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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届会议

请求在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上 

列入一个增列项目

新的国际人道主义秩序

1 9 8 i 年 1 0 月 2 8 日

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请阁下注意约旦哈桑王储殿下1 9 8 1 年 9 月 2 8 曰在大 

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演讲中提出的关于推动一个新的国际人道主义秩序的建议 ( A/ 

36/PV 15 , 类文本第5 7 页 ）。

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道主义作法，不但在内容上，并且在各式各样的体制安排 

上 ，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近年，全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 

重大的天灾人祸。 人类对这些挑战的反应是懷慨的，但是基本上仍是临时性的、 

零散性的应付， 国际上成立的主管机购的成长，不足以銀上世界问題的发展。

推动建立新的国际人道主义秩序的建议虽然还在初期阶段，但是却是基于追切 

感觉到应有一个综合处理办法的需要，以及需要把这万面的基本原则和教助行动之 

间的差距填朴起来而提出的。

现在谨附上一个解释性备忘录，其中载有关于新国际人道主义秩序建议的背景 

说明，其中解释了这一新建议的要点。 当然，在背景说明中并没有把新秩序所内 

涵的全部要点慨括无遗，而只是提出导致产生这一建议的一■些慨念，还需要再加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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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与修饰。 这一工作可以由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领导人物或国际人道主义法专家 

所组成的特设工作组去完成。

约旦政府充分了解，拟订我国建议的新国际人道主义秩序的工作需要由会员国 

经过紧张、繁密的努力去完成，因此，谨请阁下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十五条，将 

" 新的国际人道主义秩序 " 列为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的增列项目，弁把本信和 

附件视为该增列该项目的请求。

常驻代表 

大 使

哈泽姆 • 努泰贝 ( 签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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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解释性备忘录 .

"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边缘上工作，好象是在未知世界的这缘 

工作。现在的大部分工作有一天势必成为没什么大用。但是不能 

以此为借口而无所努力。我们虽自承能力有限，却应该尽我们之 

所知，她力而为，相信一切创新的努力最后会产生结果，’而我们 

有幸參加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哈马舍尔德： 《随思录》

1 。在现代史里，各国集体的或个别的努力主要地都是用在北方的技术上，用 

在南方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用在思想冲突和现实政治的纷乱斗争上0 这种过份专注 

物质生活方面的后果之一，就是在人道主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而这方面 

现在仍是比较被忽视的。过去几十年里， " 生活的质量 " 不断在下降。人权多多少 

少只属于不重要的问题。 贫穷、饥饿、文盲，流离失落等问题没有受到应受的注意。 

个人本来是一切进步的最后得益者，但是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他们并没有看到多少 

进步。 •不论是从东西关系或从南北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总的景象是黯淡的： 

我们没有为下一个世纪^ 甚至没有为九十年代做好充分的准备。

2 。近几年，在联合国体系里曾努力推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在新闻 

方面也有类似的努力。 与此平行地，我国建议同时推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人道主 

义秩序 " ，作为必不可少的相辅相成工作。工作开始的时候，不访由个人和政府推 

动，提高国际上对这一秩序的紫急性的认识0 最后则可能需要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建 

立精密的新慨念，以加强国际上对日渐频繁友生的天灾人祸的救济与处理能力。

3 。令人感到嘲弄的是，人们曾认真地努力发展与制订在武装冲突中的国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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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 a , 但是至今还没有发展和平的国际人道法。前者是索福林诺之役后国际上长

期努力的结果；后者则只有二次大战后为主的零散努力，而缺乏全面的努力方向。

这一现象正说明了各国都有一种不健康的态度，因为各国都有国家权威和个人人权

报深的冲突，还有其他种种矛盾。

.4。一般都同意，减轻人类苦难是值得所有的人给予支持的，因为每个人都可

能遭受苦难。 战争是人为的灾祸。 除了战争以外，还有其他在国家的提议和命

令下进行的残酷和剥削行为所造成的人为灾难。 繁荣国家对贫穷的发展不足的国 . .

