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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 

给予南非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 

政权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形式的 

援助对人杈的享受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特别报告员艾哈迈德‧哈利法 

先生编写的增订报告 

前作为E/CN.4/Sub.2/1992/12号文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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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情况 

1. 防止坟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在1973年9月19日笫3 (XXVI )号决i义中建议 

人权委员会指导小组委员会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以评估对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 

提供外资投资及军事锾助对人权的享受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继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核准该决议后，小组委员会在其1974年8月16E第2(XXVn)号决议中任 

命文哈迈德•哈利法先生为特别报告员，就该议題编写一份研究拫告。该研究报告 

(E/CN.4/Sub.2/383)由哈利法先生拢交小组委员会第三十届会i义，并在人权委员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和联大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得到进一步审议。 

2. 小组委员会审i义了哈利法先生的报告后，在其1977年8月26曰第l(m)号决 

议中请特别报告员根据人权委员会要求，准备必要材料编制一份临时性综合名单，指 

出其活动构成对南部非洲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给予棱助的组织松构。 

3. 哈利法先生根据要求编写的报告(E/CN.4/425及Corr. 1-3和Add. 1-7)载有 

一份向南部非洲殖民主义和种;^、主义政权提供锾助的银行、公司及其他组织的临时 

综合名单以及特别报告员收到的各国政府关于该问题的意见。 

4. 小组委员会，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0年5月2日第1980/131号决定认可 

的人权委员会1980年2月26日第11 (XXXVI)号决i义，在其1980年9月2日笫2(XXX'in) 

号决议中决定授权特别报告员继续每年增订该名单并将增订裉告邇过小组委员会提 

交委员会。该项决定在人权委员会1981年2月23日第8(XXXVU)号决i义中受到欢迎， 

并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1年5月8曰第1981/141号决议中获得认可。 

5. 联大第三十五、三十七、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三和四十五届会i义（1980 

年11月14日第35/32, 1982年12月3日第37/39, 1984年11月23曰第39/15、 1986年12 

月4曰第41/95、 1988年12月8曰笫43/92、和1990年12月14曰第45/84号决议）以及人 

权委员会第三十七至四十八届会议（1981年2月23日第8(mVII), 1982年2月25日 

第1982/12、 1983年2月18日第1983/11、 1984年2月28日第1984/6、 1985年2月26日 

第1985/9 、 1986年2月28日第1986/6 、 1987年2月26日第1987/1Ó 、 1988年2月29日第 

1988/12, 1989年2月23日第1989/6、 1990年2月27日第1990/23、 1991年3月1日第 

1991/17和1992年2月21日第1992/7号决议〉都授权特别报告员增订其报告，每年加以 

审查。 

6. 基于这些决议和决定，特别报告员提交了下列报告-

E/CN.4/Sub.2/1982/10； 

E/CN. 4/Sub. 2/1983/6和Ad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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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N.4/Sub.2/1984/8和Add. 1-2； 

E/CN.4/Sub.2/1985/8和Add. 1-2； 

E/CN. 4/Sub. 2/1987/8/Rev. 1和Add. 1 ,第一.第二部分； 

E/CN.4/Sub.2/1988/6和Add. 1; 

E/CN.4/Sub.2/1989/9和Corr. 1和Add. 1； 

E/CN.4/Sub.2/1990/13和Add. 1; 

E/CN.4/Sub.2/1991/13和Add. 1„ 

7. 联大在其1990年12月14日第45/84号决议中，除其他事项外，对特别报告 

员的增订报告(E/CN. 4/Sub. 2/1990/13和Add. 1)表示赞赏并请他-

" ( a )在每年进行审查的愤况下，继续增订协助南非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 

权的银行、 I ^ S公司及其他组织的名单，提供报告员认为必要和适当 

的有关所列企业的细节，包括对答复的解释，并向大会笫四十七届会 

议提出增订报告； 

(b)利用来自联合国其他机构、会员3：、专!： 构及其他有关方面的所有 

资料，表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获援助的程度、性质和对人的不利彩 

响； 

( C )加强与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和秘书处反对种族隔离中心的直接联系， 

巩固相互合作以增订报告； 

8. 此外，大会呼吁所有国家政府与特别报告员合作，使报告更为正确详实。 

因此，特别报告员根据大会先前在1988年12月8日第43/92号决议中提出的关于"在 

其增订根告中列入外国企业从南非局部撤回投资的清单"的请求，决定在报告中列 

入从有关渠道得到的涉及这一专门问题的资料。' 

9.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0年第一届常会通过了 1990年5月25日第1990/34号决 

议。理事会在该决议第 8 S中，请秘书长提请那些有本国金融机构继续同南非政权 

交易的各国政府注意特剁报告员的增订报告 ( E / O í . 4/Sub. 2/1990/13和Add. 1号文 

件)并促请它们向特别报告员提供它们愿意提出的任何资料或评论。 

10. 1990年11月21日，秘书长向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丹棄、法国、德 

面、希厨、.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掷威、葡萄牙，瑞典、瑞士、 

大不列菓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各发去一份普通 S会，附有特 

别报告员的增订报告。 

11.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于1991年3月IB通过了第1991/17号决议。委 

员会在决议中赞赏地注意到特别报告员的增订报告。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一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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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国 家 、 E 会 i 义 员 ， 机 构 、 工 会 和 非 政 府 为 了 对 ^ 非 种 族 主 义 政 权 施 加 压 力 

而采取的重要搢施。委员会还对一些国家跨国公司所采取的抽回投资、限制贸易 

和其他积极措施表示满意，并敉请它们继^： Î袢做。然；^,委员会同时表示关切的 

是，若干国家利用一些国家对南非施加抽S投资揞施和贸易隈制，乘丰；：增加自己与 

该地区的贸易关系。 

12. 根据防止歧枧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1990年8月20日第1990/3号决i义）和 

人权委员会（第1991/17号决议）的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了第1991/26号决 

议。理事会在该决议中核可了小组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的建 i义，并请小组委员会在 

其第四十三届会议上审议特别报告员的修订报告。 

13. 小组委员会经讨论后于1991年8月20EI通过了第1991/1号决i义，载有供人 

权委员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萆案。委员会将在此决议中注*到南非总统1990年2月2曰 

采取的主动行动，允诺在南非开创一个斩的时代并终止白人统治；还建议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请秘书长同南非政府接洽，以使特剔报告员能够为本报告的补充修订专程 

前往,非視察。人权委员会在其1992年第E—八届会议上通过的两项决议（第1992/ 

7和第1992/20号）中重申了这一请求。 

14. 特别报告员有幸通知小组委员会，已与南非政府加强了这一方面的接 

触，例如，他和南非常驻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代表于1992年3月有益地交换了意见。 

15. 在此方面，特别报告员愿提到南非于1992年3月17曰举行的公民投票的结 

果。南非常驻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代表邇知主管人权事务剔秘书长说： 

"现在所有南非人都要求继续谈判。德克勒兖总统是正确的。与其他南 

非人一样，南非白人也想有一部斩宪法。现在，所有南非人都将成为新民 

主国家中的平等伙伴。 

16. 根裙上述决议，特别报告员继续与联合国 I f国公司中心和反对种族隱离 

中心进行了接触1992年，他再次访问了这两个中心，并与两个中心的工作人员有益 

地交换了意见。 

二、制裁南非的效果 

. A . 实 行 制 裁 前 的 经 济 趋 势 

17. 在 7 0年代中期，南非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开始下咪，经济活动的周期更不 

稳定。1960年至1974年期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5%,到1984年为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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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十年中，年均增长率降至 2 . 7 %。在后一阶商业周期波动更超不 t i。在 7 0 

年代中期出現的结构性问題还表现为： 1 9 7 4年起通货持续高达两 Í立数；国内 

固定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大为下降；私人储蓄对悦收入的比率下降幅度则 

更大；正规经济部门新创的工作机会也从1960年至1974年期间每年15.7万，减为 

1974年至1985年期间每年5.7万 

18. 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南非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为此付出了类似代 

