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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58

审查《加强国睹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

报告员 ; 阿勒马耶胡。马康南先生（埃塞俄比亚）

'一■。导 言

1 . 题为 "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宜言》的执行情况：

" ( a )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 ( b ) 不干涉别国内政；

" ( 0 ) 《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的执行情况Î 秘书长 

的报告"

的项目是根据大会1 9 7 8 年 1 2 月 1 5 日第33/73号和 1 9 8 0 年 1 2 月 1 2 日 

第 35/158和35X15 9号决议列入第三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的。

2. 1 9 8 1年 9 月 1 8 日，大会第4 次全体会议根糖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 

将本项目列入议程并发交第一委员会。

3 . 1 9 8 1 年 1 1 月 2 7 日至1 2 月 3 日，第一•委员会第4 5 次至5 1 次会议 

审议了这个项目（A/C. 1/36/PV, 45—51)。

4 . 委员会面前有下列文件Ï

81-3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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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秘书长关于《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宣言》的执行情况的

报告 （A/36y386 和 Add  ̂ 1 和 2 ) ;

( 2 )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日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A/<36/65)î

( 3 )  1 9 S 1 年 1月 8 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y36/68

-S/14325 );

(4 )  1 9 8 1 年 1 月 2 3 日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

信 （A/36/80);

(5 )  1 9 8 1 年 1 月 2 7 日索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83 ) ;

(6 )  1 9 8 1 年 1月 2 9 日老衬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A/36/86 — S/14351 );; .

(7 )  1 9 8 1年 2 月 6 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36/97

一 S/14369 );

3 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36/(8  ) 1 9 8 1 年 2 月 1

103 -S/14374 );

(9 )  1 9 8  1年 2 月 1 

106-S/14377 );

(1 0 )  19  8 1 年 2 月 2 

S/14386);

(11 V 1 9 8  1 年 2 月 2 

112- 8/14387

(1 2 )  19  8 1 年 2 月 2 

一S/14388 和 Gori; 1

(1 3 )  19  8 1 年 S 月 2

8 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4/36/

5 曰菲律宾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4/36/111 - 

6 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A / 3 6 /

5 日菲律宾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 ( A/^36^ 1 3 

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3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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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orr。 1 )j

(1 4 )  1 9 8 1 年 3 月 3 日泰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36X118

一 S/14392 );

2 0 曰波兰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A/^6/119 );

1 7 日毛里塔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2 6 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36X 

3 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 3 6 ^ 7 0 X

(15 )  1 9 8 1 年 2 月

(1 6 )  19  8 1 年 3 月 

36/133 -S/14410) j

(1 7 )  1 9 8 1 年 3 月 

151 -S/14419 );

(18 )  19  8 1 年 4 月 

-S/14428 )î

(1 9 )  1 9 8 1 年 4 月 1 4 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 

给秘书长的信（ A^6L/206))

(2 0 )  1 9 8 1 年 4 月 2 3 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36X 

223 );

(2 1 )  1 9 8 1年 4 月 2 7 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 

办给秘书长的信（A/36/228—S/14468);

(2 2 )  1 9 8 1 年 5月 8 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 A/3 6/23 8 -  S/144 7 8 ) ;

(2 3 )  1 9 8 1 年 5 月 1 9 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 A/36/257- S/14483 );

(2 4 )  1 9 8 1 年 6 月 1 7 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36/ 

332 -S/14555)j

(2 5 )  1 9 8 1 年 6 月 2 4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A/36y/347)5

(2 6 )  1 9 8 1年 6 月 2 5 日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36/ 

3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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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  1 9 8 1年 6 月 2 5 日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固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 '

信 （V 3 6 / 3 4 9 );

(2 8 )  1 9 8 1 年 7 月 2 日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36/

358)1

(2 9 )  1 9 8 1年 7 月 3 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

秘书长的信（A/36/359和 Corr。1) ;

(3 0 )  1 9 8 1 年 6 月 2 5 曰蒙古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A /

36/365);

(3 1 )  1 9 8 1年 7 月 1 5 日蒙古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A/

36/388);

(3 2 )  1 9 8 1年 7 月 2 0 日保加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

