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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在第 33/71 G号决议第 3 段中，大会请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向联合国大会第

三十四届会议报告世界裁军教育大会的筹备情况.

2. 自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以来，教科文组织积极参加了

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它愿最有效地在其职权范围内邦助落实上述特别会议的《最后

文件>> (第 8-10/2号决议人 在这方面，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贡献是筹办世界

裁军教育大会.

3. 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邀请下，一群专家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至八日在

布拉格举行了世界裁军教育大会的筹备会议. 这份文件内有布拉格会议最后报告

( 88-79/cONF. 609/5 )的有关摘录.

4. 联合国大会如对世界栽军教育大会的安排或者对后来计划的后续行动提出

任何提案或建议，教科文组织都很感激.



二.世界裁军教育大会的筹备情况

A. 布拉格专家会议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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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九七八年四月三日至七日，教科文组织召集了一次专家会议，讨论裁军

的障碍以及克服这些障碍的手段( {最后报告>> - 88-7 8/C 0 NF. 61 3/1 7 )，会

议建议教科文组织于一九八0年举办一次世界裁军教育大会. 此外，总干事在联

合国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发言( A/8-10/竹 6 , 英文本

第 123-138 页)上通知大会关于举行世界裁军教育大会的提案. 这个提案也得

到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一0四届会议通过的第 104 EX/7. 1. 5 号决定的支持.

联合国大会对这项倡议表示欢迎，并请教科文组织加强其开展裁军教育的方案作为

一项专门的研究领域.

6. 总干事向执行局第一O五届会议和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二十届会议提出了举

行世界裁军教育大会的提案，上迷两机构分别在第 105 EX/7. 1. 2 号决定和第

11 . 1 号决议中核可该提案. 教科文组织大会又通过了第 3/2.1/1 号决议，该

决议涉及《一九七九一一九八0年的方案和予算》内有关和平研究的社会科学方案，

其中第 3152 段谈到世界裁军教育大会如下:

"按照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1978)的《最后

文件》的规定，并为了确定成员国开展裁军教育的实际可行措施，在与教

育部门协商后，将于一九八0年在总部以外安排一次国际裁军教育大会

〔第四类) .. 会前安排一次专家筹备会议，也是在总部以外举行，由一

个成员国协办. 此外，将鼓励举行其他的筹备活动."

7. 总干事根据这一段，决定接受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邀请，在布拉格举行专

家筹备会议.

8. 十六名来自世界各地涉及多个与和平和裁军教育有关的学科的专家被邀出席

会议. 联合国和跟教科文组织订有互派代表协定的专门机构都被邀派代表出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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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会议. 若干非政府组织也被邀派观察员出席 Q (与会者名单见本报告附录 Q ) 

B. 一般性讨论

9 .开幕式在查尔斯大学举行。 外交部付部长兹登克·特尔赫利克先生以该

国政府名义欢迎与会者，该国政府，作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代表，十分重视裁军

的努力。 事实上，捷克斯洛伐克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九三九一一九四五年的

世界大战是以进攻该国开始的. 他认为教科文组织在裁军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关于这点，他提到了教科文组织的《组织法》和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二十届会议通过

的第 11. 1 号决议. 他感谢查尔斯大学校长接待这次会议.

10.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先生正式宣布会议开幕. 他

在发言中指出，会议的工作属于教科文组织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十

届特别会议后所进行的后续活动的范围。 教科文组织计划的裁军教育大会一方面

既要直接满足联大该届会议的《最后文件~ (第 8-10/捞决议)第 107段所表示

的期望，另一方面又要满足教科文组织大会对创造有利于订止军备竞赛和裁军的舆

论气氛的关心，特别是它第十九和二十两届会议分别通过的第 13 .1和 1 1. 1号决议

所表示的关心. 教育和新闻的作用一因此也就是教科文组织的作用一是个决

定性因素，但在这个过程中它们还没有得到充份的利用. 裁军教育大会，就象教

科文组织一九七八年九月在维也纳举办的人权教育大会那样，目的在于给予教科文

组织、各成员国和不同的专业人士在这方面的努力以新的推动力.

11. 最后，他指出了裁军教育的三个进行途径:

(a) 按照体现裁军精神筹划整个教育过程;

(b) 在最适于谈栽军的学科范围内进行裁军教育;

但) 以裁军作为一个学科讲授.

