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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 

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 (编 号 S /，" ) 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 

IE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 

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 

用于以前遗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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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 安全理事会依照宪章第二十K 条第三项和第 

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向大会提出本报告。®
2 . 和历年一样，安全理事会弁不打算用本报告 

来代替它的记录，安全理事会的记录是它的审议经过  

的唯一详尽的和权咸性的记述，而本报告只是作为所 

报告的期间内安理会各项活动的指南。关于这点应加 

注意的是，安理会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决定将其报告 

缩短篇幅并更求筒洁，但不改变其基本结构，本报告 

仍然是这样编写的。

3 . 关于本报告期间内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一 

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大会第四十三次全体会议选举

®这是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出的第三十三次年度报告。这 

些报告作为每届大会常会《正式记录》的《补编第 2 号》分发。

了玻利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加蓬、科咸特和尼日利 

亚为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 以补贝宁、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巴基斯坦、 B 拿马和罗马尼亚于一九 

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的空缺。

4 . 本报告的期间是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到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安理会在此期间举行了六十 

九次会议。

5 . 安理会的一个成员国， 由于一九七六年六月 

十六日至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期间《安全理事会的 

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雇会议，补 编 第 2 
号》( A / 3 2 / 2 ) ,第 2 3 章第一段 (第 4 9 5段）中所指出的 

理由，不能同意本报告的俄文本。



第 一 编

安全理事会按照其维特国除和平 

与安全的职责所审议的问题

第 一  

中 东

A . 中东局势

1. 联合国紧急部队

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呈 

一九七入年十月二十四日

( - )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七日私书长的报告

6 . 由于联合国紧急部队 (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 

将于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届满，秘书长于十七日 

就该部队自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七七年十月 

十七日期间的活动提出一份报告 (S /12416)。
7 . 秘书长在该报告中指出， 自从他在一九七六 

年十月十八日提出报告（S /1 2 2 1 2 )以来，紧急部队的 

职责没有改变 , 其活动地区肉的情况仍然保持稳定，该 

部队仍继续有效地执行任务。雷 斯 •阿宾少将在安理 

会的同意下被任命为紧急部队司令。他和联合国中东 

维持和平特派团首席协调员恩肖，西拉斯沃中将仍然 

依照以往的做法，分别与埃及和以色列的军事当局举 

行会议，讨论紧急部队任务的执行情况，以及紧急部 

队在对部队人数和武器有一定限制的地区内进行视察 

问题》此外，在重要问题上，首席协调员与当事双方 

部长级人员保持着联系。

8 . 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338 (1973) 决议的执行情 

况，秘书长指出， 已经在不同的级别上加紧进行努 

力，促成早日恢复谈判进程，务求按照该项决议的要 

求，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这也是秘书长在一

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S /  
1229 0和 Corr. 1)以及一九七七年十月三日又向大会 

提出的报告 (载于 S /1 2 4 1 7号文件内，已向安理会各成 

员国散发）中所说明的。

9 . 秘书长强调说，除非中东 向 题获 得全 面 解  

决，否则这个地区的局势就不会稳定，而且会变得日 

益危险。最后，秘书长在考虑到各项有关因素以及紧 

急部队有在这个地区继续驻留的必要之后，建议把它 

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

( 二 ） 第二 0 三五次会议（一九七七年十月 

的，议经过

.十一日）

1 0 . 安全理事会在十月二十一日第二 0 三五次  

会议上无异议将下列项目列入议程：

" 中东局势：

"秘 书 长 关 于 联 合 国 紫 急 部 队 的 报 告 （S / 
12416)。"
11. 主席请大家注意安理会成员国在协商时拟 

订的一项决议草案 (S/12419)。各成员国同意在表决 

后再就这项决议草案发言。此外，主席并代表安理会 

就决议草案作了以下的补充说明（S /P V . 2035):
"根据这项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1 段 （C)的 

规定，安全理事会将请秘书长在一九七七年十月 

二十四日以前提出一份关于局势发展和为执行安 

全理事会第 338 (1973)号决议所采取的步骤的报



告。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要我说明一 •点，即，如 

果局势的发展使秘书长认为应当提早向安理会提 

出报告，那么 各 成 员国 当然 期 望 他这 祥做 ，同 

时，他将继续努力，协助各方早日恢复谈判，以 

期全面解决中东问题。"

主席接着说， 中国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团请他 

声明，它们将不参加这项决议草案的表决， 因此，它 

们对他刚才宣读的商定的声明，不表示同意。

1 2 . 秘书长发了言。

决定：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第二 0 三五次 

会议上，决 议 草 案 以 十 三 票 对 零 票 获 得 通  

过，成为第 41 6(19 77)号次级。两个成员国（中国和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没有参加表决。

1 3 . 第 416 ( 1 9 7 7 )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回 顾 其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第 338 
( 1 9 7 3 )号、十月二十五日第 340 ( 1 9 7 3 )号、十月 

二十七日第 341 ( 1 9 7 3 )号、一九七四年H 月八日 

第 3 4 6 ( 1 9 7 4 )号、十月二十H 旧 第 3 6 2 ( 1 9 7 4 )号、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第 3 6 8 ( 1 9 7 5 )号、七月二 

十 四 日 第 3711 (1 97 5 )号、十 月 二 十 三 日 第 375
( 1 9 7 5 )号 和 一 九 七 六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第 396
( 1 9 7 6 )号等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报告 

( S / 1 2 4 1 6 ) ,

"注意到中东局势的发展 ( S / 1 2 4 1 7 ) ,

" 0 顾秘书长的意见，认为在寻求中东问题  

各方面的全盘解决上放松努力是很危险的，回顾 

秘书长希望所有有关各方紧急努力，设法解决中 

东问题的各方面，以期维持该地区的平静并达成 

安全理事 会第 3 3 8 ( 1 9 7 3 )号决议所要求的全盘解 

决办法，

"注意到秘书长建议将该部队的任务期限延 

长一年，

" ( a ) 要求所有有关各方立即执行安全理 

事 会 第 3 3 8 ( 1 9 7 3 )号决议；

" ( b ) 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 

一年，即到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为止；

" ( c ) 请秘书长在这一期跟终了时 ,提出关 

于局势发展和执行第 3 3 8 ( 1 9 7 3 )号决议所采步骤  

的报告；

" 2 . 确信定能以最高效率和最少费用维持 

紧急部队。"
1 4 . 表决以后，安理会析取了中国、贝宁、美 

国、加拿大、苏联、罗马尼亚、阿 拉 伯 利 比 亚 民 众  

国、联 合 王 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 国 、委 内瑞  

拉、巴拿马、毛里求斯、巴基斯坦等国代表的发言，主 

席也以印度代表的身分发了言。

2 . 联合国脱离接鲍观察员部队

( a ) 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九七 入 年 五 月 三 — 日

(一）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秘书长的报告

1 5 . 由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 

队）的任务期限将于十一月三十日届满,秘书长于十一 

月二十三日就该部队自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H 日至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期 间 的 活 动 情 况 提 出 一 个 报 告 （S /  
12453)。秘书长说，观察员部队在当事双方的合作下， 

继续有效地执行了任务。他又说，在该报告所述期间 

内，除了报告第 2 1段提到的事件之外，该地 区的 局  

势仍然保持平静。

1 6 . 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3 3 8 ( 1 9 7 3 )号 决 议 的 执  

行情况，秘书长再次指出，各方正朝着达成公正持久 

的解决办法的目糖，继缕在不同的级别加紧努力。他 

希望这种努力将有助于及早重新 召 开 日 内 瓦 和 平 会  

议。

1 7 . 秘书长说，以色列 - 叙利亚地区虽然目前 

保持平静，但是不要忘记中东间题的各个主要方面仍 

未解决，除非朝着公正而持久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所有 

方面，不久就能取得真正的进展，该地区的局势仿将 

是不稳定而危险的。



1 8 . 秘 书 长 认 为 ，在当前情况下，观察员部队 

继续驻留该地区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他建议把观察员 

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至一九七八年五月三 

i ■日为止。

( 二 ） 第二 0 五一次会议（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十曰） 

的，议经过

1 9 . 安全理事会在十一月三十日第二 0 五一次  

会议上无异议地将下列项目列入其议程：

"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 

报告 ( S /12453)。"
2 0. 主席提请注意安理会成员国在协商期间拟 

订的决议草案 ( S / 12459)。
2 1 . 秘书长发了言。他遗知安理会说，自从他的 

报告分发以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已同意将观 

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再筵长六个月，以色列政府也表 

示同意。

决定：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二 0 五一次 

会议上， 决议草案CS/：Î2455)以十二票对零票获得通 

过，成 力 第 4 2 0 a S 7 7 )号决议。三个成员国（贝宁、中 

国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没有参加表决。

2 2 . 第 420(1977 )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  

部队的报告 (S /12 453 ),
"注意到为建立中东地区持久和公正的和平 

所作的努力， 以及继续和加强这种努力的迫切需 

要，

"对该地区目前的紧张状态表示关切，

"决定：

" ( a ) 要求有关各方立即执行一九七三年 

十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第 338(1973)号决议；

" ( b ) 将联合国服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任 

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至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一 

日为止；

" ( c ) 请秘书长在这一期跟终了时 ,提出关 

于局势发展和执行第 338(1973)号决议所采措施 

的报告。"
2 3 . 根据协商期间所达成的协议 ,主席代表安理 

会 就 第 420 (1977 )号 决 议 发 表 补 充 声 明 （S / 12460)如 

下：

"大家都知道,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  

察员部队的报告 (S /1 2 4 5 3 )第 3 2 段 指 出 ，'以色 

列 - 叙利亚地区虽然目前保持平静，但是不要忘 

记中东问题的各个主要方面仍未解决，除非朝着 

公正而持久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不久就 

能取得真正的进展，这个地区的局势仍将是不稳 

定而危险的。'秘书长的这一项声明反映出安全理 

事会的意见。"
2 4 . 主 席 进 一 说 ，贝宁、中国和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的代表团要求他声明，因为它们没有参加这项 

决议的表决，因此，它们对他刚才发表的声明，也采 

取同样的立场。

2 5 . 之后，中国、苏联、美国、委内瑞拉、罗马 

尼亚、毛里求斯、联合王国、加拿大、法国、巴基斯 

坦、贝宁、印度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国的代表发了 

言，主席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的身分也发了 

言。

( b )  —九七八年四月收到的来文

2 6.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在一九七八年四 

月十七日的来信 (S /1 2 6 5 0 )中指控说：以色列方人员  

在三月底渗入戈兰高地内双方部队脱离接触的地区， 

在德拉城通往大马士革的主要公路附近 , 埋放傳雷，内 

中装有连接于大马士革和安曼之间的电话线的收发无 

线电机。叙利亚专家报告说，该无线电机装有美国制 

造的利用放射性物质供电的核电池，由于这种电池会 

损害到人类生命，因此禁止充作军，事用途。

( C ) 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眼延长至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 - )  秘书长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的报告

2 7 . 由于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将于五月三十



一日届满，秘 书 长 于 五 月 十 七 日 提 出 一 份 报 告 (S /  
12710) , 报道该部队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至一 

九七A 年五月十七日期间的活动情况。秘书长说，观 

察员部队在当事各方合作下继续有效地执行其任务。 

他还说，在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 -叙利亚地区局势  

继缘保持平静，无严重事件发生。

2 8 . 秘书长也注意到，为了早日恢复旨在中东建 

立公正持久和平的谈判过程，各方面都在继续努力。

2 9 . 秘书长说，以色列 -叙利亚地区目前的平静  

局势基本上并不稳定，中东问题的各个主要方面仍未 

解决，除非朝着公正而持久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所有方 

面，不久就能取得真正的进展，整个地区的局势仍将 

是不稳定而危险的。他强调说，必须作出坚决的努力， 

在寻求这样一项解决办法上有所进展，这是一件十分 

重要和迫切的事。第一步就是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338 
(1973)号决议及早恢复谈判进程。

3 0 . 在当前的情况下，秘书长认为观察员部队在 

该地区的继续留驻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建议安全理事 

会将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再越长六个月，至一九七 

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为止。他补充说，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政府已同意所提议的期限的延长，以色列政府也 

表示同意。

( 二 ） 第二0 七九次会议（一九七入年五月三十一日） 

的，议经过

3 1 . 安全理事会在五月三十一日第二 0 七九次  

会议上无异议地将下列项目列入其议程：

"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服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

报告 (S /1 2 7 1 0 )。"

3 2 . 主席提请注意安理会收到的决议草案 (S / 
12721)。

决定：在一九七入年五月 .三 +  — 日第二0 七九次 

会议上，决议草案 0S /：Z272：O 以十四票对零票获得適 

过，成 为 第 4 2 9 a 5 7 S )号决议。一个成员国（中国）没 

有参加表决。

3 3 . 第 429(1978 )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敏观察员  

部队的报告 (S /12 71 0 ),

"注意到为建立中东地区持久和公正的和平 

所作的努力，以及继续和加强这种努力的迫切需 

要，

"对该地区目前的紧张状态表示关切，

"决定=

" ( a ) 要求有关各方立即执行一九七三年 

十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第 338(1973)号决议；

" ( b ) 将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任 

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至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 

日为止；

" ( c ) 请秘书长在这一期限终了时 ,提出关 

于局势发展和执行第 338(1973)号决议所采措施 

的报告。"

3 4 . 主席代表安理会就第 429(1978)号 决 议 发  

表补充声明 (S /1 2 7 2 4 )如下：

" 大家都知道，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脑观  

察员部队的报告 (S /1 2 7 1 0 )的 第 3 6 段说， ‘但是， 

以色列 - 叙利亚地区目前的平静屈势基本上并不 

稳定。中东问题的各个主要方面仍未解决，除非 

朝着公正而持久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不 

久就能取得真正的进展，整个地区的局势仍将是 

不稳定而危险的。'秘书长的这一项声明反映出安 

全理事会的意见。"

3 5 . 秘书长补充说，中国代表团要求他声明，因 

为它没有参加这项决议的表决，所以它对他刚才代表 

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发表的声明也采取同样的立场。

3 6 . 之后，中国、科戚特、捷克斯洛伐克、加拿 

大、苏联、玻利维亚、美国、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加蓬、尼日利亚、印度和法国代表发了言，主 

席以委内瑞拉代表的身分也发了言。



3 . 以色列 -黎巴嫩地区的局势发展

( a )  联合国停义盟督组织关于以色列 -黎巴嫩 

地区局势的报告

3 7 .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到 -黎巴嫩地区的 

局势继续是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 (停火监督组织)参谋 

长对这个地区停火状况定期提出报告的主题。一九七 

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期间，参谋 

长逐月印发报告，确计这个地区发生事件的次数、停 

火监督组织观察所报告的向停战分界线对方射击和越 

过停战分界线事件的次数、喷气式飞机飞越黎E 嫩领 

空的次数、有关各方提出的指控和停火监督组织的调  

查结果。这些报告已作为 S /1 1 6 6 3号 文 件 第 4 0至 53 
号增编印发。

3 8 . 参谋长报告说，以色列部队人员在一九七七 

年六月至一九七八年二月期间，继镜占领着停战分界 

线黎巴嫩一方的六个据点。

3 9 . 根据报告 (S/11663/A dd.40 和 41 ), 一九七 

七年六月和七月，地面和空中活动有所增加，向停战 

分界线对方射击的事件有三十七起、越界事件五起、据 

报以色列喷气式飞机飞越事件二十七起。据报以色列 

海军在七月份的违规事件一起。

4 0 . 在 A 月 和 九 月 的 报 告 (S/11663/A <M .42和 

4 5 )中指出，地面活动沿着整条停战分界线有显著增 

加，并继缕保持在高水平。 向停战分界线对方封击的 

事 件共有 1 3 7起、越界事件 4 起、据报以色列飞机飞越 

事 件 3 0 起。九月二十日和二十三日，参谋长就希亚姆 

地区事实上的部队间的激烈交战，以及沿整条停战分 

界线和沿黎El嫩领土与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领土之间 

的一条线的地面活动，提出两份特别报告 (S/11663 / 
A d (i.43和 4 4 )。九月二十六日，在所有当事方的协议 

下，黎巴嫩南部地区达成了一项全面停火。

4 1 . 在 十 月 和 十 一 月 的 报 告 (S/11663/A dd.46 
和 4 9 )中，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指出，地面和空中活 

动都在低水平，向停战分界线对方射击事件共 1 0 起， 

以色列喷气式飞机飞越事件 3 7 起。但是，十一月五日 

至十三日的事件是两份特别报告 (S /I1 6 6 3 /A d d .4 7和 

4 8 )的主题。这两份报告指出，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全 

面停火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违反的次数也不断增加。秘

书长对以色列 - 黎巴嫩地区的紧张肩势和暴力的不断 

升级表示关注，他再次吁请所有当事各方力求克制,对 

在该地区重建和平条件而作的努力提供合作。

42. 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和一九七八年一月、二 

月的报告 (S/11663 /A (i(l50 -  5 2 )中，根据各种活动都 

不多。在这个期间，向停战分界线对方射击的事件有 

5 起、越界事件有 4 3 起、据报以色列喷气式飞机飞越 

事 件 有 3 8 起。事实上的部队所搞的事件，继续胆晓停 

火监督组织在黎巴嫩的工作，其中包括劫持车辆、妨 

障行动自由、强行进入观察所、在公路上埋地雷和向 

观察所附近射击，大多是发生在推想为事实上的基督 

徒部队所控制的地区。

4 3 . 三月十五日（S /11663/A dd .53) , 参谋长报  

告说，那天清早，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看到一支辆数不 

详的坦克部队从南边来，经过边界朝北行进。另外，联 

合国若干观察所报告，有来自以色列领土的迫击炮和 

大炮轰击，还有以色列的空袭。 以色列防卫部队发出 

声明，宣布已沿着黎巴嫩边界展开扫荡行动。据停火 

监督组织报告， 以色列部队的地面部队和装甲部队在 

海军舰只和喷气式飞机炮轰和轰炸的支援下，展开了 

军事行动。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已从一些观察所撤离，他 

们的建筑物已被摧毁。

4 4 . 没有收到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关于以色列 -  
黎巴嫩地区三月十五日以后的局势的进一步报吿。

( b )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七入年三月+六日 

期间收到的来文和关于召开会议的要求

4 5 . 黎巴嫩代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日的信 (S / 
12443)指控，以色列部队在十一月五日至九日之间在 

黎巴嫩领海内击沉一艘渔船；轰炸蒂雷城和黎巴嫩南 

部的几个村镇，造成了若干伤亡；并轰炸黎巴嫩其他几 

个城市，至 少 有 6 0 个黎巴嫩平民死亡 1 2 0人受伤。

4 6 . 以色列代表十一月十一日的信 ( S /12444)指 

控，巴解从九月底至十一月初，从黎巴嫩南部向以色 

列边界这一边发动了八次火箭攻击。过去十天中，巴 

解又加紧进攻黎巴嫩南部的基督徒和以色列的纳哈里 

亚镇。他指出， 由于这些进攻，以色列除了还击之外， 

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来防止暴力的进一步升级，因此，以 

色列在十一月九日对六个地点进行了空袭。



4 7.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十一月十四日的 

信 ( S / 1 2 4 4 6 ) ,以阿拉伯集团主席的身分，转送巴解  

组织常驻观察员十一月十日的信，指控以色列于十一 

月九日攻击黎巴嫩南部一些和平的村镇和难民菅。

4 8 . 黎 巴 嫩 代 表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的 信 (S/12448 ) 
指出，一份不是黎巴嫩政府发出的关于黎巴嫩南部边 

界事件的文件已散发给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这份文 

件是对于一件纯属黎巴嫩主权的事项的蓄意干涉。

4 9 . 黎巴嫩代表一九七八年一月十日的信 (S /
12521)转送黎巴嫩总统于一月六日就黎巴嫩对审议中 

的中东危机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办法所持立场的声 

明摘要。

5 0 . 以 色 列 代 表三 月 十 三 日 的 信 (S/12598)指 

控，一支巴解突击队三月十一日在海法 -特拉维夫公 

路上开火，击錯了  3 7 个 以 色 列 平 民 ，另 有 7 6 人受 

伤。

51. 黎巴嫩代表三月十五日分别給安全理事会 

主席和秘书长的信 (S /1 2 6 0 0和 S /1 2 6 0 2 )指控，三月 

十四 / 十五的午夜，以色列大军沿黎巴嫩边界分数路侵 

入黎巴嫩，以色列巡逻艇侵入黎巴嫩领海，以色列军 

用飞机继缕飞入黎巴嫩上空弁轰炸该地区，造成许多 

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黎巴嫩深信，这个问题的唯 

一解决办法在于终止以色列的侵赂，以及以色列的部 

队撤出黎巴嫩。

5 2 . 安全理事会主席以三月十六日的说明 (S / 
12604)分发了秘书长三月十六日的信，其中提请安理 

会各成员国注意他所收到的关于黎巴嫩局势的一些来  

文，这些来文建议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秘 

书长说，他已经同一些最直接相关的代表联系，随时 

准务提供一切协助，以帮助克服困难。他还指出，在 

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解决办法，使该地区所有政府和 

人民的正当愿望得到满足以前，这个暴力循环大慨是 

要继续下去的。秘书长指出，不 论 是 对 黎 巴 嫩 的 情  

况，还是对更为广泛的全面和平解决中东问题这个国 

际和平与安全上的优先目标，他都愿意随时尽一切可 

能提供帮助。 由于中东局势的演变，对世界和平的前 

途关系重大，所以他要请安理会注意这些来文，并表 

达他的关切。

5 3 . 下面是附于秘书长信后的来文： （a)三月十 

五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的普通照会，转递阿拉 

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外交部长的来电； （b)三 月 十 五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普通照会，转递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的声明全文；（C )三月 

十 0 日巴解组织常驻观察员的信，转递巴解组织执行 

委员会的信； （d)三月十五日阿拉伯国家联蓝常驻观  

察员的信； （e )三月十五日阿尔及利亚代表的信，转递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的信。

5 4 . 黎巴嫩代表继三月十五日的来信 (S/12600 ) 
之后，三月十七日又来信 (S/12606)请安全理事会主 

席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

5 5 . 以色列代表三月十七日的信 (S /]2 6 0 7)也请 

安全理事会主席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审议不断来自 

黎巴嫩领土的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和暴力行动，这在 

他三月十三日的信 (S /1 2 5 9 8 )里已经叙述过了。

( C ) 第二0 七一次至二 0 七四次会议（一九七入年 

三月十七曰至十九日 )的审议经过

56. 安全理事会于三月十七日第二  0 七 一 次 会  

议上，无异议地将下列项目列入其议程：

" 中东局势：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 / 12606);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607)"。

5 7 . 主席征得安理会同意，应黎巴嫩、 以色列、 

埃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约旦、阿拉伯利比亚民 

众国和也门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 

决权。主席然后告诉安理会，他收到科威特代表三月 

十七日的信 ( S /1 2 6 0 8 ) ,要求按照安理☆过去的惯例， 

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参加辩论。主席说，这项 

提案不是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或三十九条提 

出的，不过，如经安理会通过，则邀请巴解组织参加 

辩论，将使该组织取得一个会员国按照第三十七条规  

定应邀参加时所享有的同等权利。

5 8 . 美国代表发了言。



决定：在一九七入年三月十七日第二 o 七一次会 

议上，这项提業以十票对一票（美国），四 票 弃 权 （加 

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获得通 

过。

5 9 . 主席又告诉安理会，在协商时有人提议，在 

安理会讨论这个项目期间，让巴解组织代表在安理会 

议席就座。

6 0 . 美国代表又发了言。

决定：这项提案以十票对一票（美国），四票弃权 

(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获 

得通过。

6 1 . 安理会然后开始对问题进行讨论，所取了 

黎巴嫩、以色列、约旦、.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 

伯利比亚民众国和科威特等国代表以及巴解代表的发 

言。科威特代表再次发了言。

6 2 . 三月十八日第二 0 七二次会议上，主席征  

得安理会同意，应越南代表的请求，邀请他参加讨论， 

但无表决权。

6 3 . 安理会继续进行讨论，听取了埃及、科咸 

特，法国，尼日利亚、越南、也门和黎巴嫩等国代表 

的发言。

64. 三月十八日第二  0 七三次会议上，主席征得 

安理会同意，应苏丹代表的请求，邀 请他 参 加 讨伦 ， 

但无表决权。安理会继续进行对议程上所列问题的审 

议。主席请大家注意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S /1 2 6 ]0)。 
接着，加拿大、美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和苏 

联等国代表发了言。

65. 三月十九日第二  0 七四次会议上，安理会继 

续审议这个项目。主席征得安理会同意，应蒙古、巴 

基斯坦、卡塔尔和伊拉克等国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 

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6 6 . 在对决议草案 (S /1 2 6 1 0 )进行表决之前，大 

家同意在表决之后可以发言。 中国、加蓬，苏联、玻 

利维亚和毛里求斯等国代表在表决之前作了解释投票 

的发言。

决窝：一九七八午三月十九曰第二 0 七 四 次 会

议，以十二票对零票，二票弃权（捷克斯洛伐克和苏 

联）通 过 了 美 国 的 决 议 草 案 成 为 第 425 
( i 5 7 « 号决议。一个成员国（中国）没有参加表决。

6 7 . 第 425(1978 )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注意到黎巴嫩常驻代表的信 (S /1 2 6 0 0和 S/ 
12606)和以色列常驻代表的信 (S /12 607 ),

" 听取了黎巴嫩和以色列常驻代表的发言，

"严重关切中东局势的恶化，及其对维持国 

际和平所产生的后果，

"潔信目前的肩势有碍于在中东达成公正的 

和平，

" 1 . 要求严格尊重黎巴嫩在其国际承认的 

边界以内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

" 2 . 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侵犯黎巴嫩领土 

完整的军事行动，并立刻自所有黎巴嫩领土撤出 

其部队；

" 3 . 决定按照黎巴嫩政府的要求，立即成立 

在安理会权力下的联合国黎巴嫩南部临时部队， 

以求证实以色列部队确已撤离，恢复国际和平与 

安全，并协助黎巴嫩政府确实恢复对该地区的有 

效统治，部队由联合国会员国提供的人员组成；

" 4 . 请秘书长于二十四小时以内向安理会 

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6 8 . 表决后，捷克斯洛伐克，科威特、法国、美 

国和委内瑞拉等国代表，以及主席以联合王国代表的 

身分发了言。然后秘书长也发了言。讨 论 继 续 进 行， 

中国，苏丹、蒙古、 以色列、 巴基斯坦、卡塔尔、伊 

拉克、印度、约旦和黎巴嫩等^代表以及巴解代表发 

了言。 ’

( d )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九日秘书长关于第 ^̂ 25 
a  57S)号次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69. 秘书长按照关于成立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  

部 队 的 第 425(1978 )号决议，于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九



日向安理会提交 t 报告 ( s / 12611) , 列述了临时部队  

的任务规定，关于部队有效执行任务的一般考虑，提 

议的行动计划，费用的概算和经费筹措办法。

( e )  第二0 七五次会议（一九七入年 

三月十九日）的审议经过

7 0 . 三月十九日第二 0 七五次会议上，安全理  

事会继续进行讨论，无 异议地将下述项目列入其议  

程：

" 中东局势：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1 2 6 0 6 ) ;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1 2 6 0 7 ) ;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425(1978)号决议 

执行情况的报告 ( S / 12611)"。

7 1 . 主席请安理会注意秘书长关于第 425(1978)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S/12611)和安理会主席以联 

