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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文困

纽约

联合国

秘书长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阁下:

我谨送上起草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 

日通过的报告。

本振告按照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九日第3 1 / 6 ？号决议各项有关规定提交大

会。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起草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 

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 

主席

〉莱斯利，哈里曼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日



起草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 

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



1，起草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是大会根据一九七六年十 

一月九日第3 1 / 6 ？号决议成立的，在该决议中，大会除其他事项外，请特设委员 

会：

作为一项临时措施，拟定一项针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的宣言草案，提交大 

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 ^ ) 为草拟一项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国际公约采取准备步驟，并向大会第三 

十二届会议提出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

2 ^ 大会决定特设委员会应由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现有成员以及大会主席 

根据公平地理分配原则任命的七小其他会员国组成。

大会主席在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一封信中告诉秘书长说，他已任命 

了巴巴多斯、缩旬、加拿大、剛果、牙买加、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南斯拉夫为起 

草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成员^ 在/ 3 1 / 4 7 4 〉。 之后，大 

会主席获悉额甸无法担任委员会成员  ̂ 1

4 ，在新成员一名任命之前，特设委员会的组成因此如下：

阿尔及利亚、巴巴多斯、加拿大、刚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几内亚、

海地、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马来西亚、尼泊尔、尼日利亚、

秘鲁、菲律宾、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

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南斯拉夫。

5 ，特设委员会于一九七七年五月四日至十一月十日召开了三次会议。

6 ，特设委员会在五月四日第一次会议上一致投票选出了莱斯利.哈里曼先生 

( 尼日利亚〉为主席、唐纳德，布莱克曼先生^ 巴巴多斯〉和里亚德^西亚杰先生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为副主席、露西尔 ’ 梅尔夫人^牙买加〉为报告员。

7 ’ 特设委员会在同次会议上，决定给予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組织）代表和非 

統姐织所承认的两小南非解放运动一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札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一



的代表与他们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上所享相同的观察员地位。

8 ， 在该次会议上，委员会成立了一小工作小组，起草反对体育方面种族罔 

离国际宣言草案。 工作小组由巴巴多斯、加拿大、印度、牙买加、尼日利业、索 

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 露西尔‘格尔 

夫人〈牙买加〉当选为工作小组主席兼报告员。 一些其他代表包括非统组织的代 

表也出席了工作小姐的会议。 工作小組举行了十二次会议，编写宣言草案。 工 

作小姐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十日向特设委员会提出其提案。

9 ， 特设委资会认为宣言草案中所载列的提案，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可大为 

有助于全盘抵制以种族坡视方式选拔的南非体育团体。 但是，它要强调如大会第 

3 1 /6  7 号决议所敦促的，还需要通过一项反对体盲方面种族隔离国除公约，其中 

当列入宣言的各项原则。

1 0^ 在这方面，它建议延长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期限，使委员会能够担任起草 

一项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的工作，并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1 1  ̂ 特设委员会为了履行其任务，进一步建议大会应授权为委员会会议制备 

简要记录，并请秘书长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

1 2 ， 特设委员会在十一月十日第三次会议上，审议了工作小组的提案并决定 

把宣言革案^见附件〉提交大会审议。



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的国际宣言草案

大会，

( ^ ) 回顾在《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中, 全体会员国保证与联合国合作，采 

取联合和单独行动，以达到全世界对于全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和遵守, 

不因种族、性别、语言、宗教而有任何区别，

② 考虑到《世界人权宣言》8 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人 

人平等，且人人皆得享受该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因种族、肤色或民 

族本源等而有任何区别，

( ^ ) 回顾按照《消除一切艰式种族彼视国际公约》的原则，各缔约国承诺 

对种族坡^ 予提倡、维护或赞助

( ^ ) 又回顾《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宣布种族隔离是透反 

国际法原则，特别是透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的罪行，构成对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⑧ 注意到联合国大会已通过许多决议, 遮责种族隔离政策和行径。 包 

括在运动方面实行种族隔离并道责在一切领城同种族主义政权进行々结，

( )̂ ^南非人民力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坡视而进行的斗争是合法的

(^)确认伊除种族隔离及向南非人民提供援助来建立一个非种族性社会是 

国际社会最关切的事项之一，

& 大会第217么【工工：：）号决议。

大会第2106在【XX】号决议，附件。

0 大 会 第 号 决 议 ，附件。



( ^ ) 深信在《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和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 

的行动十年》期间，必须作为优先事项，采取更多的有效措施，以消除一切方 

面的种族隔离，

( ^ ) 重申无条件支持不许因种族、宗教或政洽关系而加彼视的奥林匹克原 

则，并重申其信念，即成绩应为参与体育活助的唯一标准，

考虑到根据奥林匹克原则的国际代表体育接触在促进和平和发展世界 

各国间的友好关系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确认任何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在种族隔离制度本身伊除以前既不可能 

遵守按成绩选拨的原则，也不可能有充分一体分的非种族性体育运动，

遗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体盲方面施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

