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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27 January 1982 
CHINESE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 OEIGINAL:SNGLISH 

2 1 国 集 团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目标"一章的工作文件 

综合裁军方茱的当前目标应该是消除核战争爆发的危险，执行停止并扭转军备 

竟赛，转剁是核军备竟赛的措施，并为持久和平开辟道路，为此目的，《方案》 

还应保持相加强告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一次牿别会议所产生的势头，开始并加 

快旨在停止一切领^内军备竟赛的紧急谈判，在国际协脔一致的基础上开始冥正裁 

军的进程，增加国际信任，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ft,并动员世界舆论推动裁军， 

《综合方案》的景终目标是：保证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能在一个 

充满国际平与安全、新的国际经济秩^已全都肄立的世界里成为现实， 

GE. 82-6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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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27 Janaarj 1982 
。H， M L ^ V *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 Ori«iaal:ENGLISE 

2 1 国 集 团 

矢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題为"优先次字"一章的工作文件 

为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谈判应遵守的优先次序如下： 

H 後 武 器 ； 

a其他大观摸毁灭性武器，包括化学武器； 

曰常覌武器，包括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任何常规 

武器；以及 

m裁减军队. 

《综合裁军方茱》各执行阶段中所列入的各项裁军搢施，反映:j;国际社会 

根据其'f迫性来加以安排的相:^的优先地位。孩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 

成最大的危险.因此，彻底消除孩武器及其运载系统必需给予最优先的地位， 

然而，任何理由都不能阻挠各国所有优先项目同时进行^判. 

GŒI. 82-6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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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ebruary 1982 

#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GHINESB 

1982年2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递送大会第3 6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裁军的各项决议 

谨随信送上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的若千决g， 

体 贲 任 ， 决 议 的 有 关 5 ^ 详 见 ‧ 。 

随信同时送上大会第=十六屆会议通过的关于裁军问题的其他决议和决定，供 

此外，我谨请你注囂附件所列与裁军冋题有关的各项决议. 

秘 书 长 

吟维尔 ‧m雷斯‧镙奎利亚尔{签名) 

GE. 82-6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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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夬于裁军冋題的决议 

(a)赋予裁军谈判委员会具体贲任的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了下述决议，赋予裁军谈判委员会具体贲任： 

36/84 "停止""^孩武器试验爆炸" 

36/B5 "大会第35/1 45B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36/^9 "赛止发屣和制造新型大覌樽毁灭性武器布此种武器新系统" 

36X92E "稷武器的一切方面" 

36/92Î` "裁军1》判姿员会的裉告" 

36/92K "棼止賓中子18：器" 

3a/92M -第十^蜱剁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馉况" 

36/94 "缔结一项关于不对无贫武器(1家使用或咸脉使用孩武器以 

加搔无贫武器国家安全的11!^么、约" 

36/95 "缔结矢于保证不对无孩武器国家便用或咸胁使用孩武器的 

有效囿际安排" 

36/96A 化学和鲤萆（生物）武器" 

36/96B "化学和细萆（生物）武器" 

36/97B "缔结一项禁止;^暴、生产、绪存祁便用玫射性武器的国际 

公约" 

36/97C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香竟赛" 

36/97E "不在目茵尚无孩武器的国冢的领土上^署孩武器" 

36/97G "粲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科" 

36/97 J "裁军 ^判 -员会的报告" 

36/99 "绿结荥止在外层空I可钟署任1f种类武審条约" 

姿员应特剁注:t这些^议中的下述规定： 

(1)第36/84号决议执行鄧分第4段敎促裁军谈判委员会全体成员国：（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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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着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的条规不应被用来访碍设立一个有效履行娈员会任 

务的附厲机构；（b,支待委员会于1982年会议开始阶段设立一个开始就一项禁止 

—切孩武器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C)竭尽最大的勞力，以便姿 

员会可将多边谈判达成的条约案文提交第二届专门4论裁军冋题的大会待^会议， 

(2) 第36/85号9i议执行鄧分第5段重甲了大会的1t念：即裁军谈判夺员#» 

在桀止衩试验条约谈判中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执行鄧分第6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 

来取必要的步骤，包括^一个工作小组，以开^全 Ê桀试条1^的实质性谈判，作 

为得于1982年举行的会议初期的彔高优先工作；执行邵分第7段还请裁箪谈判委 

员会在斌上段所述条约逬行i《判的范围內，一个^Wff地霎'&溷网*0有效核查系统 

的建试验相运；^，确立必要的体制相行政安徘；执行部分第8墁再请裁军判 

$员会竭尽一切勞力，以便尽早甸大提这一条约的享案；执行鄧分第9墁致促 

裁 军 谈 判 多 员 会 所 有 成 员 ， 特 别 是 稷 ^ 蕃 ^ 家 ， 同 以 釋 行 茛 

部分第1 0段呼吁裁军谈判员会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会议和大 

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进度拫告， 

(3) 第3d/89号决议执行"^分第1段请裁军Î灵判委员裉榜其现有的优先次 

序，在合袼的政府专家协助下加'!H$判，以期拟订一项关于桀止/^相制造新遨大 

現模毁灭性武器此种武善新系统的综合协定草莱，并耽此种武器的特定类型拟订 

可能的协定;.执行邵分第5段请裁军谈判委负会将其工作成果裉告提请第三十七 

届会议审议. 

(4) 笫3 6 / 9 2 E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于 

其1982年会议期iPl ：*，深入审议关于停止贫军备^赛相稷裁军的项目；执行详 

分第3段
1
 足请裁军151判夯员会优先力了早日开始就此问翅的买质覉开判m?继续协 

两，其中应特刮考虑设立一个负有明礴任务的对论停止if军备覔赛郛孩裁军9^特设 

工作小组；执行部分第4段认为适当的办法是：如同第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 

第5 0段所设想的郄祥，为笫一步，裁军谈判委员会应着f审议孩裁军的各个阶段 

及其暂定的內容，特别是第一阶段的內容；执行-分第5段还认为适当的办法是： 

在讨论第一I介段的各项埯容的范围f * î，审议停止^碍相" ^署祈^ ^ ^器 ^其奇 

系统的冋题；执行"^li分笫6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些谈判&tj结果，向大会第三十 

七届会议提出掁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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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36/921`号^议执行部分笫1段促谞裁军谈判$员会^照大会笫十届# 

别会议《最后文件》相大会关于这些冋题的其地有矢决议的各项条款，于其1982 

年举行的会议继续或着手迸行其议程上有关裁军的优先151题的实质性谈判,同ftli为了 

达到这坷目标，对现有的各特设工作小组赋予适当的谈判杈，并诈为'發.t事项设立 

•"4^讨论停止贫军香竟赛相稷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以及一个讨论禁止一切贫武器试 

验的特设工作小组；执行部分第2段馉裁军谈判姿员会于1982年会议第一期议 

完成拟订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并^时将该方茱提交给将于1982年6月7日至7月 

9日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剁会议审议*0通过；执行鄧分第3段 

还请裁军谈判姿员会;jD强其在裁军优先：Tfif冋题的谈判，以便委员会能罅以具体的 

成^，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題的特导J 议的f«功作出贡献；执行邵分第5^又 

谞裁军^判委员会就其审议中的各个冋题,行谬判的'If况甸,'二届专门讨论裁军冋 

翅的大会辟剁会议提出一佾特别裉告，并葸其工作甸大#第=十七晷会议提出一份 

m#. 

(6) 第号9i议= R ! I <行鄧分第1段rf裁军^判姿员# ‧毫不迟廷地在一个适 

当的m织体制内开始^行荧判，以期铕结":项关于禁止生产、诸存、郅署使用^ 

中子器的公约；执行郤分笫3段谞裁军1$判姿员会向大^»第三十七居会议提出一 

份关于这个冋趙的裉告. 

("第36/Z92M号决议执行邵分第4段建议裁军^判姿员会厘傾全力于其议 

程J:各项买质而且优先的项目，以期取得确实的成果，从ini有助于第二靥专门讨论 

裁军冋趙的大会特剁会议的^功，开有助于充《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 

年宣盲》中所覌足备项任务， 

(8) 第36/94号^议=fil行分第2段礴:t地注蕙到裁军谈判姿员会Pi|再次在 

原则上不反W关于缔结一项有效頃际.安徘下保正不对无孩武番S家便用或^胁便用 

贫武器的国际公约的想法；执行鄧分第3段请裁军"g[判姿员会1982年会议继续;IE 

加强无孩武器囿家的安全保证冋题逬行谈判；执行钟分第4段促谞参々^判的所有 

m家为拟订和缔结一项有关这一问趲的国际公约作出努力。 

(9) 第36/95号9t议执行鄧分第2段满:f地注:f到裁军谈,姿员会无人在 

屎则上反对关于保证不对无孩武器国家便用或威liMê用孩武器的(1际公约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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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有人指出了在拟订一项可获各方5ê受的并同办法方面所存在的困难；执行部 

分第4段建议继续加紧勞力以寻求一种"共同办法"或"共同公式"，开建议迸一 

步裸讨各种可供逸择的办法，特剁包揞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1年举行的会议期间 

审议的各种办法，以便克服各种困难；&行部分第5段建议裁军谈一委员会继续积 

极逬行谈判，计及各方对缔结一项公约的广泛支持，并考虑储其他旨在it^同一 

目标的提案，以早日达成协议并缔订保证不W无稷武器疆家使用或咸称便用衩武器 

的有效国际安排. 

(10) 第36/ g 6 A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促请裁军判姿员会于其1982年 

的会议开始时，作为蓦度优先爭项继续就一項全面有效奪止g畏、生产相锗存"H?? 

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神^器的多边公约进行谈判，时要考虏到一切有提案匆今后 

的11议，并特剁促请癸员会重新设立一个4«权经适当絛正的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以便夺员会能尽早葸一项棊止化学武棲公约达《15协议；执行译*第4^请裁军1》, 

$员会将其^判结果甸大会1982年举行的第二^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特别会议^ 

大会第=十七届会议提出裉告， 

(11) 笫号 9 ^ 义执行鄧分第 3墁幾促裁军 1 $判姿员会于其 1 9 8 2 年 

的会议开始时，作为蓦度优先爭項，继续就一项关于粲止^粱、生产相绪存一切化 

学武善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多边公约迸行谈判，时要考虑到一切现有提茱相今后 

的倡议，并特剁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重新设立"^ ‧经适当修正的化学武吞特设 

工作小组，以便委员会能尽早就一项桀止化学武器公约达成协议， 

(12) 第36/^973号^议执行邵分第1段吁谞裁军谈判姿员会继续it行i《判， 

以期早日充成拟订一项禁止犮屡、生产、堵存W便用效射往武舂的条约，以便如有 

<Tlag话提交绘1982年第二届专门讨裁军问趱的大会特别#»议；执行鄧分笫2 

段注:t到裁军^判娄员会所通过报告中所载特设工作小组关于这方面的建议，即裁 

军1 爻判姿员^"在其1982年会议开始时再次成立""^特设工作小组，以便裉据其届 

时将9t定的适当职权，继续號拟订一项赛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进行谈判，. 

(I 3 )第3 6 / 9 7 C号9 i议执行^分笫3墁请裁军判委员会从1 982年会议 

一开始起，审议如何就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有效可孩奎协定逬行1 爻判的冋 

趲，同时考虑到旨在达成此一目标的一切现有相来来的提案；执行#第4段谞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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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谈判委员先审议如何就旨在桀止反卫屋系统&?有效可衩爱协定逬行^判的冋 

趑，以作为买现上文笫3段所列目标的畫要步骤；执行部分第5段请裁军谈判姿员 

会其审议本议趲的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七庙会议提出裉告. 

(14) 第36/9 7E号决议执行部分第I段再次请裁军谈判姿员会毫不迟延地 

逬行会谈，以期制订一项不将孩武器邵署在现尚无贫武#的11家领土上的頃际协定; 

执行邵分第4段请裁军谈判夺员会就此冋题甸大会第=十七屆会议提出裉告， 

(15) 第 号 决 议 执 行 邻 分 请 裁 军 谈 判 姿 员 会 在 苒 处 理 题 为 - 梗 武 器 

的一切方面"项目的适当阶段，继续审议可子充分贫査的、停止湘檗止生产樓武器 

(16) 第 号 决 议 执 行 部 分 第 2 段 建 议 裁 军 ^ 判 姿 员 会 ^ 其 员 组 戌 

的第一次审应当在成员囿间逬行适当协两之后，于第二S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 

大会待剁会议期间完成；执行#笫3墁窗甲裁军iaj判姿员会经非姿员会fiij员頃的 

请求，应继续邀请它们參加姿员会的工作， 

(17) 第36/99号9^议执行邻分第2段请裁军tl^判2^员会普手^行判，C义 

期:Si—项.蓬当的国际条约的茱文达成协议，防止军备竟赛扩大到外层空间‧ 

第36/92G号9t议第7段中，大会请秘节长将关于裁军*发畏之间关系的研究 

m#.送交裁军谈判姿员会，并延议委员会今后逬行裁军谈判时考虑到该裉告-

该项研究载于第A/36/356号文件和C O r r . 1中， 

第36zS7D号^议第5段中，大会还请秘书长将夭于裁军逬禮的体锎安徘的 

研究送交裁军谈判夯员会.该项研究载于第A / 3 6 / 3 9 2号文件. 

在上述第36/ 8衿、36 / 9 2 K号、3 6/97^« 36Z97C 36 / 9 7 2号文件 

中，大会请秘书长将所有有关文件送交裁军谈判夯员会.这些文件是： 

36/89 A/36/27. A/36/528相C O r r . i , 

A/3b/56tî - S/l 471 3, A/36/584. 

A/C. 1/36/0» 13相A/36/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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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7B V 3 6 / ^ 2 7 , J ^ 3 6 ^ 5 8 4 , A y c . 1/36/二 ^ ^ 3 0 / 7 5 6 . 

36/97 C A/36/27, A / C . 75fPA^6/756. 

36/972 AX36/27, A/C 1/36/1- 20 ̂ A/3d^56. 

有 关 送 交 文 件 以 审 议 这 些 决 议 的 记 录 载 于 5 至 3 3号文件，以及 

91相A/C. 4至4 4号文件， 

所有这些文件相记录均于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分^给联合国的听有成员， 

包括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成员， 

(b)关于裁军冋题的其他决议 

大会第=十六届会议也通过了关于裁军冋题的下列央议： 

36/81A -第二^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大会特别议的筹备工作" 

36/8 IB "防止稷战争" 

36/82 A "裁减军爭预算" 

36/82B "裁减军筝预算" 

36/83 "关于签署相批准《拉丁美洲禁止贫武器条约（蜱拉袢洛尔科 

条约m—号附加议定书》的大会第3 5X143号决议的执-

行'It况" 

36/86A "南非的贫11力" 

36/86B "《非洲非梗化宣盲》的执行If况" 

36/87 A "建立中东无>gr武器区" 

36X87B "建立中东无贫武器区" 

36/88 -建立南亚无>^武葚区" 

36/90 -《宣布印度洋为相平区宣盲》的执行債况" 

36/91 "世界裁军会议" 

36/92A "联合国裁覃>9F究金方案" 

36/92B -裁军审议姿员会的裉告" 

36/92C "世界裁军宣传运动" 

3 6/92 D " S际合作裁军" 

36/92 G "关于裁军相发屣之间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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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2H "多边裁军协定的现况" 

36X921 "不使用稷武器相防止孩战争" 

36/92J - "发动支持防止战争、遏制军香竟赛相促逬裁军揞施的世界签名 

运动" 

3 6/921."裁军调置研究方案" 

36/93 " ^^合囯禁止或限制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珐伤 

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 

36/96 C "化学相细苜（生物）武器" 

36/97A "常规裁军的研究" 

36/9 7D "关于裁军进程的体锎安排的研究" 

3 6 / 9 7 ? " 建 立 信 任 的 î t 施 " . 

36/97H "对区域裁军一切方面的研究" 

3
6
/勺7工"限制战峰武II会谈" 

"裁军相囿际安全" 

36x^71."关于裁军相H际安全之间关系的研究" 

36/98 "以色列的孩军备" 

36/100 `关于防止孩浩劫的宣百" 

二、同裁军冋超有夬的9^议 

还应指出的是，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了闳裁军冋趱有关的下列决议： 

36/7 "备國为当代相后代养大自然的历史贲任" 

36X14 原子播射的影," 

36^25 -国际原子能玑柙的裉告" 

36/27 "以色列对伊拉克设施的武装浸犯及其对相平利用原子能、不扩 

散孩武器相囿际相平与安全等方!0已建立的囿际制度的严重后果" 

36/31 "夫于加强不在S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累则的效力的特剁委员会的裉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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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5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36/36 "关于探索及相平利用外层空间的第二届获合囿会议" 

36/37 -整个维持扣平行动冋趙所有方面的全盘审量" 

36/78 "关于促逬平利用贫能方面的頃际合作的联合囿会议" 

36X101 " ^罨相加通囿家之间的睹邻关系" 

36/102 "《加强頃际安全宣言》的执行If况" 

36/103 -《关于不允许千预相千涉各囿内政的宣言》" 

36/104 "《为各囿社会共享^平生活1«妤准备的宣言》的执行If况 

36/106 -《 t窨人类相平与乇全法草茱》" 

36/110 "相平18^<1家间争端" 

lOt iCt lOt 30< 



联 合 

大 会 

Distr. 
SEISERAL 

Ate/36/81 
8 January I98I 

第三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3 9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36/T40和Corr, 1 )逸过〕 

36/181 ‧第二届专门讨论裁覃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A. 

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 

大会， 

Bl顾其1 9 7 8年1 2月1 4 S第33/713，决议第3节，其中决定于 

1 9 8 2年在纽约联合國总都召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題的大会特Kl会议， 

审议了第二届专门讨论裁：问题的大会特剁会议筹备委员会的镘告', 

1. 赞同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m的大会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的m告及其 

中所载即将于1 9 8 2年 6月 7 S至 7月 9 S在纽约表合g总赛召开特剁会议 

的粱议； 

2. 并赞同筹备委员会将于1 9 8 2年 4月 2 6 S至 5月1 4 S在纽约开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4 9 号 》 （ 和 C G r i ; U 

82-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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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建议，以便继续审议有关特剁会议的实质性15]题.包括大会第十届特剁会 

议所邇it各项决定和建议ô5r执行If况，以便绢入一项或若干项提请第二届专n 

讨论裁軍冋题的特剁会议通过的文件内，并軍议任何尚待处理的â织性和程？ 

性事项； 

3. 赞赏筹备委员会成员对委员会工作的建设性贡献; 

4. ！各会员国最迅《1 9 8 2 年 3月 3 1日以苜将其有关特剁会议的 

实貭性冋题，包括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所通过各项决定和穽议的执行If况的进 

一步意见提交秘 

5. ，加联合a系IE以外讨论裁軍问題的双边，区域或多边谈判âîr一切 

会员国，《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軍isméij大会特^会 

a—《最后文,》'第27段的规定，将其有关这些谈判的适当^粹至迟于 

第二届专门讨论彔^问題的特泉I会议之酋提交大会； 

6. 3秘书长甸筹香委员M供为宪成其工作所必要的一切协助， 

I 9 8 1年1 2月9 3 

第9!，、全体会5义 

2. 

止核战争 

大会， 

J核武器的存在和苻续的军备竟务莰脉人突âïï生存，:1妄 

m. § f 最 严 窒 和 最 逭 切 任 务 ^ 是 消 ' ^ - 世界-`^、争"一一场核战— 

大è»苐s-i(V2号决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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篁申各会员国共同的贲任是便后代免遭一次惨不堪言的世界战争， 

§1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剁会议 

、最后文件》*第4 7至5 0和5 6至5 8段内有关旨在菊保防止核战争的程 

序的各项条款， 

认为防止核战争和减少核战争危险是最高优先事项，应由第二届专门讨论 

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剁会议予以审议， 

重申全世界各国人民与裁军休戚相关， 

L 所有槭器国家于I 9 8 2年4月30 B以甯将其确保防止核战争方 

Ê的意见.提案和具体建议提交秘书长，以供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5}題的大会 

特 会 议 审 议 Î 

2. ;5所有其他愿意仿效的会员菌依此照办； 

3. 重秘书长向第二届专n讨论裁萆冋遷的大会特别会议提出一份告， 

其中载列上文第1段所运以及其他会员g所提出的意见，提案和具体建il 

I 9 8 1年1 2月9 s 

% 91 /X全体会议 





Dlstr. 
SEHERAL 

A/tes/36/82 
8 Jatmaxsr 1982 

第=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4 0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6"41 )通iiJ 

36/82.裁减军事预算 

A 

大会， 

对于S益激烈的军备竟赛^断橹加的军事支,构成了所有国家经济的 

沉重负担，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极其有鲁的！，，深表关切, 

大会第十届特《1 4议《最后文件》的各款，其中认为在共同商定 

的基础上，例如按绝对数字或百分率逐渐裁减特剁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 

重要国家的'军事预算，将有助于逷制军备竟赛，并将增加百苜用于军事用途的 

资金转用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造福发屣中 i l家的可能性，' 

重申箪事预算是可以在不影哬覃事均势从面也不减损任何囯家的安全的情 

况下达成持续有系疣的裁减的， 

51頋其1979年12月II日第34/831`号决议主张对于以公平方式冻结、 

裁减或it制军事开支，包括对可使一切有关方面都慼满意的充分核査搢鬼达成 

协议的努力，给予新的推动力， 

联.合 

± 会 

大会第S — 10/2号决议，第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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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顾 《 宣 布 1 9 8 0 年 代 为 第 二 个 ^ 覃 十 年 宣 言 》 Z 规 定 ： 在 此 

期间内，应当重新作出努力，以便:il剿减军事文出并将由此而节省下来的资金 

转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剁;t^于造福发展中囿家，达成协议， 

步B頋其198 0年12^ 1 ZBimsyi 4 2a号决议jf^g审议委员会，于其 

1 . 9 8 1年会议，继续审为"裁减军事预算"的项目，特剁是要确定和制定 

各 S 在 冻 结 和 裁 减 # 开 文 领 域 步 行 动 所 应 遵 循 的 原 M , 并 镭 记 着 在 适 

当阶段将这些原则纳入一项适当文书的可能性， 

审议了裁军审议委员会关于1981 # ^ 议 期 间 工 作 的 拔 告 ' , 并 考 

虑到委员会赉告所工作文件中载列的各i r i s冻结和裁减军事支出须域内^ 

步 行 动 所 ^ 循 的 原 则 面 提 的 提 案 和 意 见 ， 

各 会 员 囿 所 提 出 的 各 項 提 案 和 ^ 合 菌 系 统 内 今 在 裁 减 军 事 

预算领，进行â i r «动， 

认为关于磯定和锎定各国在冻结和裁减军事预算领域的进一步行动所应遵 

循的隳^的工作,以及联合11系统内It有关裁减軍事预算问题面正在进行中的其 

它活动，应被視为具有达成裁减军事文出囿际协定的基本百标， 

1. 重 I申迫切需荽加§所有囿家在裁减覃事预算領域;^的务力和此一^域 

的匿际行以便就冻结、裁戎或限制军事文出达成国际协议； 

2. 重申吁所有国家,特剁是军备最t大，家，在尚未缔结裁减军事支 

出的协定之苜，对其军事文出â行克刳，以便将由此节省下来约资金转用于â 

济相社会发屣，特剁是造檯发展中s家的经济和社会,突晨； 

3. Ï裁军审议委员会于其1982年会议，考虑到大会第35/142A号决 

大会第35/46号决议，Pit件。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42号:）(A/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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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本决议的各项条款以及其它有关提案和意见，继续审议题为"裁减军事预 

算"的项目，以期确定和制定各囯在冻结和裁减覃事开支领域内进一步行动所 

应遵循的原则，并铉记着在适当阶段将这些原则纳入一项适当文书的可能性； 

4.决定将标题为"裁减军事预算"的项巨列入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临时 

议€ « 

1981年1 2月9B 

第9 1次全体会议 

B 

大会， 

罡军备竟赛及 其对世 界和平与安全é极为有害的多响，以及人力和经济资 

源 的 令 懵 的 浪 费 ， 深 表 关 切 , 

目苜覃事支出增长率进一步增加的趋势感到悚恐, 

认为在共同商定的基^逐淅裁减军事支出将是一项有助于遏锎军备竟赛的 

措施，并将場in目前用于军事用途的资金转用于特剁是造福发屣中国家的经济 

M会发展的可能性， 

深倌此种裁减是可以和应该在共同商定的基^上并在不影=»!^覃事均势从而 

也不减损任何国家的国家安全的情况下作出的， 

亶宇其信念 s关于可 t f c较性和核査的条款必须构成任何裁军事支出协 

. 定 的 基 本 

5 1 ^—个戋照大会19 8 0年1 2月1 2日第35 / l 4 2 3 f决议设立的军 

筝预算专家小组正在研究各该筝项，面该专家小S预期将向第二居专门讨论!^ 

军问题大会特别会议提出其裉告， 



M f i e ^拟议了一项军事支出囿际汇拫标准锎度提供各囿釆用，今年已 

收到第一次11剁裉告， 

强调此种格的充分镇裉和进一步改善，将可由于军事事务获得较大 

程度的公开而成为增强各S之间信任的一种有价偟手段，這对dè^裁':^军事支 

出 的 面 , 协 a 特 剁 重 要 的 ， 

又重申其信念-汇摄覃事数赉和审査关于可比较 iÉ和核査问题钕裉本5的 

在于使缔结关于裁减军事文出的圜,协定成为可能，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就各该事项提出的第一次裉告', 

认为关于C报簞事文出及其可H:较性和核査问題的活动以及联合囿范围内 

就裁 i î ¦ f预算闲题正在进行中的其他活动应被視为具有达成裁减军事开支国 

际协定的基本g标， 

1. s调需要增加汇裉s家的欲目,以期能有尽量众多来自不闳i(fe理区域 

# M不同预算镧度的圉家参与； 

2. 重申其建议:所有会员g应使用汇掁表^并于每年4^3 0日酋将其已 

有数据可査a!i最近一个财玫年度的军事文出，[^秘书长汇棱； 

3. â秘书长审査各种方法和途径，以便将各国通过汇报表格提出Étj覃事 

支出数据加以收集和汇鏞的工作,作为他所提供的定期联合国^计服务的一个构 

成部分，并戋照绽计工作惯例安排和发表这些数据； 

4. 又请秘*长于其提交大会关于军事預算的下一个年支3告？载列这些 

事项。 

1981年I 2月9 3 

% 9 1次全体会议 

A/36/353 faccrr .2?3Aii. 1 ^ 2 



联 合 国 

大 会 

§1 

第三"h?^届会议 

议程项目4 1 

大会决议 

〔裉《第一娄fi会》ft告 

(A/3fi/742 )通过〕 

3a / 8 a关于签署*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蕃条约 

(特拉#jg>尔科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 

~大会第35 / 1 4 3 ^决议6l f执行情 

大会, 

E F頋其关于签署相批淮《拉丁美洲箬jh S武^条约(^特洛尔科条约) 

第一号附加议定书》éi[ 1 9 6 7年1 2月5日第2286 ( x : c i l )号，19 7 4 

年1 2月9 S^3262(3uCI3:)号，1 9 7 5年1 2月1 1 5第3473 (x:'ZX) 

号 ， 1 9 7 7年1 2 月 I 2 S 第 3 2 ^ 6 号 、 1 9 7 S年 6月 3 0 S 第 S — 

1 0 刀号， 1 9 7 8 年 1 2 月 1 4 3 第 3 3 / 5 8 号 . 1 9 7 3 年 1 2 月 1 1 5 

笫34 ^ 1号*1 9 8 0年 I 2月1 2 3第35X143号^议， 

' 联合国-.条约`1编》，l?fi 3 4眷，第9068号第3 2 6页, 

82-00521 



注君到一些位于这项已有二十：小主国家成为绿约国的《条 i&》适用地区 

内的非主杈政治实体的领土，仍可通过对这些领土负有法律上或事实上国际贲 

«»SK成为《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缔效囿，而从饯《条约》获得利益， 

溝意JE B i f ,大不?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荷兰已分^于1 9 S 9年 

和19 n年成为《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 

;g意地注意到美禾jg全々、:E也已亍1 9 8 I 年 1 1 月 2 3 S 交 ,丁 -， 

书 ， 成 为 《 j ? " " 号 i t 加 & 定 书 》 菡 ' 

1. 对 予 1 3 了 9»单3"月'2ff签署T《第一号*加议定书》后，虽 

经大会!^法S提出迫切,求，并已圹S持夂，伹至今潍未作出相应的批准，^ 

示遗«，特此在本决议内追切重申 i t一请求； 一 

2. ^ 将 《 ^ " 关 于 . 筌 署 和 ^ 准 丁 美 i ' ， 止 S 武 荟 条 约 （ 特 t 特 洛 

尔，-条iii ) 第 一 号 ? ^ 加 ^ ^ 书 》 大 会 翥 3 6 / 3 3决议牧行't况 ` - w s ^ ' Ê 

?‧!入大^^第三十^ . 1会议li s时议i 

1 9 8 1年1 2月 9 3 

筲9 1 次 M 会 议 



联 合 

大 会 

Hlstr. 
SETIERAL 

A/BES/56/Qh 
8 Jazmary 1962 

第三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4 3 

大会决议 

〔拫据第^员会的报告(A/3 6 / 7 4 4 ) 通过〕 

3 6 / 8 4 停 止 , ^ 晷 试 验 爆 炸 

大会， 

镇记着大会讨论彻底停止核武晷试验fll炸问题已超过i十五年并已通àî四 

卞多项决议,面停止核武晷试验是联合国在载军领域的一个^目标，并对其 

àèA—再给予最商 i&^a, 

S词大会曾于七个不同场合最强烈谴贲这些试验并g 19 7.4年以来;r.录 

示深倌核武#试验的继续'将会加阌军香竟赛，从而增加核战争§5危&， 

n以往一些决议表示的信念：不论在^^ F : < L上存有何种歧见，均无 

^正当戔É拖廷缔结一项全面系`^TT/定， 

书长苷于1 9 7 2年宣称：关于is个冋题的莰术和科学各方面均巳 

予充分探讨.現在只1f作出这成最后协议的必要玟治决定；^果考虑到現有的 

^査手段，It很难理解为什么缔结一项下禁试1^定1^受到达延；继续iTF核 

武晷试Si的潜危险远超过终止这种试验的任诃可r^;t险， 

82-0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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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g顾祕书长于其题为《全面禁止核舰》的禝告' '的前官中蒈特劲 

强调他在九年面:荧示的意见，并具体提及其意见舌说："我的看法1^然是这 

# .这个问题现在是 ,而且应该予以解决的 "， 

注意到各专家在这佾遵照大会1 9 7 9年 I 2月1 1 S第34/422f决定 

而编锎的罔一裉告中强调指出：无核囯家" " ^都认为，餹否达; ^面 g ,是 

检验核国家有无决心停止军备党赛的试金石；并说：遵守僭况的核^乎不再 

i è ^ 滅的曄碍， 

考虑到作为《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及水下进行核武蕃试验条约》2保存 

圜 的 Î 个 核 武 器 国 家 ， 几 乎 ^ 十 年 苜 在 贫 《 条 教 》 中 承 ^ 力 谋 ^ t ; j t ^ 

行一切核武器试骚a # ,并又于1 9 6 8 年 在 《 不 扩 散 核 约 》 ， 中 明 

赠申了这项承诺， 

酺 其 1 9 80年12月I2B第35/145A号决议，其中|biîL裁军谈判 

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支持委员会于1 9 8 1 年 # ^ â l r ê ^ 始 阶 " ^ 专 

就一項禁止 ^核武 4 W ô i 纺展开多边谈判的 ‧ 工作小组； 

囯 ^ [ 的 消 极 态 度 ， 未 雉 对 此 項 出 反 . 

1 . 对 ^ 武 验 仍 大 多 数 会 员 国 意 : f * é ^ l f 况 下 持 续 进 行 , 

卜A/35/257» 

' 联 合 â 《 条 i ^ a i 》 ， 第 4 8 0巷，笫6 9 6 4号，笛43页， 

， S 2373 (2211)号决议，附件. 

*《大会E式记录，笫三十六届会议，补编贫2 7号》（ii^36/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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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其倌念：一： 

具有最衝^地位，并构成烦利防止核武器纵向和横向扩散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分 ， 裁 军 作 i B 贡 献 ； 

3 ‧敦傻所有尚未加入《禁止在大气层、外星空间及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 

― 同时不在该《.条约》述及的环境内 

镇记着以协两一致方式作出决定的 M不应被用 ^ ‧ t W f w ^ 

履 行 委 员 ^ ^ 的 附 厲 

0))支持委员会于1 9 8 2 年 阶 段 设 立 就 一 项 禁 止 

(C)缚尽最大的努力，以便委员会可将多边谈判达成的条约案文提交第二 

届专门讨iér^军问題的大会 

5‧ £ 《 禁 止 在 大 气 层 、 外 层 S 间 及 水 下 * 棟 武 器 条 约 》 和 《 : F r 

散核武器条约》的保存g,-由于它们对各该条约负有的特剁贲任，并作为一项' 

临时镨施，不再廷迟三边商定的暂停试验或三个g家单方面的站停试验 

的途径,.以停止一切核试验樣炸； 

6 • M 将越为 "俘止一 ‧ ̂ 核武#试验瀑炸"的项目*A大会笫S十七届 

会议临B!hSL程，‧ 

1 9 8 1年1 2月9日 

第9 l次^#^é‧议 





联 合 

大 会 

(SBEBAL 

12 January 1982 

第 三 卞 六 届 鋭 

议 程 项 目 " 

大会决议 

〔裉据第一$员会的报告(A/36/745)通过〕 

36 / 8 5 .大会第35/ 1 4 5 S号决议的行情况 

大会， 

回頋其以往关于金面核禁试的各项决议,特剁是I 9 7 7年1 2 月 I 2 B 

第33/78号决"SL 1 9 7 8年 6月 3 0 3第S—10/2号决议第5 1段、 

1 9 7 8年1 2月1 4 B第33/60号*iSL I 9 7 8年I 2 月 I 4 S第33/ 

71 5 号 决 议 第 四 节 ， I 9 7 9年 1 2月 1 1 S第34/7 3号决议和1 9 80 

年1 2月12日第35/145S号决议， 

重申其信念:一切国家停止在一切环境内进行核武器试验，是符合全人类 

的利益的，这种停M终止核武器的质量改进，发展和扩散的一个重要步à, 

可解除人类对放射性污染给今世和后代健康带来各种有軎后果的深切忧虑，并 

构成1 享止核军备竟赛的一项最重要檜施， 

m《禁止在大气层、外层s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fe'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Z締约国均于各该条约内表示决心继续进行谈判，以达成永远停止一切 

核武器试验暴炸； 

^合国、Ï条约£编》，笫4 8 0巷，第6964号，第4 3页, 

大会第2373(XX:I)号决议，附件， 

82-00667 



多！！家的加入， 

因 此 ， 萆 谈 判 娄 员 会 贲 成 审 议 关 予 偾 察 和 识 别 地 震 事 件 囿 际 搔 

抱特设科学 ; ] ^ ^ ^ ^ ^ ^ ^ = ^ " - ^ ? ^ 性地震资料交换网的工作，对于此种 

条 十 分 重 要 ， 

三 个 核 武 器 谈 判 止 中 进 行 核 试 验 缘 炸 条 及 其 

平利用核瀑炸议定书恢复谈判，jji l ^切， 

军谈判委资会在脔定一项可以吸引最广泛国际支持和加入的全菡桀 

试条 ; 1 " ^谈判中起有不可或鈇作用， 

^裁军谈判委员会仍未能就:fc^约进行谈判，表示遗憾， 

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会议的议事进程， 

1. 重申;?^f樓武晷试發在违背绝大多数会员S明白表示的懕望下持续 

进 行 ， 深 ^ i ^ ; 

2. 重申其信念:一项t^g J ^ ^ M c ^止"^国^? ? ~ ^核武桊试验爆炸的条 

约是迨切和最高优先的事项； 

3 .深信此一条约是停止*扭转核军备竟赛和核武蓦'贾量改进并「方土核武 

器扩散到更多^家^^工作获得成：!^^^1关键3柰； 

- 4 .吁请三个核武器谈判運恢复谈判并竭尽全力使谈判旱3获得成采，并 

话它们及谈判情况剩掁告，提交第二届亏门讨论裁军 i S j题大会特剁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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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申其信念: 

的作用; 

,包括IfcâL"^工作小组，以开展 

全面禁试条约的实质性谈判，传为将于1 9 8 2年举行的会议扨期的最高优先 

工作； 

7.又请裁军谈判S员会f^SElfc—条约进行谈判的范囤内,对一个国际地震 

8 ， 皿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竭 尽 4 努 : ^ 以 便 ; ^ 向 大 * 出 此 一 ^ 的 覃 案 ; 

9.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所有成员,特别是核武器菌家，同委员^"ê^以 

履行其任务； 

1 a "^吁裁军谈判委员会向第二届专n讨论赛军问題的大会特剁会议湘大 

会 第 三 十 : 会 议 提 投 告 ； 

1 L决定将一个关于本决议执行It况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七届会议1&时皿, 

试验jfo运用,确立必要的体刳勿行政安排； 

I 9 8 I 年 I 2月 9 B 

第9 1 次 M 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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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ES/36/86 
12 JaBBBar 1982 

笫三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4 5 

大会决议 

〔根据第—委员会的报告（A/3 6/746 )通过〕 

36/86.《韭洲非核化宣言》的执行情况 

A 

南非弁核能力 

大会， 

£ £ 其 1 9 7 9年1 2月1 1日第34 ^ 6 5 f决议和1 9 8 0年1 2月1 2 

日第35/a46A号决议， 

g^Ë;I 9 6 4年 7月 1 7日至 2 1 3在开罗,行的K 一次非:'::;iï 一经织 

S家X首#玟，首脑会议所通过的'：非非核化罝言―，， 

皿 其 1 9 7 8 年 1 2 月 1 4 3 苐 3 3 / 6 3 号 决 议 S 烈 谴 贲 窗 非 以 何 

7T式#'^i=r'^武器，1进非it-s: 异要求^非立即^非‧：-`：大％ 

或其' : t i ù ^进行^核暴炸， 

对于甯非军事和核计划的:^^及其3査:;!è墻化,$fj'ifi^, 

，《.大会正式、i£录，第二十届会议，？寸〈牛:>,义程项目10 5， V5975号文:：斗, 

82-00679 

联 合 

士 ^ 



又对千脔非的核计划由于某些西方1^突翱以色列給予持续文持相进行勾结 

m使îi i核武晷 à * »能力螬,， § m ^ ,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根据脔非核计划的内容并根据秘书长在赉推该囿 

于 1 9 7 9 #"9月22 3港炸了 一个核装置之后编^ 关于南非核领域计划^ 

能力的掁告 Z ‧ 菊非痛已具有生产核武器的能力 '且寥实上可能已 ^得 * 

武蕃, 

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关于南非问题的第421 ( 1 9 7 7 )号决"设委g会关于便 

促使:^南非》彊制性武#it ^加有汆 â f r办法和途径的报告，，及M#理事 

会第473 ( 1980 ) 号 决 i S L ^ 提 报 告 * , 

审査了秘书长I 9 8 0年 9月 9 S拫告, Z以及1 98 I年 9月 3 3秘书 

长佼麻大会1 9 8 0年1 2月1 2 3关于南非核能力的第33^^46厶号决议提 

出》报告，， 

关切地注意到南非一直拒绝同国^'蕈子能构^结充分全面的保障1 *定， 

以便防止和平用途核‧被转用于制造核武器和其他核:^炸装置* 

1 南非公然违反国！^法原^和《联合S宪章》有关条款，迷续对南部非 

3的¥立11家，持別是安哥拉‧，进行军享攻击，并增加其旨在破:SF这些II家稳 

定的颠覆i t ^ , gj[^关切,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年, 

文:半S/1417a 

* 同 上 ， 文 件 

，Ay'36/'43a 

1 9 8 0年7月、8月fs9月,补缦 



南A绅族主义豉衩 

取单s寞装备jfe棱武暴^力,热将严重危及国和平与安全，^§!样#示关切， 

，其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十届特别会议的决定，其中认为安全理事会 

应采取适当有效步骤^以防止非^统一组织关于非洲非核化的决定受到阻挠，s 

2某些西方国家动辄使用否决权，继续阻挠在联合à为处理南非冋题面进 

行的努力，表示愤 i % » 

1 ，'，非大规模地增强军事机器，包括疯狂地取得核武器能力，以便进 

行镇压和侵略，并作为îfe诈的工具，衰示遗憾; 

2. ^南非种族主义政杈的核计划和能力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极其严 

重的危险 7 ^剁;t ; t :及非洲各国的安全.并增加了核武的危险； 

3, jl安全理事会加紧努力禁止一切形式闳菊非种:S^主义政^在核领域 

的合作和;结；特剁是对南非种族权采取有效的躉氧性行动,以期防止窗 

非,由于取得核武器面危害国W和平与安全； 

.4 ？请所有国家、公司，机抅和个人立即停止它〖n同南非种:^、主义政权 

进行的一 i i事匀结和核勾结，包括力它提供良'如电子计雾 I电子设备等^ 

关#资和有关技术i 

5 .要求南非将其一切核设备交际厚子能机构視察, 

‧ 6. 长继续3^注意南非在核领域的发展情况；并向大会第三十士 

届会议提出裉告； 

7决定将題为"《非非核化宣言》的执行情况"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 

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1年1 2月9 S 

第9 1次全体会议 

大会'耷S~I0/2号决议，^6 3 ( "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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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ge k 

B 

《宣言》^执行情况 

大会， 

镭记着I 9 6 4 年 7月 I 7日至2 I日在开罗举行的第一次非洲统一组织 

H家元首和政府首膻会议所逋过《.非4非^化置盲》，' 

^m^l 9 6 1 年 I I 月 2 4 3 第 i 6 5 2 ( r 7 T ) 号 、 1 9 7 7竿1 2 

月 I 2 S 第 3 2 / 8 1 号 、 I 9 7"8"年1 2 月 I 4 3第3 3 / 6 3号、 1 9 7 9 

年 1 2 月 r i 日 第 3 号和19 8 0竿12：月12 BM3 5/ 1 4 6 3 

号夹议曽要求所有国家把非大陆、 ^ f i ^ m± m ^ M ^ m ^ M ^ ^ ` f m 

屌其易蜡当作无核武器区看待，并予"草重， 

又g頋其第3 3/ 6 3 号 议 ， 其 中 i g 夾 迓 贡 甭 非 以 任 何 核 武 器 

51进非洲大陆的任诃企S,并要求窝非立1?避竟在非洲大赌和其他地方进行^a 

直申甭芈种族主又政权核计划对g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极其严重的；t^,并特 

别yt iJ溯各囯的安全， 

关切地注意到裔非一直拒绝同 ^ i f f子能构缔结充分全 â的保章协定,以便 

止和平用途核材转用于嘲逡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 

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关于宭非问题^第4 21 ( 197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关亍^ 

对南非的强制性武蓦禁运更加有效办法和途 ^约报告 ' ,持 ,射是其关亍一式 

-司:f非è*r賓^结ii!i予淨止Ét*建-:SL , 以及1 9 3 I 年 5 月 2 0 S至2 7 3在己 

黎召开的制裁南非1可题囯际会议的报告` 

严重关切南非可能已经取得了核武器， 

，a/zoJT. 107/8. 



的维持， 

2某些西方囯家和以色列不顾南非核计划所呈现的核武器扩散危险而继续同南 

非进行核领域的勾结，表示愤1^ 

回頋其专门讨沦裁军问题的第十届特别会议的决定，其中 iU^安全理事会应釆 

M 当 ^ 骤 ， 以 防 止 非 洲 统 一 ^ 、 关 于 非 糊 一 核 化 的 ^ 受 到 阻 挠 ， ' 

1. 再次重申大会千请所有囯家把非3大陆、包括非洲大陆各囯、马达加斯加 

和非洲 s周其他^屿当作无核武器区看待,并予以尊重； 

2. 南非种珐主义政扠的核计划对园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极其严重的危险， 

是危; ^各囯的安全并增加了核武晷扩散的危险； 

3. 谴贵任何国t公司、机^个人同南非种袞主义政权进行任何形式的核 

勾结，S为这种勾结除了别的以外MS赉非^统一组织宣布建立非5州无核武晷区 

的百# 5 

4. ^这些园良么、司、机构或个人立即停止它们同南非种袅主义政权进行 

的这种军;¥结和核匀结，包括向其提供^如计雾，孔、电子设备等相关物资及有关 

技术； 

5. ;2安全理事会按照其关于南非问題的第421 ( 197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 

建议，棻止一切形式同甬非种:^主义政^在，领:si$^舍作和勾结； 

6 M 南 非 将 其 一 切 , 设 备 交 际 原 子 能 i ? L ^ 視 察 ； 

7 ！秘书长向非:`':i统一组织提供为实現庄严et! <非;3非核化宣言》所醫要的 

一 协 助 ； 

8 - ^将題为" "；非非核化宣言》的执行情况"的項g列入大会第三十七 

届会议;:S时程， 

1981 #1 2月9 S 
M 9 1次全体会"̂ 义 





联 合 

大 会 

Distr. 
GEHEBAL 

A/llES/56/87 
12 Jazmary 19Ô2 

第=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4 6 

大会决议 

(裉锥笫一 3?员会的拔告 

(V36/^47, 5 3 )通过〕 ' 

3 6 / 8 7 . 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 

A 

大会， 

，其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1 9 7 4年1 2月9 5第3263(3CXI" 

号姚I 9 7 5年 1 2月 1 1 S第3 4 7 4 ( X X X )号决仏1 9 7 6年 1 2月 

1 0 S第31/71号决{5[^ 1 9 7 7年1 2月 I 2 S第32/82号决议* 1978 

年1 2 月 1 4 S 第 3 3 / 6 4 号决 i t 1 9 7 9年 1 2 月 1 1 S第3 4 / 7 7号决议 

*1 9 8 0 年 1 2月 1 2 S.第35/147号决议， 

1. ;5秘书长将大会第35/147号决议€3^笫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 

会特剁会 

2. ^将题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项§列入笫三十七届会议:ff f时 

议 程 . 一 

1 9 8 1年1 2月9 S 

% 9 1 次 全 " 议 

' S号炎议未经友交主要#员会而被通it « 

82-00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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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大会， 

M其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备项决议， 

还g顾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申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 

鄉符合该文件第 6 0至6 3段，特剁是第6 3 (d)S的规定， 

又 , 安 全 理 事 会 1 98 I年 6月 1 9 S第4 8 7 ( 1 9 8 1 )号决议， 

考慮到国际原子鼴机构理:g^于1 9 3 I 年 6月 1 2 S逋过妁决议，^该 

机构大会于；I 9 S 1年 9月 2 6 3通过0^ 0 (：(1 2：7)力2^ 3 3 1号亂 

又 E f 願 秘 书 长 关 于 以 色 刑 ^ 军 备 的 ‧ ， ' ` 

认识到 T S ^ m , - ^ : ^ m M X《不扩散核武晷条约》，#有助于迅速港立无 

溧^^关注该条约在中东地g的前途由于一个并非《不扩散核武晷条约^締 

约国一以色判一对该条约缔约囿伊拉Jtâ^萑袠置进行次5面受到严重/t香, 

1. "1；^以色列JJt^ajt核装置的军事攻击对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首景 

产 生 不 利 " ； 

2. ^在这一方面，以色列必领立即将其一切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 

构 保 障 制 5 之 下 ： 

3. 请秘书长将本决议递交笫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剁会iXo 

1 9 8 I年 1 2月 9 g 

M 9 1 次 M 会 议 

， 见C-C(XXY)Z643。 

， 大会第2 3 7 3 ( XX I I )号决议，附件。 



大 会 

第=十六庙会议 

议程项目4 7 

大会决议 

〔裉据第一$员会的报告（V^36/748 )通过〕 

3 6 廣 建 立 南 亚 无 核 武 器 区 

‧大会， 

13顒其关于建立南无核武器区的1 9 7 4年1 2月 9 S第3265B(XZIX) 

号决议、 1 9 7 5年1 2月1 I B第3 4 7 6 S ( m c )号决议、1 9 7 6年 1 2月 

1 0日笫31/73号决"i^ 1 9 7 7年1 2月 1 2 S第32/83号决议、1978 

年1 2月1 4日第33/65号决"î^ 1 9 7 9年1 2月1 1日第34/78号决议 

和1 9 8 0年'1 2月1 2 S第35/148 .号决议， 

重申其信念:在世界各区域建立无核武晷区是对停止核武器扩絷和全面彻底 

裁军；；项目标作出最有效贡僦的搢;^之一， 

M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同在其他地E一样，将使该地区国家免受核武器的 

使用或威使用面增 s 其安全， 

注意到甯亚各国政府最高领导人发表的:I言，重申fit们保证不取得或制造核 

武器，并将其各自核方案专用于促进其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晨， 

回頋大会在上述各决议中请南JE地区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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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连免采取任1^有背这项目标的行动， 

82-00587 



又ig頋大会第3265B( X X I Z )号、第3 1 / 7 3号和第3 2 / 8 3号决 

议中请秘书长为各该决议所提及的协商召开会议，并为便^^南亚无核武器 

区的努力，提供必要的镘助， 

铭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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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区的规定， 

注意到秘书长关予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报告； 

2.再次促谙南亚各菌和其他可能有兴趣的无槟武器4im,继续为建立南 

亚无核武器区作出"""^可能努力,同时遵it^取有背这项目标的任何行动； 

器区的努力给予必要的合f^; 

,‧ 4. ! 秘 书 长 为 便 唐 亚 无 核 武 器 区 的 努 力 锾 勢 必 要 的 援 助 ， 并 就 此 

问題向第;届专r i讨论裁军问題的大会特剁会议和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 

告； 

5 -决定瓶为"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并;sf建立南亚无核武 

1 9 8 1年I 2月 9 S 

M y 1次全,会议 

- s - 1 0 / 2 化 义 . 

A/3 6/40 a 



联 合 

大 

J&str. 

Vbbs/36/89 
6 Januazy 1982 

笫=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48 

大会决议 

r裉据第一委g会的报告（A/36/749 )通过〕 

36/89禁止发展兪锎造新型大規禊绫灭性 

大会， 

5?顾其关于桀止新型大规楔毀灭武巷5? 1 9 7 5年1 2月1 1 B第3479 

( X X X )号， 1 9 7 6年I 2月 1 0 B笫 3 1 / 7 4号、1 9 7 7年 1 2月 I 2 S 

笫32/84 A号、（9 7 8.年1 2月1 4 3第33/66 3 号 ， 1 9 7 9年1 2 

月1 I S 笫 号 ^ 1 9 8 0年1 2 月 I 2 3第35/149#等:5^议， 

铭记着大会^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笫39段g?规定:裁减军香,贾量 

相数量的掊贫对于停止军备竟赛都棱其重要：为此百1^的努力应>a括矢于限制 

和停止改良军^1~特别是大规禊161灭^^^晷一质量*D,支屣新作战手段巧谈 

判， 

U壞、最后文件》笫7 7段所载:^定:为了帮助ET止军务3^贡量充赛，便 

科学柏知识成IE最后筻誃专门用于相平目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根据新 

' 大会笫 S / 1 0 / 2号 S i J L 

8 2 - 0 0 5 9 3 



并且s当为禁止 这神新 

i b t M模 i t ^ l ^器及其新系统而作出适当的努力， 

鉴 i = ^ 十 届 特 剁 ^ i x m ^ ^ ^ ^ - ^ i ^ ^ ^ ^ ^ ^ 多 项 关 于 防 止 

将科学相技术进步用于发屣新il允規禊缦灭'fe武:晷ft]fc种武晷新系统的协定， 

十分重要， 

注君到裁军谈判务员会1 9 8 I年^»议期间计论了议程上题为"新型大规 

模毀灭'fe武器*此释武器的新系统;:Sfclt'ié^晷"的项巨， 

满$地注君到鏞軍谈判多g会1 98 I年会议期间在合格政麻专家參加下 

；|£此项目举行了非正式会议， 

深笛^当运用一切方法翱途径，以ST i i ^展相制逡皿；^镆载灭性武器 

*ih种武器的新系统, 

^ £，裁覃谈判委员会报告中有关上迷问题 9 5 ^分，、 

1. 3裁军谈判多员M据其現有的i f c ^ , : ^序，在舍洛专裏协助下， 

加紧谈判，以期订一项关于桀止Jt展相制造新M大規镆毁灭&武器相此种武 

晷新系le的绿舍协定車案，并耽北种武晷待定夹 â钺订可^巧,定； 

2. 再j^li:促所有国家避免采取S何足以"旨在拟订一:^或多项iiir止新垒 

大规模lt?é性武器,fP此种武晷新系统出現3^1*定3?会谈发生不利钐贺57行动； 

3. ^ 安 全 理 哥 会 各 常 理 5 1 以 及 其 萆 S 上 重 荽 J m:t^ 容 1§同, 

放 弃 ^ 制 ^ 大 规 模 毁 灭 武 器 和 此 种 武 晷 新 系 声 明 ， 为 ^ 结 一 项 关 亍 

此 i可题的绿今协定的第一步，并铭记着各该声明繭后将 2安全 S事—^决 

定予以核可； 

《大ê»i£式录，豸=十六,§会^, -:̀'=#.€2 7号;）(-V"36.^7) , 1 = 

鞏，3节， 



A/HBS/36/89 
Pase 3 

4. £秘书长将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帘议本项目的一切有关文件递交裁军 

谈判$员会； 

5- ！裁军谈判姿员会将有关其工作成果的报告提谞大会笫三十七届会议 

审议； 

6 ,决定将题为"禁± «展^制造新型允現模毀灭性武器^此种武晷新系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七届 é - i m m m . 

I 9 8 I年 1 2月 9 B 

第91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大 会 

Ustr. 

VHBS/36/90 
13 Jannazy ： 1982 

第三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百4 9 

大 ^ 议 

〔裉据第一 会 告 

(A/36/750 ) 通 过 〕 

36 / 9 a执行Î宜布印度洋为*平区宣盲》 

大会' 

― 1 9 7 1年1 2月 1 6 S豸,2832( XZVI)号5^议内《宣布印度 

洋为^区宣言》，又@顾1 9 7 2年 1 2月 1 5日第2992 (XXVi i )号、 

1 9 7 3#1 2月6 S第3080(X2Till)"f、 1 9 7 4年I 2月9S第3259A 

(XXIZ〉号、1 9 7 5年1 2月1 1 S第3468(3CXX)#、 1 9 7 6年12月 

1 4日第3 1 / ^ 8号、1 9 7 7年 1 2月 1 2 3第 3 2 / 8 3号、1 9 78年6 

月3 0日第S«10/2号、1 9 7 8年1 2月1 4曰第35U々8号、1 9 7 9年12 

月1 1 S第34/80Ji^ S号和1980年1 2月1 2 S第35/1 SOf等决议，以 

及其他有关决议， 

又!5頋其专门廿论裁g:问薪.的第十届特别会议声称"按照区域内各有 

关g家i?^确确定和自è决定的适当条件，并考虑到区垓55特点和〈联合^宪聿》 

的原则并« s s 际法的规 t在世 M S 域立和平 s ,将有助于加垦区内 . 1 

家安全和筌个国^和平与安全'， 

' 大会第S~I 0/2号决议，笫fi 4段。 

82-00764 



A/HES/36/90 
Page 2 

^^^1^#^洋洽岸lâ相p?fëii会议的St舌，' 

直£其笛念，达成《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目标的具体行动，将 

对加強囿际和平与安全作出重大f^， 

EF頋其第三十g届会议第3V30Bf被内J?T，预订于1 9 8 1年在 

坡 廋 洋 会 议 的 5 ^ , ' 

叉B頋其第三十五届会说第3£l々50f决议;^祈，关于考虑到印,变洋地S 

â ! r 政 洽 和 安 全 气 m ^ ^ m ^ ^ ^ ^ s 以 及 谓 ^ 各 方 : § 且 上 £ ^ 得 的 进 

展,竭尽4努力，按照委员会的邇常工作方法\ ^ . « 1 » " ^ ^ 工 作 ， 

包括碗.定会议召牙3期的决定， 

-囷臞印度洋特tfc委员会内各种意见a交换,并、丄意到虽已作ii^,但仍 

有一系？Ti巧題i#来^, 

i£奪到各方对该区域不良玫治和安全气氛交换了意见， 

注意到特设委员会未能就印度洋会议于19 81年期间在科伦坡召开的日 

期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溧信由于大S为了争霸W在印度洋持续其军事存在,从而迫切需要釆取实 

步iëT期旱3达成《宣布印度洋为平区宣言》的目#. 

认为该地区内所有其他的外国军辜存在，如杲违反；亶布印度洋为匆平区 

宣盲》》 g标以及《联合!1宪鞏：宗旨^康剡，^都造成更加迠切薔要去采 

11买际步饔以期早S达成：宣盲:,的§标， 

在印和平区需要^卓^和内? É S、安全理事会常i è理事霣和 

主要海事-克;^g的积级参加与充分合f^,以确保和子与安全条件建立在章》 

的宗旨和厚则以5^厲际法的普遍原则at基^上， 

(i大会正式-:£录，第三十四庙会议.补编第4 5 号 》 ( A / S 4 X 4 5 ^ C 

1 ) . 



5/36/90 

^^Jitt建立和平区蔷要区域内各国的合作和协议，以确保《宜布印度洋为 

和平区宣盲》所设想的该地区内的^平与安全条件，以及对^岸国jfc内陆国的 

独文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尊重， 

5 1 各方通过表現其达成《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目标所必要治 

志而篁新作出真诫建设性努力， 

对于该地区险悉的^发展所起的危險以及由此造成的和平、安全 

与稳定的急剧恶化， m 重麥响到汾岸国和内陆S以及茵际和'平与安全 

， 关 切 , ' 

深雷印度洋地区政治和安全气氛à&持续,^，对于及早召开会议的!=r题是 

—¥i的考虑，并深信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势将增进会议获得成功的苜景, 

1. 注意到了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掁告"fcSB会;^的君见交換; 

2. s特设委员会未能衮印度洋会议于1 9 8 1年期间召开的确定 

B期 ^商一致意见，表示遗憾3 

3. g调其于科伦坡召开会议的决定是执行1 9 7 1年-.宣布印度洋 

为和平区罝言}的一个必要步1^, 

4. 又虽调,根据该项决定，并考虑到印度洋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气 

决定请#lfc委员会继续努力以便使各方对有关召开会议的各个未解决问题 

的意见作出必要的调和； 

5. ;5特设委员会继续其便使各方对有关问题的意见包括上文第4段 

内所述意i^,jB必要谋和，并竭尽佥力完成其召开会议的必要筹备工作，. 

包 括考虑不迟于1983年上半年召开会议； 

0.延长各项有关决议中所，:定的特设委员会的任务規定； 

，』上,《笫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2 9 号 : ' ) ‧ 



A/BES/: 
Pags I|. 

36/90 

7. ！特ft委员会予1982年再召*会期总共为六个星期的若千届会 

议，其中，i^MI^以外尚待决定姆地点召开一次会议； 

a, 委员会向第:^专门讨论^问題的大会特别会议和笫三 

十七届会"ik出秀予其工作和本决文执行憒况的报告Î 

9. H H é :继续向委员会揭^^必要的协助，包括编制简要 

记录a 一 
1 9 8 I # l 2 ^ 9 g 

第9 1 次 M 会议 



联 合 

大 会 

SLstT. 
flBaWHT>AT. 

A/BBS/36/91 

8 Januazy 1962 

第 三 卞 六 届 M 

卞义程项目5 0 

大会 

〔裉锯第一委员会的m音（A/36/751 )遒过〕 

36/91世界裁军会议 

大会， 

西顾其I 9 7 I 年 I 2月1 6 S第2 8 3 3 ( XZTI ) 号 、 I 9 7 2年 I 1月 

29HJF2 93 0 ( )号、！ 9 7 3年 I 2月 1 8日第3 18 3 ( 22"1工） 

号 、 I 9 7 4年1 2月9日第3 . 2 6 0 (XZIX ) 号 、 1 9 7 5年 1 2月 1 1日第 

3 46 9 ( 号 、 1 9 7 8年I 2月 3 1 / I 9 0 号 、 1 9 7 7 年 1 2 月 I 

2 日 笫 3 2 / 8 9 号 、 I 9 7 8年1 2月1 4 S第3 3/6 9 号 、 1 97 9年12 

月 1 1 S第3 4 / S 1号和I 9 8 0 年 1 2 月 I 2 S 第 3 5 / 1 5 I号夾"R, 

重申其信念:裁军谈判的成功对<É*界人民具有重大的利釜，一切国冢都 

应能协助釆取旨在达到这项目的措施， 

再度强调其信念:经过充分准备并在适当时机召开的一次世界裁军会议， 

将能这种目标的实现，而所有核武晷国家的合作将大大有助于达到这种目 

标， 

82-X599 



泫:f到世界裁军4^义问题榇设委5会的报告，' 

回頋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第122段的决定:应在聂早适é 

时侯 î ¥̶次由各囿蓍遗參加并作妤充分备的世界裁军会i:l ; 

0顽'大会1 9 3 0 年 1 2 月 3日第 3 5/4 6 号 决 听 《 亶 布 1 9 8 0 

年代;；二个裁军卞年宣百》第2 3 认为适罝于崁《象后文件、第 

I 2 2段所称： * > S在囊早适当时侯召开一次由各雾蓍遢多,并充分准 

备的世界裁军会议" 

一叉1 5願关于可鹰召开世界裁军^义的已^入印将于I 9 8 2年召开的 

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題的大会特剁会议议程軍菜中,, 

1. 世界裁军会议问題梓没$5会II交大会的报告指出： 

"当大会考虑到尽早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由世界各國普遍参加并经充 

分准备的世界裁箪会议的各项重要先决条件之后，或可决定一俟笫二 

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剁会议结束以后.尽早在就召开一次世界裁军会 

议的必罨先决条件达成了协商一致:t见的时侯召开世界裁军会议* 

2. 廷长特设$员会的任夯期限；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第2 8 号》（ A / 3 6 / 2 S ) , 

第S — 1 0 / 2号夾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t六届会 补瑙第4 9号》（A / 3 6 / 4 9 ^ 

Ccrr. I ) , 第 I 8段， 

、'：I司上，第：十六届会i义，补,第2 8号〉（-1 / 3 6 / 2 8 ) , 第 I 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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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委员会同拥有核武器的囯家的代表保持密切接触，以便随时获 

悉备国的态度，同时也与所有其他菌家保持密切接鲒；并请特设委员会审议任 

何可能向其提出的有关提案意见，特剁要4&记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 

件 》 第 的 叛 定 ； 

4. ，设委员会向笫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为大会第= 

十 七 届 " 提 出 报 告 ； 

5. 夾定将题为"世界裁军会议"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七届会议临时程， 

I 9 8 I 年 I 2月9日 

第9 1 次 M 会 议 





联 合 Distr. 
ŒEHERAL 

t A ^S^S^J':iB:^ A/HES/36/92 
^^TmT^ 15 January 1982 

第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5 1 

大会决议 

C根据 P $员会的 ( A / 3 6 / 7 5 2 ) 通过〕 

36/92.审査大会第卞届特剁会过6^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A. 

