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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5 5

全面彻底裁军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鲁夫桑金•额尔德内楚伦先生（蒙古）

一、导言

1.题为“全面彻底裁军：

“⑻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⑼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和禁止反卫星系统：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

告；

“⑹关于裁军逬程的体制安排；

“⑷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裁军谈判委员会的 

报告；

“⑹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f)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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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是根据大会1 9 8 1年1 2月9日第36/97号决议列入第三十七届会议临 

时议程的。

2. 1982年9月24曰，大会第4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娈员会的建议，决 

定将本项目列入议程并发交第一委员会。

3. 9月2 9日，第一娈员会第2次会议决定就发交给第一委员会的各项有关

裁军的项目——即项目39 —57，133fP136 合并进行一般性辩论。关于这

些项目和大会于其1 0月8日第2 4次全体会议发交给第一委员会的项目138和139 

的一般性辩论已于1〇月18日至11月5日第3至28次会议上进行（参见A/

C 1/37/PV. 3-28 )0

4. 关于项目5 5,第一委员会的面前有下列文件：

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⑼ 1 9 8 2年6月1 4日阿富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

的信（A/37/297);

(c) 1 9 8 2年6月2 8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格林纳达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 

长的信（A/37/359);

(d) 1 9 8 2年6月2 2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办给秘书长的信，内中转 

递了 1 9 8 2年5月3 1曰至6月5曰在哈瓦那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部长会议 

的《最后公报》（A/37/333—S/15278);

⑹ 1 9 8 2年8月9日德蒽志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最团代办给秘书长的

信（A/37/380 );

(f) 1 9 8 2年1 0月1 1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最给秘书长的信，内中转递了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 7号》（A./37/和Cor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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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0月4日至9日在纽约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和代最团团长会议 

的《最后公报》（A/37/540—S/15454);

(g)秘书长关于裁军研究咨询娈员会的说明（A/37/550);

⑻ 1 9 8 2年1 0月1 9日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内中转递

了 1 9 8 2年9月1 2日至2 3日在罗马举行的各国议会联盟第6 9届会议通过的 

各项决议（A/37/578 );

⑴ 1 9 8 2年9月3 0曰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C. 1/37/

3 );

Ü) 1 9 8 2年1 0月1 1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囯代表给秘 

书长的信（A/C. 1/37/4);

㈤ 1 9 8 2年1 0月2 1日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A/C.

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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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各项提案的审议 

A•决议草案 A，c. iX37，li.l8

5. 1 I月1 1日，阿富汗、安哥拉、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老树

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蒙古、莫桑比克、波兰、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越南提出题为“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 * 6

器的国家领土上”的决议草案（A，C。1X37/1. 18)。I I月I 5日，在第3 3次 

会议上，匈牙利代表介绍了这份决议草案。

6. 1 1月2 4日，委员会第4 2次会议以记录投票5 5票对1 9票，4 4票 

弃权通过决议草案A/C. 1，37/1^.18(见第4 0段决议草案A)。最决结果如下f

赞成：安哥拉、阿根廷、巴林、贝宁、不丹、保加利亚、布隆迪、白俄罗斯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古巴、捷克斯洛伐克、 

民主也门、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斐济、芬 

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圭亚那、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 

伊拉克、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树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

马来西亚、马里、墨西哥、蒙古、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 

利亚、巴拿马、波兰、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鸟干达、鸟克兰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网拉伯联合酋长国、委内瑞 

拉、越南、也门。

反对：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冰岛、 

意大利、日本> 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多哥、 

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多哥代表嗣后表明,多哥代表团意图投弃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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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孟加拉国、巴西、缅甸、智利、哥伦比 

亚、塞浦路斯、吉布提、加蓬、希腊、危地马拉、爱尔兰、以色列、牙 

买加、黎巴嫩、利比里亚、马拉维、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泊尔、阿 

曼、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良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瑞典^泰国、 

突尼斯、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鸟拉圭、南斯拉夫、 

扎伊尔、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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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1月1 5日，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孟加拉国、比利时、 

破利维亚、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吉布提、厄瓜多尔、埃及、芬兰、法

国、希腊、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里、毛 

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秘鲁、葡萄牙、

罗马尼亚、卢旺达、塞拉利昂、斯里兰卡、瑞典、突尼斯、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乌

拉圭提出题为“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决议萆案(A/C. 1/37/L. 23)，后来又有却 

纳、马耳他、卡塔尔、苏丹和土耳其加入为提案国。1 1月1 6日，在委员会第34 

次会议上，挪威代表介绍了决议萆案。决议萆案的案文如下：

“於，

‘‘认识到国际社会需要获悉同国际安全、军蚤竟赛和裁军有关的问题方面更 

加多式多样旳全面资料，以便通过谈判，促进朝向所有®家旳安全更加巩固进

展，

“深信裁军谈判和在较低军蚤水平上取得更巩固旳安全的持续努力均可从客 

观实际的研究和分析中获得助益，

确保遵照科学独立的准则进行裁军研究的重要性，

“认识到联合国在裁军领域进行的持续研究活动势将促进所有国家以满怀透 

彻的理解力参与裁军工作5

“强调在联合国内需要从事更加深人高瞻远瞩和长期性旳裁军研究，

“回顾其第33/71K、34/83M和35/152H号决议，

“1. g联合国训练和研究所董事会就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设立和发展所作 

的贡献录示感谢；

B.决议草案 A/C. 1/37/Iy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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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从其成立以来所进行的活动;

