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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向大会转递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裁研所 主任关于该所 2000 年 7 月

至 2001 年 7月期间活动的报告和 2001-2002年工作方案草案  

 本报告经裁研所董事会在秘书长的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 2001年 7月 25日至

27日举行的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审议并核可 向大会提交  

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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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的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2001 年 7 月 25 日至 27 日 核可了本报告

委员会也是裁研所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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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主任关于该所 2000 年 7 月至 2001 年 7 月

期间活动的报告和 2001-2002 年工作方案草案及概算 

 摘要 

 1984年 大会向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裁研所 主任提出了一项长期要求 要

求他每年就该所的活动向大会提出报告 为此目的 主任编制了本报告 叙述裁

研所 2000 年 7 月至 2001 年 7 月期间的活动并提出 2001-2002 年工作方案草案及

概算 供研究所董事会在 2001 年 7月 25日至 27日举行的秘书长裁军事项咨询委

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审议  

 董事会按照裁研所规约的规定 于 7月 26日审议了主任的报告 并核准将其

提交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  

 董事会报告了裁研所的管理和人事安排 特别强调研究所从联合国预算中获

得补助金对维护其独立至关重要 裁研所计划在 2001 和 2002 年继续以下主要研

究方向 全球安全和裁军 区域安全和裁军 人的安全保障和裁军 主任还报告

了研究所继续同世界各地研究所和联合国系统内同裁军有关的实体建立联系网络 

 董事会通过本报告向秘书长建议从 2002年经常预算拨出补助金给裁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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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A. 裁研所主任的报告 

1.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裁研所 是联合国框架内的

一个独立自主的研究机构 研究所按照 1979年 12月

11 日大会第 34/83 M号决议设立 其中指示对裁军及

国际安全问题进行独立的研究  

2. 本报告
1 
综合了裁研所主任帕特里夏 刘易斯关

于裁研所 2000年 7月至 2001 年 7月期间活动的报告

按照 1990 年 12月 4日第 45/62 G号决议第 6段的

要求提出的 和董事会按照裁研所规约第四条第 2(1)

段的要求提出的关于 2001 2002 两年期工作方案草

案和概算的报告
2
 

 B. 董事会审议主任的报告 
 

3. 主任于 2001 年 1 月/2 月在纽约向裁军事项咨询

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作了口头报告 董事会在这届

会议上注意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 2000 年

11 月 30日的评论后 正式核可裁研所的 2001 年方案

和预算  

4. 主任于 2001年 7月 26日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事

项咨询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举行期间向董事会提

出报告 供其审议和核可 董事会审议了主任的报告

赞扬她和裁研所工作人员迄今成功地执行了活动方

案 董事会就计划的 2001 2002 年的活动提出了几

项建议 主任参考了这些建议  

5. 董事会还审查了裁研所的各项财政安排 并赞扬

其工作人员特别是其主任筹资卓有成效 并请参看

下文第三节  

6. 董事会核可了将向大会提出的本报告  

二. 管理和员额配置 
 

7. 执行裁研所工作的是满腔热诚但为数不多的工

作人员 一名主任 一名副主任 一名行政助理 负

责出版业务的专门秘书 电脑系统管理员 研究方案

主管 日刊编辑 报告和书籍的编辑 项目研究员

目前 工作人员人数在增长 核心工作人员的工作合

同是一年期可续约合同 现正在发展更强的核心工作

人员 加强裁研所的研究方案 现正在作一切努力来

增加裁研所的核心和项目收入 以增加人手和改善合

同 2000年 裁研所开展了新的研究金方案 从而大

大增加了研究员人数  

8. 裁研所的合同已经改进 目前已同联合国的主要

合同接轨 2001 年裁研所的所有员额都重定职等 目

前正采取步骤 自 2002 年起 按联合国的专业和一

般事务职等的情况制定裁研所的薪金结构 这一步骤

将使裁研所的行政和人事结构同联合国中央行政的

结构更趋一致 为落实这些措施 裁研所所有员工都

正在参加联合国的考绩制度  

9. 裁研所每周举行工作人员会议 每月举行研究工

作会议 每两年举行战略规划会议 机会平等 技能

培训和员工考核等问题都是管理当局十分重视的 最

近的培训课程包括语言培训 管理系统培训和电脑软

件培训  

三. 由联合国经常预算补助联合国裁军

研究所 
 

10. 未来的两年期需要一笔补助金来支付主任和行政

等费用 此种补助金不仅在经济上重要 而且对维持裁

研所的独立性也是重要的 应指出 几年来补助金没有

按通货膨胀调整 而薪金却有 实际上 1996 1997

年间的补助金从 220 000美元调低到 213 000美元  

11. 2001 年 裁研所着手努力增加补助金 争取让其

接近起先的水平 为纪念裁研所成立 20 周年 大会

通过了一项协商一致的决议 见附件六 其中提到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行预咨委会)的报告 秘

书长的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和内部监督事务

厅的深入评价报告 决议第 5段建议 秘书长在现有

资源范围内 寻求增加研究所经费的办法 不过

尽管迄今作出所有这些努力 补助金金额仍未增加  

12. 鉴于联合国的补助金十分重要 所以应比较紧急

地探讨这一问题 确保裁研所的独立 协助自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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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 应更积极地确保补助金增加到适当水平 并

