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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前言

1 • 所附研究报告系由秘书长根据大会1 9 7 9 年 1 2 月 1 1 日所通过第3 4 /  
87B f决议第3 段请求而任命的一个负责协助他对建立信任的措施进行通盘研究的 

政府专家小组编制，

2 . 建立信任的措族的目的是加强国际湘平与安全并促进各国之间信任加国际 

合作气我，从而促成裁军领城的进展*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确认了建 

立信任措族的重要作用， 《最后文件》第 9 3 段强调指出，为了促进裁军程序, 
必嚴采取湘推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建立各国间信任的措施和政策，

3 . 正如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本研究报告是在全球范围内阐明和制订建立信任 

措族的概念的第一次尝试》 专家小组着望本报告将对想要在各自地区采用和f 彻 

建立信用播族的各国政府有所帮助， 本报告也可能有助于促进公众认识到，按照 

《联合国宪章》宗皆和原则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时建立信任的进程是十分重要的，



送 文 函

1： 1 § 8 1 年 8 月 1 4 日〕

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阁下：

谨送上关于建立信任措族的政府专家小组一致通过的报告， 该小组是你按照 

大会1 9 7 9 年 1 2 月 1 1 日第3 4 ^ 7 B 号决议任命的•

你所任命酌各位专家加下：

一莱奥波尔多•贝尼特斯先生 

厄瓜多尔大使

- 弗兰克•博登先生 

加纳大使

一布斯巴•技那格女士 

泰国二等秘书 

( 出席第一届会议)

一布功差•古那一格森先生 

泰国大使

( 出廉第二届及其廷各届会议、

一比科夫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世界经济及国际关系研究所割所长

一弗觸茨•策斯卡先生 

奥地利联邦外交部司长 

( 出廣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



- 汉斯一格奥尔格•鲁道夫斯基先生 

奥地利联邦外交部司长 

( 出席第三届和第0 届会议>

一 查 尔 斯 ，弗洛厄里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大使

—■ 扬 .尼古拉先生 

罗马尼亚外交部参赞

-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 

扎伊尔大使

- 大田延政先生

B本防卫厅高级官员

一 乌 戈 ，帕尔马先生 

秘鲁大使

一 格 哈 德 ，普法伊赞尔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

一埃斯科•拉亚科斯基先生 

芬兰大使

一罗伯茨先生 

加拿大大使

- 米兰•斯勝贝拉上校 

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国味郁

研究报告是在1 9 8 0 年 4 月至 1 9 8  1年 8 月期间编制的• 在此期间，专 

家小组于1 9 8 0 年 4 月 8 0 至4 月 1 1 曰在曰内瓦、 1 9 8 G 年 7 月 2 9 日至8

vil



月 1 日如1 9 8 1 年 5 月 2 6 0 至 6 月 5 曰在纽约、 1 9 8 1 年 8 月 3 日至8 月 1 
4 日在0 内瓦，共举行了四届会议*

纳尔逊•杜梅维先生以加纳专家的身份、戴维，克利纳德先生以美利坚合众国 

专家的身份，参加了第二届加第三届会议.

政府专家小级成员感谢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给予的协助， 他们特别要感谢 

担任小组顾问的输典外交部的马茨•马林先生如担任小组秘书的联合国裁军中心的 

阿玛达，西加拉小姐，

政府专家小經要求我以小想主席的身份，代表小组向你提出这份一致认可的研 

究报告•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 

政府专家小组主摩

格哈德•普 法 伊 费 尔 （签名）

viil



第一章
. -• '

导 言

1. 1 9 7 8年 1 2月 1 6 日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在题为" 全面彻底裁军"填 

目下通过了第3 3 / 9 1 B 号决议，内中建议各国考虑建立信任的播族，并请所有国 

家将其对建立信任措施的意见和经验通知秘书长。

2 . 秘书长根据上述决议将三十个国家的复文（文件A / 3 4 / 4 1 6 和 Add.l 
一  3 和 A / S 5 / 3 9 7 〉送交大会。

3 . 大会第三十0 届会议于其1 9 7 9年 1 2 月 1 1 日的第3 4 / 8 7 B 号决议 

中重申坚信致力于建立信任的措施可对各® 安全的加强作出货献，并注意到会员国 

提出的意见* 此外大会更决定就建立信任的措施进行一项通盘研究，并请秘书长 

在个由他根振公平地理分配原则任命的合格政府专家小组的协助下进行这項碎究 

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研究报告。

4 . 研究的职权范圃列于第3 4 / 8 7 B 号决议。 该决议全文如下：

" 大会 ,
" 回顾其关于建立信任的措旅的第3 3 /9 1 B 等决议，

" 希望采用和平手段消除聚张局势的根源,从而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加襄 

作出贡

" 再度M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9 3 段内所称：为了促进 

裁军进S'j« 照 《联合国宪章》的寒旨和原则，采取和推行如襄国际和平与安 

全和建立各国间信任的措族和政策，

" 认识到需要迫切采取杨步行动, 以减少由于对军♦活动的误会或误解而 

造成武装冲突的危险，

"重申盤信敦力于建立信任的措族， 可对各国安全的如襄作出赏献,



" 意识到各特定区械的特珠情况对于各该区域各項可行的建立信任措族的 

性质，起有决定性作用，

" 深信联合国遵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可以在創造有利于审议建立信 

任的措施的条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认识到区域内各国间存在着《低败度的信任将有助于建立信任措族的拟

订，

'‘ 注意到各会Æ国按照第3 Î I /9 1 B 号决议第2 段的规定向秘书长提出的 

意见和经验，

" 1 .  ^ 所有国家计及每一地区的特定条件和需要，趣续考虑关于建立 

信任的具体Ü 的安排：

" 2 . 决定就建立信任的措族进行觸通盘研究, 研究时座考虑到秘书长 

所牧到的各項答复和大会第三十四廣会议上的有关，明：

" 3 .  ÿ 秘书长在一个由他根振公平地理分E 原则任命的合格政府专家小 

组的协助下进行这頂研究，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研究报告：

" 4 . 进秘书长就政府专家小组的工作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iH -项进. 
度振告 ;

" 5 . .  f 海未这样做的園家响应秘书长按照第3 3 / 9 1 B 号决议第2 段的

规定提出的请求，并经由秘书长将其意见和经後告知专家小组；

" 0. ^ 将题为 ‘ 建立信任的措族'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格 

时议程。 "

5. 本研究报告第二章审议了目前国际局势以及今后建立信任播旅所可絶采取 

的步ÜU 第二章又襄调：为了加建军备管制和载軍的进程，有必要根振《联合 

宪孝》的宗旨和原则采取加栽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建立各国间信任的播族并推行此种 

政策，



6 . 第三章慨述了建立信任措族的目的、特点和机会。

7. 第四章叙述了选今为止所设想或已执行的建立信任的措旅的原委以及世界 

各地建立信任进程的现况，

8 . 第五章俘尽潮述了建立并进一步发展建立信任的揚旋所应递循的原则•

9 . 第六章讨论了谈判和最后执行建立信任的具体措施的各种办法。 这一章 

强调了建立信任的具体措施应适应世界各地存在着的特殊条件和要求及其与有关国 

家安全需要之间的关系。

1 0 . 第七章列举了建立信任措施的各个应用范围，并提出了一些例证，各国在 

谈判和决定关于在其各自地区和整个世界建立和加强信任的特定措族时，可以抖商 

情况考虑这些例证，

1 1 . 第八章讨论了联合国在确定和鼓勘建立信任的措施过程中所应起的作用，

1 2 . 第九章总结了专家小组的讨论结果，并建议了进步发展建立信任的推族 

过程中所应采取的行动路线,

1 3 . 专家小组依照其任务规定进行工作，审议了各国政府提出的载于A /3 4 /
146和 Add. 1 —3 和A /3 5 /3 9 7号联合国文件内的意见，以及各国代表因在大会. . . .  -   ...
第三十四届、三十五届会议上所表达的意见*

1 4 . 在审查了这些意见以后大家都认为：各国政府所表达的主要关切在于需要 

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便进和增强国家间的信任，

15 . 专家小组在审查了当前国际局势并念及了形形色色同猜忌和缺乏信任互为 

因果的危急局面之后，认识到国际信任不能单独伎韋便进军事上的信任来建立，也 

就是说单独依靠军事领域的措施是不能达致国际信任的，但是，考虑到许多已經答 

复了秘书长询问的国家着重指IB建立信任的军事性措族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军事因 

素无可争辨地居于首要优先地位的某些地区，因此研究报食特别着重于这些事项，



第二 章  

总 论

1 6 . 近些年来国际关系严重恶化。军备竞泰进一步升级。专家小组认为这种倾 

向如再继续发展，国际关系如将进一步恶化，人类势将面临一场迫于眉晓的世界战 

争的危险。在这样的局势下，旨在建立信任，加速裁军谈判的措施就显得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1 7 . 在评价/ 各个地区的情况以后可以看出，有整地区信任正在不断地建立； 

有些地区只有相当少的信任；有些地区几乎完全不存在信任；男有些地区甚至处于 

对特状态，伴之以军备的大量集结和积极备战；因此需要采取追切措施以开展遂步 

建立信任的进程。

1 8 . 这一评价和许多政府所提出的意见表明：弓I起猜忌的原因每个区城各不相 

同，甚至同一区域内也不一样。这些猜忌的起因有其复杂的历史、地理、战略、政 

泊、经济、社会和其它因素方面的根源。这些因素还同构成男一心理因素的威胁感 

有关。正如有些政府所指出的那样，即使不是敏邻的国家之间也可能缺乏信任。

1 9 . 上述评价和各国政府的意见还表明信任是以过去经验、 目前感觉和对未来 

期望为其基础，并受件许多多因素影响的一种动态过程的产物。由于信任是复杂的 

相互关系的产物，所以它对各国的行为举措特别敏感。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原 

则和其它有关的国际法文书是信任的基本根源。

2 0 . 会员国根据大会第3 3 /91B号决议而向秘书长提出的复文以及各国在大会 

上的有关发言都表达了这一至要关切之点。一系列的复文和发言都特别强调每一国 

家享有确保其本国安全的权利和责任，同时也着重指出，在这小相互依赖的世界里，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地确保自己的安全，相反地，它必须经常考虑到别国的安全 

