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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会 议 报 告 

附 录 一 

第一卷 

^谈判会议印发的文件清单和案文 

文 件 号 码 题 目 

CD/515/Rev.2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3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 

案 

核禁试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 

有关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的文件清单，包括十八国裁 

军委员会（EKDC. 1962—1969)、裁军委员会会议 

( C C D : 1969-1978；、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裁军谈 

CD/520/Rev.2 

CD/528/Aàd.2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3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 

案 

核禁试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 

有关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的文件清单，包括十八国裁 

军委员会（EKDC. 1962—1969)、裁军委员会会议 

( C C D : 1969-1978；、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裁军谈 

判会议 ( C D : 1979-1985 )的文件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代表和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代表团副团长1 9 8 5年9月25日致裁军谈判 

会议主席的转文函，转交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埃里希-昂纳克先生和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卢博米尔‧什特劳 

加尔先生1985年9月13日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先生的联名信 

1 9 8 5年10月I6日德蕙志联邦共和国代表致裁军 

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递德霉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 

穆特‧科尔先生致捷克斯洛我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 

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内容祁同的附件 

CD/645 

CD/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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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645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常任代表1985年10月28日 

致函裁军谈判会议主席，送交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政 

治协荷委员会I 9 8 5年10月2 2日至2 3日在索 

非亚举行的会议所通过的声明文本 

CD/646 1 9 8 5年1 2月1 1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 

的信，转递对赫尔穆特*科尔先生来函的复信 

CD/647 1 9 8 5年1 2月19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H联盟常 

驻代表给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递1 9 8 5年12 

月1 9日公布的一项声明，标题为'fe爆必须加以禁止" 

CD/648 

CD/CW/WP.128 
1 9 8 6年1月10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和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临时代办为转送罗马尼亚社 

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保加利亚人 

民共和国il务委员会主席托‧日夫科夫关于在巴尔干 

地区建立无化学武器区的声明——呼吁书致裁军谈判 

会议主席的信 

CD/649 1986年I月2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 

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递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 

伊尔‧戈尔巴乔夫1 98 6年1月1 5日的声明 

CD/650 I 9 8 6年1月1日联舍国秘书长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 

的信，转递笫4 0届大会所通过的关于裁军的决议 

CE/651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关于其1 9 8 6年 I月 I 3日一 31 

曰工作情况的报告 

CD/652 蒙古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I 9 8 6年2月3日致裁军谈 

判会议主席的信杀送f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蒙古 

人民共和国政府19 8 6年 I月 2 0日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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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655 裁军谈判会议1986年会议的议程和工作计划 

CD/654 矢于重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决定 

CD/655 1 9 8 5年1 0月1日挪威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3— 

35条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CD/656 1 9 8 6年1月2日芬兰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3—35 

条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CD/657 1 9 8 6年1月6日葡萄牙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3—35 

条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CD/658 I 9 8 6年1月I
 4
日希腊常驻代表就i义事规则第33— 

35条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函 

CD/659 1 9 8 6年1月2 2日土耳其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3 

一3 5条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函 

CD/660 1986年1月23日新西兰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3 

一 35条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函 

CD/661 1 9 8 6年1月2 8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就议事 

规则第3 3-3 5条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函 

CD/662 1 9 8 6年2月3日丹麦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3—35 

条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CD/663 1 9 8 6年2月3日瑞士常驻代表团副团长就议事规则 

笫3 3 — 3 5条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函 

-CD/664和Corr.l 根据未来化学武器公约逬行的事买调査 

CD/665 1 9 8 6年2月7日西班牙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3— 

35条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函 

CD/666 1 9 8 6年2月7日孟加拉il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3 

一35条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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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667 1 9 8 6年2月14日美国代表就转交1 9 8 5年1 I 

月
2
1日美苏发表的《联合声明》文件的文本致裁军 

谈判会议主席函 

CD/668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致函裁军谈判会议主席， 

转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于 

198 5年 1 1月 2 I日发表的"苏美联合声明" 

CD/669 1 9 8 6年2月12日奥地利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3 

一35条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信 

CD/670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收到的加拿大常驻代表1 9 8 6年 

2月18日致会议的信，交送一份关于在裁军谈判会 

议和196 2—8 4年会议期间有关核査的声明的逐 

字记录3卷简编 

CD/671 1986年2月2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 

为转达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S. 

戈尔巴乔夫于1 9 8 6年2月1 8日致裁军谈判会议 

的信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CD/672 1 9 8 6年2月14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囯常驻代表致 

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函矢于转交题为"越兩领导人关于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M ‧戈尔巴乔夫1986 

年 1月 I 5日声明发录谈话"文件全文 

CD/673 1 9 8 6年2月1 7日土耳其常驻代表就参加关于检测 

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工 

作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函 

CD/674 矢于重新建立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决定 

CD/675 1 9 8 6年2月7日德霉志联邦共和g代表为转送该国 

`政府关于化学武器问题会谈致德葛志民主共和囯和捷 

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a政府的照*致裁军谈判会 

议主席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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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676 

CD/677 

CD/678 

CD/679 

CD/680 

CD/681 

CD/68l/Rev. 

CD/682 

CD/683 

1 9 8 6年 3月 I 0日阿根廷、印度、墨西哥和瓒典代 

表给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送1 9 8 6年1月28 

日《德里宣言》筌字国联合于1 98 6年2月2 8日 

致美国总统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信 

1 9 8 6年3月1 1日加拿大常驻代表就转交关于调査 

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的手册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函 

1 9 8 6年3月1 1日加拿大常驻代表就转交关于防止 

在外层空问军备竟赛的工作文件和全会上关于这个问 

题的发言简编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函 

化学物质的识别 

苏联常驻代表1 9 8 6年3月I7日致裁军谈判会议主 

席函，转达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 

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和坦桑尼亚领导 

人的联名信的答复 

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 

专家小组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的第四份报告的临时摘 

要 

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 

专家小组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的笫四份报告摘要（CD/ 

720： 1 9 8 4年科学专家小组技术试验（G SETT) 

报告） 

审议矢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 

专家小组第二十一届会议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的关于 

逬展情况的报告 

1 9 8 6年3月14日爱尔兰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就议 

事规则第3 3 — 3 5条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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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684 1986年3月27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 

为转送苏联最高苏维埃向美利坚合众国国会发出的呼 

吁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CD/685 对C D / 5 0 0,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的修正案 
CD/CW/WP.152 

对C D / 5 0 0,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的修正案 

CD/686 1 9 8 6年4月3日波兰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为转送 

华沙条约成员国外长委员会于1986年3月19一 

2 0日在华沙举行的会议公报全文致裁军谈判会议主 

席函 

CD/687 1 9 8 6年4月9日保加利亚常驻副代表致会议秘书长 

函，转送华沙条约成员国关于在欧洲肄寸无核武器区 

问题致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的信 

CD/688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3 "防止核战争，及其一切 

有关事项"的工作文件 

CD/689 1 9 8 6年4月1 0日加拿大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为 

转送1 9 8 3年一 1 9 8 5年会议期同所有关于化学 

武器的文件汇编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函 

CD/690 I 9 8 6年4月13日苏联代表给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 

信，转交苏联政府1 9 8 6年4月12日发表的声明 

文本 

CD/691 中国代表团关于防 i战争问题的$本立场 

CD/692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声明 

CD/69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1 9 8 6年3月7日致裁军谈判 

会议主席的信 

CD/694 根据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5 "防止外层空同军备竟赛" 

建立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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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695 1 9 8 6年4月2 5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为转达 

1 9 8 6年4月I 5曰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声明致 

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函 

CD/696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M ‧ s,戈尔巴乔夫在 

苏联电视台的讲话 

CD/697和Corr.l 消除化学武器储存的颟序和比较这些储存的方法：一项 
CD/CV/WP.135和Corr.l 

可能的解决办法的诸因素 

CD/698 对民用化学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及其前体的核査：对一 
CD/CW/WP.140 

座洪大利亚化学设施的试验1^视察 

CD/699 保加利亚常驻代表为转交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囯夯委员 

会主席 T ‧日夫科夫 1 9 8 6年 5月 3 0日致裁军谈 

判会议的电文于1 9 8 6年6月6日致裁军谈判会议 

主席函 

CD/700和Corr,l 1 9 8 6年6月I 2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致裁 

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1 9 8 6年6月I 0—11 

曰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脔委员会 

会议发表的公裉文本和这些国家致北约成员国及所有 

欧洲国家的呼吁书 

CD/701 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谈判 

CD/702 I 9 8 6年6月16日挪威常驻代表为转交题为"化学 

武器公约的核査、第五部分，化学战剂抽样处理"的 

研究报告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函 

CD/703 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査.对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逬行核査 

的程序 

CD/704 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査。对含砷化学战剤识别方法的评价 

CD/705 1986年裁军谈判会议第二期会议工作计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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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706 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査。关于 I 9 8 6年6月4曰一 

6曰在荷兰举办的禁止化学武器的核査问题座谈会的 

报告 

CD/707 1986年6月24日加拿大常驻代表的信，转送加拿 

大为响应联合国大会关于核査冋题的第4 0/152 

号决议致联合国秘书长信全文 

CD/7O8 
CD/OS/WP.12 

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建议：反弹道导弹条约补 

充国际文书 

CD/709/Rev.l 
CD/0S/WP.15/Rev.l 

太空打击武器，定义草案 

CD/710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CD/711 

CD/CV/WP.145 

1 9 8 6年7月9日美国代表为转交美国陆军有毒和有 

害物剂署马里兰升阿te丁器材试验厂拟订的"化学储 

存处理方案"致裁军谈判会议函 

CD/172 核禁试核査 

CD/173 

CD/CW/WP.146 

CD/714 

化学武器公约在数量方面的一些问题 CD/173 

CD/CW/WP.146 

CD/714 
全面核禁试的地震核査：在全球地震台网内使用小孔径 

地震台阵 

CD/715 化学武器公约：核査与遵守一一质疑內容 

CD/716 

CD/OS/WP.15 

CD/717 

与军备管制和外层空同有关的术语 CD/716 

CD/OS/WP.15 

CD/717 关于ir即肄t_全球地震台网作为未来全面核禁试检测与 

核査系统的一部分的建议 

CD/7I8 1 9 8 6年7月21日波兰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为转送 

波兰统一工 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欧洲安全与合作 

宣言的全文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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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719 

CD/720 

CD/721 

CD/722 

CD/725 

CD/724 

CD/725 

CD/726 

CD/727 

CD/728 

CD/729 

1 98 6年7月2 5日芬兰常驻代表为转交题为"空中 

监测作为化学裁军的一种核査手段；C* 3野外试验: 

第二部分"文件致裁军谈判主席函 

审议矢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 

专家小组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第四份报告一一关于 

1984年科学专家小组技术试验的报告（G SETT) 

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的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国 

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第2 2次会议的迸度报 

告 

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报告草案 

1 9 8 6年 8月 I 3 8阿根廷、印度、墨西哥和瑞典代 

表为转送I 9 8 6年 8月 7日在墨西哥伊克,帕通 

过的、题为"墨西哥宣言"和"墨西哥首脑会议发表 

的关于核査措施的文件"的两个文件致裁军谈判会议 

主席的信 

对不逬行核试验的地震核査（关于交换二级地震数据的 

建议） 

I 9 8 6年8月1 9日阿根廷、印度、墨西哥和瑞典代 

表为转送8月7日致美利坚合众囯总统罗纳德‧里根 

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面联盟共产党总书记米哈伊尔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信的全文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函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的报告 

《综合裁军方茱》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1 9 8 6年8月2 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 

给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 9 8 6年8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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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在苏联电视台发表的讲话全文 

CD/750 1986年8月26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 

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其中递交雾联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 ‧戈尔巴乔夫对阿根 1希腊、 

印度、墨西哥、瑞典和坦桑尼亚领导人函件的答复 

CD/731 1 9 8 6年8月2 7日蒙古人民共和11常驻代表致裁军 

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1 9 8 6年8月25日蒙古 

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萦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声明 

CD/732 裁军谈判会议对联合国大会的报告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15/Eev,2 

1986 

O r i g i n a l : EMJIISH 

2 1国集团关于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3的 

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 

1. 为履行其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职责，并根据笫一届裁军特别联 

大的《最后文件》第12 0段规定，裁军谈判会议决定根据题为"防止核战争，包 

括一切有关事项"的议程项目3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2. 本会议要求该特设委员会，作为第一个步骤，审议有关议程项目3的一切 

提案1包括适当而切实可行的防止核战争措施。该特设委员会将考虑所有现有的 

提案和未来的倡议，并在1 9 8 6年会议结束之前，向裁军谈判会议报告其工作情 

>0< >« >̂  

GE. 86-65762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T/520/Eev.2 
21 March I986 
CÏÏIUESE 

Original:ENGLISH 

二十一国集团 

关于核禁试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1986年会议余下的时间内设立关于核禁试的特设委员会, 

以便就一项禁止所有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进行多边谈判，并在本届会议结束前向 

会议损告其工作进度。 

核禁试特设委员会根据其职权范围，将考虑所有现有的建议和未来的倡议。此 

外，它还要利用多年来在各个多边谈判机构及三边谈判中审议全面禁试问题所积累 

的知识和经验.该特设委员会还要考虑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 

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 

>0< 欺 >0< >̂  

GE.86-60715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28/Aad.2 
4 February 1986 
CHINESE 
ORIGmL: ENGLISH 

有关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的文件清单，包括 

十八国裁军委员会（EJSTDC :1962-1969)、 

裁军委员会会议（CCD:1969—1978)、 

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裁军谈判会议， 

( C L : 1979- 1985 )的文件 

目 录 

议程项目 页 次 

1. ^止核试验 3 

2.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5 

3. 防止核战争，包括所有有关事项 6 

4. 化#i^器 ， 

5.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13 

6.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戎胁使用核武器的 

有效国际安排 15 

7.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放射 

性 武 器 1 6 

8. 综合裁军方案 17 

GE. 85-6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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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本文件是对1 9 8 4年8月7日CD/Z528号和1 985年2月13日cv52a/ 

Add. 1号文件的最新补充，列入了 1 9 8 5年裁军谈判会议期间印发的文件， 

本清单按每一议程项目编制，内容为：(1)提交全体会议的文件；（2)提交附 

属机构的工作文件和会议室文件；（3)技术协商中提出的文件. 

本清单并非详尽无C 编制的目的是向夸代表团提洪背景资钭和参考材料， 

从而对其有所帮助。其中包括各代表团或代表困集团在与裁军谈判会议各议程项 

目有关的谈判机构提出的提案及意见. i 

会议秘书处提出这份清单，希望对工作有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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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核试验 

四、裁军谈判会议（CD)(续) 

189.CD/520/Rev.l 2 1国集团 

190.CD/522/ReY. 

191.CD/583 

192.CD/599 

193.CD/602 

194.CD/610 

社会主义国家 

集团 

挪威 

巴西 

联合王国 

核禁斌特设委员会职权范 

围草案 

一些钍会主义囿家提出的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 

目1的特设委员会职权范 

围萆案 

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 

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 

科学专家小组第十九次会 

议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进 

度裉告 

工作文件：全面核禁试的 

地震核查——关于1985 

年6月4日一7曰挪威奥 

斯陆工作会〖义的报告 

关于设立议程项目1附属 

机构的决定萆案 

全面核禁试的地震监测 

8/7111/1985 

26/VII/1985 

29/III/1985 

20/VI/1985 

24/VI/1985 

9AII/1985 

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文件，由于 

实际原因并因其与本项目有关，故亦予列入但根据理解，该特设 'J、组的职 

责和职权范围的确定是独立于任何议程项目的. 



德意志联邦共 

和II 

澳大利亚、比 

利时、加拿大、 

联邦共 

和11、意大利、 

曰本、荷兰、 

挪威、联合王 

国、美利坚合 

众国 

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 

工作文件：关于建立和逐 

步改进有关全面核禁试的 

国际监测和核查地震系统 

的提案 

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 

事件的11际合作措施特设 

科学专家小组第2 0次会 

议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进 

度报告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题为 

"核禁试"的议程项目 1 

的特设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萆案 

loAll/1985 

为全面核禁试逐步提高地 

震监测和核查能力妁一个 

19/VII/1985 

24/VII/1985 

26AII/1985 

苏联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 

书记米哈依尔.戈尔巴乔 

夫关于苏联宣布从1985 

年8月6日至1986年1 

月1日单方面暂停一切核 

爆炸的声明全文 

31AII/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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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0/626 

ISS,CD/629 

200.CL/638 

曰本 

保加利亚、德 

意志民主共和 

国 

苏联 

2.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132.C3)/548 苏联 

133.CD/549 

154.CD/566 

阿根廷、印度、 

墨西哥、瑞典 

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 

135. CD/568 

136. CD/570 

137. CD/580 

2 111集团 

苏联 

实现11际地震数据交换系 

统的具体措施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题为 

"核禁试"的议程项目 1 

的工作文件 

1985年8月1 4日发表 

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 

乔夫答塔斯社记者问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 

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 

席团主席契尔年科答有线 

电视新闻网美国电视公司 

记者洛里先生的提问 

德里宣s 

埃里希.舉纳克致阿根廷、 

希腊、印度、墨西哥、瑞 

典和坦桑尼亚11家和政府 

首险的个人信件 

21囿集团声明 

苏美联合声明 

美苏联合声明 

iAin/1985 

2/VIII/1985 

8/II/1985 

6/II/1985 

18/11/1985 

20/11/1985 

27/11/1985 

5/III/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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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CD/580 比利时 

159.CD/596 保加利亚 

140.CD/635 溴大利亚、新 

西兰 

比利时首相维尔弗里德. 

马尔萨斯先生在议会的讲 

话摘录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 

委员会主席托多尔.曰夫 

科夫致印度总理拉吉夫. 

甘地的信件（1985年4 

月3 0曰） 

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 

3.防止核战争，包括所有有关事项' 

二、裁军谈判会议（CD) (续） 

21.CD/515 Rev. 2 1国: 

22.CD/569 苏联 

25.CD/578 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 

一个关于裁军谈判会议议 

程项目3的特设委员会的 

职权范围萆案 

1985年2月1 4日发表 

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苏联最;j苏维埃 

主席团主席契尔年科答阿 

根廷"百人为生存，吁" 

运动的信 

工作文件：防止核战争， 

包括所有有关事项——供 

本会议审议的问题 

20/III/1985 

17AI/1985 

15AIII/1985 

18/VII/1985 

21/11/1985 

18/III/1985 

'其作者认为与本项目有关其他文件列于项目 2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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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D/581 

25. CD/592 

26. CD/605扭dd 

27. CD/60e 

4 .化学武器 

232.CD/541 

235.CD/54é 

234. CD/55I 

235. CD/575 

澳大利亚 

撩克斯洛伐克 

防止核战争 

一些社会主义II家关于战 

胜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四十 

周年纪念的声明 

秘书长关于防止核战争的 

报告（第3a^l48P号决 

议） 

工作文泮：防止核战争， 

包括所有有关事项 

27/III/1985 

29/IV/1985 

8/VII/1985 

四、裁军谈判会议（CD) ( i ) 

澳大利亚 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查 9AI/1984 

(也作为CD/cw/,P.87 

印发）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关于 1/II/1985 

1985年1月1 4日至2 

月1日工作的报告（也作 

为 印 发 ） 

关于重新设立化学武器特 8/II/1985 

设委员会的决定 

联合王国 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查：6/III/1985 

关于视察程序和资料交换 

的提案（也,为 

WP.100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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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CD/585 西班牙 

237.CD/589 

238.CD/598 

联合王国 

挪威 

259.CD/600 m 

240.CD/601 

34I.CD/6O5 

242.CD/6I3 

中 H 

南斯拉夫 

1985年3月25日西班 2/IV/19B5 

牙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 

议主席的信，转达题为 

"核查不生产化学武器" 

的文泮 

化学武器公约：组织机构 11/IV/1985 

及其构ç5t 

1985年6月1 9日挪威 20/71/1985 

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 

主席的信，递交一份题为 

"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查。 

在冬季条件下对化学战剂 

的取样和分析。第23部分" 

的研究报告 

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查.在 20/71/1985 

冬季条件下对化学战剂的 

取样和分析 

关于指控在冬季条件下使 

用化学武器的!^查 

销毁化学武器（也作为 4AII/1985 

CD/C:W/，P.114印发） 

准许活动：核查措施（也 io/vn/"85 

作为CD/'CW/%P.115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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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 

苏联 

伊朗伊斯兰共 

和囯 

曰本 

德意志民主共 

和n 

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 

1985年7月1 2日芬兰 12/VII/1985 

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致裁 

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 

交一份題为"空中监测作 

为化学武器裁军的一种核 

查手段：C.2,基本技术 

的发展与评价，第一部分" 

的文伴 

1985年7月1 5曰苏联 15AII/1985 

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 

的转达 1 9 8 5年 7月 

11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 

全文 

1985年7月1 9日伊朗 22/VII/1985 

伊斯兰共和 i l常驻代表团 

临时代办致裁军谈判会议 

主席的 i `，转送"由秘书 

长任命的专家调查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对使用化学武 

器的指控的报告" 

应用（核）保障远距离核 25/711/1985 

查技术核查化学武器公约 

对执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的1家核查措施 

1985年7月1 8日伊朗 

伊斯兰共和 1 1常代表团 

临时代办致裁军谈判会议 

主席的信 

25AII/1985 

26AII/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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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CD/627 

25O.CD/63O 

25I.CD/632 

90,ro/cw/wp.98 

91.CD/CW/WP.99 

92.CD/CW/WP.100 

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 

法 i l 

通过视察民用化学工业核 

查不生产化学战剂 

消除化学武器锗存：不可 

逆转地消除生产手段 

瑞4̂  拟定未来化学武器公约中 

化学品制度的综合方案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提交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六、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工作文件 

1985年会议期'司的工作 

安排要点 

主席的基本工作X件 A工作小组主 

席 

联合王国 

93.CD/CW/WP.101 C工作小组主 

席 

94.CD/CW/WP.102 B工作小组主 

席 

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查： 

关于视察程序和资料交换 

的提案（也作为CD/Z575 

印犮） 

主席关于工作计划的工作 

文件；明确有关遵约情况 

的各种立场和观点以探讨 

问题 

主席关于3月2 0日和27 

曰会议议程的工作文件 

1/VIII/1985 

5AIII/1985 

20/mi/l985 

27/11/1985 

4/III/1985 

6/III/1985 

13/III/1985 

20/III/1985 

95.CD/CW/WP.IO3 A工作小组主 主席的基本文件 

席 

22/III/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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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5.CD/CW/WP.II3 

IO6.CD/CW/WP.II4 

108.CD/CW/WP.116 

IO9.CD/CW/WP.II6 
Rev.l 

A工作小组主 

席 

A工作小组主 

席 

C工作小组主 

席 

96.CD/CW/̂ fl'.104 

",CD/CW/WP.105 

98. CD/CWA/P.106 

99. CD/CW/WP.IO7 

100. CD/CW/WP.108 

101. CD/CW/WP,109 

102. CD/CW/WP.110 

i05.CT/cw/wp.ni 

104.CD/CWA/P.112 巴基斯坦 

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 

中国 

107.CD/CW/WP.115 南斯拉夫 

c工作小组主 

席 

c工作小组主 

席 

主席的基本工作文件 4/IVA985 

主席的基本工作文件 难 / ， 5 

备选方案之一 12IV/1985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不限22/IV/1985 

成员协商的主席的报告 

B工作小组主席的报告 2 2

/lV/l9
8

5 

A工作小组主席的报告 2 2

/lV/l9
8
5 

C工作小组主席的报告 22/IV/1985 

1985年第二期会议参考14/IV/19 8

5 

性工作计划 

化学武器公约：关于作出19/IV/19 8

5 

决定问题 

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查 25/IV/19B5 

销毁化学武器（也作为 4AII/1985 

CD/605印发） 

允许活动：核查措施 10/711/1985 

(也作为CD/613印发） 

第七条：国家执行措施 12AII/1985 

第七条：国家执行措施 2/71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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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CD/cwAnp.ii? 中国 

111. CD/CW/WP.118 巴基渐坦 

112. CD/CW/WP.119 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 

115.CD/Ctf/WP.120 波兰 

114. CD/CW/WP.121 澳大利亚 

115. CD/CWAff.l22 C :n作小组主 

席 

116. CD/CW/WP.123 

117.CD/CW/WP.123 
Corr,l 

118. CD/CW/WP.124 

119. CD/CW/WP.I25 

120. CD/CW/WP.I26 

121. CD/CW/WP.127 

对C D/'e 0 5 ( C D/C W/Z 16/VII/1985 

WP. 114)号文件的说明 

禁止使用除莠剂 22/711/1985 

对执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25An/l585 

的国家核査措施（也作为 

CD/620印发） 

要求现场核查和解释拒绝51AII/1985 

该项要求的标准（将作为 

第九条的一部分予以审议） 

核查不生产——制定监测51AII/1985 

不转用的标准 

第八条：协商委员会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不限 

成员协商的主席的报告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不限 

成员协商的主席的报告 

B工作小组的报告 

A工作小组的报告 

C工作小组的报告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提交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草稿 

2/VIII/1985 

5AIII/1985 

12/VIII/1985 

7AIII/1985 

7/VIII/1985 

9AIII/1985 

12/7111/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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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 

四、裁军谈判会议（CD)(续） 

25.CD/579 

26.CD/584 

中囯 

27.CD/606 加拿大 

28.CD/607 社会主义国家 

集 a 

29.CD/611 苏联 

中国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19/111/1985 

竟赛的基本立场 

设立关于题为"防止外层1/IV/1985 

空间的军备竟赛"的议程 

项目5的特设委员会的决 

定 

1985年7月2曰加拿大4AIIA985 

常S代表的信，转交送致 

本会议的关于防止外层空 

间军备竟赛问题的CD逐 

字记录和工作文件两卷简 

编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5/VII/1985 

赛"，一些社会主义 1 1家 

的工作文件（也作为CD/ 

0S/，P.3印发） 

1985年7月9日苏联代10/VII/1985 

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 

信，转达1985年7月6 

曰发表的苏联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先生给关心的科学家联合 

会的复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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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CD/6I8 加拿大 

31.CI)/637 联合王国 

32.CD/633 苏联 

35.CI)/64l 

有关军备管制和外层空间25AII/19
8
5 

的II际法综述（也作为 

印发） 

适用于或直接、间接涉及3o/vin/i9
8

5 

外层空间的主要国际协定： 

工作文件（也作为C D / 

0S/WP.7印发） 

1985年8月21日苏维21/VIII/1985 

埃社会主义共和H联盟代 

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 

信，转达与苏联关于"在 

非军事化条件下和平探索 

外层空间国际合作的基本 

范围和原则"的提案有关 

的文件案文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特26/7111/1985 

设委员会报告 

L.CH/OS/WP.: 

2.CD/OS/WP.2 

五、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文件 

裁军谈判会议有关议程项26/71/1985 

目5"防止外层空间军备 

竞赛"的文件清单 

联合国秘书长转致裁军谈27/71/1985 

判会议关于议程项目5的 

大会决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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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OS/VF,] 

4.CD/OS/WP.4 

5. CD/OS/WP.5 

6. CD/OS/tfP.6 

r.CD/OS/WP.7 

8.CD/0S/VP.8 

9,CD/OS/WP,9 

社会主义国家 

集团 

社会主义国家 

加拿大 

联合王国 

瑞典 

社会主义国家 

集团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5AIII/1985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 

文件（也作为CD/607印 

发）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 8

AII/19
8
5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特 

设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198 5年工作安排 loAll/1985 

有关军备管制和外层空间 " A i i / " s s 

的国际法综述（也作为 

CD/618印发） 

适用于或直接、间接涉及
2
9AII/19

8
5 

外层空间的主要国际协定 

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lAlIl/1985 

赛的提案 

一些社会主义囯家提出的5/VIIl/'19
8
5 

从特设委员会审议其工作 

卄划所列问题得出的结论 

6.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囯际安排 

四、裁军谈判会议（C D ) (续） 

36.CD/628 关于重新设立保证不对无 2/VIII/1985 

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 

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特设委员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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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CD/640 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22AIII/1985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会议室文件 

15.CD/SA/CRP.14 
^ Corr.l 

U.CD/SA/CRP.IV 
Rev.l 

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萆稿（仅有英文本） 

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19/7111/1985 

萆稿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A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 

B .放射性武器 

三、裁军谈判会议（C D ) (续） 

25.CD/590 加拿大 

26.CL/594 

27.CD/655 

社会主义囯家 

1985年4月15日加拿 17/IV/1985 

大常驻代表给裁军谈判会 

议秘书长的信，转送一份 

裁军谈判会议逐字记录摘 

要和关于放射性武器的工 

作文件 

禁止放射It武器和禁止对1
2
AI/19 8

5 

核设施的攻击 

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22AIII/19B5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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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CD/BW/WP.59 

80. CDAW/WP.60 

81. ClViw/WP,6l 

82. CD/iw/WP,62 

83. CD/bw/WP.65 
和Rev.l 

84. CD/bv/WP.64 
和Bev.l 

85. CD/kv/WP.65 
和Rev.l 

86. CD/iw/WP.66 

87. CD/ÏW/WP.67 

8.综合裁军方案 

94.CD/654 

四、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工作文件 

中囯 

中国 

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工 

作计划 

时间表 

对核设施范围的几点看法 

关于放射性武器的定义和 

标准的一些看法 

主席就范围、定义及标准 

的组戍部分草案提出的建 

议 

主席关于"和平用途"组 

成部分的建议 

主席关于"核裁军"组成 

部分的建议 

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 

报告萆稿 

主席对一项附件中有关第 

二条0=)节内容萆案的建议 

19AI/1985 

19AI/1985 

2/m/l985 

16AII/1985 

16/VIII/1985 

1/7III/1985 
6/VIII/1985 

8/VIII/1985 

I2A111/1985 

8/mi/l985 

12/rai/l985 

四、裁军谈判会议（C D ) (续）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25/7111/1985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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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72.CD/CH)/WP,72 

75.CD/CPD/WP.75 

7 4 . CD/CPD/WP.74 

7 5 . CD/cn)/WP.75 

7 6 . CD/CPDA?P.76 

77. CD/CPD/WP.77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文件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裁军7 / I I I / 1 9 8 5 

谈判会议题为"综合裁军 

方案"的议程项目8提出 

的工作文件 

美利堅合众11对CD/4 15 17/IV/1985 

号文件第五A节第5和第 

6段的提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 7 / I V / 1 9 8 5 

盟代表团关于综合裁军方 

案萆案有关苏美及边谈判 

一段案文的提案 

阿根廷代表团对综合裁军 1 7 A I / 1 9 8 5 

方案有关美利坚合众国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就核武器与空间武器问 

题进行谈判一段的提案 

阿根廷代表团对综合裁军21AI/1585 

方案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 

备竟赛一段的提案 

法国代表团就美利坚合众25AI/19 8 5 

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代表团对 

号文件第五A节第5和第 

6段的提案（ 

WP.73和74 )提出的修 

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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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CD/CPD/WP.78 

79.CD/CPD/WP.79 

80,CD/CPD/WP.80 

81.CD/CPD/WP.81 秘书处 

82.CD/CPD/WP.82 

法国代表团对综合裁军方 

案有关核裁军的多边谈判 

一段的提案 

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挪威、联合王国和美利坚 

合众国提交的综合裁军方 

案案文 

南斯拉夫代表团对综合裁 

军方案关于在地中海建立 

和平区的第五章E节苐4 

(C)段的提议 

综合裁军方案案文的审查 

结果 

摩洛哥王国代表团对综合 

裁军方茱有关在地中海建 

立和平区的第五章E节第 

4(c)段的提案 

9AII/1985 

16AII/1985 

5AIII/1985 

5AIII/1985 

9/mi/l985 

>^ >^ >^ >^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643 
27 September 1985 
CHIKESE 

ORIGINAL: ENGLISH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湘国常驻代表湘德憨志民主共和国 

代表团副团长1985年9月2 5日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转 

文函，转交德li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德！:志民主共和国部长 

会议主席埃里希'昂纳克先生相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湘 

国总理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先生1985年9月13日致 

德意志联邦共匆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先生的联名信 

1 98 5年9月1 3日，德 1 1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德 ; t志民主共和长会议 

主席^里希‧昂纳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国,g埋卢博米尔‧什特劳加 

尔先生致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先生，建议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 

义共相国、德！:志民主共和国德:t志联邦共和H就建立欧洲无化学武器区进行谈 

判。 

请将所附的联名信,为裁军谈判会议文件印发。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fS 德S志民主共和国出席裁军 

常驻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 谈 判 会 议 代 表 团 

代 表 副 团 长 

M . 维 沃 达 大 使 W . 克 鲁 茨 施 全 公 使 

( 筌 字 ） （ 签 字 ） 

GE. 85-64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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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埃里希‧昂纳克先生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 

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先生1 9 8 5年9月1 3日致德;t 

志联邦共,相国,g、理赫尔穆特‧科尔先生的联名信 

( 译 文 ） 

"德！: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卩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国政府认为，消除化学 

武器，并首先在欧洲建立无化学武器区，实际是可能的。这将有助于消除本地区 

现存的化学武器，并确保不在欧洲土地上部署新的、极其危险的化学武器，即二元 

化学武器。这一态度反映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建立无化学武器 

区进行的会谈中，这些会谈的结果提出了你所了解的政治倡议。 

"化学武器是一种仅次于核武器的ft危险的大规模毁灭性手段，急需加以禁止 

并彻底消除。现在需要在全球;fe地区范围内进行坚决努力。德葸志民主共和 

国政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贯主张制订一项全面的公约，禁止研制、生产>fc储存 

化学武器，并将其销毁。此外，两il政府还认为，建立无化学武器区的地区性协 

定是建立信任矛口在全Î礼禁止化学武器的具体步骤。为此，德意志民主共国政府 

和捷克斯洛伐兗政府愿与德M`志联邦共和M政府締结一项协定，消除这三个！!家领 

土上的化学武器，因为三li都处在两个:H欠治一军爭同盟3^分界线上。 

"作为德;t志联邦共,和国的邻II，两国在提出本建议的'司时，愿促进甲欧裁减 

军备，因为这是保障矛口平与安全ira具体行动。 

"我们坚信两国政府提出的建议会导致有关协定的締结。这种协定在加强欧 

洲安全方面的,用是很直要a^，并将为旨在消除在欧洲使用化学武器的危险的共同 

努力增加一份力量。 

"德意志民主共^ 11政府相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请德;t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一道就 

建立无化学武器区迕行谈判，这一无化学武器区在开始时iïl由这三个国家的领土组 

成。在谈判中，德:t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将随时就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 

意见。两国认为德1：志联邦共,%!il也会提出自己的具体建议和考虑，并认为建立 

无化学武器区的协定应向所有感兴趣的iï家开放加入。" 

> ^ } ^ > ^ ^ > ^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644 

21 October 1985 

CHIKESE 

O r i g i n a l : ENGLISH 

1985年10月16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致 

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递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先生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 

义共和国总理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 

席内容相同的复信 

裁军谈判会议已得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 

务委员会主席分别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信件的内容（参看第C D/643号文件）。 

在这两封信中，都提议就建立无化学武器区的问题进行谈判. 

