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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 1 9 8 8年 1 2月 7日，大会通过题为"国际武器转让"的第4 3/75工 

号决议，其中笫1一 4段内容如下： 

"大会， 

" 1 .深信武器转让的一切方面都值得国际社会慎重审议,特别因为： 

"(a)武器转让对于紧张地区和区域冲突具有潜在的后果，威胁到国 

际和平与安全和国家安全； 

"(b)武器转让对各国人民社会和经济的和平发展进程已知具有潜在 

的不利影响； 

"(c)武器的非法秘密贩运日益增加； 

" 2 ‧ 3;会员国特别考虑采取有关这些令人关心事项的下列措施： 

"(a)增强有关生产或运输武器的全国管制和警戒系统； 

" " ( b )审査如何避免获取本国正当安全需要以外的武器,同时要考虑 

到具体的区域特征； 

"(c)研究使全世界的武器转让更加公开和坦诚的办法； 

"3.直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审议常规裁军问题时考虑到上述各事项； 

" 4 .直秘书长征询会员国对上述第1和2段所提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并 

收集所有其他有关资料提交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 

2 .按照该决议第4段的规定，秘书长于1 9 8 9年 2月 7日发出一份普通照 

会，请各会员国在I 9 8 9年7月1日以前就这件事提出它们的看法和建议以及任 

何其他有关资料，迄今为止，秘书长已经收到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芬兰、法国、 

挪威和波兰的答复。这些答复附印在本报告的第二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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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资料 

哥伦比亚 

〔原件：西班牙文〕 

〔1989年5月5日〕 

1 .哥伦比亚政府深信，武器转让问题的所有方面都值得'在联合国范围内加爲 

慎重审议，因为武器转让是通过复杂的商业和政治国际关系网进行的，对此所有国 

家都有责任。 

2 .秘书长的各项研究，特别是关于:"军备竟赛和军事支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常规裁军"、"裁军与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等的 

研究，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军备竟赛的巨大规模、现代化武器所能造成的灾难性破 

坏，以及非法军火贸易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害后果。 

武器转让与国际安全 

3 .各国竟相积极地积累越来越精密和具有破坏性的武器，无论是通过生产或 

进口的方式，对国际关系的所有方面都有最危险的影响，也是对在正义、平等、独 

立和合作基础上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关系体系的最大障碍之一。 

4.不伹军事和经济上最强大的国家以及各主要政治军事同盟参与军备竟赛， 

并且整个世界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军备竟赛，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上对人类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 .国际武器转让在军备竟赛上占据最主要地位，尤其是在常规武器方面,—从: 

而它创造一种更适于武装冲突的气氛，因为它为世界上的争执作准备，而不是为建 

立和平作准备。此外，武器转让促成了怀疑和恐惧的恶性循环，这是导致军备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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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的原因，并且使人们更难以进行保障国际安全的努力，特别是通过《联合国宪章》 

所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制:度来保障国际安全。 

6 .虽然武器转让不是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并且控制武器转让也不是唯一的 

解决方法，不过近代历史表明，武器转让增加了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延长和强化了 

争端,并且干扰了争端的和平解决。 

7 .常规武器转让为区域争端火上加油，有些人称它为"低强度战争"，这种 

转让使得大囯能够对它国进行政治干预，对它们自己的危险极小，但是对争端国家 

却造成难以计算价值的死亡和破坏。此外，武器转让为大国之间争霸的利益服条 

#^产生一种危险，那就是在世界某些区域的一个严重局势可能转变为它们之间的.直 

接冲突.此外，大国利用武器转让作为一种政治或经济的工具来施加压力，减小 

了冲突各方找寻可能觯决方法的行动自由。 

8 ‧ 在 1 9 8 0年代，军火贸易在全世界纵横发展，不受约束地进行。过去 

时代有些国家对军火贸易所加的少数限制已经为了政治和经济战略而被大大地减弱, 

损害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9 。另外，在1 9 8 0年代也没有看到发展新类型武器方面的努力有所减少， 

