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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包括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决议二的 执 行 情

况；

12. 请秘书长继续协助各国执行«公约》，协助制

定同《公约”规定的法律制度协调 一致的办法， 并协助

各国在国家、 分区域和区域各级为充分受益于《公约》

所作的努力， 同时请联合国系统各机关和组织对这些

努力给予合作和协助，

13. 核准筹备委员会决定于1988年3月14日至

4月8日在金斯敦举行第六届常会， 并注意到筹备委

员会将在下届会议上决定1988年夏季会议； 65

14. 请秘书长就“公约叶的发展情况和各种有关

活动以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捉

出报告，

15. 决定将她为 “ 海洋认
＂

的项H列入其第四十

＿．． 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1987年11月18日

第73次全体会议

42/21 ． 瑙鲁共和国要求成为«国际法院

规约m当事国的申请

鉴于瑙鲁政府在1987年8月21日给秘 书长的

信68 中表示希望了解瑙鲁能够成为《国际法院规约冲的

节1f国的条件，

鉴于q联合国宪t；s-》第九十．． 条第二款规定， 非联

合国会员国之国家得为q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之条

件， 应由大会经安令理 ＇扦会之建议就各别情形决定

之，

鉴于安全理事会己就此问题通过一项建议，69

大会，

决定按照《宪章“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和安全

理事会的建议， 瑙鲁可成为“国际法院规约尸当事国的

条件如下：

68见《安全理书会正式记录， 铅四I·＿什，1987年7月、8
JI和19月份补编),S/19137文fl。

69 见0大会正式记求， 第四I· --_屈会议， 附什汃 议和l 项
11 JH, A/42/242 r.}劝。

＂瑙鲁共和国自其将一项文书交存联合国秘

书长之日起即成为《国际法院规约E当事国， 该文

书应由瑙鲁共和国政府代表签署并按照瑙鲁共和

国宪法规定予以批准。 该文书应戴明下列各点 1

“（甲） 接受《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

“（乙） 同意履行联合国会员国依《宪章） 第

九十四条所应负的一 切义务1

“（丙） 承允摊付国际法院经费，其公平敷额

届时由大会同瑙鲁共和国政府商定之。”

1987年11月18日

第73次全休会议

42/23.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盲

A 

国际声援南非境内的解放斗争

大会，

回顾其1986年11月 10日第41/35A号决议，

审议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 报告，“特别

是第137至139段和148段，

严重关切对反对种族隔离者的镇压和国家恐怖统

治不断升级以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日益顽固， 这表现

在延长紧急状态， 大量任意拘留、 审判、拷打和杀害，

其中包括妇女与儿童， 日益使用民团和钳制新闻界，

痛恨种族主义政权对邻近的非洲独立国家的侵略

和破坏稳定行为不断升级， 其中包括暗杀和绑架在这

些国家的南非人， 以及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l． 重申全力支持南非人民在其民族解放运动领

导下为完全根除种族隔离以便在自由、 民主、 统一和

不分种族的南非行使自决权而进行的斗争；

2. 进一步重申南非人民斗争的合法性， 他们有

70 还见第一节， 让8，小十节，B, 3， 第42/409 f}决定。
7lt)(会il

．
． 式记求， 第四 I· 勹届会议，补编� 22�}HA/4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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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选择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各种必要方式实现根除种 继续在纽约维持办事处， 以便有效地参加反付种族隔

族隔离的目标 ； 离特别委员会和其他有关机构的讨论 l

3. 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和措施， 特别谴责在南非 10. 请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还）II

处决爱国人士和被捕的自由斗I:.今， 要求种族 r 义政 其影响力， 促使执行本决议

权：

(n) 停止处决现已被判死刑的人，,3

（h) 遵守1949年8月］2 H“日内瓦公约》＇｀ 及

其1977年《第一 号附加议定书》严

4． 再次纂求种族主义政权停止对南非被压迫人
民的镇压，撤销紧急状态， 无条件释放纳尔逊·曼往
拉、 洋祛尼亚·莫桑蓬、 所有其他 政 治犯、 工会领
袖、 拘留犯和行动受限制者， 特别是被拘留的儿童；

