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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摩 : S t t 格 尔 ‘ 《 ，̂ 1希 3»尔先生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悼念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主席和大 

会前主席汉密尔顿，谢利，阿姆拉辛 

格先生

1 . 生廣：我不得不深感態痛地宣布，我们的朋 

友与同事、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主席及19M年大 

会主席汉密尔顿 . 谢 利 ，阿姆拉辛格先生于今夭上午 

10时 30分平静地去世了，11月14日他患重病立即住 

院 ，但经努力抢救无效逝世 .

2. 失去了这样一位为他的国家和国际社会无私 

服务长达45年之久的干练的有创造性的同事，特别令 

我们感到悲痛不已。

3. 1913年， 他出生于当时称力锡兰的科伦坡， 

1934̂ !--他 国 及 /j:联合工0 完成了大学学业. 此后 

不久他参加了锡兰行政机构的工作而在卫生部任职； 

他在那里积极成功地参与了根除睦疾的计划，后来他 

成为管理多用途河流流域开发项目的主要法定机构的 

驻地经理。

4 . 他第一次到国外工作是从1953年至1955年担 

任驻华盛顿大使馆参赞。回国后他在财政部里相缠担 

任一些重要职务，这导致他后来成为锡兰驻世界银行 

的副理事。

5 . 此后，他被任命为锡兰驻印度的高级专员， 

同时兼任驻尼泊尔和阿 ï：r汗的大使，一直到 1967年 ； 

布那一/巾，他作为斯里兰卡常驻代丧参加联合国的工 

作 。 n 1973/4 :以 来 他 一 三 次 联 合 国 海 洋 法 会  

议主席，并于1976年当选担任大会第三十一振会议主 

席 。

6 . 当然，正是由于他努力工作的结果才使我们 

得以在海洋法问题上几乎达成完全的妥协，为此我们 

将长久怀念他。

7 . 令我感到悲痛的是，他不能到这里来同我们 

一起全面完成他所从事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了，但

是我深信，他为确保地球的这一广阔区域成为人类共 

同遂承的财产而作出的阜著努力必将取得成功并成为 

对他的永久纪念。

8 . 由于他任职时间长， 具有丰富的专门知识， 

以及他深受他的同事们的尊敬，所以他的 i ，lit站联 

合国的巨大损失，

9 . 现在请大会起立，为悼念汉密尔顿，谢 利 • 
阿姆拉辛格默哀一分钟。

大会成员默农一分钟 .

1 0 . 主 J T

1 1 . 秘书长：谢利，阿姆拉辛格的逝世是作为他 

的朋友的我们大家的巨大损失，也是作为一个组织的 

联合国的重大损失。1957年 ，谢 利 ，阿姆拉辛格代表 

他的国家在大会第五委员会中工作，自那时以来，他 

一直在联合国任职。1967年，他成为常驻代表； 1968 

年，他当选为和平利K iH 家 '符辖范H 以 外 床 nr:底特 

设委员会主席。从那时起，他主持了处理这个间题的 

一些联合国机构的工作；1973年，他担任了第三次联 

合国海洋法会议主席。1976年，他当选为大会第三十 

一届会议主席。

1 2 . 近来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参与了谢利 . 阿 

姆拉辛格以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主席的身分所进 

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在这里为联合国最重要也是 

最成功的事业之一作出了重大贡献。这複工作的圆满 

结束，无疑将是对我们失去的这位朋友的水久纪念。

1 3 . 谢 利 ，阿姆拉辛格为联合国服务的记 Jji是 

了不起的，他在本组與的工作中以及在他的 

的心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人Wu'li众 ， 劇默感， 

作风朴实，这 些 永 远 是 鼓 舞 人 心 的 积 极 的 财 富 。 

与此同时，他为人直率， 谦恭坚定而又富有同情心， 

这些是他在联合国这里担任各种高级职务时取得许多 

成就的原因，

1 4 . 我们怀着感激，尊敬与爱戴之情怀念谢利• 
阿姆拉辛格。我们将深切地怀念他，

15.
发言，

生«:现在我请非洲国家小组主席苏丹代表



1 6 . 比里多先生 ( 苏丹）：苏丹代表团怀着沉重和 

极其悲痛的心情代表联合国内的牟洲小组，就第三次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主席阿姆拉辛格先生的逝世使我们 

蒙受的损失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17. 我们是国际社会最迫切需要他在国际外交 

领域的经验与 '眷智之时获悉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的，

18. 历史将怀着永久的感激之情承认阿姆拉辛 

格先生在为国际社会服务方面、在和平的事业中以及 

在我们即将达成协议的海洋法问题上所作的努力。

19. 阿姆拉辛格先生是汇总和调和不同观点的 

先锋。我们曾希望在签署关于海洋法的重要国际文书 

的时候，他将在我们中间。但是死亡竟从我们中间夺 

走阿姆拉辛格先生，这是上帝的意志，而我们是不能 

违 背 上 帝 的 的 。

20. 苏丹和整个非洲以及国际社会只能向斯里 

兰卡代表团、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以及阿姆拉辛格先 

'1:-的來M M /i；-衷'心的慰问。我们祈求上帝給他们和困 

际社会以安慰和承受这一巨大损失的力量。愿死者的 

灵魂安息。

2 1 . 生廉 :现在我请西欧和其他国家小组主席葡

萄牙代表发言。

2 2 . 室切尔 .供雷拉先生 ( 葡萄牙）：谢利 .阿姆

拉辛格先生的不幸逝世令我们大家震惊。我 们 大 家  

都熟知这个伟人和熟练的外交家热情豪放的人品。他 

在联合 [PI任职的漫长岁月中是我们大家亲爱的朋友和 

伙伴。

. 他n '>■}斬 ffi、\ t :常 驻 ^  f i i大会主席的光 

辉-诉程, 尤K 是他作为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主席 

所 做 的 1:作，他的献 J：f精神和儿乎无人可以与之 

她 的 能 力 ， 使他赢得了他完全应该得到的声望， -  
想到在这些 ;iJi廊里我们再也不见到他了就令人悲哀。 

我们再也不能够从他的经验、他的理智和忠告中受益 

了，这座一 f l:令人遗憾的事。

24. 我谨代表西欧和其他国家小组和葡萄牙政 

府弁以我个人的名义 ， 向谢利•阿姆拉辛格的亲属以 

及斯里兰卡代表团和斯里兰卡政府及人民表示我们最 

深切的同情。

2 5 . 主廣：我请亚洲小组主席塞浦路斯代表爱

言 .

