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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i .题为 

"全面彻底裁军:. 

'(a) 核试验的通知； 

， 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0)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d) 常规裁军； 

"(e) 核裁军； 

"(f) 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 

"(g) 裁军领域的大会决议的执行； 

"m 国际武器转让； 

"(i) 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 

"(J) 海军军备和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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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为敌对目的倾弃放射性废料； 

"a)审査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 (m )区域常规裁军； 

" ( n )倾弃放射性废料" 

的项目是根据1 9 g 7 年 夏 1 月 3 0日大会笫 4 2 / 3 8 C！、及1 9 8 8 年 1 2 月 7 日 

S 4 3 / - 7 5 B 至 、 Q至 T号决议列入第四十四届会议临时程的。 

2. 1 9 8 9 年 9 月 2 2 0 , 大 会 第 3 ^ 议 根 据 总 务 委 员 会 的 建 决 

定将本项目列入议程并分配绘第一委员会。此外，大会决定提请第一委员会在,!i 

项 目 6 3时注意国际原子能机翁的摄告（A / 4 4 / 4 5 0 )的有关段落，该摄告由大 

会全体会议在项目〗j 4下直接审议， 

3. 1 0 月 1 3日a第一委员会决定就分配给它的各项裁军项目，即项g 4 9 

至 6 9 和 1 5 1 ,进行一般性辩论 a从1 0 月 1 6日至 1 1月1日举行翁第3至簾 

2 5次会议舰些项資进行了讨论（见A / C . 1/44/PV. 3 — 25 ) , 1 1 月 2 S 至 

1 7 委员会对关于这S项目翁 «草案进行了审议并采取了行动（见A/ C : l / 

4 4 / P V . 2 6 - 4 1 ) 。 

4. 关于项目8 3，笫一委员会收到了上述第1和第2段中提及的文件2 K 及 

下列文件s 

(a) 裁军谈判会-议ft报告；' 

(b)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2 

( C )关于军事事项的客观资料：秘书长的报告（ A / 4 4 / 3 e 6和A d d U l ) ; 

( d )国际军火转让；秘书长的报告（A / 4 4 / 4 4 4和Ad< i , l至S》；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i义，补H 

《同上，补编第4 2号》 ( A / 4 4 / 4 2 ) 

2 7号》（ A / 4 4 /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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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秘书长的报告（A/44/449 ) ； 

(f) 裁军领域大会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A/44/495和 

Add . l ) ； 

(g)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秘书长的报告（A/44/ 

621 ) ； 

CH)倾弃放射性废料：秘书长的报告（A/44/648 ) ； 

( i )核试验的通知：秘书长的说明（A / 4 4 / 8 7和Add。 l至 7 ) ; 

( J )核试验的通知：秘书长的说明（A/44/648 ) ； 

(k) 1 9 8 9年 1月 2 5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 

信 ( A / 4 4 / 9 6 ) ； 

(1) 1 9 8 9年2月6日保加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4/ 

113 ) ; 

(m) 1 9 8 9年2月6日保加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华 

沙条约成员国国防部长委员会1 9 8 9 年 1 月 3 0日发表的题为"华沙条约组 

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及邻接水域的武裴部队和军备力量比较"的声明 

和另一项题为"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及邻接水域的武装部 

队和军备基本类型的相互关系"的声明（A/44/114 ) ； 

(n) 1 9 8 9年3月3日捷克,洛伐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4 4 / 1 6 3 ) ； 

(0) 1 9 8 9年3月3日蒙古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4/ -

164 ) ; 

(P) 1 9 8 9年 3月 3日波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 4 4 / 

165 ) ; 

(q) 1 9 8 9 年 3 月 1 7日蒙古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给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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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信(A / 4 4 / 1 8 9 ) ； 

(r) 1 9 8 9 年 4 月 1 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 

信，转递1 9 8 9 年 4 月 1 1日和 1 2日在柏林举行的华沙条约締约国外交部 

长委员会会议发表的公报、宣言和呼吁书（A/44/228 ) ； 

(S) 1 9 8 9 年 4 月 1 8日沙特阿拉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 

递 回 历 1 4 0 9 年 8 月 6 日 至 9 日 （ 1 9 8 9 年 3 月 1 3 日 至 1 6 日 ） 在 沙 特 

阿拉 伯王国利雅得举行的第十八次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会议(伊斯兰友爱团结 

会议)的最后公报(A / 4 4 / 2 3 5 - S / 2 0 6 0 0 ) ； 

(t) 1 9 8 9年 4月 2 4日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代表给秘书长 

的信(A / 4 4 / 2 3 9 ) ； 

(U) 1 9 8 9 年 4 月 2 7日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 4 4 / 

260 ) ； 

(V) 1 9 8 9 年 5 月 1 1日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圭亚 

那、秘鲁、苏里南和委内端拉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1 9 8 9 年 5 月 6 日 在 

巴西马瑙斯举行的《亚马逊合作条约》締约国总统会议通过的《亚马逊声明》 

( A / 4 4 / 2 7 5 - E / 1 9 8 9 / 7 9 ) ； 

(W) 1 9 8 9 年 5 月 2 2日中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 4 4 / 2 9 2 - S / 2 0 6 4 9 ) ； 

(X) 1 9 8 9 年 5 月 2 2日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1 9 

8 9 年 4 月 1 1日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关于裁军和安全问题的帕尔梅委员会 

的最后声明》（A / 4 4 / 2 9 3 - S / 2 0 6 5 3 ) ; 

(y) 1 9 8 9年 5月 2 4日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 

《华沙条约》締约国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呼吁书（A/44/29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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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1 9 8 9 年 6 月 6 日 、 1 2日和 2 3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表给秘书长的信（A / 4 4 / 3 0 5 - S / 2 0 6 7 6 . A / 4 4 / 3 1 3和A / 4 4 / 3 4 7 - S / 

20702 )； 

(aa) 1 9 8 9年6月9日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和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在发起六国倡议五周年之际发 

表的宣言(A / 4 4 / 3 1 8 - S / 2 0 6 8 9 ) ； 

(bb) 1 9 8 9 年 6 月 2 8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欧 

洲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于 1 9 8 9年 6月 2 6日和 2 7日在 

马德里举行的洲理事会上通过的结论（A / 4 4 / 3 5 5 - S / 2 0 7 0 4 ) ； 

( C C ) 1 9 8 9 年 7 月 1 1日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 

1 9 8 9年 7月 7日和 8日在布加勒澌特举行的《华沙条约》締约国政治协商 

委员会会议的公报（A/44/386 ) ； 

(dd) 1 9 8 9 年 7 月 1 2日阿尔巴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 

长的信(A / 4 4 / 3 9 5 - E / 1 9 8 9 / 1 2 8 ) ； 

(ee) 1 9 8 9年 7月 1 9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 

的信，转递1 9 8 9 年 5 月 1 7 日 至 1 9日在哈拉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运动协 

调局部长级会议的最后文件（A / 4 4 / 4 0 9 - S / 2 0 7 4 3和C o r r . l和 2 ) ； 

(ft) 1 9 8 9 年 7 月 2 5日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 

递 1 9 8 9年 7月 3日和 4日在斯里巴加湾港举行的第二十二次东盟部长级会 

议联合公报节录(A / 4 4 / 4 1 5 - S / 2 0 7 4 9 ) ； 

(gg) 1 9 8 9年8月2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联合国秘书处的普通照 

会（A / 4 4 / 4 3 8 ) ； 

,(HH) 1 9 8 9 年 8 月 2 1日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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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递出席 1 9 8 9年 5月 2 9日和 3 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大西洋理事会的 

国家和政府首脑发表的宣言及国家和政府首脑在会议上通过的题为"全面军备 

管制和裁军概念"的报告（A/44/481 ) ； 

( i i ) 1 9 8 9 年 9 月 2 2日南斯拉夫常珐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 

1 9 89年9月4日至7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第九次国家或政府 

首脑会议的最后文件（A / 4 4 / 5 5 1 - S / 2 0 8 7 0 ) ； 

(33) 1 9 8 9年 1 0月 2 5日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 

1 9 8 9年 3月 3 0日和 3 1日在巴西利亚召开的第六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环 

