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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以其1 9 8 0 年 1 2 月 1 2 日的第35yï 5 2 ï 号决 

议赞同裁军审议委货会的报告和其中的建议•. 该决议的执行部分全文如下：

" 大会，
"*  ............

" 1 . 赞同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和其中的揉议:

" 2 . 选裁军审议委员会继续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g 第 

1 1 8 段所现定的任务，进行其工作,并为此目的在1981年举行不超过四周的会议；

" 3 . 又请裁军审议委员会继续审议大会第3 4 /8 y  H 号决议中所列议程项 

3 , 其重点在于编写一份报告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载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 4 . 并请载军审议委员会将其工作银告及其对上文第2 段和第3 段的建议 

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r

"5 . 秘书长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愈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有关裁军事

项的所有正式记录转交裁军审议委员会，并提供其于执行本决议时可能普要的 

一切提助；

" 6 . 决定将题为 ‘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六届会议 

时议程，"

2 , 同届会议，大会也于1 9 8 0 年 1 2 月 1 2 日通过了第3 0 /1 4 2  A号决

议。 决议中有关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执行部分全文如下：

" 大会，
" ......................

" 1 。重 ÿ 迫切需要加强所有国家在裁减军事顶算领城内的努力和此一领械的国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4 2 号 》（A /3 5 /4 2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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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行动，以便就冻结，裁减或以其他方式限制军事开支达成 II际协议；

"2  .  ^ 呼吁所有11家，特别是军备最多的II家 ，在尚未缔结载减军事开支的 

协定之前，对其军事开支自行克制，以便将由此节書下来的資金转用于经济和社会 

发展，特别是造福友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 3 . 透截军审议委员会，于其 1 9 8 1 年会议，考虑到大会第3 4 / 8 3 ? 号决议

和本决议的各项条款， 续审议越为 " 裁减军事予算 " 的项目，特别是要病定和制 

定各国在冻结和裁减军事开支领域内送一步行动所应遂循的原则，并铭记着在适当 

阶段将这些原则纳入一项适当文件的可能性；

"4 .  J I秘书长邀请各会员国就各国在冻结加裁减军事开支领域内的行动所应遵 

守的原则提出意见如建议，并以此为基础，编制一份报告，提交裁军审议委员会  

1 9  8 1年会议： 、

" 5 . 认为gP将由截军审议委员会采联63这域行动 , 应被视为补充目前正在联合 

国范围内进行的有关裁减军事顶算问题的任何活动，并补充各圓在这个领域内可能 

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

" 6 . 决定将标题力 ‘ 裁减军事予算’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3 . 也在同届会议上，大会于 1 9 8 0 年 1 2 月 1 2 H通过了第35 //156  A号

决议  ̂ 该决议内有关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执行部分全文如下：

" 大会，

« 0  C .

" 1 . 在原则上核可进行关于常规军备竞春以及常热武器裁军和裁病军队的一切 

方面的巧究，由秘书长在一个由他根猎均衡地坡分配原则任命的合格专家小組协助 

下进行这项研究；

"2  . 同意由载军审议姿员会在其即将召开的实质会议上制订这项研究的一般途



径、结构A 范 围 ；

"3  . 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将其应可传为这项研究的指导方针的审议结果送交秘书

长；

" 4 . 进一步请秘书长将关于常就军备竞赛以及常规武器裁军和敎减军队约一切 

方面的研究报告 Ï 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題的大会特别会议 , 弁将最后报告^^交

第三十八届会议•"

4 .  1 9 8 0 年 1 2 月 8 曰和9 日，裁军审议委员会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倚短 

的组织性会i l  在此期间，委员会举行了两次会议（A /C E . 10/PV - 4 1 和 4 2 X 
委员会在讨论过程中审议了有关其工作安排的各项问题，特别是考虑到裁军审议委

员会 1 9 8 0 年会议报告，第 5 段内所载的委员会以往所作的决定，审议了主席团 

成员的选举问题。在这方面，委员会选出了主席和报告员，但决定将朝主席的选举 

推返到 ,1 9 8 1年实质性会议上举行（参看A /cu. 10/PV. 4 2 )。委员会也审议了 

下届实质性会议的临时议程，但决定将临时议程的审议推返到将于1 9 8 1年 

月举行的实质性会议上进行。



二 ， 1 9 8  1年会议的工作安排

5 . 裁军审议委员会于1 9 8 1 年 5 月 1 8 日至6 月 5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会议 . 会议期间，它举行了 12次全体会议 ( A / c i f . l  0 /P V . 43-54)和4 次非正 

式会议 .

6 . 委员会在 5 月 1 8 日第4 3 次会议上选出了  8 名劃主席，因此，主席团的 

所有成员均已选出（参看上文第 4 段 ）。. 委员会主席因的组成如下：

主 ，席 ; 彼 得 •米敬尔森先生（丹 麦 ）

副主席 : 下列国家代表：

巴哈马 葡菊牙

捷克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

巴基斯坦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秘鲁 赞比亚

报告员 : 岛哈茂德 . 卡 伦 . 马哈茂德先生 ( 埃 及 ）

7 . 委员会在5 月 1 9 日第4 4 次会议上通过了下列临时议程（A//CIT. 1 0 /  

工. 7 ) :

" 1 •会议开幕 

"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 3 . 通过议程

" 4 .  ( a ) 审议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各小方面，以加速旨在 

切实消除核战争危险的各项谈判

0> ) 审议第 3 3 /7 1 H 号决议第二节中所载的议程项目，以便在第十届特别 

会议所定优先次序范围内并按照这种次序拟订一项处理核裁军和常规 

裁军谈判的总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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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裁减军事预算：

