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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6 4. 6~ 72和104

全面彻底裁军

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结论文件》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

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

各项途径、方式和方法

198 8 年9 月29 目

哥伦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我国政府对军火转让、国际军火贸易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

后呆的看法。

谨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项目6 4、 6 5、 7 2和 1 0 4的大会正式文件分发

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恩里克·佩纳洛萨(签名)

f8- 23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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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军火转让和国际军火贸易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基本安全问题是保护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使其不受内

部和外部的威胁一一国家建设进程固有的威胁和来自国际上的威胁。使用武力和

恫吓在国际上仍然是武力外交的一个部分，那些在国际社会中拥有经济、技术和军

事实力的国家尤其如此.

我们第二世界国家在努力巩固我们仍然很脆弱的发展进程的同时发现我们正面

临一系列世界性的严重道德危机，这一危机可导致在下述重要领域中出现不可逆转

的全球性崩溃:核对抗，生态不平衡，粮食危机和由于暴力行为、不发达和经济政

治混乱而继续使大批人丧生，

军火贸易一一我们面临的最险恶问题之一一一是我们时代道德在堕落的一个明

显标志.我们完全了解其后果.它可配合各种极为不同的情况，不受任何意识

或地理边界的限制，涉及各类武器，在加剧战争、冲突、颠覆、恐怖主义和暴力行

为火焰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如控制的军火转让对世界和平造成的威胁是

无法估量的.

国际法对这一问题论述极少。它承认其存在，但又不将其视为优先事项。这

与国际法的前途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人们要求国际法提出超越少数人私利的行为准

则.

如人权委员会一类有关当局，未审议管制和谴责军火贸易的问题。该委员会

和其他负有促使人们尊重国际法准则职贵的机构听任军火转让违反《世界人权宣言》

的基本原则.

许多国家行为不严谨，严重损害国际共存。某些国家认为必须保护军火贸易，

其他一些国家则百般容让，致使社会生活准则受到藐视。但是，在不保证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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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依循国际法和不使用武力原则，和国家主权和哎土完整不受威胁的情况下，要

任何国家削弱其国防都是行不通的.

迄今为止为管制军火贸易和确定其责任而作出的努力失败了。政治刑益，利润动

机和担心疏远傲慢而强大的军火工业，这些因素使二述努力遭到削弱。

发展中世界在最近儿十年中是儿乎所有武装冲突的场所，自然也是其受害者。

其中很多冲突是由外国干涉或军火商的利益促成的，它们还反映了一种传统的策略，

根据这种策略，在外国领土上由外国人作为战斗人E进行战争被认为更能获利，而

且较少危险。因此，远不是一个巳经过去了的历史问题;这场戏剧与世界政治发展

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并侵犯了各国人民的自泱校。

A道德k来讲s 一个死于战场的人和一个死于饥饿的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别 。 由

于每个人都有权享受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和有尊严的生活·因此，军备急剧增加而

世界经济增长缓慢，以及各国人民对目前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自然不满量引起了一

系列重犬的道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立即给予答复，

由于允许自由获得造成死亡的工具，不受约束的军火贸易威胁到最神圣的权和U .

即生命权。同样，象在各国之内自由出售武器一样，它还促威犯罪。

迄今，军备贸易显然具有一个不符合人性的政污和经济方面。为实现和平和国

际安全，不能忽视部可能威为国际生活中的一个准仁的重大危险。弟三世界的所诵

"小战争"带有萝大冲突的种子量可能会发展为世乒性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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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火贸易还关系到发展权。在很多国家中，军事部门中使用的人力、经济和技

术资源与用于民用部门的资源形成强烈对照。这种反常情况甚至存在于工业化国家

中，它颠倒了文明的价值标准 s造成扭曲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权利的态皮.

在对弗三世界国家的双边援助领域中，应该看到另一种反常情况.这种挂助的

大都分从来没有用在解决其发展问题上;而一般被写来达到某些战略目标。有些人

认为运些目标对支配世界来说是首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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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方面，必需制定原则并采取行动来保护世界公民们免受因国际贩运武器而

发生的违反人权和法律准则事件之害。还有必要使犬家都了解这一问题，瓜而使

武器的投受双方接受行为的守则并且不超越法律的范畴而行事.国际社会如能防

止因贩卖武器而发生的有害于人类的各种犯罪行为，例如武装冲突和协助贩运毒品，

或减少其发生，那么它定会受益.

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采取建设性行动以争取在世界各地，包括那兽显然认为暴力

无妨的地方，实现和平.

根据国际法存在着国家责任这一根本原则.这个责任是倍受保护的主权权利

的必然引伸.每个国家都有义务在其国界内遵守国际准则.任何国家都不得违

反这些准则，不得对违反准则的现象视若无睹，也不能无视自己的责任.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三届特别会议表明，许多国家都对贩运军火的紧迫问题

深感关注.这些国家表示愿意探讨多边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在管制国际贩卖军

火方面的潜在作用.

秘书长强调了毫无顾忌地贩运军火，特别是向发生冲突和局势紧张的地区运送

军火，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的恶劣作用.

同样，不结盟运动国家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强调说，必须动员起来对付军火贸易

对国际安全，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和平、安全与发展造成的危险.

因此，必须按照人权和《联合国宪章》体现的国际法准则使国际问意识到贩运

军备的问题.

人权委员会可研究出一种方法来监视国际贩运军火的现象，并将由此而发生的

违反人权的现象记录下来。

这样，目标就不应当单单是由国际社会来谴责武器转移:也应当是利用现有的

国际办法，1J!过多边、区域、双边或单边措施，以持制和减少这种贸易，并终止非

法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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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信必须尽速采取行动来也七军火贸易，当前这种贸易正被用来扰乱许多

国家的内部安全，使加强反裁军运动的冲突和紧张更加恶化.

这种行动的目标应当是:

(1)禁止将军火转移到冲突地区，

(2) 作出适当 的控制 ， 使军火的公开或秘密供应不至干扰所有人 民在社会和经

济发展方面的和平进程.

为了达成这两个目标，必须:

(l)由生产国对其生产的军火加以适当的监测和管制 s

但)由购买国就禁止进口其内部安全并不需要或可能在本区域内导致不信任现

象的军火达成区域性协议 B

(3) 由供应 固和接受国为限制军火转移， 确定军火黑市和确定预防黑市活动而

商定国际性办法，

(4) 由售卖军火的国家和购买军火的国家就其交易情况定期发表报告， 并由联

合国主持就这种交易情况编制一个国际登记簿，

自}由联合国使用其各种途径执行监督和控制军火贸易的任务.

尽管这些措施未必能完全消除非法的转移行为，但对于企图制造恐怖和倾轧者

来说却会较难在得军火.这些措施会减少胡乱浪费资源一一需要用来从事发展一一

的可悲观泉，并有助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实现革火转移方面的拟议也会成为

国际级别上真正的建立信任措施.

这在在都会向国际社会表示联合国正在努力设法发展可以启发本组织的所有宗

旨，当前坟有一个地区可以逃避。这样就会加强对本系统所有各方面的信任，并

促进全球共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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