这种努力导致了军备竟赛的凶猛势头。此外，更多数目的国家目前正在设计、生 

产和部署新的甚至更致命性的武器，其中许多转让给第三世界国家。 

10.同样的，对军事技术的缺乏管制使得许多高度军事化的国家一一它们中有 

些处于存在紧张或冲突情势的地区一一能够莸得技术来生产越来越有破坏力的武器。 

有些国家还获得了能够远距离运输具有大规模破坏性的核、化学及其他武器的运载 

系统。 

11^这种不分杀伤对象武器的转让方面的危险集中情况，因此造成的核武器和 

化学武器的扩散以及越未越多国家发射这些武器的能力，都值得国际社会给予优先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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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转让和发展中世界 

12. 笫三世界一直是笫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战争的场所，也是目前正在发生 

的各种冲突和战争的场所。这些冲突造成了对各式各样武器和军事设备的不断需 

求，很少的供应国家抗拒了这种谋取利润的诱惑。 

13. 第三世界为新技术提供了真实状况而非模拟状况的i'm场所，从而使得利 

用在所转让武器上的新技术除了增加威力范围和破坏性以外，并且因为它们所具有 

的不分杀伤对象的效果而对平民人口有更大的危险性。 

14. 有边境冲突或种族冲突或内部斗争的那些国家，面对着安全上的需要，必 

须获得武器自卫，因此很容易地就成为了军火生产商、批发商或中间商的猎物，这 

些商人受着无情的商业规律的驱策，对于人道主义方面的考虑是无动于衷的，此 

外，这些国家可能情愿使用武器，对它们中有些来说，武器似乎比和平手段来解决 

争端更有吸引力。 

15. 即使根据现有的有限数据，也可估计出全部武器出口中大约7 5 %是输出 

到发展中国家‧ 考虑到出口武器的数量和单位价值的增加，这代表了大量的财富 

从穷国流到富国，其害处尤其严重，因为这表示外汇方面的大量损失，而外汇的稀 

少是笫三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的最严重障碍之一， 

武器转让、发展^安全 

16. 很明显，常规军备竞赛吸走了国家和国际的许多资源，这些资源本来可以 

用在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方面.为了维持、增加和更新目前的武器军火库所需的 

资源的数量，不论是在生产国或进口国内，都是军备竟赛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不 

利影响及其严重后果的最明显方面，尤:^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 

严重后果. 

17. 常规武器和武器转让也是進成我们社会军事化的原囡.这些武器要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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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的道德、社会和人道代价付出很大部分的责任，这些代价必须加在沖突与战争 

以及筹备冲突与战争的经济负担上面. 

la常规武器还吸收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到研究和发展方面，这些 

人对于他们的专门化工作的继续便会有了特别的利益.从而创造了一种上下联系， 

能够干扰那些希望限制武器生产方案的人所做的努力. 

1 9 .常规军备方面的支出比核武器方面支出大若干倍.就费用来说，常规武 

器以及为生产和维持常规武器所保持的劳动力和科技资源是一个巨大的财政负担， 

Ë此对生产这些武器国家的资源是一个很大的消耗。这些国家便必须依靠继续出 

口这些武器来补偿生产的费用和平衡其国际收支.生产武器的国家有多余武器出 

售，单单这一个事实便构成了一种动机因素，要促迸武器转让以及激励无限制的克 

争来满足这项需求或创造胬礼 

2 a武器的进口使得进口国产生依赖.供应商一般通过武器贷款的方式来帮 

助筹揞售卖武器的资金，这种贷款造成了进口国方面的财政、甚至政治上的义务. 

军援也造成义务和政治依赖‧ 在这两个情况下，武器接收国由于债务以及必须莸 

得配件和持续的供应而与供应蔺保持不断的关系，通常是长期性的. 

