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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 大会 1 9 8 0 年 1 2 月 1 2 日第3 5 / 1 5 0 f 决议注意到印度浮特设委员会 

的报告 ’ 和特设委员会内的意见交换，其中除其他事项外指出：（a) 委员会的组成 

扩大后，对有关执行大会第2832 ( XXYI ) 号决议所载《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 

的各项重要问题及其他有关事项，进行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有益意见交换 ; （13) 虽然 

若干基本问题仍未解决，但是在调和关于上述各项问题的不同立场上已有了进展； 

请特设委员会根据第3 4 / 8 0 号决议内所载决定，于 1 9 8 1 年在科伦坡召开印度 

洋会议，同时，在考虑.到对此事所交换的意见的情况下，进行下列事项：（a) 继续 

努力，对各方就召开会议以实现《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目标的各项有关问题 

所表示的意见，作出必要的调和；（t ) 考虑到印度洋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气氛，特别 

是最近的事态发展，以及在调和各方意见上已取得的进展，竭尽一切努力，按照委 

员会的通常工作方法，完成会议的一^ 筹备工作，包括决定会议的召开日期；（C)继 

续筹备召开会议的工作，在 1 9 8 1年举行两届筹备会议，为期共六周；（d) 向会 

议提出筹备工作的评尽报告；请印度洋会议向大会提出报告；延长各项有关决议中 

所规定的特设委员会的总任务；请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关于本决 

i  义执行情况的评尽报告。

2 . 特设委员会遵照第3 5 /1 5 0 # 决议，从 1 9 8 1 年 2 月 1 7 日至3 月 6 日 

和 6 月 1 日至1 9 日举行了两届筹备会议（A/AC. 159 /SR  1 1 8 -1 5 9  ) , 并从 

8 月 1 7 日至2 8 日召开了一届常会。 它于 1 9 8 1 年内在联合 i 总部共举行过 

5 0 次正式会议和若干次非正式会议。

3 . 大会主鹿于1 9 8 1 年 3 月 5 曰任命泰国为特设委员会的成员（A / 3 5 /  
8 0 0 )后，特设委员会的组成如下：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2 9 号 》 r A /3 5 /2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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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第3 4 /8 0  B号决议第2 段，端典作为观察员出席了特设委员会的会议。

4 . 特设委员会选出的主席团如下：

主席 : 伊格内修斯 . 本尼迪宠捧，方塞^ 生及其前任纳达拉贾. 巴拉苏布 

拉马尼亚姆先生（斯里兰卡）；

副主席 : 西格弗里德•卡恩先生（擁意志民主共和国>;

佩 里 ，诺兰先生 ( 澳大利亚）；

若 泽 . 卡洛斯，洛博先生（莫桑比克）及其前任 

希波里托 •帕特里希奥先生（莫桑比克）；

斯特罗汉多约，维约诺先生（印度尼西亚）；

报告员 : 享 利 ，拉苏隆德赖贝先生（马达加斯加 ) 。

二、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A. 特设委员会的议程

5 . 委员会 1 9 8 1年 2 月 2 5 日第1 2 7 次会议通过下列议程（A /A C . 1 5 9 /  

4  3 4 )：

1 . 会议开幕。

2 . 通过议程。

3 . 工作安排。

4 . 执行第3 5 / 1 5 0 f决议及其执行部分第2 段，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规定： 

根振第3 4 /8 0 B f决议内载述的决定，于 1 9 8 1 年在科伦坡召开印度洋会议，同 

时，在考虑到对此事所交换的意见的情况下，进行下列事项：

( a ) 继续努力，对各方就召开会议的各项有关间题所表示的意见作出必要的调 

和；

( b ) 考虑印度洋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气筑 ;



