能审议和通过的任何国际文书可能 

规定的权利，特别是大会第34/172号决议所设工作组正在拟订的保护移民工 

人及其家属权利国际公约草案.”

53. 在1 2月6日第7 1次会议上•摩洛哥代表口头订正宣言第5条第1款: 

在“国内法规定”等字之后加入以下字样：“并在遵夺所茬国的有关国际义务的情 

况下

54•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即通过了口头订正的决议革案A/C.3/ 

40/L.80 .(见第7 8段，央议草案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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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智利、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摩洛哥、巴 

基斯坦、巴拉圭、泰国、美利坚合众国。

7在2 2月9日第72次会议上，布隆迪代表团表示其投票应该是弃权而不是赞

成.

Q.决议萆案心力.3,4〇y% 81

55. 在2 2月5曰第6 6次会议上，墨西哥代表介绍了一项题为“智利境内的 

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的决议草案（A，c.心AO/ïi S2 )，提案国为！丞及利亚、 

澳大利亚、古巴、丹麦、法国、希腊、意大利、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挪威、葡 

菊牙、西班牙、瑞典和南

56. 在1 2月6日第7 2次会议上，委员会进行记录表决，以《 2票对9票，

3 S票弃权通过决议草案A/C. Si (见第7 * S段决议草案十七）•表决

情形如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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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决议草案 A，c. 3,4〇yij 8 2

57•在1 2月6日第6 9次会议上，代表介绍了题为“司法上的人权” 

的决议草案（A/C. 3/4 0八S2 ),提案国为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 

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丹麦、芬兰、冈比亚、荷兰、挪威、萨摩亚、西班牙、 

^典和鸟拉圭以及玻利鲤亚。— ———'- -..........

5S .在2月6曰第7 J次会议上，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代表就决议 

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发了言。

59.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 3/40八S2(见第 

7 S段，决议草案十八）•

S. 决议萆案 A，C. 3X4 S3yHev. J

60.在1 2月6日第6 9次会议上，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介绍了 

题为“不允许为干涉他国内政的目的利用或歪曲人权问题”，的决议萆案AZC. 3/

40/h 83/Rev. U提案国为安哥拉、捷克斯洛伐克、埃塞俄比亚、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越南；案文如下： * 2

“大会,

“回顾其1965年12月21日弟2131 ( XX)号决议所载的《关于各 

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杈的保护宣言》、1 9 7 0、年10月24日第

2 6 2 5 ( XXV)号决议所载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甘作 

的S1际法原则宣言》及1 9 8 1年1 2月9日第36/103号决议所载的《不容 

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官》，上迷各宣言均是为了给所有国家和人民创造有利 

独立和自由发展的条件，



A/40/1〇〇?
Chinese
Page 21

“注意到国际社会应该优先注蒽戚继续优先注蒽寻求解决1 9 7 7年1 2月 

16日大会第32/13的决议所界定的大规模公然侵犯各国人民和个人之人杈问 

题的方法，

“重申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任何国家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 

干珍任何国家的内、外事务，

“铭记着根据《宪章》所宣示之各项原则厂确认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 

尊严及平等而不可剥夺的各项杈利乃是世界上自由、公正与和平之基础，

“重申根据《宪章》各国有按照《世界人权宣言》8、《经济、社会、文化 

杈利国际公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各项规定促进普遍 

尊重和履行人杈及自由的义务，

“认为对促进人杈及自由和实现《宪草》的罘旨及原则来说，充分遵守不干 

涉和不干预别国内政的原则极为童要，

“对于某些国家政府为于涉他国内政的目的以及为无关的政治目的奉行利用 

威否曲人籾问题的一贯政策和行径感到关切,

“ 1 .重申各国有义务不利用或歪曲人权问题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手段;

“2.呼吁各国政府避免利用或歪曲人杈问题来干涉别国内政;

“ 3.谴责南非秭族隔离政权和以色列为了延长其非法占领、残暴压迫当地 

人民并干涉邻国内政的目的进行的诽谤活动并开展污蔑和敌对的宣传活动；

8 第2 1 7 A ( III)号决议•

，第2 20 0 A ( XXI)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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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请各国政府表达它们对防止利用或歪曲人杈问题来达到破坏各国间友 

好关系与合作之国际法原则的目的而必须采取的各项措施之见解；

‘‘ 5 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其中包括按本决议第

4段之规Ï收集的资料•”

61.同次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对该决议草案提出修正案（A/C 3/4 0/ 

4 90),案文如下：

“ 1.标题：删除‘为干涉他国内政的目的，等字。

“2 •序言部分加插新的第三段如下：

‘重申《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所有国家有责任不对他国的主杈、 

政治独 领土完整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

“ 3 •将序言部分新的第四段第一行中的‘ 改为“又重申’。

“ 4 •序言部分新的弟七段第一和第二行改写如下：

‘认为对促进人权和自由以及实现《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来说，充分 

遵守尊ÏÏ国主杈、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不使用武力及不干涉他国内政 

的原则极其重要。’

“该句的其余部分维持原样。

“ 5.序言部分最后一段之前，加插新的一段如下：

‘对于对人杈问题采取片面的处理办法越来越忽视以下这一必要性表 

示关切 "T兩必须优先注意受到以下情况影响的民族和人士其人杈遭受大 Ï 

模和公然侵犯的情形：这种情况诸如：种族隔离、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

殖民主义、外国统治和占领、侵略和对国家主杈、民族独立、领土完整的 

威胁以及拒绝承认民族自决的基本杈利所造成的侵犯人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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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序言部分最后一段修正如下：

“并对于有证据显示有利用或歪曲人杈问题的事实表示关切,\

7 •以下面执行部分的两段取代执行部分第1段：

‘1.重申违反人权问题是联合国所关切的一项事务;，

* 2 •又重申在处理人权问题方面,各国应继续致力对受到以下情况 

彩响的民族和人士其人权遭受大规模和公然侵犯的情形寻求觯决办法，这 

些情况诸如种族隔离、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外国统治和占领、 

便咨和对国魅权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威胁以及拒绝承认民族自决的基本 

权利所造成的侵犯人杈情形；，#

8 •第2段重新编号并改写如下：

‘3.敦促各国政府不要利用或歪曲人杈问题;\

‘“ 9.其余各段重新编号。” 62 * * * *

62. h 2月6日第7 J次会议上，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口头提

出一项决定草案如下：

“大会决定将A/C. 3Z4Û/I* 文件内的决议草案以及AZC.

40/义90号文件内对该决议草案的修正案推迟至第四十一届会议审议• ”

63 •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定草案（见第79段决定革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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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决议草案 A，C. 3Z4QXL. 84

64. 在1 2月6日第6 9次会议上，法国代表介绍了题为“被强迫或非自愿失 

踪问题”的决议萆案，提案国为奥地利、加拿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法国、 

冈比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意大利、墨西哥、摩洛哥、荷兰、葡萄牙、卢

旺达、塞内加尔、西班牙、瑞典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及阿根廷、玻利 

维亚和卢森堡。

65. 在12日月6日第7 1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即通过了决议草案（参看 

第7 8段，决议萆案十九）。

ü.决议草案A，C. 3,40，L. 85

66. 在12月6日第6 9次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介绍了题为“对付 

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活动以及基于种族原因的不容忍、仇恨和恐 

怖的其他一切形式极杈主义思想和做法所应采取的措施”的决议草案（A/C. 3/ 

40/L. 85),提案国为阿富汗、安哥拉、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蒙 

古、尼加拉瓜、波兰、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越南。 67

67. 在同一次会议，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也代表荷兰,提出了 

对决议草案的修正案（3/40/A 89)，其内容如下：

“ 1.将序言部分第四段插在现有第六段序言之后。

“2.将序言部分第八段插在现有第七段序言之前。

“ 3 .按顺序重新编排头八段序言部分。

“ 4/以大会第39，114号决议下列案文代替重新编排后的序言部分第七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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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一切基于种族或民族的排他性或不容忍、仇恨、恐怖或有计划地剥 

夺人杈和基本自由的或是产生这种结果的极杈主义的或其他的思想和做法，包 

括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做法，都会危害世界和平， 

阻碍国与国间的友好关系，阻挠人杈和基本自由的实现。s

“ 5 .以大会第3 9/1 1 4号决议序言部分第八段案文代替序言部分第 

九段，即删除下列词语：^并已制订足以防止纳粹主义和新老法西斯主义团体 

和组织的活动的法律条例’，而代之以‘这些是民主社会的根基，是反对极杈 

主义思想和做法的最佳堡垒’。

“6.序文部分第十二段，第二行删除句中下列字眼:‘包括纳粹主义和 

新老法西斯主义的’，以配合大会第39Z114号决议序言部分第十六段〇 ”

68. 在同一次会议上，联合王国订正修正案的第4段的导言部分如下:

‘‘以大会第3 9/1 1 4号决议序言部分第七段案文代替重新编排后的序 

言部分第七段。”

