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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次会议临时遂字记录

1 9 8 4 年 1 2 月 1 3 日星期四下午3 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 卢萨卡先生（赞比亚）

嗣后：格贝霍先生（加 纳 ）

( 副主席 )

嗣后：卢 卡 先 生 （赞比亚 )

嗣后：法拉赫 . 迪里尔先生（吉布提）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3 1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 反对体育领城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贸会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 

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 

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 号 

1 ) 0 2 - 7 5 0 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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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秘书长的报告

( d )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 e ) 决议草案

( f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 g ) 修正案 

一 海 洋 法 〔3 4 〕：

( a ) 秘书长的报告

m 决议草案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一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会议〔3 5 〕：

( a ) 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会议筹备委® 会的报告

(b) 决议草案

( C ) 第五委 f i会的报告 

一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遂步发展：第六委员会的报告〔120〕

一非洲统一组织和 ( 或 ) P可抗作I国家联盟所承认的各民族解放运动的观察g 身分：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121〕

-  1 9 4 9 年各项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武装冲突中受事者的附加议定书的现况：第六 

委员会的报告〔122〕

一发展和加强各国间睦邻关系：第六委旧会的报告〔123〕

一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第六委S 会的报告〔124〕

一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第六委S 会的报告〔125〕

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26〕：

( a )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 b ) 第五香S 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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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会第十七届会议工作报告：第六委员会的报告〔127〕

一考虑有效措施以加强对外交和领事使 .团和代表的保伊及其安全：第六委S 会的报 

告 〔128〕

一反对招暮、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129〕：

( a ) 第六委 i 会的报告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一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工作振告：第六委Si会的报告〔130〕

一 联合国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会议： 第六委爵会的报告 

〔131〕

一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第六委S 会的报告〔132〕

-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33〕：

(a)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 b ) 第五委S 会的报告

一关于儿童的保护和儿童福利，特别是国内和国际寄养和收养办法的社会和法律原则 

宣言草案：第 六 委 会 的 报 告 〔134〕

— 多进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査〔1 35〕

一保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章案〔13 6〕

一联合国会议标准议事规则草案：秘书长的报告〔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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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3 时 3 5 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3 1 ( 墓 ）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策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掘告（A/39/22和 Add. 1 )

反对体育领城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香员会的报告（ A/39/36 )

秘书长的报告《A '/39/605)-

d )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掘告《A/39/669)

决议草案（A/39/I； 28 至 A/39/Ii. 33, A/SO/L 36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9/787)

修正案（A/39/J：. 41, A/39/L 43, A/39/L 4 4 )

主席 : 我提醒各位代表，当今天早晨全体委员会休会的时候，我们升到了对于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所提动议表决的解-释性发言。 要对该问题发表意见的还有下列国 

家：厄; I I多尔、智利、圣卢西亚、乌拉圭、也门、法国、坡利维亚、象牙海岸和爱 

尔^

我谨请今天下午希望对该动议表决进行解释的代表尽早通知秘书处，以便大会 

有条不棄地进行其工作。

阿尔波诺盆先生（厄; 多尔 ) : 主席先生，今天早晨根据你的裁决，我们要就 

是否认为种族隔离是一■个重要问题和关于这一问趣的所有决议草案和修正案是否应. 

当根据规则8 5 的规定通过使三分之二多数这一问题进行表决。对两个不同的问题 

有过表决。厄; 多尔代表0 投票赞成它，因为十分明显 . 种族隔离是一个重要问题。 

众所周知，种族隔离已经被宣布为对人类的犯罪，但是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打算并 

不是要同意剥夺任何会员国便其建议获得筒单多数赞同的权利。徘除这一种，将会



对联合国的民主团结产生严重影响，还会危害到我们都应当挥卫和加强的自由辨论 

原则。

' 英范特先生（智 利 ）: 智利一向认为，对种族不加任何彼视的尊重人类是人类 

生活的•一小基本原则也是建文正义和平等的绝对需要。 出于这种原因，我们在宪法 

和法律中阐明了反对种族坡视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反对种族隔离。

因此，我国完全相信，反对种族歧视是联合国参加的一个最重要的斗争。我国 

代表团认为，在今天早晨的表决中，我们没有讨论反对种族隔离到底是很重要还是 

不重要。如果这是个问题的话，我们会投票反对种族歧视这一普遍灾祸的。今天早 

農我们的理解是，大会是就程序性问题协商的，因此我们的表决与这一理解相符。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表决的一开始没有预先迪知就提出了一个可以有两种解 

释的问题，智利已经指出，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智利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 此外， 

我们代表团担心，所建立的程序没有後助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在未来可能是有害的。

弗菜明先生（圣A 西亚 ) : 为了从我们中间f •除族隔离的祸根世界上需要越 

来越大和更加持久的压力。

大会一直讨论种族隔离的问题，各国国内反种族隔离的运动在历史上一直是周 

期性的和定期进行的。 目前，对种族隔离的仇恨又一次高涨，大会冷默地和出于 

政治动机今天早些时候通过的决议只能疏远资多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的坚定的支持者, 

从而加速对现在正在发展的而且正表现出自己的永久兴致的反种族隔德运动的破坏。 

这种不认真考虑南非人民的政治动机表现在下列，实中，传统上关于种族隔离的决 

议在大会中都是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南非的人民仍然在种族隔离的残暴统治下生 

话。 因此，没有必要通过这胖一种不可改变的规则。

这一动议建立了反对种族隔离决议的义字上顽固态度的法律条件，实际上使得 

一小部分挑选出来的言行不一的人掌握了反对种族隔离的决定权。

此外，，在外交政策越来越接近现实主义的时候，我们代表闭祖心这项动议将迫 

使一些至今积极支持反种族隔离决议的国家宣新佑计自己的立场。



出于-这些理由， 我们代表团没有支持这项动议。

拉萨特先生（乌拉圭）: 我们代表团希望谈一谈关于大会中有关种族陆海政策

的决定齋要三分之二多数才能通过的第二项程序性辩论^

我们认为，这一'问颗应当严格地服制在建议的范围!^解释，这是一项在非常特 

别的情况下, 出的程序1生动议。

关于这个问颖的黎质内巧，講们代表闭已经指出，我们 lié决拒绝这些AlŸ策.弁  

反对在国际社会中的任何形式的歧视. 毫无疑问，大家一致•îîi縱这些政,。

诺曼先生（也 门 ）：由于不可避免的情况，我们代廉没有加关于种族隔离  

问题是否是一个要问 m 以及关于这一个问题的决议是否if要三分之二多数的伊朗 

提出的动机的表决》 如采我们代表团在场的话，我们将役柴赞成上述动议。 我

们 代 表 团 希 望 这 样 纠 正 i 己的投票。

卢埃先生 ( 法国）：法国代表团非常了，种族 IW:离问:S⑩的M要t t 。 实际上，

我们在许多场合遥责种族隔离政策的各个方面，但是，找们代表闭无法同竟刚才所 

执行的桂序。

宪章第十八条列举了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的重要问题。 我们认力，根 roi然，美 

国向大会提出的有关修正案所、涉及的间题没有被列入这一表格。

就在这一动议未能胆档大会讨论这些修正案的时候，伊朗立即提出了一项动议， 

其目的显然是風挡通过美国的修正案。 我们感到遗憾，大会认为偏播自己的道当 

的程序是可取的。

卡柱斯科夫人 ( 被利维亚）：破利维亚共和国一贯重视种族隔离制度问题。 由 

于这个原因，我们总是支持道责这一对人类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所有决议。 因此， 

在今天上午表决中，我国代表团在了，我们是重申加强遗责种族隔离基îifc上投的赞 

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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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表决如同表决票题目象我们所说的那样的话 , 我国代表团就会投弃权票了。 

但因为很难从质量上分清种族隔离制度是实质性问题还是程序性问题；我 ！i l代表团 

根据大会主席提出这一问题的方式按照坡系维亚传统的立场来进行，即完全反对所有 

形式的种族歧视，特别是种族隔离制度。

我国代表团还想讲清楚的是，我们尊黄和ÿ 持任何代表团对大会审议的决议'革

案提出修正案的权利。

埃西先生（象牙海岸 ) 种族隔离就是种族隔离：是还是不是？ 这是一个重 

要 问 题 能 把 这 -一个问题交给非洲国家吗？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因为回答是 

很明显的。

- 象牙海岸投票反对伊胡的动议，因为这显然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来束缚某些 

国家手脾的程序技俩。 象牙海岸是个非洲国家 , 同时又是一小黑A 国家；种族隔 

离制度对我们污辱性的影响比其他任何大陆都要深。 在这个复杂的叙利亚问题中 

鉴个 .人民每天都遭受着痛苦;我们不仅在此想娶以通过决议的形式来使我们的良知 

好过- -些。 我们的确是想要制订出 '解决办法，由于这一•原因, 我们愿意找出任何 

使我们尽快实现共同目标的任何可能性,这个共同目标就是完全消灭南非的种族隔 

离制度。

在实际中，导致这一特设程序修正案草案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根本改变关于 . 

种族隔离制度决议草案所解决的问题实质的。 在目前的这个决议草案中，要求， 

军没有改变实质内容。.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将根据有关实质问题来考虑大会 

所收到的所有修正案。

麦克多纳先生 ( 爱尔兰）; 我国代表团在今天上午对动议表决中投了弃权票，

该动议是关于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关于种族隔离制度的决议草案和决定的。 我们 

认为我们不能投票赞成根据议事规则第8 5 务的一小动议，这一条的效果明显是要 

针对具体修正草案而制定投票标准的。 但 我 们 认 为 我 们 不 能 投 票 反 对



这 一 动 议 ，因为大会很清楚地表明该动议是同种族陽离制度是否是一小重要问题 

而有关的，毫无疑问种族隔离问题是一个熏要问题。 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弃权的。 

我们感到我们不能仅仅以投一，个，成票或反对票来表达我们在这两个不同问題的立 

场。

邦戈先生（札伊尔）：说种族隔离制度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算是轻绕了这一问

题，因为所有国家一直道责种族隔离制度。 掠一政策是太会称之为对人类的犯罪 ; 

这一政策H乏低了黑人，把黑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上，大会经常谱贵这一政策。 这 

一政策的支持者南非已被大会驱遂出去。 因此很明显，在种族隔离制度是否是一 

个重要问题的问题上，扎伊尔只能投赞成票。

祀伊尔还认为在一些大会的决议草案中，某些说法对于某些大会会员国是不恰 

当和不公正的。 在这里看到的遣责趋向于具有选择性。 札伊尔认为，某些国家 

不应该在大会里比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 人们不应该想要判定同罪恶的种族 

隔离制度合作的程度。 在我们对这一主题通过的决议中，我们丝毫没有表明他价 

一个国家同南非合作程度是恰当的。

由于这一原因，虽然札伊尔投票赞成这一动议，但我要说许多提出的修正案也 

是特别有关的，并应根据提出修正案的国家的意愿来审议所有这-一修正案。 选择 

性的遭责几乎是无助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共同特征的。

阿卡约勒先生（土耳其）：我国政府对南非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和种族坡视的

观点在我们在大会1 1月 2 0 日作出的发言中详细地阐述了。 当时，我们重申了

对消灭这一政策努力所作出的承诺。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在今天上午投票赞 

成确定了这一问题政治上重要性的动议，

此外，我国代表团原本希望不要就某些修正案作出这一决定，所有这些修正案 

都应该在大会里审 i l  如果不使用程序技术的话，那将是么、正和更为民主的了；

程r 及技术多少垂曲了 1 1月 2 0 日开始并一直到今天上午表决之前的辩论。



克尼平，染多利亚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我路谢给叙这小机会解#一下我 

对大会今天上午通过的动议的投票立坂首先，社要庄严地S 申多来尼加共和国反对 

种族隔离政贷的一贯和坚定的立场我们认为种族隔离政策是对人类1^口,的侮辱和对 

人类的犯罪。 对多来尼加共和I I政府来说，种族m 是一千分重要的问题。

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大厅里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

我还要声明这一坚定的原 ) 立场是我们El家地位感的一％5分 。 毕竟我们是由 

许多种族组成的我们对此千分自豪。

多来尼加共和Ü 在表决中投了弃权票，因为我们相信，賴族隔离问题是否需要 

三分之二的多数，或者它是否是一•小藍要问题属于程序性问越，人们的感情比较激 

动。 我们认为，在一个籍要得到国际社会一致同意的问题上使意见发生分较是不 

合适的，这♦ 最宣要的问题当然应该得到晋M —致的同意。

奥斯曼先生（文莱 ) : 我国代表团本来不打算对投票作» 性发言，但考虑到 

今天上午发生的情况 , 我们不得不解择我们的立场。 我国代表团决定不参加对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提出的动议的表决。 然而，这不应该，綠为，我国代表团认 

为种族隔离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是一♦ 宣要的问题，拭国代表a 将永远支持 

在南非終止种族隔离的努力。 刚才联大介绍一项种族I f离是苍是一■个重要阿题的 

动议，这使我国代表团怀疑，迄今为止我们是否'以一种不太宣要的方武处理南非政 

府的种族照揚政黎。 然而，我国代表团希望相信， 况不是这样。 我国代表团 

相信，大会一致认为消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千分 f i 要，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审议结 

束这些种族隔离政策的措施。

我国政府曾打算投票赞成摆在我 irm 前的所有决议革S氣，我们将€ 结这祥做， 

不管这些决议草案是否修正过，因为我们认为，南非的，烏人到了鼓不公正的待遇 , 

在南非政府的种族隔德和种族主义政策被消除之前我们这里没有一小人应该认为我 

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毫无疑问，令人M 心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代表团都能够



同意制订决议草I I , 但是这不应该阻碍我们继续进行消除南非和其他任何地方的种 

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工作。

埃尔雷拉卡塞，斯先生（洪都拉斯 ) : 联合国有一项谅 lîil, 所有成员享有同 

等的权利提出决议草案， 其是当主要的意因是为了防止意义食袖 , 今天上午在关 

于对决议革蒙提出修正案的主权方面 , 出现了一♦ 程序性问题，以三分之二或简单 

多数通过某些修正案是否合运》 这种意义含狱辱致了表决的政治化 , 并且破坏了 

我们在面对这种耻辱时享有的闭结。 由于其本质，种族隔离一直被认为是一♦-iïi 

要的问题，从来没有任何必要提出程序性问题。 今天上午提出的程序性问Æt减少 

了实质性问题的影响。

我 们在 表 决 了 弃 ;砍票，因为尽管找们都知道这些建议的动机，我们认识到， 

这些建谈只能起相反作用。 但是 , 我们不希望人们对洪都拉 iTf坚决反对种族就视 

和种族隔离的立场有任何怀疑。 我们投弃权票表我们彻底拒绝这种在程序问题 

上吹毛求痴的做法，因为这不符合在这♦ 係大的大会应该盛行的相互尊直，我们反 

对任何对议程项目的不严肃的态度。

伍尔科特先生 ( 漠大利亚）; 主屈先生，我意识到你的呼 吁 ,即各代表团应只

能够对表决作一次鮮#14度言，1旦是我们认为这小问题如此宣要，我感到遗 fê的是, 

我不得不对这小问题作具体的发言，所以我要系絲一*下挺大利亚代表团对Ip-朗修正 

案的投票。 我相信，通过伊朗修正案是一♦ 严宣的错误，这将对本组织产生广泛 

的彭响。 该修正案的基础是《宪 第 1 S条。 让我简略的宣甲一下，途一条 

所例举的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的问题：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建议，安全理事会非 

常任理事屆之选举，经济及社会理，会理亭国之选举，托管理，会理亭国之选举， 

对于新会员国加入— 国之淮许，会员国权利及特权之停止，会员国之除名， 关于 

私行托管制度之问题， 以及预算问题。 伊朗的修正案或建议都不属于这些项目。 

所以我S 代表团对此投了反对票。



在大会的问题中 , 种族隔离显然是一^ 十分宣要的问题。 联合国的绝大多数 

成员对种族隔离深恶绝 , 并且在许多场合下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这是无可否 

认的。 但是，我们被要求要决定的是，根 据 《宪 ÿ 》第 1 8 和议事规则第8 5 条 

的规定，这是不是一小重要的项目。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不是一♦ 重要的项目。 

如果在 19 8 1、 1 9 8  2 、 1 9 8 3年和在此之1 Ï, 种族陽离在程序上没有作为

重要问题加以处理，为什么突然要在程序上将它作为一项:É：要项目加以处理呢？ 

答案是显然的。 大会今天上午的决定是令人遗 'i感的。这是企图限制辩论和压制批 

评。

通过拒绝尼日里亚代表的修正案，大会表明殿意处理搂在我们面前的修正案。. 

伊朗的动议表面上是一个程序性问题但实质上是一♦政治动议， 这项动议所用的措 

词得到了这个大厅中大多数成员的支持。 我们相信这项决定是短视的, 并可能对 

今后大会的讨论产生深的影响 。 关于种族隔离的决议通常都是以三分之二的多 

数或更多的多数通过的。 因比, 今天上午的决定是没有必要的 . 也是轻率的。 

怒的政治动机是压制自由的辩论 , 因此i l l到我国代表团的反对。一

今大大会断定种族險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主要是为了回避审议修正案。 明 

天耽们将作出什么决定呢？今后我们将把什么问题断定为重要的呢？这将会对大会的 

工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解释我国代表团为1十么投票反对伊朗提出的建议时，

耽希望提出这些问题。

类斯曼先生（累马里）： 我il 1没:有參加录决有关种族胸捧问趣是否巷求三分之 

二多数这.个问题的动议，为了避免被歪曲或误， ， 找布望明顿和坚定地If甲, ⑥ISJ 

政府坚决反对种族隔禹政策、 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种族I倚离政，m 实应该受到 

国际上的i谱责，因此是一小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反复多次搂在大会以及 

其他国际论坛上。

瓶们指出这一点，并且认为，摆在大会面前的建议和修正案应该有机会得到考 

虑，并且对它们的作用进行辨论，这样就能，解决突出的问题， 以便就摸在大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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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文本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臭斯利先生( 巴巴多斯）: 1 1 代表ai最坚决地认为，必⑩尽快在这个地球上 

消除种族臉臀的溜天罪行。 然而，社国代表à 认为，由于冲突的政治思想意识和 

民族主义本能所产生的动机，真正的问题， 消除种族)倚离制/>::很有可能变得模糊 

不清，并且被冲淡。 取:国代; 人为，谷个会员ISi促进解决这个其正问题的权利 

不应该被笼单1巧-|̂  ̂ 门认为，* 于令人怀欽的动机ttn提出ra动议只会削弱主要 

的目的， 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因此%vin征絶孩加教决。

凯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从今天上午所祝弄的化招甲可以清雙地有剑，美

国提出的# 正案得到这一机构的大多数的支待，这祝明为什么不得不巩弄程斤上的 

花招，试图回避大多数作出决定。

然而，鉴于今天上千发生的爭情，社们认为，这时候这些1廣止案不'口1能得到公 

正的审议，因此狹们《 回找们徙出的载于第a/39/A 4 3 号和L. 4 4 号又件中的修 

正案。 社再Ü̂ —遍，耽们撤回这网项修正案。

此外，美国夢求对Ay^39/Ij 2 8号和 li 3 0 吾决议草案的四个段?各:iÆ行分 

決。. 耽将评细说明这些段落。 关于第a/39/L. 2 8号决议单案，我们要求对序 

盲部分第2 段和执行部分第1 5 和第 1 8 段进行分段录决。 关于第A/39/J^.

3 0 号决议草案，我们要求对序盲部分第5 段进行分段表决。

主席：权现在请那些布望在这五项决议草東录决之前解释自己& 崇的代表发言。 

各位在所有隶決进行之后也将有机会解释自已的投票。

取 要 提 大 会 ，根聪议》规则第8 8 条

" 主席不恃允许提案和修正案的廣提案人就其对目己的提案或修正案的投 

票作解样性发言。 "

耽 要 提 谷位 代 表，解释投祟发言敝制在1 0 分钟之内，并且由代表团在各自 

的席位上发言。



麦克多纳先生 ( 爱尔兰）：我代，欧洲共向体十个成员国希望就决议草案进行 

发言。

在有关议程项目03 1 的辨论过程中，十国作了共间发言，養无保留地，责种族 

I祸离惜她，并且J I甲自已的1-§'念，认为必须消除种族隔高制度，并且在有真正代录 

性的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社会。 十国继续敦促南非政府对其大多数公民和塞个 

1Ü际社会的慰望作出反应，在南非进行迅迷和孤本的改革，以便结束种族檢高制度 

而不要丧失和平改革的机会。 十 IS认为，在消除种妖險海制度.的努力中，联合国 

能够发挥激重要的作用。

种族隔海制度是遭反南非大多数公民的着本权利的一个雜恶的制度。 有关这 

个议程项Ëi的一般性辨论已经录明，大会一致/又对种族隔薄制度。 因此，令人遗 

憾的是，象去年一样，某些决议阜案义保M 了应该饥(以反对的麻分。

十国布望重甲敦力于联舍国合员国晋遍性的鹿则。 专门机构也应该休t  @已 

的晋銅性特点 , 应该适当地考它们的，程。

十国认力，板据《联合国宪草》，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取权分工必硕受到尊重。

十国认为，南非的局势不是非殖民化的问题。 十国反对南非的种族 I倚禹箱；̂,, 

B 的在于雅挺自由、平等和所有陶非人不分种联或欣B 的社会正义在那里建立一+  

社会。

十国# 责不管来自何方的使用泰力，决南部非洲问题的行为，想括违反南非邻 

国的主权相领土究整的行为。 十国对来自南非的难民的处境汰为关切。

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对大会在决议中赞成武装斗争所特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 

十国认识到，种族臉海政策在南非的继续存在向1■干多人表明，只有遗过武装斗争才 

能够结束这些政策。 然而，十国认为，联合国有主要的义务促进和平解决。

十国认为 , 所提出的同南非断绝所有关系的要求不符合我们大会的共同@标， 

即彻底销毁种族隔离制度，而且会产生事与感违的结果。 十国认为，应该继续开



A/59/PV.99
Ik

放同南非接触的渠道，以便使外部世界能够继续向南非表明坚决反对受到憎恨并且 

在道义上不能挺受的种嚴胸薄制處 , 并且表明亟须进行迅速和根本的改革。

十因仍然敦力于奥林匹克的不救祝理想，并且反对在体盲中的任何形式的种族 

I檢离。 然而，十国必须指出，在狹们国家中体育是私人组织的，这些体育组织意 

识剑它们的政府反对违反奥林^克理想的体育接 '/ t e。 十国政府将继续坚决地胆止 

涉及到种联跌祝的体i 任ta。

十国反对武断和毫无理由地攻击会员国和国家集S 。

鉴于上述理由，共同体十国17?然不能支持关于这一项目的大会决议草案，千国 

为此感到避憾。 他们重申，他们将继续应用其集体的力量，向南非政府加影明 

以求消除罪恶的种族隔高制度，建立起一♦ 每小人毫无例外的都享有平等、 自由和 

公正的社会。

梅迪纳先生 ( 萄萄牙）：首先，我想谈谈今天早晨对爱尔兰代表团提出的程序 

动议的表决。 我想强调一下我国代表团当时所说的话；当时，我们正在对一项出， 

确的程序动议进行表决，这项动议是关于具体决议草案的具体修正案的。

我S 代表团明确的认为，根 据 《联合国宪章》第 1 8 条，种族隔离问题是一 

小重要的问题。 其他几位在我前面发言的几位代表已经解薛了各自的表决，我也 

愿象他们一样强调，决不能把我们的表决看作是危， 了这一我们理解。

在这次辨论中，我国代表团多次M 申，葡葡牙反对各种形武的种族主义和建筑 

在种族优越原则基础上的社会。 我们还多次重申支持任何倡议，只要这些倡议的 

目标是促进进行必要的结构改革，建立起一♦能够消除该政权制造的紫张社会体 

制；该政权的基础是推行制度化的校视。 -

这种反对和支持就是指导荀葡牙在种族隔海问题上采取态度的原则，也说明了 

我们多年来一直反对种族主义，并把这种反对作为我们基本的&^定法^则—— 这种反 

对已经被载入我们的宪 f c 。 葡葡牙投票赞成本届会议通过的第39/2号决议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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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信有必要消除种族隔离和班图斯坦化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本身就充筋着、并 

会造成暴力和冲突。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确保修改癖非目前的体制，而是要进行報本 

的改革。 至于这一理由，我国政府一直在进行工作，以求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 

荀萄牙还认为，必须根除所有的武装冲突。 任何破坏性的#力行动都必须受到遮 

责 ，因为我们担心南非人民即将蒙受的灾难性后果以及所带来的最严重的损失会危 

及邻国。 葡萄牙不能支持所请分而洽之的，决办法，因为这种办法丝毫无助于 

解决全球性的问题。 我们也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 不分青红阜的施用暴力手 

段是一个有效的办f e , 即能够把南非变成一个自由、 民主和多种族的社会，也能同 

时在南部非洲实现和平与繁荣。

同样,我国政府认为，彻底孤立南非不会有助于我们实现进行基本改革的这一

重要目标；我们已经呼吁该国进行基本改革。 在这一方面，葡葡牙深信，有必要 

使得国际社会时刻动员起来， 为反对种族主义而进行努力。 我们同样意识到，要 

有效的消除这一现家，那么首先必须改变思想杰度，使 得 各 种 族 集 团 之 间 培 种  

社会和平等的感情。 历史证明，使得一小国衆脱离万国大家庭的原因不是演变，
r

而是固定不变。 ^

在某些情况下， 已经作出的区城性安排可以成为葡《牙所推行的按倘政，。

不能把接触与援助和声後种族隔离政权混为一谈，因为援助和声援允许猎狂反对国 

际公法， 向邻国进行入侵和制造不稳定。 我国与安哥拉和英桑比克有着历史和文 

化联系，所以，我国代表闭在此宣甲特别声捷安哥拉人民和莫桑比克人民；南部非 

洲目前不稳定的局势使得他们深受其暴。

本着这种精神，在大会各项付i首表决to项目上，我 ill代教团将和以rà 一•样投票。 

这些决议草案的某些方面鼓励采取暴力行动和含有救视 i ï 的提法，其他一些决»  

案措词不准确，特 别 是 第 36号决议草案的第 6 、 7 和 9 执行段，对此，



我们持保留意见。 然而 , ' .我们投¥ 赞成第A/39/U 29、 lu 31、I* 3 2 和L. 33

号决议草案。 我国代表团希望，他能够作出现实的贡m ,韻助永久、公正和和平 

的解决南部非洲的问题。

科尔霍宁先生 '（芬 兰 ）: 找不胜荣幸的代表北欧五国—— 丹 免 冰 幼 、挪威、 

瑞典和芬兰发言。

北欧国家多次在大会上Ü 责种族隔离和各种形武的种族较视。.必须彻底消除

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一♦ 建筑在真正的代表民主基础上的制度。 北欧国家反对种 

族隔离制度的基础是正义、 自由和民主的模念,以及我们对人人享有平等和尊严的 

信念。

根据《北欧反对南非联合行动计划》、北欧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表明我们 

为实现这独目标承担了义务。 在协调努力、和种族隔高进行斗争的问题上，北欧 

® 家已经和有关各方，特别是前线国家进行了後商 ,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 

其他国家一起发起了关于采取一致® 际行动 , 消除种族隔离的新的决议革案。 我 

们将冉次支特大多M关于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问题的决议。

根据我们国家在种族隔离制度问题上的态度，我们不能投票，成所有的决议革 

案，我们对此感到遗憾。 其中有些决议将再次道成实廣性问M 。 有握问题牵涉 

到原则、而且不止一♦ 决议草案有这种问题。 我想简单的谈谈这些问题。

第一，北欧国家认为，普遍性是国际组织基本原则之一。 所以 , 我们不能接 . 

受任何会议某种方法损，这条原则的 3̂、法。

第二 , 联合国首先承担的义务是鼓励和平解决ai除问题。 所以,我们不同意 

联合国赞同进行武装斗争。



第三，北改国家对不适当地和武断地挑出一些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做法表示遗憾。 

这种做法使我们更加难以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维护国际一致意见。

第四，北欧国家严格地遵守《宪章》的条敦，因此，凡是拒不考虑只有安全理 ’ 

事会才能通过对成员国有约束力的决定这一事实的决议草案，我们都必须要表示保 

留意见》

第五，执行其中一些决议将侵犯北欧国家公民和私人组织的宪法自由和权利。

第六，北欧国家认为，只有在普选的基础上进行的自由和民主的进程，才能决 

定究竟谁可以代表南非人民。

我们的保留意见就是根据这些考虑作出的。 这些保留意见尤其适用于关于对 

南非进行制裁的工.2 8 号决议草案和关于以色列与南非的工 . 3 0 号决议草案。

在北欧各国政府根掘《北欧国家反对南非联合行动纲领》所采取的措施中，向 

难民和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令年， 

我们再次提出了反映这些政策的决议。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表明，我们仍然坚 

定地支持积极地同种族隔离的罪恶进行斗争。

关于我们目前审议的有关种族隔离的决议和修改案必须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的动 

议，北欧国家投了反对票，其原因是因为这一动议的目的是要剥夺联合国大会的成 

员国所具有的详细说明理由和适当的影响联合国大会的决定的合法权利。 当然，

北欧国家的反对票同北欧国家在种族隔窗问颠上所采取的众所周知的立场毫无关系。

约 克 . 冯瓦腾，先 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主席先生，你呼我们在对有关  

的决议本身进行解释的同时，解释一项我们对关于所有有关种族隔离问颤的决定必 

须得到三分之二多数的动议的投票。

同所有代表团一样，我国代表团认为，种族隔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尽管如 

此，我们投票反对了 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提出的这一动谈，因为我们并不清楚 

这一动议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这一动议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以更强烈的形式共同



道责种族隔离呢？还是实际上是针对美国提出的一个具体的建议? 后者似乎才是正 

确的答案，对此我们表示极其惋惜。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会使种族隔离这一重要问 

题变成破坏另一成员国的立场的工具的行动，显然，这样的方式是很不公平的。

观在，我想解释一下我们对大会自前审i义的决议所进行的投票。 爱尔兰代表 

在代表欧别共同体1 0小成员 tSi发言时已经对我们将要投票表决的决议草案进行了 

评论，回顾了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包括我国都一致支持的基本的政治原则。

众所周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坚决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认为这是一 

种系统化的种族技视制度。 我们邀责和斥责种族隔离制度是因为这一制度践踏了 

人权，无视人类的尊严。 南非最近的议会议瞭选举的结果和南非内部持结存在的 

暴乱加强了我国政府的下列看法，即受到影响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新的南非宪法不是 

朝着政治让步迈出的建设性的一步，也不是一个充分的政治让步。 不仅如此，南 

非宪法改革并没有包括旨在给予黑人多後政治权利的措施，对此，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政府感到极其关注。

为了组成南非人口的所有种族的利益，迫切需要和遊页进行有利于南非受压迫多数 

人的和平变革。 在同所有有关力貴进行对话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努力通过 

自己的和平政治来消除南非的紧张局势，对建立一个平等和持久的秩序作出贡献。

在这样做的时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严格地遵守安全理事会对南非实施的 

武器禁运。 任何声称这不是事实的人实际上心里是完全清楚事实真相的。

联邦德国政府同意上述决议的主要内容。 因此，由于这些决议草案的某些内 

容 ，我国政府未能支持所有决议草案，这是令人极其遗憾的。 我们特别强烈反对 

针对西方国家进行的毫无根据的批评，这些批评实际上是在说西方国家正在鼓励南 

非将针对南非被压追人民的暴力和压追升级，鼓励南非针对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侵 

略和制造混乱。

尽管某些应当反对的内容，特别是在JL. 2 9 和 . 3 2号决议中有这样的内容，



但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决议草案A / S a / l. 29, A /39/ l . 32和 A/39//JL. 33。

关于决议草案1^.29 , 我国代表团对特别委员会在报告中关于其工作计划所提 

出的一些建议表示关注。 如果说我国代表团今年在投票赞成决议草案1]，2 9 时表 

现出的立场同去年的立场不同的话，那是因为我国代表团相信特别委员会的主要关 

注。 不仅如此，我国代表团希望，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其出版物中应当对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表现出更平等和平街的立场。 同样，我国代表 

团也希望将我们对这一决谈草案以及第，32号决议草案所涉及的财政问颖所持有 

的保留意见记录在案。

不仅如此，我国代表团还希望强调，我们坚决反对在决议的文本中对任何国家 

指名道姓。 因此，我国将坚决支持所有旨在从这些决议的文本中删除国家名字的 

修改案。

最后，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坚定地希望联合国大会在其第四十届年会时将审议 

最终会得到所有成员国支持的决议。

斯特凡尼尼先生（意大利）：官先请允许执淹清我们対伊明代表H 提出的、今 

天上午付 i t 表决的动案的立场。

薄大利同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对1尹朗动案强加給大会的这一分装 t生的表决表示 

恍虑。 我们认为，种族隔离确实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间题。 任何人心里都不会对 

此存有任何怀疑。 实际上 ， 这一问题在联合国内理应享有最优先考虑地位。 我 

们深信， 这一问题必须继续享有最优先考虑地位。

耽们役票反对伊朗的动案， 因为关健的问题并不是种族險嚴的重要T生，而是尊 

重大会议事规厕的重要性，换句祐说，就是耽们决定的公正性。 今天上午所发生 

的是一个不幸的事件，我们在未来都可能对此表示遗憾。



现在请允资我谈谈正在审议的决议革案。 愛尔兰常驻代表在他早先的发，中 

已经表达了欧洲共同体十Ü1对议程项自3 1所列的决议草案的观点。 意大利宗全 

支持他的发言。

耽闺代表团，望进一步具体地阐述对树门具有特，蟹要意义的要点。 在我们 

有米，反对种族險海特别受员会1直傅我们的專重和支特， 以帮助它/ i 行戚难而极端 

直要的便命。 为了实现找们的共旧ËI标：彻底報除种联 liiT离，该受员会所发挥的 

作用走极为有用的。 为了再次表示社们的支狩， 找们将役桌赞風有关特别受员会 

工作计划的第A / 3 9 / l i  2 9 号决议阜第，虽然耽们有某些保留。

这些保1 /并不来 0 于止在审议中的草案文本，而是i司载于义件A / 3 9 / 2 2 的报 

告有关。 在这一方面—， 意大利布望表明它役票赞成该决议弁不意沫#•它联受或支 

特报告的所有结论和建议。 爛实 ， 我 i l l代 隶 定 IT看一定的关切米考 '愿m 告的斤 

多结论和建议。

规在请允许我谈谈载于文件A/39/J^ 3 5 的妖议单案，.该草案趙为"为报除种 

族險离采取共同的国际行功 " 。 我国硕实赞问这一曰称；找1门布信国际社会有'义'

