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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联大在1981年12月9日的第36/92F号决议中 

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向第二届专门讨论栽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提交关于委员会正 

在宫议的各项问题谈判现状的特别报告L

2按照这一要求，栽窣谈判委员会现在向第二届专门讨论栽军问题的联大特 

别会议提交它的特别报告。关于委员会工作的进一步情况，可参阅委员会1979年、 

1980年和1981年的年度报告。'

二、委员会的工作安排

A.委员会1979年1月至1982年4月的工作

3. 在此期间，委员会举行了 174次正式全体会议，会上各成员国和应邀参加 

讨论的非成员国就委员会面前的各项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委员会还就组 

织和程序，以及委员会各议程项目和其他事项，举行了 163次非正弍会议。

B.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国家

4. 下列各成员国代表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 

五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缅甸、加拿大、中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埃 

及、埃塞俄比亚、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墨西哥、蒙吉、摩洛哥、荷兰、尼 

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波兰、罗马尼亚、斯里兰卡、端典、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彖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会众国、委内瑞拉、南斯拉 

夫和扎伊尔.

C.议事规则

5・委员会1979年会议初期制定和通过了委员会的议事规则。z 

'第CD/53験CD/139号和CD/228号文件。

2第CD/8/Rev 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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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委员会的议程
6. 我黑议事规则第8条的规定，委员会通过了 1979年会议确定的下列范围 

间的年度议程：

“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多边谈判讲坛，应促成有效国际监督下全百彻底裁军 

的实现.

委员会除了别的以外，考虑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 

文件》的各项有关条款，将在下列各方面处理有关停止军备竞赛和裁筆以及其他有 

关措施釣问题：

—,核武器的一方面；

二、 化学武葬；

三、 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四、 常规武暴；

五、 裁减军事预算；

六、 裁减窣队；

七、 裁箪和发展；

八、 裁军和国际安全；

九、 附带措施；建立信任的措施；对适当裁军措施可为一切有关方面接受的有 

效核査方法；

十、导致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釣综合裁军方案。”

7. 委员会在它的年度会议上审议了下列实质性议巷项目：

⑴禁止核试验；

⑵ 停止核军各竞赛和核裁军；

⑶保证不对无核武春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⑷化学武器；

⑸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尋和此种武器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⑹综合裁军方案；

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8. 訂面的五个项目自1979年以来，一直被列入每年的议程中，而关于综合 

栽军方案的第6项却是在1980年进行第一次讨论约，有关防止外层空间约窣各竞 

赛的第7项也是第一次被列入1982年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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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委员会在其每年议程的若础上，三各期会议开始対确定它的工作计划。工 

作计划需要包括委员会就有关议程中的实质性项目所进行约冬项活动日程，以及必 

要的包莓组织摹気

E.委员会各附属机构的建立

10. 委员会在其工作的各个阶段，就其年度议程中的下列实质性问题设立了若 

于特设工作小组：保证不对元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化学武暑，放射性武器和综合栽军方案。这些附属机构的各项活动总结载于本特别 

报告第三章c至F节。

11. 早在1979年会议期间，委员会决定裁筝委员会会议就审议侦察和识别地 

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所作的安排应予保留。

F,非委员会成员国的参加情况

12. 除了按照议事规则第3 2条参加委员会全体会议的非委员会成员国之外， 

委员会还收到芥宇议了一些非成员国要求参加委员会工作的请求.根据议事规则， 

委员会遂请了下列非委员会成员国的代表参加委员会就年度议程中之实质性项目进 

行的讨论：

(a) 在1979年，有丹麦、芬兰、西班牙、瑞士和越南；

(b) 在1980年，有奥地利、丹麦、芬兰、西班牙和瑞士；

(O臺1981年，有奥地利、丹麦、芬兰、挪威、西班牙和希士；

(d)在1982年，有奥地利、丹麦、芬兰、挪威、西班牙、突尼斯、土耳 

其和瑞士.

13. 从1980年起，向列在上面(b)至C)中的那些非委员会成员国发出了邀请。 

它们要求参加就与度议程中的实质性项目而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中的讨论。

G.委员会豹成员资格宫查禿法及有关事项

14. 大会第36匕97厂号沃议考虑了委员会、1981年会议'的报告的有关部分，

'第CD/228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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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资洛釣第一次审查在第二居专门讨论裁窣问题的談大 

符别会议期间经过成员国之间的适当协布之后应予结束”。

15.裁军谈判委员会目前包括4 0个成员国，已在铭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窣 

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第113段的情况下，仔细地审查了它的 

会员资格问题.其中持别指出，谈判机构为方便起见，成员应当相对地较少.委员 

会还考虑到《最后文件》第2 8段，其中荐别提到，一切园家有权参加裁军淡判， 

还考虑到《最后文件》第120段的（g ）和（h ）.自从1980年以来，为了宇议 

这一问题委员会召开了若干次非正式会议.

在这些非正式会议上，各成员国发表了关于改进和提高委员会的工作效 

率的意见.委员会收到了 CD/200号文件，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于1981年7月 

2 4 0提出的，题为：“提高效率和改进裁軍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安排”，以及成员 

国旋出的其他提舞

1 7.委员会正在提髙它的工作效率和改进它为工作安排.为此目的，它继续 

在审议如何通过简化它的工作安排和程序，通过援给更多的甘间加强其附属机构的 

活动，以及通过举行更多的有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和协商等办法，以提高它的工 

作效率.委员会同意在1982年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继续审议这些浸氣

18. 根据议事规则策17条规足，签于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工作鸯和要求的 

増加，加强栽军谡判委员会秘书处以及必需的服务机构冋题应该予以审议.

19. 委员会意识到有必霎为非成"员国参加委员会的工作逬一步地提供方便扌 

持继续灵活地解释它的议事规则，以便帮助有兴趣的非成员国家比目前能够更充不 

地参加它的工作。

20. 至于成员资格的冋;誕.很多代录团认为，委员会目訶釣组成散問国际社

1保加利亚、捷完斯洛伐完、德意志氏主共和图、匈牙利、蒙古、波兰、苏维挨 

社佥主义共和国裁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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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各国尝行有效裁軍谈判而宣具有充分约代表性，侶们认:方飪没有受烈为理白改变 

或扩大目訂的成员组成。有些代表团表示它们赞成极少量地增加委员会成员国的数 

目，但其他一些代表团提到在个别地区或集团内成员进行轮流的可能性。有些代表 

团认为，不结盟和发展中国家在委员会中的代表不足，鉴于在目前国际气候下它们 

的各种安全忧虑，情况尤为如此。这些代表团还认为，如杲审议扩大的问题就应考 

虑到这程不足的情况。有些其他的代表团认为，出亍同一夔白，中立国家在委员会 

中的代表不足。其他代表团认为，委员会的成员组戊目前是并继续应该是建立在政 

治平衡和均等的地差分布的原则上。有些代表团觉得某些国家表示愿意对委员会的 

工作作出重要贡献，它们对这些国家的愿望表示同情 。

21. 已正式通知委员会表示愿意参加委员会的有以下几个国家：奥地利T1982 

与4月1 5 S提出，芬兰亍1982年3月1 6日提出，挪咸于1982 W 3月4日提 

出，土耳其于1982辛4月1 6日提出。

22. 委员会的成员国打算在第二届特别会议离间继续就成员资格的宇査问题进 

行协商。

S.非政府组织的来文

23. 按照议事规则第42条规定，向委员会定期分发了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豹全部 

来文的清单。

三.委员会的实质性工作

24. 委员会的实质性工作是根据其议程和工作计划进行的。在备届年度会议开 

始时，委员会就收到联合国秘专长的一个信件，璋交联大在它前一届當会上通过的 

所有关于栽军问题的决议，特别是那些赋予栽军谈判委员会具体责任为决议。在每 

届年度会议开幕时，委员会还收到由委员会祕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转达约、秘书长 

的一份祝词。

A.禁止核试骏

25. 裁军谈判委员会自1979年6月以夬，一直把禁止核试验问题作为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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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1进行审议，并继续认为在有关裁窣的措施中，禁止核试验问题一直被看成是 

一个最重萋优先事项。在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以及委员会的正式文件中, 

在这方面已提出若千提集，'

26.大家普遍承认 ，鱼然核武暑国家对停止核武葬试验负有特殊的责任，但所 

有目家对旱日缔结一项能吸引普遍加入的条约都具有理所当然的兴趣，大家承认委 

员会在谈判一项促使最广泛加入釣条约方面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但是对歧法有不 

同意见。

27.2 1国集困6表示深信，栽箪谈判委员会应毫不迟延地着手就禁止核试验 

问题从事多边谈判•在表明工作小组是在栽军谈判委员会内部进行具体谈判的＜ 

有效机，构的意见之后，2 1国実团敦促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就禁止茂试验条约 

草渠约范围、遵守倩况的核查以及最后条款的条文进行谈判。2 1国案团认为,这 

祥一项条约应旨在使所有国家永远在一切州境中全百彻底淳止核武琴试验;应是 

平等的和一视同仁的必而能及引普遍加入，并应包括一项所有国家都有办法利用的 

稜查制度.在关于这一项目的一般性讨论过程中•有人认为・禁止核试验只有同各 

项夜裁窣措施的执行结令电来，才能有助于减少骸.或凱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人指 

出，二禁止核试验应该是核裁军的有效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在那个范围内 

予以宇议.一些社会主义园家坚持认为，早日需弟一项所有国家永远在一切亦境中 

全面彻底禁止核武誓试验的条约会改善田际气氛，为制止軍备竞赛削造有利条件并 

促进不铲散制度的加虱

28.提出的第一个关于委员会议程项目工作的具体建议是 ，委员会可以通过审 

查这一条约在核查方面的机构安排开始其工作。另一些人认为，在技术和科学的各 

个方面业已进行了充分探讨，因此，达成条约协议所需蓼的只是在考虑到现有的核 

查手段情况下作出政治决走

'第 CM CD/43 CDZ72 CD/7M CD/9& CD/95、CD/1 30、CD/1 8L

C叼 92、CD/194, CD/257、m/259和C沁87号文件。

6阿尔及利亚、阿成、巴亟、翁旬、吉巴、提及、挨塞俄比亚、印度、部度尼 

西亚、伊朗、肯尼亚、墨为哥、摩洛哥，尼日利亚、巴蓦斯W、秘鲁、斯里兰 

卡、端氣委内希拉、南斯拉夫、札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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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有人提出意见，认为应立即暂停一切核武登试验，它可以通过现有的国家 

技术手段予以核查。另一些人指出，白亍这一暂停措施不是建立在国际核查手段的 

基础之上，因此它不会促进相互之间的信任。

30. 委员会对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关亍全面核禁试的报告（CD/86）表示赞赏。

31. 1979年7月3 1日和1980年7月3 0日，委员会收到三边谈判的国家, 

即談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缱挨社会兰义共和国彖盟，关亍它们就在一切环境 

中禁止核武善试验瀑炸条约进行谈判的报告以及就为和平目的进行核爆炸的该条约 

议定韦进行谈判的报告，其中宣申了它们对绪专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重大政治承诺 ， 

芹且指出，若干问题，其中包括核查措施，还在进行仔细的谈判。三边谈判现已中 

断，委员会没有接到任何进一步的报告。

32. 有人向参加三边谈判的国家複出若千具体问题，希望得到有关它们过去就 

条约的范围、核查、遵守情况和其他条款进行谈判的情报。社会主义国家建议，参 

加三边谈判的国家对2 1国集团提出釣问题联合拟出答复。在三•谈判进行討 ，有 

一种意见认为，寻求一项条约的最看效的办法应是这种谈判的继续进行。其他成员 

国则认为，委员会本身应就条约的案文开始进行谈判，因为多边的和范围有限的谈 

算并不相互排斥，并为此目的于1980年建议委彘会建立一个工作小纱 三边谈判的 

—个参加直，社会主义集团的一个成员国，支持关于委员会建立谈宜这一条约的工 

作小组的建议，同时表示它愿意恢复三边谈判。1981年又重新發出关于建立这样 

一个工作小组的提案，但又没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

3&也有人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即三边谈判参加国应尽快恢复它们的谈判。

34此后，在2 1国集团、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代表园的僖议下，委员会 

决定召开非正式会议，就这一项目下的具体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宇査。在1981年4 

月6日至1 3日召开的非正式会议上，许多代表团发表的意见都加强支持以前提出 

的关于立即在一个工作小组内就拟订一项条约草案进行谈判的建议。



C3/292
Page 1C

35. 2 1国集团在1981泓月24日提出了一个提案（CD/181）,要求设立一 

个特设工作小组，以便谈判与一项条约草案的范围、核査連守倩况和最后条款有关 

的各条款，并要考虑到已有的谖案和今后的倡议•以及苏维族社会主义共和国联查、 

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亍三边谈判的报告，该畏案也是请人们注意1 9 8 1年 

第一期会议期间向三边谈貞通家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并要求就它们所设想的委员 

会在核禁试豹多边谈判中约作用以及就它们曾谈判过的条约的芭虱 核査遵守賣况 

和其他条款方面艮供进一歩釣情报。

36. -些代表团说，迫切需要委员会就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开始工作。为明目的， 

许多代表团明确支持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有些代表团指出国际局势不利于就如 

何进行这个优充议程项目问题达成协议。有些代表团表示，題使委员会不灸就任何 

其他问题达成协议，至少应开始为交换地震资料的国际制度研兖剽度上的安排。

37. 1982年.关于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继续引起委员会约注意.并 

提出了各种琨案要求就议程项弓1设立一个持设工作小為21宓集团重申了它们 

要求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进行关于禁止核试骚条约釣谈判的捷乗（CD/181 ）, 

并且重申了如下的意见：无论在茂査问题上有多大的意见分歧，也没有正当的笠由 

拖延绪结这样一项条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建议没立一个工作小组，就一项禁止 

一圻茂武器试验条约进行谈判.同址要考虑到现有约所有燙乗及今后可能的倡议 

（CD/2 59 ）.其他代表团也表示支持设立一个对一项条约进行琰判的特设工作小 

组的提案.一个核武器国家认为，设立委员会的附扈机构从事关于条约问题約谈判 

在目訶恐怕不合适，但认为委员会可以对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有效核査和遵守情况问 

题开始工作，以作出有益的贡就.该成员国宣祢它同素设立一个附属机构来讨论并 

确定有关技查和漣守情况釣问题，这些I可题在任何全亙禁试协定中是必须加以处理 

虱

38. 委员会成立于一个起草小组.为议程项目1钓特设工作小组拟订适当的任 

务范虱1982半4月2 1丄 委员会在其第173次会议上决定如下（CD/29 1 ）：

“根据第一滔专门讨论裁拿回题却家大持剖会议的《最浴文件》第120段 

的魂定，裁拿淡判委员会在执行其传为裁丰多边淡判论伝的职责时，史定就其 

题为“禁止核试役”的议程项目I没立特设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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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首先是就具体问题的讨论能促进核禁试谈判的进程，委员会要求铮 

设工作小组通过实质性亨登,讨论芥确定有关稼查和連守问题，以期能为达成 

稼箓试取得逬一步进晨.

特设工作小组将考虑所有现有的建议以及今后的倡议，并将在1982年会 

议结耒前向委员会畿告其工侑，之后，委员会将就隨后的行动逬程作出次足.

以期能在这方面完成冥任务。”

39.委员会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范围内，审议了 1976年建立的关于侦察和识别 

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寺家小组逐次的进度报告。对特设小组自1976 

年以来所做工作的总概括载于第CD/260号文件的附件。委员会正关心地等待着该 

特设小组的最后报告，普遍认识到为了识别地震事件而交換地震资料的国际制度是 

有价值的和有重要意义的，它有助于监测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4Q “一项提案认为，委员会应该考虑建立一个侦察核爆炸所产生釣空中放射 

性物质的国际制度的可能性（CD/257）。它认为，这种监视可以在监测核试验方 

面发挥重雲的作息”

B.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栽军

41.裁军谈判委员会自1 979年4月以来一直把这一问题作为议程项目2进行 

审议，芹一直铭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談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 

件》中给予这一问题的优先地位。本委员会收到在其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和委员会 

正式文件'中提出的一些实质性和程序性提案。提案之一涉及停止一切和类的核武 

蚤的生产芹逐步栽减现有的储存直至最后消除。、其他一些提案提到禁止生产供武 

暑用途的裂变物质，以及禁止战略运载工具的进一步飞行试验。

7 第 CD/4 号、CD/36戶ev. I号、CD/90 号、CD/109 号、CD/116 号、 

C以 143 号、CD/171 号、C*180  号、CD/188 号、CD/193 号、 

C 1^213#, CD/2I 蒔、CX2I9 号、CD/225 号、CD/226 号、 

C*227  号、CD/238号、CD/256 号和CQ/259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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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关第二阶段限制寇略武塁会谈协定的文件已在1979年会议期间提交本 

委员会（C28 和CD/29 ）,*

43. 委员会一直在试图确定进行核栽军多边谈判的先决条件和组成部分，并为 

实现这一目标制定适当的行动方针，在1981年会议期间，委员会于3月2 3日和 

3 0日举行了非正式会议研兖了核裁军谈判的先决条件并对核威慑理论以及有关核 

武罢的其他退论等问题进行探讨。也进行一些旨在澄清问题和概念以促进麥员会进 

行谈判的实质性讨论。

44. 尽管大家公认核武暑国家所负有的特殊责任是达到核裁军射基本条件，但 

委员会迄今未达成一个一致协议的谈判萎础。一些成员国认为，多边谈判会有助亍 

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认为无核武卷国家和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淡判是必要的， 

因为核栽窣是普遍关切的问题。其他一些成员国强调，无核武器国家参加多边谈判 

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核武蓦的存在直接和扱大地危害到所有国家的切身安全利益。 

同时，有人还爸调，委员会为此种谈判提供了最合适的讲坛。一些其他的成员国认 

为，就核裁军问题进行多边谈判还不具备合适的条件。它们认为，特别是在核武耋 

国家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信任和信心是谈判取得进展的基本条件 。

4 5.在h述漩次非正式会议上，-这•埃及到安全考虑和战尝论的项目的敦殮、它所 

包含的困难问题的广度、它与国际局势的关系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和消除核我争危 

险釆取紧急行动的必要，得到了普遍承认。讨论中特别谈到为多边谈判进行的协商 

和准备* 进行多边谈中政治意愿的重要性，以及核軍备芫赛、威慑及策和使用核 

武器所包含的危险.有些代表团批评咸慑逻论，说它会使核窣各竞赛升级和加深核 

我争的危险。许多成员是调，停止核军备竞赛和釆取核裁軍皆施，包括不使用核武 

暴，可以大大遛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审议这一项目时，考虑到秘书长约《核武暑 

约会面研究》报告（A/35/392）.

