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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 言 

1 ‧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1 9 8 8年 1 2月7日笫43/78A号决议除其他外， 

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的特别报告初年度报告；'要求裁军审议委员会根据大会第 

十届特别会议（笛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2笫1 1 8段 

中为委员会规定的任务继续工作，又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在19 89年召开一次为期 

不超过四周的会议，并向大会笫四十四届会议提出一份实质性报告，载列关于议程 

中所列项目的具体建议。 

2 . 同届会议上，大会通过了与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工作直接有关的下列决议： 

(a) 43/71 B号决议，题为"南非的核能力"； 

(b) 4 3 / 7 3号决议，题为"裁减军事预算"； 

(C) 43/75 D号决议，题为"常规裁军"； 

(<i) 43/75 F号决议，题为"常规裁军"； 

(e) 43/75 G号决议，题为"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 

(f) 43/75 I号决议，题为"国际武器转让"； 

(g) 43/75 L号决议，题为"海军军备*裁军"； 

(h) 43/75 R号决议，题为"审查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 

(i) 43/78 A号决议，题为"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J) 43/78 L号决议，题为"审议《宣布1 9 9 0年代为笫三个裁军十年宣 

言》"。 

3 . 裁军审议委员会19 8 8年1 2月1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一次简短的组 

织会议（A/Cif. 10/PV. 1 3 2 )。 在会议期间，委员会审议了与1 9 8 9年实质 

性会议的工作安排有关的问题，并考虑到主席职位按地理区域轮任的原则，讨论了 

主席团的选举问题。委员会选出了主席、三名副主席；主席团其他成员的选举推 

迟至1 9 8 9年实质性会议进行。委员会还审议了1 9 8 9年实质性会议的临时 

议程（见下面笫6段）。委员会还决定于1 9 8 9 年 5月 8日至 3 1日举行其下 

一届实质性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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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 9 8 9年会议的组织^工作 

4 . 裁军审议委员会于 1 9 8 9年 5月 8日至 3 1日在联合国总部开会。会 

议期间共举行了 8次全体会议（ A / C N , 10/PV. 133—140).委员会由巴格贝尼。 

阿代托。恩藏格亚先生（扎伊尔）抠任主席，裁军事务部的高级政治事务干事林国 

炯先生任裁军审议委员会秘书. 

5 . 5 月 8 日笫 1 3 3次会议上，裁军审议委员会增选了五名副主席，并选出 

了1 9 8 9年的委员会报告员。委员会主席团的组成如下： 

主席: 巴格贝足'阿代托‧恩藏格亚先生（礼 伊尔） 

副主席：下列各国的代表： 

海地 

罗马尼亚 

斯里兰卡 

多哥 

报告员:安德烈。克尔通先生（比利时） 

6 .同一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通过A/en. 10/L. 24号文件所载的议程如下： 

1. 会议开幕。 

2 .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 通过议程。 

4 . (a)审议军备竟赛，牿别是核军备竟赛及核裁军的各个方面，以便加 

速旨在切实消除核战争危险的各项谈判； 

( b )审议絜33/7 1 H号决议笫二节中所载的议程项目，以便在i十 

奥地利 

巴林 

哥斯达黎加 

德意志民主共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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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牿别会议所定范围内并按照该会议所定优先次序，拟订关于核 

裁军*常规裁军谈判的一般办法。 

5 .裁减军事预算： 

(a) 注意到大会各有关决议，调和各国对于在逐步商定裁减军事预算 

*将目前的军用资源转用于经济及社会发展，牿别是用于造福发 

展中国家方面所应釆取的具体步骤的意见； 

(b) 审査勒确定各种可就冻结、裁减或以均衡方式限制军事开支达成 

协议的有效方法汆途径，包括一切有关方面都能满意的适当核査 

措施，其中要考虑到大会笫34/83F、 3 5 / 1 4 2 A、 3 6 / 8 2 A . 

3 7 / 9 5 A , 3 8 / 1 8 4 A , 3 9 / 6 4 A , 4 0 / 9 l A , 4 1 / 5 7、 4 2 / 3 6 

和43/73号决议的各项条款，以期完成它在关于"各国在冻结 

命裁减军事预算领域内进一步行动所应遵守的原则"的最后未完 

成的一段的工作。 

6 ‧按照大会勒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要求（% 3 7 / 7 4 B、 3 8 / 

1 8 1 E、 3 9 / 6 1 B , 4 0 / 8 9 B , 4 1 / 5 5 B , 4 2 / 3 4 請 4 3 / 7 1 B 号 

决议以及A/CH. 10/4号文件），对南非核能力问题进行实质性审 

议。 

7.审查联合画在裁军领域所起的作用。 

8 .海军军备*裁军。 

9.对与常规裁军有关的问题进行实质性审议。 

1 0 . 审议《宣布1 9 9 0年代为笫三个裁军十年宣言》。 

1 1 . 裁军审议委员会提交大会笫四十四届会议的报告。 

1 2 . 其他事项。 

7 .在同次会议上，裁军审议委员会核可了会议总的工作方案，并决定设 

立一个全体委员会来审议议程项目4、 1 1 ^ 1 2 。 对 于 有 关 军 备 竟 赛 的 



各个方面以及关于核裁军^常规裁军的问题的项目4，在全体委员会«围内设立了一个联 

系小组，由谢尔盖‧马尔蒂诺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抠任主席, 

审议这个项目。联系小组从5月 1 0日至 2 6日举行了 1 2次会议，并于5月30 

日全体委员会笫2次会议上向该委员会提出了报告。 

8 ‧裁率审议委员会在同次.ê"议上也决定设立一个协调小组来审议关于裁 

减军事预算的议程项目5,并就此向委员会提出建议。协商小组由瓦列留 ‧弗洛 

伦先生（罗马尼亚）抠任主席，从5月10日至2 2日举行了6次会议。后来， 

协商小组由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抠任主席，从5月2 5日至2 6日举行了2次会议。 

9 ‧在同次.会议上，，裁军审议委员会决定设立笫一工作组来审议关于南非 

的核能力的议程项目6 ，并就此向委员会提出建议。笫一工作组埃得蒙•贾亚辛 

格（斯里兰卡）抠任主席，从5月1 0日至2 6日举行了 1 3次会议。 

10 ‧在同次.会i义上，裁军审议委员会决定设立笫二工作组来审议关于审査 

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的议程项目7，并就此向委员会提出建议。笫二工作组 

由保罗'巴梅拉 ‧恩戈先生（^麦隆）抠任主席，在5月 1 0日、 1 1 日 日 

举行了 3次会议。从 5月 1 5日至 2 5日，工作组举行了 9次非正式协商会i义， 

这些会i义由阿德耶米先生f尼日利亚）抠任协调员，协助主席进行‧ 

1 1 .此外，在同次.会议上，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决议依循去年之行动过程， 

由他负责就有关诲军军备^裁军问题的议程项目8举行实质性不限人数的协商会 

议。后来主席指派纳纳 ‧苏特雷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负责协商事宜。为这 

些协商的目的，从5月1 0日至2 6曰举行了7次会议。 

12 ‧在同次.会i义上，裁军审议委员会决定设立笫三工作组来审议关于常规 

裁军问题的议程项目9,并就此向委员会提出建议。笫三工作组由^科耶德 ‧梅 

尔宾先生（丹麦）抠任主席，从5月10日至2 6日举行了1 3次会议。 

13.在同次会i义上，裁军审议委员会决定设立第四工作组来处理关于审议《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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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1 9 9 0年代为笫三个裁军十年宣言》的议程项目10,并就此向委员会提出建 

议，第四工作组由罗歇 ‧拉维克斯先生（海地）担任主席，从5月10日至2 6 

B举行了7次会议，工作组主席指定道格拉斯。罗什先生（加拿大）抠任工作组 

设立的审议该项目的不限人数的联系小组的协调员，联系小组从5月19日至25 

日举行了 6次会议. 

1 4 . 5月8日^9日，裁军审议委员会就所有的议程项目进行了一般性交换意 

见（A/CN. 10/PV. 1 3 3 - 1 3 6 ) , 

1 5 * 在 5 月 3 0 日笫 1 3 9次会议上，裁军审议委员会审议了第一、二、三、 

四工作组分别就议程项目6、 7、 9 ^ 10提出的报告；协商小组关于议程项目5 

的报告；委员会主席关于议程项目8的报告勒全体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4的报告. 

委员会各附属机构的报告及报告中所载的建议列于本报告第四节， 

16,根据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惯例，一些非政府组织出席了全体会议及全体委员 

会的会议。 



三 、 文 件 

A .秘书长提出的报告^其他文件 

1 7 . 根据大会笫43/78 A号决议笫8段，秘书长1 9 8 9年 2月 3日的说明 

向裁军审议委员会转交了裁军谈判会议的特别报告和年度报告，以及大会笫十五届 

特别会议湘第四十三届会议有关裁军问题的所有正式记录（A/CN, 10/114) ‧ 

1 8 . 根据大会笫43/78工号决议笫3段，秘书长向裁军审议委员会提出了一 

份载有各会员国对《宣布19 9 0年代为笫三个裁军十年宣言》的意见的汇编的报 

告（A/CII. 1 0 / 1 1 5 ^ A d d , 1-4)。 

1 9 . ^ - f A / 4 4 / 2 7 5 - E / 1 9 8 9 / 7 9号文件，秘书长1 9 8 9 年 5 月 2 3日 

的说明向裁军审议委员会转交了1 9 8 9年5月6日《亚马逊合作条约》缔约国总 

统 在 巴 西 马 瑙 斯 通 过 的 《 亚 马 逊 声 明 》 1 0 / 1 3 2 ) , 

B.其他文件，包括各会员国提出的文件 

20 .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工程中收到了下列有关实质问题的文件。 

2 1 . 收到了一份题为"海军军备^裁军：主席关于议程项目8的文件" ( A / 

en, 10/134)的文件， 

2 2 . 中囯提出一份题为"对《宣布1 9 90年代为笫三个裁军十年宣言》内容 

的 建 议 " 的 工 作 文 件 1 0 / 1 1 6 ) 。 

2 3 .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 

盟提出一份题为"关于核裁军谈判"的工作文件（A/CN. 1 0 / 1 1 7 )。 

2 4 . 中囯代表提出一份题为"国际武器转让问题"的工作文件（A/CN. 10/ 

1 1 8 ) . 

2 5 . 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提出一份题为 

"海上建立信任措施；限制*裁减海军军备"的工作文件 ( A / C F . 1 0 / 1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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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 匈牙利提出一份题为"审查联合国在裁军领域所起的作用"的工作文件 

(A/CB. 10/120)。 

2 7 . 瑞典提出一份题为"海军军备和裁军：防止海上事故的多边协定"的工作 

文件（A/CH, 1 0 / 1 2 1 ) . 