境问题部长会议与会国主管环境管理部长及代表发表的"巴西利亚宣言"（A/ 

44/683 ) ； 

( k k ) 1 9 8 9年 1 0 月 2 6日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 

递 1 9 8 9年 1 0月 1 8日至 2 4日在吉隆坡举行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通过 

的公报（A / 4 4 / 6 8 9 - S / 2 0 9 2 1 ) ； 

( 1 1 ) 1 9 8 9年 1 0月23日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 

乌拉圭和委内瑞拉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4/694 ) ； 

(mm) 1 9 8 9年 1 1月2日芬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给秘书 

长的信（A / 4 4 / 7 0 5 - S / 2 0 9 4 0 ) ； 

(nn) 1 9 8 9年 1 1月8日波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1 9 

8 9 年 1 0 月 2 6日和27日在华沙举行的华沙条约締约国外交部长委员会会 

议发表的公报 (A/C . 1/44/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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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案的审议 

A .决议箪案A / C , 1 / 4 4 /L . 1 

5 . 1 9 8 9年 1 0月 2 6日，伊拉克，约旦，阿拉伯利比 3 E ^ 国 和 也 门 揞 

出题为"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决议簟案（A/C. 1 / 4 4 / 

!.. 1) „后来，阿曼也加.入为提案国,伊拉克代表在 1 1月 8日第 3 1次会议上 

介绍了决议箪案. 

6 . 1 1 月 1 3日，委员会第3 5次会议以记录表决1 0 4 票 对 2 票 ， 2 8 票 

弃权通过决议萆案A/C. 1/44/L. 1 (见第 6 5段，决i义萆案A ) • 表决情况"Ôt 

下：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巴哈马、巴林、 

―—孟加拉国、巴巴多斯、贝宁、不丹、坡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文莱 

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麦隆、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中国、哥伦比亚、刚果、科特迪 

瓦、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柬埔寨、民主也门、吉布 

提、厄瓜多尔、埃及、斐济、加蓬、冈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 

纳、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匈牙利、印度、印度尼 

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挞人民 

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 

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墨西哥、 

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尼加拉瓜、尼B尔、尼日利 

亚、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坐、秘鲁、菲律宾、波兰、卡塔 

尔、罗马尼亚、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所罗门群岛、索马 

里、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多 

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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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 

南、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以色列、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智利、哥斯达黎加、丹麦、芬 

—―兰、法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 

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新西兰、拂威、巴;1^亚新几内亚、萄萄牙、萨 

摩亚、西班牙、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圭、委内瑤 

拉。 

B .决议草案A / C . 1 / 4 4/L . 1 2 , 

7 . 1 0 月 3 0日，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希腊，蒽大利，日本，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和大不列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题为"双边核军备谈判"的决议箪案（A/C, 1/44/L. 121 

后来，又有冰岛和卢森堡加入为提案国. 1 1月7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主§代表在第2 9次会议上介绍了决议了草案， 

8 . 1 1 月 1 3日，委员会第3 5次会议以记录表决 7 1 票 对 零 票 ， 6 4票弃 

权通过决议草案（见第6 5段，决议草案B ) ‧ 表决情况^下，： 

赞成: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比利时、不丹、文莱国、保加利亚、白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智利、中 

国、哥伦比亚、科特迪瓦、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束埔寨、丹麦、吉布 

提、斐济、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 

腊、危地马拉、几内亚、海地、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 

，随后，扎伊尔代表团表示该国代表团原打算投票赞成决议萆案，佛得角代表团 

表示该国代表团原打算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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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日本、老挺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茱索托、利比里亚、卢森 

堡、马拉维、马耳他、蒙古、孽洛哥、缅甸、荷兰、新西兰、揶威、巴 

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坐、菲律宾、波兰、莓萄牙、罗马尼亚、萨摩亚、 

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新加坡、所罗门群岛、索马里、西班牙、瑞 

典、泰国、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 

国、乌拉è、越南。 

反对:无。 

£5：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孟加拉国、巴巴多斯、贝宁、 

―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嘛麦隆、刚果、哥 

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民主也门、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 

亚、加蓬、冈比亚、加纳、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伊拉克、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 

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莫桑比克、 

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曰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秘 

鲁、卡塔尔、卢旺达、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委内 

瑞拉、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c ‧决议蕈案A/C, 1/44/1； 1 3和R e v , 1 ： 

9 . 1 0 月 3 0日，中国提出题为"常规裁军"的决议箪案（A/C, 1 / 4 4 / 

L 1 3 ) . 1 1月 8日，中国代表在第 3 1次会i义上介绍了这份决议箪案. 

10. 1 1 月 1 0日，提案国提出订正决议箪案（A/C. 1 / 4 4/L . 1 3/ R e v . U 

其中更改如下： 

执行部份第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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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敦促对于开展裁减常规军备的进程负有特别贲任的拥有最庞大军事 

武库的国家，以及两大军事集团的成员国，通过适当的论坛就常规裁军加紧谈 

判，以早日对在它们各自地区*特剁是在世界上武器和军队最为集中的欧洲地 

区，在有效国I 

改为： 

" 4 .敦1 

武库的国家，以及两大军事集团的成员国，通过适当的论坛就常规军备问题继 

续加紧谈判，以早日对在它们各自地区，特别是在世界上武器相军队最为集中 

的欧洲地区，就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确立低水平的，稳定可靠的常规军备相军队 

的平衡问题达成协议；" 

11. I ç l月 1 3日，委员会第 3 5次会议未经表决即通过决议蕈案Aye. 1/, 

4 4/L . 13/Rev. 1 (见第 6 5段，决议萆案C ) ‧ 

D.决议箪案A/C.1/44/L.14 

12.10月30B，£a提出题为"核裁军"的决议草案(A/C.l/44/L.14)。 11月8 

日，中国代表在笫31次会议上介绍了这份决议萆案。 

13.11月10日，委员会第33次会议未经表决即通过决议草案A/C.l/44/L.14(见第 

65段，决议草案D〉。 

E.决议草案A/C. 1/44/L. 15和REV.： 

14.10月30日，澳大利亚、比利时、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 

克、丹麦、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匈牙利、冰岛、 

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娜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土耳其、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出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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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的决议草案 A / C . 1/44/1.15〉，后来又有卢森堡和菲 

律宾加入为提案国。 一 

15.11月6日，提案国提出一份订正决议草案a/C.l/44/L.15/Rev.l)，后来又有 

奥地利、萨庫亚和奉国加入为提案国。11月7日，大不列麵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 

在第29次会议上介绍了这份决议萆案,其中载列下列各项更动： 

(a) 中文本无变动。 

(b) 中文本无变动。 

(C)中文本无变动。 

(d) 中文本无变动。 

(e) 执行部分第6段： 

"请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1990年度会议审议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 

问题，"， 

改为： 

"请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1990年度会议的议程中列入题为"关于军 

事情况的客观情报"的项目；"。 

16.11月14日，委员会笫36次会议以记录表决U0票对零票,15系弃杈通过决议萆 

案A/C.l/44/L.15/Rev.l(见第65段，决议草案E)。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阿富汗、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 

―"比利时、贝宁、不丹、坡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文莱国、保加利 

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嚷麦隆、 

加拿大、中非共和国、智利、哥伦比JE、剛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 

瓦、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柬辅寨、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 

共和国、厄瓜多尔、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海地、甸 

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以色列、意大 

利、日本、肯尼亚、老鍵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利比里亚、卢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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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墨西 

哥，索古、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 

瓜、尼日尔、尼B利亚、揶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卢旺达、萨摩亚、 

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新加坡、西班牙、斯里兰卡、苏里南、斯威士 

兰.瑞典，泰国，多哥、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坐、委内瑞拉、越南、南斯拉 

夫、礼伊尔、津巴布韦。 

反对:无。 

#阿尔及利亚、巴林、古巴、埃及、印度、伊拉克、约旦、阿拉伯利比亚 

一""民众国，卡塔尔、索马里、苏丹、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 

赞比亚。 

F.决议蕈案A/C.1/44/L.20和Rev.l 

17.10月30日，M提出题为"常规裁军"的决议草案(A/C.l/44/L.20〉。 

18.11月14日，¥i国提出订正决议草案(A/C.l/44/L.20/Rev.l),其中载有下列 

各项变动-

序言部分第2段： 

"考虑到联合国在促进和推动一切裁军措施方面具有中心作用，"， 

改为： 

"考虑到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1特别是第U4段所载的决定和 

建议，"。 

19.11月16日，委员会第38次会议未经表决即通过决议草案A/C.l/44/L.20/Rev. 