46.菓些成员国一方面受调它们认为应该努力缓衬紧张扃势和降低核对抗约水 

平，另一方旬认为，核武奏的存在是维持多学来芒昇大部分地区约惹定豹一个极重 

'要的因素。它们认为，就核军务限制和裁窣问题豹谈判首先应该白有关乾核武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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冢来进行，并要求人们注意在本委员会全体成员中进行此种谈判会带来约各种复杂 

问题。

47. 某些核武器国家认为，核裁军应作为包括全部當规军备和武装部队在内的 

签个裁军进程中的一部分来进行。不然的话，就会造成严重釣军事不稳定，以及由 

此产生的政治不稳定。它们认为，这一裁军进程不能与各国的安全要求以及国际政 

治和军事形势分割开来。它们认为，保持窣事能力一一其幸包括核乾力——约首要 

目的是为了避免設争，办法是表明拥有保卫国家不受任何水平的潜在攻击的能力 ， 

芹使对手相信发动这样一种攻击的危险将大大超过可能的好处。它们认为，正是这 

样，威慑过去是、并将仍然是维持两大窣事集团之间的均衡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因此，它有助亍全世界的稳定。

48. 2 1国集团反对这种看法，它们认为，核咸慑理论根本无助亍维持国际和 

平与安全，它是核军各竞赛的根子并导致国际关系中更大的不安全和不稳定。它们 

强调说，不象常规武尋，核武舞是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它们还认为把全世界约安 

全和人类的生存系于核武器国家N间的关系之上，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没有道理 

的。它们还張调，所有国家都有权参加核栽军谈判以便消除核哉争的危险，因为这 

种族争会产生全球性的后杲，1然它们承认双边的和区域性的核问题谈判也是有益 

的。

49.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一个茨武器国家，强调立即需要就防止一场稜 

战爭的问题采取措施•在这万面.它们请委员会注意它们所提的有关核武器国家保 

证不首先使用核武葢的祗案，并注意它们对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各个提案的支持.照 

它们的意见，任何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企图必将引起同样蚤大的报复还击，没 

有任何地区能避免核战争的后杲.它们相信对一场核战争危险冋题的最根本的解决 

办法是停止生产、裁减和消灭核武器并应按阶段逐步实行，要在互相可以接受約基 

础上进行。为此目的，它们蓮议立即开始逬行由所有垓武鉴国家参加的谈判.核武 

器国家参加各阶段各种措施的程度,要适当考虑到各个核武括国家和其他有关园家 

现有武库的数量和质量方面的情况来矣定.它们认为詢核單备詢均势在渺降低武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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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所有阶没中都不应打波，所有国家跛全不应减损.它们强调,与上述措拖相适 

应，应采取if施加宣对各国云全约政治和司际法韋保证.它们逬一步建议，不应在 

目訶尚无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部署商武器，并建议，在裁軍淡判委员会釣范围内 

应设立一个工作小组或任何其他的附属机构来拟订一项相应的协定.

50.有一种观点认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滅军问题受沔种报本性约现实漕兄 

的支更:稜宜蚤在压倒的程愛上掌理在方个大国约手里以及核武器约存荘是世柔上一 

定地区均势釣根本因素•并•因之也是这一地区安全的眼本因素.因此，按袒这种现 

点，任何进畏有籁亍双重努力:两个大国对于裁减它们旳袤手段釣弩力和在欧洲她区 

内徉出努力，以改善安全条件和信任・然后逐步籍低暮规武器的水平;这些目标是 

紧密彖合在一起的，因为全旬的均势同歆洲地区的均势是不可分割旳.筌于核武库 

很不均衡.只有在两个主要大国大量裁减其莘备之后，其也釣茨武器国家才能同意 

承担裁减它们自己的军备的义条

5L还有这样一种意见：田于具有叢大的茂武库旳兩个国家核裁丰负有主 

要责任‘筌于它们的武库和其他核武卷国家的武库在数量和质量万訂存在很大的差 

距，因而，只有在这两个国家的核武库大篁裁减以后.其他核武器国家才能按照合 

理的程序和比例裁减其本身的武库，

5 2.其他一些成员国指出，在技武器国家和无技武器园家之间还存在着一个 

十分严重釣不均衡，在逬行茂裁军的多边谈判中必须考虑这神不平気

5；& —些代表团在上述两次非正弍会议上提出釣主蓼观点特别载入了栽窣谈判 

委员会的1981年报告（CD/228）的第65段至第79段礼

54.所有成员至调指出，侵珞、扩张、外国占领以及其他违反《联合国完章》 

的行动对裁窣——其中包括核裁窣一谈判有不利豹影响。对促逬裁軍m标而言， 

有人蚤调有必萋消除以上冬神表现，并通过谈判解决现有的国际争端 。

55•很多代表团还认为，国际淆秀约恶化不应该戊为削弱为窣备限制和裁箪进 

行谈判努力的借口。

56.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建议 ，委员会应就一项禁止核中子武器的公约进行谈判。 

它们指出，禁止这种武卷的问题应在停止核窣各党赛和栽窣約总范图内给予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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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因为它们认为，生产片部署中子核武暑会引起军备竞赛的质量飞跃，导致核 

门槛的降低，并增加就装冲突升级为全面核嵌争的可能性。在这一方面，它们提及 

其向委员会提出的这一公约的草案，并建议为此目的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这一 

建议未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57. -些代表团强调指出，强 箱 射•武琴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核武兽，它属 

亍核军备竞赛和核裁窣的总范围.因北，没有溟白去特别处理这个问题，或以条约 

的形式对比作出专■门的规定。因此，为谈判这T!题而设立工作小组的做法似乎駁饌理凱

58. 除了在方针问题上以及在委员会内就核裁军进行多边谈判的基础问题上出 

现分歧外，聽態为进德理谈判而设立一构问题上也未能达成-癩」韻如为-寻 

清这些谈判的前提和谈判的问题所进行的非正式接触和协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21 

国集团还建议设立一个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组，就拟订《最后文件》第5 0段设想 

的核裁军的各阶段进行多边谈判。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要求在 

第一届栽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5。段的春础上拟订核裁军的各阶段以便为停 

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多边谈判做好准各。送些建议未能在委员会达成协商一纹 

意见。

59. 那些反对这些達议的国家继续指出，核武琴问题主要是个双边和区域性的 

问题，与此直接有关的国家才有权处理这个问题，它们应首先进行谈判。但它们认 

为.委员会在目前阶段应继续在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上讨论与核裁军有关的问题. 

而不要在工作小组中开始进行谈判.这种意见没有得到其他成员灼同意，特别是

2 1国集团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它们认为，事实充分表明，迫切鳶蓼就项目2进 

行多边谈判。

0°.委员会将根.据联合国大会赋予它的职责.继续寻求一个共同的一致同意 

的办法.

c.保证不对无孩武饗国家使月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釣有效国际安排

61.自1979年6月以来，寂军谈判委员会一直将这一问题作为其议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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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行审议，其中大部分时间在委员会的待役工作小组中审況特设工作小组为第 

二届裁辜特别彖大准冬的报告中阐述了就这一项目所进行釣工作（CIZ285）.

62. 1979年和1980年会议期间.皿，巴拉代先生（挨及）担任特设工俭 

小组主席；A，齐亚拉支科先生（意大利）和24，阿赫迈德大使（巴圣斯坦）分别 

担任1981年和1982年会议期间小组约主席.在1979年和1981年期间以及 

1982年第一期会汉期间.特没工作小组共召开了 4 9次会议.根据它们旳萋求， 

委员会邀请了下列非委员会成员国参加特设工作小组各工作阶段中的会议：美地利、 

丹受、芬兰、挪威、西宏牙、西班牙、突尼斯和瑞士.

63. 1982年4月2 1日.委员会在其第173次会议上通过了设特设工作小 

组的报告，该报告是本特列很告的组成部分之一，全文如下：

（紧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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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旦言

“鉴于第二眉专门討论裁军问题的联大够别会议却将耒洛，裁军谈判委员会 

在1982名2月1 8 3^156次全体会议上旻求将设工作小组在1982年篓一期会 

议结耒NtT向委员会报告它的工作迸展情况。按照这个要求，特设工作小组参照前 

特设工作小组在1979、1980和1981年会议期间进行灼谈判，向委员会提出关于 

这个题目谈判现状约报告。

“在1978年笫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为談大特别会议上，核宜器国家就対 

无核武善国家安全保证问题发表了草方面宣言。特设工作小组内的谈判主要是在第 

-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 9段的基础上进行的，该 

段中'••……吁请各核武兽国家采取步骤，保证不对无核武■签国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 

武葢。大会注意到核武器国家所作的各项宣言.并且促请E们继委努力，在适当时 

达成有效詢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感胁使用核武卷。'《最后文件》 

的苴他有关段落进一步提供了对有关这个问题的指导。在其工作进趋中，特设工作 

小组还考虑到大会在其霓三十三届、三十四届、三十五届和三十六届会议上所通过 

的有关这个题目的决议.即第33/72A和B号、34/84号、34/85号、34/86 

号、35/46号、35/154号、35/155号、36/94号和霓36/95号决议。另 

机 还考虑到各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和特设工作小组里提交的有关这个题目的 

各项建议.这些建议的清单见第CD/SA/WP. 1/Rev. 4号文件.a

“经下列国家申请，这些非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的国家的代表被邀请参加 

特设工作小组1979、1980, 1981和1982年的会议：

矣地利、丹麦、芬兰、挪咸、西班牙、突尼斯和瑞士。

“二.197& 1980年和1981年会议期间进行的实质性谈判

在对1979年度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畚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釣有 

效国际安排”的议程项目3逬行审议的过程中.裁季谈判委员会在1979罕7月5 

日第3 9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定：

a 见本报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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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窣淡判委员会决定亍其本届会议期间，设立一个向所有委员会成员田 

开放的特设工很小组，专门审议和淡判关于保证不对无技武器省冢使用或咸胁 

使用商武器釣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在1979竿会议结系訶，将与裁窣 

谈判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委员会又按照议事规则第3 2条决定：特设工作小 

组在开会期间.会议室内应为非成员国代表设有保留帝住

“'在1979年会议期间,特设工作小组作出努力以浦定为达成有效国际安排 

的冰议而有待审议和谈判约组成部分.广泛讨论了不使用核武尊、核詼军、在国际 

关系中不使用武力以及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面问题与工作小组的任务范围的 

关系.普遍一致的素见是，这些组成部分可以分成樹大类：（a）安排的范围和性质 

和但）安排的形式，其数量和约束性.大家还冋章.这些安祢必须是有效的并具 

有国际性.在这方面，审议了一系列有关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安排約理田、范围和 

性质问题.以及茯武券国家和元孩武器国家的定义问题.这些定义中拟应用的标准 

和提供国际安排的先决条件。关于后者，各方畏出了一些素见，提出了一些有关的 

问题，并提出了对这些意见的评论.工作小组还讨论了安排的彩式、数量和约京性， 

特 别 讨论了拟订一项国际公约的间题，对迖个冋题員然有人指出涉及一些困荏， 

但没有人在原则上反对》巴基斯坦代表团（第CD/10号文件）和保加利亚、遂克 

斯洛伐克、德意忘灸主关和国、匈牙利、蒙吉、波兰及苏维挨社会主义共和国彖盟 

代表团（CD/23号文件）都羨出了公约草秉以伕审认 此介,还寧议了临时性安 

排的意见.作为审议的纭杲.特设工作小组冋委员会靛交了一給很言，载入第CD/ 
47号文件宁。

在舞1980年议程项目3有关同一个题目进行审议的过程牝 裁军谈判委 

员会于1980年3月1 7日第6 9次全体会议上週过了载入第CD/77号文件中约 

如下沃:定：

我军淡判委员会哓志在1980年会议期间.设立委员会的一个特设工作 

小组，以期就保证不对无核武琴园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作出声效的国际安 

排问题达成协议而继续进行谈判。

特设工作小组应在1980年会议结束前的任何适当时候，向委员会报告其 

工作进，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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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会议期间，该工作小组决定将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些安排的 

范闱和性质方面，因为爰解到，就这些安排的实质问题达成协议能够有助于就形式 

达成协以 提也 主席捷出了一份工作文件(cr^S"2. 2)作为谈判的一个基 

酒。它载有不同的方兼，这些方案出现在核武器国家的单方面宣言中以及其他図家 

提出的或表达的与安排的范围和性质有直接关系的建议和意见中闵•这些被对照审 

议的方案的深入分析，橱7于工作小组澄清和进一步阐明各种不同的立场，以及发现 

意见一玫的和分歧的领域工作小组A步审议了安排的形式问题。在这方面，一致 

认为应继续寻求一个可以列入有法律约束力 釣国际文书中的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案 

同方案”。在这方面，对于绪结一项国际公约的想法在原则上又一次没有反对意见, 

虽然也指出了一些有关的困难旭没有达成协议。对临时性安排的可能!烂聲了审议。 

广泛的建议认为安整的一项决议可作为朝向有效国际安排和就'共同方案'达成协 

议之前的一项有用的运渡性措施。在这方面有人认为一项安理会决议的价值将 

取决于它的实质内容。对这一点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作为其审议的成果，特设工作 

小组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载入第CD/125务号文件的报告，该报告推荐了为克服谈 

判中遇到约各程困难而有待探索的方式方法。

“1981年2月1 2日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0馱全体会议决定宣新设立保 

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歇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其职权 

和以訶1980年的会议时一榛

“在1981年会议期间，工作小组决定集中力量审査保证的实质内容，因为 

理解到就实质内容达成的协议能够促逬就形式达成协议.在省议的过程中，就看关 

保证不对无核武暑国蒙便用或成腺使用核武翌的有效国际安排(也祢作芸全保证)" 

问题表达了各种立为和意见：

-由于对人类构成最大威胁的核武器的任確用将同样地影响到交战国和 

非交盅国的安全，因此，在实现核裁军之前，应就禁止使用核武器达 

成一项协议。在这方面，有人认为，W禁止使用核武鉴的同借应在国 

际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另一种意见是，只有産作为向全面裁军进孱 

的一部分的核裁窣的有效逬程范围内，才能设想彻底禁止使用核武鉴。

- 向元核武器国家捷供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蓦的安全保证，而不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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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条件或限制，以比作为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和买现核裁军的一个 

组成部分和最初豹步骤；

- 向那些在其领土上没有核武尋的无核武琴国家提供安全保证 ；

-向那些放弃生产和取得核武器并在其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国家提供安 

全保正 在这方面，有人认为，达成一项不在目前尚无核武葬的国家 

的领土上设置核武器约协定将是一个有利于加受无核哉善国家安全约 

步骤；

-向加入《不扩散条约》或承担任何其他类似为保证不取得核漆炸装置 

的、具有国际约京力约义务的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險非这样 

的一个国家与一个核武器国家结盟或联合起来攻击或支持攻击已提供 

保证的核武器国家、其领土或武装部队或其翌国；

一向那些承诺不生产或接受核武器（或其他的核爆炸装置）或取得对核 

武器的控制权的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只要这个国家不从事或 

不参加在一个核武黑国家的支持下对另一个核武器国家或其翌国（的 

领土或武装部队）的攻击；

- 向那些不参加某些核武蓦国家的核安全安排的无核我葬国家錢供安全 

保证；

- 通过与参加无核武器区的无核武器国家纬结公约的方式矣供安全保证, 

以便给子这些保证以一种互相约束的性质。

&作小组會试图明确各示证的不同特点，并审议了可以在寻求’共同办法' 

或“共同方案”中予以探讨的可能备选方案。工作小组在其工作釣最后阶段，在不 

妨碍进一步探讨其他答选方案刘清况下，决定把它的力量集中于这些答选方案，其 

中要求：何）一项包括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谈判过程中可能熒出并得到有关各方一致同 

意的安全保证'共同方案'和（切 一项可以把核武葬国家现有的章方百承担豹义务 

中包含的组成部分调和起来的'共同方案'.在这方面，荷兰代表团（CB/SA/ 

昨.6 ）和在基斯坦代表团（CXSA/T7M 7）都提出了载有供工作小组宇议的’共 

同方案'尊案的工作文件。对此，保加利亚代表团也提出一份工作文件（C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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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8）。在讨论中显然在制定一项’共同方案'的做法上存空不同意见•然而，工 

作小组认为，致力亍寻求一项’共同办法'或’方案'约努力是为在安全保证问题 

上达戌协议的一个积极的步骤。在这矜情况下，它向裁军谈判委员会建议，各种备 

选方案，其中特别包括那些在1981年会议期间审议过的方案，应逬一步加以探讨 

以便克服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工作小组补充说，'在这方面应进一步作出努力，来 

寻求一项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办法”，特别是寻求f可以列入一项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国际文令中的“共同方案”。作为审议的结杲，特设工作小组向委员会提 

交了 一份报告，载于第。"15和^。1^.1号文件.'

