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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苏—联关于加强if际法的作用的备忘录 

国际文明的先决条件是整个菌际社会的总的行为标准、其成员相互之间和对整 

个11际社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理性结合，以及其相互关系中一个共同的道德衡 

量尺度. 

构成国际法的就是所有这一切。 

苏联对外政策所依据的指导思想是必须确保 各国的政策和实践中法律的主导地 

位，并确保普遍应用国际法的各项公认原则，以及不允许因任何原因或以任何理由 

破坏这些原则。 

普遍和严格遵守国际法体系，为各个民族在自由选择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结 

构的范围内谋求自由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并且是每一民族实现其合法利益和愿 

望的必要外部条件。 

同时，就其相互关联和整体来说，国际法的全部公认原则才构成基于平等权利 

之协议的唯一基础，并且因而也是各国相互合作的唯一基础，以便促进为了共同的 

利益将传统上视为各囿国内问题的问题加以结合和遍际化的进程， 

加强国际法的作用就是要在这一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加强建设性交往的基础。 

苏联提出这一备忘录是希望提请国际社会注意到必须为达成一项关于在各国相 

互关系中建立法律主导地位的全面国际战略而作出大量努力.这一任务与组织一 

次深入的国际辩论是联系在一起的，此一国际辩论应当首先在联合国范围内讨论， 

除其他事项外，不同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科学潜力* 制定一项普遍商定的法律政 

策还预先假定要釆取旨在普遍加强法治方面取得真正进展的具体措施。 

苏联认为，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现阶段，园际法战略必须包括以下几点： 

一促进加强防止破坏国际法的现有保障措施和建立新的保障措施，尤其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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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曰益广泛地利用监测和执行的程序和机构来做到这点； 

一设想大力加强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和机构； 

―鼓励各国放弃对S际法公认原则及他们的义务的片面解释，鼓励他们从人 

类的共同利益出发整体地解释这些原则和义务，也就是说，他们的解释应当考虑到 

其他各方的意见； 

一设想有必要发展茵际法和拟订基本的指导方针和此项发展的计划‧ 

法律领域的国际战略必须i现实，这一战略必须特别考虑到国际法准则和机构 

的客观局限性，因为这准则和机构只有在与各国的政治意愿结合起来时才有效， 

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建立政治、国防、经济和道德条件的必要性，因为这些务件将使 

非法的政策从国家利益观念的理性解释来看无法接受.由于今天便各国和各国人 

民走向共同目标的客观进程，上述的条件正在形成. 

苏联认为，除了形成共同的观念之外，当前国际社会必须特别注意在诸如加强 

和管理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和机构等优先方面具体实际问题. 

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问题或多或少地涉及一整套的国际文件.伹是， 

与《联合国宪章》和《11际法院规约》的主要条款不同，这些文件中有一些在很大 

程度上已经过时.有些未达到国际关系的当今发展要求，或涉及的对象极窄，而 

其他文件的领定或者太普通，不具体，或者性质只是宣盲式的，没有约束力， 

现在需要的是从有关和平解决各国间争端的问题的宣言和建议过渡到起草并通 

过适时的、普遍和综合的国际法文件，对加强国际法治有效，《联合国宪章》中 

重申的各国之间所有争端必须只用和平手段来觯决的原则，可以在这一条约文件中 

进一步发展，频定得更加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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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文件——和平觯决争端的一般性文件一可为各国教定下列义务： 

一各国有义务在其能力范围内釆取一切揞施防止各国间冲突的出现，并遵循 

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 

一各i)有义务一如与其他国冢发生争端或冲突——立即与这些国家开始直 

接谈判，以便和平地、尽可能迅速和完全地以相互理解和共同遵守的精神解决争端 

并在适当时举行初步协商和肄立联合的机构； 

一在直接谈判过程明显有困难，或这种谈判没有进展或冲突的继续可能危及 

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按照爭端的性质和内容以适当方式通知安 

全理事会、大会或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其他有关的世界或区域国际组织； 

―在完全解决争端之前，各国有义务尽一切力量达成临时协议，并在此阶 

段内不危窨締结最后协议或阻碍其执行，而且一般来说，不釆取任何便争端恶化 

或扩大的行动； 

——各国有义务在适当时积极考虑是否可能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利用有第三方 

参与的办法，如有助于组织和成功进行直接谈判的榦旋,或有助于寻求解决分歧的 

妥协办法的调停,有鉴于秘书长和国家间争端的非参加国所进行的斡旋和调停在这 

方面的非常积极的经验； 

——各国有义务利用调解程序作为解决争端的办法之一。在这方面，有可能根 

据惯例并经有关各方同意设立一个调解委员会，由争端各当事国的国民组成，并经 

各方同意邀请第三国的国民参加，包括那些名字出现在秘书长的名单上的调停国家。 

可在主要文件的一个增编中详列指导调解委员会工作安排的程序； 

—各国有义务充分利用联合国的潜力来确定争端和冲突的实际情况,包括安 

全理事会、大会和联合国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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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直接谈判或榦旋，调停或调解没有在一个合理的时期内导致争端的和平 

解决，争端各当事国有义务利用可产生有约束力的决定的程序;这就是说，在争端 

及方的一方要求下将争端提交仲裁或司法程序。当然,在这方面，联合国的主要司 

法机构国际法院的作用将得到提高。 

在提出一项关于加强一种和平解决争端的制度并使之合理化的建议时，苏联认 

为，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应认真注意这个问题，这届会议可考虑是否应建立特别筹 

备机构以起草有关协定。很明显，这将需要作出认真的努力。在适当阶段，可在一 

个全权代表会议上完成和通过这些协定。此外，会议还可以审议关于在法律领域中 

制订一项国际战略的其它问题和建议，其中除其它外可涉及加强遵守国际法律义夯 

的保障，利用监测和实施机构，以及国际法的编募和逐步发展。 

苏联愿在莫澌科举行这个会议。 

苏联欢迎其它国家就这个备忘录中涉及的问题提出任何将促进就加强国际法在 

当代世界中的作用进行更有成果的国际辩论和促进àâ;^具体的和可得到普遍接受的 

保证在解决世界上出现的问题方面使用政治和法律办法的协议的建议和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