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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先生从最初负责特别基金到后来负责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在他已经很卓越的事业上加添了对和平和发展 

亊业的出色贡献。

167. 联合国技术和投资前援助的增长是和北欧 

国家开始拟订对笫三世界有利的有计划的援助方案同 

时产生的。这些方案有很多共同的特色，其中之一是 

向国际组织拨出占其全部资金极高百分比的资金。我 

们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除了给予巨大的财务支持以 

外，还积极参与了理事会的工作。通过积极参加理事 

会的工作，我们对霍夫曼先生的了解甚至比我们在马 

歇尔计划时期所获得的更为深切。

1 6 8 . 我们之所以钦佩霍夫曼先生，不仅因为他 

善于处理复杂和相互联系的发展问题的一切细节，并 

以登峰造极的技巧来指导一个稳步地扩大着的、 旨在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同时也因为他有远见，期望世界 

达到丰衣足食，认为开发地球资源是为全人类创造更 

好和更和平的世界的最蜇要的方法。霍夫曼先生的努 

力鼓舞了人们从事远远超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活动 

范围以外的工作，从而影响和加强了经济及社会进展 

的国际合作的全部领域。

1 6 9 . 今天，我荣幸地向这位伟大的人物表达所 

有北欧国家政府的深切的感谢，他的成就足以使他 a  

身于那些值得称为 “世界公民 ”的人们的前列。我们祝 

愿他在未来的岁月里健康和幸福，而我们也深信，他

虽然即将卸下恶长的职务，他是不会不关心世界和世 

界上的问题的。

1 7 0. 继任霍夫曼先生的工作绝对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但是，我们认为，秘书长在委任彼得逊先生为 

新署长这件事中，作出了最适当的选择。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和联合国的全部发展体系应该具有有条不紊的 

效率，同时它应由对于多边援助的作用深具信心的人 

来领导。在这两方面，彼得逊先生都是非常胜任的。他 

领导的特别工作组的关于国际发展的报告并不含有任 

何浮夸之言，相反，在他的楮练的词句中， 自始至终 

都流露若对国际合作的深切同情和加强注蜇多边性的 

龍 。

1 7 1 . 北欧国家不愿意丧失这个机会，来表示我 

们对委任彼得逊先生为霍夫曼先生的继任人所感到的 

满意和支持，并且要向秘书长保证，我们将如以前和®  

夫曼先生紧密合作一样，随时准奋和彼得逊先生紧密 

合作，以达到逐步地加强联合国发展体系的目的。

1 7 2 . 主席：我以大会主席和代表全体大会的身 

分，在 保 罗 • 霜夫曼先生即将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 

长的职位卸任之际，对他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方面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业务活动方面所作出的惊人贡献 

表示敬意。在此感谢他多年来的卓越的服务的同时，我 

热烈地祝愿霍夫曼先生永远健康和幸福。

下午一时十分散会。

第 二 〇 一 八 次 会 议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二下午三时紐约

主席：亚 当 • 马利克先生（印度尼西亚 )

议程项目 23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 

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续)*
i . 主席：让我提醒各会员国：根据咋天大会〔第

*续m第二〇一六次会议。

二〇一六次会议〕的决定，发言人名单将于明天（十二 

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时停止登记。提交提案草案的时 

限规定为明日下午五时；但是，有人请求延至十二月 

十六日即星期四下午五时。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 

认为大会同意这项请求。

会议决定如上。

2 . 主席：由于现在没有代表想就这个项目发 

育，辩论将在明天下午的会议上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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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59

发生自然灾害时的援助： 

秘书长的报告(续完)*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8430/Add.l)

