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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摩萝马约特岛问题：秘书长的报告

1 . 姆鲁贸先生（科 摩 fV:jr•始 x ；, ï 之前，我 

谨向盘大利遭受可怕地霞的人们农示真減的同情 。 我 

希望意大利人民和政府能从这一表示中感受到科摩罗 

政府和 K  K 的 '深 m 难H 和 ,!A;痛心情 . 科摩罗政府和人 

Ivi 认 'J.，, 他 II‘ 1 J>V；分 jlI. î.i'ïi IV-J , s 人糾 K  W所 的 • 

切。

2 . 科 摩 罗 马 约 特 问 题 l i 人会熟悉的•个问 

题 ， 前几届会议上，大会曾进行过辩论。实 际 上 ， 

就在科摩罗被接纳加入联合国之后 ， 大会在第三十一 

届么议上 ※ ‘ 次 市 议 了 这 个 问 题 ，；)!■-且今年 11月 12 

I I , 我 N 还庆祝Y 这个W 史性 :'jf件冗周4 ;。在这五年 

斯间，我们已能从内部评估本组织、政洽上的成熟程度 

以及它力來取行动所提供的巨大机会。

3 . 我愿借此机会 ， 对大会一贯支待科摩罗人和 

我们保卫我们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表斤科摩罗 

政府和人 h i的感激之情。正如大么 'IÎ'; 3385 ( X X X )号 

次议所》AUi'I'i'UilUT:, jy i l N  化作 -A; • 1、 lll 叫个

!Hi购一 即 ill 傭 W .人科 I f  !i>* .'l'i . .，!( 约 特 吳 坎 利

.% .n i成的 I Kl % 被按m  jjll入 朕 11<1 fl'J :k  'A iV:作出这项決 

化 时特 别 遵 循 T  乂 V )  议—— 给 殖 民 地

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规定 ， 这项宣 W特别保证殖民 

地国家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4 . 原管理国法国过去始终尊重科摩罗群岛的地 

理、政治、社会和文化统一，因而一直把它作为一个 

由四个岛鸭组成的实体进行管理。因此，完全存理由 

感到奇怪的是 :在整个殖民地时期 ，科摩罗的统•从未 

受到怀疑，而今天 , 为什么W中一个岛姆马约特岛要遭 

受不同的命运呢？由于管理方便这个简单原因 ， 法国

一贯承认的科摩要的边界从未确立过 .这些边界不过  

个 / I ' m  引;的  i/f , ï  和文化 )M ,Ï  制  lij 

一种宗•教即伊斯兰教的同 - ，种族人 R 的领土整体统一 

W 此 ，这 种 统 .从 ;M ' ÿ i j过怀疑，I f i ü ü ï ÿ i j  

独立冊夕 , 法 W 还对此多次 1«1以i l ï i l i。独立 

是经过了细致的淮备的，以便这个独立能顺利地、不 

出任何意外地实现，即使命运注定不是这样。

5.  t ：际上，Z K I 9 7 2 ^ : 1 2 l i ,也 就 布 独 、V: 

前两年多，当 时 在 部 |:'1治地位基础上成力:的立法机 

构科摩罗领土大会—— 即同民议会遗过了  一项決议， 

冗 t 授权地方政府研究并》i 法 政 府 协 I« 科 罗 ' 观 

独立的问题。

6 . 为了实现人民的愿望，由地方政府首脑，现 

r t J i : 和 统 德 • 阿卜利: 拉 • 附卜朴.：!、' /，\ ^ 左'1:- 

须 y*• 的 . 个代及 y i  i - i 9 7 3 ^ i：6 j j  'yji'i.j r  巴摸。1^$过 )(义/ /  

—— 法閣和科摩罗人—— 长时间的仔细商谈之 ;f t , 签

r  X； J - 利 摩 力 : 现独3'/:的联 

这一宣言也叫作 6 月 1 5 日协定，它郑重承认科摩罗的 

独立前途，明确规定了科摩罗实现独立的条件 .