2 8 . 尼日利亚提出一份题为"审议《宣布19 9 0年代为笫三个裁军十年宣言》" 

的工作文件 ( A / C U , 10/122)。 

2 9 .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我克、德意志民主共^国命波兰提出一份题为"列入 

关于《宣布19 9 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宣言》的决议革案的基本内容"的工作 

文件(A/CN, 10/123)。 

3 0 . 尼日利亚提出一份题为"对与常规裁军有关的问题进行实质性审议s具体 

措施"的工作文件（A/ciT. 10/124)。 

31 ,哥斯达黎加提出一份题为"国际武器转让"的工作文件（A/CIT. 10/125)。 

3 2 . 哥斯达黎加提出一份题为"关于《宣布19 9 0年代为笫三个裁军十年宣 

言》的决议草案的组成要素"的工作文件（A/CH. 1 0 / 1 2 6 ) , 

3 3 . 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湘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湘国提出一份题为"审査 

联合国在裁军领域所起的作用"的工作文件（A/CIÎ, 1 0 / 1 2 7 ) , 

3 4 . 印度提出一份题为"审议《宣布199 0年代为笫三个裁军十年宣言》" 

的工作文件（A/CN* 10/128)。 

35 .瑞典提出一份题为"海军军备^裁军：关于水雷的议定书"的工作文件 

( A / C N . 10/129)。 

3 6 .芬兰、印度尼西亚^瑞典提出一份题为"海军军备*裁军"的工作文件 

(A/cir. 1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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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尼日利亚提出一份题为"南非的核能力"的工作文件（ A / C N . 1 0 / 1 3 1 ) , 

38 ,蒙古人民共和国提出" ^题为"可列入宣布1 9 9 0年代为笫三个裁军十 

年的大会文件的一些建议，，的工作文件（1 0 / 1 3 3 ) 0 

3 9 .加拿大提出一份题为"《宣布1 9 9 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宣言》草案" 

的工作文件（A/CN. 10/13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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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建议 

40 ‧裁军审议委员会在5月3 0日第1 3 9次全体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了各附属机构关于议程项目4、 5、 6、 7、 9 和 1 0的报告及其中的建议，并审 

«了主席关于议程项目8的报告.委员会同意将全文转载于后的这些报告提交大 

会， 

41.根据协商小组在其报告（见下文第4 4段）第8段中就关于裁减军事预箅 

的议程项目5所提出的建议，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主席的主持下，就此问题举行了 

若干次非正式协商。其后，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0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审议了 

这个项目，以期在考虑到协商小组就此项目所表达的所有意见^立场的情况下，写 

成关于 各国在冻结湘裁减军事预算领域内进一步行动所应遵守的各项原则的案文定 

稿。在审议过程中，主席提出了他对第1、 5、 6、 7 , 9、 12、 1 4段的建 

i义案文，他认为这些建议案文反映了就此问题所进行的广泛协商的结果，可以作为 

折衷案文，不过，对于主席的建议案文未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所以主席已予撤 

回.由于未能就这些建议案文达成协议，所以裁军审议委员会在5月3 1曰第 

140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将下列裁军审议委员会給大会第十五届特别会议即专门 

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三届特别会议供其审议的报告*内载的原文再提出来： 

"关于 各国在冻结和裁减军事预算领域内 

进一步行动所应遵守的各项原则 

"1.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最庞大武库的国家，都应同心协力，通过适 

当的谈判论坛，力求缔^冻结和裁减军事预算的国际协定，其中包括所有各方 

都能接受的适当的核査措施，这些协定应有助于真正裁减各缔约国军备^军 

队，以期在尽可能低的军队湘军备水平上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关于冻结汆 

裁减军事开支的确定协定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并应当在最短的期间内予以 

达成，以便对遏止军备竟赛、缓^国际紧张局势^增加将现在用于军事用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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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转用于经济湘社会发展，特别是用于造福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 

"2.在冻结^裁减军事支出方面的一切努力，都应考虑到《联合国宪章》 

的各项原则^宗旨以及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S— 1 0 / 2号 

决议）内的有关 各段. 

"3.在缔结冻结*裁减军事支出的协定之前，所有国家，特别是军备最 

庞大的国家，都应在军事支出上自行克制， 

"4.在共同商定基础上裁减军事开支，应根据百分率或绝对数字遂步* 

均衡地予以执行以确保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任何阶段占有优势，也不影 

响到一切国家的安全不受减损^主权权利和釆取必要自卫措施的权利， 

"5.冻结*裁减军事预算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应按照最大责任原则分阶 

段执行，这小过程应先从拥有最大军火库和最大军费开支的核武器国家开始， 

其他核武器国家^军事大囯随即跟进.这不应妨碍其他国家在这小过程的任 

何时间着手进行谈判，并就均衡裁减其各自的军事开支达成协议。 

"6.应把裁减军事支出节省下来的人力翱物力资源用于世界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特别是为了造福发展中国家， 

"7.要进行关于冻结军事预算的有意义的谈判，就必须参加这种谈判的 

所有各方都具有接受^执行的透明性与比较性，必须就不同的具体时期^不 

同预算制度的国家间进行衡量和比较军事预算拟定出协议的方法，为此目的， 

〔参与的〕各国〔必须〕/ 〔应鼓励〕使用大会在1 9 8 0年通过的报告制度. 

"8.凡构成裁减军事支出协定规定限度内确实裁减对象的军备和军事活 

动，将由该协定的每一締约国予以确定， 

"9 .关于冻结^裁减军事支出的各项协定应接受严格^有效的核査.冻 

结^裁减军事支出协定应包括各方都满意的适当的核查措施，以便确保所有締 

约国均严格执行和履行各该条款.核査的具体方法或其他遵守程序应视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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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范围^性质，在谈判过程中达成协议， 

" l a 各国所釆取的有关冻结^裁减军事支出的单方面措施，特别是当 

其他国家也在相互伤效的基础上釆取类似的措施时，可以为谈判湘締结冻结汆 

裁减军事支出的国际协定创造有利条件， 

"11.建立信任的措施可帮助创造有利于冻结^裁减军事支出的政治气 

氛.反过来，冻结^裁减军事开支义可有助于加强各国间的信任， 

"12 .联合国应在引导、激励和发动冻结^裁减军事支出谈判方面发挥 

核心作用.一切会员国都应为解决这一过程所引起的问题而同联合国合作汆 

彼此合作， 

" l a 经一切有关国家协议，冻结^裁减军事支出可酌情在全球、区域 

和分区域一级达成， 

" 1 4 冻结^裁减军事预算协定应当从朝向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 

军作出进展的范围内更为广泛的角度一一包括尊重和实施联合囯安全体系的角 

度一一来加以考虑，并应与其他裁军措施相互关连.因此，裁减军事预算应 

与限制军备裁军协定相辅相成，而不致认为是这些协定的替代物. 

" 1 5 u应将通过上述原则视为 «就关于冻结汆裁减军事预算的具体协 

定进行有意义谈判的一个手段." 

4 2 . 裁军审议委员会5月3 1日第1 4 0次会议通过了提交大会第四十四届会 

议的报告全文， 

4 3 . 全体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4的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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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4的报告 

1 ‧裁军审议委员会在5月8日笫1 3 3次会议上决定，与过去各届会议一样, 

议程项目4应由一个所有代表团都可以参加的联系小组在全体委员会范围内讨论。 

谢尔盖‧马蒂诺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被任命为联系小组主席。 

裁军事务部朱卡‧休奥潘尼米先生担任联系小组秘书。 

"2 .联系小组在5月 1 0日至2 6日间举行了 1 2次会议。 

"3 .联系小组以委员会以提交大会第十五届特别会议:的报告(A/S-15/3)1附 

件二所载关于议程项目4的建议的提案汇编作为基础，继续就该项目展开工作。联 

系小组还收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提出的题为"核裁军谈判"的工作文件（ A / C H . 10/117 )。 

"4 .委员会本报告附件"关于议程项目4的建议的提案汇编"反映了联系小组 

的审议情况。在汇编中未采用方括号或备选案文的建议包括：建议1和2 ;第一 

节的建议3、 4、 6、 9、 10、 19、 20、 2 6和 2 7 ;第二节的导言部分和建 

议1、 2、 5和7。这些建议已莸普遍接受，但这并不妨碍各代表团酌情进行审 

査的权利。 

"5 ‧ 在 1 9 8 9年会议的工作过程中，联系小组修订了审议中的一些案文，就 

建议4 (第一部分）和建议2 (第二部分）取得了协议，在缩小歧见方面也取得了 

一些进展。但正如"关于议程项目4的建议的提案汇编"所显示，联系小组未能 

,就一整套建议取得协商一致意见。兹建议委员会继续努力，以期就与议程项目4 

有关的一整套建议取得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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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协商小组关于i义程项目5的报告如下: 

"关于议程项目5的协商组的报告 

" 1 . 大 会 1 9 8 8 年 1 2 月 7日第 4 3 / 7 3号决议除其他外，请裁军审议委 

员会继续审议题为"裁减军事预算"的项目，并在此范围内于1 9 8 9年实务会议 

上，完成关于各国在冻结和裁减军事预算领域内进一步行动所应遵守的各项原则中 

尚未议定的最后一段的审议工作，并至迟在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时将其报告和建议 

提交大会。 

"2.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1989年5月8日第13 3次会议上，决定根据大 

会第4 3 / 7 3号决议设立协商小组来处理议程项目5 。 

" 3 .协商小组在 V a l e r i u F l o r e a n 先 生 （ 罗 马 亚 ） 主 持 下 开 会 ， 于 5 

月 1 0日至2 2日之间举行了六次会议，在此期间，它还通过主席举行了一些非 

正式会议和协商，裁军事务部的 H a n n e l o r e H o p p e 夫 人 担 任 协 商 小 组 秘 

书。 

"'4.协商小组根据载于A/c—15/3号文件第3 0段中的裁军审议委员会在19 

88年实质性会议上讨论的案文继续审议了在冻结和裁减军事预算领域内进一步行 

动所应遵守的各项原则的笫7段，以期就该段达成协议，某些代表团要求在审议 

第7段的同时也审议这些原则的某些其它段落，其它代表团不接受这种作法。因 

此，小组在协商期间特别将其工作集中于第7段的最后一句；就这一句提出了很 

多建议（ A / C N . 10/1989/1 t e m 5 / C R P . 1 和 2 ) 。 会议室第一号文件载有 

协商小组主席提$的一项妥协文句，作为进一步工作的可能依据，其内容如下： 

'要进行关于冻结军事预算的有意义的谈判，就必须参加这种谈判的所 

有各方都具有接受和执行的透明性与比较性.必须就不同的具体时期和不 

同预算制度的国家间进行衡量*比较军事预算拟定出协议的方法，为此目 

的，各国应使用大会在1 9 8 0年通过的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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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虽然多数代表团接受第7段的文句作为一项折衷，但其它一些代表团表示 

该段的最后一句的文字最好应强调'各国必须使用大会在1 9 8 0年通过的标准报 

告制度' . 

"6 . 在 5 月 2 3日举行的裁军审议委员会第1 3 8次全体会议上，协商小组主 

席向委员会提交了他的进展情况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到了协商小组所遇到的困难。 

因此，他请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在他主持下举行非正式协商，以期根据第43/73 

号决议加快完成该议程项目。 

"7.因此，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举行了一系列非正式协商，并随后于5月2 5 

日第7次会议上将协商结果汇报协商小组.他强调，在这些协商中，很多代表团 

支 持 载 于 1 中 的 文 句 ， 作 为 第 7 段 的 折 衷 文 本 。 但 是 ， 其 它 一 些 代 表 团 继 

续坚持对原则的其它段落进行平行讨论和修改。因此，协商小组未能就第7段的 

案文以及就所有原则的整个案文达 成一致意见。 

" 8 . 协 商 小 组 在 5 月 2 6日笫8次会议上建议由裁军审议委员会本身审议关于 

削减军事预算的议程项目5,以便在本届会议上完成该项目。" 

45.第一工作组关于《î^义程项目6的损告如下： 

"第一工作组的报告 

"1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于1 9 8 8年1 2月7日通过的第43>^13§"决{义除 

其他外，请裁军审议委员会于其1 9 8 9年会i义上特别计及联合国裁簞研究所关于 

南非核能力报告中所载调査结果，优先审议南非的核能力问题. 

" 2 。 1 9 8 9年 5 月8日，裁 ^审议委员会第1 3 3次会议决定设立第一工作 

组，根据大会第43y71B号决议的要求，处理关于南厕^的核能力问题的i义程项目6: 

并#.此向委员会提出建议. 