家的忽视，也引起人类深重的苦难。 ，除了人为的灾难以外，还有自然灾事引起的

捐失和痛苦。 基本上，对自然灾事的救济，是我们当代存在的现象，不论是由各

国政府或由非政府救灾组织进行。 而对于人为的灾事，国家主权的慨念胆止了一

国干预他国的内政。 国际的人权制度过于脆弱，依靠人道主义的干预不可能取得

什么成果，除非控诉中的行为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除了战争以外，

还有许多关于人的行为和政府行为的领域，其中的人道主义理想并不显著，而基于

同情，这种理想是要加以发扬的，这样才使人类文明不致徒具虛名。

5 。新的国际人道主义秩序的实行和生效，可使人道主义理想对各国的国际和 

国内行为产生一定程度的控制。 这就是说，这种秩序必须表现在一项行为守则中， 

和表现在获得正式授权监督该守则执行情况的国际机构的做法中。 《联合国宪章》 

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步骤，例如设法胆止诉诸战争手段，建立对人权的尊重，以及 

《宪章》序言部分所提到的广泛宗旨。

6 , 法律是一种社会方式，不论是.国内法或国际法；也就是说，一种促进和建 . ’ 

立人类共同利並的手段。 在这个意义下，人道主义目的对于一切法律的道义和司 

法性质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新的人道主义秩序的实行，首先可从制订一项世界 

宣言开始，宣言中规定一些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邀请世界各国表示同意。1948

' 年 的《世界人权宣言》成力® 际一级和区辕一级人权方面法律制度的激发因素和始 

a 见背景資料附录。

b 联合国， 《条约汇编》，第 5卷，第 970—9 7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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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上 述 《世界人道主义原则宣言》同样也可成为推进人道主义法律制度的基袖， 

推进现有的国.际和国内关于武器冲突的法律，例如 1949 年各项日内瓦公约\  1947

年的两项附加议定书e , 以及1 9 8 0 年的日内瓦武器公约。 这些进一步的制 

度还可推广到关于难民和失所人士的法律，以及向自然灾害和压迫行为受香人给予 

救济的法律，

7 . 这个宣言可以在适当的联合国机构和委员会内提出，加以讨论。 宣言的 

目的主要是作为对人类遭受苦难采取同情行场的道德振准和方针。 但是，只 有 《宣 

言 》是不够的。 道义原则的制订必须导致一项行动守则的订立，守则含有法律和 

道义西方面的成分，但并不使二者相互依赖， 这是因为，当法律等同于道义时， 

则合法行为就可能被视为道义的行为， 这样一来有损于道义。 如果道义等同于 

法律，则不合道义的行为就不被视为法律。

8 . 别的不说，普遍通过的宣言和类似的文件大有助于日益提高各国政府方面 

和一般群众的认识。这种认识有助于阻止国际上认为错误的行动，因此是朝着正确 

方向迈进的一步。但是，我们希望建议的新的国际人道主义秩序将超出这小总的目 

标。除了使用可能制订的适当监察办法外，也必须在目前的体制安排内作出必要的 

改变和改善。各国政府和私人的人道主义机构在建立人道主义秩序方面的工作，希 

望会促进精筒、增补、改善或扩大体制安排的过程。

9 . 在冷日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人道主义秩序的进程显然能 

够弓I起有利的连频反应，带来更健全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同样地，人类的福利与社 

会、经济和政治行动是紧密连系在一起的。目前，在国家和国廝范围内，经济决定

A/32/^44,附件一、 二 。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力或滥杀i t 伤作用的常规武器 

公约》（参看 A/C 95/1 5 和 C 0 r  r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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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程度与政治决定经济的程度不相上下。因此，建议的秩序既能直接影响南北 

对话，也能影响东西方的关系。

1 0 . 在实现这个构想所须作出的努力方面，我们相信这小基本概念一旦在国际

上提出，则国家一级的私人部门将首先响应。在人道主义领播内的知名人士或对政府 

或世界事务具有丰富经验的知名人士或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专家可组成一个国际委员

