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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迪格尔，得 串 «马尔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议稷壞自18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 

情况（续完）： 

(a)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秘书长的报告

1 . 米什拉先生（印度）：今年大会关于非殖民化 

的辩论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它是在纪念给予殖民地国 

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二十周年之际举行的。联合国 

有理由对其在这20年中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在这20 

年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多数人民行使了其 

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2 .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开墙，这个时 

代没有殖民统治和压迫，没有以声名狼藉的种族优越 

理论为基础的人刹削人的现象，这个勇敢的新世界中 

最近增加的津巴布韦和瓦努阿图国家经过长期的斗争 

也摆脱了殖民挪锁。

3. 世界不同地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大部分取 

得成功，这是因为有关各国人民的民族主义觉醒以及 

他们的决心和英雄主义发挥了作用。但是，联合国推动 

民族觉醒所做出的贡献也同样是十分重要的.本世界 

机构在非殖民化过程中发挥了催化剂作用，向涌现出 

的化m  :求拟供了支持 , 这些¥ 轻国家大都是经济落 

后，资源枯觸的国家. 但它们对联合国作出了贡献， 

使它成为一个象征着全人类的希望和愿望的世界性机 

构 .

4 . 然而，联合国在非殖民化领域取得的显著的 

成就不应使我们忘记仍待完成的任务. 残存的零星地 

区的殖民主义还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承认的非殖民化原 

则进行挑战，在纳米比3E,非法的南非政权在缝续压迫 

当地人民，而同时却在假装准备执行联合国决议•在 

某些小块领土上，管理国缝续以这样或那样的備口拖 

延自决的行使 ,联合国，尤其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在殖民主义的最后残余 

从地球上消灭之前不能满足于既得的成就。该特别委 

员会的报吿〔 . 1 ；)充分证明它支持殖民É  

治下的人民进行的不屈不择的斗争。

5. 在纪念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 

二十周年之际，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在一封情 

中说道：

■正值非殖民化宣言通过二十周年之际，我非 

常高兴地重申印度完全支持在外国和殖民统治下 

的人民正在进行的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许多年 

来，印度一直在对帝国主义的垄断进行斗争，因 

此很自然，印度应始终坚决地支持各地被压迪人 

民争取自由的运动。

•■联合国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 

言是国际社会为人类幸福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 

一.该宣言是全世界数百万附属地人民希望和鼓 

舞的灯塔•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宣言通过后的20年 

中，代表亚非拉七千万人民的50多个国家获得了 

独立，加入了自由和主权国家的大家庭•最近，我 

们欢庆了英雄的津巴布韦人民取得的胜利.

■印度有幸通过向解放运动提供直接的道义 

, 和物质援助、通过它在联合国和不结盟国家运动 

中的反殖活动在非殖民化过程中发挥关键的作 

用•我们骄傲地记得当时的总理贾瓦哈拉尔，尼糖 

鲁亲自参加了 1960年通过历史性宣言的联合国大 

会，

■我借此机会表斤希望联合国不久将在消灭 

殖民主义残余和外国统治中，尤其是在南部非洲 

这方面的工作中取得胜利，殖民主义残余和外国 

统治仍困扰着国际社会。■〔見乂/35/752。〕

6 . 卢 » 8卡先生 (赞比亚)：在明天郑重召开会议 

纪念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二十周年前夕， 

大会正在审议议程项目 18*我请求在本次辩论中发 

言，宣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先生 

致大会主廣的一封信 .

7 . 信中写道：

•纪念给予蜜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二十



周年，对所有获得解放的人民和所有其他各地爱 

好自由的人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辦•在20年前 

的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在第1514(XV)号决议中 

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著名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 

人民独立宣言，该宣言使得亚非拉和太平洋地区 

大部分附属领土实现自由和独立.我自己的国家 

赞比亚，是在宣盲通过四年内独立的. 对我们来 

说，获得自由是欢乐和鼓舞的源象，此外,经过长 

期的解放战争，我们在南部非洲的邻国一 莫桑 

比克、安哥拉和津巴布韦一 也最后获得了自由，

•该宣言使先前殖民领土上的数百万人民获 

得了独立和自由，导致一大批独立国家的建立，这 

些国家成了今天本世界大家庭当之无愧的会员 

国。该宣言对殖民帝国的崩淸作出了非常重要的 

贡献。如果没在对自由的这种认真承诺一 这 

种承诺已作为国际社会反殖的呼声庄产载入宣 

言一 , 数百万男男女女可能仍在殖民统治、压 

迫和征服下遭受折磨。人们遭受奴役并不是因为 

他们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的确，获得独立 

就是实现基徒们争取自由的愿望和权利，

•现在不是反责的时候。这次二十周年纪念曰 

应再次为独立和自决的崇高理想作出奉默，许多 

人为了这些崇高理想而战斗，许多人为之献出了 

生命，独立必须得到认真的维护和保护，否则， 

我们将失去宣言中庄严载入的崇高理想，其中包 

括完全自由、行使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可剥夺的 

权利。此外，按照宣言第二段，‘所有的人民都有 

自决权;依据这个权利,他们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 

治地位，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值此机会，我们大家应该提画我们自己，现 

在仍有数百万人尚未充分享受到宣言的好处，尽 

管人们渴望结束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但小块殖 

民地和/或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非法占领和种族统 

治仍很普遍。让我们大家牢记我们在南部非洲的 

兄弟姐妹们尚未获得解放。让我们牢记伯利兹、西 

撒哈拉、一些加勒比领土和太平洋地区的兄弟姐 

妹们尚未获得独立.

**通往自由道路上的障碍可能在80年代较难

消餘*因此，如果要获得自由就需要有新的办法• 

完成这一任务弁不容易•但历史表明，解放进程， 

用宜言的话说，是不可抗拒不可扭转的，为了避免 

产重的危机，必须结束殖民主义及其有关的种族 

分离和歧视的一切作法，人不能永远受压迫。人 

战胜一切形式的殖民统治的恢复力已被历史所证 

明. 的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就是 

这样一个争取自由的大宪章，

«我呼吁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不论大小 > 肤 

色或社会制度如何，起来辖助从我们这个壊球上 

根除殖民主义残♦和种族义统☆.我 'Aj, (m  
方面人们越来越取得协商一致意见. 如果找们大 

家仍忠实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宣 

布的目标，我们一起可以得胜. "CHA/35/752/ 
A d d . O

8. 这封信是对赞比亚按照与本项目有关的具有 

历史意义的宣言对彻底消灾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的承 

诺的重申，对此我不想再多悦。

9. 奥约《先生(咕麦隆联合共和国）：今年，大 

会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三十二周年的同时也在纪念第 

1514(XV) 号决议一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 

言通过二十周年。

1 0 . 这是一个十分幸运的巧合.人的基本权利 

难道不是尊重其尊严和自由的权利？从这一认识出发 

就产生了各国人民共同地和单独地行使自决和独立的 

自然权利，同时也产生了承认征服别国人民不仅是各 

国之间和平关系的障碍，而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是 

一种戚胁的必要。

1 1 . 因此，大会决定召开全体会议纪念该宣言二 

十周年，表明它对消灭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的特别重 

视，除了这次仪式在形式上的象征性外,大会希望请所 

有会员国审查它们的良心是否忠实于第1514(XV )号 

决议中的共同协议提出的措施。应该记住，这一决议的 

通过进一步促进了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进一步加速 

了非殖民化过程. 对联合国本身来说，它是对解放运 

商作出明确承诺的开始。

1 2 . 因此，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在过去的20 

年中，国际社会取得了对喜的发廣，其特点是几乎占



现在联合国三分之二的会员国取得了独立，本组织鼓 

a 这种发展是正确的。它这样做是在努力保持忠实于 

它的创始者在宪章第一条和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中提 

出的觸予它的目标。

1 3 . 的确现在没有必要列举1960年以来获得独  

立的国家的名字。托管理事会实际上已失去了存在的 

理由，现在第四委员会在短短的六个星期内就可以完 

成其工作，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自第1514 ( X V )号 

决议通过以来，非殖民化领填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1 4 . 虽然现在还有耻辱的飞地，但我们有一切 

理由希望：I960年开始的工作将在今后几年内圆满结 

束。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表明，少数几个残留非自洽领 

土的事态发展必然朝着独立和自由理想的实现方向发 

展，并说明丁提出这一希望的理由。管理国多次声明 

愿意继续写本组织合作以加速实现这些领土的充分主 

权 ，这 也 进 '步加强了人们的这一肃/望，

1 5 . 非洲长期以来一直是殖民侵略者靓银之地， 

也是对第1514 (XV )号决议的好处感受最深的地方， 

1960年以来，非洲独立国家的数目几乎増加了  一 倍 ， 

最近的胜利是津巴布韦十分有意义的，经过艰苦斗争 

获得的解放。

1 6 .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进展，我们有理由对  

此表示欢迎。让我们对这些领土上为了自由而不惜一 

切的勇敢的人民表示敬意。让我们向支持他们的解放 

斗争的国家和热爱和平的人民表示敬意 *最后,让我们 

向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并在国际上站在他们斗争的前列 

的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表示敬意。

17. im i  1;M IH洲仍存 fl:W找刚刚提到的耻傳 

的 地 ，如纳米比亚，以及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 

强加给 Ilf非人K 的不合时代的肩势的话，今天我们的 

喜悦本化不会伴有优虑的。

18. 国际社会为了在其非殖民化的伟大工作 

中取得我们提到的进展必须表现出极大的决心，纪念 

第 1 5 1 4 (X V )号决议中载入的宣言二 "h周年给我们提 

供的机会应该能使我们表现出更大的决心，以便一定 

消灭殖W Ë 义的最后残余，并永远禁止现在存在的最 

可憎的人剥削人的制度一一我指的是种族癌离 .

1 9 . 除非洲南部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地方如此

公然地嘲弄尊重人享有自由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了. 在 

纳米比亚60年来，在南非将近二百年来，数千万非洲 

人被迫道受少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奴役，已降到了下 

等人的地位，他们在自己的领土上成了外来人，被宜 

告到处流浪并道受最野蛮的镇压，

20. 在这里无需赞述国际社会无数次对这种非 

人道政策的遮责，无需资述联合国曾提出的许多旨在 

使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从盲目中醒悟过来的措 

施。

21. 回忆一下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决定对南非实 

行全面武器禁运就足够了。这些武器只能被用作对付 

无辜人民的压迫工具，由于这些武器，比勒陀利亚政 

权对非洲邻国实行侵格政策。我们不得不承认所有这 

些措施已经失败，因为种族隔离继续存在，甚至更加 

变本加厉，同时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存在也正在得 

到加强 *

2 2 . 我国代表团认为，毫无疑间，如果没有许  

多强有力的外国势力，甚至某些政府的支持和相2 勾 

结 ，这种无视国际良知的作法是不可能出现的。外国 

势力和某些政府在進续向南非投资，甚至在核领域投 

资，它们这是在親槐它们对联合国、对全人类作出的 

承诺，

2 3 . 略麦廣联合共和国深信，采取有效措施使 

联合国能够在彻底消灭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方面发挥 

它应发挥的主要作用，现在变得越来越紫迫了。为此 

目的，最重要的是，会员国毫无例外地应遵守共同同 

意通过的建议和决定，对本组织表示出完全的忠实 .

2 4 . 各国必须明白，同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 

倒行遊施的倡导者进行任何形式的勾结都是违背宪章 

的目标，违背将在这里派有代表的世界各国团结在一 

起的休戚与共和人类兄弟关系这一理想的。

2 5 . 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越来越强的压力，直 

到实行严格的石油禁运，甚至按照宪章第七章实行经 

济制裁以便使它与联合国合作，这 是我 们 的 共 同 义  

务 .

2 6 . 对嘻麦廣联合共和国来说，它将继续用一 

切办法支持各国人民争取尊产和自由的崇高斗争. 它



将幾续同非统组织的其他成员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 

一起，给同非洲殖民主义和种族歧槐的最后堡塞进行 

英勇斗争的民族运动提供各种援總，

2 7 . 现在应该再次提醒大国：宪章赋予了大国 

对国际社会的特别责任，使其不得不更加有效地支持 

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工作。这一领填的工作应处于最 

优先地位，因为正是在这一领域，国际和平与安全受 

到了威胁。

2 8 . 茨韦特科夫先生 ( 保加利亚）：我希望在一 

开始就宣读一封信，这是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第一书记、保加利æ 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托多 

尔.日夫科夫同志在纪念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宣言通过二十周年之际致大会主席和秘书长的。信的 

内容如下：

«联合国根据苏联的建议通过了其历史上最 

重要最著名的文件â l—,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独立宣言，全人类正在纪念这一值得纪念的曰子 

二十周年。

•这一文件对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 

斗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宣言确定了附属领土上的人民享有自决和 

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已成为推翻殖民统治和 

创立新的独立国家的有效武器。经过世界爱好和 

平力量援助和支持的民族解放运魂的斗争，大多 

数去年还是殖民地的国家现已成为在当代国际关 

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

•当然必须指出，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  

立宣言尚未得到充分执行，现在有的领土仍在殖 

民统治之下 .

■因此，结束那些无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 

议的国家继续向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提供援 

助和支持，维持殖民统治下的外国领土的明谋诡 

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住，现在必须维护纳米 

比亚人民和其他殖民地人民的权利，给予他们完 

全独立。所有国家和联合国内的专门桃构和其他 

国际组织必缀迅速采取有效揖施，无条件地全面 

执行宣言以及大会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

•最终彻底消灭殖民主义制度将改善国际气 

氛，通 过 加 强 国 际 和 平 与 安 全 促 进 •作 ，而 

旦是在人类进步的道路上朝前 s 出 的 董 要 一 

步，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是第一批宣布支持宣 

言的国家之一，在 近 20年中， 它给战斗的各国 

人民提供了积极的支持。它对执行宣M的事业作 

出了自己的贡献，为的是消灭殖民制度的展后残 

余 ，建立以正义为基础，没有压迫，没 殖 K 主 

义或种族主义的新世界。保加利亚人 K 共和 国  

积极支持最近获得解放的国家为Û 设W 

的努力，并 对 它 们 争 取 发 展 的 斗 争 经济、科 

学、技术和文化方面的援助。保加利亚人民共和 

国支持最近获得解放的人民为消灭他们从殖民时 

期继承下来的不发达状态，同新殖民主义作斗华 

和在公正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国际经济关系而作出 

的努力。

*■在纪念宣言通过二十周年之际，我愿 表 示  

我的充分信念 ： 殖民主义将从地球上永远消失的 

那一天已为期不远，"C t A / 35/752/A d d . 1X

2 9 . 现在我想谈谈我们今夭讨论的议程项目1» 

中涉及的间题的某些方面，

3 0 . 由于反殖和反帝斗争取得了重大成就，联合 

国现已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组织。它 有 154个会员 

国，其中大多数是以前的殖民地，这一事实淚明了非 

殖民化的胜利。然而，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斗争尚未结 

束，殖民主义没有棍除，正在极力维护殖民主义的力 

量肯定无意放弃它们的立场，

3 1 . 今年， 我们再次看到南非试困使它在纳米 

比亚的殖民统治永久化，比勒陀利亚无视联合国的所 

有决议和决定 ,继续非法占领着那块领土。由于比勒陀 

利亚的种族主义者发现自己处于孤立地位，他们现正 

在试图通过使用新殖民主义的手法寻求维护其立场的 

方法，这一过程开始表现为试图实施所请的内部解决 

办法，与此同时，他们今年仍在继续对独立的非洲国 

家进行危险的侵略活动。南非以及许多帝国主义跨a  
公司仍在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 ,

32. 种族主义政权之所以能够继续非法占领绝



米比亚并进行厚颜无耻的侵略行径，完全是因为某些 

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继续给予它支持和援助。今年，非殖 

民化特别委员会再次审议这些国家同种族主义政祝在 

经 济 . 事和政治方面勾结的间题并通过一项适当的 

决 f义，遗责了这种勾结〔乂/3 5/2 3/ i?gü .I,第五章：，第 

n j l ) . 特別赛M 会的讨论和联合国纳米比藍理事会的 

讨论 ,特别是-关于纳米比亚袖的所证会十分清楚地表 

明，在这种勾纺的臂后可以看到美国和一些其他西方 

国家的巨大经济，军事和战略利益。这是所有旨在按 

照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制裁的倡议遺受挫折的真正 

原因 „ 这也是上述一些国家继续违反对南非实行的武 

器变 1运规定的原因. 南非已有核能力这一事实十分清 

楚地表明了这种勾结对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危险程  

度 。

33. 保加利亜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愿就此重申其 

立场，它认为只有在联合国有关决议，尤其是在安全 

理事会第 435(1978 )号决议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解决 

納米比诬问题，没有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西 

南非洲人民组织参加，任何解决办法都不可能被认为 

是合法的和现实的。此外，解决这一间题的一个绝对 

必要的条件是南非军队立即无条件地撤离纳米比亚领 

土。

34. 在我们考虑必须消灭殖民主义的最后残余 

的同时，我们不能也不应忘记所谓的小领土。保加利 

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已多次表明其立场，认为各国人 

民只有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只有按照宣言和全面执 

行宣言的行动纲领〔第 号 决 议 〕以及联合国 

其他决议中宣布的原则将政治权力移交给他们，他们 

才能Ü 使其Ü 决权，

3 5 . 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接受把一个领土的 

大小、地理上的孤立或资源有限作为正当的考虑理 

由；这些不能用来作为推迟执行宣言的借口。

3 6 .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管理国宣称：殖民地 

人民不希望独立，他们宁愿与宗主国联合或合并;但这 

些说法从未在充分自由的条件下和在联合国的主持下 

得到证实，

3 7 . 在这一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可以从美 

国对太平洋岛晦托管领土采取的行动中看出。这些行

动一方面旨在破坏领土完整，另一方面旨在吞弁这些 

领土，以便将它们变成美国永久的军事战略基地。这 

些行动违背了宣言和联合国宪章。

38. 特别委员会的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动 

员世界舆论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维护殖民地人民不可 

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委员会今年开展的活动以 

及前几年取得的成就应得到我们全心全意的承认。

39. 我国对非殖民化问题的立场有着坚固持久 

的基础。保加利亚过去赞成，将来也永远赞成全面执 

行具有历史意义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 
将来它将缝续向那些为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 

的权利而进行斗争的人民提供援助，直到最后彻底消 

灭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最后 

残余。

4 0 . 安康 尼 ，« « 斯勇歸 ( 联合王国）：很自然，

我国代表团永远不会考虑在关于非殖民化的全体辩论 

会上袖手旁观。纪念联合国关于非殖民化的最全面的 

决议二十周年从而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机会，使我们能 

够重申联合王国在全世界进一步促进自决进程中的作 

用，

4 1 . 整个五个大陆的近15亿人来自直接经历过 

英国的非殖民化政策的国家，联合国的47个会员国，正 

好占全体会员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本世纪曾一度由 

英国管理 *我们感到极为自豪和满意的是，它们几乎全 

部选择继续通过英联邦保持它们的友好和合作关系。

4 2 . 自联合国诞生以来，英国的附属领土一直是 

按照宪章进行管理的. 当按照本组织的原则独立是这 

些领土上的人民的意志时，它们获得了独立。当然，这 

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联合国的特别决议，包括第1514 
( X V )号决议，没有给我们对英国领地的政策带来任 

何变化。联合王国走非殖民化道路的指导方针是20世 

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制定的。甚至，在时间上还可以 

追澳得靠前一些。英国历届政府一直忠城地遵循这些 

方针。实际上，关于英国领地的主要决定是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不久作出的。早在第 1514 (XV) 号决议 

提出之前，英国最大的领地就已经实现了非殖民化4 
在1960年12月第1514 (XV )号决议通过之前， 1S个附 

属和托管领土，包括现在的印度，已基斯坦，尼曰利



亚和马来西亚，今 天 总 共 有 9,33亿人口，获得了独 

立，另外因块领土，现在共有450方人口，当时已得 

到了不可改变的承诺，根据宪法将逐渐获得独立，

4 3 . 我记得，当时关于给英国殖民地和殖民地人 

民独立的基本原则是这样的：这应该是殖民地人民渴 

望的立宪地位，我们的政策是：他们的希望必须通过 

他们自己的政治过程自由地得到表达，所给予他们的 

立宪变革应是他们寻求的，其速度应是他们所希望 

的。联合王国愿促进和鼓励独立进程，但如果殖民领 

土认为它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社会、政治或经济发 

展，联合王国也不会催便它们独立。

44. 通过逐步使这些领土对其事务负起全部责 

任，如果它们希望这样做的话，联合王国充分履行了 

它的殖民责任。在座的许多代表当然熟悉有关的各个 

阶段：通常先采取国内自治的步骤，然后召开制宪会 

议，最后给予完全的独立，同时采取实质性措施，提 

供经济援助，以便在独立的最初几年给予帮助。

4 5 . 所以，这一过程仍在继续。在第i514(XV)  

号决议通过后的20年中，又有32块领地，目前大约有 

7500万人口，获得了独立。当然，趋势是这样的：较小 

的、经济上不那么强大的国家是最后一批寻求独立 

的，因为它们的当务之急是得到培训、援助和经济发 

展 , 不过，到20世纪70年代，小岛殖民地已在奠定作 

为骄傲的独立国家的基础，并已反复证明，领土的大 

小、资源的缺乏和地理上孤立这些因素不一定成为自 

决过程的障碍。

4 6 . 然而，目前仍有一些英国领土确实愿意保 

持它们的附属地位。会员国从特别委员会的辩论中已 

经熟悉这些领土。我国政府每年都提供有关它们的政 

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综合资料。其中有些领土，如 

果不楚因为它们与邻国关系中的特殊间题，也许已经 

独立，但它们大部分是最小的岛岭领土，它们有限的 

资源要求，在使它们对独立的挑战有所准备时必须给 

予特别的照顾。每一块领土都有其自己的政治生活及 

其自已早已确定的民主程序；每块领土都将对其目前 

发展阶段的最佳的立宪地位作出自己的决定，不应由 

联合王国或联合国告诉任何附属领土，对其人民来说 

什么是最适当的立宪安徘，

4 7 .剰余的英国领地都很小*它们的人民大都生 

话在岛上，总共约有60方人，特别委员会在其年度报 

告中一般对这些领土的发展表示满意，通过探照宪章 

第七十三条(辰)项提供情况、通过定期辩论和派视察 

团，联合国对所有这些领土的情况一直了如抱掌。例 

如，加勒比地区的每一块领土现都已接待过特别委员 

会的视察团* 委R 会的报告对小S6人Wifii條i'1-jm 地而 

复杂的挑战作了详尽的评论。

4 8 .因此，说得轻一些，使我国代表团尤其感 

到失望的是，为纪念第1514(XV)号决议二十周年提 

出的决议草案及其提议的行动计划〔j /SSAi I S , 附件 

二)迄今竟会脱离当今现实。该决议草案朱提及过去 

20年中非殖民化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也没有重桃这 

样一个事实，郎管理国在此期间的合作使得非殖民化 

进程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平和顺利地进行。我们同新 

独立的人民一起进行的独立纪念活动没有受该文件中 

明显的尖刻和偏执的破坏。该文件中许多规定的过高 

语调远远股离了合理地审查遗留的殖民问题的限度。 

我相信，有关独立领土人民是赞赏合理审查这些问题 

的 .

4 9 .当然，这一决议草案中的许多语言都是针 

对种族隔离问题和非洲南部的局势的.我国政府曾在 

无数个场合清楚地表明它十分憎恶种族隔离制度，盼 

望着有一天南非所有种族的人民能够在人人平等，公 

正和有尊严的环境中生活。但是，种族隔离不是一个 

殖民间题，不应被用来歪曲一个旨在解决一个更广泛 

的非殖民化主题的文件。

50. 1960年，我国代表团能够对第1514(XV)号 

决议投弃权票是因为虽然该决议中仍有联合王国不能 

接受的语言，但它真诚努力试國起草一个可以得到广 

泛支持的案文。先前由一些我们认为没î r非殖K 化或 

甚至没有自由直接经验的代表团，只是为了宣ft: 1̂ 的 

而起草的案文進到了否决，而亲身经历过非殖民化的 

非洲和亚洲国家起草的案文则得到了赞成。

5 1 .遗憾的是，眼下的案文好像是为了使超出特 

别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语言的一些极端提法获得赞同 

而起草的，我不想遂条论述该文件，因为各代表团都会 

十分清楚地知道那些明确表示旨在防止以在非殖民化



委员会对待各个领土问题为特点的协商一致意见的各

个段落。

5 2 . 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它不能参加一 

个应该是愉快的纪念活动，因为全世界人民翦着实现 

对他们自已的事务负责前进是一个我们作为我们大家 

的胜利而欢呼的进程。而该文件没有承认取得的任何 

进展。它 过 时 的 教 条 和 陈 词 滥 调 ，盲自地对剩余的 

殖民地人民表示了轻蔑，实际上贬低了他们在他们决 

定不愿意立即独立的时候的自决权。它用有倾向性的 

建仪和论战性的语言使案文变得尖刻，从而拒绝了就 

非殖民化问题进行任何理智的讨论。 .