“3。决定:

⑻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应作为一个自主的机构，同联合国裁军中心密 

切合作，其组织结构应确保各国在公平政治和地域基础上的参与，研究所应继 

续进行裁军和有关安全问题上的独立研究•它将充分考虑到大会的各项建议；

㈦秘书长的裁军研拒咨询委员会应担任联合国载军研究所的董事会;

⑻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应设于日内瓦；

⑹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活动的经费应由各国和公私组织的捐款筹款;

“4。JJ各国政府考虑向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捐募；

“5。ÿ秘书长向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提供行政和其他支助；

“6„ 1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董事会根据研究所目前的任务起草《章程》，以 

便提交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

“7. i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所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及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进 

行的活动向大会第三十/VÆ会议提出报告。”

8.后来决议草案归并在决议萆案A/C. 1/37/L. 67和Corr. 1 (见0节)。

C .决议草案 A/C. 1/37/A 30

9 . 1 1月1 6日，墨西哥、尼日利亚和瑞典提出一份题为“裁军和安全问题 

独立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草案（A/C. 1/37/L. 30 )，后来又有厄瓜多尔、印 

度尼西亚和马里加入为提案国。1 1月1 7日，在第3 5次合议上，瑞典代表介绍 

了决议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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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1月2 4日，委员会第4 2次会议来经表决即通过决议簟案A/C. 1/ 
37/L. 30 (见第4 0段决议萆案B )。

D.决议萆案 A/C. 1/37/L. 33

11. 1 1月1 6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日本和瑞典提出一份题为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决议萆案（A/C. 1/37/L. 33)， 

后来又有孟加拉国、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加入为提案国。11月17日，在第35 * 12 13
次会议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介绍了决议萆蒹。

12. 1 1月2 2日，委员会第3 9次会议未经表决即逋过决议萆案（A/C.1/ 
37/L 33)(见第4 0段决议萆案C )。

E .决定萆案 A/c. 1/37. L. 36

13. 1 1月1 7日，挪威提出一份题为“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的决定萆案 

(A/C. 1/37/L 36 ),后来又有厄瓜多尔加入为提案国。决定草案案文内容如 

下：

第一委员会建议：大会应当请秘书长按照他的A/37/550号说明，恢复 

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并顾及大会在这方面的其他有关决定，将其说明内所载 

列的各项职务委托绐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

这份决定萆案后来归并在决议草案A/C. 1/37/L. 67和Corr. 1 (见第0 

分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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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I 1月I 7日，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 

腊、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尼日尔、挪威和乌拉圭提出题为“防止外层空 * 1

间的军备竞赛和禁止反卫星系统”的决议萆案（A/C.1/37，L.41 )。后来又有f 

斯达黎加、西班牙、瑞典和大不列颠及北茇尔兰联合王国加入为提案国。1 1月

1 8日，意大利代表在第3 6次会议'上介绍了决议草案。

15。 11月2 6日，委员会第4 4次会议以记录表决9 2票对零票，2 9票弃 

权通过了决议草案^0.1，37/1<.41(见第4 0段，决议草案2)。 表决结果 

如下：

赘成: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比利时、 

不丹、巴西、缅甸、布隆迪、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刚果、 

塞浦路斯、民主也门、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塞俄比亚、 

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 

几内亚、圭亚那、冰岛、印度、伊朗伊斯当^和国、伊拉克、爱尔兰、 

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利 

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戶森堡、马拉维、马来西亚、马里、马 

耳他、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 

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拉圭、菲律宾、匍萄牙、卡塔尔、罗马 

尼亚、戶日£友、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苏丹、 

苏里南、瑞典、舉画、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鸟 

干达、P可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 

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娈内瑞拉、也门、南斯拉夫、礼伊尔、 

赞比亚^

F.决议草案 A，C . l，3. 41

反对：无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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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阿富汗、安哥拉、阿根廷、贝宁、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哥伦比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厄瓜多尔、埃及、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匈牙利、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 

墨西哥、蒙古、莫桑比克、巴拿马、秘鲁、波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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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 1月1 7日，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加拿大»,爱尔兰、

^ 新西兰、挪威、菲律宾、新加坡和瑞典提出一份题为“禁止生产武器用

裂变材料”的决议草案（A/C • 1/37/L。48 )。 后来又有孟加拉国、印度尼西 

亚和罗马尼亚加入为提案国。1 1月I 9日，加拿大代表在第3 7次会议上介绍 

了决议草案。

17. 1 1月2 4日，委员会第4 3次会议以记录表决1 0 4票对零票，2 I票 

弃杈通过决议草案A/C„ l/37/L.48 .(见第4 0段决议草案E )。 表决结果如 

下：

赞成: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枚孟加粗国、 

比利时、贝宁、不丹、玻利维亚、缅甸、布隆遮加拿大、中非共和国、 

乍得、智利、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民主也门、丹 

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足斐济、芬兰、加基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技几内亚、圭亚那、冰岛、 

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 

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利比里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 

