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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蕾先生

阿根: 卡拉萨莱斯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勒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簿利先生

比利时: 德克莱克_小姐

巴西： 席尔瓦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格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杨明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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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

埃及:

埃塞俄比亚:

法国:

图意志民主共和国:

福意志联邦共和国:

匈牙利：

胡小笛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斯特吕卡先生

齐马先生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韦格纳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克林勒先生

科米弔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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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

意大利:

日本:

肯尼亚:

墨西哥:

蒙古:

摩洛哥:

萨朗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马哈拉蒂先生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奥利瓦先生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南吉雷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冈萨•雷斯•雷同罗夫人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拉哈利先生 

什秋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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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挂: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秘鲁:

波兰:

罗马尼亚:

斯里兰卡: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阿赫迈德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贝纳维德斯先生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贾亚科迪先生

利德戈尔德先生 

贝格伦得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普拉维茨先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纳札尔金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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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IS ：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南斯拉夫：:

扎伊尔:

载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巧:

甘贾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巴沙诺夫先生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冈德森先生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伦纳德先生 

科登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弗尔朗奈茨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贾帕尔先生

贝拉萨德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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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谴以大慈大悲的真主的名义.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一百五十七次全 

体会议开始.

在我们开始审议实质性问题之前.我愿把上次全体会议上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 

主席的提名人选提交给委员会.他们是：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特设工作 

小组，巴基斯坦的阿赫迈德大使；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韦格纳大使；以及化学武 

器特设工作小组，波兰的苏伊卡大使。

据我所知.委员会对我刚才所宣布的提名人途持有一致意见。我愿向各位新主 

席表示热烈祝贺，祝他们完成赋予他们的重要任务中获得成功。

就这样决定.

我建议兔在我们讨论七个非成员国提出的要求参加委员会工作的申请。按照提 

出的时间顺序，提出审请的有丹麦.芬我、挪威、奥地利.土耳其.西班牙和突尼 

斯等七国。我们将依次一进行审议。秘书处e在第49至55号工作文件中分发 

了决定草案。

正如我以前说明过的，一旦委员会同意了予以审议的草案.秘书处将按其收到 

这些非成员国申请的时间顺序，把他们的申请作为委员会正式文件分发。

1 1月2日丹麦提出第一份申请，相应的决定草案传入第4 9号工作文件1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该决定草案已经通过。

就这样决定。

1981年1 I月1 8日芬兰提出第二份申请.相应的决定草案载入第50号h

" "应丹麦的申请（CD/246 ）,根据议事规则第3 3至3 5条的规定。委员会 

决定邀请丹麦参加委员会19 82年期间就议程各实质性项目进行讨论的全体会 

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1982年会议设立的各工作小组的会议"。

"按照委员会1982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丹麦代表被邀请 

在适当的时侯表明其特别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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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件"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该决定草案已经通过。

就这样决定*

1981^1 1月20日挪咸提出第三份申请，相应的决定草案裁入第5 1号工 

作文件如果瀚反对意见，我将认为该决定草案已经通过.

就这样决定.

198工年1 2月1 8日.奥地利提出第四份申请，相应的决定草案载入第5 2

号工作文件3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该决定草案已经通过.

就这样决定。

1982年工月15 m. 土耳其提出第五价申请，相应的决定草案载入第5 3号 

工作文件L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该决定草案已经遭过.

应芬兰的电请（CD/247 ）,根据议事规则第3 3至3 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 

.定遨请芬兰代表参加委员会1982年期间就议程各实质性项目进行讨论的全体

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1982年会议设立的各工作小组的会议."

"按照委员金工982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芬丝代表被遨请 

在适当的时侯表明其特别关心的网题."

> “度挪威的审请（CD/248 ）,根据议事规则第3 3至3 5条的规定,委员会 

决定邀请挪威代表参加委员金1982年期间就议程各实质性项目进行讨论的全 

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L982年会议设立的各工作小组的会议。"• 

'按照委员会1982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挪威代表被邀请 

在适当的財候表明其样别关心的问题。"

"应奥地利的申清（CD/249 ）,根据议事规则第3 3至3 5条的规定.委员 

会决定遨请奥地利代表参加委员会19 82年期间就议程各实质性项目进行讨论 

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误以及1982年会议设立的各工作小组的会议。"

①按照委员会1982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奥地利代表被遨 

请在适当的时侯表明其特别关心的问题."