( a ) 照顾到大会各有关决议，调和各国对于遂步商定裁减军事?K算和将目 

前用于军事用途的资金转用于经济及社会发展，特别是造福发展中国 

家所应采取的具体步骤的意见；

( b ) 顾及大会第3 4 /8 3 ；F和 3 5 / 1 4 2 么号决议的规定，光其是为了就应当 

指导各国在冻结、削减军费领城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各项原则作出证明 

和审议，同时记住在适当阶段把这些原则体现在适当的文件中的可能 

性，审查和确定各种可就按照均衡方式冻结、削减或者暇制军赛达成 

协议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包括获得一切有关方面满意的充分检查措施。

" 6 . 制订一个总的办法研究常规军备竞赛的所有各小方面和与常规武器与军队 

有关的裁军及其结构与范圃。

" 7 。编写裁军审议委员会提交专门讨论裁军的联合国大会第二屈特别会议的工 

' 作报告。

" 8 .  1 9 7 9 年 2 月 1 日秘书长给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的信（a / c e . 1 0 / 3 )。

" 9 。 1 9 7 9 年 3 月 8 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A /  

C U . 1 0 X 4 ) o

" 1 0 . 通过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报告。

" 1 1 . 其他事项。 ，’

8 . 根据在同次会议上所作的一项决定，委 员 会 于 5 月 2 0 日 至 2 6 日就 

所有议程项目进行了 一般性意见交换( A//C1 .  10/PV .  45 - 5 0 ) .

9 .  5 月 2 8 日， 委员会在其第5 2 次会议上决定设立一个否限制成员的非正 

式工作小組来专门审议议程项目5 , 即裁减军事颈算问题，并就这小问题向委员会 

提出建议0 工作小组于5 月 2 8 日至6 月 4 日举行了会议，由马哈茂德先生（埃 及 ） 

担任主席）。



1 0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又决定设立一个不限制成员的和具有下列任务的非 

正式工作小组来审议议程项目6 , 并就这个项目向委员会提出建议：

" 裁军审议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工作小组，以拟订一个总的办法来研究常 

规军备竞赛的各小方面和与常规武器和军队有关的裁军及其结构和范围的问题。

" 在执行这项工作中，工作小組将适当考虑到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 

赛的各个方面，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在第十届特别会议所定优先次序范围 

内按照这些优先次序制订一个进行核裁军和常规裁军谈判的总办法的工作。 ，’

工作小组于5 月 2 8 日至6 月 5 日举行了 5 次会议P 由戴维森。赫伯恩先生（巴哈 

马 ）担任主席。

1 1 . 根播委员会5 月 2 8 日第5 2 次会议所作的决定9 委员会于6 月 2 日和3 

曰举行了四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以审议议程项目4 、 7 和 9 , 主席由委员会主席担任。

1 2 . 委员会于6 月 5 日第5 3 次和 5 4 次会议上讨论了议程项目4 、 5 、 6 、

7 和 9 的审议结果0

1 3 . 根据委员会在5 月 1 9 曰第4 4 次会议所作的决定，一些非政府组织出席 

了委员会的全体会议P 并向委员会提出意见（A/CU。 7)0



三 . 文 件

A . 秘书长提出的报告和其他文件

1 4 . 遵照大会第3 5 /1 5 2 Ï '号决议第5 段的规定，秘书长于1 0 8 1年 2 月

1 8 日以普通照会的形式，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转交给裁军审议委员会，一并

转交的还有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有关裁军事务的全部正式记录（A//CN. 1Q /22 ) ,
»

1 5 . 依照大会第3 5 / 1  42A号决议第4 段的规定，秘书长于 1 9  8 1年

1 月 2 0 ;日发出普通照会，请各会员国就各国在冻结和裁减军事支出领域内的行幼 

所应遵守的原则提出意见和建议。秘书长随后向审议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其中载 

列了各会员国的复文（A /C ；fL 1 0 /2 3 和 Add.1—4 )。

l a 根振大会第3 5 / 1 52；F号决议核可的裁军审议委员会报， ，第 2 1 段第 9 

分段所载的建议，秘书处编制了并向裁军审议委员会提出了一份背景文件，载列各 

会员国关于裁减军事预算问题的提案、大会就此问题所通过的决议以及联合国系统 

所进行的研究（A /ce. 1 0 /2 4 和 c o r r , i  )。

1 7 . 此外，裁军审议委员会提交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报告第2 3 段载明：

"由于裁军审议委员会无法审议议程项目6 和 7 •……，, 它建议将该两项项 

目列入委员会1 9 8 1 年会议的议程内。 " 4 

因此，同本议程项目8 和 9 有关的A/GN. 10 / 3 和 A/CN 1 0 / 4 号文件已提交 

委员会本届会议审议。

同上，《I补编第 4 2 号 》（A / 3 5 /4 2  ) , 第 2 3殊*



B . 各会员国提出的文件

1 8 . 各国在裁军审议委员会进行工作期间提出了下列关于实质性问题的文件 ;

( a ) 丹麦提出的题为 " 联合国常规裁军研究的一般途径、结构和范围 "  
的工作文件（A/CIf. 1 0 /2 5 ) ;

( t ) 罗马尼亚和瑞典共同提出的题为"各国在冻结和裁减军事支出领域 

内进一步行动所应遵守的各项原则的工作文件" 的工作文件（A /  
CN 1 0 /2 6 ) ;

