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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〇 九 一 次 会 议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二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斯坦尼斯瓦夫•特雷普钦斯基先生

(波兰）

议程项目 85

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 

的工作报告、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A/8892)

议程项目 86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五届会议 

的工作报告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A/8896)

1 . 希塔 -贝伊先生 (尼日利亚)，第六委员会报 

告员：我荣幸地向大会报告第六委员会对议程项目85 
〔4 /S S 92〕和 86CA/SSSS〕的审议结果。

2.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大会在其第二〇 

三七次全体会议上将议程项目8 5交第六委员会审议 

和提出报告。第六委员会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至十月十一日举行的第一三一六次至第一三二九次会 

议上，和同年十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举行的第一三三六 

次至第一三三九会议上，审议了这一议程项目。国 

际法委员会主席理查德• 卡尼先生在该委员会第二十 

四届会议上提出该委员会的报告C 4 /S 7 W 和 A J A i和 

2〕，并且评论了在辩论期间对此报告提出的意见。该 

委员会的报告分为五章。第二章载有该委员会暂行通 

过的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问题的条款草案，而第三 

章载有该委员会暂行批准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外交 

代表和其他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的条款草案。

3 . 总的说来，在辩论中发言的各国代表，都祝 

贺国际法委员会在其第二十四屆会议上完成了有价值

的工作并取得卓著成效的成果，而且祝贺该委员会的 

杰出报告，它反映了委员会的高贵传统以及它对逐渐 

发展和编纂国际法的献身精神。在其他方面，有些代 

表团强调，鉴于国际法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已增 

强，需要加速逐步发展和编纂国际法的进程。谈到秘 

书长于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在该委员会第一一九四次 

会议上的发言时，有的意见认为在国际法范围内，没 

有任何足以替代和平共处政策的长期方案，因而需要 

在将来更努力地对之进行编纂和逐渐发展。然而，在 

这一方面，还指出，大会应当始终如一地给国际法委 

员会提供为圆满地进行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和财力。

4 . 在第六委员会结束审议报告和向它提出的各 

项建议时，第六委员会决定向大会建议通过题为“国 

际法委员会报告丨’的决议草案 I 和题为“国际法委员会 

二十五周年纪念”的决议草案 II，这两项草案均已列 

入其报告〔4 / 狀92〕的第 2 0 6 段。

5 . 大会在其第二〇三七次全体会议上将项目 

8 6列入议程，并将该项目交第六委员会审议和提出报 

告。第六委员会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十日至十八日举行 

的第一三二八次至第一三三六次会议上，以及在一九 

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的第一三四五次会议和同年十一 

月八日的第一三五四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一项目。在委 

员会第一三二八次会议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五届会议主席豪尔赫，巴雷拉-格拉夫先生提出了 

该委员会第五届会议的工作报告〔A /S 7 1 7〕。文 件 A /  

8 8 9 6第 9 段至第 4 4 段综述了在第六委员会就这个项 

目所发表的意见的主要趋势。在“国际货物销售”、“国 

际航运立法”、“ 国际支付”、“国际商事公断”、“国际 

贸易法方面的训练和协助工作”和“未来的工作”诸标 

题下，讨论了与该委员会工作方案有关的具体问题。大 

多数发言的代表表示赞赏该委员会致力于国际贸易法 

的统一和协调工作所取得的迅速和实质性的进展。尤 

其是，所有就国际货物销售问题发言的代表，对该委 

员会拟订的国际货物销售的时效 (限制）问题的条款草 

案表示欢迎。还有人认为，这项条款草案是在国际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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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法的一个重要领域内为实现统一和协调工作的目标 