按通货膨胀加以调整  

四. 最近的活动和计划的活动 
 

13. 裁研所的研究方案分三个部分 全球安全和裁

军 区域安全和裁军以及人的安全保障和裁军  

 A. 全球安全和裁军 
 

14. 裁研所大部分工作的重点放在全球安全和裁军

上 这包括研究已经缔结的条约的执行情况和与当前

谈判有关的问题的研究  

1. 裁军谈判会议 

15. 裁研所近年来已举行了几个讨论会 重点讨论全

球安全问题和与裁军谈判会议有关的问题 15. 2001

2002 年 裁研所举行了以下会议 打破裁军谈判会

议的僵局 同加拿大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联合举行

发 言 者 有 Mutiah Alagappa, Rebecca Johnson, 

Pearson 大使  Penny Burtt, Mohamed Tawfik, 

Sanders 大使和 Tariq Rauf 裂变物质禁产公约的

核查 同德国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联合举行 发言者

有 Annette Schaper, Thomas Shea, Graham Andrew, 

Alain Munier 和 Anatoli Diakov  核裁军和军备

控制的下一步骤  进程之外的思维 同蒙特雷国际

研究所联合举行 发言者有 Lawrence Scheinmann, 

Noboru 大使 Akram 大使  Tom Markram, Westdal

大使  Tariq Rauf, Kapralov 大使 傅志钢 Grey 大

使 William Potter, Paolo Cotta-Ramusino, Lewis 

Dunn 和 Harald Mueller ; 导弹 多边军备控制和

裁军中未经答复的挑战 日内瓦论坛研讨会 发言者

有 Aaron Karp和沈丁力 导弹防御 威慑和军备控

制 相互矛盾的目标或相互补充的目的 同 Wilton 

Park 联合举行 发言者有 Dean Wilkening, Uziel 

Rubin, Mikhail Kalinin, 郭新宁 Bruno Tertrais, 

Paul Schulte, Bernd Kubbig 和 Christophe Carle  

16. 裁研所已委托进行关于易裂变材料库存的报告

以提供有关裂变材料库存去向的最新消息 评估各国

工业裂变材料的生产 处置和核查的政策 并找出根

据某项条约或需接受保障监督的设施和地点 这个报

告尚待完成 有待会议开始谈判  

17. 现正在计划未来几个月召开与裁军谈判会议工

作有关的议题广泛的讨论会 此外 裁研所还接待了

Acronym学会的访问研究员 Jenni Rissanen 这名研

究员正在研究及论述关于这个会议的发展情况  

2. 核不扩散和核裁军 

18. 由于有新的发展情况 裁研所在秘书长的裁军事

项咨询委员会的支助下 于 1999 年底开展了关于战

术核武器情况的研究 这个项目是与下列机关合作进

行的 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 不扩散研究中心

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所  

19. 作为战术核武器研究的一部分 裁研所于 2000

年 3月在日内瓦举行了一个讲习班 期间曾有报告分

析了诸如当前的局势 数目和定义 区域性方针办法

等问题 这个项目的结论正在一项William C.Potter, 

Nikolai sokov,Harald Müller 和 Annette Schaper

等编著的题为 战术核武器 管制办法 的报告中发

表  

20. 目前关于战术核武器的工作包括印发 A. 

Shevtsov, A.Yizhak,A.Gavrish 和 A.Chumakov 编写

的报告 战术核武器 乌克兰的看法 即将印发

Virginia Rosa编写的关于中欧区域核武器的出版物  

21. 自 2000 年秋季以来 一名访问研究员 Taina 

Susiluoto正在裁研所研究是否能编撰1991年布什总

统和戈尔巴乔夫主席发表的战术核武器声明 计划在

2001 年晚些时候印发关于这一题目的报告  

22. 作为这一现行工作的一环 裁研所正计划 2001

年 9月在纽约主持一次研讨会 纪念布什 戈尔巴乔

夫声明十周年 研讨会将探讨战术核武器仍带来的问

题 就如何继续工作征求意见  

3. 导弹和导弹防御 

23. 近些年来 裁研所一直加紧对于导弹和导弹防御

的研究 2001 年 2 月 裁研所同 Wilton Park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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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联合举行了关于 导弹防御 威慑和军备控制

相互矛盾的目标或相互补充的目的 的研究会议 参

加会议的有 17个国家的 46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 其

中有来自国际组织的官员 整个会议分 8次会议 分

别从政治 技术 国家和区域角度探讨此问题 探讨

的具体重点是对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影响 会议上

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 2001 年将印发一份报告 概

括讨论情况 列出讨论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和提议  

24. 根据大会 2000年11月 20日第 55/33A号决议的

要求 秘书长任命了一个政府专家小组编写报告 供

2002 年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讨论导弹的方方面面时

审议 裁研所被任命为政府专家小组的顾问 副主任

Christophe Carle 和研究所顾问 Waheguru Pal Sidhu

将从 2001 年 7月起担任顾问工作  

25. 在 Wilton Park会议和日内瓦论坛研讨会 导弹

多边军备控制和裁军中未经答复的挑战 发言者有

Aaron Karp和沈丁力 之后 裁研所将进一步就此议

题召开专家会议 作为对政府专家小组工作的支助  

26. 2001 年第一期的 裁军论坛 专门探讨导弹防御

问题 题目为 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仓促为之

其中题目包括 目前的计划 John Pike和 Peter Voth ; 

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与军备控制 Daryl G.Kimball 和

Stephen W. Young ; 威慑与文化滞后 James M. 

Skelly ;建立信任措施 Viacheslav Abrosimov  

4. 生物武器 

27. 布莱福得大学 Malcolm Dando 教授仍是裁研所的

高级研究员 他正在分析现今防止生物武器扩散和使

用的国际努力 此外 裁研所还有一名来自 Acronym

研究所的访问研究员 Jenni Rissanen 有其研究和撰

写有关商定一项加强 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 提议的

谈判的进展情况  

28. 2001 年 4月 在 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 临时小

组会议期间 裁研所同英国布莱福得大学和平研究系

合作 在日内瓦论坛总的名义下 召开了一次题为 分

析主席的 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 综合议定书案文

在会上发言的有 Marie Chevrier, Malcom Dando, 

James Leonard, Graham Pearson 和 Jenni Rissanen  

29. 还计划在 2001 年进一步召开关于生物武器的会

议 为 2001 年 12月的 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 审查

会议作筹备  

5. 空间技术 

30. 裁研所关于双重用途外空技术转移的项目于

1998 年底完成 由 Péricles Gasparini Alves 撰写

的研究报告 双重用途外空技术转移 对抗还是合

作 目前已是订正草稿  

6. 执行条约 

31. 1999年 裁研所开展了一个研究项目 研究执行

裁军条约的费用 这项研究的结果将提出条约执行费

用分析 包括拆除武器 执行机构 核查活动 以及

缔约国的各种会议的费用 这项研究由Susan Willett

领导 重点放在三个领域 核武器和核材料 化学武

器和杀伤人员地雷 见下文 项目的首批出版物订

于 2001 年底出版  

32. 另一个项目研究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不扩散条约

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际执行机构 即禁止化学

武器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

织临时技术秘书处 的共同问题 与这些执行机构合

作举行的一系列讨论会的第一个是在 1999 年中举行

的 还计划要在 2001 年和 2002年举行的讨论会  

33. 裁研所与不扩散研究中心 蒙特雷国际研究所合

作 开展一个研究方案来研究区域机关在执行全球性

条约方面的作用 这项研究由蒙特雷国际研究所

Lawrence Scheinman 先生领导 它将有讲习班,并将

就区域组织的条约执行活动的模式和机制提出报告,

以期评估把区域工作下放给区域机构的好处 第一期

讲习班将在 2001 年 11 月举办  

7. 安全及裁军思想 

34. 裁研所关于军备控制 裁军与安全的定义手册正

在印刷出版 其标题是 话说安全 军备控制 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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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立信任方面的词汇 这本手册是要给学生和执