"3 。工作组进行这项工作时，面前有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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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 '秘书长关于南非在核领域卄剁*能力的损告'（A/35/4 0 2 ^ o r r - U ; 

"(b)'关于与南非进行核勾结的问题联合国研讨会的报告，； 

"(c) '南非的核能力，（A y 3 9 y ^ 4 7 0 ) . 

"4 ,工作组由埃德萦。贾亚辛格大使（斯里兰卡）任主席，从1 9 8 9 年 5 月 

8曰至2 6曰举行了1 3次会议.裁 ^事务都的詹尼弗 ‧麦克比女士抠任工作组 

的秘书， 

"5 。 5月10日工作组第1次会议决定，继续以裁^宙议委员会铪大会第十五 

届特别会议的报告内载的工作文件，作为对裁军审议委员会关于南非的核能力的议 

程项目6进行审议的塞本文件。 

"6 。工作组注意到，工作组过去在裁军审议委员会历届会议期间举行的会议， 

已4就8段案文（第1、 2、 4、 5、 7、 1 1(e), 1 1 (f)和1 1 (g)段）达成协议， 

工作组决定继续进行审议，以期就基本案文的其余1 0段（第3、 6、 8、 9、 

1 0、 1 1(a), 1 1(b), 1 1(c)和1 1(d)段）达成协i义，然后再对整个案文进行审 

查.在对基术案文进行一般性意见交换和读之后，非^国家集团和其他一些有 

关的代表团f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勒美利坚合众国)根据对其余各段所 

^行的讨论,提出了一些书面提案，工作组在正式^非正式会议上对这些提案进行了 

广泛的审议， 

"7 。虽然所有代表团都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希望IT其余的案文达成协商一致意 

见，但对审义中的某些段落所包含的主要实质性问题仍然存在意见分歧，无法在现 

阶段达成协议‧ 

"8 。 5 月 2 6日工作组第1 3 次 会 i 义 决 定 ‧ 建 裁 至 审 委 员 会 程 项 目 6 

作出下列建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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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审i义委员会向大会建议，大会1 9 8 8年 1 2月 7日第4 3力I B号 

决i义所要求做的工作，应由委员会在1 9 9 0年桊行的下一届实质性会ij?作为 

优先事项继续进行.以期针对南非的核能力问题拟订具休建iX,拟订建i义时应 

特别考虑到各会员国在工作组的会i义上提出的意见和建i义.，" 

46.第二工作组关于议程项目7的损告如下： 

"第二工作组的报告 

"1 ‧大会在1 9 8 8 年 1 2 月 7 日 第 4 3 / 7 5 R号决议中，除其他事项外， 

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在1 9 8 9年举行的下一届实质性会i义上，参考有关各会员国的 

意见和建议和有关本问题的上述文件，继续优先审议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以期 

斟酌情况拟订具体建议和提案，并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出关于本问题的报告， 

并斟酌情况载列调查结果、建议和提案. 

"2 ‧裁军审査委员会在1 9 8 9 年 5月 8日第 1 3 3次会议上决定根据大会第 

4 3 / 7 5 R号决议成立第二工作组，处理关于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的议程项 

@ 7 . 

"3 .工作组在进行工作时收到了下列文件： 

"(a) 各会员国就审i«合国在裁军领域中的作用给秘书长的答复（A/ 

10/69和Add ‧ 1-8, ^AycN. loyjl )； 

" ( b )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 A / C H . 1 0 / 7 9 )； 

" ( c )题为（调査结果、建议和提案(主席的草案）'的会议室文件（ A / C B . 

l Q / 1 9 8 a / ï ? G . l V C R P . 1 ) ； 

" ( d )墨西哥提出的关于议题四的工作文件（ A / C B . 1 0 / 1 9 8 6 / W G . I I / 

C R P . 2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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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印度提出的关于舰四的声明（ A / C U . 1 0 / 1 9 8 6 / W G . I I / C R P . 3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旳关于i义题一至三的声明（A/CU. 

l Q / 1 9 8 6 / w a . I I / C R P . 4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的关于议题四的声明（A/CN. 10/ 

1 9 8 6 / W O . I I / C R P . 5 ) ; 

"(h)加拿大提出的题为'联合国在裁军领域所起作用,的工作文件（A/CN. 

1 0 / 1 9 8 6 / W G . I I / C R P . 6 ) ; 

" ( 1 )美国提出的关于联合国在裁军领域所起作用的声明（A/CM. 1 0 / 1 9 8 6 / 

wa. i i / C R P . 7 ) ; 

"(J)美国提出的对题为 < 调査结果、建议和提案'的文件的意见（A/CH. 

1 0 / 1 9 8 6 / W Q . I I / C R P . 8 )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的载有关于i义题四的建议的提案的工作文件（A/ 

CN. 1 0 / 1 9 8 6 / W G . I I / C R P . g ) . 

" ( 1 )日本提出的关于议题四和六的意见和建议（l O / 1 9 8 6 / w a . I V 

C R P . 1 0 ) ; 

"(m)涣大利亚提出的一些建议（A/C H. 1 0 / 1 9 8 6 / W G . I V C R P . 11 ) ； 

-(n)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关于议题四.1的声明（a/c;h. 1 0 / 1 9 8 6 / 

wa. I I / C R P . 1 2 )î 

"(0)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关于i义题一和二的提案（A/CN. 1 0 / 1 9 8 6 / 

w a . I I / C R P . 13 ) ； 

"(P)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碰提出的提案（A/cw. lO/1986/WG.lFCRP. 1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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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提出的载有关于议题一至三的建议的提案 

的工作文,（A/C2J. 10/1986/WG. I I / C R P . 15 ) ; 

(r)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提出的载有关于议题四的建ii的提案的工 

作 文 件 （ 1 0 / ' 1 9 8 6 / w a . I I / C R P . 16 ) ； 

(s)巴基期坦提出的题为'审査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的工作文件（A/ 

CH. l O / l Q S e / W Q . I I / C R P . 1 7 ) î 

(t)掷威提出的关于议题四的意见和建议（A/CH. lO/1986/Wa. I I / C R P . 

1 8 ) ; 

(U)印度和南澌拉夫提出的工作文件（A/CH. 10/1986/WG. I I / C R P . 19); 

(V)马拉圭提出的题为'秘书长在裁军领域的作用，的工作文件（A,CS. 

10/19 86/WG. I I / C R P . 20 ) ； 

( w )保加利亚提出的载有关于议题四.3. a '世界裁军运动'的提案的工 

作文件（ A / C B , 10/1986/WG. I I / C R P . 21 ) ； 

(x)捷克斯洛伐克、蒙古、波兰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提交的工作 

文件（A/CIÏ. 1 0 / 9 4 ) ; 

(y)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交的工作文件（A/CII. 1 0 / 9 9 ) ; 

(Z)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工作文件（A/CN.10/1987/WG. I I / C R P . 1); 

(aa)阿根廷提出的关于项目一、二和三的工作文件（A/CH.10/1987/WG. 

I I / C R P . 2 ) ； 

(bb)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工作文件1提出的建议（A/CH. 10/ 

1 9 8 7 / W G .工 I / C R P * 3 ) ; 

' ( c e )题为"联合国在裁军领域中的作用的工作文件（ A / C N . 10/1987/ 

W G . I T / W P . l ) ,载于裁军审议委员会1 9 8 7年的报告中（ A / 4 2 / 

42 ,附件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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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案古、波兰和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提出的工文'-件 

(A/Cir. 1 0 / 1 0 8 和 C o r r . 出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欧洲共同体1 2个成员国提出的工作文件（A/ 

C H . 1 0 / 1 1 2 ) ； 

( f f )作为裁军审议委员会提交大会特别会议即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 

-题的特别会i义的特别报告附#(A/S —15/3,附件三)éT题3^审査联合 

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的文件（ A / C N . 1 0 / 1 9 8 a / C R P . 6和 C o r r . 

1 和 2 ) ； 

(g g)第三工作组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全体委员会 

的，关于题为'审议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及裁军机构的效能'以 

及"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新闻和教育活动，包括鼓动世界舆论赞成裁 

军的措施，的议程项目（1 3 和 1 4 )的报告（ V ^ S— l a / A C ‧ \ / 

2 0 和 C o r r , 1 ) ； 

(nn)第三工作组主席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全体委 

员会的，关于题为'审议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以及裁军机构的效 

能，和'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新闻和教育活动，包括鼓动世界舆论赞 

成裁军的措施'的议程项目（1 3 和 1 4 ) 的报告（ V S ~ 1 5 / A C . 

1 / 2 1 ) ； 

(il)第三工作组主席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全体委 

员会的，关于题为'审议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以及裁军机构的效 

能，和4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新闻和教育活动，包括鼓动世界舆论赞 

成裁军的措施，的议程项目（1 3 和 1 4 )的工作文件（A/S—15z/ 

A C。 l / W G . I I i y C R P , 2 / l î e v。 l 

(J J )匈牙利提出的工作文件（ V ^ C N。 1 0 / 1 2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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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 k )捷克斯洛伐:^波兰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Hi提出的工作文件 

( A , * 10/127 ) . ‧ 

" 4 . 1 9 8 9 年 5 月 1 0 日 至 2 6日，工作组在保罗。巴梅拉。恩戈大使（^ 

麦隆）的主持下举行了三次会议‧ 在此期间，工作组又通过主席进行了非正式协 

商 ， 裁 军 事 务 部 S a n m y K u m B u o先生担任小组秘书 ‧ 

" 5 ‧在进行非正式协商时，阿德耶米大使（尼日利亚）以协调员身份协助了工 

作组主席的工作，载于上文第3段各项文件内的，就本项目提交裁军审议委员会 

的各项提议，以及在协商过程中表示的意见和提议，也都经过了审议. 

"6 .第二工作组决定，裁军审议委员会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别 

会议的特别报告（A/S—15/3)的附件应该作为审议的基础，但有一项了解，即上 

文第3段载列的所有文件，以及在协商和审议的过程中表示的意见和提议，也将在 

同等的地位上加以审议.为了便以协商，第二工作组进一步同意，先从附件三内专门 

讨论政治的部分（第 1至 1 3段）开始讨论，然后讨论关于机构的部分（第14至 

16段），但有一项了解，即关于任何一部分的协议将视关于另一部分的协议而定‧ 

" 7 . 1 9 8 9 年 5 月 2 6日，第二工作组第三次会议上，阿德耶米大使就由他 

进行协调的协商经过提出了报告，摘要说明有进展的领域和还存在许多歧见的领域. 

" 8 .同一次会议上，第二工作组主席提出了一份新的工作文件，载列协商结果 

所 得 的 建 议 （ A / C H 。 1 Q / 1 9 8 9 卢 ) ‧由于时间不够，第二工作组 

未能审议的工作文件的案文，但同意把工作组主席提出的工作文件作为裁军审议委 

员会 1 9 8 9年度报告的附件，相信该工作文件能有用地补充上文第3段所载各文 

件，与这些文件一起并在同等的地位上，将有助于裁军审议委员会有关联合国在裁 

军领域的传用的审议和工作‧ 

曾以编号 A / C ̂  1 0 / 1 9 8 a/ïr G • 1 1 卢 P 。 1号文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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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在同一次会议上，第二工作组决定就议程项目7向裁军审议委员会提出如 

下的建议： 

'裁军审议委员会递交载于其提交大会的报告的附件三^四全文供其审议, 

鉴于附件全文未莸协议，为了阐明各项具体的建议和提议，除其他事项外，酌 

情考虑各会员国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与本题目有关的上述文件,'" 

47.主席关于议程项目8的报告如下： 

"主席的报告 

" 1 .大会在其1 9 8 8 年 1 2月7日题为"海军军备和裁军，的第43/75工 

号决议里，除其他外，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将于1 9 8 9年举行的下一届会议中 

继续对这项问题进行实质性审议，并就其审议经过和建议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 

出报告. 