价，在很大程度上，南非经济增长放缓也与此有关。但在南非，还有其他重要的促 

成因素，如当局宏观经济管理不当，国内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呼声日离（在1976年 

于索韦托发生暴力事件之后光其如此），以及在安哥拉开始军事干預等。 7 0年代中 

期，在国际收支资本帐户下出现资金大规镆外流现象，这是 ê l 9 6 1年以来的第一 

次，后来这一趋势得到扭转。 

B.制裁对经济造成的，》向，特另'j是 

1985年以后的彩响 

19. 在 8 0年代初期之对南非实行了某些禁运和限制揞施，但在 1 9 8 3年之 

后，光其是在1985-1986年才实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而迗在此前就已出现了结构 

性问题。印度于1949年即实行制裁，阿拉伯国家于1974年开始制截。石油和军火禁 

运分别始于1973年和1977年。自1979年起，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集体和单独地逐渐实 

行限制。但对南非而言，最重要的是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85年开始实行，并于1987 

年收紧的制裁搢施和美国1986年通过的".全面反种族隔离法"。自1985年以来，英 

联邦国家，特别是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也实行了更为严厉的制裁搢施。有趣 

的是，尽管许多限制措施具有法侓约束力，但没有几个国家规定了制裁违反禁运者 

的措施。这无疑消弱了制截的效力。 

20. 1985年以来，经济表现非常糟iNÉ,实行严厉制裁前就已出现的各种趋势 

持续恶化。国外限制南非经济的搢施并不是问超的根源，但使经济复苏十分困难。 

1985至1990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进一步下滑，年均仅达1.7?6。 

21. 金价下跌无疑也是造成1984年之后经济乏力的一个因索。其他国内原因 

也很重要，如：.政治不稳，劳工骚动；企业缺乏信心，国内投资大为减少，甚至可 

以说暂停投资；政府经济管理不善；边境或跨境军事冲突连续不断；邇货膨胀率高 

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邇货膨股率(15%至20%)，这损軎了经济活动，并增加了风险。 

.1985年至1990年期间，正规经济部门年均新创就业率降至0.7%这S时间，制遣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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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增长率每年只有0.5%)，而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5%。虽然显然难以确定制裁本 

身削弱（或彩响）经济活动的程度，但停止外资争流入和限制外贸只会使情况更为恶 

化。不过，尽营如此，还是可以估测经济制对 ,非彩响的生质。以下各小节阐述 

此点。 

C . 制 截 

1.金融制裁 

22. 毫无疑问，在向南非施压力方面，金融制截十分烕功，限制银行货歙运 

比外国公司撤资更为有效。 

23. 南非经济传统上一直严重依較外资以进行国内投资，弥补经常项目赤字。 

在60年代，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为外2子公司提供的资金，占外偾总.頫的一 

半以上。 7 0年代期间，与世界趦势相一 ^ ,其比例有所降低。 

24. 整个 7 0年代和 8 0年代初期，由于政局不 i t以及其他因素，经济增长放 

馒，从而导致直接投资利润减少。自1973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为负数（这与 

1 9 7 2年以前的高实际增长率形成强烈对照），而实际对外借偾只在国内出现动乱 

(1961-1964年和1977-1980年）之后才呈负增长。从短期来看，似乎外国人向南非贷 

歙特别受南非国内政情彩响，而外国直接投资则取决于对长期商业前景的看法。 

25. 8 0年代中期，大批外国公司撒出，表面上在减少投资，但实际上并未起 

到象预期那样大的影响。历来吸引大批长期直接投资的并非外国跨国公司的子公 

司，自 7 0年代以来光其如此。跨国公司的扩展方式是将在南非所賺的利润再投资， 

自1960年以来，30)4至76%的毛利被留成。最近几十年，南非从外国直接投资中获得 

的主要好处是国外转让相关技术和能进入外国市场。由于南非 S内很少发明技术， 

因此该国依帧技术转让。 

26. 多数撤资行动（邇常）是向南非投资者出售资产，售价往往很便宜，原有 

的工厂继续运营，往往还用原来的工作人员，在技术、特许、专售和商标上的联系 

仍原封不动。多数情况下，出售所得被存入兰特冻结怅户，或者，如能找到人购买 

金融兰特，也可将资金转往国外，但要遭受相当多-的损失。应该指出，擻资行动对 

原有就业情况所造成的彩响微乎其徹。 

27. 通过擻资运动，烕功地咀止了向南非提供银行贷歙，这对南非经济造烕 

了较大影响。由于该国经济、特别是公营部门经济越来越依靠外国贷歉为过度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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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和消费供资，以及 '义须 ?补收支逆差， Ë此容易受这一搢施的影响。 

28. 70年代初期和中期，多数借入资本为长期资本。70年代末和80年代 

初，情况有所变化。为补经常项目不足顆，该£经济在1981至1984年期间比1973 

年至1976经常项目出现大i迻差时更为依較从外国镶行和当局处短期货款。根据国 

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字，1984年底，在Í非所欠的189亿外愤中，67%为一年或一年 

以内到期的短期偾务；6.55é为中期偾务；18.3%为长期，务i 8.2%未作分类。 

29. 由于大规模抛,兰特，贷款平均期限越来趑短，还有一些贷方银行拒绝 

延缓短期偾务，以敌 1 9 8 5年兰特大幅度值。结果，该国未能覆行偿偾义务，不得 

不宣布推迟偿还短期商业银行贷款（约占总外偾60%左右）。 

30. 此后，1986年3月商定重新安徘偿还期，但这未能减轻压力，几家大公司 

于1986和1987年采取了一系列擻资行动，导敎大i长期直接投资资金外流。同 

时，并无长期贷歉流入该国一人们认为向南非贷款风越来越大，撒资压力也很有 

效，长期贷歙立即完全停止。在那些年，不受哲缓偿还限制的相当多的短期资金也 

流向国外，但其规懊不及1985年大。不仅非银行私人^金外流，而且对南非银行和 

政府部门的贷款也减少了。除资金外流外，还必须定期偿还短期偾务，再加上直接 

投 资 和 长 期 贷 款 实 际 已 中 止 ， 结 果 ， S 际 收 支 资 本 帐 户 的 迚 差 居 高 不 下 。 据 报 

道，外汇储备数次低到仅相当于六星期的进口額。因此，货币管理部门被迫采取行 

动，变历来就有的经常項目逆差为大量顺差，以便偿付外偾。 

31. 为维持经常項目顺差,仍不得不坚持聚编政 I I ,减少国内开支。资金净外 

流現象持续至1990年底。1985年，该国重新实行双重汇率制，减缓了资金外流对流 

动交易的破坏性影响，不过，经济上扬以及随之而来的较离需求（或出口市场蒙受 

任何损失），立即会对国际收支造成压力。80年代未实行了限制国内消费的紧缩/银 

根政策播施，并征收进口附加费，但自1990年起的历次政府预雾中，逐渐减少了进 

口附加费。 

32. 1990和1991年，其偿还债务的负担光其沉重。据报道，南非当时必须偿 

付近120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1988年出口牧入的一半和经常项目顺差的九倍。即 

使在1989年商定重新安排偿还期后，预计1990至1993年资金外流額仍需经常项目的 

平均顺差額超过 5 0亿兰特。由于不受暂停偿付影响偾务获得展期，允许黄金掉 

期，以及获得德国、瑞士和比利时银行的一些新贷款，特别是南非公营公司获得 

中，长期贸易资金，情况有所绂和。受立法和政治压力彩响，.南非难以获得国际货 

基金组织和美国，加拿大、眹合王国和曰本银行的贷歙。 

33. 对南非经济而言，贸易资金在缓解因向外借歉受到严格限制所造成的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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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压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虽然澳大利亚、类地利、拿大、斩西兰和美国禁止提 

