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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簟 谈 判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附 录 二 

第 一 卷 

裁^谈判委员会印发的又件清单和茱文 

I 
文 件 编 号 m 目 

CD/336 1 9 8 3 年 1 月 3 1日联合国秘书长给裁S谈判委爵会主席的信, 

递送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裁簟的各项决议 

CD/337 罗马尼亚关于裁箄的立场：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尼古技*齐 

奥塞斯库对19 8 2年1 2 月 1 6日全囿党代会所作的报告摘录 

CD/338 1 9 8 3 年 1 月 2 4日捷克斯洛伐克常驻代表转递华沙条约締约 

国于198 3年1月5日在布扭格通过的政治宣言文本的信 

CD/339 1 9 8 3 年 1 月 2 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致裁簞谈判娈员 

会主席的信，递交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 

协两委员会于19 8 3年1月4日至5日在布扭格举行的会议结 

果发表的芦明 

CD/340 198 3年2月3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裁军谈判委员 

会转达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答《真理报》 

记者问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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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341 21国集团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工作文件 

CD/342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关于19 8 3年1月1 7 日至 2 8日的工 

作报告 

CD/343 美利坚合众国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详细观点 

CD/344 禁止核中子武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 

出的工作文件 

CD/345 确保安全发展核能：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提案 

CD/346 1 9 8 3 年 2月 1 4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为递交 

《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基本条款》给裁军谈判委员会 

的信 

CD/347*/ 1 9 8 3 年 1 月 2 0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密特朗先生茌德意志联 

邦议院讲话摘录 

CD/348^/ 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 

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第十五次会议的进度报告 

C V 3 4 9 1 9 8 3 年 2 月 2 1日古巴共和国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 

信，呈交 1 9 8 3年 1月 1 3日至 2 0日在胡志明市举行的《关 

于战争中使用除莠剂和落叶剂：对人类和自然的长期影响国际 

^本清单上文件号码后的星号表示该文件由于技术原因重新印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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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讨论会最后总结报告》 i 

CD/350 工作文件：化学武器公约的技术方面
 1 

CD/351 1 9 8 3年3月2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转达载有本国^ 

府就最近瑞典关于在欧洲建立无战场核武器区的建议所作答 

的信件 i 

CD/352 1983年3月7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团| 

副代表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信，呈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科尔给德囯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 

员会主席 S昂纳克的信 i 

！ 
CD/353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査 

i 

CD/354 

i 

1 9 8 3 年 3 月 1 8日印度常驻代表转递1 9 8 3年 3月 7日至 

12日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七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各国元首 

或政府首脑通过的《新德里文件》全文和《政治宣言幽录的 

CD/355 防止核战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文件 

CD/356 裁军谈判委5会议程 

CD/356/Add-l 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计划 

CD/357 工作文件：防止核战争，包括所有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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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为1983年会议重设特设工作小—组的决定 

CD/359 1 9 8 2年1 0 月 2 2日挪烕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条 

至3 5条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CD/360 1 9 8 3 年 1 月 1 4日芬兰常驻代表团公使衔参赞琬《议事舰ij》 

第 3 3条至 3 5条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CD/361 1 9 8 3 年 1 月 2 1日布隆^共和国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 

3 3条至 3 5条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1 9 8 3 年 1月 2 4日西班牙常驻代表就《议事颊则》第3 3 条 

至3 5条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信 

CD/3 63 1 9 8 3 年 2月 1 6日西班牙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 条 

至3 5条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信 

CD/3 64 1 9 8 3 年 1 月 3 1日土耳其常驻代彔就《议事规则》第3 3条 

至3 5条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CD/36 5 1 9 8 3 年 1 月 2 8日塞内加尔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 

条至3 5条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CD/366 1 9 8 3 年 1月 3 1日葡萄牙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 条 

至3 5条致裁军谈判委g会主席的信 

CD/367 1 9 8 3年2月2日希腊常驻代表就《议事翔则》第3 3条至 

35条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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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368 1983年2月2日奥地利常驻代录就《议事规则》第3 3条至 

3 5条 ^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CD/369 1983年2月8日瑞士常驻代表团团长就《议事规则》第3 3 

条至3 5条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W信 

CDx<370 1 9 8 3年 2月 1 7日爱尔兰常驻代表就《议事頰则》第3 3条 

至3 5条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CD/371 1 9 8 3年 2月 2 I日突尼斯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条 

至3 5条致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CD/372 1983年4月7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代表转递关于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交存《细菌武器公约》批准书的声明的信 

CD/373 1 9 8 3年 4月 1 1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代表致 

裁军谈判委 ê会的信递交 1 9 8 3年 4月 7日于布拉搐发表的华 

沙条约组 M员国外交部^ ^员会会议公裉摘要 

CDX374 

CDyfiW/WP. 41 
放射性武器定义和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范围 

CD/375 防止在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CD/3 76 1983年4月6日丹麦常驻代录根据《议事规则》第3 3条 

至3 5条致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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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377 1983年4月7日越南社会主义共相国常驻代表根据《议事 

≪〗》第 3 4条致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CDJ78 关于未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禁止体制 

CD/379 对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中的遵守情况的核査 

防止核战争：建立信任搢施 

C D / 3 8 1±/ 禁止在一切环境中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条约草案 

CD/382 裁军该判委员会工作计划 

CD/383 工作文件：和平核爆炸与禁止核试验的关系 

CD/384 全面禁试条约核查系统的体制安排：示范性问颞清单 

CD/385 1 9 8 3年 6月 2 3日苏联代表致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关 

于转发苏联最髙苏维埃1983年6月1 6日在莫斯科通过的 

"关于国际形势和苏联对外政策"的决定 

CD/386 1 9 8 3年 6月 2 8日保加利亚人民共^国、捷克斯洛伐克 

社会主义共^国、德意志民主共相国、匈牙利人民共相国、 

波兰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国和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莫斯科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声 

明 

CDy387 关于核査化学武器储存销毁情况的示范性现场视察程序 



CD/388 核禁试条约的核査与遵守 

CD/389 关于对地芨资料国际交换系统的看法 

CDy390 关于日本采用新近安装的小型地震合阵对a际监测系统的贡 

献的工作文件 

CD/391 19 8 3年 7月 1 1日蒙古人民共相国常驻代表给裁军谈判委 

员会主席的信，递交蒙古人民共和国关于华沙条约缔约国党 

政领导人莫斯科会议结杲声明文本 

CD/392 1 9 8 3年 7月 1 1日芬兰常驻代表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 

信，递交颞为《系统识别化学战剂：对战剂前恢非磷剂降 

觯产物及一些潜在剂的识别》文件 

CD/393 工作文件：化学武&公约中核査程序的一些技术方面 

CD/394 冻结核武器 

CDy395 工作文件：根据全面核禁试逬行地震资料国际交换的作用 

CD/396 工作文件：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査：在冬季条件下对化学战剂 

的取样相分析 

CD/397 工作文件：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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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 3 9 8 i 

CD/399 

CD/4OO 

CD^JTB/WP. 6 

CD/401 

CDX402 

7 

CD/403 

防止孩战争，包括所有有关事项^ 

(联合国大会转发给裁军谈判娄员会的现有的协定、^义 

以及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提案汇编，由秘书处编制） 

关于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囿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 

专家小组第十六次会议的进度报告 

国际管理小组 

前体一 "关键"前体 

工作文件：全面孩禁试条约的孩查万面（CTBT) 

工 作 文 件 ： 国 际 侦 察 空 中 放 射 现 象 （ ) 

CD/404 工作文件：娄员会成员资格审査办法 

CD/405 

CD/ITTB/WP. 8 

CD/406 

CD/407 

CDX408 

关于全面核禁试条约范围的提茱 

工作文件：裁军谈判委员会^防止核战争举行的非正式会议 

上可予讨论的项目表 

21国集团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 

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声明 

工作文件：促进尊重化学武器公约相遵守其条款的关于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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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X409 

CD/410 

CD/411 

CD/412 

CD/413 

CD/414 

的建议 

苏联国防部长D. F .乌斯季诺夬元帅答塔斯社记者问 

防止在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防止孩战争，包括所有有关事项 

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裉告 

裁军谈判娄员会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议题项 

目7特设工作小组职权范围草茱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裉告 

综合裁军方茱特设工作小组报告 

CD/416 化学武器牿设工作小组提交给裁军谈判委S会的报告 

CD/417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 

排特设工作小组致裁军谈判娄员会的报告 

CD/418 2 1国集团：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声明 

CD/419 对化学武器储存销毁进行核査的专题讨论会 

CD/420 1 9 8 3 年 8 月 2 3日致裁军谈判委5会主席的信，转交塔斯 

社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娄员会总书记、苏维埃钍会主义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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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盟最高苏维埃王席团王厣尤里安德罗波夫会见一些美 

国参》乂员的公裉摘录 

CD/421 裁军谈判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裉告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CD/336 
I February 1983 
CHINESE 

Original: SHGLISH 

1 9 8 3年 1月 3 1日联合国秘书长 

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递鸯大会第3 届会议通过的 

关于裁军的各项决议 

谨随信送上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通过的若干决议，其中赋予裁军谈判委员会具体贵 

任。决议的有关规定详见附件。 

随信送上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裁军问题的其他决议和决定，供裁军谈判 

委员会参考。 

此外，我谨请你注意附件所列与裁军冋题有关的各项决议。 

秘 书 长 

哈维尔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筌名） 

GE.83-60137 



附 件 

一、关于裁军问题的决议 

(a)赋予裁军谈判委员会具体贲任的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通过了下述决议，赋予裁军谈判委员会具体贲任： 

37/72 "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 

37/73 "紧急需要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 

37/77A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37/78C "核武器的一切方面" 

37/ 7 8 E "禁止孩中子武器" 

37/ 7 8 F "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37/78G "裁军 ^ 1委员会的报告" 

3 7 / 7 8 1 " 防 止 ^ 争 " 

37/80 "締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 

强无孩武器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 

37/81 "締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的有 

效国际安排" 

37^83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37X85 "立即停止并禁止孩武器试验" 

37/98A "化学和细菌（生物）武器" 

37/98B "化学和细菌（生物）武器" 

37^98D "维护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权威的临时程序" 

37/99A "不在目前无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放列孩武器" 

37/^990 " 禁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 

37/99D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和禁止反卫星系统" 

37 / 9 9 E "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 

37y99K "关于裁军过程的体制安排" 

37/ 1 0 0 C "禁止便用孩武器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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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应特别注意这些决议中的下述规定： 

(1) 第37/72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全体成员国： 

(a)铭记蓍如果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的条规不应被用来阻碍设立一 

个有效履行委员会任务的附属机构，则它也不应被用来阻碍批准此种 

机构的适当的职权范围；0>)赋予就娄员会议程项目1 (禁止核试验） 

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职权，准备:IE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多边 

谈判，于娈员会1983年会议一开始立即进行；（c)竭尽最大勞力，以 

便委员会可将多边谈判达成的此种条约茱文提交第三十AJI联合国大 

会。 

(2) 第37/73号决议执行部分笫4段，注彖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履行其 

作为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贲任时，于1982年4月2 1日莸委员会议 

程中题为"禁止核试验"之项目1，设立了特设工作小组。考虑到首 

先讨论具体问题可能促使核禁试条约的谈判取得进展，要求特设工作 

小组：（a)通过实质性的审议，讨论并确定有关咳査和遵守的问题，以 

期核禁试进一步取得进展；W考虑到所有的现有提茱和今后的倡议， 

在1983年会议结束前向委员会提出其工作进度的报告；执行部分第 

5没还注^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同意将就一系列行动作出决定，以履 

行其这方面的贲任；执行部分第6段进一步指出，特设工作小组已按 

其职权范围内的各项问题开始进行审议；执行部分第7 S要求裁军谈 

判委员会继续审议这胜问题，并釆取必要步骤开始进行实质性谈判， 

以便在尽早向联合囿大会提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草案；执行部分笫 

8段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所有成员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同委员会 

合作以釋行其任务；执行部分第9段还要求裁军谈判娄员会在就上^ 

条约进行谈判的范围内，对一个国际地震K测网和有效核奄系统的建 

立、试验和操作，确立必要的体制和行政安排；执行部分第1 0没呼 

吁裁军谈判娄员会向第三十八届联合国大会提出进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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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37/77A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根据其现有的 

优先次序，在合格的政府专家协助下加紧谈判，以期拟订一项关于禁 

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桊和此种武桊新系统的综合协定草 

案，并就此种武^的特定类型拟订可能的协定；执行部分第5段请裁 

军谈判娈员会将其工作成果的报告提请第三十/ui联合囿大会审议。 

(4) 第37/78C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呼吁裁军谈判夯员会按照大会第 

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不拖延地就停止核军备竟赛和 

核裁军进行谈判，特别应拟订一项核裁军计划，并为此目的设立一个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 

(5) 第37/78Ef决议执行部分第一段，直申要求裁军谈判娈员会毫不迟 

延地、在一个适当的组织体制内开始近行谈判，以期缔结一项关于禁 

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的公约；执行部分第3段请裁 

军谈判委员会向第三十八届联合国大会提交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6) 第37/78?f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呼吁裁军谈判委员会把工作集中 

在实质性的和优先的议程项目上，不迟延地就核裁军逬行谈判，并尽 

快就多年来作为该判目标的那些裁军间题拟订一些国际协定的草案， 

特别是核禁试及全面^效桨止发展、生产和储存所有化学武桊并销毁 

此种武^的条约；执行部分第6段呼吁裁军谈判娈员会成员，特别是 

核武器È家，在今后孰拟订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中，表现出更多的意 

愿和灵活性，以便委员会能按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决定向第三十 

联合国大会提出这一方案的修正草案。 

(7) 第3 7 / 7 8 0 #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促甫裁军谈判委员会按照大会第 

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和大会关于这些问题的其他,关决议的各 

项条款，于其1983年举竹的会议继续或着手逬行其议程上,关裁军 

的优先问题的实质性谈判，同时，为了达到这项目标，对现有的各特 

设工作小组赋予恰当的迓行谈判的职权，并作为紧急事项设立一个讨 

论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执冇部分第2段要求裁 

军《剁委员会加紧工作，竭尽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具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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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准备就议程上裁军这个具体的优先间题，特别是核禁试和全面有效 

浆止一切化学武轾并销毁此种武桊的条约拟订S际协定草案；执行部 

分第3段还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从1983年会议一开始，根据联合国大 

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总结文件》，继续加紧工作，以拟订综合裁 

军方案，并向第三十联大提出这一方案的修正草案；执行部分第 

5段迓一步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向第三十联合国大会提交其工作拫 

告。 、 

(8) 第37/781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要求裁军谈判夯员会作为最髙优 

先事项进行谈判，以期就防止核战争适当而现实的措施达成协议，谈 

判时应考虑到该决议前言部分提及的文件以及其他现^提案和今后的 

倡议。 

(9) 第37/80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关 

于締结一项在有效S际安排下保证不对无核武桊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国际公约的想法冉一次在原则上无反对意见；执行部分第3 

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1983年会议继续就加强无核武器U家的安全保 

证问题逬^谈判；执行部分第4段丹次吁请参加这些谈判的所有国家 

为拟订和缔结一项关于这个问题法律上有约束力的Ê际条约，如国际 

公约作出努力。 

(10第37/81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原 

则上不反对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卷囟家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的国际 

公约的想法，虽然已有人指出在拟订一项可被各方接受的共同方案方 

面所存在的困难；执行部分第4段建议继续加紧努力，以寻求一种共 

同办法或共同方案，其中包括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并建议 

逬一探讨各种可供选择的办法，特别包括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的各种 

办法，以便克服各种困难；执行部分第5段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 

积极逬行谈判，以期早日达成协议，并签订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S际安排。谈判时要考虑各方对締结一项 

国际公约的广泛支持，并考虑任何其他旨在达成同一目标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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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第37/83号决议执行都分第5段，要求彔军谈判委员会作为优先事 

项，考虑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冋题；执行部分第6段逬一步要 

求裁军谈判委员会从1983年会议一开始孰对这一专题设立特设工 

作小组；以期就签订一项，或适宜的话，多项协定以防止外层空间 

的各个方面的军备竟赛问题逬行谈判；执行部分第7段请裁军谈判 

娈员会:it对这一问题的审议情况向第三十/\ui联合国大会提出报告。 

03第37/85f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迅速开始现 

实的谈判，以期拟订全面彻底禁止核武桊试验的条约草案；执îfî部 

分第2段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由苏维埃钍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提出 

的该项条约的基本条款，以近行审议，其案文以及第三十七届联合 

国大会期间其他U家就此冋题提出的提案和意见均作为附件列入本 

决议' 

03第37/98A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化学武 

锥特设工作小组新的职杈范围基础上，加紧谈判，以便尽早就化学 

武桊公约达成协议。 

^第37/98Bf决议执冇部分第3段，促请裁军谈判^员会作为优先 

事项，于1983年会议期间，加速拟订全面,效桨止发展、生产 

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公约，要同时考虑一切现有提 

案和今后的倡议，以期能便委员会尽早达成协议，并为此目的直新 

设立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执竹部分第4段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 

就其谈判结果，向第三十/Vt联合国大会提出报告。 

09第37/981 ̂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呼吁裁军谈判委员会加快禁止 

化学武^公约的谈判，以期尽可能毫不迟延地提交联合国大会。 

a©第37/99A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再次娶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 

迟延地逬行会谈，以期制订一项不将核武器部署在无核武器的国家 

领土上的国际协定；执行部分第5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就此问题向 

第 三 十 联 合 国 大 会 提 出 报 告 。 

a?)第37/99C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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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早日结束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的 

拟订工作，以便提交给第三十大会；执行部分第 2段逬一步要求 

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寻求办法，觯决禁止对核设施近行军事进攻的问 

题，包括这种禁止的范围，同时要考虑为此目的向其提交的各种提案; 

执行部分笫3段注意到了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的拫告中，放射性武 

桊特设工作组建议在其将要举行的1983年会议初期设立一个特设工 

作组，就禁止放射性武桊问题继续逬行谈判。 

a»第37/99巧决议执^鄱分第3段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对下列问 

题逬行实质性审议：（a)为达成旨在防止在外层空间近行军备竟赛的有 

效而可核査的协定所逬行的谈判问题，在谈判时要考虑为现实此目的 

^有的及今后的一切提案；0))^为一个优先项目，为禁土反卫星系统 

而谈判一项有效的、可核査的协定，是走向实现上面第9分段规定的 

目标的直要步骤；执行部分第4段衮示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迨当 

步骤，例如有可能设立一个工作组，以便促逬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和 

第3段所规定的目标之实现；执行部分第5段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向 

第三十/^i大会提交关于对本议题的审议情况。 

(19 % 37/99Bf决议执竹鄱分要求裁军谈判妥员会在其处理题为"核武 

桊的各个方面"这一项目的工作的适当阶段，继续审议关于经过充分 

核置的、停止和禁止为核武II及其他核爆炸装置生产裂变物质的问题， 

并使大会了觯这一审议的迓展情况。 

m第37/99K号决议第一部分的执竹部分^求裁军谈判安员会向大会第 

三十八届会议报告关于审査本夯员会成员的情况，考虑第十届特别会 

议的《最后文件》第12嫩和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总结文件第5 5和 

第二部分的执行部分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推荐考虑将其称为一 

个会议而不防碍《最后文件》第120段。 

(21 )第37/100C号决议执行部分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在优先的基础上进 

行谈判，以期达成关于制订一次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的S际公约，该公约以作为本决议附件的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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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案文为基础。 

在上賴37/77A号，第37/78Ef，第37力8工号，第37/83号，第37 

/99A号及第37/99C号诸决议中，大会要求秘书长将有关文件转致裁军谈判委 

员会。这些文 M : 

37/77 A A/3T/27 and Corr.l, A/37/29T, A/37/333-S/15278, 
A/37/578, A/C.1/3T/L.1»3, A/C.1/37/L.U6 and 
Bev.l and A/37/659. 

37/78 E A/3T/27 and Cearr.l, A/37A2, A/3T/29T, A/37/380, 
A/37/578, A/C1/37/L.25 and A/3T/662. 

3T/T8 I A/37/27 and Corr.l, A/37A2, A/37/380, A/37/578, 
A/C.1/37A, A/C.l/37/8, A/C.1/37/L.11. A/C.l/37/L.l»5 
and A/37/662. 

37/83 A/3T/27 and Corr.l, A/37/5T8, A/C.1/3TA, A/C.1/3T/L.8, 
A/C.1/3T/L.1»! and A/37/667. 

37/99 A A/37/27 and Corr.l, A/37/578, A/C.1/37/L.18 and 
A/37/667. 

37/99 C . A/3T/27 sad Corr.l, A/37/5T8, A/C.1/3T/L.33 and 
A/37/667. 

对上述递交文件之各项决议中所包括的议题近行审议的有关纪录均裁入第A/ 

37/PV. 5 - 34号，第A/37/PV«98号，第A,37"V« 101号，第A/C,i/ 

37y^V- 3 - 45 -f-̂ P A/C 47 - f , 4 8号,5 0号,5 7号及5 8 

号文件中。 

所有这些文件和纪录都均于第三十七届大会期间分发给袄合国听有成员，包 

括裁军谈判委员会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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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关裁军问题的其他决议 

大会在其第三十七届会议期同还通过了下列有关裁军问题的决议： 

37/70 "军蚤竟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及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极端有害 

的影响" 

37/71 "关于签署和批准《&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 

条约）第一号附加议订书》的大会第36/83号决议的执行 

情况" 

37/74A "非洲非核化宣言的执行情况" 

37/74B "南非的核能力" 

37/75 "建立中东无孩武器区" 

37X76 "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 

37/77B "放弃为军事目的使用新的发现和科技成就" 

37/78A "审査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通过的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37/78B "为裁军进行国际合作" 

37/78D "裁军周" 

37/T8H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37/78J "不使用核武器及防止核战争" 

37/78K "监测国际裁军协定，加强国际安全：建立国际卫星监测机构 

的提案" 

37/79 "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 

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 

37/82 "以色列核军备" 

37/84 "裁军与发啄的关系" 

37/95A "裁减军事预算" 

37/9 5B "裁轰军事预箄" 

37/96 "宣市印度洋为和平区宣盲的执行情况" 

37/97 "世界裁军会议" 

37/98C "化学和细菌（生物）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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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8E "化学和细菌（生物）武器" 

37/99B "关于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夺员会的报告" 

37/99F "审査并补充对无孩武器区各方面问题所进行的综合研究" 

37/99G "就军事能力提供客观的情报的措施" 

37^99H "禁止茌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条约的締约国审査会议" 

37/991 "关于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环境改变技术条约的 

締约国审査会i乂" 

37/99J "军事研究与发展" 

37力00A"冻结核武器" 

37/100B"孩武器冻结" 

37X100D" to信心的措施" 

37/100E"裁军与国际安全" 

3 7 / 1 区 域 性 裁 军 " 

37/100G"^ê`国裁军研究基金方案" 

37/100H"世界裁军运动" 

37/1001"世界裁军运动" 

37/1 00J"世界裁军运动；和平与裁军运动" 

二、与裁军问题有关的决议 

还应注索的是，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通过了下列与裁军问题有关的各项决议： 

37X10 "和平解决H家间争端" 

37/18 "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武装侵略及其侵略对和平利用核能， 

不扩散核武器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等方面已建立的国际制度的严 

重后果" 

37X19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37/87 "原子幅射的影响" 

37/89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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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0 "关于探索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第二届联合囯会议" 

37/93 "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査" 

37/102 "违犯危窨人类和平与安全法萆案" 

37/105 "关于加强不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的特别委员会 

的报告" 

37/117 "发屦和加强阖家间的睦邻关系" 

37/118 "审査关于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37/119 "执行《联合国宪鞏》的集体安全规定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37/167 "关于促逬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国际合作的联合国会议" 





联 合 国 

大 会 

DlBtr. 

A/HBS/37/70 
lb> Jaaaszr 1982 

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3 9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7/651 )通过〕 

37/70. 军备竟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及其对 

世界和平与安全极为有發的^^ 

大会, 

审议了趄为"军备兌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及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极为有害 

的 钐
8
的 项 目 ， 

回頭其1 9 7 0年1 2月7SII2667(XXV)号决I 1 97 1年1 2月 

1 6H«2831(XXVI)-f-^^L 1 "3年12月6日笫3075 号决 

议1 9 7 7年1 2月1 2 S笫32/75号决议和1 9 8 0年1 2月1 2B笫35/ 

141号决议， 

深切关怀军备竟赛特剁是；"军蚤竟赛以及军事支出仍然以惊人的g度加剧 

和增加，严S地危署世界和平与安全， 

又回频大会笫十二庙特别会议—第二庙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大会特剁会 

议一的结论'：军事预算的大重堉加也助长了某些国家当面的经济问題，而 

現有的和规划中的军事方茱构成了那些否则可吱用来提高所有各国人民生活标 

准并觯决发展中囿家在达成经济和吐会发展进程中所面对各种问翔的宝贵咨源 

的巨^C^费, 

重 申 需 要 ^ 育各国政府和人民获悉并了觯军备竟赛和裁军领域的现况， 

*
1

 "―A/S-12/32 ，笫三节，第6 1 S. 

83-00903 



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郑重发动的世界裁军运动的目标在于促进公 

众关心和支持«军备限铜和裁军揞旌达成协议， 

又 S顾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第 9 3(c)段曾規定秘书长应定期向 

大会提出关子军备竟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及其对s际和平与安全极为有眘彩^ 

的报告, 

认为^锎此种报告g被視为旨在建立各国之同倌任的一种揞施， 

1. 澇s地欢迎秘书长关于军蚤^譽和军事支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彔新 

擻告* ； 

2. 向秘书长、军备竟赛和军亊文出的经济和社会后杲闳题颜问专家小组 

以及协助更新这份报告的各頃政府和国际组织，表示感谢； 

3. 建议将这份更新报告的结M请公众舆论注:f,并建议联合国今后在 

裁军领域朱取行动时考虑这些结论； 

， 4 .，书长作出必要安拌，将这份拫告作为联合 S出嚴物印发，并考虑 

'到备会员国在1 9 8 3年3月1 B翦对拫告提出的意见，在世昏裁军运动范围 

内予以宜传； 

5. 建议所有备国政府应当确保这份搜告铯够尽:&广为分发,并酌1f将其 

译为本国" 

6. 请各专门机构以及政府间组织，囯家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利用本身的设 

施，广泛传播这份裉告； 

同上，附件五. 

第S-10/2号决让 

A/37/38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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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申其决定经常审査题为"军备竟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及其对世界 

平与安全极为有害的影响"这个项目，并决定将这个项目列入笫四十届会议的 

临时议 I 

1 9 8 2年 1 2月 9日 

第9 8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大 会 
A/HSS/37/71 
14 January J.983 

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4 1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7/65.3 )通过〕 

37/71 关于签署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 

的大会第3 6/83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51其关于荃署和批准《$1 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I 9 6 7年1 2月5日第2286(3CX工工）号、19 7 4 

年I 2月9日第3262( X X I X )号、 I 9 7 5年I 2月1 I日第3473 (XXX) 

号 、 1 9 7 7年1 2月I 2日第32/76号、1 9 7 8年6月3 0日第S—10 

/ 2 号 、 I 9 7 8年1 2月1 4日第33/58号、1 9 7 9年12月11日第 

34/71号、I 9 8 0年1 2月1 2日第35/143号和1 9 8 1年1 2月9日 

第36/83号决i乂， 

注^到一些位于这项已有二卞二个主^国家成为缔约国的《条约》适用地 

区内的非主权政治买体的领土，仍可通过对这些领土负有法律上或事买上国际 

贡任的圜家成为《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而从该《条约》获得利益， 

，大不歹
1
』颠及北爱不兰联合王国、荷兰王国和美利坚舍众国已分剁于1969 

年 、 I 9 7 I年和I 9 8 I年成为《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634卷，第9068号，第326页, 

33-00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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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 ^ 国 于 1 9 7 9年3月2日|署了《第一号附加议定书》后，虽 

经大会向法®提出迫切请求，并已旷S捋久，但至今尚未作出相应的批准，盘 

示遗憾； 

2. 敦促法囯不再拖延已予请求多次的批准; 

3. 决定舰为"关于签署和批准《拉丁美洲桨止核武器条约（特扛特洛 

尔科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大会第37/71号夾议的执行佾况"的项目 

列入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9 8 2年1 2月9 B 

第9 8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大 会 
14 January 1983 

笫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4 2 

大会决议 

C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7/654 )通过〕 

37/72.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 

大会， 

铭记着大会讨论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爆炸问题已趕过二十五年并已iààîEg 

卞多项决议，而停止核武器试验是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一个蚤本目标，并对其 

达瓦一冉给予最15优先地位， 

12大会蒈于七个不同场合最强烈谴贲这些试验并目1—i 7 4年以来就录 

示深倌孩武器试验的继续将会加剧军蚤竟赛，从而堉加核战争的危险， 

重申以往一^决议所录示的信念：不论在孩^问^上存有何种歧见，均无 

任何正当^由拖廷締结一项全面禁试协定， 

，秘书长暂于 1 9 7 2年宣称：关于这个问题的技术和科竽各方面均已 

予无分探讨，现在只待作出达成最后协议的必要政治决定；如果考^到现有的 

核査手段，理觯为什么缔结一项地下楽试协定仍受到迖延；继续坶下核 

武器试验的潜在危险远超过终止这种试验的任何可能；t险， 

^j^f秘书长于其提交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题为《全面禁止核试验》的 

报告
1
'的前言中曾特剁强调他在十年前表示的意见，并^体提及其意见后说： 

"我的看法仍然是这样.这个问题^在是能够而且应该予以解决的"， 

' A/37/257 

80-0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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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各亏家在这份遵照大会1 9 7 9年1 2月1 1日第34/422f^ 

而编制的同一拫告中强调指出：无孩 S家^ g都认为，能否达成全面 g ,是 

检验核囯家有无决心俘止军备竟赛的试金石；并说：遵守佾况的核^乎不再 

协议的障碍， 

考虑到作为《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及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眛存 

囯的三个核武器国家，几乎在二十年翦衮在该《条约》中承诺努力谋求永远不 

行一切核武器试验鑤炸，并又于1 9 6 8年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明 

确重申了这項承诺， 

，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均未能制订一项全面禁试条 

约 ， ― 

1. 对于孩武器试验仍然在违反绝大多数会员S意愿的憒况下持续进行， 

再次深录关切； 

2. £f其值念：一项促使所有国家永远禁4b—切核武器试验爆炸的条约 

具有最iiîiS地位，并构成顺利防止孩武器纵向和横向扩散必不可>的组成部 

分，并衧; «裁军作出贡献； 

3. 敦傻所有尚未加入《禁止在大气层、外屋空|il及水下进行核武晷试验 

条约》的国家不再廷迟地加入该《条约》，同时不在该《条约》述及的环境内 

进行试验； 

4. 又敦促《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逬行核武#试验条约》三个 

创始缔约国严格遵守其于《条约》内所承担的谋求"永远不再进行一切核武器 

试验缘炸"，并"继续为此目的进行谈判"的义务；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4 8 0卷，第6 9 6 4号，第4 3页. 

，第 2 3 7 3 ( XXII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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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样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全体成员国: 

(a)铭记着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的条现不应被用来访碎设立有效履行 

委^会任务的附属机构，亦不应被用^得各该附属机构适当职贲权限的核定: 

Cb)制订委员会议程项目1 (禁止核试验）特设工作小组的职贲权限，其 

中应规定委员会于其1 9 8 3年会议一开始起立即就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 

条约开展多边谈判； 

(c)竭尽最大的努力，以便委员会可将多边谈判达成TO条约案文提交大会 

第三十八届常会： 

6 . i《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及水下进行孩武器试验条约》和《不扩 

散核武盎汆约》的保存国，由于它们对各该汆约负有的特别贲任，并作为一项 

临时揞尨，不舟延迟地通过三边两定的暂停试验或三个if家单方面的暂停试验 

的途径，以停止一切核试验爆炸； 

7 . ^ ^将趔为 "停止一切核武#试验爆炸"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八届 

会 议 临 义 程 . 

1982年12月9日 

第9 8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Distr. 
> jpĵ Tf AT|* 

大 会 
A/ass/37/73 
14 Januazy 1983 

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4 3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7/655)通过〕 

37/73.迫切需要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大会， 

深信迫切需要就缔结一项能够吸引最广泛国际支持和加入的全面禁止核试 

验条约逬行谈判， 

直申其信念:一切国家停止在一切环境內逬行核武器试验，是终止核武器 

的质量改进、发展和扩散的一个直要步驟，可解除人类对放射性污染^4世和 

后代健康带来各秤有警后果的深切忧虑，并构成停止核军备竟赛的一项最篁要 

措施, 

回顾《禁止在大气层、外层S间和水下逬行核试验条约》
1
缔约国承诺不在 

该条约所指的环境内逬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鑤炸，并在该条约 

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
内表示它们决心继续进行谈判，以达成永远停止一切 

^武^试验爆炸， 

1£关于这个问题的以往各项决议， 

瑀认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中起有不可或鈇的作用， 

'联合囯《条约汇编》，第480^第6964号，笫43页. 

' 第2373 (XX工工）号决议，附件， 

33-00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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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裉告有关其1 9 8 2年会议审议II为"禁止核试 

验"的项目的部分，， 

深信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尽早开始逬行此一条约的谈判， 

碉认裁军谈判委员会贲成帘议关于侦察和识剁地震事件囯际合作措施特设 

科学专家小â从事关于洚立一个全球性地震资料交换两的工作，对于此种条约 

强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 

合众国逬一步努力以促进此一条约的缔结的重要性， 

1. 宜申对于核武器试验仍在违背绝大多数会员国明白彔示的愿望下持续 

不 已 ， 深 表 ^ ； . 

2. 重申其倌念:一项禁止所有S家在任何时侯进行任何核试爆的条约是 

最迫切和最高优先的事項； 

3. 皿此—条约是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竟赛和核武器质量改迸并防止扩充 

现有核武库和防止核武器扩散到更多国家的工作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4 .注君到裁军谈判委员会为了屐行其作为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职贲，已 

于1 9 8 â年 4月 2 1日衮其題为"禁止核试验"的议程项目1设立了一个特 

设工作小组，并且耆虑到首先就特定问题进辦论可能促进核雜谈判的进展， 

因此讶械工作小组： 

(ai通过实质性审査，讨谗并碉定有关核査和遵守的冋题，以期能为达成 

核 ^ ^ 取 一 步 的 ^ ^ ； 

(b)考虑到一切现有的提茱和今后的倡议，将其工作进展憒况于1982年 

会议结束菌向委员会提出裉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庙会i乂，补编第2 7号》（A/37/27和Ccrr. 1) 

第 = $ A节. 



A/Bi^/37/73 

5. 裁军谈判委员会同蒽于此以后，即将就嗣后的行动进程作出 

决定，以便履行它在这方面的职贲； 

6. 又注意到上述特设工作小组已开始？议其职权范jj内的问颍： 

7. 裁军谈判夯员会继续审议这些问题，并釆取必要的步骤开始迕行实 

质性谈判，以便可以尽早地向大会提出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草果； 

8. 皿裁军谈判癸员会所有成员，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同委员会合作以 

履行这些任务； 

9. 军谈判委员会于其葳此一条约逬行谈判的范围內，对一个国际 

地震监测网和凟^:核査系统的建立、试验和运用，碉立必要的体制和行玫安排; 

10. ！裁军谈判委员会向大会第=十八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 

11. 决定員为"迫切需要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项目列入第三十 

会 议 临 « I 

1 9 8 2年 1 2月 9日 

% ^ 8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大 会 

Distr. 

