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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二届专门讨论栽窣问题的联大特别 

会议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特别报告

保证不对无核武卷国家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善 

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

导言

1. 鉴于第二届专门讨论栽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即将来牆，栽军谈判委员会 

在1982年2月I 8日第156次全体会议上要求特设工作小组在1982年第一期会 

议垮束之前向委员会报告它的工作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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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议期间进行的谈判，向委员会提出关于 

这个题目谈判现状的报告。

2. 在1978辛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上，核武卷国家就对 

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问题发表了单方面宣言。特设工作小组内的谈判主要是在第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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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请各核武暑国家采取步骤，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 

武器。大会注意到核武器国家所作的各项宣言.芥且促请它们继麥努力，在适当时 

达成有效的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卷国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器。”《最后文件》 

的其他有关段落进一步提供了对有关这个问题的指导.在其工作进程中，特设工作 

小组还考虑到大会在其第三十三届、三十四届、三十五届和三十六届会议上所通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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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54号、35/155号、36/94号和霓36/95号决议。另 

外.还考虑到各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和特设工作小组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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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 4号文件.旦

H见本报告附件一。

"因技术原因重新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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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下列国家申请，这些非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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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地利、丹麦、芬兰、挪咸、西宠牙、突尼斯和瑞士。

二 I97Q 1980年和I 981年会议期间进行的实质性谈判

4. 在对1979年度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就使用核武卷的有 

效国际云排”的议程项目3逬行审议的过程中.裁華谈判委员会在1979年7月5 

日第3 9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定：

“裁军谈判委员会亮足手其本届会议期间•设立f 向所有委员会成员国 

开放的特设工作小组，专门审议和谈判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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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设工作小缉在1979年会议苦束前.将斎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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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设工传小 

组在开会期间.会议室内应为非成员国代表设有保多席位.”

5. 在1979年会议期间，特设工作小组作出努力以确定为达成有效国际专排 

的协议而有待审议和谈判的缰成部分.广泛讨论了不使用核武氢 核裁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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冋.题与工作小组的任务范围的 

关系.普遍一致的意见是，这些组成部分可以分成浒大类：（a）安排的范围和性质 

和8）安排約形衣其数量和约束性・大家还同意.这些安排必须是有效的并具 

有冒际性 在这方面.审议了一系列有关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安排的理由、范国和 

性质问题.以及核武器国家和元茨武器国家的定义冋题.这些定义中拟应用的标准 

和提供司际安排为先决条件.关于后者・各方畏出了一些重见，提出了一些有关的

I司题.芥誠出了对这些意见約评论■・工作小缱还对论了安排的形式、数童和约束性 

.特 别 讨论了拟订一项园际公约釣冋题.对这个I可题鱼然有人指出涉及一些困冬 

里没有人在原则上反祈 巴基斯坦代最团（第CDX10号文件）和保加利亚、捷克 

斯洛伐克、德意志关主关和国、匈牙利、蒙吉、波兰及苏维挨社会主义共和国院爰 

代表团（CD/23号文件）都羨出了公约草案以枝审议.此外.还审议了临行性安 

排的熏归佳为审议约结亲.特设工作小缉间委员会很交了一份很M我入第CD/ 

4 7号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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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对1980年议程项目3有关同一个题吕进行审议的过程牝 液车谈判委 

员会于1980年3月I 7日第6 9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载入第CD/77号文件中的 

如下决定：

“裁军谈判委员会央定・在1980卒会议期间,设立委员会的 T特设工传 

小缉，以期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卷作出有效的国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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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进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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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和性质方面，因为理解到，就这些安排的实质问题达成协议能够宿场于就形式 

达成协以 据跖 主席提出了一份工作文件（CT!/S5R2）作为谈判的一个基 

础。它载有不同的方案，这些方案出现在核武器国家的草方面宣言中以及其他国家 

提出的或表达的与安排的范園和性质有直接关系的建议和意见礼对这些对照审 

议的方案的深入分析，有动工作小缉澄清和是一步阐明各种不同的立场，以及发现 

意见一致的和分歧领域。工作小组进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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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国际文书中的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实 

同方案”。在这方面，对亍纬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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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没有达成协说对临时性安排的可能性进行了审说 

广泛的建议是安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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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之前釣一项有用的过渡性措施.在这方面作出的建议是一项安理会决议约价值将 