会。然后可通过区域组织把这项工作推扩到区域一级。预料所有这些行动可以产生

建议的人道主义秩序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一个在国际一级上可行的行动计划。这可在

联合国范围内或于适当时候特别为此召开的国昧会议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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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人道主义法律： 历史背景

1 . " 人道主义 " 和 " 人道主义者，，两词现已成为法学家的语言，尽管某些法 

学家仍然持有强烈的保留意见。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在1 9 6 5 年于维也纳举行的 

第二十届国际红十字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使用了" 国际人道主义法律" 一词， 虽然 

1 9 4 8 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十七届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已经提到"人道主义原 

则 " 。这些人道主义原则主要见于1 8 8 6 年 至 1 9 2 9 年各项关于保ÿ *伤病者和 

战俘的日内瓦公约及其后四项H内瓦公约。 &

2 .  1 9 6 5 年及其后历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庄严宣布七项基本原则，作为红十 

字会一切行动的依据。这些原则为：H 人道，( = ) 公正，' 3 中立， 独立， 

(5} 志愿服务， 团结，（七 普處 这七项原则 中 的 第 一 项， " 人 道 " ，显然是 

促使在武装冲突中适用人道主义法律概念的原则。 0 此，红+ 字会国际委员会、红 

十字会协会和各国红十字会组成的国际红+ 字运动为人道主义原则所下的定义为：

" 红十字会源于不加技视援助战场伤员的愿望，因此，尽力以其国际及各 

国红十字会的能力致力于防止和减轻各地的人类苦痛。其目的为保生命和健 

康以及确保对人类的尊重。红十字会促进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友谊和永 

和平。"

联合国， 《条约汇编》，第 75卷，第 970 — 9 7 2号。



关于武装冲突的人道主义法律是根据红十字运动自1 8 6 3 年诞生以来所主张的这 

项原则滨变出来的。 特别是，人道主义法律出自 " 确保人类受到尊重 " 的目标。 

在战争中，人的生命和健康面临到最大的危险 , 他很可能失去生命或健康。 在战 

争时，人格也面临到最大的威脉。 关于武装冲突的人道主义法律必须与人权法律 

区分开来，不论它是国际性的，譬如 1 9 6 6 年联合国关于人权的两项公约 t 里的

. 法律，还 是 1 9 5 0 年 《欧洲人权公约》e 的区城法律。 人权制度的目的在于保 

卫个人，使他不失去生命和自由，使他不受他作为其公民或作为"暂时受其管辖的 

人 " 而隶属的国家的残酷待遇和压追。 人权是抵抗一国政府针对人及其发展而进 

行的压追的合法屏障。 关于武装冲突的人道主义法律的目的则是平街人道的需要 

和战争的性质：这不是一项筒单的任务。

3 . 近年来有一种把人权与战争法紧密相联起来的新趋势，联合国惯用的'"在 

武装冲突中尊重人权 " 这种说法就是一小例子。 在法律用语上，这是把不同的法 

律制度基本上搞混了。 战争法所处理的是彼此处于敌对关系的国家及其人民，或 

其他的实体，这种关系已到达一国诉诸武力来对付敌国的地步。 而在人权范围里， 

法律是关于一国公民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即确保有一香保护被统治者不受政 

府侵犯的制度。 当红十字运动提到人道主义法律，它指的是自1 8 6 4 年以来约 

束交战双方和旨在保诬减少由于战争行为所引起的人的生命损失和痛苦的法律，尤 

其是常规法律。 红十字在1 8 5 9 年索尔弗里诺战投后，于 1 8. 6 .4年订立了第 

一项《日内瓦病者伤者公约》，从而打入了战争行动的领城，该公约是那次战役的 

直接后果。 自从使医疗人员服务，设施和运输中立化以及保证病者和伤者在战场

上得到较好的待遇从而达成了这个约束制度后，已经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人道主义法 

律，到今天1 9 8 1年时，它们已遍及所有陆地战争法和许多有关海上和空中战争的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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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2200A ( XXI ) 号决议。