撤销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阿扎尼亚泛非卞义者大
会和其他政党和组织的禁令； 允许南非人民自由进行
政治结杜和活动， 允许所有政治流亡者回国， 废除班
图斯坦化政策和废止强制人口迁移政策；

5. 认为执行上述各项要求， 将为所有南非人民
之间的日由协商创造适当条件， 以期谈判一项公正持
久的办祛解决该国的冲突；消除种族隔离法律和停止
什对邻困的平事与准军事性的恬动；

6. 呼吁所有国家、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 府 组 织、
新闻媒介、 城市和其他地方当局及个人， 对南非人民
及其各民族解放运动紧急提供更多的政治、 经济、 教
育、 法律、 人道主义和其他一切形式的必要援助 ；

7. 又哼旰所有国家．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增加对前线国家和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其他成员国
的物质、 财政和其他形式的支助， 协助它们反抗种族
主义政权的侵略、 恐怖主义、 破坏稳定、 政治颠覆和
经济讹诈的行径；

8. 俚萧所有国家向第八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
脑会议设立的反对侵略、 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行动某
金慷慨捐助， 以期向与种族隔离政权进行战斗的解放
运动和前线国家提供更多的支助 ；

9. 决宣继续核准从联合国经常预算拨出足够的
径费， 使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南非各解放运动， 即南
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能够

1987年11月20日

第77次全休会议

B
 

执行协调的和严格监控的制裁南非排抽

大会，

回顺井重申其关于制裁南非的各项决议，

注意到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l＇ ,7l4'I协l
是其第10、 11、 141至149段，

认为各国个别地和集体地采取的措施尽忤侦行赞
扬， 但在涉及面和执行程度1才

．各行不同， 使该种）仗l
义政权能够找到漏洞，

赞扬各种T会、 们女组织、 学牛闭休和其他反劝
种族隔离组织为彻底孤立种朕隔离政杖而采取的行
动，

］． 敦促所有尚未通过立法和（或）类似措施对［竹
非进行有效制裁的国家在实行全面性强制竹制裁之
前， 制订这种立法或措施， 特别是：

(a) 对所有可以用于南非军事和核工业， 包括
用干军事情报活动的产品、 技术和服务实行禁运 ；

(b) 对石油和石油产品实行禁运 ；

(C) 禁止从南非和纳米比亚进口煤、 从金、 战
略性矿物和农产品；

(cl) 劝使跨「出公司． 银行和金融机构切实撤出
南l十， 片防止它们 ：

（ 一） 在南非和纳米比亚投资 ；

（勹） 亢接或间接地向南非和纳米比亚供应物资
和技术；

（三） 同南非进行商 11J.'.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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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向南非提供贷款和信贷；

(e) 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
体育和文化抵制确实有效；

2. 还敦促所有国家严格监测上述措施的执行悄
况， 升对其忤辖下的违反这些措施的个人和企业作出
惩处，

3. 鼓励各国批准«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
公约》; 72

4．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交 一份关
f各国采取的措施及执行情况的报告。

议，

C 

1987年11 月 20 日

第 77次全体会议

全面强制性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大会，

回顾井重申其 1986 年 11 月 10 日第 41/35B 号决

回顾其要求国际协调一致行动以迫使南非种族主
义政权铲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各项决议和安全理事会各
决议，

审议了反对种族隔离牡别委员会的报告＇巳71 特别
是第 138 至 150 段， 和制裁南非世界会议的《宜言》'73

严重关切种族隔离政权继续尤视国际社会的总
旭、 挑衅地不遵守安全理＇j．"会和大会的决议， 将对南
II：人民的恐怖统治逐步升级、 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
业、 以及对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车书侵略和政治经济
破坏沽功，

