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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至 谈 ^ 会 议 的 报 告 

附 录 二 

第 一 卷 

裁 至 谈 判 会 议 印 发 文 件 的 清 单 湘 案 文 

文件号 题 目 

裁至谈判会议的议事规则 

CD/^329/^ev. 1 关于裁至谈剁会议议程项目 5题*"防止外层空间^备竟赛" 

的特设〔附属机构〕取权范围草案 

CD/329/Tîev. 2 关于裁至谈剁会议议程项目 5题为"防止外层空间^备竟* 

特设委s会取权范围草銮 

CD/422 1983垒1 2月8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5fa国联盟裁^委员会代 

表致裁至谈判委S会主席的信，转达1983^1 1月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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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 

罗波夫的声明全文 

01)/423 1 9 8 4东 1月 I 0日萦古人民共妇国常驻代表为递送1983^ 

1 2月7日萦古人民共勒国大人民呼拉尔宣言及蒙古人民共^ 

国大人民呼控尔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议会的呼吁书的文本 

给裁^谈判委 S会主席的信 

CD/CW/WP. 61 
销毁化学武储存的核査 

CD/425 
CD/CWy^P. 60 

核査化举武器储存的销毁 

CDx/426 
GD/CW/WP. 62 

禁止在^事上35；使用化举武鞔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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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伴号 题 目 ； 

CD/427 19 8 4东 1月 3 0日苏联大使致裁至谈^委 S会主席的信，！ 

转达苏共中央总书iS»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Y. V. ^ 

德罗波夫3̂ 1" 1 9 8 4东1月2 5 B《真理报》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CD/428 1984车1月3日联合国秘书长致裁至谈剁委员会主席的信， 

转达大会^三十八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裁至问题的决议 

CD/429 化举武^特设工作小组关于1984东1月16 B —2月 6日的工 

作报告 

CD/430 1945东至1983车的核爆炸 

CD/431 化举武器公约：核査命遵守一挑战方面 

CD/432 19 8 4东 1月 3 0日伊朗伊斯兰共勤国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剁会 

议主席的信，递交一份说明在伊朗皮朗沙赫尔用化学武器展开 

进攻的报告 

CD_/433 裁s:谈剁会议1984车会议的议程勒工作计划 

CDy^434 裁至谈剁会议工作组织方面的问题 

CD/435 提高裁至谈判会议在禁止化学武蕺方面的工作效率 

CD/436 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代表1984垒2月2 0日致裁至谈剁 

会议主席的信 

CD/437 1984车2月23日捷克澌洛伐克常驻代表致裁s:谈剁会议主 

席的信，转递1984东1月1 0日苏联外交都递交的华沙条约 

成咼国向北约成员国提出的消除欧洲化学武羝问题的建议 

CD/438 核禁试（特设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草案 

CD/439 工作文件：关于未来化学武器协定中"禁止转让，，及"准许的 

转让"的提案 

CD/440 关于重新设立化举武器特设附属机构的决定• 

CD/441 关于重新设立保证不3?+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崁的 

有效11际安排的特设附属机构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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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号 题 目 

CDX442 关于重新设立综合裁苤方案特设附属机构的决定 

关于全面禁止^彻底销毁化举武器公^内容的主要观点 
CD/CW/WP. 68 

CD/444* 1984^车3月6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出席裁墓谈判会 

议的代表的信件，转达苏联共产党中央委 g会总书记 U .契 

尔东科先生1984东3月2 B J?t莫斯科古比雪夫区选民讲话的 

摘要 

CD/445 化 学 武 裁 M 察 团 的 规 模 ^ 结 构 

00/446 关于裁^谈判会议特设附属机构名称的决定 

CD/447 1984东3月2日伊朗伊斯兰共命国常驻代表致裁至谈判会议 

主席的信，信中阐述J?t"伊朗伊斯兰共命国m事湘非至事地区^ 

行导弹袭击勒轰炸的情况 

CD/448及Add< 1 1984东3月9日审议关于检测勤识别地雾事件的国际合作措 

施特设科举专家小组主席就递交该小组的笫三份报告致裁至谈 

剁会议主席的信 

.CD/449 审议关于检测^识别地霖事件的m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 

组就:^第十七次会议的进程裁至谈剁会议提出的报告 

CD/450 1983车1 2月9日挪威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条至激 5 

条规定致裁墓谈判委员会主席6^信 

CD/451 1984 ̂ 3 月 7 H郷威常驻1：^就议事规则第3 3条至第3 5 

条规定致裁至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C^/452 1984车1月1 0日芬兰常驻代表就议筝规则笫3 3条至笫3f 

条规定给裁^ i$判会议主席的信 

CD/453 1984东3月7 B芬兰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条至3 5条 

规定致裁^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CD/'454 1984 ̂  1月 1 2日丹麦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至 3 5条 

规定致裁苤谈剁委S会主席的信 

CD/455 1984 ̂  3月8日丹麦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
3
 3至3 5条规 

定致裁^谈剁会议主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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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号 题 目 

CD/456 1984东1月1 7日新西兰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絮3 3至3 5 

条规定致裁妥谈剁委员会主席的信 

CDy457 198 4垒 3月 9 B新西兰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笫3 3至 3 5条 

规定致裁至谈剁会议主席的信 

CD/458 1984车1月1 7日土耳:&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条至35 

条规定致裁至谈剁委5会主席的信 

CD/459 1984^3月7日土耳箕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笫3 3条至3 5 

条规定致裁至谈剁会议主席的信 

CD/460 1984东1月2 7日孟加控国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至35 

条规定致联合IS裁至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CD/461 1984东3月8日孟加控国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至 3 5 

条规定致裁至谈剁会议主席的信 

CD/462 1 9 8 4 ^ 1月 3 0日奥地利临时代办就议事规则第3 3至3 5 

条规定致裁至谈剁委员会主席的信 

CD/463 1984 ^ 3 月 8 B奥地利常驻代轰'就议事规则笫3 3至 3 5条 

规定致裁至谈剁会议主席的信 

CD/464 198 4车 1月 3 1日越南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至 3 5条 

规定致裁^谈刹委员会主席的信 

CD/465 1984 ^ 3月 9日越南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 3 3至 3 5条规 

定致裁^谈剁会议主席的信 

CIV466 1984^2月1日葡萄牙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至3 5条 

规定致裁至谈剁委5会主席的信 

CD/467 19 8 4东 3月 9 B葡萄牙常驻代轰就议事规则笫
3
 3 至

3 5
条 

规定致裁^谈剁会议主席的信 

1984 ^ 2月 2日西斑牙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 3 3至 3 5条 

规定致裁至谈剁委5会主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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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号 题 目 

CD/469 1984 ^ 3月 9日西斑牙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 3 3至3 5条 

规定致裁至谈剁会议主席的信 

CD/470 1984东2月7日哥伦比亚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至 3 5 

条规定致裁盂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1984尔3月8日哥伦比亚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笫3 3至 3 5 

条规定致裁至谈剁会议主席的信 

CD/472 1984垒2月1 6日塞内加尔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至35 

条规'定致裁至剁委S会主席的信 

CD/473 1
9
8 4东 3月 8 El塞内加尔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笫3 3至 3 5 

条的规定致裁至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CD/474 19
8
4车3月8日瑞士常设代表处副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至 

3 5条的规定致裁至谈剁会议主席的信 

CDy475 1984东3月1 3日伊朗伊斯兰共^国常S代表的信，奚中论 

及提交裁^谈剁会议的文件中所用的地理名称问题 

CD/476 1984东 3月 2 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代表为递交禁 

止在外层空间^从空间3^^地球使用武力条约簟案文本致裁^谈 

判会议主席的信 

CD/477 1984东1月2 7日希腊常驻代表根据议事规则第3 3至3 5 

条致裁至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CD/478 1984东3月1 2日希腊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至 3 5条 

致 裁 ^ i炎剁会议主席的信 

CDX479 1984生2月1日爱尔兰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笫3 3至3 5条 

致裁至谈剁会议主席的信 

CD/480 1984东3月1 9日爱尔兰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笫3 3至 3 5 

条规定致裁至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CD/481及Corr. i 1984东3月2 3日波兰人民共勤国代表向裁至淡剁会议主席 

转交波兰统一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1984车3月1 8日在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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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号 题 目 

通过的^平呼吁书的信件 

CD/482勒 
CD/CW^WP. 73 

工作文件：国家核査措施 

CD/483 
74 

1984东3月2 0日伊朗伊斯兰共勒国常驻代表就全面禁止湘 

CD/CW/WP. 74 
彻底销毁化举武器夹来公约的几点建议致裁至谈剁会议主席的 

信 

防止核战争 CD/484 

彻底销毁化举武器夹来公约的几点建议致裁至谈剁会议主席的 

信 

防止核战争 

CD_/485 1984车1月3 1日厄瓜多尔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售33至35 

条给裁至谈剁会议主席的信 

CD/486 1984垒 2月 9 B厄瓜多尔常驻代表根据议事规则笫33至35 

条致裁^谈剁会议主席的信 

CD/487 19 8 4东 3月 2 3 S厄瓜多尔常驻代袭禝据i义事规则镙33至 

35条致裁至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噢麦隆共 - 0国驻联合国 B内瓦办事处常驻代表 1
9 8 4

车
2
月 2 4 

日根据议事规则第3 3至 3 5条致裁至谈剁会议主席éMt 

CD/489 1984东 3月 2 3日嗜麦隆共&国常驻代表裉裉i义事规则第33 

至3 5条致裁至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CD/490 1984东3月2 3日也门民主人民共禾fl国常驻代表裉据议事规 

则第3 3至3 5条致裁至谈剁会议主席的信 

CD/491 工作文件：地震事件记录技术新发展的各方面情况 

CD/492 关于核禁试特设附属机构职杈范围草案 

CD/493 1984 ^4月2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北国常驻代表就递交罗 

马尼亚议会关于在欧洲设置中程导弹问题呼吁书文本致裁至 

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CD/494 
CD/CW/WP. 79 

消除储存及#i^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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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号 题 目 

CD/495 1984东3月2 7 B瑞士常设代表处副代表就议事规则笫3 3 

至3 5条致裁^谈剁会议主席的信 

CD/'496 关于在夫来化学武器公约中列入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及退约权内 

容的意见 

CD/497 1984东4月1 1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勤国联盟代表致裁:^谈 

剁会议主席的信，转交苏共中央委S会总书记K. U .契尔东 

科35+《真理报》所提问题的回答 

1984车4月1 6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代表致裁^谈 

剁会议的信，转交苏联部长会议笫一副主席、外交部长A . A. 

葛罗来柯先生1984 ^ 4月 9日致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 

利 亚 尔 生 关 于 限 制 海 事 活 动 及 海 ^ ̂ 备问题的信件 

CD/499 关于设立放射性武器特设委S会的决定 

CD/500 禁止化学武器公 

CD/501 1984东4月2 5日匈牙利代表团团长致裁^谈剁会议的信， 

转递 1 9
8
4夂 4月 1 9 日 ^ 2 0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华沙条约 

成员国外交部长委S会会议公报的文本 

CD/502 1984东 6月 5 B河根廷、印度、墨西哥、瑞典代表致裁至谈 

I^J会议主席的信，内附阿根&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 

坦桑尼亚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5月2 2日发表的联合声明 

CD/503 1
9 8
4 ^ 6月 5日秘鲁代表致裁^谈剁会议主席的信，递交 

1 9 8 4 ^ 5月 3 1日秘鲁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桑德罗.马 

里亚特吉.恰佩博士致墨西哥外交部长利森西亚多‧贝尔纳多《 

塞普尔维达的信件文本 

CDX504 1984车6月6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代表致裁m谈判 

会议主席的信，转交苏联政府于1984东5月3 1日就阿根廷、 

希猎、印度、墨西哥、瑞典及坦桑尼亚等国的联合声明昕作声 

明的文本 



CD/540 

Appendix I I 
Page 8 

文 件 号 题 目 

CD/505 芬兰常驻代表1984东6月1 2日致裁至《剁会议主席的信， 

递交一份题为"5?+经选择的核査化学裁S科举方法的技术鉴定，， 

的文件 

CD/506 裁^谈剁会议1984车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 

00X507 工作文件：35+全面核禁试的地震核査夫来的发展方1^ 

CD/508 工作文件：化举武器公的核査在冬季条件下化举战剂的取 

样勒分析 

CD/509 1 9 8 4 ^ 6月 1 3日挪威常驻代表致裁^谈‧】会议主席的信， 

递交一份题* "化举武^公约的核査在冬季条件下5^t‧化学战剂 

的取样念分析"的研究报告 

1984东6月1 6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動国联盟代表致裁至谈 

剁会议主席的信，转交苏共中央委S会总书记兼苏联最高苏维 

埃主席团主席康斯坦丁 ‧契尔东科先43?+美11记者约瑟夫‧金 

斯伯里—史密斯4ti生所提问题作出的回答 

CD/511 1984东6月1 3日芬兰常驻^就议事规则第 3 3至 3 5条 

致裁至谈剁会议主席的信 

CD/512 南斯拉夫常驻代表于1984东6月2 6曰致裁至谈剁会议主席 

的信，递交南斯技夫社会主义联邦共湘国联邦外交部发言人就 

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坦桑尼亚国家元首或政 

府首脑 5月 2 2日发表的联合声明所作声明的文本 

二十一国集团声明 

CD/514 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査 

CD/515 关于裁^谈判会议议程项目3的牿设委S会的职权范围草笨 

CD/516 化举武^储存的宣布及临时监测 

CD/517 1984东7月4日越南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第3 3条至3 5条 

致裁至谈刹会议主席的信 

CD/518 化学武li^销毁情况的核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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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519 1984东7月1 6日伊朗伊斯兰共^国常驻代袭致裁至谈剁会 

议主席的信，转交伊朗伊斯兰共^国总统赛义德.阿里.哈梅 

内伊阁下对联合国秘书长函件的答复 

CDy520 关于核楽试特设委S会的取权范围草案 

CD/521 关千裁至谈剁会议议程项目I题为"核禁试，，的特设附属机枸 

的职权范围草袠 

CD/522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裁至谈判会议议程项31特设委员会 

取杈范围草案 

一些社会主义@家提出的裁S谈剁会议议程项目2特设委员会 

职权范围草案 

CD/524 全面禁试的逐步#决办法 

CD/525 综合裁至方案特设委S会进虔报告 

CD/526 21囿集团关于裁 m谈判会议题为"停止核至备竟赛^核裁^" 

的议程项目2的声明 

CD/527 关于裁炎剁会议题为"防止外层空间i«备竟赛，，的议程项目 

5的特设委S会的IP、衩范围草案 

CD/528 有关裁至谈!会议各议程项目的文件清单，包括十八国裁至委 

员会（ m J ) C : 1962—1969东）、裁:^委a会会议（CCD. 

1969~1978车）、裁^谈剁委S会^裁^谈剁会议（CD; 

1979-1984^ ) 文件 

CD/529 社会主义国，集团提出的关于为裁:^谈剁会议议程项目5所设 

的特设委S会的职权范围草案 

CDX530 工作文件：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及为敌3?+目的释放或散布放射 
CD/RW/WP. 52 

性物质条约部分内容的提案 

CA/531 工作文件：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的;lt査工作屎则 

CD/532 一 ^社会主义 i l家提交的工作文件：协商委5会组织湘能 
CD/CW/W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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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号 题 目 

CD/533及Corr. l 放射性武Si:特设委员会报告 

CD/534 审议关于检测動识别地霣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 

组主席 1 9 8 4车 8月 1 0日致裁^谈剁会议主席的信，递交一 

份在特设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通过的题为"1984东科学专家 

小组技术试验程序"的文件 

CD/535 审议关于检测^识别地,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专家小 

组向裁至谈判会议提出的笛十八次会议的进报告 

CD/536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特设委员会：致裁至谈剁会议的报告 

CD/537* 丹麦常设代表处临时代办1984东8月1 4日的信，递交一份 

关于不生产化举武器的核査的工作文件 

CD/538 1984车8月1 7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勤国联盟代表致裁茧谈 

剁会议的信，转交 1 9 8 4 ^ 8月 I 6日苏联报刊发轰的塔斯社 

声明 

CD/539及Corr*i 化学武器特设^员会提交裁至谈剁会议的报告 

CD/540 裁至谈判会议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8/Rev.2 
15 February 1984 
CEHIESE 
ORIGINAL: EHGLISH 

裁军谈判会议的议事规则 

导 言 

本议事规则是参照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各 

项有关条款，包括各成员国在特别会议期间经适当协商后达戍的并经大会《最后文 

件》表示欢迎的协议通过的。 

一 .照能 *组成 

1 .裁军谈判会议（以下简称会议）是为各核武器1!家和奚他三十五个国家讲 

行裁军谈判而开放的讲坛(附件一）. 

2. 会议的组戍应定期予以审査* 

3. 会议所有成员国应按照《联合国宪章》所载主权平等原则，以独立国家完 

全平等的条件参加委员会工惟， 

二.代表和全权证书 

4. 会议各戍员国代表团由代表团团长一人和必要的其他代表、顾问和专家组 

成. 

5 .每一戍员国代表团必须将其外交部长授权颁发的全权证书递交会议主席. 

6. 各阖代表团的座位应按成员国英文名单字母次序排列. 

三 . ± ^ 

7. 本会议的年会分两期举行.第一期会议于二月份第星期二开始.会议 

应考虑工作需要，尽早决定第二期会议的开幕日期以及年会两期会议的闭幕日期. 

8. 会议主席在同所有成员国充分协商并经所有成员国同意后可召开特别会议。 

GE. 84-6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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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錢 

9.本会议开会期间，由全体成员国自每一历月第一日起轮流担任会议主席， 

一九七九年一月已开始按全体成员国英文名单字母顺序按月轮^ 

10. 当抠任会议主席的代表团团长缺席时，可由萁代表团的一名成员替代.如 

担任主席的代表团没有成员可以执行主席职务时，则应由轮下一届主席的代表团暂 

代主席职位* 

11. 主席除了行使主席的正常职务和本规则所赋予的其他职权外，应同会议充 

分协商并在会议的权力之下代表会议同各个国家、联合囿大会及茸他机构和茸他国 

际组织进行联系. 

12. 在休会期间，主席职务应由主持上次会议全体会议的成a国代表执行. 

五 .秘书处 

13. 联合国秘书长经会议请求并同会议充分协商后任命会议秘书秘书长 

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协助会议及奚主席安排会议工惟^编制日程表. 

14. 经会议及:^主席授权，秘书长除了别的蓽项以外，应协助会议编制临时i义 

程并草拟会议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初稿. ' 

15. 经会议请求，秘书长应向会议提洪专业协助，以便就会议谈判主题编制背 

景文件和参考书目，并收集各项同谈判有关的资料湘情报‧ 

16. 秘书长也应执行本规则或会议所贵成的茸他职务。 

17 .联合国秘书长应为会议和会议可能设立的任何附羼机构提§^它们所需要的 

工作人员和必要的援助和服务。 

六.工作的掌握和决定的通过 

18.会议应以协商一致方式讲行算工作和通过萁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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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作安排 

19. 会议的工作应在全体会i义以及会议经商定的任何额外安排的例如不论是否 

有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上进行。 

20. 会议应按商定的时间表举行全体会议。除非会议另有决定，会议应公开 

# e > 会议如决定举行开会议，应同时决定是否发表会议公报。会 i义公报应 

充分反映议事过程的实质和会议的决定。 

21. 如会议不能就谈判项目的实质作出决定，则应考虑在稍后时期审议该项目。 

22. 会议可举行不论是否有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i义，以便在适当时审议实质性 

问题和有关其工作安排的问题。会i义如有要求，秘书处应以工作语文编制各该会议 

的非正式简要记录。 

23. 如会议认为为有效执行其职务有需要时，包括似乎具有就一项条约草案或 

其他草案案文进行谈判的基础时，会议得设立附属机构，例如特设小组委员会、工 

作小组、技术小组或政府专家小组，而且各附属机构除非会议另有决定，对会议所 

有成员国都开放。会i义应确定各该附属机构的职权，并对其工作提供适当支持。 

24. 会议应决定会议议事规则可否加以修改以适应其附属机构的特珠需要。附 

属机构的会议除非委员会另有决定，应为非正式会议。秘书处应在附属机构请求时 

提供援助，包括以会议工作语文编制附属机构会议活动的非正式简要记录。 

25. 协商一致通过报告不应被解释为以任何方式影响各该报告必须忠实反映各 

机构所有成员国立场的基本要求。 

26. 会议及其附属机构正常情况下都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会议。 

八.议程和工作计戈I： 

27. 会议应在其年会开始时通过全年的议程。会议通过i义程时应考虑到联大向 

它提出的建议、会议各成员的提案以及会i义的决定。 

28. 会议应在年会每一期会议开始时，以其议程作为基础，拟订工作计划，其 

中应包括该期会议的工作时间表，拟订时应顾及第二十七条所述的建议、提案和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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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临时议程和工作计划应由会议主席在秘书长协助下拟订，并提交会议审议 

和通过。 

30. 全体会议的发言主颞应同按商定的工作计划正在讨论的议颖相符。但会议 

任何成员国都有权在全体会议上提出任何同会议工作有关的议颈。并具有充分机 

会就任何它认为值得注意的问题提出憨见。 

31. 会议工作期间成员国可要求在i义程上增列紧急项目。会议应决定是否予 

以审议和何时予以审i义。 

九.非会议成员国的参加 

32. 全体会议和会议决定召开的其他会i义开会期间，会i义室应为非成员国保留 

席位 

33. 各个表示关心但非会议成员的国家可就构成会议谈判主颍的裁军措施向会 

议提出书面提案或工作文件，并可参加有关这些提案或工作文件的主颞事项的讨论。 

34. 应非会议成员的国家的请求，会i义得邀请它们在会议讨论这些国家特别关 

心的问颞时发表意见。，议审议此项请求后，可通过主席向有关国家发出邀请， 

请其列席会议发表意X> 

35. 会议可决定邀请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四条所述S家参与非正式会议及其附 

属机构的会议，如决定邀请则适用议事规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36. 笫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也应适用于参与会议工作的非成员国代表团。 

十、语文、记录和文件 

37. 参加会议工作的各成员国应以联合国系统内使用的各种语文提供同声传译、 

公开的全体会议的逐字记录和文件。如同声传译可将代表的发言译成工作语言，则 

代表可用本国语言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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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文件应按秘书处收到的4^=:后次序编号。秘书处应经常印发所有文件的一 

览表 

39. 十八 i l裁军^员会、裁军^员会会议（裁娈会议）以及裁军谈判委员会各 

系列文件可予直接援引.无须另行提出原件。 

40. 会议的逐字记录^正式文件以及茸他有关文件通常应于两周内散发给联合 

国成员国。会议正式文件可供公众索取. 

十一、对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的邀请 

41. 如会议认为为促进其工作有胬要时，可决定请各专门机构、国际原子能机 

构^联合国系统内茸他机构提供适当的资料。 

十 二 非 政 府 组 织 

42. 非政府组织给会议主席或秘书处的一切公文应交秘书处收存，根据要求， 

应准予各国代表团査阅.应将所有公文清单向会议散发。 

十三、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 

43. 会议每年应通过主席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一次报告，或于适当时提出多次报 

告。 

44. 上述报告草案应由会议主席在秘书长协助下编写，并应于予定通过日期之 

前两周散发给所有会议成员，供其考虑. 

4 5 .会议报告应以报道事实为主并反映会议的谈判和工作。除非会议另有决 

定，报告草案内容应包括： 

(a) 议程； 

(b) 概述联合国大会上届年会向会议提出的具体要求； 

(C)就上述(a)和(Id)两款各个项目编写的分节标题和当年会议所发生的其他 

问颞； 

(d) 结论扣决定； 

(e) 目录^报告期间按国家相问颞分类的逐字记录的索引； 

if)当年提出的工作文件和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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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作为单独附件散发的当年会议的逐字记录； 

( H )其他有关文件. 

46。 会议应于会议结束时通过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应于联合国大会常会开会 

前散发给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所有茸他报告应尽快散发。 

十 四 、 修 正 

47. 本议事规则可由会议决定加以修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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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阿尔及利亚 意大利 

阿根廷 日本 

澳大利亚 肯尼亚 

比利时 墨西哥 

巴西 
蒙古 

保加利亚 摩洛哥 

缅甸 
荷兰 

加拿大 尼曰利亚 

中11 
巴基斯坦 

古巴 秘鲁 

捷克斯洛伐克 波兰 

埃及 罗马尼亚 

埃塞俄亚 斯里兰卡 

法国 瑞典 

德意志民主共^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匈牙利 美利坚合众国 

印度 娄内瑞拉 

印度尼西亚 南斯拉夫 

伊朗 扎伊尔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529/REV.1 

29 February 1984 
CHINESE 
Original :EHGLISH 

21国集团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5题为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 

特设〔附属机构〕职权 

范a的草案 

重申外层空间——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宪全留作^平用途的原则‧并为了防 

止将军备竟赛扩展到外层空间'和禁止将外层空间用于敌对用途；裁军谈判会议 

决定设立一个特设〔附属机构〕来讲行谈判，以締结一项/或数项一如适宜的 

话一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各个方面的协定，该特设〔附厲机构〕将考虑 

到现有的全部提案和今后的倡议并将向裁军谈判会议报告箕工作讲展的情况• 

^ > > x ^ ^ ^ 

GE.84-60542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 / 
CD/329/EEV.2 
20 July 1984 
CHIKESE 
Ori g i n a l : EMÎLISH 

2 I S集团 

关于裁军谈判会i义议程项目5颞为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 

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的草案 

重申外层空间一人类的共同遗产一应完全留作和平用途的原则，并为了防 

止将军备竟赛IT展到外层空间，和禁止辨外层空伺用于敌对用途，裁军谈判会议决 

定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来进行谈判；以缔结一项，或在适当时缔结数项，防止外层 

空间^备竟赛的各个方面的协定。该特设委员会将考虑到现有的全部提案和今后的 

倡议并将向裁军谈.判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展的情况。 

»0< »< 

GE. 84-64093 





CD/422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8 December I983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1983年1 2月8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裁军委员会代表致裁军委员会主席的信， 

传达1 983年1 1月 2 4日苏联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II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安德罗波夫的声明全文 

谨随函附上1983年1 1月 2 4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安德^波夫的声明全文。 

敬请主席先生将声明作为裁军委员会手式文件散发。 

V .伊渐拉耶利安（签名） 

GE. 84 - 6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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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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罗波夫的声明 

苏联领导已把它对美国当局目前采取的军国主义路线的评价结果，提请苏联人 

民和其他人民注意，并警告美国和西方各国政府应全面认识到这条路线的危险后果。 

但是华盛顿、波恩、伦敦相罗马并未重视理智的呼声——美国中程导弹已开始 

部署在德意志联邦共相国、英国和意大利的领土上。因而使欧洲女陆上出现美国"潘 

兴"和巡航导弹正在变成既成事实。 

欧洲正过着近4 0年之久的和平日子，是近代史上最长久的一段和平时期。这 

要归功于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一贯推行的爱妤和平政策、欧洲大陆爱好矛0平力量的 

努力及头脑清醒的西方政治家的现实主义立场。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各国及华沙条约 

各国在欧洲已经拥有的军事力量，'其中包括核武器，大致上势均力敌，对欧洲安全 

与稳定作出客观的贡献。 

现在，美国和整个北约采取的措施，是使形势有利于它们的措施。在苏联及其 

同盟边界鄧署的核导弹并不是为了保卫西欧。根本没有人在威胁西欧。随着美国在 

欧洲部署的导弹 所加强的不是欧洲的安全，而是美国给欧洲人民带来灾难的真正危 

险。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利坚合众国本土均幸免于战火的摧残。现在，华盛顿 

领导人又想借用把中程导弹鄧署在欧洲、增加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威胁的办法来转 

移对其本土的灾难性攻击。至于美国西欧同盟国的安全，如果华盛顿领导人经不起 

引诱，发动核战争而又妄想打臝它，那么看来美国领导人是只顾利用西欧人民的生 

命和城市来减轻美国的报应。 

美国在西欧部署核导弹绝不是因为西欧对目前欧洲各边势力组合感到不安而促 

成的一个步骤。具体数字已经多次证明——许多西方政治领导人和专家已接受这一 

点，目前北约和华沙公约在欧洲的中程核导弹仍然大致相等，不过，在核弹头方面， 

北约有相当的优势。因此，要说谁感到不安，则应当是华沙条约国家感到不安，因 

为它们深受北约国家军事机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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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的时候，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国家也不能眼看华盛顿向社会主 

义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宣布"讨伐"以及眼看那些发号施令，在我们大门前部署核武 

器的人把它们的实际政策建立在这个不顾后果的前提上，而视若无睹。看起来，有 

些北约国家的政府是想利用在欧洲邵署潘兴一 2和巡航导弹的办法，为这个冒险的 

前提莫定一个具体的核导弹基础。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不顾这一危险吗？当然不能。这就是七个社会主 

义国家的党和最高国家领导人在1983年6月2 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上宣布， 

无论如何，它们绝不允许北约集团在军事上比华沙公约国家占优势的原因。 

德意志联邦共相国、英国和意大利政府同意美囯在其国内部署导弹时明明知it^ 

美国从一开始便无意就欧洲的核武器达成一个互相可以接受的协定，并且尽量在日 

内瓦谈判范围内外阻止这种协定。同样的，它们也已明明知道，苏联及其同盟务必 

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卫其安全，不会允.许美国及整个北约打破目前欧洲大致存 

在的力量均势。 

我们已明确指出，如果西欧出现新的美国导弹，则不可能继续进行在日内瓦举 

行的欧洲核武器谈判。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和意大利三国政府在过去几天内作出的决定，清清楚 

楚地显示这些政府违反它们自己人民的意愿，违反它们国家的安全利益，也i$反欧 

洲的利益和世界和平，同意美国导弹的部署。它们这样做，必须与美国政府一起对 

这种短视政策的后果一苏联对这种政策已警告在先一负起全部责任。 

苏联领导伃细衡量当前形势的各小方面后作出下列决定： 

第一，由于美国的行动已破坏了在限制欧洲核军备问题会谈上达成相互接受的 

协议的可能性，会谈在这种情形下继续下去只会成为美国和其他一些北约组织国家 

旨在破坏欧洲安全国际安全的行动的掩饰。因此苏联认为继续参加这种会谈是不 

可能的。 

第二，苏联为了使会谈成功而创造比较有利的条件的单方面义务已被取消。因 

此将废除在苏联的欧洲部分暂停部署苏联中程核武器的作法。 

第三，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渐洛伐克政府议定，按原宣布的并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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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间已开始的关于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部署长程作战战术导弹的准备工作将加速 

进行。 

第四，由于美国在欧洲部署武器，增加对苏联的核威胁，苏联根据这种情况将 

在海洋地区和海里邵署相应的武器。由于其特性，我们的这些武器将能够对付美国 

在欧洲部署导弹对我们矛口我们的盟国造成的威胁。 

无庸赘言，我们也会采取其他措施，以确保苏联相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国家 

的安全。 

在我们开始执行我们通过的决定时，我们要声明苏联方面的答复措施将严格限 

于按北约组织各国行动而应采取的范围内。我们再次强调，苏联不是要争取军事优 

势，我们要做的只是防止军事均衡遭破坏而绝对必须做的。 

如果美国相其他北约组织国家表示愿意恢复在欧洲开始部署美国的中程导弹之 

前存在的形势，则苏联也愿意这样做。如果那样，则我们早些时候关于限制和减少 

欧洲核军备的提议将再次生效。在那种情况下，即以恢复从前的情况为条件，苏联 

在这方面的单方面义务也将再次生效。 

苏联非常明确地断然宣布：苏联仍然要坚持执行结束军备竟赛、首先结束核军 

备竟赛、减少与最后彻底消除核战威胁的原则性政策。苏联将继续竭尽全力以期实 

现这些崇高目标。 

苏联一如既往，提倡彻底解决欧洲的核军备问颞。苏联重申其关于使欧洲完全 

免除中程相战术核武器的提议。 

苏联领导人呼吁美国相西欧各国领袖再次考虑，由于执行在欧洲部署新的美国 

导弹的计划，他们自己的人民相全体人类将受到威胁的一切后果。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非常脆弱的世界，因此负责任的政治家必须评价正在发生之 

事，采取合理的决定。只有人类的理智能够也一定会使人类免于重大的危险。我们 

呼吁那些将这个世界推向更危险的军备竞赛的人，放弃他们用这种方式取得军事优 

势以便支配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无法实现的希望。 

苏联深信，不是储存和发明更新型军备、相反itk»而是使现有军备减少到最低 

水平，才能够加强和平和保障人民的安全。人类有太多的问颞没有解决，只因为庞 

大的人力、物力和其他资源被拨充其它用途。也从这种观点出发，达成大量减少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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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备和其他军备的协定会使全人类得到裨益。 

苏联领导宣布，为实现苏联人民的意愿，苏联今后将更加努力防止战争的危险， 

为当代和未来世世代代维护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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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4年 1月 1 0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 

为递送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宣言及蒙 

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于1983年1 2月 

7日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议会的呼吁书的 

文本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信送上萦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宣言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 

于1983年1 2月7日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议会的呼吁书这两个文本。 

如承蒙将这些文件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式文件散犮，我将十分感激,. 

蒙古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 

D.额尔德姆比列格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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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宣言 

蒙古人民共和囯大人民呼拉尔召开常会，就美S形台在西欧部署核导弹一事1： 

告如下： 

最近在西欧一些国冢开始署美il中程核导弹类型的第一次打击武器便曰内瓦 

关于限制此类武器的谈判陷于破裂，掀起了一次危险的军备党赛的新高潮，并加剧 

了对欧洲乃至#界各!1人民的核威胁， 

本届美n政府相它的某些北约盟国不顾各大洲爱好相平人民所明确表达的意愿， 

采取了这一不顾后果的步骤；因此，它们对国际形势的急剧恶化负有全鄧责任a 

最反动的帝11主义集团给â己定下的冒险主义的目标是，打击冥正的社会主义，阻 

止世界的发展并取得全世界军事战略上的统治地'ft 

但是，这些企图注定是要夫败的。社会主义臬团联合犮表文件以及苏联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Y. V.安德罗:`皮夫同志今年 

9月 2 8日和 1 1月24日的讲话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1^尔兒全赞同并文持Y. y.安德罗夫同志在上述 

犮言中所表迖的苏联政府对消除核战争威胁这一极箕重要问题所采取的â本不^伹 

同时又是灵活的《度。我们作为蒙古人民的代表并表达案古人民的愿望，宣布： 

我们坚决文持苏联和华沙条约的其他缔约国正在为保障它们的安全,as个社会主义 

M团的安全以及为维护欧洲和全世界,和平所采取的具体步课. 

大人民呼拉尔的代表们也完全支持荣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就这 

一危险转机所采取的立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大人民呼拉尔主 

席团主,芾Y.泽登巴尔在历次讲话中、特别是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篱7次 

全体会议的发言中表明了这一立场。 

蒙古人民共和il大人民呼拉尔希望：理智能占上风，®际关系能转向缓.f口的进 

程，并转向寻求共同都能接受的关于裁军领域的协议巩固世界和平及加强各il人 

民的安全与合的途径 .这个球在西方的球场上 社会主义各国已多次表达并 

已在具体步骤中体现他们希望看到这一变化的愿望 

1983年1 2月 7日 

乌兰巴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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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对亚洲和 

太平洋地区各囯议会的呼吁书 

我们——索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的全体代表，呼吁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 

国议会及议员们，吁请他们坚决地发出权威性的呼声，以捍卫本星球的和平和生命 

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核灾难。* 

各囯议会及其议员身受其选民之委托，代表并捍卫他们的切身利益，因而对其 

各自国家国民之幸福与安宁以及使其国民免遭苦难及战争之恐怖负有重大责任。 

这一责任在目前阶段尤为重大，因为和平与人民进步的敌对势力正在以更大的力量 

制造&际紧张局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加剧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从 

而使各国人民的首要权利即生存与和平的权利，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 

目前全世界的总形势及某^地区的形势使世界公众舆论和所有善良的人民对此 

严重关注与忧虑， 

不顾欧洲及其他各大洲人民的意愿，开始在一些西欧国家部署美国中程核导弹 

一事危险地增加了核战争的威胁。这一威胁的致命后杲同样危及我们这一无法分 

割的世界上所有地区的生命与文明， 

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策划其侵略亚洲的阴谋，把反人民的力量及给亚洲许多国 

家的人民带来巨大苦难的军国主义荫芽势力纳入自己的军事政治战略轨逸 

军备竟赛正在向那个大陆转移，迫使那里的许多国家把解决它们面临的严重社 

会经济问题所必要的巨大财源和人力资源用于军事目的。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 

和据点网正在扩大，美国在该大陆的军爭力量正在增长，在远东及大平洋地区部 

署臭名昭著的笫一次打击武器，即美国中程火箭，构成极其严重的苊险。我们的 

大陆变成核冲突基地的真正危险正日益加剧。 

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及其帮凶的阴谋策划，中近东、远东及东南亚地区的局势正 

在恶化， 

所有这一切都违背各国及各族人民的愿望和民族利益，从而直接危及亚洲和全 

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世界事态的犮展要求各国和各大洲的公众为消除战争威胁和从根本上改善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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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政治形势进行最坚决最无私的斗争， 

蒙古人民共湘国大人民呼拉尔宣告：诉诸于武力^对抗绝对无助于世界的稳定 

与和平，通向持久和平的唯一道路是：确保各国和平共处，维护并加强缓和，在裁 

军领域达成有效的协议，广泛采取建立信任的搢施并加强各国与各族人民之间的相 

互了觯与合作。 

这正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坚定的一贯主张。这些正是它们 

提出的各项建设性提案和倡议的目标。 

我们一萦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的全体代表，呼吁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 

国议员（其职责是为本国的真正利益行使崇高职务）尽其所能消除威胁人类的核威 

胁，并在本国组织舆论努力维护并加强世界和平，反对把亚洲大陆变成核导弹基:^ 

决不能让上一次战争的悲剧，不能让长崎和广岛的悲剧重演，在我们的时代里，这 

些悲剧的后杲是不堪设想的。 

索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呼吁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议员积极参与反战-

反核的群众运动j与本国名个阶层的人齐努力反对战争危险，并在必要时利用自己 

的权威和影响进一步促进这一运动。 

蒙古的议员们表示愿意同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各国的议员齐心协力，参与组织以 

巩固亚洲和全世界和平为目的各项国际措施，从而促进反战、反核运动。为了这 

一目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在本届会议上决定设立一个蒙古议员小组其职 

责是：就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间题与其他国家的议员保持积极的联系。 

萦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表示确信，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议会及其议员 

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友展各国间互利合作的崇高葶业作出积极和建设性的 

贡献， 

乌 兰 巴 托 

1983年1 2月 7日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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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利 坚 合 众 国 

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核査 

对于努力寻找一种核查销储存化学武器1：!^共同办法，美H代表团继续予以极 

大 的 重 I 为了有助于加速这一工作，美11于1983年7月在笫CDZ387号文件 

中提出示范性的现场视察程序。 

为了促进本委员会在1984年园满完成在这个问题上的工作，吴国曾邀请谷代 

表团（见1983年8月2 3曰的第Cl)/419号文件）参观在犹他州图埃勒的化学武 

器销毁设露 于1983年1 1月1 5日和1 6日所举行的工作会议，其目的在于 

便各代表团亲0艮看到美国销毁化学武器的实际程序，并为讨论销毀化学武器的各种 

核査方法提供 讲 坛 . 这 次 工 作 会 议原打算为厂泛讨论有关核查销毁的各种观点提 

供一个机会。 

釆自 2 5个代表团的4 1位代表，其中包括8位大使，参:ÔP了这次活动。除 

了美国专家作了情况介绍外，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la以及荷兰的代表都作了友言。 

各国代表团可以得到美国对储存销毀计划的情况介绍以及莞a对可能在现场进 

行核査的程；^的看法，美21代表团正在把这些材科作为本文件的附件加以分发. 

X»<. >S^ ^ -!^ 

'本文件的附件已少量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分犮。如有需要，可向美国代 

表团索取。 

GE* 84-6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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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委员会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瑞 典 

核査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 

- ， ⋯ - 克 

'本工作文件之目的在于分析继续在销毁设施现场视察销毀化学武器的必要性. 

附录对核査现今在美囿犹他州化学物剂弹药处理系统设施销毁化学武器（如第 

C D / 3 8 7号工作文件所示及裁军谈判委员会各代表团表于 1 9 8 3 ^ 1 1月 1 5日 

和1 6日对该处参观所见）的现实办法和可能办法（包括现场视察）提出一些见觯。 

此后发表的评论涉及的是，在目前同样设施的情况下，从核査的角度考虑，对目前 

的安徘有哪些改进的可能性.最后建议制定一项以目前化学战剂弹药处理系统所使 

用的方法为依据的更为有效的核査系统。 

人们尚未着手分析是否需要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现在采用的（见第 

CTC. 18号文件），或印度尼西亚1979年采用的核査（见第CD/27号文件）较 

小规模的销毁程序. 

附录的分析结论列于工作文件正文之后. 

最后，在这些结论的基础上就今后觯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提出了某些建议。 

附录所作分析的结论 

是否需要为核査目的对销毁化学武器的工作进行现场视察的问题可根据对化学 

物剂弹药系统设施的研究得出一些初步结论。 

1 .瑞典上次提交的分析（见第CD/325号文件）曾指出，在建设销 

毁设施的过程中及销毁工作结束后有必要进行现场视察。 

2.如若设计的销毁设施未考虑进行核査的特殊需要，国际视察组必 

GE 84-6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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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继续留在现场《 

3. 对上述设施可适当改装，以利于将监视设备和非经常的现场视察 

结合起来核査.但是，这样可能有某些虽然不大的危险，就是在设施方面 

有些不许可发生的活动，通过检査程序仍然查不出先 

4. 如若在设计设施的过程中考虑到需要进行核査，则可作出些更为 

可靠的安排.这样一来，不许可发生的活劫查不出的危险就会大大减小. 

5. 如果认为必须对核査办法建立极为高度的信任，那么就需要进行 

进一步的技术工作，以期提高程序监视设备的可靠程度，从而不需要视察 

员继续留在现场* 

6. 即使可以进行广泛的遥感监视，在销毁期间仍需进行现场视察， 

以期核査监视工作、获取数据工作、以及数据传送设备的情况.此外，进 

行某些维修工作时，视察员似乎最好在场. 

附录进行技术分析是因为在下述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为了确保在销毁化学 

武器问题上履行公约，是否需要由囿际方面继续对销毁化学武器的工作进行现场视 

察.或者说，如果将不断监视技术遥感方法与现场11际视察结合起来是否足够，进 

行销毁工作的各国当局会充分了觯销毁场地的实际情况，这一点不成问题，上述分 

析还认为，各国将向国际核査当局（协商委员会或委员会的下属机构)提供该国相 

应情报，以便将这些情报同从国际视察员和监视设备那里单独获取的数据作比较. 

该分析对企图回避公约的核査制度是否在销毁过程中比隐瞒储藏量的可能性方面更 

能得逞的问题未作考虑.初看起来，隐瞒储藏量似乎比试图冒着被揚露的极大危险 

虛构一种复杂的销毁程序站得法脚.如果当初就成功地隐瞒了储藏量的话，情况就 

更是如此。如有一份更有说服力的分析来证实上述的直觉，那么在继续进行现场视 

察和技术监视之间权衡利弊时，就要考虑这一情况。 

分析哪些核査方法最有效、耗费最小，似乎无甚意义，使11际视察员继续留在 

现场遥感设备的配备及使用这二者间的差距不要太大倒是好的，但是，笸得考虑这 

样一个问题：结合采用这两种方法是否可能比分别采用这两种方法；甚至比采用其 

总的评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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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种方法的耗费要小，假如采用一种方法的费用比另一种高得多时. 