行人员作为参考手册用的 首版将以英语和阿拉伯语

出版 裁研所极为希望能将其翻译成其他语文 以促

进人们更多了解裁军问题 特别是传统上很少研究这

个问题的国家  

35. 裁研所与核查 研究 培训和信息中心合作 着

手出版下一本手册 着重核查和建立信任方面的词

汇 2001 年 10 月将召开一次研讨会 审查手册编辑

进展情况  

36. 过去十年来 曾几次力求改变裁军和安全议程

裁研所开了一个电子会议来收集当前有关新的安全

议程的新颖思想 这个会议可通过裁研所的网址进

入 参加者来自全球各方  

37. 今后有关这些问题的工作将包括深入研究重新

思考威慑 战略稳定和新的全球安全结构  

38. 1999年 8月 研究所同联合国裁军事务部合作

举办了 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

研讨会 此后 研究所继续研究这一题目 还正在研

究新的技术发展及其给裁军和安全带来的影响 供进

一步审议  

 B. 区域安全和裁军 
 

39. 区域安全一直是裁研所研究方案中的优先项目

近年来 裁研所的重点放在非洲 中东 拉丁美洲

东北亚 南亚和中亚  

1. 维持和平 

40. 2000 年 裁军论坛 第 3 期题目是 维持和平

演变或终结 内有文章关于 维持和平活动私有化

(Damien Lilly) 设立联合国待命部队(Steven Kinlock 

Pichat) 维持和平与核查(Jane Boulden) 维持非洲

和平(Eric Berman 和 Katie Sams) 民间 军事合作

(Catriona Gourlay)和甘巴里大使的特别评论 这一期

论坛 的目的是就维和工作与联合国关系的演进的辩

论提出意见  

2. 拉丁美洲 

41. Pericles Gasparini Alves 的报告 巴西里约热

内卢火器的非法贩运 预防和打击 即将出版 内载

实地研究资料和惊人的图片 2001 年 7月 报告首先

在裁研所网址上发表 印刷本将于 2001 年秋季发行  

3. 亚洲 

42. 裁研所区域安全问题研究金方案的第一年专门

提供给南亚的研究人员 2000年秋季 南亚各国的四

名研究人员抵达日内瓦 2001 年春季离开 每位研究

人员都来自区域内不同国家 各有不同学科 Shiva 

Hari Dahal 尼泊尔 人权和人的安全问题专家

Haris Gazdar 巴基斯坦 经济学家 Soosaipallai 

Keethaponcalan 斯里兰卡 小武器和国内冲突问题

专家 和 Padmaja S Murthy 印度 区域安全问题

专家 这四名研究人员一同撰写一份关于国内冲突

给南亚区域安全带来影响的研究文件 文件将于 2001

年秋季发行  

43. 目前 五个中亚国家正在谈判一项中亚无核武器

区协定 裁研所力求在适当时候就提议的无核武器区

编写一份研究文件 分析其意义和执行手段  

4. 中东 

44. 裁研所军备控制 裁军和安全术语定义手册 了

解安全问题 军备控制 裁军和建立信任措施词汇

第一版将以英文和阿拉伯文印发 以此协助中东和平

进程中的军备控制方面 手册是为中东的实际工作人

员准备的 也是年轻学者和外交官的一个有益培训课

本 下一本关于核查和建立信任措施的书也是为同一

读者群编写的  

45. 裁研所区域研究金方案第二年是专门为中东研

究人员准备的 方案重点将是以色列 巴勒斯坦持续

不断的冲突 研究金将在评比后提供 同时适当照顾

各国均有代表参加 正在征求访问研究人员研究金申

请书 将在 9月选出四名研究人员 这些研究人员将

于 2002年 1月就任 研究时间为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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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人的安全保障和裁军 
 

46  小武器和轻武器是世界每一个地方的暴力冲突

中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的原因 多年来 载研所

把重点放在小武器问题上  

1  西非的小武器 

47  1998 年末开始推行一个项目,通过在选定的西非

国家鼓励进行有关国家安全政策和小型武器的控制

的知识性辩论 支持执行暂停小武器的活动 题为 西

非的和平建设与实际裁军 民间社会的作用 的项目

基于的前提是打击小武器的努力要在西非这样一个

饱受暴力蹂躏的区域取得成效并持续下去 民间社会

的参与是必要条件 该项目由 Anatole Ayissi 管理

裁研所与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许多地方非政府组

织合作 已开始并继续帮助一系列关于何谓安全以及

防止小武器扩散在国家和区域安全方面可发挥的作

用进行研究 辩论和讨论  

48  塞拉利昂一些作家的文集现已于 2000 年出版

题为 势必进行合作 塞拉利昂的冲突 和平与人民

文集由 Anatole Ayissi和 Robin Edward Poulton编

辑 撰稿作者代表着塞拉利昂的广大民间社会和其他

行动者 此外 正在编辑利比里亚当地非政府组织的

文集  

49  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 围绕委托编写的文章中

表达的想法 这些文章已广为分发到民间社会组织

媒体 政治当局和其他与执行暂停小武器有利害关系

者 已开展几次全国性辩论 这些全国性辩论是民间

社会将研究结果和建议传给决策者并通过媒体向民

众传播的重要机会  

50  项目的下一个阶段是拟定一项在该地区建立信

心的长期战略 以裁研所已进行的工作为基础向邻

国 例如科特迪瓦和几内亚推广  

2  南非的武器销毁与储存管理 

51  1998年 南非政府决定销毁其储存过多的小武器

和轻武器 在挪威政府的财政支持下 南非自 2000

年 8 月以来已销毁 26 万多件武器 此外 南非政府

已建立一项全面的储存管理方案 以保证掌握武器的

下落并销毁多余的武器 从而减少武器转入国家和区

域的非法市场的可能性 裁研所和小武器调查计划对

南非的经验进行一项研究 项目有两重目的 第一个

目的是告知其他国家 特别是南部非洲地区的国家

关于销毁和管理储存的方案 以期激励这些国家建立

自己的销毁和管理储存的类似方案 从而显著地增进

区域安全 第二个目的是对项目进行深入研究 以便

能汲取经验教训 从而鼓励最佳做法  

3  以武器换取发展 

52  国际社会越来越求助武器收缴方案以消除冲突

后留存的大量小武器 已在几个不同地区尝试了不同

类型的奖励制度 回购方案 象征性奖励 礼物凭单

农具和武器换取发展等更宏大的方案 裁研所力求对

一些武器收缴方案提供详尽的分析 以帮助决策者

捐助国 联合国系统的专门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研

制更好的从平民和前战斗人员手上收缴武器的战略

裁研所将采用参与性的监测和评价手段确认收缴武

器的成功标准 分析并详述收缴武器的最佳奖励制度

具有的特点 并试图确定可使用的最佳收缴方式 收

缴地点以及储存设施 该项目预定在两年内完成 并

将在项目进行期间得出有用的资料  

4  区域和跨区域关于小武器非法贩卖问题的看法 

53  1999年 裁研所发起了一个项目研究非法的小武

器在全世界流动的情况 这个项目的第一部分着重阿

富汗持久冲突引起的非法武器在中亚的流动 这项工

作是由芬兰的访问研究员 Bobi Pirseyedi 进行的结

果于 2000 年中发表 目前正设法筹款进行这个项目

的下一阶段 将主要研究非法武器在俄罗斯联邦 高

加索和东欧流动的情况 特别注重该区域有组织犯罪

在私运军火的具体细节中的作用这个项目的再下一

个阶段将调查小武器怎样通过南亚流入东北亚 往后

阶段将调查非法武器在中东 欧洲 非洲和美洲的流

动情况 从而提供一个完整的世界上主要贩运路线图

及其分析 以及这些路线对暴力冲突的影响及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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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民拥有军事武器 