69. 在同一次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口头订正决议草案A，C. 3/40/ 

4 8 5如下：

㈨在序言部分第九段内“基于”等字后和“人人”等字前插入“为民主 

社会的基础和防止极杈主义思想和做法的最好堡垒的”等字；

㈦在序言部分第十二段内删除“包括纳粹主义和新老法西斯主义”等字。

70. 在12月6日第71次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考虑到A/C. 3， 

40/L. 89号文件所载的一些修正案，进一步口头订正决议草案如下：

⑻把以“念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等字开始的序言部分第四段置于序 

言部分第十九段之后；

⑼将序言部分第八段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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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种族或民族的排他性或不容忍、仇恨、恐怖或有系统地剥夺人 

杈和基本自由、或有此种后果的一切极杈主义的或其他的思想和做法，包括纳 

粹、法西斯和新法西斯的思想和做法都会危害世界和平，阻碍国与国间的友 

好关系，阻挠世界人杈、基本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实现> ”

71 •在1 2月6日第7 1次会议上，联合王国代表,代表各提案国，撤回A/ 

C. 3/40/A 89号文件所载的修正案。

72.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以9 6票对2票，2 4票弃杈的记录表决，通过 

了口头订正后的决议草秦A/c. 3/40/A 85 (参看第7 8段，决议萆案二十）。 

表决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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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决议草案 A，C. 3,40，L. 86

Î3.在12月6日第69次会议上，加拿大代表介绍了决议草案（A/C. 3/ 

40/I-. 86 ),提案国为溴大利亚、加拿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日本和苏丹以及孟加拉国、约旦、巴基斯坦和卢旺达。 * 76

74.在1 2月6日第7 1次会议上，加拿大代表口头订正决议萆案如下:

⑹脚注1的措词改为“ E/CIT. 4/1503 * ” ；

⑼删除序言部分倒数第二段；

⑹删除执行部分第3段内“包括临时指定人道主义问题特别代表”等字;

⑹在执行部分第4段的末尾处增添“如秘书长关于第三十九届会期间本 

组织工作的报告内所提到的”等字。

75•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订正后的决议草案（参看第78 

段，决议草案二十一）。

X.主席提议的决定草案

76 •在1 2月6日第7 0次会议上，主席口头提议通过一项决定草案，其内容 

如下：

‘‘大会认为预定在1 9 8 6年1月举行的关于发展杈利的政府专家工作组 

的会议应予推迟到较后的日期举行，以使人杈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能够按照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的有关讨论和决定，对工作组的将来工作提供适当指示。”

77.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来经表决通过了决定草案（参看第7 9段，决定箪 

案二）〇



A/40/100?
Chinese
Page 28

三、第三委员会的建议

78•第三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箪案：

块议萆案一

药品营制战略和政策

大会,

回頋其1 9 7 7年12月1 6日第3H24号决议，其中请麻醉药品委员 

会研究可否推行一项有实际意义的国际管锎药品潘用战略和政策的方案，

又回顾其1 9 8 1年12月1 6B第36Z16的•决议，其中通过麻醉药品 

委员会1 9 8 1年2月1 1日第1 (XXIX)号决议提议的国际管制药品滥用战 

略和基本五年行动纲领，'°以及1 9 8 3年1 2月1 6日第38/98号决议， 

其中决定麻醉药品委员会从其第八届特别会议开始，每届会议期间举行由各有 

关国家观察员参加的全体会议，从而组成大会第36/16時决议所规定的工作 

队，以审查、监螯和协调国际管制药品滥用战略和基本五年行动纲领的执行，

i注意到麻醉药品委员会1 9 8 5年2月2 0日第2 (XXXI)号决议和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 8 5/13 0号决定，

核可经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审查的1 98 6年（即联合S国际 

药品战略基本五年行动纲领的第五年）的行动纲领•，• * 1

1 0《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8 1年，补编第4号> (E/1981/ 

2 4.),附件二•

1 1参看V40X773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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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二

改善所有移民工人的境 

况并确保其人权和尊严的措施

大会,

再次重申有关国际保护人权的一些基本文件特别是《世界人权宣言》r关 

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r《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Ï所揭示的原则和标准永远有效，

铭记着在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范围内制订的一 

些原则和标准，并且铭记看联合国其他专门机构和各个机关所逬行的关于移民 

工人及其家属的工作的重要性,

管已有既üi原则和标准，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改善所

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的境况并确保他们的人权和尊严，

回顾其1 979年12月2 7日第34力72号决议，其中决定成Ï一不对 

所有会员国开放的工作组，由其拟订一项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杈利的国 

际公约，

又回顾其J 9&0年12月15日笫35Z19S号、19S1年12月16 

曰第36/160号、19S2年12月17日第3 7/1 70号、1 9 S 3年1 2月, 

1 6日第38/86号和1 9 S 4年I 2月i 4日第39/102号决议，其中延长 

了起草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杈利国际公约工作组的工作期限并请其继续

• 1第2 1 7 A ( III)号决议•

，，第2 2 0 0 A(XXX)号决议，附件• 

’ *第2 1 0 6 A (XX)号决议，附件。

，，第3 4/ 1 8 0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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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审查了工作组1 9 8 5年6月3日至14日举行的第五次闭会期间会谈上 

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工作组在本届大会期间提出的报告广工作组在本届大会 

期间继续进行公约草案的二读，

1. 满意地注意到起草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权利国际公约工作组的 

报告，特别是工作组在公约革案二读阶段起革工作上取得的进展；

2. 决定为使工作组能尽早完成任务，工作组应紧接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 9 8 6年第一届常会之后在纽约召开一次为期两屋期的闭会期间会议；

3. ÿ秘书长向各国政府转递工作组的报告，以便使工作组成员能在19 

8 6年春举行的闭会期间会议上继续公约革案C读阶段的起革工作，并将该次 

会议取得的结果转递大会笫四十一届会议审议；

4. 还请秘书长把上述文件转递联合国各主管机构和有关国际组织供它们 

参考，以使它们能够继续同工作组合作；

5. 决定工作组应在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期间开会，最好是在会议刚开始 

时开会，继续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权利国际公约革案的二读工作.

• • A/c. .

• 7 A/c. 3/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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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革案三

联合国援助土著居民自愿基金

大会,

注葸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2年5月7日第1982/34号决议，该决 

议授权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每年设立一个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

注薄:到人权委员会1 9 8 4年3月1 2日第1984/32号决议，'•

深信设立一个援助土著居民的自愿信托基金是对今后促进和保护土著居民 

人权工作的一项重要发展，

决定按照下述标准设立一个自愿信托基金：

⑻基金的名称为联合国援助土著居民自愿基金；

⑼基金的目的应是由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私人或公共组织机构 

通过自愿捐助提供资金，向土著民族和土著组织的代表提供财政援助，以帮助 

他们参加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的审议工作；

⑹基金所支持的唯一类型活动，是上面⑼^段所指的活动；

(d)基金的准一受益者应为土著组织和民族的代表：

㈠其为下面(e汾段所指之联合围援助土著居民自愿基金董寧会认为 

合适的人；

㈡根据董寧会的看法，其没有基金提供的援助就不能出席工作组的 

会议；

㈢其能够使工作组更深入地了解彭响土著居民的问题并且其具有广

m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会正式记录,1 9 8 4年，补编第4号ME/1984/ 

14 ),笫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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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地域代表性;

(e)基金的管理应根据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以及秘书长说明附件中的其 

他有关规定进行，，，同时听取董事会的蒽见。董事会由在影响土著居民的各种 

问题上具有经验的五人组成，各成员均以个人身份任职。董事会的成员应由联 

合国秘书长与小组委员会现任主席协商任命，任期三年，可以连任。董事会成 

员中至少一名应为得到广泛承认的土著民族组织的代表〇

决议革案四

向索马里境内难民提供援助

大会j

回顾其关于向索马里境内的难民提供援助问题的第I 98. 0年1 2月I 5 

日第35/180号、1 9 8 1年1 2月1 6日第36/153号，1 9 8 2年1 2月

1 7日第3 7/174号、！983年12月16日第38/88号湘1 9 8 4年 

1 1月1 4日第39/104号决议，

审议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向索马里境内的难民提供#助的指告' 

特别是报告笫四节，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援助非洲境内难民的报告,21 

f索马里境内的难民问题未获解决深表关注,

丛里里!|新的难民潮所增加的负担以及因而迫切需要国呩进一步援助， * 20

« * E/CU.4/Sub.2/1983/2a

20 A/40/586b 

A/40/425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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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粮食援助依然严重不足,对索马里境内难民营中口粮配额造成了严 

重限制，出现了营养不良所引起的传染病相其他短缺及极端的困境，

认识到高级专员的报告所载的建议指出,仍然迫切需要在稂食、饮水和医 

药供应方面、在运输和补给、住所和家庭用品及造房方面增加援助，加强难民 

营的保健和教育设施，扩大促进难民自力更生所需的自助计划、小型农场湘住 

区项目，

难民的继续存在和新的难民潮为索马里政府和人民带来的社会和经 

济负祖的持续后果以及因而对该国的犮展和基本设施的影响，

1.注蒽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2 •直秘书长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继续为索马里境内的难民调动国 

际援助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

3. 满意地注意到许多会员国、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世界稂 

食计划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其他有关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向索马 