5 3 . 化过去的35年中，联合王国使人类所知的 

最大的帝国非殖民化，并对由强大的自力更生国家组 

成的英联邦取而代之深感自豪和愉快。非殖民化是按 

照英国政府的长期政策，按照有关领土的愿望进行 

的。联合国目睹了这一连续不断的过程，联合王国尽 

可能多地使联合国的各委员会和机构参与了这一过 

程，以表明管理国、独立领土本身和联合国所代表的 

国际社会之间的利益的一致性。的确，如果没有联合 

王国的n•作，特别委负会将处于何种地位Î 因为特别 

委员会审议的这么多领土都是英国的领土，

5 4 . 直率地说，提议的行动计划既不利于真城地 

分析殖民地问题，也不利于更广泛地理解殖民地领 

土，也不利于促进它们规划未来发展的方法 . 因此， 

我国代表团将《不犹豫地投票反对该决议草案及其建

议的行动计划。

5 5 . 乌 尔 德 .險 教 迪 先 生（毛里塔尼亚） ： 1960

'V-. 重 **必项迅速、 条件地緒束形形

色色的殖民主义"。因此，大会在第1514 (XV )号决议 

序言中严厉明确地遗责了殖民主义。殖民主义试®在 

世界面前声称，它在进行一种给它认为是**野 蛮 残  

暴"的人^ 带來极大好处的文明任务。

56. 二 前，即1960年12月 H 日，联合国通 

过给予殖W地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最后承认了这些 

被压迫人民通过为自由和平等而进行的消极抵抗和暴 

力 斗 収 得 的 权 利 。在这一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中有 

千百万人牺牲了，有千百万人受伤了，还有可以想象到 

的各种各样的破坏，

57. 殖民主义者试图通过使他们的政治统治和 

经济剥削永久化，使所谓落后的人民的文化永远贫乏 

来胆止历史的进程，由于被统治实体的爱国力量的决 

心和勇气,他们野蛮镇压和侵略的行径经常遭到失败*

5 8 . 宣言在其第3 段中进一步向世界宣布：•政 

治、经济、社会或教育方面的准备不足永远不应成为 

拖延独立的借口 "，这一消除一切殖民统治借口的真理 

在 第 2 段中得到了更加普遍地强调，第 2 段规定《所 

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依据这一权利，他们自由地决 

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 

文化。"因此，第 1514(XV)号决议庄严地载入了一项 

规定：大国和小国不论其文化遗产如何，其自决权是 

平等的。

5 9 . 但宣言的主要出发点是反对集体奴役人民， 

直到那时，这种奴役儿乎被一个无视人类文明的所有 

其他价值在单一文化大家庭中寻求真理的世界所容 

忍<

6 0 . 宣言第 1 段通过明确宣布下列声明重新确 

定了均势：*■使人民受外国的征服，统洽和剥削的这 

一情况，否认了基本人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妨 

碍了増进世界的和平与合作。"

6 1 . 正如毛里塔尼巫外长在今年10月 1 0 日关于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一般性辩论中所声 

明的那样：

，该决议是本组织决心加速结束殖民主义的 

第一个强有力的坚定表现和第一次真正的动员， 

殖民主义的确已经临近死亡，I960年国际舞台上 

出现了许多新国家，这些国家渴望自由，最后终于 

获得了自由。I960年看到伟大希望的曙光，随着 

政治征服的结束，在一个最后承认各国人民的斗 

争是神圣的，他们的解放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 

将出现一个繁荣的时代。

*实际上，宣言只不过是在这一论坛上对一 

个1955年在万隆开始，意味着老的殖民帝国天亡 

的值得羡慕的历史进程的反映，万隆精神和世界 

各国人民的斗争使得迄今看来不可想象的事情变 

成了可能，使得过去被殖民国家视为异端邪说的 

某些观点变成了平凡的事物，更重要的是，第



15 14 (XV )号决议中的宣言的确是怯生生地， 然

而是有效地使得由于烈士撒下的鲜血，对世界均

衡来说已是如此自然和必要的‘颠S 性’观点的再

度萌生成为可能，"〔第 3 3次会议， 第H 3和 I I 4

段 ；1

6 2 . 然而，尽管公然宣称的殖民主义现已站不 

住脚了，包围与时代不合的残暴世界的最后残余的圏 

子曰益紧缩 . 但有些人显然并没有吸取教训，的痛， 

南非不仅仍是殖民时代、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的最后 

堡鱼之一，而且还非法地使其永远也不该拥有，联合 

国在众所同知的情况下不管怎样已废除的委任统洽永 

久化。

6 3 . 在非洲的另一端，在阿拉伯国家的中心，没 

落中的老殖民主义以色列，在荒谬地试图将一种新的 

殖民主义强加给巴勒斯坦，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主要特 

征是野蛮地大批驱逐巴勒斯坦居民弁往该地区迁移外 

来人。

64. 新殖民主义者也许没有从殖民帝国的灭亡 

中吸收任何教训，但对我们来说，一切记忆犹新，我 

们尤其没有忘记：世界上的任何力量也不能征服人民 

向往自由的愿望。

6 5 . 正如宣言在序言第九段中宣布的那样，我 

们认为■解放过程是不可抗柜的和不可转变的，为了 

避免发生严重的危机，必须结束殖民主义和与之有联 

系的一切隔离和歧规的措施".

6 6 . 我们和世界各国人民深信，自由战士和那 

些为别人享有民族特性的权利而战斗的人们在各个战 

线作出的牺牲将不会白费。像昨天的其他人一样，纳 

米比亚人民、南非人民和我们大陆上仍存在压迫的其 

他地方的人民，无疑也将顽强地表现他们的民族意 

志。

6 7 . 在巴勒斯坦的神圣领土上，它的人民像过去 

的其他人一样，将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尽管 

种族主义者非常野蛮，侵占者非常傲慢。

6 8 . 在世界各地，由于最后剰余的殖民地国家和 

人民的斗争和无法估量的牺牲，这些国家和人民将一 

定得到对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的承认，

6 9 . 在彻底消灭殖民主义的那一夭，我们希望 

这一天快到了，人们将想起在I960年12月14日，将近 

20年前的今天，联合国坚定明确地遗责了*形形色色" 

的殖民主义，从而坚决地开始了**欲免后世W遭战祸 

的工作，

7 0 . 达#策伦先生 (蒙古）: 大会第"1，五 /1«会议 

根é 苏联的提议通过了一项十33•重要的文件：☆予遗 

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自那之后，联 复 一 ‘ 
年地审议宣言的执行间题，弁为充分执行宣言制[r了 

行动计划，

7 1 . 今年审议这- ' is题Jtît；重栽， W '>1 11' !ii

与该历史性宣言通过二十周年相吻û " ,宣言鼓舞r 为 

争取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殖民地人民和附属地人民并 

为他们制定了指导方针.

72. I960年宣言通过时 . 17个非洲国家获得了 

独立，在随后的20年中，几 十 个 国 家 7000多万人 

民挣脱了殖民挪锁。

7 3 . 的确，在过去的25年中，获得解放的非洲国 

家取得了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这些年轻的 

国家在不断得到巩固。许多非洲国家采取了进的社  

会发展方针，正在实行重要的，具有深远影响的进步 

改革。非洲国家在世界论坛上的作用和影响正在变得 

越来越重要，它们在争取缓和的斗争中，在加强和  

平、保证各国人民的安全，在完全实现非殖民化，发 

展和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做出的贡献越.来越 

大。

74. 20世纪80年代的开始标志着非洲人民在争 

取民族解放和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取得 

了又一个重要胜利：长期道受苦难的津巴布韦人民， 

经过多年的艰苦斗争和在所有进步力量的援助下，最 

后终于获得了自由和独立，他们这样做力所有人民争 

取全面最后消除殖民主义的斗争做出了盟要贡献。

7 5 . 津巴布韦人民取得胜利之后，纳米比亚问 

题已成为旨在迅速全面消除殖民主义残余努力的中 

心。南非种族主义者通过讓续非法占领这一领i , 正 

在公开无视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已反复要求比勒陀利 

亚立即从这一国际领土上撤走，让纳米比亚独立.南 

非种族主义政权竭力使其对这一领土的统治永久化，



现正在加紧镇压和进行恐怖活动，这些活动的主要受 

害者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 

织。众所周知，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不仅在其本国 

内加紧推行可耻的种族隔离制度，而且还正在试图将 

这一制度扩大到纳米比3E去。与此同时，比勒陀利3E 
种族主义政权还正在玩弄各种花招，力围赢得时间， 

从而实施其罪恶的计划。

76. 我国代表团对南非的核野心感到特别产重 

的关注。南非的核野心对世界那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以及对整个非洲无疑是一种咸胁，

7 7 . 我国代表团还强烈遮责南非对安哥拉、莫 

桑比克和非洲其他独立国家采取的多次侵略行径，弁 

对这些旧家及其人民丧示声援。

7 8 . 正如在我前面发言的人已经指出的那样，种 

族主义者之所以采取挑绅并无视国际社会的要求，是 

由于帝国t 义国家正在给种族主义政权提供公开的支 

持和援助的缘故。我们只能把西方国家与南非的公开 

勾结看作是对比勒陀利亚缝续对纳米比亚和在南非本 

国内推行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的直接恵。十分 

明显，大量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它们从剥 

削中获得的高额利润是一些西方国家及其垄断者对支 

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特别感兴趣的主要原因。下列事 

实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大会本届会议上， 

一些西方国家投票反对一项决议，该决议遮责阻碍执 

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盲的国际经济和其他 

方面的活动，尤其是关系到结米比亚的活动。

7 9 . 蒙古代表团像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认为，早 

就 该 I I策 収 化 措 維 r , î t >|«包括按照究填第 

七 lîé %  i  j .全lùl强制性制裁，以便迫使该国结束其殖民 

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我国代表团还认为，大会有必 

要再次耍求西方国家停止它们对南非的文持和保护，

8 0 . 我国代表团认为，虽然在消灭殖民主义最 

后残余的进程中的主要任务是解决非洲南部的问题， 

但找们仍不应低估遗留的其他附属领土和殖民领土， 

即所谓的小块领上问题的重要性，几个管理国在努力 

加强它们在其仍统洽着的小块领土上的地位，它们以 

各种借口延迟使这些领土上的人民按照宣言行使其独 

立和 1'1决的权利.殖民国家对小块领土上的自然资源

和人力资源的掠夺产重胆碍了这些领土上的人民的社 

会和政治发展，从而胆碍了关系到这些领土上人民的 

宣言规定的执行。

8 1 . 其中一些小块领土—— 主要在太平洋、印 

度洋和加勒比地区—— 正在被管理国用于军事和战略 

目的。从迪戈加西蓝岛的局势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一 

个典型例子，该岛上建立了重要的美国基地，自的是对 

印度洋的沿岸国家采取军事行动。

82. 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原因是密克罗尼西  

亚一 联合国托管制度管理下的最后一块领土—— 的 

局势在不断恶化。有人正在努力试图非法将其作为美 

国的一部分吞并该领土。国际社会当然应该要求美国 

放弃它的扩张主义计划，使这块领土上的人民有可能 

按照宣言的规定行使他们的自决权。

83. 非殖民化问题的另一重要方面是纪念历史 

性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遗过二十周年， 

我们认为，纪念这一日期的最好方式是采取对付殖民 

主义最后残余的真正有效的措施，以确保宣言的充分 

执行。

8 4 .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决议草案A/35/L .35  
和A d d . l中的规定，该决议草案要求特别委员会继续 

寻求适当的办法以便在尚未获得独立的所有领土上立 

即充分执行宣言,尤其是系统地提出具体建议以消除 

遗留的殖民主义的种种表现并就此向大会第三十六届 

会议提出报告。

85. 參æ . 库里先生 (古巴）:1960年12月14日是 

联合国历史上发生一件最喜庆事件的日子。在这一天 

大会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该宣言 

载于第1514(XV)号决议。

86. 虽然非殖民化进程是各国人民为争取独立 

和主权而斗争的结果，是在由于战胜了纳粹主义和法 

西斯主义以及老牌帝国的崩淸而产生的有利的环境中 

不断发展的，但毫无疑问，联合国，尤其是给予殖民 

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在促进和 

落实这一巨大任务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8 7 . 自第1 5 U ( X V )号决议通过以来一直到现 

在，几十个国家的人民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取得了



独立弁遂年成力本组缀的正式会员国，联合国中大约 

7 7 %的会员国在它们很久以前或近阶段的历史上都是 

道受殖民主义产酷统治的国家；大多数非洲和亚洲  

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中许多国家是在  

1960年之后，获得独立的。

88. 现在不详细论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 

问题，这一间题当然值得怀疑，在许多情况下，它甚 

至在愚弄以巨大牺牲为代价获得的自由，但有必要强 

调所谓的南非共和国在纳米比亚领土的继续占领和种 

族主义镇压，纳米比亚仍处在种族隔离的恐怖和最邪 

恶的剥削之下。

89. 南非填力试图使它对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 

领永久化，这给纳米比亚人民造成了难以形容的苦

难。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 

织的旗峡下正在进行坚决英勇的斗争。

9 0 . 津巴布韦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和许多政治和 

外交变迁获得的胜利吓坏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 

他们指望靠西方伙伴的支持破坏爱国阵线取得的胜 

利，并在当时的罗得西亚成立了一个愧傷政权，由于 

警傷和受到津巴布韦教训的震惊，种族主义者现正试 

图在纳米比亚做由于津巴布韦人民的阻止而没能在津 

巴布韦做成的事情。

9 1 . 因此 ,我们必须保持警惧。联合国对促使一

个独立和享有主权的纳米比亚的出现负有重要的责任 

和不巧•推卸的义务。如果不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 

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如果不实现南非军队 

全郁无条件地撤离纳米比亚领土；如果包括沃尔维斯 

湾在内的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得不到誓死保卫；如果 

不结束对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非法开发，最后如果国 

际社会通过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接受的联合国计划得不 

到执行，那么上述情况是不可能实现的。

9 2 . 今天，反殖斗争的焦点不可避免地集中在 

纳米比亚，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确保正在受苦受难 

的纳米比亚人民取得胜利，然而，殖民主义作为一个 

世界问题将不会随着纳米比亚的独立而消失；还必须 

推翻南非极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使南非黑人摆脱比 

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和剥肖Ij者的殖民压迫，这正像必 

须保证采取必要措施，在亚非拉地区消灭一切形式的 

殖民主义一样。

9 3 . 在这一方面，不能忽视萨赫拉维人民的处 

境，不能忽视消灭他们正在道受的殖民统恰的必要 

性；也不能忽视伯利兹为争取自决和独立而进行的正 

义斗争；不能忽视马达加斯加对法国所 (Iï岛购的要 

求，或科摩漠对马约特岛的要求；也不能忽视仍在外 

国统治下的其他国家人民的ÉI决权。

9 4 . 在我们自己的美洲， Ü 本世纪初以來O i旧 

军队就一直占领着波多黎各，该国的情况贤求采収措 

施 ，通过优先转交由美利坚合众国掌握的个部权力 

证这一拉丁美洲 ra家 的 人 效 f f 侦 不 的 n m 
和独立的权利，实际上，找 们 必 须 想 求 政 府 iiTO'- 

特 别 委 8 J ri
规定，该决议ï : 求美国政府按照策1514C-XV) S3决议 

t A / 3 5 / 2 3 / R e v . l , 第一章，第78段)尽快提出一份有 

利于波多黎各非殖民化的计划。

9 5 . 据我们所知，美国政府迄今尚未对特别委员 

会的正当要求采取任何行动。然而，波多黎各人民，尽 

管在仍不完善的*■选举"■中充满一切卑鄙诡 fli不正当 

行为，但在选举投票中还足战胜了同突0  Û 并的观  

点，殖民统治者卡洛斯 . 罗梅罗 . 巴塞洛本人也不得 

不承认这一点。古巴深信 , 波多黎各将获得独立,将来 

一定是属于拉丁美洲的。

9 6 . 我国代表团参加提出了载于文件 A/35/ 
L . 35和 A d d . l 中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 

言的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因为我们认为这 -草 案是 

公正适当的。

9 7 . 同样，我们希望表明我们完全赞成特别委员 

会提出的关于纪念宣言二十周年的决议草案及促使充 

分贯彻宣言的行动计划。后者是一 个照顾全面的文件， 

是特别委员会成员长期协商和讨论的结果，应该得到 

大会的- 1 致支持。

9 8 .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 

议不几天就要结束了。我们的目光已经转向 1 9 8 1年

本世纪最后20̂ ^̂ 的第一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

20年对世界和HI合国来说与过去的20年不 |，Î L 今天的 

辩论为我们估价一个重要领域自I960年以来一些事件 

和思想的演变提供了一个及时的机会。

9 9 . 说非殖民化运动在20世纪 5 0 年代中期获得



了相当大的动力，这是对事实的一种筒单承认. 历史 

学家大概会记载：在从召开万隆会议的1955年到1980 
年期间 ， 现在构成联合国的许多国家在国际上获得了 

主权。

1 0 0 . 然而，非殖民化的发展并不是千篇一律 

的。它化化 îfï 次 lit界大战末K•始， •代和60年代 

才i‘所加快，70什:化还化继续及展，但势义已明显■减 

弱"。

1 0 1 .就我国而言，要不要我现在回顾一下法  

同発全n !s地按受了它认为正当的发展过程呢，这是 

我 的 - 丁 ‘1970年 10月 12 日纪念第 1514(XV)号 

决议十周年时在本论坛上讲的一段话：

" 当然，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对一些附属领土 

获得了主权和独立表示欢迎，我们拥护一切可能 

>ff效 W'::々戈现非殖民化进程的措施。现在 , 我们 

仍决心遵循同一方针，这是与我们的理想和责任

难一相一致的方针"。①

1 02 . 我还想引 iiK…下外交部长戴商乐将军的证 

词。他 V j û , 法 l>i|政府在非殖W 化领域推行了 *■一条 

明 确 愿 的 审 慎 政 策 " 。制定这一政策的g 的是努力使 

法国 " 与其所处的时代相一致，与世界运动相和谐

1 0 3 . 大会第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决仪并没有只是 

承认这一世界运动，而试图将这一运动处于论战状  

况，如果不是对抗状况的话，这大概是令人遗憾的。第 

1514(XV)号决议的想法无疑是好的，但超出了宪章的 

某些规定，尤31；超出了第七十三条的规定。

1 Ü .1 .继这，•决议之后，大会义通过了一些其他 

决议，起草这些决议的动机是差不多的，尤其是第1541
( X V )  决议和律 1654(XVI)号決议。第 1541(XV)  

议 侧 r  11/1，:界 ÎÔMM'I治领土的慨念的城则，第

1654( X VI  ) >,3,决议创立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Ï H Ï 执1 况特别委员会，

1 0 5 . 我国代表团对作为第 1 5 4 1 ( X V )和第 1654

( X V I)  決议通过的文本以及由其产生的一般性决议

像对第 1 5 U ( X V )号决议一样投了弃权票，的确，这 

些文本旨在推行一些过程，方法和结论，旨在指出 

可适用这些过程、方法和结论的领土，我国已多次声 

明，它坚持各国人民自由块择的原则，这一原则已神 

圣地载入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它遮责任何形式0̂  

征服和任何损害国家完整的行为。因此，我们有吏为 

正的理由同样忆及宪章中与国家主权和不干涉有关 

的垂本原则。

1 0 6 .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国代表团在纪念宣言 

十周年时未能支持第262U XXV) 号决议或该决议建 

议的行动纲领，

1 0 7 . 非殖民化，至少影响了西方国家上个世纪 

建立帝国的殖民化一 顺便问一句，难道它们是仅有 

的几个建立帝国的国家吗？一 现在实际上已经完  

成。当然，还有西南非洲。因为它是联合国的一项计 

划，所以我们在座的都知道，已有了一个解决办法，我 

们在明年底之前可能能在这里欢迎独立的纳米比亚参 

加我们的行列。

1 0 8 . 在这种种情况下，法国认为，拓 1980年， 

人们可以对已经完成的工作表示欢迎* m 力这一点,我 

们更加感到遗憾的是，有人在这时候却死盯t 过去的 

残余不放。在我们看来，从现在起对我们来说更为重 

要的是要关心所有人民的自决权，而不仅仅是那些有 

人假装看作殖民领土的人民的自决权。为河在其他地 

方，许多人被剥夺丁言论自由和自由选择其命运的权 

利的时候，盲目地死0Ï着某些领土？这些领土不十分  ̂
大，其地位是其居民自由接受的。难道我们不应该转 

向这些人民吗？

1 0 9 . 让我们称颂已做的工作，弁致力于解决当 

代主要问题：和平、稳定和发展。这样做，我们的义 

务是确保所有人民能够充分、自由地行使其不可剥夺 

的自決权* 这一自标需要，不，我说只有通过联合国 

所有会员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好的实现，联合国必 

须在这种意义上申明一致的意志，

1 1 0 . 索伦《 ，奠斯克拉先生 (委内瑞拉）：正值 

本周纪念 I960年 1 2 月 1 4 日通过并载于大会第1S14 
( X V )号决议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 

人民独立宣言二十周年之际，委内瑞拉代表团必须趁 

此机会深表它对这一十分重要事件的满意，



1 1 1 . 虽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1960年 

之间，许多领土获得了独立,但我们联合国会员国曰益 

关注地看到，对殖民政权统治下的许多国家和人民来 

说，独立的进展速度太慢. 必须加快。这种特别的关

注导致了宣言的通过。

1 1 2 . 随后，在宣言通过的第二年，大会请所有 

有关国家毫不迟疑地采取措施，执行并检查宣言的执 

行情况，这 任 务 交给了特别委员会，它负责审查给 

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在宣言，即 

第 1 5 14 ( X V )号决议通过后的几年中，越来越多的独 

立国家加入了本组织，

1 13. 委内瑞拉作为特别委员会的成员管经并将 

能续积极参加完成这一根本任务，积极参加维护联合 

国宪章的原则和各国人民自决和独立的神圣权利。

1 1 4 . 委内瑞拉欢迎本坦织在过去20年中在非殖 

民化和特别委员会开展的基本工作方面取得的进展。 

特别委员会一直注视着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便使他们 

实现独立；但我们必须承认，现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1 15. 仍有必要一劳永逸地消灭尽管联合国做出 

了努力但仍存在的殖民残余。

116. 联合国必须拿出勇气来对付非洲南部的局 

势和令人厌恶的种族痛离政策，必须结束南非种族主 

义政权对纳米比蓝的非法占领，外国跨国企业通过同 

大国自鸣得意和顽固的联合以及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的勾结对该国进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剥削也必须绪 

束。

1 1 7. 委内瑞拉将能续尽一切努力保证纳米比亚 

在国际社会中作为一个独立、自由和主权的国家占据 

其适当的地位。我们在这里重申，我们同英勇的纳米 

比亚人民站在一起。

1 1 8 . 联合国必须警傷明年1 月南非和西南非洲 

人民组织将要举行的会议，以便如果如毛里求斯代表 

昨天下午〔第90次会议，第30段：)十分正确地指出的那 

样，事实证明这些会谈只不过是南非再次玩弄的拖延 

战术，目的在于否认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安全理事 

会能够采取必要的行动.