取臾亍它的实质内客 对这一点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作为其审议的成杲，特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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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中遇到的各种困進而有待探索的方式方法。

8. 1981年2月1 2日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第项砍全体会议决定重新设立保 

证不对无核武霎国家使用或威歇使用核武套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其任务 

范園和以前1980专■的会议时一样。

9. 在1981年会议期间，工作小组决定集中力量审查保证的实质内容，因为 

理解到就实质内容达成的协议能够促进就形式达成协议.在亨议的过程中，就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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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不对无核武卷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黄琴的有效国际安排（也称傕安全保证） 

问题表达了各种立汤和意见：

-由于对人类构成最大威胁的核武春的环使用将髒地影响到交成国和 

非交成国的安全，因此，在实现核裁軍之前，应就禁止使用核武暴达 

成一项协议.在这方面，有人认为，在禁止使用核武塁的同时应在国 

际关系中放弃便用武力；另一种意见是，只有在作为向全国栽筆迁展 

的一部分的核裁窣的有效进程范围内，才能设想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

一 向无核武暑国家提供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哉藩约安全保证，而不附加 

任何条件或限制，以此作为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君和实现核裁军的一个 

组成部分和最初的步骤；
（

-向那些在其领土上没有核武春的无核武暴国家提供安全保证 ；

-向那些放弃生产和取得核武霎芹在其领土上没有核武暴的国家提供安 

全保证.在这:方虱 有人认为；达成一项不在目前尚无核武暴的富家 

的领土上设置核武器的协定将是一个有利亍加强无核武妾国家安全的 

步骤；

一 向加入《不扩散条约》或承担任何其他类似的保证不取得核瀑炸装置 

的、具有国际约東力的义务的元核武卷国家提供安全保证，除罪这样 

的一个国家与一个核武暑国家结玺或联合起来攻击或支持攻击已提供 

保证的核武暑国家、其领土或武装部队或其翌国；

-向那些承诺不生产或接受核武蓦（或其他的核爆炸装置）或取得对核 

武春的控制权的无核武暑国家菱供安全保证，只要这个国家不从事或 

不参加在一个核武卷国家的支持下对另一个核武暑国家或其盟国（约 

领土或武装部队）的攻击；

一 向那些不参加某些核武暴国家的核安全安排的无核武春国家提供安全 

保证；

-.通过与参由无核会暑区约元核武葢国家绪务公约约方式菱供安全保证, 

以便给予这些保证以一評互相约束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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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组曾试图明磽各种保证的不同特点，并审议了可以在寻求“共同办法” 

或“共同方案”中予以探讨的可能各选方案.工作小组在其工作的最后阶段，在不 

妨碍进一步探讨其他备选方案的情况下，决定把它的力量集中于这些备选方案，其 

中要求：（al项包括栽窣谈判委员会在谈判过程中可能提出并得到有关各方一致同 

意的安全保证“共同方案”和（珂“一项可以把核武器国家现有的单方面承担的义务 

中包含的组成部分调和起来的“共同方案气 在这方面，荷兰代表困（CD/SA/ 

昨.6）和巴基斯坦代表团（C功7）都提出了载有供工作小组审议的“共 

同方案”草案的工作文件.对此，保加利亚代表团也提出一份工作文件（CDKA/ 

港.8）。在讨论中显然在制定一项“共同方案”的做法上存在不同意见。然而，工 

作小组认为，致力于寻求一项“共同办法”或“方案”的努力是为在安全保证问题 

上达成协议的一个积极的步骤。在这种情况下，它向栽军谈判委员会建议，各种各 

选方案，其中特别包括那些在1981年会议窮间审议过的方案，应进一步加以探讨 

以便克服所遇到的各种困谁.工作小绶补充说，“在这方面应进一步作出努力，来 

寻求一项大家都能揍受的“共同办法”，特别是寻求f可以列入一项具有法倬约 

束力的国际文书中的“共同方案”.作为审议的结果，特设工作小组向委员会提 

交了一份报告，截亍第C哄15号文件.

三.关于这一议题的谈判现状

1Q按照委员会1982年2月1 8日第1 5 6次全体会议作出的、载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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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使用或威駄使用核武蚤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工作小组在主席巴基斯坦代 

表曼苏尔・阿赫迈德大使主持下亍1982年2月2 6 S至4月1 9日举行了 1 0次 

会议.联合国栽军中心的林国炯博士担任该特设工作小组的秘书.