严重关切继续有人违反对南非的武器禁运，

1. 重申种族隔离是危书人类罪并威胁国际和平

72办 40/64G 号决议， 附1'1 。
13《制从种队 1：义南北世界会议的报礼， 巴黎 1986 年 6 月

j b /r 2Ol l 》(l队合十付出版物， 出化品编',5, E.86.1 .23), 弟儿，It。

与安全， 联合国负有协助立即铲除种族隔离制度的主
要责任；

2. 再次决定安全理事会根据《联介国宪章）第七
I';,i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 是结束种族隔离制度、 以及
联合国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的最适当和
最有效的和平手段， 因为种族隔离政权正在威胁和破
坏国际和平与安全；

3. 因此紧鱼裹求安全理事会根据C宪章》第七·it
立即采取行动， 以便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强
制性制裁， 井敦促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
利坚合众国两国政府及其他反对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
的政府重新评估其政策， 停止反对由安全理事会实行
这种制裁；

4. 敦促安全理事会加强其 1977 年 11 月 4 日第
4180977) 号决议和 1984 年 12 月 13 日第 558(1984)

一号决议实施的强制性武器禁运， 以便结束仍旧不断破
坏武器禁运的现象。

D 

1987 年 11 月 20 日

第 77次全休会议

以色列同南非的关系

大会，

重申其关于以色列同南非关系的各项决议， 特别
丛 1986 年 11)) lO H第 41/35 C 号决议，

审议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关于以色列l司南
作关系最近发展的特别报告， ＂

注意到以色列政府最近宜布的关于同南非关系的
措施， 75

l. 裹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和结束它同南非一 切形
式的军事、 核、 情报、 经济和其他勾结， 特别是结束
对南非提供军用品的长期合同，

"《大会正式记求， 弟四I·二）甫会议， 补编弟22A I.}) 
(A/ 42/22/ Add.I)。

75 回上， 第二'1\



54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2. 井裹求以色列严格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

有关决议1

3 ， 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继续监测以色列

同南非关系的事态发展， 包括以色列最近宜布的措施

的执行情况I

．l． 又嫡特别委员会经常审查这一问题， 按照适

当情况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E 

1987年11月20 bi 

第77次全体会议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方案

大会，

窜议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71

1. 赞桶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为履行其职责

所做的工作， 特别是促进采取国际行动反对种族隔离

的工作，

2. 适邕注意觐反对种族隔离特 别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并核可报告第150段中关于其工作方案的建议，

3. 决定1988年从联合国经常预算中特别拨出39
万美元给特别委员会， 支付由委员会决定的各特别项

目的费用，

4. 溃各国歉府和各组织对特别委员会的特别项

日提供财政和其他褫助， 并对立传反对种族隔离信托

基金慷慨捐助1

5. 呼吁所有各国政府、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 新闻媒介、 和个人同秘书处的反对种族隔离中心

相蔷闻部合作， 传播有关南非形势恶化的消息， 以便

减少对南非境内报刊限制的影响， 并有效地对抗南非

的宣传。

1987年11月20日

第77次全休会议

F 

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

大会，

审议了监测供应和运输打油匀4i汕卢品给南lI的

政府间小组的报告，76

回顺其关千对南非实行11汕禁运的各决议， 牡协I

是1986年 11)j lO H第41/ 35 F号决议，

注意到虽然石油输出国已保证对南非实行{1油禁

运， 但极少航运大国实行石油禁运，

关切的是，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躲避了1i油禁还及

各国采取的类似措施，

赞扬工会、 学生团体和反对种族隔离组织采取行

动对付违反对南非石油禁运的公司和支持实施禁还，

深信对南非实行有效的1i油禁运会补武器禁还之

不足， 遏止该政权对前线国家的侵略行为以及对南II.