从结论中可以看出，由国际方面继续进行技术监视和非经常性现场视察两者结 

合起来，在正确进行销毁的程序中建立高度信任，从技术的角度说是可行的。这当 

然不是百分之百。事实上，即使继续进行现场视察也不可能如此。决不能无视人的 

因素。 

可以利用上述技术基础，以期在建立销毁化学武器的国际核査制度问题上达成 

谅觯。这样，它就包含了两项重要的政治因素：它要保证继续监视销毁程序，同时 

国际观察员尽可能不到现场。 

根据上述考虑，可以提出下述销毁化学武器国际核査制度做法： 

1. 在建立销毁设施之前即进行国际现场视察，以査明是否按照宣布 

并提交的计划和图纸建造该设施，并査明监视设备工作是否正常。 

2. 销毁程序一开始即进行国际现场视察，以检查监视程序并将检査 

结果同协商委员会得到的和各国施工队交来的结果进行比较。 

3 .在必须以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终止操作以便检査维修进程时，国际 

视察员应有权检査该设施。此外，视察员每年可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不定 

期检査数次核设施。 

4 .由遥慼设备获取的数据应通过防破坏通讯系统传送给协商委员会， 

并将其储存在现场的集成电路块里，前来检査的视蔡员便可对其进行检査。 

由各国施工队获取的数据也可用同样方式传送给协商委员会。在国际视察 

员检査时，应向*提供工作日志。 

5.销毁设施建成之后，国际视察员应随之检査销毁该设施的工作， 

或在该设施转用于其他销毁目的的初期即进行检査，以确保在销毁期内不 

经批准不对建设工作加以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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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目前化学物剂和弹药处理系统的设施 

可以用于核査目的的测量数据的产生 

数据是通过对化学品的生产流程及焚烧工序加以连续控制而产生的。因此，可 

以对将要销毁的物质的数量，特性及纯度进行核査。从每个感测器得到的数据被传 

输到控制室的数据收集中心，在那里进行编制、登记并储存在磁带上。 

现场焚烧 

此种方法是储存器和弹药（在拆除导火索和炸药之后）在挥发仓内加热。毒性 

化学品被蒸发并通过情性气流传送到焚化炉内.此炉分两步进行工作，其中包括一 

个初燃烧器和一个后燃烧器.通过高温加热将附着在弹药和储存器的金属部件上的 

污:^去掉。在焚烧工序中应监测和登记的关鍵参数是温度，压力和气流。 

数 量 

实现物质平衡，即监测进入和离开焚烧工序的物质的数量，有助于核査所有物 

质是否都已真正销毁.通过点査弹药数和储存器的件数以及秤出毒性化学品蒸发前后 

不同的重量可以确定已被销毁物质的数量。用这种方法获得的数据可以同根据初步 

公布的估计作一比较，所有重量的测定活动均由电视进行监测。 

从焚烧炉排出的废气要通过一个潮湿的填料床洗涤塔。为了得到最终产品，应 

从洗涤浪中抽样加以分析。 

特性和纯度 

度测定法进行化学分析。抽样过程由电视进行监测*同时也要从洗涤液蒸发后的盐 

、濟中取样.将实际分析结果同根据事先估计销毁的弹药中有多少毒性化学品而计算 

出来的数据进行比较。 

注入式焚烧 

同现场焚烧方法相比较，注入式焚烧法更有利于核査。把化学弹药所含的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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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一个储存罐，可以将液化化学物剂从该罐抽到焚烧炉内加以蒸发和焚烧。在焚 

烧过程中，要监测的参数同现场焚烧法相同.对空弹药盒或储存器通过加热去污. 

对于残留的气体要用现场焚烧工序中使用的相同方法加以纯化，并用类似的办法测 

定其数量。特性和纯度。 

t * 

监测靠近焚烧炉入口处的质量流量可以确定将销毁的毒性化学品的数量。如杲 

无法可靠地测定质量流量，必须测出弹药及储存器在抽取毒性化学品前后的重量。洗 

涤液蒸发后，要测定剩余盐渗的雷量。 

特性和纯度 

对于从将要销毁的物质中取样，要用气相色谱法和红外分光光度测定法进行分 

析.分析洗涤液盐渣以确定其中的有关成份。 

现场视察的必要性 

上述监测方法所提供的数据可以有助于对销毁毒性化学品的核査.但是，现在 

的慼测器系统还不够可靠，只靠定期的，在预定的间隔时间内视察是不够的。此外 

还有这样一种危险，即所得到的数据有可能被窜改.因此，有必要连续不断地派出 

某种形式的视察组，以监视保养维條好校正等活动.化学物剂和弹药处理系统经 

常不断受到干扰，这就突出了进行连续不断现场视察的必要1^ 

' 在核査必要性方面对化学物剂弹药 

处理系统可能进行的改进 

现场焚烧 

^ 1 

今天，要确定销毁物质的数量是通过测定其销毁前后的数量和重量进行的。测 

重比较容易，而且这个系统不需要更多东西。通过对洗涤塔后销毁最后产品的特性 

和数量进行连续不断的测量，就有可能证明，废残物质量同引入焚烧炉的物剂量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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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和纯度 

目前取样的方法，是把导管中的物剂从弹药中抽出，通过仪器（红外分光光度 

测定仪、气相色谱仪），然后再送回到弹药中去。仪器上的读数并不能确定刚刚分析 

过的确实是一种新样，也就是说，抽样泵是否发生故障，或者是否同一种样品在重 

新循环。 

为了确证的确有一种样品在流动，应在样品线路上加一个液流计。为了防止反 

复流动同一种样品，可以把样品线路直接排到炉内。 

单独用红外仪器或气相色谱仪都可能足以核査出特性和数量*但同时用两种仪 

器进行分析则可以提高分析0^可靠性。为了减少由于仪器失灵，柱改变和校正等 

所出现6^干扰，应有两个气相色谱仪*也可以用两种不同的红外电池变换。 

注 入 式 焚 烧 法 

数量 

在目前免施中，在进入炉内前后都要点査射弹的数目，并且在注入炉之前用 

液流计来监测注入炉内物剂的数量。这对核査来说，是远为不够的。用上述的同样 

方法，连续不断地分析销毁后的产物，就有可能提高分析的可靠程度。 

如果使用两个储罐就可以更好的轮流使用。这样，就不必同时对一个罐既注入 

又往外排，无论这个罐填满时还是排空时都可以测定流入罐内的流量以及在罐内的 

液面。 

特性和纯度 

此种仪器有着同现场焚烧法相同的弊病。因此最好有两个气相色谱仪并能够变 

换不同的红外电池。对取样以及对流量的测定应尽量在靠近注入点处进行，而且原 

则上可以连续进行。如果有两个储罐，就没有太大必要在注入点之前进行连续的分 

析，因为那将有可能在排出前对罐内全部物剂进行分析。 

'也可以把用于控制和调节工序的温度、流量及其他感测器配成双份，其产物可 

用于核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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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的感测器都改制戍防破坏性也是可能的。 

鉴于有了拟^iX中的改进办法和数据可以可靠地传递给中心视察系统，这就可以 

大大减少不断进行现场视察的必要性。然而，测量系统是受感测器和气相色谱柱的 

变换以及某种程度的校正的影响的，所以仍然需要进行某种类型的用视力的现场视 

我们认为，建立一个不需要任何视察人员的，完全可靠的控制系统是不可能的, 

但有可能建立一个可以发现一切企图窜改的系统。 

一种假设的锴毁设施 

有人认为，核査程序将应用于基本原理与上述注入式焚烧法相同的一种焚烧法。 

对物剂1^处理要通过一个分两个步骤的燃烧II^一初燃烧器一一，并通过一个洗涤 

系统对销毁的产物进行处理。 

为了能够适当地解决核査这项任务，必须制订出能够测定质量流量的程序、各 

种类型的弹药.主要的容器、进入焚烧炉系统的物剂，以及从燃烧炉系统清除销毁 

过程产生的产物。为了减少视察的必要性以及窜改的可能性，感测器应安置在距焚 

烧炉尽可能近的地方。 

工序的设计 

为了很可靠地控制通过焚烧炉进行处理的化学武器及储存器的数量，必须对弹 

药及储存器进行计数、检査，并把物剂清除掉。因此.应该把物剂排到至少两个物 

剂储罐内。储罐必须分开。将已经知道的同类特性和纯度的液体分别从两个罐内抽 

到焚烧炉内。重要的是，可以独立地填注储罐和从中排出。在填注一个罐时，可将 

液体从另一个储罐抽到焚烧炉内。反过来也是如此。 

如果有两个或更多的储罐，就更容易实现焚烧步骤的量平衡，每小时处理的活 

性物质和可能注入焚烧炉的杂质就可以非常精确地测试出来，而且可靠程度很高。 

由于烟道气中的某些在销毁过程产生的产物（包含有#、氟、氯和琉)大量地 

滲入洗涤液，因此有可能实现这些主要成分的量平衡。这种确证完全销毁的办法将 

是非常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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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质量上和数量上分析物剂所采用的抽样方法 

选择适当的方法是解决这一分析问颞的关键步骤。人们认为，对于质量分析釆 

用红外分光光度测定法（也可釆用气相色谱法、气相色谱一一质谱法或核磁共振法), 

对于数量分析釆用气相色谱法（也可以采用红外分光光度测定法），都是最佳选择。 

可惜的是*所选择的这些方法也并非没有问颞。液体和固体污染物给分析增加了很 

大的困难，出现了干扰。 

/.随机抽样是在除去物剂之前从弹药及储存器内收集的。质量分析和数量分 

析确定其性质并提供可能产生的杂质的情况。 

o2.在把浪体从一个储罐抽入炉内时，不断从抽机线取样以进行质量分析和数 

量分析。 

S.不断从流出的洗涂液中收集样品，以便对某些主要成分，如璘.氟和硫进 

行质量分析和数量分析。 

重 量 及 流 量 的 测 定 

把测定物剂重量及测定流入焚烧炉流量的两种不同的方法结起来可以保证得到 

更为可靠的数据。 

/.已经扣除皮重的输送盘装满物品后就可测定其总重量。除去物剂之后，再 

次测定金属部件焚烧炉焚烧前后的物质重量就可以得到物质的数量。 

o2.测定从弹药等输往储罐的液体量，应该连续不断地至少用两种独立的方法 

来进行‧即装在储罐支架上的测重原件和装在储罐内的液面指示器。 

S,把液体从储罐输入炉内时，可以采用上述。2.使用的同一设备来测定数量。 

物剂量的测定也可以釆用在靠近焚烧炉入口处安装液流计的方法。 

工厂仪器系统和程序控制 

有人认为，工厂仪器系统和程序控制将建立在复杂的微处理机/计算机系统Jlo 

这些系统对于核査设施的使用将很重要。然而，适当的核査程序要求工厂仪器系统 

必须有进一步的仪器和控制系统加以补充。比如说，需要有一个防破坏的计算机来 

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储存数据*以及处理现场交流和通过国际通讯系统交流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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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今天微处理机/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系统在性能和可靠性方面都有改进。这事实 

上大大加强了监测设备本身的可靠性。 

如果线路板发生故障，微处理机/计算机必须立即同第二个板（复制的）连结 

起来，而不妨碍仪器或整个程序的工作。最近，已制造出一种用来测定并传送压差 

或绝对压力的以微处理机为基础的设备。使用此种仪器*可以遥控各种参数，确定 

传输器的工作情况以及用数字显示压力。在将来，可望研制出其他新仪器。 

评 论 

只要继续研制以微处理机为基础的新型传动装置，那就有可能制造出不带传动 

部件的能i'l景不须校正的压力、温度及重量等的防破坏感测器。也有可能利用特殊 

的控制回路来监视感测器的状况。控制信号可以不规律地从遥远的地方发出。因此, 

可以研制出一种本身备有备件的高效系统。 

然而，带有传动部件的传动装置和仪器可能更容易发生故障，因此更需经常维 

修。这类仪器有：红外分光光度测定仪，，色谱仪，核磁共振质谱仪等。是否需 

要进行现场视察，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对销毁物剂进行数量、质量分析的仪器的 

性能如何而定。 

1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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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典 

禁止在军事上为使用化学武器作准备 

1971年以来，瑞典一直指出，禁止为使用化学武器作准备是禁止化学武器公 

约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此种准备最初指的是旨在取得或保有化学战能力的各种 

措施，后来是说规划建立使用化学武器的组织和训练工作。仅仅规定防护性活动是 

包括不了禁止为使用作准备的，除非作出具体规定并达成一致意见. 

禁止的理由 

瑞典代表团在下列文件中已提出这个议题的概念以及拟议的条约用语：1980 

年 4 月 2 4 日 第 号 关 于 禁 止 化 学 战 能 力 的 工 作 文 件 ， 1 9 8 1 年 2 月 1 0 曰 第 

CD/142号文件：禁止保有或取得能够使用化学武器的化学战能力（附有四个附件) 

以及1 9 8 2 年 3 月 1 5日第CVCW/WI>/CR:P.29号会议室文件：化学武器销毁后 

取締和不取得进行化学战能力。在上面提到的这些文件和瑞典的历次发言中已全面 

阐述了这些思想。现就几个主要方面重申如下， 

根据我们目前的评价，化学武器公约很可能要包括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因此， 

瑞典代表团认为，公约也包括禁止为使用作准备，这是合乎逻辑的。禁止作这种准 

备就支持了禁止使用，也可以有利于建立这方面的信任。 

禁止范围将包括诸如为使用化学武器作规划以及为达到使用化学武器的目的建 

立组织和训练军队等活动。为取得便用化学武器能力的准备时间比起，例如，生产 

及部署此种武器花费的时间要多.如果不限制此种准备，那些现在拥有化学武器的 

国家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毫不费力地保持住他们的化学战能力。不仅在他们的化学 

武器储存没有完全销毁的情况下是这样1就是在完全销毁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也是如 

此。 

如果不禁止为使用作准备，一个化学武器公约的締约国如果事先作过充分准备; 

退出公约后很快就会取得全部化学战能力。' 

GE. 84-6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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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拥有化学武器的那些国家在按照公约似乎需要的十年销毁期的一部分时间 

内还要保留报复能力，这一点也许必须同意。然而，过些时侯以后，此种能力可能 

就不会再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或者是可接受的了. 

如果公约中不包括禁止为使用作准备，那么就很难找出正当理由反对締约一方 

进行这种准备，也不大可能为了澄清这方面的问题而提出对公约的遵守程序。如果 

公约中明确禁止为使用化学武器作准备，那么公约就有力量了.这决不是因为此种 

措施具有建立信任的性质. 

瑞典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几年来它的观点已得到人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但 

是另一面，如果说没有人实际否认我们的建议的重要性，那么还是有人反对我们的 

建议的。 

对禁止的反对意见 

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化学武器一旦被销毁，所提议的禁止就没有必要，然而， 

此种禁止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取得化学战能力的主要关键在于为便用化学武器作准 

备和训练武装力量.而不在于取得化学武器本身， 

还有人一直在说，不可能对禁止为使用化学武器作准备进行核査，因此，不能 

将禁止包括到公约范围内去.然而，具有头等重要的问题不是具有局限《义的核査 

问题，而是有可能根据公约要求作全部澄清和提出申诉程序的问题.如果问题不包 

括在公约范围内，这一点就办不到。关于对所提禁止建立信任的性质问题，同申诉 

程序早期建立联系至关重要。如果任何一方有理由的话，通过挑战进行核查只应作 

为最后一个手段。 

反对我们所提建议的其他意见是说要比较确切地判断应禁止哪些准备有不少困 

难。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的。当瑞典代表团在第2 9号会议室文件中提出建议 

时，似乎有可能丕‧ 把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列入共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许就需要 

规定出哪些准备工作应该加以禁止。然而，今天代表团认为很可能要把禁止使用包 

括进去.如同上述，把禁止准备也列入公约是合乎逻辑的。如果遵守这项禁止，就 

会加强公约，并且从一般意义讲可以作为一项建立信任的措施。真正的禁止可以很 

容易地以"禁止为使用化学武器作准备"这一范围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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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 

为了充分阐述我们上面提出的关于禁止为使用作准备的观点，瑞典代表团建议 

把本工作文件附件中的说明附到第CD//41 6号文件或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今后关于工 

作的适当文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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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由瑞典代表团提出的对第CD//416号文件附件一的补充 

把下列内容作为第一部分A节第2条的新(e)，而把原来的(e)变成(f) 

承诺不在军事上为便用化学武器从事任何准备. 

在第三部分加一段作为新的A.不在军事上为使用作准备 

承诺不在军事上为禁止使用的化学武器作准备的各公约締约国同意 

(1) 第―条的承诺中不包括为防止敌方使用化学武器而产生的毒性效应对 

军事人员和平民进行的医疗保健和人体保护。 

(2) 最晚在公约生效...年之后，宣布已经停止此种准备。应发布军事命令 

以确保此种准备已停止并制止继续准备，同时应立即将这些命令通知 

咨询委员会。已宣布并不拥有化学武器并且不为使用进行准备的締约 

一方承诺宣布不存在作此种准备的问题。 

>^ >0< >9< >^ >0<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27 
31 Januaiy I984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1 9 8 4 年 1 月 3 0日苏联大使致裁军谈判委员会主 

席的信转达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团主 

席 Y . V . 安 德 罗 波 夫 对 1 9 8 4 年 1 月 2 5日《真 

理报》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我随信附上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Y . V .安德罗波夫 

对 1 9 8 4 年 1 月 2 5日《真理报》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如蒙将本文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散发，我将十分感谢， 

V.伊斯拉耶利安 

GE. 84-6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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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V .安德罗波夫先生答《真理报》记者问 

问：美S和北约的领导集团近来一直在断言，国际局势中未发生什么惊人的事 

件，并说 1总的说来应认为目前"世界变得大平了一些"。是这样的吗？ 

答：这种结论是没有根据的.世界危险的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对此我过去 

曾有机会谈到）并未消除。开始鄧署美国导弹难道便欧洲变得安全一些了吗？当 

然不是 核威胁增加了。 这不仅仅是我们的观点.欧洲千百万民众慰到严重 

忧虑的，明显地就是指的这件事.而在欧洲大陆部署美国导弹也并未加强美国自 

身的安全.美国决定使军事平衡发生对它有利的转变，这就迫使我们采取对应的 

措^> 

欧洲出现美国导弹不仅加剧了军事上的紧张局势，也加剧了政治上的紧张局势。 

旨在限制及大量削减核武器的会谈业已中断。各a间的关系进入了 一个苊险的紧 

张阶 & 

美国领导人，即美国政府，对这一形势的转变负有芫全的责任，而北约那些违 

反本国人民的意愿在本国领土上接受美国导弹的国家的政府也负有同样的责任. 

在中东，美国士兵现正和以色列侵唂者并肩同阿扛伯人作战；美国军舰和飞机 

把黎巴嫩的城镇和村落夷为平坑 难道这一事实使世界变得大平了一些吗？ 

中美洲的局势也很紧张，因为美国政府正在那里侵犯主权s家的独文 那些 

硬说应认为"世界上未发生危险事件"的人，显而易见是想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美 

国侵^格林納达的事实。显然，美国想打败人民的力量，用武力重新扶植那些受 

它保护的可憎的独裁者。白宫惯于把这种事情称作"争取人权的斗争"。人们 

无法想象出比这更冨有讽刺熏味的事了。 

世界 ft他地区，也不断发生帝s主义的强盗行& 这就是真正的局势。是 

紧张而又危险的局势.—低估这种局势的说法是不能接受的。 

于是就产生一个问美a领导人为什么在其讲话中有意金曲世界当前的局势? 

首先就是为了消除人们对华盛顿的军国主义政策所产生的日益忧虑不安的心情，并 

击退反对该政策日益高涨的浪潮。 

世界人民更清楚地认识到和平受到威胁以及危险的根源，这一事实无疑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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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1义.千百万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是我们对时代的另一客观现实， 

问：美国总统最近发表讲话，主张进行美苏对话。在他的讲话中有这样的慝 

思："实力与对话并行不悖"，您对待这个;1思的态度如何？ 

答：我们不需要别人来说服我们，进行对话是有益的、可取的。这是我们的 

政 t o 伹：^话必须在地位相等者之间进行，而不能彖里根总统提议的那样，从 

实力地位出发来进行。也不能为 Ï对话而对话。它的目的应是达成具体的协议。 

应该以诚实的态度来进行对话，而不应利用对话去达到利己的目的。 

一切迹象表明，美国领导人并未放弃从实力地位、从威胁和施加压力的立场来 

同我们进行对话的意图。我们坚决反对这种作法.总之，想对我们使用"高压 

手段的外交"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正是我们对为对话而对话的观点的看法.不幸的是，我们已经遇到美国现 

政府采取了这样一种做法.我想提鍟你关于日内瓦欧洲中程核武器的会谈.美 

国驻日内瓦的代表近两年来可以说一直仅仅在提动议，这在今天已是公开的秘密，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他们却在准备在西欧实际鄧署新的第一次打击的核导弹. 

我们以往曾一再警告这枰做会产生的后果 美国方面自己中断了日内瓦谈判， 

从而给美苏对话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而现在美国总统说，美国据说已作好准备恢 

复会谈并返回日内瓦. 

人们会问，是不是美国方面或许已经;i识到目己的所做所为，并且，它想进行 

对话。是准备改变其消极的态度呢？不是的，事情并非如化 在总统的讲话中， 

没一点有关在欧洲限制核武器或有关其他问题的新见解或新建议.我们并没有从 

美国的立场中看到饪何新东西. 

我已经说过，我还想直申，我们准备利用任何真正的机会来进行会谈，以便在 

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i础上就P艮制和削减核武器的问题达成切实可行的协议. 

伹是我们不愿会谈而会谈，我们也不愿自欺欺人地说：西欧没有目标对准我国 

和盟国的新导弹。我们不愿作那种游戏。 

与此同时，我愿申明，苏联只打算在发方都可以接受的建设性的基础上釆解决 

欧洲的核武器问题。这只薷要一个条件：在不为时过晚的时候，美国和北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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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作出表示：它准备恢复到开始布置潘兴工I式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前所存在的形势。 

我们向美国及其北约盟国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希望避免又一次军备覔赛的螺旋 

上升，这次会达到一个更加苊险的新水平，从而导致欧洲紧张和不安定的局势的发 

展. 

我们要根据实际行动釆判断美国是否认冥打算同我们对话。 

问：有哪些其他的问题会成为对话的主题？ 

答：苏联领导人确信，认真讨论一系列的问题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亳无疑问， 

觯决了这些问题就会改善世界局势及苏美关系.我们已经提出了一系列范围广泛 

的、旨在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具体的遝议和倡议。它们仍放在会谈桌上 

例如，如果美国象苏联已承担的那样承担义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就会对 

厘际气候，对我们两S之间的关系气氛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在买际上将意味着什 

么呢？ 1：味着两个最强大的核武器大a不对对方使用核武器。这；！ ̂ 着不会有首 

先发动的，也不会有随之而釆的核攻击> 

如果北约国家接受华沙条约成负国不对对方使用武力的建议，这也会大大加强 

欧洲和全i:界范围内的信任气氛 事实上，这！:咪着敌对的军事集团放弃以武力 

鲑决争端的作法。这样会谈的广阔前景就打开了. 附带地说，在斯德哥尔摩刚 

刚开始的会议可以在这方面做很多的工作，会议的第一阶段也正是用釆起草建立信 

任的措施相加强安全的措施的文件， 

不应该推迟解决避免外层空间军香竟黌的问否则，人类就会面临一个规 

模大到现在难以想象的新威胁。由于美国正在发展新的武器系统，使得这种前景 

成为十分现实的前景。苏联已就怎样避免从外层空间和在外层空间使用武力的危 

险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并呼吁美国毫不迟延地就此问题开始会谈。 

如果西方作好了准备，维也纳会谈所讨论的关于削减中欧武装力量和武器装备 

的问题就可以着手找出切实可行的觯决办法a 我们早在谈判桌上榥出了这方面的 

具体建11 这些建议提出了尽快•协议的办法，当然，如果发方都共同努力争 

取达成协议的话。 

作为旨在减少战争危险的种种措施的一鄧分，我们向美国提议采取一个开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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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同时又颇为有效的步骤：冻结核军备。应该加紧努力尽快就大量限制的迅速 

削减上述武器达成协议。各国人民有枚希望美S政府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明智和 

现实主义的度。 

要就所有这些问题达成协议，首先需要的是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的愿望和政治 

MM. 这反过 M会为逐个解决其他问题，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我们认为， 

这是成功地维护相平敌策的一个重要途径. 

不是凭实力或是花言巧语，只有、着这条 ‧前进我们生存的这个界才能真 

正变成安全一些的地方.我们希望美利坚合众国.Î絲釆取实际行动，作好准备作 

出正是上述那样的一个抉择。这就会得到我们适当的反应。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28 

7 February 1984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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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4 年 2月 3日联合国秘书长 

致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转达 

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通过的关于 

裁军问题的决议 

我谨随信附上大会三十八届会议通i寸的赋予裁军谈判会议以具体职责的决议。 

这些决议的有关条款详见附件。 

为了给会议提供资料，我还随信附上第三十八届会议通过涉及裁军问题的其 

他决议和决g 

此外，我还提请你注意附件中与裁军问题有关的决议。 

J ‧ P ‧ 德 奎 利 亚 尔 

GE.84-6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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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关于裁军问题的各项决议^ 

(a)赋予裁军谈判会议特别贲任的决议 

大会在第三十八届会议上通过了下列赋予裁军谈判会议特别责任的各項决议： 

3 8 / 6 2 "停止一切核武器试爆" 

3 8 / 6 3 "迫切需要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3 8 / 6 7 "缔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11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器 

以加强无核武器S家安全的国际公约" 

3 8 / 6 8 "作出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有效国际安排" 

3 8 / 7 0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3 8 / 7 2 "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 

3 8 / 7 3 G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3 8 / 1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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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 1 8 3 C "禁止核中子武器" 

3 8 / 1 8 3 D "核武器的一切方面" 

3 8 / 1 8 3 G "防止核战争，， 

3 8 / 1 8 3 H "大会第卞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3 8 / 1 8 3工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3 8 / 1 8 3 K "综合裁军方案" 

3 8 / 1 8 7 A "禁止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 

38X187B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3 8 / 1 8 8 B "禁止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条约締约国审査会议" 

3 8 / 1 8 8 D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的及使用放射性武器" 



38/188E "禁止生产用于武器的裂变材料" 

应特别提请会议注意这些决议的下列条款： 

(1) 第3^/62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再次呼吁请裁军谈判会议全体成员 

国立即进行多边谈判，以締结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并竭尽最大 

努力，使裁军会议能够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递交该条约的完整草茉， 

(2) 第38/63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段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为了行使其 

多边裁军谈判讲坛的职贲，在1983年会议期间根据其第1项议程， 

设立了一个题为"禁止核试验"的特设工作小组，并注意到该小组审 

议了其职权范ËI内的各项问题；执行部分第5段又注意到，裁军谈判 

委员会同意：禁止核试验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IS今后可按委员会 

决定予以條订，委员会将以适当迫切性审议这个问题，而且委员会 

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执行部分第6段请裁军谈判会议：（a)继 

续审査关于全面禁试的各种问题，以期就这个议题条约进行谈判， 

并根据委员会 1 9 8 3年在这方面工作报告在 1 9 8 4年会议期间讨论 

倐订该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间题；（b)在为这条约进行§^谈判中， 

把为建立、试验和运用一个国际:ltf»震监测网确立必要的体制和行玫安 

排作为有效核查系统；（C)开始调查其他!1际措施以改进裉据此条约 

的核査安排，包括建立监测大气层辐射的国际网；执行部分第7段促 

请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同本会议进行合作 

以完成这些任务；执行部分第8段请裁军谈判会议向大会第三十九届 

- 会议报告进展情况。 

(3) 第38/67号央议执行部分第2段满意地注意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 

内又一在原则上无人反对缔结一项国际公约，进行有效国际安排，保 

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烕胁使用核武器的想法，虽然也有人指出 

所涉及的种种困难；执行部分第3段认为由于有些核武器11家及无核 

武器g!家对安全利益有不同概念，要拟订一项可为各方接受共同办 

法有困难，从而裁军谈判委员会未能在达成协议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为此表示遗憾，执行邵分第4段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继续寻求各种途 

径和方法以克服在谈判中所遇到困难，以便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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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器进行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执行部分第5 

段请裁军谈判会议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1983年会议的报告中所提建 

议继续进行谈判，以期締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保证不 

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4) 第38/68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内 

又一次在原则上无人反对关于締结一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11家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的想法，虽然也有人指出在制定一项可为 

各方接受的共同办法有种种困难；执行部分第4段建议继续加紧努力 

以寻求此种共同办法或共同公式，并建议进一步探讨各种变通办法， 

特别包括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的各种办法，以便克服各种困难；执行 

部分第5段建议裁军谈判会议继续积极进行谈判，计及各方对締结一 

项公约的广泛支持，并考虑任何其他旨在实现同一目标的提案，以便 

早日两定并作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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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第38/70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段重申，裁军谈判会议这个唯一的多 

边裁军谈判讲坛的首要作用就是，为締结一项或在适当时締结多项关 

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协定进行谈判；执行部分第5 

段请裁军谈判会议优先审议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问题；执行部分 

第6段还请裁军谈判会议考虑一切有关提案，加紧审议关于防止外层 

空间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问题，包括审议在决议的序言部分提到的 

提案；执行部分第7段进一歩请裁军谈判会议在1984年会议一开始 

—就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以便为締结一项或在适当时締结多项关于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协定进行谈判；执行部分第8段请 

请裁军谈判会议就其审议本议题的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九^会议提出拫 

告. 

(6) 第38/72号决议的执行部分第2段促请裁军谈判会议立即进行谈判 

以期拟订一项禁止一切国家试验核武器的多边条约，谈判中要考虑一 

切现有的草案和提案以及未来的倡议，并把此项任务当作最优先的问 



题。为此目的，应根据适当的议程项目赋予其附属机构进行谈判的职 

权。 

(7) 第38/7 3 G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再次请裁军谈判会i肥开始谈判作 

为一项优先的问题，以便就締结一项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或威胁使 

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达成协议；把作为附件的关于禁止使用核武器公 

约草案作为谈判的基础；执行部分第2段进一步请裁军谈判会议向大 

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报告谈判的结杲。 

(8) 第38/182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请裁军谈判会议按照其现在éMfe先 

次序在有资格的政府专家协助下，加紧谈判，以期拟订一项关于禁止 

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综合协定草案. 

并就此种武器的特定类型草拟可能达成的协定；执行部分第6段请裁 

军谈判会议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交关于所取得结杲的报告，供大 

会审i5L 

(9) 第38/183C号决议执行鄧分第1段再次请裁军谈判会议毫不迟延地 

在一个适当的组织范围内开始进行谈判，以期-龙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 

议《最后文件》第5 0段的设想，把締结一项关于禁止发展、生产、 

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公约作为谈判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a 

执行部分第3段请裁军谈判会议就此问题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锓出 

报告。 

(10) 第 3 8 / 1 8 3巧决议执行部 ‧段吁请裁军谈判会议毫不返延地根裾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即第一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最 

后文件》第5 0段，就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问题进行谈判，特 

特别是制定一项核裁军计划，并为此目的设立一个停止核军备覔赛和 

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 

01)第38/183G号决议执行部分第一段再次请裁军谈判会议把进行谈判 

作为最优先事项，以期为止核战争采取适当而实际的措施达成协议， 

并考虑大会第37/78工号决议所提及的文泮以及其他现有提案和未 

来的倡议a执行部分第2段还请裁军谈判会议为此目的在其19 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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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始时设立一个与此问题有关的特设工作小组。 

aa笫38/183H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再次吁请裁军谈判会议集中进行 

其议程上关于实质性项目和优先项目的工作，不能再迟延就核裁军和 

防止核战争问题进行谈判，并制定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和关于全面、 

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及其销毁的条约草案。执行 

部分第8段请所有在联合国范围以外进行裁军谈判和限制军备竟赛谈 

判的国家，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有关条款，将其 

谈判情况和或结杲通知大会和裁军谈判会议。 

as>第38/1831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对裁军谈判委员会未能今年仍未 

能就审议多年的、联合国指定为最优先和最迫切^裁军问题达成具体 

协议，表示深切的关注和失望。执行部分第2段请裁军谈判会议加紧 

工作，以便竭尽一切努力，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就议程上各项特别优 

先的裁军问题取得具体成杲。执行部分第3段再次促请裁军谈判会议 

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和大会关于这些问题^其他有 

关决议的各项条款，于其1984年会议期间继续或着手进行其议程上 

优先的裁军问题'实质性谈判，为了达到这项目的，对现有的各特设 

工作小组赋予适当的谈判职责权限，并把设立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 

军、防止核战争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等特设:L作小组作为一个迫 

切问题执行部分第4段促请裁军谈判会议不再迟延地着手制定关于禁 

止核武器试验的国际条约草案，并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报告进展情 

况。执行部分第5段还促请裁军谈判会议加速进行关于制定一个全面 

有效地禁止所有化学武器及其销毁的II际公约草案的工作，并向大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递交这一公约的初步草案。执行部分第6段吁请裁军 

谈判会议安排工作，以便将其更多的注意力和时间集中用在关于裁军 

这个优先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上。执行部分第7段呼吁曾反对就某些实 

质性的裁军问题进行谈判的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采取积极的立场使会 

议有效地完成国际社会在裁军谈判领域赋予它的使命。执行部分第8 

段分别参加特别优先的裁军问题谈判的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加紧努力， 



以便不再延迟地就这些谈判取得积极成杲，并就它们分别进行的谈判 

和取得的成杲向会议提出一份全面的报告，以便按照上述第3段对会 

议进行的谈判作出最直接的贡献a执行部分第9段请裁军谈判会议向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一份有关其工作的报告. 

M第 3 8 / 1 8 3 K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促请裁军谈判会议在它认为情况 

有利时，即恢复以往要求其制定^合裁军方案工作，向大会第三十 

九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这一问题进展情况0^报告，并最晚应向大会第 

四十一届会议提交关于上述方案的全面草案。 

a s第3 8 / 1 8 7 A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促请裁军谈判会议加紧进行化学 

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谈判以履行其目前的使命.尽早就化学武器公约 

达成协议，并为此目的立即拟定上述公约草案，提交给大会第三十九 

潘会议。 

as)笫,38/187B号决议执行鄧分第3段促请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优先考虑 

的事项，在箕1 9 8 4年会议期间加紧就关于全面有效禁止发畏、^ 

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及其销毁的公约进行谈判，并考虑所有已提出的 

建议和未釆的倡议，以便尽早最终制定一项公约，并为此目的重新建 

立其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执行部分第4段裁军谈判会议就其谈判 

结杲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m第38/18 8B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请裁军谈判会议同《禁止在海床 

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的缔约国进 

行协苘，并考虑现有建议和任何有关的忮术发展，立即采^行动， 

同时为防止在海宋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赛考虑在裁军领域进一步 

采取措施.执行部分第7段请裁军谈判会议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交 

一份报告，说明它为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赛考虑在裁 

军领域进一步采取的措施. 

a S )第38/ 1 8 8 D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请裁军谈判会议继续进行谈判， 

以便迅速完成制定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及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的 

工作，以期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交该公约。执行鄧分第2段进一 



CD/428 

Annex 
Page-7 

歩请裁军谈判会议继续寻求迅速觯决荣止袭击核试验(包括上述禁止 

范a)问题办法，并考虑为此目的提交给它的所有建议。执行部分 

第3段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的报告中关于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 

小组提出的下列建议：在其19 8 4年会议开始时重新设立一个特设工 

作小组，以继续其工作，并在此范§1内研究评论并在这一问璉上如何 

取得最大的进展。 

(19)第38/1 8 8E号决议执行部分请裁军谈判会议在其题为"核武器的一 

切方面"â^项目的工作进行到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进一步审议下述 

问题：充分核查停止和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裂变 

材料，并将这一审议的进展情况不断通知大会， 

大会在上述3 8 / 7 0， 3 8 / 182» 3 8 / 1 8 3 C , 3 8 / 1 8 8 B , 3 8 / 

188D等项决议中请秘书长将全部有关文件转交裁军谈判会议3有关文件为： 

38/70 A/38Z2W3a/19V-/38/49 5-S/16035, A/C. \ / 

38/I'24^evl, Rev a A/C. 1/38/T. 2& A/C. 1/ 

36和Rev. \ A/38X63a A/38/640^/38/647 

38/182 A/38/27, A/38/495-3/16 035> A/38/529, A ^ j / 

38/1.. 25 A/138/627. 

38/183C A/38/27, A/38/4a A/38/132-S/l5675 ̂  C orr.l 

Corr % A/38/4 25» A/3 8/495-5/16 035, A/38/ 

52a A/C. 1/38/13, A/c. 1/38A 12» A/38/628. 

38/188B A/38/27, A/C. 1/38/L % A/38/640， 

38/1 88D A/38/27, A/c. 1/38/1. 23和Rev. i， A/38/6 40. 

有关对这些转交的决议文件中所提到的议颉进行审议的记录已载入下列文件： 

A/38"v. 5至33» 97, A/38XPV. l o a A/C. 1/38/ 

3至31， A/C. 1/38/PV. 33, 34 38, 3^ 41. 

在大会第3 8届会议期间，这些文件和记录都已全部分发给駢合国成员国，包 

括裁军谈判会议的全体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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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裁军问颈的其它决议 

大会在第3 8届会议上还通过了下列关于裁军问颈的决议： 

3 8/6 1 

3 8 / 6 4 

3 8/6 5 

3 8 / 6 6 

3 8/6 9 

3 8 /7 1 A 

3 8 / 7 1 B 

3 8 / 7 3 A 

3 8/7 3 B 

3 8/7 3 C 

3 8/7 3 D 

3 8/7 3 E 

3 8/7 3 F 

3 8/7 3 H 

3 8/7 3 1 

3 8/7 3 J 

3 8/7 4 

3 8 / 7 5 

3 8/7 6 

3 8/1 8 1 A 

3 8/ 1 8 1 B 

3 8 / 1 8 3 A 

关于签署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 

洛尔科条约）第一号附加i义定书》的大会第3 7 / 

7 1号决i义的执行情况" 

'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 

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 

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 

'以色列的核军备" 

"裁军和发展之1`司的关系" 

"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建立信任的措施" 

"冻结核武器" 

"联合国裁军研究会方案" 

"世界裁军运动" 

"核武器冻结" 

"世界裁军运动：行动和活动" 

"裁军和国际安全" 

"召开大会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 

"区域裁军"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締约国第二次审査会议结论的执 

行情况和建立第三次审査会议筹备委员会" 

"谴责核战争" 

"核武器冻结" 

"关于《非洲非核化宣言》的执行情况" 

"南非的核能力" 

"；^边核武器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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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裁军委员会的报告" 

"国际合作裁军" 

"裁军委员会的报告" 

"裁军周"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及边核武器谈判" 

"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 

"双边核武器谈判" 

"削减军事预算" 

"削减军事预算"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执行情况" 

"世界裁军会议"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关于常规武器的研究" 

"提供有关军事能力客观情报的措施" 

"遏制海军军备竟赛：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把建立 

信任的措施扩大到海洋" 

"对海军军备竟赛的研究" 

"关于裁军和安全问颞独立委员会" 

"审査和补充对无 核武器区问颈一切方面的通盘研究 

"关于裁军进程的体制安徘" 

-项决^ ( 3 8 /447)，根据此决定，联合国裁军研究 

所应将章程草案退给研究所董事会，请董事会章程草案中各个条款的含义，.以 

便大会在第三十九届会议上就章程草案作出决定。 

二.关于裁军问题的各项决议 

3 8/1 8 3 B 

3 8/1 8 3 E 

3 8 / 1 8 3 5` 

3 8 / 1 8 3 J 

3 8/1 8 3 L 

3 8 / 1 8 3 M 

3 8 / 1 8 3 

- 3 8 / 1 8 3 0 

3 8 / 1 8 3 ? 