( c ) 决定会议的召开日期。

5 . 召开印度洋会议的其他筹备工作：

( a ) 会议的临时议程；

0 ^ )与会者：

( C )代表级次；

( C L ) 组织事项和议事规则；

( e ) 文件的编制；

( f ) 考虑作出适当安排以便最后能就维持印度洋为和平区达成国际协议。

6 . 特设委员会提交印度洋会议的报告。

7 . 特设委员会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报告。

8 , 其他事项。

B. 召开印度洋会议的筹奋工作

6 . 主，在 1 9 8 1年 2 月 2 5 日 第 1 2 7 次会议通过议程后说， 委员会成员 

对议程拟订的意见纷祭。，主席虽然未对议程项目4 的各个分项目的讨论正式分配 

具体的时间，但在考虑到了委员会的意愿之后主张在本星期和下星期的前几天就议 

程项目4 进行一般性意见交换，并在本届会议结束前对确定日期作出决定。 委员 

会同意这项安排，开始对议程项目4 进行一般性的意见交换。

7 . 委员会在一般性意见交换结束后，着手审议议程项目4 , 特别是关于调和 

各方就召开印度洋会议的各项有关问题所表示的意见和关于印度洋地区的政治和安 

全气義的分项目(a)和 在 1 9 8 1年 3 月 6 日委员会第1 3 8 次会议上，关于 

分项目4(c)的讨论显然似已表明，由于若干代表团宁愿将会议日期延至六月份的会 

议上作出决定，从而会议无法如同振议的那样于1 9 8 1年 8 月举行。 因此，委 

员会的结论是：委员会未能就印度洋会议召开日期达成协商一致的决定。

8 . 在 3 月 6 日的同次会议上，埃塞俄比亚、印度、伊拉克、马达加斯加、巴

k



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提出了一件题为 " 召开印度洋会议以期执行《宣布印度洋为和平 

区的宣言》的议程核心项目草案 " （A/AC. 1 5 9 /L  3 5 ) 的工作文件。

9 . 委员会在第二届会议开始初期的6 月 1 日第1 3 9 次会议上作出决定，趣 

续审议第一届会议所通过的同样议程，并且在进一步讨论议程项目4 以前，先用几 

次会议进行一般性的意见交换。 意见交换是在委员会第1 4 0 次至 1 4 3 次会议 

上进行的。

10. 6 月 8 日 2 日的第1 4 4 次至第 1 5 1 次会议上，委员会继续审议了 

分项目 4 (a)和0 ) ) ,即 “对各方就召开会议的各项有关问题所表示的意见作出必要的 

调和 " 和 " 印度洋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气氣 " 。 有人提到了1 9 8 1 年 6 月 7 日以 

色列袭击伊拉克一座核反应堆的事件。 6 月 8 日委员▲第 1 4 5 次会议上，伊拉 

克提议委员会发表一项道责这次袭击的声明。

1 1 . 主席在6 月 1 0 日第1 4 9 次会议上指出，大多数代表团对这件事表示了 

意见，有的表示极度的关切，有的强烈遵责以色列的行动。 对于伊拉克所提有关 

发表一项表示委员会集体意见的声明的提案，主席指出已有人提出了涉及法律方面 

的问题。 委员会无法就此项提案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因为有一些代表闭为了程 

序上的理由，无法就发表一件声明或任何其他集体表达委员会意见的形式达成协议。 

主席又说，关于以色列的行助对议程项目4(b)的影响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讨论， 

并且可以在稍后阶段再来处理，在这个意义下，这个问题尚未结束。 他毫不怀疑 

当安全理事会审议此项事件时，安理会决不会无视委员会成员的强烈感觉，也不可 

能不理会委员会对此事件的讨论情况。

12. 6 月 1 2 曰第1 5 1 次会议上，主席说，关于分项目4 (a)和(1)),委员会没 

有就调和意见问题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 委员会同意这小结论。

13. 6 月 1 2 日和1 5 日第1 5 2 和 1 5 3 次会议上，委员会讨论了关于确定 

印度洋会议的召开日期的分项目4 ( e ) ,其中包括一些代表团提出的于1 9 8 1 年12



月举行会议的建议。

1 4 . .委员会讨论分项目4(e)的过程表明，成员国对于举行印度洋会议的日期有 

着两种广泛不同的意见。 委员会内大多数的代表团養成会议按照预定计划于1981 

年召开。 这些代表团虽然认为各方的意见最好能予以进步的调和，但是认为把 

各方的意见完全加以调和也无此必要，因为会议本身就是达成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 

的目标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这些代表团又认为，该地区政治和安全气氛的严重恶 

化是追切促使召开印度洋会议的原因。 另一•方面，其他代表团认为确定会议召开 

曰期的时机尚未成熟。 它们认为，在会议召开之前，必须在调和各方意见方面作 

出充分的进展。 这些代表团又认为目前该地区不良政治和安全气氛有碍会议的早 

曰召开。 它们认为，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不大可能会成功，并且反而会纺碍促 

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的慨念的最后实现。 由于这些意见分坡，委员会 1 9 8 1年 