( C )印度提出的题为"决定有关常规武器裁军研究提案的范围和结构的 

要素 " 的工作文件（A/CN. 1 0 /2 7 ) ;

( d )中国提出的题为 " 中国代表团关于常规裁军的意见，，的工作文件 

( A / e u .  1 0 /2 8 ) ;

(f)古巴代表不结盟国家提出的题为" 1 9 7 9 年 3 月 8 日反对种族隔 

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的工作文件（A/G双 1 0 / 3 0 和 

C O R R .  1 ) ;

( g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题为 " 常规裁军研究的一般途径、结构和 

范围的基本要素 " 的工作文件（A/GIÎ. 1 0 /3 1 )。



四、建 议

19 .  6 月 5 日，裁军审议委员会第5 4 次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关于议程 

项目4(a)和(切的下列案文，并同意将之提交大会：

. * "关于议程项目4 (a)和 (Id)的建议

"1 . 关于议程项目4(a)斤(b)的意见交换已于一般性辩论加全体委员会的一次非 

正式会议中进行， 各国代表a 强调追切需要采取改善目前国际局势的步骤，并谋 

求 裁 军 特 别 是 核 裁 军 —— 的措施和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的 

《行动纲领》

" 2 。委员会严重关切地注意到，本届会议是在国际关系恶化的紧要关头举行的， 

缓湘进程中出现的危机，再一次严重地威胁着世界的加平与稳定。 军备竞泰，特 

别是核军备竞赛，已经升级到新的水平* 各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继续受到 

威勝，而在外国如殖民统治下的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利尚未实现。 目前日益出现 

使用武力或威脉使用武力，实行军事干预、占领命干涉等透反《联合国宪章》和国 

际法的行为， 因此，侵略和繁张的焦点，特别是在中东、南部非洲，西南亚、东 

南亚、加勒比和中美洲，继续存在，而国家间的新冲突又使国际局势进一步恶化， 

在这方面，委员会强调需要采取改善国际关系的追切措施，以求有利于朝向全面彻 

底裁军这个最终目标， 若非所有国家在平等基础上适当参与影响世界和平与安全 

的各种重要决定，则不可能充分保证紧张局势的缓加，

"3  . 今天世界面对的最大危险，就是核子战争毁灭的威胁， 各种武器，特别 

是核武器的增加，不但不能有助于加强国际安全，相反地，反而会削廣国际安全，

" 4 . 裁军审议委员会深信，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是同达成进一步缓和 

国际紧张局势的努力背道而驰的;而核裁军领域的进展势将有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

，第 S -1 0 / 2 号决议，第三节。 „



安全并改善国际关系，从而更进一步地促进此种进展；同时， 切国家一« W 家

和无核武器国家一对于核裁军和常规裁军措施以及根据《最后文件》有关各段防止核

武器的散布，都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 因此有必要采取新的加协调的行动来停止

卸扭转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泰以便最后达成严格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

裁军。 一切国家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并通过各项可以导致缓和

国际紧张局势及和平解决各国间争端的措施，势将促进裁军。

" 5 , 委员会回顾最后文件中的有关规定，其中指出，一切核武器国家，特别是

拥有最庞大核武库的国家，在达成核裁军各项目标的任务方面负有特别的资任。这

些责任是尊重无核武器国家所关注的安全问题，避免采取任何导致核军备竞赛加剧

和增加国际紧张局势的行动，而最为重要的是采取具体的核裁军措施》 在进行关

于核裁军措施的谈判的同时，应坚决在促进全面彻底裁军的范围内谋求限制和逐步

裁减军队和常规武器。 拥有最大武库的国家在促进常规军备的裁减方面负有特殊

责任。

" 6 。显而易见，核裁军是避免由于使用或威脉使用核武器而使安全受到威勝的 

最有敦保证。 在达成核裁军之前，核武器国家应向无核武器国家作出不使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的切实保证。 为此目的，应拳虑到在这方面所提出的一切提议和 

建议，作出有效国际安排。 有关此问题的提案已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

" 7 . 委员会建议加強现有无核武器区、建立其他无核武器区和按照《最后文件》 

第 6 4 段建立和平区。

"8  . 委员会注意到两个拥有最多核武器的国家尚未批准最新的限制战略军备的 

协定。此外，委员会刘主要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的军事支出日益庞^  

示遗憾，并强调有必要将这类资源转用于促进全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造福发 

展中国家。 裁军方面缺乏进展、军备竟泰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急剧上升以及这 

些因素同日益严重的国际紧张局势的相互作用不利于《最后文件 >斯载《行^ 冗》和 

第一个裁军千年各项目标的实现。 在这方面， 委 员 会 着 重 指 出 ，适切需要早 

日实现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各项目标。



" 9 。在委员会审议期间，有盐成员指出，国际紫张局势的缓和是不能通过均势、 

势力范围、国家集团之间的竞争、军事联盟和积累武器、特别是核武器来达成的。 

男一方面，另一种看法是，在某一地区，有整国家的安全，也就是和平，的确是基 

于一种核武器因素同常规武器因素相结合的全面均势，因此，这方面的目标是先 

改善该地区的安全情况，然后再遂步裁减军备。

"10。 对 核威 慑学说 的 正 确 性 也 作 了 一 些 讨 论 g 有一种意见是，威慑学说 

是核军备发展在数量和à 量方面不断升级的根本原因，导致在国际关系上的更大的 

不安全和不稳定，从而危，到世界和平与安全。男一种意见认力，虽然这种在很大程 

度上基于核威慑力量的安全制度有一些限制性因素，但这样的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 , 

