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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的复文 

保加利亚

〔原件：俄文〕 

〔 1 9 8 1年 8 月 3 0 日〕

1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格遵循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报据波兰人民共和 

国倡议而通过的第33/73号决议《力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一 

贯秦行旨在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基袖、缓和Ü 际关系，张局势、维ÿ*与加深缓和、 

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的方针。

2 , 《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正是服务于这一宗旨， 因而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一开始就支持这一宣言。

3 , 尤其是在国际局势严重复杂化的情况下，E 当某些反动的政治集团企图破 

坏和葬送缓和，复活对抗和 " 冷战 " 精神时，这一宣言的意义更为重大。

4 , 最近，美国及其某些盟国变本加厉地企a 破坏军事战略平衡并企图使力量 

对比变得有利于它们自己。 为此目的，它们正在增加军事开支、加剧军备竞赛、 

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在世界各地支持并设置紧张局势温床、诚遣军队到所谓"其切 

身利益地区 " 去，建立新军事基地以及组织" 快速反应部队 "。

5 „ 保加利ÜE人民共和国政府相信，当前的世界局势要求进行彻底改革，从嚴 

张和对抗过渡到改善国际气氛、进行各种级别的接触、 泛对话和建设性谈判, 以 

便就加强和平与安全的各项争议及关鍵问题达成相互都能接受的协议。

6 . 苏联、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及其他参加华沙条约的社会主义国家迄今所提 

出的一系列建设性建议，以及苏共第2 6 次代表大会、保共第 1 2 次代表大会及其

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共产党代表大会最近提出的倡议正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 这 

些建议指明了解决主要国际问题的E确途径。



7 .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忠于其外交路线,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秦行高度摩 

则性的政策。 这一政策的基本宗旨是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建立各国间和各国人 

民间的信任、以及互利的合作。

8 . 这种对和平与谅解事业的忠诚已在1 9 7 1年宪法中得到肯定，在上述宪 

法中保加利亚公民重申愿意" 促进国际和平及地球上各国人民之间的谅解"。 宪 

法第 6 3 条规定禁止糖动战争和战争宣传、确定这类活动为反对和平及人类的重大 

罪行。

9 .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完全依照《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 

要求，组织并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会晤，这些会晤对实现宣言规定的原则起了 

积极作用。

10. 1 9 8 0年明 23至27日在索非亚举行的各国人民争取和平议会已得到国际

承认。 各政党及近1 0  0个国际组织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以及来自1 3 4 个 

国家的科学界、艺术界、文化界知名人士在会上确认，最重要的任务是消除战争危 

险、停止军备竞赛、维护和加强缓和。 在各国人民争取和平议会的《呼吁书》和 

《章程》这两项基本最后文件中，强调有必要继续进行进一步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 

开始就中程核武器问题，包括就美国前沿基地武器系统问题，进行谈判；解散一切 

军事联盟；拆除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恢复各国人民之间的信任。 与此同时， 

该文件指出，迫切需要采取措施，以便实施大会第1 0 次特别会议的裁军建议和尽 

快地召开世界裁军大会。

1 1. 1 9 7 9 年在保加利亚举行了一次具有代表性的人道主义和爱好和平会

名为 " 和平旗巾只" 国际大会，该大会发动了世界儿童争取和平远动*

1 2 . 根据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倡议、经常举办作家、部长、文化界人士的索 

非亚会晤和其他会晤， 这已成了一种传统，这些会晤必将对继续缓和及加深个人和 

人民间谅解与合作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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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还应当指出， 1 9 8 0 年 和 1 9 8 1 年在保加利亚举行了而次有关缓和问 

题的国际会议，参命会议的农业民主梵， 中间党振，右滅激进党， 自由党，基督教 

民主党和来自8 0 个改洲，亚洲，非洲加美洲各国的其他有关觉旅命组织的代表再 

次重申，他们表示深信，除了缓愈政策以外没有别的明智的替代办法，导弊核浩劫 

的危险不仅应当减少，而且应当永远消除，国际合作应当扩大舶加深，以利于地球 

上各国人民的当前利益衡未来。

1 4 . 保加利亚人民共命国首先关心的是，发展同巴尔干国家的关系，加强同本 

国地理环境直接有关地区的加平与安全。 我们的一贯目标是，把巴干半岛变力 

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区城。 这不仅符会保加利亚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其他巴尔干国 

家人民和改洲及全世界命平，缓愈Î与安全事业的利益。

l a 保加利亚共产梵总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会议主席T . 日夫科夫在 

不久前举行的保共第1 2 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新的建设性建议是我国一贯奉行的和 