利益。

2 1 . 采取确保各国权利和利益获得遵守的行动，势将建立最广泛的信任；但是



任何可能危及他们权利和利益的行动势将导致猜忌和恐惧，并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 

最后引起武装冲突。单独依靠建立军事上的信任是无法达致国际信任的。

2 2 . 信任同安全一样，是许多军事和非军♦ 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信任的存

:在与否，并不是所有国家和所有场合都是以同样因素的结合为其基础的• 在这方面， 

当可回顾，各个不同地区的一些国家都曾强调在政治、经济或社会领域建立信任的 

’特别需要。但是，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的提案都涉及军♦ 性考處. 因此，这些提 

案反映了各国政府已对安全考虑给予高度优先的地位，因此本研究报告也对这些提 

案作了特别详尽的研讨和审议。

2 3 . 专家小组希望，在本研究报告的基础上，联合国将能扩大其工作范围，并 

以从事本研究报告所可能集中的更大力量，详尽地注意建立信任的非军事性办法。



第三章

建立信任的措施的慨念

2 4 . 专家小组设法依据大会第一委员会所制订、并渊源于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 

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所通过《行动纲领》（大会第S—10//2号决议，第三节）的任 

务规定进一 阐明射慨述建立信任措施的慨念时决定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工作办法. 
小组并没有从既定的建立信任措施的慨念出发，而是认为：较为适当的办法是首先 

确定建立信任的措施能够和应该达成的目的。 小組在对建立信任措施的目的作出 

了必要的港清后，就设法在研究工作中推断各该措施力了达成这些目的而必须具备 

的特征， 最后，注意力应集中到军事上膽騎无力的感觉， 开展加加强建立信任 

进程的种种机会。

A . 目的

2 5 . 各会员国在给秘书长的复文中一致表示，建立信任措施的最终目的是加栽 

国际制平与安全、并帮助推进各国间的信任、更良好的了解愈更力稿、定的关系，从 

而创造如改进进行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的条件。 换言之，建立信任措施的目标是 

病少或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消除各种导致猜忌、恐惧、紧张局势加敌视的原因;所有 

这些起因都是促使国际扩军在各个区械并最后也在查个世界范围内持续进行的重要 

因素， 第二个目标是巩圓各地区已经建立了的信任。

2 6 . 建立信任应可促进军备管制进程和载军一 •包括核查一 谈判的进程；便 

利国际争端与冲突的解决；并促进加强各1S规邻国家或非iBifc邻国家一 的安全。

2 7 . 谋求这些目的的措施将使国际关系更为合理如稳定，并有助于各国遵照

《联合国宪章》来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军事武力。 这样一来，这些措施将有助于 

创造一种政治 0̂心理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各国竞相IT军的势头就会减弱，而军事 

部 门 所 占 有 重要地位也遂渐削弱并最后终于消除。 因此，建立信任的措施有助



于现正进行中的、其最终目在于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鹿裁军的各项有关限 

制愈裁减军备如军队的新谈判取得切实进展。

2 8 . 虽然上述种种起因在各个不同地区显然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地理如历 

史因素不同以及决定每一特定地区安全局势的特殊经驗各不相同而互有差异，但是 

专家小组认为其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必然地弓I起不安全感、咸胁感、猜忌从两使得 

国际军备竞赛更为恶化的主要起引起猜忌 0̂ 起因之一就是缺乏有关其它国家 

的军事活动以及其它有关共同安全的事务的确切情报。 由于不能充分知悉对方军 

事力量所弓I起的志冗、不安往往由于主观误解细因而产生的对别国意图的疑惧心理而 

更为加剧*

2 9 . 因此，建立信任措施的一个主要目的必须是减少造成恐惧舶猜疑的因素， 

以便能够更为确切可靠地相互佑价彼此的军事活动以及其它有关共同安全的事务， 

因为这些因素引起彼此间的疑惧并增加冲突的危险。

3 0 . 大家都同意，除了促进有关情报的传播和交换以外，还应当鼓励斤推动各 

叙军事和政治决策人员亲自进行定期的接融，以便更好地理解共同关切的问越，并

进同安全有关的通讯领域内的合作。 无寄多说，一切改善通讯愈情报交流的措 

施特别在危机时刻，将能发挥重要作用。

3 1 . 建立信任措施述可达成促进军备管制和载军协定的核查工作的目的。 执 

行充分的核查当然有其建立值任的作用。 但是，建立信任的措施不能取代核查措 

施，因为核查措施是军备管制潮裁军措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2 . 即使在已经掌提了大量情报的情况下，局势仍然会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可 

逆料的困境如风险。 即使已经相当充分地知悉了对方军事演习的特点和内容，例 

如规模、地点、目的等等，但仍然会在某些情况下引起怀疑愈猜测，无法提摸这些 

集结了大量军队的演巧会不会突然被用来发动一坎突然袭击。 一些属于舶平时期 

正常例行的、对于维持一支可靠防卫力童不可或缺的军事活动如果是匆促安排的话， 

也会引起同样的疑虑，



3 3 . 如果各国同意扩大建立信任的措施的范围愈适用领械,并使这些错施的执 

行方式尽量令人信服地表明其和平意圏，那末重要的例行军事活动所引起的恐慎湘 

不安全感就可大大减轻。 任何严重偏离建立信任措施各项商定组成部分行动就 

会清楚表明它另有不可告人的意图。 建立信任的措施越是对一个特定地区在一个 

特定时间内最为人们关注的特定军事威胁的性质具有针对性，那么这些措施的价值 

也就越大》

34 . 如果建立信任的措施随着特定地区所感觉到的特定威勝的性质加以调整的 

话，那末一个潜在的敌人就更难在履行有关建立信任的措施的同时另行发动一场有 

效的袭击。 任何不遵守特定建立信任的措施各项条款的行动，就会预先提供可能 

进行突袭的警报。 因此建立信任的措施可以对透反国与国之间行为准则而使用军 

事武力、或以其它方式透背这些准则，特别是连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而 

使用军事武力的政治决定确立最低限度的克制。

3 5 . 在某些情况下，还可再进一步，就一些对各自军事活动加以某种克制的建 

立信任措施达成协议。 在不影响总的军事潜力的情况下，这些克制的目的应当是 

确保现有的军事潜力不被用于侵略目的。 这些相互克制可以采取限制军事活动一

包括核查措施一 的形式。 因此，建立信任的措施使非侵略性的意图更能取信于 

人，而且可以降低。

3 6 . 但是，建立信任措旅不能代替直接暇制和裁减军事潜力的措施》如果有人 

误认为建立信任的措施可以代替裁军措施，那么他不仅过高地估计了建立信任措施 

的效力，而且可能有这样的危险，即：这些措施被利用作力借口来逃避在军备管制 

和裁军方面取得实际进展，或甚至使持续的扩军合法化。

3 7 . 上述种种表明，在建立信任的措施和办法方面存在着广泛的协议领城，但 

是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却存在着分艘。虽然全体专家在原则上同意需要就各国军事活



动及有关共同安全的事务方面交换情报，但是在建立信任所必需的公开程度上，存 

在不同意见、

L . : ，

3 8 . 专家小组遵循着一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方式，认为建立信任措族应具备有到 

于实现上述各项目的的特征， 为此小组特别重视下列各点，

3 9 . 要想建立信任的基础并扩大这一基础,只有通过在适当政策和国际承诺范 

围内遂步采取具体措施的动态进程才能实现》从本质来讲，建立信任就是这样一个 

过程：每一♦ 先前的措施构成进一步措施的基础，而这些先后措施遂步积累地加襄 

和巩固倍任的建立；由于这个原因，各国必须在每一4"阶段衡量和评价所已取得的 

成策这就意味着，意向声明或重复普遍公认的原则或仅仅允诺今后采取某一行动 

( 例如，在发生武装冲突的时候），都不足以消除威胁感和猜疑感，只有采取可予 

检验和评价的具体行动，才能建立信任。构成增进信任的先决条件的积极经验只能 

来自行动，而不是来自诺言，

4 0 . 因此，建立信任措施的主要特征之一必须是：这些措施一定要通过采取具 

体、特定和可核查的措旅，把普遍公认的原则例如《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放，使

用或威脉使用武力的原则变为事实• 正如上文所述，一项创造信任的具体措施越是 

能随着特定局势所引起的威脉感或信任需要而调整，它的效力就越无如果一项措 

旅同一项被认迫切的威脉的各种因素毫不相干，或两者间关系摸糊不清，那末不 

仅使这坂措施的用处大力可疑，而且还会使建立信任的慨念丧失其信替和重要性， 

并使它论力纯粹的" 装饰品" ，甚至被用来作为裁军领域内缺乏进展的借口，因此, 
必瘦强调，如要建立信任的措施达成其目的，那末这些措施就必须有助于加强有关 

地区各国的安全，或病除有关各国共同感到关切的安全间题•

并参见第七章，



4 1 . 报明显，长时间形成的误靜和偏见不可能单独依靠实行一项建立信任的措 

旅而烟消云散。建立信任过程的成败系于各国致力于建立信任是否认真、可靠和可 

信，这一点只能从建立信任的措施和政策是否获得持续、经常和全面的执行来加以 

表 因 此 ，这些因素构成了建立信任过程的另一重大特征》

&4 2 . 由于各国必须对建立信任措施的细节和适当的应用一清二楚，再由于它们 

还％、须韋握一小能够可靠地佑价其它参加这一安排的国家执行建立信任措施的范围 

和程度的尺度，因此尽量准确和明确地确定已建立的建立信任措施的各项组成部分， 

就益发不可或缺了。

4 3 . 还有两项考虑因素也着重指出了确立各项精确的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建 

立信任的措施只有在它们能够加强而不是减騎各国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达成理想的安 