大会, 

又回願其1 9 8 0年1 2月1 2 B 第 3 5 / 1 5 2 À 号 a , 其 申 讶 长 按 

照大会笫îtî届会fit槟准的指导:!T针为I 9 8 I 案作出运当安排, 

对各面政府,-特《是发展申面家]R府，继续褒示Jï^:îr莱极感兴趣情况 

表y箱意, 

审钛了 igHJ长关于联合H198 1年裁军研究^fcysi ô&jfc行请况的报告，' 

第s — 10/2号决议，笫108段, 

A/36/606. 

82-0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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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射长按簾大会第三十 î届M核准通指导方针为1 9 3 2 # 究 

^ 菜 作 当 ， ； 

3. ^秘书长I^:l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翁大会特别会议Hiti —份载有 

# 联 合 箪 研 究 金 方菜自1973年设立以来tt执行情况》报告； 

4. ; e t * ^ f e î该方3 £ S f表现翁嫿劳，袭示她 

5. 感 # g 意 志 联 邦 共 * S 、 匈 牙 利 请 该 方 菜 菌 往 备 

谈 a r 首裁军 • 内若 ^定活动，从而有 J K r « r « « l总目标《实现， 

并 为 究 显 I H ^ 更 多 料 来 源 

1 9 8 1年1 2月9曰 

M y 1次<è^会议 

审议了 j|g审诅$员会a报告,， 

再次g调对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jta的有关建议*决定采取有效后续行动 

M裁军审议委员会巴在审査裁军领域备种问题并:Sfeàtâ两题提出建iSU 

并在进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有关决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a 

了重要贡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卞六庙会议，补编笫42号》（A/36/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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囫顾其1978年I 2月1 4日第33^71聘、1 9 7 9年1 2月1 I S 第 

34/^3Hf和1 9 8 0年 1 2月 1 2日笫35^522`号敗， 

2. 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未能宪成对其议备項目》审iSL; 

3. ！裁5：审《委员会接展大会十届特《l|tt《dft后文件》*第118段 

所II定的i^,继!^行其工作，并继续帘议其1 9 8 会 储 m 

程项目，两时为此目的在1 9 8 2年#^不超过四周的会议； 

4. 审诅3^员会向S二届专门讨论《*IOTft大会特会iSlft^— 

5. ，秘书长将裁军谈判$员会告和大会三十六届会i£有关截军事 

录特交裁军寧议委员会，絲供其行*î<fca时可œ需50& 

一 
6. ^ 4 W J I r " ja^yj&委员会fl&&告"tt项g判Ajg三十"bB会诅翁 

a m & 一 
1 9 8 1年 1 2月9 B 

笫9 1^^：^会议 

C 

世界裁转动 

大会， 

第s—10/2号决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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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頭第一届专门W j f t g两 g A i r特别大会笫十届特别^ ft《最 

J « ¥ P 3调动Aifr^^ât:^iME^:i^军âtt要性• 

XMM 1 " 0車1 2月1 2 B«6/1521-»^^.其申为了 5 & ^ «項 

a 标 ， m 书 钱 行 关 予 在 主 持 1 ^ 行 世 界 裁 军 运 ^ â S r â i n * 敏 

，査了赛,长1 竿 9 ^ 1 T B « * MfJllt#*IBft#宪«#, 

I* 3 ^ 3 ^ $ ! ! 关 于 * 界 裁 军 迳 劲 摄 香 申 翁 内 # 4 1 # 它 

«结论; 

2 • ̂ 2：^«书姊协* »书 ^ è » * t t , * a a * ï m « : a r 3 W M i * « * 5 t 

援奢，絲眷豐; 

3. : t ¦ f 有 会 9 8 2年4月I 3 B以窗将其iU;tm行研究&舍 

申4^3tMitr通当âWi^MJK>i&^秘书长： 

4. ‧ | ， 书 长 予 世 界 截 军 运 究 摄 告 M 国 政 府 m ^ i M ^ 

第二届专iïWiè裁军两題的大会特会议，以便大会采?1其认为可行ft决定， 

W 开 歷 直 倾 动 ， « 括 在 特 别 效 揭 杠 

19 8 1年12月9 3 

第》1次 

第S"10/2号决让 

A/3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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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i^作截军 

大会， 

再次SW^"Wgy<US»努力以加聚全面执^一届专门讨ifeftg两题 

«4M"JP大会第十届特Meil̶歉通attt《最^件》所<UE^ti$LI^ 

，此目âMf c * * B L S f有层一包 « f e裔阶 f i必澳在相 2信 

«jf^ï[iî¦志《r基filLh^^^KJt%làtt持 

i S f M i鲁 B M » f M « j M t r龙 e m i f " * 轮科竟 # t t危 i f c s 增 ' 

M 停 止 科 * 踟 絲 微 的 裁 賴 贼 梭 裁 军 措 * 将 可 麯 大 * M 

和«rms. 特li;UJ(申BJMlrfijI^和社会itft, 

考虑》 £ » « 在 B B i »备力、文持 ,面两旨在 1 1 ^军坷题的赛 

极 4 ^ F i , 负有申| ^用 ^ ^ 1 «贵任， 

« A : r w M i 979年12月11B《aiM4^戴军宜官》'， 

&it肩 i < t《直官》？goMi W f t作用'协两备 ; r ^力，在犰行 

IT十庙特«会《*JE文件》为此目的所订务項目标的有效措旌， 

1. Jfl̶切8«遲守《811^4?«军宜官》《原则并积极采行其申所戴 

ftj^以《tâtl^i¦^协确保&在限!!UMH^别是限制核武晷â»|%^ 

两Bt «胡賴B际置督下佥面《if e | ^军的目标； 

第s-10/2号决让 

第34/88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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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员国在一‧ ̂裁军谈夠中遵守公认的S际法原则，并卫;^着佥 

面负iT^^#ft,提a和It*她审议旨在促进裁军谈m^L^MiH^ 

相互可接: ^ 榨誠 I M S和似； 

3. " ^ 吁员國 g è i & ^ M可 M在进行中的裁军谈叛 w m m 

判或特定裁军协议ftièÂ受到访碎、复iSirth或无^行的行动，特别是遲 

竟 以 讨 的 题 来 S & 裁 军 谈 到 取 得 可 亀 的 ^ ; 

4. M 第 二 届 专 r w i è ^ 军 两 题 的 大 ^ 别 员 会 应 积 极 ^ 

5* 员理^軍厨广 j | r传播 S mé^itMm^^ g标的原JIU 

I 9 8" I年 1 2月 9 B 

第9 1 j f e ^会议 

大会， 

揪 重 申 拔 鹉 对 A J l ^ 其 ^ 鶬 紘 g j f e ^ 须 着 手 核 教 军 

和彻鹿消除核武晷， 

笄重申所有核武晷S家,特《I是拥有《重$«武库的S家，在厲行达成核 

裁军 i i i ^斜方面负有特别贵任， 

再次理调单单是現有的核武器就足以消灭^上的一切生命,并镇记到核 

战争势将致*不分，均予*天， 

5£其第十《特荆会议一第一《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到会议一曾决 

定给裁军和防止槟战争的有效搢施以最高优先地位，并认为必须停止和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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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槟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以便防止涉及槟武器的战争的危險， 

又il頋其1 9 8 0年1 2月1 2B第35/125S号决议内，像恐地注意到 

核军备竟赛的加《I和采ilï有限度地或局部使用核武器的新学说，增加了核浩劫 

的危&,并造成槟冲突可予容许和接受的镨觉， 

像恐地注意到这种危险的学说使军备竟赛的螺旋上升节外生技，可铯会严 

«I会钛《最后文件》第4 9和54段，， 

B頭其1 9 7 8年1 2月1 4日第33/71H号g和197脾1 2月11B 

第34/83J号决议和1 98 0年1 2月1 2 B笫35/152B和C号决议， 

注意到裁军谈^委员会在其1 9 8 1 # ^议申讨论了有拔武器竟赛 

和核iiïS问题，并除了别的以外，还设立一个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的特设工作 

小组， 

并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于其止槟军备竟赛和核裁军以及特剁* 

进行核裁军谈判的先决条件而举行的JEÀ和非正式会议申的提案和发官， 

的基^，或这种谈判的先决条件达或协议， 

«1倌裁军谈判委员会是筹备和进行槟裁军谈判的ft适当论坛, 

,作为朝 

,并皮liil^会笫十居特 

投 的 5 ^ mm^ 
^ 的 问 题 进 ^ 判 ; 

第s — 10/2号决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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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意到à军谈判委员会决定于其19 %z^^immmixf^ 
予 , 止 核 裁 军 的 項 9 ；，' 

3 ‧ ^截军谈判委fl会"Éfeifejlr了早3开始就此R题的实鹰屬^判而 

继 续 协 商 , ; 商 申 除 了 《 I 的 以 外 ， 虔 考 虑 设 立 一 个 负 有 I I 确 止 

« « • 竟 ， 工 , 小 缦 ； 

4. 的办,两笫十届特别会议《4bt文件》OToftjsr^âB 

JP#»|»谈判$Jlô&«»^iMIWi«i»««4^可能阶段及其奢定内 

以外，还审《l i H阶段的 , 

5 遣 当 的 办 法 在 第 一 睿 寧 议 俘 

±jt戛和iiia核武器及其新系统的闲题； 

6. 军谈判委A会就这》谈判的结果，甸大会第：£十七会钛提出报 

告， -

19 8 I年 I 2月9B 

第9 1 jfcd^姊 

4 ^ 褒 判 $ i l 会 香 

大会， 

9 7 9年12月1 i f i r 3 " 3 S 号 5 ^ 和 1 3 3 0年1 I 2 3第 

33/152 J 号 姚 

窄议Î裁军褒判委员会ft报告，" 

'。《大会IE式记|fc» SE十六届会议,补编笫27号》（V36/27),笫3 

，，上，-《补钃笫2 7号》（A/36/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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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 " ^ 完 善 的 机 并 有 4 i r 于 加 谈 判 突 员 会 的 谈 判 , 用 

am ft是:裁军«判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示了明璃的愿望，伹赛员会 

1981 期两，来 t t f t i — f t核截军和禁止" H »核武晷^坷趙4 »多 

边 谈 判 的 工 作 小 a , 

^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迄 今 仍 来 能 对 其 T O 多 年 坷 题 取 得 具 体 成 示 深 切 

关&, 

深值《军谈判委员0为:<up w题的^多边谈判iSt在有关《ift^截 

军两 • i ï * W î大会》十屈特《会屈专n讨论裁军H « t t # « 4 r t S L《《j& 

: t f r》 ' ^ » 5 i m所載《行动《 «》 t t实质性中，发挥作用， 

m载军谖判委员会以^NSfffl»¦»定裁军两题褒判不屋在^情况下成为: 

委 员 两 题 进 行 褒 判 â H T XJ, 

1. M . 裁军谈判 s员会按照大会第十届特《 |会 ^ « ^ 《最后文件》 

* 大 会 I T ^ 这 些 坷 & ft其HB^关于其198a«fefî»ô««feÉ 
残行其ttsj:條裁军坷题的实质1«判，闻时，为了达8这项百的，賴 

有的4 ^工作小 f i赋予适3 判 职 务 ， 并 作 为 于 停 止 核 军 

备竟赛^截军和禁止一切核武#èOfe «rt^工作小ffl: 

2. 直裁军谈判委员会于1 9 8 2年M!F"»期会:ttSfeJ*»订综合裁军方案的 

工作并及时将该方提交订于1 9 8 2年6月7 B至7月9 S之两举行的j|二届专 

门讨论截军坷题ft大4H!#«4^TOi|Wt过； 

3. a裁军褒判$员会加S其在M截军问题方面W工,，以便$员会能够 

以具体的成续，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成功作出贡献； 

" 第 S = 1"0/2令决i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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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 力 促 谈 丼 极 成 果 ， 以 便 提 交 突 员 会 ， 同 时 也 1 & 成 员 个 剁 进 行 谈 判 和 

- 取 得 f t 成 果 向 委 员 4 ^ 出 一 ^ 全 面 辑 告 ， 以 便 丧 照 J : j t 第 1 段 的 员 会 内 进 

行ft谈判作出 «接ôwr献； 

5,又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就委员会审卞1中的题进行谈判的情况向第二届 

专门讨论裁军两题的大会特剁会议提出一份特荆裉告并蕙其工作商大会第三十七届 

M提出 " " ^报告； 

6 。决定将題为-裁军谈^委员会的裉告"f t项g 入第3十七届会议临时il 

m. 

1 9 8 I 年 I 2月 9 S 

Q 

关于裁军和发畏之间关系的研究 

大会， 

^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第9 4 段，其申决 ^行关于裁 

军和S之间关系的砑究并请秘书长在合格的政府专家小组的协助下开戛这项 

研究, 

审査了载有该项研究报告的秘书长报告"， 

，，第S — 10/2号决让 

'* A/36/356和Co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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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澇意地欢迎秘书长的报告及其中所载的研究报告; 

2.对秘书长、 

4. f秘书长作出必要安徘，将该报告作为联合a出版物印行，并尽可能 

广为散播!" 

5. 会员a最迟于1 9 8 2年4月1 5 S将其报告特 f i l是其申 

建议的.î:i[通知fHHb; 

6. 决定将该报告送交第：g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到会议进行漲入 

审议相釆ii当行动； 

7. 请将该报^交裁军谈判委 f i会并建议委员 4 ^后进行裁军谈 

8. 赞赏地注S到已经作出编制报告节略本的安Jlh以便向广大公众傲发 

9. ^世界各 S J ^尽可tr泛體该ft告，包括扭当《 N B译成本 K 

蕾文，使^公众舆论熟悉其内容，并请各专门机构、各s家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利用备i的设«使该摄告广为周如， 

1 9 8 I年1 2月9日 

笫9 1 次 ^ 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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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多边截军协定的现况 

5£其令门讨iér^军闲題的大会第十3特《!会议即第一場,门讨论栽军两 

題的&会议的《 f t唐文件》，" 

丝迄今ejgâ¦HT 了籽項多边lit军协定， 

义， 

濟f地注意到裁军年甚》题为《关予军备營制和截军的多边协定 

的现况》的特别补编)'以及各期《年甚》申关于事項的资料， 

1. 大会第十s特《会议《最后文件》内所«有关多iiJ^覃协定普 

遍:te入的îi条款一特《是其申笫4 0段一的重要性； 

2. ;5锂任各该协定倮存BB的会fl面在大4^廣常会开;«atm将有关备该 

协 定 现 况 ； 资 交 * 书 长 ； 

3. ^«书长为大务»S常会编制一》各该协定筌署ffl»錄^B̶J»， 

以便大会其认为遣当时处理备该协定現况的问)5» 

1 9 8 1年1 2月 9 s 

筲9 1 次 会 议 ~ 

" 第 S — 10/<2号决iSU 

"联合 S出厫物，销售 S编号E. 7a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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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5武器和威ft概念所面有的核武晷的便用成肚到人类的生存和维护生 

命系统,感I!l震像, 

22«裁军A«r止核战争釉a®际和平与安全所必不可少的， 

ii大会第十届特《I会《《*后文件》宜称：一切面聿应积极参与在各面 

闲关系申创造条件的努力，以《 i t—項 B际各 9不将使用或威 M l 

用核武器的和平行为守则^协il,，' 

西頭其1 9 6 1年1 1月2 4B第1653(XT1)号、1 97 8年1 2月14 

H i r S S ^ l B号、 1 9 7 9年12月1 IS第34/83 Q号和1 9 8 0年12 

月1 2 Bir35/152I>f等决诅， 

1. 再次宜布: 

(a}朋被成对《联合B宪章》flWl^构成违背AiÊ的舉行; 

(b) BJh,应在核裁军达成以苜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2
. ^ « 二届专 n讨论 «军坷题的大会钛考虑到各 s有关此一方 

面的提案^见，聿议一项关予不使用核武器防止拔战争的s际公或有关 

ft—主题的^其他协定的问题； 

，，笫S»iQ/2号决议.«5 8&» 

，‧联合S出厫物，销售《&编号81.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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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M 将題为"不傕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项g列入大会第三十七 

J i 会 龍 ; I 

1 9 8 1 年 1 2 月 9 3 

第9 1次<è^"SL 

X 

发訪文持》止槟战争、通制军备竟紳 

便进裁军措施的世界"运动 

；« ^ ? «战争 ^ ^ » » 3 ^重 ^ 4 ^竟赛的持续和^ , mt^^, 

意识到連展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后文件> ' ， & 吁醬要发动世#^众 

舆 鮮 ， 

认 为 文 持 g » 止 核 战 争 、 遏 制 " 竟 截 军 世 * « 运 动 将 是 

世 J f S " 意 的 一 * i * * ! l , 并 于 创 à t « 军 领 域 取 # ^ 的 有 剩 

又认为由斜a i± # #且在非 i f c * F组载和其他公众积极下进行此 

界性运动，是T5t的， 

1. 2会员B将其有关支持Kr止槟战争、通制军备竟一促进裁军搢施的 

世名动的意j e * ^ * S L ^ 知秘书长； 

" 第 s — 10/2号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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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书长考虑到会员面的意见和建议，就联合H主办此一世界性运动 

的最恰当；式和方法缠写一份报告，提笫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 

会议审 

1 9 8 1年1 2月9日 

第9 1次<è*é"iSL 

禁止核中子武晷 

5|1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后文件》"笫4 7段申指出核武晷对人类 

构成的危险*必澳停止iN !L^核军备竟赛，以便防止涉及被武器的战争 

的 歉 ， 

? j W停止军备的貭*竟赛,科技成;t t ^蚰于和平用途，是符合所 

有b 5人民的利益的，. 

对^界许多会员 B和许多非&^ itiR对于核申子武器的生产和意BB都署 

J5f^示关切，M[m, 

申子武器91进各Bft«^武库#ftftJMS»竟赛^， #**I*IS 

核战?5界R,从面J|iP核战争的危险， 

注意到这种武晷的不人道的效应，特剁;it没有保护的平民居民构成严重的 

" 、 

面頭禁止^；^储存、都署和«^核中子武晷的各项 

» 笫 S — iQ/2号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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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a:W, 

以期錄结一項关于禁止储存、都《il使用核申子武蕃《TA*; 

2^ ，书长将大会第三" h ` r 届会—"》有关计论 l i W ! » 文件转 

交 裁 军 谈 会 ； 

3. 请解糊委 A会 r f i大会第三十七届 ^提出 ^ - ^ i ^个 f w m * 

奢Î 

4. s将题为止核申子武器，的《 3列入大会 i r s十七届会《缠时 

m ― 

1 9 8 1 年 I 2 月 9 B 

第9 1 次 " 会 议 

L 

截军调査9F5«方案 

大会， 

赞赏地注意H«书长关于裁军*宪咨询赛A会1 9 8 1 年 f t 工 作 垂 , " 

^书长将该报舍提请第二届专门讨论截军闲題的大会<别 

审 

1 9 8 1年1 2月 9 S 

第9 1 次 ^ ^ 议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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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第 十 届 特 剁 M 各 项 建 的 执 行 情 况 

大会， 

y査了大^十庙#^j会议一亦即第一届^fMife^问题的《賴J会议一 mm. 

镟* O i ï B决定的执 «况， 

西願其1 97 8年6月30 B第s ̶ 1 0 /^2号决仏1979年12月 

1 1 BirSVSSC号决iSL 1 9 80年12月3 3第35/46号决议、和 

1 9 80年1 2月1 2 3笫35/1522！专决 

近 大 会 笫 十 届 特 剁 被 《 * 后 文 件 》 " 醵 雠 ， 向 錢 B 际 安 全 , 

停止;转军备竟赛以^现有效面际监香下全面彻底截军的进一步努力的 

全面某础. 

M所有关于裁军问题的谈判都必须取得其îE^' 

深倌É各国积极多 加裁军 谈判可使关系到全世 界人民重大利益的这种谈判 

%#Ai.从面有ST于维持面际和平,.安全.. 

重申^^^3在裁军方面'负有中心的任夯和主要的責任， 

对军备竟赛持续不E,特剁是对S际和平与安全构成S3Ë«ÂJiM& 

核武器竟鰣酧巳，深为关切, 

自 世 M 国 和 各 S 人 民 S 益 了 竟 # # ^ 是 核 续 不 已 

ft危险，并认识到需要消除桉战争ii发0^险， 

提雜意《宜布1 9 8 0年代为笫二个裁军十年宜官》"所规定的各项任 

务，这è任务要求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其他适g论«P¦^行努力， 

« 第s ̶  1Q/2号决i:L 

" 第35/46号决 



地注意到絲賴会第十届棚会议《最后文件》^三节《行动纲领》 

方面，没有镭实的进麈， 

镭絲定于 1 9 8 2年芈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闳題的大会特别会议将 

帘 ^ 一届专n讨论裁军两题的特别会《4^^^决定ft执行进餍, 

从面维持和加as—届特剁^^产生的势头' 

1. 腔 是 櫞 晷 竟 赛 ô W ^ 续 不 已 ， B t i b ^ W 预 新 

鑽长對起了有害后 ? ^ j t J i M r a SMii平与安全以及各s#^:èitft申ffl家 

2. 迫诚请所有 s家,麯是核武蕃 S (銶其他群 J : J :要 5家，立 9 

絲步霍rS i i i M际安全，并导致有效侔止*扭转 « •竟赛，if c i u f e军； 

3. 促銻该 M C J g肇力,便使百前正^军^ $员会 l b其他 i s际论 

«内进行判Jtt利完J*,并按照专裁军两题大会笫十届特别4«j9f 
mjttj^,着手进行或重新展开关于有效s际协定的谈判s 

4. ^ ^ $谈判委员会虛袭力于其议 a h各項实质面且优先的項 g ,以 

^tefej**貭成果，从而有助子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闳選》大会特剁会议的顺利 

成 功 ' * 《 宜 布 1 9 8 0年代为第二个裁箪十年:t盲》所規定各项 

宪成； 

5. 促请所有B家atfe^M不利或可能不利于笫—届专门计论截军闲 

题 的 特 剁 钛 和 决 议 执 行 》 行 动 ； 

6. 请所有参与MS范理以外的裁军谈判和(或）限制军备谈判的国塞, 

：:届特别éàSL胜利宪成, 

将其谈判结杲通知大会和 

裁箪谈判姿S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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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达成的结论，以便为今后的进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ft执4îit& 

1 9 8 1年1 2月9日 

第9 1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大 会 

I&str. 
OSSEBAL 

13 JaxraazT` 1982 

第=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5 2 

大会决`a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V36/753)通过〕 

联合国禁止或限锢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 

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 

—大会， 

回頋其1 9 7 7年1 2 月 1 9 3 笫 3 2 7 1 5 2 号、 1 9 7 8 年 1 2 月 1 4 

日第3 3/7 0号和1 9 7 9年 1 2月 1 1日笫3 4 / 8 2号和1 9 8 0年12 

月1 2日第3 5/1 5 3号决议， 

1£联会菌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M鲁力或滥杀滥伤作用 

的 常 规 武 议 面 满 结 束 ， 并 于 1 9 8 0年1 0月1 0日通过了 一 项 公 f t . 

和三项议定书，即《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力戎溫杀溫伤 

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关于无法检测的砗片的议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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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定书二 ）》和《禁 

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议定书（议定书三)》， 

重申其信念:如能基于人道理由:IÊ^止或限制1^特定常现武器，包括任 

何可被认为具有过M鲁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达成普適协议，将可 

进一步大大减轻平民和作战人员的痛苦， 

82-00770 



?aga 2 

. 9 3 1竽 4月 1 0 

日在纽ilJ开;St签署的该《公约》, 

：,作出最大努力尽快荃署*批准《禁止或限制 

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M鲁力或滥杀溫伤作用的常规武晷公约》及所附议 

定书，以便使该《公 ^》得以生效并最终得到所有囿 i的 ^入； 

2 ‧注需到根据《公》第八条规; c »今后可5开会议以便寧议对《公》 

戏 任 何 一 定 修 正 案 ； 审 议 增 列 关 于 未 为 現 有 议 定 书 包 括 f t 其 他 类 

S常规武器的议定书；或帘査《公^》itMHm定书的范蘆和执行憒况；并 

聿议要求修正《公^》或現有议定书的任何提案和要求增到关于未为现有议定 

书包括的其他类 s常规武议定书的任何提菜； 

3 ‧，书长以（公约》及^ 1 » «定书的保存者的身分，将各国加入该 

公约及其圻附Î项议定书的愦况iS|at通知大会； 

4 ‧ ̂ mj^ "联会理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M à i ^鲁力或 

的项目？i?j|三十七届会议临 

9 8 1 年 1 2月 9 B 

笫9 1次全 



联 合 

大 会 

D i s t r . 
GEHESAl 

A/RES/36M 
13 Jaooary 1962 

第îi>:^届会议 

议程项g 5 3 

大会决议 

C « ^ ̶ 姿 员 报 告 ( A / 3 6 / 7 5 4 } 通 过 〕 

3 6 / 9 4 . 締 结 一 : ^ 于 不 对 无 极 ^ 国 家 ^ 或 ^ ^ 核 3 

i ï i " ^ i i i ^ S ô & i i i i 

大会， 

深食需要采取有效播施以;fe强备国的安全,并为所有国家旨在消除战争和 

防止核灾难的共同愿望所18使， 

考虑到不使用武力或威勝使用武力是《联会頃宪章》所奉行并由一系列联 

合茵宜官和决议加以重申的基本原则之一， 

漪 意 地 注 意 到 各 区 域 的 B 家 有 不 将 核 武 晷 f l 进 领 土 的 愿 望 , 其 中 包 

括通过有关区蜮各S在自由安徘的塞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办法，并切望对这 

个目标作tfî贡献， 

认为在达成普遍核裁军以菌,囿厣社会必^拟定有效措施，保2任何方面 

不对J&梭武器S家的安全使用或威脸使用核武晷， 

认识到M不对无核武器面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槟武器的有效措施可以对防 

止核武器的鱟布作出积极贡献， 

82-00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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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记到各国加g无槟武器国家的安全所作昀声明相所发表的奪见， 

Jtf军备竟赛#^是核军备竟赛的持续升级以及诉请使用或威胜使用核武 

晷的危險3益严重，表示关切, 

对于将核武器进一步部署在无桉武器国衆领土的计划从if可能直接影无 

核武器闉家的安全，絲关切, 

希望促进大会第十层特别会议《最后文伴》'第59段的执行，其申大会敦 

便 备 器 菌 家 致 力 于 錢 当 时 i s H T 有 效 的 安 徘 ， 以 M 不 ; 核 武 器 廑 家 使 

用 或 威 核 武 器 ， 

B頭其1 9 7 8年1 2月 1 4 B第33/72号决议和1 9 7 9年1 2月11 

B 第 3 4 / 8 4 号 鴻 3 4 / 8 5 号 决 议 ， 1 98 0年 I 2月1 2 B第35/154# 

和笫35/155f决议以及1 9 8 0年1 2月 3日第 3 5 / 4 6号决议申的有M 

款, 

员会，并满奪地注意到缔结一项公约的想法已莸得广泛的囿际支持, 

便 用 槟 武 器 的 有 效 国 际 安 工 作 小 组 , -

希望促进及早成功地完成制订此一公为的谈判工作,以便不对无§武器国 

' , * ^ » 5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 ^或^ 1 8 ^ 

第s̶10/2号决iJL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卞六届会议，补钃第2 7号》（A/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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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注意到截军谈判委员会已经考虑作为朝甸缔结此种公约的第一步的 

临时安排的想法，特剁是釆用安全理事会就此问题通过一项决议的形式，并!3 

顒大会第35/154f决议第6段中有关这种作法的ItiSL, 

注 意 到 笫 二 届 专 门 讨 论 鮮 问 题 的 特 剁 ^ , 大 会 将 在 会 议 上 审 査 裁 

军领赌已it J ^的进展,包括《最后文件》第5 9段的执行憒况， 

1.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结备方继1^识到追切需要ifef l b a不对无 

K达成协议； 

2 .潴聿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再次在原则上不反对关于締结一項有 

关这项问题的国际公约的想法； 

3 . ;5裁军谈判委员会1 9 8 2年会议继续就加强无核武器菌家的安全保 

证 问 判 ； 

4.便请参与谈判的所有g家为迅速拟订和締结一项有关这一问题的a际 

公约作出努力s 

5 .再次促请所有核武器s家作出内容相同的不对不在其领±±拥有核武 

器的无核武器菌家使用核武器的郑重声明,作为缔结&种菌际公约的第一步， 

并建议安全理事会应审查这些声明，如果所有这些声明都符合上述目标，则应 

通过一项核可各该声明的适当决议；. 

6 .决定将题为"缔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晷国家使用或威勝使用核武晷 

以加强无Si器菌家安全的么、约*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七届会议临时议 

I 9 8 1年1 2月 9 B 





联合 

大 会 

Distr. 
SEHEBAL 

A/teS/36/95 
15 January 1982 

第=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5 4 

〔根据第一委员会Ô«»掁告U/3e^55通过〕 

36/951 

大会， 

SSÎ醫要减Sië:界各国对确保其本国人民持夂安全所怀的正当忧虑, 

M槟武晷对人类和文明的廷续形成最大的威胁， 

对于军备竟# ~特别是军备竟赛一 

威 胁 伊 深 表 关 切 ， 

考虑到《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不便用武力或以武力JR胁的原则， 

对于核武器的可能便甬^胁便用，M关切， 

珅认无核武晷国冢的立、领土宪整和主杈需要加以保瘅，以免;^其便用或 

威胁使用武力，包揞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r,国际社会必须制订有效搢施以保证任何方面 

不 对 无 核 武 器 g 冢 的 安 絲 鄉 核 武 器 , 

82-00943 



？«re 2 * 

认识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的有效猎施,可对防止 

核武器的扩散作出积极:STit, 

S§1 9 7 4年1 2月9 S第326IG(:CXIX)号决议， 

Zmm 1 9 7 6年1 2月2 I ff^31//189 C号决议‧， 

赛记着大会第十届特^会ij^通过S?《最后文件》》^ 5 9段便谞核武晷H家 

在适当2t,达成有效安排，以保证不对牙核武蕃国冢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晷， 

切：！便进执行大会第十届特^会议《最后文伴》39各项有关条款， 

回願其I 9 7 3年1 2月1 4 3 第 3 3 / 7 2 号 决 1 9 7 9年I 2月11 

日第34/85号决议^1 9 8 0年I 2>^ I 2 B雾35/155号决议， 

又3, | |其载 m宜布I 9 8 0年代为ST二个裁军宣玄..的1980羊12月3 

3雾35/46号决说，f孚第12段兮2*»<裁军谈判$ i会应竭尽全力:gfc各项问题迫 

切进行谈判，并于可能时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剁会议之前m保 

证不对无核武器囿家使用或称使用贫武器的有效s际安排S«7 ^ 定 某 文 ， 

t逛载军谈判§员会及其证不对无核武器s家便用或 m ^核武晷 3 ?有 

效Si?安徘特长工作小组^ 了，:北目达戍协议W进行的深入谈判， 

汪意到裁军谈判委8会成员S ̂ 项目下提出的各项提案.31 ? t ^ - ? i 1^ 

公约覃S， 

i £考到19 7 9年9月3 S至9 3 * 哈瓦邵举行等六次不结盟 ^家 ^ 

.苻首铕会议的有关决定以及^^1^亍1 9 8 0年5月1 7 5 = 2 2 5 ̂ TMÉ,M 

^ 1 ^ 8 1 年 6月 1 3 5 5 3 玲雾十一届勿^十二届尹斯兰S家 

外交^长会议的其他有关建议'千滑载军;炎判委员会tl订一项关于1*证不对无 

^武^S家便用或荬！^使用核武器的盟际么、约，并琬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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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内各方对制订一项保证不对无核武晷 

国家便用或威核武器的国际公约的支持，以及有人指出m n -项可获各方接受 

的共同办法方面所存在的困难， 

1 .重申追切!?要就保证不对无核武晷g家雙用或C称1吏1核武器à4?有效H际 

安排达成;i"; 

2. jj^^^^j裁军谈判委员会内无人在厚则上交对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晷2 

家使 3或减^使萄核武器的国公约想法,虽然己有人指出了在拟订一项可获各 

方接受的共同法方面所存在的困难： 

有g家，特^是核武晷菌家表2^:必要的政治奪志，以便褒一項可以 

载入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共同办法达成,议； 

4. 继续加紧努力以寻求此种共同办法或共同公式，并3t议进一^ 

讨备种变it办'iè,特剁包揞裁覃资判委员会在1 9 8 1年举行的会议期间审议 

各种办法，以便克服各种困难； 

5. 军谈判§员会积M续进行谈判，卄及各方对if结一项公1^99 

广泛支持，并考虑^其他旨在达成闳一目标的提案，以早日达成协议并縴订 

，.5不对无核武晷JS果便用或威S^、便用核武晷sr^f效s 安排； 

6. ^将題为"鋒结关于M不对无核武晷g聚便用或皮胁便用核武晷 

9?有效国际安排"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七届会议!Ë时议隹， 

1 9 8 1年1 2月9 3 

% 9 1次全#é"议 





联合 

大 会 

Dlstr. 
(SUSSAL 

A/SES/^/96 
13 Jazmszy 1982 

第三‧b"?届会议 

议程项百42 

大 会 鋭 

〔根据P多员会的报告（V3a/r4 3 )通过〕 

3 6 / 9 6 .化学》锂盲（生物）武器 

A 

大会， 

重申其1 9 8 8 年 1 2 月 2 0 0 3(52454 A )-f, 1 9 8 9年 I 2月 I 8 

B JS2603B(XZIV)^, 1 9 7 0年1 2 月 7 B » 2 t t 6 2 ( X X V ) 号、 I 9 7 1 年 

1 2月1 ttS3*-2827A(XXTl)甘、i 9 7 2年1 1月2 9 Si!2933(XXVII) 

号、 1 9 7 3年1 2月 6 S"»307-7(XX"VTII)号、1 9 7 4年 1 2月 

3256(Z2IX)号、1 9 7 5 年 I 2月1 1 B第3405(ZZX)号、197 8年1 2 

月 1 0 3第 3 1 / 8 5号、 1 9 7 7年 1 2月1 2 B » 3 2 / ^ 7 号 、 1 9 7 8年8月30 

S 第 S " i Q / 2 号、 1 9 7.8年1 2月1 4 S第 3 3 / 5 9 A号、 1 9 7 9年 1 2月 1 1 

B第34>/T2号相1980年1 2月 1 2 S笫35/144 S 号 等 有 关 金 面 微 禁 

ML生产和储切化宇武葚^S此柙武吞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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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重申所有菌家必须严格連守1 9 2 5年 6月1 7 S在S内^订的《关 

于禁止在战争窒息^ & ^毒 1 ^其他气体湘细曹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的 

原则*g标，以及重申所有頃家必须加入《禁止细苜(.生物）及毒素武器的犮 

屡、生产及锗存以及销缦这类武器的公约》、 

裁军^委员会报告',其中險了ja ô T以外，载有化学武器特设 

工作小a的*告， 

注君到化学武4^工1^小g的裉告*建《Jt^谈判多员会于其1 9 8 2 

年 的 会 i S L ^ 时 S i r 新 t " " ^ ^ ^ ^ ^ l ^ 适 当 修 正 的 工 f N > a , 以 « S 

员 会 能 求 大 闳 存 小 异 ， 作 小 â 于 其 1 9 8 0年 * 1 9 81年会议中所X 

現的备种《见分«, - m ^ ^ ^ i t - ^ ' f t # %^jè^ê^itAm,, 

i U有必要场尽^ ^力 ,便关于禁止i ^ > f t ^生产 *储存一化学武器并 

销 武 晷 f t ^ * i i H t ^ f a f # ^ 并 完 成 ， 

1. 丝 5 ^ 5 2 裁军谈判委员会 1 9 8 1年会议期Ii5关于禁止化学武器 

的工作，特剁是化学武器特ftx,小组关于这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

2. ^ 尚 来 能 制 订 - 项 全 面 有 止 发 展 . 储 ^ 化 学 武 器 并 

销iblk种武器协定， 

3. 促请栽箪谈判委员会于其1 9 8 2年的会议开始时，作为高度优先事 

，国际联垔，《条约汇编》，第九十四卷（1 9 2 9年），第2 13 3号 

第6 5页。 

'大会第2826(2ZTI)号决议，附件。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2 7号》（V3€^27)。 

*《同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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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继续葳此一多边公约进行谈判，谈判时要考虑到一切现有提《M后的倡 

议 ， 并 特 剁 促 请 委 员 会 重 新 设 立 一 适 当 修 正 的 化 学 武 器 特 设 工 作 

小组，以便委员会能尽早就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达成协议； 

4. 2^裁军谈判！^员会将其谈判结果甸大会1 9 8 2年举行的第二届专门 

# i & 裁 军 问 题 的 ^ 会 第 三 十 七 届 会 诅 提 出 报 告 。 

19 8 1年 1 2月 9 S 

% 9 1 次 全 议 

B 

大会， 

西m大会第十届特JRi会议《最后文件》，第7 s f t ^ f f i , ^wm^jt^ 
展、^ ? ^ # « "切化学武晷并销a *种武器 « i T切的裁军揞旌之一， 

深倌罾要尽早締结一項有助于者效国际监普下全面彻底裁军m于槳It发 

展、;ai#存一切化学武晷并销^种武#ôWi»约， 

考虑到^军谈判$员会以及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囯取置同奕利坚舍 众国的 

双边 ^银械內所已进行的工作，伹; R i t 谈判遗地已经中断， 1 9 8 1 

年 未 再 靴 

认 为 各 s f Ë 免 足 谈 判 或 使 谈 判 » 5 复 杂 化 的 糊 是 T O f e 

，型化学武晷的生产P乂及种种加紧化学军备竟妨碼国际^发展、 

^ 繍 ^ f i M î 化 学 武 晷 ， s b f c 种 s # 酶 力 的 其 他 桃 

，第S/IO̶2号决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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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項 关 于 禁 止 存 " ^ 化 学 武 

器 湘 I t j i t ^ 鹉 的 妳 

2 . ， 所 有 国 M ^ ^ ^ , 似 这 项 ' i i i l r f t 締 结 ； 

a 敦 促 裁 军 ^ 娄 员 会 于 其 1 9 8 2年的会议^时，作为滞廑优先事 

賓 ， 继 续 5 £ — 鲍 公 概 判 ， ， 时 要 , 虑 到 4 狱 提 案 辦 后 》 ^ 

议，耕《 I促请裁军紗! ^员会 J a t * : à > " ^賴^ a s当修 i E a H b学绍 

#*xf^ha,以便娄员会能就一坷菓止化学15#公结ié;ft协议； 

é . 呼 请 苏 维 : ^ 会 ^ 共 和 s i g ^ 垔 ^ 利 坚 # 复 关 于 禁 i : ^ 

展 . ^ " i i # " " * 化 学 武 4 » ^ » * 种 f i 晷 f t ^ ^ ， ^ « t ^ 议 提 

交 裁 军 员 会 Î 

S . 吁 请 所 有 s ^ c a f c f e 絲 節 树 : s t 蒹 止 化 学 武 器 进 ^ 特 

«!iBbfe^F^署二元武晷及其他《f3L化学武晷，并Jlabfe#ffc学I»都署在 

現 种 武 》 的 9 笨 

19 8 1 竿 I 2月 9 B 



囫頋其1 9 8 0年1 2月1 2 3免35/144 C号9i议中决^行一次公正 

调查7ËÎ査实同指控便用化学武#的报道有关9?其相，并滑秘书长在合格的医 

学和术专家eg协助下进行这项调查， 

注意资秘书长W报告‧，其中附紫有调查指控便用化学武器8?报道时专家 

注意到专冢小组报告a?结论指a,小组尚未宪成大会第35/144 c号决议 

又注g到专家小组认为迅速就地调查便用化学武器时指控实厲重要,并需 

要制订适当程岸以便公正地收集和分祈^Jfc种调g过程中可能获得的样Ô, 

1.赞赏地注^到秘书长时报告， 

按照大会第35/144 C号决议迕行调查，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裉告‧ 

1 9 8 1^1 2 ̂ 9 g 

第9 1次全体会议 

A/3 6/613, 





联 合 

大 会 

Distr. 

A,lŒS/36/9T 
15 January 1982 

第三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5 5 

大会决议 

〔 根 据 第 一 委 员 会 的 镘 告 （ 6 ) 通过〕 

36/97.全面彻麾裁军 

A 
关 于 常 规 ^ ft研究 

大会， 

回頋其1 9 8 0年12月12日第35^156入号决议，其中大会在原则上 

核可:关于常规军备竟赛以及常规武器裁军*裁减军队ft—切方面》研究， 

由秘书长在一个由他根据均衡地域分配原则任命6&合格专家小组协助下进行这 

项研宪， 

g f ^ 舍理截军审议 $员会 1 9 8 1年实貭性会iSL关于常规军备竟赛以及 

常 规 武 晷 群 * 裁 减 军 队 方 面 进 行 研 究 â Ô " H f e É ^ 结 构 * 范 缰 问 题 f t 

讨论， 

1. !秘书长按照大会笫3 £ ^ ^ 5 6 ^号决^^^1段所载规定，设立关于常 

规军备竟赛以及常規武器裁军^裁减军队的一切方面的专家小组； 

2. 审议多员会1 9 8 2年实质性会议完成其对进行研究0&一般途 

^结构:范围f t审议工作，并将审议结果转交专家小组； 

82-00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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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专家小组应于裁军审议务员会1 9 8 2年会议之后，考虑到裁军 

审议委员交给它通结论湘如有必要考虑到该委员会1
 9 3

 1年实质性会议 

»审议憒况，特别是该届会议报告'第2 1段湘附件三所载的审议愴况，进行 

其工 

4 . ; 5 秘 书 长 接 照 大 会 笫 号 决 议 第 4 段 O S 规 定 ， 甸 大 会 第 Î 十 

会iSLÎÎiii^憂后报告。 

I 9 3 I年 1 2月 9 S 

第g 1 次 ^ ^ ^ 议 

B 

，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锗存 

^im «fcit性武晷的囿际公约 

大会， 

ET顾常规军*f?员会I 9 4 8年 8月 1 2 3的决议明确现定大规模缦灭性 

武 器 S 包 括 原 子 暴 炸 武 器 ， 物 质 武 晷 * 杀 人 化 学 相 生 物 武 器 以 及 S 何 今 

后发屣的、在敛灭悝效能上具有与原子弹或其他上述武晷 ; fi似特征的武晷， 

囫願其I 9 S 9年1 2月1 6 e^2302 C (XXIV)号决议， 

5£大会于其第十届特別会议《最后文件》Z第7 6段中称：应当缔结一项 

禁止g展，生产，锗存相使用玫射'&武荽公约， 

《大会正式记录，笫三十六届会议，补编:114 2号》（A/3e/42) 

^ S ~ l Q / 2号决 i 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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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其关于缔结此一公约的1 9 7 9年I 2月1 I S笫34/87 A 号 相 

1 9 8 0年1 2 月 I 2日笫35/1563号决议， 

深倌此一公约可便人类免遭武晷付诸便用的潜在危险 ,从而有助于 

加gfP平并防止战争的威胁， 

『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便用放射性 

武晷的S际公约进行谈判， 

包括特设工作小组 

的报告， 

认识到各:m—項禁止放射性武晷公约的不闳方面仍存在S见分埃. 

各方广泛认识對有必要就一项禁止性武器的条约案文达 

成协 

1. ^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进行谈判；以期早B完成18订一禁止犮展, 

生 产 ， 储 使 用 * l t i è Â 器 的 条 可 ¦ & 敬 1 9 8 2 ^ ^ ^ # " 门 裁 

军 两 题 的 大 ^ «f会议： 

2. 在这方面，注^到裁军谈判委员会所通过报告中所载特设工作小组的 

建议，SP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1 9 8 2年会议开始时再成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以便根据其届时再行决定的适当任夯规定，继续就拟订一项禁止放射性武晷的 

条 约 进 判 ； 

3. 秘书长将一切同大会第=十六届会议审议禁止发展.生产，储存* 

` ï武晷有关的丈件，送交裁军谈判员会；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六届会议，补编笫27号》（V^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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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决 定 擴 为 " 禁 ± ^ 見 生 产 . 锗 存 和 器 " 的 项 § 列 入 

大会第三十Hss会议ijiîF mm. 

I 9 8 1年1 2月 9 3 

第9 1次全体会议 

C 

防 Jk^层g坷》军备竟赛 

大会， 

*于人进入外层S两，为人类开$了广阖远景，g而慼到鼓 

外 层 $ 闳 的 一 切 皮 当 用 于 勿 平 用 途 ， 不 管 一 S 的 经 济 勿 科 学 发 

展程度为何，这些活动座当面向所有各圑人民的利益， 

SMi关于各圜探溷及使用外层g间包括月琛与其他天体所应遵守原则的 

条 ^》 *的缔约園已在第三条中承诺：进行探瀏及使用外屡空间月球与其 

H i天体的活动，应遨守勿《联合囿宪聿》，以利维持国15^为平与安全及 

增进âi? > ê ^与谅 

并g頓大会審十届特别会议《放后文》，J?3 0段，其中说，为了|;y止 

外/âg;âl的军香^赛，应当不眷《关于务il探溷及便用"层空is"Pg^^月^与冥 

天体所应遵守，:则昀条约》的褙神，采取:t一步55ît淹并进行适当a?'l.承谈 

判， 

注:t到卫星在非军事用途为核窆裁箪协定方â作出s益重大的贡諼，并察 

大会第2222 ( X:CI )号夾议附件. 

第S—lQ/2号决iiL 



Page 5 

觉到利用卫星来促进命平、稳定、国际合作的可能性， 

员国曾在JU:述条约进行谈判并在其通过以后期间广:^示有兴 

趣确保裸索与利用外层空间应当用于为平用途，阇时注蕙到各方面专门讨论à 

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以及向其历届常会翱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各项 

提茱， 

意识到需要防止外屋空间时军备竟赛,特剁是反卫星系纥及其失稳作用对 

囿际湘平与安全构成的藏J«^, 

It菁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以防止外层S两由于《关于各頃稞溷及使用外 

层空!可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所应遵守则的条约》的精神遭受违反成为軍事 

冲突墻区， 

认为面际社会必需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注意反卫星系统问题敏特定 措施， 

镭记jfrJ l i h ^ X i L系统己经成为美利&合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jfD理联 

垔之间tt谈判iSL题， 

U ; ^ S际社会 â 3采取进一步 6 ^施，以防止外层 S间》军备竟赛； 

2. 促请所有理家,椿别是拥有巨±2间IÊ;(Z»茵家，为防止外层g间》 

军 备 竟 赛 ^ 任 何 违 M 个 目 f t » 行 动 ， 作 出 积 极 的 贡 献 ； 

3. - 直 鮮 谈 判 $ 员 会 从 1 9 8 2 # ^ - « & 3 ^ , 照顾到旨在达成此一 

目标的一切現有湘未来提某，审议如何就旨在防止外层g间军备竟赛的有效可` 

核査协定进行谈判tt问题； 

4. ！裁军谈判$员会优先审议如何就旨在禁止Ai屋系统ft有效可核査 

协定进行^判的冋题，诈为实ILL文第3段所到目标过程中的重要步猓； 

5. 裁军谈判委员会就其审议本议题的憒况，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 

出报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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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请秘书长将一切罔大会JP =十六届会议审i£本议题的儕况通有关文件 

7, ^将題为"Kr止外层空间0&军备竟赛和禁止反卫屋系统"的项目， 

列入大会ii十七届会议ftil ï时议I 

I 9 8 1年I 2月9曰 

第9 1 次 议 

D 

关 于 裁 军 进 程 》 体 锎 m & m 

夫会， 

g 潁 其 1 9 7 9 年 1 2 月 l i s 第 3 4 / 8 7 E f 决 议 ， 其 中 请 书 长 在 合 格 

iât脊；协JKr下，进行一項全面研究，以#联合s在蕾理裁军事务领域的当 

首体制方面*需要今后ft估计镊要，概括列i足以满足这些镰要的可II职务, 

结构、体制以及所涉法律*经费问題，并.就今后可能对此问题所作决定拟"ÎT^ 

议， 

审议了秘书长f t报告 • ,该报告中附有裁军进程体制$ ^ 3 ^ ^专家小组 

1 ‧泫意到秘书长裉告及其中所载的砑究扱告; 

2.对秘书长翱协助他ft专家编写这份《告时的有效方式表禾赞赏; 

A/3€i/392 



A,/RES/36/9T 
Page 7 

3 ‧建议所有会员国均应 •该研究报告; 

4 .豈所有会员菌于19 8 0车3月3 1 S以前将其对于此项碍究及其结 

iè^建议:意！《iâ交秘书长； 

5 秘书长将此项研究送交裁军谈判委员会； 

6 • . ^将此项&告相各会员Hft意见送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 

会特别会;便进行实质性审议*通过适当的决定； 

7 •还决定将題为"关于裁军进程te体制安排fti研究"的项目列入大会第 

三十七届会议临时议m« 

I 9 8 I 年 1 2 月 9 S 

第91次全体会议 

大会， 

认识到核战争将对全人类 ^ g灭性的后果， 

^其1 9 7 8年1 2月1 6 S第33/91 F号决议，其中促谞所有核 ‧ 

一 并促谞所有不在其领 

在其领土上的步骤， 

还回.‧ ̂ 其 I 9 8 0年 I 2月1 2S第35/156C号决议谞裁军谈判委员会 

毫不迅延M行会谈，以期制订一： 



土上的廑际协定， 

遗馎地注意到大会的此项呼吁DMs受到注意， 

认为不将核武晷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 m家贫±±构成朝向随后从其他 m 

家领土完全摄出核武器的更大g标、从而有助于防止梭武晷扩散憂终导致核武 

暴完全渭am—个步猓， 

对于导致在其它s家谓i±建立核武库的计划A实际步饔，溧感震悚, 

1.再次谞裁军谈判多a会毫不i&MJÉ^行会谈,以期制订一項不将核武 

3. ， 秘 书 长 将 大 会 第 届 会 议 关 于 这 个 坷 题 f t 讨 论 的 ^ 有 关 文 件 

送交裁军丼委员会； 

4. 谈判委 a会就北題甸大会笫=十七庙会议 I I出摄告; 

5. ^将题为"不将拔武器部署在現尚无拔武的国家45〖土上：裁军谈判 

委 员 会 的 的 项 目 列 入 第 S 十 七 届 会 议 

I 9̀ 8 I 年 I 2月 9 e 

M 9 1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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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倌任的措施 

大会， 

回顼其1 9 7 8年1 2月 1 6日第33/91Bf决议请#^员國提出其对建 

立 倌 奪 见 和 经 验 ， 

潴意地注意到许多会员茵已响应这一请求而作出答复,并已向秘书长缇供 

了实质性资料， 

还BJj其1 9 7 9年1 2 月 I 1 B Jl34/87Bf决诅，其中请秘书长在一 

个由他根振公平地域分K原剡任命的合格政府专家小组的协助下,就建立信任 

的措1è进行一项通盘研究， 

对于S际局势的恶化和军备竟赛的进一步升级两者均反映并加剧令人不漭 

的国际政治气艮肇张厨势和猜忌，表示关'切, 

希望加g国际安全,同时创造并改兽有助于采取进一步裁军措雉的各种条 

件 ， ― 

镭记奢建立倌任的措施屋然不能替代裁军措施,但对达成截军起著非常重 

要的作用， 

深偾由有关各國顆及有关区域特定条件和需要而自由达成和脔定的建立信 

任的 i i是有用的， 

表示深倌醫要就各种军事活动和其他与共罔安全有关的事项,从事切实及' 

时的情报交换,从而有助于改善各国问互相信赖和信任的气氛，并深倌可就达 

成此一目的的措施取得协议， 

满意地注意到某些区域已经商定和执行的某些建立倌任的措施产生令人鼓 

舞的 i i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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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注奪到秘书长编锎的关于建立倌任的措:^的通盘斫究； 

f t ; 

3，，书长作出必要的安排，将该*究拫告作为联合国出厫物印行，并 

尽可能广;散发； 

4，认识到儅任是一系到相互关连的军事和非军搴性B素的反映,薔要釆 

取多式多样的办法来克服各国之间的恐惧、忧虑和獪忌，并以信任取而代之； 

5.建议联合国内外应极据遣用和制订建立lirM施所获得的经验,作出 

进一步努;扩大它们的范圈，以期也能考虑'到非箪事性的办法； 

6 .认为建立僂任播施的概念，是减少并最终消,忌、误觯、曲錄和估 

计镨误的潜在屎Sâ^有用办法； 

将大大有助予裁簞的进程； 

8. ！所有國家考虑于其特定2域内釆行建立信用的搢施的可能性，并于 

可能时根¥各区域普遏存在的条件相需要，就这些搢进行谈判； 

9- M将该研究提请预定于193 2年召开的笫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 

特 别 会 议 作 进 审 议 ， 

1'9 3 I 年 I 2月 9 3 

M 9 1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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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禁 止 武 器 用 裂 变 # 料 

大会， 

g頋其1 9 7 8年1 2月1 第3 3 X 9 1 S号决议,1 9 7 9年1 2 

月1 1日第3 4/8 7 D号决议和1 9 8 0年1 2月1 s i 日 第 号 决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笫三节所 

载《行动纲领》和进行"核武晷的一切方面"的项百下工作翁适当阶段， 

it切审议可予充分槟査的停止和禁止^核武器用裂变材料和其他核暴炸装置 

»问^并随时将这项审钹的i î i è情况鈔大会，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19 8 1年议程上有一个题为"核武晷的一切方面' 

项目，i î ^ S ê ^ l 9 8 1 # ^议的两期会议的工作计划都列有为"停止核 

P备竟赛和核裁军"的项目， 

g頭各菌在裁军谈判委J 

^ 侔 止 生 产 武 器 用 à 变 逐 步 将 锗 存 材 料 改 造 并 转 用 于 和 平 用 途 ， 

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竟赛的一个重要步疆， 

认为禁止生产核武晷和其他核媒炸装置用裂变材斜,也将是有助于防止核 

S器;;暴炸装置沪散的重要措施，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处理题为"核武器的一切方面"项目的适当阶段， 

继续;议可予充分核查的停止和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S炸装置用裂变材料 

的问 ^并随时将这项审议的絲 i t况 i | ^大会。 

I 9 8 I 年 I 2月9日 

M9I次全体会议 

第S"-lO/2f决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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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区 ^军 " " " ^方面的 #究 

^ ， 
g顼其关于对区域裁军的4方g的#究的198 0年ia ^ l 2 5 ^ S ^ 5 6 J > f 

歧 ， 

1,潴意地注意到秘书长6»裁有各会员S对，^;>Hg的意见的报告,, 

2 ,，书长将对其区域裁军的4方面的^ 9 ^究报舍'。相载有# g g的 

靠见的裉Ï提交第二屆专门讨论截军155题的大会特剁会议，以便特^会议审议 

其申内容和任何可能需要采取的后续行动， 

I 9 8 1年1 2月9 B 

笫9 I次 ^ ^ ̂ 议 

g頋其1 9 6 9年I 2月1 6 5^2602A(:':y.lV)号:^ 1 9 7 2竿 

I 1 32 9 3第2932三（:':::-.-二二、号二 1 9 7 3早1 2月 I 3三第3184 

A和e ( r c v i : : )号- ‧ ^ j L l 9 7 4年I 2月9日第3261 :(:'::e::x)号决 

i)L I 9 7 5 年 I 2月1 第3434C:(X2::)号决让1 9 7 6年12月21 

A/36/343和Add. 1 

A/35/416, 



k/sEstSiS/sn 

S 第 3 1 / I 8 9 A 号 决 1 9 7 7年1 2月1 2日第32/8 7G号决议和1980 

年1 2月1 2日第35/156 S号决议， 

回頋正式标题为《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彔盟夫于限制迸 

攻 性 " ^ ， 些揞鬼的临时协定》‧的《第一阶段限锎战略性武晷协定》经 

过了两年多的^谈判后已于1 9 72年10月3.日生效，该协定案文已作为 

大 会 的 一 项 文 件 ' ' 

umt式标题力'《美利jg^è众s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限制进攻性 

战略条约》的《第二阶段 R制战略武器条约》终于在 M谈判六年之后于 

1 9 7 9 年 6 月 I 8 B 筌 字 ； 又 目 J i l ^ 约 默 条 约 同 B 筌 字 0 ^ 约 

书翱关于今后限制战嗜武器谈判原则湘基本指导方针的联合声明，以及周于 

1 9 7 9 年 6月 I 8曰公布的一联合公报，已作为裁箪谈判委员会的一项文 

件 散 发 ， ' -

再次重申其1 9 7 8 年 1 2 月 I 6日第33/9IC号决议，其中除了jgi)的以 

外： 

':a)潘意地重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iNI利坚合众g两g首脑于 

1 9 7 7年发表的庄严宜告，其中他们寬告愿意努力达成协议，以便可以开始 

逐渐削减核^的現有储存并Ji£向这种武暴Ôt?^â彻底销眾，以期世界上其 

J E 没 有 核 武 器 ， 

" ^ A / ^ c . 1 / 1 0 2 6 . 

•« 参看C V 5 V"APPEITD HL/ 1,工,CD/28号文件, 



0=) 0顼大会第十届特会议《最后文件》第三节所载衍动纲领》"中最 

使得予以优先考虑的一项裁军揞施褒是^!?结所谓的《第二阶段艰锎略武器条 

^》的双边协定，随后两国应立审进M—步的限锎战8*武器谈判，以便导致 

商定的战略武器大量裁减和质量限锎， 

( C )理调《行动纲领》中确认所有核武器国家，待别是拥有最重武^ 

的s家在达成核裁覃目栝的任务方面负有特剁贵任," 

畫 申 , 9 7 9 年 1 2 月 I I S 第 号 决 i X ^ : 对 于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共一^联盟和美利合众3在矢于今限制战略武器炎判原蹈和基本揞导方 

针的表合声明申深，S ; f â̶步I t l î和珐‧ ̂ 步a! i减战武券达厲协议将有利 

予加蚤H际和平与安全并减少*发核战争àï;t:，， 

£ f 其 第 一 届 亏 门 订 论 * 军 问 題 会 罝 布 ： 革 凭 现 有 武 库 中 

晷， : i , l t灭 i t球上所有生抻；武晷 à t增加，特 l î j是核武晷的增加，非伹 

xJ(rf加SS际安全，反削弱国际安全；核武晷的存在和军备竟赛的持续对 

人类的生賴 j s f t ^胁， S此大会宜布裁军问题 ^到世界一切 A ^ ô ^賴益 , 

又园it大会在其I 9 8 0年 I 2月3 S第 3 5 / 4 6号决议中所附《宣布 

I 9 8 0 年 代 为 笫 二 个 ^ 卞 年 J T T 》 中 建 议 准 i 第 二 阶 段 隈 制 战 < ^ 武 晷 

条约》给予特别t:^考虑， 

" 第 S ~ I 0/^号决议，第5 2段‧ 

" 同 上 ， 第 4 8 & 

" 同 上 ， 第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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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注意到《美利坚4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囿联垔m逬攻性战略 

武器条约》（第二阶段限锎战略武器条约)尚未获批准； 

2.便请《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性武晷条 

约》荃署 ` i ^ ^的逬程应予继续和巩面； 

a深信各筌署国将继续避免采取任诃违背该进程目标和宗旨的行为; 

4 .傻请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m照I 9 7 9年I 2 

月 I 1 S ; " T F 号 决 议 和 1 9 8 0年1 2 月 I 2 5第35/156Ef决议，根 

；据;j^ffi等安金的原JI1继续迕行谈判，以期就战《武«^的大i裁减和璽要貭 

：t限制ièj*滅； 

5. 欢迎美利i合众国代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垔代表裉据1981 

年 9月 2 3 5美务掷黑格和苏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发表的表合声明，已于 

1 9 8 1竽 I I月3 0 S在 S内瓦屣开关于核武晷的谈判，并深傖这一谈判将 

有助于增加稳定*囿际安全； 

6. 簦 调 双 方 g 要 至 终 蚱 . 铭 记 这 个 不 仅 夫 系 该 两 国 的 g 家 利 益 

夫系到世界各匿人民大禾:主； 

7. 3 苏 桊 埃 t 会 ^ 夯 和 S ^ * S 玟 巧 禾 , 垩 合 众 g ] ^ J ? . ^照六é"第 

十届i?lii会议，'最后文件:，'第2 7 S和第1 1 4 段 定 ， 便 大 会 经 常 适 g 获 

悉它fn淡判的结杲； 

8. 决定将题为"m.战iÇf:晷é^、 " Èt《百歹::入第三十七届会幼te 义程. 

1 9 8 I 年 I 2 月 9 S 

第9 I 次 会 议 



大会， 

军谈判的成JlJi:^ S I世界±^有人民的重大利益， 

又璃w e ^ T h g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第 2 3 mm: 一切囿家都有 

賣任为裁军紗 , a贡献 ,也有权參加裁军谈判， 

在it:r面，西赝其1 9 7 8年1 2 月 I 6 3 第 3 3 / 9 1 0 # 决 ， 1 9 8 0 

年1 2月 1 2 S第3 5/1 5 6 I号决议， 

# 加 委 员 会 工 作 , 

期予以审査， 

1. i£意到裁军谈^委员会I 9 8 1 年 会 议 报 告 " 的 有 关 钟 分 ， 其 中 

陈述了各种可供逸择的办法和不同的葸见； 

2. g截军谈判委员会;tf其成员组成的第一次审査，应当在成员国间进 

M 当 协 " ^ 后 ， 届 专 门 讨 论 裁 军 问 题 的 大 ^ 剁 会 议 期 间 完 成 ； 

第 s — 1 0 / 2号决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2 7号》（A/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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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委员会工作， 

1 98 I # l 2月 9 S 

第9 I 次 M 会议 

大会， 

回顾其1 9 7 9年1 2月1 1日第3 4 / 8 3 A f决议和1 9 8 0年 1 2 H 

第 s T T " i s e J "号决议， 

m . 世界各地旧的冲突仍在继续的同时又ife发了新ft冲突，慼到震惊, 

K军备竟赛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加剧以及核战争威勝 

的加虽，深表关切， 

深 r i " M 、 须 俘 止 ^ 竟 赛 , 始 可 在 裁 减 武 器 和 裁 解 备 方 面 à è ^ ^ , 

还深信只要武'器均势或威慑概念继续被視为确保国家安全的唯一手段,那 

末 絲 竟 赛 就 不 * 止 ， 

意识到停止军备竟赛恶性螺旋升级的最妤希望是:向各国提供保障国家安 

全而不依靠军备均势或威慑的替代性 手段， 

还意识到谋求此种安全的合理替代性手段就是制订《宪章》法定要求的集 

体安全的平行搢施^法来朝向停止军备竟赛S进， 



Bifls 1 8 
`m 

"笫 1 3段措ÎH,唯有切实执行 

根据a际协定和相互诈a榜样以便迅速； « 

裁减军备和军队，:f铯建立真正持久的和平. 