代先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泊尔、荷兰、新西兰、 

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担圭、 

秘鲁、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沙特阿扭伯、塞内加尔、塞狃利昂、新加故索马里、西班牙、斯 

里兰卡、苏丹、苏里南、瑞典、阿狃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 

立尼运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鸟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喀麦 

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鸟拉圭、委内瑞技也门、南斯 

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G.决议草案 A/C , 1/37/Ii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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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ÿ：无。

弃杈: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古巴、捷 

克斯洛伐克、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印度、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墨西哥、蒙古、莫桑比克、巴拿马、波兰、鸟克兰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美利坚合众国、越南。

H.决议草案 A/C。1/37/1。52

1& I 1月1 8日，淫、輕、至f、希腊、墨西哥、尼日利亚、斯里兰卡 

和g提出题为“审查和补充对无核武器区问题一切方面的通盘研究”的决议草案 

(A/C. 1/37/L.52 )。 后来又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加納、摩洛哥、塞内 

加尔、塞拉利昂和乌拉圭加入为提案国。1 1月1 9日，芬兰代表在第3 7次会 

议上介绍了决议草案。

19. 1 I月2 6日，在第4 5次会议上，芬兰提出了一项口头订正，将执行部 

分第2段改为：

秘书长考虑到以现有预算经费内可以作出的节余，在合格政府专家特设 

小组的协助下进行这项研究，并将研究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

20. 就这份决议草案，秘书长提出了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的说明（A/C]/ 

37/L.72。）

21. 1 I月2 6日，委员会第4 5次会议以记录表决1 2 5票对1票，2票弃 

杈通过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A/C.I/37/L.52 (见第4 0段决议草案F )。表决 

结果如下：

A/37/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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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 

巴枚孟加拉国、比利时、贝宁、破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缅甸、 

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 

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黎加、古巳塞浦路斯、捷克斯 

洛伐克、民主也门、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 

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技几内亚、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 

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象牙海岸、 

牙买加、日衣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 

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狃维、马来 

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 

莫桑比克、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担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 

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 

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 

卡、苏丹、苏里南、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担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落爱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鸟拉圭、委内瑞 

技越南、也门、雨斯扭先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印度。

弃权：圭亚那、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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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决议草案A，c. 1，37，L. 53

22. 1 1月1 7日，奥地利、巴哈马、孟加拉国、哥伦比亚、法国、印度尼西 

亚、爱尔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瑞典提出一份题为“提供有关军箏 * 23

能力客观情报的措施”的决议草案（4/C. i/37/L. 53)。后来又有比利时、厄 

瓜多尔和加纳加入为提案国。1 1月1 9日，奥地利代表在第3 8次会议上介绍 

了决议草案。

23. 1 1月2 4日，第一委员会第4 3次会议以记录表决1 0 3票对零票，18 
票弃权通过决议草案A/c. i/37/L. 53 (见第4 0段决议萆案G )。 表决结果 

如下：

赞成: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林、孟 

加拉国、比利时、贝宁、不丹、坡利维亚、缅甸、布隆迪、加拿大、中 

非共和国、乍得、智利、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丹 

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斐济、芬兰、法国、 

加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冰岛、印 

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蒽大利、象 

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利比里亚、 

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 

毛里塔尼亚、墨西哥、摩洛哥、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日尔、尼日 

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 

鲁、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 

加尔、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瑞典、泰 

1Ü、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鸟干达、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娶内瑞拉、也门、南斯拉夫、扎 

伊尔。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667
Chinese
Page 15

反对:无》

弃权：阿富汗、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古巴、捷克斯洛 

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圭亚那、匈牙利、印度、老树人民民主共和 

国、蒙古、莫桑比克、波兰、塞拉利昂、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越南、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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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 1月1 8日4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芬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

度、日本和挪威提出一份题为“《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 * 25 26 27

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的决议草案（A，c. 56 ), 后

来又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罗马尼亚加入为提案国》 1 1月1 9日，丹麦代表

在第3 7次会议上介绍了决议草案#"""

25. 1 1月2 4日，第一委员会第4 3次会议未经表决即通过决议草案A，c.

5Q (见第4 0段决议草案H ) •

A/37/667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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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决议草案 i，37^ 56

K.决议草案 yt!. 57

26. 1 1月1 8日孟加控国、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丹 

麦、埃及、芬兰、德意和国、意大利、日本、马拉维、挪威、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西班牙、1不列颠及北i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出一份题为

7‘《禁止为军何其他敌对目的i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审查会议”的决 

议草案（AXC. 1^37，％ 57 ) • 1 1月1 9日•芬兰代表在第3 7次会议上介 

绍了决议草案《

27. 1 1月2 4日，第一委员会第4 5次会议以记录表决，1 1 7票对零票，

7票弃权通过了决议草案A，C. 57(见第4 0段，决议草案I )• 表

决结果如下： .