《保障人权及基本自由公约》 （ 1 9 5 0 年 1 1月，罗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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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第二次世界大战毫无疑问地暴露出，不仅发生了大批故意透反现有战争法 

的事件，不论它是1 9 0 7 年的《海牙公约》 还是 1 9 2 9 年的《救护战地军 

队伤者病者的日内瓦公约》和 《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而且许多这类法律 

是非常不够的，不论是在战争受，者， 即在敌人手中毫无保御能力的人的待遇方面， 

还是对于大规模空中轰炸中死亡的人，或是对于在被主张消灭低等种族愈所有"无 

用的臂巴"的敌方领地区里成为根除对象的人  '

5 . 为了应付这些交战现象;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

的几年内探索一种既确实需要又振香人心的人道主义创始活动。 结果制订了 1949 

年四个日内瓦公约 , 总共包括4 17项详尽规定的条敦，每一条都是本着人道主义的 

基本原则制定的，同时也包括了执行和实施这些规则的各种办法。 每一条敦都是 

因战争时代人对人的不人道行为的惨痛经验而制定的。 今天这些公约成为《关于 

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坚实核心，也可能占战争法的一半以上的内容。

6, 1 9 4 9 年第一个《日内瓦公约》扩大并改善了对战地武装部队病者和伤 

者以及对适当照顾和医治武装部队内的这些病者和伤者的医疗人员、医疗设备和必 

要交通工具的尊重和保护。 第二个《日内瓦公约》和 1 9 0 6 年 《日内瓦海洋战 

争公约》一样，扩充较早的1 9 0 7 年 《第十号海牙公约》e 的原则和规则，使海 

上武装部队的船只失事受，者、病者和伤者也受益。 1 9 4 9 年第三个《H 内瓦 

公 约 》专门适用于适当对待战俘，从他们一被虑起至最后释放和遣回止，必须在其 

身为战嗓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停止以敌视态度对待他们。 这种生活完全受制于 

拘禁国的权力。 大多数的人道主义规则都采取以，细规定限制拘禁国行力的方式，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强制要求拘禁国采取人道主义行幼，以确保适当而仁慈地对待战 

俘。

à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 1 8 9 9 和 1907年海牙公约和宣言》（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  1 5 ) 。 

e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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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 9 4 9 年第四个《日内瓦公约》是最富剑新意义的，这个公约直接针对 

德国占领当局在六年左右的期T司内在蕃小被占领的欧洲地区.，特别是在集中营内， 

的野蛮暴行。 没有什么语言和笔墨能够形容纳粹在其占领的欧洲地区推行的政府 

政策所体现的丑恶和凶残的程度。 因此，第四个《公 约 》内有一个实质部分谈及 

在占领领土内给予敌方人士以适当的人道主义待遇。. 1  9 0 7 年 《第四号海牙公 

约 》e 为适用于战时左领问题的各项规定制订了一个微妙而脆弱的纲领，第二次世

界大战已证明这此规定在内容、范围和效用方面都不足够。 此外，鉴于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惨痛经验。 此外，第四个《公约》强行规定在交战敌国领土内给予敌方 

人士以人道主义的待遇。

8 . 这种广泛的人道主义法制度的主要缺点在于没有建立监督这种法律的执行 

的制度。国家主权论妨專了保护国制度（由一小交战国指定一个中立国提供政治和 

人道主义服务，保护落入敌人手中的本国军事人员或平民的利益的制度）的施行。

1 9 4 9 年的各項日内瓦公约未能消除这种障碍.但是这些公约设法在保护国不起 

作用或停止发生作用的情况下，提供一种代替组织，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一类的 

.公允的人道主义机构的制度，来接替保护国所执行的任务。这些机构担任起保护国 

的人道主义工作， 1 9 4 9 年的四项《日内瓦公约》对此都作出了极其详细的规定。 

1 9 4 9 年以后，人道主义法方面仍待拟订一杳明确、实用加有效的法律原则和条例， 

设法对实际敌对行为加以限制

9 . 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继1 9 5 7 年一盛冒失的开端之后，在1974—1977 

