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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主席阿方索?加西亚。

罗夫莱斯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小组报告及其所附 

之《综合裁军方案》草案时的发言

我谨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综合栽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我曾荣幸 

地在委员会1981年会议期间以及1982年已过去的这一段时期内担任该小组的主 

席，随同报告还有作为附件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一份。

由于报告的内容是通常所谓看了就明白的，所以我只限于谈几点意见.首先， 

我应说明，这个小组是联合国大会称之谓“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中最繁忙的 

工作小组之一，因为大家都知道，它今年的工作是在委员会开会之前就开始了，它 

于1月份最后三周内每天召开会议，后来，在委员会2月2日复会以来，平均辱周 
举行三次会议」还不算它的各个附设机构的多次会议在内.由于这样紧张的工作， 

小组已顺利地完成了所交托给它的任务，尽管由于人所共知的客观形势的影响，受 

到一些不可避免的限制.

在我正在提交的报告中已载有对小组工作做出宝贵贡献值得特别提及的一些人 

的名字，他们是：尼日利亚的乌卢•阿德尼吉大使，他主持了59次会议中的1 0 

次会议，法国的弗朗索瓦•德拉戈尔斯大使、德意忘民主共和国的格哈德•赫德尔 

大使和巴西的塞尔索•安东尼奥。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他们协调了各自的景 

系小组约工作，还有巴基斯坦的塔里完•阿尔塔夫先生，他担任一个非正式的起草 

小组的协调员。还有f是同主席协商之下从事报告的起草工作.因而显然不能在 

报告中恰如其分提到她自己作为小组秘书参加工作的人，因此我应在这里向她特别 

表示感谢。根据我能以非常就近地观察她进行工作，以及根据对我得以依赖的她的 

将近一年半时间的不知疲倦的合作的終会，我认为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记录在案地表 

明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艾达•列文小姐在这一小组中所承担的任何一项工作中 ， 

都堪称模范地尽到了责任，由于她非常客观的态度、她对裁军问题的知识、她的出 

色拟稿才能以及她聪明的智慧，所以经常能起草出一些获得普遍接受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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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作小组作为它的报告的附件提交给委员会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根 

据1981年I 2月9日大会通过的第36/92E号决议的规定，它必须“及时”提交 

“大会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审议和通过”，对此，我确实感到 

有责任在这个场合，根据我同准备《方案》所作努力的长期和密切关系，发表一点 

意见.

首先我绻强调指出，小组向委员会提交的文件在务构上是同1980年以来批准 

的结构一致的，正如委员会给第3 5届大会的报吿第6 8⑺段所指出的，文件应包 

括一除了一篇导言或前言将最后编写外一六章，分别论述目标、原则、优先次 

序、措施、执行的阶段和机构和程序.出于显然很明显的理由，在这一结构中作出 

的唯一改变是，其中有两个标题合并成一个作为五章的标题，“措施和执行的阶段二 

内谈了两项内容.

关于《方案》的内容，工作小组竭方京可能忠亍《最后文件》第109段所明确 

规定的任务范围，其中规定《方案》应包括“各国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以确保有 

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栽窣的目标能够在一个国际和平与安全普遍存在、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获得加强和巩固的世界上得到实现”。1979年裁军谈判委员会也以协商一 

致的方式批准的“组成部分”第7段(b)项和同年I 2月1 1日彖合国大会通过的第 

34/83H号决议逐字逐句地对此予以重申，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它通过工作小组19 

80年提交的报告时又予以确认，该报告第1。段明确同意"综合裁军方案必须面 

面俱到气

《方案》的很多条款仍放在方括号内的事实不应成为缺乏信心的理由，恰恰相 

反，应成为努力寻求能够获得普遍同意的案文的一个鞭策.为此目豹，人们不应忘 

记苇一届专门讨论裁箪问题的蒙大特别会议为筹备委员会作为5次会议——其中三 

次在1977年举行，最后两次在1978年上半年举行一的成果向大会提交的《最 

后文件》草案，也充满了方括号，但这个草案并没有妨碍大会最后协商一致地通过 

一项完全不带任何标明意见分歧的记号的文件.

