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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备忘录

1 9 8 2年9月2 2日伊朗人民惊悉伊拉克对深入伊朗领土的目标发动了一系 

列的空袭，紧接着这些侵略性袭击之后，伊拉克又越过伊朗的国际边界，大规模 

武装入侵巴赫塔兰（Bakhtaran)、伊拉姆和胡齐斯坦诸省.这是伊拉克单方面 

将两国间现在的分歧和争端急剧升级，完全出乎伊朗人民和伊斯兰革命的意料之外。

突然发现他们被迫作战的伊朗人民，在革命胜利后已表明，伊朗将改变其在波 

斯湾区域所负的军事任务，希望这样会消除该地区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机会。削减 

武装部队的工作正取得进展，购置大批某些最先进武器的重要合同也已取消。

虽然在伊拉克真正发起侵略之前的数目，就流传着关于伊拉克在伊朗边境屯聚 

重兵的报告，但伊朗人民不能相信一贯宣传自称为中东反帝基地的伊拉克政杈竟会 

对该区域正是为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自求解放而如此坚持奋斗的人民发起进攻。

伊拉克在武装入侵伊朗领土之前，曾于1 9 8 0年9月17日，单方面废除了 

同伊朗的1 9 7 5年边界和睦邻条约，对阿万德劳德（厶1^站(11^1^)(阿拉 

伯河）区域和其他地区提出领土要求》 这一单方面的行动违反了经伊拉克现任外 

交部长签署的该条约的精神和文字.条约的第5条声明：

“在边界不可侵犯和充分尊重各国领土完整的基础上，缔约国重申它们的水、

陆边界都是不可侵犯，7欠久和不再更改的•”（非正式译文）

伊拉克设法为入侵伊朗找理由说》它是收复1 9 7 5年条约给予它而伊朗未能 

遵照归还的杈利。这同样违反了上述条约，条约第6条明确声明，如对条约的解 

释或适用发生异议，必须首先通过缔约国直接双边谈判来觯决，如不成功，则再通 

过第三个友好国家斡旋解决，最后一步是通过仲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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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单方面有预谋地诉诸武力，企图解决与伊朗的争端，也是违反《联合国 

宪章》的，尤其是第三十三条第一项和第三十七条第一项。第三十三条第一项称：

“任何争端之当事国，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应 

尽先以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 

用、或各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

第三十七条第一项规定：

“属于第三十三条所指之性质之争端，当事国如未能依该条所示方法解决时，应 

将该项争端提交安全理事会。”

伊朗人民清楚地看到，伊拉克在没有用尽可能的和平办法来解决与伊朗的分歧 

之前就使用武力，并不是为了收复任何所谓的权利，而是乘伊朗革命后的过渡阶段， 

进行领土征服，把伊朗年青的革命军队拖入战争，最终使革命虚弱到崩溃的地步。

由于伊拉克的行动是对伊朗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整个波斯湾区域的和平与安 

全的一大威胁，因此，伊朗人民希望国际社会能进行干涉，以恢复正义和终止对该 

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安全理事会1980年9月2 8日通过的第479(1980)号决议使伊朗人民完全 

失望。伊朗人民原期望安全理事会维持忠实于《宪章》为之规定的义务和重大责任， 

但事实不然。

联合国成员国在单方面决定诉诸武装侵略和占领来解决争端之前，有义务置遵 

守《宪章》第三十三相三十七条规定。但如一个国家实际上采取了这种单方面决 

定时，安理会就有责任谴责该国没有遵守《宪章》，并要求该国恢复发起侵略前的 

状况并根据《宪章》第三十三相三十七条来解决争端。

第4 7 9 ( 1 9 8 0 )号决议对受害者相侵略者同等看待，没有承认发生了侵 

略和占领，因此，也没有谴责侵略者相要求它从用武力占领的领土撤出，并恢复发 

起侵略前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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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7 9 ( 1 9 8 0 )号决议不仅没有实现受害的伊朗人民的期望，而且，在 