“三.关于这一议题的谈判现状

“按照委员会1982年2月1 8 S第1 5 6次全体会议作出约、载入第CD/ 

243号文件的决定，重新设立了特设工作小组继续进专谈判，以期就不对无核武蓦 

国家使用或威肮窗核武兽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工作小缉在主席巴基斯坦代 

表曼苏尔•阿赫迈德大使主持下于1982年2月2 6日至4月1 9日举行了 1 0次 

会议。联合国裁窣中心的林国炯博士担任该特设工作小组的秘书 。
u
在执行委托给它的自务过程中，工作小组决定继续致力亍载入1981年会 

议期间成立的前特设工作小组所作报告（CD/215）第19段约建议，其中指出，'一勺 

工作小组向裁竿谈判委员会建议，各种备选方案，其中特别包括那些在1981年会 

议期间审议过的方案，应进一歩加以探讨以便克服所遇到的困难。在这方面应进一 

步作出努力来寻枣一项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办法'，一特别是寻求〜可以列入一 

项具有法律约束成的国际文韦中的、'共同方案广”。工作小坦注意到栽入第m/ 

23 1#文件和上述第2段所畏到的、彖合国大会第三十六曷会议对比议题通过的第 

36/94号和36/95号决议。

“在进行工作的过程礼 特设工作小组炭定象在1981年上届会议时一样， 

把力量集中在这些•备选方案上，其中要求：侮）一项包括委员会在谈判过程中可能提 

出芹得到有关各方一纹同意乾安全保证°共同方案'和⑸一项可以把核武塁国家现 

有的单方面承担豹义务中所包含的组成部分调和起来的’共同方案'.工作小组注 

意到了先前白荷兰、奖斯坦和保加利亚等代表团後出约、分别载入第CD/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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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6, CD/S.A^?, 7和CD/SA/WP 8号文件的、有关这些各选方案约审查问题 

的三个工作文件，

“ 一些代表团提出了总的立切，某些代羨团、2 1国集团的成员认为，不使 

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暑的最有效保证是核裁军，在买现核栽军之前，则应是彻底禁 

止使用核武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指出，实施《防止核浩劫宣言》舁规定的各项措 

蔻得是消涂核冲突的反，弥，并有动亍加丧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不拥有核武若约国 

家的无全的可靠保证。在这一方面，一些代衰团发表了不同约意见.其他代表团则 

认为，这个问题不属于工作小组•的亲权范围。

“在审议过程中，各国代表团在特设工作小组中重申了上借会议提出的、载 

入上述第9段的、关于不对无核武尋国家使用或我跡使用核武器约有效国际安排的 

各神立场和意见。

“对’共同方案'各项麦案豹讨论集中在它们的主要组成部分。关于有待拟 

定詢’共同方案'的实质，在讨论中明显地出现了不同的态度。一种意见认为，核 

武卷国家应无条件地、毫无保曽地或无限制约向所有无核武尝国家燙供保证。在这 

方面，中国代表团是出一份工作文件（CD/278）,在文件牛中国重卓其无条件向 

无核武君国家羨供安全保证的立汤 ， 并敦促其他核武暑国家表现出必要约玫治意 

愿丄以便就一项可以载入具电法律务累力.夠国际文书的*共同办法，或，其同方案' 

达成协议.另外一些意见认为，应现足各种标准说明列入保证范国约元核武善国家 

务条件.第CD/S52. 6号和CD/SA/W2. 7号文件的起草国，荷兰和已基斯坦 

的代表团，解释了它们在这些工作文件中对'其闫方案'昊出妥协方法的建议。同 

时另一种意见强调了关于达成一项不芒目訶尚无核武尋国家约领土上设置核武考协 

议的矣急大家对这些建议发表了各和观点，牛仍诔持不同知看归“

「在务力制订一项可能约'共同方案'方瓦广泛亨议了适当为形弍问虱 

同买以往约会议上一样，对国冢公约为意见原则上没有反对意见；然而也指出了牽 

涉可约再進.大家认为，工作小竺立亓抬具体祯无这一公约.然而同訂一岳会议一 

样，大家指出，三糸无约实质内容方百*及一致意见時有動亍三形弍同颖上达成一  

纹意见。

b 见卒表告之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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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隨•后，工传小生讨论了性时性云排的意见，特别是对适当灼云逗刍沃议约 

各项提:策。荷兰代表团提出了载有包括云全保证’共同方案'参为约安冬会决议等 

案（CD/SA/W： 9）.9 巳基斯兰代表团也提出一份修正后钓工作文件，文件中 

-载有安理会可能通过的决议草案（CD/SA/WE. 3ZRev 1* ）夜一些社会主义国 

冢发表的意见是，岂所有核武黑国冢就不对竺其领土上不拥有核衣鉴的元核国家債 

卷武器问潔後瑟胴容相.司务声明，不加以骄无，或许可古安全歪事会以适当豹长 

议形式予以通过.人们对这些主张发表了不同约看法芥对这些提案佐了各和评论。 

一方亙，有人坚持说，适当豹临討性安排应体现取得了进晨，芥创造有利的气氛以 

期逐步满足元核武琴国买安全保证问漿上约要求。但是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临时陛 

措施，特别是通过安全理事会沃议的形弍不会有任何效用，而旦它们超意了特设工 

作小组务职权范围，这只会破坏为无核武器国家拔定可靠安全保证所必需约气氛， 

一些代表团指出，临时性安排不应取代一项国际公约或其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 

安排。三这一问题上，人们强调说，在考虑备选办法却同时，应经常铭无绪会一项 

不对无核武蚤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塁约安全験证国赢公约这一景终m标。任何-项 

为加爸无核武善国家安全的过渡性措施或其他一些备选办法都应根据其实质内容来 

判新，只有当这些过渡性措施是朝最终目标訶逬时才是会徨的。

“其他意见提出了关于在第二届专门讨论栽窣问题的大会特別会议上就此问 

题应采取约行动。有人建议，核武器国家应该适当修改它们约苣方戸先，然后第二 

届特别联大能加以考虑。有些核武卷国家指出，它们约阜方亙保证是为响应芬承认 

无核武卷国家所表达约对安全的关切而作的，并指出这些保证是可信的和可靠的， 

晏•坚定的政策声明°

“向工作小组敢发了载亍第CD/28（｝£^文件的2 I国纂五的一项声明，该 

声明特别阐明：'（一些核武器国家的）几个声明芹不能向不纭墅和中立的国家以 

及其他元核武塁国家羨供它们不会受到核或套的威胁或攻击约可靠•亲证“它进一步

a见本报告之附件三。 

@见本报告之附件四。 

6见本报告之附件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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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用个主要軍事集击之外的中立的、不结豈的笈展中国家完全有建白享有具有 

注律约束力的保证，芹阐述了可作为快据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约一些原则.它表示: 

“只要核武若国家不表现出达成一项满意协议所需豹玫治意愿，特设工作小组就这 

一问题的逬一步谈判就不可能取得成杲、因此，21国集团敦促有关豹核武器国 

家重新寧査它们豹致策，芹向将充分考虑不结豊的、中立的和其他无核武器国家立 

为为第二爲专门讨论裁窣问题约大会特別会议後出它们对这一问题约燧正立场，这 

样放将有舫于就一项具有法律约秉力乾国际文书汰成协议.

“四、结论和建议

“.岸设工作小组重申，核武器国家应向无核武尋国家作出不使用我威胁使用 

核武萎的有效保证，大家继续认为有紧迫釣必要性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妾国家使用或 

我胁便用垓武圣约有效国味安排达成一致意见，特别是考虑到核裁军和全訂彻慮裁 

窣这个吕标.在过去的三咼会议期间，就有效安排的实质内容所进行约啖判表明， 

在拟定一个大家都館接受豹芹能纳入具有法律约束性质豹国瓶文件豹《共同方乗》 

时，具体为困难在于某些核武塁国家以及无核武姜国家对安全考虑有着不同的观点, 

也在亍各种有关问题的复杂性.虽然工作小组中就此题目所进行的谈判已澄清了许 

多有关的问题，工作小组仍未館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尝国冢使用或菽跡便用核武尋的 

有效国际云祥达成一致意见》

“在即将到来的第二届专门讨论栽軍问题的特別彖大方面，工作小组向裁窣 

谈判委员会建议应该探索一些方式和方法亲充服工作小组在谈判中迳到釣各神困誰, 

以便就保无不对无核武号国家使用或，或,弥浸岸核弍蚤约有效国尿云排达戊一玫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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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关亍保证不对无核武塁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善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的文件一览表

“-、栽军谈判委员刍正弍文件

（1） CD/1 一载有大会第33/72A和E号决议。（1979年1月24日）

⑵CD/10-巴芸斯坦提出，题为''编结一项关于保证不对元核武器国家使 

吊或威胁使用核武黑的国际公约”。（1979年3月2 7日）

（3） CD/23—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吉、

涙兰和苏结挨社会主义芸和国联盟提出，题为“关亍加强保证 

无核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章案气（1979年6月21日）

（4） CD/25 —巴基斯烷奏出，题为"保证不对元核武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却有效国际安排”.（1979年6月26日）

（5） CD/27 —美利坚合众国提出，题为“关于栽等谈判委员会就保证不对兄

核武器国家进行核攻击以磽保其安全的问题向彖令国大会燙出 

一项建议的提案”。（1979年7月2目）

（6） C"7 —载有"窜议和谈判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

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1979年8月7日）

（7） CD/55-载有大会第34/84, 34Z85和34/86号决议」1980年朋

5 H ）

（8） CDZ75-芬兰提出，题为“ 1980年3月1 2日芬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代表为提出一份载有芬兰政府的意见的工作文件而写给 

栽窣谈判委员会主席约信、（1980 #-3^ 1 4日）

（9） CD/77 —载有栽军谈判委员会关于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纟巨以期就保证不

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减胁使用核武塁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达 

成协议而继续逬行谈判约决定。（1980年3月1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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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CD/120-已基斯坦堤出，题为“供彖合国安全湼享会作为关亍’保证 

不对无核武鑒国家使用或成跡使用核我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约过渡挎施加以通过的可能决议蕈案气（1980年 7月 

1 7日）

11） CD/125- “特设工作小组继续进行谈判以期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善 

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云排达成协议"向栽 

窣谈判委员会提出的报告。（ 1980辛8月7彳）

02 CD/140 —载有大会第35/154和3*155 号决议。（1981#- 2月 

3 a ）
（13 cr）/151_载有栽窣谈判委员会关于按其1980年会议期间原有亲权重 

新设立保证不对无核武鉴国家使吊或炭胁便吊核武舂约有效 

国际云排特设工作小组的决定。（1981年2月13日）

M 0）X153-保加利亚提出，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善国家使用或液胁使 

用核武尋的有效團际安排”。（1981年2月18M）

19 CD/161-巴基斯坦提出，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塁国家使用或成跡使 

用核武塁的有效国际安排”。（1981年3月4日）

困 CD/176 —苏缱挨社会主义共和国読盟燮出，题为“ 1981年4月7目 

苏维挨社会主义共和国家翌代表给栽窣谈判委员会主席詢信, 

递送苏共中央总书讯苏联最高苏维挨主席团主席动列m逞 

夫答希腊《新闻报》问气（1981年4月1 om）

⑰ CD/177—联合王国提出，题为“彖令王国关于保证不对元核武誓国家 

夔帛或寂跡便用核武善的有效国际玄排问题约工作文件”.

（1981年4月1 0日）

Q8） CD/184 —巴基斯坦提出，题为"1981羊6月1 2 m巴基斯运當住代 

表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約信，转递1981 #-6^ 1寻至6 

E在巴格达參行約第12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汉上這过约决 

议”，载有“第28/12T号戻议：不对无核武君国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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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证不对无该.武器国家便用或威 ，弥使用戚武鑒釣有效 

図冰云站'的过渡措施加以通过的可能次议草秉”.

(1980年7月1 5日)

(4) CD/SA/W? 4—保加利亚提出，题为"保证不对无茲武卷国家使用或成

胁使用核武套的安排的形式气(1980 #-7月1 7日)

(5) CD/S□—主席提出，题为“关亍富议保证不对元孩武凳国家使用

或威胁使吊夜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約买质内容的几个阶 

没”。(1981 年3 月 2 6 0 )

(6) CD/SSR &-荷兰提出，载有一项建议写入安全建專会决议有关 

(CD/SA/CRP.6)消极安全保证的“共同万案”.(1981^7月8 H )

(7) m/SA/6M 7—巴基斯竺提出.载有关于CD/SA/叩耳5号文件第二阶 

CD/SA/CRR 7)段中可供选岸方案D的提寤(1981年7月13 5)

(8) CD/SA/WA &-保加利亚提出，载有关亍5号文件第二阶 

'(CD/SA/CRP.8段中备选方案D”的宇议意见和提出的建议.(1981#-

and Cori; 1 ) 7月 2 1 日)

(9) CD/S"H I荷兰羨出，题为“载有谦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的共同方案釣安全理事会决议草案气 

(1982#4 月 1 日)

皿 CD/S5W3/J巴基斯坦提出，题为“供联合国安全坦事会作为关于'保

Rev 1*  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耕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

安徘'的过渡措施加以通过的可能决议草案”.(1982 

年4月7日)

三 供荒军谈判委员会亍1 979年7月5日设立的审议和谈判保证不对无孩武器因 

家便用或威胁使用孩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成员匠用的材料汇编

⑴ 在专门詞论龛军问题豹大会第十卮特别会议的全体会议和特设委员会 

会议上的发言；

⑵在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全体会议和第一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跖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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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CD/21 g "特设工作小组继续进行谈判以期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

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1981 

年6為1 5日）

19) CD/20 7— 中国提出，题为“关于安全保证问题约工作文件”，（1981 

年8月6日）

COrr. 1 国家使用或成胁便用核武暑的有效国际云那达威协议”向栽 

窣谈判委员会磴出旳报告。（1981年8月14 3）

C21) CD/231-

(22) C D/2 43-

载有大会第36/94号和36/95号决议。

载有栽军谈判委员会关亍按苴1980年会议期间原有职权重 

新设立保证不对无核国家倬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卷约有效国际 

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的决岸。（1982^2月19日）

(23) CD/278— 中国提出，题为“关于保证不对无核国家倬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葢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工作文件”。（ 1982 W4月15日）

留 CD/280- 2 1国集团提出，题为“ 2 1国集团关亍保证不对无核武器 

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声明”。

（1982年4月I 4日）

G5) CD/285— “保证不对无核武葬国家使用或贏胁使用核武套约有效国际 

安排特设工作小组”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彖大特别 

会议向裁窣谈判委员会提出射特别报告。（1982年4月19 

S ）
“二、保证不对无核武善国家倬用或咸胁使用核武葢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工 

作文件

（1） CD/SA/^P 1-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葢国家便用或戒謗使用核武参约有 

/Hev 3 效国际安排问题豹文件一览表。（ 1982 W2月23E）

⑵ CD/BA/^P 2-主席提出，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是国家使用或瓦弥使 

用核武器釣有效国际安排：A.云排的范图和性质”。 

（ 1980 ^.6 月 2 5 日）

（3） CD/SA/73. 3 —巴基斯冬提出，题为：“供彖今国安全注事会作为关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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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一委员会（一股）

（c）第一委员会（苏联的公约草案）；

（3） 五个核武卷国家保证不对无核武套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各项声明；

（4） 安全理事会第2 5 5号决议（1968 ）；

（5） 大会关于不使用核武卷的各项决议；

（6） 1968 W元核武兽国家会议通过约关亍安全保证的决议；

⑺ 1975年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最后文件》关于安全保证部分;

⑻ 专门讨论裁窣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关于安全保证的笫 

5 6至5 9段；

（9）汇编的增编和补编：

㈠ “美利坚合众国关亍保证不对元核武器国家停用或咸胁使用核武黑以加强 

其安全感的提渠”（A/C. 1/33Z7. 1978车1 1月1 7日）；

O 大会第2936（XXV 口）号决议：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永远禁止停 

用核武鉴； .