'丿"应土耳其的申请（Ciy250）,根据议事规则第3 3至3 5条的规定.委员 

会决定遨请土耳其代表参加委员会1982年期间就议程各实质性项目进行讨论 

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

"按照委员会1982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土耳其代表被邀 

请在适当的时候表明其特别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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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就这样决息

1982年1月3 0日，西班牙提出第六份申请，相应的决定草案载入第5 4号 

工作文件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该决定草案已经通连

就这样决息

1982年2月2日，突尼新提出第七份申请，相应的决定草案裁入第5 5号工 

作文件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该决定草案已经通过.

就这样决息

我们已经结束了对非成员国提出的申请进行审议的工作.根据工作计划，今夫 

委员会要审议议程中的第一个项目"核禁试"的问题 按照议事规则第3 0条的规 

定，愿发言的成员可就同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任何其他议题发言.

今天的会议发言名单上的有：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联合王国和澳大利 

亚等国的代表。

现在我请名单上第一位代表印度的萨朗先生发言。

萨明先生（印度）：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和你一起，向被任命担任裁军谈判委 

员会本届会议重新设立的各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巴基斯坦的阿赫迈德大使、波兰旳 

苏伊卡大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韦格纳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热烈祝贺.我们追 

切地希望，在他们干练的领导下，各特设工作小组将取得重大的、具体的成果.

少“应西班牙的申请（CI/251）,.根据议事规则第3 3至3 5条的规定 委员会 

决定邀请西班牙代表参加委员会1982年期间就议程各实质性项目进行讨论的全 

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1982年会议设立的各工作小组会说 "

"按照委员会1982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西班牙代表被邀请 

在适当的时候表明其特别关心的问题。"

*"应突尼斯的申请（CD/252｝根据议事规则第3 3至3 5条的规定，委员会 

决定邀请突尼斯代表参加委员会1982年期间就议程各实质性项目进行讨论的全 

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1982年会议设立的各工作小组的会说"

"按照委员会1982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决尼斯代義被邀请在 

适当的时侯表明其特别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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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朗先生.印度）

1982年2月2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副代表在委员会上介绍了一些社会 

主义国家关于综合裁军方案问题的一致立场.接照议事规则第30条的规定.我愿 

在今天的发言中对这个一致立场的某些方面作初步评论.并寻求澄清一些问题.以 

便使我们各自的看法能进一步憐调一致。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2I国集团提出的建议在几个方面是同一些社会主 

义国家的一致立场大体上一致的。我们还满意地注意到，尊敬的波丝大便在2月16 

日的发言中表示完全赞同我国代表团团长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就综合裁军方案问题发 

表的观点.因此.我们寻求澄清几个问题.实需上是为了肯定我们的共同点.并明 

确费们今后需要瀆除的任何重大的分更.

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说综合裁军方案"应该是一项浊商一致的综合措施.

目的是停止军备竟赛.并在规定的期限范围内分阶段地进行真正的裁军"。我们同 

意这一看法.但是我们认为在具体规定应包插在综合裁军方案中的各项措施时，却 

没有设法标出这些措施应在那个阶段实施.只有规定了各阶段的范围•才能使各项 

措施之间和拟定的执行这些措施的顺序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清楚明了。因此.如蒙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向我们解释清楚.他们是否接受第CD/223号文件中采取的四 

个阶段方法，我们将不胜感激.如果这种方法是可接受的.那么让我们了解如何把 

二娶社会主义国家所设想的各种限制军备和裁军的措施安排在各阶慶中。这对我们 

将极为有益。在了解你们的这-＜法之前。 雲确•定如.之间的共同点是很困难 

的，除非只能用些概念性词句泛泛地表落

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在"限制军备和裁军方面"列出了各种措施."实施 

这些措施将导致全面彻底裁军这一最终目标"。然而，虽然这些措施都分门别类地- 

被列入内容广泛的标题之下，但是却没有按照逻辑顺序来排列这些措施。例如：按 

照什么顺序来实施"核武器" 一条中从第⑶至⑵段的各项措施？这些措施中，哪些. 