1 1 9 .至于拉丁美洲，我们感到偷快的是，其他

国家正在加入联合国大家庭，最近加入的有圣卢西  

亚，前不久加入的有多米尼加、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我们还支持伯利兹人民为争取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而采取的主动行动，就像我们支持本地区其他领土的 

进一步努力- ，样，委内瑞拉支持在本地区悬 ifU未决 

而且仍有不利影响的各种殖民问题上作出的进一丧努 

力。

1 2 0 . 作为非殖K 化特别委M会 的 成 , 委内瑞 

拉今年率领视察团访间r 特 兑 斯 和 凯 科 l i lR  

我们认为，这样的视察团对更好地了解殖民地的真实 

情况，对确保殖民地人民向化未來的权 利和到  

维护是非常存价值的 .

1 2 1 . 至于波多黎各的情况，特别委员会已在讨 

论，委内瑞拉感到有义务指出：从广义上讲该岛是拉 

丁美洲社会的一部分， 我们希望—— 正如我们已在特 

别委员会声明的那样一 它将不会放弃把独立的未来 

作为其政治和体制发展的顶点。按照该岛人民独立自 

主、自由真正表达的意志， 保护这种发展是信念和民 

族传统賦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作为一个联 

合国会员国所不能推卸的责任。

122 . 我希望特别提及巴拿马运河区的殖W地情 

况，我国对巴拿巧运河事业给予了全力支持，主张恢 

复巴拿马对其领土的充分主权。我们看到，有关国家 

的正确判断和我们支持的公正原则占了上风。

1 2 3 .最后，我想声明，我们和其他国家一起成 

了决议草案A /3 5 / L . 3 5和 A d d . l  和 A /35/ L .36  和 

A d d . r 的提案国，委内瑞拉代表团还支持关于充分 

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行动计划文本 

以及特别委员会为纪念宣言二十周年提出的决议草 

案 .

1 2 4 .布尔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 非殖 

，民化是联合国处理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也Ji!；最复杂 

的间题之一，因为它一方面涉及到殖K 地人W 的l'J til 

和权利，另一•方面涉及到殖民国家的私利。 ：

1 2 5 ! 联合国十分r 解这一事实，来取了旨在保 

障人民自€ 的必要猎施，这些措施如得以充分执将  

恢k 人民的权利。这些撞施包括载于第1 5 1 4 (X V )号 

决议中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以及根据第



1654 ( X V I) 号决议设立的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 

会 .

126. 尽管特别委员会过去做出了并且现仍在做 

出艰苦的不懒努力，尽管在非殖民化领域已取得了良 

好的成绩，但许多人民仍在殖民统治下，遭受种族主 

义、迫害和自由被剥夺之苦。纳米比亚、南非和巴勒 

斯坦人民的苦难就是这一事实的最好例证。

1 2 7 . 许多因素阻碍着宣言的充分迅速执行，从 

而推迟了这些殖民地人民的权利的行使。其中最重要 

的几个因素如下。

1 2 8 . 第一，殖民领土上存在着殖民国家的军事 

设施和活动。关于这一点，我们想指出，尽管大会对 

殖民国家反复提出要求，尤其是大会通过1979年12月 

I 3日第34/ 94号决议要求••殖民国家立即无条件撤除其 

在殖民地领土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并不再建立新的基 

地和设施"，但迄今，殖民国家仍未作出响应，

1 2 9 . 第二，关于外国经济势力的活动，殖民国 

家坚持其在殖民领土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坚持其垄断 

公司的利益，不乐意也不接受这些领土的独立或成立 

可能威胁它们利益的国家政府。因此，这些国家谋求 

维持这些领土的殖民地位；与此同时，其他非殖民国 

家也和殖民国家勾结并鼓励它们保持对这些领土的霸 

权 ,继续掠夺这些领土的资源，因为从中彼此都可得到 

好处。毫无疑间，这迫使殖民地人民加倍努力以对付 

殖民国家和其他参与掠夺人民资源的国家，

1 3 0 . 第三，现在存在着滥用否决权的情况，毫 

无疑间，殖民国家在许多情况下激用否决权，从而推 

迟了许多殖民地的独立。

131 . m  消灭殖Ui主义方Ifiî的作)|j是重要 

的，我们希望本組织的努力将获得成功，希望在不久 

的将来，我们能够消灭传统形式的殖民主义，即霸占 

领土、统治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和掠夺资源，到那 

时，联合就可以把活动集中到消灾新殖民主义任务 

上来。政治霸权主义，使其他国家和人民对其保持经 

济和文化依附关系是新殖民主义的特征。到那时，联 

合国就可以采取像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宣言这样的方针，以便把世界人民从新殖民主义的统 

治下解放出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获得独立，新殖 

民主义已开始在扩张。

1 3 2 . 我国代表团希望趁此机会提请大家注意， 

仅仅消灭殖民主义的传统形式还不够，我们还必须维 

护新获得的独立，不使殖民主义改头换面，如以军事 

基地和经济剥削等形式卷土重来。

133. 世界许多地方正在斗争的人民取得的胜利 

表明：不论需要多长时间，不论殖民地人民道受的镇 

压和迫害多么残酷，人民的意志必将获胜，殖民主义 

必将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在纪念给予殖民地国家 

和人民独立宣言二+ 周年之际，国际社会应加紫支持 

和援助殖民地人民及其解放运动，以便他们可能最后 

消灭殖民主义。

134. 我国代表团特别欢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 

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在过去20年中所进行 

的努力，我愿代表我国代衷困对特别委员会成员及其 

各位历任主席所做的工作表示赞扬。

1 3 5 . 我们愿申明：联合国不应为殖民国家的手 

法所蒙编，这些殖民国家一看到殖民地获得独立就 

在和平解决的幌子下加紧其阴谋活动，接管真正的解 

放运动，强力推行，最终使所建立的政府屈从于殖民 

国家利益的解决办法。我国认为，只要有国家和人民 

还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受苦，那么它的自由就是不充分 

的。它应能续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直到世界上的所 

有人民最后获得独立。它还认为武装斗争是最后实现 

人民权利的适当办法。

1 3 6 . 最后，我国代表团将支持关于执行给予殖 

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决议草案A / 3 S / L . 3 5 和 

A d d . l ,

137. » » 卡先生(老捉人民民主共和国）：I960 

年大会通过载有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 

第 15 14(X V )号决议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几个大 

陆的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歧祝的斗争 

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的确，宣言对各国人民的解放斗 

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重要贡献，自宣言宣布以 

来，殖民帝国已崩债瓦解；40多个国家的7000多万人 

摆脱了殖民统治，从而恢复了独立、自由和尊产，这 

些本来是所有人的夭賦权利，

1 3 8 . 今年，当我们纪念宣言二十周年时，我们 

不無不对苏联深表感谢，苏联于1960年同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和许多非洲国家一起采取主动，提交大会通过 

了一项后来成为有名的第1514(XV) 号决议的草案文 

本，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入民独立宣言，

139. 我们还对受权监督宣言执行情况的特别委 

员会深表感谢，自1962年以来，它一直在不知疲倦地 

为宣言的充分执行而工作。我们要表扬委员会的工  

作，尽管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设障碍,耍花招，试 

图无限期地延长它们对各国人民的殖民统治和剥削， 

但委员会仍成功地完成了它光荣承扣.的困难而艰K 的 

任务，从而使人类更接近于结束殖民时代，使联合国 

接近于普遍性原则。

1 4 0 . 今天，当我们纪念宜言二十周年时，如果 

我们对过去20年中执行宣言方面取得的成就感到满 

意，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虽然国际社会作出了不断 

的努力，但一些非自治领土或托管领土仍遭受着殖民 

压迫。纳米比亚和分布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某些小 

块领土即属于这种情况。而且还有某些国家的人民未 

能按照第 1514(XV) 号决议行使其自决和独立的权 

利，特别是勇敢的南非人民、西撒哈拉人民、伯利兹 

人民和波多黎各人民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其 

他国家人民。

1 4 1 . 对于納米比亚而言，虽然14年前取消了南 

非的委任统治，但国际社会進今未能迫使种族主义者 

少数政权从纳米比亚领土上撤走。在这块领土上，执 

行第1 5 U ( X V )号决议遭到了南非的顽固拒绝，它使 

用各种计谋故意延迟使纳米比M获 得 独 立 。在这方 

面，我们在最近几年和最近几个月内目睹了一系列的 

挑畔行为，如，召开特恩哈尔会议、对该领土班图斯 

坦化，吞并沃尔维斯湾、建立部落军队、加强军事基 

地等等，所有这些都公然违背了第1514(XV)号决议 

的精神和文字。与此同时，南非还加紧推行它纳米  

比亚人民和西南非洲入民组织的自由战士的血厘镇压 

政策，大大增加了对独立的前线国家，如安哥拉和赞 

比亚的鮮;iîi優略行 为 ，

142. 所有这些有预谋的经过精心策划的行动不 

仅危及到非洲南部和整个非洲的和平与安全，而且还 

危及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143. 种族主义者少数政权在纳米比亚和南非顽

固推行的种族痛离政策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也是一种严 

董威胁，对人类良知是一种侮辱，

1 4 4 . 在过去的14年中，南非曾多次被敦促撤离 

纳米比亚，从商结束它对这一领土的非法 Ær领 。然 

而 ，南非不仅拒绝满足国际社会的愿望，而 上  

加强了对这一领土的控制。种族 1̂-:义者少数政权?'专一 

度竭力发展核能力，这 !̂；一个十分淸想和严 1̂1的？1̂仏'-: 
这一邪恶的政权将采取一W îfï施实观它的 'IIÎ恶 11 iH . 

闲此，现 布 想 的 化 ，M 迅速 '々 i a  II:洲袖 iv u :义

的这一最后堡金。实现这一 11的的 I f  • --M. V 安 1̂ 理 

事会提出紧急实 施 七 规 Ü/的1，)̂  f i ir iw . K  

>1，包括1，池和1 (油产品的 *̂̂ 运， m  ii MiVMi iN；!' K  
只 能 是 给 南 非 必 的 时 间 ，使它组织和改 jj]:银m 纳米 

比亚人民的机构及筹划和改进抵制国际社么决定的方 

法。

1 4 5 . 关于这一点，我愿对某些西方国家发出醫 

告，它们顽固地相 fn比勒陀利亚领导人的善S Ï, 从而 

鼓吹通过谈判 "ïï能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幻想，以服务 

于它们自私且目光短浅的利益。

1 4 6 . 至于我们，14伴耐心而徒 '义:的努力他我们 

认力，只 強 力 的 :f t动 才 使 1^11;种 族 U 义A 和道 

民主义者少数醒悟，使納米比亚和南

第 1 5 H (X V ) 号决议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 

权利。

147. 关于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小块非 a 治 

或托管领土，îlH fl欢迎大会本届会议通过决议，重申 

按照第 1 5 U (X V )号 决 议 和 联 合 国 宪 这 些 领 土 上  

的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决和独立的权刺 , 尽 ÎV这些 

领土面积小，地理上处于孤立地位和资源 f f限。然而， 

关于这些领土：我们希望表明对管理国为了制造障 

碍 ，阻止宣言的执行，从而建立它们对这些领土的永 

久控制而一再玩弄的阴谋伎俩的揮切关注。力此 f !的 , 

一些管理国过去拒绝，现在继续拒绝提供按照究，Î Ï第 

七十三条 ( 後）项它们义务递送的有关 Jit弗⑩土的 tf? 

报，它们拒绝履行这一义务，不菅是用什么借口，都 

肯定使人怀疑它们对这些领土上的人民的用心》此外， 

还对这些领土上的人民施加了种种压力，以影响他们 

对自己的前途作出决定。



1 4 8 . 最常用的办法是在非自洽或托管领土或在 

邻近这些领土的地方建立和加强军事基地和设施 . 然 

而，大会和其他国际机构的有关决议已十分清楚地表 

明：军事基地的存在和军队的驻扎的确对宣言的执行 

构成了严重的障碍，因而也阻止丁这些领土上的人民 

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1 4 9 . 我国代表团还欢迎大会今年通过决议，重 

申按照第 1 5 1 4 ( X V ) 号决议和宪章，西撒哈拉和伯利 

兹人民享有自决和独立的祝利。我们希望，有关各方 

依靠和平的力量，最后通过谈判的办法寻找解决办  

法，保证这些国家的人民行使其根本的权利。

副主岸达希策伦先生（蒙古）代行主席取务。

1 5 0 . 众所周知，除军事活动外，外国经济和其 

他势力也大大妨碍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的执行，阻止了从南部非洲消灭殖民主义、种族陽离 

和种族歧视的努力《在这一方面,第四委员会对议程项 

目86的审议表明：殖民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继读无塊 

大会就这一主题通过的决定，尚未实施有关决议，如 

第 2621 ( X X V ) 和 第 3 4 / 4 1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大会 

在这些決议中要求尚没有这样做的殖民国家和所有政 

府采取法律，行政或其他措施，结束属于它们国民的 

企业和它们管辖下的法人团体在殖民地、尤其是在纳 

米比亚从事的有损于这些领土上的居民的利益的活 

动，防止违背他们的利益的新投资，

1 5 1 . 目前迫切需要的是，殖民国家和政府应遵 

照国际社会的要求，结束对殖民领土的人力和物力资 

源的可耻剥削。此外，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必须认真审 

议 III ) m II: fil ¥:!11: ’̂力，|1?1家 11:械视城的他姨<»^络而造 

成的威胁，这种勾结使比勒陀利亚少数种族主义殖民 

主义者政权能够发展核能力，从而鼓励它继续非法占 

领纳米比亚和加紧对独立的邻国，尤其是对前线国家 

进威胁和位略并加强在南部非洲的种族隔廣制度，

1 5 2 .  1 9 6 0 年苏联代表在提出于反对殖民主义 

的斗争的文件一 该文件后来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第 

1 5 1 4 (X V )号 决 议 一 时 ，非常正确地宣布：殖民主 

义尚未灭亡。

1 5 3 . 在这一基本义件通过 2 0 年后的今天，虽然 

殖民帝国已遂渐分崩瓦解，各国人民民族解放的进糖

已不可逆转，尽管殖民主义百孔千疮，但它尚未最后 

灭亡，在它垂死挣扎的过程中，在南部非洲暴露出了 

其最凶恶的面目，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在小块非 

自治或托管领土上，暴露出了其最狡猜的伎俩。

154. 为丁可能对日趋灭亡的殖民主义进行最后 

的打击，为了可能从世界的政治地图上消灭殖民主义， 

老姆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准备支持旨在全面执行大 

会 第 1 5 1 4 (X V )号决议的任何行动。它这样做的目的 

是声明它积极支持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 

行情况特别委员会递交的文件A/35/413中载入的决 

议草案和行动计划。我国代表团还支持大会现在审议 

的决议草案 A/35/L.35和 A d d . l和 A /3 5 /L .3 6和 

A d d . l  , 友好的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在第 9 0 次会议上 

非常清楚地介绍了这些决议草案，

1 5 5 .料马 » «先 生 ( 南斯拉夫）：讨论给予殖民 

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此时具有特别重 

要的意义，因为这发生在纪念该宣言通过二十周年期 

间。

156. 实际上 ， 消灭殖民主义和根除世界上一切 

形式的殖民关系的斗争是国际社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来这段时间内最重要的政治行动和成就。在以前殖 

民帝国的废墟上建立大批的民族国家不仅增加了国际 

关系参加者的数目，而且根本改变了这些关系的实 

质，提出了新的当务之急，开辟了新的前景。这一巨 

大的革命性转变是各国人民与殖民统洽作斗争和国际 

社会团结的结果。不结盟国家为推翻殖民制度作出了 

历史性的贡献，使这一过程具有了人民和国家从一切 

形式的外「《!统治下获得全而解放的性质， 弁将这一过 

程转变为争取新的国际轻济和政治关系制度的斗争 .

1 5 7 .早在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一次不 

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就 

被强调为人类最紧急的任务，和稳定国际关系不可或 

缺的条件之一，自那以后，不结盟国家已成为反殖革 

命最强大的堡盛。

158. 明天我们将纪念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 

立宣言通过二十周年，宣言的通过加速了前殖民地人 

民解放的进程，使本组织几乎实现了普遍性原则，实 

际上几乎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组织，



1 5 9 .大部分新近获得解放的国家选择了不结道

政策，它们参加了不结盟运动，成为这一运动为最后 

根除殖民主义残余，根除开始以征服与剥削为基确的 

一种新形式的过时关系出现的新殖民关系而斗争的先 

锋 。不论是在联合国的反殖行动方面，还是在殖民统 

治下的人民进行的政治、外交，甚至武装斗争方面，不 

结盟国家都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

1 6 0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对20年即将成功的努 

力所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今年又有一个前殖民地津 

巴布韦实现了独立。这对剩余的殖民领土的解放是一 

个有力的鼓舞。现在轮到了纳米比亚，南非种族主义政 

权的任何阴谋伎俩也阻止不了纳米比亚的解放。从来 

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用武力阻止人民从外国统治下最后 

获得解放 .

1 6 1 .我们希望，不久我们将能够庆祝那些仍在 

殖民统治下的人民获得解放，从而完成大会通过给予 

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所提出的任务. 因为当自 

由成为问题时，就没有大小领土可言，更不用说小块 

领土上的人民了。缺乏任何自由都是一种负担，而任 

何自由都是遗往新世界的道路上的伟大成就。因此我 

们认为，国际社会确保宣言执行的行动必须是不间断 

的，必须致力于排除阻止各个国家和人民自由发展的 

障碍 .

162. 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不结盟国家一 

直在全面支持各国人民为从外国统治下获得解放而进 

行的真正斗争，因为它自己也是从这种斗争中诞生 

的，它十分了解用这种代价获得的自由的价值。

163. 我们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始终是牢固 

的，是具有广泛基础和实质性的，同时，我们同已获 

得解放的人民的关系是合作与团结的典范，南斯拉夫 

始终向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 

必要时甚至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我们曾向树解阵、®  
莫解阵、® 安人运® 和爱国阵线的解放运动进行的民 

族解放斗争提供了支持和援助，这些斗争已用金字写 

入了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津巴布韦的历

® 两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 

®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
①安« 拉人民解放运动.

史。我们还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 

民进行了 15年之久的斗令以及殖民统沿下的所 fl'K-他 

领土和人民进行的斗争给予了支持和接助 .

164. 关于明天大会纪念宣言二十周年的特别会 

议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闭KW;茨维耶 

廷 . 米亚托维奇先生寄来了一封信，倍 件 将 的  

时候作为联合国的正式文件予以分发〔见 A I叫 U 2 I 

A d d .  0 »

165. 鲁有靈先生 (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明天 

大会将纪念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赏 TÏ 二十周 

年，在此期间，许多《r t R 地获得了独立 .

会员国，因此 ,可以公平地说，联合国在非殖民化领域 

的努力弁非全部徒劳。

1 6 6 .今年是纪念宵言的一年。今 开 始 ，在殖 

民化领域就出现了好的兆头，国际社会目睹了津巴布 

韦在其人民对殖民主义进行了多年英勇斗争之后实现 

了独立。伺样，瓦努阿图获得独立，圣文森特和格林 

纳丁斯加入联合国都为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增添了意 

义 .

1 6 7 .然而，我们不应忽视，主要战斗尚未取得 

胜利。这一辩论的进行是因为世界不同地区仍存在着 

殖民主义的残余。宣言对仍在为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而 

进行斗争的许多国家和人民仍具有意义。南非种族主 

义政权继续无视联合国的许多决议，对被压迫的黑人 

银制实行可恶的种族痛离政策，如果南非用親视的态 

度对待本组织、，那是因为它仍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经 

济援助。

1 6 8 .在刚刚结束的关于南非政府推行的种族插 

离政策的讨论中，大会再次呼吁会员国采取包括制裁 

在内的有效措施，迫使南非遵守国际社会的要求。这 

应仍是我们的目标，因为实行种族猫离的南非是商部 

非洲实现整个非殖民化的终脚石。

1 6 9 .在纳米比亚，联合国计划的执行仍待实 

现。我们再次不安地看到，南非是终脚石。因此，我 

国代表团希望，那些同南非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应尽 

力保证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 "的计划能按原计划执行 . 
无需强调，国际社会决心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措

以迫使南非按合法的要求办。在这一阶段，我们将 

糖待着安全理事会西方常任理事国的合作。



17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能绩强调所有人 

民享有自决和独立权利的重要性。我们审议的特别委 

员会的报告也一再强调了这一点。一个民族，不管它是 

在非洲、中东、亚洲，还是在拉丁美洲，其大小、人 

口多少、地理位置或任何其他因素都不应成为拒绝给 

予这一基本权利的借口.仍在殖民统治下的人民期待 

着国际社会増加援助。因此，我们唯一的方针是重申 

我们支持他们，保证向他们提供更多的物资援助，以便 

使他们能够有效地进行他们的解放斗争。

171. 我愿和我前面的发言人一样对特别委员会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阿卜杜拉先生胚持不悔的杰出 

领导下所作的给人印象深刻、值得称赞的工作表泰赞 

扬，我闲代丧团重申它支持特别委员会报告中载入的 

提案和建议。大会通过行动计划将进一步保证：国际 

社会仍有义务按照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後 I 
底根除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

1 7 2 .安德森先生 ( 澳大利亚）：我们在第三十五 

届会议上对非殖民化问题的审议正好与给予殖民地国 

家和/v民独立宣言二十周年纪念相吻合。20年前通过 

的第 I S U  ( X V )号决议及其相关的第 1M1 ( X V )号  

决议是第四委员会及其闭会期间机钩一给予殖民地 

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一 关于非 

殖民化工作的重要衡量标准 .