要为此并加强对南非的压力以其实现这一 ë 标。 此外 ， 我们欢迎该决议的共间提 

案圓的1昌议—— ，欧洲共同体的三名成员国也是决议的共同提案国—— 因为它们避免 

把外来因素列入决议， 向找们提供了明确的决议文本，权们#望所有的决议都能以 

这砰的文本出观。 我们冗分支持要求实规政治目由和取缔种族隔高结构的呼吁；

耽们对决议的资多其他规定也表示赞同。

然而，抚们对梁些方案表尔保留，特别是找们不能支特第5 和第 9 执行段落， 

以及第7 执行段落中的某些因素。 因此，意 大 利 将 对 决 议 章 築 3 «投 

并权宗:。

汰裤先生（新西兰）：新K 兰担绝南非的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政,。 正如抵 

们在有关这一项É!的一般性辨论发言时所指出的那样， 种族隔离体制是对人类尊严



的侵犯， 违货了本组织的基本原她。 种族臉齒是间新西兰的生活方式和我们正在 

建义的多种族社会的饥值观念黄适而驰的。

- 耽国代表ÜI对狹们正在审议的决议阜案的表决将，人们資:全相信我们新西兰坚 

决担想聊肤主义。， 耽国政府认为，国际社会应该考虑米取一系列选择性推施，从 

rfij使非政府认识到这一，实，即他们的政策和行径在当今世界上不具有任何地位 

因为这一原因，教■in间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提出了载于文件A/39/Ii 3(1的决议草案 

因为向样的原因，我国代表团将对'决议阜.案 A/39/Ii 2 8投弁权票，即 便 对它 

的雅，辟和全面的要求存有一 些 保 大会支特进付武装斗，，找 ® 代录Si对此不 

能，问怠；我们问样不能够同意使该文本党剑教 的选# & 批评。 新四兰本采会 

支特对决议草案4/39/i. 4 3和决议，案 A/39/L 4 4 日̂ 參正案的。

对题为 " 体育领域的种肤 I询高" 的厌议，条 a / 3 9 / L  31  , 新四兰将役赞成桌 

我国政府坚决反对抵 I I I运动员向南非发生肤侧，除非种肤 I倚高驳取缔％ 南非的运功 

队具有全面的代表性。 新西兰的政策总的来说是问特振.資会的白称是相符舍的 

虽然法停:上的 I寧样报可能胆•特新西兰邀守Ë 1 [ 提议的一项国际公约。

我们对关于反对辨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工作安排的第A/39/I^ 2 9 号决议，案 

的一些方面有保留态度，但力了表明我们对特别委员会工作@标的支持，我们将投 

票赞成这一决议。 我们支持第A/39/：L. 3 2 加第A/39/% 3 3号决议重案也表 

明了我们愿意确实地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消除种族隔离*

卢埃先生（法 国 ）: 法国代表团想作出以下发言，充实爱尔兰代表代表欧洲国 

家.作出的发言。

众所周知，法国强烈遗责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我们以前已经报清越地 

表明了这一点 ， 我们也通过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外长# 松先生在今年1 0 月 

9 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为他举行的会议上再次庄严的#达了法国的这一立场• 
在回顾法国在反对种族主义斗争中发挥的历史性作用时，谢松先生在他的讲话中宣 

布：



" 因此，我国毫无保留和明确无误的谱责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如由此产生的

行动。 就我们所知，世界上唯一的合法种族主义形势只有在南非存在，这就

是我们谱责的种族隔再制度。 "

我国坚决支持努力在南非建立公正和保证承认南非所有人尊严的人们 •  我们 

充分支持特别委员会继续提供种族隔离政策方面的消患，并《责这一政策，法国外 

长 在 1 0 月 9 日的这一特别会议上表明了这一点，

正是由于这小原因，法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赞成委员会 工 作 安排的载于第A /39 / 

It 2 9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尽管我们不赞成草案谈到的所有方面。 同样，我国代 

表 a 将投票赞成载于第A /3 9 / I i 3 2 号文件的决议韋案，这一草案鼓励联合国促 

进向公众提供消息，使公众参与消除种族隔离的国际行动。 法国政府表明，它对 

向公众提供有关种族隔高问题的消患非常感兴趣。 法国政府通过法国外长第一次 

宣布，在 1 9 8 5 年向联合国宣传反对种族隔离基金提供描助，从而强调了法国在 

这小领械的承诺，

此外，虽然法国对任何未来公约草案的内容保留它的立场，但为了表明它反对 

种族歧视，法国还是打算支持第A/39/JD. 3 1 号决议，案，

正如爱尔兰代表代表欧洲共同体国象发言所说的那样，我想表达我的遗憾，即 

法国不能够支持这一议程项目下的所有决议塞案。 法国代表团非常真诚的着望， 

将来种族隔离决议韋案的起草者将考虑到一些代，表因就这些问题的立场，并使大会 

所有会员国都能够支持这些决议。 种族隔离受到大会的一致谱责。 让我们共同 

努力，尽可能找到使我们所有人能够在表决中反映这种一致意见办法。 我国代袭 

团坚信，这一目标能够在不削弱谱责的情况下得到实现， 决议的力量只会得到加 

强，这就是我的希望，

阿尔沃诺斯先生（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毫无保留的反对以最可恶的种族隔离 

形势出现的种族J資视，认为这是透反人类罪• 但是，这一立场的基础不是一时一



刻的因素，或民族或国际政治压力* 这产生于一小■种族混杂国家的信念，许多种 

族生活在一起使这小国家成长起来，这小国家是建立在尼 ;15̂多尔自由加民主原则的 

基础之上，

公民投票产生了我们的宪章，宪章第四条中指出：

" 厄瓜多尔国家《 责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加新殖民主义以及歧视或种族歧

视 。 它承认各国人民有权利 feL脱这些压迫性的制度 . "

在第四段第9 条中，宪章指出Î

" 楽止任伤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派别、政治观点、社会

出身、经济地位或出生的歧视。 "

因此，厄瓜多尔加入了《消除各种形式种族就视Ë 际公约》. 我们也是第一 

小 加 入 《禁止加惩治种族隔禹罪国际公约》的国家。

因此，我国在过去2 0 年中和其他拉丁美洲国象一起一直支持非洲的兄弟。关 

于这些问题的决议韋案反陕了非洲的痛苦悲剧勃解决这些问题的长期愿望，

厄瓜多尔不赞成对人权采取选择性的作法，我们认力，所有无视联合国决议的 

国家，不管大小，都应当受到请责。 因此，我们投票赞成了关于种族隔离问颠的 

所有决议，这完全是根据剛剛提到的反歧视原则作出的决定，但我们不认为一些国 

家应当单单挑出来，而其他国家撤在一边。 在此，我们同意种族主义应当受到谱 

责，但只应当用高尚的语言，而不要用本身就是歧视性的语言。



我国宪法是通过全民投票产生的，在第4 款中规定：

" 厄瓜多尔国i遭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硬视或种族歧视。

厄瓜多尔承认各国人民有权从这些压坦性的制度下解放出来。 "

宪法的第4 段奪9 敦规定：

" 禁止由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血缘、政治或其他观点、社

会出身、经济地位或出身的原因进行坡视。 "

因此，厄*瓜多尔加入了《禁止一切形式的种族坡视国际公约》。 我们是加入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 罪 行国 际 公约》的第一个国家。

由于上述原因，我国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道， 2 0 多年夹一直对我们的非洲 

兄弟表示支持，这反映在就这一问题通过的决议之中，这些决议反映了南洲人民的 

痛苦和想惨的状况以及世界各国都对解决这一问题十分关注，

厄瓜多尔不同意以有选择的方式来看待人权，我们认为，所有无视联合同决议 

的国家都应遭到道责，不论这些国家是大或是小。 因此，完全是由于提到了反破 

视的原则，所以我们将投票赞成所有有关种族隔离问题的决议草案，但我们不同意 

在所有方面都相同的情况下，挑出一些国家而对另外一些国家却视而不见。 这次， 

我们同意种族主义应当遭到请责，但所使用的语言应当是崇高的，而不应便用那种 

本身耽是具有坡视性质的语言。

关于决议草案A/^39/1  ̂ 2 8 和 li 3 0 , 厄瓜多尔支持一切旨在消除种族破视的 

政策，而不论这一政策是在什么地方制订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遍的请责——  

但我们对义本的某些段落并不同意，这些段落的措词是不适当的，不可能解决这一 

问题。 相反，应当努力寻求谅解而不是便业己存在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

我国代表团重申支持非洲人民反对一切新殖民主义或校视，争取民主，人权和 

全球公正的斗争。



米斯曼先生（荷 兰 ）：在就种族隔离的问题举行辨论时，我国代表团就已经表 

示 , 废除这种制度化的种族隔离的制度依然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荷兰政府一贯遮责南非推行的种族主义政策。 种族隔离的法律每一条都是同基本 

的人权相遭背的，这种法律就意味着一种使南非的大多数人无法享受具有尊严和自 

由的生活的压迫制度。 最近在南非出现的暴力和压迫的浪潮再次表明迫切需要根 

除种族隔离制度，而代之以一小真正民主的社会，在这个民主社会中，所有的南非 

人，不论他们的种族、肤色、性别或信仰如何，都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 

利 .

我国政府在作出努力以便对尽早根除种族隔离制度作出贡献的同时，趣续优先 

考虑在联合国的构架内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0 关于这一问题⑥辨论已经表明，联 

合国组织的各成员国都一致同意，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同意集体的行动为 

向南非政府施加有效的压力带来了最好的前景。 因此，人们本来会期望大会所审 

议的决议草案在起草的时候会考虑到将这一广泛的一致意见变成表达原则的声明和 

具体行动的纲领，使所有联合国的成员国都能对此表示支持。 然而，令人遗憾的 

是,我们目前审议的这些决议草案中有一些所包括的内容很有可能引起争论和相互 

指责，而不是对我们的共同事业作出贡献。

愛尔兰大便在代表欧洲共同体十国就这些决议进行发言我们完全同意他的 

发 言 时 ， 已经列举了若干欧洲共同体成员国都一致支持的y廣则。

我们坚决的反对对某些国家现国家集团辱骂和进行武断的批评的作法。 由于 

这一原因，也仅仅由于这一鹿因，我国代录团准备投票赞成美国提出的修正案。由 

于显然是关于种族購离问题的一个程序t生功议—— 这一动议的目的仅仅是要在这些 

决议草案中保持目前的措词，而这些猎词不仅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同时在我国代 

表团看来，也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这一些修正案未能付诸表决，我们对此表示极 

其遗憾。 因此，我国代表团投票反对伊朗提出的种族|攝离问题应当应用三分之二



多数规定的动议。 不仅如此，荷兰反对对武装斗争的撒念录示支持，这一概念是 

不符合《宪草》的原则的。 我们认为，南非的局势并不是殖民主义的局势。 因 

此，尽管荷兰支持非洲国民大会和阿加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这位反种族隔离的运动 

所作出的努力，但我们并不承认这两个组织为解放运动。 我们也依然对根据 i 9 

4 9 年 《日内瓦公约》和 1 9 7 7 年 《附加议定书》运用战俘身份持有保留意见。

所有这些考虑都适用于关于全面制裁的决议草案。 这一草案的内.容对某一国 

家集团表现出了十分令人震惊的敌意，这使我国代表团表示极其遗憾。 各成员国 

也许对选择旨在根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政策方面待有不同的意见。 但利用这些分期 

来遗责某些国家这种作法破坏了联合国的基础，继续加以遗责。 然而，我们也不 

同意该决议草案的总的中心内容。 因此，我们将投票反对这一决议草案。 荷兰 

政府担心，完全独立南非和对南非实行全面性的制裁将使得现存的紧张局势大大的 

恶优，给南非人民和邻近的国家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 因此，荷兰将采取一种两 

条渠道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加大对南非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同时又利用现存 

通信渠道来鼓励南非社会内存在的和平变革的力量， 然而，除了这些保留意见之 

外，我们认为，第 1 1 执行段所提及的有选择的强制性制裁可以为未来有可能采取 

的针对南非政府的集体行动指明道路。

我现在谈谈关于关于采取一敦国际行动以便根除种族隔薄制度的决议草案。我 

们极其直视这一为了提供一个具体的共同猎施的广泛论坛而作出的建设性努力, 我 

们将投票赞成这一决议。 多年来，我国政府就一直在呼吁或执行该决议草案所建 

.议的许多步骤。 例如，荷兰宣布支持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强制性决定对南非实施石 

油抵制，并表示支特石油出口和生产国为保证有效的贯彻他们的自愿禁运而作出的 

努力。



在决议草案A / 3 9 / L .2 8 加 A yB 9 /L .S 0问题上s 厄瓜多尔支持任何消灭

种族坡视的政策，不管这种跋视在哪里发生，也是说要普遍遭责这种政策。. 但

是我们不能同意文本里的某些段落，这些段落的措词是不合适的，而且不能解决问 

题》 相反应当努力实现一种了解，而不是加剧已经存在的紧张局势。

我国代表S 重申，它支持非洲人民反对任何新殖民主义翁故视的形式，支持在 

整小世界实现民主、人权⑩正义。

梅斯曼先生 ( 特兰 ) ：在关于种族隔离问题的辩论中，我国代表团已经表达了它 

的观点，即消灭制度化的种族隔离制度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荷 

兰政府一貫遗责南非实行的种族主义政策。 种族搞离法的每一条都逢反了基本人 

权，它代表了一种压迫性的制度，这小制度剥夺了南-#大多数人尊严加自由地生活 

的权利。 最近在南非发生的暴力和压追事件再一次表明，必须立即取代种族隔离 

制度，代之以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南非人，不分种族、肤色、 

性别或信仰都享有乎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

我国政府在努力尽早消灭种族隔离的过程中，将继续优先考虑在联合国范围内 

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 关于这小间题的辨论表明，联合国成员.根据它们的判断同 

意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共同目标，采取集体的行动最有希望对南非政府施加有效的压 

力。 因此，人们本可以希望联大面前的这个决议草案应该把这种广泛的一致意见 

变为原则的声明和具体的行动计划，使跋合国所有成员都能够同意这个决议草案。

然而我们遗憾地注意到，我们面前的一些决议韋案又一次包括了一些可能会挑起争 

论加相互指责的内容，而不是有利于我们的共同事业。

_ 我们完全同意爱尔兰大使代表十国就决议发表的讲话，他在发言中提出了欧;洲 

共同体成员国共同遵守的一些原则。 在解释我们对决议的投票时，请允许我较为 

详细地阐明指导我国政府的一些考虑。我们坚决拒绝对某些国家或国象集团采取遵 

骂或肆意指责的做法。 因此，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美国提出的修正案。 我们 

非常遗憾，由于在种族隔离问题上提出了一小弓i人注目的程序性动议，没有对这些



修正案进行表决。 然而这个动议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保留决议中的措词，这些措 

词不仅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而且在我国代表团看来也是没有道理的。 因此，我 

国代表a 投票反对伊朗要求使用三分之二多数规则的动议。 此外，荷兰反对对武 

装斗争思想表示支持，这样做是不符合《宪章》的原则的。 我们认为，南非的问 

题不是个殖民主义的问题。 因此，尽管有兰支持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的非洲国民 

大会激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努力，我们并不承认它们是解放运动。 另外我 

们仍对报据1 9 4 9 年的《日 内 瓦 约 》舶 1 9 7 7 年的《附加议定书》使用战犯 

地位持保留态度。

所有这些考虑都适用于关于全面制裁的决议。 我国代表团深感遗憾的是，这 

个文本对一个国象集闭表现了真正令人吃惊的敌视。 尽管成员国在消灭种族赐离 

方面可以选择不同的政策，但利用这种分跋想罚某些国象是对联合国基础的打击， 

必须予以批判。 另外我们还对决议的总的方向持不同意见。 因此，我们将投票 

反对这个决议， 荷兰政府担心，完全孤立南非并对t 实行全面的制裁将大大加剧 

已有的紧张局势，对南非人民如邻近国象的人民带来不能容忍的苦难。 因此，荷 

兰采取了一条两条腿走路的政策，一方面增加对南非政府的政治如经济压力，另一 

方面利用现有的联系渠道，鼓励在南非社会实行斤平的变革。 然而除了这些保留 

意见之外，我们认为，在执行段落第1 1段中提到的有选择的、强制性的制裁可能 

是在今后对南非政府采取集体行动的一种方法。

现在我来谈力消灭种族隔高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的央议草案。 我们高度重视 

这种建设性的努力，为采取具体的共同措施提出一小广大的场所，我们将投票赞成 

这个决议。 我国政府在过去一些年里已经赞成和执行了这个决议草案中提出的很 

多措施。 例如，荷兰已宣布它支持根据安理会的强制性决定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 

它也表示支持石油出口国和生产国为确保有效地执行它们的自愿禁运所做出的努力，



荷兰严格遵守4 1 8 号决议（ 1 9 7 7 ) 建立的强制性武器禁运。 荷兰作为 

安理会的理事国，一直积极敦促通过加强禁运、并增加其有效性的措施，特别是强 

制禁止进口在南非生产的武器。 此外，我们全力支持第四执行段中列举的各项要 

求。 至于第八执行段中的呼吁，我愿回忆一下- 对于救族隔离的受善者、前线国 

家和南非发展协调会议，荷兰一直是一个主要的援助提供国，我们以过去提到的保 

留，一直支持非洲国民大国和泛非大会。 然而，我们并不能支持决议草案的所有 

方面 , 我们的某些保留是和我早些时候发言中提到的普遍原则有关的。 我们对第 

7 执行段也有保留，我们将欢迎安全理事会作出强制性的决定，暇制在南非的投资。 

然而，在国家行动的范围内，我国政府并不想在它和雇工组织及工会就如何才能 

特gij« 地影响荷兰公司在南非的投资的嗟商作出结论。 此外，荷兰也同样认为， 

决不能允许南非获得军事核能力。 但是，与其呼吁停止愈南非的所有核合作，我 

们却愿意呼吁南非加入《不扩散条约》, 或者/ 接受对其核措施的全面的保障措施。

我现在倚单谈一谈剩下的决议草案。 尽管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工作 

报告的某些地方有保留，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反对种族赐离特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的决议草案。 我们认为，应当在正常预算的资金范围内找到执行这一计划的方法。

最后 , 关于体育领域内的种族隔搏的决议 , 荷兰将继续弃权。 要求南非人申

请签证已使我国能够暇制南非参加在荷兰的体育运动会。 然而, 我们不能接受拟 

议中的反对种族隔离国际公约中的某些条敦：因为它们不符合我国宪法保证的自由。

阿克约尔先生（土耳其 ) : 我国代表a 将投票赞成关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所 

有决议草案，这 * 决议革案载于A/39/L，2 8和 a/39/ l, 3 3 以 及 36 

号文件。 . 我们很高兴共同发起A/39/L. 3 4号文件中所载的决议草案。 我们 

坚决支持这一决议草案，这反映出我们愿和国碌社会一起为消灭种族照离而努力 , 

然而 , 我们对这一决议草案中的某些段落却有保留关于V 3 9 / L . 2 8号决议草 

案，我们认为，第 1 3 、 2 1、 -2 2 、 2 4 、 2 5和第2 6 序言段以及第1 4 和第



1 5 执行段的措辞是不均衡的。 一般来说，我们不认为应当提及某些 i l家和国家 

集团，这是因为很难就各自的责任采取坚定的立场。 具体地说，对正在审议中的 

决议革案的某些教落中单独和集体地提到了西方国家我们有保留。

德弗女士 ( 比利时）：♦ 天早晨，我国代表团投票反对伊明伊斯兰共遍国代表 

团提出的程序问题, 我们是毫不犹豫地投了反对票的。 我们的投票是不能够误解 

的：比利时政府和人民毫无保留地反对种族隔齊，这是人所共知的。 在提出的这 . 

一动议的范围内，它并不适应种族隔离问题的重要性，而是一个程序阴谋，是要在 

拒绝了另一小旨在于防止就这些修正案表决的动议之后， 破坏還过一*4•成员Ü提 

出的修正集。

这种做法是令人遗憾的，它们破坏了大会工作的有效性，破坏了气氛。

我国代表H赞成关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工作计划以及反对种族隔离行动 

的A//39/L. 2 9和 a/39/ l. 3 2号决议草案。 我们认为，应当尽一切可能保证 

在现有的齋金中拨出适当的款项。 关于特别委员会工作计划的A/Ü9/L. 2 9 号 

文件 , 我们愿意强调，我国代表团的赞成票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赞同唯一的一个序 

言段中提出的整个计划。 ’

我国代表团还将投票赞成关于在体盲领城内的种族隔离的a/39/ l. 3 2号决议 

草案，以及关于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的V 3 9 ^ ，. 3 3 号决议草案。

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 它不能够投票赞成其他3 个关于种族隔离政策的决 

议草案。 爱尔兰常驻代表在刚刚代表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发言中，已经非常清楚 

地反映出我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关切。

比利时毫无保留地和全世界一起遗责种族隔离制度，但是，我们不准备脱离我 

们的道德行为准则，而作出所要求的妥协 , 那将不会都助我们实现我们追求的目标。 

比利时不可能在希望和平解决的同时 . 鼓励直接或间接的武装斗争。 我们的态度 

是一贯和负责任的 , 以及我们认为这是符合《宪章》的原则和联合国的任务的。



如果比勒陀利亚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吁的反应一直使我们感到失望的话， 

我国政府不能够贷同一种说法1 即，那一政府在某些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一直在南 

部非洲奉行霸权主义政策。 我们不能够接受对某些西方S ，的单独批评，特别是 

那些以消极的态度防止建设性承诺的政策。 唯其如此 , 如果美EI代表团提出的修 

正案仍然被保留了的话，我国代表团是会投赞成票的。

比利时不能同意就因为跟种族隔离问题没有直接关系的原因，而专门就南非和 

男一国之间的关系作ai—个特别决议 „ 我国仍然认为，对南非进行大规模的抵制将 

产生与国际社会正在寻求的相反的效果，如果我们希望现存的压力能够导致和平地 

消除种族隔离的制度性结构，那么就有必要保持■际社会与南非政府之间的联络渠 

道。

最后，关于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參加专门机构的问題，我国代表团比以柱 

任何时候都相信，为了国际社会的一贯利益，并且符合它们的管辖范围，这种管辖 

应该继续主要是技术性的，并且♦ 应该破坏我们对便这一斗争普遍化的呼吁。

我们投票反对第A/39/^L. 28和第A/39/L. 3 0号决议草案，并且必须对第 

A /39/L .  3 6号决议草案弃权，这一草案是关于国际消除种族隔离行动的。在这 

后一个决议草案所渉及的问题方面， 我们承认提案国，出了令人赞赏的努力已取得 

协商一致。然而，我国政府认为，载于这一决议草案的一些语言仍然表这了一些我 

们所不能支持的想法。

卡尔森先生（加拿大 ) : 我国代表团反对伊朗的助议。我们不认为这一建议符 

合 《联合国宪章》第十八章的语言和内容。我们所关切的是，这可能开创一个可以 

限制未来的辩论和扼杀大多数会员国意愿的令人遗憾的先例„

在早些时候的辩论中，加拿大常驻代表e i i 清楚地阐明和述叙了我国关于种族 

隔离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的政策。我们将投票赞成第A/39/i. 35号决议草案，以 

作为我们坚决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进一步表示。我们还承认这一决议章案的案文是 

经过.精心准备的，它考虑了各方面的问题。我们祝贺提案国们所作出的努力。



然而，我国代表ffl必须把它对这一决议中的某些因素的保留意见记录在案。关 

于执行段落五，加拿大支持采取消灭种族隔离的关效措施，承认安全理事会根据《联 

合国宪章》有权决定强制性制裁的问题。但我们还不清楚的是，现在有那种强制性 

制裁的新形式可能是贴切或者是有效的。鉴于这一因原，我们对这一建议提的是否 

及时有些怀疑。 ，

关于执行段落七，加拿大政府不向南非贷款或给予官方借贷 ， 已经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以结束官方对贸易的促进，包括停止出口信贷和废除加拿大一一南非贸易协 

定。根据法律，这些措族不能胆止加拿大的个人或公司进行和平商品的贸易，以及 

追寻投资的机会。这个问题要由个人自己来作出判断。

关于执行段落八，如拿大不支持把武装斗争作为使南非发生变化的手段。然而， 

我们向南非境内的种族陽离的受害者和难民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财政援助。我们向支 

持社团发展和训练的自愿组织提供了赠敦„ 在国外流亡的人通过英联邦，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其他的途径得到了援助。我们不支持，也不打算支 

持其他寻求以暴力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运动。

关于执行段落九，我们在反对将支持种族隔离政权的倡议和接触时，我们不认 

为公开和坦率的交换会产生，或必须产生这样的效果。我们不赞成完全孤立南非， 

并且不把本段的辑词理解为是赞成中止所有的接触。感到自己被孤立的社会更难以 

改变。人们的思想是不能通过拒绝与他们对话来进行改变的。

发表了这些看法之后，加拿大代表团希望再一次强调，我们支持该决议的明显 

用意，那就是为采取具体的国际行动争取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我们是支持的。 

这一斗争必须继续下去 , 直到结束种族隔离，使人人获得正义。*

副主席格贝霍先生（加 纳 ）主持会议。



伍尔科特先生 ( 澳大利亚）：今天上午，我已经解释了澳大利亚代表团对于伊 

朗的访议所采取的立场，现在，我要筒单的谈一谈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正如在11 

月 2 0 日我国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中就这一议卷项目所说的那样，澳大利亚现政府 

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和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特别是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 

政策。

我国政府认为种族隔离是南部非洲紧张局势，不稳定和对特的根源。因此，澳 

大利亚支持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在碑责南非方面作出国际努力，并准备采取措施 

以对南非采取有效的压力以结束种族隔离》

尽管我们坚决支持采取有效的国际行动以结束种族隔离，可我们又一次看到自 

己面临着一些包括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因素的决议。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国代表团 

欢迎有机会与一些其他的西方和非洲代表团共同提出了第工I. 3 6 号决议，案，我 

们认为，这一决议草案包含了一个反对种族隔禹行动的有效的计划。关于其他决议， 

我想发表以下几点看法：

我国代表团反对把武装斗争批准为结束种族隔离的手段之一。联合国最受珍视 

的原则之一，就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我们认为，赞同武装斗争是不合适的。

然而，说了这番话之后，我应该补充说，昨天在关于纳米比亚的问題的间题上 

我说过，我们理屡遭挫折使件多国家和人民产生了这样的观点，即如果和平的方 

式产生不了必要的结果的话，武力将不可避免地被作为最后一招以结束在南部非洲 

被制度化了的种族坡视。



我们还反对有选择地和武断地谱责个别会员国以及在进行这种批评时所便用的 

奇薄语言。 出于这种原因，我们本来会投票赞同戴于决议塞案a/39/L . 43和A/ 

3 9 / L . 4 4 的修正案，并且出于此种原因我们将投票反对那些美国要求分别投票的 

段落。

澳大利亚代表闭还致力于国际组织会员国普遍性的原则。 我们不能接受这些 

决议中要求把南非从联合国及其所有附属机构组织中驱遂出去的做法。 正是通过 

秦加这些机构，使南非不得不面对国际反对种族隔离的全部力量。

我国代表团能够接受的该决议草案中的外一个内容就是宣布南非 f t放运动是 

南非人民的真正代表。 只有茶于普选权的自由民主选举才能够真正决定谁代表南 

非人民。

根掘澳大利亚代表团对于联合国开支严格控制的一贯态度，对于反对种族隔离 

特委会工作计划的性质和程度，我们也作出一些保留。

我们收到的一些决议草案中这些内容的出现，意味着我国代表团对于决议普案 

A /39/L .2 8投弃权票，并且对决议墓案a/39/L . 3 0投反对票。 但是我们投票 

，成 A /3 9 /L .2 9、 L . 3 1 、 L .3 2 ,  L . 3 3 ， L . 3 6 。

默春拉小姐（博茨瓦纳》: 我国代表团对决议韋案A/39/L .2 8役弁权票，但 

投票赞成决议中的其他决议章案，同时对于责成我们参加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的那 

些段落，我们持保留立场。 我 f门不能支持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更不要说实行石 

油禁运了。

掩卡先生 ( 莱索托 ) : 我国代表团作为一个原则问颜支持联合国力结束南非非 

人道的种族隔离行为如种族歧视而作出的所有务力。 因此，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 

成我们面前的决议普案。 但是，鉴于我们对制裁困难的一贯立场，我国代表团将 

对决议草案A/39/L .28投弃权票。 因此同样的是我国代表团对于决议塞案中有 

关制裁的段落感到有困难，因为莱索托无法执行这些段落。



列文先生 ( 以色列）：正如我们在目前议程项目的辨论中所说过的,以色列坚 

决毫不含糊地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跋视、偏执和不容异己。 在大会上 

我们多次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立场。 我们还不断地向南非政府转达了这一立场。但 

是，决议，案 a/39/L ,  3 0和我们面前的一些其他决议塞案的提案国蓄意无视载 

于联合国正式文件中的我国政府的官方公报，准备俊赖基于投机性的新闻报道如以 

前片面性决议的带有倾向、纯属桓造和毫无根掘的指控。 这些决议皇案的提案国 

这样做分散了人们对种族隔离这一真正问颜的注意力, 因而严重损害了关于这一问 

颗辨论的目的，破坏了对偏执如种族偏见受害者们的真正关切。

现在我们应该认真评价对我国一年到头不断地残H i且咒，，立起一种单一的、 

政治如公平的标准并且用于反对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加辨族歧视的正义斗争中。在 

这个项目上，以色列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家被挑出来，受到纯属桓造的具体谱 

责。正如我国代表团在以前场合所提出的其他原因一样，出于这种原因，以色列代 

表团将投票反对决议草案A/39/L , 3 0 。

^ 尔…斯先舆 ( 联合王国）：爱尔兰代表，代表欧洲共同体十国已经表达了我国 

政府赞同的观点，因此我只想就为什么联合王国感到无法支持大会自前收到的大部 

分决议作一筒經发言。

大会没有一个成员会怀疑历届英国政府对种族隔离的反对力量，也不会怀疑我 

国政府一贯通过压力加劝说以及一切现有手段以诱导南非政府放弃野蛮的、道德上 

无法接受的、1 落的种族隔离制度。 但是正如我们在大会最近的会议上一再清楚 

表明的那样，我们希望这一机构以一种现实和有效的方式对待种族隔离问题，并且 

制订出能够使所有代表a 表明它们一致反对种族隔离的决议章案。



n â 们感到十分痛心的是， 出于分裂目的而利用这些决议草案削弱了这些决 

议草案的影响。 如果某些会员国的立场没有被曲解或乱用，如果人们严格地尊重 

事实，大会反对种族隔离的努力的有效性将得到巨大的提高。 例如关于第A/39 

/ i .  2 9 号决议草案，我们对反对1^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第么/ 3  9 X 2  2 ，文 

件中向大会所提交的报告的性质，感到特别的遗憾。 该报告带有偏见并且不准确。 

它在几处严重地曲解我国的立.场。 该报告对包括联合王国和我们在欧洲共同体的 

几 个 伙 伴 的 会 员 国 进 行 了 多 倾 向 性 的 攻 击 。 它会起到完全消极的作用，因 

为它只能安慰那些不真希望看到南非问题迅速、公正和不流血的得到解决的人。我 

们对第A / 3  9 / I^ .  2 8 号和 1̂ . 3 0 号决议草案也有同样的考虑。

国除社会潮助南非人民消灭种族隔离的最有效的途径不是通过孤立、全面制裁 

或其他使南非政府的立场頭固化和对邻国产生严重后果的其他措施，更不能通过暴 

力，而是通过保持对话和使联系的渠道畅通。 我国政府将通过这些樂道继续向南 

非政府表明我们坚定不移地反对容忍种族隔离。

菲里先生（马拉维）: 在审议大会各决议草案时，我国代表团并重申，马拉维 

共和国政府仍然坚定地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和所有旨在加强这些政策的手段。

最近在去年1 0 月 2 3 日，我国总统和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发表了一个联合公 

报。 在该公报中，它们毫无保留地遭责南非所推行的种族隔离并且要求尽早地结 

束推行种族隔离的政策。

因此，我国政府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反对是不容怀疑的。 为了支持反对种族隔 

离，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伊朗的动议。 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审议中的决议草案 

的某些措施不利于尽早实现消灭种族隔离的目标。 另外，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 

® —样坚信，我们所面牆的问题需要能够得到执行的切实的办法。

我们重申，我们不支持点名批评和遭责少数会员国的做法，因为这样做不符合 

普遍性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公开的记录表明一些其他会员国也应该在这方面受



到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第A / 3 . 9 / 1 .  2 9 、 L. 31. L. 32 

和 3 3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 但将在对载于第A / 3  9 / A  2 8、1̂. 3 0 和L.