3 8 / 1 8 4 A 

3 8/184S 

3 8/185 

3 8 / 186 

3 8/187C 

3 8/ 188A' 

3 8 / 188C 

3 8 / 1881` ― 

3 8/ 188G 

3 8 / 1 8 8 H 

3 8 / 188工 

3 8 / 188J 

此外，大会还通过了一: 

还应指出，大会在第三十会议上还通过了下列有关裁军问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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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8 

3 8X9 

3 8 / 6 0 

3 8/7 7 

3 8/7 8 

3 8 / 8 0 

S B / ' S I 

3 8/126 

3 8 / 131 

3 8 / 132 

3 8 / 133 

3 8 / 141 

3 8 / 189 

3 8/ 190 

3 8/ 191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以色列武装袭击伊拉兗核设施及其对成立关于和平 

利用核能、不扩散核武器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 

体制的严重后果" 

"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 

"原子辐射影响"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 t合作" 

"就维持和平行动各个方面的全部问颈进行综合评论" 

发展和加强各国间友好关系" 

和平解决各国间的争端" 

不违犯和平和人类安全的守则草案" 

特别委员会关于加强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这一原则 

的有效性的报告" 

特别委员会关于联合S宪章和加强组织作用的裉告" 

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合作" 

审査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憒况" 

关于联合国宪章为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集体安全条 

款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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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4 3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损告（A/38/621 ) 通 过 〕 

38/61.关于签署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 

的大会第37/71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大会， 

回顾其关于筌署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1 9 6 7年1 2月 5日第 2 2 8 6 ( X X I I )号、 1 9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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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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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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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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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月 9日第 3 6 / 8 3号和 1 9 8 2年 1 2月 9曰 第 3 7 / 7 1号决 

注;t到一些位于这项已有二十三个主权国家成为締约国的《条约》适用地 

区内的非主权政治实体的领土，仍可通过对这些领土负有法律上或事实上国际 

贲任的国家成为《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締约国，而从该《条约》获得利益，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6 3 4卷，第9068号，第3 2 6页 

84-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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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頋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荷兰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已分别于 

1 9 6 9年、 1 9 7 1年和 1 9 8 1年成为《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締约国， 

1。 对于法国于1 9 7 9年3月2日签署了《第一号附加议定书》后，虽 

经大会向法国提出迫切请求，并已r"日持久，伹至今尚未作出相应的批准，i 

示惋惜； 

2. 再次敦促法国不再拖延已予请求多次的啦b准; 

3 .决定将题力"关于筌署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 

尔科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大会第3 8 / 6 1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项 

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3 年 1 2 月 1 5 日 

第9 7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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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ES/58/62 
15 January 1 , 

第三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4 4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8/622 ) 通 过 〕 

3 8 / 6 2 .停止一切核武器试爆 

^着大会讨论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爆炸问题已超过二十五年并已通过四 

十多项决议，而停止核武器试验是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一个基本目标，并对其 

达成一再给予最高优先地位， 

强调大会曾于七个不同场合最强烈谴责这些试验并自1 9 7 4年以来就表 

示深信核武器试验的继续将会加剧军备竟赛，从而增加核战争的危险， 

^以往一些决议所表示的信念：不论在核査问题上存有何种歧见，均无 

任何正当理由拖延締结一项全面禁试协定， 

，秘书长曾于 1 9 7 2年宣称：关于这个问题的技术和科学各方面均已 

予充分探讨，现在只待作出达成最后协议的必要政治决定；如果考虑到现有的 

核查手段，就理解为什么締结一项地下禁试协定仍受到迟延；继续地下核 

武器试验的潜在危险远超过终止这种试验的任何可能危险， 

84-01097 



A/R2S/-..':/-<s 
P?&e 2 

考虑到作为《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及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为》'保存 

国的三个核武器国家，几乎在二十年前就在该《条约》中承诺努力谋求永远不 

再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并又于1 9 6 8年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的序 

言中明确重申了这项承诺，该条约笫六条进一步载列了庄严并有法律约束力的 

承诺，保证釆取"及早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 

铭记着分别于 1 9 7 5年 5月 5日至 3 0日和 1 9 8 0年 8月 1 1日至 9 

月 7日茌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会议全然 

缺乏遵守这些承诺的意愿所产生的日益严重的消极彭响， 

深信这种状况的持续势将不利于即将于1 9 8 5年召开的该条约第三次审 

査会议以及该条约的前途， 

惋惜由于极少数成员国的持续阻挠1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今后将被称为裁 

军会议3 —至今未能按照 1 9 8 2年 1 2月 9曰大会勒 7 / 7 2号决议的具体请 

求，就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条约开展多边谈判， 

注意到裁军会议已经收到各种有关此一问题的具体提案，包括全部条约最 

后茉文的草茉全文， 

1. 对于核武器试验继续在违反绝大多数会员国意愿的情况下进行，再次 

深 表 关 切 「 

2. 重申其信念:一项达成所有国家永远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的条约 

具有最高优先地位；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 8 0卷，第6964号，第4 3页。 

第2373(XXII)号决议，附件， 

自其I 9 8 4年会议开始起，裁军谈判委员会即将改称为"裁军会议"（参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 7号》（A/38/27 )，第 2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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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并重申其信念：此项条约对于停止军备竟赛极端重要，也是《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获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唯有通过履行《条约》规定的 

义务，三个保存国方可预期所有其他締约国亦将同样地遵守各自的义务； 

4. 又敦促《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和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三个保存国严格遵守其承诺，谋求永远不再进行一 

切核武器试验爆炸，并继续为此目的进行谈判； 

5. 又敦促所有尚未加入《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及水下进行核武器试 

验条约》的国家加入该《条约》，同时不在该Ç条约》述及的环境内进行试验; 

6 .再次吁请裁军会议全体成员国立即开展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多 

边谈判，并竭尽最大的努力,以便裁军会议可将该条约的全部草案提交大会第 

三十九届会议； 

7.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及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和《不扩 

散核武器;约》的保存国，由于它们对各该条约负有的特别责任，并作为一项 

临时措施，不再延迟地通过三边商定的暂停试验或三个国家单方面的暂停试验 

的途径，以停止一切核试验爆炸； 

8 .决定将题为"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燥炸"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九届 

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3年1 2月 1 5日 

第9 7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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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anuary ISBk 

第三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4 5 

'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8/623)通过〕 

38/63.迫切需要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深信迫切需要一项能够吸引最广泛国际支持和加入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重申其信念:一切国家停止在一切环境内进行核武器试验，是终止核武器 

的质量改进、发展和扩散的一个重要步骤,可觯除人夹对玫射性污染给今世相 

后代健康带来各种有害后杲的深切忧;11，并构成停止核,备竟赛的一项最重要 

揞施， ' 

回顾《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締约国承诺不在 

该条约所指的环境内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ià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并在该条约 

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内表示它们决心继续进行谈判，以达成永远停止一切 

核武器试验爆炸，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 8 0卷，第6 9 6 4号，第4 3页. 

第2 3 7 3 (XX工工）号决议，附件. 

8U-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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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关于这个问题的以往各项决议， 

裁^谈判委员会报告中关于其1 9 8 3年会议审议题为"禁止核试 

验 " 的 项 目 的 都 分 ， 3 ' 

特别注意到瑞典向裁^谈判委员会提出的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箪案，*该簟 

案考虑到了 I 9 8 0年向该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三边淡判的报告'相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于1 9 8 2年拟议的紫止^试验条!^ s的各项基本条暴， 

mjk裁军会1:义
7
-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谈判委员会责成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窠件国际合作措施特设 

科学专家小组从事关于建立一个全球性地震资料交换网的工作，对于此种条约 

十分重要，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 7号》（A/38/27 ) , 第 2 

7。- 32段. 

见CD/381, 

-见CJVI30, 

见A/37/243, 

自其1
 9
 8 4车会议开幕之日起，裁军谈判委员会即将改称为"裁军会议" 

(参见《大会正式记录，笫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笫2 7号》（A/38/27 ) ， 

第2 1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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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第十届牿别会议《最后文件》中关于核査裁^^ ^备限制的第 3 1段， 

内称，任何具体协定所规定的核查形式和方式都要取决并决定于协定的宗旨、 

范围和性质， 

1. ^对于核武器试验仍在违背绝大多数会员国明白彔示的愿望下持续 

不已，表示关切； 

I 重甲其信念:一 "止所 t国家在任何时候进行任何核试爆的条约乃 

是最重要的*项： 

3.表示深信此一条约是停止和扭转核至备竟賽和核武器质量改进并防止 

扩充现有核武库和防止核武器扩散到更多国家的工作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4 注意到裁^谈判委员会为了履行其作为多边裁^谈判论坛的职责，已 

于1 9 8 3年会议上在其题为"禁止核试验"的议程项目 1下重新设立了一个 

特设工作小组，并注意到该特设工作小组审议了其职责权限内的各项问题； 

5. 又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同意"禁止核试验"特设工作小组的职责权 

限嗣后可按娄员会的决定予以修订，§？员会将以适当的迫切性审议该问题,'并 

注意到委员会审议了该事项； 

6. i 裁 ^ 会 议 ： 

( a )继续审査各项同全面禁止试验有关的问题，以期就关于此问题的条约 

进行谈判，并，照委员会1983^关于此一项目的工作的裉告，将于1 

9 8 4年会议中讨论修订特设工作小组职责权限的问题； 

第5 — 1 0 / 2号决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 7号》（A/38/27 ),第10 -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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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 g e " 

(b)于其就此一条约进行谈判的范圑内，对一个国际地震监测网和有效核 

查系统的建立、试验和运用，确立必要的体制和行政安排： 

(0着手调査其他国际措施，以期改进此种条约下的核查安徘包括国际大 

气层辐射监视网的安排， 

7 .敦促裁军会议所有成员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同裁军会议合作以赝行这 

些任务； 

8 . £裁军会议[ Î ; Î大会第三十:^会议提出进度报告； 

9 .；定将题为"迫切需要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项目列入第三+ 

九届会议临时议I 

1 9 8 3 ^ 1 2 月 1 5 日 

笫9 7次全体会议 



联 合 , D i s t r . 
GENERAL 

大 会 
A/RES/38/61+ 

11 January 198U 

第三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4 7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4/38X625 ) 逋过〕 

3 8 ^ 4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大会, 

回顾其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1974年1 2月9日第3263(XXIX) 

号 、 1 9 7 5年1 2月1 1日第3474(XXX)号、1 9 7 6年 1 2月 1 0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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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第 3 3 / 6 4号、 1 9 7 9年1 2月1 1 日 第 3 " 7 7 号 、 1 9 8 0年 1 2月 

1 2日第35/1 4 7号、 1 9 8 1年1 2月 9日第 3 6 / 8 7号决议和 1 9 8 2年 

1 2月9日第37/75号决议， 

又回顾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建'议符合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 

文件》，第6 0至6 3段，特别是第6 3 (i)^的规定， 

强调上述各项决议的基本条款呼吁所^直赉有关各方:考虑在建立中东无 

核武器区之前和建立期间采取为执行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提茱所需的实际、 

迫切步骤：庄严宣布在布互基础上，它们将不生产、取得或以任何其它方式拥 

' 第 S ~ I 0 / 2号决 i t 

84-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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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核武器和核瀑炸装置，同时不允许任何第三方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并且 

同意将其所有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并寞童方支持建 

立这种无核武器区并将此种宣告交存安全理事会于适当时予以审议， 

重申所有国家均有为和平目的取得和发展核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步强调需要就禁止对核设施进行军事袭击问题采取适当揞施， 

铭记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达成协两一致意见，认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势 

将大大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M以该协商一致意见作为基础，以便使朝向建立中东无核武^区的工作 

取得实质进展，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拫告2 ， 

Î . 一切直接有关万面 «大会各有关决议认真考虑采取为执行建立 

中东无核武綦区的提案所需要的实际、迫切步骤，并请各有关国冢加入《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作为促进此一目标的一个手段； 

2^.呼吁该地区尚未这样做的所有国家,在建立无核武器区之ir，同意将 

其所有核活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 

3。 W各该国家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之前声明：它们文持建直此一符舍 

I六会第；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有关香段观定的无艰武器区,并此声明交存 

'安全理-承Ï厂 

4. 进一步请'4该国家在建立无核武器区之前不要发展、生产、试验或以 

任诃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器或允许在其领土上或在其控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吞或 

核爆炸装置； 

A/38/197, 

第2373( XXII)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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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核武器国家和所有其他国家协助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同时避免采 

取任诃违背本决议的文字和精柙的行动； 

6. I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7. 决定将题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九届会议临时 

议 ^ 

1 9 8 3年1 2月 1 5日 

'第9 7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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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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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4 8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8/626 )通过〕 

38/65. 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 

大会， 

回顾其关于建立南亚无孩武#区的1 9 7 4年1 2月9日第3265B( XX 

工 X )号、 1 9 7 5年1 2月 1 1日第3476B(XX;x:)号、1 9 7 6年 1 2月 

1 0曰第 3 1 / 7 3号、 1 9 7 7年1 2月 1 2日第 3 2 / 8 3号、 1 9 7 8年 1 2 

月 1 4日第 3 3 / 6 5号、 I 9 7 S年1 2 月 i I日第 3 4 / 7 8号、 I 9 8 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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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1 2月 9日第 3 7 / 7 6号决议， 

篁甲其信念:在世界各区域建立无核武器区是可对不扩散核武器和全面彻 

辰衮军^2：两项目标作出最有3?^贯歃的搰施之一， 

相信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同在其他地区一祥，将便该地区国家免受核武器 

的使用或威协便用而增其安全， 

注:1到南亚各国政府最il;领导人发表的声明，重甲他们,不取侍5^制遣 

核武器，并将其各自核方案专门用于促进其人民的经、济和社会逬展， 

联 合 国 

大 会 

84-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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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C ê ^ £ J : ^决议中请南亚地区国冢和其他可能有兴趑的无^武吞邻国， 

竭尽一切勞力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同时避免采取任何有背 is项目标的行动， 

又回頋大会第 3 2 6 5 B ( X X I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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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召:^会议，并为促进建立南亚无孩武吞区的 

努力，提供必要的援助， 

铭记着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6 0至6 3段中关于建立无 

核武器区包括在南亚地区建立无核武区的规定， 

注;t到秘书长关于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报告，2 

1. 重申在原则上赞同南亚无核武吞区的概念; 

2. 再次促请南亚各国和其他可能有兴趣的无核武器邻国，继续为建立南 

亚无核武器区作出一切可能勞力，同时遯免采取有背这项目标的任何行动； 

3. ！尚未这样做的核武器国家^极啊应这项提案，并对建立南亚无核武 

器区的努力给予必要的合作， 

4. 适秘书长为促进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努力提供必要的嫒助，并就此 

问题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5. 决定将题为"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九屆会议临时 

议程. 

1 9 8 3年 I 2月 1 5日 

第 9 7次全体会议 

第S—10/2号决议。 

A/3 8/198 , 



D i s t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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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S/5P./66 

13 January I98U 

第三十AM 义 

议程项目5 1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8/629)通过〕 

38/66. 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 

某些可被认为具^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 

的常规武器会议 

大会， 

回顾其1 9 7 7年1 2月1 9日第32/l52f、 1 9 8 0年 1 2月 1 2日 

第35/153号、1 9 8 1年1 2月 9日第 3 6 ^ 9 3号和 1 9 8 2年 1 2月 9日 

第37/79号决i义， 

满意地回顾其于1 9 8 0年1 0月 1 0日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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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及其《关于无法检测 

的碎片的议定书（议定书一）》，《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雷）、佴雷和其 

他装置的议定书（议定书二）》和《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议定书（议定书 

三 ） 》 ， ' 

£î其信念：奮遍就禁止或限制使用特定常规武器达成协议将可大大减轻 

平民和作战人员的痛苦， 

满意地注 : t到秘书长的报告，2 

' 参看A/CO]O`. 95/1 5和Corr. 2 , 附件一， 

2 A/3 8/40 5. 

84-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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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满意地注:t到愈来愈多的国家已经签署、批准、接受或加入了 1981 

年 4月 1 0日在纽约开放签署的《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W过分伤害 

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2 .又满意地注意到由于〈< 公约》第5条所规定的条件已经实现，《公约》 

及其所附三项议定书于1 9 8 3年1 2月2日生效； 

3 .皿尚未如此做的国家，作出最大努力尽快成为《公约》及其所附议 

定书的缔约国，以便使该《公约》最终获得各国的奮遍加入； 

4 .注意到根据《公约》第八条规定，今后可召开会议以便审议对《公约》 

或所附任何一项议定书的修正案，审议增列关于未为现有所附议定书包括的其 

他类型常规武器的议定书，或审查《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范围和执行情况， 

并审议要求修正《公约》或现有所附议定书的任何提案和要求增列关于未为现 

有所附议定书包括的其他类型常规武器的议定书的任何挺案； 

5. I秘书长以《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保存者的身份，将各国加入该 

公约及其所附三项议定书的情况随时通知大会； 

6 -决定将题为"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 

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3年1 2月1 5日 

第9 7次全体会议 



P i s t r . 
GEHERAl 

A/KES/38/67 

18 J a n u a r y 1 9 & ^ 

第三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5 2 

大会决议 

〔根据笫一,员会的报告（A/38/630 ) 通过〕 

'38/67.締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囿家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 

无核武器囿家安全的国际么乂约 

大会. 

深信需要釆取有效措施以加强各国安全.并为所有囿家意 S消除战争* 

防止核灾难的共同愿望所躯使， 

考虑到不使用武力或威胎使用武力是《联合国宪章》所奉行并由一系列联 

合国宣言翱决 i义加以重申的基本原则之一. 

认为在达成普遍核裁军以前,国际社会必须制定有效措施.以确保无核武 

器国安全将不成为任何方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对象， 

认识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搢施可以对防 

止核武器的散布作出积极贡献. 

潘意地注意到各区域的国家都抱有不将核武器引进其领土的愿望.其中包 

联 合 国 

大 会 

8U-01U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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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通过有关区^各国在自由安排的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办法.并切望对这 

个 目 标 的 作 出 贡 献 ， 

对于萆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的持续升级以及诉诸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的危险日益增加，表示关切. 

希望促进大会笫十届特别会议—笫一届专门讨论裁萆问题的牿别会议—— 

《最后文件》'笫5 g段的执行，其中大会促请各核武器国家努力在适当时达成 

有效的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回顾其关于此一议题的各项决议勒裁军谈判委员会揭交大会笫十二届特别 

会议一笫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牿别会议一的特别报告中的有，分， 2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 9 8 3东审议了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囿际安排"的项目以及裁军谈判委员会报告所述 

的有关此一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所做的工^,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就该项目所提出的提案~^^括一项国际公约的蕈 

案以及缔结这，的一项公约所获得的广泛支持. 

希望促进裁军会议*及早成功地完成旨在拟订一项关于上述项目的公 

约 的 工 作 ， 

第 S - 10/2号决让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特别会议，补编第2号》（A/&-12/2 ) , 第 

6 1至6 3 1 

《同上，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 7号》（A/38/27)，第7 4至 7 6段, 

自其1 9 8 4年会议开幕之曰起，裁军谈判委员会即将改称为"裁军会议" 

(参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 7号》（A/38/27 ) ， 

第2 1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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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注蒽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已经考虑作为朝向締结此种公约的笫一步te贐时 

安排的想法.特别是釆用安全理窖会就此问题通过一项决议的形式.并重申大 

会1 9 8 0年1 2月1 2日第35/1 54号决议、1 9 8 1年1 2月9曰第36乂z 

9 4号决议和1 9 8 2年1 2月9日第37/804决议在这方面提出的，吁, 

深信除了别的以外.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对于达成朝向有效加强无 

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作出进展的努力，势将枸成一项重大贡献, 

再次欢迎一些核武器国家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郑重声明,牿别是核武 

器国家最高政治阶层所承抠的或在大会笫十二届牿别会议上肯定的不首先使用 

核武器的义务. 

又深信如果所有核武器国家都承抠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则在实际上 

就等于禁止对所有国家.包括所有无核武器囯家使用核武器. 

认为在寻求安全保证问题的解决办法时,应当优先考虑无核武器国家的正 

当安^虑.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放弃了拥有核武器的选择.并且又不容许核武 

器部署在其领土上，因此享有期待获得不成为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对象的 

最有效保证的一切权利. 

1. 再次重申迫切需要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 

有效囿际安排达成协议； 

2. 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再次无人在原则上反对关于締结一项 

有关这项问题的国际公约的想法，虽然已经有人指出其所涉及的困难； 

3. 由于一些核武器国家^无核武器国家对安全利益所持的概念不同，致 

使在拟订一项可获各方接受的共同办法方面困难重重，从而再度阻挠了裁军谈 

判委员会.使它无法在达成一项协议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对此表示遗憾; 



4. 裁军会议*应继续寻求如何克服为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适当协议的谈判工作中所遭遇的困 

； 

5. g，军会议按照裁军,员会 1 9 8 3 ^会议报告'的建议.继续进行读判. 

以期缔结：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的11际文书； 

6. 决定将题为"締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以加强无¥ i "器国家安全的公约"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九届会议临时程. 

1 9 8 3年1 2月 1 5日 

第9 7次全^会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净 编第2 7号》（A/38/27), 



联 合 国 D i s t r . 
GETIERAL 

乂 、 ~ZX 、 ― ― 17 Jsnuar;- I Ç ? ' 

第三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5 3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8/63I)通过〕 

38/68.締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大会， 

锘记着需要减轻世界各国对确保其本国人民持久安全所怀的正当忧虑， 

深信核武器对人类和文明的存亡形成最大的威胁， 

^军备竟赛一特别是核军备竟赛一的持续升级和核武器的可能使用 

或鎢使用深表关切， 

深信核裁军和彻底消除核武^是消除核战争危险的必要条件， 

考虑到《骄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⑩的原则， 

对于核武器的可能使用或戚胁使用，深表关切， 

确认无核武器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需要加以保障，以免使其成为 

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包括使用或戚胁使用核武器的对象， 

认为在达成普遍核裁军之前，国际社会必须制订有效揞施以保证无核武 

器国家的安全将不成为任何方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对象， 

。)'-ci:̀  二： 



认识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措施，可对防 

止核武器的散布作出积极贡献， 

回顾其 1 9 7 4年 1 2月9日第3 2 6 1 G ( X X I X )号决议和 I 9 7 6 年 1 2 月 

2 1日第3I/189C号决议， 

铭记着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ôvt^别会议一 

所通过的《最后文件》'第5 9段促请核武器国家努力在适当时达成 ‧安排， 

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切望促进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各项有关条款， 

回顾其1 9 7 8年1 2月 1 4 日 第 3 3 / 7 2 号 决 议 、 I 9 7 9年 1 2月11 

日第 3 4 / 8 5号决议、 I 9 8 0年1 2月 1 2日第35/155^决 i义、19 8 1 

年1 2月 9日第 3 6 / 9 5号决议和 1 9 8 2年 1 2月 9日第 3 7 / 8 1号决议， 

又回顾其J 9 8 0 ^ 1 2 月 3 日 f ; 35 / 4 6号决议附件所载《宣布 1 9 

S 0 ^代为荬二个裁萆十^宣言》第 1 2 段 称 ：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应 竭 尽 

全力迢切进行谈判，以期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脉使甩核武器的有 

效 国 际 安 排 成 协 议 . 

欢迎哉军谈判委员会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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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就此项目达成协议而进行的深入谈判，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在此项目下提出的各项提案，其中包括一项 

国际公约草案， 

注意到 1 9 8 3年 3月 7日至 1 2日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七次不结盟国家和 

' 第 S—1 0 / 2号决 i : t 



政府首脑会议的有关决定2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由其1 9 8 2年 8月 2 2日至 

2 6日在尼亚美举行的第十三次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会议予以重申的有关建议， 

均吁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制订一项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的国际公约，并就此达成协议， 

又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内各方对制订一项保证不对无核武 

器国家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的S际公约的支持，以及，人指出在拟订一项可 

获各方接受的共同办法方面所存在的困难， 

1 .重申迫切需要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 

国际安排达成协议； 

2. 潢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内无人在原则上反对关于保证不对无核 

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的想法，虽然已有人指出了在拟订 

一项可获各方接受的共同办法万面-所存在的困难； 

3. 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表现必要的政治意志，以便就一项 

可以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共同办法，并特别就一项共同公式，-达 

成协议； 

4. 建议继续加紧努力以寻求此种共同办法或共同公式，并建议进一步探 

讨各种变通办法，特别包括裁军谈判委员会曾予审i义的各种办法，以便克服各种 

困难： 

参见A/38/132-S/I5675和Corr. 1和2 

参见A/37/567-S/i546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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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裁 军 会 议 4 积 极 继 续 进 行 谈 判 ， 计 及 各 方 对 締 结 一 项 公 约 的 

广泛支持，并考虑任何其他旨在达成同一目标的提茱，以便早日商定并締结关于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便用或威协使用核武器的賓效国际安徘； 

6. 夾定将题为"締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的賓效国际安排"的项目列入笫三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3 年 1 2 月 1 5 日 

第9 7次全^会议 

自其1 9 8 4年会议开幕之日起，裁军谈判委员会即将改称为"裁军会议" 

(参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2 7号》（A/38/27), 

第2 1段）， 



联 合 国 
D i s t r . 
GENEBAL 

A/RES738/69 
15 January I98U 

大 会 

第三十AM会i义 

议程项目 54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8/632)通过〕 

38/69.以色列的核军备 

,其以往关于以色列的核军备的决议， 

回顾其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各项有关决议， 

又回顾其1 9 8 0年1 2月1 2日关于同以色列的军筝勾结^核勾结的第 

3 5/157号决议， 

回顾大会一再谴责以色列同南非的核勾结， 

回顾安全理事会1 9 8 1车 6月 1 9日笫487(1981 )号决议，并注意到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关于以色歹《^南非之间关系最近发餍的第一次特别报 

告 / 

关切地注意到以色列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第487( 1981 )号决议， 

又严重关切地注意到虽经大会、安全理筝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一再呼吁， 

以色列仍坚持拒绝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并拒绝将其核i楚施置于原子能 

'À/38/22/Add. l-S/16101/Add. 1 

2第 2 3 7 3 ( XX工工）号决议，附件. 

«U `.I 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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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保障制度之下， 

意识到由于以色列发展和购置核武器以及以色列同南非勾结发展核武器及 

其运载工具从而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后果，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以色列核军备的报告'， 

1 .谴责以色列拒绝放弃拥有任何核武器并拒绝将其一切核活动置于Hi际 

保障制度之下； 

2 -谊安全理事会釆取迫切有效措施以执行其第487(1981 )号央议，并 

确保以色列遵守该决议，并将其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之下； 

3.1国际原子能机构中止其与以色列进行的任何可对以色列的核能力作 

出贡献的科学合f^; 

4 . f，其对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宪章》威胁再度对伊拉克^其他国家境 

内湘平核设施进行武装袭击的谴'责； 

5 .！秘书长继续密切注视以色列的核活动以及以色列同南非的核勾结和 

军筝勾结，并当时就此向大会笫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6 .决定将题为"以色列的核军备"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3年1 2月1 5日 

第9 7次全体会议 

A/3 7/4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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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国 

大 会 

L ` i s t r . 
GENERAL 

A/RES/56/70 

17 January 19?^ 

第三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5 5 

大会决议 

〔根据第—委员会的报告（-A/38/633 ) 通过〕 

3 8 / 7 0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受到由于二十五年前人类进入外层空间而在人类面前展现的伟大前景的麈 

1 ， ― 

确认全人类同外层空间的和平用途探索和利用休戚相关， 

重申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的探索和利用应当造福湘有利于所有国 

家，不论其经济和科学发屉程度，并且应当是全体人类的共同天职， 

进一步重申全体国家的意志是: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的探索相利 

用应当专门为了和平目的， 

回颜《关于各国探測及便用外层g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所应遵守原则的 

条约》'的締约国已在第三条中承诺：探測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 

体在内的活动，应按照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并为了维护国际和卒与安全 

及增进国际合作与谅解而进行， 

1第 2 2 2 2 ( X X I )号决议,附件， 

84-0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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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重申上述条约第四条规定缔约国承诺不将任何载有核武器或任何其他 

：种类大规灭性武器的物体放入环绕地球的轨道，不在天体上装置此种武器， 

I亦不以何*他方式将此种武器设置外层-蓉 

^g¥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 2第8 0段所说，为了防止外层空 

间的军备竟赛，应当本着该条约的精神，釆取进一步的措施并进行适当的国际 

谈判， 

回頋其1 9 8 1年1 2月9日第36/97 ç号决议和第 3 6 / 9 9号决议， 

以及1 9 8 2 年 i 2月9日第37/^83号决议，和1982^1 2月135^37/99 

D号决议， 

严重关切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对全体人类形成的危险， 

保，层空间的探索与利用应当用于和平用途，并注意到各方'面向劑，，军问题 

的大会筲十届特别会议以及大会，常会和裁军谈判委 S 出的各项提案， 

注意到第二次联合囯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对军备竟赛扩散到外层 

空间所表示的严重关切，并注意到该会议向联合国主管机构，特别是大会以 

及裁军谈判委 S会提出的各项建议，' 

深信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揞施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饔， 

确认在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进行多边谈判方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11之间恢复双边谈判，定能起积极作用，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2 - S S —10/2号决议， 

，- 吞见《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的报告， 1 9 8 2年8 

月 9 B至2,1日于维也纳》（A/(` 〕 L'' - 1 01/10和、'o ' .1^2 ),第1 3̀  

1 4相 4 2 6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2 7号》（A/38/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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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1 9 8 3年会议期间已在其正式及非正式会议上 

'并且通过非正式协商，审议了本议题， 

:t识到各成员国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各种提笑,特别是经过联系小组 

深入审议的关于设立一个外层空间工作小组及其任务规^草案的提案，' 

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的《禁止在外层空间和从空间对地球 

使用武力条约》s萆案以及大会第三十会议讨论此项萆案期'司各方所表示 

的意见和评议， ' 

对于虽然无人在原则上反对毫不迟延地设立此一工作小组，伹裁军谈判委员 

会到目前尚未能在其1 9 8 3年会议期间就工作小组可被接受的任务规定取得 

协议》^矢注和失望， 

1. 重申全体国家的意志是:外层空间应当专门用于和平 g r而不应当成 

,为军备竟赛的场所； 

2. 强调国际社会应采取进一步的有效措施以防止外层空闾5^军备竟饔； 

3 . 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巨大空间能力的S i家，对和^ 1用外层空间 

的目标作出积极贡献，并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采取患切盯《沲； 

4. 篁 申 作 为 单 一 多 边 裁 军 谈 判 论 坛 的 裁 军 会 议 7 在 缔 ^ • 当 时 締 

结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协足的谈判中《担盲要作用； 

5. 请裁军会议作为优先事项，审议防止外层空is-j军备竟赛巧问薆； 

同上，第8 9至9 4段。 

A/'38/194,附件。 

自其1 9 8 4年会议开幕之日起，裁军谈判委员会即将改*为"裁军会议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 7号》'"^/38/27,第 

2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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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并请裁军会议计及一切有关提果，包括本决议序言部分所指提的审 

议情况，加紧审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覔赛的一切方面的问题； 

7, 进一步请裁军会议于其1 9 8 4年会议开始时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以便为締结一项或在适当时締结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一切:^面 

的协定进行谈判； 

8 。 i裁军会议就其审议本议题的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9 。 ！秘书长将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有关.审议本议题的全部文件转递裁军 

会议； 

10 。决定将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项目歹?!入第三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 

1 9 8 3年1 2月1 5日 

第9 7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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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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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5 6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8/634)iîài〕 

38/71.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A 

，题为《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所载结论， 

又回顾1 9 8 2年1 2月 9日第 3 7 / 8 4号决议， 

1.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内为执行第37/84号决议而釆 

取的措施的报告2 ; » 

2 .，书长就会员国相联合国系统内鄧按照第 3 7 / 8 4号决议而釆取的 

适当措施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1 9 8 3年 I 2月 1 5日 

第9 7次全体会议 

联合国出钣物，销售品编号：C. 82. I X . 1 . 

A/3 8/436. 

84-00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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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会， 

对军*的积累^军事开支的增加造成人力^经济^源的浪费以及对世界^ 

平与安全可造成的后果深表关切， 

对影^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危机的严重程厪也表示关切， 

认为军事开支的数额现已如此庞大,国际社会为了努力谋求世界经济复苏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再也不能忽视军事开支所涉的各种问题， 

并认为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在4^同商定的基础上裁减 

军事开支，可以遏止军备的积累，并可腾出额外的资源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 

特别是用以造福发展中国家， 

铭记看关于裁军和发展之间0^关系的研究'结论以及大会表示注意到这些 

结论的 I 9 8 1年1 2月 9日第 3 6 / 9 2 G 号 ^ 1 9 8 2 年 1 2 月 9 日 第 3 7 / 

84号决i义， 

汪意到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已于1 9 8 3年按照大会第 3 7 / 8 4号决议提出 

的要求，着手研究国际裁军促进发展基金的模式. 

回顾大会于上述决'议中建议将实施裁军掊施m所腾出的资源从军事用途转 

用于民事3途问题按照嗣后确定的时间间隔列入大会临时议程， 

^现在已经到了根据关于这个问题的现有研究报告或正在編制的研究报 

告所载结论^建议研究可釆措施的时侯， 

注意到在设想的倡议中,特别包括了一项关于召开裁军矛D发展之间关系所 

涉问题会议的提案和一项关于设立国际裁军促进发展基金的提案， 

1.衰示深信增加发展领垓的支援将有3^于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并且裁 

减军备开支昕锋出的赘源将可对世界经济的增长^稳定，特别是发餍中国家经 

济的增长a稳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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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遠会员国最迟于1 9 8 4年 4月 1日将其对裁军^发展之间关系特别 

是关于下列各点的意见和建议通知秘书长： 

(a) 评价世界上军备的负担； 

(b) 军事开支对世界经济情况和发展的影嘀； 

( C )裁减军备^军事开支，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 

裁减军备和军事开支，或由这些国家在适当情况下裁减军备和军婁开支可 

对发展任务作出的贡献； 

(d) 促使作出此种贡献的方法湘途径，特别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和社会进展而作出贡献的方法^途径； 

(e) 研究关于召开一次会议的提案； 

3. 宽秘书长及时地将会员国的复文转交裁军审议委员会； 

4 ！裁军审议委员会将这一项目列入其下届I 9 8 4年会议议程 1 审议 

各国的复文并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适当的建议. 

1 9 8 3 年 1 2 月 1 5 日 

第9 7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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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S/58/72 
18 January 198U 

第三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5 7 -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8/635 ) 通过〕 

38X72.立即停止^禁止核武器试验 

大会， 

备竟赛持续不已和核战争的危^日增，深表关切, 

深信締结一项禁止一坊国家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多边条约乃是停止和扭转核 

军备竟赛和核武器质量改良、阻止现有核武库扩大和核武器扩散到更多国家的 

努力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又深信拟订此项条约乃是最高优先的任务，不应取决于裁军领域内任何其 

他措施是否达成， 

！裁军谈判委员会至今未能展开谈判以期就此项条约协 i : i L t 示惋惜, 

‧ 回顾大会以往关于此问题的各项决议， 

1.，所有国家作出一切务力，尽快拟订一项关于禁止一切国冢进行核 

武器试验的多边条约； 

84-0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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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敦促裁军会议'迅速着^^谈判,以期作为最高 i f e i f e筝项，拟订此项 

条约，其中应考虑到一切现有的草案和提案以及今后的各项倡议，并为此目的， 

将就其议 I适当项目进行谈判的职权斌予其附属 

3. 决定将题为"大会 1 9 8 3年1 2月 1 5日第38Z72号决议的执行 

情况"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九届会议临时"^义程. 

1 9 8 3 年 1 2 月 1 5 日 

第9 7次全体会议 

自其1984年年度会议开幕之日起，裁军谈判委员会即将改称为"裁军会议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 7号》（A/38/27)-

第 2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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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January I98U 

第三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6 3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8/641 ) 通过〕 

38/73。审议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结论文件》 

A 

建立信任揞施 

大会， 

回顾其1 9 8 2年1 2月 1 3日第37/100D号决议，其中请裁军审议委 

员会考虑为建立信任的措施的适当形式以及在全球和区域一级执行这些措施的 

方式拟订指导方针，并就其审议此一项目的结果，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 

进度报告； 

审议了裁军审议委员会关于1 9 8 3年会议期间在"为建立信任的措施的 

适当形式以及在全球和区域一级执行这些措施的方式拟订指导方针，，的项目方 

面的工作成杲的裉告'， 

对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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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的囯际政治气氛，紫5^局势和猜忌，表示关切，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4 2号》（A/38/42J，第2 6段 

8U-0l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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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同时创造并改善有助于采取进一步裁军措施的 

各种条件， 

又注意到《关于建立信任的揞施的通盘研究报告》
2
的各项结论，特别是建 

立信任的揞施对于区域和全球安定以及推逬裁军所能起的重要作用， 

意识到建立信任的措施虽然不能替代具体裁军搢施,伹无论是单边、政 

或是多边的措施对达成裁军都起蓍非常重要的作用， 

深信由有关各国顾及有关区域的特殊条件和需要而自由达成和商定的建立 

信任的措施是有用的， 

深信需要通过实施建立信任的揞施,例如《关于建立信任的措施的通盘研 

究报告》中以协商一致意见建议的种种揞施，包括提供关于军事活动和其他与 

共同安全有关的事项的切实而及时的情报，通过实il备囯有关和平时期的军事 

行动守则的措施以及通过具体裁军措施方面的进展，以减轻各国间的猜忌和恐 

惧， 

回顾信任是一系列相互关连的军事和非军事性因素的反映;需要采取多式 

多祥的办法来克服各国之间的恐惧、忧虑和猜忌，并代之以信任， 

欢迎1 9 8 4年 1月在斯«尔摩举行的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 ^裁军 

会 议 一 WM专门致力于谈判和通过一系列相辅相成、其性质相当于马 

德里会议（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结论文件》、旨在减缓欧洲军事对抗危险 

的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 

1 ‧促请所有国家裒励和协助一切旨在逬一步探索以建立信任的措施加强 

国际相平与安全的途径的努力； 

2. jî所有国家考虑于其各自区域内采行单边、边或多边.建立信任的搢 

施的可能性，并于可能时根据每一特定区域的条件和需要，就这些搢'拖逬行谈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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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遺裁军审议委员会于其1 9 8 4年会议继续并完成对"为建立信任的 

措施的适当形式以及在全球和区域一级执行这些措施方式拟订指导方针"的 

审议； 

4. 皿裁军审议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关于此一项目的^审议 

结果并载列备该指导方针的报告； 

5. mm^国家在适当情况下，于其任何政治性的联合声明或宣言中 

提及建立信任的指施，或列入一项关于建立信任的措施的协议； 

6 . ^将题为"审议建立信任措施的指导方针"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九届 

会议的临时议程。 

1 9 8 3年1 2月 1 5日 

第9 7次全体会议 

B 

冻结核武器 

大会， 

其1 9 8 2年1 2月1 3日题为"冻结核武器"的第37/100A号類， 

^在此核子时代，世界持久和平只能建立在达成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 

底裁军的目标的基础之上， 

裁军领域的最高优先目标是核裁军和消除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迫切需要停止军备竟賽，特别是停止核武器军备竟赛， 

^ ^迫切需要就裁减核武器储存直至完全消除核武器，进行谈判， 

深切关怀地注意到各核武器国家尚未就第37/a 00 A号决议中所作的呼吁 

采取行动， 

1 -再次吁请昕有核武器国家就冻结核武器达成协议，其中除了别的以外，规 

定所有核武器国家同时完全停止核武器的任何进一步的生产，并完全终止武器 

用裂变材料的生产； 

2 .决定将题为"冻结核武器"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1—9 8 3 年 另 I 5 H 

第9 7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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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 

大会， 

回顾其载于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3第1 0 8段中关于设立裁-

军研究金方案的决定，及其载于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结论文件》*附件四 

内的各项决定，其中除了别的以外，决定继续研究金方案并从1983年起将研, 

究金名额由二十名增加到二十五名， 

满意地注意到研究金方案已训练了来自6 7个国家的104位么j员，其中 

大多数学员已在其本国政府或常珐联合国代表团内拒任裁军事务领域的要职， 

或代表其本国政府参加国际裁军会议， 

铭记着愈来愈多的国家继续日益对研究金方案表示的兴趣， 

认识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的报告3开列的研究和活动方案 

已在不断扩展，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 

1 . M继续联会国裁军研究金方案； 

2.直秘书长在按照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制订的指导方针拟订今后的活动 

方案时，继续象他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使用同样的客观和持平准则； 

3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瑞典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 

，第 S — 1 0 / ^号决议， 

*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二届特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9 ， 10， 

和13， A / S — 1 ^ 2号文件。 

， A / 3 8/5 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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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于1 9 8 3年邀请研究员前往它们的国家研究裁军领域内的 

选定活动，从而有助于实现方案的全部目的，并为研究员提供额外资料来源和 

实际知识，在这方面，表示希望其他会员国将向方案提供同样的支持； 

4.注意到秘书长决定从1 9 8 3年5月1日起将研究金方案及其工作人 

员迁至日内瓦6 ; 

5.又注意到方案的扩屣使方案活动数量日增； 

6. 赞扬秘书长孜孜不倦地继续推行方案; 

7. ，书长按照为了研究金方案而拟订的指导方针-作出执行 1 9 8 4 

年方案的必要安排； 

8. 又请秘书长就本决议各项条款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笫三十九届会议提出 

报告. 

1 9 8 3年1 2月 1 5日 

第 9 7次全体会议 

同上，第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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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世 界 裁 军 ^ 

大会， 

回顾大会于其笫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 

《最后文件》3亶称:不仅各国政府并且是全世界人民都必须认识和理觯当前局 

势的危险，并强调动员世界公众舆论来推动裁军的重要性， 

又回顾其1980年1 2月 1 2日第 3 5 / 1 5 2工号决议和 1 9 8 1年 1 2月 9 

日第36/9 2 C号决议和 1 9 8 2年 1 2月 1 3日第 3 7 / 1 0 0工号决议， 以 及 

1 9 8 1年 9月 1 7日7 , 1 9 8 2年 6月 1 1 日 - 相 i 982年1 I月 3曰，的秘书 

长的报告， 

审查了秘书长于 1 9 8 3年 8月 3 0日提出的关于世界裁军^的活动方案 

的裉告，'° 

还审査了秘书长1 9 8 3年 1 0月 2 0日报告中述及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 

有关世界裁军运动的的活动的一节"，以及1 9 8 3年1 0月 2 7日举行的第 

一次联合国裁军运动认捐会议的最后文件， 

1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中所叙述的1 g 8 3年世果裁军运动活 

动方案的执行情况； 

2 .还满意地注意到各会员国在1983年1 0月 2 7日举行的第一次联合 

A/36/458o 

A/S-I 2/270 

A/37/548。 

A/38/349o 

A/38/467，第5至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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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决定大会第三十九庙会议期间应举行第二次联合国世界裁军运动认捐 

会议，以便所有尚未宣布其自愿捐款的会员国能有机会宣布； 

4 .皿各会员国向世界裁军运动自愿信托基金作出的自愿捐款不应被指 

定用于特定活动，因为最可取的办法是让秘书长享有充分的自由，由他在大会 

以往核可的世界裁军运动的范围内，作出他认为适当敏定并行便为推行裁军 

运动而授予给他的权力； 

5 - 遭秘书长指示联合国各新闻中心和各区域委员会广为宣传世界裁军 

运动，并在必要时尽可能将联合国新闻资料改编为当地语文； 

6 ' M秘书长囪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一份叙述联合囯系统于1984 

年执行世界裁军运动活动方案的憒况湘联合国系统设想的1 9 8 5年活动方案 

的报告； 

7 -决定将题为"世界裁军运动"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私 

1 9 8 3 年 1 2 月 1 5 日 

第7 9次全体会议 

1 

核武器冻结 

大会， 

回顾在 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 

别会议）所通过的并经1 9 8 2年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
2
(笫二届专门讨论 

裁军问题特别会议）一致坚定地予以重申的《最后文件》中，大会曾对核武器 

的存在和军备竟赛的持续对人类生存本身所造成的威胁深表关切， 

'2《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特别会议，附件》，议程项目9， 10, 11， 12 

和 1 3 , — ia / 3 2号文件，第6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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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顾大会当时指出,单凭现有武库中的核武器就足够毁灭地球上的所 

有生物；大会还着重指出，因此，人类正面临着一项抉择：停止军备竟赛，朝 

向裁军前进，否则就面临灭亡， 

注意到由于一系列的因素，例如国际局势的恶化，核武器准确性、速度和 

破坏力的提高，种种关于"有限的"或"可臝的"核战争的虛幻理论的受到宣 

扬，»上多次因为计算机失灵而发生的假警报，致使今日普遍存在的情况已经变 

得比1978年那时的情况更加令人深感忧虑， 

又注意到1 9 8 3年3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七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 

议宣称，核军备数量和质量竟赛的再度升级，以及对核威慑理论的信赖提高了 

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并导致国际关系更加不安全和不稳定，" 

M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已经拥有足够的报复力量和令人惊恐的过度摧 

毁能力，因此当务之急是停止其可怖武库的进一步护大； 

又相信同样迫切的是就现有核武器的大幅度裁减和质量限制展开谈判， 

认为核武器冻结虽其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但却是达成上述两个目标的最 

有效的第一步，因为它将为裁减核武器谈判的进行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而同 

时在进行谈判的期同可以防止现有核武器的继续增加和质量改逬， 

M当前的情况最有利于实行这种冻结，因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和美利坚合众国现在的核军事力量旗鼓相当，总的说来两国之间似已明显地存 

在一种大致上的全面均势， 

意识到单单应用以往对某些情况已经商定的各种监视、核查和监督系统就 

足 以 对 忠 实 遵 守 冻 结 的 g 工 作 提 出 适 当 « , 

深信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议定的冻结一旦取得积极结果,所有其他拥有 

核武器的国家如予仿效，即'将获利不浅， 

A/38/ 132—S/15675和Corr' 1和2，第一节第2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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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两个主要的 

核武器国家一以同时发表单方面宣言的方式或以联合宣言的方式，宣布立即 

冻结核武器，作为迈向《综合裁军方案》的第一步；这项冻结的结构和范围如 

下： 

(a) 这项冻结包含下列内容： 

H全面禁止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试验； 

C=)完全停止制造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曰禁止一切进一色 ^核 武器 及 其 运 载 工 具 ； 

(四）完全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物质； 

(b) 这项冻结须受第一阶段'^第二阶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締约双方所议 

定的以及它们在日内瓦全面禁试筹备性三边谈判中原则上商定的一切有关的核 

查措施和程序的管制； 

(C)初步期限为5年，但如其他核武器国家也象大会期待它们做到的那样 

参 加 此 种 冻 结 ， 则 冻 结 延 长 ； 

2 . t上述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囯家在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开幕以前，就本 

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提出一个报告； 

3 . 决定将题为"大会关于核武器冻结的第3 8 / 7 3 E号决议的执行憒 

况"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九庙令议的临时议程。 

1 9 8 3 年 1 2 月 1 5 日 

第 9 7次全体会i&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席共和国联盟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 

某些揞施的临时协定》（联合国《条约汇编》第9 4 4 卷 ， 第 1 3 4 4 5 号 ， 

第3页）。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 

条约》（` 参 见 C D / B 3 / ^ A p p e n d i x lil/Vo 1 。工，C V 2 8 号 文 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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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裁军运动：行动和活动 

大会， 

意识到公众曰益对 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的危险及其不良社会 和经济 

后果的关注， 

舆论来推动和平与裁军所产生的积极:^ ， 

回顾其1 98 1年1 2月 9日第 3 6 / 9 2 J"号和1 9 8 2 年 1 2 月 1 3 日 

第37/100H号决议以及秘书长关于支持防止核战争、遏制军备竟赛和促进裁军 

措施的世界签名运动的报告，" 

欢迎为实现世界裁军运动的目标而向世界裁军运动自愿信托基金作出的自愿 

捐款， 

考虑到秘书长关于执行世界裁军运动活动方案的进展情况的报告，'° 

深信联合国系统、尊重自己的主权的各会员国以及其它机构，特别是非政 

府组织，都可以在实现世界裁军运动的目标方面发挥作用， 

考虑到在世界裁军运动的范围内进行的为数众多的各种活动，包括支持防 

止核战争、遏制军备竟赛和促进裁军揞施而征集签名的活动， 

1.重新肯定进一步开展行动和活动是有用处的，因为它们是世界公众舆 

论的意愿的重要表现,并为世界裁军运动目标的实现，出有效贡献，从而有助 

于创造一个在裁军领域取得进展的有利气氛，以,达成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 

底裁军的目标； 

.6 A/S-1 2/15^ A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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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次请各会员国与联合国以确保有关裁军各个方面的准确资料 

以及世界公众为支持和平与裁军而进行的行动和活动的准确资料获得完善的交 

流 ， 并 避 免 虛 假 和 有 偏 见 料 ； 

a ！秘书长每年就本决议备项条款的执行憒况向大会提出报告. 