7 . 第一. ，从 1973年 6 月 1 5日宣言公布之R 起至 

就自决问题进行公民投票这个时期叫作过渡时期，在 

这一时期，法国政府专有的某些权力，尤其是财政系 

统和按术援助人员的管理和全面监督方面的权力 , 将 

转交给科摩罗政府而且权力范围将包括所有四个岛  

购。至于其他方面，特别是国防、金融和外交方面， 

科摩罗政府将参与管理。

8 .  ÇfS ... J J  i n l i  Vf /l；îf'； 1 a'Â

规 m 协M tn果 j ï  Ai z .  j i i , 如果乂多数科摩罗人都將 

投 ivi赞威独、〉 fi-iff {\ 4 个 ^0的进 0 的 ,(5、休役 Ï::将 V；* 

致给予当时在位的地方议会以制鬼议会的权力和赋予 

地方政履主席国家元首的权力。此后，国民议会将承 

担起草这个新圉家的宪法的任务，宪法制订后，将提 

交人民批准。

9 . 因此，正如可以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宣言没 

有忽祝任何方面，K 内容也没有给法国政府和科摩罗 

政府留下印独处理M 题的余地，

①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鹿会议，补编第2 3号》.第 

十一章，附件，附录二.



1 0 . 有残 人也许还记得，1973年 U J J 法 r a代农 

在第四委员会描述那终将导政科摩罗实现独立的协调 

进稻时阐明了这些事实，法国代表在发言中讲得非常 

深刻， 后他还补充说，法閣政府有悠久的非殖W化 

历史，它认为它已充分谨明它不想在其前属地希望独  

立的道路上设置任何障碍。因此，法国政府没有必要 

详细说明它打算真減地响应科摩罗人民的愿望。②大 

会对法旧政府 采 取 的 这 个 明 确 、积极的立场炎示欢 

迎 ，并在第 3 1 6 1 ( X X V I I I)号决议中饶有兴趣地注意 

到了这一声明 .

1 1 . 一年后，在 1 9 7 4年 1 2 J1 2 2日，根据 6 / J 1 5  

口协议，与科摩罗人民就科摩罗人K 的前途问题进行 

了礎商 . 实际上，当时所有科摩罗人都投票赞成独  

立 ，因为 4 个岛购的总结果是：9 7 % 的人口参加投票， 

9 5 % 的 投 票 者 投 赞 成 票 ，这是历史的最高纪录。因 

此 ，法国议会没有其他任何选择，只能干脆完全批准 

这个明确的投票结果，尊重科摩萝人民自由表达的意 

愿。不 料 ，1 9 7 5年 7 月 3 日法国又通过了一条法律， 

规定科摩罗实现独立的新条件，提出的借口是一部分 

马约特岛居民投票反对独立。

1 2 . 由于我已提及的原因，少数人的投票决不 

能改变科摩罗人、非洲和所有热爱和平和正义的人民 

的明确信念 . 即 马 约 特 坏 造 科 的 - • 个组成部分。

② 这 •个川人 l î 数公 W选 ' h 的N 家 

元首代农全休人民的权利一样Ê 徒劳无益的。

1 3 . 因此，鉴于法国议会来了个右转弯，根据 

科摩萝人民明确表示的实现国际主权的意愿，科摩萝 

政府和人民于 1975年 7 月 6 日>丫>.方面宣布了科摩罗独 

立。从法M 和科摩罗保持 r 近 -个半世纪的密切关系 

来看，这'样 个 行 动 具 有 更 深 一 / â 的a 要意义，特别 

是当人们认识到，每当一个国家开始采取这样一个程 

序使自已摆脱殖民伽锁时，它都会发现自已可能遭到

的 种报度。

1 4 . 因此，科摩変人民在单方面宣布独立时已充 

分意识到，科 摩 罗 的个困 难 和辆 牲时 期 J f 始了，虽

©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廣会议，第四委员会》，第 

2 0 6 4次会议，第27段.

