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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叙利亚公民，并要求它停止向阿拉伯叙利亚戈兰

高地的居民采取镇压措施；

5. 裹求各会员国不承认任何上述立法或行政措

施和行动，

6. 戛求占领国以色列即刻停止制订这种立法和

行政措施，

7. 靖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十

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F 

大会，

1981 年 12 月 16 日

第 100 次全体会议

铭记着 1949 年 8 月 12 日 0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

日内瓦公约》的规定，＠

对占领国以色列最近向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的教

育机构的暴行，潭寰震惊，

1. 重申 1949 年 8 月 12 日《关千战时保护平民

的日内瓦公约》适用于自 1967 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

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

么 谴蜜以色列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内的学

校、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里的巴勒斯坦学生和教职员

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特别是谴责对手无寸铁的学生

开火造成许多人伤亡的政策，

3. 谴责以色列明显违反“3 内瓦公约>,对被占

领巴勒斯坦领土内各大学有计划地进行镇压并予以关

闭，由军事占领当局控制并监督课程、教科书和教学

计划的选择、学生的入学和教职员的任命来限制和阻

挠巴勒斯坦各大学的学术活动 I

4. 戛求占领国以色列遵守《日内瓦公约),井撇

销对所有教育机构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和措施，同时保

证这些机构的自由，立即撤销关闭比尔泽特、伯利

恒、和纳贾赫等大学的命令，井便利上述各学校恢复

教育工作I

5. 漕秘书长在 198 1 年年底以前，就本决议的

执行情况向大会提出报告。

G 

大会，

1981 年 12 月 16 日

第 100 次全休会议

回顺安全理事会 1980 年 6 月 5 日第471(1980)号

决议，其中理事会谴责企图暗杀纳布卢斯、拉马拉和

比雷之市长的行为，并要求立即将罪犯逮捕起诉，

再次回瞩 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

的日内瓦公约过＠，特别是第二十七条，其部分案文如

下1

”被保护人之人身...…在一切情形下均应予

以尊重。无论何时，被保护人均须受人道待遇，

并应受保护，特别使其免受一切暴行或暴行的威

胁，······"

重申但内瓦公约茂适用于自 1967 年以来被以色

列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阿拉伯领土，

1. 对占领国以色列至今未能逮捕和起诉暗杀未

遂犯，濮秉关切，

2. 裹求占领国以色列把调查该暗杀未遂事件的

结果通知秘书长I

3. 漕秘书长至迟于 198 1 年 12 月 31 日向 大会

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提出一项报告。

1981 年 12 月 16 日

第 100 次全体会议

36/148. 进行国际合作以防止新的难

民潮

大会，

回．其 1980 年 ］ 2 月 11 日 关千进行国际合作以

防止新的难民潮的笫 35/124 号决议，



四． 根据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119 

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

注意剽各会员国、各联合国机关和各专门机构为

响应大会第 35/ 124 号决议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对世界许多地区继续出现大规模的难民潮和对数

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逃离或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所受

到的痛苦，潭惠关切，

重申强烈谴责各个暴虐政权和种族主义政权的政

策和行径，并强烈谴责侵略、 殖民主义、 种族隔离、

外国统治、外国千涉和占领，它们是造成世界各地新

的大规模难民潮并因而引致人类巨大苦难的部分根

滇，

合国机关、专门机构以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井强调它们在这方面的努力的亚要性，

意识到为了防止新的大规模难民潮而制订适当的

国际合作办法的重要性，这种合作应符合«联合国宪

章＂的各项原则，特别是不千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原则，

以及«宪章》的任何规定都井不授权联合国组织千涉本

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范围的事项的原则，

]. 注意剥秘书长的报告l

2. 对于各会员国、各联合国机关和各专门机构

响应大会第 35/124 号决议，就进行国际合作以防止新

的大规模难民潮和为愿意返回家园的难民提供便利让

他们返回家园的问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襄示欢迎，

考虑到社会 － 经济因素对难民情况的形成的重要 3. 强调难民有权返回他们祖国的家园，并且重

性， 申，如大会以前的决议所述，那些不愿返回家园的难

重申«联合国宪章汪盯世界人权宣言XD 和其他现

行国际文书、准则和原则中，除其他外，有关各国在

防止新的大规模难民潮方面的责任以及关千难民地位

和保护难民的规定是不容违反的，并重申现有的国际

组织和机构的职权范围，

强调大规模的难民潮不仅会影响到收容国国内的

秩序和安定，并且会危及整个区域的政治和社会安定

与经济发展，因而也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注重到大规模的难民潮除了造成个人的痛苦外，

还给整个国际社会造成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负

担，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本身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

家，受到非常不利的影响 ，

因此，漂信防止新的大规模难民潮是整个国际社

会应予迫切关注的事项，

重申其 1970 年 10 月 24 日第 2625 (XXV) 号决

议，其中核可了《关千各国依联合国宪立建立友好关

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赞许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及其工作人员在人

道主义和社会事务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为此难民事

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已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