173. 澳大利亚对非殖民化原则作出了坚定长期 

的承诺。 我 们 按 照 第 1514 ( X V )号决议和其他有关  

决议以及联合国宪章中载入的原则充分支持非自治领 

土上的所有人民的自决权利。我们的历史情况已清楚 

m  r 找们的承1 8 ,过 找 们 to责管理璃鲁和S 布 

亚新几内亚时，我们履行了我们的托管义务；目前， 

我们负责管理科科斯 ( 基林格 ) 群岛，我们还积极参加 

了特别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的工作，

1 7 4 .殖民主义的经历有时是困难和痛苦的，管 

理 的 记 m 也不总赴无缺点的，然而，自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来，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出现许多前 

殖民地大多胜利地近向独立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 

在本大会获得了它们的席位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认 

为，联合国，特别是各有关的非殖民化委员会在实现 

非殖民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 ,有时是极为重要的作用•

1 7 5 .然而在关于殖民主义问题的辩论中，有时 

有一种动感情的倾向，这导致一些国家发言华而不 

实，夸大了真实情况，尤其是非自治领土的情况。有 

时宣布一些笼统的未经查证的一般情况也不看具体事 

例的实际情况。关于这一点，我们一方面认为第四委 

员会今年的工作特点是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并进行了有 

益的思想交流，另一方面我们有时因意识形态问题的 

插入和强硬而有刺激性语言的使用而离开了主题。例 

如，由于这一原因 ,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澳大利亚将不能 

支持关于纪念宣言通过二十周年的决议草案〔W/35/ 

413,附件二X 此外，我们还认为关于外国经济权益间 

题的决议草案A /3 5 /L .35和 A d d . l未能准确反映真 

实情况，尤其是小块领土上的情况。菅理国仍愿意同 

特别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在它们这一年的工作中进行 

充分的合作并按照有关非殖民化问题的决议履行它的 

的义务，这一点却被忽略了。澳大利亚对自己的责任非 

1̂?认真，我们反对任何暗示我们没有遵守有关决议或 

我们用某种方法取消了我们的托管义务的说法。

176. 在第四委员会的议程项目几乎逐年减少的 

情况下，我们认为在非殖民化间题上保持一种不偏不 

倚的观点是十分重要的，现在日益要求特别委员会和 

第四委员会审议人口和资源有限的、面积十分小的领 

土的局势，我们认为，不应拒绝给予这类领土合法行使 

其自决的权利，我们还认为，所有非殖民化的案例不能 

只用一个解决办法。然而我们要争辩的是,由于小块领 

土的情况特妹，它们面临的问题同那些经济条件优越 

的、幅员大得多的领土面临的问题截然不同。因此我们 

申明，审议每一个非殖民化案例必须根据其特点，本着 

客观的精神，充分考虑到该地人民自己的愿望 , 因为， 

该地人民选择何种政治地位不该我们来决定。他们做 

出行使自决权的选择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联合国的 

作用是帮助他们行使他们自己自由表达的意愿。

177. 实际上 ， 重要的是我们审议关于殖民问题 

时要牢记每一个非殖民化案例的特点。除非我们这样 

做 ，否规我们将陷入对非殖民化问题空谈理论的境 

地一处于这种境地就没有真 ÎE的对话，没有真正的 

达成共同的谅解和协议的机会。

178. 西斯先生 ( 新西兰 ) : 二十年前,新西兰 

支持通过给予車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我们欢迎



« 言，把它作为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中的普道独立原则 

的延伸，

1 7 9 .宣言宣布所有各国人民均享有自决权，它 

反对外国统治和控制，认为这剥夺了基本人权，这些 

原则今天仍像宣言最初起草时一样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新西兰仍完全保征坚持这些原则•

1 8 0 .宣言是一份非凡的遗产。自它通过以来，给 

人印象深刻的许多国家获得独立弁加入了联合国。它 

们的参加使本组织、更接近于实现会员普遍性原则。它 

们的贡献和影响是深远的，

1 8 1 .在南太平洋地区，八个岛国在同一时期加 

入了独立国家大家庭，两个岛国选择与新西兰自由联 

合享有充分自治。我国对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一些作 

用感到自豪。我们用十分切实可行的办法同我们的邻 

国一 它们都是我们的亲密朋友一 一起共同努力， 

以期将南太平洋变成一个稳定的、经济活跃的地区，

182. 新西兰信守非殖民化原则也表现在我们作 

为托克努的赞理国所采取的行动的实质上。托克劳是 

一个较小的孤岛群，资源非常稀少，面临着极为困难 

的发展问题 .新西兰努力帮助托克劳人民朝着更大程 

度的自治和自足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按照托 

克劳人民的愿望办事。今夭，托克劳领导人和人民正 

在信心十足、有条不棄地接管他们自己的事务。托克 

劳人民和新西兰感到十分高兴的是，特别委员会接受 

了我们的邀请，将于明年派一个使团槐察托克劳。

183. 世界对本组织在努力促进太平洋和其他地 

区的非殖民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感到满意。它的成 

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目标的正确以及在所有各国 

人民如何能够最好地实现自决方面取得了广泛协商一 

致。过去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能够满怀信心和乐观地面 

对将来非殖民化方面的不断挑战，

1 8 4 .新西兰仍信守宣言中提出的原则，我们希 

望今年我们能够像20年前那样对大会加强充分迅速地 

执行这些原则的必要行动给予毫无保留的支持。的 

确 , 载于文件A/35/413的决议草案中有许多我们可 

以支持的内容 . 同时，该草案也有几点我们不能赞成 

的内容。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制订行动计划没有以过 

去20年中指导非殖民化进程的合作精神为基确，

1 8 5 .我们对赞成武装斗争及行动计划第16段中 

提出的制裁方式有不同意见，此外，我们对第 9 段也持 

保留意见，该段趙出了今年和往年议定的许多关于小 

块领土的决议中采用的协商一致语言，另外，我们还 

对第10段持保留意见，该段是否可行尚不明确 .

1 8 6 . 由于种种原因，新西兰j 将不得不X I 決议 

草案投弃权票。

1 8 7 .辛吏* 先生 ( 圭亚那）；大会第 15U ( X V )  

号决议获得通过是世界非殖民化历史的分水岭。 '̂ 1 
1960年12月14日大会通过该决议时，它在一份庄严的 

宜盲中表明了每个人心巧深处对 i l l的m .  W 际 H 
会首次用一种全面的郑重的方式明确表达：它反对 

300多年前少数强者强加给多数弱者的各国人民关系 

制度。国际社会宣布：结束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不民主 

统治不仅仅是统洽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 

需要，而旦也是人的尊严和神圣的人格的需要。

188. 如果宪章庄严地载入了各国人民享有自决 

和独立的权利，殖民国家有义务为附属领土享有国家 

地位淮备条件，那么，第 1514 ( X V )号决议则着重 

谈到殖民关系的发展及其各种表现并宣布必须迅速无 

条件地结束这种关系。第 1514 ( X V )号决 议甚至 还  

为实现宣言的目标提出了具体的行动纲领，给大会本 

身提出了一项特别的任务，

189. 1980年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辩论在性质 

和深度方面同 I960年宣言通过那一年的辩论必定截 

然不同，在多种意义上说，自那之后我们走过 r 一段 

漫长的道路。我们目睹了一个殖民帝国的灭亡。

1 9 0 .当然，我们没有忘记也不可能忘记， 1960 
年一些殖民国家没有支持第1514 ( X V )号决议。但这 

些态度在当时并不令人惊讶，实际上迄今也没有完全 

消失。但毕竟殖民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力M 是 f ；殖民地 

的所有人民，矿物资源、港口，河流和森林建立起来 

的。它们的殖民方法和政策可能不同，但它们的基本 

目的却是一样的：它们靠殖民地发财。

191. 现在这些殖民国家已表示支持一 虽然是 

有限地支持一 宣言的目标，当然这表明多年来它们 

的历史态度已发生了变化。在 1980年的今天，在非殖 

民化问题上意见一致的方面更多了，这是现在和以前 

的填民地人民用它们自己的斗争和牺牲换来的。



1 9 2 .实际上，圓顾一下过去20年的历史，非殖 

民化领域取得的成就已改变了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政治 

结构，其方式和迅度在 1960 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联 

合国系统，尤其是特别委员会对这一历史成就作出了 

自己的特殊贡献，应受到表扬。

193. 我国代表团希望对特别委员会致以特别的 

敬意，它一直用一种直截了当和始终如一的方式政力 

于它的任务。它以前由朝气蓬勃、其有献身精神的萨 

利 姆 先 任 rîs席, 现在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进开  

明的阿布杜拉先 .生担任主席。我愿赞扬委员会向大会 

提交的报告。我国代表团已仔细看过它的内容弁表录 

继读支持委员会的工作。

1 9 4 .值此二十周年之际，圭亚那特别荣幸地担 

任了第四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在对大会分配给我们 

的项目进行了详尽审议之后于11月 7 日结束了它的工 

作。委员会在其审议过程中 , 热烈欢迎瓦努阿图、津巴 

布韦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获得独立。当然，津巴 

布韦的独立受到了特别热烈的欢迎。

1 9 5 .仅在四个星期之前，大会通过了第四委员 

会的16项建议。这些建议涉及到非洲、亚洲、太平洋 

和加勒比侮的领地，附属领土居民的培训机会和与联 

合国系统内的专门机构和组织的合作。这些决定涉及 

拥有 300万居民的21个遗留的殖民地，反映和加强了 

人们对充分迅速地执行宣言和最后不管在非洲南部还 

是在其他地方根除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切残余的 

极大关心。

1 9 6 .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附属与剥削的关系 

依然 frfl:, 11̂ 1̂ 1：们能续1，《 们 在 -起，0 际社会就 

有义务按照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以及宣言的目标加倍努 

力予以根除。关于这一点，纳米比亚仍对本组织是一 

个独特的挑战，而且这种独特性毎天都在增加令人不 

安的内容。

1 9 7 .联 A 国在以南非未履行委任统治的义务为 

理由纳其委任统治后对这一领土负有直接责任。安 

全理4 (会在其 IÏ'; 276 (1970)号决议中宣布，南非在该 

领土上的存在造非法的，南非政府在委任统治结束后 

对纳米比亚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非法的，然而安理会 

一些常任理事国本身同纳米比亚的比勒陀利亚政权进

行勾结就加强、支持与鼓励了南非继续留在这一领土 

上，当然也正是这些常任理事国一直在胆止安理会对 

南非实行人们如此频繁要求的制裁，

1 9 8 .对纳米比亚人民来说，大会审议本议程项 

目的间题必然有特别的意义。大会已宣布西南非洲人 

民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然而，特恩 

哈尔、比勒陀利亚政权和其他机构也在活动,好像西南 

非洲人民组织从未存在过。但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被 

联合国结束丁委任统治的那个政权现在却要求联合国 

证明，本组织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是值得信任的。我国 

代表团认为，这种傲慢无礼的态度是进攻性的，已达 

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

1 9 9 .人类不能部分生活自由，部分戴着伽锁，由 

于在纳米比亚没有自由和基本权利，我们大家都降低 

了声誉。纳米比匪一定要获得自由，而且是在联合国 

计划范围之内的自由。

2 0 0 .非殖民化议程项目还包括一些在幅员、地 

理位置和人口方面具有特点的领土，需要特别委员会 

和有关管理国采取革新办法。即使如此,大家显然一致 

认为，这些因素绝不是拖延迅速地充分执行关于这些 

领土的宣言的正当理由。向特克斯和凯科斯及科科斯 

(基林格)群岛派视察团以及新西兰和美国政府邀请特 

别委员会向托克劳和美国的萨摩亚派遣视察团都可以 

看出这种一致的意见。我国代表团愿赞扬这些国家的 

政府在这方面作出的决定。

2 0 1 .第 1514 ( X V )号决议通过已有20年之久， 

非殖民化进種几乎就要完成了。本组织欢迎一系列前 

殖民地和托管领土加入国际大家庭，这些领土使联合 

国更富有代表性、更有活力和能力对国际社会面临的 

问题作出反应。

2 0 2 .本组织现在代表的近似的普遍性对20年前 

起草宣言的我们的前章的远见和勇气是一种称赞。当 

我们说这是本组织的最佳成就时，我们没有夸张，宣 

盲通过后取得的胜利来之不易，成千上万人献出了生 

命，还有数不清的财产蒙受损失，在这段时期我们始 

终遗到不同程度的反对.我们的胜利甚至还由于我们 

当中一些同样受益于非道民化的人的行动造成的遺曲 

而道到了栽损•然而，谁能否认总的情况是有成就有前



途的，非辑民化的势头是无情的，民族解放运动仍是

这一势头的先锋。它们的坚强后盾是与不结盟运动有 

密切联系的特别委员会，给予宝责支持和鼓励的非统 

组织和其他进步力量，

2 0 3 .我国代表团衷心希望，纪念宣言通过二十 

周年将促使其他人参加这一活动领域中进步力量的进 

军，希望在过去20年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个个都能进 

一步下定决心，以更加坚定的信念继续工作，以便从 

地球上彻底根除殖民主义。这是人类尊严和人类自由 

所必不可少的。

2 0 4 .生席：现在请那些希望在对载于文件A / 
35/413附件二和文件 A/35/L.35和A d d . l和A/35/ 
L .3 6 和A d d . l中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之前解释其投 

票的代表发言。在表决完毕之后,各位代表还有机会解 

释其投票。

2 0 5 .请允许我再次提醒大会，按照大会去年做 

出的今年又重新确认的第34/401号决定，解释投票限 

在10分钟之内并由代表在其座位上进行，

206. a 塞姆* ± ( 美利坚合众国）： 美 国 坚 决  

对非殖民化进程承担义务。对我们来说，自决、自由和 

民主的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坚决支持第 1514 
( X V )号决议中载入的原则：《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 

权；依据这个权利，他们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 

位，自由地度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2 0 7 .在第 1514 (XV) 号决议通过二十周年的今 

年 ，我们已看到非殖民化领域所取得的重要发展。津 

巴布韦获得了多数人统治下的独立，这是非殖民化方 

面的一个里程碑，从而消除了南部非洲存在的最不公 

正和政治上最困难的肩势中的一个局势。今年我们欢 

迎津巴布韦加入了联合国。我们还对瓦努阿图的独立 

感到高兴。关于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讨论已在各方 

之间达成协议，准备下个月参加执行前会谈。我们衷 

心希望这些会谈取得成功。

208. 美国在特别委员会审议美国管理下的非自 

治领土时同它进行了合作。今年我们邀请特别委员会 

于 1981年视察美国的萨摩亚，这将意味着自1977年 

以来美国管理下的所有三块领土都接受了视察团。

2 0 9 .今年，我们必须再次反对载于文件A/35/

L . 3 5和 A d d . l 中的关于非殖民化向题的棍合决议草 

案，该决议草案不再正确反陕国际社会将来会面临的 

非殖民化挑战•非殖民化取得了进展，但旧的言同依然 

存在•例如，决议草案序言部分第四段仍提到"数百冗 

非洲人道受着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镇压" ，忽视 

E 布韦独立这一巨大的成就。

2 1 0 .在现代历史上，首次可以说：仍在殖W 主 

义统治下的非洲人还不到100万。我们认为，把南非 

的可憎的种族痛离政策当作是非殖民化问题Æ 不恰当 

的也是无益的。

2 1 1 .虽然特别委员会在这一银巾做 r fi'益的T  
作，但我们不能赞成决议草案八 /35/1^.35和义(^ .1  

执行部分第5 段中载入的报告。，该报告涉及到波多黎 

各和太平洋岛晦托管地，将这两块领土列入特别委员 

会的研究范围是不恰当的。特别委员会审议波多黎各 

问题违反了大会第748 ( V I I I ) 号决 议， 它讨论太平 

洋岛购托管地问题无视安全理事会授权托管理事会 

负责研究这一领土上的事态发展，我们反对苏联代表 

在咋天的一般性辩论中就该托管地和关岛所作的利已 

发言〔第90次会议，第53段

212. 该决议草案还载有许多我们反对的执行段

落 .

2 1 3 .我们将对决议草案A /3 5 /L .3 6和 A d d . l

投弃权票，因为我们支持传播有关非殖民化的信息 t 
但是不能支持宣传，我们对特别委员会在信息"的掩 

护下进行的宣传攻击活动越来越感到烦恼。此外，我 

们坚决反对像请愿书、新闻和援助小组委员会建议的 

那样扩大非殖民化新闻股。当殖民地数量和特别委员 

会与第四委员会的工作在遂年减少时，还增加非殖民 

化工作人员是不能容忍的。

2 1 4 . 最后，我们不同意特别委员会在没有大会 

授权的情况下开展一系列纪念第1514 ( X V )号决议二 

十周年的活动★ 式。它委托其请愿书、新闻和援助小 

组委员会起草关于非殖民化行动计划。正如起草的那 

样，该计划纯粹是一种宣传材料，其目的在于促进利 

己的政治目的一一绝不是在努力实现有意义的协商一 

致 .

2 1 5 .我国代表团将对文件 A/35/413所载行动



计划的决议草案投反对票。遗憾的是，我们必須这样 

做 ，因为我们认为，本来有可能就一些能指导联合国 

SO年代非殖民化工作的原则达成一致意见 .但是相 

反，在未綴适当礎商的情况下，我们却收到了这样一 

个决议草案：它用夸张的形式重复过去的语言，无视 

宣言20年前通过以来事态的巨大进展，其中包抬以前 

是耗管或非自治领土的46个国家获得了独立，

2 1 6 .我们承认，纳米比亚问题仍是联合国关心 

的主要问题。我们希望这一问题将得到和平解决。然 

而，我们请大会超越这一问题，注意非殖民化面临的桃 

战和载有极端提法的这一计划是杏适用于其余的附属 

澳± , 尤其是小块领土这一问题，

2 1 7 .对我国代表团来说，该草案造成了许多困 

难。我们不能接受好像是认可武装斗争并呼吁援助这 

种斗争的做法，不能接受专门机构的政治化和对非自 

治领土上的外国投资和军事设施的无条件迪责及按照 

宪章第七章进行充满了整个计划的制裁的呼吁，我们 

认为，当大会正在审议这复杂问题时，对雇佣军强加 

一个特别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呼吁各国遵守1949年 8 
月 1 2 日的日内瓦公约® 和第一号议定书®的某些规定 

忽视了这一议定书中的规定，无视了各国订立条约弁 

在法律上约束自己的这一过程。因此，我们发现虽然 

我们支持该计划促进自决的目标，但几乎每一段过份 

的语言却又迫使我们反对它。

2 1 8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不能只是批评我们 

面前的行动计划草案，正如许多代表团所知的那样， 

我们早就 fi:大会呼吁审查这一草案并要求为实现协  

商-•致作出努力。实际上，已经非 IE 式地分发了一•份 

供选择的草案，我们认为这一草案可以作为协商一致 

的基础。然而，关于就这一间题进行对话的呼吁没有 

得到答复。

219. 这种情况将不会妨碍我们缝续与特别委员 

会进行合作，履行我们按照宪章第七十三条所承担的 

义务。然而我们希望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将作出更富 

合作性的努力，以便制定非殖民化原则，该原则将得

® 联合国，《条约C 编》，第75卷，第970至97S号. 
®A/32/144,附件一•

到大会的充分支持，其中包括那些其合作对确保非自 

治领土人民的幸福十分必要的会员国 .

2 2 0 . 多尔先生 ( 爱尔兰）：我国代表团支持 I960 
年 12月1 4日通过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第 1514(XV)号决 

议 。我们允其坚决地坚持第1段中声明的原则：

•使人民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这一

情况，否认了基本人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

妨碍了増进世界的和平与合作 \

因此，爱尔兰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始终投票支持那些 

重申爱尔兰政府支持非殖民化原则、支持联合国在这 

一领域的工作的决议。

2 2 1 . 因而， 我国代表团将对决议草案 A / 3 5 /  
L . 35和 A d d . l和 A / 3 5 / L . 36和 A d d . l投赞成票。但 

我国代表团过去曾对出现在大会通过的类似决议中的 

第一份草案中使用的某些措词表示持保留意见。在我 

国代表团支持决议草案A /3 5 / L .3 5和A d d . l 的基本 

要点的同时，我们仍保留对它的那些保留意见。

2 2 2 .我国代表团本希望：值此第 1514 (XV )号 

决议通过二十周年之际，为充分执行会得到联合国所 

有会员国的十分广泛支持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 

立宣言而制订的一项决议草案和行动计划能提交到大 

会 。我们认为，这本是一个宝贵的贡献，本可加强联 

合国解决遗留的非殖民化问题方面的作用，这些间 

的特点各不相同。我们认为，这祥一种文本应反映自 

第 1514(XV)号决议通过以来非殖民化方面取得的巨 

大进展和联合国本身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

2 2 3 . 我们认为，文件A /3 5 / 4 13附件二中载入 

的决议草案和行动计划没有适当地区分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是数量有跟的殖民地，如纳米比亚，该领土局 

势十分严重，另一方面是数量较多的小块领土，其中 

每一块都有其自已的特点，对这些特点来说，过分一般 

化的规定可能是不相宜的，尤其是行动计划中建议的 

许多请施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可能确实是适当的，但它 

们超出了许多遗留的殖民地所适应的和可行的極度， 

此外，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未能举行旨在制订 

一个可以获得协商一致通过的文本并旦所有区域集团 

的成员都参加的充分协商* 因此我国代表团将对文  

件 A/35/413附件二中载入的决议草案投弃权票，



2 2 4 .在解释我们的投票时，我想重申我国政府 

对1960年我们投票赞成，本周我们将纪念的历史性非 

殖民化宣言翁续充分承担义务，我们认为，迄今仍未 

成现非殖民化的那些人民应能够毫不拖延地行使他们 

的自决权。我国政府允其仍然坚信，纳米比亚人民一 

定能够按照联合国决定和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和 

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奄不拖延地行使其自决权，弁 

在世界各国中间占有地位，

2 2 5 . 由于今年是第1 5 U ( X V )号决议通过第二 

十周年，我结束发言时要在这里回忆爱尔兰外长弗騎 

克 . 艾肯先生当时结束他在20年前关于这项决议的历 

史性辩论中所作的发言时说的话：

" 我们相信，给予自由这一美好的工作将缠  

续下去，直到世界上的所有人民都获得自由，直 

到遗过和平懷慨的合作，人类支配的资源和技术 

能够得到充分开发，以便给全球带来和平、繁荣 

以及幸福的机会，"⑦

这仍是我国代表因的希望。

2 2 6 . 因》伊丁夫人 ( 土耳其）：我国代表团将对 

议程项目 1 8中文件 A /35/413附件二、 文 件 A /35/  

L . 35和A d d a 和 A / 3 5 / L .36和A d d . l 所载决议草案 

投赞成票，这符合我们对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宣言的执行情况以及对有关南部非洲间题的众所周知 

的立场。

2 2 7 . 在纪念我们当时投票赞成的具有历史意义 

的第1 5 1 4 (X V )号决议通过二十周年之际，我愿趁此 

机会重申土耳其政府对在纳米比亚和所有其他仍处在 

外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充分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独立宣言所作的1È定承诺，弁重申我们坚决支持为消 

灭南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 

种族歧视正在作出的一切努力，

2 2 8 . 在这一方面，我们愿对宣言通过以来非殖 

民化进程中取得的巨大进展表示欢迎，我们满意地注 

意到，在过去的20年中，有46个前托管和非自治领土 

获得了独立弁加入了本组织，使本组织更接近于普遍 

性原则的目标 ’

2 2 0 .我们愿对特到養资会成员在这方面所作的 

不傷努力表示特别的赞赏，我们当然希望他们为实现 

最终目标作出的努力不久将取得圆满成功，

2 3 0 .说到这一点，我想表明一种观点：我国代 

表团特别希望看到文件A/35/413附件二所载行动计 

划在大会获得协商一致通过，这不仅符合纪念宣言通 

过二十周年的精神，而且符合遂步在本组织度展这种 

做法。明天，我们将非常高兴地在一次特别全体会议 

上纪念宣言通过二十周年。

2 3 1 .关于我们将投赞成票的行动计划，我希望 

记录丧明我们抜受它的规51!. n w t :  in符 rr 外々 

政策基于的一般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总则。关于 f f动 

计划第11段 ，我们对该段所载的**战斗员"一词的理解 

是指非统组织承认的解放运动。

2 3 2 .该« « 先生(加拿大）：加拿大对非殖民化 

承担了深深的永久的义务。我们满意地承认，非殖民 

化几乎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糖。在过去的35年中，许 

多前殖民地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同我们在一起，这是自 

决原则的一个实证。有些国家是通过武装革命来表达 

这一原则的，但使这一机构感到满意的是它们致力于 

和平，绝大多数国家通过当时的殖良国家和有关领土 

上的人民的自觉合作来为和平工作的。

23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紧进行的非殖民化进 

糖已大大改变了世界的政治面貌。20年前通过的给予 

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过去是，现在仍然 j i- S 际 

社会慮意看到这一进程胜利结束的重要表示。

2 3 4 .鉴于非殖民化问题的目前性质和范围，我 

们感到遗憾的是文件 a/35/413中的决议草寒和行动 

计划这两个文件中的感情色彩使得它们看起来已经过 

时，本来有可能就这一项目提出一个可协商一致通过 

并承认非殖民化进程取得成就的文本。

2 3 5 . 因而，我国代表团对不能支持摆在我们面 

前的决议草案感到遗憾，该草案载入了加拿大不能 

接受的建议和原则《所以，我们将对该决议草案投弃 

权票，出 于 同 样 的 原 因 ，我国代表团将对决议草案 

A/35/L.35和A d d . l投弃权票。

2 3 6 . 于» 先生 ( 法国）； 正如我们在辩论〔第 Ô0



次会议，第 段 ;)中所说的那样，我 国 代 表 团  

承认过去20年中非殖民化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 

欢迎下列事实，即我们已接近这场争取解放的大规模 

运动的尾声。我国代表困在重申它全力支持各圍人民

行使自决权的原则------项联合国宪章中神圣载入的

原则—— 的 同 时 ，它感到遗憾的是它不得不对文件 

A/35/413中的决议草案和附件所载行动计划投反对  

票。这两个文件在法律和政治方面载有许多我们认为 

不能接受的内容。列举我们之所以不能投票赞成这些 

文件的理 i ll将Æ 冗长乏味的，不合适宜的。而且对于 

这一问题，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声明过我们的立场。但 

是，我必须对这两份草案中暴露的倾向表示遗憾。我 

们本来非常希望看到我们的大会在这次二十周年纪念 

时能对本组织取得的成就进行冷静的公平的回顾。为 

此，本来只要优先考虑使我们更加奈密而不是使我们 

分裂的东西就够了。

2 3 7 .如 果 我 们 愿 意 的 话 ，我们本可就许多原 

贝!1、办法和目标达成一致意见，在这一方面，一些代 

表团采取了不落俗套的主动行动，其目的在于提出一 

个可以获得协商一致的文本。我们赞赏这些努力，同 

时我们也对该文本在预期的见界广阔或应受到谅解方 

而未能尽如人脑而感到遗憾。

2 3 8 .我国代表团由于我们在1979年12月13日对 

第 34/94号决议©投票时已经声明的理由，将对决议  

草案A/35/L.35和A d d . l投反对票。我 们 尤 其 认  

为，大会不该决定任何特定领土的地位。总之，法 

国不包括可以适用于第1S14 ( X V ) 号I决 议 的 任 何

Î1:政K 和小块土地，我只想再说一点：该决议 

fv襄载入 ) L j i )凿事实不符的模棱岡ht的 措 词 和 内

2 3 9 .政后，我们要像我们去年对待第 34/95号 

决议那样对决议草案A /3 5 / L .36和 A d d . l投弃权票 * 

这样做 . 找们仍然忠实于我们对自由和客观信息问题 

的观念。 :，m , 如来找们煞货苦心徘除一切形式的有 

指导的或有选择的信息，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赞成目 

前讨论的决议草案的精神和这一草案考虑的问题，这

® 同上，《第三十四鹿会议，全体会议> ,第102次会议， 

第20和21段.