MS内创àtnr任的气氛从面展开4会员国间履行《宪章》之下共同 

和 ^ 夯 《 ^ : t r h 分 ！ : 要 翁 ， 

瀵意地注意M杆会员国包括两个主要屢家的代表在本届大会笫一委员会 

上ft发官，表明了M3朝街5f «，MS以改善S际形势和rifc拢争的积极 

态度， 

重申其1980年12月12日以协商一IbT式通àtft笫35/156J号决 

议，`i?"»了别ft K外，^r K f t < â "国负錄持国际和平及安銷主要餘应及 

早考虑停止军备竟赛特剁是浮止核军备竟赛ft所需条件，并镧订切实执行《宪 

章》所规定âdS际安全体系的方法， 

重申讶安 ^ ^常 . ^事茵 i f e ^安理会为执行《宪章》所斌予的这项重 

要取" î i "进辦工作， 

1.，吁所有国jyMta^速的行动以执行大会第30^56J号决议，从而 

并进而有助于进 行有意 

2.认为必要的是:作为朝J«i:r^i£出的第一步，安全理事会应采取朝甸 

执行《fè5 ï宪章》第七章的必要措施，从而通过联合囿来巩面和平、安全和 

秩序的基铀，遊免 3益增长的核战争的危& 

I 9 8 I年 1 2月9曰 

第9 1 次 全 M 议 

ta 第s—10/2号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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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裁军和国际安全之间关系的研究 

大会， 

回顾其1 9 7 7年1 2月1 2曰第32/87C号决议，其中莆秘书长开展一 

项关于裁军*菌际安全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又回頋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最e:t<»>"第9 7段 ,其中请秘书长在其委^ 

的頋问专家协助下继续研究和國际安全之间的相互关系， ' 

又回頋其1 9 7 9 年 1 2 月 I I B第3 4 / 8 3 A f决仏其中注奪到秘书长 

的进度报告，以及1 9 8 0年1 2 月 I 2曰第35/156 E号决议，其中请 « 

书长大会S=十六届会议提出最后报告， 

审査了载有it项研究的秘书长裉告," 

1 •满意地注意到关于裁军和囯际安全之间关系的研究裉告; 

2. 对秘书长和协助秘书长编写该研究报告的裁军和国际安全之间关系专 

家小絲示黉赏； 

3. ;2所有会员面注蕙这份研究拫告及其结论； 

4 . j | ^有会员国至远于1 9 8 2年 4月 1 5日以苜将其;«研究裉告的 

奪 见 通 知 长 ； 

" 第 S — l 0/^2号决iXc 

"AX36/^5970 



\m 

5.，书《fe^|fi必要安排以便将该《#^为联合國出厫物印行，并尽可 

6 . ， 书 长 将 该 研 究 拫 告 ， 连 同 各 员 囿 的 见 转 交 即 将 于 I 9 8 2年 

的 笫 专 门 讨 论 裁 军 问 题 的 大 会 特 剁 会 仏 

I 9 8 I 年 I 2月 9 S 

第 9 1 次 M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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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5 6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6/757)通过〕 

36/98.以色到的植军备 

大会， 

£1其关于在申东区建立无核武晷区的有关备项决议， 

又51顾其1 9 7 8年1 2月:I 4 B关于闳以色列的军事勾结和梭勾结的第 

33/71 Af决议以及关于以色列的核军备的1 9 7 9年1 2月1 1 B第34/89 

、号*1 9 8 0 ^ 1 2月1 2 S第35/157号决议， 

对子有关以色列企S取得核武晷'的证据来:1：多，表示傢恐， 

注意到以色列屋经大会相安全g事会一再"f吁将:fe:g设宽璽子国1^ 

原子能构保》tl度之下，伹仍坚持€楚加入：不rte核S巷条约-',' 

g?颐安全箜事会1 9 8 1 4^6月1 9 3筲487(1981 ) 号 议 . 

!£11际原子能机^〇事会1 9 8 1年6月1 2 3 通 过 议 2 力 该 机 构 

大会1 9 8 1年9月2 6 3通过3? :‧:(:'::':-.-)/?.三S/381号;5̂ 议，茸《iî 了导： 

的以外，该机构大会认为以色列的侵为是对该机构及其保Sf*j度的一种攻 

i行为，并决定暂停以色列提供任何锾助， 

'大会雾2373<7-JCII)号决议，？17姅. 

'£c-c(xxT)/643 . 

82-00956 

联 合 国 

大 会 



a頋大会一再谴贵以色列同南非核勾结，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以色列的核军备的报告，， 

1.对秘书长关于以色列的核军备的报告表示赞赏; 

2 .对该报告i实以色列已在技术上具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并裯有运载这 

种武器的工具， 

3. 并对以色列破坏3际原子t机构倮障制度0^信誉，特剁是其轰炸置予 

该机构保曄锎度之下à&伊抆克核设旌而造成对该机构破坏信誉之盎，溧袭关切; 

4. 重申以色列对^克核设旌àjf袭击和以色判àH!力,对于已经»张的 

申东局势；¥,是一项严重的破坏安定é^S棄，而且严重危及邇际â*î勿平与安 

全； 

5. 安全理事会禁止备方同以色列在核領域进行一切形式的会作； 

6. 吁讶所有国家以及其他备方和机构立即终止闳以色列的一切核勾结； 

7. £安全理事会对以色?4实;3 &有效的香行动，以便！？^^武"^ 

力危及国际的和平与安全； 

8 .要求以色列立y放弃拥有任何核武晷并将一切核活动量干H际保律 

度 之 下 ； ― 

9 . ^秘书长尽力宣传关于以色列的《军备的报告并将之分发绘会il、 

专门机构、璽i^iK子能机构和非]^<?S织，以便菌际社輿论:分认i？、il以 

色列^煢力3^潜在危î^; 

10.又请秘书长麥切意以色列军事方â的核活动并在适当时,，Jt^出拔 

告， 

A/36/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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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秘书长把关于以色列的核军备的报告递送给第二g专门讨论裁军 

问题的大会特剁会议； 

12. 决定将题为"以色列的核军备"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 

1 9 8 1年 1 2月 9 B 

第9 1次 





联 合 国 SEVERAL 

大 会 
"-r!ZS ̂36 /99 
15 January 1982 

笫三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128 

大会决议 

. 〔 裉 推 第 一 § 5 员 会 的 & 告 通 过 〕 

3 6/99,缔结禁止在外廉g两鄧署任何种类武晷条约 

大会， 

3循巩ËJfa平与囷际安全的目标， 

爱示金体人类瞢遍关切为了 jfo平目的迁―步对外层g间迕行探索*利用， 

以便^全体园家并谋求发展备国友妤关系和互相了 I 

1：识到外层S间如果成为军备竟赛的场所将会威胁人夹的危险， 

^不要便外县空间变成军备竟赛的场所，也不要变成备g ii]关系紧张的 

根源, 

注it到苏维埃1£会主义共湘国联垔向大会提出的《禁止在外层S间^署任 

何种^ii条约'萆菜'以及在笫三十六届会议讨论此一项目过#甲所提出旳君 

见勤`PHè, 

1. ;jj^必须采取有^骤通过缔结一项适当的lii^条约，以便防止军备 

竟 赛 扩 散 层 g 间 ； 

'4/36/192,附件。 

82-0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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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裁眾谈判委员会着手谈判，以期就该条约的菜文达成协议； 

3. 决定将题为《缔结禁止在外层g|gl部何种类武à条约》的项目列 

A S = 十 七 届 会 ‧ 时 议 I 

19 8 1年 1 2月 9 S 

M 9 1 次 全 M 议 



. , , Distr. 

大 会 

A/BES/36/100 
15 Jaimazy I982 

第三十六届会议 

议程項SI 3.5 

〔裉据P委员会的报告（A/36/759) ità±] 

36/100. 关于."î^止萑浩劲的直官 

大会， 

ii i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中诞生的联合国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首要 

任务，是免使今世和后代再遭战祸， 

i 2 â 以往战争所迨成的一切恐豫以及遭遇的其他一切灾祸，与使 

用足以摧ftiéi*±文明的核武晷的后果相比，势必骑然失色， 

î，普遥接受的目标是通过停止3武器的生产并.1#销it其储存，达《彻 

,'S;s'.条iê用核晷的可能‧；£, ^为北k的，裁军^判立化先讨论^裁军， 

1!朝着À一方向约^一步，*当是宣布；^用!^i?:^.s透行>s战争巧萬非 

法, 

现以联会国会员a的名义庄严宣告:-

1*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和政治家，即是对人类《£•下港天罪行； 

2.决^首先便用核武器的治家,5^萃没有坛^莩由，更不容饶怒； 

82-00969 



3. 任何容许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理论卩乂及任何把界推向浩劲的行为， 

都 是 与 的 道 * ^ t ^ 合 a 的 崇 高 理 想 亳 不 ^ ： ^ ; 

4. 拥有核武綦国家的领导人â5至高职贵和直接义务，乃是采取行动，力求 

` ： % ！^，发核沖突的危^核'4备f赛乂`^通过平《«giUiiîf行;4:?设判的共阇 

5?"力》以淨止.相祖待，以期达成全面消涂核武器的lb终i标Î 

5. 樓鉋应只用于和平目的，并、以造^人类为R. 

1 9 8 1年1 2月9 5 

茶9 1 次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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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29 Jauoapy I982 
CHINESE 
QrigiTiRl ;aUSSIAM 

综合裁军方案 

转设工作小组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囿、匈牙利、 

蒙古、波兰和苏联等国^表团关于《综合裁军方茱》中 

邇为"目标"一耷的工作文件 

一、 本文件起草国建议，载入1982iM月2 7 日 号 S f t r p : C D / 

C?D,:P。 5 6号文件的 2 1国集团工作文件应作为讨^基础 ‧ 

二、 本文件起草国提议，上述文件应作如下补充： 

1、 第一段的第二句中，在"令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次特别会议" 

一句后面插入"巩固并发展迄今为止在遏制军备竟赛的领域中所得的 

一切积极成果，"。 

2 、 在同一句中，在"开始"一词后面加一个逗号，并在"并加快"的苜 

面加上"重新开始"一词. 

3、 在第一段的结尾处，在"国际紧张局势"一坷后面加一个逗号，并插 

入下句："以有助于加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基础，并加 

强它们间合作的发展"。 

4、 插入下面一段，以作为文件之第二段： 

"执行《方案》规定的措施应有助于加强国际安全以及各国的安全. 

真正的安全只有通过限制、削减和消除武器，通过裁军才能得到保证。" 

GE.82-6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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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PD/WP,59 
29 January 19Ô2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CHINESE 

Qri«inal:SDSSZJUI 

综 合 裁 军 方 案 特 设 工 作 小 组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镙零志民主共和国、 

匈牙利、蒙古、波兰和苏联等国代表团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熥为"优先次序"一童的工作文件 

一、 本文件起草囿建议，载入1982年1月2 7 日 号 和 第 C D / C : P D / 

WP. 5 7号文件的2 1囿集团工作文件应作为讨论的基础. 

二、 本文件起草囿提议，上述文件应作如下修改和补充： 

1、 在第一行中，把"实现有效囿际监督下余面彻底裁军"等字改为"实 

M《综合裁军方茱》"， 

2、 在最后一段，把第三句改为："因此，防止後战争咸称和停止m# 

竟赛的揞施以及彻底消陣《武器及其运载系统必醫给予最优先的地位, 

3、 在末段结尾处增加如下句子：":ifc某些项目正在逬行的谈判尚来结束 

这一筝实，不应用来作为拖延就其他项目逬行谈判的垤由，" 

GE. 8Z-6O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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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g : : £NSLISH 

联合国秘书长致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2年会议的視词 

当我第一次利用这个机会向裁军谈判委员会致視词时，我是怀着极为不安的心 

情和高度的贲任感的。我不久前刚刚就取，我谨在此爱示，我决心全力itk^坚定 

地致力于裁军事业，并坚决支持怀们所作的努力。五十年前的今天，S联在日内 

瓦召开了第一届囿际裁军会议。在那次会议的开幕式上提出了两个基本前提：一， 

武装的和平不能保证不发生战争；二，军备竟赛本身就是相互畏惧和猜疑的裉源， 

它会瓦觯争取和平的斗志. 

今天，当委员会在世界公众对军备竟饔的敎命危险表示普遍关切的情况下，召 

开1982年会议的时候，这两个前提仍然和五十年前一祥恰当。然而对人类的危险 

却大大地增长了.军备竟賽积聚了大量的具有惊人嚴灭作用的武器，孩武器的存在 

已使裁军努力变得特剁tit. 

必须指出，赤棵裸的事实真相是：武庠的现有水平同进行自卫的舍理要求之 

间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现在这些武库竟如此庞大，如一旦投入便用，它们:a会 

威胁人类的未来，另一事买是，愈来愈庞大的军备积累^大地消耗了迫切需要用 

来减轻世界大多数人们所承受的贫困的资源4)11*计，为整个人类提供一年必需品所 

需的资金比军备竟赛一个月的费用还要少。 

防止战争的冋题的孩心是裁军冋题，1E这个冋题一直顽固地对抗奢各种机构、 

包括裁军谈判委员会所作的努力.当然，裁军谈判要获得成功极为需要有利的国 

际气候.建立相互间的信任，纠正对他国军筝实力和:t图的错误,法，和平觯决争 

端，采取孩查措施，通过尊重别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来促进相互安全，甚至缩 

减南、北之间的经济悬殊一所有这一切都和裁军的技术冋题一样篁要. 

世界决不能坐等理想形势的自然出现，然后再来采取裁军措施，裁军是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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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抗和谴贲来实现的,事优势的短暂的妤处不可i免地会被由此ff起的军备竟 

赛的长远的危窨所抵销，我们应及早地1 人识到,.各国和各族人民的最基本的特点 

是他们共有的人性，也就是他们为争取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所共同抠负的贲任， 

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是在囿际关系极度紧张的时侯召开的.东西方之同在 

过去十年中煞费苦心才达成，稳定和平至关重要的谅解已被破坏.去: ^旋形上 

升的军事开支在全世界又急剧增长 

在囿际事务的现阶^,迫切需要在限制军备和裁军方面取得可信的和实质性的 

进展，联会囿正准备在即将到来的第二届大会特剁会议上，给裁军努力增加新的 

活力，并恢复在这一领域中取得进罨的势头.毫无疑冋，*果我们要停止军备竟 

赛，遏止走向对抗的趋势，裁军的努力就,非常必要的，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对贫 

署杀的前景日益慼到震悚89人们将会密切注視着这届特剁#•议，在这一努力中，裁 

军î?l判委员会的作用是关鍵性的，人们普遍地对委员会正在拟定的综合裁军方案感 

兴趣，开始制订一项有计划、逐步发暴和分阶段的裁军方案是重要的，它将为大 

会特別会议所作的努力莫定牢固的、令人鼓午的荃础. 

另一f重要冋题是缔结盼望已久的全面禁试条约。'这将为进一步限制和最终 

消除核武器提供巨大的动力.这 ^强不扩散制度也具有窒要君义， 

裁军谈判委员会、特别是衩国家逬行新的、持续的努力，以期在贫裁军这一复 

杂冋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屣，这也是极端重要的，十分滑楚，某些囿家要比具他囿家 

负有更大的贲任，我希望家对于最近大会通过的- . "防止核战争"的决议将提 

出建议和具体意见. 

'目苜，当国际局势仍然阴云密^的时侯，苏维埃钍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和癸利坚 

合众国'0^复了中程导弹的双边谈判，這标志蓍前逬的一步，我希望裁减战器的 

谈判不木也即将恢复. 在这些冋题上取得的逬荽对筌个囿际社#是至关重要的， 

这也将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并对霣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 

的 大 会 议 的 成 功 作 出 巨 大 的 贡 献 . 

呪委员会的努力获得圆滴成功， 

sQf Sa< iOt Sâ£ >tt 

f^t^ f^f^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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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马 尼 亚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就在日内瓦举行的 

关于停止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并将这类武器从欧洲撤除的谈判， 

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列昂尼德‧勃列曰涅夫的信和绘美利坚 

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信 

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 

的问题展开谈判之际，我谨以罗马尼亚人民、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国民议会 

以及我个人的名义写这封信给楚, 

罗马尼亚人民对于欧洲局势因庞大武库内^器、尤其是核武器的积聚以及在欧 

洲设置^部署新的中程导弹的计划而恶化，慼到极为不安，你比任何人更清楚，这 

样做是在制造核战争的危险，这只能导致文明的毁灭，各国人民的生存以及地球上 

的一切生命的毁灭。 

.这一切引起了极大的不安^致欧洲各国人民发动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他们强 

烈要求停止在歐洲放列和部署新的核武器，裁减现有军备，使欧洲大陆成为无原子 

武器地区， 

如您所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党和政府自始#对增加中程核武器数 

量的计划，赞成展开谈判，阻止欧洲大陆核武库的扩大，赞成及方大量裁减这类武 

器，赞成创造有利于缓合改洲大陆紧张局势以及加强安全的条件。 

亲爱的列昂尼德'.伊利奇•勃列日涅夫同志，在B内瓦谈判的前夕，正当欧洲 

局势十分紧张之际，我们认为您的声明格外重要：苏联赞成双方一和西方一永 

远放弃以欧洲为目标的各类中程核 武器，以使欧洲成为无核武器的大陆。 

亲爱的列昂^德。勃列日涅夫同志，大国民议会于去耷1 1 月 2 8日#讨论5^ 

GE.82-6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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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51题时，授权我向您发出呼吁，要求作出一切努力，就停止在欧洲放列和部署新 

的核武以及从欧洲撤除中程导弹问题达成具体协议， S为这对&洲各国人民、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休戚相关的. 

此外，大国民议会也授杈我向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德.里根发出同样的呼吁, 

大国民议会还授杈我向《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签署国的国家元首ft政府首脑发 

出吁，要求他们作出一切努力，保证日内瓦谈判取得成功，停止在歐洲积聚核武 

器，使欧洲大陆变成无原子武器地区，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国民议会还通过了发给R洲所有各国、美国^加拿 

大的议会、政府和人民的吁。 

我们对苏美两国在B内瓦展开的谈判表示欢迎】罗马尼亚人民罔全欧各国人民 

以及全世界人民一样，对这些谈判寄以极大的期望，希望谈判一开始；即能达成协 

议，即在谈判进行时，北约组织放列新的中程导弹的决定将不被执行，并且双方应 

停止部署原有的导弹，此外；如楚声明中所宣称的，苏联应单方面拆除一部分装置 

在欧洲的苏联领土上中程核武晷。罗马尼亚人民希望谈判能达成协议，傕欧洲的核 

武器裁减到最低水平，以及釆取彻底消除中程核武器和战术核武晷的措施，以使欧 

洲成为无核武晷区， 

我们对苏联以及您本人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髙度的赞赏. 

这表明了社会主义与争取和平和裁军的斗争是分不开的,iÈJE如苏联的缔造者弗拉基 

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发布苏联政府的第一个法律文书一《相平法令》时，所傲的 

一样， 

我们希望历史将能记载下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及担任苏共中央总书 

记的您，为日内瓦的谈判的圆满成功，竭尽了全力，对于觯决我们大陆的关鍵问题 

之一作出了直接的贡献，以致欧洲各国人民及全人类得以从摧毀性的核战争的威胁 

中 旨 出 来 。 

亲爱的勃列日涅夫同志，我相信楚一定会赞同我这个看法，即在导弹尚朱发射 

之前，在原子弹尚未投下之前，趁着时间还不是大迟，总之i当大家还活着的3+侯, 

我们必须停止原子军备，行动起来将人类从原子战争中摁教出来，保卫各国人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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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的生命， 

罗马尼亚人民和其他欢洲人民希望各囯首脑，首先是你本人和美利坚合众国总 

统，将釆取行动，保证两个拥有原子武器的大国将永远不为军事目的使用这类武器 

放弃使用核武器，使原子只用于相平的目的，为人类的进步、更加幸福和文明服务, 

我知道，有很多困难的问题要觯决，大量的军备已经积累起来，各国之间也存 

在着很大的不信任，但是必须把人民的和平与安全亭业置于一切问题的首位。P此 

罗马尼亚准备同苏联、歐洲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 

所有筌字国进行合作，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直接参加谈判，以便为停止在欧洲放列和 

部署中程核导弹，大量削减欧洲的核军备^从欧洲大陆消除原子武器作出有效贡献 

鉴于核裁军进程的转剁重要性以及在欧洲各个地浑建立无核区与合作睦邻地区 

对歐3^安全与信任的牿剁重要性，罗马; i iE决心在今后竭尽一切努力，发展它同 

所有巴尔千国家的友妤关系，并为把巴尔干地区变成无核武晷的相平与合地区而 

香斗， 

勃列B涅夫同志，我愿再次表示我的信念，相信你将尽力作出一切努力，保证 

日内瓦谈判从一^就能有成果的和有效的，将导致停止核军备竟赛，制定核裁军 

的具体实质性措施并加强歐洲和全世界的相平、安全与合作。 

最后请允许我向你致以热情友妤的问侯相良好的祝愿，并希望罗、苏之间的友 

好、团结与>É"f^的良妤关系，将朝向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以及平与社会主义筝业 

的方向进一步的发展。 -

赝致共产党人的教化， 

尼古拉‧齐奥赛斯库 

)tt iùi iàt iûf 

'，， ' ， , r^^^ r^r^ ^^^^ 



CD/235 
Page k 

亲爱的总统先生： 

正值苏联和美S在日内瓦 I S停止在部署中程导弹并将这类武器从欧洲徹除 

的问题屣开谈判之际，我谨P乂罗马尼亚人民、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頃民议会 

Kit我个人的名义写这封信给氣 

罗 马 人 像 欧 洲 各 頃 人 民 一 对 0 ： ^ 形 成 的 局 势 縣 不 安 ， 欧 洲 已 成 

为有史以来现模最大的军火库，其中包括常規武器和核武器，而且这些武器正在变 

得 越 糨 尖 墙 . 

在欧洲设置和部署新的中程核导弹的计划很可能进一步增加战争危险，加^这 

个大陆的紧张局势，这加深了欧洲各面人民的不安，使他们更加决心采取强有力的 

行动，以阻止中程拔武装力量在洲大陆的设置和部署，并保正削减现有核潜力和 

使欧洲成为没有核武器的地E« 

欧洲各国，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千百万人民参加的大规模示咸和公开声明是 

I t洲大陆各面人民意志的铁 i 他们意识到自已将成为欧洲核冲突的受害者，准 

备作出最大的努力,以 «驱除战争危&停止军备竟赛首先是停止核军备竟赛， 

并从世界的这一地区消除一切类型的贫武器‧ 

在这一方面，苏美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欧洲中程导弹的谈判是特剁重要的‧ 

大面民议会在去年1 1月2 8日的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时，授权我向你里根总 

统发出BjL吁，呼吁你尽力作出一切努力，保证日内瓦谈判将导致关于停止在欧洲放 

列 和 部 的 核 武 器 ， 并 大 陆 撤 除 中 程 辩 的 具 体 协 定 的 签 订 . 

大頃民议会还授祅我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发出 

同样的》f吁， 

‧大頃民议会进一步授权我向《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其他I字面的国家和政府 

首脑发出"5^吁，《f吁他们尽^努力保5£日内瓦谈判的成功，保证停止在欧洲积聚 

核军备，并保证本大陆成为没有任何原子武器的地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面民议会通过了一fô`向欧洲各頃、美if和加拿大等 

国议会、政府和人民发出的内容相仿的吁. 

我们欢迎苏美谈判在日内瓦开始 •罗马足亚人民，如其他欧洲人民一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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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判一^就^协议,即在谈判进行时，北大西洋么、约组织在欧洲放置新的中程 

导弹的决定将不被执行，双方都应停止部署现有导弹，他们还希望苏联遵照勃列 

日涅夫主席的声明单方面撖除驻在欧洲的苏联领土的部分中程核武"^ 

此外，罗马尼亚人民希望日内瓦谈判能达成协议，使欧洲的核军备裁减到最低 

水平，并采取措 : î fo永远消除中程核武器和战略武"^以使欧洲成为无核武器 

为Jib总统先生我愿以罗马尼亚人民的名义向慈呼吁，请使用楚作为美頃领袖 

的权威为谈判的腼利进行诈出直接贡献，使之有成效积极地前悉以期取得成 

功.这样它们就能符合世界人民的期望，并成为当代政治生活中具有深远eg积极意 

义的重大事件. 

总统先^我相信是会同意我的看法：在导弹发动之前，在原子弹落到大陆 

上之前，在现&当时间还不是大达的时侯，当我们仍然活着并能够 f i i^时，我们 

必须竭尽全力裁减核武从欧洲消除核武器以保卫人类对生活、自由与和平的基 

本权禾 

罗马尼亚人 l b 与其他面家的人民一希望 ®家首脑们，首先你本人和苏联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将采取行动，保证两个拥有孩军备的大®将永远不使用， 

并放弃这类武将原子只用于和平的目的，为人类的进步*更加幸福和文明服务, 

我知道在S际生活中有许多困5t»有众多复杂的难以觯决的冋题，并且还积聚 

了许多武器和不信仏但是停止军备竟缓和紧张局势和削减军务特剁是核军 

必 须 放 在 问 题 之 J L 为Jb我感到所有欧洲国家应对日内瓦谈判的成功， 

表现出特剁的兴趣和关切，并且应以某种方式参加谈判，至于罗马尼亚，它将继 

续与美利坚合众国和其他®家合诈使谈判取得成功，它还准备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 

加 賴 。 

鉴于裁军的进程的特别重要性以及在欧洲大陆各地'区建立无孩区和合作睦邻区, 

对欧洲的安全与信心具有特剁重要的意义，罗马尼亚决心在今后竭尽一切努力，发 

屣它与所有巴尔千面家的良好关系，并为把巴尔千地区变成无孩武器的和平合作地 

区而夯斗•它将欢迎来自美利垩合众S的帮助使巴尔干人民的目标得以实 

最后，总统先生，请允许我向你致以热情的視贺和良妤的視愿，并表达我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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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为罗马尼亚和美利坚合众®之间合作关系的犮屣，为我们共同的利益以及为争 

«M^平合惟和面际缓和的事业,我们在未来仍将进行合作， 

你的真挚的，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0(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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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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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马 尼 亚 

罗马尼亚议会向欧洲各国、美国和加拿 

大的议会、政府和人民发出的，吁 

大国民议会于1 9 8 1年1 1月2 7 H和2 8 B召开会议，；îf罗马尼亚人民的 

最高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平、生活和安宁极为关注并对此抱有高度贵任心， 

特剁是由于军备竟赛和日益尖端的核武器庞大武库的积聚，导致国际局势的港化； 

面家之间的旧有冲突和紧张局势頑面地持续着，而新的又不断出现；国家同和國家 

集团间的对峙B趋剧烈；大国民议会对所有这一切都感到极为不安，对于在欧洲部 

署中程核导弹的计划尤为关切，B为这将严重威胁歐洲各族人民的自由、安全和生 

存以及全A#!的和平， 

大国民议会热情赞赏并完全支持党的总书共和国总统尼古拉 ‧齐奥赛斯库 

同志在最近召开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i ^的讲话.他的讲话反映了 

罗马尼亚对当前國际形势和欧洲大陆的政治现状的立场，也反映了罗马尼亚对于消 

除国家关系中的紧张局势、停止军备竟赛、特别是禁止在欧洲放列和部署新的槟导 

弹，使欧洲大陆成为无核武器区‧以及必须团结各国人民中的一切政治、社会势力 

来消除战争危险和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等问题的看法.大国民议会认为尼古拉。齐 

奥赛渐库同志所提出的、贯穿着对我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命运具有高度贵任感的、出 

色的和平倡议.已经动员起a罗马尼亚人民的干劲和力量，来为进步的和平、各 

国人民间的和平共处的伟大理想面服务，这样傲是为了加强罗马尼亚同欧洲各国和 

全人类的合作，是为了保卫我们最宝贵的财产一自由与尊严，生活与和平的存在, 

罗马尼亚人民和欧洲各国人民一样，认为在欧洲目前的情况下，放在罗马尼亚 

人民面前和大陆各族人民面前的首要的和最紧:迫的目标是停止放列新的中程导弹， 

双方应大量裁减这类武器和所有核武器.并使欧洲永远成为完全没有原子武器的地 

区。 

(3.82-6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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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国 会 : ^ 联 和 美 誉 

内瓦的谈判表示欢氣罗马 ; U E人民同全欧洲和挂界的人民一样，特剁关切 

地注視着这些谈判，希望这些谈判能会为建设性地M这一问题订出可行的、具体 

搰施和决定，这对欧洲大陆、对安全对世界缓&与ft平都是彼关重要的， 

在这一方面，大国民议会溝意地注意到，并欢迎和髙度赞赏苏联共产党总书 

苏 联 最 高 苏 维 埃 主 席 团 主 席 I . 勃 到 日 涅 夫 的 讲 话 ， i l L ^ 苏 联 愿 意 达 成 一 项 

^ ~ 东方和西方 _都彻底放弃以欧洲为目标的任何类型的中程核武晷的协议， 

以便使改洲成为无核区，大国民议会也同样关切地 f t赞赏地注意到美国总统罗纳德‧ 

里根的讲话， m ,美国愿意傲到取消在欢洲部署新的中程核导弹并削减战珞核武 

器，并愿意就苏联的建议进行谈判，两国首脑的讲话中是存在着根本的分埂的，但 

是，政洲和世M认识到，两国都表达了要求进行谈判的愿^ # ^达了他们愿就 

消除一切中程军备以及在歐洲的任何核武器达成协议的希望， 

极为重要的恭在谈判一^就应停止放列和部署新导弹，裁减现有导弹的数 

量；在谈判结束时，应就把中程核武器裁减到最低水平、并进而消除一切类型的核 

武器，使欧洲大陆成为无«^器区的问Màè成协议， 

大国民议会认为，这些谈判的目标对于本大陆各国和各族人民是极为重要的， 

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安<É;独t他们对生活的根本杈利，以及他们的现在和未来。 

这样它们就能阐明各自的立场，为解决这些问题抠负起 

更多的贲任，并帮助达成所有各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我国人民以及欧洲其他各国人民的和平活动和生存都取决于此， 

由乎合作和睦邻的非核化区的建立对于裁军的进程，以及加强改洲的安全、信 

任和和平是特别重要的，gib罗马尼亚准备尽一切努力扩大巴尔千半岛各国间的 

良妤的合作关系，以便把这-^区变成无核武器和平区， 

目前，遍及欧洲国家的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正是为了实现裁军和和平，这些示威 

表达了玖洲各国人民断然拒绝在欧洲继续核军备、防止国际政治形势的难化以及消 

除新的毀灭性战争威胁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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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罗马尼亚人民大规模的和平运动的方向，它表明了他们和歐洲其他国家 

人民一起釆取行，保2裁军一首先是核裁军_安全和和平的高度的政治觉悟和 

决心。 

大国民议M达罗马尼亚全体人民的愿望ft决心，向欧洲各国、美国和加拿大 

等国的人民、玫府和议会，吁，亳不迟延地大力行动起^保卫和平、安全和和平 

的重大利益，在导弹尚未被使用之菌，在原子弹尚未被仍在欧洲大陆上之前~4 

就是现在，趁时间还不是太&当我们大家都还活着并能行动的时侯一"ih我们竭 

尽全力,裁减并消除欧洲大陆上的核武器,驱散欧洲上空危险的阴云，保卫我们各 

国人民以界人民的自由、和平、和生活的基本杈利。 

我们坚信，如果我们同心协力，大力行动，通过紧密的衬和团结，我们就能 

.阻止战争的出现！我们各国人民有能力阻止国际生活中的危险行动，重新开始缓和 

和合作的进晷俘止军备竟赛并继而进行裁S从核裁军开始！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国民议会欢迎其他趺洲国家提出的建议和倡议，停 

止欧洲政治局势的恶化、加速裁军进程、从核裁军开始.大国民议会认为各国政府 

和议会的行动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和巩面本大陆的和平、安全与合作会发挥非常重要 

的作用n 

就罗马卮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而言，大国民议会宣布：罗马尼亚准备支持和参加 

任何为此目的而釆取的建设性行动。大国民议会授权罗马尼亚政府，釆取一切必要 

的行动，为&洲的裁军、缓和与和平的全面努力，为停止放判和部署中程导弹并确 

保消除中程导弹的谈判获得 成功，总之为实现一个和平与团结的欧洲作出更大的贡 

献。 

让我们不遗余力地工作，#a玖洲人民在进步、合作与和平的道路上自由发展 

的杈利得到尊 : t < ^停 j h ?备竟实!?《 É :面裁军一首被核裁&加强 1 ^洲大陆 

的安全与合作，在我们这一星球上建设一个更美妤、更公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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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马 尼 亚 

罗马尼亚人民向全世界人民以及有远见的民主力量发 

出的争取裁军与和平、安全、独立和进步的畔吁' 

我们三十多万罗马尼亚人于1 9 8 I年1 2 月 5 日 在 布 达 倜 群 众 大 会 ， 

代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团结阵a*以及全体罗马尼亚人民, 

并表达我们全民族的意志，紧急呼吁M界人民以及世界各地的一切爱妤和平的力 

量团结斗争，争取裁军与和平， 

在这个标志着遍及罗马尼亚全国的强大示威和群众行动高潮的群众大会的讲台 

上，我们愿再次最坚决地表示，我们完全赞成并全力支持尼古拉.齐奥赛渐库同志 

'提出的新的光辉的和平倡议，并表示全体罗马尼亚人民将团结一切力量，和世界上 

其他国家的人民一fe*为实现和平、自由和独立的崇高理想，为^类从毁灭性战 

争的厄运中拯教出来的不可动摇的决心，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罗马尼亚社会主 

义共和囯总It社会主义民主和团结阵线主席尼古拉‧齐奥赛斯库同志在大会结束 

时在振奋人心的讲话中所发出的紧急《3^吁，在我们心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大大 

地激爲了我们全国去为和平而战，为保卫各囯人民生活的神圣杈利以及自由和独立 

自主发展的权利而战. 

在目前情况下，当国际形势急剧恶化、军备空前增"fe^.有人企图在早已成为巨 

大核武库的欧洲部署新的中程导弹以及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当全世界的生命受 

到威胁的时侯，罗马尼亚人民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比全人类以及全世界各民族团结 

一致、最坚决地共同行动，去停止军备竟赛、争取裁军和创造一个信任、合作与和 

和平的气氛更为重要的了。 

我们认为应竭尽一切努力在使曾经并继续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欧 

洲免遭原子武器和核战争的浩劫。我们毫无保留地文持齐奥赛靳库同志关于苏美谈 

GE.82-6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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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鬵见，我们希 I这些谈判将本着对欧洲和 ‧E*界相平高度负贲的精神进化 

欧洲所有国家都直接关心保障我们大陆和平的问题，它们S该以某种方式参加 

谈判,积极地发表自&的翥见，并负起解决这些对欧洲的存在至关重要的向题的贲 

任，这样傲是正常的和必要的，我们代表全民族表示完全支持我囿最高立法机构大 

国民议会在其决议中提出的，吁，罗马尼亚决定积极参加审议并解决有关欧洲大陆 

的裁军、和平和安全河题，同时，我们大家一致支持赋予国家总统齐奥赛澌库同志 

的重要权利，请他和苏美的领导人以及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其他签字国领导人 

亲自接氣以便探索一切渠 I防止在欧洲部署新的中程导弹，保证撖走现已部署 

在欧洲的中程导弹，使欧洲成为无核区， 

在这个决定Al^命运的关鍵时刻，当迫在眉睫的浩*的乌云正在欧洲上空集结 

的时侯，罗马尼亚人民以各s人民要生活、要自由生存和要和平基本权利的名;JC» 
紧急吁全体欧洲人民、其他大陆的人民以及世界上所有爱妤和平人民团结起来， 

坚决抵制军备竟赛、^核导弹、抵镧中子弹、抵制^类盟的原子弹！我们要求 

M具体的、实际的裁军揞:《S>首先是核裁军的搢施！我们赞成缓合与#的政策、 

赞成独:3:^安全与<â*#*平的政策！ 

我们欧洲人民一不管是东欧西欧，或是南欧北欧一都直接受到有核武器和 

那些将部署在本大陆的核武畧的威勝，Sih,我们应千方百计地制止新的中程导弹 

部署，争取大规模地裁减双方的中程导弹和一切核武器，并最后把欧洲大陆从原 

子武器中彻底#放出氣 

让我们为结束把本大陆分成军事相经济上对立集团的现泉而战斗！ 

让我们为马德里会议的成功、为讨iêrft任和裁军问题的大会的召开、为本大陆 

各！ 1间广泛而自由的合作的发展而努力工作！ 

让我们努力建立一个和平、信任相合作的欧洲，一个永远没有原子战争幽灵的 

团结的砍洲！ 

让我们尽一切，力建立军事均衡 种不是通过积聚武器，而是把武器裁减 

到tlfc水平的军事^街！ 

让我们要求从其他国家的领土上撤军并拆除军事基地，裁减军队的军备，其中 

包括常规军名——裁减一切类型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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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坚持采取积极的步骤，削减军事预 I削减那些使各国人民的负抠越来 

越重的为军事目的服务的庞大经费！让我们密切注意，裁减军费省下来的赘财应用 

来消灭不发达的现象，并用来1^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 

让我们保^原子非凡力量决不能用于破坏和战争，而只能用来为人类服务, 

为人类的安宁和幸福，文明和进步服务！那些想释放原子力量的人应该知逸他们 

皿不了它的破坏力，即使通过某些奇迹的出现而得以残存下来的话，他们也决逃 

脱不了 和各国人民的公正的判决。 

让我们努力保"5£»在团结所有国家努力保卫和平、裁军和世界合作方面，联合 

国将作出更积极、更有效的贡献！ 

我们坚信，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大力行动，就有能力止危险事件的发展，迫 

为了表明我们与各国为和平而战的人民，以及与欧洲和其他S家的大规模的群 

众运动和示威的坚强团结，我们这些在社会主义罗马尼亚首都召开的群众大会的参 

加者，最坚决地支持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共和囯总统齐奥赛斯库同志向各囿人民，以 

及一切爱妤和平的人们发出的强烈的呼吁一我们代表罗马尼亚人民庄严地保证： 

我们将和M界备囿以及进步的和民主的力量紧密团结，并不倦地工作，反对战争， 

支持裁军，支持一项对人类命运负贲的政策，争取一个更美妤，更公正的世& 一 

个和平和囿际合作的世界， 

我们斗争是正义的，正义的斗争一定会胜利！ 

：、开始裁军进程和保卫和平的措施。通过紧密世界 

中的最强者一即团结的武器，和平和合作的武器。 

»0( »0< M<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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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2 " 谈 判 委 员 会 CansJTWl ； ZrïGLISH/SPA!TISH 

1982年2月3日委内瑞拉代表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转递教皇科学院应教皇约翰 ‧保罗二世陛下的要, 

于1981年1 0月所作的研究成果,题为 

"关于使用核武器的后果的声明" 

我仅要求你将附在后面的题为"关于使用核武器的后果的声明"的全文，该件 

是教皇科学院应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陛下的要求于1981车1 0月所作的研究的成 

^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议题项下正式文件予以散 

发' 

常 驻 代 泉 大 使 

罗德里格斯 •纳瓦罗（签名) 

SE.82- 6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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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核武器后果的声明 

1981年1 0月7日至8日，在教皇科学院总部（芈蒂冈械Casina ? " s . 

]7)，《^^釆自世_^地的十四名专门科学家（‧ ) M^B$r小组在会议主席、教皇科 

学院院长卡尔洛斯‧沙加斯教授的主持下，开会审査使用核武器对人类s?r生存和健 

康造成的后果1可;IL 

虽然这些后杲的大部分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伹是肴来它们并没有被充分地意识 

到 .孩攻击将 i t > * B ? f生活籍将是如 "酷，以至人类的唯一希望所是防止任 

何形式的核战争.瞀遍传播和接受这种知识将们明了，在战争中绝对不能使用 

孩武^并且孩武器旳I t t应该不断地均衡地削'處 

上面提到《5这个小组讨论P致通过了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在下面的声明 

中已惟了进一步89阐述， 

最近关于能在孩战争中获胜或甚而能得以幸存的谈论，必然地反映了对医学现 

实缺乏认识：任何战争都不可避免地会大j滗模8 9而又无法M治疗的死亡、 

疾病和痛苦.这个現实所导致的结论与医生们为觯^史上威胁生命的銮疫而得 

出的结iêr;|:相同的：控制的根本在于预防‧<， 

与普遍的信念相对照，对于使用孩武器将造成的大灾难人们已经知道得很多. 

对于医疗效杲的局限性也知道得很多.如果把这种知识提供给全体人民和他们的 

领导将可能有助于制止孩武器竟赛.从i î i j也将有助于防止可能是我们的文明 

卡尔洛斯'沙加斯，盅约热卢； 

2 . 阿马尔迪，罗马； J Ï .鲍奇截，莫斯科； 

i . 卡 尔 达 斯 ， 里 约 热 内 卢 ； 希 阿 波 士 顿 ; 

R . 拉 塔 尔 热 巴 黎 ； A . 利 夫 ， 波 士 顿 ； 

J .勒日肯厄，巴黎； ` 勒普兰瑟一兰居斯# »巴黎; 

G. B . 马利尼一贝我 ^罗马； C ,帕万，圣保罗； 

A , 里奇，坎布里奇，马 ^诸 ^ A 。 塞 & 罗 马 ； 

V。韦斯科瞢夫，坎布里奇，马萨诸塞* 



CD/238 

Page 5 

中的最后 8 ^疫. 

原子武器在广岛和长崎所造成的浩劫，为孩战争的后果提洪了直接证据，此外 

还有许多理论上的评价我们也可以引用*两年前，一个负贲的官方机构对约有二百 

万居民的械市进行核攻击所将产生的后果作了估计.如果一f万的孩武器（投 

在广^的炸弹约为一万五千炸药）在这样的械市的中心地区爆炸，经计算，它将 

it^一百八十平方公里内的财产玻坏，二十五万AJETi::lii五十万人重伤.这将包括 

爆炸冲击伤，如骨折和软组织的严重粉糸热伤如表皮烧伤，视网膜灼伤和《f吸道 

损坏以及辎射伤，包括急性辐射综合症和迟发效应‧ 

即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照管这样大的伤亡所要求的医疗任务之艰巨简直是不 

可想象的.该研究设想，假定在这样一个械市的市内和周围有一万八千个病床旳话, 

那么不会超过五千^床相对来说未遭破坏，这些病床将只能容纳受伤人员的百分 

之，还必须强调指出，对于即便是为数甚少的严重烧伤粉碎性伤和辐射受害者 

在任何情况下，也没有人能够Il#bî^要的医疗条件， 

如果我们考虑重伤病人所需要的治疗，医3»^条件的无能为力更是显而易见了. 

我们要引用一个严重烧伤的二十岁的人的—fô`病历，他在一次车祸后被送进波士顿 

医院烧伤科，车祸中汽油箱爆炸了在他住院期间，他接受了一百四十公升新鲜冷冻 

鳅、一百四十七鲜冷冻红血细一百八十亳升血小扳和一百八十亳升白 

蛋白，他接受了六次手术在手术过程申，身体表面百分五的伤处进行了各种 

类型的移払包括人造皮的移私整个住院期间他一直需要隔离消毒的通风设 

尽管釆取了这些和许多其他的孤注一掷的措施一这些搢施能使世界上最全面的机 

构的资源陷于紧张一而他还是在住院的笫=十三夭死去了，主管医生将他的伤与 

许多广岛受窨者进行了对比。如果有四百^.样的痏人同时交给波士顿的所有医院 

的话，这将大大超出该械市的医疗能力。现在请设想一下，如果有数千人受伤，而 

与此同时大多数的医疗急救设备又被摧毁了的局面吧。 

一名日本内科医生M ‧ —丸教授出版了他亲眼看到的长崎炸弹造成后果的报告, 

他说："我试图前往在浦神的医学校，那里距孩爆炸的震源五百表 我遇到了许 

多从浦上回来的人他们衣衫禮褛，身上挂满了撕裂的皮肤，他们瞪着茫然的大眼， 

看 上 去 活 象 一 群 第 二 天 我 能 步 行 进 入 浦 我 所 熟 悉 的 一 切 都 消 失 了 . 只 有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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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上的水泥和钢筋骨架残存我到处都是死尸。在每条街a?拐角&我们设有空袭 

后灭火用的水禰，在一只仅能容下一个人的小水禰m>横蓍一具绝望者的軀体4^是 

钱 凉 水 的 ， 他 的 费 里 赫 白 沬 ， 但 他 S r ^ 是 活 人 了 . 坏的à野里传来的妇. 

，和腿±S出了白色的f ^ ,我到那里时，有些人还活着，他们已不能挪动 

身子.他们中的那些最壮的人也是非常虛耨以至整个都瘤倒在地上我与他们交谈, 

他们认为自S可能没冋题，然而在两周内他们终将全部死去*我永远忘不掉他们瞅 

着 我 的 眼 神 ， 以 及 他 们 我 说 话 的 声 音 " • 

应该注意到的是，投在长崎的炸弹89鑤炸力约二万哞梯恩梯，比准备在战场上 

使用的所谓"战术炸弹"昀燔炸力大不了多少 ‧ 

IS是甚至这些悲惨9^ S景还是不足以播绘如果用当今a?f孩武器锗存量一数以千 

计的具有一百万梯恩梯或更大，力的炸弹，对一个頃家进行攻击旳话，将会给 

人类造成什么禅的灾^ 

幸存下来的人的苦难賤iÈ*比拟的，交通、食品供应和用水将会完全中断， 

在最初时几天，在室外进行援教的A^f着韁射的致命危％, 这样一次攻击所造 

成的社会混乱将是不可想象旳， ` 

揍受大：|_的辎射将降低对细苗和病毒免疫力，s此也为传染痏3 9扩散开辟 

中各神癌症的发痏率会大大提高‧遗传上时痏窨将代代传下*如果有的话* 

此外，大面积时 i *、森林和家畜将被污 ^减少了食品的来涨许多其他有 

窨的生物学和甚至地球物理学89影响也很可能产生，H是^们没有足镑旳知识能婆 

有 ! ! i 通 地 釆 预 测 后 果 样 ， 

^使是专门针对军事设施孩攻击也将给签个国家带釆浩劫，g为军事设施是广 

泛分布的，而不会仅仅集中在几个点上，这样，许多核武器都将瀑炸，辎射的散落 

物随着自然风向忙散，P乂及与大气的混合，将杀死大量的人口并污染广阖的地区， 

任何国家的医疗设施也不足以照管那些幸存者，对核战争发生后所需要的医疗局面 

进行客观的考査后，只能得出《«/N结论：防jbf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走近学校时，看到的是一具具黑色的烧焦了的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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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战争的后果当然不仅仅限于医学方面的，但是那些医学方面的后果迫使我们 

去注意当代f学无法回避的教训：对某种疾病的治疗无效或费用无法承担ah注意 

力就必须转!^预防*这两种愤况均适用于孩战争后果 ‧治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并且费用也是惊人的，还能提出任何比防止的战路更强有力的论点吗？ 

预防任何疾病需要有效的处方，我们认为这个处方必须既能防止核战争又能 

确保安全 * 当然我 们的知识以及我们作为科学家和医生的身份不允许我们计沦专 

业性的安全问然而，如果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将他们的战《ip计划基于对核战争所 

需要的医疗方面的错误的设想》b我们感到我们确实是有贲任的.我们必须告诉 

他们和全体人民，核战争之后将会出现的要求医疗的全面憒&以及医务界对此是 

没有能力作出有效反应的，如果我们保持沉!^我们将f背叛我们自己和我们的 

文明的风险， 

卡尔洛澌‧沙加斯（签名） 

)̂ ï̂  )̂ ï̂  ï̂ ï̂  )̂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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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1982 

OrigiTwl: SaSSX&N 

综合裁军方案 

作小组 

保加利iE^捷克斯洛我克、德意志民主共^国、 

匈牙利、萦古、波兰和苏联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原则"一章的工作文件 

一、本文件起草国建议，应把载入1981年8月10 

日笫C D / 2 0 8号和C D / C P D / T P . 5'5号文 

件的2 1国集团工作文件作 

为讨论的基础。 

二本文件起草国提议对该文件作如下补充： 

1. 在载有《最后文件》第2 6段各条款的第1段中，即在"有关维护国 

际和平与安全"之后，补充"并考虑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 

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的有关条款". 

2 . 在载有《最后文件》第4 9段案文的第6段的结尾处，加入下列句子: 

"在各阶&核力量方面的现有平衡应不受破坏，同时要不断裁减核 

力量的水平， " 

3 . 在载有《最后文件》第4 9段案文，第6段后面，除增加上述第2段 

所建议的内容外，再加入《最后文:！^》第5 4段的内容："釆取加强 

各国安全的相应政治或国际法##:ife»并在限制相裁减核武器国家5fr 

有关区域其他国家的军队和常规军备方面取得进展，将促进核裁军的 

重 大 进 展 。 " 

4 . 在载有《最后文件》第2 9段案文的第7段后面，加入下列内容："在 

军事上大体均衡的各方之间的谈判中，必须严格遵守平等fn同等安全 

SE.82-60248 



的原则。（引自题为"裁军和国际安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的第 

A/36/S97号文件第4 8段） 

5. 在载有《最后文件》第3 8段案文的第1 3段的结尾处加入下列内容: 

"从没有任何武晷是不能在相互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加以消除的这个筝 

实出发"。 

6. 在载有《最后文件》第81段茉文的2 1段的结尾处，加入《最后文 

件》第22段的规定："进行这些谈判时应椿别把重点摆在核武器国 

家^其他箪事上有相当实力的国家的军队和常规武晷，" 

三、 把载有《最后文件》第4 7、 4 8和 4 9段内容的笫4、 5和 6段 

从笫3和筲4页移至第5页，载有《昜后文件》 

笫'2 8段内容的第1 I段之后， 

四、 本文件起草国在提出这些补充意见时，对1981牟8月1 0 B2 1国 

集团提出的笛CV 2 0 8号 f r C V C P D / f f P . 55号文件的具体条力将 

保留发表某些保留意见的权利，这些意见将以口头形式发表， 

>Qé >A# >Ût )tt ^Ùt 

f^Ê^ F"̂T̂  W^^^ T^W^ ' ， ,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February 1982 

CHDŒISE 
Original :HUSSIAN 

1 9 8 2年2月1 0 B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璽 

代表致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件，附苏联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髙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列‧伊‧勃列B涅夬接见社会党国际 

随g附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髙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 

勃列B涅夬在接见社会党国际裁军咨询委员会代表时所作报告的摘要. 

如蒙协助将此份材料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予以分发，则不胜慼 

激， 

苏联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V. !..伊斯拉耶利安（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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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主席列*伊.敎列日涅夬接见社会党 

2月3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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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伊. 

勃列S涅夬接见了社会党国际裁军咨询委员会代表：社会党国际副主席，社会党囯 

际裁军咨请委员会主席克‧索萨，芬兰社会民主党主席；咨询委员会秘书，奥地利 

社会党国际问题管理委员会秘书弗‧哈克和日本民社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外政策委 

员会成员田口， 

教列S涅夫先生提请被接见者注意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特剁是它的主要成员国 

美利坚合众国现在奉行的政策对世界和平事业资奪味着的危險的后果，局势的严重 

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的， 

至于苏联及其领导人方面，勃列日涅夬先生强调指出，我们坚倌，任何囯家把 

它的玫策建立在指望发动核战争和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是疯狂的，是对人类命 

运进行一场不负责任的、冒险的赌博，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排除战争的危险，这就是 

苏联在对外玫策中努力遵循的方针， 

列日涅夬先生揞出.外交不提倡"遝乱"而要求"消除遝乱"，现代世界各 

种冲突的局势和争执不休的问题的难解之结，不是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所能解决的, 

唯一的出路是进行酎心的、建设性的谈判，通过谈判来保证真正割减和消除武晷， 

谈到正在日内瓦举行的限制欧洲核军备的苏美谈判时，l!r列夫说，由于美 

国方面显然不愿意寻求导致共同能够接受的协议基础，使谈判在开始阶段就值得fî 

起某种警惕，华盛顿提出的、期望苏联应单方面消除其全部中程导弹的所请"零点 

方案"不能被认为是一种认真的建议，此外，北约i织1 9 7 9年1 2 月 决 议 和 

"里裉计划"是完全违背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厚则的，他们的3约是要破坏次洲和全 

世界目前覃事均势，损窨苏联及其盟国安全， 

相叉，苏联准‧备立即商定由方一东方和西方一一 t底放弃对准次洲目标^ 

各种中程武器，我们甚至还可以走得更远：我们准备商定从欢洲彻底消涂中程核武 

器和战略核武器。这才是真正的"零点计划"，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1联璽已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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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那样远，如果北约组织同意这个真正的零点选择，那么欧洲的（而且也许是全世 

界的）和平将被建立在前所未有的牢固的基础之上， 

但是勃列日涅夫先生说，如果西方对作彻底的觯决还没有准备妤，那么，作为 

开端，我们准备同:t双方对中程核武器进行大幅度裁减一幅度极大的裁减，成百 

地裁减。例如，到1 9 9 0年各方现有中程核武器的数量可以裁减三分之二，或者 

甚而更多；这将在逐步裁减的基础上进行：在最近的几年里，；5(_方的武库可以裁减 

约三分之一，以后我们可再进一步裁减。当然，在这个进程中，北约组织国家和苏 

联所拥有的这类武器的总数在名"^阶段均将保持平等，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努力便成筌订一项协定，會彰义在谈判期间对双 

方在欧洲的中程武器在数量和质量上进行冻^,这也;^ t ^周知的.与it司时，我 

m准备^使; ^个暂时的冻结期间，将单方面裁减一些苏维埃社主义共，国联 

垔欢洲部分的中程武晷。 ' 

简言之，这就是我们对裁减对准欧洲目标的核武晷的立场.我们随时准备将其 

#:|iL在适当的协定中，或者作为开，，可体现在双方原则性的总宣言中，我们继续 

希望得到美国的积极响应。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囿联盟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就另一个当酋重大的问题，即 

限制战络武晷问题筌订协定，也是同样重要的，美国政府多次宣布一 ~声称 

的一对彻底裁减战略武器有兴趣。然而事实上，华盛顿从不为此采取行动，而且 

在各种虛假的借口下甚至逃避炔复谈判， 

勃列5涅夫先生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大会所确立的苏联政策的主 

要路线在于坚决^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打算在将来用努力消除战争 

m`加强和平和缓和的新的具体的倡议，以充实第二十六次大会通过的和平纲领 

的 条 款 ， -

勃列日涅夫先生说，苏联共产党在与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关系中将始终如 

一地遵循苏共第二十六次大会所制定的方针，它把这种关系看作是一种有高度影响 

社会和政治力量，这个方针就是对话和合作的方针。在维护和加强缓和的斗争中， 

增进相互合作方面依然大有可为。当今最大的全球性问題是防止i:界滑[^热核大灾 

难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求我们能找到一种共阈语言，更重要是，找到共同的觯决 

办法，尽管我们之间有各种分歧和不同:t见。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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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HINESE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Qrlgiiial: ENGLISH 

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议 

期间工诈安排的意见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文件 

一、 社会主义厘家外交政策的主要香斗目标过去;1:^现在仍然是为了消除战争 

^和遏制军备竟赛而进行斗争。目前，这一任务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紧迫14»只 

有通过限制、裁减和消除军备，^裁军才能实现真正的安全。在目前的条件下， 

裁军作为國际安全的物质保证，必须代表世界各国为消除世界紧张局势并建立普遍 

持久的和平所傲的共同努力的主要方向. 

二、 从这一前提出发，社会主义国家集团" f吁裁军谈判委员^^成员囿尽快 

开始具体而认真的谈判.委员^应白白浪费时间去讨，些与议程毫无关系的问 

題，那些为了转移委员会对实质问题的注意力而故意塞进讨论中的问翅. 

三、 在觯决委员会在目前阶段的工作安排问题时，筌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冋 

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即将召开，有必要经常考虑到本届会议的特珠ft考虑到 

委员会本期会议是特别联大召开前的最后一期会议，因此有必要在剩下的时间内作 

出一切努力，以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中取得实际的成果。 

四、 与委员会1982年第一期会议期间，与工作的合理安排有关的重要问題之 

取得实际进展的必要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认为除了综合裁军方案特别工作小组之 

^ "该工 ,小组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决定正在继续进行工作~ ^可设立其它 

一些委员会的附属机构， 

在审议适当的附属机构的设立时间和工作时间时，委员会应根据下列考虑：它 

们的重要可利用的时间、1979年至1981年已经进行的工作以及取得具体结果 

驗景。 

GE.82-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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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些考虑，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愿积极考虑在委员会的范围内就下列问题设 

立特设小组： 

一 禁 止 ^ 、 储 存 、 部 署 和 核 中 子 ‧ ； 

一 禁 止 化 学 武 器 ； 

-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部署这类武器； 

- « 不 对 无 核 武 器 B 家 便 用 或 葳 便 用 核 武 器 的 有 效 国 际 安 排 ； 

- 禁 止 放 射 性 武 桊 ； 

-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备种类型的武器.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还赞成it新型的大规楱敎灭性武器和这类武器的新系统成立 

一个由各国mfiF专家组成的特剁小& 

五、 在关于设立委员会it厲机构的冋题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考虑如下： 

(a) 设立任何一个特定特剁工作小组或设立另一适当的附厲机构的问题不 

应同:16另一问题设立工作小组或适当的附属机构的问题联系起 

(b) 在任命各附厲机构的主席时，有必要考虑到轮换的原则。 

(C)适当地考虑到各附厲机构的工作在某一阶段的相对重要性，有必要对 

这些附属机构的时同安排问题采取灵活的态度。 

(d)有必要预见到两个芘更多的附厲机构同时平行工作的可能性。 

六、 关于1982年第一期会议的结束日期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认为在第二 

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剁会议筹备委员会开始工作之前，有必要尽可 

能多地利用余下的时间。 

七、 关于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剁会议的特别 

报告的准备工作问题，社会主义囿家集团认为这份报告应是简短的，主要应包括裁 

军谈判委员会 ;16所讨论的实质性问题作出的安起草报告的工作应于1982年4 

月1 2日开始。在这之前，秘书处应准备一份特别报告的草茱，并发给委员会各成 

员国，以供讨论， 

yof >fx >fK srfw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1 March 1982 

Original：ENGLISH 

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和工作计划 

(1 9 8 2年2月18日第1 5 6次全体会议通过） 

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多边谈判论坛， 

实现， 

委员会除了剁的以外，考虑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剁会议的《最 

后文件》的各项有关条款，将在下列各方面处理有关停止军备竟赛和裁军以及其他 

有关措施的问题： 

―、 ^30；4589—万面； 

二、 化学武晷； 

三、 其 他 ^ 模 ^ 性 武 晷 ； 

四、 常规武器； 

五、 裁减军事预算； 

六、 裁减军队； 

七、 裁军和发展； 

/ 、 裁军和菌际安全； 

i l . 附带措施；建立信任的措施；对适当裁: 军措施可为一切有关方面接 

受的有效核査方法； 

十、， 

" ^ 围 内 ，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为 1 9 8 2年通过了下列议程，其中包括按照 

议事规则第八节规定应由委员会加以审议的项目： 

1. 禁止核试验。 

2.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3.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晷的有效国际安排。 

*因技术原S再次分发此文件, 

aE,82-6o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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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化学武器. 

5.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6. 综合裁军方案， 

7.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氨 

8. 审 « 0通过： 

(a)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S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剁报 

告；以及 

(3提交大会第三十"bi会议的年度报告. 

委员会进行工作时将銘记着，它皮对第二届专门计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剁会议 

的成功作出贡献. 

按照议事规则第2 8条的规定，委员会还通过了1 9 8 2年会议第一期会议的 

工 作 计 划 

工作计划: 

2 月 2 B — " 日 

2月1 7日一2 3日 

2月 2 4 B— 3月5曰 

3月 8日一1 2日 

M 会 议 上 的 发 言 审 议 议 工 作 ， ， 以 及 审 

议设立与议程各项呵有关的辅助机构'. 

禁土核试验， 

3月 1 5日一 1 9日 

保证不对无核武晷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 

有效国际安排， 

新型大规摸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放射 

性武器. 

化学武器， 

综合裁军方案， 

审议各辅助机构的报告2,审议和通过提交笫二 

如有必要，以后将在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些问题， 

4辅助机构业已筹备就绪的报告可早些加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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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 

报 告 ， ' 

委员会非正式会议将在第一期会议的适当时间审议议程第7项。 

委员会非正式会议还将在会 议早期召开，以继续审议审查委员会成员资格的方 

式问题，包括委员们对委员何改进工作和提高工作效率所提出的提案. 

关于载入1 9 8 1年会议期间成立的化学武晷特设工作小组报告第1 3段(C颅 

中的建议（C D/2 20 )，委员会决定在1 9 8 2年 3月1 5日至1 9B的一周 

内对同一段(b)项中所列的问题进行进一步协脔. 

委员会在通过其议程和工作计划时，已经考虑到《议事规则》第3 0和第31 

>Â  )fî  

按照议事规则第4 4条的规定，报告草案最迗应在其规定的通过日期两周之前， 

提交委员会全体成员国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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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o r — - 皿 I S H 

1982年2月18 

百五十六次^^‧ J L L ! & # ^工作 

小组通过的决定 

委员会决&在1 9 8 2 #议期间，重新设立前年3月1 7日为1 9 8 0 # ^议 

设立的不对无核武器囿家使用或威勝 使用核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 

工作小组，以便它们能在原有任务的基础上继续工作。 

裁军谈判委员会，为履行其谈判和拟订一项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 

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多边公约这个最优先的任务，决定在1982年会议期间设 

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拟订这项公约，在拟订过程中考虑现有的全部提案和今 

后的倡议，以便委员会能取 # " 致意见 . 