合王国代表身分提出的决议草案 (S/12612)。

7 2 . 在表决前，中国和苏联代表作了解释投票 

的发言。

决定：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九日第二  0 七 五 次 会  

议，以十二票对零票，二 票 弃 权 （捷克斯洛伐克和苏 

联）通 过 了 联 合 王 国 的 决 议 草 案 成 为 第  

425(1575 )号决议。一个成员国（中国）没有参加表决。

7 3 . 第 426(1978 )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 1 . 通过 一 九 七 八 年 三月 十 九 日 S/12611  
号文件所载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425(1978)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 2 . 决定按照上述报告设立联合国驻黎巴 

嫩临时部队，最初为期六个月，以后如果需要， 

并经安全理事会决定后，应继续执行任务。"

7 4 . 捷克斯洛伐克、科咸特、美国、法 国 和 加  

拿大的代表在表决后发了言。秘书长发了言。后 来 ，

黎巴嫩代表发了言，主席也以联合王国代表的名义變 

了言。

( f ) 至一九七入年五月一日为止 

秘书长提交的来文和报告

7 5 . 秘书长三月二十一日的信 (S/12616)通知安 

全理事会，他已与各个地区的若干政府就提供联合国 

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联黎部队 ) 特遣队间题进行接触， 

并已接获答复，尼泊尔愿意 .派遣一个特遣队，挪咸也 

愿意派遣一个特遣队。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提供一个特 

遣队，并可立即派出服务。伊朗政府同意，让它已在 

中东的特遣队一个分遣队可供临时调遣。秘书长又通 

知安理会的成员国，他打算按照惯例进行协商后，进 

行他所扼要说明的各项安排。

7 6 .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的 信 (S / 
12618)通知秘书长，安全理事会在三月二十一日的非 

正式协商中审议了秘书长的信 (S /12616) , 同意来信 

所 载 的 各 项 提 议 中 国 没 有 参 加 第 4 2 5 0 9 7 8 )和 426 
(1978)号两项决议的表决，因此不参与此事。

7 7 . 秘 书 长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的 进 度 报 告 (S,/ 
12620)说，他已经任命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厄斯金少 

将为联黎部队的临时指挥官。他又说，已将观察员部 

队和紫急部队的伊朗、瑞典和加拿大特遣队调到联黎 

部队，并已接受法国、尼泊尔和挪戚政府提供特遣队  

给联黎部队，总 数 为 1 3 5 0人。

7 8 . 按照秘书长的指示，联合国驻中东维持和平 

特派团首席协调员西拉斯沃中将已同有关各方进行接 

触，商讨迅速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425(1978)号决议所 

应采取的步骤，以及帮助在发生战事时逃离黎巴嫩南 

部的人民返回本乡的安排等问题。

7 9 . 秘 书 长 四 月 二 日 的 进 度 报 告 (S /12620 / 
A d d .l )向安理会说明联黎部队当时的兵力、组成和部 

署的情形，并提到有关准备尼泊尔和挪咸特遣队抵达 

的各项安排。塞内加尔同意提供一个大队，约 有 600 
人，法国和挪威已同意派出必要的后勤单位。秘书长 

说，他一直与黎巴嫩和以色列政府以及巴解组织保持 

接触，以求迅速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425(1978) 号决议 

的规定 , 尤其是关于停火和以色列部从撤退的问题 9照



辰斯金少将说，该地区局势大体上仍然平静，虽然有 

若千射击事件发生。

8 0 . 秘 书 长 四 月 八 日 的 进 度 报 告 (S/12620 / 
A d d .2 )向安理会说明该部队当时的兵力、组成和部署 

的情形。

8 1 . 关于黎巴嫩南部的一般局势，秘书长说，除 

了一些局部例外事件外，肩势一般平静。西部防区的 

紧张气氛始终相当严重 , 偶尔发生互相射击的事件;东 

部防区一再发生互相射击的事情，主要是利塔尼河以 

南基督教武装分子同该河以北的巴解武装分子互相射 

击。秘书长弁说明他和联合国驻中东维持和平特派团 

首席协调员同各方进行的接触，以求迅速执行安全理 

事 会 第 4 2 5 (1 9 7 8 )号决议，尤其是关于停火和撤退以 

色列部队的问题。

8 2 . 秘书长四月十日的信 (S /1 2 6 4 1 )追述，塞内 

加尔政府曾同意向联黎部队提供一个特遣队，秘书长 

打算作出安排，以便该特遣队可以尽快抵达该区。他 

说，法国和挪咸政府已答允分别承担对该部队提供后 

勤支助的责任。关于这些建议的细节，参见他四月二 

日和八日的进度报告 (S /1 2 6 2 0 /A d d .l和 2)。他又通  

知安理会说，打算任命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尼:斯金少 

将为联黎部队指挥官，但须征得安全理事会的同意。

8 3 . 安全理事会主席四月十二日的信 (S/12642) 
通知秘书长，安理会成员国已在协商时审议了这件事， 

赞同秘书长的信 (S /1 2 6 4 1 )中所载的各项建议。中国没 

有 参加第 42 5(1978 )和 426(1978 )号决议的表决，因此 

不参与此事。

8 4 . 秘书长 0 月 十 七 日 的 进 度 报 告 (S/12620 / 
A d d s )通知安理会，据联黎部队的报告，黎巴嫩南部 

的一般局势保持平静，并无任何严重事件发生。四月 

十一日和十四日， 以色列部队已按照四月六日向西拉 

斯沃中将所提的计划，撤出利塔尼河东边和南边的两 

个地区，撤出的据点已由挪咸大队的部队接菅。整个 

地区的难民返乡人数一直很多。秘书长说明了联黎部 

队四月十七日的兵力、组成和部署，弁说明了西拉斯 

沃中将就执行第 425(1978) 号决议和以色列部队的进  

一步撤退问题与有关各方继续进行接触的经过。秘书 

长表示，他将于 r a 月十七日至十九日视察该地区，以

便会晤有关各方最高级人员， 以及西拉斯沃中将、1Ë： 
斯金少将和在勤务地区的联黎部队特遣队。

8 5 . 秘书长在结束对该地区的访问时，于四月十 

九日来信 ( S /1 2 6 5 7 ) ,把 有 关 执 行 第 425(1978) 号决 

议，尤其是有关以色列部队撤出黎巴嫩领土的情况，通 

知安全理事会，他 同 黎 巴 嫩 的 总 统 、总理和外交部 

长，阿拉法特先生，以及以色列的总理、外交部长及 

国防部长，进行了广泛的会谈。他获得保证，以色列 

决心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并说以色列提议分两个阶  

段撤退。在四月三十日以前， 以色列国防军将完全撤 

出中央地区，并在不远的将来，安排撤出沿停战线南 

北两进的地带。

8 6 . 秘书长四月二十五日的信 (S/12666)遗知安 

理会，当塞内加尔大队和其余后勤单位于K 月底抵达 

时，联黎部队的总兵力将为 3 5 0 0人左右，执行临时 

任务的伊朗和瑞典中队不计在内。

87. 尼日利亚政府已经答允提供一个大队供联 

黎部队调遣，秘书长打算接受，但敏经过通常的协商 

后才作决定。如将尼日利亚大队计算在内，联黎部队 

将达到安全理事会核准的总数， "约 4 0 0 0名"。他说 

他将在不远的将来，就部队可能需要増至 6 0 0 0人的 

问题向安理会提出报告。

8 8 .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的 信 (S / 
12667 )通知秘书长，他已就秘书长四月二十五日的信 

(S /1 2 6 6 6 )与安理会成员国协商，它们已同意该信所 

载有关尼日利亚特遣队的建议。 中 国 没 有 参 加 对 第  

425(1978 )和 426(1978 )号决议的表决，因此不参与此 

事。

8 9 . 秘书长五月一日的信 (S/12675)通知安全理 

事会，联合国驻中东维持和平特派团首席协调员西拉 

斯沃中将和联黎部队指挥官厄斯金少将都已经向他报  

告，鉴于地面情况十分困难，同时根据至今为止所获得 

的经验，他们西人深信联黎部队总兵力应增至 6 000 
人左右。秘书长视察该地区时，亲自看到了联黎部队 

的任务十分复杂和困难，必须在广大的崎躯地区和危 

险的状况下执行任务。他认为，如果要该部队能够有 

效执行任务，就有必要将其兵力增至 6 0 0 0名 左 右 ， 

因此，他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这项建议。他 又 说 ，斐



济、伊朗和爱尔兰三国政府曾经表示愿意各提供一个 

大队供联黎部队调遣，如果安理会赞同增加该部队兵 

力的建议，他打算请这些国家增派特遣队。

( g )  第二 0 七六次会议（一九七入年 

五月三日）的，议经过

90. 安全理事会在五月三日第二 0 七 六 次 会 议  

上，无异议将下列项目列入议程：

" 中东局势：

"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 (S /12675)"。

9 1 . 主席请大家注意一项由玻利维亚、印度提出 

的决议草案 (S/12679) , 并宣布毛里求斯为该决议草 

案的共同提案国。

决定：一九七入年五月三日，安全理事会第二 0  
七六次会议，以十二票对零票，两票弃权（捷 克 斯 洛  

伐克和苏联通过三国决议草案（5 / ：Z257S) , 成为第 

( i5 7 S )号决议。一个成员国（中国）没有参加表决。

9 2 . 第 427(1978 )号决议的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审议了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秘书长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S /12675 ),

"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九日第 425(1978) 
和 第 426 (1978 )号决议，

" 1 . 核准秘书长的要求，把联合国驻黎巴嫩 

临时部队的兵员人数从 4 0 0 0人增 至 6 0 0 0人左 

右；

" 2 . 注意到以色列部队到目前为止的撤退 

情况；

" 3 . 要求以色列不再延迟完全撤出黎巴嫩

的全部领土；

" 4 . 痛惜所发生的联合国部队遭受攻击的 

情事，要求黎巴嫩境内各方充分尊重联合国部 

队。"
9 3 . 表决后，秘书长发了言。下列国家的代表也

发了言： 中国、联合王国、科咸特、捷克斯洛伐克、加 

蓬、苏联、美国、毛里求斯，加拿大、印度、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法国、玻利维蓝、尼日利亚，主席也以 

委肉瑞拉代表的身分发了言。

( h )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日至六月十六日 

私书长提交的报告

9 4 . 五月五日，秘书长提交了一份关于联黎部队  

的进度报告 (S/12620 /A (U .4) , 其中秘书长通知理事 

会，根据联黎部队提交的报告， 中央地区和西部地区 

的局势仍然保持稳定，但在蒂尔地区的紧张局势却大 

大増加。四月三十日，以色列部队进行了第三阶段的 

撤军工作，撤出的据点由联黎部队接菅。在 通 过 第  

427(1978 )号决议后 , 秘书长接受了裴济、伊朗和爱尔 

兰三国表示愿意各提供一个大队在联黎部队服务的提 

议。秘书长又指出，在以色列第三个阶段的撤军工作 

完成后，联黎部队目前部署的地区扩大得多，大致上 

说，北方从尼塔利河起，伸展到一条界线，这条界线 

在西部和中部防区蹈离该河大约 1 8 公里，在东部防区 

姐离该河大约 2 至 7 公里。秘书长在说明了截至五月 

五日为止的部队部署情况后，叙述了五月初在蒂尔地 

区发生的若干严重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有六名联黎部 

队的士兵死亡，若干名受伤。曾 向 巴 解 主 席 发 出 急  

电，要求他采取一切可能措施，避免同联黎部队冲突 

的可能性。巴解主席保证给予合作，设法解决这种情 

况。秘书长强调，联合国部队只有防卫性的武器，他 

们只有在遭受袭击时，或是有人企國阻止他们执行安 

理会规定的任务时，才准许使用武力，进行自卫。因 

此，秘书长吁请一切有关的政府和其他各方给予联黎 

部队一切可能的支接与合作。

95. 秘书长六月十三日提交的另一份关于联黎 

部队的进度报告 (S/12620 /A <H .5 )说，以色列部队从 

黎巴嫩南部撤军的第四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工 

作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三日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已于 

当天按时完成。联黎部队当时的兵力为 6 1 0 0人，秘 

书长并叙述了部署情况。经秘书长要求，负责特别政 

洽事务副秘书长古耶先生于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九日至 

二十四日访问了该地区，同有关各方就执行安全理事 

会 第 425(1978 )和 426(1978 )号决议而，需澄清的某



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古耶先生获悉以色列政府将在六 

月十三日以前将该国部队全部撤离黎巴嫩的决定。黎 

巴嫩总统向古耶先生着重指出，联黎部队的最后目标 

是协助黎巴嫩政府在黎E 嫩南部恢复其权力。要作到 

这点，先决条件是以色列部队全部撤出，并防止不属 

黎巴嫩政府指挥的任何武装分子渗入联黎部队的勤务 

地区或在该地区进行敌对活动。阿 拉 法 特 先 生 证 实  

说，依照巴解组织所作的将与联黎部队充分合作的保 

证，它将不在黎巴嫩南部主动地对以色列作出敌对行 

动，并将避免以武装分子渗入联黎部队的勤务地区。 

秘书长说明了在黎巴嫩的权力还没在联黎部队勤务地 

区内完全建立起来以前，黎巴嫩政府所采取的立场； 

弁已进行讨论，以期为联黎部P人的部署和执行任务作 

出合乎实际的安排。六月十三日 1 7 时左右，联黎部队 

指挥官向秘书长证实以色列部队已全部撤出黎巴嫩南 

部。联黎部队接管了五个以色列部队撤出的据点；并 

继缓进行讨论，以便为在其他据点进行部署作出合乎 

实际的安排。因此，联黎部队所负任务的第一部分已 

经完成，整个勤务地区已开始第二阶段。

( i ) 一九七入年六月十六日前收到的其他来文

96. 斯里兰专代表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的信 

(S /12609) , 转送了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发表的一项公 

报全文，遗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

9 7.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 

席三月二十日的信 (S/12614) , 指控以色列侵入南部 

黎巴嫩，主要是针对巴勒斯坦人。该委员会支持安全 

理事会的要求，即以色列应立即停止其破坏黎巴嫩领 

土完整的军事行魂，毫不迟延地从黎巴嫩一切领土撤 

出其军队。委员会弁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更为有 

力更为坚决的行动，赶紧建立中东和平。

9 8 . 蒙 古 代 表 三 月 二 十 日 的 信 （S/12615) , 转 

送 了 蒙 古 外 交 部 长 关 于 以 色 列 侵 略 黎 巴 嫩 的 声 明  

全文。

9 9 . 以色列代表六月十三日的信 (S/12736) , 转 

送了以色列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一封信，说明以色列 

部队已在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三日完成从黎巴嫩南部撤 

出的行动。外交部长说，紧接着以色列部队的撤出，

E 解分子又回到了该地区，联黎部队还容许运送补给 

品给他们。他指控联黎部队的某些部队不但纵容这些 

巴解分子，甚至还与他们合作，而且有正式的E 解组 

织联络官与联黎部队联系。 以 色 列 外交 部 长 又 指 控  

说，这种情况不但违反了秘书长在耶路撒冷会议上所 

作的声明，而且对未来是一个不祥之兆。

100. 秘书长在六月十四日给以色列代表的信 

(S /1 2 7 3 8 ) ,转递了他给以色列外交部长的答复。秘书 

长对以色列外交部长来信 (S /12 73 6 )所 作 的 指 控 ，表 

表惊讶。秘书长提到，他 向 安 全 理 事会提出的报告  

(S /1 2 6 2 0 /A d d .5 )已经指出， 巴解组织以及所有有关  

各方都派有联络官和联黎部队联系。他指出，巴解组 

织已保证同联黎部队合作执行第 4 2 5 (1 9 7 8 )号 决 议 。 

秘书长并保证，联黎部队将继续一秉诚意地执行安全 

理事会第 425 (1978 )号 和 426 (1978)号决议所规定的 

职责。秘书长强调，以色列决定不把其余地区的控制 

权交给联黎部队，这个决定不会有助于联黎部队的执 

行任务，他已设法同黎巴嫩政府合作，圆满地处理这 

种局势的后果。

4 . 有关中东局势的其他方面的来文和报告

101. 以色列代表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的 

信 (S/12392)中递送了巴勒斯坦中央委员会八月二十 

五日和二十六日在大马士革举行会议后所爱表的声明 

原文；他说，这个声明再次显示了阿拉伯恐怖分子集 

团不可能成为导致解决阿拉伯 - 以色列冲突的任何步 

骤的合作者。

1 0 2 . 按照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九日第 31/61 
号 决议第 7 段的规定，秘书长于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八 

日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报告（S /12417)。秘书长 

在报告中指出，大会第 3 1 /6 1号决议的执行同第 31/62 
号决议的执行密切相关。大 会在第 3 1 /6 2号决议中要 

求在联合国主持下，由美国和苏联担任共同主席，早 

日召开中东和平会议，至迟应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底举 

行。秘书长认为，重新召开日内冗会议的障碍不是单 

凭程序& 的办法所能扫除。必要的是所有各方都应改 

变自已的态度。

1 0 3 . 秘书长的报告中还提到在黎巴嫩南部，事 

实上存在的部队之间再次发生了战斗。他指出，肩势



的恶化可能对范围较广泛的中东间题也产生很大的影 

响。

1 0 4 . 最后，秘书长表示希望能够早日恢复谈判， 

作为达成中东的公正和持久和平的第一步。他强调  

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世界就会面 

临一次重大的国际危机。

1 0 5 . 埃及代表在十二月八日的信 (S/12478)中 

提到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五日递交 

" 的黎波里宣言 " 的信 (A /3 2 /4 1 1) , 并 在 来 信 中 说 明  

了埃及对该宣言的立场。

106. 秘书长在十二月八日给安全理事会的信 

(S/12486)中转递了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题为 " 中东局势 " 的 第 3 2 /2 0号决议的案文，并特别提 

请注意该决议第 5 段。在这一段里，大会请安全理事 

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执行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并 

促成旨在建立该地区的公正持久和平的全盘解决。

107. 斯里兰卡代表在一九七八年一月四日的信 

(S/12517)中以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主席的身分转递了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为巴解组织驻伦敦代表遇刺所发布 

的公报。

108.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在一月二十七日 

的信 (S/12545)中提请秘书长注意一月二十一日埃及 

总统的讲话，讲话中说埃及要求武暴是因为它对整个 

非洲负有重大责任。利比亚代表在来信中说，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认为那种说法是对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 

全的一个咸胁。

109.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在二月十五日的 

信 (S/12562)中转递了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外交部长 

以非洲解放协调委员会第三十雇会议主席的身分发出

B.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 

不可剥夺权利的问题

1. 一九七七年七月至十月间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

111.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 

席在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的来信 (S /12377)中表 

示对以色列政府决定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三个以色列定 

居点感到关注。他说，这个决定违反了一九四九年八 

月十二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及大会和 

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

112.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 

席在九月十三日的信 (S /12399)中以委员会的名义要 

求在大会审议题为 " 巴勒斯坦问题 "的临时议程项目 

3 0 以前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使委员会能够把它对安 

全理事会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提交给大会。

1 1 3 . 斯 里 兰 卡 代 表 在 九 月 三 十 日 的 信 (S /
12410)中以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主席的身分递交了不结 

盟国家外交部长当天所通过的关于最近事态发展对中 

东局势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影响的声明全文。

2. 第二 0 四一次会议(一九七七年 

十月二十七日）的审议经过

1 1 4 . 安全理事会在十月二十七日第二 0 四一次 

会议上，无异议将下列项目列入议程：

"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问题：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三日巴勘斯坦人民行使

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1 2 3 9 9 )。"
1 1 5 . 主席经安理会同意，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

式的合作的一封信。

1 1 0 . 以色列代表在六月六日的信 (S /12730)中 

指控说，六月二日耶路撒冷发生一辆公共汽车被炸的 

事件，五名以色列小孩和一名外国青年旅客因而死 

亡。他又说，一个叫作《巴 勒 斯 坦 革 命 力 量 总 指 挥  

部》的组织在贝鲁特发表声明， 自 称 是 爆 炸 事 件 的  

主谋。

员会主席发出 .邀请。主席又提请注意塞内加尔代表关 

于邀请巴解组织代表参加关于本项目的辩论的要求。 

他又说，这个提案并不是根据第三十七条或第三十九 

条提出的，但如经安理会通过，将使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取得一个会员国按照第三十七条应邀参加辩论时所 

享有的同等权利。

1 1 6 . 美国代表就该提案作了发言。



决定：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第二 o 四一次

金议上，这项提案以十票对一票（美国），四票弃 权  

(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级得 

通过。

1 1 7 . 按照安理会的决定，巴解组织代表被邀参 

加辩论。

118. 主廣应埃及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 

要求，并经安理会同意，邀 请该两 国 的 代 表参 加 讨  

论，但无表决权。

1 1 9 . 安理会接着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所取 

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以及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苏联、 中 

国、委内瑞拉、 巴拿马、贝宁和毛里求斯等国代表的 

发言，主席以印度代表的身分也发了言。

1 2 0 . 主席于是宣布，安理会成员同意暂时停止 

讨论这个项目。

3 . 安理会后来收到的来文

121： 秘书长在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三日的信 (S /  
12534)中向安全理事会递交了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二日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第 3 2 /4 0 A 号 决 议 的 全 文 ， 

并特别提请注意该决议的第 3 段和第 4 段，在这两段 

里，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安 

全理事会第二 0 四一次会议上参加审议的所有安理会 

成员重申，必须在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 

基础上，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间题，否则就无法在中东 

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大会弁促请安理会尽快对大 

会 第 3 1 /2 0号决议赞同作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基础  

的各项建议作出决定。

122.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 

席在一月十八日的信 (S/12531)中提请注意委员会提 

交大会的报告中所载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项基本原 

则，这些原则应该适用于为谋求中东的公正和持久和 

平而作的努力。

C .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

1 2 3 . 苏丹代表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来信 (S /

12356)以阿拉伯集团六月份主席身分要求将六月十九 

日《星期日太晤士报》(伦敦 ) 所载一篇题为 "以色列拷 

打阿拉伯俘虏 "的文章全文和一篇有关的社论予以分  

发。

124.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 

席七月二十八日来信 (S/12377)对以色列总理七月二 

十五日所作关于核准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建立三个 

以色列定居点的决定表示关心。

1 2 5 . 阿曼代表七月二十九日来信 (S/12376)以 

阿拉伯集面七月份主席身分促请注意以色列关于在被 

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建立三个犹大人定居点的决定， 

并回顾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九六 

九次会议上经过协商一致而通过的声明中的规定。

1 2 6 . 约旦代表八月十日的普遗照会 (S/12378 ) 
提及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题为 "巴勒斯坦人 

民的生活状况 " 的 第 3 1 /1 1 0号决议，并附上约旦政府 

就耶路撒冷被占领地区内的情况而编写的报告。

1 2 7 . 秘书长在八月十一日的说明（S/12379)中 

递交人权委员会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五日第一三九 0 次 

会议通过的题为 "中东战事所产生的占领区内侵害人 

权的问题 "的第 K X X X in )号决议全文。

128. 何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八月十七日的普 

通照会 (S/12384)转递了叙利亚政府发言人就以色列 

政府最近的通告而发表的正式声明全力;，该通告说以 

色列的法律和条例将实施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居民。

1 2 9 . 埃及代表八月十九日来信 (S/12382)要求 

散发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就以色列最近在被占领的 

阿拉伯领土内采取非法侵略措施而发表的声明，其中 

声称这些措施对肩势构成了危险的升级，并违反以色 

列在国际上所承担的义务。

1 3 0 . 伊拉克代表在八月十九日来信 (S/12386) 
以阿拉伯集团八月份主席身分指控说：以色列在被占 

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带强行实施其法律是对《联 合 国 宪  

章》的原则、各观日内 1 ；公约以及联合国所有有关决议  

的公然违反。他向秘书长转交了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  

长的一封信，其中要求秘书长出面干涉，制 以 色 列  

的这种侵略行动。



131. 塞 浦 路 斯 代 表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的 来 信 (S /  
12388)转递了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就以色列在约旦河西 

岸采取的新的专横和非法的行动所发表的声明全文。

1 3 2 . 约旦代表九月六日来信 (S/12396)转递了 

标题为 "约旦外交国务大臣关于以色列政府就划一对  

占领领土居民和对以色列居民的服务所作决定的后果 

的备忘录 " 全文。

133. 斯里兰  1卡代表九月三十日来信 (S/12410 )  
转递了当天在纽约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特别会 

议通过的声明全文，该声明是关于最近事态发展，尤 

其是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实施其法律和建立新定居 

点，对于中东局势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影响。

134.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十月二十日的普 

通照会 (S /12428)转递了约旦回教和基督教领导人拍 

给秘书长的电报全文，其中要求秘书长为了卡普奇大 

主教出面干预。

135. 秘书长在十二月三十日按照大会十月二十 

八日第 3 2 /5号决议提出一份关于他同以色列政府进行 

接洽的经过和以色列政府对执行该决议的答复的报告 

( S / 1 2 5 1 2 ) ,该决议的栋题为："以色列违背联合国宪 

章原则、一九四九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国际 

义务、和联合国各烦决议，最近在阿拉伯被占领领土 

采取意图改变这些领土法律地位、地理性质和人口组 

成的非法措施，并对达成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横  

加阻挽"。

1 3 6 . 科戚特代表一九七八年二月九日来信 (S /  
1 2 5 6 3 )转递了二月六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观察员  

就以色列将西岸的三个新军事设施改变为永久定居点 

的决定给秘书长的信全文。

1 3 7 . 约 旦 代 表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的 普 遗 照 会 ( S /  
1 2 5 7 5 )转递了约旦外交大臣的备忘录，其中请联合国 

作出努力，确保制止以色列的挖掘、没 收 和 破 坏 行  

为，据控这些行为咸胁到神圣圣所谢里夫清真寺西墙 

附近的四个阿拉伯住区。

1 3 8 . 摩洛醫代表四月十一日来信 ( S / 1 2 6 4 0 )指 

控以色列在实施其耶路撒冷圣城犹太化政策时企图毁 

坏阿克萨清真寺西墙附近的属于摩洛哥教产基金会的 

两座历史性纪念建筑，其所使用的图谋是建造一条穿 

过两座历史性纪念建筑的道路。

1 3 9 . 约 旦 代 表 四 月 十 二 日 的 普 通 照 会 ( S /  
1 2 6 6 9 )转递了一份文件，其标题为 "约旦政府来文：以 

色列新近企國勒迁和拆毁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邻近 

的 阿 布 ，迈 迪 安 • 古斯书院，’。

1 4 0 . 以色列代表五月三十一日来信 ( S / 1 2 7 2 5 )  
否认约旦二月二十一日的来文 ( S / 1 2 5 7 5 )和四月十二  

日的来文 ( S / 1 2 6 6 9 )以及摩洛哥K 月十一日的来文 ( S /  
1 2 6 4 0 )中的指控，并声称这些文件所提及的挖掘工作 

一直是在离所指地点 20公尺的地方进行的，不会造成 

任何损坏。

第 二 章  

关于南部非洲的问题

A .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的问题

1.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

141. 按照一九七七年六月六日给予殖民地国家 

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纳 

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的来信 (S /1 2 3 4 4 /R ev .l)中的 

请求，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马普托举行的支持津

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国际会议的报告，以及该报 

告的附件，包括《支持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的 2^ 
普托宣言》和《争取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解放的行动纲  