3 . 穆萨先生 (埃及 ) ，笫三委员会报告员：我荣 

幸地提出笫三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 59 的报告(笫二部 

^KAI84301AM .D。

4 . 笫三委员会在讨论这个项目的过程中考虑到 

六个基本要点：

( a ) 自然灾害和紧急情况在历史上造成生命和 

财产的巨大损失，影响每个民族和每个国家；

( b ) 注意到自然灾害及其所引起的严重的经济 

和社会后果对一切国家，特别是主要对发展中国家所 

造成的苦难；

( c ) 应该强调受灾国家的需耍；

( d ) 国际社会援助受灾国家所面对的困难；

( e ) 笳要增强国际社会在国际灾害援助中的集 

体努力并使之更为有效；

(f ) 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在协助解决因自然或 

其他灾害所引起的局势时的职能。

5 . 第三委员会在讨论这个狃要项目后，在报告 

的 第 9 段中提交大会的决议草案中主张赞同秘书长的 

提议，就是请求联合国设立一个适当的常设办事处以 

作为联合国组织处理救灾亊务的中心。

6 . 因此，笫三委员会请秘书长任命一位救灾事 

务协调专员，他将直接向秘书长报告并被授权代表秘 

书长执行某些职务，包括建立并维持与一切有关机构 

的最紧密合作。

7 . 笫三委员会希望大会能够通过有关发生自然 

灾寄时的抜助决议草案。

*续a 笫一九六一次会议。

8 . 作为第三委员会报告员，我愿意依一般惯例 

请各位代表注意：如果决议草案在翻译或复印中产生 

任何困难或错误时，秘书处欢迎各位指出来以便更正。

遵照议事规则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决定不讨论第 

三委员会的报告。

9 . 主席：有人请求对载于笫三委员会报告〔A/ 

8430JA d d .l) 笫 9 段 中 的 决议草 燊执 行部 分的 第 2、

3、4 和 1 0 段进行分别表决。既然无人提出异议，我们 

将如此进行。

1 0 . 我先请大家表决执行部分笫 2 段。

执行部分第 2 段以六十八票对十票通过，六票弃

权 0

1 1 . 主席：有人请求对执行部分笫 3 段 进 行 记  

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

赞成：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 

地利、巴林、巴巴多斯、比利时、布隆迪、加拿大、中 

非共和国、乍得、智利，哥斯达黎加、古巴、丹麦、多 

米 尼 加 共 和 国 、厄瓜多尔、埃i及、埃塞俄比亚、斐 

济、芬兰、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 

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爱尔兰、 以色 

列，意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 日本、约旦、肯尼 

亚、科 威 特 、老 挝 、利 比 里 亚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 

国、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 

尼亚、墨西哥、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 

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 

律宾、葡萄牙、卡塔尔、卢 旺 达 、沙 特 阿 拉 伯 、塞 

拉利昂、新加坡、西班牙、瑞典、泰国、突尼斯、土 

耳其、乌干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 

坚合众国、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

反对：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乌克兰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弃权：缅甸、锡兰、达荷美、法国。

执行部分第段以七十七票对七票通过， 四票弃 

权。①

①喀麦隆、哥伦比亚和莱索托的代表团事后通知秘书处， 

希扭在记录中写上它们对该段授了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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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主席：大会现在表决执行部分第 4 段。有人 

请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富汗、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奥 地 利 、 

巴林、比利时、布隆迪、加 拿 大 、中 非 共 和 国 、乍 

得、智利、哥斯达黎加、古巴、达荷美、丹麦、多米 

尼加共和国、厄 瓜 多 尔 、埃及、埃塞俄比亚、斐济、 

芬兰、法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 

那、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爱尔兰、以 

色列、意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 日本、约旦、肯 

尼亚、科威特、老挝、利比里亚、阿 拉 伯 利 比 亚 共  

和国、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 

里、毛里塔尼亚、墨西哥、尼泊尔、荷 兰 、新 西 兰 、 

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巴拿马、巴拉 

圭、秘昝、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 

拉利昂、新加坡、西班牙、瑞典，泰国、突尼斯、土 

耳其、乌干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 

坚合众国、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

反对：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蒙古、波兰、乌克兰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弃权：巴巴多斯、缅甸。

执行部分第 4 段以七十八票对八票通过，两票弃

权。

1 3 . 主席：大会现在表决执行部分第 1 0 段，再 

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 富 汗 、阿尔及利亚、阿 根 廷 、澳大利  

亚、奥地利，巴林、巴巴多斯、比利时、缅甸、布隆 

迪、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哥伦比亚、刚 

采、哥斯达黎加、古巴、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 

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 

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洪都拉斯、印 

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象 

牙海岸、牙买加、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挝、利 

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卢 森 堡 、马 达 加 斯  

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墨西哥、

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 

亚、挪威、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葡萄牙、卡 

塔尔、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新加坡、西 

班牙、瑞典、泰国、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也门、南 

斯拉夫、扎伊尔。

反对：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捷克斯洛伐克、达荷美、匈 牙 利 、蒙古、波 兰 、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

弃权： 日本。

执行部分第扣段以八十一票对九票通辻，一票 

弃权。 ..........................

1 4 . 主席：我现在将决议草案全文提付表决。有 

人请求进行记录表决。

.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 

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巴巴多斯、比利时、缅 

甸、布隆迪，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刚 

果、哥 斯 达 黎 加 、古 巴 、塞浦路斯、丹 麦 、多米尼 

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斐济、芬 

兰、法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 

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爱尔兰、以色 

列、意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 日本、约旦、肯尼 

亚、科威特、老挝、利比里亚、阿 拉 伯 利 比 亚 共 和  

国、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里< 

毛里塔尼亚，墨西哥、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 

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 威 、巴拿马、巴 拉 圭 、 

秘魯、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卢旺达、沙特阿拉 

伯、塞拉利昂、新加坡、西班牙、端典、泰国、突尼 

斯、土耳其、乌干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也 

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 反对：无。   ' '

弃权：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捷克斯洛伐克、达荷美、•匈 牙 利 、蒙古、°波 兰 、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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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全文以八十六票对零票通过，十票弃权 