定作用和有助于推动裁军的进展。因此，为了维护和加强各国的安全，就务必要使 

参加这一进程的各国遵守平等和均势。就建立信任的措施而言，要想达成这些目的， 

需要所有致力于一项具体措施的国家划一地执行这一措處显然，如果没有明确规 

定的执行标准，那就很难一一郎使不是完全不可能—— 达成必要的划一 因此如 

果不能令人满意地澄清建立信任措施的各项组成部分,那么就会由于破坏了平等和 

均势，而危寧到各国的安全，

44. S 际关系中的合理性和德定性拘成建立信任进程中的主要特征；如果引起

误解并且随时会突然发生变化的主观因素在长远的过程中能用客观因素来予以代替, 
换句话说，用了解情况来代替主观臆断，那么国除关系中的合理性和稳定性就会大 

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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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机会

4 5 . 作为一种缓和紧张局势和巩固国际安全和稳定的手段，建立信任的措施对 

于那些大规模扩充军备和推行对抗政策的国家，是特别适用和必秀的。 鉴f 建立 

信任的措施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消除危机和冲突，因此，各国应研究一切机会, 无论 

这种机会是多么的妙小，来制订和实施建立信任的措施。 不仅是每当政^趋势有 

利，也就是内部和外部的政治条件特别有利于采取和扩展建立信任的措施时，这样 

做是适宜的，即使特别是在出现危机时，也应该采取适当的建立信任措施，诸如包 

括 " 热线 " 在内的竟分的联系渠道，因为这些措旅对危机局势有重要的稳定作用， 

并能改善现有的处理国际危机的机构。

46. 虽然研究小组充分了解想要在实际冲突中各个敌对国家之间建立信任是困 

难的，但是研究小组认为，不应该只在那些已有某种信任蒸础的国家之间采用建立 

信任的措施。 否则就会坐失良机，无法利用面安全的重要手段来促使冲突的解决， 

并且还会事与愿逢，反而促使冲突长久持续下去。

4 7 . 建立信任的措施的最终目标事实上就是有助于加强各国安全的信任本身， 

但是，达成信任不应成为开展建立信任进程的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应该巩固并 

加强各个关系和睦的国家之间现有的建立信任的措施，以便进一步改善彼此间的谅 

解和信任，这一点也是重要的。

4& 对于存在着可以采行和制订建立信任措施的机会的特定情况，应当作如下 

的考虑，但这些考虑不应被理解为唯一可行的g 特别要指出，研究小组无意列举 

各个特定的机会而徘斥其他的机会。 相反，研究小组要强调指出，各国应在任何 

情况下都要努力有效地利用建立信任措施的慨念，并且应当研究一切机会来开展足 

以适当地消除恐惧和猜忌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

49. 一个可使建立信任的措施得到采行的重要机会可能随着各国朝向防止和逼 

制国际冲突的共同努力而存在。 建立信任的措施可以极大地增强有效控制国际冲



突的能力。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冲突各方彼此之间的通讯和接触不能 

在任何时候中断，而只能予以加强。 通过增进冲突各方政治和军事行劲的冗预测 

性，建立信任的措施就可以使紧急危机不致酝成大祸，并使冲突保持在可予控制的 

状态，从而不致由于怀疑和误解而升级。

5 0 . 在这种情况下，另一个特殊的机会可能由于各方同意在冲突地区派遣维持 

和平部队而产生。 报据维持和平部队任务规定而必须采取的许多安播，实际上就 

是建立信任的措施。 考虑到特定的情况，另行采取其他建立信任的措施来补充维 

持和平协议也许是有益的◊ 如果这样徽会使已经银难的谈判进程更为复杂，那就 

应当发表一项政治意向声明，表示一俟维持和平部队开始履行职责时郎行谋求嗣后 

的建立信任措施，这样做势将大大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和平维持行动和采取维持和平 

的步骤0 在此种情况下，各方应尽早筹划建立一个基于相应任务规定的完善机构。

5 1 . 第三个促使各方就建立信任的特定措施达成协议的机会可能在各S 停止敌 

对行为时产生。 为结束敌对行为做出的任何安排，已经意味着建立了某种程度的 

信任。 就象以往在战争结束时所达成的各项安排那样，内中可另行包括一些特定 

的措施。 从过去所缔结的许多安排中可以找出类似的例证来。 如果各国希望为 

了停止敌对行为而迅速达成一项可达成的协议，而暂时又不想讨论建立信任的措施 

免得扩大谈判的范围，那么发表一项政治意向声明，表示愿意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就可能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步骤，并且会使停火安排更趋完善。

5 2 . 就限制和截减军备进行谈判，可以为制订建立信任的措施提供另一小良好 

的机会。 某些建立信任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构成拟想中的协议的一个组成部 

分。 在中改关于相互裁病部队和军备以及相关措施的维也纳会谈范围内讨论的所 

谓 " 相关措施，’ ，就是一例。 其他建立信任措施也可充实有关的军备管制协定。 

这两种类型的措旅都可积极地影响当事各方的能力，使它们通过创造合作和谅解的

气氛，通过便进核查措施，并通过激嚴可象而可信的执行，来达成各有关谈判和协 

议的宗旨和目标。



5 3 . 此外，现有各项限制军备协定的审查会议也可以提供一小机会，以便通过 

制订建立信任的措族来加强这些协定。 这些可能达成协议的建立信任的措旅可以 

成为这些会议最后文件的一个部分，而无需对条约作出正式的修正。

5 4 更多的机会可能隨着各国在国家间关系的其他领域内缔结了合作协定而产 

生。 1975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 改安会）的最后文件中有关 

建立信任的措施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七十年代初期的欧安会初步会谈中，各与会 

国同意，有必要采取平衡的办法，以便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人道主义等问题外， 

还包括军事措施。 欧安会在马德里举行的第二届后续会议已于1980年召开，希 

望这次会议所做的努力能有成效，这样，适用于整个欧洲的建立信任措施就可以在 

改安会的范围内进行谈判了。

5 5 . 其他地区各国，没有理由不能在它们为了达成合作安排而进行谈判的议卷 

上增列建立信任的措施。

5 6 . 此外，建立信任的措施，或者至少是一项有意在未来制订此类措施的意向 

声明，可以包括在两个国家或两小以上国家就其共同目标所发表的任何其他形式的 

政治宣言之内。 阿亚库乔宣言（参见A/10044 , 附件）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可能 

性 ; 一个地区的各国发表公报或就其他文件达成协议时也可能发表类似的宣言。

5 7 . 促进信任的机会也可能由于共同承担发展项目，特别是进界地区的发展项 

目而产生。

5 8 . 很必要的是：本身并不包括承担采取具体、特定和可係价措施的义务的意 

向声明的宣言只不过是朝向建立信任措施道路上的一个准备步讓，因此，除非这种 

准备步驟明显具有建立信任的价值，否则就必须在发表声明和宣言之后进一步就定 

义明确、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政策进行谈判，以便使这些声明和宣言更为具体0 在这 

方面，显而易见，宣言应当始终如一地貫彻执行，或者获得适当具体行动的补充， 

这样才会有持久的建立信任的价值。 若非如此，这一进程不是毫无成果，也会变 

得虚无绿鈔。 大家都公认，就各种问题所达成的协议显然具有建立信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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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立信任应当成为这些协议的一部分。

5 9 . 正如上文所强调指出的，研究小组所列举的上述各项可以使建立信任的播 

施得以采行的具体机会，并不是彼此互相排斤的，也不是包罗万象的。 当然，世 

界上并不是每一个地区都具备所有这些机会；事实上，在有些地区，各种关系的现 

况可能不允许采行任何上述类型的建立信任的措施，虽然其他类型的机会可能会存 

在。 但是，对那些想要弄清楚何种机会最为适用于其各自地区的国家来说，这样 

提纲參领地叙述虽然有限，却不无禅益。 从某种角度来看，几乎任何一个地区都 

可以采取步躁，以便根据当地安全政策领域的做法和经验来开展建立信任的措族。

14



第四章

建立信任的措施的演展

■ ■
6 0 . 消除猜疑和建立信任的措施自古以来就是人所熟知的，历史上用象征性^  

态来表达和平意图的事例也是屡见不鲜的，因此，人们对建立信任的意义和重要性 

的认识，已有悠久的历史了，但是，建立信任的措施作力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一♦组 

成部分的慨念，却只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态发展，人类 

才意识到稳定的国际关系和双进关系的需要，

6 1 . 现在大家普遍都接受：建立信任进程的目的是要在各国之间建立全面而广 

泛的关系，每一个国家为了要按照它自己的愿望而生存发展下去，就需要将其持续 

完蕃性和主权获得保证，为了这小原因，带有安全性质的建文信任措施的慨念似乎 

是达致国际合作的一个手段，

6 Z 在 1 9 5 0 年代的后半期，苏联和美国曾就裁军和军备管制发展了一种以 

下列新想法为其特色的慨念：寻求旨在建立信任的部分军备管制措旅是一4^可靠持 

久和平所必不可少的。 自从这小建立信任措施的慨念出现以后，从 1 9 5 0 年代中 

期起，有关这一领城内的各种特定措施的提案就开始在形形色色的会议上和美苏两 

国的军备管制谈判中提了出来，但是，一直等到1 9 6 3 年，才就第一项建立信任 

的措施一 热线协定，一 达成协i又有关建立信任措施的第二轮谈判于19  6 0 
年代后期开始进行，结果，苏联和美国于1 9 7 0 年代初期就其嗣后各项条约中采 

取建立信任措施问题达成了协议。

6 3 . 在欧洲范围内，欧洲安全如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已载有建立信任的措施,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建立直接通讯联系的谅解备忘 

录 》（1 9 6 3 年 6 月 2 0B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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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所谓相关措施为形式的建立信任的措施现仍在中欧关于互相裁减部队和军 

备以及相关措施的维也纳会谈内予以审议中。

6 4 . 在全球范围内，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 

已载有若干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建议，此外，第三世界各国间一些双进和多这条约 

中所商定的某些措施，也可被视为旨在建立国家间信任的一种努力，

6 5 . 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 不论是否仍在审议中或已达成协议一 的演展过 

程将按下列顺序分别在不同谈判或条约范围内予以叙述:

( a )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 b ) 《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