2 6 . 马夫罗马* 斯先生 ( 塞浦路斯）:今天上午传 

来了谢利，阿姆拉辛格先生逝世这一极其令人悲痛的 

消息。作为已故大使及其国家所属的亚洲小组的代 

表，我要代表亚洲小组全体成员国和我国政府并以我 

个人的名义，向斯単兰卡政府和代表团以及阿姆拉辛 

格先生的亲属表示我们最衷心的慰问。

2 7 . 我们当中有幸结识他并同他一起工作的 

人们十分赞赏他的外交技巧、他的能力，以及他作为 

一名代表、他的国家的常驻代表，作为一个人和最近 

作为主席，特别是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主席所表 

现出的品格。

2 8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海洋法会议的成功证 

明了他的能力，而这个会议的最后结果将留有他的印 

记，他为人类和本组织服务得非常出色，他实际上是 

在工作岗位上逝世的，® 他安思吧！

2 9 . 主廣:现在我请东欧国家小组主席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代表发言。

30. * 海林先生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请允许我 

代表东欧国家小组就杰出的外交家谢利，阿姆拉辛格 

的不幸逝世，向斯里兰卡代表团表示我们深切的同情•

3 1 . 我们非常了解他，他在本组织工作时为实现 

宪章的理想作了专心致志的努力。

3 2 . 我们亲眼看到了他担任大会主席的职务•我 

们大家都知道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工作有多么 

艰 E , 我们也认识到该会议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是与会 

议主席阿姆拉辛格先生的不倦努力分不开的。我们大 

家都怀念他这个男子汉、外交家和曾在本组织努力工 

作的入。

3 3 . 我请斯里兰卡代表团向死者亲属转达我们  

最深切的慰问。

3 4 . 生 * : 现在我请想代表拉丁美洲国家小组发 

言的哥斯达黎加代表发言。

3 5 . 德 E 置斯女± (哥斯达黎加）:作为拉丁美洲 

国家小组主廣，哥斯达黎加代表团极其荣幸，但也极



其態痛地代表拉丁美洲小组和我的国家弁以我个人的 

名义，对汉密尔顿，谢利，阿姆拉辛格先生这位杰出的 

政治家和外交家的逝世表示最衷心和最真拳的哀悼； 

他作为大会主席和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主席；指 

导了过去十年的工作，取得了大量具有十分重大意义 

的成果。

3 6 . 阿姆拉辛格先生在指导我们辩论的过程中， 

一贯 / i视出他作为议会中的雄辩家、作为谈判者和绅 

士所具 ^{的出众才华和人品。在他的工作即将完成之 

际 ，他的逝世确实是个重大的损失。将 来 当 海 洋 法  

公约签署的时候，这件大事将是对斯里兰卡共和国的 

这 杰 ; I I公hi fil联 W 化 ' f  ‘个,义最觅人的历史 

性事件的缔造者的悼念。

3 7 . 主席 :现在我请想代表阿拉伯国家小组发言 

的科威特代表发言。

38. 比沙拉先生( 科威特）:我谨代表我荣幸地担 

任其本月份主席的阿拉伯国家小组对谢利•阿姆拉辛 

格先生的逝世表示我们深切的悲痛和最衷心的哀悼， 

他的逝世便国际大家庭无法得到他的经验、智慧和才 

干将製☆ 我 II，I ■![?来 的 ‘ W 符合这个大家庭利益的美好 

而又 Ï Ï 益的东瓶。他Æ J I任该国大使的十卞间为联合 

国及其宗旨和原则服务。他作为大会主席为本组织服 

务 ，他是最好的大会主席之一，经常表现出他那极强 

的工作能力。他也是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主席，

3 9 . 阿姆拉辛格先生是我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 

就在几天前我还去看望了他；我去时他神志不清，我 

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每天都在等着消息 . 
今天上午我得知他逝世了。

4 0 . 他活 t 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是为 

了他人。他为联合国，为本组织的原则而活着。他活着 

是为了服务于那些蒙受不公正待遇的人。我们最后一 

次在一起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他希望最后能签署 

海洋法公约，以此来結束他的一生。此后他曾打算写一 

本关于海洋法的书。那天他转身对我说：" 阿卜杜拉， 

我不怕死，可是我怕受罪"。 .

4 1 . 我谨代表阿拉伯国家小组向他曾为之服务 

的国际社会表示衷心的良悼。我还要向他的国家，向 

斯里兰卡代表团，向亚洲国家小组，以及向他的如此 

众多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哀悼 .

4 2 . 最后我要说，为悼念阿姆拉辛格先生我们能 

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保证他的努力取得成系，因为我 

们知道他一生献身于联合国，献身于确保正义取胜。 

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份宝责的财富。让我们努力踏着他 

的足迹前进吧！

4 3 . 主廣：现在我请斯里兰卡代丧没 ,Ï .

44. E 拉»布拉马尼邀姆先生 (斯 Mll'i 1二) :今天， 

在斯里^ 卡杰出的儿子谢利，阿姆拉辛格先 'k 逝世之 

际 ，大会表示悲哀，这个情景令斯里兰卡代农 lïl深受 

感动 .