是属于第1阶段的.哪些是属于第2阶段和其他阶段的？

我们在研究这些措施时碰到的另一个困难是具体和特定的措施与那些极其广泛 

和笼统的问题被混杂在一起了。这样.在"核武器"问题的第⑸段中.既有包括整 

个核裁军进程中的范围广泛約措施.又有瘍结一项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 

中子武器公约这样非常具体的措施第⑹艮.同样地，象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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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朗先生，印度）

放置任何种类的武器的公约"这样一项具体措施。也同一个题为"防止将外层空间 

变成军事对抗的领域的进一步措施”的不具依 不明确的措施混杂在一起。

21国集团已设法提出了它在各个广泛的武器范畴内所能找到的尽可能多的具 

体、特定的措施。显然这种措施在第1阶段中具有较为特定的性质，而在以后的名 

阶段中则变得较为普遍了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一致立场对于如何把其所设想 

的每一具依精确的措施同方案中的广泛、笼统措施相联系方面，没有为我们提供 

任何线索.在这里牵涉到的问题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同意第C"20典文件 

起草国的观点，即有待谈判的具体协定不能预先决定，这些浊定必须由参加谈判的 

各方来制订.这样一种杰度意味着在列举综合裁军方案措施財采取一种简单的、笼 

统的方式。另一方面，2 1国集团的态度是要求制订特定的和具体的措施，其目标, 

如果不是结果，是通过相互浊商一致意见预先决定的。我们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代 

表社会主义国家所作的发言似乎是对两种态度兼而取之如果能澄清这一问题，我 

们将感激.

我们大家一致认为综合裁军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有效国解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因此我们认为，综合裁军方案中废包括停止和扭转各个方面的军备竟罪裁减军备 

和武装部队直至最终御唐消除的措施.但是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发言中所列的 

各项措施并不能使我们对实现淆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进程的各个最后阶段 

清楚地了解。从这种意义上说，各标题下包括的措施在有些情况下是不全面的.例 

如，在"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这一标题下，有一项要求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 

及其盟国冻结武装部队和常规武霽的措施.还有一项题为"裁减武装部队和常规武 

器”的措施。但是在列出这些措施时却没有表明什么时侯以及如何来完成彻底消除 

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同样，在"缩减军事开支"的标题下，虽规定军事上有相当 

实力的国家要缩减其军事开支并普遍冻结军事预算，但是却没有表明其他国家如何 

削减其军事开支，以及如何达成彻底取消军事经费.事实上，如果人们只是根据捷 

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发言来看，彻底取消军事经费似乎并不是综合裁军方案的T祖标。

我急于补充一点，列入综合裁军方案的措施项目不可能是详尽无遗的。然而，. 

因为这项方案将是综合性的，它必须包括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进程中各阶段内的各质 

措施，即使是指示性的措施。也许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同事们可以更为详细地说 

明他们对于综合裁军方案各个最后阶段所需的措施是如何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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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朗先生，印度）

在谈及各项措施之前，我愿简单地谛论一下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概括提出的综合 

裁军方案中的一些原则。他提出了"平等和同等安全"这样一项原则.我们想知道 

如何在执行综合裁军方案的过程中实施这一原则.我们特别要提请人们注意这一事 

实：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均氟 这种不蝴衡正在不新增 

长k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实施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在发言中提及的另一原则是关于核裁军的进科这一原则是 

在核裁军进程的所有阶段，"核力量领域中的现有均衡应在不断降低的水平的状态 

下保持不变。 这是否意味着，五个核武器国家之间的现状也必须维持？在什么时 

侯所有核武器国家的核武庫才能消除？

我们已经认真地研究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设想的要列入综合裁军方案中的措 

施项目.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双方提出了一些相一致的措施.然而，我愿提出列举 

的措驚项自中的一些需要进一步讨论和灌清的问题.

在题为"核武器"这T国中，提到了核国家不首先便用核武器的问题.但是, 

范围更加广泛和更为普遍的御底禁止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同题却只字未提.这 

样做是无视这一事实：社会主义国家一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以它们的名义作了发言 

--都曾投票赞成题为。不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験合国大会第36/92工号 

决议的。如蒙向我们解释清楚排除这一重要措施的原因，我们将不胜感激.

仍是在“核武器"一题中，提到："作为第一步，可以就核裁军的各可能阶段 

的大致内容进行讨论，特别是第一阶段的内容”。但是，对于我国代表团来说，《最 

后文件》的第5 0段五经清楚地阐明了核裁军的各个阶段.作为综合裁军方案谈判 

的一部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拟定核裁军的这些阶段.