会 （A/36/391 和 Corr。1 )  Î

(3 3 )  1 9 8 1 年 7 月 2 2 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36X

396-8/14610)5

(3 4 )  1 9 8 1 年 7 月 2 4 日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因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 A/36/405-S/14620 )î

(3 5 )  1 9 8 1 年 8 月 4

会 （A/36/422 );

(3 6 》 1 9 8 1 年 8 月 2 

36X456);

(3 7 )  1 9 8 1 年 8 月 2

信 （A/36/457 -S/14649 );

(3 8 )  1 9 8 1 年 8 月 2

465) ;

(39 )  1 9 8 1 年 9 月 1
-S / Î4 6 7 5 )；

日捷克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 

6 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A// 

6 日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 

8 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36X 

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3 6X4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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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  1 9 8 1 年 8 月 1 5 

S/14678);

(4 1 )  1 9 8 1 年 9 月 1 8 

36/528 和 Cor I； 1 );

(4 2 )  1 9 8 1 年 9 月 2 3 

( A/36X552-S/14706 );

(4 3 )  1 9 8 1 年 9 月 3 0 

566-S/14713 );

(4 4 )  1 9 8 1 年 1 0 月 

584 ) ;

(4 5 )  1 9 8 1 年 1 0月 

586)；

(4 6 )  1 9 8 1 年 1 0 月 

( A/36/6 le - S / l  4735 );

(4 7 )  1 9 8 1 年 1 0 月 

通照会（A/36/620 ) ;
(4 8 )  1 9 8 1 年 1 1 月 

650-8/14744 );

(4 9 )  1 9 8 1 年 1 1 月 

36/672 );

( 5 0 )  1 9 8 1 年 1 1 月 

( A/36/7 23 -S/14771 );

( 5 1 )  1 9 8 1 年 1 0 月 

席的信（A/̂ C. l/3 6 /S )î

( 5 2 )  1 9 8 1 年 1 0 月

5

9

2

2

2

2

6

日伊拉克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A//36/481 一 

日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

日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36/

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36/

曰蒙古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36/

1 日毛里塔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0 日捷克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 

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36X 

2 日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X 

5 日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 

6 日毛里塔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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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1/36/6);

{ 5 3 )  1 9 8 1 年 1 1 月 4 日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C 1/36/8 );

( 5 4 )  1 9 8 1 年 1 1 月 2 日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q 1/

36/9 );

( 5 5 )  1 9 8 1年 1 1 月 1 1 日保加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C。1/36/11 );

( 5 6 )  1 9 8 1 年 1 1 月 2 3 日委内端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q 1/36/12),。

( 5 7 )  1 9 8 1 年 1 1月 3 0 日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G 1/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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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议草案的审议

A . 决议草案4^CL 1X36/1^。6 0和 R：EV。 i

5 . i g s i 年 1 1 月 2 Î 日巴哈马、孟加拉圓、埃及、圭亚那^ 印度尼 

西亚、马耳他尼日尔、尼日利 I 秘鲁、塞内加尔、斯里兰卡、南斯拉夫和 

赞比亚提出一•项题为 "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 的决议革案（AX 

C. 1/36/1 . 6 0 ) ,嗣后阿尔及利亚和印度也加入为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Ç 决 

议革案全文如下：

^大会》

'‘ 审议了题为 "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 的项目，

"关切地注意到孩 : 宜言》的各项条未赛宠分找行，

"深感不安地看到 : 世界紫张局势升级，威 或 便 用 武 力 、干涉、干頸侵路 

和 外 国 领 的 情 爭 更 加 各 个 不 同 区 域 的 ;a机的蘇决仍旧查无进展，军备

竞赛和军备扩张继续升级，秦行争夺政策，为把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和统治范 

围而进行对抗和斗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继续存在，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问题仍无解决办法，所有这些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 由于国际问题和冲突的解决缺乏进展，而裁军进程又停滞不前，以致缓 

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进程到达了一个极为危急的关头，对此深表关切,

"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圓负责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各个主要机构，特别是 

安全理事会未能确保采取有效的措施为世界上尚未解决的问题和危机寻求解决 

办法，从而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强调不结盟国家运动于其存在的二十年里，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 