VaEs/37/74 
18 January 1983 

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4 4 

大 会 决 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裉告（A/37/656 )通过〕 

37/74.《非洲非核化宣言》的执行情况 

A 

宣言的执行情况 

大会， 

铭记着1 96 4年7月17曰至21日在开罗举行的笫一次非洲统一组织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会议所通过的《非洲非核化宣言》'， 

回頋其最早的关于此一问题的1 9 6 1年1 I月 2 4日第1652(XVI)号 

决议以及1 9 7 7年1 2月1 2 S笫 3 ^ / 8 1号决议、 I 9 7 8年1 2月 I 4 

日第33/6 3号决i乂、 1 9 7 9年1 2月 I 1日第34/76Af决议、19 80 

年1 2月1 2日笫35/146B号决议和1 9 8 1年1 2月9日第36/86 B号 

决议，其中均吁请所有国家把非洲大陆当作无核武I区看恃并予以蓴重，而且 

特剁于其第33/63号决议内坚决谴贲南非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将核武盎引进 

非洲大陆的任何企图，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届会议，附伴》，议程项目105， A/5975号文 

83-0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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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切地注意到甫非继续谋求樓武器能力，从而严重访碍非洲非核化目标te 

实现，同时不仅对非洲各国的安全，并且也对国际*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笔 

险， 

注意澍安全理審会关于南非问题的第421 ( 1977)号决iJU^m委员^f^ti 

何使对南非的 S制性武器禁运更为^的办法*途径的报告，，特剁是其关于 

一形式闳南非的核勾结应予停止的建议， 

尽管种族主义政权核计划所引起的核武器扩隶窀番^!危险，及其对非洲各 

国于其安全S現内^！平生活ft合法权利所造成ft危害，但某些西方国家ife以色 

列罔願国际对此一问题的关切，公然肆无忌悻地违反大会各项有关决议，继续 

罔南非进行核领域的勾结，对此表示愤概, 

皿其第十届特剁会议一第一届专fl ^ i r裁箪问顳的特剁会议一《聂 

后文件》内所载的决定中认为安全理事会应釆取适当^步骤，以防止非洲统 

一组织关于非洲非核化的决定受到阻挠，， 

及其取得核武畧的可能性，对面临迫切香婁裁军的世界社会构成一种日益危险 

的障碍和祧战， 

L 再次重申大会呼堉所有国家把非潲大陆勒四周地区当作无梭武畚区看 

待，并予以萆重； 

：各种族主义政权大量积累軍备和取得军备技太，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笫二十五^' 1 9 8 0务7月，8月勒9月份补 

编》，S/14179号文件. 

大会I5S-12/2号决议，第6 3(c)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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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何国家、公司、机构或个人同甬非种族主义政杈进行的一切形 

式的核勾结，因为这种勾结除了剁的以外，势将阻挽设法使非洲全无核武器存 

在的《非^非核化宣言》的目标； 

3 ^一切国吏公司、机构或个人立即停止它们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进行的这种箪審勾结弁核勾结，包括向其提供例如计算机*电子设备等有关双 

重用途物资湘相应的技术； 

4. !安全理事会为了裁军目的，通过由全体国家严格遵守其各项有关防 

止任何种族主义政权取得任何萆备或箪备技太的决定的途径，采取强制性搢施; 

i直安全理窠会在这方面尽迓完成其对关于南非问题的第421(1977)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各项建议的审议，以便堵塞现有武卷禁运的漏洞，并使武 

器泵运更为有效，并且特剁禁止一切形式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核领域的# 

^勾结； 

a要求南非将其一切核设备交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枧察; 

7决定将题为"《非洲^^化罝盲》的执行情况"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 

十A^ i会议临*H义I 

1982年1 2月9 B 

第9 8次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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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南非的核铯力 

大会， 

回頋其1 9 7 9年1 2月1 1日第34/76Bf决议，1 9 8 0年1 2月12 

B第35/146A号决议和1 9 8 1年1 2月9 B第36/86A号决议， 

铭记着1 9 6 4年 7月 1 7日至 2 1 B在开罗举行的第一次非洲统一组织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所通过的《非洲化宣官》'， 

B頭其1 9 7 8年1 2月1 4 S第33/63号决议g烈谴责南非以任何公 

开和隐藪的方式将核武器引进非洲大陆的企S,并要求甬非立即避免在非洲大 

陆或其他地方进行^^核爆炸， 

B頋其务十届特^会议《最后文件"指出：各种SI主义政权积累军备和取 

得军术，及其取得核武器的可能性，对面临切迫晋要裁军的 ®际社会构成 

一种日査危栓的f?碍和挑战， 

对于甬非的核讦划已便它能够取得核武器能力,同时由于某些西万囯冢和 

以色列为了^求其经疥利査和地m战珞阴谋而在公然迁反联合国备项有关决议 

和决定的*况下继续给予支持和进行积极勾结，此种能力已有所增强，慼到惊 

安全理箏会矢于南非问題的第421(1977)^决议所设委员会矢于 

從便对南^s?强,性武器菜运更加有效的办法和途径的报告
1
 ，以及秘书长矢 

于安全涅筝会第473 (198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笫 S — l0/2f决议，第1 2 ^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笫三十五年，7月、8月相9月份补编》，S/ 

14 167号文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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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受了秘书长1 9 8 0年9月9日的报告'，以及1 9 8 1年 9月 3日
7 

和1982年9月20日
8
秘书长^照大会夫于南非核能力的第36/146A号 

决议和 ^ 36/86A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羞南非公然违反g!际法原则和《联合国禿章》的有关条款，继续对南部非 

洲的独立国家，特别是安哥扛一安哥拉旳一部分领土现仍由南非军队所占领一 

近行军事攻击，并堦加其旨在袄坏这些国冢稳定的顚覆活动，深表关切, 

!某些西万国家继续同南非种^主义政杈勾结从事核扩张和军事扩张，并 

且动ii使用否决权，经常阻挠联合11为处理南非问题的一切努刀，录示深切的 

失望， 

1. 对南非大规模地增强军事机器，包括疯狂地取得衩武器|g力，以便逬 

行镇压湘侵硌，并作为讹诈的工具，最示惋惜, 

2. 重申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取得核能力对国际平与安全构成极其严重的 

危险，特危及非洲各国的安全并增加了核武器扩散的危险， 

3 - â裁军审议委员会根据秘书长所任命的南非核计划和核能力问題专家 

小组的调査结果，'对南非的核能力问瘃进行实质性审议， 

4.竺安全理事会为了裁军目的，采取强制性搢施，其途径是由全体国家 

严格遵守安全理蓽会的有关决定，以防止任何种族主义政权取得任何军备或军 

备技术， 

A/35 '40̂ c C c r r - 1. 

K 36-'43a 

V 3 7/4 32. 

A/35/402和C。rr 1 , 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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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吁请所有国 l公司、机构湘个人立即停止同南非种袞主义裒衩 

进行 f t - - ^ i事勾结翱核^结，包括向它提供例如电子计算机，电子设香等物 

资和有关^术， 

6. 要求南非萆重S际对非洲勒平与穗定的关切,从而立即停止犮展其生 

产核武器的16力，并枣求将其一切核设施和核设备交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視察， 

7. !秘书长继续密切注:S南非在核领域的犮袅情况，并向大会笫三十八 

届会议提出报告， 

8. ^将题为"《非洲非核化宣言》的执行佾况"的项目列入大会笫= 

十八届会议临时议S* 

1982年1 2月9 B 

第9 3次全体《ê^L 



联 合 国 

大 会 
A/LS/37/75 
14 January 1983 

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4 5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7/657 )通过：） 

37/75.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大会， 

回頋其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1 9 7 4年1 2月9 B^3263(XXIX) 

号 、 1 9 7 5年1 2月1 1曰第3474 (XXX)号，1976年12月10日第 

3 1 / 7 1号、 1 9 7 7年 1 2月 1 2日第 3 2 / 8 2号. 1 9 7 8年 1 2月 1 4 

日笫33/64号、1 9 7 9年1 2月1 1曰第 3 4 / T 7号， 1 9 8 0年1 2月 

1 2日第35/147号和1 9 8 1年1 2月9日第36/87号决议， 

又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彔后文件》
1
中关予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建 

议符合该又件第6 0至6 3段，特剁是第6 3(d)段的规定， 

强调上述各项决i义的^本条款呼吁所有直接有关各方:考虑在建立中东无 

核武器区之前和建立期间釆奴为执行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提案所需的M迫 

切步骤：庄严窒布在相互基础上，它们将不生产、取得或以任何其它方式拥有 

核武^和《^炸装黄，间时不允许任何第三方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并且同 

,将其所有核，施苋千I?J际床子能机构的保隊制度之下，并宣布各方支持建立 

这种无核武器区和将此种宣布交存安全理事会于适当时予以审议， 

重申所有国家均有为和平目的取得^发展^的不S細夺的权利' 

进一步强调需要就禁止对核设施进行军事袭击问^釆取适当揞或 

' 第S—10/2号决仏 

83-0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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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 记 大 会 第 三 十 五 § Si义达成的协询一致意见，认为#立中东无核武赛 

区势将大大131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希望以该协商一致 f见作为基^,以便使朝向建立申东无核武器区的工作 

取得实质进展， 

1.促请一切直铥有关方#裉if大会各有关决议认其4^、釆取为执ft建立 

中东无核武器区的提蒹所^要的买际、迫切,槺；并请各有关(S家加入《不扩 

贫核武器条约》：，作为^进此一目标的一个手段； 

―2.呼吁该地区尚禾这样傚的所有国菜,在建立无核武器区之前，同意将 

其所有核活动置干囿际原子能机 构的保障钥度之下： 

3.适这些囿家在^立甲东无《武#区之窗芦明，它们支持建立中东无核 

武器区符合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致后文件》有关各投的硯定，并将此声明交 

种 全 理 事 会 ； 

4.进一步请这些国衮在建立无核武#区之前不要犮袅、生产、试验或以 

核為炸装置; 

5.里核武畚U家和所有其它®家协助建立中东元^武器区，同时遲免采 

取任何违4本决议的文字和棺神的行动； 

6 ,差秘书长就本决乂的执行f【况向大会^三t八届会议槌出拫告； 

7 决定将题为"逑立中东元核^器区"的^目列入^三十八届会议临时 

i 义 ^ 

1 9 8 2年1 2月9日 

% 3 8次全 l ^ i义 

- . ? 2 3 7 ： . '̀  XXI 二 ）号Ai义 > ` 



^ 二 乂 

〔根'tt笫一娄员会的袪告（A/37/658 ) i l 过 〕 

37/7Q, J t J ^ 亚 无 武 器 区 

大会， 

因顾其关于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1974年12月9日第 

号决议、 1 9 7 5年1 2月1 i B第3476B(XXJO号决议、1 9 7 6#12^ 

1 0 日 第 号 决 议 、 1 9 7 7年1 2月1 2 B第32/83号决议、1978 

年1 2月 i 4日第33/65号决议、1 9 7 9年1 2月1 1日第34/78号决 

1 9 8 0年1 2月1 2曰笫35^148号决议和1 9 8 1年1 2月 9 B第 

36/88号决议， 

重申屎信在世界各区域建立无核武器区是对停止核武器扩散和全面彻底裁 

军这两项巨标作出最有效贡献的措施之一， 

相佶荽立脔亚无核武器区司在其 他地区一样，将使该地区国家免于成为使 

用^荟或我胁便用核武器的对象而增强其安全， 

注意到南亚各国政府首脑发表的声明,重申他们保证不取得或制造核武器， 

并将其各自核方案专门用于促进其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展， 

皿 大会在上述各决议中请南亚地区各国和其他可能有兴趣的无核武器邻 

H,竭尽一切努力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同时遲免釆取任何有背这项目标的行 

动， 

33-< 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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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ge 2 

又 园 潁 大 会 第 号 - 第 3 1 / 7 3 号 和 第 3 2 / 1 8 3 号 决 议 中 请 

秘书长为各该决议所提及的协商召开会议，并为侥进建立w亚无核武器区的努 

力，提供必要的援助， 

铭记^会第十届牿别会议《最后文侔》 1第60至6 3段中关于建立无桉 

武器区包括在南亚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的規定，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S告，
2 

1. 重申在原则上赞闳脔亚无核武器区的概念; 

2. 再次促请南亚各国和其他可能有兴趣的无核武器邻IS,继续为建立南 

亚无核武器区作出一切可能努力，同时避免 M ^ i r这项目标 é i r f e ^行动； 

3. 丘at尚未这样做的核武器s家积极响应这项提案，并对建立南亚无核 

武器区的努力给予必要的合作； 

4. 直秘书长为促进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努力提供'》要的援助，并就此 

问題向大会第三十会议提出报告； 

5. 决定将题为"建立痏亚无核武器区"的项g列入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 

临 时 议 ^ 

1 9 8 2年 1 2月 9 S 

第 9 8次令 e会且 



联 合 国 

大 会 

Ji3tr. 

1^ tJanuar/ 198: 

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47 

大会决议 

〔 根 据 第 一 娄 员 会 的 报 告 （ 通 过 〕 

37/77禁止发畏^制造新型大规模毀灭性武器^此种武器新系统 

A 

新型大覌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 

大会， 

回頋其关于禁止新.型大规模缦灭性武器的1 9 7 5年1 2月1 1日第3479 

( X X X )号 . I 9 7 6年1 2月 I O B笫 3 1 / 7 4号、 1 9 7 7年 1 2月 1 2 B 

笫32/84 A 号 、 I 9 7 8年I 2月 I 4日第33/66 B 号 ， 1 9 7 9年 1 2 

月 I I日第 3 4 / 7 9号、 I 9 8 0年I 2月 I 2日第35/149号和1981年 

'I 2月 9 H第36/89号等决议， 

铭记着大会翥十届特别会议《最后X件》'第3 9段的规定：裁^军备质量 

^数量的搢施对于停止军备竟赛都设其重要；为此目标的努力应包括矢于限制 

^停止改良军备―特别是大规模^灭性武器-一质量相^展新作战手段的谈 

判， 

"~第S-12/2号决议， 

83-01085 



回顾《最后文伴》笫7 7段所载决定:为了帮助防止军备的质量竟赛，便 

科学柏知识成就最后能钛专门用于^平目的，应当采取有效搢旄以防止裉据新 

的科学原理和成莸锎造新型大规楔毁灭性武畚的危^ ；并且应当为禁止这种新 

型大规 模眾灭 性武棊及其新系统而作出适当的夯力， 

再次絲其信念:鉴于第十届特剁会 i ^ f i f â的各项决定，缔结一项或多项关 

于防止将科学和技术迕畏用于发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协 

定，十分重要， 

注^到裁军谈列委员会 1 9 8 2年务议期间讨论了议程上题为"新型大规 

模 1 ^ & ^ 器 ^ 此 种 武 器 的 新 系 统 ： 放 射 器 " 的 項 S , 

满^地注 i f到裁 g谈判委员会 1 9 8 2年会议期间在合袼致府专家参加下 

就此項目举行了非正式会议， 

深倌应当运用一切方法 ^途径 ,以防止发展 ^剁造新型大规模 ^性武器 

湘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注奪到裁军谈判委员会裉告中有关上述问題的部分，* 

1- ! 裁军谈判 $员会根据其現有的优先次序，在舍袼 ^专家协助下， 

加紧谈判，以期拟订一项关于禁止发层和刽造新型大规模]武器相此种武 

器新系统的绿合协定蕈案，并就此种武器的特定类型拟订可芘83协定； 

2. 再次敦促所有国家遵免釆取任何足以对旨在拟订一项或多项止 f f型 

大规模毀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出现的协定的会谈发生不利影响的行动； 

3. 促请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以及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犮表内容相同， 

放弃研制^ i大规模設灭武器^此种武器新系疣的声明，作为缔结一项矢于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卞7T届会议，补编第2 7号》（A/36/27),第三章， 

第76 、 77段和84—89^ 



此问题的综合协定的笫一步，并铭记着各该声明嗣后将由安全理蔘会的一项决 

定予以核可； 

4- !秘书长将大会笫三十七届会议审议本项百的一切有关文伴递交裁军 

谈判委员会； 

5. I裁军谈判4 5员会将有关其工作成果的报告提请大会笫三十八届会议 

审议； 

6. M将题为"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致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 

统：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列 M会第三十八^会议临时议程. 

1982年12月9日 

第9 8次全体会议 

B 

放弃将新发明和科学技术成就用于军筝目的 

大会， 

考虑到大会笫十f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3 9段的规定，按照该规定， 

裁减军备质量和数童的搢施对停止本备竟赛都棱其罝要，为此目标的勞力必须 

包括关于限制和停止改良军1"一特剁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质量和^暴新作 

战手段的谈判，以便科技的成就彔后可以专门用于和平目的， 

回^其《利用科学相技术进芩以促进相平并遣裼人类宣言》，， 

汪考到科学和技术讲袅已戍为人类发暴的一个彔直要的因素， 

关切地注 f到新 t明和科学^术成 1：可钗用来加-备克養的^险， 

1 9 7 5年1 1月1 0日第3384 (XXX)号决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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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必须确保便科学和玟术进袅专门用于买现人类的相平^望， 

意识到目 I T 应当是审议如何; #决玫弃 ^ «便用新 ^明和科学衩术成 

就的问題的时侯了， 

呼吁所有国家作出勞力以便^保枓学和莰术成衷*后专门用予和平目的. 

1982年12月9日 

笫9 8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大 会 

第=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5 0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7/662 )通过〕 

37/78, 审査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港议决定的执行情况 

A 

审査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 

通过的建&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大会， 

Êîâ其第十庙特别会议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闲题w大会特别会议一 

在最件内以协商一致,见通过的一项宜官，其中除其他華项外，还宜称为 

了切实执行联合S根赛其《宪章》规定，在裁军领械负有的中心任务和主要贵 

任，联合Sfi在不影响谈判进展的情况下，适当地获悉这个领域所采取的一 

切 单 边 、 紘 区 域 或 多 , ' 

还B顼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一笫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剁会 

议 ~ 上 ， 各 会 员 国 ^ 承 诺 致 力 于 1 9 7 8年 *；§文件，并"一致地 

重 申 " ^ 件 的 ^ 性 ， ， 

'第 S « 1 2 / 2号决议，第2 7 & 

：A/S-12/32,JF6 2S . 

83-01381 

DdLs*tr • 
GEHERAL 

A/RES/37/78 
19 January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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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a和美利坚仓众a两国政府已分剁于1981 

年1 1月3 0日和1 9 8 2年 6月 2 9 H开始在B内瓦进行两系列的衮边核箪 

械 判 , . 

I，，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舍众国政府至迅于1983年9 

月1 B以菌4有关其上述谈判所已达袞》阶SW—份联^L告或两份^ 1报告 

提交秘书长，以便提讶大会第三十AJi会议审& ' 

2. 又请两个谈判当事g经常铭记^这个问題^仗关到它们两个国家W 

利 ^ 而 且 也 餘 到 S ^ i : 界 的 ^ ^ 人 民 的 利 

3. ^ # f l j J T "双边核军M判"的項目列入第三十^届会议《F时议程， 

1 9 8 2年1 2月 9 B 

第 9 8 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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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裁军 

再次g调迫切需要积极持续的努力以加紧全面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 

第二届专门讨论截军问題的特剁会议 致通过的《*后文件》'所载并经 

大会第十二届特剁会议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剁会议一《结论文 

件）'所核可的各项建议和决定，' 

m i 9 7 9年1 2月 1 1日（国际令*裁军宜官》，和1981年1 2月 

9曰;^第36/921>|决议， 

对于it发一场核战争的危险、持续的军备竟赛以及发动新的一轮进一步军 

备数i竟赛的；!^—所有这一切均对国际局势产生极端不利的影响——絲 

—对預护和平^ Ô P S S 际安全具有其大的重要^ 

铭记IK全体人民均与裁军措施一从而可以腾出相当数童的赘金和物 

廣资涿用于所有国家，特剁是发展中国家w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的达成，休威 

相关, 

认为出现于整*界各地的反对军备竟赛和反对核战争危险升级的群众和 

平运动与反核运动，十分直要， 

，第 S - 1 0 / 2 f决议. 

4
 A/S-12/32. 

，第34/88号决议‧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达成截军一特别是在核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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昱复裔要在各S具备争取胜利宪成裁军诀判的政治善需础上，連照联 

合頃第十届特剁会议《*后文件》，以加理建设性的S际合作， 

m m 9 7 0年 1 0 月 2 4 B《各s依照联合a宪箪《: s ^关系和# 

的a(f法原;i!(的宜官》*所核可的彼此仓作以维护a豚和平与安全的义务，以 

及各g积极^：狄键| ^成裁军作为该项义务不可或絲麵目的的义夯, 

褒示贿具体治番意现，包括单 : r面时掙施，例如承担不首先 

^槟武卷的义务,势将善各a本着>â^t神以#决各项裁军问题的条件， 

考虑si联合s在a结各方努力、文持和发展各面间旨在解决裁军问題w积 

级合作方面，负有中心作用和首要贡任， 

1. 吁请一切国果在实旄大会第十届特JH会议《最后文件》时，逋过积极 

參加各项裁军谈^,积«采行《国际合作裁军宜官》所栽备项原则和理想，以期 

W具体W成果，并在安全平等和不受^损以及在国际关系上不便用武力的基 

flLk^行这S原则和理想，闳时避竟发展军备竟赛w新方向和新柒遨； 

2. 宜告制订和‧fe^f主张发动一场核战争有其理由的理论和概念,势 

将;a及世^平、导致a际局势w港化、进一步加紧军蚤竟赛，并访遄公 

认WB际合作以提进截军的必要性； 

3. 宜告_在B际关系上使用武力以及BL止充分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冢和人 

民独立宜官》'的企面，都是违背国际合作裁军理想的现象； 

第2625 (XXV传决议，附件‧ 

第1514(XV)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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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HTfr^军事集团或政治集团成员国的备个B家，在《最后文件》的 

S础上，并本着S际合作截军W精神，迷渐相互限制各自集团的军事活动，从 

面创造解傲各该集团的条件； 

5. 吁请^会员国，特别是在世界裁军运动，方面，逋à$其教育系统、 

大众新闻媒介文化政策等柒道.培养相散潘国际合作裁军的理想； 

6. 吁讶联合国教有及科学和文化组织考虑旨在通过研究、教育、新闻、 

通讯和文化活动以加sa际合作裁军的理想的措旌，以便进一步动员世界公众 

舆论統进载军. 

1 9 8 2年1 2月9日 

第9 8 次 ^ ^ 议 ~ 

A/S-12/32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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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园顾其第十：€特剁会议一第二 S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剁会议一对 

于战爭的危险，特剁是核战争的危險深表关注，而！^止«战争仍然是当酋-重 

要 ， 切 的 

JE^ÎÎ核武器对人类及其生存构成最严重的威*， s此必须着手进行《 

裁军目标的任务方面负有特剁贲任， 

再次强谓单单是現有的核武蕃葸足以消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并«记到核 

战争势将敌友不分，闳归予尽， 

西厫其第十潘特剁会议一第一潘专门讨论载本问题的特别会议一曾决 

定给予«裁军和^止核战争的有效措旄以*高优先地位，并认为必须i?止和祖 

转《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p乂便防止涉及被武器的战争的危险， 

又S顾其1 9 8 0年1 2月1 2 S «35/132B号决议内，惊恐地注奪到 

核军备^赛的加剧和采纳有限度地或局部便武蕃的新学说.增加了核浩劫 

的危并造成《冲突可予容许ifP接受的锖觉， 

悚恐地注意到,在出现了有限核戎争的学说以后，又出現了持久核«争 

的樣念, 

又悚恐地注意到这些危險的学说便军备竟赛的蝶旋上升节外生技，可铯会严 

重地£碍孩裁军协议的达成, 



A/teS/5T/78 
Page 7 

作为朝向核裁军道 

路2进的第一步， 

再度强调裁军谈判应给予核武器问趲以优先地位，并应忆及大会第十«转 

剁会议《最后文件》'第4 9和5 4段， 

回頭其1 9 7 8年1 2月1 4日第33/71Sf决议、1 9 7 9年1 2月11 

B第34/83J"号决议、1 9 8 0年1 2月1 2 B第35/152B和C号决议和 

1 9 8 1年1 2月9 S第36/92Bf决议， 

注奪到裁军谈判$fl会在其1 9 8 2^4»议申讨论了有关停止核武器竟赛 

和《裁军的问题，特别是讨论了设立一个就此窠项进行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的 

问韪. 

伹 是 ，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未 , 眾 设 立 一 ^ 门 从 ^ 止 孩 军 备 竟 赛 

和进行核裁军多边谈判的专设工作小组一事达成协议， 

M应当继续作出努力，以便裁军谈判委员会够履行其就停止军备i赛 

和达成核裁军进行谈判的作用，在此应铭记到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 

给予此一问题的高度ibb地位， 

^1裁军谈判委员会^备相#行核裁簞谈判的最适当论坛， 

i ‧吁请裁军谈判委fl会遵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g后文件》第5 0段 

的般，毫不极地着手《俘止转竟辦核裁军进《^判，并特剁制订一项 

核裁军方案，并为此目的，设立一*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特设工作小i 

2.决定将题为"停止核-备竟賽和核裁军:裁军谈判委S会的报告"的 

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八岳会议临时议 

1 9 8 2年1 2月9日 

第9 8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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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对 于 « h 竟 賴 麴 续 ， m m , 

g调广泛持续地动员世果^t舆论以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特别是俘止* 

扭转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追切需要^Ê要性， 

溝S地注意到各Bi8Ug、各H ^组织和国X组织对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诅宜 

合H创立S十月二十四B开始的一周为裁军目标宜传周的决定给予了广泛 

絲ftW文持，， 

M^^f十二届特剁会议《结论文件》*附件五所载关于世界截军运动 

W各項建特别是其中"鉴于截军周在促成栽军目标方面起了有用W作用， 

每年I 0月2 4 B起W—周应继续作为裁军周广为纪念"的建议， 

认识到联合B大众新闻机构在促进各政府组织和公众组织更为积极地參与 

举办裁军周方面所可发挥的重要作用， 

1.对强有力地文持和积极参与举办裁军周》全体国果、各SI际非政府组 

，第S-10/2号决议，第1 0 2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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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溝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各B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举办裁军周的后 

续措*的报告；'° 

3. 璽所有愿意于裁军用期闳采取地方一级的适当措旄的国家，计及秘书 

长所制订的裁军模范方案''的各组成铘分； 

4. 直联合B各有关专门机构和®标原子铯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加强活动 

以传播关予军备竟赛各种后果的新闻，并请它们将活钫情况通知秘书长； 

5. 置各SSL#按照大会1 9 7 8年1 2月 1 4 S第 3 3 / 7 1 D号^将它 

们为便进*军周目标面举办的活Sr通知秘书长； 

6. Î各S际非政府组织积极參与举办裁军周并行的活动通知^书长 

7. i秘书长在现有资源的范围内，每年编制一份汇编，载列秘书处 

各主管«门以及各地联合面新闻中心所收集到的关于上一年各地举办裁军周的 

新A; 

8. !秘书长按照第33/Tl D号决议第4段的规定，将一份载有上述 

% 4 至 ; 7 段 所 指 各 项 资 料 的 报 告 提 交 大 会 第 三 十 会 议 ‧ 

1 9 8 2年1 2月9日 

第9 8 次 全 # ^ 议 ~ 

'0 A/37/455^P Add, 1 

',A/3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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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禁止核中子武•》 

大会， 

的以外， 

0段称，^核裁军，除了剁 

,迫切â f î谈判， 

重申其1 9 8 1年1 2月 9 3 «为"禁止核中子武器"》笫 3 6 / 9 2 £号 

" ， ~ 

对全世M地会a m以及各非政府组^t予核中子武器持续而扩大的生产 

和引进各国的军事武库之内，从面使核^竟赛升&并大大降低核战争门樘所 

^ 的 关 切 ， 闳 感 , ' 

意识到这种武器的不人道的效g,特别对身无保护的平民居民构成严重的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8会于其1982年会议审议了停 止核军备竟赛ft核裁 

萆的闵题，以及禁止核中子武器的问«，" 

遗馎的是:裁军谈判委a会未能衮开M行停止核军备竟赛ft核裁军的谈 

判达成协议，亦来能就开始在适当的组织体制下禁止核申子武器进行谈判达成 

协议， 

1.重申其对裁覃谈判$a会的请求:紊不迟延地在一个适当的组织体制 

内开始进行谈判，以期绪结一关于桨止生产.储存.^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 

的公约；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居会议，补缟第2 7号》(A/37/27^DC 0rr. U 

第=章，B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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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书长将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和笫=十七届会议一切有关讨论此 

一问题的文件转交裁军谈判委员会： 

3. 里裁军谈判委a会向大会笫三十八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这个问題的报 

告： 

4. 决定将題为"禁止核中子武器"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卞会议临时 

议So 

1 9 8 2#1 2月9日 

第9 8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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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届 特 别 决 X f t t t f f U r ^ 

窄査了大会笫十届特^会议，亦屈专门讨论裁军问趄的特剁会议所 

迸过 S ï î â 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也 « 了大会会 &亦即集二届专门讨 

论截军问趣的特剁会议的《结论文件》
4 

B頋其1 9 7 8 年 6 月 3 0 BJ» S - I ( y ^ ^ 1 9 7 9 年 1 2 月 1 1 

B»lZ^830f决`SL 1 9 8 0年1 2 月 3 B » 3 5 / 4 6 号决^ L 1 9 8 0年 

1 2月 1 2B笫35/152S号决^U 1 9 b 1年1 2 月 9 B»36/92Mf决钛 

和1 9 8 2年 7月 1 0 B第S — 1 2 / 2 4号决定， 

遗ftft是:尽f 社会》期望*大多数会5理作出了努力，大会35十二 

届特别会iSL求81达成其主要S ft,即通过一項绛舍裁军方菜，进一步攙动并斧 

M十届特剁会决定*建议》^行，以及通过某些防止核战争湘^核裁 

军âtô切措施， 

深 为 关 切 地 注 « 到 ^ 十 届 特 别 会 i S L f t 建 议 * 决 定 尚 来 技 

行，并且在这两届讨论裁军闳題的特剁会议ft间痛期间，军备竟赛特 

^是核军备竟赛势头B益增理，而KT止核战争和促迸核裁军te逭切措旄却仍 

未通过，同时犮生了对独立a笨进行公开戚^， ；«WP压力和从事军事千涉》, 

事以及违反《联合国宪章》各^^原Jim的亊件，从而对8际和平与安全构成 

极为/*S»威;&, 

深倌最逭切^ x ^ ^ ^ j b ( ^ m ^ ^ m ^ ^ ^ È m .特剁是核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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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问题谈判远远落后于军备领域的迅速技术发展，对军事武库有增无 

己， i * M ' 

认为必须对所有各级的截箪谈判,特剁是核裁军谈判给予新的推动力，在 

不久的将来必须取得其正的进展， 

深倌由各会员s积极参加载军谈判可使关系到全世界人民重大利益的这种 

谈判取得成果，从而有助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重申联^SEia^械起有中心作用并负有主要贲任. 

濟s地回_1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上全体会员国一致坚决地重申第十届 

特«会《《最后文件》，》有效性，并庄严承诺致力于《最后文件》并尊重 

《行劫纲领》中所商定的载军谈判优先次序， 

@邇各S在各项S际协定中作出承诺,保证就裁军搢施，特剁是核裁军进 

行会谈， 

1. 对于S际关系持续恶化，军备茺赛，特剁是拔军备^赛不断加剧.直 

接威胜到S际和平与安全，增加了爆^战争特^是稷战争的危险，深表关切; 

2. ^所有S家,特剁是核武器S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立即采取 

旨在便进ai安全、导致有效停止和扭转军备竟眷以及达成裁蕈的步骤； 

3 . g所有S家，特剁是核武器面家其中拥有最重要的核武库的国家采 

sue切措以期执行大会笫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内有关核裁军的各项 

建诅*决定，并宪成《最后文件行动桀领》以及大会笫十二届特剁会议《结论 

文件》所列》各项^任务； 

4. 皿所有会员S作出*大勞力，各本善意，推进并加速所有各鈥的裁 

军谈判，使各种裁军问题的觯决取得迅連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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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吁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其工作菓申于其议程上各项实质性优先项目, 

不再i5廷M手进行核裁军谈判，并尽快制订多年来作为谈判主題的各个裁军 

问题的S际协定覃某，特剁是一项关于荥止核武盎试验的条约，弁一項关予全面 

有效禁止一切化学武蕃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眾化学武#的条约； 

6.5a裁军谩判委员会各成fis,特剁是核武蕃s家在关于拟订综合裁 

军方菜覃*的进一步谈判中表示更大的意愿和更多的灵活性，从而使委员会ffi 

按照第十二届特剁会议的决定，向大会第三十/oi常会提iB —项订正续合裁 

^方竿蓽茱； 

7 ‧ "HT裁军审议$员会加紧审《其iSLSJi的各？ 1裁$问题ft工作， 

并向大会第三十常 ^ f t出具*^议，以便协助解决各^决的问题； 

8. «"HT从*核裁军问题单独谈判的核武晷S家作出最大努力，便这 

些谈判达成具体结果，从面对核裁军多边谈判的成功作出贡献； 

9. 笠所有在联会a范a以外进行裁军谈判和制蕈备谈判的®家，按照 

大会第十s特刹会议《*后文件》的有关杀象，将其谈判结果通知大会和裁军 

谈判委员会； 

10. 决定将《为"»十届特剁会议各项建议相决定的执行情况"ft项目列 

入J5 =十/\uS会议的临ftHXl 

1982年12月9B 

第9 8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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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裁军谈判$员会的报告 

回顾其1 9 7 9年1 2月1 1日第34/83Bf决议、1 9 8 0年1 2月12 

日第35/152J号决议和1 9 8 1年1 2月9日第36/921`号决议， 

又回顾其第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 > ，和第十二届特剁会议《结论文 

件 》 ，
4 

审议了裁箄谈判委 5会的报告," 

肯 定 地 认 为 设 立 殳 工 作 小 组 将 为 就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各 项 目 进 行 多 

边谈判提供一个最完善的体制，并有助于加强裁箪谈判委员会的谈判作用，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已于其题为"禁jh核试验
w
皿程项目1下设立了 

̶ ^ # «工作小组， 

遗憾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绝大多数成 8国虽已^了明确的愿望.但忝 

员会1 9 8 2年会议期间再度未能 i f c i—个核裁军进行多边谈判的#工作 

小组， 

对裁军谈判委8会迄 今仍未能就其审议多年的裁军问题一特剁是联合国 

给予最高优先地位ft迫切裁军问题一达成具体协议，表示深切关注和失望, 

深信裁簞谈判委员会作为裁军问题的单一多边谈判;|M»,应在有关各项优 

先裁箪问题和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ft后文件》《三节内所载《行动纲领》 

的实质性谈判中，发捍关键性作用，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 7号》（A/37/27扣Corr.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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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调裁军谈判委B会以外进行的特定戴軍两題》判不S在任何情况下成为 

委 3 会 ； 两 ^ 行 多 边 谈 判 的 « 口 ， 

i ‧促^ n i军艄委员^照大会：》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和大^ 

于这逸问^其他有关决诅的4^条款，于其1 S 8 3 年 会 镇 手 进 行 

其议 a i : ^ ^截军闲A的实,性銷， m .为了达 s这9 B « T ;<m有昀各 

特 i f e x 作 小 组 赋 予 逶 当 的 谈 为 途 《 W « « ± « ^ N ^ # 止 核 

军 备 竟 核 鮮 ô ^ * x 作 小 

2. 重裁军鲷委 A ^ Ô P *其工作，并竭尽努力，以便躲可 t t « L 

期间内^具体的J ^，并就其议《J : M特定优先闲A «订B f f协定草案， 

而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是 制 订 一 $ 禁 止 核 武 革 案 相 一 面 : ^ 止 一 

切化学武器 及销欲化学武*的条约草案； 

3. 又请:^褒判$员会于其1 9 8 9^êt^SL3fiM» * 雇大会十二届 

特剁妙7^^件》的规&继#t M M R订《轻截军,《》》辛》工,， 

并将《方《》的订正草案^大会笫S十AA4e«î 

4. 豈 ^谈判委貝会參加个《特定优先截軍褒判 *成员不再 ^ k 

加 理 努 力 : 使 继 絲 幼 积 以 f t 将 之 絲 $ A 会 ， 两 时 也 拟 员 个 

別进行玲谈判和取得的成果脔委A会提Hi—份全面振普，以便按應上文第1& 

的规^"委员会内进行的谈判作出«C接的赏« ; 

5. :^裁军谈判委员会向大会笫三十八届会议提出""份有关其工作的报 

告； 

6. ^将题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 f t食
n
的項 g m三十八届会议的 

临 收 ^ 

1 9 8 2年1 2月9日 

第9 8次全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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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审议委A会的报告 

y 诅 了 ^ 审 ^ 员 会 f t j l 舍 ， " 

再次强调对大会第十届特剁M《*后文件》，内所載各项有关建议和决 

定釆取^ ^续 m f r f t j *性， 

考虑到大会第十 1特剁会议—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 

《结论文件》*的有关笨节， 

并在保进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剁会iSL各項有关决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作出 

了重要贡献， 

BJi!其1 9 7 8年1 2月1 4 日 号 . 1 9 7 9年12月I1B 

第34/833号.1 9 8 0年12月1 2 BS35/152r号相1 9 8 1年12月 

9 B第3 6/9 2 B号决il, 

2 ‧注意到截军审议委S会又未能宪叙其议程上各项目的审议: 

" ( 大 会 正 式 ^ , 第 三 十 七 届 会 补 编 笫 4 2号》（A/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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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规定的;，继续进行其工作，并为此目的，将#^届实质性会议的注意力 

放在它已审议或即将审议的某些特定议《±，闳时照展到大会有关决议'并就 

这些议題向大会下一届会诅提出具体建议； 

4, !裁军审议委S会在1 9 8 3##^不超过四周的会仏并向大会笫 

三十A J i :议提交4关于其工作的实质性&告： 

嘲 ^ 第 三 十 《 b i 会 议 有 关 裁 « 

項的所有正式记录转交裁军审议委S会，并提^行本决议时可铯醫要的 

^ 助 ： 

6 .决定将«为
g
裁军审议委B会的&告"的项目列入三十八届会议临 

1 9 8 2年1 2月9 B 

第9 8 次 全 *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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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止 核 战 争 

对核武器的存在和持续的军备竟赛威脉到人类的生存，感到震悚, 

回頋消除一场核战争的威勝是目前最严重和最迫切的任夯， 

g各会员国共同的贲任是使后代免遭一次惨不堪官的世界战争， 

! £大会笫十届特剁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剁会议~(最 

后文件》，第47至50 *i56至58段内有关f在确保防止核战争的程序的各 

项条款， 

进一步回顾1 9 8 1年1 2月9日题为"防止核战争"的第36/81 B号 

决议，其中敦请所有核武器国家于I 9 8 2年4月3 0日以酋将其确保防止核 

战争方面的意见、提某和具#建议提交秘书长，以供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一 

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一审议，并请所有其他愿需仿效的 

会员菌依此照办， 

审议了秘书长向第十二届牿别会议搔出 I载有这些意见、提案和具^ Ê 

议 的 报 告 ； " 

l à ! ^十二届特剁会议《结论文件》"所述有关该届会议，特别是第十 

二届特别会议特设委员会第三工作组昶为了继续审议有关防止核战争问题的搡 

杗而设立的起蕈小组对此项目的审议侑况，" 

"A/S-12/ll ̂ 0Add . 1 ifoCorr . 1 5. Add.2-5 

"A/S—12/32,第4 4 一 4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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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倌防止核战争和减少核战争危险是符合世界上所有人民dliff利益时,« 

IHft^事項， 

1. 里裁军谈判委员会考虑到上述各項文件以及其他现有提«和今后的各 

种倡议，；为最髙优先事項，著手进行谈判，以期就防止核战夸适当面实际 

的揞:^成协议； 

2. ，书长将一切有关文件转递截军谈判委员会，以便利该委员会对此 

项目进行审议； 

3. 决定将题为"防止核战争：栽军谈判$员会的报告"的项目列入笫三 

十 会 议 的 临 B « 程 . 