我国政府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们不能接受脸 

武器+一题第（f）段中提出的措施.

现在让我再谈谈捷竞斯洛伐克代表发言中讲到的题为"防止军备竞赛扩散到人 

类所探索的新空间"这T分.列入这一节申的措施之一是"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 

空间放置任何种类的武器的条约。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发 

言时说过：任何禁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条约都必须包括在外层空间研制、•试验和 

部署任何种类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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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题为"区域性措施" 一节中，提到了 "放弃扩大现有的军事和政治集团也不 

建立新的集团。关于军事联盟的问题，印度作为不结盟国家，曾不断呼吁解散所 

有这样的军事集团.因此仅仅是时现有情况进行冻结，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其次， 

如果政治集团并不带有军事含义的话，为什么也要成为放弃的对象这一点是不清楚 

的，例如是否也得去冻结不结盟运动的现有成员人数并在某个时侯解散这一组织? 

其他区域性的政治组织又怎么办呢？加蒙澄清"政治集团"一词是在什么含义下使 

用的，我们将不験感激

在同一标题下，规定要在大西洋、太平洋、地中海和波斯湾地区“限制和降低 

军事存在和军事活动的水平"并"在印度洋限制并接着缩减军事活动" .这一规定 

没有把外国在这些区域内的军事存在和军事活动同这一地区的国家完全合法的军事 

存在和军事活动区别开来 当热 在综合裁军方案的最后阶盟 所有地区的一切军 

事活动都将停止然而，当我们谈到部分的和区域性的措施时，她有必要强调导致 

真正的全球落團的裁军的各项措施的逻辑顺序.例如，根据1971年联合国通过的 

宣言，在印度洋Q和平区就是这T辑顺序中的首先的和必要的步骤0外部大国 

迅速增长其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福 并在这一地区争夺军事基地，现在正在使印 

度洋的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臥撤除印度洋的外国军事存在和停止外国军事活动不能 

同禁止印度洋沿海和内陆国家的军事活动相提并论，以及同貯实现。但是，尊敬的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发言中提出的这一规定却正好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氧 如蒙更为 

具体地解释第的和第㈤段中拟执行的措施的顺序，以及在每阶段中沿海国柔 内陆 

国家和超区域国家所肩负的责任，我们将不胜感激.

印度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我国代表团自然对题为"在亚洲和太平洋国家间缔结 

一项在相互关系上互不侵犯和不使用武力的公约”一节的第⑶段中的措施感兴题 

如蒙对所建议的公约提供进一步的细节，我们将不胜感激.也许可对我们解释一下， 

这一公约是如何不同于世界各国按照联合国宪章》所已经承担的义务的。我们还愿 

了解所建议的公约是一项仅限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各国的多边公约呢，还是设想了 

一系列的双边条约？如何对付违反公约的行为？这种安全体系周《联合国宪章》已 

提供的集体安全范围之间的关系总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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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潜带的和其他的措施"一节中，规定要缔结一项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 

的世界性条约.难遭違寺礙合国宪章环就是各国作出了在相互关系中不便用武力的 

保证吗?一聂搞一项不使用武力的条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以上是我对一些社会主义漕家就综合裁军方案所提出的立场所愿发表的一些评 

论。我是本着愿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的同事们就有关综合裁军方案问题上导求更大范 

图内的共同点的精神出发的.我们相信，只有通过辩论的过程，询问的过程，我们 

才能更好地相互了解•各自的立场.我们坚信，当我们的问题得到答复和澄清时— 

肯定会得到的一我们就能找到机却 使原来存在于我们之间的、相当大范围内的 

一致看法更加扩尢

斯特吕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在委员会本 

届会议2月2日的首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CD/EV. 150 ）作为社会主义国爹室 

团就综合裁军方案问题的联系人，荣幸地代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关 

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园.蒙古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等国的代表团，阐述了有关该方案的一• 

致立场；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的工作小组以及三个 

有关的接触小组申，我仃的发言引起了各国代表团的认真注意。并证明在审议拟定 

综合裁军方案问题中正起有短的作用6

尊敬的印度代表在他今天的发言中也表明了这一点。当然，我们会以适当的注 

意力研究萨朗大使的发言，并在适当的时候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关于印度代表提到 

的某些意见.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已在综合裁军方案土作小组以及接触小组中 

作了一些解释.我们将继续采取建设性的态度.以寻求解决拟定综合栽军方案间题 

的妥协办法。

考虑到大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就综合裁军方案问题上一致立场的兴趣.并为了育 

助于大家了解这一立场，我们决定以委员会正式文件的形式提出我们的立场.相应 

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于2月19日代表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向委员会秘书处递送 