不论达到这一目约需要作出多么艰苦的努力，但是，这大概不致成为人们所曾 

完成的最困進任务之一，尤其是如果没有任何代表贸企图背叛1978年的《最后文 

件》中所已傕出的各项承若的岸 按照向小组提交的主要工作文件中很多代表团所 

表现的那种灵活性，就该方案应包括的阶段约数目达成一项协定看來也决不是不可 

能的。因为小组曾在音遍接受的情况下，以“工作假设”形弍，首先在4个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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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以后又在3个阶技的基础上算行了审议。对于处理修正案的机构和程序方 

面也可以作同样的佶计，在这方面看来也已经多多少少普遍地接受了以五年为期的 

办法，并同意此种修正或审查应由专门讨论裁军!可题的特别联大来进行 。

考虑到以上所述，那么，看来可以有理由作出结论说，仍然悬而未决的两个最 

困难的问题是确定《方案》是否应该有执行的日程表，以及褊定《方案》应该具有 

的约束性的程度。如果如我们认为坦所当然的那样，可以盼望所有参加第二届专门 

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的国家都能按所期望的那样在会议的正式谈判和非正式谈  

判中表现出友好和诚意的话，就会有一个竖固的基础可期望为这些问题找到一 ，个满 

意的解决办法。

关于在一个可能的日程表中列入时限问题，首先必须指出的是，眼前没有人想 

到象苏联和美国在1962年分别向十八国栽军委员会提出的有关全面彻底裁军的两 

个条约草案申所载的那种严格的时限。在这方面，还要令人鼓舞地指出，在审议这 

-题目时有人提到——特别是由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宇的最重要的成员之一的代表 

提的一《宣布198许 代为第二个栽军十年的宣言》中使用的措词值得推荐的 ， 

在该宣言中时间因素肯定占据了一个很突出的地位。

关于《方案》的性质问题，虽然，一方面，关于可能取得一致意见以便使《方 

案》享有一项多边条约的法律地位的假设将不得不予以放弃，但另一方面，从小组 

专门审议这一题目的各次会议上提出的意见来看，十分明显的是，有一种普遍的倾 

向要求找出能够将《方案》置于远远超过大会每年通过的决议的水平之上的一些措 

词方案。这元疑将要求把类似载入《最后文件》第126段中的各项条款列入该《方 

案》，在该段中参加第一届特别会议的国家“庄严重申决心致力于全面彻底栽军， 

并作出『步的集籟努力,以求加强和平与国际奏全;消余齬龄案是核战争的威飢拥讹停止 

并扭转军备竞赛为目的的实际措施”。这当然也要求该方案按《最后文件》第I 7 

段的陈述规定明文条誤 强调迫切需要将已获通过的条款“变成实际行动”，并 

“在裁军领域朝向具有约系力的有实际效力的国际协定前进此外，鉴于《最后 

文件》不宰地一直在柜当大的程度上被核国家作为形同虚设的规定来对待，必须考 

虑在综合方案的导言和最后一些夏落中是否有可能列入可使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赋予 

案文以最大可能钓、但是是自由接受的约京力的条款，人们希望这种约京力将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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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所达到的那种约耒力.

在这方面.值得记住，在小组的会议上各国代表提交了许多旨在通过象征性行 

动以突出方案的重要性并更特别地突出各国政府行使方案条款的政治义务的宝贵建 

汉在这些建议之中，头等重要的地位一鎏于其独创性和可能具有的实际效力， 

—或许应给予这样一个建议：即方案应由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国家或政府首脑签 

署。这些首脑大多数'如杲不是所有的话在大会会议结京时几乎肯定不会在纽约， 

我认为这一点不应成为接受这个建议的庫碍；事实上.应得出相反的结论不妨 

授衩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名特别代表将方案的原始案文送达这些国家首都以收集各国 

的国家或政府首繭的签字.同甘，这可能会有助于确保各国的美论真正了解方案的 

重要意丸

最近，特别是在去年左右，全世界各地在这方面的活动的数量一宜在增加.这 

些活动表明核军备竞赛和一些理论（如有限核战争的可信的可能性或可以赢得一场 

核徃利的幻想式的假设）的出现已引起了全人类的关切.如果如1978年大会所指 

出的，各国人民对裁军谈判的成功有着切身的利益，那么就可以不加任何夸张地新 

言.构成各国人民的人类的亿万众生将密切注视1982年6月7日至7月9日在联 

合国总部举行的专门讨论裁筆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这很可能成为使在纽约进行商 

议的各国代表认识到需要协商一致通过一项综合裁军方案的一个权性因素,该方 

案以特设工作小组今天向委员会提交的案文为起始，可赋予大会《鼓后文件》第 

109 g所规定的已历时四年的各项迫切目标以新的活力.必须永远记住，正如陵 

后文件》本身所述，当前最尖锐和最迫切的任务是消除技战争的威胁，因为这种威 

胁使人类面临了这样一种选择：要么进行裁军，要么面临毀无

◎ 8 ◎由 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