㈢“载有《不扩散核武暑条约》关于在条约范围内建立安全保证制度的附加 

议定书草案釣工作文件”（ITPT/Cgm/22. 1975年5月15 6）
㈣联合王国、中国、法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笫二号附加议定书》发表的声明。

“四、在大会第三十四居会议期间关于保证不对元核武卷国家便用或感胁便用孩鼠器 

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的发言汇编

生、在大会第三十五痼会议期间关亍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号 

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的发言汇编

“六、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琴 

•的有效安排问题的发言汇编

"七、关亍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会议进程的非正式简报

（1） 1979年特设工作小组七次会议的非正式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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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中 国

“工作 文 件

“关亍保无不对无核武暑国家使用或 

成,歇使吊核武琴约有效国际安排

“关亍保证不对无核武善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卷的有效国际安排为特诙工作 

小经成立两年多以耒，对消极安全保证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讨论。广 

大无核国家在面临严重核威熟的情况下，要求核国家在实现核裁筆之前无条件地猥 

证不对无核團家使用或威胁使吊核武器，并就此缔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 

约.中国代表闭支持这一合理要求。爾辛多来，由于拥有最庞大核武库的核大国对 

无核国家提出种神条件，以致安全保证约谈判迄今没有取缚具体或匙 中国代表团 

认为，对无核国家提供安排保证是所有核国家起码的义务，拥有聂產大核武库的核 

大国更有重要的责任.无核国家要求的是无条件的保正他们正确他指出，有条件 

的保证，无异于妥元核国家先保证核国家的安全，这是不公平的和不合理凱

“中国代表团愿重申我们约立场：消除核魏争和核威胁的快本办法，是全面禁止 

和彻底销毁核武卷。在这一m标实现之前，核国家至少应该保证不对无核国家和元 

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萎.中国旱已主动、單方面宣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 

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尋。与北根本立矛相亲系约是，我们无条件地不向如家使用 

或威跡使用核食尋。

“第三十六届読大第九十五号矣议呼号核武器国家表现必要的致治意愿，以便就 

一项可以载入具有法律约京力豹国际文丰豹共同办法达成祐议.爰伯希蕴，核大国 

不姜从自身的狭隘利益出发，对无核国家坚持这样或郁春约条件，而要考恵广大元 

核国家衣合老要求，真正表现出承担义务为致治言愿，以便促进安全保证约谈判取 

得进亀 中国代表团愿意同各国代表一起，为寻求一项符合元该国家妾求挥为各国 

所尝受的“共同方案“缱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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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荷兰：工作文件

“载有床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咸胁使用 

核武器的共同方，菜乾安会理事会决议草案

安全建事会，

“考虑到一场核战争将会给人类造成的浩劫，并考虑到因此有必妾謁尽一切努力 

避免这样一场哉争危险和采取措施保护各国人民的安全，

“深信避免核战争危险和避免使用核武器的最有效保证是核裁军和彻底销毁核武 

鉴,—

“认识到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核武琴国家负有特别责任采取旨在防止核战争爆 

发的措施，

“又深信防止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羨置）的任何进一步扩散仍然是为避免核設 

争所作的努力中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因此欢迎大批国家和越耒越多约国冢接受系获取核武葢（或其他核爆炸装置） 

的有国际约克力的义务V

“认识到加强无核武兽国家安全的需要，并认识到特别是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或成 

胁使用核武器的需要.

“在此方面欢迎五个核武署国家遵守《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第二号附加议 

定书

“承认各国所处的安全形势不同,因此不同国家需要釆取各种适当约措施以解决 

其安全方面关切的问题，

“重申《宪章》第5 1条所确认的，联合国任毎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 

摹会去取必要办法》.以结挎国际和平及安全以訶，可行使單独或集体m卫之自然权 

利。..

“欢迎核武蓉国家庄严保证，对保证不制造或接受核武器（或其他垓爆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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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取得其控制权的任何无核武妻国家不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只霎该国不在一个 

核武善国家支持下对另一个核武春国家或其盟国（的领土或武装力量）进攻或参与 

进攻。

“附 件 四

“巴甚斯坦：工作文件

“供联合国安全爰事会作为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善国家 

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过渡措施加以通过的

可能决议草案

“云全建事会，

“铭无着有必要减轻世界各国对于为其人民保证持久安全期正当

“深信核武鉴对人类和文明的存续构成最大的咸胁，

“深为关切筆备竞赛、特别是核筆备竞赛的不断升级，以及便用或麼胁使用核武 

善的可能性，

“深信核栽至和彻底毋毁核武琴是消祭核我争危险的必要条件，

“认识到必须保障无核武尋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使其不滅为便潯或 

底胁使用武力、其中包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葢的对豪.

"认为在普遍达成核裁军以訂，国际社会必须割订出有效的措施.以保证任何方 

面部不使用或戒跡使吊核武摆来危害无核武琴国家的安全.

“考恵到彖合国大会第十清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 9段.其中要求孩食葢国 

家于适当的紧急达成有效的云排.以保证不对元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妾,

"注意到裁军淡判委员会就题为“亲证不对无核武琴园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签 

豹有效團际安排”的项目进行谈判，

“注意到裁军凌判委员会釣扳刍.

"又注蕙到大家耆遗支持拟订一项国际公约.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善与冢使吊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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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使冃核武琴，并且，原则上对国际公约的想法没有反对意见•

"根握《完章》第七章约规定针对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芸的可能性对和平所曷 

的威胁：

"1.要求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一份具有法倖约宗力的吏件中保证存i无核武善国家 

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善；

“2.号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为此目约展开谈判.芹不寻迖矣地结多一项有约系力 

的国际文书，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器 ；

“3. 善武器国家真诚地进行这些谈判.并表现出就一项具有法律约系力的文 

件达成一致意见所必需的政治意愿.特别是适当地修改它们各自就此问题所发表的 

单方面声明.其中特别考虑到那些不属于两大军事芸盟核云全安排成员国的无核武 

墨国家的意见和立矛，

“4.吁请核武器国家作为一种•临的的近期措施，有法;津约束力地耕认.它们将 

不对那些亲岳两大军事談盟核安全安排成员国的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 

武器。

“5.决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

“附 件 五

“21国集团关于保证不对无孩武器国家 

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旳有效

国际安排灼声明a

“ 1.21国集团认为，不使用或威航使用核武器旳最有效的安全保证是核栽军和禁 

止使用夜武暴核武善国家不应在核领域里进行任何危害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和孝 

福可涪动。稼武器国家有义务保证无核武塁国家不会受到孩武器可咸胁或攻击.因

本戸明代表2 1国集团各成员国共同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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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21国案团欢迎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就“保无不对无茂武器国家使用 

或成胁使用核武卷灼有效园际安排”达成协议＞

“2.我为令人遺感旳是，特没工佐小组进行了三年旳琰判.却只取繹 微小旳 

进展.这主要是由于某些核武兽国家采取灼蠻硬立场所造成瓠

“& 2 1国菓团坚信，某些孩武器国家单万面发表声明中所包含的限制、条件 

和洌外表明了它们的主观念度，这些声明司基础是核咸慑理论,这些条件、限制和 

例如合在一起，严重地限訶了这些单万面声明中可能包含啊积极因素。因比2 1国 

集团各成员国不能奁受这些声明.这些戸明齐没有可信地保证不绪盟旳、中立旳和 

其他无技武器国家不会受到孩武器的或胁或攻击.

“4. 2 1国集团注意到，根推《最后文件》第6 2度，茨武括胃家已承担义务 

不对•现有无核武器区旳国家使用或威胁更用技武器。除了这些国家之外・物个主要 

華爭衆豈以外国其他中诉、不绪翌列和发展中国秘义务不获取或制造核武覊 

因此，如果考虑到第5 9段促请技武器畐家畐iff作 出保证不对无茯武器国 

家更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安排，就尤其有充分逕由给予这些田家同样灼有法 

律约束方灼保证.

“5. 2 1 S集团强调指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园家使用或威，缽使用技武器旳 

有效国际安排'问题为协议应基于下述原则：

“⑴核武器国家有义务确保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咸赫使用核武器；

"⑵无技武器国家有权得到核武器国家作出珂不对它们使帛或威胁使用核 

武卷灼保证；

“(3)应以具有法律约束方和经过多边谈判旳国际文书形式爰供运神保证.

2 1国集团满意地注意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內，割订一项国际公约的 

想法原则上没有区对意见；

“⑷ 要裁入国际文有中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共同方案或共同办法必须明磽和 

可信，藐要符合不第显旳、中立用和其他元夜武器国冢旳合法安会 

利益，也蓼符合2 1国案团所阐明討上述观点S

“(5)这一冋题旳协议应包我武器国家承担义务实现茂裁争，在实现.袤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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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之前禁止便用或威胁使用袤武器。

"6. 2 1国案团认为，只要孩武墨国家不表现出达成令帰意的协议的真正政治 

意愿，特设工作小组对这一项目四进一步谈判就不可能取得成杲.因此.2 1田集团 

敦促有关旳袤武誓国家重新审查它们旳玫策.元分考虑不结盟旳、中立旳和其他无 

茂武器国家旳立场.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它们对这一I可題旳修正立场.运:样 

恢有勁亍拟订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便用该武葢旳有效因冰安排约一致 

同意啊国际文书.它也将有动亍在实现孩.詼军之所.在诂或禁止便用或威胁便用孩 

武葢旳罟际协议方面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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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化学武礬

64. 自1979年4月以来•裁筆谈判委员会一直将化学武器问题作为其议程 

项目4进行审议.从1980年开始，这一项目主要岳委员会的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加 

以审议.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最近为第二届裁箪特别联大准备的报告中阐述了这 

一附属•机构的工傕

65. 在1980年会议期间，大川大使（日本）任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利德 

戈尔德大使（端美）和苏伊卡大使（波兰）分别在1981年和1 982年会议期间担 

任小组的主席；在1980/1981年会议期间以及1982年第一期会议期间.特设工 

作小组共举行了5 4次会议.委员会应下述非委员会成员国的要求.邀请它们的代 

表参加特设工作小组各工作阶段的会议.它们是：英地利、丹麦、芬兰、挪威、西 

斑牙和端士.

66. 1982<4月21矿 委员会在其M 1 73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该特设工作 

小组的报吿.该戒吿是本特別很告釣组成部分之一，全文如下：

J导言

“考虑到第一届专门讨论栽军问题的联合国大葬别会议的《景后文件》第 

7 5段，其中指出谈判已进行多年，同时指出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是多边谈判 

的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因此裁军谈判委员会自1979年以来一直将“化学武琴” 

项目列入它的议事日程。1979华 在化学武暑特设工作小组成立以渤•这项议题是 

在全体会议上处理的。在审议议程中这个项目时，委员会一直考虑到现有化学武卷 

曰拜文件中的规定以及在裁窣委员会会议（CCD）和裁军淡判委员会（CD）这一嗟 

一的多边裁窣谈判论短的范围内從出约所有題义和文件，其中包括化学武尋公约案 

文章案和美苏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双边谈判的进展约联合报告。（CD/4& CD/112）.

根据题为"化学武葢”的议程项目提出的栽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文件，以及工 

作小组的文件釣一览表，其中包括工作文件和会议室文件，均栽入本报告附件中。

J 工作小组在1 980年和1981年的亲权和实扁性盲议工作

“在V 9 8 0年，裁军谈判委员会按下列决定设立了化学武券特设工作小组：

'栽军谈判委员多为履行其淡判和拟订一项全面有效蒙止研部、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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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化学武套并毁销此种武墨的多边公约的髙度优先的责任，决定在1980年 

会议期间设立一个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组，考虑到现有全部提秉和今后的倡议， 

逋过实质性审查来磽定就这样一项公约进行谈判时应予处理釣各项问题/ 

根据其1 9 8 0年的职权，工作小组同意在三个总题："范围”、"核查” 

和“其他事项”下女排其工作♦对谈判一项禁止化学武赛公约时有待处理的问题进 

行了实质性的审查。在这个宫查的基础上，对亍与会代表团幸出现了一毀意见的问 

题，和对那些意见不集中的问题均加以弄清（第CD/13Sev. 1号文件）。

“.在1 9 8 1年，委员会重新设立7该工作小练以便它能在原有职权的基副：继续球。

“在1 9 8 1年，工作小组对主席建议的化学武器公约组成部分草案进行了详 

辎审鸯这些组成部分草案包括下列问题：总规则；化学武器的一般定义；禁止 

转让；公布；销毁、转用拆除和改装；非詼对性筝事用途的剧毒性致死化学品；与 

其他条约的关系；国际合作；关于核査的一般规定；国家立法和核查措施；国家核 

查技术手段；协商和合作；协商委员会；修正案；审查会议；有效期和退约；签署、 

批准、加入;和公约的散发与定义和祢准公布所福有的化学武善的储存和化学武器的生产手段在 

一定的时限内、销毁化学武器或将其转用亍被准许的用途的计划、以及作出此种公 

布的形式等有 芳问题,在组成部分的附住中加以处里 关于销毁、拆除已 

公布的化学武器的储存及其生产手度或将其转用于祓准许的用途问题、关于国家核 

查制度的作用和组织的建议和方针问题▼以及协商委员会的组织和程序的细节.主 

席建议以同样的方式加以处理 主席在各国代表团的发言以及提出的口头和书面意 

见的基础上对组成部分草案进行了修改。但是，这些经主席修改过的组威部分并不 

反映在某些问题上出现的所有的看法.主席提出的已修改过的缉成部分案文以及反 

映各代表团意见的注释，都附在1981年小组向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第CD/220 
•号文件）.

“三制定一项公约的现状

“在1 9 8 2年，栽军谈判委员会决定授予化学武善特设工作小组下列职权 ：

…••…'裁军谈判委员会，为履行其谈判和拟订一项全面有效禁止研制、生 

产和储存化学武器芥销毁此种武套的多边公约的膏度优先的责任，次定在1982 
年会议期间设立一个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组-考虑到现有全部提案和今后的倡 

议,为使委员会尽早达成协议，来拟订这样一项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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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在其1982W会议第一期全议期间，开始拟定一项公约的条款。根羞主 

席的建议：小组对修改过约组戎部分和注泽寻次进行了详细审査，以期拟订出特别 

与注祥中所表达的各种观点相应旳苓选方乗和补充方案。这些对修攻过的组成部分 

的意见都列生以前已商定的三个标题：'范围’、’核査’和：其他事项，之下。 

一些代表团捷出了会议室文件，其中载有与它们最初反映在注释中的着法相应的斎 

的措靜。此外，一些代表团在全,庫会议发言中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文件中提出了有 

关的提熟 还就198 1年会议期间尚未处逑的菓些组成部分和附件提出了具体指訊 

主篱就未来公约的序言提出了一项隧议。

“解决意见分歧的进程仍在继续。大家有一项共同谅解，即禁止的范围应包 

括Y现有的和可能出现的各类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更为详细地审査了禁止范 

围和有关核査的惫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关于范围的主霎分歧有：是否把禁止使用化 

学武器的条款列入公约的问题、关于公约是否适用于牲畜和植物的规定问颗、是否 

应把禁止为了在虚斗中利用化学品毒性而进行计划、组织和训 

练的规定纳入公约的问题，以及不在其他図家的领土上安置化学武奏約规定问 

憩 关于国家核査和国际核查之间平衡的问题、把一项黄关使用国家核査技术手 

段的条款纳入公约是否适当的问题，协商委员会以及国家核查或执行制度的组织和 

职能冋题、以及什么时候逬行现场视察和如何核实禁止二元化学武繁间题肓隋待取 

得一致意见.对于必须在国家和国际手段充分结合的基础上来确保公约遵守情况的 

核査这一点,已取得了较好的谅解.有提施公约豹一些措施，例如公布获得了更详尽 

的审査.许多代表团还为了加强未来公约的可能结构，提出了具体建议.工作小组 

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1981年报告中经修改的组成部分和注释，以及委员会19 

82年第一期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和建议性案文，对小缰今后约工作捋提供一个有 

益的基础。

"設痢981铢取的主席可就未耒公约的技术问题进行协商的愤法，在1982年 

的会议上，主席就1981 W小组报告中蓮议豹需要逬一步审议浏可题召开了协商会 

议。1982与■约协商会议特别就与化学武芸公约有关的有待协商一致约拿性确定方 

法进行了讨论。主席向工作小缱报告了协商会议豹参加者一致为兩种特定豹妻性确 

定法推荐了标准化操作程序。工作小组注意到兰席关亍协商和推荐标准化操作过程 

的报告，小组一致同意有必要继续进行协商，以便爭议其他技术问题，包括与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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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茬公约有关的某些悬而未决的老龍学方面的问题。

“特别•考虑到第二痼专门讨论裁窣问颖的联大特别会议，工作小组一致认识 

到迫切需要在缩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方面取得真正进孱。因此，工作小组赞成其主 

席提出的呼吁，应作'•出更具实质性的贡献，以求推逬尽早拟定出公约条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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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有关化学武器的各类文件一览表

“A.裁争谈判委员会文件

1979 年

一 MCD/5号文件・1979年2月6日，意大利代表团提出.義有f 

化学裁写谈判的工作文件

- 第CD/6号文件，1979年2月6日.荷兰代表团提出.载有有关拟 

足一项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一些程序性健议.

- 第CD/1 1号文件.1979年4月9日.21国集团提出,载有一份 

就有关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类武器逬行谈判的工 

作文供

- 第CD/14号文件.1979年4月2 5日.芬兰提出.義有一汾题为 

“化学武器物剂的化学璃足.芬兰方乗”的工作文件.

- 第CD/15号文件.1979辛4月2 4日，联合王国代表团提出,关 

于化学武卷专家访问英国之行（1979年3月1 4 S至1 6日）.

一 第CD/21号文件.1979年6月2 0日.波兰代表团羨出.载有一 

份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类武芸的工作文 

件.

- 第CD/26号文件.1979年7月1日，秘节处技照委员会第3 1次 

全体会议的央定爰出.義有裁羊委员会会议和裁宰谈判委员会工传文 

件和声明屮有关化学武卷的材料汇编（1972年至1979罕）、

- 第CD/37号文件.1979年7月12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展团 

提出.题为“关亍不生产化学武器的国际核查约某些万面约工作文件: 

德意志彖邦共和国取得的经验气

- 第CD/39号文件.1979^7^160.芬兰爰出,载有潜 的有机磷*

战剂的确定万法----技术和参考数据祢准化的一神办法.

- 第CD/41号文件1979年7月2 5日.有兰代衰如録出•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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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载有有关禁止化学武蓉公约的各种问题的工作文件”.

第CD/44号文件.1979年7月2 6日，波兰代表团提出，载有一 

份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芥销毁此类武善的公约的提纲 

的工作文件

第0)^48号文件,1979年8月7日，苏维挨社会主义芸和国联盟 

代表团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出.题为“苏联一美国关于禁止化 

学武器双边谈判进展的联合报告”。

第CDX49号文件.1979年8月8日，荷兰代表团提出，题为“化 

学武器一对载入第CD/4 1号文件的查询表的答复”。

第CDX52号文件.1 979年8月1 3 0,法国、意大利和荷兰代表 

团提出.题为“化学武器一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1979年讨论禁止 

化学武器问题的评价”。

第CDX59号文件.1 9 8 0年2月12日,澳大利亚代表团提出.