了工作文件的案文，这份编号为CD/245的文件已在各国代表团中散发。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出的这份工作文件重新阐明了我们2月2日发言中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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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为了便于使用,我们把它分成了以下几部分：总的规定、方案的目标、原则、 

具体措施、裁军和其他全球性问题、贯彻方案的时限和程序、对军备限制和栽军进 

行监测、机构和程序以及世界舆论参加争取达成裁军的努力。

以载入我们2月2日发言中的以及鍔CD/245号文件中的内容为基础，该文件 

的共同起草国已经开始了实际的工作。特别是考虑到我们的建议和21国集团提出 

的一些文件中所裁各点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决定采纳这些文件作为我们工作的基 

础，并把我们的建议中提到的而2 L国集团的文件未提到的内容补充进去.因此，. 

我们对21国集团提出的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目标、优先项目和原则的各项建 

议作了些补充。我们将继续采用这种在我们看来是建设性的工作方法。

第CD/245号工作文件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一贯愿意为拟定一份有意义的《综 

合裁军方案》草案的工作作出实质性的贡献，以便委员会能把它作为一项具体的成 

就提交给第二居裁军特别会议审议。

我们相值，实施第CD/245号文件中的名项规定将为解决裁军问题作出建设性 

的贡献。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国再次向委员会保证，在拟定 

《综合裁军方案猫工传电.我们将继续发擇重要而积极的作用。我们将对所有国家 

的建议采取建设性的态度，特别是对2 1国集团提出的建议，它们的立场与我们基一一 

本相同。

尢hl先生（日本）：主席先生，我不得不表示，我国代表团感到失望的是.我 

们开始裁军谈判委员会19 82年会议实质性工作的时侯，一项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 

的条约似乎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并变得越来越渺茫。我上次在委员会呼吁全面禁 

试以来已经六个月了；三边谈判中断以来已差不多一年半了；部分禁试条约缔结以 

来十九年了.该条约承诺，三个核武器国家将继续导求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去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再次通过了两项关于核试验的决议；这两次决议 

都重申，大会对核武暮试验继续未有抑制，表示严重的关注；决议还重申了大会的 

信念，即禁止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进行核试验爆炸的条约是一个最高优先的问题。 

联合国绝大实数成员国的意见不容被误解或忽视。我国政府赞成这大寫数国家关于 

核试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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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曾多次向核武器国家旳政府提出正式抗义，反对它们历年来进行旳核 

试工 这些抗义产生于日本旳根本立场*即日本继续反对任何国家进行旳任何类型 

旳核试验舞魁这也是我国政府几次声明赞成在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生效之前暂停所 

有税瞬时原公

我国政府一贯认为，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是養个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中旳一 

项聂高优先措假在对全面禁试条约而三边谈判表示欢迎旳同时,我们还强调有必 

要遭过本委员会内其正时多边谈判达成这项条约.

奉我国政府一贯的指示，我遒重审，我们呼吁本委员会开始多边谈判,以便尽 

早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缘 在这一方面，我仍然希望能达成协商一致，同意设立一 

个工作小组或委员会的其他附属机构，以便最有效、最集中地讨论这一问题我国 

代表团重审.愿意在适当闲时侯就这一工作小组两职杈范围草案提出一份工作文伟 

正如我去年8月6 m在这个大厅里指出明那样.《仅仅设立全面集试工作小组只能 

算是一种很敵小旳成就.但是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向明年时薄别会议报告那怕是 

这一点成就，那也将是有意义呼. ”

科学专家特设小组将在三月初重新开始工作，继续进行它的重要工作.设立交 

換地震资料附国际体系，以帮助侦察地下核试验.我国代表团期待着听取特设小组 

时去年I 1月进行而第二次试验交换时评价，特别是困为第二次时参加国比第一次 

多，其中还包插一些社会主义国卷 我们认为，只要有郡暑得当旳地震站网，那么 

如果爆烬是在硬石中进行时，就能够侦察出当量低至10公吨时地下试验而且还可 

有一定程度附正确修 比如，如果爆炸是在冲积层中进行时，侦察附级限就会髙些. 