领》, 已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

142.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在其八月九日的来信 (S/12380 )  
中递交了特别委员会于八月八日通过的一项关于南罗



得西亚问题的决议全文。代理主席在信中？I述了决议 

的 第 5 和 第 6 段 ，其中提到：向莫桑比克提供财政、 

技术和物质接助； 由安全理事会定期审查向莫桑比克 

和赞比亚政府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以及将制裁非法 

政权的范围扩大到包括《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一条所规 

定的一切措施等。

143.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主席在其八月十七日的来信 (S /12381)中 

递交了委员会于八月二日通过的一规关于外国经济和 

其他利益集团从事活动，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 

所有其他殖民统治领土内妨碍《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 

民独立宣言》的执行的决议全文。主席在信中引述了 

决议的第 1 0 段，其中，特别委员会再度表示应该扩大 

对南罗得西亚 (津巴布韦）非法政权所施制裁的范围， 

将宪章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一切措施都包括在内。

1 4 4 . 联 合 王 国 代 表 在 九 月 一 日 的 来 信 (S / 
1239 3)中 , 奉其本国政府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的指示， 

递送了一份题为 "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建议 " 的 文 件 ， 

-其中载有关于恢复南罗得西亚合法性和解决南罗得西 

亚问题的一些建议。该国代表在信中表示，所附文件 

内的各项建议，是联合王国政府同美国政府取得充分  

协议，并与有关各方咨商后拟定的。

1 4 5 . 联合王国代表在九月A 日 的 另 一 次 来 信  

(S /1 2 3 9 5 )中，奉该国政府的指示，递送了联合王国 

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九月一日在索尔兹伯里发表的关  

于提出解决要得西亚问题的建议的声明全文。

1 4 6 . 联合王国代表在九月二十三日的来信 (S / 
12402)中提到他九月一日和八日关于该国政府提出的 

解决南罗得西亚问题的建议的来信，井回顾建议的第 

1 1 (c )段，其中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委派一名代表，在过 

渡时期之前同委定的英国驻地专员和所有各方进行 Î寸 
论，以期详细确定南罗得西亚境内所有部队的各自任 

务。他的政府愿意通过安全理事会向秘书长发出邀请， 

因此，他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来审议这个事项。

1 4 7 . 按 照 九 月 二 十 八 日 贝 宁 代 表 来 信 (S /
12406 )中的请求，津巴布韦爱国阵线九月十二日在马 

普托就英国解决南罗得西亚题的建议发表的一份文 

件已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印发。

2. 第二 0 三三次和二  0 三四次会议（一丸七七年 

九月二十A 日至二十九日）的审议经过

148. 九月二十八日安全理事会第二  0 三三次会 

议无异议通过把下列项目列入议程：

" 关于南沒得西亚局势的问题： .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S /1 2 4 0 2 )。"

1 4 9 . 主席通知安理会，他收到九月二十A 日贝 

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毛里求斯代表的来信 (S/ 
12405) , 信中请求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 

条的规定，向津巴布韦爱国阵线联合领导人乔舒亚，思 

科莫先生发出邀请。没有人反对，于是主席按照第三 

十九条的规定向恩科莫先生发出邀请。

150. 主席提请注意联合王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 S / 1 2 4 0 4 ) ,案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注 意 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 

代表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和九月八日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S /1 2 3 9 3和 S /12395 ),

"义注意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一九七七年九 

月二十三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1 2 4 0 2 ), 
其中请秘书长委派一位代表，

" 1 . 请秘书长委派一位代表,就实现南罗得 

西亚过渡到多数统治所认为必要的军事和有关安 

徘，同委定的英国驻地专员和所有各方进行讨论；

" 2 . 并请秘书长将讨论结果尽快向安全理 

事会提送一项报告；

" 3 . 要求各方在进行本决议第 1 段所提.到 

的讨论时， 同秘书长的代表合作。"

1 5 1 . 安全理事会接着开始审议这个项目， 由联 

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发言。

1 5 2 . 按照安理会的决定，乔 舒 亚 •恩科莫先生 

作了发言。



1 5 3 . 贝宁、美国、印度、毛里求斯、加拿大、罗 

马尼亚、法国、巴拿马、委内瑞拉和巴基斯坦代表也 

都作了发言。

1 5 4 . 九月二十九日第二 0 三四次会议上，主席 

征得安理会的同意，应加蓬和肯尼亚代表的请求，邀 

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155. 主席通知安理会他收到九月二十九日贝 

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毛里求斯代表的来信 (S /
12407) , 信中请求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 

条的规定，向津巴布韦爱国阵线代表卡利斯特斯•恩 

德洛武先生发出邀请。没有人反对，于是主席按照第 

三十九条的规定向恩德洛武先生发出邀请。

1 5 6 . 安理会继续进行讨论，苏联、中国、阿拉 

伯利比亚民众国、肯尼亚和加蓬代表作了发言。安理 

会主席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身分发了言。

1 5 7 .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代表以贝宁、阿拉 

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毛里求斯的名义，对联合王国决议 

草案 (S /1 2 4 0 4 )提出了口头修正案如下：（a)序言部分  

增 加 新 的 一 段 如 下 听 取 了 津 巴 布 韦 爱 国 阵 线 联 合  

领导人乔舒亚，思科莫先生的发言 " ； （b)执行部分第 

1 段 "请 秘 书 长 "数字之后加添"同安全理事会成员国 

协商 " 等字。

1 5 8 . 联合王国代表接受了这些修正案。

1 5 9 . 于是，安 理 会 就 订 正 后 的 决 议 草 案 (S /  
1 2 4 0 4 /R ev .l)进行表决。

决定：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二 0 三四次会 

议上， iT正 决 议 草 案 以 十 三 票 对 零  

票，一票弃权（苏联），获得通过，成为第 4 i 5 a S 7 7 )号 

决议。一个成员国（中国）没有参加表决。

1 6 0 . 第 415(1977 )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注意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

代表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和九月八日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S /1 2 3 9 3和 S /1 239 5 ),

"又注意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一九七七年九

月二十三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1 2 4 0 2 ), 
其中请秘书长委派一位代表，

"听取了津巴布韦爱国阵线联合领导人乔舒 

亚 ，恩科莫先生的发言，

" 1 . 请秘书长同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协商，委 

派一位代表，就实现南罗得西亚过渡到多数统治 

所认为必要的军事和有关安排， 同委定的英国驻 

地专员和所有各方进行讨论；

" 2 . 并请秘书长将讨论结果尽快向安全理 

事会提送一现报告；

" 3 . 要求各方在进行本决议第 1 段 所 提 到  

的讨论时， 同秘书长的代表合作。"
1 6 1 . 表决之后，秘书长发了言。

1 6 2 . 联合王国代表也作了发言。

1 6 3 . 安理会按照其先前的决定，听取了卡利斯 

特 斯 • 思德洛武先生的发言。

3 .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报告和其他来文

1 6 4 .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在 十 月 K 日 的 说 明 (S /
12411)中称，他于九月三十日收到秘书长的来文，通 

知他说秘书长想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415 (1977)号决议 

的规定，委 派 普 伦 ，钱德中将担任他的代表，并要求 

主席将这件事通知安理会各成员国并把他们可能有的 

意见告诉秘书长。主席接着指出，他在十月四日的答 

复里通知秘书长说，他同安理会各成员国进行了协  

商，结果显示安理会十四个成员国都接受秘书长提名 

的人选，但中国不参与此事。主席又指出，他于同日 

收到秘书长另一封来文，通知他说，按照主席协商的 

结果，秘书长已委派普伦 • 钱德中将担任他的代表，并 

已请普伦•钱德中将到联合国总部来同他商量和安徘 

任务。

1 6 5 . 斯 里 兰 卡 代 表 在 十 月 五 日 的 来 信 (S /
12412)里，以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主席的身分转递了一 

九七七年九月三十日在纽约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 

长特别会议就南部非洲局势发表的声明全文。.

1 6 6 . 十一月十八日，安全理事会按照关于南罗



得西亚间题的第 253(1968)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就安全 

理事会第 409(1977 )号决议第 3 段和第 411(1977)号决 

议 第 1 2 段的执行情况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一份临时  

报告 (S /1 2 4 5 0 )。报告称 ,委员会审议了扩大对南罗得 

西亚的制裁向题以及题为 "安全理事会第 409(1977)号 

决议 第 3 段和第 411 (1977 )号决议第 12段的执行情况 " 
的项目。临时报告的附件载列了苏联、印度、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和贝宁代表团就这方面提出的建议。报 

告指出，虽然所有的代表团一致认为扩大制裁是对付 

南度得西亚非法政权的一项重要武器，但是尚未能对 

提出的任何建议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但是委员会对 

以下一点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即委员会应该向安全 

理事会提出一份临时报告，反映委员会目前的审议情 

况， 以便履行托付给它的任务。因此，委员会同意这 

份临时报告应指出当时正在审议中的所有建议，以及 

委员会内各成员国代表H 对这些建议的审仪以及对何 

时提交整个报告问题的立场。

1 6 7 . 秘 书 长 在 一 九 七 八 年 一 月 九 日 的 信 (S /
12522)里把大会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就纳米比 

亚问题通过的第 3 2 /1 1 6 B 号决议全文转递安全理事  

会。秘书长特别提请注意决议第 5 至 8 段，其中大会 

请所有的国家和联合国系统内的各种方案， 向莫桑比 

克和赞比亚两国政府提供一切形式的财政、技术和物 

质的援助；认为绝对有必要扩大对该非法政权制裁的 

范围，使其包括《宪章》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一切措  

施；请安全理事会考虑到石油和石油产品从南非转运 

到南罗得西亚的事实，对向南非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 

实施强制性禁运。

168. 一月二十K 日，安全理事会依照关于南罗 

得西亚问题的第 253(1968)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出了 

第十次报告 (S/12529) , 报道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 

日至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这一时期的工作。委员 

会报告称， 自从第九次报告 (S /1 2 2 65 )发 表 后 ，委员 

会举行了十八次会议，并设立了一个由其成员中的五 

个代表团组成的工作组，以便审查未决案件，并向委 

员会作出建议。工作组在一九七七年举行了六次会议。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继缕审查以前的报告尚  

未处理完毕的 9 0 宗涉嫌破坏制裁的案件，审查了  37 
宗新案件，并决定有 2 7 宗案件应予结束。报 告 报 道

了各国政府为执行制裁而采取的行动，各国政府和委 

员会对安全理事会第 409(1977)号决议所采取的行动 

以及委员会通过同非洲统一组织和英联邦秘书处的不 

断合作，为促进更有效地实施制裁而进行的活动。除 

了 扩 大制 裁 和 执行 第 409(1977 )号 决 议 第 3 段和第 

411 (1977 )号决议第 1 2 段的问题 (委员会已就此提出 

了一份临时报告 (S /1 2 4 5 0 ))以外，委员会还审议了关 

于驻南罗得西亚的领事和其他代表机构以及该非法政 

权在国外的代表机构的问题，经菅来往南罗得西亚业 

务的航空公司的问题以及移民和旅游的问题。

1 6 9 . 委貝会第十次报告包括五个附件，三月一 

日以增编印发 (S/12529 /A cM .I)。附件一刊载了主席 

关于他亲自会晤经致送三次催复通知后仍未答复的各 

国政府常驻代表的报告。附件二至五 fiJ载了以前各项 

报吿中尚未处理完毕的案件，新的案件以及就所有审 

议的案件和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进行的通信。 

附件六尚在编制中，附件中将刊载秘书处编制的关于 

一九七六年南罗得西亚贸易情况的说明和统计资料。

1 7 0 . 联合王国代表在一月二十六日的来信 (S7 
12540)里通知安全理事会主席说，联合王国外交和联 

邦事务大臣于一月二十五日在下议院宣布，按照联合 

王国代表一九七七年 九 月 一日 和 九 月 八日 两 信 (S / 
1 2 39 3和 S /1 2 3 9 5 )附件内的建议，将于一月三十日开 

始在马耳他举行进一步会谈。联合王国代表随函附上 

这项宣布的全文和向外交大臣提出的补充问题的一些 

答复的全文。

171. 莫桑比克代表在二月二十四日的一份照会 

(S/12576)里转递了莫桑比克外交部对于在南罗得西 

亚进行所请内部解决所发表的公报全文。该项声明强 

调了莫桑比克政府对所谓内部解决会造成的后果的忧  

虑和关切，同时铭记着保证和确保一个独立、 自由的 

津巴布韦必须享有稳定的前途以及维护联合国各项原 

则所支持的国际安全和秩序的基本重要性。

1 7 2 . 上 沃 尔 特 代 表 在 三 月 一 日 的 来 信 (S/ 
12578)里，以非洲集团三月份主席的身分要求安全理 

事会主席尽早召开安理会会议以审议南罗得西亚局势  

恶化的间题；造成这种恶化的原因是非法政权玩弄明 

谋诡计，企图在南罗得西亚达成一项所请内部的解决。



1 7 3 . 阿 尔 及 利 亚 代 表 在 三 月 六 日 的 来 信 (S / 
12583)里递送了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就伊思，史密斯 

政权发动所请内部解决所写的一封信全文。

1 7 4 . 加纳代表在三月七日的来信 (S /12599)里 

转递了加纳政府就南罗得西亚问题的所谓内部解决所 

发表的声明全文。

1 7 5 . 上 沃 尔 特 代 表 在 三 月 九 日 的 来 信 (S / 
12588)里代表联合国的非洲国家集团转递了南罗得西 

亚非法政权制定的《紧急时期权力条例》一份；这个条 

例禁止发表任何与反对该政权的组织或团体的活动有 

关的言论或消息。

1 7 6 . 利 比 里 亚 代 表 在 三 月 九 日 的 来 信 (S / 
12590)里转载了利比里亚总统就南部 .非洲情况，特别 

是就津巴布韦的情况给秘书长的来信全文。

4. 第二 0 六一至二  0 六七次会议（一九七八年三月

六日至十日、十三日至十因日）的审议经过

177. 三月六日安全理事会第二  0 六一次会议无 

异议将下列项目列入议程：

"关于南岁得西亚肩势的问题：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上沃尔特常驻联合国

代 表 团 临 时 代 办 给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的 信 (S /
12578)。"

1 7 8 . 主席征得安理会同意，应安哥拉、贝宁、莫 

桑比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代 

表的请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1 7 9 . 接着安全理事会开始审议该项目，祈取了 

上沃尔特代表以非洲集团三月份主席的身分所作的发 

言。

18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代表也发了

1 8 1 . 三月七日第二 0 六二次会议上，主席征得 

安理会同意，应肯尼亚代表的请求，邀请他参加讨论， 

但无表决权。

1 8 2 . 同次会议上，主席通知安理会说，他收到 

一九七八年三月七日加蓬、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代表

给他的信 (S/12585) , 信中请求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 

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向津巴布韦爱国阵线联合领 

导人罗伯特，穆加贝先生和乔舒亚，恩科莫先生发出 

邀请。没有人反对，于是主席按照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向穆加贝先生和恩科莫先生发出邀请。

1 8 3 . 安理会继续进行辩论，听取了莫桑比克、安 

哥拉、贝宁和肯尼亚代表的发言。

1 8 4 . 三月八日第二 0 六三次会议上，主席征得 

安理会同意，应塞拉利昂和苏丹代表的请求，邀请他 

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1 8 5 . 安理会继续进行讨论，听取了委内瑞拉和 

玻利维亚代表的发言。

1 8 6 . 同次会议上，主席通知安理会说，他已收 

到三月八日加蓬、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代表给他的信 

(S/12586) , 信中请求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 

十九条的规定，向全非教会会议秘书长伯吉斯，卡尔 

司择发出邀请。没有人反对，于是主席按照第三十九 

条的规定向卡尔司择发出邀请。

1 8 7 . 然后，卡尔司择发了言。

1 8 8 . 三月九日第二 0 六四次会议上，主席征得 

安理会同意，应博茨瓦纳代表的请求邀请他参加讨论， 

但无表决权。

1 8 9 . 安理会继续进行辩论，听取了加蓬、科咸 

特、印度、苏丹、塞拉利昂和博茨瓦纳代表的发言。按 

照第二 0 六二次会议作出的决定，安理会又听取了穆 

加贝先生和恩科莫先生的发言。

1 9 0 . 三月十日第二 0 六五次会议上，主席征得 

安理会同意，应沙特阿拉伯代表的请求，邀请他参加 

讨论，但无表决权。

1 9 1 . 安理会继续进行讨论，听取了尼日利亚、中 

国、苏联、毛里求斯和沙特阿拉伯代表的发言。

1 9 2 . 三月十三日第二 0 六六次会议上，主席征 

得安理会同意，应利比里亚代表的请求，邀请他参加 

讨论，但无表决权。

1 9 3 . 安理会继续讨论该问题 , 听取了加拿大、捷 

克斯洛伐克和法国代表的发言。



1 9 4 . 安理会又听取了毛里求斯代表的发言，他 

代表提案国玻利维亚，加蓬、印度，科威特、毛里求 

斯、尼日利並和委内 瑞 拉 提 出 了 下 列 决 议 草 案 (S / 
12597)：

" 安全理事会，

" 0 顾其关于南罗得西亚间题的各项决议，特 

别是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的第 415(1977)号 

决议，

"重申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的继续存在是该  

区域不安全和不稳定的一个原因，弁构成对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严重戚胁，

"对非法政权继续进行军事活动，包括侵略邻 

近独立国家的行为，É 到严重关切，

"对非法政权继 é 处死自由战士 , 感到愤慨，

"考虑到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结束非法政权， 

并建立一个以多数统治为基础的政府，

" 1 . 雄责非法政权目的在维持种族主义少 

数的权力并阻止津巴布韦取得独立的一切企图和 

手段；

" 2 . 宜布在非法政权主持下达成的任何内  

部解决都是非法的和不能接受的，并要求所有国 

家不对这种解决给予任何承认；

" 3 . 进一步宣布迅速结束非法政权并更换  

其军队和警察部队，是恢复南罗得西亚合法地位 

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以便作出安排，在一九七八 

年和平民主地过渡到真正的多数统治和独立；

" 4 . 又宣布本决仪第 3 段设想的安徘包括 

在联合国监督下，以成人普选为基础，举行自由 

和公正的选举；

" 5 . 要求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结束南罗得西亚非法种族主义 

少数政权，并按照大会第 1514 (X V)号决议和联 

合国其他各项决议，使该领土实现真正的非殖民 

化；

" 6 . 认为联合王国作为管理国，应在秘书长

的协助下，立即同有关各方进行协商， 以执行本

决议第 3 、4 、5 段的规定，使该领土达到真正非

殖民化的目标 Î
" 7 . 请秘书长至迟于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五

日就本决议的执行结系提出报告。"

1 9 5 . 三月十四日第二 0 六七次会议上，主席征 

得安理会同意 , 应斯里兰卡和南斯拉夫代表的请求，邀 

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1 9 6 . 安理会结束辩论，听取了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美国、利比里亚、斯里兰卡、南斯拉夫和毛里求 

斯代表的发言，并听取了安理会主席以联合王国代表 

的身分所作的发言。加拿大和中国代表在表决前对投 

票作了解释性的发言。

1 9 7 . 然后，安理会对该决议草案 (S/12597)进 

行表决。

决定：一九七入年三月十四日第二 0 六七次会议 

以十票对零票、五票弃权（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联合王国和美国）通过了决议草案 0S/I25S7) ,  
成 为 第 号 决 议 。

1 9 8 . 表决后，尼日利亚、法国、苏联和毛里求 

斯代表发了言；安理会主席以联合王国代表的身分发 

了言。

5 .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其他报告

1 9 9 . 五月一日，秘书长就第 423(1978)号决议  

的执行情况提出了一份报告 (S/12704)。秘书长在报  

告中称，管理国以及他自已的代表普雷姆•钱德中将  

已经把作为管理国的联合王国与有关各方之间进行协  

商期间发生的一切有关情况告诉了他。 由于这些协商 

在三月内和四月的大部分时间内继续进行，秘书长在 

安全理事会的同意下，延期提交他的报告，以便把这 

段期间的一切发展都包括在肉。，秘 书 长 在 报 告 中 又  

称，他已获悉联合王国和美国仍然表示愿意继续同各 

方接触，以便进一步确定在提议的圆桌会议上可以讨  

论的问题。两国仍然愿意继续寻求一个以它们的建议  

的原则为基础的谈判解决；如果情况需要，两国将要 

求秘书长从中幹旋。秘书长称，在这方面，两国政府



都感到他的代表普雷姆，钱德中将能够参加关宁此事 

的许多讨论是很有价值的。

B. 南非间题

1.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和召开会议的请求

200.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九日 

的照会 (S /12383)中提请各成员国注意他给定于八月 

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在拉各斯举行的反对种族隔离世 

界行动大会主席的电文。

2 0 1 . 斯 里 兰 代 表 在 十 月 五 日 的 信 （S/12412) 
中转达了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九月三十日在纽约举行 

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特别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南部非 

洲局势的声明全文。

2 0 2 . 非洲国家集团十月份主席、突尼斯代表鉴 

于最近种族主义政权对南非人民采取的一系列镇压性 

措施，在十月二十日的信 ( S / 1 2 4 2 0 )中请求召开安全 

理事会会议，继续审议南非问题。

203. 斯里兰卡代表在十月二十一  é 的 信 (S /  
12422)中转达了当夭不结盟国家协调肩就最近南非政 

权采取的镇压性措施发表的公报全文。

2 0 4 . 芬兰代表在十月二十四日的信 (S/12424) 
中转达了芬兰政府关于十月十九日南非政府采取镇压 

措施的声明全文。

2 0 5 . 贝宁代表在十月二十五日的信 (S/12425 )  
中转达了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南非克利普敦人民 

大会通过的 " 自由宪章" 的全文。

2. 第二 0 三六次至二  0 四 0 次和第二  0 四二次至

二 0  H六次会议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至十

一月四日）的审议经过

2 0 6 . 安全理事会在十月二十四日第二 0 三六次 

会议上继续审议南非问题，无异议决定将下述项目列 

入议程：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1 2 4 2 0 )。"

2 0 7 . 第二 0 三六次会议上，主席征得安理会同 

意，应尼日利亚和突尼斯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参加 

讨论，但无表决权。 同次会议上，主席提请安理会注 

意十月二十四日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毛里求 

斯代表的信 (S /12423)。信中请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 

规则第三十九条，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姆，约 ，马 

提尼先生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戴维，西贝科先生发出 

邀请。没有人反对，主席根据第三十九条对马卡提尼 

先生和西贝科先生发出了邀请。

2 0 8 . 主席提请注意三月二十九日贝宁、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和毛里求斯提出的载于 S /1 2 3 0 9号、S /  
12 3 1 0号、S /1 2 3 1 1号 和 S /1 2 3 1 2号文件的四域决议 

草案。 （见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六 

日至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H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 

十 二 展 会 议 ，补 编 第 2 号》（A / 3 2 / 2 ) ,第 二 章 ，E  
节。）

2 0 9 . 安理会开始进行辩论，突尼斯代表以非洲 

国家集团十月份主席的身分发了言，西贝科先生也根 

据安理会同次会议较早作出的决定发了言。

2 1 0 . 在十月二十五日第二 0 三七次会议上，主 

席征得安理会同意，应沙特阿拉伯和多哥代表的请  

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2 1 1 . 安理会继绩进行讨论，尼 日 利 亚 、贝宁、 

中国、沙特阿拉伯和毛里求斯代表发了言。马卡提尼 

先生根据安理会第二 0 三六次会议作出的决定发了  

言。毛里求斯和沙特阿拉伯代表在行使答辩权时也发 

了言。

2 1 2 . 在十月二十五日第二 0 三八次会议上，主 

席征得安理会同意，应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代表的 

请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2 1 3 . 委内瑞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罗马尼 

亚和阿尔及利 3E代表发了言。

2 1 4 . 在十月二十六日第二 0 三九次会议上，主 

席应博茨瓦纳、几肉亚和越南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 

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2 1 5 . 安理会继缕进行讨论，听取了塞内加尔、苏 

联、巴基斯坦，越南和博茨冗納代表的发言C；



2 1 6 . 在十月二十六日第二O 四O 次会议上，主 

席征得安理会同意，应圭亚那、莱索托、尼日尔和略 

麦廣联合共和国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 

无表决权。

2 1 7 . 主席提请安理会注意载于 S /1 230 9 /R ev .l 
号、S /1 2 3 1 0 /R e v .l号、S /1 231 1 /R ev .l 号和  S /12312/ 
R e v . l号文件的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毛里求 

斯提出的四项订正决议草案的案文。

2 1 8 . 安全理事会继绩进行辩论，巴拿马、几内 

亚、圭亚那、莱索托和毛里求斯等国代表发了言，毛 

里求斯代表在发言时提出了四项订正决议草案。

2 1 9 . 随后，决议草案 S /1 2 3 0 9 /R e v .l无改动通 

过，成 为 第 417(1977 )号决议。

2 2 0 . 决议草案 S /1 2 3 1 0 /R ev .l如下：

"安全理事会，

"严重关切南非和整个南部非洲的局势，

"重申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强加于南非的种族 

隔离及其对大多数居民的大规模暴力行为和镇 

压，严重地破坏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注意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违抗安全理事会 

决议 , 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特别是没有执 

行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第 385(1976 )号 决 议 ，

"认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 

比亚，并通过其军事占领强行胆止联合国行使其 

对纳米比亚领土和人民的责任，从而与联合国处 

于战争状态，

" 0 顾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和七月三十日第 387(1976 )和 393(1976)号 决 议  

分别遮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和赞比亚共和国的侵略，

"注意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没有执行第 387
(19 7 6 )和393 (1976 )号决议的规定，

"确 认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违抗安全理事会根 

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决议，并 违 反 《宪 

章》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仍然继续协助南罗得西 

亚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

"考虑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这些暴力、侵略 

和违抗联合国的行为是它力图永久推行不人道的 

种族隔离政策弁巩固它对南非多数黑人的压迫的 

结果，

" 1 . 宣布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一贯明目张胆 

地违反《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原则；

" 2 . 并宣布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和行 

动已经严重地被坏了该地区的和平，并对国际和 

平 ■̂安全构成重大的咸胁；

" 3 . 紧急要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步骤， 

遵守它根据《宪章》所负的义务和安全理事会有关 

决议的规定；

" 4 . 请秘书长注意局势发展,弁至迟于一九 

七八年二月十七 H 就本决议的 执行 情况提出报  

告；

" 5 . 决定本决议第 3 段如果不被遵守时，安 

全理事会应考虑根据《宪章》所有各条款，包括第 

七章第三十九至四十六条的规定，采 取 适 当 行  

动。"
2 2 1 . 决议草案 S /1 2 3 1 1 /R e v .l如下：

"安全理事会，

"注意到 一 九七六年十一月九日大会第 31/ 
6 D 号决议，

议，

憾，

'回顾其关于对南非执行武器禁运的各项换

'对有些政府没有彻底执行武器禁运表示遗

"确认武器禁运应毫无保留并不附任何条件 

地得到加强和普遍执行，以防止南非严重局势的 

进一步恶化，

"注 意 到 《拉 各 斯 反 对 种 族 隔 离 行 动 宣  

言》(S /1 2 4 2 6 ),

"严重关切南非即可开始制造核武器，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来取行动，



"认识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增强军事力量 

和对其邻国不断进行的侵略行为，对非洲独立国 

家的安全和主权，以及.对南非绝大部分人民的安 

全，都构成严重的咸胁，

" 1 . 决定所有国家应立即停止向南非出售 

和运送武器、各种弹药、军事装备和车辆，以及 

制造和维修武器、弹药、军事装备和车辆的设备 

和物资；

" 2 . 促请所有国家采取措施,取消关于制造 

和维修武器、各种弹药和军事装备与车辆，同南 

非订立的合同安排和发给南非的一切现有的特许  

证；

" 3 . 又决定所有国家应：

" ( a ) 彻底执行一九七 0 年七月二十三日 

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第 282 (1970 )号决议第 4 段的 

各项规定，以加强武器禁运；

" ( b ) 不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核发展方 

面进行任何合作；

" ( c ) 采取必要步骤，防止在其管辖下的 

公司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协助南非政府增强军事力 

量；

" 4 . 请所有国家至迟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一 

日前就执行本决议所采取的措施向秘书长提出报 

告；

" 5 . 请秘书长就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向 

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第一次报告至迟于一九七 

A 年五月一日提出；

" 6 . 决定将本项目保留在议程上，以便根据 

情况发展采取进一步的适当行动。"