1L在执行委托给它的台务过程中，工作小组决定继续致力于载入1981年会 

议期间成立的前特设工作小缉所作报告（CD/215）第19段的建议，其书指出，“一： 

工作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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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期间宥议过的方案，应L步加以探讨以便亮服所遇到的困邕在这方面应进一 

步作出努力来寻求一项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办法'，特别是寻求一个可以列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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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具有洁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中的'共同方案'气 工作小组注意到载入第CD/ 

23 1号文件和上述第2段所提到的、彖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对北议题通过的第 

36K4号和36/95号矣议・

12在进行工作的过程中，特设工作小组壳定象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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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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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意的安全保证“共同方案”和化1项可以把核武善国家现 

有的单方面承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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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到了先前由荷兰、巴基斯坦和保加利亚等代表困提出的、分别载入第CDZSA/ 

W£ & CD/S5M 7和CD/S5三8号文件的、有关这些备选方案的审査问题 

的三个工作文件。

13. —些代表团提出了总的立场.某些代表团，2 1国集团的成员认为，不使 

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暴的最有效保证長核裁军，在实现核栽军之前，则应是彻底禁 

止使用核武芸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指出，实施《防止核浩劫宣言》中规定的各项措 

施将是消除核冲突的威胁，并有助于加强所有冒家、特别是那些不捐有核武暴的国 

家的安全的可靠保证.在这一方面，一些代表团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其他代表园购 

认为，这个问题不属于工作小组的券权范虱

14在审议过程礼各国代表困在特设工作小组中重申了上曷会议提出的、载 

入上述第9段的、关于不对无核武暑国家使用我威胁使用核武器约有效国际安排的 

各种立场和意见.

I氏对“共同方案”各项提案的讨论集中在它们的主要线成部分.关于有待拟 

定的“共同方案”的实质，在讨论中明显地出现了不同的态棗一种意见认为，核 

武暑国家应无条件地、毫无保罗地或无限詞的向所有无核武器国家提朝证。在这 

方面，申国代表团提出f 工作文件（CD/278）/在文件字中冒重申其无条件向 

无核武葢国家提供安全糸证的立场，芹敦促其他核武彗国家表现出必蔓的政治意 

愿，以便就一项可以载入具有法律夠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共同办法”或“共同方案”

乡见本报告之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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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协议.另外一些意见认为，应规定各种标准说明列入保证范囹的无核武暑国家 

的条件.第CD/SA/^?. 6号和CD/S5P. 7号文件的起草国，荷兰和巴基斯坦 

的代表团，解释了它们在这些工作文件中对“共同方案”提出妥协方法的建议.同 

时另一种意见强调了关于达成一项不在目前尚元核武器国冢的领土上设置核武蓦协 

议的提案。大家对这些建议发表了各种观点，并提出了其他不同的看法。

16. 在努力制订一项可能的“共同方案”方面，广泛审议了适当的形式问题. 

同在以往的会议上一样，对国际公约的意见原则上没有反对意见；然而也指出了牵 

涉到的困难.大家认为，工作小组应开始具体拟定这一公约.然而同前一届会议一 

样，大家指出，在保证的实质内容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将有助亍在形式问题上达成一 

致意见.

17. K后，工作小缉讨论了临时性安排的意见，特别是对适当的安理会决议的 

各项提案.荷兰代表困提出了载有包括安全保证“共同方案”在内的安建会决议草 

案(CD/S&52.9).为 已基斯坦代表団也提出一份修攻过的工作文件，文件中 

载有安逑会可能通过的决议草案(CD/S5R. 3/Rev 1*)±/ 一些社会主义国 

家发表的意见是，由所有核武暴国家就不对在其领土上不拥有核武黑的无核国家債 

用核武曇问题发表内容相同的声明，可加以研究，或许可由安全理事会以适当的决 

议形式予以通过.人们对这些主张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芹对这些提案作了各种评论 。 

一方面，有人坚持说，适当的临时性安排应体现取得了进展，芹创造有利的气氛以 

期逐步满足无核武赛国在安全保证问颖上的要求.但是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临时性 

措施，特别是通过安全里事会决议的形式不会有台何效用，而旦它们起出了特设工 

作小组的职权范围，这只会破坏为无核武器国冢拟定可靠安全保证所必需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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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问题上，人们强调说，在考虑备选办法的同时，应经常铭记绪结一项 

不对无核武塁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暑的安全保证国际公约这一最终目标任1项

A见本报告之附件三。

A见本烫告之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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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受元核武塁国家安令的过渡性措施或其他一些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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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时才是合箋的.