1 9 8 3年1 2月 1 5日 

第 9 7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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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大会. 

对核武器^威慑概念所固有的核武器的使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勒维护生命 

的系统.感到震悚. 

增， 

深信核裁军是防止核战争^加强囿际^平与安全所必不可少的. 

进一步深信:禁止使用或威脎使用核武器，将是朝向彻底消除核武器从而 

导致严格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一个步骒.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3第58段宣称：一切g家应积极参与 

在各国间国际关系申创造条件的努力，以便就一项国际搴务中各囿不得使用或 

威脎使用核武器的为平行为守则达成协议， 

重申其1 9 6 1车 1 1月 2 4日笫 1 6 5 3 ( X V I )号， 1 9 7 8车1 2月14 

曰第33/71：8号，1 9 7 9车1 2月1 1日笫34/83 G 号 ， 1 9 8 0车12 

月1 2日笫35/152 D号 * 1 g 8 1车1 2月9曰笫36/92 I号等决议内 

明. 

遗憾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未能在1 9 8 3车会议期间以大会1982年 

1 2月1 3日第37/100C号决议所附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革案案文作为基础 

进行谈判，以便就一项禁止在任何滑况下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囿际公约达 

威协i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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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次请裁军会议'
7
以本决议所附禁止便用核武器公约蕈案案文作 

为蓬础，i:先着手进行谈判，以度就一项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便用或威胁使用,眩 

武器的国际公约达成协i义； 

2 . 进 一 步 请 裁 军 会 议 就 这 些 谈 判 结 果 向 大 会 笫 三 十 九 届 会 议 提 出 

报告. 

1 9 8 3 年 1 2 月 1 5 日 

第 9 7次全体会议 

附 件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簟案 

本公约締约各国， 

对于核武器的存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感到震惊， 

深信核武器的任诃便用都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并构成违背人道 

的罪行， 

深信本公约将是朝向彻底消除核武器从而导致严格，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 

底裁军的一个步骤， 

决心为了达成此一目标继续逬行谈判； 

兹达成协议如下： 

第 I 条 

本公约締约各国庄严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 

自茸1 9 8 4年会议开幕之日起，裁军谈判委员会即将改称为"裁军会议 

(参见《大会正式记录，补编第2 7 号 》 （ A / 3 8 / 2 7 ) ，第 2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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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 

本公约应无限期有先 

第 3 条 

1. 本公约应开放给所有国冢筌字.在本公约^照不条第 3 ^生效 I T尚 

未签字的任诃国冢，可随时加入本公约， 

2. 本公约应经芬莶字国批准，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a 本公约应在二卞五国政府一包括五个核武器国冢的政府一按照本 

条第2款交存批准书后起生效. 

4. 对于在本公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本公约应在它们交 

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起生效. 

5. 保存者应将每一签字的日期、每一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日期和本公 

约的生效日期，以及在收到其他通知时，X即通知所有签字国和加入国， 

8 .本公约应保存者按照《&合 i l ! 宪章》第一百零二条办理登记. 

笫 4 条 

本公约的阿拉伯文、中文、英叉、法文、俄又和西班牙叉文本具有同等效-

力；本公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并由他将本公约的经正式核证的副不分送莶 

字国和加入国政府. 

为此，下列签署人，经备自 «正式授杈，于一九 年 月 ' 日 

在 开放莶字的本公约上筌字，以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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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裁军和国际安全 

大会， 

, 其 1 9 7 9年1 2月 1 1日第 3 4 / 8 3 A号决议、 1 9 8 0年12月12 

日第 3 5 / 1 5 6 J号决议、 1 9 8 1年1 2月9日第36/97K号决议和19 8 2 

年1 2月 1 3日第37/100E号决议， 

深为关切裁军谈判的努力继续得不到进展,同时军备竟赛，尤其是核军备 

竟赛又日益升级，使人类生存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 

严重关切以继续诉诸暴力和以违反《联合国宪章》而使用武力为其特点的 

当前国际局势， 

坚信由许多主权国家组成的密切相互依赖的世界如无有效犮^其机能的组 

织，就无法在核空间时代朝着和平、安全与生存勇往直 lu , 

注意到联合国于其首要宗旨中的基本职能是《宪章》所规定的安全体系， 

而《宪章》所体现并渊源于《宪章》（第十一条）的裁军原则是安全体系的一 

个组成部分， 

深信按照《宪章》的规定使联合国恢复其基本职能，是为停止军备竟赛一 

特别是核军备竟赛一和为有效谈判裁军措旅创造有利条件的一个重要因素， 

铭记着最近的事件尖锐地突出了安全理事会一系列一致通过的决定被需要 

遵守这些决定的国家置诸不理和规避的事实，从而随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局 

势更进一步加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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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在一个不安全的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上防止日益逼近的核战争的危险, 

而持续缺乏联合国建立的集体安全,系乃是不安全相无政府状态的一项主要因 

素， 

考虑到秘书长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中警告说："国际联盟缺乏 

一种保证集体安全的有效体系,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 " ' 3 ， 

1 . i安全理事会加速缔结促使安全理蓽会获得《联合国宪章》所要求的 

武装部队的协定，以便!^《宪章》所规定的集体安全体系发生作用，从而促à* 

争取停止军备竟赛一特别是核军备竟譽一和裁军取得进展的有效谈判； 

2.又请安全理事会通过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九庙会议提出一份报告. 

1 9 8 3年1 2月1 5日 

第9 7次全体会议 

召开笫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 

大会特别会议 

大会. 

铭记着第十二届牿别会议决定于笫三十八届会议期间确定篱三届专门讨论 

裁箪问题的特别会议的召开日期"。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庙会议.补编第 1号》（ A y 3 7 / 1 ). 

'，《同上，第十二届特别会议，附件》，议程项目9、 10, 11、 12和 

13, A/S —12/32号文件，第6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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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对促进勒扩大第十届牿别会议在莫定了圔际裁军战基础之后而开展 

的积极进程.作出贡献. 

1. 决定笫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牿别会议不应迖于1 9 8 8车召 

开； 

2. 又决定不应迟于笫四十届会议确定笫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牿 

别会议的召开日期#出有关设立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的适当安排。 

1 9 8 3年1 2月 1 5日 

第 9 7次全体会议 

J 

区域裁军 

大会， 

^ 其 1 9 8 2车 1 2月 1 3日关于区域裁军的第 3 7 / l O O F f决议； 

1.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区域裁军现况的报告"； 

a又注意到西班牙政府根据参加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所规定的 

1 9 8 0年马德里后续会议的囯家的'请求，已将该次会议的结论文件送交联 

舍国秘书长； 

3. 在这方面，对于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及裁军会议即将于1 9 84年1月 

1 7曰开始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表示满意,该会议乃是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所开 

展的多边进程的一个实质性构成部分； 

A / 3 8 / 3 7 6和 A ( i d . l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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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到自从大会笫3.7/1003`号决议通过以来各方在区域裁军范裨内提出 

的提案； 

5, ！秘书长经常使大会获悉第37/100?号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秘书处， 

特剁是裁;事务部，和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在裁军区域办法领域所从事的活动； 

& ^将题为"区域裁军：秘书长的报告"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九届会议临时 

议 程 . ― 

1 9 8 3年1 2月1 5日 

笫9 7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大 会 

D i s t r . 
GENERAL 

A/RES/38/7U 

15 January I , 

第 三 十 会 议 

议程项目139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8/645)通过〕 

38/74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二次审查 

会议各项结论的执行情况和设立 

第三次审査会议筹备委员会 

大会. 

, 其 1 9 6 8年 6月 1 2日第2373(xx:[l)号决议附件所载的《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 

注意到《条约》第八条第三款中关于定期召开审查会议的条款， 

1 9 8 0年 8月 1 1日至9月7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締约IS第二次审査会议于其《最后文件》内向条约保存国政府建议于1985 

年召开第三次审查条约业务的会议，并注意到各締约国之间似乎有一种协商一 

致意见，主张第三次审查会议应于1 9 8 5年 8月至 9月在日内瓦举行. 

1。注意到在进行了适当协商以后,一个开放给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列締 

约国的筹备委员会已经组成：抠任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理事的締约国、或派 

有代表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締约国、以及任何表示有兴趣参加筹备委员会工 

作的条约締约国； 

84-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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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秘书长给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締约国第三次审査会议以必要的协助 

并提供于其筹备期间所需要的服务，包括简要记录. 

1 9 8 3年1 2月1 5日 

第9 7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大 会 

D i s t r . 
GENERAL 

A,/RE:S 

13 Jamaary 1 , 

第三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143 

大会决议 

；一委员会的报告（A/38/648 ) 通过〕 

38/75.谴责核战争 

大会， 

对该战争威胁日增，有可能导致地球上文明的毁灭，表示震惊, 

提请所有国家，人殆主f最有声望的科学家及军事和非军事专家都认为： 

核战"i:異开始，其死亡性后果即不可收拾，核战争中将永无胜利者， 

深信防止核浩劫是地球上亿万人民最深切的愿望， 

大会吁谞締结一项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 

1"一坚决、无条件和始终如一地谴责核战争违背人类良心和理智,是对各 

国人民的滔天大罪，也是对最基本人权一生命权利的侵犯； 。 

2. 谴责制定.宣扬、散布和鼓吹意图陚予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合法性" 

并广泛证ïïi动一场核战争是"可予允许"的政洽和军事理论及概念； 

3. 吁请所有国家团结一致,加倍努力以谋求消除核战争威胁、停止核军 

备竟赛并削减核武器，直至彻底消除核武器. 

1 9 8 3年1 2月 1 5日 

第 9 7次全体会议 

84-01127 





联 合 国 L i s t r . 

大 会 
A/RES/58/76 

18 January I98U 

第三十八届会î<i! 

U! S Si目1 4 4 

大会:ii<ï 

( « « ! S - $ . a t â 5 J i t ( fl/38/64S ) 

3 8 / 7 6 . I i a g : g % 

£ L 核 3 ^ 备 化 赛 的 持 续 f 璽 * S 加 》 s 祛 a : 爭 的 适 f â ， 表 示 ， g ， 

考<s a 核 s « a i 于 护 世 界 4 0 平 、 防 止 铉 a ; 爭 8 有 重 大 贵 T i * 

回 g其 1 9 8 2 4 1 2月 1 3 日 第 3 7 / 1 0 0 B号: $ W *表示 S f l当前的 f f :兄 * , Î ' J 

亍祛武《8的:il¦ • 

1 . 0 _ « i 有 铉 a S S S S 手 S 珐 当 的 桔 查 下 ， 在 ^ 量 上 的 廣 量 上 ： ？ ^ 结 其 拥 有 的 一 切 祥 

» S • EP : 

( a ) 停 止 扩 充 祛 a 库 的 一 切 a B i ; » l a ` * 有，+ ? ? e f l f t 5 t i 3 5 i « $ y i 4 o « i，种类 

的 : 

< b ) 不部署新的种 $ * o $ 5 J B 5 f l S t 8 : 

< c 〉 8 停 一 a l f t s t i s a s 及 其 新 的 & $ ¦ o $ g 的 ) Ê i S î M 的 试 g : 

(d ) 停止主产ffibl.W達《K83的*!$Wfi ： 

8 4 - 0 1 4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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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faf I B 臂 最 大 g 武 库 的 . 3 ^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4 o S « 3 4 o 具 和 J : l " g i S L ! l M 方 率 先 同 吋 

结 f t K S * W » 为 其 t e f t S U f f 出 傍 押 ： 

3 . ̀ J J L W i 臂 其 1 6 ^ 武 后 ？ 、 《`-Ç结其tSK8: 

4 指 出 迫 H J S S J j o l S H 力 就 大 量 大 權 f l f f l i S 伟 《 8 g S î f i r w ， k U J S a 

î t j 底 ； 3 » 铉 a s 的 《 g 目 

I 3 8 3年 1 1月 1 5 B 

第 3 7 全 体 f 1»̂  



联 合 匡 

大 会 
t/?zs/j:/i:i 
2C :en'jery 193U 

第三十八届会议 

i义程项目4 6 

大会通过的决议 

〔关于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8/624)〕 

38/181.《非洲非核化宣言》的执行情况 

"锘记着 1 9 6 4年 7月 1 7日至 2 1日在开罗*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匿家元 

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第一届常会所通过的《非洲非核化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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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以及1 9 6 5年 1 2 月 3 日 第 2 0 3 3 ( X X ) 号 决 1 9 7 7年 1 2月 

1 2日第 3 2 / 8 1号决议、 1 9 7 8年1 2月 1 4日第33/63号决议、1979 

年1 2月 1 1日第 3 4 / 7 6 A号决议、 1 9 8 0年 1 2月 1 2日第 3 5 / 1 4 6 B号 

决 议 、 1 9 8 1年1 2月 9日第 3 6 / 8 6 B号决议和 I 9 8 2年 1 2 月 9 日 第 

37/74A号决议，其中大会请所有国家把非洲大陆及其四周岛a#作为无核武器 

区看待并予以萆重， 

《宣言》的执行情况 

"大会,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05^ A/5975号文 

件。 

84-0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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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于其第 3 3 / 6 3号决议中，大会强烈谴责南非以任何公开或隐蔽的方 

式将核武器引进非洲大陆的企图，并要求南非立即避免在非洲大陆和其他地方 

进 行 核 鑤 炸 ， 

‧ 1 9 8 0年 1 2月 1 2日第35/146A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以外， 

对秘书长关于《南非在核领域的计划和能力》的报告2 ，表示赞赏，并对秘书 

长的报告确定了南非具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深表惊恐， 

^ ^非继续发展核能力严重危害《宣言》的各项目标的实现，同时不仅 

对非洲国家的安全并且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还回頋 1 9 8 2年1 2月 I 3日第37/100F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 

请秘书处特别是裁军事务部和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在接到请求时，向各国和各 

区域机构提供协助，以釆取一切由有关国家倡议和参与的区域裁军措施， 

注意到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主任的报告'， 

注 : t到秘书长关于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关切地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是涉及南非核能力问题的第 

2 4段， 

深信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审议可行的办法,实现《宣言》的各项目标， 

1. t皿 Î大会吁请所有国家把非洲大陆和四周地区当作无核武器区看 

待，并予以尊重； 

《南非在^领域的计划勤力》（ 3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 b l . I. 1 U ), 

见A/38. "475. 

A/S 8/4 67.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4 2号》（A/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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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堇 i执行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的《非洲非核化宣言》是防止 

核武器扩散和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步骤； 

3. 谴责南非继续对核能力的谋求,并谴贲任何国家、公司、机构或个人 

同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一切形式的核勾结，因为这些行动阻挠设法使非洲全无核 

武器存在的《宣盲》的目标； 

4. 吁请一切国家、公司、机构或个人立即停止它们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进行任何可能阻挠《宣言》目标的一切形式的勾结； 

5. 再次要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避免试验、制造、部署、运输、储存、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6. 再次要求南非立即将核设施和设备交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視察; 

7. ，合国裁军研究所同裁军事务部合作，并与非洲统一组织协商，以 

便提供有关南非核能力继续发展的数据； 

8 . i秘书长向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提供必要的支援. P乂便研究所铌够执 

行本决议交付给它的任务.并由研究所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Hi—份擞告； 

9 .决定将题为"《非洲非核化宣言》的执行情况"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九 

届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3车 1 2月 2 0日 

第1 0 3次全体会i义 

B 

南非的核能力 
大会， 

回顾其1 9 7 9年1 2月 1 1日第34/76 B 号 决 议 、 1 9 8 0年 1 2月 

1 2日第 3 5 / 1 4 6 A号决议， 1 9 8 1年1 2月 9日第 3 6 / 8 6 A 号 决 议 相 

1 9 8 2年1 2月9日笫37/74B号决议， 



;..':-!:s/;:/i三： 
?âge !+ 

铭记着1 9 6 4车 7月 1 7日至 2 1日在开罗举行Ôt»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 

首相政府首脑会议第一/S常会所通过0^《非洲非孩化宣言》s 

回顾在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T ^ T —天会注意到各种族主义豉权 

积累军备和取得军备技术，及其取得核武器的可能性，对面临迫切需要裁军的 

国际社会构成一种挑战和a益危险的障碍，7 

注意到1 9 8 3年 1 0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第二十七届常会关于南 

非核能力问题通过的第GC(XXVII)/RES/AOS号决议， 

回頋在1 9 7 8年1 2月 1 4日第33/63号决议中,大会强烈谴贾南非以 

任何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将核武器引进非洲大陆的企图.并要求南非立即避免在 

非洲大陆和其他地方进行任何核爆炸， 

回頋1 9 8 0年 1 2月 1 2日第 3 5 / 1 4 6 A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寡项以外， 

对秘书长关于《南非在核领域的计划和能力》的裉告a表示赞赏，并对秘书长 

的裉告确定了雨非具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深表惊恐， 

遗憾地注蒽到尽管国际关切南非的核能力,并公认需要具傲迅速地处理 

这件寡务.伹裁军审议委 â会于其 1 9 8 3年的实质性会议无法完成对其议程 

上的此一宣要项目的审议.亦未能提出具体-建议， 

i脔非公然违反国际法的原则相《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不仅继续而 

事实上还加强对南都非洲独立国家特别是莱索托、莫桑比克相其邬分领土仍由 

南非军队占领的安哥拉进行军事攻击相其他侵略 , t n顛覆活动.深表关切, 

强烈谴贲南非军队军事占领安哥拉的都分领土，侵犯其国家主权、独立和 

领土兖整. 

s《同上，第二十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1 0 5， A/5g75号文件. 

， 第 S —10/2号决议，第12段. 

3 —《南非在核领域的卄划^能力》（联合国出钣物，出售品编号E. 81. I. 10). 



虽经国际社会一再呼吁，IE某些西方国家相以色列继续同南非种族主义政 

权进行军事勾结相核领械内的勾结，同时其中某些西方国家动辄使用否决权经 

常阻挠安全理事会果断处理南非问题的一切勞力，表示深切的失望， 

1.谴贵南非大规模增強军事机器,包括疯狂取得核武器能力，P义便进行 

镇压和侵略，并作为i(fc诈的工具； 

2 .表示充分支持南都非洲独立国家政府保证相保障其领七茅,罄fen家幸 

权的勞力； 

3 .重申种族主义政权取得核武器能力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枸成极其严重的 

.危险，特别是危及非洲各国的安全，并增加了核武器扩散的危险； 

4. 3；裁军审议委员会1 9 8 4年会议除了别的以外，考虑到秘书长关于 

南非在核领域的计划和能力的报告所载调查结果B ,将南非核能力问题作为犹 

先事项讲行实质性审査，以期通过有关这项问题的具体建议； 

5. 安全理蓽会为了裁军目的，并为了执行其维持国际相平与安全的义 

务和责任，采取强制性措施，以防止饪何种族主义政权取得军备或军备技术； 

6. E r J a安全理蓽会尽速完成其对关于南非冋题的第 4 2 1 (1977 ) 

号决议所设娄员会的各项建议的审议.以便堵塞现有武器禁运的漏洞，并使武 

器禁运更为有效，并且特别禁止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核领域的一切形式的合 

作相勾结； 

7. 谴贲任何国 t公司、机构或个人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的一切形 

式的核勾结，因为这种勾结除了别的以外，势将阻挠设法便非洲全无核武器存 

在的《非洲非核化宣言》的目标； 

8. 特别谴责一些成员国政府最皿作的决定，颁发许可证给其领土内的 

若千公司，对南非境内的核设施提供设备及技术相维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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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吁请所有国 t公司、机构和个人立即停止它们同种族主义政权进行 

的一切军事勾结和核勾结，包括甸它提供例如电子计算机、电子设备等物资相 

有关技术； 

10. 再次要求南非立即将其一切核设施相核设备交由囯际原子能机构视察; 

11. ，书长S、切注S南非在核领域的发展情况，并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 

议提出裉告. 

1 9 8 3 年 1 2 月 2 0 曰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大 会 

D i s t r . 
GENERAL 

A/RES/5e/l82 
18 January 198̂ + 

第 三 十 八 届 会 

W S 15目4 3 

大会:5^ W 

( 裙 « 苐 一 $ 8 会 的 } 6 告 （ f l / 3 8 / 6 2 7 〉通）3 ) 

3 8 / 1 8 2 . ^ih;^«»'!M^i»&»;^».fli?î^#aa».^.4*aa«ife4j? 

大 会 ， 

回 》 其 关 于 《 止 > [ 型 大 《 « ! 8 灭 性 《 2 1 的 - 1 9 7 5年 1 2月 1 1 日第 3 4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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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2 / 8 4 A 号 、 1 3 7 8 年 1 2 S 1 4 B 第 3 3 / 6 6 B 号 、 1 9 7 3年 1 2 S 1 1 S 

第 3 4 / 7 9 号 、 1 3 8 0 ; 1 2 月 1 2 B 第 3 5 / 1 4 9 号 、 1 3 8 1年 1 2月 9 B 

第 3 6 / 8 3 号 和 1 3 8 2 年 1 2 月 S 曰 第 3 7 / 7 7 A 号 ¥ Ù ！， 

S " 大 会 第 十 别 会 U ! < : s é 文 杵 》 第 3 3 S 的 a 定 ： « : s : 备 廣 量 和 8 量 的 措 

? E ? l 于 止 Î 备 竟 》 都 切 其 重 s ： 为 此 目 的 s 力 括 关 亍 和 停 止 ？ 5 良 ： 备 别 

是大《 « g天性 ; R S i - -质量 l o ; f e `展新 f F M千段的饺判， 

最 é 文 杵 》 *
7
7 段 《 t 8 : j ^ 定 ： 为 了 》?助防止 Î备的 ; | ! r量竞赛，使 f t f ^ j o l s f i C 

a : 最 é 能 S , 门 用 于 ^ 平 目 的 ， È 当 有 《 i 褶 a s i d 防 止 根 接 新 的 w f j S ï î 和 f i t 就 w 迳 新 型 

« s - 1 0 / 2 ̂  u • 

8 4 - 0 1 5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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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天 S j t g 的 《 P â ：扦且 s 当为禁止这钟新 2 大 S f l l S S 天性武 8 及其新 1 6 纟$而 1 * ? 出 5 1 

当 的 Ï Î 力 ， 

具， S 示其 1 1念： ; s于第十届《 »〗会 w « »通 a s各 l a : x定，》 » ̶ 1 8 3 *多jfl关于防止《 

H l f * i 技 厲 用 亍 《 « * s 大 3 » 模 ！ 5 天 性 S C ? ¦ ^ 此 种 a s 新 的 1 * 2 ， 十 3 重 s * 

a a j î i a 会1382年会U ! ) f f l f f l W i $ 了 W g J i H 为 " 瓣 2 大 《 模 3 灭 性 武 8 

I S J L Ê 当 运 用 一 tiO方法4oaîl，ld防止大《«!S天性武3^此种武if的 

U J L s 5 « 判 委 3 会 报 告 中 - 有 关 上 g ìïi a 的 》 ̂  3", 

1 - a _ s s t W 3 - 根 据 其 a 在 的 先 次 序 ， 在 含 培 K 府 专 家 协 助 下 ， 加 判 ， k i s B 

IIHT — î S 关 于 s 止 新 s 大 《 « g 天 性 此 钟 武 3 » 条 9 1 的 续 含 协 定 萃 1 î ，扦 

S U S 定类 2 的此种 S t î S f t U T 可婕的 t * S : 

2 . 4 - : g g ,国《避免* « &何足 1 ? 1 ^ ! 1 § 在！^了一 1 ! 5 5 1；多1 ! 5防止》£!大规權3天性 

i ï l S ^ f l 此抻 3 S 新 I H J 出 S i 的协定的会 t S î J É 主予利彩响的行 E S : 

3 . g î » ?全 3 事全各常仟 1 !事 1 1 ^ 1 及其 1 6 5 事上重 « ( 1 1 « 5 ^ ^表内 ¥相阁、 « 存 9 ¦ « » 

2 大《模 8 5 5 性武 8 ^ 0 此抻《 8 » 1 ^ ) ? 的， 8 8 ， 1 7 为》结一 1 ! 3 关亍化 1 `。 " ] 1 3 的嫁 3 » 2 的*一 

^ .扦 î ? i e - 各 该 声 a 月 将 由 $ 全 J Î 事 会 的 _ J S : i 定 予 k l 祛 可 ： 

4 . 4 ^ _ 0 - « * 有 a « a ^ 全 力 以 î i » I S M ， ¦ o 技 ; } i B Î Î Î 最 门 用 亍 ^ 平 自 的 ： 

s . t J * 书 长 将 大 会 第 三 十 八 s 会 W T W ^ « 目 的 一 《 j 贺 关 文 f t ! » 交 《 f i ï 会 . 

6 2_**5 = ` « !将 1关其工 ^ ^ 5 1：杲的^告{ |请大会第三十九届会 ` 1；! ?议： 

^ 《 大 会 ： £ 式 记 录 ， 第 三 十 八 届 会 W , 补 S 苐 2 7 号 》 （ f t / 3 6 / 2 7 〉.第三1^.|? 

8 I 1$ « 8 4 - 8 6 . 

3 - 自 其 1 3 8 4 年 会 ` W 幵 肇 之 日 g * l i 5 ï « 判 委 5 Î ^ S P : i 4 ? 5 » 为 " 会 W " < * 见 《 大 

$ t E ît: : 5 录 . 第 三 十 ， 、 3 $ W '补18 IS 2 7 号 》 ( fl / 3 8 / 2 7 ) ' 第 2 I f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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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 将 理 为 " S 止 新 2 大 a « 8 天 性 a s ^ 此 种 a s 新 l i a i : s $ 会 w 

. 的 接 吿 " 的 《 目 5 > 』 入 大 会 第 三 十 九 届 会 W Ê 吋 w s * 

1 3 8 3 年 1 2 S 2 0 B 

第1 0 3 ̀ J :全体会U 





联 合 国 

大 会 

Distr. 
GENERAL 

A/RES/38/185 
19 January 198i; 

第三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5 0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8/628邇过〕 

38/183.审査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A 

夏边核武器谈判 

大会， 

it欧洲部署新的中程导弹的可能性，并对欧洲大陆原已存在的导弹的发展, 

深感关切， 

2 1 9 8 1年丄 1月 3 0日在日内瓦开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和美 

m . 众同之间的Xi(边谈判至今未能获,I'符合各国人民期望的结果，深慼震惊， 

^_tiî.些谈判的失败可能导致欧洲和1^'界正在螺旋上升的军备竟赛又大大升 

f及，从而严重危^ |t;!际相平与安全，深^忧虑, -

，这些判依据维持尽可能^低氷平的军备和%力而不减损安全的'原则 

及早.ii^-当协议，对加强国际相平与安全和减少核战争的危险具有头等重要的 

意义， 

并深信为了各|g!人民安全的利益，本着灵活和负贵的精神进行谈判，仍有 

可能达成协议， 

84-01657 



1 .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fej联盟相美利坚合众[^t/;^-LE!故府'、,f>>尽全力使 

它们在日内瓦举行的双边谈判达成协议，j'g至少哲时商义个4部署中程导弹, 

并减少现有中程导惮的14目，同时继纟t进&谈-判，以求取得符合所有11家安全 

利益的积极成杲. 

2 .呼吁欧洲所有É窠以及一t刀有关in家竭尽全力进谈判进程并使之阆 

满完成任务； 

3. 呼吁所有国家竭尽全力停止军备竟赛,进行裁军，首先是核裁军，并 

且对减缓国际紧张局势，怏复缓和、合作和尊重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的政策作 

出贡献i 

4. 秘书长作出必要安排，将本咩吁书的内容转达所有Ifj家政府， 

I 9 8 3年 I 2月 2 0日 

第 I 0 3次全体会议 

B 

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丝 ， 

a核武器的存在^持续的军备竟赛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感到震惊， 

回顾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7i后文件》''核裁军的有效措施相防止核战争具有最高优先地位， 

又回顾此一信念已经大会第十二届特別会议—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 

的特别会议一加以重申， 

第S—10/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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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记其1 9 8 1年1 2月 9日第 3 6 / 8 1 B t第 3 6 / 9 2工,锄 / l O O f和 

1 9 8 2年 1 2月9日第37/78J号等决"i义， 

重申防止核战争的危险^核武器的使用的最有效保证是核裁军和彻底消除 

核武器， 

又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声称：一切国家应积极参与在各 

国间11际关系中创造条件的努力，以便就一项国际寥务中各国不得使用或咸胁 

使用核武器的相平行为守则达成协议， 

又重申核武器国家负有釆取措施以防止核战争爆发的特殊责任， 

1. 两个核武器国家在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届专门讨论裁-

军冋遨的特别会议)」，或重申的关于它们分别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 

的郑重声明提供了一条降低核战争危险的重要途径； 

2 . ^ £ 1 1其他尚未这样作的核武器国家也考虑作出不首先便用核武器 

的类似声明. 

I 9 8 3 年 I 2 月 2 0 日 

第 I 0 3次全体会议 

C 

禁止核中子武器 

大会，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 0段称，达成核裁军，除了别 

的以外，需要就停止在质量上改善相发展核武器系统的协议，迫切进行谈判. 

这一点在最后文件第5 0(a)段中得到特别强调， 

强调核中子武器将是核武器领域军备质量竟赛的进一步歩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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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l 9 8 1年1 2月9日第36/92K号决议和1 9 8 2年 1 2月 9日 

第37/78Ef决议， 

对全世界各地会员S以及各非政府组织对于核中子武器持续而护大的生产 

和引进各囯的军事武库之内，从而使核军备竟赛升级并大大降低核战争门樜所 

表示的关切，具有同慼， 

意识到这种武器的不人道的效应，特别对身无保护的平民居民构成严重的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于其 1 9 8 3年会议审议了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 

军的问题，以及禁止核中子武器的问题， 

遗憾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未能就开始进行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谈 

判达成协议，亦未能就开始在适当的组织体制下禁止核中子武器进行谈判达成 

协议， 

1 -重申其对裁军会议 2的请求：一亳不迟延地在一个适当的组织体制 

内开始进^判，以期締结一项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 

的公约'作为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 0段设想的谈判的一个有 

机部分； 

2 秘书长将大会第三十A>i会议一切有关讨论此问题的文件转交裁军 

谈判委员会； 

自其1 9 8 4年会议开幕之日起，裁军谈判委员会即将改称为"裁军会议" 

(参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 7号》（A/38/27)， 

第2 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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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军会议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交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4 .决定将题为"禁止核中子武器"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临时 

议程. 

I 9 8 3年 I 2月 2 0日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D 

核武器的一切方面 

大会, 

回顾'其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对 

于战争的危险，特别是核战争的危险深表关注，而防止核战争1^然是当前最重 

要、最迫切的任务， 

再次重申核武器对人类及其生存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囡此必须着手进行核 

裁军和彻底消除核武器， 

并重申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拥有最重要核武厍的国家，在履行达成核 

裁军目标的任务方面负有特别贲任， 

再次强调单单是现有的核武器就足以消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并锘记到核 

战争势将敌友不分，同归于尽， . 

回顾其第十届特别会议—笫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颞的特别会议一曾决 

定给予核裁军初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措施以最高优先地位，并认为必须停止扭扭 

转核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以便防止涉及核武器的战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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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指出任何贏得一场核战争的期待是愚赉的,而这样一场战争势将无可 

避免地导致国家的毁灭，使得地球上的文明^生会太身遭受重大的破坏^灾难 

性的后杲， 

又回顾其1 9 8 0 年 1 2 月 1 2日筲 3 5 / 1 5 2 B号决议内惊恐地注意到核 

军备竟赛的加剧命釆纳有限度地或局都使用核武器的新学说，这种学说违反了 

大 会 1 9 4 7 年 1 1 月 3日题为 "对罝传及煽动新战争者将釆之措施 "的筲 

110(工工）号决议，并也增加了核浩劫的危险，而且又造成核冲突可予容许^ 

接受的错觉， 

惊恐地'注意到，在出现了有限核战争的学说以后，又出现了持久核战争 

的概念，这些危险的学说使军备竟赛的螺旋上升节外生技，可能会严重地阻碍 

核裁军协议的达成， 

对于核军备数量和质量竟赛的不断升级，以及各方对核威慑学说的依赖1 

这种情况事实上增加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并导致紧张局势的剧化和国际关系的 

不稳定，深感忧虑， 

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1 9 8 3年会议就其裉告，内所载议程项目4的有 

关，一议， 

強调迫切需要停止;^展和部署新型核武器及其新系统，作为朝向核裁军道 

路迈进的第一步， 

再度强调裁军谈判应给予核武器问题以优先地位，并应忆及大会第十届特 

别会议《最后文件》'第4 9 ^ 5 4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1 编第2 4号》（A/^3a/^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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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顾其1 9 7 8年1 2月 1 4日第33/7—1H号决议、1 9 7 9年 1 2月 1厂 

日第34/83 J 号 决 议 、 1 9 8 0车1 2月 1 2日第35/15 2 B和C号决议、 

1 9 8 1年1 2月9日第36/92 E 号 决 议 ^ 1 9 8 2 年 1 2 月 9 日 第 3 7 / 

7 8 C号决议，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1 9 8
 3

年会议中讨论了有关停止核武器竟赛 

^核裁军的问題，特别是讨论了设立一个就此事项进行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的 

问题， 

伹是，遗憾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来能就设立一个专门从事停止核至备^赛 

^讲行核裁军多边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一事达成协议， 

^ 应 当 继 续 作 出 努 力 ， 以 便 裁 军 会 议 2 能 够 履 行 其 就 停 止 军 备 竟 赛 

和达成核裁军进行谈判的作用，在此应铭记到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文件》 

给予此一问颞的高度优先地位， 

深信裁军会议是筹备^汫行核裁军谈判的最适当论坛， 

1. M 裁 军 会 议 遵 照 大 会 第 十 届 特 别 会 议 一 第 一 届 专 门 讨 论 裁 

军问^的特别会i义一《最后文件》第5 0段的规定，毫不迟延地着手就停止军备 

竟赛和核裁军进行谈判，并特别制订一项核裁军方案，并为此目的，设立一个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特设工作小组； 

2. 决定将题为"停止核军香竟赛和核裁军：裁军会议的报告"的项目列 

入大会'苐三十九届会议Ifff时议 

1 9 8 3牟1 2月 2 0日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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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审议了裁车审议娈员会的报告,' 

冉次强调对大会第十届特別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 

《最后文'件》'内所载各项有关建议*3决定采取有效后续行动的重要性， 

考虑到大会笫十二届特别会议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 

《结论文件》'的有关章节， 

M裁军审议委员会已在审查戟军领域内各种问题并就这些问题缇出建议、 

并在促进执行大会第十庙特别会议各项有关决定方HJ—，发Ï卓了重大作用并作出 

了重要贡献， ' 

希望加强裁军审议委员会作为裁军邻、^的审议机构的效， 

回顾其1 9 7 8年1 2月 1 4日第 3 3 Z 7 1 H号、 1 9 7 9 年 1 2 月 1 1 日 

第 3 4 / 8 3 H号、 1 9 8 0年1 2月 1 2 日 第 号 、 1 9 8 1年 1 2月 

9日第 3 6 / 9 2 B f和 1 9 8 2年1 2月9日第37/T8H号决议， 

1. 注意到裁军审议突员会的报告； 

2. 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尚未完成对其议程上一些项目的审议； 

《 同 上 ， 第 十 二 届 特 别 会 议 ， 附 件 》 ， 议 才 呈 项 â g, 1 0, 11 

1 2 , 和 i 3 , A/S̶12/32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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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裁军审议娄员会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 

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 I 8段观定的任务和大会笫37/78H 

号决议笫3段的要求，继续进行其工作，并为此目的，在其下一届实质性会议 

上竭尽全力就其议程上未决的项目达成具体建议，同时要照頋到大会各项有关 

决议及其1 9 8 3年实质性会议的成果； 

4. ！裁军审议委员会在1 9 8 4年举行不超过四周的会议，并向大会第 

三 十 九 届 ; 议提出一份实质性报告，内载关于其议程所列项目的具体建议； 

5. ;5秘书长将裁军谈判突员会的报告，和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有矢裁军 

事项的所有正式记录转交裁军审议委员会，并提供其于执行本决议时可能需要 

的一切援助； 

6 . ^将题为"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九届会议临 

时议程。 

1 9 8 3年1 2月 2 0日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同上，笫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 7号》（A/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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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裁军 

大会， 

再次强调迫切需要积极持续的努力以加紧全面执行大会笫十届特别会议一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剁会议一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1所载并经大 

会第十二特剁会议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结论文件》* 

所 核 可 各 项 建 为 决 定 ， 

回顾1 .9 7 9年1 2月 1 1日《国际合作裁军宣言》 a 1 9 8 1年1 2月 

9日大会第3 6 / 9 2 D号决议^ 1 9 8 2年1 2月 9日大会第 3 7/7 8号 

m , 

对于爆发一场核战争的危险、持续的军备竟赛以及发动新的一轮进一步军 

备数量竟赛的危险一所有这一切均'对国际局势产生极端不利的影响一深表关切' 

强调消除核战争的危险、停止核军备竟赛和达成裁军一特别是在核领^— 

对于维护^平及加强11际安全具有莫大的重要性， 

汪到全体人民均与有效裁军搢施一从而可以腾出相当数量的资金湘物质 

资源用于所有,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一的达成，休戚相关1 

动日增， 

深信有必要在各国政治善意的基础上,遵照联合国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 

文件77加强建设性的国际合作以争取胜利完成裁军谈判， 

一-第3 4/8 8号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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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各11^《联^lieg覃》负有执行I 9 7 0年 1 0月 2 4日《各国依照联合国 

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的宣言》'所孩可的，彼此合作以维护国际 

和平安全的贲任'而积极建设性地舍作以达成裁军目的的义务乃是该项贲任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表示深信具体政治善意的表现,包括单方面的措施，例如承抠不首先使用 

核武器的义务，势将改善各囯本着合作精神以觯决各项裁军问题的条件， 

强调各项颇为便于执行而同时又-十分有效的提案，例如旨在消除全世界范 

围内或区域范围内使用武力的提案，势将大大有助于达成此项目的， 

铭记着联合国在团结各方维持相发展各国间旨在觯决裁军问题的积极合作 

的努力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并发挥中心作用， 

1 .吁请一切国家在实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时，通过积极 

参加各项裁军谈判，积极采行《囿际合作裁军宣言》所载各项原则^理想1以 

期达成具体的成果，并在安全平等和不受减损以及在囿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 

基础上采行这些原则命理想，同时避免发展军备竟赛的新方向湘新渠道； 

2.着重指出加强联合国履行其按照《联合国宪章》维持国际^平与安全 

的责任的效力et[重要性， 

3 .在此方面宣告制订湘散播任何主张发动一场核战争有其理由的理论和 

概念，势将危及世界和平、导致国际局势的恶化、进一步加紧军备竟赛，并妨 

害普遍公认的国际合作以促进裁军的必要性； 

4. 宣告在国际关系上使用武力以及阻止充分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人 

民独立宣言》2°的企图，都是违背if际合作裁军理想的现象； 

5. 吁请各个身为军事某a成员的国家,,在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笫 2 6 2 5 (XXV)号决议，附件. 

'第 I S M ( X V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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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并本蓍国际合作裁军的,神，促进逐步相‧互限制各自集团的军事活 

动，从而创造觯散各该集团的条件； 

6. 吁请‧ ̂ 会员国,特别是在进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所发动的世界 

裁军运动'方面，应当除了别的以外，还要通过其教育系统、大众新闻媒介和 

文化政策等渠道，培养^散播囿际合作裁军的理想； 

7. 联合国教育及科学^文化组织考虑旨在通过研究、教育、新闻、 

通讯^文化活动以加强国际合作裁军的理想的措施，以便进一步动员世界公众 

舆论来促进裁军； 

8. 吁请各11政府在遵守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的同时鼎力协助停止湘扭转 

军备竟赛，特别是核领域的军备竟赛，从而减少核战争的危险. 

1 9 8 3 年 1 2 月 日 

第I U 3 全1^会i义 

G 

防止核战争 

大会, 

对核武器的存在和持续的军备竟赛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慼到震懔， 

回顾消除一场核战争的威胁是目前最严重和最迫切的任务， 

1空各会员国共同的责任是使后代免遭另一次惨不堪言并必然是核战,的 

世界战争， 

MM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最 

后文件》第4 7-至5 0 和
5
 6至5 8段内有关旨在确保防止核战争的程序的各 

项条款，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特别会议，附件》议程项目9、 10、 I I 12. 