1(见第65段，决议草案F)。 



A/44/785 
Chinese 
Page 13 

G .决议草案A/C. 1/44/L . 2 2 ^ REV. 1 

20. 1 0 月 3 0日，捷克斯洛伐克和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提出题为 

"裁军领域的大会决议的执行"的决议草案（A/C. 1/44/1^ 22),瞜麦隆随后加 

入为提案国。 1 1月6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在第2 7次会议介绍 

了该决议草案。 

2 1 . 1 1月10日，提案国提出了经修改的决议草案（A/C. 1 / 4 4 / " 2 2 / 

REV. 1),其中有下列改动： 

(a) 删除了序言都分第四段； 

(b) 执行都分第2段的内容本来为： 

" 2 . 1所有会员国尽可能以协商一致方式拟议和通过大会裁军决议；"由下j 

歹'j^段取代之： 

"2.遵所有会员国都帮助拟订裁军领域的决议草案，让这些决议草案尽可能 

不经表决通过，以利其妥为执行；"。 

22 . 1 1 月 1 4日，委员会在第3 6次会议进行记录表决，以1 0 5票对 1票 

2 7票弃权通过了决议草案A/C. 1 / 4 4 / i . 2 2/ R E V . 1 (见第 6 5段，决议草案 

G )。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巴哈马、巴林、 

孟加拉国、巴巴多斯、贝宁、不丹、坡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文莱 

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麦隆、中非共和国、中国、哥伦比亚、刚果、科特迪瓦、古巴、 

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柬埔寨、民主也门、吉布提、多米尼 

加、厄爪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斐济、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加纳、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海地、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 

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键人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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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共和国、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 

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蒙古、孽洛哥、莫桑比克、缅 

甸、尼泊尔、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卡塔尔、罗马尼亚、 

卢旺达、萨摩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新加坡、索马里、斯里兰 

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秦国、多哥、突 

尼斯、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瑭拉、 

越南、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憂: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智利、哥斯达黎加、丹麦、芬 

―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 

利、日本、卢森堡、马耳他、墨西哥、荷兰、尼加拉瓜、揶威、葡萄 

牙、西班牙，瑞典、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H ‧决i义草案A/C, 1 / 4 4 / " 24 

23. 1 0 月 3 0日，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孟加拉国、博茨瓦纳、白俄 

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麦隆、加拿大、丹麦、芬兰、希腊、印度尼西亚、 

爱尔兰、日本、荷兰、新西兰、掷威、菲律宾、罗马尼亚、萨摩亚、^典和 i拉圭 

提出题为"禁止生产用于武器的可裂变材料"的决议草案（A/C. 1 / 4 4 / " 2 4 ) , 

随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入为提案国。1 1月 7日，加拿大代表在第 2 9次会议介 

绍该决议草案。 

24. 1 1月 1 0日，委员会在第 3 4次会议进行记录表决，以 1 2 6票对 1票 , 

6票弃权通过了决议草案A/C. 1/44/1^ 24 (见第 6 5段，决议草案H )。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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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 

―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博 

茨瓦纳、文莱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噢麦隆、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智利、哥伦比 

亚、刚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 

民主也门、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 

比亚、斐济、芬兰、加蓬、冈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 

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以 

色列、意大利、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挺人民民主共和国、 

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堡、马达加斯 

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墨西哥、蒙古、摩 

洛哥、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 

尼日利亚、掷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 

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卢旺达、萨摩亚、沙特阿 

拉伯、塞内加尔、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苏丹、苏里南、斯威士 

兰、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秦国、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 

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乌拉垂、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拉夫、礼伊尔、赞比亚、 

津巴布韦。 

反对:法国。 

弃权: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 

众国。 

随后，罗马尼亚代表团表示它本来打算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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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决议草案A/C. l/AA/U 2 6和R E V . 1和2 

2 5 . 1 0 月 3 0日，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了题为"在欧洲建立信任和 

建立安全措施及常规裁军"的决议革案（A/C. 1 / 4 4 / L . 26)。决议草案案文如下： 

"大会， 

"&^、在裁军方面取得进展， 

"逆f!其1 9 8 8 年 1 2 月 7 日第 4 3 / 7 5 i > 号决议， 

"1 .挫 f地注意到讨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后续行动的维也纳会议的工作已 

完满结束； 

"2 .欣悉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进程的范围内展开两项谈判,第一项涉及拟 

订新的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第二项涉及欧洲常规部" 

26 . 1 1 月 1 3日，奥地利、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匈牙利、 

意大利、卢森堡和f差提出了一项订正决议草案（A/C. l / 4 4 / i . 2 6 / K E V . 1 ) , 

随后，g$i时和！#加入为提案国。订正决议草案载列以下改动： 

( a )执行部分第2段改为： 

" 2 . _欣见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进程的范围内展开两项谈判，第一项涉及拟 

订新的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第二项涉及欧洲常规军备和部队；" 

V0)加添了执行部分新的第3段，内容如下： 

"3.欣见这些谈判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进展,希望这些谈判早日完满结:to " 

27 . 1 1月14日，提案国提出了再进一步修改的决议草案（A/C. 1 / 4 4 / " 2 6 / 

REV. 2)，随后塞浦路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南斯拉夫加入为提案国。1 1月 1 7 

日，法国代表在第4 1次会议介绍订正决议草案，其中载列以下改动：执行都分第 

2段尾末"欧洲常规军备和部队"一句改为"欧洲常规武装部队；"。 

28 . 1 1 月 1 7日，委员会在笫4 1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 1/ 

4 4 / L . 2 6 / R E V . 2 ( 见第 6 5段，决议草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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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决议草案 A / C . 1/44/-L. 29 

29. 1 0 月 3 0日，保加利亚提出了题为"军事资源的转用"的决议箪案（ 

C. 1/44/1'. 29),随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入为提案国。1 1月7日，保加利亚 

代表在第3 0次会议介绍了该决议草案。 

30. 1 1月 1 5日，保加利亚代表在第3 7次会议口头修改该决议革案如下： 

序言部分第 2段"特点"一词改为"详情"。 

31.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进行记录表决，以1 3 4票对 0票， 1票弃权通过 

了经口头修改的决议草案A/C. 1/44/ 1 . 29 ( 见第 6 5 , 决议草案 J )。表决 

情况如下：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 

―利、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贝宁、不丹、坡利 

维亚、博茨瓦纳、巴西、文莱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白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智利、 

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塞浦路斯、捷 

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 

埃及、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 

那、海地、甸牙利、冰島、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 

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B本、约旦、肯尼亚、科威 

特、老钍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 

毛里塔尼亚、璺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鲡甸、尼泊尔、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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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掷威、阿曼、巴基斯坦、 

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 

卢旺达、萨摩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新加坡、所罗门群岛、索马 

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首长国、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瑞拉、越 

南、也门、南斯拉夫、礼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零票。 

美利坚合众国。 

K . 决议萆案 A / C , 1 / 4 4/L , 3 1和R e v , 1 

3 2 . 1 0 月 3 0日，南澌控5^代表属于不结盟国家运动的联合国会员国提出一 

项题为"》‧武器谈判"的决议革案（A/C, 1/44/L . 3 1 ) , 案文如下： 

" 丝 ， 

"强调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全面和解有助于松弛国际 

紧张局势和创造建立持久和平的基本先决条件， 

"注意到如果得不到所有国家，特别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 

合众国及其军事盟国的贡献，裁军进程是无法推动的，而在这方面美苏及其军 

事盟国负有最重大贲任， 

"强调通过裁军和限制军备竟赛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升级以加强国际安全的重 

要性， 

"深切期望美利坚合众11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核武器和空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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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未来谈判，也将按照主权平等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朝符合各国的福 