1 9 8 5年9月2 7日科尔先生答复了这两封信，这里附上他这两封中内容相 

同的复信的实质性部分。如将全文作为会议文件加以印发，则不胜感谢. 

科尔总理在他的复信中，着重指出联邦政府极其重视正在进行的就全世界全面 

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并认为应在这些谈判中讨论所有关于禁止化学武器方面尚未 

解决的问题。联邦政府认为，目前化学武器带来的威胁，不仅关系到某些特定区域 

—例如，欧洲一而且还关系到世界其他地区.因此，必须全力集中于迅速締结 

世界性的禁止化学武器条约.这对所建议的地区之外的中立国家和不结盟国家也是 

同样有利的。 

大 使 

亨 宁 ‧ 韦 格 纳 （ 签 名 ） 

GE. 85-6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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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恩， 1 9 8 5年9月2 7日 

我深切注意到你1 9 8 5年9月1 2日的来信，其中提议德意志联邦共和E政 

府与捷克斯洛 我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加入关于化学武器 

问题的谈判.如你所知，联邦政府正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这个适当论坛为締结一 

项全面禁止条约不懈地工作，并已提出若干受到很大重视的具体建议；特别是，在 

1 9 8 2年在谈判中提出一种全面核査模式.在1979年和1984年，联邦政 

府举行了有关核査议题的国际讨 论会。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外交官和专家也都出 

席了这些讨论会。在1 9 8 5年，联邦政府继续致力于締结一项在全世界全面禁止 

化学武器的条约。它坚信，任何权宜之计都无法取代这种持续不断的努力。 

根据联邦政府关于通过谈判在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 达成合作解决办法以便对和 

平的卫护发挥持久作用的政策，我建议我们几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范围 

内加入会谈，以便讨论在締结全世界全面禁止化学武器条约方面仍未解决的问题。 

通过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我们几国政府必能为促进正在日内瓦进行的谈 

判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645 

28 October 1985 

CHINESE 

Original:AEABIC,CHTHESE, 

ENGLISH,PEENCH, 

RUSSIAN,SPANISH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常任代表1985年10月28日 

致函裁军谈判会议主席，送交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 

政治协商委员会1985年1 0月22日至2 3日在 

索菲亚举行的会议所通过的声明文本 

谨此送交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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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囯和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囯联盟最高级代表在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1 9 8 5年1 0月 

2 2日至2 3日于索菲亚举行的会议所通过的声明文本。 

谨请将此信及声明文本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加以散发。 

常 任 代 表 

【斯坦丁 ‧特拉洛夫 

大 使 （ 筌 名 ） 

G3. 85-6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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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_ l 

1 9 8 5 ̂ 1 0 月 2 3曰 

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员会 ' ^索非亚发表的声明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德葛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岁马尼亚社会主 

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 

义共和国的最高级代表于J 9 8 5 年 i 0月 2 2日和2 3日在索非亚集会，举行了 

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两委员会会议，详细审査欧洲局势，^交抉了对整个国际关 

系的各项关鍵问题的宥法，其中特别注意到致力于消除核威脉和增进和平的逗切工 

作。此外，就进一步发展华沙条约^员国I曰J合作有关的谷项紧要问题也进行了有 

用的讨论。 

与会人员认识到他们肩负为本国人民和世界入类寻求和平的重任，并由于他们 

希望^极突破目前国际关系中令人警惕的发展，从而在会议中联合声明如下： 

、 

近年来国际紧张局势急剧恶化，事态的发展，已使全世界逐渐到达不可收舍的 

地步。 

军备竟赛急剧上升。美国在若干西欧北约国家布署中程核导弹已经适成欧洲 

大陆新的危险局势，并迫使、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相应憎施。 

特别令人感到担忧的是车备竟譽壹延到外层空间的威胁，这种威胁会动全面 

战略情势，并使外空成为人类致命危险的新场所。 

情势日趋紧张和战争威胁的根源都深植于帝 i l主义的政策，而主要是美国的政 

策，它毫不隐藏取得军事优势以便将它的;t愿強加其他人民和国家的企图。 

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华沙条约成 i国都不会牺牲它们本国人民的安全。它们 

不寻求军事优势，但也不接受它国的军事优势。它们坚9t反对军备竟赛和军备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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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的升级，并主张它们拥护以最低水平维持力量的平衡。 

它们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一贯并将继续是消除核战争的威胁，降低军事对峙的 

氷平，并以和平共处和缓和的精神发展国际关系。它们首先认为，蒽识形态的差 

异不应介入(1际关系，从而危及国际关系的稳定，并认为今日比以前更需要所有国 

家尤其是致力于国际局势正常化的所有力量的积极合作。这就是华沙条约成员国 

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捷出的各种建议的目的。拥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 

政治对话、头脑清醒人士的声明、反战运动和所有和平力量的活动都显示俠复绂和， 

并扩大到所有国际关系领域.这种情况就极有可能达成可靠的安全和合作。 

要扭转这种局势就必须停止大国政治和对崎。所有国家都必须严格遵守尊重 

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便用武力、不佼犯边界和《jîl 土完整、和平觯决 

争端、不干预它国内政、平等楚原则，以及其他所有SI际晋逦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恶意诋毁中伤，曲觯这个或那个国家局势及其政策也是不允许的。干预它国人民 

内政和从事国家恐怖主义政策是％全不合法的。无人可使犯每一个国家自由选择 

它愿意生活和工作的社会政治制厪的主权权利。 

槁好国际事务需要采取相应今日世界现实情况的新的政治逑径，也铕要相互答 

忍。因此，必须采取紧急指施，以便悴止军蚤竟赛，并防止车备竟大到外层 

空间，尤其应大幅度裁减军备和核武器。在这方面，与会入员极重視苏美在日内 

瓦有关战略和中程外空和核武器的各项问题的会谈。与会人员支持苏联的建设性 

立场，期望实际上成功地扭转外S军备竟赛和中止在地球上进行军蚤覔賽的工作， 

并支持苏联的重要新倡议，即有关苏联和美国达成协议^全禁止外空攻击武‧ ̂和其 

正减少能相互到达^方领土的核武器5 o%mHo 

社会主义联盟各国领袖认为，即将召开的苏美高峰会议应有助于缓和目前世界 

危险紧张局势，降低战争的威胁，达成相互能接受的停止军备竟赛的觯决办法和作 

出实现找军的真正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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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目前事态的苊险发展和降低欧洲的军事对峙，是消除核威胁的工作重点。 

欧洲安全如同壑个国际安全一样，不能依靠军事手投或武装力量釆达成。欧洲大 

陆的稳定和平只有通过缓和、裁军、建立信任和发展国际安全才能取得。 

目前必须不再进一步在洲大陆W署核武器，并开始裁减这些核武器。华沙 

条约成员国坚，、赞成排除整个欧洲大陆的核武器，不论是中程核武或战木核武器c 

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有助于迅速相互裁减^洲中程核系统，这种步骤可通 

过单独的协定来达成，而不罝接涉及S间和战咯车备的各项问题。 

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苏联单方面采取的咅蒽行坊，包括暂缓在欧洲布着中程 

苏联导弹和取消苏联为美国派驻在欧洲的中程导弹而额外装设在7力、联欧洲部分^内 

同量SS—2 0型导弹的战斗任务。 

—在目前阶段，对欧洲大陆所有国家而尤其对北约和华约条约成员国极为亶要的 

是，、极致力于裁减和销毁欧洲核武器，使这些事务的谈判取得成功和防止核战争。 

目前正在其领土布署或计划布署中程核导弹的那些国家对欧洲的命运和全世界的和 

平都承抠巨大责任。 

在会议上，与会各国充分支持在欧洲大陆各个地区建立无核武"^区的倡议，具 

体而言，支持在北欧和巴尔干各国建立无核武器区，并在中欧划分北约和华约条约 

各国边界的地区设立无核武器走廊。 

与会各国回頋其向北约成员国出而目前仍然有效的举竹下列各项问题直接会 

谈的提案： 

一締结一项互不使用军事力量和华沙条约和北约成员国间保持和平关系的条 

约，这项条约也应对所有有关的欧洲国家和其他有关国家开放； 

一不增加并裁减军事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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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欧洲没有化学武器。 

他们支持德蒽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设立中欧无化 

学武器区的努力。 

华沙条约成员国希望相互裁减中欧军队和军备的维也纳会谈尽早取得协议，并 

建议开始裁减苏联和美国部队。 

他们呼吁在不久的将釆举行的斯德哥尔犀会议中制订具有政治和军事性质的重 

要的相互辅助揞施，以期建立欧洲的信任和安全。 

经济互助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共同*成员S之间建立直接商业性的关系，并就 

各项具体问题进行相互接触，这有助于欧洲合作和购个组织之间的两业和经济联系。 

要求重新订定欧洲各国的边界或修正其社会政治制厪的呼吁有适于增进信任和 

相互了解，和欧洲睦邻关系。后欧洲边界是不審便犯的。任何直接或间接t t 

犯这些边界的企图都等于破坏欧洲和平秩序的基础，苊害谷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尊重目前领土和政治现况是欧洲各国取得正常关系的必要先决条件。 

在这方面，指出了复仇主义力量尤其是德寫志联邦共和国境内复仇王义力量复 

活的危险。宫方或其他人士一一不论在何处一一对复仇主义的鼓励都适反确保欧 

洲大陆和平、绫和和合作的利益，也与1 9 7 0年代签订的各项条约和协定及赫尔 

辛基《最后文件》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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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强调指出了十年前举行的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领导人会议的巨大重 

要性，该次会议通过了在欧洲建立安全和合作关系的最重要IT;则和条款<JM^议雄 

辩地表明，各国都愿意以现实主义的政策和诚意来考虑每一个国家的正当利益。那 

个会议的《最后文件》洋溢着缓和的精神，最近各国外交部长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会 

议证明，它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现在仍然可以当作开展欧洲合作的长期纲领。 

当前，极其重要的是.为了改善欧洲大陆上的气氛和加强互相信任，必^在这 

个基础上，在欧洲各国之间加紧开屣各种形式、各个层次的政治对话。参加本次 

会议的国家表示，它们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西欧囯家一起寻求新的经济、 

科学和技术合作方式。它们还决心促进在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其 

他方面的合作。它们一致宣布.它们赞成在這当顾到各国主权的前提下，在一切 

领域促进和保障人权。 

《华沙条约》缔约国将继续建设性地参加全S!i:洲范HI的各个论坛的工作，包括 

参加目前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文化论坛。它们打算继续努力，使在赫尔辛基发动起 

釆的多边过程能够均衡地棕、步发展。它们认为.订于1 9 8 6年在维也纳举行的 

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与会国会议将会被要求在这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 

参加本次会议的国家一致主张，《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所有签署国都应该实 

行该文件所载的一切原则和条款。在这样的基础上发餍各国间的关糸，将有助于 

使欧洲得到持久和平及实现互利合作。 

我们时代的首要任务.是要制止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并进而实行裁 

军。 

苏联和美国如果能够实行若干优先措施，对这项任务将能作出直大的实际贡献。 

为此，首先要做的.是停止空间攻击武器包括反卫星系统的发屣、试验和部署工作, 

将现有的核军备冻结在目前的数量水平.并尽量限制其进一步更新，同时停止发展、 

试验和部署新类型的此种武器，以及中止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即使苏、美两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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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就涉及到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全部问题整体地成协议，也可以先采取了这些 

步骤再说。 

为了遏止核军备竟赛，迫切需要实行的另一项揞施是禁止一切核鑤炸。会议 

对于苏联寬布单方面皙停核爆炸表示支持。现在主要是宥美111；|:么说了。 

为了;々到同一目的，苏、美两国还可以互相承担义务，不将核武器邵署到目前 

没有极武器的il家境内，而对于已经装有核武器的gi家，则不增加其核武器贮存童 

或予以更新。 

苏、美两国还可以做个好榜样，停止非核军备見赛。 

与会者5拿议苏、美两国承袒义务，不发屣和制遣新类型的、其破坏性与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相类的常规武器c 

它们还建议，苏、美两国将它们的军队，包括在本国国境以外的车队，冻结在 

1 9 8 6年1月1日的水平。 

如果苏、美两国从下一财政年埂开始，厌方都不提高军费预算，那将是从所有 

各方面限制军备竟赛的一种有效措旌。 

会员表示支持苏联提请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审议的关于"在外层空间非军 

事化的条件下对其作和平利用的国际合作"的新提i;!L 这一直要倡议如能撙到实 

行，将使人类得到可靠的保障，免于受到外层空间军备竟赛所带来的危害生命的影 

响，.而且它将使人类能够通过协调一致的努力，在科技发展方面取得决定性突飞猛 

进.走向新的高峰.从而造福所有囯家。 

本次会议的与会各国一贯坚决拥护全面彻底消除极武器；它们宣布，它们较早 

时提出的关于所有核大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全面禁止核试验、防止任何形式 

的核武器—步扩散的提议，现存-仍然有效。 

它们认为，不拥有核武器、或其国境内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完全有权利得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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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国际法律保障，保证不会有人对它们使用这种武器。 

在当前的情势下，彻底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包括尤其危险的二元化学武器， 

已成为日益重要而且迫切的一个目标。如果 I方都拿出现实主义^埂和诚意，这 

个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如何监督相应的国际协定的执行情况的问题也能够觯决。 

与会者认为，締订一项不扩散化学武器的囯际协定.将有助于为彻底桨止化学武券 

而作出的共同努力。它们愿意随时参加起蕈这样一项协定。 

参加本次会议的国家再次吁请举行具体谈判，以期达成在全球一级或区域一级 

限制和裁减常规武器以及遏止海上军备竟赛的协议。 

与会者还亶申了它们对于在国际范围上直新作出努力以期撖除外囯军事基地并 

从外国领土撖走军队这一问题的坚定不栘的立场。 

参加本次会议的国家认为，有必要加强现有的多边论坛一一日内瓦裁军谈判会 

议、斯德哥尔摩会议和维也纳会谈一一的效用，并针对那些与军备限制和裁军有关、 

但目前不是谈判主题的问题.展开能够带来成果的讨论。只要能同其他国家根据 

平等、同等安全的原则达成协定，与会各IS是没有一种武器不愿蒽加以败制、裁减 

或者从武库里拿出来永远销毁的。 

《华沙条约》缔约国对于一切有关军备限制和裁减问题的建设性倡议，向来都 

极为关注地予以考虑。们今后仍将继续这样傚。 

参加本次会议的社会主义囿家吁，象联合国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论坛，应 

对制止军备竟赛和实现裁军的努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四十年前由反法西斯联盟各国成立的联合国.宗旨是欲免当代和后世冉遭战祸， 

并维持和平及安全。现在，联合IS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其任务是充分执行 

作为各国防止战争的活动的协调中心的使命。《联合国宪章》所昭示的崇高宗旨 

和原则必须严格遵守，这是维护和平的必要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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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吐会主义共和囯、德蒽志民主共和111、匈 

牙利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ii、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的最高级领导人就其他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时，都强调指出，参加本次会议 

的©家愿意同有关各方积极合作.以期尽快觯决现有的冲突，并防止在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出现造成紧张局势的新温床。 

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在当前的紧张的国际局势下，每一处地方性的冲突都有升 

级成为大规模的甚至全球性的冲突的危险。因此.必须果断地制止帝主义武力 

千涉他国内政的政策和各种侵4行为，以和平方式觯决国家间的冲突和争端，并充 

分專直各S自行决定其命运的权利。 

《华沙条约》締约国支持拉丁美洲国家争取独立和社会经济逬步的斗争。它 

们谴责侵犯尼加拉瓜的行为，并对正在党到直接军事千预威胁的该国表示声援。它 

们亶申对社会主义古巴的支持，该国也仍然是一个受到威胁的对象。 

中美洲问题能够、而且必须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迺过没有干预、威吓和 

压力的政治手段予以解决。 

与会者表示坚信，要想全面、公正、持久地觯决中东间题，所有有关各方必须 

共同勞力.觯决的基础是以色列将军队充全撤离它自1 9 6 7年以来所占领的所有 

阿拉伯领土，让巴勒斯坦的闸拉伯人民行使其合法权利，包括自决和建立自己独立 

国家的权利，并保障该地区所有国家独立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一条实际可行的途 

径是由联合国主持，召开一个由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所有有关各方参加的 

中东问题国际会it 阿拉伯各囯与巴勒斯坦运动加强团结，将有助于中东问题的 

觯-决。 

黎巴嫩的国内间颗由黎巴嫩人民在民族和谐、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 

础上予以解决，尽快结束伊朗、伊拉克之间的战争，以及把波斯湾地区的局势稳定 

下来，将有5^于推进世界上这一个角落的和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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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强调，必须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考虑到在符合两族的合法利益及维护 

塞浦路斯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不结盟国家的基础上通过 

谈判来谋求塞浦路斯问题的公平政治解决。 

与会者支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通过联合国秘书长的私人代表的调解，以谈判的 

方式达成政治解决的努力。 

与会者又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和倡 

议，以期争取朝鲜的和平与民主统一， 

促进亚洲和太平洋流域的和平与合作、以政治方式解决东南亚的问题以及加强 

上述区域的互信与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把印度洋建为和平区及为此目的举办一个国际会议是一项迫切事务。 

南太平洋国家设立无核区的努力是符合世界安全的利益的。 

分析了南非的局势后，与会者表示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争 

取自由和独立的无私斗争，并且立即强调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重要性。与会者坚决 

谴贲南非共和国执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对非洲土著人民实施大规模镇压，并坚持终 

止对比勒陀利亚种族政权的任何支持。它们坚持；帝国主义部队对安哥拉和南部非 

洲其他国家进行的侵略行动、干涉和军事干预应当终止。 

华沙条约成员国支持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议，内称联合国大会第四十 

届会议应当通过一项给所有国家的呼吁，吁请处于冲哭状态下的国家立刻停止武装 

行动和开始举行谈判，并且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以政治方式解决冲哭和争端。 

注意到不结盟运动在国际事务中曰益发挥重大作用。出席会议的社会主义国家 

充夯尊重不结盟运动的独立性及该运动所遵循的原则，愿意继续与不结盟国家为消 

弥战争威胁、争取裁军与和平、缓和紧张局势、抵抗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争取 

国家独立和解决国际经济问题方面进行积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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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强烈主张经济、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国际关系正常化、消除各种人为障碍和 

差别限制、通过经济关系中的建立信心揞施、争取在公正和民主的基础上重建整个 

国际经济关系、促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和消灭落后状态。 

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问题是新老殖民主义所遣成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引致国际生 

活节外生技，必须迫切予以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呼吁建立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秩序， 

这不应成为施加政治压力和干预内政的工具.与会者赞成各国尽快在联合国范围内 

展开实质的认真谈判，寻求所有重要国际经济问题，包括外债问题在内的全球性公 

平解决办法。 

华沙条约成员国认为，确保和平与囯际安全、制止军备竞赛和迈向裁军与人类 

面对的其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 jyi l经济落后状恣、消除饥饿、贫穷、疾 

病和文盲等多方面的问题、r，&人类在能源、原料和粮食资源的曰益增加的需要、 

保护环境以及为和平目的征服世界各地的海洋和外层空间。 

假如国际社会不能展开协同努力来觯决这些问题，必然会进一步恶化，并且成 

为国际紧张局势的新的温床。停止军备竟赛、大幅度裁减军事开支（尤其是军事力 

量最大的国家）和将节省的部分经费用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需要等方面， 

都是圆满解决这些问题的先决条件。 

由于科技革命的成就和人类经济生活的不断国际化，因此能够执行关于研究和 

发展的国际方案，以期研制能够大幅厪提高生产力的新设备和技术。但是，如何制 

订这些方茱的目标是很重要的。与会者认为，在当前的条件下的科技国际合作，应 

当完全以和平为目标，并且应具有全球的特性。这是确保人类天才创造的新成就不 

会成为各国争夺对象的最有力保证，反之，它将为人类的集体利益服务。可以制订 

这个领域的一个全球性联合方案，目的在于使用电子学、自动机学、生物技术、核 

'子物理和现代科技的其他主要学科来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与会国宣称，各国准备 

对这个方案的起草和执行作出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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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共同的重大利益和建设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目标，并且抱 

着马列世界观，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它们之间加强团结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因此， 

与会者强调华沙条约国家的军事联盟和政治联盟产生极端重大的作用；华沙条约在 

过去三十年来一直可靠地捍卫兄弟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这一事业正是维护欧洲和 

平，乃至世界和平的重大要素。 

联盟国家一致决定延长华沙条约的有效期，说明了它们决心巩面其友好合作关 

系，并决心在国际事务中按照协商的方针展开共同的努力。 

华沙条约成员囯一如既往，继续以顺利调和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为基础，一贯 

奉行加强各领域的有效相互合作的方针。它们愿t:共同作出更大努力，务求逋过加 

速科技进展的方式促进兄弟国家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并促进其人民更为繁荣昌 

盛。它们极为重视尽快执行促进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的措施，极为重视加强经互 

会成员国经济首脑会议制订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尤其是优先领域的一体化。 

与会者表示，决心进一步扩大彼此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验交流，尽可 

能促进兄弟党之间的接触并促进各国政府和议会、各部司、公共组织和工人队伍间 

的关系.它们打算扩大科学、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合作，鼓励扩大旅游和人民的就地 

接触与交流。 

出席会议各国坚信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往来符合它们本身的利益和整个世界社 

会主义体制的利益，因此，将继续促进与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各方面的关系。 

为此，它们宣布，它们愿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促进和平与社会主义及反对帝国-

主义的斗争中的行动，进行联系。 

与会者提请各方注意一项事买：欧洲分为敌对的军事集团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所选择的。但是，只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集团和对洲及世界和平的威胁仍然 

存在，则社会主义国家将增强其防卫联盟。同时，它们重申愿意同时解散华沙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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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迈出的第一步，应先觯散其军事组织。 

与会者在索非亚会议时，强调了爱和平国家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 

国主义一事具有全球性的重大历史意义，世界各国人民都广泛庆祝胜利四十周年。 

从历史经验反映，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各国人民为维护自由和独立而战斗的 

决心；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任何企图必然失败；各国人民应当注意帝国主义集团酝 

«立世界霸权的计划的阴谋，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另一种教训：包括不同社会制 

度在内的各国在反对侵略和战争的斗争中展开积极合作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 

的。我们一定要为这个目的起来战斗，而且事不宜迟，必须在炸弹滚滚而下和导弹 

自各方飞来之前开始. 

华沙条约成员国向欧洲和其他大陆各国政府和人民发出一项呼吁，请它们与华 

沙条约成玛国一道努力，参与消除人类面临全面毀灭危险的斗争，在尊重各方的合 

法利益的基础上，以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政治方式来解决一切国际问题，包括最严重 

和最复杂的问题。世界观、政治和其他信仰的差异不会对这方面造成障碍。如果和 

平力量积极团结起来，就能够防止核子浩劫，并且能够确保各国的无上权利：和平 

生存的权利、独立和自由发展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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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主席 

托多尔‧日夫科夫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代表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 

亚诺什‧卡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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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 

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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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人民共和国代表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沃伊伊赫‧雅鲁泽尔斯基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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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奥塞斯库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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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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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85年1 2月1 1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 

的信，转递对赫尔穆特•科尔先生来函的复信 

1985年1 1月8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政府发出了对赫尔穆特•科尔先生来函的复信，内容涉及这两个国家关于就建立欧 

洲无化学武器区而开始谈判的建议。复信建议，在赫尔穆特‧科尔先生提议的日 

内瓦会谈的同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外交部的代表进行协商。 

我们请求将所附的复信全文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文件加以印发。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常 驻 

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联 合 国 日 内 瓦 办 事 处 

代 表 代 表 

M 。维沃达大使 

(签字） 

H 。罗泽大使 

(签字） 

GE. 85-6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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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 

对赫尔穆特。科尔先生1985 

年9月27日来函的复信 

捷克斯洛伏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注意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总理赫尔穆特 

^科尔博士 1985年9月27日关于化学武器问题的来函。 

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所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一直积极促进并 

一贯主张在尽短时间内在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会议上制订并通过一项关于禁止研制、 

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以及在全球范围销毁化学武器的公约。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准备同意1 9 8 5年9月2 7日来函中所 

提的建议，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在曰 

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就化学武器问题进行会谈。在这一方面，捷克斯洛伐克社会 

主义共和国是从这一事实出发的：即应主要讨论全球性化学武器协定与区域性化学 

武器协定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此同时，可以谋求解决全面彻底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的这一未决问题。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坚信，由于存在着生产新的化学武器 

——二元武器——以及有可能在中欧部署此种武器的危险，必须坚定不移地利用一 

切可能性，采取区域措施。因此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共同建议，在中欧建立 

无化学武器区.此种措施不仅是对全球禁止化学武器的支持，而且还符合加强安 

全的利益，同时也是对缓和、裁军以及加强欧洲信任的积极贡献。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建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捷克斯洛伐 

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授权其外交部代表，在赫尔穆特 

。科尔博士所建议的日内瓦会谈的同时，开始为讨论有关建立无化学武器区的问题 

而进行协茼。至于协商地点及时间，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外交部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顺致最崇 

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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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赫尔穆特。科尔先生 

1985年9月27日来函的复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欢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博士在其 

1 9 8 5年9月2 7日的来函中对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全面协定表示兴趣。 

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所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一 

贯主张早日締结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以及销毁化学武器的公约。它 

积极参加有关委员会的工作并就如何解决一系列实质性问题II出了具体建议.正 

是由于这一原因，民主德国当然愿意讨论1985年9月27日来函中所提的建议: 

即联邦德国及民主德国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团就化学武器问题进行会谈, 

民主德国的立场是，此种会谈应集中于全球性和区域性禁止化学武器协定之间的相 

互关系。与此同时，还应谋求解决一些尚未解决的有关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 

问题。 

然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坚信，面对在中欧生产和部署新式化学武器—— 

二元武器——这一迫在眉捷的危险，必须不失时机地采取禁止化学武器的区域性措 

施。 

这就是为什么它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共同建议在中欧建立无化 

学武器区的原因，此种区域性措施不仅会促进在全世界禁止化学武器，而且还会 

为增强欧洲安全，对缓和、裁军及信任作出积极贡献。两个德国共同参加在炚洲 

中心建立无化学武器区，将是朝向确保永不从德国土地上发动战争，而只能从这里 

产生和平釆取的第一个具体步骤。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议，在按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博士所建议的代表 

团在日内瓦进行会谈的同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捷克斯洛 

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授权的代表开始就建立无化学武器区问题进行协商.协 

商时间和地点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来商定。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647 

20 December 1985 
CHUSESE 

ORIGIHAL: RUSSIAN 

1985年12月1 9日？^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常驻代表给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中转递1985年 

1 2月1 9日公布的一项声明，标题为 

"核爆必须加以禁止" 

谨向您转递1985年1 2月1 9日公布的一项声明，题为"核爆必须加以禁止". 

如蒙将该声明全文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分发.则不胜感激。 

苏联常驻代表 

大使 

西坦科（签名） 

GE. 8 5 - 6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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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爆必须加以禁止 

1945年夏天曼哈顿计划下产生的核武器一如阴魂降世；自此以来.人类便持 

续进行斗争，致力于限制并最终消除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消除核武器的斗争 

已成为一个国际性和充分普及全世界的运动，把代表各个社会阶层、意识形杰和职 

业的人士联合在一起。显而易见，利害牧关的是，必须根除地球上对生命的这一 

威胁，确保今后世世代代的和平将先 

核武器禁试是这一问题的重要组戍部分。众所周知，试验是促进核武器竟赛 

的一种推动力量.由于试验，新而更为可怕的核武器得以研制而成.也就是说， 

这种武器的"性能"不断得到改进.这反过来在数量方面加速了各种核爆炸装置 

的进一步积累，例如巡航导弹头、洲际弹道导弹、潜艇发射的导弹等等，形式各不。 

直到近来才透露出核试验的另一个极其危险的方面：在内华达基地的钻孔和地 

道里.美利坚合众国正在研制以核爆激发激光，以期将这种装置应用于"星球战争， 

针对这种策划，该国的战略专家目前正在忙个不停。 

简言之，核试验的持续不已不但加剧紧张和军事威胁，并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 

不信伍 

正由于这一原因，苏联自核时代一开始就始终并继续要求停止核武器试验。 

必须指出，苏联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囯家为此目的作出的努力并没有一事无成。 

1960年代初缔结的一项多边条约现已生效，该条约禁止在三个领域进行核试验. 

按照1974年缔结的一项条约，苏联和美国同意将核武器地下爆炸的威力限于150 

千>t。 1976年苏美条约还对和平目的地下核爆炸作出了严厉的规t 关于全 

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三方谈判（包括苏联、美国和联合王国）也取得了相当进 

展，禁试谈判涉及大气层、外空、水下和地下各种领域。 

不幸的是，1974年和1976年的条约至今尚未获得批准，但这并不是苏联的 

过失。三方谈判中断亦非苏联方面的任何行动造戍的. 

因此，全面停止核爆仍然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最紧急的问;^ 正如戈巴契 

夫所强调，"形势越向前发展-停止核试问题就越来越尖锐。尤其是，停试势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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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止新的核武器的出现并中止现有各种核武器的改进。因为如果不进行试验、不 

从事更新，核武库势将逐渐消失，核武器势将逐渐灭绝。最后，因为核爆炸减至 

数以百计.将不致损坏我们这个美好的地球.亦不致使我们对今后世世代代如何在 

地球上生存的问题曰益感到忧心忖忡"， 

世界公众舆论对核试验持续不已引以为忧以及要把核试中止的决心在来自不同 

大陆的六个国家——阿根廷、希腊、墨西哥、印度、坦桑尼亚和瑞典一的领导人 

的一项众所周知的呼吁中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呼吁苏联和美囯就共同停止核试验达 

成协议.他们还呼吁尽快締约一项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近来， 

联合国大会再次作出了类似的呼吁，一群莸得诺贝尔奖金的知名科学家就此问题 

向苏联和美国领导人作出的呼吁也在国际上赢得了广大的欢 

为了努力推动停试问题，苏联在今年夏天提出了一项重大倡议：从8月6曰起， 

苏联单方停止各种核爆炸并呼吁美囯政府也采取同样行动。一如当时所宣布，苏 

联的暂停有效期将继续到1 9 8 6年1月1日，但如果美国也赞同暂停，则可延期。 

苏联政府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想停止进一步扩大和改进核武库，因为这种情形 

已继续了四十多年.换言之，如苏美共同暂停所有核爆炸，则必将成为向消除 

核威胁的一大标志， 

苏联的决定已获得全世界的欢迎并继续获得广泛支持。但华盛顿方面的态度 

却不一样，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华盛顿方面设法引用各种各样的牵强理由， 

有时甚至提不出任何论点，对我们关于共同暂停的呼吁置之不現 但核武器的地 

下试验计划却在美利坚合众国加紧继续不已-

对这一切，人们不得不理所当然地感到不安。如果美国政府继续不顾呼吁停 

止进行核爆，则必将导致这样一种形势，即随着宣布的时限到期一事实上这已十 

分接近——苏联的单方暂停承诺即将停止生效。这方面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面 

对海洋那边的军事准备，苏联是不能牺牲其本身的安全利益以及其盟囯和友好的安 

全利益的。 

事实上，苏联人民根;*不愿意继续核领域的竞赛。但愿抓紧机会，利用苏联 

为停止核试验努力创造的有利前景，我们要重复，虽然剩下的时间已将尽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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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正确审慎的决定为时并不晚。 

必须明确认识到的是，如果真正有意促成核武器停止试验.对等暂停是不会遭 

到任何反对的，因这样做必能产生许多好处.在停止核爆这个问题上，当下即能 

产生具体结果，而且是可以察觉得出的具体结果。苏联和美国如采取这种联合行 

动，必显示巨大的政治意义：不但是对其他核国的一个明确表示，并将造成一个崭 

新的局面，大有助于促进日内瓦苏美首脑会议开创的过程，并大有助于采取切实可 

行的措施限制军备竞赛。 

如果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三方谈判能得到恢复，这种联合行动也无 

疑是真正迈向这一方向的另一大步.苏联愿意在明年一开始即刻恢复这些谈判。 

考虑暂停核爆问题时，西方的人们，尤其是在美囯，总想到监测方面的种种困 

I L 但众所周知的是，苏联和美国都具有高度精良的技术t向各方确保暂停得以 

遵照无误， 

切实执行监测的另一个保证是 如苏联刚才所作保证——放弃各种核爆炸， 

无论是军事目的或和平目的的核爆.要:试验场寂寂无声.在没有和平目的核爆 

的惰形下，任何一方都不会冒昧违反暂停承诺，因为没有一方愿意面对整个世界抠 

负这一妄动的重大政治责任， 

为加强切实执行监测一这是苏联直接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一苏联还表示支持 

采用国际视察制度这一想法。 

在这方面，或许可取用例如上述六H的提议，在它们的领土上设置特别视察站 

用以监测停试协定的履行。 

苏联还准备再迈进一步。如果能即刻订立关于核爆炸的对策暂停协定，苏联 

愿意与美囯就若干现场监测措施达成协议，以消除有关履行暂停承诺的一些可能疑 

虑. 

由此可见，监测问题并不是实现对等暂停协定的一个障碍。这方面的问题是 

完全可以解决的；苏联打算提出具体办法，使这个问题的解决能彼此接受。 

要使苏美共同暂停所有核爆炸协定成为现实，则必须具备下述条件，即必须有 

政治意愿迈向采取具体措施的途径.以限制军备竞赛，消除战争的威胁。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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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迈向体现日内瓦会议的积极成氣 

希望华盛顿方面对暂停问题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各国人民的利益，包括美国 

人民的利益在内，都迫切要求停止核试验.美国政府须抓紧机会响应各国人民的 

愿望.与苏联就共同暂停所有核爆炸一事达戍协议。 

>^ >^ >^ ^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648 
CD/CV/WP.128 

10 Janvier I986 
CHIHESE 

Ori g i n a l : FEMCAIS 

1 9 8 6年1月10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和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临时代办为转送罗马尼亚 

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托.日夫科夫关于在巴尔干地区建立 

无化学武器区的声明一呼吁书 

致，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我 们荣幸 地随函转上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保加 

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托‧ B夫科夫1 9 8 5年12月22日在布加勒斯 

特签f的关于在巴尔干地区建立无化学武器区的声明一畔吁书。 

我们谨请您作出必要安排，将该声明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散发。 

临 时 代 办 大 使 

L•波内斯库1签名） K ‧ 特拉洛夫 (签名） 

GE. 86-6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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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托‧S夫科夫 

关于在巴尔干地区建立无化学武器区 

的声明一》f吁书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 

务委员会主席托 ‧ 日夫科夫， . 