有人还告诉我们，这种站网还能区别地震和相当低当量的核爆炜.如果确实如此旳 

话，那么显然值得作努力禁止上述当量旳地下试验，比如说10公吨时当量.这将 

肯定是朝着全面禁止所有地下试验旳方向前进旳可喜旳一步。

显然存在着各种各样旳方法来聚避国际地震站网时地下核缨炸旳侦寫 专家门 

无疑会继续努力，尋求堵塞这些扁捐叼办源 一项可靠附国际体系是否能有效地工 

信，这对于任何裁军或军备控制时措施是十分豆要旳.但是，如果要求十全十美旳 

技查机构、万无一失时核查方法，那结果可能是达不成任何祢泌一方面是达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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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积极旳、即使不是全面的载军协定所具附价值，另一方面是尽管大家同意一项核 

查机构，但在理论上仍可能存在某些遗反协定的危险性，在这两者之间，应保持一 

种合情合理旳平微 也许，一项核查系统之是否可算充分最终是一个政治判断问题 

和相互信任旳冋慰

虽然我国政府拒绝放弃以下旳希望，即真正全面地禁止任何国家进行任何类型 

时一切核墨炸附目标是能终实现的，但我们还认为，根据目前的状况，即使是有限 

旳比以前有所增加而对核武器试验时猥制也会至少减缓新型武善丽进一步发展，或 

阻止现有武器而进一步尖端化.首先，这一步骤对致力于裁军国际努力将会产生旳 

政治影响是不容否认时.这样TE,就会朝着核裁军时方向迈出第T,这将给那 

些致力于裁军进程时人带来他们渴望得到的新时希望和鼓舞.

我作为一个无核武器国家的代表，只能表示如下旳希望•核武器国家将铭记它 

们在1963年旳部分禁试条约以及1968年旳不扩散条约中作出的保证."谋求永 

远不再进行一切核武善试验果烬.决心继续为此目旳进行谈判."

馳候科学专家特设小组多年来能进行如此有益困工作，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设 

立一个行政专家蠻设小组.为所建议附地震资料交换制定必要旳行政安排呢？正如 

尊敬弱加拿大大使麦克费尔上周指出时，这一想法最初是由澳大利亚代表团在两年 

前提出旳。我国代表团赞成这个建讯委员会或者一个适当旳附属机构应开始讨•论 

所设想的国际地震資料交换时经费、法律和行政方面旳冋题.这些详细规足应在全 

面薬試条约生效之前制足出来，这样，资料交换就能和条约一起实施，而不是在条 

约生效之后的某个不确定旳日期开始.

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在维护不扩散制度问题方面可起旳直要信用大家已经读论了 

很多了，我只想回顽一下1980年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时令人不愉快旳结果.并提 

醒成员国注意，将在1985年召开的下次审査会议时于不扩散条约制度可能将是一 

次关鍵性时会儿

据我国代表团所知.1974年《限制核武卷试验条约》以及1 976年《为和平 

目前进行地下核爆炸条约》附各签字国正在为批准而审议这些条约。我想重申我国 

政府的意见，即这两个文件旳生效将是达成一项券合裁军方案旳童大步象还请允 

许我表达我国代表团旳如下希望：全面禁试时三边谈判将尽早恢复。

我国代表团在前些天颇有兴趣地听取了尊敬旳瑞典付国务大臣图尔森夫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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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她谈的是国底监督空气含有的放射物以作为在空气中监测核武验的问题. 

我ffi期脑收到图尔森夫人答酿蜘罪文件.我m还将联榭厩律其他代表团的反应.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联合置秘书长祝词中的一慶话，尊敬的秘书贾帕尔大使在 

2月4 m宣读了这份祝词，这畏话是："另一个重要阿题是缔结診望已久的全面禁 

试条约。这将为进一步限制和最终消除核武器提供巨大的动力.这对加强不扩散制 

度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大家正在尋求的正是这种"巨大的动力”，特别是我们 

在向第二届特别躲大前进的时侯更是如此.