而作出的重大贡献。

6. 在结束审议贸易法委会的报告和向委员会提 

出的各项建议时，第六委员会决定，建议大会通过在文 

件 A / 8 8 9 6 第 4 8 段中所列入的两项决议草案。决议 

草案 I 题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报告”，决议 

草案 I I题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的时效 (限制）问题 

的会议”。

遵照议拳规则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决定不讨论第 

六委员会的报告。

7 . 主席：现在，请各会员国注意第六委员会关 

于议程项目 8 5 的报告 0 4 /狀52〕。在我们就第六委员 

会推荐的各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之前，我将请希望在 

表决前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的代表发言。

8 . 努尔 •埃勒米先生 (索马里)：我国代表团已 

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以及第六委员会就此提请 

大会通过的报告〔A /S S 9 2〕。国际法委员会的这篇共计 

五章的长篇报告的作者所做的工作应得到我们的赞 

赏。然而，报告的第二章，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方 

面有三十一项条款草案和评论，其中有一些是需要澄 

清的。它还载有一些同我国有直接关系的具体问题。 

因而，我愿代表我国政府对这个报告提出强烈的保留， 

尤其是有关由条约规定的边界制度和其他领土制度的 

那卜部分。我认为在仓促作出结论之前需要慎重一 

些，而且在这种性质和这样重要的问题上，不应当有 

任何含混或事实不准确的地方。因此，请容许我在这 

里阐明我国政府对报告中谈到的条约是怎样考虑的。

9 .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不承认其它各方之间违反 

索马里人民利益和未经我国人民同意而缔结的条约在 

法律上的有效性。就我国来说，我们认为既然那些条 

约是由外来的殖民国家彼此商定的，并非出于我国人 

民的最高意愿，甚至是我国人民所不知的，那末，那 

些条约就没有任何合法性。报告中提到的有关我国的 

条约大概是，一八九七年的英 - 埃条约，①一九 O 八

①英国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条约，一八九七年五月十四日 

在亚的斯亚贝巴签订，

年的意 - 埃条约 , © 以及一九二四年的英 - 意条约，③ 

由于我刚才说过的理由，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一概不承 

认这些条约。

1 0 . 这些条约本来就只符合殖民国家的利益，这 

是常识。孜孜不倦地写出这个内容广泛的报告的卓越 

法律学者都知道，这类独断专行的条约未向殖民地人 

民征得同意，而且事实上殖民地人民也没有表示同 

意。再者，尤其是在非洲，这类条约已经给许多新国 

家增添了大量问题。它们制造了非常不幸的误会，甚 

至引起了各个邻国之间的严重冲突。然而，索马里民 

主共和国准备根据与联合国宪章原则相一致的当代国 

际法，对由我国自主地与任何其它一方或多方缔结的 

条约承担全 1̂5义务。事实上，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 

一日发生了我国革命这一历史性事件时，我国最高革 

命委员会在其第一篇宣言里已宣布了革命政府在内外 

政策方面总纲领的基本方针。宣言的第二部分第六条 

阐明，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承认并尊重由索马里人民承 

担的一切合法的国际义务。 '

1 1 . ,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报告对各国之间的边 

界争端作了一些评论，并具体地涉及我国，提到了索 

马里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之间的边界争 

端。的确，在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与其邻国之间存在着 

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我们正在谋求以和平友好的办 

法解决这些争端。我国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穆罕默 

德 •西亚德 • 巴雷少将，最近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一次 

政策性声明中说道：

， “我们打算做的是，争取用和平友好方式解

决与我们邻国的一切争端，如果听其不予解决，这 

些争端就会在世界上我们这一地区的各国人民和 

政府之间播下怀疑和仇恨的种子。”

这样，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已作出抉择，采取联合国宪 

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所规定的和平解决各国之间争 

端的政策，以示我国对维护我们^一地区和平的真诚 

愿望。 '

②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条约，一九〇八年六月二十 

五日在亚的斯亚贝巴签订。

③英国和意大利之间的条约，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在伦 

敦签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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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关于我国与埃塞俄比亚的边界问题，我愿明 