赞成;阿富汗、安哥拉、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 

比利时、贝宁、不丹/坡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缅甸、市隆迪I白俄罗期蒸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刚果、哥斯达 

黎加、古嚷甫職濟■伐克芦主&门、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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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匈牙利、冰岛、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象 

牙海岸、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 

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 

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蒙古、摩洛哥、莫桑克、 

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 

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 

马尼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 

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鸟拉圭、 

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无*

弃权：阿根廷、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牙买加、墨西哥、巴拿马、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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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决议草案 A/C. 1/37/L 60

28. 1 1月1 8日，巴哈马、哥伦比亚、塞浦路斯、埃及、法国、印度尼

西亚> 爱尔兰、黎巴嫩、E哥、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秘鲁、塞拉系i 

昂、新加坡、斯里兰卡、苏丹、瑞典和乌拉圭提出一份题为“关于裁军逬程的 

体制安排”的决议草案（A/C. l/37/工. 60)。后来又有厄瓜多尔，加纳t利 

比里亚、罗马尼亚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加入为提案国。1 1月1 9日，瑞典代 

^在第3 8次会议上介绍了决议草案。决议草案内容如下:

“大会，

“回顾其1 976年1 2月14日第31/90号决议中决定对加强联合国 

在裁军领域中的作用问题经常进行审议，

“又回顾1 9 7 9年1 2月1 1日第3 4 / 8 7 E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之外,

(a) 重申联合国在裁军领域负有中心任务和主要责任，

(b) 注意到裁军议程的增加，所涉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许多国家更为积极的 

参加，需要联合国处理越来越多的裁军事务，例如宣传、实质性准备工作、裁 

军进程的执行和监督，

“注意到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赋予裁军中心越来越多的责任， 

要求它在协调联合国系统内世界裁军运动活动时提供中心指导作用，

“又注意到向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所提出旨在采取某些行动来加强联合国裁 

军机构的各项建议，

“认识到从第一届专门讨论裁罕问题的特别会议以来各方对裁军问题越来越 

重视，裁军中心和裁军谈判委员会承担越来越大的工作童即其明证，

“考虑到关于单一的多方裁军谈判论坛应当有一个会议的名称的建议，

“重申最后文件第1 2 0段所载的规定仍然有效，

A/37/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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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秘书长将获得联合国现有总资源适当加强的裁军中心改为裁军事务 

部，由一位副秘书长领导，其组成应充分反映公平地域分配的原则。

“2 •鱼秘书长将实际执行本决议的情况向第三十八届会议进行报告。

“3 .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在不违反最后文件第1 2 0条的情况下，考虑将 

其名称改为裁军会议。”

29. 这份决议草案后来归并在决议草案A/C. 1/37/L. 67和Corr. 1内 

(见第〇分节）。

M •决议草案 A/C. 1/37/L 62

30. 1 1月1 8日，阿根廷、奥地利、孟加拉国、哥伦比亚> 法国t印度、 

印度尼西亚、爱尔兰、墨西哥、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瑞典和南斯拉夫提出了 

一份题为“军事研究和发展’’的决议草案U/C. 1/37/1. 62)。后来又有I 

瓜多尔、加纳和马耳他加入为提案国。 31 32 33

31. 就此决议草案，秘书长提出了一件关于决议草案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 

的说明（A/C. 1/37/74)。

32. 瑞典代录在第4 8次会议上对决议草案作了口头订正，将执行部分第 

1段第一句改为：

“ÿ秘书长考虑到以在现有预算经费内可以作出的节余，在合格政府

专家协助下，”

33. 在同次会议，第一委员会以记录表决1 0 3票对零票，8票弃杈通过 

决议草案（A/C. l/37/L. 62JL (见第4 1段决议草案J )。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林、 

孟加拉国、比利时、贝宁、不丹、巴西、保加利亚、缅甸、布隆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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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乍得、智利、中国、哥 

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 

丹麦、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匈牙利、 

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 

以色列、牙买加、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 

马里、马茸他、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 

尼泊尔、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 

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塞内 

加尔、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瑞典、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 

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鸟拉圭、委内瑞拉、越南、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无。

弃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土耳其、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667
Chinese
Page 21

决议草案 ^C. 63

34 1 1月1 8日，埃及提出一份决议草案(Vc. 63 )，后.

来又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塞拉利昂加入为提案国8决议草案案文内容如 

如下：

“
大会，

“ mm《联合国宪章》各项宗旨和原则，

“对于国际局势令人惊恐地恶化和紧张局势的日益加剧，深表关切，

“强调唯有通过有效执行《联合国宪鞏》所规定的安全体系，加速大幅度裁 

减军备和武装部队，最终导致有效国际监督下的普遯彻底裁军，才能创造冥正 

而持久的和平，

“I军奋特别是核军备一无论是其数童上还是质重上的——竟赛的步伐日 

益加快，p且诗了裁军领域内的集体努力，对国际局势和世界和平产生了不利的 

耖响，深表关切，

“深信裁军虽然是所有国家的贡任，但两个主要的核武#国冢负有核裁军的 

主要责任，而它们连闻其他军箏上重要国冢负有停止和扭转军备茺赛的主要贡

任，

“II 9 8 2年6月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未能产生积 

极成果，特别是未能通过一项载有实现有效国际监瞀下普遍彻底裁军的各项迫 

切具体措施的《综合裁军方茱》，深表遗憾，

“重申迫切需要按照《最后文件》所列优先秩序，执行1 9 7 8年举行的大 

会第&特别会议，亦-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致通过并经第 

二届特别会议一致核可其有效性的《最后文件》内所载各项建议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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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宪箪》以及1 9 7 8年举行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 