也足可满足某些国家的安全需要；在适用郑个制度的世界的部分地区， 长期以来都 

享有和平。

" 1 L 许多代表团强调需要早日缔结一项公约，同意在达成核裁军以前禁止便用 

或威脉使用核武器。 同时又有人表示，在协议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同时,也应同意 

放弃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

" 1 2 . 委员会又深切遗憾地注意到，虽然在某些地方已有些许进展，但是，特别 

是就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的优先项目而言，仍然缺乏显著的进 

展。它吁请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紧急地采取行动，以期在真正裁军方面 

达成更迅速的进展，并应特别注重大会各项决议，特别是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 

文件》中所规定的优先次序。委员会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按照其职权充分履行 

其职责，以期充分遵照《最后文件》有关各段所规定的优先次序，在其议程上的所 

有项目方面取得快速的进展0



" 1 3 。鉴于其审议经过，委员会强烈促请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继 

续并加强寻求能导致在裁军领城取得进展的共同办法。特别应该在军备最集中的一 

些地区，其中包括改洲，寻求这样的办法。因此，应该为此目的紫急地开始并加强 

适当的谈判进程一~■双边的、区域的或多边的。特别重要的是，应开始就对核武器 

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都有重大关系的一些问题展开多这谈判。 委 员 会 强 烈 地 强  

调将于 1 9 8 2 年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重要性，并表 

示决心使会议获得成功，以期能推动真正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进程0

美国代表团特有下列保留意见：

" 美国代表因对上述各段的建议持保留态度。 它注意到，这些建议出自会 

议快结束时才提出来的一份工作文件。此外，它认为委员会就议程项目4 进行 

的审议工作不够完备，因而不能就该项目所包括的重大复杂问题得出深思熟虑 

. 的结论。 "

2 0 .  6 月 5 日，裁军审议委员会第5 4 次会议以协商方式通过了关于议程 

项目 5(a)和( b ) 的下列案文，并同意将之提交大会：

"关于议程项目5 (a)和 (b) 的建议

" 1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于1 9 8 0年 1 2 月 1 2 日通过了第3 5 /1 4 2 A 号决议，

其中大会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在1 9 81年举行的会议中趣续审议题为‘裁减军事予 

算 ，的项目》 ,

" 2 . 裁军审议委员会1981年 5 月 2 8 日第5 2 次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工作小組，

以处理议程项目5 (a)和 （Id),议程项目内容如下：

M a )照顾到大会各有关决议，调和各国对于遂步商定裁病军事予算和 

将目前用于军事用途的资金转用于经济及社会发展，特别是造福发展中 

国家所应采取的具体步骤的意见。

— 12 —



‘ 0 3 )顾及大会第3 4 / /8 3：P和 3 5 /1 4 2 A 号决议的各项条款，审查和确 

定各项可按均衝方式达成冻结、削减或限制军事支出协议的有效方法和 

途径，包括获得一切有关方面满意的充分核查措施，并特别确定和制订 

各国在冻结、削减军事支出领城采取进一步行动所应遵循的原则，同时 

记住在适当阶段把这些原则列入适当文书中的可能性。，

" 3 . 工作小组面前t 秘书长编制的载列各国政府复文的报告（A /c ；n. 1 0 /2 3h
和 AD i) .1 -4  )、秘书处编制的载有各会员国关于裁减军事予算问题的提案、大会关 

于此一问题的决议和联合国系统就此所进行的研究的青景文件（A/CIi 10/24)^  
和 CORÊ  1 ) 以及罗马尼亚和瑞典代表因共同提出的关于各国在冻结和裁减军事 

支出领械内进- - 步行动所应遵循的各项原则的工作文件（A/c;n. 1 0 / 2 6  )。

"4 . 工作小组在1981年 5 月 2 8 日至 6 月 4 日之间举行了三次会议。 此外，

工作小组主席也就审议中的议程项目同提案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的代表团进行了协 

商。

" 5 . 主席根据工作小組的请求，并在若干代表团的协助下，主要依振各国 

政府的复文、上述工作文件和辩论中的论点，编制了一份背景文件，载列某些代表 

因对冻结和裁减军事支出所提出的一些原则和意见。

" 6 。在交换意见之后，发现在目前阶段不可能对所附的背景文件( 附件一■) 

的内容达成协议0 工作小组建议，裁军审议委员会应对这份背景文件和其他各项. 
提案给予进一-步的审议。

" 7 . 鉴于本报告所载列的议程项目5(a)和(切的审议经过,裁军审议委员会 

建议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在审议题为 " 裁减军事预算 " 的项目之后，应请裁军审 

议委员会在其下届实质性会议上继续审议本议程项目，包括审议关于此议题的背' 

景文件以及其他提案和意见，以期查明和拟订各国在冻结和裁减军事支出领坡进 

一步行动所应遵循的各项原则，并铭记着在适当阶段将这些原则体现在一项适当 

文件中的可能性0 "



2 1 .  6 月 5 日，裁军审议委员会第5 4 次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关于议程 

项目 6 的下列案文，并同意将之提交大会：

" 关于项目6 的建议

"1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于1 9 8 0 年 1 2 月 1 2 日通过了第35 /15 6A号决议， 

其中大会在原则上核可进行关于常规军备竟赛以及常规武器裁军和裁减军队的一切 

方面的研究，由秘书长在一个由他根掘均衡地城分配原则任命的合格专家小组协助 

下进行这项研究， 大会还同意裁军审议委员会应制订进行这项研究的一般途径。 

及其结构和范围，并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将其应可作为这项研究的指导方针的审议结 