供出口信用担保，虽然荷兰和锈意志眹邦共和3：5^定了中、长期担保的最离额，但 

外国关于制裁的法律大多未列入贸易倌贷内容。欧*、 e 本和中国台湾€的一些机 

构仍提供了信贷。在1985年宣布贷敘停滞后，E际银行在提供贷敉上行事谨慎，从 

而贸易信贷开始取代其他借贷形式。 

34. 南非贸易大都以信贷或现金交易的形式迸行，伹在受制裁这些年中，对 

等贸易和易货贸易也有所增加。不知道这两种结算方式的使用范围有多广，不过据 

信都不十分重要。1988年，据报南非共有12笔对等贸g生意，总值约8千万美元。 

一些跨国公司和银行设有专门部门安排易货贸易，但多数交易是中.小企业所做的 

一次性生意。 

35. 严格限制南非在 S际上借贷是一项有力^制 4 ^搢旌，迗比贸易制裁有 

效，不仅限,:了南非获得外 E资金，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南非政府国内政策的 

回旋余地。结果，南非政府最近被迫让步，这在很大程度上由这些措施对经济造成 

压力所致。 

2.贸易制戟 -

36. 贸易制裁对南非外贸的唯一影响是，促便其贸易（尤其是出口）改向。其 

进出口的结构和总量并未因贸易禁运蒙受多大损失。 

37. 应指出的是，很多南非贸易（1988年出口量的44í¿和进口量的20%)并未按 

国别分类，使人无法得知关于贸易方向的莫实情况。未分类的出口品为黄金、武 

器、钍和白金。未分类的进口品主要是石油和武器。估计每年进口石油总值约达 2 0 

亿美元。这并非在收集制裁期间南非贸易情况上遇到的唯一困难。1986年1月，官 

方停止发表贸易数據，因此需要使用各贸易伙伴向国际组织提供的材料。 

<a)资易方向 

38. 在80年代，南非虽然从世界前20个贸易E之一降至第25位，从某种程度 

上让位于斩兴工业化国家，但其双向贸易仍有所增加。流动总:i掩盖了80年代贸易 

方向的重大变化。虽然南非的最大贸易伙伴仍是西方工业 E ,光其是法国、德国、 

意大利、曰本、联合王国和美国，但东亚国家所占份《不断增加。80年代期间，南 

部非洲国家所占份«下降，但仍占1989年总出口量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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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983年至1986年，相对于g方工业E的货币，兰特实际^值30%至 

40-A,这一愤况大致延续至1990年，按理Í非向历来为其最重要贸易伙伴的这些国 

家出口 i应有所增加，但实际上，部分由于80%年代中期实行严厉的,:教搢施（特別 

是欧洲共同体于1985/87年和美国于1986年），1986至；1988年期间其销t增长率放 

缓。1987年，对美国的出口下降40%，"全面仅种族隔离法"具体禁止的一些货物 

的出口下降至零。1988年，英国与南非的贸易i下降了 15%，不过下一年又有所回 

升。1987年，对德国出口下降了 25?é，这主要由于德国购买煤、黄金和,非金币量 

减少（由于欧洲共同体禁止购买南非金 í p ,该国购买南非金币 i下降近 9 0 % )。 1988 

年 ， 由 于 和 法 国 的 关 系 恶 化 ， 对 该 S 的 出 口 减 少 了 4 0 %。可能这些數字并不精 

确，因为有贸易改向问题。这很难从统计数字中确定。 

40. 由于太平洋国家经济离速增长，南非得以从实行制裁国转栘出口市场。 

8 0年代，由于南非货币相对于香港、大韩民国、斩加垓和中国台湾省的货币实际砭 

了值，且为吸引订单而把某些商品（伊J如煤）的价格降至低于世界价格，因此，尽管 

南非同其中一些国家并无官方联系，贸易却十分兴隆。中2：台湾省是南非扩大贸易 

的主要目标，1986年接待了南非的一个大型贸易代表团，至1988年，它己成为南非 

第六大贸易伙伴。香港排名第十位。由于大韩民国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其与 

南非的贸易情况，很难确定其名次，但总应在前十五名之列。按 W联合国的数 

据，新加坡作为最终购买者和供应者排名笫二十二位，但因为斩加坡在南非与东亚 

间贸易改向上发挥重要作用，其实际贸易額要大得多，徘名也前得多。（在实行制 

裁后，西班牙和土耳其在出口改向、特别是在向欧洲共同体运煤方面发挥了类似作 

用）。 

41. 由于受南非生产商引诱，再加上 8 0年代初兰特实际砭值，在南美开辟了 

-斩的市场，1983至1987年，销往R根廷、巴西和智利的总額增加了一倍，巴西现已 

成为南非15个最重要的资易伙伴之一。 

4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贸易方向的统计表明，在1985年，即南非提供数 

据的最后一年，南非输往非洲的产品仅占其总出口的4.4%。这一百分比是根据南部 

非洲关税联璽总出口计算出的。如果考虑到向该关税联盟成员国的出口，比例会高 

得多，按此.方法计算，1989年，向非洲出口占南非总出口的13%,非黄金出口的 

21%,制成品出口的1/3。南非是某些邻国的主要供应国，但有些国家的依赖程度已 

有所减弱。1985年，在南非向非洲出口的非黄金产品中，55%输往博茨瓦纳、茱索 

托和斯威士兰， 8 5 %输往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可以说，南非在向其邻国 

出口方面享有明显优势，因为它的工业比其邻国的工业发达，而且它比其他逬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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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近得多。此外，由于许多非i*'国家不if.让人看到它íí:与菊非有贸易关系，在80年 

代，有些数额不详的贸易未被公布。 

(b)南非的出口情况 

43. 南非的许多贸易伙伴对于制戟态度冷淡。尽管贸易受到哏制，但包括黄 

金在内的货物和非生产要素劳务出口表现相当好，1980年至1990年期间，年均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31.7%。 

44. 采矿部门运非其他部门可比，它仍是最重要的出口部门。十年来，黄金 

純出口约占有形总出口的44%,约相当于E内生产总值的13%。但如逐年计算，其比 

例则/乂 1981年的51%降至1990年的33%。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特别是从1985年以来金 

价下跌的趦势，而且也反映出1984至1990年期间非黄金商品的出口实际大增这一事 

实。 

45. 虽然黄金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下降，伹它仍是极为重要的賺取外汇手&。 

西方44%的货币黄金产出来自南非。尽管受到制裁，1983至1986年期间供制作手饰 

和工业用途的黄金出口几乎翻了 一番，差不多占商品出口的16%。相对较少的另一 

类黄金出口，即南非金币，因受制裁影响，实际已完全停止。 

46. 非黄金出口在四年表现不佳后，自1983年起增长迅速。在1984至1990年 

期间的多数年份中，出口量扩增率超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世界贸易增长率。这 

是由于1983至1990年期间太平洋两岸经济复苏有力和兰特实际部份值（年均值 

7.7 S)造成的。1986至1988年期间增长放缓，反映出世界对矿产和农产品出口的需 

求 i减少，经济制裁也已产生直接影响。 

47. 但制截对非黄金总出口的影响似乎只是暂时性的。在1985年实行更全面 

的制裁搢施后，出口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仍呈正值）并不奇怪。出口者需要时问为应 

付外部冲击作出调整，寻找新的出口市场，或设法逃避限制搢施。在无法确定制裁 

措施会放松还是加紧时更是如此。不管怎样，总体复苏十分显著。1989年，非黄金 

出口增长近165Í,即使在1990年，南非的出口表现仍比预想好，数量增长了5.7%。 

而在 1 9 9 0年，世界经济增长放慢，迫使金属.矿产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出口量下 

阵，并压低了国际商品侍格。 

48. 在 8 0年代，¿黄金矿产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继续增加。大都被曰本 

和美国买走的钻类金厲仍是一主要收入来源，它几乎未受哏制贸易措施的任诃影 

响。另一责重矿产品--钻石的贸易也未受影响。南非煤矿业和钢铁工业尽管受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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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但在此十年期间仍获增长，不过，煤炭贸易已大大转向。矿产出口的重大变化 