里境内的难民提供的援助；

4. 吁请会员国、国际组织和志愿机构尽力向索马里政府及时提供物质， 

财政和忮术援助，协助该国向难民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5. 又吁请捐助者紧急和有利地考虑索马里政府向第二次援助非洲难民国 

际会议提出的与发展有关的难民须目，并履行其在该会议前后作出的认捐；

6•遺高级专员同秘书长协商，向经济及社会理蓽会1 9 8 6年第二届常 

会报告索马里境内的难民情况；

7.又请高级专员间秘书长协商,就执行本决议所取得的进展向大会第四 

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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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革案五

向埃塞俄比亚境内流离失所的人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顾其1980年12月5日第35/91号、1981年12月16日第 

36/161号、1982年12月17日第37/175号和1983年12 

月1 6日第3 8/9 1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年7月2 4日第 

1 9 8 0/5 4号和1 9 8 2年4月2 7日第1 9 8 2/2号决议，

又回顾秘书长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年4月2 8日第19 8. 0 /

8号决议的规定编写的关于向埃塞俄比亚境内流离失所的人提供援助的报告，M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向埃塞俄比亚境内流离失所的人提供援助的报告,M

审议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M

认识到埃塞俄比亚境内自愿回返的人和难民的数目日增，

皇该国境内流离失所的人和自愿回返的人的境况由于该国长期旱灾所造成 

的破坏而更加艰苦f表关怀；

意识到埃塞俄比亚政府要照顾流离失所的人和自然突害的灾民以及回返的 

人和难民，负担十分沉重，

1.赞扬联合国各机关和专门机构在调动提供人道主义择助以帮助埃塞俄 

比亚政府的工作方面迄今所作的努力； * l,

** A/35/360和Corr.i。

l, A/40/587〇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1 2号> (A/40/12 )



2.呼吁会员国、各菌际组织和志愿机构尽力提供物质、财政和技术援助, 

协助埃塞俄比亚政府努力向埃塞俄比亚境内流离失所的人、自愿回返的人和难 

民提供救济，使他们恢复正常生活；

合国难民搴务高级专员加紧努力，调动择供人道主义援助，使埃‘ 

塞俄比亚境内的自愿回返的人、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获得救济、复原和重新定 

居；

4•遣秘书长与高级专员合作，把本决议执行情况通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 9 8 6年第二届常会并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决议革案六

向吉布提境内的难民提供人道i义援助

大会，

其关于向吉布提境内的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1 9 8 0年1胡15 

日第 35/182号、1 98 1 年1 2月 1 6 日第 36/156 号、1 9 8 2年 1 2 

月1 7日第37/176号、1 9 8 3年1 2月1 6日第38/89号和1 9 8 4年 

1 2月1 4日第39/107号决议，

听取了 1 9 8 5年1 1月1 1.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发言

满意地审议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向吉布提境内的难民提供人道 

主义援助的各项报告,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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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大会正式记录，笫四十届会议，笫三委员会》，笫_次会议。

h见《大会正式记录，_四十届会议，补编第1 2号> (A/40/12 );耜 

A/40/58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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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吉布提政府虽然经济资源甚少,资金有限，仍然决心继续致力应付难 

民的迫切需要，

意识到难民的存在给吉布提政府和人民造成的社会和经济负担及其对该国 

的发展和基本设施的影响，

1 该国境内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的困境持续不已并且由于长期干旱的破坏 

性影响而日益恶化深感关切，

赞赏地注意到吉布提政府闻高级专员密切合作采取各种措施，对吉布提境 

内难民执行充分、适当、持久的解决办法，

又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稂食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志愿机构的关怀和不断的努力，它们密切协同吉 

布提政府办理该国境内难民的救济和复原方案，

1.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向吉布提境内难民提供人 

道主义援助的各项报告，并赞许高级专员努力经常密切注意难民情况；

2. 喜见吉布提政府词高级专员密切合于采取备种措施,对吉布提境内难 

民执行充分、适当、持久的解决办法；

3. 请高级专员调动必要的资源,为吉布提境内难民执行持久解决办法,•

4. 高级专员继续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与会员国、政府间组织、非政 

府组织和有关志愿机构合作，对吉布提境内难民执行充分、适当、持久的解决 

办法，以期调动必要援助，使吉布提政府能够有效地应付受长期旱灾的严重彩 

响而日益恶化的难民问题；

5. 赞赏会员国、各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志愿机构迄今 

对吉布提境内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的救济和复原方案提供的援助；

I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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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ÿ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非政 

府组织和志愿机构继续支持吉布提政府不断努力应付该国境内难民和其他旱灾 

灾民目前的需要；

7. f高级专员与秘书长密切合作，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一 

届会议提出报告。



决议草案七 

苏丹境内的难民情况

大会,

回顾其关于苏丹境内难民情况的1 9 8 0年1 2月1 5日第35/181号 

1 9 8 1 年1 2月 1 6 日第36/185号、1 9 8 5年 1 2月 1 7 日第37/173 

号、1 9 8 3年1 2月1 6日第38/90号和1984年12月14日第3 9， 

108号决议，

室旦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关于苏丹境内难民情况的报告，〃

赞赏苏丹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为苏丹境内日益增多的难民提供住所、食物、 

教育和保健及其他人道主义服务，

认识到苏丹政府为照顾难民而承受着沉重负担并作出了牺牲，必须提供更 

多的国际缓助使它能继续努力为难民提供援助， .

!会员国、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向苏丹提供援助以支特难民方案 1 

示感谢，

确认有必要从地方和国家发展计划的角度来看待与难民问题有^的发展项目，

1 .注意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f员关于第39/108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27 28

2. 赞扬苏丹政府尽管遭受旱灾，面临严重的经济情况，仍在采取措施为 

难民提供物质和人道主义援助；

3. &秘书长、肩级专员、各捐埤国和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援助苏 

丹境内的难民而作的努力表示感谢;

27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1 2号》（A/40/12);和V" 

40/589 •

AX4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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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严重关切苏丹难民方案所能得到的资源曰渐减少，以及这种情况影嘀该 

国继续收留日渐增加的难民并向他们提供援助的t次的严重后果，

5. ÿ秘书长鉴于涌入该随的难藍日益增加、财政资游曰.渐减少和该国遭 

遇旱灾及面临严重经济情况，协同高级专员及.有关专门机构，派遣一个高 

毅机构间视察团，价估苏丹难民方案的需要和所需援助的数量，以及难民对于 

经济和重要的公用事业的影响，以期编制一份拟提交国际社会的综合援助方

案，

6. â秘书长调动必要的财政和物质援助，以便充分执行苏丹政府向1984 

年7月9日至1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援助非洲难民国际会议提出的各个 

项目，

,7.吁请会员国、联合国各有关机构和组织、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 

及国际金融机构，向苏丹政府提供必要的资源，以便在由于难民的存在而受封

彩响的各区域执行发展援助项目，

8.1 高级专员继续同各有关专门机构协调，以期巩固和确保继续为安置 

区的难民提供基本服务，

9.又请秘书长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关于本 

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À/COM. 125/1 , ^3 3lS：〇

i 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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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八

向乍得境内回返的人和流离失所的人提供紧急援助

大会，

回顾其I 9 8 4年1 2月1 4 S第39/106号决议，

注意到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1 9 8 5年I 1月2 6日关于乍得境内回返的 

人的境况的报告，

严重关切令得旱灾持续不已,使该国粮食和卫生方面原已危急的情况更加 

严重;

意识到乍得境内自愿回返的人及由于战争和旱灾而流离失所的人为数极多, 

造成社会融合方面的一个严重问题，

考虑到乍得除了是一个内陆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外,又因战争和旱灾而 

面临特别困难的情况，

念及乍得政府多次作出呼吁,特别是于1 9 8 5年1 0月9日向大会本届 

会议作出呼吁，并念及各个人道主义组织鉴于伞得的粮食和卫生情况纷纷发出 

呼吁，

忆及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曾发出迫切呼吁，要求国际紧急援助乍得境内自7愿 

回返的人和由于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人，

1. _乍得政府和名个人道主义组织所作出的关于紧急援助乍M内I 

愿回返的人和流离失所的人的呼吁；

2. Ç爸呼吁各国和各个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慷慨捐输，支持乍得政 

府在协助和重新安置自愿回返的人和流离失所的人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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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各机关和各专门机构为调动向乍得境内自愿 

回返的人和流离失所的人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而采取的行动；

4. 再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向乍得境内 

自愿回返的人和流离失所的人调动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5. g秘书长同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和联合国难民寧务高级专员合作，向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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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箪案九

阿富汗境内的人杈和基本自由问题

丝,

遵照《联合国宪章 >、《世界人杈宣言》，。、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 

所体现的原则和1 9 4 9年8月1 2曰《日内瓦四项公约，所规定的人道主义 

规则，

意识到其促进和鼓勘尊重所有人的人杈和基本自由的贵任.并决心对侵犯 

人杈寧件保持警觉，不论其在何处发生，

强调各国政府有义务尊重相保护人权,履行其依照各项国际文书所承担的责

任，

回顾人权委员会19 8 4年3月15日第1 9 8 4Z5 5号决议，其中委

员会对外囿军队继续留在阿富汗表示关切相忧虑，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4年5月2 4日第1 9 8 4/3 7号决议，其中理事会请人权委员会主席任 

命一名特别报告员，以审查阿富汗境内的人杈情况；

回顾人权委员会1 9 8 5年3月1 3日第1 9 8 5/3 8号决议，其中委 

员会对阿富汗境内的严重大规模赞犯人权现象表示深切关注，促请阿富汗当局俾 

止这些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停止对阿富汗平民进行军事镇压;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5年5月3 0日第1 9 8 5/1 4 7号决 

定，其中理事会决定延长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限并请他就阿富汗的人衩情况，

w第217厶（111)号决议.