( 0 ) 中欧关于互相裁减部队和军备以及相关措施的维也纳会谈；

( d ) 各大洲正在进行中的建立信任的进程；

(e) 双这协定中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

A .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

66.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期间有种种关于促进建立国家间 

信任进程的提案提出。 《最后文件》第 9 3 段提到了建立信任问题。该段指出，为 

了促进裁军进程，必须采取措施并执行若干政策，以加强国际和平及安全,并建立 

各国间信任，文件建议采取以下各项措施：

( a ) 通过建立 " 热线 " 和其他减少冲突危险的方法，采取各种步驟改进各 

国政府之间特别是紧张地区的各国政府之间的通讯，以防止由于意外、佑 

计错误或联系失夷而发生的攻击：

(b) 各国应评价军事研究和发展对现有协定和裁军领械的进一步努力的可 

能影响；



(C) 秘书长应定期向大会提出关于军备竞泰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及其对圓际 

和平与安全的极其有香，响的报告，

这孽提案并无包罗万象之意；第 9 3 段明确地强调指出，其他尚待商定的推施也将 

使进加强国际和平及安全和建立各国间的信任， I
：4 1,;

B. « 欧洲安全加合作会议最后文件》

67. 1 9 7 5 年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中, 与会各国直布它们"不

对任何一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使用或威勝使用武力" ，也不"为了迫使另一与 

会国放弃充分行使其主权权利而缓趣武力" ，欧安会《最后文件》题为《关于建立 

信任的措施和安全与裁军某些方面的文件》一节力图给予这些般原则具有执行的 

意义，象后文件中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各项条敦的目的，并不在于直接病少竞争性 

的军事活动；而是在于形成一个用以间接减缓和减少由于对情况不明和误解而引起 

的竞争动机的纲领， 《最后文件》中关于建立信任的措施的文件特别载有下列要求 

从政治高度予以执行的措施：

( a ) 事前就欧洲举行的单独或联同可能参加的空军或海军部队总数超过25, 000 

人的重大军事演习发出通知；如遇一个与会国的领土超越欧洲范围，在该国海同任 

何一个改洲与会国互相面对或共有的进界25(V公里以内的地区举行军事漠习时，也 

应事前发出通知。这些通知应提前2 1 天或更长的时间发出，通知内容应包括演习

的名称、演习的一般目的加参加演习的国家，參加演习军队的兵种和兵力、演习地 

S 以及演习进行的佑计时限，

( b ) 在自愿和双进的基础上，本着对等精神和朝向所有与会国的善意，在军事 

演习' 时互浪观察g , 此外，最后文件还载有下列措施：

( C )事前通知其他不足25 ,000人参加的军事演习； 

m 事前通知重大的军事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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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其他建立信任的措施。

6 a 在最后文件中，与会各国认识到，在执行建立信任的措族的各项条敦过程 

中所取得的经验连同进一步的努力，可以导致制订并扩大旨在增强信任的措施，

69. 1 9 7 7 年举行的改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贝尔格莱德后续会议期间，各国代

表团都承认，没有任何一小国家未曾遵守《最后文件》中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各项 

强制性条款，后续会议的辨论集中在各国对文件所载各项权宜性条敦的执行程度各 

有不同的问题* 在新的建立信任措旅方面，有若干旨在扩大建立信任进程的范圓的 

提案提出. 虽然力图对各种不同的建议进行合并和增鯽取舍，但是没有成功；因此 

在进一步发展建立信任的措施方面，贝尔格莱德会议没有取得成果，

70. 1 9 8 0 年开始在马德里举行的第二次后续会议上，再次讨论了促进和加

紧改洲建立信任进程的问题，当本报告提出时，马德里会议尚未结束，

C. 中欧关于互相裁减部和军备以及相关措施的维也纳会谈

7 1 . 在维也纳会谈期间，各项关于建立相任的措施的提案被提了出来并予以讨 

论， 谈判中各项措施的" 相关措施" 这一术语表明了为这些措施所指定的 

作用，按照参加谈判各方的意见，这些建立信心的措施应该成为一项关于裁减部队 

和军备协定的一小组成部分，因此，在设想这些措施时，应该使这些措族有利于达 

成该协定的宗旨和目标，并促进其获得适当的执行。但选今力止，还没有就具体措 

旅达成任何协议•

D. 各洲建立信任的进程

72» 虽然其他各洲对当地所存在的安全局势起有决定性作用的各小因素在很多 

方面都与欧洲有所不同，但由于各洲遵循了某些政策并就某些措族达成协议，建立 j 
信任的过程也一直在进行之中，



7 3 . 泛美体系各项条约本身的目的在于保证ÿ 个美洲大陆的和平和德定；这些 

条约载有旨在建立美洲国家间信任的若干条款* 因此， 1 9 4 8 年签订并经1 9 6 
7 年 《布宜诺斯文利斯议定书》修正的《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三条C款宣布，善 

意应支配国家间的关系。按照第二十三条，美洲各国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国际争端j 
必须交由本《宪章 》所规定的和平程序处理。在发生冲突时， 《宪章》第五十九条 , 

规定举行外交部长协商会议来考虑美洲国家的紧急性问题及其共同利益的问题。

7 4 任何会员国家得要求召集协商会议( 第六十条）；如在一美洲国家领土之 

中或在有效条约规定的安全区城之内发生武力攻击，美洲国家组织常任理事会主席 

应立即召开一次协商会议( 第六十三条》* 按照《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即 1 9 
4 7 年 《里约热内卢条约》）第三条和第十一条，外交部长会议的作用， 相 当 于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五十九条所述的协商机关，同时也是一小执行机关；必须 

在任何国家对一小美洲国家发动武装攻击时商定应采的措施。最后， 《美洲和平解 

决条约》即 1 9 4 8 年 《波哥大条约》所载特别是提及调查和和解委员会（第十五 

条 ）的各项条款，其目的也在于建立美洲国家间的信任，

7 5 . 第一个在人口獨密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

( 即 《特拉特洛尔条约》），是有能力建立国际信任的一项多进文书的例子，这项 

条约规定缔约各国不得生产核武器或从其他国家接受核武器，但允许缔约国在国碌 

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 ) 的监督下无限制地和平利用核能，这项条约的执行由拉 

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管理。

7 6 . 除了上述各项条约外，建立信任的进程也正在地区一级发展中，特别是在 

南美地区，在 《阿亚库乔宣言》中，八♦南美洲国家（阿根廷、破利维亚、智利， 

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马* 秘鲁、委内端拉）同意在出现可能影响各国家间和 

平共处的任何局势时，通过各国外交部长采取行动。此外，缔约各国还表示承诺终 

止取得进攻性武器，以便将其一切可能资源致力于每一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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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承诺的实现势将构成一小其正的建立信任的括施，这项措施的基本思想是要提出 

不存在军事威胁的证糖；而其后果则具有将腾出来的资源用于各自国家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可能性。

7 7 . 因此， 《阿亚库乔宣言》可被视为加强地区内信任的一种努力，根据《阿 

亚库乔宣言》并于 1 9 8 0 年由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母斯达黎 

加和巴拿马六国在里奥班巴（/Il瓜多尔）签署的《里舆班巴行动先章》中所商定的 

各项条款也具有同样的作用，此外，西班牙也成为缔约国之一。同上述各项宣言一 

起，安第斯集团成员国于1 9 7 9 年在卡塔赫纳（哥伦比亚）签署的《卡塔赫纳授 

权书》—— 安第斯集团在区城的和平与一体化应当采取多式多样的办法的基础上根 

据该授权书建立了政治合作的机构—— 都构成安第斯地区建立信任的核心因素，

7 a 正在执行中的南美洲一体化进程本身的性质就具有增进建立信任进程的能 

力。在这一方面， 《普拉特河流条约》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这小条约是阿根廷、破 

利维亚、 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五国在1 9 6 9 年 4 月签订的，其目的是通过基础 

结构项目来发展蕴藏于这一广大地区的自然资源，条约的意图是要把这种一体化进 

程推广到其他经济活动中去，促进建立一小经济联盟，并增强这一地区内嗽邻各国 

之间的信任和稳定》

7 9 . 另一•个例证是坡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圭亚那，秘鲁、.苏 

里南和委内瑞拉八国在1 9 7 8 年缔结的《亚马系流城国家合作条约》。缔约各国 

制订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以进行亚马孙流械内经济、科学、技术和生态领械的合作。 

这些步嫩的目的也在于建立信任：它们反映了缔约各国在这一地区的发展方面进行 

合作和协商的决心。



8 0 . 建立信任的进程也一直在非洲国家组织（非统组织）的范围内和个别非洲 

国家之间进行，迄今已在世界这一地区创造和加强了信任气氛。 这个大陆上的问 

题只有在互相信赖和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这是 1 4 个非洲国家1 9 6 4 年 

4 月通过的《卢萨卡宣言》的基本思想. 为了扩大信赖和信任的基础，非统组织 

建立了调停、调解和仲裁委员会。 目前，好几小非洲国家间进行合作也以加諷德 

定、建立信任为其目的。 在这方面， 1 6 个非洲国家所属的西非国家经济委员会 

( 西非经共体 ) 的工作堪称措模。 有时侯合作是通过特别组织来促进的，例如， 

塞内加尔和巧比亚就设立了" 塞风常设秘书处"，在其范围内每年举行一次国家间 

部长级委员会会议和国家首脑会议。

8 1 . 建立信任的活动在扎伊尔和安哥拉两国之间的和解过程起了宪出的作用， 

这个过程开始时，两国政府同意在非洲国家组织的主持下建立一个监督委员会，以 

便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1 9 7 8 年 7 月 K  该委员会由落麦Ü联合共和国 

尼日利亚、卢旺达和苏丹代表組成，其任务是监：测两国军事发展动向。 这个建立 

信任过程的第二步是于1 9 7 8 年 7 月底在扎伊尔和安哥拉之间建立外交关系， 当 

时发表的联合公报明确表示两国都愿望在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创造相互信任的气氛。 

最近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一步是： 1 9 7 9 年 1 0 月安哥拉、扎伊尔和赞比亚三国 