果送交秘书长，

"2  . 1 9 8 1 年 5 月 2 8 日，裁军审议委员会第5 2 次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开放 

给全体成员国的非正式工作小组，以处理议程项目6 , 并就此向委员会提出建议。 

工作小组的具体职权范围如下：

‘ 裁军审议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工作小组，以拟订关于常规军备竞赛的- ‘ 

切方面以及常规武器裁军和载减军P人的研究的一般途径及其结构和范围。

‘ 工作小姐在执行这项任务时将适当考虑到军备竞赛的各个方面，特别是 

核军备竞赛和正在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在联合国体制内按照第十届特别会议所制 

定的优先次序拟订一项核裁军和常规裁军谈判的一■般途径的工作。 ，

" 3 . 工作小组面前有下列文件，备te审议：

"(a》 丹麦提出的题为 ‘ 联合国常规裁军研究的一般途径、结构和范围’的 

工作文件（A /C风 1 0 / 2 5 ) ;



" (切 印 度 提 出 的 题 为 ‘决定有关常规武器裁军研究提案的范围和结构的要 

素 ' 的工作文件（A /C风 1 0 / 2 7 ) ;

" ( 0 ) 中国提出的题为 ' 中国代表团关于常规裁军的意见，的工作文件（A /  

CU. 1 0 /2 8  ) ;

" ( d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题为 ‘ 关于常规裁军研完的一般途径、结构 

和范围的基本要素，的会议室文件（A/CE. 1 0 /3 1  )。

" 4 。工作小组在主席戴维森。赫伯恩先生（巴哈马）的主持下，于 5 月 2 8 曰 

至 6 月 5 日之间举行了 5 次会议0 工作小组还在这小期间通过主席进行了非正式协 

商。

" 5 。在工作小组的审议过程中2 大家要求主席编制一份工作文件，以综合各^  

表示过的意见，从而就这项问题制定一*份大家同意的案文。在 6 月 4 日第4 次会议 

上，主席向工作小組提出一■份题为 " 研究常规裁军的任务规定的拟议指导方针"的 

工作文件（A/Gir. 1 0 / 8 / CRP.  2 ) , 供工作组审议。在 6 月 5 日第5 次会 

议上，主席提出一份订正文件（a /cm 1 0 / 8 1 / ^ G. H/CRP. 2/REy. i )。 两份文 

件的案文附于后（附件二和三）。

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和协商后，发现各方对委员会面前的本项目各个问题 

的看法有很大的分坡；很明显，委员会在目前的阶段不可能廣行大会第3 5 /1 5 6 A  

号决议所赋予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代表团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审议该研究 

的性质，特别是根推进行过的有益的讨论来加以审议0 其他一些代表团表示愿意将 

主席的文件作为该研究的任务规定。 因此，委员会决定建议各成员国参照提交给工 

作小组的所有文件，进一步审议这项问题，以期调和意见分技。 "



2 2 .  6 月 5 日，裁军审议委员会第5 3 次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关于议程 

项目 7 的下列案文，并同意将之提交大会：

关于议程项目7 的建议

" 裁军审议委员会在许多次正武和非正武会议中审议了项目7-并议定请秘书处根据 

下列大纲编写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报告：
i

" 一、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设立裁军审议委员会的经 

过。

" 二、委员会的工作安排 : 选举主席闭；各届会议的会期；记录和议事规则。

" 三、委员会各届实质性会议的工作 : 各届实质性会议的议程。

" 报告涉及结论和建议部分将由委员会下届实质性会谈编制。"

23, 6 月 5 日，裁军审议委员会第5 4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议程项目9 的下列案 

文，并同意将之提交大会：

"关于项目 9 的建议

"委员会就议程项目9 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不结盟国家分发了一份工 

作文件（A/GN. 1 0 /3 0  ), 一个所有集团均有代表的非正式工作小组根据这份 

文件编制了一份工作文件 (A/Gif. 10/CRP。1 8 ) , 但是委员会没有达成协议。 

两份文件均附于本报告之后( 附件四和五）。 "

24 . 一些代表团就有关项目4 (a)和(Td)̂ 6 和 9的建议提出了看法和保留意见o 
它们载于委员会第5 3 次和5 4 次会议的遂字记录（A/ch。10/PV。5 3和 5 4 ) 以 

及载有各国代表团提出的声明的报告（A/CH. 10/32)。
2 5 . 由于裁军审议委员会未能审议议程项目8 9 委员会建议将该项目列入委员 

会下届实质性会议的议程0



附 件 一

关于各国在冻结和裁减军事支出领城进一步 

行动所应遵循的树议原则和意见的背景文件

1 . 应当为了缔结冻结和裁减军事预算的国际协议，包括各方都能接受的适当 

核查措施，而采取协同一致的努力。缔结这些协议的结果应是各缔约国真正地裁减 

军;I:和军队，其目的是在尽可能低的军P人和军务水平上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2 . 在冻结和裁减军事支出方面的一切努力，都应考虑到《联合国宪章》的各 

项原则和k 定、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内的有关各段和 

适用于裁军的其他基本原则；

3 . 在维结冻结和裁减军事支出协议之前，所有国家都应在这項支出上自行克

制；，

4 ( a ) 冻结和裁减军事支出应以均衡方式在遂步降低的军事水平上进行，以确 

保所有国家的安全不受减损、 自卫和主权的权利；

( b ) 对于缺乏足够防御力量和被侵略的国家来说，问题不在于裁病军事预算， 

而在于加强防卫能力。

5 ( a ) 鉴于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大国的特殊责任棄1它们在确定军备竞 .1̂ 速度 