( 第 2 S W ( X X V 7 )号决议）。

1 5 . 主席：我请瑞典代表对投票进行解释。

1 6 . 雷格内尔先生(瑞典 )：我国政府素来主张 

联合国一定要在救灾行动方面作出更好的准备。作为 

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步骤之一，瑞典政府在一九六八 

年通知秘书长有一个在救灾活动上受过专门训练的技 

术单位可由他随时调逍。这支技术基干队伍去年首次 

在秘鲁派了用场。

1 7 . 我们因此很高兴看到秘书长有关灾害援助 

的提案受到广泛支持，而且满怠地看到笫三委员会所 

通过的这个决议草案的内容。我们认为决议中下面的 

几点是特别 IE要的：一、协调专员应被任为联合国副 

秘书长级；二、协调专员应有一个可以归他调逍的常 

设办市处，并应有足够人手以应付受委托的紧急任 

务；三、办事处应设在日内瓦以便与红十字会协会、世 

界卫生组织及其他机构取得合作。

1 8 . 但是，我们愿意提出另一个方面以供进一步 

探讨，就逛S •玢是否能够堦加在紧急情况下秘书长可 

以立刻动用的财力—— 决议草 案定 为二十万美元上  

下。我们深切感到，如果要它作为协调专员在灾害发 

生时立刻采取迅速有效行动的手段，这笔基金必须作 

大幅度增加。

1 9 . 因此，我们期待秘书长提出进一步充实其计 

划及提案的报告，以便联合国能够在这方面作为国际 

协调专员发挥其迫切耑要的作用。

议程项目 95

关于和平研究的科学工作

2 0 . 主席：在文件 A / L .6 4 5和 A d d . l和 2 内，有 

几个国家提出了关于这一项目的决议草案。同时，笫 

五委员会在报告〔A./S554〕中指出了这个决议草案所 

涉及的行政和经费问题。我想请提出这个决议草案的 

比利时代表发言。

2 1 . 范 •于 塞 尔 先 生 （比利时）：战争与和平的 

问题大概是人类被创造以来便有了。

2 2 . 虽然有过黄金时代的传说，但是，人类要经 

过无数痛苦和換索的努力才慢慢地认识自己，然后才 

从作为动物的人发展成为有理性和道徳判断力的人 , 

从而才能意识到他自己是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尤 

其是能认识这种善与这种恶当其影响集体敌对行为时 

的深度与广度。随着科学思想的发展，他一定会体验 

到用武力绝不能解决问题，倒 总 是 制 造 出 新 的 问 题  

来。不过， 目的与手段变化无常的两难困境使他注定 

要不断重犯同样的错误和感到同样的恐怖。人类历史 

就不幸地成为一部历史靈演的记录。

2 3 . 有关战争与和平的科学思想长期以来，并直 

到不久以前，一直只限于历史、伦理学、哲学和甚至 

祌学等学科领域之内。

2 4. 古希腊有两个思想家在各自研究的范围内 

发展出两种有关权力运用的相反理论。对 柏 拉 图 来  

说，城邦是正义和善的化身。但是，修昔底德却认为， 

权力足城邦存在的前提而不是城邦存在的理由。

25. 柏拉图的乌托邦式的共和国以旨在达到一 

个伦理的理想的严密的内部组织，作为保证全体公民 

在与力量上差不多相等的城邦发生战争时能够获得垴 

低限度之生存和成功的先决条件。相反地，雅典帝国 

的客观历史却使《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能够看出 

一种外交政策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忽视了这一原 

则：无论国内或国际的政治权力都受到其本身不能控 

制的规律的制约；换句话说，追求无限的权力或是为 

权力而权力，最终总要起自我毁灭的作用。

2 6 . 从这 个观 点说 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 

有很多地方还是正确的。从历史类比的观点来看，雅 

典城是否应以壁垒来加强的问题与今天各大国想借反 

弹道导弹啓戒圈来自保是十分相似的。就 这 一 点 来  

说，读了修昔底德的书，我们可得出结论说：希腊许 

多小城邦的行为和现代各国民族的行为毫无分别，他 

们为了同样的嫉妒、威望、野心、争霸、恐惧、以救 

世主自居、经济和政治利益等动机而让自己投入战 

争。

2 7 . 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的思想还是有共同点的， 

因为两人都认为只有城邦本身才是政策的最高裁判， 

用当代的用语来说城邦就楚民族，就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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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 如果两种不同的国家学说继续把人们分为 