6 月 1 5 日的第1 5 4 次会议认为，委员会无法就会议在1 9  8 1 年召开的确定曰 

期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

"15 . * 6 月 1 6 日和1 9 日委员会第1 5 5 至 1 5 9 次会议审议了委员会就议 

程项目 4 未能达成协商一敎意见势将对其任务和今后工作计划所起的影响。 在这 

方面，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于其第1 5 9 次闭幕会议上十分明显的是：虽然各方都同 

意需要召开一次印度洋会议，但是确定一小新的会议召开日期的问题尚悬而未决。 

有人指出，除非达成应予更改的协商一致意见，委员会目前的职责权限应当维持原 

状。 这几次会议也讨论了委员会应否着手审议议程项目5 和议科巧目7 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没有达# 协商一致意见。

16. 1 9 8 1 年 6 月 1 9 日同次会议上，斯里兰卡代表以委员会中不结盟成员

国的名义提出了项决议草案（A/AC. 159 /L . 3 6 ),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据

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一段未能准确反映出委员会中就印度浮会议问题所表示的 

各种各样的看法，也未反映出委员会讨论其任务规定的情况。



他说代表某些想法相同的代表因向委员会提出了觸^ 项决议草案的建议，载于一份 

非正式文件内。

C . 特设委员会常会的工作

1 7 . 特设委员会于1 9 8 1 年 8 月 1 7 日至2 8 日举行了一届常会。

1 8 . 委员会在8 月 1 7 日第1 6 0 次会议上就其工作安排作出了下列决定： H  

继续按照其2 月份第一届会i义通过的议程进行工作,并特别审议关于特没委

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报告的项目7 ;  « 以一个开放给全体成员的非正式起革小组 

的形式召开会议，起草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建议；曰留出一次全体会议，由主鹿向 

委员会介紹他就各国申请参加委员会的工作问题而进行的进一步协商结果。 委员 

会同意下述建议: 由委员会秘书同各个意图参加委员会上届会议工作的国家进行接 

触，请它们用书面向委员会表示其对参加委员会工作的g 趣。

19. 8 月 1 8 日第1 6 1 次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提出了其对A/AC. 

159 /L . 3 6 号决议草案的修正案 ( A/AG. 159 /L . 3 7 )。 其后,斯里兰卡代表 

以特设委员会中不结盟成员国的名义提出了 A/AC. 1 5 9 /L  3 9 号文件，其中载有 

即将编入A/AC. 159 /L . 3 6 号决议革案内的前言部分。 中国代表提出了对各该 

文件的修正案（A/aG. 1 5 9 /1； 40 和 A/AC. 1 5 9 / l i  4 1 )。

20. 8 月 1 9 日，委员会开始以起草小组的形式举行非正式会议，以审议委员 

会提交大会的建议。

21. 1 9 8  1 年 8 月 2 5 日的第1 6  2 次会议上 , 委员会报告员享利•拉苏隆

德赖贝先生（马达加斯加）介招了委员会报告革稿U /AC.  1 5 9 /L  3 8 ) ; 委员会 

随即举行非正式会议审议报告革稿。 后来 , 提出了一项订正革稿（A/AC. 1 5 9 /  

h  38 /Rev. 1 )o



D. 扩大特设委员会

22. 1 9 8 0 年 1 0 月 3 1 日泰国写信申请加入为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成员。

2 3 . 按照第3 4 ^ 0  B号 决 议 第 1 段，大会决定扩大委员会，由大会主席根据 

特设委员会的推荐委浪新成员，因此委员会在1 9 8 1 年 2 月 2 7 日第1 3 1 次会 

议上决定推荐泰国担任委员会成员。 1 9 8 1 年 3 月 5 日，大会主席根据委员会 

的推卷，委浪泰国为委员会新成员（参见A / 3 5 / 8 0 0 )。

2 4 . 委员会收到下列国家请求参加委员会工作的申请：古巴、捷克斯洛伐克、 

民主束捕察、匈牙利、蒙古、尼加拉瓜、越南和斯威士兰。 委员会在其所掌握的 

时间内无法就这些申请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三、建议

2 5 .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大会 ,

回顾1 9 7 1 年 1 2 月 1 6 日第2 8 3 2 ( ]Œ V I )号决议内《宣布印度洋为 

和平区宣言》，又回顾 1 9 7 2 年 1 2 月 1 5 日第2 9 9 2 ( 1乂7 工工）号、1973 
年 1 2 月 6 日第3 0 8 0 (X；xvni)号、 1 9 7 4 年 1 2 月 9 日第3259& (]0；工]0  