3 6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时弃权。

我国代表团对于这些决议草案的弃权是出于我国所无法控制的历史和地理原因。

.我国代表团感到很难接受许多国家间接或直接的与南非进行来往，但是这些国 

家却没有被提到过遵责。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求南非与南非的黑人的大多数人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和富有 

成果的接触。

维杰瓦尔达内先生（斯里兰卡 ) : 在今天早上对伊朗的建议进行投票时，斯里 

兰卡投了赞成票。 因为我们认为，种族隔离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们必 

须重申，我们坚信联合国的每小会员国都有在大会发言的平等的权利，如果它认为 

有必要，还可以提出决议和修正案。

我们代表团坚决支持从第A / 3  9 / L  2 9号文件到第A / 3  9 / L .  3 3 和 

第 A / 3  9 / A  36号文件的决议草案的主要精神。 在每决议草案作为签体被 

付诸表决时，我们愿意投票赞成所有这些决议草案。

斯里兰卡对于联合国所有问题的一贯政策是，我们不赞成点名指责或道责和我 

们有外交关系的国家。 但是，我们在联合国执行这一政策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南 

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坚定立场的削弱。 我们在一般性辨论中关于这小问题的 

发言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斯里兰卡无法支持第A /3 8 /L . 2 8 号决议草案的第 

2 6 序言段和第1 5 执行段。 这样做符合斯里兰卡的一贯政策。 有人已经要求 

对这两段进行分别的投票。



卡姆先生 ( 巴拿马）：在联舍国和其他国际机拘中，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种族 

隔商政策遭到我国的谱责和断然拒绝。 我们贯毫不忧虑地把种族隔离称作反对  

人类罪，是对人类的耻辱，因为巴拿马很多年遭受种族主义的折摩。

我们全力支特南非被压追人民和他们伊 除̂殖民主义，建立一个民主和非种族社会 

的解放斗争，保证全体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我们愿重申，我们支持南非非洲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大会反对南非少数种 

族主义政权的英勇斗争，彻嚴4产除种族主义，把南非变成一个没有种族主义和救视 

的民主社会。

我国代表团重甲，我们声捷非洲前线国家，感谢它们为推翻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在那一地区伊除殖民主义而作出的宝责贡献。

我们认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非洲独立国家的一再侵略，一再推行反对南非 

人民的政策以及继续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脉。 因 

此，必须结束这些政策。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将投票赞成A/"39xJL.28、L.29 . L.31 . L.32 , L.33 . 

和 . 3 6 的决议草案，它们基本上符合我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外交政策，我们要对 

某些段落表示保留，这些段落提及了同我国有外交关系的某些国家，进行有选择的 

« 0

鉴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将在A/^39X_L.30号决议草案的表决中弃权。 然 

而，绝不应该把我们的弃权和保留解释为对许多国家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进行的 

那种合作的赞同。 这种合作加强了种族主义政权，鼓助这一政权推行种族隔离和 

压追的政策。

我愿解释今天早農我国代表a 对伊朗代表提出的建议的投票。 伊朗代表的建 

议要求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关于种族隔商问题的任何决议和修正案。 我们要十分 

明确地表明，种族隔高对联合国和盤个国际社会是一个重要问题。 因此，对这一



问题的实质性考虑，在联合国必须得到最高优先权，并受到最严肃的考虑。 、

我们认为，今天早晨表决情况不能最好地使我国代表团明确决定其立场，即是 

否应把种族隔离看成那样一种重要问题。 事实上，这是有所损失的。因为这一问 

题同某些程序问题相关，美国在决定前所提出的某些修正案影响了表决。

我们认为，那时提出伊朗修正案是不适当的，因为这样给人印象是它们直接影 

响对美国修正案的表决程序，而我们没有遵守有关的规则„ 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实 

质没有怀疑。 然后，我们对伊朗建议的意图及是否适当有非常严重的保留。因此， 

我国代表团弃权。

因凡特先生 ( 智利 ) : 我国代表团愿重申其原则立场：我们拒绝任何形式的种 

族校视和种族隔离。 然而，我们感到遗憾, 我们面前的某些决议草案渗入一些与 

我们工作的基本原则相异的因素。 我们重申拒绝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 某些决 

议草案中某些段落是乎进行了选择性的此i平，这无助于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共同目标， 

相反会使一个高度人道主义的问题政治化。 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今后能取消 

这种破坏协商一致意见的段落，使我们能一致地请.责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

贝穆德斯先生（洪都拉斯 ) : 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关于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 

策的JL.28、工.29、L.30,  L .32 .  L.33fOL . 3 6 号决议草案。 洪都拉斯断然 

反对这一压迫政策，它是社会共存的敌人，反对在国内和国际上使用暴力，包括世 

界任何地方的压追和恐怖主义。

然而，去 年 1 2 月 5 日和昨天在对纳米比亚问题投票的解释中我们指出，我们 

无法支持对南非以外的国家进行有选择的点名。 因此，洪都拉斯将投票赞成在有 

关段落中侧除那些提法，并 在 . 3 0 号决议草案的表决中弃权。

阿乔伊 ( 多哥）：我们昨天和今天再次面临某些局势，这些局势至少清楚地表 

明某些国家在接受世界发展局势上的极端顽固态度。 否则，如何解释国际社会昨 

天在多年后又恢复了记忆，认识到多年前已通过了B 4 4 ( I X )号决议？否则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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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代表团称之了程序性争端的现象，如果我们没有压例他人，使他人屈服的愿望？ 

如何解释，今天早上在同样的问题上出现了两项程序性动议；而且至少在我国代表 

团看来，其中一项动议谈论一个虚假的问题。

事实上，联大不能决定是否应把纳米比亚问题定为重要问题。 我们大家都避 

责种族隔离，国际社会把种族隔离看成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行径，也可以叫作重要 

的问题，国际社会甚至把种族隔离称作为反对人类罪。

: 务哥一直避责并将继续避责种族隔离制度， 我国代表团把这看成是极为严， 

的间题，我们不应通过某些程序策略来影响是否这是一件重要事务的决定。 另外， 

大会不是第一次考虑这一项目。 我们一直根振规 !/IÜ来处理这-■问题，这些规则不 

应突然有所扭转或改变。 对我国代表来说，今天早晨的第二个程序动议是否是一 

个精心策划地强调一个程序动议的政治计谋，其明确目的就是阻止所有反对种族陽 

离制度的人取得必要的大多数以便递责这个罪恶的作法。

另外，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问题非常重要，以至于在各级不断得到讨论，这 

实际上是一个人的问题》 因此，我们不能有理由期望我们曰常生活中个问题 . 

一■个人类生存的问题能够由于《宪章》第 1 8 条所明确的一项重要问题的看法而成 

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国代表团投票反对伊朗的程序动 

谈 ,

种族隔离制度问题是我们所有人关心的问题。 人们已采取了各种办法已努力 

对此祸根采取- ■些行动， 应考虑一下局势是如何发展的，以便决定应采用的最好 

战略， 这就是一些国家所要求的。 基于这一点，多哥代爱ST认为，只是由于一 

个国家在过去采取了某种杰度，就认为这就会是现在和将来的同样※ 度是不恰当的.

政治首先是人的间题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人又经常改变，因此可以理解， 

政隶是可以根据政界的情况发生变化的，il?政界的基础是建立在 '昧卫各自利益、这 

一'次是找111的共间利益一-… 即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战斗之上的》 我们不应以‘‘程 

序战斗 " 来互相攻击，而应面对世界的实际形势，# 一项我们自己是否正在为解决 

种族隔离制度问题作正，确的事。 让我们避贾所有与雨非种族主义政权勾结的国家。



让我们在我们的行动中不要武断和有选择性。 如果这是我们的益处的话，让我们 

避责所有那些国家。 多哥政府硕信，在提出有暇的几个与南非勾结的国家之前， 

任何国家都不应被指明， 这是一个正义的问越，

综上所说，我国代表团赞同美国在表决中的立场，我'ÎH也要采取这些立场》

赫伯恩先生（巴哈马）：巴哈马代表团没有参加今天早晨就种族隔离制度问题 

的重要性所举行的程序表决，因为我们认为不得不对这样一个明显和基本的事实作 

出决定只能削弱其重要性和意义*

巴哈马代表团仍投票赞成第1<。2 9至工，3 2 和工，3 6 号决议草案，并将对 I*。

2 8 号决议草案弃权。

.巴哈马代表团仍然拥护南非黑人多数为使自己挣脱种族陽离制度，锁的正义和 

合法事业，种族隔离制度已被大会称为对人类的犯罪。 然而，我国代表闭关切地 

注意到，这一黑人多数的坚定斗争继续受到比勒陀利亚政府精心策划的行幼的反对， 

该政府的目的是要加强其残酷、航脏的种族隔离和仇恨政策，完全无视《联合国宪 

章 》及其决议和决定*

其最近的傲慢行为就是所谓新的宪法，这只能澄清种族政权把黑人多数徘除在 

参加所有领城，包括政洽领域的企圓，这一企图是为了保证全部权利仍然集中在白 

人少数手中。 愚齋掩盖下的旧的政策的新宪法并没有骗过国际社会， 该宪法只 

是加强班旧斯坦化、镇压、经济、政治和文化剥夺，这是南非黑人多数的唯一现实。

巴哈马认为，大会剛刚通过的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大多数对南非继续无视国际 

准则和鹿则的矢望，以及与种族陽离制度战斗之至使之消除并代之以一个公正、多 

种族社会的决心。

巴哈马以自己的义务及国际社会的义务为基础，重申对南非黑人多数的声捷、 

以及对联合国为此正义事业，力的信心， 因此，巴哈马支持决议的主旨、特别是 

郁些要求继续给予南非受压迫人民物质和道德支持、要求助于南非有经:齐、军事、 

政治和文化领城联系的规定，



人们认为，并继续认为通过真正的了解、善意和政洽意愿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战斗不应是在大会相对两方之间进行，相反盤个国际社会应务力执行针对南非种族 

政权的决定， 因此，我国代表团呼吁将要通过的决议的提案国和反对国以更无私

的办法来解决未来文本的结构， 因为如果没有一对所有各方所采取的立场的严 

，的修改，就找不到对此一严重问题的可行办法*
最后，巴哈马重申对.L. 2 8 和工 .3 2 的结构及语言的关注。 前者过于分散和 

模糊；后者的最大缺陷是不平衡 . 然而，我们支持这些文本的主旨，丈本提请大 

家注意种族隔离制度罪恶的根源 . 我国代表团相信，大多数人的支持将在未来的 

该问题上起到促进作用，使产生积极的事态发展，

因先生（马来西亚）：在今天早晨对伊朗代表团提出的程序动议表决时，我 

国代表团投票赞成该建i义， 在今天早晨的这种情况下， 我 H代表 I I没有机会研究 

问题的所有内在影响、复杂性， 总之其对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斗争的所有影响和对南 

非解放运动广泛支持的影响， 我们投了赞成票是因为报明显，种族隔离制度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一直被认为是重要问超，

当然，马来西亚政府对种族購离政策的立场一一该政策是当代的纳粹主义，我

们自独立以来就这样称呼这一政策 -是完全，充分和明确的， 然而，考愿到这

一问题提出时的特殊范围，我国代表团希望对此有所保憧，因此我们对这表决的立 

场现在应该是被认力不参加，

拉贾伊一霍拉桑尼先生{伊明伊斯兰共和国）：在这个星球上，只有超级大国 

还能够想象到卫星上去生法，然而，找们却没有卫星，找们只有这个星球可以居住， 

因此，如果找们想要生活下去的话 ， 我们必须在这个星球上和平地生活下去，

我们坚信美国代表所乎吁的正义、和平与平等， 找们也坚持应通过和平的方 

式解决分艘，但是，首先的条件是 ， 我们的敌人不想尽办法使用非和平的手段 ， 因 

为，不具备这一条件，就无和平可言。 我们认为，有些人不能对公平合理作出公 

平的定义，这些人利用军事力量对我们近行恐 1̂̂ 正向美国代爱在今天早晨所作的 

男，样， 超級大国恐吓那些不同意他们对公平合理所作出的定义的人，这种作法是



根本不公平的。

我们认为，受压迫的人、南非人民1 安哥拉人民， 巴勒斯坦人民、埃塞俄比亚 

人民以及所有饥寒交迫的人民比那些拥有原子弹、超音速飞机和各种致命武器并因 

此把他们公平合理的慨念强加于他人的人要求平等的心情更真切， 我有几小问题 

要向两小超级大国提出》 它们何0 何时曾对别人公平过？ 它们有什么理由要求 

或呼吁公平？ 第三世界国家难道不总是要求和期望公平吗？ 难道 7 7 国集团没 

有在技术转让等问题的谈判中要求公平吗？ 我们取得了什么结果呢？

我们也相信公平，但是，我们认为，超级大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对于公平的定义 

大相径庭。 这就是那些拥有紀自已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各种手段的人所认为的公平 

的事情在我们看来完全是不公平的原因》

因此，我国代表将在平等的基础上投票赞成载于文1■牛 AX39X 

!<，3 3 和AX39XL . 36之中的决议草案。 只要找们看到美国对南非当地人民的外 

交政策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将首先提出删去所有那些避责美国与南非进行合作的 

措词。 因此，只要美国的政策不改变，我认力，我们的立场也不改变。

范利埃罗普先生（瓦努阿幽）:癌症、心脏病、嫌形 i l 球贫 jk和其他可怕的疾病 

会使人们突然死亡、残废或毁灭， 这些疾病使人们直接受害，并使那些热爱和尊 

重那些可怕疾病的受害者受害， 遇责这些对人们造成的灾难是不够的， 我们所 

有人都承认，有必要支持和资助研究这些疾病的起因和治疗这些疾病的方法， 今 

天，任何人都不会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得足够多了；任何人都不能说，仅仪遭 

责种族隔离制度就足够了。

种族陽离制度也是一种痛症。 这种症病同所有其他那些使人类死亡或使人类 

残废或胆止人们实现其充分潜力的疾病一样危险和恶毒。

我们认为 ， 人们应不遗余力地检査这些疾病的起因并寻求治疗这些疾病的方法，



正象我们不准备束缚住与这些疾病进行斗争的医疗工作人员的手脚或限制其资金那 

样，我们也不限制于被称作种族隔离制度的这种社会和政治疾病进行斗争的人们的 

努力或束缚住他们的手脚。 我们以及在座的绝大多数国家都热爱和尊重南非人民， 

正象我们热爱和尊重所有各国人民那样， 因此，我们将投票赞成关于种族隔离制 

度的各项决议草案》

正象一个人不能理解晚期疾病約痛苦那样，我们也不认为，我们之中任何人可 

以真正理解南非大多数人所忍受的痛苦的卷度， 对于他们来说，描述比勒陀利亚 

政权的过分行为没有什么不适当的语言， 对他们来说，我们的言词永远不会比这 

个警察国家具有更大的力量，而这个国家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威胁着人民的生存.对 

于他们我们只能作非常少的事情一一的确是非常少的一一那就是, 使我们进 

一步远离当今存在的最大的非人道行为，

我们到可以在那些决议草案中的某些段中选用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感到 ,

总的来说这是比较次要的。 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在这方面负有主要责任， 

如果该姿员会的语言妥，那么，该委员会的系力、同情和承诺最起码可以说是示 

范性的， 我们赞扬该姿员会主，席代表全人类发生热烈的和积极的倡议 .

我们认为，过去几年中，国除社会辰现出巨大的容忍并创造了便利条件* 今 

天在此谁能有胜量指出比勒陀利亚也作出了反应呢？ 今天在此谁能说我们充分地 

与种族陽离制度进行了斗争或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呢？ 让找们现在忘记我们对南非 

作出的每一姿杰和让步都已经被该政权认为是一种默许和赞成的表现。 该政权的 

狂妄使其几乎比任何人都缺乏远见。 他们不相信我们邀责种族隔薄制度的真正意 

图。 我们已经听到了那些愿意并能够支持这些决议草案的人们的呼声， 我们了 

解他们的困难， 然而，我们也听到了南非人民的呼声， 们的函难更客身让人 

理解，因为我们都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具有同样的理想并遭到同样的挫折。 我 

们必须相信，那些不支持这些决议草案的人一定会理，我们支持他们的必要， 我



再一次指出，我们投票并不是反对那一小国家，而是反对南非共和国及其种族隔离 

政策， 人们都应看清：口头上道责种族隔离制度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我们任何 

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们现在必须做的是采取步骤，而无^^这种步骤是多么地 

弱小，并且，给战斗中的南非人民带来一些希望*

也件决议草案在某些方面过于具有选择性，但寻求解决任何问题的努力总必需 

在某一小时刻集中在某一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不同意强调的全部内 

容，但我们希望能够扩大范围。 我们将在未来努力寻求一小更广泛和更精确的集 

中点，但是现在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够满足于袖手旁观，任凭我们对那些坚决反对种 

族隔离，作为联合国的战士站在斗争最前列的具有代表意义的人民的支持遂渐减弱。

莫斯利先生（巴巴多斯）：我国代表3!从一小总的原则出发反对进行有选择的 

批评，因为这种做法很可能会加剧问题，而不会调解分跋。 我们认为过分强调调 

和是同《联 合国宪章》的精神与意圏相逢背的。 因此，理所当然，过激的语言加 

上有选择的批评只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击败种族隔离，那 

么很明显，恰当的战略就必须是调动所有职员以进行这场斗争。

我国代录团对会员国与南非进行贸易的程度有十分严肃的怀疑。 例如，是 

那些国家向南非出售石油，又从南非购买金剛石S 以及邀过其他方法来加强南非的 

经挤？为什么只挑选出一小或两个会员国呢？

但是还有问题的男一面。 当有人进行有选择的批评时，我国代表闭对此表示 

遗憾，认为它是一个严肃的错误，一个不公正的行为。 然而，当人们所抱怨的罪 

恶尚不足于整小否定一小决议时，而且当我国对种族陽离的问题怀有如此强烈的反 

感时，我国代表团只能投了弃权票。 出现困难将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虽然我 

国代表团对整个决议的主要内容表示支持，但我们对决议的带有偏见和过激的语言 

不得不表示巨大的不满，这些语言出现在载于文件A/39XA 2 8 的决议草案的序 

言部分第2 6 段。 我们不能够支持积极交往的政策，但我们同样也不能够十分坦 

然地把第2 0 段落所提及的罪恶全部归于这项政策。 我国代表团将支持这些决议 

草案，但对某些段落表示保留。



主席：我们已经倾听了最后一位希望在表决前对其表决进行解释的代表的发言。

在开始进行表决之前，我希望宣布下列国家已经成为有关种族隔离问题的决议 

草案的共同提案国。

关于决议草案A/39/L. 28 , 提案国有：阿富汗、捷克斯洛伐克、马来西亚、 

蒙古和越南。 关于决议草案A / 3  2 9 , 提案国有：阿富汗、捷克斯洛

伐克、印度、莱索托、马来西亚、蒙古、莫桑比克、尼泊尔、尼加拉瓜和越南。关 

于决议草案A / 3  3 0 , 提案国有：阿富汗、捷克斯洛伐克、印度、马拉

加斯加、马来西亚、蒙古、莫 桑 克 和 越 南 。 关于决议草案A / 3  9X1^.  3 1, 

提案国有：阿富汗、捷克斯洛伐克、印度、牙买加、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来西 

亚、蒙古、莫桑比克、尼泊尔、尼加拉瓜和越南。 关于决议草案A / 3  9 / l i  32, 

提案国有：阿富汗、捷克斯洛伐克、印度、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蒙古、 

莫桑比克和尼消尔。 关于决议革案A / 3  3 8 , 提案国有：剛果、莱索

托、马来西亚、莫桑比克> 尼泊尔和尼加拉瓜。 关于决议草案A / 3  

3 6 , 提案国有：刚果、几内亚、牙买加、马来西亚、尼加拉瓜、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和越南。

大会现在开始表决程序，对各项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关于这些决议 

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报告载于文件A/39/787。

我们首先将决议草案A/39/工 2 8 付诸表决， 该草案题为"对种族隔离政权 

采取全面的制裁并支持南非的解放斗争" 。 在这一方面，我希望通知各代表，尼 

日利亚的代表在今天上午的全会上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作了介绍 

性发言，他在发言里对决议草案A / 3 9X1^.  2 8 的第3 1执行段落的最后一部 

分作了修正，删除了下列部分：

" 特别是把南非排除在所有的技术小组工作之外"。

我希望提请各位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正式提议大会应对下列段落进行

分别表决：序言部分第2 6 段落；第 1 5 执行段落和决议草案A / 3 9 /1^.

2 8 的第1 8 执行段落以及决议草案A / 3 3 0 的序言部分的第5 段



落。 ，

在这一方面，我希望引证议程规则第8 9 条规定：

任何代表可提议将提案或修正案的各部分分别付诸表决， 如有人对分部 

分表决的请求提出反对，应将主张分部分表决的动议付诸表决。 主席应只准 

许两名赞成和两名反对该动议的人发言。 该动议如被通过,提案或修正案中 

已通过的各部分随后应合成鉴体再付表决。 如提案或修正案的各执行部分均 

•遭否决，则应认为鉴小提案或修正案已被否决。

是不是有任何反对？我没有听到任何反对。

既然没有任何反对，大会将对上述段落进行分别表决。

' 因此，我们将对上述段落进行分别表决。 .

我邀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 : 我想要求对决议草案A / 3 9 X L .  2 8 

和决议草案A / 3 9 / . L. 3 0 进行记录表决，并对美国要求进行分别表决的4小 

段落也进行记录表决。

主席 : 我同意 , 我已经被告知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现在我将决议草案A X 3 9 / L. 2 8 的序言部分第2 6 段落付诸表决，该段 

落如下：

" 特别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根据其所谓" 建设性交往" 政策加强了同南非 

种族主义政权的合作，深表忧虑， 美国政府悉患种族主义政权，使它敢于透 

抗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加深种族隔离，加，镇压，使对非洲独立国家的侵略和 

赖覆行动升级，应该给南非被压迫人民和非洲独立国家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苦难"。

.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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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罗 > f t '!果 、古巴、捷克斯 ré  

圭 I 那 ，甸牙利、印度 、印度 

、老財入民 K 主共秘m 、R  In 

马里、^ 里塔尼亚、1 K  f 、 

、; t  n n  t î i伯 、* 舌尔 '  率技 

« 维境 I t t 主 共 和 f f l 、巧维 

联合共秘国、瓦努阿图、越南

澳大到亚、奥地到、比利 0? 

、-毋伦比亚、 斯这黎加、 

、赤道几内亚、1«赛俄比亚 

这 、危地马拉、 部拉斯、 

里 1 、卢 *  、毛里求斯、

、巴拉圭、葡萄牙、圣克里 

f ? 亚 、所罗门群岛、西 0 i 牙 

A 国 、乌a  i 。

、伯利 S 、玻利维亚、加 t 大 、中非共和11、卞 傳 、智利 

丹 * 、多米尼加、多来尼加共 40 S ]、厄 /JA多 尔 、 尔瓦多 

、斐 、《 兰_ 、法 E 、德 . § 志联邦共 ^ 0 国 、举 腊 、格 f t 纳 

:卞岛、爱 尔 兰 、 W f t  5 'J 、f t 大 W 、《；牙 岸 、 B ^  ' 利比 

I?  哥 、荷 兰 、新西 ¥ _ 、挪 威 » 巴 t 马 、巴卞亚新几内 Æ 

斯托弗和尼雄斯、I 卢西亚. 、 圣 X  ê  H 和格 f t 纳 丁 斯 、W  

、瑶》 、多 ♦ 、大卞 § 'j A i fk化爱尔兰联台王 I I 、美利坚合

ps}.根 娃 、巴 f lâ 马 、à 加 « [ Œ !、巴 Ë 多 斯 、〒 丹 、巴 西 、X 系 国 、通 甸 、111夢.P I共和国 

、埃 及 、加 Ï Ï 、 W  t L 亚 、牙 买 加 、黎 巴 嫌 、马 } i 维-、尼 泊 尔 .、 g  R 尔 、网 曼 、巴基期 

坦 、 鲁 、I H t 其- 、卢 B i这 、赛内 加 尔 、新 加 坡 、索 马 里 、斯 里 卡 、泰 ( S 、 Ù : ig  

这秘多巴 寄 、 i 耳 其 、歪内竊 t t 、扎 ff> 尔 。



表决结果如下： 5 7 票赞成 , 5 4 票反对， 3 1票弃权。 序言部分第2 6 段 

应未获得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数而被拒绝。

主席 : 现在我将决议草案A/3 9XL，2 8第 1 5 执行段落付诸表决，该换落如下：

" 同样强烈道责美国行政当局同南非建设性交往的政策" 。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成： 阿 '息 

纳法 

剛果 

内亚 

人 R  

、 $  

ÎÎI1S 

会主 

11、

r ï 、阿 尔 f'11: - '-K' -at f i i 、f". "R 、巴 t t 、 r ,  f° % M '  

f '  . 1?  PI 1 、f ï 傲 罗 斯 巧 维 读 社 会 i  X 共 fn (1 > « I孝隆 

、 E 、》克《 伐 克 》民 i  t t  r ) 、後 ， «  tL 、《 a  

、1 亚 s p 、»3牙 f  I 、印 ( I 、 f f  m i f 斯 兰 r t 和 C i 、î f 拉克 

民 主 如 H 、阿 伯 到 》, $ 民 A 国 、马 tiu斯 加 、％采 

西 哥 、赁 古 、英 森 t t ,克 ，e 加 tû m 、尼：0 尔 》 E  0 利亚 

、本 舌 尔 、孝 «1利 杨 、 R  H i伯 利 亚 共 秘 1 1 、突尼: 斯 、 

义共 秘 f f l 、 ë 維 埃 社 ê 主义共 料 国 联 盟 、P"i } ii伯 联 合 &  

P i努阿 » 1 、越 南 、f t 门 、南 斯 a 夫 、贺 比亚 、速 K 布韦

0 宁 ，保 加 利 1 、布尔、基 

共 和 国 、中 国 、抖 淳 罗 、 

击 K  Î  . 共 和 i l 、加 纳 、几 

、肯 尼 亚 、W i U l 、老 Ü  

H 亚 、马 里 、半, 1 塔尼亚 

、波 兰 、卡 塔 尔 、 >->' Î! P«1 

乌 干 达 、乌克兰巧维埃社 

长 S 、坦 森 尼 3 £联合共

反对 :
:奥大利亚 、摩地 利 ■> U; M  « 'J、伯 利 .& ' 被到 读 亚 、攝 甸 、加 章 大 、中 非 共 t o 国 、卞得 

、% '到 、哥伦 t b 亚 、哥 斯 jiÿ黎 加 、f t 麦 、$ 来 K 加 、多求 E  ))0共 和 国 、厄 j j i多 尔 、萨 

尔 Î I 參 、¥  、芬 i f 、法 f f l、德 葱 志 联 邦 共 知 H 、為 - 格 t t 纳 g 、危 地 马 拉 、决都

t ü 斯 、：+ 岛 .、爱 尔 M 、k i色 5'J -、；i 大 利 、 % 牙 海 岸 、 B 丰 、利 比 里 亚 、户 森 读 、 f ,  1  

#  W 、 It '.g t 、持 M 、新 西 H 、挪 威 、巴 贪 马 、巴 布 'JÎ新 几 内 亚 、 f-； In f 、械 § 、葡 

萄 牙 、f . 克 1 斯 托 弗 納 尼 维 斯 、圣 卢 西 亚 、圣 X 森 M 和 格 t t 纳 丁 斯 、萨 摩 Æ 、寒 内加 

尔 、所 罗 门 群 岛 、S  1 牙 、斯 1  M  、瑞 典 、悉 m 、多 哥 、大 不 列 lü  Jk i b 爱 尔 H 联合 

i n  « M 利 里合 A 国 、乌 f f i圭 •



弃权 • 阿 根 赶 、 巴 咱 马 、 孟 加 《1圓 、 不 丹 、 巴 西 、 文 系 国 、 埃 及 、 赤 l ë 几 内 亚 、 加 3Ï 、 [巧 tt 

亚 、 度 尼 a 亚 、牙买力 Ü 、 ^3旦 、 黎 巴 嫩 、 马 《[ 维 、 -4« 尔 代 夫  > 尼 ☆ 尔 、 阿 曼 、 巴 基  

斯 坦 、 菲 偉 其 、 户 旺 这 、 新 加 坡 、 持 Û j g 廷 和 多 毋 、 土 耳 其 、 垂 内 瑞 扭 、 扎 伊 尔 „

表决结果如下： 5 9 票赞成， 5 7 票反对， 2 6 票弃权。 第 5 执行段落因未 

能获得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数而被拒绝。

主席：接下来我将决议草案A/3a/L. 2 8 第 1 8 执行段落付诸表决，该段落 

如下：

" 呼吁所有111家政府和组织尽量运用其影响力,劝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其 

他有关各方停止其同种族搞离政权勾结的现行政策，并参加消灭种族隔离的国 

际行动 "。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成 :
P可Ï  =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 毋 、巴 " â 马 、e 杆 、W 宁 、义家 国 、保 .tio利 

亚 、布尔基纳法索 、布 降迪 、白俄罗斯巧维埃社会主  >；共和 3 1 、W 塚 罗 、刚 果 、古 e  

、捷 克 斯 伐 克 、民主 f c 门 、埃 / A 、埃 * 傲 比 亚 、铺意志 R 主共和 国、加 纳 、几内亚 

、圭亚那、-« «牙糾 、Ê P度 、印度尼 西 亚 、伊朗 f ? 斯 M 共 和 園 、伊 t t 克 、牙 S 加 、 #  E  

亚 、抖 威 持 、老 f f i人民民主共知 i 、同 « [怕利 t b 亚民 A 国 、马 y ；加 斯 加 、马 采 西 亚 ， 

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墨 西母、索 * 、尼加 î à 化 、尼 0  H 亚 、p q 曼 、巴基 斯 ® 、波 

兰 、卡 塔 尔 、沙特阿拉伯、赛 « [ 利昂、斯 里 卡 、ps] IÈ  1 à 鞍利亚共和国、泰 国 、突尼 

斯 、乌 干 达 、 克兰巧维埃社会生义共 和 国 、巧维埃社会主 X 共和国联盟、网 J à 怕联 

合 a 长 国 、 联合共和 1 1 、 阿 图 、越 南 、t t 门 、南斯拉夫、贸化 亚 、n 巴 

布 , 。



反对： m 大利业、》地利、t t 到 时 、 

、丹 菱 、多乐尼 加 、尼 â 多尔 

存腊、格W ⑩ t e 、危地马拉 、 

、 8  $  • 利比里亚、户 A 里 、 

内亚、K 拉 t 、葡萄牙、圣克 

、r 摩亚、W |罗n 群岛、西 K  

‘g  台 A  a 。.