标题是：“化学武器：召开非正式专家会议的提案”。

第CD/68号文件.198。年2月2 8日，波兰代表团提出,标题是 

“化学武器——处理裁军谈判委员会所面临任务的一项可能程序性办 

法：工作文件”。

第CD/8 2号文件.1980年3月2 0日，题为“ 1980年3月I 8 
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帛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处临时代办的信.

转递题为'关于美国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使用化学物剂的备忘录' 

的文件”.

第CDX84号文件，198坤月2 6日.荷兰代表团提出.载有题为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初步工作计划蕈乗”的工作又件.

第CD/85号文件.1980年3月2 7日.标题是：“1980年3月

2 6日民主柬埔寨常驻彖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处常驻代表的信.递 

送分别题为'1980年2月5日民主柬埔寨外交部关于河内加紧滥用 

化学武器芥从事其他活动妄图消灭柬埔寨人民旳声明'和'毯南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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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束埔寨使用化学武器釣几件事例；1980年2月2 5日民主束端 

寨新闻部发布釣新闻'汤份文件"•

- 第CD必9号文件，1980年4月14日，标题是“ 1980年4月13 

日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转递'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于19 

80年4月I 1日发表的声明'的电丸”

一 第CD/94号文件，1980年4月18日.比利时代表团提出.标题 

是“拟议的化学战剂和化学弹药的走义.”

一 第CD/96号文件.1980年4月2 2日，波兰代表团提出，标题是 

“关于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一初步工作计划？工作文件。”

一 第CD/97号文件.198。年4月2 4日,考典代表团提出，标题是： 

“关于禁止化学哉能力的工作文件”.

一 第CD/102号文件.1980年6月19日，标题是：“ 1980年6月 

19日中国出席裁竿谈判委员会代素团代魂团长的信，与交题为。中 

国代羨团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主蓼内容的建议'釣工传文件.”

- 第CD/103号文件，1980半6月2 4日，标题是：u 1980^6 ^ 

24捞兰甯驻代羨的信•递送题为'识别潜在的有机磷我剂約降解产物' 

的一项文件.”

一 第CD/105号文件，1980年6月27日,标题是：“法国代麺对 

荷兰代表团向裁窣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化学武器的査询表的答复

(C 1^/41). ”

- 第CQ/106号文件，1980年6月2 7日，法国代最团提出.载有 

题为“不制造和不拥有化孕哉剂和武器的管制”的工作又件.

- 第C1VU0号文件，1980^7月2日.南斯拉夫代羨团很出戒题是： 

“关于防止神经毒气中毒的医疗防护的工作文件性的扈癩硝来絶哄

- 第CD/IH号文件.1980年7月2日.南斯拉夫代最团羨出，标 

题基：“夫于化学我剂定义的工作又件”。

- 第CD/" 2号又件，1980年7月7日.苏维挨社会主义共和国泉 

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衰团美出,转递题为“苏联一美国关于禁止化 

学武器双边谈判的进度釣联今夜告”的文供

- 第CD/H3号又件，1 980年7月8日.加拿大代表团羨出.标题 

島：“化学武器公约内禳查的安排和裳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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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CD/11 4号文件，1980年7月9日，标题是：“混大利亚代表 

团在现阶段对于CD/41号文件内载 荷兰所提关亍化学武兽的查询 

表的答复。”

第CD/]”号文件，1980年7月1 0日，加拿大代表团提出，标 

题是：“化学武器公约的定义和范围。”

第CD/121号文件，198。年7月17日，波兰代表团提出，标题 

是：“谈判化学武器时须 予解决的一些问题：工作文件

第CD/122号文件，1980年7月2 1日，摩洛哥代表团提出，标题 

是：“关于化学武春定义的建议”。

第CD/123号文件，198。年7月2 1日，蒙吉代表团提出，载有 

题为：“关于全面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的未来公约与1925年《日 

内瓦议定书》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工作文件。.

弟CD/124号文件，1980年7月2 4日，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提出， 

标题是：“对禁止化学武器的一些看法”。

第CD/131/Rev 1-2-文件，1980年8月4日，题为“向裁军谈判 

委员会提出的报 一化学武屛设工作小组”。

第CD/132号文件，1980与^8月1日，载有一份题为“巴基斯坦 

政府就CD/89号文件的分发提出的看法”的工作文件。

第CD/142号文件，1981年2月10日瑞典代表团提出，题为“工 

作文件：禁止保有或取得能够使用化学武卷的化学成争能力”。

第CD/164号文件，1981W3月19日芬兰提出，题为：“建立 

化学武器监督能力——芬兰研究项目的目前阶段和目标”。

M QD/16 7号文件，1981年3月26日加拿大代表团提出，题为

“ 一项基于活动分析的化学武卷管制条约在核查和监督方面约要求”。 

第CD/168号文件，1981年3月27日中国代表团提出，题为“工 

作文一禁止化学武卷：关亍化学战剂的定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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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CD/169号文件，1981年3月2 7日中国代表团提出，题为“工 

作文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生产手段的拆除”.

- 第CD/173号文件，1981年4月3日加拿大代表团提出，题为“化 

学哉剂的处逻”。

- 第CD/178号文件，1981年4月16日芬兰提出，内载其政府发 

出的关于参加化学武善核查专题讨论会的邀请。

- 第CD/124/Rev. 1号文件，1981年4月2 4日印度尼西亚代表 

团提出，题为“对CD/124关于化学剂和化学故剂定义的修正”。

- 第CD/179/Add. 1号文件，1981年4月23日，题为“化学武 

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向栽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小组工作的进度报告。

一 第CD/183号文件，1981年6月14日加拿大代表团提出，题为• 

“关于军各管制核査的概念性工作文件".

- 第CD/195号文件，1981年7月14日，南斯拉夫代表团提出， 

题为：“工作文件：失能剂”。

- 第CD/196号文件，1981年7月16日芬兰提出，题为“化学成 

剂的痕童分析”。

- 第CD/197号文件，1981年7月1 7日罗马尼亚代表团捷出，题 

为：“工作文件——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组成部分的建议：定义和标 

准”。

- 第CD/199号文件，1981羊7月2 4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提出， 

题为：“工作文件：毒素的定义和特性”。

- 隽CD/203号文件，1981年7角30m荷兰代表园提出，题为“在 

全面有效禁止折制、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公约 

范围内的协商和合作，核查措施和申诉程序”。

一 第CD/212号文件，1981 ^8月13日中国代衰团提出，题为“关 

亍禁止化学武器的一些意见”。

- 第CD/220号文件，1981年8月17日，题为“化学武善特设工 

作小组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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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

- 第CD/244号文件，1982年2月18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代表团提出，题为“关亍化学武器公约中的核查和监测遵守情 

况的工作文件”。

一 第CDZ253号文件，1982半2月2 5日苏维挨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代表团提出，题为“塔斯社声明”。

- 第C0/258和Coor. 1号文件，1982年3月9日保加利亚、捷克 

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吉、波兰和苏维挨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等国代表困提出，题为“工作文件：二元武器和有效禁 

止化学武暑问题”。

- 第CD/263号文件，1982年3月2 2日芬兰代表团提出，题为“关 

于核查与化学战剂禁止范围的关系的工作文件”。

- 第CD/264号文件，1982年3月2 3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出， 

题为“美国关于制止化学战争的计划”。

一 第CD/265* 号文件，1982年3月2 4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 

提出，题为“关于核查化学武器公约遵守情况的原则和规则的工作文 

件”。

- 第CD/266号文件，1982年3月2 4日南斯拉夫代表团提出，题 

为“工作文件：二元武暑及其定义和核査问题气

- 第CD/270号文件，1982年3月3 1日印度尼西亚和荷兰代表团 

提出，题为“ 1982年3月3 1日印度尼西亚和荷兰代表团団长的信, 

转送一份题为'印度尼西尼和荷兰一工作文件一在印度尼西亚西 

爪哇巴都查査尔销毁约4 5吨芥子剂'的文件、

- 第CD/271号文件，1982年4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 

和澳大利亚代表团提出，题为“化学武琴核查’远距离持续核查'技 

能的技术评价气

- 第CD/275号文件，1982年4月7日，题为"1982年4月5日 

加拿大副代表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转交题为'琴各控制核查 

提案纲要一第二版「的文件气

- 第CD/277号文件，1982年4月7日瑞典代表团提出，顓为“工 

作文件一’前体’概念及为化学武器公约提出约定义的建议“.

- 第CD/279号文件，1982半4月14日瑞呉代表团提出，颗为“工 

作文件一对亍芒全面禁止化学武琴谈判的各方之间加适信任的措施 

的建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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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CD/281/RW 1号文件，1982年4月26目，题为“为第二宿 

寺门讨论藉军问题的特别联大准备的麦交给栽军谈判委员会的特别报

- 第CD/288号文件，198 2年4月2 1日，题为“化学武器持设工作 

小组主席博古米尔•苏伊卡大使在向栽军谈判委员会递交小组报告时 

的发言”。

“ B.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 

工作文件和会议室文件

1980 年
工作文件

— CD/CW/WP 1,题为“主席提出的工作文件”。

- CQ/C"R 2,及增编1和2,题为“文件清尊”载有1979年7月 

到1980年7月间分发的同化学武暴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有关的栽军 

谈判委员会文件清单，

-CD/CW/WE 3,美利坚合众国提出，题为“化学武彗特设工作小组 

应予确定的问题”。

- 4,瑞典提出，题为“谈判化学武塁公约时应于解决的 

问题”。

一 CD/CW奶2 5,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题为“就当前民间生产进 

行魂地视察对亍化学工业的影响”,

一 CD/C"M 6 ,法国提出，题为“化学战剂定义的标准”。

1981 年

㈠工作文件

- CD/CW/WE. 7和Rev. 1,题为“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约纲 ——第 

1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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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E 8和Corr 题为“主席蓮议的小组工作的纲要一第 

25”

CD/C"，. 9,加拿大提出，题为“核查和化学武器”

CD/W. 10和Corr. 1,题为“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的纲要一 

第3部分”

c"w/r?° ”，蒙吉、波兰和苏维埃杜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题 

为“化学武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应包括的活动的类型” 

cij/cw/wp 12 ,题为“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的纲要一第4部分” 

CDZCW/WP 13,题为“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的纲要一第5部分” 

CD/CW/W?. 14,^ ,•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的纲 ——第6部分” 

CD/CW/TP. 15,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兰張出，题为“化学武塁: 

定义“

CD/C叼仔.16,法国提出，题为“材料和设施的公布和销毁” 

CD/C"M 17,法国提出，题为“化学武黑——定义 标准” 

CD/CW/WP. 18,獎大利亚旋出，题为“对化学武暑特设工作小组 

主席所蓮议的经综合后的纲要之初步意见”

19, 题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建议的化学武器公 

约组成部分”

20, 题为"化学武暑工作小组主席建议的化学武暴公 

约组成部分”

CD/C5M. 21 ,题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建议的化学武塁公 

约组成部分”

CD/C"?. 22^ Corr 1和Rev. 1 ,题为“主席向化学武考工作 

小组做的关于就毒性确定问题进行协商的情况的报告”

CD/CW/WE. 23,澳大利亚提出，题为“化学武器核查；专家协商 

委员会”

CD/C5R 24 ,澳大利亚提出，题为“化学武黑公约：给予各缩 

约国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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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CSM 25,澳大利亚提出，题为''化学武暴核查：甲基月蕾的 

，指纹印，”

㈡会议室文件

— CD/CW/CRE 5和Rev. 1和2,题为“主席对栽军谈判委员会1981 
年工作期间在化学武器方面要讨论的特别技术问题的建议”

— CD/C7VZCRE. 6 ,题为“关于化学武器公约要讨论的主要釣定义和 

祢准的题目清单”

— CD/CVCRP； 7,比利时提出，题为“拟议釣定义（对CD/94号 

文件的修正）”

- CD/CW/CRU 8,法国提出，题为“定义的标准”

— CD/CWZCR? 9,题为“1981年3月3 0日会议上就CD/H2^. 
边报告和主席关于小组•工作的纲要向苏维挨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 

利坚合众国两国代表园提出的问题单”

— CD/CVCR?. 1。和 Add. I 和攻 Cob 1 和 Rev. 1,题为“向栽 

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进度报告草案”

— CD/CVCR? 11,题为“主席的说明”

- CD/CVCRP 12,题为“就确定毒性进行协商的建议”

— CLt/CWZCRR 13 和 Corr. 1,题为“到 1981 年 6 月 26 日，星期 

五，收到的关于化学武暑公约的组成部分一，一（之二）和附件一釣 

建议经综合后的案文”

— CD/CW/CRM 14,澳大利亚提出，题为“代表团就CD/C5M19 

和CD/C5P. 20号文件熒出约修正案，供修改用”

一 CD/CW/CR2. 15,题为“主席对化学武尋公约组成部分的修正達议”

— CD/CW/CRP. 16 和 Add. 1 题为“对主席在 CD/C52. 1 9 和 20 

号文件中建议的组戌部分和附件草案所嗟的修正案的汇编”

— CD/C^/CR：?. 17卷叮 1, Add. 1和 2 以及Rev 2^ 3-以及*卩. 】 

题为“化学武暴特设工作小缉向裁筆谈判委员会羨出釣报告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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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V?ZCR? 18,题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关于与一项化学武 

套公约的范国有关的、为分类所需的毒性确定方法进一步要做的工作 

的决定所提的建议，供该小组向栽军谈判委员会作出建议.•’

1982 年

H工作文件

一 CD/C叼:?. 26,联合王国提交，题为“关亍化学武兽公约中的核査 

和监测遵守情况的工作文件”（同时亦作为CD/244印发）

一 CD/C5E. 27和Rev. 1 ,题为“主席提出的关于化学武器特设工 

作小组1982年会议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草案的建议”

-CD/CW/WP. 28和Corr. I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吉、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交， 

题为“工作文件：二元武卷和有效禁止化学武器问顯”（同时亦作为 

CIZ258 印发）

一 CD/CW/V7P 29,保加利亚提交，题为“与禁止二元化学武器有关 

的问题”

-CD/C"P. 30和Corr. 1,颍为“主席就有关毒性确定问题逬行 

的协商向化学武塁工作小组提出的报告”

-c以CW/O. 31 ,南斯拉夫提交，题为“工作文件：二元武器及其 

定义和核査问题”（同时亦作为CD/266印发）

- CD/CW/^E. 32,美利坚舍众国、联合王国和漠大利亚提交，题为 

“化学武鉴核查'远距离持续核查'技能的技术评价”（同时亦作为 

CD/271 印发）

- CD/CW/WE. 33,题为"对CD/220的修正后的组成部分和注释、 

建议的新案文和各选措辞以及对新案文的注释汇编“

- CD/CW/WP 34 ,颖为“立席的闭幕词”（1982年第一期会议） 

a会议室文件

-CD/CW/CR? 19,保加利亚提交，题为“关于组成部分第一条总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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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备选文字方案建议”

一 CD/5/CR2. 20,苏缱挨社会主义共和国談盟提交，题为“关于组 

成部分第二条化学武器一般定义的备选文字方乗建议”

一 CD/CW/CR2. 2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交，题为“关亍组 

成部分第二——便用一般用途标准来确足禁止化学品的范围的会议 

室文件“

一 CD/CWZCRP 22,波兰提交，题为“关于组成部分第二条第2款各 

选方案的後议”

一 CD/CW/CRE. 23,题为“主席的说明一就壽性确定问题逬行协商 

的建议一暂行时间表”

一 CD/CW/CR2. 24,阿根廷、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 

坦提交，题为“关于组成部分第一条总规定的备选文字方案建议“

二CD/CW/CR2. 25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彖盟提交，题为“关于新 

的组成部分第三条（之二）——禁止设置——所建议的案文

一 CD/CW/CRP. 26,苏维挨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交，题为“关于组 

成部分第四——公布一的答选措舞方案建议”

一 CD/CW/CR2. 27,保加利亚提交，题为“关于载入第CD/CSRP. 