鉴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即将到来，各特设工作小组应在1982年第一部分会 

议结束前向委员会报告它们各自的工作进展。它们也应在1982年第二部分会议结 

束前甸委员会作出报告。 

W W >0< W W 
^^^^ ^^^^ r^^^ ^y^^ ^^^^ 

GE.82-6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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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4 J|^gguary 1982 

Origiaal:ZNGLISE 

大 不 列 颠 和 北 爱 尔 兰 王 国 

关 于 化 学 武 器 公 约 中 的 核 査 和 

监 溷 遵 守 情 况 的 工 作 文 件 

1 ‧联合主国认为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去年在拟订化学武器公约的组成部分 

方面进行了很有益的工作，我们希望这个工作小组更深入地检査去年审议过的全部 

问题，特别是关于核査和监测遵守情况这些重要问题，以便将工作势头保持下去. 

前 言 

2. 联合王菌认为，象在许多军备管制的协议中一样，公约各締约S有必要对 

其他締约国的遵守情况M适当的信任，因此化学武器公约的条款必须包括进行核 

查的适当措施.联合王国认为，核査措施对每一执行阶段一指储存和生产设施的 

公布和销毁IP是必要的，然后就是监测各国对公约有关不生产化学武器的继续 

遵守情况，包括监测允许使用化学战剤和双重用途物剂，为了处理对公约的执行可 

能产生的任何怀疑，公约应有—有效的申诉程序，这也是十分必要的， 

3 . 核查必须在国际监督下执行.E此遵守情况的核査可以是締约国之间;51边 

或多边接触的混合进行，而由一个国际机构一一协商委员会^一起决定性作用， 

监測遵守情况 

(a)自愿的双边接触 

4. 尽管联合王圜认为，执行情况应由一个国际机构（协商委员会）严格进行 

监测，这一时期将提供许多机会釆建立信任。在这方面，自愿的;^边接餹可以起重 

要的作用。一个国家可以邀请另一个缔约国（或一抵其他国家）参观各种研究设施， 

2£.82-60326 



民用化学物品生产设施，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和化学武晷储存，以便其他国家亲自看 

到执行的进屣情况，它们也可以考请观察员观看任何化学武晷防护训练的演习，从 

而有助于减少关于这种训练是否系用于 进攻目的而不是防御目的的疑虑. 

5.自愿的及边接触在执行期过去以后，在保持对公约的倌任方面甚至会起更 

重要的作用.各国可以邀请其他国家参观民用化学设施，向它们保证没有生产^ 

化学战剂.同样，这种接触也可以用于交换关于研究计划的情报，关于化学战剤的 

防护措施的情报，以及关于使用阌毒物品许可量的情报. 

( t )国家核査搢施 

a联合王国还认为，公约规定各国使用国家核査手段是很重要â^，只要这些 

手段#é"国际法公认的原则，这种国家核査手段可以包括例如通过卫星观察地球表 

中是否有化学武晷，这部分气层人们怀疑是从具有化学武器生产或试验设施的地区 

飘移过来的，这些方法的细节已«括在联合王菌提出的，并提交给裁军委员会会议 

( C C D 5 0 2 号 和 C C D 3 7 1 号 ） 的 文 件 以 及 最 近 由 芬 ^ ^ 提 交 絲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的一套蓝皮书中. 

7 . 如 种 偾 察 技 术 获 得 有 可 能 违 反 公 ! ( r 的 可 靠 迹 象 ， 这 种 情 况 就 可 以 

大大加强现场視察，国家核査手段本身并不能提供充分证据来说明是否已经发生违 

反公约的情况，因此它无论如何代替不了国际核查搢施.它也不应该成为公约的一 

个必要条件，^一个国家在要求现场视察之菌，必须从国家核査技术得到证据， 

数国家有能力购买这种核査遵守情况的工具，另外，这种侦察工具还沒有发达到足 

国家 核查搢施应该补充而不应代替国际核査搢施-

( C )协商委员会的作用 

&如上所述，联合王国认为核查执行情况和继à遵守情况应在国际机构一一 

协商委员é一的监督下进行，这个国际机构一儕公约生效就得成立'这个主要的 

度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办不到的，而且， 

以使各国相信， .囡此，我们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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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需要辅以各种协作手段. 

9. 联合王国认为，协商委员会应由每一个締约国派"^代表组成，由一名或 

一名以上的頋问协助，协商委员会应由公约中提名的委托人抠任主席，技术顾问应 

起草核査的标准方法和程序（^括标准的化学分祈方法），此事最妤在公约生效前 

做妤，并应获得充分的设备和知识来进行这些核查程序。 

10. 协商委员会应负有全面的贲任来检査贯彻执行期间及之后的遵守公约条款 

的情况，并应调査任何缔约国提出的关于不遵守公约情况的申诉， 

受协商委员会监测的活动 

1L执行期间的核查尤为重要.除非所有缔约国对所有现有化学武器储存和所 

有现有生产设施的被摧毁能怀有信心，否则对在执行期后继续遵守公约条款将没有 

信心的基础.S此我们认为下列活动受协商委员会监测是必要的. 

(1) 公,化学战剂和弹药的现有储存、化学弹药填充设鮑和化学战剤生产 

设施 

̃ 会 不 能 核 査 ? î t s t r t i î N ^ 已 被 公 布 ， 它 应 进 行 现 场 視 察 来 保 证 公 

巿是准确的和全面的，这样协商委员会的专家们就必须被允许分析物剂，分析 

物剂的浓度和已公布的储存中物剤的数量；估计已公巿的弹药的数目；然后估 

计已公布的化学弹药填充设施和化学战剤生产设施的生产能力.协商委员会接 

着应将从这些现场视察所收集的数据与有关国家的公巿相比较，并且如果适宜 

的话与其他締约国提供的、对那个国家的生产能力的估计相比较。 

(2) 在执行期间不生产化学武器 

化学战剂生i*=^:t销,要在公约生效后十年才得以完成。这样就需要保 

证在此期间这些设施不被使用。为此我们认为协商委员会在公约生效后六个月 

内用防撬锁封闭这样的设施是有必要的，协商委员会因此应对这些设施进行定 

期的现场视察，直至它们被拆除或被转用.目的是检査封条未被开启. 

(3) 储存及生产设施的销毁、拆除或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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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的权利，以便分折物剂的性貭、它的浓度和被销毁量。同样专家们应 

弹药，最后，专家们在改装中和或拆除生严设施中应享有进入现场的权利来检 

查这些设施已被恰当地改氣以使它们不能再被用来生严化学武器，协茼委员 

会在现定的执行期间，以估计中的、已被销毁、拆除或改装的储存和生严设 

:Jfe*鉴测估计中的储存相生严设:St 

12»在执行期之后，联合王国认为协两委员会S再次发挥重要，用，而在协商 

委员会之外树立信心的措施的范围也将增大，协两委员会应负贲核查不生严化学武 

晷，这就醫要;^已被改装的化学生严工厂进行定期的现场視察以确保它们没有被重 

新改装回到原来的用途上去a协商委员会也将蔷要;《t那些被允许作为研究防卫和保 

护而生严致死和毒性化学齐】的设施é行现场視恭以确保只生严可容许的数量，并 

确 数 量 被 用 于 所 声 明 的 目 的 。 

- 1 3 .有人认为，要对^生产加以肯^核查措施就必然具有高度侵入性，我们 

认为S该有可能锎定一项所有缔约屢都能接受的，能够锞测任何大规模生严的核査 

程序，方式可通过:现场附近視察以及现场視察相结合；监溅用于已公布的化学生 

产的原科的消耗情〗I*以及探测储存和^设施的S家核査搢;jfe»通过对一些经选 

择的化学工厂的原料消耗和戍 â生产监测，协酉委员M许能够査出 M大规模 

的潜在化学战剂通过各种榘道遂渐成为军事储存。同样，囿家核查措施也应该能够 

查出大规模的军事储存，在一些生产和平用途的双重用途物剤的、经选择的化学工 

厂附近进行定期的现场附近視察，能使协商委S会在不侵入工厂厂房的情况下，分 

析工厂周围空气、水和土II »从而对该工厂的产品有一个慨念，然而，这些措施 

没有一个能适当地代替现场視察一 S P协两委 â会的官员们可被允^厂内，亲 

自观察以断定没有进行被禁止的化学战剂的生产，这些可以用提出挑战方式进行， 

或者更好是由协商委员会任意挑逸一定数量的工厂*年进行定期访河，在后一种情 

况中，提出挑战要求进行现场視察也可以保留作为申诉程序的部分， 

：,和确定这些弹药确实是该国所说的将要销毁的 



CD/244 
CD/CW/WP.26 
Page 5 

14. ：»!果各囯对情裉和访问的要求能迅速》ig应，如果备国能够安排一些双边或 

地区一级的外加的核査措施的话，那么对于遯守公约的信心当然会大大增强。当对 

公约的有效性的信心增强时，备国就更加愿意参加建立信任的措;JS。 

联合王S认为，所有国家都应逬行相互协商和合作来觯决公约的各项条款 

在执行时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这应^一项确定的义务。我们认为，如果另外一 

个締约頃对一些国家運守公约的憒况提出了挑战，这些国家有义务！^证据。然而, 

我们希望，需要提醒一些国家去承担义条或甚至啬要:任何一B遝守公约的情况 

提出疑问的情况将永远不会发生。我们的希望是，任何问题呆冥出It的话都应该在 

双边一级得到和觯，因此我们认为申诉程序>S该允许这袢傲。 

16»然而，如果一个问题不能在M—级得到觯决，任何締约国应该能勢召开 

协商委员会会议审议该问题，并査明筝买。申诉者应该提供有关所指控的违反行为 

或M的证据来证买其申诉。正如已经提到过的，钗挑战的国家应该有义务提供证 

行辩^然而，我们认为，申诉程序应该能保护缔约頃不被无根据的指扭。因 

协两委员会绝大多数决定申诉是^根据的话，钗挑战的国家就没有义务同鼋 %场 

枧察.另一方面，如果协商委员会对被挑战的IS家所提供的觯释不溝;1：，而后者在 

迸一步要求之后，甚而仍不准备允许逬行现场视察的话，则申诉者或协两委员会可 

将他们的讯 讼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进行审仏这样的傲法是适当的。 

17. 总结起5tb联合王国认为，任何化学武器公约都应当可以适当地核査的。 

这Z宽要求建立一个协商委员会，其作用是保证充分和恰当地执行该公约以及监测公 

约的继续遵守。该委员会也应负贵制定一项有效的申诉程序。就原则达成协议后， 

制订这袢一种锢度时,m胬要更详尽的检査. 

18. 方了帮助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审议这些提茱，我们以公约的各组成部分 

軍茱的形式在下面提出了^^§"王国有关核査和监测運守情况的：1：见。 

申诉程序 

,我们 : 5 ; ^为，如果 

结 论 



关于就化学武器公约的遵守情况逬行核査和 

监测工作的组成部分草茱 

销 i t转用、拆除和改装 

本《公约》各締约国保证： 

(a) 销眾其化学武器的储存，或将其储存转用于被准许的用途； 

(b) 销欲或拆除其化学武器的生产手段。 

在最后销毀或拆除化学武器生产手段之茵，可暂时改装此夹手私以便销毁-

这类武器的储存。 

本条规定的销I转用和拆除工作S在《公约》生效后卞年之内完成，或在 

^执行这些规定的缔约国加入公约后卞年之內完成。 

与本条规定有关0^程序，包括通知等事宜在附件一中阐明‧ 

1. 本《公约》各締约頃可便用其所能支配的国家核査手S>包括®̶家技术 

手&以便在符合普遢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范闺内，对不《公约》条款的执行和 

继续遯守,况逬行监测。 

2. 按照组成部分五的5^定，专家协商娄员会将代表|1!际社会，负贲监测本 

《公约》各条款的执行和继续遲守It况，并应授权逬行视秦包括现场視察在内， 

以便履行其职责。 

3. 本《公约》备缔约国保iE ^不阻碍一包括通过便用敢;t隐藪的措施一 

其他缔约国根据本条第1款迸行的国家核査的扠术手&或不阻踌专家协商委员 

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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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约》各締约国M,在觯决任何可能出现的、与公约的目标或公约条 

款之应用有关的问题时，相互协两和合作。按照本组成部分逬行的协商和合作也 

可以在联合国范围内，并根据其《宪章》，通过适当的国际程序逬行。这些国际 

程序将按照组成部分五的规;^ 1 1 ^括适当的国际组织和专家协商委员会等服 

务。 

四 

申 诉 程 序 

1. 本《公约》各締约国，只要认为其他缔约国的行动适反了 i公约》各条 

款所规À的义条或对按照组成邵分三的覌定进行协两的结果愿|3不满蕙，均可 

根据组成部分五的规&向专家协商委员会提出申诉。在可能的憒况下，该申诉 

应包括支持证据和请求委员会对此进行审议的要求。这一要求可按照附件二笫4 

项中所规定的，包括进行猊场视察的要求。 

2. 本《公约》备缔约国^，对协商委员会根据附件二中的程序，在收到 

申诉的棊础上提^行的任何调査均给予合作。委员会应把调奎结果通知本《公 

约》各締约国。 

3. 如果某个缔约国接到委员会蕾逬行现场视察的要t但不准备允许他人 

进行现场視它就应以事买来说明其决定。如果娄员会仍然认为现场視察是正 

当的，则可根据双方提供的其他有关憒报，要求该囱提供另外的If报，或要求其 

重新考虑這一决定。如果要求视察的缔约頃或委员会对这一决定的补充理由仍感 

到不滴意，则可把问题提交联合S安理会。 

五 

协 商 委 员 会 

1.革《公约》生效时应即设立专家协两委员会，以便能有一个常设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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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公约》各缔约頃保证，在委炅会执行其任务时与其逬行合作。 

a g员会工惟的安辦应使其能有效地、公正地、不偏不倚地执行附件二中规 

的委员会的职祅 a 

4委员会的职祅、组织和程序在附件五中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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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销毁、拆除已公布的化学武器储存及其生产 

工具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的用途 

1. 销毁化学武器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的用途的准备工诈，应在公约生效后立 

即开始。所谓封存化学武器生严工具的工作应在公约生效后立即进行，直到销毁或 

拆除此种工具、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的用iÉ» 

2. "组成部分一"中的各项条款S在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核査手段准许其核 

査的情况下予以实施。 

3. 销毁或转用化学武器储存方面的逬展，以及销'毁、拆除或改装其生产工具 

方面的进展，应每年通知保存囿，直至締约国宣布以最后消除了化学武器储存及益 

产工具为JL保存國应在收到此种通知书后的一周内将其分发给其他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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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协 两 委 员 会 

1.专家协两委员会应由作为委员会主席的保存国或其私人代表以及各缔约国 

的代表组氣本公约的每个缔约屢可指派一名代表参加委员会，该代表可由一名或 

更多的顾冋协助工作。 

(a)〔根据有待大家达成一致意见的《宣言》的"组成部分"〕核;if各鎊 

约国声明中的内容； 

( t )〔如"组成部分一"中所规定的〕监督化学武器的销毀和,其转用于 

被准许的用途的活动，并监督化学武器生产工具的销艮拆除和临时 

改装； 

(0调査有关被指控在遵守《公约》方面态度不明或被指控违反《公约》 

的事实真相； 

I d )定期核査经许可而生严的化学品的生严数量及其用途； 

(e)促进《公约》得以遵守，例如将国家和囿际核査机构拟运用的方法相 

常规实现国际标准化； 

if)进行适当的调査，并对各缔约囿在实施《公约》各项规定时提出的其 

他问题提供有关的专家意见。 

员会的工作有益^情报和协助. 

4 .委员会应被准M行现场视察： 

(ai以便裉裾本附件第2(a)和第Co)项的内容，对业已收到的有关已计划的. 

正在实施的、或受到影响措施的情报加以证实； 

(b)以便裉据本附件笫2 (C)项调查有关被指控为态,實不明或违反公约的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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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真相； 

( C ) 以便根据本附件第2 (d)项进行核;tt， 

5. 委员会应决定;?t其工作安排有关的程序性问題，如有可能S通过协商一致 

的办法，不然的话，应邇过出廣者的多数或投票来作出决定，实质性问题不S通过 

投票决定，如果委g会无法就事实真相的调查或专家1：见提供一致通过的报告，它 

应提出有关专家的不同:t£o 

6. 委员会S至少每年召开一次由M成员参加的会议，或者在接到任何公约 

缔约国的要求后立即召开会iJL委员会应每年向各公约締约国提出关于其活动的年 

度报告。每当缔约国要求进行调查或要求提供有关某一具体问题的专家意见时，委 

员会S进一步向保存囿递交一份调査结果或专家意见的总结裉告，该报告S载入各 

i t s中甸委员会提出的所有见和情报。保存国应将该总结报告分发给所有缔约国. 

7：为了执行具体任务，委员会可设立小组委5会和核査小^以便在委员 

^ ^议休会期间继续工作.委员会及其设立的所有机构S能得到、并能接餹特别 

设 ; ^例如秘书处技术专化学和毒理学实验室以及遥感设备，委员会的经费将 

在大会与各缔约国协商决定的情况下由联合国和各绪约11承私 

>M yOt )M yOt SâC 
W^^^ r^W^ W^^^ 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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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CHINESE 
OrisiTwl ;HDSSIAM 

紗利 I 匈牙利、德君志民主共和国、蒙古、波兰、 

苏维埃社会主; S L ^垔共和 m和M B食克 

关于题为"综合裁军方案"的议程项目的工作文件 

总的 

解决鄉的问题站世斧历史性意义：裁军在防止战争和给 < ^界人民带来真 

正安全方面需要发挥^性'的作用， 

在目窗条件下，裁军作为国际安全的物质保证，必须代表世M国为消除国际 

紧张局势和建立m持夂的和平所作的共同努力的主要方向，限制军备和裁军为 

* * A 类 的 全 球 性 问 题 铺 平 了 ^ , 

在六+年代和七十年代期间，在限制军备的领域中取得了某些f、极的成果，在 

禁止在大^、外层空间和永下核武器试验，不扩散核武晷，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 

底土放置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禁止使用细苗武'器，以及禁止在军事上使用改变环境 

的技术等方面缔结了一些茵际协定.在限锎战格武晷方面也签订了一些协议。欧洲 

的某些建立信任措施也^f#i t诸实施 ‧在多边和双边的基础上建立了就裁军亊宜进 

行谈判的制度.所有i^—切都表明在限隼军备领域中，采取些真JE措施是可能的和 

可行的.过去所傲的一切为进一步促进限制军备和裁军打下了基础， 

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在^菌么^会员国一 

致 同 君 下 ， 赵 了 许 多 旨 在 限 制 M 竟 辦 裁 军 的 * 和 措 施 . 今 天 ， 这 和 

措施的紧迫性丝毫不逊当年. 

然而，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期，军备集结又有了新的发展 ‧随着军备竟 

赛的不断升级，f i现了一些理论.这些理论宣称核战争是"可允许的"和 "可以接 

受的"，并为谋求军事优势的竟赛进行辩觯 •战争的歇斯底里和国家、人民之间的 

敌 ， 仇 恨 煽 动 起 来 了 ，这些行动使锢军备最重要领域中的许多谈判中断了。 

GE.82-6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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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备集结对人类文明构成致命的危险，并使为觯M济、社会发屣、文化、卫 

生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至关重要的国际问题所傲的努力面临着陷入僵局的危險‧ 

限制军备竟赛的规模和遏制 ^竟赛的 *在当菌已变得 # ^ 紧迫的另一原 S 

是战争工具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些武器，特剁是具有大规摸毁灭性的武器的高 

质量的新类型和新系统正在发展，这使得对这类武M行监测以及在协商一致的基 

础上进行限制和禁止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军事技术的发展不断地破坏着世 

界形势的稳定，并加剧了战争昀危险， 

箪备竟赛能够而且必须停止， 

为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发展和执行一项载有紧迫和彻底搢施的方案，这一方案 

不将制止在某些领域中的军备竟赛，而_a还将为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这一主要目标 

：一些协商一致的措施，目的是要停止军备竟赛并在规定 

的期限内分阶段地进行真正的裁军，在第一届裁军特剁联大±^通过的关于拟定这 

方 案 的 界 各 国 人 民 渴 望 停 止 絲 竟 # Ô ^ 一 种 表 现 . 

方案的近期目标是防止核灾难，和执行那些能*止军备竟赛并为实现持久和 

平铺平道路的紧急搢施，方案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执行该方案中设想的各项措施应有助于国际安全和各个国家的安全.只有通过 

限制、裁减和销毀军备，通过裁军，才能保证真正的安全， 

方案的重要目标之一应是巩面和发餍在遏制军备竟赛领域中迄今已取得的所有 

积极成果。 

执行《综合裁军方案》将有助于维护和加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进程，并有助 

原 则 

在制定和执行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各项搢施的过程中，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应重申 

他们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严格遵守宪章各项原则的义务，还应特别考虑到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剁会议《最后文件》中的有关规定， 

谈判必须主要是为了限制和停止从数量上增加和从质量上改进军备，特剁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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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并且陵制和停止战争新手段的发屣，这样科学和技术的成 

果就可最终完全用于和平目的.在相互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任何类型的武器都可以 

被禁止和消除，` 

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便进在裁军领域中所作的努力，这首先适用于核武晷国家和 

其他军事搔国.在所有阶段，核力量领域中的现有均衡必釋保持不变，并不断降低 

核力量的水平， 

'，也必须裁减常规军备，在这一€程中，拥有最重 

必须在公 ï E i ^衡的基础±^取裁雜施，以便保证每个国家的安全权利， m 

何国家或国家集团不得在方案执行的任何阶段获得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各阶段 

的目标应是在保持军备和军队最低水平的情况下安全不受到损窨。 

必须严格遵守平等和相互安全的原则. 

必须继续进行限制军备和裁军的进程。 

各国必须禁止采取可能会对裁军领域中所作的努力产生消极作用的行动，并为 

iè^ 一！ 

1. 

(a) 

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晷和逐步裁减这类武晷的储存直委]完全销毁 

为止，为此目的，在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情况下，立即开始适当的 

谈判，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提出的建议中會提到，停止核武晷的生产应 

包括停止生产这类武器的运载工具和用作发屣武器目的的裂变材料； 

作-为第一步，应就核裁军的各可能阶段和这些阶段的大致内容，特别 

是第一阶段的大致内容进行讨论；在第一阶段中釆取的措施应包括停 

与此同时，还应采 

(C) 

(e) 

进一步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限制和裁减战略武器. 

締结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 

締结一项禁止发展、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 



(s) 

a) 

采取进一步措施防止核武器的扩II>为此目的，实现世界各国瞢遢加 

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闳时发屣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囯际合作。 

缔结一项加强无核武器頃家安全的公约，作为第一步，核武器s 

表内容布类似的宣盲，保证不对那些放弃生产和获得核武器和在 

其领土上不拥有这类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同时这种宣盲应得到安 

締结一项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玫置此类武器的条约；核 

m圜家故弃采取在其他国家领土Jift置核武晷的进一步措施。 

在世界备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 

2. 化学和箕他类型的女菊.模毁灭1^的武暴 

(a) 故弃生产和部署二元化学武器和其他新型的化学武器，同时放弃在目 

菌尚无化学武器的国家里玫置此类武器. 

(b) 締结一项禁止发屣、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并销毁现有储存的公约。 

(C )缔结一项综合性的协定，禁止发屣和生产有大規模毀灭性的新型武器 

和武器新系16以及禁止发展和生产此种武器的某些具体的新类 iL或 

新系统的协定。作为走向签订综合协定的第一步，正如一些社会主义 

!S家已提出的，应由联合国安理会的各常任理事国和其他军事上重要 

的B家发表内容类似的宣盲，玫弃发展有大规模^性的新m武器和 

武器^统；些宣盲应由安理会的一项决定予以批准. 

(d)締结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 

3. 防止军备竟,大到正在为人类所饪服的新空阆颔械 

(a)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种类的武器的条约。 

(^)防止将外层S间变成军亊对抗的领域的逬一步措施。 

(C)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赛的逬一步搢施。 

(1)防止把改变环境技术用于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的进一步措施. 

4. 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 

(a)由安理会各常任理事il和同它们有军亭协定.关系的国家放荠扩大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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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和常规武器，作为走向最终限制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的第一步。 

( b )裁减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 

(C )限制出售和供给常规武器 ‧ 

(à)限钿或禁止使用某些类型的可能具有â£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的迸一 

步措施。 

5 .区域性措施 

(a) 扩大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中载有的在军亊领埃内建立信任措 

施，并达成关于建立新的信任措施和裁军措尨的协定。为此目的，在 

玖洲召开一次军事续和和裁军会议。 

(b) 在中欧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在区域性碁础上相互裁减武装部队和武器. 

( C )保证不扩大现有的或建立新的军爭和政治的集团. 

(à)结束把è欧洲，成军事和政治联盟的局面；作为第一步.从相互缩减 

军亊行劲开始，来消除两个集团的军事组织。 

(e) 呔安会的所有参加頃之间締结一项关于相互不首先便用核武器和常规 

武器的条约. 

(f) 在一些特定地区^ "一大西洋、大平洋、地中海和a湾地区制和降 

1&^事存在和军事活动的水平。 

( S )将地中海地区变成一个稳定的和平和合作的地区：把在军事领域内建 

立信任的措施扩大到这一地区，在协商一致的g础上裁减该地区的武 

装部队，擞走载有核武器的军m»放弃在地中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 

上部署核武器，核武器国家保证不对不允许在其领土上部署此种武器 

的任何地中海国家使用核武器* 

w在印度洋限制并接着缩减军事活动，在该地区建立和平区。 

(i)在远东制定建立信任措施，并为此目的，在各有关囿家间逬行谈判。 

(à)締结一项亚洲和太平洋国家间互不侵犯和不使用武力公约。 

W在东南亚建立和平和稳定区。 

a)从外国领土上撖出武装部队并取消外国军事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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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关的和其他的措施 

(a) 缔结一项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条约， 

(b) 有关防止未经授权或由于貧外情况而使用核武晷的进一步措;Jt 

(c) 有关防止突然袭击的可饞性的措:iS^ 

(d) 所有尚未加入有关 f S ^制军备竟赛裁军的现有的国际协定的国家均加 

入这些协定， 

( a )按绝;数字和百分比限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其他军事上有相当实力 

(b)傲为贯彻这一搢施的第一步一冻结军事预算， 

裁 其 他 ， 球 性 问 题 

军备限制和裁军构成了一个'头等重要的余球性问题a在此范围内执行一肇措施 

; 1 ^ 证国际安全的 m 是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并且是 ‧ 保护 ^维护 

环境题及觯决其他全球性问题的根本前IL 

裁军与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裁覃能够并S该;在公正相民主基础上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傲出有效的贡#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特别是将用于军事目 

的的赘源转为用于发展尤其是用于发展中囿家一一歃出有效的贡能 

从停止生产核武器和裁减核武器储存中节省下来的资金不应该用于核武器国家 

军事预算的其他开支项目， 

对用于造福发展中囿家的资金的分配应在公正的基础上进行，而且.没苕任何 

歧视的情况下，考虑到接受缓助国家的最紧迫的要求和需要，应建立一个特别委员 

会来分配这种资金。 

贯彻方案的时限相程序 

考虑到方案所包含的问题的紫迫性，综合裁军方案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阆里予以 

贯彻。各国政府均有责任显示出为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所需要的政治意愿. 

综合裁军方案应分阶段地加以实施，而且泣该以最高的效率去'采证立即减少和 

最终消除战争威,1«^，不断降低抗水平和持续限剞和裁减樓武器、常规武晷及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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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武器直至这些武器被完全消除。 

在各阶&在军备限制和裁军的不同方面可采取下列同时并进的行动：在一特 

定的军备领域中的部分的和全面的措施；有关武装部队和武器的质量和数量的参数 

方面；在全球范围在区域水平上；在军事领域树立信心的措施以及旨在加强各国 

安全的政治 ^国际法律保证步氣 

应把注意力优先放在针对制止核战争危险和遏锎核军备竟赛的各种措施上为 

此目的，有必要尽快恢复业已中断的军备限制谈判，并抓紧正在进行中的谈判以便 

通过达成适当协议结束谈判，与此同时，有必要着手觯决其他一些紧迫的问颈，以 

便在停止军备竟赛方面获突破，使真正裁军的进程得以开始 .就一些河题正 

在进行的谈判由于 â样或那样的原因，尚未结束，并不能成为員其他问题进行谈 

判的依据， 

对 ^ 限 制 和 裁 军 进 行 监 测 

关于军备限制和裁军的协议应对其执行情况规定适当可靠的监测以保证所有缔 

约国遵守协 I监测的方式和条件取决于具体协议的目的、范围和性质。涉及监测 

的问题应与审议具体的裁军冋题有机地联系起来，同时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而不 

是同它们分开进行。 

* 以往的经验表明，囿家的技术手段是监测协议遵守情况的可靠基础。在必要的 

场合，不同的核査方法和其他监测程序，包括国际手段，应在自愿的基础上结合， 

加强信任将有助于其他监测措施的应用， 

在军备限制相裁军领域中，在运用具体茼定的措施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先决条 

件是各国政府的政治意志；关于监测的技术上的困难不应成为拒绝就停止军备竟赛 

搢施达成协议的借口， 

机构和程序 

综合裁军方案应成为一种^力，促进 S国际裁军合作宣言的基础 _ b在该领:^ 

内所进行的建设性集体努力的大力发展，并恢复和加紧继续过去几年来进行的、现 

在业己中断的谈判。有必要更为积极地利用各种现有的谈判渠^包括多边的和;51 



GD/2^ 
Page 8 

边的*应该努力提高裁军谈判委S会这个独一无二的专门讨论裁军131颈的多边协商 

机构的工作效^特别是通过逬一步改进其组织工作来逬行， 

召开一次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世界性会议 个具有最广泛国家参加I I际 

~;?t釆取有效措施导致停止军备竟赛将具有特珠的意;SL 

在裁军领域负有主要贲任、起着关键作用之一的联合囿，应鼓励在该领域采取 

一切措施，重要的:t»联合国应定期了觯各种谈判的结果和综合裁簞方案的遵守情 

况，其中包括在无损于这些谈判的进行下，了觯在联合国权限以外的裁军领域中所 

作的各种努力， 

为审査各种协议的执行而召开的会议在保持履行军备限制和裁军各项协议的可 

行性和有效性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考虑到这方面的有堇经验，最妤规定一项定期-

审查的可行办 iè»`以便审查综合裁军方案的执行进屡情况， 

根据提出的要求，可以召开专门讨论裁军]^題的联大特别会议， 

世 界 舆 论 参 加 为 裁 军 a 的 努 力 

在执行综合裁军方案时，要求世界舆论发挥重大作用， 

联合 M E该促使公众了屏转竟赛的危险及其" " ^后 

说明一场核压争将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这个目的，应 

该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囿际委5会来说明制止一场核灾难的重要开展世界性的裁 

军运动，收集支持防止核战争搢施的签名运动，限剞军备竟赛和裁军，以及履行为 

各囿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妤准备的宣言的原则，都是在这方面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 

行动，.所有11家都应采取搢施禁止任何形式的战争宣传。 

综合裁军方案既要面向当前的紧迫需要同时又应蓍眼于未我们这一代人不 

仅必须世纪剩佘年代里的和平生活，还必须保证人类能在一个和平和瞢遍安 

全务1^下，进入第三个千年期。 

W W \ A t ^Ùt ^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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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Qrisiaal-ENGLISH 

198 I年 1 1月2日丹麦常珐代表就议事规 

则笫33至3 5条给裁军谈判 

委员会主席的信 

我谨奉我菌政府的指示，请阁下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有关非委员会成员国参加 

委员会工传的议事M作出适当安排，以便让丹麦代表团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2 

年会议的工作，在全MiSU非正式会议、各工作小组以及其他可能设立的附属机 

构中参加对委员会议^的一切实质性项目的讨论。 

丹 ^ ± ^ 、 常 驻 代 表 

凯，雷普斯多尔夫(签字） 

GE^-60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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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 Fetoraary I962 
rwnnr.sxi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Qrl^iaal:SKSLlJSH 

1981年1 1月1 8日芬兰常驻代表团公使衔参赞 

关于议事规则第3 3至3 5条给裁窣谈判 

委员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的指示，并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议事规则有关非委员会成员面参加 

会议的规定，我荣幸地通知你"芬兰希望在1982年会议期间在全体会议、非正式 

性会议和各工作小组中参加委员会议程上一切实质性项目的工作，并参加为了审议 

上述项目而可能设立的其他附属餘的工作， 

如萦将这项请求转致裁军谈判委员会 各成员面以便委员会尽早对此作出决定， 

我将不胜感激‧ 

公使衔参赞 

帕沃‧凯萨洛(莶字） 

GE.82-6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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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 se i-i * s厶 24 Fetaniary I982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CEDŒSB 

QrigjJBaXsENGELZSH 

1 9 8 1年 1 1月 2 0日挪威常驻代表关于 

议事规则笛 3 3至35条给裁军谈判 

委员会主席的信 

我荣幸地援引裁军谈判委员会有关非委员会成员国参加会议的议亊规则，请你 

允许挪威通过其常驻日内瓦伐表团，就委员会议程上的一切实质性项目，参加委员 

会1 9 8 2年会议的工作。这一要求适用于全体会议、非正式性会议、工作小组以 

及可能设立的箕 他附属机构. 

大使常驻代表 

约翰‧卡佩尔林（筌字） 

OS.82-60714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CD/249 

24 February 19S2 

OrifiBal: EHOLISH 

1 9 8 1年1 2月1 8日奥地利常驻代表关于 

议事规则第3 3至3 5条给裁军谈判 

委员会主席的信 

奉 我 国 政 府 指 示 ， 我 荣 幸 地 通 知 你 ， . 奥 地 利 希 望 根 据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议 事 规 则 第 3 3 - 3 5 条 的 ^ 定 ， 参 加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1 9 8 2 年 会 议 的 工 作 。 

奥 地 利 希 望 在 全 体 会 议 和 非 正 式 会 议 上 参 加 委 员 会 议 程 中 

所 有 实 质 性 项 目 的 工 作 ， 并 加 为 审 议 这 些 项 目 而 可 能 设 ± 的 

各 附 属 机 构 的 工 作 。 

顺 致 最 崇 高 的 敬 意 

大 使 、 常 驻 代 表 

埃 里 克 • 内 特 尔 （ 筌 字 ） 

GB. 82-60720 





CD/250 
Zk Fetaroary 1982 
CHINESE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Origlaal: HŒWCT 

1982年1月1 5日土耳其常驻代表关于 

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给裁军 

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奉我面政府的指示，我荣幸地通知你* 土耳其希望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3 3 

至3 5条的规&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会议期间的工作， 

土耳其政府对委员会议程上的所有实质性冋题都有兴 j l t因此，如果你能为土 

耳其代表团参加讨论这些题的<^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参加综合裁军方案特 

设工惟小组的讨论作出必要的安排，我将不胜感激‧ 土耳其代表团是否参加其他附 

属机构的工作的冋题，有待以后在这些机构设立后决定，如果必要的话，届时将向 

你提出与此有关的要 

大便、常驻代表 

卡 嬋 伦 ‧ 伊 南 （ 莶 字 ） 

(SE. 82-60726 





CD/251 
^ S ^ ÉÊ ̂  B ^ 24 February 1982 
裁 革 ， ‧ ] g 贝 垒 CHINESE 

OrigiTifll ; SPANISH 

1 9 8 2 年 1 月 3 0日西3^牙常驻代表 

就议事规则第3 3 至 3 5条的St定 

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絲国政府指示，谨通知你，土耳其常驻便团一正如19 8 0年和19 8 1年按 

照 议 事 M 第 九 款 的 规 定 所 做 的 那 样 一 希 望 任 表 团 ， 通 过 这 个 代 表 团 ， 

西班牙将作为一个非成员国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嘴会议（第3 2条），并将按 

照议事 M笫3 3 至 3 6条的规定参加它的附属机构的会议及本年内可能举行的任 

何非正式会议。 

参加这些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将包括我自5»公便衔參赞何塞‧伊格纳西吳•纳 

瓦罗 ‧菲格罗亚先生，参赞玛丽亚 •罗莎 •博塞塔夫人，以及将板据所要讨论的题 

目而被委任的任何其他代表。 

常 驻 代 表 

恩里克‧多明盖‧帕谢尔大使（签字） 

GE.82-60752 





CD/252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s ^ è ^ s r ^ i s s a 

Qrigmal:FEENCE 

1982年2月2日突;!Jf 

常珐代表就议事M第 3 3至3 5条的规定 

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雁的信 

继我1982年1月1 4日笫011 号有关我国要求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 

年的第一期会议）工作的信件之后，我荣幸地通知您，突尼斯政府对娄员会议程中 

的所有项目都感兴趣。因此希望突尼斯代表团能够参加全体会议和专门审议那些议 

题的非正式会议。 

关于突尼斯是否参加委员会的具体附属机构，特剁是综合裁军方茱特设工作小 

组工作的问题，将在较晚的阶段怍出决定。 

常 珐 代 表-

福阿德，迈巴礼大使（签字） 

GE.82-60738 





CD/253 
25 February 1982 

" " J " 4 

1982年2月2 3日筝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给 

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转递塔斯社 

1982年2月1 9日的声明 

我谨随信附上塔斯社1982年2月I 9曰的声明。 

谨请你将该声明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项目4的正式文件分发。 

苏联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V. L . 伊斯拉耶利安（签字） 

(SE.82-6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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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Z 

塔 斯 社 声 明 

美頃政肺'变:?S`着增加各神大规模缦灭性武器武库的危&^上菌先 

去年8月，华盛顿宣布将开始大量生产中子弹头这种极为不人道的>gf武罢，可 

能使用这种武器的想法ej^全体热爱和乎旳人民的愤慨 ‧ 

ilh后，在1981年10月，美面政府又宣布了一项空菌规摸发畏美頃战s#核 

武器的全面计划，该计划中包括生产和部署新一代陆基和海基洲际弹道导弹、重轰 
炸 # 远 程 导 弹 . 

最近里裉总疣又宣布了一项耗资几十亿美元的美面"重整化学军备"mH!L 

現在美面政府似乎:其现已拥有大量毒素化学物剤时储存一另一种大现模灭 

绝人类 8 9凶残手度一 ^ m .它现在准备用几百万装有更为致命的新旳神经麻 

瘠混合剤(即所谓二元装药)来装务美頃武装部队. 

^扩大其化学战剂生产的决定潰楚地表明，'为什么美頃多年来要如此坚决地 

反对締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BïS际公约.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美頃之所以拒绝:se这个冋题继续同苏联进行以菌é经进行 

过的谈判，是因为它窨怕在这一冋题89谈判过程中曽出现89达成协议菌景可能访碼 

美頃执行其显然蓄谋很久W美面"重整化学军备"的计划‧ 

在联合国157个会员面中，只有美面投票反对通过大会》?吁世界各頃不生产和 

部署新型化学武器并不在目菌尚无这类武器的S家领土上设置这类武器的决议，这 

件事当然绝,然，伹其意义实际上却非常重大 • 

显恭美頃是企图为'么、布其开始大量生产新型化学武器的决足在世界舆论方面 

妤准备尽力 î 5 r法为这一絲勝 a此华盛顿早些时候又 1 ^ 了 其 愤 用 诽 谛 

中伤95搜俩，这次是说苏联正在或准备在阿富汗或东南亚9?丛林里使用化学战剂• 

这是公然擞谎，丝毫无损于苏联正直始终如一的政氣苏联与美国不闳， % 

联是第一批加入1925年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日内瓦议定书的国家之一.苏联过去 

和现在都赞成宣布这神罪恶的战手!^为非法，井赞成销毁这类武器的全部储存. 

苏联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使用过化学战剂. 



至于美面，世界人民还没有忘ia»在美国侵瞜印度支那的那些年中，有几万^ 

化学物剂擞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杀窨了大批人&并无法娩教地破坏了这一地 

区的自然环免匪徒们屠杀阿富汗和平居民使用8^化学物剂来向何方并不是什么秘 

密，这些物剂都是美面制造的. 

华盛顿正在改进和积累的这类武器是野蛮89,同#»华盛顿正在酰醭使用这类 

武器的计划则:5脅信弃义的. 

美面并不隐讳它计划在欧洲和其他洲人口稠密的地区进行化学战这一事实. 

目前美面正在计论的、把新的化学装药装入巡航导弹、炸弹和炮弹的计划具有同样的 

的罪恶目的.美国正准备把大量的这类武器部署在欧洲面^ 为美国的前疳基地 

武 器 的 一 , . 

1981年9月1 5日，五角大楼的代表在美面面会上发言时公开承认，用新的 

化学战剂来装备'美匯军队是为了使其能在欧洲进行大規模的化学战争，这再一次显 

"大西洋团结"！ 

都变成毒气室正在以冷酷无It W态度荧划的备项计划也再次 

人《"« J真正# H M . 

世界各面人民和一切正直的人们的明显贲任是绝不允许这一破坏和平危害 '人类 

的凶残罪行得il» 

一切侵略者，不管他使用什么武器来发动战4^不论是孩武"1 1 ^中子武化 

竽 武 卷 或 其 他 武 都 不 M 脱 对 他 的 ， ‧ 

肆无忌悸的储存包括化学武器在内ÉRJ军备^会给其肇事者带来任何妤处，也不. 

会加强任何S家的安全，只有通过谈判，通过寻求实现包括禁止化学武器在内eg真 

正裁军措施的解决方案，才能保证面际安全， 

-苏联明确地赞成后一条道路 •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2 Mareh 1982 
GH INJjîSR 

QrigiJial: FBENCE 

1982年2月2 8日墦士常驻代表关于议事规则 

第3 3至3 5条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的指示，我谨要求按照裁军谈判委员会议事规则笫3 3至3 5条的 

规定，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讨论化学武器问题时， 

M议5fe非正式会议，以及参加就这一议题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 

瑞士常S代表团团长、大使 

皮 特 （ 签 字 ） 

smt^ W W 
w ^ t ^ ^^^^ ^^^^ ^^^^ ^^^^ 

GE.82-60882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CD/255 

GD/CED/WP.63 

3 March I982 

2 1 国 集 团 

关于《综合裁军方茱》中 

题为"机构和程序"一章的工作文件 

1.为了确保最有效地执行《综合裁军方茱》，在裁军领域中继续需要两种机 

构，一个从事审i:^ 一个从事谈It审议机构应由所有会员国参加，而谈判机构为 

了方便起见，成员应当较少。 

合裁军方茱》中设想的关于联合国在裁军逬程各方面的特珠作用的逬一步规&其 

中包括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买际后果。) 

&联合国大会一向 ; t ^并应继续作为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主要审议机关，并 

应尽一切努力促进裁军措施的执行. 

4大会第一委员会继续只应处理裁军问题和有关的国际安全 问题。（关于第 

一委员会每年审议《综合裁军方茱》的方式的进一步可能的规&将在以后拟& ) 

5. 裁军审议委员会将继续作为附厲于大会的审议机构。裁军审议委员会应每 

年向大会提出报告，(关于裁军审议委员会审议《综合裁军方茱》及其程序的具体 

贵任的逬一步规定，将在以后拟定‧) 

6. 裁军谈判委员会将继续是裁军领域中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有关裁军谈 

判委员会的进一步规定将在以后拟订。) 

7. 双边和区域裁军谈判也可起重要作用并可促进裁军领域多边协定的谈判. 

8. 应尽早地在适当的时侯召开一次由各国普遍参加并作好充分准备的世界裁 

S会仏 

9..为了使联合国能继续发挥它在裁军领域内的作用并最有效地履行各项赋予 

它的新增任务，应根据有关裁军进程的机构安排的研究报告（A/36/392),强和 

发展联合国裁军秘书处。（这方面的逬一步规定将在以后拟t ) 

GE.82-60932 

2.根据《宪章》， 续负有中心作用和首要贲任。(《综 



GD/255 

CD/CPD/ap.63 

Page 2 

l a (考虑到第一届裁军特剁联大《最后文件》第1 5、 9 9、 100、 102, 

103, 104 105L 10efP129a中的M^，并考虑到大会为执行第36/92C^议，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将就有关发起世界裁军运动作出决定，在《综合裁军方案》 

-机构和程序"一章中应包括有待钺定的关于动员公众奥论的规定，) 

11、 应根据大会的决定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必要时为谈判或达成协议提供条 

件，以此作为促进审议裁军领域中各种问题的进程的一部分（关于在联合囿主持下 

进行研究事宜以及关于联合S裁军研究所可能发挥的作用的进一步规定，将在以后 

拟 定 ， ) 

12. (有关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的规定将在以后拟t ) 

13L为了确保在彻底实施《综合裁军方案》方面继续取得进展，应每隔五年在 

《方案》各个阶段结束时召开大会特剁会议审査执行情况.第一届审査《方案》执 

*况的特剁会议应在19 8 7年6、 7月间召开.这种大会特剁会议应评价所审査 

的那个阶段中各项搢施的执行情况，如果评价表明这些措施未能充分执行，就应考 

虑作出必要的调整，并考虑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促进在执行《方案》方面取得进展， 

此外，考虑到包括科学技术发展在内的现状，审査^'为更具体地拟定《方案》第 

二 Î和四阶段中有待执行的搢施服务.联合囿的研究报告将对拟定第二阶段和以 

后各阶段有待谈判的具体措施的任务作a重大贡献. 

14除了在《综合裁军方案》各阶段结束时进行定期审查之外，还皮不断审査 

《方案》的执行情况.S此，在大会例会的议程中每年都应包揞题为"审查《综合 

裁军方案》执行情况"的项目.为促进大会在这方面的工作，秘书长皮在联合S裁 

军秘书处的帮助下，每年向大会提交一份关于执行《方案》的进屣情况的报告， 

15^联合国大会在其年度审査，或在定期的特剁会议上审査《综合裁军方案》 

执行情况时，可适当地提出加强《方案》执行情况的进一步搢施和程序.在这方面, 

要特别考虑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第1 2 5段中 

列出的各项提案(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有关规定，将在以后拟定), 

yot >ot ^ O t )âr >M 
r^^^ ^ ^ ^ ^ y ^ p ^ ^ ^ P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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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256 

5 March 1982 

德意志民主共和菌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工 作 文 件 

关于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 

I、德蠶志民主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最优先地考 

个特别组成部分， 

这是一项适时而紧迫的任务，目菌已有很多国家明磷表示不允许在其领土上部 

署核武器的^愿，但是另一方面，舞又#备在剁国领土上建立核武器武库的计 

划，实施这类计划不仅将使核军备竟赛升级，而且还将增加核战争在部署了核武晷 

人民，已日益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计划所产生的危险艮 

镙^志民主共和国和甸牙利经过反复考虑认为，防止进一步部署核武晷将是朝 

着以后从其他国家的领i:丄完全撤出核武晷这一更为广泛的目标前进的一步.这将 

有助于停止核武器的扩散，从而加强不扩散制度，有助于建立无核武晷区并有助于 

达成一项对无核武晷国家作出有效国际保证的协议.这将有助于防止核领域内存在 

的战略大致均衡受到玻坏.为停止和扭转在无核武器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晷所作 

的囯际努力将会减少核战争爆发的威胁，因此，一项相应的协议不仅会增加国家间 

的相互信任，而且还能为实现《联合国宪章》中的主要目标一加强国际和平与安 

± ~ 出 贡 献 ， 

2、鉴于这些考虑，德需志民主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囿与其他国家一起， 

起草了各项相应的联大决议。 

GE.82-60961 

：.总之，在其他国家领土上设置核武器将对国际局势产生 

愈发困难.许多要消这#I P署计划的无核武晷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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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91 ï号决议呼吁所有核武器囯家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设置 

这类武器，并，吁所有在其领 i上不拥有核武器的无核頃家遴M取任何可直接或 

i司接导致在其领 iJ l链核武器的步氟第34/87C号决议嬰求所有国家研究就此 

闳题締结一项s际协议的可能性，并要求联合囿秘书长弄清各'1的现点和建议并提 

交联合国大会.秘书长的有关报告/A/3 5/45中载有相当数量的頃家对这一问题 

的看法Mi义这些看法和建议清楚地表明缔结这样一项协议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而且还表明了各面要求釆取实际歩骧防止迕一步设置核武器的愿望，联合囿大会在 

第35/96C号和36/97Ef决议中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i^}^开始谈判，以便 

拟定一项不设置核武器的国际lîH:iL此外，第36/97Bf决议还要求所有核武器S 

|C^M取在剁頃的领土上设置核武器的逬一歩行动. 

尽管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i:St^尽管有几个囯家的代表团都作出了努力，但是裁 

军谈判委今仍絲以恰当的方式J S I ^不 ^ S : a核武器的问题，更谈不上拟定一 

项相应的国际协议了， 

3.在目菌債况下，德it志民主共和国和匈牙利两頃的代表团认为，现在比以 

往任何时侯都更为紧追和重要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釆取适当的行动，目的是 

要缔结一项使核武器S家和无核武器S家都承抠义务的国,眾协i:L 一方面，核武晷 

S家不在目菌尚无核武器囯家的领土上设置这类武器；另一方面，无核武器国家遵 

免 絲 任 何 导 致 在 其 领 i J i 链 这 类 武 器 的 搢 ; ^ 

在这一问题Ji»德眾志民主共和国和匈牙利代表团的考虑基于以下事实，即： 

应由无核武晷国家的国家当#出是否同鬵在其领 i _h设置核武器的主权的决定 

在谈!^締结相应的一项不设置协议的过程中，还应拟定核査该协议遵守憒况的具体 

程序,那种认为无法对不设置协进行核査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这种态度只能使 

人们对建立无核武器区所作的一切努力产生怀&因为这种无核武器区的一个基本 

因素;^担不允许在有关囯家的领 iJ i设置核武器的义务， 

关于拟定一项适当的不设置协议草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匈牙利的代表团认 

为在裁军谈判委艮会机构内设立一个特设工惟小组或任何其他附属机构是实現这一 

目标的最妤办法。与此同时，我们两国代表团愿考虑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就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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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 的 ^ 建 仏 

考虑到联大笫3 7届会议将把题为"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IS家的领土上设置 

这类武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列入议程中，德:t志民主共和国和匈牙 

利的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这一行动将对执行联大第36届会议的有关决 

议作出宝贵贡to 

W W 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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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CHINESE 

Original：ENGLISH 

瑞 典 

偾察孩暴炸所产生的空中放射性物 ; ta?国际制度 

近年来在侦察核爆炸39技术方面已取得很大进步，在地震偾察地下孩爆炸领域 

中已取得惊人的成;^裁军谈判委员会巳通过它的科学专家特设工惟小组设计一个 

地霣数据的S际交换制度，并提出处理这种数据方法，以便协助各面侦察并识剁 

mm. 
地复方法主要应用于地下核试验，在剁的试验环境还需要使用另外的技礼对 

于核爆炸的大气层的偾最重要的技术是对空中放射性物t的夯析,一次大气层孩 

爆炸所释放89放射性物质都散布在地球周围大气层中.这1£是说即便是轻微爆炸 

的微粒回降也能于两周内在发生爆炸的半球范围内89大部分地方偾察出^但是， 

在过去二十年间，这种侦察方法极少引起国际上重=ja»然而，放射性物质a?收集 

和分祈却有很大发展，全世界有许多监测站正在对大气层进行监测.至少有三十个 

s家共约七十多个这样B?r监测站在进行操f^,伹是，这些监测站a?分布是不平均的. 

今天它们主要任务是为科学和医疗卫生方的目时而对空中放射性物质进行分析. 

可以扩大这些监测站a ? ,用，使它们能够参加侦察孩虜炸产生空中放射性物质的 

S际制在全球范围内将醫要五十到一百个分布得很妤收集站以及若干面家 

或S际分析中心，所需要3?费用并不多.在瑞典建立一个收集站大概菁要一万美元, 

一个国家分析中心约需一百万美元. 

偾察孩港炸产生的空中放射性物质的国际数瑭交换制度的具体潸况同已经在审 

议中89地震数据的数据交换情况是相似a?. 

GE.82-60977 



瑞典代表团认为，关于偾察核爆炸所产生的空中放射性物质的国际制度问题，应在 

由裁簞谈判委员主持下在适当范围内加以讨论。特剁对以下两点可供选择的意见进 

行审议： 

_这个问题可在已设立的科学专家特设工作小组内进行计论。在这种情况下，小 

组的取权就必须改变， 

题a 

M » ( »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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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9 March 1982 
CHDCSZ 

OriglTinl ： RUSSIAN 

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 

牙利、蒙古、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璽 

工 作 文 件 

二元武器和有效禁止化学武器问題 

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有必要提请注意若千情况，这些 

情况正严重地妨碼制定和通过一个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以及销毀此种武器 

的公约草案。 

我们这里所指的就是关于生严、交付使用和最终在剁国领土上部署新式化学武晷 

—二元武器的众所周知的.决定。无论引用什么样的理由和怎样进行辩觯，把这种装 

有二元炸药的武器列入武器库必然会引起化学武器军备竟赛进一步的危险升&这是 

无可辩驳的事实。 

众所周知，^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根本困难在于这种武器的特珠性质：就是很 

难把两业用途化学品罔那些可以用于化学武器的化学品区别开来.而二元武器的出现 

必将使这一本来很困难的问邇大大地复杂化 

本工作文件的起草者并不是开始生严二元化学武器的消极后果进行详尽的分析, 

但我们愿意提到与本委员会正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的若干重要问颈，这次谈判的目的 

是要拟定一个彻底和有效禁止化学武器的研锎、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多边 

公约。有关二元武器的现有资料使我们得出结论，尤其是以下后果是不可避免的： 

/.从长时期来看，可以用来作为化学武器的组成部分的化学品的种类将大大增 

加，具有各种效果（不仅仅是麻瘵神经系统）的二元混合剂的种类也相应增加，例如， 

常规化学弹药转用于其他方面受这样一些因素的限制，如储存期间化学剂的稳定性， 

或它对这种弹药的包装箱或其他存放建筑物和设施的组成材料侵袭的程度，可是这些 

因素对于二元武晷来说，却并不见得关系如此重大。凭这一点就可以制造出具有能想 

GE.82-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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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到的各种各样效果的混合剂。 

«2许多囿家，不仅国家还有个人组成的各个团体也有可能生严、取得并储存 

化学品以制造新型二元武器，这就意味着化学武器扩散的危险将会大大增加， 

3.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不论是裁军谈判委员会还是苏联同美利坚舍众 

国之间进行的谈判，其积极的成果的价值都将大大下降，特剁表现在以下方面： 

(a)苏、美对有关禁止范围这一条款的谈判巳取得协议，并已转载于苏美两国 

止各种毒性致命化学品，其中当然包括二元化学品，该拫告谈到承担的义务时称 

"-"绝不研锎、生严、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储存或保有剧毒性致命化学s、其他|fc 

命或其他有窨化学品、或这类化学fi的酋体"，还提到"绝不研锎、生产、或以其 

他方式取得、储存或保有各种经特别设计的弹药或装目的在于通过使用这些弹 

药或装置所释放出来的化学毒性以fl起死亡或其他伤窨；或经特别设计，其用途直 

止内容，现在美®考虑的二元武器生产计划可能使这些积极的成果一笔^销， 

( t )苏联和美囿之间两定的致死化学品的毒性标准（ C D / ! U , 1980年7月 

7 H )的意义和有效性将降低a 

"谈判的进一步开展将面临严重困难，特别由于以下原因： 

几乎完全不可能，S面更难确保各缔!^国履行不转让化学武器的义务以及其他有关 

义务； 

( b )由各囿公布它们的化学武晷储存以及这种武器的生产手段这一问题将变得 

更加错综复杂，因为需要提出一个可以生严制造二元武器的两业用途化学品的定义, 

(c>如果生产了二元武器，则监测公约的执行情况问颞将在性质上严生新的质 

的变f t 

囿家的、特别是囿际的管制本身，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不是绝对不可能，也将变 

得极端困难；也可能出现掩蔽的化学品的储存和存以制造二元武器，以及在两 

业性生产的提子下研制化学武器的情况. 

( C D / 1 I 2 , 1980年7月7日），这一条款规定禁 

.因此这些措词就包括;?t二元武器相应的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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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会考虑到研锎、交付使用、特剁是扩散二元化学武器的危险，在第 

36/96 B号决议中吁请所有国家"避免釆取任何妨碍就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判 

行动，特别避免生产和部署二元武器及其他新型化学武寻，‧‧‧‧‧‧‧‧避免部署在现尚无 

此种武器的国家"， 

在目前形势下，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认为头等重要的问颈是实现联大提出的 

这一呼吁。 

yftt >ât yùt ifif ^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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镙意志民主共和囯 

工惟文件 

关于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以及停止核军备竟赛 

和核 裁军特设工作小组的任务范围草案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支持分别建立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项目1和2的 

#i殳工作小I为了促进早日建立这些特设工惟小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提 

议下列任务范围草案： 

1 、"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在1982年会议期间设立一个委员会的特设工 

作小组，以便参照所有现有89提案和今后可能提出的倡议，葸禁止所有核武器 

试验的条约进行谈判，该特设工作小组将在1982年第一期和第二期会议结束 

前!^裁军谈判委员会汇报其工,进屣情& " 

2、"裁军谈判委员会奴在19 8 2 # ^ 议期间 l t±—伸设工作小组， 

在务一届裁军特剁联大《最后文件》第5 0 sag基础_b阐明孩裁军93各个阶 

g ,以便为停止孩军备竟赛和孩裁军适当多边谈判进行准各该特设工作小 

组将在1982年第一期和第二期会议结束苜向裁军^判委员会汇报其工作进屣 

情 & " 

>0< >Oi >0< >0< >Oi 

SE. 82-6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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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O r i ^ - 皿 I S H 

提交绘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审议.关于值察和识别 

地震亊件的国际合作揞施特设科学舍家小, 

第十三.次会议的絲报告 

一、 根据裁军委员会会议1976年7月2 2日作出的决定而设立的"审议关于 

侦察&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在瑞典的乌尔夫‧埃里 

克松谆士的领导下，于1982年3月1日至1 2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了笤十三次 

正式会议。这是该小组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79年8月7 B奪4 8次会议决定 

规定了新的职杈后举行的第五次.会议. 

二、 特设工作小S继续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所有成员国以及提出要求的非成员国 

开放。因此，裁军谈判委员会下絲员囿的科学专家ft代表参加了本届会议，他们 

是：湊大利亚，比利时、保加利亚、 i J C ^ 大、捷我克、埃及、德意志民 M 

^圑、德意志联邦共ft国、匈牙利、印度、意大利、B本、肯尼亚、荷兰、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ft囯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三、 根据奥地利、丹麦，芬兰、新西兰和掷烕等国提出的要求，并根据裁军谈 

判委员会以菌发出的邀请，这些委员非成员国的科学专家们参加了本届会议， 

四、 世界气象组织的一名代表也參加了会议‧ 

五、 根il#设工作小组的目菌职权，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 

加拿大、捷克斯洛伐丹麦、芬兰、德意志民主共 f t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 

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荷兰、新西兰、掷威、波兰、罗马尼亚， 

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王国和美利S合众囿等国的专家们提出了 

同本小组工作有关的国家调査情报。 

6、特设小组在其笫十次会议期间同意设立五究小组，以便对有关这一工 

作的备领谜的国家调查^合作*究获得的经验进行适当的汇编、总结评估。这些 

准许自由参加的研究小组各研究一个具体PI题，并各有一名召集人或一名共同召集 

人领导，人员如下： 

、*由于较术原因.重新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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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震站台和地震站网-

巴沙姆博士 （加拿大）、 

(2) 有待定期交换的资琳（一级资料）： 

哈杰渐傅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瓦涅克博士(捷克斯洛伐克） 

(3) 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和M电传通信系统交換一级脊料的格式和程序： 

麦格雷戈博士（澳大利亚）、市川博士(日本) 

(4) 交换二级资料的格式和程序： 

胡塞比博士（挪威）、克里斯多斯科夫博士(保加利亚） 

(5) 頃际资料中心拟釆用的程序： 

达尔曼博士（瑞典）、阿莱温博士（美国） 

7. 特设小组讨论了各组长提供的i家调査，并就逬一.歩开展这一工作的问题 

提出了建iX* 

8. 至今审议的匯家调査被看作是与进一歩发展全球系统的科技方面有关的， 

并与进一歩迕行该系统的实验性 ‧是有关的， 

9. 小组特别审议了预见性的第三份报告，这份报告将是关于地震学的最新发 

展以及有关的地震技术的改进，但其内容都是与所设想的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1 

际合作措旅有关的，正如第CCD/558号文件和第C]3/4m件所阐述的那样。小 

组注意到，其中某些发展是很迅速的，其结果对于进一步发展全球系统的科技方面 

以及进一步进行该系统的实验性试验可能是有益的， 

‧，小组准备了 一份到 

19é2年3月为止的小组工作的全面概述，作为附件* 

11.特设小组还讨论了进一歩工作的日程.它认为， 

以及可靠地^其成果都需要时间，小组应设想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第二期 

会议期间或以后，按照其目前的取权范围提出一份全面的正式拫告，特设小组建议， 

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同:t的话，下次会议应于19 82年8月9日至20日在日内瓦 

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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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要 综 述 

审议关于偾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 

科学专家小组到1982年3月为止取得的成杲 

1. 为了有助于监督全面核禁试条约，1976年当时的裁军委员会会议设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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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裁军谈判委 

员会一直保持这个小组，参加小组工作的有
3 4

囯政府委派的专家和世界气象组织 

的一名代表。1/ 

2. 特设小组协商一致€àt的1978年3月1 4日第CCD/558号和1979年 

7月2 5 日第号报告中，阐述了如何在国际合作中为进行世界性地震资料 

的交流而运用地震科学，以便协助各囯对本囯的全面核禁试进行监督. 

3. 提议建立的全球性体制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a)由世界各地现有的或计划设立的5 0多个地震站组成的站网，配备有 

用于搜集资料的经过完善和改进的设备和程序； 

H))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电信系统进行以上资料的国际交流； 

(0在特别国际资料中心里处理资料，以便各参加国使用， 

4. 特设小组已经审议了第CCD/558号文件中设想的今后有可能设立的地震 

站网的几种理论上的模型*在拥有最有效设备的模型中，一个站网佑计可以在北半 

球探测到体波度为四或更大的地震事件，在南半球可以探测到体波幅度为四点三 

或更大的地震事件，其探测概率为90%。特设小组在报告中还指出在南半球增加敏 

^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艮加拿大、中国（作为观 

察员参加）、捷克M伐: ^丹良埃 i t芬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鼋大利、日本、肯尼1墨西哥、 

蒙古、荷兰、新西生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复秘鲁；波兰、罗马尼亚、 

西班牙、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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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设小组 

并没有研究这种体制进行核査的能力，S为该问題被认为是其工作范围以外的事， 

5. 各地震站或观察站报告的资料应有标准的形式，并分两级： 

二级资M关于测出的地震倌号基本参数的最迅速的例行报告； 

二级资料是根据要求更多情报的请求而提供的有关波形的详细记录， 

闳目酋地震学的做法相比，应该更多地把重点放在同地震事件识剁有关的参数上， 

关于报告的范圑、连贯性、可靠性和及时性也应^一般的严格的业务要求，凡能 

够适用时，都皮按照国,上协议的科学做法. 