1 9 8 2年1 2月9 B 

第9 8 次 ^ 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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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用核武晷和防止核战争 

大会, 

nm照大会第卞届特m会议《*后文件y 

止 核 " 具 有 最 商 ^ 6 位 ， 

：, ^震悚， 

核裁军»^效措尨和防 

铭记其I 9 8 1竿 1 2月 9 B第 3 6 / 8 1 S 号 、 % 36/921号和第36/ 

100号等决钆 

核武晷, 

又0願大会笫十届特剁会议《*后文件》宜称: 

s间a际关系中创造条件的努力，以便t一： 

使用核武器的相平行为守则达成协议， 

L认为两个 核武器国家在大会笫卞届特剁会议—笫二届专门讨论裁军 

问题的大会特剁一上所作或重申的夫于它们分《I承担不首先便用核武晷 

的义务的郑重声明提供了一条降低核战争危险ft霣要途径； 

2.表示希望其ffe核武晷B笨也将考虑作出不首先便用核武S的类似声明, 

1982年12月9日 

第9 8次<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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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际裁军协定的监測和s际安全的加s: 

个囿际卫星监测署的提菜 

大会, 

执行，以及安全和倌任的加 s ,都起有重大作用， 

考虑到人造卫星地面现測技术的进展， 

意识到这种技术对于M监溷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可以作出重要贡献,特别 

是签于需要提供不对各囿m内審务构成千涉的无歧視性囿际揞施， 

EJ/gl其1 9 7 8年1 2月1 4 B第33/71J号决议，其中请秘书长在合格 

& ^ p ¥ ;小组》协助下，就*±—个国际卫星监测署所涉的技术、法律相经费 

闳题，进行研究，并征求各会员国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以及注意到这些意见的 

1 9 7 9年1 2月1 1 B第34/83骋决议， 

关心地逑$到M长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建立一个国际卫星监测署的极为详 

细的报告'，, 

g调技术逬展增加了这个领城的各种可能性，因此各会员国以及由各主管 

机构所代表的国际社会，应在适当愤况下，不论逋过裁军协定的执行或通过国 

际安全相信任的加强，均可从适当的监溯技术中获得恩益， 

深倌基于这些理由,应当对建立一个国际卫星监测署的提^的所有各方面 

进行审查， 

17 A^AC. 2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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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意到秘书长报告内所附关于建立一个国际卫星监溯署所涉问题的研 

究报告； 

2. 秘书长和帮助他的关于建立一个国际卫星监测署冋题j|fc府专家小组 

编制报告的方式表示满:1; 

3. 又注 »研究很告关予^— a际卫屋監溷署f t备种可&性的结 

论； 

4. ^书长^必要的步槺将该报告作为联合H出嚴物印发以便确保其 

尽 可 能 发 s 

5. 兰秘书长向大会十会诅提出一賴告，说明执行研究报告第 

五SS:i?内所审S的萃案中有关体制方面的结论的实际方法， 

1 9 8 2年 1 2 月 9 日 

第 9 8 次 全 体 会 议 ~ 





联 合 国 

大 会 

TRWî?RAT, 

A/BES/37/79 
IB JaouuT 1983 

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51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7/663 )通过〕 

37/79.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 

作用的常规武器 

大会， 

回顾其1 9 7 7年1 2月1 9日第32/152号、1 9 8 0年12月12曰 

第35/153号决议和1 9 8 1年1 2月9日第36/93号决议， 

重申其倌念:如基于人适理由躭禁止或^剁使用特定甯规武畚，^括任 

诃可钣认为具有过分伤香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现武畚，达厲瞢遍协议，将可 

进一步大大减轻平民和作战人员的痛苦， 

满意地回^其于1 9 8 0年 I 0月 1 0日通过了《荥止莰限匍便用某些可 

碎片的i乂定书（议定书一）》，《禁止或限制便用地首（水暂）、佴雷和其他 

装置的i义定书（议定书二）》和《系`止攻陝制便用燃％武吞议定书（i乂定书三）》！ 

澥意地^意到秘书长的报告Vf出^来愁多的国冢已经莶署或批准了 ©81 

年4巧I 0日在纽约开玫莶晉的该《公约》， 

1,敦促尚未如此傚的国家,作出最大努力尽快成为《禁止或限制便用某 

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窨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及所附议定书的 

缔约国，以便便该《公约》得以生效并最终获得各国的眢遍加入； 

， 9 5 / 1 5 和 C o r r . 2 , 附 件 一 ， 

83-0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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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意到极据《公约》第八条规定，今后可召升会议以便,议^ ` 1>：'；； 

或ft何一项所附议定书的修正菜；审议增列关于未为现有议定书包括的其他夹 

型常规武蕃的议定书；或审耷《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笵S相执行情况；并 

审议要求修正《公约》«现有议定书的任何提菜和要求增列关于未为现有议定 

书包括的其他类型常规武器的议定书的任f"i提衆； 

3. ！秘书长以《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保存者的身分，将各11加入该 

公约及其所附三项议定书的1t况随时通知大会； 

4. 决定将题为"联合IS禁止或限制便用某些可玻认为具有过分伤署力芘 

溢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畚会议"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2年 1 2月 9 3 

% 9 8次<Ér»会议 

"37/199和Co rr. 1 



联 合 国 Dtatr. 
GÉESEBAL 

大 会 
A/RES/37/80 
18 Jasaaxy 1983 

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5 2 

大会决议 

C根据^"委员会繊告（A/37/664)通过〕 

37/80.締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 

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 

大会， 

深信需^取有效揞尨以加强各国的安全，并为所有国家旨在消除战争和 

防止核灾难的共同愿望所驱便， 

考虑到不便用武力或皿^武力是《联合国宪章》所奉行并由一系列联 

合国宜官和决»以重申的^:原则之一， 

满意地注意到备区域的国冢都m ^ ^ m -引进^土的羼望，其中包 

括通过有关区域各国在自由安排的基础无核武器区的办法，并切望对这 

个目标的^作出贡献， 

器国家的安全将不成为任诃方面便用或蒇^便用核武器的对象， 

认识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冢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的有效措施可以对防 

止核武器的散布作出积极贡献， 

铭记着各国耽加强无核武#囿冢的安全所作的声明和所发表的蕙见， 

对于军备竟赛特剁是核军蚤竟赛的持续升级以及诉诸便用或蒇胁便用核武 

器的危险日益增加，表示夭切, 

,国际社会必须拟定有效措施，以确保无核武 

83-01097 



f进一步将核武器部署在无核武券 ®冢领土 计划可能J[接彩嘀无核武 

器 国 冢 的 安 全 ， 切 , 

希望促进大会第十届特劲会议《最后文件》`笫5 9段的执行，其中大会敦 

促 ^ ^武器国^ 1 ^ 7于在适当时^ H T有 »的，，以^ E不对无核武器国冢便 

B厣其1 9 7 8竿1 2月I 4 B第33/72号决^L 19-7 9竽12 月 

1 1日第 3 4 / 8 4号和第 3 4 / 8 5号决钇 1 9 8 0竽 1 2月 1 2日第 3 5 / 

154号和第35/^155号决议以及1 9 8 0竿1 2月 3 B笫 3 5 / 4 6号决议和 

1 9 8 1年I 2月9B第36/94和36/95号决议中的有关条款， 

注:g到裁军谈判$员会在I 9 8 2竿审议了题为"^BE不对无槟武器国冢 

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桊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项目以及有夬此一项目时特i殳工作 

小组所傲ft工作， 

回頋已有若干有矢该项目的国际公约草案于I 9 7 9年提交裁军谈判$员 

会，并潴意地注意到缔结一项公约》想法已获得广泛的囿际支持， 

法意到裁军谈判S员会提交大会第卞二-届特^会议的特剁报告
1
以及裁军谈 

判委员会的报告，，包括审议和谈判保E不对无核武畧É家便用或威胁便用核 

武器的有效国际安徘的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 

希望促^^早成功地完成锎订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便用或 ^ M ^ M 

核武器以加强无核武器国眾安金的公约的谈判工作， 

注蕙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已经考虑作为朝向缔结此种公约的第一步的 

临时安排的想法，特13是采用安全理箏会就此冋题通过一项决议的形式，并重 

1
第 S — 1 0 X 2 号 决 I 

1
《大会正式记录.笫十二届特剁会议，补缟笫2号》（A/S—12/2). 

，《闳上，笫=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 7号》（A/37/27和C 1). 



申大会笫35/154号决鄉6段和第36/94号决议笫5 这方面提出KPf 

吁， 

裁军谈判委》会的特别报告所载建议：委员会应当探索各种途径湘 

方法服以克服上述工作小组在谈判中所遇到的困难，以便就保证不对无核 

武器厘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面际安排达成协议，* 

深信—除了别的以外，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对于达成朝向有效加强无 

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作4进展的努力，势将，成一项重大贡献， 

欢迎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郑重声明,特别是核武器国家最高政治阶层 

所承ë的或在大会第十二届特剁会议上肯定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 

义深信如果所有桉武器国家都承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则在实际上 

就等于禁4对所有国家，包括所有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 

铉记着在寻求安全保证问题的觯决办法时，应当^考虑无核武器厘家的 

正当安<É^，因为^国家£â放弃了拥有核武器的选择，并JJC不容许核 

武器部署在其领土上，因此享有期待获得不成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对象 

的最有效保证的一切权利， 

1. 再次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结论：各方继续认识到ii切普要就^5E不 

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 

2. 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再次在原则上不反对关于缔结一项有 

关这项问题的国际公约的想法； 

3. f裁军谈判委员会1 9 8 3年会议继续葸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 

证问题进行谈判； 

《闳上，第十二届特剁会i乂，补编第2号》（A/S-12/2),第四鞏，第 

6 3 段 ， . 



4..再次吁请所有参与这些谈判的国家作出努力,以便拟订*缔结一项有 

关 i £一闳题 f t具有^约束力际文书，例如一项国际公约 • 

5. 再 次
8
H t 所 有 核 武 器 国 家 作 出 内 容 相 同 的 关 于 不 对 ^ 拥 有 核 

武器的无核武器面家使用核武器的郑重声明，作为缔结此种国际公约的笫一步, 

并 鄉 安 全 理 应 审 査 ‧ 声 明 ， 如 果 所 有 纽 声 明 都 符 合 上 述 目 标 ， 则 应 

通过一项核可各该声明的适当决议； 

6, ^将题为"缔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面家使用或威胎使用核武晏 

以加强无核武器面家安全的公约"的项目列入第=十八届会议临时议氣 

I 9 8 2年1 2月 9 S 

第9 8 次 全 议 



联 合 国 

大 会 

D i s t r . 

QSSEBAL 

A/ÏŒS/37/81 
18 January 1983 

笫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5 3 

大会决议 

〔根据笫一委员会的报告（A/37/665 )通过〕 

37/81. 缔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使用或威肽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囿际安排 

大会， 

铭记着需要减轻世界各国对确保其本国人民持久安全所怀的正当忧虑， 

深信梭武器对人类和文明的延续形成最大的威胁， 

对于軍备竟赛一特别是核鞏备竟赛一的持续升级，深表关切, 

深信核裁军和彻底消除核武器,是消除核战争危险的必要条伴， 

考虑到《联^国宪章》所规定的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的原则， 

对于核武器的可能使用或威胁使用，深表关切, 

确认无核武器国家的独t领土宪整相主权需要加以保障，以免便其成为 

便 用 或 威 胁 使 用 贰 力 一 包 括 便 用 ^ 威 脐 便 用 武 器 一 ^ 象 ， 

83-0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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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达成普遍核裁军之前,S际社会必须制订有效措施以保证无核武器 

S家的安全将不成为任何方面使用或戚胁使用核武器的对政， 

认识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j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持沲，可对防 

止核武器的敢布作出积极贡献， 

g，其1 g 7 4年1 2月9日第3261CUXXIX)号决议， 

又回頋其1 9 7 6年1 2月2 1日第31/189C号决议， 

铭记著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隶后文件》'第59段促甫核武器S家勞力在 

适当时达成有效安排，以保证不对无孩武器国家使用或实胁使用孩武器， 

切望從进仅行大会笫十届特别会议《彔后文件》的各項有关条款， 

回賴其197 8年 1 2月 1 4日第 3 3 / 7 2号决议、 1 9 79年12月 

1 1日第3 4 / 8 5号决议、 1 9 8 0年1 2月1 2日笫 3 5 / 1 5转决议和 

1 9 8 1年1 2月9日第3 6 / 95号决议， 

又回頋其载有《罝布1 9 8 0竿代为笫二个裁军十年宜官》的1 9 8 0年 

1 2月3S第3 5 /4 6号决议附件笫1 2段称：因此，裁军谩判委员会应竭 

尽全力就备项问题追切进行谩判，并于可iè时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題的特 

剁会议之酋提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胁使用核武器的有玟â际安徘 

的两定^文， 

欢迎裁军谈判$员会及其审议和谈判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便 

用核&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为了就此项目达成协议而进行的深入谈 

判 ， ' 

' 第 决 i : 5 L 

1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特别会议，补缟第2号》（A/S—12/2)， ^ 

6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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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在此项目下崁出的各项提案，其中包括一项 

国际公约萆案， 

注意到1 979年9月3日至9日在^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li家相政 

府首脑会议的有关决定以及1 9 8 2年8月2 2日至2 6曰在尼亚美举行的第 

十三届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会议最近所重甲的有关建议,'吁请裁军谈判委â会 

制订一项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棂武器的li际公约，并孰 

此达成协议， 

又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内各方对制订一项保证不^无核^ 

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的支持，以及有人指出在拟订一项可 

获各方接受的共同办法方面所存在的困难， 

1. 重Î迫切耱要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 

国际安排达成协议； 

2. J ^ ^ f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内无人在原则上反对关于保证不对无核 

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囿际公约的想法，虽然已有人指出了在拟订 

一项可获所有各方接受的共同办法方面所存在的困难； 

3. 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表现必要的政治意志，以便就一项 

可以载入具有法律约東力的国际文书的共同办法，并特别就一项共同公式，达 

戍协议： 

4. 皿继续加紧努力以寻求此种共同办法或共同公式，并建议进一步探 

讨各种变通办法，特别包括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的各种办法，以便克服各种困 

雉； 

5. 星议裁军谈判委员会积极继续进行谈判，计及各方对铕结一项公约的 

， 参见A/37/567-S/15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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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支持，并考虑^^其他旨在达成闳一g标的提案，以便早日商定并绪结关 

于保证不对无核武畧国家使用或威茧使用核武器的有效S际安排； 

6 • ^将题为 "绪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桉武器 

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项目列入第=十 /会议临时议氣 

1 9 8 2年1 2月9 B 

第9 8 次 ^ 会 议 



Distr. 
GSISEBAL 

A/BES/37/82 
18 Jaooary 1983 

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5 6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损告（A/37/668)ilàt〕 

3 7 / S Z 以色列的核军备 

大会， 

回顾其关于以色列的核军备的1 9 8 0车1 2月1 2日第35/157号决议 

和I 9 8 1年1 2月9日第36/98号决议， 

皿其关于在中东区域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各项有关决议， 

又回頋其1 9 7 8年1 2月1 4曰关于同以色列的军事和核勾结的f 33/ 

71 A号决议， 

回頋大会一再遒贲以色列同南非的核勾结， 

回顽安全理事会1 9 8 1年6月1 9日笫4S7( 1 9 8 1 )号决议，并 

注意;^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关于以色列和南非之间关系最近发展的第― 

次特别报告',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虽经大会、安全理筝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一再呼吁，以 

色列仍坚持拒绝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2
,并拒绝将其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 

构侏障制度之下， 

意识到由于以色列的核;，能力以及以色列同南非勾结发庚核武器及 

其运载工具从而危及国际和^安全的严亶后杲' 

'A/37/22/Add. l-S/15383/Add. 1. 

2
 第2373(XXII)号决议，附件‧ 

83-01199 

联 合 国 

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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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关于以色列核军备的报告'. 

1. 重申其要求:以色列应毫不返M放弃拥有任何核武器，并将其所有 

核活动置于国际保障制度之下； 

2. 再次
1
 f请所有囿家及其他各方和机构立萍终止其与以色列的一切核勾 

结； 

3. 再度请安全理事会调查以色列的核活动以及以色列同其他S家、当事 

各方和机构在这些活动方面的勾结； 

4. 吁请所有国家将其所拥有的关于以色列核方案或任何向以色列蓰供的 

公私协助的一切it裉，提交秘书长； 

5 .旦安全理事会考虑釆取有效行动，以便防止P义色列实行侵璿、扩张和 

兼并他国领土的政策而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 

6. 遒赏以色列官方宣布的、对核设施重复进行军事袭击的«S; 

7. !秘书长密切注懲以色列的核活动，并于适当1t况下裒此提出拫告； 

8. 又请秘书长在同非洲统一组织和阿扛伯国家联罡合作下,密切注君以 

色列同南非的'结和军事勾结,及其对相平与安全以及对旨在逑立非洲无核 

武器区和中东无极武器区的努力所构成的番； 

9. 决定将题为"以色列的核军蚤"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八届会议的临时议 

a. 

1 9 8 2年1 2月9日 

第9 8次全体会议 

'A/37/434 



Distr. 
GEBERAL 

A/SES/37/83 
18 Janoaxy 1983 

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5 7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S会的裉告（A/37/669)通过〕 

37/83.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大会， 

受到由于二十五年酋人类进入外层空间而在人类面前展现的伟大前景的启 

发 ， ― 

确认全人类同外层空间的和平用途探索和利用休咸相关， 

外层S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的探索和利用应当造福^有利于所有国 

家，不论其经济^科学发展程度，并且应当是全体人类的共同夭职， 

进一步重申全体国家的君志是;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夭体的探索ifo利 

用应当专门为了和平目的， 

回顾《关于各国探溷及使'用外层s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所应遵守原则的 

条约》'的缔约国已在笫三条中承诺：探测及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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觯而进行， 

第2222 (XXI)号决议，附件, 

联 合 国 

大 会 

83-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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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剁重申上述条约第四条规定缔约国承诺不将任何载有核武器或任何其他 

种类大规模毀灭性武晷的物体放入环绕地球的轨道，不在天体上装置此种武器， 

亦不以任何其他方式将此种武器设置外层空间， 

重申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8 0段所说,为了防止外层 g 

闳 â i r 军 备 竟 赛 ， 应 当 本 着 该 条 约 的 精 神 ， — 步 的 措 施 行 适 当 的 国 际 

谈判， 

回頋其1 9 8 1年1 2月9 B第36/97 C号决议和笫36/99号决议， 

严重关切外层空间的萆备竟赛对全体人类形成的危险， 

忆及各会a S在上述条约谈判期间和条约通过以后均瞀广泛表示有兴趣确 

保探利用外层空间应当用于和平用途，并注意到各方面专门讨论裁軍问题 

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大会历届常会和裁军谈判委s会提出的各项提案， 

注意到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对军备竟赛扩散到外层 

空间所表示的严重关切,，并注意到该会议向联合s主管机构，特剁是大会以 

及裁軍谈判委8Î会提出的各项建议， 

深倌有必要釆取进一步的措施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确认在为防止外层g间的军备竞赛进行多边谈判方面.美利坚合众S和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恢复叉边谈判,定能起积极作用‧ 

汪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1 

' 第 S — 1 0 / 2 号 决 I 

，参见《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展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的报告》1 9 8 2年8 

月9 B至2 1 S于维也纳（A/CO]JP. 101/10和C0rr. 1及2 )‧ 
4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会议，补编第 2 7号》（A/37/27和C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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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1 9 8 2年会议期间已在其正式及非正式会议上 

并且通过非正式协商，审议了本议题， 

蕙识到各成员ii向裁军谈判$员会提出的各种提某，特别是关于设立一个 

外层空间工作小组及其任务规定草茱的提案， 

特别注^到裁军谈判夯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表示愿意毫不迟延地成立一个 

外层空间工作小组， 

1. 重申<è#国家的意志是：外层空间应当专门用于和平目的而不应当成 

为军备竟赛的场所； 

2. 宣告凡是对外层S间逬行非和平用途的利用均违反有效国际监沓下全 

面彻底裁军的商定目标； 

3. 强调国际社会应采取迸一步的^效措施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饔; 

4. 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巨大空间能力的国家，对和平利用外层空 

间的目标作出积极贡献，并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呆取即时的揞施； 

5. ！裁军谈判$员会优先审议防止外层空间的簞备竟赛问题； 

6. 逬一步谞裁军谈判夯员会在其1 9 8 3年会i乂开始时设立一个矢于本 

议逦的特设工作小组，以便为締结一项^在运当时缔结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 

的军备竟赛的一切万面的协定进行谈判； 

7. 竺裁军谈判$员会褎其审议本议起的情况向大会=十八届会议提出 

报眚； 、 

8 . 秘书长将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有关审i义本议題旳全部文件转递裁军 

谈判委员会； 

9. ^将题为"防止外层空间旳军备竟譽"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八届会议 

'15时i乂程. 1 9 8 2年1 2月9日 

~ 第 9 8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大 会 

Jistr. 

—j钾、 
O / . » A I É J / , / / - ' y 

I'l January 173； 

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136 

大会决议 

〔根据筲一委员会的报告（A/37Z671 )通过〕 

37/84 .裁军犮展之1司的关系 

― 大 会 , 

回顾秘书长拫告'中所载关于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的结论； 

也回顾其1 9 8 1年1 2月9日第36/92巧决议，其中大会除了别的以 

外，请全体会员H^;t该报告及其结论和逑议，并决定将拫告提谞大会第十二 

届特别会议进行实质性审议相釆取适当行动， 

有关已经作为大会^十二届特别会议正式又件散友的秘书长报告的 

后续决定的提案
2
， ‧ 

也7£葸到大会于其^十二届恃别会i义《结论又件、，中^定锊i乂程上尚未 

作出决定的项目交由大会^三十七庙会》义迕一步审i乂， 

逬一步7玄蒽到大会已决定将裁军和犮展之间关系的问题单独作为一个项目 

列入i义桎； 

' A / 3 6 / 3 5 6 ^ C o r r 1, 研究报告嗣后作为《裁军^友展之间的矢系》 

( #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 C 82 IX. 1)印行。 
2

 A/S - 1 1 8 ̂  A/U -12/A C 1/49, 

' A / S - 1 2 X 3 2 ,笫 6化 

83-01211 



1 -遒秘书长按照裁军^发展之间关系玫府专家小组缁制的研究裉蚩'% 

七章内所述政府专家小组的建议，釆取适当的行政行动； 

2. 促请^ê>员国按照iSJ??专家小组的,有关逑议考虑采取适当揞施; 

3. 决定将通过执行裁军揞施而腾出的资镙从军爭用途转用于民爭用途问 

題列入1 9 8 5年笫四十届常会开始起的历届大会临时议程，其时间间隔容后 

确定； 

4. 皿 ^国裁军研究所同其他有关国际机构迕行协商，调查S际裁军 

促展 5金的模式，但S适当注«目酋负贲囿际资漯转移的机构勿组织的能 

力； 

5 - g秘书长莸有关执行本决议而采取的揞尨向大会第三十会议提出 

报告， 

1982年12月9 B 

第98次全体会i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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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A/HES/37/85 
19 January 1983 

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138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7/672 )通过〕 

3 7 / 8 5 .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 

大会， 

深为关切核军备竟赛的持续不断和核战争危险的增长, 

确信所有国家立印停止在一切环境中进行核武器试验并在今后禁止进行这 

种试验，将会有力地阻止一切新型孩武器及其新系统的研锎，并有力地51止新 

的核国家的出现， 

注蕙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本届会议逬程中提出的"全面彻底禁 

止孩武器试验条约g本条款其全文作为P牙件载于本决议内， 

1. 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迅速着手举行切合实际的谈判，以便制订全面 

彻底禁止^器试验条约覃案： 

2. 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IS联盟提出的附于本决议的上述条约釜水条款, 

以及其他国冢在本届会i义进程中，-此问^所提出的提案和意见提交裁军谈判委 

员会审议； 

3 .呼吁一切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为表示诚君并为制订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 

试验条约创造有利条件起见，自它们彼此间商定之日起直至缔结上述条约期间, 

不进行任何核蜾炸，并事先就此事发表相应声明； 

，见人/37,: 4 3 

83-01387 



A/RKS/37/85 
Page 2 

4 • ^将题为 " ^即停止和禁止袄武器试"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十八 S 

会 i义临时线 

1 9 8 2年1 2月9 B 

JR9 8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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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蚤本条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努力所直接朝向的防止核战 

争的目标，除了别的以外，迫切要求釆取阻止制造一切新型核武器及其新系统的措 

一切s冢立即停止^禁止在一切环境中进行核武器试验将是此种有效措施之 

一，同时，这一切措施也会有助于不扩散核武器。 

基于上述宗旨，苏肤提出下列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基本条款供联合国 

^ ^ 员 国 审 仏 

A.禁止的范围 

1. 本条约备締约国承抠义务，在其管辖或控制的任何地方，在任何环境中—— 

大气层、大气层以外，包括外层空间，水下和地下 律禁止*防止^不进行任 

何核武器试验鑤炸。 

2. 备締约国不在任何地方引起、鼓励或以任何万式参加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 

爆炸。 

3. 应当宣布暂停^平核爆炸，根据这项宣告，各締约国应当在制订上述暂停 

办法之前避免引起、鼓励或以任诃方式参与进行这种缘炸。 

4. 在本条约生效之后应迅速着手审议进行^平核爆炸的程序。此项即将予 

以商定的程序可以构成本条约组成^分的一项特别协定或若千项特别协定的形式力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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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确保条约的邁守 

1 .核査的一般性条款 

5 .本条约备缔约®应将其^査本条约备项条歎的遵守佾况的活劫逑立在本S 

措施昶国际揞施相结合的基础:t±a 

6.为核S其他締约国对本条约各项条款的遲守愤况起见，任何一个缔约国均 

有衩以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方式便用其所拥有的本国技术核査手 

7 .拥有本国抆术核査手段的缔约国得在必要时将其通过上述手段而获得的与 

8. 本条约缔约国允诺不对其1£締约盟的本国技术核査手段逬行干t 

9. 国际核査揞沲将依照联合国宪章采用联合国范S内的国际程序并逋过各締 

约国之间的协两*合作以及通过本条约缔约国专冢委员会的服夯进行。 

10. 本条约缔约11得于必要时互相进行协商，提出询问并躭此种询问提供佾报 

以便觯决^*^约各项条款遵守îff况方面可能产生的任何问So 

11. 缔约国将以双边方式或通过专家委员会交换締约®认为对保证条约下各项 

义务获得遵守所必要的tin 

12. 协两为合作也可在联合囿im内很据联合国宪鞏通过适当国际程序迸行。 

13. 为了加强本条约的效力，条约缔约国应当妥为两定防止采取任何旨在蓄；？ 

伪造其缔约S执行本条约实际佾况的行为。 

2 .协两湘合作 



3.地震数据的11际交流 

14.为了加强保证本条约下备项义务获得遴守起见，各締约囿得参与地震数据的国 

际 交 ^ ^ 种 国 际 间 ^ ^将裉ïl下列指导方针逬行。 

4.地震钕瑭国际交流的指导方针 

15. 本条约备缔约国有权穸与地震数据的国际交流，将其领土上指定参与国际 

交流的地震站所获待的欸铯提出作为国际交用，并接受通过国际交流而具备的 

一切地震数瑭。 

16. 夾定參加国际交流的各締约国将指定一个主管机构，逋过它来从事国际交 

流活动的交仏 

17. 地震数据将逋过世界气象组织全球性远距离逋讯系^通过其他饪何两定 

的逋讯桌道迸行转交。 

18. 国际地震数据中心将考^到适当地域分布的可取性而在两定的地点 

这些中心将接受国际交流参加国所提出的全都地震数据，处理地震数据但不对地震 

事件的性质作任何判，并将已经处理的地震数据分送给国际交流参加国，并保存各 

参加国提出的勒经过中心处理过的全部地震数据记录在茶。每一个地震中心将受 

该中心所在的参加国管银 

19. 本条约规定设立的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将以裁军谈判委员会所设立的"审议 

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持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裉告中各项建议
2 

为其依据.这些措施包括：^转递给各中心的钕裎^彤式、并葳各中心向参与国 

提供地震数据以及啊应参与国有关具体地震现象要求提供补无妯震数据的请求的形 

式和方法，制订各^与地震站和匡际地震数抟中心技不、特 'te和操作特性的标^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钧第2 7号》（A/37/27和Ccrr. 1): 

笫三鞏，A节，第4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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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条约缔约頃S际专家委员会 

20. 本条约缔约囿专家委员会是为审议有关國际地震数据交流问题而设立的. 

各缔约S均有权指琅其^^参加该委员会. 

21. 按协商一致原则进行工作的委员会应在本条约生效后9 0S内举行其第一 

次会议，以后则根据需要5开会乂 

22. 委员会将根据指导方针制订S际交流的建立和业务的详细安排；促进实現 

mw交流和各缔约s间在提髙s际交流效力方面的合作. 

23. 委员会将推动JET^é进行囿际协商和合作并从事数据交流以及协助核查， 

以利于本条约各项条款的遵守， 

24. 其他有关专家委员会工作安排和程序，其所可能设立的辅助机构、委员会 

的职司、权利、义务、议筝程序及其在协助傻进©际交流和就地核査中的作用等冋 

題以及其他问题，均应当加以详细拟订， 

6.关于本条约遵守情况的事实调査程序.就地視察 

25. 本条约缔约囿如果怀疑另一囿领土上的事件可能是一次核鑤炸，则该缔约 

囿可向另一缔约國提出进行孰地枧察的请求• 请求书中应说明为何要求进行就地 

視察的理由，包括有关的地«数据和其他可能闳核爆炸、进行核煤炸的时间和地点 

有关的物理数据， 

26. 收到请求的缔约囿，认识到确保对条约下各项义夯获得遵守的倌心的重要 

性，将&明该国是否同意进行莸地視察.如果接到请求的缔约国不同意在其本囿 

领土上〇行茕地視察.则应向请求国提出其夾定的窆由并将上述理由通知专家委员 

会， 

27. 提出请求的缔约囯如杲不^意 â过及边臺道所获得的释和^枓，则该缔 

力园可话求专冢委员会鞔这项请求提洪补充资枓并行协商，并^求 î t派科学^术 

专冢协助以S|定筝实的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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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为了在締约国领土上进行备该締约国予以同意的视察，则应制订这种视察 

的程序和实施办法，包括视察人员的衩利和职司细目，并瑀定接待国在視察期间所 

起的作用. 

29. 太条约还可列入一项条^,可便两个或两个以上締约囯能够由于特珠利益 

或特殊情况，根据相互协议 i商定有助于核査条约遵守情况的补充搢施. 

7.向安全m爭会提出申诉的程序 

30. 当任何一个缔约面有理由认为某另一缔约II已经、或可能正在违反条约条 

款规定的义务时，该缔约国有^向联合囯安全理筝会提出申诉.这种申诉书应包 

括与箏件有关的一切资料，以及可证实这一申诉有s的一切可能得到的证据， 

31. 在安全理事会按照联合囯宪章规定对它收到的申诉可能进行的任何调査中， 

各缔约园保证予以合作.安全理筝会将把调査结果通知各缔约囿， 

32. 如 果 安 全 理 筝 会 作 出 决 定 , 约 国 因 另 一 缔 约 囯 ^ 按 本 条 约 g 担 

的义务而已经受敎或者可能正在受到危险.而该缔约囯提出了铪予^助的请求， 

则本条约各缔约国保证依照联合园宪章规定给予该缔约II援助或支持. 