伯利 œ 、玻利维亚 

、萨尔资多、

洪 都 扭 斯 、 冰 岛 、 

€ 里 求 斯 、 摩 盗 母  

里 斯 托 弗 和 尼 结 斯  

牙 、瑞 典 、多 I f 、

、加，大 、中非共秘圓、卞得、智糾 

、芬 ¥ .、法国、德 ,« 志联邦共和 ( Ï 、 

爱尔M 、k l色列、* 大别、象牙海岸 

、荷 = 、新西M 、挪威 、e 布亚新几 

、善卢0 亚 、圣文為特和格料纳丁斯 

大卞列射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f f l、美利

弃权 :
p°]根 廷 、 à 抽 «  I I 、 K  E 多 斯 ，■¥丹 、 巴 西 、 雄i 甸 、nz資 P I共 知 I I 、- 哥论 I； t  3E 、 哥 斯  

I * 黎 加 、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1 、 #  i l  i l 内 ÿ 、 加 1 、 fxj l b 亚 、 黎 巴 嫌 、 马 ÎÜ.结 、 j g 泊 尔 、 

尼 B 尔 、 K 章 马 、 f * 參 、 菲 偉 其 、 卢 fft » 、率 内 加 # 、 新 加 « 、 蒙 马 垂 、 矜 îl M 1* 和 

多 巴 毋 、 土 耳 其 、 乌 拉 生 、 娶 内 瑶 }& 、 扎 Î尹 尔 。

表决结果如下：5 2 票赞成， 4 7 票反对， 2 9票弃权。 第 1 8 执行段落因 

未能获得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数而被拒绝。



主席 : 现在，我提议表决修正后的整项第A/39/L. 2 8号决议草案。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成 阿富斤、阿尔巴尼、正、P5I 尔及糾Æ 、变毋⑩、问愤鼓 、 S  t t 、à 加 f i  ( 1 、巴巴多 

伯利孩 、R 宁 、个丹、被n 维亚、K 昨 、文系m 、1 ? 加利亚、'I，尔 f t 纳法 t  、 m

布K 迪 、白俄赛斯另维埃社会主乂共和m 、u§卷隆共秘 f t i、ff. i 、中

得 、中 1 1 、毋 (È  I t  æ 、 H  

、民主聚浦赛，民 î  f c 门 

萨 尔 多 、赤1  )1 内亚、 

杆纳这、Æ 进 马 、几内 

、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 

人民民主共.夠国 > 黎 e 觸 

、马尔代夫、马里、马 I I  

tt, % 、尼 - É 尔 、尼加 l à  /k

几 内 亚 、秘 * 、菲 偉 其 、 

、圣 卢 西亚 、-Î- $ 美 4^1替

« 、所罗门群岛、t 马里

多 哥 、特 i i J g 这和多& 毋

、巧维埃社会主乂共和国

罗 、刚 果 、 i l  斯 这 黎  ¥ 、 A F , 、 Ÿ  -il if. « 、 

吉 布 提 、 多 米 尼 、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I l ï ] 、厄 fü

fft

寒 澳 比 亚 、加 

、i l 内亚 b b 乡g 

共 秘 国 、\f Û  

利 b b 里 亚 、 W  

、毛里搭尼亚 

、尼 0 尔 、尼 B

'波兰、卡 塔 尔 、 

t f 西 比 、 沙 H

、斯 里 iï； ★ 、激

、 突 JE斯 、 i 耳

a  、 R  th  亚 

、主 亚 邪 、 

克 、牙买-加 

fù  伯到 I t  ÎF； 

、 t S 求斯 

利 亚 、阿 f

罗马尼亚、 

f f i怕 、率.内

« 、苏 i 南

其 、乌干达

、辆 族 K  i: A 秘 

'：! 堆 、 SH #  Hi 斯 、

、 r i  y  '  t  1 1  >

R ,6. tt] ' 马» 加斯 

V f 西毋 、t  à 、

、 基斯tS •巴t

卢 H i w 、 f  Æ æ 斯

i]ü 尔 、 ¥  i- <1； * 'ÿ

斯 、

æ j、

卞 

伐 克

共 ¥  I l

尔 、 读 反 ，

' 加 納 、 fê 

牙 、Ê|) If 

紘 狗 、 老 W 

、 马 朱 ÿi-ÏL 

；Sfl - % s 

、K 4 it «

联盟、阿 f t 伯联台商长 (1

f i  5? 阿 图 、 委 內 瑞 })1 、 越 南 、 t t 门 、 南 斯 ⑩ 夫 、 扎伊

、P"J t t  怕 ÏS  利 1  共 4» 1S J、泰 H 、 

、 克；:i 苏维埃社 Ê 主？{ 共树 f ï i 

坦 ^  1 亚联 â 共秘 国 '  6 . î i l  ; % 、 

尔 、赞 H -,亚 、';孝巴布卞 •>

反 对 : 比 利 、 加 當 大 、 丹 * 、 '法 国 、 德 ：f t 志 联 邦 共 国 、>J<岛 、 爱 ^)<兰 、 大 利 、 0 本 

卢 為 堡 、 荷 兰 、 挪 威 、 « 萄 牙 、 大 不 列 IS 化 爱 尔 Ë 联 合 Î  f f l 、 美 利 《 合 A  S I ，



弁 权 : 大 到 1 、 « 地 利 、 E  aâ马 '、 Î I 茨 Fi■纳 、 斐 Î弃 、 芬 H 、 养 腊 、 象斤  每 岸 、 莱 索 托 、 马 

拉 维 、 新 西 兰 、圣 文 ê H 知 fê t t 纳 丁 斯 、 萨 摩 亚 、 西 班 牙 、 瑞 興 。

修正后的整项第 A/39/JL.28号决议草案以1 2 3 票赞成、3 5 票反对、 1 Ô 

票弃权获得通过。 ( 第 3 y/72 A 号决议）

主席 : 下面，大会表决题为 "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工作计划 " 的第A/39/ 

I - 2 8 号决议草案。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缴 "成 : 阿 富 斤 、 R 尔 E 尼 亚 、 m 尔 《 .利 亚 、 交 毋 f i t 、阿 根 妊 、 ；n 大 利 亚 、 奥 地 利 、 巴 ° â 马 、

巴 林 、È 加 îf[ B1、巴巴多 斯、比 利 时 、伯利兹 、R 宁 、不丹 > 玻 利 结 亚 、博茨瓦 纳 、 

巴 西 、文莱 f f l、保 加 利 亚 、布尔基納法業、麵 句 、布 降 迪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 如 、"S *  P I共 和 国 、加章' 大 、佛得 i 、中非共秘 f f l、 卞 Î I 、智 利 、中E 、哥伦 tb 

亚 、科 摩 罗 、剛 系 、哥斯达黎加、古 巴 、率 浦 斯 、捷克斯法伐束、民主乘浦赛 、民 

主 f t 门 、丹 泰 、 吉 布 榜 、多米尼加、多求尼加共秘 [S 、e  â 多 尔 、埃 及 、萨尔 ïâ 多 、

赤 逢 几 内 I 、 埃 率 揪 tb æ 、 、 芬 M 、 法 s 、 加 i ï 、 R 比 亚 、1  .ft志 民 主 共 和 E 、

•1 M 志 联 邦 共 和 i l 、 加 纳 、 举 腊 、 格 t t 纳 达  '  危 地 马 、 几 内 1 、 几 内 3E th 绍 、 圭亚  

那 、 海 地 、 洪 都 fi[ 斯 、 匈 牙 利 、 冰 岛 、 印 度 、印 度 E 西 亚 、 伊 朗 斯 M 共 秘 [1 、 i f 拉 

克 、 爱 尔 M 、 .« 大 利 、 象 牙 ；1 岸 、 牙 买 加 、 日 卒 、 旦 、 貴 尼 亚 、 « 威 特 、 老 射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 黎 巴 賺 、 莱 蒙 托 、 利 比 里 亚 -、 阿 H I伯 到 比 亚 民 A  31、 卢 森 望 、 马 '达加斯 

加 、 马 j i i维 、 马 采 西 亚 、马 尔 代 夫 、 玛 里 、 马 耳 他 、 4; 1  i l 尼 亚 、 毛 里 求 斯 、 墨 西 毋  

、索 古 、 摩 ※ 毋 、 奠 î?s t b 克 、 尼 泊 尔 、 荷 H 、 新 西 M 、 尼 加 拉 / ii、 E  y 尔 、尼 日 利 1 

、 擺 威 、 P=I豐 、 巴 基 斯 坦 、 巴 拿 马 、 K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 被 鲁 、 菲 偉 宾 、 波 兰 、 « 萄牙  

、 卡 尔 、 罗 马 尼 亚 、 卢 旺 1* 、 圣 克 里 斯 托 弗 柏 尼 结 斯 、 圣 卢 西 æ 、 圣 X 為 Î I 和 格 林



纳 丁 斯 、 萨 摩 亚 、 圣 多 美 和 普 W 西 比 、 '；> n  P=I f à 伯 、 赛 内 1̂0尔 、 ¥ 舌 尔 、 塞 Îù 利 昂 、

新 f lo 坡 、W [罗 门 群 岛 、f ■马 里 、西 班 牙 、斯里 H 卡 、男 丹 、 里 南 、瑶 典 、阿 f î t 伯丰支 

' 利亚共秘 [ 1 、康 圓 、多 f 、持 Ù  f .  1  大秘多巴 -巧 、突 尼 斯 、土 耳 其 、乌干这 .、Ç?■克^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维埃社会主 X 共 国 联 a 、阿 Î È 怕联合《长 国 、坦 JÎ! E 亚联 

合共和 ü 、ê) a 圭. 、氏努阿 困、委 内 诵 技 、越 南 、t 门 、南斯 扭 夫 、扎 伊 尔 、赞 I t ,  «  

、速 巴 布 韦 ，

反 对 : 大不列《È 及化爱尔兰联合 王 国 、其利坚合 à  m  •

弃权 : 无。

第 A /39/L .29号决议草案以1 5 2 票赞成、 2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避过。 

( 第 39/32B号决议）

主席 : 下面，大会表决第A/39/L. 3 0号决议草案序言部分第5 段。 该段内 

容如下：

" 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政策深感不安； 由于和以色列进行战略合作，并

与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建设性接触，这种政策加强了以色列和南非种族主义比

勒陀利亚政权的联盟"。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 成 : 阿富斤、. p s )尔巴尼 S 、阿尔及利亚、■ $ .毋拉、e 杆 、. R 宁 、不丹、t i '次氏纳、文系 S I  

、保加利亚、布尔基纳法， 、布隆迪、f e i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秘 H 、>>客麦降共和 

国 、. 中围. 、抖摩，罗 、刚 果、È 巴 、捷克斯 '洛伐克、，民. 主 f t 门 、埃及、读 ® 俄比亚 ，、 1  

意志民主共秘国、加纳 、几内亚、圭. 亚那 、"Sü牙利、印度，、E P 度尼 0 亚 、’伊朗伊斯三 

共柏H 、伊 ï t i克 、 旦. 、肯尼. 亚 、W 威 持 、老M 入民民主共知 S 、黎巴親 '，、P°i fil 1 É 利 

比亚民 A  E 、马达加斯加、马来西 3 1 "、马尔代夫、马里、毛 1 塔尼亚、索 E 加W



â 、 j g  0 利 亚 、P S 曼 、巴基斯坦、波 H 、卡 t § 尔 、沙 M  P^ l拉伯、率 t i ï利昂、斯里-卡 

、阿 a 伯 到 亚 共 私 > [ Ü 、突尼斯、乌干达、乌 克 巧 维 埃 社 .会主义共和国、•■芳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 ( Î 联盟、P弓拉伯联合t t 长 1 1 、坦 J E 亚联合共和国、瓦努阿图、越南 、 ，t t  

门 、南 斯 夫 、赞 t h 亚 、诛 G 布 韦 •

阿 根 妊 、澳 大 利 亚 -• M  i f t 利 '  比 到 时 、伯利 孩 、 磁 利 结 亚 、加章■大 、中，非共知 1 1 、 卞 

得 、智 利 、 f 伦 比 亚 、毋斯这黎加、丹 菱 、多 求 尼 加 、ÿ 米尼加共秘 1 1 、尼 k 多 尔 、 

萨 尔瓦 多 、赤 : i l 几 内 亚 、 变 ',Jf、 芬 M 、法 国 、德耗志联邦共和 1 1 、★ 腊 、格料纳达、 

危进马技 、；t t 郁 H i斯 、：★ 岛 、爱 尔 兰 、 色 列 、M 大到 '  象牙海岸、日卒、利比里亚 

、卢森 g 、毛 里 求 斯 、荷 兰 、孰 S  M 、挪 威 、巴 章 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技圭、

鲁 、葡萄牙、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圣户西亚、圣，X 蟲 t l 和 fê  t t 纳丁斯、萨摩亚、 

所罗门群岛、西班牙、瑶典、多得 ，大不到射及 i t 爱尔H 联合王国、莫利坚合 A  ® 、 

良f à 圭 、扎伊尔。

巴D ê马 、孟加 « 1 国 、E 巴多 斯 、巴 西 、通 甸 、加 理 、马 « 1 维 、* 西 哥 、摩 -哥 、尼泊 

尔 、尼 0 尔 、 Î M ，其 、卢 0 i l i ：、新 力 坡 、， 1 Î 、土 耳 其 、垂內瑞 报 。

6 5 票，赞成、 5 5 票反对、—i  7 ■由于没有获得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

数，该倡议被否定。

观在，我提议表决修正后的，项第A/3^^/JL.3^^号决议草案。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成 .
' 阿 富 斤 、阿尔 E 尼 亚 、阿尔 R 利 亚 、交哥 ÎÈ 、p5|根 赶 、巴0$马 、巴 t t 、1 加拉 (1 、R 

〒 、不 丹 、g 利 ^ 亚 、t f 茨 f i 纳 、E 西 、'义莱 国 、保加利 1 、布尔基纳法 t 、1  ^ 、 

布 隊 迪 、白揪罗斯 -巧结埃社会主义共知国、0 |資降共和国、涕 得 南 、中择共和国、卞



得 、中 国 、« 摩 罗 、剛 系 、古 E 、赛 消 斯 、捷 克 斯 伐 克 、民主，墙 赛 、民主 f t 门 

、吉布捷、厄 ü 多 尔 、埃 及 、赤道几 内 亚、埃 ¥  1 比 亚 、加 1 R tb 亚 、% 'È .êfi主 

共和 国 、加 纳 、★ 腊 、几 内 亚 、几内亚比 绍、圭 亚 那 、■̂：! 牙 利 、ÉP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 = 共和 I I 、Ï尹技克、ra 旦 、肯尼 S 、样 g ;.H 、老射人民 f< 主共知 ( Ï 、黎巴》

. V 莱索托、阿拉伯利 t t 亚民 A 国，、马这加斯加、马来西亚 ' 、马尔代夫、马里、马再他 

、毛里塔辰亚、系里求斯 、* 西毋、索古、摩 ï § 母 、英森H：.Æ  \ 尼Æ 尔 、尼加 fii r j i 、

尼 B 尔 、尼 [ ] 利 亚 、阿 * 、Ê 基 斯 坂 、巴布亚新几内亚、秘 播 、菲 偉 其 、玻 兰 、卡 t |

尔 、>  马 尼亚、卢 肚 达 、圣多美知普衬西比、3少| 寺pg拉 伯 、革 内 加 尔 、'基舌 尔 、赛 tf[

到 、新 加 « 、所 罗 门 群 岛 、索 马 里 、斯 里 卡 、另 丹 、’芳 里 南 、P=I }Ù伯 较利 亚 共 0̂ 

国 、康 I I 、多 母 、突 尼 斯 、土 f 其 、乌 千 达 、 克 H 苏 维 埃 社 è 主 乂 共 in  ® 、苏维境 

社 会 主 义 共 納 Ü 联 盟 、阿 « 伯 联 台 a 长 国 、坦 ! 尼亚联合共私 1国 、许努 阿 æ 、委内瑞 

Î È 、« 南 、 t e 门 、南 斯 H i夫 、赞 比 亚 、》 巴 布 。

'M大利 亚 、奥 t f :利 、I t 利0-1、加拿 大 、丹《 、芬 兰 、法 国 、懷嚴志联邦 共 和 国 、：+ 岛 

、爱尔 兰 、R 色 列 、；f t 大 利 、卢森 I f 、荷 兰 、新 西 兰 、揮 威 、端 典 、大卞列《及化爱 

尔兰联合王 I I 、美到竖合À 国 。

弃 权 ; 巴巴多 '斯 、哥伦 t t ,亚 、满斯这 黎 加 、參米尼加、多求尼加共知 .S I、S'"尔 P• 多 '  S 、

格 t t 纳 t e 、危地马 J à 、s 地 、 都H i斯 、象牙》岸 、牙笑加、B 丰 、.利比里亚、马 fü  

维 、巴當马、葡萄牙、圣克里斯托弗和尼雄斯、圣卢 à 亚 、.暴文為n 和格种纳丁 斯 、 . 

萨摩亚、西0 { 牙 .、乌 j t 圭 。

修正后的整项第A / 3 9 / I-3 0号决议草案以1 Ü 8 票赞成、 1 9 票反对、 2 5 

票弃权获得通过。 ( 第 39/72 G号决议）

主席 : 大会现在开始表决题为" 体盲中的种族隔离 " 的第A/39/L. 3 1 号决议 

草案，以及载于第A /3 9 /L .4 1号决议中的修正案。 . ，



根猎议事规则第9 Ü 条，大会首先表决载于第A / 3 9 / J L . 4 1 号文件中的关于一 

小新的执行段落的修正案。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P弓富:汗 、P=1尔巴 E 亚 、P '°l尔及 利 亚 、交 母 拉 、P5]根 政 、淡 大 到 亚 、奥 地 利 、巴 " â 马 、 

巴 村 、.孟 ^jn }n  l i 、巴巴多斯、比 利 时 、 伯 利 兹 、 R 宁 、不 丹 、球利维 1 '、博茨瓦 納 、 

巴 西 、？( .莱 S 1 、保加 利 亚 、布尔基纳法索、缔 句 、布 降 迪 、白俄罗斯巧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 1 1 、a S 麦賤共私  1国 V 加 會 大 、棟 得 角 、中非共和 国 、卞 得 、智 利 、 中 国 、毋伦 tb  

亚 、抖 摩 罗 、刚 果 、母 斯 达 黎 加 、古 巴 、本潘踐 斯 、捷克斯 ': g 伎 克 、民主乘浦赛、民 

主 te  n 、苦 布 提 、多米尼 t i n 、多米 Ë  lia共和 [ | 1 、厄 I k 多 尔 、埃 及 、萨尔J i 多 、赤道几 

内 亚 、埃率俄比亚 、 Ï  5 ? î、芬 = 、法 国 、 i l 、 比 Ï 、德 S 志 R 主共 ^0  ® 、加 纳 、 

希 腊 、格 W 纳 达 、危地 码 扭 、几 内 亚、几内 3 P 比 绍 、圭 亚 那 、; ï 处 、洪都 t t 斯 、甸牙 

利 、印 度 、印度尼 西 亚 、伊 ê iH ? 斯兰共和 d 、伊 « I 克 、爱尔 H 、，大 利 、象牙宠岸、

牙 买 加 、H 卒 、乡 旦 、肯 尼 亚 、科 威 特 、老射人民民主共和 i l 、黎 巴 嫩 、某 素 托 、利 

t h 里 亚 、阿 } È 伯到 th  I 民 A  ( 1 、卢為 H 、马 f e 加 斯 加 、马 t t [ 维 、马来西亚、马尔代夫 

、马 _甲 、，毛里塔 尼亚、-% 里 求 斯 、* 西 -巧 、索 古 、摩 毋 、莫祭 I t 克 、尼 ☆ 尔 、新 ®

兰 、尼加拉化、尼 0 尔 、尼 0 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 马 、巴布亚新几内 

亚 、 % § 、菲 «  % .、波H 、葡萄牙、+ 搭 尔、罗玛尼亚、户a 达 、圣克里斯托弗和尼 

维 斯 、圣户西亚、圣，文森和格忖纳丁斯  > 萨 I? f 、圣多異和替林西 t h 、沙 n 阿 « 伯 

、率内加 .尔 、赛法尔、举拉利昂、新加坡、《1 罗n 群岛、’f 马里、西班牙、斯 里 卡  

、巧丹、巧里南、瑶典、P可拉伯？$ 利 亚 共 d 、泰 S 、多哥、t-S È: E 达和多巴齊、突 

尼 斯 、土耳其、乌千达、乌克 = 苟缔埃社会主义共與国、苏⑩埃社会Æ 义共知国联盟 

、网 伯 联合 ® 长 I Ï 、坦 !?5尼 3 E联合共和 ® 、岛拉圭、1 â 努P=I图 、委内瑞技、越南、 

t e 门 、南斯 t È 失 、扎伊尔、赞比亚、津 E 布 韦 。



反 对 : 美到坚合 À l l 。

弃才又: 丹 麦 、德意志联邦共和 ] 国 、冰 岛 、择 = 、大 不 列 助 反 北 爱 尔 联 合 王 国 。

第 A /3 9 /L .3 1号决议草案的修正案以1 4 7 票赞成、 1 票反对、 5 票弃权获 

t 通过°

主席 : 下面，我提议表决修正后的整项第A/39/L。3 1号决议草案。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阿富 ï f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变毋 f i t 、阿 權 妊 、漢 大 利 亚 、奥地 利 、巴》â 马 、

巴 t t 、孟加 ÎÎL国 、K E 多斯、tL 到时、伯利S 、 R 宁 、不 f i 、玻利维亚、博 茨 纳 、 

巴西、文莱a 、 加到亚、布尔基纳法， 、插 问 、布降迪、白俄罗斯巧维埃社全主义 

共知国、略麦P i共秘 i l 、加1b大 、佛得角、中非：« 和m 、卞得 、智利、中S i、 伦 tt 

亚 、料摩罗、刚果、毋斯î i 黎加、古巴、基请路 斯、撞克斯※伐克、民主柬浦赛、民 

主 te 口 、吉布提、多米尼加、多米尼抽共和 I I 、尼â 多尔、埃及、萨尔K 多 、赤1S几 

内亚、埃¥ 俄比亚、¥ 济 、芬兰、法国、加51、閃 t t 亚 、億.ft志 民 主 共 围 、加纳、 

希腊、格W纳 达 、危地马 tû 、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 ÏP 、% 地 、 郁拉斯、 牙 

到 、印度、印度尼西亚、伊酣伊斯兰共秘1 Ï、伊 }11克 、爱尔兰、k i色列、,« 大到、象 

牙海岸、牙英加、Ü 本 、r3旦 、肯尼亚、W威 Î尋、老財人民民主共和18、黎 巴 » 、莱 

常托、利 th 里亚、网技伯利比亚民A (1 、卢 森 、马t t 加斯加、马ÏÜ维 、马来西3E、

马尔代 夫、马 里 、马 耳 他 、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 、S 西 毋 、紫 古 、摩 Ï S 郑 、赛 比  

克 、尼 泊 尔 、新西 H 、尼加拉 / U 、尼 0 尔 、尼日利 3 E 、» 威 、阿 ， 、巴 基斯坦、巴 t  

马 、巴布亚新几內亚、秘 « 、菲偉 实 、波 H 、葡 萄 牙 、卡 塔 尔 、罗马尼 2 E 、卢旺 t e 、 

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圣 卢西亚、圣？!；為 } 3 和格村纳丁斯、萨 摩亚、圣多美 ^ 0 普杆 

西 比 、沙特阿 a 伯 、寨 内 加尔 、寨 - S 尔 、% 拉 利 昂 、新 加 坡 、《i 罗门群 岛、當 马 里 、



西 M 牙 、斯 里 兰 卡 、苏 丹 、苏 S  l i i 、瑞 典 、P '»]拉 伯 利 亚 共 é a 国 、康 国 、多 f 、 t l  È  

尼；达和多巴母、突 尼 斯 、土 耳 其 、鸟 干 达 、 % 克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巧结埃社 

会主 X 共和 H 联 盟 、阿 « [ 伯联合 a 长S 1 、坦桑后亚联合共和 ( Ï 、乌» , 圭 、S • 努 p ^ i图 、 

姿内璃 a 、越 南 、f t 门 、南斯 a 夫 、扎 伊 尔 、货 比 亚 、》巴布， 。

反对 : 无。

: 丹 夢 、德意志取邦共和 m  、 冰岛 、荷•nmi

f f l 。

大不 5'J B 及化爱尔 M 联 合 王 国 、美利坚台 A

修正后的整项第A / 3 9 / L  . 3 1 号决议草案以1 4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6 票 

弃权获得邀过。 (第 3 9 / 7 2 D 号决议》

主席 : 我们现在对题为 " 公开消患和反对种族隔离公开行动" 的第A / 3 9 / A  3 2  

号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有人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阿富 Ï - T 、p i j尔巴 E 亚 、P - I尔及到亚、交母拉、阿根 a 、淡大利亚、與地利、巴 马 、

E  t t 、孟加技 a 、巴巴多斯、比利 0 ^ 、伯利& 、R 宁 、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

E  0 、 义 叛 国 、n 加 到 亚 、 布 尔 基 纳 法 f ’、 翅 旬 、 布 賤 迪 、 Ù 俄 罗 斯 苏 结 埃 社 会 i 义 

共 和 ® 、想 $  p g共 和 d 、 ■Ip ♦ 大 、 佛 得 i 、.中 # 共 和 a 、 卞 Î I 、 智 利 、 中 K 、 得 伦 t匕 

亚 、 W 摩 罗 、 刚 果 、 毋 斯 达 黎 力 D 、 古 巴 、 塞 ；.* Sg斯 、 捷 克 斯 g 伐 克 、 民 È 乘 補 赛 、 民 

主 Æ 门 、 丹 t - 、 吉 布 提 、 多 求 尼 加 、 多 求 尼 加 共 和 L S 、 尼 I k 多 尔 、埃 及 、 萨 尔 P ,多 、

赤 遏 几 亚 、埃寒俄比亚、¥  51^、芬H 、法 i l 、加 i l 、M  H', I 、偏意志民 j :  f t 和国、

1  È 志联邦幷和国、加纳 、# 腊 、格 村 纳 、危地马 f f t 、几内亚、几内亚比乡S 、圭 Ï  

耶 、海 3 f t、« 郁H i斯 、^ 牙到、 岛 、印 度 、印度尼西亚、伊朗 ff• 斯H 共知国、伊拉 

克 、爱尔兰、* 大利、象牙 « 岸 、牙买加、S 丰 、乡力旦、肯E 巫 、抖 ë U I 、老 S i 人民



民 主 共 秘 国 、黎 e 嫩 、莱 當 托 、利 比 里 亚 、两 « [伯 利 th 

加 、马 H i维 、马 来 西 亚 、马 尔 代 夫 、 里 、马耳 f t 、毛 

、索 古 、摩 i S 舟 、英 比 克 、尼 泊 尔 、荷 '± 、新 西 兰 、 

、揮 威 、 曼 、巴 基 斯 坦 、巴 t 马 、巴 布 巫 新 几 内 亚 、

反对 :

、+ 培 尔 、罗 马 E  iF 

纳 丁 斯 、萨 摩 巫 、圣 

新 加 《 、所罗门群岛  

利 亚 共 知 ® 、褒 国 、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1!

合共 柏 E 、乌 拉 圭 、

、遵巴布 韦 》

无。

大〒别《及化爱尔H 联合王国、美利坚合 A 国

亚民 A 国 、户 森 速 、马 t t 加斯 

里塔尼 亚 、％里 求 斯 、：* 西毋 

尼加 a  k 、尼 B 尔 、尼 f；i 利亚 

核 書 、菲 偉 其、波 兰 、葡萄牙 

-I卢 0  1 、圣文為特秘 fê  + t 

内 加 尔 、率舌 尔 、¥ 拉利 i S 、

、卢H}达 、圣克.申斯托弗和尼结斯 

多美和 »  f t 西 比 、沙 î f  R fÈ伯 、赛 

、 t 马 里 、西M 牙 、斯里 M 卡 、苏 f l 、ë  i 南 、端 典 、阿拉伯社 

多 f 、«  Ù 尼达知多 e 母 、突 尼 斯 、土 耳 其 、乌干 )A 、乌克兰巧 

、苏结读社会 i 义共知S I联 證 、阿 ÎÈ伯联合 f f i长 IS 、ty ^ 尼亚联 

f i 努 阿 困 、姿 内 瑞 南 、fc r i 、南斯 î£i失 、扎 1'?尔 、赞比亚

弃权：

第 A/39/：L , 3 2 号决议草案以1 5  2 票赞成、 0 票反对. . 2 票弃权获得通过(第 

39/72S号决议）。

主席 : 我们观在对题为 " 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的第A / 3 9 / i。3 3 号决议草案 

进行表决。 因力没有人要求进行表决，我将认为大会决定通过该决议草案。

第A/39/JL . 3 3号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第 39/72F ) 。

主席 : 大会下面对题为 " 力消灭种族隔离制度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的第 

A/39/L . 3 6号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有人要求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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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 成 : 阿 1' ;■]■、 阿尔 E 尼 亚 、巧尔 jA 利 亚 、交 得 } i [，P°J棍 殖 、;'M大 利 亚 、與 处利 、C Da马 、 

巴 杆 、孟加 JÎ[ 国 、巴巴 多 斯 、伯利 S 、R 宁 ，- 〒 丹 、玻利 维亚、博茨氏纳 、巴 西 、义 

系 国 、保加利 Ï 、布尔基納法索、通 甸 、布 P i迪 、6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S1、 

o r菱賤共和 S 、加♦ 大 、佛 Î I 角 、中 '斤共和国、卞 得 、智 利 、中E 、母佗比亚、样摩 

罗 、刚 系 、- f 斯 te 黎 加 、古 巴 、率浦玲 斯 、捷克斯 iê 伐 克 、民主寒捕赛、民主 te 门 、 

丹 f 、志 布 提 、多米尼加、多米 e 加 共 和 国 、尼 â 多 尔 、埃 及 、萨尔民多、赤道几内 

亚 、埃 ¥  1 比 亚 、装5S、芬 兰 、加 迈 、M 比 亚 、德耗志民主共知国、力》纳 、举B§ 、格 

t t 纳 t e 、危 地 马 拉 、几 内 亚 几 内 亚 比 结 、_ t亚 那 、※地 、in 鄙 技 斯 、甸 牙 利 、：+ 岛 

、印 度 、印度 尼 西 亚 、伊朗 î f 斯 Ï 共 和 国 、.伊 扭 克 、爱尔 = 、象牙演岸、牙 买 加 、0 

丰 、fB旦 、肯尼亚、料 iU # 、老財人 R 民主共知 I Ï !、黎 e  * 、莱 蒙 托 、利比里 亚 、.阿 

î i l伯利比亚民 A H 、马 这加 斯 加 、马 来西 亚 、-%尔 代 夫 、马 里 、玛 耳 他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墨 西 母 、索 古 、摩 毋 、英 奋比克、尼 泊 尔 、’荷 H 、新 西 兰 、Ë 加拉化 

、E 0 尔 、尼 0 到 亚 、挪 威 、P"]曼 、巴基斯 10、巴 會 马 、巴布亚新几内 f 、秘 鲁 、菲 

偉 其 、波 兰 、« 萄 牙 、卡 塔 尔 、罗马尼 3E、卢 班 达 、圣克里斯托弗秘尼结斯、圣卢西 

亚 、：! ■义為 M 知格科 纳 ] 斯 、萨 摩 亚 、圣多其秘普 t t  ® th 、沙持网 拉 伯 、寨内加尔.、 

¥  S■尔 、本 IÈ利 昂 、新 ¥ 坡 、f-S\罗门群岛、f 马 里 、西 f f i牙 、斯里兰 卡、，B 丹•'、苏里 

南 、瑞 典 、P=! f t 伯始 利亚 共如国、泰E 、多 -W、t f  ÏI：尼这和多巴哥、突 jg 斯 、土耳其 

、乌干达、鸟 克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巧维埃社会主 X 共和S 联 盟 、阿 fà 伯联合 

f f i长【f f l、Iti A 尼亚联公共 P  IÏ1、6, 111 J：、 f i 好 阿 、安内瑞 f t 、越 南 、f t 门 、南斯技 

夫 、扎 Î? 尔 、赞 比 巫 、ï t 巴 布 韦 ’

大不列 lü  /A i l：, 爱尔 = 联合 I .  i l 、異利坚合 À 1 1 。

弃 权 : ti-利时 ' 法国、後；i 志联邦共知国、港大利、卢為 1 ^ -、马H i结 。

第 A/39/L. 3 6号决议草案以1 4 6 票赞成、 2 票反对、 6 票弃权获得通过。.—• • ■ ■ I ， ......             >̂0-  , . *• ,.....
( 第 39 /72G号 决 议 ）



主席 : 鉴于大会剛剛作出的决定，反对种族陽离制度特别委员会主席，尼曰利 

亚的加巴大使要求发言。 我想不会有人反对我让他发言„

（尼日利亚）, • 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主席：反对种族隔离制 

度特别委员会主席在大会结束对种族隔离制度讨论之后作一个发言，已经成为一小 

传统。 我知道有些代表团希望解释他们的投票，但我的确有一些急事要讲，我对 

于诸位允许我在这时候发言表示感谢。

我首先要表示对许多代表团在此对特别委员会工作讲的客气的话表示感谢，我 

同样感到满意的是大会对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中心的工作人员所作出的有效和全心全 

意的服务表示赞赏。

我还要说的是我对大会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能够解决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題而感到 

遗憾，所谓主要问题就是南非的严重局势和那些让种族隔离政权对世界构成威胁的 

人的责任。 .

