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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传，以期推进世界裁军运动的 H标，促进有效国

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最终目标；

2. 呼吁所有会员国鼓励它们的公民自由公开地

表示他们自己对裁军问题的意见，并为此目的公开从

事组织和集会；

3. 请秘书长每年就本决议的各项条款执行情况

向大会提出报告。

1982 年 12 月 13 日

笫 101 次全体会议

37 /117. 发展和加强各国睦邻关系

大会，

铭记着联合国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中所表示的

“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的决心，

回顾其 1957 年 12 月 14 H 第 1236 (XII) 号决议、

1958 年 12 月 1O H 第 1301(XIII) 号决议、 1965 年 12

月 21 日第 2129(XX) 号决议、 1979 年 12 月 14 日第

34/99号决议和 1981 年 12 月 9 日第 36/101 号决议，

铭记着邻国之间由千地理上接近，因此在许多领

域存在着特别良好、多式多样的互利合作机会，而发

展这种合作关系可能对整个国际关系具有积极的影

响，

考虑到世界上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动以及

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已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空前密切，给各国奉行的睦邻关系带来了新的内容，

因此更有必要予以进一步发展和加强，

回顾其意见：有必要继续审查睦邻关系问题，以

便加强和进一步发展其内容以及提高其效果的方式和

方法，并且，这种审查的结果可以在适当时载入适当

的国际文书内，

1. 重申睦邻充分符合联合国宗旨，并且也是建

立在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汀叭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

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136的原则

以及反对任何谋求建立势力范围或统治范围的行为的

基础之上的；

136第2625(XXV) 号决议，附件。

2. 再次要求所有国家为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按照这些原则发展睦邻关系；

3. 重申行之已久的善邻惯例和某些符合善邻原

则和守则的普遍化，将可加强国与国间遵照《宪章M促

进友好合作关系；

4. 认为考虑到秘书长关千睦邻关系的报告， 137

连同各会员国随后可能提出阐明睦邻关系各项要素的

其他意见和提案，作为在适当时制订一件有关这个问

题的适当国际文书的过程的一个部分，是适当的；

5. 再次请尚未按照大会第 34/99 号和第36/101

号决议将其有关睦邻的意见和建议通知秘书长的各国

政府和各国际组织尽快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请已经提

出意见和建议的各国政府于其认为必要时提出补充意

见；

6. 决定将题为“发展和加强各国间睦邻关系”的

项 H 列入第－．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2 年 12 月 16 日

笫 108 次全体会议

37 /118.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讨的

执行情况

大会，

审议了题为＂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口的执行情

况＂的项目，

关切地注意到《加强国际安全宣言》138的各项条款

未获充分执行，

深感不安地看到：世界紧张局势升级，进行威胁

或使用武力、干涉、于预、侵略和外国占领的情事更

加频繁，在解决各个不同区域的危机方面仍旧亳无进

展且继续恶化，大国的军备竞赛和军备扩张继续升

级，有人奉行争夺和对抗政策并不断试图将世界划分

为势力范围和统治范围，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

隔离继续存在，妄图改变民族解放斗争的性质，发展

137 A/37 / 476 。

138 第 2734(XXV) 勺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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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仍无解决办法，所有这些都危及国

际和平与安全，

由于国际问题和冲突的解决缺乏进展，而裁军进

程又停滞不前，以致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达到了一个

极为危急的关头，对此深表关切，

对于军事演习及其他军事活动日益加剧，范围扩

大，次数频繁，日趋险恶，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大国

互相对抗，以此作为对国家的独立和各国人民反抗外

国和殖民统治的解放斗争施加压力和威胁的手段，从

而使国际关系趋于不稳定，褒示震惊，

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系未能予以有

效地运用，

认识到唯有在自由、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国

家平等以及处于殖民和外国统治下的人民实行自决、

尊重基本人权和发展各国友好的关系的基础上，才能

维持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强调需要由联合国负责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各个主

要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作出更有效的贡献，为

世界上尚未解决的问题和危机寻求解决办法，从而促

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强调不结盟国家运动按照《联合国宪章叶的原则和

宗旨，并按照不结盟原则和政策，对民族解放运动的

斗争和对联合国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朝向国际关

系的民主化、发展国际合作和建立一个以公正、主权

平等以及所有国家和民族安全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体制

所作的种种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注意到载有各会员国关于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