"2.委员会在审议该项目时，收到了下列文件： 

"(a)载有关于海军军备竟赛的研究报告的秘书长报告（A/40/535); 

"(b)关于海军军备竟赛的研究报告——各国政府的答复（阿根廷、 

保加利亚、中国、印度尼西亚、茱索托、墨西哥湘瑞典 1 0 / 7 7 ) ; 

澳大利亚^挪威（Add. 1);加蓬（Add^ 2 ) ;丹麦、荷兰^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Add. 3 ) ; 

"(c)中国提出的工作文件（A/C2J. 1 0 / 7 8 ) ; 

"(d)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的工 

作文件（ A /既1 0 / 8 0 ) ; 

" ( e )主席关于议程项目8的文件（ A / C N . 1 0 / 8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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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 )芬兰提出的工作文件（ A / C N . i O / 9 0 / R e v . l ) ; 

"(g)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提出的工作文 

件（ A / C B . 1 0 / 9 2 ) ; 

" ( h )瑞典提出的工作文件（ A / C U . i o / l O l / R e v . l ) ； 

" ( i )主席关于议程项目 8的文件（ A / C N . 1 0 / 1 0 2 ) ; 

"(j)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的工 

作文件（A / c i f . 1 0 / 1 0 9 ) ； 

" ( k )主席关于议程项目 8的文件（ A / C N . 1 0 / 1 1 3 ) ; 

"(1)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的工 

作文件（A/C2J. 1 0 / 1 1 9 ) ; 

" O n )瑞典提出的工,文件（ A / C N . 1 0 / 1 2 1 ) ; 

" ( n )瑞典提出的工作文件（ A / C I Î . 1 0 / 1 2 9 ) ; 

"(0)芬兰、印度亚西亚和瑞典提出的工作文件（A/CN. 1 0 / 1 3 0 ) , 

" 3 . 裁 军 审 议 委 员 会 . 主 席 敏 9 8 9 锎 月 8 m m m . 3 3 次 会 处 败 和 样 ， . 

»负责，就这个问题性的开放参加的协商.根据这项决定，委员会主席将实 

际进行实质性开放参加的协茼的行动委托"主席的一位朋友"，即印度尼西亚代表 

纳纳‧苏特雷澌纳大使。协脔小组就这个项目举行了七次会议，裁军事务部的林国 

炯先生担任了协商小组的秘书，Jack G e r a r d i - S i e b e r t先生担任了副秘书 

的工作。 

"4.协商小组几次会议的结果就这个题目得到一些实质性结论和建议.这些结 

论和建议载于委员会主席提出的工作文件（A/CN. 1 0 / 1 3 4 ) .该工作文件得到参 

加实质性协商的所有代表团的赞同。参加实质性协商的所有代表团都认为该工作文 

件可以构成就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审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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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第三工作组关于议程项目9的报告如下: 

"第三工作组关于议程项目9的报告 

" 1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于1 9 8 8 年 1 2月 7日通过的第 4 3力 5 1 > | " 决除 

其他外，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1 9 8 9年会i义上继续对与常规裁^有关的问题进 

行实质性审议，并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i义提出报告，以期促进削减常规武器和裁^ 

领域各种可能的措施.大会第43/r5F号决i义除其他外，也请裁军审+«委员会在 

其 1 9 8 9年实质性会议期间进一步审i义常规裁军的有关问题，在题为"国际武 

器转让，的第43力51号决议中，大会又请裁^审议委员会考虑到该决议所述各事 

项. 

" 2 . 1 9 8 9 年 5 月 8 日 ， 裁 至 审 议 委 员 会 第 1 3 3次会议决定设立第三工作 

m,处理关于对与常规裁^有关的问题进行实质性审议的i义程项目9. 

" 3 .工作组由斯克约尔德.梅尔宾（丹麦）任主席，从5月1 0 日 至 2 6 日 举 

行了 1 3次会i义，裁至事务都的林国炯先生抠任工作组秘书，也属于该郁的詹尼 

麦克比女士饪副秘45, 

" 4 .工作组进行工作时.面前有《关于常规裁军的研究》（A/39/348,附件)、会 

员国对该研究报告的意见（ A / 4 0 / 4 8 6和 A d d . l , A / 4 1 ^ 5 0 1 ^ A d d . 1 ^ 2 , 

和 A / C 2 J . 1 0 / 8 6 和 A d d . 1 )‧和以下由会员国提出的工作文件： 

" ( a )丹麦提出的工作文件（ A / C N . 1 0 / 8 8 ) ; 

" ( b )中国提出的工作文件（ A / C N . 1 0 y 9 5 ) ; 

" ( c )匈牙利提出的工作文件（ A y b N . 1 0 ^ 9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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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印度提出的工作文件（ A / C ] J . 1 0力00) ; 

"(e)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的工作文件（A/C1Ï. 10/103); 

" ( f )中国提出的工作文件（ A y C N . 10/118); 

" ( g )尼日利亚提出的工作文件（ A / C H . 1 0 / 1 2 4 ) ; 

"ai)哥斯达黎加提出的工作文件（Ayciï.l0yi25). 

"5 .在讨论过程中.工作组又收到下列文件： 

"(a)主席提出的第三工作组报告茧稿f A / C N . 1 0 / 1 9 8 9^ 0 . 1 I l / C R P . 1 

和 R e V . 卜 6 ) ; 

"(b)印度、意大利、秘鲁和委内瑞控提出的建议（A/C2Î.10/1989ACÏ.III/ 

C R P . 3 ) ; 

"(c)哥伦比亚和番斯达黎加提出的建议（A/Cir.lO/1989yfrG.lli/CRP. 

4 ) ; 

" ( d ) 意 大 利 提 出 的 建 议 （ 1 0 ^ 1 9 8 9 力 G . I I I / C B P . 5 ) ; 

" ( e )尼日利亚和澳大利亚提出的建议（ A / C i r . l 0 y l 9 8 9力 G . I I I / C B P . 

6 ) , 

"6 .在审议过程中*工作组楣据 A y G N . 1 0 / l 9 8 9力 G f . I I i y C R P . l和 

R e v . 1 —6号文件所载主席的报告蕈稿以及各代表团口头提出的和上文第5段 

所列各会议室文件內载的建i?,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工作组无法就报告草稿的实质 

性内容达成协"î"义。 

"7 . 5 月 2 6日工作组第1 3次会i义决定，建i义娈员会就议程项目9作出下列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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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审议委员会向大会建i义裁军审议委员会应在其1 9 9 0年的下一 

届实质性会议上继续进行关于常规裁荬的工作，，" 

49.第四工作组关于议程项目1 0的报告如下： 

"第四工作组的报告 

"1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通过了 1 9 8 8年 1 2月7日第43 / 7 8 1«号决议， 

其中贲成裁军审议委员会拟订一项题为《宣布1 9 9 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宣言》 

的决议草案,提交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审议通& 

"2 .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1 9 8 9 年 5 月 8 日 第 1 3 3次会议上决定设立第四 

工作组，以便按照大会第43/78 ！-^决i义处理关于'审iK宣布1990年代为第三个 

裁军十年宣言》"的议程项目1 0 . 

"3.针对其工作，工作组收到了下述文件： 

" ( a )审议《宣布1 9 9 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宣言》（V^Cïï. 10/115 

和1一 4 ) ; 

"(b)审议《宣布1 9 9 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宣言》：对《宣布1990 

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宣言》内容的建议：中国提出的工作文件（1 0 / 

1 1 6 ) ; 

" ( c )审议《宣布1 9 9 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宣言》：尼日利亚提出的 

工作文件（A/ZCH. 10X122); 

" ( d )审议《宣布1 9 9 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宣言》：列入关于《宣布 

1 9 9 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竽宣言》的决议草案的基本內容：保加利亚、捷 

克斯洛伐克、德:t志民主共和国相波兰提出的工作文件（A/Cî〗
.10X123)； 

"(e)审i义《宣布1 9 9 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宣言》：哥斯达黎加提出 

的工作文件(A/C17. 10/126) 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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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 )审议《宣布1 9 9 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宣言》：印度提出的工作 

文 件 （ A , 〗 * 1 0 X 1 2 8 ) ； 

" ( g )审议《宣布1 9 9 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宣言》：蒙古人民共和国 

提 出 的 工 作 文 件 （ 1 0 / 1 3 3 ) ； 

" ( h )《宣布1 9 9 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宣言》草案：加拿大提出的工 

作文件（ a X C E . 10/135 )o 

"4 .工作组由罗歇 ‧帕维克斯大使（海地)担任主席，在1 9 8 9年 5月 1 0 

日至2 6日间举行了七次会裁军事务部的石栗勉先生担当工作组的秘书，该 

部的 I n d u C h a k r a V a r t t y夫人担当副秘书。 

"5.工作组在审议期间就将来一份《宣言》的性质、结构和内容交换了意I» 

工作组在这期间还通过主席进行了非正式协商。 

" 6 .第四工作组主席在其5月1 7日第4次正式会议上编制和散发了一份非文 

件,将各工作文件、会员国提出的答复和表示的意见考虑在内，供工作组审议。 

" 7 。在 5月 1 9日第6次会议上，工作组决定设立一个不限成员的非正式联系 

小组，由道格拉斯.罗奇大使(加拿大）协调，以详细拟订题为'《宣布1 9 9 0 

年代为第三次裁军十年宣言》，的决议草案的内容要素。 

" 8 .联系小组在1 9 8 9 年 5 月 1 9日至2 5日之间举行了 6 次 。 在 其 5 月 

23日第三次会议上，罗奇大使编制和散发了一份题为'《宣布I 9 9 0年代为第 

三个裁军十年宣言》草案，的会议室文件A/Cïï. lO/1989/^G. I V C G / C R P . 1 

'供联系小组审议。 

"9 ‧ 在 其 5 月 2 5日第6次会议上，罗奇大使编制了 一份订正会议室文件 A / 

C B . 10X1989/576. I V / C G X C R P . 2,在其中他试图查明有意见分歧之各点，并 

提出一些可能取得协商一致的文句。尽管各国代表团作出了一切努力,联系小组 

无法在给定时间内就该会议室文件取得协荷一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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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罗奇大使在1 9 8 9 年 5 月 2 6日的工作组第7次正式会议上报告 

了联系小组所从事的工作结氣 

"11.在同次会议上，工作组决定对i义程项目1 0作出下述建议： 

"裁军审议委员会通知大会，大会1 9 8 8年 1 2月 7日第 4 3 / 

7 8 号决议所规定的工作没有完成，请大会审议对这件事要釆取的进 

一步行动"." 

注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五届特别会议，补编第3号》（A/S—15/3); ^ 同上， 

《第四十三届会议，补编第4 2号》（ A / 4 3 / 4 2 ) . 

大会第 S —1 0 / 2 号决议 .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五届特别会议，补编第2号》（A/S—1 5/2 ) ; 和同上 , 

《第四十三届会议，补编第2 7号》（ A / 4 3 / 2 7 ) ‧ 

同上，《第十五届会议，补编第3号》（A/S—15/3)，第三B节，第3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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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议程项目4的建议的提案汇编 

建议1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应重申它们决心全力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并严格遵 

守其原则和其他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普遍接受的有关国际法原则，特别是遵 

守下述原则：不对任何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对在殖民主义或外国 

统治下要求行使自决权利和实现独立的人民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不干涉和不 

干预他国内政；国际边界不容侵犯；考虑到各国按照《宪章》享有逬行个别和集体 

自卫的固有权利，以和平方法解决争端， 

建议2 

吁请所有国家对加强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中心作用和主¥资任作出切实贡亂 

因为裁军过程影响到所有国家的重大安全利益，所有国家都必须积极关注并促进裁 

军和军备限制措施，这对维持和加强国际安全可以发挥重嬰作用. 