然如此，有一个人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同意承担这一英 

勇的行动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他就是科摩罗共和国现  

任总统阿卜杜拉曼先生。这样，他在科摩罗的历史上 

已以这个年青国家的第一任总统以及其独立之父而闻  

名于世。

15. 1975年 1 0 月 2 6日，法国政府宣布法国议会 

通过一项法 f | î , 批 推 科 摩 罗 ^独立，但不化括 '4约特 

iHi。

1 6 . 这些就是事实 . 它们虽然令人不快，但却是 

真实的。我认为必須客观地旧顾这些 1 Î实 ，以便我们 

的辩论能 /I-： r m 况的条 f i :下进 { r» n 们只想把 

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摆在其真正的历史背景之下，以 

便我们能够一道力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週作出不带偏见 

的努力。

17. 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政府决意忘记过  

去 ，就象阿卜杜拉曼总统喜欢说的耶样：•科摩度不 

能总是向后看。人们向后退就不能走向未来 。 "

1 8 . 因此，每当我们辩论马约特岛间题时，我国 

代表团都重申科摩罗政府的意愿 . 即根抛科摩 !5 »人l'i 

维沪科摩罗的统  '、领丄 :A：他 和 I :权的腐 l'ii,

力促使这个问题迅速得到解决。为了实现这个意愿， 

我们选择了大会和许多友好 |«1家 -\'\, |-'1法 I '4和科降浜 

两 M 政府 i j m 的谈例 iûW L  fii们 Lli经 恢 r  i l :科摩罗 

欢 独立 / n 的丄什:小H 法M 中断 / 的外交乂系，旧为 

上述局面证明是不起作用的，弁在很大程度上促使马 

约特岛更加脱离其 3 个姊妹岛崎，

1 9. 这个新办法立即导致缓和该群岛的紧张局 

势并逾、X存利 T '^ i法 L«I谈例的和平和 f>ï任

2 0 . 法 l i - 科摩罗' 会谈《H的策一个步骤是在法国 

和科摩罗国家元首于 1 9 7 8年 6 月在已黎会晤之后采 

取的。他们在讨论期间，实际上肯定了他们的共同意 

愿 ，即很新深入 ‘i t f议科摩14^>1势 , 以便迪过对 ii，i 找到 

和平解 决马约 特 岛问 题 的 办法 ，因此，经过共同商 

议 ，双方决定每年至少会晤两次，研究弁实施实现这  

个目的的最近 :'1 的措施。

21 . 1979年 12月在 a 黎和今年 4 月在科摩罗，我 

同法国部长奥利维埃 . 斯蒂思先生讨论了若千旨在早



U 恢 ; ^  约特 Æ &和科摩梦 > 1 ；-他三个岛购之间在殖民地 

k 期就有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的步骤。

2 2 . 人ffi的自由往来已变得切实可行，尽管还 

Yf- /t.: • 技本'||«1题。我们#  m 作不久的将來能够-巧法 

N  术M / M ,  fid们H i來他 rJl:他

m . 特別；■'； {V.池【I和 机 场 的 设 施 、 M  k 航线和111 

采収 r 措施，这些措施旨Æ i i .体反陕科摩罗的 

4 个岛陶自然互为补充的事实。此外，科摩罗发展计 

划设想要进行的所有活动都包括马约特岛。一个改善 

各岛购之间电谁联系的i 妻方案正在付诸实施, 它也 

也 括 约 特 . 同作，WHiifll除 流 的 所 fi'ïïÆ运 

动Jlï/I-： 4 个，场购上同时进行，

：；：! . IÏ-Iiifn. 科 摩 f ju w '■収 J t f i i N 政府深 fi'f, 

辦決马约特 a 问题的一个首要条件是毫无限制地恢复 

科摩罗国各地之间一贯存在的所有人文、经济、社 

会、文化和政治关系》

2^ . 利 作 ' P 仏 斯 联 jf，r:• 和 肩 明 巧 .使巧约 

,'；■& 111 WJUi |，，1 'pli 科摩罗化. 1111 ùi 1Ï-J怀抱 , W Ifii ■ i'i：怒J j  