2L虽然进口武器可以引用加强国防安全作为理由，或作为理论上的理由，伹 

是这个动机就不能够用在出口国身上.出口国的安全并不&为武器贸易而增加， 

而出口武器所取得的经济利益似乎在目前除了边际性的以外也不足以补偿这些军事 

费用或者作为军事费用的理由.另外，购取武器对于购买国在安全方面似乎也没 

有补助，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造成全世界最近几十年来的战争和冲突的原因大部 

分都是这些购买的武器，而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的资源被挪用加重了安全上的 

非军事威脉。 

22»目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发展的军事工业就是对这些国家在其国际或区 

域关系中所面对的安全问题的一小具体反应.尽管如此，虽然这^工业或许能够 

节省一些外汇以及产生军事进口代替的作用，不过它们要求把将来很大部分的税收 



A / 4 4 / 4 4 4 
C h i n e s e 
P a g e 7 

用在这方面，并不足构成对目前国际情况的恰当对^^ 因而，把预:it岁入分配在 

这方面所产生或会产生的中长期影响和后果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和平进程是有害 

的，因为所要用的这些资源本可用来满足国家需要. 

2 a无论如何，一般百姓对军事设备付出了重代价——虽然在工业化国家内 

不完全是这样——&为对他们在保御1务、教育机会和未污染的水、更好的食物、适 

当的住房、农业发展等等方面所受到的损失都没征求他们的意，. 

24.发展中国家有一个趋势，在军事设备方面比在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方面更 

加模仿发达国氣 然而，发展中国家大部分要靠进口，而工业化国家在增加它们 

的军火库方面则不仅相对独立自主，并且还能从出售或转让武器方面取得物资或政 

治上的利益， 

非法武器贸易 

26. 日益增长的非法武器贸易是武器转让的整体之一部分，涉及到战争、^怖 

主义、颠覆、犯罪和贩毒之间的危险的铕综关系，所追求的是权力和金钱、意识形 

态、政治宣传和宗教狂言，没有海洋和大陆的界限，能够很容易地适应于最变化多 

端的局势湘特别情况， 

2a哥伦比亚时常警告国际社会非法武器贸易的后果，认为这是一个进一步使 

紧张情势严重化、威胁各国国内安全以及区域安全、和加强反对裁军进程的力量的 

一个现 t 哥伦比亚也曾呼吁各国注意武器贸易方面的激烈竟争以及有些国家对 

于武器在其国内自由出售、转让和供应所表现的令人惊心的瀵不关心，从而导致了 

武器巿场的巩固，使得拥有无限经济资源的罪犯、恐怖分子和毒犯能够获得所需的 

一切设备来从事他们的死亡用逑. 

27. 尽管许多国家由于非法武器贸易成为被害者的这些后果，伹是我们对于武 

器贸易对我们社会的影响知道得较多，对于武器贸易进行方式则知道得较少。由 

于武器贸易的秘密性质，为了更好地了解其性质，我们必须对各国政府或公众已经 

知道的那些交易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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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非法武器贸易指的是违反国家或国际法或规定的程序所进行的交易，对于 

这些交易有关的政府或个人要受惩罚或制裁。 

2a根据定义，非法贸易是在暗地è行的，通常涉及到以不正当程；？获得的武 

器或军事设备，因此供应的情况也是不正当的. 

sa有些非法贸易的形式可以称为"灰色武器巿场"，这要看所转让的武器或 

军事设备的性质或者交易的性质而定.例如，一个转让的产品如果同时拥有民用 

和军用性质并且是^应给"禁运"国家或者供应给巳知或被怀疑会拿它来作为暴力 

用途的集团或个人，则这个产品就属于灰色领I 

31.探讨非法武器贸易及其来源问题，以及评价其对国际、区域和国家和平与 

安全的后果、最终对于保障人权的后来，这是一项基本而紧急的任务. 

