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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 

〔原件：西班牙） 

(1992年9月細〕 

1. 当源于贫穷和失业的社会不安全和环境退化以及其他因素所造成的现实一 

特别是就发展中区域而言一不能以武器加以打击而必须以政治和社会手段包括不同 

形式的囯际合作来对付时，各国通过裁军、限制军备和裁减军事开支以削减军事力 

量，今天已被視为任何多层面的安全概念的一个基本而起作用的因素。 

2. 通过生产或转让而过度累积常规武器，由于大量购买武器的国家的军事支 

出增加和武器出口国对金钱的贪婪而导致某些地区的军备竞赛升级，以及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的继续散，都是对区域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的主要根课，而且无疑也是对 

国际安全总体构成威胁的主要根源。 

3. 过度累积武器和常规军备竞赛致使发展中区域的安全受到及重影响：在社 

会和经济增长方面，将微薄不足的资源转用于军备的后果;在军事安全领域，常规武 

器及其转让在地方和区域冲突的出现和升级方面所起的作用。 

4. 在某些国家，爆发冲突的起因是种族或宗教对抗以及对国家主义的绝望,从 

而对领土完整以及发生冲突的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其他国家的安全则 

受到囯际性问题的威胁，例如毒品贩卖、恐怖主义和军火的非法贸易。发达的北方 

与贫乏的南方之间的差距和矛盾不能再危险地增加和恶化，也不能利用目前的趋势 

来解决种种区域安全问题。这种趋势就是有一小撮国家自封为国际安全的守护者， 

根据本身的特殊利益自行给国际安全下定义。因此，区域机构将使同一区域的囯家 

承担新的贵，以便在这些现实的范围内捍卫其和平与稳定，因为它们往往会面对同 

样的问题。 

5. 区域常规裁军的进程必须考虑到每个区域的特点，而且必须持之有恒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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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区别，包括所有武器类别和涉及所有国家，特别是主要军事大国。关于这一点，每 

个国家都必须根据《宪章》各项原则，尊重国际法，在区域裁军方面承担一定责任； 

与此同时，各区域组织和联合国也必须在监测这些责任的履行情况方面发挥关键作 

用 O 

6. 我们认为区域裁军措施不能基于一个选择性的标准或损害任何国家特别是 

最弱小国家的安全。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使其领土免受内外威胁，并就分配给 

国防的资源相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所需经费的数额作出决定。尽管如此，我们认为 

发展中区域能够清楚辨别过度累积武器的消极后果，以及进行涉及穷国放弃其稀少 

资源使富国致富的贸易的矛盾局面的消极后果。在这种贸易中，穷国往往无法换取 

更巩固的稳定或安全。 

7. 如要从一个军事上两极分化的世界一因而是一个对岭的世界--过渡至一个 

我们希望是更加融洽的世界，则各区域必须就社会、经济、生态和人类领域的世界 

性挑战寻求适当的合作办法。为此，军事威胁、国家安全和国防支出等传统的概念 

正产生基本的变化，从而势必为裁军进程提供新的动力。 

8. 不能把区域裁军措施孤立看待。区域各国都必须致力减少冲突的危险，和 

平解决争端，采取加强信任的措施，而这反过来又有助于促进裁军措施的实行。 

9. 哥伦比亚对杜绝军火的非法贸易十分重视。为此，哥伦比亚提出的经协商 

一致通过的大会1991年12月6曰第46/36H号决议敦促、吁请和要求各国为此目的采 

取种种措施，以便诸如在分区域、区域和国际各级进行合作。哥伦比亚希望在上述 

决议所取得的一致支持的基础上，立刻采取行动杜绝军火的非法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