虽然裁军是所有国家的责任，但核武器国家负有实行核裁军并同其他军事大国 

一起遏止和扭转军备竟赛的主要贲低 

应竭尽全力，使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裁军领域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歷行它的 

贲任,通过谈判并制订具体的裁军措施，切实推动在有效国际监瞀下实行全面彻底 

裁军. 

建议3 

一；了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即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 第 S —10/2号决议）所载各项建议和决定，一切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以及尤 

其是拥有最庞大核武库国家应迫切开展谈判，完戍《行动纲领》中所规定的优先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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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最后文件》第50段的要求，加强或酌情开始进行协定谈判，以遏止 

和扭转核军备竟赛，尽早实现其中确认的最终目标，即:最后彻底销毁核武器. 

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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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段和第31 

段的要求，努力在适当讲坛进行谈判，并努力締结协定，以削减武器特别是核武器, 

并在裁g领域采取其它措 

建议4 

裁军审议委员会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汆国联盟湘美利坚合众国在1 9 8 5年 

1 1月日内瓦首脑会议中达成协议，加速两国之间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谈判工作， 

以期达成苏联和美国1 9 8 5年1月8日联合公报中确立的任务，即防止外层空间 

的军备竟赛和停止地球上的军备竟赛，限制和裁减核武器和加强战略稳定，以及两 

国同意核战争打不羸也打不得、苏联和美国间的任何冲突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两国之间的任何战争一不论是核战争或常规战争一都应加以防止以及两国都不 

寻求军事优势等看法都是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步骤， 

铭记着核裁军的最终目标是全面消除核武器,大会可以鼓励谈判各方实现在其 

声明中所表，共同愿望，以便在有共同立场的领域尽早取得进展，包括适当 

裁减苏联和美国核武器5 0 %的原则，大家建议，大会也认为美国一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 8 7 年 1 2 月 1 0 日和 1 9 8 8 年 6 月 1 日发表的联合声明 

以及美国—苏.联在1 9 8 9 年 5 月 1 0 日 * 1 1日莫斯科高级别会i义之后决定恢复 

举行美国一苏联核子和空间会谈两者也是重要步骤。 

裁军审i义委员会认为严格遵守充分执行《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国联盟消除两囯中程导弹*中短程导弹条约》一至今締结的消除整个级别核武 

器的第一份裁军协定——是裁减核武器的重要起步， 

谈判双方应继续锘记，处于危险中的不仅^它们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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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所有各国人民的重大利益，因此，在不妨害谈判进展的情况下，应适当地将它们 

双方谈判的进展通知大会， 

裁军审议委员会依然认为谈判X方继续将它们的谈判进展通知裁军谈判会议的 

作法仍是有用的。 

晨边与多边核裁军努力应当相互补充和促进。 

建议5 

C双边和多边核裁军努力应相辅相成，并应相互促进。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 

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在多边裁军协议的谈判中具有主要作用。裁军谈判会议应 

充分执行这项基本工作，尤其作为紧急事项，审议其议程中的优先项目。〕 

建议6 

促请所有国家，特别是主要核武器国家，积极进行军备限制和裁军谈判，并在 

不妨碍谈判进展的情况下，将在这方面采取的所有单方、双边、区域或多边步骤酌 

情通知联合国。 

建议7 

C裁军谈判会议应毫不延迟地就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着手进行谈判，特别 

是按照大会笫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 0段的规定，着手制订停止核军备竟 

赛和进行核裁军的实际措施，包括制订一项核裁军方案。这样一项全面的、凡在 

可行时按商定的时限分阶段进行的方案，应规定逐步、均衡地裁减核武器储存及其 

运载工具，以最终导致其彻底销毁。方案应以在20 0 0年前彻底销毁全 世界的 

核武器为目标，可以分三个阶段： 

(al第一阶段 5至8年，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裁减 

它们的核武库，以及由它们声明不发展、试验^都署空间攻击武器，并暂停进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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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笫二阶段为期5至7年，在此期间，其他核武器国家也将参与核裁军过 

程； 

( C )最后阶段，完成销毁一切剩余的核武器， 

对于核武器及运载工具的销毁或限制，将由各国用自己的国家技术手段、就地视察 

和其他措施进行核査，〕 

建议8 

(应作为紧急事项締结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永远禁止所有国家在任何环境进 

冇任何核试爆• 为此目的，裁军谈判会议应立即进行締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所需 

要的谈判，有关核査将予谈判的协议的遵守情况的问题可以与有关禁止核试验的 

其他实质性问题同时审议，〕 

(裁军审议委员会〔®建议大会确认1987年1 1 月 9 日 美 苏 之 间 ^ 全 面 进 

冇逐步谈判的重要性。据两国1 9 8 7年9月1 7日的联合声明，谈判将在单一 

论坛上进行，作为第一步，及方将议定有效核査措施，使美利坚合众国湘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联盟的1 9 7 4年《临界禁试条约》和1 9 7 6车《和平核爆条约》可 

以获得批准，接着将谈判进一步的中间阶段限制核试措施，以导致全面停止核试验 

的最终目标，作为有效裁军进程的一部分。除了别的以外，这个进程的第一优先 

将是追求裁减核武器和最终消除核武器的目标.〕 

C在締结这样一项条约以前，核武器国家应宣布从他们之间商定的日期开始暂 

停所有核爆炸‧ 进行核爆炸最多的两个主要核国家应立即停止其核试验‧〕 

建议9 

、 

每个国家都有义务在国际关系中不以武力相威]|&>或使用武力或以任何不符合联 

合国宗旨的其它方式损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文这种武力威胁或使用 

试力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隶》，引起国际贵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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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10至16是在充分考虑到建议9的普遍适用性后提出的。 

建议10 

为了加紧裁军进程，应该考虑到，由于各国竟相大量积累前所未有的最具毁灭 

性的武器，人类今天面临着空前的毁灭威胁‧ 因此裁军特别是核裁军应肴成是一 

个最优先的事项，是人类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鼠 

防止核战争和促进核裁军的措施都必须兼顾到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安 

全 利 ^ 

建议11 

今天人们广泛同意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的观点，即：核战争打不赢也不该打。 

在实现核裁军之前，所有国家都应进行合作，以采取切实和适当措施，防止爆发核 

战争，避免使用核武器，应该注意到两个核武器国家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现 

有保证，以及某些国家关于除对武装袭击作出反应外不使用任何武器的声明。 

裁军审议委员会认为1 9 8 7年9月15日締约的关于在华盛顿和莫斯科设立 

减少核危险中心的协定极为重要。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 

此确认两国希望减少和最终消除爆发梭战争的危险，特别是因误解、估计错误或意 

外而引起的核战争。 

〔裁军谈判会议应当将进行谈判以期就防止核战争的适当和实际措施达成协议 

视为最高优先事项，〕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也可以讨论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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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国家应同意在适当和有效的核查措施和程序的规定下，全面冻结核武 

器，包括所有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试验、发展和部署。这种冻结应视为是停止 

和扭转核军备竟赛导致彻底消除一切核武器的起步。〔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 

家应率先立即冻结生产核武器和用于武器的裂变材科，并应随后大幅裁减现有核武 

器。〕〕 

(拥有最大核武库的核国家必须率先停止和扭转它们之间的核军备竟赛，并大 

量裁减它们现有的核武库，以便为所有核国家制造有利条件，进一步采取核裁军措 

施，包括冻结核武器的发展、生产、储存和部署。〕 

(〔应进行和完成将导致大量削减核 武器的谈判。〕（应该签订大量削减核武 

器的协定。〕〔这些裁减必须是对等的、均衡的并且可以有效核查的。〕〕 

建议1 3 

〔可进行适当核查地停止和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是朝向停止和扭转 

核军备竟赛的重要步骤。〕 

建议1 4 

(应締结可导致大量裁减核武器的协定。这种裁减必须是相互进行、均衡和 

可有效核查的。〕（所有核武器类别都应纳入这种裁军过程。〕 

建议1 5 

〔防止核战争的基本办法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在实现这个目标以 

前，拥有最庞大核武库的国家应当率先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核武器，并大幅度裁 

减其现有的核武器。其后，其他核武器国家应当按照合理的比率和程序采取相应 

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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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1 6 

(作为核裁军前的临时措施，所有核武器国家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一种加 

强信任气氛的手段，也是减少核战危险的重要步骤。〕 

(按照《宪章》的有关条款，各国除了行使其固有的个别和集体自卫权利外， 

不应使用任何武器。〕 

建议1 7 

〔在达成有效的核裁军措施以前，所有核武器国家应立即就禁止使用或威胁使 

用核武器的公约进行谈判，并通过这项公约。〕 

提议作为建议1 6和1 7的备选案文 

〔重申《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各国应集体或个别地保 

证不首先使用任何核武器或常规武器，除非是行使个别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 

建议1 8 

〔鉴于外空军备竟赛对全人类构成的危险，特别是有可能进一步破坏国际和平 

与安全的事态发展不断加深当前不安全状态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裁军谈判会议应 

迫切进行谈判，根据情况达成一项或多项协定，以防止外空一切形式的军备竟赛。〕 

为了对防止外空军备竟赛作出贡献，裁军谈判会议应按照它所设立的特设委员 

会的任务规定，加紧工作。 

(根据了解，特设委员会的设立，只是迈向多边谈判以期根据情况达成一项或 

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一切形式的军备竟赛的协定的第一步。〕 

建议1 9 

在核裁军和常规裁军的全面措施尚未实行以前，各国应继续合作制订一套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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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战争和一切武器冲突的全面措施。措施中可以包括一系列建立信任的措施，包 

括有关核武器的措施，以便在适当论坛内谈判，适用于区域或全球范画。 

建议2 0 

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以及军事力量应以对等、均衡和可核查的方式予以裁减，特 

剁是在这些武器和军事力量的密集程度已经达到极危险水平的地区。 

建议2 1 

〔不应把核武器部署到没有这种武器的领土上。在已装设这种武器的国家里 

不应增加这种武器的储存量或予以更新。核武器国家部署在其本国领土以外的核 

武器应予撤回。〕 

mi 2 2 

〔核武器国家避免进行核能用于非和平用途的军事演习，特别是在不拥有核武 

器的国家的紧邻地区有核武器部署的情况下更应如此，以免危及这些国家的完全。〕 

建议2 3 

〔铭记到核武器国家应保证无核武器国家不受核武器的威胁或攻击，和在这方 

面所曾作出的宣告，应着手谈判，以便〔根据情况〕締定确保〔在亳无歧视的情况 

下〕不对〔任何〕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囯际安排。〕 

建议2 4 

在世界不同地区根据各地区国家间自由达成的协议和(或）安排建立无核武器 

区是一项重要的裁军措施。并应鼓励〔有助于加强世界安全与稳定的无核武器区〕 

其最后目标是实现一个完全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在建立此种无核武器区的过程中 

应当考虑到〔每一区域〕〔有关区域〕的特点。〔这些协议或安排应获得充分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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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切〕〔有关的:1 (核武器〕国家对无核武器区地位的切实尊重应遵循充分(商 

定〕的核査程序，以确保这些地区真正不存在核武器。〕 

建议2 5 

〔根据和平区有关国家明白确认和自由决定的条件并在符合国际法的基础上在 

世界各地区设立和平区可以有助于加强和平区内各国的安全，并且傻进整个囯际和 

平与安全。在建立和平区的过程中，应该考虑该区的特点和《联合国宪章》各项 

原则。〕 

建议2 6 

所有国家应合作实现核不扩散的目标。核不扩散的目的一方面是防止现有五 

个核武器国家以外出现任何其他核武器国家，一方面是逐步削减和最后销毁所有核 

武器。各国应充分执行它们所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的全部条款，特别是核武器国 

家应迫切地采取 有效措施停止并扭转核军备竟赛。 

建议2 7 

由于核武器扩散的一切方面均与世界休戚相关，因此傻请所有国家共同采取进 

一步的步骤，在普遍和亳无歧视的基础上对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方法和途径达成国际 

协商一致意见。 

麟 2 8 

〔为了全面国际安全，各种军事概念和理论都必须以防御为主，这必须反映在 

军队结构和军事能力中，两者都必须裁核到防御所需的水平，并维持在该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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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部分 

虽然核裁军具有最高优先地位，但下列各项关于其他重要裁军措施的建议也应 

与核裁军谈判一起进行。 

建议1 

必须竭尽一切努力，继续关于彻底、有效地禁止发展、生产、储存湘使用一切 

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谈判，并使之〗瘐利完成.为此目的，裁军谈判会议应 

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加紧就此一公约进行谈判，并进一歩加强努力，以便尽早完成 

公约最后制定工作. 