#^小组详细说明了从观察站的测量中得出的参数.各种参数主要是用人工测 

出，但是小组也考虑了用计算机自动提取参数的可能性，这将大大减轻观察站的工 

作负捏， 

小组还报告了交流的二级 资料记录的格式以及有必要附上的记录说明书. 

6. 关于设想的交流资料的^步及时性，特设小组认为现实的目标是在报告和 

处理一级资料时最多不超过三至五天，在获取二级资料时最多不超过四至六周， 

7. 为进行有关基本观察参数的一级资料的全球性交换，特设小组粥义使用世 

行的和有效的，世界气象组织第8届大会已经Iff步接受了科学专家小组提出的建议, 

该小组在制订具体内容方面也得益于世界气象组织官员的密切合作.世界气^织 

^地震资料交换工作，然而在地震资料最大负荷时期，预计在南美洲、非洲、亚 

洲和太平洋的某些地区会在低速全球电信系统电路上遏到一些困难.特没小组赞赏 

地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已开始釆取必要的行动，以提高这些低速电路.小组还具体 

研究了使用这种全球电信系统时采取的格式，并建议使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 

统为科学通信已在使用的国际地震电码的格式. 

8.小â研究了现有交换二级资料完整记录的格式和程序.这些格式和程序多 

种多样，从航寄薄波图或磁带到传真发送图示记录，直到通过特殊电倌数据联系网 

'^t^送大量的数据，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有能力交换二级资料，S为完 

整记录载有的资料太多，因此，必须根据各种情况下现有的设施对交换二级资料作 

，这是因为这种系统在全球都可利用，并已被证实是可 

.可利用低气象通信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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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他临时的安排. 

9.所建议的资料中心的目的是为了向各国提供容易取得的地g事件资料，以 

供各国估计之用。特设小组特剁建议，应设卑几个搜集、处理和传播地震资料的国 

际资料中心，以便傲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可靠性。关于利用世界气象组'织囯际电信系 

统进行资料交换的问题，最妤把这些资料中心设在靠近i:界气象组织各大通信中心， 

例如莫斯科(苏联）和华盛顿（美国）的地方。资料中心应： 

(a) 通过各参加國经授权的政府设施，从全球性的地震站两接收一级资料 

和二级资料； 

(b) 将议定的分析程序运用于可得到的资料，以便估计地震事件发生的时 

间、位置、深度和强度； 

(C)把所报告的识别参数与这些事件联系起来； 

(d) 根据规定的程序，并在不解释识剁参数的情况下，分发这些;祈的全 

部结果的汇编； 

(e) 作为所报告的资料和分析这些资料的结果的档案保管单位； 

(f) 根据要求索取并转送二级资料. 

这些中心应有相应的硬件和软件，并应相应地处理所有一级资料。处理应基本 

上是自动的，由一个地震学家进行一些操作.特设小组对阶段联系、事件发生地点、 

深度估计以及强度计算制定了详细的技术程序，并对此作出了报告'计算结果将通 

过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或通过其他安排向各国报告.一旦有资料可以确定事` 

件发生的地点，资料申心即将发出初步的通报.筝件发生后的一周内应分发最后的 

详细报告.资料中心还应设立资料库，以便储存甸其报告的一级资料、通报中的事 

,析、尚未找到有联系事件的信号以及所要求的二级资料完整记录. 

-10.舰小组在提出了第CCD/558号和第CD/43f这两份协商一致通过的、 

小组的参加国接受的报告以后，小组集中精力讨论了进一步发展所建议的全球交换 

地震资料的科技方面的问题，并审议了整个'全球系统的实验性试验问题。这一工作 

的形式是审查并分析一些对有关事项所进行的国家调查，其申有些调査具有相当大 

的影响和份量。小组对各种各样分析资料的科学方法进行了研究和发展，通过两次 

全球实验研究了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可靠地交换资料的条件，有二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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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参加了后一次实验.第二次实验的结果需要进一步调查a小组还深入调査和实 

验了已有的资料中心的详细资料.小组特别认识到各研究所和其他机构所 

得到的电子计算机和电倌技术迅速发展的影嘀，并建议原则上可通过采取这些办法 

的方式大大增加设想中的全球性交换体制的效率，但是，小组内关于这些所发屣在 

科学上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程度尚未确定.囡此关于如何根据目前的科技进展改进 

侦察和识剁地震事件的国际告作搢施的全球体制的原来建议问题，小组的提议还有 

# # 设小 ^身的进一步工作 . 

^̂ ^̂  ^̂ ^̂  ^̂ ^̂  ^̂ ^̂  ^̂ ^̂  

^^0%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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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NE2E 
Original: ENGLISH 

匈 牙 利 

工 作 文 件 

关于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 

一. 1976年以来，在第CCD/Sll号文件和第CCD/514号文件提出之后， 

裁军谈判娄员会一直在处理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 

统的冋颈，1979年7月1 0日的第CD/35号文件中载有关于这一问鏍的讨论和 

意见交流的实质性总结。这些进程说明，在如何有效地防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产生的基本态度方面以及在处理这一问题的组织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分歧. 

然而对ai进程进行分析就能清楚地看出，尽管是立场不同的各方，都一致认 

为有必要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采取可导致有效地防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产生的 

恰当步骤，并为实现这一目的寻当的机构. 

二. 为了促使这一目标得以实 l îL»匈牙利代表团于1981年4月7日提出一份 

工作文件（。/174 ),并提议召开有合格的、政府专家参加的委员会非正式会议。 

非正式会议于1981年7月举行。联合菌大会在其第36/89号决议中"满意地" 

注意到S>"^实，并表示深信"应当运用一切方法和途径，以防止发展和制造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和北种武器的新系统". 

=.第36/8特决议在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就此项目"加紧谈判"的同时，还 

"促请安全理筝会各常任理事国以及其他军事上重要的国家发表内容相同、放弃研 

制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声明，作为締结一项关于此问题的综 

合协定的第一步"这"将由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定予以认可". 

四.根据第36/89号决议所提出的建议并考虑到委员会几个代表团在这方面 

都表示了相似的观点，现在似乎应认真考虑各种适当的方式，使所有国家，特别是 

GE. 82-6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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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以及其他军事上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发表内容相同的庄严声 

明，谴贲往后为发展、制造和部署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所惟的 

努力， 

五. 根据1 9 8 1 4 ^议的成功经匈牙利代表团建议，在1 9 8 2年第二期会 

议期间，由有关的各国代表团提供合格的政府专家，在他们的协助下，举行裁军谈 

判委员会非正式会I关于召开二或=次这类会议的确切时间，应在适当的时侯加 

两定，欢迎非成员国，包括非成员国的专家们参加会仏 

六. 除了对笫4段中提议的各项声明进行实质性审议之外，各国代表团和专家 

们^就合格的政府专家特设小组所可能担负的任务进行讨A以及;继续审査禁 

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晷问题的备选方法和手段进行讨其中包括计划设立的合 

格的政府专家特设小组的可能1^第CD/174号工作文件中建议的讨论议题很可能 

仍然是恰当的，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以适当的方式把这些会议的调査结果和结论记录在案，并按 

第36/89号决议的要求，以此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的附件，提交给三十七 

)̂ î̂  ï̂ï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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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CELNESZ 

Qrigiaal:FRENCH 

罗 马 尼 亚 

工 作 文 件 

科 学 家 和 裁 军 

1. 罗马尼亚"科学家与和平"全国委员会为了国际和平和安全事业，也就是 

为了人类的未来愿提请在日内瓦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对于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予以重 

视，这就是把科学和技术越来越广泛地用作决定性的工具，用于发屣新武器，特剁 

是具有大规模毁灭性的武晷，以及用于改进现有的武5‧—一军备集结的主要来源—— 

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军寧领域中的技术竟赛对于各国安全所产生的不稳定的 

m.以及这一发屣在增加战争的危险方面的十分严重的含义，尤其是由于意外事 

故，失算或误解而发动一场核浩劫的危险方面的严重含义，使得采取紧急和坚决的 

措施以制±这个极端危险的途径成为十分必要. 

2. 把科学和技术大规模地应用于军亊目的的确已经达到了一个菌所未有的水 

平，根据高度可靠的国际研究，占有很大比例的科学创造力量~i:界上百分之五 

十以上的最有能力的科学家和四分之一的所有科学和技术专家，都在致力于发展和 

生产新武器。由于大量的资源拨用于军筝目的，毀灭性手段的制造技术正在飞快地 

发屣，这与未能取得具体成果的裁军谈判的缓慢进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实际上， 

我们现在面临的关头是：裁军谈判对军备竟赛将不能再施加任何影响，以及存在着 

军备竟赛将挣胱一切控制，给全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的真正危险. 

军事研究和发屣正在日益成为一种独立活动，并按照自己的势力和法则前进的 

这个事实，使局势懲化了，在设计新型的或大规模莰灭性的武器新系统的同时，各 

方又在发展抵抗对方可能生产的类似的武器和系统的手段，这大大地加剧了军备竟赛。 

特别令人忧虑的一个根源是，军事研究已深入到物理、生物、医学甚至社会科学 

这样一些基本的领域内，它已超出单纯的军事的含义而正向着整个科学的军事化方 

向发展.当一些与能源和食物供应等有关的基本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急迫地需要觯决 

的时侯，这种局势对于为和平目的而进行的研究，产生了极其有窨的作用'这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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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尤为严重的是，很少数的国家应;^为军事目的所进行的研究发展的全部开支的 

大部分负有责1^ 

3. 由于科学和技术大规模地用予军事研究和发展所产生的严重危；^,给科学 

家们一他们最了觯核和其他大规模莰灭性武器的毁灭性能以及该大战的灾难性后 

果，这已不仅仅是一种儍设而是现实的令人惊恐的实胁一提出了道德上的责任， 

他们有义务在为裁軍与和平所进行的努力中去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一危r仓显著地彊 

调了釆^紧急搢施，停和扭转技术上的军备竟赛的迫切需？。 

4. 为此，罗马尼JE"科学家与和平"全国委^会认为，曰内瓦的裁军谈判委 

员会有责任进行谈判和迷成协iX»以便能够为停止军备竟赛和开始进行真正的核裁 

军作出有效的贡t从这个;t义上说，应特剁重視釆取必饔搢施，结柬军享上的技 

术竟謇和促使放弃将科学和技术的成:就用于创造和改进大规模蒙灭性的手氣 

5. 就制和缩减处于研制过程的新武晷这小领域内的军事研究问题达成一项 

协&是朝向旨在通过谈判来缩减用于军事研究和发展目的的经费，傅能就"逐渐 

抑^"技术竟赛方面达成更广泛的协定的一个合理的第一步，在这方面，应该作为 

一项急追项目进行审议和谈判的搢施是：制定一项协&使那些最积极从事军事研 

究的S家，也许可以通过犮表内容一致的宣言，对其把科学和技术能力用于军事目 

的进行节制• 

6. 罗马厄亚"科学家与和平"全頃委员会认为，在进行裁军问题谈判的现阶 

段，从技术和科学的角度来看，问题变得非常复杂的时侯，科学^特别是那些从 

科学家们通过适当的方式与裁覃谈判委员会共闳努力，无疑地将促使委员会3程上 

的重大问题的谈判达成协议，从而在总的方面成为裁军谈判的一个捶动力a 

科学家们可以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获得关于现有核武器储存所拥有的巨大的毁灭 

力量，核冲突对所有II家将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以及为此迫切需要裁军等方面的 

有说服力的科学资料，他们可以HJ^关于现代体制在防止3于葸外事故、失算或误 

解而瀑发的战争方面已变得越来越靠不住的宝赍情报。最近有关核战争的大量错误 

警报清楚地说明，现^人类的首途对于复杂的报警和对战珞武器以及其它,有极 

大毀灭能力的武器控制系统的准确运行依赖到了什么"S度， ' 

.,可以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作出有益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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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宣传人类生存对警报相控制系统的惊人依赖程度外，科学冢们还可以通过 

就核查河题和裁减军备和裁军!SI颈的来来协议帮助制定出可以接受的觯决办法，对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作出特剁有益的贡献.如果说大规模利用科学相技术给军事 

力量装备消灭人类文明的工具是可能的话，那么，科学家们也必然能够设计出有利 

于对裁军措施进行核査的方法相技术，从面帮助扭转军备竟赛并实现裁覃的目标。 

科学家们还可以通过科学地说明裁减军事开支对加强各国的安全和发展的妤处, 

说明把军事设施转变为民用生产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和其它福利，以及消灭 

核武器和其它具有大规摸毀灭性的武器在技术上的可能性等等，对裁军谈判的进程 

作出有效的贡献. 

7 .为了使科学家们能;if裁军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为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目 

的，应考虑建立一个科学家特设机构，这个特设机构在委员会的要求下，应该有它 

的主要任务，即对日内瓦正在谈判的问颈的科学和技术方面进行审査，以及提出具 

体葸见和建议供委员会进行审"SL这一机构应具有代表可以由联合囯秘书长根 

据大会作出的决定和各国提出的建议加以建:SL 

sf>tâ sfi^ 

r^9^% w^^^ w^^^ F"̂F̂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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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 兰 

关于核查与化学战剤禁止 

" i i的关系的工作文 

在裁军委员会会议和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就禁止化学武晷的谈判已经进行将近十 

五年，但是至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然而，在这期间所进行的很多协商、工作文件 

和专家会议已使所涉及的无数问题变得很清楚，并且在一些领域中也取得了协商一 

致意见。 

过去几年中，在美、苏举行的双边协商中也谈及了这一问题.人们对于这些谈 

判寄予特剁的希望。但是，这种乐观态度也是毫无根据的，各项联合报告表明在近 

期内无法缔结一项公约。輕裉 ‧ 1 ~最后一份（CD y i l 2 )是在1 9 8 0年夏報 

出的一确实预示在许多重要方面取得的某些共同谅解，（大部分是在裁军委员会 

会议或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早期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一等到取得政治谅觯，这些报 

告就将为条约提供技术上的准备工作， 

首先，人们极为满意地注意到，双方都认为今后结的公约将是全面的，双方 

都保证绝不发展、生产，或用其他方法获得，储存或保有剧毒性致死化学品或有窨 

化学品，或者这类化学品*前体以及化学弹药或其他化学战的手段。公约还要包括 

关于销毁所有现有的储存的保5E。 

趣笫二他们进行工作的前^根据总的、的标准"来确定未来条约的禁止范围，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条约内容清楚无误，使人不会产生误觯，这就是说，违反条 

约的人无法借口自5是因无知而违反了条约。 

令人遗憾的是，局外人无法轻易核査研制和生产某种化学品的目的。这样，要 

根据目的标准宣布某种化学品是化学战剂，往往是不可能的，在把这种化学品用作 

战剂或至少是在将其装入弹药中或储存进军用仓荦之前往往是不可能的。囡此，为 

了便于核査，需要为各种化学物剤制订附加定义。关于这种附加定义，双方须首先 

着手觯决运用毒性标准的问题。 

GE. 8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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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似—致认为，可U有 I d ^ o=O*Sms^ S (皮下）或2 , 0 0 0 mg-min 

/m' C吸入）的化学品定为最危险的剧毒性致死化学â .因为尚未证明这种化学& 

中的化合物可用于任何非敌：吋的目—除了少量经允许可用于研究相保护目ai!外 

—所以可以彻底禁止这种化学>S,并可单纯地根据毒性比例把其惟为化学物剂进 

行核査，这样，如果一种化学â的毒性能用一致同S的办法加以测定，并且其毒性 

超过特定限庹，那么就可公布这种化学品为禁用物齐!. 

事实」:》要确定毒性可能是既困难又费时间的，这是因为薔要有一定数量的各 

种纯化合物来进行可信的动物试验，如果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准备，就可使;有争论 

的化合物的化学结构进行簦定的工作稍为容易一些.因此一份作为补充标准的禁用 

化合物清单可能是极其有用的，既使这fHf单中不可能包括所有潜在物剂或已在 

秘密发展的物剂，但是如果这份清单由世界各S的专家来提供，它就有可能可靠地 

列出所有确实重要的物剤.此外，因为目的标准是起主导作用的，所以未列入清单 

的化学&也绝不会免于禁JL 

我们认为，如果这一禁用化学品的清单中再附有另一补充资科，即有关各种化 

合物的分析结果和核査方法的情那么这份清单就是真正有用的丁..如果能就每 

种化合物的标准化核査和鉴定系统达成一致意见，那么使用这些方法将极大地有助 

于S家核査和化学防务措;jfe»从而减少突然袭击的可能^§« 

这种同样的评定对于其他致死或有窨化学品来 1^是更为重要的，这是因为毒 

性标准对于确定这些化合物不能是决定性的*在0* 之间的ld，。标 

准范围内有很多非敌;ît用途的化学品，例如杀虫剂和工业中间物.另一方面，很多 

已知的战剂，要Ifc所有的二元前体具有较低的毒!^晨重目的化学品构成了特珠的 

邇。要控制氰化复或瑷銑氯这种蓍通化学品的生产相使用是不可能的。必须按照 

目的标准禁止这种化学品，但I大部分重要的化学物齐j,例如芥子气可通过化学 

结构的方式加以确定，并彻底禁止关于第三类，例如虎基膦羧基氯化物和氟化物等具 

有相;?t有限民用用途的重要二元前应建立一种有监督的许可制度，禁止在制度 

规定范围之外进行生严和使用这类物剂. 

大家还一致认为要成立一个协商委员会，设有常设秘书处负责各项；！际核査搢 

施。该委S会还应负贲管理禁用化合物清单，以便使这份潰单不断更新，并监督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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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制度得以实施。此外，公约各缔约H应有权葳这份清单提出建议。 

最后，考虑到公约应是全面的，并考虑到目的标准是禁止化学物剤的主要基础, 

我们认为，除了毒性标准之外，如能提出一份已知的或极其令人怀疑的化学物剂的 

清单和标准化核査资^就能有效地帮助核查工作.彻底核査是不可能的。少量的 

危险物剂可能在相对简陋的实验室里产à>甚至有些新的剧毒化合物常常会在进行 

其他调査时无意中产生，这些产品可能是危险的，例如掌握在怖分子手中。大规 

模生产和发展一种具有军事重要意义的武器系统的m可通过各种侦察手段加以揭 

露。Sib就潜在的或秘密的毒性物剂来说，即使这份禁用物剂的清单不可能是全 

面的，但仍可限制这类化合物的数量和重要性.各种标准化核査方法对于过去尚未 

提出过的新化合物来说;1-种妤的分析系统， 

最后，我们清楚地知道议并不能解决核査这一难题，但是我们认为，如 

果对禁止范围达成一致意见，并在此范围内判断出现实的可能性和核査的限度，那 

么公约的可靠性就会增大， 

yf^ yf^ yf^ 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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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INGLI3E 

背景情况 

美面在化学战争领域最终目标是彻底地，可孩査地禁止发展、生产和锗存化 

学武器，在这样一个禁令未达成之菌我们a?目标是与现有条约和®际法相一致 

一一制止使用化学武器，除非有人首先向我们或我们3^里@使用化学武器，美頃决 

不会使用化学武器.美頃没有也将不会拥有生物或有毒武器， 

苏联化学和生物战争计划 

苏联W军事学说设想使用化学武器并承认它们的价值，特剁是大量便用和突然 

袭击时使用价U t 

更为重要a?是，苏联及其盟国已充分作妤发动化学战争和在化学物污染85环境 

中作战准备，苏联拥有大量不同种类致死和失能化学物剂以及这些物剂运载 

工具，他们有一个经常使用Bïï、规模趲来越大95化学试验场和一个拥有60, 000多 

名士兵锎练有素庞大编制，这支邵队在苏联军事统治集团中地位在七十年代 

已予提高，他们在个人和菓侔防护以及清除污染设备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TO且 

他们是用化学物剂实物进行词练 

除了现摸庞大化学战争计划，在斯维尔镙洛夬广场发生8^ 一 次 篁 大 意 外 事 

件以及在东南亚B?J证据表明，苏联的军火库里还拥有《生物和有毒武器公约》明确 

#止8？有毒武器， 

七十年代5?美Sf计划 

同苏联在七十年代大部分时期相对比，美面降低了它8?裉复性能力，没有加 

GZ.82-6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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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防御化学物能力，并且忽視了相应防御思想和训氣此外，美国在 1 9 6 9 年 

已停止生产致死或失能化学物剂并停止在新9?弹药中填充化学物剂.与此同时，美 

頃玫弃使用生物和有毒武器销毁了这些武器89全部储存，并把它3^生物战争设施转 

变为用于和平目B?f. 

军备控制方面所作a?努力 

在单方面隈制我们89化学战争能力33同时,美面在七十年代后期曽试图同苏联 

16全面地可孩查地枭止化学武器条约达成协议对消除化学战争威胁出了重大努力. 

这样一项禁令核査是一个复杂而困难 e g问氬主要由于双方在对禁止化学武器霈 

要进行有效贫査这个棘手a?冋题上有裉本分埂，特剁是苏联在关于现场視察这个问 

题上不肯妥协，终于使这方面a?努力陷于僵局》谈判由于我们在这个领域比苏联薄 

脔而进一步复杂化了，苏联拥有绝对89军事优势，因此在化学战争能力很不对称旳 

情况下也;IÊ没有什么军备控制a?澂情‧ 1S是苏联只要能阻止美頃提高它戎慑能力, 

它对谈判到确实是感兴趣B^, 

鉴于美苏之间W全面军事均势，我们不能依靠我们军事能力其它组g部分来 

制止化学战争‧因此，为了制止化学战争，我们认为有必要充夯加强我们9?化学战 

争能力，以抵制苏联从使用化学武器中取得直大军事优势.加强我们防御化学武器 

95能力是抵制苏联取得这种优势—个必要a?,伹不是足够3?步I 

加S防御能遂教生命、减少伤亡并减轻一伹不是消狳一一在一个受化学污染 

95环境中军事行动ffî严重削弱.所需要防护设备会降低巩动性，缓慢作战行动并 

使许多任务变得困难或者成为不可能*单纯地依靠加强防御会使化学战争3?发动者 

不受防护播施eg束缚而自由行动，这样:^便他们占了很大便苴，同时也鼓励了化学 

武器89使用. 

a此，除了加强我们a?防御能力外，我们必须保捋以化学武器进行裉复a?能力, 

以降低敌人要想首先使用化学武盎欲望，a为对方进行活动时也一定要受防护设 

备3^累赞，伹是，我们目面8^化学武器储存（它最终是要被锖毁B?)是不足以提供 

有效威慑力B ? ,目前锗存由于存放在体积庞大3?容器盅，大郅分是无法使用ff?, 

余下大都是装在已经或将要被洶汰掉武•^Sg弹药曰，了9?#存还"？^乏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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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付进攻邵队后卫梯队S?武器，最后，由于运输需要夏杂安全预防搔施，便 

目前锗存产生后勤冋题，这也逬一步限制了它时便用. 

计划的g标和要求 

美国化学战争计划的目标是加虽防御和报复能力，以击J止化学战争的进攻并为 

军备控制谈判提供剌激并取得力量， 

美国玫府关于化学战争的最新计划的拨款莩求包括以下各点： 

一卡特政府的化学战争计划从1978年财政年度的lib 000» 000美 

元增至1981年财政年度的23& OOa 000美元，以加强防御化学 

战争的力量， 

一 1 9 8 1年新政府的；98 1财政年度防御追加预算拨款要求包括 

2a 000, 0 0 0美元购买絲^L b S国会批准和餘兴建的二元 É / ^ 

皿所需要的装备 . 

一 1982财政年度预算拨款要求包括53a OOa 000美元拔给化学战 

争计划，主要用于防御，但没有生产武器的资金， 

1983财政年度要求给予化学计划705 000, 000美元，其中百分之七十以 

上用于防御，百分之十用于处理过时的化学武器。剩余部分资助威慑计划的报复部 

分并包括30 000» 000美元添置二元化学弹药：口径为155纖的二元自动推进 

式大炮和大眼式g投化学炸弹。 

1983財政年度计划（50& OOa 000美元）的防御都分将加强化学防御各 

个方面的质量和数量，其中包括：训练、个人和集体的防护、侦察和警报、清除污 

染和医疗. 

计划（指1983财政年度计划中的123≫ OOa 000獒元，其中包括生产资金） 

的报复部分的目的是保持最安全、最小的化学弹药储存，它具有使任何化学战争发 

动者丧失重要军事优势的能力，我们不需I也不准备在物剂或弹药的数量和品种 

方面赶上苏耽 

美国将继续在这一领域执行认真的限制并将仅仅加强那些对确保美国具有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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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效的威慑或报复能力所必需的部分， 

美囿正在研嘲的二元弹药^含两种非致命性物质，只有当这两种物质洚合时才 

成为标准的神经毒气‧ 二元武器在从制造经过储存和运输，到最后处理这整个活动 

周期中所锾供的安全感、可靠性以及后勤方S的优点，使二元武器逻辑上必然地被 

逸中，它比一元弹药更符合绪存现代化的荽求*运输上的优点使集中存放和紧急部 

署的战略运用更加可行，而且在存放和控制二元成分方面存在很大的灵活 t 

结 论 

美囿玫策的最终目标是就化学武器达成一项彻底的可核查的禁令来消涂化学战 

争的威胁，我们的计划支持这个目办法是充分加强我们的军事态势，从而使苏 

联意识到他们不会从这种战争中哀得何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有毒的化学武器全部都是用来对付 

未加防护的军队和没有能力保护i St也没有能力进行报复的平民的，即使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规模进攻开始日以后，在欧洲的激烈战斗中，希特勒也没有使 

用化学军火，因为他相信盟囿会是准备妤了要进行裉复的， 

我们把全部努力投入这个领域是为了制止使用化学武器，并激发苏联共同致力 

于我们的目标一寻求彻底地、可核査地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如果我 

们赝利地达成这顷禁4^我们就能够并且急切希望在任何时侯终止这个化学武器计 

划， 

>e< )à< iot ^o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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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工作文件 

关于核査化学武器公约遵守情况的原则和规则 

A .前言 

1、 人们蓍遍一致认为，需要对一项禁止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晷并规定要 

销毀这类武晷的现有储存的公约进行充分的核査， 

1925年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的各缔约国并没有建立一种核 

査手段.但是，在严重违反议定书的情况下，国际法的一般规则仍然允许 

报复行动，这是因为化学武器的生产ft储存并未予以禁止。很快，国际社 

会对这种造Â相互间不信任的状况就感到不能满意.这种认识是促使人们 

要求全面禁止化学武器，以便永远防止使用这种不人道武器所产生的一切 

危险的原因之一。然而，如果不能确实觯放核査公约中各项条款遵守情况 

的问题，那么这种条约就没有充分考虑到缔约国的安全需要， 

2、 人们还一致认为，这种核査不应仅限于国家措施，而应把国家搢施和国际 

措施以及将由一个^常设国际机构实施的办法结合起来。第 

号Z文件把这一国际机构称之为协商委员会，下文称其为"协委会"。因此， 

各缔约圜必颡承担义务，既要确保在国家一级遵守公约，还要接受协委会 

的监督， 

3、 早在1954年，德意志联邦共国就放弃了化学武器的生产，并同意对其 

不生产这类武器进行国际核查。在这一领域中，德意志联邦共国是具有 

长期国际合作经验的唯一的国家。它在1979年的一次讲习会上介绍了自 

S的经验，笫号文件中载有这方面的成果。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 

建议把适用于德意志联邦共^国的做法作为典范，而是要证明，包括现场 

视察化学厂在内的国际核査措施是可行的，不会危害约国保守商业和生 

GZ.82-6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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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秘密的正当利益。 

4、 德意志联邦共^国认识到，以现场视察的方法长期而全面地监测所有军事 

和非军事工广是否生产、储存和销毀公约禁止的化学武器和物剂，是不切 

实际é^, S为这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资金，因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 

张对所有e/i^的适合于ÉJ*^阌毒性化学战剤的工厂进行定期现场视察， 

釆用的办法是由协委会每年抽签挑出特定数目的这种工广进行 监测。 

5、 此外.在发生特珠箏件的愴况下，必须有可能通过质疑进行检査&现场视 

察，然而，这种做法本身还不足以可靠地核查遵守公约的情况，特剁是核 

查遵守销缦化学武晷储存》生产工厂不生产化学武器的义务的情况. 

6、 本文伴的基础是过去就化学武器公约问題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各份文 

件中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已得到相当多成员的同意，并作为上届会议的 

成果被概括在笫CD/220号文件中。本文件基于以下设想，即对所有军S 

或非军事工厂生产、储存销毁公约禁止的化学武器和物剂进行定期視察 

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本文件在谈到定期检査时，集中谈了对适合于生产 

剧毒性化学物剂的工厂进行视察的程序，这种定期视察的妤处是，这种視 

察可在认真严常的^中进行，本文储于笫 C D / 3 7号文件中概述的冕 

法，同时由于对二元化学武器也应用这些规定，这种想法已得到进一步的 

发展， 

在下面的B部分中，阐述了必豕载入公约的主要原则， 

B.核査的主要原则 

核查的目的和缔约国的义务 

梭査的目的是要确保遵守公约的信心并维护缔约囯的安全利益。 

为此目的，备缔约国通过条约保证在本国釆取法定搢 » ^反公约的情况， 

并对一致同意的国际措施承担义务。后者包括对明确规定的范围进行定期检查并对 

特殊情^(即怀疑有违反公约的情况）进行检査。协委会负责实施各项囿际核查措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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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缔约国保SE,在公约生效后的一段特定的短暂时间内或者如系在公约生效后 

批准则在交存其批准书时，向协委会提交其公布的声明和进行定期检査所需的资料. 

并通过言行帮助协委行工作。 

说明： 

鉴于各缔约国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不同.国家梭査遵守公约情况 

措施的类型和范围应服从各国的权力机关并遵照各国自&的程序，为了评 

估统计资料，协委会将建议釆取各种标准化的方法和程序并将就此同各缔 

约菌达成协议.在槟査中尤为重要的是下文笫二节中所阐述的定期检査， 

为了进行特殊检査，有必要为了彻底打消任何怀疑的共同利益，釆用一种 

不同于甚至超越下文第二节所规定的范围ft程序的办法。 

1 .定期检査的范围 

在本公约所规定的时期开始和结束时，协委会对所有已公布的有待销致的化学 

物剤储存和生产工厂进行视察，并以适当的技术装置（如：流量表）经常监测其销 

毁。 

在销毀措施期间，以及为进行定期监测以核查遵守公约的情况，协委会将对生 

产和储存设施进行现场视察，每年用抽签的办法确定被视察设施的百分比。 

这种定期的检査将包括下列内容： 

销毁剧毒性化学武器的储存，包括其二元组成成分， 

一 第毁制造阌毒性化学战剤和弹药的设施， 

一检查有机磷物质目前工业生产情况以确保不为敌对目的生产剧毒战剤 

率其二元组成成分， 

―进行检査，以确保公约允许的、在公布的工厂生产和储存的剧毒性化 

学战剤的数量没有超过规定。 

2 .几点说明： 

(a)由协委会每年通过抽筌的办法来确定进行检查的工厂数目的程序有下 

列优点： 



一对所有缔约国同等对待.这样又有助于创造认冥的和合作的气氛. 

― 以适当的开支和人力来进行检查， 

一任何一个绪约圜都是在进行視察，^久才知道要对其领土上的哪 

些东西ft设施进行检査。这意味i，任何缔约国想要违^公约要 

冒很大é^;i&, 

0 »在公生效时.要公布化学武器的现有锗存的类型^数量，以及制造 

&弹药生产的设施。作为建立信任的措施.在签署公约时就提出一个 

全¥公布的声明的可能性也可以考虑。公布标志着销毁公约禁止的所 

有化学战剂的准备工作的开始，委员会对销毁弹药相非弹药储存的核 

IH ^限于公约中标it所确定的剧毒性化学剂（CD/ 2 2 0 )及其二 

元组成成分.鉴于军事方面的重要性和设备及人力方面所#作出的努 

力，放弃对公约禁止的所有化学战剂的销毀的核査是可以接受的. 

(C)遵照公约的各项条款.公约生效的同时，应开始准备拆除所有公布的 

制造和弹药 â j * ^设施，协委会在这方面的核查意味着公约的时期, 

对于应处理的储存在规定期限内销毁、拆除、密封或移交进行监督， 

对于不为敌对目的生产剧毒性化学战剤，包括其二元组虎*分的有效 

核査，若不包括以工M模ÉJ*^有机碟化合物的工厂，是不可能做到 

的，二元化学战剤，即这样一些剧毒性化学战剤.它们在军事上使用 

之前是以通常为两种，较低毒性成分的形式存在，它们由于其最后的 

毒性而与剧毒拴化学战剤归为一类，囡为它们有同等的军事意义，所 

以二元化学战剤必须包括在公约之中并接受槟査。在公约生效之后， 

各缔约国也公布它们的二元化学战剂储存的类型和数量，以及生产设 

施和以工业规摸生产ft加工有机碟化合物的企业。协委会进行适当的 

核査是必要的，是为了确保： 

一销毀以弹药或非弹药形式存在的剧毒性化学战剂，包括二元组成 

成分，并且如果主要的二元成分在民用时不按工业规模的话，则 

不以工业规模生产这种二元成分，如果在民用时是按工业规模的 

话，则不将二元成分转用于敌对目的或为敌对目的储存这种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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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例如沙林的主要成分是甲膦酸二氯化物，这是民用目的所 

不需要的，S此不需要以工业规模生产。 

1、 稷査程序 

协委M公约现定范围所进行W孩査罨求备缔约 m允许进行下列程序： 

一现场视察，包括取样和对样s进行毒物学或一对二元成—进行 

化学物理W鉴定， 

一近场视察，包括在与生产工厂有一s允许进行可靠测定W距离的地方 

î?m'ai asj空气和水进行化学物理^析， 

―远场視察，包括借助感测器传递9 ?数据进行集中测，并且 

―对生产、供应和再加工记录单进行统计上定 

2、 说明： 

依据有关工厂性质，协委会需要有不同89方法和程序来进行有效W核奄，t 

手 &通过与适当頃家当局合f ^ ,将确定出细节，确定标准将是集中于实际需 

要8?情报和在设备和人力方面W节约，为了证实某种物质S?不存在，而不同时査明 

样实际组成，仅仅需要进行毒物学eg试验或测定化学化合物官能团.这可以 

磯保生产8?秘密不会因足期8^检査而泄 

四 

1、 特珠检査 

#4^缔约国如有具体毪由怀疑另一缔约頃违反公约，即有杈要求协委会进行特 

殊检査. 

这样33检査是为了査清事实，如果需要，协委会可用现场视察手g来检査，检 

査结束必须在一份裉告中宣布.如冋趙不能按此万式得到满意澄清，或者如果受 

到影响面家没有正当理由地拒绝稷査，每个缔约面均有权问联合国申诉.它也可 

以按公约95现定退出公约， 

2、 说明： 

特珠检査是定期检査必要补35» la此，特珠检査8^范围取9ef怀疑性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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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以及在澄潰1t况中双方相互合作a?程厪；所以不能惟详细95现定‧特殊检量 

成功有賴于一方同意所要求澄清并发录必要35声明.它a?苜提是要有相当大程度 

进行合惟Sïï意由于本文件所述8?定期检査，有必要进行特殊检査BTlt况是不多 

m, 

c、结论 

本文件介绍了一种必须成为全面禁止化学武晷么、约a?组成郯分梗査安排.a 

此，文件85目a?是傻成达成关于必须漪足最低安全罨求和关于如何做到对公约得 

到遵守有最大 8 ? 倌协议 ‧ 

上述安排是可以接受有实效9？和必要B?. 

其所以可以摟受是因为： 

一它对备方同等对待， 

―它只限于孩査最重要、最危險化学武器类型. 

―它只需要用较有限0?人力和经费， 

一它确保不泄露生产秘密. 

其所以有实效是因为： 

―它意味着任何一方想违犯公约都要冒很大风险， 

一它将二元化学武器包括在内• 

其所以必要是因为： 

―.经验表.明没有可靠B^孩査安排W公约（1925年日瓦议定书，1972 

细茴武器公约〉是不能令人满意a?,因为现有s?怀疑和揞贲不能得到 

'澄_潰*這样现损害了相互8^儈任，从而损窨了IS际上进行荬军和控制 

军备勞力取得进一步进餍条件 • 

>et yût yw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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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斯 拉 夫 

工 作 文 件 

二元武晷及其定义和核査问题 

在为军事目的储存和使用不同化学化合物中的二元（分离）原理是;Me世纪初 

以来就为人们所知道的.不过，看来在六十年代之前，在获取二元弹药方面并没有 

取得大的进屣，主要是S为技术上和工艺上的缺陷.正如大家所知，这项原理今夭 

是建立在两种(或更多种）化学化合物的基础之上一毒性程度比较低的各成分被 

分别储存和输送，然后被装入相皮的弹药或散布化学战荆的设备.这些成分在炮弹 

或火箭发射之前是未混合的，当这些成分发生潘合并在抵达目标时，就产生剧毒化 

学战剤。化学化合物一产生二元化学弹药的不可缺少的成分，在过去几年和今年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大量工作文件中一直被称为"前体"，这样傲的基本目的是， 

根据毒性的标准，说明它们的毒性比由于它们相互的化学反应而产生的最后产品的 

今天有一种不頋生产物剤的过程而使用"前体"一词的趋甸（第CD/^CWZCRP. 

31号和第CD/CW/CTC/aS号文件）.不管怎样，这意味着"前体"一词不仅指 

二元化学弹药而且也指化学工厂里用来生产化学战剂的那些化学品。 

对二元武器问题采取这样的态度，说明这个问题在其定义和核查上的复杂性， 

1982年3月1 6 日 第 号 文 件 和 1 9 8 2 年 3 月 1 8日第 C D / 

CWXCRP 31号及C 号文件中所 f l用的"前体"的定义，在我们 

看来，可作为就禁止化学武晷进行进一步的谈判的基础。未来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必须至少包括一部分"其他有窨化学品"。在那种情况下，在我们看来，"前体" 

的定义理应爵时包括那些也是这一类化学战剤组成部分的化学化合物' 

工艺上的进步在将来肯定能使更多数量的化学化合物被用作"前体"，当然， 

GE.82-6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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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àt成出现新的M不同毒性作用的"二元混合物"的危险.从理论上来说， 

毒性较低的化学化合物经与环境（空气和其他)接触有可能产生有较高毒性的 

有毒物质，这本身就使"菌体"的定义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考 虑 到 今 夭 在 这 得 的 成 就 ， 为 了 义 和 进 « 查 的 目 的 ， " 前 体 " 

应按親化学战剂&知的划分方法（参见：。/112 )予以划分，S此我们建议： 

(a) 获得劐毒性致死化学战剂的关键"苜体"， 

(b) 获得其他致死化学战剂的关键"酋体"，和 

( C ) 获得其他有害化学战剂的关键"酋体` 

关于莸得剷毒性致死化学战剂（神经性毒剤）的"酋体"，我们认为，重要的 

二元菌体（即烷基皿基氣化物和燒—羧基氣化物）在和平时期其用途相当有限。 

a此在我们看来，把这些"前体"看作,割毒性致死化学品并使它们接受同样的核査 

程序，不会构成任何严重津碼.我们认为应该确定一个监督批准制度，并禁止在这 

个制度规定范围以外的生产和使用. 

可以肯定，这种划分方法#a括一系?il具有非敌对性用途的化学化合物，尤其 

是如果我们能想到即使属于"其他致死"和"其他有窨"类的化学战剂都有双重用 

途的话.这Ife^:^重用途化学s构成"^特殊问题的原S,要控制象氰化复或光气 

这样普通的化学品的生产或使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根据用途标准来确定 

对它们的禁止范围，但是，很多重要的化学战剂，如界子气，是可以用化学结构方 

法来确定并完全禁止的，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认为"菌体"的定义可以规定如下： 

"前体"是指这样的化学化合物，其最后的化学反应促使产生不同毒性级别的 

化学战剂：阌毒性致死化学品或致死化学品或其他有窨化学s ;不论这种反应发生 

在ÉJ^过程中(化工厂），在使用过程中(二元化学弹药)还是在使用场所, 

除了我们说过的关于核査屦于剧毒性致死化学剂一类的"前体"以外，我们认 

为这三类化学战剂全都应该集中注意所谓"主要的"、"关键的"或"基本的"前 

体方面，为此，应编出一份"前体"的清单，作为一个基础，以便就对哪些化学化 

合物只进行圜家核査、对哪些化学化合物应罔时进行国家核查和国际核査取得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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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适当的时期以内还不能禁止化学武器，可以预料能用来作为"前体"的 

化学化合物的数目还会增加。 

-̶• - '―' \.f\.f ^\r\t `\f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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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CHHŒSE 

Original ： MGLISE 

1982年3月1 8 B南斯拉央 

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常驻代表为转交 

南澌拉夫 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 

！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送上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1主席团1982年2月2 4日会议发表的宣 

言一份。 

请您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惠予分发， 

常 代 I 大 使 

马尔科‧弗尔胡奈茨（签名） 

SE.82-6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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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 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囿主席团在主席团主席塞尔羞伊‧克拉伊盖主持下， 

审议并通过了南斯拉夫在裁军领域的活动宣言， 

宣言S调指出，？41"竟赛£â达到惊人的程度，从而对和平、安全和AJ«Ë生存 

造成直接的威胁，但是，主席团指出，受这种形势干犹的各种和平力'量，坚决MJt 

这样的事态发展，它们的队伍日益妙而JJI来越活跃。由于它们的活动，一个重 

要的囯际谈判机构已经建联合囿在裁军领域的作用业已加强。已经提出并通过 

了许许多多具体的裁军搢施的提案，在这方面不结盟頃家起了特剁重莩的作用，主 

席特剁强调指出，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越清楚地认识到，裁军是导致和平、安 

全和更加良妤的社会条件的唯一可靠途I不幸的是，尽管这些从广义上是国际范 

围内作出了重大的努力，但一直没有取得实际结氟主席团指出各主要大国和集团 

对军备竟赛应负的责仏这 种军备竟赛乃是强权政治争夺势力范围和强化集团势力 

的工具和后泉 

会议强调頃际安全和持久和平只有通过停止军备竟赛才能实并且强调裁军 

的最终目的应使所有S家在保持最低的军备水平和军事力量均势的情况下，享有较 

多的安全， 

主席团指出核武器对安全和人类生存构成了最大的危险，与此同时，主席团注 

MM近年来常规军备竟赛的加速，这种军备主饔是对付那些没有武装力量的小囯， 

特剁是那些不属于集团的S良囡北， 

与此同时传出努力限觏核武器. 

主席团以特别关注的心倩4 

它们被迫去取得更多的军备来维持自身的安&因而割弱了它们本来已经极其有限 

的发展潜力，主席团指出，在另一方面，裁军领域取得更多的有意义的成就将有助 

于觯放大量财政资源，而即使把这些资源的一部分用于发展中国家使之取得更迅速 

的发展，也将对加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巨大贡献， 

主席团强调指出，鉴于大S对人类负有的贵任，它们必须fi^出适当的努力，以 

便克服目前双边裁军谈判中的危札在国际机构范围内为裁军谈判所，的努力，必 

须不因目前的僵局而遭到打击，重点应该是重視加强在联合11主持下的多边谈判机 

‧ ^ 止 ^ 减 某 些 类 型 武 ‧ ̂ 的一切重要问题所进行的工作，在这方面，继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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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主席团对南斯拉夫在裁军领域里即将进行的活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在这方面，我们特别强调将于1982年6月7日至7月9日召开的笫二届专门 

讨论裁拿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特硃重要性，该会应对旨在克服目前不利形 

势的所作的努力作出决定性的贡献，并通过将来所拟釆^具体裁军措施以及那些 

加g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搢施， 

会议还强调，定于1982年9月召开的笛七届不结里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会 

议，将为最广泛地维护不结盟国家就当前有关裁军3fr圜,安全的最重要的问题和战 

8^取一致态度提供机会，也将为肯定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决定及行动方案提供 

机会，主席团表示深信，不结盟国家将在这方面充分注意反映着它们的主要根本 

安全利益的具体措施，并将寻找采取国际行动的途径和手段，以使多边裁军谈判取 

主席团关切地注意到了已经1化了的国际形势和在这种形势下欧洲安全与合作 

会议的马德里会议业已恢复工作。会议指出，所有参加国都面临着特剁的责任和义 

务来克 J U ï t抗和确 # é ^取得翻成果，即维护过去工作的积极卖果并确保欢洲 

安全与合作会议的连续性，这个会议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召开一次欧洲裁军 

会 i l , 

该会议较详尽地审议了将巴尔千半岛变成无核武器区的问题并确立了南斯拉夫 

在这方面的基础和玫治原则方针，会议强调指出这样一个地区应有助于加强本地区 

备国的安 é ^ K X欧洲国际的安全，'会议强调，这意应在充分 f t平等地相互尊 

重主杈和领土完整，不千涉它国内玫、和平共处以及向发展睦邻关系的持久方向前 

进的基础上建立这些国家间的关系. 

会议特剁强调，要将巴尔干半变成一个无核武器区，一个没有外来的核武器 

威胁的区域，同时，要求制止对巴尔干半岛各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威胁使用任何武 

力或^类型的武器.这还预.示着应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巴尔干各国间和整个世界的 

信任，以及将à立和平区扩大到邻近的地区。 

在这方面主席团指出了旨在将地中海地区变成和平合作的地区的广泛的国际行 

动的极墦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会议强调，便进地中海各民族和国家间的关系ft各 



CD/267 

Page k 

种形式的合作*以及釆取皆在加强信任安全的搢施.将真正有助于兗服各种危机 

&消除这个地区内现有的对抗的温床， 

主席团认为，只有在世界各国&人民尽可能广泛的参加的情况下，旨在达成裁 

军的国际行动才可能成功地进行，南斯拉夬的各民族的利益还明确地要求南斯拉夬 

社会中所有的组织起来的力量采取统一行动支持裁军和加强国际安全. 

50C ÎOC 30C Î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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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 4 CHINESE 

Original :EUSSIAN 

1982年3月2 5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和国蒹 

盟代表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递送苏联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璽最髙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工> 勃列 

B 涅 5 ^ 生 在 ^ $ : f U : ^ ^ 次 会 上 发 言 的 

部 分 内 容 

我谨递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髙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工* I . 

勃列日涅夫先生在苏联工会笫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言的部分内容， 

如蒙将此件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式文件予以分&将不胜感iL 

V .伊斯拉耶利安（签字） 

G3.82-6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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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3月1 6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苏联最髙苏维埃主席团主席L.工.勃 

列B涅央在苏联工会第七次代表女 

- 会 上 的 发 言 摘 录 

r .今天世 M在着的这种必要 M令人僧厌的t 

i S ^不利于我们和平建设计划的.但: ^正如我 

曾多次说过的，无论是现在^ 4 » ,除了确保我国人民以及我们的朋友和盟国的 

安全方面所绝;îfli¦要的经费外，我们不会为此目的多花一个卢布.我们在考虑未来 

时I决不是着眼于无限制的堆积如山的武器，而是着眼于与另一方就共同降低军一事 

;ît^水平àè^合理协I 

在这方面，裁减欧洲核军备的河題自然值得特别注意，这个河題在当前是防止 

用核导弹来发动世界大战这种日益堦长的危险的关键问題*这样说是合理的. 

你们对于苏联就这一问颈所提出的具体而意义深远的建议是很熟悉的：从分三 

个阶段削减双方现有的和计划中的欧洲核武;^直到从欧洲大陆上彻底消除中程核 

武器和战术核武器。:^也都知迄美囿方面迄今仍然拒绝认真讨论这些问题，甚至 

提出苏联单方面裁军的荒唐要求》以回避觯决冋題，华盛顿还讽刺地称这种要求为 

"零点方案" ‧ 

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在X方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基础上缔结一项合理的协议的 

希望，而且》我们正在以言语和行动竭力便使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现在我完全可以 

告诉你们，为了便进缔结一项大规提削减及方在欧洲的核武器的公正协定并愿意做 

出榜样，苏联领导人已决定单方面暂停在苏联的欧洲部分部署中程核军备.我们正 

在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冻结已经部署在这一地区的这类武器，并暂停以较新 s — 2 0 

式导弹取代老式的 S S — 4式^ SS—5式导弹， 

这一暂停部署的决定将一直有效，直至同美国在平等相同等安全的基础上就削 

减在欧洲的中程核武器达成一项协议，或直至美国领导人无視世界各国人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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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孤行地切实准备在欧洲部署潘兴一 2式导弹为J L 

此外：我们已经宣布，在双方达成一项一致同意的暂停决定时，作为一种友好 

的姿态，我们准备单方面裁减在歐洲的核武器数量，为今后一致同意的裁减作出贡 

献。现在为了表现我们的和平意愿和对这种可能性的信心，在囯际局势不再进一步 

恶化的倩况下，我们决定釆取进一步的步骤，在今年主动地削减我们的中程导弹的 

已知数量， 

在宣布这些决定之时，我们相信全世界人民都会对苏联的和平愿望和诚意表示 

赞赏，我们还希望我们的西方国家谈判伙泮们也将以友好的精神，通过建议性的行 

动对此 作 出 响 1 

同时，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非常明确地提出下列警告：如果美国及其北约盟S 

的政府无視各S人民的和平愿望，仍然实施其在玖洲设置可击中苏联领土上目标的 

成百枚美国导弹的计划，那就会在世界上造成一种截然不同的战略局面，美国的这 

种傲法将会;苏联和它的盟国构成另一个真正的威胁a这将迫使我们采取这样一种 

相应的搢施，一种使另一方"一包括美国及其领土一处于同样境地的搢施，这一 

警昏是不'能忘记的。 

这种状况再次提竈人们，苏联和美囿就限制和裁减战略核武器达成协议对于世 

界的命运，对于消除世界核灾难的威胁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众所周知，美园拒绝使 

1979年就这一问题签署的条约生效*华盛顿方面又不愿就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谈 

判.与此同时，这一问题正在逐步地变得越来越尖锐和紧it 

首悉獒国实施其在欧洲设置新型导弹的计划将会破坏,艾方在战格武器方面已 

达成的均衡一一这将会在今后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第二， ^方发展具有'大规模毁灭性的新型武器(如果不按照条约加以禁止的话）， 

将会使仍有可能达成的关于限制、削减和监测等协议根本无法成立。 

因ib我们呼吁美囿政府不要给限制战珞武晷的谈判设置人为的障得，应尽早 

进行这些谈乳但是在恢复谈判之前，我们建议夏方都作出保证：在进行军备竟赛 

方面不开辟新]^以及不部署海基和陆基远程巡航导煞 

总力我们认为世界局势要求两个对抗的@家集团最大限度地克制各自的军事 

活动。我们准备就共同制海军的活动达成一项协i:L我们尤其认为达成这样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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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是可行的：规定双方类似的有导弹装备的船只撖离目前广阖的军事巡逻这 

种船只只限于在共同商定的界线内航行，我们还准备讨论把建立信任的搢施扩大到 

各大海和各大洋的问题，特别是扩大到航路最繁忙的区域去，总力我们赞成在最 

近的将来把世界上尽可能大的海洋面积变成和平区' 

)^î^ î̂ Ĵ  î̂ ï̂  )̂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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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 c 

CHINESE 

Original： ÏNGLISE 

1 9 8 2 年 3 月 2 6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囯 

代表团团长致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 

的信转交德意志联邦政府3月 

17日就中程核力量问題 

；〗的现状和勃列日一 

涅夫总书记所提 

建 冊 作 的 

决定全文 

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联盟代表团以及其他代表团在3月2 5 B 全 议 

上就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最近在军备政策方面所提建议的发言，以及我在3月1 8日 

议上的发官，兹附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囯政J î?3月1 7日就中程核力量谈判的 

现状和勃列S涅夫总书记所提建议所作的决定全:^ 

为了使各囿代表团对上述建议作出更加全面的评价，莆将此件作为裁军谈判委 

员会的正式文件，分发为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使 

H ‧韦格纳（签名） 

GE.82-6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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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1 7日，即谈判暂停的第一天，联邦内阁讨论了日内瓦进行的中程核力 

量的谈判情况。 

内阁认为： 

1. 同其他军备控制问邇的谈判相比 i t s 谈判进行得很快，双方都提出了 

谈判建并阐明了它们的目标，为了使双方代表团有机会; ^迄今为止的谈判进程 

进行分析研&向它们的政府汇报情况*并准备于 5 月 2 0日继续谈判，现在暂停 

谈判是有必要的. 

2. 在谈判暂停的第一元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宣布苏联决定实行关于在苏联的 

欧洲地区单方面暂不设置中程核武器的措:ÎL这一决定的内容同早些时侯苏联提出 

的暂不设置建议的内容相似，这个决定的生效取决于西方是否停止在欤洲设置美国 

潘兴 2式导弹和巡航弹的准备工惟，因JSI *苏联这次的决定和以前的一些决定一 

样，目的是胆JL在欧洲部署这些美囿武晷，而不问 s内瓦谈判的进程如何，并在这 

一地区保持有利于苏联的现有不平衡状态， 

1982年3月1 6日政发言人回到了苏联目前拥有 3 0 0多枚紅 9 0 0个弹 

头的SS — 2 0型导^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对准欧洲目标的，此外，设置在鸟拉山以 

东的SS—20型导弹由于它们具有远程能力也可以打到西欧领土，暂停在它的I t洲 

地区部署中程核武器为苏联继续在鸟拉尔以东部署SS—20型导弹提供了可能'lÉ» 

从那里它们;î!f欧洲;司样造成威胁，Sjfc»只有象西方所要求的那样，消除SS—20 

m 导 5 ^ 才能排除这一威胁，苏联已扩大了乌拉尔山东西两边的导弹阵那里可 

以部署更多的S S—20型火箭。 

3. 联邦致府认为，在1983年夏季前取得具体的谈判结果仍然具有决定性重 

要意义。它主张双方全面放弃陆基中程导弹，它将在这一目标的基础上评价苏联所 

宣布的决定的意义.它从苏联总书记的声明中认识到，苏联非常关心不让在欧洲部 

署美国的潘兴2式和巡航导弹，这种关心只有通过日内瓦谈判达成的、.商定的对等 

"零点觯决办法"才能觯决 a联邦政府由此得出结论是，只有在苏联需要认真考虑 

不这样做美国武器实际上就会在1983年底在欧洲部署的事实，谈判才有可能取得 

成功， 

> Q t ^ W >QÉ >C< 
#^P^ * ^ P ^ ^ ^ P ^ >"^P^ 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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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March 1982 

裁 军 《 一 J ^ M 4 eniNESz 

Original :3NGLISH 

1982年3月3 1日印度尼西亚和荷兰代表团团长的信，转送 

一份题为"印度尼西亚和荷兰一工作文件一 

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噪巴都査查尔m 

约4 5唤芥子剤"的文件 

我们谨请随信附上题为 "印度尼西亚荷兰一工作文件一在印度尼西亚西 

爪*巴就查查尔销毀约4 5«t芥子剂"的文件，请予分发。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长、大使 荷兰王国代表团团长、大使 

纳纳 ‧ S . 苏恰斯纳（签字） 弗朗斯 '范 '唐根 博士（签字） 

G2.82-618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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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印廋尼西亚西爪*巴都查查尔 

销毁约4 5哞芥子物剂 

` #Ji"lf况 

1. 在1940年至1941年期间，当时的"荷属东印度"政府在印度尼西亚西 

爪哇万隆械附近巴都査查尔的，个军队驻地的工广里.用琉二甘奪的方法制造了几 

十"sfe芥子剂。储存这种物剤是为了今后一旦在该地区塌发战争，对可能发动的化学 

战起一种威慑作用，当战争爆发时，并没有使用化学武器，在B本占领期间，芬子 

剂仍然存放在该地点，该工广在1949年至1950年初时被拆除了，然而，储存在 

地下掩体的密封箱内的芥子剂却并未销毁，两国国家当局并不知道芬子剂的存在. 

只 有 人 m m 一 些 道 这 一 憒 况 。 

2. 直至七十年代的后半期，曾经参与拆除工厂的一个人才提请注意这件事. 

印度尼西亚政府想要清除这种遗留下来的危险物品，要求对此事负有*任的荷兰政 

府给予技术上的援助. 

为此目的，两国商定由荷兰玫府提供技术援助，其中包括提供技术夸家，而印 

度尼西亚政府要在这一行动中保证安全和后勤供应，荷兰玫府委托荷兰全国应用自 

然科学研究总会的普林斯‧毛里茨实验室提 供这种援助. 

3. 因此，荷兰政府于1978年4月派出一个调查小组.该小组在被水淹没一 

半的石头掩体中找到五个1 0立方米的钢箱，这些掩体邻近一个火炮射击场并和一 

个居住区靠得更近，其中有个铜箱已被侵蚀，物剂显然已渗漏，从该箱的遗留物齐J 

中，从掩体内，并;Wè#外部，下部的不同深度的土壤中提取了水和土壤的祥品， 

在这些试样中并未发现芥子剤/但是却发现了分觯产物.，而且明显地闻到了舍有水 

I I产物的多琉化合物的臭味.在其他四个钢箱里，发现装有琉芥子剂，估计总量为 

3万5千升，纯度为90 % , 

4. 在靠近居住区的地方有这么大量的芥子剂以及钢箱可能渗漏的问题，使印 

度尼西亚政府深感拒忧。该玫府决定尽早潰除这些芬子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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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 于 选 择 销 毀 办 法 考 虑 

5. 大提出a?文件（1981年4月3日第CD/173号文件f )中和加拿大、 

美国提出3?裁军委员会会议文件（第-CCD/434
2
和436，号文件）审议了销莰或 

清 除 界 子 剂 可 能 方 法 ， 

船甲板上焚化芥子剂.这条船上装有两个巨大焚化炉，经常被用来在公海上焚 

毁工业.度物，如有机氯度物、预计瓦尔卡努斯号将在1979年初靠近爪>É»但是, 

要把芥子气从巴都査査尔，穿过人口稠密85西爪哇地区，经过大^2 0 0公里B5r路 

程，运到雅加达丹戎不碌港口，被认为是过于f险a?事 •这同时也就否定了把界 

子剂*入海洋a?做法。这种傚法被普遍认为是不能接受esF还由于其他一*原因，因 

此有必要进行现场销 

7. 在决定销毀方法时，根据下述标HI: 

(a)其过程必须能有效地彻底销毁芥子剂. 

(^»操作过程必领是安全S?.不会对附近W居民构成咸胁； 

(C)过程从环境W角度来说'是可以接受9^; 

(d) its必须能够根据巴都査査尔H?具体情况进行，如对能源、水和物资 

供限制；在该地拥有一个面积大而平坦、升无人居住火炮射击 

场，射击场周围是些小村庄并靠近芥子剂储存ita» 

8. 从环境8?角卷来说，露天焚烧是不能^受s?, &为这会造成空气污染以及 

9.通过标准热带漂白粉或消毒剂DS—2^行化学反应除其毒性被认为是行不 

通 9 5 ,特剁是 a为这样傲要使用大重去毒剂，以及随之而来处理冋题， 

l a文献中叙述eg其他方式，比如以疣化钠反应戎一种不可溶勝产物，或以 

一乙醇胺(MEA )'进行化学反应97方法，都只是稍稍进行了,虑，伹立即被否定了. 

首先，主要是因为界子剂有可能会存在于固体中，以及固体处理冋题，其次是因 

为需要大量 M E A (大约350立方米)并且焚化所产生a?反应物需要加以处 

IL对加拿大提出an乂水觯作用销毁a?方法1 ， 7也进行了研究，伹也被否定 



CD/270 

Page 4 

T.原因是，这种方法需要大量35r水和中和物剂、巨大35加热能力、过程控锎所需 

B5J良妤35分‧量，所有这些在巴都査査尔9?憒况下是难以实现a?,伹主要系因 

是，必须处理大量39水勝产物（大约120立方米）， 

处理水解产物e5F冋题最后由加拿大通过焚化加以'屏决，1E是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直接焚化芥子剂似乎还更为現实些a 

12 . "美頃化学剂和化学弹药处理法"中使用焚化法，19 8 0年6月，化学 

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召开Bsr专家计论会上提出了 " 美 囯 处 理 法 " 详 细 内 € 鹰 项 目 " 

最后环境影响声明a以及一份实验室报告'载有更为详尽芥子剂销毀a?内容 

13. 巴都査查尔地区芥子剂9^'铕毁最后逸择了焚化法，焚化过程设计釆取 

了上述美頃报告中必要s?J基本资料， 

14. 焚化界子剂产生度气中将含有相当大量 B 7 . f ^性和毒性气体一二氧 

化璁和复氯在美B处理法"中，度气经冷却后用碱溶液加以净化，盐水喷雾变 

干后剩下是无窨无机盐s?r混合物，假设每小时焚化率为100升，那么以巴都 

査查尔地区芥子剂来说，净化度气每小时it需要1 5至3 0立方来a?永，这至少 

会产生1 so>t复氧化钠，这迓会造成10, 0 0 0 立方米 â水处理冋 ; ^ 这意味着 

lïp果无法找到可接受B^r处理盐水aï办法，It必须安装喷干装置，并觯决由此产生 

憒况，形成了使用控制焚化法B?r观点‧ 

三、操作B7观点 

15. &都查査尔芥子剂销毁过程拟用a?控制焚化法97观点是建立在毫不净化 

地把毒气驱鱟在大气中基础上B? ^ " Ê是，芥子剂焚化率必须根瑭气象条件加以 

调整，办法如下： 

(a)火炮射击场大致显长方形，面积为4'5zii>里X 1'5公里，焚化将在那 

里进行，在火炮射击场的外面，二氧化琉和复氯酸的最大输入浓度绝 

不会被超出，最大输入浓度的值在地面水平时是普遍可接受的最高允 

许浓度，它不会在无限止的暴露中产生影响； 

,要有处理其他铒发性故瘅 8 ?复杂 a ?过程控制设 ^ 

为了觯决糜气中毒气冋题.针对巴都査査尔B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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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火炮射击场所内，二氧化硫和复氯酸的最高允许浓度也绝不会被超 

出。在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内，对以时间计算的平均浓度来说，最高允 

许浓度（或TLV)被认为是最高允许值，在无限止的时间内当暴露时 

期被确定为一个正常的工作周时，这种最高允许值不会产生肩，作用a 

16. 罨的条件是保护那些居住在火炮射击场附近的人们的健其次是保护 

那些参与销聚芥子剂的人们的健良 

17. 在采用各种驱散方式时，确保上述条件(允许焚化率）的焚化率应根据大 

气的稳定性、风速和风向来计算，风向和地形决定了将é:形成足够稀度云层的矩离, 

废气离开焚化炉的烟囱时保持在某种速度和加髙的温度上，由这些作用产生的烟喷 

将对允许焚化率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对于额外的安全来说，在计算产生的各种 

图表中，烟喷最终是不算在内的. 