是打开了迗东的市场，这是南非 i ê于各项制戟决议，利用这些 s家正在迅速工业化 

这一机会釆取的搢施。 

49. 有些类別的制成品出口获得显著增长，大规模资本密集型行业光其如 

此。这些行业从50年代至70年代一直受到保护，現É坐收规懊经济的好处。但总体 

说来，南非制造业主要供应国内巿场（向其他非洲S家的出口也越来越多），依靠W 

级部门的出口换取其大 i进口所需的资金。 

( c )南非的进口情况 

50. 8 0年代期间，进口结构并无重大变化（进口平均达 S内生产总值的 

25.6%) o最大宗逬口为机器和机械装置以及电气设备和零件。1985年，这类逬口占 

总进口的30%左右。未分类进口品（1980年为30%, 1984年为15%)主要是石油和一些 

军备 。如列入石油生产国，它们将在该 E的贸易伙伴中名列前茅。目前的情况 

是，报告其贸易惰况的前四名国家供应了南非逬口品的 5 2 %。 1988年，仅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就提供了南非近2056的逬口品。 

51. 除美国实行的制裁措施之外，其他制裁搢施并未对南非的进口产生重大 

和直接的彩响，也并未能砍断贸易联系，使之隨后被迫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原因很 

明显：各国政府和企业不愿采取损害其自己工业的行动，而且找到新的外国供应者 

总比找到新的外国市场容易些。有筌于此，关于限制逬入南非市场的法侓规定很少 

得到实施。 

52. 除全面禁运石油，武器和核技术外，限制与南非贸易并直接造成其迸口 

下降的国家是北 f t B家、 B本和美国。即使这样，也只涉及某些具体商品，而且其 

中没有什么商品具有战略重要性。 

53. 石油是受制裁影响的最重要进口品。尽管受到制裁，南非已获得足够的 

原油，可以满足其需求，并可供其储存，以防万二禁运成功。据估计，1985年原油 

占其中间产《a进口的22îé,占总进口的1354。 1981年原油进口达到最离峰时，分别占 

m和17X。 1990年，估计石油进口价值达20亿美元。显然，在整个禁运期间，南非 

一直获得石油。.由于要为秘密交易付好处费，南非经济一定付出了代价，但由于事 

愤保密，无法确定所付代价的程度。 

54. 南非经济受到的另一影响是，釆取广泛的进口替代政策，以应付预期外 

-国供应的战砵物资短缺造成的彩响。南非为对抗制裁准备了多年。它通过发展新能 



A/47/480 

Chinese 
Page 14 

源竭力消除对石油的依較。此外，它儲备了包括电脑和飞松零件在内的迸口战"^物 

资，以便在寻找这些商品的替代品或在宪成进口替代项！!期间，使其经济得到缓 

冲。在后两项行动中，南非获得某些成功，设法规邂了许多限制贸易揞施，研制了 

'极为先进的武器并开发了提炼煤焦油的技术。但该国依敉外国技术仍是其最脆弱之 

处。例如，南非由于未能获得或制造战斗机，在军事冲突中已失去制空权。 

55. 虽然对外采购的直接下降幅度总的说来并不大，但逬口受到很大程度的 

间接影响。自1985年偾务危机后，为了有经常败目g余供资金持续外流，被迫限制 

增加进口。 1985至1987年实現了巨額盈余。但1988年，因经济离涨，逬出口顺差减 

少。按部门比较1984年和1985年逬口表明，1985年，几乎每一类逬口品都实际大幅 

减少，有些甚至名义上也大幅减少。到1987年，逬口量比1974年高峰期下降了 30% 

左右。1988年，由于进口增加，S际收支受到压力，不得不实行直接逬口管制，以 

逼制购买外货。1990年，在兰特与主要工业国的货币相比较为疲弱的情况下，出口 

继续表现良好，因此放松了某些进口管制。 

56. 削减逬口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南非购买新的外 E资本货物数 Ê减少，南 

非为此十分忧虑。这也是由于兰特 g值增加了进口烕本造成的，并非是禁运的直接 

结果。该 E目前急霜更新存货， 8 0年代期间，由于资本被逐渐消烛掉，郁积了资本 

需求。据工业界人士报告，买卖二手设备的市场日益兴隆，人们爱护工程机械和农 

具，力争延长其使用寿命。复杂机械的用户軎怕将来会遇到危机，等现有设备失 

灵，买不起外国设备，外国设备或许也不能适应南非落伍的生产方法，而国内又不 

能供应这些设备。 

D.最近的情况 

57. 自南非于1990年2月开始玫治改革以来，世界其他地¿对重斩建立经济眹 

系表示颠有兴趣，这为南非的出口商带来了新的机会。获得外国贷歙状况有所改 

善。不仅较易获得外国商业银行的贷歉，而且最近还有国际捐助者承诺提供发展资 

金。外国投资者的反应自然要慢得多。虽然有人去南非探察过，但新的直接投资很 

少。事实上，过去两年来，外国公司的撤资速度虽未达到1986至1987年期间的水 

平，但已有所加快（见C.Jenkins发表在《南非捨数》第7和第8卷(1990)第1和第3 

期中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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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资 情 况 

58. 自从1990年初以来，南非逐渐5：复外愤资本借贷。1990年，按实际价值 

计算，所借的外债比1989年时翻了一番，但仍低于危机前1977年的历史最低点。 

1991年，贷款者看出该国的风险等级有所改善，对南非的政治逬展作出了 E应，明 

显加快了资金流入速度。 

59. 1990年发行的偾券中有四笔以马克和瑞郎计值的由私人安排的新偾券和 

为已到期的40%至60^的马克偾券发行的新愤券。尽营如此，1990年获得的长期偾歙 

大大低于所需水平，新发行的瑞郎和马充愤券額为己到期愤券的 3 4、所有到期債 

务的 1 8、所获得的多数贷歉为贸易资金。 

60. 1991年发行的仍局限于由私人安排的偾券集中于德S市场，新偾券的期 

限平均从 3年左右增至 4年多。南非借债人还自愤务危机后首次进入欧洲美元市场， 

发行了两种由私人安徘的偾券，一是政府公偾，二是 E s k o n愤券。尽营情况有所 

改善，1991年上半年到期的偾券只有不fi 一半获得廷期（该年下半年没有多少偾券 

到期）。1991年最后几个月，该国政府在危机后首次发行公债，这表明南非已开始 

重新堂而皇之地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61. 世界银行扨步答应于1992年6月提供首批资金。世行经济发展研究所拨歉 

实施一项三年期方案，利用现有的培训机构，改进当地政府的管理能力。尚未就世 

行充分提供贷款事宜达成协议。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能否在民主南非公约谈判中达 

成一致意见。自1991年年,刀以来，世界银行已藏出几个调查组访问了南非，它们与 

该国政府及其反对党进行了碰商，并初步从事了经济研究，以便准备更为积极地参 

与 发 展 筹 资 和 济 贫 活 动 。 签 干 南 非 的 人 均 收 入 ， 它 没 有 资 格 得 到 世 界 银 行 的 锾 

助，但大可将该国作为一特例，向其提供资金，矫正种族隔离制度遣成的根《 i l 固 

的不平等現象。一旦世界银行为南非拨出专歙，估计其他援助机构也会跟逬。 

62. 外国投资者还没有什么松动迹象。在许多公司于1986至1987年擻出后， 

1988至1989年平静了一阵；但在1990年之后，撒资数目又有所坩加。1991年初，美 

国公司仍受到压力，要它们断绝与南非的联系。起码己有两家公司因继续留在南非 

而丧失了本州业务。美国取消制裁并未能從使人们立即改变态度；各州的法侓一定 

会比联邦法律维持得久。美国公司不仅继续出售其在南非境内的资产，而且以1990 

年中期至1991年中期，有10家美国公司中断了非股权联系（销售和特许协议）。另有 

五家公司正计划不再延续与南非公司的协i义。1984年，共有214家美国公司在南非 

营业，目前仅有10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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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并不只是美S公司撤出投资：1992年头两个月中，一家瑞典公司和两家 