25号文件的新的组成部分第三条（之二）措辞所建议约续文”

一 CD/CW/CRE. 28,尼日利亚提交，题为“与组成部分第四条1（如 

项一公布一有关的建议案文”

一 CDKW/CRE. 29,瑞宾提交，甄为“会议室文件一化学武琴销毁 

后取纬和不取得逬行化学我的轮力“

一 CD/CW/CR2. 30,波兰、苏维挨社会主义共和国亲盟羨交，颖为 

“就第CD/220号文件组成部分第四条注释1和注释4以及附件二 

注释I和注释3所提的菱议r

-CD/CW/CR2. 31 ,美利坚含众国菱出，颖为“訂体”

- CD/CW/CH2. 32 ,澳大利亚提出，颖为“关亍组成部分第四条豹各 

选文字方乗豹達议----公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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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VC". 3&澳大利亚提出，题为"关于组成部分第五条的各 

选文字方案的建议一一 毁、转用、拆涂和改装”

CD/CW/CRR 34,澳大利亚提出，题为"关于附件三的各选文字方 

案的建议——销毁、拆涂业经公布的各种化学武器的信存及其生产手 

段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的目的”

CD/C^CRE. 35,澳大利亚提出，题为“关于组成部分第九条的备 

选措词方案的建议一一关于核查的一般规定”

CD/C^CRN 36,澳大利亚提出，题为“关于组成部分第十一条的 

备选措词案文的建议一国家技术核查手段”

CD/C"RE. 37南新拉夫提出，题为“作为第CI/CW/CRE 22 

号文件之组成部分第二条第2款备选措词方案的续文所提出的新案文” 

CD/CW/CR?. 3&南斯拉夫提出，题为“关于第CD/220t文件的 

注释，附件一第3、4段的意见一定义和标准”

CD/CW/CRR 39南斯拉夫提出・题为“关于在第CD/220f文件 

第1 4页纸成部分第四条(b)款和9)款之间插入一新款的提案一＞ 布” 

CD/C^/CRE. 4。南斯拉夫提出•题为“关于组成部分第五条销毁、 

转用、拆除和改装建议的各选措词方案”

CD/CVCR?. 4L南斯拉夫提出，题为“附件三：销毁，拆除已公 

布的化学武卷的储存及其生产手段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的用途一关 

于第三段建议的备选袴词方案”

CD/CW/CRR 42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题为“附件四：关于国 

家核查制度的作月和组织约建议和方骨”

CD/CVCRP. 43,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题为“对组成部分第十 

-条提出的备选挎词一国家核查技术手段”

CD/CVCHK 44 S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题为“出于公约目的关 

于'前体'定义的一些意见”

CD/CVCR5. 45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题为"组成部分第十条 

各选措词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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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D/C^/CRE 46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题为“关于组成部分

第十二条初第十三条蓮议的备选措词方案”

一 C D/C W/C R P.47,题为“主席建议的序言拿乗”

- CD/DW/CRR 48,捷完斯洛伐克提出，题为“组成部分第十七条 

第三款的措词各选方案”

- CD/CVCK?. 49,保加利亚费出.题为“建议加在现有组成部分 

第十六条之末的兼文一有效期和退约"

-CD/CW/CRM 50,美利坚合众国提出,题为“关于储存和设施 

的公布”

一 CD/CW/CRE 51 ,荷兰提出，题为“关于组成部分第十四条和组成 

部分第十五条第1款所建议的备选措词方案”

- CD/CW/CRW 52和RN 1及Re又2题为“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筆 

问题的特别談大草拟的羨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一 CD/CW/CRE 53 .瑞異提出.题为“化学武卷工作小组主席向各代 

表困提供的在专家协助下逬行协商的建议”

-CD/CW/CRE 54 .荷兰提出.题为“关于组成部分第九条第3款、 

组成部分第十一条第1款、缱成部分第十二条和组成部分第十三条的 

备选措词方案以及拟议的新的缱成部分第十三条之二的案文”

-CD/g/g 55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很出，题为“化学武 

器工作小组主席提出的在专家协助下与各代表团进行协商的隧议”

一 CD/CW/CRE 56,中国提出.题为“对CD/CWZCRW 47所载主 

席建议灼序言章集第二没的各选措词的建议”

一 CD/CW/CRM 57 .崙実提出.题为“关于化字武異工作小组主席就

1 982年第一期会议期间进行的协商提交给裁窣谈判委员会的报告的 

措词蓮议“

- CD/CW/CRM 58,题为“主席对有关序言華案(CD/CW/CRM7) 

釣初步意见約总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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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CRW 59,奨大利亚提出，题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腭关于 

在专家协动下同各国代表团进行协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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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薪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善和

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葢

67. 1979年7月以来，本委员会审议了议程中题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暑”的项目。禁止放射性武器的问题主要是由本委 

员会的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进行审议的。对该小组工作情况的措述已载入为第二厝专 

门讨论栽军问题的特别我大准备的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最新报告（CD/284/ 
Rev. 1）.

68. 在1980年和1981年会议期间，科米韦斯大使（匈牙利）是该特设工作 

小组的主席；在19 82年会议期间，韦格纳大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主席；在 

1980年/ 1981年以及1982年第一期会议的过程中，特设工作小组总共举行了 

4 9次会议.应它们的要求，本委员会邀请以下的非成员国参加了特设工作小缉在 

其各不同工作阶段的会议：奥地利和挪威。

69. 在1982年4月2 1日委员会第17砍全体会议上通过了特设工作小组的 

报告，该报告是本特别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 一、导言*

* 就有关放射性武器问题提出的文件、工作文件和会议室文件（1979年至19 

82年）的一览表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考虑尋第一届专门讨论费军问题的亲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7 6段指 

出应当缔结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卷的公约.裁军谈判委员 

会在其197徃会议期间审议了缔结一项放射性武券条约的问题.在那届会议上. 

苏彖和美国提出了一份关于该条约要点的苏美联合建议（CD/31和CD/32）. 
其他代表团也淀出了 一些建议.

乏考虑到彖大题为“第结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便用放射性武器的 

国际公约”的第34/87A号决议，裁筆谈判委员会于1980年3月1 7日在第 

6 9次会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定.其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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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在1980年会议期间，设立委员会的一个特设 

工作小组，以期就一项禁止希制、生产、偌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券的公约达成 

协议'。

« 委员会在1981 ^-2月1 2日的第105次全体会议上重新设立了工作小 

组.以便它能在原有职权范围的差础上继续工作。

“在裁筝谈判委员会1 980/1981年会议期间，工作小组在（匈牙利）大 

使伊姆雷。科米孑斯商士的主持下，在主席的综合業文（CD/RW/WP. 20）和 

为拟订放射性武器条约条款草案而谴出的其他文件和建议（CD/133和CD/228） 
的基础上.就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要点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在这一时期特设工作小组的活动表明，尽管在缩小现有的分歧方面做了 

进一步的努力，但是仍存旺着不同意见・特别是在禁止范围、放射性武器的定义、 

核查遵守情况的程序、和平用途以及拟议的条约和裁军领域.包括枝裁軍领域中的 

其他国际协足和其他措施的关系等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

"198 0和1981#-,在工作小组皇提出了有关条约的范围的一些具体建 

议.有的建议指出・裁窣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应该是争取缔结一项禁止为敌对目的使 

用放射性物质的公约.

“ 一些代表团指出，存在着通过对核设施的攻击而由放射性物质的散布所造 

成的大规模毁灭的真正危险•・这些代表团认为，放射性武器条约是规定承诺不攻击 

核设施或蓄意破坏这类设施的适当法律构熬

“其他代表团认为，这样的义务不属亍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范围.他们也 

觉得•试图把禁止放射性武器与禁止攻击核设施放在一起谈判，会使谈判复杂化， 

会使有关两个问题的任何协定实际上都不可能制定.他们认为，有关茂设施的问题, 

1949年8月1 2日《日内瓦公约》的1977年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應者的 

日内瓦第一号附加议定韦已经包括，任何保护核设施的补充措施都应在适用于武装 

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范围之内加以考感

“其他代表团认为・就此问题现有的国际文专是不完全的和含糊不清的.芳 

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完全有权审议这个问题。

“ 一些代表团还表示了如下的看法，作为妥协办法.应苍条约案文中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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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单独的声明中反映出应就这个问题分别进行诙判的意见.

“二、关于拟订禁止放射性武券条约的谈判现状

A.工作的安排和程序

“ 根据委员会1982#-2月I 8日关于附肩机构的决定（CV243 ）,放 

射■性武券特设工作小组在原有采权范图的是础上重新设立.从1982年2月2 0日 

至4月21日.工作小组在亨宁-糸格纳傅士（德意芯談邦芸和国大使）釣主布下 

召开了 I 2次会议.联合国裁軍中心的丘延纳迪，叶菲莫夫先生任工作小线的秘书.

“根据奥地利和挪威的裏求，运两个非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的国家的代表 

应邀参加了工作小组1982年会议期间的会议.

- 除了先前的决议汁，工作小组还考虑到了衆大第36/97E号决议，该亮 

议载有一项完成其谈判的呼吁，以便在可能釣情况下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交一 

项条约。

“ 主席在进行协商后，于1982年3月9日提出了一份综合性报告（CD/ 

RW/WF. 25 ）,以个人意见的形式，提出了对于有待采取的程序、以及为解决悬而 

而未决问题的可能妥协办法的某些建议。

« 根据主席的建议，工作小组于1982年3月1 5日同意就'传统的'*  

放射性武器问题和就禁止攻击核设施事项分别召开会议，以此作为一种程序性约设 

想，但并不影响以后作出的决定o （CD/WP 25/Add. 1/Bev 1）。

- 在这一方面，有人表示有保留意见。一些代表团认为，汶种程序性设想 

不应祓解释为意味着就禁止攻击核设施问题开始谈判。一些代表团尽管愿意参加会 

议，却对栽窣谈判委员会是否有权（或工作小组是否有权）就保护核设施克受攻击 

齿问题进行谈判这一点表示怀疑。一些代表团对委员会处建这一问题豹权限明确地 

持保写立场。其他有些代表团则明确指出，他们认为这个问题的审议工作在目訶系 

说只能是象索性的。一些代表团认为，根据蓮议约程序而正在进行的两个问题的谈 

判应平等地、无歧视性地加以对待，以便把这两个问题纳入同一个法律文书宁。其 

他代表击则对这两个审议中约问题未未法律文节约数目和形式明确地持保各立彻. 

孕工作小组一玫同意，为了本报告约目的，并为了方便起见，“传统豹” 一词应指 

载入致D/31祀第CD/32f文件的読合建议中设想的禁止范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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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传统的'放射性武善事项

“ 放射性武尋工作小组举行了三次会议，专门审议有关'传统的'放射性 

武兽主题事项为问题。坦然提出了一些新约可能的妥协表述方案，谈判表明，特别 

是在有关放射性武塁的定义、禁止的范围、技查与诲守、•和平用途、放射性武器条 

约与核裁军的关系，以及最后条款的某些方面仍存在分歧。一些代表团提醒工作小 

组，他们认为，有一些条款草案可能要修改，因为他们打算終禁止攻击核设施作为 

该条约约组成部分。

“.关于放射性武舞定义的表述方案，由于一些代表团反对列入一项明确的 

从该条约中排除核武蓉的条款，因此设法拟订一个不包括这种条款的“正面积极定 

义”。在此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CD/RW/WP. 26, 30, 31,和Add. 1 )0

“ 皇然没有找到无论从衣术或法律观点耒看晝完全可以接受的表述方案 ，

工作小组还是感到应该继续这方面的努力。虽然一些代表团表示他们愿意参加这些 

努力，他们仍认为放射性武器下定义的最有效的途径可能是通过保冒一项排除条款。 

其他代表团继续认为，这种做法就等于核武器的合法化。一些代表团对亍在放射性 

武器定义中包括某些放射性物质的可行性仍有怀疑。

“ 关于禁止的范围，某些代表团认为，放射性嵌争一词的使用将取决于未 

来条约的范園。其他代表团则认为，这样一项条约中不应涉及放射性找争的概念。

“.有一种意见认为，条约不仅应涉及防止放射性武券作为一种特定类型武 

器出现的问题，而且应涉及禁止为敌对目的使用放射性物质衰变产生的藉射。

U .菓些代表团认为，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未糸条约应规定明确的义务， 

紧急进行关亍停止核军备竞赛、制定有效挎施防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塁和实现核 

裁军的谈判。在这方亙，白2 1国集团*提出一个纳入条约的条款案文(CD/HW/ 

WP. 36 ).其他代表团认为，这一条款不适宜于纳入一项放射性武琴条约。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缅甸、吉巴、挨及、挨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西 

亚、伊朗、肯尼亚、墨西哥、摩洛哥、足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斯里兰卡、瑞 

呉、委内瑞拉、南斯拉夫、扎伊尔。

“ 关于和平用途问题，普遍承汉条约应有一个适当平衡的条文，其中应包 

括关亍在和平利用放射性衰变产生的辖射源方面加强国际合作的规定，以及说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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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的任何规定不应解祥为影响各结约国应用和拟订其和平利用核能计划，并在这 

一领歧中进行国际合作的不容剥夺的权利的规定；但是，工作小组没有完，成它关亍 

这些条款的确切措词的审议，

“关亍遵守情况和核查问题，某些代表虽认为，苏美彖合建议规定的程序 

符合禁止放射性武卷条约的内容和范围，应予充分保留其中包括在据祢有违反条约 

情况时，向彖合国安全建事会提出控诉的条款.

“ 某些代表团不同意这些意见，认为条约中关于矣出控诉的程序不应该從 

及安全理事会或彖合国其他机构，因为根据《彖合国宪章》这些程序在任何情况下 

都是可以应用的.他们还认为.专家协商委员会按条约应是控诉与核查问题的中心 

机构.有人差议应给予专家协商委员会广泛的调査权力，按某些代表团的意见.应 

包括关于现场视察的规定.一些代表团主张，条约规定的核査制度.应建立两层机 

构，以专家协商委员会作为实况调查和评价机构，绪约国大会作为审议指控這反条 

约•清况的政治机构•大家同意.条约中的遵守和核査问题尚需进一步审议.

“ 某些代表团指出，详细拟订核査和遵守的各项条款零菱首先譯决关亍禁 

止范围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 关于条约的最后条款，有人建议关于条约修正乗的建议，应有更律细的 

程序(CD/R"N 20/Add. 9/Re% 1)；这个修正育见的总的想法得到了一 

些代表团的支持•尽管在条约生效与举行第一次及以后各次宫查会议之间的间隔时 

间冋题上还存在一些分歧，但有人认为这些观点分歧也许还可以完服.

“ •大家普遍认为.条约应在比迄今为止所讨论的25个茨少些釣冒家交存 

批准书后生效，在这里，有人提出了 1 5国这个数字.有些代衰团重申了它们的立 

场,辜療约应在得到包名核武器国家在内的2 5国政府的批准后生效.

"C.有关禁止攻击核设施|可题的审议

“ 工作小组还举行了三次会议.专门审议了一些同保护茂设施有关的冋题。 

在会议期间，一些代表团重早了在上述第1 6役甲闻明釣保多.有一个代表团没有 

参加会议。

根猖主席在第CD/R"2. 33号工推又件甲建议的纲要对禁止攻击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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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进行了讨论，讨论是围绕看有待保护的设施的定义和可能禁止的宛国逬行的。

“.工作小组听取了一些代表团对玻坏效杲所做的技术性辭释，这些玻坏效 

杲可以白于攻击超过一定最低热詫的袤能反应堆、寻加工工厂和葯照过約物质和废 

料的储藏设施而产生.他们指出，对这类设施的攻击可能会造成大规模毁灭性的殁 

杲，而某些其他设施即使受到攻击也不会造成大规模毁灭性效杲，这是因为这些设 

施的放射性物质存量较低，或没有这靜物质。在这些问题上出现了某些分歧。

U —些代表团建议，禁止攻击核设施应尽可能全面。他们认为，既然蚤方 

目标是要防止大规模的毁灭，就没有翌白把民用和军用设施加以区别。他们还认为, 

对这两种设施的攻击都会造成大规模的毁灭。然而，他们认为，大规模的毁灭芹不 

是这一问题上的唯一标准。他们争群说，拟议的文书的一项篁要目标是要恢复各国 

关于和平核计划的信任。他们认为，在以色列攻击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和平核设施之 

后，这种信任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因此，他们争拜说，禁止的范围不仅应包括较 

大型的核燃料循亦设施，也应包括较小型约研究反应堆和其他设施。他们认为，拌 

除后者将是对发晨中国家的严重歧视。在这方面，有一个代表团提出了关于应保护 

设施的定义的具体建议(CDZRW/CRP 16).
“ 其他有些代表团认为，对所有核设施都加以保护将会造成严重约、可能 

是无法克服的困难，他们认为，在这方面，规定景低放射性存量级限(对核反应堆 

则规定最低热功卒的级限)是适当的，以便使那些一旦受到攻击不会造成大规模毁 

灭的设施不致列入保护设施之中。在这方面，这些代表团特别造调指出禁止对不会 

造成任何辐射破坏的 设施的攻击将会抑止为和平用途利用核能以造福于人类。 

一些代表团认为，把窣事设施包括在内约做法会引起非常复杂的问题。有一个代表 

团向工作小组提出一份关亍定义和禁止范囹的工作文件(CD/RW/JVP. 3 4)。

“ 然而，一些代表团注意到，这份工作文件中说'有充分爰由支持这样 

的论点：放射性武尋公约应对所有上述类型的设施一律加以保护，不论这些设施是 

民用的、军用或双重用途的。‘他们认为，布分禁止将会便对于某些核设施进行的、 

造成大规模毁灭的攻击合法化，这将违反禁止的主要百标，芹将端加遵守和核查的 

困难。他们还指出，促进利用核能，至少在发晨字国家里促进利用核能.并不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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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些国家的中輿 论的咀碍，而是受到某些工业化国家的限訶性政策的瓯碍。

«在另一方面，有人指出，不可能合情合理地期望，可对这样一项会面禁 

止的条约进行成功的谈判，或期望条约得到必要数量的批准，使其成为一份可行而 

有效的国际法文书，因此也不能合情合理地期豈它会排除大规模毁灭的危险。在前 

段引用其工作文件的那个代表团提请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即在这方面，该文件中还 

莪有下述声明：'在一项国际文书早保护窣事设游的政治困难定显而易见段，因此, 

看来必须将这些设施排除在一项公约之外。'

“ 然而有些代表团指出，汶和可能涉及的政治困难并不足以说明应垓实行 

部分禁止。他们认为，这神做法将有可能会伸齢争中的大规模毁灭合法化。

- 其他一些代表团认为，在展出的上述论点中，有很冬是不正确的，而且和 

正在讨论豹问题没有很大柴系°

-在工作小组的三次会议上宗苏製决这些分歧。某些代表团认为这一问题 

需要进一步澄清和讨论。他们认湖若要对主席提出的暫定清掌(CD/BW/wm. 33)上 

余下来的问题进行详尽的讨论，也必须解决有笑设施的京义和禁止范国方面的这些 

菱本的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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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文件、工作文件和会议室文件一览表

“ 一、文件和工作文件

1. CD/31 苏维挨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一美国商定的关于研亂 

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主罢组成部分的彖合建议。

2.CD/32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一苏联商定的关于禁止研制、生产、 

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主蓼纱成部分的联合建讥

3.CD/40 匈牙利:关于禁止研制、制造、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暑 

条约序言草案的工作文件。

4.CD/4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亍禁止研制、制造、储存和便用 

放射性武器条约第十一条第3款和第十二条第3款草案 

的工作文件。

5.CD/104
（也是 CD/RW/WP.丄）

祕书处:1979#至1980年期间同放射性武器有关的 

文件的汇编。

6.CD/153 向栽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为了就一项禁止研制、 

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兽的公约达成协议而设立的 

特设工作小组。（1980年8月1日）

7.CD/218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馅的报吿（1981年8月1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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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D/H'.7A?.2/Hev.l 维：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淡判中的各主要组成部 

分。

9.CD/RW/7JP.3 加拿大: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意见.

lO.CD/HW/^.U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拟议的新的第五条。

LL.CD/RW/丽.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亍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 

放射性武器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意见。

L2.CD/W<VP.o 端典:对禁止放射性螳争，包捂研制、生产、储存和使 

用放射性武葬的条约第一、二和三条的建议。

1J.CD/HW/-AP.7 意大利: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卷 

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意见（第CD/31号和第CD/32 

号文件）.