两派 , 那么当人们想到政治行为时,他们就总是以国家 

利益这个前提来指导自己，而不去动脑筋想一想任何 

超越国家的体系。因此，长期以来，历史就成了用来 

颂扬和辩护一些王侯与享有主权的民族反对另一些王 

侯和同样卒有主权的民族的一门科学；而其他人文科 

学却请求伦理学通过所谓自然法则的迂回方式提出正 

义战争的理论，后来更有象国家是人的怠志的绝对表 

现，以及稍后的国家是优等民族的工具等其他越来越 

邪恶的理论。这种说法和另一个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 

徳的思想始终相距不远。因为亚里斯多徳认为，正义 

战争就是打赢了的战争；并且认为，有的民族天生就 

楚做奴隶的。

2 9 . 然而这种错误观念的顽固不化，却让我可以 

略过二千多年的历史来谈谈最近在有关战争与和平的 

科学思想上出现的重要变化。

3 0 . 在本世纪戏剧性事件—— 世界大战，革命， 

反革命，非殖民化，种族迫害和核子武器的出现——  

的冲击下，一大批冇识之士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耍我 

们继续单从国家或国家关系的角度来处理战争与和平 

的问题，那末这问题便决不能得到适当的解决。他们 

的结论就是说经验主义的处理方法是错误的；所以， 

应该把战争本身作为一种现象来研究以便为和平服 

务，就象医学上研究疾病是 •为了治病一样。这个运动 

是在笫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朿时出现的，同时，促成它 

的另一原因是因为一般人都同竞，若再求证明战争是 

执行政策的正当手段，正如把战争说成“不过 是 政 治  

用其他方式来延续 ” 一样，都是荒谬的观念。致力于 

把战争作为一种 ffi复出现的社会现象来研究的主要是 

一些社会学家，所以，到了一九三〇年在日内瓦举行 

国际社会学学会笫十屈会议时，得以庆祝“战争与和平 

的 社 会 学 ”这门新学科的诞生。可惜三十年代的政治 

演变粉碎了这个有希望的新开端向前发展。不过，我 

们必须指出它仍然产生了一种值得纪念的著作，就是 

昆 西 • 莱特在笫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有关战争的 

不朽的研究报告。©

3 1 . 第二次大战后加斯顿 •布索尔教授创造了

②《战肀研究》(芝加可'，芝加可•大学出版社，一九四二

年），

“战争学 ”一词，尽管他感到极难使科学界接受这科学 

思想上的新流派。它的障碍是因为人们都害怕谈及战 

争，这就引起感情上的反应，因而使这种现象不能象 

化学反应一样予以客观的研究。所 以 有 些 人 宁 愿 把  

“战争学”这个名称改为 “和平学”。

3 2 .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下列几件亊变得明朗化 

了： 一般的和平暂时由于核均势而得到保证；裁军不 

会在短期内实现；核均势是极为脆弱的，并且不能排 

除估计错误或其他错误 •，在核力量均衡的羽興下，常 

规战争仍能继续，而且正在继续；同时，笫三世界的 

问题不能光靠非殖民化的政治方法来解决。换句话  

说，能够导致战争的新局势已经出现而旧的局势并未 

因而消失。

3 3 . 因此，我们正楚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到全世界 

专门研究战争学或和平研究的机构倍增。

34. “战争学” 和 “和平研究”在意义上是略有不 

同的，后者和 “冲突研究 ”较为接近些。简单地说，“战 

争学 ” 是研究战争现象的，这与倾向于累积系统化知 

识的法国学派是一致的。 “和平研究”一词是盎格鲁撒 

克逊学派想出来的， 目的在寻求当前问题的解决办  

法。而 “冲突研究”则是斯堪的纳维亚学派从盎格兽撒 

克逊学派中演变出来的，意在避免研究的对象与和平 

主义混为一谈。但是，试图用语言来解决这种分歧似 

乎是太夸张了。在这种语义的差异后面还含有认识论 

性质的有趣争论。因此有人感到不但要在知识上产生 

成果，并且还耍进一步将这种成果应用于社会学和政 

治学的实践。这就是意味着 “战争学 ”与“和平研究”并 

无二致，而只存在着某些争论内容上的分歧观点；这 

种争论是建立一种科学的基础，基本上这是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冲突，这对任何科学来说都是永远 

存在的，而且也是应该的。我们不必在这种学术性的 

讨论中采取一定的立场。

3 5 . 当我们考虑到战争学家(或和平研究工作 

者 ) 工作的直接主题时，我们一开始就会注意到它是一 

门最典型的边缘科学。例如，经济学家研究全球的武 

器贸易。这就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中心工 

作。心理学家研究个人和社会的侵略性现象，而象布 

索尔等社会学家则以战争与和平作为社会结构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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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来研究。象罗林等法律学家是研究战争与个人和 

社会间各种合法关系之间的关系的。未来派的战争学 

家则耐心地考查何种措施可以把我们带向更接近于和 

平的世界秩序。存在主义战争学家则分析避免迫在眉 

睫的战争和解决冲突的方法等等。所有这些都在一个 

综合体中占有一个位置，而这种综合使战争学能够适 

应一种不同于对狹义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或国际关 

系学等学科的绝对需耍。这样，战争学就以一门实证 

科学而出现了；用拉波波特教授的话来说，它的终极 

目标是要提供一种旨在影响和改造人类环境的“工具 

性反应 ”。所以，它的行动方针是要弄洁某些现象的原 

因以创造适当的工具来改变其后果。在今年十一月二 

日《世界报》的社论中，布索尔教授对这个问题下了这 

样的结论说：

“ ‘要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这句罗马格言虽 

然常常遭到反驳但仍楚重要的。我们应该在它的 

前面加上：特别在我们这个原子时代，为了使和 

平获得最大的成功机会，你 ‘要和平，就必须研 

究战争 ’ 。换句话说，要研究战争的生理、病源， 

它的官能、节奏和循环周期。因为，我们只有了 

解灾难，才能防止灾难发生。”

3 6 . 战争学这门科学究竞和联合国有什么关系

呢？ . . .