12. 人权和和平司司长卡雷尔·瓦萨克先生概略提出了教科文组织在栽军方面

的任务和活动. 他区分了下列几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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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教科文组织《组织法》规定的教科文组织在和平和人权方面的总任务;

(b) 裁军方面的具体任务，尤其是教科文组织大会第 19 c/12 .1和 13. 1 以

及 20 C/I0. 1和 1 1. 1 号决议和执行局第 104 EX/7. 1. 5... 105 EX/7. 1. 2 、

107 EX/7. 3 和 5. 1. 7 号决定所明确指出的任务;

(c)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第 S一10/碍决

议)第 107段和《一九七九一一九八0年教科文组织方案和予算} ( 20 C/5 )第

3152 段所提出的有关裁军教育的特别任务.

13. 某些与会者认为，在就裁军教育大会的安排问题拟订具体提议以前，研究

一下"裁军方面的教育"一词的意义是有用的. 他们不想详尽讨论这个题目，只

想定下教育大会的工作方向。 他们特别着重指出，裁军教育是和平教育这个较一

般性的概念的一个基本内容. 和平教育并不仅仅是要求个人、团体或整个国家要

有理性的行为而不采取暴力行为. 和平教育不应被滥用来做政治或思想上的宣传m

和平教育不可只由政府或其他当权者下令进行. 只有在政府官员、社会工作者和

教员们对和平教育持有积极的态度以及在建立一种有利于维护和巩圄世界和平的良

好气氛以后，才能期望取得具体的成果. 正如所有其他学科那样，和平教育需要

教育者们提供实际有效地教育. 裁军教育属于和平教育，因此也必须符合教科文

组织大会第十九届会议(一九七四年)通过的关于国际了解、合作和和平教育以及

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教育的建议.a 栽军教育必须考虑到栽军问题的所有方面.

因此，裁军教育大会所考虑的计划项目必须是具体、现实而又富有想象力。

14. 裁军教育本身就是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包括政治、经济、科学、心理学

和教育等方面，这几个方面都是同等重要的. 裁军教育虽然涉及多个学科，它同

样也可以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在进行这项研究时，特别需要注意的学科有历

a {大会文件，第十八届会议} J 巴黎，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至十一月二十三

日，第一卷J {决议} J 法文本第 152 -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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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理、国际关系、政治科学、公民教育、社会学、国际法等. 有人着重提出

了从人道的角度和通过心理的分析而不仅仅是从法律的观点来探讨这个问题. 也

有人同样强烈地要求大家注意到拟订国际裁军法的必要性. 又有人提出，是否宜

于在新一代的人权中包括真正的裁军的权利;这种权利同和平的权利和发展的权利

是密切有关的. 最好是让大学，特别是法学院，推动和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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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若干出席会议的专家提出确定裁军的定义问题。 在这方面，有人提到

各项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特别是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

的《最后文件>> ，也有人提到有关军备限制的各项公约。 有人指出，目前关于裁

军一词的定义有若干个，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裁军必然有剔于军备限制。 考虑

到裁军是一项过程，其目标是将现有的武装国家系统转变为一种各国不再武装的新

国际系统，因此，裁军问题必然与安全与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

16 . 因此，朝向裁军的每一个步骤似乎都必须与加强安全的相应步骤结合起

来，特别是采取建立信心措施和寻求其他防卫方法，例如非暴力性的民事活动等。

同时，"安全"的观念应当加以扩大。 安全是一个专用军事名词的时代早已过去。

安全的意义是保障个人、社会和全人类的不受任何威胁，而军事威胁只是其中的一个具

体方面。饥饿反展不足社会和政治环公正、压制人权(个人和集体)、胡乱开采资沉和

浪费资泥、污染环境和不公平的国际秩序等等，都是对人类生存的世界性威胁。 在

这些领域内加强安全意味着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促进人类之间的友好关系

和合作。 它也意味着努力寻求各国人民感到安全的先决条件。

17. 在不同的情况下以及在世界不同的地区这个问赵明显地具有不同的特性。

因此，在教育方面，必须严肃对待每一地区有关这项问题的具体特性。 在各个国

家和地区，裁军问题不仅与国际安全有关，它也与其他问题有关，例如发展、社会

正义、经济和政治自由化、政治民主和参与经济和政治生活等。 考虑到的武器种

类以及拥有这些武器的后呆也备不相同。 不过，就长期而言，裁军意味看全面彻

底销毁军备。 困此，这应被认为是一种目标，而可用来散布裁军观念、原则和价

值的教育就构成达到这项目标的工具。

18. 裁军教育不应限于教育机构，它也应包括对一般大众的教育。 为了达

到这个目标，应该积极争取大众传播机构的合作。 在公众教育方面，非政府组织

可起重要的作用。 对裁军专家其中包括河军事人员的教育也应包括在内。 最后，

这种教育需要尊重获知情报的权利。 有一位专家总结其他同事的一致意见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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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在做思想工作时，情报是教育的先决条件"。