英国公司也出投资，它们声称这与世界 4衰退有关。当然，除反种族 P S离动机 

外，另有其他促使撤资的因素。外国公司声称对它们在南非的前途没有把握，因为 

非洲人国民大会威胁实行国有化；南非目前深深陷入衰退；各方竟相争取获得外国 

投资资金；南非的地理位置；劳动力供应问题 i在曾放弃的市场中再投资问题；以 

及以与南非公司维持非股权关系的方式经营成功。在销鲁协议中列有回购条款的公 

司最易重返南非，但即使这些公司也会对在南非重靳投资持观望态度。 

2 . 外 贸 

64. 1 9 9 1年期间，香港、日本和大韩民国取消了关于在南非做生意的限 

制，双边贸易迅速增加，中国台湾省不仅大力扩展贸易，而且还积极扩大在南非投 

资。 1 9 9 0年，南非与台湾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与任何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长速 

度，南非的进口增长了 37%,出口增长了 304。据说扩大贸易的前景很好，台湾在南 

非的投资不断增加。目前，台湾已是该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之一。虽然与迗东的贸 

易主要是销售原材料和食物，但香港市场被认为不仅在吸收这些商品方面具有发展 

潜力，而且因为香港缺乏空间，它在需要大型工厂和空间制造的产品方面也颇具潜 

力。据认为，南非在东的主要贸易机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将于 1 9 9 2年在南 

非设立一贸易办事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奉国也出现了新的机会。 

65. 1 9 9 2年初 I欧共体取消制裁。南非扩大了与其最大市场之间的贸易，光 

其是在粮食和加工食品以及矿产方面的贸易。南非的新鲜和罐装水果供不应求，厂 

商在扩大生产能力期间很可能至少暂时压缩在国内巿场上的销售量。至1991年底， 

联合王a已成为第二大If易伙伴(在德国之后)，并印将成为南非最大的市场。 

66. 南非有可能成为欧共体邇向非洲的桥粱。有人常常说，这是在缓和制裁 

之后南非的一个最大机遇。欧洲各国政府，光其是法 S政府，在审査它们与非洲的 

关系时，愈来愈将其在南非的活动作为地区战略的一部分。如桌南非实行持久民主 

并停止扰乱其邻国，则更是如此。签于该国与非洲和欧洲之间的文化和经济联系密 

切，再加上它的发展水平较离，因此它被看作在废除种族隔离后促进两个大陆合作 

的有力纽带。 

67. 在过去三年中，与非洲的贸易增加了25%。几乎三分之二的南非出口制成 

品出售给其他非洲国家。1990年，在非洲E家中，据报只有吉布提和赤道几内亚与 

南非没有商务往来。研究非洲贸易的权威人士指出，关于同南非贸易，林波波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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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的国家遇到的问题与其说是政治问题，还不如说是资金问题。不过，政治问题也 

确实有彩吶，如果觯决了南非的问题，贸易联系一定会得到加5虽。 

68. 在南非的贸易伙伴中，整个非洲排名很高。向非洲出口的产品范 S几乎 

与南非产品的范围一样广泛。在南部非洲协调委员会的 1 0个成员国中， 7个国家主 

要进口南非产品。从南非关税联盟购货的最重要非洲国家是津巴布韦（与南非已有 

优惠贸易协议）、马拉维，赞比亚、莫桑比克和扎伊尔。统计数字低估了非洲贸易 

的重要性，因为纳米比亚、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都是南非制成品和食物极 

为重要的市场，它们又都是南非关税联 S的成员 S ,因此，没有同这些国家贸易的 

记录。南非与非洲大陆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大 i贸易顺差，这是南非有用的外汇来 

源。 

69. 南非可能迅速增加对特别是象肯尼亚和尼曰利亚(就进口费用而言，该国 

是最大的市场）等国家的出口。但许多其他的非洲国家的国内市场很小。在西非法 

诺区，由于有法国生产者竟争，南非产品渗透受阻，而非洲的地中海沿岸国因靠近 

欧洲而偏重欧共体厂商。不过有些南非公司对埃及的兴趣越来越大。南非还可能会 

在向印度洋诸岛供应燃料方面起主导作用。由Gencor的附厲公司Engen在马达 

加斯加或毛里求斯设立一炼油厂。1992年期间，南部非洲在分K进口玉米上进行了 

合作,这可能会为南非与前线国家之间开展更多贸易铺平道路。 

70. 随着东欧与南非相继开放，在一段时间内未能参与世界贸易的这两个地 

区正努力寻找彼此迸行贸易的机会。苏联解体后，南非被看作可替代前苏联供应原 

材料的国家，也是在欧洲共同体中无竟争力的东欧产品的销售市场。此外，南非还 

为东欧的合同技师提供了机会。1991年初，南非与匈牙利签署了关于出口南非电话 

和电器的合同，并且在波兰和保加利亚投了标，以便进行类似合作。1992年初，开 

始与俄罗斯建立了《易联系，但尽营扩大了这些市场，但它们在南非外贸中只占一 

很小比例，而且因为东欧缺乏外汇，因此短期还有问题。 

71. 有报道说，虽然阿拉伯国家官方仍禁止与南非有经济联系，但南非与海 

湾国家却悄悄扩大了贸易，其多数往来通过第三者。南非的最大潜力是出口钢铁和 

新鲜与加工食品，以及提炼供再出口的石油。 

72. 1991年7月，美国取消制裁。同一年晚些时侯，南非重获糖出口K額，并 

筌了向美国出口钢材的一份合同，钢材出口量达制裁前出口量的 2 0 %。在美国出口 

至非洲擻哈拉以南地区的产品中，目前有 4 0 %的产品输往南非，这占南非总进口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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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结 论 

73. 7 0年代中期，南非经济从离速增长转为低速增长。同时出现了其他结构 

性问题。导致该国发展道路上出现这一变化的有各种因素，既有内部因索，也有外 

部因素。自1985年以来对南非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虽然不是南非各种经济问题的起 

因，却使1975-1984年间出现的趋势变本加厉。 

74. 1985年，银行拒绝将外偾延期，引发了偾务危机。这是最奏效的经济压 

力 。 这 需 要 釆 取 严 格 的 经 济 紧 措 施 ， 将 历 来 存 在 的 经 常 项 目 逆 差 转 为 大 i 顺 

差，以便能在无法筹搢新贷歙期间偿还外便。外国公司的撤资行动未对南非经济产 

生多大直接的彩响，不过在1985至1987年期间，资本帐户非常紧张，而撤资更增加 

了负担。外国提供贸易资金缓解了对国际收支的一些压力。即使如此，情况仍极为 

危急，该国资金数度只够支付六星期进口 ：&。 

75. 限制贸易搢施遣成的最重大的后果，并不是改变南非贸易的结构，而是 

改变了它的方向。从长期来看，这可能证明对南非经济有好处，因为它從使南非打 

开新的出口市场，而贸易总 i并未受到影《 i f；。最受贸易制截影响的行业是制糖、水 

果、金币以及可能还有煤;^业。另一可能的好处是，发展了生产进口战路物资代用 

品的行业，当然还必须考虑到不能投资生产南非具有比较优势的商 ¿ í >所带来的机会 

成本。 

76. 自从南非于1990年2月开始政治改革之后，特别是自1991年初起，对南非 

的制裁措施渐渐放松，不过仍有国家官方遵守关于在选出临时政府之前应维持制裁 

的建议。订购南非产品，特别是新鲜或加工食品的新订单源源不断，某些行业的产 

品供不应求，外国贷款也即将涌入。虽然人们乐于将南非作为通向撒哈拉以南的非 

洲地区的桥梁，但外 S的直接投资受取消在南非营业的禁令影响较小，而受该国的 

政治和经济前景不璃定状态彩响较大。 

77. 取消制截的其他好处还有无须再储存战物资。1992/1993年预算中，十 

亿兰特的借款前赤字通过出售储备商品弥补。另一好处是，有人热心想创建斩的结 

构，在非洲撤哈拉以南地区进行更多的经济合作。目前正在从事几项研究项目，调 

查放开地区贸易和/或货币和汇率政策协调情况。 

78. 经济制裁 P . ' . î t其他制裁搢施 i l使南非进行改革。其他因素也起了作 

用，其中较显著的因素有，南非国内反抗种族隔离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且南非在国 

内外同时出击，代价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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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使用的资料来源 