，，第220〇A(XX：C)号决议，附件.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卷，第970—9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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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轰炸平民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和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还回顾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的1 9 8 5/3 5号决议，其中小 

组委员会请人权委员会要求特别报告员特别调查阿富汗境内的冲突给妇女相儿― 

童带来的灾难，

仔细审查了特别报告员关于阿富汗境内的人杈和基本自由问题的临时报告，，， 

报告揭露该国境内继续出现严重大规模侵犯基本人权情况，

确认阿富汗境内继续存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使大量受害者得不到保护或援

助，

1阿富汗当局拒绝同特别报告员合作表示遗憾,

1.赞扬特别报告员关于阿富汗境内的人杈和基本自由问题的报告;

a翌专题报告员调查结果所z揭露的情况一罔顾人权的现象实际更加广 

泛，冲突继续大规模危害人杈，结果不仅危害个人生命，而且危害整个人群和 

部族的生存，表示深切关注;

3.遂阿富汗当局在外国军队大力支援下，严酷地对其对抗者和有可疑的 

对抗者采取行动，完全不尊重它所承抠的各项国际人杈义务，表示深为关切;

4 •还对狂聂滥炸以及把乡村和农&结构作为军事行动的主要瞬P因而对平民 

造成严重后果深表关切;

5 •注专特别告员碉信丨冲突期间阿富汗原已存在的严重而有系统的侵犯 

人杈情况的严重性有所增加深有同感;

6 •尤其广泛侵犯生命权、自由与人身安全，包括对反对当局的人施甩 

酷刑和即决处决的惯常做法，以及日益显著的宗教不容忍政策，深表不安和震惊;

A/40X843,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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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杨其关切地注意到这种己经导致数百万人民逃离家园耜国土的广泛侵 

犯人杈行为继续造成大批难民和流离失所的流亡；

8. 要求冲突各方充分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各项原则命规定,允许各. 

面际人道主义组织，特别是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入境，并且便利它们逬行工作, 

以减轻阿富汗人民的苦难；

9. 促请阿窗汗当局同人权委员会及其特别报告员合作，特别是让#.往访 

阿窗汗；

10. 1 秘书长给予特别报告员一切必要的协助；

11. 决定在其第四十一届会议上继錄审议阿gÿ擴本自由问题,以 

期根据人权委员会相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供的新资料重新审查这个问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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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萆案十

向南部非洲境内的难民学生提供援助

这,

護其1 9 8 4年1 2月1 4曰第39/10時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请

秘Ü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合作，为在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 

赞比亚获得收容避难的纳米比亚和南非难民学生继续办理并执行切实有效的敎 

育及其他适当援助方案;_

审议了高级专员关于南非和纳米比亚难民学生援助方案的报告

赞赏地注意到报告内所建议的若干向南部非洲境内难民学生提供援助的项 

目&经顺利完成，

深信南非湘纳来比亚境内推行的歧视性政策相镇压性措施已使越来越多的 

学生不断涌入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湘赞比亚

意识到这些难民学生的陆续到来,对各收容国的有限财政、物质和行政资 

源造成沉重的负担，

赞赏各收容国为应付境内难民学生人口》眸国际社会的援助下所作的努力，

1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难民事务商级专员的报告;

2 .表示赞赏博茨瓦纳、莱索托、澌威士兰和赞比亚政府尽管难民学生的 

.陆续涌入对它们本国设施造成巨大的压力，仍然继续收内难民学生并为他们提 

供教育和其他设施，

A/40/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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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并表示赞赏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赞比亚政府就关于这些难 

民学生的福扯事项同高级专员进行合作；

4. 赞赏地注意到会员国、联合国难民事夯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系统 

其他机关以及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难民学生提供的财力和物力支持；：

5 .遭高级专员同秘书长合作继续为在博茨瓦纳鼻索托、斯威士兰和赞比

亚获得收容避难的纳米比亚和南非难民学生办理并执行切实有效的教育及其他 

适当援助方案； '

6 .敦促全体会员国、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通过向高级专员经常 

方案以及提交给1 9 8 4年7月9日至1 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援助非洲 

难民国际会议”的项目和计划包括未获得资金的项目提供财政支助的方式，继续 

向难民学生援助方案慷慨捐助；

7. 并促请全体会员国、所有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向收容国提供物质 

援助，或以其他方式使这些国家能够继续履行它们对难民的人道主义义务；

8. ̂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含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 

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继续提供人道主义和发展 

方面的援助，使得在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赞比亚获得收容避难的南 

非难民学生能够迅速定居；

9 . ^联合国系统所有机构和计划署在执行向南部非洲境内难民学生提

供人道主义援助方案方面，继续同秘书长和高级专员合作；

10 •逍高级专员同秘书长合作，继续注意这一事项，将这些方案的最新情 

况通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6年第二届常会，并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

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 k/COSlff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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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十一

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杈和基本自由情况

大会•

本着《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杈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杈利国际公 

约》的各项原则以及1 9 4 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第一和第二附 

加议定书所载的人道主义准则，

认识到所有会员国政府都有义务I进和保护人杈和基本自由•都有义务执 

行它们根据各项国际人杈文书所承担的贵任，

回顾其在1 9 8 0年1 2月1 5日第35/192号、19 8 1年I 2月1 6 

日第36/155号、1 9 8 2年1 2月1 7日第37/185号、1 9 8 3年1 2月 

1 6日第38/101号和1 9 8 4年1 2月1 4日第39/119号决议中•对穿 

尔瓦多境内的人杈情况表示深切关注*

铭记着人权委员会1 9 8 1年3月1 1日第32 (XXXVII)号决议•其中 

委员会决定任命一名调查萨尔瓦多境内人权情况特别代表，以及铭记着1982 

年3月1 1日第1982/28号、1 9 8 3年3月8日第1983/29号、1 9 8 4 

年3月14日第1984/52号和1 9 8 5年3月13日第1985/35号决 

议•其中委员会把特别代表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并要求他除其他事项外，向 

大会提出报告•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代表在其报告中指出，萨尔瓦多共和国在走向民主正常 

化的进程中•尊重人权的问题是该国目前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继续存在 

着战争形式的普遍暴力情况•对生命和经济结构的攻击事件仍然很多而足以令 

人忧心•政治犯和綁架数目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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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萨尔瓦多境内除了继续发生武装冲突外》政府同法拉本多。马蒂民 

族解$线一革命民主阵线之间刚刚开始的对话又告中断深表关切,

认为萨尔瓦多境内虽是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但该国政府和反对势力仍有 

义务萨尔瓦多共和国为缔约国的1 9 4 9年8月12日日内瓦各公约56共有 

的第3条及其第二附加议定书所载关于保护人权和给予人道待遇的最起码标准*

认识到如果外部势力不支持恢复对话,相反却以某种方式促进加紧或延长 

战争，就会断送政治解决萨尔瓦多冲突的机会•

认识到对话作为达成真正的国家谅解之最佳途径的价值以及国内不同集团 

赞成全面谈判政治解决的重要事实，这种政治解决将终止萨尔瓦多人民的痛苦 

并遏止日增的难民潮和国内的流离失所者，

1.赞扬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提出的关于萨尔瓦多人杈状况的报告;

2 .有兴趣地认识到并强调,特别报告员应在其临时报告中指出萨尔瓦多 

政府正持续奉行其改善人杈情况的政策；

3 •伹表示深深关切萨尔瓦多境内仍在发生若干严重的逕反人杈的事件, 

最i要的原因是没有实施战争中的人道主义规则，因此请於尔瓦多政府和叛军 

部队采取使冲突人道化的措施，严格遵守1 9 4 9年的日内瓦公约和19 7 7 

年的附加决定书，并建议特别代表在武装冲突期间应继续进行观察并向大会和 

委员会报告有关争斗双方遵守这些规则的程度，特别是双方对平民、战俘、战 

斗中受伤者、卫生人员和军事医院的尊重和人道待遇的情况；

4 •再次篁申萨尔瓦多人民在不受外来干预的情况下,通过全民所有团体 

'自由而有效地参加真正民主程序，自由决定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前途的杈利；

5 .请各国不要干予萨尔瓦多的内部局势,无论如何不要延长和加剧其战 

争，而要鼓励继续对话直到达成公正与持久的和平为止；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 5卷，第970—9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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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1984年10月间萨尔瓦多政府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 

——革命民主阵线开始进行的对话中断，深表遗憾;因此，呼吁双方重开会谈， 

以期通过诚恳、慷慨和公开的对话，商定全面的政治觯决，终止武装冲突，促 

进以全体萨尔瓦多人民充分行使其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为基础的民主制度的制度化和强化；