我今天上午建议，大会要避免没有必要地分裂投票。 当大会能够对决议草案 

的规定进行投票时和在各代表团能够记录自己的观点时，就没有必要对修正案进行 

表决。 我对我们没有时间对所有代表团推解释表示遗憾，但我要说的是, 我并无 

意胆止一次公正的表决。 事实上，南非被压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应该知道美国及 

其支持者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南非被压追人民为了哀悼数以百计的遭受層杀的男人、妇女相儿童以及哀悼更 

多地遭受种族主义警察残害的人们而将今年的圣诞节作为" 黑色圣诞 " 来纪念。

他们不能够庆祝这一热烈的节日，因为他们仍然面临着不堪言状的痛苦，因为 

他们如同每一小文明的人一样要反对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他们的领导人被送入 

监狱，民主联合阵线的八位累敢领导人被指控犯有背叛罪。 数以千计的工人被解 

雇和放逐，盤个社区都被破坏。

他们不仅不向种族主义投降 , 宁可选择在斗争中受难，他们的战斗不仅是为了 

自己的自由和所有南非人民的自由，而且是为了本姐织的原则与宗旨。 他们并不



要求我们同情，但他们要求也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

但问题不只于此。 ’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集团是有权有势的。 在其今年月份大规模军事行动之 

后，所谓国防部长吹爐说： " 看到我们昨天的行动，我们可以直达开罗"。

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不仅仅是南非黑人的斗争， 而且是整小非洲自卫的斗争和 

联合国为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斗争。 在本大会中的任何推後、宣传、游说和施 

加压力，都不能，脱那些通过军事、经济和政治支持，还有保护，来支特种族隔离 

政权的人们的责任。

我们知道南非被压追人民也知道> 我们面前是非常困难的任务。

尽管我们现在面临巨大的困难，不管力量是如何的悬殊，南非和非洲被压适人 

民将一•直战斗到南非获得解放。

我们寻求来自所有各国政府和所有有良知的男人和妇女的支持，我们期待得到 

支持是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今天通过的决议草案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而要变成行动。

让我特别提及一下以压例多数通过的题为"为消灭种族隔离制度采取协调一致 

国际行动 " 的决议草案。

我要感谢北欧国家和其他共同提出这一决议草案的西方国家，它们这一举动表 

明了他们的信念和承诺。

这一决议首先是对采取行动的承诺，我相信所有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的政府都 

将紧急注视着该决议草案规定的执行。

我要向那些今天没有投赞成票的代表团呼吁重新考虑他们的态度。 我要向公 

众舆论，特别是西方国家呼吁，要求它们支持仅代表紧急需要的最低限度行动的决 

议。

.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一方面同各国政府进行广泛协商，鼓厥它们采取



行动，.另一方面， 继续特别注意同普通人民和公众舆论领导人取得联系，说服他们 

参加到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良知和行动运动之中去；这些人想括政治和宗教领导、 X  

化人士、运动® 和其他各行业人士。

我们对今年得到的反应感到特别鼓舞，我们要赞赏许多有关政府、组织和个人。 

我们再次赞赏瑞典为加强其禁止在南非进行新的投资的法律而采取的倡议，我希望 

其他有关国家能够考虑采取类似行动。

我们还特别要赞扬新西兰政府在戴维* 兰格总理领导下所采取的行动。 类似 

这样的行动给南非人民带来了清楚的信号。

但我对全世界各个城市和州、工会和宗教机构、学生和鄰资、大学和其他机构、 

以及小人每天所采取的行动更加感到鼓舞。 我特别想到了成千上万的人示威反对 

博塔对欧洲的访问，都柏林的售货员组成纠察线长达6 小月之久，因为他们拒绝出 

售南非商品，码头工人拒绝卸下南非的出口货物以及运动员和歌唱家们拒绝接受种 

族隔离政权所给予的i l ® 钱财。

我现在想到的是数千名正在种族主义政权驻美国的办事处门前示威的美国人和 

许多前往监艘要求释放南部非洲领导人并要求结束与种族隔离制度相勾结的人。

我相信，这些出自于良心的行动不久将发展成力全世界范围的运动，其力量之 

大足以完成联合国的宗旨，使南非人民获得解放。

本届大会终于宣布种族隔离是一小重要的问题 , 这是一小非常重大的决定。

正如我在此次辨论开始的时候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议程项目的标题是不合时宜 

的。 我们不能再谈什么南非" 政府 " ，因为在那块土地上没有什么政府，有的只 

是一小由侵略者组成的非法和罪恶的种族主义者集团。

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消灭种族隔离和解放南非。

作为一小非洲人，我太了解我们的大陆今天所面临的困难了。 但不应让任何 

人利用这一点，并使非洲所遭受的耻辱永久化。 我毫不怀疑，非洲人民宁可忍饥 

挨 Ù也不愿意接受对黑人的羞辱。



主席先生，在此关键的时刻，我向你和在座的各位请求声援。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保证做出最大的努力以促进各国政府和人民在消灭对 

人类尊严最严重的践踏的崇高.事业中采取一致行动，以使南非人民建立起一个非种 

族主义的民主社会，以# 助非洲完成其解放。

主席 : 我现在请那些希望在投票后解释自己投票的代表发言。

科尔霍宁先生（芬 兰 ) : 芬兰代表团没有投票反对第A/39/L。28号决议草案， 

然而我必须强调我们对它的一些段落是有强烈保留的。 第 1 0 和第2 9 执行段落 

与联合国会员的普遍性原则相矛盾。 第 1 1执行段落也是如此。它们与《联 

合国宪章》关于安全理事会的职能的条款不相符。 在倡导武装斗争这一问题上我 

们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

作为一4\^则性问题，我们也反对把一些会员® 单独提出来。 我们对今年的 

决议似乎包括了较多的使许多代表团根本无法接受的提法而感到深深的遗憾。 我 

们不相信这样的决议能够增加我们反对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共同斗争成功的机会。

菲舍尔先生（奥地利 ) : 奥地利一贯把种族隔离政策看作是对人权特别严重的 

透反而予以遭责。 我们认为，它是对联舍国为消灭种族校视的可恶制度做贡献的 

一种持续的挑战。 鉴于这些原因，我们同意根据这一议程项目而递交的各个案文 

的总的精神。

然而，该决议草案中有一些条款是奥地利所不能支持的。 特别是我们的一贯 

立场是联合国应该集中其所有秀力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治和社会的改革，而不 

应该赞同武装斗争。 我们同样反对任何与联合国及其所有专门机构的会员国应具 

有普遍性这一目标相逢背的条敦。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大会应该尊重安理会在采 

取强制性措施方面的特权，因此，我们不能支持任何可以被理解为是有义务与南非 

断绝关系的条敦。 我们同样希望再一次重申, 奥地利认为在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中 

武断地把一些会员国单独提出来是没有道理的，它无助于促进南非被压迫人民的事 

业。



鉴于这些考虑，奥地利代表団不得不对第A/39/L，28号决议草案投弃权票， 

对 A/39/L，30号决议草案投反对票。 然而，我们对第A/39/L .29、L . 3 1 、 

i - 3 2和 1 - 3 3 号决议草案采取了积极立场。 鉴于我们强烈地反对种族隔离，我 

们还支持了第A/39/L，36号决议草案，尽管我们对它执行部分的一些提法有保留。 

我们就这些决议草案进行投票是要表明我们充分支持为在所有的南非人，不管其肤色 

如何在平等参与的基础上在南非争取建立一，个公正和民主的社会而做出的各种努力。

二 最 后 ，让我简单地解释一下我们关于应该把种族隔离看成重要问题这一程序性 

动议的投票。

就这一问题所包含的内容来说，我们完全赞成这样的观点,即种族隔离确实是 

一小极鴻重要的问题, 应该得到特别的注意。 实际上，国际社会一直是这样认为 

的。 但是，作为一，个战术手段，我们不得不反对这一建议，因为它不符合那些关 

于平等和公平地对待会员国所提出的所有修正案和建议的要求。

麦克多诺先生（爱尔兰）: 我要解释一下爱尔兰代表团就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 

关于种族隔离政策的决议草案的投票情况。

爱尔兰对于种族隔离的态度在本大会中已经多次表达过了。 我国政府认为， 

南非白人所实行的制度化了的种族硬视政策在道义上是错误的，这一政策是危险， 

造成了巨大的人类苦难， 直接達反我们所维护的基本价值。 爱尔兰与南非没 

有外交关系，我们与他们也没有贸易协定》 经，合作或文化协定。 爱尔兰政府不 

通过采取官方行动促进与南非的贸易是我们的政策，它还采取了坚决.的行动以減少 

体育运动方面的联系。

大会对于其他问题的意见都没有象对种族陽离这一问题的意见这样一致。 尽 

管我们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有所不同，我们都毫无保留地遣责种族購离。然 

而，种族隔离制度在受到三十多年明确的遭责之后，依然完整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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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允许那些反对和逢反该公约的人掩盖自己的行动。 摆在全体会议面 

前的这一决议草案反映了各国之间根据该公约的目标和原则所进行的协商的结果。 

它的目的是反对任何单边的片面行动。 它反映了对各方都不采取片面行动并严 

格遵守这一•统一■的单一公约的基本条款的要求。该决议韋案的目标是要进一步加强筹备 

委员会的行动以建立H 际海床管理局和加强联合国以及有关专门机构支持该公约的 

行动。

在支持通过这一决议的同时，苏联代表团强调毫不迟缓地结束所有旨在破坏该 

公约的片面行动的紧迫需要。

我们欢迎古巴和所有已经批准了该公约的国家。 我们呼吁所有的国家都学习 

这一榜样，使该公约得到所有各国的批准。 它的生效将加强海洋和平与合作的管 

理机构， 并为了本代和后代人的利益使用海洋及其资源开辟了新的途径。

基尔希先生（加 拿 大 ) : 加拿大继续十分重视为了管理世界的海洋及其资源而 

达成一项可以普遍接受的制度的目标。 为此原因，我们欢迎在过去的几周内一些 

国家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一事实，使得该公约的签署国数目达到了 1 5 9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代表着在国际社会范围内关于调盤海洋事务和在海洋事务中进行 

合作的法律基础上已经几乎达成了协商一致。 我们认为，这项公约仍然是使国际 

海洋法能够得到保障的唯一途径。 遗憾的是，尽營签署了这一公约，该公约打算 

消除的不安定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 一些国家，包括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尚未签 

署该公约。 我们对这一事实感到遗憾，但将继续希望这些国家能够继续保持他们 

对该公约的关心，并且在某♦ 时候能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



我们认为，我剛才所提到的重新审议在报大的程歷上取决于国际海床管理局和 

海洋法国际法院的寿备委员会的工作的结果。 加，大代表团的希望和争取实现的 

自标是筹备委员会能成功地制定有关海床尤采和企业部活动的规章制度。 这些规 

章制度应当切实可行和节约資金。 我们希置， 到一个有效而不是使潜在的海床开 

采者无法参加这一过程的海床开来制度。 这个制度应当为所有 II)家的利益服务。 _. 

如果海床开采制度其正有效并且家《公约》所预见的那样带来财政和技不利益，主 

要海床开采者必须参与该制度。 找们希置，这种参与将成为筹香委员会工作的结 

果。

税国代表团认为，筹备委员会在实现建立有效的海床升采制度的ËI标方®有了 

良好的九端。 当然，我们必须回顾，这只不过是该委员会审议工作的初步附段。 

还不能说已经在确认问题方面作了许多工作。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全面、适当 

和谨慎的办法是解决毎备委员会的十分函难和技木上复杂的问題的最好的办法。 

人们晋逾认力， 海床采矿作为实际问题还是今后的，。 但是，没有必要急于得出 

结论。 税们有充分的时间认具地分析问题和平衡各种利益。 因此貌们应该在这 

个过程中能够制订一个满足所有国家觀、望的平御和切实可行的制度。

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也适用于筹备安员会的先期èt资制度方® 的工作。 我们 

再次认为，制订有关登记先期投資者的要求的规章制度的办法应当是谨慎和小心。

.实际上，先期投資的最困难和紧坦的问题在择★安员会的会议中甚至没有得到讨论, 
重蠻的矿区要求的问题没有得到，决。 一旦这个W 越得到解决，其他的 I'口•]题比1联 

客易解决。 筹备委ft会必须尽一切欲力保笛第二决议的主要 ' 內容。 这包括承认 

和尊里该决议所承认的所有海床九采方卸。 目从第二决议谈判运成以来情况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该决议的某些条款已经过时。 例如时间录和仲滅务敦枕有得到 

任何人的遵守。 但是，我们必须持有现实的度并且水认对于实观该决议的宗旨 

和目标最宣要的是制定允许所有滑在的 '海床尤采者參加的有效的，床升采制度。

积刚才谈到，筹备委员会1 9 8 4 年庙会所取得的重要进展是有关国家进行广



泛的非正式接同的结果，这些重要的进展没有现很少在筹爸委员会的会议上得到讨 

论。

多斯，榮f t 斯先生（莫桑比克）：跃a 政府对消灭种族隔萬的斗争的支持是众 

所周'知的。 没有必要进一步说明。

除了 III际社会可以和必须采取的消灭万恶的种肤I倚高制度的措施以外，南非人 

民应当为实现这一自标而远择方式方法。 找们和■望# 到和平改交的大门敞开着。 

每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应当选择支特这一斗争的最佳方式。

我国再次确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彻底消灭种族I倚离和建立以多数人统治力基 

础的非种族和民主社会的斗争的政治、道义和外交支特。

我国代表a 重甲 , 臭桑比宽人民共和国无法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 我们的投 

票方式完全取决于对种族隔离政策和隨时产生的一切的憎恶和反对。 这并不表明 

跃们间意这些决议的所有猎辞。 取们这样做是因为学校儿蟹被坦克凝死，遭受折 

， 的囚犯发出痛苦的呼吟声， 2 千 4 百万人被残酷地赶入集中菅。 种族隔离不是 

罪恶的，而是罪恶本身。 这是耽们投票方式的唯一理由。

新木先生（曰本）：日本坚定不移地反对种族IWT禹的作法，并且尽力配令联舍 

国消A 种肤觸高的努力。 因此我国代录lii 一贺'在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决议草案 

上米取积极的立功。 根扼这个精神，t3dn支 特 第 2 9、 AX39/L 31、 

A/39/ li 32, AX39/L 3 3和 A/39/li 3 5号决议单莱。 权们是关于联合国 

纳米比亚信托资金的第A/39XL. 3 3号狹议草案的共间提案国，因为我们十分珍 

视该基金的努力。 但是不幸的是，我国代表团无法支特其他的两个決议，因为我 

们认为这些决议过于对抗性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结果。

我国代表出投票反对载于弟a/39/：Q 2 8 号丈件的决议单案，因为其中的许多 

内容，如第 1 0 、 1 4 、 1 5 、 1 9 、 2 0 、 2 1 、 2 2 , 2 9 ,  3 0 和 3 1 执行

段无法得到我国政府的支持。. 我111代表ÜI无法支持该决议阜案的其他内容，如点



名i t 责某个国家。 在这方面，我们和许多其他发言人一起#责今天早上所发生的 

事情。 最后我们认为，我们剛才所肴到的活动和由此产生的播乱独立于促进反对 

种族隔离斗争的爭业并且有适言联合Iil信誉的危险。 狹们希望今后不会发生这种 

，情。 我们也无法支持对南非实行全面和強制性制裁的呼吁。 我国认为，全 til 

制栽事实上不是和平解决种族I⑧离间题的能觸迅速见效的办法。

在这方面，找还要设一谈第a/39/J^. 3 « 号决议。 我国代泰团支特该决议，

因为它符合日本关于对通过和平方式对南非施加:t 大Ü 力，以逛便它放弃种肤IWM 

政策和給予为消灭种族隔离而斗争的人民以道德和人道主义支狩的基本立场。 我 

国代表团特别希望赞扬该决议提案国为避免写入不必要和有争议的内容，从而得到 

尽量广泛的支持的努力。 我们欢迎这个新的努力并且希望人们今后能够继续采取 

这种办法。

但是我国代表团对该决议提出的一些具体猜施特有保留。 例如第5 执行段.超 

出《宪章》所规定的责任分配。 另外，我 ISI无法保证第7 执行段的内容能够得到 

执行。 关于第8 (13)饥行段，我国代表困在此表示深信，种族隔离的问题应当以 

和平方式通过有关方面对访加以解决。

最后，我 商 单 地 谈 一 下 裁 于 第 2 9号文件的决议。 这♦决议剛才得 

到通过。 该决议的第3 执行段批准了载于第A/39/22号文件的反对种族隔离特 

别姿 fâ会的报告。 虽然社国代表团;îîT该决议役了赞成票.，欢们无法搂受该报告的 

第 2 8 4 至4 1 8 段落所载的结论和建议。 我国代录a 还对第4 和 5 饥行段落衣 

示关切 , 因为它们给予反对种族I询高特别資fâ舍过宽的处埋权。 耽们真诚地布■望 

特别委员会能够有效地掌据预算的拨款。 耽们特别希望，特别委 fô会能够向大会 

报告板糖第5 段支出4 0 万美元拨敦的情况。

艾先生 ( 额 间 ) : 板据蝴 '同反对种妖隔尚政策的坚定立场，耽国代表团权票赞 

成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决议草案。 1旦是，找们十分遗fë地注意到，第 a/39/ 工. 

2 P和第A/39/Ii 3 0号决议中的某些段落点名廣赏了某些国家。 .因此，我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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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对这方面的带，表示保留。 至于关于这个问越在今天早上进行的投票，难道 

种族隔禹的问題还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吗？我国代表团仅说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 

弃权并不损坏我国反对种族隔禹的一贾立场。 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今天早上就 

这个动议进行的役票受刹反对种族隔振斗争以外的动机的影响。 .
凯斯先生 ( 美利坚合众国h 首先请允许我表示对所有支持在决议中删除提到 

美国的地方的成员国表示感谢.

美国一直清楚地表明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憎恨，我们谱责种族主义的理论和行动， 

根据平等权利和平等正义的原则…这些是我们生活道路的基础一剥夺南非大多数公 

民政治与公民权利的政治制度是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的，

里根总统在人权日的声明中清楚地表明了美国人民希望结束南非种族歧视和种 

族隔离制度的非正义的愿望， 这一制度的许多透法行为再次在南非导致暴力，使 

数十小黑人公民丧生 ， 显然，联合国所有会质国特别是美国极其强烈地要求采取 

，迫的步職，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使南非人摆服这一悲剧的负担， 我们是否应该 

簾嚴一种能够加剧暴力和破坏潜力的方法呢？我们是否要秦行一种破坏性接触政策， 

从而使南非黑人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的具体支持和援助呢？还是我们座该 

寻求建立一小未来，伊除种族隔离 ， 有效地'利用改草，向南非人提供经济技术加组 

织基础，以便进行他们的正义斗争•

美国相信，只有第二种方法才能有效地与目前的非正义进行斗争而不栖牲未来 

的希望和可能性， 我们认为，我们面前的决议中有许多方面将破坏建立那样一种 

未来的基础并剥夺南 非 黑人改革目前南非经济的强大工具， 我们反对利用经济 

制裁的政策破坏这些工具，制裁将使南非黑人得不到工资、技术加组织基础，而在 

他们力正义进行的斗争中是需要这些基础的， 税们认为，必须利用有效的措施作 

出保证， 获 得 这 些 工具，并且能够用来反对种族腸离制度和种族隔高制度所 

造成的各种暴行。

冲于这些信念，我们投票反对不符合这些信念的决议，



主席: 我请埃塞俄比亚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所罗门先生 ( 埃塞俄比亚）：在对A/39/I^ 2 8号决议草案序言部分第2 6 段 

进行Ï 决的时候, 我们代表团无意中按错了电钮，作为共同提案国我们显然是投赞 

成票的，因此，我们希望纠正一下记录。

主席: 这一声明将会在逐字记录中记录下来》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代 

表已经请求进行答辨， 根据大会在1 9 8 4 年 9 月 2 1 日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出 

的决定，我请该代表发言 ‘

屈康达先生（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我代表阿扎尼亚贫困的、被压迫的、 

被剥削的、受歧视和正在进行战斗的人民，代表阿扎尼亚人民真正愿望的挥卫者阿 

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请主席先生尤许我们在这次发言中对今天早晨美国代袭的 

声明发表几点意见，

美国代表呼吁大会在审议美国亭求在关于我国的决议中删除提到美国的地方的 

修正案的时候要公平和主持正义》 如果我是美国代表，我将发出不同的呼吁《我 

肯定不会在联合国使用" 正义与公正 " 这类字眼，因为这将进一步暴露美国对于国 

际问题特别是种族隔离问题的双重标准。

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保卫者，美国当局在什么地方轰现过公平与正义？在中 

东、南部非洲和拉丁美洲，发生了许多，杀事件，美国如果真正相信正义与公平，它是 

可以在这些地方发挥作用的， 在阿扎尼亚，数百个学生在1 9 7 6 年所请的索韦 

托起义中被屠杀， 美国当时祐在微一进呢一是在正义加公平一边还是大企业一边？ 

自从今年7 月以来，我国人民一直在遭受杀戰、, 他们被种族主义政权杀事加逮捕* 

就在今天，联合民主基金成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全国论坛委员会的成员就提到了这 

种情况。 还有一•些人民被监禁和拷打，方外一些人被关押在罗本岛的地卒里，我 

们的领导人之一莫托彭三次被关押在罗本岛，如来他还活着的话他将在监狱里渡过 

3 0 多年。 6 小十几多的少年，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学生在1 9 6 3 年由 

于支持一些原则被判无期徒刑Ï 美国就是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的，现在却已经不再 

遵守这些原则了。



美国现政权在其对阿扎尼亚的建设性政策中是否引用了上述正义与公平的原则 

来结束我所讲到的这些暴刑呢？实际上人们可以向美国代表询问一下，在黑人和其 

他少数民族的代表权方面是否有正义与公平的原则呢？我用这小字眼是非常小心的， 

因为，在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语言中我们不承认把人民分割开来，我们只相 

信 小 人 类 种 族 ；然而，我只是在这里的范围内用这小字。 我想问：在这小国衆 

中的黑人的代表权方面有什么公平与正义呢？最近发表的统计数字表明，在美国的 

非洲后裔人民的代表权与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 因此人们很难把他们的制度说成是 

民主制度， 如果公平与正义是依赖上帝的慨念，我们阿扎足亚早就放弃斗争了。 

我们在阿扎尼亚的斗争是为了上帝的正义与公平进行，而不是向美国代表如其他人 

所说的那样。 人们可能指望美国代表理解什么叫被剥夺民族权利，从出生到死亡 

一直生活在不安全中，被迫專和用通行证法把人当动物一样划分，因为他也是来自 

- 小必须承受这种非人道待遇的民族。

主席先生，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条，请允许我借此机会通过.你 ®答澳大 

利亚代表的话，他声称阿扎尼亚民主解•放运动不代表种族隔离统治下的人民•我只 

想说，他诬蔑阿扎尼亚被压适人民的理智是令A 遗憾的，在这一问题上他的发言是 

很不幸的， 我国人民是一小民主化的人民，我国人民支持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理想， 

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图图主教的全国论坛姿员会和联合民主基金等组织的理想》

主席: 议程项目3 1 的最后一位发言者已经发言完毕，我们结束审议议程项目 

3 1 .

谈程项目3 4

海洋法

( a ) 秘书长的报告（A/39/67和 Corr,  1加 Add  ̂ 1)

C b )决议草案（A/39/L. 35 )

(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9/821 )



主席: 大会已经收到了载于A/39/I^ 3 5 号文件的决议，案， 决议草案现在 

又有了两小新的提案国：多来尼亚和科威特.

希埃拉先生（坦桑 ;g,亚联合共加国）: 大会已经收到了载于A/39/：L. 3 5 号文 

件的决议草案，这一决议韋案有3 5 国提出，其中有2 6 国在该文件中已经提到， 

其他 9 个国家是：哥伦比亚、多来尼加、几内亚比紹、印度尼西亚、科威特、尼日 

利亚、阿曼、塞拉利昂和突尼斯， '

我代表提案国代表团非常荣幸的介绍这一决议韋案， 象往常一样，这一决议 

韋案是有关代表团进行了详尽的嗟商以后的产物. 迫于条件，这是一项妥协性，案2 

只不过是许多不同意见的一种综合，因此不想满足所有人的期望.

首先，我想感谢所有参加关于决议韋案谈判的代表团所进行的合作加妥• ! « 神。

大会在蒙得戈贝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这是连续第二年大会不得不讨 

论这样一小决议， 因此，这一问题并不是新的《 实际上这一决议韋案的大部分 

内容也不是新的.

执行部分第1 段再次回顾了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历史意义，认力这是对维护世 

界所有人民的和乎，正义加进步的重要贡献，

执行部分第2 段表示大会对于许多国家签署了这项公约并且已经把撒准书交存 

在秘书长那表不满意，我等一会将对签署发表一点看法》

公约开放供签署的期暇已过，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尽早批准或加入公约，以使公 

约尽早生效， 这一呼吁写入了执行部分第3 段，该段要求所有还未批准或加入公 

约的国家尽早的批准或加入，以便开发海洋及其资源的新的法律制度有效地生效，

执行部分第4 段呼吁各国掉卫公约的统一和公约中有关的决议•

执行部分第5 段呼吁各国避免采取任何只能破坏公约及其目标与宗旨的行动， 

这一段提到了可能采取或在未来可能被考虑采取的行动，这种行动的目的是损善这 

一公约或破坏公约的目标与宗旨。



执行部分第6 段表示大会赞赏秘书长在执行中期计划行动第2 5 章里的海洋法 

，物主要计划时的有效工作• 第 2 5 章是最近写进联合国1 9 8 4  — 1 9 8 9 中 

期计划中的，注意到2 5 章中规定的活动已经得到有效的贯彻是令人鼓舞的》秘书 

长通过他的特别代表南旦大使和他的小组已经在有关海洋法的问题方面作出了值得 

赞赏的工作，我们应当表示赞赏和进行鼓拓。

执行部分第7 段进一步表明，大会赞赏秘书长有关大会第3 8 / 5 9 号决议A 的 

报告，要求秘书长继续进行所规定的活动，并且特别强调国际海床管理局叙海洋法 

国际法庭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奄r括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决议第2部分的执行情 

况。 决议第2 部分涉及到保护勘探多金属结核矿活动的筹备性投资。

通过执行部分第8 段 ，.大会将赞成筹备委员会1 9 8 5年举行会议的方案。筹 

备委员会准备在1 9 8 5 年 3 月 1 1 日至4 月 1 5 日在牙买加的金斯敦举行常会, 

并且在夏天在日内瓦、金斯敦或纽约举行一次会议。 筹备委员会在春夭的常会上 

将决定这次会议的地点。

执行部分第9 段要求秘书长继续协助各国执行公约，对所规定的新的法律制度 

采取坚定和统一的态度，并且做出国象、次区城和区城努力，充分实现所带来的利 

益，第 9 条还要求联合国系统内的各小机构进行合作，并且协助这些努力。

这是秘书长的一项重要职责，而且在各国开始执行公约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国 

象管辖之下的地区方面，这一点变得更加有意义。 .重要的是，秘书长应该对各国 

提供指导和协助，以便各国的措施能够符合公约，并且得到有条理湘统一的发展。 

同样重要的是, .能够使各国从公约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并且把开发海洋资源包括在 

全面民族发展的方案中。

大会在执行部分第1 0 段中要求秘书长向第四十届大会提交有关公约激现行决 

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大会在第 1 1 段，即最后一段中决定把这小项目列入第四十届 

大会的议程上。



我已经着重指出决议草案的显著特点，下面我要筒单谈一下汉密尔顿 . 雪 莉 。 

阿梅拉辛格海洋法奖学金的问题，这项奖学金是1 9 8 0 年为纪念联合国第3 次海 

洋法会议前主席、已故的雪莉，阿梅拉辛格而创立的。 秘书长的报告也将注意到， 

由于各国、各小机构和小人的懷慨捐款，现在已经达到指标数字，这样每年从基金 

的收入中至少可以授予一份奖学金。 我希望赞赏如感谢所有那些做出贡献的人， 

并且呼吁其他人也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人，而且是为了促进他毕 

生致力的事业，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非常感激他。

同时我也要求大会记住为海洋法的编暮加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另一位本出的人 

康斯坦丁，斯塔弗罗波罗斯先生，他不幸于今年去世，他曾经是联合国的法律顾问 

叙秘书长的首任海洋法特别代表，继任这职务的贝尔纳多。苏莱塔大使也不幸于 

去年去世。 康斯坦丁，斯塔弗罗波罗斯这位杰出的法学象对本组级，特别是海洋 

法的贡献早在联合国创立的初期就开始。 他 是 1 9 5 8 年 激 1 9 6 0 年海洋法会 

议的主要参加者，在联合国决定处理海床问题并且召开联合国第3 次海洋法会议之 

后，他一直领导联合国小组帮助组织并且服务于这些会议，在加拉加斯会议之后， 

他的国宏希腊决定委任他政府的职务，他有如此的国际形象，我没有必要叙述他对 

联合国所做出的众所周知的贡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永远是所有杰出缔造者的 

纪念碑，康斯坦丁 • 斯塔弗罗波罗斯先生无疑是其中之一。

我认为，当我指出本组织失去了一位俾大人物的时候，我表达出联合国第3 次 

海洋法会议所有朋友们的心情。 我请希腊代表团向斯塔弗罗波罗斯先生的象属和 

希腊政府转达我们深切的悲哀和同情。

摆在大会面前的这一主题对于人类是如此重要，甚至是关鍵的 , 因此我认为， 

我们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海洋法公约对人类提供愈意味着什么。

联合国海浮法公约是在大会的努力加充分姐织下，根据《宪章》所规定的职责 

制订加通过的，公约已经被恰当地描绘成《联合国宪章》之后的最具有历史意义的



又一个国际激乎与合作的制度。 因为这项公约涉及到如何利用我们地球三分之二 

以上面积的问题，处理重要的问题，并且寻求我们在《宪章》中所致力的目标。

我也要提请大会注意我们接受《宪 章 》所承担的某些义务和保证。 我只想解 

释一下我们所说的。 我们致力于维持国际禾平与安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 

当然特别需要以和平的方式根据正义加国际法的原则，调整或解决可能导致破坏和 

平的国际争端或局势（第 1条，第 1段特别重申对男女及大小各国平等权利的 

信 念（序言第2 段愈第1条第2段 ）；实现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上的经济、社会 

文化或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序言第4 段和第 1条第3 段 ）；通过联合国协调各会 

员国的行动，以实现联合国的目杯（第 1 条第 4 段 ）；并且运用国际机构，以促进 

各国人民的经济激社会发展（序 言 最 后 段 加 第 1条第 3段 ）。

公约寻求实现所有这些目标。公约在公认缺乏法律fP混乱的方面创立加发展国际 

法；公约为谐利用海洋矛13进行有效合作利用广阔国际区城莫定了可靠的基础；公 

约建立了如平解决实际和，在争端的机构。 这样，公约提供了一小独特的机会， 

防止非常有可能爆发的世界冲突，这种冲突的规模衡后果只会是不幸的。 .

应该强调指出，公约不仅是长期谈判和努力乎衡不同利益的结果，而且也是对 

经济较发达的国家的较大的让步。

我本人参加了联合国第3 次海洋法会议的整小谈判过卷3 我相信，除了公约的 

现行文本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不可能存在任何不参加公约的理由，也不可能存在 

任何不尊重我们大象努力达成的交易的理由。

因此，最后我代表提案国（我相信我表达了大多数代表团的心情）同秘书长一 

道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得到的空前的支持表示非常满意，到 1 2 月 9 日为止，这 

项公约已经有1 5 9 小签署国。 我们相信，正如秘书长在1 2 月 1 0 日所指出的， 

这项公约确实不可逆转地转变了世界的政治地图，今后海洋法的发展无疑将围绕这 

項公约进行。

我希望，决议草案将得到大会的绝大多数、甚至是一致的支持。



马基埃拉先生 ( 智 利 ）：以国际海床机构会议7 7 国集团筹香委员会主席的 

身份（这次会议将在牙买加的金斯敦该机构的总部举行）, 我有幸在大会上就题为 

" 海洋法 " 的议程项目g 4发言。

我们饶有兴趣地注意到秘书长提交的一份有关海洋法活动的报告（A/39/&47) 

和负责海洋法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以及联合国秘书处其他司和处在这方面提出 

的问题。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为确保普遍接受《公约》和确保该公约的一致性和协调一致 

的执行所作的努力。 我们坚信，象以往一样，秘书处将继续发挥作用，在 《公约》 

所涉及的所有领城里提供援助和资料。

1 2 月 9 日，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的限期已到，签署了该公约 

的国家的数字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该国际文件所做出的完全和永久的承诺。

: 在条约和公约中区分签署国、批准国和加入国的正常进程在《海洋法公约》上 

具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在促进各国接受《公约》的海洋法会议期间，一些具有技 

术和工业实力的国家要求建立一个临时制度，这种制度将使他们能够在《公约》生 

效之前在各国管裕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开展活动。 发展中国家表现出现实主义精 

神和灵活性，在有必要签署公约以便从《公约》中受益的基础上，力图通•过谈判建 

立这种类型的制度。 这样，海洋法会议通过的第2 号决议包括了工业化国家渴望 

的制度。

7 7 国原来希望通过在这方面的妥协能够对《海洋法公约》的普遍化作出贡献， 

可是这种希望却变成了失望和遗憾，因力只有一些将受益于这种條时制度并对来来 

充满信心的国家同国际社会一起签署了《公约》，并在今天与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 

在筹备委员会开始进行这一复杂的工作。

然而，三小坚持要建立这个临时制度的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不是《海洋法公约》 

的签署国。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坚持在《公约》以外的国家协定和有限的国家之间协定的 

基础上另外建立一个制度，以便在他们自己最近已经放弃的自私和不合时宜的，则 

的基础上，开发海床洋底的资源。 这祥3 产生了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 

及其底土的原则的宣言，联大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第2749 (XXV)号决议对此作 

出了规定。 《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具体地反映了这一点。 这些同样的国家 

遗过使用缺乏政治意志的手段无视和严重地对抗这些原则。 现在已成为一种惯例一 

这还是能够接受的—一要求发展中国家作出让步，然后以一种对促进国际和平与安 

全和发展来说不能接受的方法无视作出的承诺。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例子以外，最 

近的一小例子是，一小西欧国家在今年的筹备委员会中争取并得到了一项关于，响 

到它的具体情况的协定，它的理由是，这将有助于签署《海洋法公约》—— 如果不 

这成这项特别的协定就不能办到这一点。 7 7 国集ËI再一次同意了。 然后在12

月 9 日，被指定为《公约》的一个机构的总部的国家竟然没有签署《公约》，尽管 

它继续是不符合《海洋法公约》的可供选择的制度的成员。 一方面声称是《海洋 

法公约》建立起来的一个机构的总部，同时却开展与该公约背道而驰的活动是不可 

能的。

成为一个常设机构的总部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特别的荣誉和承认。 只有对

国际协定作出的具体和坚决的承诺才能与此相配。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国家没有 

作出承诺。 对 《海洋法公约》来取一种选择性和零敲碎打的方法是不可躯的。另 

些不准备对《公约》承担义务的国家不能从其条款中得到好处。 《海洋法公约》 

是一个法律和政治的整体。

我必须再一次重甲7 7 国集团的立场： 《海洋法公约》包括了在法律上可以接 

受的唯一的国际机构，这小机构负责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的活动， 7 7 国 

集团拒绝任何以国家立法为基础宣称管理这些活动的协定。

7 7 国集I I坚定地重甲，这种协定不符合《公约》的文字和精神，这些条约不 

会产生任何对公约的尊重。



7 7 国集团在这里重甲对支持《海洋法公约》所做的承诺，因力这份国际文件 

不仅制定和发展了适用于海洋的法律，而且还确保在对于海洋的不同使用之间和在 

各国的利益与整小国际社会的利益之间保持一种平等的平衡。

联合国的作用是建立和平，一种永久的和平，在这种和平中，平等地共享和平 

和共同承担义务，这样没有一个国家觉得他做出的贡献要比得到的东西要多。

在这个大厅的附近有一块區，上面写着：尊重别人的权利就是和平。 《海洋 

法公约》取得了对其他人权利的尊重，正是鉴于这小原因，这是联合国对我们《宪 

韋 》的宗旨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这就是为什么7 7 国集团将永远愿意试图解决 

各种困难，以便能够有效地执斤关于海洋的准则P 我们以一种现实的方式对待筹

备委员会的实质性工作，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努力，这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由于这种态度，在明年3月举行的筹备委员会会议上，报可能开始对国除区域 

中的经营国进行登记，这将表明， 《公约》和第二号决议确定的有关进入海床洋底 

的规定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们将成为具体的现实。

这小星期是签署《海洋法公约》的最后暇期。 这使我想起了一首古老的巴西 

歌曲： " 当一个人单独做梦时，这仍然是一场梦，；但是当我们一起做梦时，那么 

梦想就会变成现实。 "