4 5 . 阿姆拉辛格先生在长期出色地在斯里兰卡 

的行政机构服务之后，将他的精力与才干完全奉献给 

了国际社会的事业。特别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没能 

活到看见他为使那项他念念不忘而且十分珍视的事业 

取得胜利所作的努力开花结果；我说的事业指的是第 

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4 6 . 斯里兰卡代表团注意到今天大家在这里表 

示的情感，并且一运将这些情感转达给阿姆拉卒格先 

生的亲属。

议程明目 30

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 

加的问题(续）

4 7 . 主廣：我要提醒各位代表，按照大会今天上 

午作出的决定，在辩论中发 r ï的报么时间到今天下午 

3时截止。我要再次宣布，将在稍后的日期就决议草 

案 A/35/L.34_/Rev.l  作出决定。

4 8 . 卡利« 先生 ( 捷克斯洛伐克）: 去印:我们曾有 

机会阐明了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对于安全理事会席位 

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的立场。①这个原则立 

场依然不变 *在我们看来,现在廣问的不仅仅是安全理 

事会的席位分配和成员数目。首 先 ，而且尤为重要的



是 ，这意味着要修改联合国宪章，作为联合国创始会 

员国之一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对这个问题 

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我们认为宪章的规定如同35年 

前宪章通过时一样，是完全足以完成联合国的首要任 

务一 即维持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如果说有什 

么东西需要修改或增加的话，那首先应该是某些国家 

遵守这些规定的政治意愿。

4 9 . 第二，捷克斯洛伐克对联合国会员国的数  

目有所增加表示欢迎，这确保本组织将越来越接近于 

实现普遍性。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会员国数目的增加 

不必机械地反映在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数目的増加上。 

这一点从究第二十三条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因为 

该条明确规定，窗先应该根据会员国对维持国际和平 

与安全所作的贡献来选举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

5 0 . 在这方面，有人声称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在安个坪事会中占的席位不够。考虑到没有那些在 

安理么派有代表的国家的同意和积极贡軟，该机构实 

际上根本不能做出任何决定这一事实，我们不同意上 

述看法。

5 1 . 策三，我们认为不能同意下列看法，即象建 

议的那作改'炎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数目或其席位分配情 

况就会 n .动加强安理会的主要作 r a , 从而促进维持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工作。事实上，我们没有看见出现过 

一次这样的事例或情况，就長宪章中规定安全理事会 

理 数 Ü 的耶些条款，将会妨碍安理会执行宪章交 

给 它 的 住 务 。我们当然了解安全理事会并不总是 

能够通过必要的有力决定以解决紧迪的国际问题；但 

是 我 们 深 . 不能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安理会理 

事 r«ln:i数 11 ♦ '■=) I) M 题。 的乂键 f 在这里，ifii鼓 

在 于 会 闻 'ÿ严格遵守宪章的原则及宗旨以及执行安 

理会的决定。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 ffi联合国在维持国 

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有效性。

5 2 . 此外，究 求 安 全 理 事 会 采 取 迅 速 有 效 的  

行动，以维持国际和乎与安全。我们仍然认为，无节 

制地增加安理会这个联合国最重要机构的成员数目， 

只能对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能力产生消极影瞬 .

5 3 . 基 T•这些考虑,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请决议 

草 案 A /3 5/L .34/Rev.1 的提案国不要急于要求进行

表决，如果对它进行表决，我国代表团将不得不反对 

它，

54. 安 东 尼 • 斯爵± (联合王国）：我国代表 

团全神贯注地听取了印度代表所作的有说服力的发 

言， 他在发言中介绍了决议草案A / 3 5 / L .34/Rev.1 

〔第 次 会 议 X 我们当然知道有人在酝酸这样一项提 

案 ，而且自从大会上届会议有人提出扩大安全理事会 

的意见以来，我们一直在仔细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特 

别问过我们自已，提出这样一项提案究竞有什么正当 

理由，而这项提案在我们看来，正如我不久就要指出 

的那样，不仅有进一步削弱本组织最重要的决策机构 

的效能的危险，而且甚至有削弱联合国赖以存在的基 

础的危险 .