主席:谱谢你.现在我请联合王国的代表萨默海斯大便发言，他将介绍载入第 

CD/244号文件的工作文件。

萨默海斯先生（駿金王国）:主席先生，正如你刚才说的，今天上午我要求发 

直，介绍第C%244号文件"谈文件的标题是"关于化学武墨公约中的核查和监测 

辜守情况、我们提出这份文件，作为対委员会议程项目4甄贡虬 我们是在委员 

会已作出决定修改化学武暴特设工作小组联权范围的时候提出这份新工作文件以供 

便用的.我们期待着本周晚些时候，该小组在波兰大使苏伊卡的领导下恢复工作， 

我们还希望，我们还要求作为第26号工作文件散发的这份文件会尽 

快在该论坛内得到详尽的审议d我们了解，今天晚上大家就能得到该文件各种语文 

的译尤

我不想占去委员会很多針间叙述这份工作文件的实质，但我认为很简短地叙述 

一下是有益的。正如我在2月1 I日的第一次发言中明确阐明的，我国政府一贯致 

力于实现全面地、有效的、可充分核查地禁止化学武器的目标.我们认为，核查是 

拟定一项化学武器公约面临的中心问题，而且工作小组需要保证，如果我们要取得 

任何进展的话，就应充分注意这个关鍵问题.这就是我国代表团在这份我已作介绍 

的文件中集中讨论核查和遵守情况的原因；然而，我们很明白，其他的重要问题， 

比如公约范围的定义，也需要加以解决，我们亨望有可能相互合作地处理这些问惠

现在我想就第cp/24钙文件说几旬解释幅的话，其他代表团可能会发现这对 

于进一步审议我们的建议是有益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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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该文件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以备忘录的形式我述了联合王国对如何核查化学武 

器公约的看法；第二部分以组成部分草案的形式提出了公约需要包括的条款的类型， 

以便满足文件第T分提出的要求。我们当然将很乐意地进一步阐明我们提出这些 

建议的理由；第CIt/244号文件的第一部分初步解释了作为我们称之为组成部分草 

案提出的那些规定.

各国代表团在研究第SD/244号文件的实质时可能会发现，了解我们从两个方 

面对待化学武器公约核查问题的立场是有益的：第一方面，核查储存的销毁，第二 

方面，核查不生产化学武嚳，这种核查我们称之为"遵守情况的监测".我们把核 

查分成这两种范畴，因为有待核查的不同活动需要不同的监测技术.再者，対于绝 

大多数不拥有化学武器储藏的国家来说，只能执行第二范畴的核查措施，即那些与 

监测不生产有关的措施。

正如我们的工作文件表明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这两方面的核查需要把国家措 

施和国陈措施结合起来.国家核查措雜最终会在监测不生产化学武器方面起愈来愈 

大的作用.

萨德利尔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在今天的发言中，我将谈谈委员会议一 

程申的项目1 ,即核禁试》我的发言在某种程度上是详述我2月1 1日在一般性发 

言中就这一项目所作的简短发言.澳大利亚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对未能在全面禁 

止核武器试验方面取得进展深表遗憾，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所 

处的僵局是裁军谈判委员会优先关心的一件事，也是我们各国政府及其代表的名画 

人民优先关心的一件事.作为谈判者和外交家，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解决这一问题 

的办法.显然这需要新的主意.加拿大大便麦竞费尔2月1 8日的发言提出了一些 

值得认真考虑的新主意.

本机构所有成员都致力于核禁试的目标。我们大家都想达成的是一项在一切环 

境中禁止核武器试驶爆炸的条约，其中包括有关为和平目的进行核爆炸的规定。正 

如我们已看到的，这是一种不容易谈判的目标。1980年7月的三边报告说，之所 

以如此是因为许多问题是新出现的、敏感的和错综复杂的，还因为直接涉及到国家 

安全利益。这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继续要求一挥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地 

解决全面禁试条约，我们会有可能取得进展吗？我国代表团和本会议室中任何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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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德利尔先生，澳大利亚）

团一样也一心想尽早达成全面禁试条约，我们愿意考虑不全胜则全敗方法以外的选 

择方案，如果这些选择方案真有可能导致真正的和实质性进展的话.

正如已经在本届会议上发言的代表新指出的，国睜气氛并不令人鼓舞.这种气 

氛看来不利于迅速达成各項悔定，不管这些讲定是如何地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少 

数几个协定应该是可以达成的.化学武善协定.放射性武器协定、消极安全保证协 

定.以及，我甚至敢这样说，综合裁军方案的协定，这些痴定都是可达成的，但看 

来只能逐步地达思 这类协定即使是不彻底，但仍然有它也明显的价值，这种情况 

是不乏先例的——《南极条约》.《外层空间条约》、《不扩散条约》、（特拉特 

洛尔科条约》，当然还有《部分禁武条为》等。它们自然都有各种各样的差距.