确说明，它们都是临时行 ŝc界线，有待于最后划定和解 

决争端。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九日，当时的意大利外 

交部长、已故斯弗尔扎伯爵写给托管理事会主席一封 

信，他在提及单方面扩大临时行政界线问题时写道：

“2 . 从上述文件转录的一九五o 年三月的 

信中，以及联合王国政府直接递交意大利政府的 

一封类似的信中，可以明确看出，联合王国政府 

作为卸任的管理当局，鉴于在三方协商中可能涉 

及的困难，感到有义务由它本国单方面确定临时 

行政界线。

“3 . 意大利政府虽然阐明它无意对所采取 

的步骤提出质问，并注意到该决定是临时性的， 

而且丝毫不妨碍问题的最后解决，但它认为有必 

要指出，临时界线是未经与它协商而确定的，而 

且作为索马里兰权利的保护者，意大利政府不仅 

对这个问题的法律方面，而且对由此确定的分界 

线所可能引起的某些实际困难，均保留自己的立 

场。，，④

意大利外交部长所指的信是一九五o 年三月一日的一 

封信。⑤索马里民主共和国自宣布其独立和被接纳加 

入联合国以来，一直坚持二十二年前由意大利政府以 

管理当局身分所表示的这些同样的保留意见。

1 3 . 最后，我愿请求主席将我所说的我国政府 

对当前的报告这些方面的保留意见，列入本次会议的

记录。

1 4 . 谢 勒 先 生 (美利坚合众国)：我国代表团在 

第六委员会里对决议草案 I 投了弃权票，而且我们在 

这里仍将弃权。我们弃权，不是出于对国际法委员会 

的工作有任何不满或有任何怨言。完全相反，我们认 

为该委员会工作出色。的确，我们认为，该委员会对 

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关于就保护外交人员的紧迫问题 

-拟订一项公约草案的要求〔第 27肋 (X X F 乃号决议〕所 

作出的迅速响应应该受到特别的赞扬。我们弃权的理 

由，在于我们认为第六委员会对形势的紧迫需要不如

④见《托管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六届会议，附件》，第一 

卷，文件T /527。
⑤同上，文件T /484。

国际法委员会那样关心。在我们看来，应按实际情况 

尽早在一九七三年召开一个全权代表会议来完成公约 

的 起 工 作 ，这本来是第六委员会应当提出的适当步 

骤。这样的步骤是同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相称的。 

我们将仅对决议草案弃权，而不要求对草案的一部分 

单独表决以便将反对票记录在案，因为我们深信大会 

在其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将能完成关于保护外交人员的 

工作，而且可供签署。我国将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进行 

建设性的工作。

1 5 . 米勒先生 (加拿大 )：现在，我愿象以前的 

发言人一样，在大会上对决议草案 I 的一个具体方面 

提出几点意见。

1 6 . 加拿大曾经支持，并将继续支持国际法委员 

会在发展国际法方面所做的十分重要的工作。然而， 

我国代表团曾荣幸地在第六委员会审议国际法委员会 

报告中有关保护外交人员公约的那一部分时发挥了积 

极作用，也就是说，对国际法委员会临时批准、并递 

交大会以便我们采取行动的那些条款的工作起到了积 

极作用。

1 7 . 我们在参加第六委员会的活动中，会同其他 

十国代表团，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见 A/SS92，第 7 

段〕，要求应按实际情况尽早在一九七三年举行一次 

会议，以便讨论关于外交人员和其他依国际法应受特 

别保护人员的保护问题这一十分紧急的问题。我们所 

以这样做，’ 因为我们认为，并且继续认为，这是对国 

际法委员会交给我们的条款以及大会需要对这些条款 

采取紧急行动，作出了合理的正确的响应。我们还在 

同一决议草案里建议，各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和有关 

的政府间组织，可以将他们对该委员会所提出的这些 

条款的意见，于明年三月一日前交秘书长。使我遗憾 

的是，我们的决议草案未获得通过。

1 8 . 而现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I 第二节却有 

一段文字，建议在第二十八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一个题 

为“防止和惩处侵害外交代表和其他应受国际保护人 

员的罪行的公约草案” 的项目，以期由大会最后订定 

这一公约。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呢？我 

们本来希望本段文字的作者能更强烈地指明这项公约 

的紧迫性；对此，我们相信大家都感到有此澤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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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本来希望他们愿意指明这一公约应当在明年常会解 