在调査了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有关加强欧洲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后，并对欧 

洲和全世界的持续严重紧张局势表示深刻的关切， 

观察到由于军备竟赛的继续及 试验、生产和部署新的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 

灭手段所引起的严重危险， 

强调需要尽一切努力使欧洲摆脱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重申他们的国家为使巴尔干地区成为一个无核武器区、一个和平与合作的地区 

而坚决工作的决心，并表示赞成为此目的提出的倡议和开展新的活动与主动行动， 

意识到近年来化学武器的研究、试验和生产继续扩大这个事实，并相信这进一 

步增大了毁灭地球上的文明和生命的危险性， 

考虑到缔结一项国际上有效的和可核査的公约将有助于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确 

认他们两国愿意参加此项准备工作，并欢迎在中欧建立一个无化学武器区的一切努 

力， 

热望为加强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 

声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强烈反对作为一种大规模毁灭手段的化学武器； 

地呼吁巴尔千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团结起来，并联合该地区所有国家共同 

努力，把巴尔千地区变成一个无化学武器区； 

建议毫不拖延地进行谈判以在巴尔干国家之间m—项禁止在它们的领土上试 

验、生产、获得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的协议。 

宣布巴尔千地区为一个无化学武器区将是使欧洲完全摆脱此类极端危险'的武器 

的一个重要步骤.并将有助于加强该地区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信任与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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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呼吁书的贯彻实行将为实现普遍和完全禁止化学武器以及销毁现有储存的 

努力作出有效的贡献，并将促进为此目的而进行的谈判。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确信，为 

使巴尔干地区不仅成为一个无核武器区，而且成为一个无化学武器区的声明一呼 

吁书，将得到该地区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积极响应，并确信对巴尔干地区、欧洲 

和全S: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及和平与安全的普遍利益的负责态度将超越制度上和其 

他方面的差别。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共和国主席 -国务委员会主席 

尼 齐 奥 塞 斯 库 托'日夫科夫 

>^ >^ >^ >^ >^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649 

20 January 1986 

CHINESE 

Origi n a l : RUSSIAN 

苏联代表给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随信附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 9 8 6年1月1 5日的声明。 

如萦你作出必要的安排，把这份声明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散发，我将表示 

感激。 

苏联外交部娈员、苏联 

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 

V*伊斯拉耶利安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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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合，尔‧戈尔巴乔夫的声明 

新的一年1 9 8 6年已经开始：这是重要的一年，可以说是苏维埃国家历史上 

的一个转折点，是举行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一年。is次代表大会将为下一 

个千年期之前苏眹社会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精神发展制定指导方针。它将通 

过一项加速我国和平建设的纲领-

苏共的一切努力都旨在保证进一步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 

在il际舞台上也需要使情况得到好转。这是苏联和全世界人民的期望和要求。 

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苏联政府有鉴于此，在新年伊始就决定采取若干带有 

根本性的重大外交政策主动行动。这些行动旨在最大限度地进国际局势的改善。 

采取这些行动是由于必须克服近年来B益增长的消极和对抗的趋势，必须为下列目 

标扫清道路：限制地球上的核军备竟赛并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核军备竟赛，全面减 

少爆发战争的1：险，并把建立信任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不可铁少的一部分。 

在这些主动行动中，最重要的是一项在一个明确规定的期限内在全世界彻底消 

除核武器的计划。 

苏联建议采取逐步和前后一贯的做法，在本世纪末之前的今后15年内实现和 

完成从地球上消除核武器。 

二十世纪把原子能作为礼物赠送给了人类。然而，人类智慧的这一伟大戍就 

却能转化为人类自我毁灭的手段。 

有没有可能解决is —矛盾？ 我们相信有可能。如果不加拖延地着手处理的 

话，寻找消除核武器的有效途径是一项可行的任务。 

苏联建议使人类免除核浩劫恐惧的计划应在1986年开始执行。联合国宣布 

今年为国际和平年又为此增添了政治和道义的激励力量。这里需要的是摆脱民族 

利己主义、策略考虑以及那些同维护最可贵的和平与安全的未来比较起来显得毫无 

意义的分歧和纠纷。原子能应仅仅用来为和平服务——我们的社会主义袓11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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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并继续追求这一百标。 

正是我国早在1 9 4 6年就首先提出了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的问题，并把 

原子能应用于和平的目的以造福全人类， 

苏联今天对于削减包括运载工具和弹头的核武器、导致完全消除这些武器的进 

程.具体说来有什么设想呢？ 我们的建议可以概括如下。 

一g—阶段。在今后五至八年内，苏联和美国将把能打到对方领土的核武器削 

减一半。双方为余下的这类运载工具各保留不多于6 ， 000枚的弹头。 

iff当然，只有苏联和美国都放弃发展、试验和部署太空打击武器才可能进行 

这样的削减。正如苏联一再警告，发展太空打击武器将使削减地球上核武器的希 

望破灭。 

作为在欧洲大陆清除核武器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将包括作出和执行关于完全消 

除苏美在欧洲地区的中程导弹一弹道和巡航导#——的决定。 

与此同时，美囯应承担义务不把它的战略和中程导弹转移到别的国家去，而英 

厘和法国则应保证不扩充它们各自的核军备。 

苏联和美国从一开头就应同意停止一切核爆炸，并吁请其他国也尽早停止核爆 

炸。 

我们建议，核裁军的第一阶段应涉及苏联和美国，因为应由它们为其他拥有核 

武器的国家树立榜样。日内瓦会晤期间，我们非常坦率地向美国总统里根说明了 

这一点。 

笫二阶段。32： —阶段应不晚于1 9 9 0年开始，持续五至七年。在这一阶 

段，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开始进行核裁军。首先它们将保证冻结它们的一切 

核武器，并且不把这些武器存放在别国的领土上。 

在这一时期，苏联和美11将按照第一阶段达成的协议继续进行削减，并采取进 

一步措施以消除它们的中裎核武器和冻结它们的战术核体系。 

苏联和美国在第二阶段完成了对它们的有关武器进行5 0%的裁减之！^，将釆 

取另一个巨大的步骤：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消除它们的战术核武器，即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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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活动半径）在1 ， 000公里之内的武器。 

在这一阶段，苏美关于禁止太空打击武器的议应成为多边的，应强制各主要 

工业国加入。 

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将停止核武器试验。 

将禁止发展基于新的物理原则、其破坏力接近于核武器或其他有大规模破坏力 

武器的非核武器。 

第三阶段应不晚于1 9 9
 5

年开始。在 i s—阶段，将完成消除一切余留的核 

武 器 。 至 1 9 9 9年年底，地球上将不再有核武器。将拟定出一项普遍性的协 

议，使这类武器永远不再出现。 ― 

我们设想的是，采取特殊措施销毁核武器，^除、改装或销毁运载工具。在 

这一方面，将就每一阶段销毁的武器数量、销毁的地点等等达成协议。 

对于进行销毁或限制的武器将通过本S技术手段和现场视察予以核査。苏联 

准备就任何其他附加的核査措施达成协议。 

我们建议的核裁军方案被釆纳后对于及边和多边谈判肯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个方案将定出明确的时间表和衡量标准，以及达成和履行协议的具体时.艰，并使 

谈判具有目的性和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这将打破军备竟赛的势头超过了谈判进 

程的危险趋势。 

总而言之，我们建议我们应以方都能接受和能够进行严格核査的协议为基础， 

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进入第三个千年期。如果美国政府真象它自己反复声称的 

决心致力于在世界各地完全消除核武器的话，那么现在就向它提供了一个实际的机 

会着手这么跋。与其把未来的十至十五年浪费于发展新的极其危险的太空武器一-

据说这样跋是为了使核武器失去效用，)g道开始消除这些武器最终吏它们降至零点岂 

不更明智吗？ 我重复一遍，苏联所建的正是这么做。 

苏联便请所有的人民和囿家，当然特别是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囯家，支持溢000 

年前消除核武器的计划。任何不怀偏见的人，，完全清楚地看到，如果这一计划得 

以执行，没有人会受损失，人人都会`#—到好【à?个问题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 

只能够也必须通过共同的努力予以解决。这一计划越早付诸实践，地球上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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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安全. 

根据上述精神和在核裁军计划领域再次采取一个切实步骤的愿望，苏轶作出了 

一项重要的决定。 

我们把1 9 8 5年1 2月3 1日到期的我国单方面暂停一切核爆炸延长三个月。 

如果美国也停止核试验，这一暂停的有效期将更长。这一倡仪的意义在全世界几 

乎是人人有目共睹的，我们再次建议美国加入这一倡仪。 

作出这个决定对于我们来说显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苏联不能无限期地对核 

试验表示单方面的克制。但是，涉及的利害关系太大了，所肩负的责任太重了， 

我们不能不以榜样的力量千方百计地设法影响其他人的立场。 

所有的专家、科学家、政治家和军人都一致认为，停止试验的确能堵塞使核武 

器升级的渠道。而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仅仅削减核武库而不禁止核武器试 

验，不能摆脱核威胁的困境，因为余留的武器将被现代化，而且还有可能发展更尖 

端、杀伤力更大的核武器，并在试验场上对这些新型的武器进行估评。 

因此，停止试验是走向消除核武器的一个实际步骤。 

我愿立即对以下这一点加以说明。任关于核查是暂停核爆炸的障碍的说法 

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亳不含糊地宣布，核查对我们不是个问题。如果美国 

同意在对等的基础上停止一切核爆炸，本国技术手段和通过国际程序一必要时包 

括现场视察一可以充分保证对是否遵守暂停试验进行必要的核査。我们邀请美 

国就此达成协议。 

苏联强烈赞成使暂停试验成为双边的、然后成为多边的行动。我们也赞成恢 

复苏、美、英关于彻底和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三方谈判。：a可以立即进行，甚 

至在这个月。我们还准备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范围内尽早开始禁止试验的多 

边谈判，由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参加。不结盟国家建议进行瘥商，以使1963 

年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的莫斯科条约也适用于该条约未作规 

定的地下试验。苏联也同1：这一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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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去年夏天以来，我们一直要求美囯效法我们，停止核爆炸。尽管舆论进 

行了抗议和提出了要求，华盛顿迄今还没有这样做。这是同世界大多数囿家的意 

愿相违背的。通过继续进行核爆炸，美国继续妄想追求军事优势。这一政策是 

徒劳和危险的，是有愧于当代社会所达到的文明水平的。 

在美国未作积极反应的情况下，苏联方面完全有权从1 9 8 6年1月1日起就 

恢复核试验。按照军备竟赛的通常"逻辑"，似乎应该这么做。 

但是，问题在于应该坚决摒弃的，正是这一臭名昭著的遝辑一如果它巧以被 

称为遝辑的话。我们正朝着这一方向再作一次尝试。否则，军事角逐的进程将 

成为一场雷崩，对事态的发展躭不可能进行任何控f'」。向核军备竟赛的力量低头 

是 不能允许的。那将意味着有悖于理智的呼声和人类求生存的本能。需要的是 

新的和大胆的做法，新的政治思想和提高对人类命运的责任感。 

现在美国政府再次有时间来考虑我们提出的关于停止核爆炸的建议，并对这些 

建议作出积极的回答。因为世界各茵人民期望华盛顿作出的正是这种反应。 

苏联向美国总统和国会、向美国人民呼吁。现在存在着一个机会，可以制止 

核武器升级和发展这类新武器的进程。不能错过 i s个机会。苏联的建议对苏联 

和美国一视同仁。这些建议无意蒙骗对方或使对方上当。我们打算走的是作出 

明智和负责的决定的道路。 

为了执行削减和消除核武库的计划，整个现有的谈判体系都应开动起来，并应 

确保裁军机制具有最高的效能。 

几天后苏美将在日内瓦恢复核和太空武器谈判。去年十一月我们在曰 

内瓦同里根总统会晤时，我们已就作为上述谈判议题的全部问题一即有关太空、 

战略进攻和中程核体系——进行了坦率的讨论。双方协议应加速谈判：协议不能仅 

仅停留在宣言阶段。 

我们悔指示在日内瓦的苏联代表团严格按照上述协议行事。我们期望美国方 

面采取同样建设性的做法，特别是在太空问题上。太空应保持和平，不应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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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打击武器。也不应发展这种武器。在这一方面要进行严格的控制，包括开 

放有关实验室进行视察， 

人类正处于新的外层空间时代的关键阶段。过去人们主要关心的是掌握粗大 

一些的棍子和重一些的石块，这种石器时代的思想现在该拋弃了' 我们反对外层 

空间武器，从我们的物质力量和智力来说，在被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苏联能够造 

出任何种武器。但是，我们充分！:识到我们对当代人和我们的后代所负的责任， 

我们深信，我们不应该带着"星球大战"计划，而应该带着全人类共同进行大规模 

的和平探索外层空间计划进入第三千年期。我们建议现在就着手为这种计划的制 

定和实施进行实际工作。这是保证我们整个星球的进步和为所有人逄立起可靠的 

安全体系的主要途径之一。 

要防止军备大到外层空间意味着必须消除大量裁减核武器的障碍。在日 

内瓦谈判桌上，现在就放着苏联关于将苏联和美囿的核军备裁减一半的建议。这 

将是导致彻底消灭核武器的重要一步，层空间问 ^可能性意味着不愿意停 

球上的军备竟赛。这应该以明确、直截了当的语言讲清楚。主张核军备竟 

赛的入也是"星球大战"计划的积极支持者，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仇视人民的 

利益的同一政策的两面。 

我现在谈一谈欧洲方面的核问题。不顾情理并在违反欧洲各国人民的民族利 

益的情况下，美囿的第一次打击导弹继续在某些西欧国家部署，这是令人极为关切 

的;句题。is个问题已经讨论多年了' 在些年间，欧洲的安全形势不断地恶化 

了。 

现在已经到了制止这种事态发展、大刀阔斧解决这一难题的时候了。 长期以 

来苏联一直建议，欧洲应该摆脱中程和战术核武器。这项建议现在依然有效。作 

为朝着这个方向走的第一个坚决步骤，我们现在建，，正如我已说过的，就在我们 

的计划的最竺阶段，在欧洲地区的所有苏联和美囿的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都应 

消除。在âl^瓦谈判中取得具体成果将t:i着赋予我们提出的在公元2 0 0 0年 

全面消灭核武器计划重要内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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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苏联认为，就在本世纪彻底消灭野蛮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一化学武器的任务 

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最近出现了某些有进展的迹象, 

但是，这方面的谈判是被无理地拖长了。 我们主张加强这方面的谈判，以便按照 

同里根总统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締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和销毁现有化学武器储备 

的、有效的并可核查的国际公约。 

在禁止化学武器的向题上，正如其他裁军问题一样，所有参加谈判者都应对情 

况重新看一看。我愿明确说明，苏联主张早曰全面消灭这种武器及生产这种武器 

的工业基地。我们准备适时宣布生产化学武器的企业的所在地点，停止生产化学 

武器，并随时准备着手制定销毁这种生产基地的程序，并在公约生效之后，进 

一步销毁化学武器储存。所有这些措施将在严格的监督（包括国际现场视察）下 

实施。 

还有一些其他中间步骤可以促进这一问题的基本解决，例如：可以签订多边协 

议，禁止将化学武器转让别囯及不准在别国领土上部署化学武器。苏联在其实际 

政策中，一贯严格遵守这些原则。我们号召其他国家学习一榜样，表现出同样 

的克制。 

五 

在清除各国武器库中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同时，苏联建议常规武器及武装力 

量也应协议裁减。 

维也纳谈判达成协议将标志这方面开始取得进展。今天，似乎正在出现一小 

轮廓，似乎有可能做出决定，裁减苏联和美国的军队，并进一步冻结中欧对峙及方-

武装力量的水平。苏联和我们的华沙条约盟国决心让维也纳谈判取得成功。如 

杲对方也有这种愿望， 1 9 8 6年就能成为维也纳谈判的"个里程裨。我们是从 

这样的理解出发的，如签订裁减军队的协议，当然会要求合理的核査。我们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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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核查.关于是否遵守冻结军队人数的诺言，除开使用国家的技术手段外，还 

可设立永久性核査站，监察是否有军队进入裁军区。 

我愿提到斯德哥尔摩关于在欧洲建立信任一与安全一措施及裁军会议这一 

重要讲坛。是设法阻止使用武力、阻止秘密备战，不论这种战争是在陆地、 

海上或空中哪里进行.这种可能性现在变得明显了。 

依照我们看来，特别是在当前形#下，参加按照《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应通报 

的大型军事演习的部队之人数应予削减，这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已经到了有效地处理该会议上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时候了. 大家都知道， 

会议的瓶子口是关于举行大型地面部队、海军和空军演习的通报问题。当然，它 

们是严重问题。为了有利于在欧洲建立信任，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要慎重。但是， 

如果现在不能全面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不设法先解决一部分呢？ 例如：现在可 

先就大型陆地和空军演习的通报问题M协议，将海军演习问题推迟到会议的下一 

个阶段再说。 

新的苏联倡仪中相当大的一^分是直接对欧洲讲的，这不是偶然的。为了能 

够 根 本 转 到 和 平 政 策 上 去 ， 欧 洲 可 以 起 到 一 种 特 珠 的 作 用 ， 那 就 是 重 建 

缓和。 

为此，欧洲已有了必要的、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历史经验。我们只需回顾一下， 

欧洲人和美国与加拿大曾共同努力制定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这-就够了。 如 

杲在如何对待和平、合作与国际信任的问题上需要一个新思想、新政治心理的具体 

而生动的榜样的话，《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充当。 

六 

保证亚洲安全对亚洲的一个大囯苏联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苏联关于在本世纪 

末消灭核武器和化学武器计划与亚洲大陆各囯人民的感情是相符合的；对亚洲各囿 

人民来说，和平与安全问题之迫切性并不比:12：—问题对欧洲人民的迫切性小。从 

这一点来说，令人不能不想起日本及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二城市曾遭到核弹的轰炸， 

^南则曾是化学武器袭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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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高度欣赏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印度及不结盟运动的其他成员国提出的建设 

性倡仪。我们认为，亚洲的两个核大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承担不首先 

使用核武器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计划付诸实行将从根本上改变亚洲局势，将使处于地球这一部分的国家 

解除对核战争与化学战争的恐惧，并将把这一区域的安全在质量上提高到一个新的 

水平。 

我们认为，我们的计划是和所有亚洲国家一道，为了在这个大陆建立一个可靠 

的、持久的和平体系寻找全面的解决办法做出的贡献。 

七 

我们的新建议是向全世界提出的。倡议«积极措施停止军备竟赛与降低军备水 

平是对付日益加剧的世界问题，制止人类环境的日益恶化，寻找新能源及向经济落 

后、饥饿与疾病做斗争的必要的先决条件。黩武主义一要武装而不要发展——所 

强加于人的模式必须用与它相反的模式——为发展而裁军——所代替。快要勒死 

几十个国家和不止一个洲的上万亿美元的债务绞索是军备竟赛的直接后杲。每年 

从发展中国家身上吸取的2500多亿美元正与美国庞大的军事预算数额相等。这 

两个数额之相吻合决不是偶然的。 

苏联希望每项限制和裁减军备的措施，每个消灭核武器的步骤，不仅给各国带 

来更大的安全，并且使它们有可能为改善人民生活拨出更多资金。寻求扭转落 

后局面，达到工业发达国家水平的各国人民因负外债而依赖帝国主义；这种债务正 

在使它们的经济枯竭。他们将摆脱这种处境的前景和限制与消灭武器，缩减军事 

开支，将人力物力用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目的联系起来，这是很自然的'这个主题 

无疑将在明年夏天在巴黎举行的国际裁军与发展会i义上处于最突出的地位。 

苏联反对使裁军措施的实行从属于所谓区域性冲突。那样做的原因是不愿意 

走裁军的道路，并企图将与主扠国家亳无关系的东西强加在它们头上，以便维持这种极 

端不公道的局面，即某些国家以牺牲别国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为了某些国家或侵略 

自私的帝国主义目的而剥削别国的天然资源和人力及精神资源。苏联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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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既往，继续反对这样做。它将始终如一地继续主张给各国人民以自由，主张和 

平、安全与加强11际合法秩序。苏联的目的不是煽起区域性冲突，而是通过在公 

正的基础上进行集体努力，消灭冲突，而且越快越好， 

今天，主张和平的话说得不少了，真正缺少的是加强这些话的具体行动。情况 

往往是用和平的言辞掩盖战争准备和强权政治。甚至有的从高大的汫台上讲的一些话 

实际上用必肖灭对今天的国际关系起到有益作用的新的"日内瓦精神" '不仅 

有言论/并且还有明显地为了挑起仇恨和不信任，重新引起对立的行动，这与缓 

和是完全相悖的. 

我们不要这种行为和思想。我们希望1 9 8 6年不仅仅是一个和平之年，并 

且是将使我们在和平与核裁军的标志下达到二十世纪终点的一年。我们提出的一 

整套新的外交政策倡仪是为了使人类能在和平之天空，与和平之外层空间下走向公元 

2 0 0 0年，而不用担心核武器、化学武器或任何其他能消灭人类的威胁，并且对 

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充满信心。 

苏联为了和平和改善整个国际局势所采取的新的坚决措施表明了我国对内、对 

外政策的实质与精神和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它们反映了弗、伊、列宁所强调的 

根本的历史法则。全世界都看到，我国高举伟大的十月革命在我们的星球上升起 

的和平、自由与人道主义的旗巾只。 

在维护和平，抵救人类免于核战争威胁的问题上，任何人都不应抱漠不关心或 

超然的态度。这个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每个国家不论大小，不论社会主义或 

资本主义国家，都可做出重要的贡献。每个负责的政党，每个社会团体和每个个 

人也能做出重要贡献。 

没有任何别的任务比团结一切力量来完成这一崇高目标更为迫切、高尚和富有 

人道意义了。 这项任务应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而不要推给接替我们的人的肩 

上。这是我们时代的迫切任务。照我说，这是一项历史责任重担，需要我们在 

从现在起到第三千年期开始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 

和平与裁军的道路将继续系于苏联共产党与苏维埃国家的外交政策。在积极 

遵循这条道路行进中，苏联准备同抱理性与善意的态度，对保证人类享有没有战争、 

没有武器的未来具有责任感的一切人广泛合作。 

) ^ `f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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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为转送大会第四十届会议通过的有关 

裁军问题的决议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函 

(日期 1 9 8 6年2月1B ) 

我荣幸地转送上大会第四十届会议通过的赋予裁军谈判会议以具体责任的决议 

这些决议的有关条款详见附伴， 

为供你们会议的参考，我还荣幸地转送上大会第四十届会议通过的其他有关裁 

军问题的决议和决定。 

此外，还有一些大会第四十届会议通过的有关裁军问题的决议也列入附件中。 

J . P.德奎利亚尔（签字） 

GE. 86-6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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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关于裁军问题的决议 

(a}将一些具体责任委托给裁军会议的决议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通过了下列将具体责任委托给裁军谈判会议的决议： 

40/6 "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武装侵略及以色列侵略对已确立的 

关于和平利用核能、不散核武器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制 

度的严重后杲" 

40/80 A "停止一切核武器试爆" 

40/81 "迫切需要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4 0 / 8 5 "締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 

强无核武器11家安全的11际公约" 

AO/
86 "締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II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 

效国际安排" 

40/87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40/88 "关于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大会第59/60号决议的执 

行情况" 

40/90 "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40/92 A "禁止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 

40/92 B "化学武器和细^ (生物）武器" 

40/92 C "化学武器和细苜（生物）武器" 

40/94 B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40/94 G "禁止生产武器用核裂变材料" 

40/94 J "裁军领域内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赛的进一 

步措施" 

40/151 F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40/152 A "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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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52 C "核武器的一切方面" 

40/152 D "综合裁军方案" 

40/152 H "禁止核中子武器" 

40/152 J "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议的执行情况" 

40/152 L "审查和评价《宣布1 9 8 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宣言》 

的执行情况" 

40/152 M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40/152 N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40/152 P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40/152 Q "防止核战争" 

应特别提请会议注意这些决议的下列条款： 

(1) 第40/6号决议执行部分第9段要求裁军谈判会议，继续谈判，以期立即就 

禁止对核设施发动军事攻击缔结协定，以利于促进和保证和平利用核能的安全发展。 

(2) 势O/SO A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呼吁裁军谈判会议全体成员国，特剁是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的三个保存国，在1 98 6年会议开始时就促进会议成立特设委员会，负责就彻底 

停止核试爆条釣进行多边谈判；执行部分第6段建议裁军谈判会议指示此特设委员 

会成立两个工作组，分别负贲处理下面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a)第一工作组—— 

条约的架构与范围；（b)第二工作组一遵守与核查。 

(3) % AO/SI号决议执行部分笫4段敦促裁军谈判会议在1 9 8 6年会议开始 

时就设立一个专门处理题为"禁止核试验"的议程项目10^^委员会，以便按照下 

面的工作计划，开始就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谈判：-(a)范围 H 全 面 禁 

止在任诃环境进行核爆炸；P关于为和平用途进行核搌炸问题；（b)核査 

H核查对全面禁试的至关紧要性；-(=)影响核查需要的各项 S素；曰监测遵守 

的手段；a.国家技术手段；b.国际地震监测纲；一、确定监测遵守的能力；二、 

建立和改进该纲的步骤；三、建立、试验和管理该纲的体制、行政与经费安排；四、 

与有效的核查系统的关系；C.其他手段，包括国际大气层放射性监测纲；i，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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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视察；（^特定核查问题及解决办法，包括：a.监测大面积大陆块问题；b 

可能规避方法； c .化学爆炸； ( C )遵守 H协商与合作的程序与途径；（=) 

协调机构，例如，专家委员会；曰协商委员会；1®由于怀疑与违约引起的一系 

列行动，包括申诉程序；执行都分第5段进一步敦促裁军谈判会议：（a)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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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工作，以便 

立即釆取步骤，在尽可能广泛的参与下，建立一个国际地震监测纲，从事确定监测 

纲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遵守情况的监测与核查能力；（b)着手详细调查对全 

面禁试条约遵守情况的其他监测与核查措施，包括监测大气层辐射性国际监测纲； 

执行部分第6段敦浞裁军谈判会议全体成员国，特别是核武器11家，为了完成任务， 

特别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最后宣言中所要求完成的任务，在 

会议上合作；执行部分第7段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进度报 

告， 

(4) 第40/85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继续探索各种方法和 

途径，来克服在进行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11际 

安排的谈判中遇到的困难；执行部分第3段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在1 9 8 6年会议上 

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积极审议，方法包括尽早在可行情况下分别就有关议程项目重 

新成立特设委员会，以期缔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文书。 

(5) 第40/86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虽然指出制 

定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办法存在许多困难，但是在原则上不反对締结关于保证不对 

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这一主张；执行部分笫4段建议进 

一步加紧努力探求这样一项共同办法或共同方案，并进一步探讨其他的办法，特别 

是包括裁军谈判会议上审议过的那些办法，以克服困难；执行部分第5段建议，裁 

军谈判会议应积极继续进行谈判，以早日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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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考虑到对缔结11际公约的广泛支持和旨 

在实现同一百标的任何其他提案。 

(6) 第40/87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重申，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裁 

军谈判会议应在締结一Wff适当B!i^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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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协定的谈判中发挥首要作用；执行部分第7段请裁军谈判会议把防止外层空间 

军备竟赛问题作为优先问题审议；执行部分第8段也请裁军谈判会议计及一切有关 

提案，包括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特设委员会1 9 8 5年会议和大会苐四十>i会议 

上提出的提案在内，加紧审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一切方面的问II；执行部分第 

9段进一步要求裁军谈判会议于1 9 8 6年会议开始时，再度设立特设委<会，并 

赋予充分职权，以便它为締结一项或在适当时缔结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一切方面的协定进行谈判，执行部分笫10段敦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 

利坚合众11本着建设性的精神加紧进行它们之间的及边谈判，以早日达成防止外层 

空间军备竟赛的协议，并且将它们的;^边会议进展情况定期通报给裁军谈判会议， 

以利会议工作，执行部分第1 3段请裁军谈判会议将其对此题的审议情况向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作出报告。 

(7) 第 4 0/ 8 8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敦便裁军谈判会议立即就禁止核武器试验 

多边条约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适当的核查措施，着手进行谈判以及时准备好一份 

条约草案。该条约草案应有效地禁止所有国家在任何地方进行的一切核武器试爆， 

其条款应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并能防止采取为了和平用途进行核爆炸的手段避过禁 

令. 

(8) 第40/90号决议执行部分笫2段请裁军谈判会议按照目前的优先顺序，在 

定期开会的专家小组的帮助下，对禁止研制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此种武器的新 

系统问题不断加以审议，以便在必要时，对辩明的这种武器进行具体谈判提出建议； 

执行部分第7段请裁军谈判会议对所取得的工作结果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 

告，以供审议. 

(9) 第40/9 2 A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敦促裁军谈判会议加紧进行化学武器特 

设委员会内的谈判，以便尽早就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达成协议，并为此目的，加紧进 

行这项公约的起草工作，以便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 

ao)第40/92 B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再次促请裁军谈判会议作为高度1 尤先事 

项，考虑到一切现有提案和今后的倡仪，于其1 9 8 6年会议期间加紧就全面有效 

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进行谈判，并进一步加 

紧努力，例如在这一年中增加它用来进行此类谈判的时间，以便尽早完成1、约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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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制定工作，并为此目的，恢复具备其1 9 8 5年任务规定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 

执行部分第4段请裁军谈判会议将谈判结果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ai}第 4 0/9 2 C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敦促裁军谈判会议加紧进行关于締结彻 

底有效禁止化学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及销毁这种武器的多边公约的谈判. 

03第40/94 D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关于在19 8 6 

年会议开始时重新成立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建议，该特设委员会的报告之附件 

应作为进一步工作之基础；执行部分第3段承认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1 9 8 5年 

完成之工作是对委托给它处理的问题之解决做出了进一步贡献；执行部分笫4段请 

裁军谈判会议考虑到向会议提出的一切有关提案，继续就此问题进行谈判，以早曰 

完成其工作，谈判结果应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IB报告。 

( 1 3第 4 0 / 9 4 G号决议的执行部分请裁军谈判会议在其关于题为"核武器的一 

切方面"项目的工作的适当阶段，继续审i义可予充分核查的停止和禁止生产核武器 

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的问趱，并随时将这项审议的进展情况通知大会。 

H第40/94 J号决议执行部分请裁军谈判会议与《关于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 

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各締约国协商，考虑到现有的提案 

和任何有关技术发展，继续审议裁军领域内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赛 

的进一步措施， 

as第40/151 F号决议执行都分第1段再次请裁军谈判会议以本决议所附禁止 

使用核武器公约草案案文作为基础，优先着手进行谈判，以便就一项禁止在任何隋 

况下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达成协议；执行部分第2段进一步请裁军谈 

判会议就这些谈判结果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as)第40/152 A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请裁军谈判会议在其有关议程项目下， 

特别审议如何拟定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载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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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40/:L52 C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吁请裁军谈判会议毫不延迟地着手就停 

止军备竟饔和核裁军进行谈判，特别是要按照大会笫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笫 

5 0段的规定，开始制定停止军备竟饔和核裁军的实际措施，包括制订一项核裁军 

方案，并为此目的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as笫
4
oA5

2
 D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促请裁军谈判会议在其1 9 8 6年会议 

一开始就恢复拟定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并决心完成这项任务和向大会第四十一届 

会议提交该方案的一份完整草案； 

(19)第40/152 H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重申其对裁军谈判会议的请求：亳无迟 

延地在一个适当的组织体制内开始进行谈判，以期締结一项关于禁止研制、生产、 

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作为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5 0段所设想的各项谈判的一个有机部分；执行部分第3段请裁军谈判会议向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eo)第40/152 J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再次重申所有非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的 

国家均有权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关于实质问题的全体会议的工作；执行部分第2段促 

请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国勿滥用裁军谈判会议议事规则以阻止非成员国参加裁军谈 

判会议的工作。 

Cl)第40/152 L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请裁军谈判会议加速执行裁军审议委员 

会报告列举的《宣布1 9 8 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内制定的那些活动； 

<^第40/152 M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对裁军谈判会议一直未能，今年仍未能 

就审议多年的联合国定为最优先和最迫切的任何裁军问题达成具体协议，表示深切 

的关注和失望。执行部分第2段吁请裁军谈判会议加紧工作，更加认真地通过谈判 

来履行其职责，并就其议程上有关裁军特别是有关核裁军的特定优先问题采,取具体 

措施。执行部分第3段再次促请裁军谈判会议按照大会笫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f牛》 

和大会关于这些问题的其他有关决议的各项条款，于其1 9 8 6年会议期间继续或 

着手就其议程上裁军领域的优先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执行部分笫4段吁请裁军谈 

判会议对现有的各特设委员会，包括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特设委员会，賦予适当 

的谈判职权，并作为迫切事项设立其题为"禁止核试验"的议程项目1下的停止军 

备竟饔和核裁军特设委员会和防止核战争特设委员会。执行部分第5段促请裁军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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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委员会不再拖延地着手进行谈判，以期制定一项关于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草案。执 

行部分第6段又促请裁军谈判会议进一步加紧其工作.制定一项关于禁止一切化学 

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化学武器的公约草案。执行部分笫7段再次促请 

裁军谈判会议适当安排其工作，以便将其注意力和时间主要集中在裁军领域的优先 

问题的实质性谈判，执行部分笫8段请裁军谈判会议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一 

份有关其工作的报告。 

第 4

0/15 2 N号决议执行部分吁请裁军谈判会议迫切地着手进行有关停止核 

军备竟赛及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谈判，进行和加强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 

谈判,并拟定一项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草案和一项关于全面有效禁止一切化学 

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化学武器的条约草案。执行部分第7段请所有在 

联合国范â以外进行裁军谈判和限制军备该判的国家，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的有关条款，将其谈判情况和（或）该判结果随时通知大会和裁军谈 

判会议， 

第'40/152 1#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注意到已展开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 

双边谈判.并确认决不因这类谈判而7；$,少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范围内开展有关停止核 

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多边谈判的迫切性。执行部分第3段又请裁军谈判会议于其 

1 9 8 6年会议开始时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研讨《最后文件》笫5 0段，并向裁 

军谈判会议建议如何能最完善地按着适当阶段开始就下列具备适当措施的协定进行 

多边谈判：（a)停止核武器系统的质量改善和发展；（b)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 

器及其运截工具和武器用裂变材料；（C)大幅度裁减现有核武器，以期最后销毁这 

种武器；执行部分第4段请裁军谈判会议将其对本议题的审议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 

议提出报告。 

69笫40 / 1 5 2 Q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投遗憾地注意到，尽管裁军谈判会议已就 

防止核战争问题讨论了几年，伹它至今甚至未能设立一个附属机构来审议防止核战 

争的适当和实际的措施。执行部分第3段再次促请裁军谈判会议作为最高优先事项 

着手进行谈判，以期就防止核战争的适当而实际的措施达戍协议，并为此目的，在 

1 9 8 6年会议开始时成立一个关于这项问题的特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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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笫40/87号，笫40/90号，第40/94 D号和第40/152 诸决议中，大 

会请秘书长将所有有关文件转致裁军谈判会议。这些文件是： 

40/87 A/40/27 and Corr.l, A/40/II4-S/I692I,A/40/l25, 

A/40/150-5/16958,1/40/192, A/40/276-S/17158, A/40/388, 

A/40/672-S/17488, A/40/821-S/17594, A/40/825-S/17596, 

A/40/854-S/176IO, A/40/859-S/17613, A/40/888-S/17629, 

A/40/900, A/C.1/40/4, A/C.1/40/7, A/C.I/40/L.I and.Rev.1, 

A/C.I/40/L.4, A/C.I/40/L.22 and Hev.l, A/C.1/4P/4 5 and 

Rev.l, A/C.I/40/L.68 and Rev.l, A/C.I/40/L.8I, A/40/964 and 

A/40/965. 