和纳米比亚人民的镇压，

l. 注意到监测供应和运输伍油坊｛讨仙气巾给Iti

非政府间小组的报告严

2. 促漪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 勿再迟延， 实行

强制性禁运， 禁止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与1i汕产

品， 并禁止向南非的石油工业及液化煤项目供应设备

与技术；

3. 漕所有有关国家， 在安全理事会作出决iL以

前， 采取有效措施和（或） 立法， 扩大石油禁运的范

围， 以确保完全终止直接或间接供应和运输石汕打11

油产品给南非和纳米比亚， 特别是1

(a) 严格执行“
最后川户 ”条款和其他关J··限制

H的地的条件， 以确保遵守禁运I

(b) 按照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 迫使原来销1ft

或购买石油或石油产品的公司不向南非和纳米比,11叮l

接或间接销售、 转售或转运石油与石油产品；

(C) 对中间人、 石油公司和商人向南非和纳米

叫IIlL,《补编弟45号HA/4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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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业供应石油与石油产品实施严格管制， 办法是把履
行合同的责任归于石油与石油产品的第 一 买家或卖
家， 因此他们必须对上述各方的行动承担责任；

(d) 防止南非获得其他能豚来渊， 包括获得）以

料、 技术知识、 财政援助和运输的供应I

(e) 禁止以提供资金、 技术、 设备或人员等方
式进行碳氢化合物资源的勘探、 开发或生产， 或建迅
或操作煤化石油工厂， 或发展和操作生产代用燃料和
涂加料如乙醇和甲醇的工厂， 而向种族隔离南非提供
任何援助；

(f') 防止南非公司维持或扩大在南非以外的4i
汕公司或产业的股权，

(g) 停止使川其本国困旗的船舶， 或最终由其
国民或在其忤辖下的公订］所拥付、忤理或租借的船舶，
总油到南非 1

(h) 规定一个船舶登记制度， 记录曾经违反禁
运在南非卸油的本国国民拥有的或在其名下登记的船
舶；

(i) 对参与违反石油禁运的公司和个人处以刑
1H惩罚 ；

(j) 收集、 交换和散发关于违反石油禁运的资
料，

G 

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消灭种族隔砃

大会，

悚恚种族隔离政策、 特别是继续在个困实施紧急
状态造成南非局势进 一 步恶化，

深信南部非洲严重局势的根源是种族隔离政策，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南非当局为了在南非永久实施

种族隔离而 日益决心进行侵略、 破坏和平，

深信只有彻底铲除种族隔离， 在日由和公平行使
成人普选权的基础上建立多数统治， 才能在南非达成
和平持久解决办法，

注意到南非所谓改革， 实际上是在进一步巩固种
族隔离制度， 进 一步分化南非人民，

确认班图斯坦化政策将剥夺多数人民的公民权，
使他们成为在本国的外国人，

确认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有责任采取 一 切 必要行
动， 铲除种族隔离， 特别是需要向南非当局切实增加
压力， 作为达成废除种族隔离的和平手段，

对于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日趋 一 致， 例如
1985年 7 月 26 日通过安全理事会第569 (1985) 号决议

以及已为此增加和扩大了国家、 区域和政府间措施，
感到鼓舞，

注意到制裁种族主义南非世界会议通过的 0 宜
言f巴

4 ． 请政府间小组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给· 深信严格遵守安理会1977年11月 4 H关j ； 对南非

四 l·.:.hli会议捉出报告， 包括 一 项关于加强监测供应 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的第418(1977) 号和1984 年 12 月

和运输伍汕与什汕产品给南非的办法的建议1 13H关于禁止进口南非生产的武器、 弹药和军书车辆

的第558 (1984) 号决议实属极端重要， 并探信必须桉

5 ． 请所付困家在政府间小组执行本决议时给予 照安理会 1986 年11丿j 28 日第591(1986) 号决议的规

合作 ；
定使这两项禁运允分发生效力，

6. 请秘书长向政府间小组为执行本决议提供一

切必要的协助。

1987年11月 20 日
第 77 次全体会议

赞扬不向南非出 售和出口石油的各国的政策，

考虑到经由国际合作， 确保有效严格执行这种禁
运的措施既重要又迫切，

在这方面注意到监测供应和运输石油与{i油产品
给南非政府间小组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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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为关切地注意剽南非当局违反国际法， 以军事
和经济双重压力， 日益频繁地对邻国进行经济报复和
侵略井破坏其稳定，