关于垂足之说是特别重要的.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条约，尽管是不完善的，但对 

核武器无限制的试验则设置了非同小可的障砾这些条约之间有很大的差電，但是, 

为什么在缺乏任何更为令人鼓舞的前景的情况我们不努力设置更多的障碍呢？仅举 

f例子来说，獲狎龜 如果把特拉特溶尔科条约的原则加以扩尢 它就会缩小进 

行核试验的地理区域.如果把它扩大到隼f地区，那么，其效果就等于是一项全 

面禁试条缘同样，人们也可以考虑降低被准许的核试验的当量，也讲这要通过一 

系列能条约来进行，直至达到零点目标：这也就等于T全面禁试条约.

加拿大2月1 8日发言中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在弥合差跖的基础上提供了一 

种连贯的办法，以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例如，麦克费尔大使提请大家注意《级 

限禁试条约》和《和平核爆炸条约》中存在的种种可龍电 不妨设想，这些条约也 

能加以

如果我们暂时放弃毕其功于一役地制定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做法，那就会引出 

许多想法.现有的条约-不管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一是否能扩大到那些尚未是 

这些条约缔约国的核武器国家呢？双边的条约是否能发展成多边条约呢？《临界禁 

试条约》禁止150公吨以上的爆燈量，但是，如果公众辩论能指导国家安全的种种 

考虑，低一:等级的限额是可以很快实现的.《级限禁试条约》和《和平核爆炸条约》 

中的核查规定为缔约国间详尽的费料交换和直接合作提供了广泛的措施，这些规定 

若在更广的范围内使用，就可能具有很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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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德利尔先生，澳大利亚）

如果我们已经设立一个全面禁试工作小组，那我们现在正在干什么呢？我猜想， 

我们不会企图在早期阶段就一些新出现的、敏感的和复杂的问题起草条约。如同化 

学武器工作小组，我们倒更可能对现有的国际文件大加利用，并对有限论坛内的谈 

判成果大加利用，而且一般说来，会果取一步一步走的办法。

我已经提到了障碍和差跑：如果我用砌墙用的獲块作比，意思可能就更清楚了。 

我们有可能砌上更多的砖块，以便逐渐地筑起T阻挡核试验的全面彻底的障垒。 

澳大利亚以前曾建议过，我们应处理国际地震密料交换的法律和行政方面同風 会 

上也提出了其他融L有人曾建议扩大科学专家辖设小组的工作范围。我认为，如 

果我们能找出一种办强 把这些想法象一块禱一块砖地与我们的最后目标即最终我 

成的一道墙联系起来.我们就不会引起以下两种人的消极反应，一种人由于某种原 

因对一下子筑起一道墙的做法惊得后退了 ；另一种人则认为一块祷这样的障碍实在 

是太微不足道了，太无吸引力了，因此不值得动手漆上一块.筑墙的过程可能同針 

在不同的地方进行，除此之外，墙总是从低处我起，然后再加高。这里我再次想到 

了澳大利亚在第C"9转文件提出的建议.

加拿大曾建议设立一个政治专家小组，以便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支持下讨论那一 

些三边谈判没有触及的问题。目前，我们在一项全面禁试条约问题上正处于困境， 

在这种倩况下，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项建议是有价值的.这个小组还可讨论我今天提 

到的所有问题，并可向委员会指出，新的办法是否能帮助委员会处理其优先的议程 

项目。

最后，我强调指出，我建议进一步研究加拿大提出的意见。由于缺乏逐步•前进 

的办法，存在着全面禁试条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束之高阁的危险。我所以这样建 

议是为了使朝着全面禁试条约发展的行动在上述情况下仍能继续下去.换言之，我 

赞赏这样的一个想法，即以加拿大大使的话来说，妻保持"谈判过程中的活动，以 

便避免核试验谈判进程持续冻结必然会带来的危险."我在这么说的时候，我还要 

强调，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加拿大的建议，但这并不能被认为是取代或冲淡澳 

大利亚政府一贯主张的最终的中心目标，即制定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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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今天已登记的发言到此结蕉 还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吗？

谈判委员会下次全体会议将在2月2 5日星期四上午1 0財30分召开. 

现在休会.

中午L 2时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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