18. 其他意见長出了关于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箪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就此间 

题应采取的行动。有人建议，核武器国家应该适当修改它们的单方宣言，然后第二 

届特别泉大能加以考虑.有些核武參国冢指出，它们约單方面保证是为响应并承认 

无核武塁国家所表达的对安全的关切而傕的，芥指出这些保证是可信的和可靠约， 

体现着坚定的致兼声明.

19. 向工作•小组散发了载于第CD/280少号文件的2 1国集团的一项声明，该 

声明特别阐明：“（一些核武器国家的）几个声明并不能向不结盟和中立的国家以 

及其他元核武搴国家提供它们不会受到核武器的威胁或攻击的可靠保证”它进一步
t

指出，两个主要军事集团之外的中立的、不结盟的发晨中国家完会有理白享有具有 

法律约束项的保证，芹阐述了可作为根据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的一些原则.它表示: 

“只要垓武卷国家不表现出达成一.项满意协议所籥约政治意愿，特设工佐小组就这 

-问题的进一步谈判就不可能取得成杲气 因虹2I国集团敦促有关的核武瑟国 

家重薪审查它们的政策，并向捋充分考虑不令盟的、中立的和其他无核武葢国家立 

出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窣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提出它们对这一间题的修正立场，这 

样做将有助于就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达成协议.

四、绪论和建议

20. 特设工作小组重早，核武善国家应向无核武星国家作出不使用或威跡使用 

核武毒约有效保证，大家继续认为有紧迫的必要性就保壶不对无核武琴国家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尋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一致意见，特期是考虑到核栽窣和全商彻底栽 

軍这个目标.在过去约三届会议期间，就有效安排的实质内容所进行的谈判表明， 

在拟定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芹能纳入具有法繹约束性质的国蒂文件的《共同方案》 

时，具体的困连三亍某些核弍琴国家以及无核武尝国家对安全考虑有着不同约观点, 

也在于各种有关问题为复杂性.星然工作小缉守就此颖目所进行约谈夠已澄清了许

2/见本报夸之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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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关的问题，工作小组仍未能就保证不对无核武葢国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葬的 

有效国际安排达成一致意见•

21.在即将到来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方面，工作小组向栽寧 

谈判委员会建议应该探索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克服工作小组在谈判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以便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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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一致意正





栽军谈判委员会

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缱

附 件 一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黑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暑的宥效国际安排问题的文件一览表

栽军谈判委员会正式文件

（1） CD/1 —载有大会第33Z72A和B号决议。（1979年1月2 4日）

（2） CV10-巴基斯坦提出，题为“缔结一项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暑国家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暑的国际公约气（1979年3月2 7日）

（3） CD/23 —保加利亚、捷克新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

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题为“关于加養保证 

无核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草案”.（ 1979年6月21日）

（4） CD/25-巴甚斯坦提出，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暑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1979年、6月26日）

（5） 01）/27-美利竖合众国提出，题为-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就保证不对无

核武器国家进行核攻击以确保其安全的问题向联合国大会提出 

一项建议的提案”.（1979年7月2日）

（6） CD/47 —载有“审议和谈判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駄使用核武

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给栽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1979年8 月 7 H ）

⑺ CD/55-载有大会第34/84, 34/85和34/86号决议.（1980年朋 

5 H ）

（8） C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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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写给 

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约信”.（1980^-3月14日）

⑼CD/77 —载有栽军谈判委员会关于设立f 特设工作小组以期就保证不 

对无核武兽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鉴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达 

成协议而继续进行谈判釣决定.（1980年3月I 7日）

CD/285
Annes I
CT/SA/'^.l/Sev.^
19 April 1982 
CHINZSE
Original: ZNGLISE



CD/285
Aimex I
CD/SV^.l/SevA
Page 2

g CIZ120-巴基斯坦提出，题为“供彖合国安全理事会作为关于’保证 

不对无核武暑国家使用或威胁使吊核武春的有效国际安排' 