祉和利益的方向返进， 

"着重指出由于核战争威胁到生存的权利,因此应通过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 

努力，加速和扩大当前的裁军进程， 

"铭记着各国有加速刚开始的进程并使其迈向造福所有国家的贲任和义务， 

"强调今日的世界和明曰的世界都需要以旨在实现簦个国际社会的正当祈望 

的合作政策来取代强权政治思想， 

"申明双边和多边裁军谈判应当互相促进和补充，双边谈判新近浮现的气氛 

应当在多边谈判中充分反映出来， 

"强调根据其本质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骤军是无法实现的,除非所 

有国家都参与执行， 

"1 .满意地注意到美利坚合众11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关裁军问 

题的双边谈判取得积极的发展； 

"2.呼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合众国加紧努力，务求尽快 

实现裁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百分之五十，作为导致§7底消除核武器进程的一个 

部分； 

"3.又呼吁两国政Jif达成协议,以确保外层空间没有任何武器； 

"4 .#f吁两国M加紧努力,以求在其他领垓，特別是禁止核试方面早曰 

达成协议; 

" 5 . f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将其谈判进展情况及时 

通知大会和裁军谈判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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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 1 1月9日，提案国提出订正决议草案（A/C. 1/44/二 3 1/Rev . 1 ) ， 

随后罗马尼亚加入为提案国.订正决议蕈案田南斯拉夫代表在 1 1月 1 3日第35 

次会议上作了介绍. 

34. 委员会1 1月 1 3曰第 3 5次会议记录表决以1 1 9票对零票， 1 9票弃 

权通过决议萆案A/C. 1/44/L. 3 1 / R e v . 1 (见第 6 5段，决议蕈案K ) 。 表 

决情况如下： 

赞成：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粮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 

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贝宁、不丹、坡利维亚、博茨瓦纳、巴 

西、文莱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噢麦隆、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哥 

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柬埔寨、 

民主也门、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 

斐济、芬兰、加蓬、冈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危地马拉、几 

内亚、几,亚比绍、圭亚那、海地、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撻人民民 

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 

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墨 

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新西兰、尼加拉瓜、 

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 

圭、秘鲁、菲律宾、波兰、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萨摩亚、沙特 

阿拉伯、塞内加尔、新加坡、所罗门群岛、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苏里 

南、斯威士兰、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突尼斯、乌 

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也 

门、南斯拉夫、礼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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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无。 ' 

弃权：比利时、加拿大、智利、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冰 

岛、以色列、意大利、曰本、卢森堡、荷兰、揶威、葡萄牙、西班牙、 

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i .决议草案 A / C , 1/44/L. 32 

3 5 . 1 0 月 3 0日，南斯拉夫代表属于不结盟S家运动的联合国会员S提供一 

项题为"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决议韋案（厶/3.1/44/二 32 )，随后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和罗马尼亚加入为提案国，决议草案由南斯控夫代表在1 1月 8日 

第 3 1次会议上作了介绍。 

3 6 . 委员会1 1月 9日第 3 2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决议草案A/C. 1/44 / 1 " . 

3 2 (见第 6 5段，决议蕈案！"）。 

M .决议草案 A / C . 1/44/L. 35 

3 7. 1 0 月 3 0日，漢大利亚、奥地;ft保加利Ji、中應、芬兰、德意志民主 

共和11、冰岛、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斯里兰卡、瑞典和南斯 

拉夫提出一项题为"海军军，裁军"的决议萆案（ A / C . l/44/Iu 35)，随后尼 

日利亚加入为提案S, 决议苴案ffl瑞典代表在11月6日第28次会议上作了介 

绍。 

3 8 . 委 员 会 1 1月 1 5日第 3 7次会议记录表决以1 3 2票对 1票，零票弃权 

通过决议草案A/C. 1/44/L. 35 (见第 6 5段，决议草案M ) 。 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 

利、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贝宁、不丹、坡利 

维亚、博茨瓦纳、巴西、文茱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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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噢麦隆、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 

国、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塞 

浦路期、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柬埔寨、民主也门、丹麦、多米尼加共和 

国、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圭亚那、海 

地、甸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 

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曰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 

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 

他、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 

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揶威、阿曼、巴基斯 

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 

亚、卢旺达、萨摩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新加坡、所罗门群島、 

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 

不列麵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瑞 

拉、越南、也门、南斯拉夫、礼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无。 

B .决议草案A / C . 1/44/二 37 

39. 1 0 月 3 0日，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玻利维亚、保加利亚、《菱 

隆、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意大利、荷兰、尼日利亚、挪威、巴拉圭、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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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谭宾、萨摩亚、瑞典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一项，：为"菌^武器转 

让"的决议草案（A/C. 1 / 4 4 / L . 3 7 ) , 随 后 加 ^ i C v ^ t : 希 腊 和 新 加 坡 加 入 

为提案国。决议蕈案由哥伦比亚代表在丄 r月7日第2 9次会议上作了介绍。 

4 0 . 委 员 会 1 1 月 1 6 ^ # 3 8次会议记录表决以9 5 票 对 零 票 ， 3 1票弃权 

通 讨 决 议 萆 案 1 7 4 4 / J ^ . 37 )见第 6 5 段 决 议 蕈 案 ) . 表示情况如下： 

,#^：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孟加拉国、巴 

巴多斯、比利时、贝宁、不丹、坡利维亚、文茱国、保加利亚、布基纳 

法索、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嚷麦隆、加拿大、中 

非共和国、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塞 

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斐济、芬 

兰、法国、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 

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海地、匈牙利、冰岛、印Je尼西亚、 

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老挞人民民主共If国、莱索 

托、利比里亚、卢森堡、马拉维、马来西亚、马里、马耳他、墨西哥、 

蒙古、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 

尼日利亚、挪威、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波兰、葡 

萄牙、罗马尼亚、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西班牙、斯里兰 

卡、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秦国、多哥、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委内瑞拉、南斯 

拉夫、扎伊尔。 

反对：无。 

弃杈：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巴林、巴西、古巴、民主也门、埃及、 

埃塞俄比亚、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约旦、肯尼亚、阿拉 

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 

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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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决 议 草 案 A / C . 1/44/L. 4 3 

4 1 . 1 0 月 3 0日，澳大利亚、奥地^、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丹麦、芬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冰岛、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蒽大利、 

日本、马来西亚、蒙古、荷兰、新西兰、挪威、巴拿马、波兰、葡萄牙、瑞典、乌 

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美利ig合众®、越南等国提出一项题为"《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量 

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楔毁灭性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査会议"的决议萆案(A/C. 1/ 

4 4 / L . 4 3 ),随后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加入为提案 

S . 决议草案由巴西代表在11月8日第31次会议上作了介绍。 

42 . 委员会秘书在1 1 月 9日第 3 2次会i义上就决议革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作 

了说S力（见A/C. 1 / 4 4 / P V . 3 2 ) 。 

P .决议草案A/C. l / 4 4 / L . 4 5 ^ R e v . 1 ^ 2 

4 4 . 1 0 月 3 0曰，白俄罗澌苏维埃社会主义，国、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了一项题为"纯以防卫为目的 

的安全概念和政策"的决议草案（A / C . 1 / 4 4 / :L . 4 5 )，它是于1 1月8日在第 

31次会议上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决议草案的案文如下： 

"大会, 

"回顾各国在其际关系中不得逬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 

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原则， 

"重申有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贲任， 

"锘记着秘书长分别在1 9 8 1年和 1 9 8 5年提交大会的两份报告，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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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裁军和国际安全之间关系的研究报告'和通盘研究安全概念的政府专家小 