在全 N 范U>：1 |̂ ]1̂ 1:社会经济和政治方他，为欢迎马约特 

岛建 :、'/: ‘ 个良好的基础。因此，科摩罗人民为这个新 

国家通过了一项联邦式的宪法。该宪法在尊重科摩罗 

共和国统一的同时，还规定每个岛购有其自己的行  

政曲洽权。为了满足马约特岛的科摩罗人在共和国内 

ï r u i  的 竹 地 政 I f 务的 ri ☆ 权的組M L 采収这个 

措施 j i-必要的 ， 因 此 ，按照新宪法 .每一个岛购都由 

Kiuiî'OKsü •次的件选选Hi的 ，̂",£、督來  tv  邵 ，

根 抛 这 ‘ 规 ;< i i ,我们的马约特岛兄弟可以放心，他们 

一回到科摩罗共和国的怀抱 ， 就将能够享受同昂儒昂 

岛、大科摩罗岛和莫埃利岛的兄弟一样的权利一 •特 

别 Æ  fV o u t 和 [Ri的 * 础丄卒受 f f  M  I'i Ü 行政 ^}f务的 

权利 ..

2 5 . W 此，现Æ  Ü 经;f r r马约特回到科摩罗大 

家庭的■个 近 基 础 ，同时也具有了同法国进行坦 

率. SÜÎ设性对的一  W 条件。

2 6 . 这些就是科摩罗新当局为了尽快找到一个 

符合科摩罗人民的愿望和联合M 钉力决议的解决马约 

特岛 >1题的好办法而选择的策略和方针的内容„

2 7 . 不知 iü科 澳 题 的 义 :|'vt汁肖》i和解决这个

间M 所必番的条件的人不懂一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 

装着不懂一 这场沖突长期继续下去，对任何人都没 

有好处。而那些认为这种态度正在软化或放弃的人是 

相当错误的，历史证明，科摩罗人民在必要时能够坚 

'/i!不移 „ 他们在 •1975<i-: 7 /3 6 口科摩罗 *J a 见独立n、l•显 

/1< f  这 . . ilL

2 8 . 现在问题很筒单，就是要采取现实的态度， 

客观地分析形势，并确保我们不偏离所设想的目标。

2 9 . 我们高兴的是，迄今马约特岛争取解放的斗 

淨一宵是在双方都未流一滴血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 

值得骄傲的，是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决心保持的 

一个成就，肉为科摩罗人民希审在进行政洽''I*'ft的同 

时 能 够 继 续 进 ‘场M 样重要的斗争，即卞収经济 

发展的斗争。当人们知道年轻的科摩罗共和国的技术 

手段和财力有限时，他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种方针所 

帶来的辆牲和损失。

3 0， f U Æ 找 Ai论 付 什么化价，代何 

情都不能迫使科摩^人放亦享受一个独立民族的最基 

本权利的要求， 这就是对科摩步所有à 土自由地充分 

行使全部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利。

3 1 . 马约特岛是科摩罗领土的一部分。我们一 

贯坚持这一点。我们将继续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斗争 

烛正义的。正因为如此，H 际社会特别是非洲才不断 

表示在这个间题上声援我们。

32 . 正 如 大 会 肯 定 知 道 的 那 样 , 非洲统一组织 

〔非统组织;)建立了一个科摩罗马约特岛问题七国委员 

会以密切注桃在这个问题上的事态发展，并委托该委 

35会在秘书长d-:持 下 研 究 ‘切能够促进问题解决的策 

和 施 。该在 (/I 板据这… 0：，务 . J-I977ÎI-： 9 }] /V.科 

摩罗 ï f J 【: T 么议。它 { \ iH 动纲领中特别捉出了通过谈 

判达成解决办法的途径。

3 3 . 今年6 J 1 在弗瓜敦，非统組0Û fi5长事现会 

在其第三十五届常会上再次请七国委员会Æ 部长理事 

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之前/i:莫罗尼开会丧科摩罗局势 

并与科摩变併斯朕祁和 N 政府1>作li；f %  "J能加速 

和平解决这个间题的施〔n^A/35/46S和Corr. 1, 附 

件一：).