在这方面，强调1 9 8 9年在巴黎举行的1 9 2 5年《日内瓦协定书》締约国 

及其他有关国家会议的《最后文件》的重要性。 

建i义2 

应当在迈向全面彻底裁军的范围内，按照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 

会议《最后文件》第83段的规定，在X乏区域和多边的基础上坚决推行常规裁 

军。必须把常规军备竞赛的质量问题与其数量问题放在一起讨论. 

敦促对于开展裁减常规军备的进程负有特别责任的拥有最庞大军事武器库的S 

家，以及两大军事集团的成员国，继续通过各种论坛就常规裁军进行认真谈判，以 

早日对在它们各自地区，特别是在世界上武器和军队最为集中的欧洲地区，在有效 

国际监督下限制和逐步裁减军队和常规武器的问题达成协议.在这方面，联合国 

裁军审议委员会欢迎开始就欧洲的常规部队进行谈判，欢迎继续就欧洲的建立信任 

和 安 ‧ 施 进 行 谈 判 。 

鼓励各国在考虑到保障安全和保持必要防卫能力方面的需要的同时，加紧努力 

并独自或在区域范围内采取适当的行动，以促进常规裁军的进展和加强和平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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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在所有有关国家倡议和参与下采取区域裁军措施• 这些措施必须考虑到 

每一区域的特珠条件。一个区域的裁军努力，无论是核方面或是常规方面，同其 

他区域的裁军努力或与全球的裁军努力是息息相关的. 

建议3 

〔在采取裁军措施时，应确保各il安全不受减损的杈利.但是，有些国家将 

其安全建立在虚幻的权利要求的基础上，以便取得超越他11的优势并加强殖民统治 

和外国占领，因此，向这些国家供应大量武器势将导致难以容忍的局面长期持续下 

去并使冲突加剧，从而严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这种供应应予停止。〕 

建议4 

〔〔应当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在这方面，裁军审议委员会对裁军谈判会 

议最近所作的决定表示欢迎，这项决定是： 

"裁军谈判会议，行使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 

件》第1 2 0段赋予它作为裁军多边谈判机构的职责，决定在题为'防止外层 

空间军备竟赛，的议程项目5下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裁军谈判会议请特设委员会在履行其职责时，通过实质性和一般性的讨 

论，审査并找出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有关的问题. 

"特设委员会在执行这项工作时，将考虑到一切现有的协定、现有的提议 

和今后的倡议，以及特设委员会设立以来的各项发展，在其1 9 8 7年会议结 

束前，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其工作进度报告."〕 

〔因此，特设委员会的设立，只是紧急开始进行多边谈判以期根据情况达成一 

项或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一切形式的军备竟赛的协定的第一步。〕〕 

建议5 

为了替圆满完成裁军进程创造有利条件，所有画家应当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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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法原则，避免采取可裁 

辈领域的努力造成不利影响的行动，同时对谈判表现积极的态度，并表现出力求达 

成协议的政治意志.随着就停止军备竟赛措施达成协议和有效裁减军备从而导致 

军备的彻底消除，势将大大增进各国间的互信气氛.裁军过程中每一阶段的目标 

应当是在尽可能低的军备水平上使安全不受减损。 

建议6 

(如果所有涉及冲突的国家都愿意参加和平解决冲突的谈判，就可以便进裁军。 

如果一个国家政府拒绝就其所涉的国际争端进行谈判，就促使这种争议继续存在， 

从而可能构成军备竞赛加速的一个原因.〕 

(如果所有涉及冲突的国家都愿意参加和平解决冲突的谈判，就可以促进裁军 

*全面国际安全.拒绝展开国际争端谈判会促使这种争议继续存在-从而可能构 

成军备竞赛加速的一个原因.〕 

(避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可以促进实现有利的裁军气氛‧〕 

建议7 

应在世界裁军运^范围内采取措施，使世界所有地区的公众了解有关限制军备 

和裁军问题的广泛客观情况和各种意见，了解军备竟赛和战争尤其是核战争的所有 

方面的危险，以便就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这^重大问题作出深思熟虑的选择，这 

一运动将促进公众关心和支持上述各段所规定的目标，尤其是就限制军备和裁军措 

施达成协议以便实现有效S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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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南非的核能力：关于议程项目6的结论*建议 

(建议案文^修正案） 

1. 根据《联合国宪章》揭示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宪章》中关于各国人 

民享有自决的平等权利，审议委员会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对纳米比亚持续 

进行非法占领。它重申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为争取自决和消除种族隔离的斗争是 

合法的，并重申支持纳米比亚取得独立的斗争。 

2 . 南非实行将种族歧视制度化的种族隔离，作为一种推行政策的手段，是 

违反《联合国宪章》中关于人权和关于各国人民均享有自决权利的各项人权规定的。 

因此，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过去曾受到、现在也仍然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认为它 

是一种不人道、违反基本人类原则的政策，并且受到安全理事会的谴贵，认为它是 

一种侵犯人类良知和尊严的罪行。 

3. 越来越明显的是，陷于孤立和绝境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妄图以武力作为对 

内压迫和对外侵略的手段。人们不得不怀疑，南非在力求使其军拿力量日益積良 

和可怕地强大过程中，已经把重点放在发展和获取核武器，而这在某西方国家、 

以色列及跨国公司在核领域进行积极合作之下，已经成为可能做到的了。 

第3段的备选案文（法国提出） 

南非并且诉诸军事力量来维持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和推行动摇邻国安定的政 

策。安全理事会在其第 4 1 8 ( 1 9 7 7 )号决议中确定，南非取得武器及有关 

物资，是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据报导南非可能取得核武器能力，引起 

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如果这些报导属实，这将是对该区域的稳定的严重威胁， 

并且使该地区的局势严重恶化。 

- 4 0 -



笫3段的备选案文（非洲国家集团提出) 

比利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还曾经诉诸军事力量来维持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和 

推行侵略和动摇邻il安定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南非通过同某些西方il家和以色列 

以及同跨国公司积极勾结而获得的核武器能力，对该区域的稳定是一种严重的威胁， 

便国际社会极感关切.在这方面，裁军审议委员会提请注意，安全理事会第418 

(1977)号决议已确定，南非取得武器及有关物资，是对维持il际和平与安全的威 

胁. 

4。 后来由于大会通过了 1 9 7 9年 1 2 月 1 1日第34/76 B号决i义，南 

非的核能力问题引起国际各方注意，从1 9 7 9年裁军审"ÎX委员会第一届实质性 

会im,经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负会主席提i》（A/CN. 10/4),并根据1 9 7 9 年 

2月在伦敦举行的联合il关于同南非进行核勾结的讨论会的结论，这个问题已列入 

裁军审i义娈负会的i义程， 

5。 在审i义这个项目时，委员会对南非问题重申大会第十届特别会"i^《最后 

文件》（大会第s —10 / 2号决议）第12段中所已表示的关切。在这方面，委 

员会强力建议大会重申它向全体国家发出的要求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定 

的呼吁。 

‧ 6。委负会坚信，核武器一旦落在种族主义政权手中，就会成为S家恐怖主 

义、侵略和诜诈政策的工具，从而对,际和平与女全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委员 

会严,矢切地注意到，南非在生产核武器及必要运载工具方面现有的技术能力已损 

害和严重威胁到非洲国家的安全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委员会更懕忧虑的是，据说 

南非正同以色列勾结共同研制巡航导弹、中子弹及各种运载系统. 

第6段的备选案文(美利坚夺众国提出） 

核武器不论是扩散到任何国家，都为全世界所严重关切.核武器一旦进入非 

洲大陆，特别是进入南部非洲这一爆炸性区域，不^会严重打击全世界防止核扩散 

的努力，而且会便多年来依照非洲统一组织关于非洲非核化的宣言，便非洲大陆不 

致卷入核军备竟赛的努力，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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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段的备选案文（非洲囯家集团提出） 

委员会坚决认为，核武器一旦落在种族主义政权手中，就可能成为威胁邻国的 

政策工具，从而更加危害到区域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在这一点上，如果核武器进 

入非洲大陆不仅会严重地打击全世界防止核扩散的努力，而且也会破坏多年来依照 

非洲统一组织《非洲非核化宣言》所订目标，为使非洲大陆不致卷入核军备竟赛而 

作的努力。 

7。 委员会注意到1 9 7 7年在卡拉哈里沙漠发现了一个核试验场的报告，和 

197 9年9月22日在南大西洋发生的事件的报告。这些报告和秘书长关于南非 

在核领域的计划和能力的报告（ A / 3 5 / 4 0 2和 C o r r . 1)和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 

报告（A/39/470)使得非洲国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有理由特别感到关注。 

8. 为了执行其任务，委员会认为有贲任提醒大会，并通过大会提醒安理会注 

意南非拥有生产和(或）取得核武器的能力的有害后果，注意它据报拥有和可能拥 

有核武器，及其对非洲国家的安全、国际和平与安全、核武器的扩散和非洲国家集 

体作出并得到大会赞同的关于非洲非核化的决定的影响。 

第 8 段 的 案 文 （ ^ 王 国 提 出 ) 

为了执行其任务，委员会队为有贲任提醒大会，注意南非取得或生产核武器对 

非洲国家的安全、国际和平与安全、核武器的扩散和非洲国家集体作出并得到大会 

赞同的关于非洲非核化的决定的严重后果， 

第8段的备选案文(非洲国家集团提出） 

大会应提醒安全理事会注意南非已被证实具有的核武器能力所能带来的有害后 

果，及其对非洲国家的安全、国际和平与安全、核武器的扩散和非洲国家集体作出 

并得到大会赞同的关于非洲非核化的决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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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委员会认为通过发展核武器能力一这是某些西方国家、以色列以及跨国 

公司在军事和核领域进行勾结的结果一来直接或间接地容许、促成和协助南非继 

续其对非洲大陆国家推行的侵略和颠覆政策，违背了有关发展各国间友好合作关系 

的公认国际法原则。 

第9段的备选案文(法国提出） 

委员^请注意安全理事会第591(1986)号决议，其中除强调有必要严格执 

行安全理事会第418 (1977)号决议对南非实行强制性武器禁运之外，请所有国家 

不要在核领域同南非进行任何有助于南非制造和发展核武器或核爆炸装置的合作。 

第 9段的备选案文(非洲国家集团提出) 