2 2 2 . 决议草案 S /1 2 3 1 2 /R e v .l如下：

"安全理事会，

"考虑到停止外国在南非投资和采取其他措 

施以胆止同南非进行经济合作，是说服南非种族 

主义政权不再推行万恶的种族隔离政策的重要步 

骤，

"注意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九日大会第 31/ 
6 K 号决议，

" 1 . 要求各国政府 :
" ( a ) 不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或在南非注 

册的公司作任何投资，或给予贷款或任何进出口 

信用贷款；

" ( b ) 采取各种适当措施，以确保在其管 

辖下的公司和金融机构，停止向南非种族主义政 

权或在南非注册的公司作任何进一步的投资或给  

予贷款；

" ( c ) 不签订任何协定或采取任何措施促 

进同南非的贸易或其他经济关系；

" 2 . 弁要求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 

机关不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或在南非注册的公司 

提供任何贷款、信贷或援助；

" 3 . 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各专门机构成 

员国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前就执行本决议所采 

取的措施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 4 . 请秘书长就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向 

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第一次报告至迟于一九七 

八年五月一日提出；

" 5 . 决定将本项目保留在议程上，以便根据 

情况发展进一步采取适当的行动。"
2 2 3 . 在同次会议上，按照毛里求斯代表的建议， 

安理会决定将决议草案 S /1 2 3 1 1 /R e v .l中提到的"拉  

各斯反对种族隔离行动宣言 "(S /1 242 6)当作安理会的 

文件分发。

2 2 4 . 在十月二十八日第二 0 四二次会议上，主 

席征得安理会同意，应加纳、毛里塔尼亚、索马里和 

苏丹等国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 

权。

2 2 5 . 主席告诉安理会说，他接到了十月二十六 

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来信，信中请求被 

邀参加这个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又 没 有 人 反 对 ， 

安理会便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特别委员 

会主席发出邀请。



2 2 6 . 安理会继绩进行讨论，所取了略麦廣联合 

共和国、尼日尔、毛里塔尼亚、加纳和联合王国等国 

代表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发言。

2 2 7 . 在十月二十八日第二 0 四三次会议上，主 

席提请安理会注意十月二十八日贝宁、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和毛里求斯三国代表的来信（S/12429) , 信中 

请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南部非洲基督 

教协进会对外代表霍斯特 • 格 哈 德 ，克来因施米特先 

生发出邀请。没有人反对，安理会就决定按照第三十 

九条，向克来因施米特先生发出邀请。

2 2 8 . 安理会继续进行辩论，听取了苏丹、多哥 

和加拿大三国代表的发言，安理会主席以印度代表的 

身分所作的发言，以及克来因施米特先生根据安理会 

先前的决定所作的发B 。

2 2 9 . 在十月三十一日第二 0 四四次会议上，安 

理会听取了索马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法国三国代 

表的发言。

2 3 0 . 在十月三 i ■•一日第二 0 四五次会议上，主 

席提请安理会注意十月三十一日贝宁、阿拉伯利比距 

民众国和毛里求斯三国代表的来信（S/12432) , 信中 

请求向阿扎尼亚泛非主义大会的伊莱亚斯，恩洛迪贝 

先生发出邀请。没有人反对，主席便按照第三十九条 

规则，向恩洛迪贝先生发出邀请。

2 3 1 . 接着，安理会继续审议面前的问题 ， 听取 

了美国代表和毛里求斯代表的发言。

232. 表决前 ， 加拿大代表和美国代表发了言。

2 3 3 .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贝宁和毛里求斯三 

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了言。

2 3 4 . 接着，安理会开始表决这E 项决议草案。

决定：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二  0 四五 

次会议上，对这四巧三国决议草案 (^S/12309/Rev. 1, 
S /1 2 3 1 0 /R e v . l ,  S !  123111 R e " .1, 和 S !  12312 lR eo .l)  
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一） 决 议 草 案 获 得 一 致 通 过 ， 

成 为 第 号 决 议 。

2 3 5 . 第 417(1977 )号决议内容如下：

"安全理事会，

" 0 顾其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九日第 392(1976) 
号决议，其中强烈遗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非洲 

人民，包括学童和学生以及其他反对种族歧视的 

人在内，采取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和滥加杀害，并要 

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立即停止对非洲人民使用暴 

力，并采取紧急步骤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妓视，

"注意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违抗安全理事会 

的各项决议，继续对黑人和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 

人，采取暴力和大规模镇压行动，对此深感忧虑 

和愤慨，

"严重关切政洽犯遭受醋刑和被拘留者死亡 

的报道，以及自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九日以来对个 

人、组织和新闻机构掀起日益强烈的镇压高潮，

"深信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施的暴力行为和 

镇压，大大地恶化了南非局势，必将导致具有严 

重国际反响的暴力冲突和种族战争，

"重申承认南非人民为了消除种族隔离和种 

族歧祝而进行的斗争的合法性，

"确认整个南非的一切人民，不分种族、肤色 

和信仰，都享有行使自决的权利，

"念 及 其 根据联合国宪章所负的维持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责任，

" 1 . 强烈雄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构成该  

国大多数居民的黑人和一切其他反对种族隔离的 

人采取大规模暴力行为和镇压；

" 2 . 表示支持并声援一切为消除种族隔离 

和种族歧视而进行斗争的人和一切遭受南非种族 

主义政权暴力行为和镇压迫害的人；

" 3 . 要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 ( a ) 停止对黑人和一切其他反对种族隔 

离的人采取暴力行为和镇压；

" ( b ) 释放所有根据专横的安全法被监禁 

的人，以及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拘留的人；



" ( c ) 立即停止对反对种族隔离进行和平 

示咸的人任意采取暴力行为，停止对被拘留的人 

进行杀害和对政治犯施行醋刑；

" ( d ) 取消对反对种族隔离的各个组织和 

新闻机构的禁令；

" ( e ) 废除 "班 ® 教育"制度和一切其他种 

族陽离和种族歧视的措施；

" ( f ) 废除班图斯坦化政策 , 放弃种族隅离 

政策，并保证实现以正义平等为基础的多数统  

洽；

" 4 . 请所有各国政府和组织采取一切适当  

措施，务求落实上文第 3 段的规定；

" 5 . 又请所有各国政府和组织懷慨捐献，协 

助遭受暴力行为和镇压迫害的人，包括对南非流 

亡学生的教育援助；

4 '6.请秘书长同反对种族 隔 离 特别 委员 会  

合作，注意情况发展，必要时就本决议的执行情 

况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弁至迟于一九七八年 

二月十七日提出第一次报告。"
(二） 决议草案 S 1123101R e " .1 获 得 十 票 赞 成 ， 

五票丘对（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不 

列颜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由于三个 

常任理事国投丘对票，没有通过。

(三） 决 议 草 案 获 得 十 票 赞 成 ， 

五票反对（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不 

列颜及北爱尔兰联合工国、美利堅合众国），由于三个 

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没有通过。

( 四） 决议草案 * 获 得 十 票 赞 成 ， 

五票處对（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不 

列颜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由于三个 

常任理事国投及对票 ， 没有通过。

2 3 6 . 主席接着宣布暂停会议一小时。复 会 时 ， 

他提请注意加拿大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的决议草 

案案文 (S/12433)。
237. 苏联代表发言解释苏联代表团对四项决议  

草案投票的理由。

238.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提出了两国决议草 

案 ( S / 1 2 4 3 3 ) ,内容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0 顔其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九日第 392(1976) 
号决议，其中强烈遗责南非政府对非洲人民，包 

括学童和学生以及其他反对种族彼视的人在内， 

采取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和加以杀害，要求该政府 

立即停止对非洲人民使用暴力，并采取紧急步骤 

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彼祝，

"严重关切南非政府于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九 

日对反对种族隔离和为自决而斗争的个人和组织 

实施禁今、并无视基本人权拘禁大批人民不予审  

讯的严厉镇压行动，

"强烈雄责南非政府采取镇压行动、悼然继缘 

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和攻击 I t 邻的独立国家，

"认为南非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对国际和平与 

安全充满了危险，

"回顾其关于自愿对南非禁运武器的一九六 

三年八月七日第 181 (1963)号决议和其他决议，

"深信首先必须普遍地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 

器禁运，

" 因此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 1 . 鉴于南非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新定南非 

取得武器和有关物资，构成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咸胁；

" 2 . 指示所有各国立即停止向南非政府提 

供武器，包括出售和转运武器、各种弹药、军事 

车辆、及制造和维修武器和弹药的设备和物资， 

半军事性警察装备， 以及上述各项的备件；

" 3 . 妻求不是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严格遵 

循本决议的规定；

" 4 . 请秘书长就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向 

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第一次报告至迟于一九七 

八年五月一日提出；



" 5 . 决定将本项目保留在议程上，以便根据 

情况发展采取适当的进一步行动。"
2 3 9 . 加拿大、毛里求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联合王国、美国、巴拿马、巴基斯坦和主席都就程序 

问题发了言。

240. 突尼斯代表以非洲集团十月份主席的身分  

发了言。

2 4 1 . 在十一月 K 日第二0 四六次会议上，主席 

告诉安理会说，S /1 2 4 3 3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已经由 

提案国撤回 „ 他提请安理会注意一项经过密切协商之 

后拟出的决议草案（S/12436) , 并指出这项草案中有 

一个地方应当更正。

2 4 2 . 应印度代表的要求，安理会对这项决议草 

案进行表决。

决定：在一九七七年+ — 月四日第二0 四六次会 

议上，这项决议草案 0S/^Z245ff)获得一致通过，成为 

第 418U 977：>号决议。

2 4 3 . 第 418(1977 )号决议内容如下：

"安全理事会，

顾其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九日第 392(1976) 
号决议，其中强烈遮责南非政府对非洲人民，包 

括学童和学生以及其他反对种族歧视的人在内， 

采取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和加以杀害，要求该政府 

立即停止对非洲人民使用暴力，并采取紧急步骤 

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跋视，

"认识到南非增强军事力量和对其邦国不断  

进行侵略行为，严重扰乱这些国家的安全，

"又认识到目前的武器禁运必须毫无保留并 

不附任何条件地得到加强和普遍执行，以防止南 

非严重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注意到《拉各斯反对种族隔离行动宣言》(S / 
12426),

"严重关切南非即可开始制造核武器，

"强烈雄责南非政府采取镇压行动、偉然继镜 

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和攻击嗽邻的独立国家，

"认为南非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对国际和平写  

安全充满了危除，

" 0 顾其关于自愿对南非禁运武器的一九六 

三年八月七日第 181 (1963)号决议和其他决议，

"深信首先必须普遍地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 

器禁运，

" 因此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 1 . 鉴于南非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新定南非 

取得武器和有关物资，构成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戚胁；

" 2 . 决定所有各国应立即停止向南非提供 

武器和一切种类的有关物资，包括出售和转运武 

器和弹药、军事车辆和装备，以及上述各项的备 

件，并应停止为制造或维修上述各项提供任何种 

类的装备和供应品及发给特许证的安排；

" 3 . 要求所有国家，考虑到本决议的目标， 

审查关于制造和维新武器、各种弹药和军事装务 

与车辆同南非订立的一切现有合同安排和发给南 

非的特许证，以期予以取消；

" 4 . 又决定所有国家皆应不与南非在制造 

和发展核武器方面进行任何合作；

" 5 . 要求所有国家，包括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的国家，严格遵循本决议的规定；

" 6 . 请 秘书长就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向 

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第一次报吿至迟于一九七 

八年五月一日提出；

" 7 . 决定将本项目保留在议程上，以便根据 

情况发展采取适当的进一步行动。"

2 4 4 . 表决后，秘书长、巴 拿 马 、法国、美 国 、 

委内瑞拉、罗马尼亚、联合王国、苏联、贝宁、加拿 

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基斯坦、毛里求斯和印度 

等国代表发了言，恩洛迪贝先生和马卡蒂尼先生分别 

根据第二 0 四五次和第二 0 三 六 次 会议 的 决 定 发 了  

言。

2 4 5 . 主席和苏联代表也发了言。



3 .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和召开会议的请求

2 4 6 . 十月七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来  

信 ( S / 1 2 4 3 4 ) , 转递给秘书长一九七七年A 月 二 十 二  

日至二十六日在拉各斯举行的世界反对种族隔离行动 

大会的报告。

2 4 7 . 十月 二 十 七日 中 国 代 表 来 信 ( S / 1 2 4 2 7 ) ,  
转递十月二十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强烈遗责十 

月十九日南非沃斯特政权新的严重暴行的声明。

2 4 8 . 十 一 月 四 日 南 非 代 表 来 信 ( S / 1 2 4 3 9 ) ,转 

递南非外交部于十一月四日所作的声明，南非在这项 

声明中强烈抗议第 4 1 7 ( 1 9 7 7 )号 和 4 1 8 ( 1 9 7 7 )号 决 议  

的通过。

2 4 9 . 十一月十五日秘书长发出照会 ( S / 1 2 3 6 3 ) ,  
转递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十一月一日给他的 

信，该信附有特别委员会于同一天一政通过的年度报  

告，按照大会一九七 0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第 2 6 7 1 ( X X V )  
号决议和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和十一月九日第 

3 1 / 6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该报告应提交大会和安全理 

事会 (该报吿已作为《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 

补编第 2 2 号K A / 3 2 / 2 2 )分发 )。

2 5 0 .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通过的三项特别 

报告已提交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第一项于六月二十一 

日通过，题目是"第二次国际工会反对种族隔离行动 

会议 "，已作为 S / 1 2 3 6 3 / A cM. 1 号文件分发。第二项  

于十月二十八日通过 , 题目是 " 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 

已 作 为 S / 1 2 3 6 3 / A cM . 2 号文件分发。第 三项也于十  

月二十八日通过 , 题目是 " 以色列和南非之间的关系"， 

已 作 为 S / 1 2 3 6 3 / A cM. 3 号文件分发。 （这三项报告已 

作为《大会正式记录 , 第三十二届会议 ,补编第 22A号》 

( A / 3 2 / 2 2 / A d d .  1 -  3 )分发）。

2 5 1 . 十二月五日略麦 I I 联合共和国代表兼非洲 

集团十二月份主席来信 ( S / 1 2 4 7 0 ) , 请求尽速召开安 

全理事会会议，讨论设立一个机构，负责监督对南非 

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的安理会第 4 1 8 ( 1 9 7 7 )号决议的 

执行情况。

2 5 2 . 马尔代夫常驻代表团在一九七八年一月二 

十五日的普通照会 ( S / 1 2 5 6 4 )中表明马尔代夫政府对  

第 4 1 7 ( 1 9 7 7 )号决议所持的立场。

4 . 第二 0 五二和二  0 五三次会议(一九七七年 

十二月九日）的审议经过

253. 安全理事会于十二月九日第二  0 五二次会 

议上无异议地将下述项目列入议程：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五日略麦摩联合共和国 

常 驻 联 合 国 代 表 绮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的 信 (S /
12470)。"

2 5 4 . 主席征得安理会的同意，应略麦蔭联合共 

和国和沙特阿拉伯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 ,但 

无表决权。在同一次会议上，主席提请安理会注意十 

二月九日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毛里求斯代表 

的信 (S/12480),他们在信中请安全理事会根据暂行议  

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马卡 

提尼先生发出邀请。没有人反对，于是主席根据第三 

十九条，对马卡提尼先生发出邀请。

2 5 5 . 主席提请注意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和毛里求斯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案文 (S/12477)。
^ 6 . 安理安展开了辩论，首先是略麦隆联合共 

和国代表以非洲集团十二月份主席的名义发言，然后 

贝宁代表介绍了三国决议草案 (S/12477) , 接着 沙 特  

阿拉伯代表发言。

2 5 7 . 接 着 安 理 会 就 当 前 这 项 决 议 草 案 (S /  
12477)进行表决。

决定：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第二 0 五二次会 

议上，三国决议草業（5 / ：?2<^77)获得一致通过，成为 

第 3 2 K i 5 7 7 )号决议。

^ 8 . 第 421 (1977 )母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 0 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一月H 日第418(1977) 
号决议，其中鉴于南非政府的政策和行为，确定南 

非取得武器和有关物资构成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咸胁，弁规定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

"注意到有必要设立适当的机构来审查执行 

第 418 (1977)号决议所规定的各项措施的进展情 

况，



"注 意 到 安 理 会 请 秘 书 长 就 执 行 第 418 
(1977 )号决议的进展情况向安理会提出报告，

" 1 . 决定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二十 

八条的规定，在安全理事会下成立一个委员会， 

由安理会全体成员国级成，执行下列任务，弁就 

其工作向安理会提出附有意见和建议的报告：

" ( a ) 审 查 秘 书 长 将 就 执 行 第 418(1977) 
号决议的进展情况提出报告；

" ( b ) 研究使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更 

为有效的各种方法和途径，弁 向 安 理 会 提 出 建  

议；

" ( c ) 要求所.有国家进一步提供关于它们  

在有效执行第 418(1977)号决议各项规定时所采 

行动的情况；

" 2 . 要求所有国家与委员会充分合作，以便 

委员会履行其任务、有 效 执 行 第 418(1977)号决 

议的各项规定，并提供委员会按照本决议所要求 

的情况’；

" 3 . 请秘书长向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协  

助，并在秘书处中为此目的作出必要的安排，其 

中包括提供适当工作人员为委员会服务。

2 5 9 . 表决之后， 中国、加拿大、美国、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法国、罗马尼亚、巴基斯坦、苏 

联和巴拿马代表发了言。

2 6 0 . 在十二月九日第二 0 五三次会议上，主席 

告诉安理会，他收到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 

十二月九日来信，信中请求被邀参加关于这个项目的 

讨论。安理会按照惯例，弁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根 

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特别委员会主 

席发出邀请。

2 6 1 . 安理会继缕进行讨论，断取了委内瑞拉、 

印度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主席以 

毛里求斯代表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按照第二 0 五二次 

会议上所作的决定，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和 

马卞提尼先生也发了言。沙特阿拉伯和联合王国代表 

行使答辩权发言。

5 . 安全理事会后来收到的来文和召开会议的请求

2 6 2 . 十二月二十A 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 

会主席来信 (S/12514),转递给安全理事会英国反对种 

族隔离运动荣誉秘书阿布杜尔，明蒂先生一九七七年 

十二月十二日在特别委员会第三六二次会议上所作的 

有关对南非武器禁运的发言全文。

263. — 九 七 八 年 一 月 十 日 秘 书 长 来 信 (S /
1 2 5 2 3 ) ,将大会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一 0 0  
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题为 "非洲非核化宣言的执行情 

况 " 的 第 3 2 /8 1号决议全文转递给安全理事会。在该 

决议第 4 段中，大会迫切请求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有 

效的步骤，防止南非发展和获得核武器从而危及国际 

和平与安全。

264 .  一月十日秘书长来信 ( S / 1 2 5 2 4 ) , 将大会 

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和十六日第一 0 二和一 0  
四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的 第 3 2 / 1 0 5 A - O 号决议全文转递给安全理事会。秘 

书长促请注意大会在第A / 3 2 / 1 0 5 F 号决议第 3 和 第 4 
段中关于武器禁运问题，在 第 3 2 / 1 0 5 G 号决议第 1 段 

中，关于经济制裁问题 ,以及在第 3 2 /10 5  0 号决仪执 

行部分中关于南非的外来投资问题，向安理会提出的 

请求。

265. 一月二十三日秘书长提出说明（S /1 2 5 3 6 ) , 
转递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九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 

主席的信以及随信附上的对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以来南非局势的审查。

266. 一月二十五日加蓬、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 

代表来信 (S/12538) , 代表非洲集团要求召开安全理 

事会会议，继续审议南非问题。

6. 第二 0 五六次至第二  0 五丸次会议(一九七八年 

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的审议经过

2 6 7 . 主席在一九七A 年一月二十六日第二  0 五 

六次会议上，以尼日利亚代表的身分首先发言。

程 :
268. 安全理事会无异议地将下述项目列入议

'南非问题 :



" ( a )  —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加蓬、毛里

求斯和尼日利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 (S/12538 );

" ( b ) 秘书长的说明（S /1 2 5 3 6 )。"

2 6 9 . 主席提请注意一月二十五日加蓬、毛里求 

斯和尼日利亚代表的信 (S /12539) , 他在信中要求安 

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南非《东 

伦敦每日快报》前任编辑唐纳德，伍兹先生发出邀请。 

由于没有人反对，主席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伍兹 

先生发出邀请。在同次会议上，主席也提请安理会注 

意一月二十六日加蓬、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代表的信 

(S/12543) , 他们在信中请求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  

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约翰尼，马 

卡蒂尼先生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观察员代表戴 

维 ，西贝科先生发出邀请。由于没有人反对，主席根 

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马卡蒂尼先生和西贝科先生 

发出邀请。

270. 接着安理会根据会议先前的决定听取了伍 

兹先生的发言。伍兹先生发言之后，回答了印度和毛 

里求斯代表向他提出的问题。玻利维亚代表发了言。

2 7 1 . 安理会在一月二十七日第二 0 五七次会议 

上听取了加蓬、科威特、毛里求斯和捷克斯洛伐克代 

表的发言。

2 7 2 . 在一月三十日第二 0 五八次会议上主席征 

得安理会同意，应瑞典和乌干达代表的请求，邀请他 

们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2 7 3 . 安理会继缕进行辩伦，听取了玻利维亚、苏 

联、加拿大、 中国、印度、委内瑞拉和瑞典代表的发

言。

2 7 4 . 在第二 0 五九次会议上，主席提请安理会 

成员国注意两项决议草案（S /1 2 5 4 7和 S /12548) , 提 

案国为加蓬、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

案。

275. 毛里求斯代表发言并提出这两项决议草

2 7 6 . 决议草案 S /1 K 4 7 内容如下：

"安全理事会，

" 0 顾 其 一 九 七 七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第 417 
(1977 )号和十一月四日第 418 (1 97 7 )号决议，

"注意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吗日和十六日 

大会的第 3 2 /1 0 5号决议，

"考虑到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九日反对种族隔 

离特 别委 员会 主 席 给 秘 书 长 的 信 （S/12536, 附 

件)，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  

违抗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特 别是第 417 
(1977 )号决议，继续对黑人和所有反对种族隔离 

的人施加暴力和残酷镇压，

"又严重关切地注意到该种族主义少数政权

依据其定有死刑的种族主义镇压性法律，变本加 

厉地进行一系列专横的审判，

"进-■步注意到 违 抗 安 全 理 事 会 和 大 会 各  

琐决议而宣布所请博普斯特瓦纳班图斯坦的"独  

立"，

"认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和行动已使 

南非局势进一步恶化，这种局势继续下去，对国 

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 1 . 重 申其第 417(1977 )号 和 第 418(1977) 
号决议；

" 2 . 强烈雄责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变本 

加厉地大规模镇压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杀害 

和平示威者和拘留的政治犯，而使局势进一步恶 

化，并旦违抗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特别 

是 第 417(1977 )号决议；

" 3 . 并强烈灌责建立班 ®斯 坦 和宣 布 特兰  

斯凯和博普斯特瓦纳两个班图斯坦的所请 "独  

立 " ，其目的在巩固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破坏 

国家的领土完整，永久维持白人少数的统治，并 

剥夺南非非洲人不容剥夺的权利；

" 4 . 宣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暴力和镇压  

已使南非局势大大恶化，必将导致暴力冲突和种 

族魂乱，因而造成严重的国际影响；

" 5 . 要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 ( a ) 终止一切政洽审判；

" ( b ) 释放所有根据专横的安全法被监禁 

的人，以及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拘留的人；

" ( c ) 停止对黑人和其他反对种族隔离的 

人施加暴力和镇压；

" ( d ) 废除 "班國教育"制度和一切其他种 

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措施；

" ( e ) 废除班图斯坦化政策,放弃种族隔离 

政策，并保证实现以正义平等为基础的多数统治；

" ( f ) 取消加于反对种族隔离的各个组织 

和新闻机构的禁令；

" 6 . 决定至迟于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再举行会议，考虑到大会第 3 2 /1 0 5号 决 议 ，审 

议进一步的行动；

" 7 . 请秘书长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 

合作，注意情况发展，必要时就本决议的执行情 

况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2 7 7 . 决议草案 S /1 K 4 8 内容如下：

"安全理事会，

"严重关怀因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和行动而 

日益恶化的南非局势，

" 国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第 418(1977) 
号决议，

"又 回顾一 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大会第  

3 2 /1 0 5 0号决议，

"里决认为迫切需要采取进一步国际行动以 

防止局势继续恶化，

"还坚决认为终止外国在南非新的投资是一 

项必要的措施，因为这种投资鼓励种族主义政权 

继读实施其种族隔离政策，井帮助该政权增强其 

军事力量，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 1 . 决定所有国家，包括非联合国会员国的

国家；

" ( a ) 禁止对南非提供任何借款或投资，或 

对此类借款或投资给予担保；

" ( b ) 采取有效步骤 ,禁止其国内的公司和 

金融机构对南非提供借款或投资；

" ( c ) 停止对南非投资或与南非贸易的任 

何奖励办法；

" 2 . 促请所有国家重新考虑它们与南非现  

有的一切经济和其他关系；

" 3 . 请秘书长就本决仪的执行进展情况向 

安理会提出报告。"
2 7 8 . 在同次会议上，马卡蒂尼先生和西贝科先 

生按照安理会第二 0 五六次会议的决定发了言。

279. 安理会主席以尼日利亚代表的身分发了

言。

2 8 0 . 上述两项决议草案没有提付表决。

7 . 安全理事会后来收到的来文

281. 二月十五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来 

信 (S/12562) , 转达了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外交部长 

以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解放协调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主 

席的身分发出的一封信，信里说南非于二月十三日宣 

布它决定贷款二十亿美元给以色列，以色列则提议由 

南非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境内生产某种物品向外输 

出，作为交换条件。

2 8 2 . 三月二十八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 

来信 (S/12622) , 转达了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外交部 

长以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解放协调委员会现任主席身分  

于二月二十三日发出的一封信，信里说根据报道，南 

非已同以色列签订了一项协定。

2 8 3 . 六月九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 

来信 (S/12733) , 提请注意因南非继读扩充军力并因 

该种族隔离政权计划取得核能力而造成的严重局势。

8 . 安全理事会收到关于第 418(1977 )号 

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报告

2 8 4 . 四月二十八日，秘书长就第 418(1977) 号



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第一次报告（S /  
12673)。秘书长在报告中指出，他已于一九七七年十 