79. 本报告修订了向小组委员会下列各届会议提交的报告：第四十届会i义(E/ 

CN.4/Sub.2/1988/6和Add. 1)、第四十一届会议(E/CN.4/Sub.2/1989/9和Corr. 1和 

Add. 1)、第四十二届会议（E/CN.4/Sub.2/1990/13)和第四十三届会议(E/CN‧ 4/Sub. 

2/1991/13) o修订仍根据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6月1曰收到的，自前份报告完成以 

来从所接触的各种资料来源获得的情况和资料。 

80. 大多数资料来自各国政府、联合国各机关和机构、专门机构、其他政府 

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根据联大第45/84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1/26号决 

议请其提供有关材料的要求所作的答复。在所参阅的各种资料中，下列文件被用作 

本报告的新资料来源-

联合国大会 

笫四十六届会i义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46/22 

联合国 

为^除种族隔离采取协调一致的有效措施 A/46/499 

联合国 

关于联合国系统协调处理南非问超的报告 A/46/648 

联合S 

跨国公司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的报告 E/C.10/1992/6 

E/C.lO/1992/r 

四、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意见 

81.秘书长根据联大第45/84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1/26号决议，于 

-1992年2月17日向各国政府送交了一份普通W会，并在同日致函联合国各机关、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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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有关的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请其提供可用于本裉告的适当材寺斗。 

A .各国政府的意见 

82.截至1992年5月15曰为止，收到了下列政府的答复：巴林、文莱达魯萨 

兰、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古巴、萨摩亚、圣马力诺和委内瑞拉。以下为 

其答复。答复全文在秘书处存档备查。 

巴 林 

(1992年3月12日） 

(原文：英文） 

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巴林国没有任何银行、跨国公司或其他组织协南非政 

权。 

文莱达鲁萨兰 

(1992年4月23日） 

(原文：英文） 

文菜达魯萨兰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它与南非没有任何政治，军事或经济联 

系。 

布基纳法索 

(1992年3月9日） 

(原文：法文） 

1. 1962年9月13日颁布的一项法令（465/PRES/CIM/Da号法令）禁止与南非和 

葡萄牙保持商业关系。关于南非的禁令仍有效。 

2. 执行该项法令曾多次迫使已证明其原产地为南非的产品撤出布基纳法索市 

场。 

3. 布基纳法索与南非没有任何政治和军事联系。 

布隆迪 

(1992年4月24日） 

(原文：法文） 

"1.该国际公约于1973年获得通过。布隆迪在1978年5月31日第1/14号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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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批准了该项公约。1978年8月11日，该公约对布隆迪生效。 

国际法上的种族隔离罪行 

" 2 .种族隔离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将南非黑人社区的发展与白人社区的发展 

分隔开来。国际社会联系支撑可悉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法侓文件，具体审议了南非共 

和E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并且，不顾该国締造者自1913年以来对种族隔离所作的任 

何其他解释，在《禁止并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第二条中系统阐述这一概念 

如下： 

(a) 用下列方式剥夺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一个或一个以上成员的生 

命和人身自由的权利-

(一）杀害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 

O 使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受到身体上或心理上的严重伤 

害，侵犯他们的自由或萆严，或者严刑拷打他们或使绝们受残 

酷、不人道或屈辱的待遇或刑罚； 

〇任意逮捕和非法监禁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 

(b) 对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故意加以&在使其全部或局部灭绝的生活 

条件； 

(c) 任何立法措施及其他搢施，旨在阻止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参与该 

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者，以及故意造成条件，以阻止一个 

或一个以上这种团体的充分发展，特别是剥夺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 

体的成员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包括工作的权利、组织已获承认的工会 

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离开和返回自己国家的权利、享有 E藉的权 

利、自由迁移和居住的杈利、自由主张和表达的权利以及自由和平集 

会和结社的杈利； 

(d) 任何搢旅,包括立法搢施，皆在用下列方法按照种族界线分化人民者： 

为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建立单独的保留区和居住区，禁止 

不同种族团体的成员互相通婚，没收厲于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或 

其成员的地产； 

(e) 剝削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体的成员的劳力，特别是强迫劳动； 

<f)迫鲁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或个人，剥夺其基本权利和自由。 

" 3 .应该指出的是，该公约并未点南非共和国的名，它只揞明'南部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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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种族隔离，而且也只有在第19条中一处用了这样的说法。 

" 4 .但是，在此之后通过的上述决议一直并毫不含糊地点了南非共和国的名 

字。 

跨国公司 

" 5 .国际社会与各国政府一道还谴责在南非营业的跨国公司（也称"多国公 

司"），这些公司对抗旨在迫使南非结束种族隔离以及黑人《之遭受的苦难面对该 K 

采取的经济封锁政策。 

"6. If S公司是揞在另一国正式登记注册并设有办事处和昔理总部的公 

司，它依照南非的法律在南非开展活动。在南非该公司被称作跨国公司。 

" 7 .毫无疑问，垮国公司涉及至少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们利用跨国公司 

的活动，违反了关于在经济合作事务上孤立南非的 S际政策。 

" 8 .鉴于近几年南非在取消某些立法和行政揞施后种族政策的变化情况，为 

了改变遛到人们猛烈扦击的情况，使该国变为多种莰S家，我们认为，应审査经济封 

锁政策。在某些国家已开始寻求新的合作基础并同时希望继续进行废除所有隔离措 

施的工作时，光其如此。这符合国际法。国际社会对该匡出现的仍很脆弱的缓和气 

氛表示欢迎。 

最后评论 

" 9 .所提问题涉及两方面内容-

1. 对跨S公司从事的与种族16离罪行有关的违法行为的看法及其有关情 

况¡ 

2. 辟国公司在维护种族隔离制度方面的作用和重要性。 

" 1 0 .关于问题的第一方面内容，首先应指出的是，签于我国遵照国际社会制 

订的政策，目前与南非的关系很差，两国并未互派外交使团，另外，没有任何跨国 

公司在我国注册，因此，我们极难提供跨国公司所犯种族隔离罪行的全面情况。 

" 1 1 .但就总体而言，综上所述，由于这些公司依照南非这一东道国极具种 

族隔离色彩的国内法在该国活动，它们事实上参与执行了构成种族隔离的、特别在 

社会问题及同其在南非设立有关各问题上的所有立法措施。所以，这些公司是这一 

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协助维持了种族隔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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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关于问题的第二方面内容，跨国公司在维持种族隔离制度上起了相当重 