组的研究报告， a 

"确认自那时起，在裁军和安全概念方面巳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发展，产生了 

促进限制军备和裁军、结束区域冲突和国与国间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新机会 

"满意地注意到有关安全问题的逬行中国际对话,包括重新逬行探索共同安 

全和不同区域的安全要求的共通看法， 

"深信在核时代只有迴过各国奉行克制政策和展开合作努力才有逐渐消除战 

争危险和全球毁灭的可能， 

"强调核战争中必然两败倶伤，永远不要发动核战， 

"相信安全的概念和政策应以消弭战争危险和逐渐减少军备和武装部队数量 

而建立和平为目的， 

"喜见各国通过裁军谈判措施和旨在建立自卫军事结构的单方面步骤为实现 

这个目标而展开各种活动， 

"铭记着不同区域的具体政治和安全需要， 

"1 .认为展开纯以防卫为目的的安全概念和政策的国际对话对促进实现裁 

军和加强国际安全进程极为重要， 

"2 .建议各国应推动或加强纯以防卫为目的的安全概念和政策的双边、区 

域或多边^，并随时将其所获进展通知大会； 

7 A/36/597.后来研究报告定名为《裁军和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联 

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82. I X . 4 )印发， 

8 A/40/553,附件.后来研究报告定名为《安全概念》（联合国出版物， 

销售品编号E.86. I X . 1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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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M把"各国为了纯以防卫为目的的安全檫念和政策进行合作"的问 

题列入其第四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4 5 . 在 1 1月8日同一天，提案国又提出了一项题为"以防卫为目的的安全概 

念和政策"（ A / C . l / 4 4 / i . 4 5/Rev.i )的订正决议草案，其中载有下列改动, 

(a)序言部分笫五和六段修改如下： 

"注意到正在进行的有关安全问题的国际对话，包括重新进行探索共同安 

全和不同区域的安全要求的共同看法， 

"深信在核时代各国奉行克制政策和展开合作努力对最后消除战争和全球 

毁灭的危险非常重要，"； 

(t)序言部分第八和九段修改如下： 

"相信安全的概念和政策应以消弭战争危险和逐渐减少军备和武装部队数 

量而建立和平为目的，并且喜见各国通过裁军谈判措施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展开 

( C ) 执行部分第 1、 2和 3段修改如下： 

"1.认为展开以防卫为目的的安全概念和政策的国际对话对促进实现裁 

军和加强国际安全进程极为直要； 

" 2 . ！各会员国推动或加强纯以防卫为目的的安全概念和政策的及边、 

区域或多边对话，并随时将其所获进展通知大会； 

" 3 ‧决定把"以防卫为目的的安全概念和政策"的问题列入其第四十五 

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4 6 . 1 1月9日，提案国又提出了一份订正决议草案（A/C. 1 / 4 4 / L . 4 5 / 

Rev.2 ),其中有下面的改动： 

执行部分第2段应修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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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会员国推动或加强以防卫为目的的安全概念和政策的;^边、区 

域或多边对话，并随时将其所获进展通知大会；" 

4 7 . 在 1 1月 1 7日第 4 0次会议上，委员会在一次记录表决中以1 0 7票对 

零 票 ， 1 8票弃权，通过:î^,¦决议草案A/C.i/44/L.45/Eev.2 (参看第 6 5页 

决议草案:P )‧表决情形如下： 

赞成: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 

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贝宁、不丹、瑷利维亚，博茨瓦纳.巴 

西、文莱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刚果，科特迪瓦、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 

伐克、民主也门、吉布提、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 

斐济、芬兰、加蓬、冈比亚、德意率民主共和国、加纳、危地马拉、几 

内亚，圭亚那、海地、甸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伊拉克、爱尔兰、牙买加、*旦、肯尼亚、科威特、老封人民民主 

共和国、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来 

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 

缅甸、尼泊尔、斩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阿雙、巴基斯 

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波兰、卡塔尔、罗马尼 

亚、卢旺达、萨摩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索马里、斯里兰卡，苏 

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突 

尼期，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瑞拉、 

越南、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无。 

弃权:比利8^、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冰岛、以色 

列、意大利、B本、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 

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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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 i i ^ ^ A / c . 1 / 4 4 / L . 51 

4 8 . 1 0 月 3 0日，落麦隆提出了一项题为"审查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草案（A / C . 1/44/:L.51 ),后来罗马尼亚也加 

入为提案国。 

4 9 . 在 1 1月 9日第 3 2次会i义上，委员会未经表决即逋过了决议草案A/C. 1/ 

4 4 / L . 51 (参看第6 5段，决议草案Q ) . 

R ‧决议草案 A / C . 1/44/工.55和R e V . 1 

5 0 . 1 0 月 3 0日，肯尼亚代表非洲国家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提出了一项题为 

"禁止倾废放射性废料"的决i义草案（A/C.1/44/L.55 )，后来罗马尼亚也加 

入为提案国.决议草案的案文如下： 

"大会， 

"铭记着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1 9 8 8 年 5 月 1 9日至 2 3日在亚的斯 

亚贝巴举行的第四十八届常会于1 9 8 8 年 5 月 2 5日通过的关于在非洲倾弃 

核废料和工业废料问题的CUyRes ‧ 1 1 5 3 ( X L V I I )号决议，， 

"又铭记着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 1 9 8 9年 7月 1 7日至 2 2日在亚的 

斯亚贝巴举行的第五十届常会通过的CM/lîe S. 1225 CL)号决议"， 

"欢迎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第三十三届常会1 9 8 9年 9月 2 8日通过的关 

于倾弃核废料问题的GC( X X X I 1工 ) / ^ 6 SX509号决议， 

， 见 3 / 3 9 8 , 附 件 一 ‧ 

'° A / 4 4 / 6 0 3 ,附件一（即将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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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其1 9 6 9年1 2 月 1 6日第 2 6 0 2 C ( x x i v )号决议，其中要求 

裁军委员会会议,除其他外，审议詧制使用放射性战术的有效办法， 

"意识到核废科的任何使用——这构成放射性战季一的潜在危害及其所涉 

区域和国际安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安全的问题， 

"意识到倾弃核废料的潜在危害及其跨国界的放射性后果,可能对区域和国 

际安全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希望促进第一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第 7 6段的执行， 

"意识到裁军谈判会议1 9 8 9年届会审议了倾弃放射性废料问题， 

"回顾其1 9 8 8年1 2 月 7 日 第 号 决 议 ， 其 中 请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在 

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列入目前有关该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的发展 

情况， 

"又回顾其1 9 8 8年1 2月7日第4 3/75T号决议，其中请秘书长，"与 

有关国际组织协商，拟订一份报告，说明在非洲倾弃放射性废料问题的各方面, 

包括已经采取或计划采取的监測、管制和制止这种活动这一切步稞"，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倾弃放射性废料"的报告， 

" 1 .注意到上述的报告； 

"2 .又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倾弃放射性废料的郤分; 

"3.又谴贲任何倾弃核废料和工业度料的做法,这种做法对发展中国家的 

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彩响； 

"4.表示严重关切核废料的使用，因为这将严重彩"^j到所有国家的安全； 

"第 S " l Q / 2 号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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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f所有国家采取适当步骤，以防止侵犯各国主权的任何倾弃核废料 

的做法； 

" 6 . ！裁军谈判会议在进行中的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谈判中，继续考虑故 

意利用核废料的衰变所产生的辐射造成玻坏、损害或损伤的问题； 

"7.竺_秘书长将与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对该项目的审议有关的所有文件转 

交给裁军谈判会议； 

"8.里裁军谈判会议在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列入目前有关 

该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的发展情况； 

"9 .决定将题为"禁止倾弃放射性废料"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 

的临时议程." 