3 7 . 附于文件 A/8394的解释性备忘录提到比利 

时外交大臣阿尔梅尔先生在大会笫二十四届会议的发 

言，其中促请大会注意有关和平、冲突、裁军和其他 

有关问题的科学的和边缘科学研究的发展，这些研究 

虽是深入的但却楚很分散的，所有这些问题都与本组 

织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宗旨有密切关系。我国 

的外交大臣说：

“我认为象这种对我们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科 

学研究应该得到本组织的注意。”〔第一七六五次 

会议， 第 1 3 S 段。〕

如果我们熟悉这些研究，就能获得其确实具有的有用 

.建议。

3 8 . 如果本组织忽视了这种一般说来水平很高 

的科学研究，那实在楚荒谬的，而这种研究从长远来 

看可以帮助各国—— 以及超乎各国之上的联合国——

达到其共同的莛本目标。因此，我们很高兴看到秘书 

长能在他那样高级的地位上在原则上朝着阿尔梅尔先 

生所建议的这个方向采取笫一个步骤，这一点在一九 

七一年预算草案笫 1 1 8 段中有清楚的说明：

“……秘书长最近批准在政治亊务司长办公 

室内设立一个和平研究股 , 其职责为搜集政府、非 

政府及学术界所设各主耍组织、机构在全世界各 

地从事和平研究……联合国所关注各项政治问题 

之种种活动之资料，并以此等资料供给该部及秘 

书长办公厅。”〔第 A _ 6 , 第 3 3 页。〕

3 9 . 因此，我们可以指望这里成为一个核心。

4 0 . 但是，可说的还多着呢。从本组织来看，国 

际社会有点象惴尔丹先生一样，天天说话而不知只楚 

发了些无聊的议论。本组织显然不楚一个研究所，正 

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和平及裁军研究专门机 

构汇编》® 中并未将本组织列为一个研究所一样。但 

是，联合国不断地刊印文件、报告和研究出版物，这 

些东西也明显地可视为在和平研究上有贡献的原始资 

料。

4 1 . 我们的解释性备忘录还指出在联合国的大 

家庭中，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的 

工作都直接属于这个范围。纽约圣约翰大学助理教授 

亚 辛 • 阿尤提先生在他的一篇即将发表的研究报告中 

指出，在 日内瓦的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在罗马的 

联合国社会防卫研究所、 日内瓦的国际劳工学院及其 

他很多机构都差不多楚这样。

4 2 . 总而言之，本组织对和平研究并不感陌生。 

所缺少的只楚对学科之间及组织之向的整个一系列活 

动的全盘观点，这种全盘观点能够使本组织和各国从 

这种工作中得到利益，以至可以使所有这些活动都能 

为完成我们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共同目标作有效 

的贡献。我们当然不楚建议联合国本身直接参加和平 

研究的工作，也不是提议负有政治责任的政治机构应 

听从科学家的判断。我们所想到的唯一的事—— 我 ffi 

犮一遍，唯一的亊—— 就是要有一个中心，能根据宪 

章的精神为我们提供世界各地正积极从事和平研究的

③《社会科学报 •和论文》, 笫 2 3公，一九六六年（巴黎， 

一九六七年)。



344 '大 会 - 绐二 + 六屈会议 -全体会议

学者们所做的一切工作的实际而有用的情报。因此， 

战争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应通知各国政府，因而使每个 

政府可在单独的或集体的外交行动上从其中得到最大 

的益处。同时，它也是一种动员舆论的方法，因为敌 

意，甚至战争仍然常常构成各国人民心理状态和文化 

的一部分。

4 3 . 出于所有这些考虑，我国政府向大会提出决 

议草案 A / L .6 4 5和 Add. 1 和 2 。我们是和下列国家 

一迸提出的：布隆迪、加拿大、丹 麦 、芬 兰 、加 纳 、 

印度尼西亚、伊朗、爱 尔 兰 、黎 巴 嫩 、墨 西 哥 、荷 

兰、挪威、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我愿意代表我国政 

府向所有这些提案国致衷心的谢怠。

4 4 . 这个决议草案的宗旨是很简单的。从 执 行  

部 分 笫 1 段中可以淸楚费出，我们耍求秘书长：

“……每两年编制一次资料性报告，报逬各个

国家的、国际的、政府的、非政府的公私机构在

和平问题科学研究领域的工作情况”。

“资料性报告 ”主耍是指书目式的提要。因为编制工作 

本身显然需耍作些研究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挑选，所以 

秘书长可以在导言中说明他对编制提要时所采用的方 

法论的看法。这些人正在做有关和平的研究，但是却 

不知道所做的就是和平研究，然而他们的工作无疑是 

大有益处的。有些国家的研究所并不称为战争研究所 

或和平研究中心，但逛它们的学术活动范围却正是和 

这门科学的对象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其次，并不是凡 

在性质上似乎是战争研究或是和平研究的都与本组织 

寻求的目的相关。 因此，在这个怠义上来说，我们必 

须理解序言中所作的一些考虑。序言的第 4 段来自加 

强国际安全宣言C第 2 7 3 4 ( X X F )号决议〕，它指出，对 

本组织来说，注意这些问题本身以及对这些问题的研 

究并不是目的。序言的第 5 段确定了这一原则，即和 

平与战争研究的永久性记录，应 该 “依照宪章的宗旨 

和原则 ”来做；就是说，这些研究所涉及的应确实是与 

这些宗旨和原则有关的。

4 5 . 我们认为：由于这将是一个资料性报告，秘 

书长可以根据得自政治事务司长办公室的愔报来研究 

这个书目式提要。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资料性报告 

必须是客观的和叙述性的。秘书长不应采取某种立场 

或表示评价以赞同其中所列举的著作。

4 6 . 执行部分笫 2 段是用以促请各有关政府和 

机构与秘书长建立联系，并将它们认为是属于有关研 

究范围内的著作 (包括书或论文 )通知秘书长。

4 7 . 执行部分笫 3 段是对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及 

能够积极地帮助秘书长制订资料性报告的专门机构说 

的。

4 8 . 最后，执行部分笫 4 段是请秘书长在大会 

第二十八屈会议之初提出笫一个两年一度的报告。 目 

前我们不打算请求在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中列入一项旨在审议第一个报告的项目。当报告已经 

发表时，我们将会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现时还不想耍 

求各国政府对这一点作出承诺，耍由它们在看到报告 

后自己作出判断。

4 9 . 我们认为决议草案A / L .6 4 5没有任何可引 

起争论之点。因此，我们请大会一致毫无保留地接纳 

它。

5 0 . 提案国真诚地相信，这个但议会使寻求和 

平的人与各国政府及本组织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如 

果我们能成功地引起人们注意有关战争与和平的科学 

思想，我们将更注意这种思想中所包含的利害关系， 

这毕竞就足设立联合国本身的原因。

5 1 . 马 根 盖 先 生 (布隆迪 ) ：作 为 决 议 草 案 A/ 

L. 6 4 5和 A d d . l和 2 的提案人，我希望为支持刚才向 

大会提出审议的一项草案而发言。

5 2 . 首 先 ，让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比利时外交 

大臣皮埃尔 • 阿尔梅尔先生致以理所当然的敬礼，他 

在上届大会中首次想到耍将这个项目向联合国提出， 

而刚才比利时代表就非常精彩地把它提了出来。

5 3 . 虽然这个问题是一个研究的新领域，但是， 

发言人根据他在古代、近代和现代史上的卓越知识给 

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例证。同时，我愿意向比利时 

代表道贺，因他无懈可击的论证反映出他在哲学和社 

会学知识方面的高超水平。

5 4 . 说完这些引子后，让我对现在这个题目发 

表些意见。

5 5 . 在这样一个研究工作成为经济、社 会 和 文  

化进步的源泉的时代，有一个领域我们是决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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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就是政治领域的研究。当“政治的”这个词是指 