嘈虑删种族隔离的南非与前线国家和其他邻国的
接触虽为地理、 殖民统治历史和其他原因所造成， 但
其他国家不应以此为借口使种族隔离制度合法化， 或
借此企图打破该制度在国际上的孤立，

裸偷种族隔离的存在将继续受到被压迫人民以一
切可能方法越来越大的反抗， 井会增加紧张和冲突，
对南部非洲和世界将产生深远影响，

裸偷不尊重绝大多数人民的真正代表的正当意愿
而同种族隔离政权勾结的政策， 足以鼓励该政权向其
邻国进行镇压和侵略并违抗联合国，

裹示全力支掩非洲国家和人民以及非洲统一组织
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手中彻底解放非洲大陆的正当
愿望，

1. 暹烈瞻贵剥夺了南非大多数 人 民 的公民身
份、 基本自由和人权的种族隔离政策I

2. 暹烈．贵南非当局对那些反对种族隔离制度
和紧急状态的绝大多数属于多数人口的群众组织成员
和个人进行屠杀、 大规模任意逮捕和拘禁的行为， 以
及拘禁儿童和对儿童使用暴力，

3. 井遁贵南非公开和赚蔽地进行破坏邻国稳定
的侵略行动及其侵害南非和纳米比亚难民的行为1

4. 薹求甫非当局 1

(a) 立即无条件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
他政治犯、 被拘曹的人和受到限制的人1

(b) 立即撤销紧急状态；

(C) 废除歧视性法律， 撤销对所有组织和个人
的禁令， 井废止对新闻传播机构的限制和检查 I

(d) 给予甫非所有工人结社自由和组织工会的
令鄙权利；

(e) 不预设条件主动同占多数的人的真正代表
开始对话， 以期毫不延迟地铲除种族隔离和建立代议
制政府；

(f) 撤销班图斯坦结构，

(g) 立即从安哥拉南部将其部队全部撤出， 并
停止破坏前线国家及其他国家的稳定1

5. 促清安全理事会亳不延误地考虑对南非采取

付效的强制性制裁

6. 井促请安个理 iµ会采取步骤， 严格执行儿纶
418(1977) 号决议中规定的强制性武器禁还和纷 558

(1984) 号决议要求的武器禁达， Ji仆山关决议的悦II1

内确保终止 同南非的i'1;,li合作＇j核合什， 以及终 11· 从
南非输入军事设备或平）小I仙

7. 呼吁所有尚未做到的国家， 在安个理书会实
行强制性制裁之前， 考虑采取国内立法或其他适当措
施来加强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施加压力， 例如：

(a) 停止对南非进行新的投资或提供新的财政
贷款I

（b) 停止一切促进和支持同南非交易的活动；

(C) 禁止销售南非金币和在南非铸边的任何且．
他钱币1

(d) 停止同南非节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军警或情
报合作， 尤其是销售计算机设备；

(e) 停止同南非的核勾结I

(f) 停止向南非出口和销售石油 ；

8. 呼吁所有认识到南非各邻国现在和将来迫切
斋要经济摄助的国家、 组织和机构1

(a) 增加向前线国家和南部非洲发展合作会议
提供援助， 以便加强它们的经济力量和不依赖南非的
能力，

(b) 增加向种族隔离受害者、 非洲统一组织承
认的各民族解放运动、 及所有为反对种族隔离和为在
南非建立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而斗争的人提供人过主
义、 法律、 教行和其他方面的援助，

9. 呼吁所有国家的政府和所有组织采取适、H行
动， 断绝那些可能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一切学术、
文化、 科学和体育关系， 断绝同那些赞同或奉行种族
隔离的个人、 机构和其他组织的关系，

10. 赞扬那些已按照 1984 年 12 月 13 11 大会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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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I 72 < ;  �} 决 议 对 南 非种族隔 离 政 权采取自 愿 措 施 的
| ，｀归 ， Jj: ii'f 那此 尚 未 如 此做的 国 宋 以 这些国家为榜杆；