1&这些图表是在指出测窣的风速、风向和大气湍流的情况下确定焚化过程中 

容许的焚化率.此外，使用测定二氧化琉和盐酸的轻便装置，可以定期检査地面气 

体的浓度是否确实其最大输入浓度和最髙容许浓度规定的标& 

19.因面应该设计和锢定一个焚化炉，P义便使苏子剤的焚化能够在零和根据计 

算每小时最多20(^芥子剤之间进行， 

2(X用一组聚将芥子剤从储铺内吸出倒入一个2» 000升的运输箱内'（为要 

有较大的机动性，要用两个运输箱），系的设计应尽量减少对工作人员和环境的污 

染的可能&然后再把装满的运输箱运到焚化炉，该炉可建在脔储存地4* 里的 

火 絲 击 场 ± « 

四、设#ilL明 

21.该焚化炉是由荷兰全国应用自然科学研究总会中央技术研究所设计和建造 

的.它由一个中心烟 i f和两个相同的熔炉组成，每个瑤炉都装备有一个修改过的 

OERTLY 0E 5型两层燃烧炉，可以用来燃烧油、芥子以及芥子和油同时焚化， 

修改的含义是另有一个芥子 ^为此选用了一个一层的油燃烧炉每个熔炉还装 

配有一个向炉顶供应空气的通风装置，目的是冷却废气，保持炉内的低压以避免滲 

漏，以及在一开始就冲淡废气，用调整喷嘴处的浪体压力和改变喷嚏的方法可以使 

焚化率在每小时零到2 0 ( ^之间变^焚化炉装配有一些自动控剁錢，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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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监测炉内的火焰是否适当的红外线红火焰安全装置； 

(b) 自动开关，用来监测是否有足够的燃烧和空气冲淡（燃烧的空气不足 

未烧完的苏子剤可能漏出炉外，空气冲淡不足，废气的温度可能升到 

烟囱的机械稳定性会有危险的程度）； 

( C ) 最 小 和 最 大 的 駭 控 制 ， 分 剁 确 保 炉 温 总 是 在 s o o t : 以 上 （ 因 此 

芥子燃烧的效率至少为 9 9 ' 9 9 9 4 % )以及炉温不会上升到 1 0 0 0 ' C 

以J:« 

2 2 » 如 果 装 置 的 任 何 一 个 发 生 故 障 ， 过 程 就 会 自 动 停 J L 当 改 换 燃 烧 

炉的喷嘴时，就必须关闭冲淡空气的通风装 I熔炉和烟囱的通口也关掉，一个安 

全装置防止不及时开 | ( r冲淡空气的通风装置.用一种火掐离子探测器来检査未烧完 

的芥子是否跑出了烟囱，一个顺磁的氧气分析器测定废气的氧含量以检査燃烧的过 

程 。 废 气 的 M 也 经 常 測 定 ， 因 为 ， 如 果 赌 大 * 烟 囱 上 部 就 可 能 被 二 氧 化 • 

盐酸的腐蚀作用侵袭，而太高的温度又会对烟由的机械稳定性不利， 

23a装置的动力由两组1 縐 发 电 机 供 给 ， 置 都 由 一 个 装 有 控 制 板 

和测量仪晷的可移动小间控剁， 

24. 便系装置是在普# ^、 效 验 室 里 设 计 和 建 造 的 . 財 身 是 一 个 有 

维托膜和乙稀活门的气膜§^ 一个柴油机空气压缩机提供密封的空气安装一些过 

滤器以防止穎敕物质阻塞燃烧炉喷嘴.该系统提出了以下一些可能性： 

(a) 将 界 子 剂 从 锗 存 箱 运 输 箱 ； 

(b) 用油冲洗 « A管以消除吸入部分的污染； 

(0用油冲洗压力管以消除污染，吹入一些空气以清除压力管.这个程序 

保证在运输箱和泵组分开时实际上有芥子剂溢出‧ 

25. 按照一种严格的程序来开关活门可起到不同的作用， 

2 & 树 立 一 象 杆 , 经 常 测 量 1 0米高度的风速和风向，风向的改变用来估 

计大气的稳定'lÉo —个二氧化疣轻便测:lg^i:^化g£以及盐酸的半持续测量器用来 

检査火炮射击场内外这些气体的浓度，焚化炉是建在混凝土的基础上并装有避雷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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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写出安全手册并严格遵守该手册,在使用茱组期间，要穿上全面防护装 

备包括面具、防渗透服、靴子和手套.当联结运输箱和焚化炉时，也要穿上这套装 

备,在高温和高温度情况下，这将对人员造成很大的生理负&人员只能支持相对 

短的时同。因在上述的其他情况下，釆用了部分防护办法，只有当怀疑存在液 

态芥子时才将部分防护改为全面防护.还备有探测液态或气态形式芥子的手段. 

28. 在焚化妒附近和在储存场设立消除污染相净化站.在焚化阶段，有急教 

设:Je*并有一名医生和r-辆可送往芝>墟医院的救护车在场以保证提供医疗後助. 

五.操作过程 

29. 操作的概念是在调査小组返回荷兰后不久形成的；在随后的几个月里， 

才详细制订计划.在1978年10月底，印度尼西亚当局同意该计划之后，开始了 

设计和建造焚化妒、泵装置和辅助设备的工作，并开始了供应防护设备和探測设备 

的工作等等，1979年2月中甸试验焚化妒的正常运行，1979年《3月初度尼 

西亚运去了 2 2 >t设备和物资* 1979年4月2 8 些设备和物资抵达雅加àè» 

30. 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陆军的PUSirUBIKAD (核子一细菌一化学部BU 

在巴都査査尔作出了必要的安排和准备，It如象建钪焚化炉的基础，改善储存场和 

火炮射击场的道路条件，提供自产石油供加热雉炉，组织将物资和设备从丹戎不碌 

港运输到巴都査查尔等等*操,中的安全和后勤工,由印度尼西亚陆军负贵.还提 

供了帮助建造设备的人员，来自核子一细菌一化学部队和陆军其他有关部门的人员 

参 加 荷 ^ 员 一 起 执 行 

31. 在1979年5月2日物资和设备抵达巴都查查尔之后，建坑阶段立即开 

始.这个包括设备的最后试验相对焚化炉各种控制装置的调整的阶段持续到1979 

年 5月 2 8日， 

32. 焚化阶段开始于1979年6月1曰，在随后的一个时期直至1979年7 

月2日，已销毁了 32,29 0升芥子剂,平均每天销毀1,000升， 

33. 焚化只在白天进行，从大约日出后半小时开始至日落前半小时结束.夜 

晚的气象条件被认为不适宜达到有控制的焚化的概念的要求》白天的气象条件比料 

'想的更为有利，特别是风向，在旱季开始时基本上是沿地面轴线t加上较大è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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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效应，这样就可能在几乎整个时期都达到每小时 1 6 0升的最大焚化率.场 

itU和场地外的二氧化疣和复氯酸的浓度从来没有超过最高允许浓度和最大输入浓 

度. 

34. 在焚化期间遏到两个问邇，首先，在芬子运行中，由于芥子中出现小量 

聚合物质而 ‧ 磁性活门数次堵 ^而且必须更换活门，但是，这与因莽子泵腐 ^ 

而遏到的困难比起来 M个小问題，这种腐 M由储存箱中的部分水解,用造成的 

强酸成份而引起（储存箱壁与酸发生反S的结果严生出含铁的氯化物），这些黢成 

份的存在与分析1978年采集的样品的结果形成;îf照，那时没有发现黢成份而且纯 

度估计达9 5%.这可能是因样tS釆集后一年来雨水滲入储存箱所造成的，或更可 

能是S调查组在菌一年是在表西采样而造成，在整个焚化期间都遏到了腐^问颈, 

这个问邇是 i i à î 更换那些不再起作用的的，当更换第四个箱的泵如此频繁 

以至库存的泵都用光了时问邇就严重了.焚化工惟不得不从1979年6月2 6日至 

2 8 B中断• 

35. 在这种情况下，到1979年7月2日，就不能不决定停止焚化第四箱里 

剩下的最后2,710升芬子剂，这部分容量的酸性很高并含有2 0 % 的 氯 化 I t 这 

2 .710升芬子剂的处理最后是由印度尼西亚小组用水觯方法完成的，为了安全起 

JL ^ 完 全 密 封 从 M 排 出 气 体 的 唯 • • i t 径 根 深 深 地 插 进 g 的 硬 塑 

料管，这根管子从掩盖垂直往起有三米高，里边的芥子剂是用 f :组添进少量 

复氧化纳溶58[*使储存箱里的几种容量掺和起来◆用睢时少量加温办法‧经过水觯 

作用销毀掉的.当距离硬畫科管壁五米处逬行的检测显示阳性反应（在水觯过程中 

产生的热量便使芬子的蒸发)时，必须停止往里添进复氧化纳*当检测结果是阴性 

时，再继续往里添进复氧化纳《工作在一个半月内完成，在此期间定期釆样的化学 

和毒物分祈表明，水觯是彻底的， 

36. 经过抽吸以后，储存箱里只剩下几十升芥子了.这些芥子用加入约200 

公斤的糊 ^稀释标准热漂白剂的办 M消除污氟搅拌是用压气机压出的空气进 

行的，从储存箱排出的气体是用于探测界子气的手段分析芥子气的.用了大约三夭 

时间芥子检测的反S才达到阴'lÉo然后把这些储存箱全部装满清水，后来'又将掩体 

用土填平.对运输箱消除污染也同样是用标准热漂白剂进行的.焚化装置的芥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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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先是用油灌进去进行消除污染•过一段时间后，可能剩有的芥子则分别用火烧的 

办法进行销亂 

六.结论性奪见 

37. 上述项目（名叫 "奥邦在印尼巽他语中的意思就是 "焚烧 "）表明 , 

对于大量的芥子处于刚才所述的条件下，芥子剂的销毁可以在一个适当的时期内， 

用有控制地焚化的办法和上述比较简单的设备安全地进行。 

38. 如果考虑到储存了近4 0年的芥子剤可能出现的酸性和聚合性物质，就 

可以避免出现技术困氣液体中存在的无机化合物和聚舍物在焚化过程中造成了困 

Mo但;^有了质量很妤的检测设备和分析化学设施，这种有限数量的浪体可以用 

简单的水觯方法成功地予以消除. 

39. 这一操作过程取得的经验证明，在销毁过程中进行现场視察是核査是否 

确实销毀的唯一有效办法。 

40. 在缔结化学武器公约之前就进行销毁这一爭"表明，这两个囿家有效 

1. "化学剤的处理"，加拿大，裁军谈判委员会，第C I 3/173号文件 

( 1 9 8 1年4月3日）， 

2. 加拿大二次大战芥子剂的"销毁和处理"，加拿^裁军委员会会议，第 

CCD/434号文件（1974年7月1 6曰）， 

3. "美国关于化学剂销毁的工作文件"，裁军委员会会仏第 C C D / 4 3 6号 

文件（197 4年7月）‧ 

4. "'用海上焚烧的办法处理有机氯化物废品"，美囿环境保护局用水和有窨 

物质处第E?A—43Q/9—75"014号文件（1975年7月）. 

5. "用转变为多琉化合物的办法使芥子剂非军事化"， 3 *凯斯勒， C * W 

‧弗利^西沃 # ^ i ^司，马里兰州埃尔克顿（1 9 7 6年 1 0月）. 

6 .'"亚拉巴马州克列兰堡的芥子剂（H D )的非军事化"， W ‧ R ‧布共科 

维奇（197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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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拿大文伯塔国防研究所的报告，如"加拿大二次大战芥子气的销毁和处 

理" * R ‧ s ‧ 韦 弗 ， C • 赖 克 特 ， S * B . 梅 尔 氣 国 防 研 究 所 专 刊 笫 

6 7期（1975年），"关于处理国防研究所的芥子储存的总结报告"， 

C ‧ R ‧ 艾 弗 淼 专 刊 第 6 5期（1973年）， 

8.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珞巩山覃火库芥子化学剂的处理.鹰项目笫一阶段的 

最后环境影响声明" .华盛顿，美囿陆军部总部（I 9 7 I年 7月）. 

9 . " 关于焚烧界子的实验室研究 " S • 萨 斯 ， p . M -戴维斯 ,马里兰州埃 

奇塢军火库* AI3-750 3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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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cinerator at Batuja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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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7 April 1982 

Original ： ENGLISH 

美利竖合众菌，联合王菌和澳大利亚 

化学武器核査"远距离持续核査"技能的技术评价 

背 景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今后的化学武晷讨论中的重要问题是： 

―把注意力集中到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核査领域中的悬而未决的问 

题，并 

-寻找技术专家能就禁令进行充分核査的具体 领域。 

在这方面，有一项活动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可以审议的；就是进行共同的国际技 

术努力，对远距离持续核査（简称"远核査"）技术作出评价，以作为化学武晷核 

查制度的潜在组成部分。这个文件概括地说明"远核査"的观点并探讨一下在裁军 

谈判委员会可以进行什么样的活动. 

"远核査"是由美国政府（军备控制和裁军署）资助研制，主要用于核保障制 

度的一个独特的全球性的数据收集网；为的是要安全、经济并可靠地把数字数据从 

安装在世界任何地方一M施上的感测器传递到中心设施。数据的完整性由其备组 

1 9 8 0 年 以 来 保 加 利 亚 拿 大 、 德 意 志 ^ ， 季 相 国 、 日 本 、 英 国 、 美 国 

等所属的设施中的感测器与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的一个中心站部署组成了一个 

示范性系统，198 0年1 1月间进行了紧张的试验，以后继续进行不很频繫（每周 

而不再是每S—次）的试验一直到现在，试验结果证实，数据的安全、廉价、可靠 

和及时传递是办得到的. 

"远核査"的实验工作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主持的，该机构正在为其操作上使 

用的可能性进行评价。上述七个国家的代表已组成一个"远核査"计划参加者的非 

正式小组，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名代表任主席.这个小组每年都要开会，计划并 

-由于技术原S已进行修改。 

GE.82-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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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示范，评价试验结果，作出今后的活动计划并就将远距离监测列入国际保障制 

度的可能性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建议.给予参加国的妤处是，使它们有机会以非 

常明确的态度对加强国际保障作出贡献，并在有些情况下取得它们用别的办法得不 

到的技术， 

尽管"远核査"系统是为核保障制度目的而研制的，但是所涉及的思想和技术 

对于在其他情况下进行核査可能同样有用. 

可能的 i f^提纲 

关于"远核査"的国际合作技术评价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领导下，可以就"远核査"技术在协助化学武晷核査方面 

的用途进行合作技术评价达成协议.一个对所有有关国家 ë ;括非裁军谈判委员 

会会员国一全都开放的专门小组可以为此目的建立起來这个专门小组可以： 

―探讨"远核査"的可能的具体应用（例如，协助监测封存的化学武晷 

麯 ） ； 

二在鉴别适用的感测晷和研制新的适合于"远核査"系统的感测晷方面 

促 齡 作 ； 并 

―创议一项国际示范性计划，把感测器安装在一些经过挑选的设施，规 

定鲨测系统的切合实际的试验（一座设施的费用大概是20， 000美元), 

完成这些任务大概需要两年时间，当然，如果看来继续进行有妤处，那末，象 

研制感测晷这样的任务就可以扩大。 

专门小组将向裁军谈判委员会送交概括说明专门小组的技术性发现的定期报告, 

是否同意把"远核査"技术作为化学武晷核査系统的一 个组成部分应该由各个国家 

自 行 拔 

为这 个目的进行的努力将成为上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技术评价所作的努力相似, 

它可以协助解决核査问题，它可以成为一项建立信任的活动，各国在其中合作，发 

屣和评价改进了的监测安排， 

>ftf >OÉ Sfî  >fff 
F ^ P ^ >""W^ y"^t^ y^f^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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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民共和国 

关于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工作文件 

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审议有关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种 

类武器的条约，以及就此问题通过一项决议，表明囿际社会不允许把外层空间变戍 

军备竟赛的场所并不允许其成为国家间关系紧张的根源的愿望. 

联合国大会在第36/99号决议中提到现有的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种类武 

器的条约草案，并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开始谈判，以期就这一条约的案文达成协议。 

此外，联大还通过了笫36x^7C号决协。该项决议特剁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审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特别是就禁止反卫星系统进行谈判的问题。 

考虑到联大的这些建议和国际社会要求采取旨在全面觯决防止把军备竟赛扩大 

到外层空间问题的有效措施的愿望，裁军谈判委员会已决定在其1982年会议议程 

中列入题为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的新项目。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有必要根据联大的建议立即开始 

谈判，以期就一项适当的国际条约的案文达成协议。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笫CD/241号工作文件中已表明.它们愿意支持在委员会 

的范围内设立各种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包括禁止在外层空间郁署任何种类武器的 

特设工作小组。 

蒙古代表团建议，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就此问题设立 

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为了有助于迅速设立这样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蒙古代表团提出工作小组的下述 

工作范围草茱，供委员会审议： 

"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在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旨 

在对其议程项目7.即'禁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进行谈判.并参照在这方面所 

有现有的提案和今后的倡议，就一项相应的国际条约的案文达成协议。 

GE.82-a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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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特设工作小组应在委员会1982年第二期会议结束之前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 

交萁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SA# )M )ât ) M SO< • ^ p ^ ^ ^ ^ ^ >^^^ K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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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ÎGLISH 

1982年4月2日印度储团团长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递送印度常驻纽约联合国总部代表为应联合囿大会 

关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 

第36/81 A f r B 号 决 议 囿 秘 书 长 的 照 会 

我谨提交两份印度常驻纽约联合国总部代表为响应联合国大会关于第二届专门 

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第36y^l A和B号决议给联合国秘书长的照会的 

抄件。照会转达了印度致府对于同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有关的 

实质性问题的看法以及关于防止核;#，争的各项建议， 

2.如蒙将这份照会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分发，赛将不胜慼激。 

印度代表团团长、大使 

A P、温卡特斯瓦朗（莶字） 

GS.S2-6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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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庹常驻联会囿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意，并为响应联大关于第二届专门讨论 

裁军问题951联大特剁会议第36/81A和B号夾议，转达印度政府对于同第二庙亏 

项建仏 

2、 印度认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趙联大特剁会议需要以第一届裁军特 

剁联大8?(最后文件》为基础，协商一地通过《最后文件》这是一次不平凡9^、 

意义重大 9 7和前所未有进I值得注意 B S F是，这份文件涉及裁军领域中全部冋 

题，并且能够龐得联合国所有会员支持，因叱，《最后文件》通过在裁军努 

力中是真正具有历史隶义里程砗，是制定頃际裁军战《I工惟中8?划时代大事‧ 

3. 、第二届裁军特剁联大工作安排，需要使这次会议成为人类谋求实现11际 

一致闳意有效頃际监督下全面彻底戰军目标坚持不懈努力旳一部分，其最重军 

优先项目应是孩裁军和消除备种大硯模毁灭性武器37目 

4、 孩武器 a ?存在严重胁着人类W生存.因此世界公众舆论越来越倾向于这 

种观点，即需要在事先一致同意9?、确定B?Ht时间内宪成导致人们渴望a?全面彻底 

裁 军 目 标 整 个 裁 军 进 i 1962年在日内瓦十八11裁军委员会上提出苏、美全 

面彻糜裁军条约草茱，曽经设想分别在最多不超过4年和9至1 0 年 时 限 内 宪 戌 

整个裁军进i现在没有任何正当s?垤由来进一步拖廷实现全H彻底裁军a?目标包 

括衩裁军和消除备种大观摸毁灭性武番等鼂苴要优先目标在P7. 

5、 有关核武桊四个基本 5 5和不能回避事实是： 

(1) 现有孩武器中已包括有庞大百万"t级武莽，每一枚百万级武器 5 3 

毁坏力都大于自火药发明之日起在战争中使用过8?任何现鑤炸％ 

(2) 现有武库（据认为孩武畚有 5万个左右）具有过度杀伤力.即可 

毁灭地球上全部生命若干& 

(3) 核战争是不可思议B^， a为战争#立即升级，战争造成5^破坏是灾难 

性在一场孩战争中不会有获胜者，为饪何地方都不会存在我们 

所知 e g文生活了 ‧ 

(4) 孩武器存在本身对人类生存 1 ^ 成严直 ,或這是为只要允许某个 

国家3?武库中存在^武器，，罗U会有田于有意、偶然事故或估计错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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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种武盎危险，从而有发生孩大署杀B?r可能性， 

6、显然在这个孩时代里，囯际社会不能依据在孩武器产生之前Bïï、过时 

a?:既念、理论或做法去进行裁军斗争，这些概念、理论和做法是设想 

它们基本上产生于势力均衡(或所谓威慑）和势力范围这些已破产 

7、 令人严宣关切3?是，某些有权势集团正根据对裁军8^错误想法有计 

划'地尽力设法改变裁军方向，转移重点，颠釗优先次序.从孩武器 

转到常规武器，从全球性办法转到区域性办法，从真正的裁军和军备 

限制搢埯转到所谓建立信任搢施和孩査问题，从军事联盟转到不结S 

il家，从大国8?庞大武器锗存转到小国进行防卫合法手段，如果允 

许或容忍象这样朝错误9?方向去努力，葸决不会有助于真正裁军0^事 

8、 ®际社会仍必须把注索力集中在孩武器方面，这一基本思想一直指导 

着印度提出主要倡议，即在1954年提出3^禁止所有稷武器试验eg 

倡议；1964年提出5^停止孩武器横向和纵向—切扩散3?倡议；以 

及1978年提出87在实现孩裁军之苜，禁止稷武#8?饪何便用倡议, 

9、 现在印度建议应该<^结孩武器，这种冻结将特剁包括两个不可分割 

组成邵分，即(1)^全停止制造很武#以及(
2
)中止生产用于武器目89旳 

裂变物质，这一统一步骤将意味蓍，世界各地eg所有孩设施将成为 

和平设施，在這种情况下孩武器国家溉没有任何理由、借口或托词来 

拒绝揆受对它们自己孩能设施8?国际保障措施，TO—它们正是以所请全 

面（或全部孩燃科循环)保障名义要求无孩武畚国家珐受对其孩能 

设施8?国际保障措施5^问时在这种情况下，还可按照客观93、科学 

和非歧视性标准（El为它适用于所有囿家）制定有效而经济旳保 

障制&冻结孩武器将大大有助于防止孩战争，并将是第二届专门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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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裁军冋题联大特别会议取得突出成,16， 

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借此机会向联合国秘书长篁申其最崇»的敬意• 

i0< 99< >e< te< i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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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4月6 B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给裁军谈判 

委员会主席的信.递送在联大第三十六届è>î;Lh 

提出的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种类武器 

我谨送上苏联代表团在联大第三十六届会议上提出的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 

种类武器条约草案。 

如蒙把这一草案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式文件予以分发.我将不胜感激. 

V，伊斯拉耶利安（筌名） 

02.82-6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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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种类武器条约草案 

本条约各締约S, 

遵循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的目标， 

根据各自按联合園宪章承诺的义务，不以违背联合国宗旨的任何方式诉'诸武力 

威胁或使用武力， 

力求不把外层空间变为箪备竟赛的场所和各国间关系^张化的根源， 

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 

一.本条约各締约国承诺，不向围绕地球孰道发射载有任何种类武晷的物体， 

不把这种武晷放置在天体上，也不以任何其他方式把这种武器设置在外层空间，其 

钱 船 ‧ 

二 本 条 约 締 约 国 承 诺 ， 不 协 助 、 鼓 i t 或 引 导 ^ 国 良 国 家 集 团 或 国 际 

组织进行违背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活动. 

第二条 

本条约各缔约囿将严格接照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利用字宙物体，以利 

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便进国际合作及谅觯. 

第三条 

本条约每一缔约国承诺，不摧毁、损坏或玻坏其他缔约国字宙物体的正常运转， 

也不改变其飞行轨道，只要上述物体是严格接照本条约s—条第一款射入孰道. 

第四条 

一.为了确保遵守本条约各项规定，每一缔约囿利用它现在拥有的本国监测技 

术手段时应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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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一缔约囿承诺，不对其他缔约S的本国监测技术手段进行千扰，只要技 

术手段的功能符合本条第一款. 

三为促进实现本条约各项目标和！^，各締约国在必要时将相 2 ^行协商、 

提出询问并根据这种询问提供资料。 

第五条 

一. 任何缔约菌可对本条约提出修正.提出的每项修正案应提交保存人，保存 

AS将修正案迅速分发给所有締约国， 

二. 修正案应自向保存人交存多数缔约菌捿受该项修正之文件时起，对接受修 

正案的各缔约国生效，此后，对其余各个締约囿则应自其交存接受书之日起生效. 

'第六条 

本条约无叚期有效. 

第七条 

当某締约国认为，与本条约内容有关的非常事件危及其最髙利益时，*締约菌， 

作为行使其国家主权，有权退出本公约.该締约国应在六个月前将其决定退约一事 

通知联#^s秘书长.这项通知应包括关于它认为已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常事件的说 

明. 

第八条 

一. 本条约应在纽约联合囿总部开放供所有国家签署.未在本条约按照本条第 

三款生效菌在本条约上签字的任何国家，可随时加A;*l条约。 

二. 本条约须经签署菌批?t»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联合囿秘书长保存. 

三本条约在交存批准书各国间，应自向联合囿秘书长交存第五份批准书之时 

起生效. 

四.对于在本条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本条约应自其交存批准 

书或加入书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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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11秘书长应将每一签字的日期、每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的日期、本 

条约生效日期以及其他通知的情况迅速通告所有签署囿和加入国， 

第九条 

本条约的俄文、英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中文和法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并应交联合囿秘书长保存，由秘书长将本条约经正式核证的副本M各签署国和加 

入国igUiï, 

» < 5C< ÎO< >c< >c< 



CD/275 
^ 'S ^ M ^ s ^ 7Api»il 1982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cmEss 
Original :SÌ IGLISH 

1982年4月5 B加拿大副代表给裁军谈 

判委员会主席的信转交颈为"军备控制核査提 

案纲要一第二版"的文件 

1 9 8 0年6月I 2日加拿大代表团曾荣幸地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过军备控制 

核查提案纲要（CD9 9 )•该纲要的目的是利用官方机构和学术文献的纪载，对 

尽可能多的核査提案进行调査,以便提供一个快速参考目礼197 8年宪成的这卷 

著惟后来经过修改更新编写成为现在的第二版， 

我们相信该纲要(第二版)象第一版一样也可能会使裁军谈判委g会的成员囿 

感到同样的有兴实用，因此我请求将其散发，任何代表团如认为一份不够用， 

加拿大常珐a备有余书可作提供. 

副 代 表 

斯金纳（筌名) 

1/该文件的少量英文本已散发给裁军谈判委S会成员IL 

3Z.S2-62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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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覃 谈 判 委 员 会 CHII;ZSS 

Original ： FHAKCrilS 

1982年3月2 9日突尼斯常驻3就 

议 事 M 第 3 3条至第3 5条给裁军谈 

判委S会主席的口头照会 

突尼斯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向裁军谈判委员会致意，并谨通知如下：参加裁军谈 

判委员会1982年第一期会议的突尼斯代表团希望参加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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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组的工 

作， 

GZ.82-62050 





CD/277 

7 April 1982 

" " 4 C H I ^ 

Original：ZNGLISH 

瑞 典 

工 作 文 件 

"前体"概念及为化学武器公约提出 a ?定义建议 

, 言 

在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在专家协助下与各团.宽标准化毒14确定问题进斤 

协 商 期 间 ， 瑞 典 代 表 团 提 出 了 一 份 工 作 文 件 ， 笫 号 文 件 • 为 了 对 

后来关于这个冋题讨论作出反应，瑞典代表团考虑到其他代表团在讨论中提出9? 

各神观点，现在提交一份经修-7过3?文件， 

在 1 9 8 2年春季会议期间，已提出了几份有关这个题目工文件，1 9 8 2年 

3 月 2 4日奢斯絲夫提出题为 "二元武器及其定义和後査冋题"8 ^第C D / 2 6 6号 

工文件，对其中S?—*工作文件作了摘要和评ifc> 

"前体"概念对化学武器公约特剁直要a?主要原la',涉及"二元化学武器"冋 

下面表述二元武器概念并不是新概念长期以来冠认识到必须在化学武器 

公约中对这些类型a?武器作出观;€‧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及其前身中对这个冋题讨 

论，在这些武器即将开始生产刺激了讨论之菌，相对来讥是不明确、不具体5^. 

1E是，实际上为了要监测不生产某些化学战剂，也必须在公约羞对盲体诈出现 

定，下面讨论这些关系* 

二元及"传统"化学武器 

"二元化学武器"一词 S 用以示完整弹头或吴他散布.装置，它包^二种多 

少有些毒性化学品，它a ?结构是为了便这些化学品在即将向目标发射之菌，因问 

目标发射而发生化学反应，形5^—种有（剧）毒化学战剂，这个词不应用耒描述 

GS.82-6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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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S7)化学最终产品，即在弹头内产生3^化学战剂本身，这神生产技术可以称 

f^" 二元技术"，并且这个词可专用于这个用逸 

同#a^化学战剂也可以釆用其他3?技术从相同a?或其他3?化学"中产生，例如 

£实验室 a ?、5 Ê圑内，或大覌摸生产战剂，以便锗存散装战剂，或装进 " f t统"化 

学 弹 ^ 

反应物、前体及"关键（化学武器）前体" 

在化学科学中，在化学反应中形成一种特定化合物 a ?原始化学品一殷被称力 

"反应物" ‧在化学战剂 a ? 生产中，庳始化学品或"反应物"有时称为"前体" • 

这个词 a ?明确定义似乎还没有确 : à : »有时，在化学反应中形成化学战剂皿反应 

物都被,为前体，伹往往只有其中之一被称为苜依在后一种憒况下，往往是把在 

某些方面比其他反应物更为独饽95反应物称为"菌体"，这.箧是说，它可能更难生 

产，或它可能不易从商业渠道得到(通常因为该化合物没有和平用途），或在有些 

情况下，例如有关神经剤，主要是由这个反应物确定最后产品属于哪一类化合物‧ 

葸神经剤耒说，把有机碓反应物称为"前体"是很自然33,在反应中g?其life组 

成 成 — 通 常 是 一 般 性 商 业 化 学 品 ， 在 这 里 我 f ] 尔 用 去 营 它 一 则 被 称 为 " 反 , 

应物"，这类"其他反应物"可以不只是一种. 

有AM议'在为化学武器公约规足"菌体"a?定义时，应取后一种《法."前 

体"一词，在化学武器公约中还可加上一些词，例如"关键化学武器前体"，使其 

更专门化，在协商期同BTJtiè中有人提出这个建义 

这神倣法不仅可应用于生产化学战剂" 二元技术"，而且还可应用于其f&ag 

生产过这样，它冠是指生产化学战剂 8 ?最后步骧时或开始"一步合成法"最 

一个步皲时使用a?"关建化学武器 IT体"，不管在反应过程中有无可能1^^形戎中 

间产S， 

显然，该"关键化学武器Kr'PT必然有"面体"，即便需要在生产系列过程a? 

早期"抓住"这样a? i "前"关鍵化学武# i i r体，伹从实际W观点来看，这是不可能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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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很明显，在不同类型3?生产过程中，可便用不同9^"夬健 f t学武器窗体" 

(以及不同9^"反应物"）形成同一种化学战齐J,这里建议a?下定义S?方式章味蓍， 

不管其生产方法如何，即不管取得同一种化学战剂是否需要使用不同9?苜#«它们 

律被确定为"关键化学武器前'体"， 

关于"关键化学武器苜体"定义 g ?建议 

~下面是"关键化学武器前体"定义 9 3初步建议*瑭典代表团懕,考虑对此发表 

mm和,见,以便改进这个定义，定义全文如下： 

"关键化学武器前体"是指形«—种割毒致死性，其他致死性或其他有害化学 

品9^一步化学合成法中原始反应物，它在下列'育况a^/叉应中，决定所形戎9^化合 

物 f f î主要待性（化合物类剁、毒性等）‧ 

(1) 最后9?毒性产品，即化学战剂即将澂布之前，在化学武器弹头或其他 

化学武器散布装置中发生昍反应； 

(2) 在生产剧毒致死性、其他致死性或其他有害化学sa?生产没施中发生 

W 反& 

很清楚，只要某关建化学武器苜^ ^ "偁 j f t j有可能用于"和平用途"，对 

"关键化学武器前体"就同样需要采用"途标准"，也可能结合便用"数量标 

准"，葸我们所知，有机哞化合物，即神经齐ja?"关键化学武器面体"用于"和平 

用途是很罕见 a ^ .因北，把剧毒致死性化学 â f l ? "矢鍵化学武器茴,些化学物 

S同样对待在公约中置于闳样3?>^査现定之下是不会构成任何严亶障碎9^。 

这种用途和数量标准当然也问样应用于可以形成"二元用途化学品" "夫键 

化学武器面体"* 

毒性标准 

关于毒性,准对"关键化学武器面体 " 5 ^应用题，这神^准不该应用于這些化 



CD/277 

Pass k 

学品本身，因为它们的毒性与最后产品的毒性之间没有相互关系，可以把毒性标准 

应用于作为"一步化学合成法"的最终产品含有化学战剤混合物。这枰眾还应考虑 

以下事实，即这一最后混合物，由于反应中形成的其他化学品的存在，将含有较少 

的战剂，与纯物剂相比.它的毒性应减少，另一方面，最后混合物中除了战剂以外 

还有其他化合物，就可能要么加强要么减小其毒性。伹是，就神经剂来说，按毒性 

标准这些混合物将归入剧毒致死性或其他致死性化学物。有些时候有人会指出一种 

不可克服的困难，即当对这种由反应产生的混合物进行毒性试验时.不论它是通过 

"二元技术"或通常的生产过程产生的，都不会得出十分确切的结果，不是以把这 

种反应 g物明确地归入毒性标准适用的这种或那种化学品（剧毒致.死性、其他 

致死性和其他有害化学物），对这个问题的技术性觯决办法当然是对含有形成的化 

学品的反应混合物进行化学分析。一旦这些形成的化学品查明后，从它们的样â就 

可以试验出它们的毒性，如果这类数值尚未经商定的标准化毒性试验所确定的话， 

这种试验就可以得出足够磷切的结果。 

学品一类时，这种混合物本身以及査明的"关鍵化学武器菌体"都归入这类化学品 

的范围， 

假如毒性已经知道.那么形成的化学品的分类也应该是明确的，而由于通过化 

学分析方法证实它在这种反应混合物中的存在，也就无须#行进一步的毒性试验。 

~"这一推理的结果是，参加反应并决定有毒化学品即化学战剂的性质的"关键化 

学武器前体"，可以和毒性标准联系起来，即使是间接地联系。因此，如果"关键 

化学武器前体"与其他反应物起化学反s作用产生例如,剁毒致死性化学品.那么前 

体本身就应象..剧毒致死性化学品一样按公约相同条款对待. 

另一个结论是，这一推理也适用于未知的和未公布的化学战剂，（因为按公约 

必须公布，所以我们这里是指可能的违反公约的情况）。如果发现一种二元化学弹 

^有不同的前体和反应物.那就有可能首先从化学上去识别这种前体，然后使它 

们相互发生反应作用并对形成的化学品进行化学分析.最后，如有必要，就把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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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未知的话）从反应混合物中分离出来，并检验它们的毒性。这样就有可能 

决定.哪一种（几种）前体可以确定为应服从公约规定的"关键化学武器前体"。 

W W 敏 ^ >Q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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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278 
7 April 1982 
Original ： CEHîSSS 

中 国 

工 作 文 件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 

威胁 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勝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特设工作 

小组成立两年多以来，对消极安全保证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讨论。广 

大无核国家在面临严重核威胁的情况下，要求核国家在实现核裁军之前无条件地保 

'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就此締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 

约。中国代表团支持这一合理要求.两年多来，由于拥有最庞大核武庠的核大国对 

无核国家提出种种条件，以致安全保证的谈判迄今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中国代表团 

认为，对无核囷家提供安排保证是所有核国家起码的义务，拥有最庞大核武库的核 

大国更有重要的贲任.无核国家要求的是无条件的保 I他们正确地指出，有条件 

的保证，无异于要无核国家先保证核国家的安全，这是不公平的和不合理的， 

中国代表团愿重申我们的立场：消除核战争和核威胁的根本办法，是全面禁止 

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核国家至少应该保证不对无核国家和无 

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早已主动、单方面宣布，在任何时侯和任何情况 

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与此根本立场相联系的是，我们无条件:1^向无鎮家使用 

或威胁使用核武晷， 

第三十六届联大笫九十五号决议吁核武器国家表现必要的政治意愿，以便就 

一项可以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共同办法达成协议.我们希望，核大国 

不要从自身的狭K利益出发，对无核国家堅持这样或那样的条件，而要考â广大无 

核II家的合理要求，真正表现出承担义务的政治意愿，.以便.促进安全保证的谈判取 

得进餍.中国代衰团愿意同各国代表一起，为寻求一项符合无核国家要求并为各国 

所接受的"共同方案"继续努力。 

^ ^ `^t >M 

G£. 8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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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CHINESE 
Orig:iTMl ; ENGLISH 

瑞 典 

工 作 文 件 

对于在就全面禁止化学武器谈判的各方 

之间加强信任的措施的建议 

在所有的裁军谈判过程中》有关各方之间的某种程度的信任是取得成果的一个 

重要的先决条件，在为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的努力方面，看来尤其是这样，为 

禁 止 这 些 武 器 进 行 的 谈 判 的 特 点 之 一 M 于 获 得 一 个 有 效 的 核 査 系 统 。 任 何 

禁止化学武器的协定在某种程度上收决于相互的信任。 

近来一些筝态的发展造成了更多的不信任和一种普遍恶化的气氛，特剁是在拥 

有最大数量的化学武器的军事大国之间为然，因此，为了改进正在进行的化学武器 

的谈判的前景，显然有必要釆取旨在加s已经处于谈判阶段的有关国家之间的相互 

信任。此种"约前措施"将俣进和缩短谈判所需的时间。 

应该指出的是，有些国家已经釆取了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化学武器谈判有关的 

此类措施。 

铭记以菌所傲的工作并为了继续推进和加s这些努力，瑞典代表团认为，在裁 

军谈判委员会的化学武器谈判的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将是有益的，例如，可以考虑 

下列一些约菌措施： 

1. 宣布拥有或没有化学武器， 

2. 访问销毁工厂^交换有关销毁化学武器的方法的资料， 

3. 各国之间就保护平民和军事人员以对付化学战的问题进行合作， 

4. 交换有关监测化学武器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法的资料， 

自从六十年代晚期就生物相化学武器开始进行谈判以来，实际上就已经要求进 

GE.82-6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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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第1点中所述的宣布了. 

此种宣布将在原则上把无论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所有参加谈判的国家在相互间 

获得有关情报方面置于平等的地位，并证明有武器的国家愿真心作认真的谈判。很 

多参加谈判的国家已经作出了此种宣布， 

了组织，瑭典代表团认为，只要作出努力来说明销毁化学武器的准备工作已在进行, 

既使迄今销毀的仅仅是过时和老化的弹药，这些努力也会加强对正在进行的谈判的 

倌心.重要的是，所有拥有武晷的囿家都应作出这些努力，有关销载化学武器的问 

^ ± 其 ^ 此 ， 这 是 " " " ^ 在 谈 判 阶 ^ 应 该 处 理 的 问 题 ， 

关于第3点提到的在保护问题上的合作问题，参加谈判的国家已经提出过数次 

了， HjitS鼓励;!ihf关可能釆取的具#^:ife^miHér, 

在笫4点下列出的项目早在1968年就进行了某些初步的讨论。应该在各谈判 

絲团广泛 f p ^面参加的情况下残对这个问艇行选"步的技术讨 ^ J ê i 

瑭表团的看法是，对所建议的各种措施的适用性进行交换意见将是一 M 

适的起点， 

W W ) M ) M \ M y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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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14 April 1982 

CHINESE 

Original:ENGLISH 

21国集团关于保证不对无孩武器S家 

国际安排 8 ^声明乂 

2 1頃集团认为，不使用或威胁便用孩武器g?最有效B5r安全保证是孩裁军和禁 

止便用孩武器.核武器面家不应在孩领域里进行任何危害无孩武器S家a?安全和幸 

福活动，孩武器^家有义务保证无;芪武器 S家不会受到孩武器咸胁或攻击，因 

此 ， 2 111集团欢迎设立—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就"保证不对无孩武器国家使用 

或咸胁使用稷武器87有效®际安排"达成协仏 

2、 最为令人遗憾89是，特设工惟小组进行了三年谈判，却只取得了徵小 

进I这主要是由于某些孩武器s家釆取僵硬立场所造成a? , 

3、 2 1面集团坚信，某些孩武晷国家单方面发表声明中所包含8^限制、条件 

和例外表明了它们主观添度，这些，明基础是孩咸慑垤论，这些条件、限制和 

例外合在一起，严重地限制了这些单方面芦明中可能包含eg积极因素* a此2 1国 

集团备戎员頃不能赉受这些芦明.这些声明并没有可信地保证不结盟a^、中立a?和 

其他无孩武器国家不会受到孩武器5?^胁或攻击， 

4、 2 1国集团注意到，裉据《最后文件》第6 2 g,孩武眷S家已承担义务 

y本戸明代表21国集团备成员国共同的基本立场. 

GE.82-621i+3 



不对现有无贫武器区国家使用或戚胁使用孩武器.除了這些 S家之外，两个主要 

军亊联a以外aïï其他中立35、不结盟B;T和发棊中s家也保证不获取或制造孩武氨 

fâîih.如果考虑到第5 9 g便请孩武器面家在适当愴况下作出保证不对无;0[武器s 

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梗武器W有效安徘，就尤其有充分理由绘予这些®家同拌有法 

律!朿力 

5、 2 1面集团强调揞出，"保证不对无稷武器国家便用或威胁使用贫武器 

有效荦安排 ^问题协议应基于下述原则： 

无核武器 s家有得到贫武器 s家出 3 5不对它们使用或烕脉使用稷 

(1) 

(2) 

(3) 应以具有法律约朿力和经过多边谈判sgS际文书形式提供这种保"SE» 

2 1 s 集团漪意地注意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 .頃 ^公约想法原 

则上没有反对,JS^ 

(4) 载入国际文书中，矢于这一冋題3?共同提法或共同方针^是明碘s?r和 

可信W，.既要符合不结SW、 立97和其他无稷武器 s家9?合法安全 

利益，也要符合2 1面集团所阐明上述观点 j 

(5) 这一问题BST协议应包括？武,IS家承担义务实現贫裁军，在实现‧ 

R菌禁止便用或威胁便用贫武器 a s r保 5 L 

6、 2 1®||团认为，只要核武器S家不表现出达成满意协议冥正Bg致治愿 

望，特设工小组 ; î r i t 一项目B s r进 "设判犹不可饞取得成瓜B此，2 1頃蕖团 

敦促有关S7>@f武器s家亶新审量它们9sr政秉，充分考虑不结盟97、中立a?和买他无 

稷武器国家立场，向第二庙裁革特剁联大提出它们对這一问题37修正立坊，这禅 

做有助于拟订保证不对无*武卷頃家便甩或威勝便用稷武器s?有效s,承安徘9? 一致 

闳意s?rs际文书，它也将有助于在实现载翠之面，在达成禁止便用或或胁使用贫 

武#agg际协议方面取得进;^ 

»0< >C(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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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谈 判 委 : 员 会 27 April 1982 

CHI:ESZ 

Qrigiaal: sriGLISH 

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准备的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 、 导 言 

1. 考虑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国大会特剁会议的《最后文件》第 

7 5 &其中注意到谈判已进行多年同时指出缔结一项化学武卷公^是多边谈判 

的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因此裁军谈判委员会自1979年以来直将"化学武器" 

项目列入它的议事B程, 1 9 7 9 # .在化学武晷树工作小M立以前这项议题是 

在全体会1^处理的，在审议议程中这个项目时，委员会一直考虑到现有化学武晷 

頃际文件中的规定以及在裁军委'员会会议（CCD)和裁军谈判委员会（CD)这一唯 

一 的 多 边 1 ^ 谈 判 i è S 的 范 提 出 的 所 有 建 议 和 文 f h 其 中 包 括 化 学 武 约 案 

文 草 案 和 美 苏 关 于 禁 止 化 学 武 晷 ; j G i 谈 判 的 进 屣 的 f ^ ê " 报 告 , 2 ), 

根据题为"化学武器"的议程项目提出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文件，以及工 

作小组的文件的一j£表,_其中包括工作文件和会议室文件，均载入本报告附件中， 

二、工作小组在1980年和1981年的职权范围和实质性审"813：作 

2. 在198 0—裁军谈邦委员会按下列决定设立了化学武晷#^工作小组： 

"裁军谈判委员^为履行其谈判和拟订一项全面有效禁土砑锢、生产和 

储存化学武晷并毁销此种武器的多iè公约的高度优先的责任，决定在1980年 

会议期间设立一个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遙考虑到现有全部提案和今后的倡议, 

通过实质性审査来确定l|ii样一項公约进行谈判时应予处理的各问题," 

3. 根 据 其 1 9 8 0 年 的 取 工 作 小 網 意 在 三 个 总 题 ： " 范 围 " 、 " 核 查 " 

和"其他事项"下安排其工ffe对谈判一项禁止化学武晷公约时有待处理的问题进 

行了实质性的审查，^个审査的基础上，对于与会代表团中出现了一致意见的问 

题，和对那些意见不集中的问题均加以弄清（第CII/13 ! / l i e ` 1号文件）. 

(2.82-6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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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1981年，委员会重 f m±T^工作/以便 

5. 在1981年，工,小组对主席建议的化学武晷公约组成部分草案进行了 

細审组成鄱分草案包括下列冋題：总现则； ^化学武晷的—般定义；桀 £ -

mt;公布；锖毀、转用、拆除和改装；非敌对军事用途的厲毒性致死化学s;与 

其他条的关系；頃际合惟；关于核査的一《551定；面家±*和梗査措旌； s m 

查技术手s;协商和合惟；协商委员会；修正案；审査会议；有效期和退约；筌署、 

批 A 加 入 ； 和 公 的 散 A 与 定 义 和 标 > i ^ 拥 有 化 学 武 器 储 存 和 化 学 武 器 的 生 

产手g和公布、销St化学武器或将其转用于被>i许的用途的计划、以及作出此种公 

布的时R和形式等有关的冋題，在叙鄧辦附件中加以处氣关于锖毀、拆除已 

公布的化举武晷的俦存及其生产手â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的用途两题、关于s家贫 

査匍度惟用和组织的建议和方针两il»以及协商冬员会的组梦、和程序的细节.主 

腐建议以同禅的方式加以处歡主JSf在各面代表团翁发官以及提出的口头和书面隶 

见的基上对s成茚分草案进行了修S t伹是，这费经主^傪改过的组成鄧 

反映在錢两题上出現0^所有的看^主厲提出的巳修改过0^组成鄧分案文以及反 

映，:代褒团意见的评论，都附在1981年小â甸娄员会提出的很告中(第 

号文件） . 

三，制定一项公對的现状 

6. 在1982年，裁覃谈判委i5会决;€授予化学武*1#设工小组下列职 

™ " 裁革谈判委员会，覆行其设判和拟订一项全面有效嫠止发 I 生 

产和储存化学武暴^衆 J f e #武暴的多边公的 i f度优先的贲 9 ^在 1 9 8 2 

年会议期间设立一个4^5会》特设工小组，考虑封现有全萍HJg和今后的倡 

议，为使委员会尽早达成协议，来裉订这袢一项公约‧"一一 

7. 小组在其 1 9 8 2 # ^议第一期会议期间，裉据^的建议，开始拟定一項 

公 约 的 条 款 ， 并 对 修 改 过 成 鄧 分 ^ ^ ^ 褒 团 j e m a 的 再 次 进 行 了 详 细 帘 

査，以期拟订出特剁与评论中所表达的备神现点相s的备逸方案和补充:TJg*这些 

对修改过的组成部^意见審列在以酉已两定的三个标題："范 s "、 "贫査 "和 

"其他事项"之下.代表团提出了会议室文件，其？裁有与它m最初反映在评 

论中的看法布应的新的措辞‧此外，一些代表团在<^会议发言中和裁军褒判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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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文件中提出了有关的提莱还眾1981年会议期同尚未处理的某些组成郅分和 

附件提出了具体措辞，主席葸未来公约的序官提出了一攻建议* 

8. 觯决嚣见分歧的进程仍在继续.大家有一项共同谅解，即禁止的范围应包 

括一切现有的*1可能出现的各类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更为详细地审査了禁止范 

围和有关核査的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关于范围的主要分歧有：是否把禁止使用化 

学武器的条款列入公约的问题、关于公约是否适用于牲畜if»植物的规定间邇、是否 

应 把 禁 止 为 了 在 战 斗 中 利 用 化 学 & 毒 性 而 进 行 计 划 、 组 织 和 切 I 

m纳入公约的问以及不在其他面絲领^±安置化学武晷的规定问 

Ji .关于面家核查和s际核査之间平衡的问题、把一项有关使用面家核査忮术手 

段的条款纳入公教是否道当的问题，协两委员杏以及国家槟査或执行制度的组织和 

活钫问题、以及什么时侯进行现场枧察如何摈实二元化学武晷6^1^_，_:都賓待取 

得一致嚣JL ;Jf于必须在国家^国际手段充分结合的基îHLh*磯^>^^i守情况的 

核査这一点，巳取得了较#ft谅解，有关实施公约的揞施，倒如公布莸得了更详尽 

的审 I许多代褒团还为了加强未来公约的可篚结构，提出了具#凌议.工作小组 

^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1981 #m告中经修改翁组成部分和注释，以及委S会19 

82年第一期会议期间提Hi的建议和建议^文，对小组今后的工作将提供一个有 

益的基础. 

9. '按照1981年主席可就来来公约的技术153题进行协两的傲法，在1982年 

的会议上，主席就1981年小告申建议的需要逬一步审议的问颞召开了协商会 

1 9 » 2年协育会议特剁就与化学武晷公對有关的有娜两一致的毒&碘定方 

法进行了讨论，主席向工作小组报告了协两会议的参加者一致为两种特定的毒性磯 

定法推荐了标准化操传程序‧工作小组注s到主#关于协两相推荐标准化操作过程 

的报告，小组一致闳嚣有必要继续进行协两，以便审议其他技术问题，包括与化学 

武晷公约有关的某些悬面来决的毒理学方面的问題， 

10. 特11考虑到笫二届专门讨论裁5问颥的联大特别会议，工作小组一致认识 

到迫切需要在締结一项化学武晷公约方面取得真正进展，s此，工惟小继赞成其主 

席提出的畔吁， s慨出更具实质性的贡献，以求，> ^拟定出约条款的进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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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有关化学武晷的各类文 

A.裁军谈判委员会文件 

1979年 

一第CD/5号文件，1979年2月6曰，意大利代表团提出，载有一份 

化 ^ 军 荧 判 的 工 f « 件 ， 

一 第 《 号 文 件 ， 1 9 7 9 年 2 月 6 S,荷兰代表团提出，载有有关拟 

定一项禁止化学武晷条约时一些程序性建议‧ 

一第C D / 1 1号文件，1 9 7 9年 4月9 B， 21面集团提出，载有一份 

葸有关蒹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并销毀此类武蕃进行谈判的工 

惟文件‧ 

一 第 号 文 件 ， 1 9 7 9 年 4 月 2 5日，芬兰提出.载有一份题为 

"化学武器物剂的化学補定，芬兰方案"的工作文件* 

一 第 C V 1 5 号 文 件 ‧ 1979年4月2 4 日 ， 联 合 王 面 团 提 出 ‧ 关 

于化学武器专家访冋英面之行（19 7 9年3月14日至16日）. 

一 第 号 文 件 ‧ 1979年6月2 0日.褒兰代表团提出，载有一 

份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晷并销莰此类武晷的工作文 

化 

一第CV2 6号文件，197 9年7月1日，秘书处按照41员会第3 1次 

全体议的决定提出，载有裁革委员会会议和裁革谈判委il会工作文 

件和声明中有关化学武器的材科汇编（1972年至1979年）， 

一第CD / 3 7号文件，1 9 7 9年7月1 2曰，镙君志联邦并和囿代表团 

提出，题为"关于不生产化学武晷的頃际《査的某些方面的工作文件: 

锡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圜 取 得 的 经 验 ‧ 

一第CIV<39号文件，1979^7^63,芬兰提出.载有潜在的有机碟 

战剂的确定方法一技术和参考«据标准化的一种办法a 

一第CD / 4 1号文件，19 7 9年7月2 5日，荷兰代表团提出，题为 



"载有有关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各神问题的工文件` 

一第CD / 4 4号文件， 1 9 7 9年 7月 2 6 B , 波 兰 团 提 出 ， 载 有 一 

份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和锗学武器并销毁此类武器的公约的提纲 

的工作文件. 

一 第 号 文 件 ， 1 9 7 9 年 8 月 7 苏賴社会主义共和囿联垔 

代表团和美利坚4众面代表团提出，题为"苏联一美 S关于禁止化 

一第CD / 4 9号文件， 1 9 7 9年 3月 8 S ,荷兰代表 3提出，题为"化 

学 武 晷 一 对 载 入 第 C V 4 1号文件的査询表答复 - ‧ 

一 第 号 文 件 ， 1 9 7 9 年 8 > ^ 1 3日.法面、意大利和荷兰代褒. 

团提ifi, M " 化 学 武 《 ~ ^ —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年 计 i ê r ^ 止 

化 ^ 器 两 题 

一 JTCVS&号文件，1 9 8 0 年 2 月 I 2 日 ， 澳 大 利 亚 ^ 团 提 出 . 

标 题 是 ： " 化 辩 器 ： 召 开 非 正 式 专 家 会 议 的 絲 ` 

一 J|CVBS号文件，1980年2月2`8日，波兰代表团提Hi,标题是 

-化学武器一一处理裁军谈判委员会所面任务时一:91可鐵程序性办 

法 - 工 作 文 件 ` 

一 第 号 文 伴 ‧ 1980年3月2 0 题 为 * 1980年3月1 8 

B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圑,驻联合S曰内瓦办事处代褒处临时代办的信• 

转递题为，关于荛面在越南、老和柬埔寨便用化学物剤的备忘录， 

的 文 件 ， • 

―, 0 ^ 8 4号文件， 1 9 8 0 ^ 3月 2 6日，荷兰代S团提出，载有题为 

"化学武器待设工小组初步工惟计划草茱-的工惟:^件， 

一 第 号 文 件 . 1 9 8 0 年 3 月 2 7 日 ， 标 题 是 ： " 1980年3月 

2 6日民主柬增寨,驻联合圜S内瓦办事处代表处常驻代表的信，递 

送分剁題为'1980年2月5日民主柬埔寨外交鄧关于河内加紧潘用 

化学武器并从亊其他活动妄图消灭柬塘寨人民的7明'和'璲甭侵珞 

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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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柬埔寨使用化学武器的几件事例；1 980年2月2 5日民主柬埔 

寨新闻部犮布的新闻'两份文件 

一第 C I V ^ 9号文件， 1 9 8 0年 4月 1 4日，标题是"1980年4月13 

日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外交鄧副郅长转递'阿富汙民主共和国政府于19 

8 0年4月1 1日发表的声明，的电:t» " 

一第 C V 9 4号文件， 1 9 8 0年 4月 1 8日，比利时代表团提出，标题 

是 "拟议的化学战剤和化学弹药的定义" 

一 第 号 文 件 ， 1 9 8 0 年 4 月 2 2日，波兰代表团提出，标题是 

"关于化学武器 4 # 1 S X f M ^ â ̶初歩工划：工惟文件， " 

一第 C V 9 7号文件， 1 9 » 0年 4月 2 ，璣典代表团提出，标题是t 

"关于禁止化学战能力的工惟文件` 

-第 C V 1 0 2号文件. 1 9 8 0年 6月 1 9 B,标题是："1980年6月 

19日中面出庸裁军设判委员会代录团代理团长的倌•锌交题为"中' 

H代表团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主要内容的建议'的工作文件，" 

一第 C V I O S号文件， 1 9 8 0年 6月 2 4 B ，标题是："1980#8`月 

24膝兰常驻代《的倌‧ ̂ 送趙为巧潜在的有机 9 ^战 ^的降解产物 ' 

的一项文件‧" 

一笫 C D刀 0 5号文件， 1 9 8 0年 6月 2 7 日 ， 标 题 是 ： " 法 面 ^ ^ 对 

荷兰代《团向裁军设判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化学武晷的査询表的答复 

( * 

一第CD/106号文件，1980年6月2 7日，法面代《团提出，载有 

题为"不制造和不拥有化学战剤和武晷的营制"的工惟文件‧ 

一第 C D / n o号文件， 1 9 8 0年 7月 2日，南斯铉夬 f i i S团提出题是： 

-关于防止神经毒气中毒的医疗防护的工惟文件 

一第 C V 1 1 I号文件• 1980年7月2日，南斯Ô夫條团提出，标 

题是："关于化学战剂定义的工惟文件"。 

一 第 号 文 件 ， 1 9 8 0 年 7 月 7 日 ，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蘆和美利 i &舍众国代表团提出，转递题为"苏联一美面关于禁止化 

学武器双边谈判的妙的联合裉告"的文件 ‧ 

一第 C D / U S号文件， 1 9 8 0年 7月 8日.加拿大代表团提出.标题 

是："化学武器么、约内《査的安徘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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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CD / U 4号文件，19 8 0年7月9 B , 标 & : " f ^ 利 亚 錄 

团在现阶段对于CD/41号文件内载荷兰所提关于化学武器的査询 

表的答复 . " 

第。/1 1 7号文件，19 8 0年7月I 0日，；te#大储团提出，标 

题是："化学武晷公约的定义和范围，" 

笫C])/121号文件，1980年7月l^TB,波兰代表团提出，标题 

是 ： " 麟 化 辦 晷 时 f . f l » ^的一些问题：工作文件" . 

第 文 件 ， 1 9 8 0 年 7 月 2 1 H,摩^«^1：^团提Hi,标题 

是 ： " 关 于 化 学 綠 奴 的 建 议 ` 

JIC3Ï/123号文件，1980年7月2 1 H .萦古代表团提 a ,载有 

题为："关于全面禁止和销缦化学武晷的来来公對《^1925年《日 

内瓦议定书》之间《;fffSiU^ »工作文件* 

号文件，1980年7月2 4 B,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提{H, 

" 对 禁 止 化 学 武 器 的 ^ 看 法 " ， 

jfCD/l3iyRer 1 号文件，1980年8月4 B , 题 为 向 裁 军 谈 判 

委员会提f i f t报告一 f c学武晷特t作小组" ‧ 

第CD/132号文件，1980年8月1 B ,载有一份题为"巴基斯坦 

玫府就CV89号文件的分发提{H的看法、"的工作文件， 

1981年 

JICD/142号文件，1981年2月1 0 S瑞典代表团提出，题为"工 

作文件：禁止#^或取得ti M ^用化学武晷的化学战争聿方" ‧ 

第 号 文 件 ， 1 9 8 1 年 3 月 1 9 S芬兰提出，题为："建立 

化学武器监 *能力 ~ ^兰研究項目的目菌阶段和目标 " ‧ 

第 号 文 件 ， 1 9 8 1 年 3 月 2 6日加拿大代表团提出，题为 

"一項基于活动分祈的化学武器訾制条约在核査和监督方面的要求". 

第CD/168号文件，1981年3月2 7. B中国代表团提出，题为"工 

作文件~ ^止化学武器：关于化学战剂的定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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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笫CD / 1 6 9号文件，19 8 1年3月2 7日中国储团提出，题为"工 

作文件一化学武晷生产设施/生产手段的拆除" ‧ 

-第C1V1 7 3号文件，1981年4月3日加拿大代表团提出，题为"化. 

学战剂的处理"， 

-第 C V r 7 8 号文件， 1 9 8 1 年 4月 1 6日芬兰提ai,内载其政府发 

一 第 1 号 文 件 ， 1 9 8 1 年 4 月 2 4 B印度尼西亚代表 

团提出，题为"对CD / 1 2 4关于化学剤和化学战剂定义的修正` 

- j | C D / l 7 9 / A d ( i . 1号文件，1981年4月23B ，题为"化学武 

晷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小组工作的进度报告* 

一笫CD / 1 8 3号文件，19 8 1年6月1 4 B加拿大代表团提出，题为 

"关于军4^制核査的概l|:iÉ工作文件"‧ 

一 第 C D / 1 9 5 号 文 件 ， i 9 8 1 年 7 月 1 4 B , 南 斯 拉 团 提 出 ， 

题为：工作文件：失能剂 "， 

一 第 C D / w e 号 文 件 ， 1 9 8 1 年 7 月 1 6 B芬兰提出，题为"化学战 

剂的痕量分析"， 

一第CD / 1 9 7号文件，19 8 1年7月1 7 B罗马;^E代表团提出，题 

为："工作文件一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组成部分的建议：定义和标 

准 "， . 一 ：SfCD/I99号文件，f 9 8 1年7月2 4 H ^ : ^ 賴 克 代 表 团 提 出 ， 

题为："工作文件：毒素的定义ft特性"* 

-第 C D / 2 0 3号文件，1 9 8 1年 7月3 0日荷兰代表团提出，题为"在 

全面有效禁止研锎，生产储存一切化学武晷及销默此种武晷公约 

范围内的协商和合作，核查措施和申诉程序"， 

一第CD/212号文件，1'981年8月1 3日中国代表团提出，题为"关 

于禁止化学爱晷的一些意见` 

-第 C V 2 2 0号文件，1 9 8 1年 8月 1 7 B ,题为"化学武器特设工 

作小组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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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 

一第c r i / 2 4 4号文件，1 9 8 2年2月I 8 S 大 不 列 默 北 爱 尔 兰 終 

王国代表k提出，题为"关于化学武器公约中的核査监测遵守情 

况 的 工 惟 文 件 ` 

一第 C l > / 2 5 3号文件，1982年2月2 5 S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代褒团提出，邇为"塔 M声明"， 

一第 C D / 2 5 8 * C o o r , 1号文件，1982年3月9 B 保 加 利 亚 、 紋 

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甸牙利、蒙古、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菌联盟等国代表a提出，邇为工惟文件：二元武器和有效禁 

止化学武晷两理"， 

- 第 号 文 件 ， 1 9 8 2 年 3 月 2 2 3芬兰代表团提Hi,题为*关 

于樓査与化学战 ,止范邇的关系 f t 工 M件 - . 

