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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外交部长就第二个裁军十年的任务 

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

秘书长阁下，

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上支持了题为"考虑宣布八十年代为 

裁军十年 " 的决议。 苏联认为，这个十年的主要任务，在于保持、加强和进一步推 

展七十年代在裁減军备竞赛方面取得的积极成系，并促使这一领域的各项实际措施 

得到贯彻执行，八十年代应当是一个为持久和平而进行的斗争取得重大进展的十年。

被联合 Ê 宣布为第一个裁军十年的七十年代取得了某些积极成展具体地说， 

在禁止在海床洋底安置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在禁止细菌武器方面，以及在禁止 

为军事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方面，都缔结了国际协定；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和 

防止核战争方面也达成了协议- 在这段期间内，某些建立互信的措施已经在欧洲开 

始实行， 截军问题谈判的具体结构建立起来了，有多这的，也有双追的。第一次专 

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举行过了，会上作出了各项有用的决定；当 

前的任务就是确保这些决定得到落实。

七十年代裁军问题谈判的成果表明， 这一方面的真正措施是可行的，是可以得 

到落实的。 过去十年所取得的成某， 已经为朝向義减军备和裁军继续前进打下了十 

分坚实的基础。

但是，由于某些势力的反对， 军备竞赛仍然没有停止美国及其盟国继续在增 

加军事预暮更加危险的新型武器和武器新系统正在不断研制中，并且纳入这些国 

家的军备。 它们的武器库在数量上一直在增加。

值此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交，由于美国及其他一些北约组织成员国采取了镑 

坏缓和和加速军备竞#的行动， 世界局势更加严重了。

苏联认为，鉴于当前的国际局势，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应削弱，而应加

强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为巩固和平、消除战争威胁和在裁减军备竞泰和实现裁军方

)



哥这成具体措施所作的努力。 苏联的原则立场一直没有汝变：苏联准备在同其他国 

家共同商定的基础上， P艮制和禁止一切种类的武器。 当然，这不应使任何国家的安 

全受到减损。 而且这须以拥有这类武器的国家彼此完全对等为基础^

苏联赞成就范围广泛的各项问题进行谈列。 近年来在许多论坛开始进行，而目 

前又因种种理由被中断或推迟的，在双追基础上的这一领域的一切谈判，都应恢复 

举行并继续下去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国家提出了一项切实可行的措施方 

茶，其范围实际上包括了停止军备竞赛和实现截军的问题的一切方面，并指明今后 

几年应在哪些主要方面集中努力，具体地说，这些措施如下：

停止生产一^ 种类的核武器，并遂步裁减其储存，直到完全消除为止；立即为 

此目的开始进行有关的谈判，由一切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一定数目的未拥有核武器 

的其他国家参加。同时还应采取平行的措施来加强各国安全的政治保证和国际法律 

保证；

考虑到影响欧洲和世界的战络形势的所有因素，进一步限制和削减战略军务的 

数量，以及进一步从质量观点的限制；

缔结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定；

绩结一坂禁止放封性武器的条约；

采取进一步措施防止核武器扩散，并 为 目 的 ，各国普遍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

缔结一项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的公约； ’

缔结一巧不在目前没有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协定；

在世界各个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

限制然后减少在印度洋的军事活动，并在该地区建立和平区；

缔结一坂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

缔结一项禁止发展和生产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综合协定; 

缔结一项禁止生产、储存、发展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

停止发展具有巨大毁坏力量的新型常规武器；

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以及同他们有军事协定的盟国，达成故弃扩充军队 

和增加常规武器的协定；



限制出售和交送常规武器；

拟订一喷禁止或限制使用会造成过分伤番或有温杀遮伤作用的常规武器的国际 

协定；

所有尚未加入的国家一起加入现有的关于限制军备竞赛和关于裁军的协定；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以及其它重要军事国家，按绝对数字或按百 

分 tk削减军事预其；

达成在中欧削减武装部队和军备的协议；

所有参加全改会议的国家缔结一坂互相间不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首先使用 

常规武器的条约；

进一步在欧洲扩大建立互信的措施；

召开在欧洲缓和军事紧张局势和裁军的会议；

召开世界范图的裁军会议。

苏联相信，实现上述措施，将使《第二个裁军十年》有真正的意义。在争取世 

界持久和平的斗争中，实现这些措族将是有历史意义的。

每个国家和政治家都有责任使他们的外交政策能努力保证新的《裁军十年》是 

真正的裁军十年，而不是趣续和加紧军备竞赛的十年。

苏联外交部长 

葛罗米柯（签 字 ) 

一九八0 年四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