一月十日向所有国家的外交部长发出照会（参 看 S / 
1 2 6 7 3 ,附件一 ) ，请 他 们 注 意 安 全 理 事 会 在 第 418
(1977 )号 决议第 5 段中要求所有国家，包括不是联合 

国会员園的国家，严格遵循该决议的规定，并请他们 

注意安理会在第 6 段中请秘书长至迟于一九七A 年五 

月一日就该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提出第一次报告。秘 

书长说，他请求提送关于各国政府按照该决议规定而 

采取的措施的资料，迄至四月二十A 日，他已收到九 

十个会员国和非会员国的答复。秘书长的报告附件四 

所列的九十个国家为：阿尔及利亚 (S/12671)、安哥拉 

(S /1 2 6 7 0 )、阿根廷 (S /1 2 5 51 )、澳大利亚 (S/12581)、 
奧地利 (S /1 2 6 3 2 )、巴哈巧 ( S / 1 2 6 5 2 ) ,巴 巴 多 斯 （S /  
12552)、比利时 (S /1 2 4 9 8 )、不 丹 (S/12526)、玻利维 

亚 (S /1 2 4 4 9 )、保加利亚 (S/12496)、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 (S /1 2 4 7 3 )、加拿大 (S /12462)、中国 

(S /1 2 5 0 1 )，哥 伦 比 亚 (S /1 2 4 5 6 )、哥 斯 达 黎 加 (S / 
12649)、塞 浦 路 斯 ( S /12591)、捷 克 斯 洛 伐 克 (S / 
12484)、丹麦 (S/12510 和 A d d .l)、厄瓜多尔 (S/12587)、 
埃及 ( S / 1 2 4 8 1 ) ,赤道几内亚 (S/12665)、埃塞俄比亚 

(S /1 2 6 2 9 )、芬 兰 （S/12511  和 A d i l )、法国 (S/12464)、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S /1 2 4 8 7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S / 
12493)、加 纳 （S /1 2 6 1 7 )、希 腊 （S/12630)、’圭亚那  

( S / 1 2 4 8 2 ) ,匈牙利（S/12485).、冰岛（S /12518)、印度 

(S /1 2 4 6 7 )、印度尼西亚 (S /1 2 5 1 9 )、伊朗（S /12596)、 
伊 拉 克 （S /1 2 5 3 5 )、爱 尔 兰 （S /1 2 5 2 5 )、以 色 列 （S /  
12475 和 A d d l)、意 大 利 （S /1 2 4 5 1 )，牙 买 加 （S /  
12656)、 日本 (8 /12495 和 A d i l )、约 旦 （S/12542)、 
科威特 (S /1 2 4 7 6 )、老扼人民民主共和国（S/12577)、 
莱索托 (S /1 2 6 4 6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S /1 2 4 5 2和 

A d d . l ) ,卢 森 堡 （S/12527 和 C o rr .l)、马 来 西 亚 （S /  
12638)、马 尔 代 夫 （S /1 2 5 5 0 )、马 里 （S /12605)、马 

耳他 (S /1 2 6 6 2 )、毛里塔尼亚 (S /1 2 6 2 8 )、墨西哥（S /
12505)、蒙 古 （S /1 2 6 3 4 )、理 鲁 （S /12532)、尼泊尔 

( S / 1 2 6 6 3 ) ,荷兰 (S /1 2 5 1 6 )、新 西 兰 （S /12513)、尼 

日利亚（S /1 2 6 4 3 )、挪 咸 （S/12509 和 A d d .l)、阿曼 

(S /1 2 5 6 1 )、 巴基斯坦 (S /1 2 5 2 8 )、巴拿马（S/12472)、 
秘鲁 (S /1 2 4 6 1 )、菲律宾 (S /1 2 4 4 7 )、波兰 (S /12507)、 
卡 塔 尔 （S / 12546 )、大 韩 民 国 （S / 12440)、罗马尼

亚 (S /1 2 4 8 8 )、萨 摩 亚 （S /1 2 6 5 4 )、沙 特 阿 拉 伯 （S /  
12549)、塞舌尔 (S /1 2 4 8 3 )、新加坡 (S /12 651)、索马 

里 （S /1 2 6 6 4 )、西 班 牙 （S /1 2 6 1 3 )、苏 丹 （S/12659)、 
苏 里 南 （S /1 2 5 5 6 )、瑞 典 （S/12508 和 G o rr.l)、瑞士 

(S /1 2 6 4 4 )、奉国 (S /1 2 6 1 9 )、土 耳 其 （S/12490)、乌克 

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S/12474)、 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S / 1 2 4 5 7 ) ,阿 拉 伯 联 合 首 长 国 （S /  
12672)、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S/12494)、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S /1 2 5 3 0 )、 美利坚合众国（S /  
12479 )、委内瑞拉 (S /1 2 5 4 1 )、也门（S/12647)、南斯 

拉夫 (S/12637)。

2 8 5 . 四月二十九 0 至 六 月 十 六 日 ，又 收 到 下  

列十七个国家的答复：阿 富 汗 （S /1 2 6 7 4 )、贝 宁 （S /  
12708)、博茨瓦纳（S /1 2 6 9 9 )、巴 西 （S /1 2 6 7 6 /R ev .l)、 
缠 甸 （S /1 2 7 0 3 )、乍 得 （S /1 2 7 0 6 )、智 利 （S/12726)、 
科摩罗 (S /1 2 7 0 0 )、刚果 (S /1 2 7 12 )、加蓬 (S/12705)、 
危 地 马 拉 （S /1 2 7 2 8 )、象 牙 海 岸 （S/12687)、黎巴嫩  

(S /1 2 6 8 6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S /12682)、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 (S /1 2 7 1 3 )、突尼斯 (S /12 709)、联合王国 

(S /1 2 4 9 4 /A d d .l)。

C. 莫桑比克的控诉

1.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和召开会议的请求

286. 莫桑比克代表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的 

来信 (S /1 2 3 5 0和 A d d .l)转达了莫桑比克总统六月十 

八日给秘书长的电报，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审议  

南罗得西亚殖民局势引起的南部非洲日增的紧张肩 

势。

2 8 7 . 几内亚总统六月二十日的电报 (S/12348 )  
说，几内亚政府坚决支持莫桑比克要求召开安全理事 

会紧急会议的请求。

2 8 8 . 巴西代表六月二十五日的来信 (S/12351) 
说，盤于罗得西亚军队向莫桑比克发动新的攻击，巴 

西政府再次遮责此种侵犯莫桑比克主权的行为。

2 8 9 . 加蓬外交部长、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二 

十 九 届 会 议 的 主 席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的 电 报 (S/12352) 
说，部长理事会支持莫桑比克请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



会议的要求，并转递部长理事会就最近南參得西亚入 

侵莫藥比克一事遗过的决议全文。

2. 第二 0 — 四次至二 0 —九次会议(一九七七年 

六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的审议经过

290. 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第 

二 0 — 四次会议无异议将以下项目列入议程：

, " 莫桑比克的控诉：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莫桑比克常驻联

合 国 代 表 给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的 信 (S /1 2 3 5 0和
Add.l)„«

2 9 1 . 主席征得安理会同意，应莫桑比克、阿尔 

及利亚、安哥拉、博茨瓦纳、加蓬、几内亚、尼曰利 

亚、塞内加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赞比亚、埃及和莱索托等国代表的要求，邀 

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2 9 2 . 安全理事会于是开始审议这个项目，听取 

了莫桑比克、赞比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安哥拉 

和塞内加尔等国代表的发言。

2 9 3 . 在六月二十八日第二 0 —五次会议上，主 

席征得安理会的同意，应古巴代表的要求，邀请他参 

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2 9 4 . 安理会继续进行讨论，.听取了尼日利亚、莱 

索托、贝宁和埃及等国代表的发言。毛里求斯和联合 

王国的代表就程序问题作了发言。

2 9 5 . 在六月二十九日第二 0 —六次会议上，主 

席征得安理会的同意，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丹代 

表的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2 9 6 . 安理会继姨审议这个项目，听取了加蓬、阿 

尔及利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等国代表的发言。

2 9 7 . 在六月二十九日第二 0 —七次会议上，主 

席征得安理会的同意，应斯威士兰代表的要求，邀请 

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298. 讨论继续进行，罗马尼亚、苏丹、苏联和 

委内墙拉等国代表发了言。

2 9 9 . 经毛里求斯代表提议，会议休会一小时。

3 0 0 . 复会以后，毛里求斯代表发言，提出了一 

项决议草案 ( S / 1 2 3 5 3 ) ,提案国为贝宁、印度，阿拉 

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求斯、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罗 

马尼亚。

3 0 1 . 主席以及毛里求斯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就 

程序问题发了言。

3 0 2 . 在六月三十日第二 0 —八次会议上，主席 

征得安理会同意，应巴拿马代表以拉丁美洲集团六月 

份主席身分所提的要求，邀请巴西代表参加讨论，但 

无表决权。

3 0 3 . 安理会接着继续审议这个项目，听取了博 

茨瓦納、 巴西、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印 

度、古巴和中国等国代表的发言。

3 0 4 . 在六月三十日第二 0 —九次会议上，结束 

了这次讨论，所取了斯戚士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联合王国、巴拿马和美国等国的代表的发言。主 

席以加拿大代表的身分也发了言。

3 0 5 . 巴基斯坦，贝宁、毛里求斯和联合王国的 

代表行使答辩权，作了发言。

3 0 6 . 于是安理会就七国决议草案 (S /1 2 3 5 3 )进 

行表决。

决定：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第二 0 —九次会议 

一政通过了决议草案（S /1 2 5 5 > î) ,成 为 第 411(1977)  
号决议。

3 0 7 . 第 411 (1977 )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注 意 到 S /1 2 3 5 0和 A d d .1号文件所载的莫

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总统萨真拉，莫 伊 塞 斯 ，马谢

尔先生阁下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八日给秘书长的电

报，

"听 取 了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常设政治委员会

委员、莫桑比克发展和经济计划部长马赛利诺，多

斯 ，桑托斯先生阁下关于南罗得西亚非法种族主

义少数政权最近对莫桑比克进行侵略的发言，



"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在加蓬利 

伯维尔举行的第二十九次常会所通过的决议 (S /  
12352),

"对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向莫桑比克人民共 

和国进行有计划的侵略，和因此而造成生命和财  

产损失，表示愤慨，

"严重关切南罗得西亚因非法政权的继续存 

在而造成的迅速恶化局势，

"重申津巴布韦人民依照大会一九六 0 年十 

二月十 r a 日第 1514 (XV)号决议享有不可剥夺的 

自决和独立权利，并重申他们为求享有《联合国 

宪章》规定的此种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是合法的，

" 0 顾 其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第 232 
(1966)号决议，其中确认南罗得西亚的局势构成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咸胁 ^

"认识到该非法政权最近侵略莫桑比克人民 

共和国的行为，以及该政权不断侵犯和咸胁博茨 

瓦纳共和国和赞比亚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 

为，加深了对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现有严重咸 

胁，

"回顾其对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实行制裁的 

各项决议，特别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第  

253 (1968 )号决议，

"意识到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政府于一九七 

六年三月三日决定封闭其与南罗得西亚的进界并 

遵照联合国决议对非法政权严格实行制裁而作出 

的重要贡献，

"潔切关怀安全理事会所遗过的措施迄今未 

能结束该非法政权，弁深信除非制裁是全面的、 

强制的弁受到严格监督，除非对违反制裁的国家 

采取措施，否则就不能结束该政权，

" 回顾其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七日第 386(1976) 
号决议，

"对南非不断违反制裁并支持南罗得西亚非 

法政权，奉示特别焦虑，

"重申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作为管 

理国，负有主要责任，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采 

取一切有效措施 , 结束南罗得西亚的非法政权，

" 0 顾《马普托宣言》中支持津巴布韦和纳米 

比亚人民的有关规定，特别是要求对受到种族主 

义少数政权侵略的前线国家提供援助的规定，

" 声明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有权按照《联合国 

宪章》,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掉卫其主权和领土完 

整，

" 1 . 强烈雄责南梦得西亚非法种族主义少 

数政权最近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

" 2 . 严肃宣布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的这些 

侵略行为，和对赞比亚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 

的一再攻击和戚胁，造 成 该 区域 局 势 的 严 重 恶  

化；

" 3 . 读责南非违反安全理事会关于制裁索 

尔兹伯里政权的决议，继续支持南罗得西亚的非 

法政权；

" 4 . 重申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的继读存在 

是该区域不安全和不稳定的一个原因，并构成对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咸胁；

" 5 . 重 申 津 巴 布 韦 人 民 依 照 大 会 第 1514 
(X V )号决议享有自决和独立权利, 并促请所 有  

国家加强援助津巴布韦人民和他们的民族解放运 

动为达到该目标而进行的斗争；

" 6 . 赞扬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政府按照联 

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有关决议，严格执 

行对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的制裁，弁坚定支持津 

巴布韦人民的合法斗争；

" 7 . 要求严格尊重莫桑比克的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

" 8 . 妻求所有国家不要向南罗得西亚的非 

法政权提供任何公开或秘密的支持，弁特别要求 

南非充分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从而停止 

与索尔兹伯里的非法政权进行任何违反安理会决 

定的合作或勾结；



" 9 . 请所有国家立即提供大量的物质接助， 

使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政府能够加强其防卫能 

力，以便有效地掉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

" 1 0 . 请所有国家、区域组织和其他适当的 

政府间组织向莫桑比克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接 

助，以便该国能够克服由于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  

的侵略行为而造成的严重经济损失和财产破坏， 

并加强莫桑比克执行联合国各项决定的能力，以 

支持对付非法政权的措施；

" n . 请联合国和其各有关组织和规划机  

构，包括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 

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联 

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为执 

行本决议第 1 0 段所载的请求，在优先的基础上， 

向莫桑比克提供援助；

" 1 2 . 要求所有国家严格执行安全理事会关  

于制裁的各项决议，弁请安全理事会按照关于南 

罗得西亚问题的第 253(1968)号决议设立的委员  

会，优先研究按照《宪章》第四十一条的其他有效 

措施，使制裁的范围更加严密，并紧急向安理会 

提出适当的建议；

" 1 3 . 请秘书长协调联合国系统的努力，并 

立即订立一个有效的方案 , 按照本决议第 1 0和 11 
段的规定向莫桑比克提供国际援助；

" 1 4 . 决定继織积极处理这个问题。"

308. 莫桑比克和毛里求斯的代表作了进一步发

言。

安全理事会后来收到的来文

3 0 9 . 葡萄牙代表六月三十日的来信 (S/12355 ) 
表示，葡萄牙政府最强烈地遗责这种使莫桑比克受害 

的武装侵略行径，并强调葡萄牙声援莫桑比克。

3 1 0 . 秘书长十月二十日的说明 (S/12413)转送 

了派往莫桑比克的特派团的报告。这个特派团是按照

第 411 (1977)号 决议第 1 3 段的规定指派的，目的是与 

莫桑比克政府磁商 , 对该国所需援助作一估计,使秘书 

长能安徘一个切实有鼓的国际援助莫桑比克方案。该 

报告说明了莫桑比克的经济因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  

有系统的侵略行径所受到的影响，同时估计了莫桑比 

克在这种局面下所需的接助。该报告略述了莫桑比克 

的经济状况，在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武装部队侵略下 

所受的损害，以及由于这种侵略造成的损失所引起的 

需求；列出了在当前情况下迫切需要进行的发展计  

划，对莫桑比克特别重要的发展计划，以及莫桑比克 

的粮食需求；还研究了难民情况。根 据 第 411 (1977) 
号决议，附件一开列了莫桑比克对外来援助的需要。

3 1 1 . 莫桑比克代表十二月一日的普遗照会 (S /  
12466)转递了莫桑比克政府由于一九七七年五月以来 

南罗得西亚武装部队迭次攻击莫桑比克而发表的三份 

公报的全文。

3 1 2 . 莫桑比克代表十二月五日的普通照会 (S /
12471)转递了两份莫桑比克政府公报的全文，对于南 

罗得西亚最近攻击莫桑比克有进一步的详细叙述。

3 1 3 . 扎伊尔代表十二月十四日的普通照会 (S / 
12492)转递了扎伊尔执行委员会对莫桑比克十二月一 

日照会 (S /1 2 4 6 6 )的意见。除其他事项外，来文 中 指  

出，扎伊尔不能同意被人与可能阻碍制裁南罗得西亚 

的行动连在一起，更不用说侵犯莫桑比克的领空了。

314. 莫桑比克代表十二月十六日的普通照会 

( S / 1 2 4 9 7 ) ,继十二月一日和五日的照会 (S /1 2 4 6 6和 

S /1 2 4 7 1 )之后， 向秘书长转递了十一张照片和一部电 

影，显示南罗得西亚对莫桑比克进行攻击的后果。

3 1 5 . 扎伊尔代表十二月二十日的普通照会 (S /
1 2 5 0 6 ) ,为十二月十四日照会 (S /1 2 4 9 2 )提到的飞机， 

提出了新的情报。

D. 赞比亚的控诉

1.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和召开会议的请求

316. 赞比亚代表在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589)里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



急会议，审议南罗得西亚叛乱少数政权的部队最近对  

赞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的有预谋的和未经挑轉 

的侵略行为。该信称，罗得西亚叛乱部队最近使用步 

兵和军用飞机悼然侵犯赞比亚领土的事件发生在赞比 

亚境内赞比亚西河边的一个区。据报有五名赞比蓝国 

防部队的战士死亡，二十名无辜平民受伤。

317.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三月十日的一份说明 

(S /12593)里告诉安理会成员国他收到了英联邦稱书  

长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其中对非洲前线国家的领土 

完整不断遺受武装侵犯、最后史密斯非法政权部队竞 

对赞比亚悼然进行强暴侵略，表示痛惜。

3 1 8 . 上 沃 尔 特 代 表 在 三 月 十 日 的 来 信 （S /  
12594)里代表非洲国家集团提请注意罗得西亚白人种 

族主义少数叛乱政权最近对赞比亚进行的非常严重的 

侵略行为，并表示希望安全理事会一定要对伊思，史 

密斯政权表示强烈的避责，并采取必要的措施禅卫赞 

比亚的权利。

3 1 9 . 斯里兰卡代表三月十日来信 (S/12595)把 

不结盟国家协调周发表的公报全文递交秘书长；公报 

遮责南罗得西亚非法少数政权最近对赞比亚进行的侵 

略行为，并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一切措施消除这个咸 

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非法政权。

2 . 第二 0 六八次至二  0 七 0 次会议(一九七八年 

三月十五日至千七日）的审议经过

320. 三月十五日安全理事会第二  0 六A 次会议 

无异议将下列琐目列入议程：

"赞比亚的控诉：

"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

表给安全理事会的信 (S /1 2 5 8 9 )。"

3 2 1 . 同次会议上，主席征得安理会同意，应博 

茨瓦纳、古巴、埃及、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参加讨 

论，但无表决权。

3 2 2 . 赞比亚外交部长发了言；上沃尔特代表以 

非洲国家集团现任主席的身分发了言；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代表也发了言。

3 2 3 . 三月十六日第二 0 六九次会议上，主席征 

得安全理事会同意，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和牙 

买加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3 2 4 . 主席又提请注意三月十五日加蓬、毛里求 

斯和尼日利亚代表的来信 (S/12601), 信中请求按照 

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津巴布韦爱国阵 

线代表乔洽，西龙迪卡先生发出邀请。没有 人 反对 ， 

于是主席按照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西龙迪卡先生发出 

邀请。

3 2 5 . 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该项目，听取了加拿 

大、加蓬、毛里求斯、牙买加、埃及，古巴，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科威特和印度代表的发言。

3 2 6 . 印度代表发言时代表提案国玻利维亚、加 

蓬、印度、科咸特、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提出了一项  

决议草案 (S/12603)。

3 2 7 . 按照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安理会还听取了 

西龙迪卡先生的发言。

3 2 8 . 三月十七日第二 0 七 0 次会议上，主席征 

得安理会同意 , 应趙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的请求，邀 

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3 2 9 . 中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国、捷克斯洛伐 

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玻利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加纳和越南社会 

主义共和国代表发了言。

3 3 0 . 安 全 理 事 会 然 后 对 六 国 决 议 韋 案 （S / 
12603)进行表决。

决定：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入年三月十七曰第 

二 0 七0 次 会 议 上 一 致 通 过 该 次 议 草 案 成  

力 第 424( i57S)号决议。

3 3 1 . 第 424(1978)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注意到 S /1 2 5 8 9号文件所载赞比亚共和国

代表的来信，

"审议了赞比亚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声明，

"严重夫切南罗得西亚非法少数政权侵犯赞



比亚共和国主权、领空和领土完整，犯下的无数 

次敌对和未经挑畔的侵略行为，造成无辜人民的 

死伤以及财产的破坏，最后竞于一九七八年三月 

六日对赞比亚武装进犯，

"重申南罗得西亚 (津巴布韦）人民依照大会  

一九六 0 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1514(X V)号决议具  

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它们为确能享有 

联合国宪章中所载的此种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是合 

法的，

"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四日第 423(1978)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宣布在非法政权主 

持下议定的任何内部解决都是非法的和不能接受 

的，并要求所有有关国家不对这种解决给予任何 

承认，

" 并 0 顾 其 一 九 三 年 二 月 二 日 第 326(1973) 
号、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四日第 403 (1977 )号、一 

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第 406 (1977)号和一九七 

七年六月三十日第 411 (1977 )号决议，这些决议 

遗责南罗得西亚非 .法政权对赞比亚、博茨瓦纳和 

莫桑比克犯下的侵略行为，

"认识到解放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以及消灭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才能在该地区达成正义与 

持久和平，并增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重申南部非洲少数种族主义政权的继续存 

在，以及对赞比亚和其他邻国不断进行的侵略行 

为，构成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认识到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并消除对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 1 . 强烈雄责英属南罗得西亚殖民地的非 

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最近对赞比亚共和国的武装 

入侵，这是对赞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明目张胆 

的侵犯；

" 2 . 赞扬赞比亚共和国和其他前线国家对  

津已布韦人民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正义合法斗争不 

断给予的支持，以及它们面对罗得西亚叛徒的挑 

畔而仍能谨慎克制；

" 3 . 重申解放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消灭南

非种族隔离制度，是在该地区消除紧张局势，达 

成正义和持久和平的必要条件；

" 4 . 裏求管理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政府采取紧急有效措施，迅速结束叛变的南 

罗得西亚殖民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存在，从 

而确保在真正的多数统治下，迅速达成独立，以 

帮助促进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

" 5 . 决定如果南罗得西亚非法种族主义少 

数政权再有侵犯赞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 

安全理事会将再次开会，考虑根据联合国宪章的 

有关规定，包括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更有效措 

施 。"

3 3 2 . 决议通过后，主席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代表的身分发了言；赞比亚外交部长也发了

言。

E . 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

1 .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和召开会谈的请求

333.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安哥拉代表的来信 

(S /12368) , 转递了安哥拉外交部长关于下列事件的 

一封信：七月十二日，驻扎在纳米比亚的南非部队打 

下了一架飞向纳米比亚边界附近的安哥拉库安卡村， 

载有食品和人员的飞机，以致十二人丧生；七月十三 

日，卡卢査水现遭到猛轰，有若干死伤。

3 3 4 . 七月二十二日南非代表的来信 (S /12 3 70 ), 
转递了南非外交部长的一封信；强烈地绝对地否认这 

些指控。

335. —九七八年五月四日，斯里兰卡代表的来

信 (S /12688)转递了五月四日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发表

的关于南非入侵安哥拉的公报全文。/
3 3 6 . 五 月 五 日 安 哥 拉 代 表 的 来 信 (S /12 689 ), 

转递了安哥拉第一副总理的信，就五月四日南非的攻 

击提出抗议，并且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措施， 以终止 

这些攻击，并防止这个地区的安全进一步恶化。

3 3 7 . 五 月 五 日 安 哥 拉 代 表 的 来 信 (S /12 690 ),



紧急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以讨论南非对安哥拉 

最近的侵略。

338. 五月五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来  

信 (S/12691) , 转递了五月五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 

会第二八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五月四日南非的攻击的 

声明全文。

3 3 9 . 五 月 五 日 赞 比 亚 代 表 的 来 信 （S /1 2 69 3 ), 
以五月份非洲集团主席的名义，代表非洲集团表示支 

持安哥拉提出的立即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的要求。

2. 第二 0 七七次和二  0 七A 次会议(一无七八年 

五月五日至六日）的审议经过

3 4 0 . 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八年五月五日第二 0  
七七次会议上无异议地将下列項目列入议程：

"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

"一九七八年五月五日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

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1 2 6 9 0 )。"
3 4 1 . 主席在同一次会议上征得安理会的間意， 

应安哥拉、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的请求， 

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然后，他请安理会 

注意五月五日加蓬、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三国代表的 

来信 (S/12694),信中请安理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 

十九条的规定，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萨姆•努乔 

马先生发出邀请。无人反对此项邀请，主席就按照第 

三十九条向努乔马先生发出了邀请。

3 4 2 . 安全理事会开始审议本项目，发言的有安 

哥拉代表、以非洲集团主席身分爱言的赞比亚代表、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和毛里求斯代表。毛里求斯代 

表在发言时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 (S/12692),提案国为 

玻利维亚、加蓬、印度、科咸特、毛里求斯，尼日利 

亚和委内瑞拉。

3 4 3 . 然后，安理会按照早 •先作出的决定，听取 

了努乔马先生的发言。

3 4 4 . 五月六日，主席在第二 0 七八次会议上征 

得安理会的同意，应阿尔及利亚、贝宁、古巴和莫桑 

比克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3 4 5 . 主席通知安理会，他收到五月六日联合国

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来信，要求参加有关本項目的 

辩论。安理会按照过去的惯例，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 

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 

会主席发出了邀请。

3 4 6 . 然后，理事会就七国决议草案 (S/12692) 
进行表决。

决定：一九七入年五月六日，安全理事会第二0  
七入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决议草案(SI 12692) , 成为第 

428(19 78 )号}失级。

3 4 7 . 第 428(1978 )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审议了一九七八年五月五日安哥拉常驻联 

合国代表递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第一副总理来信 

的信 (S/12690)和一九七八年五月五日赞比亚常 

驻 代 表 以 联 合 国 非 洲 国 家 集 团 名 义 的 来 信 (S /  
12693),

" 听取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的发言，

"听取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萨姆，努乔  

马先生的发言，

"铭记着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避免在它们的 

国际关系上以武力咸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 

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任何其他 

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不符的方式行事，

"回顾其 一 九 七 六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第 387 
(1976 )号决议，该决议除了别的以外，遗责南非 

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要求南非严格尊重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严重关切南非破坏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主权、 

领空和领土完整的武装入侵，特别是一九七A 年 

五月四日对安哥拉的武装入侵，

"对南非入侵安哥拉领土所造成的人命包括 

安哥拉境肉纳米比亚难民的惨痛伤亡，感到態痛，

"对南非部队在安哥拉造成的损害和破坏 , 也 

感到关切，

"重申按照大会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1 5 14 (X V )号决议的规定，纳米比亚人民具有不 

巧•剥夺的自决权利，他们为享受联合国宪章规定 

的这种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是合法的，

"重 申纳米比亚的解放是在南部非洲达成正 

义和持久和平以及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先决条 

件之一，

"重 申它对南非残暴地压迫纳米比亚人民和 

一贯地侵害他们的人权以及竭力被坏纳米比亚的 

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和它在该地区加强侵略军  

力，感到严重关切，

"重 申它遮责南非非法占领政权使纳米比 3E 
军事化，

" 1 . 强烈雄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最近一次 

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入侵，这种武装入侵 

是明目张胆的破坏安哥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 2 . 同样强烈雄责南非利用纳米比亚国际 