54  裁研所的领导人员 Patricia Lewis和 Christophe 

Carle 在研究控制平民拥有军事武器的可能性 已在

全世界范围分发一份文稿草案以征求意见 准备在

2001年7月的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

问题大会时发表  

6  难民营军事化 

55  在冲突中和冲突之间 数十万难民的居住条件肮

脏而危险 冲突各方常常试图利用难民的困境 为了

换取粮食和权利 年轻人 常常是儿童应征加入民兵

难民营中交易武器 搜集并提供情报 难民营常成为

准训练营和滋生更多冲突的沃土 裁研所与斯坦福大

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和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一起

正参与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项目 Jackie Seck 正在

研究小武器在几内亚靠近塞拉利昂边界的难民营的

流动情况 这个项目将设法确定难民营军事化的共同

原因 从而协助难民事务机构计划及执行工作 目前

正审查报告的第一稿 裁研所打算在 2001 年未期发

表关于这一论题的简短报告  

7  日内瓦论坛关于小武器的讨论会 

56  日内瓦论坛是裁研所 联合国贵格会办事处和日

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所于 1998 年开始进行的合作方

案 论坛的部分工作是在日内瓦举行关于控制小武器

扩散的一系列讨论会 讨论会邀请国际专家讲述某个

热门话题 然后解答问题并进行开放讨论  

57  日内瓦论坛出版收有小武器系列研讨会发言的

文卷 作者有 Eric Berman,Robin Coupland,Mitsuro 

Donowaki,Daniel Garcia-Peña,Edward J.Laurance, 
David Meddings,André Mernier,Chris Smith,Ole- 
Petter Sunde,Graciela Uribe de Lozano和 Herbert 

Wulf  

58  2000-2001 年 日内瓦论坛就下列论题举行了讨

论会 管制军火经纪人和运输商的活动 问题与提

议 (Brian Wood,Johan Peleman,Brian Johnson- 

Thomas) 关于管理小武器的非洲倡议 非洲境

内冲突状况和小武器的作用 枪支流动 全球小武

器黑市  个行动议程 Lore Lumpe和 Emanuela 

-Chiara Gillard 为 2001 年小武器会议确立方

向 与 国际禁止小武器行动网 小武器调查 日内

瓦非政府组织裁军委员会 勇敢行动项目 国际警觉

组织 英美安全信息理事会 更安全的世界 小武

器日内瓦行动网 国际妇女争取和平和自由联盟 贵

格会联合国办事处 国际和平局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

和其他等 协同举办的为期一天的会议 地雷战役

倡导人道主义的一个案研究 Don Hurbert 联合国

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第二次筹

备委员会 进度报告 与联合国机构就其筹备联合

国 2001 年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会议的第一次协商

受到威胁的人道主义 小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

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

第三次筹备委员会 进度报告 与联合国机构就其

筹备联合国 2001 年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会议的第二

次协商 以武器换取发展 在柬埔寨进行微型裁军

和建设和平的创新方法 Robin Edward Poulton,裁

研所 与联合国机构就其筹备联合国 2001 年关于

小武器和轻武器会议的第三次协商 推进联合国

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的议程

与勇敢行动项目 英美安全信息理事会 国际警觉

和更安全的世界 与英国布雷德福大学协作 合作举

办的为期三天的讲习班 2001 年军转民调查 全球

裁军 非军事化和复员 波恩国际军用转民用中心

Michael Brzoska  

8  地雷 

59  作为裁军项目费用的一部分 裁研所已开始就参

与性评价 禁雷公约 实施情况进行研究 这一项目

采用参与监测及评价技术  

60  为了了解有关排雷行动面临的挑战的深度和广

度 裁研所选择了柬埔寨 莫桑比克和尼加拉瓜的三

个具体方案 将设计对每个国家如何落实排雷行动的

详细评价 以对人道主义的排雷行动界内关于最佳做

法的辩论有所帮助 将在每个国家举行一系列讲习

班 有涉及排雷行动的广大利益攸关者参加包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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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例如柬埔寨排雷行动中

心 挪威人民援助会 哈洛信托会 国际禁止地雷运

动 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 联合国排雷行动

处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开

发计划署 负责扫雷行动的地方政府官员 社区代

表和地雷受害者  

61  这个项目将编写一个报告附带较短的简报和文

章 报告将在军备控制界广为散发 包括驻日内瓦的

各国外交使团 独立的研究机构 专门从事地雷行动

的专家和组织 研究的结果还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高级专题讨论会上散发 报告将在裁研所的网页上刊