3a联合国的本质和目标是和平、安全与各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以及实现人 

权，哥伦比亚认为联合国能够对解决非法武器叛运问韪作出积极贡献，消除这一个 

没有政治思想、疆界或法律界限并且可能是一种暗藏的干涉彤式的威胁。 

管理和控制国际武器转让措施的原则 

和必要组成部分 

33.审议关于管理和控制国际武器转让措施的各项原则必需根据一项前提，那 

就是武器是一个战争工具，是为了杀人和破坏而设计和生产的，因此，它们的使用 

是对每一个人生命权本身的侵害，其意义如下： 

(a) 武器转让阻止了每一个人对基本必需品和正当生活权利的充分享受； 

(b ) 武器转让扭曲了每一个人享受所有各种发展的权利； 

( C l武器转让侵犯了人民自决的权利； 

C d )另外还存在着根据国际法国家责任的基本原则，这是一个附属于受到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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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主权权利的责任。每一个国家在其本国疆界范围内有责任尊重国际准则. 

(因此，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参与或者漠视对这些准则的违背，或者罔顾其责任）； 

(e)国际武器转让在许多国家所面对的基本安全问题方面起着压倒一切的作用， 

一个这样的问题是保护它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免受内部和外!^的威胁——免 

受在国家建设进程中所阖有的那些威胁以及免受来自国际一级的那些威胁，在这种 

国际一级，使用武力和恐吓继续是武力外交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些拥有经济，技术 

和军事实力的国家所做的威胁， 

3 4 .对付在国际武器转让方面所固有的那些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必须在更广泛的 

国际安全范围内加以考虑，其中包括和平觯决区域冲突，谈判核裁军*严格觯释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通过《化学武器公约》，谈判减低常规武器的水平，以及 

首要的尊亶《联合国宪章》所在的国际准则。 

3 5 . 在探讨关于觯决国际武器转让问题的措施方面必须考虑到下列事项： 

(a)这些措施必须有助于常规裁军进程，减少军事和非军事方面对安全的威 

建立信心，以及尤其是有助于扭转那个使武器转让成为暴力工具和利润丰富的生意 

终端用户的登记册来加以补充，公布用户应该是任诃交易的一项必要条件， 

3 6 . 在决^于国际武器转让的原则和准则时,会员国也应就违反这些原则和准则的 

国家所应适用的制裁作出决定.一个这样的制裁或许是由供应国根据非法交易时 

所查获的武器价值向一个联合国促进裁军与发展基金缴纳款项.哥伦比亚认为， 

应该有一个机构，除了作其他事以外，还要对已经证明非法的案件保持关于要求归 

还被扣留的非法转让武器的申请档案. 

3 7 . 依照大会第43/751号决议在联合国主持下执行工作的专家小组应该建议 

一个行动方案和时间表供会员国分阶段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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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 

〔原件：西班牙文〕 

( 1 9 8 9 年 6月 1 2曰〕 

1. 厄瓜多尔是一个拥有和平主义传统的国家，对于世界军火巿场没有实际重 

要性，对这件事的政策是光明公开的，所以厄瓜多尔大力同意，国际社会应该在 

所有多边裁军讲坛上不断地审议国际武器转让的所有方面问题，厄瓜多尔还支持 

从事这些讲坛所决定进行的那些专门研究9以便增补更新关于这个主题及其冥正的 

响的资料，从而能够对有效控制和监测这种武器转让所需的机制提供更滑楚的了 

2. 此外，在这方面还必需支持执行各种旨在达到上述目标、支持及sa合各种 

多边倡议的单方面，灰边和区域倡议。 

3. 在国际社会为了改善对国际武器转让的控制所可能通过的机制中，不应 

忽视设立一个关于这类转让的登记册的可能性，已经有一些其他国家为了对这些 

转让有更清楚*更新的了觯而提出过这个建议.这项建议将需要武器供应商和接 

收者的坚定参与，它们必须把对这项促进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倡议的支持摆在对其他 

事项的单方面利益之上. 