1A.cd/rw/，《p.8 法国:对苏联•一美国商定的关于研試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 

性武器条约主要组成部分的联合建议所提的修正案.

15.CD/HW/'.VP.9 巴基斯坦:修改走的第五条；第五条岳约新条款。

IS.CD/HW/'.VP.IO 南斯拉夫:就条约中有关放射性武鉴定义的条款所吳的 

建议。

17.OD/HW/',；P.11 阿根廷：对一项禁止放射性武琴条约的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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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CD/RWAP.12 委内瑞拉:对“苏訣一美国商定的关于禁止研罰、生产、 

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墨条约主要组成部分的联合建议” 

所提的修正案。

19.CD/诚4P.14 瑞典:关于要求研究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挎施的建议。

2O.CD/W.'ff.l5 提交给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关于禁止放射性武蓉 

条约的提案汇编（秘书处编）.

21.CD/RW/WP.15/Add.1/5.：l■印度:关于拟议中的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草案中组成部

分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和第七条所建议的 

修正案。

ZZ.CD/HW/'A'P.l^/AJd.Z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在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 

小组1981年3月1 3日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23.CD/3WA?.15/Add.2/
Supp.l

印度尼西亚:对苏美联合商定的第CD/3I-CD/32号 

文件特别是其中第八条第3款关于遵守和核查的意见， 

以及对载入第CD/RWZWF 8号文件的法国建议的意见.

2i+.CD/2W/WP. 15/Add. 3 南斯拉夫:就拟议的禁止放射性:武塁条约草案组成部分 

第二条提出的修正建议.

25.CD/BW/7ff.l6/Rev.l 向栽宰谈判委员会提出的报告。

26.CD/HW/WP.17 1981年2月2 0日主席在放射性武塁特设工作小组第 

一次会议上的致词。

27.CD/HW/WP.18 兰席的工作文件，载有关于未夫条约中定义和禁止范围 

的供选择的条款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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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CD/?.J//7<? .12/Add.l 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关于活动和义务以及和平用途的 

供选择的条款案文。

2 9. CD/3W/ .'.?.18/Add.2 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同其他裁窣措施和协定的关系、 

遵守和核査的供选择的条款集文.

JO.GD/37.r/-W.13Add.2/Supp.1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供选择的附件的乗文.

3X.CD/3W/'.'^.18/Add. 3 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修正案、期限和退约、审查会议、 

加入、生效、保存者的供选择的条款案文.

32.0□/課/聘.丄9 端典:就禁止放射性战争的某些方面提出的各忘录.

33.CD/RW/旅.2。
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根据提交给主席的提案加以绿令 

的秉丸

J4. CD/RW/順.20/Add.1 瑞宾：对主席提出的综合案文第六条的提案.

35.CD/W.VP.2O/Add.VSupp^摩洛哥：对主席提出的综合案文第六条•釣艮案。

知 CD/W^.aO/Add. 2
日本:对cd/RSR. 20第五条拟议约修正急

37.CD/3W/7/P. 20/Add. 3 德意志彖邦共和国:对主席综合案文第七条和附件的提 

案.

J8.CD/HW/'.VP .20/ADD. i* 整：对主席缘合案文第八条的羨案.

39 . CD/HW/'；? .20/Add. 5 委内崙拉:对第CD/RW/WM. 2 0号文件第九条拟议的 

修正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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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CD/WW?. 2。/Add. 6 廖洛哥:对第CD/冬":?. 2拷文件第七条拟议乾修 

正案。

41. CD/M/WP.20/Add. 7 主扁关于定义和禁止范围的工作文件。

42. CD/3WA?.20/Add.8 主席关于和乎用途的工作文件。

4务 CD/E/WP・20/Add・9
/Sev.l

荷兰:对第八条和第十条建议的修正案。

44. CD/37；/Vff.21 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裁拿谈判委员会1981年第二 

期会议本工作小组工作日程表.

戚 CD/HW/W.22 澳大利亚:关于放射性武器未来条约的范围和定义的 

工作文件。

虾.CD/RW/WP.23 2 1国集团:关亍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中的某些组成 

部分的工作文件。

47. CD/RW/WP.24 放射性武罢持设工作小组报告草案。

辎.CD/HW/'A?.24/3ev.l 放射性武墨樁设工作小组报告草案。

49. CD/RW/WP.25 主席的发言（1982年3月9日）。

50- CD/HW/^.25/Add.l
/Sev.l

经主席修正的关于会议开始阶段的工作安排的建议。

（工作小组于1982年3月1 5日通过）

51. CD/RW/WP.25 主席的工作文件：关于放射性武暑定义的正面约袁述 

方案（概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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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CD/2W/7^.27e 暂行工作计划（由主席提出），

53. CD/部/',VP.28 主席的工作文件：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范闱条款的建议秉

s4. CD/mw/WP.29 主席的工作文件：关于和平用途条款的建议案丸

55. CD/RW/WP.JO 南斯拉夫:放射性武卷的定义——第二条。

56. CD/RW/阳.31 澳大利亚:关于定义和禁止范围的達议（提出而种备选 

方案案文）。

57. CD/3W/.VP.32 主席的工作文件：所建议的关于遵守和核査的手段（第 

CD/玉"已2拷文件的后续儿

53. CD/2W/-.VP.JJ 主席 的关亍 建议在1982年3月26日和4月2 
日的工作小组会议上讨论的有关保扌核设施约一些重要 

问题的就括。

59- CD/HW/WP.34 端興: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旳某些方面的备忘录 

（1982年4 月 5 5）.

60. CD/W/WP.35 为第二扃裁箪持別談大:隹冬的提交给裁窣谈判委员会的 

报告草案：白主席是出（导言）（人和。部分）。

61. CD/2W/Vff.35/Add.l 对放射性武葢条约章案的条款的讨论（“传统釣”放射 

性武妾宣题事项）：中主席提出（B部分）»

62. CD/mw/wp.36 2 1囱窠丞:关亍放射性武是条约草案中一项条款所建 

议的案文（19 82年4月1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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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D/SW/CHP.lfPCorr.1

2. CD/2W/CHP.1/Add.l
和 Corr.l

3. CD/HW/CHP.l/Add.2

4. CD/HW/CHP.1/Add.J

5 . CD/HW/CSP.l/Add.4

6. CD/RW/CHP.1/Add.5

7. CD/HW/CBP.2

8. CD/HW/CHP.2/Add.1

9. CD/RW/CHP.J

10. CD/HW/C2P.3/Add.l

11. CD/HW/CEP.4

“二、会议室文件

定义:苏联一美国、荷兰、法国、瑞典、埃及、墨西哥、 

巴基斯坦、加拿大和意大利的建议＞

定义:埃及、巴基斯坦、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的建说

磬：印度的建议

定义:南斯拉夫的建议。

定义: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建汉

定义:摩洛哥的建议

禁止的范围:苏联一美国、比利时、瑞典、荷兰和澳大

利亚的建以

禁止的范割：法国的建议.

活动和义务:苏联一美国、意大利、加拿大、瑞典、荷 

兰、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建议

活动和义务：澳大利亚和法国的建议。

和平用途：苏联一美国、德意忘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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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D/3V//C2?. VAdd.l

IJ.CD/RW/CBP. VAdd.2

l^.CD/aW/C2P . VAdd. 3

15. CD/HW/CHP.5

16. CD/W/C2P.5/ADD.1

17. CD/BW/C2P.$/Add.2

18. CD/RW/C2P.6

19. CD/HW/CBP.6/Add.l

20. CD/3W/CBP.7

21. CD/HW/C3P.8

22. CD/HW/CHP.9

23-CD/HW/CHP.10

巴基斯坦的建议。

和平用途:法国的.建议•

和平用途:巴基斯运的違议》

和平用途:罗马尼亚的建认

和其他裁窣措施及协定的关系:苏联一美国、巴基斯坦、 

埃及、加拿大和法国的建诜

和其他裁军措施及协定的关系:澳大利亚和法国釣建认

和其他裁箪措施及协定的关系:巴基斯担约建认

遵守和核査:苏联一美国、比利时、法国和端耕蓮认

遵守和核査:巴基斯坦的蓮讥

附件:苏彖一美国和法国的蓮议《

修正案:苏読一美㊂和法园的建汉

期限和退约:苏联一美国和法国的建议.

审查会议:苏彖一美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澳大利亚 

和法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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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D/2W/CHP.10/ADD.1

25. CD/3W/CHP.11

26. CD/3W/CHP.12

27. CD/H'.,<7CBP.12/Add.l

28. CD/RW/CBP.12/Add.2

29. CD/HW/CHP.1J

J0.CD/RW/C2P.14

31.CD/3'.V/CBP.15

J2.CD/HW/CBP.16

33-CD/HW/CHP.17

宇查会议:摩洛哥釣建说

加入、生效、保存者:苏联一美国、德意志吴主共和国、 

澳大利亚、法国和巴基斯坦的建议

序言:匈牙利、瑞典、埃及和比利时的建议。

序言:保加利亚的建诜

序言:瑞典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建议.

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荷兰的建议.

禁止的范围:荷兰的建议.

报告草案案文的修正.

应保护的设施的定义:巴基斯坦的建议。

放射性武器条约综合条款草案：由主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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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自1979年以来，在委员会全怀会议的发言中和正式又件礼菱出了一 

些新型大规漠毁灭性武琴和此神武器釣新系统运个总问题有关的違议.3

71. 在有些成员曰的有资格的政府专家参加下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中，许多代 

表团蚤凋指出采取紧急行动以防止出现新型大规璞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葢的新系 

统的重要性.有些发言涉及研制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蓉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的可能 

领域.大家普遍认识到，如果把最新釣科学成就為于发明这种武券，就会导致真正 

的危险.在这方面，大家举洌指出了以下可能会出现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领浆: 

借动放射•性物质起作用的放封性手段；利用帯电粒子或中性粒子未影响生物目标从 

而澄或辐射伤害的技术手段；利用声学箱射来影响生物目标的亚声手段；利用电哦 

辐射来影响生物目标的手既 同对也提到了核中子武器.然而.其他代表团指出， 

所谖及的这些领域同大规模毁灭陛武器无关，并指出核中子武器不应认为是基于新 

的科学原理.有人指出迄今为止并未出现新型武器.

72. 有人表示.鉴于武器技术的迅速发展.必需就禁止新型大规模箓灭性武 

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达成一项或几项紧急协议.一些代表团强调了谈判一项禁止 

研削和生产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神武器的新系统的全面协定和淡判禁止出现  

某神特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券的单独协定旳急迫性.芹提请注意苏彖1977年提交 

的国际协定万案（CCD/51 IZ^®^ 1 1有人还建议.应设立一个特设专家小组 

来草拟一项全面协定草案并审议结绪关于个别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券和这神武器 

的新系统的特别协定的问题.其他代表团则持不同意见•它们认为对尚未识别灼武 

器系统谈判全面协定是不合适的,但它们认为在必要时应在有一项谈一项釣基础上 

进行谈判草项协定.它if］还认为，裁车谈判委员会应定期注意还一问题.在这万面, 

有人建设毎半举行有专家参加的非正弍会议以经看味持对这个问题的审冬

73. 在1980年和19 81年.德出了审议新型大现橈毁灭性武券和此种武 

参约新系统问题的其他建议.有人薄议，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可以对这个冋题进 

行更彻贏的审查并拟订出比神武签的定义後出釣另一神建议是• m亲合国大会设 

立一个专家小组来盲查科学友晨约最新趋势芹推琴防止就型大规凜毁灭性宜葢出现

a 第 CD/35. CD/U& CD/174 和 CD/261 号文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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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恰当的手段.委员会认为对这一问题应继箋进行审查.

74. 在1982年第一期会议期间，一些代表团提请注意亲大在第三十六届会 

议上通过釣第36Z89号决议这些代表团指出.联合国大会吁请安全理事会各常任 

理事国以及其他军事强国发表放弃发•明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 

内容相同的声明.以此作为缔结一项关于此种问题的全面协定的第一步.这些代表 

团认为该天议采取的灵活态度提供了在这一领域中取售进晨约新的机会.其他代表 

团对这个做法表示有保墊

75. 在1982年第一期会议期间，委员会亮定继建举行欢迎专家参加的非正 

式会议，以便审议和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问题有关的提议和 

建议。非正式会议将允许非成员国和其专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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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综合裁窣方案

76. 自1980年2月以来，裁窣谈判委员会一直在审议这个项目。审议工作主 

要是在以后为谈判这一问题而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中进行.

77. 综合栽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在委员会1982年第一期会议结束时完成了它 

的工作，并提交一份报告（CD/283 ）,该报告附件中载有《综合裁军方案》草案, 

该草案洽为附录一附于本特别报告中.

78. 在1980年会议期间，。-阿德尼吉大使（尼日利亚）任特设工作小组主 

席；A •加西亚・罗族斯大使（堂西哥）在1981和1982年会议期间任该小组 

主席.在1980和1981年及1982年第一期会议期间，特设工作小组共举行会议 

5 9次。委员会应下述各非委员会成员国的请求，邀请它们的代表参加该特设工作 

小组各阶段的会议.这些国家是：奥地利、丹麦、芬兰、挪滅、西班牙、突尼斯和 

土耳其.

79. 1982年4月2 1日，委员会在第173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特设工作小组 

的报告，该报告是本特别报告的组成部分之一，全文如下：

“一、导言

“ 1980年3月1 7日，委员会在第6 9次全体会议上决定设立一个委员会 

的特设工作小组，就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彖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第109段中设想约《综合裁窣方案》进行谈判.以便在第二届裁軍特别亲大召开之 

訶完成该方案的拟订工作.1981年2月12日，裁軍谈判委员会在第105次全体 

会议上戾定该特设工作小组应在1981年会议期间继续工傕.工作小组考虑到为解 

决一些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仍须做大童的工作，并考穩到对裁军谈判委员会釣享求是 

及时结束方案的谈判，以便将方秉提交给第二滔裁窣特別談大.因此，在其关于19 

81年会议工作的报者中同意向委员会蓮议在1982年1月1 1日恢复工作小组的 

工作。我军谈判委员会在1981年8月20日的第148次全体会议上采纳了这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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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根据这一决足.工作小组亍1982年1月1 1日恢复了工作，在1982年2月 

2日的第150次全体会议上，裁窣谈判委员会葫认特设工作小组应在1982半第一 

期会议期间继续其工伝

“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在1980年会议期间，乌卢。阿德尼言大使（尼日利亚）任特设工作小组 

的主席,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耒斯大使（墨西哥）在1981年和1982年会议期 

间任主席.彖合国裁军屮心的丘延纳迫。叶菲莫夫先生在1980年任工作小组的秘 

书。彖合国裁宰中心的艾达•路易莎•列文小姐在I 981年和1982年任工作小组 

的秘书.

«在1980年、1981年和1982卒的会议期间，特设工作小组共挙行了 59 

次会议，其中1980年1 0次.I 9 81年2 4次，1982年2 5次.

“委员会应下述各非委员会成员国的请求，邀请它们的代表参加特设工作小 

组各工作阶段的会议•这些国家是：奥地利、丹麦、芬兰、挪威、西斑方、突尼斯 

和土耳男

“除了在题为《综合栽军万案》的议程项目下分发的我军谈判委员会正式文 

件外，在特设工作小组挙行的三次会议期间，各成员国还提出了下述工作文件：

- 关于咨蠲宇方為中载有题为“目标”一节的菜文草案的工作文件.

墨西哥提出。（CD/CPD/V7^ 3和准耳I）

一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大纲的工作文件，巴基斯坦提出.（CD/CPD/ 

WM 4）
- 关于《综合裁筝方案》中载有题为“目标” 一节的案文草案的工作文 

件，捷克斯洛伐克提出.（CD/CPD/V日5）

-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载有题为“原则和指导万针"一节的案文草 

案的工作文件，墨西哥提出.（CD/C?W? 6）

-关于《料栽军方案》的主摹原则的工作文件，中国提出。（CD/CPD/ 

WW 8）



CD/292
Page 74

- 题为“综合费军方案中关于限制窣答竞赛芹实现裁筆的努力的一般指 

导■万针一节的箪案”的工作文件，捷兄斯洛伐竟提出・(CD/CPD/

9)

一 关于《祭合裁军万案》的原则的工作文件，委内瑞拉提出.(CD/
CF 叼 W 10)

- 题为“综合裁军万秉与和平教育的愤念”的工作又作，波兰建出. 