一 第 号 文 ! ! ! h 1982年3月2 3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fi, 

羅为"美S关予制止化学战争f t计划， • 

一第CD_/265*号文伴，1982年3月2 4 B 德意練邦共和国代表 a 

提â,羅为"关于核査化学武晷公^遵守情况ft原则和规M的工作文 

件 * , 

一 第 号 文 件 ， 1 9 8 2 年 3 月 2 南斯拉夫絲团提出，题 

为"工侏文件 Î 二 元 武 晷 及 其 ^ 和 梭 查 I ? l 題 ` 

一 第 号 文 件 ， 1 9 8 2 年 3 月 3 I S印Jt;S西亚*荷兰代表团 

提 出 ， m " 1982年3月3 1 B印度尼西亚和荷兰代表团团长的信， 

,印度尼西尼和荷兰一工作文件一在印度尼西亚百 

爪 哇 £ 都 査 査 尔 销 毀 4 5 «4苏子剂，的文伴-. 

一第C15 / 2 7 i号文件，198 2年4月I 美 禾 J 坚 a S 、 王圃 

和澳大湃亚代《S提HJ»題为"化学武晷核査'远港离持续槟査*技 

能 的 技 术 « h ` 
一第。/ 2 7 5号文件，1 9 8 2年 4月 7 B , 题 为 1 9 8 2 年 4 月 5 B 

加拿大到^铪裁军谈^委g会主席的倌转交颡为'：？45»控匍槟査 
提案纲1^^—>第二版«的文件"• 

一第。/ 2 7 7号文件， 1 9 8 2年 :月 7 B瑞典代表团提出，颞为"工 

作 文 件 一 ' 菌 体 ' 概 念 及 为 化 学 武 约 提 出 的 定 义 的 建 议 ` 

一 第 号 文 件 ， 1 9 8 2 年 4 月 I 4 B瑞典代表团提出，題为"工 

作文件一在全面禁止化学武器该判的各方之间加强倌任的搢施 

的 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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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号 文 件 ， 1 9 8 2 年 4 月 2 6 S, SU& "为第二届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准备的提交铪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特剁报 

告" ‧ 

一第C V 2 8 8 t文件， 1 9 8 2年 4月 2 1 S , 题 为 " 化 学 武 晷 舰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博 古 米 尔 ‧ 苏 伊 卡 大 使 在 向 谈 判 委 员 ^ 交 小 组 报 告 时 

的发言". 

B .化学武晷# ^工作小组的 

工 作文件和会议室文件 

1980年 

工作文件. 

~ CD/CW/WP. 1,题为"主席提出的工作文件"• 

一 CD/cvwg 2 »及增编1和2,题为文件潰单"载有19 7 9年7月 

到1980年7月间分发的同化学武*#设工作小组的工作有关的裁军 

谈判委员会文件溃单， 

一 3 , 美 利 ^ 众 國 提 i f i , 题 为 " 化 学 武 器 特 " ^ 作 小 组 

应予補定的问题". 

一 CD/CW/WP. 4 , 辆提 a , 题为 "谈判化学武 * ^ i i ^ i ( r 时应予 ^的 

问 题 " . 

― C D / C W / W P . 5 ,德意志^邦共和菌提出，题为"就当酋民间 â j * ^ 

行就地視察对于化学工业的影响", 

一 6 .法国提出，题为"化学战剂定义的标准". 

1981年 

H 工 作 女 件 

― 7 和 R e v . 1,题为"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的纲要一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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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T^/cn/HS, 8和Co r r . i ,题为"主席鄉的小组工作的纲要——第 

― C D / C W / ^ . 9 ,加拿大提出，题为"核査和化学武晷" 

一 CD/CW/^P. l O ^ C o r r 1 ，题为 "建议的小组工作的纲要一 

第3部分" 

一 CD/CW/!TP. 11,蒙古、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圉联里提a,题 

- 为 化 学 武 晷 ： 禁 止 化 学 武 晷 公 申 应 包 括 的 活 动 的 类 型 " 

一 CD/CW/r^ 1 2，题为*主席建议*小组工作的桀5 ~第 4部分 " 

一 CD/CW/TP. i 3 . a ? l r - 主 席 ^ 的 小 组 工 作 的 纲 H ~ % 5 ， 

一 cvcvwp, M , S U & * ^主席 ^的小 S工作 f t 绡 3 ? ~ ^ 6 ^ -

一 CD/CW/WP. 1 5 , 保加剩 i匈牙剩和波兰提出，題为 "化学武器 : 

一 CD/CW/WP. I f f ,法国 U S ,題为"材料和设施的公布和销毀" 

一 Qn/cn/rs^ 1 7 ,法国提ff i， 学 武 晷 ~ f L X . 标 准 " 

一 cu/cw/r^ 1 8 ,澳大利亚提a u題为-对化学武器# «工作小组 

所建议的经综合后的纲要之初步意见， 

一 cD/cw/wp^ 1 9 ,題为化学if晷工作小s主席建议的化学武S/ i i » 

约 组 成 * ， 

一 CD/CW/WP^ 20 , 题 为 " 化 学 武 器 工 作 小 组 的 化 学 武 晷 公 
约 组 成 * ， 

一 CD/CW/W^ 2 1 .题为"化学武晷工作小组主席建议的化学武晷公 
约组成 

一 CD/CV^P, 22和Co r r 1和Re v. 1 ,题为"主席向化学武晷工作 

小a做的关于就毒性确定两题进行协商的情况的报告" 

一 CD/CV/WP, 2 3 ,澳大利亚提出，題为"化学武晷核查：专家协商 

委员会" 

一 CVCW/^. 24，澳大利亚提出，题为"化学武晷公约：给子各缔 

约国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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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D / C W / T ^ P . 2 5 ,澳大利亚提出，题为 "化学武器核查：甲基， 

' 纖 申 ， " 

a 会 议 室 文 件 

― C D / C W / C R P . 5和Re ̀  1和2 ，题为"主席对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1 

年工 作期间在化学武晷方面要讨论的特别技术问题的建议" 

一 CD/CW/CRP. 6 .题为"关于化学武晷公约要讨论的主要的定义和 

标准的题目潸单" 

一 CD/CW/CRP. 7 ，比辨时提出，题为"拟议的定义(对 C D / 9 4号 

文件的修正 ) " 

― C D / C W / C R P . a , 国提出，题为"定义的标准" 

一 CD/CW/CRP. 9 , 题 为 " 1 9 8 1 年 3 月 3 O S ^ i J l就 C D / 1 1 2 ^ 

边报告和主席关于小 f i工作的纲要甸苏维埃社会主义 S联盟和美. 

，〗M众國两国代表a提出的问题单" 

一 CD/CW/CRP. 10和Add. 1^2S.Corr. 1和Rev. 1 ,题为"向裁 

-CD/CW/CRP. 1 1 ,题为*主席的说明" 

―CD/CW/CRP. 1 2 , « r -就确定#i t进行协脔的建议" 

― C D / C W / C R P . 13和Corr. 1 ,题为"到 1 9 8 1年 6月 2 6 B , 星期 

五，收到关于化学武晷公约的组成*一， 一 （之二）和附件一的 

& 经 ^ 后 《 r 衆 文 ， 

― C D / C W / C R P . 1 4 ， 溴 大 利 亚 提 出 ， 题 为 " 代 表 团 就 1 9 

和CVCW/!TP. 2 0号文件提出的修 J E ^ ,供修改用" 

-CL/CW/CRP. 15,题为一主席对化学武碁2^"约组成部分的修正建议， 

一 CD/CW/CRP. 1 6 ^ Add l l U i r "对主席在 C D / C W / V î . 19和20 

号文件中建议的a成部分和附件草案所提的修正案的汇编" 

一 C V C W / C R Î . 17/ReY 1, Add 1和2以及Rev.饰3以及Corr. 1 

m"化学武晷工作小组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草案" 



一 CD/CW/CRP 18,题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关于与一项化学武 

器公约的范圑有关《 J、为分类所需的毒确定方法^步要傲的工作 

的决定所提的建议，供该小组向裁军谈判委员会作出建议‧" 

1982年 

H 工 作 文 件 

一 GD/CW/WP. 26,联舍王国提交，理为-关于化学武S^i^教中的核査 

相监溷遵守憒况的工作文件'(同时亦作为CD/244印发） 

一 CD/CWyvp 27*Rev 1 ,題为"主席提出的关于化学武晷 

惟小 S 1982年会议第一期会议工作计划草菜à&建议-

-CD/CW/WP^ 28和Corr, 1 , 保 加 利 亚 、 捷 ^ ^ 8 ^ 、 德 意 志 民 

主共和匯、甸牙利、蒙古、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交， 

題工惟文件：二无武晷if i î有效禁止化学武器向题"（闳时亦作为 

CD/258印发） 

一 C D / C W / W î ^ 29,保加利亚提交，题为‧与禁止二元化学武器有关 

的 问 理 ， 

一 CD/CW/TP. 30 ft CO r r I,鎩为‧主席就有关毒性确定ISÎI题进行 

的协两甸化学武晷工惟小组提出的报告" 

一 3 1 ,南斯拉夫提交，S为-工惟文件：二元武晷及其 

定 义 和 鑽 * C 闳 时 亦 惟 C T > y z e e 印 发 ） 

一 CDycw/vp. 32,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和澳大利亚提交，题为 

"化学武晷槟查'远距离持续核査'技能的技术评价"(同时亦作为 

CV271印发） 

一 CD/CW/WP 33,颡为";ïf CD/220的修正后的组成部分*评论、 

建议的新菜文和备选措辞以及；《‧新菜文的评论汇鏞" 

‧ 一 CD/CW/WP 3 4 .顯为"主席的闭幕词" { 1982年第一期会议）-

3 会 议 室 文 件 

一 CH/CW/CRP 19,保加利亚提交，题为"关手组成部分第一条总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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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备选文字方案建议" 

一 CD/CW/CRP 2 0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提交，题为"关于组 

成部分第二条化学武器一般定义的备选文字方案建议" 

一 CD/CVCRP 2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提交，题为"关于组 

成部分第二条一使用一般用途标准耒确定禁止化学S的范围的会议 

室文件" 

一 CD/CW/CRP. 22 ,波兰提交，题为"关于组成鄱分笫二条第2款备 

i|:r案的提议" 

一 CD/CW/CRP. 23,题为"主席的说明一就毒性确定问题逬行协商 

的建议一暂行盱间表 ， 

一 CD/CW/CRP. 2 4 , 阿 根 廷 、 中 囷 、 印 度 尼 西 亚 和 巴 基 斯 

坦提交，題为"关于组成部分第一条总规定的4Hfe文字方案建议" 

一 CD/CW/CRP. 25,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面联里提交，题为格关于新 

的组成鄱分第三条（之二 ) ~ ^ 止 设 置 ~ ^ 建 议 的 案 文 

一 2 6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茵联盟提交，题为"关于组 

成部分第四条~` ^ 2 ^布~的备逸措辞方案建议" 

一 CD/CW/CRP. 27,保加利亚提交，题为"关于载入第CD/CW/CRP. 

25号文件的新的组成部分第三条（之二)措辞所建议的续文" 

一 CD/CW/CRP. 28 ,尼B利亚提交，题为*与组成部分第四条1(b) 

項 ̃ " ^ ^ » 布 ̃有关 f t建议菜文， 

一 CD/CW/CRP 29,瑞典提交，题为"会议室文件一化学武器销毁 

后取缔和不取得进行化学战的篚力" -

一 CD/CW/CRP 3 0 .波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ft囯联垔提交，题为 

"就第CD/220号文件组成都分第四条注释1 »注释4—以及附件二 

注释1和注释3所提的建议" 

一 CD/CW/CRP 31 ，美利！^众国提出，颡为"前体" 

一 CD/CW/CRP 32.澳大禾J亚提出，颞为"关于组成琊分第四条的备 

选文字方衆的建议一 i i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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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D/CVCRS. 3 3 »澳大利亚提 i f i ,题为"关于组成部分第五絲备 

i è j t 字 方 案 的 g m . 转 用 、 拆 除 和 S i : ^ " 

一 CD/CVtJH三34,澳大利亚提出，题为"关于附件三的备ife:t字方 

案的建议一铕毀、拆除业经公布的各种化学武晷的储存及其生产手 

段或将其转用予被准许的目的" 

一 CD/CW/CM*35,澳大利亚提ffi,题为-关于组成部M九条的备 

3 6 , g y c ^亚提 a i ,题为"关于组成部十一条的 

4Hfe 搢词案文的建议一頃家技术核査手段" 

号文件之组成*笫二条第 2 .款备逸搢词方案续文所提 a的新案文' 

CD/CW/CRP. 3&南斯抆夫提ai,題为关于第C]V220|^文件的 

附#""第3、 4 段 的 意 见 一 n 和 # î t " 

CD/CV/eRS- 39^南浙拉夬提出，题为"关于在第CV220f文件 

第1 4页组成部分第四条(Tj)ii:树c激之间插入一新款的lyg—公布' 

cD^w/cRp. 4 a 南 浙 拉 夬 U S , 题 为 关 于 组 成 部 ^ 五 条 销 毀 、 

转 用 、 拆 , ^ g 的 # i è f f ^ 方 桀 " 

C D / C 1 7 / C M . 4 1 ^南浙拉夫提出◆题为"附件三：销拆除已公 

布的化学武1*的储存及其生产手段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用途一关 

予 第 三 搢 词 方 案 ‧ 

C V C V / C H S " a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题为 "附件四：关于菹 

家 核 查 锢 度 的 作 用 和 级 织 的 建 议 针 " 

CVCW/CRP. 43»德意志民主共和匮提Si,題为"对组成部分第十 

一条提出 t ^ ^ m 一 s家核査 ^手段 " 

CD/CW/CR2*44德意志民主共和S提出，题为"出于公为目的关 

于，菌体， n的一些意见 " 

CD/CW/CRP. 45»德S志民主共和国提出，题为"组成部分笫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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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镙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题为"关于组成部分 

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建议的4Hè措词方茱" 

c D/CW/CRP. 4 7 ,题为主席建议的序言草案" 

48，捷克斯洛伐克提出，題为"组成鄧务笫十七条 

第三款的措词备选方案" 

CD/CW/CR^ 49. ‧ 利 亚 提 出 ， 题 为 " 建 ^ 在 现 有 组 成 邵 分 

第 " 条 4 ： * 的 案 文 ~ 有 ^ -

C D/e 50 .美利M^众面提出，题为"关于储存和设《 

的 贿 " 

CD/CW/CR5 51 . #兰提出，题为"关于组成部分第十四条和级成 

* 第 十 五 条 第 I 建议的 M 措词方 * ：—一 

CD/CW/CRg 52和Bex iS;ReTÇ 2题为"为笫二届专门讨论裁军 

CD/CW/CR^ 5 3 .瑞典提出.翘为"化学武晷工惟小组主腐向M 

«团提供时在专家协助下进 行协商的建议" 

CD/Cw/CR^ 5 4 .荷兰提出，趙为"关于 â成鄧分第九条第3款、 

级成部分第十一条第1敦、组成鄧分第十二条和组成部分第十三条的 

备选措词方茱以及拟议的新的a成部夯 第十三条之二的茱文" 

C3}XCW/CR5. 55,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题为"化学武 

番工作小组主雁提出的在专家协助下与*^ffi进f ï i M f的建议" 

CD/CW/CR5 56.中面提出.趲为"对CD/CW/CRg 47所载主 

CD/CW/CR?, 5 7 .瑭典提出，趙为"关于化学武器工,小组主雁葸 

1982年第一期会议期同进行的协商提交给裁军^判姿员会的裉告的 

鯛 建 议 " 

CD/CW/CR^ 5 8 ,题为 "狄 : ^关序官草案（C D / C ¥ / C R ^ 4 7) 

的^步意见的总结" 



CD/CW/CR^ 5 9 . 澳大利亚提出，題为 "化学武器工小组 M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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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pril 1982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 e 

Qrigtnal: SPANISH 

遵照联大1981年1 2月 9 S第 

决议的敦请，墨西哥府向联合國秘书长 

递交的载有防止核战争方面的意见案文的 

工 作 文 件 

为响应联大根据1981年1 2月 9 B的第36/81 B f决议向4 ^员国提出的敦 

请，墨西哥玫府愿就题为"防止核战争"的决议提出以下一些基本的看法： 

该决议的头两段序言部分实际上只是逐字重复1978年举行的第一届专门讨论 

够虽调地指a迫切地有必要为防止一S 

在《最后文件》申，联大对核武晷的存在所构成的"对人类生存的威"感到 

震惊，并虽调"消除一场世界战争，一场核战争的威勝是目苜最严重和最迫切的任 

务"， 

此外，在《最后文件》中还有很多这类性质的其他宣言，作为此类宣言的例子， 

重述如下四条就足够了： 

-一一今夭，武器的积累，特别是核武晷的积杲，不但不能保护人类菌 

途，反而远适构成对人类酋途的威Ji^." 

"由于各国竟相大量积累前所未有的最具毀灭性的武晷，人类今夭面临 

着空前的自我毁灭的威勝，单凭现有武库中的核武器，就足够毁灭地球i 

的所有生物. " 

"持夂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建立在军筝联璽的武器积累上，也不能依 

靠脆弱的威慑均势或战略优势主义来维持." 

"人类正面临着一项抉择：停止萆备竟赛，朝向裁军前进，否则就面临 

灭 亡 ‧ " 

根据这一前提，大会的决议重申了在《最后文件》中也占突出地位的其他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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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全世界各S人民对裁军都有"切身利益"；核武器国家在达成核裁军各项目 

标的任务中具有"特珠责任"，以及鉴于以上所述，大会强调，"防止核战争和减 

少核战争愈险是最高优先事项，应由第二届专门讨论裁覃问题的特剁联大予以审议/* 

虽然，正如人们会期望的，没有人能怀疑这个最能代表国际钍会的机构所作的 

上述各项宣言的有效性，伹可潰楚地理觯到，大会希望釆取必要的步骤以确侬982 

单 6月 7日开幕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剁^将接到各成员1提出的最大可能数 

量 的 就 " 确 保 防 止 槟 战 争 方 面 的 意 见 、 提 菜 议 " . 也 很 可 以 理 觯 ， 在 该 决 

议执行段落1和2中为此目翁作出的要求，对核武晷国家iS i ; ^ M性要大得多， 

这项要求对它们是以二种"规劝"的形式提出的，而对无会武器囿家是以一种简单 

的"敦请"形式提 î B的， 

核国家有必要就《录后文件》笫8段规定的"消除鑤发核战# ^危险"这一g 

标 向 大 ^ 出 提 案 ^ 具 ^ 建 议 ， 如 果 人 们 键 记 g 前 存 在 的 ， 头 的 i f c t e ^ 过 了 

50≫ 000枚其炸毁力约有160亿"《IL这一箏实，就自然会认识这种必要性"，刚刚 

提到的槟武库所具有的这一巨大的毀灭力，根据炸平广岛的炸弹的结果推算，已足 

够将地 3 ^所有人口毀灭不只一次而是5 0次. 

如大家看到的，虽然竟赛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伹人类目菌所处的令人痛苦 

的局势的确不闳寻常. 2 5年多菌，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罗素一爱S斯坦宣言（后 

来成为富有成朵的拍格沃希会议的起点)强调指a j ,如果很多氨弹真的使用，将带来 

普遍的死亡：少数人马上死亡，大多数人则在疾痏和逐渐衰变的折麽之下缓慢地死 

去"，两年以后，杰出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阿诺德•托因Hi指出，自旧石器时代结 

束以来，人类就没有睡到过类似的憒况，那时人胜利地锎服了狮子、老虎和类似的 

野兽，伹是自从1945年以来，人的生存再次变得无法保障了，因为人们，打个比 

喩说，自S已变成狮子和老虎了.爭实上，自从1945年以来，人类生存遏到的威 

胁要比它在審一个百万年历史时期遇到的^胁大得多， 

另一个必需铭记的极其懍人的因素是：技术在核武器领域一直起着越来越重大 

的作用，电子计算机的不可避免的失灵以及由于这种失^导致的假警报，在这方面， 

只要提一下1980年1 0月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报告就够了，这份报告最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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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极大 

的相对性和偶然性，该报告以其来源之可靠所赋予的无可辩驳的杈威性指出，在为 

期18个月的时间内，美国防务司令部记载了 147次十分严重的假核警报其严重性 

需要^们耒估价这些警裉是否意味着一次可能的进攻，而另外有甲次警裉还要严篁 

得多，以致要求发布命令，命令B — 52轰炸机的机务员和负贲洲际导弹的邵队作 

妤准备以便采取行动， 

在谈到这些警报中的=次最严重警报时，一位公认的军事技术威罗伯特《G' 

奥尔镙里奇在1980年7月2 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7个月中间有三次由于 

电子仪器的失误而使美面的战核武装鄧队置于警戒状态、1979年1 1月9日， 

北美防空司令部的电脑曾宣布一次潜礙发射导弹的进:0t 1980年6月3日它曾再 

次宣布一次包揞潜艇发射导弹的大規摸进先三天以后它又说正潜伏在距美面海.岸 

约 L 000英里处的潜艇发射的导弹，在大约1 0分钟以内可以到达目袄 1 1月 

份的霣悚持续了6分钟，6月份的警报持续了3分钟，这已占作出决定所允许的时 

间限度的很大一部分*如果警报在这要关头那怕只延长几分钟，其后果之可怕将 

是不堪设想0^ 

只要人们记取以上情况，那葸能很潸楚地理解，为什么孩大面迄今已达成协议 

的t一几项措施，如关于在超级孩大SS家首脑之间建立直接通讯联系的措埯等， 

无论它们多么叫得响亮，伹是在世界面临的怖形势下，只能被称为粉饰性的搢施 

T. 

战争的威Jié^永久消除的有效措:îfe»墨西哥政府深信，实现这一点的办法是很筒单的: 

只要认真对待1978年一致通过的，概括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联大特剁会 

议《最后文件》中的各项现定‧ 

如果不得不从形成《最后文件》的众多覌定中选择最符合正在审议中的憒况 

的另现定,.那么可以毫不犹豫地挑选其中第 4 7和第5 0 g的现定 •众所周 

这些g的全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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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柙.戋彖大的卮险.必须停止和扭转1^革 

备竟赛的一坊方面，以便,止眷入贫武器的战争的危险*在这方面，最终 g标 

是彻 , S 消涂孩武器" (第 

"达成孩裁军署要在适当阶S:IC下列协议和有关备®都.资意的适当梗查搢 

亀,迫切iËff埂判： 

(A) 停止在质量上改善和发餍衩武器系统； 

(B) 停止一切类型的核武晷及其运 I t r ^的生产作武器用途的材 i j ^ É / * ; 

(C) 一项分阶段进行并订有商定时限的综合方案，以便在可行时遝歩均衡 

裁减核武器储存及其运载工^并尽快导致最后彻底销毁这种武器" 

( 第 5 0 段 ） ‧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迄今阻 M釆取搢施防止核战争的并不是由于缺少明确 

规定的方法和程序*而仅仅是由予在那些对改善 i :界面临的恐怖局势负有最大责任 

的S家方面完全缺乏政治意 

S i b 墨西哥政府确倌： "百前迫切需要的是 ,已经傲出的承诺和在 ^将来 

临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剁会议上可能傲出的承诺，如《最后文件》 

第1 7段所规定，"变成实际的行动"，并"在裁军领域朝向具有约束力的有实际 

效力的面际协定苜进"；p乂尽可能具有约束力的形式通过一项"综合裁军方衆"， 

该方案以核裁军为开端，还包括《最后文件》第109段规定所说的，"各国认为适 

当的一切搢施，以确保有效面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能够在一个@际和平与 

安 全 普 遍 存 t 新 的 頃 际 经 济 秩 岸 , 加 强 和 巩 面 的 世 界 上 得 到 实 現 " . 

人 m 希 望 的 是 ， 概 晷 頃 家 ， 特 剁 是 两 个 核 超 级 大 s 能 辩 a m # « j结论. 

M它们的面际行为符合这个结论，我们认为这对它们来说并不困? I *只要它们能 

考虑到试图以增加世界的不安全来实现其本B的安全是荒谬的；能考虑到核武库的 

集聚已足以造成本星球上生物的不只是一次而是多次的全部死亡，不詧是立即死亡 

还是通过缓慢和痛苦的衰变而致死；并能考虑到秘书长最近有关核武器的报告（19 

80年9月1 2S A/35/392)的结论之一所阐明的，不能允许一些国家用毁灭人 

类文明来促进它们的安^这样傲意味着人类的未来"就成了一一少数核武器! I家, 

最主要是两个超级大S的抵押 â " , 



CD/283* 

26 April 1982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CHHÎESE 
Original:ZNGISH 

综 合 裁 军 方 茱 特 设 工 惟 小 组 的 裉 告 

一 、 导 言 

1. 1980年3月1 7日，委员会在第6 9次全体会议上决定设立一个委员会 

的特设工作小组，葸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联合圜大会特剁会议《最后文件》 

第109 S中设想的《综合裁军方茱》进行谈判*以便在第二届裁军特剁联大召开之 

前宪成该方案的拟订工惟.1981年2月1 2日，裁军谈判委员会在第105次全体 

会议上决定该特设工作小组应在1981年会议期间继续工ffe工诈小组考虑到为觯 

决一些重大而复杂的冋题仍须做大量的工惟，并考虑到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要求是 

及时结束方案的谈判，以便将方案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剁联大，因此，在其关于19 

81年会议工惟的报告中同意向委员会建议在1982年1月1 1日恢复工小组的 

工ffe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1年8月20日的第148餘体会议上釆纳了这一建 

仏根据这一妓，工作小组于1 9 8 2年 1月 1 1日恢复了工诈，在1982年2月 

2日的第150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委员会确认特设工诈小组应在1982年第一 

期会议期间继续其工ffe 

：!>工作安徘和文件 

2. 在1980年会议期间，鸟卢‧阿镙尼吉大便（尼日利亚）任待设工作小组 

的主席。阿方索‧加西亚‧罗夬菜斯大使（墨西哥）在1981年和1982年会议期 

同任主氩联合国裁军中心的丘延纳ié*叶菲莫夫先生在1980年任工诈小组的秘 

书，联合国裁军中心的艾达'路易莎‧列文小姐在1981年和1982年任工作小组 

的秘书. 

3. 在1980年、1981年和1982年的会议期同，特设工fM^组共#^了 59 

次会议，其中1980年10次，19 81年2 4次，1982年2 5次. 

, 因技术原因再次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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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员会应下述备非委员会成员頃的请求，遨请它们的代表参加特设工作小 

组各工诈阶g:的会议*这些S家是：奥地利、丹灵，芬兰、挪威、西班牙、突尼斯 

和 土 耳 ^ 

5. 除了在题为《绛合裁军方茱》的议程项目下分发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式文 

件外，在特设工作小组举行的三次会议期间，各成员頃还提出了下述工作文件： 

一关于 C ^ ê : ^ ^ ^ 中载有题为 "目标 "一节的茱文草茱的工作文件， 

墨西哥提出，（ C D / C P D / Ï 7 ^ 3和Rex 1) 

一关于《综合裁军方茱》大纲的工文件，巴基斯坦提出.（。2/(：?]}/ 

^ 4) 

一关于《綵合裁军方案》中载有题为"目标"一节的案文草案的工文 

件，駭斯洛我克提出.（CD/CPD,S 5 )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载有 题为"原则和指导方针"一节的案文草 

案 的 工 诈 文 件 ， 璺 西 哥 提 出 . ( 6 ) 

一关于《绦^军方案》的主要原则的工文件.中面提出 .（ C V C ? D / 

.ŵ  8) 

一题为"综合裁军方案中关于限制军备竟赛并实现裁军的努力的一般指 

导方针一节的草案"的工惟文件，捷克斯洛伐克提出*( CD/CPD/ 

―关于《综舍裁军方莱》的原则的工作文件，委W瑭拉提出* (CD/ 

CPD/W^ 10) 

―题为"综合裁军方菜与和平教育的襯念"的工惟文件，波兰提出. 

(CD/CPD/W^ 12) 

―关于《综合裁军方菜》中载有题为"则"一节的茱文草菜的工作文 

件 ，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提 出 . ( 1 3 和 A ( U 1) 

一关于方式和机构的工惟文件，捷克斯洛伐克提出, ( C D z " ? D /，?* 15) 

一关于 "执行阶 g "的工文件， &尼日利亚代表鸟卢 ‧ 阿镙尼吉大使 

应主雁要求编写，(CD/CPD/¥5`17) 

―关于《绿合裁军方茱》的性质的工惟文件，由尼日利亚代表乌卢德 

尼吉大使应主席要求编写.（CD/C?D/WS 18) 



一 关 于 " 执 行 阶 段 " 的 工 作 文 件 . 由 ^ 合 王 国 , 代 表 萨 默 海 斯 大 使 

应主席要求编写，（CD/CPD/WP. 19) 

- 1 9 8 1年 3月 5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答复主席所提关于 

苏联玫府对1962年在十八囿裁军委员会上提出的"关于在严格国际 

监督下的全面彻織军条约"的立场问题的发言（CD/CPD/Wf. 20 ) 

―1 9 8 1年 3月 5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答复主席所提美国政府对 1 9 6 2 

苯在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上提出的"关于在和平世界中实现全面彻底裁 

簞条约的基本规定的大纲"的立场问题的发言。（CD/C?]VWI>. 21)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有关"目标"一节的工作文件，意大利提出。 

(CD/CPD/WP, 22)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载有关于措施的补充津议的工作文件，中国 

提出，（CDy^C:PD/WP. 24) 

一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载有关于措施的进一步建议的工作文件，中 

国提出，（CD/CPVWP 25)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文件，巴基斯坦提出.(CD/CPD/WP 26) 

-关于《综合裁军探》中有关"措施"一节的工作文件，保加利亚、捷 

tJf洛伐.1L德意è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波兰和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里提出。{ CD/CPD/WP 28) 

一关综合裁军方，工作文件慮大利提出 .（ C D / C P I V W ? . 30) 

- 关 于 合 裁 » a 》 的 目 糖 工 作 文 件 ， 中 国 提 出 。 （ 

31) 

―关于《综方荣》的工作文件，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日本^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CD/CPD/ 

WP. 33) 

保加利亚提出，（CD/CPD/WP. 35) 

一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文件， 2 1国集团提出，（C D ^ P i v 

WP. s e f u C o r i ^ . l ^ d d s . 1—3) 

一关于《综合裁军;絷中载有关于核武器的捷杲的工作文fj^i»_大利亚提 

jl̂。（ CD/C_PD/W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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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综合裁军方案》4^载有关于壅.{区的^的工惟文件,^禾J亚提 

出a ( CD/CPD/!7P. 38 ) 

―载有 C D ^ P D / W P . 27号文件（第一阶段）"核武器"一节的修正案 

的 工 作 文 件 ， 法 国 提 < CD/CPD/WP. 39) 

一载有CD/aPD/W:P,27号文件（第一阶段）"核武器"一节的修正案 

的工作文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菡联盟提出，（CD/^PD/WP. 4 0 ) 

一关于《综合裁箪方案》的工作文件,.波兰提S, 4 2 ) 

―关于《综合裁箪方案》中载有题为"机构相程序"一节的案文草案的 

工作文件，德意志民主共ft国ft委内瑞技提出，（CD/CPD/WP. 4 3 ) 

一关于《综合裁军方茱》笫一阶段槟裁军搢施的工作文件，中囿提出， 

(CD/^PD/WP, 44) 

―载有 C D / C P D / W S . 2 7号文件（第一阶段）"核武器"一节的修正案 

翁工作文件，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 1、匈牙利、 

t * 、 波 兰 和 苏 维 埃 社 会 i : Î L 共 和 囿 联 里 提 出 。 （ 4 5 ) 

―载有 C D / C P D / W ? . 2 7号文件（笫一阶段）"常规武器^簞队"和"釆 

取皆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两节的修正杲的工作文件，德意志 

共ft国提出，(CD/CPD/WP. 4 6 ) 

一载有 C D y ^ ? D / W P . 2 7号文件（笫一阶段）"核武器"一节的修正茱 

的工作文件，德意志民主共和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1提出， 

(CD/CPD/WP. 4 7 ) 

―载有 C D / C ? D / W ? . 2 7号文件（第一阶段）"其他措施"一节的修正 

案的工作文件，波兰提出，(CD/CPD/WP 4 8 ) 

― 载 有 2 7 号 文 件 （ 第 一 阶 段 ） " 其 他 撸 施 " 一 节 的 修 正 

案的工作文件，保加利亚提出，（CD/CPD/WP 4 9 ) 

― 载 有 2 7 号 文 件 （ 第 一 阶 段 ） " 其 他 措 施 " 一 节 的 修 正 

案的工作文件.蒙古提出，（ C D / C P D , P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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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载有 C D / C P D / W P . 27号文件C第一阶段）"其他措施"一节的修正 

案的工作文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CD/CPD/WP 51) 

一《综合裁军方案》草案，澳大利亚、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 

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a王国提出.（ C D / C P D / W ? . 52) 

一载有 C D / C P D / W P . 27号文件（第一阶段）"其他措施"一节的修正 

案的工作文件，尼日利亚、波兰和委内瑞拉提出。（CD/CPD/WP 53) 

一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原则"一章的工作文件，2 1国集团 

提出‧ （ CD/CPD/WP 55) 

一关于《综合裁覃方案》中邇为"目标"一章的工作文件，2 1国集团 

提出* ( CD/CPD/WP. 56) 

一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邇为"优先次序"一章的工作文件，21 ® 

集团提出，（CD/C?D/WI». 57) 

^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菌、匈牙利、蒙古、波兰和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CD/CPL/VP. 58) 

一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优先次序"二章的工作文件，保加利 

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国、匈牙利、蒙古、波兰和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CD/CPD/WP 59)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颞为"原则"一章的工惟文件，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萦古、波兰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菌联里提出。（CD/C:PD/WI». 60). 

件，中囿提出，（CD/CP!),?. 61) 

一关.于《综合裁军方.篓》中颞为"机构^程序"一章的工惟文件，2 1 

国集团提出.（CD/CI>D^^:P. 63) 

一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常规武器相武装力量"一节的案文草案， 

南斯拉夫提出，(CD/CPD/WP 64) 

一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颞为"搢施"一章的工作文件，保加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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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箫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波兰和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CD/CP]}/17P 67) 

一关于核査的工惟文件，美利坚舍众国提出，C CD/CPD/WP 69) 

一关于核査的工作文件，德鬵志民主共和国提出，CCD/CPD/WP 70) 

此外，秘书处编制了下列文件： 

一文件清单（ C D / C " / W ^ 1) 

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含众国于1 9 6 2、年提交十八国 

裁军委员会的文件汇编（E]ÎI>C/2/Rev. 1和Corr. 1̂  E]JDC/S. 

EirDC/18LEirDC/3(»iCorr 1 CD/CPD/WP, 7和Add, 1) 

一第十届联大特剁会议《最后文件》和裁军审议委员会1 9 7.9 ito I 9 

8 告所载:^措施一宽表（CD/CPD/WP. 11 ) 

一 1 9.6 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置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草 

茱》践想的具体措施一 Jt^('E]JD(V2/Rev. 1 ) ^美利坚合众圜 

1.9 6.2年提出的《在和平世界中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的基本规定 

的大纲5(Ein)C/30)，（CD/C?D/w:P. 14) 

-在CD/C?D/W:P. 11^1 4号文件的一宽表中没有明确列入的搢施 

^ ( C33/CPD/WP, 23) 

一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第i章（"措施"）相第六章（"执行阶段"） 

的 初 步 审 査 结 果 . （ 2 7 ) 

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颞的联大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申所载关于原 

则 的 一 宽 氣 ( 2 9 ) . 

一第一>itr w论裁军敏的联大特剁会议《最后文件》中载有的目标的 

一 £ ^ ( CD/CPD/!7P 32) 

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的联大特剁会议《最后文件》 «载有关机构 

和程序的规定一jâ&氣(CD/CPD/WP. 34.) 

一第十届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25段所列关于机构和程序的若 

干提案汇编。{ CD/CPD/WP, 41.) 

一关于C I 3 / C ? D / W ? . 2 7号文件第一阶段搢施及与之有关的书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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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提案的审查结艮（CD/CPD/WP, 54) 

三 、 实 质 性 工 作 

6 .特设工作小组在1980年通过了《综合裁军方案》的纲要（CD/CPD/Wi». 

I )，其中包括下列各章：导言或序言；目标；原则；优先次序；措施；执 

行的阶段；机构和程序。* 这一纲要构成了 1981年和1982年审议《方案》的 

基础‧ 

7. 1981年，#^工作小组完成了对《方案》实质性章节的初步审査工作， 

考虑到导言或序言以后各章的形式和内容将决定该章的性质相内容，工作小组决定 

在审议以后各章之前暂缓审议导言或序言这一章。关于结合起来加以审议的搢施*1 

执行的阶段这两章，工作小组还能就第一阶段的措施进行第二轮更为详尽的讨论.* ‧ 

8. 1982年，特设工作小组集中精力拟订《方案》各实质性章节的案文. 

9. 关于《方案》的目标，1982年2月8 B,特设工作小组在其第4 9次会 

设立了一个联系小组，以拟订这一章，并指派（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德拉戈 

尔斯担任其协调员.联系小组向工作小组提交了一份就某些问題反映不同意见的案 

文。1982年3月1 8日，工作小组在其第5 6次会议上通过了这份案文（CD/ 

CPD/WP^ 66). 

10. 1982年2月1 1 B，工作小组在其第5 0次会议上设立了一个联系小组， 

拟订《方案》的原则，并在1982年2月I 5日的第5 I次会议上指派（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大使格哈德*赫德尔抠任其协调员，正如目标的拟订情况一样，事实证 

明不可能就所有的实质性题达成协仏此外，关于把某些段落包括进原则一章是 

否合适的问颞，也有不同的看法.联系小组一致同意，关于这些段落的安排问颞应 

在较后阶段以及在整个《方案》的范围内作出决定，应考虑到要避免重复.1982 

‧ 1980年工作的全面阐述见工传小组提交给裁簞诿判委员会的报告，该损告是委. 

员会1980年报告,的""^分（0©/139,第6 8段）， 

lasi年工很的全面阐述见工作小组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是 

委 员 会 1 9 8 1 年 报 告 的 " " ^ 分 （ 第 1 2 7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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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I 8日，工惟小组在其第5 6次会议上通过了联系小组提交的案文（C D , 

65), 

11. 关于优先次序，1982年2月8 B,特设工作小组在其第4 9次会议上 

设立了一个联系小组，以拟订《方案》中的这一章，并指派（巴西）大使德索萨‧ 

埃*席尔瓦捏任其协调员.联系小组提交了一份商定的案文，1982年3月1日， 

工作小组在其第5 5次会议上通过了3：—案文（CD/CPD,P. 62)。 

12. 关于搢施相执行阶段，和以菌一样是结合起来加以审议的.1982年2月 

2 5日，工作小组在其笫54次会议上设立了一个联系小组，以拟订《方衆》的这 

一部分，并请小组主席担任该小组的协调员，联系小组草拟了一份案文，将搢施分 

别列入初期、中期和最后各阶段，联系小组的谅觯是，这一案文不损窨各代表团就 

有关执行阶段的问邇的立场*为了协调该案文所载各种备选方案，惟为协调员的塔 

里克‧阿尔塔夫先生（巴基斯坦）召集了一个非正式的起草小起草小组缩小了 

意见不一致的范围，并在可能范围内统一了和简化了经联系小组讨论过的某些备选 

方案的案:^起草小组拟定的案文经联系小组作些改动后已于1982年4月1 4B 

在该小组通选在1 9 8 2年 4月 I 5日第5 8次会议上，工作小组经过会上的口头 

修正的方式后通过了联系小组提出的案文（CD/CPD/«£V71), 

13. 同一个联系小组还担负了揿订机构和程序一章的任务，该小组向特设工惟 

小组提交了一份就某些问題反映不同意见的案文.1982年4月8 B ,工作小组在 

其第5 7次会议上通过了这一案文，同时对其惟了某些补充和修改（CD/CPD/WP. 

68). 

14. 在审议《综合裁军方案》的各个不同阶段，特设工作小组集中注意力于 

《方案》的时限和性质问題.正如工作小组关于1980年会议工作的报告所表明的， 

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见（（：15/139,第6 8 ( 1 3 ) * ( 1 5 )段），19 8 2年, 

这两个问颞在工作小，上述第1 2*1 3段中提及的联系小组的会议上进行了审 

查.关于时限问颞，大家:一致同囂，《方案》，应《^可能短的时间内执行.除此之 

外，还继续存在不同.的意I 一方面，有人再次强调指出每一个执行阶a以及整个 

《方菜》*，应有一个时PL大家认为，不然的话，就没有一个标准来判断《走向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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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中所载的措施。有人继续争辩说.在一个商定的时限内执行《方案》会产 

生国际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并且由于在全面彻底裁军进程中具备了预见性这一因素 

而对国际关系的气氛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大家认识到，只应规定一个指示性的 

一方面.有人继续争辩说.对执行《方案》所包括的各阶段规定的时限的歃法是不 

适当的，无论是指示性与否，因为规定这样一种时限的傲法是不符合谈判的条件的, 

尤其是对一系列相互依赖的谈判而言是如此。这种意见认为.：》ï杲有必要，所设想 

的作为《综合裁军方案》中机构相程序的一都分的定期审査可促进《方案》的执行 

不断取得进展，为评^iHt种进展提供一种标准.并使《方茱》得以进行评价和调査。 

关于《综合裁军方茱》的性质，人们提出了各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方案》 

应纳入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他们建议通过《综合裁军方案同时S有一则 

庄严的《宣言》，有人提出一项具体建议，建议《宣言》《综合裁军方案》随后 

案》不应纳入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囡为各圜不能在某项谈判还没有开始前 

就受谈判一定成功的约束。但是有人认为，由各国作出执行《方案》的坚定政治保 

证，例如以第二届联大特剁会议上一致通过一项决议的方式，将对在尽可*fe^的时 

间内完成《方案》的执行产生必要的促进作用，还有另一种意见认为，《综合裁军 

方案》应提出一套大家一致同葸的、旨在停止军备竟赛和旨在裁军的措施，并应促 

进裁军领域中建设性集体努力的广泛发展，人们指出，裉据《联合国宪章》，大会 

可以对有关指导裁军和控制军备的原则提出建议，笫一届夸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 

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可以成为通过《方案》的先例，尽管在这两个问题上 

没有作出什么结论，伹大家承认，讨论已有助于澄清有争议的问并将因此有利 

1 5.大家都认为，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上进行的审议 

将有利于调和反映在《综合裁军方案》草茱中的分歧意见.某些代表团还慼到，它 

们对《方案》軍案所载有各条款的最后态度只能根据整案.》的内容来决定.有 

些其他代表团则认为，工作小组中取得的进展将对今后的工作产生影响，并且认为， 

时限.因为在执行《方果》的过程中, ,另外 

首脑签署，并最后由安全理事会根据旨在使各国 

通过一项决议。另一种意见认为，《综合裁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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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对整个《方案》的最后态度将根据对《方果》的具体条款、时限和执行《方案》 

的约束性义务所达成的协议来决定'， 

五.结论 

1 6.特设工作小组同意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附于本报告之《综合裁军方1|> 

草案，并建议将它提交联合囿大会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剁会议上进行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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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综合裁军方案》草案 

` 导 言 或 序 言 

( 待 以 后 拟 定 ) 

二. £ # _ 

1. 《综合裁军方案》的当11目标应该是〔防止核战争的爆发〕〔消除〔战争. 

特别是〕核战争爆发的危险〕.执行停止并扭转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的措 

施，并为持久和平开辟道路。为此目的.《方案》还应： 

―k持和加强篓一J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所产生的势头； 

―〔巩固发展迄今为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特别是在遏止军备竟赛的 

领域中和建立信任措施及缓和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一〔开始〔，〕〔或〕恢复〕〔准备开始〕并〔加快〕旨在停止一切领 

域内军备竟赛，特剁是核军备竟赛的紧急谈判； 

一在国际协议的基础上开始相加速冥正的裁军进程。 

2. 〔《综合方案》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有效国际监瞀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能 

在一个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新的国际经济秩;？完全建立的世界中成为现实。〕 

〔《综合方案》KI最终目标应该是：实现有效际监督下的金面彻底^军，防 

造条件。〕 

3.在执行《方案》争取逐步裁减 fD最后消除军备和军队的整个过程中.应谋 

求达到下列目标： 

―按照《联合国宪章》，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各个国家的安全. 

〔同时铑记真正的安全只有通过限制、削减相消除武器，通过裁军， 

才能得到保证〕C.铉记唯有切实执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安全制 

度 ， 根 据 国 际 商 定 ^ 相 互 作 出 榜 样 以 便 和 军 队 ， 最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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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有效!I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才能建立真正持久的^平(《最 

后文件》第1 3段）〕； 

―为维护所有菡家的主权^独立作出贡献； 

〔一通过《方案》的实施，为各国‧特剁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作出有效的贡献；〕 

―增加 i i i系信任相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为〔加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平共处的基础并〕加强各国间合作 

的发展.以便促进有利于实施《方果》的条件〕〔建立基于所有国家 

和平共处^彼此信任的囿际关系.推动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了觯，以便 

促进有利于实施《方案》的条件（根据《最后文件》笫12段）〕； 

―〔在各国鼓励舆论对裁军事业作出贡献〕〔动员世界舆论推动裁蜀， 

题，而和平、安全以及经7齐ft社会iUiÂ不可分il翁，因此它们认识到，相应的贲 

任和义务是普遍性的，〕 

2. 停止军备竟赛和达成真正瀵军是最重要最造切的工作。 

3. 缓和ft进展ft裁军的进展是相辅相成的、互相加彊的， 

4.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重申它们全力支持《联合国宪耷》的宗皆并负有义务严 

格遵守其原则'和其他有关维持国际^平与安全的晋遍接受的有关国际法原则.它们 

强调特剁重要的是，考虑到各囿^照《宪章》享有实行个剁和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 

不对任何囿家的主;R、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对在殖民主义或外国统治下要求行 

使自决杈相达成独立的人民以武力t胁或使用武力；不千涉和不干预他国内玫，国 

际边界不容侵犯，并以ft平方法觯决争竭， 

5. 〔为了替圆满完成裁军进程创造有利条件，所有国家应当严格遵守《联合 

国宪章》的规定，避免采取有可能对裁军领域所作出的勞力造成不良影响的行动. 

对谈判表现积极的态度.并表现出力求达成协议的政治意愿，〕〔为了替圆满宪成 

裁军进程创造有利条件，所有国家应当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避免釆取 

有可能;?t裁军领域所作出的努力造成不良麥响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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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必须承认，各国的致治意愿是达成真正裁军搢施的决定性因素.因此， 

各国应对谈判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并表现出力求达成协议的政治:t愿.〕 

7. 〔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是同达成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m 

立基于.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彼此信任的国际关系、以及推动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了觯而 

作出的努力背道而驰的.军备竟赛妨碍了《联合国宪章》各项宗旨的实现，而且不 

符合《宪章》的各项原则，尤其是关于尊重主权、不对任何囿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 

独立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和平觯决争端以及不干涉相不千预别囿内政等原则.〕 

8. 加强各国安全和眢遍改善囿际局势的夏重措施，将可促进裁军，包括核裁 

覃方面的重大进展， 

9. 裁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尊重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权利、按照《联合国宪 

章》和平觯决争端，以及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彼此都有着直接的相互关系.在其 

中任何一个领域取得进展都有利于所有其他领域；反之，在任何一个领域的失败对 

其他领域都会产生消极效果， 

10. 〔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建立在军事联璽的武器积累上，也不能依靠 

脆弱的威慑均势或战瞜优势理论来维持，唯有切实执行《联合囯宪章》规定安全 

制度，根据囿际协定和相互作出榜样以便迅速大量裁减军备和军队，.最后.达到有效 

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才能建立真正持久的和平，与此同时，军备竟赛的成 

因和对和平的威胁必须减少，为此目的应采取有效行动以消除紧张局势并以和平手 

段 端 。 〕 

11. 裁军的进展，应伴同加S维护和平的机构以及以ifr平方式觯决囿际争端的 

措iÊ>» 

12. 谈判应以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宗旨ft原则为基础，同时充分 

承认联合国在裁军领域所起的作用，并反映世界所有各国人民在这方面的重大利t 

13. 由于裁军过程影响到所有国家的重大安全利益，所有各匯都应积极关切裁 

军相军备限制的措施，并作出贡献，因为裁军^军备限制的措施;维持和:fcSlr囿际 

安全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14. 裁军谈料的成败关系到世界所有各国人民的重大禾i益.因此，一切国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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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贲任为裁军领域的努力作出贡献.一切国家也有权参加裁军谈判.它们有衩以平 

等地位参加那些直接关系到其国冢安全的多边裁军谈判‧ 

任，但核武器国家，〔 

军负有主要贲任，并应与其他军事强国一起在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方面承抠主要贲 

化S此，重要的是，应获取它们的积极参加，〔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促进在赛军领 

域所作的努力a这首先适用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相其他军事强厪.在所有阶段，核 

力量领域中的现有均衡S该保持不变，并不断降低核力量的水平，〕 

15.,—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军备开支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屡有着密切的关系. 

C因此，必须承认，军备竟赛的继续会损窨建立在正义、公平和合作基磡上的新的 

国！^经济秩序的实施，并且是和它背道而驰的‧〕 

16. 裁军和^之间也有密切关系，裁军取得进餍将大大有助于发餍的实 I L 

因此，裁军措施所节省下来的资金应当用于促进所有国家的经济相社会发展并帮助 

缩 小 发 达 囿 中 国 家 之 间 的 经 济 差 j g » 

17. 裁？*军备限制，特剁是核领域的裁军和？^限制，是防止核战争危险， 

加强囿际相平与安全各囿人民的经济相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从而促进新 

的 国 际 经 济 秩 序 的 〕 

18. 核武晷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 

19. 军备限锎和裁军的进程必须不间断地并以迅速的步伐前进，以便超过正在 

为之谈判的那类武S在质量上的发展和积累的速度，凡有可能时防止发展新型武器 

及其新系&特别是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20. 〔综合裁军方案的贯彻应按《最后文件》〔的有关条款〕C所铺定的基本 

原则〕，并以均等公平的方式进行，以便通过皿适当的措施确保每一囿家的安全 

^并须考虑到核裁军和紫规裁军的重要性；拥有最大武库的IE家所负.的特殊责任; 

区域情况的具体要求；以及具备适当，核査播施的必要'1É«每一阶段的目标S当是各 

国的安全不S簞备相武装力量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而受.到减损.〕 

21. 〔考處到有关不同种类军备的现存形势，特剁是核军备和常规军备形势， 

为了避免àt^不稳定的后果，〕裁军措施的釆行S保持公平相均以确保各国的 

安全权，并确保不让个别囿家或囿家集团在任何阶段取得优于其他国家的地位.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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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的目标应当是各国的安全不因军备和武装力量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而受到减 

损。〔在军事上大体均衡的各方之间的谈判中，必须严格遵守平等相同等安全的原 

则 . 〕 

22. 根据《宪章》规定，联合国在裁军领域起着核心作用负有主要贲任.为 

了切实执行这个任务，并促进和鼓励这个领域的所有措施，联合国应在不影响谈判 

进展的情况下，适à地获悉这个领垵所采取的一切单边、双t区域或多边的步鼠 

23. 在达成核裁军目标的任务方面，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剁是拥有最重要核武 

库的囿家，负有特珠的贲任* 

24. 考虑到核武器国家及有关的其他国家现有核武库在质量上和数量上的相对 

重要性，核裁军进程之方式S确保，并薔要采取措施以铺保所有国家的安全在核覃 

备逐步裁减到较低水平时获得保障. 

25. 采取加强各国安全的相应政治或国际法律措施，以及在限制和裁减核武器 

国家和有关区域其他国家的军队和常规覃备方面取得进餍，都将便进核裁军的重大 

进展• 

26. 军队和常规武器的限制和逐步裁减，连同核裁军搢施谈判，应当坚决地在 

朝向全面彻底裁军前进的范围内进行，拥有最庞大武库的国家对于开展裁减常规军 

备的进程负有特别贲任，〔就〔均衡〕裁减军队和常规武器的问题进行谈判时，应 

：！ 

它们应立即停止军备 

在它们大量裁减军备后，其他核国家和军事强 

囿也应同它们一起裁军。〕 

28. 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在相互贲任相义务上，应严格保护双方可以接 

受的均势。 

29. 裁军ft军备限制协定应热定所有‧有关缔约国都感满意的适当的核査措施， 

以便建立必要的信任并确保这些协定得到所有缔约国的遵守。任何具体协定所翔r定 

的核查形式和方式取决并决定于1*，定的宗旨、范围相性质，各项协定应当观定 

各缔约国都可以直接或通过联合国系统参加核查过^«在适当情况下，应当结合运 

用几种核査方法及其他遵守程序.应当竭尽全力制定无歧视性的、不无谓地干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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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或访碍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或有损其安全的适当方法相程序.〔所有军备控 

刳和裁军协定应规定.有效的国际核查，以便建立国冢间必要的信任并菊保这 

些协定得到所有缔约囿的遵守.〕 

30. 部分裁军措施的谈判应与较全面搢施的谈判同时逬行，并应〔从没有那一 

种武器不能在共同两定的基础上加以消灭的前提出发，〕后续地逬行导致在有效国 

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的谈判， 

31. 质量上相数量上的裁军搢施对停止军备竟赛都极其重要.为此目标所作的 

努力应包括关于限锎和停止改良军备一特别是大规模毀灭性武器一的质量相研 

制新作战手段的谈判，以便科技的成就最后可以专门用于和平用it» 

32^裁军协定的蓍遍加入有助于建立各茵之同0!?信任* «m裁军领垓的多边协 

定进行谈判时，S尽一切努力保证协定获得普遍接受，所有缔约囿充分遵守S些协 

定内所载各项条款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33. —切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囿家，应考虑旨在确保避免使用核武器相防止核 

战争的各种提案》在这方面，虽然注憨到核武器国家的几个声明，但是在适当情况 

下作出有效安排，甸无核武器国家保证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将可加强这些国 

家的安全相巩固国际^平与安全* 

34. 在有关地区各囿自由达成的协议或安排的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并充分遵 

守这些协议和安排，从面确保这些地区真正没有核武器，再由核武晷国家尊重这些 

地区，乃是一项重要的裁军搢ife» 

〔因此，必须承认，军备竟赛的继续会损窨在正义、公平和合作基础，上的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的实施，并且是相它背‧道而驰的.〕 

36. 裁，发厲之间也有密切关系.裁军取M餍将大大有助于发屦的实现. 

因此，裁军措施所节省下来的务金应当用于促进所有国家的经济相社会发展并帮助 

缩小发达囿家和发餍中囿家之间的经济差范 

37. 不扩散槟武器是各囿普遍关心的事情.铝记着防止核武^扩散的需.要，裁 

军措;t必须符合一切国家不受.歧視地为.了相平利，S核l^îî?发展、取得相使用核技术、 

核设备相核材料，并按照各国的优先次序、需要相利益，决定其相平核方案的不可 

,军备开支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屦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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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的权利，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应在无歧视的基础上根据两定的适当国际宋 

障制度进行。 

38. 〔各締约国充分执行现^扩散文件的全部条款，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和（或）《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将是一种重要 

贡献.近年来加入这些条约的国家有了增加；各締约国希望这一趋势能继续发展.〕 

39. 〔鉴于安全和稳定应在所有地区得到保证，同时考虑到它们各自情况的特 

殊需要ft要求，进行双边的相区域性的裁军谈判也可以起重要的作用，并能促进裁 

军领域的多边协定谈判.〕 

40. 考虑到各国保护其安全的需要，铕记《联合囿宪章》所体现的面有自卫权 

要确保每一阶段的均势和一切!1家的安全不受减损，应坚决地通过;it军队和常规武 

器的限制和裁减，在双区域和多边的基础上执行旨在以较低水平的军事力量来 

加虽相平与安全的协定或其他措施， 

41. 适当条件存在时，举行由一切有关国家参加的双边、区域和多边协两相会 

议，来审议常规裁军的各个方面；例如1974年I 2月9 3A个拉丁美洲国家所筌 

订的《阿亚库乔宣言》所设想的倡 

42. 极为重要的是，不仅各国政府，而且是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应当认识和了 

觯当前局势的危险.为了唤起国际觉悟，并使世界舆论产生积极的影响，联合国应 

该在会的充分合作下，加强传播关于军备竟赛和裁军的报导. 

43. 多边裁军公约覃案应遵循条约法所适用正常程序.提请大会予以推荐的 

公约应交由大会充分审查. 

44. 〔应在核领玆^规领域采取附带搢施，连同其他专门旨在建立信任的揞 

施，以帮助创造有利于采取其他裁军措施的条件相迸一步缓,ft国际紧张局势。〕 

45. 〔为了促进裁军进程，必须采取搢施;m推行政策，以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和建立各囿间的信&对建立信任措施所'的承诺大有助于在裁军方面准备,出下 

一步的进晷 ‧〕 

46. 〔秘书长在政府的专家或頋问专家适当协助下进行裁军领域的研究可以促 

使在裁军领垓内采取进一步步骤相其他旨在促进国际相平与安全的措施.〕 

,并铭记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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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裁军翻联大通过的各项决定s特别予以宣传，〕 

48. 〔由于应当釆取果靳措施以便锎止相扭转军备竟赛，各国特北宣布，〔在 

充分履行《综合裁军方案》中〕，它们将尊重上述原则〔并通过严格遵循这些原则， 

作出一切努力忠诚地实施这个《方案》〕，〕 

四 、 优 先 次 序 

1. 在为实现有效S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这个最后目标而执行《综合裁军 

方案》时，反映需进行谈判的搢施的追切性的优先次是： 

― 核武晷； 

一其他大规禊毀灭 1 ^器，包括化学武器； 

一常規武晷，包括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窨力或滥杀滥伤用的 ^常规 

武器； 

- 裁 减 武 装 部 

2. 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搢施具有最高的优先地仏在就这些搢施进行 

谈判的同时，还应谈判禁止或防止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晷的研制、生产或使用的有 

效措施，也应谈判均衡裁减部队相常规军备的有效搢:J|» 

3. 各国完全有衩皿有优先项目同时进行谈判，在铭记这些优先爭项的情况 

下，应就能导致在有效囿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一切措施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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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措 施 和 执 行 阶 段 

第 一 阶 段 

裁 军 措 施 

核 武 器 * 

(1.禁止核试验 

〔缔结一项公平的和非歧视性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将对停止在质量 上改进核武器 

和研制新型的核武器，以及防止扩散核武晷的目的锥出重要的贡献， 

H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毫不地〕就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 

这样一个条约目的S在于永远地全面和彻底停止所有国家在一切环境中的 

核〔武器〕试 ! ^它应能吸引各囿瞢遍该条约应包括一项所有有关 

.各方都感到满意的核査制度，并规定各方直接地或通过联合囯系统参与核 

査程序， 

a正就"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及其组成部分和平核爆炸的议定书"进行三边 

谈判的各方应〔立即恢复并加速它们的谈判，〔并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 

它们会谈进展的全面情况，以便〕有利于并有助于该条约的多边谈判1〕)* 

2.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在《方案》开始执行时，停止各个方面的核军备竟赛的〔重大进展〕和核裁军 

方面的〔重大进展〕将是对迅速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一个重大贡献‧〔在达成核裁 

军目标的任务中，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其中拥有最重要核武庠的囿家，负有特 

别的贲任.核裁覃的过程应以下述方式进行，并须采取措施来保证，即考虑到各核 

武器国家相其他有关国家现有武库在质量上和数量上的相对重要性，使所有国家的 

安全在逐渐降低的核军备水平上得到保I 〕 

‧ 一些代表团对于将"核武器"这一章分成几个分节持保留态度。 

这一案文被列入圆括号内，因有对将其纳入这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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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笫一阶段旨在防止核战争爆发的搢施 S继续視为紧急优先的爭项.〕 

为了停止在质量上改进和研制核武器系统、停止生严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 

载工具以及裁减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锗存而制定的〔绛合〕搢施应包括： 

H停止在质量上改进相研制核武晷系统： 

《综合裁军方案》第一阶段期：^!的谈判是要达成一项或多项协定,停JLC在 

质 量 上 改 t 〕〔研究、研制、生严和试验〕〔研究、研匍、试验相在质量上改^ 

核武器系絍和槟武^^ «〕,（同时采取备种减少核武器的搢施，并在适当的情 

况下与这些措施相结合〕. 

这些谈判应〔涉及〕〔达成一项或多项协定，禁止〕： 

(aK研制、生严、部署和储存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并彻底销毁 

其储存；〕 

( b K研究、〕研制、〔试验〕和部署〔一其中包括# ^目的一新型 

核武器j 

(c) 〔研制， 

(d) C研制， 

(e) 〔 錢 é r 、 

(f) 〔研锎、试验和部署那些可能危及中心战瞜稳定的反潜艇战争能力；〕 

(S)〔缔结一项禁止研制、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 

a停止^所有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停止生产作武器用途的裂变 

〔相聚变〕物质： 

c在所有核武晷囿家参加的情况下，]C就停止生产一切类型核武器及其运载工 

具以及停止生产作武器用途的裂变〔相聚变〕物质X的协定〕开始进行谈判.〔这 

种协定可挨以下遂方式选行谈判：〕〔这些谈判可涉及：〕 

〔(a)〔所有核武器国家在共同两定的B期公布它们现有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 

具的储存，并公布它们现有的和拟有.的生产〔一匁〕桉武器、核武器的 

运载系统和作武晷用途的裂变〔^聚变〕物质.的设施，以便提交给 

^国秘书《fe» 〕 

(b)谈判核査搢施，囿家技术手段和包括现场视察的国际措施都在内，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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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谈判的〔一项协定〕〔或多项协定〕的一部分，为执行禁止生产核 

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禁止生产作武器用途的裂变〔和聚变〕物质的〔一 

项,定〕〔或多项协定〕莫定基础。 

(c) C旨在〔最终〕全面彻底停止生严作武器用途的裂变物质同时〔停止生 

产核武器〕的措施〔裁减核武器的措施，并在适当的情况下与这些措施 

相结合〕涉及到对所有国家的〔一切〕核设施应用〔囿际原子能机构主 

持下的〕〔囿际〕〔燃科全面循环〕保障制度，以防止将裂变〔和聚d 

物质转用于武器用途的问题。这种国际保障制度应〔作为第一步应用于 

所有国家的民用核计划〕〔普遍地、无忮視地应用于所有国家〕.〕〕 

〔(a)停止制造一切类型的核武器，这应包^止制造运载工具相用作研斛武 

器目的的裂变物质； 

这些措施应包括在适当的时侯并在具有使各有关国家都满意的充分核査措施的 

情况下逐渐地、均衡地裁减一切核武器及其运载系I 

(a) 惟为开端，〔两个拥有最重要核武库的囿家之间〕应紧急地、大力地 

争取成功地结束〔已经开始的〕就中程核力量和裁减战路武器过程的 

谈判： 

一继续旨在实现两定的大量裁减并在质量上限制〔属于这两个囿家的〕 

战略核武晷的过程； 

一根据在战略军备控制努力的范围内平等的原则，就限制ft裁减〔它们 

的〕中程核力量进行谈判； 

(b) (—旦〔这些裁减达到了两定的阶段〕〔这两个有关国家核武库的裁减 

达到了其他核武器国家认为有理由接受限制或裁减它们自己的桉力量 

的原则的程度〕，S发起所有的核武器国家参加的进一步谈判，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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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逐渐地.均衡地裁减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储存达协议，〕) ‧ 

3. 