5 5 . 最近几个星期里，当我们越来越感到糊涂地 

注视着我们审议的提案中所提出数目的演变情况时， 

我们愈发困惑不解了。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3 (f)段现 

在的措词为："将按下列次序由拉丁美洲国家和西欧  

及其他国家以及东欧国家轮流担任一个非常任理事国 

席位：拉丁美洲国家，西欧和其他国家，拉丁美洲国 

家 ，西欧和其他国家， 拉丁美洲国家，东欧国家等 

等。 " 我们问我们 1̂ 1己 ：怎么来解释这残神秘的安徘 

呢？

5 6 . 印度代表和我们审议的决议草業意欲解答 

这个我们一直在问我们自己的间题。他们对我们说，扩 

大安理会邀可取的，因为联合国的么R  i豹lili 了。找 S  
代表团曾在宪章中寻找可能支持该提案的任何条款， 

可是徒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条款。宪章根本没有规定 

在安全a 事会的规模与联合国会员国的规摸之间有任 

何算水上的关系，如同1^阁的规模与人n 的数量之间 

不存在任何算术上的关系，前者不会为了跟上后者的 

增长步伐而扩大一 无疑我国的情况就是如此，我想 

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一 一样。建议增加 

安理会理事国数目的案文的提案国可能会争辩说，大 

会在1963年将安理会理事国由11个增至 1S个〔第 

_ ^ ( x v i i i )号决议〕就是承认存在着算术上的关 系 .即 

使我国代表团接受一一实际上我们并不接受一 上述 

论点，我们依然对米沙拉先生的算术表示怀疑。1945 
年至1963年间联合国会员国增加了一倍多 .经通过而 

成为第 1 9 9 1 (X V III)号决议的那个案文的提案国正是



用这一点来证明安全理事会增加4个非常任理事国是 

IE :i1有理的。 1:11963年以来，会员国总数增加了将近 

50% . 即使我们承认一 我国代表团弁不承认一 这 

证明进一步扩大安理会的规模是正当有理的，1963年 

的逻辑无疑也只能表明至多可以增加2个非常任理事 

国 ,而不長我们目前审议的案文中建议的6个 ，

5 7 . 但是，我国代表团对哪怕是增加2个也表示 

反对。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安全理事

会活动的效率。联合王国对将安全理事会成员从11个 

增至15个是不欢迎的。我们当时关注的是这样的增加 

将对安理么在需要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时迅速有效行 

动起来的能力产生的影响。我国代表团不同意说近年 

来安理么象 :!fC•些批评它的人所说的那祥不起作用了。 

fâ化化们认 ; 疑 H 的化， lin n个 现 飢 成 的 安  

理会对W 际 W平与安全出现的危机作出快速，准确反 

应的能力Æ 比由11个理事 fUl组成的安理会耍差些，一 

个由 21个 理 ra組成的安Ü!会 ，它的行动就会更加不 

灵便了。

58. 我国代表团反对印度代表和其他提案人建 

议的改变还 ty労外一个原因。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所设 

想的安全理事会是一个千分均衡的机构。这对联合国 

的这个最m 要的决策机构来说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 

合适的。山 于 票 法 定 多 数 的 规 定 ，在观些时日里，没 

有 一 个 政 洽 炬 够 单 独 获 得 足 够 多 的 票 数 ，而在违 

背所 1̂'其他集团愿望的情况下将己的意志强加于 

人。1963<r: ij|:次现事旧数目的增加虽然对安理会的效 

率起了 <r,!?作 IÜ , *aup仍 然 没 触 动 这 一 基 本 的 均  

衡。但 Æ ,如果我们审议的这项决议草案获得通过,那 

将意味着在联 ;^国的历史上，一个一的政治集团将  

第一次傘独掌捉安全理事会通过决定所需的票数。这 

样就会破坏19.)5年以来一直存在的均衡。

5 9 .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国代表团对于决议草 

案A/35/L.34深表不快。我们认为，如果草 案通过 ， 

就会引起宪章危机，它不仅将使安全理事会陷于齋痰 

和产生hll此带来的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工作的影 

响 ，而且还可能使人们对整个组织、的基础本身产生怀 

疑。因此，我国代表团将投票反对该案文，我恳请我 

在大会的所有同事们在支持一项可能产生这种具有深 

远影响的有害后果的提案之前三思。

6 0 . 特里杨谱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么 U义共和 

国联盟）：苏联 -• 贯赞成 /I :严格遵 '、y•联 N  % 的 础  

上，提高联合国这个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 

的作用和效能。苏联这样做造因为它认为， 组织按 

照宪章采取行动，为加弧和平和 偷 决 \ ' m 问版作 

出了弁继续作出有益的ÿ i献。

6 1 . 近来发生的事件毫无疑问地表明，正如宪章 

规定的那样，联合国的中心任务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 ，这个任务现在和过去任何时候一样，是适时的 . 
恰当的和紧迫的。

6 2 . 苏 联 代 农 联 外 交 部 • %  

罗米柯在大会本 jiii会议上度 f;i'时强调指Hi :