宗旨，并按照不结盟原则和政策，对联合国为促进圓际和平与安全、朝向圓际 

关系的民主化、发展国际合作和建立一个以公Æ、主权平等以及所有圓家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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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同等安全为基础的HI际关系 '阵制所作的种种努力，作出了重大贡赦 ,

1 . 对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焦点和世界危机日益恶化、诉诸武力的-ÏÏ件更加 

翔繁 ’ 而连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也越来越多，深表关切 ;

2 . 再次重申《联合国宪章》各项宗旨和原则的普遍和无条件的有效性， 

特成不论其大小、地理位置、发展水平或政洽、经济、社会或思想体系的各国 

之同发展关系的赛固基础；

3 . 敦促所有国家在国际关系上严格遵守其按《宪章》所承担的各项义务 

并为此目的M 'a )避免进行任何威胁或便用武力、干涉、干领、侵略、外国占 

或采取侵犯他国主权、領土完慈、独立及安全或自由处置其自然資源的政洽 

性和经济性压制措族，( b ) 不以任何垣由支持或鼓藥任何此种行为，糊 C》 拒 

绝承认此种行为所造成的局面；

4 . »^吁所有国宏对《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作出有效贯献；

5 . 促请所有国家，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防止国际局势进一步恶化愈避免使缓愈进程受到胆授，并为此目的：谋求以愈 

平方法解决争端愈消除危机及紧张盾势的焦点；根据大会貧十届特别会议的各 

项建议，就裁军和停止军备竞奏，特别是停止核武器竞赛的问题，开始认真， 

有意义命有放的谈判Î 力，急解决国际经济问题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 

贡献，加速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毫不延返地在全球 

谈判的范围内开始进行全球审议，以便找出重振世界经济和改组国际经济关系 

的途径加方法；

6 . 注意到安全理事会未能就其执行大会1 9 8 0 年 1 2 月 1 2 日第35// 

158号决议第 1 3 和 1 5 段各项条款而采取的步骤向大会提出报告；

7 , 请安全理亭会考虑各种途径和方法以确保执行上文第5 段的各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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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检査所有现行的办法和提出旨在按照《宪韋》规定加强安理会的权力和执 

法能力的新办法，并採讨安理会遵照《宪章》第二十八条规定定期举行部长 

级会议，或遇特别情况举行更高级别会议的能性，以便使其能够在防止潜在 

冲突方面发挥更积级的# 用，并将安理会的结论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 

告；

8 . 重申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其常任理事国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 

规定，确保其决定的有效执行；

9 , 认为尊重和促进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小方面的人权和基 

本自由，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 1 0 . 再次重申处于殖民统治、外国占领或种族主义政权下的人民进行斗争 

的合法性及其自决和鞋立的不可剥夺权利。 并促请各会® 国加强支持和声援 

这些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并采取迫切和有效的措族，以便迅速彻底执行 

I 给予殖民趣国家和人民往立宣言》, 并最后辉除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 

隔离；

1 1 . 促请安全理亭会采取适当的有致措施,促进实现非洲非核化的各项目 

标，以防止南非的核能力对非錄;国家特别是对线園家以及对国际相平与安全 

所构成的严重危险；

12. 重申其对《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义持，并希望掠成实?该 

《宣言》各巧Ê标的一个宣要阶段的印度洋会议 :It远将于 1 9 8 3年上半年举 

行 , 并为 i l t目的，敦促所有国家对这次会议的成功Tp-a)有效贡齡；

l a 促请參加马德里欧溯安全和合作会议的所有国家采取一切可能措施并 

竭尽全力，以确保这次会议在落实《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所订各项原则和目标 

方面取得重大和均街的成果, 同时确保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所开展的并已对加 

强欧洲和世界和平与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多这程序得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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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认为必须作出进一步努力 , 以便在同等安全、主权、独立、领土完普 . 