C-条约的最后条款 

33.本条约应无限期有效.本规约自二十个国冢的&府，包括安全理筝会五个常任 

理寧国政府交存批准书起生效. 

34. 经締约国在有苏纟â埃社会主义共和囯联盟、美利坚合众H和大不列顛及 

北爱尔兰乾合王II三个常任理筝S参加的情况下可^定使条约在有限的协商一 

袞的期限內生效. 

35. 还应规定条约签署和批准的办法、交存条款、各囯加入条约的办法，以及对条 

约&出修正案的程序， 





联 合 国 (SSEBÂL 

I ^ ` m ^ ^ m A/HBS/37/95 
W ^ X ^ 20 Jaaaary 1983 

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4 0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7/652)通过〕 

37/95.裁减军事预算 

A 

大会， 

对于军备竟赛不断加剧，军莘开支日益增加，使所有国家的经济承受沉重 

负担并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造成极为有窨的影嘀，^关切, 

顾于其第十二届特别会议，亦即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 

议上，全体会员国一致坚决地重申第十届特剁会议亦即第一届专门衮军问題的 

大会特剁会议《食后X件》的有效性，并庄严承诺致力于该《文件》，' 

重申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又件》的各项条款，根据该《又件》，特别是 

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亊上重要国家在共同商定的基础上，例如长绝对效字或百 

分率逐步裁减其军爭预算，将有助于遏制军备竟賽，并将增加目翦用于军爭用 

途的资金转用于经济及社会犮展的可能性，特^是it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 

会 发 展 ，
2 

i A / S - 1 2 / 3 2 ,第 6 2段。 

- 第 S —10/2号决议，第8 9段。 

83-0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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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g頭《宜布1 9 8 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宜官》，，其中现定在这段 

期间，新作出努力，以便:&裁^军事支出并将由此旖出的资^转用于经济 

和社会发展，％别是造福犮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友戾，^协议， 

又Q頭其1 9 7 9年1 2月1 1日第3 4/8 3 T号决议，其中认为应当 

对于以公平方式冻结、裁减或以其他方式限钥军箏开文，包括;?T可便一切有关 

方面^慼到滴意的充分核査揞施达成协议的努力，给予靳的推动力， 

审了 ^军审议 $员会关于在其 I 9 8 2年会议期间衷题为"裁^军事预 

^ "项目所已完成的工作的报告， * 

深倌^定和制订一套各国在冻结和裁减军事预算领域内迸一步行动所应遵 

守的^则，将有助于调和各国的意JL并在各国之间建立信任，以利于达成载 

减军事预算的if际协议， 

认为瑀定和制订各国在冻结和裁减军爭预算领域内进一步行动以及目菌在 

联合.国笵围内进行te有关^减军事预算冋题的其他活动所应連守的原则，应被 

視为是一种具有达成裁减箪事预算国际协议的基本目标的努力， 

:f识到各会员国提出的各种不同的提案以及迄今为止在联合国范围内教^ 

军事预算领*中所进行的活动， 

1. 再次宜告其倌念:关于裁^军爭预算 W i l际协议是有可能在不所 

有国家所享有的安全不受减损，自丑和主权权利的情况下达成的； 

2. 重申由于裁减军事支出面腾出的 W和物质资源应当转用于经济^： 

会 ^ ^ , 特 剁 ; ^ 福 ^ 中 国 冢 的 经 济 和 社 会 ^ ^ ； 

a 重 申 追 切需要加强备国在裁^军事预算领域內的工作柠这一方面的国 

际行动，以便就冻结、裁减或限制军箏支出ie^®际协议； 

， ^ 3 5 / 4 6号 ^ :议，附件。 

*《大会正？:记录，笫十二届^勒会i义，子卜H弟3号》（^
3
~12/3),第23- 25^ 



4. 敦^f有国冢,特剁是军备最强大的国冢，在达成有关裁^军亊支出 

的协议之前，自行克制其军事支出以便将腾出的经费转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屣， 

特别是造福发展中囿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5. ！裁军审议夯员会于其定于1 9 » 3年举行的会议中继续审议题为 

"裁减军;预算"的项目，包括审议背景X件，及有关该论题的其他提案和 i t 

见，从而确定和制订备国在冻结和裁减军事支出领域内逬一步行动所应連守的 

原则，并铭记着在适当阶段将这些原则容纳在一项适当文书內的可能性； 

6. 还请裁军审议$员会在其下次实质性会议中审议各会员国提出的有夫 

裁 减 军 ^ ^ 喊 他 提 案 和 蕙 

7. 战将题为"裁减军筝预算"的项目列入大会笫三卞八届会议临时议 

m. ― 

1 9 8 2年1 2月T3日 

第1 0 1 次 全 # 议 

B 

对于军备竟赛目前军事开支增长率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及其所引起的人 

力相经济资,令人痛惜的浪费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潜在的有窨影嘀，深表关切， 

认为在共同商定的基础上逐步裁减军事开支将是一项有助于遏制军备竟赛 

的措施，并将增加把目前用于军事目的之资金转用于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造褐 

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 《 同 上 " 附 件 二 . 



深倌此种裁减可以而且应该在共同商定的基础上并在^軎任何12衮^家 

安全的愤况下作出， 

重申其箧念:^于军事开支的确定.汇报.比较和核査的条款必须是任诃有 

关裁减军事开支协定的基本组成部分， 

因顾一项军事支tfi国际汇报标准制度已按照大会1 9 8 0年1 2月12日 

第3^7Û2 B号决议的规定提供备国采用，現已从许多会员SI方面接^有关 

军事叉出的年度报告， 

认为更广泛地參与汇报制度将进一步促进汇报制度本身的改善,而且由于 

它可便使军事事务更加公开，S而可增强各国之间的倌任， 

认为畨要釆取新的倡议来重新推âr尽可能多的来自不同地理区域ft具有不 

同预算制度的SI参与向秘书长汇报军事开文的活动， 

注意到在这些倡议中有一项关于S开一次军事开支问@圃际会议的提案，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已经遵照大会第35/142C号决议的规定,提出了关 

于 裁 减 军 事 预 算 的 裉 告 ‧ ， 其 中 除 了 别 的 以 外 ' 讨 论 了 簞 事 文 

出的可It较性和核査问题，并载列了一系列促进此一领域进一步逬展的有用结 

结论和建议， 

又认为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应当锒誼著实际的行动，以便对此问题予以进 

一步的探讨，以利于裁减军筝支出的未来谈判， 

S调所有上述各項活劫倡议,以及在联合S范围内正在进行的与议程项 

目"裁减军事预算"的问题有关的其他活动，都应当以從进旨在缔结裁减军事 

开支S际协定eu未来谈判为基本目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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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强调必须增加参与汇拫的国家数顇,以期箧有尽可能多的来自不同地理区 

域ft具有不同预算制度的国家参与，并要求秘书长请各会员国对促进这一目标 

的可行办法提出它们的意见扣建议，并请秘书长将此项协商的结杲向大会笫三 

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2 . 重申其建议所有会511均应使用汇报表格，于每年4月3 0日前向秘 

书长汇报其已有数据可査的最近一个财政年度的军事开支： 

3 . 直 秘 书 长 按 照 其 报 告 ' 笫 5 9 段 所 建 议 的 方 式 修 改 Ç 报 

表格的说明书，并将修订的汇报表格分发给所有会S国.俾使它们能在1983 

年用以汇报各自的军事开支： 

4 .旦秘书长将各囿通过汇报表格提出的军事开支数裾加以收集和汇编的 

工作，作为他的常规统计工作的一鄧分，并按照疣计工作惯例安排和发表这些 

数据： 

5. 旦秘书长在合格专家小组 5 3协助下并取得各国的自愿合作，承捏 

编制参与囿军事开文的价格指数和购买力平价的任务，此项任务应当包括对整 

个问題的研究，其内容如下： 

(a)讦价此项行动的可行性： 

制定拟将采用的方案方法： 

^确定所需数据的类 * ,例如生产规格，价格和统计加权： 

制`了至事价格揞数和购买力平价： 

6. j£秘书长确定各国有无参与的；？愿并争取它们自愿合作： 

7. 邀谞各会§囯参与上述的行动; 



A/SES/37/95 
Page 6 

8. ！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八届相菜三十九届会议提出进度裉告，并向第 

四十届会议提出最后报告： 

9. !秘书长向专茉小组提供必要W协助相秘书处臘夯： 

10.旦秘书长作出必要时安排，将关于裁减軍事预算的报告，作为联舍国 

出版物印行，并予以广为 M ; 

11 •决定将 g为"裁减军事預算"的《目列入大会笫三十A ^ i会议临时议 

1 9 8 2年1 2月1 3 S 

. 第 1 0 1 次 议 



联 合 国 

大 会 
A/BSS/37/96 
20 Jaaaazy 1983 

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4 8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7/660 )通过〕 

37/95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执行情况 

大会, 

回頋1 9 7 1年1 2月1 6日第2832(XXVI)号决议内《宣布印度洋为 

和平区宣言》，又回頋1 9 7 2年1 2月1 5日第2992 (XXVII)号、1973 

年1 2月6曰第3080(xxvni)号、1 9 7 4年1 2月9曰第3259A (XXIX) 

号 、 1 9 7 5年1 2月 1 1日第3468 ( X X X )号、1 9 7 6年 1 2月 1 4日第 

31/SS号、1 9 77年1 2月1 2日第32/86号、1 9 7 8年 6月 3 0日第 

S-10/2号，1 9 7 8年1 2月1 4日第 3 3 / 6 8号、 1 9 7 9年12月11日 

第34/80^0 B号、1980年1 2月1 2日第35/150f和1 9 8 1年1 2月 

9曰苐36/90号等决议，以及其他有关决议。 

又回顾其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声称 

"按照区域内各有关国家明确确定和自由决定的逭当条件，并考虑到区域的特点 

和《联合国宪覃》的原则并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在世界各区域建立和平区，将有 

助于加强区内国家的安全和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 

并回顾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的报告,' 

'第S-10/2号决议，第6 4段. 

2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4 5号》U / 3 4 / 4 5和C o r r 1 )。 

83-01532 



重申其倌念,达成《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目标的具体行动，将对加 

强国¥；平与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回頭其第三十四届会议第34/80Bf决议内所载预订于1 9 8 1年在科伦 

坡召开印度洋会议的决定， 

又回頋其第三十五届会议第35/150f决议内所载关予考虑到印度洋地区 

的政治和安全气氛，特别是最近的事态发展，以及调和各方意见上已取得的进 

展，竭尽一切努力，按照委员会的通常工作方法，完成会议的一切筹备工作， 

包括确定会议召开日期的决定， 

回頭1 9 8 2年间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内各种意见的交换，并注意到虽已取 

得 某 ; i i , 但 仍 有 一 系 列 问 題 尚 未 ^ 决 ， 

注意到各方就该区域不良政治和安全气氛交换了意见， 

;cat^#设委员会未能就印度洋会议于1 9 8 3年期间在科伦坡召开的日 

期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深倌由于大国为了争霸而在印度洋持续其军筝存在,从而迫切香要釆取实 

际步猓以期旱日达成《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目标， 

认为该地区内所有其他的外国军事存在违反了《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 

言》的目标以及《联合囯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因此更加追切胬要采取实际步 

骧以期早日达成《宣言》的目标， 

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需要沿岸国jo内陆国、安全理筝会常任理箏国和 

主要海事用国的积钕参加与无分合作，以确保和平与安全条件建立在《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的普遍原则的基础上， 

又认为建立和平区需要区域内各囿的合作和协议，以确保《宣言》所设想 

的该地区内的和平与安全条件，以及对沿岸国和内陆国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 

整的尊重， 



吁请各方通过表现其达成《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目标所必要的政治 

意志而重新作出真诚建设性努力， 

对于该地区严重险恶的事态吏展所引起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使和平、安全与 

稳定发生急剧恶化，特别已经严重影^到沿岸国和内陆国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深信印度洋地区政治和安全气氛的持续恶化，对于及早召开会议的问题是 

一个重要的考虑，并深信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势将增进会议成功的前景， 

i.注意到了印度洋彬殳夯员会的报告'和委员会内的意见交换； 

2 .对于特设委员会未能lb印度洋会议于1 9 8 3年期间召开的确定日期 

达成协两一致意见，表示遗憾,并注意到关于会议有必要于1 9 8 4年上半年 

召开的意见； 

3 .强调其于科伦坡召开印度洋会议的决定是执行19 7 1年所通过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一个必要步骤； 

4. 又强调,根据此项决定，并考^到印度洋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气氛，决 

定谞特设委员会继续努力以便使各方对有关召开会议的各个未觯决问题的意见 

作出必要的调和； 

5. ！特设委员会继续其促便各方对有关问题的意见包括上文第4段内所 

述意见作出必要调和，并竭尽全力％成其召开会议必要筹备工作，包括考虑不 

干1 9 8 4年上半年召开会议； 

6. 延长各项有矢9^乂甲所规定的特设委员会的职贲衩限; 

7. ！特设委员会于1 9 8 3年再召开三届会议，每届会议为期2星期； 

并视需要可能召开第四届会议； 

，《同上，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 9号》（A/37/29). 



8. !特设委员会主席就非委员会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参与委员会工作事 

宜继续进;碰商，以使此一事项尽早觯决； 

9. 兰殳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八届 M提出关于本决议执行憒况辦尽 

报 告 ； 一 

10. 秘书长继续向特设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包括编制简要记录‧ 

1982年1 2月3 1 B 

第1 0 1次会议 



联 合 国 Distr. 
(JESESAL 

大 会 
A/RES/37/97 
20 January 1983 

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4 9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U/37/661 )通过〕 

37/97.世界裁军会议 

大会， 

回墩其1 y 7 1年1 2月1 6—日:̂  2833(XXVI)号、1 9 7 2年1 1 

月2 9曰第2930(XXV工工）号、197^ 12^ 1 8 曰 第 3 1 8 3 ) 

号 、 1 9 7 4年1 2月9日笫3260(XXIX)号、1 9 7 5年1 2月1 1日第 

3469(XXX)号、1 9 7 6年1 2月2 1日笫31/19Qf、 1 9 7 7年12 

月 1 2日 , 3 2 / 8 9号、 1 9 7 8年1 2月1 4日第33/69号、1979 

年1 2月1 I日第 3 4 / 8 1号、 I 9 8 0年1 2月1 2日笫35/151号决议 

和1 9 8 1年1 2月9日笫36/91号决议， 

重申其信念：裁军谈判的成败飲矢全世界人民的重大利益，一切国家 

都应能协助米取旨在达剁^项目的揞施， 

再度强调其信念‧经过无分准备并在^当时候召开的一次世界裁军会议， 

将能促进这柙目标旳实现，而所有核武器国家的合作将大大有助于达到这种 

百标, 

注^到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特攻安员会的报告， 

回頋大会笫十庙特^会议《彔后文件》
2 % 1 22段的决定：应在最早的 

'《大会正式记录，弟三十七屉会议，？卜瑙第2 8号》（A/37/28), 

z笫 S - i o / â >决 i乂， 

83-0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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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时侯召开一次S各国普遏参加并作妤充分准备的世界裁军会议； 

回頋大会1 9 8 0年1 2月3日第35/46号决议所载《罝布1 9 8 0芊 

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2 3段,其中认为适苴于回願大会第十届特别会 

-议《；后文件》笫122'段内所称："H在凝早适当时侯召开一次S各囯普^參 

加并作妤充分准备的世界裁军会议"一句， 

又回頋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蛊未^出关于世界裁军会议问翅的任何建议， 

佢大会第十二庙特剁会议特设$员会提交该届特剁会议的拫告建议：所有未经 

特剁会议釆取决定的项目，都应由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铑加审议，， 

1. 濟奪地注^到世界裁军会i乂问趄特设夯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其中， 

除了剁的以外，指出： 

"考虑到啬要在尽早旳当时机召开一次世界各'国瞢逦參加并准备充 

分的世界裁军会议，大会极揞务十二庙特剁会议特设$员会的报告^6 4投的 

规定，应在笫三十七庙常会对这项问趄续加审议，闳时考虑到以协两一致方式 

逋过的 ^ 3 6 / 9 1号决议的肩关规定，尤其是该^决议^ 1 段 的 规 定 ； "
4 

2. 免长特设!?员会的任务期限; 

3. ^特设夯员会同拥有核武器的囱冢的代彔侏持密切接蝕，以便隨时获 

悉各S的态度，同时也与所有其他®家侏持密切接胜；并请特设5?员会审议任 

何可能向其提出的有关提衆相需见，特剁姿铭记大会笫十庙特剁会议《彔后文 

件 》 ^ 1 2 2段的规定； 

4. 竺特设g员会向大会笫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拫告； 

5 •决定将題为"世界裁军会议"的项目列入笫三十八庙会议临时议程. 

1982年12月13B 

"A/S—12/32，第6 4 S» 第1 0 1次全体会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2 8号》（A/37/28),第17段. 



联 合 国 

大 会 

Dlstr. 
GEHERAL 

A/HES/37/98 
20 January 1983 

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5 4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7/666)通过〕 

83-0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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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8.化芋武狭化纟？审（生物）武萎 

A 

化学武器和^苗（生物）武器 

大会， 

回^大会笫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75段指出，全面有效楽止友展、 

生产和倚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是最迫切的裁军搢尨之一， 

忆及^#会^2在大会笫十二届特剁会议上一致、坚定地重新賁定了笫十届 

转别会议《最后文件》的有玫性，' 

深倌g要尽早缔结一项可为有效S际监螯下全面彻底裁军作出重大贡献的关 

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儲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鷇此种武器的公约， 

面^其 1 9 8 1年1 2月9 B第36/96 S号决议， 

对于二元化举武器的生产和部署，縣关切, 

考虑到裁军谈判娄员会款化学武器W设工作小组的新任务規定所作的央定， 

以及该工作小组在裁军谈判$员会1 9 8 2年会i乂期间所逬行的工作,3 

笫 S — I 0 / 2号决仏 

A/S-12/32,笫6 2氣 

参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 7号》（A/37/27和 

- o r r I ) ,笫 7 5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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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表盟和美利^合众囿之I司的双边谈判自从1980 

年中!^以来即未^饫复，表示遗4， 

认为各国避免采取任何足以延误谈判或便谈判更加复杂化的行动是可取的, 

深知化学武器的质量改进及其部署，势将使正在进行中的关于禁止化学武 

器的谈判复杂化， 

注蒽到旨在促进全面桀止化学武器的建立无化学武器区的提案， 

1. 重申需要尽早制订和缔结一项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 

器并销毁"^武器的公约； 

2. 吁请所有国冢竭尽全力，这項公约的缔结； 

3. 敦促裁军谈判$员会加紧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其新的任务规定的 

碁础上所进行的谈判工作，以便尽早就一项荥止化学武器公约达成协议； 

4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囿尽早恢复关于禁止发 

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畚的双边谈判，并将其联合倡议提 

交裁军谈判娄员会； 

5.重申其向所有S家的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妨砑褎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 

判的行动，梓别避免生产和^署二元武器及其他新型化学武畚，并且遯免将化 

学武器鄧署在现尚此种无核武器的囯家的领土丄 

1982年1 2月1 3日 

第1 0 1次全体会i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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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化 芈 武 蕃 和 ， （ 上 式 ^ 

大会， 

^，其以往有关全面有荥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卷并销毀此种 

武器的各项决议， 

直申所有国家必效严格遲守1 9 2 5年6月1 7日在S内瓦签订^《关于 

禁止^争中便用窆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茴作战方法的议定书、
4
的原则 

和 目 标 ， 并 直 申 所 有 国 《 i i ^ 加 入 生 物 ） 及 # 素 武 器 的 发 屣 、 生 产 

及储存以及销à这类武畚的公约》，' 

审议了裁军谈判夯员会的裉告，'其中除其他事项外,«有化字武器特攻工 

作小组的报告,' 

注意到各项有关的提 H和倡议 ,包括在大会 ^十二刭会议一 f 二届 

专门讨论^军^楚的特别会议一上提出的捷炱和倡^ 

^有必要竭尽一切努力，恢复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

并销毀此种武器的及边和多边诀判，并便之顺利完成， 

1.漪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1 9 8 2年会议期间夫于禁止化学武器 

的工作，待剁是化字武器特^工作小缉夫于这方面工作的^袅佾况； 

S际联盟《条约汇缡》，第 9 4卷（ 1 9 2 9 )，第 2 1 3 8号，第 6 5页. 

第2 8 2 6 ( X X V i ) - f - ^ i Z , 伴， 

《大会卫式^戈，^三十七'音会议，补^^ 2 7号> (-V37/27^Ccrr.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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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能^`丁一项全E有^禁止友屣、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 

^毁此柙武器的协定，表示遗^; 

3. 傻请裁军谈判夯员会作为高度优先筝项,考虑到一切现有提杲和今后 

的 倡 议 ， ; î l 9 8 3年会议期间加袭公约的制订工作，以便委员会能达成协 

议，并为此目的，恢复其化学武#特设工作小组； 

4. 遵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其谈判结果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1982年I 2月I 3日 

第1 0 1 次 a 会 议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大会， 

注意到1 9 7 2车4月1 0B在伦敦、莫斯科勒华盛顿签署的《关于禁止 

发展，生产*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先甸毁此种武畚的公约》'继续发挥 

的重要性， 

深信通过釆用充分甲诉^核耷程序使该《公约》得到有玫执行^生玟,势 

将增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达成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的前景， 

S识到需要维护 1 9 2 5 ^ 6月 1 7 S在日内瓦$署的《关于禁止在战争 

中便用窒息性.每性或其他气体勒细S作战方法`义定书尸不文违反，并确保其 

普遍适用， 

回頭其关干化学及细 S (生^ ) ̂ 畚问題的1 9 7 0 ̂-1 2月7日笫2662 

(XXV)号决议，其中^别的以外，^出，核量工作应以同时釆37.适当的国内 

允^
1
 ̂ 揞;5Ê为隹，因为此种？！尨相^相反，囡而提^可以绥受的办法，借以 

确保某令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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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0^1 2月I 2B第35/144A号决议，其中欢迎《关于桀 

止发展-生产*储存细菌 I生物)及毒素武吞湘销毁此种武卷的公约》缔约国 

审査会议的最后宜言/ 

注意 ^締 ^国在其最后宜言中认为,各种 S际程序一包括^缔约 S有 

权随后请求召开所有缔约S均可參加的专家级协两会议一将有可能确保 ‧ 

允充分#行《公^》的各项条款， 

考虑到缔约国于其最后罝官中注隶1‧1 了各方对《公约》第五条是否充分一 

问题所表示的关切^罔意见 i l ^ i认为应在适当时进一步审 i t e个问题， 

L再次重甲其关子化学武器免细面(生物）武畚问題的第2662(XXV) 

号决议： 

1 建议缔灼国尽快召开一次特剁会议,制定一个灵活.吞观允无埂視的 

程序来处理同《关予禁止发展，生产*锗存细菌（生初)及毒素武*允角致此 

种武器公约》遲守憒况有关的问題， 

a ，书长向《公钓》铕约国特剁会议提供必要协助允可iê辯妥的各种 

裉务，^括菏荽研％拫告， 

1 9 8 2年1 2月1 3 S 

笫1 0 1次全1 ̂诠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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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1 9 2 5年日内瓦议足书权威的暂行程序 

大会， 

， 1 9 2 5竽6月1 7日在日內瓦莶字并于I 9 2 8年2月8日生效的 

《矢于禁止在战争中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 

的各项规定， 

注意到《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 

武器的公约》，的締约S宣宇它们遵守该《议定书》的原则和目标，并吁请所有 

国冢遵守这些原则和目标， 

又注蕙到该《议定书》并未现^立就有关《议定书》所禁止的活动的报 

:tit行调査的程序， 

还注蒽到裁军谈判娄员会目前正在裒一项应当载有确保其有效核査的条款 

的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逬行谈判, 

M在最终作出正式安排之前，建程序以便能对有关《议定书》各项条 

款可能遭受迁昃的憒裉作出及时相公正的调査，势将有助于持续维3寺该《议定 

》^衩威, 

1. 呼吁所賓尚未加入1 9 2 5年《矢于朵止在战争中便用i息性、毒性 

^具他气体和细茧作战万法的议定^》的a冢加入该i乂定书； 

2. 呼吁所有m家遲守《议定书》的各项杀款; 

3. ，吁裁军谈判委员会加運m±化学武#公约的谈判,以便尽可能不再 

M地^其提又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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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6书长在合格专茱的协助下，调耷任H会员囪可能提请其2£；？的有 

夬可能构;违反《议定书》或S际习惯法有关规则的情拫，以便僭此置潸筝买 

真相，并裒^这类调耷结果向所有会员囱和大会及时提出报告； 

5. ^在备会员国的舍$下，作为优充箏项，编制和维持合格专冢 

名单P乂便：^通知印可逬行此类调查，并编锎和维持有能力检验桨止便用的物 

剂是否存在的买验室名单； 

6. 2秘书长为达到上述笫3段的目的： 

( a )在必要时，^一 ^ L L述名单中选出的专^组对可铯的违犯 

进行紧总调査； 

W作出必要安排，让专果收集并检验与调S有夬的证据，包括在有 

矢国冢的合作下收集和检验现场证据，并为可铯需要迸行的^类检验作出 

必要安排； 

(c)在进行任诃此类调査时，向一切有关政府、S际组织^其f! i适当 

来源征求适当协助和有夬情报； 

7. 进一步讶秘书长$舍格的則。1专冢ft协助下，制订程序，以便对有夬 

可能构成u《日內瓦书》^习愤 a际法有夫规则的情裉迸行及时和有效 

时调査，并^和有系统地整理有矢识剁便用这类物剂所涉^^和征兆的文件, 

以便于迸行这类调s和可能驁要的医疗； 

s . i各国政苻、 m 冢和！ 1^组织以及备科学和砑究机^同秘书长^这方 

面的工作逬行全力 

9. ^秘书长^玖行本决议的情况向大会^三卞A J I会议提出一份报告. 

I 9 8 2 年 I 2 月 1 3 二 

第 1 0 1 /X全体è"i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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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竽武#和细菌（玍物）武畚 

大会， 

审i乂了秘书长的拫告,其中附有秘书长连照大会1 9 8 0年1 2月1 2日 

第3V144 C号决议^ X 9 8 1年1 2月9日第36/96 C号决议任命的调查 

指控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的专家小组的报告，
8 

注^到专^小组的彔后结论称:虽汽专、小组不t:声称控诉已被i£实，伹 

是、小组无法澳视表明有可 I：在某^场合下用了某些^类的有毒化学物质 

的推^性证^， 

feJ顾化学^器和生物武器的便用已戍宣布^背普^接党的文明准则，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并对调置指控便用化学武器报道的专家小组所已 

完成的工作以及同专家小组合作以履行其职责的各个会员国，表示赞赏; 

2. 再度吁请一切国冢严格遯守1 9 2 5年《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窆息 

^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万沄的日内瓦议定书》
4
的原贝'」和目标，并谨责 

一切违背各该目标的行动， 

1 9 8 2年1 2月1 3日 

% 1 0 1 ^全体会议 

V3 7/259,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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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9.全面彻底裁军 

A 

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菌柬領JLh 

大会， 

认识到核战争将对全AJUt成眾灭性的后果， 

EJ顾其I 9 7 8#-! 2月1 6曰第 3 3 / 9 I F f决^其中促讶所有核武器 

S家?¥核武器邵署在現尚无核武器的囿家领 i±,并便请所有不在其领土上 

拥有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采取任何直接或同接可能导致核武器鄧署在其 

领土上的步辗， 

还BII其1 9 8 0年1 2月1 2B第35/a56C号决餘1 9 8 1年1 2 

月 9日第 3 6 / 9 7 B f决议,其 t î f裁军谈判委员绍不顿缺行会谈，以期 

制订一项不将核武41鄧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a家领土上的s际协定， 

遗憾地注需到大会的此项呼吁仍未受到遵从， 

家领土完全擻出核武器的更大目标、从面有助于防止核武晷扩散彔终导袞核武 

器完全消除的一^^猓， 

对 于 导 致 在 其 他 s 家 领 土 ± % 立 核 武 库 划 和 买 际 步 猓 ， m m > 

i ^再次谞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à$延地进行会谈，以期制订一项不将核武 

器镩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i±的国际协定； 

2.吁谞所有^武器囯家不将核武器鄧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囯家领土上 

从^i其他囯家领土上鄧署衩武器的进一步行动； 

3 .吁，所有核武器国家在数量上冻结其鄧署于其他国家领土上的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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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秘书长将大会第=十七届会议有关讨论本冋题的^文件送 X裁军 

谈判委员会； 

5. 适裁军谈判委员会就此冋题向大会第=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6. ^将题为"不将核武器鄧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囯家领土上：裁军谈 

判 委 员 会 ^ i 告 " 的 项 目 列 入 笫 三 十 会 议临时议程. 

1982年12月13日 

S^I 0 1次全体会"i 

B 

裁军和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

对军蚤竟赛令人惊恐的现况及其对人笑生存遣成的^险表示关切， 

认识到联舍a在缓和紧张局势、维护与促逬a?间的is任和推动共同安全 

与羝军箏业方面所起的中心作川. 

注意到裁军*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向大会第十二巷特别会议—第二届专 

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一提出的题为《共同安全》的报告，' 

深1S该委员会对裁军和安金问题的对论和审i乂作出了畫娈赏献,特剁是载 

于其《行动剜^》內的备项建议和提«应在联合a糸&内予以逬一步的亏g , 

^君到裉告中的建i乂是向备s政杼相肤舍'=a及其备机关提出的， 

^在联合国系统允在其它有关范围内确保该报告的有效后续行动的重要 

性， 

1旦秘书长将裁军^安全!司题独立委员会的裉告提交裁军审议委员会. 

' * 见 A / S — 1 2 / A C 1/PV 4，英;5C本，第18页， 



2. ^ 裁 箪 审 议 委 员 会 审 ^ 该 « 奢 中 与 裁 军 和 军 制 有 关 的 建 

，提衆，并予其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提关于如何在联合国系统内或其它场所 

最完善地确保其后续行动有效执行的洚议• 

3. 决 定 将 題 为 " 裁 军 相 安 全 问 ^ 独 立 姿 f t 裁 军 审 议 会 的 报 告 " 

的项目列Xik十/u«会议议程， 

1982年12月13日 

第1 0 I次^#：会议 

ç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翱^放射性武* 

大会， 

因,顼常規军备委员会1 9 4 3 年 8 月 1 2 日 的 决 议 明 确 规 規 摸 毁 灭 性 

武晷^^犀子ift炸武器、：ft射性物质武 I杀人化学和生物武器以及任何今 

后 发 展 的 、 性 效 应 有 与 原 子 弹 或 其 f i L h 述 武 ^ 似 ^ E 的 武 器 ， 

EMI其1 9 6 9年1 2月1 6日笫2 6 0 2 C (XXIV)号决议， 

囫頭大会于其第十居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1
第76段中称：应当諦结一 

项 禁 生 产 、 储 存 和 使 用 放 射 性 武 器 的 公 约 ' 

直 申 其 关 于 缔 结 此 的 1 9 8 1 年 1 2月9日第36/97 B号决议， 

深 t t 此一公约可使免^射性武器付诸 1 1 ^ 的洚在危险,从而有助于 

加逄5?并》止战爭的 

庄:t到裁军诀判委员会已就締结一项禁止发畏、生产、储存和^放射性 

武器的S际公约进行谈判， 

1
 « s ̃ i 2 ^ 号 决 I 



MM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大会第十二届特剁会议的裉告和提交大会笫三 

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中有关这些谈判的部分，，包括數射性武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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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咳能的和平应用涉及建立大量拥有高浓度放射性对料的核设旌,并 

铭记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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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到有必要衮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案文达 

成协议， 

1. 雙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进行谈判，以期早B完成拟订一项禁止发展、 

生产、储;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以便尽可能提交大会笫三十A>®会议; 

2. 又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寻求关于荥iJtt核设尨逬行军事袭击问题的 

觯决办法，包括计及各方为此目的而提出的一切提茱，确定此种荥止的范a; 

3. 注到放射性武晷特设工作小组于裁军谈判癸员会所通过的报告内所 

载建议：即于$员会1 9 8 3年会议开始时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就柰止放 

射性武器继续逬行谈判；* 

4. f秘书长将一切同大会笫三十七届会议审议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 

便用放射性武器有夫的文件，送交裁军谈判$员会；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特剁会议，补编第2号》（A/S—12/2),第 

67-75段，以及《同上，第三十七届会义，补编笫2 7号》（A/37/27 

和Corr.1)第7 6- 8 9& 

4
 参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朴编第2 7号》（A/37/27和 

C orr I ) , ̂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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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夾定捋趄为"荣jUt展、生产、储存和便用放射性武器"&项目列入 

大会第=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2年I 2月1 3日 

笫1 0 I 次 ^ : 会 议 

D 

防止外层S间的军备竟赛和桨止反卫星系疣 

大会， 

受到由于人类I、外层S间而在人夹面酋展現的伟大菌景的鼓舞， 

相信外层g间的任何活动g以和子为目的,并s遣福于各国人民，不论他 

们的经济或科学发展的程度如何， 

EJil《关于各国探測及便用外层S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夭体9f S遵守原则的 

条约》，的缔约国已在第三条中承诺：探测及便用外层S间，包括月球^其他天 

体在內的活动，应揆照H际法和《联合国宪鞏》，并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及增进国际合作与谅觯而迕行， 

‧ 特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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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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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间设置这种武器， 

又窒申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彔后文件》'笫80段.其中说，为了防止外 

层2间的军备竟赛，应当本着该条约的精神，采取逬一步的,施并迁行适当的 

国际谈判， 

第2222UXI)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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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识到^要防止外层g间的军备竟赛，特别要防止反卫星系疣及其对国际 

和子与安全引起不^定局势所遣成的戚胁， 

面顾其1 9 8 1年1 2月9日第3 6/97C号决议ifc第3 6 / 9 9 号决议 

注g到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子利用外层S间会议，于军备竟赛可篚扩大 

到外2间《示的严窒关切，并注^到外S会议向联合国各主管机关，特别是大 

会，以及裁军谈判g员会提出的备项建议， 

又注1：到裁军谈判$员会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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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议题逬行了审议， 

又注意到裁军谈判$员会关于題为"防止外层 £间的军备竟赛"的项目 

的报告的有关鄧分
7
 , 

1. ^£周际社会i当釆取逬一步的有效措施，以防止外层g间的军备竟 

赛； 

2. 赞赏地注^到各会员国在裁军谈判$员会和在大会中对此项目的讨论 

所作的贡献； 

'3,旦裁军谈判S员会继续莸下列问题逬行实质性帘议： 

(a)照頋到旨在达成此一目标的一切现有和未来提案，审议如何裒旨在禁 

止外层£间的军备竟赛的有效可核査协定逬行谈判的问題， 

优先f议如何,It旨在桨止反卫星系统的有玟可核査协定逬行谈判的问 

题，作为朝向实ILUt(a)^麵列目标的1：要步猓； 

6
 参见《笫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的裉告'I

 9
 8 2年8 

月9 E至2 1 B于维也纳》（A/:^W 101/10和Corr 1及2). 