*■鉴 - f 今 舞台《势的 11体特

设性的 W 会议的--1 '.作 JA 必 f  l'f 少
的。与会者必须在比以前更大的程度上灰现出现

实主义精神、对主 :巧R1际问週必狭采取的经过深

思熟虑的方针以及对寻求这些问题解<)1-办法的真

正关心。" 〔第e次会议，第93段〕

6 3 . 但是，对增加安全理事会成斤数问题的审  

议正在把本组织引向相反的方向。它 在 引 起 了  

不必要的意见分歧，它使大会的工作更加复 Ï Ï 化，它 

违背了就当代生死放关的问题通过与联 f ï阿11-J中心任 

务相一致的决定所需的合作精神。归根结带 .这个提 

案只能损害本纽织的效能，削弱和破坏兆权威。

64. 我们认为 ，力了提高安全 ï M ï会的效能必须 

增加这个机构成 ÎA数 n 的说法赴 ‘‘送JûflA 的。 文际 

上 ，显而易见的是 ， 増加安理会成员数目将对联合国 

的这个重要机构的高效率活动产生不利思响' 而根据 

宪章的规定 . 该机构必须在挺杂和迅速& 展变化的情 

况下，就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作出紧 : 、和 -•致 [IÏJ 

意的决定》 ，

6 5 . 另一个站不住脚的论点是，为了确保联合国 

会员国所属各个地域集团有比较均衡和公平的代表 

权 ，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是必耍的。在安理会目 

前的组成情况下，非洲 1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占有70% 

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 实际上，不取得安全理事会这 

个非常任理事国集团的同意，是不可能作出任何决定 

的.这一切足以表明安理会现在的组成情况是足够均



衡的，并且符合按地域公平分配的原则。此外，我们 

应该铭记，根据宪章规定，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数目 

不是按照算术的比例确定的，而是象宪章第二十三条 

第一项所规定的那样"首先同联合国各会员国于维持 

国际和平与安全之贡献 " 有关。显而易见，单纯 的算  

术计算是不适于确定安理会的组成的，附 带 说 一 旬 ， 

试图分享拟议中的安理会席位的行径所引起的争论就 

表明了这一点。

66. 苏联代表团对于身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发展 

中国家想在联合国的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愿望表示 

同情，而且宪章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机会。众所周知， 

联 N 的 一 个 会 员 H 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参加安全 

m \ i 该M 利益特别权关的 IT:何项 I I 的讨论。发展 

H■国 家 广 泛 利 Ï 这个机会，安理会的工作情况实际 

上就证明了这一点。

6 7 . 同时，如果认为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将 

导致加强安理会在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问  

题，所起的主要作用，那也是错误的。安理会并不总是 

能够作出必要的有效的决定的原因不在于宪章关于安 

理会组成的规定，而在于特定国家的特定政策，以及 

某些会员国不遵守宪章的规定，采取与宪章宣布的原 

W 与宗旨背道而驰的行动这一事实。

6 8 . 在这方面，加强宪章的任务尤为重要，就象 

确保全 ÏW，遍地遵守宪章的任务也特别重要- 样。但 

是 ，增加安观会成员数1:1的违议的 E J的在于修改宪章， 

修改宪章中最® 要的一项规定。即使现在也十分清楚， 

修改宪章中对安全理事会工作有直接影响的一条规  

定，可能引起锁反应而提出修改宪章其他规定的要 

求 结 造 , 作力本组织工作基础的宪章将受到无 

法补救的损害。

6 9 . 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苏联一 

贯坚决反对修改宪章的任何企图。我们这样做是因为 

我们认力宪章已经经受过时间的考验，并且已经证明 

它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生命力。修改宪章的企图只 

能动摇联合国工作的基础，并导致削弱其效能。

70. 苏联代表团表示希望会员国十分仔细地 

考'虑卜企困将一•项许多会员国无法接受的关于增加 

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的建议强加给大会的做法可能会

给国际关系以及整个本组织带来的消积后果。我国代 

表团呼吁决议草案A /3 5 /L .34/Rev.1 的提案国不要 

强迫别国接受它们的提案。但是 ,如果把该决议草案付 

诸表决，苏联代表团根据其原则立场将投反对票。

71. 克拉吏先生 ( 尼日利亚）:在这我们对一位伟 

大的朋友和同事谢利•阿姆拉辛格先生的逝世表示深 

切哀悼的时候，我们竟然在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这 

令人感到痛苦和悲哀。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谢利，他 

作为大会主席，作为先生你的杰出的前任之一,作为不 

结盟运动力量的伟大支柱受到我们的尊敬，我代表我 

国代表团向他的亲属和斯里兰卡代表团表示我们衷心 

的慰问。

72. 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有关安全理事 

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的项目〔项目 

228；!时，印度的米沙拉先生干练而又全面地陈述了提 

出这个问题的理由。②正如他今天上午〔第 81次会议〕 

解释的那样，自那时以来，他们作出了巨大努力，说 

明提出这个项目的正当理由，以消除那些认为增加安 

全理事会成员数目就会削弱联合国这一重要机构效能 

的人的担心。

7 3 . 在联合国宪章或者在安全理事会本身当前 

的 ;C作中都找不到反对这个建议的论据。我能够理解 

对保持现状具有既得利益、因而极力维护自己现有特 

权的那些人的心情 . 估是他们不能说他们El前的利益 

必然与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一致的说法是正确的。

7 4 . 实际上，目前提出的这项将安全理事会成员 

数目从15个增至 21个的建议，在 1963年那次增加安理 

会成员数目之后就是可以预见乃至指日可待的了  ：当 

时，大会为确认非殖民化进程的胜利，于 I 963年 12 
月 1 7 日通过了第 1991 A ( X V m )号决议，根 据 该 项  

决议，安全理事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现在按下述方式 

选出：五个来自非洲和亚洲国家，一个来自东欧国家， 

两个来自拉丁美洲国家，两个来自西欧和其他国家。

7 5 . 当时仅有113个会员国，忆及这一点可能是 

有帮助的，那时有30多个非洲国家新登上国际舞台，



它们全神贯注于自已的殖民问题，勉强同意接受分配 

给它们的三个席位，而 今 天 ， 非洲国家已有 50个之 

多；由于上帝的慈悲，明年随着纳米比里的独立，我 

们将是51个国家了。所以我们要求在联合国，特别是在 

安全理事会有更强有力的发言权，特别是鉴于联合国 

会员国已增至154个，我们的这个要求就更加强烈了，

7 6 . 某摩人提出的论点有一种邪恶的味道，他们 

说 ，过去，当联合国会员国只有51个，其中包括仅有 

的 3 个非洲国家的时候，安全理事会有 n 个理事国 

—— 5 个常任理事国和6 个非常任理事国是完全合理 

的。安理会现妨的成员数目怎么能体现或补偿出现了 

50多个非洲新国家这一事实呢？这些非洲国家虽然穷 

困，但却是独立的，尽管它们感谢所得到的发展援 

助，但是它们无比自豪，而且奉行不结盟的政策，

7 7 . 还有一个可以证明这个建仪是正确的论据• 

当时旧金山的国际心绪不同于今天的国际心绪。宪章 

条款的意思可能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宪章中留有许多 

战后不久的旧金山心绪。需要清醒、恰当、而且我还要 

斗胆补充说公平地对恃在选举安理会成员时应该考虑 

到的重要标准，即—— 宪章第二十三条第一项所规定 

的一 联合国各会员国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本 

组织其余各宗旨上之贡献 ,弁地域上之公勾分配"，因 

为由于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联合国的作用也就不断 

发生变化—— 因而非洲和其他不结盟国家才坚持要求 

联合国系统各机构的决策过程实现民主化，才有1979 
年 9 月在哈瓦那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国家和政府首脑会 

议的那项决议。® 事实上,关于根据按地域公平分配的 

原则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的决议是1963年 5 月 

在亜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会议所通过的首批决议之一。正如我国最高军事 

委员会主席哈吉 •谢 胡 ，沙 加 里 先 生 在 1980年10月 

6 日〔第24次会议〕在此重申的那样，上述立场依然有 

效。

7 8 . 有人争辩说，非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会员国，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它们想在安理会审议重要问题时发 

表自己的意见，都可以到安理会里来。参与决策与被 

邀请发言而又无表决权是两码事，我们这些来自非洲

③见A/34/542,附件，第六节，第7号决议.

和其他不结盟国家的人要参加决策过程；我们不要应 

邀做主人桌旁的客人 .