不干涉和不干预、不侵犯国除边界、不使用武力、和 平 静 争 端 等 原 则 的 3^础 

上，将地中、海转变为一个和平和合作区，并根银《联合国宪韋》和有关决议，

在尊重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和各国人民独立地并在全无任何外来压力和伺吓的情 

况下作出自已决定的权利的基础上，公正和切实地解决该地区现有的问題和危 

机；

1 5. 里所有谷国政府力此目的在大会 ;T i三十^^届会议之前提出其对加强 

地中海区趋的安全和合作的问题的慈见，并请秘书长就此向大会下届会议提出 

报告；

1 6， 决定将题为 " 审 査 《加强 1SJ际安全宜言》的执行情况 " 的項目列入大 

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

6 . 1 2 月 1 日，南斯拉夫代表在第4 7 次会议上介绍了该项决议草案,并口 

头订正了其序言部份第5 段，全文如下： ’

" 强调需要由联合国负责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各个主要机构，特别是安全理 

事会，作出更有效的贡献，为世界上尚未解决的问题和危机寻求解决办法，从 

而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7 . 1 2 月 2 日，该决议草案提案国提出了一项订正决议草案（A/C。1/36/ 

60/Rev- 1 ) , 布隆迪、马达加斯加和巴基斯坦也是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后来 

剛果和苏丹也加入为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1 2 月 3 日，委员会第5 1次会议进行 

记录表决，以 9 3 票对零票，2 1票弃权 1 , 通过决议草案À /C -1/36/60/Rev，l 

( 参看第 1 2段，决议草案 I  )。 表决结果如下：

后来，阿富汗和吉布提代表团表示，如果表决时他们在场，他们将投票赞成该 

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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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奥地利、巴哈马、 巴林、孟加拉国、 

~ ~  不丹、 巴西、保加利亚、缔甸、布隆迪、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佛得角、卞得、智利、中国、 刚果、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 

洛伐克、民主束捕襄民主也门、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斐 

济、芬兰、法国、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希朦、几内亚、

圭亚那、却牙利、 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爱尔1 、象牙海岸、

牙买加、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 核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阜、 塔 

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中、i l 尔、尼日利 

亚、 阿曼、 巴基斯坦、 巴拿马、菲律宾S 赛宾、 罗马處亚、

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希^ 想雄：竣, * 身里、斯里 

兰卡、苏丹、苏里南、阿拉伯叙利典共， # « 、1̂ 暴 特 ，尼达 

和多巴齋、突尼斯、乌干达、乌 克 兰 苏 维 义 共 § » 、苏è 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拍联合，长摩，略麦 I t联♦ 共和国V ，拉 

圭、委内端拉、越南、也门，Ü斯 轉 札 f ■尔、赞 It奥,

反对: 无。

弃权 : 澳大利亚、比利# ，加拿大, # 麦、德，志辦邦共和《、 愈 地 转 、 

海地、冰岛、以t 巧，意 卞 i 本、 f  â ..  t W t ; 挪威、 f # 牙 , 

西班牙> 斯威士％  I 杀à 大巧列 ' « m à f 赞赛联合季|1、

美利坚i t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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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决议草案 A/C，i/36/i<，6 1

8 。 1 1 月 3 0 日，圭亚那代表属于不结盟国家远动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提出 

了 一项题为《不干涉和不干预别国内政》的决议韋案中载有《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 

内政宣言草案 '》（A/C。 该 《宣言草案》原先由圭亚那代表于1 1 

月 2 7 日第4 5 次会议上予以介绍。

9 .  1 2 月 3 日，委员会第5 1次会议进行记录表决，以 9 0 票对2 1票I 8 

票弃权，通过了决议草案A/C-1/36/L-61  ( 参看第 1 2 段，决议草案 I  )。表 

决结果如下：

赞成: 阿富汗、阿尔G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 巴哈马、 巴林、 

孟加拉国、不丹、 巴西、保加利亚、無句、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佛得角、^ 得、智利、中国、刚果、古巴、塞浦路 

斯、捷克斯洛伐克、 民主束辅暮民主也门、吉布提、厄瓜多尔、埃 

及、埃塞俄比亚、爱济、德意考民主共和国、加纳、几内亚、圭亚那、 

却牙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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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衬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 

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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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 

巴基斯坦、 G拿马、菲律宾、波兰、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柱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彼、

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 

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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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麦 i ：联合 

共和国、乌拉圭、越南、也门、南斯拉夫、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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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冰岛、爱尔兰、 以色列、意大利、 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 