伊朗人民看来，它等于是安全理事会放弃了他们的合法杈利，也等于安理会企图承 

认战争前线的现状，使伊拉克武装侵略的后果成为冥实，并强加给伊朗有利于伊拉 

克一方面的停火。

伊朗人民除了抵制安理会第479(1980)号决议以外，别无办法，因为一个能 

使侵略者完全满意的决议，是绝不可能维护受害者的杈利的。自那时起伊朗人民便 

决心抵制一切迫使伊朗接受让步解决办法的企图，因为这种作法只合等于奖赏伊拉 

克侵略政府对伊朗进行的侵略行动，从而鼓励伊拉克今后延长并再次发动侵略。

在近22个月的时间内，当伊拉克占领了大片伊朗领土，伊拉克领导者认为他 

们的侵略行为可以安然不会遭到任何反击时，伊朗人民亲见了，在伊拉克继续进行 

战争，屠杀巴赫特兰、伊拉姆和胡齐斯坦的伊朗平民并摧毁这些省的非军事机构和 

设施之时，国际社会保持绝对沉默。在这22个月内，伊朗人民在上帝保佑下，作 

出重大牺牲，终于能击退伊拉克侵略军，并餹放了大部分被占领的伊朗领土。随着 

霍控姆沙尔的解放，伊拉克认识到它的实力地位实际上并不如它想象的那么强大， 

这意味着它终将被赶出它还占领着的其余领土■这时，伊朗人民以为国际社会会因 

伊朗最终消除了对和平的一个最大障碍而感到轻松，但又一次事实不然。安全理事 

会在伊拉克侵略战争方面重新釆取的行动却是只对伊拉克表示关注^安理会第514 

(1982)号决议没有承认伊拉克的武装侵略和占领行动已持续2 2个月之九决议 

没有谴责侵略者无视《宪章》第三十三和三十七条的规定，并遯免任何提及伊拉克 

蓄意摧毁其占领区及在其大炮射程内的一切城镇、村庄、道路、双场和其它各种生 

计。决议也没有承认伊拉克在其占领区的野蛮行径是对人类的严重罪行，对此伊朗 

人民有不可否认的权利要求公道和赔偿。但是第514( 1982)号决议却会试图制造 

一种屏障，以保护罪恶的伊拉克政府。因此显然伊朗人民也得同样抵制第5 1 4 

( 1982 )号决议出于同时的原因，伊朗也不能接受安理会第522(1982)号决议。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V37/555
Annex
Chiaese
Page 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多次指出，它愿意在波斯湾地区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这并不等于伊朗可以接受任何一种贴有和平标签的货色。持久的和平并不是那种只 

能被伊拉克冒险主义政府用来为下一轮战争进行整编和重新武装的和平。

伊朗人民曾认为1 9 7 5年条约能结束伊朗与伊拉克之间争端。就是当时签订 

条约的、如今仍统治着伊拉克的领导集团，利用该条约来整编军队，并等候有利时 

机发动侵略战争。为了把伊拉克侵略军从其占领的大部分伊朗领土赶出去，伊朗的 

革命人民遭受到重大牺牲。伊朗人民完全有权期望得到今后不受伊拉克侵略的绝对 

保证。国际社会无视伊朗人民的权利和愿望，其结果只能使自己脱离波斯湾地区的 

现实情I国际社会任何认真的企图帮助恢复该地区和平，需要首先重新在伊朗人 

民中建立它已失去的威信。要做到这一点，国际社会应开始正视伊朗一伊拉克冲突 

的现实。

迄今为止，伊拉克录现出它无意建立持久的和平。它有步骤地执行一项把国际 

社会引入歧途的政策，试图把问题保留在它歪曲宣传的范围内。这种政策只能使伊 

朗人民相信，伊拉克没有寻求公正和持久和平的诚意。

一项公正的决议必须反映出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现实情礼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要提出的标准决议如下：

大会，

审议了题为“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武装冲突旷日持久的后果”。

重申在国际关系中不容许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回顾各国根据1 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 

所应有的义务。

回顾各国承诺依照《宪章》的规定，特别是第三十三和三十七条的规定来 

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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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各国有权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进行自且

1. 谴责伊拉克在未用尽《宪章》范围内提供的一切和平手段解决它同伊 

朗的争端之前发动武装侵略。

2. 4伊拉克侵占伊朗领土并试图利用非法占领迫使对方作出政治让步， 

表示遗憾。

3. 再谴责伊拉克违反1 949年8月12曰《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 

瓦公约》的规定，在近两年的时间内，集中其战争手段主要对付伊朗平民对人 

类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

4. 重申伊朗人民有权为伊拉克侵略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获得赔偿, 

伊拉克有义务帮助重建它在非法占领领土上有意破坏的一切民用设施。

5. 要求伊朗和伊拉克结束一切军事行动，以便根据《宪章》的规定通过 

和平手段解决它们的争端。

6. 欢迎秘书长在两国之间逬行调解的努力，并请他继续逬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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