决。的确，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在明年常会解决，我国 

代表团将是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十分积极工作的一个。

1 9 . 阁下，在我说明加拿大打算怎样投票之前， 

我愿了解一下，能否问一问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第二 

节执行部分第1 段的作者，他们是否愿考虑在“有关 

的”和“组织” 的措词之间加上“政府间” 一词，使这一 

短语成为“有关的政府间组织”。我们正是请这些组织 

尽快地提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书面意见。鉴于其中的 

措词同原来的十一国决议草案的措词十分相似，在我 

茵代表团看来，省略“政府间”这一词可能是偶然的。

2 0 . 很遗憾 , 加拿大将不得不对决议草案 I 投弃 

权票。我们这样做时，意识到对国际法委员会报告中 

的一项决议草案弃权，而且确实是对该委员会的工作 

表示弃权是一项严重的步骤。但绝不应认为这是对国 

际法委员会工作的一种反映，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加 

拿大高度评价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这纯粹是因为现 

在的决议草案既缺乏紧迫感，而且对大会何时能完成 

保护外交人员的公约的起草工作也缺乏确切时间。

2 1 . 主席：现在，大会将对第六委员会在其报告 

'第2 0 6段中建议通过的两项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2 2 . 决 议 草 案 I 题为 “国际法委员会报告”。加 

拿大代表建议对这个决议草案第二节的 :执行部分第 1 

段的文本稍作修正，他建议在“有关的”和“组织”的字 

样之间加上“政府间”一词，使修订后的文本成为 :

“1. 请备国以及各专门机构和有关的政府

间组织提出……”。

鉴于这是一个很小的修正，我提议，遵照议事规则第 

八十条的规定，我们现在就作出决定，而不必暂停辩 

论并留出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来讨论。

2 3 . 如果我听不到反对意见，如果对于加拿大代 

表要求加入“政府间”一词的建议没有其他建议，我建 

议按这样口头的修正，将决议草案 I 交付表决。有人 

要求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林、巴 

巴多斯、比利时、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加

利亚、緬甸、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刚果、塞浦 

路斯、捷克斯洛伐克、达荷美、民主也门、多米尼加 

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 

芬兰、加蓬、加纳、危地马拉、圭亚那、匈牙利、印 

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 

肯尼亚、高棉共和国、科威特、老挝、黎巴嫩、莱索 

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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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摩洛哥、 

尼泊尔、荷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 

阿曼、巴基斯坦、巴拉圭、秘鲁、波兰、卡塔尔、罗 

马尼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 

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斯威士 兰 、瑞典、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突尼斯、乌干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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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委内瑞拉、也门、南 

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无。

弃权：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哥伦比亚、哥 

斯达黎加、古巴、丹麦、萨尔瓦多、法国、希腊、几 

内亚、洪都拉斯、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马 

拉维、新西兰、菲律宾、葡萄牙、卢旺达、索马里、土 

耳其、大 不 列 颠 及 北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茵 、美利坚合 

众国、乌拉圭。

经口头修正的决议草案/，以九十三票对零票通  

过，二十六票弃权（第 号 决 议 ）。

2 4 . 主席：现在，我们表决决议草案 II，题为 

“ 国际法委员会二十五周年纪念”。鉴于第六委员会一 

致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愿意 

这样做？

决议草案 7Z■通过（第 2S 27(X X 7Z D号决议）。

2 5 . 主席i 现在，请那些愿在投票后对投票作 

解释性发言的代表发言。

2 6 . 弗里兰先生（联合王国）：关于同国际法委 

员会报告有关的两项决议草案中的第一项，我国代表 

团是投弃权票的代表团之一。我们这样做，并非因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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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进行的工作有所怀疑。 