40/90 A/40/27 and Corr.l, A/40/II4-S/16921, A/4O/15O-S/I6958, 

A/40/672-S/17488,A/40/825-S/l7596, A/40/854-S/176IO, 

A/C.1/40/7, A/C.I/40/L.33 and A/40/945. 

40/94 D A/40/27 and Corr.l, A/C.I/4OL.27 and A/40/976. 

40/152 H A/40/27 and Corr.l, A/40/42, A/40/57, A/4O/II4-S/I6921, 

A/40/125, A/40/13O-S/I6958, A/40/228, A/40/362, A/40/588, 

A/40/854-S/17610, A/C.1/40/7, A/C.I/4O/L.47 and A/40/877/ 

Add.l. 

对这些转致的提供文件情况的决议所涉及的议题进行审议的有关纪录均载入第 

A/40/PV,4 至 5 5号'第 A / 4 0 / P V . 115 号，第A/ 4 0/PV . U 7号,第A/C . 1 / 4 0 / 

PV.3至52号和A/C.1/40/PV.57 号，42号，45号和47号文件中。 

所有这些文件和纪录都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期间分发给联合国全体会员 

国，包括裁军谈判义的全体成员国。 

(b)有关裁军问题的其他决议 

大会在其二十八届会议上还通过了以下有关裁军事务的决议： 

40/18 " 1边核军备谈判" 



CD/650 
Annex 

Page 9 

40/79 

40/80 B 

40/82 

40/83 

40/84 

40/89 A 

40/89 B 

40/91 A 

40/91 B 

40/93 

40/94 A 

40/94 B 

40/94 C 

40/94 E 

40/94 F 

40/94 H 

40/94 I 

40/94 K 

40/94 L 

40/94 M 

40/94 N 

40/94 0 

40/50 

40/15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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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1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停止一切试验核武器的爆炸" 

"建立中东地区无核武器区" 

"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以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 

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非洲非核化宣言的执行情况" 

"南非的核能力" 

"削减军事预算" 

"以色列的核军备" 

"在区域范S内裁减常规军备" 

"对无核武器区问题一切方面的研究" 

"关于常规裁军的研究" 

"安全概念的综合研究" 

"海军军备竟赛的研究" 

"冻结核武器" 

"遏制海军军备竟饔：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并将建立信任的措 

施扩展至海洋地区" 

"有关军事事务的客观情报" 

"军备限制和裁军协议的遵守情况" 

"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各方的第三次审议会议" 

"裁军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审议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 

"军备竟赛的经济和杜会后杲及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极端有 

害影响" 

"裁军与国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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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51 B "世界裁军运动" 

40/151 c "核武器东结" 

40/151 D "世界裁军运劫：行劫与活动" 

40/151 E "冻结核武器" 

40/151 G "联合国在非洲争取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 

40/151 H "联合国裁军研究方案" 

40/151 I "召开裁军问题联大笫三次特别会议" 

40/152 B "核太空武器的双边谈判" 

40/152 E "裁军周 " 

40/152 F "裁军委员会裉告" 

40/152 G "核战争对气候的影响，包括核冬天" 

40/152 I "为裁军而进行国际合作" 

40/152 K "联合国裁军研究" 

40/152 0 "核査的一切方面" 

40/155 "印度洋作为和平区宣言的执行情况" 

40/154 "世界裁军会议" 

40/155 "裁军和发展的关系" 

此外，大会通过一项决议（40X428),决定：为了及时审议行政和预算问题 

咨询委员会就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拟议中的年度预算提出的建议，应授权裁军研究咨 

询委员会按照该咨询委员会在秘书长关于该咨询委员会工作报告第38段中提出的 

要求，在大会笫四十一届会议开始后的几周内举行其1 9 8 6年的第二次会议。大 

M会议委员会在其 1 9 8 6年实质性会议期间研究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今后举行 

会议的方式。 

二*与裁军问题有关的决议 

还应注意的是，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通过了下列与裁军问题有关的以下决议： 

40/3 "国际和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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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 "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 

40/9 "向冲突各国庄严呼吁立即停止武装行动并通过谈判觯决它们 

之间的争端；向联合国成员国庄严呼吁通过政治手段着手觯决 

紧张局势、冲突和现存的纠纷，不威胁或使用武力，不干涉他 

国内政" 

40/10 "国际和平年计划" 

40/68 "和平觯决国与国之间争端" 

40/69 "不违犯和平和人类安全的守则法案" 

40/70 "特别委员会关于加强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有效性的 

报告" 

40/78 "特别委员会关于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该组织作用的报告" 

40/95 "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 

40/156 A "南极洲问题" 

40/156 B "南极洲问题" 

40/156 C "南极洲问题" 

40/157 "加强地中海地区的安全与合作" 

40/158 "査议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40/159 "联合国宪章中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集体安全条款的执行 

情况" 

40/160 "原子辐射的影响" 

40/162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40/163 "关于维持和平行动各个方面的全鄧问题的综合评论" 

在这一方面，应特别提请会议注意有关国际和平年的第40/3号和第40/10 

号决议。 

此外，大会在议程笫131项项下通过了一项定名为"发展和加强国与国之间 

睦邻关系"的决议(第40/419号）， 

W W W W W 





联 合 国 
Ûistr. 

3ENEHAL 

A/ilES/l40/6 

大 会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2 9 

大会决议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 

(A/40/1. 9/ReV. lJfpA/40/<L. 10)〕 

4 0/6,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武装侵略及以色列侵略对 

已确立的关于和平利用核能、不扩徼核武器及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锎度的严重后果 

市议了题为"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武装侵路及以色列侵略对巳确立的 

关于和平利用核能、不扩散核武器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锎度的严重后果" 

的项目， 

回顾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有关决议， 

注意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各项有关决议， 

对于以色列拒绝遭行安全垤亊会1 9 8 1年6月1 9日第487( 1981)号 

决议,深表关切,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以色列一位内阁成员1 9 8 5年3月26日的威胁性讲 

除其他外他在讲话中声称:"我们准备再次打击伊扛克今后修建的任何核 

反应堆"， 

'#tA/40/283. |##o 

85-30916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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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色列未能明确戶明接受国际上所承认的和平核设施定义的标准，也 

不承^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厪作为核査核设充和平操作的可靠手段的有效 

性，深慼震惊， 

对于武装攻击核设施引起的对现有和未釆核装置安全的恐惧，懕到关注, 

意识到所有为和平目的发展核能的国家需要获得核设施不受武装攻击的保 

证， 

1.强烈遯责对一切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装置的军事攻击，包括以色列对伊 

拉克核设施的军事攻击； 

2 ‧ M以色列尚未承诺不攻击或威胁攻击伊拉克或其他地方的核设施， 

包括在国^子能机构保障制厪下的设施； 

3 ,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紧患有效揞施，锎保以色列不再沲延地遲行第 

487 (1981)号决议的规定； 

4. ！国际原子能机构切实审议其他措施，以确侏以色列保证不逕反《联 

合国宪鞏》、不无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而攻击或戚胁攻击伊扛克或其 

方的和平核设施； 

5. 紧急要求以色列依照安全理筝会一致逋过的第487( 1981)号决议， 

将其所有核设&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锎厪之下； 

6. 重申伊扛克有杈就因以色列1 9 8 1年6月7日武装攻击所遭*的损 

失获得賠 ¥ 7 

7. 促请所有会员国向伊扛見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以恢t其和平核计划, 

并克服因:îÈ列攻击所造成的损害； 

8 .要求所有尚未在核领域停止同以色列合作和给予援助的国家和组织, 

停止其合作和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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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要求裁军会议继续谈判，以期立即就禁止对核设施发动军事攻击締结 

协定，以有助于促进齐保证和平利用核能的安全发展； 

10.决定将题为"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武装侵略及以色列侵略对已确 

立的关于和平利用核能、不扩散核武器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锏度的严重后 

果"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5年1 1月1日 

第5 9次<É^会议 





联 合 国 

大 会 

Diatr. 

GENERAL 

A/RES/ko/lB 
18 November I985 

第四十届会i义 

"»程项目6 5 

大会通过的决i义 

(楣据第一委g会的损告（A/40/877)〕 

4 0 / 1 8双核军备诿判 

大会， 

注意到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协议就"太空及战略和 

中程核军备的复杂问题"开始谈判，目的在"制订有效协定，防止太空军备竟 

赛，并终止在地球上的军备竟赛"，通过谈判最终"导致在全球各地彻底消灭 

核军备"， 

严重关切由于大规模地竟相累积迄今最具毁灭性的武器,特别是足以毀灭 

地球上所有生命还有余的核武晷，当前人类生存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认识到国际社会已经一致认为，既无法打赢一场核战争，更不能打核战争, 

因此上述情况更难令人理解， 

85-3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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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希望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领导人即将举行 

的会谈能够给两国目前的双边谈判决定性的推动力量，使双边谈判能够早日制 

有效协定，停止对国际安全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的核军备竟舉， 

裁减核武库，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把外层空间用于和平目的； 

2.,谈判;51方把谈判进展情况当通知大会； 

3. 重申这些谈判与所有人民包括谈判两国人民有楞大的利害关系; 

4. 还重申虽有上述;^边谈判,仍然迫切薔要开始和继续关于停止核军备 

竟赛和核裁军以及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多边谈判； 

5. ，书长在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a领导人于 1 9 85 

年 1 1月 1 9和 2 0日在日内瓦会谈前向他们转达本决议. 

1 9 8 5车1 1月1 8 B 

第8 0次夺体会i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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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国 
Distr. 

GENERAL 

大 会 A/ilES/l4C/79 
Ik January 198'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4 9 

大会通过的决议 

〔关于第」委员会的报告（A/40/919 ) 〕 

40/79.关于签署和批准4 M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to特洛尔科条约) 

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大会第 3 9 / 5 1号决议解 

回顾其关于荃署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fe挣洛尔科条约)'第 

一号附加议定书》的1 9 6 7年1 2月 5日第 2 2 8 6 ( X X I I )号、 1 9 7 4年 1 2 

月 9日 第 3 2 6 2 ( X X I X )号 、 1 9 7 5年1 2月 1 1日第3473 ( XXX )号、1 9 

7 7年1 2月 1 2日笫3:^/76号、1 9 7 8 年 6 月 3 D 日 第 S — i o / 2 号 、 

1 9 7 8年1 2月 1 4日第 3 3 / 5 8号、 1 9 7 9年1 2月 1 1日第34/71号， 

1 9 8 0年 1 2月 1 2日第 3 5 / 1 4 3号、 1 9 8 1年 1 2月 9日 ^ 36/83号、19 

8 2年1 2月9日笫37/71号和1 9 8 3 年 1 2 月 1 5日第38/61号决议， 

注^到一些位于这项已有二十三个主权国家成为约国的《条约》适用地 

区内的非主权政治实体的颔土 ， 175可迤过对这些领土负有法律上或事实上国际 

，联合国：《条约汇编》，笫634卷，第9068号，第326页. 

大会, 

86-00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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贲任的29个国家成为《^一号附加议定书、的締约国，而从该《条约》&得利 

益, 

" ^其中一些4fi 土的人民因没有待到机会就这一事项彔示it见而被剁夺了 

这些利益是不公平的， 

回顾《弟-一号附加议定书》对其开放的三个国家一大不列颍及北爱兰 

e合王国、荷兰王国和美利垒合众il一已分别于1 9 6 9年、19 7 1年和 19 

8 1年成为《议定书》的缂约HI. 

1. 法国于1 9 7 9年月2日签署了《第一号附加议定书》后， 

è经大会向法国Î菱出切i肯豕，并已r^日持久，但至今尚未作出相应的批准， 

啤 惋 愔 ； 

2. Ç二&敦促法国不再拖延已予请求多次的批准，鉴于国是《i〖定书》 

向之开放的四国中《>Ê̶没有成为締约国的国家，这样做似尤其`Sj取； 

3 . ^定,趑为"关于签署祁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条约（特拉特`;ê" 

尔科条约）^一号?it加议定书》的大会第40/79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项 

目歹1」入̂  十一届会议临时议^中。 

1 9 8 5年1 2月1 2日 

^113次会体会议 



Dlstr. 
GEKSRAL 

A/MSSAO/80 

15 January 1986 

第 四 十 届 M 

议程项目5 0 

大会决议 

C裉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40/941 M过〕 

40/80.停止一切核武器试爆 

A 

大会， 

m.m底停止核武器试验是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一个基本目标，并且联 

合将达到这项目标定为*高优先事项，而大会讨论这项问題已超过二十 

五年并已通过近五十项决议， 

强谓大会曽于八个不同场合最强烈谴贵这些试驗并自2 9 7 4年以来就表 

示深信核武器试脸的继续将会:iP剧军备竟赛，从而增加核战争的危险， 

重申以往一些决议所表示的信念:不论在核査问题上存有何种歧见，均无 

任何正当理由拖延締结一项全面禁试协定， 

回顺秘书长早就在1 9 7 2年直杯：这个问題的一切技术和科学方面均 

已充分探讨，现在只待作出达成*后协议的必要政治决定，如杲考虑到现有的 

核查手段，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还在廷迗縴结一项地下禁试协定，而继续地下核 

武器试驗的海在危險远超过终止这种试骏的任何可能危险， 

fl夭m 

± 会 

86-0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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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回顿秘书长1 9 8 4年1 2月 1 2日向大会的一次全体会议致词时', 

在》f吁各方重新努力达成《全面禁试条约》以后，强调指出没有任何多边协定 

能对限制进一步改良核武器发挥更大的作用，全面禁试条约是进行核裁军的真 

正愿望方面简单而有决定性的试验， 

考虑到作为J 9 6 3年《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 

条约》，保存III的三个核武器!il家在该条约第！条承诺缔结一个条约，以便永远 

禁止所有核试验爆炸，包括所有地下爆炸，并考#.f>il Q 68年《核武器不扩 

散条约》"序言部分重申了这一承诺在该条的笫六条中它们进一歩作出庄严而有 

法律约柬力的承诺，保证采取及早停止核$备竟赛和核裁萆的有效措施， 

铕记着这三个核武器III家在进行了四年的三方谈判后于其1 9 8 0年 7月 

3 0日提交裁军谈判姿员会的裉告中，除别的以外，声明它们"注意劐禁Jl^一 

切环境内的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势将使全人类受益无穷"，并"深知它们负有 

重要贲任为尚存的问麴谋求解决办法"，并1说，它们"决心竭尽最大努力并 

表现必要的意志和毅力，促使谈判尽羊画满宪成，"' 

注意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締约al 1^三次审査会"1985年9月21日it过 

的《最后宣言》，中要求该条约的核武Hal于J 9 8
 5
年恢复三边谈判，并要 

求核武Hi i l家作为裁军会议最优先事眷与迫切商定相缔结一个全面核禁试条 

约的工作， 

，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九届会议，全体会议》，第9 7次会议,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 8 0卷，第6964号.第4 3页. 

， 第2 3 7 3(XXir)号决议，附件. 

* JLCD/ISQ/Appendii工I/Vol. II,第CD/130f文件. 

，见 A / C . 1/40/9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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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j ^在 裁 军 该 | 9 J ^ i , _ ^ | ^多 边 谈 判 时 必 须 讨 论 需 要 决 的 所 有 相 

互关联的问翱，只有这样该会议才能向大会递交一个全面的条约单案， 

尽督-华大多数会员国有]意愿，核武器试验仍然尚未，止> k此再次 

深表关切; 一 

2
 ‧重申其信念:一项达成所有国家永远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的条约 

具有最髙优先地位； 

3 .并重申其信念:此项条为对于停止核军备竟赛极端重要，^此项条约 

开始谈判是《不扩散核武条约》締约国根据该条约笫六条所承担的义务甲的 

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4 .又敦便《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和《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三个保存!il严格遵守其谋求永远不再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 

爆炸的承诺，并加快为此目的而进行的谈判； 

5 .呼吁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国—尤其是《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 

间和水下逬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条约》的三个保存国一促 

使该会议1 9 8 6年庙会开始时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负贲就一"^底停止核 

试验缘炸的条约逬行多边谈判； 

6 .建议裁g谈jHl^义fg^该#ii^员会成立两个工作组，分别负贵处理下列 

相互关联的问銷： 

第一工作组一一条约的架构和范围 

第二工作组一遵守和核查； 

7 . J;《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及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和《不扩 

散樓武器条约》的保存HI,由于它们对各该条^负有的特別贲任，并作为一项 

临时措誠，不再延迟地逋过三边商定的哲停试验或三个iil家单方面的暂停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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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停止一切核试验爆炸，然后就建立一个合适的核査方式一事进行谈判; 

8 •决定将趟为"停止一切核武器试缘"的 l a目列入大会 1 ^四十一 j i 

会议临时议程a 

1 9 8 5年1 2月1 2日 

第1 13次全体会议 

B 

大会， 

銘记1 9 6 3年以来《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逬行核武器试验条 

约》"即已笪布决心谋求永远不再逬行一切核武器试验缘炸，并且为此目的继续 

迸行谈判， 

又铭记1 9 6 8年《不tr散核武器条约重申jie —决心，其笫六条表明各 

缔约国承诺就及早停止核武器竟赛的有效措施真铖地逬a判， 

回颐其1965^11月19曰一致通过的第2025 (XX)号决议强调，当时即 

将进行谈判的防止核武晷扩散条约所应以为基础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这种条约对 

于核lH家及无核^家的相互贲任与义务应定有可以接受的均衡， 

又回颐第三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締约g|审査会议于1 <>S 5年 0 月 2 1 

日协商一致通过的《最后宣言》'表示对于迄今未能締结全面禁止核试验多边条 

约深慼遗憾，要求进行紧急谈判，最高优先地締结此一条约， 

注意到《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及和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第二条规 

定了其締约HI举行会议以审议和最后通过条约修正案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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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钩》各締灼间进 

行紧急搓商，讨论是否宜于和如何最适当地利用《条约》第二条的规定，将都 

分禁止核试验条为改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1 9 8 5年1 2月1 2日 

第1 13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Distr. 
GENERAL 

大 会 
A/RES A0/8l 
I h January I985 

第四十届会i义 

议程项目 5 1 

大会决议 

(根据笫"^员会的报告（A / 4 0 2 熥 过 〕 

40/81.迫切需要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深信迫切需要一项静够吸引最广泛S际支持和加入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重申其信念:一切ii家水远停止在一切境内逬行核试验，是终止核武器 

的质量改逬、发展和扩散的一个重要步驟，可解除人夹对放射性污染绐今世和 

后代健康带来各种有害后果的深切忧虑，并构成停止核军备竟赛的一项最重要 

措施, 

m《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逬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缔约国承诺 

不在该条约适用的环埂内逬行任何核武器试暴或任何其他核爆炸，締约Ë并在 

该条约内表示它们决心继续逬行谈判，以达成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试}^ 

又回顾《不扩擞核器条约》締约国忆及《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 

下逬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的締约国在序言部分中曾经表示，决心谋求永远停止 

一切核武器试錄，并继续为此目的逬行谈判，同时宣布，它们意图尽早实现停 

止核军备竟赛和着手采取以核裁军为目标的有效措施， 

8 6 - 0 0 9 8 0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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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T>^tnmm》'締约国第三次审查会i义的最后宣言对还没有缔结 

一项禁止所有国家在任何时侯在任何环境逬行任何核试验的全面多边禁止核试 

脸条约表示遗憾，并要求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作为裁军谈判会i义籴高伏先的关 

于此项条约的紧要谈判和締结工作， 

又回顾关于这个问题的以往备项决i义， 

考虑到裁军谈判会议报告中关于其1 9 8 5年会«审议题为"桨止核试验" 

的项目的部分， ‧ 

又考虑到裁军谈判会i义于其1 9 8 5年会议期间提的有关提案和倡i义， 

以及在1 9 8 5年内提出的关于有助于停止核试验努力的各项提案和行动， 

对于裁军谈判会议虽已竭尽全力，但其1 9 8 5年会《et仍未能就重新设立 

一个专门处理薄为"禁止核试验"的议程项目 1的特设委员会一事成协议， 

深慜椀惜, 

确认裁军谈判会i义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确认裁军谈判会i义贲成审议关于in察和识别地震事件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 

学专家小组从事关于建立一个全球性地震侦察网的工作，对于此种条约十分重 

要， 

， 联合国《条约汇编》，巷4 8 0 ,编号6964,第4 3页， 

' 大 会 第 2 3 7 3 (XXII)号决议，附件一， 

，A/C. 1 ^ 4 0 / 9 ， P1Î件. 

‧《大会正式记录，^四十届会议，补编第 2 7 号 》 （ 和 C o r r . J ) ， 

笫工工工.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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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大会笫十庙特别会议（第一庙专门讨论裁军问趕的特别会)《最后 

文件》'中关于核査各项裁军和军备管制协定的笫3 1段，内称任何具体协定所 

规定的核査形式和方式都要取决并决定于协定的宗旨、范围和性质， 

1. 重甲对于核试验仍在违背绝大多徽会员国明白表示的愿望下继续不停, 

稞表关切； 

2. 重申其信念:締结一项禁止所有国家在任何时侯在任何环境逬行任何 

核试验鑤炸的条约乃是最重要的事项； 

3. 表示深信此一条约是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竟赛和核武器质量改逬并By止 

扩充现有核武厍和防止核武器扩擞到更多il家的工作获得成功的关鍵因索； 

4 . 裁军谈判会议于其1 9 8 6年会议开始时设立一个专门处理题为 

"禁止核试验"的议程项目1的特设委员会，并按照下列工作方案，开始就一 

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谈判； 

« a )范围: 

H全面禁止在任何环境进行核爆炸； 

a关于为和平用途进行核爆炸的问题； 

( b ) 继 ： 

H核查对全面禁试的至关紧要性； 

»影响到核査需要的各项因素； 

©监测遵守的手段： 

， 大 会 第 S — 2 0 / 2号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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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国家技术手段； 

t>.国际地震监测网； 

一.确定监测遵守的能力； 

；建立和改进该网的步骤； 

=建立、试验和管理该网的体制、行政和经费安排； 

四.与有效核査体系的关系； 

C .其他手段；包括国际大气辐射监澜网； 

d .实地视察； 

m特定核查问题及其觯决办法，包括： 

a. 监測大片大陆块问题； 

b. 可能的规避方法； 

C.化学缘炸； 

(C) 

H协商和合作的程序和途径； 

a协调机构，例如，专家委员会； 

曰协商委员会； 

由于嫌疑或违反而引起的一系列行^,包栝申诉程字； 

5.进一步敦便裁军谈判会议: 

(a)考虑到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 

小组开畏的工作，以便立即釆取步骤，在尽可能广泛的参与下， 

设立国际地震监溷网，从事确定监测网监瀾和核査全面禁止核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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猹条约遵守情况的能力； 

(b)着手详细调查监测和核查此种条约遵守情况的其他措施，包括建 

立一个监测大气层辐射的囿际监测网； 

6. 敦促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特剁是核武器国家，在裁军谈判会议屣 

开合作，以履行特剁是在不扩教核武器条约締约国第三次审査会议的最后宣言 

里所要求的这些任务；， 

7. i裁军谈判会议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进度裉告； 

8. M_将一个题为"迫切需要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项目列入第 

第四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年2 2 月 2 2 日 

% 1 2 3次全体会议 





Sl8tr. 

A/BBS/40/82 

15 January I986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5 2 

大会决议 

〔裉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4a/905 ) 通 过 〕 

4 0X8 2.建立中东无桉武晷区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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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 ， 1 9 7 5年1 2月1 1日第3474(XXX)号，1 9 7 6年12月10日笫 

3 1 / 7 1号， 1 9 7 7年1 2月1 2日第32/82号，1 9 7 8年12月14 

日第33/64号、1 97 9年1 2月1 1日第34/77号，1 9 8 0年12月 

12日第35/147号，1 9 8 1年1 2月9日第3 6/ 8 7号， 1 9 8 2年12 

月 9日第 3 7 / 7 5号、 1 9 8 3年 1 2月 1 5日第 3 8 / 6 4号和 1 9 8 4 

年1 2月1 2日第3 9 / 5 4号决议， 

又M顾关于逄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建议符合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 

件》，第60至63段，特别是第6 3 (d)段的规定， 

，上述各项决议的基本条款，^呼吁所有直接有关各方考虑釆取为执行建 

立中^核武器区的提案所需的实际、迫切步稞，并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之 

菌和建立期间》^严笪布它们将在 g蚤础上、取得或以任何其它方式拥有 

核武器和核缘炸装置，同时不允许任何第三方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并且同 

第 S — 10/2号决议。 

86-0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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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将其所有核设:i^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并宣告各方支持建立 

这种无核武器区并将此种宣告交存安全理事会予以适当的审议， 

重申所有国家均有为和平目的取得和发展核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进一步强调需要就禁止对核设施进行军事条击问颞釆取适当措；^， 

锘记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认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卷区势 

将大大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希望以该协商一致意见作为基础,以便使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工作取得 

实 质 5 Ï , 

强调联合国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方面发挥的根本作用, 

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2 

1 ‧促请一切直接有关方面根据大会各有关决议认真考虑采取为执行建立 

中东无核武器区的提案所需要的实际，紧急步骤，并请各有关国家加入《不扩 

檄核武器条约》，'作为伋进此一目标的一个手段； 

2. 呼吁该地区尚未这样做的所有国家,在建立无核武器区之前，同意将 

其所有核活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陲制度之下； 

3. ;5，该国家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之前，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遏 

后文件》有关段文的规定，声明支持建立此一无核武器'区，并将声明交存安全 

%事会 ' 

4. 进一步请各该国家在建立无核武器区之前不要发展、生产、试验或以 

任何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器莰允许在其境内或在其控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li^核 

缘炸装置； 

'A / 4 0 / 4 4 2和Add. 1。 

'第 2 3 7 3(XXi:[)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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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核武器国家和所有其他国家协助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同时避免采 

任何违背本决议的文字和精神的行动； 

6. 秘书长编制了载有有关各方对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蒽见的报告; 

7. 注意到上述报告; 

8. 透尚未如此做的各方将其1：见送交秘书长。 

9. É丝已将意见送交秘书长的各方提出任何进一步的1：见； 

10. 竺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肉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11。 决定将题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 

议程。 

1 9 8 5年1 2月1 2日 

第113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大 会 

H a t r , 

OEHSRAI 

VHBS/40/83 
15 January 1986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5 3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ï> 1 6通过〕 

40/83.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 

兰 ， 

回顾其关于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1974年12月9日第3265B( XXIX) 

号、197睥12月11曰第3476B(m)号、1976# 12月10曰第31/73号、 

1977年1 2月1 2日第32/83号、1978年1 2月140^33/65号、1979 

年1 2月1 1日第34/78号、1980年1 2月1 2日第35/148号、1981年 

1 2月9日第36/88号、1982#"1 2月9日第37/76号、1983年12月 

1 5日第38/65号和1984年1 2月1 2日第39/55号决议， 

其信念：在世界各区域建立无核武器区是可对不扩散核武器和全面彻 

底裁军这两项目标作出最有效贡献的措施之一， 

^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同在其他地区一样，将使该地区囿家免受核武器 

的使用或威胁使用而增强其安全， 

注意到南亚各国政府最髙领导人发表的声明:重申他们保证不取得或制造 

核武器，并将其各自的核方案专门用于促进其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餍， 

8 6 - 0 1 0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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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大会在上述各决议中要求南非地区国家和其他可能有兴趣的无核武器 

邻国，竭尽一切努力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同时避免釆取任何有背这项目标的 

行动， 

又回顾大会第3265B(XXIX)号决议请秘书长为该决议所提及的协商召 

开会议，并为促进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努力，提供可能需要的谖助， 

铭记着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6 0至6 3段中关于建立无核 

武器区，包括在南亚地区建立无孩武器区的规定，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2 

1. g，在原则上赞同南亚无核武器区的概念; 

2. 再次促请南亚各 i l和其他可能有兴趣的无核武器邻国，继续为建立南 

亚无核武器区作出一切可能努力，同时避免采取有背这项目标的任何行动； 

3. f尚未这样做的核武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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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长为促进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努力提供所需的援助，并就此 

问题向大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5. 决定将题为"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 

议 程 。 一 " " 
1 9 8 5 ^ 1 2 n 1 2日 

第 J i 3次全体；议 

'第 S - 1 0 / 2号决议, 

« A/40/473。 



联 合 

大 会 3̂  JH-n.Ty ：9̂ ' 

第四十届会iX 

贫程項目5 4 

大会通过的决《 

【笫一多员会报告（V24a/^43 ) 〕 

40/^4.《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份伤審力或杀gfr伤作用6(| 

常规武！公约》 ~ ' 

0頻其1 9 7 7年1 2月1 9日第32/152^、 1 9 8 0年1 2月1 2日第 

% 357153^, 1 98 1年1 2月9日笫36/93号，1 9 8 2年 1 2月 9日笫 

37 / 7 9寻、1 98 3年1 2月1 5日第38/^6号*1 9 8 4年 1 2月1 2日 

母决 

漪意地回顾其于1 98 0年10月10日通过了《禁止或限制使用其些可 

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及其《关于无法检测的 

碎片的议定书（议定书一）》，《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雷）、佴雷和其他 

装置的议定书（^定书二 ）》和《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议定书（ii!定书三）》,' 

直^其信念：普遍就禁止或限制使用特定常规武器达成协议将可大大滅轻 

平民和作战人员的痛苦， 

' V ^ O H P . 95/15*iCorr 2.附件一。关于《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 

见《联合国裁军年鉴》第5卷：1980年（联合国出售品编号E. 81. IX 4) 

附录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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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1.满意地注意到愈来愈多的国家已经签署、批准、接受或加入了 1981 

#4月10日在纽约开放签署的《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 

或潘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2. 又满意地注意到由于《公约》第五条所规定的条件已经实现，《公约》 

及其所附三项议定书已于1983年12月2日生效； 

3. ，尚未如此做的匡家，作出最大努力尽快成为《公约》及其所附议 

定书的締约国，以便使该《公约》最终获得备!il的普遍加入； 

4. 注意到根据《公约》第八条规定,今后可召开会议以便审议对《公约》 

或所附任何一项议定书的修正茱，审议增列关于未为现有所附议定书包括的其 

他类型常规武器的议定书，或审查《公约》及其所附i义定书的范围和执行情况， 

并审议要求修正《公约》或现有所附议定书的任伺提茱和要求增列关于未为 

有所附议定书包括的其他类^常规武器的议定书的任何提案； 

5. !秘书长以《公约》及其所附三义定书的保存者的身分，将各加 

入该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情况随时通知大会； 

6. 决定将题为"桨止或限审J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 

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5年1 2月】2日 

第1 13次全体会i义 

A/40/5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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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A/RES/40/85 
l4 January I906 

笫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5 5 

大会决议 

〔 根 据 , , 一 委 员 M 告 （ ) 通 过 〕 

4 0 / 8 5.締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強 

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国际公^ 

，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以加强各厘的安全，并为所有国家意图消除战争和 

防止孩灾难的共同愿望所驱便， 

考虑到不使用或不得进行威胁便用武力是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并由许 

多联会厪置言和决议加以重申的原则， 

在实现蓍遍核裁军以前，国际社会必须钥定有效措施，以确保无核武 

器国蛊的安全，使其不成为任何方面使用或^使用核武器的对象， 

认识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措施可以对防 

止核武卷的散布作出积极贡献， 

滴意地注意到世界各地区的无核武器国家都决心通过各种途径，包括通过 

有关区域各国在自由安排的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以防止将核武器引进其本 

国领土并确保各自所在区域绝无核武器存在，并切望对此一目标的达成加以鼓 

励*1作出贡献， 

联 合 国 

大 会 

8 6 - 0 0 8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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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备竟赛的持续升级，特别是核军备的质量竟赛正进入了新的阶段， 

并且对于使用或 ‧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和核战争的危险，表示关切, 

希望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 

《最后文件》'第5 9段付诸执行，其中大会促请核武器M家努力在适当时 

有效的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 

5^大会关于此一议题的众多决议和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大会笫十二届特别 

会议一一第二届专n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的特别报告'中的有关部分, 

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在1985年审议了题为"保证不对无è武器国家使 

用或iS5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项目以及裁军谈判会议报告内所载关 

于其专门处理此一项目的特设委员会所傲的工作，， 

又注意到该次审议曾经表明,绝大多数国家、A括核武器国家的代表团都 

S调本项目的重要性，并强调它们已准备就该问题进行实质性对话， 

各项提交大会和裁军谈判会议的关于此一议题的提^,包括一项II际 

公约的草案，以及締结这样一项公约所获得的广泛11际支持， 

又回顾裁军谈判会议也已经考虑了作为朝向缔结此种公约的第一步的临时 

安排的想法， 

再次欢迎一些核武器国家关于不首先便用核武卷的庄严声明，并深信如果 

所有核武器国家都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则实际上就等于禁止对所有 

国良包括所有无核武器 E t : ,便用核武器， 

' 第S —10/2号a, 

,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特别会议，补编第2号》（VB—12/2)，笫三 

节 C .裁萆谈判姿员会从 i
 9
 S

 4
年

2
月

7
日起改称裁軍谈判会 i X * 

， 阇上.《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2 7号》（V^40/27称orr. 1),第三节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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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核武器国家领土上没有核武器，因此这些国盍完全有杈利获得不成 

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对 象的可靠的国际法律 保证， 

意识到由所有核武器国家无条件保证不在任何情况下对其领土上没有核武 

器的国家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H当成为对防止核战争负有首要贲任的核武 

晷国家之间关系的强制性指导准则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人类免遭核战争的毁灭 

性后果, 

1 ‧再次重申迫切需要就肩贫面际安排达成协议,其中保证不对无核武* 

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寻求一项可能包括在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 

文件中、所有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方法； 

2. ^裁军谈弃议应继续探索各种方法和途径，来 : m就该问题进行谈 

判 时 所 遇 困 难 ； 

3. ，军谈判会议在 1 9 8 6年会议上积极审议这一问题，方法包括尽快 

在可行愤&分别就有关议程项目重新设立特设委fi会,以期締结一项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侏证不对无核国窠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的国际文书； 

4. 决定摘为"締结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家便用或威胁使用孩武器以加强 

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国际安排"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5 ^ 1 2月2 2日 

% 1 3次全 ,会议 





联 合 国 

大 会 

Dlstr. 