和13， AXS —12/32号文件，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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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顾其1 9 8 1年1 2月 9日第 3 (5/8 1 B号决议和特别是19 8 2 

年1 2月 9日第 3 7/7 8工号决议，其中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最高优先事 

项，着手进行谈判，以期就防止核战争的适当而实际的措施达库协议， 

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其1 9 8 3年会议的年度报告` 

关切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1 9 8 3年会议未能就此一问题开始进行谈 

判， 

考虑到第三十会议关于这个项目的审议经过， 

高优先事项， 

1. 再‧ iff裁军会议2考虑剷'大会第37力8工号决议所述各项文件以及 

其他现有提案和今后的各种倡议，作为最高优先事项，着手进行谈判，以期就 

防止核战争的适当而实际的揞施达成协议； 

2. 进 一 步 请 戟 军 会 议 为 此 目 的 于 1 9 8 4年会议开始时成立一个 

关于此问题的特设工作组小组； 

3. 决 定 将 题 为 " 防 止 核 战 争 ： 教 军 会 议 的 裉 告 " 的 项 目 列 入 第 三 

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3年 1 2月 2 0日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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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兰 ， 

审赍了大会f十届特别会议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的4#别会议——所 

^过的议扣决定的执行tft况，也审？〖了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一一^二屆 

专门讨论裁军问颞的特别会议一《一祛论文件》'， 

回 顾 其 1 9 7 8 年 6 月 3 0 y ^ i ; 1 0 / 2 号 决 议 、 1 9 7 9 年 1 2 月 1 1 

日^；34 / 8 3 n号决议、1 9 8 0 i 2 月 3 日 第 3 5 / 4 6 号 决 议 、 1 9 8 0年12 

月1 2日第35/1 5 2 E 号 决 议 、 1 9 8 1 年 1 2 月 9 日 第 3 6 / 9 2 M号决议、 

1 9 8 2 年 1 2月9日第3 7 / 7 8 1 '，号决i义相1 9 8 2 年 7 月 1 0 日 第 S — 1 2 / 

2 4 决定， 

深为关切地:^乇:f:?||絜十运特别》议召，乂来历五年余，而该届^议的it i义 

相决定尚未得到任何具体执行结果，片且芘此期间，车备^赛，特别是核军-i^ 

赛的势头曰益增强.^向防止核战争^=11促进戟军的迫切措施却仍未〗屯过.问时 

发生了持续不断的统治相外[1】占;!îi,对独立h^]家逬行公开咸胁、施加£力 

相从禀军事干涉以及'(1 二反《収合m宪《'.》项-;J,E本原jiîij的'件.从而对[#J际相 

平与-'《全构成极为严的威胁， 

f i t核军备的质量才口数量竟新斤级，以及对核威化学说相使用#j t器 

的学说的依赖，已加了核战争爆发的/i,,险，并在1^1&-乂-系上>^^致了史大的不 

安全和不稳定， 

又深信只有有效「î]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才能确保(51际相平与-'《全，并 

且最迫切'的工作之一是停止和扭转:^-备使,?；纟并采工R具体/、、军施，特别是核裁 

军措施，而在此方面，核武器国家才‧1 ' '其(t^,军辜上重娈乾主要的rn"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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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感《切地`化意到垅军谈判数年来一人寸进，致使当前的国际局势更加危 

险和不Ç全，同时 - / < t军冋,顿谈判又远 f ' ç ; ' f " ,干军备巾.域,射支术发 I而且 

军事武厍特别是扭:武有增无已， 

回頋各囯在各种国际协定中承诺就裁军措施，特别是就核裁军措施进行谈判， 

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更加必须真诚地对所有各级的裁军谈判，特别是核裁军谈 

判给予新的推动力，并在不久的将来取得真正的进展， 

深信由各会员国积极参加裁军谈判可使关系到全世界人民重大利益的这种谈判 

取得成果，从而有助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宴_î联合国在裁军领域起有中心作用并负有主要责任， 

强调业经所有会员国在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一致明确重申以之作为停止 

和扭转军备竟赛的通盘努力基础的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仍然完全有效， 

而且其中所列的目的和措施仍然是有待达成的最重要的迫切目标之一， 

1. ^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加速和加剧-世界关系重新非常严重 

地恶化-世界各地的侵略焦点和紧张温床情况加剧-从而威胁51 泄界和平与5^4^ 

`i锌加核战争爆发的/卩险，深最关切.； 

2 .呼吁所有ii.r.^，特别是核武器W家相其他军事上重要[1窠.采取迫切 

揞施以便终止围际局势的严重^化-笄w^i^军为il础促进fi际^全-停止和扭转军 

.备党-:iV.犮动真正的裁军进程； 

3. 所有H'《，特别是核武器I".家加其中拥有最重要的核武库的!S家采 

取迫切措施，以期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亦即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 

别会议《最后文件》的备项建议和决定，并履行《最‧》第三章卩斤载《行动 

纲》内的各 I S优先任务： 

4 .吁请所有国家避免采取对裁军谈判的结果有不利影,或可能有不利影 

的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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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冉次吁请裁军会议 2扭其工作集中干其议程上各项实质优先项目 

不再i^>é地着手.iit行核裁军相防止4'《战-1',谈判.并制订一项关于禁止核武器试 

验的？：约，相一项关于全面有效禁止一切化学武器的发展、生产扣储存以及销 

毀化学武器的 

6 ‧ l i l t m ' ^ \ n i ^ ^ ê - 照其任夯规定加紧工作4|^继f_/K>ri/L工作， 

以 * 就 其 议 n t的定liS目作出具体3；爭ii{： 

7 . Î适另行〖f独就核裁军问f!i'逬行谈判的核武器「3家作出最大努力，使 

这些谈判达成具体结果.从而对核-八军多边谈判的成功作出贡献； 

8 . it所有在肤合li范围以外'〗"行-战军谈判相哏制军备谈判的「S家，按照 

大会<^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有关条款，将其 i《判情况相(或）结杲随 

时 i l |知大会相军会"t义： 

9 . 决定将：,'"!^ " ̂ 十届特别 < 、议1〗.项3#议相决定的执行惊况"的项目列 

入V ; : : .十九届义的临时 i义^. 

1 g 8 3车1 2月 2 0曰 

1"《103>̂ 全体会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 其 - 1 9 7 9 年 1 2 月 1 1日第 3 4 / 8 3 B 号 决 议 、 1 9 8 0 年 1 2月 

1 2 " â ¥ 3 5 / 1 5 2 J 号 决 议 、 1 9 8 1 年 1 2 月 9 日 第 3 6 / 9 2 F 号 决 议 和 1 9 

8 2 年 1 2 月 9 日 第 3 7 力 8 G号决议， 

又回頋其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和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结论文件》， 

审议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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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 军 会 议 2 作 为 裁 军 问 题 的 卑 一 多 边 谈 判 机 构 ， 应 在 有 关 各 项 优 

先裁军问题和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三章所载《行动纲《51》内 

的买质性谈判中，犮挥关键性作用， 

特设工作小组的设立为 ^军会 i义议程上各 1 5 目的多边谈判提供 

一个最完善的体制，并有助于加强裁军会议的谈判作用， 

大会虽已一再要求，而且裁军谈判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鼠亦已表示了明确 

的愿望，伹委员会1 9 8 3年会议期间再度未能设立一个就停止核军香竟賽和 

核裁军进行多边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表示惋惜， 

it裁军谈判委员会也未能设立一个就防止核战争和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 

备竟赛进行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又未能将新的职权赋予其于题为"禁止核试 

验"的议程项目1下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让它能够就这项问题尽早进行实质 

性谈判，表示遗憾， 

皿 裁 军 会 议 以 外 进 行 的 特 定 裁 军 问 题 谈 判 不 应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成 为 

妨 ^ m^m»问题进行多边谈判的借口， 

1 .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迄 今 仍 未 能 就 其 审 议 多 年 而 且 又 是 - 合 

国定为最高优先和最迫切的裁军问题达成具体协议，表示深切关注和失望， 

2. j l裁军会议加紧其工作，并竭尽一切努力，以便在尽可能最短 

期间内就其议程上的特定优先裁军问题达成具体的成采， 

3。 再次促请裁军会议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和 ; 

会关于这些问題的其他有关决议的各项汆款，于其1 9 8 4年会议继续或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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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其议程上优先裁军问题的实质性谈判，同时，为了达到这项目的，对现有 

的各特设工作小组赋予适当的谈判职责权限，并作为迫切事项设立夫于停止核 

军备竟赛和核裁军、防止核战争和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香竟赛的特设工作小 

组； 

4。 皿 裁 军 会 议 不 再 延 地 瞢 手 制 订 一 项 关 于 禁 止 核 武 器 试 验 的 

国际条约草案，并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一份进庹报告； 

5。 又促请裁军会议加快工作，制订一项关于全面有效禁止一切化 

学武器及销毁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草茱，并将此公约草案的初稿提交大会第三 

十九届会议； 

6。 ！ 裁 军 会 议 当 安 排 其 工 作 ， 以 便 将 其 注 蒽 力 和 时 间 主 要 巣 中 

在优先裁军问题的实质性谈判； 

‧ 7。 J I裁军厶议内反对？#某些实质性裁军问题进行谈判的成员国来取 

积极态厪，更裁军会议能够在裁军谈判领域有效执行国际社会赋予它的职^; 

8。 M裁军会议中， #牿定优先裁军问题另外进行谈判的成员加强 

勞力，使这些谈判不再延迟地达成积极成果，并就它们另外进行的谈判和取得 

的成果向裁^B，出一份全面报告，以便按照上文第3段的规定对 

行的谈判'作出最直接的贡献； 

9。 裁 军 会 议 向 女 会 i 三 十 九 届 会 议 提 出 一 份 有 关 其 工 作 的 报 告 ; 

i g 决 定 将 题 为 " 裁 军 会 议 的 裉 告 " 的 项 目 列 入 第 三 十 九 届 会 议 的 

临时议程。 

1 9 8 3 年 1 2 月 2 0 日 

% I 0 3次全体会i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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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审査了各国向裁军审议委员会1983年会议提出并载于该委员会提交大会 

的报告，内的各项具体提案， 

认为鉴于目前双边湘多边谈判方面存在的僵局，这些提案中一项旨在通过 

编制关于单边措施的研究以促进核裁军谈判的提案，特别具有价值， 

世秘书长在合格的政府专家的协助下，并利用通常适用于这些憒况的方法 

编制一份关于有可能激励各国在国家安全不受减损的基础上釆—取—单方面核裁军 

揞施的方法禾ti途径的报告，势将可以促进相辅助这个领域内的双边^多边谈判, 

1 9 8 3 ^ 1 2 月 2 0 日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A/RES/38/185 
Page 20 

K 

综合裁军方案 

大会， 

î â i :裁军谈判委员会 1 9 8 3年会议报告中所载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 

小 组 的 报 告 ， ' ° 

，报告所迷期间方案拟订方面所取得的进屣， 

但是， M ! i综合裁军方案的拟订工作尚未％完成，而综合裁军方案根据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 i s特别会议一《最后文件〉7 

的规定，应包括"各国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的综合裁军方案，以确保有效国际 

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能够在一个囯际和平与安全普遍存在、新的国际经 

济秩序获得加强和巩固的世界上得刳实现"，" 

1 .全，裁军会i£&l5ie在其认为情况顺利时重新进行以往要求的拟订综合 

裁军方案的工作；并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一件进度报告，并至迟在第四 

十一届会议以前向大会提出该方案的草案全文； 

2 .决定于其第三十九届会议参照上述进度报告，审议宜否请裁军审议委 

员4^一步审査此一问题，并向大会提出适当的建议《 

1 9 8 3 年 1 2 月 2 0 日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同上，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 7号》 ( A / 3 8 / 2 7 )，第 8 8段. 

' 第 S — 10Z2号决议，第1 0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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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周 

大会， 

对于军备竟赛仍在升级,深感忧虑， 

强调广泛持续地动员世界公；^"^#乂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特别是停止和扭转 

核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迫切需要和重要性， 

；!^世界性的反战和反核群众运动， 

满:1地注意到各If政府、各国际组织相国家组织对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宣 

布联合国创立日十月二十四日开始的一周为裁军g标宣传-周的决定给予了广泛 

和^极的支持， 

回顾其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结论文件》附件五所载关于世界裁军运动的 

各项建议，特别是其中"鉴于裁军周在促成裁军目标方面起了有用的作用，每 

年1 0月 2 4日起的一周应继续作为裁军周广为纪念"的建议， 

― 
还回顾其1 9 7 8年1 2月1 4日第33/71 D 号 、 1 9 7 9年1 2月11 

日第34/83工号，1 9 8 2年1 2月 9日第 3 7 / 7 8 D号决议， 

1. _ M ^ M I Î秘书长关于各国政府组织和非政^组织举办裁军周的后 

续措施的报告；" 

2. ！强有力地支持和积极参与举办裁军周的全体国冢、各国际非政府组 

织相国家非政府组织表示赞赏； 

A/3 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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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所有国家在裁军周期I司釆取地方一级的适当措施时，计及秘书长所 

制订的裁军模范方案的各组成部分； 

4. i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加强活动以传播 

关于军备竟赛各种后果的新闻，并请它们将活动情况通知秘书长； 

5. 3各国政府按照大会第33/7lD号决议将它们为便进裁军周目标而举 

办的活动通知秘书长； 

6. f各国际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举办裁军;^并将进行的活动通知秘书长; 

7. ，秘书长按照第33/71 D号决议第4段的规定，将一份载有上述第 

4至6段所指各项资料的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 

1 9 8 3车 1 2月 2 0曰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M 

大会第十届会议iëi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 

《最后文件〉r的各项条款，特别是： 

(a) 核武器是全人类和文明延续的最大危险， 

(b) 必须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以防止涉及核武器的战争的 

危险， 

( C ) 消弭世界大战 场核战争一的威胁是今日景迫切紧急的任务' 

(d)裁军的责任应由一切国家承担，而核武器国家对核裁军负有主要责任, 

"A/34/4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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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防止核战争危险和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最有效保证是核裁军和彻底销毁 

核武器, 

(f) 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核武器国家负有特别责任，采取旨在防止核战 

争爆发的措施， 

(g) 在达成核裁军的各个目标方面，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其中拥有最 

重要的核武库的国家，负有特别贵任， 

^核军备竟赛尚未停止，而核战争危险却有增无已，深慼遗憾， 

M目前世界局势中核战争危机四伏，深感关切， 

1. 庄严重申核武器国家对于核裁军、釆取措施防止核战争和停止核军备 

竟赛的一切方面负有特别责任〗 

2. 庄严重申裁军谈判的成败牧关全世界人民的重大利益,因此所有国家 

都有责任为裁军领域的努力作出贡献； 

3. 庄严重申联合国在裁军领域起有中心作用并负有主要责任; 

4. ！核武器国家每年向大会提出损告，报导它们共同地或个别地为履行 

1 9 8 3年1 2月 2 0日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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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核武器谈判 

大会， 

皿其第十庙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以协 

商一致意见通过《最后文件》'第二章内的《宣言》，其中除其他筝项外， 

还宣称为了切实执行联合国根据其《宪鞏》规定而在裁军领域负有的中心任务 

和主要责任起见，联合国应在不影嘀谈判逬展的情况下，适当地获悉这个领域 

所采取的一切单边、双边、区域或多边步骤， 

还回顾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上 ， 各 会 员 国 重 申 它 们 庄 严 承 诺 ^ 力 于 1 9 7 8年《最后文件》，并一致 

塱决地重申该文件的有效性， 

`M!i!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两国政府已分别于1981 

年1 1月3 0日和1 9 8 2年 6月 2 9 3开始在日内瓦进行两系列的双边核武 

器谈判， 

满意地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提出了198 2年 1 2月 9曰大 

会第37Z78 A号决议所要求的报告"， 

希望其他主要核武器国家也能在大会笫三十八届会议闭幕前遵从大会的请求' 

a各项双边谈判显然尚未产生所期望的结果表示惋惜， 

1。促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为了打破当前 

的僵局，立即审查有无可能将它们所进行的两个系列的谈判合并为一，并将其范围 

扩大，以便将"战术"或"战场"核武器包括在内； 

" A / 3 a/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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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再次请两个谈判当事国经常铭记到这个问题不仅攸关到它们两个囯家 

的利益，而且也攸关到鉴个世界的全体人民的利益； 

3. f两个当筝国不断地将其谈判的迸展适当地遒知联合国； 

4. 决定将题为"晨边核武卷谈判"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3#12月20日 

第103次全体会议 

0 

裁军研究咨委员会 

大会，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24段， 

又回顾其1 9 8 2 ^ 1 2月 1 3日第37/99K号决议第三节，其中请秘书长恢 

复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 

1 •对秘书长已恢复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表示满意； 

2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1 9 8 3车活动的报告'，； 

3 , ！秘书长每年就咨询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向大会提出裉告. 

19 8 3年 1 2月 2 0日 

第'10 3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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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双边核武器谈判 

大会， 

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于1981年11月30曰 

在曰内瓦开始的双边谈判至今未能取得;|?、极成果，深表遗憾， . 

坚信依照维持尽可能釗! ^ ‧的军备军力减损安全的原则,及早就这些谈. 

判取得协议，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极为重要， 

对于谈判的破裂可能阻碍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取得裁军进展的努力, î i 

关切， 

相]言本着灵活和顾及所有国家安全利益的负责精神进行的谈判，确有可能， 

1. 吁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在不附带任 

诃先决条件的情况下，继续在日内瓦进行双边谈判，只要有需要，就一 1继续 

下去，以便!^照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和朝向裁军迕展的普遍期望取得积极成杲； 

2. 吁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不遗余力, 

力求实现谈判的最终目标； 

3. 述两国政府积极致力于增进相互i"任，以便创造更有利于取得裁 

军协议的气氛； 

4. 3谈判方促便谈判取得顺利完成的努力，表示最坚定的鼓励和支持. 

1983年12月20日 

第103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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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5 8 

大会决议 

C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8/636 )通过〕 

38/184.裁减军事预算 

A. 

大会， 

对于军备竟赛不断加剧，军事开支日益增加，使所有国家的经济承受沉重 

负抠并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造成极为有害的影哬，深表关切， 

重申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的特别会议一《最后 

文件》的各项条款艰据该《文件》，特别是袄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 

在共同商定的基础上，例如按绝对数字或百分率逐步裁减其军事预算，将有助 

于遏制军备竟赛，并将增加目前用于军事用途的资金转用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 

可能性，特别是造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m在其第十二届特别会议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上， 

全体会员国一致坚决地重申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有效性，并庄严承 

诺致力于该《文件》， 

还回顾《宣布1 9 8 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其中规定在这段期 

间，应重新作出努力，以便就裁减军事开支并将由此腾出的资源转用于经济和 

社会发展，特别是造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达成协议， 

'第 S - 1 0 / 2号决议，第 8 9段 

2第.3.5/46号决议，附件. 

84-016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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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顾其1979年1 2月1 1 日 第 号 决 议 中 作 出 的 、 后 来 又 在 

1980年1 2月 1 2日第35/142A号决议、1981年1 2月 9日第 3 6 / 8 2 

A号决议和'1982年1 2月 1 3 日 i 37/95 A号:^；义if i:—申的各项条款，其中 

认为应当对于以公平方式冻结、裁减或以其他方式限制军事开支：包括对可使 

一切看关方面都感到满意的充分核查措施达成协议的努力，给予新的推动力， 

1 

意识到各会员国提出的各种不同的提案以及迄 今为止在联合囯范围内裁减 

军事预算领域中所进行的活动， 

深信确定和制订各囯在冻结和裁减军事预算领域内进一步行动所应遵 

守的原则，将有助于调和各国的意见，并在各国之间建立信任，以利于达成裁 

减军事预算的国际协议， 

认为确定和制订各国在冻结和裁减军事预算领域内进一步行动以及目前 

在联合国范围内进看，裁减军事预算问题的其他活动所应遵守的原则,应被 

视为是一种具有达成裁减军事预算国际协议的基本目标的努力， 

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就其 1 9 8 3年会议期间完成的关于"裁减军事预 

% " 问 题 . 工 作 而 提 出 的 报 告 ， ' 

1. 再次宣告其信念：关于裁减军事预算的国际协议是有可能在不影响所 

有国家所享有的安全不受减损、自卫和主权权利的情况下达成的； 

2. 重申由于裁减军事开支而腾出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应当转用于经济和社 

会发展，特别是造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3. 吁请各会员国，特别是军备最强大的国家，加强准备进行建设性的合 

作，以期结、裁减或以其他方式限制军事开支达成协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会议，补编第 4 2号》（A/38/42 ) ， 第 2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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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敦促所有国家，特别是军备最强大的国家，在达成有关裁减军事开支 

的协议之 ï r自行克制其军筝开支以便将腾出的经费转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 

特别是造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5 . 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下一届实质性会议中继续审议题为"裁减军事 

预算"的项目，包括审议工作小组主席的各项建议'及有关该论题的其他提案和意 

见，从而确定和制订各11在冻结和裁减军事开支领域内进一步行动所应遵守的 

原则，并铭记着在适当阶段将这些原则纳入一项适当文书内的可能性； 

6 .决定将题为"裁减军事预算"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九屆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3年：[2月2 OS 

% 103次全佐会议 

大会. 

对于簞备竟赛.相目前军事开支增长率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及其所3起的人 

力^经济资源令人愧惜的浪费翱对世界命平与安全潜在的有害影响，深表关切. 

认为在共同商定的基础上逐步裁减军窠开支将是一项有助于遏制军备竟赛 

的措施.并将增加把目前用于军搴目的之资金转用于牿别是为发展巾二家造福 

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深信此种裁减可以而且应该在共同商定的基础上并在不损害任何国家的国 

家安全的情况下作出. -

重申其信念:关于军*开支的确定，汇报，比较知核查的条款必须是任何 

有关裁减^窠开支的国际协定的基本组成部分， 

回顾一项军窠支出国际汇报标准制厪已按照大会1 9 8 0 ^ 1 2月 1 2日 

笫3 5/14 2B号决议的规定提供各国釆用.现已从许多会员国方面，有关S事支 

出的^度报告. 

《同上〉、，附件/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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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更多来自不同地理区域^代表不同预算制度的国家参与汇报制度将有 

助于进一步改善汇报制度.并且由于它使军窠窠务更加公开.从而可增强各囿 

之间的信任. 

注:f:到在这方面有一项关于召开‧ 一次军事开支问题in际会议的提案。 

， 其 1 9 8 2 年 1 2月1 3日第37/95 B号决议，其中大会请秘书长在 

合格专家小组的协助下并取得各国的自愿合作.承担编制参与国军*开支的价 

格指数*购买力平价的饪务' 

认为各囯广泛参与此项工作乃是可能取得最有用成杲的必要条件. 

注意到秘书长的进度报告，，其中裁减军事预算专家小组认为成员il间直 

接接触&会员国的自愿参与对委员会的工作极为重要， 

强调所才各项活动命倡议.以及联合囯系统内正在进行的有关裁减军 

事预算的其他活动，都应当以便进旨在纟荦结裁减军禀开支国际协定的未釆谈判 

为基本目标. 

1. 赞赏地注意到载列各会员国在.1 9 8 3车根裾上述汇报制度提出的复 

文&秘书处依照统卄方法所编制的各国提供的数据的秘书长的报告s , &载列 

各'1对亍促进更广泛参与军寨支出国际汇报标准制度的可行办法所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的秘书长的报告 

2. 强调必须增加参与汇报的国家数额,以期能有尽可能多的来自不同地 

理区域&具有不同预算制度的国家参与； 

3. 重申其建议:所有会员国均应填报汇裉表格，于每车
4
月 3 0日前向 

A/38/354. 

A/38/434 , 

和vJr . 1相Adi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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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汇报其已有数据可查的最近一个财政车度的军寨开支； 

4. 还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遵照大会笫37/95 B号决议执行部分笫5段 

所承抠的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工作的进度报垂'； 

5. 重申它请所有会员国参与上述工作; 

6. 秘书长向裁减军事预算专家小组提供足够的财政资源^其他资源. 

以便进行秘书长进度报告中所载列的复杂任务； 

7
. 决定将题为 "裁减军寨预算 "的项目列入笫三十九届会议临时议 

程。 

1 9 8 3年1 2月 2 0 3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D i s t r . 
3£NERAL 

大 会 
A/RES/5S/185 
19 January 198" 

第三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5 9 

大会决议 

〔 裉 据 第 一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通 过 〕 

3 8 / 1 8 5 .《宣布印度洋为平区宣言》的执行愔况 

望 . 

回顾其1971年1 2月 1 6日第 2 8 3 2 ( X X V I )号决议所轵的宣布印埂 

洋为和平区罝言》，并回頋其1 9 7 2年1 2月 1 5日第2992(20：\-丄I)号、 

1 9 7 3年1 2月 6日第 3 0 8 0 (XXV工工工）号、1 9 7 4年1 2月9日第3259 

A ( X X I X )号、 1 9 7 5年1 2月 1 1日第 3 4 6 8 ( X X X )号， 1 9 7 6年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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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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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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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5 / 1 5 0 号 、 1 9 8 1 年 1 2 月 9 日 第 3 6 / ^ 9 0 号 和 1 9 8 2 年 1 2 

月 1 3日第3 7 / 9 6号决议以及其他有关决议， 

进一步回頋印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 i义的祸告.' '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4 5号》（ A / 3 4 / 4 5相 C o r r . l )。 

8U-OI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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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其信念：达成《宣布印厪洋为相平区亶言》目标的具体行动，将对加强国 

际和平与安全作出重大的贡献， 

回頋其第三十四届会议第34々0Bf决议中所载预订于1 9 8 1年在科伦坡召 

开印厪洋会议的决定， 

又回顾大会决定竭尽全力:考到印厪洋的政治相安全气氛以及调相各方意见 

所取得的进屣,并按照其正常工作方法，以便完成会议的所有筹备工作，包括确定 

召开会议的日期相会议期限， 

还回顾其第三十七届会议在第37^^96号决议中关于考虑*i§在 1984车上半 

车召开会议的决定， 

回顾印度洋恃设委员会在1 9 8 3 车 内 所 行 的 意 见 交 换 工 作 . ' 

注意到各方就该地区不利的政治和安全气氛交换了意见' 

又注«到铮没委员会所审议的各项文件' 

深信由于大国为了争夺而在印度洋持续其军事存在，从而迫切需要采取实际步 

m,以期早日《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目标， 

认为该地区内所有其他的外国军事存在违反了《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 

目i标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因此更加迫切需要采取实际步骤，以期旱 

日达成《宣言》的目标， 

并认为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需要岸国和内陆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主 

要海事使用国的积极参加与充分合作，以确保和平与安全条件建立在《宪章》的宗 

旨和原則以及国际法的普遢原则的基础上， 

《同上，第三十A;i会议，补编第2 9号》（A/38/29 ) . 第 7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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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建立和平区需要区域内各国的合作与协议，以确保《宣布印度洋为和平 

区宣言》所设想的该地区内的和平与安全条件，以及对汾岸国和内陆囿的独立、主 

权与领土完整的尊重， 

吁请各方通过表现其达成《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目标所必需的政治意愿 

而重新作出真诚建设性的努力， 

M该地区严重险恶的事态发展所引起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使和平、安全与稳定 

发生的急剧悉化，从而特别严重影响到、;^岸国和内陆国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谭感关切， 

深信印度洋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气氛的继续恶化是同^切召开会议的问题有关的 

一项重要考虑，又深信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将可堦进会议成功的 f r景， 

1 .注意到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和在委员会内的意见交换; 

2 ‧，别委员会未能就在 1 9 8
 4

年举行印度洋会议的会期的最后确定达成 

协商一致意见，表示遗憾; 

3 .强调其在科伦坡举行会议的决定,是执行1 9 7 1年通过的《宣布印度洋 

为和平区宣言》的一个必要步骤； 

4 .注意到特设委员会在1 9 8 3年的工作； 

5 特设委员会在I 9 8 4年作出决定性努力，考虑到该地区的政治和安全 

气氛，完;印度洋会议的筹备工作，以期使会议能够在1 9 8 5年上半年在科伦坡 

召开；伹有一项谅觯.即各该筹备工作应包括组织性蓽项.其中包括会议的临时 

议程、议事规则、文件并为任何最终可以导致维持印厪洋为相平区的国际协议考虑 

适当的安徘，以及实质性问题； 

6 .同时竺特设委员会在 1 9 8 4车作出决定性努力.为剩余的有关问题进行 

必要的意见调fe; 

同上，补编第2 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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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延长各项有关决议中所规定的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并请委员会加 

紧执行其 ; ; ； 

8 . 3特设委员会在 1 9 8 4年再举行三届会议，每届为期二周，并可能视情 

况需要再;行一届会议； 

9.竺特设委员会主席就非委员会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参与委员会工作一事继 

续进行协以期使此一事项尽早得到解决； 

10. ！特设委员会向大会i三十九届会议提出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详尽拫告; 

11. 请秘书长继续向特设委员会提挺一切必要的协助，包括提供简要记录. 

1 9 8 3 年 1 2 月 2 0 S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D i s t r . 

GENERAL 

A/RES/3S/I86 
20 January I9BU 大 会 

第三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6 0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8/638遞过〕 

3 8 / 1 8 6 .世界裁军会议 

大会， 

回顾其1 9 7 1年1 2月 1 6日第2833(:o:v工）号、1 9 7 2年1 1月 

2 9日第2930 ( X X V I I )号、 1 9 7 3年 1 2月 1 8曰第 3 1 83 (XXVUI ) 

号 、 1 9 7 4年1 2月 9日第 3 2 6 0 ( X X I X )号、 1 9 7 5 年 1 2 月 1 1 日 第 

3469 (X X X )号、 1 9 7 6年1 2月 2 1日第31/19(>§`、 1 9 7 7年 1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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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月 1 1 日 第 3 4 / 8 1 号 、 1 9 8 0 单 1 2 月 1 2 曰 第 3 5 / 1 5 1 号 、 

1 9 8 1年1 2月 9 B ^ 3 6 / 9 1 号 ^ i y 8 2 年 1 2 月 1 3 日 第 3 7 / y 7 号 

决议， 

重申其信念:裁军谈判的氏败攸关全世界人民的重大利益，一切国家都应 

能对釆取旨在达成此一目标的措施作出贡献， 

再度强调其信念:经过无分准备并在适当时候召开的一次世界裁军会议将 

能促àfr这种目标的实现，而所有核武器国家的合作将大大有助于达到这种目标， 

84-0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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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特设委员会的告，， 

回頋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伶 > " H ~ 2 2段的决定：应在最早的 

适当时侯召开一次由各国普遍泰加并作妤充分准备的世界裁军会议； 

回頋大会1 9 8 0年1 2月 3日第 3 5 / 4 6号决议附件所载《宣布 1 980 

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第2 3段，其中认为适宜于回頋第十届特别 

会议《最后文件》第1 2 2段内所称："应在最早适当时侯召开一次由各国普 

遢参加并作好无分准备的世界裁军会议"一句， 

1.漭意地注意到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特设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其中， 

除了别的以外，指出： 

"考虑到需要在尽早的适当时机召开一次世界各国普遍春加并做好充分 

准备的世界裁军会议，大会应当铝记到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第36/ 

91号决议的有关条款，特别是该决议的第1段，并铭记到同样以协商一 

致通过的第37/97号决议，于其第三十八届常会对这项问题续加审议"， 

a延长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期限; 

3. 特设委员会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代表保持密切接触，以便随时获 

悉各国的态厪，同时也与所有其他国家保持密切接触；并请特i殳委员会审议任 

何可能向其提 i的有关提案^意见，特别要铭记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 

件》第 I 2 2段的规定；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 8号》（ A / 3 8 / 2 8 ) 

第S —10 / 2号决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Sf》（A/38/28)，第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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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ï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裉告； 

5. 决定将题为"世界裁军会议"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3年I 2月 2 0日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Z!GRAL 

大 会 ` m ^ W A/RES/58/187 
20 January I98U 

第三十八届会议 

i义程项目61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8/639 ) 通过〕 

38/187.化学武器^细菌（生物）武器 

A 

禁止化学武器^细菌武器 

大会， 

^ii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7 5
段指出，全面有效禁止发展、 

生产;^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是最迫切的裁军措施之一， 

忆及全体会员国在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上一致、坚定地重新肯定了第十 

届特;¥议《最后文件》的有效性 1 

深信需要尽早締结一项可对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作出重大贡献的 

关于^ïï发展、生产加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回顾其1 9 8 1年1 2月 9日第 3 6 / 9 6 B号决议和 1 9 8 2年 I 2月13 

日 第 号 决 议 ， 

对于二元化学武器的生产和部署1深表关切， 

第S —10/2号决i义. 

84-0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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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就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任务规定所作的决定, 

以及该工作小组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 9 8 3年会议期间所进行的工作， 3 

深知化学武器的质量改进及其部署,势将使正在进行中的关于禁止化学武 

器的谈判复杂化， 

注意到旨在促进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建立无化学武器区的提案， 

1. 重申需要尽早制订湘締结一项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 

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2. 吁请所有国家竭尽全力,促成这项公约的缔结； 

3. 皿 裁 军 会 议 * 加 紧 化 学 武 器 特 设 工 作 小 组 在 履 行 其 现 有 任 务 规 

定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谈判工作,'以便尽早就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达成协议， 

并为此目的立刻进行此公约的起草工作，以便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 

4. 重申其向所有国家的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妨碍就禁止化学武器进 

行谈判的行动，特别避免生产和部署二元武器及其他新型化学武器，并且避免 

抓学武器部署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 

1 9 8 3年 1 2月 2 0曰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笫2 7号》（A/38/27),第8 0良 

《同上》，第7 9 & 

自其'1984年会议开幕之日起，裁军谈判委员会即将改称为"裁军会议"（参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 7号》（A'/38/27)，第2m).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回顾其以往有关全面有效禁止发屣、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器并销毁ic种 

武器的各项决议， 

重申所有国家必须严格遵守 1 9 2 5年 6月 1 7日在日内 X签订的《关于 

禁示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议定书》，的原则 

相 目 标 ， 并 由 所 有 国 家 加 入 1 9 7 2年 4月 1 0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 

顿签署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屣、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 

器 的 公 约 》 / 

审议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7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载有化学武器特设工 

作小组的报告，' 

认为有必要竭尽一切努力，恢复关于禁止发屣、生产和诸存一切化学武器 

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及边相多边谈判，并使之顺利完成， 

1.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1 9 8 3年会议期间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工作, 

特别赞赏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关于这方面工作以及它所取得的进屣； 

2. i£f尚未能制订一项全面有效禁止发餍、生产^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 

销毁此种武器的协定，表示遗憾；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九十四卷（1929^ ) ,第 2 1 38号，笫6 5页-

第 2 8 2 6 ( X X V I )号决议，附件。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 7号》（A/38/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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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促 请 裁 军 会 议 4 作 为 高 厪 优 先 事 项 ， 考 虑 到 一 切 现 有 提 案 今 后 

的倡i义，于其1 9 8 4年会议期间加紧就公约进行谈判，以便能尽早完成 

公约的最后制定工作，并为此目的.恢复其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4. ！裁军会i义将其谈判结果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g告. 

1 9 8 3 年 1 2 月 2 0 日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C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大会， 

回顾1 9 2 5年 6月 1 7日在日内瓦筌署的《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 

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的各二3条fx, 

义回顾其1 9 8 2 年 1 2 月 1 3 日 第 3 7 / 9 8 D号决议， 

1 .注；1到秘书长提出的关于第3 7 / 9 8 D号决议执行情况33报告； a 

2. 请秘书长进行其为此目的而采取的行动，特别是于1 9 8 4年期闾， 

在其任命合格顾问专家小组的协助下，完成, 3 7 / 8 8 D号决议第 7段贲 

成秘书长约任务，并就该小组的工作提出其报告； 

3. 请秘书长经常向大会报道关于第3 7 / 9 8 D号夾议的执行情况， 

1 9 8 3 年 1 2 月 2 0 日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A/3 8/4 3 5 



联 合 国 

大 会 A/EES/38/188 

20 January 198I; 

D i s t r . 
GENERA,L 

第三十八届会议 

i义程项目62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裉告（A/38/640)通过〕 

38/188.全面彻底裁军 

回顾其以往的各项决议,其中除其它事项外，赞同进行一颂关于常规军备 

竟赛的一切方面以及常规武器裁军和裁减军队的研究，由秘书长在一个由他裉 

据地域分配原则任命的合格专家小组协助下进行这项妍究， 

m i 9 8 1 ^ 1 9 8 2年裁军审议委员会实质性会议上就这项研究的一 

般途径、结构和范围所举行的讨论，结果为这项研究制定了商定的指导方针，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其中载有关于常观军备克賽的一切方面以及 

常规,武器裁军^裁减军队的专家小组主席的信，该信通知秘书长称：由于这项 

研究所涉范围极广，包括了极为敏感复杂的问题，因此专家小组需要更多时间 

来完成这项工作； 

2. 遵秘书长继续进行这项研究并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最后报告. 

关于常规裁军的研究 

大会, 

1 9 8 3 年 1 2 月 2 0 日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A/38/437 

84-01781 



A/RES/38/188 

Page 2 

- ―B 

《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 

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締约国审查会议 

大会， 

回顾其1 9 7 0年1 2月 7日第 2 6 6 0 ( X X V )号决议，其中大会推荐《禁 

止在5床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 

深信《条约》乃是朝向将海床洋底及其底土排除在军备竟赛以外迈出的一 

步 ， ― 

55《条约》締约国于1 9 8 3年 9月 1 2日至2 3日在日内瓦举行审查 

《条约》业务情况的会议，以期确保《条约》序言的宗旨^《条约》各条款能 

获得买现， 

满意地注意到《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条约》締约国审查会议的结论，即締约国均已忠诚地遵守了其于《条约》 

下所承抠的各项义务， 

注意到审查会议的《最后宣言》确认其信念，即普遍加入《条约》将加强 

国际和平与安全， 

进一步注意到《条约》締约国重申它们强烈支持并继续致力于《条约》的 

原则相目的，并重申它们承诺切实执行《条约》各项条款， 

意识到《条约》締约国在《最后宣言》中重申承担第五条规定的义务:继 

续诚意地就裁军领域内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赛的进一步措施进 

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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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满意地欢迎〈〈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于其《最后宣言》中对《条约》生效以来的效能 

所作的积极评价； 

2. 茎，其关于《奪约》获得最广泛加入的明确希望： 

3. 申明其避免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核武器竟赛和任何其他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竟赛的强烈愿望； 

4. 再次吁请各国避免釆取任何可能导致军备竟賽扩大到海床洋底的行动; 

5. f裁军会议 2同《条约》締约国协商，考虑到现有的提案和任何有关 

的技术发展，立即着手考虑裁军领域内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赛 

的进一步措施； 

6 .，秘书长将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有关裁军领域内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 

底土进行军备竟赛的进一步措施的所有文件递交裁军会议； 

7 . f裁军会议就其对裁军领域内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赛 

的进一步措施的审议经过，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198 3年 1 2月 2 0日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S其ly s
4
车会议开幕之日起，裁军谈判委员会g附改称为"裁军会议：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 7号》(A/38/27) 

第2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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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关军事能力客观情报的措施 

大会。 

回顾其1 9 8 2年 I 2 月 I 3日第37/99G号决议3 

对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的持续升级、及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极度有箐的 

彭嘀；以及人力和物力可惋惜地浪费于军事目的，深麇关切,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I 0 5段鼓励各成员国确保裁军 

各-:^-面的情报得到更完舂的交流，以避免散布有关军备的错误和有偏见的憒报^集 

中注《于军备竟赛升级所造成的危险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需要， 

注意到甶于缺乏客观情报可能对假想敌方的军事能力和意图造成镨误的认识， 

从ÎT可能促便各国采取导致加速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和增加国际紧张局势的 

扩军方案1 

认识到有关各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军事上篁要国家的军事能力的客观情 

拫:将`可有助于各国建立信任并締结具体裁军协定j从而帮助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拫告： 4 

2，再次吁请所有国家,特别是孩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tit釆取更多 

的措施以促进锾供有关各国军事能力的客观情报和荅观评价； 

1 9 8 3 年 1 2 月 2 0 日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第S— 1 0 / 2号决议。 

A / 3 8 / 3 6 8和Ad ( i . l 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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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有尚未向秘书长提出它们;?!fê;^;Jg的意见和建议的国家尽快这样做， 

并请那些已经提出这类意见和建议的国家斟酌情况加!K补充； 

4. ！秘书长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审议如何研究各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 

他军事上重要囯家间提供有关军事能力的答观情报和答观评价-的揞施的问题； 

5. 又请秘书长就本决议各项条款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D 

禁止发屣、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 

大会， 

圼厘常规军备委员会 i 9 4 8年 8月i 2日的决Î义明确规定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应包括原子爆炸武器、放射性物质武器、致死化学和生物武器以及任何今后 

发屣的、在毁灭性效应上具有与原子弹或其他上述武器相似特征的武器， 

回頋其1969年1 2月1 6日第2602 C ( m v ) 号 决 议 ， 

回颐大会于其第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3第7 6段中称：应当缔结一项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相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 

其1982年1 2月 1 3日关于缔结此一公^的笫37/99 C号决议， 

深信此一公约可使人类免遭放射性武器付诸使,的潜在危险，从而有助于 

加 平 并 防 止 战 争 的 威 胁 ，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已就締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相使用放射性 

武器的国际公约进行谈判，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大会第三十八届会-:i的报告中有关这些谈判的-

部分，包括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A>i会议，补编第27号》（A/38/27)，第8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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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这些谈判虽然取得了进展,但各方对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仍然意见 

分歧， 

记到对此种核设施的袭击可以引起灾难性的后杲， 

满意地注意到各方广泛认识到有必要就全面禁止.放射性武器达成协议， 

1. 搜裁军会议e继续进行谈判，以期早日完成拟订一项禁止发展、生产、 

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以便可能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 

2. 又请裁军会议滅及各方为此目的而提出的一切提案，继续寻求关于禁 

止对核设^行袭击问题的及时觯决办法，包括确定此种禁止的范围； 

3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的报告内所裁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 

建议：即委员会于其1 9 8 4年会议开始时重新设立特设工作小组以便继续其 

工作，并在这方面审查和评价如何就主题事项作出进展的最佳途径；s 

4. 遵秘书长将一切同大会第三十/ui会议讨论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 

使用放射性武器有关的文件以及关于禁止攻击核设施问题的文件，送交裁军会 

议 ： ' 

5. 决定将题为"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项目列入 

筲三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3年1 2月 2 0日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同上 第1 3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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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科 

大会， 

回顾其 1 9 7 8年 1 2月 1 6日第 3 3 / 9 1 3 号 决 议 , 1 9 7 9 年 1 2 

月1 1日第3 4/8 7 D 号 决 议 、 1 9 8 0 年 1 2 月 1 2 日 第 3 5 / 1 5 6 H 

号决议、 1 9 8 1年 1 2月 9日第 3 6 / 9 7 G号决议和1 9 8 2年1 2月1 

3日第3 7/9 9号决议均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 

议《最后文件/第三章所载《行动纲领》和进行题为"核武器的一切方面"的 

项目下工作的适当阶段，迫切审议可予充分核查的停止和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 

变材料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问题，并随时将这项审议的进展情况通知大会，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1 9 8 3年会议议程上有一个题为"核武器的一切 

方面"的项目，委员会 1 9 8 3年会议的两期会议的工作计划都列有一个题为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项目， 

回顾各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上提出的关于各该项目的提案和发言， 

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并逐步将储存材料改造并、转用于和平用途， 

将是朝向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竟赛的一个重要步骤， 

M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也将是有助于防止核 

武器和核爆炸装置扩`散的重要措施， 

！ 裁 军 会 议 2 在 其 处 B 题 为 " 核 武 器 的 一 切 方 面 " 的 项 目 的 运 当 阶 段 

继续审议可予充分核查的停止和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缘炸装置用裂变材料 

的问题，并随时将这项审议的进展情况遒知大会. 

1 9 8 3年1 2月 2 0日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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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海军军备竟赛： 

限制湘裁减海军军备并 

将建立信任措施扩展至海洋地区 

大会. 