我们在第六委员会的发言中已十分清楚地说明赞赏该 

项工作的品格。® 我们弃权的理由是，我们认为，这项 

决议草案的第二节有充分地反映出紧迫感，而我们 

感到，大会在着手处理国际法委员会关于防止和惩处 

侵害外交代表和其他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的条款 

草案时，是应当有紧迫感的。

2 7 . 尽管今年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成果感到失望， 

我们将在大会.的明年一届会议上竭尽全力保证通过一 

项有效的公约。我国代表团深信，虽然在程序问题上 

存在着分歧，大家还是普遍同意这个目标的。

2 8 . 布伦南先生 (澳大利 亚 )：我国代表团对决 

议草案 I 投了弃权票，但我们愿借此机会再一次赞扬 

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并且希望该委员会将继续其出 

色的工作。我们所以弃权，因为我们担心，决议草案 

第二节并没有表明我国代表团对通过这一项保护外交 

人员公约所具有的紧迫感。当然，在大会的下一屆会 

议在第六委员会讨论这些条款草案时，我国代表团将

会能通过这一公约。

2 9 . 桑德贝赫先生 (瑞典)：瑞典代表团投票赞 

成决议草案 I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改变了对起 

草和通过防止和惩处侵害外交代表及其他应受国际保 

护人员的罪行这一公约所应遵守的程序的意见。我们 

仍然认为，这一事项不应在第六委员会内处理，而应 

提交一个国际全权代表会议。我们对决议草案投赞成 

票，以示我们对国际法委员会和它所做的工作的崇高 

敬意。我们认为，该委员会在编纂和发展国际法方面 

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鉴于这点，我们感到我们应投 

票赞成决议草案而不是弃权。

3 0 . 我受权声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也是 

代表挪威代表团的。

3 1 . 易卜拉欣先生 (埃塞俄比亚)：我国代表团 

投票赞成国际法委员会报告中的决议草案。我现在发 

言，与其说是对这些决议草案投票作解释性发言，倒 

不如说是保留我国代表团的权利，特别是鉴于索马里

⑥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一三二一次会议。 ’ ..................