号 、 1 9 7 5 年 1 2 月 1 1 日第3468 ( XXX)号、 1 9 7 6 年 1 2 月 1 4 日第

3 1 / 8 8 号、 1 g 7 7 年 1 2 月 1 2 日第3 2 / 8 6 号 、1 9 7 8 年 6 月 3 0 日第

S -1 0 /2号、 1 9 7 8 年 1 2 月 1 4 日第3 3 /6 8  号、 1 9 7 9 年 1 2 月 1 日 

第 3 4 /8 0 A $ ib号和 1 9 8 0年 1 2 月 1 2 日第35/15(>|■等决议，以及其他有 

关决议。 '

又回顾其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十届特别会议声称"按照区城内各有关国 

家明确确定和自由决定的适当条件，并考虑到区域的特点和《联合国宪章》的摩 

则并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在世界各区域建立和平区，将有助于加强区内国家的 

安全和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 ，



并回顾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的报告, 2
重申其信念 , 达成《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目标的具体行动，将对加 

强 国 与 安 全 作 出 重 大 贡 献 ，

回其第三十四届会议第 3 4 /8 0 B f决议内所载颈订于1 9 8 1年在科伦 

波召开印度洋会议的决定，

又回顾其第三十五届会议第3 5 / 1 5 a f决议内所载关于考虑到印度洋地区 

的政治和安全气氛，特别是最近的事态发展，以及调和各方意见上已取得的进 

展，竭尽一切努力，按照委员会的通常工作方法，完成会议的一切筹备工作， 

包括确定会议召开日期的决定，

. 回顾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内各种意见的交换, 并注意到虽已取得进展，但仍 

有一•系列问题尚未解决，

又注意到各方对该区械不良政治和安全气氣交换了意见，

注意到特设委员会未能就印度洋会议于1 9 8 1年期间在科伦坡召开的日 

期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深信由于大国为了争霸而在印度洋持续其军亭存在，从而追切需要采取实
.»«•園 '*'*

际步骤以期早日达成《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目标，

又认为该地区内所有其他的外国军事存在逢反了《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 

言 》的目标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因此更加迫切醫要采取实际步 

骤以期早日达成《宣言》的目标，

认为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需要沿岸国和内陆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 

主要海事使用国的积极参加与充分合作，以确保和平与安全条件建立在《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的普遍原则的基袖上，

《同上，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4 5 号 》（A / 3 5 / 4 5 和 Corr. 1).



的该地区内的和平与安全条件，以及对沿岸国和内陆国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 

整的尊重 ’

吁请各方通过表现其达成《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目标所必要的政治 

意志而重新作出真诚建议性努力，

^ 该 地区严重险恶的事态发展所引起的危险以及由此造成的和平、安全 

与 稳 急 剧 恶 化 ，特别已经产重影响到沿岸国和内陆国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深感关切，

印度洋地区政治和安全气氛的持续恶化，对于及早召开会议的问题是 

一•个重要的考虑，并深信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势将增进会议成功的前景，

1 . 注意到了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3和委员会内的意见交换；

2 . 对于特设委员会未能就印度洋会议于1 9  8 1年期间召开的确定日期 

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表示遗憾；

3 . 强调其于斯里兰卡科伦被召开印度洋会议的决定是执行1 9 8 1年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 个 必 要 步 驟 ；

4 . 又强调 , 根据此项决定，并考虑到印度洋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气嚴，决 

定请特设i ï ï 继续努力以便使各方对有关召开会议的各个未解决问题的意见 

作出必要的调和；

5 .  ^ 特设委员会继续其促使各方对有关问题的意见包括上文第4 段内所 

述意见作出必要调和，并竭尽全力完成其召开会议必要筹备工作，包括考虑不

识于 1 0  8 3 年上半年召开会i义;

6 . 延长各项有关决议中所规定的特设委员会的任务规定；

， 《同上，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2 9 号 》（A /3 6 /2 9 )。



7 . 直特设委员会于1 9 8 2 年召开另一届会期总共为六个星期的会议， 

其中包括在纽约以外尚待决定的地点召开- •次会议；

8 . 1  特设委员会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和第三十 

七届会议提出关于其工作和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9 . 请秘书长继续向特设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包括编制筒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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