井赞扬曾经提供援助作出贡献的各国政府、各联

@A/36/582 和 Co,.,. . 1 和 Add . 1 ,

＠钉飞 217A(lll) 1;决议。

民有权获得适当的补偿；

4. 决定设立一个 17 人政府专家组，其成员由秘

书长同各区域集团进行适 当协商后，在充分顾到公平

地域分配的情况下，根据会员国的提名予以任命，每

一提名国一般来说应负担其受任命的专家的费用，

5. 请进行国际合作防止新难民潮的政府专家组

参照现有的各项有关国际文书、准则和原则，并适当

顾及上面第 3 段所述权利，为了加强国际合作以防止

新的大规模难民潮，尽快对本问题的所有各个方面进

行一次全盘审查，以期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适当的国际

合作办法提出建议，并应适当考虑到不干涉主权国家

内政的原则；

6. 滇政府专家组注心就对工作成果有重大意义

的事项达成普迫协议的重要性；

7. 裹求政府专家组考虑到各会员国和各联合国

机关、组织和专门机构按照第 35/ 1 2 -1 号决议向秘书

长提交的各项意见和处议，和任何进 一 步意见和建

议，以及大会第三十六庙会议就本项日进行辩论期间

所提出的意见，并考氐到山扑别报告员桉照人权委员

会 1981 年 3 月 11 日第 29(｀｀｀VIl)号决议今 提交人

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研究报竹，以及委员会就

该报告进行的审议；

＠《经济及 计会J叽 'Ji 会 11:J·l:i卢f(, 1!)!11 •1 •: . 补幼 沈 5,.“

< E/ 198 1 ! 25 千II Corr. I).'!~ 28,;;: . :\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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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戛求尚未将其关于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送交

秘书长的会员国尽快这样做，

9. 请秘书长把按照上面第 8 段收到的答复再汇

编起来，并向政府专家组提供为完成其任务所必需的

一切协助和便利，

10. 戛求政府专家组及时向秘书长提交 一 份报

告，以供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

11. 决定把题为“进行国际合作以防止新的难民

朔＂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1 年 12 月 16 日

第 100 次全体会议

36/ 149. 有关新闻的问题

A 

大会，

回瞩其 1979 年 12 月 18 日第 34/181 号和第 34/

182 号及 1980 年 1 2 月 16 日 第 35/201 号决议，

回顺 1979 年 9 月 3 日至 9 日在哈瓦那举行的第

六次不结盟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的《最后 宜 言X9 、

198 1 年 2 月 9 日 至 13 日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

外交部长会议的《宜言汛“ 和 1981 年 5 月在乔治敦举

行的不结暨国家新闻部长政府间理事会第五次会议的

有关规定，

回瞩 1981 年 6 月 24 日至 27 日在内罗毕 举行的

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大会第十八届常会所通

过的各项有关决议，＠

回顺 1975 年 8 月 1 日在赫尔辛基签署的《欧洲安

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M的有关规定，

回顺《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宜

官＂＠ 的有关规定，

回顺 1976 年 7 月在圣何塞、 1979 年 2 月在吉 隆

O参看A/34/542, 附什，给一节， 纳 280-299 段。

＠今汀A/36/116 和 Corr. J ，附件。

＠参石A/36/534 , 附什二．

＠大会第 33/73 号决 议。

坡、 1980 年 7 月 在雅温得分别举行的关 千新闻传播

政策的政府间会议， 1979 年 11 月在华盛顿举行的 关

于传播发展的活动与需要与计划的政府间拟订体制安

排和进行系统合作协商问题规划会议专家筹备会 议，

1980 年 4 月 14 日 至 21 日在巴黎举行的关于在传播

发展活动、需要和方案方面进行合作的政府间会议，

以及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主持下举行的关

于传播发展的各国际讨论会，例如 1979 年 9 月在塔

什干举行的讨论会，

回顺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第二十一届会

议通过的第 4/2 1 号决议，其中决定在教科文组织内

设立一个国际传播发展方案，并选出方案的政府间萍

事会， o

又回顺执行国际传播发展方案各项目标需要所有

有兴趣和有关方面的合作，

认为通讯在新闻传播上发挥基本作用， 也是求知

识学技能的工具，因此是各国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

方面，

意识到新闻和大众传播机构以及新闻的自由流通

和更广泛、更平衡的传播可以对各国的合作、对加强

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人权、国际了解、 教育和科学

进步、保持各国文化特性以及提高其社会文化价值作

出重大贡献，

认识刻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根据其任务

在传播和新闻方面所起的中枢作用以及该机构在该领

域内所取得的进展，

I. 满重地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总干事关于国际传播发展方案执行情况的报告1 ®

2, 认为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传播

发展方案政府间理事会 198 1 年 6 月 15 日 至 22 日在

巴黎举行的第一届会议所通过的第 1 号决议＠ 是执行

此方案的一个重要步骤；

3. 感谢所有宣告愿意以资金、人力、物力、技

术和为传播发展进行培训等方式支助国际传播发展方

兮A/35/362 / Add. I , 附 fl· -. 
®A/ 36/530 , 附 fl .

＠同上， 附求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