7
 大会IE式3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镜第2 7号》（A/37/27和Cor' 

1 ),第97-10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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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袤示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采 ^当步猓，例如有无可能处—工作 

小组，以促进 W第 1和第 3段所列目标； 

5. 旦裁军谈判$员会裒其帘议本议超的佾况，向大会第三十/ui会议提 

iB m#; 

6. 决 定 ‧ 为 " 防 j h ^ 层 g 间 的 g ^ 竟 ^ p 禁 M 卫 星 系 ^ " 的 项 百 , 

列入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临輯^ 

1982年1 2月1 3日 

第 I 0 1次全体会议 

2 

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 

大会， 

S顾其1 9 7 8年1 2月1 6 B第33/91H号决议，1 9 7 9年1 2月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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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1 2月9 S第36/97绅决议均请载箪谈判委员会在其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剁 

会议《*后文件》
2
第三节所载《行动纲领》和进行超为"核武器的一切方面" 

的项百下工作的适当阶段，迫切审议可予充分核S的停止和禁止生产核武器用 

裂变材料和其他核缘炸装置的问题，并随时将这项审议的迸展憒况逋知大会， 

汪意到裁覃谈判委员会1 9 8 2 年 会 议 议 m ± 有 " ^ 为 " 核 武 器 的 ^ 

方面"的項目，委员会1982年会议的两期会议的工作计划都列有一个题为 

"停止核簞蚤竟赛和核裁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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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和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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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并遂步将储存材料改造并转用于和平用途， 

将是^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竟赛的一个重要步猓， 

认为禁止生产核武器和箕他核»炸装置用裂变材料，也将是有助于防止核 

武器和核缘炸装置扩散的重要搰施， 

！裁箪谈判委员会在M理题为"核^ *的" ^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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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核幾炸装置用裂变材料 

的问题，并随时将这项审议的进展憒况通知大会. 

1982年1 2月1 3日 

第 I 0 1次全体会议 

审查和补充^无核武#区问题 

一切方面的通S研究 

大会， 

认识到需要竭尽一切努力以达成停止核军备竟賽,賴核裁军和严M效 

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认识到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迫切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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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1 9 7 5年1 2月1 1日关于对无核武器区问趄一切方面进行通盡 

研究的第3472UXX)号决议， 

各国政苻、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有矢国际IÊL织！:此所提i的:15：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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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和《议，以及*书长载列这些意见、评论和建议的报告，• 

.认识到有关在世界各个不闳地区建±^核武#g的闳題已成为联合国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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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特扛特格尔科条约)'的经验对 

世*iïâ^ii^其大的urn, 

认识到这些事态发展应载入有关这项问題的»新补充 研究报告内， 

1. 决定应当进行一项研究,以便参照1 9 7 5年以来积累的资料和经验, 

以审査和补充对无核武器区问题一切方面的通盘研究； 

2. 直秘书长考虑到以现有预算经费内可能作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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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告提交大会第î十九届会议； 

3. 各有关政府和主管1 5际组织提行这项.研究时不时需要从其取 

得的协助； 

4. 絲将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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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1 2月 I 3日 

第 I 0 1次<è*^iî 

《大会正式记录，笫三十届会i义，补编第27A号》（A/I0027/Add U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634卷，第9068号i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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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f关军事能力客观If报的措施 

对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的持续升艮及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极度有 

杏的彩响，以及人力和吻力可'宛惜地浪费于军事!1的，深感关切, 

ta顾大会針届特别会议後后;件》
1
 ^ 出 ,为了 ^进裁军过程，必须 ^谜 

《^合国宪鞏》的宗旨和原则采取和推行加強国1#和平与安全和建立各国;s"] ]f 

任的ft ̂ 和政菜， 

镍记矛《最后文件》还指出,裁军、缓和国际紧张局夯、尊垔â决W民莰 

独立的杈利、按照《联合国宪章》相平^决争埔、以及加S la*和平与安全,彼 

此郡有X接的檳互关系，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珉得进展都肓利于所有其，颂 

域；反之，在任何一个领域的失致寸其^领域都会产生消玫玫艮 

还回颐《最^文件》第 1 0 5段敖励各戎â国确侏裁军各方â的嗜畏4到 

更亮番的交^,以遴免散布有关军备的嗜误和有扁见的，嵌，并枭中庄意于军 

蚤 ^尋升^听遣成的佥和有效国^监督下的全^ ^底裁军的需要， 

注^到由于缺乏客观If裉可能对^ :S故方的军事能力和意图遣成镨误的认 

识，从而可能浞使各国采取导致加-t军备竟赛特^是^军备竟赛^增，囿啄紧 

张荀势的扩军方案. 

认识到有关各国: f » j是核武器国家扣其^军事上重 | f a家的^事力的客 

观I青报.有助于各3建:2：倌任.缔^具体^军协定，从if帮动淨止和^#军备 

竟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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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考 虑 提 供 

有关各a军事能力的客现';t搌和客现评价各a军亊铯力的其他搢施； 

2 ！所有国家向珐书"fe*出它们对这种掙施的;f见和建议； 

3 . £秘书长甸大会第三十人卷会议提出一份擞告，其中首先载列各会â 

頃应上述j^snaâ^其次根据这些复文g列联合;s在提供有关各囿军事& 

力的客现情裉和客现评价各国军事铯力方面可&发挥时作用的初步分析. 

1982年1 2月 I 3日 

% \ 0 1次<è^ê"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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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菜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拔武器和 

其饱大M模毀灭性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査会议 

回颈其1 9 7 0年 1 2月 7日第 2 6 6 0 ( 3 " ^ )号决议，其中大荐《禁 

止在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禊毁灭性武器条约》''° 

注意到《条约》第=条育关举行审査.会议的規定. 

铭狄《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武蕃相其他大现摸载灭住武器条 

约》满约国于 1 9 7 7年6月20日至7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笫一次审S 

会议的《最后宜言》''决定下一次审查会议应于1 9 8 2年在日内瓦举行，除莽 

多数缔约国甸沭存国表示希望将该次会议予以延期，在这种潸况下，不得达于 

1 9 8 4 年 特 会 议 ， -

回頋其1 9 7 7年1 2月 1 2日第32/B7 A号决议，其中我第一次审査 

会议^5"果作了译阶， 

铭记着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一笫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
2
的有关各段， 

1.注蒽到经过适当协商以后,应于1 9 8 3年举疗下一次审査会议之前 

%±—个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孩武器和其他大规楔毁灭性武器条约缔 

约国第二届审査会议筹备委员会； 

2 ‧ f祕书长为审査会议及其等备工作提供必要復助和种可能^要的>1 

务，包括S要记录； 

第2660 (XXV)号决议，附件。 

参见A/C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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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会曾表示希望尽可能多的S家加入该《条约》. 

1982年I 2月 I 3 g 

第1 0 1次^ :会议 

《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 

^改变环垅的技术的公约》 

缔约圉审査会议 

大会， 

园顾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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孓'迸交所有国家，供它们审t签 

字和批准，并表示希望有尽多的国家加入公约， 

注:^到《公约》第八条第1 l b ^ : 

"*/A约^生效后五年，保存人应在瑭士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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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得到实現，特剁应审查第一条笫一款各项规定在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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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印已生效五年， 

1 . 注意到秘书长作为公约的保存九图在 1 9 8 3年1 0月5日以后 

尽可te早的一个切合买际的日期召开《公约》第八条第i ^ 现 定 的 禁 止 为 军 

亊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便用改变环埂的技术的公约绿约国审堂会议，并注蕙11 

" % Z \ / l 2号决仏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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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将为此目的而与《公约》缔约国逬行协商，讨论有关审査会议及其筹备 

工作的各项问题，包括设立一个会议寿备委员会； 

2. ^书长为审査会议及其^蚤工作提供必要的蚀助，并提供其所胬要 

的各种服务，包括编制简要记录； 

3。 并注意到关于承付审耷会议及其筹蚤工作的费用的安排,将由审査会 

议作出。 

1982年I 2月1 3日 

第 I 0 1次^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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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军事研究和发展 

大会， 

注:f到联合国评价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和审议一切有关裁军的问 

囬顾大会笫十届特剁会议亦印笫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趄的特剁会议《彔后 

文 件 ^ 3 9段的规定，其中指出，裁^军备贫 t和数*的措施对停止箪备竟 

赛都*其重要 .为此目标的努力应包括关于 f t锎和停止改良军备一，剁是大 

规禊毁灭性武器一质 : f t和发展新怍战手段的谈判，以便科抆的成就*后可以 

专门用于和平用途， 

迸一步a/gl按照《彔后X件》笫1 0 3段，联合H裁军甲心应加S?tà7, 

提供有关军备竟，裁军的资科， 

注：t到军爭*究和发袅对军备竟赛的彩嘀,特剁是对备种主要武器系统， 

例如核武綦和其它大规模敎灭性武‧器的彩 

对目窗世界上復大一批科学:R?G技术人员參与军事方衆表示关切， 

又注奪到军备兌赛,特別是《武器和其它大规楔毀灭住武棊的军备竟^曰 

0逯调,贡f方面, 

认识到某些^域G？研究^发展可能有劲于裁军并具育3止冲突39作用， 

意识到为和平目的^行―究相友展的基本直要fe,以及所有Hi家独自ifiJK 

与其它国家合作为此目的发袅其研究和发展的不可剝夺权利的直要性， 

深 倌 裔 要 捋 注 意 力 集 中 于 军 事 万 面 ; p j 用 ^ 究 ^ , 支 ^ ^ ^ 力 $ —步，,入 

冥宝"z:、：个l-i^驾定釜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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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向大会笫十二届特别会议——笫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剁会议一 

提出的有关军事研究^发展方面的建议， 

又深信矢于车事研究和发展方â的资料B益增多,将有助于便进国家间的 

信任和堉加^军备限制和裁军问起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j£一步深信对研究和友展在军事上应用迸行研究,将堉加所有国家关于军 

事研究和犮袅方ËI,特别是主要军事大Ê旳研究和发袅万面的现有知识，并对 

传甭这些问題万面旳实际资科及其分祈傚出宝赍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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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助下，^研究和友展的军事利用方面的?S围、作用和万向、所涉体制和它在 

个军备梵綦，特别是核车备兗赛中的作用Â其对军备限制和裁军，特别是对 

主要武器系疣例如核武器相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影响，逬行综舍研究，以期 

防止军备貭童竟赛并确保科学和抆术>Si葸可以食终专门用于和平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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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研究主题的意见，并同秘书长合作实现这项研究的目标， 

3. Î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有关这项问题的报告， 

I 9 8 2年1 2月1 3日 

第1 0 I次全^会i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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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关于裁军进程的体制安徘 

大会， 

_1£其1 9 7 6年1 2月1 4日第31/90号决议，其中决定不断审査增§ 

联合国在裁军方面作用的冋題， 

又回顾1 9 7 9年1 2月1 1日第34/87 E号决议，其中^剁的以外， 

(a) 重申联合S在裁军领域负有中心任务和主要贲任， 

(b) 注意到裁军议程的堉加、所涉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许多3家更为积负的参 

加，耱要联合S处理越来越多的裁军事夯，例如宜传、实质性准备工作，裁军进 

程的执行和监督， 

重申裁军谈判委员会依照大会笫十届特剁会议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 

题 的 ^ 议 一 《 最 后 文 件 》
2
的 第 1 2 0段，作为单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 

重要性， 

认识到自笫十届特剁会议以来,秘书处裁军中心相裁军谈判娈员会工作负 

担S益加重，表明各S对裁军问题的S益重硯， 

铭记著国际安全事夯相裁军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秘书处处理些筝务的 

各单位间密切合作的益处， 

注意到提交给大会第十二居特剁会议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題的特剁 

会议一旨在采取某种行动以增强联合国裁军机构的提案， 

还注意到第十二届特剁会议对裁军中心赋与曰益增多的轵能,要求它在联 

合S系疣内提供协调世界裁军迳动的中柩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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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了裁军谈判委员会报告第二 ？节的有关部分," 

重申大会笫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第2 8段， 

注$到不可能在大会第十二届特剁会议期间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最 

后文件》第120段相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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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审査， 

还注意到以第十二届特剁会议《结论文件》"第5 5相笫6 2段为基础在裁 

军谈判委员会内的协商尚未宪成， 

^；裁军谈判$员会考虑到第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笫120段和第十二 

届特剁会议《结论文件》笫5 5和第6 2段，就审査委员会组成情况向大会第 

三十会议提出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补缟第2 7号、（À/37/27和':'。r
r
. 1 ) 

'* A/S — 12/32。 



A/EES/37/99 
Pag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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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大 会 第 十 届 特 剁 会 议 《 最 后 文 件 》 第 1 2 0 膀 载 的 有 效 ^ 

建议裁军谈判$员会考虑在不多嘀《最后文件》第 1 2 0段的情况下自* 

名为会议； 

I I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第 1 2 4 S , 

遣秘书长考虑到本决议第 m节的规定和大会在此一方面的^"步的有关 

决定，按照他 1 9 8 2年 1 0月 2 6 S的说明''恢复裁军研究咨询$员会，并 

将说明中所列举tt职é授予该$员会； 

四、 

蕙识到国际社会需要获得有关国际安全、竟赛和裁军等问题的更多样 

宪整的数据，以期通过谈判为所有S家谋求更大的安全，从而促成进屦， 

深倌裁军谈判和谋求较低军备水平上获致较大安全的持续努力,将从客现 

允实事求是的研究勒分析中得到益处， 

重申确保裁军研究应按照科学独立的标准进行的重要性， 

君识到联合S在裁军方面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活动将能促1 ̂ 有 会 员 国 明 

智地参与裁军工作. 

强调脔要在联合国内进行更深入的、高瞻远瞩的长期裁军研究， 

-V37/55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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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頋其1 9 7 9 年 1 2 月 1 1 日 第 3 4 / 8 3 M号决议， 

1 .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董事会为逑立和发屣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作出贡献 

表不感谢； 

2 . 满意地注:f到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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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H作为一个同裁军事务鄞"密切协作的自治机构履行其职务； 

口其组织方式将保证各国在公平政治和地埦基础上參加； 

曰继续独立进行关于裁军及有关的安全问题的研究； 

m 适当地考虑到大会的各项逑议； 

(b) 秘书长的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应行'便研究所董事会的职能； 

(c) 研究所总部将设于日内瓦； 

(d) 研究所的活动经5?应来自各国、公众及私人组织的自愿捐款； 

4. J;各囿玟府考《向联舍国教军研究所提供捐助； 

5. £秘书长向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提供行政及其他支助； 

6. 董®会根据联合国衮军研究所目前的职贲草拟研究所的聿程，'以便 

提交大会笫三卞 

7. 一合U载军^^听王任,It央i乂^饥行!宵况和研究析进行的活动句 

大会笫三十八卷会议提出^告； 

五、 

1. ！秘书长以联舍国现有的全盘资源适当地加强秘书处裁军中心，将它 

'
6
参看本决议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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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裁军事夯都，由一位SI秘书长領导，这个部的组织佾况将充分反呋公平地 

域分配原则； 

2, ! 秘 书 长 絲 决 议 t t 实 际 执 行 向 大 会 笫 = 十 会 议 提 出 报 告 。 

1 9 8 2年1 2月1 3日 

0 1 次 全 体 会 议 ~ 



联 合 国 

大 会 

D i s t r . 
GEIŒRÂL 

A/RES/^77lÛO 
21 January 1983 

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133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员会的报告（A/37/670 )通过〕 

37/100.审査和执行大会笫十二届特别会议 

《鋭文件》 

A. 

^在此核子时代，世界持久和平只能建立在达成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 

底裁军的目标的基础:t±， 

又深信截军領域的最高优先目标是核裁军和消除一、切大规模毀灭性武器， 

确认迫切寄要停止军备竟赛,特别是停止核武器军备竟賽， 

I^it切需要就裁减核武器储存直至完全消除核武器,进行谈判， 

L 5t所有核武器國家就冻结核武器达成协议,其中除了别的以外，规定所 

有核武器国家同时完全停止核武器的任何进一步的生产，并完全终止武#用裂 

变材料的生产，• 

2 .决定将题为"冻结核武器"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十会议临时议^ 

1 9 8 2年1 2月1 3日 

第1 0 1 次 议 

83-0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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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核武器 

大会， 

园烦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曾对核武器的存在和军 

备竟 ^续对 A U生存本身所造成的威胜 M关切， 

又B顾大会当时揞出，单凭現有武庫中的核武器，^够毀灭JÉ^Lb的所 

有 生 会 魏 重 指 出 ， S 此 ， A l l 正 面 临 著 一 项 抉 择 ： 停 止 军 备 竟 朞 ， 朝 

向裁军苜进，否则就面临灭亡， 

注意到由予一系列的因素，例如国际局势B5恶化，核武晷准确性，速度相 

《坏力的提髙，种种关于"有限或"可赢 3 9 "核战争的虛幻理论的受到宣 

扬，相多次因为计算机失灵而发生的假警拫，因此目菌83情况已经变得比1 9 

78年那时的愦况更加令人深感忧虑， 

毁能力，因此当务之恚是停止它们逬一步扩大其可怖的武库， 

又相倌同样迫切的是就現有核武器的大椹度裁减和质量限^屏开谈判， 

认为冻结核武器虽其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但却是达成上述两个目标的最 

有效的第一步，因为它将为裁减核武器谈判的逬行掙供一个有利的环穸，而同 

时在进行谈判的期间可以防止现有核武器的继续增加^质量改进. 

坚倌当前的情况最有利于实行这种冻结,因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和 美 合 众囿现在的核军事力量旗鼓相当，总的说来两国之间似已明显地存 

在一种大致上的全面均势， 

i.敦促苏维埃钍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i一作为两个主要的 

核武晷s家一以同时发表单方面宣言的方式或以联合宣言的方式，宣布立印 

' 第S~I 0/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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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核武器，作为迈向《综合裁军方案》的第一步；这项冻结的结构和范围如 

下： 

(a)这项冻结包含下列内容： 

H全面禁止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试验； 

a完全停止制造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曰禁止逬一步部置任何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m完全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物质； 

( t » 这 项 冻 结 须 受 第 一 阶 段
1
^ 二 阶 段 ， 限 锎 战 约 的 ' 缔 约 ^ r 所 议 

定的以及它们在日内瓦全面禁k筹备性=边谈判中原则上两定的一切 

有关的核査措施和程序的管制； 

( c i初步期限为 s年但如其他核武器国家也象大会期待它们做到的那样 

參加此种冻结，则冻结期限可予延长； 

2. ！上述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在大会笫三十/ui会议开幕以酋，就本 

决议的执;It况向大会提出一个报告； 

3. 决定将题为"，于冻结核武器的第37/ 100 B 号 决 钗 ^ 行 憒 况 "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À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1 9 8 2年1 2月1 3日 

% \ 0 1 次 # 会 议 

联合国《条约汇编》，笫9 4 4卷，笫13 445号，笫3页. 

参见CD/53/Appen<iix I I I / V o \ I, CD/28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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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禁止^核 1 ^ # ^约》 

大会， 

对核武器和威摄概念所面有的核武器 ^到人类 f t r生存和维护生命 

»系统，^到震惊, 

深倌槟裁军，止核战争和加强 S际和平与安金所必不可少 » , 

进一步深1t:禁止便用或威胜便用孩武善，将是玥向^底消除《武#从if 

导敎严格有玫S际If下全#彻；g裁^的一个步辗， 

回顾大会第卞届特别fnSL《最后文件》宜称： 

间 国 " 系 ^ 造 力 ， 以 便 就 一 〗 

用核武器的和平行为守则达成协议,
4 

重申其I 9 6 l^FI I月24 S第1653(2TI>f、 I 9 7 8竿12月14 

B 第 号 、 I 9 79竽1 2月1 1 B 第 号 、 1 9 8 0年12月 

1 2 H第35/152D号和1981年12月第36/92工号等决议内所載关 

于便用核武器构成对《联舍国宪章》的违反，成违背人道的罪行的声明， 

1. ï裁军谈判委员会以本决皿附柰止使用核武晷公约草案案文作为基:sa» 

优先著手进行谈判，以便就一项禁止在任何佾况下使用或^^使用核武#的囿际 

公约 ^ *协议； 

2. 决定将題为《禁止便用核武晷公约》的项目列入大会笫三十八g会议 

临时议& 1 9 8 2年1 2月1 3日 

第 1 0 1次 ^ # ^ 议 

第S-10/2号夾议，笫5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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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蕈案 

本公约缔约各国， 

对 的 存 在 > ^ 到 的 生 死 # t , 感 到 震 悚 ， 

深倌核武器的任何便用都构成对《联舍囿宪章》的违反，并构成违背人道 

的罪行, 

深倌本公约将是朝|g|彻底消除核武器从而导致严袼有效国际监螯下全面彻 

底 裁 军 的 一 个 步 騍 ， ― 

决心为了达成此一目标继续进行谈判； 

兹协议如下： 

第 I 条 

本 公 约 辦 各 国 ^ 承 诺 ， 在 储 情 况 下 都 不 朗 或 麟 朋 核 武 器 . 

笫 2 条 

本公约应无限期有氛 

笫 3 条 

1. 本公约应开放给所有国家筌字.在本公约按照本条第3款生效前尚 

未签字的任何国冢，可随时加入本公约. 

2. 本公约应经备筌字国批& 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存联合国^^长. 

a 本 公 约 应 在 二卞五国政府一包括五个核武器国冢的政府一按照本 

条第2款交存批准书后起生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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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在本公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笨，本公约应在它们交 

存抵准书或加入书之B起生效. 

6.保存者应将每一筌字的S期、每一批准书或加入书ft交存日期和本公 

约 的 ^ : s 期 ， 威 在 收 剁 其 他 秒 时 ， 立 ^ 通 知 所 有 筌 字 s 轉 入 a 

6.本公约应由保存者按照《联合国宪章》笫一百零二条办理登iS« 

笫 4 条 

本公约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百班牙文文本具有闳等效 

力；本公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并由他将本公约的经正式核证本分送筌 

字S和加入HîWff. 

为此，，筌署人，经各自政府正式钛R ,于一九 竽 月 B 

在- 开放筌字的本公约上莶字，以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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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立 值 任 措 施 

大会， 

皿 其 1 9 8 I年1 2月9日第36/97T号决议，其中大会注意到秘 

书长在一个由他根据公平地域分原则任命的建立信任揞旄合格政府专冢小 

组的协助下编制的关于建立信任的搢施的通盘研究报告，' 

对予S际局势的恶化^军备竟赛的进一步升级两者均反映并加剧令人不满 

的国际政治气艮紧张局势 ,忌，表示关切 , 

^加虽国际^平与安全，同时创造并改醬有助于釆取进一步裁军疳尨的 

各 种 0 ， 

又注意到关于建立像任的措施的通盎研究报告的各项结论,特剁是建立值 

任的措施对于区域*全琛安定以及推进裁鞏所能起的重要作用， 

意识 i ! l 建立信任的措旄虽然不能替^：体'裁军揞施,伹对^ ‧起者非 

常重要的作用， 

深倌由有关各国潁及有关区域特定条件*需要而自由达成勿两定》建立倌 

任iWfr施是有用的， 

，需要通过实旌建立信任》措施，例如关于建立倌任的措施的通盎研究 

报告中以协商一致意见建议的种种措施，包括提供关于笨審活动*其他与共闳 

安全有关的審項&切实而及时的情报，通过实旄各国有关湘平时期的箪窠行动 

守JSlftj措施以及通过具体裁军措施方面的进展，以减轻各国间的瘠忌*恐惧， 

A/36/474 JfcCorr. 1. 研究报告后来作为《建立信任的措施的通 

盘研究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ê编号C.82.IX.3)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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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潁倌任是一系列相互关连时军事和非军事性B素的反映;需要采取多式 

多样^法来克厫各国之间的^惧、 t f e虑和猜忌，并以倌任取而代 t 

1. ^gt^有頃冢鼓励和协助一切S在进一步探索建立倌任》措旄将可加 

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途径的努力； 

2. ！所有S)IC考虑于其各自区域内采行建立倌任的揞尨的可能性，并于 

可能时根特定区械普遍存在时条件和需要， I f â è #施进行谈判； 

3. !裁军审议$员会考虑为建立倌任的措施时适当形式以及在全球和区 

域一级执;这 irff旄的方式拟订指导方针； 

4. 进一jNt裁军审议委员会就其审议此一项目的结果,向大会笫=十八 

届 会 议 提 出 ^ 报 告 ； 

-5.进一步建议所有囿家在适当愤况下,于其任何政治性的联合声明或宜 

官中11^±倌任的措施或包括一项关于建立倌任W搢施的协议； 

6 .决定員为"审议建立倌任搢旄时指导方针"的项目列入第三十 

会 的 临 时 议 程 . 

1 9 8 2年1 2月1 3曰 

第1 0 1 次 ^ ^ 议 

裁军和国际安全 
大会, 

面頋其1 9 7 9年1 2月1 1日第34/83A号决i 1 9 8 0年12月1 

2 B笫35/156J号决议和1 9 8 1年1 2 月 9 日 第 号 决 议 ， 

对于世界局势的恶化日益加剧，使得各方对和平与安全的理觯与合作陷于 

无可再低的深渊，并使人类的生存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表示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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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前危急的世界局势以及联合国在采取决定性行动方面无能为力，从 

而尖锐地突出了安全理事会缺乏有效执行其决定一即使是一致通过的决定一 

的手段的事实，慼到震悚， 

对于裁军谈判努力方面持续停滞不菌，而军备竟赛却迅速升级并伴K着可 

怖的后果，核战争瀑发的危险日益增加，深慼关切， 

意识到需要 g i m ^ ^ ^所规定的集体安全体系成为实际可行的体系的 

基础上，并伴同着朝向裁军协议的努力，来开辟一条新的、更为积极的处理整 

个裁军问题的途径， 

皿达成此一目的的^"个步骤是按照《宪章》的规定，促便安全理事会.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备项夾定发生效力，从而俠复安全理拳会威信. 

确认此一过程势将 为停止军备竟赛创造必要的条件，并将促使综合裁军方 

案的谈判取得成果， 

迸一步确认,遵循_b^途径势将在联合国内创造信任的气氛，从而导致可 

使名斗国家一更为重要是各个大囿 :tisj—朝向和平与生存的合作行动和谐化 

的稳定缓和进程, 

意识到《宪章》中所体现的裁军原则是集体国际安全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并且也渊源于辦体系， 

11大会于其第十届特剁会议的《最后文件》'第13段中确认唯有切实 

执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安全体系，并根据国际协定和相互作出榜样以便 

迅速大量裁减军备和军队，才能建立真正持夂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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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B 顾 大 会 笫 十 二 届 特 剁 会 议 《 结 论 文 件 》 ' 笫 6 2段理调 

"需要按照《最后文件》的规定加强联合国在裁军领；的中心任务为建立 

《联合S宪鞏》所规定的安全体系
n
 ， 

赞赏^意到秘书长关于本^工作的裉告, '其中除了别的以外，他理调 

"我们最這切的目标是重《《宪窣》关于采取集动以促进和平与安全的概 

念 ， 使 絲 面 具 有 更 强 大 的 执 行 其 贲 的 能 力 " ， 將 吁 所 有 各 S 政 府 为 

" 更 安 定 体 安 ^ ^ 系 " 而 作 f f l 认 其 的 努 力 ， 

£ î 1 9 8 1年1 2月9 B第36/97S号夾议，其中呼吁各国执行以协两 

一致意见通过的1 9 8 0竽1 2月1 2 B第35/156丁号％议中的各项条& 

1. 呼吁所有国 | C J j ^ 速行动,执行大 0 3 6 / 9 7 2：号夾议，瓶行合 

作，以便使《宪章》所规定的安^系更为德，从而有效促进大播度的裁军; 

2. 逸安全理 ^ é ~更重要的是请其常任理事国一這劝着手采取必要 

mnt按照《宪鞏》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以维持s际和平与安全‧ 

1 9 8 2年1 2月1 3 B 

y m o i次<à#会议 

区域裁军 

大会. 

重申它对军备竟赛，待别是核军备竟赛相军事文出有增无已感到关切， 

B頋所有s家,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a:ft其他军事上重要a家，都有贲 

任停止相扭转军备竟4?, 

，A/S-12/32. 

7
《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 笫 = 十 七 届 会 议 ， 补 编 笫 1 号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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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每个国家都有最后判断对其安全最为适合的条件和采取这方面的一切 

必要的权利，同时要考虑到联合 a的宗旨和原则以及每个区域的具体环境, 

考虑到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决定和建议，特别是其中第 

1 1 4段, 

要性， 

注意到已经进行各项同区域裁军有关的研究， 

回頋其有关区域裁军一切方面的研究'的1 9 8 0年1 2月1 2日第35/ 

156D号和1 9 8 1年1 2月9日第36/97H号决议，以及备会员国对这项 

研究的意见，' 

又回頋区域裁军的目的是促进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最终目标， 

肯定一切有关囯家倡议和参与采取的区域裁军搢施,由于可有助实现严格、 

有效i¥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从而具有重要性和潜在的效力， 

1. 表示希望各国政府于区域情况允许时，印将就可由""^有关囯家倡议 

和参与而釆取的适当区域裁军措:^行协商； 

2. 鼓励各国政府在适当情况下考虑有无可能设立或加强有fe力便进执行 

这 臃 施 : 域 性 体 制 安 排 ： 

3. 促请已为此目的而采取措施的各园政府和现有各主管区域机构将这些 

措 施 长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1.IX.2, 

A/36/343和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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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秘书处，特剁是裁军事务郅"^联合囿裁军研究所'在 «到讶求 

时，向各国和各区域机构提供协助以采取一切由有关H家倡议和參与的区域载 

军播il; 

5. ， 书 长 向 大 会 笫 三 十 八 届 会 议 提 出 一 度 报 告 ： 

6. 决定将頫为"区域裁军:秘书长的报告"的 «目列入第三十八届会议 

议 I 1 9 8 2年1 2月1 3 B 

笫1 0 1 次 ^ ^ 议 
a. ' 

大会， 

其第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所茕关于设立一个裁箪研究金方^ 

的决定，"及其后来的备项决议，5P1978年12月14日第33/7lBf 

决"SU 1 9 7 9年1 2月1 1 S笫34/83巧夹议、1 9 8 0竿12月12 

日第35/152A号决议湫1 98 I # l 2月9日笫36/92A号决议，其中除 

其他事项外.决定继续进行这项方茱， 

又回願其第十二届特剁会议《结论文件》所载备项夾定，"其中除其他事 

项外，夾定继续逬行这项方^,从1 9 8 3年开始将研究金名《从2 0名增至 

2 5名，并请秘书长考虑到为;^足方茱活动水平^Tjg结构所必蓊的工作人员 

铭《着可从現有预算拨款作出的节省，提出授予25个研究金所涉的经费问题 

'°参看^37/1567，第4 0段，决议箪茱S,笫五节， 

"第 S ~ I 0/2号决议，第I 0 8段. 

" 附 件 四 . 



A/RES/57/100 

Page 13 

铭记着如同秘书长所述，自从1 9 7 9竿研究金方茱开始实施以来，方茱 

活动的水平，包括方案组成都分已有所增加，" 

1. ！秘书长按16定方针为1 9 8 3年研究金方案的执行作出必罨安徘， 

并向大会^i"三十八届会议提出关于该方衆执行馉况的进度报告； 

2. 并请秘书长铭记着可从現有预算拨款作出的节省,在适当的级别提供 

足够的工作人员，以满足方菜增加活动勿扩大结构的需要； 

3. !秘书长不断辛地执行裁军研究金方案，表示赞扬. 

1 9—8 2年1 2月1 3日 

第1 0 1次 ^ f r ^议 

2/8 ft Cor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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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裁军运动 

大会， 

" ^ 到 公 ^ M S » 竟 赛 , 特 ^ 狄 核 军 备 竟 赛 的 餘 及 其 消 极 社 会 和 经 济 

后果的关切， 

注意到世界裁军运动是要推动公众关心和文持第十届特剁会议一第―届 

专门讨论裁军闲題的大会特^会议—《最后文件》'制定的目标，特剁是 

就军备限剩和裁军搢旌5^协议，以期达成有效a际监管下全面彻底截军的百 

标, 

5 f应当通欲有囯家的*和參与，尽可能 « T泛埤将截军新闻加以宜 

传 ， 各 阶 层 公 众 不 絲 碍 趄 《 i » 关 于 « * R 镧 和 裁 军 问 题 以 及 4 絲 竟 赛 

和战争，特别是#槟战争有关的危险方面的新闻和意见，以保2世界裁军运动 

的 錢 性 ， 

系IL尊 s :其本面主权的M员 a和其它机构，特^是钟政 

府组织，均可在买现这个运动的目标中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秘书长关于发动文持防止核战争、遏《鉢竟赛^ | ^裁军,尨的 

世 界 ^ 运 动 的 裉 告 ， " 

邑§ 1 9 3 1年1 2月9 B 笫 号 夾 议 和 笫 十 二 届 特 剁 会 议 一 第 

二 届 专 门 讨 论 裁 军 问 題 的 特 剁 会 议 一 对 该 ^ 论 情 况 ， 

欢迎某些会S为实现世界裁军运动的目标而傲出志愿捐助， 

"A/S-12/32,附件五. 

l
， A/S-ia/15^Ad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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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竽及文化组织关于其对世界裁军运动所作贡 

献 的 报 告 ， " 

1. 请会员国在世界裁军运动范B内开展活动时,应当计及各方在笫十 

二届特剁会议所表示的各种现点和意见，其中包括发动支持防止核战争、遏制 

军备竟赛和保进裁军搢施的世界签名运动的提衆； 

2. 又 请 会 员 国 同 联 合 确 保 更 完 善 地 传 播 关 于 裁 军 名 斗 方 面 冋 

题的新闻和防止传播虛伪和具有 偏见的新闻； 

3. 汪意到秘书长报告中拟议的关于1 9 8 3年世界裁军运动范围内的活 

动方案，并请秘书长将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愤况通知大会第三十会议* 

― I 9 82年1 2月I 3 B 

第I 0 1次 ^ 0 »议 

"A/37/569,附件, 



A,^ES/37AOO 
Page 16 

一 世界裁军运劫 

大会， 

回减大会笫十届特ja会议~笫一届专门计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一的 

《最后文件》宜称不仅各国&府并 J L & è *界人民都必须认识和^当 i局 

势的 ‧，并 s调动员世界公众舆论来推动裁簞的 s要性，
1 7 

又 , 1 9 8 0竿1 2月 1 2 S第35/1521号决议和1 9 8 I年 1 2月 

9 S 笫 3 6 / 9 2 碎 决 议 ， 以 及 1 9 8 1 竿 9 月 1 7 日 " 和 1 9 8 2 年 6 月 1 1' 

5 '， 告， 

潢 意 地 注 决 钛 和 ^ 告 所 设 想 的 世 界 裁 军 运 动 已 于 1 9 S 2年 6月 

7 S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届专门讨论载军问题的大会特剁会议一 》开 

幕会•ëLfcjrtiÉ发动了，
 80 

铭记着大会第十二届特剁会议广义地确定了世界裁軍运动的目称,内蒌、 

^m»m&9.大会并请秘,长将其载亍上述《告内的方菜细节提交大会第 

=十七届常会, 

yg了秘书长g照上述要求提出的新裉告," 

1.核可秘书长于1 9 8 2年 I I月 3 3|1出的有关联合国主持的世界裁 

軍运动的活动方菜的裉告
1 1
中所制订的世界裁军运动总纲领.其中包括笫21 

"j|S-10/2f夾议，第15 SL 

`,V^3Q/458. 

，， 

" 参 见 （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 第 十 二 届 特 第 一 次 < è l ^ i 义 》 . 