委员会认为，直接或间接地容许、促成和协助南非继续其对非洲大陆国家推行 

的侵略和颠覆政策，是违背有关发展各国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公认国际法原则的。在 

这方面，同南非勾结发展其核武器能力的国家，要与南非共同承担危害区域和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贵任。 

.10。委员会认为，南非和跨国主司当前对纳米比亚的铀矿进行开采，违反了确认 

各国人民对其自然资、，拥有永久主权以利于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国际法原则。委员 

会还认为，不应让南4^继续非法开采纳米比亚的铀矿（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 

它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来加强其核基础和种族隔离政策。 

第10段的备选案文（联合王国提出) 

委员会认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应用于纳米比亚人民及纳米比亚的社会和经 

济发展。委员会还认为，南非应停止由于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而进行的开采纳米比亚 

铀矿的工作，并按照国际法和有关安全理事会决议，采取步骤结束对纳米比亚的占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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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段的备选案文（非洲国家集团提出) 

委员会认为，南非和跨国公司当前对纳米比亚的铀矿进行开采，违反了确认各 

国人民对其自然资源拥有永久主权以利于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国际法原则。委员会 

还认为，南非应该停止开采纳米比亚的铀矿；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非法占 

领着纳米比亚。委员会指出，南非通过非法开采纳米比亚的铀矿，已加强了它的核 

基础和种族隔离政策。 

11.鉴于南非种族政权的本性，裁军审议委员会认为当务之急是停止不可容忍 

的种族隔离政策。在这方面，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有义务和责任作出贡献，加 

强联合国为实现此目标而进行的努力。因此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采取有效和具体 

措施，制止南非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武器能力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委员会 

提出如下建议： 

笫11段的备选案文（澳大利亚和美利^合众国提出) 

以下列文字取代第11段的第三句: 

此外，会员国应充分执行安全理事致通过的第41 8 ( 1 9 7 7 ) t决议，其中 

除其他外，请会员国不与南非在制造和发展核武器方面进行任何合作， 

第11段的备选案文（非洲国家集团提出) 

鉴于南非种族政权的本性，裁军审议委员会重申，当务之急是消灭不可容忍的 

种族隔离制度，在这方面，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有义务和责任作出贡献，加强 

联合国为实现此目标而进行的努力。因此，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采取有效和具体 

措施，制止南非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武器能力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委员会 

提出如下建议： 

'11(a).所有国家对于实现上述的目标都负有特别的责任，同南非进行勺结合 

作的那些国家应立即停止它们同南非在军事和核 领域进行的可能直接或间接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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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进一步发展其核武器能力的一切这种^结。它们还应停止转让一切与南非的 

核武器能力有关的设备、材料、技术和人员，以令南非的行为符合《联合国宪章》、 

国际法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决定； 

第 1 1(a)段的备选案文（美利M合众国提出） 

会员国应遵守安全理事P致通过的第59 1 (1986)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 

请所有国家不要在核领域同南非进行任何有助于南非制造和发展核武器或核爆炸装 

置的合作。 

笫 1 1(a)段的备选案文（非洲国家集团提出) 

同南非进行句结 合作的国家应立即停止它们同南非在军事和核领域进行的可能 

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南非进一步发展其核武器能力的一切这种^结。它们还应停止 

转让一切与南非的核武器能力有关的设备、材料、技术和人员，以令南非的行为符 

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决定。 

11(b).考虑到自1 9 7 8年以来，安全理事会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落实以协商一 

致意见方式通过的《最后文件》第12段各项规定（见上文笫5段），裁军审议委 

员会建议大会要求安全理事会充分负起责任，在这方面采«当紧急措施，除别的 

外，加强和扩大对南非的武器禁运，使禁运的范围包括可能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南非 

进一步发展其核武器能力的所有方面； 

笫 1 1(b)段的备选案文（联合王国提出) 

参照安全理事会第4 18(1977)、 558(1984)和591 (1986)号决议，裁军 

审议委员会建议大会提醒所有国家注意其有关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的义务。 

第1 l(b煅的备选案文（非洲国家集团提出) 

参照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 558(1984)和591(1986)号决议，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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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呼吁所有国家作为紧恚事项严格 履行其有关向南非实行武器 禁运的义务。大会 

还应建议安全理事会从所有方面强制执行对南非的武器禁运，以防止以任何方式协 

助南非进一步发展其核武器能力。 

11(c).为了全球和平与安全特别是非洲的安全和稳定，委员会建议所有国家尊 

重《联合国宪章》所订的义务，不要同南非进行任何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加强南非业 

已建立的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技术能力的核合作。同南非^#域^结 

告作的国家，必须同南非一起共同承担危害该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贵任； 

笫 1 1(c)段的备选案文（法国提出) 

(a) 笫一句中"义务",以后的字句用下文代替： 

"⋯不同南非进行任何使其能够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合作。 

(b) 删去第二句。 

第 1 1 (C殷的备选案文（非洲国家集团提出） 

所有国家都应尊重《联合国宪章》所订的义务，不同南非进行任何能够以任何 

方式加强南非已被证实的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技术能力的核合作。 

11(d).委员会建议，所有囯家应遵照核准1 9 6 4年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 

首脑会议通过的《非洲非核化宣言》的大会19 6 5年1 2月3日第2 0 3 3 ( X X ) 

号决议，认为并尊重非洲大陆及其周围区域为无核武器区。为此，委员会建议大 

会要求安全理事会在必要时采取适当的有效步骤，防止上述目标受到阻碍； 

第 1 1 (d液的备选案文（联合王国提出） 

删去最后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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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1 1 ( & ) ^的备#文 (非洲国家集团提出） 

所有国家应遵照核准1 9 6 4年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非 

洲非核化宣言》的大会1 9 6 5年1 2月3日第203 3 ( X X )号决议，认为并尊重 

非洲大陆及其周围区域为无核武器区。为此，大会应建议安全理事会采,当和 

有效的措施，防止上述目标受到阻碍。 

11(e).尽管南非政府于1 9 8 4 年 1 月 3 1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国际原子能机 

构）iiîPCiRC/314号文件），但裁军审议委员会建议所有国家，特别是安全理 

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现在应说服南非立即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有关决 

议和决定，特别是关于承担具有廣际约束力的不扩散核武器义务和将其所有活动置 

于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之下的决议和决定。各国应设法核可有助于执行这些决议 

和决定的具体的、实际的、有时限的和集体的进一步措施。 

11(f).应11^艮南非务使其军事事务上的行为具有明晰性和开放性，以便国际社 

会特别是南非的邻国能够不受阻碍地充分评价它在核领域的活动； 

11(g).委员会还建议秘书长更密切地注意南非在核领域的发展情况，并就上述 

各项建议的进展情况和值得国际社会注意的所有新的发展，定期向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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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审査联合国在裁军颔域的作用：主席的工作文件 

裁军审议委员会在进行审査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时，审查了其政治方面汆 

机构方面的作用， 
f 

政治方面 

1. 联合国的首要宗旨是维诗国际和平与安全‧ 

2. 兹此重申：联合国所有会员IÎI必须充分服从（联合国宪窣》的宗旨，并 

有义夯严格遵守《宪聿》的原则以及其他得到晋遏承认的有夭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国际法原则， 

3. 要实现其正持久和平，只有通过切实执行《联合国宪聿》规定的安全制度, 

并经甶国际12(^定和布互之间的徬袢，迅遲大规模裁减武番和武装邵队，最终达<«有 

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4. 夫于裁军措施的多边协定对于难待111际和平‧ ̂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5 .咲合国应该鼓励并协助单边、及边、区域相多边等所有裁军努力，在联 

合国范围以外的裁军工作的发展，在不妨祷谈判进展的情况下，也应经由大会或任 

何能传达到联合国所有会员®的其他联合国渠道，及时通知联合国.如果在联合 

S以外的谈判的主题涉及其他国家甚至整小际社会的利益•则尤其有必要让联合 

'国了解情& 

6.裁军谈判的成功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重大利益，因此，各国既有权利也 

有义务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即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最后文 

件》a^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即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结论文 

件 》 b ,关心裁军领域的工作，并对之作出贡献。所有国家都有权利以平等地位 

参加影响到它们国家安全的多边裁军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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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会笫十庙特另'j会议S后文,所述的目标到现在大邻分尚禾买现，为了 

逬一,向这些目标前进，各方都必须具有政冶意愿，尤其是孩武^国家和其H£军事 

大il, ：t后文件认为，这些国冢对于停止并祖转军备克賽和走句裁车的工负臂 

主要贾任. 

8 ‧联合国是一个论坛，所有国家都有机会在这里对裁军讨论和谈判的过程作 

出贡献，按照《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在裁车领域负有主要贲任，应友挥中心作用， 

9 •为帮助联合国发挥此一作用，祅武畚国家和其他军爭大m必須认识到它们 

对国际社会的特珠贲任，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愿，克服议此的分歧，制订具体裁罕 

堉施， 

10. 所有g)家必须尊重联合国的建议，尤其是协商一致通过的建议，诚意按照 

它们承诺的政治义务行》* 这同样适用于执行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 

别会议普遍同禽的《最后文件》a的重要任务。 

11. 裁军、缓^国际紧张局势、尊重自决和国家独立权利、按照《宪章》 

翱平解决争端、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一 ^些问题是直接彼此关连的.在任何一 

个方面取得汫展，就会对所有其,方面产生好的影哂；反过来说，如果在一个方面 

失敗，就会对其他方面造成坏的影U 

12 . 裁军是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关鍵要索.还要看到，国际安全形势得到改窨， 

将有助于在裁军领娀取得持续进展‧ 因此，在进行裁军时应该具有全面视野，要 

寻求防止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籙发，并建立一个有效的集体安全制度，以维持a际 

jfv平与安全. 

13. 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g根据《宪章》具有特别地位;贵任，因此应该作 

为紧迫任务保证安全理事会在维持i>际|p平与安全方面切实发挥中心作用，包括裁 

军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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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14.应该认识到，虽然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机构要友挥作用，显然必须依赖各 

国具有政治意以执行专n讨论裁军问題的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所II？的行动 

纲耀，但是多边裁军机构应该更有效地加以利用并予以改善，以帮助联合国j»行其 

在裁军领械的任务， 

16.因此，委员会建议采取下列实际措施： 

( 1 )大会及 M机构 

大会是审钗截军问Soir主驀论坛, 

W特剁会议一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大会特别会议在加强裁军领域国际合作可发挥重$ 

作用.专门讨论裁军问超的特别会议应酌情举行，以审査和评价会员茵和联 

合国伋进就一切有关的裁军问题进行审议和谈判的工作成果以及iir裁军领械取 

得 具 体 未 来 方 向 和 指 导 ； 

( b )第一委员会 . 

H大会笫一委员会应继续是处理裁军及有关的国际安全问题的主要委员 

会； 

«第一委员会应当对其工作的方法和程序作必g改进,以提高其效率. 

在这一方面，每任主席应继续举行协商，以期进一步改善委员会的傲法禾港序. 

为此，除其他事项外，笫一委员会还应当考虑大会1 9 8 7年I 1月 3 0曰第， 

号决议中所载建议，并考虑扩大协商一致意见的范围的必要性； 

曰应考虑是否可以提早开始笫一委员会工作的问题； 

m签于国际社会日益重枧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项目，应当适当注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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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该会议的报告*第一委员会应当利用其工作方案的一部分，在单独的议種 

项目下，专门审査该会议的年度报告. 