文件》第2 7段的规定5联合国在裁军领域中负有中心任务和主要责任；

“2. g上述《最后文件》所载获得一致两定的裁军优先项目；

“ 3。差军备特别是核军省一无论是其数童上还是质童上的——竞赛的步 

伐日益加快及其对国际局势的不利影响，深表关切;

“4.呼吁所有主要核国家采取具体有效措施，停止并扭转军备竞赛，特别 

是核军备竞赛s帮助创造有利于实现有效国际管制下普逦彻底裁军的气氛

35. 1 1月2 6日*埃及代表在第4 5次会议上发了言，指出提案国并不 

希望将决议草案付诸表先

〇.决议草案 VU 1，37/^. 67 和 Corr. 1

36. 1 1月2 2日•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奥地利、巴哈马、孟加控国、 

玻利维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厄瓜多尔、法 

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马技、冰岛、印度尼西亚、爱尔兰、肯尼 

亚、黎巴嫩、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墨西哥、

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拿马、葡萄牙、罗马尼亚、塞拉利ff加坡、西 

班牙、苏丹、瑞典、突尼斯、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鸟拉圭提出一份题为“关于 

裁军进程的体制安排”的决议草案（VC. 1，37XA 67和Corr. 1).后 

来又有卢旺达加入为提案国>

37. 1 1月2 3日•挪威代表在第4 0次会议上介绍了决议草案，他指出 

这份决议草案代替议程项目1 3 3(a)(见A/37/1670)下的决议草案1， 

3 7/i. 9和议程项目5 5下的决议草案A，c. 1X37ZA 23和A/c. 1Z37ZA 
:60以及决定草案A/c. 1X37，A36(见第B. L和e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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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此决议草案，秘书长提出了一件有关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的说明

(68).
39. 1 1月2 6日，第一委员会第4 4次会议未经表决即通过决议草案

A^C. 1，37八67和Corr. 1(见第4 0段决议草案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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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委员会的建议

40。第一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全面彻底裁军 

A

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

大会，

认识到核战争将对全人类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回顾其1 9 7 8年12月16日第33,915'号决议，其中促请所有核武器 

国家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并促请所有不在其领土上 

拥有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避免采取任何直接或间接可能导致核武器部署在其 

领土上的步骤，

还回顾其1 9 8 0年1 2月I 2日第35/156C号决议和1 9 8 I年1 2 

月9日第36/97歸决议，其中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迟延地进行会谈，以期 

制订一项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国际协定，

遗憾地注意到大会的此项呼吁仍未受到遵从，

认为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构成朝向随后从其他国 

家领îi全撤出核武器的更大目标、从而有助于防止核武器扩散最终导致核武 

器完全消除的一个步骤，

念及许多国家明白录示的避免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意愿，

对于导致在其他国家领土上建立核武库的计划和实际步骤，深感震惊，

1。再次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迟延地进行会谈，以期制订一项不将核武

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国际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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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吁请所有核武器国家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

并避免从îi其他国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逬一步行动；

3. 吁请所有核武器国家在数量上冻结其部署于其他国家领土上的核武器;

4 . f秘书长将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有关讨论本问题的全部文件送交裁军 

谈判委员会；

5 .遺裁军谈判委员会就此问题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6.决定将题为“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裁军谈 

判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裁军湘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对军备竞赛令人惊恐的现况及其对人类生存造成的危险表示关切，

认识到联合国在缓和紧张局势、维护与促进国家间的信任和推动共同安全 

与裁军事业方面所起的中心作用，

注意到裁军和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向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届专 

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提出的题为《共同安全》的报告，

深信该委员会对裁军和安全问题的讨论和审议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载 

于其《行动剩领》内的各项建议和提案应在联舍ÜI系统内予以逬一步的考虑，

注意到报告中的建议是向各国政府和肤合闱及其各机关提出的，

深信在联合国系统相在其它有关情形下确保该报告的有效后续行动的重要

&
1。f秘书长将裁军和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报告提交裁军审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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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么进:裁军审议委员会审说该报告中与裁军和军爸限制有关的建 

议和提案，并于其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关于联合国系统或其它场所最光善地 

确保其后续行动有效执行的建议，

3. 决定将题为“裁军和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裁军审议娈员会的报告” 

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八届舍议议程.

C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相使用放射性武器

大会，

回顾常规军备委员会1 9 4 8年8月1 2日的决议明确规定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原子爆炸武器、放射性物质武器、杀人化学和生物武器以及任何今 

后发展的、在毁灭性效应上具有与原子弹或其他上述武器相似特征的武器* 

回顾其1 9 6 9年1 2月1 6日第2 6 0 2 c (XXIV)号决议，

回顾大会于其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76段中称：应当缔结一 

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

重申其关于缔结此一公约的1981年1 2月9日第36,97 B号决议，

深信此一公约可使人类免遭放射性武器付诸使用的潜在危险，从而有助于 

加强和平并防止战争的威胁，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已就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 

武器的国际公约进行谈判，

第S— 12X2号决议《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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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报告命提交大会第三 

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中有关这些谈判的部分4,包括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 

报告，

意识到这些谈判虽然达成了进展但各方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仍存在意见 

分歧，_

考虑到核能的和平应用涉及建立大量拥有高浓度放射性材料的核设施,并 

铭记到此种核设施遭受军事袭击的摧毁可以引起灾难性的后果,

满意地注意到各方广泛认识到有必要就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案文达 

成协议，

1. !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逬行谈判，以期早日完成拟订一项禁止发展、 

生产、储^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以便如有可能提交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