c . 关于大会各项工作安排的讨论

1 .一般问题

(a) 大会的定义

19. 总干事的代表向会议指出，按照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各类会议的一般分类

规则，"大会"属于"非代表性"会议的类别，即参加会议的人员以个人资格出席，

而不代表国家。 出席人员不是由总干事个别指定，就是由会员国或学术团体推荐，

而由总干事接受。 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规则并未规定教科文组织必须支付出席人员

的旅费和生活费，但如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教育大会的情况一般，教科文组织将设

设法协助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出席人员的旅费。 非政府组织将以观察员身分受邀

出席会议。 不过，大家希望遵照在维也纳举行的大会的前例，在实际工作中，出

席人员和观察员之间不应有任何分别。

(b) 大会筹备工作的现况

20. 在大会的时地和出席人数问题方面作出了以下规定:目前设想大会将于

一九/\.0年春季在巴拿马举行。 大家希望出席的人数至少要与参加关于人权问题

的国际教育大会的人数相同，即约三百名出席人员。

(c) 目标

21 • 大会的目标是促进裁军教育而非推动裁军。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采

取具体步骤来发动能够对付止军备竞赛和达到裁军做出有效贡献的各种力量并向它

们提供资料。 因此，大会的最终目的是加强在教育过程中对裁军问题的注意，并

鼓励学生采取批判的态度，使他们有更充分的准备，抗拒战争和穷兵赎武的宣传，

而在所设的问题上，运用自己本身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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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这项前提下，交换各地区和国家的经验、材料和方法应当在大会议

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维持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散布有关裁军的原则、

想法、价值、知识和事实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只是认为裁军是

军备竞赛的反面还不够;首先还必须思索非军事的其他办法来确保安全和达到相互

信任。 大会的另一项目标是建立一个资料和经验交换网，以便有效促进裁军教育。

大会应当从各种角度来讨论裁军问题，还可让赞成与不赞成传统的全面彻底裁军观

念的专家们进行一场辩论。 公开讨论的方式应当加以鼓励，因为过分简单地提出

裁军问题达不到任何有用的效呆。

( d) 出席人员

23. 为了达成这些目标，至为紧要的工作是应当竭尽全力，不仅使裁军专家

积极参加大会，而且更应使具有专门知识或能对这个领域有所影响的政府和非政府

组织以及与大众传播有关的组织积极参加大会。 而大会尤其应当提供机会，使负责

国家一级的教育规划人员、教师和青年组织领袖以及在裁军领域积极活动的工会、

宗教和其他组织的代表能够相互接触。

( e) 大会的主题

24. 就大会的主题而言，应当时刻牢记裁军教育的可能"对象"。 这些

"对象"来自于教育系统内外以及教育过程的各个级剔。 它可根据不同地区或国

家的特殊情况藏别如下:

(叫 在教育系统以内，应当注意课程、材料和教育内容，而尤其应当注意教育

工作者本身;影响社会的过程应当特别受到重视。 根据裁军的精神对教育工作者

的训练应当受到特别注意，与裁军比较直接有关的课程也应受到注意。

(b) 在教育系统以外，应当集中力量于对成人的正式、非正式和不正式教育，

但就一般而言，应集中力量于终身教育和通过大众传播提供资料和训练。 在会议

中大家认为，家庭教育和对青年及成人的教育不应受到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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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经费筹措

25. 与会人士认识到筹备大会及安排大会工作的可用经费不足。 不过，他们

坚决相信为这个大会提供的经费至少应该与提供给维也纳关于人权问题的教育大会

的经费相同。 因此，与会人士要求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刨 根据执行局第 105 EX/7. 1. 2号决定第 1 6 段以及教科文组织大会第

20 c/l 1. 1 号决议第 3 6 段的规定，提供追加经费;