葡 . 牙、西班牙、端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 

国、委内瑞拉、

芬兰、加蓬、希腊、危地马拉、海地、 已拉老、斯威士兰、土耳其。

C . 决议草案 A/C。1/36KL-58

10. 1 9 8  1年 1 1 月2 5 日，’ 阿富汗、 阿尔及利亚、落麦隆联合共和国、哥

伦比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秘 

鲁、菲律宾、波兰和南斯拉夫提出了一项题为《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 

宣言》的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a / c ，i/36/i<，5 8 ) , 后来，剛果、翁牙利和蒙 

;̂ 也加入为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1 1 月 2 7 日波兰代表在第4 5 次会议上介绍 

了參项决议草案；

11。 1 2 月 3 曰委员会第5 1 次会议进行记录表决以114票对零票，2 票弃权％ 

通过了该决议草案A/C -1/36/ I-58  ( 参看第1 2 段，决议草案 ]Œ )表决结果如 

下：

赞成: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报廷、澳大利亚、奥地利、 巴♦ 马、 巴林、 

孟加拉国、比利时、不丹、被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细甸、布隆 

迪、 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佛得角、卞得、智利、 

剛果、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 民主束捕襄民主也门、丹 

麦、吉布提、厄瓜多尔、埃及、埃塞饿比亚、襄济、芬兰、法国、加 

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

后来，阿富汗代表团表示，如果表决时他们在场，他们将投票赞成该决议 

草案9



a/36/761
Chinese
Page lU

几内亚、圭亚那、海地、却牙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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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威特、老封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 

加斯加、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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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尔、Æ日利亚、挪威、 

阿曼、 巴基斯坦、 巴拿马、菲律宾、波兰、葡荀牙、卡塔尔、罗马尼 

亚、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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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煎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落麦隆联合共和国、乌 

拉圭、委内瑜拉、越南、也门、 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 : 无.

弃权： 以色列、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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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委员会的建议

1 2 . 禽一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的决议草案：

■ . ' . .  ... , .
决议草案 

《加强国脉安全宣言》的抽.行情况

大会 ,

审议了题为 “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的项目,

关切地注意到该 《宣言》的各项条款未获充分执行，

深感不安地看到/ 世界紧张局势升级，威跋或便用武力、干涉、干预侵略 

和外国占领的情事更加频繁> 各个不词区械的危机的解决仍旧毫无进展，军备 

竟赛和军备扩张继续升级，奉行争夺政策，为把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和统洽范 

围而进行对抗和斗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痛离继续存在'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问题仍无解决办法，所有这些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由于国际问题和冲突的解决缺乏进展，而载军进程又停滞不前，以致缓和

国际紧张局势的进程到达了 一个极为危急的关头，对此深表关切，■

强调需要由联合国负责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备个主要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

会，作出更有效的贡献，为世界上^ 未解决的问题和危机寻求解决办法，从而 

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强调不结盟国家运动于其存在的二十年里，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 

宗旨，并按照不结盟原则和政策，对联合国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朝向厘际 

关系的民主化、发展国际合作和建立一个以公正、主权平等以及所有国家和民 

族同等安全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体制所作的种种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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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对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焦点和世界危机日益恶化、诉诸武力的事件更加 

频繁，而透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也越来越多，深表关切 ;

2 . 再次重申《,宪章》各项宗旨和原则的普遍和无条件的有效性，构成不 

论其大小、地理位置、发展水平或政洽、经济、社会或思想体系的各国之间发 

展关系的稳固基础；

3 . I H W f 国家在国际关系上严格遵守其按《宪章》所承担的各项义务 j 

并为此目的，

( a ) 避免进行任何威脉或使用武力、干涉、干预、侵略、外 国 领 或

采取侵犯他国主权、领土完整、独立及安全或自由处置其自然資源的政治

性和'é I f性一压制措旅，

( b ) 不以任何理由支持或鼓励任何此种行为，

( C )拒I绝承认此种行为所造成的局面；

4 . 呼吁所有国家对《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作出有致贡献;

5. ^ 所有国家，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采取一切必要猎施， 

防止国际局势进一步恶化和避免使缓和进程受到阻换，并为此目的:谋求以 

和平方法解决争端和消除危机及，张局势的焦点;根据大会第千届特别会议的 

各项建议，就裁军和停止军备竞赛，特别是停止核武器竞赛的问题 > 开始认真、 

有意义和有效的谈部；为追切解决国际经济问题和建立新的圓际经济翁序作出 

贡献？加速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毫不廷返地在全球. 