深信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的努力应当有效地针对军备竟 

赛的一切渠道， 

对于海军军备竟赛特别是其核方面的持续升级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越来 

越大的威胁而感到不安， 

意识到某些国家在冲突地区或远离！^:^@i^^H益增加军事存在和海军 

军备，从而加剧了这些区域的紧张局势，而且对贯穿各该区城的国际海道的安 

全和海洋资源的开发产生不利影哬， 

对于日益频繫地使用海军编队（分队、舰队和部队）以炫耀武力并作为对 

主权国家施加压力或千涉其内政的工具'，从W苊及其根本安全利^独立和领 

土完整，感到震惊， 

坚信釆取追切实际搢施以遏制海洋上的军事对抗是符合国际和平与安全和 

防丄¥5争的利益的， 

深信正在进行中的限制和裁减战咯武器的双边谈判,如取得进展，则除了 

别的以外 3势将有助于旨在限制各种危险的并使局势不稳定的海军活动和海* 

军备竟赛的努力， 

意识到一系列主张采取旨在限制海军活动、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并将建立 

信任的措施扩畏至海洋地区的商定措施的倡议和具体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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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这方面的措施势将大大有助于加强国际安全和防止战争特另'1；|：核战争 

的努力. 

M对人类至关重要的海洋应当专门用于和平目的， 

1. ，全体会员国特别是海军大国，避免在冲突或紧张地区或远离其本 

国:海岸的地区扩大其海军活动； 

2. 确认迫切需要在海军强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有关国家参加的情 

况-下，开始就if^制海军活动的问题、适当计及海军军备竟赛的核方面以限制裁 

' 减 ， 1 ^ 军 备 的 问 题 . 以 及 将 建 立 信 任 的 措 施 扩 洋 地 区 一 特 别 是 海 道 最 

繁—的地I区一或冲突可能性较大的地区的问题，进行谈判； 

' 3 .遵 M员国在 ! " 9 8 4年 6月以前关于进行此种谈判的方式的意 

见通知秘书长； 

4. 兰秘书长就各会员国根据上述第3段的规定所作的答复，向大会第三 

十九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5. 决定将题为"遏制海军军备竟赛: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并将建立信任 

的措施扩展至海洋地区"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1.9 8 3年1 2月 2 0日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关于海军军备竟赛的研究 

大会， 

对于海军力量的加强和海军军备系统的发展，表示关切， 

铭记着各国安全相福利、国际贸易和航运、海洋资源的经济开发并以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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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囿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方式保持公海自由^为贸易和航运保持国际海洋通 

信开;^，具有极端重要性， 

又铭记着海洋法的最新发展， 

注意到一些海军单位构成两个主要核武器囯家战略核力量的组成部分，因 

此这些单位已包括在战略武器的谈判中，但其他海军核武器系统却并非任何裁 

军谈判的主题， 

回頋大会第十â，会议《最后文件》，第9 6段指出，秘书长在政府或顾 

问专家适当协助下进行裁军领域的研究可以i;si进裁军领域釆取进一步步骤^箕 

他旨在促进国际^平与安全的措施， 

深信由^杏行一项关于海军军备竟赛以及海军力量和系统的发展及其 

部署的广泛研究将增加国际上对所涉问题的了觯， 

1. 遣秘书长在合格政府专家的协助下，进行一项关于海军军备竟赛、海 

军力量和海军军备系统的通盘研究，其中包括海军核武器一一但已经成为战略 

武器谈判主题者除外——以及关于这些海军力量和系统的发展、部署和操作方 

式，所有研究的目的是分析它们对国际安全、公海自由、国际航线的可能影响, 

从而有助于确定裁军和建立信任措施的可能领域； 

2. i各国政府至迟在 1 9 8 4年4月1日将其对于这项研究的内容的意 

见提交秘书长，并通过提供有关材料使这项研究的目标能够得以实现的途径同 

秘书长进行合作； 

3. ！秘书长将最后报告提交大会第四十届会议-

1 9 8 3年1 2月 2 0日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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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裁军和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回頋其1 9 8 2年1 2月 1 3日第37/99Bf决i义，其中注意到裁军和安 

全问题独立委员会向第.十二届特别会议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 

议一提出的题为《共同安全一谋求裁军的方案》的报告， 

又回顾裁军审议委员会按照第37>/99玲决议的请求，审议了裁军和安全 

问题独立委员会报告中所载的各项建议和提案,7并回頋裁军审议委员会建议现 

叫进行中的和今后的裁军努力均应考虑到该报告， 

对于各国政府所釆取的反映各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之间缺乏信任和信赖的 

安 ^ 念 ， 表 示 遗 憾 ， 

锘记到裁军审议委员会曾就共同安全概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认为那是谋 

求持夂和平与安全的有价值的办法， 

强调需要创立增进各国之间政治和经济信任的概念，并且如同《关于建立信 

任的措施的通盘研究》8所指出的那样，制订同其他国 i家合作而非互相;? ! l钪 

的政策， 

1 1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的 

《最后文件》，第 9 6段，其中指出，秘书长在政府或顾问专家适当协助下 

进行裁军领域的研究可以促进裁军领域采取进一步步骤和其他旨在促进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措施， 

7 A/cir 1 0 / 3 8 ,第 6节.并参见 A / c n . 10/51. 

8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C. 82. I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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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欢迎裁军和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报告，认为那是对囯际达成裁军和 

维持并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努力的一个及时而^设性的贡献； 

2 . 建议现正进行中和今后的裁军努力均应适当地考虑到裁军^安全问题 

独立委 â会的报告， 

3 , 直秘书长在合格的政府专家协助下，对安全概念进行通盡研究，特别 

^究那些强调各国间合作努力和互相谅觯的安全政策，以期制订关于旨在防止 

军^見赛、在囯际关系上建立信任、增进就军备限制和裁军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并":^进政治和经济安全的政策的提案； 

4 度各国在不迟于1 9 8 4年 4月 1日将其有关此项研究的内容的意见 

提交秘书并同秘书长合作，以 ^达成研究的目标； 

5 . Jt秘书长向大会第29十届会议提出最后报告. 

i 9 3 3 年 1 2 月 2 0 日 

'第1 0 3次全体会议 

对无核武器区问题 

一切方面的通盘研究的审查^补充 

大会， 

J J _ 其 1 9 8 2 年 1 2 月 1 3 日 第 3 7 / 9 9 F 号 决 议 ， 其 中 决 《 应 当 ^ 

行一
 二

3 ^究，以便参照 1 9 7 5年以来积累的资料和经验，对《无核武器冋题 

一切方面的通â研究：》，加以复核和补充， 

又回,顼大会第十届恃别会议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侍别会议一 

， 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C. 76.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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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文件》内称：一,：^无核武器区的过，应予鼓励'并以建立一个全无核 

,武器的世界为其最后目标， 

M 提交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关于无核武器区问题的文件以及在一般性 

辩论时就这项特定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提供了有关增订这份研究的其他要素， 

请秘书长将大会第三十A>S会议的一切有关文件以及大会就无核武器区 

问题进行辩论的记录送交依据第37/99?号决议设立的无核武器区问题政府 

专冢小组，供其审议和分析. 

19 8 3 年 1 2 月 2 0 日 

第 1 0 3次全体会议 

J 

关于裁军进程的体制安排 

大会， 

，联合国莰照其《宪章》在裁军领域负有中心任务和主要责任，因此应 

在此领域内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重申应更有效地利用国际体制以促进裁军的事业， 

还重申裁军会议2作为单一多边谈判机构的作用， 

强调裁军事务部应充分考虑到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和规划 

署在裁军研究和资料方面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 

再次强调国际安全事夯和裁军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秘书处处理这些事夯 

的各单位间密切合作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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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为了防止战争,特别是防止核战争和达成裁军，应有效利用一切可能 

的渠道， 

又重甲裁军和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深信裁军有助于缩短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亦可在正义、 

平等;作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有助于觯决其他全球性问题, 

因此将可长期地'促进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有效经济和社会发屋， 

还深信发展贸易、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保健等各领域内的国际合作同防 

止战争. -是防止核战争以及达成军备限制和裁军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重申其对7,关 ̀  门 机 构 请 它 们 在 其 职 权 范 围 内 ， 加 强 活 动 ， 散 播 关 

于军备竟赛种种后杲的资料， 

赘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各组织和机抅在世界裁军运动的范围内所进行的各种 

活动， 

赘扬世界卫自'生组织题为《核战争对于健康和保懒艮夯的影响》的报 

告，以及其他专门机构作出的适当努力， 

1 ‧ ！各专门机枸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和规戈ij^于其各自职权范围内， 

进一步扩大其对军备限制和裁军事业的贡献； 

2.重申必须确保不断协调联合国各实体在裁军领域内开展的各项活动； 

3. ji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和规划署就其为执行本决议而 

T行的各项活动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4。 ，秘书长将有关裁军的项目列入秘书长同各专门机构执行苜长定期 

举行的考会议的议程，由主管裁军事夯部副秘书长参加此项目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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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决定将题为"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和规划署对军备限 

制和哉军事业的贡献"的项目列入笫三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1 9 8 3 年 1 2 月 2 0 日 

第1 0 3 次 全 M 议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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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HESE 
ORIGIML: .EHGLISH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关于198 4年 1月 

16曰一 2月6日的工作报告 

1. 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1983年8月26日第237次全体会议所作的决定，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于1984年1月16日在加拿大麦克费尔大使的主持下恢复 

了工 作.裁军事务部、日内瓦分部的副主任本斯梅尔先生继续担任 本工作小组的 

秘书， 

2. 从 1 9 8 4年 1月 1 6日至 2月 6日，特设工作小组召开了会议.各国代 

表团均有专家参加，因此，工作小组继续从中受益. 

3. 裁军谈判委员会非成员国参加工作小组的有以下各国的代表：奥地利、丹 

菱、芬兰、挪威、葡萄牙、西珐牙及璣士， 

4. 1984年1月16日至2月3日，向工作小组提交的文件有： 

―1984年1月18日提交的第CD/CW/WP.58号文件，题为"1984 

年 1月 1 6日一 2月 3日期间初步工作计划"， 

―1984年1月18日由荷兰提交的第CD/CW/Î7P.59号文件，题为 

"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査". 

- 1 9 8 4年 1月 1 8曰由瑞典提交的第 C D / c V W P . e O号文件，题为 

"核査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毀"，该文件也作为第CD/425号文件 

印发， 

一 1984年1月20日由美国提交的第CD/CW"?.61号文件，题为 

" 销 毁 化 学 武 器 储 存 的 核 査 " ， 该 文 件 也 作 为 第 号 文 件 

印发， 

―198 4年 1月 2 3日由瑞典提交的第 C D / C V Î 7 P . 6 2号文件，题为 

"禁止在军事上为使用化学武器作准备".该文件也作为第 

号文件印发. 

GE. 84-6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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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4年1月27日由比利时提交的笫CD/CW/!7P. 63号文件，题为 

"对不生产化学战剂的核査". 

―1984年1月31日，由芬兰提交的第CD/CW/^I>.64号（修改稿） 

文件，题为"关于用仪器监测化学物剂的焚烧". 

― 1 9 8 4年 1月 3 1日由法国的第 C D / c w " P . 6 5号文件，题为 

"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查". 

―1984年1月25日由加拿大提交的第CD/CW/CRP.88号文件，题 

为"前体和关鍵前体"， 

一 1984年1月27日由加拿大提交的第CD/cv^CRP.89号文件，题 

为"小规模生产设施一为防护目的或为所有准许的目的". 

―1984年1月26日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交的第CD/Cîir/CRP.90 

号文件，题为"关于含有甲基磷键的化学品". 

5. 工作小组在此期间的主要任务是对悬而未决的问题谋求进展，为此， 

1983年设立的四个接触小组继续进行了下述工作： 

A接触小组（化学武器的现有储存) 

协调员： ̀  恰洛维奇上校，波兰 

B接触小组（遵守和核査问题） 

协调员： S .杜亚尔特，巴西 

C接触小组（禁止使用化学武器） 

协调员：R. J.阿克尔曼，荷兰 

D接触小组（定义） 

协调员： ̀  隆丁，瑞典 

6. 在A组和D组中，有一些问题得到了澄潰；各代表团的立场同第 

号文件所载基本未变， 

7. 根据此阶段进行的小组会议和非正式协商的结果，特设工作小组向裁军谈 

判会议提出如下建议： 

(a)根据第38/187/B号联大决议，就公约进行谈判，以期尽早完成公 

约的最后拟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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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作出一切努力尽快，不迟于会议第二周周末，重新设立*化学武器特 

设工作小组.* 

(C)为了履行其职贲——就有关全面、有效地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以及 

销毁化学武器的多边公约，并保证公约的拟订而进行谈判，以此作为 

优先任务一裁军谈判会议根据其议事规则作出决定，1984年会议 

期间重新设立*会议的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充分、全面地开始谈判 

的进程，逐步写出并拟订出公约，但最后草案除外；在此期间应考虑 

到所有现有的提案、草案以及未来的倡议，以便使会议有可能尽快达 

成协议.如有可能，将此协议或者谈判的进度报告载入特设工作小 

组*将在1984年第二期会议向会议提交的报告. 

W会议在重新设立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时委任其主席， 

)OC ïô£ ^ùC iût û̂t 

工作小组建议会议根据议事规则第23条，在不访碍本报告第7 (b)段的情况下 

改换本附属机构的名称，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 。 
7 February 1984 
CHINESE 
O r i g i n a l： ENGLISH 

典 

1945年至1983年的核爆炸 

根据瑞典国P方研究所目前提供的数字，自1945年以来我们的地球上已进行了 

1469次核爆炸。其中，4 6 1次是大气层中进行的，1008次是在地下进行的。 

(每年的核爆炸次数见附表一。） 

下表系各国进行核: 

法 国 

印 度 

中 国 

苏， 联 

联合王国 

美 国 

I炸的情况： 

大 ^ 

4 5 

2 2 

.161 

2 1 

212 

461 

7 5 

1 

5 

36 8 

1 5 

544 

1008 

总数 

120 

1 

2 7 

529 

3 6 

7 56 

1469 

上表说明，美国进行核试验的次数最多，两个超级大国进行核试验的次数占总 

数的8 7%。每年进行爆炸的次数（见图表一）从0次（1947年、1950年、 

1959年）到最多14 1次（1962年）不等。在过去几年中，试验爆炸的次数比较 

固定在每年平均5 1次，即大约每星期一次。 

现在，几乎所有的核爆炸都在地下进行。在1963年以前，几乎所有的核武器 

试验都在大气层中进行。1963年8月5日签署部分禁试条约（现在有112个締约 

国）之后已禁止在水下，大气层及外层空间进行核爆炸。中国未参加这一条约，有 

GE. 84-6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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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在大气层进行试验，最近的一次是1980年1 0月。法国也未加入这一条约， 

但已正式宣布将来不在大气层进行核武器试验。自1974年以来，法国未进行此类 

试验。 

印度于1974年5月进行了 一次核爆炸，据报是用于和平目的。 

联合王国和中国进行试验的次数差不多，分别为3 6次和 2 7次（见图表2 )。 

现在英国每年进行一次核武器试验，而中国在过去五年中进行了两次试验。 

法国的第一次核武器试验是在I960年。每年进行核试验的次数（见图表二 ) 

一般不到10次，只有1981年和1982年例外，据记载是1 1次。在过去六年中， 

据观察，法国每年平均进行8次爆炸。 

美囯每年进行爆炸的次数（见图表三）于1971年发生了明确的变化，当时官 

方宣布的爆炸次数大约减少了 一半。根据瑞典国防研究所目前提供的数字，从那时 

以来，每年进行爆炸的次数为1 5次。 

关于苏联进行核爆炸次数的统计数字（见图表三)表明，1963年部分禁试条 

约之后，爆炸次数有略微上升的趋势。但是，苏联相当一部分爆炸不是在通常的试 

验场地塞米巴拉金斯克和新地岛进行的。因此，这些试验可能是用于非军事目的。 

根据上述情 I苏联每年进行核武器 试验的次数同美国自签署部分禁试条约以 

来2 0年间的试验次数（15次）差不多。 

印度、美国和苏联（见图表四）曾进行过为和平目的的核爆炸
（
P î ^ E s =非 

为军事目的的爆炸）。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美国进行了 3 8次非为军事目的的爆炸，这属于犁 

桦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研究并发展用于工业的核爆炸。 

同美国不同的是，苏联表明它对与非军事项目有关的核爆炸仍然颇感兴趣。自 

六十年代末期以来，集中在苏联西部的不同地方，在西伯利亚，在苏联大规模开采 

天然气并用核爆炸开出浓缩天然气地下储藏荦的黑诲以北的一个地区，进行了大 

约100次核爆炸。近年来，据瑞典国防研究所记载，在阿斯特拉罕城以北两处，及 

该地区奥伦堡以西的一处，先后发生了一系列核爆炸。1983年9月24日，在阿 

斯特拉罕正北方的同一个地方，在一个时间内，半小时就发生了 6次核爆炸。 

本文所提供的细节是初步的，如需进一步的资料可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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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会议 

C15/431 
10 February 1984 
CHUJESE 
Original-ENGLISH 

联 合 王 国 

化学武器公约 

核查和遵守一挑战方面 

1. 为了使公约有效并保持囿际信任，拟议中公约应包括进行强制性例行国 

际现场视蔡的程序。然而，为确保很好地遵守公约的每个方面，必须增加挑战核査 

这一方面的内容，后者不能取代例行的囯际现汤视蔡，伹是，这是处理被怀疑为 

不遵守公约情况一种有效办法。对于这种可疑情况通过对公布的设施定期调查的 

方法不一定能发现。 

2. 在1983年裁军谈判委员会夏季会议期间，s接触小组对下列问题进行了 

有益讨论：拟议中的协^委员会及其附厲机构的构成^职能；如何提出祧战这个 

具体问题；随之而来对现汤视察的要求；各国因被^战而接受这种视禀é々义务。 

在 第 c D/e 7及 c D/CRiy7 3号文泮中分别讨论了这些问题。 

我们希望，讨论挑战部分的本文件将有助于进一步澄滑进行,亥查这个重要方面 

所必须达到的各种要求，从而使这个特别问题谈判能够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强制性例行囿际现汤视察系统 

3. 概括说来，为确保化学武器公约具有充分该查措施而进行强制性例行H际 

现汤視蔡的这个拟议中的系统将由四邵分组成： 

一、 (a)对已公布的储存定É孩查； 

(b)对销毁储存不断进行现场视蔡； 

二 、 通过现场视察及监测手段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及填充设施销 

毁唷况进行核査； 

三、 对为防护目的准许生产剧毒性化学品的生产设施核査； 

四、 对不生产的有效核査。 ' 

要达到这几方面要求应该通过一个按照苘定程序进行定期视蔡小组执行例 

GE.84-6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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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S际现场视蔡。这一程序应特别考虑到国际原子能机构视蔡程序中所取得的经 

验a »还要用适当仪器经常进行综合监测作为这种视蔡程序的补充. 

挑战性视蔡的目的 

4 .刚才论及的那种"伊 j行"视察，由于它不会引起政治方面争论，应该提 

供髙度的信任，确保公约得到遵守。但是，因为此种视蔡只限于对已公布点及 

设施^^见蔡，所以现在或者将来是否还可能有不遵守公约的情况仍然It得怀疑. 

如何排除产生这种怀疑的理由将是挑战性视蔡系统首要任务.本系统不厲于所 

有例行视蔡程序，而â并不相同，它适用于公约所有方面，并且不瞢地点是否已 

公布，因此本系统将能够： 

一、 通ih，一种可以发现违约并提请人们注意这种违约的手段，剁 

止逃避执行公约所规定的义务； 

二 、 提供一种手段，以澄清可疑情况，觯决争端并在证明逃避义务 

指控没有根据时恢复信任； 

三、 对可能违约嘖况事先提出通知，从而可以f吏締约国釆取必要行 

动以确证事实真相。 ， 

5 .鉴于例行视察系统作用以及公约关于缔约各国之间可进行礴周和合作的 

规定.只有在怀疑有违约情况时才可要求进行挑战性视蔡，而不管种怀疑：^"例 

行 "视察没有发现 a * i已么 ^ 、还是被挑战国在合作和磋商过程中没有计算在内， 

而未公布的设施或地点产生的。 

6 .进行祧战性视察的详细安徘将分为五个大的方面： 

一、 执行挑战性视察的机构； 

二 、 确保视察的客观性和全面性à*]标准： 

三、 要求挑战性视棊的基础； 

四、 被挑战国的权利,"^义务； 

五、 遭到拒绝时应采取e*t行动。 

机 构 

7 . B小组在讨论中认为应该有4缔约国协^委员会，并由一个负责调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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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执行委员会协助执行协商委员会的职责，包括例行视蔡及挑战性视蔡。为了 

确保及时处理可疑的不遵守公约憒况，在公约中观定出设立单独调查小组的方式 

可能是合适â^。 

8,如杲一个缔约国有理由认为另一个缔约国可能没有遵守公约规定，或者 

出现了可疑的愔况，而这两种情况又都不可能通过对已公布设施实行IE常的视蔡 

而加以觯决，那么就可寻求协商委员会这个适当的机构来`)，漬事实，要求得到进行 

现场视察的认可以及提出有关^愔报。协商委员会应在七天或由它决定更短时 

间内从有关缔约国得到进行必要澄清a*i要求.如杲协两委员会在七天或者祈定§^ 

更短时间内没有收到进行澄漬的要求，那么执行委员会或者调査小组(如杲设立 

了这一小组的话）应代表协商委员会在下一个七天或由协商委员会决定à*]更短油时 

间内立刻开始在现场进行特别视察的调查，以便澄漬事实。从开始调査之日起a*i三 

个月内，应向协商委员会提出临时的或最后的工作报告。应规定在协两委员会及 

其附属机构步通过表决迅速作出决定。 

9 .如杲该缔约国对于遵守情况的担心在上面提到&^三个月之内仍未消除，那 

么它可以要求协商委员会主席召开特别会议夹审议关于遵守情况悬而未决问题, 

有效核査的标准 

10. c接触小组的主席在讨论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时说过，公约应包括有效核置 

的标准.他提出了下列对不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核査的标准。这些标准有的是普遍 

适用的： 

一、 核査程序急迫性，及时性；从事件报告之日起到从理论上可以 

对取样进行鉴定这段时间内进入现场（如认为必要话）； 

二 、 客观性：视察人员具有无可争议的学术水平，可以由来自诸，世 

界卫生组织之类é<i专门国际机构的专家协助工作； 

三、 能够得到关于在被审议地区出现被审议化学品的情报，根据此情 

报可以把该化学品*释为非敌对性质；同冲突.双方a*i S家级当局 

进 行 她 

四、 从取样到科学分析样品这段时间内，对祥品建立一个无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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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链环保护"； 

五、向公约为协商而设立的有关常设机构报告调査结杲. 

11 .这些建议在对公^的所有方面进行挑战性视察时提出了不少问题，进行 

视察时需要有充分0^急追性，如杲要想使公约保持国际信任，时间限制应越短越 

好 . 0此，在上面的第 8段中提出了详细的建议.这些建议应为公约的这个方 

面提供可接受的基础，虽然进一步的细节仍将由进一歩的工作（如，为反对某个特 

定0^视察人员作出必要>^安排）来裤决；关于确保在作战>，区视察人员安全方面 

àti困难；以及属于被调査地点区域的确定。 

要求视察！^基础 

12.由于挑战可能有范il广泛'不闳:*件都关系到协苘委员会及其附厲机构， 

所以要想窭先详细说明确定要求挑战性视蔡是否有充分材料a*i确切依裾就为时过早, 

对提出挑战性视察的每个要求显然需要针对当时具体〖奢况进行判訢。伹*,重 

要是，公约中有关条款应明确规定，如果看来有 f亶得关注正当理由，那么任何 

提出挑战性视蔡é*J要求都应加以考虑.如杲认为某一个要求挑战性现场视蔡的申请 

可以接受，那么接着就有必要以最适当方式执行这项决定，包括进行现汤视蔡a 

权利和义务 

13. 每个締约国应严格履行接受挑战性现场视綦的义务，然而，缔约国可iê不 

愿意承诺搂受关子挑战性视棊的这样一个原则，即在例外情况下无法拒绝这种视票, 

因此，要确保拒绝视蔡的范围尽可能小，并且确保任何担绝的事很少发生，这是至 

关,要的，如已提出合理证裾要担绝接受挑战性视系，并进而发展为一再拒绝， 

这将是严重行为，那么公约的宗旨就ft得怀疑。这将会导致在下面第1 4规定的 

后续行动。在某些情况下一下子就会被认为是违约的证据。 

对拒绝视察釆取的后续行动 

14. 后续行动的在于防止締约国拒绝接受挑战性视察.如杲要拒绝接受挑 

战性现场视察，作为第一步就要要求被挑战一方提出此种拒绝的七天之内，提出一 

些可供选择â*J现汤视察措施，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是否出现了不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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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的憒况。如杲一个締约国拒绝提出可供选择的和能被接受的措施，从而被看作 

是违反了公约，那么就可以釆取下列行动： 

一、 要求进行挑战性视察的！ 1家遭到此种担绝后可以?^进行调査0^附 

属机构提出更为详细的情况，并据此作为重新要求视察的理由； 

二 、 如杲再次遭到拒绝，那么就要立即提请协î§i委员会全体会议处理; 

三、 如果在协商委员会内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可将问题提交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尽管任何国家有权随时向安全理事会提出）； 

四、 最后办法就是退出公约.公约文本中有必要对此作出规定。 

1 5 .本文件讨论了如何进行挑战性现场视察各种方式.至于如何安排处理视 

察结杲的问题，各缔约国还需要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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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月3 0日伊朗伊澌兰共和国 

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递交 

一份说明在伊朗皮朗沙赫尔用化学武器 

展开进攻的报告 

我谨向你递交一份报告，说明伊拉克武装部队使用化学武器的一例。 

报告说的是1983年8月9日对伊朗的边界城市皮朗沙赫尔发动的进攻。这是 

一次空袭，在那里投下了毒气弹。 

随报告附上1983年8月9日的几名受难者以及随后伊拉克几次用化学武器进 

攻的照片。 

谨请你把本报告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文件散发。 

大 使 E . 卡 米 阿 布 

GE. 84-6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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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毫无人性的政府在皮朗沙赫尔 

使用化学武器所造成的致命后果 

这场战争开始以来已进入第四个年头，而世界上压迫者的宣传机器却竭尽骗人 

之能事说什么萨达姆献身于和平.可是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政府却正在各 

条战线上犯下更加凶残的战争罪行. 

公然违背所有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原则对伊朗和伊拉克的穆斯林人民犯罪的责任， 

毫无疑问应由那些阴谋地以沉默方式无耻地支持伊拉克罪行的国际人权组织来负。 

伊拉克政府在1983年8月9日对皮朗沙赫尔边界itfe区发劫的空袭中使用化学 

毒气是说明该政府惨无人道的一个事例.伊拉克发动这次进攻也就违反了 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该议定书中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气及其他毒气， 

伊拉克政府使用毒性化学战剂，从而给该itl^区带来了这些化学品的致命后果， 

使皮朗沙赫尔的五十多名军事人员和平民遭到严重伤害. 

囿际人权组织对于这一凶残的行为就象对于伊拉克侵略者对伊朗穆斯林造成的 

其他灾难一样，除了完全沉默以外别无反应。 

进攻的详情 

据死里逃生正在接受治疗的受害者称，进攻是在1983年8月9日上午7时对 

皮朗沙赫尔一雷万杜兹公路以西六公里的地方发动的。 

目击者说，一架伊拉克飞机没有发出声音在穆斯林战士阵地上空低空飞行，瞄 

准了公路上的步兵部队，引起了一场可怕的爆炸后即离开该地区。 

爆炸的后果 

该地区的部队随着落下的炸弹爆炸声听到一声类似炮弹的爆炸.他们还看到 

一缕升起的烟柱.有几小群士兵被震波击中而倒下.其他的士兵忘记了可能有伊 

拉克飞机发动第二次攻击的危险，赶去抢救受伤的战友. 

一股刺鼻令人恶心的臭气笼罩了爆炸地点周围的大片地区。一层黑色的粉尘 

落在该地区的所有装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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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受伤人员送往医院的时候，爆炸时在该地区的所有战斗人员都感到腿上、 

背上、睾丸上及眼睛上有一股刺痛。这种疼痛显然是接触爆炸释放出的有毒化合物 

后的初步症状。受到感染的人员感到 I、难受，随后渐渐失去视力。 

受伤人员先被运送到皮朗沙赫尔和奥古密的医^接受初步治疗后，他们又被 

送到德黑兰去接受专门治疗。 

伊拉克化学武器释放的有毒战剂的破坏性 

；黑兰的一名皮肤病学专家提供了下述与伊拉克化学炸弹受害者的病历有关的 

资料。 

他说，受害者是中了炸弹散布在该地区的气体、液体及尘埃等各种形态的有毒 

战剂的毒。 

德黑兰大学药剂学院的化学及药理学实验室的分析报告表明，伊拉克投掷的炸 

弹释放了 一种通常称为"芥子气"的含氮化合物。 

专家说这些毒性效应首先在口腔、大腿.睾丸及外阴部等处敏感的组织中反应。 

他说，感染的初步症兆有：眼睛难受、视力模糊。由于这些化合物比空气重，它们 

易于在地面低的地方扩散。 

就这些化学品的毒性强度而言，人们注意到，在医学上，有节制地用氮化合物 

是为了消除癌细伹与这些化合物直接接触，口、鼻及呼吸道的粘液组织就会受 

到严重的伤害。 

某些受害者讲述目击的情况 

受害者之一 A.阿萨迪先生说他感到大腿和睾丸疼痛，急于在治疗结束后返回 

前线，他又说：与其他炸弹不同的是，这种特殊的炸弹没有弹片或碎片。另一个受 

害者H.穆哈迈德•扎达赫先生两眼发炎，他是位军人。他说，直射的光使他两眼 

非常难受。 

阿利‧贾法里是动员部队（BASIJ)成员，他身负重伤，疼痛十分剧烈。治疗 

他的医生们确信，虽然一个月内可以结束对他的治疗，伹是他病情很能复发，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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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伤及身体上的伤也会复发。 

国内外关于访问受伤者的报道 

1983年8月2 4日，国内外一批记者摄影记者及电影制片人访问了遭到这次 

化学武器进攻目前正在德黑兰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的受害者。记者和摄影记者访问了 

病人及其医生后，对伊拉克政府的野蛮进攻给无辜的受害者带来了人身的疼痛和苦 

恼写下了零星片断的印象。 

在这次访问期间，外国广播电视台记者及新闻机构的代表观,察了伊拉克化学炸 

弹释放的有毒战剂对受害者造成的肉体.伤残和身体损伤的情况。 

记者们发现，经过十五天的治疗，受害者依旧身受伤口化脓之苦，对此他们感 

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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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会议1984年会议的议程和工作计划 

( 1 9 8 4年 2月 1 6日第 2 4 2次全体会议上通过） 

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多边谈判讲坛，将促进实现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 

军。 

特别考虑到第一届和笫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文件中的有关条款，裁军谈判会议 

将在下列几个方面讨论停止军备竟赛和裁军及其他有关措施： 

―.核武器的各个方面； 

二. 化学武器； 

三. 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四. 常规武器； 

五. 削减军事预算； 

六. 裁减武装力量； 

七. 裁军和发展； 

八. 裁军和国际安全； 

九. 附加揞施；建立信任的措施；有关各方能接受的与适当裁军措施有关 

的有效核査方法； 

十.导致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综合裁军方案. 

裁军谈判会议在上述范围内通过了下述1984年的议程，此项议程包括根据议 

事规则笫八节的条款，将由谈判会议审议的项目： 

1 .禁止核试验。 

2.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3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4 . 化 学 武 ^ 

因技术原因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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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6.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SI家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7.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8. 综合裁军方案. 

9. 审议并通过年度报告和任何其他宜向联舍国大会提出的报告。 

工传计划 

根据议事规则第28条，裁军谈判会议还通过了 1984年第一期会议的下述工 

佑计划： 

2月 7 日一 1 7 H 全体大会发言。 

审议议工作计划和按议程项目设立附属机 

构以及萁他组织问题， 

2月 2 0 B 一 2 4 H 核禁试. 

2月 2 7 B —3月 2 H 停止核,备竟赛和核裁军. 

3月 5 B — 9 S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3月 1 2 H —1 6 B 化学武器， 

3月 1 9 B —2 3 a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3月 2 6 B 一 3 0 B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 

的有效国际安排. 

4月 2 e— 6 B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卷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放射性武器. 

4月 9 B — 1 3 B 绿合裁军方案. 

4月 1 6 B 一 2 7 B 进一步审议悬而未决的冋题. 

裁军谈判会议将召开非正式会议，继续审议各成员国提交的关于改迸和提高会 

议工作效率的提案. 

会议将根据其报告（CD/421 )第 1 9段对选择新成员国的问題进行审议， 

经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和附属机构主席协商后，将根据憒况和这些机构的需要， 

召开附厲机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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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定于1984年 

2月 2 7日至 3月 9日开会. 

在通过本工作计划时，裁军谈判会议考虑了议事规则第3 0条和 3 1条的规定。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34 
17 February 1984. 
CHdESE 
Orig i n a l : RUSSIAN 

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组织 

方面的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备忘录 

1. 裁军谈判会议的社会主义成员国集团回顾大会第十次特别会议(即专门讨 

论裁军谈判问题的第一次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20段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先 

前称为裁军谈判娄员会的裁军谈判会议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讲坛"，又根据会 

议议事规则箬一条，会议是"一个裁军i炎判讲坛".联合国大会曾一再呼吁裁军谈 

判委员会 ë手谈判，特别是题为"裁军谈判娄员会报告"的第 3 8力 8 3 1号决议 

"再次促请裁军会议于其1984年会议期闾继续或着手#行-议程上居于首位的裁 

军问题的实质性谈判，同时，为了达到这项目的，对现有的各特设工^小组赋予^ 

当的谈判职权范围，并诈为迫切的事项设立关于停止核？备竟赛和核裁军、防止核 

战争和防止茌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竟赛的特设工作小组"。 

2. 社会主义戍员国集团强调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谈判讲坛的这一性质，同时对 

下述事实表示关注：这一谈判机构在实质上未能覆行赋予它的这一职贵，而趋向于 

变为裁军方面另一个审议机构.就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看来，造成这种不正常情况 

的主要原因是有人企图把会议变戍进行学术讨论的讲坛，并为进行谈判提出一些初 

步条件.社会主义国家认为，这种作法与最后文件为会议规定的职权范围及会议 

本身的议事规则都是相违背的. 

3.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从这一事实出发，认为裁军谈判会议这一谈判讲坛的 

附属机构必须有可能进行适当的谈判.只有议事规则第23条规定的技术小组或 

政府专家小组可以例外。 

觯决设立附屬机构问题必须与拟定恰当的谈判职贲范围有机地联系起来。人为 

地把觯决设立附属机构的问题和就这些机构的职贵范围达成协议一禀分割开来，只 

会为掩盖某些国家不愿进行谈判的意愿制造漏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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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过去曾有人企图设立一些不负有举行谈判职贵的附属机构；尽管人们在 

某些方面对这些机构寄予希望，但茸结果表明：在这类附属机构中举行的讨论无法 

使谈判双方的立场发生任何建设性的变化， 

5.就此，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建议，在1984年会议期间，应就会议议程上的 

所有实质性项目设立附属机构，并为其规定举行谈判的职贵。该集团满意地注意 

到'根据这些 I S目设立的附属机构职贵进行有效国际安徘以确保无核武器国家 

不受使用或声言要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并且1983年会议期间的"综合裁军方案" 

已经规定举行适当的谈判；它，意地注意到，根据"化学武器"议程项目设立 

的特设工作小组通过了一项建议'规定1984年会议上可能设立的相应的附属机构 

具有"开始充分而全面的谈判进程，拟议并制定出该项公约，但不包栝它的晉后草 

案，，。 

关于议程上的:lîi余的项目，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认为，规定下述职权范围是有益 

的： 

(1). 根据议程项目I "禁止核试验"设立附属机构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1984年会议期间设立一个就一项禁ih所有核试验的 

条约举行谈判的特设附羼机构，并考虑到所有现有的建议和今后的倡议.该特设— 

附属机构于1984年会议第二部分结束时，就萁工诈ifr暴情况向裁军谈判会议镘交 

裉告， . 

‧ (2). 根据议程项目2 "停止核军备• ̂赛和核裁军，，设立附属机构。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1984年会议期间设立一个特设附属机构，根据第一届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 0段就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 

问题举行谈判，特别是拟定出一项核裁军计划。该附属机构将在1984年会议的笫 

二部分结束时，就其工作的进展情况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裉告。 

( 3 )裉据议程项目 3 "防止核战争，包括所有有关事项"设立附属机构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1984年会i义期间设立一个特设附属机构.，以便就防 

止核战争的适当而切实 '可 „协议，并考虑到大会第 3 7 / 3 8号决议所提及 

的各项文件以及其他现有的建议和今后的倡议。该附属机构将在1984年会议的第 

二部分结束时.就其工作的进展情况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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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议程项目5 "避免外层空间的核军备竟赛"设立附属机构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1984年会议期间设立一个特设机构，以便进行谈判 

締结一项协议，或在适当的情况下締结若干协议，以防止外层空间各个方面的核军 

备竟赛，并考虑到所有有关的建议，包括締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使用武力及从外 

层空间对地球使用武力的条约的建i义。该附属机构将在1984年会议第二部分结 

束时就其工作进展情况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报告。 

(5) 根据议程项目7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这类武器的新体系，放射性武 

器"设立附属机构 

"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在1984年会议期间设立一个特设附属机构，以便： 

(a)在有资格的政府专家的协助下进行谈判，以起草一项关于禁止发展生 

产新型大规模毁3^^性武器及这类武器的新体系的全面协i义，并就某些 

特珠类型的此类武器草拟可能达成的协议； 

化）进行谈判，以便就一项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及使用放射性武器 

的公约达戍协议； 

(C)进行谈判，以便解决关于禁止对é设施的进攻问题，包括这一禁止的 

规模问题，并考虑到为此目的提交给会议的所有莩议。 

该附属机构将在1984年会议的第二部分结束时，就其工作的进展情况向裁军 

会i义递交报告"。 

6.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成员国集团指出，对于它一再提出的需要为裁军谈判 

委员会各附属机构拟定标准职权范围的多项建议持积极的看法，当然这些建i义将规 

定就适当.的问题举行谈判。 

7.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各附属机构的名称问颈，社会主义戍员国集团从需要出 

%认为必须充分运用会议议事规则第23条所载的规定。社会主义成员国集团特 

别认为，鉴于这一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名称由"委员会"改为"会议".那 

么考虑根捱i义事规则对其附属机构的名称作适当更改的问颞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8.假如裁军谈判会i义各附属机构有可能进行谈判，这当然也不是表明对它所 

面临的问颞保证能顺利解决。近来一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些国家为了谈判而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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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它们竭力迺避解决重大问颈，并且没有表现出为达成协议所需要的^活性和 

政治意愿。伹是，社会主义成员国集团认为，如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各附属机构规 

定举行谈判的职权范围，那么躲避举行认真谈判的企图就更难以实^同时也使这 

种意图更昭然若揭了。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35 
20 February 1984 
CHIÏÏESE 
O r i g i n a l : EHGLISH 

提高裁军谈判会议在禁止 

化学武器方面的工作效率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工作文件） 

各社会主义国家认为，禁止化学武器是限制军备竟赛和裁军领域最重要的任务 

之一。多，来，他们坚持不为制订一项可充分全面禁止此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的国际公约而积极努力；并提出了旨在确保尽早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建议。 

最近华沙条约成员国向北约成员囯提出了一项建议，意思是说欧洲应该无化学 

武器这一点再次证明.社会主义囯家非常关心禁止化学武器。 

消除了化学武器对欧洲各国及人民的威！&^将会大大减少在这个大陆，并从而 

在整个世界上进行化学战的危险&，笄为裁减化学武库开一个头。同时，执行这种 

区域性的有关限制、裁减及消除化学手段的部分措;^将会促进全球一级正在进行 

的工作一加速締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缔结这个公约仍然是华沙条约成员国 

的最终目#o 

社会主义各国旨在加速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方面工作所做的努力是众所周知的。 

正是在他们的倡导下，第三十联大才特别通过了第 3 8 / 1 8 7 A号决议；促请裁 

军谈判会议加紧谈判以便尽早就化学武器公约取得一致意见，并为此目的，立即开 

始草拟这样一项公约提交给第三十九届联大。 

在关于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原则立场指导下，社会主义各国希望，所有与会囯 

从1984年裁军谈判会议一开始就利用本会议尽早％成拟订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和 

储存化学武器及其销毁的适当的公约的工作。 

社会主义各国认为，要想着这条道路很快地前悉就需要借助下面几个方面 

1.考虑到几年来裁军谈判委员会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且.在此工作期 

许多国家都已阐明和仔细审议了有关未来公约韵所有问颈观点。因此.有必 

GE. 84-6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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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毫不迟延地根据新通过的本会议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开始着手公约文本的草拟工 

作。,职权范围特别规定了开始充分全面谈判进程，研究并制订出一项公约。 

2 .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充分全面谈判进程应包括所有同未来公约有关的事项, 

这种谈判应保证拟定公约时`)S"这两条并行的道路前进：草拟出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的 

条款并继续为那些谈判各方的态度对已有分歧的条款寻找相互可以接受的提法。 

3.今年裁军谈判会议关于禁止化学武器谈判的目标应该是，在可能的情况下， 

向第三十九届联大提交一项一致同意的公约草案或者另外一项草案。这种草案除了 

有一致同意并已拟订出来的条款外，同时也反映谈判各方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公 

约条款的提法。 

4 .在特设附属机构内进行的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应尽早开始并不应受规 

定本会i义工作的时间所限制，即如有必要应有可能设想在本会议的春季及夏季会i义 

结束后继续谈判。 

5 .考虑到这个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有了新的名禁止化学武器谈判提到了新 

阶&以及国际è会对禁止此种武器的极大注意，本会议适当的附属积;j^的名称应 

为禁止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在此委员会的范围内，最妤另行设立未来公约各条款 

各方面的工作小组。为了更加详细地写出具体条款或提法，当然可以设立临时小组 

分组和"主席之友"小组*等等。在分配该委员会各附属机构的主席职位时.应遵 

守各小组代表均衡的原则。 

6 .委员会可以设想设立下列内容的各工作小组： 

关于公约的目的和范围诸问题(定义和标准；基本承诺方式；不生产， 

准许的活动，不使用化学武器，有关监测措施；绪言及最后条款，等等）； 

关于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及销毁生产设施诸问颞（初始公布，中间指施， 

销毁及监测)； 

关于公约的遵守诸问题（要求进行的国际核查，国家施实措协商 

委员会及筹备委员会的活动，协商和合作，对申诉的审议，等等）； 

关于公约结构诸问题（条款的位置，条款的次序，附件，商定的觯释 

等等）。 



CD/435 
Page 3 

7 .工作小组在拟订未来公约的各项条款的顺序时应考虑到各个条款的重要性* 

和相互关系以及公约结构在遝辑上的一致性。委员会工作一开始就应订出这个顺序。 

在这一方面，当然应当注意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国代表团4参加这一过程的实际可 

能性。 

8.为确定工作计划，讨论和决定其他组织问颞，审议和估价各工作小组所取 

得的成果以及编写向本会议作的进度报告而召开的委员会会议，如有人提出请求， 

就可以召开，但;i^在一般情况下，大约每两周召开一次。工作小组或其附属机构 

的会议每周应召开的次数不少于两至三次。 

所有这些工作都可以根据要求并按照委员会及其工作小组预定在1984年4月 

底以前这段时间公开会议的时间表，以最灵活的方式进行。安排本会议夏季会议将 

要审议的问颈，其工作的先后顺序也应用一种一般形式规定出来。 

社会主义各国提出上述供本会议审议的种种意见唯一的f晤思想就是希望在制 

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方面取得决定性进展。他们相信，如杲参加谈判的各国都有禁 

止此种武器的政治意愿，本会议面前的问颡就可以为了限制军备竟赛和加强国际安 

全而得到解决。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21 February 1984 
CHIHESE 
Original:EHGLISH 

墨西哥、秘氰委内瑞拉代表1984年 

2月 2 0日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从 1 9 8 3年 5月 1 6日至1 9日在牙买加召开的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大会 

第八届常会审议了"关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将核武器引进马尔维纳澌群 

岛、南乔治亚和南桑咸奇岛地区和区域的报道的问颞。会议就这个问颗以协商一致 

方式通过了第170( v n i )号决议，其中决定"向大会第三十会议和裁军谈判委 

员会递送本决议案文以及关于该问颞的全部声明。" 

根据上述与大会有关的决议的规定，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 

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牙买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鸟拉圭和委 

内瑞拉代表团团长于1983年1 0月 1 3日致函联合国大会主席，要求将拉丁美洲 

禁止核武器组织大会第A>i常会的有关文件作为大会文件散发。这些材料已作为第 

A X 3 8 / 4 9 6 t文件散发。 

同时，根据上述第170(vni)号决议，我们谨请您以现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 

身份作出必要的指示，将第A / 3 8 / 496号文件作为会议文件散发。 

事先感谢您考虑我们的请求，我们谨借此机会向您表示最崇高的敬;1。 

A . G . 罗 夫 絲 

墨西哥出席裁军谈判会议常驻代表 

J . M.潘多 

秘鲁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团长 

A . L . 奥 利 沃 

委内瑞拉出席裁军谈判会议常驻代表 

GE. 84-60454 

>^ >&i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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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2 5和 4 3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问题 

关于莶署和批《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附加议定书的大会第37/71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从1 g 8 3 年 5 月 I 6日至1 9日在牙买加召开的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大 

会第八届常会审议了"大不列颠及北荧尔兰联合王国将核武器51进马尔维纳斯群^、 

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岛地区和区域"的问鼠 会议这个问题以协商一致方式通 

过了第17(MVIII:号决议，其中决定"向大会第三十八屆会议和裁^间题委员会 

i第迗本决议案文以及关于该问题的全都声明." 