就是说该草案的目的在于促进了解真正的间题，促进 

各国人民有效地行使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命运的权  

利，

2 4 0 . 德W尔布克尔宪先生 ( 葡萄牙）：正如我们

过去经常声明的那祥，我们对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 

人民独立宣言所载原则和目标坚决承担义务。然而，关 

于为纪念第 1514 (XV )号决议通过二十周年而递交给 

大会的决议草案和行动计划，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未能 

就一个本可得到最广泛支持，从而很有可能得到执行 

的文本达成一致意见。

241 . 文 件 A /3 5 / 4 1 3附件二所载决议草案和决 

议草案A / 3 5 / L . 35和 A d d . l含有我国政府不能支持 

的条款，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好对这些决议草案 

投弃权票。

2 4 2 . 贝尔特拉米诺先生 ( 阿根廷）:纪念大会第 

1514CXV)号决议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二十周年是件喜事，因为这表明联合国按照宪章的具 

体规定一直努力争取的非殖民化取得了迅速发展 ， 而 

且因为这一决议是这一进程的象征和动力。

2 4 3 . 因此，我们经常听到各地区的代表发言强 

调现在几乎占本组织会员一半的国家实现独立的 Î Ï 要 

性，就不足为奇了。

2 4 4 . 这种朝着非殖民化坚持不懒的进军， 始于 

旧金山会议本身并产生了宪章的原则。我们一定还记 

得它最初靠拉丁美洲国家的巨大推动，因为在 100多 

年俞，拉丁美洲国家在这一地区开始了它们的独立运 

动。这说明为什么阿根廷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始终支 

持非殖民化进程，而不论该进程发生在本地区还是在 

本地区之外。

2 4 5 . 这一以宪章为基础的宣言载有非殖民化必 

不可少的内容并为特别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开展工作提 

供了根本方针和原則。宣言重申并体现了普遍性原别， 

而通过该宜言也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宣言的公 ÎE 和公 

平是令人注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可以得到更 

好的评价，我们要特别指出关于维护领土完整的第6 

段 ，据说破坏这一点是不符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

2 4 6 . 同时大家应记得：大会于 1965年、1973年



和 1976年通过了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以及阿根建和联 

舍 王国 为解 决这 一问 题举 行谈 判的 第 2065( X X ) 、 

3 1 6 0 (X X V II I )和31/49号决议。按照这些决议的方 

针 ,大会在第57次会议上经协商一致作出了一项决定。

247. 本组织必须鲍续按照我早些时候提到的原 

则并为各国人民的利益积极而警惧地消灭殖民主义。 

我国代表a 希望，在这一个十年结束之前有可能在全 

世界纪念非殖民化进程的结束时提及第1514 (XV)号 

决议。

2 4 8 .在我们看来，文件 a/35/413现在载有的 

决议草案是适当的，我们将支持该草案。

2 4 9 .舍尔特马先生 ( 荷兰）：荷兰代表团参加纪 

念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二十周年的活动。 

1960年 12月14日，我国代表团对第 1514 (XV)号决议 

投了赞成票，今天我们对宣言的全面执行仍承担坚定 

的义务。所有各国人民享有自决和不受外来干涉的权 

利仍是国际法的一个基本慨念。

2 5 0 .过去20年非殖民化的历史表明了联合国所 

发挥的重要而成功的作用。联合国目前三分之一的会 

员国是第1514 (XV)号决议遗过以后参加这一世界机 

构的。在各国获得自由和独立时，人民受苦和国家遭 

到破坏往往是成立国家以前的过渡时期所不可避免的 

情况。

2 5 1 .然而，对那些为获得决定其未来的权利而 

奋斗的国家人民来说，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本组织 

为它们的事业所作的承诺是鼓舞和希望的来源。

2 5 2 .现在，宣言通过已有20年，非殖民化进程 

几乎达到了顶点。遗留的领地之一纳米比亚可望于 

1981年实现独立。联合国对这一被南非非法占领的领 

土负有特别的责任。纳米比亚和希望独立的非自治领 

土成为国家将标志着殖民时期的结束。这使得我们更 

加接近于以主权平等、尊重人的尊严和国际合作为基 

础的世界秩序的理想，

2 5 3 .与此同时，荷兰十分重视关于给予殖民地 

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工作. 我 

们相信，管理国将舉续与联合国密切合作，履行它们 

对其领地的责任。

2 5 4 .我国代表团认为，宣言通过二十周年的这 

次纪念在联合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因此，我们 

希望大会将通过一项决议，表达会员国对非殖民化的 

一致意见，遗憾的是，文件 a/35/413附件二所载决 

议草案含有我国代表团不能同意的内料。

2 5 5 .决议草案和行动计划中的- ，些 条 欲 将  

南非局势和种族搞离政策说成是非殖民化间题。荷兰 

曾多次遗责种族隔离严重持续地侵犯了人权。然 而 ， 

我们认为，南非不是一个殖民国家《南非的斗 î f 卞Ü 从 

殖民局势下争取解放的斗争，而造为所有® K . 不论 

其种族和肤色，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2 5 6 .找国政府认为，通过对话，必要时通过外 

界压力可以在南非实现必要的和根本的变革。搞武装 

斗争和暴力是不正当的；因此，我们只得表示不赞同 

某些提法，如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4 段 ，该段认为这 

种行动方针是一种固有的权利。关于和平变革的目 

标，我们准备继续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以结束种族隔 

离 . 同时，我国政府打算通过现有的交流渠道同南非 

进行对话，我们认为，像行动计划第4 段中所提议的 

旨在全而孤立南非的政策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同我 

们的努力即我刚刚描述的努力正好相反。尤其黎于这 

一原因，我们不能对该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257. 我国代表固还对文本的其他段落持保留意 

见，我们不同意行动计划第9 段中关于这种军事活动 

对执行宣言是一个障碍的极端提法；我们认为，也不 

应在这种情况下讨论雇佣军问题。

2 5 8 .在这一议程项目下提交表决的还 :f f决议草 

案 A/35/L.35和 A d d . l, 其中一些条款也道到了同 

样的反对。我指的必执行部分第 4 , 7 、 8 和 策 10 
段 . 更具体地说，我们不把第8 段理解为足呼吁全面 

孤立南非。然而，由于我国重视给予殖 txi地 W 家和人 

民独立宣言，我国代表团将对这一文本投赞成票。

2 5 9 .卡斯蕃略，阿里奥拉先生 ( 危地马拉）：危

地马拉代表团希望解释它对议程项目18的决议草索的 

立场，

2 6 0 .危地马拉是一个联合国会员国，自从在殖 

民政权统治下的人民享有自由和独立的原则极庄严地 

载入旧金山宪章以来 * 它一直坚决维护这些原则并坚



决支持联合国在长期的非殖民化过程中解决的所有非 

殖 K 化案例。危地马拉通过它的投票和行动也为接纳 

许多已摆脱殖民挪锁的国家作出了贡就。联合国从而 

光荣地执行了一项为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争取独立和 

自由的崇高任务。

261. 危地马拉怀着同样坚定的信念参加了重新 

核准对非殖民化，即对策 1 5 U (X V ) 号决议进

身J，的侦大的制度上的补充工作， 0 前，我们正在热情 

地纪念该决议二十周年，因为我们相信它的基本原 

则。但是，该决议也重申了宪章所载有利于维护会员 

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无可争议的基础，认为 

这是前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国家不能因任何 

可能用来歪曲该决议第6 段的原因或动机而遭受到国 

家或领土的肤解，第 6 段声明：

"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困 

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 

H 的和原则相违背的。 "

正足出于这种理由，虽然我国代表团和我国政府怀着 

最深的 ITT念支持非殖民化的原则和真正的基础，但我 

11' ! 按 变 liil这--‘文件的% 施以损 ? f 已经构成国家

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治宣言，非常遗憾，我们将势 

必对在我们看来既不适^^又无法接受的该决议草案和 

提议的行动计划投弃权票。

副主库兰富尔光生（毛里求斯)担任主岸取务。

2 6 2 .卡瓦莱瓦莱先生（马拉维）：我国代表团将 

对决议草案A/35/L.35和 A d d . l投赞成票。然而，我 

们希望记下我们对执行部分第7 和 第 8 段持有保留意

IV...

2 6 3 .出于同一情绪，我们将对载于文件A/35/ 

d 13 > I >的決议寒和行动计划投弃权票。

2 (5 4 .加3E马先生 ( 刚果）：几天前，大会举行了 

-lilf 111；界人权t t  .'I'jAJ<1':纪念。錢 J-1960化:12 
J I J I I I ，m 5 N ( x v )  y•决议的拾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独 ÿ 'AÏ , ï提出 Ï 对世界人权宣言和宪章本身作了必要 

补充的U 标和历史观点。现在，我们正在纪念该决议 

二十周年。

2 6 5 .看来十分清楚，享有独立、主权和自决的

权利是享有所有其他权利的基本条件。结果在20年前 

有必要弥合一个重大的差距，否则这种差阻可能已将 

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宣布的原则变得无效，但这显 

然是在适应长期的非法殖民局势。从以下事实中可以 

找到对这一点的艇释 ： 对殖民国家来说，那里的人民 

没有行使基本的人权即人民的权利，除非欧洲或北美 

部分地区的人民；对世界其他地K 来说，只有次等人 

代替人 . 只>̂1'次等文化群代替文化群， 他人民和国 

家几乎不比从他们的土地上掩取出的原料更重要。

266.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不仅实现 

了像列宁这样的历史伟人的愿望，而且具有在成文法 

庄严规定了已在良心上和实践中承认的权利的功绩， 

列宁认为殖民主义现象绝对否定了自由，是•造成各国 

人民之间的关系混乱的因素。

2 6 7 .宣言的第 1段声明：

■•使人民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这种

情况，否认了基本人权，违反T 联合国宪章，弁

妨碍了增进世界的和平与合作。 "

从而它为联合国随后就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通过的 

其他一切文书奠足 / 站础，这其中包括各W 经济权利 

和义务宪章〔第 i ( ；s：义/义）号会议〕,没有该宪章主 

权和独立是无法充分实现的，此外还有关于各国按照 

联合国宪章开展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第2 e 2 5 (X X fO 号决议， 附件〕。

2 6 8 .过去20年中所做的工作是积极的，这主要 

应归功于联合国 *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 ,在宣言通过后20 
年 ，不幸再有几年就是 I 885年的柏林法 100周年纪念 

的时候， 现在不仅仍有殖民国家对自己的殖民地位感 

到骄傲 ， 而且还有鼓吹一些人统洽另一些人的理论  

家。按照他们的说法，自决的观点可以意味着一个民 

族选择保持非自治，也就是说被征服。没有比这种定 

义更具讽刺意味。任何处于 1̂1决状态下的民族都不可 

能 选 择 继 续 做 ☆族的奴隶，

269. 我们不能忘记未公开宣布的殖民主义形 

式，因为它们也十分危险；它们是以新殖民主义为代 

表的，在新殖民主义的形式下，人民遺受就洽而表面 

上却保持着自由。现在在因感到需要相互补充而自由 

联合的国家与非自然结盟之间，正像在马与骑马者之



间一样，没有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这种局势本身在 

许多情况下都以后一种形式出现，关于给予殖民地国 

家和人民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起草载于文件A /  
35/413附件二中的决议，尤其是起草关于充分执行宣 

言的行动计划之所以是正确的，原因就在于此。

2 7 0 . 在这一方面，我们尤其想到非洲大陆 .其 

中包括纳米比亚，当然还有南非。该大陆仍存在;??不 

幸的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特权的现象，而且遭 

受着法西斯分子和种族隔离占有奴隶制度的统治. 这 

本身就基对人类的犯罪。H 前存在的所有殖民帝国， 

尤其是包括太平洋，印度洋或加勒比地区的岛姆或领 

土的殖民帝国应毫无例外、无条件地受益T•执行 

的原则，以便充分实现它们的独立，这种主张仍然千 

真万确的。

2 7 1 .我国代表团始终支持自由事业，它愿重申， 

它坚决支持特别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中的每一项条 

款以及它提出的行动计划。我们特别想强调决议草案 

执行部分第 5 段在目前情况下的重要性。根据该项决 

议草案 . 为了保持忠实于本组织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崇 

高任务，大会必须明确反对殖民国家和种族主义国家 

无视、违背 .剥夺、抵制殖民统治下的人民享有不可剥 

夺的自决权和独立权利而达成的任何协议、安排或采 

取的任何单方面的行动。

2 7 2 .很自然，为了继续忠实于宣言所载非殖民 

化的强制性原则，所有被剥夺了享有独立和主权权利 

的人民有权采取一切措施 ,包括武装斗争，以获得对他 

们的权利的承认。

2 7 3 . 因此，已成为国际法主体的民族解放运 

动，诸如西南非人民组织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有权 

审议任何由于它们的地位而产生的问题。承认这种权 

利就像承认殖民主义者自殖民主义存在以来无理占有 

的权利。

274. 我国代表团想表明它对大会将在给予殖民 

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二十周年之际做出的重要决Æ 
的基本考虑。

275. 秀菌拉西先生（民主柬墙寨）：由于柬浦寨 

人民为恢复我们的民族独立和决定我们自己命运的权 

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国人民充分理解仍在外国统

治下的其他人民，尤其是纳米比萌非洲人的深切愿  

望，

2 7 6 .柬墙寨为通过和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 

民独立宣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民主柬浦寨人 

民和政府对该宣言二十周年深有感触，现在民生柬浦 

寨正在反抗历史上最蛮的殖民战争。这种感W 反映 

在民主柬浦寨国家主席因 Jâ席並总即T f森浙 'Ai'k r 今 

年12月 8 日致大会主席和秘书长的 fiï 'K ,

2 7 7 .鉴于所有这些原因，我 [S1代 将 役 赞  

成文 件 A/35/413附件二所载关T Æ 分 执 U  Vf irj 

行动计划。 它 还 将 投 票 赞 成 決 议 莱 A/：i5/ [..：!n fli 
A d d .l ' ï  A /：)5 / L .：U if l lA d ( l. l .

2 7 8 .然而，我国代表团愿对这两项决议草案的 

提案国中出现亚洲的新殖民主义国家表示持有明确的 

保留意见。这个国家就是越南，它正在对我W 进行殖 

民侵略和种族灭绝战争，正在继续违背宪章和第1514 
( X V )号决议，正在顽固地拒绝执行第34/22和第 35/ 

6 号决议，这两项决议要求束墙寨人民在无住何外来 

干涉的情况下行使决定其自己的未来的不可剥♦ 的 

权利。

2 7 9 .越南这个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国家出现在 

提案国中是众所周知的河内区域扩张 .U 义1*?的 鄙 和  

虚伪的新证据。这表明该国无视殖民地人W 和M 家的 

民族解放的英勇斗争以及大会的崇高工作。

2 8 0 .卡《达 ，瓦，卡* 达先生 ( 扎伊尔）： f:J20年 

前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以来，许多积 

极的事情已经完成，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在与前宗主同 

的合作下获得了独立。

2 8 1 .值此宣言二十周年之际，我们有一切理由 

感到欢欣鼓舞并对以勇气和克制感著称的民族解放运 

动、对吸取了人民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斗卞不可逆转这 

一实践教训的管理国、对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如非统 

组织，以及所有远处或近处的为我们这些同家的独立 

而 工 作 的 人 们 示 敬 怠 ，因为我们必须说，这作戈现 

的非殖民化不仅在殖民地人民中而且在殖民n 巾有助 

于改变态度，从而创造了在平等、公正和互利的基础上 

进行合作的条件。

2 8 2 .在这一阶段，我们希望以前的管理国将继



续对我们表示同样的理解，将继续支持我们为实现经 

济非殖民化而进行的斗争 ， 以便合理平等地组织各国 

的相互依赖关系。

2 8 3 .如果今夭所有有关的领地都已非殖民化， 

我们会感到十分满意，但是，可惜，现在还 有南非 > 

纳米比、iiTflirt:他领 :h仍 处 r•范民统☆和种族统治之

I、.。

2 8 4 . 因此，我们必须组织我们大家的力量，在 

本世纪最后这段时期进行最后决定性的非殖民化战  

斗，尤 'i{ 足在南部非洲。在组织我们大家的力量时， 

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力量 ， 达到消除目前存在的‘障縛 

的水平：我们认为，除了种族隔离的罪恶政策外， 南 

非和纳米比亚目前的局势具有典型的殖民局势的所有 

特点。

2 8 5 . 出于以上考虑和忠实于策1514 (  X  V  ) 号决 

议的精神，扎伊尔代表团得支持我 ff]面前的三项决议 

草案以及关于充分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 

7 Ï的行动计划，然而，我们还认为关于给予殖民地国 

家和人h i独 、'/:的 联 Ï/ 义 决 议 •义e不 川 歧 视 性 方  

式或从 â 识形态的共問性或政洽私利的角度进行解 

释 ,因为这无躲将胆止我们支持的非殖民化进程。

286. 解 粋 这 考 虑 后 ， 我们将对摆在我们面前 

的H 项决议，?，:絮役赞成票。

2 8 7 . 蕃里内先生（比利时）：我国代表团愿解释 

它将对关于传播非殖民化情报的决议草案A /3 5 / L .36 
和 A d d . l投的赞成票。然而，这一赞成票还附有对第 

3 ( a ) 段所待的所有保留意见。我们感到遗憾的是， 

该 的 ,'11版物往往 ; 现得缺乏客观性。为 此 ， 

我 1Ü代 m希望秘书处将慎重注意这一问题。

2 « H .资尼先生a i î巴布 t o :  ☆予殖民地国家和 

人hu !ii、x v ( , ' i in ; i i i2 o 什:。全 lli:界现Ü 承认，独立是 

所 不 nf剥 的 权 利 ， 这 -， 必须得到所有 

人多数 tîîMïLvi地旧家的作法是经过斗 

卞 , 艰准、H f ÏÏ获得独立的，，的确从加纳在克瓦米• 

恩Æ f t 巧 的 领 现 独 Æ以来，这 -，览是非洲的模 

i ' i。

2 8 9 . 因此，我们认为，断有真正关心维护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力量的义务是为迅速给予仍处在殖民统 

治下的所有各国人民独立而工作。作为一个恰当的具 

体例子，国际社会的义务是设法打破南非对纳米比亚 

的种族搞离统洽，为在南非国内结束这一邪恶的制度 

而工作。很清楚，而且显而易见，任何殖民地人民永 

远不可能容易地得到独立，原因很简单，即 它 初 论  

力殖 t 'i地，所以就不能让它独立。

2 9 0 .鉴于上述考虑，我们将支持决议草案 A /  
35/L.35和A d d . l与A /35/L.36和A d d . l。

291. 雷梅迪先生（乌拉圭）：乌拉圭代表团坚特 

它对名国人民自决的传统支持，认为它们遭受外国统 

治或殖民统治，正如第1514 (XV)号决议策 I 段 规 定  

的那样，就是被剥夺了趣本人权。它将投票支持决议 

草案A/35/L.35和A d d . l、人/35/1^.36和^_^(1.1以 

及文件a/35/413附件二所载决议草案。虽然总的说  

来我们同意这些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尤其是关于充 

分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行动计划的 

目标，我们认为有必要重申，我国不能接受任何用暴 

力实现某些R 的的所谓的解决办法。

2 9 2 .因此，我们不同意公开违背宪章原则暗巾 

设法要大会使武装斗争合法化的那些段落。我们承认 

遭受外国统治或殖民统洽的各国人民为行使Û 决而进 

行斗争的合法性，但这决不应导致我们同意• 任ÜI他 

们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 "的提法，同时又不维ÿ ，宪章 

的宗旨与原则。

2 9 3 .主* : 现在大会将首先对给予殖民地国家 

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提出的、载于文 

件 A/35/413附件二中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有 人 要  

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 

拉、阿根廷、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 斯 、 

贝宁、不斤、玻利维亚、博茨瓦纳、 13西 、保加利亚，缠 

甸、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得 

角、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 伦 比 亚 ，科 

摩罗、刚系、哥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 

克、民主柬墙寨、民主也门、吉布提、# 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斐



济 、加蓬、R I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加纳、几内亚、几 

内亚比绍、圭亚那、洪都拉斯、甸牙利、印度尼西亚 . 
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约旦、肯 尼 亚 > 
科威特、老担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利 

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 

亚、马尔代夫、 马里、 马耳他、 毛里塔尼亚， 墨西 

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M 泊尔、尼 加 拉 瓜 、 

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 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 

亚新几內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 波 竺 、 卡堪 

尔、罗 î?r尼亚、卢旺达、圣卢西亚，萨摩亚、圣多美 

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 

昂、新加坡> 索马 ®.，斯里_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 

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舟、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 

伯联合首长国、略麦陸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乌拉圭> 委内瑞拉、越南、 也门、 南斯拉夫， 

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比利时、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卢森 

堡、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奔权：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 .芬兰 > 
希腊、危地马拉、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 大 利 > 
H 本、马拉维、毛里求斯、荷兰、新西兰 . 挪戚《葡萄 

牙 、Uij班牙、瑞典。

决议草案以 i 2 0票赞成、0票反对、2 0票弈权通过 

( 第3 5 / n S 号决议

2 9 4 .主席：现在我们转到决议草案A/35/L.35  
和 A d d . l和 A/35/L.36和A d d . l。我接到通知， 特 

别委员、会 为 1981年设想的活动所涉财政问题已反映 

在 1980 - 1981两年期预算方案中。正如第五委员会的 

报 告 （A/35/698 )中表明的那样，大意是经费结余不 

够 ，额外的要求将包括在秘书长递交给大会第三十六

2 9 5 .现在对决议草案A/35/L.35和 A d d . 1 进 

行衷•决 。有人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业:、安商 

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 巴哈ÎK  林、孟 

加拉国， 巴巴多斯，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博茨 ÏÛ 
纳、 巴西、保加利亚、缠甸、布隆迪，É1俄罗斯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佛得角、中非共和国、卞二得、智 

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 加 . 
哲巴、塞 浦 路斯、捷Æ 斯洛伐兑、K :k )K Ü im . W I； 

也门、丹麦，吉布提，多 米 尼 加 共 和 j i i瓜 多 尔 ， 

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张 . 史济、芬 

兰、加蓬、 比亚、德 怠 忠 民 主 共 和 Ml纳、

几 10亚、儿内、 U亚冊，

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象 

牙海岸、牙买加、 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 

fit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 

拉伯利比巫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亜 . 

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蒙 

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 

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亜，挪咸、阿曼、巴基斯坦、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蓝，秘鲁、菲律宾，波兰，卡 

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圣卢西亜、萨摩亚、圣多 

美和普林西比、沙特何拉伯、塞内加尔、塞舌尔、塞 

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 

苏里南、斯 威 士 瑞 典 、阿拉伯叙利亚兆 f l iH 、 M  

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 E i母、突尼斯、 M r K 、狂 

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首长国、咕麦隆联合共和 

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商、 

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1 i。

反对：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 

利坚合众国

样权：比利时、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危 

地马拉、以色列、意大利，卢森傻、 求!化 

牙 。

决议草案以134票赞成、3票反对、g票弃权通过  

( 第3 5 / n »号决议）。

2 9 6 .生 * : 最后我将决议草案A /3 5 / L .3 6和 

A d d . l付诸表决。有人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 

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 巴哈马、巴林、孟 

加拉国、巴巴多斯、 比利时、贝宁、不丹、玻利维亚、 

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缠甸、布隆迪、白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 

和 [3、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歩、刚果， 

可斯达黎ftiK Vr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 

柬 iflî取、 K 主也门、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 

亚、斐济 .芬兰JP 蓬、閃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几肉亚、几内亚比绍、圭亚 

那 . 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 .