GENERAL 

A/RES/40/86 

14 January 1986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5 6 

大会决议 

〔根丧第一委员会报告（A/40/930)通过〕 

40/86.締结关于保iJL不对无核武晷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晷6fa有效国际 

铭记有必要减缓世界各国对确保各国人民持久安全的正当关切， 

5f核武器^人类和文明延续的最大威胁， 

深为关切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的不断升级以及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可能性， 

^核裁军和彻;g销毁核武器是消除核战争危险的必要条件， 

考虑到神圣地载诸《联合国宪章》的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 

深为关切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认识到必须捍卫无核武器国家的独支领土完Ê和主权，免受使用或威胁 

使用武力一包括便用或威5(^便用核武器之窨， 

到在普遍实现核教军以前,国际社会必须劁定有效措施确保无核武器 

国 寂 免 受 任 何 方 面 便 用 或 威 胁 使 用 核 武 器 之 窨 ， 

86-00895 



A/RES/40/86 

Page 2 

认识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的有效措施对防止核 

武 器 作 出 积 极 贡 献 ， 

5^大会1 9 7 4年1 2月9日第3261G(XXIX)号^义和1 9 7 6年 

1 2月 2 1日第 3 1 / 1 8 9 0 f机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笫 5 9段，其中大会敦请核武器 

国定努力在适当时达成确效的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S家便用或威Jll^便用核 

武器, 

希望促进执行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有关条款， 

回頋大会1 9 7 8年12月14日第33/72 B号央议、 1 9 7 9年12 

月 1丁¥第 3 4 / 8 5 f央议、 1 98 0年12月12日第35/155号决议、 

1 9 8 1年12月9曰第36/95号决议、1 9 8 2年1 2月9日第37/81号 

决 议 、 1 9 8 3年1 2月1 5日第38/68号敝和1 9 8 4年 1 2月 1 2日第 

39/58号决议， 

还回顾1 98 0年1 2 月 3 日 大 会 第 号 决 议 附 件 所 载 《 宣 布 1 9 8 0 

年代为第二个裁^十年宣言》第12段，除其他蓽项外，该段声明裁军谈判委员 

会'应竭尽全力迫切it行谈判，以期就締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S家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一事达成协议， 

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及其保证不对无核mm家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的 

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进行了深入谈判,，以期就此幕项达成协议， 

第s—1Q/2号射义. 

裁军谈判委员会从1 9 8 4年 2月 7日起改称军谈判会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朴编第2 7号》（V^4Q/27和Corr. 1), 

第三节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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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裁军谈判会i:Ui就该项目提出的各种提案,其中包括国际公约的多 

种草 i T " ^ 

注意到1 9 8 3年3月7日至1 2日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七iîC不结监国家 

和政府首脑会议的决定 ‧以及 1 984年12月18日至22日在萨那召开 

的第十五次伊澌兰外交部长会议後后z》报沖重申的伊新兰会议组织吁请裁军谈 

判会议迫切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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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际公 

约 协 议 的 各 项 有 关 建 议 ， ， 

还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和大会上对制订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画家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所表示的支持以及所指出的制订大定均可接受的共 

同办法的困难， 

1 ‧重申迫切需要躭締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 的 有 效 安 排 达 成 协 议 ； 

2. 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会然指出劁订大^均可接受的共同办法孖 

在许多困难，伹是原则上不反对缔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圆家便用或威胁使 

用核武器的II际公约这一主张； 

3. ^各H,特另〗是核SUSil家，拿出必要的政治决心;^一项共同办 

法~特就一项可以鞔入具有雜约束力的11际文书的共'同方茱协议; 

4. 建议作出逬一,深入细致的努力，探求这才羊一项共同办碱共同方茅、1 

并进一步探讨其他的办法，特别是包括戰'军谈判会议审iJ`i过的那些办法，以便 

克服困难； 

‧ 见A/38/132—S/1567^orr. 1^2,附件，第一节，第3 0段, 

， 见V^40/173-S/17033,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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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谈判会议继续积极进行谈判，以期早日达成协议，é?-结关于 

^不对无核武器国寇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的有效H际安排，同时考虑到对 

締结国际公约的广泛支持和旨在实现同一目标的任何其他提案； 

6. 决定在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中列入题为"締结关于1^不对 

无核武器国家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的有效II际安徘"的项目,， 

1 9 8 5年1 2月1 2日 

第1 1 3次全体会^复 



联 合 国 

大 会 

Dlstr. 
GENERAL 

A/RES/UO/?T 
ih January I9P6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5 7 

大会决议 

〔裉据一姿员会的报告 t A/40/964 ) 3t3îD 

4 0 / 8 7 ‧防止外层 g间的军备霓眷 

^由于人类进入外层空间而茌人类面前屣现的广阇面景的 1 ^ , 

^？^！^全人类在为和平目的探索扣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共同利益， 

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的採索相利用应当造福和有利于所有ii 

家，不论其经济和科竽发屣程厪如何，并且应当是全人类的共同天职， 

进一步篁申所有国冢的意愿是:外层s间包括月琛相其他天体的探索和利 

用应当基于*D平目的， 

大会, 

86-0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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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頋《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所应遵守原则的 

条约》'的締约国己在第三条中承诺：探测及便用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在内的 

外层空间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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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重申上述条约第四条现定締约国承诺不将任何载有核武器或任何其他 

种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放入环绕地球的轨道，不在天体上装置此种武晷, 

亦不以任诃其他方式将此种武器设置于外层空间， 

并重申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冋题的特别会议）《最 

后文件》 '笫 8 0段所说，为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应当本着该条约的 

精神，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进行适当的国际谈判， 

回顾I 9 8 I年1 2月9日第36/97C号和第36/99号决il^ 19 8 2 

年1 2月9日第37/83号决"i^ 1 9 8 2年I 2月1 3日第37/99 D号决 

议 、 1 9 8 3年1 2月1 5日第38/70号决议和1 9 8 4年1 2月1 2日第 

39/59号决议， 

严重关切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给全人类帝来的危险,特别是有可能逬一步 

坏国际和平与安全、阻滞全面彻魇裁^工作和可能对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 

面发屣国际令作3 t成障碍的亊^发屣，带釆在眉睫的使当前不安全^态曰S 

恶化的苊险， 

备会员国在上述条约谈判期间和条约埴过以后均曾广泛表示有兴趣确 

保外层空间的探索与利用应当基于和平目的，并2£意到备国ra大会第十庙特别 

会议以及大会历庙窗会和裁军谈判会议提出的各项提案。 

' 第2222(XXI)号决议，附件。 

' 第 S — 1 0 ^ 号 决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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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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到外层 

空间所表示的严重关切，并注意到该会议向联合国各主管机构，特别是向大会 

以及裁^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各项建议，， 

^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在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进行多边谈判方面，苏维埃钍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按照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2 7段进行 

厌边谈判，将可大大有助于此一目标， 

满意地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已于1 9 8 5年 

开始就有关战略和中程空间和核武器的一组问題以及这些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 

进行及边谈判，并宣^其目标是拟订除别的以外，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 

的有效协定， 

‧^iS些谈判能如大会笫39/59号决议所敦促那样，尽快获致具体成果， 

注意到裁^谈判会议的报告中有关这个问题的一节，* 

@裁军谈判会议1 9 8 5年会议期间设立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特设委员 

会来行使这个《^g—的多边裁^谈判机^的谈判职贲，审査与防止外层空闾军备 

竟嬖有关的问趲，以作为现阶段的第一个步骤，表示欢迎, 

见《笫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1司会议的裉舌，1 9 8 2年8月 

9日至2 1日，维也纳》（A^COJSTF. 1 0 1 / 1 0和 C o r r . l和 2 ) , ^ 

13、 1 4和 4 2 6投。裁军谈判委员会自 I 9 8 4年 2月 7曰起改名 

为裁军谈判会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届会议，补钃第2 7号》（i^40/27和Corr. 

1第三节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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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裁军谈判会议尚未就有关在其1 9 8 6年会议期间再度设立关m 

一 问 设 委 员 会 的 具 体 提 案 达 成 协 商 一 致 意 见 ， 

1. 回顾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在空间活动中不得进行武力威或使用武力； 

2. 重申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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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强调国际社会应采取对核査作出适当和有效规定的进一步措施，以防 

止 外 层 空 备 竟 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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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立即措施，以利于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促进国际合作^ 了解； 

5. ，书长邀请各会员国就是否可能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及和平利 

用外层空间方面增进国际合作，包括应否为此目的设立有关机构的问题提出！： 

见，并请他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6. 重申作为挲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裁军谈判会议应在締结一项或在适当 

时締结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多边协定的谈判中发挥首 

用； 

7. £裁军谈判会议作^&Éfc^事项，审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问题； 

8 .并请裁军谈判会m及一切有关提案,包括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 

特设委员;了9 8 5年会议和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上提出的提案在内，加紧审议 

防 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问题； 

9. ^裁军谈判会议于其1 9 8 6年会议开始时再度设立一个负有适当 

任务的特设委员会，鑭为締结一项或在适当时雜多项关于防Jt^层空间军备 

竟赛的一切方面的协定进行谈判； 



10.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il本着建设性的精神， 

駄 开 展 î i 早 日 職 防 止 外 层 空 间 军 备 竟 赛 协 定 繊 判 ， 并 就 将 灰 边 谈 判 

各届会议«展通知裁军谈判会议，以利其工作； 

11. 吁请所家,特别是拥有巨大空间能力的医家，在其有关外层空间 

的活动中不采取违反现有的有关条约的规定或违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目 

标的行动； 

1 2 . ,会员国至迟在 1 9 8 6年4月1日将其关于裁军研究所（联合国 

裁军研究所）正在进行的研究，一有关外层空间的裁军问题及军备竟赛扩展 

到外层空间的后果一的范围和内容的it见送交秘书长；并请秘书长将会员匡 

上述it见转交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审议，以便该委员会传为裁军研究所的理事 

会，能根据那些意见向裁军研究所提出编写这项研究报告的指导方针； 

13. ，裁军谈判会议就其审议:《义题的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 

告； 一 
14. i秘书长将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审议本议题的全部有关文件转送裁军谈 

判会议； 

15. 决定将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项目列入笫四十一届会议 

脏 时 议 ^ 

1 9 8 5年1 2月1 2日 

笫1 1 会议 

见V4(W25，第47—5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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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国 
Dlstr. 
GENERAL 

大 会 
A/RES/40/88 
15 January 1986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5 S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报告（A/4 0/944 ) 通 过 〕 

4 0/88.关于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晷试验的大会笫39/60号决议的执 

行情况 

大会, 

3核军备竟赛的加剧^核战争的威胁日增深表关切， 

回顾大会在过去3 0年中一直密切注意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需要， 

重申深信締结一项禁止一切国家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多边条约乃是停止和扭 

转军备竟赛和核武器质量改良、阻止现有核武库扩大和核武器扩散到更多国家 

的努力取得成功的不可鈇少的因素，从而有助于实现在适当核査下彻底销毀核 

武器这项最终目标， 

再次搔调拟订此项条约乃是最高优先的任务,不应取决于裁军领域内任何 

其 他 措 施 是 否 ^ , 

欢迎 i 9 S 5年 1月 2 S日在新德里通过的六个g!家的g!家*政府首脑宣 

言，中所载的各项提议，以及 i 9 S 5年月 2 4日他们向美利坚合众国和 

~ A / " / ! " " S / " 9 2 1 , 附 件 . 

8 6 - 0 1 0 4 8 



A/RES/40/88 

Page 2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汆国联盟两g!领导人发出的^名信，' 

回顾大会以往关于此问题的各项决议，特别是 1 9 S 4年 i 2月 1 2日第 

3
 9/5

 2
号 ^ 第

3
 9 / t 0号决议,其中大会要求暂停一切核试验爆炸，并 

要求开展关于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谈判， 

jjl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展开谈判以期就此项条约达成协议，深表婉惜， 

1. 教促裁军谈判会议迅速紫此问题的所有方面、包括道当的核查措施方 

面，着手进行谈判，以期毫不迟延地草拟一项条约蕈案，旨在有效禁止一切国 

家在任何地方进行一切核武器爆炸试验，其规定可为所有，:家所接受，同时, 

防止以勒平用途的核爆炸手段来规避该禁令； 

2. 坚决敦促所有g家，特剁是所有核武器家，蝎尽最大努力并最现豉 

治意愿，以便毫不迟延地拟订和締结此项条约； 

3. 欢迎一个主要的核武器g家自1
 9

 S
 5

年 S月
6
曰起单方面停止进行 

一切核爆炸，以及i
 9
«

5
年 i o月

2 4
日 六 个 g )家 的 医 家 和 政 府 首 脑 给 美 利 

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湘国联盟两国领导人的联名信上的提议，其中廷-

议该两国暂停一切核试验1
2
个月，暂停期限可以延长； 

4. 表示希望所有其他核武器家也考虑参加暂停核试验; 

5. 决 定 将 题 为 " 关 于 立 即 停 止 湘 禁 止 孩 武 器 试 验 的 大 会 第 号 决 

议的执行情况"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1 5 年 1 2 月 2 2日 

第 J J 3 次 ^ 会 议 

— S/1759ô，附件 



Distr. 

GENERAL 

A/RES/UO/89 
lU January I986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5 9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B会的报告（A/40y937 )通过〕 

40/89《非洲非核化*言》执行情;y, 

A 

宣 言 的 执 行 情 况 

大会， 

铉记著1964车7月17日至21日在开罗恭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囿突元 

首*政府首脑会议第一届常会所通过的《非洲*核化宣言》，， 

回顾其最早关于此一问颧的1 9 6 1车1 1月2 4日第1652(XVI)号决 

议,以及1 9 6 5车1 2月 3日第 2 0 3 3(XX)号决议、 1 9 7 6车12月10 

日第31/69号块i义，1 9 77声1 2月1 2日第32/81号决iX、 19 7 8 

车1 2月1 4日第33/63号决议、1 9 7 9车1 2月1 1 B 第 号 

决 议 、 1 9 8 0年1 2月1 2日第35/146S号决议、198 1车12月9 

日第36y86B号决议、1 98 2车1 2月9日第27刀4A号决i？、 19 8 3 

牟1 2月2 0日第38/181A号决iX^ 1 9 8 4东1 2月1 2日贫39/1B1A号 

决议，其中大会请所有国窠把非洲大陆及其四周地区作为无核武器区看待并予 

以尊重， 

~《大会正式记录，i二;Sii义,—Pfr件》议程项百25, A/5975f文件. 

86-00992 

联 合 国 

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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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大会于其第33/6 3号决中强烈谴贵南非以任何公开或隐蔽的方^ 

核武器引进非洲大陆的企图，并要求南非立即避免在非洲大陆或其他地方进行 

任何核爆炸， 

联合囿裁军研究所在同秘书处裁军搴务部合作并同非洲统一组织协 

商下编制的题为《南非的核能力》的报告'，以及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虽然南非的核能力对囿际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特别是威胁到《非洲非核 

化宣言》各项目标的实现，但裁军审议委ë会1 9 8 5牟会议再次未静就其义 

程上此一重要项目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对此表示遗憾， 

1.强烈重申大会吁请所有国定把非洲大陆及其四周地区作为无核武器区 

看待，并予以尊重； 

2 .重申执行非洲H窠元首政府音脑通过的《非洲非核化宣言》是防止 

核武器扩散勒傻进囿际湘平与安全的貢要措施； 

3. 对南非拥有并继续发展核武器錄力再次深表震惊; 

4. 谴贵南非继续对核能力的谋求,并餹贵任何国窠、公司、机构或个人 

同种族主义jg^权进行一切形式可使南非能够阻^谋求非洲全无核武暴存在的 

《宣言》目标的核句结； 

5. 吁请一切囿窠、公司、机构或个人停止同南非种族主义iS^权进行任何 

可使南非能够阻挠《非洲非核化宣言》目标的*一步匀结； 

6 .再次要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避免试验、制造、都署、运输、储存、,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4 2号》U/4Q/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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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吁请所有拥有监测手段的国窠对南非核武器的研究、发展ifo生产进行 

监测；并公布这方面的任何资料； 

8. S^J¦É^南非立即将核设旅勒设备交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 

9. i秘书长向非洲銃一组织撐供一切可以傻使其庄严宣布的《非洲非核 

化宣言》获得执行的必要援助； 

10.决定将题为"《非洲非核化宣言》的执行情况"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 

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年 J 2 月 J 2 曰 

第2 J 3次全体会议 

B 

南非的核能力 

大会 

回顾其J 9 7 9年 J 2 月 J 2日第3 4 ^ 7 6 B号 决 议 、 i 9 S Û年 2 2 

月 1 2日 第 3 5 / 1 46 A 号 决 议 ， 年 1 2 月 9 日 第 号 

决 议 ， 1 9 S 2年1 2月 9日第 3 7/7 4 B号决议、 1 9 8 3年】 2月 2 0 

日第3 S / 1 S J B号决议^1 9 S 4 年 2 2 月 1 2 日 第 3 9 / 6 2 B号决议， 

铭记着J 9 6 4年 7月 2 7日至2 1日在开罗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 

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第一届常会所通过的《非洲非核化1：言》，， 

回頋大会于其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注意到种族主义政权积累 

军备&得军备技术，及其取得核武器的可能性，对面临迫切需要裁军&^国际 

社会构成一种日益危险的障碍和挑战， 

第 S — J 0 / 2号决议. 



又回顾大会于其1
 9 7

 s 年 J
 2

月 J 4日第3 3 / 6 3号决议中强烈谴责 

南非以任何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将核武器引进非洲大陆的企图，并要求南非立即 

遯免在非洲大陆和其他地方进行任何核爆炸， 

注意到J
 9

 S
 4

年
9
月

2 7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第二十/V届常会就南非 

核能力问题通过的第G C (XXVI工工）/RES/423号决议， 

注意到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在同秘书处裁军事务部合作并同非洲统一组织协 

商下编制的关于"南非的核能力"的损告, ' 

虽然南非的核能力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特别是威胁到《非洲非核 

化宣言》各项目标的实现，但裁军审议委员会J! 9 8 5年会议仍然未能就其议 

程上此一重要项目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对此表示遗憾， 

对南非公然违反国际法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各项有关规定，继续对南 

都非洲各独立国窠和人民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深表关切， 

强烈谴责南非军队继续军事占领安哥拉的部分领土，侵犯其国家主权、独 

立和领土完整，并教促南非军队立即无条件地撤离安哥拉领土， 

虽经国际社会一再呼吁，伹某些西方国窠和以色列继续同南非种族主义政 

权进行军事勾结和核领域的勾结，|il时其中某些西方国家动辄便用否决权不 

断地阻挠安全％事会果断处理南非问题的一切努力，对此M失望，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曾决定安全理事会应釆取适当有效步骤以止非 

洲钪一组织关于非洲非核化的决定的执行受到阻挠；， 

强调需要逋过确保非洲大陆为无核武器区来维持非洲的和平与安全， 

1.谴责南非大j^,模增强军事机器,特别谴责南非疯狂取得核武器食&力， 

以便进行镇压和侵略，并作为ift:诈的工具； 

同上，第6 3段(C). 



2.表示全力支持面临南非核能力威胁的各非洲国家; 

3 .重申种族主义政权取得核武器能力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极其严亶的 

危险，特危及非洲各国的安全，并增加了核武器扩散的危险； 

4. ^ # ^ Ï J国良'公司、机构或个人与南非种族主义政城行的一切形 

式的核勾[特别谴责某些会员国向其本国境内一些公司颁发对南非核设施提 

供设备及技术和维修服务许可证的决定； 

5. 要求南非和一切其他外国利益集团立即停止开釆和掠夺纳米比亚的铀 

6 .吁请所有国 I '公司、'机构或个人立即停止同种族主义政权进行的一 

切形式的军事兮结和核匀结； 

7 .，裁军审议委员会于其1 9 8 6年会议上特别计及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关于南非核能力报告中所载调査结果，优先审议南非的核能力问题； 

8 . ！安全理事会为了裁军和稷行其职贵义务的目的，采取强制性措施， 

以防止任Ss»族主义政杈取得军备或军备技术； 

9 .进一步请安全理事会尽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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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堵塞现有武器禁运的漏洞，并使武器 

禁运更为有效，并且特别禁止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核领域的一切形式的合作 

和匆结； 

10.再次要求南非立即将其一切核设施和核设备交由国际电子能机构视察; 

‧参看《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年， 1 9 80年7、 8和9月份补 

编》，第S/14179号文件。 



11.，书长密切注意南非在核领域的发展情况，并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 

议提出报 

1985年12月12日 

笫1 1 3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Distr, 

GENERAL 

大 会 
A/RES/40/90 

14 January 1986 

笫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60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报告（A/ 4

0/945)通过〕 

40/90.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和此种武晷新系统 

大会， 

回顾其关于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1 9 7 5年 1 2月11日第3479 

( X X X ) 号 、 1 9 7 6 第 1 2月 1 0日 第 3 1 / 7 4号 、 1 9 7 7 年 1 2 月 1 2 日 

第32 / 8 4 A号、1 9 7 8年 1 2月 1 4日第 3 3 / 6 6 B t、 1 9 7 9年 1 2月 1 1 

日 第 3 4 / 7 9号 、 1 9 8 0年 1 2月 1 2日第 3 5 / 1 4 9 f、 1 9 8 1 年 1 2 月 9 

日 第 3 6 / 8 9号 、 1 9 8 2年 1 2月 9日第 3 7 / 7 7 A号、 1 9 8 3年 1 2月 2 0 

日第38/^82号和1 9 8 4 年 1 2月 1 2日第39/62^等决议， 

锘记着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3 9段的定：裁减军备质 

量和数量的揞施对于停止军备竟赛都极其重要；为北目标的努力应包括关于限 

制和停止改良军备一-特别是大5^模毁灭性武器——质量和发展新作战手段的 

谈判， 

' 第 S - I 0/2号决议。 

86-00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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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最后文件》第7 7段所载决定：为了帮助防止军备的质量竟赛，使 

科学和技术成就最后能够专门用于和平目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旅以防止;1^51新 

的科学原理和成就制遣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且应当以禁止这种新型大5^ 

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为目标而作出适当的努力， 

再次表示其信念:鉴于苐十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备项决定，締结一项或多 

项关于防止将科学和技术逬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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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1 9 8 4年会议期间审议了题为"新型大规模毀灭性 

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的项目， 

深信应当运用一切方法和途径，以!!7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頰模毁灭性，、器 

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考虑到裁军谈判务议报告中有关上述问题的鄧分,' 

1. 重申必须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楔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1^; 

2. ，军谈判会i义根据现有^先次序，在定期集会的专家小组的协助下, 

不断对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叛楔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6^问鹬加以审 

査，以期于必要时对于就确定类型的此种武器进行具体谈判提出建; 

3. 敦促所有ii家作出贡献，在确定任何新型大规楔毁灭性武器之后，立 

即开始就禁止该武器逬行谈判，并同时提出暂时停止实际发展该武器的办法； 

4. 再次敦促所有 i l家避免采取任何足以对旨在防止新型大辆楔毁灭性武 

晷和此种武器新系统出现的努力发生不利彩响的行动； 

《大会正式记录，笫四十届会议，补编第27号》（A/40/27和corr.l), 

第三节G,第102和105-10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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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再次從请所有&家作出努力以确保科学和技术成就最终专门用于和平 

目的； 

6 .适秘书长将大会第四卞庙会i义审i义本项目的一切有关文件遲交裁军谈 

判会i义； 

7 ‧雙裁军谈判会议将有关其工作成果的裉告提交大会第四十一庙会i义审 

8.决定将题为禁止发展和锎造新型大规楔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 

统：裁军谈判会i义的报告"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5年1 2月1 2曰 

第113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大 会 

Distr. 

GEJERAL 

A/RES Ao/91 
15 January I9R6 

笫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6 2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O)通过〕 

4 0/91.裁减军事预算 

A 

大会， 

对于军备竟赛不断加剧，军事开支日益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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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彩响，深表^, 

再次重申大会笫十届特别会议~ %— m专门讨论裁军的特别会议一 

《最后文件》的各项条款，根据该《文件》，特剁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 

重要国家在共同商定的基础上，例如按绝对数字或百分率逐步裁减其军事预算, 

将有助于遏制军备竟赛，并将增加目前用于军事用途的资金转用于经济及社会 

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造福发屣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曹 

^冻结和裁减军事预算将对世界的经济和财政情况有利，并可能便利于 

为提高对发展中匡家的匡际援助所作的努力， 

回頋在其第十二届特别会议~^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 

第S — 10/2号决议，第S 9段. 

8 6 - 0 1 0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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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全体会员国一致罜决地i:申第十届特会议《最后文件》的;^性，并庄 

严承诺敎力于该《文件》，* 

还回顾《宣布1 9 8 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中规定,在这段期间，应 

重新作出努力,以便就裁减军事预算并将由此腾出的资源转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 

特别是造福发屣中 g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事，达成 m ,， 

又回顾其1 9 7 9年 1 2月 1 1 日 第 3 4 / 8 3 F f 决 议 中 所 载 、 后 1 9 80 

年1 2月 1 2 日 笫 3 5 / 1 4 2 A 号 舰 、 1 9 8 I年 1 2月 9日第 3 6 / 8 2 A号决议、 

1 9 8 2 年 I 2 月 I 3 日 第 3 7 / 9 5 A 号 决 1 9 8 3 年 1 2 月 2 0 日 第 3 8 / I 8 4 A 

号决议和1 9 8 4年 1 2月 1 2日第39/64A号决议予以重申的各项条款，其中认 

为应当对于以均衡方式冻结，裁减或以其他方式限制军事开文，包括对可便一切有 

关方面都感到满葸的充分核査措施达成协‧ ̂ 的努力，给予新的推动力， 

意识到各会员国提出的各种不同的提案以及迄今为止在联会面范围内裁减军事 

预算领域中所进行的活动， 

确定和制订各国在冻结和裁减军事预算领域内进一步行动以及目前在联合 

国范进行有关的裁减军事预算问题的其他活动所应遵守的原则，应被视为是一 

种具有达成裁减军事预算国际协议的基本目标的努力， 

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就其1985年会议期间完成的关于题为"裁减军 

事预算"项目的工作而提出的报告， ‧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特别会议，附件》，议程项目9至1 3, A / 

8—12/32号文件，笫6 2段. 

* 參看第35/46号决议，附件，第1 5段. 

* 参眷《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4 2号》（A/40/42), % 

2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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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再次宣告其信念:关于裁减军事预算的国际协议是有可能在不影响所 

有国家所享有的安全不受减损、自卫和主权权利的情况下达成的； 

2. 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军备最强大的国家，在达成有关裁减军事开支 

的协议之前，自行克制其军事开支以便将腾出的经费转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 

特别是造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3. 由于裁减军事开支而腾出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可能转用于经济和社 

会发展，特剁是造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4. ，裁军委员会继续审议题为"裁减军事预算"的本项目，并在这方面 

基于作为;报告'附件的工作文件及有关本主题事项的其他提案和^见，在I 9 

8 6年的实质性会议中最后确定各国在冻,减军事开支领域内的行动所应遵 

守的原则； 

5. 重新唤起各会员国注意:确定和制订各国在冻结和裁减军事预算领域 

进一步行动所应遵守的原则，将有助于调和各国的意见，并在各国之间'建立信 

任，以利于达成裁减军事预算的国际协议； 

6. _^各会员国，特别是军备最強大的国家，加强准备逬行建设性的合 

作，以期就冻结、裁减或以其他方式限制军事开支达成协议； 

7. 决定将题为"裁减军事预算"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J 9 S 5年1 2月 I 2日 

第 J 1 3次全体会议 

同上，《补编笫4 2号》（A/40/42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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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会， 

；军备竟#jf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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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r经济资源令人惋惜的浪费和对世界平与安全潜在的有害彩响，深表关切， 

认为在共同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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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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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6^经济湘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深信此种裁减可以而且应该在共同两定的基础上并在不.损害任何g家的国 

家安全的情况下作出， 

重申其信念:关于I事开支的踊定、汇报、比较^核査的条款必须是任何 

有关减军事开支 6 ^ g`际协定的基本组成部分， 

回顾一项军事支出^ (^汇报标准制度已按?^、大会J 9 S O年 1 2月 1 2日 

,3 5 / 1 4 2 B 号 决 议 定 提 供 各 国 ^ 用 ， 现 已 À 属 于 不 同 地 理 区 蛱 ^ 具 

有不同预算^会计制度的许多会员 i `方面接获有关军事支出车度^告， 

认为更多来自不同地理区域和代表不同预算制度的国家参与汇裉制度将有 

助于进一步改善汇损制度，并且田于它使军事事务更加公开，从而可增强各国 

之间0^信饪， 

，上述各项活动湘倡i义，以及联合国内正在进行的有关教减军事预真的 

其他活动，都是为了促进旨在绝结裁减军事开支国际协定未来谈判工作. 

回顾其1 9 8 2年1 2 月 I 3日第3 7 / 9 5 B号决议，其中大会请秘书 

长在合格专家小组协助下取得各的 1 !愿合作，承担缭制参与 g `军事开支的 

价格指数勒购买力平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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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了内载裁减军亊预算专家小组报告的秘书长报告,• 

1. 赞赏地注意到裁减军爭预算专家小组报告; 

2 . 一&秘书长和协助秘书长编写该碓告的专家小组表示赞赏； 

3. 促请所有会员g汪章该裉告及其结论和建议; 

4. ，书长作出必要安排，将该报告作为联合国 f i版物印行； 

5. 邀请所有会员g在1 9 S 6年 4月 1 5日以前向秘书长提出它们对该 

报告的意见并建议进一步措施，以期促进裁减军事开支未来 g i际协定； 

6. 直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一份内载会员g就本问題提出的意 

见È«ï报告； 

7. 还赞赏地注意到载有1 9 « 5卑会员国按照上述汇报制度提出的复文 

秘书长报告, ' 

8 . 强调必须增加报的国家的数目,以期能有尽可能多的厲于不同地 

.理区域勒代表不同预算制度的If家参与汇钣 

9. 重申其建议:所有会员均应填报汇扭表格，于每年 4月 3 0日前向 

秘书长汇裉其已有数据可查的最近一个财政年度的军筝开支； 

10.决定将题为"教减军事预算"Éf^项目列入其第四十一届会i义l,ST时程. 

年 1 2 月 1 2 日 

^113次全体会议 

Ay40y313和Add» 1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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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Distr. 
GENERAL 

A/RES/UO/92 
16 January 19̂ 6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6 3 

大会决议 

〔裉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40/932 ) 通过〕 

4 0 / 9 2 .化学武器相细苗（生物）武兽 

A 

禁止化竽武器和细曹武器 

大会，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7 5段指出，全面有效禁止发 

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是最迫切的裁军措施之一， 

回頋其以前有关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蕃并销毁此种 

武器的决议， 

第S~>I0/2号决议 

96-01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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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需要尽早缔结一项可对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作出重大贡献的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强调6 0年前在日内瓦签署的《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窆息性、毒性或其 

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仍然重要， 

决心为了全人类,通过尽早締结和执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P切化 

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从而履行根据I 9 2 5年6月《日内瓦议定书》 

所承担的义务，彻底排除使用化学武器的可能性， 

考虑到裁军谈判会议1 9 8 5年会议期间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工作，尤其 

非常赞赏其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对于最近关于生产二元化学武器所作的决定以及邵署它们的意图，尿表关 

兰， 

认为各国避免采取任何足以延误谈判或使谈判更加复杂化的行动，并对这 

些谈^现建设性态度和尽早就化学武器公约达成协议的政治蕙愿，是可取的, 

深知化学武器在质量上的改进和发展势将使正在进行中的关于禁止化学武 

器的谈判复杂化， 

注意到建立旨在促进全面禁止化学武畚并有助于达到安定的区域和国安 

全的无化学武器区的提案， 

1. 重申需要尽早制订和締结一项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学武 

# 并 销 毁 武 器 的 公 约 ； 

2. 吁请所有国家竭尽全力，促成此公约的締结； 

3. 敦促裁军谈判会议加紧进行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内的谈判,以便尽早 

il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乂(；17卷（1929 )，第2138号，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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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达成协议，并为此目的加紧进行此项公约的起草工作， 

以便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 

4. 重申其向所有国家的呼吁:本着诚意进行严莆谈判，避免采取任何可 

能妨碍就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判的行动，特别避免生产和部署二元化学武#及 

其他新型化学武器，并且避免将化学武器部署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 

5. 吁请所有还没有如此做的国家成为1 9 2 5年6月1 7日在日內瓦签着 

的《矢于禁止在战争中便用窒息性、每性或其他气体和细曹作战万法的议定书》 

的禅约国. 1 9 85年1 2月1 2日 

笫1 1 3次金体会i叉 

B ‧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大会， 

回顾其以往有关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 

武器的各项决议， 

迫切需要所有国家严格遵守1 9 2 5年6月1 7日在日内瓦签订关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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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定书》的 

原则和目标，并由所有国家加入1 9 7 2年4月10日在伦敎、莫斯科和华盛 

顿签署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敎这类武 

器 的 公 约 》 ， ' 

审议了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其中除了别的以外，载有化学武器特设委员 

会的报告'， 

， 第2826 ( X X V I )号决议，附件.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 2 7号》(A/40/27ir;:Corr.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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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有必要竭尽一切努力,继续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 

并销毁此种武器的谈判，并使之顺利完成， 

1. 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1 9 8 5年会议期间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工作， 

特别赞赏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工作 及其在报告内报告的进展； 

2. 对于尚未能制订一项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 

销毁此种武器的协定，再度表示遗憾和关切； 

3. 再次促请裁军谈判会议作为高度优先事项,考虑到一切现有提案和今 

后的倡议，于其1 9 8 6年会议期间加紧就此一公约进行谈判，并进一步加紧 

努 力 ， 例 如 在 这 一 年 中 增 加 它 用 来 逬 行 此 类 谈 判 的 时 间 ， 以 便 尽 早 

完成公约的最后制定工作，并为此目的，恢复具备其1 9 8 5年任务规定的化 

学武器特设委员会； 

4. i裁军谈判会议将其谈判结果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1 9 8 5年1 2月1 2日 

第1 1 3次全体会议 

C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大会， 

,重申所有国家迫切需要严格遵守 1 9 2 5年 6月 1 7日在日内瓦签订 6 ^ 

于禁_IÏ^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的 

原则和目标，并由所有国家加入1 9 7 2年4月10 B在伦敦*莫 M和华盛 

顿筌署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储存以及销莰这类武 

器 的 公 约 》 ' , 

关切地注意到关于此类武器已被使用的报道,以及这类武器在国家武库内 

的数量增多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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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tHk学武器再度被使用的危险性日增表示fc^, 

注意剷国际上为加强这方面的国际禁制力量而作的努力，包括制订适当调 

査 方 ^ 努 力 ， 

回頋其1 9 8 4年1 2月1 2日关于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的笫39/ 

65 7 ?决议， 

再度立志为确保人类免受化学^生物战争之害而进行努力, 

1 ‧ ^有必要严格遵守关于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有各项国际义务， 

谴责一切 î : g 这些义务行为； 

2 •欢迎为确保最有效地禁止化学ifii生物武器而正在进行中的努力; 

3 ‧ ，裁军谈判会议加快对关于彻底、有效禁止化学武器的发展、 

生产、储¥i i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多边公约逬行谈判； 

4 . 吁所有国家在尚未締结上述全面性公约之前,进行合作，设法防止 

化学武器 

1 9 85年1 2月1 2日 

第1 I3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大 会 A/RES/40/93 

16 January 1986 

Dlstr. 