一门目的在于治理国家和启发领导人的科学，我们是 

按其语源学的意义来理解它。如果战争可视为是各国 

政策上的失败，则必须确定战争的原因和前兆。正如 

范 • 于塞尔先生正确指出的，战争学是对战争与和平 

现象的科学研究；虽然这是一门新的学科，但是许多研 

究机构已从亊这方面的研究，可惜彼此都不知道对方 

机构的存在，因此，它们的工作一直没有协调；结果 

也缺乏关于这个题目、即和平研究的合作以及文献的 

交流。

5 6 . 除了关心研究上的协调外，还要在联合国提 

出这个问题，因为这样可以最有效地唤起世界舆论注 

窓战争的危险，亊实上，没有任何机构比本组织更适 

于担负向全世界传播这类情报的责任，而本组织对于 

全人类的使命是不必再予以指出的。既然维持国际和 

平与安全是本组织的要旨，联合国当然应该设立一个 

办事处来负责向大会提供有关和平研究进展的详尽情 

报。

5 7 . 让我把卫生方面拿来作比较，我敢肯 定地  

说就是医学上的进步，也是完全由于研究的结果。既 

然战争是一种疾病，也许是一切 疾 病 中 最 致 命 的 疾  

病，所以，正如前面的发言人已经雄辩地指出过，我 

们现在就应该研究它的生理、病源和周期，这是完全 

正确的。简单地说，为了保卫和平，我们必须诊断这 

种疾病的一切症状。

5 8 . 因此，我重中我们对比利时代表团所作的有 

价值倡议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布隆迪衷心热情地支持 

这一倡议。

5 9. 我国代表团当然同意比利时提出请秘书长 

为大会就这个问题准备制订一个资料性报告的观点。

6 0 . 我们还感到，如果关于这个题目的研究结果 

能够摘要收入一项文件并分发给所有国家以提供情 

报，这将是使各国和本组织瞥惕潜在冲突的最好讯 

号。这类研究应该能够或力图预先指出将会导致战争

. 的局势，并指出重建和平及达到缓和紧张的方法。

6 1 . 法克先生 (荷兰 )：荷兰代表团认为比利时 

政府在今年七月提交大会审议的一个题为“关 于 和 平  

研究的科学工作 ”的项目〔d /抑^?〕，是采取了一项适

当而及时的首创行动。鉴于大会对加强国际安全极其 

关心—— 去年大会就这个题目通过了一个综合性的宣 

言〔第 27况 OQ OO号决议〕，其中每一个部分都是值 

得所有会员国予以永久支持的—— 这个提案本身就是 

特别值得赞赏的。我们认为， 由于过去十年来科学的 

和平研究已广泛散布各处，所以，比利时代表团建议 

注意关于和平研究的科学工作是及时的。

6 2 . 目前许多国家已有从事科学的研究战争的 

原因和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的研究中心，我想在格罗 

宁根的战争研究所就是一个实例，它是荷兰笫一个这 

类的研究中心。同时许多作这种研究的学者、学会和 

研究所合作成立了国际和平研究协会。它是一九六五 

年成立的，直至不久以前它的秘书处仍设在荷兰。

6 3 . 虽然在这个领域内已经做出了很有价值的 

工作，但是，各国政府方面仍然对和平研究没有什么 

兴趣。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很可惜的，一方面因为官 

方的忽视可能引起研究者的沮丧情绪，另一方面因为 

如果国家和国际一级的决策者能够更为熟悉和平研究 

的贡献是有益的。

6 4 . 我国代表团并没有认为和平研究可以为这 

个时代的许多棘手的政治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幻想， 

但是，却总觉得这种科学的研究往往有助于进一步了 

解某种政治局势的背景和结构，并指明不同的抉择所 

产生的短期的或长期的不同后果。

6 5 . ,在这个拥有先进的、复杂的科学技术的时 

代，许多政治家，甚至政府在制订决策时也常常低估 

科学分析的价值，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这种倾向是 

可以理解的，其原因是由于决策者往往特别重视他们 

自己对所面临问题的熟悉而详尽的知识，以及他们个 

人的经验和政治感。但是，不难理解，在这个复杂的 

世界，对某种局势以及措施与效果之间相互依赖关 

系，从历央的、心理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角度来加以 

科学的研究应值得欢迎，因为这对外交家及政治家的 

经验和知识是有益的补充。

6 6 . 提 交 大 会 的 这 个 决 议 草 案 〔4 / Z .以 5 和 

崖而 J 和 2〕， 目的在于通过这个要求不高的、有关提 

供科学的和平研究工作成來的提案，在国际上建立起 

科学家和决策者间可贵的联系 4 用提供研究成果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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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们可预期会提高对世界性问题的讨论水平，而 

这种讨论可以增进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的 

了解。因此，秘书长每两年一次的报告就能够有系统 

地把有关和平研究的已有出版物通告所有会员国。 .