«3-24888 

1 9 8 3年1 0月 3日 

玟利维亚、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 

牙买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多米尼 

加共和国、秘鲁、乌拉è和委内瑞拉代录给 

联合国大会主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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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决议，谨请你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2 5和4 3下的文件散发 

豪尔赫.古穆西奥-格拉足埃（坡利维亚） 

卡洛斯‧阿尔万-奥尔古因（哥伦比亚） 

费尔南多 ‧苏姆巴多‧西门尼斯 (哥斯达黎加) 

埃拉迪奥‧克尼平‧维多利亚(多米尼加共和国） 

米格尔‧阿尔沃诺斯（厄瓜多尔） 

埃杰顿•理査森（牙买加） 

波菲里奥•穆尼奥斯•莱多（墨西哥） 

哈维尔 ‧查莫罗.莫拉（尼加拉瓜） 

卡洛斯.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渐（巴拿马） 

哈维尔 ‧阿里亚斯‧斯特拉（秘鲁） 

胡安.卡洛斯‧布兰科（鸟拉圭） 

阿尔维托'马丁尼-乌达内塔（委内瑞拉）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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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巴拿马大使馆的说明 

1 983年5月6日，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秘书长收到巴聿马大使馆的一 

份说明，全文如下： 

"秘书长先生， 

"谨向阁下致意，并鉴于即将召开的拉美禁核组织大会，提请考虑巴拿马政府 

有意将下列题目载入总议程，我们认为这些题目为发扬《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宗 

旨，将引起区域内外的兴氣 

"关于大不列颠及北荧尔兰联合王国将核K器引进马尔维纳斯、南乔治亚和南 

桑威奇群岛地区和区域的报告. 

"巴拿马政府受到重申《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精神的鼓舞，对于违背我们各签 

约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的任何可能釆取的行动到关切。 

"据此，对你关心我们的请求预先表示慼谢. 

"借此机会再次向阁下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临时代办何塞.吉列尔莫 ‧斯多鸟特，（签名）" 

其后，除上述文件外，巴拿马大使馆于5月g日提交了另一份备忘录，全文如 

下： 

"秘书长先生， 

"除1 9 8
 3
年 5 月 6 日 第 P . K 422/83号说明外，向阁下热烈致意， 

并着重指出我国政府有意将下列分题目载入将于5月16日至19日在牙买加金斯 

敦召开的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下届会议的总议程中. 

"关于大不列颠及北愛尔兰联合王国将核武器引进本地区以及马尔维纳斯、南 

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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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大西洋危机期间，已由下列国家代表团将情况提交联合国安全理筝会： 

尼加拉瓜（ 1 9 8 2年 5月 2 3日， S / P V . 2362号文件）、夯内瑜拉（5月22 

日，S/PV. 2362号文件)、坡利维亚（1 9 8 2年 5月 2 2日，S/?V. 2362号 

文件）、厄瓜多尔（ 1 9 8 2年 5月 2 1日，S/PV. 2362号文件）和巴拿马（1 

9 8 2年 5月 2 2日， 2 3 6 2号文件），同时，巴拿马政府极为重视提交下 

届大会全会的这个项目，而这个项目理应受到这样的重视， 

"对你关心此事表示慼谢，并借此机会再次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临时代办何塞.吉列尔莫.斯多乌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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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 1 7 0 ( V I I I )号决议 

关于大不列颠及北茇尔兰联合王国将核武器引进马尔维纳斯、 

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地区和区域的报告 

大会， 

考虑到《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各签约国政府明确表示决心将核能在拉丁美洲纯 

粹用于和平目的，并为目的重申其主权决定，建立一个无^用核地区，以便使其领 

土永远没有核武器， 

考虑到阿根廷共和国在不同的国际论坛宣称，英国海^部队中存在核武器，由 

于在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南乔治亚和南桑威竒岛的冲突，该海军部队在《条 

约》第4条第2款所界定的区域内活动，根据此种事实，着重指出拥有核武器的国 

家进行将核能用于非和平目的的活^的意义， 

考虑到联合王国政府发言人多次宣称,背离连续几届政府所遵守的既定惯例是 

不符合国家安全的利益的，既不确认也不否认某一特定时间在某一特定地点存在或 

不存在核武器， 

考虑到大不列颠及北愛尔兰联合王国发表了载干I y 8 3 年 5 月 1 1日 S / 

i n f . 2 6 1号文件上的宣言， 

铭记着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必效确保遵守《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备项义 

务， 

重申有核武器和无核武器国家必须有一种责任和义务的平W, 

决定： 

1.关切地注意到阿根廷政府所亶称的大不列颠及北愛尔兰联合王国在《特te 

特洛尔科条约》第4条第2款所界定的地理区域所包含的地区内引进核武器， 

I注意到本决议序言第4段所提到的大不列颠及北发尔兰联合王国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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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声明在其有关段落表示："联合王国政府谨慎遲守其按照《扭丁美洲禁止核武器 

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并未在它在国际上扭照法律或事实上对之 

负贲的、在《条约》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范围之内的地区都署核武器.而且，政府 

谨慎遵守其按照《条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并未在《条约》生效地 

区 部 f 武 器 . " ； 

3. 注意到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代彔团在本届大会所发彔的重要声明和宣言： 

4. 录示关切在《条约》第4条第2款所界定的地理区域范围以内的地区的好 

战行动中使用了以核能推动的潜水艇； 

5. 皿《条约》及其i义定书尚未对其生效的所有国家，按照第2 8条未取必 

要行动完成后使《条约》第4条第2款所界定适用的地区的^事非核化的过程： 

6. 重申一切国家按照《条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不进行可能危 

及拉丁美洲^搴无核规约的一切活动.并委托禁核组织理事会监督严格遵守这些义 

务； 

7. 递送給联合国第三十A>i大会和裁^问题委员会本决议的案文以及在本次 

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发彔的全都声明。 

( 1 9 8 3年 5月 1 9日第四十九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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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秘书长何塞‧马丁内斯•科沃先生的讲话 

1. 大会第八届常会在牙买加首都举行，拉丁美洲禁止核武iJ^组织慼到非常满 

M,牙买加这个姐妹国一向为和平与裁军努力，牙买加政府继续^彻明智的!il际政 

策，加强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维持密切关系与一体化，牙买加与这些国冢不仅地理 

上接近，并且有着类似的命运. 

2. 找有五年荣幸地担任了我国驻牙买加的全权大使。那期I叫我经常来到 

这个美丽的加勒比岛，享受其永远漂亮和翠绿的景色以及髙贵的牙买加人民的热愴 

的接待，觯放者博利瓦尔来到这个肥沃的避难地，在他著名的信中生动地呼吁这个 

新独立的民族扫除任何侵略和内战的可能性，从rfô组成一个共间的统一战线，这并 

非徒然. 

3. 在这里置身于友好的牙买加人民当中，这不仅令人高兴，而且大会第一次 

在一个非西班牙语系国家举行的事实，再次肯定拉丁美洲各ISJ 了觯建立迄今为止世 

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无核武器区的特殊的模范性质。 

4. 我认为，我在向牙买加总理，蓴敬的爱鹆华‧西加阁下率领的牙买加政府 

致以特别问候，以及在转达拉丁美洲禁止核武畚组织对于牙买加政府慷慨提议在这 

里举行这次会议的真诚慼谢时，我是代表该组织的大会和理事会犮百的。 

5. 墨西哥人民逋过其合法ffô民主的政府一墨西哥政府一向给予热烈的坚决 

的支持一一直是《特拉特洛尔科汆约》的真正推动者。应该指出安东尼吳‧冈萨 

雷斯‧德茱昂大便多么积极而明智地履行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最高机构在上一 

届常会和非常会议的工作。我们很高兴墨西哥外交郤的另一个杰出成员鱟尔赫-

蒙塔诺大使为本届会议开幕。 

6. 在我冋大会提出的这'第一个裉告，依照《汆约》第4段第1 1汆，我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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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从我当选之日到现在这个组织的活动。当然我不会在这里重复该报告所载的话， 

但是我要试着综合这份文件，我只要强调最近两年来发生的那些有关的筝件， 

7. 杰出的律师、国际主义者和墨西奇外交家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由于他孜孜不卷地和专诚地致力于裁军工作，以及由于他的灵感和推动才促成《特 

拉特洛尔科条约》，因此获得1 9 8 2年的诺贝尔祁平奖，这件事确认该《汆约》 

在拉丁美洲无核武器区人民实现和平和文明的和平共处方面的重要性。 

8. 这个杰出的得奖者向联合HI大会正确地表示诺贝尔和平奖也是对整个拉丁 

美洲的颂扬，因为整个拉丁美洲参与在196了年一致逋过《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的艰难工作，这项工作符舍拉丁美洲人民爱好和平的天性也符合该区域各国希望其 

人民无恐惧地生活，并且有灵活地拟订自己的发展工作的那种生存的自然需要。 

9. 最近两年发生的影,最大、最重要的事是美洲唯一的核大国美国在其参议 

院一敌通过后批准了《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由于美国批准《第一号附加议定 

书》，拉丁美洲军事非核化的地位现在适用于维尔京群岛、波多黎各和关塔那摩基 

地。至于所谓的巴拿马运河区，由于缔结了《巴拿马运河汆约》，它已成为军爭上的 
无核区. ： ' 

10. 由于批准《第一号议定书》，美国已作出保i不"在《特fi特洛尔科条约》 

列入的任诃地区试验、使用、制造或装置核武番"，我们有义务在此强调前任美 

11!!il务9即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在亲自向《汆约》的保存国噩西哥政府递送批准书时 

所说的话："这项行动补充美国对尊畫拉丁美洲无核区的全都保证，华盛顿政府对 

这件事的重视是超出区域性的，因为它有助于稳定世界政策和减少战争危机"， 

11. 南美海域有核动力潜艇一事，特别是关于参与南大西洋冲突的战舰可能携 

带核装置的指控，是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成员国政府和我领导的组织深切关心 

和有理由慼到不安的原因。 

12« 然《条约》第5条明白规定核动力车辆不能视为核装置，但是可以肯定 

那些参与南大西洋冲突的核动力潜艇不是从事祁平任务，它们参与类似战争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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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件事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核大国在军事上便用这种核能来保卫其利益，这种作法 

违反了产生《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政治哲埋。 

U参与该冲突的战舰可能携带核武器的情况，就《条约》的根本目标而言是 

更严重的，因为不管任何法律上的解释，拉丁美洲志愿保证它自己不制造核装置， 

显然就是明确地表示希望整个区域免于为军事目的应用核能所带来的可怕的危险， 

我们人民作出的这项自主的决定应得到一切国冢的绝对尊重， 

14这项《条约》由于减少世界上在对抗时可能使用核武器的地区，以及在地 

理上限制了这些装置的扩散，因此它不仅是对国际法的重大贡献，并且是对西半球 

安全的重大贡献，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就让我们想一^如果南大西洋的美洲海 

域发生核对抗，这对我们各国会是多大的灾难。我确信这次大会在探讨这个题目 

时，将努力加强这项《条约》，此尽快结束本区域的非核化进程是绝对必要的， 

尤其是现在我们已注;t到本区域存在着可能出现核装置的危险。 

该《条约》，这一直是、并且仍然是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祕书处最关心的亊。 

在这里没有必要重申一个爭实，那就是本区域少数!il冢不加入特拉特洛尔科糸统， 

对该《条约》的效力可能产生消极作用。由于在《汆约》适用范囪内的各111政府 

所持的高厪积极态厪，便我们抱着在不久的将来所有IT求都会签著祁批准该《条 

约》，从而结束等待很久的西半球非核化进程的希望。为了加速这项决定，或许 

有必须结合所有成员国政府的努力. 

16L两个《附加议定书》的情况相当令人满;t, 法国批准《慕一号议定书》 

一爭是唯一悬而未决的。因此在《汆约》适用地区以内由美洲外的国冢在法律上 

或事实上管理的一切领土在技术上都可认为是无核武器。大冢具有信心，认为既 

然不存在重大的异议，一向有光荣的人道主义传统的法国很快就会批准这项《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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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第二号议定书》，已经完成了该进程。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 

同意不以任何形式直揞或间接向拉丁美洲各国供应这种武器，也不对该《条约》締 

约fi]使用这种武器.这忡确切的保证消除了一些人对该《条约》前途的怀疑，这 

种怀疑是因为考虑到这个《条纟勺》是在核武器国家的范围外，并且事先未得到它们 

在这方面的任何保证的情形下^结的。 

18. 建立其他无核区仍然只是国际社会的期望，这种期望的有效实现在不久的 

将来还无法预见，因为妨碍或阻碍无核区的创立的政治环境目前都还存& 在箪 

拟《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时，人们认为拉丁美洲无核区会和世界各区域的其他无核 

区并存与合作，以便进行全球裁军的联合努力.不幸地，这并没有发生；每件事 

都指出在未来几年中拉丁美洲仍然会是实现这种理想的独一无二的典范。 

19. 这种事实使拉丁美洲无核区失去其全球性的影响力，因为如果它与全球大 

部分地区的无核区并存，它作为一种和平与国际安全的手段，就会有这种全球性的 

影响力；因而联合国仍在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已被邀 

请参与一个杰出政府专家组会议，该会议将订正和更新1 9 7 5年根据大会规定就 

无核区进行的研究，因为我们的组织由于1 6年有成果的工作，在这个领域已具有 

独一无二的和特别光荣的经验. 、 

20. 目的在通过《不扩散条约》以避免核武器的扩散的努力尚未产生所希望的 

结果。根据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话，忙散正危险地发生，除了公认的五个核武器 

国家，还有约十五个国家无需外国协助就能生产制造核武器的材札 这些国家目 

前正要开始参与核军备竟赛，因为它们拥有制造核装置的技术能力，但是在法律上 

由于签署了《不扩散条约》因此不能这惮做。 

21. 选择将核技术用于战争用途的国家不断增加的事实，显然对和平和人类本 

身的生存构成很严重的危险，由于错误、巧合或不负赍的疯狂，仅是核装置的存 

在就可能造成浩劫，这种事历史上已有先例.扩散问题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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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取得核技术是一天比一天容易.各国政府应当了解不取得这种装置对自已 

的安全是有利的，但是十分重要的，这样不扩散和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努力才可能成 

功， 

2a技术进展和重要的科学发现应为世界上全人类服务，以促进人类的均衡进 

步，在大会上届会议开幕时，我作为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曾坚定地认为，给予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新的内容的时候已经来到，还认为现在必须是开始协调为 

和平用途发展核能领域的行动的时候.现在我作为该组织的IT脑，我深信虽然拉 

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有适当的法律结构，但是它缺乏在这个领域有效地履行职务 

所需的经济资源和的技术人员。 

23L我们认为拉丁美洲有能力尽快将核子科学所产生的,宠大益处纳入其人民的 

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我们也深信这方面的任何耽搁将是有害的.这个领域的进展 

相当惊人 这个区域各国绝对必须在这方面扩大合作和交流经验.必须加速人 

员的培训及有效地帮助那些经济较弱的国家，以便向发展的道路出发.这方面还 

需要国际和机构间的行动.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加强了它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一向保持着的密切关系，我们也准备开始与美洲核能委员会合作。 

24和平使用核能是《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本身确认和表明的一切国家的特点， 

但是这种核能也可用于战争方面的事实，使国际社会不得不^究严格管制问题，以 

避免任何可能的偏差。原子能机构通过保障协定所实行的控制一《条约》的1
 8 

个締约国已经签署的，在执行上无任何问题，也没有任何困难，因此核大国可以充 

分确保在供应核材料方面提供的技术援助在拉丁美洲不会用于军事目的，因为《恃 

拉特洛尔科条约》为防止这样作提供了法律和政治上的根据。 

25.这次大会的举行正值世界局势不断严重恶化，大国间的紧张和不信任不断 

加深，东方和西方对于结束军备竟赛没有任何认真的对话，南方和北方对于减少动 

乱也没有任何认真的对话. 1 9 8 2年诺贝尔和平奖才发出生动的告诫："不是 



我们消除核武器就是核武器结束我们所知道的文明",同时这样摘述当前的世界形 

势："累积的武库可以消灭一万亿人，就是说可以消灭比全球人口多六十倍的人"， 

26. 在军事圏子里，他们谈论有限核战或限于大国通过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核战。 

核战在实质上是没有地理限制的。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也没有任诃一个人可以 

n免核冲突的可怕后果.战争的任何一方都绝无可能限制或延长战争以取得胜利, 

核战戎许就是最后一次战争. 

27. 人类的生存就是建立在某种悲剧上：所谓的恐怖的平衡.面对这种富有 

戏剧性的场面，《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一个包括所有拉丁美 

洲领土在内的无核区的存在，是我们这个区域避免核扩散以及使我们这个区域的居 

民相信他们不会成为浩劫的受害人的最it当的途径。我们每一个人有义务尽力觯 

除心理上的武装，并将死亡的力量化为生命的力量， 

28. 这是我带给大会的希望的信息，我领导的秘书处将彻底而无条件地支持大 

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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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拉丁拳洲禁止核武器组织 

秘书长的发言 

巴拿马政府通过其驻墨西哥大使 馆要求将下列附加项目列入第八届常会的议程: 

"关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将核武器引进马尔维纳斯、南乔治亚和南桑成 

奇群岛的地区和区域的报告"。巴拿马政府还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十三条，向秘书 

长提交一份解释性备忘录，说明列入此项目的理由。根据议事规则，增列项目需由 

大会决定。此项目如经大会决定列入，则应在列入议程后2 4小时内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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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联合王国代表 

戴维*爱德华兹的发言 

当然是由该组织的成员国按照议事规则决定议程„我国代表团所代表的国家不 

是该组织的成员国，但是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締约国，因此我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二十条发言。我愿对刚刚增列入大会议程的项目发表如下看法n该项目似乎说明我 

囯违反第一和第二号议定书，在《条约》所包括的地区内部署了核武器。我国政府 

已多次明确指出，这当然不是事实。我愿提请注意1 9 8 3年 5月 1 1日 / i n f . 

261号文件，联合王国政府在此文件内清楚表明它严格遵守根据《条约》第一和第 

二号附加议定书所应遵守的各项义务，不在《条约》适用地区中由联合王国负有国 

际责任的领土内和《条约》对其生效的领土内部署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 

(
:CV251号文件内的建议慼到不安。我们相信六会将采取建设性行动支持《条约》 

的各项目标。我国代表团认为，将此项目列入议程违背上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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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大会主席的发言 

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就此事项的讲话和想法，我完全同意该组织历次会议所表 

现的建设性精神。如今天上午三位代表发言所证实，締结本《条约》的基本慨念从 

而得到新的推动力量。请联合王国代表放心，这种精神将会继续存在，在任何情况 

下，大会的意旨都是：一旦审议该项目，他提及的文件将予分发，当然任何代表闭 

都可索取。此外，我的理觯是：将此项目列入议程项目决不是暗示或预断任何特定 

情况。我认为这是一项具体的法律事项，并据此将该项目列入了项目单内n如没有 

其他或反对意见，我就认为项目4已获通过。让我们现在讨论议程项目5:"选举 

大会第八届常会主席和两位副主席"。现在请大家提名，墨西哥代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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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阿根廷共和国代表 

阿蒂略‧ a -昊尔特尼先生的发言 

我国代表团对你主持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本届重要大会的工作感到满意， 

我们相信你的才干将保证我们工作的成功n同时我们衷心慼谢牙买加政府和人民的 

盛情接待， 

1 9 6 7年 2月 I 4日签署的《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不仅是在一个人口稠密 

区域建立非核武器区的第一个国际协定，而且是在军备限制、裁军或集体裁军措施 

方面第一次建立了设有常设监督机构的监测体制。因此我们很重视拉丁美洲禁止核 

武器组织，它是确保遵守《条约》的有效手段。 

阿根廷参加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谈判，认为该条约具有内在的价值，这都 

是众所周知的》如我国出席第七届常会代表团业已表明的，我必须明确重申阿根廷 

共和国作为一签署国，认为受《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目标和目的拘束。RI根廷的 

立场同它1 9 6 7 年 9 月 2 7日申明的对《条约》的立场相一致，早于南大西洋的 

冲突，因此阿根廷共和国援引《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是合法的。 

同样，阿根廷对非核化的立场符合我国在国际会议上一向遵循的全面彻底裁军 

的政策，符合阿根廷签署的各项关干保障制度的协定，符合为和平目的发展核能的 

路线，并符合同该区域各国在核技术转"面进行合，的一贯和明确的政策。 

联合国大会第 2 0 2 8 ( x x )号决 i ; i i了不扩散^器的一项基本原则——必 

须在有核国家和无核园家的相互责任和职责之间维持_pj以接受的均銜，无核国家放 

弃制造和获得核武器伹有核国家并不相应地采取具体措施，这是不公平的。特拉 

特洛尔科条约的序言里特地引^ 了 项 m 义 , 

从这项考虑，在谈判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时，出现了两个基本问题.%-，需 

要;'it条约所及范围的地理界线达成协议，后来及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二，大家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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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有有核国家应该保证 ;s蓴亶这个区域的`ii!?律地位。我们都了解该条约及其 

附加议定书载有对这两个问题的具体规定，在适当时刻我会谈到它们. 

不过应该回顾，大会第3472( XXX)号决议规定有核武器圆家对无核武器区的 

主要义务，其中特别强调有义务尊重构成无核区基本文件的条约或公约中所^)^'的 

完全没有核武器存在的全都法规，当然，这适用于特拉特洛尔科条约.重点在于 

完全并且毫不异议地尊重无核区就是无核区的实质，否则这些无核区就毫无意义了-

同样的意见也明确表示在《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书》（S—10/21 "决 

议）第3 3段里，即："在有关地区各国自由达成的协议或安排的?础上建立无+》： 

武器区相分遵守这些协议相安排，从而确保is些地区其正没罕〗‧核武器，而核武^ 

囝家尊重这些地区，乃是一项亶要的裁军措施."《te后文件》4'.他段'&中，即Sf， 

6 0至6 3段，尤其是第6 2段中，再次强调了这些概念. 

因此，当阿根廷共和国和其他国家对英!il殖民主义舰队上存在战术核武器这个 

筝实提出质问，并认为，它违犯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这次指控样，力地迫用于 

破坏国际社会承认的无核区基础的行为，因为联合国为发展这种无核区的概念以保 

护人类免受这种武器的危害所作的持续不断的努力，爭实上受联合王国这种蓄;^：的 

态度所阻挠了. 

阿极廷共禾0国驻墨西哥大使馆于1 9 8 3年 4月 2 1日和 2 9日给拉美禁核组 

织％:书长的照会,、是接续早先关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El把&;武器引入该区 

马尔维纳，君f岛一、，治亚岛和南桑韦奇群岛的通信. 

上述照会的^一¥内捉到阿根廷在联合国大会、裁军谈判娄员会和不结盟SI家 

运动上所作的谴责，特别?M调鈹后这个重要的[i l家集团所讨的各项决定. %二 

个照会中附有关于原子能机构和l«j根廷对夹S在南大西洋作业的舰队带，整套武,^lf 

包括战术核武器的看法的其他资料.我!il代汆团在讨论杰出的巴拿马代表ai i'"义 

的项目时将就蘧责的具体细节详加论述. 

这个问题对拉美禁核组织大会是特别::t|:要的，为i《是条约缔'约B]相联合王HI 

之间发生的问I！。 在南大^洋发生的事件是纟，拉特洛尔科条约的效力的首次考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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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刀'的愚^行动，如我们已经说的，影ii'j了旨在设立无核区的协定的可信性，嘲 

弄了！.U际舆论，m际舆论对核武器的存在愈来愈加以ii'"赍，甚至更加严厉地谴责。 

合王liii政射从来没有:hf当智-S其囯会上所作的屡次呼吁，也没有令人满意地 

否认讨联合王国和其他1er《的新闻损导，有些报导^列极才A确的数据，不仅提到核 

ii 'U,û'T存在，并且la:ij从沉没的船舰上找回这种武行的工作.此外，联合 

王!u )r^iî-f面对联合ai和其他机构要求该政府提供资料时，也没有否认在南大西洋有 

〕'£种态度不仅使因事实引起的谷ii)m,V';iîii有份量，并且也引起了大会!#.得仔细分 

析的严m后；^"因为与*约；•，矢ÛMt^J个IU象之间S 了冲突，一个拥有并且乘载核武 

liSifi,另一个不世没有这种武^，而且把其核方案宪全致力于相平用途，一点是原 

子W':K构保障制度立的UJ际监测制度所不断*角定的. 

单单战术核武&的存在，这一点||关合王|il, 一个本大陆外的家和北大IT洋公 

约纟II织成员，没不i否认，核武器的存在是对军；f[动的目标——RI根廷共和国的威 

胁，时也是对t>i^丁美洲区域的!il家的有形危险，也是对设法iM过该条约寻求避免 

-^：- ',M，使川核能的效方法的!il尿不':f亶. 

l'"UrO，〗共才'aUU人为，英lÏÏM民主义舰队的行为涉及本、〗成战争法的法律和速德/眾 

则，卜为在攻击一个没渭核武的;? 1手时运送核武器是ât;无遛理的. 

面对i?种'1‧1'】况，使用这种武器是"不可想象的"的说法，应该给它在临终前忏 

悔一番，因为在;"二次专门讨论哉军的大会特别会议上，联合王国首相这样说， 

在战令的压力下，这种承诺是不可靠的". 

且，此外，没^人能保证一旦武器在那里，战场的决定不会友动核攻击，通 

讯不会&生故障吗？不会有人为的差误吗？不会发生;^：外吗？ 

哈怫核研究小组Jit近的研究报告，题为"同核武器共生死"，在说明可能发动 

核战争的各种方式时，特别强调在严危机或传统战争的情况下，指挥中心可能受 

到成胁或，毁，机械性箏故和人性的弱点可能变成很危险的.谢菲尔德的经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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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可以证明这一点. 

美国主教们最近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公开信中讨论战争法时，也明确指出;^：:.外引 

发高度破坏性武器的可能性，这是制造普遍不安井^势的一个因素。 

唯一可能的结论是，承认在其侵略舰队上运战术核武器 f j往南大西洋，"件 

事是从来没有加以否认的，联合王国制造了一个核危机局势，要不是-我运者本身的 

决定，因为冲突的性质，就是由于意外筝件，这两点对拉丁美洲都渭无法预见的后 

果。 

批准特拉特洛尔料条约附加议定书的那些核武器lil家，承诺执行条约第1、 3、 

5和1 3条的规定（就第一号附加议定书而言）和完全尊重拉丁-,洲关于战争II的 

方面非化的规则的< è都明确的目的和规定（二号附加议书而言），
〗
| ; ^ ^王 

国批准了这两项议足书.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1条明确禁止以任何形式拥有任何核武gik如采党该条约 

法律约束的国家决定派遣扮带核武器的舰队前往条约划定的地区，在当时基于li]家 

安全的理由，如果其他 ! i l冢合法讯问时，它没项否认武器的存在，那不可否认 

地人们有权质问该有核!il家怎样重视无核区相该地区liJ家获得怎样的保，因为这 

些国家承抠，或愿意承抠受iik-大限度监督相核查的一系列义务。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締约国到现在，而1临时才正式获知联合王国ÎRC府的声明， 

其中该政府声称严格认真地迹守该条约第一号和%二号附加i乂 ^书规定的义务，没 

有都署核武器.现在暂时不提核査这项声称的行为户力引起的1 口」;;';'，我们认为"-份 

照会并没有适当谈到联合王IÏJ承抠的义务。 

不过，该声明并没有否认该舰队上,核武lb。 它只声称核武器并没萃J部*在 

第一号定书.和M二号议k书"力指的地区，但反讨义:，它合乎化,地暗示，"人‧合王 

国不理条约第4条第2款划定的地区，因此，：P,们认为，！i,'f拉i|"f:、尔科^约的极 

目标被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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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条约》的A《本目标是按照第4条的规定设立一个广大的地理区域， 

-j-;̀?e 殳立一个实际的拉丁美洲安全区域不为军塞目的使用核能区鼠 具体一点 

*il如果考虑到殆Kit义舰队的行动和具体的军窶目标，联合王国的狹义觯释是 

无法为引进核武器至上述区域辩护的，因为它忽视了前面提到的《条约》的基本目 

的. 

Iîl际社会在联合大会的许多决议中（它们全都是没有一票反对而通过的）承 

认了《特拉特洛尔科条*勺》划定这种区域的观念.牿别是大会1 9 6 7车1 2月 5 

曰2286(XJ(工工）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对《牿拉特洛尔科条约》特别表示欢 

迎，并"促请所有国家给予充分合作以期该条约所订立的制度获得由于其崇高原则 

与伟大目标而应得的普遍遵行". 

联合王【II的目的是要缩小它对拉丁美洲无核武器区所负义务的范围.它这样 

做就制造了一个严重的司法不可靠因素.因为，根据它为了满足其维持殖民主义的 

野心而特别炮制的单方面觯释.它是在力图限制这个区的范围^地仏 拉丁美洲 

各国都希望这个区不不发生把核能用于战争而带来苦难的事件.把核能用于战争 

不仅包括使用核武器，也包括在这个区内以任何形式拥有核武器.湘在这个区内为 

了军事目的利用核能推进力.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忘记联合王国釆取的行动. 

么 、 _ P 、'、 ` 

联合王国在其照会中i<兌，它没有在《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二号附加议 

定书提到的地区内布*核武器，但《条约》的缔约国都不能核实这个说法不在 

这方面不能忘记的是，联'王国在1 9 6 5单 8月 4日C O : P R E D A : L / C C / S / 6号 

文件垔已明白指出，联合王11保留不接受对其军用飞机或船舰加以任何种类的检查 

的权利. 

显然，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第八次会议无法漠视影响《拉丁美洲禁止核武 

器条纟々》的信用、效力^前途的行动.在国际危机令人痛心地频频发生以及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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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这个世界上.必须以适当的法律措施重申^保证拉丁美洲If家应享有的安全. 

因此.我国代表团深信，这次会议同意它所表示的意见，亦即联合王国将核能 

作战争的使用以及在控丁美洲无核武器区引进勒拥有核武器的行为应受到BS贵.同 

样，联合王国的答复不妥善，不能令人满意，这意味着应考虑对所作承诺规定明确 

湘可核査的保障措施以及不接受目的在于限制它们的范围的觯释.这样才可能保 

证联合王国的核武器*任何其它作战用的核装(不论其性质为何）撤出控丁美洲 

无核武器区.同时还应作为紧急的桌项，考,g适当的办法，防止拉丁美洲无核武 

器区由于某核武器国家的行动而可能遭到ft 

1 9 6 7车 2月 1 4日与逋过《特拉特洛T、科条约》拉丁美洲禁止核武^组织 

第21号决议同时通过的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第20号决议合理地承认了拉丁 

美洲国家对大陆外国权利主张的主权权利.根据《控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的 

目标，《条约》筹备会议充分地了觯到保持一国的领土完整具有特别的重要十i« 

因此，贯彻执行联合国大会根据拉丁美洲国家的倡议而通过的第37/9号决议 

将增加今天我们为它而开会的这个《条约》的效力. 

联合王国把英国核武器带进拉丁美洲无核武器区，把核能作军*用途，特意巩 

固其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群岛相南燊威奇群岛的殖民存在，显示出这个夕à 

民局势的继续存在威胁着本区域的安全，因而必须迅速消除.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大会是个很适当的机会，阿裉政府要在此再次表示 

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得到他受之无愧的诺I;l尔ifo平奖，阿根廷政府非常 

高兴. 

同阿根廷以前在各种裁军论坛的代表团一样，我们要对加西亚•罗夫莱渐大使 

的得奖向墨西哥祝贺，实际上也是向整个拉丁美洲f兄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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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联合王il代表戴维 •爱德华兹先生的发言 

主席先生，几分钟之前我们听到阿根廷代表团的长篇大论，其中有涉夂我国的 

一系列意！^ 

这些意见都是不正确的、带偏见的*令人误觯的，有些简直是错误的.如果 

主席允许，我囿代表团想在开始审议大会昨天在议程上增列的项目时对这些毫无根 

据的指控行使答辩权，到时我国代表团将有机会研究了阿根廷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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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唐姆士‧马隆先生的发言 

关于今天下午几个代表团所表示的意见，我要重申美国长期以来的观点——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协商历史以及我国的做法都为这个论点提供证据，我 

的看法是美国认为这个条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不影响公海自由肮行的权利、不!^响无 

害通过领水的权利、也不影响领土国冢准予或拒绝过境权的主权. 

美国不认为英国海军在南大西洋的行动与它在第一号^第二！"附加议定书下所 

负的义务有任何不一致之处.秘书长的报告第 1 6段说：大会面前的这个问題实 

际上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法律问氣 重要的是，这个会议不能让南大西洋冲突所产 

生的怀恨在心造成对多卑来建立起来的关于在公海上自由航行#关于过境权的条约 

制度的法律基础发生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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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阿根廷代表的发言 

我〖i代表团对美国杰出的代表刚才的意见感到惊讶.我们惊讶的是他迟迟没有 

针对这个问题表示意见，因为我国代表团已一再提到南大西洋英国舰队上有核武器. 

我们将在审议这个项目时的适当时候答复美国的杰出代氣这里我只想指出，关 

于美国代表团提出来的法律问题.必须将过境&英国舰队的侵略意图分别清楚，一 

艘横过某一特定地区以便驶往其他港口的船只是一回窠，但如果是一支载有核武器 

的舰队有采取军事行动的具体军事目的，而且一心准备对抗，那又完全是另外一回 

窠.我刚才说过，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将答复美国代表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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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巴拿马代表何塞‧吉列尔莫‧斯托特先生的发言 

主席先生： 

首先，在我简短的发言中，请允许我通过你感谢牙买加玫府和人民，他们的殷 

勤接待无疑有利于这个重大的国际会议，起了促进作用。我国代表团愿对这个兄 

弟国家随时随地努力寻求巧妙的区域和区域外共存的方式表示高兴和满意‧ 

杰出的代表们： ' 

我荣幸地向你们转达我国政府的好意，祝愿这个睦邻、友好、团结的全体会议 

继续作为和平觯决争端的论坛之一，祝愿它本着《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精神，成 

为努力实现各国人民谋求国际和平与安全、人人幸福的愿望的场所之一. 

巴拿马政府愿重申它信守《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内容和精神，特别是有关建 

立拉丁美洲军事上非核化地区这方面重申，希望参与质量上更进一步的全面彻底裁 

军，这两个不可或缺的、相辅相成的愿望是我们各国进行发餍所需的安定团结的基 

础，可幸的是，拉丁美洲从未实际卷入本世纪对国际社会造成严重破坏的重大军 

事 对 ^ 、 

尽管如此，拉美各国还是受到影哬.过去，拉丁美洲对本洲以外的战争的参 

与只局限于援引国际法和公理的一般原则，伹今天，遗憾的是，我们却被卷入国际 

势力的利益和政策所产生的可预见而无法控制的旋涡之中， 

我国代表团敢说，由于我们不能避开国际上各大国的摆布和他们所定的规则， 

我们担心范围日益扩大的区域冲突会突然演变成国际上新的政治事件，把我们历来 

饱有的和平理想转变为充满痛苦现实的前景，实际上我们正忍受着这种人人都受 

影响的痛苦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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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大国正在谈判关于绂和及和平共处的协定，如果说各种力量的关联作用将 

能促成早日的谅觯，从而稳定或设法稳定拉丁美洲的冲突区域，恐怕也不大可能。 

娈是我们假定只有在涉及区域外的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使我们这个区 

域的一体化和发展势力两极分化的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问题，这是完全错误的。 

如高文盲率、不公平的土地所有制、必须进行结构上的土改和财富分配不均等 

现象是形成对不犮达周期具有根本影响的社会和经济不平衡状态的某些主要因素. 

我们认识到这种事态是区域冲突的根源，并且由于没有谈判达成的解决办法，紧张 

局势正日益加剧. 

近年来，已把产生暴力的原因作为关键问题加以讨论，但却错误地强调国际 

秩序受到无法预见的原因或利益冲突的影响这种理论之上，而忽略了实际的原因是 

坚持推行属于过去的时代，与各国人民的要求不符的政策. 

巴拿马政府和本半球各国同样十分关切去年在南大西洋发生的事件，其中属于 

拉丁美洲以外一个国家的舰船和潜水艇载有核武器，这对《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 

原则造成严重威胁， 

不应布署这种武器，因为其存在足以产生潜在的危险，有可能会引起核战争的 

爆发.同样的，无害运输核武器可能造成意外，给区内各国造成严重的破坏， 

虽然，阿根廷共和国目前尚未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但很清楚，当其 

安全受到威胁时，它必须谴责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为严重的战争行为.众所周知， 

拟订该公约的目的在于争取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签订和批准，从而促进区域和平与安 

全。我们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阿根廷的谴责. 

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没有通过有效的机构对在拉丁美洲大陆和岛>l^^运载核武器 

的军事行动加以适当控制，我们将会经常抠心这个潜在威胁会对我们这个地理区域 

造成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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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代表团认为应当指出，巴拿马共和国为了慎重起见，为了预防原子能的不 

适当或任意使用，在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七条内列入一个条款，防止美利坚合众 

国未经巴拿马事先同意，不得为建造海平面的运河而使用核动力开挖的技术. 

巴拿马共和国政府要求在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第八届常会的议程上增添一 

个项目，希望正式表示它对于拉丁美洲涉嫌存在核军事装置的问题感到关切. 

然而，如果我们获得可信赖的觯释，假如真正的目的是在《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第四条适用的地区内永远排除核武器的存在、部署和实际使用，我们就会安心. 

我国代表团，根据最近的经验，认为《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将得到加强，因为 

各締约国为了各国获得永久和平而必须采取更坚定的立场，遵守条约，绝对承担义 

务. 

我国政府认为我们必须尽快想方设法为新的区域和区域外关系提供适当的起点， 

促成公正持久和平的气氛，使和平的基础完全符合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 

标准， 

因此，我们拒绝接受有关各方对拉丁美洲的问题，特别是中美洲的问题采取过 

分简单的办法，不赞成把它重新变成一个分裂的两极世界.我们不能接受这种看 

法，因为它不够广泛. 

谈判的时间有限，无论是当前冲突的情况，还是似乎已变化的情况都:^如itt 

虽然，目前试图协调冲突的利益未免太迟，但为了克服恐惧和不发达而展开共同事 

业，把敌对各方转变为互相容忍的伙伴还不算为时太晚. 