，力尔" L 以Û列、总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 

11卞、约 Ü.、 W尼亚，科咸特《老披人民民主共和国、 

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 来 西 亚 、马 尔 代  

火、 ii!E、马耳他、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蒙古、摩 

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荷兰、新 西 兰 、尼 加 拉  

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戚、阿曼、 巴基斯坦、 巴 

拿马、巴布匪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 

兰、葡翦牙、 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圣卢西巫， 

萨摩亚、塞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 

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里 

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咸士兰、瑞典、阿拉伯叙利 

亚 井 和 泰 国 、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 

|-.il：Ji\ l'VT达、乌宽兰苑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 

维埃补么H义共和lil联盟、阿拉伯联合前长国、略麦 

I! Hll I'l. .Ill 嗓 hi 收联 frK.州 W、 養 lAi 
瑞拉、 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 

IÜ 布 I ;,,

反对：A：。

弃权：法国、危地马拉、毛里求斯、⑩大不列颠 

及北 '£ 尔兰联 >̂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决议草案以 i 4 2票赞成、零票反对、5票齐权通过 

( ^ : « / ' - ! > 0 号决议）。

2 9 7 . 生庸：现在我请希望在表決后作解释性发

言的代表团发言。

2 9 8 .哈斯伦德先生(丹麦）：我荣幸地代表五个 

北欧国家一 芬̂兰 、冰岛、挪戚、瑞典和丹麦—— 发言，

2 9 9 . 首先，我愿强调北欧国家始终积极支持非 

殖民化进程，支持联合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 。北欧国家投票赞成决议草案A / 3 5 / L . 35和A d d . l  
和 A / 35 / L .  36和 Acid.1应看作是这种积极立场的延 

伸。 但北欧国家对决议草案 A / 3 5 / L . 35和 A d d . l  

所载某些段落持保留意见。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4 
段所载提法违营了北欧国家坚持的联合国应寻求和平 

解决办法的原则。我们对其他某些段落也有保留意 

见，其中一些段落好象违背了我们代表团仍承担有义 

务的普遍性原则。

3 0 0 . 最后，北欧国家对充分执行给予殖民地国 

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行动计划草案未能不经表决获得 

通过表示遗憾。我们认为，一个反映国际社会对所有 

人民享有自决和独立权利所作承诺的协商一致文本才 

是纪念这一周年活动的适当办法。

3 0 1 .谱沃握尼夫人(奥地利）：我国代表团对刚 

刚通过的两项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这表明我国对非 

殖民化进程传统承担义务，弁赞赏联合国正在这一历 

史进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尽管我们对两项决议草案 

的措词有若干董大的保留意见。

3 0 2 . 然而，奥地利不得不对关于第 1514CXV) 

号决议通过的纪念性决议草架及其行动计划投奔权  

票。毫无疑问 , 和平的非航民化进程本是过去 2ô r- 
中联合国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本组织相当一部分会 

员国目前能够参加它的工作应归功于这一非殖民化进 

程 。

3 0 3 . 我们本希望在纪念第 1514(XV)号决议周 

年之际为确定最广泛的协商一致基础作出努力，以便 

公正地评估这一历史性的成就。我们认为，刚刚通过 

的决议对整个非殖民化进程采取了十分消极和批评性 

的态度，对解决未来殖民化进程中不得不面临的间题 

没有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3 0 4 . 此外，奥地利希望指出，我们认为殖民地



人民和殖R 地的正义斗争必须按照宪章的原则进行。 

我们认为，这 是 和 办 法 。

3 0 5 . 宮本先生（日本）：我国代表团对刚刚通过 

的决议草案A / 3 5 / L .M 和A d d . l投了赞成票， 因为 

我们坚决支持该草案中提出的基本目标：即重申了非 

自治领土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然 而 ， 

由于我们以前多次表明的原因，我国代表团希望表明 

它对该决议草案的某些段落持保留意见。

3 0 6 . 詹《斯先生（澳大利亚）：澳大利亜代表团 

对文件A/35/413所载决议草案投了弃权票。我 们 这  

样做是由于我们对该文本有具体的反对意见。 实际 

上 ，当该文本 f  8 月份提交给特别委员会时，我们 11 

清楚表明了我们的反对意见并努力提出修正案。

3 0 7 .然而，我们的表决并不减少我们按照宪章 

和特别要员会的自标在该委员会继续为共同的非殖民 

化事业承担义务。我们坚决认为，该决议包括行动计 

划在内，对委员会已做的工作，如果说有意义的话， 

也是微不足道。的确，某些段落中的挑辦性提法将在 

应为共同事业努力中分裂而不是团结各国代表团。

3 0 8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纪念第 1514 (XV) 

号决议通过二十周年这样重要的时刻，没有做出更大 

的努力，以提出一个协商一致的文本。我们对情况竟 

然如此感到失望。非殖民化是一个重要专题，应得到 

认真的、冷静的、不 带 思 想 意 识 和 政 洽 观 点 的 审  

议 。

3 0 9 .德拉米尼先生 ( 斯威士兰）：我国代表团对 

载于文件a/35/413中的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 但由 

于我国的地理位置，我们愿对行动计划中的第1 6 (a )  

段持保留意见。

3 1 0 .勘格瓦伊拉先生 ( 博茨瓦纳）；虽然我国代 

表团对载于文件a/35/413巾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决 

议草案投了赞成票，但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不 

得不对行动计划中的第16( a ) 段持保留意见。

311. s æ 拉比先生（印度尼西亚）：我国代表团 

对载于文件a /35/413中的决议草案，包括行动计划 

投了赞成票，但有一项了解，应按大会第 1514(XV)  
和第1541 (XV )号决议的精神和文字执行该决仪草案。

议程壞目54

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 î&f 
审查: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报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 /35 /620)

议糧現目57

调 查 以 色 列 侵 害 领 区 居 民 人 权 的 行 为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 /35 /6 74 )

议程壞目58

马达加斯加的格洛里厄斯岛、新 胡 安 岛 、 

欧罗巴岛和印度巴萨斯岛问题 :秘书长  

的报告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 /35 /678)

议程顷自122

进行国际合作以防止新的难民潮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 A / 35/ 739)

3 1 2 .供莱斯先生 ( 秘鲁），特别政治 委 ! 报 V,- 

员 ；我荣幸地向大会提出特别政治委员会关于议程项 

目54、57, 58和122的四份报告。

313. 在审议议程项目54关于维持和平 '" A力的'小' 

查过程中，委员会在一般性辩论巾听収了3 1个化^n-J 
发言，此后未经表决避过了主席经过与各代丧团进fj'- 
非正式协商提出的决议草案。委员会提交大会通过的 

决议草案载于大会收到的报告Ç乂/ 35/620〕的 策 6 段 

中。

3 1 4 .在七次会议期间，特别政洽委员会还根据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



报告审议了议程项目57。四十七个代表团参加了一般 

性辩论，在此期间提出了五项决议草案。所有这些决 

议草案经记录表决通过，载于特别政治委员会报告 

的第24段，已提交大会通过。

3 1 5 .现在，我愿代表特别政治委会的生席团  

成M 就法耶兹 . 萨耶格先生咋天逝世向科戚特代表团 

示 慰 。在本屈会议和过☆ 儿尔 i K 萨耶格先 

化出 i , r r 要员会的会议，参加了关于这一项目的辩论。 

他对事、Ik的献身精神 ,他雄辩的口才、渊博的知识博得 

了人们的普 ië 尊重和敬佩 .他的逝世对他的代表团和 

联阿大家庭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如果科咸特代表团 

能向其政府和丧失亲人的萨耶格先虫的家人转达我们 

最減，的慰问，我不胜感激。

:i 1 (;. 现 /r. I I 论 报 , 委M 会 f ,'在两次会议上 

议 Xi 1，'力达加斯加^&购的议祝现1:|58。七个代淚团参 

hü了一般性辩论，27个代表团提出了一项委员会最后 

于11月25日以记录表决通过的决议草案。报告〔乂/35/ 

(578〕策 7 段载有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决议草案。

317. 我荣幸地提出关T•项 0  122的第四份 

报 {，,•，ftl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9 J ：i 2 4 日的请  

求〔」/307242〕，该项目作为一个附加项0 列入了议  

f f i ; 它 进 行 国 际 合 作 以 防 止 新 的 难 LA潮。为这

-項 11 '乂 :R D r r 七次会议，引 起 了 相 大 的 兴 趣 ， 

导致各同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中的43个发言中发表了 

各种意见 . 经.修订的决议草案进行丁相当大的修正， 

考 虑 到 r  - •般性辩论中提出的建 i义和修正案。

318. 我 求 声 明 ： 提出Ü 初决议草案的冰岛 

代 <̂ 111 K r tV I，将它列人载  T.文作  S / S P C /3 5 / L .2 1 /  

K > ' v . I ' l ' Ï J  ’ï，、' i J' 的決议草衆的提架 1.̂ 1。报 t t-〔 .4 /3 5 /  

7'W } 1 到了该決议草案。修订的决议草案也是 

儿份 f t  11；'̂ 111 戈 的 报 Vi，贫525段载有通过 

n u 义 的 iirz /,衷決情况。报 {V策26段载有向大会 

提 议 的 义， 的文本。

遵 照 议 规 则 第 6 8条的规定，決定不讨论第三委

Î4会的报告。

；5 1 » .主席：发言将限于对投票进行解释。各国 

代农 ffl对于特别政洽委员会的各种提议的立场已在该 

委 h\ ☆  m 述ÿ ?楚并反映在有关的正式记乘中。

3 2 0 .请允许我提醒各会员国，大会第34/401母 

决定议定：如果一个主要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审议同一 

决议草案，各代表团应尽可能只解释投票一次，即在 

委员会，或是在全体会议，但该代表团在全体会议的 

投票与其在委员会的投票有所不同时，不在此限。

3 2 1 .现在，我们将审议特别政治委员会关于议 

程项目54的报告〔乂/35/620；)。

322. 大会现在将对特别政治委员会在其报第 

6 段中提议的决议草襄作出决定。委员会未经表决通 

过了该决议草莱。我是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照此办  

理？

决议草案通过（第35//2i号决议）。

323. 生廣 ： 大会现在 'iff议特别政治爱 I'/i :& r- 

议程项 H 57的 报 A  /3S/674)。该 报 载 fr./i:项决议 

草案。此外，大会还收到了决议草案A/35/L.."16和 

A d d . 1。现在请伊拉克代表介绍该决议草紫。

324. 阿里先生 (伊拉克）:首先 , 我愿代表我化  

表团对参加编写调查以色列侵害p!î领区居民人权■：■!行 

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代表团表示感谢。我还要对帮 

助编写报告的秘书处成员表示感谢，该报告客观地科 

学地反映了事实。

3 2 5 .伊拉克代表团商兴地代表掘案【5̂ 介织;淚议 

草案A/35/L.46和 A d d . l。今天，犹太复国主义实体 

除了原来的大量恐怖活动、大 屠 杀 和 使 人 受 苦 径  

以外又犯下一些罪行。自从占领区人K 纪念 ü 勒斯别 

人民声援日以表示对其国家的忠诚及从犹太复闻 i 义 

的挪锁下解放自己的决心以来，犹太复 国主 义局 干  

下了各种各样的暴行。他们查封了中小学和大学， 

从而长期剥夺了学化的学习或甚至参加考试的机会。 

犹太复国主义当局不仅仅是千了这些，他们向学生开 

枪，打伤了许多人；一名U 岁的学生中弹。此外，他 

们还扣押老师和学生。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镇压当局 

对此并不满足，他们还在梅纳赫姆 . 贝京的指挥下对 

经过自由选举当选的哈勒胡勒和希伯伦的市长宣布了 

一项不公正的决定，从而违背了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 

日内瓦公约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尽管犹太复国主义 

当局除了指控市长们热爱和忠实于巴勒斯坦这块生育



他们的土地之外并来能指控他们犯有其他罪行，但他 

们还是把这些市长赶出自己的国家。

3 2 6 .关于这一点，我愿提请大会注意《纽 约 时  

报》咋天发表的一份报道,该报因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而 

著名。它发表了其驻耶路撒冷记者的下列报道：

"以色列军事当局今天在西岸的拉姆安拉镇 

扣押了 60-70名中学生，原因是他们'向以色列吉普 

车投掷石块。目击者说，大约20名十几岁的学生 

在他们的父母面前遭到了拉姆安拉军营大院里士 

兵的毒打。

"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未作任何正式评论， 但 

西 岸 率 事 总 部 的 一 化 证 明 说 :

的« W 玻璃扔Tf义，，士兵在没出警告枪声及使川 

催泪弹后逮捕了一些学生。目前仍有数自不详的 

学生被扣押待审。

" 据拉姆安拉市副市长乌德赫，兰提西牧师  

讲，一些学生被扣在那里并当着母亲的面遭受毒 

打。挨打的约有 20人 。

" 副市长在描写士兵毒打学生时说，‘他们有 

棍棒。，他说，学生 ‘被迫把头伏在地上，士兵打 

也们的脊背。’

" 西南非洲又称作纳米比ME的英国圣公会主 

é 科林 .温特现正在这里访问，他说他0 睹了这一 

事作的一部分 tfï况。他说他看见士兵强迫学生绕 

跑。他说， ‘ 这是褒读文明的行为’。"⑩

这些做法不是孤立的情况。它们公然违背了法律，这 

是人们可以想象的。这是一个蓄意的计划，旨在迫使 

巴勒斯坦人放弃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的村 

庄，剥夺一切属于他们的东西，用来自世界各地的犹 

太复国 i 义者代替他们。

327. 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是唯一拒绝遵守联合国 

决议从而无视整个世界的实体。这种做法公然违背了 

1949̂ r- 8 J j  121]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口内瓦公约，违 

背了强调这些罪行的安理会决议其是第 476(1980) 

号决议，违背了联合国决议，其中最近的一项决议是 

去年的第3 V 9 0 B号决议。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将继

® 发言人引用了英语。

续他们的崇高任务，以便实现他们的W 族 n + ÿ ,恢 k  

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即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 

下，在全世界所有人民的支持下恢复他们的n 决 权 、 

独立和享有主权的权利。

3 2 8 . 主廣：现在请希望在六项决议草灰决前 

辦释其投票的代表发言。发言应限在10分钟之内而且 

在代表团座位上进行。

3 2 9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 :决 议 Ï;，:'名八/35/ 
L . 46和 A d d . l只不过是新的阿拉伯朕盟成 ià m 及 

在联合国的支持者为反对我国而开展的个 1̂1的阿拉们 

运动又一次火上加油。著名的人道 :1:义 和 fil f- U 义

达 姆 ，K潘 W i M U l入刚刚介洲v.mvw >；' V- ff 
个 大 杂 从 本 大 公 池 決 的 I t他 

议草案中抄来的•它载入了 一系列桓造的陈腐招控，所 

有这些指控在特别政治委员会遭到了以色列代表的驳 

斥 * 该决议草案又集中谈到法赫德•-!?瓦斯马先生、穆 

罕 默 德 •米勒赫姆先生和拉贾布•阿塔米米先生的案 

件 ，以此作力一个借口，通过大会对以色列又一次大 

肆进行仪式上的遗责。

3 3 0 . 众所周知，以色列最高法院作为高等法院 

一直认为对上述人采取的驱逐措施是有效的。以色 

列是一个致力于法治的国家， 法洽楚通过一个独立的 

司法部门付诸实施的。 以色列法院和以色列的胳个司 

法系统已为它ffi I'l ljj化、V: i i ï 得廣0 的 iïr斤。它 fn '*1 
然可以同在本大会派釘化淡的任何t與家的法院i l l比 ， 

而旦在许多情况下胜过T 它们。

3 3 1 . 该决议草案试图干涉一个主权会员国的司 

法系统，这是绝对不允许和不能接受的。因此，必项 

加以反对。由于该决议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为在联合国 

其他机构进一步宣传准备条件，以色列认为在这里谈 

论卡瓦斯马先生及其同事的问题是无益的。 我们将在 

适当的时候说明我们的立场 。

332 . 斯特雷德尔小雄 (委内瑞拉）：$内瑞拉化 

闭将对特别政治委 iù 会通过的乂  T '议程项 1157的决

议草案投赞成票 , 因为找们同意决议草案A/35/L . 46 
和 A d d . l中表达的观点。

333 . 委内瑞拉曾在多种场合衷71̂ 支持巴勒斯组 

人民的事业，在目前的情况下，它愿再次æ 申对这一



事业的支持。不过，委内瑞拉代表团希望表明，它对 

特别政治委员会通过并旦现正提交大会的决议草案中

一些内容的用语持保留意见。

334 . 委内瑞拉代表团还希望表明，它对关于同 

一专题的决议草案A /3 5 /L .4 6和 A d d . l中的不当用 

i? i , 尤jÇ是执行部分第2段第二部分持保留意见。

3：! . ^ . 奥斯瓦德先生（瑞典）：决 议 案 A /3 5 /  
L . ，H;和A  del. 1涉及到以色列 tir领政策的…个 严 重 方  

i f i U 政策 '‘1然是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我国代表 

W 多次 ; 明： 无疑问 ， 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 

口内瓦公约完全适用于1967年以来以色列占领的包括 

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按照该公约，禁止 

进 Ij-集体惩罚和采取威胁措施或恐怖行为，同样禁止 

对受保护人员和他们的财产进行报复。此外，断然将 

被占领土上的平民驱逐到邻国也明显是违反公约的。

336 . 我们认为，驱逐希伯伦和哈勒胡勒的市长 

及希伯伦的伊斯兰法官是非法的，完全不能接受的•我 

们对以色列不承认上述日内瓦公约规定的适用性和未 

能邀守这件规定感到十分遗憾 。 我们呼吁以色列取消 

j J i f f  L 述公约的所有行动和措施 。

337. 虽然瑞典说了这么多 ， 但它将对决议草案 

A  /3 5 / L . 4 6和A  d d . 1投弃权票,因为我们认为执行部

分的一辟提法是不妥当的。

3 3 8 .马養亚斯先生（葡萄牙）：我国代表团要求 

发言，Î.1的是在表决前解释它对决议草案A/35/L.46  
和A d d . l的投票态度。葡萄牙代表团将对该决议草案

投赞成票 ..

339 . 然而 , 我们希望丧明，我们对莱些段落的措 

i..],尤j U i•对卢称以色列推行了一条对手无寸铁的学 

‘枪的政策的措旧持保留意见。我国代表团希 

印 执 行 部 分 第 1 段中提到的被占领土只包 

I!M;7 t'i'领的那些领土。

：M Ü . 丹西利奥•德 ，«尔 丹 小 組 ( 乌拉圭）：乌拉

4::化及 i m u i特別政治委 iÂ会关于议程项目57的报告 

，1 Mill. I l l 决议，ÿ 莱投赞成票，因力我们认力， 按照乌 

拉生兆 fil I ' i的外义政策传统， 我们必须最大可能地支 

待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不允许用武力获取领土，

承认一个不可扭转的事实，即承认以色列国在安全公 

正的边界内的存在，以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行使ê 决 

权及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

3 4 1 .根据这一点，乌拉圭支持大会第三十届会 

议以来该机构通过的所有赞成将战时保护平民的现有 

国际公约应用于1967年以来以色列占领领土的决议 .

3 4 2 .通过战争征服不会产任何权利， 因 此 ， 

我国代 '及 在 大 会 第 1£十届会议以来 j|] |，i]样的力量 ffi 
责以色列为改座被占领上的法律地位、地理性质或人 

口组成而采取的一切行动和措施。这些 f?动和措施只 

能增加障碍，胆止在一个允许所有国家在安全、公认 

的边境内存在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充分行使其不可剥夺 

的权利的区域内达成导致公正持久和平的解决办法。

3 4 3 .虽 然 乌 拉 圭 代 表 团 同 意 安 理 会 第 465 
(1980 ).468 (1980 )和 469 (1980)号决议的精神，虽然 

它支持大会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通过的两项决议，但 

它表示对文件A/35/674中提出的决议草案C执行部分 

第5段持保留意见，直到证实以色列实际上在推行列举 

的做法和政策为止。

344. 最后，l l i于同杆:的原因，我国将对决议草案 

A / 3 5 / L .46和 A d d . l投弃权票,该决议草案的措词引 

起了架些保留意见，我们认为，这种语言作为交流和理 

解的工具应是所有旨在用作和平和建设性地解决文明 

国家和人民间冲突的文件所要考虑的一个基本因素。

3 4 5 .主唐：大会现在对特别政治委员会在其报 

告〔乂/35/670第24段中提出的五项决议草案作决定。

3 4 6 . 我请会员国将注意力转向决议草案A 。第 

五委员会关于该决议草案所涉行政和财务问题的报告 

载于文件A/35/713。有人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富汗、阿尔已尼亚、阿尔及利3£、安哥 

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 G 哈马、 巴林、孟 

加拉国、 E 巴多斯、比利时、贝宁、不丹,玻利维 

博茨瓦納、巴西、保加利亚、觸甸、布隆迪、 白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 

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 

哥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



柬浦寨、民主也门、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埃及 . 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 

亚、斐济、芬兰、法 衝 加 蓬 比 亚 ，德 兆  

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几内亚 i 几内亚比绍、 

圭亚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 

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象牙海岸、牙 

买加、日本、约旦、肯尼3 L 科威特、老捉人民民主 

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3E 

民众国、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来酉亚、马尔代夫、 

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亜、毛里求斯、墨西哥、蒙 

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 

加拉瓜、尼 à 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塞斯街， 

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秘鲁、菲律宾、波兰、葡 

萄牙、卡搭尔、罗马尼亚、卢旺达、萨摩亜、圣多美 

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舌尔，寒拉 

利 f i i、新加坡、紫马里、西班牙、斯11UA卡 . 苏丹、苏 

里南、斯咸士兰、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 

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 . 乌干达、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首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咕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 

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 

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以色列，

弃权：危地马拉。

决议草案^ 以 票 赞 成 、 i 票反对、 ]票弃权通 

过（第35/i22 乂号决议）。

3 4 7 . 主廣：下面对决议草案B 进行表决。有人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费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亜、阿尔及利亚、安哥 

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林、孟 

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贝宁、不丹、玻利维亚、 

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缠甸，布隆迪、白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 

和国、乍得、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科摩罗、 刚 

票、哥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找 克 、 

民主柬墙寨、民主也门、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

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 化内€ . 埃

塞俄比æ 、变济、芬兰 . 法网 . 加述、 S a S  
i c K ]•； 德 jSUà联摊化和h i  n.iM'ü-.JL
内亚比绍、走亚那、洪部拉斯、匈牙利、冰 ,1;，?;.

印度尼 ]? î亚、伊 EW、伊拉克、爱尔、':、 .，3:人利1 '{VA- 

海岸、牙买如、 n 卞、约旦、1 Ï尼 、IV.、 •威 1 Ï, m  
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扣、利 比 m i. 
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堡、马达加斯加、 n  t : 叫 、 

马尔代夫、马里、马 Ip他、毛里塔尼亚、 求 斯 、 

墨西哥、蒙古、摩洛寄、莫桑比克、尼？I'i尔. A  :'i, 
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 阿  

Q 基断W 、巴 拿 G 布亚新 IL内 化 . 秘 

波兰、葡 牙 、 卞 尔 、罗马尼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如尔 .塞 ？i 尔、 

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 i R 'U : .