7. 0政府和反对势力按照拉帕尔马会议的协议，尽早制定适当的机制， 

研究双方提出的计划和提案，把国民生活的一切部门都列入探寻和平的努力中；

8 .关切地注意到由于武装冲突旷日持久,使本已占萨尔瓦多人口相当大 

部分的难民和国内失所的人数继续增加；要求所有国家收容难民，支持各种负 

责照顾萨尔瓦多国内失所的人的独立存在的组织；

9.重申呼吁萨尔瓦多政府和反对努力,要求它们与在该国境内任何地方 

进行工作、致力减轻平民痛苦的人道主义组织逋力合作，并且让红十字会国际1 

委员会继续把因战争而致伤残的人疏散到他们能够接受必需的医疗的地方；

10. g萨尔瓦多司法系统在调查、起诉和惩处侵犯人杈事件的能力仍然明 

显不能令人满意深表惋惜,因而敦促主管当局继续并加强萨尔瓦多司法糸统的 

改革过程，以便迅速有效地惩处那些应对过去在该国境内发生、目前仍在发生 

的严重侵犯人杈事件负责的人；

11. 建议在萨尔瓦多继续深入进行必要的改革,包括切实实行土地改革， 

以解决该国内部冲突根源所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12. 敦促F尔瓦多主管当局修改与萨尔瓦多政府有义务履行的国际人杈文 

书所载规定不相符合的法律和其他措施；

13. 再次呼吁萨尔瓦多政府以及所有其他有关各方继续同人杈委员会特别 

代表合作；

14. 决定在其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F尔瓦多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 

情况，以期按照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提供的其他材料重新审查此 

一情况，以希望会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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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十二

危地马拉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

大会，

重申全体会员国政府有义务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

回顾其1 9 8 2年1 2月1 7日第37X184号、1983年12日16日第 

38/lOOf和1 9 8 4年1 2月1 4日第39/120号决议，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 9 8 4年3月1 4日第1984/53号和1 9 8 5年3 

月1 3日第1985/36号决议，其中委员会对危地马拉境内持续蓄意严重侵犯 

人权的情事和限制农村和土著居民自由的措施表示深为关切，

注意到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第1985/60号决议，

欣悉到1 9 8 5年1 1月3日举行了普选，选举总统、副总统以及国民议 

会和市代表，各政党参加了普选，

满意到注意到,新宪法内载有一套维护人杈和基本自由的规定，如果得新 

政府和所有其他有关各方彻底的遵守，可大大改善危地马拉的人权情况，

!继续发生有政治动机的暴力行为，特别是杀害和綁架，以及被强迫和非 

自愿失踪情事。当局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调查这种做法,感到震惊,

认识到危地马拉持续存在的非国际性质的菌内武装冲突是结构性经济、社 

会和政治因素造成的，

& 危地马拉无视适用于这种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原则而造成普遍的苦 

难，表示关切,

欣悉危坶马拉政府同特别报告员合作,并邀请若干国际人权组织评价其人 

权和基本自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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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欣悉特别报告员致力于执行其任务,并注意到其按照人权委员会1 9 

8 5年3月1 3曰第1985/36号决议提出的关于危地马拉境内人权情况的临 

时报告”7

2.表示希望最近举行的选举是危地马拉人民全面而切实地享受人权的进 

程的第一步；

3 .满意地注意到1 9 8 5年1 2月8日举行第二轮总统选举后，新政府 

和新国民议会将于1 9 8 6年1月14日就任，新宪法将于同日生效，其中除 

其他事项外，将规定设立一个全国人权委员会和人权事务专员；

4. 重申深为关切危地马拉境内持续严重而普遍地侵犯人权的情事,尤其 

是对非战斗人员的暴力行为、广泛地镇压、杀害一一包括司法外处决、施加酷 

刑的行为、失踪和秘密拘禁以及徙置农村和土著居民，将他们限制在发展中心 

内，并强迫他们加入由武装部队组织和控制的民间巡逻队等行径；

5. 强烈要求危地马拉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停止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 

的行为，特别是制止强迫和非自愿失踪的现象，并且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采取 

有效措施，确保其所有军事和非军事当局和机构，充分尊重所有危地马拉人民 

——例如工会人员、传道师和以土著为主的农村居民和农民一一的人杈和基本 

自由；

6. 危地马拉政府调查并澄清至今下落不明的失踪人士的所在，并作 

为这类调查工作的一部分，公布三方委员会报告的详细内容；

7. 又促请危地马拉政府创造必要条件,确保司法制度的独立，使司法部 

门能够维持法治，包栝维护人身受到保护的权利，迅速有效地检举和惩处那些 

应对侵犯人权的情事负责的人，包括武装和保安部队的人员；

，，A/40/8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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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危地马拉政府允许独立而公正的机关在该国活动，监测和调夹据， 

侵犯人杈St事，并请它尊重和保护象互助组一类维护人权的组织；

9. 呼吁危地马拉政府保证农村人民和土著人民有选择居留地点的自由和 

免受强迫参加民间巡逻队的自由;

10. 要求冲突各方充分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原则和规定,并再次呼吁危 

地马拉政府准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往该国并为其减轻危地马控人民的苦难的 

工作提供便利；

11. 要求各国政府不要以任何方式干涉危地马拉内政,因为这种行径可能 

加剧国内武装冲突和侵犯人权行为;

12. 对这种冲突造成人权不断受到严重侵犯的情况，深表痛惜,认为这主 

要是因为武装和保安部队在活动时未能对维护所有危地马拉人民的人杈的原則 

給予必要的尊重；

13. Ü危地马拉政府及其他有关各方继续同人杈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保持合 

作;~

U. i人权委员会仔细研究其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以及关于危地马拉境内人 

权情况的其他资料，同时审议进一步的步骤以确保该国全体人民的人权和基本 

自由受封切实尊重，包括如经危地马拉政府要求，在咨询服务方案下提供人杈 

領域的造当技术援助；

15.决定在其第四十一届会议上继续审查危地马拉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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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革案十三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的人杈情况

大会•

本着《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关于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所载 

的各项原则，

重申全体会员国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履行它们根瑭这个 

领域的各项国际文书所承诺的义务，

回頋人权委员会1 9 S 2年3月2 1日第19S2/27号和1 9 S 3年3月 

S日第2953/34号决议，

铭记着人权委员会1 9 8 4年3月1 4日第jf 9 S 4/5 4号决议，其中 

委员会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继续发生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事件深表 

关切，并请求任命一名调查该国境内人权情况的特别代表，

回頋特别是人权委员会1 9 S 5年3月i 3日第I9S 5/39号决议；人权 

委员ÏÏ该项决议中决定把该特别代表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并请他就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境内的人权情况包括少数民族如巴哈派教徒的情况，向大会笫四十 

届会议提出临时报告，并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最后报告，

注意到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J 9 « 5年《月2 9日第衣5/ 

I 7号决议,其中小组委员会对继续有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发生严重侵 

犯人权就基本自由事件的报导表示震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仍然不与人杈委员会充分合作，特别是不与其特 

别代表充分合作，不让他前往该国，表示遗憾，

考虑到特别代表的临时报告中提到的、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没有解释 

的具体而详细的关于严重、广泛地侵犯人杈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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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特别代表的结论，即需要持续«[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的人杈情

况，

1.赞赏地注意到特别代表的临时报告及该报告所载的一般性观察蒽见;58

2 . 1特别代表的临时报告中提到的具体而详细的关于发生在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境内的侵犯人权事件的指控以及特别是与下列各项杈利有关的指控深表 

关切：生命杈，例如即决处决和任意处决的情形；不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的杈利；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杈利以及不受任意逮捕或 

拘留的权利；获公平审讯的杈利；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的杈利； 

在宗教上属于少数的人有表示信仰及信奉他们自己宗教的自由；

3 •赞同特别代表的结论,即根据他所得的情报,关于严重侵犯人权的具体， 

详细的指控是不能置之不顾的，并且紧急呼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对这些指 

控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

4.敦促伊朗伊澌兰共和国作为《公民杈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 

国，应尊重《公约》所承认的权利，确保在其国境内并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享 

有这些权利；

5 人杈委员会仔细研究特别代表的最后报告以及有关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境内人$情况的其他情报，并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争取该国境内所有人 

0^人杈和基本自由都获得切实尊重；

6.敦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与人杈委员会的特别代表充分合作》特别 

是允许该特别代表前往该国；

7 . 秘书长给予人杈委员会特别代表一切必要的援助；

8.决定在其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查伊朗伊澌兰共和国境内的人杈情况， 

包括在宗氣il属于少数的人如巴哈派教徒的情况*以便根据人杈委员会和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提供的新的资料，对这种情况进行新的审查•

58 A/40/8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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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革案十四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现况

大会，

回頋其1 9 4 8年1 2月9日第26〇A(III)号决议，其中核可和提出《防 

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供签字和批准或加入，

注意到1 9 8 6年为上述《公约》生效三十五周年，

重申坚信灭绝种族是国际法下的罪行,违反联合国的精神和宗旨，

深信所有国家执行《公约》各项规定是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所必需的； 

考虑到1985年正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四 

十周年,

1. 再次强烈谴责灭绝种族罪;