领土作为武装入侵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跳饭；

"3 . 
安哥拉 ;

要求一切南非部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

" 4 ， 又 要 求 南 非严格尊重安哥拉人民共和 

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 5 . 重申它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为获得自由

和独立以及为保持他们国家领土完整而进行的正 

义的、合法的斗争；

" 6 . 赞扬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不断支持纳米 

比亚人民的正义的、合法的斗争；

" 7 . 妻求南非按照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特别是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第 385 (1976)号决 

议，不再延迟地终止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 8 . 决定如果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再有进一 

步破坏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 

为，即再开会， 以便考虑按照《联合国宪章》色括 

第七章的有关规定，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3 4 8 . 安哥拉、科威特、加 拿 大 、捷 克 斯 洛 伐  

克、加蓬、 中国、法国，尼日利亚、苏联、毛里求斯、 

印度、玻利维亚、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 

国的代表和以委内瑞拉代表身分发言的主席都发了 

言。发言的还有：贝宁、阿尔及利亚、古巴和奠桑比 

克的代表， 以及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

3 . 安全理事会后来牧到的来文

3 4 9 . 五月六日南非代表的来信 (S/12697),转递 

了下列两项文件： （a )关于南非对安哥拉南部的西南 

非民组部队采取有限度军事行动一事，南非政府应美 

国的要求， 向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成员国政府递送的 

答复； （b )五月四日南非国防部长和五月五日南非外 

交部长就同一间题发表的声明。

第 三 章  

塞浦路斯局势

A .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 

和召开会议的请求

3 5 0 . 塞浦路斯代表，在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二 

日的信中（S /12371)指控土耳其政府已采取单方面行 

动，重新开放塞浦路斯港口城市法马古斯塔的新区。这 

是违反一般都已接受的国际了解，在这项了解之下，该

区应继续关闭，等希族塞人难民一有机会返回时再行 

开放。

3 5 1 . 塞浦路斯代表，在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的 信 中  

(S /1 2 3 87 )请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审议该岛崎  

严重恶化中的肩势。他指控说，这种不能容忍的局势， 

因土耳其政府对法马古斯塔的新区进行殖民的决定而 

达到了顶点；可是这个新区从来没有遺到占领，始终



是一个封闭的城，等待作出安排让该区的合法居民回 

返家园。

B. 第二 0  二六至二 0 三二次会议(一 

九七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十五 

日）的审议经过

352. 安全理事会于八月三十一日第二  0  二六次 

会议上无异议地将下列項目列入其议程：

"塞浦路斯局势：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

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1 2 3 8 7 )。"

3 5 3 . 主席，征得安理会的同意，应塞浦路斯、希 

腊和土耳其代表的请求，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 

权。

3 5 4 . 主席遗知安理会说，他收到土耳其常驻代 

表的一封信，其中转交了维达特，切里克先生的信，在 

这封信里，切里克先生要求允许他在辩论时发言。他 

建议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 

切里克先生发出邀请。因无人表示异议 , 就如此决定。

3 5 5 . 安理会然后就这项问题开始讨论，塞浦路 

斯、希腊和土耳其的代表发了言。安理会还依照会议 

开始时所作的决定，听取了切里克先生的发言。

356. 安理会在同一天举行的第二  0  二七次会议 

上继缕进行讨论，印度、罗马尼亚、苏联、毛里求斯、希 

腊、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代表发了言。切里克先生，依 

照安理会上一次会议作出的决定，再度发了言。

3 5 7 . 安理会在九月一日第二 0 二八次会议上继 

续进行讨论，贝宁、巴基斯坦、塞浦路斯、苏联的代 

表发了言，秘书长也发了言。

358. 安理会在九月二日第二  0  二九次会议上继 

缕进行讨论，塞浦路斯、加拿大、委内瑞拉和 S 拿马 

的代表发了言。

3 5 9 . 塞浦路斯代表在九月九日第二 0 三 0 次会 

议上发了言，安理会还所《I 了切里克先生根据第二 0  
二六次会议的决定所作的发言。

3 6 0 . 安理会在九月十五日第二 0 三一次会议上 

继续进行讨论。法国、中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发了言。

3 6 1 . 安理会在九月十五日第二 0 三二次会议上 

结束了这个项目的讨论。美国代表发了言，安理会主 

席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身分也发了言。

362. 主席提请注意经广泛协商后编写的一项协  

议草案 (S /1 2 3 9 4 )。在短暂休会后，主席表示他的了 

解是理事会希望不经表决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决定：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五日第二 0 三二次会议 

上，决 议 草 案 无 异 议 通 过 ，成为第 

a S 7 7 )号决议。

3 6 3 . 第 414 (1977 )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应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一九七七年八

月二十六日来信 ( S /1 2 3 8 7 ) ,审议了塞浦路斯的

肩势，

意识到急需使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取得进

展，

"忆及安理会以前各项决议 ,特别是一九七四 

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65 (197 4)和一九七五年三月 

十二日第 367(1975 )号决议，

"注意到向安理会所作关于法马古斯塔新区  

最近情况发展的声明，即该地区目前并未进行移 

民，

"也注意到有关各方以及秘书长就上述情况 

发展所作的声明，

" 1 . 对最近情况发展所造成的局势寒示关

切；

" 2 . 要求有关各方因此不要在塞浦路斯任 

何地点采取可能妨害公 IE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前景的任何片面行动，并敦促有关各方继续和加 

速坚定的合作努力，以达到安全理事会的各项目 

标；

" 3 . 再度重申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第 365(1974)号决议，其中安理会赞同大会•-九



七四年十一月一日一致通过的第 3212 (X X IX )号 

决议，并再次要求紧急而有效地执行这些决议以 

及 安 理 会 一 九 七 五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第 367(1975) 
号决议；

" 4 . 对两族谈判缺乏进展表示关切；

" 5 . 要求两族代表，在秘书长的主持之下， 

尽速在全面而具体的建议的基础上有意义地和建 

设性地恢复谈判；

" 6 . 请秘书长将可能妨害本决议执行的情 

况发展随时通知安理会。"
3 6 4 . 决议通过之后，巴基斯坦、塞浦路斯、希 

腊、土耳其和巴拿马的代表发了言。安理会还依照其 

先前的决定，所取了切里克先生的发言。

3 6 5 . 塞浦路斯代凌行使答辩权又发了言。

C. 一九七七年安理会 

收到的其他来文

366. 秘书长在九月二十六日给各会员国政府和 

各专门机构成员国政府的一封信中 (S/12409),再次呼 

吁提供自愿捐款，充作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  

(联塞部队）的经费。秘书长说，到一九七七年六月十 

五日为止，累积的赤字已超过 4 8 0 0万美元。到一九 

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为止的这六个月期间，还需 要  

1 2 0 0万美元来支付联塞部队的费用。

367. 土耳其代表在八月二十九日、九月二十六 

日和十月十一日的信 (S/12391, S /1 2 4 0 3和 S/12414) 
中，转交了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检查总长有关宪法 

问题的声明和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及内雅特，科努 

克先生的信，在这些声明和信中，他们以塞浦路斯有 

两个行政机构为理由，对塞浦路斯是否存在根据宪法 

选出的政府，提出异议；声言无论是斯派罗斯•基普 

拉诺先生，还是希族塞人行政机构的任何其他代表都 

不能在法律上或宪法上代表整个塞浦路斯出席大会会 

议；土耳其代表在信中又转交了侨居国外的土族塞人 

代表在出席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尼科西 

亜举行的为期三天的座谈会上通过的两项决议全文，

其中声明说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是所有土族塞人的 

唯一代表，弁重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原则。

3 6 8 . 在经济问题上，土耳其发出了若干来文， 

转交了切里克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十月十八日、十一 

月一日、二十八日和三十日的信 (S/12418、S/12441. 
S /1 2 4 5 8和 S/12465)。这些来信指控希族塞人行政机 

构加深了希、土两族之间的裂痕，宣布土族塞人港口 

为非法港口，扰乱商业活动，胆碍前往尼科西亚北部 

的旅游，不准国际航空公司提供航空服务。信中又指 

责，希族塞人意图继续其塞浦路斯希腊化的斗争以及 

在经济上扼杀土族塞人社区，这可以从基普拉诺先生 

在尼科西亚举行的国际旅店协会理事会第六十二届会 

议上发表的声明作为例证，他说任何人直接或间接帮 

助土耳其一方在塞浦路斯北部经营旅店，就是纵容非 

法行为。

D. 秘书长十二月一日的报告

369. 秘书长在联塞部队的期限届满之前向安全 

理事会提出了一份关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至十一月 

三十日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 (S/12463)。
3 7 0 .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说，在本报告所审查的 

斯间内，塞浦路斯局势继缕保持平静，但是，潜伏的 

紧张情况并没有减轻的迹象。塞浦路斯人民间的政洽 

分跋远没有解决。 自六月三日以来即无法继续两族间 

会议。他于九月和十月在纽约进行的协商以及他的特 

别代表在尼科西亚进行的协商将在雅典和安卡拉继续  

进行。秘书长说，如望这一回会议有任何效用，就必 

须取得保证，各方愿就问题的所有主要方面举行具体 

的、实质性的谈判。秘书长注意到，留在北部的希族 

塞人的生活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其处境是令人关 

切的。关于联塞部队，秘书长注意到，芬兰大队结束 

了十三年以上的服务。依照协议撤离塞浦路斯，并且 

不再予以补充，联塞部队特别帐户出现 5 6 7 0万美元 

的赤字，令人关切。不补充芬兰大队的决定，其中一 

项不得已的考虑就是联塞部队的财务危机情况。

3 7 1 .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还注意到，他的驻塞浦 

路斯的特别代表，哈 维 尔 • 佩 雷 斯 •德査利亚尔先生 

将于十二月十五日卸任，返回秘鲁承担外交工作。秘



书 长 在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印 发 的 报 告 增 编 中 (s /1 2 4 6 3 /  
A ( ld .l)指出，有关各方已表示同意将联塞部队的任务 

期限再延长六个月。

E . 第二0 五四和二0 五五次会i义（一九 

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和十六日）的审 

议经过

3 7 2 . 安全理事会在十二月十五日第二  0 五四次 

会议上无异议地将下列项目列入其议程：

"塞浦路斯肩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 (S / 
12463 和 A d d .l ) 。"

3 7 3 . 苏联、贝宁、加拿大、法国和巴拿马代表 

以及主席相继发言后，会议宣告休会。

3 7 4 . 会议续开后，安理会应塞浦路斯、希腊和 

土耳其代表的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 , 但无表决权。 

主席接着说，他收到了土耳其代表的一封信，信中要 

求安理会邀请切里克先生参加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安 

理会无异议决定依照主席的建议，按暂行议事规则第 

三十九条的规定，向切里克先生发出邀请。

3 7 5 . 主席接着提请注意在协商过程中拟订的一 

项决议草案 (S /1 2 4 8 9 )。主席将该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决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曰第二 0 五四次会 

议上决议草案GS7_Z24S5)以十四票对零票通过，成为 

第 4 2 2 G 5 7 7 )号决议。一个成员国（中国）没有参加表 

决0
3 7 6 . 第 422 (1977 )号决议如下：

" 安全理事会，

"注意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一日秘书长的报  

告 (S /1 2 4 6 3 )认为在现况之下，联合国驻塞浦路 

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不仅对维持该岛的平静， 

而旦对促进继续寻求和平解决，都是必要的，

"注意到报告内所述岛上的现况，

"遂注意到报告说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

平部队及其民警在该岛北部的行动自由仍然受到 

限制，表示希望能够找到克服依然存在的各种障 

碍的方法，

"还注意到秘书长认为 ,要使塞浦路斯问题取 

得公正持久的解决，最大的希望还是由两族代表 

进行谈判，而谈判要发生效用，还要靠所有有关 

方面都愿意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不仅考虑到自 

己的利益，同时也考虑到对方的正当愿望和要求，

"注意到由于秘书长、他的工作人员和联塞部 

队的努力，在有关各方的合作下，安全情况已略 

有改善，但是这种演变还没有减轻岛上根本的紧  

张局势，

"还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在其主持下举行的高 

级 别 会 议 的 一 九 七 七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的 报 告 (S/ 
12323),并强调需要遵守在该次会议上所达成的 

协议以及以前各回合的谈判中所达成的协议，

"还注意到有关各方同意秘书长的提议 ,即安 

全理事会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  

留期限再延长六个月，

注意到塞浦路斯政府已经同意，鉴于岛上的 

现况，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后联塞部队仍 

有驻留塞浦路斯的必要，

" 1 . 重 申 其 一 九 六 四 年 三 月 四 日 第 186 
(1964)号决议的规定，以及此后关于成立和维持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和关于塞浦路斯 

局势其他方面的各项决议和决定；

" 2 . 再度重申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第 365(1974)号决议，该决议赞同一九七H 年十 

一月一日获得一致通过的大会第 3212(XXIX)号 

决议，并且再度要求紧急而有效地执行这些决议  

和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二日安理会第 367(1975)号 

决议；

" 3 . 促请有关各方尽力抑制,不要采取任何 

单方或其他行魂，使为达成公正和平解决而进行 

的谈判的前景可能受到不良的影响，并继姨和加 

紧进行坚定的合作努力，以达成安全理事会的各 

项目标；



" 4 . 再度越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86(1964) 
号决议成立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塞浦路斯的 

驻留期服至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希望届时在 

取得最后解决办法方面会有相当的进展，从而可 

以撤出或大量裁减该部队；

" 5 . 再次呼吁所有有关方面给予最充分的 

合作，以便联合国维持和平都队能够有效地执行 

任务；

" 6 . 请 秘 书 长 继 续 进 行 第 3 6 7 Q 9 7 5 )号决 

议 第 6 段交付给他的幹旋任务，随时将所获得的 

进展通知安全理事会，弁于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 

一日以前，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提出一颜报告。"

3 7 7 . 表决后，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代表发 

了言。安理会也听取了切里克先生按照原先采取的决 

定而作的发言。

3 7 8 . 安理会在十二月十六日第二  0 五五次会议 

上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秘书长发了言。接着， 中 

国、联合王国、贝宁、印度、美国、罗马尼亚、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苏联、加拿大、法国、巴基斯坦、委 

内瑞拉和巴拿马代表都发了言，主席也以毛里求斯代 

表的名义发了言。希腊、塞浦路斯和土耳其代表行使 

答辩权发了言。

3 7 9 . 主席告诉安理会他收到了土耳其代表的一 

封信，信中要求安理会邀请奈尔，阿塔莱先生参加审 

议议程上的项目。根据主席的建议，安理会无异议地 

决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向阿塔莱 

先生发出邀请。阿塔莱先生接着依照安理会的决定发 

了言。塞浦路斯和土耳其代表就程序问题发了言。

3 8 0 . 贝宁代表和主席发了言。

F . 截至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为止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

381. 一九七八年四月份开始，塞浦路斯和土耳 

其寄给安理会一系列有关塞浦路斯局势的政洽、经济、 

社会、人道主义和军事方面的来文。

382. 许多来文谈到了与土族塞人为解决塞浦路 

斯问题而提出的提案有关的一些政治问题。

3 8 3 . 关于这些提案，收到了塞浦路斯四月十八 

日、五月三日、五日和十二日以及六月六日的信 (S /  
12 65 3 ,8 /1 2 68 3 ,8 /1 2 68 5  和C o rr .l、S /12695 , S/12702  
和 S /1 2 7 2 9和 C o rr .l)。塞浦路斯在信中控诉土耳其 

政府一位官员戚胁塞浦路斯及其人民说，除非他们接 

受土耳其的提案，否则就会有 "令人遗憾的事情 " 发生； 

控诉土耳其主要是志在于解除武器禁运以及歪曲事实 

以达到这个目的；提请注意同一位土耳其官员的一项 

新的挑畔性声明并遮责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继续进行的 

侵略行为；注意到土族塞人的提案并没有为有意义的 

和实质性谈判提供任何基础；驳斥登克塔什先生关于 

必须接受这些提案作为谈判的基础的主张；并强调土 

族塞人的提案是要分裂塞浦路斯，强调在这种条件下 

谈判没有用处，只有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才能 

求得塞浦路斯间题的公正和持久解决。

384. 土耳其在四月二十五日，五月三日、十六 

日、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六月五日、十二日和十五 

日的来信 (S /12 661、S/12680、S/12707、S/12711、S /  
12714, S /12715、 S /12727、 S/12734  和 S /1 2 7 4 0 )中， 

转递了登克塔什先生，奥 斯 曼 •奧雷克先生和阿塔莱  

先生的信，这些信驳斥了所请对希族塞人的威胁；要 

求秘书长尽早订出一个恢复两族间谈判的日期；并列 

举了赞成土族塞人提案的国际报刊评论。土耳其的来 

信也摘录了土耳其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声称 

让塞浦路斯问题和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间题同土 - 美 

关系联系起来会使这些问题变成不可能解决；登克塔 

什先生的声明宣布了一项新的提案，根 据 这 个 提 案 ， 

瓦罗沙城的希族塞人可以开始回到那个城市，并强调 

他随时准备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同基普里亚努先生 

会谈，即使没有议程也可以；奥雷克先生的信告诉秘 

书长他同各反对党领导人一致认为，毫不延迟地恢复 

两族谈判会有很大的好处；阿塔莱先生的另一封信重 

申，登克塔什先生随財准备同基普里亚努先生会谈，讨 

论恢复谈判的形式，使两族关系正常化的措施，包括 

尼科西亚国际机场的开启问题以及基普里亚努先生可 

能愿意提出讨论的任何其他问题。

3 8 5 . 关于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塞浦路斯于



三月三十日， 0 月六日和七日，五月二十六日和六月 

七日和十三日的来信 (S /12626、S/12633、S /12635、S / 
12718、S /1 2 7 3 1和 S /1 2 7 3 7 )强调，具体的权戚性证据 

已驳斥了土族塞人所请长期骚扰的说法；指控土耳其 

有计划地用武力改变岛蛛的人口结构；提请注意希族 

塞人在土耳其军事占领下难以忍受的生活情况；引用 

了土族塞人领袖齐尔，库丘克先生在报纸上发表的文 

章 , 证实来自土耳其的移民对土族塞人所犯的"最无耻 

的野蛮罪行 " ；指出土耳其里拉已成为合法的货币，土 

耳其邮票和邮政地址也在占领区使用；并指控土耳其 

蓄意放火焚烧缓冲区内的桔子和抽子林。

386. 土耳其于三月二十三日，五月一日、K 日、 

十一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和三十日以及六月十二 

日 和 十 五 日 给 安 全 理 事 会 (S/12621、S /12677、S / 
12684、 S /1 27 0 1、 S /12717 , S /12719 , S /12722, S / 
12735和 S/12740)的信中转递了奥雷克先生和阿塔莱  

先生的信，对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大会的信 (A /3 3 / 
62 )提出答复；附上一九七八年M月二十A 日在达嘛 

尔举行的第九次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会议通过的关于 

塞浦路斯的决议案文以及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欧  

洲理事会议员大会通过的关于同一个间题的决仪；提 

请注意希族塞人国民警卫队指挥官于一九七八年五月 

七曰发出的煽魂性挑畔命令；指出希族塞人关于居住 

在塞浦路斯北部的希族塞人的生活情况的指控是荒谬  

而毫无根据的；附上所谓的阿克里塔斯计划，这个计 

划形成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希族塞人攻击土族塞人的基 

础；解释在塞浦路斯北部使用土耳其里拉以及邮区名 

称 "土耳其梅尔幸 1 0号 " 的缘由；并引述一项联塞部 

队感谢土耳其部队协助扑灭卡托科比亚邻近火灾的公 

报。

3 8 7 . 关于军事问题，塞浦路斯在四月十八日的 

一封信 (S/12655)中控诉土耳其军机于四月十八日侵 

犯塞浦路斯耶罗拉科斯以北地区的领空，造成进一步 

的严重侵略行动。

388. 土 耳 其 于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作 了 答 复 (S /  
1 2 6 6 1 ) ,并附上了阿塔莱先生的一封信，阿塔莱先生 

在信中引述一位土族塞人发言人发表的声明，大意是 

说土耳其和平部队在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地区举行 

了军事演习，该 演 习 在 事 前 通 知 了 "联合邦"和联塞

部队，而且也没有侵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控制下的领

空。

G. 秘书长的来信和报告

3 8 9 . 秘书长在一月十九日的信 (S/12533)中向 

安全理事会主席转交了题为 "塞浦路斯问题"的大会第 

32 /15号决议的案文，并提请注意该决议的第 5 段。

390. 秘书长在三月二十三日给联合国全体会员  

国政府及各专门机构成员国的信 (S /1 2 6 2 4 )中，再次 

呼吁提供自愿捐款，以支付联塞部队的经费。他指出， 

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为止，累积的赤字已超过 

5 0 0 0万美元，此外，到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为止 

的这六个月期间，还 需 要 1 1 1 0 万美元来支付联塞部 

队的费用。他呼吁提供进一步的捐款， 以便联塞部队 

能够执行它的重要任务。

391. 秘书长在三月二十八日给安全理事会的备 

忘录 (S /1 2 6 2 3 )中指出，他已决定任命雷纳尔多•加林 

多 ，波尔先生为他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秘书长向 

雷 米 ，戈尔赫先生表示衷心感激，他自一九七七年十 

二月以来担任代理特别代表，表现杰出。

3 9 2 . 在联塞部队任务期满之前，秘书长在五月 

三十一日提出了关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七 

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期间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 

(S /1 2 7 2 3 )。秘书长在报告中，详细叙述了他在安全 

理事会委托他的翰旋任务的范围内所作出的努力，以 

促使各方就塞浦路斯问题的各主要方面进行具体的实 

质性谈判。他不得不遗憾地报告，这些努力的结果目 

前仍然是令人失望的。他对这个情况深感关切，并决 

心继读作出努力，使双方更加接近，以求制订出一个 

开展谈判的方法，使他能够召开另一个回合的两族谈  

判。秘书长认为，时机可能已经成熟，可以具体地设 

法解决现存僵局的一些重要问题，从而为进一步采取 

有意义的步骤打开道路。他列举了瓦罗沙的地位和尼 

科西亚国际机场的情况（这个机场仍在联塞部队控制 

之下，但没有开放通航 )，指出这是采取这种行动的 

可能机会。

3 9 3 . 秘书长进一步报告，在此期间，沿停火线 

一带的情况继续保持平静。里然北部的情况仍然没有



完全符合一九七五年八月在维也纳达成的协定，但已 

有改善。联塞部队享有进一步的活动自由，而北部希 

族塞人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情况也有相对的改善。

3 9 4 . 鉴于当前的肩势和政洽发展，秘书长再次 

断定，联塞部队必须继续留驻，以控制海上潜在的危 

险局势。该部队也有助于寻求和平解决办法。他建议 

将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同时，他也提 

请各国政府注意联塞部队日益严重的财政情况。

395. 秘书长的报告附有土族塞人西月十三日就 

塞浦路斯间题的解决办法向秘书长提出的建议。

3 9 6 . 秘书长在六月十五日分发的増编 (S/12723,/ 
A d d .l )中说，经过建商后，有关各方已表示同意将联 

塞部队的驻留期限再延长六个月。

H . 第 二 0 八 0 和第二0 八一次会议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的审议经 

过

3 9 7 . 安 全 理 事 会 在 六 月 十 五 /十六日第二  0  
八 0 次会议上无异议遗过将以下项目列入议程：

"塞浦路斯肩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 (S/
12723 和 A cM .l)。"

3 9 8 . 安理会应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代表的 

要求，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3 9 9 . 主席说 , 他收到土耳其代表的一封信，请求 

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腊乌夫•登 

克塔什先生发出邀请。按照惯例，并由于没有人反对， 

就这样决定。

400. 主席提请注意在安理会理事国碰商过程中 

制订的一项决议草案 (S/12739)。

4 0 1 . 由于没有人反对，主席将决议草案付诸表 .
决。

决定：一九七入年六月十六日第二0 八0 次会议 

上，决议草案（S/：Z27>35)以十四票对零票通过，成为 

第 45{K257S)号 决议 。一个成员国（中国）没有参加表 

决。

4 0 2 . 第 430(1978 )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注意到秘书长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关  

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 (S /12 7 23 ),

"又注意到有关各方同意秘书长的建议，由安 

全理事会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  

留期限再筵长六个月，

"还注意到塞浦路斯政府已经同意,鉴于岛上 

的现况，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联塞部队仍 

有驻留塞浦路斯的必要，

"重申一九六西年三月因日第 186(1964)号决 

议及其他有关决议的规定，

" 1 . 再次延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86(1964) 
号决议成立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塞浦路斯的 

驻留期限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 2 . 请秘书长继缕幹旋任务,随时将所获得 

的进展遗知安全理事会，并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三十日以前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提出报告。"
4 0 3 . 安理会在六月十六日第二 0 八一次会议上 

继线审议该议程项目。以下各国的代表发了言：塞浦 

路斯、希腊、土耳其、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委肉瑞拉、 中国、科咸特、美国、联 合 王 国 、 

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尼日利亚和印度。主席亦以玻 

利维亚代表的身分发了言。安理会按照前次会议作出 

的决定，听取了登克塔什先生的 ' 发言。希腊、塞浦路 

斯和土耳其的代表行使答辩权再次发了言。



第 四 章  

贝 宁 的 控 诉

A .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和 

召开会议的请求

404.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三日贝宁代表来信 (S / 
12415)转递了贝宁政府关于一月十六日在科托努发生 

的武装侵略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所作的估计的订正报告 

文本。这份订正报告代替了四月五日作为 S /12318 / 
A d d .].号文件分发的估计报告。订正报吿是根据新的 

统计数字和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405(1977 )号 决 议 第 7 
段的规定访问了科托努的两位专家顾问的报告编写  

的。这两位专家顾问关于物质损失和人身损害的报告 

付本则列于附件肉。

4 0 5 . 贝宁代表十一月四日来信 (S/12437)请主 

席召开安全理事会议，继续审议一月十六日贝宁遭到 

武装侵略的问题。

B. 第二 0 四七次至二 0 四九次会议(一 

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 

日）的审议经过

406. 安全理事会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  0 四七 

次会议上无异议将下列项目列入议程：

" 贝宁的控诉：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贝宁常驻联合国代

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1 2 4 3 7 )。"

4 0 7 . 主席征得安理会同意，应古巴、几内亚和 

马达加斯加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 

决权。

4 0 8 . 安理会开始审议该项目，所取了贝宁、马 

达加斯加、古巴、几内亚和法国代表的发言。

409. 在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二  O K A 次 会 议 上 ， 

主席征得安理会同意，应阿尔及利亚、刚果、马里和 

越南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4 1 0 . 安理会继续审议该项目，听取了越南、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尔及利亚、马里、罗马 

尼亚、刚果和毛里求斯代表的发言。

411. 毛里求斯代表在他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份由 

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毛里求斯为提案国的决 

议草案 ( S / 1 2 4 5 4 ) ,案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听取了贝宁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 