7 9 . 今天可以说，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会员国 

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今方面发掷符ni:大作 n i，加果反 

对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那些人 

同意说我们作出了贡献，那么不言而喻，民 1-:要求我 

们在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安理会里 

占有席位。

8 0 . 安理会的效率和效能并不完仓Æ T -现事国 

数目的多少，而是主要.在 于 为 实 现 想 和 I I 标而 

努力，保征充分尊翁究填的原011| <̂ ，;:|-?, {'4 1,1 t-iV 

人的态度/S认 包 姑 人 旧 和 小 l ï N ï  II m  
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的权利。

8 1 . 由于我们目前相对来说力量薄弱，所以我们 

对联合国的原附与宗旨，特别是有关维持国际和与 

安全方面的原则与宗旨是很珍视的 . 我们不希望别人 

为我们作出与我们直接有关的战争与和平的觅大决 

定。现在我们是独立的，我们要求发表我们自己的意 

见。

8 2 . 赛考卢先生（赞比亚）：我閣代表团怀着极 

为震惊和十分悲痛的心情获悉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 

议主席阿姆拉辛格先生的不幸逝世。我谨代表我国代 

表团与主席先生，你及其他人一道悼念他。他是国际 

上知名的人物，他才华横溢，有杰出的外交技能，因 

而受到尊重。一位真正的伟人离开了我们。他对联合 

国的工作，特别是通过海洋法会议对联合国工作所作 

的贡献，无疑将继续鼓舞世世代代善Ê 的人 fn。

83. 毫无疑问联合国的主要责任足促进和维  

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 如 果 不 说 这 实 际 上 ?11织存m 
的真正理由所在的话。联合国宪章将这个重大责任首 

先賦予了安全理事会。

8 4 . 安全理事会席位的公平分配和成M 数目增 

加的问题是同本组织维持国际和平与安金的 iii' t t 有直 

接联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项自。所有的国家都与战争 

与和平的问题利害恢关；实际上 ， 所有的国家，不管 

是大国还是小国，弱国还是强国 ， 都有责任参与谋求 

世界和平与安全，

8 5 . 我国政府深信，安全理事会目前的组成情



况是不公平和不均衡的。我们认为，迫切需要使安理 

会无论在成员数目方面还是在联合国会员国的政治观 

点方面更具有代表性。

8 6 . 联合国最初只有51个会贞国。 那时以来， 

特别是由于非殖民化的进程，联合国会员国数目已飞 

跃地增加到目前的154个独立主权国家。除了组成联 

合国会员国的独立主权国家的数目增加以外，我们还 

目睹了不结盟运动的诞生和成长，今天它造国际关系 

中的一支重大力量。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两极的世界 

里了 .

87. 主张公平分配安全理事会席位和增加安理 

会成员数自就是讲求现实。安全理事会同联合国任何 

其他机构一样，应该反映目前秩序的实际情况。应该 

让更多的会员国有机会在安理会任职并在安理会的范 

围内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安理会的决定 

应该反映 fî'?个 M 际社公的意腐。

88. ÿg无疑问，我国政府并不认为安全理事会 

造一个必须 111少数儿个享有特权的閣家所独占的机 

构 . 我们反对这样的看法：只有某些国家才有知道什 

么东西对全世界各旧和各国人民造有好处的智慧。安 

理会Æ -个已被赋予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事业服务并推 

进这个事业 !i<J独特权力的机构，所以应该使安理会实 

现民主化和更加有效。

89. —些人争辩说 ,照设想的那样扩大安全理事 

会就会削弱它对提交它审议的问题迅速作出有效反应 

的能力。赞比亚不同意那些反对变革的人提出的这一 

论点。建议的增加无疑是合理的，丝毫不会对安理会 

的 T f T 效本产 'I f  fiiir;响，没 f) v ftw ir想他 'Ü-押

得W 人 h , I I É 这种 llUiVIfi况的安理会极少 

对提 ^ 它注,的旧际和平与安全所变的咸胁作出迅速 

有效的反应，虽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同其规模无 

关。无论如何，还有好几个联合国机构虽然它们的成 

员数目比安全理事会的多，它们的工作却确实值得赞 

许。

9 0 . 我们还析到颇为令人吃惊的说法，说什么安 

全理事会目前的组成是均衡的。我们没有听说是進和 

谁之间的均衡，但显而易见的是，这里指的是东西方 

之间的均衡 *我们显然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它采取

实用主义的态度，无视占压倒多数的联合国会员国。 

我们也不能接受拿一个国家的内阁与安理会作类比的 

做法。联合国是一个由享有同等权利的主权国家组成 

的组织 . 大多数会员国不能同各别国家的人n 扣比。

91. 赞成维持现状的国家人实际上是害怕失去 

它们在安全理事会享有的权力和特权。它们不想使它 

们的特权受到损害，它们把扩大安理会的建议看作是 

为削弱它们如此珍视的地位而开展的运动的一部分。

92. 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无疑比个别国家的地 

位和享有的特权重要。所有国家需要做的事情是表现 

出必要的政洽意愿，愿意使狭溢的民族利益服从宪章 

所设想的实现持久的世界和平与安全这一  31$ 要和责 

任更重大的目标。我们必须有宽宏大量的精神去接受 

变化了的世界秩序，愿意同与时代不合的情势一刀两 

断，并使我们自己适应自联合国创建以来国际局势发 

生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变化所造成的新的现义卞 Ï 况。

9 3 . 在这方面， 大 S 义的处联C rR览 :和  

加 强 联 合 国 作 特 别 要 i à 会的工作。维持0 际和平与 

安全的问题显然已成为该特别委员会工作最重耍的一 

个方面。该委员会已把有必要最大限鹿地如强安全理 

事会有效地对付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受的戚胁的能力这 

一点定为嚴急切盼望实现的中心目标按照我国代表 

团参与提出的决议草案A / 35/ L . 34/R e v . 1 巾提出的 

方针增加安理会成员数目，将長朝着这个正确方向迈 

出的不大的一步 .