赞扬南非境内进行反对种族隔离和支持体育方面非种族性原则的斗争 

的运动员，

04.1 ^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权对南非的非种族性体育机构及其领导人采 

取镇压措I

^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宣布的所谓" 多民族" 体育政策，认为那个政 

策只是要使体育方面的种族隔离永久化的一种手法而已，南非政权企图借此混 

清国际视5^以便能够获准参加国际性体育运动，

确认抵制在种族隔离的基础上选拨的南非体育队在反对种族隔离的国 

际运动中的重要性，

(^?)深信彻底抵制南非体育队的有效运动可以成为一个表明各国政府和人 

民对种族隔离深恶痛绝的重要措施，

赞扬曾为反对体育方面的种族隔离采取行动的所有政府运动员、体育 

机构和其他组织，



关切地注意到有些国家和国际体育机构逢反奥林匹克原则和联合国各 

项决议，继续同种族主义种族隔离体盲机构保持接触，

确认同在种族隔离的基础上选拨的体盲队互相访问就是侵犯南非绝大 

多数人民的基本人权，直接愚和鼓励《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 

所明定的种族隔离罪行，也是数励种族主义政权推行种族隔离制度，

2 1 3道责同实行种族隔离的任何国家进行体育接触,并确认参与体育方面 

的种族隔离就是故息和加强种族隔离，因此理应受到各国政府的关切，

^ 《反对体育方面种族坡视的国际宣言》可以促成在国际和国家一 

级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以求彻底孤立并消除种族隔离，

兹公布《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国际宣言》如下：

第一条

各国确认和支持本宣言，以其为道责种族隔离的国际宣言，和一项促使种 

族隔离制度终于彻底贫除的措施，并为此目的决定采取强烈行动，尽可能发挥 

最大的影响力，以保证在体盲方面彻底消除种族隔离。

第二条

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行动，以求彻底終止同任何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的体 

盲接触，并应拒绝正式发起、协助或鼓励这类接触。

第三条

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行为，在国际和区域体育机构拒绝或开除实行种族隔 

离的任何国家。 它们对于设法不让这类国家获得国际和区域体盲协会会员資 

格或胆止这类国家参加体育活动的国家体育机构，座给予充分支持。



第四条

1 . 各国应公开宜布并表示彻底反对体盲方面的种族隔离，并且充分而积 

极地支持彻底抵制种族主义种族隔离体育机构派出的所有体育队和运动员。

各国应推行有力的公共教育方案，以促使国人严格遵守体盲方面非歧 

视的奥林匹克原则，并且普遍接受联合国有关体育方面种族隔离问题的决议的 

精神和内容。

各体盲机构应受积极鼓励对透反奥林四克原则和联合国决议举办的体 

育活动拒绝给予任何支持。 为此目的，各国将会向所有国家体育机构传达有 

关体育方面的种族隔离问题的联合国决议， 并力促它们：

将这类资料散发给所有附属机构和单位，并且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严格遵守这些决议。



第五条

‘ 各国对其体育队或体育组织有成员集体地或个别地参加在任何实行种族隔离的 

国家举行的体育活动或同来自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的体育队进行体育活动的，应采 

取适当的行动，其中克应包括：

( & )拒绝提供财政或其他援助，使体育团体、体育队或个人得以參加在实行种 

族隔离的国家举行的体育活动或同在种族隔离的基础上挑选的体育队和个 

别运參?员进行体育活动；

(巧拒绝向体育队员或会员参加此类体育活动的体育团体提供任何财政或其他 

援助；

不再容许此类体盲队或个人利用国家体育设施；

(^!)各国不承认所有牵渉在实行种族隔离的任何国家举行体育活动或同在种族 

隔离的基础上挑选的体育队或个别运动员进行体育活动的职业体育合同；

( ^ ) 拒绝颁发和撤0 颁给此类体盲队或个人的国家荣誉或奖品；

拒绝正式接待同来自实行种族隔离的任何国家的体盲队或个别运动员进行 

体育活动的体育队或个人。

第六条

各国对〔来自任何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的〕体育困体代表、体育队成员或个别 

运动员应拒绝给予签证和X 或入境许可。

第七条

各国应制订反对参如体育方面的种族隔离的国家现章和准则，并应保证有使此 

类准则被遵守的有效办法。



第八条

各国应同反对种族隔离运动和其他从事促进本《宣言》各项原则的执行的组织 

合作。

第九条

各国承诺积极而且公开地鼓励一切从事促进、筹办或支提体盲活动的官方机构、 

私人企业和其他团体不采取任何行动以任何方式支持、协助或促成涉及体育方面种 

族隔离的活动。

第十条

各国应他促其一切区域、地方和其他当局采取为保证严格遵守本《宣言》各项 

规定所必需的步骤。

第十一条

各国同意尽力按照本《宣言》所载各项原则，终止体盲方面的种族隔离行径， 

并为此目的，同意致力于迅速拟订并通过一项基于本《宣言》所载各项原则的关于 

体育方面种族隔离的国际公约，其中载有关于遣反其规定的制裁办法。

~ 第十二条

1 . 各国及国际、区城和国家体盲机构应积极支持同非洲统一组织和它承认的 

南非解放运动合办的计划项目以谋組成真正代表南非的非种族性体盲队。

2 ^ 为此目的，各国和一切适当组织均应鼓励、援助并承认反对种族隔离特别 

委员会、非洲统一组织及其承认的南非解效运动所认可的南非真正非种族性的体育 

机构。



它们并应积极支持反对体育方面的种族隔离行径的运动员和体育管理人员。

第十三条

国际、区域和国家体盲机构应坚持奥林匹克原则并终止同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 

体育机构的一切体育接触。

第千因条

国际体育机构对附厲机构按照联合国各项决议和《奥林匹克宪章》拒绝参加同 

任何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的体盲接触的，不应加以财政或其他惩罚。

第千五条

国家体育机构应采取适当行动，劝所厲国际协会不准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体育 

机构为其成员，并不准这些机构参加一切国际活动。

第千六条

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应宣布它们反对体盲方面的种族隔离和同南非的体盲接触, 

并应积极放励一切附厲单位和成员终止同南非的一切体育接触。

第十七条

本 《宣言》关于抵制南非体育化的条款不适用于反对种族照离特别委员会、非 

洲统一组织和它承认的南非解放运动所认可的非种族性的体盲机拘及其成员。

第十八条

一切国际、区城、国家体盲机构和奥林匹克委员会均应认可本《宣言》的各项 

原则，拥伊并坚持其中的一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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