2. If必须进行国际合作，以把人类从这一罪恶祸患中解放出来；

3. 许多掘家已经批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或加 

入了《公约》；

4. 尚未成为《公约》缔约国的国家毫不迟延地批准或加入《公约》；

5 •遺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关于《公约》现况的报告;

6 •董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审议促进彻底执行上述《公约》的问题, 

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其审议结果和提议有关此 

一问题的提议•



决议草案十五 

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

大会,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其中宣布人人有杈享有生命、自由和人 

身安全，

考虑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M的规定，其中宣布人人有固有 

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受雜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固顾其1 9 7 9年1 2月1 7日第34/175号决议，其中大会重申联合 

国特别关心大规i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并敦I人权委员会对现有的和今后发 

生的大规模公然侵犯人权事件及时采取有效的行动，

并回顾其1 9 8 1年1 1月9 S第36/22号决议，其中谴责即决处决或 

任意处决的行径，并回顾其1 9 8 2年1 2月1 7日第37/182号、1 9 8 3 

年1 2月1 6日第38/96号和1984年12月14日第39/110#决议，

ÿ继续发生大量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事件、包括法外处决事件深表震惊，

回ig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198 2年9月7日第1 982/13号 

决议，^其中小组委员会建议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犮生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

致悉1 9 8 4年5月2 4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4/50号决议，其中 

载有确使保障面临死刑者的权利的办法，这项决议获得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 

和罪犯待遇大会的赞同，并欣悉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当前有关即决处决或任 

意处决问题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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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217A( III)号决议。

参看大会第2 2 0 0 A ( X X I )号决议，附件。

参看 E/C1J. 4/1983/4—E/CII. 4/Sub. 2/1982/43 和 Cor r. 1•第 

二H—章，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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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需要采取适当行动来同即处决或任意处决的行径进行斗争，并最终予 

以消灭，因为这种行径公然侵犯最基本人权一生命的杈利，

1.严厉谴责世界各地继续发生大量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事件、包括法外 

处决事件；

.2.要求制止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的行径;

3. 欣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5月7日第1982Z35号决议，其 

中理事会决定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对有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的问题进行调查, 

为期一年；

4. 又欣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5年5月3 0日第1985/40号决议, 

其中理事会决定再延长特别报告员瓦科先生的任期一年，并请人杈委员会第四 

十二届会议作为优先事项审议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的问题；

5. 吁请各国政府和其他有关各方提供合作,协助特别报告员执行其使命;

6. f特别报告员在履行任务时，要对收到的资料作出准效的反应，特别 

是在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或最近曾发生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事件时；

7. 并请特别报告员下次报告考虑到发生狱中死亡事件时适当当局可能采 

取的措施，包括适当的戶体解剖措施j;

8. 认为特别报告员在履行任务时,应继续向各国政府、联合国各机关、

专门机构、区域政府间组织和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征 

求并取得资料；

9•遺秘书长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使他能够有效履行任务;

10.再请秘书长在发生《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14 

和1 5条所规定的法律保障最低限度标准看来没有获得遵守时，继续尽力加以 

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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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根据特别报告员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1982/B5号、第1983/36号、第1984/35号和第1985/40号决议编 

写的报告，就如何采取适当行动同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的行径进行斗争并最终 

予以消灭的问题提出建议.

决议革案十六

<非居住国公民个人人杈宣言》

大会，

审议了非居住国公民个人人杈问题,

决定通过《非居住国公民个人人杈宣言》，案文见本决议附件•

附件

非居住国公民个人人权宣言

大会,

考虑到《联合国宪章》激励增进对于全体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不分种‘ 

族、性别、语言或宗教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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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世界人权宣言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 

有资格享受该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 

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本源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考虑到《世界人权宣言》还宣布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 

等保护，以免受违反该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

认识到目前生效的关于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国承担保证,这些公约所宣 

布权利的行使不得有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本源 

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意识到随着交通的改善以及各国之间的和平和友好关系的发展,在本人非其公 

民的国家境内居住的个人越来越多，

重申《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确认国际文书中规定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保护也应对非居住国公民的个人给予 

保证，

兹宣布本宣言：

免J条

为本宣言的目的，“外侨”一词，在适当顾及以下各条内资格颊定的情况下, 

应指在一国境内但非该国国民的任何个人• **

**第217A(III)号决议•

第2200A(XXI)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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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2条

2 .本宣言内任何规定不应解释为使任何外侨非法入境并在一国境内的事实合 

法化.本宣言的任何规定亦不应觯释为限制任何国家颁布有关外侨入境及其居留 

条件的法律规章或对国民和外侨加以区别的枳利•但此种法律规章不应违背该国所 

负的国际法律义务，包括在人权领域所负的国际法律义务•

2 •本宣言不应损及外侨享受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以及一国依照国际法所应 

赋予的权利，即使本宣言不承认这类权利或在较小范围内承认这类权利.

第3条

各国应公布影响外侨的本国法律或规章.

第4条

外侨应遵守居住或所在国的法律，并尊重该国人民的风俗和习惯.

第5条

1 .外侨得依照国内法规定并在遵守所在獨的有关国际义务的情况下特别享有 

以下杈利：

㈣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权利；外侨不应受任意逮捕或拘留；除非根据法律 

所规定的理由和按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外侨不应被剥夺自由；

(b) 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受到保护，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的权利；

(c) 在法院、法庭和所有其他司法机关和当局前获得平等待遇的杈利，并 

在进行刑事诉讼和依法的其他诉讼过程中，必要时免费获得传译协助的权利；

(句选择配偶、缔婚、建立家庭的杈利；

⑹享有琴想、意见、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杈利；表示自己宗教或信仰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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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只受法律所规定的并为保护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

利和自由所必要的限制；

(f)保持他们的语言，文化和传统的权利；

(S)将收入、储蓄或其他的私人金钱资产转移到国$的杈利，但须遵守国

内的货币规章•

2.在依照法律规定的限制以及民主社会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 

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为了保护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并符合有关 

国际文书所承认的以及本宣言所规定的其他权利的情况下，外侨应享有以下杈利：

(a) 离开该国的权利；

(b) 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c) 和平集会的权利；

(d) 依照国内法的规定，单独拥有及与他人共同拥有财产的杈利.

3 •在不违反第2款规定的情况下，合法地在一国境内的外侨应享有行动自由 

和在国境内自由选择居所的权利.

4 •在符合国内法的规定并获正当许可的情况下，应接纳合法居住一国境内的 

外侨的配偶和未成年或受养子女随同外侨入境或与外侨团聚和共同生活.

第6条

对外侨不得施加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尤其是对任 

何外侨不得未经其自由同S,以其作医学或科学实验.

第7条

对一国境内的外侨，只能根据依法作出的判决将其驱逐出境，并且除因国家安 

全的重大埋由必须另行处理外，应准其提出不应被驱逐的理由，并将其案件提交主 

管当局或经主管当局特别指定的人员复审，并准其委托代表向上述当局或人员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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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文化、出身或民族本源，个别或集体驱逐外

第8条

1 •合法居住一国境内的外侨得依照国内法规定，享有下列杈利，但须受第4 

条所述外侨义务的限制：

⑻有杈享有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享有公平的工资和同样工作价值同 

等报酬而没有任何差别，特别保障妇女有不低于男子的工作条件，同工同酬；

⑼有杈参加自己选择的工会和其他组织或协会，并参加它们的活动；对 

这一杈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除法律所规定及在民主社会中为了国家安全或公共 

秩序的利益或为保护其他人的杈利和自由所需要的限制以外的任何限制；

⑹有杈享受健康保护、医疗、社会保障、社会服务、教育、休闲，但须 

符合有关规章关于参与必要条件的规定，并且不对国家资源造成不适当的负担.

2 •为保护在所在国从事合法有酬工作的外侨的权利，有关国家政府可在多边 

或双边公约内对这些杈利加以明确规定.

第9条

不得任意剥夺任何外侨合法取得的资产•

第1 0条

任何外侨应月在任何时候与他具有国民身份的国家的领事馆或外交使团自由. 