谈到的、范围内开始就复苏世界经济和改组国际经济关系的途径和方法进行全球 

审议 ;

6 . 注意到安全理事会未能就其执行大会1 9 8 0 年 1 2 月 1 2 日第35/

决议第 1 3 和 1 5 段各项条款而采取的步骤向大会提ÏB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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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请安全理事会考虑各种途径和方法以确保执行上文第5 段的各项规定 ,■I ■■■ 11
以及检查所有现行的办法和提出旨在按照《宪章》规定加强安理会的权力和执 

法能力的新办法, 并探讨安理会遵照《宪章》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定期举行都长 

级会议, 或遇特别情况举行更高级别会议的可能性，以便使其能够在防止潜在 

冲突方面发挥更积级的作用，并将安理会的结论向大会第三千七届会议提出报 

告 ;

8 . 重申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其常任理事国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 

规定，确保其决定的赛效执行;

9 . 认力尊重和促进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的人权和基

:本自由，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 ... . . .  . .. . . .

- 1 0 . 再次重申处于殖民统治、外国占领或种族主义政权下的人民进行斗争 

的合法性及其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权利 . 并保请各会员国如强支持和声援 

这些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 并来取迫切和有效的措施，以便迅速彻底执行 

《给予殖民: 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并最后消除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 

隔离； ’

11， 促请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促进实现非洲非核化的各项目
I， I i . . .

标，以防止南非的核能力对非洲国家特别是对前线国家以及对国际相平与安全

所构成的严重危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 重申其对《宣布印度洋力和平区的宣言》的支持 , 并希望构成实现该 

《宣言》各项目标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印度洋会议最迟将于I 9 8 3年上半年举

行，并力此目的，敦促所有国家对这次会议的成功作出有效贡献;■ . . .  : . • . • .-— : : '.'. "

1 3 . 促请参加乌德里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i所有国家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井
■ ，， ，…一.一—二…一…一 ■

:寒營拿力，J 以!确森这次会议在落实《赫尔丰基会议最后文件所订各项原则  
- ■二’ ■■ -
， 第6 l 9 à 夸宪报 (伦敦 , 皇家出版局, 1975年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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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口目标方面取得重大和均街的成果，同et制保欧安会所开展的并已对加强欧洲 

和世界和平与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多边程序得以持续；

14， 认 为̂必须作出进一步努力,以便在同等安全、主Tj? ，独立、领土完整、 

不干涉和不干预、不侵犯国际边界、不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的基桃 

上，将地中海转变为一个和平和合作区，并根据《联合国宪章》和有关决议，

在尊重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和各国人民独立地并在全无任何外来压力相，同吓的情 

况下作出自己决定的权利的基础上，公正和切实地解决该地区现有的问题和危 

机；

15，_̂ 所有各国政府为此目的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之前提出其对加强 

地中海区埃的安全和合作的问题的意见:，并请较书长就此向大会下第三十七届 

会议提出报告。

1 6 . 决定将题为 ‘‘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的项目列入大 

会第三千七届会议临时议程。 .

. •

决议草案 IE.

《不容干，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_ _ .~  —

大会，

回顾其载有《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 1 9 7 0 年 I 2 月 1 6 曰第2734 

( XXV ) 号决议和载有《关于冬国巧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宜言》

的 1 9 6 5 年 1 2 月 2 1 日第2 1 3 r  ( XX )号决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义回顾其载有《关午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夢 

原颗的宣言》的 1 9 7 0 年 1 G月 2 4 B第 2 6 2 5 ( XXV )号决议 , 和载有 

《俊略定义》的 1 9 7 4 年 1 2 月 1 4 曰第3 3 1 4 ( 又叉工又）号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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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到关于不干涉别国巧政的1 9 7 6 年 1 2月 I 4 日第31/91号、 I 9 