丹、苏爪 |{̂ 、斯 威 瑞 典 、阿 位 们 叙 則 卯 !;J. 
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

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井和国、苏维 i☆ 斤.A..H 
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首长国、大不列颇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略宠隆联合共和国、坦薬尼亚联{>共 

和国、 拉圭、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拉 ;Ai.扎 

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以色列。

弃权：危地马拉、马拉维、美 利 坚 众 [1。

决议草案•S以140票赞成、i 票反对>3票再权適过 

乂第35/ J225号決议）。

3 4 8 . 生潇：现在对决议草束C jJM l '乂 Ü 、 

要求进行记si-A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 尔 及 利 安 :t；f 

拉、阿根廷、巴哈马、巴林 . 孟加拉国、巴巴多斯、贝 

宁、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 .保如利、I1L继 

甸、布隆迪、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ra、佛得 

角、中非共和国、乍得、中国、 哥伦比亚、 科摩罗 . 
刚果、哥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 

民主柬浦寨、民主也门、吉布提、厄瓜多尔.埃及 

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 蓬 比亚..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希腊，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



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 

克、牙买加、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扼人民民主 

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  
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 

1^他、屯里塔尼服、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摩洛 

哥、莫桑比克、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 

' l i '. .阿，''•i、 Üi祐術刑、 ü i傘巧 . 巴 布 新儿内亚、秘 

1>、 波兰、個韻牙、 尔、#3%尼亚、卢 

旺达、萨摩æ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 

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 

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阿拉伯叙 

利亚；]!；和 [II、泰 0 、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 

斯、土T|: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宵长国、略麦 

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瑞 

拉 、越南、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以色列、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

多米尼加共和国、变济、芬兰、法国、德意志联 

坪化和N 、危池H 拉、冰 ,，;■/;、愛尔、':、S 人利、象牙 

海岸、 Ü 本、卢森堡、马拉维、 兰、新西兰、挪威、 

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决议草案C 以 « 票赞成、2 票反对、2 3 票年权通过

(第3 5 / i2 2 C 号决议）。

3 1 9 . 主席：下面对决议草案D 进行表决。有人

要求进行记录丧决。

进行记录表决 。

赞成：阿 'f:nr、阿尔已尼业、阿尔及利亚、安哥 

拉 . 魄大利亚、奧地利、 Q 哈马，巴林，孟 

加拉與 > Ü IÜ 多斯、比利时、贝宁、不丹、玻利维亚、 

博茨7，!：纳. 巴叫、仪加利亚、洒何、布降迪、 1̂:1俄罗 

斯 ')]:维埃社么上义共和国、加拿大、佛W Æ 、 卞非共 

和N 、 科利、中 ID、得伦比匪、科摩罗、刚果、 

I Î 斯达黎加、 * 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 

柬浦廣、 也门、丹变、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V 
厄瓜多尔、坎及、萨尔瓦多，谈道儿内亚，埃塞俄比 

亚、变济、# 兰、法国、加蓬、 P I比亚、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几内亚、几内亚

比绍、圭亚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 

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象牙海 

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戚特、老扼人 

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 

利比3E民众国、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 

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 

西可、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綺兰、新 

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 

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 . 菲律宾、波 

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萨摩亚.圣 

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 .塞舌尔、塞 

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 

苏里南、斯咸士兰、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奉 

国、多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 

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首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略褒隆联合共和国、姐藥尼亚联合共 

和国、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拉夫.扎 

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以色列。

赛权：危地马拉、马拉维、美利坚合众63 ,

決议草業 I ? 以 140桌赞成、i 桌反对，3票弃权通过 

( 第35A(22Z)号决议）。

3 5 0 .生廣：现在对决议草案E 进行表决。有一 

个代表团要求对该决议草案进行唱名表决，但考虑到 

时间已晚而且还有大量的工作没有完成，因而要求各 

代表团依靠记录表决获取它们希望得到的情报.我高 

兴地宣布，有关代褒团准备在这一方面予以合作，

进行记录表决 .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寄 

拉、阿根廷、奥地利、巴哈马、巴林、孟加拉P1、巴 

巴多斯、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B 西，保 

加利亚、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佛 

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 

果、哥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 

主柬補寨、民主也门、吉布提、厄瓜多尔、埃及、萨 

尔瓦多、赤道几内3E、埃塞俄比亚、斐济、加蓬、閃 

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希腊、几内亚、几



内亚比绍、圭亚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印度 

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约旦、肯 

尼亚、科威特、老扼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 

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 

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 

里求斯、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 .尼泊尔、尼 

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已基斯坦、巴拿 

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波兰、卡塔尔、 

罗马尼亚、卢旺达、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 

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 

马fl!.、W 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 M m .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 

斯、上1^其、 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苏维埃社会 :k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宵长国、略 

麦隆联 f t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 

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 

巴布韦。

反对：以色列> 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澳大利亜、比利时、绩 甸 、加 拿 大 、丹 

麦、多米尼加共和国、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危地马拉、冰岛、爱尔兰、意大利、 日本、卢森 

堡、马拉维、巧兰、新西兰、挪咸 . 葡萄牙、斯咸士 

:、i 、 © a m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王国。

决议草案五■以H 9 票，成、2票反对、23票存权通 

过（第 ' 号 决 议 ）。

3 5 1 . 主 廣 ：现在大会将对决议草案A /3 5 /L .4 6  

和 A d d . l作出決定。有人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正、安哥 

拉、阿很廷、奥地利、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 

巴多斯、贝宁、不 丹 、玻利维 3Z、博茨瓦纳、巴西、 

保加利亚、缠甸、布躇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中国、哥伦比 

亚、科摩3?、刚乘、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 

民主柬浦寨 .民 i 也门、告布提、厄瓜多尔、埃及、赤 

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斐济、加蓬、风比亚> 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希腊、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圭亚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印度尼W 、IK、

朗、伊拉克、牙买加、约旦、肯尼亚、科戚特、老財 

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 

伯利比蓝民众国、马 达 加 斯 加 、马来西亚、马尔代 

夫、马里、马 I Ç 他、毛 里 塔 尼 亚 、 求斯、

哥、紫古，摩格舟、莫策比克、 尼泊尔、 拉瓜 . 
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雄斯W 、 IÜ卞 ' i 、 IÜ布 

亚新儿内亚、秘 鲁 、菲俾窗、波 兰 、傭 仰 Kitr 
尔、萝马尼亚、卢旺达、萨摩亚、 系 多 ）ï  .fü f ï 林叫 

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港 ？?尔、力 新  

加坡、索 ]H I I、叫《 ^̂ \ 斯 ，R ^  'l'h l i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m . 多哥、特 、>:尼込 fli多 Hi 
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 

苗长国、嚷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委内瑞拉、越 南 、也 门 、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 

亚、津巴布韦。

反对：以色列、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德何， ：V-斯 

达黎加、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芬兰、法国、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危地马拉、冰岛、爱尔兰、总大利、 

象牙海単、 口本•、卢森倦、马t 拉维、 新 W 兰 、 

挪戚、斯威士兰、瑞典、大不列颠及北尔兰联  

国、乌拉圭。

决议草案以 i i7 票赞成、2票反对、25票务权通过 

(第35/J22^F号决议）。

3 5 2 .主唐：现在请那些希望在表决后解释其投 

票的代表发言。

3 5 3 .诺沃提尼夫人 ( 奥地利）：英地利对以色列 

及其军事当局在1967年以来占领的领上上推的政策 

和做法所持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在大会本W 会议斯 

间，奥地利外交部长在第20次会议上的发> ï以及奥地 

利代表团对目前讨论的议程项目所作的贸献Ü 充分载 

入文件。根据这一立场，我们决定支持刚才付 i在灰决的 

决议草案A/35/L . 4 6和 A  d d . 1,因为我们也对草案中 

表明的关于对希伯伦市和哈勒胡勒市的市长以及对巴 

勒斯坦人的教育机构所采取的措施表示关注。然 而 ，



奥地利代表团的赞成票并不意味着奧地利对该决议中 

的提法没存几点重大的保留意见。这些保留意见具体 

涉及浏执行部分第2 段和第 5 段 。此外，我们认为巴勒 

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提法也适合于1967年占领的

那些领土。

3 5 1 .迪迪埃先生（卢森倦）：考 虑 到 第 A/35/ 
L . . I I ;和 A d d . l号決议文本巾提到的最近货生的事件 

严® t'k , 欧洲共M 体 的 九 个 成 国 本 来 K 心想对该决 

议役赞成 ??Î , flA它们未能这样做，原因岛它们对序言 

部分和执 f ；■部分第 1段和第 5 段中的一些措同持保留 

S ；见 .

3 5 5 . 另一方面，提及的事件増加了它们对1967 

以来被占视土上的局势的忧虑。九个成员国强烈反 

对以色列局在这一方面采取的措施,尤其是执行部 

分 第 2 段提到的那些措施。此外 ，它们对以色列第二次 

决定驱逐希伯伦市和哈勒胡勒市市长一事极丧遗憾。

35G. 欧洲共同体强烈敦促以色列政府即刻放弃 

这 i 动，因为它们只能破坏和平努力。

3 5 7 . 最后，我个人愿趁此机会向最近去逝的法 

耶 兹 • 格先 'k 的家属和利，咸特代炎闭表示最深切 

的 iVi慰。多什:來，法 耶 兹•萨耶格先化在于我们面 

前的议？项 11 辩论中& 挥 Ï 杰出的作用 。 我们悼念

他 ，

3 5 8 .托雷斯先生（智利):我国代表团始终认力 ， 

19.19<1'- 8 j ]  12日关于战时保妒平民的日内瓦公约适用 

■Vi967̂ 1- 6 月以来被占领的领土。我们还赞成安理会

和第 .169(1980)号决议中 9À 出的 呼  

II) . If；) V)特別政沿在 ]4 么乂 ^ 议巧项14 57的 报 所  

战议题的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

3 5 9 . 但智利代表团对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A / 
35/L.46和A d d . l投 了 弃 权 票 ，因为我们对将解决 

;i  | ï I她 IH  : 14:5̂  5?}的 Jnl势 联 系 起 來 变 ï  农示怀 

疑 。找们 i f 希m im ii,我们认为该决议举某莱些部分使

3 ( U ) .激崎先生（日本) ：日本政府认为，它对以色 

列政 1|.1|11:;\決；̂11!«^遂希伯伦市和哈勒胡勒市的市长一 

'm n 遗憾。山于以色列政府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

对西岸居民表示同情。但日本对整个决议草案 A / 3 5 /  

L . 4 6和 A d d . l 投了弃权票，原因是它载有一些我们 

不能支持的内容。

3 6 1 . 谢尔曼，彼得夫人（巴哈马）：巴哈马代表困 

支持大会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 A / 3 5 / L . 4 6和 A d d . l ,  

因为它载有嚴些内容与我同政府关于以色列占领领土 

上的人权问题的政策 j i 一致的。然 ll'ii, 我国代表团希 

望声明它对也括执行部分染 3 段在内的几个段落的内 

容和 iÜ言持保留意见。

3 6 2 .我希望声明 ..如果对这些段落进行单独表 

决的话，我国代表因本会弃权的。

3 6 3 . 皮特里先生（英利坚合众国）：我国代表团 

在特别政治委员会第 3 4次和第3 9次 会议 上 就当 时委  

员会收到的本议程项目的五项决议草案作了解释性发； 

言。此外，我们对决议草案 A / 3 5 / L . 4 6 和 A d d .  1 投了 

反对票。

364 . 我们?^多次表明我们对非法驱逐希伯伦市 

和哈勒胡勒市市长一事的深切注，我们再次呼吁以 

色列政府允许他们返回自己的家园，继续担任他们的 

职 1 K 我 们 认 'k , 口 内 Æ îîï .1 公约 jiÛ lll于被 ,《i 领' 
土。我们经过考虚认力，以色列当肩在波占额土对示 

威学生和教育机构采収的严W 措施是不恰当的，违背 

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预定0 的。

365  . 然而 ， 我们不能接受采W  H 前这种形式的 

这一决议，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因为：第一，它的目 

的在于命令安全理事会应该对以色列采取何种措施； 

第二，它用极不正当和不公正的语言断言一种镇压的 

政策和有计划的运动；第三，它未提及这些事件发生 

的更为广泛的来龙去脉。

3 6 6 . 兰杰先生 ( 加拿大）：我国代表团愿就它对 

决议草案 A / 3 5 / L .  4 6和 A d d . l 的投票发表评论。

3 6 7 . 加拿大对以色列当局决走驱遂两名市长和 

伊斯兰大法官塔米米一事表示十分关注。这种关注表 

现在我们投票支持载入文件A/35/674中关于两位市 

长的决议草案。这一文本和决议草案 A / 3 5 / L . 4 6和 

A d d . l表明，这些驱逐行动是 1949年日内瓦第4 号公 

约所禁止的，



3 6 8 .此外，加拿大对西岸最近出现的影响巴勒 

斯坦大学及其学m 的骚乱表示十分关注。最近度生的 

暴力事件十分令人遗憾，我们强热希望这种事件不再 

发生。

3 6 9 .虽然我们因此支持决议草案A/35/L.46和 

A d d . l中的重要方面, 但我们不赞成该文本某些部分 

的动感情的指责。例如 .执行部分第 3 段中"以色列 

有计划的镇压运动••这样的语言对解决这些非常严重 

的 问 无 ti；i 处。的确，这 进 一 恶 化 Y Ü 经宠满紧 

张和不 f/i'fl的气氛。因此，我国代衷团对这一文本投 

了弃权票。

3 7 0 . 莱a 尔先生 ( 突 )1£断）：我《代 (^^0对次议 

草 案 A  /3 5 / L . 4 6 和A  d d J 投了赞成票，这是预料之 

中的事，因为我国政府的立场始终是支持巴勒断坦人 

民的事业，fit责以色列对被占阿拉伯领土上的阿拉伯 

人 采 取 专 横和压 制 政 策。

3 7 1 .我们热情地投票支持该决议草案，因为它 

符合我们 ! 意见和感情。遗憾的是，我们有点怀疑安 

全理事会决议的措施是否会有效，这是考虑到安现会 

目前的W 况, 特别是因为该决议草案呼吁安理会立即 

召开会议。安地么第468(1980)和469(1980)号决议的 

命运对我们来说仍然记忆犹新。

3 7 2 .主席：大会现在将审议特别政治委员会关 

于议程项058的报告〔乂/3 5 / 6 7 8 X大会现将对报告 

第 7 段中的建议作出决定。我请法国代表发言，他希 

望在表决前对其投票作解释。

373.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 在目前审议阶段， 

我将扼要提及议程项目5 8 ,以便解释我国代表团对文 

件 A/35/678所载决议草案将投的反对票。

3 7 4 .首先，我想提醒各会员国，我国不承认大 

会在这一问题上的权限，将这一问题提交大会是不当 

的 . 历史和法律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格洛里厄斯群 

岛、新胡安岛、欧 罗 岛 和 印 度 111萨 斯 岛 是 - 法 共  

和国的一部分。分配领土或改变目瓶的边界当然不在 

大会的权限之内。假如它要这样做的话，它将创造一 

个非常危險的先例，其严重性将波及每一个人。

3 7 5 . 关于决议草案本身，现在没有必要再次列

举我们之所以不能接受的原H 。该 家 W： (?1赞 I，，!站 4' 
住脚的主张，而这些张的根据只是一辟不 Î Ê 核戈 ::'J 
指控和不能得到证实的假设。它 试 图 在 这 M 题和非 

殖民化问题之间造成的混乱现在好象沿除  

的各位都知道上述 i力 购 从 未 在 过 S 人n  : W  'Il Mi f i  

有任何先前有过永久翅筑物的迹象，W 此， ÎT 多 II-洲 

国家对马达加斯加在1980尔 6 月 18H f.2fUI 敦

举行的非统组织部松理事会 îï'i三十 TUii他 5 上 iW'i'i 
决议持 ïi '保旧 , s 见，这 '《不 令 、惊 ，々„

3 7 6 .我不会延长强 fiil给 我 们 的 ' 卞

该进行的讨论。那件在特別政洽委^ ^ ?听 [̂《r 提

在十分清楚。

377. 我旧代表团将毫不犹豫地对该决议草案投 

反对票，因为这造逻辑性和理性迫使我们在这一阿壊 

上采取的立场。

3 7 8 .主廣：现在对特别政治委员会在 K 报&  
〔V1/35/67S〕的第 7 段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农 决:ff 

人要求进行记读表決。

进行记录表决 。

« 成 ：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 安 拉 、 

阿根廷、巴哈马、孟加拉0 、巴巴多斯、贝宁，不丹.博茨 

瓦纳 .巴西 > 保加利亚，布晓迪 .Û 俄罗斯 '));维坎 I I .么 - K 
义共和国、佛 f i Æ , 乍得、中国、刚果、VVÜ、

斯洛伐克 . L S i 也 门 、厄瓜多尔、坎及、埃寒俄比 

亚、 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格林纳达、儿 

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 . 匈牙利、印度、印度尼两亚 . 
伊朗、伊拉克、肯尼亜、老挺人民民主共和0 、莱索 

托、利 比 里 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 )ill册加、 

马拉维、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堪 

西哥、蒙古、莫桑比克、尼泊尔、尼加拉瓜、尼 n 利 

亚、阿曼、巴拿马、巴布並新几内亚、 秘 f t、 波 

卡 i採尔、罗巧尼亚、 •旺达、$ 多 ^̂ 和 ?*^木1叫比，《 

舌尔、塞拉利 É^、斯里兰卡、苏丹、斯威士 iâ、阿拉 

伯叙利 亚共 和国 、多 哥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乌干 

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 委内瑞 

拉、越南、南斯拉夫、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比 利 时 、法 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 

腊，危 地 马 拉 、洪都拉斯、意大利、卢森堡、摩洛 

哥、荷兰，塞 内 加 尔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突利坚合众国。

弃权：澳大利亚、奧地利、觸甸，加拿大、 中非 

共 和 国 、智 利 、哥伦比亚、科摩罗、塞浦路斯、丹 

发、肯布提、萨尔瓦多、裴济、芬 兰 、加 蓬 、冰场、 

爱尔兰、 以色列、象 牙 海 岸 、牙买加、 日本，黎巴 

嫩、毛里求斯、新西兰、尼日尔、挪戚、巴 基 斯 坦 、 

菲律宾，葡萄牙、萨摩亚、新加坡，西班牙，瑞典、泰 

国、突尼斯、略麦隆联合共和国、扎伊尔，

决议草案以S i票赞成、 票反对、37杀弈权通过

( 第35/123号决议）。 @

3 7 9 .主廣：马达加斯加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

权。

3 8 0 .拉贝 «雜卡先生 ( 马达加斯加）：我不打算 

就这些岛约重新展开辩论，但在特别政治委员会和大 

会所作的一些对投票的解释性发言迫使我们冒着重复 

的危险澄清一些间题，以便今后不会说我们屈从这些 

要点混乱的论点。

3 8 1 .首先是关于程序，我们始终坚持认为，涉及 

我们的间题是不完全—— 我强调不完全一 - 的非殖民 

化问题以及主权，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问题,这两个 

方面是密切相联的，我们认为它们是不可分割开来支 

持相当似是而非的论点的，

3 8 2 .更加明确地说，如果必要的 ijlj, 我们认为 

* i 达 )JII斯1)11 现独立的时候失搏了  - ‘部分顿土，现 

作.找们 'S!水还M 这--•部分领土， 正勉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拔引T 第 i s i 4 ( X V )号决议， 特别是援引了第6 

段 .

3 8 3 .第二，有人试图用一种绝不考虑问题实质 

的办法给这一论点一些可信的东西，据此，马达加斯 

加要求对无人居住的岛的行使自决权。为了使自已的 

论点站得 f t 脚 ，有人采用了纯粹形式逻辑的方法得出 

这祥的结:论：由于这些岛上无人居住和自决只适用于

特定的人口，因此马达加斯加的要求没有实质意义， 

5^种论点已是声名狼藉，我无廣进一步加以论述 .

3 8 4 . 第三，我们遭到了不公正的迪责，说我们 

没有通过双边途径。我们曾于 I960年、 1973年、 1978 

年和 1979年这样做过，只是在我们未能得到法国的积 

极反应时，我们才决定将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

3 8 5 . 第四，提到按照联合国宪章签署的关于各 

国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我们曾仔细 

地具体说明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希望寻求 

和平解决这一特别争端。我们明确反对对我们的意®  
所作的任何其他解释，

3 8 6 . 第五，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第34/91号决 

议不明确，它提倡谈判而又限定了谈判的目标，不管 

我们希望谈判的心情是多么的强烈，显而易见,至少对 

我们来说，谈判本身不能是目的 .

3 8 7 . 关于这些岛购目前的地位，我要筒要地说 

几句。有人说 ， 占有这些岛购的日期不同于吞并巧达 

加斯加的日期 ， 这些岛晦不能被视为是马达加斯加的 

附属地，关于这一点，我愿宣读一*下代表法国于1897 

年 10月3 1日占有了这些岛购的正式的法国法令.这一 

法令于 1897年 10月3 1日刊登在法兰西共和国官方记事 

录第6090员上：

•关于1896年 8 月 6 日的兼弁法的应用已通

知外国并宣布马达加斯加及其附属地"一 我强

调•及其附属地 "一 •为法国殖民地，法国国旗已

插上了莫桑比克海峡的新胡安海、欧罗巴岛和印

度巴萨斯岛。 -

因此，这些岛购在法国吞并马达加斯加之前是马'达加 

斯加的附属地 ， 现在不能认为这些岛晦之所以附属于 

马达加斯加是由于管理上的便利，

3 8 8 . 关于格洛里厄斯岛，根据 190S年 8 月 9 日 

的法令， 1912年 7 月25日的法律、 1914年 2 月23日为 

实施后一法律而颁布的法令和1028年n 月 9 日的政府 

法令，它们是附属于马达加斯加的，关于这一问题， 

重要的是注意到：1946年 5 月 9 日的法律规定， 由马 

约特岛、昂儒昂岛、莫埃利岛和大科摩罗岛构成的科 

摩罗群岛是一个自治的海外领地，I 975年11月 I 2 日的



第3385(X XX > ^决议回顾了这种构成情况，根据该 

决议，大会决定接结科摩罗群海为联合菌会员国。因 

此 ，格洛里厄斯岛自 1908年即从法律上被宣布为马达 

加斯加的附属地，而且我们认为自那时以来一直是这 

样从未中断过 .

3 8 9 . 我 们 被 告 知 ，国际法中不承认关于连续 

性、睦邻或关于亲近的理论，有人试 ffl将这一理论转 

化为简单的地理概念，我不知原因何在 .这种说法至 

少是令人惊奇的，我要提请大会会员国注意朱尔斯.巴 

斯德旺特编写的《国际法术语词典》，在该词典中，这 

一理论的定义是：依据这一理论，"一国有效占，领一 

块领土必须依法律与该国縫商对与其邻接或在其附近 

的所有无主领土的主权"。

3 9 0 . 关于这一部分，保罗 .路透教授在其著作 

《国际公法》中论及到连续性时说： <对一领土的领土 

主权也包括附属部分的主权

3 9 1 . 法国人于 1897年 10月 3 1 日占有的作法纯 

« 簡，丫，.地应 ffl r 这一理论，从而导致了  1896年 8 月 

6 日的兼并法。

3 9 2 . 不过，当轮到我们回顾这一点的时候，法 

国方面弁不想考虑这一点， 正如孟德斯鸡所说的那 

样，这的确是一个今天是真理明天是谬误的情况，

3 9 3 . 关于这些岛购的前途，有人暗示，马达加 

斯加通过提出对这些岛购的权利希望获得对大陆架和 

专属绘济区的优势，从而扩大其对印度洋和莫桑比克 

海峡的大片区域的主权，这样做威胁到莫桑比克海峡 

船只的自由通行。我想代表我国政府声明，马达加斯 

加民主共和国打算行使其权利并履行其义务，同时产 

格尊重航海自由， 不论是在领海、 专属经济区、公 

海 , 还足-在海洋法公约草案⑩中确 Îîf的国际通讯系 

统。我们在接受上述公约草案第78, 58和17至26条方 

面没有任何困难，我强调没有任何困难，我们看不出 

收回这些岛购如何能威胁到莫桑比克海块的国际航行 

或未来的海洋法公约。

3 9 4 . 另一方面， 我们一点也不清楚菅理国在 

这些岛姆周围的专属经济区划界依照的是与岛购制度 

及其临时性有关的公约草案第1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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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5 . 去年，我们同印度洋其他沿岸国家和内陆 

国一起作出结论，认为大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日益增长 

的军事存在对我们这些国家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  

重的戚胁，当马达加斯加政府要求撒除法国以前在马 

达加斯加的军事基地，尤其造在安策拉纳纳，冊迭 : 
亦冗® 斯的军事基地时我们已经阐明了这-•立场，

3 9 6 . 在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的反复声明 

中也阐述了同样的理由,他说马达加斯加不打算为住 

何别国提供新的基地，重申我们)?^格洛里厄斯岛> 新 

胡安岛、欧罗巴岛和印度巴萨斯岛可能用作率事目的 

表示关注 . 这齒考虑证明，认为我们打算一旦收复这 

些岛购就会将它们交给労-•个大旧的说法 i i 愚 怠 的，

3 9 7 . 最后，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总统在他关于召 

开印度洋最高级会议的提议中极为重现民用船只航 tj: 
的自由和安全间题，并提出给予油轮特别保证。基本 

观点是 , 一旦有一项公约提供这些保证，那么大国在 

我们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将不再有必要 .