平方针，主动精神愈顽强意志的表现。 这些建议完全符合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精 

神和原则，根据这些建议，保加利亚人民共禾n国壶示愿意同其邻国签订双边协定， 

规定睦邻关系准则；放弃领土要求；不允许将缔约国领土用于敌视目的或采取反对 

对方的行动；愿意进一步发展和加强双这的经济，旅游，文化，科学，教育及体育 

合作 Î 发展有利于许多国宏勃人民的运输与通讯合作；并继续同其他巴尔干国家在 

已达成协议的范围内进行双边的互利合作。

l a  1 9 8 1 年 8 月 7 B ,  T . 日夫科夫如I ■ •勃列H淫夫这两位最高的党如 

国家领导人在克里米亚会见时提出了一项保苏联合建议，支持把巴尔干半岛变为无 

核区的设想，这一建议也是从上述建设性目标出发的。

17.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十分重视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基袖上同 

改洲，非洲、亚洲及其他大陆国家发展积极合作关系。

1 a 鉴于传播媒介对教育青年一代â î为各国社会共享愈平生活做好淮备的重要



作用愈意义，保加利亚人民共斤国政府千分重视传播媒介的活动。 报刊，广播， 

电视广泛报道保加利亚国内外所发生的与廣 平̂，安全，裁军有关的一切事件》 广

泛地向群众解释军备竞赛的危险性，有，影响及其产生原因；指明消除战争威胁以 

及加强禾tî平，安全如各国人民间信任的途径。 与此同时，广泛地散发招贴画，小 

册子，书籍^0关于这些问题的其他材料。 保加利亚专门为儿童出版 0̂ £念国际大 

会的 " 来I平旗巾只报" 就是一小例子。

1 9 . 保加利亚人民共命国的教育制度完全符合教育青年翁为青年享受和平生活 

做好准备的要求， 保加利亚大中小学教学大纲也完全符合《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 

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的要求加精神。

20. 1 9 8 1 年 5 月 2 1 H 在 《为争取缓愈，争取加平与社会进步而对话》的 

国际会议开幕式上，保共总书记，国，务 会 议 主 席 H夫科夫庄严宣布， "保加利 

亚人民共和国将一如既往，尽其一切努力争取继续和加深缓加，争取同资本主义国 

家愈平共处，争取在东西方军事平街如同等安全条件下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争取就国 

厥关系中一•切争议问题进行公开坦率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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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原件：俄文〕

〔 1 9  8 1年 9 月 1 7 日〕

1 . 争取减少核浩劫威胁， 争取加强和平， 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是苏 

联外交活动的基本方向。

2 . 苏联宪法宣布，苏维埃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促进巩固和平与发展国际合 

作，宪法规定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并规定，苏联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应建立 

在下列基础之上：尊重主权平等、相互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边界不可侵犯、国 

家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各国人民平等并 

有权决定其命运、国家间进行合作、切实履行国际法公认原则及准则以及苏联缔结 

的各项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义务。

3 . 苏联法律规定禁止进行战争宣传：违反该项法律者应受刑事处分。 苏联 

法律还规定禁止种族技视、宣传敌视和暴力。 此外，宪法还规定，苏联公民应促 

进同其他国家人民发展友谊和合作，维护并加强世界和平。

4 . 按照这一根本法和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大会根据波兰人民共和国倡议在第 

3 3 / 7 3号决议中通过的《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各项规定正 

在全面实施。

5 . 目前，正当国际事务中维护和平问题变得日益央说时，普遍地全面地实现 

《宣言》所规定的崇高目标和任务具有特殊的迫切性。

毫无疑问，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是要同各邻国和平相处并且共同保护人类共同 

栖身之处一一地球。

6 . 但是在通向信任与和解的道路上还有重重障碍。 最近在北大西洋公约集 

团国家内反对缓和的是今天各国人民切身利益所提出的要求。 人们在罪恶面前不 

应当觉得自己无能力力。 相反，必须以更强的意志和更大的顽强精神去争取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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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间的谅解，发展它们之间的全面合作。 因此，就争议问题进行谈判、各种反 

战潮流（不论它们的观念和信念如何不同）的相互配合以及吸收它们共同努力为全 

世界人民谋福利是十分重要的。

9 . 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I - 勃列日涯夫指出：

" 理智、 良心、对未来的信心—— 这就是和平拥者的武器，而军备竞赛 

和对抗的拥护者就没人积极活动起来，并且这些人是有影响的，拥有大量资源。 

这是一些集团，它们从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军备竞春中谋求物质上或政治上的 

利益。 这是它们近年来在西方强行采取了某些决定和步骤，其目的在于胆挡 

或冻结缓和过程，把军备竞赛推向新的更危险的高潮，把世界推向毁灭世界人 

民的核灾难。 "