7 7 年 I 2 月 I 9 日第32/153号、 1 9 7 8 年 1 2月 1 5 日第33/74号、 I 

9 7 9 年 I 2 月 1 4 日第34/101号和 1 9 8 0 年 1 2 月 I 2 日第35/159号 

决议，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由于频繁采行威脉或使用武力、侵略、悄吓、军事干涉 

和占顿、加强军事存在和所有其他形式威胁他国主权和政治独立的直接或间接、 

公开或隐蔽的旨在推翻其政府的干涉和干致使国际局势严重和国际和平与安 

全所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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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t—

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

大会 , ■

重申依照 《联合国宪章》任何国家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 

其他国家的内政和外交，

并重申《联合国宪章》所载一切& 家均有责任不以厥胁或用武力侵，他 

国主权、政治独立或领土完鉴的基本原则，

铭记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立、维持和加强是以自由、平等、 自决和独立， 

以及尊重不论其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或发展水平为何的各个国家的主权和各 

个a 家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为其基础的，

认为充分遵守不干涉和不干预别国内政外交的原则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和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都最为重要，

依照《宪章》，处于殖民统治、外国占领或种族主义政权之下的人民 

均 ‘ 有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强调只有在各国人民享有自由，各个国家享有主权平等并在其国际关系上 

充分遵守这些原则的要求的条件下，联合国的宗旨才能实现，

认为任何透反不干涉和不干预别国内政和外交这一原则的情事，都威胁到 

各国人民的自由、各国的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鉴，也威，各国的政治、经 

济、社会和义化发展，并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认 为 《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将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 

旨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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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宪 章 》的各項条款，并照顾到联合国邀过的关于 

这项原则的内容的各项决议，特别是载有《加强国除安全宣言》4、 《关于各 

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1̂1、护宣言》 ’ 、 《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 

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的宣言》6和 《侵略定义》7的各项决议，

庄严宣告

1 . 任何国家或国家集a 均无权任何方式或以任何理由干涉或干预其他

国家的内政和外交；

2。不干涉和不干预别国内政和外交的原则包括如下的权利和义务：

(a) —切国家均享有主权、政始独立、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安全， 

及其人民的民族特性和文化遗产；

( b ) 务等都享有在不受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干颈、颠模、压力或威 

胁的情况下，按照自己人民的意志，自由确定自己的政治、经济、文 

化和秘会制度、发展其国际关系和对其自然资源行使永久主权的主权 

权利和不可分割的权利；

(C) 各个国家和人民都有权自由获得新闻和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宠 

发展其新闻和大众传播媒介系统，并且除了别的以外，根据《世界人 

权宣言》有关条义和新的国际新闻秩序各项振则，利用自己的新闻工 

具以促进政洽、社会、经济和义化利益和愿望；

大会第2734 (XXV)号决议， 

大会第2131 ( X X ) 号决议， 

大会第2625 (XXV )号决议。 

大会第331 4 ( X X I X )号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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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各个国家在其a 际关系上有义务不以任何万式風脉或使用武力以侵犯 

另一国家已经跃得国除公认的规有国界，破坏其他国家的政治、社会或经济秩 

序，推翻或改变男一国家的政治制度或其政府，在各国之间制造，张局势，或 

剥夺他国人民的民族特性和文化遗产；

( t o )各国有义务确保其领土不被利用来以任何方式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 

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或扰乱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这项义务 

也适用于负责管理尚未实现自决和i l 家独立的领土的Ü 家；

( C ) 各国有义务避免对男一国家或国家集团进行武装干涉、颠援、军事占 

领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公开或隐蔽的干涉和干预或对另一国家的内政采取任何军 

事、狀治或经济干® 行动，包括涉及使用武力的报复行动；

(d) 各国有义务避免采取任何强暴行动去剥夺处于殖民统治或外国占领下 

的人民的自决、 自由和独立权利；

(e) 各国有义务避免以任何形式或以任何借口采取任何动摇或破坏另一国 

家翁定或其任何制度的行劲或企图；

( f ) 各国有义务避免以任何借口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數励瑰支持其他国家 

内部的叛乱或服离主义活动，也避免采取任何谋求敬坏其他国家统一或破坏或 

颤覆其政治秩序的行场；

( g ) 各国有义务制止在其领土内训练、資助和招暮雇佣军和派遣这些雇佣. 