登 以便利所有关心人道主义地雷行动的人阅读  

9  保健与安全 

62  裁军与安全的辩论对安全与保健之间的联系产

生越来越大的兴趣 裁研所正与世界卫生组织 其他

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就有关人际暴力和武器扩

散问题及其影响进行合作 裁研所正在安全理事会工

作的基础上 与其他研究机构拟订一项有关艾滋病毒

/艾滋病与人和区域安全之间的关系的项目 裁研所

还与利物浦大学就使用化学武器对平民的长期影响

开展协作 作为援助在 1988 年的 战利品 战役中

受到混合毒气毒害的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民和其他人

的方案的一部分  

五. 建立关系网 
 

63  裁研所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与联合国系统的专门

机构 组织和机构以及活跃在裁军领域的其他组织积

极合作 裁研所与各种各样的其他组织有着许多正式

和非正式方案和工作安排  

 A. 电子网络 
 

64 裁研所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合作 开发

了 DATARIS数据库 一个有关世界各地的研究所和

项目的联机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可通过裁研所的网址

进入查阅 各机构如有密码可更新自己的信息  

65  裁研所网址正经历重大的更改 裁研所与其他研

究人员的合作有越来越大的比例是通过裁研所的网

址或电子邮件进行的 这种新的通讯方法使裁研所能

够以电子形式出版并传到以前难以到达的世界上的

某些地方 电子信息的交换也让裁研所能及时了解裁

军与安全领域的事态发展 因而有助于它的研究工

作 鉴于电子网络活动的增加 此次对裁研所网址的

重大更改将使裁研所能企及更多的人 从而有助于裁

军教育方面的努力  

 B. 裁军论坛 
 

66  裁研所出版一份名为 裁军论坛 的双语季刊

每期有一个关于安全与裁军的主题 由专家主笔 另

有较短的文章谈其他问题 同时还有裁研所当前的研

究项目及最近出版物的摘要 希望其他机构把它们的

活动消息告诉裁研所 让其刊登 最近几期 裁军论

坛 的主题包括 裁军教育 中东 国家导弹防御系

统 行动过早 生物武器 从 生物武器公约 到

生物技术维和 进化还是灭亡 控制小武器 需要

进行协作 即将出版的几期将讨论军事事务的 革

命 非政府组织在裁军中的作用和拉丁美洲的安全

问题  

 C. 裁军教育 
 

67  大会在 2000 年第五十五届会议上一致通过决议

由联合国进行一项关于裁军和不扩散教育的研究 根

据这一决议 秘书长成立了一个政府专家小组 筹备

关于裁军和不扩散教育的研究 裁研所作为联合国的

一个参与机构 出席专家组的会议 并正积极探讨如

何为这项研究及其后续行动作出贡献 裁研所还在决

定作为裁军信息中心 在学校和大学的青少年中分发

裁研所材料的方法  

 D. 会议 专题讨论会和讨论会议 
 

68  裁研所在日内瓦和全世界各区域举行一系列不

同类型的研究会议 会议有两个目的 即探讨安全

军备管制和裁军问题 同时在有关地区促进与研究机

构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合作  

69  裁研所有时候作为电子论坛 使在裁军和国际安

全领域工作的研究机构国家和国际组织彼此更为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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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 电子会议可减少国际会议通常需要的金钱和时间

消耗 目前裁研所正在主持关于重订裁军和安全议程

的电子会议 可通过裁研所的网站进入会议  

70  裁研所与贵格会联合国办事处和日内瓦国际问

题研究所合作在日内瓦外交人士和研究界人士中建

立了一个经常的信息交换和非正式讨论的渠道 日内

瓦论坛 邀请专家就一个题目演讲 然后提问并公开

讨论 在 2000年论坛扩大 以增加日内瓦的学术界

非政府组织和外交界的交往程度为做到这点 日内瓦

论坛通过研究所招聘了一名全职网络协调员 一名半

职会议组织者和一名行政助理 扩大后的论坛把日内

瓦的三大领域即裁军 人权和人道主义行动拉到一

起 共同讨论大家关心的安全和裁军问题 并进一步

扩展这三方面的人士的思想  

 E.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71  裁研所继续增加合作的机构 共同搞研究项目和

会议 2000年在日内瓦裁研所总部举行第四次国际安

全论坛 作为对该论坛的贡献 瑞士政府支付在瑞士

举行的多个能力讨论小组的费用 裁研所是军备控制

小组的积极成员 参加了关于冲突与军备管制的具体

方面的会议  

72  为了改进联合国系统的运作 联合国各机构之间

加强了合作 裁研所加强了与裁军事务部的合作

2000年 裁研所和事务部举行了一次题为 裁军作为

人道主义的行动 的联合会议 演讲者 Randall Forsberg, 

Martin Griffiths和 Soren Jessen-Petersen 纪念裁

研所成立二十周年 此外 裁研所参加了事务部倡议

的小武器问题协调行动  

73  裁研所还继续与开发计划署在西非洲合作 并与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密切合作 裁研所将

参加协助联合国和平 裁军与发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区域中心的数据库项目  

74  裁研所已与联合国系统的许多其他机构合作 裁

研所力求在整个联合国系统支持为和平与国际安全

进行的工作 特别感兴趣的是将和平 安全 裁军

人权和发展联合起来 目前裁研所正参加联合国日内

瓦办事处主任为了加强联合国研究机构之间和研究

机构之外的合作而举行的一系列会议 由于这些会议

的召开 裁研所最近增加了与联合国其他研究机构的

合作 现在 裁研所与联合国大学 联合国训练研究

所 战患社会重建项目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社会

发展研究所之间定期举行会议 2001 年 6月 在联合

国日内瓦办事处和联合国大学的联合邀请下 举行了

联合国研究和培训单位的第二次大型集会 这一系列

的会议推动了各组织之间的研究合作  

 F. 研究金和实习方案 
 

75  裁研所的访问研究员方案确保研究员在公平的

政治和地理基础上参与 该方案历来主要针对来自发

展中国家的研究员 以改变器重较富裕国家的偏向

以前的奖学金提供 3-12 个月的费用 并且纳入正在

进行的研究项目里 这大大地加强了日内瓦的研究基

地 这些学者所做的研究大部分由裁研所出版 在全

世界传播  

76  按照裁研所新的研究金方案 来自单一区域的四

名访问研究员将到日内瓦工作 4-6个月 他们共同做

一个研究报告 探讨区域安全的一个特别困难的问

题 这个研究报告将在关于他们区域的安全政治的辩

论中作为基础 访问研究员方案的目的是为来自发展

中国家的研究员提供培训 提供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

来自发达国家研究员 联合国秘书处 代表团和非政

府机构互相交流的机会 提高裁研所工作的质量 从

而提高传给各国政府和机构的信息的质量  

77  新方案的第一年 研究金给了来自南亚的研究人

员 第二年给了中东的研究者 奖学金的得主在竞争

基础上决定 充分注意区域代表性 研究题目的具体

细节由裁研所和四名研究员决定 以后 裁研所希望

吸引东北亚 西非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南部非洲

中欧巴尔干和东非洲等地的研究员  

78  裁研所越来越具有竞争性的实习方案吸引了来

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实习研究员前来裁研所短期工作

他们大多是研究生 做实习员没有薪水 许多人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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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国家有奖学金 被分配到研究单位做助手 裁研

所已改进实习方案的设置 增设了一名实习生协调

员 以更好地满足学生和裁研所的需要 目前正设法

筹集资金以便能向没有财政资源的年轻人提供更多

的位置 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 裁研所正积极寻找

资金资助初级专业人员的职位 最近已通过研训所实

行的一项制度向裁研所短期派任了一名初级专业人

员 他是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Seroure Taunya  

六. 出版物 
 

79. 裁研所正在计划在未来 18 个月出版大量刊物

包括 裁军论坛 季刊和若干图书及研究报告  

80. 裁研所在 2000年 7月至 2001 年 6月间出版了以

下书籍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A Perspective 

from Ukraine A. Shevtsov A. Yizhak  

A. Gavrish和 A. Chumakov 合著 2001 年

95 页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GV.E.01.0.1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Options for 

Control William C. Potter  Nikolai 

Sokov Harald Müller和 Annette Schaper

合著 2000 年 87 页 联合国出版物 出

售品编号 GV.E.00.0.21  

 Bound to Cooperate  Conflict, Peace 

and People in Sierra Leone ,Anatole 

Ayissi和 Robin-Edward Poulton合编 2000

年 213 页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GV.E.00.0.20  

 The Small Arms Problem in Central 

Asia Features and Implications 作者

Bobi Pirseyedi,2000 年 120 页 联合国

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GV.E.00.0.6  

 裁军论坛 

2000 年第 1 号  What Next for the Non- 

Proliferation Treaty? 

2000 年第 2 号  Small Arms Control the 

need for coordination 

2000 年第 3 号  Peacekeeping evolution 

or extinction? 

2000年第 4号  Biological Weapons From 

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to 

Biotech 

2001 年第 1 号  NMD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Jumping the Gun? 