3 9 8 . 主席:现在我请各会员国将注意力枝向特 

别政治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22的报告〔J /35/739〕，

3 9 9 . 在投票前不作解释性发言，大会现在对委 

员会在其报告第28段中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有 

人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 巴哈马、 巴 

林、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比 利 时 、不 丹 、博茨瓦 

纳、巴西，缠 甸 ，加 拿 大 、中非共和国、乍得、 中 

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民 

主束浦寨、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 

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斐济、芬 法  

国、加 蓬 、闻比亚 :、德意志联邦共和W 、加纳，农 

腊、危地马拉、圭蓝那、洪都拉斯、冰岛、印度、 印 

度尼西亚、伊朗，爱尔兰、 以色列、意大利、象牙海 

岸，牙 买 加 、 日本、约 且 、肯尼亚、科咸特、黎巴 

嫩、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堡、马来 

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 

求斯，墨西哥、摩洛哥、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 

日尔、尼日利亚，挪咸、阿曼、 巴基斯坦、 Q 拿 马 . 
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葡萄牙 >卡塔尔 .卢



旺达，萨摩亚，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 

加坡、 ’务，马里， 西 班 牙 、斯里兰卡，亦丹，苏里南、 

斯威士兰，瑞爽，奉国，多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突尼斯， 土耳其，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大不列類及北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略表« 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 

r a , 乌拉圭，委 内 《 拉 . 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 

亚- ,

反对：阿富汗， 安舟拉， 比利时、白俄罗斯苏维

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 民主也 

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老ü 人民民主共和 

国，蒙古、莫桑比克，波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越南 .

» 权：阿尔及利亚、贝宁，布隆迪、剛果、埃塞 

俄比亚、几内亚、几 内 亚 比 绍 、莱索托，马达加斯 

加 . 马拉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乌千达，坦桑尼亚 

联化共和国、津巴布韦，

★ 议 草 業 以 赞 成 、 ie 系反对， 74票存权通

过（第55/i24号决议）.

4 0 0 . 生 我请希望发言的科威特代表发 ;言，

4 0 1 . 杰æ 安先生(科戚特）：我们对大家表示的 

同情和吊慰深表感动。我们十分感谢特别政治委员会 

的 主 席 团 成 员 和所有那些同我们一样感到悲伤的 

人.

4 0 2 . 法耶兹，萨耶格先生是一个学者，他为其 

作出卓越贡献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是一位为 

正义、为其人民、为占领区人民奋斗的战士，我们怀 

念他 . 所有这些年，他参加了联合国的辩论，他英明 

而富有独创性的发言将永远是我们在联合国的指导力 

量，将帮助我们实现他的梦想，他的梦想起源于宪章 

的理想，

4 0 3 . 主* : 感谢科戚特代表.我和他一样感到

悲伤 .

议糧項目68

消除宗教上一切形式的不容异己现象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 /35/631 )

议稷壞目69

国际青年年：参与、发展、和平： 

秘书长的报告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 /35/632 )

议糧現目70

保存和进一步发扬文化价值，包括保护 , 
归还、送回文化和艺术财产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 /3 5A 3 3 )

议穆項目71

年长与老年人间题:秘书长的报告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 /35 /634)

议穆項目72

人权与科学和技术发展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35/635)

议稷壞目73

儿童权利公约的问题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35/636)

议糧現目76

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 

( a )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



( b )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未来会议:秘书 

的长报告；

( c )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 

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任意议定书的现况:秘书长的报告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35/637)

议糧壞S  79

国际残废者年：秘书长的报告 

第三委员会的报吿 (A/35/638 )

议稷壞目80

联合国妇女十年 : 平等、发展与和平： 

( a ) 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

( b ) 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秘书长 

的报告；

( c )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秘 

书长的报吿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35/639)

议稷現目81

有关青年的政策和方案:秘书长的报告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35/640 )

议種壞目83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现况:秘 

书长的报告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35/641 )

4 0 4 . 奥 E 费米小« ( 尼 日利亚），第三委M么的 

报告员：今夭我荣幸地介绍与第三委员会的工作有关 

的关于议程项目68至73, 76、 79至81和 S3的 H 份报 

告 .

4 0 5 .关于议程项目68的报告〔̂ /35/630 概述 

了第三委员会在14次会议上讨论该项目以及议程项n 
69至73>76、79和81的议事情况，委员会在报告的 îï'; 8 

段中建议大会通过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的一项決议Aï 

案，

406. 第三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69的报仏 ‘• IA /  

35/632：!反 映 了 委 ☆ 在 讨 论 这 一 项 l.M：i iv 
事情况 . 报吿的策12段载有一，项未经丧 ?j i 通过的决议 

草案，第三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该决议 ï, ï寒。 么还 

决定国际青年年咨询委员会由24个会负国的代M 组 

成 ,并建议大会通过载于报告第13段中的这一 ?Ü 足 Ï;，： 

案。

4 0 7 . 关于议程项目70的报告〔乂/35/633〕慨述 

了委员会关于这一项目的讨论。委员会未经灰決通过 

了两项决议草案。第 10段载有这两项决议草莱的文 

本，弁建议大会予以通过。

4 0 8 .在关于议程项目71的报告〔乂/35/634)的第 

n 段 ，委员会向大会提交了它未经表决通过的决议草 

案，

409. 关于议程項目72的报告〔乂/35/e:S5〕 映 

了委员会关于这一项目的讨论，第17段载有査ù i么提 

出的决议草案的文本。决议草案A 未经表决通过。<‘j i  
议草案B经记录表决以70票赞成， 零票反对、63票弃 

权通过。

4 1 0 . 关于议程项目73的报告的第8段载有委员 

会未经表决通过并提交大会的决议草案文本。

4 1 1 .关于议程项目76的报告〔乂/35/637〕慨述 

了委员会关于这一项目的讨论。第 8 段载有委14会未 

经表决通过弁提交大é 的决议草案文本。

4 1 2 . 关于议程项目 79的报告的第 10.段载有 

三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并提交大会的挟议草案的文 

本 .



4 1 3 .在关于议耻项目81的 报 告 〔乂/35/640〕 

的 第 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它>1=：身 未 经 决 通 过  

的决议草案。

4 1 4 .关于议程项目83的 报 C^/35/641：慨述 

了委员会在14次会议上讨论该项目以及议程项目80的 

议事情况。第 8 段载有委员会未经淚决通过弁提交大 

会的决议草案文本。

4 1 5 .关于议程项目80的报告〔乂/35/639〕涉及 

到委员会就这一间题的讨论。委 i/3会通过 Ï 与这一項 

目有关的五项决议草案。题为《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 

训练所 "的决议草案一未经表决通过。题为"难民妇女 

和货井离乡的泊女 " 的决议草案二未经表决通过。题为 

*联合国如女十年世界会议"的决议草案三经记录表决 

以128W赞成、 3 票反对、 7 票弃权通过。题为《联合 

M iU女 -M m 'l愿越金 " 的决议草案四未经衷决通过。

4 1 6 .委贝会审议了题为《妇女参与加强国际和 

平与安全以及反对殖民主义、种族隔离、一切形式的 

种族虫义和种族歧视、外国侵略、外 r a 占领和一切形 

式的外国统洽的斗争宣言草案 " 的决议草案。委 员 会  

就这一问题举行了辩论，决定向大会提议：它要求秘 

书长征求会员国政府对该宣言草案的意见，并在其第 

三十六届会议上审议这一决议草案。

4 1 7 .第33段载有这些决议草案的文本，决定草 

案载于第34段 。这些草案均被提交大会。

遵照议事规则第6 6条的规定，决定不讨论第三委 

员会的报告 „

-11H .主廣：

I'1'J ◊.场 I二 11 ÿ  (A i ï 網明并ü 反 映 在 乂 的 记 录 中 。

.1 1 0 .找 ' 次 提 附 各 会 i ù , 大 么 在 其 第 34/ 

401 >，j•决 ; 议足：如 果 ‘个委 i i 会和全体会议 ï l ï议 

||11--‘决议 :>'̂*：案 , 各代表a 应尽可能只解释投票一次 ，即 

在委员会或是在全体会议，但该代表团在全体会议的 

投票与其在委员会的投票有所不同时，不在此限。我 

还想提 fWr •点，按照同，‘次定，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 

不 超 过 10分钟 , 而且应由代丧团在其座位上进行。

4 2 0 .我们将首先审议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68的 

报告〔̂ /35/631：1。

421. 大会将对委员会在其报告第8 段中提出的 

决议草案做出决 ; ，员会未经淚决通过T 次炎议寧 

案。找是森商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通过（第35/J25号决议）。

4 2 2 .生廣：大会紧接着将审议赛 i i è 关于议程 

项目69的报吿 〔̂ /35/632〕。

4 2 3 .沃伊库先生（罗马尼亚）：罗 尼 亚 代 表 困  

愿请秘书处将维也纳1981年 2 月23日作为国际青年年 

咨询委员会首届会议工作开始的确切日期。当我们开 

始在第三委员会审议议程项目69的时候，已将这一曰 

期告诉秘书处。在第34次会议上已将这一日期正式通 

知第五委员会和会议委员会。联 ê•国秘书处会议事务 

部已多次申明：组 织 2 月23日开始的咨询委员会届会 

的时间和会议场地庭有的。

■124 . 我 国 代 希 塑 朽次请秘书处 i正实2 月23 

日是咨询委员会届会开始的确切日期。

4 2 5 .主唐：大会现在将对委 iTï会在其报告第12 

段中提出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关于该决 

议草案所涉行政和财务问题的报告载于文件 A/35/ 
6 5 8 .第三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  

杏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通过（第35 / i 2 6 号决议）。

4 2 6 .主廣：我们现在转向委员会在其报告第13 

段中提出的决定草案。第三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 

决定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不经表决通过 

该决定草案？

决定草業適过（第》5 / 3 ! 8 号决定）。

4 2 7 .生廣：罗马尼亚代表希望在表决后解释其 

投票，现请他发言。

4 2 8 .沃伊库先生 ( 罗马尼亚）：我国代表团特别 

高兴地请求允许就大会刚才通过的决议再次发言。罗 

马尼亚代表因愿趣此机会再次对代表世界所有地区的 

7 5个提案国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感谢它们为第3 5/126 

号决议的编写、谈判和通过做出建设性责献。我们感 

谢全体提案国，同样也特别感谢每--个代表团。

4 2 9 .此外，我想请提出已获遗过的第35/126号



决议文本的所有代表团向它们的大使、外交部长、青年 

事务部长以及所有其他授权它们同我国代表a - 起提 

出该决议草案的有关当局转达我们衷心的谢意，我们 

还想对所有代表团的合作精神以及它们极有价值地参 

写提出罗马尼蓝代表团十分重视的提案深表感谢。

430. 我们不会忘记再次感谢第三委员会主席> 

秘书处的全体成员，尤其是養员会的秘书，感谢他们 

在关于议程项目69的辩论中给予的有效协助。

4 3 1 .罗马尼亚代表团高兴地认为，题为 -国际青 

年年：参与、发展、和平"的决议获得遗过是一个重 

大事件，是为青年年做实际准备工作的一个有希塑的 

开端。

■132.主虚：紫接着我们将审议委员会关于议程 

项目70的报告〔乂/35/633〕。

4 3 3 .大会现在将对委员会在其报告第10段提出 

的两项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4 3 4 .决议草案一题为••保存和进一丧发扬文化 

价值、包括保护、归还、送回文化和艺术财产"。委员 

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 

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一通过（第3 5 /^ 2 7号决议）。

4 3 5 .主廣：决议草案二题为•将文化和2 术财  

产归还和送回原主国"，第三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 

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二通过（第35/12S号决议）。

436 . 生席：我们接着转向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

71 的报告〔乂/35/634；1。

4 3 7 . 大会现在将对委员会在其报告第11段中提 

出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关于该决议草案 

所涉行政与財务问题的报告载于文件A/35/746 . 第 

三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 

为大会也希望这祥做。

决议草案通过（第35/129号决议）。

4 3 8 .生廣：我们接着转向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

72 的报告〔乂/35/635；1。

4 3 9 .大会将对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17段中提出 

的两项决议草案作出决足。大会将 i ■先对决议草案A  

作出决定。有人耍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承表决。

赞成：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报廷、 马， 

巴林、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贝宁、不丹 .玻利维亚， 

搏茨瓦纳、 S M 、保加利亚、额甸，布陸迪、 Û 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佛得角、中非共和国、卞 

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哥斯达黎加，古 

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柬浦寨、民 ±也  

门、言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 萨 

尔瓦多、赤 道 儿 亚 、埃塞俄比亚、斐济、加蓬， W 
比亚、德意志良主共和国、加纳，格林袖达，危地马 

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洪都拉斯、匈牙 

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牙买加、 n 本、约 

旦，肯 尼 亚 、科 威 特 、老捉人民民主共和a 、来索 

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 

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 

哥 、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 泊 尔 、尼日利亚、 

阿曼， 巴基斯坦、 巴 拿 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 

菲律宾、波 兰 、卡塔尔、罗 马 尼 亜 、卢旺达、萨摩 

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康、新加 

坡，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苏 里 南 、斯咸士兰，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 . 亦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 

首长国、 略変隆联合共和国、 ffl象尼亚联 

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南斯拉，力、扎 尔 、赞比 

亚，津巴布书。

反对：无。

弃权：安哥拉，© 澳大利亚、奥地利> 比利时、加 

拿大、刚果、丹 麦 、芬 兰 、法 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希腊、冰岛、伊 朗 爱 尔 兰 、 以色列、意大利、 

卢森堡、马拉维、毛里塔尼亚、⑩荷兰、新西兰、尼 

日尔、挪戚、葡菊牙、沙特阿拉伯、西班牙、瑞典 .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也 门 。

© 安哥拉，伊朗和毛里塔尼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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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草案乂以 i n 票赞成、零杀反对，s o 票务权

通过（第35/i3(M号决议）。

4 4 0 . 生廣：大会将对决议草案B 作 出 决 定 。有

人耍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澳大利亚、奥地利、 巴哈马、巴巴多斯、比 

利时、不丹、玻利维诬、博茨瓦纳、巴西、觸甸、加 

拿大、小非共和国、智利、哥伦比亚、科摩罗、奇斯 

达黎加、塞浦路斯、民主柬浦寨、丹麦、多米尼加共 

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斐济、芬 

兰、法国、加蓬、 pg比亚、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加 

纳、希腊、危地马拉、圭亚那、.洪都拉斯、冰岛、爱 

尔兰、 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 日本、肯尼亚、莱 

索托，利比里亚、卢森堡、毛里求斯、墨酉哥、摩洛 

哥、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戚、巴基 

斯坦、 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葡萄牙、卢 

旺达、萨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 

里、西班牙、苏里南、斯 戚 士 兰 、瑞 典 、泰国、多 

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略麦隆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 

拉圭、委内瑞拉、南斯拉夫、扎伊尔。

反对：无。

弃权：阿富汗、阿尔及利蓝、 安哥拉、 阿根廷， 

巴林、孟加拉国、贝宁、保加利亚、布隆迪、白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佛得角、乍得，中国、刚 

采、 i!rü i>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吉 布 提 、 埃 

及、埃塞俄比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格林纳达、几 

内亚、儿内亚比绍、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 

m. « J 1 1 ,科威特、 肚人wiÆ主共•和 国 ，

M 拉们利比亚w 众国， 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 

业. . ' i 尔代夫 .二巧里、毛里塔尼亚、蒙古、莫桑比克 .尼 

n 尔，W iè、非律宾、波兰、卡塔尔，廣马尼亚、圣 

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苏丹、阿 

拉伯叙利^£共和国、突尼斯、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 

社会 :，u 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 

伯联 r r w 长 [Ü、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趙南、也门、赞 

比、IR、？[5巴布韦。

率 業 以7« 票赞成、黎系反对、62系存权通

过 〔系3,'，/'3()7]-1*5-决议）。

4 4 1 .生廣：大会现在将其注意力转向关于议程 

项目73的报告〔乂/35/636〕。

4 4 2 .大会现在将对 '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8 段中 

提出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三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 

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通过（第35/i 3 J号决议）。

4 4 3 .主廣：下面我们将审议委员会关于议程项 

目'76 的报告〔•/i/35/6 37〕。

4 4 4 .大会现在将对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8 段中 

提出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 

决仪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通过（第35AÎ32号决议

4 4 5 .主廣：乌拉圭代表希望就刚才通过的决定 

解释其立场，现在请他发言。

4 4 6 .格尔«夫 人 (乌拉圭）：乌拉圭代表团不反 

对不经表决遗过第35/132号决议，因为，众所周知它 

支持并尊重寻求保护并充分普遍地落实人权的国际协 

议和公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它的证明，这一 

点应得充分考虑到。该事实就是，乌拉圭不仅是批准 

关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而且是批准该公约 

任择议定书的首批国家之一，

4 4 7 .现在我要谈谈我要求发言的主要原因。我 

国代表团希望表明它对人权委货会的报告〔乂/35/ 
40〕,尤其是对附件六至十持保留意见。我们认为，在 

大会一级进行这样的交流不妥当，因此，这次我们只 

希望表明：我们反对委员会的结论。我国代表团将在 

我们的继续合作中直接告诉委员会有关我们对这些附 

件的意见，我们始终在与该委员会合作。

448. i 席 ：大会现在将审议委员会关于议程项 

目 79的报告〔乂/35/638〕。

4 4 9 .大会现在将对委员会在其报告第10段中提 

出的决议草案作出决足。第五委员会关于该决议草案 

所涉行政和财务问题的报告载于文件A/35/646。第 

三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 

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業通过（第3 5 / U S 号决议）。



4 5 0 . 里希特小« ( 阿根廷）：我荣幸地代表阿很

廷政府向大会表示感谢，感谢大会决定接受我国的提 

议作为关于为残疾人提供技术援助和在发展中国家开 

展技术合作的a 际专家研讨会的东道国。该 会 将 于  

1981年中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4 5 1 . 我们希望为决定地点同联合国秘书处举行 

的协商立即开始。我们还希望，这一国际研讨会将为 

使所有残疾人能够参与社会的活动作出贡献，因为他 

们将学会克服他们身体或脑力方面的萌点，不往后看 

而要按照他们的愿望创造前途。

4 5 2 . 塞痛：大会现在将审议委员会关于议程项 

目80的报告 C^/35/6393,

4 5 3 . 大会将对委员会在其振告的第33段中提出 

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决议草案一题为•提高妇女地位 

国际研究训练所"。第三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 

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照样遗过决议草案一？

决议草案一通过（第35/2 34号决议）。

4 5 4 . 主廣：决议草案二题为*■难民和背井离乡

的妇女 " ，第三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二。我 

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二通过（第35/i 35号决议）。

4 5 5 . 主廣：现在对题为*■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 

会议 " 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有人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 .亚、安哥 

拉，阿根廷、奧地利、巴哈马，已林、孟加拉国、巴 

巴多斯、比利时、贝宁、不丹、玻 利 维 亚 ，博 灰 瓦  

纳、巴西、保加利3E、缠甸，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佛得角、乍得、智利、中国、哥伦 

比亚、科摩罗、剛果、哥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 

捷克斯洛伐克、 民主柬墙塞、 民主也门、 丹麦、 吉 

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 

赤道几内æ 、埃塞俄比巫、斐济、芬兰、加蓬、 pq比 

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 

地马拉，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圭亚那、 洪 都 拉  

斯、匈牙利、冰岛、印度、 印度尼西蓝、伊朗、伊拉

克、爱尔兰、牙买加、 日本，约 旦 ，傳 尼 亚 、科威 

特、老提人民民 rt:典和M 、黎 tü嫩 . M 'M iL  r'llb 'l' 
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i拉⑩ ， 'h 
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 -TÎ里搭尼、F.、 -TÎ 

里求斯、墨西哥、蒙齿、摩洛哥、莫 菜 比 尔 . 
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咸、阿曼， ÜMHÜi 
坦、 巴拿马、 E 布亚新儿内亚、秘 兽 ，111̂ lit 波 

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 卢旺达、 萨摩亚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 

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 .苏  

里南、斯威士兰，瑞典、阿拉伯叙利蓝共和 I肖 
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 hTTH；

乌兑兰苏维塊社会 :t 义共和a 、苏'维埃M.会 i :义化和 

国联盟、阿拉伯联合窗长国、略麦隆联Û■共和 P I、坦 

藥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乌拉圭、委内瑞拉，越海， IÜ 

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书。

反对：加拿大、 以色列、美利坚合众国。

赛探：澳大利亚、中非共和国、法国，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决 议 草 案 三 以 票 赞 成 、 

过（第35/136号 决 议 ®
3票反对、9票务权通

4 5 6 . 主唐：决议草案四题为••联合国十年ê 愿 

基金 " 。第三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 

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四通过（第35/】37号决议）。

4 5 7 . 主廣 = 第五号决议草案题为 "在联合Pd归 

女十年世界会议之际对丹麦政府和人民农示感谢"。我 

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不经表决通过该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五通过（第 35/138号 i k 议

4 5 8 . 主 * : 最后，委员会在第34段建议通过一 

项决定草案。我认为大会希望遗过该决定草案？

决定某案通过（第35/^9号!k 定）。

4 5 9 . 主 * : 现在请希望解释投票的代表发盲。

⑨塞舌尔代表团事后通知稱书处， 希望在记录中上它 

对该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



4 6 0 .埃拉» 里斯先生 ( 智利）：关于联合国妇文 

十年世界会议，智利代表团希望声明它反对在哥本哈 

根举行的世界会议上通过的第18号决议，因为该决议

是不公正的，有选择的，虚伪的。

4 6 1 .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重申，智利对哥本哈 

根世界会议上通过的行动计划持保留意见，尤其是对 

第 5 段，该段载有我国代表团不同意的判断。

> 6 2 .罗姆先生（以色列）：很遗憾，我国代表团 

对目前讨论的报告所载决议草案三投了反对票，说遗 

憾是因为我国政府对哥本哈根世界会议上通过的行动 

纲领中提议的几乎所有项目都是支持的。

■163 .然而，我国代：<!̂ 1«不得不对决议草案三投 

反对 Î/Î, 因为它的发起国蓄意选择使它无法被人接受 

的字服，不仅我国代表团，而旦其他七个国家的代表 

团都不能接受。因为没有必要在该草案中载入有争议 

的政治问题。的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委员会审议 

阶段通过投反对票或弃权票表示对整个决议草案或草 

案的某些部分持保留意见的26个国家，包括世界上对 

妇女权利问题最活跃的一些政府，这些政府正在证明 

它们日益关心妇女的权利，并在采取行动在妇女遭受 

歧视的地方改善他们的命运。另一方面，许多投票赞

成该决议草案的政府只是口头上谈妇女权利事业，而 

未在这一方面做多少事，

4 6 4 . 因此，我国代表团只能深表遗憾：提案国 

坚持用列入无关的政治提法引起纷争，这破坏了我国 

政府和许多其他国家政府赞成我们本应能够一致遗  

过，甚至以鼓掌方式通过的决议草案的自然倾向。

4 6 5 .主唐：我们现在审议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 

81 的报告〔乂/35/640〕，

4 6 6 .现在我将第三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8 段中 

提出的决议草案提交大会，我认为大会希望不经表决 

通过该决议草案？

决议草，通过（第35/139号}k 议）。

4 6 7 .主 *:现在大会将把其注意力转向委员会 

关于议程项目83的报告 (々 35/640 .

4 6 8 . 现在大会将对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8 段中 

提出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 

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通过（第S5AÎ40号决议）。 

下 午 9 时35分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