I I .  重申 南非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是合法的斗争，
其 11 的 是 为 了 彻底铲除种族 主义和建 立不分种族的 民
l：礼会， 在那样的社会用， 全体人 民不论其种族、 队

色和信仰如何， 都能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1 2. 对那些为反对种族隔离和为了 根据《世界人
权 ＇

l `（ 订»77的原 则 建 1,/．．不分种族的民 卞 杜 会 而 斗 争 的
纠织 和个人褒示赞扬和言援，

1 3． 请秘书 长 就 木 决 议的执行情况向 大 会 第 四
1 · 飞 屈 会议提 出报告。

H 

1 987年 1 1月 20 日

第 77 次全休 会议

联合 国 南 非 信 托 基 金

大会，

回顾关 l ： 联 合 国 南非信托基金的以往 各 项决 议，
牡 别 ）l 1 986 年 1 1 月 10 日第 4 1/3沁 号决议，

审议了秘 书 长 关 l讥 联 合 国 南非信托基金的报告，仅
jl、． 中 附付联合国 南非信托基金惟市会的报告，

严重关切 全 国 紧 急状态和保安规定 日 见加强， 使
政 治 歧见和抗议成为 罪行和受到扼杀，

对继续压制民主政治的群众组织领 袖、 社区和宗
教 领 袖 、 I ．

．会人员 、 学 生 、 青 年 、 儿童， 利用政治审
判 、 未 经控告或审判即予拘 留 、 重刑， 包括死刑， 感
到 日 益 震 惊，

重申国际社会比以往更为必要向南非和纳米比业
戍 内 受到压制性和歧视性 立法迫害的这些人士提供更
多的人 迫 I·义和 怯律援助， 以 消足对这种援助迅速增
加的盂 牧，

强 烈相信必 须 对 南 II．估托 某金和打关志愿机构坪／

11 '.{\ 2 I 7 A ( 1 1 1 ) ',J IJ! t义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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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捐助， 使它们能够满足人道主义援助和法律援助方
面 日益增加的需要，

1 .  核可秘书长 关 于联合国南非 信 托 基 金的 报
f仁
[ I ! 

2. 感谢向信托基金以及向给予种族隔离和种族
歧视的受害者以人道主义援助和法律援助的志愿机构
作 出 捐助的各国政府、 组织和个人1

3. 呼吁 向南 非信托基金作 出 更 多的慷 慨 捐 助 ；

4． 又呼吁向援助南非和纳米比亚境 内的种族隔
离和种族歧视受害者的志 愿机构提供直接的捐助，

5. 赞扬秘书长和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岐卡 会 一
贯坚持努力， 推动对南非和纳米比亚境内在压迫性和
歧视性法律下受迫害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法律援
助， 以及援助他们的家 庭和逃离南非的难民。

1 987年 1 1 月 20 日

第 77次全休会议

42/24. 联合国促进核能和 平 利 用 国 际

合作会议

大会，

重申其 1977 年 ] 2 月 8 日 第 32/50 号决议 内 所列

联合国 促进核能和平利 用国际合作会议 的 宗 旨 与 H

标，

回顾其 1978 年 11 月 2 日 第 33/ 4 号 、 1 979 年 11

月 29 日 第 34/ 63 号 、 1980年 12 月 5 日 第 35/ 112 号 、
1981 年 12 月 9 H 第 36 /78 号 、 1982 年 12 月 17 日第
37/ 167 号 、 1983 年 12 月 14 日 第 38/ 60 号、 1984 年
12 月13 日第 39/74 号 、 1985 年 12 月 12 日 第 40 / 95

号和 1986 年 12 月 1 1 日第 4 1/212A和B号决 议，

考虑剥 核能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特 别是发展
中 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 质要性与潜力，

清意地注意到国标 原子能机构按照其 章程第二和
笫： 条规定， 广泛而积极地参加促进核能和平用途恬
动， 以及特别是 最近采取的 加强在核安 全 与 辐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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