3 4 . 这就是科摩 3?马 约 特 间 题 今 夭 的 现 实 情

况，

3 5 . 我国代表团和其他几个代表团一道向大会 

提 MIT ‘ 项决议 *7，: 来M A i 5 / L . 3 î和」r fc / .0 , 以确认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审议。它的根据造本组织过去通过 

的各项有关决议。我们希望大会一致通过这项决议草 

案 。

.'Hi. 雷先生（银 iMf'li《iO ,  À  Mift A： A? ^

大 ïK议的这个M 题别 111], 找 M i^M U]曾提请人会注意 

• ■些原则和保证，如果这辟原则和保œ 能得到轉 ÏÏÏ和 

实施，就会导致一个令一切有关各方均满意的解决办  

法，《我们认为 ， 这色括实施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 

人民独立的第 1 5 1 4 (X V )号决议 ， 还包括实施非统组  

织宪章重申的一项原则，即殖民地的边界是不可侵犯 

的 . 后，它还位糖有关各方为本着相互谅解的精神 

解决这个问题而作出的承诺。

3 7 . m 内 加 尔 法 N 和 科 摩 斯 联 祁 jc-和 

国政府都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 ， 我们欢迎双方为了找 

到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而依照大会第 

3 3 8 5 ( X X X )号决议进行的谈判。

：Ut. IR 1K 伐 (fl (\ ' I i-1 IVi； K f ,-)'所遵 lift 的惯例 , IV, If I 

鼓励双方进行对话 ， 以使消除议解井促进P，j 题的解:ÎÜ 

—— 这 然需度 有 政 愿 。

3 9 . 正如科摩萝外义部长的发高所表明的那样， 

谈判可以预乐并提供合作的前景 , 这一点从科摩^和 

法 tiT两国政府在那些地区缔结的各种财政和经济协定 

巾也可以看出来。

40 . 我们还高兴地注意到 ，双方的对话已开始弁 

正 化 产 化 •种 f ù ' f f的 ' C银。我们希讯 能 够 服所Yr m  

律上的困难，使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 0 的统一得以 

恢复。总之，我国代表团认为，双方的接触应保持下 

去弁加以鼓励。我国代表团还认为，联合国有责任协 

助非统组织通过七国委员会寻找促使马约特岛问题解 

決 的 措 施 。

4 1 . 我国代表团将继读支持有关各方为谋求公 

正持久解决马约特岛问题所做的值得称赞的努力。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全体会议》，第92 

次会议，第I -14段.

4 2 . 糖普雷特先生（法M ) :  , s 大利刚刚发  

… 场Æ 剧。W此 ，我 i s j z o r 始化 ,Ï 之 前 ， 大何人 

民—— 我们的邻® 、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盟友 k  我

代农闭的深切 [H]情 。

4 3 . 我们 I ] 前冗在讨论的这个间题、 的 II: %  

并不象某些人硬说的那样筒雜 „ 历史形成了科摩罗'群 

岛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但是它也形成了法国同该群岛 

何 个 部 H-) m f f . I；'-條他,)||! ii'i. f  i n  s ； m m . ijf 

些 l'nj题应在 J t > j •加以解化，f l .ü -世 界 I: \ i i i\许多边界 

収 *  y 人的U 志的例了 ‘ 。力：n 约 特 问 题 I，.指 法 W 

的正避对这种意志的尊$。

4 4 . 法国尊重自决的基本规则，允许科摩罗辟 ，《itt 

各岛崎的居民通过民主选举自曲选样他们的命运。在 

此的毎一  人都清楚马约特岛人民在 1974年和1976年 

完全肖由地衷明他们与其他各,>：力人民不同的意见时的 

情况。我几乎没 ;f f必要再次叙述这件，件 ，

1U 作，它们 '11?来 r i t t  找

4 5 . 将项目 2 5 列入议程是对法国内部事务的干 

涉 ，同时也违反了宪章的有关规定。我国代表团不能 

不反对这… 决 Æ . 我 们 在 9 力 17 F l总务香M 会m  J 次 

k 议 .r .提 III 即使找 jfi V 、 场，g  h. 

