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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国政府牧到的文件 

芬 兰

〔原件：英文〕

( 1986年 8 月6 曰）

1 . 关于安全慨念的研究（A/40/553 , 附件）全面分析了安全的各种慨念。 

正如该项研究充分承认的，安全的慨念包括很多不同的因素，例如军事能力、经济， 

社会和技术发展以及政治合作，包括国际组织的作用。 大家一致接受的一种看法 

是，国家之间在国际场所、在特定情况下如何配合这些不同的因素，一方面减少不 

安全和创造安全，另一方面进行合作；这份研究也反映了这小看法。

2 . 这份研究目前对当前世界的安全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慨览0 研究 

清楚地阐明一项事实是：安全是一♦ 相对的、而不是一♦ 绝对的名词0 由于这份 

研究本身的笼统性质，很难利用它作为理解任何具体的国际安全问题的指南。 因 

此，采用研究列举的某些间题领坡作进一•步和更，细的审查可能是报有用的。

3 . 其中的一♦ 问题领城也许是威慑的慨念。 这是安全的基本极念之一；对 

于这♦ 慨念，即使是最基本的定义和看法都会引起♦ 论。 然而，威慑慨念（不管 

是核子威慑或常规的威慑）成为当今安全考虑的重点。 因此，在联合国的倡议和 

赞助下对威慑的各种概念进行一*项研究可能是极有价值的。 研究的成果将成为大 

家有关常规和核子威慑的基本定义和慨念的一项广泛接受的标准，对于国际关系的 

执行者或学者很有用处。

4 . 此外，也许值得另外审查安全概念较重大的一些成份，首先从研究本身称 

为 " 绝对必要和最追切" 的问题、即裁军问题做起。

5 . 接着的任务应当是处理一些严重性较小、但完全不能忽视的问题，例如经 

济不平等、人口过多和环境的问题0 应i 鼓励联合国各♦特别组织在理论上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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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处理其有关领城的问Mo 在 将 来 某 一 段 ，可以把它们的评论并入有关整 

体安全慨念的一份全面深入研究内。 '

6 . 为了解不安全现象所作的一切努力肯定值得称赞，并值得所有会员国的细 

心注意。 '

美利坚合众国

〔原件：英文）

C 1986年9 月4 日〕

1 - 关于安全慨念的研究（A/40/553 , 附件）包括了一些有效的意见0 举 

例说，研寒正确地指出， " 为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各国必须严格遂守《联合国 

宪章》的基本规则研究还提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意见，认为" 对于常常引起核 

武暴和常规武器领域竞泰的国际紧张局势和敌对行为的根源不首先进行分析和采取 

有效措施，就不能切实地解决战♦ 威勝的问题； " 安全政策，…，…必须有效地解决安 

全的军事因素和非军事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更广泛^ 更复杂的问题"。

2 . 然而，遗憾的是，大部分的研究不符合这塵基本原则。 报告认为裁军是 

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或不和的根源、而不是一項征兆，而军备管制和裁军措施往往 

被说成是根治世界所有灾祸主要手段。 此外，长期建议的军备管制措施目录几乎 

完全着重两个主要核大国和两个主要的联盟所采取的这些措施0 和联合国在裁军 

方面的多数研究那样，上述研究报告只是顺带提及其他一些国家累积的武器，很少 

注意这种现象对国际安全造成的影响或防止这种现象的方法。 该研究报告指出自 

1 9 4 5 年以来约发生了1 5 0 次武装冲突，丧生的人数达1 6 0 0万至2 5 0 0 

万人，可是，报告忽略了一项生动的事实：绝大多数这些战争（有些还在打下去） 

是不结盟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的。 报告正确地指出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可是 

相互依存是一条双行道：虽然主要大国的政策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对于所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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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政策对国际稳定产生的參响应负的责任也要进行严常的分析。