9 4 . 归根结蒂，正如我国代表团反复阐述的那 

样，全体一致的规则需要废除。否决权经常被用来破 

坏多数人的力:求 愿 决 权 被 川 而 ftr ,irr  v-；m 

进世界和平与安全所作的努力。如论如何，全体一致 

的规卯1本身是对各国主权平等原则的违犯。

9 5 . 最后，让我表示希望，大会将以压倒多数通 

过关于这个重要项目的决议草案。

96. 我国代表团述希望能够按照宪章的要求刻 

不容缓地批准该决议草案中提出的修正案，无论如何 

要象建议的那样在1982年 9 月 1 日前批准。

97. * 克 » «先 生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同其 

他国家一起对阿姆拉辛格先生的逝世表示悲痛，我们



只想补充一句，我们加倍努力以求卖现他为之奋斗的 

原则、特别是顺利缔结海洋法条约，可能是我们对阿 

姆拉辛格先生的工作表示敬意的最好方法。

9 8 . 今天，大会正在审议一个对于联合国未来的 

效能具有重大意义，或许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另 

一个主要机构安全理事^?的规模和组成问题。我们必 

须极其谨慎、深思熟虑地审议这个问题，因为安理会 

被贼予了特别的责任，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  

任。因此，安理会的组成方式必须保Œ它能够高效率 

而且卓有成效地履行这一责任。

9 9 .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安全理事会在创翅时的 

规模有意很小。宪章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的有关部分如 

下 ：

••大会应选举联合国其他十会员国为安全理

事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时首宜充分斯酌联合

国各会资国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本组织其余

各宗 g 上之贡献，并宜充分斯酌地域上之公勾分

只要读一读这一条款的规定即可看出，成为安全理事 

会成负的主耍标准不是地域分配，而長首先而且特别 

JbL-对 f 维W N fa ;和平 .与 安 全 及 宪 他 宗 的 献 。

100. 安全理事会依然必须是一个反映世界政洽 

现实，从而能够迅速作出决定弁得到为使这些决定行 

之有效所需的广泛支持的高效率机构。我们考虑改变 

安理会必变的结构的任何建议时必须想到这些问题 .

1 0 1. 我认为回顾一下上一次扩大安理会时人们 

提出的论据是有益的。 1963年 ，加纳的亚历克斯，査 

森 ，萨基先生代表他本国代表团及36个其他国家的代 

表团介绍了决议 ïg案，它们在草案中建仪将安理会成 

员增至15个，即它目前的规模。当时他说，15个席位 

不仅是个最低数字，而且也是最高数字，因而在该决 

议草案通过之后就不需要在将来的某个日于作进一步 

的调整该决议草寒的提案国中包括好几个我们今  

天审议的案文的提案国。

102 . 美国反对改变安全理事会的组成情况，正

如我们去年所说的那样，® 根据上述事实来看，扩大 

安理会规模的提案不是正当有理的，也是不符合联合 

国的利益的。正如在安理会任职的人都 +分清楚地知 

道的那祥，从迅速作出决定的角度来看，1 S已经是一 

个很大的数字了。增加该数n 必然会存振 f 安理会約 

效率和果断性。

1 0 3 . 目前这种组成情况的安理么，体 现 今  

世界上同和平与安全问题有义的各种利的均衡。 •Iti 

终 可 能 需 要 采 取 性 质 经 济 )'}  ̂i-m-
能解决的问题 ,根据从大会得出的数比率来我 ,是不 

可能得別合情 ( t n m 、|f (V.的， Ifij人 々 H I  'lit Hi 
不同的机构。大会是全体会员国在平等基础上参加的 

机关，是一个履行通常嫁予全体机构的职能的机构。它 

的职能是讨论，审议和提出建议。而安全理事会■ 不同， 

它是采取行动的机构，而且根据宪章的规定，它对处理 

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争端和局势负有主要的责任。

1 0 4 .此外，我们认为n 前这种组成W 况

理事会很好地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各个区域和利益集 

团。它只有在得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会员国的肯 

定支持以及西欧和东欧国家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采取 

行动。如果任何变动改变了必须得到♦ 球文持，K 卞 

包 括 其 经 济 和 军 事 支 持 力 执 安 理 âr決定断必不 "T 
少的那些国家的支持这一要求，那么这样的变动将是 

不现实的。设想一种可以把实际决定强加于那些负有 

特别责任的国家的情况，就是无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 

界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现实。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 

将严•重损害联合国在出现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势 

时采取行动的能力。

1 0 5 . 自 1965年扩大安理会以来联合国会员国 

数目的变化，并不影响同安全理事会蒋关的现实，而 

且正如 1963年所预见的那样，也没有人期望这些变化 

会影响与安理会有关的现实。

1 0 6 .我们目前审议的提案的支持者没在提出扩 

大安理会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它们没有告诉我们将如 

何加强安理会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承担的重要责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八届会议，特别政治委员会》， 

-第427次会议，第22和23段 .