2. 又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寻求夫于禁止对核设施逬行军事袭击问题的 

解决办法,包括计及各方为此目的而提出的一切提案，确定此种禁止的范围；

3. 注意到放射性武器特设工怍小组于裁军谈判委员会所通过的报告内所 

载建议：即于委员会1 9 8 3年会议开始时设立一个特设工怍小组，就禁止放 

射性武器继续逬行谈判；5

4. f秘书长将一切同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 

使用放射性武器有夫的文件，送交裁军谈判委员会；

5. 决定将题为“蔡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项目列入 

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4《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特别会议》（ys-12/2),第67—75段，以及 

《同上，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 7号》（¥37/27)第7 6 -8 3段，

5《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 7号》（A/37/27 ),第8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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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和禁止反卫星系统

大会，

受到由于人类进入外层空间而在人类面前展现的伟大前景的鼓舞，

相信外层空间的任何活动应以和平为目的，并应造福于各国人民，不论他 

们的经济或科学发展的程度如何，

回顾《关于各国探测及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所应遵守原则的 

条约》6的缔约国已在第三条中承诺：探测及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 

体在内的活动，应按照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并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及增进国际合作与谅解而进行，

A/3T/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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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重申上述条约第四条规定条约缔约国承诺不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放置 

任何载有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种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不在天体上装置这 

种武器，也不以任何其他方式在外层空间设置这种武器*

又重申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7第80段，其中说，为了防止外 

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应当本着该条约的精神，采取逬一步的措施并逬行适当的 

国际谈判，

意识到需要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特别要防止反卫星系统及其对国际 

和平与安全引起不稳定局势所造成的威胁》

回顾其1 9 8 I年1 2月9日第3 6,9 7号决议勒第3 6/ 9 9号决议,

第2222(XXI)号决议，附件a 
第S—10/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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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对于军备竞赛可能扩女 

到外空间表示的严重关切，并注意到外空会议向联合国各主管机关，特别是大 

会，以及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各项建议，

又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1 9 8 2年会议期间，曾在其正式和非正式会议 

上以及通过非正式协商，对此议题进行了审议，

又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项目 

的部分报告；8

1. 重申国际社会应当采取进一步的有效措施，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

赛；

2. 赞赏地注意到各会员国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在大会中对此项目的讨论 

所作的贡献；

'3. 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就下列问题进行实质性审议：

(a)照顾到旨在这成此一目标的一切现有和未来提案，审议如何就旨在禁 

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有效可核查协定逬行谈判的问题，

⑼优先审议如何就旨在禁止反卫星系统的有效可核查协定逬行谈判的问 

题，作为朝向实现上文(a吩段所列目标的重要步琴；,

4. 表示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适当步骤，例如是否可能设立一个工作 

小组，以促进上文第1和第3段所列目标；

5. 裁军谈判委员会就其审议本议题的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 

出报告；

6. 决定将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和禁止反卫星系统”的项目*

列入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笫2 7号》（V137/27),第 

9 7 - 1 0 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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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

大会，

回顾其1 9 7 8年1 2月1 6日第33/91H号决议，1 9 7 9年1 2月11 

日第34/87D号决议、1 9 8 0年1 2月1 2日第35/156H号决议和1981 

年1 2月9日第36/97〇f决议均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 

会议《最后文件F第三节所载《行动纲领》和进行题为“核武器的一切方面” 

的项目下工作的适当阶段，迫切审议可予充分核查的停止和禁止生产核武器用 

裂变材料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问题，并随时将这项审议的进展情况通知大会，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1 9 8 2年会议议程上有一个题为“核武器的二•切 

方面”的项目，委员会1 9 8 2年会议的两期会议的工作计划都列有一个题为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项目，

回顾各国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上提出的关于各该项目的提案和发言，

认为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并逐步将储存材料改造并转用于和平用途，

将是朝向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一个重要步骤，

认为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也将是有助于防止核 

武器和核爆炸装置扩散的重要措施，

1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处理题为“核武器的一切方面”的项目的适当阶段, 

继续审议可予充分核查的停止和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 

的问题，并随时将这项审议的进展情况通知大会。

9 第S-1Q/2号决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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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和补充对无核武器区问题 

一切方面的通盘研究

大会，

认识到需要竭尽一切努力以达成停止核军备竞赛，达成核裁军和严格有效 

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认识到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迫切需要防止全世界核武器的扩散，

肯定设立无核武器区有助于裁军，

回顾其1 9 7 5年1 2月1 1日关于对无核武器区问题一切方面逬行通盘 

研究的第3472(xxx)号决议，

^各国政府、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就此所提出的意见、 

评论和建议，以及秘书长载列这些意见、评和建议的报告/°

认识到有关在世界各个不同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的问题已成为联合国裁军 

领域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报告的主题对象，

进一步认为《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经验对 

世界其他地区具有莫大的价值，

认识到这些事态发展应载入有关这项问题的最新补充研究报告内，

1.决定应进行一项研究，根据1975年以来积累的资料和经验审查和补 

充对无核武器区问题一切方面的通盘研究；

AXl〇〇27/Add.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634卷，第9068号，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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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秘书长考虑到以现有预算经费内可能作出的节余，在合格政府专家 