GENERAL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6 4 

大会决议 

〔裉据笫一委员会的报告（A/40^33 )通过〕 

40/93.以色列的核军备 

大会， 

铭记着其以往关于以色列的核^备的各项决议,最近一项为1 9 8 4年 

1 2月 1 7日第39/147号决议， 

§ g l 9 8 4年1 2月 1 2日第39/54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呼 

吁中东所有国家在建立无孩武蕃区之前，同意将其所有孩活动置于国际原子铌 

机构保障制度之下， 

又回顾安全理爭会1 9 8 1年 6月 1 9日第487(1981)号决议，其中除 

其他筝项外，安理会紧急要求以色列将其核设施童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侏制度 

之下， 

关切地注意#y虽然大会、安全理爭会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再呼吁，以色 

列仍坚持拒绝承话不制造或购置核武眷，并柜绝将其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 

构侏》制度之下； 

意识到以色列发展和购置核武卷以及以色列同南非勾结发展核武器及其运 

载系^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后果， 

86-0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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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注 意 到 联 全 i l 裁 军 研 ^ 1 9 8 5年 8月 9日的报告； ‧ 

2 ,再次谴贲以色列拒绝放弃拥有任何孩武器； 

3 ‧再次请安全理事会采取迫切有效揞施,确保以色列遵守安全â蓽会第 

478(1981 )号m,并将其一切核设施置于S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之下； 

4. 再度请安全珐蓽会调查以色列的核活动及其他国t当畢方和机构在 

这些活动方面的^结； 

5. 要求所有尚未停止与以色列在核领域进行合作或向以色列提供在孩领 

域的援助的国窠和组织停止这些活动； 

6. 重申谴责以色列同南非继续进行核勾结; 

7. 雙秘书长严密注意以色列的核活动，并齡情就此事向大会提出报告， 

1 9 8 5年1 2月1 5日 

第I 1 3次 M会议 

A/40/520 ，附件。 



联 合 国 ^ ^ ^ ^ SKERÂL 

^ ^ ^ ^ ^ ^ 17 January 1986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6 8 

大会决议 

C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40/976 )通过〕 

40/94.全面彻底裁军 

A 

区蜮常规裁军 

大会， 

重申《联合国宪聿》序言中所表示欲免后世再遭战祸的决心， 

再度认识到急需对iii[iè决心进行协调，以期促进旨在裁减军备开支的各项倡 

议，从而使节省下来的资源可用于全体人民的社会湘经济发展，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的《最后文件》，第2段》^中除了剁的以外,表示核 

军备*常规军备的积累势将阻我旨在达成各项发屣目标的努力，成为朝向新的 

国际经济秩序道路上的障碎，并妨砑人类面临的其他重大问题的解决， 

又回頋大会在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第45和46段中，除了剔 

的以外，宜布裁军谈判的优先事项如下：核武器；其他大规模毀灭性武器，包 

括化学武器；常规武器，包括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 

武《;載减武装邵队；并宜布各国没有理由不能对所有优先项目同时进行谈判' 

' 第 S ~ I 0 / 2号决议 • 

86-0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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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flîjlfc制或裁减核军备的措施可能有助于实行裁军， 

回赖大会在1 9 «
 2

年 J
 2
月 2 3 B迺过的关于区械裁覃的第3 

号决议中，除了剁的以外，强调已采取的区域搢施以及核裁军ifr常规教军方面 

的区槭性夯力的重要性， 

还回顾其关于区域裁军的1 9 8
 3
年 J 2 月 i 5 日 第 号 决 议 i f o 

1 4年1 2月 1 2 日 笫 号 * i ^ ， 

1. M各国政府，在区域情况许可及在有关国家倡议时，审议并通过区 

域一级的适当措施，以期逋过在严格有效国际监警下对军队^常规武器的fli制 

ifr教减，在较低军力水平加Sifc平与安全，闳时要考虑到各国保护其安全的需 

要，铭记着压严载入《联合囿宪聿》的面有自卫权利ifc不访碎各国人民根据 

《宪章》所享有平等权利和自决的原则，以及考虑到在每一阶段都必须«均 

势5fc所有国家的安全不受减损； 

2. ^极其坚决支持一些政府最近采取的隈制常规军备勒裁减军事开支 

的单方面搢施，此种措施有助于创造有利气氛以便实行区域一级的常规裁军； 

3. 最为强调地核可最近的一些区域和分区域倡议，其目的在于締结旨在 

限制军备^裁减军事开支的各项协定； 

4. ^军事大国，尤其是核武器国家对停止Jfc扭转军备竟賽负有主要贡 

任，并亶申核裁军在全面彻底裁军范畴所占的优先地位； 

5. 垔所有国家严袼遲守承诺，不逬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以促便区 

麵裁军取得进展，并协助创造有利于实现区域一级常規裁军的,气氛； 

6. 又敦促常规军备供应国自各项区域努力逬行合作; 

7. ，祕书长应有关政屙的要求，向它们提供区械常规裁军揞施方面'可能 

有用的技术服务^援助，并;ît有关此事的情况向大会笫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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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决定将题为"区域常规裁军"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1 9 8 5年1 2月1 2日 

第1 1 3次全体会议 

B 

对无核武器区问题一 面的研究 

回顾其1 98 2 年 1 2 月 1 3 日 第 号 决 议 ， 其 中 决 定 应 当 进 行 一 项 研 

究， ¥ i 参照 1 9 7 5年以来积累的资料和经验，对《无核武器区问题一切方面的 

通盡研究》^以复核和补充， 

又回頋大会请秘书长在合格政府专家特设小组的协助下进行这项研究,并将研 

究裉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 

进一步回顾其1 9 8 4年1 2月1 7日第3a/151B号决议，其中大会汪:^到 

秘书长的很告，'大惠谓尤孩武器区问题政府专家小组无在其掌握的时间內完成此 

项研究，因此大会请秘书长继续此项研究，并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拫告， 

重甲其1 9 7 5年1 2月1 1日第3472A ( xxx )号决议和 1 9 7 6年1 2 

月10日第31/70号决i义，其中大会表示，坚信建立无核武器区对于i?:些区^内 

成员的安全、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和实枧全面彻底赘军的目标皆会有所贡献， 

收到了秘书长的报告' 兵甲附有无核武器区问题改府专冢小组主席的一封信，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編号E. 76 I 7. 

，A/39/400. 

, A / 4 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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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专家小组所作的努力，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并对无核武器区问题政府专冢小组不能完成研究报告 

表示遗憾； 

2. m m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亊和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秘书长对 

研究准备工作所提供的协助， 

I 9 8 5年 I 2月 1 2日 

第1 1 3次全体会议 

C 

关于常规裁车的研究 

大会 

回顾其1 9 8 4年 1 2月 1 7日笫39/151C号决议，其中谞秘书长为大 

会弟四十届会议编与一份报告，载列各会11对关于车备竟赉一切方面及常规 

武器裁军和裁减车队的研究报告所表示的见，' 

进一步回顾大会弟一届专门i寸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8 1 

段和其他有关投落也強调常规裁军措施十分璽要， 

注S到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e其甲说："虽然核武器可能引绞的 

'该报告后来以《常规裁军的研究告》的标題友表（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 

号E.85.I3C.1 )。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 1号》（ A / 4 0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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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毀灭使人们普it懕到恐惧，伹每天便无数人丧生的却是常规武器",又 

说"而且常规武器车备竟赛浪费掉宝贵的经济资源"， 

考虑到常规军备竟赛消粍大量人力、经济和技术资源， 

又注君到裁车和发展之间的联系和即将召开的裁军和发展间关系1~际会i义， 

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其中载有各会员囿对常规裁军的研究裉告的见， 

1.吁请所有会员国尽可能利用该研究複告及其结论和建议• 

2 . J _还没有把对该研^报告的见告知秘书长的会员国至迗在19 8 6 

年 5月 3 1日以 m这样做； 

3 .，秘书长为大会,,四十一届会i义编写一份报告，载列各会员1!对该拫 

告的新的1：见； 

- 4 . 决定将为：规教车 "的 ^目列入笫四十一屆会 i义临时议程 ‧ 

1 9 8 5 年 1 2 月 1 2日 

第 1 1 3次全frê^^^乂 

D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大会， 

回顾其1 9 S 4年】 2月 2 7日笫39/1 51 J号决议， 

! ‧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 1 9 8 5
车届会的报告中"有关放射性武器问题的都分 

特别是放射性武器特设委6会的报告； 

' A / 4 0 / 4 8 6 JfP A d d . l ‧ 

‧.《—木.拿.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2 7 号 》 （ A / 4 0 / 2 7 和 c o r r . l ), 

第 I I I * G节，第 1 0 2 — 1 0 9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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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又注意剷裁军谈判会议建议应于其 1 9 8 6卑届会开始时重新设立放射性 

武器/^委员会，并应将特设委员会报告的附件視为进一步工作的基础； 

3.认识到放射性武器转设委员会在J 9 8 5年完成的工作，对解决交付给它 

的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贡献； 

4L 裁军谈判会议考虑到各方为有关该主题的谈判提出的所有提案，继续进 

行谈判，以期早日完成其工作，并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擤出谈判结杲； 

5. 并请秘书长将所有同大会第四十届会议讨论该问题一切方面有关的文件送 

交裁军谈判会议； 

6. 决定将题为"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项目列入第四 

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5年1 2月1 2日 

第1 1 3次全体会议 

£ 

安全概念的通盘研究 

大会， 

回顾其1 98 3年1 2月20日第38/188 H号决议，其中请秘书长在 

合格ôt»政府专窠协助下,进行一项关于安全概念的通盘研究， 

审查了载有该项研究的秘书长报告，' 

1. 注意到秘书长?ft舌内关于安全概念的通盘研究; 

2. 对秘书长相协助他编写该项研究的专窠小组6^努力表示感谢； 

A/40/553 ,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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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各会g国注意该项研究及其各项结论； 

4. ! : § ^ 5 1 1至运在 1 9 8 6年 4月 3 0日以前将其有关此项研究的意 

见提交秘¥长； 

5. i秘书长作出必要的安排，把该项研究作为《^国出版物翻印出版并 

且尽可能:给予最广泛的发行； 

6. ，书长编写一份载有收到各会员国关于该项研究的意见的报告，提 

交大会第Ê十一届会议， 

1 9 8 5年1 2月 1 2日 

第1 1 3次全体会i义 

关于海军军备竟赛的研究根告 

大会， 

回顾其1983年1 2月 2 0日第 3 8 / 1 8 8 G号决议，大会在该项决议中 

请秘书长在合格政府专家的协助下，进行一项关于海军军备竟赛的通盘研究； 

重申对海军力量集结和海军军备系统的发展感到不安； 

秘书长载有该项研究的裉告；" 

1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裉告'，内所载的关于诲军军备竟赛的研究裉告； 

2 . 2t秘书长和协助秘书长编制该研究裉告的进行一项关于海军军备竟赛; 

海军力量和海军军备系统通盘研究的政府专家小组ÉMiË; 

3 .建议徘会员国注隶到该研究裉告及其结论； 

A/40/535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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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â秘书长作出必要安排，将研究裉告作为联合国出版物复制，并尽可 

能广为散发； 

5 . i全体会员国至在 1 9 8 6年 4日 5日将其对研究报告的意见通知秘 

书长； 

6 .直秘书长为裁军审议委员会1986年5月的实《1性会议缟制一份载有 

各会员国就此问题提交意见的汇缟； 

7.直裁军审议委员会在1986年举行的下一次会议上审议关于诲S军备 

竟赛的研究裉告中所载的问题和研究报告的实质内容及结论，同时考]!t到目前 

和今后提出的所有有关建议，以便确定在全面彻底裁军范围内设法寻龙裁减海 

军军备和海军裁军时可能Z妥取的搢施，以及这方面建立信任的措施，并就其审 

议情况和建议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裉告； 

8 .决定将题为"海军军备和裁军"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5年1 2月1 2日 

第1 1 3次全体会i乂 

Q 

禁止生产武器用核裂变材料 

大会， 

回顾其1 9 7 8年1 2月1 6日第33/91H号决议、1 9 7 9年】2月II 

日第34//87I>t决议、1 9 8 0年1 2月1 2日第35/156H号决议、1981 

年1 2月9曰第3ek^97G号决议、1 9 8 2年1 2月1 3日第37/99E号决 

议1983年12月20日^38/188E号决议和1 9 8 4年1 2月17日第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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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H号决议，均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一一第一 

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最后文件》'第三节所载《行动纲领》 

和进行题为"核武器的一切方面"的项目下工作的适当阶段，迫切审议可予充 

分核査的停止和禁止生产核武器用^变材料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问题，并随时 

将这项审议的进展情况通知大会， 

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1985年议程上列入了一个题为"核武器的一切方 

面 "的项目，而其 1 9 8 5年会议的两期会议的工作计划都列有一个题为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项目，" 

回顾裁军谈判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这些项目的提案和发言," 

iU;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并逐步将库存材料改造和转用于和平用途， 

将是朝向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竟赛的一个重要步骤， 

认为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也将是有助于防止核 

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扩散的重要措施， 

直裁军谈判会议在其关于题为"核武器的一切方面"项目的工作的适当阶 

段，继续审议可予充分核查的停止和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 

材料的问题，并随时将这项审议的进展情况通知大会。 

1 9 8 5年1 2月1 2日 

第1 1 3次全体会议 

，，从1984年2月7日起，裁军谈判委员会改称为裁军谈判会议.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朴编第2 7号》（A/40/27和 

Corr 1),第1 0段， 

，，同上，第三节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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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核武器冻结 

大会， 

ZI核军备竟赛的继续进行并强化从而严重增加核战争的威深表震惲， 

考虑到核武器国家负有维持世界和平和防止核战争的篁大责任， 

,大会以往通过的呼吁冻结核武器数量和貭量的各项决议， 

还回顾大会在若干场合表示坚信目窗各项条件特别有利于进行这种冻结， 

一项核武器冻结将提高各国之间的信任程厪，^^囯际紧张局势和减 

轻核战争的威J^, 

^冻结义务的履行情况可以在合的基础上，参照以往的核武器限制谈 

判，以n盍的技术办法以及通过某些其他核查措施进行核查， 

注意到1 9 8 4年5月2 2 È'和1 9 8 5年.1月2 8日''发表的六国国家和 

JiUri"脑宣言获得广泛的支持,该宣言载有一项>f吁，吁请核武器国家停止试 

验、生产^部署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3某些核国宏未能积极响应过去三年中大会一再发出的呼吁湘其他H窆一 

再发出的吁和建议深表遗憾， 

1 ‧重申其《^吁:一切核武器国盍，自某一特定日期起，在全球范围内并 

在适当核査之下，以冻结它们的核武库作为削*蔑的第一步，以期彻底予以消除； 

A/39/277-S/16587,附件.铅印本见《安全垤筝会正式记录，第三 

九年，1984年4月、5月和6月份补锔》,第S/16587号文件，附件‧ 

A/40/114-S/I6921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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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次數促拥有最大核武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II联盟和美利坚合众 

国率先同时在双边基础上凉结各自的孩武器，为其他核武器国家作出表率； 

3. 坚信所有其他核武器国家应随后尽快冻结它们的核武器， 

1 9 8 5年1 2月1 2日 

第1 1 3 次 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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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海军军备竟赛：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 

并将建立信任的措施扩展萆海洋地区 

大会， 

回顾其1 9 8 3年1 2月2 0 日 第 号 和 1 9 8 4年1 2月17日 

第39/1511号决议， 

^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的努力应有效地针对这方面的 

- m i . 

对于海军军备竟赛持续升级对和平、国际安全与全球性稳定造成趑来越大 

的威 ¥ ^到不安， 

对于日益频繁地使用海军舰队或其他海军编队以炫耀或使用武力，并作为 

向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干涉其内政、进行武装侵略和干涉， 

‧存殖民主义制度的残余的工具，慼到震惊， 

意识到某些国家在冲突地区或远离其本国海岸的地区日益增加海军舰队并 

加剧其海军活动，加劇了这些地区的紧张局势，可能对这些地区的国际海道的 

安全、通航自由和海洋资源的开发产生不利彩响， 

坚信采取迫切措施以遏制海洋上的军事对抗，将对防止战争，特别是核战 

争，并将对增进和平与国际安全，发挥重大贡献， 

意识到一系列主张釆取旨在限制海军活动、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并将建立 

信任的措施扩展至海洋地区的有效措施的倡议和具体提菜， 

深信应当制订和执行迗种措施,并适当地注意到不损窖任何有关国家合法 

安全利益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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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强调区域性有关措施,例如执行《宣布印度洋为平区宣言》"以 

及使地中海变成一个和平、安全和合作的地区等的重要性， 

再次重申对人类至关篁要的海洋应当依照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所制订的制度，专门用于和平目的， 

注意到秘书长遲照第3a/188F号和:^9/1511号决议的规定提出的报 

告和其他文件,"载有包括一个主要海军国家在内的各会员国关于谈判方式的复 

文、以及关于遏制海军军备竟赛和海军活动的各种具体意见和共同措施的新提 

案， 

漪意地注意到这些复文中的多数意见强烈赞成早日开始进行旨在遏制海军 

军备竟赛和海军活动并加强对海洋的信心和加强海洋安全以及裁减海军军备的 

谈判， 

注意到‧国在一组合格政府专家协助下进行的关于海军军备竟赛的研究 

报告， 

裁军审议委员会1 9 8
 5
年实质会议对这项问题的讨论是极有价值的 

头一步，以便共同寻求方法和途径，保证为更详尽透彻地审议遏制海军军备竟 

赛问韙创造条件，以期举行适当的谈判， 

1.再次呼吁全体会员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海军大国,遊免在冲突 

或紧张地区或远离其本国海岸的地区扩大其海军胜留和活动； 

"第 2 8 3 2 U X V I )号决议 . 

"《联合,第三次淬法会议正式记录》笫十七卷（联合 P出版物，出售品 

編 号 ： E 84 V 3)义件A/COITF. 62/122. 

，‧ A/39/419和Corr.l ; A/CH. 10/70 fo Add. 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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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 

有关国家参加的情况下，开始就限制海军活动的问氣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 

问以及建立信任的措施扩展至海洋地区一一特别是国际海道最繁忙的地区 

一或冲突可能性较大的地区的问题，进行谈判； 

各会员国，特别是包括核武器国家在内的主要海军大国，考虑举行 

双边和（"5)多边直接协商的可能性，以便m备早日举行这种谈判； 

4. ，各会员国，特别是尚未这#1*的会员国，在不迟于1 9 8 6年4月 

之前，将;对于举行上文所提各种谈判的方式包括在B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举行 

的可能性的意见，通知秘书长； 

5. 兰裁军审议安员会作为优先事项，在适当的附属机构继续审议i£项问 

题，并适当地考虑到会员国给秘书长的复文、裁军审议委员会逐字记录、工作 

文件和联合国关于这项问题的研究等文件内对这项问题提出的建议和表示的蕙 

见，以及今后的倡议，以期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建议， 

6. 决定将题为"遏制海军军备竟赛:限劁和裁减海军军备并将建立信任 

的措施扩^îîi海洋地区"的项目列入笫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5年1 2月1 2日 

第113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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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裁军领域内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赛的进一步措施 

回顾其1983年1 2月2 0日笫 3 8 / 1 8 8 B号决其中大会重申其《关 

于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相其他大规襖毀灭性武器条约），k得最 

广泛加入的明^«希望，再次吁请各国避免釆取任何可能导致军备竟赛扩大到海 

床洋底的行动，又请裁军谈判会议迅速审议裁军領槭内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魇 

土进行军备竟赛的进一步揞;fe 

裁军谈判会议关于其审议裁军领域内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 

军备竟赛的进一步搢施的报告* '0 

注意到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已经结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 

于1 9 8 2年1 2月1 0日开放签署， 

强调所有国家*其中明确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都对为和平目的勘探相便 

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与资源方面取得进展慼到关切， 

1 裁军谈判会议与《关于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扣其他大规 

模毀灭性武器条约》各締约国协两，考虑到现有的提任何有关技术发展， 

继续审议裁军领域内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赛的逬一步箝施。 

1 9 8 5年1 2月1 2日 

第1 1 3 次 全 体 会 议 ~ 

,, 笫2660(xrv)号决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 i X *补编第 2 7号》（A/40/27相Corr.l ), 

笫 H E节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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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 

大会， 

注意到由于缺乏客观情报可能对假想敌方的军事能力jfe意图造成错误的认 

识，从而可能便使各国采取导敎加速军备竟要特剁是核军备竟餐^增加国际紧 

张局势的扩军方案，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 % 1 0 5段鼓ii&各成员国确保裁 

军各方面的情报得到更完善的交流，以遯免教布有关军备的错误和有侷见的情 

报，并集中注意于军备竟賽升级所造成的危险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 

军的需要， 

认识到在全球、区械或次区槭一级采取实际的建立信任措施将大有助于减 

缓国际紧张局势， 

认识到有关各国特剁是核武器国家jfc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的军事能力的客 

观情报将可有助于各国建立信任并締结具体裁军协定，从而帮助停止和扭转军 

备竟赛， 

皿 其 i 9 s 2年 1 2月 1 3日第37/99 G号决议和1 9 S 3 年 i 2月 

2 0曰第3s/mc号决议， 

认识到目前在联合国主持下实行着关于军事开支的标准国际汇报制度,就 

箪事开支提出年庹报告的国家日益增多， 

1 ‧表示相信进一步流通关于军事能力的客观情报有助于缓jfo国际紧张， 

壙助在全区域或次区域一级建立各国之间的信任，从而締结具体的裁军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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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促请所有国家,特剁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考虑本着开 

诚布公的:Si采取更多的措施，例如关于军事开支的标准国际汇报制度，以促 

进提供有关各国军事能力的客观情报和客观评价； 

3. 兰所有会员国在 i 9 s 6 年
4
月

3
 0日以前就各国为了一般军事情况 

更加公开化，特剁是改进关于军事能力客观情报的流通方面所采取的搢施向秘 

书长提供说明； 

4. ！秘书长就本决议各项规定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 

告； 

5. 决定将题为"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的项目到入其笫四十一届会 

议临时议程， 

1 9 8 5年1 2月1 2日 

笫1 1 3次全体会议 

L 

遵守各项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 

大会， 

体认到所有会员国对于维护各种条约和其他国际法文件所规定的权利和义 

务得到尊重的长期关切， 

深信遵守《联合国宪章》、各项有关条约和其他国际法文件，对于加强国 

际安全实属必要， 

特别体会到，：..如果各国和国际社会想从各项关于军备限制和裁军的协定得 

到更大的安全，JÎW充分执行相严格遵守这些协定具有根本重要性， 

着重指出，任何违反这种协定的行为，不仅对各締约国的安全产生不利的 

影响，而且对依赖那些协定中订定的限制和承诺的其他国家也会造成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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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着重指出，对这种协定的信心如果有所减损，就会削弱它们对全球或区 

域稳定和对进一步的裁军和军备限制努力的贡献，并且损窨国际法体制的可信 

性和有效性， 

相信因此締约国是否遵守各项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是国际社会关心和关 

切的一件事，同时注意到联合国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 

全部条款； 

2. ，所有会员国认真考虑不遵守这些义务对于国际安全与稳定，以及 

对于在裁军领域取得进一步进展的前景所产生的影响； 

3. j£ï所有会员国支持旨在解决不遵守问题的各种努力，以期鼓励各方 

严格遵守它们所签署的条款，并维护或恢复各项军备限制或裁军协定的完整； 

4. i秘书长向会员国提供这方面可能必要的协助. 

1 9 8 5年1 2月1 2日 

第1 I 3次< ^会议 

M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i'第三次审査会议 

大会， 

回頋其1 9 s 3年1 2月！ 5日^ 3 8 / 7 4号决议,其中大会特别注, 

到1 9 S 0年8月1 1日至9月7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不扩鱟核武器条约鋅约If 

第二次审査会i义于其《景后文件》内向条约保存i`政府建议于1 9 8 5卑召开 

第三次审査条约抄行情况会议，
2
'并注章到各締约^之间似乎有一种协商一致 

，，參看《不扩徵孩武器汆？9締约f审置会议，最后丈件，第一部分》（IfPT/ 

COST II/122/I)(1980^,日内瓦），笫3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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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认为第三次审査会议应于该年S月至9月在日内瓦举行， 

回颐条约締约If于1 9 8 5年8月2 7日至 9月 2 J日在日内瓦召开会议， 

审査条约的执行情况，以期确保实现序言的宗旨柏条约的各项^定， 

满意地注穿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締约国第三次审查会i义于1 9 8 5年9月 

2 1日以协蔺一致通过一项《最后文件》‧ 

1 9 8 5年1 2月1 2日 

第1 13次全体会议 

IS 

裁军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认识到值此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 

庄严重申会员国共同认识到联合圔及其《宪章》无比的直要性,通过《宪 

章》所有会员国都承诺"力行容忍和睦相处"和"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与 

安全"，以及"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便用武力"， 

更决心落实《联合宪章》的各项规定以确保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特别是 

会员国共同承诺的"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和"在国际关系上不得实行武 

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肯定《宪章》内说明的,国际fff平与安全与裁军和军备管制的原则之间" 

的 重 & 系 ， 

重中联合国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促 ^ ^人钇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促成 

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及较高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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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军备竟赛直接威胁人民的较高的生活水平和经济与社会进展的权利^ 

关切， 

再度确认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仍然有效,重申会员国对它 

的承Si 

注意到裁军与限制军备必然是需要进行谈判和伃细制订各项协定的问题， 

其中要頋到所有参与国家政府的一切关心事项， 

重申《最后文件》第13段所载的声明，即唯有切实执行《宪章 > 頰定的安 

全制度^迅速大量裁械军备和军队，最后导敎在有效il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 

军才能建立其正和持久的和平， 

考虑到现在已在多边、区域和双边的论坛上展开谈判， 

深信所有国家有必要努力达成全面彻底裁军,包括在可能时締结限制军备 

和 裁 定 ， 

还深信为了限制军备或裁军措拖取得信任,适当的核查工作是必要的内容, 

銘记着《最后文件》第2 4段的规定， 

1.宜布迫切蕾要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达成大会第十届特别会i义全体一敎 

两定的各;军原则和优先事项.所依据的是下列目标： 

(a) 停止目前的武装冲突和一切形式的军事威胁； 

(b) 避免战争、特别是核战争； 

(C)停止下列一切形式的军备竟赛： 

H核武器、其他大规模gu^é性武‧ ̂ 常 规 武 器 ； 

a质量方面和数量方面； 

曰区域和全球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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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防止空间军备竟赛； 

(e) 大量裁减核武库，最后达成在有效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可核实的安 

排之下彻底销莰核武器； 

it)防止核武器或其他核缫装置的扩散； 

(g)销毀化学武器，采取有效的、有法律约東力、可核实的措施，以防止 

生物武器或化学武器的发展、生产、储存、便用； 

m所有各国裁减一切形式的$备达到《联合il宪章》第五十一条所确认 

的自卫权利相水平‧ 

(i)武器出口国要负起贲任，制止武器的秘密贩卖或非法叛卖； 

(j)把人类的物质和智力资源用于和平用途； 

2. 吁请所有国家遯照《联合国宪聿》的规定,维持国与国间的关系，避 

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咏； 

3. 吁请所有国家采取专门为了建立信心的揞施，以便有助于创it有利的 

条件来促进采取更多的裁军措施和汫一步缓和S际紧张局势： 

4. 吁.请所有国家忠实地遵守相执行它们签署的多j»、区域和双边裁军j|^ 

限制军备协定的一切规定，在适当时诚意地为締结其他多边、区域或双边条约 

或公约而进行谈判，同时考虑到有必要严格遵守核武器国冢无核武器Ê家的 

相互贲任与义务的可接受的均衡； 

5. 还吁请所有il良特别是那些拥有大量武库的a家，以及那些大会第 

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以一致g见确认具有特殊贲任的国家，本着诚葸 

精神，按照《最后文件》的规定，行使它们有关裁军和限制军备的贲任，从而 

促 进实现有实际s义的裁军措施相限制军备措施. 

1 9 8 5年1 2月1 2日 

第1 1 3 次 ^ 会 议 



A/RES A o M 
Page 22 

0 

审査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 

大会， 

回頋其1 9 8 4年1 2月1 7日第39/151G号决议， 

镇记着联合国的基本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其信念，如欲实现真正和持久的和平，唯有切实执行《联合国宪箄》 

所规安全体糸，并通过国际协议和相互表率，迅氣大暢度裁减军备和武 

装部队，最终导致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还重申联合a根据具《宪箄》在裁军领域具有中心作用并负有主要贲任； 

尤其对近几年来裁军领域毫无实质性进展慼到遗憾， 

认识到联合国为在裁军领域发挥中心作用和负起主要贲任,必须根据《宪 

章》规定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宗旨,在裁军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考虑到裁军审议委员会报告中有关这个问题的部分," 

1. 竺裁军审议委员会在1 9 8 6年举行的下一届实质性会议上，参考有 

关本问题S各会员国意见和建议和上述文件，继续优先审议联合if在裁军领域 

的作用问题，以便斟酌情况，拟订具体的建议和提茶； 

2. 并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关于本问题的报告, 

并斟酌情^列调査结果、延议和提案； 

3 •决定将题为"审查联合国在裁军领概的作用: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的项目列入笫四十一届会议llff时议程。 

1 9 8 5年1 2月1 2日 

第1 13次全体会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 4 2号》（A/4a/42)，第30& 



联 合 国 

大 会 

3ENERAL 

A/RES Ao/150 
16 January 19?6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48 

大会决议 

〔裉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4Q/915)通过〕 

40/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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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 m 

大会， 

审议了题为"军备覔赛的经济相 ï t会后果及其对世界平与安全极为有箐 

的影^ig"的项目， 

回顾其J 9 7 0年J 2 月 7 日 笫 号 、 J 9 7 1年2 2月2 6 

日 第 ( X X V I J 号 、 i " 3年2 2月 6日第 3 0 7 5 t X X V I I I )号、 1 ç 

7 7-年J 2月1 2 日 第 3 2 / 7 5 号 、 年 2 2 月 1 2 日 笫 3 5/14 J号和 

1 9 8 2年1 2月 9日第 3 7 / 7 0号决议， 

深切忧虑军备竟眷一尤其在核军备和军事支出方面一仍以令人惊骇的 

86-0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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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度加聚进行，消耗庞大的物资和人力资源，为所有â家的人民芾来重大负 

担，为世界和平与安全造l!î严霣的危险， 

深信既然裁军是全萆关注的事,贝'」目面的当夯之悉是让所有幽冢的府相 

人民知這并认识军备尤賽所途J5^的种种问题相《军的必要性以及^合iSSi?:方 

fil所能发挥的关鍵作用； 

又 0顾大会第十庙特剔会议《囊后又件》'，其中现定秘书长定凝'，-

军备t餐经济扣会后果及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极为有署的影《Ri向大会提出 

拔告， 

注！:到自从祕书长最近题为军备克賽相军爭义出的经`济和e会后果, 

的&告編ti以来，该报告所讨论的领埃甲有了对当面世界经济《>St治情况特务J 

有关的新友展， 

考到详细編锎这种&告应该铍^为旨在建立各国间信任的一种箝jg， 

» ̶ ,回顾其 J 4年J 2 月 i 7日笫39/2 61>^夾i义，其中^定举行 

一次关于裁军与发丧之间的关系的际会 Î X ,在该会上必然会讨论 f ' j军备竟 

賽扣军事支出的经济扣会后果冋題， 

1. 要求秘书长在他所任命的一个合格頋问专家小组的协助下，运当地 

用联合S裁军研究所作为顾问提供的能力，重新编写题为军备竟赛和军事开文 

出的经济和社会后杲的报告,同时照頋到该报告编制以来已经发生的重大变ï^i:; 

2. ;5尸力有S冢的政府叉持*it书长,弁充分合怍，以确保能以最有效0^方 

式宪JSt这一研究； 

3. 要求备亏门机构、具他际组织和机19以及谷非«L苻组织《îit书长提 

， 第 3 — 10/2号决^^< 

«联合面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 S S . I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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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要求时为其编锎报告的工,提供 t , ; 

4,要求祕书长向大会笫四卞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5 ‧ ^定在其第四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项目甲列入题为"军香覔赛的经济 

*Pît会后果及其对世界相平与安全极为有醫的影咽-的项目。 

1 9 8 5年I 2月1 6日 

第117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大 会 

Dlstr. 
GENERAL 

A/RES/40/151 
20 January 1986 

笫四十 届会议 

议程项目61 

大 会 决 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40/1946)通过〕 

40/151.审査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结论文件》 

A . 

裁军和国际安全 

大会， 

深为关切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继续升级， 

考虑到其1 9 8 4年1 2月1 2日第39/B3K号决议，其中吁请安全理 

事会审议军备竟赛尤其是核武器军备竟赛的升级情况，以期按照《联合国»》 

第;！十六条升屦适当程序终止军备竟赛， 

注意到现实情况是，安全理事会尚未遵照上述决议规定审议军备竟赛升级 

的问题， 

1.要求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其常任理事国，遵照上述决议的规定，着手 

升发适当程序. 

2 .，书长对此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1985年12月16日 

第117次全体会议 

86-0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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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世 界 裁 军 运 动 

大会， 

，大会于其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題的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第I 5段宣称：不仅各国政府并且是全世界人民都必须认识和理 

解当前局势的危险，并强调动员世界公众舆论来推动裁军的重要性， 

又回顾其1 9 8 0年1 2月1 2日第35/152工号、1 9 8 1年I 2月9 

日第36/92C号、1982年12月13日第37/1001号、和1 9 8 3年 12 

月1 5日第38/73Df和1 9 8 4年12月12日第39/631>^决议，以忍9 

8 1年9月I 7日、*1 9 8 2年 6月 I 1日、，1 9 8 2年1 1月 3日/ 1983 

年8月30日，和I 9 3 5年10月4日'的秘书长的报告， 

审查了 1 9 8 5年1 0月4日秘书长关于1 9 8 5年期间联合11系统执行 

世界裁军运动活动方案的情况以及为1986年没想的活动及其经费方面的主 

要问题的报告， 

还审査了 1 9 8 5年 1 0月 1 5日的秘书长报告中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 

有关世界裁军运动的活动的部分，T以及1 9 8 5年1 0月3 1日举行的198 5 

, 第 S - 10/2f决议， 

2 A/36/458. 

'A/S-1^/27. 

* A/37/548. 

，A/38/349, 

s A/40/'443. 

，A/40/744 ,第二节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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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联合®裁军运动认捐会议的最后文件," 

1. 赞扬秘书长如同上述各件报告中所述那样全心致力于世界裁军运动以 

便保证"iS尽可能广泛的传播，并保证所有各阶层公众能够自由获得范围广 

泛的关于军备限制和裁军问题以及关于萆备竟赛和战争一特别是核战争一一切 

方面的危险的资料和意见"；' 

2. ，正如大会第十二届特剁会议（第二届专门讨论裁$问超的特剁会 

议）《结论文件》中以协商一致方式所议定的那样，对裁军运动同祥必要的先 

决条件是:世界裁车运的奮iilï应当由"所有g象的合作和参考予以侏址"； 

3. 再度赞周秘书长坦984##1«军运动认捐会议上的讲话，"其大意 

是：这种合作意味着要提供足够的资金，H而普遍性的标准也适用于认捐方面: 

4 . 重 申 其 凝 的 匯 家 至 今 尚 未 向 世 界 裁 军 运 动 

任 何 i ^ ; 

5-决定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期间应举行第四次联合国世界截军运劫认捐 

会议，并希望届时所有尚未宣布任何自愿捐款的会员国都能认捐； 

6‧再次建议各会员国向世界裁军运动自愿信托基金作出的自愿捐款不应 

韨指定用于特定活动，因为最可取的办法是让秘书长享有充分的自由，由他在 

大会以往核可的世界裁车运动的范围R ，作出他适当的决定并行便为推冇 

裁军运动而授予给他的权力； 

‧ A/cour. 131/1.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特别会议，附件》，议程项目9至13， 

第A/S-12/32f文件，附件五，%A&,. 