发言，特别是关于雇佣军进行侵略的咸胁的说  

明，

"深为关切国际雇佣军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对 

较小国家所，构成的咸胁，

"深信所有国家有必要按照一九七七年四月 

十四日第 405(1977 )号决议第 1 0 段的规定进行合 

作，收集更多关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入侵贝 

宁人民共和国的雇佣军的资料，

" 1 . 重 申其第 405(1977 )号决议，其中除其 

他规定外，注意到特派团的报告并强烈遭责一九 

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对贝宁人 g 共和国进行的武装 

侵略行为，以及对会员国内政的一切形式的外来 

干预 , 包括利用国际雇佣军去破坏各国的安定和 /  
或侵犯各国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

" 2 . 注意到第 S /1 2 4 1 5号文件所载估计损  

害的报告；

" 3 . 要求所有国家密切合作，以便按照第  

405(1977 )号 决议 第 1 0段的规定收集同一九七七 

年一月十六日事件有关的所有雇佣军的一切有用 

资料；

" 4 . 注意到贝宁政府希望依法处置参加一 

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对贝宁人民共和国进行攻击  

的部队的雇伽军；

" 5 . 吁请所有国家和一切有关的国际组织，



其中包括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协助贝宁弥补侵 

略行为造成的损害；

" 6 . 请秘书长 向 贝 宁 提 供 执 行 本 决 议 第 5 
段所必需的一切援助；

" 7 . 弁请秘书长密切注意本决议的执行情 

况，特别是第 3 、 4 、 5 和 6 段的执行情况，至 

迟于一九七八年九月三十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 

告；

" 8 . 决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
412. 在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二  0 四九次会 议上， 

主席征得安理会同意，应安哥拉、赤道几肉亚和莫桑 

比克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4 1 3 . 主席提请注意贝宁、阿拉伯利比亜民众国 

和 毛 里 求 斯 提 出 的 决 议 草 案 的 订 正 案 文 (S/12454 / 
R ev.D o

4 1 4 . 安理会继缕辩论，所取了莫桑比克、安哥 

拉、赤道几内亚、 中国、巴基斯坦、委内瑞拉、印度 

和巴拿马代表的发言，主席也以阿拉伯利比亜民众国 

代表的身分发了言。

4 1 5 . 主席说， 由于没有任何人反对，他就宣布 

S /1 2 4 5 4 /R e v .l号 文 件 内所 载的 订正 决议 草案 遗过  

了。

决定：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二 0 •四九次 

会议上，未经表决通过了  -'k议草業（S 112454IRexK l) , 
成力第 41 9(1977)号次议。

4 1 6 . 第 419(1977 )号决议全文如下：

" 安全理事会，

"听取了贝宁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 

发言,特别是关于雇佣军进行侵略的威胁的说明，

"深为关切国际雇佣军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对 

较小国家所构成的咸胁，

"深信所有国家有必要按照一九七七年四月 

十四日第 405(1977 )号决议第 1 0 段 的 规 定 进 行  

合作，收集更多关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入侵 

贝宁人民共和国的雇佣军的资料，

" 1 . 重 申 其 第 405(1977)号 决 议 ，其中除  

其他规定外，注意到按照一九七七年二月八日第 

404(1977)号决议所设安全理事会派往贝宁人民 

共和国特派团的报告并强烈遗责一九七七年一月 

十六日对贝宁人民共和国进行的武装侵略行为， 

以及对会员国内政的一切形式的外来干预，包括 

利用国际雇佣军去破坏各国的安定和/或侵犯 各  

国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

" 2 . 注 意 到 S /1 2 4 1 5号文件所载估计损害 

的报告；

" 3 . 要求所有国家密切合作，以便按照第 

405(1977 )号决议第 1 0 段的规定收集同一九七七 

年一月十六日事件有关的所有雇佣军的一切有用 

资料；

" 4 . 注意到贝宁政府希望依法处置参加一 

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对贝宁人民共和国进行攻击  

的部队的雇佣军；

" 5 . 吁请所有国家和一切有关的国际组织， 

其中包括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协助贝宁弥补侵 

略行为造成的损害；

" 6 . 请秘书长向贝宁提供执行本决仪第 5 
段所必需的一切接助；

" 7 . 请秘书长注视本决议的执行情况，特 

别 是 第 3、4， 5 和 6 段的执行情况，至迟于一九 

七八年九月三十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 8 . 决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

4 1 7 . 贝宁代表随后发了言。

C. 安全理事会后来收到的来文

4 1 8 . 贝 宁 代 表 一 九 七 八 年 二 月 九 日 来 信 (S / 
12557)说，为了纪念贝宁人民粉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 

六日武装侵略一周年，在贝宁的倡议下，于一月九日 

至十六日在科托努举行了声援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和 

国家周及雇佣军问题国际会议。信中附有下列文件： 

科托努宣言；关于雇佣军的总宣言；关于雇佣军的决



议 ; 就一九七七年在利伯维尔通过的《非统组织关于消 

除使用廣佣军的公约》向非洲各国元首和非洲统一组

铁 (非统组织）现任主席提出的特别动议；关于支接贝 

宁人民的决议 ; 声援非洲各个民族解放运动的宣言。

第 五 章  

乍 得 的 控 诉

A .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 

和召开会议的请求

419. 一 九 七 八 年 二 月 六 日 乍 得 代 表 来 信 (S /  
12554)转递了乍得外交和合作部部长二月四日关于乍 

得北部当前动乱情况的电报全文。他指控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进行侵略弁以军队占领乍得北部。 电报中 

说，利比亚当局存心动摇乍得政府，胺解该国，对于 

一九七七年七月在利伯维尔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  

会议的建议，全然置之不理，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已成 

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来解决乍得与利比亚之间的边界 

纠纷。

420 . 二月八日乍得代表来信 (S /1 2 5 5 3 )请 求主  

席紧急召开安全理事会，以便审查"目前由于利比亚 

的侵略以及乍得 -利比亚边境问题而在乍得北部造成 

的极为严重的肩势"。

421. 二月A 日乍得代表又来信 (S /1 2 5 5 5 )转递 

了乍得共和国元首同日的电报全文， 电报中指控，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拒绝参加有乍得政府代表出席的非 

统组织特设委员会中的任何讨论，并旦在外国人协助 

下，动员军队，从二月一日起，在法亚从事激烈的战 

斗。因此，乍得临时政府决定从二月六日起断绝乍得 

与利比亚的外交关系。

422. 二月十三日乍得代表来信 (S /1 2 5 5 8 )转递 

了二月八日乍得国家元首给派驻思贾梅纳的各外交使 

团团长的信件全文和二月十二日国家元首发表的声 

明，他在声明中宣布：如果在二月十六日以前停火生 

效，乍得政府将重新考虑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控诉。

423. 二月十四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来信 

(S /1 2 5 6 0 )指责乍得的控诉是毫无事实根据的。阿拉

伯利比亚民众国并没有卷入该国目前发生的内部斗 

争，尤其是乍得人民写乍得政权之间在北部和东部的 

斗争。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可由两国谈判解决，或 

者在非统组织的结拘以内加以解决。阿拉伯利比亚民 

众国永远欢迎非洲政治家为恢复利比亚和乍得之间的 

和睦关系而作的努力，并且同意参加二月七日在尼日 

尔召开的尼日尔、乍得、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等国外 

交部长的会议，但是，乍得当局反而中断乍得和何拉 

伯利比亚民众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B , 第二0 六0 次会议(一九七八年 

二月十七日）的审议经过

4 2 4 . 安全理事会在二月十七日第二 0 六 0 次会 

议上，无异议决定把下述项目列入议稱：

"乍得的控诉：

"一九七A 年二月 A 日乍得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1 K 5 3 )。"

4 2 5 . 主廣征得安理会同意，应乍得和阿拉伯利 

比亚民众国代表的要求，邀请他们，加讨论，但无表 

决权。

4 2 6 . 安理会开始审议这个问题，听取了乍得外 

交和合作部部长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的发言。

C. 安全理事会后来收到的来文和关于 

把本项目从安理会处理中的事项清 

单中删去的请求

427. 二月十七日网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来倩



( s /1 2 5 6 5 )说明为求改善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同乍得 

间关系的气氛而进行的接舰和努力。

428 . 二月十八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来信 

(S /1 2 5 6 8 )说，在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于的黎波里举  

行了苏丹、乍得、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之间的讨  

论之后，发布了一项三边联合公报，以及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与苏丹双边联合新闻公报，其副本随信转递 

安理会。

429 . 二月二十一日乍得代表来信 (S/12570)也 

转递了二月十八日在恩贾梅纳发表的乍得 - 利比亚 -  
苏丹联合公报全文。

4 3 0 . 联合公报倒数第 2 段中说，乍得代表团决 

定撤回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控诉，并设法恢复乍得同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外交关系。

431. 二月二十二日乍得代表来信 (S/12572)提 

及二月十八日乍得、利比亚、苏丹三国联合公报，同 

时遗知安全理事会主席说，乍得政府已决定不再坚持 

安全理事会审议它的控诉。

432. 二月二十二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来 

信 (S /1 2 5 7 3 )也提及二月十八日的联合公报，并且说， 

乍得已决定撤回控诉，并设法重新建立乍得和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因此，他假定，安全 

理事会已采取必要的措施，把 "乍得的控诉"项目从安 

全理事会处理中的事项清单中删去。

433. 二月二十三日，秘书长提请安全理事会各 

成员国注意上述两件来文，同时建议，如果到二月二 

十七日还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就应当把 "乍得的控诉 " 
这一项目从安全理事会处理中的事项清单中删去。 由 

于没有收到反对意见，该项目已从清单中删去。



第 二 编

安全理事会审议的其他事项

第 六 章  

接纳新会员国

A . 吉布提共和国的申请

4 3 4 . 秘书长以一九七七年七月六日的说明（S / 
12357 )分发了六月三十日吉布提共和国总统的来信， 

信中提出吉布提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并附有经他 

签 名的 一 项声明表示吉布提接受《联合国宪章》所载 

的义务，并庄严保证履行这些义务。

4 3 5 .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七月七日第二 0 二 0 次 

会议上依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五十九条的规定， 

将吉布提的申请发交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审议井提出 

报吿。

4 3 6 . 安理会在七月七日第二 0 二一次会议上审 

议了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的报告 (S/12359)。报告中  

说，委员会一致决定向安理会推荐接纳吉布提共和国 

为联合国会员国。

4 3 7 . 主席征得安理会同意，应埃及、埃塞俄比 

亚、加蓬、阿曼、索马里和也门代表的请求，邀请他 

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4 3 8 . 法国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并提出了一项决 

议草案 ( S / 1 2 3 5 8 ) ,提案国力贝宁、加拿大、中国、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印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 

里求斯、 巴基斯坦、 巴拿马、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 

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

4 3 9 . 安理会继续进行讨论，印度、委 内 瑞 拉 、 

联合王国、夢马尼亚， E 基斯坦、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贝宁、苏联、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美国、•加拿 

大、毛里求斯、 巴拿马、阿曼、加蓬、索马里、也门、 

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代表发了言，主席也以中国代表的 

身分发了言。

决定：安全《事会在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第二 0  
二一次会议上一政通过该决议草案（5/i2>55；S) , 成力 

第 4 i2 ( iS 7 7 )号决议。

4 4 0 . 第 412 (1977 )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审议了吉布提共和国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

请 ( S / 12357),

"向大会推荐接纳青布提共和国为联合国会

员国。"

B .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申请

4 4 1 . 秘书长以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一日的说明 

(S /1 2 3 6 1 )分发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观察员同 

一日期的来信，信中请秘书长尽早将关于越南社会主 

义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提交安理会。

4 4 2 . 安理会主席在七月十八日第二  0  二二次会 

议上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将越南社 

会主义共和国的申请发交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审议并 

提出报告。

4 4 3 . 七月十九日安理会第二 0 二三坎会议收到



委员会的报告 (s /1 2 3 6 7)。 报告中说，委员会决定 

向安全理事会推荐接纳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为联合国 

会员国。

4 4 4 . 主席征得安理会同意，应安哥拉、保加利 

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 

亚、圭亚那、匈牙利、印度尼西亚、 日本、老射人民 

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蒙古、菲律宾、波兰和斯里 

兰卡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445. 主席宣读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观察 

员的来信，信中表示希望在安理会举行表决后发言。主 

席并表示收到了七月十八日贝宁、中国、法国、印度、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求斯、巴基斯坦、巴拿马、罗 

马尼亚、苏 联 和 委 内 瑞 拉 代 表 的 来 信 (S /12365),信 

中要求让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丁伯诗先生有机 

会就此问题向安理会发言。 由于没有人反对，主席就 

表示将在讨论结束时邀请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发 

言。

4 4 6 . 主席并提请注意由贝宁、中国、法国、印 

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求斯、 巴基斯坦、巴 

拿马、罗马尼亚、苏联和委内瑞拉提出的决议草案  

(S /12366)。
4 4 7 . 随后，安全理事会开始进行辨论，法 国 、 

印度、苏联、罗马尼亚、巴基斯坦、美国、毛里求斯、 

巴拿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日本、圭亚那、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和老扼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发了 

言。

4 4 8 . 安全理事会在七月十九日第二  0  二四次会 

议上继续审议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的报告。

4 4 9 . 主席征得安理会同意，应阿尔及利亚、乍 

得、塞浦路斯、伊拉克、牙买加、马达加斯加、马里、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代表的请求，邀请他 

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4 5 0 . 加拿大、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贝宁、委 

内瑞拉、联合王国、保加利亚、阿尔及利亚、斯里兰 

卡、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 

尼西亚、蒙古、安哥拉、几 内亚、马达加斯加、南斯 

拉夫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了言。

4 5 1 . 在七月二十日第二 0 二五次会议上，主席 

征得安理会同意，应布隆迪代表的请求，邀请他参加 

讨论，但无表决权。

4 5 2 . 安理会于是结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听取 

了牙买加、古巴、乍得、塞浦路斯、伊拉克、马里和 

布廣迪代表的发言，安理会主席也以中国代表的身分 

发了言。

4 5 3 . 然后 , 安理会主席说，据他的了解，安理 

会各成员国已同意十一国决议草案 (S /1 2 3 6 6 )可以以 

协商一政方式通过，不必付诸表决。

决定：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第 

二 0  二五次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决议草案， 

成为第 4 2 5 a 5 7 7 )号决议。

4 5 4 . 第 413 (1977 )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孝理事会，

"审议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要求加入联合

国的申请 (S /1 2 18 3 ),

"向大会推 荐 接 纳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为联

合国会员国。"

4 5 5 . 安全理事会然后按照第二  0  二三次会议的 

决定，听取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的发言。

4 5 6 . 七月二十一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来  

信 (S /1 2 3 6 9 )转递了七月二十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 

驻联合国观察员的一封信，信中表示充分支持越南社 

会主义共和国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



弟 三 编

军 事 参 谋 团

第 七 章  

军事参谋团的工作

4 5 7 .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军事参谋团继续根据议事规则草案的规定执行 

职务，共举行了  2 6 次 会 议 ，但并未审议实质性的问题。



第 四 编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内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但未经安理会讨论的事项

第 八 章  

关于纳米比亚局势的来文

458.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主席和联令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一 

九七七年六月六日的来信 (S/12344 , P a r t l l) , 向秘书 

长 转 递 了 按 照 大 会 一 九七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第 31/ 
1 4 5号决议，于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 

马普托举行的支持津E 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国际会议  

所通过的《支持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的马普托宣 

言》及《争取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解放的行魂纲领》。

459. 特别委员会主席和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 

席一九七七年六月六日的来信 (S /1 2 3 4 4 /R ev .l) ,转递 

了国际会议的报告及附件。

4 6 0 . 秘书长七月十二日的普通照会 (S /12 36 4 ), 
转递了人权委员会于三月四日通过的有关特设专家工 

作组关于南部非洲的报告的第 6 A (X X X III )号决议全 

文，并提请注意该决议第 5 段。

461.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九月九日 

的来信 (S /12397) , 转递了该理事会于九月七日通过  

的一项声明，其中强烈遮责南非政府所作的决定把沃 

尔维斯湾割离纳米比亚，作为南非开普省的一部分直 

接治理。

462.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九月九日 

的来信 (S /12398) , 向秘书长转递了该理事会于九月 

七日通过的一项声明，其中强烈遮责南非政府据报有 

意于不久的将来在纳米比亚卡拉哈里沙漠的南非核设 

施进行核试验。

4 6 3 . 斯里兰卡代表十月五日的来信 (S/12412), 
转递了九月三十日在纽约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 

特别会议发表的关于南部非洲局势的一项声明，其中 

外交部长们对于南部非洲目前的爆炸性肩势表示了深 

切关怀。

4 6 4 . 秘书长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来信 (S /12468)， 
转递了大会于十一月四日通过的，关于南非非法占领  

纳米比亚领土所造成的肩势的第 3 2 / 9 D 号决议全文， 

并提请注意该决议第 3 2 段。

465.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十二月十四日 

的来信 (S /12491)转递了理事会于该日通过的一项声 

明，其中遗责南非政权据报逮捕了西南非民组的领导 

人和支持者。

466.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一九七八年四 

月四日的来信 (S/12631) , 向秘书长转递了理事会三 

月二十三日在卢萨卡举行的第二七六次会议上通过的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卢萨卡宣言》。

4 6 7 . 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联合 

王国和美国代表四月十日的来 -信 （S/12636) , 转递了 

一份解决纳米比亚局势的建议 '，以期按照安全理事会 

第 385(1976 )号决议，使纳米比亚取得独立。该建议  

认为，国际上可以接受的达成独立的过渡办法，其关 

键是按照安理会第 385(1976 )号决议的规定，在联合 

国发挥适当作用的情形下，在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整 

个纳米比 '亚举行自由选举。该建议指出，安全理事会



还需要通过一项决议，请秘书长任命一名联合国特别 

代表。特别代表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建立必要的条件，从 

而可以进行自由公平的选举和公正无私的选务。特别 

代表将得到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协助。

468.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四月十三日的来信 (S /1 2 6 4 5 ), 
转递了特别委员会当天通过的关于纳米比亚间题的协  

商一致意见全文。特别委员会在其中再次肯定它以前 

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和决定，并断然拒绝南非企图设 

置一个愧儒政权，强行所请内部解决办法的花招。

469.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四月十四日的来  

信 ( S / 1 2 6 5 8 ) ,以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证实： 由于安 

理会的西方成员国建议召开安全理事会讨论纳米比亚

问题，非洲国家集团于四月十三日召开了会议，弁一 

政同意，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样一个安全理事会会议是 

不合时宜的 „
4 7 0 . 南非代表五月二日的来信 (S /12678) , 转 

递了南非外交部长同日关于西南非洲问题的一封信， 

信中提到四月二十五日南非副常驻联合国代表曾交给  

秘书长一份南非总理当天在南非众议院所作的声明， 

宣布南非接受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成员国提出的建 

议。

4 7 1 . 秘书长五月四日的来信 (S/12696),向安全 

理事会主席转递五月三日大会第九届特别会议第十五 

次全体会议所遗过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 S - 9 / 2 号 

决议全文。

第 九 章

关于莱索托对南非的控诉的来文

47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一九七七年六月十 

五日的来信 (S /12349) , 通知秘书长该国政府已同意 

拨 出 5 0 万马克，为在莱索托大学就读的南非难民学生 

建筑住房之用。他又说，这笔款项是莱索托王国政府 

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于一九七七年H 月议定的一 

九七七年经济接助方案的一部分，也是他在一九七七 

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安全理事会审议 "莱索托对南非的 

控诉 " 须目时的发言中提到过的方案。

4 7 3 . 秘书长十一月九日的说明 (S/12438) , 转 

递了他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407(1977)号决议和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第 2 096 (L X III)号决议 第 1 0 (c )段的规定， 

于一九七七年九月派往莱索托的特派团的报告。这份 

报告说明自一九七七年一月、二月秘书长的第一个特 

派团前往访问后该国情况的变动。该报告详述了国际 

社会对秘书长四月十八日呼吁援助莱索托 (S/12325 )

所作出的响应，并提供了关于各个项目的进展情况的 

资料。

474. 莱索托代表一九七八年三月三日的普通照 

会 ( S / 1 2 5 8 2 ) ,转递了莱索托外交部的一项声明。声 

明中指控南非违反莱索托同南非之间现有的贸易、关 

税、劳工和旅行协定，特别是违反指定两国间十五个 

入境地点的一九七三年劳工协定，单方面封锁了莱索 

托同南非的特兰斯凯地区接壤的东南方边界，企图使 

特兰斯凯班图斯坦得到默示承认。

4 7 5 . 南非代表四月三日的来信 (S/12627) , 转 

递了南非外交部长同日发出的答复架索托外交部长来  

文的一封信。南非外交部长说，南非政府对属于一个 

主权、独立国家—— 这里指的是特兰斯凯共和国一一 

内政管辖范围内的事项，并无管辖权。他又说，所称 

南非封锁了东南方边界，完全与事实不符。



第 十 章

博茨冗纳政府控诉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侵犯其领土主权的来文

476. 秘书长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的说明 

(S /12421),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406(1977)号决议第 8 段 

的规定，转递了他于九月派往博茨瓦纳的特派团的报  

告。报告叙述了自从第一个特派团于二月前往访问以 

后所发生的变化，并且详细地叙述了国际社会对秘书  

长呼吁接助博茨瓦纳的响应，以及个别项目所获得的 

进展。报告也指出了各项目的一些变动和需要的援助。

477.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博茨瓦纳代表的普通 

照会 (S/12580) , 请秘书长注意关于南罗得西亚非法 

政权最近对博茨瓦纳进行攻击因而造成了生命和财产  

的损失的情报。照会中说，这次攻击是在博茨瓦纳的 

境内，而且是在博茨冗纳方面没有作出任何挑畔的情 

况下发动的。

第 十 一 章

关于西撒哈拉局势的来文

478 . 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毛里塔尼亚代表的来  

信 (S /1 2 3 6 0 )指控说，阿尔及利亚出钱的雇佣军于七 

月三日再次袭击毛里塔尼亚的首都，造成了平民的伤 

亡，七月七日又发生了企图暗杀毛里塔尼亚驻巴黎大 

使的事。

4 7 9 . 七月二十八日阿尔及利亚代表的答复 (S / 
12374)说，毛里塔尼亚不断受到撒哈拉人民解放力量 

的打击，受到损失，一直想把阿尔及利亚牵连进去。

4 8 0 . 十月二十八日毛里塔尼亚代表的来信 (S / 
12430)说，十月二十五日，在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恵 

弁在阿尔及利亚军队的直接参与下，负责毛里塔尼亚 

铁路维修工作的 26名铁路职工，其中包括两名法国国 

民，被劫持为人质。他并指控说，一九七七年五月，毛 

里塔尼亚国家工业和矿业公司聘请的六名法国国民， 

和三名毛里塔尼亚公民，被劫持为人质，他们目前还 

在阿尔及利亚境内。

481.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阿 尔 及 利 亚 代 表 的 来 信  

(S /1 2 4 3 1 )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说，西撒哈拉问题要达 

成和平、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哨一合理的可能的办法 

就是执行大会关于让撒啥拉人民切实行使他们不容剥  

夺的自决权利的各项决定。

4 8 2 . 十 一 月 九 日 阿 尔 及 利 亚 代 表 的 来 信 (S /

1 2 4 4 2 /R e v .l ) ,转递了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的一封信， 

表示阿尔及利亚政府对西撒哈拉问题的发展深为关  

注。又说，由于西撒哈拉问题未能找到公正持久的解 

决办法，所以继镜不断引起撒哈拉人民与摩洛哥、毛 

里塔尼亚占领部队的武装冲突。

483. 十一月十日毛里塔尼亚外交部长的来信 

(S /1 2 4 45 )说，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信中所说的一番 

话，正表现了阿尔及利亚对毛里塔尼亚和摩洛哥推行 

的侵略和悄吓政策。

4 8 4 .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摩 洛 哥 代 表 的 来 信 (S/ 
12455) , 转递了摩洛哥外交事务和合作部部长的一封 

信，指控阿尔及利亚不断侵犯摩 '洛哥的领土完整，而 

所请波利萨里奧阵线不过是阿尔及利亚一手炮制的工 

具，使阿尔及利亚能够取代原来的管理国控制该领  

土。

485. 十二月二十一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 

的来信 (S /1 2 5 0 0 )指控说，法国空军的袭击在西撒哈 

拉制造了危险的局势，法国空军对居民使用了燃烧汽 

油弹和其他禁止使用的武器。

486.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里塔尼亚代表的来信 

(S /1 2 5 0 2 )指控说，阿尔及利亚的侵略政策在毛里塔



尼亚制造了非常紧张的局势，这种政策的特点是不断  

的军事袭击、劫持人质、政洽暗杀和竭力破坏毛里塔 

尼亚的经济设施。他并指控阿尔及利亚雇佣军和阿尔 

及利亚陆军对他的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袭击。

4 8 7 .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法 国 代 表 的 来 信 (S / 
1 2 5 0 3 ) ,答 复 了 阿 拉 伯 利 比 亚 民 众 国 的 来 信 (S /  
12500)。他说，利比亚的各项指控与事实完全不符，法 

国有责任保护在毛里塔尼亚协助该国发展的法国国 

民。

488. 十二月二十二日毛里塔尼亚代表的来信 

( S / 1 2 5 0 4 ) ,转递了毛里塔尼亚外交部长的一封信，其

中述及十二月二十日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的声明。毛 

里塔尼亚外交部长在信中指控阿尔及利亚以所请西撒 

哈拉问题为掩护 , 对毛里塔尼亚进行公然的军事侵略。

489 .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摩 洛 哥 代 表 的 来 信 (S / 
12537) , 转递了一月十八日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陛下 

的信，信中指控说，一月十一日，在摩洛哥坦坦省内 

跟离摩洛哥 - 阿尔及利亚边界五十公里的一条公路  

上，有两部民用卡车受到来 ê 阿尔及利亚的一队武装 

分子的攻击。两个平民被杀，其余的乘客被绑架， 目 

前还被拘留在阿尔及利亚境内。哈桑二世国王请求秘 

书长同非统组织主席共同努力，使被绑架的摩洛奇公 

民获得释放。

第 十 二 章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来文

490.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三日阿拉伯利比亚民 

众国代表的来信 (S/12372) , 转递了利比亚外交部长 

的一封电报，电报中指控说，七月二十一日清晨，埃 

及部队向两个利比亚村落展开了武装进攻，许多平民 

惨遭杀害，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还说，托布鲁克附 

近的利比亚空军基地受到埃及空军的轮番轰炸。

491. 七月二十四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的 

来信 (S/12373) , 转递了利比亚外交部长的另一封电 

报，指控埃及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频频袭击利比亚的非 

军事目标。有四个城市遭到轰炸，无辜平民大量丧生， 

医院和学校都被炸毁。

第 三 章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的来文

492.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三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的电报  

(S /1 2 5 5 9 )控 告 说 ，若干时日以来，一些不明国籍的船只和侦察机有系统地侵 

犯该国的领海和领空。他的政府得到的情报显示，外国雇佣军正准备入侵该国， 

因此，他要提请安全理事会主席注意这种局面的严重性。



第 十 四 章

关于帝坟局势的来文

493. 一九七七年九月三十日莫桑比克代表的来  

信 ( S / 1 2 4 0 8 ) ,向秘书长转递了 "东帝'次独立革命阵线 

常设政治委员会及东帝坟民主共和国政府 " 的来信，说 

印度尼西亚正在向东帝次发动新的进攻。还 说 东 帝  

次民主共和国 "拒绝了印度尼西亚的大赦提议。

4 9 4 . 十一月二十九日秘书长的来信 (S /12 469 ),

递交了十一月二十八日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东帝次问题  

的第32 /3 4号决议全文。在该决议中，大会遵照《联合 

国宪章》第十条第三项的规定,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东 

帝坟的严重局势 , 并建议安理会采取一切有效的步骤， 

执行其第 384 (1975 )号 和 第 389(1976 )号决议，以便东 

帝坟人民充分行使其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第 十 五 章

关于朝鲜问题的来文

495 .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美国代表的来信 ( S / 1 2 5 4 4 ) ,代表联合司 