6 7 . 这种两年一次的报告还有另一种有益效來： 

它会刺激参与工作的科学研究人员，使他们因见到自 

己的工作受到广泛的了解甚或普遍的欣赏而感到满 

意。当然还有一种好处，就是使和平研究人员能够随 

时了解各种不同文化领域和以不同的意识形态为基础 

所作的科学分析。这就可以增进对不同观点的了解，甚 

或扩大政治解决的范围。

6 8 .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想提一提荷兰政府 

在两年前已经深感需要加强和平与安全的科学研究这 

方面与决策者和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我国政府为了 

这个目的，于一九六九年协助成立了荷兰和平问题研 

究所，这是一个大部分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的完全独 

立的非政府的研究所。

6 9 . 这个研究所的目的和宗旨是要从研究、情 

报资料与教育方面做出贡献，增进人们对战争与和平 

的问题的注意和了解。因此在接到请求时，它就把有 

关这类问题的情报、文献、指南之类提供关心这类问 

题的各界人士及机构。这些机构不但包括了政府和议 

会，而且也包栝了象报纸、其他公共宣传机构、宗教 

团体、政党、大学、教育当局、和平团体、青年及学 

生组织、工会、雇主组织等。研究所与国内外有关的 

中心保持联系，但是，就我们所知，还没有其他的研 

究所是和它的工作范围完全一致的。

70. 研究所的职能之一是主动或应请求而向政

议会或其他机构提出建议。一般来说，所提意见

都是公开的。研究所不作理论性研究，而是专门致力 

于具体政治问题的探讨。它特别着蜇大学和其他科学 

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利用。同样，它也特别希 

望通过提供情报资料和教育方面的活动，鼓励翻译科 

学上的发现和真知灼见，使之为更广泛的各界人士所 

了解。通过以上途径，荷兰和平问题研究所希望能在 

研究工作者和社会之间起积极的桥梁作用。

7 1 . 我国代表团基于我国在科学的和平研究范 

围内的经验，感到大会应感激比利时提出这一倡议;这 

个倡议我们是欣然支持的。

7 2 . 我国代表团很荣幸能够作为比利时代表所 

提出的雄辩而令人信服的决议草案A / L . 6 4 5和 Add.l  

和 2 的一个提案国。

7 3 . 在我结束讲话时，我希望大会能够一致通 

过这个决议草案。

7 4 . 科马蒂纳先生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代表  

团是决议草案A / L .6 4 5和 A d d . l和 2 的提案国之 一 。 

我们基于下列两个主耍理由极其重视这一项决议草

案。

7 5 . 这一项决议草案基本上是呼吁各国在维持 

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国际关系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 

S 要部门内进行合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承认安全问题 

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但是这个众所周知的 Ilf实不但并 

未减损、而且增强了利用一切可能做的研究工作以求 

从各个角度上来阐明这个问题的必要性，从而更好地 

指明通过合作增强世界安全的道路。世界上日益增加 

的相互依赖关系耍求更加多样化的合作，而这不应仅 

限于政府之间和国家机构之间。无疑地，科学机构之 

间的合作是国际合作上的 ffi要领域之一，有助于加强 

世界各国的更好了解和友好谅解，因而也有助于国际 

安全。

7 6 . 比利时的倡议揭示了科学在国际关系中的 

作用的另一个非常 IE耍的方面，这不只是简单地积累 

有关战争与和平这一 ffi大问题的知识，也是对当前的 

现实问题所有各方面进行评论性的研究，而 |还 是 根  

据当前已有的进展对未可能发生的变化的分析。

7 7 . 凡是遵循国际关系人道化思想的人都提出 

了科学应直接参与创造一个现代世界的真正形象的问 

题。这就为饶有兴味的国际关系比较研究打开了一个 

新领域，其目的在于反对陈词滥调、盲 目 力 量 和 “知 

识垄断”。

7 8 . 页具体地说，我们认为科学研究领域内的 

合作一一摆脱现行政策的实用主义桎梏的研究—— 能 

够在下列领域内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进步作出贡 

献：

7 9 . 笫一，只有科学能为今日的军事技术和军 

备竞赛所固有的全部危险提出可靠的说明。就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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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解决有关裁军的各种技术问题的探讨工作会具 

有特别蜇要的意义。

8 0 . 笫二，国际关系的综合研究耍求对社会现 

实有透彻的理解，要求能够识别引起国际危机的社会 

力量，还要求制订对国际社会的永久利益极关蜇要的 

行动方针，并指出可供选择的方案。

8 1 . 笫三，在这个变动着的世界，如果没有看  

作是积极范畴的最低限度的、而且得到普遍接受并承 

认的逍徳和法律规范，就不可能有个人与个人之间、国 

家 与 国 家 之 间 和 谐 的 关 系 。这些规范应该为主权国 

家社会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企图支配别人的大国的利 

益服务。因此，它必须以达成和探求所有国际社会成 

员、也就是所有民族和国家的最低限度的永久的共同 

利益为其出发点。这些范畴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采取不 

同的形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逛，它们可以在寻求国 

际社会共同特性的最一般的表达方式中反映出来，这 

些甚本上都庄严地写在联合国宪章里面。

8 2 . 第 四 ，能够对现实的、有深远影响的国际 

政策作出贡献的科学研究的一个合作领域就是研究发 

展中国家所面对的新的，复杂的问题， 以及使人注怠 

这些蜇耍现象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冲击。可 以 肯 定 地  

说，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的紧迫性远远没有受到充分的 

注怠和理解。因此，我们正面对着一个恶性循环：不 

断培加的问题不停地引起国际危机，结果使军事预灯 

增大，而解决发展不足问题所需的财力就减少了。

8 3 . 我们并不幻想有某种超国家的科学，或楚 

一种没有阶级差别的科学。科学家屈于他们各自的民 

族，并在其本国利益的范围内工作。但是，正因为他 

们具有比别人更丰富的知识，所以更能看出—— 但并 

非始终如此—— 钻牛角尖的态度是无益的，从而将它 

们剔出来并积极予以反对。世界的互相依赖导致合作 

的增加，并且必然会克服科学领域合作道路上的民族 

的、国家的障碍。这种合作只会逛有利于共同问题的 

解决，否则，国际社会就无论在今日或将来都不可能 

有调整国际关系的严肃事业。

84. 我国代表团对目前这项决议草案将获广泛 

支持具有信心，而它的通过必将加强科学的和平研究 

领域内的合作。

8 5 . 萨弗龙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 )：苏联代表团仔细地研究过比利时代表团提交大会 