2001 年第 2号  The Middle East 

2001年第3号  Education for Disarmament 

注 

1
 关于裁研所活动的先前各份报告 参见下列文件

A/38/475 A/39/553 A/40/725 A/41/676 A/42/607

A/43/686 A/44/421 A/45/392 A/46/334 A/47/345

A/48/270 A/49/329 A/50/416 A/51/364 A/52/272

A/53/187 A/54/201 和 A/55/267  

2
 大会第 39/148 H 号决议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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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999 和 2000 年收支状况和 2001 年及 2002 年估计数 
千美元  

项目 1999 2000 

2001 

(估计数) 

2002 

估计数  

A. 年初结余 741.3 840.8
a
 850.6

b
 902.1

c
 

B. 收入 755.9
d
 762.5

e
 1 061.0

f
 704.6

g
 

 自愿捐款和公众捐款 213.0 213.0 213.0 213.0 

 联合国经常预算补助金 2.2 - 58.0 16.0 

 其他组织间捐款 39.6 60.1 40.0 30.0 

 利息收入 - 25.4 10.0 10.0 

 杂项收入 1 010.7 1 061.0 1 372.0 973.6 

 收入共计 (8.8)
h
 - - - 

C. 退款给捐助者 - 1.6 - - 

D. 上一期间调整数 - 32.4 - - 

E. 上一期间承付款项 1 743.2 1 935.8 2 222.6 1 875.7 

F. 可用资金共计 902.4 1 085.2 1 320.5 1 193.9 

G. 支出 - - - - 

H. 其他应付帐款 840.8
a
 850.6

b
 902.1

c
 681.8

i
 

I. 年底可用资金     

 

a 包括需要作为 1999 年业务储备金的 100 000 美元  

b 包括需要作为 2000 年业务储备金的 130 800 美元  

c 包括需要作为 2001 年业务储备金的 158 200 美元  

d 裁研所 1999 年从自愿来源得到的收入详情见附件三   

e 裁研所 2000 年估计将从自愿来源得到的收入详情见附件三  

f 裁研所 2001 年估计将从自愿来源得到的收入详情见附件三  

g 裁研所 2002 年估计将从自愿来源得到的收入详情见附件三 2002 年收入为保守估计 经

 验表明 实际数额将高出许多 当然 这在现阶段尚无法保证  

h 指 1999 年澳大利亚捐款中未用于讨论 南亚核试验对不扩散和裁军制度的影响 的裁研

 所会议的部分  

i 包括需要作为 2002 年业务储备金的 140 1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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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所需资源 
(千美元) 

所需资源 1999 2000 2001a(估计数) 2002a(估计数) 增/减 

 (1) (2) (3) (4) (4-3) 

A. 直接方案和行政费用      

 顾问费和旅费 90.0 52.2 108.4 23.1 (85.3) 

 特设专家组 12.9 26.1 69.0 50.0 (19.0) 

 薪金和有关人事费 383.2 354.8
b
 512.3

c
 448.3

d
 (64.0) 

 个人服务合同 323.2 454.7 429.4 431.8 2.4 

 工作人员公务旅费 20.9 51.7 70.0 50.0 (20.0) 

 语文培训 1.6 0.6 2.0 2.0 - 

 其他专业训练 5.0 - 7.0 7.0 - 

 其他订约承印 1.1 1.2 3.0 3.0 - 

 广告和宣传 6.9 - - - - 

 会议室租金 - 0.2 1.0 1.0 - 

 会议服务设备租金 2.2 2.2 2.0 2.0 - 

 办公室设备租金 - - 1.5 1.5 - 

 招待费 2.6 2.4 2.0 2.0 - 

 办公室自动化设备维修 2.7 5.5 5.0 5.0 - 

 内部复印用纸 15.2 8.2 10.0 10.0 - 

 图书馆书籍 1.9 - - - - 

 报刊订阅费和常年定单 - 0.4 2.5 2.5 - 

 数据处理系统用品 1.0 - 3.0 3.0 - 

 银行手续费 1.7 - - - - 

 购买办公室设备 7.6 14.3 19.7 5.0 (14.7) 

 研究金方案 津贴  - 56.7 - 90.0 90.0 

 研究金方案 旅费  - 12.5 20.0 10.0 (10.0) 

 A 项共计 879.7879.7879.7879.7    1 043.71 043.71 043.71 043.7    1 267.81 267.81 267.81 267.8    1 147.21 147.21 147.21 147.2    (120.6)(120.6)(120.6)(120.6)    

B. 方案支助费用 

(A 项总额的 5 减去联合

国补贴) 22.7
e
 41.5 52.7 46.7 (6.0) 

支出总计 A B  902.4902.4902.4902.4    1 085.21 085.21 085.21 085.2    1 320.51 320.51 320.51 320.5    1111 193.9 193.9 193.9 193.9    (126.6)(126.6)(126.6)(126.6)    

C. 业务储备金 

(A 项总额的至少 15 减去

联合国补贴) 100.0 130.8 158.2 140.1 (18.1) 

 总计 A B C 1 002.41 002.41 002.41 002.4    1 216.01 216.01 216.01 216.0    1 478.71 478.71 478.71 478.7    1 334.01 334.01 334.01 334.0    (144.7)(144.7)(144.7)(144.7)    

a 这些数字在目前的筹资建议确定之后可能增加  

b 2000 年部分薪金和有关人事费从 2001 年经费支付  

c 包括 2000年部分薪金和有关人事费 根据 2000年标准薪金费用 第13版 适用于日内瓦  

d 根据 2001 年标准薪金费用 第 13 版 适用于日内瓦  

e 考虑到 1998 年方案支助费用误算部分的转回 10 8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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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资料 

 A. 2002年直接的方案和行政费用 

1. 经费筹措计划核准后 用于方案和行政费用的拨款将保持在最低限度 并随

经费到位不断增加  

顾问费和旅费 23 100美元 

2. 该笔拨款将用于支付裁研所出版物封页的专业设计费和导弹研究顾问费 它

比 2001 年所需经费订正数减少 85 300美元  

特设专家组 50 000美元 

3. 该笔拨款比 2001 年预算需要减少 19 000 美元 用于支付将在 2001 年举行

的导弹问题会议与会专家的旅费  

薪金和有关人事费 448 300美元 

4. 估计所需经费用于支付裁研所正规工作人员薪金和有关人事费 2001 年 正

规工作人员包括主任 D 2 副主任 D 1 和两名一般事务人员 该项所需

经费总额比 2001 年所需经费订正数减少 64 000 美元 原因是 2000 年薪金和有

关人事费有一部分从 2001 年帐户支付  

个人服务合同 431 800美元 

5. 拨款将用于延续现有内部研究人员合同 这些合同在 2000 年转为联合国正

式合同 有关职位的等级在 2001 年由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人事处划定 这些估