的対:渡措濾加以通过的可能决议草案”.（1980年 7月 

17 0）

01） CDZ125- «特设工作小组继续进行谈判以期就保证不对无核武琴 

茵家使用或成跡使用核武暑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向栽 

军谈夠委员会提出的报告.（1980年8月7日）

03 CD/140-载有大会第35/154和35/155号决议.（1981年2月 

3日）

03 C 1^/151-我有栽军谈判委员会关于按其1980年会议期间原有家权重 

新设立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助使用核武暑的有效 

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的决定，（1981年2月13日）

询CD/153-保加利亚提出，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塁国家使用或威胁使 

用核武暑的有效国际安排”.（1981年2月18日）

05 CS6I —，巴基斯坦提出，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 

用核武暑的有效冒际安排”.（1981年3月4日）

10 CD/176-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题为“ 1981年4月7目 

苏维挨社会主义共和国談盟代表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递送苏共中央总书记.苏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 

夫答希膛《新闻报》问”.（1981年4月10日）

（17） CD/177—彖合王国提出，题为“彖合王国关于保证不对元核武參国家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暴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的工作文件”.

（1981 年4 月 1 0 H ）

'03 CD/184—巴基斯坦捷出，题为“1981年6月12日巴基斯坦営驻代 

表给栽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转递1981年6月1日至6 

日在巴格达举行的第I2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上通过的决 

议”，载有“第28Z127号売议：不对无核武善国家使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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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CD/21師J- “特设工作小组继续进行谈判以期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卷

或咸胁使用核武暴、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1981

年6月I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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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8月6日）

COrr 1 国家使用或慮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向裁 

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报告。（1981年8月I 4日）

0) CD/231~

(22) CD/243-

载有大会第36/94号和36/95号决议。

载有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按輦198。年会议期间原有职权重 

新设立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 

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的决定。（198连2月19日）

® CD/278- 中国提出，题为“关于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蓦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工作文件”。（1982年4'月7目）

(a) CUZ280- 2 1国集团提出，题为“ 2 1国集团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 

国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声明”.

（1982年4月1 4日）

05) CD/285— “保证不对元核武器国家使用或慮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 

安排特设工作小组”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 

会议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特别报告。（1982年4月19 

日）

二、保证不对元核武蓦国家僂用或咸胁使用核武罢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缱工 

作文件

（1） CD/SA/WP 1-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卷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參的有

/Rev 3 效国际安排问题的文件一览表。（1982年2月23日）

（2） CD/SA/WP 2-主席提出，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便用或威胁使

用核武暴的有效国际安排：A.安排的范围和性质”。 

（ 1980年6月2 5日）

（3） CD/SA/O.% —巴基斯坦提出，题为：“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作为关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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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证不对无核武兽国家使用或威■航使用稜武暑的有效 

国际安舔'的过渡措施加以通过的可能戾议草乗”.

（1980年7月1 5日）

（4） CD/S"耳4-保加利亚提出，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

胁使帛核武器的安排的形式”.（.1980年7月1 7 S ）

（5） CD/S5M 5-主席提出，题为“关于审议保证不对无核武暑国家使用

或咸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实质内容釣几个阶 

段”.（1981 年 3 月 2 6 0 ）

（S） 6-荷兰提出.载有一项建议写 入安■全理事会决议 有 关

（CiyS"RE.6）消极安全保证的“共同方案”.（1981#-7月8日）

（7） C^ZSA/77^ 7—巴基斯坦提出.载有关于CD/S5 与5号文件第二阶 

CD/S&^RW 7）段中可供选择方案D的提案（1981年7月1 3日）

（8） CD/SA/57M A 保加利亚提出，载有关寿5号文件第二阶 

（CD/SA/CBR8段中各选方渠D啲审议意见和提出的建议.（1981年 

and Corzi 1 ） 7 月 2 1 目）

（9） CD/SA/WR 9■'荷兰提出.题为“载有保证不对无技武器国家使用或成

胁使用核武卷的共同方案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草案”.

（1982 半4 月 1 B ）

00 CD/S5M3/J巴基斯坦提出'题为“供亲合国安全箜事会作为关于'保 

Rev !• 证不对无核武蓦国家使用或威跡使用核武春的有效国际

安排'的过渡措施加以通过的可楚决议草乗”.（1982 

年4月7日）

三 供裁军谈判委员会于1979年7月5日设立的审议和衮判保证不对无核武昜国 

家使用或成聲使用核武葢的有效国际安排持设工作小组成员使用的材料汇编

⑴在专门討论裁竿冋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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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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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第一委员会（一＜）