(b) 鼓励各国政府支付该国专家出席会议的费用，并作出自愿捐献，协助其他

国家专家出席会议。

(c) 鼓励非政府组织采取相同措施。

2. 大会的筹备活动

(a) 区域会议

26. 鉴于教科文组织可自由动刊的资况不多，大多数与会人员认为，区域会议最好

在大会之后筹办，同时希望世界各地区都主动筹办这些筹备会议。

(b) 专门会议

27. 不同类别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其成员是教育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的非政

府组织将受邀筹办涉及大会主题的讨论会、研究会等，以便收集编拟能在大会提出

以及用于裁军教育的材料、观念和提议。

(c) 筹备文件

28. 就筹备文件而言，专家特别重视教科文组织已经在这个领域内编制的文件，

以及各种专家会议的报告，例如有关裁军的障碍以及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的会议报

告等。 他们也非常重视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以及某些联

合国的研究报告，例如关于军备竞赛的社会及经济后果的研究报告等。

29. 会议获悉教科文组织正在进行一些研究和调查，备供秘书处在大会中散发。

会议认为还应编拟其他关于裁军教育现况的文件。 在这方面，大家建议，教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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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会议认为，在调查大学一级裁军教育的现况之外，还应调查包括教师训练

机构在内的其他教育级别的裁军教育现况。

31. 此外，若干与会人士表示希望在大会上，能够展示教学材料，其中特别包

括视听材料，因此希望为大会编拟一份这些材料的清单。

(d) 宣传

32. 在大会举行之前，大众传播以及其他教科文组织可动用的一切工具都将肩

负重任，使公众舆论得知为何需要裁军教育。 在这个领域内的研究结果都应"翻

译"成一般大众了解的语言 有关的机构可以利用每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纪

念"联合国裁军周"的机会进行活动。

3夜 联合国和所有专门机构都应对此作出贡献。 联合国裁军中心的代表保证

该中心将按照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 (大会

第 8-10/2号决议)第 107段的精神，全力支持有利于推动裁军教育的工作。 他

并通知专家关于联合国的研究报告和出版物以及通过联合国新闻中心取得这些出版

物的方法。

34. 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的有效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 非政府组织应当特

别注意通过其本国的分会散布关于大会的新闻。

3 大会的结构和职责

(a) 有待设立的委员会

35. 由于筹备大会的资玩有限，在会议中，大家同意至少应当设立两个委员会，

如有需要，也能改为工作小组，以保证更多人员参加讨论。 大家接受教科文组织

总干事在开幕词中的建议，同意两个委员会可负担下列工作:

(a) 第一委员会:教育:不同级别的正式和非正式教育;教学人员的训练;编

拟适当的教材;订正现有的课本，特别是历史和地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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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二委员会:新闻.新闻专业人员的训练，有关军备和裁军问题的新闻道

德，向群众、科学界、军事人员报导的方法等。

36. 大家有一项了解，有关教育和裁军新闻的研究问题应分别由两个委员会进

行审议。

(b) 有待大会通过的文件

37. 以维也纳举行的人权教育大会通过的最后文件为例，在会议中，大家认为

大会也应通过类似的文件，其中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的方案和各个实际方面。 这份

文件不妨包括两个部份和一个附件: (a) 在裁军教育方面应遵守的原则和准则; (b) 

若干以推广这种教育为目的的主要建议; (c) 一项附件，记录在大会中提出的不同

提案、建议和提议。 关于各种不同措施的提议可向教科文组织及其会员国和各政

府组织提出，尤其可向联合国系统，各非政府组织 宗教团体科学学会和所有愿

意团结一致为这个目标奋斗的人提出。

4 .大会的后续活动

38. 大会的最终目的是对裁军教育的发展给予决定性的动力。大会应该:

(a) 拟订若干能够包括在教科文组织一九八一一一九八三年予算内的主要建议;

(b) 拟订可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提案;

(c) 建议各成员国而尤其是各国的教育机构和其他有关机构采取的措施;

(d) 找出能由不同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执行的具体活动。

39. 若干与会人士通过实例提及一些大会可能有兴趣的提案，例如:

(a) 举办关于裁军领域内进行训练的课程、讨论会等，其对象是地理、历史、

国际关系和有关学科的教师;

(b) 设立裁军教育长期工作组，由有关组织代表组成，其工作为监测大会通过

的最后文件的执行;

但) 设立区域裁军文件中心，为裁军教育提供服务;

(d) 定期举办关于裁军教育的世界大会和区域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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