要的作用，因为它们在东道 S与原藉 S之间建立了具有决定性的联系。它们向一方 

付使用费，这无疑协助维持了种族隔离制度，又使另一方获得可观收入，使之不支持 

国际社会计划的经济封锁政策。 

" 1 3 .如国际社会将这些公司列为种族隔离罪行的帮凶，即可认为它们犯下了 

公约第 2条列出的所有罪行。如果它们撒出，南非迫于国际压力，会很快改变其邪 

^的政策。这些公司对维护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傅得角 

(1992年3月10曰） 

(原文：法文） 

佛得角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没有任何佛得角私营或公营银行或组织协助南非 

政府。 

古 巴 

(1992年3月16日） 

(原文：西班牙文） 

" 1 .古巴共和国政府认为，这些决议获得通过即表明，国际社会继续遞责种 

族《 1离&权的政策和嫩法，这些政兼和傲法严重侵犯了南非人民的人权， 

" 2 .众所用知，古巴共和 œ—直坚持婕责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原則立 

场，古巴闻南非政府没有外交、領事、 »易或其他关系。古巴同样遞贵那些无视国 

际社会的意见和联合国在此领槭的行动而与犯罪分子系统合作的国家和机构。正是 

由于这些国家的所作所为，这些罪恶行径才得以维持。 

" 3 . .令人遣憾的是，由于南非开始的和平进程迄今尚未 f除压迫的根源，占 

南非人口多数的黑人仍生活在邪慈的种族隔离制度下。因此，为确保南非黑人不会 

丧失赢得的胜利成果，必须继续制截比勒 f È利亚政权，直至其放弃种族隔离政策。 

" 4 .在全世界,侵犯个人和团体人权的种族主义行为有增无已。不能仅邇过 

那些庄严申明所有人民一律平等的法律文书或国际公约逼制这类行为。鉴于种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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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种族及民族歧视有多重根源，必须采取更为广泛和更为有效的行动。联合国必 

须面对目前情况，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 S ,促进这类搢施，并呼吁国际社会相互 

协作， f除这些违反人权的行为。 

" 5 .古巴再次重申，它愿为实现这一目标努力合作。自 1 9 5 9年革命胜利后， 

古巴坚持根本原則，采取了实际搢拖，消除了古巴社会中所有形式的歧枧现象。古 

巴在坚持这些原則的基础上，敎力于这一斗争。我 S积极参加各国际论坛、特别是 

联合国内的活动，我们倡言 I *除任何形式或表現方式的 f t枧行为，包括歧视国内少 

数土箸居民的行为和工业化国家中移民工人曰益透受排斥的行为。这都是我国积极 

参与的明证。 

" 6 .我们认为，在此斗争中，不仅应 S调向南非提供政治、军事、经济及其 

他形式的援助对人权的享受所产生的不良后果，面且还应强调纵容歧视和偏见行为 

的任何锾助所产生的不良后果，这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美国的少数民族和30年来忍 

受经济、商务和金融封锁的古巴人民所遭受的坟 i l和偏见行为以及任何其他这类行 

为。它们和种族隔离制度一样，公然污辱冒犯国际社会。" 

萨摩亚 

(1992年3月9曰） 

(原文：英文） 

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在萨摩亚没有任何机构或组织与南非有任何来往。 

圣马力诺 

(1992年4月8日） 

(原文：意大利文） 

圣马力诺共和国政府报告说，没有向南非政府提供任何经济、商业或其他协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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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 

(1992年4月21曰） 

(原文：西班牙文） 

委内璀拉政府璃实执行了联合囯大会关于种族隔离政策的所有决议，包括由委 

内端拉提出的三项决议（关于联合国南非倍托基金、石油禁运和普遍消除一切形式 

种族歧視问题）。应就此指出： 

(a) 委内瑞拉政府未在南非投资，并且未向委内瑞拉私人投资者或公司提 

供任何信贷担保或签发允许其在南非投资的许可证； 

(b) 不推动与南非的贸易； 

( C ) 不进口南非所锌的南非金和其他硬币； 

(d) 未与南非在军事、警察或情报上进行任何合作。此外，委内瑞拉不出 

口可供南非保安部队使用的设备，包括电脑； 

(e) 委内瑞拉不与南非在核方面从事任何合作-

(f) 不向南非出口石油。委内瑞拉一貢赞成并坚持对南非实行石油以及他 

种禁运。在此方面，所有售油协议中都列有专教，规定所供应的石油 

不得直接或间接运往南非， 

(g) 委内瑞拉与南非政府之间无外交、领事，经济、金融、军事、体育、 

文化或任何其他种类的关系。 

B .联合国各机关和专门机构的意见 3 

83. 联合B反对种族隔离中心转交了一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 

46/22)、秘书长关于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报告(A/46/499)为f除种《隔离采取 

协调一教的有效推旅)和关于联合国系统协调处理南非问题的报告(A/46.648)。 

84. 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转交了该中心为跨国公司委员会1992年笫十八届会 

议编写的报告(E/C. 10/1992/6和E/C. 10/1992/7)。秘书长的报告(E/C. 10/1992/ 

6)载有关于聘&公司在南非所起作用的情况。E/C.10/1992/17号文件载列了与南非 

有来往的！^国公司的名单。 

85. 特别报告员随后得知，跨国公司委员会在其1992年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 

-议(E/C.10/1992/L.7/Rev.l),对包括废除或修正主要的种族隔离法律在内的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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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最近的事态发展表示欢迎。该委员会还请秘书长继续探讨跨! U公司如何在经济 

和社会领域为建设统一和无种族忮枧的民主南非作出贡献的问15。 

86.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公司委员会最近一届会议讨论的一些重要情况。 

报告萆案(E/C.10/1992/L.8/Add.l)证实，在支持南非S内斗争和從使该国政府采 

.取拆除种族隔离搢施方面，制裁起到了积极作用。关于由联合 S监督这一领域的事 

态发展，各代表团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彻底伊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前，仍 

需要分阶段对南非施加适当的经济压力。另一种目光较远的看法是，筌于南非国内 

发生的变化，限制性措施已经或正在被取消，因此，联合国在此领域的工作重点应 

转为，指明跨国公司如何可联系此整个区域的发展，促逬民主新南非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 

87. 代 表 一 组 国 家 发 言 的 一 国 代 表 团 持 后 一 种 看 法 ， 认 为 应 逐 步 作 出 决 

定-在最初阶段决定取消禁止斩投资的禁令，然后决定取消石油禁运以及在文化、 

科学以及体宵领域中的限制性措施。这些行动将会促进南非向积极方向发展.，光其 

是建立临时政府。该组国家正在审议最近应用"欧洲共同体行为守则"愤况，检查 

将其作为促进和影响南非重大变革的工具是否有用。通过执行这一"守则"，各欧 

洲公司协助传播了欧洲共同体及其烕员国追求的民主，市场经济和改善劳资关系的 

目标，而这些目标也正是在拟订"民主南非公约"过程中探讨的主要问题。这一组 

国家非常清楚，跨国公司可以在南非起重要作用，协助创造急需的就 i机会，并改 

善劳资关系，造福黑人工人。这些国家也非常清楚，跨国公司可以在训练合格的南 

非黑人并提高其技术水平方面从事活动。欧洲共同体认为，南非在实现和平和消除 

种族隔离制度后，将更能吸引投资，并为经济稳定增长创造条件，这光其有益于黑 

人工人，同时也有益于邻国。关于委员会将来在南非问题上的工作，应考虑该国目 

.前发生的变化。 

88. 一些代表团同意秘书长编写的关于跨国公司在无种;^隔离的南非中可作 

出何种贡献的报告中所闲述的观点。将来的报告应进一步确定其作用，特别是在训 

练和创业领域中的作用。 

89.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联合国人口基金1992年3月11日的答复。 

C . 其 他 答 复 ' -

90. 还收到了世界银行 . E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和世界穆期林大会提出的答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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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增订名单的结构和内容 

A . 增 订 练 合 名 单 指 ^ 

91. 增订练合名单（载于本文件坩编）列明了直接或间接向南非种族主义和殖 

民主义政权提供军事、经济、金融和其他棱助的!^国公司，银行、保险公司、商号 

和其他企业的名称。国别名单的增订以先前报告完成以来特别报告员审查的材料和 

资料为基础。名单是根据所列举的每一家银行、公司或企业的国籍按字母排列的。 

在国家代号之后，列出所涉及银行或公司的名称。第三栏表明所涉实体的类型：商 

行，餵行、金融机构或保险公司。第四栏是所提供援助的类型：经济、军事、財 

政、核能或其中一些类型援助的í$合。右边的最后一í¿表明受拔国。 

92. 增订名单的一个附件载有根据特别报告员获得的或提请他注意的资料，已 

停止同南非进行经济和其他活动的，从名单上删去的名^。 

93. 每一条目的第二行表示资料来源，接着是有关页次、（^次或附录。 

94. 本报告以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印发。由于增订练合名单(Add.l)是在计算 