《海洋法公约》 1 5 9 个签署国意味着，现实已经开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 

替该公约。 我请那些还没有这样做的国家参加该公约，并一起参加在海洋建立和 

平和秩序的崇高事业。



雅科夫勒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联坚决支持7 7 国集团作 

出的决定，支持大会审议的该决议塞案的提案国。 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苏 

联一贯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坚决提倡世界各国坚定不移和严格地加以执行， 

并报据该公约建立起一个有效湘全面的法制，促进世界各大洋的湘平与合作。联合 

国秘书长佩雷斯，德查利亚尔先生在最近的发言中正确地指出，《公约》得到了  

1 5 9 ♦ 国家湘有关方面的签署，这充分显示了这一全球文件史无前例的性质—— 
全面性。 秘书长一直在努力支持这一重要的国际公约，我(门谨向他表示特别的感 

谢。该公约有助对在三分之二的地球表面上，立起协调的法制，促进各国的加睦。

苏联是最早签署该公约的国家之一。 除了一个国家之外，世暴上五大陆上的 

所有国家都签署了这一公约，我们对此特别重视。 有些势力出于狭隙的私利，企 

图抵制该公约，并采取单方面的武断行动，破坏该公约，使S 不能成为世界海洋的 

体制。 但是，众多的国家签署了这一公约，这表明，这些势力在国际社会中处于 

.孤立的地位， 并受到了谱责。

该公约在国际上的重要性H益显著 ， 正在受到越来越普遍的承认。 它是长期 

谈判和安协协定的结某， 考虑到了所有国家集团和人民的利益。 公约以单项和统 

一的文件的形式，，决了许多最尖钱和复杂的问题，即为各个海洋建立一个法制。， 

它确定了各国的权利加义务， 并根据国际法建立了一个单项和精筒的国际规则体制， 

指导各项主要的利用世幕海洋资源的活幼。

它为在联合国内《■决重要和复杂的全球问题树立了轉样， 即通过谈判« 决问题。 

它为加強海洋的和平与安全以及促进各国在海洋领城中的合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毫无疑问，它是最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一个重要的成就，它的执行符合全世界人民 

的愿望， 有助于把世暴的海洋变力和平与合作的区城，促进我们以及未来后代的利 

益。

公约宣布，国际海床是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 美11单方面分配矛P并吞国际海 

床资源的政策是主要的障碍 ， 使得该公约的条款无法生效。 与此同时，美国及其



某些西方盟国拒绝签署该公约，并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企图僧越该公约的条敦。而 

且，它们还各取所需地利用该公约的条款，企图在经济区、大陆架和其力地方谋求 

利益。

然而，这种选择性，武断的态度是矛盾的，因力该公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是一组各国之间达成的妥协协定，不允许利用或享受某些好处，而同时破坏其他一 

些条件。 除了公约如公约所，立的具体海床制度以外，任何，立经济区和借取海 

床及其资源的单方面行动都是非法的。

今天，这种单方面行动的政策和僖越该公约的要求都是分配和吞并这些水城和 

资源的帝国主义政策。 这种政策的性质是不负责任和冒险，破坏了利用世震海洋 

进行通讯、贸易与合作的基础，损害了所有国宏，包括执行这种政策的国家的利益。

最近，某些国家企图拼凑起一些小型条约，和该公约的体制同时执行。 我们 

不能对此保持沉敷。 最近，美国如7 个西方国家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海床深海区 

的所请临时协定。 这是企图使得某些垄断企业的要求合法化；这些垄断企业图  

借越和违反《联合国宪章》，自己并吞如分配国际海床中最富饶的部分。 这一行 

动的目标是破坏该公约和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确保不加控制地开发:和利用海床發 

源。这一单独行动逗反了该公约的文字和精神，受到了绝大多数缔约国如国际海床 

管理局筹备委B会的谱责。

在这一单独协定的缔约国中，有些国家也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 

这使人愿到遗憾。 我们知道 , 根掘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准则，签署一项国际条约的 

国家有义务不采取破坏该条约的行动。 所以，这一条也理所当然地适用于该公约， 

因为该公约是普遍性的。

筹备委员会所进行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报高兴地注意到，它已经服得 

了一定的进展。 尽管有些方面极力反对，并企图退出，使得委员会难以进行工作， 

但该委员会仍然成功地制定如通过了大部分规则，来登记从事多金属核活动的先驱 

投资者。 委员会还采取了步骤，制定指导开发利用国际海床资源的详细规则。



委员会应该毫不維延地阐述这些登记先驱投资者的规则，并开始着手登记，这 

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该公约和联合国第三届海洋法会议的有关决定所规定的。报多 

问颜取决于筹备委员会是否能够成功地找出双方能够接受的办法，来《决有关建立 

海床管理局的间颜，以及加速各国批准该公约的进程，使其早H生效。

秘书处提出的报告反映了各个国家集团加強了对该公约的支持，反映了该公约 

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各国在各个海洋领城中的政策。 尤其是，各国都注意到了 

在国家立法湘实际活动中执行该公约的条款。 联合国和其他有关的国际机构必须 

继续加紧活动，支持该公约，并促进其实际执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份报告有一个不足之处，即它没有区分支特并执行该公约的国家与采取非法 

和单方面的行动来违反湘破坏该公约的国家。 把这两者等同起来是非常错误的。 

如某要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定，支持该公约，秘书处就必须纠正这一错误。

我们决不允许掩盖那些反对和破坏《公约》的人所采取的行动。 全体会议已 

经收到的这一决议草案反映了根据《公 约 》的目标和原则在各国之间举行的嗟商所 

取得的结果。 这一决议草案的目标是反对任何一种单方面采取的行动。 这一决 

议反映了一小要求，即所有国家都应避免采取单方面的行动，都应严格遵守一小统 

一的《公约》的基本条款。 这一决议草案的目标是为了进一步加强筹备委员会为 

建立国.际海床机构所进行的活动，加强联合国和有关专门机构支持《公约》所进行 

的活动。

苏联代表团支持通过这一决议草案，强调有迫切的必要毫不拖延地终止任何与 

所有单方面資在破坏《公约》的行动。

我们欢迎古巴和所有已经批准《公约》的国家。 我们教促所有国家效法这一 

榜样，以使所有国家都能批准这一《公约》。《公约》生效将加强关于海洋的和平与 

合作的制度，为利用海洋及其资源以促进当代和未来人类的利益开辟新的途径。



基尔希先生 ( 加拿大）：加拿大仍然十分重视建立一小普遍接受的制度以便會 

理世界的海洋及其资源这一目标。 为此原因，我们欢迎在过去的几周中一些国家 

签订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使 《公约》的签约国的总数达到1 5 9 个。 我 

们认为, 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关于管理海浮事务的法律基础和在海洋事务中进行合 

作所取得的几乎一致的意见。 我们认为《公约》依然是使国际海洋法摆脱捉摸不 

定的状况的唯一途径。 但不幸的是，尽管有这一结论，《公约》打算澄清的那种 

捉摸不定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一些国家，包括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尚未 

签 署 《公约》。 我们对此事实表示遗憾，但仍然希望这些国家将保持它们对《公 

约 》的兴趣，并在一定阶段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

我们认为, 我剛才谈到的这一重新考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筹备委员会为国际 

海床机构和为国际海洋法法庭所作的工作所取得的结果。 我们希望，筹备委员会 

将能成功地为海床开发和企业部的活动制订出实际、可行和经济上有利的规则和规 

定。 这也是加拿大代表团所致力要实现的目标。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能够发挥作 

用的海床开发制度，而不希望看到一个将使潜在的海床开发者在参加这一进程时遭 

到挫折的海床开发制度。 这一制度的活动应当有利于所有国家的利益，给所有 

国家带来好处。 要想使海床开发制度真正有效并带来《公 约 》所遇见的财政命技 

.术的好处，那么主要的海床开发者就应当成为这一制度的一小部分。 我们希望， 

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所取得的结果之一就是这种参加。

我们代表团认为，筹备委员会在实现建立有效的海床开采制度的目标方面已经 

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然，我们必须记住委员会的审议还只是处于最初的阶段， 

不能认为已经超过了找出各种问题的阶段。 我们代表团认为，这样一种全面的， 

有节制的和谨慎的方法最适合于处理筹备委员会面临的困难的和技术上相当复杂的 

问题。 大家都认为，作为一个实际问题，海床开采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因 

此，我们不需要仓促地得出结论。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仔细地分析各种问题并协调



各种利益。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 ， 我们能够建立一种平衡的和实际的制度，满足 

所有闺家所关切的问题。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适合于筹备委员会正在进行的关于初步投资制度的工作。 

我们再次相信 ， 关于声称作为先期投资者的登记工作的规章措施的制订方法应该谨 

慎和有目的。 事实上， 关于先期投资最紧迫的和最困难的问题在筹备委员会内部 

的会议中没有得到讨论—— 也就是说，解决对矿地要求的重叠的问题。 一旦解决 

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筹备委员会应该竭尽全力保留第2 号决 

议的主要内容。 这包括承认和尊重所有决议中提到的海床开采各方。 从第2 号 

决议谈判达成以来情况已经有了巨大变化。 决议的条敦已经不符合目前的情 

况。 例如，其中的时间表和仲裁条款没有得到任何人的遵守。 然而，我们必须 

现实一点，承 认 实 现 一 决 议 的宗旨.与目标方面值得考虑的最重要的I’f l i , 这，是， 

建立一个允许所有潜在海床开发者参加的有效的海床开采制度 。

我剛才提到了一些在1 9 8 4 年筹备委员会会议上发生的宣要的情况，这些都 

是在有关各国间进行了广泛的非正式.商之后产生的结果 ， 并且在筹备委员会的会 

议上没有得到讨论或只得到了很筒单的讨论。

这尤其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那些宣布打算申请作为先驱投资者登记的国家事先 

达成的谅解的情况。 .这一谅# 被称为"要求作为先驱投资者登记的申请人解决冲. 

突的谅解 " ， 关系到解决有可能因这些申请人宣布拥有的地区的重迭而造成的冲突 

的程序和时间表。 ] g 8 4 年 8 月 3 1 H , 筹备委员会主席发表了一项声明，他 

报告说： "在各有关各方之间已经达 成 了 一 项 谅 , 掘我们所知，这些有关各方 

是法国、印度、 H本和苏联。 这一声明如谅俩•本身载于文件L0S/PC1/L .8 。

9 月 4 H , 筹备委房会主席又逐字重申了这一声明，裁于文件LOS/PCE/L. 1 3 

的第8 段中。



尽管筹备委员会主席发表了这些声明，但对于谅解的性质如范围似乎出观了一 

些混乱。 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谈谈1 9 8 4 年 1 1月 1 6 H 的颠为 " 海洋法：秘 

书长的报告 " 的文件A / 3 9 / 6 4 7 ,各个代表 ffl已经收到了这份文件。 该文件内 

容十分充实，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在一切领域可以对各国有所韻助。 该文件在其 

第 80—9 3 段中特别描述了筹备委员会在1 9 8 4 年中所完成的工作。总的来说， 

这一描述是一个很好加准确的总结，但也许是由于嚴然如值得赞扬的考虑到筒捷的 

需要，该文件包括了两个我们认为应当进一步澄清的观点。

该报告的第8 6 段读作 .

" 在日内瓦会议结束时，筹备委员会主席宣布已经为第一组甲请者，决冲

突的程序和时间表达成了一项谅解。" ( A/39/647 , p a r a . 86 )

第 8 g 段读作：

" 筹备委员会决定，在通过了关于先驱投资者的登记规则之后，将于 1 9

8 5 年 3 月 1 1 日到4 月 5 S 在金斯敦举行的筹备委员会第三次大会上进行第

一组申请者的登记。 与此同时，委旧会还要求第一组投翁者尽快，决关于它

们各自宣称拥有的地区的重迭而造成的冲突" 。 ( para .  83 )

该报告的第8 6 段含义不清，因为这一段并没向筹备委员会主席曾经两度微的 

一 样 ，具体说明这一谅解并不是由筹备委员会达成的，而是由各有关方面，即就我 

们所知，法国、印度、 H本湘苏联达成的。

至于第8 3 段，这一段根本就不准确，@为其基础是我们所谈到的这一谅鮮所 

使用的语言，而这一谅解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得到筹备委员会的批准，筹备委员会 

也并没就这项谅解做出任何决定。

除了在谈到由四小有关国家达成的谅》的措辞之外，不论是筹备委房会还是该 

委员会的主席都一直未便用第一组申请者这一概念。 筹各委旧会本身就先驱役资 

者登记所做出的唯一 一小决定载于文件Log/PJÎï ï/L „13的第 14段，其目的是"完



成对关于先驱投资者的规则塞案的审议并予以通过"。 这是筹备委员会在这方面 

通过的唯一- - 小决定。 因此，我刚才提到的谅解的第一加第二部分只是反映了达 

成这一谅解各方的观点，所以对其他国家不发生作用。

当然，我们知道，文件A / 3 9 / 6 4 7 仅仅是为了介绍情况而准备的， 我刚才说 

过，这是一份非常有用的文件。 同样，显然 , 关于算备委S 会的工作的唯一具有 

权威性的声明栽于在筹备委员会的会议上制订的文件。 尽管如此，鉴于对筹备委 

员会在其审议先驱投资者的登记过程中所达到的阶段也许出现了误解，我们认为在
I

i 自前对这一问颜加以淹清也许是有益的。
! :

j 尽管我 fn没有必要以一种退切感来采取行动， 但在筹备委员会还要做很多的工[ ;
i作。我们必须充分如全面地》决这些问题。 在我们这一方面，加韋大将尽一•^努 

力为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取得成功做出贡献。 在很大的程度上，海洋法公约的未[来 

取决于筹备委员会所取得的成功。

斯万南先生 ( 比利时）1 首先，我希望对那些針对1 «  8 4 年 8 月 3 H做出的 

临-时安徘所作的批评作出回答。 我国代表闭重申，该协议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一 

个基本原则的- 一即和平《决争端。 该协议丝毫不是以外 … 个制度来取代《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制度。 屁合国大会已经收到了载于文件A / 3 9 / 6 4 7  

号中的秘书长的报告。 该文件在许多方面极其有用，给人以启迪,我国代表团感 

谢秘书长海洋法特别代表办公室。

我国代表团特别有兴趣地阅读了关于国际海床机构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发 

展和取得的结果的章节。 比利时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那次会议，仔细地注意了 

那次会议的工作，由于比利时已经签署了 1 9 8 2 年的公约，因此从下届会议开始， 

比利时将作为完全的成员国参加。

比利时在签署该公约时曾发表了一项声明，正如该声明所表明的，比利时真诚 

地希望筹备委员会将能够成功地改正该公约的第千一部分某些条敦如附件三、附件



因中的一些不足之处和不完善之处。 我们曾经表示希望，筹备委员会将为此目的 

- 方面为.了推动鉴小国际社会接受新的制度而制定规则、条例和程序，商时，月一 

方面，为了使所有国家-一-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能够受益于对人类共同遗产的翼正 

开发而制定各滸规章制度。

正是本着这种建设性的精神，比利时代表团将继续参加第备委员会的会议。

本着同样的愿意为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取得进展作出建设性贡献的愿望，我国代 

表团表示支特加拿大代表剛才就秘书长的报告的第8 3 加 8 6 段所作的发言。事实 

上，这些段落所使用的语言有点含糊不清，因此，遗憾的是，我国代表团不能支持 

这两段。 由法国、印度、 日本和苏联达成的》决争端的协议并没有导致筹备委员 

会作出决定。 但该报告的第8 3 和 8 6 段使我们产生了一种不周的印象。 筹备 

委员会的主席瓦利奥巴先生指示照本宣读了该协议，并没有要求该委员会对这一协 

议作出决定。 因此，不应将比利时看作是该协议的一个参加国。 我国政府认为， 

解决争端的问题要想得到今人满意的，决，那就必须由所有有可能由于在一个特定 

的地点出现重迭而受到影响的各方达成协议。

最后，我要重申，我国政府希望，一般说来，根掘财政责任的原则，在 《公 约 》 

，立的机构工作的费用方面应遵循严格的预算程序。

尽管我国代表团特有上述的一些保留意见，但我国代表团仍将投票赞成决议草 

案 A / 3 9 / L .3 5。

借此机会，我们要感谢坦桑尼亚联合共斤国的希叶拉大使斤秘书长的海洋法代 

表南登先生，感谢他们作出了努力以保证使本决议拿案能够为尽可能多的代表闭接



范 ，兰斯肖特 （荷 兰 ) : 筹备委员会 1 9 8  4 年会议'期间出现的一些重要♦态 

发展是有关各国广泛非正式协商的结果。 但是，筹备姿员会会议讨论的很少或者 

筒直没有讨论这些问题。 特别在 4 个国家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的谅解方面就出现 

了这种情况，这些国家宣布它们打算提出注册为先驱投资者的申请，这就是法国、 

印度、 日本和苏联。 远项谅解被称作为"解决注册先驱投资甲请者之间冲突的谅 

解 " ，这项谅解涉及到解决这® 甲请者为各自的区械而发生的冲突的程序和时间表。 

1 9 8  4 年 8 月 3 1 H , 筹备委员会主席作了一个发言，他说到， "赛关谷方达成 

了一项谅解 " 。 这 一 发 言 和 谅 解 本 身 载 于 第 8 .号文件中。 筹备 

姿员会主届在g 月 4 日重夏了迈一发.言，它载于第工OS/PCIJ/JL, 1 3号文件第8 段 

中。

尽管筹备委员会主届作了这一发;言，在这项谅解的性质和范围方I f , 似乎产生 

了一些混乱。 税们想在这方面提到第A / 3  9 / 6  4 7 号文件，这就是秘书长关 

于海洋法的报告。 这是一份内容详实和经过充分准备的文件，特别在第8 0 至 93 

段中描述了筹备契员会在1 y 8 4 年完成的工作。 总而言之，这一叙述是一个报 

好的准确的总结， 1 旦也许由于希望精筒一些，這是很明姬的， 1 旦也值得赞扬， 因而 

这份文件中包函的两份发言， 我1lj认为， 需要更明确的说明。

第 8 3 段内谷如下：

" 委员会决定，在通过注册先驱投资者规则以后，委员会将在1 年 3 月

1 1 日至4 月 5 日在金斯敦召开的第3 届筹备委员会会议上注册弟一批甲请者。 

同时，委贞会要求弟一批甲请者尽快I f 决有关区域重叠的冲突。 " 

(A^39X647. Para. 83)

第 8 6 段指出：

" 在 H内瓦会议结束时，主嚴宣布，在第一批申请者解决冲突的程序和时间表 

方面，这成了 一项谅解 " 。 （A/3 9/647. Para. 86)



第 8 6 段意义摸糊不清，因为它没有象筹备委员会主席那样其体说明，这项谅 

解不是由筹备委员会这成的，而是由有关各方达成的。 为了避免误解，请允许我 

补充一旬， “ 有关各方 " 远一称谓并不是指7 7 国集® 成员，也不是指苏联，这就 

是说，不是指参加瓦里奥巴主席主特的非正武协两的国家。 " 有关各方 "这一称  

谓只是指法国、 度、 日本和苏联。 第 8 3 投只是不精确，因为它用的语言在谅 

解中已经用过 " 。筹备安员会也没有直瘦或间接的赞成过这一段，筹备資员会也没 

有对此1攻出任何决定。

徐了在提到谅解的语言之外，筹备資员会和資员会主原都没有便用"第一批申 

请者 " 这一说法。 迈一说法只暇于4 个有关国家这成的谅解。 寿备委员会在先 

驱投资者谈列方面做出的唯一决定载于第 lOS/PCEyX. 13号文件1 4 挽中，这就 

是 " 完成对先驱投资者规则草案的审议，并通过这些规別 " 。 因此，保解的弟一 

-部分和第二部分只反映了达成谅解的各方的观点，这样对其他国家跳没有任何影响。 

更具体地米说，我想发农以下意见。 Æ制订规则和条文时不应当考虑其他因素， 

这就是说不要提到4 国的谅解。 4 I I这成谅解并不访碍自行夾定的自由，也不访 

碍每一个成员国在參加注册申请决策过程方面所负的责任，特别在总务受员会更是 

如此。 在这方É , 孩想补充一旬，想们认为，解决)f 突的W越只能地过包括所有 

领土重叠冲突各方的协议才能够得到满意的解决。

当然，我们，识到，第 A X 3  9 / 6  4 7 和 Corr. 1和 Add. 1号文件是为了 

提供资料而准备的，正如我在前面表明的部样，这是一份非常有用的义件。 但是， 

唯一关于筹备委员会工作的权威1生发言载于突贞会的正式文件中。 1旦是，由于对 

筹备委员会审议注册先驱投资者剑底这到哪一阶段产生了錯误观念，税们认为现在 

澄清这一问题会有所帮助。

我国代褒团将投票赞成第A / 3  9 X I< .  3 5 号决议草案。

我们的立场是，包括我国的8 国政府在1 9 8 4 年 8 月 3 日这成了"有关深海



问题的临时谅解 "，这一谅解不在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5 段的范围中。

我国代表团想强调 , 由于临时谅解实质上是避免对采矿地点提出重叠要求 的冲 

突的协议，因 而 没 有 包 括 查 深 海 床 制 度 。

临时谅解毫不损等《海洋法公约》, 也不影响荷兰关于这一公约的立场。

特雷韦先生 ( 意大利 ) : 意大利于1 2 月 7 日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露大利充分意识到公约的重要性和世界各国所抱的期望，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的期望， 

因此霉大利决定它必廣加入公约签署国。 此外，意大利也不愿意与大会海床ÿ 员 

会和第 3 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所有努力产生的结采毫无关系，因为多年来它一i 积 

极和负责任地参加这种效力。 ; '

我们认为，公灼在国际法的一个重要额域内对加强法制m 出了重大贡献。公约 

在新旧之间、在编裏国际法和逐步发展国际法之间取得了合理的平衡， 澄清了造成 

政洽紧张局势和争端的许多间题。 我们认为能够接受的一些传统，然而仍然非常 

重要的微念是公海自由和保护航行与通讯；另一方面，新的愿望是扩大沿海国家对 

有关资源问题的管辖和所有国家剛刚开始关心的维护海洋环境问题 '； 在很 

大程度上，公约把两 者 协 调 了起来。 此外，公约对强制性弟三方坤突解决做出了 

比较广泛的规定，意大利报据自已的传统认为远一点极为直要。

众所周知/ 意大利不答易接受关于辣海床采矿的公约条款。 . 这些困难说明了 

我们在签署公约W 的扰豫不决的态度，即使? 认为筹备安员会取得了不少进展, 

而我们作为观察员积极参i p 了姿负会工作，但是远些困难依然存在。 我们和其他 

国家一样在签署的时候明确的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尚兴地注意到，在 1 2 月 7 日 

签署公约时，欧洲共间体代表也做出了类似的发言。

我们带着很大兴趣研究了载于弟 ' A / 3 9 X 6  4 7 和 Corr, 1 和 Add, 1号文 

件的秘书长夫于 海 洋法的报告。 找们认为这是一份非常有用和内答实的文件 ,  

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我国代表团对报告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方面-是报告改正了深海床采矿和其他有关 

海洋活动之间的关系，人们从报告中得到的印象是问题和活动既广泛、又复杂，超 

出了深海床采矿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非常具体，大多数是未来的问越。 正如在有 

关海洋活动和各国利益方面的间题一样，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联合国海洋 

法活动和联合国海洋法办事处的活动，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活助比深海采矿的旧题 

范围更广，尽管公众在最近几年对这一题极为里视。

这表明了意大利政府尽管认为关于深海采矿的第X I 部分和附件工 I  I 和工 V 

有相当的缺义和不足之处却还是决定签署该公约时的态度是明智的。 我们很高兴 

地注意到，在替扬于1 2 月9 日这一截止日时已达到1 5 0 小签署国时，联合国秘 

书长哈维尔 . 佩雷斯 • 德查利亚尔先生承认这些国家的立场是" 尽管支持公约这一 

整体，确感到它的深海采矿部分不完全令人满意"。 我们特别高兴的是在秘书长 

的声明中看到 " 在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的领城中，我们将努力以达成协调" ， 

" 这可以通过各方的灵活性、理解和诚意来取得 , 这样我们就可以使这♦全球的成 

就真正带有普遍性 " ， 意大利将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目标，特别是，但不仅仅是 

通过它充分地参加筹备要员会的工作。

关于秘书长的报告，我们很有兴趣地口; f 取了这一报告以及由加拿大、比利时和 

荷兰对第8 3 和8 6 段所发表的看法。 我们同意它们所说的这些段落多少容易使 

人产生误解。 即使秘书长的报告并不意味着要载入筹备委员会的记录中去，但这 

些段落可能造成这样的印象，即筹备委员会已经以某种形式根糖法国、印度、 日本 

和苏联的理解而作出了一项决定。

我们升取了这次辨论中提到8 月 3 日由哲括意大利在内的8 个国家所签署的I腐 

时理解的发言。 在一些发言中这一 It^时性的理解被说成是非法的。 还有人说它 

包含了一.个管理斤采国际海床的新制度。



我国代表团与比利时、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日本> 荷兰和联合王国的代 

表团一道坚决反对这些早已不新鲜的说法。 我们希望忆及荷兰代表S 团长在1984 

年 8 月 1 4 日于筹备委员会会议上代表这些国家所做的发言，这篇发言被载于第 

P G u. 5 1号文件中进行了散发。 重复一下我们在那篇讲话中所说的，在这一 

临时理解中没有一条条款可以使它变成非法的。 除此之外，这一临时理解没有提 

供一♦为开发和探索国际海床而制订的个可以取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制度 

的新制度。 这一临时理解主要是关于解■决冲突的，这样，它就符合国际法基本原 

则中的一项原则，并且，我们还可以补充，它完全符合第二号决议。

关于提交给我们批准的决议草案，我们非常高兴参加了使它们得以被递交的讨 

论。 它的文本与去年所通过的决议十分相象，我们认为，它的含意和效果是相同 

的。

我们狠高兴地宣布,_ 由于我们签署了这项公约，今年我们将投票赞成这一决议 

草案。 然而，我们希望强调，我们对于在这♦领城中严格管理联合国的资金的关 

切与在其它领城中一样仍然不变。 鉴于这一原因，我国代表团在 '第五委® 会中关 

于这一决议草案的财政影响问题投了弃权票。 确实，我们希望筹备委员会能够更 

多地考虑它的资金来自联合国的普邀预算这一事实，并把选择以最便宜的方式为它 

的会议制订方案作为一条原则。

斯切里克先生 ( 法 国）：就海洋法所进行的一年一度的辨论使得大会有可能力 

关于在去年出现的海洋问题的发展制订一份平衡表。 今年的平衡表是有利的。 .

. 首先，作 为 1 9 8 2 年 1 2 月 1 0 日签订了该公约的一小签署国，我们不能不 

对国际社会对此公约的支持而感到高兴，这一支持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自该公灼开放 

以 来 格 外 多 的 国家签署了这一公约。 又有 4 0 个新的国家加入了在蒙特哥湾 

签署了该公约的国家的行列，使总数达到了1 5 9 小国家^

对于该公约的支持同样清楚地表现在所有的地理区城和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



会制度都得到了广泛的代表这一事实上。 我们特别德到高兴的是很多欧洲国家签 

署了这一公约，特别是我们在欧洲共同体的伙伴们，它们在去年的1 2 月 7 日签署 

了该公约。

正如秘书长在他1 2 月 1 0 日的讲话中所强调的那样， "对一项性质如此普遍 

的公约如此大规模的支持是前所未有的。 " 同时，秘书长回忆到有些把该公约 

作为一小整体来支持的国家感到关于开发海底的部分并不完全令人满意， 它们保 

证进行努力以在意见仍然有分较的领城中协调立场。

我们感到，如果我们希望给该公约以真正的普遍性的话，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 

就都应该采取这种积极和建设性的杰度。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筹备委员会及其特 

别委员会们在金斯顿和日内瓦召开的上几届会议中所取得的进展。 总的说来，筹 

备委员会在其主席坦桑尼亚的瓦利奥巴先生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工作已被证明是严 

肃和现实的，我们要向杰出地指导了该委员会工作的瓦利奥巴先生致敬。 在他的 

领导下，在执行会议的第2 号决议， 1 9 8 4 年 8 月 3 0 日就，决申请作为先驱投 

资者而注册的人员之间的争端的协定以及解决第一组的申请人之间的争端方面已经 

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第一组的这些申请人是那些在1 9 8 4 年 1 2 月 9 日之前向筹备委员会递交申 

请的国家，即，法国、印度、 日本和苏联。 作为这些国家中的一，个的伏表，我感 

到有必要将8 月 3 0 日协议的现状报告给大会。 这四小国家的代表团于1 2 月 3 

日至6 日在日内瓦开会以执行这项协议，开会期间，它们达成协议以保证资料和情 

报的机密性，并且建立起一份逐字记录阐明了同等交换情报的条件。 这两小文本 

将于今年1 2 月 1 7 日签字。 根据 8 月 3 0 日协议，在这一天，各代表 ffl应该交 

换有关情况，并确定可能出现的重叠和重复。 我们希望，在出现这种重叠的情况 

下， 1 月份的谈判能够使我们在1 9 8 Ô年 3 月召开筹备委员会的下届会议之前解 

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



如果一小建设性的气氛能够继续占主导地位，所有的势态发展都给了我们极大 

的希望，希望能有积极的后续行动，以及筹备委员会的继续工作。 我可以向大会 

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继续以它一贯的开明政策积极地参加到这一工作中去。

考虑到上述事态发展和其它秘书长有放地进行的行动，以及我们对于海洋法有 

关的问题相关连的方案，这…方案表明在中期计划之中，我国代表团将象前几年一 

样，投票赞成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

尽管将来的海洋法公约将是我们表现出相互间的谅解与开诚布公的精神，可看 . 

到一些代表团认为在我们的辩论中应该进行争吵这一点使我们感到遗憾，它们毫无 

根播地指责有关包括法国在内的8 个国家于1 9 8 4 年 8 月 3 日^署的海底协议有

关的问题。 跟某些人所说的正好相反，这一安徘根本不逢反该公约，并且也不是 

旨在建立一小与该制度相平行的制度。

这种安排并不意味着签署国根据法律承认仅仅以国家立法为基础的许可的有效

性。

事实上，这种安排的唯一目的是消除签署国之间今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因 

此 ，这种安排从根源上消除这些潜在的冲突，对决议1 C 的提案国的意图作出反&  

这种安排完全符合法国政府所接受的根据决议n 进行海床活动的义务，我们作为正 

式先驱投资者向筹备委员会提交甲请就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有些代表团认为它们能够批评这种安排，这是非常错误的。 如果它们 

认为我们对这种安排是否符合公约有丝毫怀疑的话，难道它们就会认为我们能够投 

票赞成一项其第五段 " 要求各国停止采取任何破坏公约或胆碍其目的和目标的行动 ’ 

的决议吗？

主席 : 我现在请佛得角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热苏斯先生（佛得角 ) :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固提出这个程序问题，希望您能 

注意法文本和英文本之间的某些差别。 搂在我们面前的载于第VB 9/L *  35号文



件中的有关海洋法的决议阜案是一些有关代表闭通过谈判用英文这成的，而法文本 

则是从英文本翻译而成的。

如果决议草案的法文本的语W对那些有关代表a 所谈判的以及英文本所清楚表 

明的内客没有很大的变动，我们代表团本来是不会作下列评论的。 我认为，法文 

本必须反映出所进行的谈判的实际内容，也就是我说过的英文本清楚反映出来的内 

容.