审议的关于和乎研究的科学工作的提案。

86. 我们理解比利时对和平亊业的关心及其采 

取确定步骤的努力，正如我们所理解的，这是为了增 

进国际安全并加强联合国在这一崇高亊业中的作用。 

我们并不否认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耍

性。

8 7 . 在苏联，对这些问题正在从亊基本研究；而 

这项工作是由隶属于苏联科学院的许多科学研究所进 

行的。近年来苏联分析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和 

性质这类问题的专著和研究报告已出版了数十种，最 

近又出版了一部六卷本的苏联人民反抗希特勒德国的 

卫国战争史。在以科学方法研究现代战争根源的国际 

学者和历史学家会议和科学讨论会上，苏联历史学家 

们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在研究工作中特别注意揭 

露国际垄断集团及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在恣意制造 

战争及军事冲突，包括反对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人 

民的战争中所扮演的罪恶角色。同时，苏联一贯地主 

张联合国应集中主要力量达成宪章所规定的维持和平 

与安全这一主耍目的。 自本组织创立以来的二十六年 

间，苏联提交联合国审议的提案一直是为了这个目 

标。本届大会在苏联的倡议下，正在审议诸如举行世 

界裁军会议、禁止及消灭细菌武器、加强国际安全以 

及其他许多重耍问题。

88. 苏联将继续尽一切可能提高联合国作为加 

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组织的作用和效能。

8 9 . 但是苏联代表团不能同意文件A/L. 6 4 5所 

载的具体提案。我们注意到该文本已对原本作了某些 

修改，但是很可惜，这并没有改变它的实质，并未改 

动我国代表团一开始就提出的反对之点。

9 0 . 我们认为，在实施这个提案时会对联合国 

的活动产生不利的效果，理由是它^会分散本组织为 

完成其主要目标—— 维持和平与国际安全—— 的注意 

力，而且，我们都很了解联合国没有令人满意地担负 

那项任务。因此，把本组织的注意力从确保和平与安 

全这种 ffi要而紧急的主耍问题转移到有关和平研究的 

理论性的抽象问题上去，是不可取的；而且这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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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是与现实及存在的问题无关的，甚至有时与联合 

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背道而驰。

9 1 . 我们觉得某些发起这个提案的国家的做法 

是不能接受的，例如不准备赞同大会应系统地审议象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C第 2734 O Q O O号决议〕这样重要 

的文件，却提议联合国应长期地—— 我重复一遍：长 

期地~— 从事记录科学研究的工作。

9 2 . 我们觉得这种态度是非常矛盾和有始无终 

的。而且，我们感到这项决议草案主张各会员国政府 

应集中注意于提供有关科学研究的情报；但是，联合 

国及所有民族的利益首先要求各国应该为实施加强国 

际安全宣言而努力， 以求其最重要条款获得实现。

9 3 . 我们也不能同意提案中关于联合国对科学 

的和平研究工作的实际协调和系统化的活动应由本组 

织秘书长领导这个建议。众所周知，联合国宪章规定 

秘书长是本组织的首长，他没有这种职能。

9 4 . 指定秘书长来从琪这样的工作，可 能 分 散  

他执行基本职务的注意力，更可能对主耍由他负责的 

秘书处的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9 5 . 最后，因为在执行文件A / L .6 4 5所载的提  

案时，至少会在最近将来,耍联合国在正常预笄下承担 

额外开支。鉴于联合国目前非常困难的财政状况，我 

国代表团认为这项提案也是不合适的。

9 6 . 由于以上的考虑，苏联代表团将对决议草 

案 A / L .6 4 5和 Add. 1 和 2 投反对票。

9 7 . 汉布罗先生 (挪威 )：因为一开始时就听了几 

个提案国代表在大会上所作的渊博的陈述，所以我本 

不打鋅参加这次辩论；但是，刚才那番发言的逻辑使 

我特别感到有趣，因此我想说几句话。

9 8. 如果我是准确地听懂了刚才那位发言者的 

话，他似乎是说联合国如果参与科学的和平研究工作 

就会分散其对和平与安全的关心和力量。但是，我认 

为他所用的逻辑本身正好表明本组织需耍比以往更多 

地参与有关和平及冲突的科学研究。

9 9. 我只想再提出一个小小的论点来对除了刚 

才最后发言的那位以外的所有其他发言者所说的话表 

示赞成，论点如下：为了使专家的知识能够得到政治 

家和外交家的注意，必需传播我们能够从和平与冲突 

的研究中所得的一切情报。我们若不这样做，和平与 

冲突的研究就会成为完全局限于小圈子的并且毫无实 

际价值的东西。我敢習昧指出，这个世界的危险之一 

就是科学和实际政治脱了节。我冒昧地说，科学家极 

少能以其知识消除政客的愚昧，所以，我觉得我们若 

能尽一切努力，就 IT•是在联合国的范围内，来帮助沟 

通执行者的愚昧与科学家的知识之间的鸿沟，都是值 

得热烈欢迎的，因此，我们应该尽快把握这个机会。

1 0 0 . 主席：大会现在表决决议草案A / L .6 4 5和 

Add. 1 和 2 。

决议草案以五十九票对七票通过，三 票 弃 权 （第 

2 817 (X X V I )号决议）。

下午四时五十分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