'，A/37/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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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现定，即闳每一届大会提出前一年内裁军运动执行1t况的报告，并将裁軍 

研充咨询$员会的有关意见递交大会； 

2. 也核可秘书长报告所拟议的1 9 8 3年世界裁军运动的活动方莱； 

3. 宜甲谞还没有提供自愿捐歎的所有会员国提供自愿捐款以补充联合国 

的现有资源； 

4. 夾定大会第=十会i乂应召开会员国闳世界裁簞运动提供捐款的认 

捐会议； 

5. 冉次宜布欢迎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倌托基金会和其他私人来源的自 

愿捐款; 

6 •妓将题为"世界裁军运动"的项目列入第=十 / ^ i会议临时议 I 

1 9 82年I 2月I 3日 

第I 0 I次<É^é>议 

J 一 

世界裁军运动：和平与裁军运动 

大会， 

认识到就有关裁军问题的所有各种观点进行深思熟虑的讨论和辩论对^ 

有^义的限制军备措施，朝向裁军作出逬展，和实現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 

裁军的最终目的，可能会产生积极的影嘀， 

深信建立信赖及信任和促成有助于裁军事业的各种条件的最佳途径是通过 

所有国家的合作及穸与，尽量广泛地传播资料和便所有阶层的公众都能自由获 

得关于军备限制和裁军问题的各种资料和^见， 

皿促使所有公民都有能力,与关于这些事项的深思熟虑和目由的讨论， 

回顾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i乂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 

所发起的世界裁军运动，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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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意地注意到笫十二届特19会议除了剁的以外,呼吁以均衡、实事求是和 

客现 ô ^ T式在世界各地进^ i :界裁军运动,呼吁通过所有国家的*和参与以 

及赦尽量广泛*资料的姊以 # 2世界裁军运动的苷邇性，呼吁所有阶层 

的公众ft够自由获得各种广泛的资料M见，并呼吁运动能揭供一个机会，以 

便所有园家&就裁军的问题、目标和条件的各种观点进行^和辨iè; 

L呼吁所有国家便利各种政疳性和非政苻性有关裁军事项的广乏精确 

资 料 流 甸 " 民 和 在 他 们 之 中 流 传 ， 以 期 推 絲 界 截 军 运 动 的 目 标 ， 践 微 

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解的最终百标； 

2 . 呼 吁 所 凟 会 它 们 的 公 民 自 由 公 开 地 表 示 他 们 自 & 对 截 军 闲 题 

的 意 见 ， 目 * 开 从 事 S 织 和 集 会 ； 

8. 长每年Ife**议的各项条款执行情况向大会提出报告， 

I 9 82年I 2月 I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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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ebruary 1983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CEIHESE 

OngmaL: Ì EEÏÏCH 

罗马尼亚关于裁军的立场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暴斯库 

对1982年1 2月1 6日全国党代会，的裉告摘录 

鉴于目前形势的严重性，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加强国际合作，以便结束紧张局 

势，通过谈判觯决冋题，停止军备竟赛；开始裁军，特别是核裁军。我们对我国人 

民所担负的伟大贲任要求我们尽"^可能确保和平，保障各民族和个人的生存，生 

活，自由和独立发展等最高权利。 

现在人类已经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军备一特别是核武厍一的水平正在危及文明 

本身，危及人类社会的存在，因此，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冋题就是防，止战争，确保 

和平。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侯更加努力，堵住走向战争的道路，保证和平。再也 

没有比衮军，特别是核裁军，每个11家的安全，世界和平，更为高尚的目标了。各 

国都必须负起贲任，停止军香竟赛，在严格的1际监督下开始彔军，罗马尼亚已提 

出了一系列为实现此目的的建议，这显示出我国人民对和平的愿望，其他许多国家 

也提出了亶要的提案。我们认为裁军会议应考虑这些提案，并应在这个基础上制订 

在S际监督下的裁军方案. 

我们认为苏联和美U就削减战略核武器正在逬行的谈判是极其直要的。我们认 

为，应竭尽勞力，迅速达成协议，停止在欧洲部署中程核武器，并擞出业经部署的 

导弹。我们也赞成在维也纳谈判缔结一项裁减军备协定。实现裁军的起点应从达成 

力量均衡的需要出发，这种均衡的达成不是逋过增加军蚤，而是把军备削减到最低 

水平。首先冻结军费开支，逬而实行削减，这不仅对缓和军备竟赛和^少战争准备 

是重要的，而且对创造必要条件，以克服世界经济危机，给予经济和社会活动以新 

的活力也是很重要的。 

GE.83-6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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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采取坚决的揞施，以削弱各军事菓团的作用，并开始同时取消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在取消这些集团之前，如果这两个军事集团各国根据共同 

协议，从现在到1985年之间，将它们的军费开支同1982年水平相比削裉2 0%, 

这将是极端亶要的.同志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军事集团的国家占了所有 

军事和武^开支的大约 8 0 % ,因此，这些国家削减军费及逬行裁军的决定对裁军 

和缓和军备竟赛将起决定性作用。 

同样，我们认为华沙条约组织^ 1匕约之间应就裁军和消除战争蒇胁冋题开始直 

接该判。作为第一步，这两个集团应限制各自的军事活动， 

为了有助于复活缓和政策、缓和囱际紧张局势W及增强相互信任下述措施是特 

别簠要的： 

两个军事集团各国分别从其它il家领土撤军； 

拆除设在它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 

庄严保证不在它国f、土上放置任何种类的核武器； 

对放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保证，不在任何情况下使用这种武器； 

由于两个军事集团各国拥有世界上大部分军备和几乎全部核武器，这些国家采 

取上述施将对实现裁军及保证世界和平将会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罗马尼亚社会王义共和国庄严宣告，本U将W最大的决心为买现这一目标而努 

力。、 

钛建议，党代会应决定从现在起直到1985年，将我S的军费开支限制^ 1982 

年的水平上。我们冥诚希望两个集团的所有11家，特别是苏联和美国，能够认识到 

各自在结東隼备竟赛及保证世界和平方面对世界人民所负的黧大贲任，并希望它们 

能够采取相应的冇动， 

罗马尼亚过去和现在都坚定地为买现欧洲安全而努力，S为我们知道，在欧洲 

大陆上集结着大批的军队，以及拥有核武桊和常蜆武^的巨大的武厍，这对我们大 

陆和全世界人民、对文明及生命本身的存在意味着严直的威胁，因此，我们认为在 

马德里举竹的会议应努力就尽快就发展欧洲合作、信任及安全的新的途径达成协议。 

我们赞成举^有关本大陆安全和信任的会议，赞成把在赫尔辛基开始的一系列 

会议继续下去，W便欧洲各国能讨论欧洲和全世界当前局势的复杂间题，W消除紧 



CD/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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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局势、增逬舍作。 

目前更有必要尽一切可能使欧洲成为一个没有中程导弹、没有核导弹或任何其 

它核武^的欧洲，一个在尊亶各H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在本着促近各国经济和社会 

发展，为了各国人民和H际合作的利益，觯决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冋题，包括觯决 

不发达状况的问题的意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一的欧洲。 

我们相信，当前应釆取更加具体的行动，把巴尔干地区建成一个没有外国军事 

基地的无核区。让我们把巴尔干地区改建为和平合作的地区；让我们逬一步合作， 

保证各il的经济和社会发餍，保证备国人民享有更大的福利。裉据这一精神，我们 

1：布，赞成不再迟缓地为举竹专门讨论实现上述目标的巴尔干11家首脑会议逬行准 

备。这将是为保证欧洲安全而釆取的竹动的一个组成都分，也将是为了本大陆备国 

人民的利益、为欧洲及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利益，在本大陆建立信任所作的一个簠要 

贡献。 

J L B . ，J
 " " ^^^^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1 Jebruazy 1983 
CHHIE!SE 
Orxganal ： EUSSIAH" 

1983年1月2 4
日捷克斯洛伐克常驻代表转递 

华沙条约缔约国于I 9 8 3年1月5日在布拉格 

通过的igr治宣百文本的信 

我荣幸地向您呈送一份华沙条约締约囯于1983年1月5日在布拉格通过的政 

治宣言的有效文本及其英、法两种文字的非正式译文。 

谨请作出必要的安排，将该文本作为載军谈判$员会的正式文件予以分发。 

捷克驻日内瓦联合国 

常驻代表大使（签字） 

GE. 83-6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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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宣言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的最髙代表.于1983年1月4日至5日在布扛格举行了一次政治协商委 

员会会议，根据日趋复杂的il际形势共同讨论了欧洲的局势并:it某些其他;II际冋题 

交换了意见。 

代表们本着对保卫和加强世界和平与安全、和便叆和紧张局势的近程继续下去 

的直大贲任感，认为有必要作如下声明： 

派代表出席本次会议的Si家曾在政治协商委员会莫斯科宣言（1978# )和华沙 

宣言（1980年）中提谞全世界各国注意和平所受剁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和防止国 

际局势恶化的必要性。现在，这些a家关切地注意到，由于侵略势力逬一步猖擞， 

世界事态的发屏正变得甚至更加危险。 

那些企图动摇不同钍会制度的il家之间关系的唯一合理基袖一和平共^-的集 

团，愈加一意孤行，在改善II际关系方面取得的、在7 0年代开始对世界筝务总的 

发展产生彩响的切实的近展，目茴受到了^胁，曽经给各11人民带来积极成杲的局 

势缓和的趋势正遭受直大损害，对抗正在取代舍作，有人正试图碇坏U与国之间关 

系的和平基础，il与S间的政治接触、互利的经济与文化关系能否发展已^了问题, 

军蚤竟赛正迓入一个质量上新的、危险更大得多的阶段，包括各种类型的核武 

^和常规武器、以及各种车筝行动，它实际上已影响到世界上所有的地区。 

旧的紧张局势的策源地在复活，新的冲突和危机局面正在出现。爱妤和平的国 

家逋过平等^判的途径来觯决辣手的全球性和区域性间题的势力受到了阻碍，而越 

来越多的国际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帝国王义集团正在舉竹实力、施加压力、发号施 

令、干涉内政损窨民瘐独立和国家主杈的政策，谋求巩固和直新划分"势力范围"， 

它们正竭力从各国关系间产生的种种摩擦和纠葛中，从各S人民可能经受的各种困 

难中捞到好处， 

有人正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的正常发展方面设置障碍，经济"制裁"和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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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被当作政策的工具而强加于人，这就使现有的经济冋题的觯决更加复杂化，帝国 

王义集团力图把经济危机的簠担转嫁到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人民肩上。庞大 

的军费开支对于各国人民，无论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是一个越釆越沉亶的负担 

它并便经济和社会逬步的速度减慢， 

二十世纪，人类面临着社会经济、人口学和生态学方面的全球性的紧迫问題。 

世界目前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为切实觯决这些莨大问题提供了必要的物质 

和智力资源，但是朝此方向发展的国际舍作受到了反动势力的阻碍，它们正企图便 

各大洲停留在落后的状态之中，并在分化各国、在国与国之间制造对抗。 

因而，整个国际局势越来越复杂，紧张局势在加剧，战争威胁，尤其是核故争 

的威胁正在增长. 

与这种危险的事态发展相抗衡的是各国人民，全体迕步和爱好和平的力量所表 

现出的愈益顽强和坚定的决心；他们决心结東实力政策和对抗政策，保卫和平和加 

强S际安全，加强在各国关系中尊亶民族独立和主权、边界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 

政、不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I权利平等、各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原则 

和其他公认的原则， 

因此，与会国相信，无论世界局势多么复杂，战fell际关系中危险阶段的可能 

性仍然存在蓍，当前的筝态发餍必须而且可能制止，它将朝着符合人类愿望的方向 

发展。 

为此，钍会王义国家把自己所有的si际威望，政治和经济潜力都放在和平的天 

秤上，社会王义U家爱妤和平是由们的^会制度性质本身决定的。 

有利于改善S际局势的一个堇要因素是不结盟运动？ 一系列其他国家也反对 

国际气侯的恶化， 

从东方到西方，从甬方到北方，各个政党、组织和各种意识形态的运动都在大 

声疾呼，反对军备竟赛，反对挑起军事冲突，在群众性的反战运动中，各大洲的千 

百万普通人民都表示渴求过和平生活.和平的力量要比战争的力量更为强大，关键 

在于和平力量团结一致，坚韧不拔的。 

出席^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囟家基于对U际形势的分祈，提出了一项避免核战 

争灾难的备选办法，并呼吁在11际上逬行广泛的合作以维护地球上的文明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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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争的中心的任务是遏制军备竟赛，走向裁军，特别是核裁军。 

美国最近通过并已实施的方案一研制和生产核武器，研制基于最新的科学成就 

与发现的武^,包括用来在外层空间和从外层空间逬行军事活动的系统和设施，其 

目的在于氏倍地提高美国（包括其在欧洲)的武库的摧毁力量。美国及其一些盟国 

所推行的旨在取得军事优势的军蚤集结政策，正在导致国际稳定局面的破坏。 

提出这些新的军事计划与"^ 一次觯除武装的核打击"、"有限核战争"、"持 

久核冲突"等这些战略概念和理论的升级有蓍不可分割的联系.所有这些威胁和平 

的侵略性的理论都建立在首先使用核武器^可以在核战争中获胜的这种假定让的。 

与会囟一致强烈指出，认为发动了核战争还能取胜的任何打算都是愚蠢的。一 

旦爆发核^争，孰不会有胜利者。核战争必然导致所有民疾的灭亡，给地珠上的文 

明和生活本身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悲惨的后杲， 

建立茌这种打算的基础上的军事政策不可遯免地还会招致其它极端危险的后果, 

第一，制造和部署日益新式的核武器系统和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卷将更加严亶 

地破坏军事及战咚形势的稳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使U与国之间的关系^一步恶 

化， 

笫二，车蚤竟赛的新的升级与^对军事竟争的华沙条约庞员囪舉^Î的，在逐步 

降级的基础上保持军事战略均势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实施上述增加军备的计划将 

便军亊对抗水平升级，和平将更加不稳定、更加脆弱。 

第三，随着新的一轮军备竟赛的屣开，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还将更 

为复杂，这样就会给制订限制和裁减这种武器的S际协定增加更大的困难。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与会11认为，乘现在还有制止军蚤竟赛和转向裁军的可能 

性时，必须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同时，它们认为：一切S家如果珍视本国人民和 

整个人类的命运，都必然会对避免战争表示关心。 

首先胬要的是各国，特别是核大国必须表现出各自的政治意愿和进行合作的愿 

望，必须使各国的军事政策完全从防御目的出发，并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合法安全和 

利益。这种政策不应当阻碍在严格遵守平等和不减损安全的原则下导致有效地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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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力量和萆备的协定的荃订， 

在这方面，与会者期待着在苏联单方面承担不首先便用核武器的义务以后，所 

有迄今仍未这样做的核大国将会采取类似的^动。 

在当前艰难的国际形势下，尤其必须打破在切实限制和裁减军蚤及武装力量问 

题上存在的僵局。在这万面，与会者呼吁，应坚决加速正在迸竹的关于一系列停止 

军备竟赛问题的谈判，并恢复业已中断的谈判，坚持不懈地和耐心地争取达成保证 

裁减和销毁武桊，特别是核武器的协议。他们支持并欢迎苏联在停止军备竟赛和裁 

军方面提的建议。 

与会者相信，如果各军事大国之间能就停止增加各自的武装力量和隼蚤，尤其 

是核军备达成协议，这将是制止军蚤竟赛的直要步骤.在这方面，他们满意地指出， 

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和趣来越广泛的世界公众都要求冻结核武库。这种主张的最重 

要体现之一就是，苏联和美国彼此在数量上冻结战咯武桊，并最大限度地限制这些 

武器的现代化， 

与会国还坚决主张制订分阶段进^核裁军的计划，并且在此范围内就停止研制 

和生产新的核武桊系统、生产用于制造各种类型的核武桊的裂变物质及这些武器的 

运载工具的问题达成协议，所有这一切将为甸销毁核武器的目标前逬创造先决条件。 

他们认为还有必要就一些具体问题加速达成协议，因此呼吁各国逬一步推劫会 

谈，包括在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范围内的会谈。这些会谈的目标应是： 

尽快拟订全面彻皿止试验核武羞条约； 

加速制订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 

转入拟订 禁止中子武器公约； 

立即着手进行有关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种类的武器的会谈； 

更迅速地就签订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国际公约达成协议； 

加速解决关于加强无核国家的安全保障的问题。 

与会者一如既往地非常置视防止核武器的扩散问题，欢迎在最近已有更多国家 

参加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且希望尚未参加该条约的其他U家在最近的将来也这 

样做'他们表示赞成达成这样的国际协议：不在目前没有核武器的国家部署核武器: 

不在已经放置核武器的国家增加核武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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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认为，制订措施确保安全发展核能.并规定不以任何手段攻击用于和平 

目的的核设施，将t助于加强普遍安全并同时有助于扩大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 

考虑到常规武器的不断改善及其咸力的不断增长，必须作出新的努力，以便无 

论是在全球范围还是在个别地区大大降低目前的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水平，并为此 

目的举行适当的谈判。同时，还应该恢复限制出售和供应常规武器的谈判。 

与会者考虑到海军作用的增强，主张开始进行关于限制海军活动、关于限制和 

^少海军武装、关于把建立信任的措施扩大到海域和洋域的谈判.他们主张把运载 

核武il的舰艇撤出地中海，主张拒绝在地中海无核武器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桊， 

与会者还虿申了自己的立场：在国际范围内逬行新的努力，以便达到从别国境 

内徹除外国军事基地并撤出军队的目的。 

与会国从这样一点出发：在裁减武器和裁军方面的任何协定，都应当对协定的 

履竹情况规定适当的核查揞施，必要时应包括一些s际程序。 

与会国注意到，不断增长的军事开支同军备竟赛的加剧有着直接的联系，呼吁 

北约国家就不增加军费开支，并逬而减少军费百分比或绝对额，达成一项实际协定， 

关于这个间题的协定当然应当包括拥有巨大军事潜力的所有国家，由于削减军费而 

腾出来的资金可用于促迸经7r和社会的发屦，其中包括在这方面给发餍中II家以协 

助， 

与会君指出，他们国家共同或单独提出的关于不增加和大大削减军费的建议仍 

旧有效。他们建议华沙条约缔约国和北约成员国之间立即开始举行直接谈判。 

鉴于目前的局势，通过本政治宣言的S家的最高级代表声明：对各国人民来说， 

当今再没有比维护和平和停止军蚤竟赛更直要的任务了。完^ 个任务是各国政府 

和所有的各国决衆人的职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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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战争危fe、保障世界和平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欧洲安全。讧首 

先是由于.在欧洲大陆上集中了大量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笄且两个军事联盟的武 

装力量直接彼此毗务 

与此同时.在欧洲，由于各国的共同努力.已为始终不渝地发展它们之闾的睦 

邻关系与合作、相互尊重和信任莫定了基础。欧洲各国根据自身的经验都已认识到 

缓^带来的好处。它们当中不会有一个国家未能从保持和增加缓和的成就中获益的。 

与会者在这方面还指出了严格遵守确定现今欧洲的领土和^治现实的条约和协 

定^重要性。他们转别强调指出.共同制订的并经过仔细协调的赫尔辛基最后又件 

的原则^条款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原则和条款应当得到严格的遵守相始终不渝的贯 

彻执行。 

与会者分析了目前欧洲所形成的局势，共提请注意这样一点：北约集团打算执 

行其在西欧一些国家领土il部署美国新式中程导弹的决定(1982年12月再次重 

申了^个打算），给欧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最严重的危险。实施这一决定必然导致信 

任的下降和欧洲局势的恶化。 

与会国认为紧要的任务是阻止在欧洲开屣新的一轮核军备竟赛.达戍缩减和限 

制核武器。这对于巩固欧洲安全，积极发展本大陆国家间关系，改善整个国际局势 

是很重要的。 

华沙条约铕约国认为，最好的觯决办法是使欧洲宪全清除中程核武器和战术核 

武器。它们相信，如果达到真正的"零点"觯决方茱在目前还不可能，那么在各方 

平等和不减损安全原则的基础上，在欧洲大幅度裁减中程核武器就十分有用。在这 

方面，苏美限制欧洲核武器谈判的意义尤为重要。会议赞赏苏联1982年12月21 

曰在莫斯科发表的建议中所做的贡献。 

伹是，这些谈判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即北约国家宣称准备在1983年底 

在西欧部署新的拳国中程导弹.除非在这个期限之前谈判能达戍协议，这种态度等 

于为结束谈判规定了人为限期，这种态度的拥护者只需把会谈#一步拖延下去，然 

后ft口没有达^协议.就可以开始实际部署美国的这种导弹。 

与会者认为迫切需要的是：使关于限制欧洲核武器的谈判在洚设性的气氛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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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并尽最大努力尽快使会谈达成具体的协定。为了俥谈判取得成功.重要的是不 

釆取使会谈复杂化的行动，而是相反，必须釆取能够有助于为会谈进展创造良好的 

气氛的步骤。 

认识到削减和限制欧洲中程核武器对欧洲各囿人民是至关重要的.与会者表示 

希望，所有欧洲国家都应努力促使苏美关于这一问潁的谈判取得进展并使其园满结 

束。 

与会者希望欧洲没有象化学武器这样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他们的国家准备同 

其它有关国家一道，探讨一切可能导致这一问颞得到解决的途径与方法，#开始适 

当的谈判。 

与会国坚决主张大幅度地削减欧洲土地_L的核武率，并使欧洲没有化学武器， 

它们还指出了在欧洲大陆上集中大量常频武器对欧洲和平所造成的危险。如果在西 

欧增加此种武器的最新类型的计划得以执行，则这种危险将大大增批 

与会国再次衮示他们主张^减中欧的武装力量和军备，他们认为特别需要使已 

持续多舉^维也纳谈判取得进展。与会者认为，使维*纳谈判尽快地，在一车或最 

多两年内达戍一项协定的一切先决条件是存在的.重要的是要做到^一点。他们自 

己将全力达戍这一目#» 

根据这种情况.与会者主张在互为范例的基础上釆取现实的步骤，减少苏联和 

美国在中欧的武装力量和军备。及方代表对这一步骤的实行憒况可以进行监督。撤 

军后，维也纳谈判直接参加者的武装力量和军备水平，无论哪一方都应进行冻结， 

直至谈判达戍协议。与会者认为，在第一次相互减少在中欧的武装力量和军备之后， 

^些谈判应继续进行，并走向进一步的、更大规模的缩减。 

与会国声明，它们赞成关于在北欧、巴尔干和欧洲其他地区建立无核区的建议, 

以及关于将地中海变*和平与合作区的建议。它们主张^这些问顇^行谈判。 

欧洲目前的局势比任何时侯都更加需要各国共同努力，K/便始终不渝地实行缓 

和、和平与裁军的政策。因此，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所开始的多方面进程的继续和 

加深具有特珠的^义。 

囡此，与会囿主张通过一个综合性的以及平衡的最后又件，以便有成效地结束 

全欧会议参加囿代表所进行的马德里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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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认为，在马德里会晤上达成矢于召开建立欧洲信任^安全措施与裁军会 

议的协议，具有转殊意义。^次会议将对在世界ax—地区减少军事对峙，减轻不 

信任以及解决削减武装力量和军备问颈作出重大贡献。 

它们认为具有很大意义的是：马德里会晤簟申会晤参加囿尊重并实行赫尔辛 

基会议通过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根据最后又件的文字和精神，制定在玫治、 

经济、人道和其他领域发展合作的措施；保证继续全欧进程及其组织工作.包括 

确定全欧会议参加国代表举行下次会晤的时间和地点。他们重申支持这次会晤在 

布加勒斯特举行。 

从现#和将来的角度看，马德里会晤取得戍功.将^:同样程度上符合全欧会 

议所有参加国^利益。囡此，会晤可能作出的决定必须以此为基础，共能为各方 

所接收。 

与会者表示，他们的国家将一如既往努力确保在马德里会晤中尽快完^最后 

又件的协商工作。他们希望会晤^其他参加者釆取同样建设性的态庠。 

与会国准备同欧洲所有国衮发展互利关系。据此.他们主张： 

保持和加深各级^治对话和协商.开展尽可能广泛的政治交往，其中包括在 

双边和多边基础上发展议会、政党、工会、青年团体、妇女团体^其他团体的接 

触，以利于欧洲的^平与安全； 

不加任何歧视地全面扩大贸易、工业、农业、科技领域的合作.釆取措施加 

强经济关系中的信任。这方面展现着在平等和互利基础上交流的真正广闳的前景; 

使欧洲各国人民相互增进精神丰富.交流艺术珍品.传播正确、诚实的新闻， 

培养相互善意对待^尊亶的慼情； 

与会国同意波兰人民共^国的立场：对纯属其职权范围内的问颈的任何外来 

干涉行径都是与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背道而驰的，并将继续遭到坚决反对。 

它们坚决谴贲美国和其他几个西方国家对波兰的所谓"制裁"。波兰的内部事 

务将一如既往只能由波兰来觯决。社会主义的波兰可以指靠社会王义兄弟国家在 

道义、钕治和经济上的支援。 

在欧洲.钗个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社会制度囿家的大陆上.只有和平共 

处的政策才是可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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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孰其他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时，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 

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囿、罗马尼亚社会 

主义共和国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们都指出，世界局势的改善在很 

大程度上是同清除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现有的军事冲突中心和防止出 

现新的军事冲突中心分不开的， 

没有什么世界性的或地区性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手段加以公正觯决的， 

关鍵在于所有的人都真正承认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在不受外来千涉的tt况下决定自 

己内部事务以及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国际生活的合法权利；所有的人都尊重独立、 

领土完整和国境不受侵犯；都遵守不使用武力和不以武力相^胁的原则；任何一个 

大国都不试图奉行霸杈主义政策，不试图建立"利益范围"或"势力范围"， 

与会国确信，为了消涂产生许多冲突的原因，必须彻底^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 

义的一切残余，必须放弃新殖民主义政策，压迫和剝削其他11家人民。南部非洲的 

危险形势十分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那里被南非种族主义者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成 

了对邻近的非洲国家逬行侵略的基地，1982年春天在南大西洋发生的武装冲突逬 

一步表明了这一点， 

局部冲突发展到世界规模的武装冲突的这种危险性，很大程度上是与下述情况 

有关，即企图把亚洲、非洲、扛丁笑洲和大洋洲的H家直接或简接地&入军事政治 

联盟，把这些国家拉入集团的冇动范围，华沙条约成员国簠申他们无意扩大自己联 

盟的冇动范围，与会者号召北约成员国也承诺不把自己集团的^动范围扩大到世界 

任何其他地区，特别是波斯湾。 

不结盟运动对消除和防止危机形势作出日益增长的贡献，不结盟运动在这方面 

所采取的买际步骧正得到所有国家的赞许和支持。区域性的国际联合组织，如非洲 

统一组&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应在这方面起积极作用。 

与会者认为，这些地区的圜家旨在建立和发屦睦邻关系、建立和平与合作区的 

倡议，为消除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正开辟道路，前景光明， 

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的建议使人们特别慼兴趣。恢复和顺利结束苏美关于限制并进 

尔减少印度洋军事活动的谈判，也具有很大重要性。必须争取用^治手段觯决加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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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海地区和东南亚现存的问题，必须促进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 

与会者认为，解决拖延时司最长和最危险的冲突——中东冲突具有特珠重要意 

义。他10严厉邊贲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的浸硌以及 

对贝鲁特3区平民居民的野蛮簪杀，以色列是在那些从外部对其给予援助和支持的 

人们的怂恿下进行侵略行动的。与会者要求以色列军队立即和全郅撤出I巴嫩，保 

证这个国家的独立、主杈、统一和领土完整， 

他们对非斯阿拉伯国家和政苻首脑会i义提出的觯决中东问题的各项原则给予积 

极评价，并表示相信，中东问题的全面觯决方案应规定：以色列军队从1967年占 

领的一切阿@伯领土 （包括从耶路擞冷东部地区）全部擞出；承认巴勒斯坦阿^i'é 

人民的合法衩利，包括他们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安全和 

独立存在与犮展的权利；结束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状态和建立他们之间 

的和平；制定并采取和平觯决的国际保障措施。 

为觯决这些问题，必须召开国际会议，由有关各方参加，包括作为巴勒斯坦阿 

拉伯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巴勒斯坦觯放组织在内。联合国既能钵，也必须在这方面 

起重要作用, 

与会国王张停止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通过谈判觯决他们之间的争端；主 

张茌相互尊重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和平解决非洲之角各国之间的冲突以及非洲 

的其ffe争端；主张通过玫治手没解决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冲突局面。 

应该停止执行对古巴和尼加拉瓜进行经常不断或,挑衅的政荧，应该停止从 

外部对这两个国家的内玫进行干涉的任诃企图。 

与会者对邇过联合国秘书长的私人代表开始举行阿冨汗和巴基斯坦两国^判一 

事予以肯定的评价. 

消灭不发达现象，逐靳缩小在经济发暴水平上的差g,为和谐地发啄经济、科 

学和技f方面的国际关系钊造蚤伴，乃是有助于经济,定和国际玫治气候改善的主 

要S柰。为叱，与会国重申对下列各点表示支持：在公正相民主的某础上改造国际 

经、济关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保障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各国对自 

己的i然资源享有充分的主杈，它们主张尽快开给，据鞔合囯的夬议耽重大经济问 

题举行全球性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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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国主张提高联舍国作为联合各国力量、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觯决迫切的 

世界性问趲的重要讲坛在国际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参加者认为有必要再次表示自己的倌念：当前，维护世界 

和平是与承认各国和各国人民平等这一点分不开的。只有公正的和平，也即每个国 

家都承认并且尊重所肓其他国家的合法衩利和利益的和平，才能是持久的。 

五 

不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建立起信任气氛，要减少战争危^是不可^的。这就 

要求：除了开暴政治对话和在经济与军事上采取相应措施之外，还要泠播确实的新 

闻，不追求大国主义，不宣^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民族排他性，不去教训^国人 

民应当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去宣扬暴力，不去煽动战争在热 a 

与会国认为，始终不渝地遵守赫尔辛基最后文伴中关于在新闻方面进行合作， 

以便加强和平与各国人民同的相互了解的原则和条款是极为重要的，他们蓬调衮合 

国教科文组织1978年就这些问题通过的宣言的迫切性.他们坚决谴贵利用*如报 

刊、广播和电視这样一些影响人们章识和彤戎奥论的强大工具，散布怀育偏见的甚 

至公然诽谤的消息，歪*某些国家的ît况及其玫策.制造分歧和仇视，任何一个国 

家都不应当允许其须土被用来进行这类颠覆活动。 

反动的及帝国主义的集团在人衩问题上进行投机，竭力以这种方式来掩盖他ID 

对工人的莶本杈利和各国人^切身利益毫不在乎的傚法。最近他fn掀起了一场反对 

社会主义国家、民硖觯放运动和其他进步运动的广泛斗争，其g的是要为对抗和军 

备竟赛、蔑视各国独立、干涉它们内部事务，便它们的经济发暴条伴复杂化和咀桡 

缓和进程的政荧辩觯，这种玫荧违背所有人和各囿人民的合法^利和公认的^利， 

首先是违背他们的生存衩利， 

历史的教训戋s我:n,反共一向是向各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和衩利支动进攻以及 

侵略与战争政策的组成部分，荧划新的反共运动的企图导致国际紧^局势的加剧， 

危及所有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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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想借助于诽谤和谎言来破坏社会主义制度都将失t社会主义在经济和 

文化方面，在加强各民族平等和友谊以及为个人发挥才干创造良妤的条件等方面都 

取得了卓越的成t它保证广大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并且不断地发扬民主. 