(CD/CFD/WR 12 )
- 关于《凉合蔻聿万案》中载有题为“原则” 一节的秉文草茶约工篋文 

件，捷克斯洛伐克提出.(CD/CPD/5M 13和Add. 1 )

一关于方式和矶祠的工作文件，捷克斯洛伐克提出・©"25日15)

- 关于“执行阶度"的工作文件，由尼日利亚代表鸟卢•阿德尼言大使 

应主席要求编写.(CD/C?iyWP 17)
-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性质的工作文件，由尼m利亚代录乌卢•阿德 

尼言大使应主席要求编写.(c：PZ"D/wr 18)

一 关于“执行阶段”的工•作文件.由费合王国代表萨靛海斯大一使 

应主席要求编写。(CD/CPD/WP 19)
一 1981年3月5日苏维挨社会主义共和團彖盟代表答复主席所錢关于 

苏联政府对1962年在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上提出的“关于在严格国际 

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軍条约"的立场问题的发言(CD&ED/TVE. 20)
- 1981羊3月5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答复主席所提美国政府对1962 

年在十八国裁窣委员会上提出的“关于在和平世界中实现全面彻底裁 

筆条约约基本规定约大纲”的立场问题约发言。(CD/C3D/W2. 21)

一 关亍《综合裁军方渠》中有关“目标”一节的工作文件.意大利提出。 

(CD/CED/WP. 22 )

一 关亍《综合裁窣方案》中载有关于措施豹补充津议约工作文件，中国 

提出。(CD/CFD/572. 24)

一 关于《综合裁莘方案》＜=已载有关于指絶豹进一步違议的工作文件.中 

国熒出。(CB/CPD/W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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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文件，巴基靳坦提出。(CD/CPD/W? 26) 
关于《综合栽军志》中有关"措施”一节的工作文件，保加利亚、捷 

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芸和国、匈牙利、蒙吉、波兰和苏缱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CD/CFD/WP 28)

关亍＜〈综合裁军方第的工作文件真大利提出。(CD/CPD石30) 
关亍'〈综合裁窣方案》的目标的工作文件，中国提出。(CD/C也/W2.

31 )
关于＜综合裁军方彩的工作文件，澳大利亚、比利时、注国、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日本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CD/CED/ 

WP. 33)

关亍《综合裁军方渠》中载有题为“目标”一节的兼文的工作文件. 

保加利亚提虬(CB/CPD/WP. 35)

关于《综合裁窣方案》的工作文件.2 1国集团提出。(CD/CND/ 

WP. 36 和 Corr. 1 ^oAdds. 1—3 )
关亍《综合栽军方兼中载有关于核武茎的提案的工作文件•泌大利亚提 

出］CD/C2D/WP 37)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载有关于恐区的提案的工作文件,澳大利亚提 

出。(CD/CPD/WE. 38 )
载有CD/CPD/WP 27号文件(第一阶段)“核武器”一节的修正案 

的工作文件.港国提出。(CD/CED/WE. 39)
義有CD/C?D/TT?_ 27号文件(第一阶段)“核武毒” 一节约修正案 

的工作文件，苏维挨社会主义共和国彖盟提出。(CD/CPD/WP. 40) 

关亍《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文件，波兰提出。(CD/CPDZ??? 42) 

关亍《综合栽军方案》中载有题为“机构和程序”一节的案文草案响 

工作文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委内端拉提出。(CD/CPD/TVP. 43) 

关亍《综合裁筆方案》第一阶段核裁军措施的工作文件，中园提出。

(CD/CMD/WF.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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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有CD/CED/?7m. 27号文件(箕一阶段)“核武券” 一节的修正案 

的工作文件.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弟主关和国、匈牙利、 

蒙吉、波兰和苏维挨社会主义共和国彖盟提出。(CD/CPD/7P. 45)

- 载有CD/CPD/O. 27号文件(第一阶段)“常规武器和军队”和“采 

取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两节旳修正案的工作文件，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提出。(CDZC2D/WP 46)

- 载有CD/CPD/WE. 27#文件(第一阶段)“核武塁”一节约修正案 

的工作文件，德意志気主共和国和苏维揍社会主义共和国題提出，

(CD/CPD/WP 47 )

- 载有CD/CED/WE. 27号文件(第一阶段)“其他措施”一节的修正 

乗的工作文件.波兰提出。(CD/CPD/1VP 48)

- 载有CD/CPD/W?. 27号文件(第一阶段：)“其他措絃”一节的修正 

案的工作文件，保加利亚提出。(CD/CPD^P 49)
一 载有CD/CPD/WP. 27号文件(第一阶段)•“其他措施”一节约修正 

案的工作文件.蒙吉提出。(CD/CPD/^P 50)

- 载有CDZCPD/^P 27号文件(第一阶段：)“其他措施”一节的修正 

案的工作文件，苏维挨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璽鼬(CD/C2D/WE. 51 )
-《综合裁军方案》草案，澳大利亚、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 

本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CD/CPD/WP 52)

- 载有CD/CPD/WP 27号文件(第一阶段)“其他措施”一节的修正 

案豹工作文件，尼日利亚、波兰和委内端拉美出。(CD/C2DZ^? 53)

- 关亍《综合裁窣方案》中题为“原则”一章的工作文件，21国集团 

提出.(CD/C2D/W?. 55)

- 关亍《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目标“一章的工作文件，21国集团 

提出。(CD/CPD/T7? 56)

- 关于《综合裁窣方案》中题为“优先次序”一章约工作文件，21国 

集团提出.(CD/C2D/W：?.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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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综合裁窣方案》中题为“目标”一章的工作文件，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吉、波兰和苏生挨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CD/CFD/WP 58)
一 关于《综合裁箏方案》中题为“优先次序”一章的工作文件，保加利 

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吉、波兰和苏维 

挨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CD/CPD/WF 59)
- 关于《综合裁窣方案》中题为“原则”一章的工傕文件，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吉、波兰和苏第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CD/CFD/W? 60)
- 关于《综合裁窣方案》中载有题为“原则“一章的补充建议的工作文 

件，中国提出。(CD/CFD/WP 61 )

-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机构和程序”一章的工作文件，2 1. 
国集团提出。(CD/CPD/WP 63)-

一关于《综合裁窣方案》中“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 一节的案文草案， 

南斯拉夫提出。(CD/CPD/WP. "64)
一 关于《综合裁軍方案》中题为“措施”一章的工作文件，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伐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吉、波兰和苏维挨社 

会主义芸和国联盟提出.(CD/CPD/WP 67)

- 关于核查的工作文件，美利坚合众国提出。(CD/CPD/WP. 69)

-关于核查的工作文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CDZCFDyW? 70) 
此外，秘韦处编制了下列文件：

-文件清单(CD/CPD/WP 1)

- 苏维挨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亍1962年提交十八国 

裁军委员会的文件汇编(ENDC/2/Hev 1和Corr. 1、EK DC/5、 

ENDC/1 & END (：/<3商 Corr. I ),( CD/CPD/^P. 7 和 Add. 1)

- 第十届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和栽窣审议委员会LS7 9和I 9
8 0年报告所载具体措施一览表(CDZCFD/WP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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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2.竿苏维挨社会主义共和国彖盟提出的《全百彻底裁窣条约草 

案》所设想的具体措施一览表(ENDC/Sev. 1)和美利竖合众国

1 9 6 2年提出的《在和平世界中实现全面彻底裁軍条约的若本规定 

的大纲 XENDC/30),(CD/CW. 14)

一 在CD/CFD/7TP. 11和1 4号文件的一览表中没有明确列入的措施 

表.(CD/”"：?. 23)

一 关于《综合裁窣方案》第五章(“措施”)和第六章(“执行阶段”) 

的初步审查结果。(CD/CP5H 27)
-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窣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所载关于原 

则的一览表.(CD/C2D/TP. 29).

- 第一居专门计论栽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载有的目标的 

-览表(CD/CPD/WE. 32)
-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窣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物载有关机构 

和程序的规定一览表。(CD/CPD/WP 34)

一 第十届骁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25段所列关于机构和程序的若 

干提秉汇编.(CD/CPD/WP 41.)

- 关于CD/C2D/WE.27号文件带载第一阶段措施及与之有关的书面和 

口头提案的审查苦更 (CD/CFD/WP~54)

"三、实质性工作

“特设工作小组在I 980半通过了《综合裁军方案》的纲要(CD/CPD/WP 

2/Rev. 1),其中包括下列各章：导言或序宣；目标；原则；优先次序；措施；执 

行的阶段；机构和程序.* 这一纲要构成了 1981年和1982年审议《方案》的 

基础。

1980年工作的全百阐述见工作小组矣交给栽窣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是 

委员会1980年报告豹一部分(CD/139,第6 8段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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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特设工作小组完成了对《方案》实质性章节的初步亨查工作。 

考虑到导言或序言以后各章的形式和内容将决定该章的性质和内容，工作小组决定 

芒审议以后各章之前暂缓审议导言或序言这一章。关于结合起来加以宰议的措施湘 

“执行的阶段匿两章，工作小组还能就第一阶段的措施逬行第二轮更为详尽的讨论.*

“ 1982年，特设工作小组集中精力拟订《方案》各实质性章节的案文。

“关亍《方案》的目标，1982年2月8日，特设工作小组在至第4 9次会 

议上设立了一个联系小组，以拟订这一章，芳指派（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德拉戈 

尔斯担任其协调员。联系小组向工作小组提交了一份就某些问题反映不同意见的案 

文。1982年3月I 8日，工作小组在其第5 6次会议上通过了这份案文（CD/ 
CPD/WP 66）.

“ 1982年2月1 1日，工作小组.在其第5 0次会议上设立了一个彖系小组, 

拟订《方案》的原则，芹在1982年2月1 5日的第5 1次会议上指派（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大使格咨德•赫德尔担任其协调员。正如目标的拟订情况一样，事实证 

明不可能就所有的实质性问题达成协议.此外，关亍把某些段落包括进原则一章是 

否合适的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联系小组一致同意，关于这些段落的安排问题应 

在较后阶段以及在整个《方案》的范園内作出决定，应考虑到要避免重复。1982 
年3月1 8日，工作小组在其第5 6次会议上通过了彖系小组提交的案文（CD/ 
CPD/wp 65）.

“关于优先次序，1982年2月8日，特设工作小组在其第4 9次会议上 

设立了一个亲系小组，以拟订《方案》中的这一章，并指派（巴西）大使德索萨・ 

提•席尔瓦担任其协调员.彖系小组提交了一份商定的案文，1982年3月1日， 

工作小组在其第5 5次会议上通过了这一案文（CD/CW： 62）.

“关于措施和执行阶段，和以前一样是结合起来加以审议的。1982年2月 

25日，工作小组在其第5 4次会议上设立了一个联系小组，以拟订《方案》的这 

一部分，并请小组主席担任该小组的协调员。亲系小组草拟了一份案文，将持施分 

别列入初期、中期和最后各阶段，彖系小组的谅解是，这一案文不损害各代表团就 

*~ 工作小组提交给栽军谈判委员合约报告，该报告是

委员会1981年报告的一^分（CD/228,第12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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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执行阶段约问蒙的立物。为了协调该案文所载各种备选方案，作为协调员的塔 

皇充•阿尔塔夫先生(巴基斯坦)召集了一个非正式的起草小组。起草小组缩小了 

意见不一致的范围，芹在可能范围内统一了和简化了经芸系小组讨论过的某些各选 

方案的案文.起草小组拟定的案文经联系小组作些改动后已于1982年4月1 4日 

在该小组通辻 在1982年4月1 5日第5 8次会议上，工作小组.经过会上的口头 

修正的方式后通过了家系小组•是出的案文(CD/CPD/WP.71)。

“同一个亲系小组还担负了拟订机构和程序一章的任务。该小组向特设工作 

小组是交了一份就某些问题反映不同意见的案文.1982半4月8日，工作小组在 

其第5 7次会议上通过了这一案文，同时对其作了某些补充和修改(CD/CPD/WP. 

68).
“在京议《综合裁军方案》的各个不同阶段，特设工作小组集中注意力于 

《方案》的时限和性质问额.正如工作小组关于1980年会议工作的报告所表明的, 

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意见(CD/139,第6 8 ( 13 )和(15)段).1982年， 

这两个问题在工作小费上述第1 2和1 3段中提及的亲系小组的会议上进行了审 

査.关于时限冋题，大家一致同意，《方案》，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执行.除此之 

外，还继续存在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有人再次强调指出A个执行阶段以及整个 

《方案》，，应有一个时限.大家认为，不然的话，就没有一个标准来判新在走向完 

会实现《方案》方面是否取得了进，貳有人还争痒说，接受时限就表明有政治意愿来执行 

《方案》中所载的袴施。有人继续争辩说.在一个商定的时限内执行《方案》会产 

生国际社会所需要的信任，芫且由于在全面彻底裁窣进程中具各了预见性这一因素 

布对国际关系的气氛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大家认识到.只应规定一个指示性的 

时限.因为在执行《方案》约过程中.变化着的情况可灸要求进行各种调筌。另外 

一方面，有人继续争痔说.对执行《方乗》所包括的各阶段规定约时硬此敏法是不 

适当的，无论是指示性与否，因为规定这样一种时限的做法是不符合谈判的条件的, 

尤其是对一系列相互依籁釣谈判而言是如此。这种意见认为.如杲有必要，所设想 

的作为《•综合栽拿方乗》中机构和程序的一部分詢定期审査可促进《方案》的执行 

不断取得进展，为评价这种进展是供一种标准.若慮《方菜》得以尝行评价和调查。 

关亍《绿合栽军方秉》的性质，人们提出了各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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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入一个具有法律约泉力的文书。他们違议通过《综合栽军方案》的时候应有一 

则庄严的《宣言》。有人提出一项具体建议，建议《宣言》和《综合裁军方案》隨 

后应百談合国全体会员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签署，片最后由女全理事会在一项根 

据旨在确定各国义务的《完章》诸条款所通过的决议中提及该《宣言》和《方案》。 

另一种意见认为，《综合栽军方案》不应纳入一项具有法律约京力的协定，因为各 

国不能在某项谈判还没有开始前就受谈判一定成功的约束。但是有人认为，立各国 

作出执行《方案》的坚定政治保证，例如以第二屑談大特别会议上一致通过一项决 

议的方式，将对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方案》的执行产生必要的促进作用。还 

有另一种意见认为，《综合裁军方案》应提出一套大家一致同意的、旨在停止军备 

竞赛和旨在栽军的措施，芹应促进栽军领域中建设性集体努力的广泛发展。人们指 

出，根据《联合国宪章》，大会可以对有关指导栽军和控制窣备的原则提出建议 ， 

第一届专门讨论栽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可以成为通过《方案》 

的先例。尽管在这两个问题上没有作出什么结论，但大家承认，讨论已有助于澄清 

有争议的问题，并将因此有利于寻求能普遍接受的解决办法 。

u大家都认为，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上进行的审议将有 

利于调和反映在《综合裁军方案》草案中的分歧意见。某些代表团还感到，它们对 

《方案》草案所载有各条款的最后态度只能根据整个《方案》的内容来决定。有些 

其他代表困则认为，工作小组中取得的进晨将对今后的工作产生影响，芹且认为， 

它们对整个《方案》的最后态度将根据对《方案》的具体条款、时隕和执行《方案》 

的约京性义务所达成的协议来决定.

“四.结论

“特设工作小组同意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附亍本报告之《综合栽军方案》草 

案,'并建议将它建交联合国大会在第二届寺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进行宇议。”

9 见本特别报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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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防止外层空间为窣各竞赛

80. 1979年3月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旦，提出了一项关亍1967年《关于各国 

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求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遂守原则的条约》的附加议定书 

的建议（CD/9）.后来，在1981半12月联大第三十六届常会上通过了两项决 

议，要求.裁箪谈判委员会审议有关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某些方面（第36/ 

97C号和36/99号决议）.

81.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第一期会议期间，一项适当釣项目被列入了委 

员会的议程（项目7 ）,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以及非正式会议上对这个项目进行了审 

议。大家普遍认识到有必要确保在外层空间进行的任何活动都应是为了和平目的的 

活动。

82. 有一项建议要求，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种类武碧的条约（CD/ 

274 ），以此作为解决防止外层空间约軍各竞赛问题約最好办法.另一项建议是，

委员会应就旨在防止外层空间窣备芫赛的有效的和可核査的协定进行谈判，并且在 

这方面，应把禁止反卫星系统问题作为优先项目进行审议.

83. 若干成员国建议委员会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糸就这个项目开始谈判。在 

这方面，有人正式提出了一项有关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豹提案（CD/272 ）.有人 

说，应棍据委员会面前现有的各优先项目傕出就这一问题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约决定 。 

委员会打算在其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继续审议已提出的鄂些建议及有关进一步 

处遑这一项目的任何其他建议.

H, 审议有关停止窣各竞赛和裁军 

和其他有关措施的其他领域

84. 在1 979年会议期间，委员会收到一份关于在裁室领域中防止海床洋底室 

备竞赛的进一步挎施的工作文件，这一问颖虽未根据竿度议程获得审议，但却涉及 

在其他领域中停止窣备竞赛和裁军以及其他有关措施（CD/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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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审议芹通过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 

栽窣问颖乾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

85.本报告由主席代表裁军谈判委员会递交。

委员会主席

H 本

大川美雄（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