"參看iV/C0lîF.127/SR.l. 

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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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赞赏地注葸到秘书长已使其给予联合国各新闻中心和各区域委S会关 

于广为宣传世界裁军运动的指示具有长期性，并在必要时尽可能将联合国新闻 

资料改编为当地语文； 

8 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一份敎述联合国系统于19 8 6 

年执行世界戰军运动活动方菜的情况和联合国系统设想的1 9 8 7年活动方案 

的报告； 

9•决定将&为"世界裁军运动"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一届会议iff时议程. 

1985年12月16日 

第117次全体会议 

C . 

核武器凉结 

大会， 

回頋在1 9 7 S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 

会议）所通过的并经1 9 8 2年大会第十二届特剁会议''(第二届专门讨论截军 

问题特别会议）一致坚定地予以重申的《最后文件》中，大会曾对核武舂的存 

在和军备竟赛的持续对人类生存本身所造成的威胁深表关切，-

又回顾大会当时指出，单凭現有武库中的核武器:lt足够毁灭地3^上的所有 

生物；大会2^重指出，人类因此正面临着一项抉择：停止军备竟赛，朝向裁 

军前进，否则就面临灭亡，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特别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9至 1 3 ,第 A / 

S — 号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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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198':â#3月7日至12日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七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 

脑会议和1 9 8 5年9月4日至7日在罗安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第八次外交部 

长会议宣称，核军备数量和质量竟赛的再度升级，以及对核威慑理论的信賴提 

髙了缘发核战争的危险，并导敎国际关系更加不安全和不稳定，" 

,铭记着来自五大洲的六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于1 9 S 4年5 

月2 2日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其中促请核武器国家"停止核武及其运 

载系统的一切试验、生产和部署，作为必要的,,一步"，'，并在1985年1月2S 

日的《德里宣言》中重申，"务必在目前停止军备竟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 

进行谈判时，核武库不至于增长"， 

相信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已经拥有足^的报复力量和令人惊恐的过厪摧 

毀能力，因此当务之急是停止其可怕武库的进一步扩大， 

M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就有关空间和核军:g— 

战路和中程一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开始谈判，并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审觯决 

上述问题， 

^核武器冻结本身虽并不是一个目的，但却是达成上述两个目标的最有 

效的P步，因为它将有助于展开或恢复谈判，而在进行谈判的期间可以防止 

现有核武器的继续增加和质量改进， 

## A/3 8/132-5/15675^Corr. 1^ 2 ,附件，第 1节，第 2 8段； 

及A/40/854 - S/17610和Corr. 1,第四节，第3 3段。 

参看A/39/277— S/16587,附件.印本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三十九年， 1 9 8 4年4月、5月、6月补编》，笫S/16587,附件. 

参看A/4a/ll4—S/16921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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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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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垒 合 众 s 现 在 的 核 军 事 力 量 旗 鼓 相 当 ， 两 E 之 间 似 已 明 显 地 存 

在一种大致上的全面均势， 

意识到应用以往对某些情况己经商定的各种监视、核査和监督系统就足以 

对忠实遵守冻结方面的各项承诺提出适当保证， 

深信仿效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会使所有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获奋不 

浅 ， 一 

1.再度敦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a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两个主 

要的核武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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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冻结核武器，作为迈向《综合裁军方某》的第一步；这项冻结的结构和范 

围如下： 

(a) 它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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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禁止一切进一步部置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m完全停止生产用于制遣武‧ ̂ 的 材 料 ； 

(b) 这项冻结须受笫一阶段'，和二阶段"限劁战略武器条约的締约X方所议 

定的以及它们在日内瓦全面禁试筹备性三边谈判中原则上茼定的一切适当的核 

査措施和程序的瞥制； 

,，《美利Jg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 

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议》（联合国《条约汇编》，笫9 4 4卷，第13445 

号，第 3页）*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H联盟之阆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 

器的条约》（见CD/53/Appendix I I I / v o l . 1 ,笫CD/28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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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初步期限为5年，但如其他核武器国家也象大会促请它们傲到的Sii样 

参加此种冻结,:则冻结期限可予延长； 

2 . i上述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在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开幕之前，就本决 

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提交一份联合报告或分别提交两份报告； 

3. 决定将题为"矢于核武器#结的大会第4 0/151C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1 9 8 5年 1 2月 1 6日 

第 1 1 7 ^全体会议 

D . 

世界裁军运动：行动和活劫 

大会， 

意识到公众日益关注军备竟赛特剁是核军备竟赛的危险及其产生的不良社 

会和经济后果， 

满意地注意到世界裁军运动的顺利执行及其对广泛动员世界公众舆论以促 

进和平与裁军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回顾其1 9 S J年！ 2月9日第36/92 J 号 、 年 1 2 月 1 3 日 第 

3 7/lOOH-f, 年 】 2 月 1 5 日 笫 力 3 F f 和 1 9 S 4年！ 2月J 2 

B 第 号 决 议 ， 

欢迎为实现世界裁军运动的目标而向世界裁军运动自愿信托基金作出的自 

愿捐款， 

考虑到秘书长关于世界裁军运动活动方案执竹情况进度报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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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联合国系统、M员HI以及其它机构，特别是非政府组织，都可以在 

实现世界裁军运动的目标方面发挥作用，但须尊重各会员HI的主权权利， 

考虑到在世界裁军运动的范围内进行的为数众多的备种活动,包括为支持 

防止核战争、遏制军备竟赛和便进裁军的措施而征集筌名的活动， 

1 . 重申进一步开展构成世界舆论的意愿的重要表现,并为世界裁军运动 

目标的实现作出有效贡献，从而有助于创造一个在裁军领域取得进展的有利气 

氛，以期达成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的行动和活动是有用处的； 

2. 敦促一切虚家政府,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窠的政府， 

在制订裁军领域的政策时应考虑剷和平与裁军的群众运动的主要要求，特剔是 

在防止核战争和遏制核军备竟赛方面的主要要求； 

3 .重申遵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庙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确定的裁军领域优先事项推行世界裁军运动的重要性，在此 

应当考虑到采取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措施具有最高优先地位； 

4 .建议在开展世界裁军运动时,应适当注意到大会宣布】 9 8 6年为iU 

际和平年以及其他有关in际平与安全的重大日期周年纪念日，以期加强世 

裁军运动的行动和活劲，来支持为防止核战争和遏制军备竟赛及促进裁,而 

采取的有效措:ife; 

5.再次请谷会员g与联合III合作，以确保有关裁军各个方面的)t确资料 

流，并避免散发虛假和有偏见的资料； 

6 . 秘书长在执行世界裁军运动活动方案时更广泛地宣传大会在裁军领 

域的工作，特别应当适当注意会员国的提案及就此采成的行动； 

7 .还请秘书长每年就本决议各项规定的执行情况向大会提出报告Ç 

1985年12月16日 

笫117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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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核武器 

大会， 

_ i l _ 其 关 于 冻 结 核 武 器 的 J 9S2^J 2月"日第 3 7/! 0 0 A号、19 

S 3 年 1 2 月 2 5 日 第 号 ^ 】 9 S 4 年 1 2 月 日 , 3 9 / ^ 6 3 

G号决议， 

深信在此核子时代，世界持久和平只能建立在成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祯 

底裁军的目标的基础之上， 

裁军领域的最高优先目标是核裁军消除一切大规模毁灭<|^武器， 

âiyt切窬要停止军备竟赛，特别是停止核武器军备竟赛， 

切需要就裁减核武器储存直至宪全消除核武器，进行谈判， 

深切关怀地注意到各核武器g家尚未就第3 7 / 1 0 0 A 号 、 笫 3 8 , 7 3 

B号^第 3 9/6 3 G号决议中所作的呼吁采取行动， 

2.再次吁请所有核武器g~家:^冻结核武器达成协议，其中除了别à*)以外. 

^定所有核武器家同时完全停止核武器é*i任何进一步的生产，并完全终止武 

器用裂变材料的生产； 

2.决定将题为"冻结核武器"的3^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临B+议程, 

1985年12月16日 

笫117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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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大会. 

2核武器和威慑慨念所固有的核武器的便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维护生命 

的系统.慼到震惊， 

意识到由于核军备見赛加紧进行和国际局势严重恶化以致核战争的危险曰 

增, 

深信核裁军是防止核战争相加強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不可少的， 

-又深信：禁止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将是朝向彻底消除核武器从而 

导致严格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一个步 一 

回顾大会笫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的"Si会议^最后文件》' 

第5 8段宣告：所有国家,:参与在各!f间国际关系中创造条件的努力，以便 

敦一项国际事务中各11不得便用球威胁便用核武器的和平行为守则达成协议. 

重申其1 9 6 1 年 1 1 月 2 4 日 第 1 6 5 3 ( X V l > f , 1 9 7 8 年 1 2 月 1 4 

日 第 3 3 / 7 1 S 号 、 1 9 7 9年 1 2 月 1 1日笫 3 4 / 8 3 G 号 ， 1 9 8 0 

年 1 2 月 1 2 日 第 3 5 / 1 5 2 D 号 和 1 9 8 1 年 1 2 月 9 日 第 3 6 / 9 2 工 

号 等 决 议 内 所 宣 告 的 关 于 使 用 , 武 器 对 《 联 合 P宪 章 》 的 违 反 并 柳 ^ 背 

人遛的罪行的声明. 

遗'！^itb注意到！^军i々判会议未f^在！ 9 S 5年会期间以大会！ 9 S 4年 

1 2 月
2 2
日 第 号 决 议 所 附 案 文 作 为 募 ？ ! ^ 讲 行 谈 判 ， 以 便 ， 一 

项禁止在任何j#况下便用或咸^便用核武器的际公约运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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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次请裁军谈判会议以本决议所附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草案案文作为 

基础，优^i?^行谈判，以便就一项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的国际公约达成协议； 

2•进一步请裁军谈判会议就这些谈判结果向大会笫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备 

1985年12月16 B 

第117次全体会i义 

附 件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草案 

本公约締约各国， 

对于核武器的存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感到震惊, 

，核武器的任何使用都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并构成违背人道 

的罪行, 

底裁军的一个步骤， 

决心为了达成此一目标继续进行谈判, 

兹达成协议如下： 

第 1 条 

本公约締约各国庄严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第 2 条 

本公约应无限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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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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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筌字的任何囯家，可随时加入本公约。 

2 ‧本公约应经各筌字国批)lo 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3 .本公约应在二十五国政府一包括五个核武器国家的政府——按照本 

条第2款交存批准书后起生效。 

4 .对于在本公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本公约应在他们交 

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起生效。 

5 .保存者应将每一筌字的3期、每一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日期和本公 

约的生效日期，以及在收到其他通知时，立即通知所有签字国和加入国。 

6 ‧本公约应由保存者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办理登iSo 

第 4 — 条 

本公约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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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副本分送筌 

字国和加入国政府。 

为此，下列筌署人，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于一九—一年_月 曰 

在 开放筌字的本公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联合国和平和裁军非洲区域中心 

大会， 

回顾其1 9 8 4年1 2月1 2日第39/63J号决•«，其中请秘书长在现有 

赘源和会员国可能为此提供的自懕捐款的基础上根据有关区域各会员il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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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其提供协助，以期制订关于实施世界裁军运动的区域和体锎安排， 

銘记着1 9 8 5年 7月 1 8日至 2 0 日 在 亚 的 斯 亚 贝 巴 举 行 的 非 洲 

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所通过的第AHG/<Res. 1 3 8 ( X X I )号决议，" 

各非洲领导 人在其中请联合国秘书长为设立这种非洲区域办事处而采取必要的 

步稞，以期促成该地区的和平、裁军、发展目标， 

重申其关于区域裁军的1 9 8 2年1 2月1 3日第37/100Î`号决义、1983 

年I 2月 1 5日第3a/73J号决i义、1 9 8 4年1 2月1 2日第39/631，号决 

仏 

考虑到1 9 8 5年 8月 1 3日至16日在非洲统一组织主持之下在多哥洛 

美召开的关于非洲安全、裁军和发展的部长级区域会议所遒过的《洛美宣言和 

行动纲领》'"， 

考虑.到题为"联合国和平和裁军非洲区域中心"的秘书长报告," 

1. ^ 从 1 9 8 6年1月1日起，在现有资源和会员国可能为此提供的 

自愿捐款的基础上，在秘书处范围内设立联合国和平和裁军非洲区域中心； 

2。 又决定该中心应当在要求下,向非洲区域各会员国的倡议和其他工作 

提供实f.性支持，以期在非洲IT—组织合作之下实现该区域的和平、军备限制、 

裁军措施，以及按照"世界裁军运动"协调非洲区域活动的执行工作； 

3。 ！秘书长采取'义、要6^行政措施，以确保该中心得以成立和作业； 

4. 遨请各会员国向该中心作出自愿捎款; 

6.，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憒况，向大会第四卞一庙会"1 义提出裉告. 

1985年12月16日 

第117次全体会议 

，，参看A/4 0/6 6 6，附件一‧ 

， ' A / 4 0 / 7 6 1 7 5 7 3 ,附件。 

"A/40/443/^(1(3, l ^ C o r r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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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联合H裁军研究金方某 

大会， 

回顾其载于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笫1 0 8段中关于设立裁军 

研究&案的决定，及其载于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 结论文件》-'附件四内的各 

5^，其中除其他事项外，决定继续举办研究金方案并从1 9 8 3车起将研究 

金名額由20名場加溜2 5名， 

又回)^其1 98 4车 1 2月 1 2日第 3 9 / 6 3 B号决议， 

满意地注意到研究金方案已训练了来自8 8个国家的1 5 5名公务员，其 

中大多数学员已在其本国政府或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内抠任裁军领域的要职，或 

代表其本国政府参加国际裁军会议， 

认识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的报告"开列的研究和活动方案 

已在不断扩展和加强， 

考虑到发屣中虚家近年来对裁军项目日益关切，并反映在它们提出的倡议 

内， 

鉴于会员国的具体需要与日俱增，认为在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下向各会 

员国、特剁是发展中^家提供援助的方式可以进一步扩大，方法是应要求为各 

11参与人员安排咨询服务和训练方案， 

1.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和他的看法，即随着研究金方茱的扩充， 

它也承担了更多职责，包括规划、执行、协调、服务、后续工作、与方案有关 

的所有监督活动； 

2. 进一步注隶到秘书长是否可能增设更多服务的意见; 

"A/4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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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扩大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下向会员国提供援助的方式，把裁军 

和安全领域的训练方案和咨询服务包括在内，所有方案都将以适当级别，合 

并在秘书处裁军事务部之下，并考虑到在研究金方案现有预算经费总頫内 

可以节省的费用；这种咨询服务应当包括，同有关政府和/或政府间组织合作， 

在区域或分区域一级，为那些负贵执行军备限制和裁军措施以及推动裁军工作 

的政府官员开设训练课程； 

4. 又决定秘书长应当依照下列政策，根据各国政府和/或各政府组织提 

出的要求，在裁军领域提供咨询服务： 

( a )向各国政府* V ^或各政府组织提供何种服务，应由有关政府和/ 

或政府组织同秘书长协商后作出决定， 

lb)提供服务的数量和条件应由秘45长决定，并适当考虑到各囯、，特 

别是发展中囿1^的需要，并遵照下列原则：期望提出要求的各国政iî^/sl^ 

政府组织承抠与所提供服务有关的相当大的一都分开支，其方式或者是提 

供现金捐款，或者是提供支1&工作人员、服务、为执行方案而支付的本地 

费用， 

(C)服务应适用于裁军领域内的任何课题， 

5. 对保加利亚-德意志联邦共相国、日本*瑞典^美利坚合众国致府邀 

请学员在1 9 8 5车前往各该国定从事裁军领选定活5^的学习，从而对方案 

通盘目标实现作出贡献，！示!赏； 

6. !秘45长就?^究金方案的活动情况和本决议各项规定的执行情况，向 

大会第四；一届会议提出报告，并为执行训练方案和提供咨询服务，编制各种 

方法. 

1985年12月16日 

第117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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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i义 

大会, 

jËM:,'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大会，即笫十二届特剁会通过关 

于召开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題的特剁会议的决定，" 

M i l 其 " " 年 ！ 2月！ S B % 3 8 / 7 3 I号决iX中决定第三届专门讨论 

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不应迗于！ 9 8 8年召开， 

又回頋其1 9 S 4年 J 2月1 2日第39/631 号决议， 

#J对Cl进和扩大第十届特别会议，即笫一届专门讨论教军问题的特别 

会议在莫定了国际裁军战略基础之后开展的积极进程，作出贡鈥， 

^在第四十一届会议上决定笫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題的大会特剁会议 

的召开日期和设立免三届特剁会"K的筹备委员会* 

1985年12月16日 

笫117次全体会议 

《大会正式记录，笫十二届特别会议，附件》，议程目 9至 i 3，笫A/ 

S —12/32号文件.附件五. 



联 合 

大 会 

Distr. 

GENERAL 

A/RES/40/152 

20 January 1986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6 5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40/877/Add.l)通过〕 

40/15a审査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定 

g?执行情况 

A 

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 ， 

3核武驀的存在和持续的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鄉到人类的存 

在，感到震悚， 

‧ 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一笫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 

的《最后文件》，笫2 0段，核裁军的有效措施和防止核战争具有最高优先地 

位， 

又回顾此一信念已由大会第十二届特剁会议一笫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 

的特剁会议一一加以重申， 

，笫 S ~ I 0/2号决仏 

86-0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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锘记关于这个问题的各有关决议； 

重申防止核战争危险和核武器使用的最有效保证是核裁军和彻底消除核 

武器， 

回顾第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第5 8段内宣称：一切国家应积极参 

与在各囿间国际关系中创造条件的毐力，以便就一项囯际事务中各囿不得1)^用 

或臧胁1^核武器的和平行为守睏达成协议， 

_SAt核武器囿家对核裁军和釆取防止核战爆发的措施应负主要责任，除 

剁的以外，应建立制约它们之间关系的互相配合准卿， 

，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和最血腥战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十周年， 

并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 

重申其2^信消除世界大战 场核战争一的臧胁是当前最严重最急迫 

的 1 ^ , 

深信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是防止核战,的最重要和最急i&的措施,并注意 

到国际社会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概念已广泛作出积极反应， 

1 . 两个核武器国家在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上听作的或所重甲的 

矢于分剁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的翔重声明提供了一条降低核战争危险 

2. 表示希望其他尚未这样作的核武器囿家也考虑作出类似的关于不首先 

使用核武器的声明； 

3. 直裁军谈判会议在其有关议程项目下，除别的以外，审议如何拟订一 

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载明不首先便用核武器的义务； 

4 .决定将题为"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一 

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1 9 8 5年1 2月1 6日 

第1 17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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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双边核军备^外空*备谈判 

大会， 

回顾其1 983年12月20日第38/183?号决议和1 9 8 4年1 2月 

1 7日第39/148 B号决议， 

热烈欢迎1 9 8 5年3月12 B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会众 

廑在日内瓦恢复厌边谈判， 

注意到两国政府在1 9 8
 5

年 1月
8
日的联合公报中同意，这些谈判的题 

目是一小关于战瞜^中程外空军备和核军备的复杂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要相 

互关联地加以审iSL和解决， 

注意到协议的谈判目标是设法就防止外空军备竟赛终止ii^上军备竟赛， 

以及就限制和裁减核军备和ing战略稳定，达成有效的协定， 

还注意到双方认为,同普遍限制和裁减军备的努力一样，这些谈判最终都 

应导致彻底销毁所有各地的核武器， 

进一步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函都表示它们准备 

遵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14段的规定，把两双边谈判的进 

展情况适当地通知联合!M!其他会员HI ， 

深信本着变通精神并充分照颐割所有ii家的安全利益而进行谈判，应可能达 

成协"iT 

塱信按照以最低^备水平保捋安全不^稞损的原则，尽早在这些谈判中达 

成协议对加强国际^平与安全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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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吁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联盟政府和美利坚合众ii政府不遗余力按 

照所有^家的安全利益和全世界普it希望取得裁军进餍的愿望，力求实現两li 

协议的谈判目标； 

2 .促请这两HI政府为达成该目标积极努力,以便使谈判能够取得直大的 

进展； 

3.对这些谈判和谈判的顺利完成最示最坚定的鼓励和支持。 

1 9 8 5年1 2月1 6日 

笫1 1 7次<É#^议 

C 

核武器的一切方面 

大会， 

回顾其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对于战 

争的危险，特别是核战争的危险，深表关注，而防止战争仍然是当前最重要、 

最迫切的任务，《 

重申核武器对人类及其生存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因此必须奢手进行核裁军 

和彻底消除核武晷， 

并重申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剁是拥有最重要核武库的国家，在履行买现核 

裁军目标的任务方面有特剁贲任， 

再次强调单单是现有的核武器就足以消灭地珲上的一切生命而有余，并锘 

记到核战争势将敌友不分，同归于尽，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特别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9
至1

3 ， V 

s—12/32号文件，第6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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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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决定给 

予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揞施以最高优先地位，并认为必须停止和扭转核 

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以便防止涉及核武器的战争的危险，， 

M M任何想要矗得一场核战争的期望是愚畫的，而这样一场战争势将 

无可埂免地导致国家的毁灭，使得地球上的文明和生命本身遭受重大的破坏和 

灾难性的后果， 

深信有必要驳斥任何可能导致爆发核战争并可能阻碍执行停止核武器竟餐 

的措施的军事学说和 理论， 

a调迫切需要停止核武器竟赛，作为朝向核裁军遛路迈进的第一步， 

再度强调裁军谈判应给予核武蕃问题以优先地位，并忆及大会笫十届特剁 

会议《最后文件》'第4 9和5 4段， 

回顾其关于这个问题的有关决议， 

欢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就有关战略性和中程的空 

间武II和核武器的一系列问题逬行的谈判，这些谈判旨在实际上宪成免外层 

空间的军备竟赛并终止地球上的军备竟赛的任务， 

注蕙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所表示的信念,即它们 

的谈判正象限制和削减军备的一般努力一枰，终将导致彻底消除所有地方 

的核武‧11, 

欢迎闷根廷、希腊、印度、璺西哥、瑞典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各国g家 

元首或政府首脑于1 9 8 5年1月2 8日发表的《德里宣言》'，以及许多If家 

对]«1言的积极响应， 

，第S-10/2号决议，第2 0和4 7段。 

‧ A/40/114-3^16921,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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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S
 5

年
9
月

4
日至

7
日在罗安达举行的第 / \ J i不结 J i国家外交 

部长会议通过的《最后政治宣言》，其中賒其他外，声明迫切蕾要在裁军谈判 

会议上就停止核武器竟赛和核裁军问题展开多边谈判，， 

并注葸到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所载的在1 9 8 5年就其议程项目4 

所进行的有关辩论，* 

注葸到裁军谈判会议在其1 9 8 5年会议中讨论了有关停止核武器竟赛和 

核裁军的问题,'包括设立一个就此事项逬行谈判的特设委员会的问题， 

但是对于教军谈判会议未能对设立一个专门就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进 

行多边谈判的特设委员会一事达成协议，表示遗憾， 

应当继续作出努力，以便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屐行其就停止军备竟眷和 

达成核裁军逬行谈判的作用，为此目的，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国均应铭 

记第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给予此一问题的鬲度优先地位，对这类谈判采 

取建设性的作法， ― 

深信裁军谈判会议是筹备和进行多边核裁军谈判的最逭当论坛， 

1 ‧吁请裁军谈判会议奄不延迟地奢手就停止军备竟赛Jfe核裁军进行谈判， 

特剁是要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第5 0段的规定，开始制定 

停止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实际措施，包括制订一项核敎军方案，并为此目的设 

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2 .决定将題为"停止核车备竟赛和核裁军: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的项 

目列入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 
1 9 8 5年1 2月1 6日 

第1 17次<è#会议 

## A/4 0 / 8 54 7610.附件一，第3 S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4 2号》（A/4 0/^42)，第2 7 

段. 

闳上，《补编第2 7号》U/40/27ifcCorr. 2 )，笫三节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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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综合裁军方案 

大会， 

回顾大会于其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t 

后文泮》'第109段呼吁拟订一项包括各国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的综合裁军方案, 

以确保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能够在一个国际和平与安全普遍存 

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加强和巩固的世界上得到实现， 

还回顾其1 9 8 3年1 2月2 0日第38/183K号决议，其中大会便请裁 

军谈判会议尽快在其认为情况适当时重新进行以往要求的拟订综合裁军方案的 

工作，并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一件进度报告，并至运在第四十一届会议 

以前向大会提出该方案的草案全文， 

又回顾其1 9 8 4年1 2月1 7日第39/148工号决议，其中大会便请作 

出一切努力，使裁军谈判会议能在1 9 8 5年会议上早日恢复拟定综合裁军方 

案的工作，以便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一份完整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 

审査了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关于其在裁军谈判会议1 9 8 5年届会期 

间工作情况的报告,"该报告是裁军谈判会议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注意到综合裁军方案殳委员会在报告中说, 1 9 8 5年届会期间， 

i i i出了重大努力，所获进展并不大； 

2. 促请裁军谈判会议在其1 9 8 6年届会一开始就恢复拟定综合裁军方 

案的工作，并决心芫成这项任务^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交该方案 

的一份完整草案； 

‧同上，第三节 H第 1 1 1段。 



3 .决定把题为"综合裁军方案: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的项目列入第四 

十一届会议临 B «程. 

1 9 8 5年1 2月1 6日 

第I 17次全体会议 

E 

裁军周 

大会， 

对于军备竟*,特剁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核军奮竟赛仍在升级，深表关 

M` 
强调消除核战争威^,终止军香竟赛，和实现裁军以维持世屏和平的极端 

重要性， 

再次强调广泛持续地动员世界公众舆论以停止和扭转军香竟饔一特别是核 

军备竟赛一的一切方面的迫切需要和重要性， 

忆及世界性的群众反战和反核运动， 

认识到新闻传播媒介在动员世尿公众輿论支持裁军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满意地注意到备 l i豉府、各 i l际组织和 l i家组织对大会笫十届特别会议 

(笫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題的特别会议)宣布联合 â创立日 i 0月 2 4日开始 

的一周为裁军目标宣传周的决定给予广泛和积极的支持，， 

回頋大会第十二靥特别会议(-第二岳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结论文件》"附件五所载关于世界裁军运动的各项建议、特别是其中关于 

第&>10/2号决议，第102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9至13, A / S — 号 

文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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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周应予继^广为举办的建议，" 

并回頋其1 9 7 S年 J 2月 】 4日 笫 3 3力 i l ^ . 1 0 7 0 年 1 2 月 

日第34x^31号、1 2年】 2月 9 B第37/7Sl^、 ：！ 9S 3年1 2月20 

B第3S力S3L号和2 9 S 4 年 i 2月！ 7 B第39/l 4S J号决议， 

1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备1^政府组织和非豉府组织举办裁军周的后 

续措施的报告；，
2 

2 . 强有力地支持和积极参与举办裁军周，特剁是将1 9 8 5年度裁军 

周的活动同庆祝笫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S成立四十周年以及HI际青年年的 

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切 | i l家以及 a际性和家性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 g 

不赞赏； 

3 . 1 于萆备竟赛一特别是核军备竟赛一的持续升级、以及对于军备 

竟赛扩屣到外层空间势将产生的严重危害m际和平与安全并增加爆发核战争危 

险的迫切危险表示严重关注; 

4 .强调新闻传播媒介在促使世畧公众对裁军周的目的和各方在裁军周范 

围内所采取各项措施的了觯方面起有重要作用； 

5. 建议所有HI家于】9 8 6年裁军周的活动同庆視 l i际和平年的活动密 

切联系起来； 

6. !所有il家在裁军周期间釆取地方一级的适当措施时，计及秘书长所 

制订的裁军周模范方案的谷组成部分；" 

同上，附件五，第I 2段 

'2 A/40/552和Corr. I 

'，A/34X436, 



7. !各有关专门机构相li际原子能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加强活动以传播 

关于军备竟赛、特别是核M"竟赛各种后果的新闻，并请它们将活劲情况通知 

秘书长； 

8 . ！各臧际非豉府组织积极参与举办裁军周，并将所进行的活动通知秘 

书 长 ； ― 

9 .又请秘书长尽可能广泛地利用联合!il新闻传播媒介,促进世界公众更 

妤地理觯裁军问题和裁军周的目标； 

10. ！备Si豉府继续按照大会第33/7lI>f决议，将它们为促进裁军周目 

标而举办的活动通知秘书长； 

1 1 . ， 书 长 按 照 第 号 决 议 第 4 段 的 规 定 ， 将 一 份 关 于 本 决 i 义 各 

条款执行情况的报告提交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 

1 9 8 5年1 2月16日 

第1 1 7 次 全 # j ^ — 

r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了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再次强调对大会第十届特剔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i义) 

《最后文件》'内所载各项有关建议和决定釆取有效后续行动的重要性，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4 2号》（A/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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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注意到这些结论和研究报告的各章节清楚表明必须在国际上作出努力， 

继续进行有系统的研究， 

1. 慼谢秘书长按照1 9 8 4年12月1 7 日 笫 号 决 议 的 请 求 , 

编纂有关核战争的气侯影响、包括核冬天影嘀科学研究的摘要， 

2. i秘书长在他选定的专家顾问小组一同时铉记应适当考虑到广泛的 

地域代表性和广泛的科学资历一的协助下，对核战争的气候和潜在物质影响, 

包括核冬天进行研究，除其他外，审查其社会经济后果，并考虑到秘书长的报 

告和编幕该报告所依据的资料文件以及任何其他有关的科学研究报告； 

3. 又请秘书长及时向大会提出这个报告,供1 9 8 7年第四十二届会议 

审议； 

4. 决定在第四十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内列入题为"核战争的气侯f》响， 

包括核冬天：秘书长的报告"的项目. 