计数考虑到所需经费的增加 以便按照有关叙级提薪 然而 所需经费估计数仅

比 2001 年所需经费订正数增加 2 400美元 因为迄今尚未给 2002年研究机构合

同拨款  

工作人员公务旅费 50 000美元 

6. 2002年工作人员旅费估计数比 2001 年订正估计数减少 20 000美元 如果得

到专项经费 将增列与项目有关的旅行 主任和工作人员虽然收到一些参加会议

和讨论会的邀请 但必须婉拒 因为裁研所旅行预算有限 另一方面 他们还收

到一些主办机构承担旅费的邀请 这种旅行有时与裁研所的出差合并进行 从而

减少研究所的费用负担 开展筹款活动的旅行将尽可能与其他目的的旅行合并  

所需经费不变的类别 

7. 用于下列项目的拨款与 2001 年所需经费订正数相同 并将随项目进展增加

语文培训 其他专业训练 会议室租金 会议服务设备租金 招待费 其他订约

承印 办公室自动化设备维修 内部复印用纸 报刊订阅费和常年定单以及用品

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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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办公室设备 5 000美元 

8. 拨款将用于购买软件和新的打印机 它比 2001 年订正估计数减少 14 700美

元 因为已在 2001 年为研究金方案购买了新设备  

研究金方案 津贴 90 000美元 

9. 拨款用于第二年研究金方案 它比 2001 年所需经费增加 90 000美元 因为

该方案第一年研究员合同在 2000年帐户中承付  

研究金方案 旅费 10 000美元 

10. 所需经费用于支付方案第二年四位研究员的旅费 它比 2001 年估计数减少

10 000 美元 因为第一个方案的研究员前往日内瓦准备于 2001 年出版的论文  

 B. 方案支助费用 
 

11. 编列的 46 700 美元将用于 2002年方案支助费用 其计算方法是总支出估计

数的 5 减去由联合国经常预算补贴的 213 000美元  

 C. 业务储备金 
 

12. 依照行政指示 ST/AI/284 将 140 100 美元留作业务储备金 它占由预算外

资源供资的 2002年总支出估计数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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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999 和 2000 年裁研所获得的自愿捐款以及 2001 及 2002 年

的捐款情况 
(美元) 

自愿捐款 1999 2000 2001a 2002a 

A 政府捐款 – – 6 664 – 

比利时 – 13 745 26 534 – 

加拿大 5 000 5 000 5 000 5 000 

埃及 29 077 23 750 21 600 – 

芬兰 – – 5 000 5 000 

加纳 7 600 7 600 7 600 7 600 

希腊 280 000 300 000 300 000 300 000 

法国 – – 15 000
b
 10 000 

印度 – – 49 000 – 

爱尔兰 5 000 5 747 10 174 10 000 

以色列 – – 8 500 – 

意大利 – 4 526 2 000 2 000 

卢森堡 11 425 – 10 666 – 

荷兰 95 000 84 992 75 000 75 000 

挪威 – – 4 100 – 

新西兰 15 000 – 35 000 – 

大韩民国 15 800 – – – 

瑞典 46 243 40 114 39 637 40 000 

瑞士 243 000 20 000 170 000 – 

联合王国 753 145753 145753 145753 145    505 474505 474505 474505 474    791 475791 475791 475791 475    454 600454 600454 600454 600    

政府捐款共计     

B 公众捐款     

福特基金会 – 247 000 200 000 200 000 

F.E.Stiftung 德国  – – 10 000 – 

全球性冲突及合作研究所 美国  – – 25 000 50 000 

犁头基金会 – – 24 550 – 

UBS AG 美国  – 10 000 – – 

密歇根大学 2 800 – – – 

公众捐款共计 2 8002 8002 8002 800    257 000257 000257 000257 000    259 550259 550259 550259 550    250 000250 000250 000250 000    

自愿捐款共计 755 945755 945755 945755 945    762 474762 474762 474762 474    1 051 0251 051 0251 051 0251 051 025    704 600704 600704 600704 600    

a 在目前的筹资建议获确认后 这些数字将会增加  

b 印度在 2000 年的捐款 5 000 美元 计入 2001 年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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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自愿捐款方 2001 年捐款到位情况 
美元  

  用途 

捐款方 捐款总额 特别项目 

其他目的 

(包括行政费用) 

   比利时 收到  6 664 5 554 1 110 

   加拿大 收到  26 534 22 112 4 422 

   埃及 认捐  5 000  5 000 

   芬兰 认捐  21 600 18 000 3 600 

   福特基金会 认捐  200 000 166 667 33 333 

   法国 收到  300 000 50 000 250 000 

   F.E.Stiftung 认捐  10 000 8 333 1 667 

   加纳 认捐  5 000 4 167 833 

   希腊 收到  7 600  7 600 

   印度 收到  15 000  15 000 

   爱尔兰 认捐  49 000 40 833 8 167 

   以色列 收到  10 174  10 174 

   意大利 认捐  8 500 7 083 1 417 

   卢森堡 认捐  2 000  2 000 

   荷兰 认捐  10 666 8 888 1 778 

   新西兰 认捐  4 100 3 417 683 

   挪威 认捐  75 000 62 500 12 500 

   犁头基金会 认捐  24 550 20 458 4 092 

   大韩民国 35 000  35 000 

   瑞士 收到  39 637 33 031 6 606 

   联合王国 收到  170 000 141 667 28 333 

   全球性冲突及合作研究所 美国 收
到  25 000 20 833 4 167 

   联合国裁军事务部 认捐  8 000 6 667 1 333 

   联合国基金会/联合国国际伙伴关系
基金 联合国基金会/伙伴基金 认
捐  50 000 41 668 8 332 

共计 1 109 0251 109 0251 109 0251 109 025    661 878661 878661 878661 878    447 147447 147447 147447 147    

 100% 59 68% 4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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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裁研所 1990-2001 年所得自愿捐款 
1990 年   1991 年  1992 年 

苏联 a 775 712 苏联 b 292 315 法国 298 886 

法国 244 014 法国 260 000 瑞士 89 012 

瑞士 57 999 瑞士 63 043 挪威 58 000 

挪威 54 975 福特基金会 50 000 中国 b  55 500 

福特基金会 50 000 挪威 49 917 福特基金会 50 000 

瑞典 40 000 大众汽车基金会 33 333 瑞典 25 000 

保加利亚 b 32 178 瑞典 25 000 加拿大 20 719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b 26 595 芬兰 19 917 芬兰 14 135 