5 1 . 1 1月 1 6日，提案国提出了一项订正决议草案（A/C.1/44/:L.55/ 

R e v . l ) ,由莱索托代表在 1 1月 1 7日第 4 1次会议上提出， 

5 2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即通过了决议草案A/C. 1/44/1.55/ 

R e v . l (参看第 6 5段，决议草案R ) 。 

S.决议草案A/C.1/44/L.56和Rev.l、 Rev.2 

53. 10月30日，孟加拉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 

尔、危地马拉、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罗马尼亚和乌拉圭提出一项题 

为"区域常规裁军"的决议草案(A/C.1/44/L.56),玻利维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 

菲律宾后来也成为提案国。秘鲁代表在11月8曰第31次会议上介绍了该决议萆案，内 

容如下：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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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頋其 1 9 8 5年 1 2 月 1 2日第 4 C t / 9 4 A号、 1 9 8 6年 1 2月 3日第 

4 l/59Mt、 1 9 8 7 年 1 1 月 3 0 日 第 4 2 / 3 8 A 号 和 1 9 8 8 年 1 2 月 7 日 

第4a/75S号夾议， 

"注意到 1 9 8 9年 9月 4日至 7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九次不结盟国家 

相政府首脑会议的《最后文件》，" 

"直申核武器国家和军事大国对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负有 

主要贲任， 

"深信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措施占最优先的地位，并为此目的，必须 

消除核武器的威胁，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竟赛直至彻底消除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 

为止，并防止核武器的扩散， 

"促请注意在进行关于核裁军措施的谈判的同时,也应当根据各方安全均等 

和7、受减损的原则逬行关于均衡地裁减军队和常规裁军的谈判,以期在较低的 

军事水平上促进或加强稳定，同时须考虑到所有国家维护其安全的需要， 

"关切到科技发展成果继续应用于军事方面使常规武器更具杀伤力和破坏性， 

而常规武器消耗大量资源，特别是军事大国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用于各国人 

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发展， 

"确认考虑到每个区域的特点以及有关各方的意见并依照《联合国宪章》所 

努力, 

"满意地注意到在和平解决各种区域和分区域冲突方面的积极趋势以及联合 

国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A/44/551-S/20870,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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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欢迎一些国家在区域一级和分区域一级主动采取便进军备限制和裁军的联 

合或单方面的行动，以及有系统地实施建立信任的措施、限制常规武器的获得和削 

减军事开支，以期在较低的军备水平上达致均等和不减损的安全以及把因而腾出的 

资源用于促进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2.再度表示坚决支持联合国系统,特别是秘书长为冲突局势谋求觯决办法所 

作的夯力，从而再度肯定联合国在促进和平与裁军方面负有主要作用,并]g决支持 

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所揚示的原则和准则； 

"3.促请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军事大国加紧努力，在适当论坛就区 

域或分区域裁军和军备限制措施进行谈判，并执行这些措施，同时须考虑到它们在 

这方面的特殊责任和所有各方安全均等和不受减损的原则，并以加强国际和平与安 

全为目标； 

"4.，合国依照其促逬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向可能提出请求的国家提供 

援助，以阑制定区域和分区域的裁军揞施； 

"5.吁请所有国家促进区域裁军的进展,不要采取可能阻碍达成该目标的任何 

行动，包括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侵犯各国的完整和领土主权以及干涉他国内政; 

"6.，所有会员国考虑到最近在这方面已核实的发展，将它们对如诃加强区域 

和分区域裁军和军备限制的努力的看法通知秘书长； 

"7.，秘书长考虑到会员国依照上面一段所表达的意见，就这项决议的执行情 

况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8 .决定将题为"区域常规裁军"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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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11月15日，提案国提交了一项订正决议草案(A/C.l/44/L.56/Rev.l)内容如 

"大会， 

" 回 顾 其 1 9 8 5 年 1 2 月 1 2 日 第 4 0 / y 4 A 号 、 1 9 8 6 年 1 2 月 3 日 第 

4 1 / 5 9 M 号 、 1 9 8 7 年 1 1 月 3 0 日 笫 4 2 / 3 8 A 号 和 1 9 8 8 年 1 2 月 7 日 

第43/75S号夾议， 

"汪意到 1 9 8 9年 9月 4日至 7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九次不结^国家 

和政肘首脑会议的《最后文件》，" 

"直申核武器Bl家和军事大国对停止相扭转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负 

有主要贲任， 

"深信核裁军祁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揞施占鑀优先的地位， 

"促请注意在进行关于核裁军措施的谈判的同时，也应当根据各方安全均等 

和不受减损的原则逬行关于均衡地裁减军队和常规裁军的谈判，以期在较《氐的 

军事永平上促进或加强稳定，同时须考虑到所有国家维护其安全的需要， 

"1^识到科技发展成果继续应用于军事方面使常规武器更具杀伤力和破坏性， 

"考虑到常规武器消粍大量资源,特别是军事大国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用 

于各国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冢人民的发展， 

"确认考虑到每个区域的特点以及有关各方的意见并依照《联合国宪覃》所 

揭示的原则和准则执行的区域和分区域的裁军进程增强和补充了全球性的裁军 

努力. 

见 A Z 4 4 / 5 5 l—S/ 2 0 8 7 0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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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注意到在和平觯决各种区域和分区域冲突方面的积极趋势以及联合 

国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1 .欢迎一些国家在区域一级和分区域一级主动釆取促进军备限制和裁军的联 

合或单方面的行动，以及有系统地实施建立信任的措施、限制常规武器的获得和削 

减军事开支，以期在较低的军备水平上达致均等和不减损的安全以及把因而腾出的 

资源用于促进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2.再度表示塱决支持联合国系统,特别是秘书长为冲突局势谋求解决办法所 

作的努力，从而再度肯定联合国在促进和平与裁军方面负有主要作用,并坚决支持 

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原则和准则； 

"3.促请所有国家加紧努力,在适当的多边论坛就区域或分区域裁军和军备隈 

制措施进行谈判，并执行这些措施，同时须考虑到所有各方安全均等和不受减损的 

原则，各国合法的自卫权利，每个区域的特征以及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并以加强国 

际和平与安全为目标； 

"4.，合国依照其促逬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向可能提出请求的国家提供 

援助，以期制定区域和分区域的裁军指施； 

"5.吁请所有国家促进区域裁军的逬展，不要采取可能阻碍达成该目标的任何 

行动，包括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侵犯各国的主权和fi土完整以及干涉他国內政； 

" 6 .，所有会员国考虑到最近在这方面已核实的发展，将它们对如何加强区域 

和分区域裁军和军备限制的努力的看法通知秘书长； 

" 7 . 秘书长考虑到会员国依照上面第6段所耒达的意见，衷这项决议的执行情 

况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 8 .决定将题为"区域常规裁军"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65. 11月16日，提案国提交了另一项订正决议草案(A/C.l/44/L.56/Rev.2),其 

中包括以下变动： 

执行部分第3段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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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促请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军事强国，加紧努力，在适当的多边 

论坛就区域或分区域裁军和军备限制搢施进行谈判，并执行这些措沲，同时须考虑 

到各国在这件事上的特别贲任，所有各方安全均等和不受减损的原则，并以加强国 

际和平与安全为目标；" 

56.委员会在11月17日第41次会议上以记录表决方式，以98票对1票,31系弃权 

通过了决议萆案"/(：.1/44/1.56/1^乂.2)，（见第65段决议萆案3〉。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 

―斯、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文莱国、保加利亚、布 

基纳法索、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麦隆、中非共 

和国、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哥^达黎加、科特迪瓦、塞浦路 

斯、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斐济、 

芬兰、加蓬、冈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 

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牙买加、肯尼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菜索 

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 

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庫洛哥、缅甸、尼泊尔、新西兰、尼 

加拉爪、尼日尔、尼日利亚、掷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巴拉垂、秘魯、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卢旺达、萨摩亚、沙特 

阿拉伯、塞内加尔、新加坡、西班牙、斯里兰卡、苏里南、斯威士兰、 

瑞典、秦国、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璽、乌拉圭、委内瑞拉、南斯拉夫、礼伊尔。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杈:阿窗汗、安哥拉、巴林、比利时、加拿大、古巴、埃塞俄比亚、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伊拉克、以色列、意大利、曰本、约旦、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堡、莫桑比克、荷兰、葡萄牙、索马里、苏 

丹、阿拉伯It利亚共和国、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 

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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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决议草案A/C.1/44/L.57 

57. 10月30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甸牙利、荷兰、秘魯、瑞 

典、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交了一项题为"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 

放射性武器"的决议草案（A/C.l/44/L.57〉，奥地利后来也成为提案国。秘鲁代表 

在11月8日第31次会议上介绍了该决议单案。 

58.委员会在11月13日第135次会议上不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1/44/L.57 