方百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冻结如裁减军事支出应从它们开始；

(t) 应当首先由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理事国如其他拥有巨大经济加军事力 

的国家裁减军事预算；

( 0 ) 解决裁减军事预算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制止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如争霸， 

从而消除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和有效确保所有圓家的安全。 军事预算最高的那些 

核武器国家对裁减军事预算负有特别责任。 它们应带头裁减军事预其，并承诺伐 

减超出其防御得要的巨额军事支出。 然后，其他核武器国家和军事大国即可加入 ,



在适当期限内按照合理的比例进一步裁减其各自的军，支出；

( d ) 全球军事支出的裁减应按照主要责任的原则予以进行。 大 IS应首先开 

始裁减军事支出特别是核武器领域的支出；

6 ( a ) 应把裁减军事支出卞省下来的人力如幾?力资源用于经济加社会的发展， 

特别是用于为发展中国家谋福利；

( b ) 由于执行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削减其储存而节省下来的资源，座 根 据 项  

协定转用于和平目的，而不得用于核国家军事预算其他项目下的支出。 j

7 .军事预算的公开是朝向商定的均衡裁减军事预算迈进的重要的第一步。

8 . 由于各国军事支出估计数依不同的数据来源而各异，因此有必要使用一种可 

以通过标准格式汇报确实军事预 ’算的表格。

9 .  ( a ) 制订各种可以比较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之问军事支出的商定办法，势 

将有利于就裁减军事支出达成协议0

( b ) 可比较性是就均衡裁减军事预算，包括亦结军事预算进行有意义谈判的必 

要条作。

10. 作为任何有关冻结和裁减军事支出协定中所规定喂度内予以实际裁减的对 

象的军备和军事活动的确定，应由协定的每一缔约国自行为之

11. ( a ) 关于冻结和裁减军事支出的各项协定应有严格和有效的核查办法。 因 

此，冻结和裁减军事支出协定应包括各方都满意的核查措施，以确保各翁约国都严 

格执行和履行这些规定。
; .

( b ) 关于冻结和裁减军事支出的协定应当是可以核查的，因此，具备可靠的汇 

报表格构成了必要的先决条件，虽然汇报表本身还不是充分条件。



1 2，各项单方面的措旅，例如议会和政府的各项有关冻结和裁减军事支出的决 

定，特别是当其他国家也在相互模仿的基础上采取类似的措施时，可以为商订和缔 

结冻结和裁减军事支出的国际协定创造有利条件。

13 . 建立信任措施有助于确保实现冻结和裁减军事支出的政治气氛。

1 4 . 联合国组织应在引导和促进冻结和裁减军事支出谈判方面起核心作用，一 

切会员国都应为解决这一过程中的® 难问题而合作。 ,

1 5 . 裁减各国军事支出也可在区城或其他的基础上达成。

1 6 . 适当的时候，特别在存在着紧张政治局势的地方，应展开各国之间区械或 

分区城一级的对话，以期通过消除对每一国家的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军事 

威胁而加强每一国家的安全。

1 7 . 应在可以进行世界和区械一级的各国对话的地方，并在一切有关国家的同 

意下，展开这种对话，以期通过消除对每一国家的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盤的军 

事威脉而加强每一国家的安全。

1 8 . 裁减军事预算应与其他军备管制协定相辅相成，并不应认为是这盛协定的 

替代物。

19 . 应在初期规定一个以百分率或以绝对数值计算并能为每一方面接受的具体 

裁减数额。

2 0 . 某些国家裁减军事预算的同时，同一集团内盟国的军事支出不得增加。

2 1 . 应把这一声明视为尽快就冻结和裁减军事支出问题开始谈判的一项坚决政 

治承诺。



附 件 二

载有常规裁军研究的任务的拟议指导方针的 

主庸的工作文件

1.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了 1980年12月l2日第35/156A号决议,其中原 

则上核可进行一项关于常规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以及常规武器裁军和裁病军 

由秘书长在一个由他根据均衡地城分配原则任命的合格专家小组协助下进行这项研 

究，大会也同意由裁军审议委员会制订这项研究的一般途径、结构和范围，并请裁 

军审议委员会将其应可作为这项研究的指导方针的审议结果送交秘书长。

2 . 裁军审议委员会在1 9 8 1年 5 月 2 8 日第5 2 次会议上决定设立一个工作 

小组，其任务如下：

" …，制订关于常规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以及常规武器裁军和裁减军队的研究的 

— 般途径、 结构和范围。

'‘工作小组在执行这项任务时将适当考虑到军备竞奏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核军 

备竞赛和正在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在联合国体制内按照第十届特别会Ï义所制定的优先 