和合作问题的意见的秘书长报告， 139并回顾 1975 年 8

月 1 日在赫尔辛基签署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

文件》关于地中海一章的各项条款、不结盟运动的各

项建议，以及个别国家就该地区和平与安全所作出的

正式声明和贡献，

1. 再次重申«联合国宪店乃各项宗旨和原则的普

遍和无条件的有效性，构成不论其人小、地理位置、

发展水平或政治、经济、社会或思想体系的各国之间

发展关系的稳固基础；

139A/37 /355 和 I Add.1 - 5 。

2. 敦促所有国家在国际关系上严格遵守其按

《宪章汪所承担的各项义务，并为此目的：

(a) 避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干涉、干预、

侵略、外国占领和殖民统治或采取侵犯其他国家主

权、领土完整、独立及安全或自由处置其自然资源的

权利的政治性和经济性胁迫措施；

Cb) 不以任何理由支持或鼓励任何此种行为；

(C) 反对并拒绝承认此种行为所造成的局面；

3. 呼吁所有国家对《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

作出有效贡献；

4. 井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

军事上重要国家，立即采取旨在促进《宪章》设想的集

体安全体系的步骤，同时采取有效停止军备竞赛和实

现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措施；

5. 请所有国家，尤其是军事大国和军事联盟的

成员国避免采取对其他国家和区域构成压力和威胁的

行动，特别是避免在紧急情况下和在危机地区采取这

种行动，包括军事活动和演习；

6. 促请所有国家，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

事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国际局势进一步恶

化，并为此目的：

(a) 谋求以和平方法解决争端和消除危机及紧

张局势的焦点；

(b) 开始进行认真、有意义和有效的谈判，以

便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沪“内各项建议

和决定，并履行《最后文件》第三章《行动纲领》内所载

并经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一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

问题的特别会议一—«结论文件》141予以郑重重申的各

项优先任务；

(C) 为迫切解决国际经济问题和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作出贡献；

Cd) 加速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经

济发展；

(e) 并亳不延迟地在全球谈判的范围内开始就

1407,fi S-10,12 1,} 决议。

141《入会[L式记求，第十二届特别会议，附件沁议程项目

9 、 10 、 11 、 12 和 13, A/5-12/32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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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世界经济和改组国际经济关系的途径和方法进行 14. 吁请参加马德里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所

全面审议； 有国家采取一切可能措施并竭尽全力，以确保这次会

7. 注意到安全理事会未能就其执行大会 1980

年 12 月 12 日第 35/158 号决议第 13 和 15 段各项条

款而采取的步骤向大会提出报告，并促请安全理事会

毫不迟延地采取上述步骤；

8. 再请安全理事会考虑各种途径和方法以确保

执行上文第 4 和第 6 段的各项有关规定，以及审查所

有现行体制并拟议旨在按照《宪章》规定加强安理会的

权力和执法能力的新办法，并探讨安理会遵照《宪章》

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定期举行部长级会议，或遇特别情

况举行更高级别会议的可能性，以便使其能够在防止

潜在冲突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并将安理会的结论

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9. 重申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其常任理事国必须按

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确保安理会决定的有效

执行1

10. 认为尊重和促进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

文化各个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作为一个方面，同加

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为另一个方面，彼此之间是可以

互相促进的，

11. 重申处于殖民统治、外国占领或种族主义政

权下的人民进行斗争的合法性及其自决和独立的不可

剥夺权利，并促请各会员国加强支持和声援这些人民

及其民族解放运动，并采取迫切和有效的措施，以便

迅速彻底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并

最后消除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

12. 促请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促进

实现非洲非核化的各项目标，以防止南非的核能力对

非洲国家特别是对前线国家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

构成的严重危险；

13. 重申其对《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142

的支持，并希望构成实现该《宣言》各项目标的一个重

要阶段的印度洋会议最迟将于 1984 年上半年举行，并

为此目的，敦促所有国家对这次会议的成功作出有效

贡献；

1“第 2832(XXVI) 号决议。

议在落实 1975 年 8 月 1 日签署于赫尔辛基的＂会议最

后文件》所订各项原则和目标方面取得重大均衡的成

果，同时确保欧安会所开展的并己对加强欧洲和世界

和平与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多边程序得以持续，

15. 认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毗邻区域的安全

相互依存，并认为必须作出进一步努力，以便在主

权、独立、领土完整、安全、不干涉和不干预、不侵

犯国际边界、不使用武力、不容以武力取得领土、和

平解决争端等原则的基础上，为地中海区域内所有国

家和人民创造安全条件和在各个领域内进行富有成效

的合作的条件；并根据《联合国宪章》和有关决议的各

项条款，在撤出外国占领部队、尊重对自然资源的主

权和处于殖民或外国统治下的人民自决和独立权利的

基础上，公正和切实地解决该地区现有的问题和危

机，

16. 促请所有尚未这样做的各国政府在大会第

三十八届会议之前提出其对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

合作的问题的意见，并请秘书长根据收到的所有复文

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一份分析性报告；

17. 决定将题为“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合

作＂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18. 决定将题为＂审在«加强国际安全宜言》的执

行情况＂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2 年 12 月 16 日

笫 108 次全体会议

37 /119. 执行《联合国宪章沺的集体安全
条款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大会，

重申联合国的首要任务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井重申《联合国宪\功的基本原则：一切国家负有

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以侵犯其他国家主权、政治独

立或领土完整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