机协助下编制的，所以只有英文本。 

B .符号和縮略语一览表 

95. 为了便利阅读和理解本名单，以下列出关于所有语的说明 -

1 .国家和地区 

AUS 澳大利亚 

AÜT 奥地利 

BEL 比利时 

BHS 巴哈马 

BRA 巴西 

CAN 加拿大 

CHE 瑞士 

DEU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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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K 丹麦 

ESP 西班牙 

FIN 芬兰 

FRA 法国 

GBR 联合王国 

GRC 希腊 

HKG 香港 

HSE 罗马教廷 

ISR 以色列 

ITA 意大利 

JPK 曰本 

LIE 列支敦士登 

LUX 卢森堡 

MCO 舉纳哥 

MD 荷兰 

NOR 挪威 

PRT 葡萄牙 

SWE 

TAI 中国台湾省 

USA 美利坚合众 s 

2.其他符号和》^语 

B -银行/保险公司/金融机构 

E -经济（援助） 

F - 商 号 

Fj=财政（禝助） 

M -军事(援助） 

NI-未査明 

N =核能（锾助） 

SA-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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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 o f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S e t t l e m e n t s ( 1 9 8 5 ) , " M a t u r i t y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bank l e n d i n g " , J u l y , p . 11. 

B e c k e r , C. and P. P o l l a r d ( 1 9 9 0 ) , "The V u l n e r a b i l i t y o f the S o u t h A f r i c a s 

Economy t o Economic S a n c t i o n s " i n The Impact o f S a n c t i o n s on S o u t h A f r i c a , 

P a r t I , L i p t o n & Hauck ( « d s ) « W a s h i n g t o n , DC: I n v e s t o r R « s p o n s i b i l i t y 

B e s e a r c h C e n t e r . 

E c o n o m i s t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U n i t ( " 9 0 ) , S o u t h A f r i c a : C o u n t r y P r o f i X « 1990-91, 

London, E I U . 

G a r n i r , J . ( 1 9 9 0 ) « " T b « T r ^ n d i n T r a d « C r e d i t s f o r So u t h A f r i c a " , R e s e a r c h 

Paper Ho. Z, L o n d o n : C e n t r e f o r t h e S t u d y o f t h e South À f r i c & a Economy and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F i n a n c e . 

G a r n e r , J . and J . Leape ( 1 9 9 1 ) , "South A f r i c a ' s B o r r o w i n g s o a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a p i t a l M a r k e t s : R e c e n t Developments i n H i s t o r i c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 , R e s e a r c h 

Paper Ho. 5, London: C e n t r e f o r the S t u d y o f t h e South A f r i c a n Economy and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F i n a n c e , 

Gelb/ S. ( 1 9 9 1 ) , " S o u t h A f r i c a ' s Economic C r i s i s : an o v e r v i e w " . S o u t h A f r i c a ' s 

Economic C r i s i s , S. G e l b ( e d ) , Cape Town: D a v i d P h i l i p . 

H a r v e y , C. ( 1 9 9 1 ) , "Come b a c k e q u i t y ; a l l i s f o r g i v e n ? " , IDS B u l l e t i n , 22(2》-

PP- 7-14. 

Harvey^ C* and C. J e n k i n s ( 1 9 9 2 ) , "The u n o r t h o d o x r e s p o n s e o f t h e S o u t b A f r i c a n 

economy t o ch a n g e s i n macroeconomic p o l i c y " / IDS D i s c u s s i o n P a p « r 3 0 0 . 

Holden^ M « G . (1990) « "The C h o i c e o f T r a d e S t r a t e g y " i n N a t t r a s s & X r d i n g t o n 

( e d s ) . The P o l i t i c a l Economy o f So u t h A f r i c a , 260-274. 

H o i d e n , M.6. a&d K&h& (1990 u a p u b l i s h « d 》 - " F o r e i g n Trade and B a l a n c e o f 

Payments S t a t i s t i c s i n S o u t h A f r i c a " , P a p e r p r e s e n t e d t o t h e Symposinn on 

A s p e c t s ot t h e P r o d u c t i o n and Use o f S o c i o - E c o n o m i e S t a t i s t i c s , D u r b a n , May. 

I n t ^ r a a t i o n a l L a b o u r O f f i c e ( 1 9 9 1 ) , F i n a n c i a l S a n c t i o n s a g a i n s t S o u t h A f r i c a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M o n e t a r y Fund- D i r e c t i o n ot T r a d e S t a t i s t i c s ^ v a r i o u s i s s u e s « 

J e n k i n s « C « (1992, f o r t h c o m i n g ) , " S a n c t i o n s and t h e i r E f f e c t s on Employnient i n 

S o u t h A f r i c a " « s t u d y p r ^ p a x ^ d f o r th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abour O f f i c « , t o be 

p u b l i s h e d i n t h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abour Review. 

J a n k i n s , v a r i o u s a r t i c l e s i n I n d i c a t o r SA. 1988; 5 ( 4 ) ; 1989: 6 ( 1 / 2 ) ; 

1990: ' 7 (3) and 8 ( 1 ) ; 1991: B (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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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p u b l i c o f S o u t h A f r i c a , F o r e i g n T r a d e S t a t i s t i c s , v a r i o u s i s s u e s . 

R e p u b l i c of S o u t h A f r i c a , I n p u t - O u t p u t T a b l e s , 1985, C e n t r a l S t a t i s t i c a l 

S e r v i c e . 

S o u t h A f r i c a n R e s e r v e Bank Q u a r t e r l y B u l l e t i n , v a r i o u s i s s u e s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C e n t r e a g a i n s t A p a r t h e i d 

Xxmual r e p o r t o f t b * S p e c i a l C o n m i t t e * a g a i n s t A p a r t h e i d ( À / 4 6 / 2 2 ; S/23224). 

Annual r e p o r t o f the I n t t r g o v e r x u a e n t a l Group t o M o n i t o r t h « S u p p l y and 

S b i p p i o g o f O i l and P e t r o l e u » P r o d u c t s t o S o u t h A f r i c a (X/46/44; S/23126).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C e n t " f o r Human S i g h t s 

Commission on Human R i g h t s r e s o l u t i o n s 1992/7 and 1992/20 a d o p t e d a t i t s 

4 8 t h s e s s i o n 

U n i t " N a t i o n s Commission on T r a n s n a t i o n a l C o r p o r a t i o n s 

S e p o r t o f t h a S e c r « t a r y - G e n e r a l oo t h e r o I « o f t r a n s n a t i o n a l c o r p o r a t i o n s i n 

South A f r i c a (E/C.10/1992/6) 

L i s t o f t r a f i s n a t i o u a l c o r p o r a t i o n s w i t h i n t e r e s t s i n So u t h A f r r i c a 

(E/C.10/1992/7) 

U n i t e d S t a t e s G e n e r a l A c c o u n t i n g O f f i c e ( 1 9 9 0 ) , S o u t h A f r i c a :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w i t h Western f i n a n c i a l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 R e p o r t GAO/NSIAD-90-189 

见E/CN.4/Sub.2/1991/13/Add.1 o 

,南非常驻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代表1992年3月18曰妖主营人权事务剔秘书长的 

信。 

' 答复全文在秘书处存档备查。 

' 这些来文在秘书处存档备查。 

‧ 国名代字采用英语的实体和代号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字首三码代字，后者载于 

《面名代字》第1节,第二舨一1981H5,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标准，ISO 3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