特设小组的协助下进行这项研究，并将研究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

3. 吁请各有关政府和主管国际组织提供进行这项研究时不时需要从其取 

得的协助；

4。 决定将题为“对无核武器区问题一切方面的研究”的项目列入大会第 

三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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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关军事能力客观情报的措施

大会.，

对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持续升级、及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极度有 

害的影响以及人力和物力可涴惜地浪费于军事目的深感关切,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曝后文件y2中指出，为了促进裁军过程，必须很游 

《4关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采取和推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建立各国间信 

任的措施和政策，

铭记着《最后文件》还指出,裁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尊重自决和民族 

独立的权利、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平觯决争端、以及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彼, 

此都有直接的相互关系4 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取得进展都有利于所有其他领 

域；反之，在任何一个领域的失败对其他领域都会产生消极效果B
还回顾《最后文件》第1 0 5段鼓励各成员国确保裁军各方面的情报得到 

更完善的交流，以避免散布有关军备的错误相有谝见的情报，并集中注意于军 

备竞赛升级所造成的危险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需要，

注意到由于缺乏客观情报可能对假想敌方的军事能力和意图造成错误的认 

识，从而可能促使各国采取导致加速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和增加国际紧 

张局势的扩军方案s
认识到有关各国待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的军事能力的客 

观情报,有助于各国建立信任，缔结具体裁军协定，从而帮劻停止和扭转军备 

竞赛.

第S—10/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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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吁请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考虑其他促讲 

有关各国军事能力的客观情报和客观评价各国军事能力的措施；

2"里所有国家向秘书长提出它们对这种措施的蒽见和建议；

3.里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其中首先载列各会员 

国应上述第2»出的复文•其次根据这些复文载列联舍国在促进有关各国军事能 

力的客观情报和客观评价各国军事能力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的初步分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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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 

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

回顾其1 9 7 0年1 2月7日第2660(XXV)号决议，其中大会推荐《禁 

止在Ü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7

注意到《条约》第三条有关举行审查.会议的规定.

铭记蓍《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相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 

约》，缔约国于1 9 7 7年6月2 0日至7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审查 

会议的《最后宣言Y4决定下一次审查会议应于1 9 8 2年在日内瓦举行，除非 

多数缔约国向保存国表示希望将该次会议予以延期，在这种情况下，不得迟于 

1 9 8 4年举行会议，

回顾其1 9 7 7年1 2月1 2日第32/87 A号决议5其中就第一次审查 

会议的结果作了评价，

铭记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有关各段,

1 .注意到经过适当协商以后,应于1 9 8 3年举行下一■次审查会议之前 

建立一个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缔 

约国第二届审查会议筹名■委员会；

2 •遭秘书长为审查会议及其筹备工作提供必要援助和各种可能需要的服 

务*包括简要记录；

3 ；回顾大会曾表示希望尽可能多的国家加入《条约》. 15

15第2660 (XXV)号决议，附件。

见 A，C. 1，32/4。

”第S—10/2号决议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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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 

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

缔约国审查会议

大会，

回顾其1 9 7 6年1 2月1 0日第31/72号决议已将《禁止为军事或任 

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6送交所有国家，供它们审见签 

字和批准，并表示希望有尽多的国家加入公约，

注意到《公约》第八条第1款规定:

“本公约开始生效后五年，保存人应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一次本公约缔 

约国会议。会议应审议本公约的执行情况，以保证其宗旨和各项条款正 

在得到实现，特别应审查第一条第一款各项规定在消除为军事或任何其他 

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危险方面的效能。”

铭记到《公约》于1 9 8 3年1 0月5日即已生效五年，

I .注意到秘书长作为公约的保存人，意图在1 9 8 3年1 0月5日以后 

尽可能早的一个切合实际的日期召开《公约》第八条第1款所规定的禁止为军 

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缔约国审查会议，并注意到 

秘书长将为此目的而与《公约》缔约国逬行协商，讨论有关审查会议及其筹备 

工作的各项问题，包括设立一个会议筹备委员会；

2. £秘书长为审查会议及其筹备工作提供必要的协助，并提供其所需要 

的各种服务，包括编制简要记录；

3。 并注意到关于承付审查会议及其筹备工作的费用的安排，将由审查会 

议作出。

化第3 1/7 2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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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研究和发展

大会,

注意到联合国评价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和审议一切有关裁军的问 

题的重要任务，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亦即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 

文件f第39段的规定，其中指出，裁减军备质量和数量的措施对停止军备竞 

赛都极其重要。为此目标的努力应包括关于限制和停止改良军备——特别是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质量和发展新作战手段的谈判，以便科技的成就最后可以 

专门用于和平用途，

逬一步考虑到同一《最后文件》第1 〇3段指出，联合国裁军中心应加强 

活动，提供有关军备竞赛和裁军的资料，

注意到裁军研究和发展对军备竞赛的影响,特别是对各种主要武器系统， 

例如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影响，

4.0前世界上很大--批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参与军事方案表示关切8 

又注意到军备竞赛y特别是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军备竞赛日 

益强调质量方面，

认识到某些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可能有助于裁军并具有防止冲突的作用，

意识到为和平目的逬行研究和发展的基本重要性,以及所有国家独自地或 

与其它国家合作为此目的发展其研究和发展的不可剥夺权利的重要性，

深信需要将注意力集中于研究和发展被军事方面所利用的问题，并为逬一 

步认冥审议这问题奠定基础，

”第S-10/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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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提出的有关军事 