(c)截军审议委员会 

必须提商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工作汆率，应在适当论坛上，包括在大 

会第十五届特别会i义即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逬一步审议这个 

问题•这种审议应寻求保证向委员会提供一个适当的议程，词时顾及委员会每 

届年度会议所具有的时坷，这种审议还应争取使委员会能够继续在联合茵裁军 

机制 W部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安全理事会 

对联合国裁军机构今后进行的任何审査，也可考虑到安全理事会依照《联合国 

宪章》的有关规定的作用， 

(3) 秘书长 

按照的设想，秘书长的作用是协助联合 g展行在确保维护 n ;际和平与 

安全方面的贲任，所有g家都应最大程度地支持秘书长，以使他能够尽可能有效 

地履行他根据《宪章 > 承担的职贺： 

秘书长在行使作用时，应受到有充足人员和经费的裁^審务都的协目前 

分配给该部的资i5K不足，因此建议有关机构在考虑到联合国一有资源的情况下对其 

进行审査* 

应当加强裁《事务都在协1*秘书长协调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在裁S领域活动方 

面的作用， 

(4) 裁军谈判会议 

作为单一的多边谈判机构，裁军谈判会议具有独特的性质和重要性.现在已认 

识到裁军谈判会议必须审査其程序和组织以期改善这个单一多边谈判裁军措施的论 

坛.在这方面，很?义迎裁军谈判会议对有关改善和有效进行工作问题的正式和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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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讨论，因此，已建议裁军谈判会议继续审议有关改善和有效进行工作问题和扩大 

会议成员问题，以期能在最早机会就这些主题通过具体建议和决定. 

委员会又认识到观察员不能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作出充分贡献，并建议裁军 

谈判会议考虑修改会议议事规则，以便使观察员能够更有效地参加其工作. 

(5)其他机关 

(a)秘书长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 

H咨询委员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 ^ ' J ê M ; ^ W ^裁^究咨询委员会 

和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董事会两个。如果秘书长在利用委员会专门知识方面有 

更大的灵活性，委员会是可以提供更多服务的，因此，应加强委咼会的作用和 

职能，并将名称改成秘书长裁军事夯咨询委员会，以便更好地反映其、;g劫范围; 

口委员会应该与学者、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还应 

就转换问题等具体问题举行听证； 

曰委员会应审査其时间表，铭记着秘书长须向大会报告其各项活动；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H根据其规约和自主地位，联合国裁军研究所f裁军研究所）的工作应继续 

面向独立研究和具有较高学术标准，并具有实际价值，研究所应加强在裁军领域与 

国家和区域研究所进行合作， 

a为确保裁军研究所的生存和发展，应有更多的捐款者提供捐款J 

( C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 

大会接受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结论和建i义，重申它完全支持执行《宣布印度洋 

为和平区的宣言》，并请秘书长按照大会以于1 9 8 7年 1 1 月 3 0日协商一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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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通过的第42/43号决议，继续向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进委S会加紧 

工作，完成委员会余下的筹备工作，使印度洋会议能早日在科伦坡举行，但不得迟 

于1 9 9 0年； 

(d) 世界裁军运动和其他新闻活动 

H世界裁军运动应通过以不偏不倚、重事实和客观的方式告知、教育大众并 

使大众了解和支持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目标，继续作出它的贡献； 

a秘书长应继续执行运动的活动，特别是确保所有国家及所有其他赞助者的 

合作和参与、尽可能广泛地散播关于裁军问题的资料和意见； 

曰应通过下列办法增加运动的贡献：组织区域会议和研讨会、小型的高级别 

会it区域中心方案、与在裁军领域积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作更多的接触、扩大运 

动的对象，包括更着重妇女和妇女组织、以及靑年和青年组织.同样地，所有会 

员国每年举行裁军周将继续在促进运动的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s 

<m大会敦促会员国和其它实体通过进一步自愿捐助，扩大运动的财政支助基 

础，以加强运动的效力； 

©大会欢迎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各区域中心.它重申其下述信念：这些中 

心的活动将进一步促进运动的各项目标.因此，大会再次*f吁会员国和其它实体 

向这些中心提供自愿捐助，以确保其有效工作和生存； 

(e) .联合国裁军研究金.培训和咨询服务方案 

H大会确认，裁军研究员的培训对发展加强会员国在裁军问题上的多专门知 

识方面作出有用的贡献； 

'e=)大会因此决定按照大会第三十三和第四十届会议所核准的指导方针继续这 

个方案，同时在每年挑选研究员时适当考虑使发展中国家有足够代表和各国应该轮 

换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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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 大会第 S —1 0 / 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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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 3 2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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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tts 二工作组主席工#^件的文字 

提出的建议和修订案 

这些建议和修订案是在寻求对各段的协商一致意见的 5 ^中提出的。除了下 

列应主席要求以书面方式提出的建议和修订案以外，也有一些评论和建«以口头 

方式作出的。 

政治方面 

将第'1段改写为： 

"联合国依照《宪章》在裁军领域负有中心作用和首要贲任。因此，联 

合国应在这一领域起更积极的作用，并且为了有效履行其职务起见，联合国应 

促进和鼓B单边、晨边、区域和多边的所有裁军措施，并应通过大会或任何其 

他能达到本组织所有成员的适宜联合国渠道，在不违害谈判进程情况下，适当 

获悉其主管范围以外的所有裁军努力。" (比利 •埃及) 

将笫3段第一行末尾的"规定的安全制度"数字删去.f联合王国） 

将第5段改写为： 

"参加无论是单双边、分区域、区域和多边性裁军努力的国家必须在 

不违窨谈判进程的情况下，不管在何种论坛中进行谈判，都将有关努力的进展 

情况适当通知联合国。为鼓励和促有的裁军努力， f è ^国要确保所有成 

员囯都适当获悉这些活动.当谈判的主题事项关系到更广泛的其他国家和整 

个国际社会的利益时，就更加騫要使联合国获悉这种外部努力的情况。"（化 

利时） 

删去第.5段最后一句‧(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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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第7段改写为： 

"伏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内的大多数目标迄今都未实现。为了 

保持争取实现这些目标的势头，所有国家都需表现政治决心a 在这方面，核 

武器国家及其他军事大国有必要承担《最后文件》交负给它们的贲任，克服彼 

此的歧见、终止和扭转军备竟赛、以及着手从事具体的裁军措施。"(比利时) 

将第7段改写为：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内的大多数目标迄今却未实现.为 

了保持争取实现这些目标的努头，所有国家都需表现政治决心。在这方面， 

核武器国家及其他军事大囯有必要承担《最后文件》交负给它们的贲任，克服 

彼此的歧见、终止和扭转军备竟赛、以及着手从事具体的裁军措施。在这方 

面，两个主要军事大国就消除整—类核武器所aàJ^的协;^朝这个方向迈出 

的宝贵第一步。"(巴西） 

将第7段第四行内"核武器国家"数字改为"拥有最大军事武库的国家". 

m) 

将笫7段改写为： 

"核武器国家及其他军事大国在《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内被确 

认为对于终止和扭转军备竟赛、朝裁军迈进，负有首要贡任。两个主要军事 

大国就消除整个一类核武器所达成的协定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宝贵第一步。" 

(联合王国） 

将第8段改写为： 

"联合国是处理全球和平与安全事务的唯一世界性组织.它为所有成员 

国提供最好的论坛，供其对影响到它们安全的裁军问题的审议作出积极贡献。" 

(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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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第9段第一行内"核武器国家"数字改为"拥有最大军事武库的国家"，（中 

M ) 

删去第9段，(联合王国） 

将笫10段改写为： 

"所有国家都必须尊重联合国作出的建议，各国应依照这些建议所规定 

的义务行事.这也适用于: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通 

过的《最后文件》. " (澳大利亚和墨西哥） 

将第1 0段第一行"诚意"两字删去<(联合王国） 

将第1 0段第二行"承诺"两字删去. (联合王国） 

在第11段第一行"尊重自决和国家独立权利"数字后加入"尊重人权 和基本 

自由"数字，(联合王国） 

在第1 2段第二句末尾加入"遵照《联合国宪章》"数字。(波兰) 

删去第1 2段。（联合王国) 

将第1 3段改写为： 

"考虑到裁军同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相互关系，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 

所赋予的特别地位和贡任，应该继续确保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中心作用的效 

力* ，，(澳大利亚和巴西） 

将第1 3段改写为：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根据《宪章》具有特别地位和贲任，应该继续确 

保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中心作用的效力，"（法国） 

将第1 4段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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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争取全面彻底裁军，应该对多边裁军机构充分加以利用和改善，以有 

效帮助联合国按照《联合国宪章》和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的《最后文件》履行其在裁军领域的任务。"(埃及) 

将第14段直到"行动纲领"数字为止的头三行删去。(联合王国） 

将第1 5(1)^段的段头改写为： 

"大会及其各机构 

大会仍是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主要审议机构，应继续促进締结和执行各种 

裁军协定和措施，" (埃及) 

将第1 5(l)(c)分段改写为， 

"(c)裁军审议委员会 

H在制定委员会的议程时，大会应念及有必要对各有关项目进行深入讨 

论和作出具体建议.为此目的，大会应就审议委员会议程上的每一个项目提 

供具体指导方针以确保每一项得到适当处理； 

a委员会的审议活动除别的外还应补充裁军会议的谈判工作； 

曰 裁 军 审 议 委 员 会 的 工 作 效 率 有 待 改 善 • 对这个问题应多加考 

虑，力求确保委员会能继续在联合国裁军机构范围内起建设性作用（要顾及到 

给予它的时间是有限的）。"(埃及) 

将第1 5 (iXc)^段第一*二行中从"在适当论坛上，，到"第三届特别会议上" 

的文字删去.(联合王国） 

在第 1 5 (1XC)分段第四行开头加上"有限"两字。(联合王国） 

将第1 5 (3)分段的第二段的第二句改写为： 

"分配给该部的资源应与规定给该部的任务所需资源相一致。"(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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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第1 5(5)(a)^段的标题改为"裁军事务咨询委员会(瑞典和联合王国） 

在第一句后，将第1 5 (5)(a)分段的全文改写为： 

"注意到了秘书长在1 9 8 9年提出的对该委员会职能情况，包括其名称 

所作的修改.裁军审议委员会欢迎这些改变、包括该委员会打算同科学家、 

学者、研究机构和拥有与委员会的工作有关的其他专门知识的人士建立更广泛 

联系的意图。"（ â E ^ _ ^ ^ ^ _ ^ ^ ^ t S国） 

将第1 5(5)(a)^段的全文改写为， 

"咨询委员会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其兼具秘书长的裁军事务咨询委员 

会和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董事会的双重身分.秘书长在19 8 9年提出的对 

委员会的职能情况的修改、包括改变其名称，受到了欢迎."(瑞典和联合王 

S ) 

在第1 5(5)(c)^段中，将第四行中从"早日"两字起一直到句尾改为"于1 9 

9 0年在科伦坡举行"；将第二行中"42 / 4 3 " 改 为 " 4 3 / 7 9 " , ( 斯 里 兰 

±) 

在第1 5(5)((i)分段笫曰段中，于第一行"组织"两字前加上"尽可能随时"数 

字；将第二行"接触"两字后起一直到"青年组织"的该句后半句删去。（Jt_ 

合王国） 

紧接在第1 5(5)(d)分段后增加一个新段"（e).裁军周"，段文如下，并将其后 

分段顺序重新编号： 

"(e).裁军周 

委员会建议所有成员国继续对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所 

宣布的裁军周举行纪念，定为专门为了促进裁军目标的一周.经指出，这一 

每年性的纪念活动将继续对促进世界裁军运动的目标起着重要作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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