总统在恩多拉( 赞比亚）会晤，同意在各自领土内防止反对任何其它国家的游击活 

动，

82.  一般说来，在整个非洲大陆都可以看到建立信任的进程。 尤其是主张努 

力确保非洲国家不充当颠覆邻菌活动的基地的想法日益深入人心。 越来越多的非 

洲国家政府声明它们意图在国内防止这类额覆活动. 1 9 8 0 年 1 1月， 比亚 

和利比里亚两国元首会晤时友表的联合公报中除了别的以外还包括了表明上述意图 

的声明；这些声明的意圏是要开展一个信任的具体过程。 如系这种意图由于各国 

就防止上述活动发生的具体建立信任措施达成协议而获得实现，那就是向前大大地



跨出了一步，进一步加强了非洲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8 3 . 也有迹象表明亚洲国家间建立信任的进程正在发展，并日益具体化。 在 

某些:Œ在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区域合作的地区，建立信任的进程已经具体化。来 

南亚?国家联嚴（东盟）的活动即是这种发展的一个例子， 东盟所属各委员会：C作 

的襄些方面以及东盟各国外交部长例会就是这个建立信任进程的一部分， 这些活 

场的目的也是在于防止东南亚地区国家间发生紧张局势和冲突，并建立一个和平、

自由和中立区* 亚洲地区另一个现正由有关各国审议中的旨在建立信任的计划就 

是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

8 4 . 东盟各国最近邀请太平洋地区诸如3 本、漠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以及欧洲 

共同体各国参加东盟外交部长会议每年举行的扩大会议，以求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密 

切合作。 1 9 8 0 年 3 月 7 日东盟成员国和欧洲共同体各国外交部长于吉隆棱发 

表的联合声明就是这种密切合作关系的一个例子，很有可能使建立信任的活动超出 

区城的范i H ,从而横进世界上相距遥远的不同地区各国之间的了解，

E. 双这协议中的建立信位措施

8 5 . 各国间双这会谈及随后这成的协议通常都包括旨在建立信任的努力。 这 

种例子都能在世界各个地区找到，下文略举数例。

8 6 . 自1 9 5 0 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和苏联之间就广泛开展建立信任的双过穷* 
力。 从 1 9 5 5 年至 1 9 5 8 年，美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都建议了各 

种类型的建立信任的具体措施， 美国曾拟议了一系列类型的此种措施，例如，重 

迭雷达设旌、交换军事观察员、空中视察、交换情报、目击汇报、视察区等。 苏 

联也拟议了一系列的借旅，其中包括建立特别区一一例如非核化区—— 各项同军备 

厥制相关的措施、各种裁军步嫌和限制军事活动的特定措施等，

87.  1 9 6 3 年 6 月 2 0 日，美国和苏联成功地就第一个重要的建立信任具体



播族；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建立一条直接的通讯联系（" 热线 " ）达成协议，后 

来又采取步讓，于 1 9 7 1 年 9 月 3 0 日签订了两项协定：关于改进美苏直接通讯 

联系的措旋的协定和关于减少两国之间核战争危险的措施的协定, 在后一协定中, 
双方承诺采取单方面的稳定措旌，并承担将特定军事活动的情报通知对方的义务W 
1 9 7 2 年 3 月 2 5 曰签订的第四项协定是防止海上及其上空意外事件协定，其中 

规定了一整系列措雄，大大地减少了海上活动引起的事件。

8 8 . 美国和苏联两国政府签订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 1 9 7 2 年的第一阶段眼 

制战略武器协定和1 9 7 9 年的第二阶段跟制战略武蕃条约）親定了一系列可被称 

为建立信任的措施的双边步驟* 这些步骤包括交换有关某些活动的情报、不纺碍 

某些债察活动、把超越缔约国本国领土的火箭发封计潮通知对方、建立一个常设协 

商委员会，以便促进上述目标的达成并执行条约内的各项条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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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原 则

8 9 . 上文各章、特别是第三孝已经指出，建立信任借旋的目标是加辑各国对 

《联 i 国宪章》、 《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Ü际法原则宣言》 

(A/RES/2625(XXV)) 及其它有关国际文书所载各项原则的算重，

9 0 . 这个结论的含意有两展：其一是，各国可以参照这些原则来评价某一建立 

信任过程中拟议的每一項建立信任的措施；其二是，每一个特定播旋的执行反过来 

又帮助使国际法内的现有一般原则化为具体行动, 从而墙强其效力， 这方面最重 

要的原则有：

( a ) 不对任何会员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任何其他不得C联合国宪孝》宗 

旨的方式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 D )和平解决争端；

( c ) 不干涉他国内政；

( d ) 各国合作解决国际问题，并促进对人权的# 重；

( e ) 各国人民享有平等权利和自决权；

( f ) 主权平等、尊重主权所固有的权利；

( g ) 诚意地履行国际法的各项义务，

9 1 . ，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錄十廣淹刹会议的《最后文件》承认并认可了建立信任 

的各项措族和政策， 在促进裁军和增强国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 因此，《最 

后文件》所载各项对裁军領械内的谈判和播施特别重要的原则( 第 2 5 段及其后各 

段 ）对建立信任措族的采用和实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反之，建立信任进程的进 

展也将增进和加强这些原则的有效性， 专家小组想要提请各方# 别注意的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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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措施的采行应保持公平和均势，以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权利，并且确保不让 

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任何阶段取得优于其他国家的地位， 并计及一切国家享有 

以平等地位参加国际努力和谈判的权利.
....

9 2 . 为« 明上述各项原则和建立信任措施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倚略如实地说明 

建立信任措施的范围和性质。 虽然建立信任措施有助于莫定裁军协定和军备管制’ 
协定所必须具香的基础，但不能替代各会员国根播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 

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4 2 段规定，诚意地作出一切努•力 ，实施《最后文件》所 

载旨在最终达成有效国际监營下全面彻底裁军的《行动纲领》的义务。 建立信任 

的惜施虽然不能替代真裁军措施的实施，部也不应当作为不履行各领城内进行合作 

的其他重要国际义务的借口。 建立信任的措施是一种重要的手段，有助于改善政 

治气氛，有利于在国际安全和合作方面作出较为深远的安排， 但是，忽视建立信 

任惜施这一慨念的局限f生，势必流于空想，其结果适得其反，所以，这个慨念对国 

际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其它各方面可以而且实际上也必须友挥充实和加强的作用， 

而不是取而代之。

9 3 . 对建立信任的措施和国际法之间的关系作一般性分析后，必须考虑到：建 

立信任的措施只是最近才被确定为缓和紧张的国家关系、增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 

种特定手段， 虽然自古以来就已存在着加强国与国之间信任的方法和途径，但是， 

选择某些具体措施, 并将之确定为足以充实裁军和军备管制措施的辅助施只不过 

是近几年的事情， 因迄今尚无适用于建立信任的措施的具体国际公法规则， 

但是，现有国际法的规则显然可以适用于建立信任措施的制订和实旅* 如果各国 

就这些意图确立具有法律约束力义务的措施达成协议，那么这些措施就构成当事国 

之闻的国际条约法则。

9 4 . 各国也可就银制性较少的建立信任措旅达成协议。在缺乏制订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条约承诺的意愿下，这种建立信任的措施可以构成具有政治约束力的义务或 

理想行为的建议。 根据国际法规定，不尊守这些措旅不负担法律责任的后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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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庸赞言，不遵守这样一项无强制性的措族就会破环这项措施詩在建立的信任，

并可能危及建立信任进程本身，

9 5 . 如果一国宣布它受单方面槽施的约束，那末单方面措施也可产生国际法义

务，

9 6 . 就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达成协议无疑将对信任的建à：起有具大的作用，但 

是含有政治义务的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对建立信任的进程也舰为重要。 欧洲 

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的各项条敦显然可以作为例证， 执行具有政治约束 

力的措旋可以在各国国事交往中创造信任气氛。 同时也可表明各国具有执行某些 

既定准则的坚定意志，

9 7 . 在这方面，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建立信任借族可以通过提供国际上可接受 

的行动守则而加强国际法的宗旨。

9 8 . 持续而经常采行具有政治约束力的措施将会形成愤例，久而久之，参加国 

渐渐坚信只有得合这一惯例的行为才可以被认为是合法的， 因此，建立信任推族 

的约束力会渐渐增强，以致这项措施越来越普遍地被视为正确的行为模式。 结果， 

政治上具有约束力的建立信任措施由于长期始终不清的实施而演变成国际习惯法的 

义务，建立信任的建程就会这样遂渐地促成新的国际法准则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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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办 法

A . 区镜、区域间、国际和全球办法

9 9 . 联合国《对区域裁军的一切方面的研究》指出 "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安全 

方面感到的威脉和备战的需要主要同区械本身的情况有关" （A /3 5 /4 1 6 ,第 136 
段 ），

1 0 0 .正如上文所指出，建立信任的措施如欲行之有效，就必须要同特定局势中 

各方所关切的威脉因素具有关连性》 此外，它们应当糖够对病缓特定安全问题作 

出重大贡献，

101. 许多一 即使不是大多数一 安全问题和各国的安全感都起源于区域因素 

的事实使人得出一个结论£ 采取区城办法建立信任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

1 0 2 .正如上述研究报告所说，在裁军的范畴内，区坡一词的涵义有很大伸缩性， 

不能笼统地或预先确定0 什么是一个特定措施的适当区域，首先要取决于有关国 

家的僵议和拟议措族的性质, 因此，两个或两个以上邻国之间的安播可以构成区 

域安排的核心，而此项安徘可能由于其它国家的加入而遂渐扩大范围*

103. 由于建立信任的措族同各国于其彼此之间交往关系中所感受到的安全感有 

关，因此上述研究报告所说"单是地理和安全的考虑不一定足以决定什么是一个适 

当 ‘ 区 填 在 许 多 情 况 下 ，提倡裁军时可能涉及其他因素，例如从前的文化， 

经济、意识型态和 ( 或 ）政 联 系 等 " 【同上，弟 155段 ) 似乎刘■建立信任的播旌 

具有特别的意义’

1 0 4 .特定区域有其特有的独特安全条件和要求，这项了解对建立信任措施具有 

以下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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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5 .很显然，一个区域内的成员国最清楚它们的安全问题的性质是什么。 因 