近则举行的辩论 ， r ï i m .  'M 广̂ 人 ^^扼化做化- 

定所依掘的情况 . 找们不 J i 本 4 Ï论战的 li'i沖參 iJI!今人 

的辩论的。如果理赞战胜了进行 Æ 益的对抗的诱惑， 

我们会高兴的。

4 6 . 历 史 尘 明 , ，‘ 个世纪以来法W和科摩罗 f ï  

着共同的命运。马约 特 岛 上 的 第 -批法国定居者可迫 

溯到 18 4 3 # , 以后便与K 他各 /Ü S ；生了联系。

47. / I :这 1?^个11‘| 期，、，1发化 I ，:人货化 ji.象 K-  

他国家一样受到新Ali.想的影响时 ， 科摩罗 fff ,iiti都保持 

着同一性，4 个岛购都毫不间断地顺利发展。当独立的 

时刻来到时 , 法国政府非但不想与已由中.一政府

lY'l领 I .晰維.'(■ ?：. n I ；v . ) f，人 III 4 t  l"1

家所应享存的际主权的;ft)度进f r r 考道。戈ihtt:况 

是， ttl于并不神秘的原因马约特人在投明确农乂' 

他们不愿意在独立时归属科摩罗共和国。根振法国遵 

循的民主制度，马约特岛决定留在法兰西典和国内， 

就象莫埃利岛、昂儒昂岛和大科摩步岛选择独 立 样 .



4 8 . 一些人认为，这不免违反领土完整的原则， 

难道我们有必要指出，在这里批评这个程序的人现在 

抱 怨 说 领 軟 的 股 則 / d t •他池//并 没 得 到 执 行  

« 'i V "ff： " iii^  1'1<1 i-r；泄 然  人 K  的 a  „

4 9 . 我只想提 - ‘ 下行政归 j S 的现论，这种现论 

象地抓一祥，可以产生相互矛盾的后果。举例来说， 

科摩罗和马达加斯加在某个时斯是在同一个行政当肩 

的领导之下。

5 0 . 尽t v 这 些 股 则 、这 法 找 ïjf实、这些历 

史和地现观实，倍事实仍然嚴科摩罗'群岛的四个岛姆 

有许多共同之处。自从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独立 

以来，法国政府已尽量不采取任何可能对科摩罗群岛 

各岛购的互补性质产生消极影响的行动。

5 1 . 不过，事实仍然是法国不能拒绝一个已决意 

贸在让 r a并 f l .今天仍然有充分的选择 ri ih 的社区。我 

记 n)7r>化 2 4 II 的 ’仏，今 -实 Ik  I'ifV丫''^»约特,，?(|一 

种 n j ' 件的特殊地位 , i »7!)^i：i 2 ；j 2 2 ti 

的法令又对这种地位m 新加以 H Æ 。

5 2 . 我已经说过，K 減的教能使人们克服嚴巨  

大的困难。在我们正在审议的这个问题上失去了太久 

的是+11 It:谅辦、 ☆ 作和倍任。就法同而 i'r, 它将继绩 

m ^ (rri；M i'；i 、k f h u  Ifll 找 科 摩 !n i k w f ô / w 的从础， 

就象 n  m - 以来的许多事件所表明的那样。科摩罗外 

交部板刚才还提醒我们那些事件的æ 大意义。秘书长 

关于议稚项 ta 2 5的报告〔乂/ 3 5 / 4 6 0 提供了有关这方 

面的准确情况。我只想提一下去年采取的、每一个人 

都清楚其重要意义的措施中的一个，那就是取消了科 

摩 8̂ ' Üii ^  .<!{;之 M 人们往来所 ‘! i 的签证。

r.：5 . 花猪想这 Ml的何- ，个人都将对下述If次 

M-欢迎，即Jli近儿个J j的谈利和^ ^谈1_1给法阿和科摩 

度么l'nl的fî•作;Xi系注入了新的?力，ifu' ri.还为悬而未 

決问题的解?jt创造了☆'利的气氛，而法国，科摩罗以 

及马约特岛看来都会从其中获得巨大好处。

5 4 . 许通美先生（新加坡）：我围代表团为就这 

个项II ̂ ^言提出的唯一理山造，我U4政府与科摩35»和 

法raiMi®政府保持着厳友好的Û■作关系，我们想就这 

个琐目作一简矩发言，以便避免与法国政府产生任何 

可能的误解.

5 5 . 我们现正审议一项决议草案a々 35/L.3î 

^ A d d . O , 我国代表团将同我们压倒多数的第三世 

界特别足不结盟运动的同？}? 一道投票赞成该决议草 

来.

