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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也门：决议草案 

南极洲问题 

大会， 

审议了题为"南极洲问题"的项目， 

回顾其1983年12月15日第38/77号、1984年12月17日第39/152号、1985年12月 

16日笫40/156A和B号、1986年12月4日第41/88A和B号、1987年11月30日第42/46A和 

B号、1988年12月7日第43/83A和B号、1989年12月15日笫44/124A和B号、1990年12 

月12日笫45/78A和B号和1991年12月6日第46/41A和B号决议， 

又回顾1990年6月25日至29日在阿布贾举行的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国家第二 

次会议、1991年8月4日至5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二十次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和 

1991年10月16日至22日在哈拉雷举行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1992年9月1日至6日 

在雅加达举行的第十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所通过的最后文件的有关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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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回顾1992年6月29曰至7月1曰在达卡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大 

会第二十八届常会所通过的《关于南非问题的宣言》， 

考虑到自其第三十八届会议以来对此项目进行的辩论， 

重申国际社会有权获得关于南极洲一切方面的资料的原则，并按照大会第41/ 

88A号、第42/46B号、第43/83A号、第44/124B号、第45/78A号和第46/41A号决议， 

应使联合国成为一切这种资料的资料库， 

M《南极洲条约》协商国决定将1991年10月7曰至18曰在波恩举行的第十六 

次南极洲条约协商会议的最后报告提交秘书长， 

南极洲对国际社会的特别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 

对全球气候的影响、经济和科研等方面， 

又认识到南极洲同调节整个地球系统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的相互关系， 

直£南极洲对全球环境和生态系统的重大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就保护和养护南极 

洲的环境及其所属和相关的生态系统达成全面协议的需要日益受到确认， 

皇皇对南极洲环境的退化及其对全球环境的影响的忧虑， 

¿£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囯环境与发展会议认识到南 

极洲作为一个进行科学研究特别是了解全球环境必要研究地区的价值， 

将南极洲建为一个自然保护区或世界公园，以确保南极洲环境及其所属 

和相关生态系统得以受到保护和养护从而造福全人类的构想曰渐获得包括一些《南 

极洲条约》协商国在内的支持， 

目前的趋势是人们确认需要在南极洲设立科学研究站,进行国际协调，以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和补给设施， 

Ü^HI际社会对南极洲的注意和关切日渐增加，并深信增加了解南极洲有益 

于全人类， 

i M í i ^ ，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认为南极洲应继续永远完全用于和平目的，并 

不应成为国际纠纷的场所或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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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南极洲的管理和利用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进行，并应有禾i 

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促进国际合作以造福全人类， 

皿有必要进行协调一致的国际合作，为未来世代保护和捍卫南极洲及其所属 

生态系统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 

1. 秘书长
1
关于1991年10月7日至18日在波恩举行的第十六次《南极洲 

条约》协商会议所作报告的报告以及关于南非种族隔离少数人政权出席《南极洲条 

约》协商国会议的报告； 

2. M_秘书长关于南极洲环境状况的报告
2
，并请秘书长探讨在现有资源范 

围内编印在编写未来年度报告时从各组织收到的数据资料的摘要报告，以作为联合 

国正式文件的可能性； 

3. 联合国一些专门机构和计划署在第十六次《南极洲条约》协商会 

议上进行的合作表示遗憾，认为尽管大会通过许多决议，但秘书长或其代表并未受邀 

出席《南极洲条约〉〉协商国的各次会议，再次促请协商国邀请秘书长或其代表出席 

它们将来的会议； 

4. 铭记《南极洲条约》按其规定的目的是在进一步实现《联合国宪章》所 

载的各项宗旨和原则，而南非尚未完全遵守这些宗旨和原则，呼吁《南极洲》协商国 

在南非建立不分种族的民主政府以前阻止南非全面参加协商国的各次会议； 

5. 豐直《南极洲条约》协商国决定提供有关第十六次《南极洲条约》协商 

会议的资料,各协商国继续向秘书长提供更多的关于南极洲所有方面的资料和 

文件，并请秘书长就此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评价报告； 

分别为A/47/541和A/47/542 < 

A/47/62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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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南极洲条约》协调国按照《南极洲条约》第三条的规定，根据联合 

国环境与发展会议《21世纪议程》第17章作出承诺将继续： 

(a) 确保使国际社会可以自由地获得在南极洲开展的科学研究活动所得的数据 

和资料； 

(b) 加强国际科学界和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取得这种数据和资料的机会，包括鼓 

励定期举办讨论会和专题讨论会； 

7. M《南极洲条约》协商国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达成的各项协议，特 

别是上文第6段指出的，为基础，并在这方面积极探讨从1993年起举办一次年度讨论 

会/专题讨论会的可能性,做到尽可能广泛的国际参与，包括联合国之类的国际组织； 

8. ：gi《南极洲条约》协商国建立监测和执行机制以确保《马德里议定书》 

的各项规定获得遵守； 

9. 欢迎按照1991年《马德里环境保护协定书》，禁止《南极洲条约》协商国 

在今后50年内在南极洲内及其附近进行勘探和采矿，并M呼吁使禁止令具有永久 

性； 

10. ¿^iü在南极洲及其所属和相关生态系统建立自然保护区或世界公园而 

拟订一项国际公约的任何行动必须由国际社会充分参与； 

11. M秘书处通过新闻部关于南极洲问题的出版物采取的各项具体步骤, t 

皇必须提高大众关于南极洲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的认识，并就这方面请秘书长在现 

有资源范围内，继续通过新闻部提供有关南极洲的资料； 

12. 皿《南极洲条约》协商国提高合作的协作的水平，以便减少在南极洲的 

科研站的数目； 

13. M国际社会确保在南极洲的一切活动完全是为和平科学研究而进行的， 

并且所有这类活动都保证能够维持南极洲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和保护其环境并造福全 

人类; 

14. M眹合国各会员国就与南极洲有关的问题与秘书长合作，继续就与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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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有关的所有方面进行协商； 

15.决定将题为"南极洲问题"的项目列入其第四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