（C）第一委员会（苏联的公约草案）；

（3） 五个核武琴国家保证不对无核武畚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各项声明；

（4） 安全空事会第2 5 5号决议（ 1968 ）；

（5） 大会关于不使用核武器的各项决议；

（6） 1968年无核武卷国家会议通过的关亍安全保证的决议；

（7） 1975年不扩散条约审査会议《最后文件》关于安全保证部分；

（8） 专门讨论栽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关于安全保证的笋

5 6至59段；

（9） 汇编的增编和补编：

H “美利坚合众国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巻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 

其安全感的提案”（A/C. 1/33/7. 1978年1 1月1 7日）；

大会第2936（XXVK）号决议：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永远禁止使 

用核武器；

© “载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关亍在条约范围内建立安全保证制度的附加 

议定书草案的工作文件”（址T/CGEF/22. 1975年5月1 5日）

㈣联合王国、中国、法国、美利竖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发表的声明。

四、 在大会第三十四居会议期间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蓦国家便用或寂胁使用核武器 

的有效国际夷排问题的发言汇编

五、 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期间关亍保证不对无核武暑国家使用戒威胁使用核武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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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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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会议进程的非正式简报

⑴19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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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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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成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特设工作 

小组成立两年多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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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的情况下，要求核国家在实现核栽军之前无条件地保 

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器，并就此绪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 

约.中国代表团支隽这一合理要求.两年多来，由于拥有最庞大核武库的核大国对 

无核国家提出种种条件，以致安全保证的谈判迄今没有取得具体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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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曩宠大核武库的核 

大国更有重要的责任.无核国家要求的是无条件的保证.他们正确地指出，有条件 

的保证，无异于要无核国家先保证核国家的安全，这是不公平的和不合理的.

中国代表团愿重申我们的立场：消除核战争和核處胁的根本办法，是全面禁止 

和彻底销毁核武蓦.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核團家至少应该保证不对元核国家和无 

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春.中国早已主动、单方面宣布，庄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 

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春.与此根本立场相联系的是，我们无条件研向攻家使用 

或咸胁使用核武暑.

第三十六届联大第九十五号决议呼吁核武器国冢表现必要的政治意愿，以便就 

一项可以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节的共同办法达成协议.我们希望，核大国 

不要从自身的狭瞌利益出发，对无核国家坚持这样或那样的条件，而要考虑广大无 

核国家的合理要求，真正表现出承担义务的政治意愿，.以便促进安全保证的谈判取 

得进，貳 中国代表团愿意同各国代表一也 为寻求一项符合无核国家要求并为各国 

所接矣的“共同方案”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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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荷兰：工作文件

载有保证不对无核武卷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卷的共同方案萄安全理事会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考虑到一场核战争将会给人类造成的浩劫，并考虑到因此有必要竭尽一切努力 

避免这样一场战争危险和采取措施保护各国人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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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军和彻底销毁核武 

器,—

认识到在达到这个目标之菌，核武琴国家负清特别责任采取旨在防止核战辨 

发的措施，

又深信防止核武暑（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任何进一步扩散仍然是为避免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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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不荼取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j 

的有国际约束力的义务r

认识到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需要，并认识到特别是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或慮 

胁使用核矗的需要.

在此方面欢迎五个核武器国家遵守《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參条约的第二号附加议 

定书

承认各国所处的安全形势不同.因此不同国家需要采取各种适当的措施以解决 

其安芸面关切的问题，

重申《宪章》第5 1条所确认翫 談合国任卻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 

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缱挎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可行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 

利。-

欢迎核武器国家庄严保证，对保证不制造或接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

Annex TIT 
CD/SA/S.9 
1 April 1982 
CEINZSE 
Original:H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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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取得其控制权的任何无核武器国家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卷，只要该国不在一个 

核武暑国家支持下对另一个核武器国家或其盟国（的领土或武装力量）进攻或参与 

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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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巴基斯坦：工作文件

供联合国安全建事会作为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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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建事会，

铭记着有必要减轻世界各国对于为其人民保证持久安全的正当关切.

離核武暑对人类和文明的存续构成最大的咸飢

深为关切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寧备竞赛的不断升级，以及使用我度胁使用核武

暑的可能性，

深信核裁军和彻底销毁核武暮是消除核战争危险的必要条件，

认识到必须保障无核武器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使其不致成为使用或

咸胁使用武力、其中包括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器的对象.