联系，如果没有该国领事馆或外交使团，则可与受托在他所居留国家内保护他具有 

国民身份的国家的利益的任何其他国家的领事馆或外交使团自由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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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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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意识到它有责任促进并鼓励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决心对任何地 

方发生的侵犯人杈情事随时保持瞀觉，

注意到智利当局有义务依照智利加入为缔约国的各项国际文书的规定，尊 

重和保护人权,

念及大会19 7 4年1 1月6日第3219(XXIX)号、1 9 75年12月 

9 日笫3448(XXX)号、1 9 7 6年 1 2月 1 6 日第31/124号、1 9 7 7年 

1 2月 1 6 日笫3之1 97 8 年1 2月 2 0 日第33/175f、19 7 9 

年1 2月1 7日第34/17時、1 9 80年1 2月1 5日第35/188号、1981 

年1 2月1 6日第36/157号、1 9 8 2年1 2月1 7日第37/183号1983 

年1 2月1 6日第38/102号和1 9 8 4年1 2月1 4日第39/121号决议以 

及关于失踪人士的1 9 78年1 2月2 0日第33/17時决议中表达了国际社 

会对智利境内人权情况的关注,

回頋人权ÿ员会的各项决议,尤其是1 985年3月1 4日第1 9 8 5/ 

47号决议，其中委员会决定，除别的以外，把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延长一年， 

并且鉴于智利境内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的增加，决定将这个问颞视为高度优先

事项，

重虚週特别报告员提议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智利境 

内人权情况的明确报告，

又考虑到许多众所周知臭名远播的行为对智利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构成 

严重和有系统的侵犯，

ÿ 智利当局蔑视大会、人权委员会和其他国际机构一再发出的恢复人权和 

基本自由的呼吁，再次表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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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虑到,除别的以外，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和国际劳工 

组织以及智利人权委员会和智利天主教团结共济会最近的各次报告、决议和结

论,

健丛智利当局已宣布打算让特别报告员进入智利执行调查该国人权情况的 

任务这一事实的重要性，，

1 •注意到智利人杈情况特别报告员按照人杈委员会第1985/47号决议 

提出的初步报告；**

.2 .对于智利传统的民主法律秩序和制度受到镇压,并且被不能反映民众 

自由表达的意愿的宪法所取代，而该宪法的规定通过加强各种紧急状况并将其 

制度化，并且斤大军事法庭的管辖杈，大大减少了人杈和基本自由的享受和行 

使，所有这些作法构成一个忽视公民杈利和政治权利及自由的一整套制度，曼 

度表示惊愕

3 智利境内的人杈持续遭到严重和蓄意的侵犯，尤其是镇压社会抗议 

行动，造成许多人伤亡，和个别及大规模被逮捕；对威胁全国的人杈组织；经 

常报告有人遭到酷刑和虐待，对警察在司法上有所牵连的恶毒罪行，表示愤慨;

4 .重申对一般来说,国家警察和保安机构蛮横和不当的行为，仍未遭到 

惩处，感到震惊;

5.重申其关切人身保护令和法律保障等补救办法没有效杲，因为事实上 

司法系统虽然在这方面有些行动是积极的，但并不总是#使其这方面的调查、 

监测和监督的权力，而且在履行其职责时又受到种种限制，丧失其独立性；

6•再次紫急呼吁智利当局遵照他们承担的各种国际文书所责成的义务， 

恢复和尊重人权，重建法律、民主体制以及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基本自由的 

切实享受的原HU,特别是：

** A/40/647 和 Corr • 1 •



A/40/1007
Chinese
Page 65

㈨不仅终止1 9 8 5年6月强制执行的戒严状态，也要终止例外制度， 

特别是宣布紧急状况的作法，这种状况使人权受到严重的、持续的侵犯；

(b)立即调查和澄清因政治理由而遭拘捕并且随后失踪的人士的命运；协 

助并把调查结果通知其家人；审讯和惩罚对其失踪负有责任的人；

⑹尊重生命权利以及肉身和精神完整的权利，终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词的作法；立即停止威胁、迫杳、綁架、任意或滥 

行拘留以及囚禁于秘密地点的作法；

(d)尊重国民在本国生活以及自由进出国境的权利，不任意限制或规定条 

件；停止强行指定住址和强行放逐的作法；

⑻恢复充分享受和行使工人权利，特别是组织工会的权利、集体讨价还 

价的杈利和罢工的权利，并停止镇压工会领袖及其组织的活动以及遵守智利参 

加的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协定的规定；

⑺尊重和（在必要时）恢复经济、社会和文化杈利，尤其是旨在保护土 

著人民的文化特征和改善其经济和钍会地位的权利，包括拥有其土地的权利；

7. 根据特别报告员的临时报告和其他资料作出结论，即需要继续监测智 

利的人权情况；

8. 表示深信> 如要对智利的人权情况进行不受限制的、忠实的调查，则 

特别报告员必须m 得关心智利人权的前途的人士和机构可以提供的一切资料， 

才能充分执行其职务；

9* j智利当局更多与特别报告员合作，并对他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二届 

会议提出的报告表示意见；

10 , i人权委员会在第四十二届会议深入审议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并在注 

意到其可以运甩的一切有关资料的情况下采取最适当措施，务求有效恢复智利 

的民权和政治杈利以及基本自由，特别是继续保留特别报告员，并且请委员会 

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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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十八 

司法上的人权

大会，

坚信必须f步进行协调和采取一致行动来促进尊重司法上的人权，

遵照《世界人权宣言>* *，第3、5、9、1 0和1 1条的原则以及《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各项有关条款，特别是明确规定不得任意剥夺任 

何人生命的第6条，

铭记其关于司法上的人权的1 97 1年1 2月2 0日第2858(XXV；E)号 

和1 9 7 3年I 2月1 4曰第3144 (XXVlll)号决议，

回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4年5月25日第1984/4 7号和第1 984 

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理事会核可了切实执行《囚犯待遇最低限度 

标准规则> 47的程序以及保护死刑犯的权利的保障措施•

还铭记《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条 

款

考虑到正在进行的有关《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則萆 

案》的工作，

*，第217A(III)号决议《

*6参看第2200A(XXI)号决议，附件。

iT <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秘书处编制的报告》（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956* IV. 4),附件一，A。

«第39/4时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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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其1984年12月14日关于司法上的人权的第39/118号决议， 

大会在其中除其他外请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太会紧急注意如何制 

订办法和手段，以确保更有效地执行现有的标准的问题，并且就此向大会第四 

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赞许第七届大会所做的工作,尤其是根据其议程项目4, 7在制订和适用联 

合国Ü标准和准则方面所做的工作，

1 继续采用为国际法所禁止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的情况至^遗憾，并强烈谴责立即处决和任意处决的做法；

2 •欢迎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一致通过的《司法独立基 

本iî则》，》°并请各国政府尊重这些原则，在本国的立法和做法范围内顾及这 

些原则；

3. 促请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在按照其目前议程进一步审议司 

法、陪审ÏÏ陪审推事的独立和公允以及律师的独立问题时，考虑到第七届大 

会通过的基本原则，以此方式在其第3 9届会议上提出最后建议；

4. 赞赏地注意到也是由该届大会一致通过的《关于转移外国囚犯的示范 

协定》”和《关于外国囚犯待遇的建议》，并请各会员国在和其他会员国建立 

条约关系或修改现有条约关系时考虑到《示范协定》；

5. 还赞赏地注意到第七届大会提出建议,以便保证更为有效地实行现有 

标准，尤其是《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执法人员行为守则》，*和保 

护死刑犯的权利的保障措施；

M 见 A/C ouï1./21Z22,第 153—183 段。

，°同上，第一章，33. 2节。

”同上，D. 1节。

«第34/169#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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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呼吁会员国尽力提供适当的体制、程序和资源，以便确保在法律上和 

实际做決IS行这些建议；

7. ÿ秘书长应会员国请求协助它们执行这些建议，并就此事向预防和控 

制犯罪委员会提出报告；

8 • f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预防和控制犯罪娈员会特别注意执行现有标 

准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充分注意这方面的新发展，并经常审查这些问题；

9. f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其他有关机关，以及有关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 

府组织继续在这些努力中与秘书长合作，提供适当的援助，并向预防和控制犯 

罪委员会提出有关的行动提案；

10•决定在其第四十一届会议审议司法上的人杈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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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

大会，

回顾其有关失踪人士的1978年12月20日第33/173号决议及其关 

于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的1 9 8 4年1 2月1 4日第39/111号决议，

过某些情况下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的作为持续不已深为关切,

对于有关人士家属的痛苦和悲伤表示同情，他们应该获悉他们亲人的下落,

深信必须执行大会第33^173号决议以及联合国其他有关被强迫或非自愿 

失踪问题的决议的规定，设法解决失踪问题，帮助消灭此种作为，

考虑到人权委员会1 9 8 5年3月1 1日第1985/20号决议，其中委员 

会决定把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任期延长一年；并考虑到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1 985年5月30日第1985/I42f决定，其中理事会核可委员会 

此一决定。

1. &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所作的人道主义工作及向工作组提 

供合作的各国政府表示感谢；

2. 欣悉人权委员会已决定把工作组的任期延长一年,并在其第四十二届 

会议上研究把工作组的任期定为两年的可能性；

3. 又欣悉人权委员会第1985^20号决议规定了措施，让工作组能更有 

效地履行其职责；

4. 吁请有关各国政府顾念工作组和人杈委^纯属人道主义的目标及谨慎为 

本的工作方法，向它们提供充分合作；

5. 鼓励各有关国家政府特别在意审查工作组表示的进入其国境的愿望, 

以便让工作组能更有效地履行其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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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瘦人权委员会在其第四十二届会议审议工作组所提报告时，继续优先 

研究这个问题，并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步骤以便利工作组执行任务；

7. 再次请秘书长继续向工作组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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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革案二十

对付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活动以及 

基于种族原因的不容忍、仇恨和恐怖的其他一切 

极权主义思想和作法所应釆取的措施

大会，

回頋联合国是从反对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侵略和外国占领的斗争申形 

成的，而且各国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中表示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战祸，