代表_ 发言涉及了由两个主权国家即埃塞俄比亚和以 

前称为索马里兰领土的主权当局之间缔结生效的某些 

条约。

3 2 . 奥德罗-乔维先生 (肯尼亚)：在对我国代 

表团的投票作解释性发言时，我们愿重申我国对条文 

草案第二十九条关于边界制度的立场。我们完全同意 

该条文中国际法委员会的结论。一国只能继承它的前 

身过去拥用的领土。按照我们的意见，这与行使自决 

权毫不相干：这纯粹是由一国继承另一国过去对某一 

特定领土行使的主权的问题。

33. 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已充分确认现行条约的 

不可侵犯性并庄严载入该宪章；这也是一项国际法委 

员会认可的原则；这就是肯尼亚政府的指导原则。

3 4 . 就肯尼亚 - 索马里的边界来说，那是绝对 

不容争议的：这条边界已由一九二四年的英-意条约 

明确划定，我国坚持这一边界，并非因为这是由殖民 

主义者缔结的，而是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两国的主权 

范围。我们在第六委员会的发言© 已重申我国关于这 

一问题的全部立场，我们要求将这一发言列入本次会 

议的记录以供参考。

3 5 . 克里斯皮斯先生 (希腊 ) ：由于美国、加拿 

大、联合王国和澳大利亚代表所阐明的理由，我国代 

表团在表决决议草案 I 时投了弃权票。我国代表团感 

到遗憾，我们的弃权不得不包栝决议草案第一节。如 

果单独表决第一节，我本来是会投赞成票的。

3 6 . 弗莱塔斯先生 (乌拉圭)：象其他一些代表 

一样，我们对决IX草案 I 投了弃权票，虽然我们确实  

要向国际法委员会所做的工作表示祝贺。我们不满意 

的是，将不举行在十一国草案C见 A /S 肋2，第 7 段〕 

中规定要召开的全权代表会议，尽管事实上，国际法 

委员会已拟定了关于保护外交代表和其他应受国际保 

护人员这一重要问题的适当的文本供这一会议审议。

3 7 . 因此，我们的弃权只是表明我们的主张同 

第六委员会的多数所提出的建议有着根本的分歧。

3 8 . 中川融先生（日本)：我国代表团对刚才通 

过的决议草案 I 投了弃权票，因为这个文本对需要保

: 同上，第 一 三 二 四 次 会 议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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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外交人员和其他人员这一问题的紧迫性没有作出充 

分的反应。不过，我国代表团还准备在大会第二十八 

届会议最后订定条款草案时进行合作。

3 9 . 恩达吉吉马纳先生（卢旺达 ) : 卢旺达代

表团对关于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I 投了弃权 

票，因为我们认为，保护外交代表和其他应受国际保 

护人员的问题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因此；卢旺达愿看 

到尽早召开一个全权代表会议。无论怎样，卢旺达将 

竭尽全力促使第六委员会继刚才通过的重要决议而顺 

利地工作下去。

4 0 . 主席 : 现在我们将转到议程项目8 6关于第 

六委员会的报告〔4 / 狀抓〕。

4 1 . 现在，我们将对第六委员会在其报告第48 

段中建议逋过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4 2 . 决议草案 I 题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的报告”。鉴于第六委员会已一致通过了决议草案I，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愿意这样做？

决议草案J通过（第 252S(XXV77)号决议）。

4 3 . 主席：决议草案 I I题为，“联合国国际货物 

销售的时效 (限制) 问题会议”。第五委员会关于这一 

决议草案所涉及的行政和财务问题的报告载于文件 

A /8 9 1 0中。现在我将决议草案 I I交付表决。

决议草案 i l 以一百一~f•二臬对一票通过，五票弃 

权 （第 号 决 议 ）。

工 作 安 排

4 4 . 主席：在大会转入审议议程项目 2 3之前， 

有人要求我短时间暂停会议，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 

将按请求办理。

下午四时十五分会议暫停，下午五时复会。

4 5 . 主席：我已获悉，对项目 23，“接纳新会 

员国加入联合国”，现在仍在进行协商，有些与此有 

直接关系的代表团要求我将这一项目的审议推迟到较 

后的日期，我已同意他们的要求。

下午五时零五分散会。

第 二 〇 九 会 议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三上午十时四十五分纽约

主席：斯坦尼斯瓦夫•特雷普钦斯基先生

(波兰）

议程项目 21

中 东 局 势

. ；1. 扎耶特先生 (埃及) : 恰恰就在二十五年前的 

今天，我们的这个大会—— 尽管当时是在为自由和独 

立而斗争的许多姐妹国家没有在场的情况下—— 投票 

通过了第 1 81 (11)号决议，赞成把巴勒斯坞的阿拉伯 

人土地、即阿拉伯国家加以分治，大约一半划分为犹 

太国，一半划分为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国。二十五年

之后，以色列这个犹太国经过一块块、一步步地侵入 

和占领划分给阿拉伯巴勒斯坦国的全部领土，已对巴 

勒斯坦土地实现了百分之百的军事占领。这可以从散 

发给各代表团的地图上看出来。以色列不仅百分之百 

地控制着巴勒斯坦的全部土地，而且还在一九六七年 

六月，从那里历史性地越过它的国际边界，占领了埃 

及、叙利亚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大片土地。今天， 

以色列军事机关正在利用这些被占领的领土作为基 

地，用喷气式飞•机、坦克和大炮向周围的阿拉伯国家 

的居民、特别是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居民采取军事行 

动。 ' . :

2. 我不知道联合国大会在二 

到了这种局势。

:十五年前是否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