次序拟订一项核裁军和常规裁军谈判的一般途径的工作。 "
3 . 裁军审议委员会同意在执行这项任务时，以下的主题应该作为这项研究的 

指导方针。

4 . 研究的一般途径应该充分考虎到下列原则：

(a)贫一届专门讨论裁军旧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a 的各项规定是非

第 3-10/2号央it



常重要的，尤其是第5 4 和 5 5 段以及第8 1 至 8 8 段的规定。

( b ) 在推动全面彻底裁军的范围内，实现核裁军是最高优先；很明显，实现裁 

军措施不能够只是指在常规裁军方面取得进展。但是如果能够同时在常规裁军及核 

裁军方面取得进展，对世界和平及中♦ 国家的安全一定会有所祥益。

( 0 拥有最大的军事武库的国家应该承担裁军的主要责任。但是，其他国家在 

促进常规裁军方面也很重要，它们在这方面的贡献可以对缓和世界紧张局势起非常 

宝责的作用。 >

( d ) 限制和裁减常规武器问题的审议工作应当立足于确保各国安全这一原则。 

因此，必须以公平均衡的方式来采取裁军措施，以确保各国的安全权利，而在任何 

阶段，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都绝不应谋取优势。

(e) 均衡裁减军队和常规军备的谈判工作应当立足于有关各国的安全不受减损 

这一原则，以期促进或增进较低军事水平上的稳定。

( f ) 这项研究应详尽探讨全球方面和区城方面，并认识到这两方面往往相辅相 

成；对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有了认识后，将大有助于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限制 

军备和军务管制措施。

( g ) 专家小组应当在报告中遵守协商一致原则，并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以便反 

映不同的观点《

5 。这项研究的范圃和结构应包括下列各点：

( a ) 常规武器方面军备竞赛的根源 ;

(^ ))查明常规武器增加的实情，包括所涉费用、常规武库的规模、现有武器系 

统的能力和影响以及《期的发展；

( 0 军事联盟的性质，外国部署、基地和人员或物质的预先安置的规模；

( d ) 国际常规军备转让问题；



( e ) 使用常规军备来干涉别国内政；

( f r 说明常规军备竞赛对国际局势所起的有关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以及所带 

来的后果。

6 . 除 了 其 他 来 源 以 外 ，建议专家小组充分利用秘书长已经完成或进行中 

的各项研究，并利用提交裁军审议委员会的三份工作文件（A /C ïT .10/25. 2 7 和 

2 8 ) .



附 件 三

载有常规裁军研究的任务的拟议指导方针的 

主席的工作文件（订正本 ） '

1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了 1 9 8 0年 1 2 月 1 2 日的第3 5 / 1 56A号决议 , 

其中原则上核可进行一项关于常规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以及常规武器裁军和裁减军 

队的研究，由秘书长在一个由他根据均街地城分配原则任命的合格专家小组协助下 

进行这项研究，大会也同意由裁军审议委员会制订这项研究的一般途径、结构和范 

围，并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将其应可作为这项研究的指导方针的审议结果送交秘书长，

2 . 裁军审议委员会在1 9 8 1年 5 月 2 8 日第5 2 次会议上决定设立一个工作 

小组，其任务如下： ‘

" •…制订关于常规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以及常规武器裁军和裁减军队的研究的 

一般途径、结构和范画。

" 工作小组在执行这项任务时将适当考虑到军备竞赛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核军 

备竞赛和正在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在联合国体制内按照第十届特别会议所制定的优先 

次序拟订一项核裁军和常规裁军谈判的一般途径的工作。 "

3 . 裁军审议委员会同意在执行这项任务时，以下的主题应该作为这项研究的 

指导方针。

4 . 研究的一般途径应该充分考虑到下列规定和原则：

( a ) 与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a 所载各项原则 

和优先次序有关的规定是非常重要的，应当严格予以遵行。

a 第 S - 1 0 / 2 号决议>



( b ) 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措施是最高优先。为此目的，必须消除核武器 

的威胁， 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直到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彻底消除为止以及防止核 

武器的扩散。但是如果能够在推动全面彻底裁军的范圃内在常规裁军方面取得进展， 

则对世界和平及所有国家的安全一定会有所禅益。

( C ) 拥有最大的军事武库的国家应该承担裁军的主要责任。但是其他国家在促 

进常规裁军和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方面也可以作出非常宝责的贡献。

(d) 限制和裁减常规武器问题的审议工作应当考虑到所有国家保护其安全的需 

要。必须以公平均衡的方式来采取裁军措施，以确保各国的安全权利，因此在任何 

阶段，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都绝不应谋取优势。

(e) 均衡裁减军队和常规军备的谈判工作应当立足于有关各国的安全不受减损 

这一原则，并应以促进或增进较低军事水平上的稳、定为目标。

( f ) 裁减军队和军备协定应当在协定中载明适当的核查条敦。

(g)这项研究应探讨常规军备竞赛的全球方面和区械方面，并铭记着这两方面 

之间相辅相成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大有助于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限制军备和军备管制 

措施。

( h ) 这项研究应寻求适当的方法和途径，不仅使现在进行的谈判一直继埃下去 , 

而且还展开新的谈判，以求在常规裁军领域取得具体成莱

( i ) 专家小组应当在报告中遵守协商一致原则，并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以便反 

改不同的观点。

5 . 这项研究的范圃和结拘应包括下列各点：

( a ) 查明常规武器方面军备竞赛的主要根源；

( b ) 根据现有数据来查明常规武器增加的一切方面，特别是所涉费用、常规武 

库的规模、战术核武器、现有武器系统的能力和影响以及頭期的技术研究发展；



( e ) 军事联盟的性质，政治学说以及具有军事影响的安排；

( d ) 国际常规军备转让问题；

( e ) 使用.常规军备来侵犯任何一国的主权、领土完盤和政治独立以及干涉别国 

内政；

(f) 技术进步以及研究和发展对各国常规武器能力以及核领城和常规领械军备 

竞赛的影响。

( g ) 说明常规军备竞赛对国际局势所起的有关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以及所带 