加拿大国际和平与安全研究所 21 828 奥地利 19 084 澳大利亚 14 435 

芬兰 18 528 西班牙 15 000 西班牙 14 039 

澳大利亚 15 897 德国 12 500 德国 11 000 

中国 10 000 中国 10 000 尼日利亚 10 193 

新西兰 10 000 印度 10 000 印度 10 000 

西班牙 10 000 尼日利亚 10 000 大韩民国 7 000 

希腊 5 000 加拿大 8 748 加拿大国际和平与安全研究所 5 367 

大韩民国 5 000 澳大利亚 7 395 希腊 5 000 

塞浦路斯 400 荷兰 5 974 印度尼西亚 5 000 

共计 1 378 1261 378 1261 378 1261 378 126    印度尼西亚 5 000 阿根廷 3 861 

可兑换货币捐款共计 583 641583 641583 641583 641    大韩民国 5 000 新西兰 3 732 

     新西兰 4 441 巴西 2 000 

  斯里兰卡 3 000 缅甸 1 500 

  共计 909 667909 667909 667909 667    塞浦路斯 1 000 

  可兑换货币捐款共计 617 352617 352617 352617 352    马耳他 1 000 

       孟加拉国 503 

    共计 706 882706 882706 882706 882    

    可兑换货币捐款共计 651 382651 382651 382651 382    

a  其中 735  712 美元为不可兑换货币  

b  不可兑换货币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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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1994 年 1995 年 

法国 275 600 法国 275 600 法国 279 734 

挪威 149 959 挪威 156 652 福特基金会 165 000 

福特基金会 74 000 瑞士 79 382 挪威 157 983 

瑞士 66 225 西班牙 31 134 麦克阿瑟基金会 82 920 

大众汽车基金会 43 210 荷兰 27 704 瑞士 68 363 

美国和平研究所 30 000 奥地利 23 718 Winston 基金会 40 000 

西班牙 19 393 德国 23 078 芬兰 39 843 

澳大利亚 14 021 澳大利亚 22 775 荷兰 39 134 

芬兰 11 342 瑞典 18 254 美国和平研究所 35 000 

中国 10 000 芬兰 14 050 联合王国 31 250 

德国 10 000 大韩民国 11 000 美国 30 000 

希腊 7 000 新西兰 8 570 犁头基金会 20 000 

印度尼西亚 5 121 希腊 7 000 德国 18 997 

新西兰 4 072 卢森堡 3 132 西班牙 15 953 

大韩民国 3 000 斯里兰卡 3 000 大韩民国 15 000 

斯里兰卡 3 000 巴西 2 000 瑞典 7 995 

卢森堡 2 786 缅甸 1 500 澳大利亚 7 685 

缅甸 1 500 共计 708 549708 549708 549708 549    希腊 7 00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 000   南非 5 000 

加拿大国际和平与安全研究所 782   卢森堡 3 553 

牙买加 500   智利 1 000 

共计 729 511729 511729 511729 511      共计 1 071 4091 071 4091 071 4091 071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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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1997 年 1998 年 

法国 279 734 法国 140 000 法国 420 000 

挪威 256 299 挪威 100 000 联合王国 366 840 

瑞士 154 535 瑞士 45 946 美国 151 000 

荷兰 130 531 阿根廷 44 280 挪威 100 000 

大韩民国 40 000 巴西 40 000 瑞士 47 886 

麦克阿瑟基金会 23 000 荷兰 32 427 巴西 45 000 

芬兰 22 844 芬兰 30 188 澳大利亚 40 000 

希腊 7 600 大韩民国 15 000 芬兰 27 778 

新西兰 4 877 开发计划署 15 000 丹麦 11 760 

西班牙 8 052 欧洲理事会 
a
 10 000 欧洲联盟委员会 

a
 11 171 

联合王国 7 636 希腊 7 600 荷兰 10 000 

澳大利亚 7 395 北约 
a
 3 848 希腊 7 600 

德国 5 000 智利 3 660 意大利 5 000 

瑞典 5 000 卢森堡 2 701 以色列 4 930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 a 4 063 墨西哥 2 059 新西兰 4 000 

l 卢森堡 3 177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492 709492 709492 709492 709    多特蒙德大学 德国  2 972 

共计 959 743959 743959 743959 743      卢森堡 2 671 

       塞浦路斯 1 000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1 259 6081 259 6081 259 6081 259 608    
 

a   在帐目中记作 根据组织间安排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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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法国 280 000 法国 300 000 法国 300 000 

联合王国  243 000 福特基金会 247 000 福特基金会 200 000 

挪威 95 000 挪威 84 992 联合王国 170 000 

瑞士 46 243 瑞士 40 114 挪威 75 000 

芬兰 29 077 芬兰 23 750 联合国基金会/伙伴基金
a
 50 000 

瑞典 15 800 联合王国 20 000 爱尔兰 49 000 

大韩民国 15 000 加拿大 13 745 瑞士 39 637 

荷兰 11 425 UBS AG 10 000 大韩民国 35 000 

希腊 7 600 希腊 7 600 加拿大 26 534 

以色列 5 000 以色列 5 747 全球性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美国) 25 000 

埃及 5 000 埃及 5 000 犁头基金会 24 550 

密歇根大学 2 800 印度 
b
 5 000 芬兰 21 600 

开发计划署 马里 a 2 200 卢森堡 4 526 印度 
b
 10 000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758 145758 145758 145758 145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767 474767 474767 474767 474    荷兰 10 666 

    以色列 10 174 

    F. E. Stiftung 10 000 

    意大利  8 500 

    联合国裁军事务部 a 8 000 

    希腊 7 600 

    比利时 6 664 

    埃及 5 000 

    加纳 5 000 

    新西兰 4 100 

    卢森堡 2 000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1 104 0251 104 0251 104 0251 104 025    

 

a  在帐目中记作 根据组织间安排收到的  

b  印度在 2000 年的捐款 5 000 美元 计入 2001 年正式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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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大会 2000 年 11 月 20 日第 55/35 A 号决议 a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 
 

 大会  

 回顾其 1979 年 12 月 11 日第 34/83 M 号决议 其中请秘书长根据他报告
b

内的建议设立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重申其 1984年 12月 17日第 39/148 H号决议 其中核可 联合国裁军研究

所章程 再度邀请各国政府考虑向研究所提供自愿捐助 并请秘书长继续向研

究所提供行政支助及其他支助  

 回顾其关于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的 1990年 12月 4日第 45/62 G号决议  

 认为国际社会继续需要获得关于安全问题和裁军展望的独立深入的研究 注

意到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深入评价裁军方案的报告
c
 其中内部监督事务厅指出

联合国对研究所的补助的实际价值减少 并建议制订提案来解决为执行 研究所

章程 的目前财务和组织安排方面的困难 和将这些提案提交大会第五十五届会

议审议 并审查了研究所主任的年度报告和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以研究所董事会

资格提出的报告
d
其中表示希望联合国对研究所的补助会恢复到 1996年以前的

程度和按通货膨胀率加以调整  

1. 欢迎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  

2. 确认研究所工作重要 成果优良  

3. 重申深信研究所应继续进行裁军和安全方面问题的独立研究 并应进行需要

高度专门知识的特别研究  

4. 请各会员国考虑向研究所提供财政捐助 确保其长期持久活力和工作质量  

5. 建议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 寻求增加研究所经费的办法  

_____________ 

a 由第五十五届会议第 69 次全体会议审议第一委员会关于题为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的议程项目 75 的报告后通过  

b A/34/589  

c 见 E/AC.51/1999/2  

d 见 A/55/2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