1 9 8 5年1 2月1 6日 

i l 1 7 次 攝 会 议 ― 

H 

禁止核中子武器 

大会，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 0段称,达成核裁军，除了别 

的以外，需要就停止在质量上改善和发屣核武器系统的协议，迫切进行谈判， 

这一点在《最后文件》第5 0 (a)|^中得到特剁强调， 

又回颐《最后文件》第5 0段还强调，在谈判过程中可审议在不^响任1可 

囯家安全的情况下以相互和商定的方式限镧或禁止任何类型核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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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结 

论文件》，。的有关箄节， 

裁军审议委员会已在审查裁军领域内各项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建议、 

并在促进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有关决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作出 

了重要贡献， 

希望加强裁军审议安贝会作为裁军领域的审议机构的效能， 

回頋其1 9 7 8年 1 2月 1 4日第3 3 / 7 1 H号、 1 97 9年12月1 1日 

第34/83H号、1 9 8 0年1 2月12日第35/1521`号、1 9 8 1年12 

月9日第36/92 B 号 、 1 9 82年1 2月 9日第 3 7 / 7 8 2 号、 1 9 8 3年 

1 2月2 0日第3a/183E号和1 9 84年1 2月1 7日第39/148R号决议， 

1 *注^到裁军审议委员会的裉告； 

2. 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尚未完成刈其议程上一些项目的审议； 

3 . i裁军审i义委员会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教军问 

题的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第118段规定的任务和大会第37/々&H号决 

议第3段的要求，继续进行其工作，并为此目的，在其1986年实质性会ilh竭 

尽全力就其议程上未决的项目达成具体建议，同时要照顾到大会各项有关决议 

及其1 9 8 5年实质性会议的成果； 

4 . ，_裁军审议委员会在1 9 86年举行不超过四周的会议，并向大会第 

四十一届会议提出一份实质性裉告，内载关于其议程所列项目的具体建议； 

5.请秘书长将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和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有关裁军事项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 2 7号》（A/40/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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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正式记录转交裁军审议委员会，并提供该委员会于执行本决议时可能需 

要的一切协助； 

6 , ^将题为"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一届会议临 

时议程， 

1 9 8 5年1 2月1 g日 

第1 17次<^#^议 

核战争的气侯影响，包括核冬天 

大会， 

且 f大会在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后文件》'中特别提到核武器的存在"对人类生存本身所造成的威胁"；并在第 

1 8段中宣布，"消弥世界大战一核战#―的威胁是今日最迫切紧急的任 

务，，， 

审议了秘书长按照1 9 8 4年1 2月1 7日第39/1481`号决议的请求提 

出的报告，'s其中编纂迄今出版的各国和国际上一切有关核战争的气侯响，包 

括核冬天的科学研究报告的适当摘要， 

注意到其中一些研究的结论证实核冬天和其他核战争的气侯影响对所有国 

家均构成空前危险，既便对远离核爆炸的国家也是如此，这将极大地增加过去 

所知的核战争的危险，并可能使地球变成一个黑暗的冰冷的星球，其环境将导 

致大规模灭绝， 

AX4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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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核中子武器的发餍和生产是在核武器领域持续进行喷量方面的军备竟 

赛，特别是通过加强核武器的特殊性能来在质量上改善和研制新的核弹头的危 

i f其有关棼止核中子武器的各项决议， 

对全世界各地会员囯以及各非政府组织对于核中子武器的持续扩大生产和 

各国的军搴武库之内添加了这种武器，从而使核军备竟赛升级并大大降低核战 

争门植昕表示的关切，具有同感, 

意识到这种武器的不人道的效应,特别对身无保护的平民居民构成严重的威10^， 

裁军谈判会议于1 9 8 5年的会议上审议了有关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 

军 的 r â ^ M 止 核 中 子 武 器 的 问 题 ， ， 

遗憾的是,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就开始进行关于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包括 

在适当组织体制下禁止核中子武器的谈判达成协议， 

1.重申其对裁军谈判会议的请求:毫无迟延地在一个适当的组织体制内开始 

进行谈判，以期缔结一项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储存、部署和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 

约，作为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 0段所设想的各项谈判的一个有机 

部分； 

2 . f秘书长将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一切有关审议此问题的文件转交裁军谈判会 

议； 

3. ，裁军谈判会议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4. 决定将题为"禁止核中子武器"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5年 1 2月 1 6日 

笫1 17次<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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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裁箪 

兰 ， 

再次强调迫切需要积极持续的努力以加紧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第 

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所载并经大 

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届专门讨论裁萆问题的特别会议）《结论文 

件》，-所核可的各项建议和决定， 

回顾1 9 7 9年 1 2月 1 1日《国际合裁军宣言》，，和I 9 8 1年1 2 

月9日第3 6 / 9 2 D 号 、 1 9 8 2 年 1 2 月 9 日 第 3 7 / 7 8 B 号 、 

1 983年12月20日第38/1831`号和1 9 8 4年1 2月1 7日第39/ 

148M号决议， 

消除核战争的危险、停止核军备竟赛和达成裁军一特别是核裁军一 

对于维护和平及加强11际安全具有莫大的重要性， 

i于持续的核军备竟赛和新发动的一轮更为危险的核军备数量竟赛和质量 

宪赛，以及将军备竟赛扩展至外层空间的危险一所有这一切均对国际局势和 

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极端不利的影响，并将使局势变得不安定和导致成倍地增 

加核冲突的危险一深表关切， 

铭记着一切！[家均与采取具体有效裁军措施—从而可以腾出相当数量的 

资金和物质资源用于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休戚 

相关, 

第34/88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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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1985年I月2 8日由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和坦桑尼亚 

亚联?S和国等国的国家或政府首脑发表的《德里宣言》‧是切合时宜的， 

考虑到在争取和平、反对军备覔：^促逬裁军的斗争中的和平运动与反战 

运动的活动日增， 

深信有必要在各国政治善意的基础上，遵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 

件》，加强建设性的国际合作以争取胜利完成裁军谈判， 

强调各国负有执行《联合厘宪犟》1970年10月24日《各国依照联 

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的宣言》"/;t核可的、彼此合以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赏任，而积极建设性地^以达成裁军目的的义务乃是 

该项贵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强调在国际合作以达成裁军目标的范围内，必须在均等安全原则基础上通 

过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和停止在地球上的车备È赛以观制和裁减核军备直至 

完全消除所有各地的核武器的途径来防止核战争， 

虽调必须停止核武器的质量改进和数量集结,以作为它们大量裁减的第一 

步， 

认为拥有最重要核武厍的两个核武器a家应在遏止军备竟赛和止其扩展 

至外层空间方面带头作出好的榜样， 

强调各种颇为便于执行而同时又卞分有效的提案，以及旨在消除世界规模 

或区域规楔的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协定，都大大有助于达成此项目的， 

铉记着联合国在团结各方维持和发展各a间旨在解决裁军问趣的积极合作 

的努力方面，负有首要贲任并发择中心作用， 

‧;r^第3625(XXV)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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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吁请一切阖家在实施大会第卞庙特剔会议《最后文件》时,迺过积极 

磬加各项裁军谈判，积极呆行《闺际合作裁军笪言》所载各项原则和理想，以 

期达成具体的成果，并在互惠、平等和安全不受减损，以及在国际关系上不便 

用武力的基础上采行这些原则和理想,同时避免发展军备竟赛的新渠遛； 

2. 者重指出加强联合国展行其按照《联合国宪章》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贲任的效力的重要性； 

3. 强调有必要避免战争宣传,特剔是全球性或有限核战争的宣传，并避 

免制订和徵播任何危及国际和平并认为发动核战争有其理由的理论和概念，因 

为此种理论和栅念势将导敎国际局势的港化，逬一步加紧军备竟赛，妨爭普 

遏公认的国际合作以促逬裁军的必要性； 

4. 直告在国际关系上便用武力以及企g阻止充分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 

和人民独立宜言》"，都是违背国际合作裁军理想的现象； 

6.表示坚决相信,为求达成裁军目标的有效国际合作无可避免地'义、须促 

便各国的政策一主要是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政策一以防止核战争为其方向； 

6. 要求不得把军备竟赛扩展至人夹活动的其他领槭,例如外层空间，外 

空应只供作 迨福于人类的和平用途便用； 

7. 吁请各个身为军事集团成员的国家,在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 

件》的基础上，并本奢国际合作裁军的精押，促逬逐步相互限制各自集团的军 

事活动，从而创造解散各该集团的条件； 

8. 吁请全体会员&,特别是在进行大会第十二庙特别会议所发动的世界 

裁军运动"方面，特别迺过其教育系统、大众新闻媒介和文化政策等渠逭，继 

第1514UV)号决^义， 

《大会正式记录，第卞二届特别会i义，附件》，程项目 9至 1 3 ,芽A/ 

S—12/32号文件，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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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培奍和«:鲁Ê际合作裁军的理頰； 

9.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考虑旨在逋过研究、教肓、新闻、 

迺讯和文化活动以加強m际合作裁军的理想的揞施，以便逬一步动员世界輿论 

来促逬裁军； 

10.吁请一切国家政府在遴守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的同时,鼎力协助停止 

和扭转军备竟赛，特别是核领域的军备竟赛，从而藏少核战争的 

1 9 8 5年 1 2月 1 6日 

笫1 1 7次 < è # ^ i 

J 

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议的执行情况 

丝 

55其1 9 84年I 2月1 7日第3à/148工号决议， 

关切地注意到上述决议中指出的问题迄未减轻， 

裁军谈判的成功关系到所有国家的重大利益， 

铭记着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2 8段确认"一切鹰家都有 

贲任为裁军领域的努力作出贡献"，并"一切国家有权裁军谈判"， 

又回廒其1983^ 12月20日第38/183F号决议吁请各gjgt府，除了别的 

以外，鼎力协助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特别是核领域的军备竟赛，从而减少核 

战争的危险， 

1 ‧再次重申所有非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的S家均;#^参加！^谈判会议 

关于实质问题的全体会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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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 ^溫用 ^谈判会议议 • '〗以阻止非成 

员S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 

1 9 8 5年 1 2月 1 6日 

第 1 1 7 次 ^ 议 

K 

联合国裁军研究 

大会， 

5^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第9 6段声明："秘书长在政府或 

顾问专家适当协助下进行裁军领域的研究可以便进裁军领域采取进一步步骤和 

其他旨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措施", 

又回顾联合国《关于裁军过程的体制安排的研究报告》的有关部分， 

4M联合国已经令人满意地完成许多裁军方面的研究，提交给大会的研 

究报告也大有助于澄清某些问题， 

注意到联合国各专家组迄今已完成的最后报告即便有反映出分歧的意见的, 

仍然导致了关于各种问题的广泛讨论， 

注意到有两项研究工作虽经大会延长其期限，其最后报告最近仍未完成， 

注意到秘书长的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相信彻底评价这个主题,包括联合国各专家组的工作方法，可以提高联合 

国裁军领域研究工作的价值和适切性， 

1.重申联合国在政府或顾问专家适当协助下编写的研究报告的价值,是 

使限制军备和裁军领域的重要问题得以全面、详尽地讨论的重要手段； 

"A/36/392,附件。 

"A/40/744,笫3至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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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会员国在1 98 6年4月1日以前将它们对于联合国裁军研究的 

工作如何可以进一步改进的意见和建议通知秘书长； 

3. J;秘书长将会员国的复文送交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和裁军研究咨询委 

员会， 

4. 又请秘书长请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编制一份关于这些问题的综合报告， 

提交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5.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裁军研究"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5年1 2月1 61^ 

笫1 1 7 次 会 " ^ 

审查和评价《宣布1 9 8 0年代为 

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的执行情况 

大会， 

回颐其1 9 8 0年I 2月3日第35/46号决议，其中通过《宣^ 1 9 8 0 

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 

又回頋1 9 8 4年1 2月1 7日第39/148 9号决议，决定在其1 9 85 

年第四十届会议上审查和评价《宣布1 9 8 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 

关切地注意到十车已经过了一半。而《宣官》的目标仍然远远没有实现， 

8P使在最高优先事项上，也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军备竟赛，特剁是核军备竟赛的持续进行感到震悚， 

i t 合格科学家最近于其论文中所载关于在目筘情况下核战争可能造成的后 

果的叙述，也盛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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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愈来愈多的人力物力资源继续耗费于军备竟赛，深感关切， 

注意到会员国就《宣布198 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的执行情况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满意地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报告中有关"审査和评价《宣布1 9 8 0车 

代为笫二个裁军十车宣言》执行情况；初步评价和确保进展的建议"的项目的 

都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按照两国政府 I 985车1月8 

日发"联合公报举行的灰边谈判， 

1 通过裁军审议委员会报告的有关部分；，， 

2 .j^裁军谈判会议加速执行裁军审议委员会报告列举的《宣布1980车 

代为第二个裁军十车宣言》内制定的那些活劲； 

3 .吁请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 

(^)重申其对《宣言1980牵代为第二个裁军十牵宣言》的承诺； 

(t>)重申其在有效际控制下达成全面彻魇裁军的最终目标的承诺； 

(0采取具体和实效措施，避免发生战争，特别是核战争； 

(<i)采取适当步骤，阻止和扭转核军备竟赛，以期改善国际气氛和加强裁 

军谈判的缋效； 

(e)作出更大努力，落实世界裁军运动. 

4.请秘书长就《宣布1 9 8 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的执行情况 

每 年 向 大 出 报 告 . 

1 9 8 5年1 2月1 6日 

第1 1 7 次 全 M 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笫 4 2号》（^/40/42)第3 2段 

和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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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截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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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日第 3 5 / 1 5 2 J号射义、 1 9 8 I # l 2月 9曰笫 3 6 / 9 2 1`号决议、 

1 9 8 2年 1 2月 9 B笫37/78 G号决议、 1 9 8 3年 1 2月 2 0曰笫38/ 

1831号决议和1 9 8 4年 1 2月 1 7日第39/"8H号决议， 

大会笫十届特剁会议（笫一届专门讨论截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的《最后文件》'以及大会第十二届特剁会议（-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 

剁会i:i^)的《结论文件》- " 

审议了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昱簠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裁军问题的单一多边谈判机构，应在就各项优先裁 

军问题和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三节所裁《行动纲领》而进 

行的实质性谈判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重申特设委员会的设立为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各项目的多边谈判提供一个 

最完善的体制，并有助于加强裁军谈判会议的谈判作用， 

，军谈判会议内设立一个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特设委员会， 

意， 

$大会虽&一再要求，而且裁军谈判会议绝大多数成员国亦&表示了明确 

的愿 i ,但裁军谈判会议 1 9 8 5年会议期间再度未能设立一个就停止核库备 

竟赛和核截军进行多边谈判的特设委员会，表示愧惜， 

又对截军谈判会议未能设立其题为"禁止核试验"的议程项目1下的特设 

委员会和防止核战争的特设委员会，表示楝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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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制订一項关于禁止一切化学武器的发展、生产储存以及销毀化学 

武器的公约覃案的谈判工作已经有了进屣， 

1 . iî截军谈判会议今年仍未能就其审议多年而且又是联合g定为最商优 

先和最迫切的任何截军问题达成具体协议，表示深切关注Jfo失望； 

2. :t截军谈判会议加紧工作，更加认其地通过谈判来展行其职资，并就 

其议程上有关裁军特别是有关核裁军的特定优先问题采取具体措ife; 

3. 再次促请裁军谈判会议按照大会笫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和大会 

关于这些问题的其饱有关决议的各项条歉，于其1 9 8 6年会议继续或着手进 

行其议程上截军领械的优先问题的实貭性谈判； 

4. 數便截军谈判会议对现有的各特设委员会,包括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 

赛特设委员会，赋予适当的谈判职权，并作为迫切事项设立其题为"禁止核试 

驗"的议程项目1下的停止裁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特设委员会和防止核战争特设 

委员会； 

5. 皿裁军谈判会议不再延迟地着手进行谈判，以期制订一项关于禁止 

核试脸的条约革案孓 

6. 又促请截军谈判会议进一步加紧其工作,劁订一項关于禁止一切化学 

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化学武器的公约草案； 

7. 再次促请裁军谈判会议适当安排其工作，以便将其注《力和时间主要 

集中在裁军领域的优先问题的实质性谈判； 

8. 8；裁军谈判会议向大会笫四十一届会议提出一份有关其工作的报告； 

9. 决定将题为"截军谈判会议的报告"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临 

时议程。 

1 9 8 5年1 2月1 6日 

第1 1 7次 < è #会议 ~ 



A/RES/40/152 
Page 24 

5 

大会第十届特別会议各项建议和 

决定的执行情况 

大会， 

审査了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所通 

过的建议和决定'0揪行情况，也审查了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届专门讨 

论裁军向题的特剁会议）的《结论文件》，" 

回顾其1 9 7 8年 6月 3 0日第S—10/2号决议、1 9 7 9年1 2月1 1 

B第34/83C号决议、1 9 8 041 2月3日第35/46号决i;t 1 9 8 0年1 

2月】2日第35z。52E号决议、1 9 8 1年1 2 月 9 日 第 号 决 议 、 

1 9 8 2年1 2 月 9 曰 第 号 决 议 、 1 9 8 3 年 1 2 月 2 0 日 第 3 3 / 

183H号决议、1 9 8 4年1 2月1 7日第39/1480号决议和1 9 8 2年7 

月1 0 日 第 S — 号 决 定 ， 

深为关切Jtk注到第十届特别会议召开以来已历七年余,而在执行该届会 

议的建议和决定方面尚未取得任何具体结果，并且在此期间，军备竟赛，特别 

是核军备克赛的势头日益增强，世界有些地区已逬一步鄱署了核武器，全球每 

年 军 费 开 支 估 计 己 S 10, 000亿的惊人数字，人夹面临了军备竟赛扩散到 

外层空间的真正危^，而防止核战争和便逬裁军的i€切搢施却仍未通过，同时 

发生了持续不断的殖民统治和外国占领，对独立国家进行开威施加压力 

和从華军事干涉以及2i反《#合g宪翠》各项基本原则的事件，从而耵国际和 

平与安全构成极为严重的胁， 

深信核军备竟赛的质量相数量竟赛重新升级，以及对核威ft和使用核武器 

的依赖，已增加了核战争缘友的危险，并在国际关系上导致了更大的不安全和 

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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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深信只有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才能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并 

且最迫切的工作之一是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并采取具体裁军揞施，特剁是核裁 

军措施，而在此方面，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负有主要的责任， 

认为保存现有的双边、区域fn全球系统的限制军备fP裁军协定以及这些协 

定获;i^国的严格遵守是各级裁军努力的重要构成部分， 

深懕关切地注意到裁军谈判数年来未取得实际进展,致使当前的国际局势 

更加危险和不安全， 

外空军备竟赛和显著裁减战"ÉF和中程核武器系统达成协议，并希望这些谈判的 

结果会导致缓和双方关系之中以及整个世界的紧张局势. 

认为A边谈判绝不减少在裁军谈判会议凝停止核军备竟核裁军和防止 

在外空进行军备竟賽开展和进行多边谈判的迫切需要， 

强调在目前情况下，更加迫切需要对各级的裁军谈判，特别是核裁军谈判 

给予新的推动力，并在最近的将来取得真正的进展，而各国应避免采取对裁军 

谈判结果有或可能有消极影响的任何行动， 

重申联合国在裁军领域起有中心作用并负有主要贲任， 

强调业经所有会员国在大会笫十二届特別会议一致明确重申以之作为停止 

和扭转军备竟赛的通盘努力基础的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仍然完全有效， 

而且其中所列的目的和措施仍然是有待达成的最重要的迫切目标之一， 

1. 对于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加速和加剧,从而戚胁到世界和平与 

安全并增加核战争爆发的危险，深表关切; 

2. 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采取迫切 

措施以便以裁军为基础促进国际安全、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开展其正的裁军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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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中拥有最庞大核武库的国家采取 

迫切措施，以期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各项建议和决定，并 

覆行《最后文件》笫三节所载《行动纲领》内的各項优先任务； 

4. 各大国本着建设性和妥协的精神，考虑到全体国际社会的利益， 

进行真正谈判，以便停止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以及达成裁军； 

5. 吁请裁，谈判会议迫切地着手进行有关停止核军备竟赛及核裁军湘防 

止核战争的谈判, i w î & o强关W j f c ^鲷^t f e *的谈判，并拟订一项关于禁 

止核武晷试驗的条 |(J萆案，和一项关于全面有效禁止一切化学武晷的发展、生 

产和储存以及销毀化学武器的条的辈案； 

6. 吁请裁军审议委员会遵照其任务规定加紧工作并继续改进其工作，以 

期就其议程上的特定项目作出具体建议； 

7. 笪所有在联合国范围以外进行裁军谈判限制军备谈判的国家，按照 

大会笫十;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的有关条歉，将其谈判情况勒（或）谈判结 

果随时通知大会和裁军谈判会议； 

8. M将题为"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的项目列 

入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5年1 2月1 6日 

第1 1 7次<^#:j^ 

0 

核查的所有方面 

大会， 

认识到迫切需要达成能有助于维持和平与安全的限制军备和裁军措施的协 

定， 

^如要这些协定切实有效就必须公平 ‧，能为各方接受，其内吞必须 

明确，并且必须显示能够获得遷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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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其深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以协商一ibT式通过的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9
 J段的规定，即为了便利締结和肩夯 

执行裁军协定，并为了建立信任，各国应接受这些协定中有关核査的适当规定， 

重申其相信: 

裁军和限制军备的协定应载列满足所有有关各方的适当核查措抱， 

以便建立必要的信任，确保所有各方都遵守这些协定， 

任何特定协定中有关核査的形式和方式取决和确定于该协定的宗旨、 

范围和性质， 

协定中应规定各方直接或通过联合廑系统参与核査过程， 

» )斟酌情况应结合几种核查方法和其他遵守的程序， 

又回顾： 

|a)在国际裁军谈判中，核査问题应进一步加以审议，撒考虑這方面的 

适当方法和程序， 

05)应竭尽全力制订^当的方法和程序，使其不具有歧视性，并且不会 

不当地干预他国内政或危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 

相信核査技术相原则应作为竭定协定是否获待遵守的客观工具加以发展，并 

在裁军谈 判过程中适当加以考虑到， 

I. 1 会员国更加努力达成均衡、彼此可接受、可核置和有效的隈制 

军备和裁军协定； 

2 ‧ ！，有会员国铭记大会笫十届特别会议笫一届专门讨论裁车问麵的 

特剁会议的《最后文件》，在1 98 6年4月1 5日以前函告秘书长它们对核查 

原则、程序和技术的意见相建议，以促使限制军备和裁军协定中列入这当核查， 

以及函告它们对联合国在核查领域的作用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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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书长编制并提交大会第四十一届会i乂一份载有会员国:f:见和建 

议的报告； 

4. i将题为"核查的所有方面"的项目？ i l入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 

程中题为"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第十届特别 

会议各項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的项目下面， 

1 9 8 5年 1 2月 1 6 g 

第117次全体会议 

P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大会， 

Ml_大会第十庙特剁会议(笫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麴的特别会议）《肇后文件》' 

笫〗1段指出，孩军备竟#^Mâ无助于加强各S安全，反iïNiJ弱谷li安全，并增加瀑 

友核战争的险，卑凭现有武库甲的孩武番，就足罾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物， 

又回顾大会在《最^件》％4 7段.认为，孩武器对人类相人类文明生脊构成最大 

的苊險，必须停止和祖转该覃备竟赛的一切方面,以便止涉及孩武番的战争的苊险, 

在这方W,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器， 

注意到J 9 s 3年 3月 7日 至 J 2日在新德里举行的笫七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和 

政府首脑会议在逋过的《i&^治笪言》中！:布，核军备竟赛又升级、加上对核威慑学 

说的信赖，巳增加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导致国际关系上更大的不安全和不^定； 

会议又指出，核武器不仅是战争武器，弁且还是大规模灭绝性工具，" 

又注意到在J 9 S 5年9月4日至7日在罗安达举行的笫八次不结盟国家外交 

" £ A / 3 « / l 3 2 ̶ s y i 5675 ̂  Corr. j 和 2 , Sect. I,第2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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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长会议埴过的《最后政治罝言》中指出核威慑学说不但无助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ito且是核武li数量和质量发展不断升级的根本原因," 

相信孩裁军谈判同一切国冢休戚相矢,因为少数几个国冢武厍内核武#的存在 

从根本上直接苊及核武器国冢和无核武器国冢的重大安全利益， 

认为必须停止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一切试验、生产和鄧署，作为导致达成大 

量裁喊核力量的第一步；在这方面，欢迎〗9 s 4 年 5 月
2 2

日阿裉廷、希腊、印 

度、墨西哥、璀典和坦桑厄亚联合共和 l i国家相政府首脑的《联舍声明》，他们又 

在 i 5年1月2S日的《褥里宣言/中重申了这一声明 ‧ 

皿迫切需要采取建设性行动，停止相扭转很军备竟赛， 

1. 已展开关于核武番和空间武毒的双边谈,，并确认决不因这类谈判 

而减少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范围内开屣有关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多边谈判的道 

切性； 

2。 _lia:应当加紧勞力，以期作为最优先爭项，开始按照大会笫十届特別会议 

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題93特剁会议一《最后文件》第5 0段的覌定，逬行 

多边谈判； 

3
。 裁军谈,会议于其 i 9 8 6年会议开始时设立一个特设姿贞会，研讨 

《最后又泮》第
5
 0投，并向裁军谈判会议建议如1 可能最完番地^眷适当阶投开始 

鞔下列具备适当孩査疳施的协定逬行多边谈,： 

(a) 停止核武器系统的质童改番和友屣； 

(b) 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吞及其运载工具和武器用裂变材科； 

(C)大懵度裁减现有孩武器，以期最后销毁这种武4; 

" U / 4 0 / " 8 54-bA7610i附件一，第3 3段. 

"A/39/277-Syi6587,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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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裁军谈判会议将其对本议題的审议情况向大会慕四十一庙会议提出裉告; 

5。 决定将題为"停止核军备竟嬖和核裁军"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一庙会议的临 

时议程. 

1 9 8 5年1 2月1 6日 

第1 1 7 次 议 

防止核战争 

^ ， 

a核武器的存在和持续的核军备竟赛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感到震惊, 

2于核军备竟赛的加剧和国际局势的严重恶化以致核战争的危险增加， 

深慼关切， 

认识到消除核战争的威胁是目前最迫切紧急的任务， 

所有会员国的共同贵任是使后代免遭另一次惨不堪言并必然是核战 

战 的 世 战 ，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一第一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 

《最后文件》'第47至50和56至58段内有关皆在确保防止核战争的程序 

的各项条款， 

还 回 顾 3 # 3 月 7 日 至 J 23é^新德里举行的第七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官 

脑会议声称核武器不仅是战争的武器，并且还是大规模灭绝性工具"，"SS年 

9月4至7日在罗安达举行的第八次不结盟国窠外交部长会议宣布防止核战#和 

核裁军的揞施必须照顾到核武器国和非核武器的安全利益，并确保人类的生存 

不 致 受 到 威 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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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顾其19 8 1年1 2月9日笫36/81B号决议、1 9 8 2年12 

月9 B笫37/781号决议和1 9 8 3年1 2月2 0日第38/183G号决议， 

特剁是1 9 8 4年1 2月1 7日第39/148P号决议，其中大会表示深信鉴于 

这项事务的迫切性和现有措施的欠缺或不足，因此有必要制订适当步壤以加速 

防止杈战争的有效行，次请^谈判会议作为最高优先事项，着手进行谈判， 

以期就防止核战争的适当切合实际的措施达成协议， 

审议了裁军谈判会议1 9 8 5年会议的报告,'， 

深为关切地注g到裁军谈判会议1 9 8 5年会议再次未能开始就此问题 

mm. 

考虑到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关于这个项目的审议经过， 

深信防止核战争和减少核战争危险乃是牧关世界上所有人民重大利益的 

最 高 优 ^ 项 ， 

还深信防止核战争的问题极其重要，不能只靠核武器国家来解决， 

注蕙到秘书长的报告，" 

1. 遗憾地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虽已就防止核战争的问题进行了几年讨论 

但它至今甚至未能设立一个附厲机构来审议防止核战争的适当而实际的措施； 

2. 重申深信鉴于这项事务的迫切性和现有揞施的欠鈇或不足,因此有必 

要制订适当步猓以加速防止核战争的有效行动； 

3. 再次请裁军谈判会议作为最高优先事项，着手逬行谈判，以期就防 

止核战争的适当而实际的揞施达成协议，并为此目的，在1 9 8 6年会议开始 

时成立一个关于这项问题的特设委员会； 

4. 决定将题为'防止核战争，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5年 1 2月 1 6日 

第117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大 会 

Dlstr. 

A/teS/UO/l55 

16 January 1986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6 6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40/1018 )通过〕 

AOyi53,《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执行情况 

大会， 

回顾其1 9 7 1年 1 2月 1 6B第2832(X3nri)号决i义所载的《宣布印 

度洋为和平区宣言》，并回顾其 1 9 7 2年 1 2月 1 5 B第 2 9 9 2 U X V I I )号、 

1 9 7 3年 1 2月 6曰第 3 0 8 0 ( X X V I I I )号、 1 9 7 4年 1 2月 9曰 j f ô 2 5 9 

A (XXIX)号、1 9 7 5年 1 2月 1 1日笫3468(XXX)号，1 9 7 6年 1 2 

月 1 4 日 笫 3 1 / 8 8 号 、 1 9 7 7年1 2月 1 2日第 3 2 / 8 6号，1978 

年 6月 3 0日第 S— 1 0 / 2 号 . 1 9 7 8 年 1 2 月 1 4 日 第 3 3 / 6 8号. 

1 9 7 9 年 1 2 月 1 1 日 第 3 4 / 8 O A 号 和 B 号 、 1 9 8 0 年 1 2 月 1 2 日 

« 3 5 / 1 5 0 号 * 1 9 8 1 年 1 2 月 9 日 第 3 6 / 9 0 "̂、 1 9 8 2 年 1 2 

月 1 3日第 3 7 / 9 6号， 1 9 8 3年 1 2月 2 0日第 3 8 / 1 8 5号勒 1 98 4 

年1 2月 1 7日第39/149号决议以及其他有关决议. 

又回顾印度洋^岸和内陆国会议的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45号》（v^4/45和corr. 1) 

86-01179 



重申其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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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平与安全作出重大的贡献。 

回顾其第三十四届会议第34/50 B号决议中所载预订于1981年在科伦 

坡召开印度洋会议的决定， 

又回顾大会决定竭尽全力考虑到印度洋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气氛以及调和各 

方意见所取得的进展，并按照其正常工作方法，完成会议的所有筹备工作,包 

括确定召开会议的B期， 

还回顾其第三十九届会议第3 9/1 4 9号决议主张于1 9 8 6年上半年 

召开会议的决定， 

回顾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在1 9 8 5年内所进行的意见交换\ 

注意到各方就该地区不利的政治和安全气氛交换了意见， 

又注意到特设委员会收到的各项文件， 

深信由于大国对崎而在印度洋继续维持其军事存在,从而迫切需要采取实 

际步骤，以期早日达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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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了《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 

的目标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因此更加迫切需要采取实际步骤， 

以期早日达成《宣言》的目标， 

又认为建立和平区需要区域内各国的合作与协议,以确保《宣布印度洋为 

和平区宣言》所设想的该地区内的和平与安全条件，以及对洽岸国和内陆国的 

独 ± ^ '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尊重。 

« ^#A/AC. 159/SR. 266-272, 274, 277-279, 231-235, 

287和288 0 



A/HBS/40/153 

Page 3 

!If各方拿出达成《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目标所必须的政治决心，重新 

作出 &建设性的努力， 

对于该地区严重险恶的事态发展所引起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使和平、安全与稳定 

发生的急剧恶化，从而特别严重影响到沿岸囯和内陆国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m 

关切, ― 

深信印度洋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气氛的继续恶化是同迫切召开会议的问题有关的 

一^^ii考虑，又深信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将可增进会议成功的前景， 

1 ‧注意到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和在委员会内的意见交换; 

2 ‧强调其在科伦坡举行印度洋会议的决定,是执行19 7 1年通02的《宣布 

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个必要步骤； 

3. 注意到特设委员会在1 9 8 5年謝司未能完;5^其有关召开印度洋会议的筹 

备工作，鼓励委员会更加努力地坚决推进其工作； 

4. 1特设委员会考虑到该区域的政治和安全气氛，在1 9 86年完成有关印 

度洋会议S筹备工作，以便其后能够尽早(诅不达于1 9 8 8年）在科伦坡召开会 

议，确切日期将由委员会与东道国协商后决定； 

5. §^其第38/^0 B号决议以及随后的决议要求召开的会议以及建立和维 

持印度洋和平区需要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理辜国、主要海运便用国和沿岸11和内陆 

II的积极参加与充分告作， 

6. 决定筹备工作将包括组织性辜项和实质性问题,包括会议的临时议程，议 

辜规则，与会者，会议的阶段，代表级别，文件的编制，并为任何最终可导致维持 

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国际协议考虑适当的安排，以及编制会议最后文件草茱；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2 9号》（A/40/々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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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竺特设委员会同时就其余有关问题寻求必要的意见协调； 

8. 雙特设委员会主席就设立会议秘书处一蓽适时同秘书长协商； 

9. 延长各项有关决议中所规定的特设委6会的饪务期限,并请委员会加紧执 

行其饪务； 

10.，彬殳委员会在1 9 8 6特行三届筹 R议，每届会期二周，以完成筹 

备 工 作 ； 一 

11 ‧宜特设委员会就其筹备工作向会议提出一份报告； 

12. 竺特设委员会主席:lté委员会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参与委员会工作一蓽继 

续进行协^，以期便此一辜项尽早得到觯决； 

13. 世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详尽报告; 

14. "^秘书长认识到特设委员会进行筹备工作的职贲，继续向其提供一切必要 

的协助，¥括提供简要记录， 

1985年12月16日 

第1 17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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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40/947)通过〕 

40/154.世界裁军会议 

大会， 

回顾其1 9 7 1年1 2月1 6日第2833 ( X X V I )号 、 1 9 72年1 1月 

29曰第2930(X3m:i)号、1 9 7 3年1 2月1 8曰第3183 ( X X V I I I ) 

号 、 1 9 7 4年1 2月9日第3260(XXIX)号、1 9 7 5年12月11日第 

3469 (XXX >f^ 1 9 7 6年1 2月2 1日第31/190号、1 9 7 7年12 

月12日第32/89号、1 9 78年1 2月1 4日第33/69号、1 9 7 9年 

1 2月1 1日第34/81号、1 9 8 0年1 2月1 2日第35刀51号、1981 

年1 2月9日第36/91号、1 9 8 2年1 2月1 3日第37/97号、1983 

年1 2月2 0第38/186#决议和1 9 8 4年1 2月1 7日第39^150号决 

议， 

重申其信念:裁军谈判的成败攸关全世界人民的重大利益，一切国家都应 

能对釆取旨在达成此一目标的措施作出贡献， 

再度强调其信念:经过充分准备并在适当时侯召开的一次世界裁军会议将 

能促进这种目标的实现，而所有核武器国家的合作将大大有助于达到这种目标， 

86^1167 

联 合 

大 会 



注意到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回顾大会于其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 2 2段内决定：应在 

最早的适当时侯召开一次由各国普遍参加并作好充分准备的世界裁军会议， 

又回顾大会于1 9 8 0年12月3日第3 5Z4 6号决议附件所载的《宣 

布1 9 8 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第2 3段中认为 

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 22段内指出，应在最早适当时侯召开一次由各国 

普遍参加并作好充分准备的世界裁军会议， 

1. 漪意地注意到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特设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笫i 4段 

特别指出： 

"考虑到需要在尽早的适当时侯召开一次世界各国普遍参加并做好充 

分准备的世界裁军会议，大会应当铭记着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第 

36/9 1号决议的有关条款，特别是该决议的第1段，并锘记着同样以 

协商一致通过的第39/1 sot决议，于其第四十届会议对这项何题续加审 

' 议 " ； 

2. 延长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期限; 

3. ，设委员会同核武器的国家的代表保持密切接触，以便随时获悉各 

国的立场，同时也与所有其他国家保持密切接触；并请特设委员会考虑任何可 

能向其提出的有关评议和意见，特别要锘记大会第十虽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第1 2 2段的规定； 

4. 直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5. 决定将题为"世界裁军会议"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 I 

1985 4̂ 1 2月1 6日 

第1 1 7 次 a 会 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 2 8号》（A/40/28)。 

' 第 S - I 0/2号决i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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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anuary 1986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6 9 

大会决议 

〔裉据第一委员会的裉告（A/40/89 6 )通过〕 

4 0/15 5.裁^和发餍之间的关系 

大会， 

回頋其J 年 1 2月 2 5日第3 8 / 7 1 B号和 i 9 8 4年 1 2月！ 7日 

笫3 9 / 1 6 0号夾议， 

特别回頋它曽夾定召开一次矢于裁车和友展之间93矢系的in呩会议，会丽须周 

»筹备，会议应以协两一教方式作出9^定，问时^定设立一个会议筹备夯员会，负 

贲就国际会议的l|ff时议程、程，、地点、日期Jfîï会期条筝项，以协商一致方式拟订 

建议，提交大会第四十届会议， 

2。 >il|蒽地注1：到裁车;<P犮屣之I司关系圜#会议筹备$fi發的报告.，并孩可 

告所载的建议" 

2. 裁车;f»发屣之间关系IS际会议采納筹备5?员会拟订的下:^临时议裎： 

1. 宣布会议开幂. 

2。 选芈主席. 

3。 迪过议事现剡， 

4. 选举主席团其他成员，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庙会议，补编笫5 1号》（A/40/5n 

闳上，笫三节 

86-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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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席会议各囿代表的全杈证卡： 

(a) 任命全杈证书姿员会； 

(b)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裉告， 

6. 逋过议程， 

7. 安排工作， 

8 . 审议裁军和犮展之间关系的一切方面和领壤，以期达成适当的结论. 

9. 甲议军事开支一特别是孩武器国冢和其他军筝大m的军爭开支一 

的水平和数额对世界经济及国际经疥和社会情况，特别是对茨屣甲国 

冢所产生的彩响，并就补孜措施拟订适当建议。 

1 0 . 审议如诃通过裁军攢施腾出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屣目的，特别是用以造 

福发展中国冢， 

I t ^8±国际会议的最后文仵. 

12.通过国际会议提交大会的裉告. 

3. 并建议国际会议逋过筹备突员会的裉舌中所载关于程序的各项提议;' 

4. 法H I政府提请袓任国际会议的东道国叠谢，并因此^定国际会议于 

i 9 S 6年 7月 1 5日至 S月 2日在巴黎举行； 

5. 豈松书长邀请所有国冢多加国If会议，并对其他与会者^观察员适用筹备 

委员会的裉告附件中所载国际会议晳行议爭现则第十一节的现5C; 

6. 玟权筹备委员会再举行一庙（必要时两庙）会议,每届会议两星期，开政 

给所有S冢多加，专门审査列入国际,会议议程03实质问趲； 

7. 决定筹备姿员会笫二庙会议应于1 9 8 6年3月/4月在纽 i?5举行，yp^ 

必要，^三庙会议于6月在纽约举行，考思到一切W关因素，疳必须尽童减 I f c费 

用W确侏充分代表性;. 

«. f«书长任命国1^^议的拔书长； 

同上，第三节，
2
彿分 



A/^Ao/155 
Page ： 

9。重国际会议秘书长对筹香安员会裉奮'#fi 9投內所迷03任务，提供协4(?， 

并注尊执行第2 0段（文件）、第21段(召开裁军和友丧領硪^名人士小组分议)、 

第：2 2投（向大会提供有夫国际会议筹备工,的资科）和^2 3段（敎友有矢国呩 

会议及其.筹备工作旳赘料）内/方载的建议； 

10。，合国系就备机构及国际原子能机构莰照筹备娈员会裉舌系
2
 0找內所 

载的建议，充分协助文件方面的准备工作， 

1 9 8 5:^1 2月1 

第 1 1 7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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