认为在普遍达成核裁军以前,国际社会必须制订出有效的措施.以保证任何方

面都不使用或庶胁使用核武卷来危害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

考虑到联合国大会笏十后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 9段.其中要求核武暑国

家于适当时紧急达成有效的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成賊使用核武器,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就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善国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墨

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项目进行谈判，

注意到栽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又注意到大家普遍支持拟订一项国际公约.以保证不对无核武毒国家使用或咸

胁使用核武參，并且.原则上对国际公约豹想法没有反对意见.

壁《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针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巻的可能性对和平所造成

的咸胁：

1 .要求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一份具有法律约X力絞件中保泛樹元核武器国家



CD/235
Annex y

Page Z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尋；

2. 吁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为此目的展开谈判.并不再欢地纬培一项有约耒力 

的国际文书，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域胁使用核武赛 ；

3. 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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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力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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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方面声明.其中特别考虑到那些不属于两大军事京盟核安全安排浸员国的无核武 

兽国家的意见和立矛，

4. 吁请核武卷国家作为一种臨时的近期措施，有法律约束力地确认.它们将 

不对那些禾宥两大军事家盟核安全安排成员国的无核武暑国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 

武暑。

5. 决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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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21国集团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暑国家 

使月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旳有效

国际安排旳声明丄/

2 1国集团认为，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旳最有效四安全保证是核裁军和禁 

止使用核武器,核武器国家不应在核领域皇逬行任何危害无核武善国家旳安全和幸 

福旳活动.核武器直家有义务保证元核武器国家不会受到核武器囲，或胁或攻击.因 

此.2 1国集团欢迎设立一＞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就“保证不对无核武矗国家使用 

或威胁使用核武卷■旳有效国际安排”达威协访

2、 最为令人遗憾旳是.特设工作小组进行了三年旳谈判.却只取得 微小的 

进爰.这主要是由于某些核武器国家采取旳僵硬立场所造成晾

3、 2 I国集团坚信，某些核武器国家单方面发表声明中所包含四限制、条件 

和例外表明了它们四主观悉度，这些声明旳基础是核威慑理论.这些条件、限制和 

例外合在一起，严重地限制了这些单方面声明中可能包含的积极因素.因此2 1国 

集团各成员国不能接受这些声明.这些声明并没有可信地保证不结盟旳、中立的和 

其他无核武卷国家不会受到茂武器蹲威胁或攻击.

4、 2 1国集团注意到，根据《最后又件》第6 2象 袤武養国家已承担义务

2/本声明代表2 1国集团各成员国共同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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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现有无核武誓区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蓋除了这些国家之升・两个主要 

军事彖业以外的其他中立旳、不结理囲和发晨中国家旋义务不获取•戒制遣技武葢 

因此，如杲考虑刍第5 9段促请茯武器囱家敢清作 出保:证不对无稜武器国 

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用有效安排，就尤其有充分理由给于这些国家同样旳有法 

律约束力囲保证.

5、 2 1国集团强调指出，“保证不对无技武卷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茨武器旳 

有效国际安排”问题館协议应基于下述原则：

(1) 核武器国家有义务魂保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咸跡使用核武器；

(2) 无核武暑国家有权得到核武器国家作出旳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旳保证；

(3) 应以具有法律约束力和经过多边谈判旳国际文书形式提供这神保证.

2 1国集团满意地注意到在裁軍谈判委员会内・制订一项国际公约的 

想法原则上没有尽对意见；

⑷要载入国际文书中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共同方案或共同办法必须明确和 

可信.鏡要符合不结里旳、中立肉和其他无核武蓦国家四合法安全 

利益，也要符合2 1国集团所阐明旳上述观楊

(5)这一冋題龄协议应包括核武器国家承担义务实现技裁军，在实现核裁 

军之前禁止使用或威跡使用技武異

6、 2 1国案团认为，只要核武番国家不表现出达成令螺意的协议的真正政治 

勰•特设工作小组对这一项目的逬一步诙判就不可能取得威* 因此* 2 1国集团 

敦促有关的技武器国家重新审聋它们旳致輦，充分考虑不结里园、宁立弱和其他无 

茯武巻国家旳立场.向第二届裁箏特别联大建出它们对这一冋题可修正立为.这祥 

俄有助于戒订保证不对无茂武器国家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玛有效国际安排詢一致 

同意囲国际文书.它也将有助于在实现茯裁軍之煎，在达成禁止便用或或胁使用核 

武誓旳胃际协议万面取得逬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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