此，任何建立信任的努力必须要从分析和评价引起猜忌、恐惧和紧张局势的根本起 

因开始，而这项工作一定要由有关区城以内各国发动，决不能由区域以外的国家来 

越祖代鹿。 区城内的国家可以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行使其主权并自由决定是否应 

该开展建立信任进程。 在某个区城内实行建立信任猜施的倡议也可以由一个区域 

组织提出。

106. 评价上述特定安全条件和安全感将可为一个区城内各国用来确定各项适当 

的并且足以减少各国所关注的安全方面风险的建立信任措施的性质规模和范围提 

供标准。

1 0 7 .例如，如果各国特别担心突然袭击的危险，因此凡是能提供更多警报时间 

的惜施也许最为适当《 如果由于缺乏通讯而引起不安感，那末能够改进特别是危 

机期间的通讯渠道的措施也许是最为可取的。 在其它情况下，也许需要采取提供 

更多关于军事活动和其它有关共同安全事务的情报的措;^

1 0 8 . 同样地，措施的范围必须在参加建立信任进程的所有各国权利和义务平等 

的基础上随着有关区域的特定条件和需要而作出调整。 某一个区城将一定规模的 

军事活动通知其它国家的承诺并不一定适用于另一区城. 确定建立信任的措施所 

应适用的领土范围，其情况也是如此》 这个地区应当根据有关国家的军事条件是 

否类似，它们的安全感和安全忧虑是否相近来加以确足

1 0 9 .这都取决于对区域安全情况的分析结果，只有那些适宜于解决区城内特定 

安全问题的建立信任的措施，才能被该区城内成员国认力是可行的和（或 ）可谈判 

的， 在武装到牙齿的国家互相对特并存在着高度紧张和猜忌的区械内，只有采取 

极其徵小的建立信任措施的步骤，才有便之遂步取得进展的现实希望。 在没有严 

重政洽分救和军事差别的区域内，各国也许能够及早就较为強有力的限制性措施达 

成协议，从而加速信任进程。

1 1 0 .根据引起猜忌的各种不同起因，有关国家可以采取其它措施或政策，以便



克服特定局势或消除忧虑，

1 1 1 .但是，強调区域办法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将信任区域化或局部化。

在今天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一项安全政策如果要获得成功，其范围必须是全球 

性的，同样，建立信任进程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任务。 在世界某一个区城内丧失信 

任，将会导致威脉到全球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险。 在区域一级减捕或甚至破坏 

信任的行动必然地会影响国际信赖和信任并使军事管制和裁军的政治气氛恶化。

当然，反过来，其情况也是如此—— 这是支持区域办法的一个強有力的论据：一个 

区城内创立和加強信任以及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各项措施会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内起 

稳定作用，从而加握全球安全，

1 1 2 . 由于多个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区械与全球范围之间存在着这种相互作用关系， 

一个区城内的各国在决定一项区域建立信任的措施时，应当照顾到区域外国家的安 

全考虑。 反过来说，同样重要的是：非区城国家也应当顾及有关区域国家的安全 

利益，并且应当合作执行该区域国家达成协议的建立信任措處

1 1 3 .顾及非区域国家的安全考虑的最好办法是把它们，并酌情将其他区域包括 

在建立信任的进程之内，同时又不把某一特定区域所特有的安全考虑普遍化。 因 

此，当一个区域的建立信任进程有所巩固后，就应当考虑有无可能把适当的建立信 

任措族的地理范围扩大到区域间协议，从而提高由此而取得的区域安全方面的成果， 

但是，必须指出，严格根据一个特定区域的特珠条件制订的建立信任措魏如不作适 

当调鉴，通常是无法" 全部 " 移入其他的范畴之内去的。 因此，任何想要扩大措 

族的适用范围，以及想要用区械间制度来补充区城建立信任的措施制度的努力，都 

需要重新评价确定“ 新范畴，’ 中安全要求的各种条件， 唯有按照这个评价才可以选 

择或制订适当的建立信任的措施》

114. 从事这一进程的下一步朦是考虑到建立信任全球办法的可取性并吸取各个 

区城和国际范围内所取得的经验，然后制定一项国际公约，把执行建立信任措旅的 

一些基本、晋遍适用的义务编幕成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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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信任是无法单独依靠执行一项建立信任的特定措施建立起来的, 更不用说 

满篇善意的宣言了. 信任只有经过历史演变而遂步发展起来的。 因此，信任是 

通过充分効一采行具体可核査的行动并舉行可靠政策的长期努力的结果。 .

1 1 6 .虽然建立信任的措施并不能限制或削弱军事潜力，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 

措旋能逼制军事行动的自由，对使用军事力量有一定的限制， 因此，只能期望各 

国遂步采行具体播處 在建立信任进程的最初阶段，各国将倾向于尽量保持其行 

动自由，只接受范围有暇* 承担的义务较轻的建立信任措施，以便尽量减少风险，

1 1 7 .在最初阶段应该避免过于宏伟的计划，因为只有全面充分执行微小的建立 

信任的措施，才会使各国产生接受更加严格的措施所必要的信任。 否则的话，不 

仅不能取得预期的成果，而且甚至可能引起相反的结果， 有选择地和有眼度地履 

行有关廷立信任措旅的承诺，将会使开展建立信任进程时所产生的期望破灭，而且 

往往使盤个进程丧失信举。 因此，需要耐心地邀步发展，每一个步操的成功构成 

下一梦骤的基石，直至建立信任的措; 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可为国际安全领 

域内更具深远影响的协议提供健全的基础,

118. 一旦建立信任的进程成功地跨出其第一步，它就能产生自己的动力,这  

主要是因为每一项措旅的成功使各国对更多的、可能更为宏伟的措施的可行性产生 

新的信心。 共同执行建宜信任措施所取得的进展将大大敦励各国继续推动建立信 

任的进程， 因此，极其重要的是使这一进程迈出第一步，虽然最初阶段在许多方 

面都是非常微妙和复杂的。 这就需要各国勇于采取主动。 在某些条件下，甚至 

单方面采取的极其徽小的第一步行动，也许可能有助于带动一个否则完全没有可能 

的进程， 当然，只有发起国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些措施将会获得积极充分的响应时, 
才愿意采取并持续进行单方面的措施》

1 1 9 .显然，随着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单方面和自愿的措施必需由更具有约束力

B. 执行方法



的协定所取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各国确信这些措旅将会导致均衡平等的结表 

此外，纳入条约内的各项措施不能随着国际政治气候而突然改变，因此，它们有助 

于维持建立信任进程所必需的持续性。

1 % 0 .在进程的最初阶段，为了克服偏见和误解而又不对军事行动自由加M襄制， 

那木采行加強个人之间接融的建立信任的措施光其有用。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 

看，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不应当单独依赖々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个人关系的发展 

容身遭迁种种风险，因此，在建立信任的过程中，个人之间的关系应该用各种可便 

建立信任进程正规化、制度化的措施来加以充实。

1 2 1 .在遂步循序渐进地建立信任的过程中应该遵循一条总的规则，那就是从限 

制性较小的措施避步发展到眼制性较襄的措施。 发展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一 

种可能性是增加有关各方交流情报的数量并提高其质量，以便获得军事价值较高的 

情报， 一个恰当的例子也许是制订观察军事演习的观察负的待迁现则，以便这些 

观察货能对演习作出正确评价。 在这一方面，应当设法持续地完善例行军，活动 

的指示数据，以便提高其警报价览

122. 另一种可能性是扩大现有建立信任措施的适用范围和地区，这样就能大大 

提 高 这 些 措 族 的 价 因 此 ，可以扩大预先通知限定地区内重大军事调动的义务 

以便使其包括更大地区内的一切有关的军事调动<> 各国应当研究各种应付安全忧 

虑其它起因的方法和途径，并就此达成协议，

1 2 3 .在质量方面，一小提簿建立信任进程的.信眷和可靠性的重要步骤是：各国 

下定更大的决心来执行各种建立信任的措施》 因此自愿措施应当尽快发展成力具 

有政治约束力的条款而且有政治约束力的条款应当变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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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各项可能有助于建立信任的措施例证

* 2 4 小组认为，要想指出某一特定地区为了建立和加强信任而必须执行的特定 

措施，那是困难的。本研究报告在许多地方强调，即将适用的政策或即将采行的措 

施的性质、范围和其他方面均应由有关国家在考虑到了特定区城所特有的安全条件 

的情况下予以确定，

1 2 5 .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建立各国之间信任的各项措施，可以按照若干 

非常普通的林准予以分类，因此它们可以按照下列一般性的类别：政治、军事、经 

济、社会与文化标准来加以归类，当然，有些互相重迭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

126. 小组按照其任务规定研讨了各国政府复文和声明中所载各项为了建立信任 

所必不可少和适当的政策与措施，其中件多措施都是属于某项或多项非军事性类 

别的一般性措施，但是提案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同军事忧虑有关，反映了许多政府将 

安全问题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

127. 为了一般地举例说明本研究报告中演展出来的慨念和想法所可能具有的实 

际适用范围，小組认为，确定各项可能有助于建立信任的措施的适用领城并举例予 

以说明，将是有用的* 必须了解，这些例子纯粹在于说明各国为发展和加强信任而 

作出决定和谈判时可能考虑的任何措施，

A. 特别着重于军事和安全各有关方面的建立信任的措施

1 2 8 .小组审查了各项对维持世界和年g 国际安全产生迫切而直接影响的有关安 

全的军事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从而制订了下列各项有关军事和安全的可能措施一览 

表：

(a) 军事性的情报和通讯

H 公布和交换有关共同安全的军事活动和其他事项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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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公布和交换关于军备管制和裁军♦ 项的情报，

(b) 军事开支

在共同协议的基础上遂渐一例如按照绝对数字或按百分率—— 削减军事 

预算，

(C) 预先通知军事活动

H 根据协议的标准预先通知重大军事漠习•

仁) 在自愿的基础上预先通知其他军事演习。

0 预先通知重大军事调动。

(d) 人员交流与访问

H 在举行军事演巧时邀请军事观察员，

( = ) 互滅军事代表团。

B 在军事学校内为其他国家的军事人员提供奖学金，

(e) 协商

建立协商机构以促进执行各项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

( Ï ) 军»行为准则

按照既定程序提供有关特定军事活动例如演巧和特别调动的规模和范围的 

情报.