的趋势； 

(b)由于非法武器贸易的特别有害的性质，所以消除非法武器贸易及其所带来 

的对人权的侵犯的那些措施值得优先重视； 

(C)生产和供应:以及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发射系统以及这种技术的转让 

必须加以禁止以作为全面消除的第一步； 

(ar武器贸易虽然是全世界利润最丰富的商业之一，但是它远超越贸易的领锇 

因此，除了评估武器贸易对国际贸易关系的影响以外，还必须评估武器贸易对世界, 

区域和国家政治所渉及的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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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必须审议武器转让如何影响到民用与军事部门之间的一般关系和政府与武 

装部队之间的特殊关系； 

I f )武器转让迨成了供应商与接受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破坏了减少军备水平的 

不受钐响的努力，妨碍了冲突各方寻求和平觯决争执的行动自由，因此必须审査 

这种相互依赖的情况及其对管理和控制武器转让的可能措施的影响； 

(g) 武器转让不论是通过出售、赠予，交换或各式各样合法或非法交易来供应， 

并且有政府和军事工业、代理商或中间商的参与，它们都涉及到供应苘和接收者. 

所以对武器转让的管理和控制必须考虑到所有渉及这类交易的方面所起的作用； 

(h) 为了控制武器转让，尤其是防止非法販运，各国必须对武器和军事设备的 

生产、供应，购取和运输采取严格的规定，或者加强已有的规定； 

(i) 各国必须探讨方法和途径来避免获取除了它们正当安全需要以外的武器. 

这种区域机制所提供的讲坛或许能够为此目的促成协定； 

U)在寻找途径来确保全世界武器转让方面更公开，更透明以及建立信心方面, 

必须拟订程;？来取得关于军事开支、武器和军事设备的生产以及所有的武器交易的 

资料情报，包括涉及双重用途设备的情报资料。这项情报还必须用一个关于公布 

4. 厄瓜多尔还认为，国际社会对待这个主题不仅必须作为一个不可免的道德 

义务来考虑，并且——鉴于全世界当今面对的严重经济局势——作为一个必要事项 

来考虑，国际社会不可漠视大部分的国际武器转让是给发展中国家的这个事实。 

这些国家由于内部或双边冲突的压力而不得不把巨量的金钱用来建立它们的军火库， 

超过了可接受的限度，而不是把它们的资源用来获取根据社会和经济发展道理所应 

获取的资产. 

5. 同样地，国际社会必须考虑到数量巨大的武器最通常输去的地g是世界各 

地的冲突地区，从而增加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可能危险。其结果是，冲突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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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危瞢到冲突各方，并且危瞢到冲突地区的其他国家，在许多情况下，也危害到 

国际武器供应商本身， 

6. 1 9 8 0年代以来国际武il市场需求量的减少——主要是与世界性经济衰 

it,外债和石油价格降低有关——不可被作为年复一年推延审议这样一个对国际社 

会关系重大的主题的借口， 联合国必须尽早开展严肃谈判，以期达到广大多数国 

家对这件事所期望的目标. 

芬兰 

〔原件：英文〕 

〔1 9 8 9 年 7 月 1 7日〕 

1. 在芬兰只有经过特许才能生产、进口、出售、购买和占有武器和弹药. 

2 . 芬兰不取得超过本国国家安全需要的武器，芬兰建立国防工业是为了向芬 

兰防御部队提供必要的物资。 

3 . 芬兰政府严格控制武器的出口.所有出口都需要经过政府的允许.（如 

果出口材料仅为少量的样品，由国防部颁发出口许可证.对于不属于战争物资的 

武器和弹药，由内政部颁发出口许可* ) 

4 . 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制定的国家条例，如禁止向某些 

国家出口武器，就不得颁发出口许可‧ 

5 . 在上述条例不适用的情况下，芬兰所遵循的原则是：不允许向进行战争或 

军事冲突的国家或具有严重和明显武装冲突危险的地区或严重侵犯人权的政 权出口 

武器0 

6 . 除某些例外情况以外，出口商得提出由接受国主管当局发出的终端用户证 

明，说明将不会将这些物资转口. 作为一种管制的辅助办法，芬兰当局要求接受 

国的海关当局应在出口日期的一个月之内提出文件，证实有关物资已经进口到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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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鉴于上述情况，芬兰政府认为，在芬兰武器出口方面，已适当考虑到大会 

第 4 3 / 7 5 I 号 决 议所提出的各事项. 