5 6 . 我们为化么这條做则？我们这禅做是H 力 

当象科摩梦群岛这样一个fll殖民国家当作一个整体管 

理的殖民地实现独立时， 它应作为一个整休实现独立 

而不应被肢解。

5 7 . 前i&f的: 人法0 代灰如实地提酬找们，在 

一次1N 111的公民投票中， 马约特岛人民已投赞成留 

在法国而不同该群岛的另外三个岛购一道实现独立。 

因此，大会面临的原则问题是，自决的原则是杏只应适 

用于整个殖民地实体的人民，或者它是否也应适用于 

该实休的各个部分。这场沖突的特征有时象是一场领 

土完整和向决之间的冲突，

5 8 . 我认 V、/ , 如果我说大部分第三世界W家都 a  

为 ， |'1決 fôW iM iiü川 r 悠 个 •个地W池文.体 ，Ifii小' ) £  

用 于 其 中 的 某 些 部 分 ， 这是不 '会错的。如果不是这 

样 ，就可以导•致许多殖Ui地被肤解，& 不会足理想的 

结果。

5 9 . 正是由T 这个原因，我国代表团将支持该 

化 议 , 找希制.化in的 仏 , W M J M ;认'A；这 t' 

解释很权说服力， 至少也能理解这个解释。

6 0 . 我在结束发言之前想提一下如下事实，即在 

过去的一年中 ， 法国政府和科摩罗政府进行了建设性 

谈判，对此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这些谈判能继续 

进行下去。我们还要呼吁科摩罗政府与马约特岛领导 

人进行奥似的谈判，彼求与他们和解。在我矜来，力 

T  i- i约特 /Hf他够恢M  JI:在 f W s>' M 1̂ 1的Æ 、"1池位，科 

摩罗政府领 g •人必须'侦马约特 '：■(；人 U U tU ï , 科維ÿ '政 

府 是为 / 他们的 li:远 利 才 这 样 做 的 。

6 1 . 卡《达 . 瓦 •卡》达先生（扎伊尔）：首先，

我愿向突然发生悲剧的意大利政府和人民转达扎伊尔 

共和同政府和代表团的深切同情.

6 2 . 作为法ra和科，罗共和国的一‘个朋友，扎供 

尔共和国不能不对这两个国家面临的问题表示同情， 

并希望它们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既维护它们，直保 

持的良好合作关系，也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C3 . 在 这 方 iflf, 扎{ J t尔代农 tÜ愿灰 /j;赞赏秘书 

长对其关于科摩罗马约特岛问题的报告所作的澄清。 

扎伊尔代表团还要对科摩罗外交和合作部长为使我们 

进一步理解并评价这个问题而惠然提供的有益的补充 

材科表示感谢。

( 5 4 . 扎 伊 尔 代 •闭对汰m 和科摩罗两 if<i政 府 U  

抛联合  W 的 决议，特别  jM 9 7 !H | :1 2 / !  6 I 科

摩罗群岛统…' 和领土完整的大会第 3 4 /6 9号决议进行 

的谈判：i ë示欢迎。

6 5 . 我 H 代 :g 团 特 别 兴 地 获 悉 ，法旧和科維 3? 

两围代衷团在工作的过程中已在莫罗尼商定了立即实 

施有关方案的具体步骤，这些步骤旨在发展该群岛 4 

个 .111购之 M 的® 本设施 jH 办刺; 税，以便将该淋坏4个 

岛购的 1^然互补性质变为现实。这就证明—— 如果还 

需耍证明的话一双方愿意通过谈判解决这个问题。 

法国政府作出的使科摩罗方面感到满意的保证，即它 

要促进马约特岛与科摩罗群岛其他各岛脚之间人员的 

自由往来并为之提供便利，是一个极其令人鼓舞的迹 

象 。

6 6 . 扎伊尔共和 pil — l /t支特并维妒科摩罗伊斯 

兰联邦兆和 FM人民对马约特 ,■：制 主权。因此，我们现 

在双教促法N 和科摩罗W I Kl政 府 继 进 n  'Ik ü 冗'始的 

谈判，/ I :谈判巾探 '̂ ^̂ 何 -种 nrfffifi-:,以便依照联合 |1；1的 

各项么关决议， 然 IÜ足力了双方的利益，找到一个 

快速公正的解决办法 .