〔苏联和美国〕应继续〔谈判〕进一步限制和裁减战略武晷〔的过程〕： 

Ç(a)苏联和美囿应立即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路武晷条约.〕 

(^)〔毫不返延地开始〔就〕〔旨在〕‧‧‧‧‧‧‧‧ ̂一步谈判〕〔进一步在数量上 

限制和裁减战嗜武器，并在貭量上进一步限制这类武晷，其中包括限 

制研制、试验和部#ff型的进攻性战武器以及使现有进攻性战略武 

晷现代化的搢施〕〔苏联和美国限制和裁减战14箪备，以导致商定的 

大量裁减并在质量上限制战瞜武晷.〔这些谈判应尽早地在第一阶段 

缔结一项条约，以达到： 

一至少裁减苏联和美国武庠中核弹头和战略运载工具的20%. 

―全面限制战略武晷质量上的改进，包括限制研制、试验和部署新型的 

战》!武鼉〕〕 

4. C中程核力量〕 

〔早日缔结参加玖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各囯谈判的一项协定，在安全不受减损的 

原则基硇上，〔特剁是〕对部署在欧洲战区的中程和其他核武晷运载系统和弹头进 

行 大 量 的 裁 氣 〕 

〔,为开埔，应紧急地、大力地争取成功地结束已经开始的关于中程核力量和 

裁减战8^武器的双边谈判： 

根据在战路军备控制努力的范围内平等的原则，就限制和裁减它们的中程核力 

行谈判，〕 

〔根据平等和罔等安全的原则，早日签订在欧洲地区限制和裁减中程梭武器的 

协定.作为朝Ifc方向迓出的第一步，可以商定冻结在欧洲的此种武器.〕 

5. 避免使用核武晷并防止核战争 

在实现核裁军之菌一为实现这目的，应有力地进行谈判，并铝记核战争将会 

对交战囿和非交战国同样地造成玻坏性的后果一应谈判紧急搢施，防止爆发核战 

这一案文被列入il括号内，因为有人反对将其纳入这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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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并避免使用核武器.在这一方面，在第一阶段〔该判应涉及〕〔应毫不迟延 

‧ 取 下 列 措 施 〕 ： 

(a) 〔一项保证无条件、无保留、无限制地不对〔保证其无核地位的〕无核 

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晷的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保证不 

对无核武晷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缔结一 

项加强无核武晷国家安全保证的公约，作为第一步，由核武器国家发 

表内容相类似的宣言，保证不对那些放弃制造和获得核武器和在其领 

土上不拥有这类武器的囯家使用核武器，这种宣言应得到安全理事会 

的赞同，〕 

(b) 〔核武器国家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c) 〔 一项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实现避免使用核武 

晷、防止核战争和有关目标的搢施，尽可能通过国际协定实现，同时 

须考虑到各项旨在实现这些目标的提案，并须根据《最后文件》第 

57和第58段的规定，从而保证人类的生存不致受到危窨，〕 

(<i)改进各国政府之间，特别是紧张地区和紧张时期各国政府之间的通讯 

的各种措施，通过建立热线和其他方法来减少发生冲突、特别是包括 

由于〔未经授权〕或意外情况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核冲突的危险。在 

这一方面，应该澄清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晷国家在防止核战争爆发方 

面各自的作用，特别是防止由于意外事件、估计错误或联系失灵而触 

发战争方面各自的作用.〔还应采取措施防止突然袭击的可能性。〕 

6.〔防止核扩散〕〔根据《最后文件》第6 5段至7 1段的规定，釆取进一 

步措施防止核武器的矿散〕 

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应联合采取进一步步骤，在普遍的和无歧视的基础 

上就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途径和方法，形成一项国际协商一致意见，以此作为制止和 

扭转转竟赛的努力的成部分 .防止核扩散的目标，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在现 

有的五个核武晷国家之外出现另外的核武器国家〔一一（横向扩散）一〕另一方 

面是为了逐渐裁减并最终彻底销毁核武器〔一一(纵向扩散)〕，一项防止核扩散 

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应包括国家一级和载入国际协定的有效措施，以便在不影响能 



源供应或核能和平用途的发屣情况下防止核武晷的扩散.这些搢施应包括:〔(a)上 

述停止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各种搢施；〕0))〔所有国家可充分行使其不容剝夺的权 

利，为经济和社会发屣的目的，按照其优先次序、利益和需要应用和发展和平利用 

核能的计划〕〔普遍遵守并充分执行现有各项不忙散文件特剁是《不扩散核武晷条 

约》的所有规定〕〔釆m步措施防止核武晷的扩散，为此巨的，实现世界各国 

«在无歧视的基础上运用的商定的适当国保瘅制度〕；（<!)〔每个国家在^平利 

用核能方面所作的选择和决定，应当在不访碍各自的燃i阵循环政策或关于和平利用 

核能的国际#、协定和合同的情况下予以尊重〕；（e)〔釆取共罔商定的在普遍的 

和无歧視的基铀应用的核査搢施〕. 

7. ^ 无 核 武 晷 区 

在有关区域各国之间自由达成的协议或安排的基础_bt立无核武晷区是一项重 

要的裁军措施， &予以鼓励，其綠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这方 

面要考虑到每一区域的特点*参加这种无核区的国家应承诺充分遵守建立无核区的 

协定或安排的目宗旨和原则，从而确保它们真正没有核武核武晷国家应承 

抠义务，其方式有待W定，特别是：H严格尊重无摈武器区的地位；a不对这些区 

m国家使用或^使用核武晷. 

(a) 考虑到联合國大会第十届特别会it拉丁美洲禁止核武晷总署全体会 

议以及其他有关的会议所表示的关于加入《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 

(《特拉特尔科条约》）的意见，有关各圜要采取一切适当搢施来 

确保该条约的充分实施，包括所有有关国家批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第一号附如议定书》. 

(b) 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已确定了非洲大陆的非核化.联合国大会在一 

系列决议中支持了非洲关于非洲大陆4^化的倡议，并在其大会第十 

届特别会议上协商一致地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的有效步骤，以防 

止这项目标受到阻挠.〔对非洲防止核扩散的主要危险以及对非洲大 

材料， 

，同时发展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国际合作〕；(0 

技术，其中包括和平利用核能的最新成氣设备和 

家的特珠需要〕〔充分执行并#强通过囿际原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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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和平和安全的主要危险来自南非的核能力.因此，为了帮助实施 

《非洲非孩化宣言》，所有国家应： 

H不断注意南非的孩能力； 

(=)不与南非在孩领域内进行任何会帮助这一种族隔离政制造孩武器的合作‧〕 

( C )按照大会第35/1 47号决议在中东建立无孩武器区将大大地加强面际 

和平与安全，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以前，该区域各国应ÉE严声明在 

对等基础上不生产、取得、或以任何其他办法拥有孩武器和核爨炸装 

置，不允许任何第三者在其领土上设置核武器，并同意将其一切核活 

动置于頃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应当考虑安全理事会在促进 

中东无孩武晷区的建立中的惟用， 

(d) 南亚区域的所有国家都已表示确保本IS不拥有孩武器的决心•该区各 

面不应采取任何偏离这项目标的行动*在这方面，大会已通过了若千 

有关建立南亚无孩武器区冋题的决议，而大会仍继续审议这个问C 

(e) C 〔根据那些希望成为无核武晷区一部分的国家的僵议〕，在欧洲大 

陆的各地区建立无孩武器I 〕 

(f) 〔根据iiP^希望成为无孩武器区一郅分的国家的倡议‧〕应勞力促进 

在 世 # 他 地 区 ? ^ 无 孩 武 器 

is)确保这些地区冥正没有孩武#‧以及孩武器面家对这些地区的蓴篁， 

是一项直要的裁军措ife^ 

8.〔不在目前尚无孩武晷的面家领土上设置这类武器 

缘结一项不在目前尚无孩武器的国家领土上设置此类武器的条约；核武眷国家 

放弃采取在其他面家领土上设置稷武器的进一步搢;jf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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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其他大覌模毁灭性武器 

1. 〔促使〕瞀遍加入并严格遵守1925年6月1 7日在日内瓦签订的〖禁止 

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茴作战方法的议定书》. 

2. 〔伲便〕瞢遏加入并严格遵守《禁止细茴（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屣、生 

产及储存以及锖毁这类武器的公约》. 

3. (a)〔放弃生产和部署二元化学武器和其他新型的化学武晷，同时放弃在目 

菌尚无化学武器的頃家里设置此类武〕 

(b)缔结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神 

武器的頃际公约， 

4. 缔结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放紂性〔武.審〕〔战争〕〔和为敌 

对目的使用放射性物质〕， 

5. 〔在适当情况下，〕开始谈判，以便早日缔结关于〔防止出現新型大規模 

毁灭性武晷和此种武器新系统〕〔可能识剁的大现模毁灭性〕的此类武器的一项 

〔全面的〕协定或多项具体的协定，同时要考虑到科学和技术的新发I 〔 为走 

向缔结全面协定的第一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各常任理事®和其他军事上重要的 

S家应发表内容类似的宜言，放弃研制有大现模§^灭性的新型武卷和武器系统；这 

些宣言应由安理会的一项决定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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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常规武器和武装部队 

在整个《方案》期间应达成双边、区域性以及多边的限制和裁减武装部队和常 

规武器的协定和其他搢施，同时要考虑到一切国家都有保护它们安全的权利，铕记 

《联合国宪章》中所载固有的自卫权利，不损害《宪章》规定的各国人民的平等权 

利和自决的原则，并铭记必须保证每个阶段的均势和一切国家翁安全不受减损. 

〔1.由安 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和与它们有军事协定关系的国家放弃扩大武装 

部队和常规武晷，作为走向最终限制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的第一步.〕 

1 .拥有最大军事武库的国家在裁减常规军备和裁军的过程中负有特别的贲任, 

因此，在第一阶段结束时，〔苏联和美囿〕〔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以及和 

它们有军事协定关系的国家〕应进行谈判，以便〔大量地〕裁减其常规武晷和武装 

部队〔至少裁减25% 〕。 

2. 军事强国应〔进行谈判〕承诺按一个商定的〔较小的〕比例裁减各自的常 

规 絲 和 武 装 部 

〔2. (a)在常规武晷裁军的过程中，应把重点放在裁减主要用于进攻性目的的 

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方面，即主要是坦克、飞t以及空降突击部 

两 栖 部 队 和 快 速 部 队 ， 〕 

3. 到第一阶段结束时，应通过谈判使欧洲在较低的武装部队和军备的水 

平上，在大致平等和均衡的基础上达到一种较为稳定和安全的形势.〔除了上面提 

到的苏联和獒国的裁减之外，〕这将涉及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其他 

成员国应共同裁减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以达到一致同意的较低水平的武装部 

队和军备.这可以通过维也纳正在进行的谈判〔以及〕〔或者〕通过更为广泛的 

〔安全、裁军和建立信任搢施的欧洲会议〕〔军亭缓和与裁军会议〕〔欧洲裁军会 

议〕来达到,* 〔在适当情况下，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的基础上，就 

发屣有效的安全、建立信任的措施以及裁军措施进行谈判，其中考虑到欧洲安全与 

‧在"常规武器和武装部队"项下提到维也纳会谈和欧洲会议并不影响这些论坛 

的谈判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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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所有其他方面，为此目的，应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续会的总结文件 

中决定召开欧洲裁军会议.〕 

〔上述常规武器裁军搢施将包括： 

(a) 人员的复员和从外菌领土擞军并拆除外国箪事基地； 

(b) 销毁商定类别的常规覃备和其他军事装备，特剁是具有巨大摧毁力的 

(0建立信任和安全的搢施，包括对部队机动性的限制，〕 

4. 〔上述搢施还应包括这样一些协议，即按商定的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的裁 

减，相应地减少常规武器的生产，〕〔上述协定应包括逐步减少常规武器生产的适 

当措施.〕〔裁减各国的常规军备和武装部队将有助于商定的常规武器的裁减。〕 

5. 在第一阶段期间，各囯之间应举行双边、区域和多边的协商和会议， 

以审议各种关于建立信任、关于控制、限制或裁减常规军名一特剁是在军备集中 

的地紧张的地区等等一的倡议和提案， 

〔在这方面，〕各〔主要〕武器供应国和接受S也皮#^协商，以便特剁是在 

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基础上，缔结限制常规武器以各种形式进行国际转让的协 

定，目的是傻进或加强较低军亊水平上的稳定，应考虑到各国保护其安全的需要， 

考虑到在殖民统治或外菌统治下的人民不容剥夺的自决权和独立权，以及各国按照 

义斧. 

6.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晷，包括可能引起不必要痛苦或具有滥杀滥伤 

作用的常规武器： 

H所有国家应签署并批准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 

伤窨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晷会议所通过的协定， 

a按照《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窨力或滥杀滥伤作用 

的常规武器公约》第8条，通过现有议定书的修正或通过缔结附加议 

定书，扩大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 

作用的常规武器的范围. 

曰〔关于将此种武晷转让给其他国家的问题，一切国家，特别是生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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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应考虑该会议的结果.〕 

7.〔缔结一项停止研制、生产和部署具有高度破坏力的新型常规武晷的协定。〕 

〔缔结限制和停止从质量上改进军备和研制新的战争手段，特别是髙度破坏力常规 

武器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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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军 事 开 支 

削 减 军 事 开 支 

1. 〔在共罔商定的基础上， 

国家和其他军事强国的箪事预算，将是一： 

目前用于军事用途的资金转用于经济及社会发屣的可能性， 

的经济和社会发屣.执行本搢施的基础必须由所有参加国予以商定，并需要所有参 

加菡能予接受的执行方法和途径，但应照頋到评定不罔国家进行裁减的相对比重所 

涉的问题，并对各国就裁减军事预算的各种问题所提出的提案，给予应有的考虑.〕 

2. 本《方案》一开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蘆和美国〕〔核武器国家 

和其他军事强国〕就应同意立即将它们的防务预算冻结在目前水平上.〔也请所有 

其他核武晷国家仿效这个傲法，〕 

〔在第一阶段期间，这些国家应按绝对数字和百分率裁减其军事预算，〕〕 

〔一做到使人更潰楚地看清军亊态势，特别是对军事开支建立一种标准的、 

可核査的报告制度，以便对它们进行比较，作为*衡裁减这些开支的 

^ 囅 ； 

―为了纪录为使人潸楚地看清军事态势和对军事态势进行比较所必需的 

数据，在联合国范围内建立登记制度，〕 

3. 在第一阶段期间，〔核武器国^和〕其他军事强国〔和其他国家〕应 

〔考虑到〕随着裁减核武晷、常规武晷和其他武器，缩减此种武器的生产，裁减它 

们的武装力量和拆除军事设施、基地等等，〔成比例地〕缩减它们的军事开支.〕 

〔在共同商定的基硇上，进行多边的逐步平衡地裁减军事预算，对军事开支建立一 

种标准的、可核査的报告制度，以确保能清楚地表明军事态势并对其进行比较，〕 

4. 〔其他国家〕〔各国〕也〔可〕〔应〕从m地区或多边裁军协议的角 

度缩减它们的军亊开支；〔或〕〔并〕达成协议将它们的军赛的水平冻结在一定水 

平上， 

〔5.关于军费的缩减情况，包括已经缩减的各类费用的细目，上述国家应向有 



CD/283 
Annex 
Page 21 

关国际当局提交详细的报告. 

6.应根据商定的比较不罔时期间和不同国家间的军事开支的方法，拟定缩减 

军事开支的各项协定.所有成员国，特别是武装得最厉窨的国家，应该〔，只要可 

行的话，〕在汇报它的军事开支时努力利用载于第^/35^^479号文件中的汇报表 

格.这种汇报表格应予以进一步改善，〕 

〔执行上述各项搢施的基础必须由所有参加国予以商定，并需要所有参加囿能 

予接受的执行方法和途径，其中包括应在联合国的范围内继续努力以确定和拟定指 

导各国在冻结和裁减军事开支领垓中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各项原则.〕* 

Cl.〔在共同商定的基础上，例如按绝对数字或百分率逐渐裁减特别是核武晷 

国家和其他军事强国的军事预算，将是一项有助于遏制军备竟赛的措施，并将增加 

目前用于军事用途的资金转用于经济及社会发屣的可能性，特剁是造福发屣中国家 

的经济和社会发屣.执行本措施的基础必须由所有参加國予以商定，并需要所有参 

加国能予接受的执行方法和途径，但应照頋到评定不同国家进行裁减的相对比重所 

涉的问题，并对各国就裁减军事预算的各种问题所提出的提案，给予应有的考虑，〕 

2. 本《方案》一开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国应同意立即将它们 

的国防开支冻结在目前水平上.也请其他所有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强菌仿效这个 

m . 
3. 在第一 f 

支的协议进行谈判，这种裁减将导致裁减其核武晷、常规武器和其他武晷、裁减其 

4. 其他国家也可从;Rit、地区或多边裁军协议的角度缩减它们的军事开支； 

或达成协议将它们的军费的水平冻结在一定水平上. 

5. 关于军费的缩减情况，包括已经缩减的各类费用的细目，上述国家应向有 

关国际当局提交详细的报告. 

6. 应根据商定的比较不同时期间和不同国家间的军事开支的方法，拟订缩减 

开支的各项协定，协定中还应包括各缔约菌慼到满意的核査条款. 

7. 联合囿第3 4 届 大 会 已 制 订 并 通 过 第 号 文 件 所 建 议 的 、 一 项 

国际标准报告制度.在这一基础上，所有国家， 

*有人建议将这一段作为第5 第6段的备选案: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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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求使用这一报告手段，每年向联合菌汇报其军事开支情况.根据更为广泛的参 

加将得到的进一步经验，可对这一报告手段进行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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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有关措施 

1.采取进一步步骤，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而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 

审査进一步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而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需要， 

以便采取进一步措施，消除此种使用对人类造成的危1^ 

(2.采取进一步步骤，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赛： 

〔拟订和采取〕〔考虑〕属于裁军领域里的进一步措施以防止在海床洋底 

及其底土进行覃备竟赛，以便促进这一环境的和平利用并防止在这一环境中的 

军备竟赛.〔同时要考虑到根据第三次联合囿海洋法会议将产生的规章制度〕.）‧ 

(3.釆取进一步步骤，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竟赛： 

为了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竟赛，应按照《关于各S探测及使用外层空 

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的精神，釆取进一涉的搢施 

并进行适当的面际谈判.在第一阶g期间应谈判一项〔或几项〕面际协^ , 

禁止各面在外层空间〔发屜，试验和〔部署〔任何〕武器，〔特剁〕〔包括〕 

〔反卫星武器系统〕‧ 

〔3.采取进一步步骤，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竟赛： 

(a) 为了保持把外层空间专门用于和平目的，并为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 

竟赛，应按照〖关于谷国探测及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及其他天体活 

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的精神，采取进一步的措埯并进行适当的Hf 

际谈判•这种^判特剁应着索于以可孩査的手g防止发屣反卫星和反 

弹道导弹的能力. ' 

(b) 美利坚合众頃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圜联S之间应进一步进行`gl判‧ 

以求在第一阶S缔结一项禁止反卫星武器的协定• 

(C)应进一步进行谈判，以求缔结一项设立国际卫星监测玑构（ISMA) 

时协定‧ 

(d) 有关国家达成一项协足，覌定应预先提供有关发射宇宙飞行器的情报 

以便允许视察 * 

(e) 采取搢施，促进和平探测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 ） ‧ 

‧因为有人反对把i2:—茱文纳入这一阶段，所以本茱文加圆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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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照《最后文件》的有关条款，建立和平区 

t a )印度洋 

(应紧急采取具体行动以确保该区城内和平与安全的条件，特别要消灭该地区的 

外国军事基地^外国的军事存在，并荽旱日建立《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所设 

想的和平区，同时要考虑到印度洋特设委员会作出的各项决定J 〔在这方面，应不 

迅于19 83年上半年召开印度洋会议。〕 

— H ) )本南亚 

.(本区域各有关il家应采取步骤，进一步阐明"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概念， 

以便绪结一项关于设立这样一个区的协^〕〔在东南亚建立一个ft平和稳定区J 

(c)〔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一个〔稳定的〕&平〔和合作的〕i**T区，〕 

5. 〔〔促使〕所有尚未加入有关限制军备竟赛和裁军的现有的!1际协定的囿 

家均加入这些协定。〕 

其他措施 

1 .建立信任〔和安全〕的措施. 

a ) .所有国家〔，特剁是几个军事强国，〕应着手a诸#下列的和其 

他还有待商定的建立倌货îhjÇ:S的措施.作为对准备在裁军方面取 

得进一步进展的贡献： 

H f a ) 通 过 热 线 " 其 他 减 少 冲 突 危 险 的 方 法 ， 采 取 各 种 步 骤 改 

进各国政府之间特剁是紧张地区的各囿玫府之间的通讯，以防止 

由于意外、估计错误或联系失^而发生的攻击； 

Hî)有关防止突然袭击的可能性的措施， 

a 各 国 皮 • 军事研究和发展对现有协定相裁军领域的进一步努力的可能 

mi 
曰秘书长应定期就军备竟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杲，以及它对世界和平与安 

全的极墦有窨的影响，向大会提交报告， 

b ).各国应在考虑到各该地区的具体情况和要求的情况下，设法在全球 

ft区域范围就采取〔有效的〕建立信任的措施达成一致意见.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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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和交换关于与安全有关的措施的赘科，其中包括军备〔控制.〕 

〔限制〕^裁军方面的资料； 

C 一政府代表就这些与安全有关的问题进行定期的夏边和/或区域的协两;〕 

〔一各军事院^培训其他国家的军事人员提供奖学金；〕 

〔一交换军事代表团和军事专员；〕 

一按照预先制订的程序，对正常的军事行动加以说明并对诸如演习、特 

别调动等等特定的军事活动的范围和程度予以通报； 

一对某些军事活动和调动的各种限制； 

一制订遏制冲突、包括建立热线等的程序；〕 

一〔在适当的时侯，〕就〔根据〕扩大欧洲安全和a会议最后文件中 

〔载有的〕在军事领域内发展〔有效安全和〕建立信任措施一事进行 

谈判，并就建立新的信任措施和裁军措施问颥达成协议，〔同时要考 

虑到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所有其他方面，〕为此目的，〔应在欧 

安会续会的最后文件中决定〕召开一次〔军事缓和〕裁军会议* 

一〔把在军事领域内建立信任的措施扩大到地中海地区，在协商一致的 

基础上裁减该地区的武装部队，撤走载有核武器的覃舰，声明不在地 

核武器囿家保证不对不允许 

一〔在远东制定建立信任措施，并为此目的，在各有关国家间进行谈判J 

各国在采取这种建立信任措施时，应考虑到联合囿政府间专家小组就此问颞编 

写的研究报告. 

这类措施应包括规定必须预先就重大军事调动和演习发出通知的协定，〔这类 

措施应包括规定必艰预先就重大〔以及小型〕军事潢习〔相包括两栖和/或宓降都 

队演习〕发出通知的协定〕. 

2.旨在傲到.缓相囿li;紧张局势的措施 

除了通过限制相裁减武装部队和军备，旨在较低一级的力量水平上加强囿1^ 

平与安全的各项措施之外，在笫一阶段期间 • ̂ 应采取下述有助于缓国li ^紧张 

局势的措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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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按照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并遵守不干涉,不干预别国内政等原 

则，从别国领土撤出一feJ外国〔占领〕〔侵5^〕部卩 

〔缔结一项囿际协定，从世界各个地区〕〔特别包括印度洋、大西洋、 

大平洋、地中海和波斯湾地区在内的诲域内〕拆除外国军事基地并擞 

走和消除外国的军事存在〔^抗衡〕，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共同限制海军活动，缔结一项关 

于及方装备导弹的潜艇擞离目菌广阔军事巡逻区的协定，并使这类潜 

艇的航行PS>锎在共同商定的航线。进行旨在扩大建立信任的谈判，把 

建立信任的搢施忙大到海洋表面，特剁到有着最繁忙的海上航线的海 

洋 地 区 ， 以 便 在 最 近 的 使 世 界 上 海 洋 的 最 ± ^ 分 的 地 区 成 为 一 

个和平区，〕 

〔皿不扩大现有的或建立新的军事联3 ^ 〕 

〔结束把在欧洲分成军事一政治联盥的局面；惟为第一步，要消除军 

〔缔结一项亚洲和大平洋É家间互不侵犯 和不使用武力公约，〕 

3 

C 

防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 

所有国家，特剁是军事理国，〔应达成一项囿际协定或一项庄严的谅觯，〕 

〔应做出法律承诺〕以示〔严格遵守〕〔加强遵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中关 

于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不千涉它们的内致，在主衩平等的基础上 

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在国际关系中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的原则.〕 

〔绮结一项在囿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性条约.〕 

〔欧安会的所有参加囿之间缔结一项关于相亙不首先使用梭武相常规武器的 

条 约 ‧ 〕 

4-〔动员.世界奧论支持裁军〕〔推动公众;裁军的注意〕*. 

a )为了 〔动员世界舆论来推动〕〔推动公众注意〕裁军,应当采取下列各项i£ 

加强传播关于军备竟赛和停止并扭转军备竟赛方面所#力的报导的^ 

S此,在莉方案》的执行过程中》^成S廑的政府性的*非政府性的新闻机 

构,联合囯及其专门机，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新闻机构应该适当的时侯，着 

此案文是暂定的.最后案文将在考虑联合囿关于世界裁军运动的研究报告的结论 
^建议后另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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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加强拫导计划,报导军备竟赛的危险性,裁军努力和裁军谈判及其效果,特 

别要通过与**^军周"*^关的年度活动来进行。i^活动应该〔成为一项大规模 

的计划，以便〕逬一步使世#11论娜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危险化 

C)为了有助于更妤地了解和认识军备竟赛造成的问题和裁军的需要，要促请 

各国政府和政府性的和非玫府性的S际组织采取步骤为各级水平的裁军和 

和平研究工作制订教肓方案。 

说明一场战争，特剁是核战争，将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是非常重要的，为 

了这个目的，〔应该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囯际委员会〕〔有必要〕来说明制止一场核 

〔或常规战争〕灾难的必要〔开展世界性的裁军运动，收集支持防止核战争搢 

施的签名运动，It制军备竟赛和裁军，以及履行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妤准备 

的宣言的原则，都是在这方面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行动。〕〔所有S家都应釆取搢 

施禁止任何形式的战争宣传，〕 

作为促进审议裁军领域里的问题的过程的一个都+应根据大会决定在必要时， 

着手对一些专门问题的研究，为谈判或达成协定准备基础。〔同时，由联合国主办 

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范围内根据1979年1 2月1 1日大会第 

34/83lfrf决议"ifcè:的齡国裁军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能^特剁从长àî*%, M 

« 

〔1.和平与发屣是不可分的，为了#SE使综合方茱中所设想的裁军过程对经济 

和社会发展，特别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对充分实现新的国际经济 

秧 出 有 效 贡 献 ： 

〔裁军^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裁军能够并应该对在公正和民主基础上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有效的贡献，并对建立囯际经济新秩序，特别是将用于军事目的 

的资源转为用于发&尤其是用于发展中国家一一歃出有效的贡献。〕 

H 〔军事强B应采取頃家一级的具体措施，将用于军事目的的资源重新分 

配用于经济和社会发&特别要有 利于发展中国家并就打算采取的或 

‧ 此案文是暂定的，最后案文将在考虑了骄国关于裁军和发展的研究报告的结 

论和建1^另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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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采取的搢施向联合囿和/或面系裁军当局汇报* 〕〔各国、特别 

是军事强囿应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包括准备工作，需莩时还包^ 

划工作，以便进把裁军搢施所节省的资源转于民间用途，特别是用以 

满足经济和社会的紧急需要，允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紧急 

需饔 *它们应考虑时时向联合囿大会报告有关它们各自国家在转用问 

题上的各种可能觯决办ié»以便提供它们的经验和成艮 

G〔特剁是核武器的B家和其他军事彊囿从缩减军事开支中省下的很大一 

部分惑应搔洪出来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屣的一种额外的 

资金来戴在综合方案通过之后，应立即在联合国发展计划名下为转 

移他用的裁军省下的钱单列帐户，〕〔从停止生产核武器和裁减核武 

器锗存中节省下来的资金不应该用于核武晷if家军事预算的其他开支 

项目，对用于造福发屣中S家的资金的分E应在公正的基础上进行， 

而且在没有任何歧现的情况下，考虑到接受摱助S家的最紧迫的嬰求 

和需要，应建立一个特剁委员^分配这种资金，〕 

在根据上面分段H和a拟订搢施时，应充分考虑联合国关于裁军和发展研究报 

告的结论和建 I 

〔2.所有国家应采取具体的搢施，以加强旨在便进将核技术转用和用于经济和 

社会发展，特别是发屣中頃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H际合作，罔时畧考虑到《最 

后文件》所有有关段落的规务特别要保证使1979年1 1月29 S大会第34/63 

号决议中决定的原则上定:于1983年召开的联合囿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 

取得成功，也要保证使联合囿系统内在这个领域里的其他宣传鼓动活动包括那些在 

頃际原子能机构范闺内的活动，取得成功，〕〕 

裁 军 和 S 际 安 全 * 

〔裁军是S际安全的物质保证，它必须在防止战争和给人们带来真正安全方面发 

挥决定性的作用，只有通过限制、削减和消除军4h即通过裁军，才能使真正安全 

a此案文是暂定的，最后案文将在考虑了联合11关于裁军和囿际安全之间的关系的 

研究报告的结论和建议后另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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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到 保 i 〕 

1. 所有囯家都应〔承担庄严的义务〕，支持〔一切〕旨在加强联合国的〔机 

构、杈威和工作的〕措施，以改进它维护il际和平与安全的能力，在这方面，应充 

分考虑关于裁军和琴际安全之间关系问题的联合国研究报告的结论和建议。 

2. 所有国家应承诺利用《联合国宪章》中设想的和平解决争端的一切适当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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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 " 

裁 军 措 施 

A . 核 武 器 

( 1 .禁止核试验 

〔缔结一项公平的和非埂視性的禁土核试验条约将对停止在质量上改进核武器 

和研制新型的核武晷，以及防止扩散核武晷的目的作出重要的贡献， 

H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毫不iSM地〕就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 

这样一个条约目的应在于永远地全面和彻底停止所有国家在一切环境中的 

核〔武晷〕试验 .它 H 能吸引各国普遍加入 , 1 ^约应 ^所有有 ^方 

C=) 

序. 

正就"禁止核武晷试验条约及其组成部分和平核爆炸的议定书"进行三边 

谈判的各方〔立即恢复并加速它们的谈判，〔并向裁军该判委员会提出 

它们会谈进展的全面情况，以便〕有利于并有助于该条约的多边谈^,〕严 

2.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H (a)(〔如果必要的话，继续进行谈判，缔结一项或多项协定，制止〔在质 

量上改进、〕〔研研制、生产和试幾〕〔研究、*制、试验和在 

质量上改进〕核武器系统和核武器运载工具，〔同时釆取各种减少核 

武器的措施，并在适当的情况下与这些搢施相结合〕〔以及逐步裁减 

上的改进和研制的协定. 

a (a)(〔采取步骤，制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晷及其运载工具；〕）* 

(b)〔根据第一阶段提出的进程，结束关于停止生产核武晷及其运载工具的 

协定和关于停止生产*武器用途的裂变〔和聚变〕物质的协定的谈判〕；〕 

•这一案文被列入圆括号内，囡为有人反对将其纳Ait—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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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家技术手段和包括现场视察在内的国际措施的核查搢施进行该判，以此 

作为有待谈判的一项协定或多项协定的组成部分，并建立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 

执行关于禁止生产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禁止生产供武晷用途的裂变物质的协定.〕 

曰通过一项或多项国际协定，进一步裁减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储存，其中 

包括： 

(a)〔苏联和美国进一步裁减50彌战略、战术以及其他核武器和运载系统;〕 

〔按比例〕裁减； 

并把剩余的武晷品级的材料用于和平用途.〕 

〔在中期阶段结束的时侯，核武器国家应登记其剩余的核武晷并编号，以及登 

剩余的用于这些武器的裂变物质.〕 

〔曰裁减核武晷及其运载工具的储存，尽快导致最后彻底销毁这种武晷： 

(a)( 一旦〔这些裁减达到了一致同意的阶段〕（：这两个有关国家核武库的 

力量的原则的程度〕，应发起所有核武晷国家参加的进一步谈判，以 

便 就 逐 渐 底 均 衡 地 裁 减 核 武 器 及 餘 载 工 具 的 锗 成 协 议 • ） * 

(b )有效J(L可核査地销毁特定的核武晷组成成分，〕 

(m在中期阶段结束之酋，缔结并执行一项国际〔协定〕〔或多项协定〕，其 

中包括所有各方都漪意的充分的核査措施，协定应规定： 

(a) 

(b)拆除一切生产核武器的设施或gfet为和平用途; 

(C) 〕物质， 

转用于和平用途 .） * 

3. 

〔苏联和美国之间〕继续〔就〕进一i 

谈 判 〕 . 

〔的进程〕〔进行 

•这一案文被列入圆括号内，因为有人反对将其纳入这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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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止核扩散〕〔根据《最后文件》第6 5段至7 1段的规定，采取进一 

步搢施防止核武晷的扩散〕 

~普遍应用核武晷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在第一阶段#拟订的关于防止扩散核武 

晷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 . 

〔釆取进一步搢施防止核武晷的扩散，为ih目的，实现世界各国普遍加入《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同时发展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S际合作，〕 

〔充分执 行并加强通过国际原子能机 构在无歧視的基础上应用的商定的适当国 

障制度 .〕 

5. 建立无核武器区一 

H采取搢施，进一步加强已经3Ê±起来的和第一阶段可能建立起来的无核武 

蕃区； 

a建立新的无核武器区， 

B. 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晷 

1. 普 i | A r入并严格遵守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并销 

毀这类武晷的国际公约， 

2. 絲加入并严格遵守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朋放射性〔武晷X战争〕 

〔以及为敌对目的使用放射性物质〕的条约. 

3. (a)〔通过〕〔普遍加入和严格遵守〕〔任何具体的〕〔防止出现新型大规 

模毀灭性武器和此类武器新系统的〕〔关于可能识剁的大规模毁灭性 

武晷的〕〔一项国际性的全面协定〕或〔多项协定〕， 

(b)进一步作IB努力，以便识剁并禁止〔其他〕新型大规摸毁灭性武器. 

C. 常规武晷和武装部队 

1.就缔结一项或多项多边协定进行谈判，协定规定： 

(a)在申期阶段，进一步裁减〔两个主要的〕〔军事强国〕〔安理会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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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国和那些与它们有军事协定联系的国家〕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 

〔的50% 〕 . 

03)在第二阶段，进一步〔按比例〕裁减其他军事强国的常规武器和武装 

部队. ‧ . 

(C)〔在中期阶段， 在商定的永平上冻结其他国家的常规武*和武装部 

队，以便与上述国家的裁减相一致.〕 

(d) 在中期阶段，〔按比例〕裁减所有其他国家的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 

(e) 在中期阶段，上述国家〔按比例〕减少其常规军备的生产. 

2. 在第一阶段的协商结果的基础上，武晷各供应S和各接受国之间谈判 

并缔结适当的协定，把常规武晷的各种类壅的圜际转让〔限制在能保证上述笫一段 

商定的限量和相对平衡的水平上〕. 

3. 〔就旨在〕〔缔结一项〕停止在质量上发展〔一切〕〔具有高度破坏力的〕 

常规武晷的各种类型和系统〔的措施进行谈判，〕〔与此同时，缔结裁减常规武晷和 

武装部队的协定，并在适当的情况下与这些搢施相结合〕。 



CD/285 
Annex 
rage 3̂  

D 、 军 事 开 支 

削减军事开支 

1. 在中期阶段期间，核武器S家，其他的覃事强囿将进一步缩减其军事 

开支，并应〔考虑到〕〔或导致〕与有待进行军备、武装力量、军备生产的裁减和 

〔任何〕军事设施的拆除〔成比例〕，‧ 

2. 在中期.阶段〔期间〕〔的过程中〕，〔其他〕S家〔将〕〔可〕缩减 

其军事开支，并应与〔考虑到〕〔或导致〕有待进行的覃备、武装力量、军备生产 

的裁减和〔任何〕拆除军事设施〔成比例〕， 

C 3.关于军费的缩减憒况，包括已经缩减的各类费用的细目，〔上述面家〕应 

向有关S际当局提出详细的报告. 

4 所有® &特剁是核武晷 S 家和其他覃事强囿应每年继 é 向联合国和/或 

有关s际当局提出它们各自军事预算的完全的细目报告.) 

〔在《方案》的全过程中，执行有关军事开支的各项搢施，应根据所有参加囯 

在第一阶段期间有待商定的基铀上进行,〕* 

5*由于缩减军事预算节省下来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应重新分配用于经济和 

社会发展，特别是为发展中®家〔谋福利〕. 

(〔在共同商定的基础上，进行多边的逐歩平衡地裁减军事预算，对军事开支建 

立一种标准的、可核査的报告翻度，以确保能清楚地表明军事态势并对其进行比较J)' 

E、有关措施 

1.(釆取进一步.歩騍，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赛： 

〔拟订和釆取〕〔考虑〕裁军领域里的进一步搢施以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 

行军备竟赛以便便进这一环境的和平利用并防止在这一环境中的军备竟 

赛，〔同时要考虑到根据第三次联合囿海洋法会议将产生的规章制'度〕,)** 

*提议把这案文作为第3段和第4段的# i è : r案' 

*，为有人反对把这一案文列入这一阶段，所以本案文加画括号， 



CD/285 
A n n e x 

Page 55 

2. ( (s.)采取进一步步骤，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竟赛： 

为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应按照《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 

层空间包括月球及其他天体活动所应连守原则的条约》的精神，采取 

进一步的搢施并进行适当的国际谈判a 在中期阶段期间，应就 

一项〔或多项〕禁止各国在外层空间〔研制、试验和m( ^ 种 类 〕 

武 器 〔 一 其 中 包 括 一 〕 〔 一 特 别 是 一 〕 〔 ' 反 卫 星 武 晷 系 统 的 〕 

国际协议进行谈判。）* 

(b)〔采取进一步步骤，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1) 有关S家达成一项协定，规定应预先提供有关发射宇宙飞行器的 

情报以便允许視察；〕 

(2) 釆取搢施，促进和平探测〔和利用〕外层空间的面际合作， 

(3) C缔结一项各頃将其和平探测〔和利用〕外层空间的一切活动置 

于面际监督之下的面际协 t 〕 

(4) 〔进一步注意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3. 采取进一步步骤，建立和加强和平区并防止C在海洋上的〕军事竟赛：在 

〔其他〕适当的世界地区建立和平区。 

4. 采取进一步步骤，防止〔在公海和囯际空间的〕军事竟赛 

5. 〔〔促使〕所有国家加入在第一阶段期间缔结的限制军备竟赛和裁军 

的各项国际条约，〕 

其 他 搢 施 

1. 建立信任！:和安全〕搢施 

所有S家应作出努力，进一步制订和扩大建立信任的措施，特剁是在那些武晷 

集中的地区以及存在国际紧张局势和争端的地方， 

2. 旨在缓和B际紧张局势的搢施 

(〔在中期阶段结束之前缔结一项从世界各个地区拆除一切外国基地并消 

除一切外国军事存在的B际协t 〕 ) » 

*因为有人反对把这一案文列入这一阶段，所以本荦文％圆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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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员世界舆论支持裁军〕〔推动 公众对裁军的注意〕 

各国政府、各政府级和非玫府国际组织继续实施〔动员世界舆论支持〕〔推动 

公众注意〕有效国际控制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计划. 

裁 军 和 发 餍 

〔〔L 〔所有有关国家，特别是箪事强国应向联合國定期提出充分而详细的报告， 

社会用途而采取的各种搢施；〕〔各囿，特剁是军事强国，应考虑通过不时地向联 

合囿大会汇报它们各自国家在转用问题上的各种可能觯决办法，以便提供它们的经 

lè^准备工作的成杲，〕 

2. 应在联合菌的赞助下建立一个国际裁军和发展基金会，并应主要由武器最 

多的国家〔按其军费开支的比例向该基金会〕損款，〔以作为为发屣中国家的经济 

和社会发展提供新的数量可现的资源的一种手段〕，〕 

〔从停止生产核武器和裁减核武器储存中节省下来的资金，不应该用于核武器 

国家军事预算的其他开支项目，对用于造福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的分配应在公正的基 

础上进行，而且在没有任何歧枧的情况下，考虑到接受援助国家的最紧迫的要求相 

需要，应在第一阶段建立一个特剁委员会来分配这种资金。〕 

3. 〔备国应承担义务，在科学研究的一切领域支持充分而不受阻铳的国际合 

作.以便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特剁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并在这方面自由交流科学 

和技术情报，自由交换科学相技术人员的意见，并使人们能充分获得技术.〕 

4. 〔由于实行本方案这一阶段所设想的各种裁军指施而节省下的钱，大部分 

应置于国际裁军^发展基金的文配之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 

的资源，〕〕 

‧此案文是暂定的.最后案文将在考虑联合国关于世界裁军运动的研究报告的结 

iêr^建议后另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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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和国际安全 

1. 〔各国应和联合囿达成适当的协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4 3条提供联 

合 国 维 # f n ^ l 〕 

2. 各国同联合国开始谈判，以期缔结各种协定.〔在宪成全面彻底裁军时， 

将其国内保安部队于需要时置于联合国支E之下.用于维持和平〕〔为联合国和平 

部队提供商定的人力〕。 

最后阶段 

裁军措施 

A . 核 裁 军 

在最后阶段结束之菌.绪结并执行一项（或多项〕囿际〔协定〕，其中包括所 

有各方都满意的充分核査措施，协定应规定： 

(a)消除核武器国家所掌握的剩余的一切核武器和运载系统； 

fb) 拆除一切生产核武器的设施或改建为和平用途； 

fc) 将核武器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掌握的剩余的所有裂变〔和聚变〕物质, 

转 用 于 和 平 用 途 ， ) ‧ 

B.其他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应继续作出努力，以期识别和禁止〔其他〕大规摸毁灭性武器。)* 

C.常规武器和武装部队 

1.就消除常规武器和武装部队进行谈判并绪结一项或多项协定,其中包括： 

*因为有人反对将这一案文列入这一阶段.所以本案文加圆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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觯散武装部销毁所有国家的一切簞备、停止军事生产和拆除生产设施、废除军 

事体制、征募新兵和服役、计划和训练、以及禁止为军事用途拔款‧ 

2 .在进行这些谈判的过程中，应达成一致意见，规定人数经过严格制的配 

有轻武晷人员的水平、以及为维持国内治安所必需翁支持手段，这将包界巡逻 

和保护公民的个人安全.确定这类人员和手段的水平时也应规定各国遵守根据《联 

合国宪章》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 

D. 军》 ^支 

裁减军事开支 

1 .在最后阶段结束之前，所有国家均应停止一切军事开支并禁止为军事用途 

拔款.按照大家明确同意的，可允许为维持〔备国本领土上的〕国内保安部队并为 

覆行《联合国宪章》中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义务拨款。 

2.〔在最后阶段期间，各国应每年提出详细报告，说明逐步缩减军事开支的 

憒况和进一步削减.直至本阶段结束时，彻底停止军事开支的计划.〕 

E. 有关措施 

〔各国应承担义务，向有关国际当局报告具有潜在的军事意义的任何科学发现 

sfti^M发明.该国际当局将在审查和研究了此类拫告和发展憒况之后作出适当 

的建议，〕 

其他搢施 

(1.建立11任（和安全〕搢施 

所有国家应作出努力，进一步制订ft扩大建立信任的措施,特剁是在那些可能 

存在国际紧张局势和争缁的地方， 

2.〔动员世界舆论文持裁军〕〔推动公;M^裁军的注意〕‧ 

*此案文是暂定的，最后案文将在考虑联合国关于世界裁军运动的研究报告的结论 

和建议后另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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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各政府和非政府国际组织继续实施〔动员世界舆论支持〕〔推动公 

众注意〕有效国际控制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计划.）* 

裁军和发屣 

〔在本《综合方案》结束之前，由于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而进一步节省下来的 

〔大部分〕资金应置于国际裁军和发屣基金会的支配之下.〕 

裁军和国际安全*** 

各国应和联合国締结协定，〔将其国内保安部队于需要时置于联国支配之下〕 

〔为联合国和平部队提供商定的人力〕. 

‧因为有人反对把这一案文列入这一阶段，所以本案文加圆括号， 

"此案文是暂定的，最后案文将在考虑联合菌关于世界裁军运动的*究报告的结 

论和建议后另行编写， 

V此案文是暂定的.最后案文将在考虑联合国关于裁军和囿际安全之间的关系的 

研究报告的结论和建议后另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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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机构和程序 

1. 为了确保最有效地执行《综合裁军方案》，在裁军领域中继续需要两种机 

构，一个从事审议，一个从事谈判•审议机构应由所有会员頃参加，而谈判机构为 

了方便起见，成员应当较少. 

2. 根据《宪聿》，联合囿在裁军領域应继续具有中心惟用和首孚贲综 

合裁军方案》中设想的关于联合国在裁军进程各方面的棒珠用的进一歩現定将在 

以后拟订，其中包絲军和发暴之同的关系及躲际后氣） 

3. 联合囿大会一向是.并应继续惟为联合囿在裁军须域的主要审议机关，联 

大应尽一切勞力促进裁军措施的执行. 

4. 联大第一委员会应继续专门处理裁军问题和有关的国际安全冋亂（关于 

第一委员会每年审议《绿合裁军方衆》的方式的进一步可能的观定，将在以后拟订.） 

5. 裁军审议^员会将继续作为附属于联大的审议机构，裁军审议委员会应每 

年甸联大提出裉告，（关于裁军审议委员会审议《综合裁军方案》及其程序的具体 

贲任的进一歩511；€,将在以后拟订‧) 

6. 裁军谈判委员会将继续是裁军领域中的噇一多边谈判机构.（有关裁军谈 

判姿员会的进一歩现定将在以后拟订，） 

7. 双边和区域裁军谈判也可起直要作用并可便进裁军领域多边协定的谈判. 

8. fi尽早地在适当的时侯召^次由备S普遍参加并作妤充分准备的世界裁 

军会î X» 

9. 为了使联合国能继续犮挥它在裁军领域内的作用开最有效地履行谷项赋予 

它的新堉任务，应〔进一步改进〕〔裉瑭有关裁军进程节L构安排的研究裉舌 

392 )加强和发暴〕联含囿裁军秘书处〔的活动〕，（方面的进一步观定在以后 

拟 订 • ) 

10. ( C综合裁军方案》"玑柙和程序"一章S包括需参照第一届裁军特剁 

联大《最后文件》第15» 9a loa l o z loa i04 IOSL loe和1291^中的 

収,并考虑到联大第3a/92C " ^议出第二届裁军特剁联大将JE发起世界裁 

军运动作出决定的事实，所拟订的关于动员公众奧论的观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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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应根据大会的决定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必要时为谈判或达成协议提 

供条件，以此作为促进审议裁军领域中备神问题的进程的一邵分（关于在联合圜主 

持下进行研究事宜以及关于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可能发挥的作用的进一步观定，将在 

以后拟订* ) 〕 

〔作为促进并准备审议裁军领域中的各种冋题的进程的一部分，应对具体的冋 

题进行研究，只要能预期这些研究的结果对谈判的进程和结果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IE应这样氣进行各种研究，特剁是为了确定军备控制和裁军措施的优先领域.査 

以及鉴于目前的政治和安全彤势适合谈判的领:^此外，还应该进行研究，以审议 

附带的和其他的措施的内容和范亂 

编写研究裉告的决定应该在对C方案》执行情况的定期审査时作出.这些决定 

应经联大同意，以便与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中的其他活动建立必要的联瓜 

应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或由秘书长编写研究裉告，必要时可由秘书长在公平 

地域分配的基础上指定一个合格的政府专家小组予以协助；或由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进行‧如果有需要，可设想进一步的程序，如授权其他机构进行特定的研究或承祖 

`"^分研究工ffe 

在《综合裁军方案》的范围内进行的研究应及时结束.以便审査时能考虑其结 

杲并在这些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谈判的建iX«只要可行的话，研究裉告应 

包揞对有待进行的谈判以及有待采取的冥他步骤的具体提议和建仏〕 

1 2.(有关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的现定苻在以后拟订‧) 

1 3.〔为了确保在彻底实施《综合裁军方茱》方面继续取得进覉，应每隔 

五年在《方案》各个阶 a结束时〕召开联大特剁会议审査执行 i t t第一届审査 

《方茱》执行情况的特剁会议应在〔1987年6、 7月间〕召开•这种联大特别会 

议应评价所审査的另阶 S中备项措施的执行情 1如杲评价表明这些措施未能充 

分执行，JE应考虑诈出必要的调整，并考虑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促进在执行《方茱》 

方面取得进 I此外，审査还应亏虑到包括科学技术发展在内的现状，更具体地拟 

订《方茱》第二三和四阶a中有待执行的搢:îfe» 〔联合国的研究裉告可对拟订 

第二阶&和以后各阶段有待谈判的具体 措施的任务惟出篁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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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审査各种协定的实施情况而召开的会议在保持军备限制和裁军各項协定的 

可行性和有效履行方面起着直大的诈用‧考虑到这方面的有益经辁，暈烀现定有可 

能定期审査《综合裁军方案》的执行进凌情况> 

根搪需要，可以召开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剁会仏〕 

〔《综合裁军方案》基于一种分阶g的逐歩办法‧ C方案》中现定的:^裁军和 

军备控制搢缠进行的谈判将依次按各个阶sàÉfiT,每一阶g将包括对谷种相互联系 

的播施的谈判，这些措施在考虑到当时存在的国际政治和安全形势下，t在朝向降 

1^备和军队的水平菌进一步，同时現定所有面家在这一阶s的安全不受减损，在 

这一阶g,-附带的和其他的搢埯，特剁是建立信任的措施将加彊和巩固苜一阶g取 

得的结果，同时，通过进一歩建立和加强各s同的信任，为下一阶g谈判取得n溝 

成杲莫 g基础，还究，以便提出下一阶 a应包揞哪些裁覃和附带播雉的建 

(绛合裁军方茱》的执行情况将定期审査，亶到在面际'盜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实現为丄第一次审査应在"第二个裁军十年"结柬的时侯进行. 

审查应在联合国中某个现有的适当机构中逬行，并应有所有会员面参;j(e<审査 

中产生的建议将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邇 i t»建议应考虑封执行原先议定的搰施中取得 

的进荽、正在进行的谈判的现状以及外部发生的事件， 

这些审査的目的是：审议菌几个阶S:议定的搔旌的执行情况，必要时提出确保 

或加强其严格遵守的方法，决定何时能宣告目苜阶g的结束以及能否开始下一阶g, 

并审议可能最适合于在以后阶S执行的攢；《1|‧下一次审査的日期也将予以审iX« 〕 

1 4 .除了在《绛合裁军方案》〔各阶 a结束时进行〕定期审査之还应 

经常审査《方案》的执行愦,因此*在联大常会的议程中每年都应包括题为"审 

査《绿合裁覃方茱》的执行懂况"的^目，为促进大会在这方面的工作，秘书长应 

在联合囿裁军秘书处的协助下，每年向大会提交一份夫于执行《方茱、的进屣憒况 

的裉告。 

1 5.联合国大会在其年度审查，或在定期的特剁会议上审査《综合裁军方茱》 

的执行債况时，可在适当情况下提出加强《方茱》^行的进一歩播施和程序，〔包 

M已商定的措施的孩査〕，在这方面，要特剁考虑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革冋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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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第125 S中列出的各项建仏(与此问题有关的进一 

步现定可在以后拟订，）〔在联合国赞助下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特剁负贲有关现有和 

今后的军备控制和裁军各项协哭的如下任务： 

- 执 行 

一孩査，包括实况调査 

一组织审査和修正会议 

―提供情报）〔一个®际卫星监测机构的建立将对各项裁军协定的执行情 

况的贫査惟出重要的贡献.应进行谈判以便締结一项建立一个国际卫 

星监测机构的协定 •〕 

(〔孩査是裁军和革备控制取得进罨的一个基础。因为军备控制和裁军措埯关 

系到有关国家生死使关的安全利益，所以这些措施必须是可有效地孩査的。这*措 

施也应该使余下来的军备情况更容易了觯清楚，以利于加强有关面家间的信没 

各国葸不能对遵守协定产生足够的信 

因此各面应采 

取积极的态度， 

并应表示愿意接受这些搢施，不要夸大执行这些措施的困5i» 

所以，关于各项具体的裁军和军备控制措施的谈判，应包括适当的稷査安徘. 

并且各面应接受有关充分孩査的适当现足.凡属协定的范围和协定的互影响 

的情况，蔥应处理有关孩査的冋题并向时进行谈判‧在条约谈判期间，稷査措施方 

面的逬屣可对条约其他组成部分的设判产生积极的影嘀， 

有待在具体协定中覌定的孩査形式和方式，取决于并应M于协定的宗旨、范 

各协定应现定缔约各国直铥Jfe或在适当I t况下通过联合国系统，參加萑査过 

私应该使用几种核奎方法结舍的办法以及其他的有夫协定遵守憒况的程序，|il此. 

必须设想包括现场視察在内的合适程序* 〕 ) ‧ 

(〔关于军备?^制和裁军的协定应现定对其执行情况实行充分的、可靠的K测， 

以确保所有缔约頃遵守协定.监测的方式和条件取决于具,协定的宗旨、范围和性 

质，涉及监测的问题与审议具体的裁军冋题应有机地联系起来，阇时进行审议并作 

‧此茱文暂时列入"机构和程序"一章.经议定，位置尚需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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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而不是将它们分开 . 

以往的经验表明，国家的技术手S是监测协定遵守憒况的可靠基础*在必要时, 

应在自懕的基上结合使用不同的孩査方法和其他监测程序，包括S际手a >加强 

信任将有助于其他监测措施的应用. 

在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域中，在应用具体商定的搢施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先决条 

fh^各頃政府的政治意愿；不应以关于监测的技术上的困难作为拒绝;se制止军备竟 

辦施àè;S^协议的借口， 〕 ） * 

((―充分和賓_汆的贫査是覃备控制和裁军取得^进屡的基本先决条件‧因牝, 

接受这一原则，并将其应用于导致裁军的具体步鑲，将促使全面彻底裁军取得全面 

进蜃*孩査在《综合裁军方案》中能起到三重作用：作为裁军取得进暴的原则荖础; 

惟为各国将要釆取的具体搢施的一鄧务；并为《综合裁军方案》所要求的巷个机 

构和程序将要实现的一个目 

车备控制和裁军攢施关系到有关各頃的篁大安全利益，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的 

因此，各®应确倌，这种义务和贲任正在得到履行，而孩查则是蕞得这种保证的手 

g.没有有效的衩査，各s对于协议正在得到遵守的信心将无法充^:â:»此外， 

由于任何协定的制定都必须能确保其締约各国的安全‧间时，只有通过釆取充分的 

>@r査措施，才錐^起备頃对于协定正在得到遵守的信心，因此，有效的《査对于 

在裁军进程中保持备s安全不受减损具有头等直要的意X> 

在实践中，有效贫査的原则必须表现为在具体的裁军和革香控制协定中列入 

必要和适当的孩査措施和安 a此，谈判必须包括对有效孩査措淹的审议，這将 

成为有待判的一项或M协定的一邵分，这样的孩査搢施，茌适当 I t况下 ‧ s包 

括面家和頃际手钛，在必要时包括进行现场視察的条^^通过包括，适当的孩査播施 

葸可以为车备控制和裁军协定的执行磯立健全的基础* 

在具体的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的谈判中，协足的范围和査措施有>|S互影响时， 

范围和孩査冋题应同时进行谈判，同时甶于孩査搢施是任何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的 

此案文暂时列入"机构和程序"一章，经议定.，冥位置尚需进一步审议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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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谈判过程中在制定孩査搢施方面取得进屣可以对协定 

其他组成部分的谈判产生积极影嘀*有待在具体协定中硯定的孩査的彤式、条件和 

方式取决于并应决定于协定的宗旨、范围和性质* 

如上所述，确保有效核查协定遵守情况的措施将有利于增强各国的信仏此外, 

这样一些措施也应便关于留下来的军备的情况更容易了觯潸因此，各頃应采取 

积极态度，拟订每项特定的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的必要和适当的孩査措施，并应表 

示愿意接受这种措施，面不要夸大执行这些搢埯的困5t» 

应该使用几种孩査方法的结合以及其他有关协定遵守情况的程序.因此，必须 

设想合适的程序，其中包揞现场«•^ 

加重视由协定缔约各頃拔订适当机构和程序.以确保关于多边协定遵守情况的孩査. 

用于确保多边裁军协定的执行，特剁是确保其孩査的机构，在这方面，《综合 

裁军方案》应規定研究对此现有的各种可能IE* —在审议各种可能性的过程中，已在 

进行工作的机构所积累的经验，由于它们提供了可以设计有效组织机构的工作样扳， 

肯定是有用ô*r. 

对已生效的协定进行审査的过程有很大的不同，而许多审査过程，在适当情况 

下在某种程度上依靠11家的评价*伹是，许多国家对它们所加入的协定的遵守情；^， 

也许不具备有效进行m家评价的能力‧上述审议可以通过覌定对执行协定情况进行 

评价，并在定期的审査会议上甸有关备方提出裉告的办法，以促进经过改善的孩査 

进 程 . 〕 ） • 

(〔稷査在军备隈制和裁军领域的措施中构成一个亶要组成邵分，是与这些措 

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必须来自有关這些措施的一项确切而明确的协议 

因此，《综合裁军方茱》应根据庄严载入笫一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特剁联大《最 

后文件》的原则，包括稷査的基本条氣这些原则应具体应用于拟订査措旌.即 

孩査各项具体的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的遵守情况，这些协定将在《缂合裁军方茱》 

，同时经验已进证明，有必要更 

,一项制度和程序性质的必要条件和标准，能广泛应 

‧此案文暂时列入"机构和程序"一章，经议定，位置尚需进一步审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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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段和谩示的时' i l范围内缔结和执行.在这方面，迄今为止在拟订相执 

行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中所取得的经验予以适当的考虑. 

裁军^fe?;â"限锎,定应覌定使所有有关缔约各国慼到满意的充分的核査搢施， 

以便建立必要的信"^,并确保这些协定得到各国的遵守，因此，为了促进裁军协定 

的缔结》育效扶行并建立起信任，各国S接受在这种协定中规定的适当的核査条款， 

0强在遵守裁军协定方面的信任中，适当的核査搢施将有利于吸引其他国家加入 

这些协定，促进瞢遏裁军的进 I 

与此同时，作为制定一项有效核査制度的基础，某种最低限度的信任也是十分 

必要的。因此，建立在缓相与承认共同利釜基îfi之上的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对于 

拟定可靠的核査程序是非常有利的，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加速军备竟赛的政策， 

是不会促^;^泛的核査搢施达成协议的。在合作的气氛下，核査才有可能取得最 

大 成 功 ， 

核查问邇的觯决取决于各方是否具有缔结有关的裁覃协定的致治意愿。大家普 

i i ^认，坚强的政治意愿是就裁军领域中任何重大的或有意义的措施达成协议的先' 

决条件.一旦建立起这种政治意愿，那么设计那些适合裁军领域中任何要求的管制 

办法一一不管多么复杂一都是不难的，并且，肯定是人的智慧所能傲到的. 

裁军领域中的任何措施，都需要坚强的政治奪志;fti—定程度的互相信任相结合， 

然后才能制定并有效地实施一项切合实际的、最少麻烦的和公正的核查制度. 

裁军谈判不5[陷入抽象的核査理论，而把注意力从实质性的裁军河颈上转移开， 

至 

比如全面禁止试验一切核武器和消除化学武器等，阻挠 

这些方面谈判取得成果的，显然正是政治零志的缺^而不是核査河颞的复杂'!É« 

总之，可以从â样的假定出发，即一个国家成为裁军协定的缔约国是为了严格 

地遵守按协定规定它所承担的义务，因此，核査不S建立在各11彼此宪全不倌'&的 

原则之上，也不应采取全面的猜疑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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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具体协定中规定的核查形式^方式取决于并应决定于协定的宗旨、范围和 

性质2如果按其他的办法进行，裁军谈判就会陷入对核査细节和高度技术性的问题 

进行^无休止的辩论，实际上将拖延甚至阻止裁军协议的达成。 

应当竭尽全力制定适当的核查方法和程序，这种方法和程序应是无歧视的，不 

无谓地千涉他国内玫或妨踌其经济和社会发展， 

核查措施应成为确保对所有缔结国都遵守一项特定的裁军条约有信心的一系列 

措施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它们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个制虜确#i^W^到遵守，这个制度的主要职能就是向这些协定的绪约各圜提供 

其他缔约国遵守这些协定的保证，而且通过运用一定的合作形式，促进有争议的问 

题的觯决.因此，应该酌情结合使用几种核査方法，以及使用其他遵守程序， 

大家普遍承认，一项能保证核査百分之百有效的监督制度是不可能的，要设计 

一种完全保险的核查制度也是不可能的。从国家监督到某种形式的国际核査这一整 

套有效和可能的核査方法.提供了高度保证，保证违反裁军协定是可以被侦察出来 

的，一项军事上的违反协定的要大情况可以隐瞒下来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协定应规定各缔约国直接或通过联合国系统参加核査进種. 

在这一基本的总背景下，迷信核查显然是错误的，在不存在军备限制或裁军的 

真正措施的情况下设想或设立一个监督机构，这同样是错误的，这样做实际上是本 

末倒置.在不谈及真正的裁军或认真的军备限制的任何具体措施的情况下.无结果 

地、抽象地讨论核査问题的复杂&^核査制度的种类，或虽调有必要设立一个国际 

核査组织等，也都是没有任何价值0^ 〕 ） • 

^ût ) f i f ) A # >at Sa< 
r^^^ ^ ^ F ^ W^^^ ^ ^ P * P ^ F ^ 

*此茱文暂时列入"机构和程序"一章，经议定其位置尚需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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