(见第65段决议草案T)。 

U.决议草案A/C.1/44/L.58和Rev.l、 Rev.2 

59. 10月30日，溴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麦隆、加拿大、哥伦比亚、丹麦、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利、意大利、卢森堡、尼泊尔、荷兰、挪威、巴基斯坦、波兰、曹萄 

牙、西班牙、瑞典、多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璽和大不列频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提交了一项趙为"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欽"的决议 

草案(A/C. 1/44/1.58)。厄瓜多尔、爱尔兰、秘鲁和土耳其后来也成为提案国。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在11月7日第30次会议上介绍该项决议草案，内容如下， 

"大会， 

"念及建立信任,特别是在区域范围内津立信任，对和平觯决现有国际问题 

以及对改善和促进以正义、合作与团结为基础的®际关系十分重要， 

"认识到信守建立信任措;jfe可以大有助于准备裁军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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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以关于建立信任问题的决i义,特别是1 9 8 8 年 1 2 月 7 日 第 4 3 / 

78 H号决议， 

"1 ‧ ,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所载的建立信任措施获得执 

行，以及在这个基础上自1 9 8 7年以来会i义三十五个成国执行斯德哥尔摩 

会议i》定的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及欧洲裁军所取得的积极经验， 

"2.，望维也纳正在进行的矢于姅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的谈判在斯德哥 

尔摩会议"âi;的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力求拟订和通过一套新的相辅相成 

的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以期减低欧洲军事对抗的危险； 

"3.重申邀请所有国冢考虑是否可能在各自区域采用建立信任揞施,并于 

釆用时按^自区域的当时条件和要求就这种措施进行谈判； 

" 4 .，：绪如 1 9 8 9年在拉各斯和将于19 9 0年在加德满都举行的联 

合国区域裁军工作会议审议建立信任措施，" 

60. 11月8日，提案国提交了一项订正决议草案(A/C.l/44/L.58/Rev.l〉，内容如 

"大会， 

"念及在双边、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建立信任对和平解决现有国际问题以及对 

改善和促进以正义、合作与团结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十分重要， 
"认识到信守建立信任措施可以大有助于准备裁军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7件》于1 9 7 5年 8月 1日在赫尔辛基签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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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以关于建立信任问题的决议,特别是1 9 8 8年 1 2月 7日第 4 3 / 

7 8 H号决议， 

" 1 .欢迎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所载的建立信任措施获得执 

行，以及在这个基础上自1 9 8 7年以来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三十五个与会国 

执行斯德哥尔摩会"i义议定的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及欧洲裁军所取得的积极 

经验， 

"2.期望维也纳正在进行的关于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的谈判在斯德哥 

尔摩会议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继续炉大，力求拟订和通过一套新的相辅相成 

的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以期减低欧洲军事对抗的危险； 

" 3 .重申邀请所有国家考虑是否可能在各自区域采用建立信任措施,并于 

可行时根据有关区域各国的倡议和按照各自区域的当时条件和要求就这种措施 

进行谈判； 

" 4 .欢迎联合国区域裁军工作会议以及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中心审议建立信任措施。 

61. 11月9日，提案国提交了另一项订正决议草案(A/C.l/44/L.58/Rev.2),加蓬 

后来也成为提案国。订正决议草案包括下列变动： 

(a) 在执行部分第1段，以"赫尔辛基《最后文件》1"取代"欧洲安全和合作 

会议《最后文件》1"; 

(b) 脚注1订正为- "歐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于1975年8月1日在赫 

尔辛基签署。" 

(C )在执行部分第4段，"欢迎⋯⋯审议"改为，"欢迎⋯⋯除其他事项外审 

议 "。 

62. 委员会在11月14日第36次会议上不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1/44/L.58/ 

Rev.2(见第65段决议草案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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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决议草案A/C.l/44/L.eO 

63. 10月30日，哥斯达黎加提交了一项题为"国际武器转让"（A/C.l/44/L.eO) 

的决议草案，内容如下： 

"士 A 

"^其1988年12月7曰第43/751号决议，特别是其中第1段， 

"iS到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45段所列裁军方面的优先事 

项， 

"盡S国际武器转让不仅涉及常规武器，也涉及非常规武器，包括核武器， 

"关切到国际武器转让是各类武器的扩散，特别是非常规武器，包括核武器 

的扩散的主要因素， 

"1.重申确信国际武器转让的各方面问题值得国际社会认真审议; 

" 2 . ft裁军审议委员会于1990年在其下届实质性会议的审议工作中，处 

理国际非常规武器，包括核武器的转让问题； 

"3.敦促裁军谈判会议在其1990年会议的协商中,考虑到国际非常规武 

器，包括核武器的转让问题； 

"4.决定将国际非常规武器，包括核武器的转让问题列在大会第四十五 

届会，》临^程上题为"国际武器转让"的项目之下。" 

" 第 S —10/2号决议。 

64.经提案国要求，没有对该决议草案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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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第一委员会建i义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全面彻底裁军 

A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大会, 

回顾其特别有关締结一项禁止对核设施进行军事攻击的协议的1 9 8 2年 

1 2 月 1 3日第 3 7 / / 9 9 C号、 1 9 8 3年 1 2 月 2 0日第 3 8 / 1 8 8 D号、 1 9 

8 4年 1 2 月 1 7 日 第 3 9 / 1 5 1 J 号 、 1 9 8 5年 1 2 月 1 2日第 4 0 / 9 4 1 ^、 

1 9 8 6年 1 2 月 3 日 第 4 1 / 5 9 蜂 工 号 、 1 9 8 7年 1 1 月 3 0日第 4 2 / 3 8 

E号和 1 9 8 8年 1 2 月 7 日 ^ 号决议， 

注意到秘书长根据第4 3 / 7 5巧决议就这个问题提出的报告，" 

严重关切对核设施的军事攻击,即使是以常规武器进行的，也可能相当于 

使用放射性武器， 

又回顾1 9 4 9 年 8 月 1 2日日内瓦 " 2 s约的 1 9 7 7年第一号附加议定书" 

禁止对核电站进行攻击， 

^：^^用常规武器摧毁核设施会释放大量危险的放射性物质到四周环 

境，造成严重的放射性污染， 

皿以色列攻击伊拉克受到保障的核设施，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空 

前威胁, 

1， A / 4 4 / 6 2 1 . 

" A / 3 2 / 4 4 ,附 件 一 ， 

"《联合 H I条约汇编》，第七十五卷，第 9 7 0 — 9 7 3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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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一 步 回 顾 国 际 原 子 能 机 构 大 会 1 9 8 3 年 通 过 G C ( x x v i i ) 

R E S / 4 0 7号和 G C (XXVII )<RES/409号决议，18促请所有成员国在国际 

论坛上支持达成一项禁止对用于和平用途的核设施进行武装攻击的囯际协议 

行动， 

1.重申对核设施进行任何种类的军事攻击,等于使用放射性武器，因 

为这种攻击会释放危险的放射性力量； 

. 2 .再次请裁军谈判会议进一步加紧努力以尽？^达成一项有关禁止对核 

设施进行军事攻击的协议； 

3 ^国际原子能机构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供有助于达成这项协议的 

技术研究报告。 

4 . ^秘书长就执行本决议取得的进展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B 

双边核军备谈判 

大会， 

回顾1 9 8 5年 1 1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导 

人在"瓦会i义上决心实现制订防止空间军备竟赛和终止地球上的军备竟赛的 

有效协定的目标，" 

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于1 9 8 9 年 9 月 2 1 

曰,至2 3日在华盛顿和怀俄明举行会议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所反映的进展，" 

"见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的决议^其他决定，第二十七届常会》 

1 9 8 3年 1 0 月 1 0日至 1 4日， 

'，见 A / 4 0 / 1 0 7 0 ,附件. 