谢谢主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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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第四十九次会议逐字记录 

主席 

劳埃德‧巴尼特先生（牙买加） 

副主席 

安多尼奥‧奥维多先生（哥伦比亚） 

马科拉‧普列托先生（哥斯达黎加） 

目录 

议程 (Doc CG/258) 

1. 通过议程 

2. 关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将核武器引进马尔维纳斯、南佐治亚和南桑 

威奇群岛的报告（
【
，>/lnf. 258) 

3. 其他事项 

主席，牙买加代表劳埃德 ‧巴尼特先生:现在开会。我希望充分利用时间， 

并向大家提一个非正式建议，在分发英文祁西班牙文文件的同时，我们就通过议程， 

开始进行讨论。对此建议没有反对意见，在我们发言时，有关文本将加以校正， 

一准备好就尽快分发。现在请尊敬的巴拿马代表发言。 

巴拿马代表吉尔勅摩‧斯托特先生:巴聿马在昨日上午的发言中作了一般性评 

了不拖长目前辩论的时间时间，我们将在必要时通过正常的外交穽'道向各热心的国 

家拔供补充材料。 

我感谢蓴敬的巴拿马代表提出本议程项目。有没有其他人希望发言？ 

我提醒大会，在就秘书长报告进行一般性辩论期i巧，在提及此项目时，联合王国代 

表要求在适当时行使答辩权‧ 我觉得现在是适当的时候，因此请联合王国代表发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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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国代表戴维•爱德华兹先生:在本周二一般性辩论时，阿根廷代表对联 

合王国提出了若干严重的指责，其中许多都是根据假定的准则，为争论而争论，所 

谈的内容同本届大会基本无关。许多论点在其他场合已经提过，我国政府一再表 

明了对这些指责的立场。我们过去多次说明，我国是本机构的非成员国，我[il代 

表团希望从这种地位出发，对本届大会尽可能〖故出建设性的贡献。因此，我打算 

在这次答辩发言中只谈一谈阿根廷代表团提出的可以合理地认为同本机构直接有关 

的事项。阿根廷代表团，为实现其本身的政治目的，企图利用英国各届政府既不 

肯定又不否定在某时某地有无核武器的长期作法。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安全相 

保护武器的正当理由，其他核武器国家也都是这样做的。然而，根据《特拉特洛 

尔科条约》附加议定书所规定的国际法律义务，我们过去曾数次表明了我国的立场。 

在1 9 8 3年 5月 1 1日 S / I n f . 261号大会文件中，我们曾指出，联合王国严格 

遵守该条约附加议定书的各项义务，第一，不在位干《条约》适用区域内的联合王 

国负有国际责任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第二，不在《条约》生效的领土上部署核武 

器。 

阿根廷代表团指责联合王国企图限制《特扛特洛尔科条约》区域的范!相适用 

性。企图对《条约》适用区域强加地理限制的不是联合王国，而是阿根廷，因为 

它未批准该《条约》，使适用地区受到很大限制。 

此外，阿根廷代表团断言，联合王国企图限制相缩小对干拉丁美洲无核武!^区 

的义务范围。至少联合王国承担了义务，接受了议定书规定的正式法律义务。而 

阿根廷甚至还未批准该《条约》。阿根廷代表团说，该!il慼觉到要党《条约》目 

标的约束a 但这与承担具体明确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义务完全是两码事。 

阿根廷代表团说，该国的核计划完全是用于和平目的。那么为何不批准《特 

拉特洛尔科条约》或《不扩散条约》，不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締结一项全面的保障协 

定，从而增强国际上对这些事项所需的信心。 

阿根廷代表团提到《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前言部分，其中回顾了联合国大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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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 (XX)号决议，提出了核国家和无核国家都可接受的平衡相互责任和义务的 

原则。联合王国遵照上述原则，于 1 9 7 8年向《不扩散条约》的无核武器締约 

[il或承担其它国际性义务，如遵守《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不制造或取得核爆炸装 

齊的无核武器!il家，作出了消极安全保证。由于阿根廷没有批准《不扩散条约》 

或《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我们的消极安全保证从技术上来说对它是不适用的，但 

我们仍愿意将此项保证实际上适用于该国。在这方面，联合王国在福克兰群岛冲 

突开始时就明确表明，不可能想象我们会使用核武器。 

阿根廷代表团曾提请注意英国首相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上的发言，对此，他 

们是断章取义的。撒切尔夫人提到作出保证没有多大用处，这是针对核武器国家 

I 口 1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问题的。她的讲话并非是说我们对非核武器国家的保证不 

可靠。撒切尔夫人在讲话的同一段中指出，和平的根本危险并不在于某种武器的存 

在，而是某些国家意图诉诸武力把变化因素强加给其他国家。阿根廷代表团的发 

言提到联合国大会的若干决议。我国代表团千望指出，阿根廷在福克兰群岛的行 

为是无缘无故的公然侵略行为，阿根廷拒绝遵照安全理事会的强制性决议撤出其军 

队。英国的自卫行动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 

阿根廷代表团提出由于事故或事件造成核武器丢失所引起的危险问题，英国 

政府曾明确指出，现在再次申明，从来没有发生过涉及丟失英国核武器，或导致其 

放射性污染物扩散的任何事件。 

阿根廷代表团还说，"in格拉诺将军"号被核动力潜艇击沉就构成军事上利用 

核能的违反《条约》事件，阿根廷代表在 5月 1 1日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全体 

会议上已提出过这种指责，在这方面，我要指出，由核动力推动的船只并不在 

《条约》约束的范围。《条约》的全名《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很明确说 

明了它所包括的内容。此外《条约》第5条排除了推进手段，例如，该段对核武 

器的定义不包括核推进的潜艇。主席先生，即使该《条约》适用于核动力潜艇 

(我在上面已觯释过，其实并不适用），我愿提醒大会，联合王国根据附加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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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抠的义务首先适用于位于《条约》适用区域内联合王S负有国际责任的领土， 

第二适用于《条约》生效的各领i 因此，上述义务并不适用干"贝尔格拉诺将 

军"号沉没的地方， 

阿根廷代表团说，联合王国有关部署核武器的各项声明，《条约》締约国无法 

核査，在这点上我只能说，有关《条约》的苐6、 15、 1 6和 2 0条，并不适用 

于只是附加议定书签署国的联合王国， 

联合;国认为核武器的过境符合我们根据附加议定书承担的义 i ,根据《条约\的 

谈判史，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对此，我们的立场与美、法两国相同. 

最后，我愿指出，我国代表团认为，《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力量基础在干它 

能超越各成员国本身与《条约》联系国之间的政治相思想分歧，寻求使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免除核战争危险的共同目标。我们完全支持这项目标，相信本机构能不 

受阻碍地继续履行关f加强该《条约》的重要任务，并努力促进不扩散核武器。 

主席:感谢联合王国的尊贵的代表的讲话。我知道阿根廷代表要行便答辩权， 

现在 I S他发言。 

阿根廷代表阿蒂略。莫尔特尼先生：我国代表团要行使答辩权,要简短地讲几 

句话。在适当的时侯，我国代表团将会对联合王国代表团的许多论点给予适当的答 

复，这些答复将送交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各成员。但是，对于联合王il代表团 

一些评论，我不得不非常简要地谈一下与这个问题以及与巴拿马出色的代表团提出 

的项目有关的一些情况.联合王国提到的情况之一是我国对《不扩散条约》的立场； 

尽人皆知，不仅阿根廷而且其他国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歧视性的条约，并且一再表示 

反对这个条约。不但如此，人人都知道，这个大会曾经考虑修订该条约，但没有成 

功。关于批准《特洛特洛尔科条约》的问题有人对Rj根廷的立场表示怀疑；在这方 

面，我要提请注意拉丁美洲楽止核武器组织上届常会通过的第1 4 I号决议，该决 

议第5段中明确地说明了阿根廷共和国政府鉴于《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将它列入这 

个条约建立的无核武器区内，已开始同E际原子能机构协蔺，以期拟订根据《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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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3条对阿根廷适用的保障协定"换盲之，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已明确地承 

认了我国关于批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问题的立场。 

此外，我国代表团支持《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目标和目的，我们就此而作的 

声明是举世皆知的，我重申这些声明.联合王国还又提到最近它于5月1 I日送给 

拉丁美洲桨止核武器组织的照会，其中它评论了阿根廷反对在区域内、在马尔维纳 

斯、乔治亚和雨桑戚奇群岛拥有核武器的意见.我国代表团已送给拉丁美洲禁止核 

武器组织一项照会，我们在其中分析了荚国的声明：我们认为联合王国的照会不能 

令人满意，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没有否认派遣了英国逾民主义舰队带备一应倶全的 

武器，包括核能推进装置和核武器在内，在拉丁美洲无核武器区进行作战活动；它 

没有否认它的舰队隨后把核能推动物质和核武器带进《条约》第4条所述的区域， 

同时它也没有否认可能在这些群岛引进和保持着核武器' 

我们刚听过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它甚至更进一步缩小了它的义夯，因为该代 

表回顾，按照《附加议定书》的规定，它不受《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特定条款的限 

制。此外，联合王国的照会只提到f|5署；它不提《条约》第I条特别为接受、#、 

装置或以任何形式拥有核武器规定的其他义务.联合王国代表团提到击沉《贝尔格 

拉诺将军号》一事。情况是人人都知道的，该舰是在联合王国在进行军事行动时所 

非法宣布的"禁区"之外被击沉的.今天，人人都知道，这一事件对也许可以扭转 

马尔维纳斯问题il腥后果的可能的协茼工作产生不利的f^响。 

至于说到核武器的过境问题，我国代表团已说过，核武器过境与派遣一支舰队 

对另一国家进行军事行动而运输核武器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我国代表团认 

为后者是非法的，联合王国代表团认为我们提出这个论点是为争论而争论，从假设 

出发，乱加指贲。由于这个辩论的性质所限，我国代表本来可以继续提出一连串的 

论点，我们深信可以使各代表团更加明白，但我们认为这不是适当的时候，联合王 

国代表团提到安全理事会第502 (1982)号决乙这个决议的含义是大家知道的。 

但他没有提大会第37/9号决议，这个决议是拉丁美洲国家提出的。这决议E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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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联合王国没有遵守上述的安理会决议，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国 

家采取了如何的杰度，一方面它援引联合国通过的文件，但另一方面它又完全忽视 

迄今仍然反映着大会大多数意见的文件。 

为了不拖延这次辩论，我要再说一下，在适当的时宾我们将说明我们对联合王国 

的答复所持的立场. 

主席：谢谢阿根廷代表的发言.我知道在我们收到决议之前没有人再要发言； 

我得到通知，这些决议快准备好了，不久就可分发；如果大家同意，我们就继续讨 

论别的题目，在我们收到决议时，再回头讨论这个题目。有没有人反对？ 

关于"其他事项"这个项目，大家已有一份作为L . 19 I号文件散发的决议草 

案。它提到纪念西蒙‧博利瓦尔二百周年诞辰。如果大家不反对这个草案，我们就 

认为它获得通过。我请委内瑞拉代表发言。 

委内瑞拉代表拉斐尔n何塞'内里先生：主席先生，如果你许可，我要向本机 

构的永久工作人员提一个建议，就是他们应推动本机构积极参与二百周年纪念活动。 

这样，纪念活动就不仅是一纸宣言，因为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将在整个二百周 

年一年中，亦即在1 9 8 3年全年不断对这项纪念活动给予支持。 

主席:谢谢委内瑞拉代表。我想秘书长对这个不会有什么反对，因此我请他发 

言。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秘书长何塞‧里卡多。马丁内斯^科沃先生:拉丁美 

洲禁止核武器组织一向非常了解，解放者西紫'博利瓦尔以他的智慧，建议巴章马 

地峡 个选择得非常适当的地点，因为它是两个美洲连接的地方一应作为这 

个区域性组织莫基设立的所在。解放者还向纷纷成为独立国家的各国作过动人肺腑 

的呼吁，要求它们不进行任何种类的侵略，以便它们的人民能够生活在没有惧、 

恫吓和痛苦的环境。因此，拉丁美洲反对核武器组织的理事会和秘书处都将很乐意 

于参与解放者西蒙。博利瓦尔二百周年诞辰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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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们已结束了这个项目的审议，现在让我们来审议关于第九届会议的！<‧ 

1 8 9号决议草案。我请秘书长和理事会决定第九届会议开会的地点。我认为没有 

人反对这个决议草案.就这样通过。尼加拉瓜代表想要在这个时侯作简短评论，我 

请他发言. 

尼加拉瓜代表尔多。迪亚斯。拉卡约先生：我们耆过今天上午散发的题为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第A>i常会结束时美国代表助理国务卿詹姆士 。马隆的 

声明"的第S/工20`。 284号文件.这项声明的第I段说，美国认为《条约》及其附 

加议定书不影响公海自由航行的权利经过领水无窨通过的权利，也不影响领土国家 

给予或拒绝过境权的主权‧'祆照第2段，美国不认为英国海军在南大西洋的行动与 

其裉据第一号和第二号附加议定书所负的义夯有任何不符之处.这似乎是：第2段 

的目的是要这次会议认为英国战舰留驻南大西洋是 行使其在公海上自由航行的权利， 

或者是经过领水无窨通过的事件，或者是根据主权国家间签订的协定过境的事件* 

龙加拉瓜代表团要重申其原先的立场，薪是：与《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有关的 

区域不能接受核武器在带有侵略目的的战舰上出现. 

M :我感谢尼加拉瓜代表的发言，并已予以应有的注意。我们的工作快要 

结束，我逑议暂时休会，等待有关文件.我请墨西哥代表发言， 

墨西哥代表，荥尔赫‧蒙塔诺先生:为了讲清楚，我,知道你是否打算现在结 

束议程上的最后一个项目，"其他事项"，或是否按照你所提出，我认为很适当的 

逑议.在休会后还可以就"其他事项"那个项目发言。 

M '我请哥伦比亚代表发言. 

哥伦比亚代表安东尼奥 ‧奥维德奥先生:我仅仅想郑重地问我们是 g E i目议 

散 发 了 的 第 1 8 7 号 决 议 草 案 . 该 决 议 草 案 是 由 哥 伦 比 亚 、 墨 西 哥 、 巴 拿 

马牝委内瑞拉代表团提出的.厄瓜多尔代表要求我们通知你他已加入提案国的名单. 

各代表团面前都有该决议草案.如阁下认为合适的话，我就请求大家开始审议该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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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我感谢哥伦比亚代表，我现在回答墨西哥代表所提出的问题；各代表团 

可以就其他事项发言.关于哥伦比亚代表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准备请会议审议 

那个决议草案。你们面前是否都有那个决议草案？好，我们现在审议草案.大 

家既然同意，我现在建议暂时休会，等待把这个文件译完.在会议恢复时.你们 

将有第CGy^L. 188号文件的英文本和西班牙文.其中载有题为"关于大不列颠相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把核武器引进马尔维纳澌、南乔治亚相南桨威奇群岛的区域*范 

围的报告，，的决议草案，我必须提请你们汪意打字上的某些错误，必须把这些错 

误改正：我认为标题应同联合国文件中所见的一样.用马尔维纳斯一福克兰一词. 

我还要提请你们注意"重要"一词，应当从执行郤分第 2段，第 1行中删除，同 

一段的英文本内说"注意到'一⋯的重要发言，"，这个文本内有些逗号铍误放， 

因而把意思改变了， 我主张，一旦你们看过这个经各戍员国谈判所制订的文件后， 

如没有人反对.除了我建议的少许修正外，我们就可以照现在的案文把它通达如 

没有人反对，文件就通过了. 我请特立尼达&多巴哥代表发言.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维克托•麦金太尔先生:虽然案文的精神给我的印象不 

错.但我对拟订文件某些段的方式未能慼到完全满意.我很仔细地听取了前两位 

发言者，联合王国代表和阿根廷代表的讲话，他们提出指控.反驳指!2、重申立场， 

现在我倒无所适从了， 老实说，我充其量只能同意该文件所本的精神，伹对有些 

段和引起的问题却不能接受。 

这是个政治性文件，我不认为适宜在这个论坛上讨论这种文件.在象联合fi 

或美洲国家组织那才草的论坛上似乎较为适宜.因为每次都可以把它提出来辩论，直 

至有关国家感到满意，包括情绪上感到满意为JL 但是.在这里我们受到条约内 

严格的条款的约束，这些越出条约范围的言论使我想到，如果我接受这个协商一致 

意见，我将会是站在这一方或那一方.我们这个小in同联合王国化阿根廷两111都 

保持着最密切的关系，我不想因与一方结盟而抗衡另一方，我决不愿采取任何行 

动，来煽起不管你们叫马尔维纳斯还是福克兰群岛的争端所留下的几点火花，老 

实说.我不愿被领上这条路.我的确不能附^这个协商一致意见，我不认为这里 



A/38/U96 
Chinese 
Page 37 

所i兌到的句子与本会议讨论的事项有先 看来他们在其他论坛上比较适合些.在 

这种的情况下，很遗憾我不能附和这个协商一致意见. 

±Ê:我感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阐明其立场.我了解在这个阶段没有其 

他代表要发言.因此决议通过了， 我请联合王国代表发言. 

联合王国代表戴维•爱德华兹先生:我要简要地提到本会所通过.载在第 

L. 188号文件的决仏 我慼谢主席先生和那些作了窒大努力要想制订一个平衡 

的决议的代表团，但我必须指出，在我国代表团看来该决议有许多方面是应该反 

对的.这在我不久以前所作的详细发言中已经说明了. 我不必重复说我不想浪费 

本会议的时间再详细的说一遍.该决议主要是以阿根廷共和国的非法侵略行动之 

后，我国行使自己的自卫权把核武器引进南大西洋的事实为根据.令我们感到 

失望的是.该决议没有列入我国代表团的详细答复，其中明确肯定我们履行了我们 

根据特拉特洛尔科条约附加议定书的规定所承抠的国际义务.以反驳一个甚至尚未 

批准条约的国家无法证实的指镡，最后.由于我国政府赓次说明它已履行那些义 

务.我们看不出为什么è要通ii任何决议， " ^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乾 现在谞美国代表发言. 

美 利 坚 合 众 l i 代 表 ， 唐 姆 斯 ‧ 马 隆 先 生 : 关 于 第 1 8 8 号 决 议 草 案 . 我 

想重复联合王国代表的意见，慼谢你&其他代表作出努力.保证以i公平的方式审 

议这个困难的议程项目. 

虽然大会所审议的决议在某些方面比先前的草案有所改进.但我们仍认为它缺 

乏平衡.举个例说.阿根廷所提出关于存在核武器的未经证实的指控被作为事实 

加以处理，但对联合王国所作它履行了它根据议定书一和二所承抠的义务的说明却 

没有同等看待.仅是注意到而巳 

我们还想对决议第4段某一部分发表意见，在条约第2条第4款所定的地域 

内可能存在核潜艇的事实当然会引起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各成员国的关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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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并不改变由谈判历史A11家惯例建立并构戍条约的基础的一个基本法律原则. 

星期二.马隆副秘书长在大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项原则，即条约初其议定书不彩响 

在公海自由航行的权利.无害通过领水的权利戎过境权利的行使.我还要借此机 

会重复美国没有理由相信英国舰船的行动与'议定书一和二下联合王国的义夯不符. 

也许.我们不应怀疑联合王国在脔大西洋的行为，倒应承认它批准议定书一和二. 

作为一个阻止在条约生效的区域内引进核武器的办法的积极贡献. 

南大西洋的这次冲突也许应视为议定书締约国所承捏的义务的效用的一个例子， 

而不要由于这次冲突怀疑联合王国承抠和嬡行议定书一的义务是否可信.我们在 

这个会议上的共同目标是促进进展，以便条约在整个区域开始生效.我们应铭记 

这个目标，保证我们不因没有证据的关于违反条约或其议定书的指控而脱离这个任 

务，美国不参加这个争论，只是保持建设性的姿态以支持条约所逑立的体制. 

主席:谢谢美国代表.我现在请法国代表发言. 

法国代表雅克‧马斯内先生:法国完全了觯各国的感受并萆重这种感受.我 

国代表团对于悲剧性冲突的某些方面正在这里发生不得不感到惋惜.我觉得似乎 

这个题目不直接在我们权限范围内，并且已经在联合国讨论过.我们要对决议CG/ 

L . 188的内容提出两个;f见.依照我国代表团在批准《附加议定书二》时所表 

示的保留，法国政府认为《条约》第3条所规定的全部领土以外的任何地区不能认 

为是依照国际法规定的.因此，法国政府不能同意该《条约》运用于这些地区， 

第二，第4段提到的核动力潜艇不包括在《条约》第5段很详细很清楚地指出的核 

武器的定义里. 

桂：谢谢法国代表.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发言. 

阿根廷代表:任何文件都可依照其文字也可依照其精神解释.我国代表团依 

照这份文件的精神角这份文件，我们对于各段的文字要表示一些意见，至于其精 

神我们无意见并且完全赞同，就是这种精神使拉丁美洲各国代表团遒过这个我认为 

是最重要的决议.但是如果我们对这项决议的某些方面有任何怀疑，美国、联合 

王国和法国代表刚才的发言已消除我们可能有的任何怀疑，因为我们看到尽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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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仍然有一些国家企图维持它们在世界上的优势，企图强行 

设立拉丁美洲各囿坚决反对的制度，以及要行使永久控制. 

这些言论违反《条约》的真正精神，我们自己希望看到这种精神充满这个庄严 

的大会.这些言论是各国观点发生冲突的证据，我们在遒过这项决议时就预料到 

这种情况.我们说这不是阿根廷共和国关心的问题，但是由于拉丁美洲希望建立 

的制度和规则，因此是《条约》締约国关心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这是加强 

《条约》的一个很好的经验，如果对其效力有任何怀疑，则这项决议所表示的情操 

将大大地加强该《条约》.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非常慼谢巴拿马代表团提出这 

个题目，并慼谢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代表团进行了这些困难的谈判.我们也要很热 

烈地谢谢主席先生，因为你的努力才通过这项决议.-

主席:谢谢阿根廷代表.现在请德！: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发言.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迪特马尔‧克罗伊斯尔先生：我国是这个半球以外的一 

个国家，并且不是《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締约国，我冒昧地根据会员国的观点对 

它们通过的决定表示意见.我非常抱歉地说，我不认为刚才通过的决议有利于阿 

方索‧加西亚‧罗夫茱斯先生致力完成的高贵事业；他的努力使他得到意得的赞扬, 

±i:谢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现在请比利时代表发言. 

比利时代表扬‧布萨先生:首先，我a代表团要祝贺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 

第A>i大会在会议期间已达到积极的目标.比利时代表团希望对墨西哥大使加西 

亚‧罗夫莱斯所作的工作表示感谢和钦佩，为此他理所当然地获得1 9 8 2年诺贝 

尔奖，比利时代表团也要在此次大会上同其他人一起对他致敬. 

大家都知道，比利时向来作出必要的努力来推动世界裁军.众所周知，比利 

时是最早鼓吹区域裁军安排和无核区的国家之一.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赞同我 

们来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同事的发言，因为我们深慼遗憾的是，刚才通过的决议 

所探讨的事项竟然要在这个论坛上提出.我认为这不是鼓励本着《特拉特洛尔科 

条约》的精神达成适当的和建设性的解决办法. 



主席:谢谢比利时代表.现在请荷兰代表发言. 

荷兰代表，戈贝特*范。维利埃特先生:我只要讲几句话'我只要说荷兰代 

表团支持比利时代表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 

主席 :谢谢荷兰代表.这结束了我们对这个议程项目的审议.现在我们要 

审议决议草案 1 8 7 . 如果没有人反对，这项决议就此通过.因为墨西哥代 

表早些时候要求让他另提一件事，现在我请他发言. 

墨西哥代表:实际上我刚才要求发言时我关心的是有机会向这个庄严的大会发 

言，以便对其结果和我国代表团要强调的一些特定问题作很完全的说明.如果这 

是大会要处理的最后一件事，我就开始我的发言.如果不是，我请你把我留到最 

后才发言. 

主席:谢谢墨西哥代表.大会没有其他事项要讨论，因此，请墨西哥代表发 

言 ， ― 

墨西哥代表:我很荣幸能在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大会第A>i常会的开幕式 

上发言.我不妨指出，那时请我发言，我深感荣幸，那是一种传统的礼节，伹今 

天，我要求发言，是因为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真诚慼谢牙买加政府. 

牙买加政府确实具有做东道国的才华.我们受到牙买加当局隆重的礼遇，牙买加 

人民的热诚和富有人情味的款待.主席先生，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领导才干的， 

你既周到又坚强、既冷静又能干，这使本组织今后都会受益良多-我们，第八届 

会议与会者都深深知道，今天即将结束工作的大会，已是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 

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按照我国的一种说法，许多代表鈹近才到成人年龄，他 

们是第一次出席这个大会的.换句话说，本组织显然已踏入一个新纪元，而就目 

前来说，本组织的理事会已经成熟了. 本组织的指导方针，对塑造拉丁美洲禁止 

核武器组织的未来，十分有用，并且还可以有效指引下一届大会， 

最后，我要诚恳地感谢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秘书处、各位口译员相支助人 

员，再次公开感谢各国向墨西哥众所皆知的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茱斯表示的动人 

敬意.我们会在你们及时友出的电报上附上 S本大会期间的发言的详细报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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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先生，请你代表我们向外交部长内维尔‧加利莫尔转达我们一再的谢s:,谢谢他 

的礼遇和款待. 

主席:谢谢墨西哥代表.现在请秘书长发言. 

fe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秘书长:秘书处很髙兴和赞同地转达将刚才墨西哥代 

表表示的谢;t转达邀请我们在金斯敦举行大会的牙买加政府和人民。我们是在大 

会:^三届特别会议上一致同意接受这项热心的邀请的-现在，工作已结束，我们 

发现我们的决定是明智的，因为金斯敦不仅拥有一个设备完善而又现代化的会i义中 

心，而且还能提供做为一个庞大国际会议中心的一切必要条件.牙买加工作人员 

口译、笔译和所有其他幕后的会议工作人员，都向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援助.主 

席先生，我也很慼激你这么有效、熟练和不偏不倚地主持讨论；你是本届会议的优 

秀领导.我代表秘书处谢谢你. 

主席:谢谢秘书长.我们工作已接近尾声了，我们刚才结束了拉丁美洲禁止 

核武器组织大会笫八届会议.大家都会同意，我们进行的辩论十分有憨思，至少 

^一个项目十分^；I：思；从讨论中可以看出我们是致力于《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 

宗旨与原则和本组织的工作，也就是实现这些目标. 

当然，要使全区域都接受这项《条约》，仍然还需要一些时间，因为有些国家 

还没有签署或还没有批准这项条约，另有一些要行使第2 8条所载的放弃某些要求 

的权利；有一个核大国没有批准第一号附加i义定书，伹是明显的是，出席本大会的 

各締约国都坚决^定，认为所有国家都应承担类似的义务，才能在全区域落实这个 

《条约》. 

本届会议也很清禁地显示出，本区域的各国，不论是否是締约国，都不容许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文字面精神受到侵犯.我们最近面对了一些挑战，因此， 

所有国家，不论是区域内还是区域外的国家，都应提倡《条约》的目标和尊重其规 

定；我想，这也是我们同;t的原则，我认为，S'u第CG/工.188号决i义萆案进行 

的农决，结果也特别反映出这一点；虽然我们承担了义务和表明支持拉丁美洲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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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组织的作用，伹是也承认，本组织的财政处境很困难.我们希望，不久能 

纠正过来，使本组织能顺利地履行任务， 

在这方面，许多人认为本组织应;iin强努力以促进和平使用核能的工作.为了 

要实现这一点，各国必须向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提供额外资源.有些!il冢说， 

《条约》里有一些歧视性的规定，使它们无法充分发挥会员国权力；我们必须尽力 

排除这些障碍.我们还作出了其他的决定，但我不预备对此评论-我要谢谢和 

祝贺秘书长所提出的损告以及他为了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所作的工作.我也慼谢 

秘书处作出的工作.最后，我要代表牙买加政府，谢谢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 

及你们各位代表、观察员、秘书处成员，接受我^的邀请，来到牙买加开会及客观 

地参与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大会第八届常会的工作.作为主席，我也要谢谢 

你们给予的支持与合作.本届会议就在此结束. 

会议于下午7时正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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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伴十三 

联合王国大使馆的信 

1 9 8 3年 5月 1 1日，&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秘书长收到下面的^: 

"阁下： 

"我刚有兴趣地看过你好蒽地送给我的报告，你这件报告是作为拉丁美洲 

禁止核武器组织将于5月1 6至1 9日在金斯敦，举行的笫八届.常会的4月 

1 5日笫CG/234号文件送给我的，我也看过4月2 1 日 ^ 4月 2 9日阿 

根廷大使馆的信，这两封信是作为4月2 2曰笫S/IITF. 254号勒5月3日 

S syiUP. 256号文件散发的， 

"阿裉廷大使馆 4月 2 1曰的信提到'联合王国把核武器带进福克兰群岛、 

南乔治亚&'南桑威奇群島'.该信还声称，英国政府一直没有适当地答 

复英国特遣部队有核武器的指氛 

"联合王国政府严格遵守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 

书规定的义务，它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由它负国际贲任.叠位于该条约所规定 

的地区范围之内的地区内没有布署核武器 * 

"我11政府还严格遵守该条约笫二号附加议定书所规定的义务，在该条约-

生效的地区内没有布署核武器， 

"我要借此机会向阁下再度致最崇髙的敬;t» 

"女王陛下大便 

克里斯平‧蒂克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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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阿根廷'共^国代表团的信 

阁下： 

我谨此提请你注意在1 9 8 3年 5月 1 1日第S/TInt: 161号文件内印发的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的信‧ 

1. 英国在该信中所作的声明完全令人不满意念不充分.阿根廷驻墨西奇大 

使馆给秘书长的信（S/Inf. 256)内所列的观点因而完全继续有 

联合王U妄图回避拉丁美洲国家的指控，使用了具体的湘有限意义的"不 

布署"核武器一词，却一字不提在该国根据第一号^笫二号附加议定书有义务要蓴 

重的E域内实际拥有核武器一事. 

2. 此外，英国的信令人不满意勤不充分，因为它: 

( a )没有否认英国派遣了殖民主义舰队配备着全套武器，包括核能推动装 

备加核武器在内，到拉丁美洲无核武器区进行战争行动. 

(•à)没有否认英国在《条约》的第4条所规定的区域，具体地讲就是在马 

尔维纳斯*南乔治亚&南桑威奇群岛地区内进行作战的殖民主义舰队随后带进 

了核能推动物质加核武器• 

(0)没有否认联合王国把核武器带进了这个区域&马尔维纳斯、南乔治亚, 

^南桑威奇群岛，并且现在还在这些地区保持着核武器，对这个区域的安全构 

成严重的威版 

英国的这些指称肯定;1味着对条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作单方面的觯释，这实 

际上是设法推卸联合王国承担履行的义务来限制它们的范il, 无疑地该国政府不 

会不知道《条约》的目的湘目标是&丁美洲无核武器区，联合王国在它进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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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之际，或拿出其核子威力来巩固其在马尔维纳斯、南乔治亚&南桑威奇群岛的 

殖民统治之际，单是把英国核武器带进该区的任何部分都明显地违反了设置该区的 

>àr匕 

不 B , 

3. 此外，联合王国推卸其义务的企图完全令人不能接受，因为《条约》的第 

1条使联合王国有义务只可以为了勤平的目的在这个区域内利用核能.联合王11进行 

战争行动，结果英国核子潜艇"征服者"号罪恶地击沉了" 尔格ë诺将军 "号巡 

洋舰，it成3 2 1人丧生，这是对《条约》的公然违反.英国在这个区内全面布 

署着诸如核子动力船舰一类的装备，继续不断地进行着威胁性的军事行动，这对 

《条约》建立这个区所要的保障的安全^合法利益显示出持夂的蔑I 

4. 不伹如此，英国政府的声明大意说它依照第一号附加议定书在它实际管辖 

的地区内没有都署核武器；对此项声明的真实性斧0可信厪必须iiD以严肃的质疑，因 

为： 

(a) 按照英国的一套理论，它认为在战争的紧张情况下承诺不使用这种或 

那种武器一更不必说装置或部署它们一从来就是靠不住的（英国首相在第二届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所说的一套理论，一第A/S~12^V. 24 

号文件），这些声明无法加以核实； 

(b) 这些无法核实的声明与联合王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子阻遏政策里 

的一贯做法不相符合.là!为核武器或是有，或是无，或是鄧署的时间&地点， 

都是从来不说出来的* 外相弗朗西^'皮姆先生最近也用了这套办法.1983 

年 3月 2 8日他在巴西时说："我们从来没有说我们的核武器在什么地方"： 

(C)这些姗姆来迗的无从査考的声明是在拉丁美洲国家一再北不断地大声 

疾呼地表示出它们的关切而仍没有得到任何满;t的答复，过了一年多之后才发 

表的； 

(ci)英国信里所载的声明无法证实* 联合王国不让人检査它的飞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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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这一切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就是：联合王国设想出来的答复只是一种 

权宜之计.缺乏任何根据，其目的是要分散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大会的注蒽力• 

这样，就保护了联合王国战略核子利益，也隐藏了根据《条约》必须保待无核武器 

的拉丁美洲区里存在着英国核武器的任何té报. 

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阿根廷代表团团长 

阿蒂略'莫尔特尼（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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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4年 2月 2 3日捷克斯洛伐克常 

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儈，转递 

1984年1月1 0苏联外交部递交的 

华沙条约成员囿向北约成员国提出的 

消除欧洲化学武器问题的建议 

我谨向您递交华沙条约成员囿向北约成员国提出的关于消除欧洲化学武器问题 

的建议。1984年1月10日苏联外交部向联合王国、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希腊、丹麦、冰岛、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菊牙、美 

国、土耳其及法11大使馆提出了该建议。 

谨请您把本建议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散发。 

常驻代表 

M .维伊沃达大使（签名） 

GE.84-6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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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洲消除化学武器的问题 

根据华沙条约成员国的一致意见，1984年1月10日苏联外交部向联邦英国、 

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国、希腊、丹麦、冰岛、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卢森 

堡、荷兰、挪威、葡萄牙、美利坚合众国、土耳其及法国等使馆递交了 "华沙条约 

成员国向北约成员国提出的关于欧洲消除化学武器问题的建议"的备忘录. 

华沙条约成员国向北约成员国提议198
 4
年举行一次全权代表会议就欧洲消除 

核武器问题交换初步意见. 

消除了化学武器对欧洲各国和人民的威胁就有可能大大减少在该大陆讲而 

在全世界爆发化学战争的危险，^有可能开始裁减化学fit^荦，并将有助于减4、战 

争的危险和加强相互间的信任。 

实施这种区域性的局部措施将促进全世界范闱内加速缔结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 

工作.而缔结公约仍然是华沙条约成 S国的最终目标。 

它们希望北约各国政府将以全部注意力和极为严肃的杰度对待这项建议. 

华沙条约成员国向北约成员国提出的 

关于欧洲消除化学武器问题建议 

华沙条约成员国认为在人口稠密的欧洲土地上存有化学武器对所有欧洲国家和 

人民是很大的危险。如在欧洲的条件下使用有毒物质将会给和平居民带来特别严 

重的后果，并沾染大片土氣 根据某些估计，如在战斗中使用化学武器，军事人 

员和平民的死亡率可达1 / 20 , 

在当前国际局势恶化的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的危险增加了，特别是欧洲。 

禁止化学武器和销毁全世界化学武器储存可以保证彻底地消除化学武器对欧洲 

各国和人民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威胁，社会主义各国为实现这项主要目标坚持不 

懈地为拟定适当的国际公约而努力.茌此过程中他们在日内瓦裁军谈判娄员会上 

提出各项具体而现实的建议就是为了这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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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觯决这项全球性任务之前，为了促进其实现，可以而且必须在砍 

洲大陆范围内采取某些并行的措施。这将能大大减少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发生化学 

战争的危险，并能开始裁减化学武器库。为制止欧洲增加化学武器，为防止化学 

武器的竟赛发生危险的循环，迫切需要采取这些歩骤。 

区域性限制、裁减和消除化学武器的局部措施将比全球性的措施所涉及的囯家少 

牝，从而就容易达成协议并付诸实施。同时，这牝导致消除各种类型的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的区域性措施无疑将加强欧洲安全，有助于减少战争威加强相互信任， 

并改善整个政治气氛.另外，实施这种局部措施将促进正在全球进行的有关尽快 

締结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工作.締结这项公约仍然是华沙条约成员国的最终目标， 

它也将激发其他大陆釆Si类似的措施。实现消除玖洲化学武器的想法将影响所有 

华沙条约成员囿的土地。就全面措施而言，必须规定今后在北约成员国土itb上的 

相应部分应采取的措施。 

应考虑各种因素和情况，始终如一地逐歩为实现华沙条约成员国消除欧洲化学 

武器的创议而釆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协定规定的各国对欧洲无化学武器:W^区的义务可包括如公布在该itb区有无化学 

武器，禁止在目前尚无化学武器的地区部署此种武器，冻结这类武器，撖除或销毁 

现有的化学武器储存，不生产、获取、进口化学武器，不将其转让给该:tifc区内的国 

家等。承担的各项义务必须有效地保证在协定规定的区没有化学武器。 

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在进行关于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会谈。委员会在会 

谈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可能对审议与冻结欧洲化学武器有关的实际问题是有益的。 

然而看来最好不要把那些会谈中的议题复杂的技术问题带过来。 

在拟定关于冻结欧洲化学武器的协定时，有关各国可以，已有必要.在互相能 

接受的适当的核査形式方面达成协议，这将确保加入建立无化学武器区协定的所有 

各方有效抽执行义务。 

无化学武器区的地位应当受到充分尊重。应当规定给与其地区包括在该协定 

范围内的各国以根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和其他这类气体和禁止细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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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以及其他将被承认的囿际性的法律文件应得的适当保证。 

上述协议可以采取一种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形式，如协定、条约或公约，或一 

项适当的多边宣言或几项单边的宣言等。当然决定协议形式，具有重要意义的是 

它的内容。发表政治宣言将有可能避开某些技术性的复杂问题。 

华沙条约成员国认为应当于1 984年举行一次全权代表会议，以便同北约成员 

国和有关的其他欧洲国家就消除欧洲化学武器问题交换初步意见. 

在此会议上可能就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将来就有关问题进行会谈的适当场所 

的问题达成协议。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38 
24 February 1984 

CHIMESE 
ORIGINAL:ENGLISH 

墨 西 哥 

核禁试（特设附属机构）的 

职权范围草案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1984年会议期间重设核禁试（特设附属机构），以便立 

即着手进行多边谈判，制订一项禁止一切化学武器试验的条约；并尽最大努力使会 

议可向第三十九届联大提交此种条约的完整草案。 

根据其职权范围，核禁试（特设附属机构）将考虑所有现有的提案及未来倡议。 

除此之外，它将吸取历届多边谈判机构及三边谈判多年来在审议全面禁试方面所积 

累的知识和经验。(特设附属机构)还将考虑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 

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 

>O< >O< ^ ^ 

GE.84-60466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39 
24 February 1984 
CHUJESE 
CRIGIHAL: ENGLISH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工 作 文 件 

关于未来化学武器协定中"禁止转让" 

及"准许的转让"的提案 

关于禁止转让化学武器^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以及关于有关"准 

许的转让"等问题，已经向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提交了不少提案。这些提案都反映 

在1983年会议工作小组的报告中。 

应加紧对公约的这几部分进行讨论.下面的意见应有助于澄清和发展到目前 

为止所提交的提案。 

1 .除了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以及销毁此种武器及其生产设施的义 

务外，未来化学武器公约还必须包括禁止转让化学武器。公约必须规定禁止直接 

或间接向締约国和非締约国转让任何化学武器。在从公约生效到销毁一切化学武 

器这段时期内这种禁止是很必要的。 

2. 1983年会议的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结论报告尚未包括工作小组所有成员 

都接受的关于此种规定的任何提法。然而，大家一致同意基本承诺禁止转让化学 

武器这点应包括在未来化学武器公约规定的禁止范围内(CDy^4l6附件一的一. 

A. 2(a)),并补充相应地禁止从外部获取化学武器。 

公约还规定，初始公布应包括确证已停止转让化学武器（cr!/416.附件 

一的二. A . l . (a). (5)) 

3. 结论报告设想了一种禁止转让的例外情况，即准许締约国之间在相互同意 

的情况下为消除目的而转让化学武器（CD/416 附 件 一 的 三 . C . l . ( a ) ) 。 -

此种例外是有利的，因为它允许一个締约国在另一締约国的销毁设施内销 

GE. 84-6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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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它的化学武器，从而避免花费很多钱去建造自己的设施。 

1 .关于如何处理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鍵前体的转让问题，化学武器工作 

小组还没有能够作出最后决定。 

结论报告设想彻底禁止向非缔约国转让此种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CD/416， 

附件一的三. C . 2. (a)),并限制在缔约国之间转让（CD/416.附件一的三. 

C. 2 . (b)). 未来公约的这一部分很重要，需要加以规定。 

对缔约国加以限制的基础^范围，已向工作小组提出提案。至于禁止转 

让应包括什么化学品的问颞以及转让此种化学品的指定目的及限制数量的问题，这 

些提案的意见不尽一致。 

2 . 

则： 

一不得妨碍对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的根本禁止，以及 

—不得对化学产品的国际贸易加以不适当的限制。 

在向化学武器:c作/m交的所有关于限制转让的提案中，这两条原则都没有 

得到充分的尊窒。 

3. 在其结论报告中，工作小组从一开始就认为只有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 

鍵前体才需禁止箕转让而成为免贵条款的对象（CD/416.附件一的三.C. 2(a)). 

因此，不应采纳那些将转让的禁止范围扩展到其他化学品，尤其是那些被 

归为"其他致死性化学品"或"其他有害化学品"的提案。如果将禁止转让的范 

围扩展到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以外，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把在民用鄧门起 

重要作用的化学产品也包括进去，从而会对化学产品的国际贸易加以不适当的限制。 

4. 化学武器公约中关于禁止转让以及准许转让条款的提法，其根本问题就是 

是否应把化学产品看成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关鍵前像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应把化学品划为关键前体： 

―它们对化学武器公约的有关条款具有特别的意义 

—它们在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最后工艺^应阶段中构成典型的化学化 

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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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不用于准许的目的，或者用于准许的目的但产量很小, 

这种定义严格地限制了有可能被包括到禁止转让以及准许转让条款的化学 

品范围.应该把有关的化学品以及那些不完全符合上述定义，但又一致认为必须 

把它们当作关鍵前体的化学品，列一个清单.为了避免规定得太死，并能够考虑 

以后的发展情况，必须定期对这一清单加以修订a 

5 .禁止转让的范围只应包括那些符合上述定义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关鍵前 

体。各国之间准许的转让应该是同这些同样的关鍵前体有关的。但是，只要严 

格运用以上这一定义，化学产品的国际贸易不会受到影响. 

为了更精确地划分和限定需禁止转让的化学品范围，最好逬一步区别转让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鍵前体是防护目的还是为准许目的。结论报告中（CD/ 

4 16附件一的三.C. 2. (b))设想了一种方案， 

如釆用这种方法，禁止转让的就包括为防护目的转让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及箕关鍵前依 由于在商业部门得不到这类化学品因此这种化学品只能由军事部 

门生产，从而属政府管辖范围，并由政府负贲。在工作小组中有人提议建立特别 

的小规模设施来生产这些化学品（CD/416附件一的三.A. 1. (b)) 

6•为防护目的准许转让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奚关鍵前体如杲不对其数量加 

以限制是不行的。工作小组认为此种化学品的产量应加以限制，不得超过一公Pit 

因此，将转让也限制在同样的量内是适宜的。转让的限量不应低于准许的生产水 

平，因为不这样做就等于坡视那些本身不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前体或者想要 

放弃此种生产的那些缔约国。 

7.对准许转让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加以控制是必要的。应将向 

另一个締约国转让的情况，通知协商娈员会或其执行机构。应在适当的情况下提交 

所有转让情况的年度总结报告，其中包括转让产品的化学名称，转让数量及目的地 

( c D y 4 i 6 .附件一的三. C . 2. (c)), -

建议： 

1 .化学武器公约应规定全面禁止转让一切化学武器以及一切剧毒致死性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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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及其关键前体。应把这些关键前体的清单作为一个附件纳入公约。该滑单只 

应包括那些在民用部门不使用或只少量使用的化学品。 

2. 对于各缔约国来说，准许转让的化学武器应设想为只是为了销毁此种武器。 

至于为了防护目的转让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及其关键前体，缔约国之间准许 

转让的量应限制在许可的生产水平上.必须把转让的情况通知协商委员会或其执 

行机构。 

3. 因此，化学武器公约应包括下述条款： 

—应禁止向任何人直接或间接转让化学武器。经相互同意、为了唯一 

的销毁此种武器的目的可以在缔约国之间转让化学武器. 

—应禁止向另一締约国之外的任何人直接或间接转让所生产的或通过其 

他方式为准许目的所获取的任何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或其关鍵前体（在 

附件中列出）.公约缔约国之间为防护目的准许转让的此种物质，其 

转让总数应限制在一公>^ife之内。必须将此种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或其关 

鍵前体的转让情况通知协商委员会。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440 
28 February 1984 
CHINESE 
O r i g i n a l： ENGLISH 

关于重新设立化学武器特设附属机构的决定 

(1984年2月2 8日第245^全体会议通过）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根 据 联 合 国 大 会 第 号 决 定 ， 考 虑 到 进 行 公 约 谈 判 以 期 

尽早拟订出最后的公约文本为覆行其职责，把为全面、有效禁止研制、生产和储 

存化学武器及其销毁的多边公约而进行的谈判作为一项优先任务，并且为确保公约 

的拟订，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1984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一特设附属机构，以便开 

始充分、全面地进行谈判，考虑所有现有的提案和草案以及今后的倡议，研究并制 

订出公约，伹不是最后文本的草拟工作，以期使会议能够尽快达成协i义。这一协议 

(如可达成的话），或是一项关于谈判过程的报告，应由该特设附属积构在1984 

年会议第二阶段向会议提交的报告中将其收入。 

会i义并决定任命瑞典的厄克于斯大使为该特设附属机构主席。 

在会议于两周之内将较快就其附属机构名称通过决议之前，这方面就使用"特 

设附属机构"这一名称，而这并不影响这方面现有的日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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