8 . 为进一步推动在限制武器转让方面的国际合作，从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芬兰政府特提出下列建议： 

(a) 关于上述械笫一段(a)和(b)分段，芬兰政m为，在联合国主持下对国际 

武器转让的影响进行一项研究是有用的。这项研究可以为在 i h领域采取进一步的 

国际行动打下基础； 

(b) 关于第一段(C)分段，芬兰政府建议，各会员国将所有的武器转让通知秘书 

长.并向秘书长提供有关出口物资的数量和质量、价值和接受国的资料，此类 

资料可由联合国每年进行收集和公布.各国有关武器转让的国家立法也应加以公 

布，此外，还应考虑报告的安排是否也应包括武器生产所需的技术转让； 

(C)关于笫二段(b)分段，芬兰政府认为，联合国应鼓励其会员国不向冲突地区 

和交战国转让武器； 

(d)关于第二段(c)分段，芬兰政府愿意指出，第一段(C)分段所预期的一项报告 

和公布资料的安排，也有助于公开和坦诚的目标， 

法国 

(代表欧洲共同体 1 2个成员国） 

〔原件：英文〕 

〔 1 9 8 9 年 7 月 2 4 曰 〕 . 

1 .在过去的 2 0年期间，在裁军辩论中，越来越多的国家一再提出必须进一 

步限制国际武器转让和加强在此方面的公开性。.大会就此问题曾多次提出建议。 

第十届特别会议，即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也提 

到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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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2国认为，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国加强在武器转让方面的限制，也是推 

动在较低武器水平上实现国际安全与和平的一个因素. 

3 ‧同在所有军事事务上一样，寻求在此方面的更加公开和坦诚，也将有助于 

增加信心和排除误解，从而缓和国际和区域的紧张局势，因此能有助于促进裁军和 

武器管制. 

4 . 12国认为，国际武器转让的问题以及所涉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需 

要引起国际社会的最大注意. 

5 . 在此背景下， 1 2国在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上为笫 4 3 / 7 5 1号决议的 

通过作&了贡献， 1 2国中有 5个国家参加成为该决议的提案国 ‧ 在通过该决议 

时，大会强调各会员国需要研究一些办法，推动在国际武器转让方面加强限制并做 

到更加公开和坦诚，12国不断为此作出努力. 

6 . 1 2国还认为，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1 9 8 9年实质性会议上，在审议常 

规裁军题时，按照大会第 4 3 / 7 5 I号决议，讨论了国际武器转让问题，这一 

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7 . 12国欢迎上述决议请秘书长在政府专家的协助下，研究如何在全球范围 

和一视,仁的基础上使国际武器转让更加摊明，同时还要考虑到各会员国的意见和 

其他有关资料，包括非法贩运武器问题的资料. 

8 . 12国认为，应在逐渐进行的基础上，解决国际武器转让问题，首要的目 

标是查9!和澄清其影响和范围。 

9 . 12国深信，需要在武器贸易方面做出新的和富有想象力的努力，才能在 

全世界范围减少常规武器的数量。限制武器贸易并避免获取本国正当安全需要以 

外的武器，可有助于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10. 12国同时希望指出，向秘书长提出意见和建议以及即将进行的如何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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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常规武器转让更加摊明的研究，决不意味着限制任何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笫 