社会主义的最重大的成就之一是建立了以社会主义主权国家的自愿平等合作和 

国际团结为基础的新型的E际关系，与会国表达了本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意志，重申 

决心继续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发展和加深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 

在争取和平与进步事业的斗争中共同努力， 

它们强调必须扩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经互会范围内的长期经济和科学技术合 

作，以促进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解决出现的经济问题、实现各S建设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纲领，提髙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这将是对社会主义頃家在经 

济领域的协调行动的重要贡化 

与会国指出，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拥有主权，不受外来干涉自由地决定他们应该 

怎样生活，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也拥有捍卫自己所作选择的合法权利， 

社会主义国家认识到自己对和平和®际安全亊业的贲任，因此，在自己的政策 

中把意识形态问题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严格区别开来，在和平共处碁础上同资本 

主义国家建立关系，始终不渝地促进同发展中国家广泛合作.不管社会制度如何， 

国家间的合作都是符合各®人民的利益的，也是符合加强世界和平的关系重大的莩 

求。 

六 

鉴于目前国际问题的复杂性.欧洲形势和整个世界形势发展的前景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拥有巨大实力，特别是核武器实力的两个最大的军事政治联盟一华约与 

北约之间能否消除不信任并减少他们之间的对抗程度。它们之间的武装冲突将会给 

各国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 I 

华约戍员国早就一直主张觯散这两个联盟，而第一步是取消他们的军事组织。 

这一建议现在仍然有效，他们强调指出他们已准备妤同北约戌员囿举行谈判就这一 

议颍达^协议，首先从互相限制军事活动问题开始。 

伹是，现在的尖锐局势已不容等待。需要立即釆取有效揞施以便现在立即就能 

减少华约戍ê国和北约成员国之间的不信任，减少对侵略可能性的揎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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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约戍员囿并不谋求对北约成员国的军事优势，也无意进攻他们以及欧洲内外 

的任何其他国家。北约成员囿也声明他们没有侵`略意图。这种情况就不应存在任何 

东西妨碍两个联盟戍员囿承捏具有囿际法性质的相互义务。在目前形势下.这会对 

国际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牿别有利的影响。 

出于这些考虑，华约戍员囿通过自己的首席代表愿意向北约各#员国提出狳结 

互不使用军事力量及保持和平关系的条约。 

该项条约的核心可以是两个联盟的成员囿相互承拒义务，彼此向对方都不首先 

使用核武器及常规武器，从而也就是彼此不向对方首先使用任何军事力量。此项义 

务适用于本条约所有绪约国领土,他们的军职和文职人员，他们的船舰、飞机、宇 

宙飞船和其他设施，无论其位于何地。 

条约中亦宜规定两个联盟戍员囿不对第三囿使用武力的类似义务，不管笫三国 

是与他们有I边关系的国家、不结盟国家、还是中立囿家。 

条约的一个重要部分应是两个联盟的各个成员囿承担义务不危及途径不属于任 

何囿家管辖区域的海上、空中和宇宙中国际交通的安全。 

除了不使用军事力量的义务以外，还应在条约中补充下述义务：本着诚意的精 

神进行关于釆取有效措施制止军备竟赛、限制和削减军备、达成裁军的谈判，以其 

他可行的办法促使这种谈判园满成功，达到取得实际戌杲的目的。 

在汊方面双方可以共同磋商防止突然袭击危险的切实可行^措施，以及促使军 

^表团、舰艇和空军部队互访增多。 

条约应把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同加强联合囿作为集体安全的世界性工具的条款联 

系起来，此点很直要，在这方面如果条约中表示愿意实行合作以提高联合国根据其 

宪鞏执行任务的效力将是有益的，这些任务关系到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局势、 

制止侵>M^动、消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华约缔约国和北约缔约国之间关于互不使用武力和保持和睦关系的条约，当然 

不限制该条约缔约国根据联合国宪聿第5 1条享有的逬行单独和集体自卫的不可 

剥夺的权利。同时，该条约将消除两个联盟成员国的担心，即存在于各联盟内部的 

联盟义务会用来对另一联盟成员国逬行侵略因而危及他m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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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只是建议在两个军事政治联盟的成员国之间缔结互不便用武力和保持和睦 

关系的条约，欧洲的其他有关国家也将有权参加该条约的起草和签署， 

该条约从一开始就将对世界其他愿意加入的国家开放。这些国家将享有同締约 

国一样的平等权利， 

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与会国确信，締结这样一项条约会有助于克服欧洲分裂成 

对立的军事集团，符合各国人民在和平与安全之中生活的愿望。他们呼吁北大西洋 

联盟成员国充分重视这项新倡议并对它作出建议性的答复。 

华沙条约成员国在本政治中阐明了他们关于当前情况下巩固和平、维护和 

加强U际缓和的途径和方式的意见^声明他们愿意同致力于达到这一崇高目标的 

所有人举冇对话和：€行合作，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员会王席托多尔.日夫科夫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 

镙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 

镙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代表 

匈牙利钍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亚诺什'卡达尔 

波兰人民共和国代表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笫一书记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王席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 

罗马尼亚社会王义共和国代表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庫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 
效 >o< >o< >o<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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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月2 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 

致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递交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 

就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1983年1月 

4日至5日在布拉格举行)的成就发表的声明 

我荣幸地向您递交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华沙条约缔约国于1983年1月4日 

至5日在布拉格举行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成絲表的声明。 

如蒙将本声明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予以分发，将不胜感& 

常驻代急 

D。頟尔德姆比列格大便（筌名） 

GE. 83-6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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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 古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声 明 

萦古人民共和国高度赞赏华沙条约缔约国于1983年1月4日至5日在布拉格 

举行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所取得的成就。 

这次华沙条约締约国最髙级会议是一件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事件。欧洲的社会 

主义兄弟国家的领导人就当前世界形势共同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并一致通过 

了一份政治宣言，为克服当今国际关系的危险恶化、保卫和加强普遍和平与安全制 

订了具体纲领，这一重要政治文件中包含的一系列建议滲透着对人类理智坚定不移 

的信念，和对人类的幸福和和平前景的深切关怀。它为避免正威胁着人类生存和文 

明的热核浩劫提供了真正的途径。 

华沙条约締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再一次雄辩地向全世界表明，社会主义国 

家外交政策真正热爱和平的本质，它是由新的社会制度一一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由 

对保卫和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的高度贲任感所决足的，今天，当帝国主义侵略集团 

正妄图用对抗取代缓和以及和平共处——这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唯一合理的 

基础一的形势下，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以期避免 

战争危险。蓄意打破世界上业已建立的战硌均势，并确保它们自己的军事优势，帝 

国主义集团，特别是美国，正危险地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增加战争特剁是核战争的 

威胁。 

布拉格会议与会者在指出了史无前例的增加军备和军事对抗的帝国主义政策的 

恶性结果之后，已规定了控制军备竟赛，通向真正裁军的必须毫不拖延地采取的歩 

骤。值此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正进入一个质量上新的阶段，并扩暴到几乎 

是全球的一切领域之时，这一点更有特珠的重要隶义。 

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与会者所作的釆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停止 

军备竟赛的呼吁旨在使隈制和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的事业从目前的困境中摆脫出来， 

并赋于这一领域里各神形式的谈判以新的动力.这包栝再过几天即将开会的日内瓦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 

与会者正确地特别注隶了加强欧洲大陆的安全问题，在这里集中了大量核武器 

和其他类 ® ,武器 "两大军事集团的大量武装部队互相对。与会者促请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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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舆论注意北约集团决心在若干欧洲国家领土上部署美国新的中程导弹对欧洲人 

民所带来的严重危险。针对北约的计划，社会主义国家已建议欧洲应该彻底成为无 

核武器区， 

衆古政府和人民充分支持华沙条约締约国关于确保欧洲和全世界和平与安全问 

题的现实的解决办法。正如宣言所指出的，今天没有什么比停止军蚤竟象消除核 

战争威胁更重要的任务。在这方面，分别締结互相放弃使用武力的条约，和华沙条 

约与北约组织各国之间保持和平关系的建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华沙条约締约国首席代表提出的新的重要建议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始终不倦 

地致力于和平和普遍安全的政策，证明他们随时准备进行对话和合作。 

萦古政府热烈欢迎和充分支持这一建设性的创议，其具体目的是消除拥有巨大 

军事力量，特剁是核力量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之间的不信任慼和减少其对抗程度， 

华沙条约締约国的和平创议不仅符合欧洲人民，而且也符合所有其他大陆人民 

的切身利益以及生活在和平与安宁条件下的愿望。 

这一重要的建议能否实际得到贯彻，现在完全决定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缔约国 

是否表现出政治索愿和准备进行合作。 

萦古坚信，国家间创造相互谅解和信任的气氛是发展良好的睦邻关系的首要先 

决条件，鉴于这一信念，众所周知，萦古人民共和国提出建议，在亚洲和太平洋国 

家之间締结一项互不侵犯和不便用武力的公约。 

华沙条约缔约国关于迫切需要消除现有的翳张局势的中心并防止在亚洲、非洲、 

椬丁美洲各地区出现新的贤张局势中心的声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煮义。在这一方面， 

他们敦请注意局部冲突发暴成国际范围内武装冲突的日益严重的危险，同时强调不 

管是全球性的还是地区性的问题，没有不能通过和平的手段加以公正解决的。 

萦古政苻充分支持华沙条约缔约囯领导人呼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缔约国不要将 

其集团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地区。 

蒙古政，十分t韋各注章刭，政治协商^员会政治宣言再一次肯定了社会主义 

国家在下列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需要最终消除碹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残余，建立新 

的经济秩序和宣传领域的新秩序，保障各国人民决定其自身命运和维护其所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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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权利. 

与会者重申他们的坚强决心，继续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和团结，发展和加 

深在长期基础上的全面合作并在争取和平和进步的全球斗争中联合一致，这是有根 

本意义的，与会者坚决谴责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的厂泛 

的诽谤和谎言运动，坚决谴贲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波兰的内部事务的企图。 

萦古政府和人民宪全赞同和支持华沙条约締约国政治协两夺员会会议所取得的 

成果，把这些成果视为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欧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及安全事 

业作出的又一新的重大贡献。 

萦古人民共和囯，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今后将继续竭尽全力协助贯彻 

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旨在停止军备竟赛、维护和保障世界和平并使人类免于孩浩劫 

的威胁的和平创议。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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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2月3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驻裁军谈判委员会M转达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答真理报记者冋的信 

我谨向恷转达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对真理报记者提问的回 

答。 

如蒙将此内容作为裁军谈判夺员会的附加文件分发，将不胜感激。 

苏联驻裁军^判娈员会 

代 表 （ 莶 名 ） 

GE.83-60215 



CD/340 

Page 2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 

夫答《真理报》记者冋 

问：您^何看待美国总统致欧洲人民的公开信？在该信中，他建议苏美两国按 

美国条件就消除陆基中程导弹达成一项协议。 

答：首先，我必须十分明确地说，里根总统的建议没有什么新东西。正如全世 

界通讯社立即指出的那样，它^然是原来的"零点方案"。早已众所周知，这是苏 

联所根本不能接受的。要苏联单方面地销毁它的中程导弹，而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却 

依然全部保留这类核武器，这样的建议难道是严肃认真的吗？ 

人们都匁道，正是美国方面这一不现实的X场，阻碍着日内瓦谈判的进暴。美 

国总统现在再次重申这一立场表明，美国并不想与苏联达成一项彼此能接受的协议, 

因而正处心积虑地要使日内瓦谈判归于夫败。 

我早已说过，苏联不同意单方面裁军.如果事态发展到美国在欧洲部署新导弹， 

我们将作出相应的反应，te并不是我们的选择。 

苏联赞成另一途径，最理想的事，这也是我们建议的，是不在欧洲地区部署任 

何核武桊，既不部署中程核武桊也不部署战术核武^。由于美国不同意这一点，我 

们/i备接受这样一种^决方法，即苏联拥有的导弹将不超过北约一方目前在欧洲已 

有的导弹数量。与此同时，双方应达成协议，把能运载中程核武器的飞机数量削减 

到同样水平，这样，在导弹和飞机两方面均将达到完全平衡，一种对目前来说无法 

比拟的低水平上的平衡。 

苏联准备签订这样一项协议。美国总统是否也准备在平等和同等安全原则的基 

础上签署这样一项协议？ 

问：美国总统建议与你会晤，以便筌订一项他所谈论的协议。能否就这方面的 

问题请你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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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一直认为，.并仍然认为，最高级会议对于解决复杂问颞具有特殊重要 

的意义。这就^求我们对其持慎重态度。 

就我们来说，这不是一种政治或宣传赌1«o旨在找到互相都能接受的解决迫切 

问颞的办法和发展两S关系的美苏两S领导人的会晤，将对苏联^美国，对欧洲以 

及全世界，都是有益的。 

然而笋国总统对这一会晤提出了先决条件，要苏联同意其显然不能接受的他所 

提出的觯决欧洲核军备问题的办法。这决不能表明美国领导人总的方面对这一问颈 

持严肃态度，对此只能表示遗憾。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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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国集团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工作文件 

1. 威胁当今世界的最大危险是核战争可能带来的毁灭。核战争将对交战国和 

非交战国同样地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一些核武器国家正热衷于一轮新的疯狂的核武 

器竟赛，有的核武器国家试图推行一种极为危险的关于有限核战争的观点以及缩小 

核武器与常规武器之间的差别，这些行动和企图都大大^加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性, 

各种核威慑的理论根本不成其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根源，而是造成核武器的发 

展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持续升级的根源，导致了国际关系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而且 

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准备使用核武器的基础之上的，不可能成为防止核战争的基础。 

作为国际和平的基础的，应该是对共同安全及全球生存的关心，而不是威慑概念。 

国际和平应建立在所有国家准备共同生存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相互灭绝的基础 

上。 

2. 2 1国集团相信，国际关系应建筑在严格遵守与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 

基础上，特别是建筑在尊重主权、不威胁或使用武力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 

治独立，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或干扰各国内部事务，以及各国间之和平共处和相 

互信任的基础上。21国集团断言，使子孙后代免遭另一次世界大战一一核战争一 

的祸害是各国的共同贵任。因此2 1国集团认为，由于一小撮核武器圜家的所作所 

为，使国家安全及人类生存遭受持续的、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这是不能允许的。既 

然核战争会给全人类造成毁灭性结果，就防止核战争的恰当而又实际可行的措施 

进行紧急谈判对各国都有根本的利害关系。因此，2 1国集团呼吁，裁军谈判委员 

会在继续强调有必要对委员会的议程项目2"停止核武器竟赛和实现核裁军"进行 

多边谈判的同时，应就防止核战争问题进行多边谈判。 

3. 在1982年6月至7月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尽管世界各地越 

ŒE.85-6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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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趣多的人们对核战争的危险日益表现出深刻不安和焦虑，但会议并没有通过任何 

一项防止核战争的具体措施。这主要归咎于核武器@家的态度，它们未能认识到防 

止核战争的问题不仅与它们本身的安全有关，而是与整个人类的生存有关。2 1国 

集团一方面欢迎核武器国家之间能就减少核战争危险同意采取的任何措施，同时主 

张，所有国家有权利也有义务通过集体努力消除爆发一场核灾难的危险。 

4. 裁军谈判委员会是裁军方面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它应该而且已经在这方 

面发挥了责无旁贷的、亳不含糊的作用。 

5. 在最近结束的第3 7届联大会议所通过的颞为"防止核战争"第37XT8— 

1号决议中，莩求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一项最优先的重軍问题进行谈判，以期 

就适当的、切实可行的防止核战争措施达成协议"。在进行这种谈判时，莩求裁军 

谈判委员会考虑核武器国家及其它各国为响应1981年1 2月1 9日第36/81B 

号决议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交的为确保防止核战争的各种素见、提案及切实可 

行的建议，包括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关于这个项目的审议以及在第3 7届联大期间 

提出的各项提茱。裁军谈判委员会还莩考虑其他现有的各项提茱及未来的各种倡议， 

6. 2 1国集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莩完成今天人类所面临的这一严重而紧 

急的任务，最妤的方法就是在1983年届会议的日程中，列入题为"^止核战争" 

的新项目。为了就防止核战争的适当而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谈判，2 1国集团建议 

在1983年届会议一开始立即就此项目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1982年8月1 1 

日第CD/30矜文件为建议中的工作组所提出的职权草茱可以作为在这方面进一步 

协商的基础。 

>O( M<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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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1 9 8 3年 1月 1 7日至2 8日的 

工 作 报 告 

一 、 工 作 安 排 

1. 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19 8 2年9月1 7日在第188次全体会议上作出的决 

定，化学武畧特设工作小组在波兰大使苏伊卡的领导下，于1983年1月17日恢 

复工作。裁军事务部的高级政治事务官员本斯梅先生继续担任特设工作小组秘书。 

2. 从 1 月 1 7日至2 8日，特设工作小组召开了五次会议，其余时间由工作 

组夏季}议期间设立的接触小组召开会议。此外，王席还同各国代录团逬竹了一系 

列非正式协商。 

3. 还根据裁军该判委员会在第18欲全体会议上作出的决定，王席莸第CD/ 

334号文件中第1 2段所确定的技术问题同各代录团逬行了协商。 

4.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述非成员国的代彔参加了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 

奥地利、丹羑、芬兰、掷威和瑞士， 

5. 工作小组王席对19 8 3年1月1 7日至2 8日期间的工作总结了自己的意 

见。这些蕙见列入下述本报告的第二部分。 

6. 接触小组协调员的报告列入下述本报告第三部分， 

7. 王席的意见和协调员的裉告不影响各国代表团的看法和立场。 

GE. 85-6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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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席对1 9 8 3年 1月 1 7 3 至 2 8日期阆 

所讨^！題的君见 

8 . 工 作 小 组 考 虑 到 载 于 号 叉 件 中 接 触 小 组 协 调 员 的 掁 告 ， P 义 及 

载 于 4 C35/333号文件中主席对来耒公约组成i5分的可m的妥协措词的意JL m 

箕拟订么、约约进程，《工*小组全体会-义勺^小组审i义过程中，大家对叉映化学 

武晷公约谈判的現阶段的 S两个文泮犮表了意见相还适当考應了其他一些現 

有提案，一些S家的代表S认为，对公约的某些方面,，谈判的实际阶段已！>i了可以 

iËA^草的过程，而另一些代表团认为，还寄对具体的方面睪开进一步讨论‧ 

9 . $ 工 作 小 , 峰 体 会 i l _ b 级会 i U i以及非正式协謌中，计论了^ 

约é^下列方面： 

一 公 约 的 范 厘 

一 定 义 

一 销 I 转 用 、 拆 除 和 改 装 

一 国 家 执 行 揞 施 

― 国 家 核 查 技 术 手 段 

一 协 I f 和 ^ ^ ； 协 商 委 员 会 

一公约的苜言和最后条款 

10. 对未来公约范围的讨论是^公^的菌言和最，，款密切联系起来进行时。 

人 I D瞢遍认为，对载于第号又伴？牙件中的是否包 ^ ^止化学武器的使用这 

一基本立译，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有人认为，对接触小组协调员提出的工作设想^ 

进一步推敲.在这方面，有了提出if加一个新的组成^分，？PS承认对化学武器的 

^ 吏 用 裉 ^ # , 构 成 了 违 反 公 约 è h î E , ( 工 作 设 想 第 3 段 ） . 在 此 期 间 ， 协 调 

^ 未 1 | 就 新 条 款 ^ 棻 文 ^ 订 出 为 大 家 受 的 ^ ^ ， 在 这 一 方 面 弯 继 续 进 玎 努 力 . 

11. 由于苜体和^^苜体的定义在主^衮技术问颈进行协商时已予讨论，故 

接 触 小 组 讨 论 定 义 S t 来 予 涉 及 ， 又 由 于 时 间 的 因 萦 ， 拫 告 中 提 

到^"些萁他问領^夫扫：；义计-^^讨仑rjTjg？，注意到了下^^孚结杲：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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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代表团指出，它们^？协调员裉告中（ C D / 3 3 4 )提出的^协议的领^已 

^分反映在笫CD/333号又件甲，措词也很准确，特剁是，7：件甲的一般定义包 

^了公约应柰止的一切化学品。一些囿家的代表S提出了新的想法，主张把极为有 

毒相失能^， g不是致死性的化合物包括在剧毒致死性化学S同一类甲，也承认有 

可能为这些类型的化合物规定同样的毒性限制，如同按有关有效剤量规定剷毒性物 

质一样。 

12. 有关销毁、转用、拆除和改袞问题，捿触小â审议了载于第CD/334号 

X件^的协调S的裉告.接触小组在帘议过程中，试图确定裉告中所记录的各代表 

团3L场是否有变化，并努方推敲和明确有关储存和设施的销毁的概念和表述万式. 

其^有些概念已经明确，还有一些胬要迕一步琢磨， 

13. 有关囱家执行掊施问题，人们薈遍同君，缔^国应釆眾适当揞施W执 

行公约，并应根据其本国的立场，组织和使用m家执行锎度，伹有些国冢代表团^ 

M,基于i2I些理由莸没有必要反吠这种制度的囯内作用，其他代表团认为，最妤在 

公约的附件中列入有关囪家执行制度作用的揞导原则，这些代表团认为，第CD/ 

334f和CD/333号又件中的相应例子有助于这一目的，可迀一步加以拟订，有关 

执 行 约 时 国 家 ^ 国 际 机 构 间 的 ^ 问 题 ， 大 家 詈 遢 赞 & 述 文 伴 ？ 捷 出 的 

恰当的，应迁一步加以拟il\有关附件的法律性质及其在公约甲的地位冋题，应&稍 

后阶段予以觯决， 

U . 有 些 提 菜 主 张 对 ^ CD/333号又件中的M冢核查技术手段的^^部分莩 

案 迸 行 修 正 ， 可 捶 入 笫 号 又 件 中 有 关 部 分 的 一 些 : f 见 * 从 0 2 — 点 出 发 ， 协 

调员捷出一种新的揞词，他认为这一揞词对在稍后阶段^草国冢技术手段的条款时， 

可能有所帮助.与此同时，为考虑备方工场，他提出了第二个蚤选方案，这一方案 

大体上将予见为盟测公约的遵守目的而便用 S家核査技术手段的可能性，对化学 

武器工作小组下一阶段工作的逑i义是，共同讨论未来公约核查系统的所有万面，U 

便对这一系统的备组成鄧分间的相互关系得出明确的理籐， 

15.有关协两^合作以及协两委â会问颉，接触小组审议了有关协商^合作的 

鞏节，以及事实调查程序相i£部分的概念.还菓中讨论了协菏委â会的用相最舌 

构^这些深入的讨论育助于澄潰各!S代表团对1982年确定的次组戎邵分的不同 

立场，并使工,小组更加续近拟订这方面的具体条^讨论过程中，参考了各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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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已 提 出 的 各 种 文 泮 ， 以 及 在 第 号 文 泮 中 工 作 小 缉 王 席 ^ 可 I I 的 妥 协 ? f 

词提出的 ^仏 

接触小组协调g的裉告 

A. ^ 小组协调 S关于来釆公约 ^围的裉告 

接 ^ 小 组 ^ 禾 来 公 约 约 范 围 召 开 了 一 次 会 议 ， ^ 行 T 非 正 式 协 商 ‧ 通 过 些 

活动，主要结论f来是，对第CD/334号文伴的附件中对于是否包括柰止化学武畧 

的使用的 5本立汤没有眾得一致意见， S探讨其％觯决方法*有人认为，一歩 

拟订接^ ^组协博 â提出的"工作设芍 ` 以使所有与会者有可能考虑:^^泠，来 

公约^围的锞决办法* S这方面，提出了在来来公约中增加一项新的^款的艰念， 

茚承认对化学武器的任何使用裉据法律，将构戍了违反公约的证据（"工惟设，." 

第 3 段 ） ， 步 推 敲 相 使 其 详 & 茌 此 期 间 ， 协 调 S 未 錄 菝 新 条 款 的 菜 文 邊 出 

为大衮共同接受的提杲，这一方â需继续逄行努方* 

B .接触小组协 ^ 5关于定义的裉告 

讨论的目玲是找出，对苜一个拫告所涉及的一些项目是否有了新的^^^第CD/ 

334号文件附件1,菜3页至菜5页：菓S段关于化学武器定义的工作设，，苐7 

段关于被准许的用途的考义的工^设巧、鉴于菌体相关，首体的^义 S王席^ S术 

问颈进行协商时已予讨 4 ,敌接触小组禾蒈涉及.裉告中的其他问颈在此期间^来 

涉及,故被搁置起来. 

意到了下述主要绪杲： 

― 一 些 a 家 的 ^ 团 揞 出 ， 它 们 ^ , 协 i f s报告中提出的达成协议 

的领域在第CD/333号文件中已有了X分反映，揞词也很准确. 

―一些 ! f家的代表团提出了新的想法，把非常有毒性和失,性的，但 

不是致死性的化合物包括在^毒致死性化学品同一类中，也承认有 

可能为这些类型的化舍物覌定同样的毒性限制，如裯按有关的有效 

剂量来现定剧毒性物质一样 •这种"有玫"毒性可用任何好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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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法测定，伹只有在甲诉、储存的核置等情况下，才有必要《样傚. 

此外，应运用数量标准，i21#, 2 2类也可用于^准许的用途的夫^ 

化 学 就 可 受 到 不 同 类 型 的 核 奎 方 法 時 限 釓 " ^ 代 表 团 提 出 ， 

公约S允许生产，如催泪性毒气，如杲是用于非敌对用途，例 * S 

内执^è律的用途* 

一对是否所有的保护性活动^设奇都应被接受为 4许的用途，引^了 

#Te.有人提出了一些关于保护性,施可作为寻常有用的进攻性用 

途的看法*关于在公约中给被准许的用途下定义时，是否应对保护 

性措施予以限制或具体化的问颢上，需傲进一步调查，对此无人反 

接触小组协调 â对箕掁告中的定义提出的修正，即苐 C D / 3 3 4号文件^苐 

3 页 至 苐 5 页 ， 審 6 " 段 和 段 . 

% 6段。） 

取 消 第 4 注 释 ， 

g 第二个注释后增加" ^新注释: " , 6段。)中所提到的利甩化学 â 的范围亦 

S 予以考虑" . 

g 最后 4 注释后增加 4 新 2 £释 : "有人指出，《日内瓦公约》相反对 ^受 

环境战争的《公约》已禁止在战争中使用任何佘莠剂，@此，谖引这些公约可H就 

已足誃. 

% 6段(e) . 

在开头增加一新注释:"一般用途标准应同剧毒致死性、‧1；他致死性相萁他有 

窨化学â标准明确地联系起来" 

增 加 新 的 I 三 个 2 £ 释 ： " 一 一些代衮团建议，把极为有毒^失能的，但不 

是致死性的化合物包括在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同一类中.可通过对i21些类型的化舍物 

规定同样的毒性限制，如同按有关的"有效"毒性，由良好的科学万法测定的^准 

来规定剧毒性物质一样.在某种情况下，可用这种方法为催泪性毒气分类. 

取消第三个注释，第一行："相催泪性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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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e 6 

第7段03) 

增加："注释：一些人问及是否所有的保护性活动和设备都应被接受为准许的 

用途" o 

C 接 触 小 组 协 调 员 关 于 销 ^ 转 用 、 

拆除和改装问題的裉告 

关于组成部分五的接小组*行了三次会议，该小组审议了 1982年会i义结束 

时 协 调 员 呈 交 的 报 告 ， 该 报 告 已 成 为 号 文 件 的 附 件 . 

在审议过程中，该小组想确定在这一报告中记载的立场是否有变化，并努力推 

^和澄清有关组成部分五的概念和表述方菜。 

作为接触小组讨论和协调员举行个别协商的成果，协调员准备了一份其以前报 

告的修改稿，接触小组认为该修改稿反映了 1983年会议应予进行的工作。协调员 

经修改的报告如下： 

A.商定的既适于销毁锗存，也适于销毁设施的次组成部分，这部分在公 

约中可成为单独的条款： 

(a}使用能避免有香于环境^居民安全的销1：方法的义务； 

O = )关于为推动公约中实施锖聚锗存和设施而进行的国际^条款* , 

B , 泶储存 

一、条款：商定婁列入的次组成部分 -.-

(a) 销毁化学武器所有现存储存的总的义务 

(b) 遵照附件中规定的条件和情况，将化学品储存转用于允 

许—的用途的可能性； 

注 * 有议，关于协脔委员会作用这一组成都分 ^应适当提及此 ^ ^ 作， 

* 建议增加的："这包括定义为'化学武器'的所笮东西，包括所有类型的 

前体"。如果在"定义"组成郁分下，所有前体都合乎"化学武器"的定 

义，這部分增加对于为条款(a)建议的次组成都分葸不必要了。 

** 有人指出，"允许 "一词需进一步澄潰，并找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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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为销毁目的，将化学武器转 i b ^另一个绮约! 13?可能性的 

条款 

(d) 保 证 ^ 当 的 ^ 查 - 0 下 ， 所 使 用 的 锡 ^ r 法 不 可 能 重 新 

把最终产品用于化学武器的义务； 

(e) 说明销毁过程的整个期限，应在公约对每个缔约 ! 1生效后 

算 ^ (建议：十年）： 

―开始实际销毁的时阆（备选方案）： 

( D 不 迟 于 在 公 约 对 每 * 约 国 生 效 后 6 个 月 ； 

(2)不迟于在公约对每个缔约国生效后2年* 

有些代表团提出的其他次 M郁分： 

(a) 销默可以用于二元武器的前体的义务**; 

(b) 当公约对每个缔^ S生效后将所有储存置于S际监瞀之下， 

(c) 使用可作无分^査的销象方 S的义务， 

二、 一附件：商定婁列入的次组成郁分： 

(a) 准许将储存转用于允许‧用途的条件和情况（富待进一步 

拟 定 一 ） ： 

(b) 在整个销毀期阆婁完成的程序和操作： 

H最初阶段（从公约对每个绮约S生效定到开始实际销默） ‧ 

一提交销象储存的计划；该计划应包括： _ 

有人建议，对在条约生经时并不知道其存在子一个转约国领土上的原有锗存 

转移至另一缔约®进行销毁的可能性，应予作出规定，以及对就地销毁原有 

储 存 的 可 能 性 作 出 ^ ( 见 组 成 部 分 四 ) , 

见笫6页之** 

见 笫 6 页 之 ‧ 

建议的条件和情况： 

(a)允许转用物剂之一览表； 

(i>)转用的S,监瞀； 

(c)应以不可逆转的万式进行转用，以防止将混合物剂重新用作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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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婁销毁的化学武器*的数量和类型； 

+ 销 毁 ^ 时 间 表 ； 

+用一汆的揞辞说明销毁所运用的万法； 

+说明用于销毁的设施的地点， 

a销致阶段（从开始实际销毁到莶小销毁期限的结釆）： 

+(空参看莩求各绮约 s对销彖倚存所作的公布） 

一 M表团提出的其他次组成部分： 

( a )在销毁阶段确保适当平衡以防某个締约S获得对另一S的军事优势^ 

規定; 

商定的销敫比率） 

c . 一设施的销it 

一、一条款：商定的莩列入的次绝成^分: 

( a )销莰和拆除设施，以及不逑新设施的总的义务； 

》）^公^对每个缔约 ®生效后关闭该设龙并在那时停止生产化 

学武器的义务； 

(c)暂时将生产设施改装成为销象储存用途的设施的規定； 

(<i)不将该已改装的设施重新恢复，以及一旦它们不再用于销默 

储存的用途时将其销毁或拆除的义务； 

( e )说明从公约对每个缔约S生效时算起^荃个销毁过程的最大 

期限（建议‧‧ 1 0年）： 

一开始实际销毁的时间： 

( 錢 的 建 议 ) 

(1)在公约对每个缔约国生效后的六个月； 

(2)不迟于在公约对每个缔约S生效后的八年， 

注 ： * 有 议 ， 应 具 体 列 出 化 学 武 器 名 称 ， 

** "设施"这一名词应按组成郁分二中规定的理觯。一些代表团建议了如下 

"设计或用于生产主婁用作化学武器用途的，或用来装填化学弹药的 

任何化学品的设施和/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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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代录2 ^出的其他次 â成部分• 

(a) 裉 据
7
付 伴 甲 具 体 現 足 ， 把 某 些 类 型 和 神 类 ^ ： 殳 蚤 在 

和平工业甲重新加以利用的可II性的現足， 

(b) 便用可以进什兀分^查为销毁方法的义务， 

二、 一附件：商定的霱？列入的次组成^分： 

(a)拟足在莶个锖毁期间要宪成约程序和操作： 

H最初阶 ^ (从公约对每个缔约 ! i i效时至实际销毁开绐） 

―XSRI亊止生产和关闭设施； 

一提交篛毁设施的详逝计划；^计划应^包 ^ : 

+ - 设施 ^地点； 

+ 说 ^ 销 棻 拟 吏 用 的 万 ^ ， ^ ^ 万法应竭保使庄 

生产的最后过程中^关踺作用的成份^尽旱子 

以镄毁； 

+说明暂a t改装作为锗毁锗存之用^-,殳施； 

+销毁此神经改装的设埯的计划， 

c=)锖^,阶s ( 从开始实 ^销毁至莶个期 ^的结 ^ ) • 

(应参f苳:3t各缔约if对镜毁，殳遽所作^公'帀）。 

一 *代表团建i义的其^次 â成 ^分： 

(a) 详述可以^和平工业中重新^用的设备^类盟相谛类； 

(b) 在销毁阶没踊 M当的平衡，以防某个缔约 ! 1茯琿对另一缔约 

国的军事优势的现足（如，商足的^毁比率）， 

D . — 应该列入公约别处的 ^及组戎部分五的一 ^问题 

( a )关于 " ^义 "的一 *问题： 

一裉据公约观定禁止的，以及因而应予以锗毁^武器和物 

剂的定义（见有关 "储存的销 ^ "的 B节以及对本条， 

的 商 ^ 的 次 â ^部分(a)的：主和对建议的次组戍^分(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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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非 敌 对 和 " 允 斗 " 用 途 的 定 义 ， 

一用于生产化学武器，因而应f以^毁的- ,殳埯相/或设蚤 

的定义（见有关"设: ^的销毁"的 C节以及对不^敦的 

商定的次-€ ^ 部 分 主 ) ； 

一对储夺和设埯的锗毁或拆涂这一煢念的^义， 

有关"公布"的一些问題： 

一各缔约国对于销毁或拆除 ^存和设 ^的过 H应作的一切 

公布^详细说明，包括周期性^公巿（建^：在销毁阶 

S 应 每 ^ 布 ） ； 

―明确^毁储存和设;5|^7计划应^：交的机传（建;义：协商 

委员会）； 

有关"孩查"的一竑问题： 

一对于遵守组或^分五中規疋的各项义务对遵守博况进行 

贫查的适当^早， 

，关桀土转让化学武器的一胜问題： 

一关于不转让化学武器的义务的例外 I t况，以便允许转让 

在有关锗存的蚤款中现^ :的送往^ ^的储存（见"锗存 

的^毁3节，本条款的次^^郤分〈<：)), 

D .接小组协谓员关于国家执行揞施的裉告 

1, 关于囿家措^的蚤款 

工作设想： 

、各个缔约国应按其宪法程序采取可它认为必^的播淹来执行公约， 

而且特别要在其管辖和控制的任何地方棼止和防止 ^ ^逄反公约的 „ a 

每个缔约国也应将它^取了哪些有关执行公约的立法相行玫撵鳴一^ 

通 ^ f e协^委员会. 

2. 关于国家机构的可能条歆 

供选方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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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甚个5f约H应指定一个=?夭巩'巧和接触点，以负贵^督公约的7丸行以 

及负贲考协^委员会及其他缔约国的=?央当局进矸^^， 

关于这个甲夬巩构的职 t ^指导万针可在附件―⋯宁现 

一 # ^ M t约国应确足它的负贲与协两委员会#的接鲑点. 

―不在公约的一项条款中对国家机构作恃^現芨，而由公约的一个附伴 

对它作现《并决定它的作用与职能， 

一 不对国家机构作待^观定，因为^个问题可 i认为已玻有关囯家 ? t 3 ë 

的蚤敦所包^， 

3.载笮关于国家机构职能^指导万针的可|g附件 

供选方案: 

~^^"^fr,S仅供说明之用，以帮助育关的缔约国在必莩时设:2：并使用各自 

的 g家执行系统，附件不具育强 t u 

一详细列举国家系统的职能则相当于浸犯匿内工法，S此不应有:2：样一 

个附伴， 

按^，一幹观,芪，这样一个附伴可包括下述各项观足： 

(a) 各缔^国裉叆条款一—所指^的中央机均，应è各缔约M按^冥芏身 

的立法予以组织和便用， 

(b) 中夬机构应监督执矸下列各项义务： 

一禁土焚袅、生产、以其他方法获取、锗存、保有和转让化学武 

―锖毁化学武器储存； 

一销蓑或拆涂化学武器的生产手 

一将化学武器生产手 S暂时改装为销毁这类武器储存之用； 

一将刳簍性致死化学 S用于非敌对性军事用途； 

(这个单子要艰滂^禁止 ^ a所达或^最后协议来予以细说明） 

(c) 为宪成上述各项义务.中央机构应能： 

一从有关的组织、机构相企业获得必要的障裉以 - f奄本公约的^际 

遵守it况； 

一 审 查 关 于 化 学 工 业 及 有 关 领 域 ^ 企 化 所 汫 行 的 发 每 以 ^ 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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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业活动的裉告，包括审査进行制遣可II与公约^围育关的化 

学â和其他产品的工业^司的企业所作的生产性商业又件； 

― ^察那些生产公约范围所辖的剧毒 1 ^死化学品、有害化学品^ 

前体的企业； 

一枧察那些正破拆涂或已被拆涂或S t改装成为被准许的用途而生产 

上述化学品的企业； 

一取样调查度气、废水和土壤； 

― 在上述企业安装感测装置并作出必婁的测定； 

―取得缦行其职能所需的经费； 

一 向育关玫苻提交关于其活^的裉告，拫告应予以公布， 

4 . 中央机构（ "国家一级 "、 "各缔约 ^ " ) 与协商委员会之间的合作 

( a )公约应包括对于中央机构（"国家一级"， "各缔^国"）同协商姿员会 

之间的合作/关系的现足，具体拟出^些现足并决^它们在公约中的位量(应在关 

于国家措沲的蚤款中，S上述附伴中还是包含在关于协^委g会的现定中），这一 

问题将是本公约下一阶没工作的任务。 

03)这*规^可包括下述内容： 

一提供协商娄员会为宪成其执行公约的任务所H的全邵资枓，包7f公约 

遵守 I f况的贫査报告； 

一 在进行国际硯察的潸况下，给于所婁求的各砷叆助.包括技术諼助和 

提供资* ; 

一可使用经挑选的技术性的和非技术性的硯寨人员； 

一 准蚤缡写为潢 I国^ 1f奄的莩龙所醫类^的文件汇编并芘必要时将其 

提供给协商委员会； 

一 芘向协商^员会提洪专业^识方面进行合作； 

一 在同执行公为问题笮关^问題上与其他缔约国的中央机构以及相应的 

国^组织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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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摟触小组协 ` 4员关于囯家孩 i ^ ^ ^ t手 S的裉告 

供选万茉： 

―关亍国家技术手 S的条款可^拴在符合国^去的|育况下使用国家忮术 

手G的现叉，諼助其^缔约国，包^谩供有关憒裉，以及非隐等性^ 

一如^ ^现芨还不^ '一泛，有些代辰a认为可以对便用国家技术手^以 

及向其他缔约国燙供^移缓劲的可能性作出一般性的^ . 

根据^两种观点可以捷出下述两种选洚万茱，并可在草拟关于莶个孩量制度^ 

现^:时对其加以考^. 