来的后果。

(H )建立信任措施对进 -•步促进常规裁军的贡献。

6 . 除了其他来源以外，建议专家小组充分利用秘书长已经完成或进行中的各 

项研究，并利用提交裁军审议é 员会的三份工作文件和两份会议室文件（A/CN. 
1 0 /2 5、2 7 和 28; A/C1J. ioy8iyf!^G.ir/CRP. 1 和 2 )。

7 . 专家小组各成员的研究结果应包括一项关于常规军备竞赛对裁军前景所起 

影响的评价。他们还应查明哪些领械在制止常规军备竞赛和达成常规裁军的措施方 

面需要最为迫切而且最为可行。



附 件 四

古巴代表不结盟国家提出的关于 

1 9 7 9 年 3 月 8 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 

给秘书长的信（议程项目g ) 的工作文件

1 . 由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鹿给秘书长的信，把 1979 年 2 月在伦敦 

举行的关于与南非进行核勾结的联合国讨论会的报告转送给裁军审议委员会，因而 

把这个项目列入了裁军审议委员会19 7 9 年第一届实质性会议的议程。 委员会于 

1 9 7 9年 和 1 9 8 0年的实质性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项目。

2 . 在审议该项目时，委员会极为关切地注意到南非的核能力对非洲各国的安 

全所造成的危险。 它认为这不仅威胁到非洲大陆，而且国际和平与安全也受到严 

重威胁。

3. 1977年 7 月和 1Q79年 9 月 2 2 日的两次核事件所展示的明确征据和其 

他新的资料显 示 出 南 非 已 具 备 的 为 透 反 人 性 、速反国际良知的万恶的种族陽离 

政策服务的核能力，是靠着某几个国家在经济利益的祭坛上，完全无视国际社会与 

南非积极进行合作及~ 结而得到的。

4 . 裁军审议委员会为履行其任务，认为自己有责任唤起大会注意南非核集结 

的恶果。南非这种作法与制止核军备竞赛的目标和不扩散的目标背道而驰,也速反 

非洲国家实现非洲非核化的集体愿望。

5 . 裁军审议委员会认为，容许南非继续在非洲大陆制造不稳定，是极为无益 

于、并且透反关于各国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公认原则。

6 . 裁军审议委员会建议大会再次要求所有各国遵照《宪章》给予它们的关于



拥护和平与裁军的义务，立即停止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核领城的进一步合作。

7 . 裁军审议委员会又请大会要求南非尊重国赌上对非洲的和平与稳定的关心 , 

立即停止其核说谁，不要挫败非珊无核化的目标。

8 . 鉴于南非继续推行反对非洲各国人民的种族隔离政策，而且还得到其核活 

动的助长，并鉴于南非继续拒绝理会大会和国际社会的要求，委员会认为这个问题 

仍应列在其议程上，以便趣续加以审查和讨论。



附 件 五

关于议程项目9 的建议

1 . 由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摩给秘书长的信（A /C N .1 0 /4 )把1979  

年 2 月在伦敦举行的关于与南非进行核却结的联合国讨论会的报告（S /1 31 5 7  ) 
转送给裁军审议委员会，因而把这个项目列入了裁军审议委员会1 9 7 9年第一届实 

质性会议的议程。委员会于1 9 7 9和 1 9 8 0的实务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项目。

2 . 在审议该项目时，委员会极为关切地注意到南非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对非洲 

各国的安全所造成的危险。它认为这不仅威胁到非洲大陆，而且国际和平与安全也 

受到严重威胁。

3 . 1 9 7 7年 7 月和 1 9 7 9年 9 月 2 2 日的两次核事件所展示的明确证据和包 

括秘书长的报告（A / 3 5 / 4 0 2 和 Corr. 1 ) 在内的其他新的资料使国际社会对南 

非的核能力感到特别关注，这一核能力是为透反人性的种族隔离政策服务的，是靠 

着同某几个国家、公司和机构进行勾结而得到的。

4 . 裁军审议委员会为履行其任务，认为自己有责任唤起大会注意南非拥有制 

造核武器能力的恶果》 南非这种作法与制止核军备竞赛的目杯和不扩散的目标背道 

而驰，也速反非洲各国实现非洲非核化的集体愿望。

5 . 裁军审议委员会认为，种族主义政权大量积聚军备和取得军备技术以及它 

们有可能取得核武器，对于急需进行裁军的世界社会构成了富有挑战性和曰益危险 

的障碍。因此，为了裁军的目的，必须肤止这类政权进一步取得任何军备或军备技 

术；在这一方面，所有国家特别应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各项决定。

6 . 裁军审议委员会建议大会再次要求所有各国遵照《宪章》给予它们的关于 

拥护和平与裁军的义务，立即停止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核领城的# 结，以免加强



其制造核武器的能力。

7 . 裁军审议委员会又请大会要求南非尊重国际上对非洲的和平与稳定的关心 , 

立即停止发展其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不要挫败非洲无核化 .的目标，委员会建议大会 

要求南非作出不IT散的明确承诺，并将其所有核装置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视察下。

8 . 鉴于南非继续推行反对非洲各国人民的种族隔离政策，而且还得到其核活 

动的助长，并鉴于南非继续拒绝理会大会和国际社会的要求，委员会认为这小问题 

仍应列在其议程上，以便继续加以审查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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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ïueM KHHHCHOM Mara3HH6 HjiH nHuiHTe no aApecy : OpraHHsauHH 06T>eAHHeHHi>ix 
HauHft, CeKqHA no npo^a^Ke Hbio-HopK hjih HCenesa.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àn en venta en librerias y  casas distri- 
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f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é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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