令部转递了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七七年十 

二月十六日期间维持一九五三年停战协定的报告。报告中说 , 在这段期间内，军 

事停战委员会举行了三次会议，秘书处举行了两次会议。

第 十 六 章

关于太平洋岛晦托管领土的报告和来文

496.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秘书长的说明 

( S / 1 2 3 7 5 ) ,依照安全理事会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第 

70(194 9 )号决议第三段的规定，将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关于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期 

间太平洋岛崎托菅领土管理情况的报告转递给安全理 

事会各成员国。

4 9 7 . 托菅理事会关于太平洋岛睡托管领土的报  

吿 （所述期间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四日至一九七七年 

六月二十三日），以 S /1 2 3 9 0号文件送交安全理事会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年，特 别 补 编 第  

1 号》）。

498 .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七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圍联盟代表的来信 ( S / 1 2 5 6 9 ) ,转递了苏联常驻代 

表团的一项声明，指控美国作为大平洋岛购(密克罗尼

西亚 ) 托菅领土的管理当局，不但没有为领土的非殖民 

化而努力，反而实际上正在把托管领土改变为美国的 

属地，违反了托菅领土应作为一个单一实体看待的原 

则。声明中还说，管理当局以任何借口采取的事实上 

等于吞并托管领土的任何措施都是明显地违反了《联 

合国宪章》、《托菅协定》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 

立宣言》。它强调 ,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八十三条的规 

定，对诸如太平洋岛购之类的战略托管领土地位的任 

何改变，必须通过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才能作出。

499.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秘书长的说明 

(S /1 2 6 6 8 ) ,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70(1 94 9 )号决议第 3 段 

的规定，将美国政府关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至一九 

七七年九月一日期间太平洋岛晦托管领土管理情况的 

报告转递给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



第 十 七 章

关于加强国际安全的来文

500.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一日法国和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普遗照会 (S /12362) , 转递了 

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方同法兰西共和国 

总统一方在法国举行会谈后签署的三份正式文件。三 

份文件分别为：《法苏宣言》、《法国和苏联关于国际緩 

和的联合宣言》、《法苏不扩散核武器宣言》。文件中说 

明了两国对于某些世界问题的共同看法，希望扩大并 

增进两国间友好关系的共同愿望，加强国际缓和精神 

的重要性， 以及两国将不遗余力地设法防止核武器扩 

散的决心。

501. 一九七八年五月九日罗马尼亚和美利坚合 

众国代表的来信 (S/12698) , 转递了一九七八年四月 

十二日至十七日罗马尼亚主席访问美国期间，罗马尼 

亜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于一九七 

八年 K 月十三日签署的联合声明，表明了双方承诺将 

继续发展和扩大两国间关系的各项原则。

502. 六月八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的来信 

(S/32732) , 转递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六月八 

日就非洲的局势发展向各画派驻达累斯萨拉姆的使节 

发表的特别谈话。



附 录

•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安全理事会成员国

1977
贝宁

加拿大

中国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毛里求斯 

巴基斯坦 

巴拿马 

歩马尼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Üë合众国 

委内瑞拉

1978
玻利维亚

加拿大

中国

捷克斯洛伐克

法国

加蓬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科戚特 

毛里求斯 

尼日利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1Ê合众国 

委内瑞拉

二. 各成员国委派出席安全理事会的代表、 

副代表、候补代表和代理代表

下列代表、副代表、候补代表和代理代表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期间曾出席安全理事会：

贝宁a

托 马斯，博亚先生 

帕特里斯•洪加武先生 

伊萨贝尔，洪加武夫人 

阿波利内尔，阿歇米先生

玻利維亚b

马里奥，罗 廣 •阿纳亜先生 

富恩特斯，伊瓦?里斯先生

M 壬期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满。 

b任期于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开始。

加拿大

戚 廉 ，巴顿先生 

保 罗 ，拉普安特先生 

杰弗里，布鲁斯先生 

罗伯特，埃德蒙兹先生 

罗伯特•加拉格尔中校 

盖 伊 ，普拉蒙登先生 

弗罗娜•埃德尔斯坦女士 

罗伯特，福勒先生 

杰里米•金斯曼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赖亚力先生 

周南先生 

吴妙度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b

伊尔藍，胡林斯基先生 

兹登科，赫东奇卡先生 

伊日•斯拉尼納先生 

弗竺蒂谢克，佩 尼 日 卡 先 生  

米恪斯拉夫，耶日银先生

法国

雅 克 ，勒普雷特先生 

菲 利 普 ，于松先生 

米 歇 尔 ，朗尼耶-科南先生 

居 伊 ，斯卡拉贝尔先生 

皮埃 ; ，加里格-居荣诺先生

加连b

莱 昂 ，恩东先生 

让 ，巴蒂斯特，阿德米纳先生 

马塞东，歹 克 ，恩查巴•■姆巴先生 

热尔特律德，伊桑贝女士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吕迪格东•冯韦希马尔男爵 

抚尔夫 • 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先生 

菲利 •'海 纳 ，兰德曼先生 

汉斯 - 约阿希姆•弗尔高先生

印度

里克希 •贾帕尔先生 

萨阿德，哈什米先生 

萨尔门，海达尔先生 

勒梅什，穆利埃先生 

苏希尔，杜贝先生 

艾耶你先生 

沙香克先生

科威特b

阿布达拉，比谢拉先生 

阿布杜勒穆赫寐，态安先生

阿拉伯利比並民众国a

曼 苏 尔 • 拉 希 德 •基希亚先生 

阿 里 ，阿卜杜拉•贾伊德先生 

阿舒尔，萨阿德•本啥亚勒先生 

易卜拉欣，苏莱曼•扎拉特先生

毛里求斯

拾萝德，況尔特爵士 

拉 达 ，克里希納，兰普你先生 

帕东维兹 • 卡 西姆•霍森先生 

盖 伊 ，皮特琴先生

尼日利亚b

加 ;?K巴准将 

莱斯利，哈里曼先生 

格巴得博•乔治先生 

巴里尤•阿德耶米先生

巴基斯坦》

伊克巴尔，阿洪德先生 

纳塞姆，米尔扎先生 

胡尔希德，希德东夫人

已拿马a

* 尔 赫 ，伊留埃卡先生

迪迪莫，里奧斯先生

胡 安 • 安东尼奥，斯塔格先生

罗马尼亚a

扬 ，达特库先生 

奥雷你，格奥；̂1̂ 基先生 

杜米特鲁，塞*苏先生 

扬 ，戈里察先生 

彼 德 •弗拉齐努先生



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 列 格 ，亚历山德罗维奇 • 特罗3E诺夫斯基先生 

米哈伊尔，阿维尔基耶维奇，哈尔拉莫夫先生 

瓦连京，洛津斯基先生 

尤 里 ，福金先生

大不列颜及北爱尔兰联合工国

艾 弗 •里查德先生 

詹 姆 斯 •默里先生 

默 文 •布朗先生 

马歇尔先生 

拜厄特先生

理查 德 ，菲谢斯-沃克先生 

法富特先生 

巴蒂斯库姆先生

麦卡锡先生 

格伦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安得鲁，扬先生 

詹 姆 斯 ，伦纳德先生 

唐纳德•麦克亨利先生 

理查德，皮特里先生 

赫伯特，赖斯先生

妻内璃拉

西 蒙 ，阿尔维托，孔萨尔维先生 

鲁 文 • 卡皮奥，卡斯蒂罗先生 

玛丽亚 • 克莱门西亚，洛佩斯女士 

罗 伊 •查德尔顿先生

三 .安全理事会主席

下列代表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 

期间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

加掌大

咸 廉 . 巴顿先生（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三十日）
I

中国

陈楚先生（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至三十一日）

法国

雅 克 ，勒普雷特先生（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至三十一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吕迪格尔，冯韦希马尔男爵 (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至三十日）

印A
里克希 • 贾帕尔先生（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至三十一H )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拉希德，基希亚先生（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至三十日）

毛里求斯

哈罗德 . 沃尔特爵士  I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一日

拉 达 . 克里希纳 . 兰普尔先生 i  至三十一日）

尼日利並

约瑟夫，加尔巴准将 I  (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至 

莱斯利，哈里曼先生1 三十一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列格 • 亚历山德罗维奇，特夢亚诺夫斯基先生 

( 一九七八年二月一日至二十八日）

大不列颜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艾 弗 ，里查德先生（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至三十一日） 

美利坚合众国 

安 德鲁 • 扬先生（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至三十日）

委内端拉

鲁 文 ，卡皮奥 • 卡斯蒂罗先生（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至 

三十一日）

破利維亚

马 里 奥 . 罗 廣 • 阿纳亚先生（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至 

十五日）



四，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期间 

安全理事会举行的会议

会 议  i义 趙

第二 0 —三 次 塞 浦 路 斯 局 势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劫的报告 (S /  
12342 和 A d d.l)

第二 0 —四次莫桑比克的控诉：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国 

代 表 给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的 信 (S /1 2 3 5 0和 

A d d.l)

第二 0 —五次 

第二0 —六次 

第二 0 —七次 

第二 0 —八次 

第二 0 —九次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期

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

-九七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二 0 二 0 次 接 纳 新 会 员 国 ：

吉 布 提 共 和 国 要 求 加 入 联 合 国 的 申 请 (S /  
12357)

第二 0 二 一 次 接纳新会员国：

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关于吉布提共和国申请加 

入联合国的报告 (S /12359 )

第二0 二 二 次 接 纳 新会 员国 ：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要敢加入联 合 国 的 申 请  

(S/12183)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七日秘书长給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 (S/12252)
秘书长的说明（S/12361)

第二 0 二 三次接納新会员国 ：

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关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报告 (S/12367 )

第二 0 二 四 次 同 上

第二0 二 五 次 同 上

第二 0 二六次塞浦 路 斯 局 势 ：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387 )

■^九七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 

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

九七七年七月七日

**九七七年七月七日

-九七七年七月十八日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九日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九日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 

一九七七年八月三十一R



第二 0 二八次 

第二 0 二九次 

第二 0 三 0 次

议 超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二 0 三 一 次 同 上  

第二 0 三 二 次 同 上

第二  0 三 三 关 于 南 萝 得 西 亚 局 势 的 问 题 ：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S/12402)

第二 0 三 四 次 同 上

曰 期

-九七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九七七年九月一日 

^九七七年九月二日 

-九七七年九月九日 

■•九七七年九月十五日 

九七七年九月十五日

i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二 0 三 五 次 中 来 局 势 ：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秘书松关于联合国紧意部队的报告 (S /12416 )

第二  0 三 六 次 南 非 问 题 ：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給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12420 )

-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第二 0 三 七 次 同 上  

第二 0 三 八 次 同 上  

第二 0 三 九 次 同 上  

第二 0 四 0 次 同 上

第二0 四 一 次 S 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问题：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三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 

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123 99 )

■^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y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二  0 四 二 次 南 非 问 题 ：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420)

第二 0 四 三 改 同 上 .

第二 0 四 四 次 同 上  

第二 0 四 五 次 同 上  

第二 0 四 六 次 同 上

-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



第二 0 四八次

第二 0 四九次

第二 0 五 0 次 

(非公开）

i义 越

贝宁的控诉：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贝宁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124 37 )

同上

同上

审议安全理事会提究大会的报告草稿

0 期

，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4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第二 0 五 一 次 中 东 局 势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报告 

(S /12453)

-九七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二 0 五 二 次 南 非 问 题 ：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五日略麦隆联合共和国常驻 

联 合 国 代 表 敏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的 信 （S /  
12470)

第二0 五 三 次 同 上

第二0 五四次塞浦 路 斯 局 势 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劫的报告（S /  

12463 和 A dd.l)

第二 0 五 五 次 同 上

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第二 0 五 六 改 南 非 问 题 : ^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第二 0 五七次 

第二 0 五八次 

第二0 五九次

( a )

( b )

同上

同上

同上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加蓬、毛里求 

斯和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S/12538 )
秘书长的说明（S /12536 )

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九七八年一月三十日 

-九七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第二 0 六 0 次 乍 得 的 控 诉 ：

一九七八年二月八日乍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1 25 53〉

第二0 六一次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的问题：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上況尔特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 临 时 代 办 餘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的 信 (S /  
12578)

^九七八年二月十七日

i 九七八年三月六日



第二 0 六三次 

第二0 六四次 

第二 0 六五次 

第二0 六六次 

第二 0 六七次

议 超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日 期

-九七八年三月七日

九七八年三月八日 

-九七八年三月九日 

九七八年三月十日 

-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 

-九七八年三月十四日

第二 0 六 八 次 赞 比 3E的控诉：

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12589 )

第二0 六 九 次 同 上

第二 0 七0 次 同 上

-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

-九七八年三月十六日 

-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

第二 0 七 一 次 中 东 局 势 ：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12606 )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607)

-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

第二 0 七二次 

第二0 七三次 

第二 0 七四次

同上

同上

同上

-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 

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 

九七八年三月十九日

第二  0 七 五 次 中 东 局 势 ：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606 )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126 07 )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425(1978) 号决议执 

行情况的报告 (S /12611)

i九七八年三月十九日

第二 0 七 六 次 中 东 局 势 ：

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S /126 75 )

-九七八年五月三日

第二 0 七七次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

一九七八年五月五日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126 90 )

■■九七八年五月五日



议 題

第二  0 七 九 次 中 东 局 势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脑观察员部队的报告 

(S /12710 )

第二 0 八 0 次 塞 浦 路 斯 局 势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 (S /  
12723 和 A d d .l)

第二 0 八 一 次 同 上

曰 期

九七八年五月六日

-九七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

一九七A 年六月十六日

五 .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八年六月 

十六日期间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号数 通过日期 标  超

411(1977) 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 莫桑比克的控诉

412(1977) 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 接納》会员国加入联合国 (吉布提 )
413(1977)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 接納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越南）

414(1977)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五日 塞浦路斯周势

415(1977)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关于南萝得西亚局势的问题

416(1977)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中东局势

417(1977) 一九七七年+月三十一日 南非问题

418(1977)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 南非问题 ’
419(1977)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贝宁的控诉

420(1977)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中东局势

421 (1977)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 南非问题

422(1977)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塞浦路斯局势

423 (1978)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四日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的问题

424 (1978)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 赞比亚的控诉

425(1978)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九日 中东局势

426(1978)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九日 中东局势

427(1978)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日 中东局势

428(1978) 一九七八年五月六日 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

429(1978)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中东局势

430(1978)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十六日 塞浦路斯局势



六.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八年六月 

十六日期间安全理事会各附属机构的会议

曰 期会 议

1. 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

第六十次  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

第六十〜次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八日

2. 安全理事会按照关于南罗得西亚问題的 

第255a£IÇS)号决议谈立的委员会

第二九三次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一日

第二九M 次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第二九五次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第二九六次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第二九七次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三日

第二九八次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曰

第二九九次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日

第三 0 0 次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第三 0 —次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一日

第三 0 二次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三 0 三次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A 日

会  议

第三 0 四次

第三0 五次 

第三 0 六次 

第三 0 七次 

第三 0 八次 

第三 0 九次 

第三一  0 次 

第三一一次 

第三一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曰 期

-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九七八年三月二日 

■^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九七八年三月三十日 

九七八年四月六日 

-九七八年四月十四日 

-九七八年五月五日 

■•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 

-九七八年五月十八日

3 . 安全遂事会关于南非问题的第421 
(1977)号决议所谈委员会

-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九七八年四月五日 

九七八年五月五日

七. 军事参谋团代表、主席和主任秘书

A. 代表

—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入年六月十六日

中国代表因

徐毅民先生，陆•军代表兼代表团团长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冯烈称先生，海军代表 

李志鸿先生，空军代表 

黄宝祥先生，代表团团长助理 

侯德生先生，代表团秘书助理

一九七七年六月千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至现在 

66



法国代表团

弗里科德 - 夏纽陆军准将 

莫比欧陆军准将 

肖兰空军中校 

德K 维尔空军上校 

德布雷海军中校 

富尼埃陆军中校 

贝尔热陆军中校 

杜布瓦陆军中枚 

苏联代表因 

沙库金海军少将 

契尔尼舍夫上校 

沃罗贝耶夫中校 

科瓦尔中校 

埃弗雷莫夫中校 

联合工国代表因

罗 洛 ，佩因陆军上将 

哈利戴海军少将 

伯戈因海军少将 

豪斯顿陆军准将 

豪利特空军准将 

戴维斯空军上枚 

钱德勒空军上枚 

巴恩海军上枚 

巴伯陆军上枚 

莫特拉姆海军陆战队上枚 

布鲁斯特海军陆战队上枚 

道内陆军少校 

哈特海军少校 

美国代表因 

克里奇空军中将 

菲什空军中将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四日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四日至现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八日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八日至现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九日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七月二十六日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九日至现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至现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九月九日 

一九七七年九月九日至现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三日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至现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二日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至现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 

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至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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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海军中将 

克劳海军中将 

迈耶陆军中将 

加拉格你空军上校 

柯克空军上校 

琼斯陆军上枝 

利德尔海军上按

■^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八月二十三日 

■^九七七年八另二十三日至现在 

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七月一日 

-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至现在 

-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B. 会议主席和主任秘书 

—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

会 议

第八三五改

曰 期

-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八三六次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

第八三七次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第八三八次 

第八三九次 

第八四 0 次

九七七年八月四日 

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曰 

九七七年九月一日

主岸和主任秘书

加拉格尔空军上授 

琼斯陆军上梭

代表团

美国

檢毅民先生，陆军代表兼代表团团长中国 

李志鸿先生，空军代表

徐毅民先生，陆军代表兼代表团团长中国 

冯烈® 先生，海军代表

第八四一次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五日

第八四二次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八四三次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三 0

第八四四次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八四五次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曰

第八四六次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第八四七次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

弗里科德 -夏纽陆军准将

弗里科德 -夏纽陆军准将

洗罗贝耶夫中檢 

埃弗雷莫夫中校

契尔尼舍夫上按 

埃弗雷莫失中校

契东尼舍夫上校 

埃弗雷莫夫中校

豪斯顿陆军准将 

钱德勒空军上校

戴维斯空军上校 

巴恩海军上校

克劳海军中将 

利德尔海军上校

柯克空军上授 

利德^海军上校

法国

法国

苏联

苏联

苏联

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 

美国

美国

徐毅民先生，陆军代表兼代表团团长中国 

黄宝祥先生，代表团团长助理



第八四八次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徐毅民先生，陆军代表兼代表团团长 

冯烈蒸先生，海军代表

中国

第八四九次一九七八年一月五日 富尼埃陆军中枚 法国

第八五0 次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九日 杜布瓦陆军中枚 法国

第八五一次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 沃罗贝耶夫中校 

埃弗雷莫夫中校

苏联

第八五二次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六日 妖萝贝耶夫中校 

埃弗雷莫夫中枚

苏联

第八五三次一九七八年三月二日 巴恩海军上校 联合王国

第八五四次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六日 罗 洛 ，佩因陆军上将 

钱德勒空军上校

联合王国

第八五五次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日 豪斯顿陆军准将 联合王国

第八五六次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三日 柯克空军上校 

利德尔海军上枚

美国

第八五七次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克劳海军中将 

利德尔海军上校

美国

第八五八次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 徐毅民先生，陆军代表兼代表团团长 

侯德生先生，代表固秘书助理

中国

第八五九次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李志鸿先生，空军代表 

黄宝祥先生，代表团团长助理

中国

第八六 0 次一九七八年六月八日 弗里科德 -夏纽陆军准将  

杜布瓦陆军中校

法国

八.安全理事会处理中的事项清单

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十一条，每一历年年初，编印安全理事会处理中的全部项目清单。一九七七年一月五曰 

发表的清单载于 s /1 2 2 6 9号文件，一九七八年一月九日发表的清单载于S/1252 'O号文件。

A . 截至一九七入年六月十六日，安全理事会处理中的 

事项清单如下：

4 . 全面管制和裁减军备，以及关于联合国武装郁队的情 

报。

1. 根据宪章第四十三条的特别协定和组织武装部队供安 

全理事会调遣。

2 . 安全理事会议事规则。

3 . 军事参谋固的规程和议事规则。

5 . 埃及问题。

6 . 安全理事会表决程序。

7. 依照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就太平洋 

岛购战略性托管领土提出的报告。

8 . 接纳新会员国。



9.

0.

2 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巴勒斯坦问题。

印度 - Ë 基斯坦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海得按E 问题。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兰西共和国、联 合 王 国 和  

美利 iE合众国政府给秘书长的同文遗知。

原子能的国际管制。

台湾 < 福摩萨 ) 遭受武装侵狙的控诉。

中国领土遭受空军轰炸的控诉。

呼吁各国加入并批准禁止使用细茵武器的一九二五年 

日内瓦议定书的问题。

请求调查指控的细茵殷的问题。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泰国驻联合国代理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九日危地马拉外突部校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电报。

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美利合 ;0: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新西兰代表就中国大陆近岸 

若干岛 陆 地 区 敌 对 行 ^^问题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 

表就美利坚合众国在中屬台湾地区和其他岛姆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行力的问题拾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

埃及政府以片面行动结束一八八八年《苏 伊 士 运 河 公  

约》所确认并完成的国际管理苏伊士运河制度所造成 

的局势。

一些国家，特别是法国和联合王国，对埃及采取的行 

动，此项行动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且严重违反联 

合国宪章。

匈牙利局势。

埃及政府给予阿尔及利亚叛军的军事援助。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挨 S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

1九五八年二月二十日苏丹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29.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 

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提出的校诉，标 题 是 采  

取紧急措施制止美国军用飞机携带原子弹和》 弹向苏 

联造境飞行"。

30. 秘书长就老扼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九五九年九月四日 

照会转递的老扼王国政府外交部长来信提出的报告。

31. —九六0 年三月二十五日阿富汗、缩甸、束浦寨、锡 

兰、埃塞俄比亚、马 来 亚 联 邦 、加 纳 、几 内 亚 、 印 

度、印度尼西亜、伊朗、伊拉宽、 日本、约旦、老扼、 

黎巴嫩、. 利比里亚、利比亚、摩洛 骨 、尼泊尔、巴基 

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泰国、笑尼斯、土 

耳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也门等国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32. —九六 0 年五月十八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 

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

33. 一九六0 年五月二十三日阿根廷、锡兰、厄瓜多尔和 

突尼斯结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34. —九六0 年七月十三日联合国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

35. —•九六0 年 七 月 + — 日古巴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

36. —九六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古巴外交部長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37.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日利比里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

38 .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阿富汗、缠旬、柬浦寨、赂 

麦嘆> 中非共和国、锡兰、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 

果 （利奥波德维尔）、塞浦路斯、达荷美、埃塞俄比亚、 

马来亚联邦、加蓬、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 

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 日本、约旦、老披、黎 

巴嫩、利 比 里 亜 、利比3E、马达加斯加、写里、摩洛 

哥、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 

伯、塞内加尔、索马里、苏丹、多哥、突 尼斯、阿按 

伯联合共和国、上抚东特、也门和南斯拉夫等国代表 

拾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39. 科咸特对伊拉克咸胁科咸特领土独立所造成的势将危 

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的局势所提出的控诉。伊拉 

克共和国政府对联合王国武装戚胁其独立和安全所造 

成的势将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的局势所提出的 

控诉。



40.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古巴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41.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古巴常 

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 

三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别常驻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4 2 . 塞内加尔的控诉。

43. 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海地共和国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电报。

4 4 . 秘书长就有关也门的发展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

4 5 . 关于葡菅领土局势的问题。

46. 南非共和国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南非种族冲 

突问题。

4 7 .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的问题。

48.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巴拿马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

49. 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也门副常驻代表兼临时代办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5 0 . 关于柬浦寨的领土及平民遭受侵略的控诉。

51. —九六四年八月四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52. 一九六四年九月三日马来西亚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

53. —九六四年九月五日希腊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和一九六四年九月八H 希腊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54. 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土耳其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

55.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下列国家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 柬浦寨、中 

非共和国、刚 果 （布拉柴维尔 ) 、达荷美、埃塞俄比亚、 

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 

毛里塔尼亚、索 马 里 、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 

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

56. —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57. 一九六五年五月一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58.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59.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联☆王国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6 0 .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控诉。

6 1 . 中东局势。

6 2 . 納米比亚局势。

63.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64.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  H 海地临时常驻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65 .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 

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66.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加拿大、丹麦、法国、巴拉 

圭、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代 

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6 7 . 赞比® 的控诉。

68.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八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6 9 . 几内亚的控诉。

7 0 . 依 照 《宪章》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召开安全理事会 

定期会议的问题。

7 1 . 劫持商用飞机事件日益增多所造成的局势。

7 2 . 印度 - 巴基斯坦次大陆的局势。

73.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阿尔及利亚、伊 拉 克 、阿拉伯 

利比亚共和国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7 4 . 非洲统一组织所提安理会在某一非洲国家.首都举行会 

议的请求。

75. 审议安全理事会目前处理的同非洲有关的各项问题并 

实施其有关决议。

7 6 . 审议依照《宪章》的规定和原则，维持并加强拉丁美洲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措施，



7 7 . 古巴的控诉。

7 8 . 召开拟议的中东和平会议的安排。

7 9 . 伊拉克关于该国与伊朗边境上所发生事件的控诉。

8 0 . 塞浦路斯局势。

8 1 . 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8 2 . 关于西撒哈拉的局势。

8 3 . 帝次局势。

84.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冰岛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8 5 . 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

8 6 . 科摩罗局势。

8 7 . 法国和索马里关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四日事件的来信。

8 8 . 莫桑比克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条就该国充分执行 

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决定对南罗得西Æ 实 施 制 裁 所  

引起的局势而提出的请求》

8 9 .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请求审议被占领阿拉 

伯领土最近事态发展所引起的严重局势。

9 0 . 肯尼亚代表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就南非对安哥拉人民 

共和国的侵略行为提出的控诉。

9 1 .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肩势。

9 2 .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间题。

9 3 . 南非肩势：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在索韦托和其他地区进  

行的屠杀和暴力行为。

9 4 . 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毛里求斯总理就以色列对乌干 

达共和国发动的 "侵略行为 "提出的控诉。

9 5 . 赞比亚对南非的控诉。

9 6 . 希腊对土耳其的控诉。

9 7 . 莱索托对南非的控诉。

9 8 . 博茨瓦纳政府关于其领土主权受到侵犯对南罗得西亚 

非法政权的控诉，内容载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博茨瓦纳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9 9 . 贝宁的控诉。

1 0 0 . 南非问题。

1 0 1 . 莫桑比克的控诉。

1 0 2 . 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

B. 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入年六月十六日 

期间，安全理事会处理中的事项清单中增列了项目 

101 和 102。
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七日第二0 六 0 次会议根 

据乍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1 2 M 3 )在 

其议程上列入 "乍得的控诉 " 这 个 项 目 。由于一九七八年二月 

二十二日乍得常驻代表的来信（S /12 57 2)和阿拉伯利比亚民 

众国常驻代表的来信 ( S / 1 M B )提出的要求， 秘书长征得安全 

理事会同意，从安全理事会处理中的事项单中删去这个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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