3 . 研究报告要讨论的主要题目是安全慨念，可是也没有顾及一些基本的事实, 

而这些事实是对这小复杂问题进行任何刻观和有意义的研究必须证实的。

4 . 在说明和平共存慨念方面，研究报告完全忽视了该概念的主要倡议人对该 

慨念所作的理解* 根据这项广为流传的理解，和平共存只适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 

的关系；和平共存并不是要制止持续的" 意识形态斗争" ，正好相反，它是要加强 

这种斗争。 然而，在理论上和在行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和平共存的慨念不允许思 

想的自由竞♦ , 而且" 意识形态斗争" 只能够是一单行轨道—— 即扩大该概念的 

倡议者主张的正是制度已有的领城《 历史已经证明，在该范围内的各国人民要改 

变政治和社会的任何企图都受到扼杀，如果认为有必要，还采取武装干涉的手段； 

外界对这些变革的任何支持甚至同情被指责为对▲些国家内政的干涉。 因此，和 

平共存慨念的标榜者所理解和实行的和平共存根本是一边例的。 它不是一♦安全 

概念，而是说明了一扩张主义大国如何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对一>î"本身狠可责 

的慨念加以歪曲和利用的一♦ 庸俗的例子。

5 . 和该报告有关章节给予的印象剛好相反的是,不结盟不一定反映一共同的 

安全慨念《 —些国家虽然自称不结盟，可是与其中的一小超级大国有密坊关对 

很多的有关的慨念质疑的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区城和全球的势 

力均势， 以及从可信的核威慑中间接得来的利益《 狠明显的劣一点是- 有些不 

结盟国家主张区城军备管制，很多其他一些不结盟国家则坚决反对》 不结盟国家 

之间发生的大量长期的武装冲突最生动地证明了一项事实：不结盟国家之间的安全 

利益和慨念不但不同，甚至还可能互相抵触《

6 . 研究报告主张各国应当争取共同的安全》 根据定义，共同安全需要各国 

在一般的观点和政策上取得高度的协调一致0 如果能够达到协调一致，共同安全 

是自然的成果，有关各国再也不必为了互相防犯而武装自S o . 然而，这些国家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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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要注意维持有效的防i 能; 这点证明，它们有必要防犯来自其他方面的潜在的 

危险。 在报告正确地指iB安全概念受到一系到因素的參响—— 政治的、军事的、 

意识形态的、经济的、文化的=，…，…。 如何协调所有这些领域各种不同，但有时甚 

至大相道庭的目标、价值、做法和传统是一♦ 极为复杂和棘手的问题P 然而，要

使各國争取共同安全的行动成力一项切实可行的办法, ,首先必须解决这小问题0 象 

报告郷样轻视这小基本问题只能增加幻想，无助于达到一♦更和平和安全世界的目 

板

7 . 人权也许是各国在政策和做法方面差别最明显的一♦ 领城0 报告适当地 

承认侵犯人权对国际安全产生的不良影响。 然而，报告对该重大问题进行的讨论 

和作出的建议是有狠大的选择性的。 种族赐离做法是可鄙的，然而不幸的是，这 

种做法不; 在这方面需要注视的唯一做法。 一份研究报告要达到客观，对于在阿 

富汗、安哥拉、埃塞饿比亚，束捕塞和尼加拉瓜等国家的其他大量侵犯人权的情况 

及其对国际安全造成的不度影响就不能保持碱默；对于《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某 

些签字国继续违反其人权条款的情况也不能视而不見》

8 . 美国在解释投票中指出，由于实性质和财务上的原因，美国反对大会要求 

进行关于安全慨念的研究的第SS/ISSH号决议。 虽然如此，美国毫无偏见地审 

查了完成的研究报告。 虽然上述意见并非详尽无遗，但确实反映了从审查中得出 

的基本结论：遗憾的是，这份研究报告仅仅证实了美国针对大会第40/1S2K号决 

议向秘书长表示的严重关注，上述决议涉及提和实行联合国在裁军领城的研究的 

方式。 美国希望在有关答复中提出的建议能够提高将来进行的这些研究的质量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