芗一种方菜： 

i .本公约各締约国在与公认 ^国际法原则 ^一致 ^蚤伴下 .为 ^ ,本公 

约各项現足的遵守憒况，可便用其所拿握的国家孩查被术手^。 

2
* 依 ^ 本 组 成 邵 分 第 i ^观《的监测工作，可由本公约各^约^运用其 

自己^国家孩查手 G 进行或*育任何其他缔约囯的全 Â 或部分^ ^的 

Iff况下进行， 

3 . 任何拥有国家孩奎手G ^ L缔约囯，有必罨时，可捋它通过这*手^^ 

获得的、对公约的§的是重婁的潸报，交由其他缔约国^或协菏娄员 

会处置， 

^种滑报 ^于进行监测的缔 ^囯来说是机密的。除非或直 5 i有足 

铭的证据表明另一缔^国有不遵守公约^行为。 

4 . 本公约謗约各国不应咀碍（包括通过利用有量的^踌措^ )其^ I f约 

国^^本组成部分雾I S l ^用其国家核查技术手^, 

第二种方案： 

^本公约遵守憒况的孩査可由任一缔约国使用自己的手G或在有任 

1可其，缔约国全S或部分锾助的情况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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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接 触 小 组 协 调 员 关 于 协 两 和 ^ 的 裉 告 

一、 大家瞢遍同君，本公约S载入一项按照下列观足进行正常的协商和合,的 

条款： 

(a) 各缔约国承诺进行协商和合作， 

(b) 协 i f和舍作可按下列方式进行： 

在两方或多方之阆直接进行 

通过适当的 ! 1际程序，包 M当的 H际级织和协娄员会所提供的服 

务来进行大家普遍同^载入一项专门涉及协两委 g会的条款，以§调 

其特咮作用. 

有人建议在公约中应明琦提及某*国际组织（如：世尿卫生绝织）。 

(c) 协笱和合作的内容：备河与公约蚤款的§标或公约的S用有关的问题 

供进一步审议： 

备选方案： 

一特别提及联合囿大会和/或安全理塞会 

一 一般性提及鞔合囯宪章 

二、 关于被指称在遵守公约方面可疑或违反的事实调查程序 

(a)鼓^缔约国进行双边接触的一般方式，旨在澄潰疑^或尽可能在最诋 

级别觯决争端， ， 

每个缔约 ^ (提出挑战的或碇挑战的）有^莩求协商娄员会进行銮实 

调查程竽，包掊例如现场视察。 

(c) 这*早;ft必^加以具体化， 

(d) 承^在銮实调奄程宇中进行合作^义务 a 

(e) 协^娄员会承担义务将其^字^结果诵^各缔约国，缔约 H笮;^了解 

协脔^员会所井行的事实濁奄程字， 

(f) 一^性提及每个国家都有衩求助亍势合国宪童所规^â*r机均。 

供奇一步宙议： 

一 畧实调奄程序的及时性 

一窠实曷奄H序全过程^次序，有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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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双边捿 ^ ^为雾一步 ^可取生 

;2) ^出祧战 â ^ f约^向协^委 g会 ^出 ^具体化的寻求 

〖3) 2即或â动地TE孚送给协ft委 â会^育关下级机树 ( ^ - % ` M 

查小组） 

(4) 茌燙出挑^国及鼓祧战^代表,加的 f f况下，由协^委 g会适当 

的下级玑构（蕃实-萄奎小^ ) 在 科 字 ^ 基 ^ 上 ^ 寻 ^ 进 行 译 价 

(5) 协 菏 委 员 会 适 当 的 下 级 ^ 构 ^ 一 项 寻 ^ 的 ^ 置 作 £ 5 ^ , 井 对 ^ 

揞浚在連守公力万面可疑或育反行为时^进行的婁旲竭查程序 

的 适 当 ^ 动 , 出 ^ : 

一各铕约国有衩拒绝透行现场硯察.如果 H 作出^当的 #学 ^释， 

釜:^万案： 

所有^约圄均有义务接受协菏^g会的要求迹行现场观察 

只有在协 i f委员会或它钓有关下吸机构*绝大多数^员国认为^莩^ 

是^无裉据的^况下，缔约国*有衩拒绝现场硯察， 

一 协 ^ 婺 员 会 在 约 国 拒 绝 逬 斤 现 场 視 萘 ^ 可 以 采 眾 ^ 行 动 . 

备:^"案： 

一要求进一步的 i f裉 

一 荽^对夾哭重新考虑 

一重宇进行现场it蔡钓要求，在^神^ /兄下，对吸祧战圜迸行^现 

场視褰是^制性的. 

一条款现^,要: t各缔约国作出必^的国内安徘，揩 7》一个机构代表^ 

缔约国，泰加国^现场，察包铨茌其领土上进行的观蔡， 

一 在出现可能构^对相平的或称或破坏和平的违昃公约的，况下，缔约 

国可以采眾的行动： 

备选方案： 

一 纳 入 一 ^性提及各缔约国笤^ ^助于联合 ( 1宪章听規^的^构 

一 锌^提及安全理塞会和/或大会 

一在逄反了公约的f t况下 .向一个 ^约国提 ^协助 ^蚤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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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纳入一殷性提及〖联含国宪鞏》 

― 或 制 足 成 , 门 条 款 

一对其他缔约 S遵守公约的实际状况进行歪曲的间题 

G . 甩 协 调 员 关 于 未 来 的 化 学 武 器 

公约的序盲^彔后条款的裉告 

序言 

概念 

H 实 现 全 面 彻 苌 ^ 军 

A 禁止化学武器系必要的裁军步骤 

Q 禁止使用化学武器（与人类良心不相容） 

<m加强科学^域^和平合作 

©生物武器公约对化学武器^判的影响 

W认识到1925年议定书和生物武器公约^隶义 

f t )联舍国宪章 

W化学武器么、约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方案 

~ ^ 化 学 是 为 了 造 ^ 于 人 类 

―把经济万面的破坏及对 f c平化学工业不必要的干扰窿低到最 f ô l t 

一不减损安全的原则（《军备^较诋水平上) 

组戌鄧分^7条——与其他蚤约的关系 

不限制或减^ 1925年i义定书或其他任诃国际蚤约所承^的义务 

供选方茱 

一具^提及生物武器公约观足的各项义务 

一具体提及《棼止为军事或任何其，致对目的便用改变环境^技术^公约》 

规足的各项义务 

一 将化学武器公约《1925年议足书》相^系的可^性 



Pâ e 17 

^ ^ 部 分 S 3 条 g际今作 

溉念 

H 务求不访碍在和子的和防护&的化学后动^域里^囯际合作 

c mM^i^提^并参加钟科和^裉^交流 

Q 承担义务分^由于实^化学武器公约而节省下来的开支， 

供选万茱 

― ^进和平 ^化学活沩 ^域里的菡 

一 尽 可 能 无 分 # 加 交 ( 包 括 : ^ 训 练 和 装 蚤 ^ ^ 措 ^ ^ 合 作 ) 

一承^义务S寻: 3 t諼助其他缔约国， 

组戎部分笫1 4蚤：修正案 

H任何缔约国可对本公约提出修正案；提交保存人；敢发给其他缔约囿 

A修正案应自本公约多数缔约国接受之时起，对接受修正杲的#个缔约国生 

效；此^,对其余各缔约囯则应自其#受: c s ^生效， 

方杲 

一 在审莹会议上审议修正案 

一 缔约^在生效后未录示不同旳*图者应被认为是修正后条约^缔约国， 

组戎部分雾I 5^审查会i义 

概念： 

H 如 果 多 数 谤 ^ 国 同 5 年 后 进 行 帘 查 ， 

a每禺5年审査一次. 

组g都分笫1 6条:有效期和退约 

概,^ 

H 无 限 期 有 效 ， 

A I G约^,提前3个月通知保存人；对/T及其最髙利^的非常客伴^说明. 

曰 , " F E 安全理塞会， 

组成部分笫1 7 条 一 一 筌 署 批 准 、 加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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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对听有国家开放；随时加入 

A 需茯批准；交存联舍国秘书长 

曰达特定数目的批准书后生效 

m后来加入的生效 

©保存人捋每一莶字、毎一批准或每一加入邇知所有签字国 

w按照联舍囯宪章办理登记 

W公约的附伴 

万茱 

一 2 0个国家批准后生效 

一需要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批准后生效。 

组 成 部 分 笫 1 8 条 一 公 约 的 鱟 发 

~由保存人散发蚤有所有联合国正式语言的又本 

B节：各种具体的语议 

序言 

H 裁 军 

重申它们坚持全面彻底裁军^目标，包括桀止^消涂所有类型^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 

A 化 学 武 器 

深信棻止发晏、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锗毁叱类武器是达^在笮效圜际't 

督下^全面彻芪^军的一个必要步^ 

曰 便 用 

决心为了率个人类的利^彻^排除将化学物剂,作武器的可能性；^儈叱 

弁使用与人类的良心不相容，并儈应不遗余力去尽可銪减少这一风险 

m 和平合作 

考^到国家之阆的和平合作应该加强科学领域？，光其是化学菏域^的国 

际 合 , 

备选方案考《到在化学坷域中的各项戌^应专门用于造褐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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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物武H公约 

依照禁止发袅、生产相储芩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相销毁此种武器 

的公约甲所承担的应继续进行真诚的谈判，以便早3^-;jLt荽、生产和 

i者存'武晷扣销毁此种武器的有效持施达成协议的义务， 

W 1925年议定书 

认识I<l 1 9 2 5 年 6月 1 7曰$日内瓦荃订的《柰止茌战争中使用窒息 

性，毒性或其他气体为细茴诈战方法的S内瓦议定5》的重要意义以及目 

1 9 7 5 年 3月 2 S 3 ^生效的《关于禁止发袅、生产^储存细萤（生物) 

及毒素â晷^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重要3 L并号召所有缔约 ®严格 

連守上述协定， 

H i联舍国宪鞏 

还希望袅力于实现联合国宪鞏的各项宗旨允原S!) 

W 吐 会 扣 ^ ^ 文 袅 

认识到该公约的履行H够对各‧!，尤其是对发暴* if家昀社会^经讶 

犮袅^出重要贡献。 

供选方菜 

以不减损任何囟冢或H茉袅团的安全为指导原则 

组成鄧分窝七条:与其他杀约的关系 

组成部分草案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S玻觯释为会以任何方式限制或减^任何S家 

茌 1 9 2 5 年 6 月 I 7日于3內瓦S署的《禁止S战争中使^窒息性、毒性 

或其他气体扣^菌作战方^，议定书》中所承担的义务，或适用于武装^ 

突的其:G任何S ^ 条 约 或 任 河 现 賓 的 ： ^ 1 "-i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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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及生物武器公力 

本公约的任何现定均不S被解释为会以任何方式限制或减缩任何g家 

在 1 9 2 5 年 6 月 I 1 S于3内瓦签署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 

或^吔气体相细茴作战方法野议定书》中所承担的义务、或茌1972垒4 

月 I 0 3开放签署的《禁止发屡、生产及储存细茴（生物)及毒素武器以 

及销毁这类武器力^约》中所承担的义务，或适用于武装冲突的葚 他任何 

S际条约或任何现有的S际法规©1. 

提及环境公钓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应被觯释为会以任何方式限制或减缩任何国家 

在1925年6月17日亍日内瓦莶署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 

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éH义定书》中所承担的义务，或在1 9 7 2 年
4 

月 I 0 B开放签署的《禁止发屣、生产及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以 

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和《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致对目的使用改变环 

境的技术^公约》中所承担的义务，或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其他任诃囿际条 

约或任何现有#国际法规则。 

组 ^ 都 分 筲 八 条 : 国 际 ^ ^ 

组^部分草案 

(1) 水公约a*i买施务求不妨碼本公约各铕约国^经济或技术发展，或在^平^ 

和防护性^化学活动领域里^国际合作，包括化学品^国际交流W及按照 

术公约*条款为和平和防护目的而生产、加工或俥用化学剂^设备^国际 

(2) 本公约審个锗约国应承拒义务，倔进、提倡^参加符合本公约^目^而把 

化学品用于^平和防护目的的设备、材料^科技憒报的尽可能充分垆？流。 

(3) 术公约各个锛约国应承捏义务，把由于实施术公约中一袞商定的裁军措施 

而可能节省下来的大都分军事开支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用于造福 

发展中国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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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无分^交流 

本公约蓥个绪约国应承ë义务，促进、提倡并有权参加符合术公约的 

目的而把化学品用于和平目的的设备、材料和科技情报的尽可能充分^交 

流。此种交流应酌憒扩大到防护措施方面^合作。 

向绣约国提供援助 

本公约#个绪约国依照联合国宪童承担义务向提出要求^本公约的任 

何銪约国提供或支持援助，如杲安全理事会决定曰于有人违犯公约，该铕 

约国已面临着危险。 

组成鄧分笫十四条:修正案 

^ ^ 鄧分草案 

1. 任何缔约国可对本公约提出修正案。任何建议的修正案的案文应提交给保 

存人，由他迅速地将其散发给祈有缔约国。 

2. 修正案应在本公约多数缔约国将其接受文书交M存人后，对接受修正案 

的所有缔约国生效。此后，对其余各缔约国则应在提交其接受又书之日起生效， 

^成部分笫十五条:审耷会议 

^成部分箪案 

1. 本公约生效后五年，或在这以前本公约多数缔约国以向保存人提出建议的 

方式提出要求后，应在瑞士日内瓦举々本公约缔约国会议，审耷本公约的实施情况， 

以便确保公约的备项目的正在得到买现，这种审査应考虑到与公约有关的任何新的 

科技发餍， 

2, 此后应每隔五年举行逬一步的审査会议，本公约多数缔约国要求时亦可在 

其他时间举行。 

组成鄧分笫十六条:凟效期和退约 

组玖邵分萆杲 

1.本公约无限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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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约各缔约国如折定与公约主题^关的.^宫筝件已经危及其最髙利益时 

为竹便其s家主权，应^"杈退出本公约，该国应荧m三个月将此种退出^^道知保 

存人.此项逋知应包括关于其认力已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常事件的说明， 

3. 保存人则应将本公约某一缔约国捷交的逗约à知:£即告知联舍国安全理筝 

会， 

m成部分第十七条:荃暑、批准、加入 

组成部分蕈衆 

1,本公约应对所有国家开放荃字，未在太公约按照本条第3款之规茇生效菌 

^ 公 约 上 签 字 的 ^ ^ 国 家 ， 可 随 时 加 W 公 约 ， 

2.本公约应经各签字国批准，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存联舍国秘书长a 

3 .本公约应自 个缰家的玫府按照本条苐2款之规定交存批准书^生效。 

4. 对于在本公约生效后交存批/1书或加入书的国家，太公约应自各该国交存 

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生效。 

5 . 保存人应将甚一签字的曰期，每份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存日期和本公约及 

任何修正茱的生效S期以及收I>l ^其他邇知事项^ B期迅速通知听有^字g 绪约 

国o 

6 . 太公约应由保存人*照联合国宪章第】条le>理登记。 

7. 公约附件应被认为杀本公约^一个氪兹部分。 

二十个HIT批准 

本公约应自二十个11家^政府^照本条第2款之規定交存批准书起生 

效。 

^ 安 全 理 事 会 ^ 员 H 

本公约应自 个S家的^府，包括轶合囿安理会常任理事囿^^府 

交存批准书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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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第十八条:公约的散发 

组戎部分箪案 

本公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其阿拉伯X、中X、英又、法X、俄:SCfn 

西班牙X叉本具有同等效力。联合国秘书长应将经正式核正的副本送交联 

合囯及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各会g国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r ` ^ r ^ r J K ^ Z J ^ J X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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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本 X 件 系 美 国 目 前 对 化 学 武 器 公 约 的 观 点 ， 对 此 可 以 作 

进 一 步 的 改 动 和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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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禁止的范围 

禁止的基本内容 

一公约应要求缔约国：（a)决不研制、生产或用其他方法取得、储存、保 

有或转让化学武^; (b)消除现有的化学武器储存；（c)消除生产或装 

填化学武器的设施；（d)不进行直接与使用化学武赛有关的活动（如， 

不逬行使用化学武器的演习一伹防护性的活动不受影响）；to)在《 

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未加禁止的任何憒况下也不使用化学武^ 

(根据议定书内容，其条款仅适用于"战争"和缔约国之间）， 

一公约条款应包括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其它致死性化学品、其它有害化 

学品（如失能化学品等）以及这些化学品的前体化学品，伹不应包括 

控暴剂或除莠剂。各类毒素都必需无保留地包括逬去，因为它们都是 

有毒化学品， 

不转让Z不援助 

一公约应禁止： 

(a) 直接或间接向任何人转让任何化学武器； 

(b) 直接或间接向任何人转让生产或用其他方法取得的、用于防护目的 

的任何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或关键前体，转让给另一个缔约国除外， 

转让应限制在每1 2个月的期限内最大剂量为100克之内。转让 

这种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或关键苜体必须预先通知公约保存人（如 

附件中覌定的）， 

(c) 直接或间接地帮助、鼓励或诱使^A A筝公约所桀止的活动。 

术 语 

―公约中的关键术语应审慎加以规定以确保公约条款明白精确，下面 

是晋要下定义的重要术语，及荚国对它们的理觯： 

一 "化学武器"这一术语应指： 

(a)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其它袞死性化学品、其它有軎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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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这些化学品的前体化学品不论其生产方法如何，但用于 

允许的用途、其类型与数量与这些用途相一袅的化学品除 

外；或 

(b) 旨在通过便用其所释放出来的化学品毒性以造成死亡或其 

它伤害的任何弹药或装置；或 

(c) 专门设计直接用于与这类弹药或装置有关的任何装备或化 

坐D 
子 m o 

一"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应指根据商定的方法测量，半数致死剂量小于 

或等于0.5mg^g(皮下注射）或2» OOOmg-mm/m'(吸入) 

的任何有毒化学品(这一类应包括神经毒气和芥子气，伹不应包括 

氢氟酸之类的物剂）； 

一"其它致死性化学品"应指任何化学品，根据声定的方法测量，半数 

致死剂量大于 0 . 5 m g ^ g (皮下注射）或 2 , OOOmg-min/m' 

('!A)并小于或等于10mg/kg(皮下注射）或20, OOOmg-mm 

/m ，（吸入）； 

一"其它有窨化学品"应指任何化学品，根据商定的方法测量，其半数 

致死剤量大于 l O m ^ g (皮下注射）或 2 0 , OOOmg-mm/m' 

(
B
1A )； 一 

一"前体化学品"应适i一于可能用于生产剧毒性致死性化学品、其它致死 

性化学品或其它有害化学品的任何化学品； 

一 "关键前体"应适用于根据两定的原则，一致同意为具有特殊重要性 

的任1W体化学品； 

―"非敌对性用途"应包括工业、农业、研究、医药或其它相平用途、 

执法用途或防护性用途； 

- "被准许的用途"应包括非敌对性用途和不依赖化学品毒性的军事用 

途； 

一 "防护性用途"应包括直接用于防御化学武器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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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化 学 武 器 生 产 或 装 填 设 备 " 应 用 于 指 自 — — 以 来 在 任 何 程 ^ 上 

为生产主要用于化学武器的任何学品（包栝关键苜体）而设计、建 

造或使用的，任何建，或设备；或指自⋯一以来，为生产装填化学武 

器而设计、建造、使用的任何建焊或设备， 

被^i许的活动 

―应允许4|一缔约®为被准许的用途保有、生产、取得或^用类型相数耸 

与用途相一致的任何毒性化学物剂及其前体，任何缔^国所生产的、 

由储存转用、或用其它方法取得的、或某一时间已有的、用于防护用途 

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总量应保持最低限度,并且不得超过一公
1
屯' 

― S要求 "护用途生产剧毒性致死化学物剂的每一缔约S只菓中在一 

‧^‧n设施内进行此种生产•该设施的生产能力不得超过商定的限額. 

―应要求每一缔约国每年公布其所有的可以用于化学武器而实际用于防 

护性活动的有毒化学品情况。 

二 ，布/销毁 

―茌一国成为缔约国后，s在短期内提供如下所述的化学武器能力方面 

—的某些关键情报.—此后还s公布关于萁要求的相被准许的活动^况， 

—对所—有公布的详à内容s在附件—中加以具体现定， 

初 始 M 

一公约应要求每一銪约s在公约对其生效后的三十天内公布以下情况： 

(a) 是否拥有在其管辖或控制之下的任何化学武器或任何化学武畧生 

产或装填设施、 

(b) 其领土上的、《任何别®管辖或控制下的化学武器储存相/或化 

学武器生产或装填设旄，以及这些储存与设施的位置； 

(c) 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锗存的位置以及每个锗存的详 

细构成情况；（公布时S说明化学品的科学名称、毒^及重量， 

说明弹药/装置的组件，公布弹药/装置的类型相数量，"专门 

设计"的设备也应公布算类型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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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销毁在其管辖或其控制下的任何储存的计划； 

(e) 自•• •以来，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或装填设施 

的位置、性质及能力‧（即使是设计或部分用于民用生产的、曾经 

或现在是及重用途的设施、已经销毁或现正转用于其它用途的设 

施也应公布.公布应注明该设施蒈生产的任何化哪品的化学名称， 

如有民用产品，也应包括逬去。）； 

(f) 关闭并最终销毁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或装填设 

施的计划； 

<ê)如有的话，应公布为防护用途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小规模设 

施的位置与生产能力； 

(H) 自⋯以来为生产某些被协两娈S会认为具有待殊危险（如，关 

键前体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化学品等）的商用化学品而设计，建 

造相便用的任何其它设施的位置及性质. 

(I) 自⋯-—以来为研制化学武器而设计，建造或便用的，在其管辖或 

控刮下的任何设施，其位置及性质（这应包括试验场和评估场） 

―位置的标定应充分精确，以利于明确判定这些场所相 « 

其它公布 

―各缔约国应保证提供被认为有特殊危险的关键前体及其它特定的商业 

性化学品的生产与使用情况（如附件所规定的）。 

储存的消除 

一公约S要求任何茌其管辖或控制下拥有化学武器储存的缔约If必须： 

(a) «公布后应立即允许在两定的基础上对其储存进行系统的IS际现 

场视察； 

(b) 用销毁的方法消除这些化学武器； 

(c) 在公约对其生效后不迟于六个月内开始进行消除，整个过程应在 

生效之日起十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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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据两定的日程，采取商定的、t许进行系统的S际现场核查的 

程序，执行消涂过程； 

(e) 允许在持续的基础上对销毁进程进行系统的if际现场核查，直至 

销毁宪成（核査时S利用視察员及慼測晷）； 

(f) 应每年将其消涂化学武器储存计划的执行情况通知公约保存人； 

(g) 应《消除过程宪成后，不迟于三十天内告知保存人，其储存业已 

消除. 

关于初始公布后新犮现的化学武器的条款 

一经验表明，少量的化学武器是经常有可能茇现的，公约的条款必须考 

虑到初步公布后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还必须保i不会有.逃避的机会， 

―公约 a要求任何締约国犮现茌其管辖或控制下有来予公布的何化学 

^̂ ^̂  B̂j* ： 

(a)在'发现后之三十夭内，将所发现的化学武器的大致数量及类别通 

知保存人。通知还应具体说明发現化学武器的方式、地点及时间， 

过去未曾发现的原因，以及现在储存在什么地:5"。 

Co)在发现后之九十天内，将所发现化学武器的确切数量及类别通知 

人，其中包括所发现的任何有毒化学品的科学的化学名称及 

分子式，以及数量，通知应具体说明^些化学武器的销^计划， 

一对所发现的化学武器应-

(a)立即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视察； 

Cb)在S际监測下进行锗存； 

(c) 如果这种化学武器是在公约生效后九年后才发现的，应在一年内 

进行销毁。 

(d) 对铕毁进行系统的S际现场視察。 

设施的关闭和销毁 

―公约应要求缔约各方： 

(a)立即停止任何化学武器生产或填充设施的一切活动，但为关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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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所需要的活动除外； 

(b) 按照商定的、使设施停止工作的程序，关闭每一设施； 

(c) 在公布之后立即准许对每个这样的设施进行系统的®际现场視察, 

并在此后进行商定的间隙期间的视察，直至销毁该设施；-

(«i)准许安装在设施上的适当类型的慼测器对每一设施进行监测； 

(e) 按照商定的日程，使用商定的、准许进行系统的S际现场核查的 

程序，釆用夷为平地的方式将每个设施销毁； 

(f) 在公约生效后最返不超过六个月内，开始销毁化学武器生产及充 

填设施，并从公约生效之日起最迟不超过十年内完成全部销毁； 

(g) 准许按商定的水平对此种设施的销毁进行系统的S际现场核查， 

直至设施全部销毁； 

(H)承担义务，不为公约所禁止的目的建造新的设施，或改装任何现 

存的设施； 

(D每年将设施销毁计划的执行情况通知保存人； 

(J)在销毁进程完成后，不迟于三十天内，向保存人证明设施已被绡 

毁。 

-化学武器的生产或充填设施，可以经过改装，暂时用来销毁化学武器。 

经过改装的设施，不在用于销毀储存，应立即予以销毁，应在公约对 

该締约国生效之日起最迟不超过十年内，予以销毁。 

三、核查和保证 

委员会 

一公约应規定设立一个协商委员会。此委员会应在公约生效后之一个月 

之内举行首次会议。应许可缔约各方指派代表参加协商委员会。 

― 协商委员会应该： 

(a)制订和在必婁时修改，关于交應情裉、公布、以及与本公约的执 

行情况有关的技术问题的详细规定； 

(`b)审査对执行本公约可能有影响的科学和技术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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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就有关遵守情况的问题逬行及时的、慼应的讨论提供讲坛； 

(d) 对下列方面进行系统的现场視察（如附件所列的）： 

(1) 在商定的基础上已公布的储存； 

(2) 在持续进行的碁础上，对销毁已公布的储存进行視察，直至 

销毀的完成； 

(3) 按照商定的水平，关闭和销毁已公布的生产和充填设施，直 

到设施被全部销毁； 

(4) 按照商定的水平，准许为防护用途生产剷毒致死性化学品的 

设施进行小规模生产，在该设施为此目的而进行生产期间， 

均应允许； 

(5) 按照商定的水平，在随机的基础上为了许可的目的生产被认 

为可构成特定危險的、特种类型的化学品 a 

―公约中的这种系统的S际现场視察应 f先达成协议，这样就带有强制 

性质； 

(e) 为筝买调查目的进行特别现场視察； 

(f) 如果有关一万婁求，并经两方或多方商定，参加为事实调査目的 

的特别现场視察。 

―所有的现场視察，不管是系统的还是特别的，都应根据事先商定的程 

序来进行，公约的附件应具体说明視察的目的，包括視察程序的指导 

原则，详细说明視察员和东道国人员的权利和职能， 

一协商委员会不应衮缔约一方是否遵守了本公约的規定作出任何决定。 

一协商委员会应按照附件的规定加以设立和执行其职能。全体委员会应 

按两定时间定期开会。 

一为了协助开屦协商委员会的活动，应设±委灵会秘书处。秘书处的全 

面组成一般应与协商委员会的组成相一致。为了特殊任务，委员会可 

以设立其他附属机构，以便在委员会休会期间继续工作。 

―为了提供遵守公约的信心，每个绛约国有责任： 

(a)同协商委员会充分合作以行使其核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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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不通过故意隐瞒搢施或以其他方式，干扰核査活动的逬行，这条 

应适用于协商委员会或缔约各国指派的代表所进行的活动，包括 

那些在他们支配下，同普遍承认的®际法原则相一致的方式，使 

用国家技术手段所进行的活动， 

一协商委员会应向各缔约国提出关于其活动的年度报告， 

一公约应包括支付委员会经费的规定， 

一为了有助于在公约生效后立即执行公约各规定，公约附件应规定，在 

公约开放供签署后，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关于筹备委员会的进一步 

葸见，在本文件的附录一中有简要说明。 

协商与合作；觯决公约遵守方面的问题 

一公约应规定，各S有义务相互协商、共同合作，以觯决关于公约的目 

标，或执行公约的各项规定:rw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一各国应闳君及时地，通 »边或多边的方式，提供情拫以 « 其遵守 

所承担义务的信心。这种情报应根据商*定的程序，可以由，伹不应只 

局限于，对大家捏心的区域所进行的視察釆提供， 

―此外，也可以在联合国范围内，并根据其宪章，通过适当的国际程序 

进行协商和合作。这些国际程序包括协商委员会及其各附属机构以及 

适 当 的 各 国 际 组 织 的 服 务 。 

一公约应建'立一种按顺序地觯决公约遵守问题的步II。如有可能，這一 

步凓应从直接有关各方进行讨论开始。如果逬行初步的双边的努力不 

可能，或者这种努力不成坊，问题可由协商委员会的一个附属机构， 

由委员会本身，以及由适当的联合国的适当机构来讨论。（关于这个 

进程的进一步的详细说明见下叉。） 

― 任 何 一 方 如 有 理 由 认 为 , 他任何一方可能没有遵守条约的规定或者对 

可能引起怀疑的所有情况表示feti，应有权婁求对实际情况进行双边 

的或通过协商委员会进行澄渍。在提出这种要求，可能包括？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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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现场視察的婁求时，还应觯释提出婁求的理由.（不应期望缔约 

囿提出结"^的证据，而只是提出其忧虑的理由，另外，根据这一程 

序采取的双边行动不应排除締约S提出的求助于多边的行动。） 

―保存人应有责任根据任何缔约国的婁求，尽快地并且在任何愦况下都 

在十天内，召集协商委员会事实调查小组开会（见附录二）。该小组 

应立即进行事实调査，其中包括至少有五位小组成员认为有必婁的特 

别现场視察，并从小组开会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保存人提交其临时的 

或者是最后的工作报告。小组报告应包括在进程中向其提出的一切:f 

见和情报。保存人应向所有缔约s分发这一报告， 

一任何缔约国，如果对遵守情况的忧虑没能在六个月内由事实调査小组 

加以觯决，可以？求保存人召开协商委员会特别会议来审议遵守条约 

方面的问题。保存者应尽速召开这种会il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在收到 

这一婁求后一个月内召开。任何缔约国都可以参加这样的会议，会议 

的职能和议事规则应在附件中规定。 

一任何缔约S如果收到事实调査小组或协商委员会关于进行特设现场視 

察的要求，应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准许进行視察。如果有缔约国拒绝这 

一要求，保存人应立即邇知安全理筝会。 

一不应将诉讼条款觯释为影响各缔约®根据国际法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特别关于提请安全理爭会注蔥关于公约的遵守情况的衩利和义务， 

一由于使用化学武器方面的问题也会产生关于对禁止生产和储存化学武 

器公约的遵守问题，事实调查程序应能够It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拫告 

进行调査，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应构成违反公约的证据a 

国内执行搢施 

一每个締约国应：（a)根据其宪法程序采取必要措沲执行公约，特剁是在 

司法管制或控制下禁止和防止任何违反公约的`m ， 将其为执行公 

约而采取的立法方面及行政方面的搢施报告给协商娄员会. 

建工信任措施 

一为了建立遵守公约方面的信任，应专门制订进一歩的具有法侓约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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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 

一应努力识剁并限制那些对使用化学武器特剁有价偟的、具体的防护性 

的设备和活动.为了建立信任，应提供有关防御化学武器活动方面的 

情报。 

一储存的公布方面的信任，对于整个条约体系的有效性的信任说来，特 

别重要。应进一步制订可以在尽早阶S促进储存公布方面信任的措施。 

一在销毁过程完成之前，化学武器储存的存在构成在突然袭击中便用这 

些武器的危险。应制订建立信任的措施以证实，化学武器并未从已公 

布的储存场地运出，并且任何这方面的试图都会被立即侦察出来， 

四、其他条款 

退约 

一公约应裉据以前的一些军备控制协定列入退约条款。 

生 效 

一为'了有效和持久，未来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应便尽量多的国家加入。 

美国希望所有国家都把加入公约看作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美国可以 

支持一项便该公约在有适当数目的国家批准后就生效的办法。 

款―― 

一该公约还应包括一个序言和有关下列内容的条款： 

(a) 在化学领域的国际合作; 

(b) 同其他各条约的关系； 

(c) 修正； 

(d) 审査会议； 

(e) 有效期限； 

(f) 莶字，批准和加入； 

( g ) 语言和分发‧ 

附 件 

一公约的附伴应看作是公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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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 备 委 员 会 

一每一筌字国应有一位代表参加娄员会，筹^^员会应存在至公约生效 

后，协商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之时，其活动必须与公约的原则及目标 

相一致. 

―关于筹备委员会费用的开支应有专门覌足， 

―筹备委员会应： 

(a) 选举其官员、通过其议事现则、根据需要经常开会、央定其开会 

地点并设立其认为必箐的委员会； 

(b) ^ • • H i执行秘书及其工作人员，行便职衩并执行筹^^员会决 

定的 

(c) 为协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作安徘，包恬准备临时议程、起草议事 

规则并选择会址； 

(d) 为协商委员会审议需要立即在其首次会议上处理的程序性问题进 

行研究，提出拫告和建议，这*问题包括： 

(1) 协商委员会负贲逬行的活动的经费来源问题； 

(2) 协商委员会第一年活动的计划及预算问题； 

(3) 有关为协商娄员会活动作出事先安徘的技术性问题； 

(4) 秘书处工作人员的配备问题； 

(5) 协商委员会常设办公室的选址问题， 

一等#^员会应向协商委员会首次会i义提交一份箕备委员会活动情况的 

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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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事 实 调 查 小 组 

一公约应有一附件，就下述要求傚出观定： 

一公约生效后三十天内，保存人，应设立一事实调査小组，该小组 

应迅速进行事实调査，包括进行任何必要的特剁现场視察，对事 

实进行适当调査，并在一个締约国向其^任何问题提出莩求时， 

提供专家的煮见， 

一调查小组应由缔约国代表组成，其成员不得多于I 5人. 

(a) 其中1 0人应由保存人在与缔约国协商之后加以指足.在选 

择这些成员时，应适当考虑确^区平衡。成员任期应足为 

两 年 ， 更 换 其 中 之 5 位 戍 员 。 

(b) 此外，参加本公约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应有代表参加事实调 

査小组。 

(c) 每一位成员在会议时可有一位或更多的技术頋问或其它顾问 

协助工作， 

―保存人或保存人的代表应担任事实调查小组主席，除非小组另作其他 

决足。安排事实调查小组的工作应保证该小组能履行其职能。调查小 

组第一次会议应在公约生效后六十天内召开，保存人应在与缔约国和 

筌字国协商的基础上，就小组的工作安排，包括任何必要的技术性资 

料问题提出建议。调查小组应就与其工作安排有关的程序问题作出决 

定，在可能时，可通过协商一致作出决定，否则可通过与会者多数和 

表决作出决定。对实质性问题不得进行表决。 

一各戍员应有权通过主席，向缔约国和国际组织莩求获取其认为对完成 

调查小组工作有利的情报和锾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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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协 商 娈 员 会 特 剁 会 议 

― 公 约 应 有 一 附 件 ^ 下 列 要 求 作 出 ^ 。 公 约 ^ 的 协 商 委 员 会 特 别 会 

议应负贲觯决要求召开会议的缔约国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为此，与 

会各缔约国有衩向一缔约国要求和获取该缔约国荜该得到的任何情报。 

一安排特剁会议的工作应保证其能够履行上述职权。与会各缔约国应莸 

与其工作安排有关的程序问题作出决定，在可能时可通过协商一致作 

出^，否则可通过与会者多数和表决作出^。对调査得出的事实 

不得进行表决， 

-任何缔约国都应^参加会议，会议应由保存人或他的代表^任主席。 

一各缔约国应有衩通过主席向缔约国和国际组织要求获取其认为对宪成 

会议任务有利的情报和援助。 

―应编写一份会议总结，列入会议期间提出的一切^见和情报。保存人 

应将总结分发给所有缔约国。 

^ ^ S ^ ^ ^ t T ^ ^ 0 ^ f ^ 0 ^ r ^ ^ ^ w ^ ^ ^ f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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