51条所享有的自卫和保卫本国安全的固有权利* 

11. 在全球范围和一视同仁的加强限制，可能为生产国和接受国接受，而且将 

肯定有助于增强国际信心* , 

12. 此外，军火主要供应国和购^国政府，应对如何加强告作进行协商，以便 

约束国际非法常规武器的交易，并查明制止这种交易的可能措施* 

13. 1 2国相信，按照这种做法并以大会笫4 3 / 7 5 I号决议为基础，就可 

能在加强限制的同时，在全球范围和一视同仁的基||{{上，使国际武桊转让更加摊明, 

因此，在执行该决议的过程中，还有可能出现一种国际武器转让的新的行为方式， 

从而大大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 

〔原件：英文〕 

( 1 9 8 9 年 7 月 1 3 日 〕 

1.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通过了题为"国际武器转让"的第 4 3 / 7 5工号决 

议.这皮映了国际社会对于武器出口日益增加感到关切。决议列举了同国际武 

器转让有关的某些最重要的问题，希望这能表明联合国介入此一领域的一个新的开 

端.所计划进行的研究，将为进一步的努力提供良好基础. 

2 . 今后限制国际武器转让的措施，应该更加公开和坦诚，以便有利于加强国 

际管制.就国际武器转让来说，国际社会在许多方面正在改变想法.许多国家 

正在研究有关军火交易政策的各种问题.若干国家正采取补救办法，制止秘密的' 

交易和加强国家对武器出口的管制。 

3 . 各国都对武器有正当的需要，以保卫本国的安全，因此主要的目标是，限 

制获取国家正当需要以外的武器.国际武器转让的问题，关系到全世界所有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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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也进行大量的武器贸易.这给 

脆弱的经济造成沉重的负抠并占用了各种发展目标的资源. 

4、 获得武器是一 S家政府的正常贵任.必需加强政府在进出口武器方面的 

贵任，以便更好了解和加强国际武器转让，出口武器的国家，应当考虑是否具有十 

分完备的出口管制办法，对武器的影响作出分析，是将武器贸易限制在最低必要 

水平的另一个办法. 

5、 最近几年，挪威大大加强了有关武器转让的出口管制办法，其中包括服务 

和技术的出口.挪威对武器转让的昝制，主要目的是防止向交战中的国家或受到战 

争威胁的国家，或进行内战的国家、或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出口武器.实际上执 

行的政策甚至更加严格.挪威武器出口的主要对象是同盟国和其他密切结盟的国 

家，包括北欧地区和西欧的中立国. 

6、 在考虑出口武器时，也应考虑到进口武器的国家出口昝制立法的可靠性. 

挪威注意防止不希望发生的转口，包括转口挪威生产的货物或转让挪威的技术. 

因此，通常要求终端用户为一国家政府，或是一国政府的代理人. 

波兰 

〔原件：英文〕 

〔1 9 8 9 年 7 月 2 5 日 〕 

1 , 波兰政府一向支持联合国作出努力进一步削减不受统制的武器交易，还支 

持联合国更加公开辩论此问题的各项活动. 

2、 波兰注意到军火交易和武器生产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波兰支持可 

以停止费钱的军备竞赛和有助于减少对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的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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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华沙条约缔约国，包括波兰在内，过去多次宣布主张削减军备汆武器销售， 

反对向冲突地区转让军备.波兰愿意参加在区域范围，例如在欧洲范囿就此事项 

可能举行的谈判. 

4 . 还应强调指出，波兰所采购的武器数量，一直取决于防御的合理需要，以 

便足够；W近代史上不同时期所出现的实际威胁. 

5 . 波兰非常重视有效的限制可用于制造武器的物质的国'际贸易‧ 在此方面, 

对于可以直接或间接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具有双重用途的化学原料，波兰制定规章 

加以限制. 

6 ,波兰政府宣布完全愿意继续支持联合国作出努力消除国际武器转让所带来 

的威胁，与此同时也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特别是有效管制或解决这 

一危险现象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该问题许多年来一直毒化着国际关系，威胁着和平 

与世界安全的脆弱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