6 7 . 主席：大会现在：ÿ；:对決议 lyt龙 A / 3 5 / L  . 3 I 

和A d d  . 1作出决Æ 。我请 ☆ 银Æ 衷决前作解释性友言

的法N 代 <^发言 „

6 8 . 勒普雷特先生（法 f K l ) :我首先要说,将项目 

2 5列入议祝化违反宪，‘; 条 îf、; 七项的规足的 。 0  Ilij 

的辩论本 ] < m m i - ,所以 -化14化 v x y j , 就这个项 n  

可m 通过的 f r： M 化 'AÜ对 r I L i没 {)• i r；何 约 力 。

6 9 . 该决议草案的基本条款只不过重申了我国 

代 丧 团 反 对 过 的 第 3 4 / 6 9 y •決议的条款。

7 0 . 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1 段尤其是这样，

7 1 . 由于我刚才指出的原因，我国代表团别无 

选择，只能投票反对该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感到遗

憾的足-, 提案 Irf没蒋提出能使这场辩论収得比较具有 

建设性的结果的办法，而且我们相当清楚，目前这种 

结果是毫无意义的。

7 2 . 生唐 ：大会现在对决议草案 A / 3 5 / L . 3 1 和 

A d d . 1进行表决：。 有人要求进行记录表決 。

进行记 ill表决。

赞成：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 阿很 ïlü、 巴哈 

马、 巴林、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博灰瓦納《巴西 、 

保加利亚、觸甸、布降迪、 |':1俄 罗 斯 苏 维 埃 义  

共和国、佛得 Æ 、智利、 中阿、可‘伦比亚 .科度罗、刚 

系、古 Û 、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柬浦寨、民主也门、吉 

布提、厄瓜多尔、埃及、 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  >加 

蓬、德总 iiU vU i-化和h i 加纳、 格林纳达、几 亚 、儿 

内亚比绍、洪都拉斯、匈牙利、 印度、印 庶 尼 西 伊  

朗、伊拉克、牙买加、约旦、 肯尼亚、科咸特、莱索 

托、利比里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 

拉维、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马里、 马耳他、毛里塔 

尼亚、墨西哥、蒙古、 摩罗哥、莫桑比克、尼泊尔、尼 

加拉瓜、尼 R 尔、尼 n 利亚、 阿後、 巴从斯別、 U1， 

马、 巴布收新儿 l ~ 、IK、非 卡 •!作尔、罗 尼 亚 、卢 

旺达、圣多突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衆内加尔、塞 

舌尔、新加坡、 斯

瑞典、 阿 拉 们 叔 利 儿 和 N 、 ' f f h l 多 l:j:、特 、X尼达 

和多巴哥、突尼斯、土 I p 其、乌干达、乌 ÎÆ;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阿拉 

伯联 i v m c i w 、 联 i v 化和m 、 要内 

瑞拉、越南、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雅巴布韦。

反对：法国。

弃权：澳大利亚、奥地利、 比利时、加，大、 中 

非井和围、 n M . 多米尼加并和 r a 、 亦 巡 儿 德  

☆ 志収邦A :和 N 、 J'll地巧拉、冰 尔 以  

仏列、 人利> H 卞、 广森很、 新

' W i S .挪咸、 他仙'牙、西班牙、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仓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决议苹業A /3 5 /L  . 31和 . / 以100要赞成、 i 棄 

反对、 2 6票齐权通过（第3 5 /4 3号决议 ） 。 ®

®孟加拉国、圭亚那和嚷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团事后通 

知秘书处，希望在记录中写上它们对该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



7 3 . 主慮：我现在请想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的  法 ，即应在统和领土完整的基雄上实现各殖民地的 

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 独立，

7 4 . 詹先生（澳大利並）：澳大利M 在对该决议

草寒的丧化巾役T 弃权票 . 这不应影响我们的一赏肴  上 午 时 5 5 分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