年间, 由瑞士在日内瓦召开了一小关于重申和发展武装冲突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 

律的外交会议，重新肯定和拟订人道主义法。结果于 1 9 7 7 年拟订了 19  4 9 年 

的四项《日内瓦公约》的 附 加 议 决 书 《第一号议定书》载有有关国际性武装冲

f  A /32 /1 4 .4 ,附件一和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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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法律3 其中首次包括得到承认的" 民族解放运动" 为反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 

' 或占领政权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第二号议定书》眠于规定不属吁国际性质的武装 

冲突，将 1 9 4 9 年四项《日内瓦公约》中内容相同的第3 条中有关对这类冲突加 

以有限的人道主义控制的规定，加以扩大，但不取代原有的规定。 《第一号议定书 

作为一项法律文书，可能获得了少許的成功。至于《第二号议决书》，不幸由于第 

三世界国家即使没有积极反对，至少反应冷淡，以至最后以截头去尾极为倚略的形 

式定稿。对 《第一号议定书》提出的主要批评是，条文内容中过度的人道主义可能 

访害到现在战争和武器的需要。一般并认为《第一号议定书》过于复杂《议定书中 

对军事目杯作出刻板的规定，所有其他目标都成为不受陆、海或空军军事袭击的非 

军事目标。

10 , 在 《第一号议定书》之后，又在日内瓦举行了另一个外交会议，于 1 9 

8 0 年 1 0 月完成工作。 这个外交会议制定了一个公约：《禁止或限制使用某普 

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力或遮杀滥伤作用的常轨武器公约》。 这个公约还未生效 ; 

它还有三个议定书，关于：

: ( a ) 禁止主要效力在于以破片杀伤而破片在体内无法用X 光侦测的武器 ; 

. ( b ) 限制或禁止布置地雷、陷胖和其他装置；

( C ) 禁止或限制使用想烧禅武器。

1 1。 显然的， 1 9 7 7年 《第一号议定书》和 1 9 8 0 年的公约的三个《议 

定书》已经利用了关于人道主义的现行基本法律原则，也就是把这些人道主义原则 

适用于与其不一致的现代武器。

12。 到目前为止，人道主义原则体现于武装冲突法律的，就止做到这些。

人道主义运巧最初是从186择 《关于伤者病者的日内瓦公约》开始的，以后一直 

发展牡大。 两次世界大战、交战国的现代组织和武器，导致了人道主义法律的大 

量增加，以约束交战国的行力。设法用人道主义法销见范来限制现代战争，大慨是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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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最雄俾的立法工作。 很难想象有任何一个人类活动领城比战争更需要人 

道主义的约束。 三百多年来，一直在设法使战争顾到人道主义。 在这段期间， 

战争法遂渐没有那么注直军事上的需襄，而渐渐着重人道主义的限制。 在目前，

人道主义的要求很可能已凌驾现代战争的需要。 这一趋势不一定表示新的武装冲 

突法律会得到切实实施和执行。 •这个法律本身存在的监督执行体制，受到主权方 

面的障碍，因为只要我们的世界是由主权领土国家组成的，主权就仍然是国际关系 

的法律中心。

13。 同武装冲突时候人道主义法律相比较，国际社会在发展和平时候人道主义 

法律方面所作的努力，成果不大。从 1 9 4 8 年 《世界人权宣言》开始，主要在联 

合国范围内通过了若干宣言和公约， 但是加入和遵守这些宣言和公约的国家很少, 

此外，促进人类福利方面所作的努力，又是孤立的、零碎的。 从来没有尝试采取 

全面办法，同时处理问题的各方面，这特别是因为所包括的范围太广，而在国际一 

级上又主要缺乏政治意志。 因此；建立一个全面的新的国际人道主义秩序，是一 

个很大的挑战。 归根到底，世界社会能否应付这一挑战，表明人类在技术进步下 

是否有能力自己妥为照顾自己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