(g) 缓和军事紧张局势

H 各项有助于缓和当前军事紫张局势—— 特别是庞大军事力# 相互对特 

的局势一 的步骤 ’

C D 各场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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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雄

H 眠制或取消某些军事活动.
P 在有关各国之间自由达成的安排的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地区、非军 

区、和平合作区.

(1) 核查

持续加强制订核查程序，作为建立信任的措施以及军备傘制和裁军协定的 

组成部分.

Ü) 危机的处理

H 建立改善通讯、减少误会和逼制冲突的程序，也括设置热线在内.
仁） 各方军事力量舰离接蚀和隔离。

( 3 维持和平措施，例如建立观察哨.

(k) 解决争端和冲突

各项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和解决冲突的步凝。

B . 尚未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建立信任的具体措施

1 2 9 .有些专家主张，建立信任的各壤措施的个重要目的应当是培养一种非常 

坦率的气氛，以便使国家安全政策具有可预测性，他们又认为，符合这个目的的各 

项措族，可以大大有助于消除对其他国家军事力量和意图的误会和佑计错误，而误 

会和佳计错误又是引起不安全感的主因，在此方面，建议采取下列措族：

( a ) 就有关安全的问题扩大情报交流、促进通讯和增进了解；

( b ) 扩大关于军事潜力和军事能力的情报交流；

《0 ) 阐明并向公众介绍防卫原则；

( d ) 确立和平时期例行军事行为的模式和标准，从而同时创立警报指示杨准；



( e ) 制订克制军事自由行动的准则；

( f ) 公开军事预算★ 采用军事支出的标准汇报表格•

1 3 a 但是有人认为，交换有关情报,的准则应该厲于建立信任的具体措施的范ffl• • - - ,. . i
愈性质之内，

1 3 1 .关于在欧洲建立信任方面，各方对宜否在本研究报告中跋入某些具体建议 

这一点，还存在着意见分坡.

1 3 a 有些专家列举了一些改洲建立信任的特定措施，并强调指出，欧洲是全球 

战略形势的翁点，对于国际稳定和国与国之间的信任都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他们建 

议了系列的措施，他们希望这些措施如果予以执行，将可推动一个导致朝向更为 

多式多样、旨在为了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而增进各国之间信任的措施的进卷.振议 

的特定措施如下：

( a ) 将需要♦ 先通知的地面部队演习的人数从目前的2 万 5 千人降低到2 万人 ; 

m 将上述通知的时限从目前的三周延长到一小月；

( C ) 预先通知大规模海空军滨习；

( d ) 将参加军事滨习的人数限制在4 至 5万人之内;

( e ) 通知2 万人以上的军队调动；

( f ) 将建立信任的措施扩大到苏联的整♦ 欧洲部分,只要西方国家也愿意将这 

些措施的适用区城作相应的扩大。

( g ) 应该探索各种途径以便将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扩展到远东。

1 3 3 .若干专家对于拟议的某些措施虽无异议，但是他们认为，将这些措施载入 

本研究报告是不适宜的，因为这些措施或有关提案尚在其他论坛辨论之中，而且也 

只是某些国家的意见，况且它们并不是全都适用于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就最后一点 

而言，特别关于远东就无法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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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4 .其他专家则对上述措施中的参数表示异议，事实上其中某些专家指出了中 

立国和不结盟国家在马德里改安会会议上提出的提案2 他们认为，这整提案远较上 

述措施更具深远意义》

C . 主要同政治、经济和社会♦务有关的政策和措施

1 3 a 除了有关军事与安全措施的建议之外，各国政府为促进建立信任而提出的 

主要同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有关的政策和措施大多数都是用泛泛之词拟订的，例 

如，许多国家认为，对国际间信任具有重要性的是一切国家都遵守《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与原则及其各项条款，并遵守菌际法其他有关文件的各项条敦。

1 3 & 小组并未深入研究各国政府的各种观点，也未审议这些观点之中哪些可能 

同本研究报告所强调的各种建立信任的办法有关。小组认为，这些观点属于讨论中、 

给秘书长的复文中、以及大会有关发言中所已述及的更为广泛的建立信任办法，盆 

将这些观点列举如下，供有兴趣参加和进一步促进建立信任的进程的各国政府考虑：

( a ) 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鉴，不干頸和不干涉它国的内政，同

时考虑到各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享有单独和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

m 终止侵略和殖民主义政策。

( C ) 根据现有国际文书，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d) 利用联合国和其他适当讲坛， 持续审议和促进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

( e ) 建立新的国除经济秩序，包括经济和社会友展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一体化，

( f ) 尊重各国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

( g ) 进行联合经济发展项目，特别是在进界地区•

(H )制订双这或地区性合作与一体化项目的协定，

( i ) 在发展领域和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共同合作项目中使用合格人员和资源;
如遇自然灾事时则给予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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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联令国的作用

A . 联会国和信任的建立

1 3 7 . 《宪孝》第一条规定联★ 国的主要任务是: 维待国际和平及安金；发展 

国际同的友好关系；促成国际令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 

利性质之国际两题， 联舍国应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这成上述共同目的。

1 3 8 . 《宪章》两次提及裁军的目标• 《宪章》第千一条说，大会得考愿关于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舍作之普通原则，包括裁军及军备管制之原则《 第四十七 

条提及军爭參谋因应当对于" 军备之管制及可能之军维同题，’ ，向安全理事会贡■献 

霧见弁予以协勒， 此外，第二十力条还提到安全理事会座负责拟具建立军备管刺 

制度方案，提交联含国会员国，

139. 这些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建立信任的措施的通盘目标相一致者同 

这些措麓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如第三章所述，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加强国际和平与 

安全, 促进名■国同信任的发展和更良好的谅解，从而构成碱弱各国竞相扩军的引诱 

力，并使限制和裁减军备和军队直至最终达成全面彻底的裁军谈列取得有露义的进 

廣必要先决条件，

1 4 0 . 小組认为，上述清楚地录明，联舍国在确定和促进各项有关建立信任的 

措施的协定方面以及在执行协定方面都起有重要的作用。 这完全符合大会第一届 

裁军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8 段中确认的联会国在载军领械所起的作用的。

141. 联合国可以鼓励各会员国并参加关于信任的错施的谈判， 它也可以帮 

助创造谈判得以顺利进行的政治气氛。 它在维持和加强各会员国的意志以便就有 

关建立信任的措施的适用问题的协定进行谈判并予以执行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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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立信任的措施的谈判必廣根糖《最后文件》第 8 段的规定，以严格遵守《联舍 

国宪章》所揭示的寒旨和原jilll为基础，

1 4 2 . 建立信任的措施由于其界身所具有的1生质，因此可以特别在裁军谈判委 

员会现在拟订的《裁军综舍方案》的初步执行阶段，发挥宣要作用， 因此裁军审 

议委员会通过的《综合裁军方案的各组成部分》’已将建立信任的横施列为该方案 

中应予机行的措施，

1 4 3 . 同样地，正如《宣布 I 9 8 0 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千年》（第 3 5 / 4  6 
号决议，附件）所说的那样，谷项有助于加强各国安全的建立信任的猎施，均已列 

为第二个裁军卞年期间应予采取的优先活动， 不同地区的特殊条件和要求必须侍 

到适当的考虑，

1 4 4 . 此外，第五章已说明， 《联令国宪孝》所载若干特定原则可以通过建立 

信任的措施的适用而得到加强， 因此，小祖认为，可以这么说，建立信任的措施 

同联舍国目标之同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 一方面，建立信任的措施能够推进联 

合国特定目标，另一方面，联合国可以鼓嚴并完善廷立信任的猎施的作用， 这样 

作，联舍国就典范地履行了其作为协调谷国行訪的中心的任务。

B. 联合国机关和其他机构

1 4 5 . 联合国在执行其多重任务时也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增进信任， 联合国所 

有的机关和机构都应当嚴厳建立信任的借施的进程， 特别是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可 

以通过载有建议并请求各国就建立信任的措施这成协议并予以适用的决定和建议来 

推进这一•进程， 完全要看有关措施的性质而定，这些决定和建议可以针对所有的 

国家，或仅仅针对一个特定区埃具有特殊利益的某些国家；或在危机追近眉昧的情

《大会正武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4 2 号 》（A /3 4 /4 2  ) ,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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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则针对ü 接受紧张局势參响的国家， 大会和夫全理事会除了其他爭项外， 

还可以建议对已经适用了一定时间的某些建立信任補施进行评价, 并根据讨价的 

结果，提出冬该措族应否予以继续适用或需要修改，或就区楼性措苑而，，座否予 

以扩大到其他的区埃的咨询意见，

1 4 6 . 安全理爭会遵照《联食国宪孝》所分E 的任务，主要贞责采取对堆待国 

际和平与安全起有直接參响的猎施* 这些播施摩了其他活助以外, 包括促进维待 

和平的主动，并在发生武装冲突时，促进停止武装冲突的安徘， 联合国推待和平 

行翁以及振遣维持和平部队、观察员和调解员的做法，都是切买可行，行之已久的 

槽加信任的措族，

1 4 7 . 大会活场中将包括可以适用于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领埃的种种措 

M> 但这不应以任何方式服制大会向各会员国或安全理事会建议任何厲于《联令 

国宪孝》范围巧的建立信任的措施的可能性， 为能完成上述任务，所有关于建立 

信任的措施的谈判和协议结果都必須充分通知大会，弁通过大会，通知联舍国一 

切有关机构， 这样可以促进第七章中所载大多数猎施的适用，

148. 联合国从专门讨论裁军问題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起开始参与促进建立 

信任的措族的评价和适用问题的具体工作， 联舍国在其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上也 

将继续其有关建立信任的措施的工作。

149. 联合国在提供一个审议军备管制和裁军领城两题的必要机构方面有着特 

别重要的作用。 根掘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决定，这个任务 

已委托给大会第一委员会和裁军审议委员会：第一委员会只处理裁军问题和有关的 

国际安全同题;作为大会附厲机构的裁军审议委员会则负责对裁军领械内各种两题 

进行审议和提出建议。 这两个机构特别有资格处理各项对安金事务有直接影响的 

建立信任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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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0 . 裁军谈判委员会可以从事同样范围的活教它是一个单一多速谈判机孩, 
同联合国有特殊的关系，并定期向大会提出报營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任务自然 