任，它们忽略了以前的保证，即15个是安理会成员的

最高数字。

1 0 7 .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美国不能支持我们正

在审议的决议草案。

1 0 8 . 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增加安

全理域f会成员的问题是同修改联合国宪章有直接联系 

在一起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反对修改宪章。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赞同一些国家的看法，它们认为宪章是本 

组织工作的无限的法律基础 , 也是当代国际法的基础； 

它经受了时间的举验，并旦在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下， 

保持了它作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基本法所 

具有的重要性。

109. II:.如我们今天 fr:这 断 听 到 的 ，有人打算

进•也収消

安观会 'B  { E-州 'Jf I 所 的 否 决 权 。 我必须在此极其严 

肃地申明，德 民 主 共 和 圃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小国， 

认为值得庆幸的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能 

力防止安理么作出灾难性的决足。

1 1 0 . 安全理事会的组成是一个在政治上具有决 

定性重大怠义的问题，必颂采取极其谨慎小心和认真 

负责的处理方法。采取纯算术的处理方法就等于是毫 

无道理地把问题简举化了，而耳无异于低估这个问题

的重大政治意义。

1 1 1 . 例如，去年和今年，我们都看到了妨碍选 

举安 I '：现 I f ; ■ ，个# 赏任现 l ï r a 的 那 问 题 ，而这些 

M 题的 111现 ' i 安个m ï i  2 ;成 iù 的 %  数 I J  -îà不相干。 

1 :特 v i î 収 fi-k n m . 我 fn都必觸适、!1地考‘虎到这 

个 IV文，即 安 事 么 波 委 以 意义深Àîà的权力，如果 

付ÜHnfW险那人位险了。我们还应该铭记的是，目前 

各 个 经 济 集 W 在安全 J iU f  ^?中11;有席位的情 

况 ， 可以保证它不能在违背它们意志的情况下作出任 

何决定。

1 1 2 . 安全a 事会工作的某些结果看来令某些国 

家不满 ,这并不Æ 由于安理会成员数目不足造成的，而 

是由于该机构成员所持的立场所致。增加成员数目不 

会消除存在的间题，相反倒会削弱安理会的效能。

113. * 于这些原因，如果规定增加安全理事会

成 员 数 目 的 决 议 草 案 A/35/L.34/Rev，l 付 诸 表 决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投反对票。

1 1 4 .最后，我要指出，大会全体会仪在此进行 

的毫无成果的讨论无助于我们解决当代的基本问题， 

而我们是有责任解决这些问题的。

1 1 5 .奥约诺先生 ( 咕麦陸联合 ; 和国）：我国代

表团极其恶痛地获悉普经担任过大会席并旦在本组  

织内履行了其它十分S 耍职责的汉密尔顿，谢 利 •阿 

姆拉辛格先化逝世的不幸消思。阿姆拉辛格先生:以他 

的能力和献：!；̂精沖以及他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外交家的 

品格，博 了我 们大家对他的敬佩、友谊和 ' Î Ï® 。我 

请他的亲属和他的国家接受我国代表团的衷心慰问。

116. 略 变 降 联 共 和 是 大 会 现 在 审 议 的 关 于  

安♦ 理，jï ^  !$ {>/；公平分配 I I I成 M 数 11 jf/ ill I fW题的決议 

草 :̂  A  /3 5 / L . 34 /R eV . 1的提'名閣。 咕左隆是根 f f i我 

国国家元首阿赫马杜 . 阿希蒋先生 19Ç3什:10 Ai 17曰 

在大会阐明的⑥并且自那时以来一贯重中的咕Â 陸对 

这个问题所持的立场而采収这祥的行动的。

1 1 7 . 这 个 问 题 不 —个新问题，因为大会第三 

十四届会议已经审议过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始终 

是为数众多的会员国全神贯注約中心间题 , 因为稳步 

接纳新国家已进…步加强了联A 国的普遍性。

1 1 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Æ 就创翅联合国 

之时，其基本结构的组成反映了当时国际社会的政治 

概况。因此安全理事会 ®初的组成既全而考虑到了盟 

f ' ^ x i维 持 同 和 平 力 个 所 承 析 的 特 別 , 义A  

面考虑到了  ■//必双确保那个时期 1^体 ^ ?« | 1<1的公 f -的 

地域代

1 1 9 .因此，在本组织由51个会■员国组成的时 

候 ，被委以维持H 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 :K恋机构安全 

理事会由H 个成Ü◎组成，《中 5 个造带任理事 | ! l 这 

种组成情况并没有保持不变，因为在本组织、会员国增 

至 113个的时候，大会根据第 1991 ( X V I I I )号决议决 

定将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増加到15个 。

1 2 0 .根据本组织会员0 现已增至 154个 ，这一 

情况，改变安理会的组成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A届会议，全体会议》，第 1244 
次会谈，第24-102段.



1 2 1 . 建议将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增至21个的决 

议草案A /3 5/L . 34/Rev. 1正是这种考虑的结果，在我 

国代表团看来，建议的增加数毫不过分 :实际上，如第 

充分# 虑到本组织的规模和影响，建议的增加数离安 

理会可能的成员数目还很远。

1 2 2 . 事实上，既 然 在 19S3年以前由 1 1个成员  

组成的安理会以及在1963年以后由15个成员组成的 

安理会行使了自己的职能，那么安理会再增加6 个非 

常任理事国之后是同样能够很好完成委托给他的任务 

的。

123. fL年来我们一贯为之深磁遗憾的安 Ï1 会权 

威的减损以及它缺乏效能的情况并不足山 f 成 数 U 
造成的，而是由于霸权主义的角逐导致了滥用否决权 

所致。我们一贯对大国在安理会表现出的这样一种日 

益强烈的倾向深表遗憾，即它们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关

键间题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地缘战略利益作出决定的， 

目前世界上特别是南部非洲、中东和亚洲仍然存在的 

咸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不稳定的爆炸性简势，特别清 

楚地说明了这一 ;V。

1 2 4 .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咕走隆十分重视国 

际关系的民主化以及在作出市能影响人类命运的决定 

时所有国家的全面和实际的参与。在这方面，•iff关画 

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问题必须在m 际社 'à  ti，个 不 m 
成部分公平参与的情况下审议，而不能继续由一国或 

一个国家集团独揽。

1 2 5 .如 果 将 这 种 磁 堪 解 释 力 Asti ' i km\ 
抗 的 公 II:的， ihW>7< JlJilL.化fiMn 'PM 
它们采取行动，使本组织能够表现出愿意赞同第三世 

界想法的一致的政治意愿。

下午5时 ] 5分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