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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届会议

暂定临时议程项目一览表

项目 115份

联合国宪章专设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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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六月三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将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就联合国宪章问题给秘书长的信的
全文转递给你.

如蒙将所附的信的全文列入有关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临时议程的暂定议程项目一

览表项目 115的大会正式文件，予以分发，则不胜感激.

* A/I0000. 
75-11558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

格·契尔努申科(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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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

就联合国宪:!1问题给秘书长的信

联合国宪幸是联合国一切活动的政治和法佯基础，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及参与起草其宪章的一个国家，非常强烈反对

审查宪章，因为它深信，审查联合国宪车将对联合国的存在充满严重的威胁.

纺二次世界大战击败了法西斯主义一一苏联人民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一

引起了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巨大浪潮，那个浪潮迅速地弥漫全世界，并导致了全世界

和平力贵的巩固.

这不仅佼斜联合国的设立成为可能p 而且在爱好和平的力量对战争进行斗争，

和各族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上，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特别重要的是它也导

致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上最进步民主的原则的实际执行.

联合国宪章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决心，他们曾经亲身遭受到人类历史上最残忍、

最具毁灭性的战争一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一的一切恐怖，他们决心创造可靠的保证，

以确保不再重蹈世界大战的悲剧，保证每一个国家有主权按照它自己的希望，建立

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所有国家的努力，者13朝向在解决国际经济、社会、文化和人

边的问题上，取得广泛的合作.

宪章的起草是在冗长而极端复杂的谈判中进行的，在起草时，爱好和平的人们

设法在比章中就维持国际和平及所有的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问题列入一项

在根本上全新的声明.联合国先幸我入了国际法的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然有效.

这些原则最主要的包括:承认两种社会体系平等的原则，这项原则特别体现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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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左手￥常任王可事 i 的一致意见规则中，具有不同的社会体系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

原则;不干涉各国内政的原则;平等和主权原则 s 自决的原则;有义务以和平的

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所有方面以平等的基础进

行广泛的国际合作的原则.

联合囚究幸作了下列的规定:创造全世界先你安全体系，各国联合行动对

战争的成肋、和佼略行动进行战斗 ν 及保卫各族人民的和平与安全υ

联合国成立已经三十年了 ω 二十年来联合国的会员国已经在和平共处

的宪fit- 一正如人们常常如此称呼驮合国宪章一一的基础上，发展了多边的合

1fo 在这几十年中，你现全世界承认的国际法规章的联合国充军，已经完全

经受抖起时间的考 Jt，- ，而其执行已经对巩固和平的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

已斗l' 盼" I~;j 止和结束廿多因际冲突。 联合自机在的宪章的高友权威性，及其在

当代囚际生活的重大怒义和时效，已经由联合国根据宪章所通过的这些基本上

很主要的决定，捉供了显泣的祉明. 这些决定就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似立宣言，加弘国际安全宣言，关于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廷立友好关系及合作

之国际法原则宣言，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宣言，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决议，核准侵略定义的决议

及其他许多决议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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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近年来对于很广泛的不同问题，如限制军备竞赛.非殖民化、和平

利用外层空间、低护环挠、为发辰利用科学和技术，及其他许多问题，已经通过

的名项决反中，可以找到不J力的证据，证明联合国宪章具有巨大的潜在力量，伟

大的 1(.;-力，并且和现代世界息息相关.

11/:合 i11 元 fit中 iAI主要的规定，已逐渐反映在双边和多边的政府问条约和协定中，

立些条约和协定的目的在于在国际实践上巩固具有不同的社会体系的国家之间和

平共抖的原则，杭广级和的进程，发展及巩固和平与世界安全.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联合国会员用的数目在过去几十年来已经均加了两倍半多，

达些会员国都茧申川守宪竿，在一致 Jf1过的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宣言中，庄严

Jil心:告. "为达成本周年纪念之和平、正义与进步等目标，吾人32申誓忠联合

国究卒，矢志刷行宪幸所载义务。"

月二合 rQ 元年代有两项非常注耍的规定:一是采明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

后-s再iJit; 不JJ言之战祸 "j 另一支立明联合国必须"构氏一协训各国行动之中

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 和平是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朵夫心，最重视的，这

个卒实次火了以合问元茸的深刻 73义和它为我们汉个时代所发出的声音的力芳.0

三十年来人类已经免于世界大战. 这先爱好和平的力莹的伟大胜刑，人民

jidt越认识到它的意义. 兄t合国的义务，它的中心政治任务，是尽可能促进保

卫和巩固世界和平。

凡KJJ要化改元幸，和以各种估口提出各种"改革"和" ~/~进"的那些会员

i司，才liij止不i733%元13jill趋向于损守联合国这项重要工作。 它们完全忽视了不可

年辩的非实，即世界上过去三十年来教1主要的积极进展就是在现有的联合国宪章

下产生的.