是确定和谈判各项同委员会正在谈判的裁军和军备管制协定有关、填包# 在协定 

巧的建立信任的措施，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加强现有协定的孩査戚促进新协定签 

订的猎施。

151. 秘书长在其维特国际和平与安金的主要狀责范协调联会国各机 

关和机构在建立信任的措施方面的活絲， 此外，他还可以根猎《宪，》第九十 

九条的观定，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可能戚勝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事件，支特道宜于 

缓和现有紧张局势和制止新的张局势产生的建立信任的猎施，从而防止危机发 

展或恶化。

C. 各专门机构

152. 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可在其各自活訪领域里大大促进建立信任的措族的 

进程， 联合国特别可以通过各专门机构向发戾中国家提供捷助的方案来缓和政治、 

经济、社会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从而碱缓现有紧张局势和猜忌，并为这些地区较 

为良好的谅解与舍作莫下基础，

153. 联舍国在这些机构的帮助下，可以有助于加强有关区械中各国同.相互 

信任的区域性合作创造基础或提供经济资源，

D. 其他活动

1 5 4 . 总结起来说- 小經认为，联合国各机构、經织和机关通过执行其既定 

的任务，可以在许多方面促进加强各国同的信任，

1 5 5 . 但是，小组认为2 虽然联合国在促进尾立信任的措施进程方面的活动 

十分重要，但这只是联合国在这个领楼巧其他活纺的一种辅助性活动* 一般说



来，关于建立信任的推施的谈判应当在双过、区械联多进基础上进行，完全要看每 

一项有关这些措施的协定如何可以最为轻易地予以达成而定， I  9 7 5 年欧洲安 

全和合作会谈关于建立信任的播施和安全与裁军的某些方面的文件中两定的播施， 

就是这样作法的一个买例，

1 5 6 . 联合国活胡范围以外的任何谈判只要看起来有成功的希望，联含国就应 

当鼓嚴并推进这种谈判, 这样，关于同样或类似的建立信任的措施的平行会谈和 

谈判可以在联舍国内外同时进行《 不管谈判是由那个机构主持的，都应竭尽一切 

保证谈判顺利进行，获得圓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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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结论和建议

结论

1 5 7 .研究小组在以目前国际形势作为背棄评价建立信任措族的作用时认为，国 

际关系已严重恶化。 军备竞赛也已进一步升级* 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度展下去， 

国际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加剧，人类将面临全球战争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旨在 

建立信任和促进裁军谈判的措族就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i s a 小组强调指出，信任是许多因素一一军事和非军事因素一一相互作用的结 

果， 因此信任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场合都是以同样因素的组合为其基础的。 

不同地区国家的政府在回答秘书长的复文内强调指出，特别普要在政治、法律、经 

济和社会领域中建立信任。

159。 由于各国政府所提出的大多数提案都涉及军事性考虑，因此小组对这些提 

案作了更为详尽的研讨和审i义。 小组希望联合国将能根据本研究报告所取得的结 

果，进一步扩大其工作范围，并以更多的注意力针对建立信任的非军事性办法》

1 6 a 小组认为，建立信任措施的总目标是促使减少，或在某些情况下消除各种 

导致情忌、恐慎、紧张局势和敌对行为的起因，所有这些起因都是引起国际扩军的 

重要因素。 虽然这些起因在各个不同地区由于决定其各自安全情况的因素和经验 

不同而互有差异，但是小組认为其中仍然可以找出引起请忌和恐惧的主要起因。 

这些起因包括缺乏有关各国军事活动和共同安全事务方面的可靠情报>

161。 为了达成这些目标，建立信任的措旅应当具有下列特点：它们应对某种情 

况下引起人们关切的威胁因素采取具体^ 特定和可核查的措施，以便将本研究报告 

第五章所列举的各项得到普遍公i人的国际法原则付诸实趣,鉴于建立信任进程的 

特点，因此旨在各国间建立信任的措施和政策应当予以全面、持续和经常的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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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笨可能准确地确定这些措施和政策的内容。 从长远的观点看来，可能引 

起误解的主观因素应当用客观的因素来予以取代。

1 6 2 .小组i l 为，特别有利于采行建立信任的措施的机会可能隨着下列活动而 

存在：各国朝向防止和逼制国际冲突所进行的共同努力，包括液遣和平维持部队; 
为了停止国家间敌对行为而作出的安徘；就限制和裁減军备而进行的谈判，包拾 

国家间关系其它领域中的审查会议。 小组认为，不应当把上述例子看作仅有的 

机会。 相反，会员国应当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努力促进和加强建立信任的进程•

16 a 琐 信 任 撒 I的演展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消除猜忌和建立信任的措施自古 

以来就是人所熟知的。 但是，建立信任的措施作为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一个组成 

部分的慨却只是近年来才出现的，而这个慨念在各项义边、区域和全球性讨 

论和谈判过程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这些讨论和谈判，专家小組将要更详尽 

地予以研讨。

1 6 4 研究报告的著作者认为，国际法的普遍原则，特别是《联合国宪章》、

《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其它有关国 

际文书中所确定的各项原则，都规定了严格评价特定范围内所提出的每一•项拟议 

个别措施的标准。 男一方面，每一项措施的执行也有助于将国际法的普遍原则 

变为具体行动，因而增强了这些原则的效力。联合国专n 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 

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所确立的各项原则，对于裁军领域内各项谈判和措 

施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且对于建立信任措施的采行和实施也具有央定性的关系。

1 6 5 1 关于建立信任措族和一般国法之间的关系，小组强调指出，目前国际 

法中尚未制订一杳专门涉及建立信任措施的规则。 但是，国际法现有的规则也 

适用于建立信任的措施的制定和执行，如果各国能就这些措施达成协议，郁末这 

些措施就构成各国之间的国际条约法则。

166。 由于理解到特定区城有其特有的独特安全条件和要求，因此小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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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地理和安全考虑不足以确定什么才可称之为道当的区域形势，小组又认为， 

在许多情况下可以通过计及其它因素，例如原先存在的文化、经济、意识形态和 

政冶联系，来促进建立信任的措施，

167. 一个区械内的国家可以在评价了引起该区城猜忌和紧张局势的特有起因 

的基础上行使其主权并自由决定是否开展一项建立信任的进程， 由于各个不同 

区域之间以及区域与全球范围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关系，各国在开展上述行动时 

应照顾到区域外国家的安全考虑， 当某一区域建立信任播族的进程蒋所巩固之 

后，就应当考虑有无可能将适当的建立信任推族的地理范围扩大到区域间水平. 
任何此种扩大适用地区的行动需要重新评价已ir大地区范围内的安全条件，

1 6 a 在遂步循序渐进地建立信任的过程中，全面充分地执行限制性较小的措 

旅，可以莫定各国能就限制性较强的措族达成协议的基袖， 这种进展可以通过 

下列途径表现出来Î 加强有关安全情报的数* 和质* , 扩大适用的范围和地区， 

并加强特定安排的约束力。

1 6 9 .就联合国的作用而言，研究报告指出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 

别会议是联合国参与促进评价、采取和实旅建立信任播族的任务的起点,报告 

强调指出，根振《最后文件》所确定的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联合国的所有 

机构和其它机关可以在保持和激助各会员国缔结和实旅建立信任播族的意志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1 7 0 .在这方面，研究报告特别强调大会第一委员会、裁军审议委员会和裁军 

谈判委员会对直接做关安全事务的建立信任措旅方面所可发挥的作用。 联合国 

可以帮助各国政府和公众了解建立信任措施对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作用， 

并有助于创立一种有利于成功进行谈判的政治气氛，



建 议

1 7 L 专家小想认为，本研究报告的主要作用是S 进一步阐明并发展在全球范围 

内建立信任的播族的概念；向各个意图采取和实施建立食任播族的国家政府提供播 

导方针和咨诛意见；便使公众认识发展和加强建立信任的进程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 

安全的重要意义. 同时》小组认为本研究报告只不过是联合国旨在会员国之间建 

立更为深切的信任而作出的第一步努力.

1 7 2 .因此，专家小组认为重要的是；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当鼓厳和协助一切旨 

在避一步探索建立信任的措族如何可以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途径的努力.今后 

努力的重要g 标是以从本研究报告时所未能集中的更大力* 来详尽分析各区域建 

立值任的可能性，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军事领域的建立信任的措族，并以更大的注意 

力集中到信任的非军事方面，从而使建立信任的办法更为广阔，

1 7 a 此外，研究报告建议联合国各机构和政府机构、学术机构及公众舆论都应 

作出赏献，以便使公众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建立信任播族在加栽和平与安全及便进裁 

军播 ;ife方面所具有的在很多情况下潮未被人们所认识到的巨大游力， 在这方面， 

联合国秘书长知絶保存一份世界各地采取的各种建立信任播族的自愿登记册，鄙将 

是不无兹处的•

1 7 4 此外，本研究报告所指出的各种特别有利于采取建立信任播族的机会，也 

能给致力于如强彼此间信任和信赖的各国带来益处。 研究报告建议会员国在载有 

政汝宜言翁联合文件中编入有关建立信任措族的内容或协议 *在制定和谈判  

特定的建立信任的播族时* 各国可参照第七章所载的措族例证一览表

17& 当建立信任进樣卒画地建立起来以后，各国应在道当的论坛和机构的范围 

之内从事持续而坚定的努力, 来探索改进和扩大现有建立信任的措族和制订新播族 

的可能性，从而創立丰画的建立信任措族体系，扩大建立信任播族的实质范围 

及其适用的地理« 城并加强这蕴措族的约束力：将是前途无* 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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