因此，由于当时谈判妥协所这成的细节，我国代表团根据同有关代表团，主要 

是讲法语的代表团之间的嗟商，也许可以建议这项决议阜案的法文本采用下列措辞。

首先，关于第A/39/L，35号决议草案的法文本，我提请大会注意执行部分的 

第三段。 英文本第三段非常正确地指出：

丄  " 要求所有还没有这样做的国家考虑批准或加入…… "

法文本的第三段如下：

" •  • • d ^ e n v l s a f l © ^  d» s i g n e r  e t  de r a t i f i e r

法文本不仅不符合英文本的内容，而且也是不现实的，因为法文本要求国家签專公 

约，而我们知道公约已经不能再签署了， 因为指定的日期是今年1 2/] 9 日。

因此，我认为法文本执行郁分弟三段的措辞ê 该改为如下：

D e ma n d e  à t o u s  l e s  E t a t s  q u i  ne 1 o n t  p a s  e n c o r e  f a i t  ci € n v l s » f l  卷 r  d t 

r  Ci 1 1 f  1 e r  I  a C o n v e n t i o n  0 u d ' y  a d h J r e r  d a n s  l e s  m e i l l e u r s  d « 1 a I  s •  n v u  •  cl 9 

p ô r n i i t t r e  l ’ < ? n t r e «  e n v ：lg u e r u  d u n o v e s i u  r é g i m e  J u r i d l q u e  ci *  s u 1 4 11 s » t  1 0 n $ d ’ 

i â  e t  d« s * s  r e s s o u P c « s j * V

因此，我国代表闭发表这些看法的唯一目的就是尽量清楚地反映出今年准备现 

在正在审议的第A/39/L。35号决议时的谈判内答* 我匕经指出，我剛才建议的

措索是同有关代表团，.主要是讲法语的国家近行嗟商之后的结来。



最后，在与一些有关代表团进行了建商之后，这些代表团中有些同我国代表团 

一样是决议草案的联合提案国，在考虑到签署《海洋法公约》的计划截止日期是12 

月 9 H的情况下，鉴于已经签署《公 约 》的国家加实体已达1 5 9 个，我国代表闭 

对 决 议 草 案 言 第 2 段第 2 行提出了一个很小而不触犯他人的口头修正案。 决议 

草案称 " 并注意到1 5 5个签字国 " , 我们应当说 " 并注意到1 5 9 个签字国 "。 

因为这是一个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建议，我认为不会遭到任何代表的反对，因此， 

应当通过这.小口买修正案，这也是可取的。

施里克先生 ( 法 国）：我国代表团愿对佛得角代表的认真态度和对法语的精深 

了解表示祝赛，并声明我国代表团不反对他对决议法文文本提出的任何修改。 我 

们希望现在发言是因为我们在认真阅读了决议草案之后注意到，执行段落第3 段中 

述有一小翻译方面的问题。 英文文本中一开头第一♦ 字 " 全部 " 在法文文本中被 

忽略了，因此，法文文本应为 " 要求所有还没有这样做的国家" 等等。

古粮西奥 . 格兰尼尔 ( 破利维亚）：我们比较了决议草案的西班牙文和英文文 

本，我们在第5 段中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为了象佛得角代表建议的那样，保持西 

班牙文本和英文和法文文本的一致，必须删去 " 所有 " 一词。

: 关于佛得角、法国和坡利维亚代表提出的程序问题，我高兴地通知各位 

代表，我已得到秘书处的通知，秘书处技术部将保证最后的法文加西班牙文文本将 

与英文文本完全一致。 我希望这已可以满足程序问题。

我们已听完了关于这个项目辨论的最后一位发言人的发言。

在 表 决 决 议 草 案 9/% 3 5 ^前，我现在请希望解释他们投票的代表发言。

我想提趣各位注意，发言限于1 0 分钟之内，由代表在他们的席位上发言。

( 土耳其）: 土耳其政府关于《海洋法条约》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 

在第三^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历届会议上，包括在蒙特哥贝举行的上一次会议上，



这些观点和所有口头声明都已记录在案。 土耳其政府既没有签署《海洋法公约》 , 

也没有签署会议的《最后文件》。 男外，土耳其还投票反对1 9 8 2 年 1 2 月 3 

日的决议3 7 / 6 6 和 1 9 8 3 年 1 2 月 1 4 日的决议3 8 / 5  9 A , 这个决议是 

在题为 " 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项目下通过的。

土耳其政府最近决定根据议事规则第3 条作为观察员参加筹备委员会的工作。 

然而，土耳其政府在《海洋法公约》方面的立场并没有改变。 因此，土耳其政府 

以观察员参加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不能被解释或推断为表示土耳其已改变了它表明的 

观点和立场。

至于有关海洋法的决议革案所造成的颜算问题，土耳其政府认为，因执行有关 

《公约》而造成的开支问题从法律上说不应由联合国预算来责担，这笔开支应象国 

际法所要求的那样，完全由条约的签字国承担。 为此，土草其在五委投票反对了 

有关的建议。

我国代表团请求对文件A//39/L. 3 5 ^的决议草案进行记录表决。

阿尔汰诺斯先生 （厄瓜多尔）: 国际社会都知道，厄瓜多尔代表团没有签署 

《海洋法公约》，因为这个公约并没有完全反映厄瓜多尔的根本权利和利益。 然 

而，我国同其他发展中的沿岸国一起对确立一些重要的原则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这些原则主张发展中的沿岸国对觉们沿海2 0 0 海哩范围之内的所有自然生物资源 

拥有主权，不管它们的生活习惯如何，只要这些生物是在这个国家的水生环境之内， 

属于国家司法管辖的海床。

厄瓜多尔已经并将继续重申，它支持根据人类共有遗产的原则有权开发、利用 

和销售沿岸国司法权以外的水生资源的原则。 因此，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单方面的 

开发活动，这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削弱那一原则。

因此，厄瓜多尔来不参加关于海洋法的决议草案的表决。

i 席：在表决决议章案之前，我愿宣布决议草案Ay/39y/L. 35又有两小新的提



案国，它们是哥斯达黎加及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联大现在将开始表决并对决议草案A/39XJL. 3 5作出决定。 五委关于决议草 

案的预算问题提出的报告见文件A/39//821。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 成 : 阿 富 斤 、P5I尔 及 利 亚 、交母 tü 、阿 根 妊 、缴 大利 亚 、奥地利、巴》g 马 、e 忖 、孟加拉 

国 、巴E 多 斯 、比利0 '̂ 、伯利 S 、H 宁 、不 丹 、玻 到维 亚 、博茨 f i 纳 、巴 0 、文系 IS 

、保 加 利 亚 、布尔基纳法索、须 句 、布 P I迪 、白俄罗斯巧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D| 菱 

P I共和 S 、加 ♦ 大 、佛 稱 角 、中非共辆国、卞 得 、智 利 、中 国 、哥伦比 $ 、剛 系 、母 

斯达 黎 加 、*  E 、¥ 消 路 斯 、捷克斯 ※伐 克 、民主乘诵赛、民主 f t 门 、丹 菱 、吉布提 

、多米尼加共和国、埃 及 、萨尔 f i 多 、赤道几内 _亚 、埃 赛俄 比 亚 、斐5芥、芬 兰 、法国 

、加 I I 、補 .« Æ 民主共和 H 、加 纳 、♦ 腊 、几内、正 、圭 亚 那 、》地 、 都 fû 斯 、句牙 

利 、水岛 、印 度 、印度尼西 亚 、 伊战伊斯 M 共秘S )、伊 a 克 、愛尔兰 ' 、意 大 到 、象牙 

岸 、牙 买加、S 本 、乡力旦、肯 Jg亚 、科 S U I、老財人民民主共和国、黎 巴 » 、莱索 

托 、利M-, 1 亚 、Ph]拉伯利 th 亚民 A 国 、卢 森 里 、马》加 斯 加 、马 拉 维 、马来西 3E、马 

尔 代 失 、马里 、马 耳 他 、毛里搭尼，亚 、毛里求斯、《 西 f 、索 古 、摩 母 、英叙比克 

、IE ☆ 尔 、箱 兰 、孰 西 兰 、E ¥  }ù ik 、尼 0 尔 、尼 0 利 亚 、挪 威 、ps!曼 、巴基斯坦、 

巴 t 马 、E 布亚新几内亚、E tî[ 圭 、菲 偉 宾 、'波 兰 、« 萄 牙 、卡 塔尔 、罗马尼 I 、卢 

a 达 、圣卢 西 亚 、圣文 A 持知格杆纳丁斯、萨 摩 亚 、圣多美和替样西比、a '̂持阿技伯 

、赛 内 加 尔 、蕃 舌 尔 、率 } à 利 》 、新 加 坡 、K l罗门群岛、f  ■马里、西班 牙 、斯里至卡 

、巧 丹 、巧 里 南 、瑶 典 、黎 国 、多 毋 、特 Ù 尼 i；t 和多巴 哥、突 尼斯 、乌 干 达 、乌克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知 (Ï1、苏结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 « [伯联合餘长 Ï Ï 、坦 3^尼亚: 

联台共知 [1 、乌拉 圭 、P i努pq S 、.越 南 、te 门 、南斯 « 夫 、扎伊 尔 、赞 th JE。



K M  : ± 耳 其 、美 利 ü ' è À f f l  ◊

弃 权 : 通參志联邦共私 1国 、k l 色 列 、秘 鲁 、大 〒 列 動 及 北 爱 尔 兰 联 台 Î . 国 、委 内 瑞 拉 。

决议草案以1 3 8 票对2 票获得通过， 5 票弃权。

主席 : 我现在请那握希望解释他们投票的代表发言。

巴巴乔治先生（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没有参加文件AX39/工.35 

中决议草案的表决，原 因同 它没 有 参 加 《海洋法公约》的表决命没有签署这小公 

约的原因相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已在不同场合清楚地表明了阿尔巴尼亚政府对第 

三次海洋法会议的看法和立场，这些观点和立场在会议的官方文件中已有记录。

阿尔巴尼亚人民社会主义共命国坚持它对海洋法规定的立场，这一立场已为人 

们所知。 同以往历届会议的决议一样， 决议草案A/39XL. 35中有一些阿尔巴尼 

亚代表团不能接受的规定。 由于我们已经在上一届会议上解释了我们对这些规定 

的保留意见，为了不占用大会的时间，我们将不再详细说明我们将坚持的保留意见。

瓦尔登勃格先生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我国代表团在剛剛通过的决议中投了 

弃权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一个全面的、得到普遍接受的海洋法制度是对国 

际关系法律规则的一个重要贡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关海洋本身、有关 

保护水生环境和解决冲突的国际法部分已得到了普遍的赞同。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欢 迎 《公 约》中的这些部分，认为它是对编暮和进一步发展国际海洋法的一个重大 

贡献，国际海洋法在确保法律的明确性和肯定性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然而，总的来说，由于设想中的海底开采制度，所有国家并没有就《公约》达 

成一致意见。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直认为 , 力建立一，个在这一领城内能够晋遍接 

受的制度，必须作出大幅度的修正。 颜备性投资保拍制度也暴露了相当多的不足 

和不连贯。 在现存情况下，这一体制并不能够保障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利益的保 

护。

考虑到所有这一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已经决定不签署海洋法公约。 然 

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拒绝这4 "公约，我国政府将继续和其它国家一起努力，以达 

成一小最终将为所有国家能接受的海洋法公约的海底开采制度。

现在，我愿提及过去关于海洋法的国际法庭地点的发言。 《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 》的附件6 的第2 段第 1 条已经把自由和同会的汉，城市作为法庭的地点，这一 

决定仍然有效。 这并没有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签署《公 约 》联系起来，而是由于 

我国在《公约》生效时就批准了它。 在这方面，秘书长关于海洋法的特别代表最 

近非常正确地指出，德意志联部共和国仍然可以在任何加入《公约》。

我们听到的一•小发言说，我国参加的关于深海问题的临时谅解和海洋法公约发 

生冲突。 正如这一谅解的其它各方在今晚已经指出的部样，这是对那一谅解的☆ 

容和目标的错误理解。 它的目的是通过彼此自我克制，避免有关各方现在和将来 

提出互相冲突的要求。 因此，这一谅解已经成为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决议工工 

的第5 段 (a)的一■个原则。

里维拉先生（秘鲁）: 尽管我们认识到《公 约 》的历史意义，秘鲁代表团拳秘 

鲁政府的指示，在这一决议草案的表决中弃权。 自1 9 4 7 年以来，秘鲁一直在 

11际社会中表明. 它承认沿海国在自它们的海岸至二百海里的领水及海底部分的主 

权。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已为促成这一新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做了贡献。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意淮清，由于《公约》的条敦和秘♦ 宪法有些分救，秘鲁 

不能够赞同这一《公 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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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奈一德兰格夫人 ( 以色列）：在这方面，以色列政府声明， 1 9 7 7 年以 

色列和埃及达成的和平条约证实的航行和飞越制度说，各方认为德黑兰海峡和亚溶 

巴湾是国际水路，所有国家都有不受胆碍和不受侵犯的通行和飞越自由，这一制度 

在上述地区也是适用的。 此外，和平条约湖 f ï度完全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 

将继续在上述地区适用。

以色列政府的理解是，埃及于 1 9 8 3 年 1 1月 1 0 日的CÏIX272X1983协议/  

1 6 的交存通知是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在批准《公约》的声明一致的。 以色列当 

然仍然致力于关于和平使用海洋的普遍国际法规则的。

在大会第三十七和第三十八届会议上，我国代表团反对关于把筹备拳员会的 

预算包括在大会的一般预算之内的建议，我们的立场依然如故。 当然，这并不适 

用于秘书长关于海浮事务的一般职能。

我们仔细地研究了秘书长关于海洋法的报告，我们赞赏地注意到了秘书处正在 

进行的活动。 我们还注意到，那一报告包括了关于海洋事务各种活动的情报，其 

中包括私人法律活动。 大家都还记得，我国代表团去年建议，把这种情报包括在 

关于海洋法的新闻稿中。 部一新闻稿是非常有用的，我们愿意冉次建议，考虑扩 

大秘书处的协调作用，方法是将公共和私人以及联合国体制内外的海洋事务的情报 

包括在新闻稿中。

我在此没有必要再次表达我国对海洋的兴趣以及我们积极参加所有关于海洋法 

的国际协商和会议。 我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并已多次记 

录在案。

我们认为， 《公约》包括的条款完全是与海洋法无关而出于政治考虑而列入的， 

这使我国无法签署《公约》。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作为《公约》

的存约人散发下列声明：以色列政府关于海洋法的关切主要是和保证各地最大程度 

的航运和飞越自由、特别是用于国际航运的海峡的自由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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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尔斯先生（联合王国）：我愿意，释一下联合王国力什么对刚才通过的A X  

3 9 X L .  3 5 号决议草案弃权。 人所共知，联合王国为什么没有签署《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理由我一会还要提到。 因此，所有人都明白，刚才通过的决议当 

中的许多方面是我们不能够支持Ô勺。

我国代表团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关于类似决议草案的投票的解释已经详细地包 

括了联合王国为什么特别反对这一决议草案各小方面的理由。 这一声明包，括在 

1 9 8 2 年 1 0 月 3 日的遂字记录中。 此外，在某些方面，目前决议的语言比37/ 

6 6 和 3 8 X 5  9 A 决议草案的语言更加倒退了，并包括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因 

素。

我国代表团于1 9 8 2 年表明，联合王国政府已经决定，反对提前签署该公约， 

因为，我们不能接受包括自前这种形势的技术转让在内的深海海床采矿的制度*然 

而，作出决定时我们考虑到该公约在两年之内保持公开由各国签署，探求改进的前 

景 ，首先由筹备委员会起韋规则规定如程序，联合王国充分地参加了筹备委员会的 

工作。

我国政府根据两年来所取得的经验充分地审议了这些政策，但是，我们的结论 

是， 1 9 8 2 年的立场并没有发生报大的变化， 因此，由于没有签署1 9 8 4年 

公约的决定的基础，因此，正象我国代表团于1 9 8 2 年所作的那样，我想强调指 

出，必须继续寻求一致意见。 联合王国的唯一的希望仍然是能够看到制定出能够 

在盤♦ 国际社会得到一致承认的有关海床采矿的规定。 .我还想在此提到，我国政 

府宣布决定不签署该公约的同时，也表明，我们并不妨碍欧洲共同体对该公约表示 

信任并签署该公约。 这一点已经从1 2 月 7 日就开始了。

我想表明，我国代表团对剛剛通过的决议的保留意见应当被看作是对秘书长及 

其特别代表在完成先前大会决议赋予他们的任务的努力寄予希望》 我特别愿意与 

其他代表团一道对在该决议的各个段落中所表明的秘书长在海洋法方面所作出的努 

力表示欣赏•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必须在结束我的御短的发言时提到本不应该提到的问颠， 

但是，这♦ 问题是两位代表在其发言中提到的，他们决定利用这♦机会批评他人的 

政策加行动， 特别是，苏联代表所提出的论点不是新论点，但是，他们重复这些 

论点当然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理由提出这些论点，这已经由前面发言的代表表明了，

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和其他代表对这一问颠所作的发言.

雷先生（美国）: 我国代表团被追再次对关于海洋法的国际发展问题投反对票. 

过去，我们这样做是非常不情愿的。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许多代表团 

坚持要求1 9 8 2 年 《海洋法公约》以及该公约要求建立的各机构仍然由联合国 

负直接财政义务，

我们在过去已经表明，美国认为， 1 9 8 2 年 的 《海洋法公约》是关子海洋的 

国际法的发展方面的一项重大成就， 不幸的是，在 《海洋法公约》中，第 9 部分 

不符合美国的政策，也不符合同我们一样关心将来深海洋底资源发展的人们的观点。 

因此，美国没有签署《海洋法公约》。

有人仍在要求联合国从它的一般预算中为报据《海洋法公约》建立的筹备委员 

会提供款项。 美国认为，应当由《条约》的缔约国负担海洋法筹备委员会的费用。 

这些费用不能作为联合国预算的一部分摊滅给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因为它们不是 

在 《宪章》第 1 7 条(2)的范围内正当的 " 联合国的开支 "。

美国仍然坚决反对这种不，当的分摊款项，我们决心抵制M 联合国的预算和 

《联合国宪章》。 预备委员会是根据一项条约制度建立起来的，那一条约制度跟 

《联合国宪章》没有关系。 它在法律上是独立于联合国的，也不对联合国负责。 

联合国的会员国没有义务资助或以其他形式支持任何其他独立组织。

美国将不支持《公约》中关于开发深海海底的那一部分，对于联合国正常预算 

的每年会费分配，美国将继续按比例地不对根据《海洋法公约》的第 1 1部分建立



的预备委员会的资金付款。 然而，美国借此机会重申，在关于海洋的国际法的发 

展上，.它致力于加国际社会合作。 这一合作包括1 9 8 2 年 《海洋法公约》中所 

载的一系列重要原则。

苏联的发言没有赞扬美国。 关于这一发言，我们同意今天晚上意大利、比利 

时、荷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联合王国代表讲话的基本立场。

. 林贞行先生（. 日本）：我国代表团对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 在这方面，我们 

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在关于协议的议程上，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关于八国政府关于 

这些深海海底问题最近达成的临时谅解上，某一代表a 在辨论的早些时候提出了批 

评。 正如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代表已经清楚地解释的那样，这些批评完全是没有根 

振和毫不相干的。

. 我国代表闭愿意重申已经于1 9 8 4 年 8 月 3 日提交给预备委员会并记录在 

L0S/ÏCE/4  5号文件中的立场：临时谅解和日本政府决心在联合国海洋法以及联 

合国海洋法会议决议 I 工的范围内进行深海海底活动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的理解是，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的第5 执行段包括个普遍呼吁，呼吁不 

采取将破坏《公 约》或破坏其对象和目的的任何行动，它和上述临时谅解没有任何 

关系。

比利亚格拉，瘦年_卸多先生（阿根廷）：阿根廷是根据它在1 9 8 4 年 1 0 月 

5 曰在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CÎL 253. 1984 , Tr e a t i  e s—10) 时的讲 

话、特别是根据那一《宣言》的最后一段来解释决议的第5序言段和第6 段的。

在这方面，我国政府的理解是，在出于程序理由和《公约》一起通过的决议中, 

和 《公约》有关的只是决议工和 I 工，因此，决议的第5序言段和第4 执行段指的 

是它们。

瓦库卢夫先生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 在这一倚經的最后发言中，我 

要说，我们对通过了这一非常重要的决议感到很高兴，并向有关代表ffl祝贺。 不



幸的是，某些代表团继续奉行破坏《公约》的政策，在辩论中我们已经目睹到这一 

点。

在辩论过程中，有人试图解释《公约》。 禁止对海洋法的任何不符合《公约》 

的宗旨和原则的任何解释，因此，在这一方面的任何努力都没有法律意义。 在辨 

论过程中，还有人蛮横地试图解释海洋法会议通过的决议，那一决议包括的程序和 

条款是不言自喻的。 任何以违反其条款的方式解释那一决议的图谋都在法律上是 

没有效力的，不能认为是合法的。

主席：这样/ 我们就结束了对议程项目3 4 的审议。

议程项目3 5

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会议

( a ) 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A//39/ L .  

4 7 ) ;

(13 )决议草案（A/39ya. 2 6 ) ;

( C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9//822) 。

A/39/L. 26号文件中所载的决议草案已经散发。

沙凯尔先生（埃及）. : 我很高兴能够第一个就这议程项目发言，代表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波兰和我国介绍A/^39/L，26号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包括6个序言段和9 个执行段，我參须详谈，因我知道所有代表团都 

了解其内容。 然而，特别有鉴于今年6 月 2 5 日至7 月 8 日在维也纳召开的筹备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成功，我想强调一下决议草案的突出之点。

决议草案的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大会批准了联合国促进加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五次 ' 

会议的报告中所载的建议和决定。

第二，大会赞赏筹备委员会主席、南斯拉夫代表以及会议的秘书长、迈赫塔大 

使根据联合国的决议所做的努力。 的确，主席和迈赫塔大使所做的努力有助于筹 

备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成功，他们在 1 9 8 4 年 1月至 5 月期间进行了许多轮非正 

式的嗟商，他们单独和集体地和代表团以及愿意进行嗟商的区城集团进行了嗟商。

第三，有鉴于筹备委员会主席和会议秘书长作出的一致努力，大会要求主席和 

秘书长继续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非正式的单独湘集团间嗟商，以帮助委员会加速会 

议的必要程序和实质性准备工作。

第K , 大会决定，筹备委员会将于1 9 8 5 年 1 0 月 2 1 日至1 1月 1 日在维 

也纳召开第六次会议，除其他事项外，会议将审议官方正式的会议期间政府间工作 

的方法，以及开始准备起草会议的文件，以及国际著名专家小组的组成和任务。

第五，大会决定，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会议定于1986年 1 1 

月 1 0 曰至2 8 日在日内瓦召开。

第六，大会向国际原子能机构、专门机构以及联合国的其他有关组织发出了邀 

请，这是要保证，通过向会议提供文件、包括地区专家小组会议的报告，它们的意 

见将是简洁全面、完全与会议的目标有关，特别包括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 

的实际和有效的方法的建议，以根据大会3 2 / 5 0 号决议的目标使会议取得有意 

义的成果。

最后一点，大会请所有国家积极合作，为会议做准备，并尽快根据大会3 5 /  

7 8 号决议的要求，就会议秘书长在1 9 8 4 年 3 月散发的问题单提供情报。

这就是我荣幸地代表波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埃及代表团介绍的决议草案的 

基本内容。 我们希望，大会将不经表决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我还想借此机会对会议秘书长麦塔大使表示特别感谢，感谢他所作出的出色的 

和有利的工作。 由于该次会议的性质是特殊的和微妙的, 而且也由于该次会议所 

涉及的问题的性质是重要的，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该次会议的困难的准备工作由 

他来主持，因为，他在这小关鍵领城中的丰富的外交经验是众所周知的，另外，麦 

塔大使正竭尽努力确保会议的成功。 我们坚信，在他的指导下，将为该次会议作 

出充分的准备。 因此，我们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提供一切便利条件，使他尽可能充 

分地进行工作。

埃及参加了在南斯拉夫的有力和充分的领导下的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并认为， 

该次会议的目标应该是讨论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进行国际合作问题，以便制定出国 

际合作的各项原则，并制定按照3 2 / 5  0 号决议发展这种合作的各种方法，加强 

《不扩散条约》，以便使这次会议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确保在诸如医疗、工业、

食粮和农业等方面利用核能。

无疑，不应该使即将召开的会议服离与第三次审议《不扩散条约》会议讨论的 

和平利用的问题有关的其他国际场合之内所发生的事态相脱离，也不应与确保供应 

委员会的工作相服离。

在结束我的讲话时，我认为, 即将召开的会议必须考虑到举行这次会议的联合 

国的决议, 还要考虑到在发展中国家中按照它们的优先考虑并按照这些国家在适当 

的国除保证措施范围内为和平目的发展核能的主权在其经济发展中发挥核能的作用. 

的决议。

养基奇先生（南斯担夫）：七年之前，大会发出了旨在莫定和平利用核能的国 

际合作的公正和平等的基袖的重要倡议。 这次行动的意图是，确定原则并在国际: 

上达成新的一致，使之成为在该领城促进合作和相互关系的基础。

自从上届联大以来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发展。 为召开该会议所作的大量的筹备 

工的条件已经得到改善，对于这次会议，人们十分重祝，这次会议对所不111家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特别重要。

在去年于日内瓦举行的该会议筹备委员会的上届会议上，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不同的观点顺利地相互作出让步，另外，人们已经看到关于该会议的议程内容及其 

决策过程的解决方法；因此，筹备委员会可以集中为该次会议的召开作大量的准备 

工作。

我们愿意对该委员会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并对该委员会表示出的愿意在将 

来的工作中保持相互理解、相互让步和灵活精神表示满意。 人们一直希望能够取 

得这种发展。 我们希望，鉴于我们仍然面对着一些问题.，要求在1 9 8 5 年举行 

联合国的会议之前达成一致意见，所以，这种趋势能够继续得到发展

提供足够的能源是长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鍵的先决条件，这种发展是世界各 

地非常需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得到和利用资金问题作为，--项不可避免的和紧急的 

任务被提出来，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所有国家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这 

种努力。

发展中国家应该特别重视联合国和平利用核能促进国际合作会议，这是非常 

自然的。 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面临着具体的困难 , 因为,在能源方面它们是贫 

乏的。 ioi然，它们不能只依靠传统能源，因此，这又给它们的发展制造了新的障 

%  为了满足它们.发展中对能源的需要，这些国家必效及时开始准备或加速实施 

和平利用核能的各项方案，因此，敢H：要的是，必须紧思地»决这些问题和排除这 

些障碍 , 因为这种不利的局面不符合人们所须见的为和平目的和平特让核技术，也 

不符合在充分平等的基她上在这一领城进行全面合作，也不符合全世界共同的利益 

和持续的发展。 . 出路显然并不在于加强和提高对一些少数国家掌握的核技术的 

.垄断，而是在于不断地寻求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利的解决方案。：

为和平目的利用核能的问题以及转让核技水的问题常常与扩散核武器的览险相 

联系。 无疑，所有能够有助于这种发展的素郁应值得注 ;f 。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约国的第三次审议会议特于明年举行。 这将是一 

次全面讨论执行该条约的机会，并且也是决定该条约所确立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已 

经实现的机会，并且，也是决定各小签约国过去是如何遵守该条约的义务的机会。 

这次会议也是讨论扩散极武器所引起的危险的各小方面的一•次机会，要从纵向和横 

向来考虑扩散核武器的各个因素。

我们已经多次指出，扩散核武器的危险不应当作胆止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以及 

为其设下障碍的借口。 我们坚信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以及该 

次会议所带来的有益的成果将确定这种立场的正确性。

鼓近的积极发展使我们相信，存在着实现目标的现实基础，这些目标指导大会 

采取行动召开这次联合国会议。 该会议应该确定在和平利用核能范围内人们普遍 

能够接受的原则，从而有助于在这方面所进行的有效的合作。

我们意识到在该领城目前的很高程度的相互依靠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在 

进口设备和要求供应的发展中国家与那些出口核技术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 

在此，我们非常重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特别重视其帮助训练为和平目的利用 

核能的工作。

.在为该会议进一步作出准备工作方面，我们特别重视适当的政府间机构两次会 

议之间所作的工作，并十分重视审议该会议的最后文件的工作。

夷外，我们认为特别盤要的是，筹 备 委 员会 主 席 诺 瓦 ’普利比切维奇大使和 

该会议秘书长 大使提出了关于非正武人员和小组參加协两的建议, 加

速该会议的筹备工作。 这种做法在过去被证明是宝责的 , 我们认为，这廣个人参 

加会议将大大地有利于更快地协调各种观点。

这将为联合国的这次会议的坚实的# 1 •工华 '别趣了必要的条件，并将有助于该 

会议顺利地取得成果，对此，南斯粒夫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极其藍视。



. 大会将对 -V/38t/i*, 2 6号决议本案作出决定• 该决议草案.的所渉预算

方案载于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B9X822) C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意通过A / / 3 9 / /L  . 2 6 号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得到通过（3 9 / / 号决议）。 ,

主席; 大会结束了对议程项目3 5 的审议。

议程项目1 2 0 至 1 3 y

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规范的遂步发展：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A /39/  

770 )

非洲统一组织麻 ( 或 ）阿拉伯国宏联盟所承认的各民族解放运动的观察员身份：第 

六委员会的振告（A/39/771 )

1 9 4 9 年各项日内瓦公约关于保伊武装冲突中受事者的附加议定书的现况：第六 

委员会的振告（A/39/772 )

发展加.加强各国间睹邻关系：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39/773)

弟口平艇决国家间争端：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39/774 )

危害人奥来Î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第 六 委 员 会 振 告 （A/39/775)

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a )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 A / 3 9 / 7 7 6 )

(13)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9/734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工作报告：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39/698)

考虑有效措施以加强对外交加领事使闭永代表的保伊及其安全：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A/39/722 )



反对招暮、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

( a )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39/777)

( b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9/817)

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第六委员会酌报告（A/39/778/ï^ev. 1)

联合国关于国家棄Ï国际姐级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会议：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A/3a/779ÉiCorr 1)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第六委员会的振告U//39/780)

联合国宪章愈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a )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39/781 ) 

m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9/8 18)

关于儿童的保护加儿童福利，特别是国内加国际寄养舶收养办法的社会加法律原则 

宣言草案：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39/782)

多进条约议定程序的审查：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A/39/783 )

保伊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草索：第六委员会的« 告 (A//3a/784)

联合国会议标准议式规则草案：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39/785)

第六委员会报告员居内先生（土耳其）提出第六委员会报告（A/39/698^ A /  

39/722、A/39/770至777、A/39/T78/î^ev. 1、. A/39/Y79^C o r r 。1 以及 A/ 

39/780至785 )随后作下述发言：

居内先生 ( 土耳其，第六委员会报告员）：我荣幸地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第六委 

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 2 0 至 1 3 7 上的报告，这是本委员会在本届联大斯间工作的 

成果，

第六委员会关于题为 " 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斤规范的遂步发展： 

秘书长的报告 " 的议程项目1 2 0 的报告载于文件A/39t/770。 第六条员会以9 2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1 6 票弃权通过的关于这一项目的决议草案，表达了联合国大 

会对联合国训练与研究所的感谢，感谢它完成了它 0̂ 分析性研究，敦促会员国在19 

8 5 年 6 月 3 0 日以前提交它们对这一研究的看法加评论。 ，

关于题为 " 非洲统一绍织和 ( 或 ）阿拉伯国家联盟所承认各民族解放运动辆 

观察员身份 " 的议巷项目12  1 , 我提请大会注意文件A/39/771中的第六委员会 

振告衡振告第7 段中的决议草案。 这一决议普案在第六委员会以9 2 票赞成， 10 

票反对 ， 1 7 票弃权通过。 决议草案敦促未批准维也纳公约国蒙，特别是国 

际組织或会议的东道国，考虑批准维也纳公约。

现在谈议程项自12  2 , " 1 9 4 9 年各项日内瓦公约关于保伊武装冲突中受 

事者的附加议定书的现况 " „ 第六委员会这一项目的报告已在文件 .k/sg/YYS 

中散发。 我提请大会注意振告第8 段，其中包括第六委员会没经表决就通过的决 

议草案的案文。 同 3 4 / 5  1来3 3 7 / 1  1 6 号决议一样，箱据这项决议草案， 

联大将再次呼吁各国考虑尽早批准日内瓦公约的两项附加议定书；决定将这一项自 

包括在联大 .1 9 8 6 年会议议程中。 我希望 ， 联合国大会能同第六委员会一样不 

经表决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关于议程项目1 2 3 " 发展加加强各国间睡部关系 " ， 各成员能在文件A /B 9 t /  

77 3中看到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第8 段中的决议草案是未经表决通过的。根 

据这项决议草案，联大在重申睹邻关系完全符合联合国宗旨 ， 呼吁各国为了维拼国 

际；̂»平与安全发展睡邻关系之后，将决定在一小工作小组或其他适当的第六委员会 

机构中 ， 着手确定和澄清睦邻关系各种因素，具体机构将由第六委员会在组织其 

四十届会议时决定。 这里，我再次希望联合国大会同第六委员会一样不经表决就 

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

我现在请大会考虑文件A /3 9 /7 7 9 ,其中载有第六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 2 4 

" 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 " 的报告。 报告第 1 0 段中有有关的决议草案，第六委员 

会未经表决通冠了这一决议草案。 根振这一决议草案，大会将再次敦促各国，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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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地遵守和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的规定，要求联合国宪章禾口加 

强联合® 作用特别委员会继续其和乎解决国象间争端问题的工作, 要求秘书长准备 

一本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手册草案。 我希望联合国大会能不表决就通过这一决 

议草案。

我观在请各成员注意文件A / 3 9 /7 7 5 ,其中载有第六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25 

"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的报告。 建议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在 

，六委员会以9 6 票赞成，Q票反对， 1 6 票弃权的记录表决通过。 根播裁于报 

告第 9 段中的这一决议草案，联大将要求国际法委员会趣续転献治罪法草案，酝酉良 

一份序言以及罪名表；要求秘书长就国际法委员会去年会议所达成的结论，征求各 

会员国和国际組织的意览。

现在谈议程项目12  6 , " 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 

会的报告 " 。 第六委员会关于这一项目的报告以在文件A/39/776中散发。振告 

M l  1换中的决议草案在第六委员会以8 G票赞成， 1 6 票反对 , 1 1 票弃权的记 

录表决通过。 根据这一决议草案，联大将决定，特别委员会在1 9 8 5 年应继续 

工作，以尽早提出一份关于在国除关系中不使用武力以.及禾P平解决争端的世界条约， 

或提出委员会认为适当的其他类似建议。 报告第 1 0 段表明 , 委员会 1 9 8 5 年 

会议将在1月 2 8 日到2 月 2 2 日间举行。

关于议程项目1 2 7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工作"，第六委• I
员会关于这一问題的报告已在文件A/39/698中散发。关于这一项目的决议草案裁 

于报告第6 段，' 其中包括对联合a 国除法委员会的一些指导原则，肯定了委资会的 

职权。 第六委员会已协商一致意IL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 我希望，决议草.案在 

联合国大会能得到同样的欢迎。

我现在谈联合S 大会分配给第六委员会的第9 个议程项目，即项目1 2 8 " 考 

虑有效措施以加强对外交和领事使团命代表的保护及其安全"。 第六委员会关于 

这一项目的报告已在文件A / 3 9/722中散发。 我观在请大会注意报告第7 段， 

其中包括第六委员会通过的关于这一项目的决议草案。



该决议，案执行段落4 强调请责了透反外交和领事使闭与代表的行径，谱责了 

透反国际政府间组纽使团和代表的行径，遭责了透反这些组纽宫员的行径，该段落 

还敦促所有国际遵守和执行管理外交领事关系的国际法原则禾tî规则，特别敦促各国 

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以履行他们国际义务，有效地确保在他们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外 

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人身保障和安全。 其中包括采取切实措施来暇制在他们领 

土上某些小人、集团加组织采取非法行动鼓励、促进、组织或进行破坏这些使团加 

代表安全的活动。

该决议草案还特别要求所有国家扩大早些时候通过决议所建立起来的汇报系统。 

我希望，大会将如同第六委员会一样不经表决通过该决议韋案。

第六委员会关于题身 " 关于起韋反对招暮、使用、•资助和训统雇佣军国际公约 ’ 

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 的议程项目1 2 9 的报告载于第A /39/777号文件中。 第 

六委员会建议的决议韋案在报告中的第1 1 段中，该决议塞案的目的在执行段落2 

中表明是为了延续特设要员会的斯跟，使其能够继缓其在制定有关公约方面的工作。 

我请大会注意该报告中决议草案的执行段落8 , 该段规定，特设委员会将于1985 

年 4 月 8 日到5 月 3 日召开其第五次会议。 我希望大会将如同第六委员会一样以

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决议草案。

下面我想谈到题为 "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其第三十六次会议的工作的报告" 的议 

程项目 1 3 0。 有关报告已作为第^//39/778/1^冗？，1 号文件分发。 该报告 

第 6 段中的决议韋案特别建议，S 际法委员会继续其在目前方案内所有主题上的工 

作。 该决议，案在第六番员会中以协商一致方式得到通过，我希望大会能够同样 

对待该决议草案。

下面我请大会注意题为" 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间条约法律的联合 

国会议 " 的议程项目1 3  1。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载于第A /39/779号文件中。 

对第A/39/779XCorr，l号文件第6 段到第8 段已经发出了一个刊物表大会  

通过了该报告第9 段中载有的决议章案，并满意地注意到奥地利政府邀请在维也纳



举行有关会议，并决定会议于1 9 8 6 年 2 月 1 8 号到 3 月 2 1 号在奥地利首都举 

行。 该决议章案向所有会议秦加者呼吁在召开会议之前进行关于组织加工作方法 

的协商，并规定第四十屈大会临时议程包括一小题为"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 

织间条约法律联合国会议的筹备" 的议题项目。 我希望大会将能同第六委员会一 

样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决议章案。

下面我将谈到题为 " 委员会关于同东道主国家关系的报告" 的议程项目1 3 2 。 

载于第A / 3 9 / 7 8 0号文件中的第六番员会报告在第7 段中包括一个决议韋案 , 

该决议草案特别强烈的遗责任何透反驻联合国使团安全加使团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 

恐怖主义和罪恶行径并要求关于同东道主国关系委员会继续其工作。 我再次希望， 

第六委员会以协商一致通过的这一决议韋案同样会在大会中以协商一激方式获得通 

a i

第六委员会下一小议程项目是题为"关于联合国宪章加加强姐织作用特别委员 

会报告 " 的议程项目1 3 3。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载于第A/39X781号文件中。 

该报告的第1 2 段包《括一个决议章案，该决议普案的A 部分基本上是为了重新召开 

特别委员会，并制定出应该在1 9 8 5 年 3 月 4 日到2 9 曰召开的会议上完成的任 

该决议拿案的B部分同意了特别委员会关于使联合国程序合理化的结论。该 

决议草案在第六委员会内未经表决获得通过，我希望大会也同样这样做。

我想请秘书处注意载于第A/39/781号文件中报告的第 1 1段中的一个错误。 

1 1 段中第5 行里的 " 以及埃及 " 两个字眼应该删去； 紧接 " 动议"应该加入 

" 埃及代表在表决权解释其投票 " 的 字 眼 。

下面我来谈一下题为 " 关于儿童的保护和福利社会法律原则，特别是在国家和 

国际范围收养和安排的宣言韋案 " 的议程项目1 3 4。 第六香员会关于这一项 

目的报告载第A/39/782号文件中。 根据该报告第8 段中决议章案的规定，大 

会特别向代表不同法律制度的成员国呼吁，要他们就该宣言普案进行嗟商，以找到 

他 f l 将如何共同努力完成宣言韋案的工作。 第六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该决议塞案，



我希望大会也将同样这样做a 人们将注意到，这一项目也将包括在1 9 8 6 年大 

会议程项自上。.