7 . 为了替这种仇视人类的方针" 辩护 " ，它们用所谓 " 苏联的威胁"这种陈 

腔烂调作为藉口，而实际上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这种威胁。

8 , 沮止世界滑向危险的徒坡，维护缓和，逼制军备竞赛—— 这就有这种武器。 

我相信， 和平思想对政府和议会团的影响必将增长， 各国人民通过努力最终必将使 

战 争 乌 云 消 散 。

1 0 . 苏维埃国家一贯重视用和平与国主义精神教育青年。 我国社会总的客 

观环境和社会道德及意识形态的气氛决定了青年一代教育和德育方面的基本方向。

以公平为基础的苏联社会本质 ( 在这个社会中人民利益是同和平生活相联系的）必 

然会反映到苏联的学校教育阵地，影响我国青年的世界观和内心世界。

11 . 苏联人从幼年开始就在爱好和平与各国人民友谊的气氛中生活和受教育， 

和平思想贯穿苏联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文学、玄术和苏联人民的多民族文化。

12. 在苏联用和平与国际谅解的精神教育青年已列入学校课程和大中小学及全 

国成年人进修教育教学大纲， 已成力包括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认识的全过程：学习、 

劳动活动及青年參加社会活动。



A/，6 '586/Add,l
Chinese
Page 8

1 3 . 普通.中学， 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教授自然科学加社会科学各课程时讨 

论争取麻I平， 防止战争，包括核战争问题及裁军问题  苏联教科书中不容许灌输 

战争 " 不可避免 " ，军备竞赛 " 命中注定 " ，宣传侵略性等思想。 苏联教科书中 

貫穿着乐观主义精神及对理智如现实主义必胜的信念。

1 4 家庭愈新闻媒介在对青年进行命平教育中起着积极作用。

1 5 . 苏联人民承受了历史上最残酷和破坏性最大的世界大战主要损关，这次世 

界大战对世界各国人民造成了无数灾难愈Î痛苦。 我国人民深深地怀念战♦中栖牲 

的两千万同胞和一切为了世界和平而献身于反侵略斗争的人，我 fil人民的这一严竣 

教训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1 6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失去了自己的家人或亲属，这 

一事实过去和现在一■直深刻影响着苏联家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态度以及他们对和 

平价值的珍视。

1 7 . 苏联人民的新生后代同历史经常保持着活生生的联系，他们受到我国人民 

的最好的历史传统教育，而我国人民正在为建设共产主义而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 l a 苏联新闻媒介遵循苏联愈平外交政策的方针，宣传和平与友谊思想，客观 

报道反对军备竞赛如裁军方面的各种行动如协议，并为促进裁军事业创造良好的气 

氛，苏联新闻界不宣传暴力命侵略性, 也没有蔑视其他国家人民或种族的表现。

1 9 . 苏联不仅努力教盲人民要有乐观主义和保卫和平的意志，而且还积极动员 

他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并贡献出一切力量。 苏誤共产梵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 

通过的八十年代和平纲领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铜领中提出的措施包括了范围 

广泛的问题， 这些问题既涉及异弹核武器愈常规武器，而且也涉及陆军，海军如 

空军。 这些问题还涉及改洲，近东， 中东加远东的局势。 其中所提到的措施既 

带有政治性，也带有军事性》 所有这些建议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加一个愿望 

—— 尽一切努力使各国人民免受核战争威胁，保卫世界和平。



A^3 6 /58é^Add.
Chinese
Page 9

20 . 苏共二十六大再次强调指出，苏联人民不仅有争取如平斗争的愿望如意志， 

而且有指导这一斗争的明确纲领。

21. 1 9 8 1 年 6 月 2 3 曰苏联最高苏维埃" 致各国议会斤世界人民"的呼吁

书，对于一切珍视力3平与人类命运的人们是一个具有强大动员力量的文件，该文件 

宣布，保卫和平这一事业过去，现在卸 #来都是苏维埃国宏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标。 

苏联最高立法机关声明，勃平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而且我们时代愈平又是人类生存 

的首要条件。 苏联最高苏维埃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教训时，呼吁大家尽一切可 

能防止重演不久前的历史恋剧。

2 a 正如在最高一级上不止一次声明的那样，苏联愿意就有关愈平与安全的一 

切迫切问题进行谈判，愿意认真对待其他国宏提出的任何建设性设想 .我们国家 

将一如既柱，为巩固愈平及实观《为各国社会共享愈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的崇 

高目标而贡献出一切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