赞成们订联合iij3ii幸的那些会员国，不钉怎样隐目前它们的立场，事实上都是

在反对比车的主与-规叉，尤其龙Jf)~合国安全妃半会常任理事|骂一致意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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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立足立在各国为保护世芥和平同联合努力的原则上面的，并且正朵这

个安全理事会(该机构有权代表联合国位周武力结持和平)的常任理事国一致同

;~!.的以贝IH二供了必要的你证，位任何国家或!]家 iA 团不能为自己的牟利目的而矛1]

J iJ联合ìJ的机构@ 鉴于在j个不同社会体系的存在，如果没有这项原则，联4国

{lviJ 动ji: 不能想象的. 如JFili:有安全程二;;会?ii任理事国一致同志的规则，帝国

主义者和 71丁队主义者便可旦无阻石iJ利用J!::'合国，作为粉梓民族ft!'f-放运动和镇压小

1:.1权利的武器.

在LJ 行和平的列宁主义外交吹元的时候，并以你现在月联关合固宪i车之中的一致同

7f川立:飞i:L以J卢L 贝则l川! 为才权i民(刊才l八心i

i氏飞〈飞(己; (的i内让利益 J 保卫了小田的合j拦法二去乞二乙，J;L/叫斗和矛利1] 益@ 一致阳意的规则也保证联合国会

Þì! 1 Ú 目已经{ft正当地权书，j J;;‘合国的 fJt 迫性/J;l则地加了.

I 此，安全理平会常任理丰田--~土同意的原则，对联合国所有的会员国都具

有立32jj: 义.

无可否认的，联合同的工作中曾经有过误用这个一二同意际则的'情芋"，当达

个L拟』卢川L吵呗呗y贝如川1;川;川l 被用二米;汪t让j边←豆t反究1竿严的目的♂和I口1 烬贝则l川l儿， 尤共j朵止用来支持充矶:民和科族主义改权自的V 时

10仪0民儿:L• ikbt川〈3jt{LU扒，八FVj{例夕刘j 子j走二安全骂王坦:R巳凹2斗夺i奸二会的三个千Wi扩j任垣2卒，.二:工L罔关于J衍1:忖;亏斗南非牙科卡族主义者驱运出

联合合、 I川?的古

公正f侨li~忏f亿f平L决的程序，也不位作为 jjfJ LJtJlji合国宪J_~咱J 正式千古口.

白似岁 Jùí 苏 fljj;7il二会主义共和阳 51.在求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匹亭国.毛坚信

J k r!l j )~:' þ;~ ~llj )1~1H代世JfWJ 不î({/执任之中让好的办法，它认为某些扮成审查克车的

IIJ 'ì~ JVi .t.'，~议的仁j[}幻jZ 止这个以则的任何办jjijjii 将损及JÐ::合 I司存在本身的壮础.

;;'''.11' 1 上 'li !l JYf i~t，的 -ìll~':l ;. )t/~ M. 示了白俄罗斯苏tiij矣社会主义共和闯关于这个问题

的 !ljJi二;r_J力， 一九七二年扎们在tJiiJiiL~ij 长和lif的复文中已经k 出这个立场;当

iiJ;iVilJ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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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开始其活动的当初白俄罗斯就积极公成严格并且完全遵守

联合国元幸以均强联合国的权威和效卒，所以，它觉得并没币对宪章进行

修订的布要."

在当前的怕孔之中，当 ):;-1 向级和的j;:1 势已经成为当代iL辰的主要特征，和

其名不同的社会体系的罔家之问和平共处的原则，在国际关系上越来越稳固，

当公正而和平的解决国际争端i 川和发辰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的夹有利条件正在

创造，当联合国已开始更有效地执行宪章所规定任务的时候一一在这种情况下

唯一的正矶程jli是件止讨论修订联合国宪章问题，并集中联合国的所有力量去

衍4决它所面临的问题.

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 11::申川意边守究幸作为联合国的基本文件，并且决心

严才:1jJ飞行究幸的支iL定，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权据宪章各别所通过的决议和基

本决定一'这些才是真正!ii11· 要做到的事--一一如果各国希望对柑加联合国在实现

究萃的崇高目的和原则方面的作用和效率作出实际贡献，并借此以有意义的方

式来纪念联合国创立三十周年的话.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