关于题为 " 审查多追制订条约进程 " 的议程项目 1 3  5 , 我提请大会注意载于 

第 A / / 3 9 / 7 8 3 号文件中的第六委员会的报告以及报告的第8 段，裁于第六委员会 

建议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 第六委员会以 1 1 1 票赞成、 0 票反对和 1 3 票弃权 

遗过了该决议草案。 该决议特别注意到了第六委员会工作小组的报告（k/c. 6 /  

3 9 / L .  1 2 ) , 以及它的"审查多边制订条约进程最后文件"。 .

除此之外，该决议建议所有正在审议有关联合国范 i l 内多边制订条约倡议的国 

家审议《最后文件》中 提 出 程 序 。 在这一方面，我提请大会各成员注意以下事 

实：审査多速制订条约进程工作小组的报告印发的数量有暇3 将毫无疑问地很快发 

完。 然而，作为审查多边制订条约进程最后文件的附件，这份文件将作为第A /

C .  6 / 3 9 / 8 号文件重新得到印发，成为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正式文件的一♦整体

部分，这样，人们今后就可以广泛和容易地获得这纷文件。

关于题为 " 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草案"的议程项目1 3 6 ,  

第六委员会已经通坡了一决议，案，裁于第A / 3 9 / 7 8 4 号文件算九段。 这一 

决议的某本目标是扩大前几届会议作出的安推，以便長终确定 " 原则，案 " 。

我希望，大会能够象第六夢员会一样，不经表决通过这一决议案。

.正如载于第A//39/785号文件的报告第五段所♦明的那样,第六委员会可以

向大会建议，以协商一致的形式把审议秘书长的有关报告推迟到第四十届大会上。 

既然如此，我想提一提第六委员会要审查的最后一小项目： " 联合■会议标准议事 

规则草案 " ，以便大家更好地记住 .

我就此结束介绍第六委员会关于大会递交给它的议桂项目的报告。 我!☆发言



很长，我很抱歉，然而，和往年一样，第六委员会今年讨论的问题非常1É'缘,，我觉 

得有必要详耻谈谈。

主席 : 如某无人根据议窗:规则第6 6 条提出1昌议，m 么☆ i k 为,大会决定不讨 

论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就这祥决定。

主席 : 下面，只能就解释表决发言。 各小代表团已经在本藥员会内表达了各 

自对第六委员会各项建议的立场，并已经反映在有关官方文件中。 请允许我提鹏 

各位代表，在第 34//40 1 号决定的第七段中，大会决定，当主要委员会和全会审 

议同一小决议草案时，每个代，闭 尽 可 能 做 到 只 一 次 表 决 ，既要么在本委员会 

内，要么在全会上，除非该代表团在全会中的表决和在本委员会肉的表决不一样。

我还要提魔各位代表，根据第44/401号决定，解释表决不得超过1 0分钟， 

各位代表应该离席发言。

现在 , 我们再回到第六委员会关于题为" 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 

和规范的遂步发展 " 的议程项目1 2： 0 的报告上，载于第a/39/"T70号文件。

哪一个代表团希望在表决前解释一下表决？ 既 然 有 ，别{么大会表决第六委

员会裁于第A/139/770号文件的报告:第九段中?，议的决议，案。 要求进行记录 

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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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 

: - g 身 、莫桑 t h 克 、尼泊尔、荷

t 马 

、等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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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 

tt亚

、巴布亚新几内 

多異和普 t t 西 t t  

里 兰卡 、巧 斤 、 

尼 斯 、.士耳其、 

、P5[技伯联合 g

亚 、-巴

、沙 Î I  

苏里南 

乌干达

Km、

和 H 、：水 岛 、爱 尔 H 

5'1 I I 及 化 爱 尔 M 联合

、R 色 

王国、

7 票弃权获得通过（第 39/75号



现在我们讨论第6 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 2 1 的报告，该项目包括在DA/39/  

771，号文件中，议题为" 非洲统一组织和/ 或阿拉伯国家联盟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 

观察员地位 " 。

既然没有人要求在表决前作解释性发言，大会现在就第6 委员会在其报告（K /  

39/771 ) 的第8 段中所建议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 成 t 阿Î 汁 、pî!尔巴g亚 、阿尔及利亚、交巧ÏÎ1、阿根a、E 马 、巴村、孟¥ 拉国、巴 

巴多斯、R宁 、弓；ft、坡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文* E、 加利亚、布尔基纳法 

索 、布隆迪、Ê俄罗斯巧雄读社会主义共私1国 、略*降共和 国 ' 佛傅角、卞傳 、I'到 

、中国、刚 系 、左巴、¥清ï§斯 、捷 克 斯 伐 克 、民主隶《赛 、民主fc门 、苦布援、 

多米尼加、多米尼力n共解国、厄化多尔、埃及、萨尔II多 、恢率俄tt丑 、加'31、通意 

.S民主共和ffl、加纳、举腊、几内亚、圭亚那、问牙利、印 度 、印IS尼西亚、伊朗伊 

斯 共 ÎÎ1、 ff a克 、索牙海岸、牙买场 、 rs B、，厄 亚 、科威特、老挺人民R主共 

和E、梦巴嫩、嚴，托 、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A S1、马这加斯加、马ttt维 、马 

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堪尼亚、毛里求斯、1 H f 、索古、摩iS毋 、英桑tt / 

克 、尼泊尔、尼加拔li、尼H t、、尼 tJ利 亚 、阿曼 、K基斯坦、巴t 马 、巴布亚新几 

..内亚、秘鲁、菲偉其、坡=、卞搭尔、罗马尼亚、卢BÎ B、圣多美秘普W S比 、沙特 

阿ft[伯 、本内加尔、基}t[利择、新加«、，马里、斯里H卡 、 丹 、阿}î[伯îi利亚共 

秘国、泰H、多母、特Ù尼达秘多巴毋、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 兰 维 族 社  

， 会主义共 0̂ 11、•!$维埃社会主X共弁SI联盟、阿fû伯联合顔长(1、娶内瑞《I、越 南 、

t t 门 、南斯技夫、扎1尹尔、赞比亚。



)X.%i : 比 到 3 iî、 Jjn t ' 大 、 法 I I 、 1  , i  Æ 联 邦 共 和 国 、 H 色 到 、 ，f t 大 利 、 卢 森 I f 、 荷 兰 、 大不

5 i j l i 及 化 爱 尔 联 合 Ï . 国 、 其 利 坚 合 A 国 。 ' 、

弃 权 : ：M 大 利 亚 、 奥 Æ .树 ’' 通 ％) 、 # 伦 比 亚 、 f 斯 î à 黎 加 、 Î ^  ■ '芬 三 、 Æ i ï 马 t u 、

% 地 、1 錄tt斯 、；* 岛 、爱尔兰、B 丰 、新西兰、教威、巴抜圭、«菊牙 、® 班 牙、

端與、乌fù i  ^

该决议草案以1 0 6 票赞成、 1 0 票反对、 2 1票弃权通过 ( 第 39/76 f决议）。

主席 : 我们结束了对议程项目1 2 1 的审议。

大会现在注意议程项目1 2  2 , 该项目包括在第A / 3  9 / 7  7 2 号文件中，议 

题 为 " 于保护武装冲突受普者有关的1 9 4 9 年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的地位"。

既然没有人要求在表决前进行解释性发言, 我们现在就对第6 委员会在其报告 

( A / 3 9 / 7 7 2 ) 的第8 段中所建议的决议革案作出决定。 该决议草案由第 

6 委员会不进行表决地通过。 我是否也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通过决议草案 ( 第 3 9 / 7  7 号决议）。

主席 : 我们结束了对议程项目1 2 2 的审议。

我现在提请会员国注意第6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 2 3 的报告，该报告愈括在 

第 A / 3  9 / 7  7 3 号文件中，该项目议题为 " 发展和加强各国间的睦邻关系"。

大会现在就第6 委员会在其报告（A / 3  9 / 7  7 3 ) 的第8段中所建议的决 

议草案作出决定。 既然第6 委员会在不进行表决的情况下通过了该决议，我是否 

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通过决议草案（第 3 9 / 7  8 号决议）。

主席：我们结束了对议程项目1 2 3 的审议0



大会现在审议第6 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 2 4 的报告，该报告包括在DA/39/

7 7 4 号文件中，议题为 " 和平解决国家间的争端，，。 我们现在就第6 委员会在 

其报告（Â / 3  9 / 7  7 4 ) 的第 1 0 段中所建议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第 6 委 

员会不进行表决地通过了该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傲？

通过决议草案（第 3 9 X 7  9 号决议）。

主席 : 我们结束了对议程项目1 2 4 的审议。

我现在请会员国注意第6 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 2 5 的报告，他包括在第A /
. . ■- . -

3 9 / 7  7 5 号文件中，议题为 "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大会现在就第6委员会在其报告（A / 3  9 / 7  7 5 . )的第9段中所建议的决 

议革案作出决定。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  :  阿富 ' : f 、阿尔及利 3 E 、交 哥 拉 、阿 根 雄 、 大 到 亚 、奥 地 利 、e 哈 马 、巴 林 、孟加找

r ® 、巴 巴 多 斯 、ï« î宁 、不 丹 、玻 到 维 亚 、 I I  '-5. f i 纳 、巴 西 、义莱 国 、保加利 æ 、布尔 

基纳法 常、布 賤 迪 、白傲罗斯苏维埃 t t 会主义共知 [ Î 、 麦隆共 I & S 1 、佛 博 南 、.卞 

、暂 利 、中® 、哥 伦 比 亚 、刚 系 、毋斯 这黎加、古 巴 、杳消 Î 'S 斯 、捷 ft斯 '- S 伐 克 、民 

主隶浦 * 、民主 f c 门 •、丹 菱 、吉 布 提 、多米尼加共和 f f l 、尼 JiS.多尔 > 埃 及 、萨尔&多 

、埃率俄 比 亚 、斐※ 、芬H 、加.遂 、销 , # 志民主共和国、加 纳 、举腊 .、危地马 f t 、几 

内 .3 E 、 i  l 耶 、' i i 地 、 都 f ù 觀 、H 牙 利 、. 冰 岛 、印 度 、印 I * 尼 西 亚 、Î ? 朗 \f斯 = 共 

> 国 、. f尹《克 、爱尔 # 、象 牙 岸 、牙买力0 、r ；) 旦 、肯辰 ' 1 、H 威 Î - I 、老射人民民主 

共知 I I 、黎 巴 進 、寒 蒙 托 、利 比里 亚 、阿 f t 伯利比亚民 A  f f l 、马达加斯加、马H i统 、 

马来西亚、马尔 代 失 、马 1 、毛里 培尼 亚 、毛 里 求 斯 、墨 a 母 、索 古 、摩 郑 、赛杂 

比 克 、尼 ÏÉ1尔 、孰西 H 、尼加 } i ï 化 、尼 0 尔 ，尼 0 利 亚 、» 威 、 W  f 、巴 基 斯 、巴 

t 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巴 f i l  i 、 W  t 、菲 样 其 、« 兰 、卡 塔 尔 、罗马 尼 亚 、卢 f f l 达 

、圣多異柏普，并西 t t 、沙持阿 f û 伯 、 内 加尔 、¥ 拉 利 昂 、' 新加 W 、索 马 里 、斯里 H



反 对 二

弃 权 ：

A/39/PV.99
125 ''

■ i i、巧 丹 、苏 里 南 、瑞 與 、p5( a .伯敍利 Ï 共秘 i l 、赛 I S 、多 母 、持 Ù  Jg f â 和多巴 -1 ,、 

突尼 M 、% 干 、% 克 Ë 巧继埃社 . 会主. 义 共 和 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知圓联盟、阿 JÈ 

怕联合 M 长 f f l 、 乌H  ± 、要 内 读 拉 、越 南 、f t 门 、南斯拉 '失 、扎 伊 尔 、智 比 亚 。

无。

比 f'J si . ®  % ^ 加 t 大 、 法 国 、 1  . t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 R 色 列 、 M 大 利 、 日 本 、. 卢 冉 堡  

、 荷 兰 、 葡 萄 牙 、 西 班 牙 、 土 耳 其 、 大 不 列 I I  SA化 爱 尔 H 联 合 i  ( 1 、 舆 利 坚 合 A 国 。

该决议革案以 1 2 2 票赞成、 零票反对、 1 5 票弃权通过 (第 3 9 / 8 0 号 

决 议 ）。

主席 : 我们结束了对议程项目1 2 5 的审议。

我们下面讨论第6 委员会就议程项目1 2 6 的报告，该报告包括在第a/39/776 

号文件中，议题为"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现在就第6 委员会在其报告（A / 3 9 / 7 7 6 ) 的第1 1 段中所建议的 

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第 5 委员会关于决议草案的所涉预算方案的报告般括在第A / 3  9/Z7 3 4 号 

文件中。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  P=i t  ；f 、P«i尔 及 利 亚 、变 得 拉 、p s i根 妊 、巴 马 、巴 村 、孟加扭 B 、e 巴 多 斯 、 f l 宁

、不 丹 、玻利 維 亚 、博茨 F i纳 、义 莱 国 、保 加到 亚 、布 /卞基纳法索、癒 句 、布隆 i 、 

白俄罗斯巧维埃社会 i 义共和 a 、" I 赛 P i共和 0 0、佛得 f t 、卞 得 、暂 利 、中 国 、母伦 

比 亚 、刚 果 、毋斯达黎加、击 巴 、赛消 路 斯 、捷 克 斯 伐 克 、民主串 « 蕃 、吉 布 提 、

多 来 J g  )}0共 和 a 、厄 化 多 尔 、埃 及 -、萨 尔 多 、埃 孝 俄 比 亚 、斐 5 $ 、芬 H 、加 5 1 、 1



^ ÿ ：

弃权 ;

; S 志民主共秘 S ] 、加 纳 、族 腊 、危地马 « 1 、几内 5 、圭 丑 邪 、Æ 进 、S 都 « I 斯 、Î T 牙 

利 、印 度 、印度 尼 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tJ»拉 克 、. 牙买加、T d 旦 、肯 尼 亚 、M 威 

î f 、老射人民 R  Ï . 共 秘 国 、黎 E 嫩 、系 索 托 、利 比 里 亚 、网 } i l 伯利 tL  æ  S  A  ® 、马 1* 

加 斯 加 、马 a 维 、马采西亚、马尔代夫、M• 里 、毛里塔尼亚、手; S 求 斯 、a s 西 f 、索 

古 、摩 Ï S 母 、* 杂 t h 克 、尼 泊 尔 、尼加 }à  / i i 、尼 0 尔 、尼日糾亚、阿奪，、巴 A 斯 坦 、 

巴 章 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秘 » 、菲 样 其 、波 M 、卡 尔 、罗乌 E 亚 、卢 0 i 这 、要多 

美和替 t t 西 比 、沙 n 阿 W  ^È、¥ 内 加 尔 、寒 拉到 i S 、新加《5 、t 马 里 、 斯 .爭 f-'、ë  

丹 、-芳里南、P"! t a 伯 利 3 E共私> 1 1 、康 H 、多 毋 、 Î I  i E 尼达树多巴母、突 尼 斯 、乌干 

达 、乌克兰苏堆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父共和国联盟、阿 }È 伯联台雄长国 

、乌拉圭、委内瑞技、越 南 、f e 门 、南斯拉 ★ 、扎 f ? 尔 ‘ 豫-比亚 》 . -

比利 时 、加 拿 大 、丹 麦 、法 国 、冰 岛 、k l 色 列 、意 大 利 、 0 本 、卢 爲埋 、荷 兰 、挪 

、葡 萄 牙 、西班 牙 、大 不 « 及化爱尔 M 联合 i 国 、美利 '里合 A  1 1 。

澳大利亚、奥地利、e 西 、補 :i 志联邦共和国、爱尔兰、象牙海岸、新西兰、巴 ï â 圭 

、瑞典、± 耳其 *

该决议草案 1 1 1票赞成 , 1 5 赛反对， 1 0 票弃孩通过。 （第 3 9 / 8  1号 

决 议 ）。

主席 : 这样我们结束了对议程项目1 2 6 的审议。

我们现在考虑第6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 2 7 的报告，它包括在第A //3 9 /  

6 9 8 号文件中，议题为"联合国国际货身法委员会第1 7届会议工作掘告"。

大会将就第6 委员会在其报告（A / 3 9 / 6 9 8 ) 的第6 段中所建议的决议 

草案作出决定。 第 6 委员会一致通过该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 

同样做？



通过了决议草案。 ( 第 3 9 /  8 2 号决议）。

主席 : 我们结束了对议程项目1 2 7 的审议。

我们现在考虑第6 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 2 8 的报告，它包括在第A / 3  9 /  

7 2 2号文件中，议题为"考虑有效措施以加强对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伊及其 

安 全 " 。

大会现在就第6 委员会在其报告第7 段中的建议作出决定。

第 6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通过了决议草案Ç :

主席：根振大会刚才作出的特别决定，两个代表团要求发言。t - I—>—1 I I . ,

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美国非常高兴和其他国家一道一致通过了根振法律委员

员会的建议所提出的关于保护外交人员的决议。

恐怖主义是反对文明社会的战争。 对恐怖分子来说，暴力就是政治，这与联合 

合国的立场相反。 我再说一遍，任何东西都不能为恐怖主义辨护。 有组织的国 

际社会有责任不能容忍恐怖主义，这是无庸置疑的。

在过去一年中，美国的外交家惨遭杀害，其领馆遭到袭击。 就在上星期两个

美国平民一一国际发展机构的官员—— 在德黑兰的一架被劫持的科威特飞机上遭到 

野蛮杀香。 这些美国外交人员被挑出来加以杀害。 仅在 9月 2 0 日，在 i l 鲁特 

的美国使馆被炸。 美国人和其他一些人丧失了生命，几十人受伤。 在贝鲁特 

和别的地方的其他美国外交人员和外交机构也遭到袭击。 美国人在欧洲和非洲也 

遭到杀事。 我们对这座深感悲痛，其它国家的人也对此深感悲痛。



这些和其他悲剧造成了外交官、各国的人士以及国际公务员丧生，这就要求我 

们不仅仅对这些巨大的损失表示悲痛，同时还应联合起来禁止这些不幸和令人发指的 

的屠杀再次发生。 今天晚上我们至少能做的就是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摆在我们面 

前的这一决议，所有成员国相互合作并同秘书长合作，以便同这些攻击作斗争。

所有的恐怖主义行径都是令人震惊的，从人道和道义角度上说，对外交象的攻 

击并不比针对小人的其他恐怖主义行径更加令人震惊, 但对外交宏的攻击也件对禾口 

乎更有威胁。 外交家和国际公务员是各国相互联系的工具。 各国之间存在的巨 

大差距将趣续存在 , 而对外交家的攻击打击到我们解决彼此间差距的主要手段。

美国认为，联合国应当对恐怖主义采取坚定的行动，我们认为应当首先从保护 

外交象开始。 世界各国当然都希望保护自己的官员。

联合国过去曾通过条约愈决议，邀责和禁止劫持飞机及其他针对国际民用航空 

的恐怖主义行径。 联合国也同样批准了条约和决议，禁止劫持人质和攻击外交人 

员。 我们做得还不够，然而我们能够也必须全面了解这些条约。

我们今天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这一决议应当有助于提醒人们，参加这一组织 

起来的会议的各国并不悉患 , 也不会容忍针对外交人员或国际公务人员的暴力行径。 

我们希望世界各国都执行这一决议所提出的建议。 这是我们现在能够针对向外交 

人员愈国际公务员实施的进攻采取反行动所至少能够做的。

迈尔斯先生（联合王国 ) : 秘书长 i l为应当就这一议程项目发表一小重要的声 

明，这一事实表明了这一间题所固有的重要性及其在目前所具有的意义。 我国代 

表ffl热烈的欢迎秘书长的声明。

. 在过去几小月发生的一些令人震惊的恐怖主义罪行是对付我自己的国象及我国 

的代表的。 我感谢所有各方给我们发来的慰问函电。 但今夭我在此发言，并不 

是想提醒人们注意某个英国所面临的问题。 这个问题影响到我们所有人。

自有外交以来，人们就一直承认，各国之间要想维持彼此间的关系，那么它们 

的代表就应当在人身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解释各自政府的政策，保伊各自政府的利益。



当政府官员的安全受制于其他国家的政府一 - 更不用说持有不同意见的集团一一对 

这些官员本国政府的政策的.好恶感情时，那么整个国际外交的机构就会崩濟。 自 

联合国创立以来，我们就一直承认，同样的原则适用于联合国组织的官员。

我刚才说过，近几小月来，出现了针对我国的攻击，但同时也出现了针对其他 

许多国象，针对各种各样的国宏的攻击。 不论是阿拉伯国家还是以色列，不论是 

伊朗还是伊拉克，谁都没有幸免，联合国本身也遭到了攻击，反应在它的一位高级 

官员遭受了攻击。 当对政府官员的人身进行报复这种做法成为国际生活的一种司 

空见惯的情况时，那么我们所有人都毫无例外地要受到这种病毒的传染。

也许这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 以前也发生过联合国的官员遭到杀事的事情， 

甚至有一些官员之所以会遭到杀，，仅仅是因为他们参加了创造如乎愈维持如平的 

活动。 我们有时感到恐怖主义进攻的程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这也許是 

正确的。 但是，决不允许这些进攻所发生的颇繁的次数使我们的愤怒的感情变得 

麻木。 不论这些原则经历多少次进攻，它们依然是不变的。 我们在这小世界聚 

会的地方表明我们决心维护这些原则。

这些原则是世界各国政府都一致接受的。 这是因为如果恐怖主义的行径导致 

国际制度崩清，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失败。 不仅如此，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对这 

一点是没有分彼的。 任何一小犯下了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罪行的小人或组织都削 

弱了国际生活的结构 , 伤，了每一♦ 人。 必须使恐怖主义者知道，世界各国政府 

将决不会屈服于威胁，决不会在胁迫情况下举行谈判。

联合国组织及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政府都应当明确表明这些事实，使人们了解 

这些事实。 使我国政府感到骄傲的是我们采取了率先行动来鼓助各国政府之间进 

行合作，以便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脉。 因此，我们认为今天应当就这个议程项目发 

言 ， 而不是向仅仅通过点头就获得通过的男外一个第六委员会长期以来讨  

论的议程项目一样，对此不加评论地使其获得通过。

主席：议程项目1 2 8 的审议结束。



现在，我请各成员国注意第六委M会就题为 " 反对招暮、使用.、资助和训练雇 

佣军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的议程项目 1 2 9 提交的报告，即文件A /  

39y^77号。

现在，大会将就第六委员会在其报告，文件A y 3 0 / 7 t7 的第 1 i 段中提出的 

决议草案做出决定。

该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载于第五委员会的报告,即文件A / 3 9 / 8 1 7 号。

第六委员会是以协商一致意见通 i i 该决议草案的。 我是否能认为联合国大会 

也希望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该决议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对议程项目1 2 Ô的审议结束。

接下来，我们将审议第六委员会就题为"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工作振 

告 "的 议 程 项 目 1 3 9 提 的 报 告 ， 即见V 3 0 / 7 7 8 / R ev . 1 。

现在大会将就第六委员会在其报告，文件A / 3 9 / 7 7 8 / R e v . l的第6段中 

提出的决议草案做出决定。

第六委员会是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了这一关于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的。

我 是 否 可 以 联 合 国 大 会 也 将 ，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

就这样决定了 0

主席：对议程项目13 0 的审议结来。

现在，我们审议第六委员会就题为" 联合国关于国象和国际组级间或国际姐织 

相互间的条约法会议，，的议程项目1 3 1 提出的报告，即文件A /39y?79加Cor r .  

I 0



第六委员会以一致意见â 过了决议草案。

我是否能壞认为大会也，望M 过这一决议阜某？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 : 我们现在结束对议程项目1 3 1 的审说

主席 : 我现在请埃及代表就程序问题进行发言。

: 阿卜杜勒 . 阿齐益先生（.埃 及 ) : 我希望提请秘书处注意，包含联合国条约法 

会议决议阜案的A / 3 9 / 7 7 9 " t 文件执行部分第2 段的英文和阿拉伯文本之间有一 

些差别。 我将去秘书处进行必要的更正。

主席 : 我通知埃及代表，他的纠正已经得到注意，秘书处也将关心这一问题。

‘ 我们现在讨论第六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 3 2 的报告，这项报告载于A / 3 9 / 1 8 0  

号文件，题为 " 委员会关于与东道国的关系的报告"。

.大会现在将对第六委员会在其报告第7 段中提出的决议章案作出决定，这一掘 

告裁于A / 3 9 / 7 8 0 号决议内。

第六委员会以一致意见通过了这项决议单案。

我是否能够认为大会也希望通过这一■决议享某？

就这样决定了。

我们结束对议程项自1 3 2 的审议。

大会现在将审议第六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 3 3 的报告，这一报告载于A / 3 9 /

7 8 1 号文件，題为 " 特别委员会关于联合国宪韋以及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的报告" 。

我现在请大会注意第六委员会在其报告第1 2 段中提出的建议，这一报告载于 

A / 3 9 / 7 9 1 号文件。

第五委员会关于这一决议草第的方案预算方面的内容的掘告载于A / 3 9 / 8 1  8  

号文件。



篇六委员会来经表决通过了决议A 和 B。

我是否能够认力大会也希望这样1故？

就这样决定了。

我们结束了对议程项目1 3 3 的讨论。 我们接下来将讨论第六委员会 

关于议程项目1 3 4 的报告，这一报告载于A / 3 9 / 7 8 2号文件, 题力‘'关于寄养 

所以及本国和外国寄养的儿童的保护和福利的社会和法律原则的宣言草案"。 大 

会现在对第五委员会报告第8 段中的建议作出决定，这一报告载于A/39/78：£ 号 

文件。

'第六委员会来经表决通过了这一决议墓案。

我是否能够认力大会也愿意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大会结束对议程项目1 3 4 的讨论。

第六香员会下一小报告涉及议程项目1 5  5 , 这一报告载于A/3îi/78：3 号文 

件，题为 " 多边缔结条约程序的审议"。

我现在请大会对第六委员会在其报告第8 段中提出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这一 

报告载于A / 3 Ï V 7 8 3号文件。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 成 : 阿 不 及 到 亚 、ÿ 哥 f û ，阿 棍 Ü 、：» 大 利 1 、《地 到 、 E  n & 马 、 K  t t 、 à  ¥  } n  S I ， K  e  

多 斯 、t t 利 时 、 K  7 、不 f t 、玻 利 簿 亚 、t l 茨 瓦 纳 、C 西 、文 系 国 、布 尔 基 纳 注 t 、 

插 S J 、♦ 隆 迪 、Ü客麦賤共 和 围 、加 ，大 、佛 得 i 、 1 ;  Î I 、智 利 、 +  I I 、巧 伦 比 Ï 、 H ' i  

果 、？斯 '这 黎 加 、孝 浦 路 斯 、民 主 乘 « 赛 、民 主 f c 门 、丹 夢 、 È 布 提 、3 求 尼 加 «

国 、厄 . â 多 尔 、埃 及 、 r  冬 、埃 寒 俄 化 亚 ■ -替 述 、 芬 ® 、 力" 這 、後 , f t 志联



邦 共 知 ， 

、印度尼：西 

牙买加 

民 A S I  

毛 i 求 

、尼 S  

« 其 •

加 尔 -  

伯 «  f ' j  

1白联合 

越南

H 

户 

斯 . 

到 '1F 

葡e  

«  «I 

I 共 

» 肤 

ft门

J ] ü 纳 、券 腊 、危 I f t 马 t ! l 、几 内 3 E 、圭亚 

亚 、伊 È f l伊 斯 共 秘 1 1 、伊 « 克 、爱尔 

丰 、豹 旦 、肯 I , 亚 、料 ê U I 、黎 巴 赚 、 

â  i g 、马 这 加 斯 加 、马 拉 结 、^ 来西亚 

1  a 母 、摩 洛 哥 、英 森 比 克 、尼 : ' ô 尔 、 

，挪 威 、P 5 1曼 、巴 * 斯 坦 、巴 t  

: ' t ，十增 尔 、罗 马 尼 i f 、卢 B i  l à  

糾 昂 、新 加 坡 V t 马 1 、西 m牙 

和 国 、 t .  a 、多 毋 、M  f t  J K 这和 

I Ï I 、大 不 到 « 巧 :化爱尔 M 联 合 i  

、 南 斯 i f î 夫 、扎伊尔  > 赞 t t 亚 》

% • K 

、圣 多 

、斯里 

參巴 

m '、美

那 、 r s  Æ ，洪 都 f ü 斯 、» 岛 、印度 

、W I色 列 、意 大 利 、象 牙 海 岸 、 

莱 f • 托 、利 比 里 亚 、阿 j n 伯利 t h 亚 

、马 尔 代 夫 、马 里 、毛 S 塔 i g 亚 、 

尼 加 H l  IJ J , .、尼 0 尔 

亚 、 E 找 圭 、« 鲁 、 i f  

t b 、沙 f l  m î i ï  f f ^ î、基内 

B 里 南 、ï S 典 、P S  f f i  

土 耳 其 、乌干）i 、p ï |  fù .  

乌 f t  i 、# 内，搞 拉 、

荷兰 、 S  

亚新几 

M 秘 S t t  

M  、苏 

、突 1 斯 

f i 坚 合 A 国

反对 : 无。

弃 权 : 阿 富 Vf - n 加 利 1  '  f t 傲 罗 斯 巧 »  « 社 会 -Ï- X  f t 知 

民 主 共 知 a 、索 古 、. 玻 兰 、 克 î i 苏 维 埃 社 会 i  X

盟》 . 國

i l 、à E 

接 钟 s 、

、 捷 克 斯 ::is伐 克 、 销 襄志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X 共知国 '联

决议草案以1 2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1 2 票弃权获得通过。 ( 第 3 9 / 9 0 号 

决 议 ）。

主席 : 这样我们就结束了对议程项目1 3 5 的讨论。

我们现在讨论第六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 3 6 的报告。 这一损告载于A / 3 9 /  

7 8 4 号文件，题力 " 保护所有在任何形式的扣押或监禁下的人的原则草案"。

大会现在将对第六委员会的建议作出决定。

在第六委员会报告的第9 段，第六委员会建议通过它已经来经表决通过的决定 

草案，这一报告载于A / 3 9 / 7 8 4 号文件。



我是否能够认为大会愿意通过这一决议单案？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对议程项目1 3 5 的i寸论。

大会现在将审议第六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 3  7 的报告，这一报告载千4 /3 1 ^ /  

785号文件，题为 ‘'联合国会议标准程序规则草案 "。

我现在要求大会对第六委员会在其报告第5 段中提出的决定章案作出决定,这 

—报告载于A / 3 9 / 7 8 5 号文件。

要员会以一致意见通过i★一决定章案。

我是否能够认为大会也希望通过这一决定？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 : 我们已经结束了对议程项目1 3 7 和第六委负会所有报智的讨论。

下午 1 1 时会议结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