军进入男一国家领土，并有义务拒绝提供包括资助雇佣军装备和过境在内的便 

利；

(H) 各国有义务避免同其他国家缔结旨在干涉或干预第三国内委和外交的 

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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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国有义务避免采取任何措施來加强现有军事集团或建立或加强新的军事 

同盟、联防安排、部署干涉军、或大国为了争霸而设立的寒事基地和其他有关 

军事设施；

( j ) 各国有义务避免从事far何旨在干涉或干预别国内政的徘读运动、诬蔑 

或敌意宣传；

( I t )各国有义务在处理其经济、社会、枝术和货易领城的国际关系上避免 

采取任何措施干涉或干预另一国家内政，从 而 该 国 自 由 决 定 其 政 治 、经济 

和社会发展，此项义务除了别的以外，还包括各国不得利用其经济外援方案或 

施行任何多这或单这经济报复或封锁, 亦不得透反《联合国宪章X利用其管辖 

和控 f ï 下的跨国公司和多国公司作为向另一国家施加政治压力或进行脉迪的手段；

( 1 ) 备国有义务避免利用和歪曲人权问题，以此作为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或在其他国家或国家集a 内部或彼此之间制造猜疑和混乱的手段；

(m) 各国有义务避免使用恐怖主义做法作为对付力一国家对付处于殖民统 

治、外国占领或种族主义统治下人民的国家政衆，并避免後助、利用或容忍恐 

怖主义集团、破杯分子或颠覆分子来对付第三国；

( n ) 各国有义务避免组织、训练、资助和武装其本国领土或其他国家领土 

内蓄意在其他国家进行颠覆和制造混乱和动乱的政治和种族集团；

( 0 ) 各国有义务避免未经同意在另一国家领土内进行任何经济、政治或军 

事活动 ;

( a ) 各国有权利和义务在平等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未决国际问题的解决，从 

而对消除冲突与干涉的起因作出积极的贡献；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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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国有权利和义务充分支持知于？I 民统治> 夕r■国占领或种族主义政权 

下的人民的目决、 自由和独立权利，并支持这些人民为此目的依照《联合国宪 

章 》宗旨和原则进行政治斗争和武装斗学n'i]权利；

( C ) 各国有权利和义务在其国领土内牵行、捷倡和掉卫一切人权和基本自 

由，并致力于消除大规模公然递反各国民I t 和人民权利的情事，特别是消除种 

族隔离和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祝；

( d ) 各国有权利和义务在其宪法权限内^于可被解释为干预其他国家内政 

或有，于促进各国和各民族之间和平、合作和友好关系的虚伪或歪曲新闻传播， 

进行战斗；

( e ) 各国有权利和义务不承认凭借威胁或使用武力或违反不干涉和不干预 

原则而采取的行动为所逸成的局面；

3 。本 《宣言》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都是相互关连的，并且都符合《联合 

国宪章》；

4 。本 《宣言》中的任何条敦不应以任何方式影响处于殖民统治外国领 

或种族主义政权之下的人民的自决、 自由和独立权利、及其依照《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寻求和接受支持的权利；

5 ；本 《宣言》中的任何条款不应以任何方式影响《联合国宪章》的各项 

条款广

6。本 《宣言》中的任何条敦不应影响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和 . 

第七章所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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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工工工 

《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宣言》的执行情况

大会，

回顾其载于1 9 7 8 年 1 2 月 1 5 日第33/73号决议里的《为各国社会 

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8

重申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作为建立各国之间关系和加强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一切建设性努力的一部分的持久重要性，

i 注意到积极唤起人类的良知以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如原则的最高价 

值，

1 . . â â 请所有国家通过严格遵守《为各国社会共享如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 

言 》所载的各项原则如在国家和国际两级上朝这小目的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加

强执行这项《宣言》的努力，

2 . 重申它的呼吁 : 各国政府、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特别是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及其他有关政府和非政府S 际组织和国家组织采取协同行动 

以便为今代如后世建立、维持和加强公正、持久如平的最高重要性;ft!需要作出实 

质的努力，

3 - J I梦书长继续密切注意执行这项《宣言》的进展情况并至返于大会第三十 

九届会议之前就此事向大会提出报告。

A/36/3S6 和 Ad(L 1 和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