M《宪章 > 的宗旨和原则在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屦国家间以尊重 

各Ü人民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并实现国际合作，以促进并 

鼓场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回顾1 9« 5年5月？日和9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纳粹主义和法西斯 

主义以及反抗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四十周年纪念日，

铭记着侵略、外国占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使千百万人遭受苦难、摧 

残和死亡，

又回願基于种族或民族的排他性或不容忍、仇恨和恐怖的一切极杈主义思 

想和做法，同有计划地剥夺人权和基本自由关系密切，

坚信建立和维持民主制度是反对纳粹主义和种族歧视的鼉佳堡垒,寞正政 

治、社会和经济民主的存在是防止纳粹运动形成或发袅的有效预防针和有效解 

毒刻，基于自由和人民切实参与公共事务、其经济和社会条件可保证人民小康 

生活标准的政治体制，将使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或其他基于种族主义、种族 

歧视、仇恨或恐怖的思想无法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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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基于种族或民族的排他性或不容忍、仇恨、恐怖或有系统地剥夺人权 

和基本自由、或有此种后果的一切极杈主义的或其他的思想和作法，包括纳粹、 

法西斯和新法西斯的思想和作法，都会危害世界和乎，阻碍国与国间的友好关

系，阻挠世界人权、基本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实现，

满意地确认很多国家已建立基于为民主社会的基础和防止极权主义思想和

作法的最好堡垒的丨人人享有固有尊严、平等和不可剥夺杈利的制度，并已制订 

足以防止纳粹主义和新老法西斯主义团体和组织的活动的法律条例，

然而注意到当代世界继续存在各种形式的极杈主义思想和作法,以致蔑视 

个人或剥夺所有人的固有尊严和平等，剥夺在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 

领域的平等机会，剥夺社会正义，

对于宣扬极权主义,包括纳粹主义和新老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作法的团体 

和组织的存在深感惊恐，它们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是个人的自决、生存、 

自由和安全的权利，从而威胁到《联合1Ü宪章》所载列的宗旨和原则，

意识到必须反对基于有计划地剥夺人杈和基本自由、种族不容忍、仇恨和 

恐怖的极权主义I的思想和作法的蔓延,

强调基于种族或民族的排他性或不容忍、仇恨或恐怖或有计划地剥夺人权 

和基本自由的极权主义政权的目的在于确保其统治及其经济与社会特权，牺牲 

其他人民或种族或民族团体，加以压榨和剥削，

重申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遵照大会1 9 4 6年2月1 3日第3 和1946 

年2 2月i 1日第9 5 CE)号决议的规定，对战争罪和危害和平与人类罪进行起 

诉和惩处，

铭记着大会1 9 7 3年1 2月3日第3074 (X3T7III >号決议所規定的关 

于侦察、逮捕、引渡和惩治战争罪犯和危害人类罪犯的国际合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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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其1967年12月IS日第23 3 2 (XXII >号• 19 6 «年1 2 

月 2 9 曰第243S (XXIII )号、2969 年2 2 月 22 曰第2545 (XXIV) 

号、2 9 7 0年1 2月2 5曰第272 3(XXV)号、1972年22月2S曰第 

28 39 (XXVI )号.2979 年 22 月！ 5 日第34/24 号、1 9 8 0 年1 2 

月2 5日第3 5/2 00号、29S2年月26曰第3 6力62号、2 9 S 2年 

2 2月2 7曰第37力79号、29S3年2 2月1 6日弟3S/99号和！ 9S4 

年1 2月1 4日第39ZH4号决议，

又回顾《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给 

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和《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 

容忍和歧视宣言》，

着重指出《世界人杈宣言》^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w《消除一切形式 

种族歧视_际公约》r《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广《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 

罪行不适用法定时限公约》、97《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囪际公约^及其他有 

关的国际文书的重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十周年纪念有助于调动世界社会的努力，反抗 

这些思想和作为，

重申前述思想和作法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上述各项Ü际文 

书是相抵触的，

”第217A(III)号决议.

”第2200A(XXI)号决议，附件。

”第2106A(XX)号决议，附件。

，6第260A(III)号决议.

”第2391 (XXIII)号决议•

，8 第 3068(XXVIII)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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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为忧虑地注意到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已在一些国家加强他们的活动• 

并且还日渐协调成为国际性的活动•

关注到大规模公然侵犯人权并且有计划地剥夺人杈和基本自由的种族主义高 

压政杈特别继承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的思想和作法•

1. 再次谴贵并坚决抵制一切基于种族的或民族的排他性或不容忍、仇恨和 

恐怖的极权主义的或其他的包括纳粹主义和新老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作法》这些 

思想和作法剥夺人民基本人杈和基本自由以及均等机会；

2. 竺篮所有国冢注意上述思想和作法对民主体制的威胁考虑按照本国宪 

政体制以及《世界人杈宣言》和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的规定采取措施禁止 

或阻止奉行这些思想的团体或组织或任何个人的活动；

3^会员国按照其本国宪政体制以及《世界人权宣言 >和关于人权的两项 

国际公约的规定•高度优先采取措施•宣布凡是散播基于种族优越或种族仇恨 

的思想和散播战争宣传•包括纳粹主义和新老法西斯主义的思想•都应受法律 

制裁；

4. 呼吁所有国冢遵照国际法基本原则,避免采取侵犯基本人杈和葳胁和 

平与国际安全的作法•

5. 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遵行大会第39/U4号决诮,于1 9 8 5年5 

月8日举行庄严纪念仪式•以强调《联合国宪章》继续适切有效•国际必须合 

作促进和平、安全和发展•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是个人的生存、自由和 

安全的基本杈利；

6. @当代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牺牲者和反抗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 

义的人民斗争以及对避免人类发生战祸和重申基本人杈、人格尊严与价值的信 

念而建立联合国缅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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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呼吁所有尚未如此作的国家加入关于人杈的两项国际公约、《防止及 

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战争罪行和危 

軎人类罪行不适用法定时限公约》和《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为 

缔约国；

8. 再次要求各有关机构以及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展或加强对 

付上面第1段所述思想和作法的各项措施；

9. ÿ 秘书长确保秘书处新闻部注意发布揭露上面第I段所述的各种思想 

和作法的新闻；

10所有国家就本决议的执行问题向秘书长提出意见和资料；

11 •里秘书长参照人杈委员会将要进行的讨论以及各国和各国际组织提出 

的意见•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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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二十一 

人权与人口大规模流亡问题

大会，

注意到《联合国宪章》为其规定的促进和鼓励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一般 

人道主义任务，

1世界许多区域不断出现难民大规模流亡和人口流离失所的情况以及对千 

百万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的苦难深感不安,

意识到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侵犯人 

权是导致难民大规模流亡的种种复杂因素之一，

考虑到在联合国内特别是人权委员会为处理这个问题所作出的努力,

意识到人权委员会在研究世界任何地区的侵犯人权行为时对其小组委员会 

和特别报告员提出妁关于大规模流亡问题的建议，

1 这种突然发生的人口大规模流亡和流离失所的情况对整个国际社会特别 

对水国资源有限的发展中茵家所造成的日益沉重负担深为关注，

强调必须加强国际合作防止新的难民潮，并对实际的艰民情况提出适当的 

解决办法》

注意到国际合作防止新难民潮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 60

又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人权与人口大规模流亡问题的é告6<，

E/C2J. 4/1503
L..- ■---'

60 见 A/40/385 

«' A/38/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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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其1 9 8 0年1 2月1 5日第35/19&f、1 9 8 2年1 2月1 7日 

第37/!8&f、I 9 8 3年 1 2月 1 6 日第38/103号和1 9 8 4年 12月 1 4 

日第39Z117号决议以及人权委员会1 9 8 0年3月I 1日第30(XXXVI)号、 

I 98 I年3月I 1日第29 ( XXXVII)号、1 9 8 2年3月1 1日第1 9 

83/32号、1983年3月8日第1983/35号和1 9 8 5年3月1 3日第1 9 

85,40号决议，

1. 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到目前为止已采取步骤审查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 

大规模流亡问题的所有方面，包括其根本原因；

2. 重各国政府加强合作，援助全世界为解决严重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 

大规模流亡问题而作的努力；

3. 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已特别关切这个问题，并再次要求他密初诧食人 

权与人口大规模流亡问题的发展情况；

4. 鼓励秘书长为使联合国能够更充分、更迅速地预期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的情况并作出反#而作的努力；如秘书长关于第三十九届会议期间本组织工作■ 

的报告内所提到的；M

5 •查人权委员会继续审查人权与人口大规模流亡问题，以便就这方面应 

采取的进一步措施提出适当建议；

6.决定在其第四十一届会议上审查人权与人口大规模流亡的问题。

62《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号》（A/30/1 ).



79.第三委员会还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定草案：

决定草案一

大会决定推迟到第四十一届会议审议A/C. 3/40/Xi 83/Rev 1号文件 

所载决议草案和A/C. 3/40/A 90号文件所载对该草案的修正案.

决定草案二

大会认为预定在1 9 8 6年1月里举行的关于发展杈利的政府专家工作组 

的会议应予推送到较后的日期举行，以使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能够按照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期间所作有关讨论和决定，对工作组的将来工作提供适当指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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