研究和发展方面的建议，

又深信关于军事研究和发展方面的资料日益增多,将有助于促进国家间的 

信任和增加就军备限制和裁军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进一步深信对研究和发展在军事上应用进行研究，将增加所有国家关于军 

事研究和发展方面，特别是主要军事大国的研究和发展方面的现有知识，并对 

传播这些问题方面的实际资料及其分析做出宝贵贡献，

I •里秘书长考虑到以现有预算经费内可能作出的节余，在合格政府专家 

协助下，就研究和发展的军事利用方面的范围、作用和方向、所涉体制和它在 

整个军备竟赛，特别是核车备竟赛中的作用，及其对军备限制和裁军，特别是主 

要武器系统如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的影响逬行综合研究，以期 

防止军备质量竞赛和确保科学和技术成就可以最终完全用于和平目的，

2. ÿ所有国家最迟于1 9 8 3年4月1 5日以前向秘书长提交它们对这 

项研究主题的意见，并向秘书长合作实现这项研究的目标，

3. !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有关这项问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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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裁军进程的体制安排

大会，

回顾其1 9 7 6年1 2月1 4日第31/90号决议，其中决定不断审查增强 

联合国在裁军方面作用的问题，

又回顾1 9 7 9年1 2月1 1日第34/87 E号决议，其中除别的以外，

⑻重申联合国在裁军领域负有中心任务和主要责任，

⑽注意到裁军议程的增加、所涉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许多国家更为积极的参 

加，需要联合国处理越来越多的裁军事务，例如宣传、实质性准备工作，裁军进 

程的执行和监督，^

裁军谈判委员会依照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w的第120段，作为单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重要性，

认识到自第十届特别会议以来,秘书处裁军中心和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负 

担日益加重，表明各国对裁军问题的日益重视，

铭记着国际安全事务和裁军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秘书处处理这些事务的 

各单位间密切合作的益处，

注意到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旨在采取某 

种行动以增强联合国裁军机构的一些建议，

还注意到第十二届特别会议日益扩大裁军中心的职能，要求它在联合国系 

统内为协调世界裁军宣传活动发挥中心指导作用，

第S—10/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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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了裁军谈判委员会报告第二i节的有关部分，19 

重申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2 8段，

注意到不可能在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期间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 

后文件》第120段和大会1 9 8 1年1 2月9日第36/97J号决议完成对裁军 

谈判委员会组成的第一次审查，

还注意到以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结论文件》第5 5和第6 2段为基础在裁 

军谈判委员会内的协商尚未完成，

f裁军谈判委员会考虑到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20段和第十二 

届特别会议《结论文件》第5 5和第6 2段，就审查委员会组成情况向大会第 

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补编第2 7号》（A/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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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着单一的多边裁军谈判的论坛应具有会议名称的建议，

重_£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20段所载各条款的有效性， 

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考虑在不影响《最后文件》第120段的情况下自行命 

名为会议〇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 2 4段，

遺秘书长考虑到本决议第四节的规定和大会在此一方面的进一步的有关

决定，按照他1 9 82年10月26日的说明2。恢复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并 

授予该委员会说明中所列举的职能。

四.

意识到国际社会需要得到有关国际安全、军备竞赛和裁军等问题的更多样 

的和完整的数据，以期通过谈判为所有国家谋求更大的安全，从而促成进展， 

深信裁军谈判和为了继续在较低级别的军备获致较大^全#出努力,将从 

客观和求实的研究及分析中得到益处，

重申确保裁军研究应按照科尔独立的标准进行的重要性，

意识到联合国在裁军方面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活动将能促使所有会员国明 

智地参与裁军工作，

强调需要在联合国内进行更深入的、向前看的及长期的裁军研究，

回顾其I 9 7 9年1 2月1 1日第34/83M号决议，

A/37/5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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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董事会为建立和发展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作出贡献， 

表不感谢;

2.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自成立以来所开展的各项活动;

3. 决定：

(a)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职能应：

H与裁军事务部密切协作的自治机构21 ;

口其组织方式将保证各国在公平政治和地域基础上参加；

㈢继续独立逬行关于裁军及有关的安全间题的研究；

㈣适当地考虑到大会的各项建议；

(b) 秘书长的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应行使研究所董事会的职能；

⑹研究所总部将设于日内瓦；

(d)研究所的活动经费应来自各国、公众及私人组织的自愿捐款；

4. 里各国政府考虑向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提供捐助；

5. 里秘书长向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提供行政及其他支助；

6. jf董事会根据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目前的职责草拟研究所的章程，以便 

提交大会第三卞/\届会议；

7 •垔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主任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和研究所进行的活动岗 

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五、
1. 秘书长以联合国现有的全盘资源适当地加强裁军中心，将它转化为 

裁军事务部，由一位副秘书长领导，这个部的组织情况将充分反映公平地域分 

配原则；

2. ÿ秘书长就本决议的实际执行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参看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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