"见 A / 4 4 / 5 7 8，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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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主意到双方于1 9 8 8 年 5 月 2 9日至6月1曰在莫斯科举行会议 2 '后,有 

关X边核军备的谈判已经加强， 

注意到《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消除两国中程导弹和 

中短程导弹条约》"中所载的核査程序作为目前能在及边和多边军备控制协定中 

可达到的高度核査标准的实例的重要性， 

相信本着灵活变通的精神进行谈判,并充分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 

有可能达成影响深远并可以有效核查的协议， ， 

深信按照最低军备水平而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及早在这些谈判中达成协议， 

对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极为重要， 

深信国际社会考虑到美苏谈判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应鼓励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种种努力， 

1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在实施《美利坚 

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勒国联盟消除两国中程导弹*中短程导弹条约》中 

的各项规定； 

2 。呼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不遗余力,按照 

所有囯家的安全利益和希望在裁军方面取得进展的普遍愿望，谋求达成它们在 

谈判中商定的所有目标，即解决空间和战略核军备的各种问题，伹要根据这些 

问题的相互关系对所有这些问题加以审议并加以解决； 

3 ‧直这两国政府按照专门讨论裁军I，的:i 一届特别会议（大会第十届 

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 14段的產定，随时使联合国其他会员国适当 

了解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谈判进展情况； 

4 .表示最]^定地鼓励和支持灰边谈判及其取得圆满成果。 

21 

22 

A / S — 1 5 / 2 8 , 附 件 ， 

《联合国裁军年鉴》，第十二卷，1 9 8 7年（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 

号 n s a 2 ) , 附录七， 

第 S — 1 0 / 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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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常规裁军 

大会, 

重申《联合国宪章》序言中表示的欲免后世再遭战祸的决心，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特别是其中第8 1段，它指 

出军队和常规武器的限制和逐步裁减，连同核裁军措施的谈判，应当坚决地在 

朝向全面彻底裁军前进的范围内进行，并强调拥有最庞大军事武库的国家对开 

展裁减常规军备的进程负有特别贲任， 

并回顾上述文件,除别的以外，宣布裁军谈判的优先项目为：核武器；其 

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化学武器；常规武器，包括任何可被认为引起过度 

伤害或具有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裁减武装部队；并强调各国没有理由不 

能对所有优先项目同时进行谈判， 

又回顾上述文件指出,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措施具有最优先地位， 

核裁军领域的真正进展可以创造一种便进全球裁减常规军备的气氛， 

意识到用常规武器进行的战争和冲突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危险，和对 

人类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以及这种战争和冲突在常规与核武器高度密集的 

地区升级为核战争的可能， 

又意识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常规武器具有越来越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 

常规军备耗费大量资源， 

相信通过裁军、包括常规载军腾出的资源可以用于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注意到正在进行的欧洲常规裁军谈判日趋重要， 

忆及大会 1 9 8 1年 1 2月 9 3第 3 6 / ^ 7 A号决议以及裉据该决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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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常规裁军的研究》， 2 *大会1 9 8 6年 1 2月 3日第 4 1 / 5 9 C桐! / 

59 G 号 决 议 ， 1 9 8 7年 1 1 月 3 0日第 4 2 / 3 8 E 和 4 ^ / 3 8 G号决议，19 

8 8年 1 2月 7日第 4 3 / 7 5 D和 4 3 / 7 5 1^号决议，以及裁军审议委员会在 

1 9 8 9年会议中关于常规裁军问题的审i义，" 

又忆及为促进常规裁军所作的努力和有关主张、建议，以及各国在这方面 

采取的行动， 

1 . 重新确认旨在朝向全面彻底裁军前进的范围内坚决地限制和逐步裁减 

军队和常规武器的努力的重要性； 

2 . 相信所有国家的军爭力量只应用于自卫; 

3 . 欢迎关于欧洲常规军爭力量的新的谈判; 

4 . 敦便对于开展裁减常规军备的进程负有特别责任的拥有最庞大军事武 

库的国家，以及两大军事集团的成员国，通过适当的论坛就常规军备问题继续 

加紧谈判，以早日对在它们各自地区、特别是在世界上武器和军队最为集中的 

欧洲地区，就在有效国际iiï奮下确立低水平的、抚定可靠的常规军备和军队的 

平衡问题# :协议； 

5 . 鼓励各国在考虑到保障安全和保持必要防卫能力方面的需要的同时， 

加紧努力并独自或在区域范围内采取适当的行动，以促进常规裁军的进展和加 

强和平与安全； 

6 . 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1 9 9 0年实质性会议期间进一步审议常规裁 

军的有关问题； 

7.决定将题为"常规裁军"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5].85. I X . 1。 

2，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五届特别会议，补编第3号》（A/s—l5/3)，第 

5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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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裁军 

大会， 

回頋其1 9 8 6年 I 2 月 3 日 第 号 决 议 ， 1 9 8 7年 1 1 月 3 0 

日第42/38H号决议和I 9 8 8年 I 2月 7日第 4 3 / 7 5 E号决议， 

重申在《联合国宪章》序言中表示的欲免后世再遭战祸的决心， 

确信今曰最迫切紧急的任务是消弭世界大战一核战争一的威胁， 

回頋和重新确认大会第十庙特别会议，即第一居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 

会议的（最后文件》"中关于核裁军的论述和现定，特别是第2 0段所说"核 

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措施具有最高优先地位"，和第4 8段所说"在达成 

核裁军目标的任务方面，所有核武器囯家,特别是拥有最重要的核武库的国冢负 

有特殊贲任"， 

又回頋上述文件指出，核裁军领域的冥正进展可以创迨促进全球裁减常规 

军备的气氛， 

铭记核裁军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器， 

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人在1 9 8 5年 I 

1 月 2 1日于日内瓦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一致认为"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以及他们在该声明中一致希望在巳有共同立场的领域，包括在适当地实施将苏 

联和美国的核武器裁减5 0%的原则方面，及早取得进展， 

又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就若干裁军问题进行 

了深入的谈判， 

还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尚未在核裁军领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见A / 4 0 / 1 0 7 0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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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在觯决军备竟赛数量方面的问题的同时,也要觯决其质量方面的问题 

铭记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希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 

就制止核军备竟赛和进一步削减核武器达成协议， 

1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消除两国中程 

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2 2的继续实施； 

2 ‧，拥有最重要核武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 

进一步履行它们对核裁军负有的特别责任，率先采取行动以停止核军备竟赛， 

并为早日达成大幅度削减其核武库的协议加紧进行谈判； 

3 .重申相信 X边与多边核裁军努力应当相互补充和促进； 

4 *决定将题为"核裁军"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五庙会议的临时议程， 

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 

大会，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即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最后 

文 件 7 ^ 第 1 0 5段中鼓励会员国确保裁军各方面的情报得到更完善的交流，' 

以避免散布有关军备的错误和有倾向性的情报，并集中注意于军备竟赛升级所 

造成的危险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需要， 

考虑到大会第十五届特别会议,即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对 

军事领域的客观情报的公开和确保其交流的问题所给予的注意， 

满意地注意到最近在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域中所达成的种种协议已在质量上 

为公开化提供了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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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满意地注意到不同国家采取更多的步骤和提出更多的建议，以期使军事 

活动公开而透明， 

相信采取建立信任措施以促进公开性和透明度将有助于防止对军事能力和 

军事意图的误解，这种误解有可能引起各国间的军事对抗，导致它们从事军备 

计划和加快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从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最终导致 

冲突， 

相信关于一切军事情况特别是核武器11家和其他军事大国的军事情况的持 

平而客观的情报能够有助于在各国之间建立信任并締结具体裁军协定，从而有 

旨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 

认识到加强公开性和透明度将有助于增进安全， 

深信除其他外，通过 传送军事活动的有关情报，其中包括关于军事预算水 

平的情报，使军事活动更加公开，将有助于加强各国之间的信任， 

考虑到裁军审议委员会所进行的有关裁减军事预算的工作， 

满意地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按照在联合国主持下实行的关于军事开支 

的国际标准汇报制度，就军事开支提出年度报告， 

回顾其1 9 8 8年 1 2月 7日第 4 3 / 7 5 G号决议请所有会员国就进一 

步加事情况方面正在形成的增加公开性的趋势，特别是就提供关于军事情 

况的客观情报的方法和途径，也向秘书长提送意见，以便由裁军审议委员会19 

90年会议加以审议； 

1 .注意到秘书长就这个题目向大会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提出的报告；" 

" A / S — 1 5 / 7 和 A d d . I 和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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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重申坚信更妤地交流关于军事能力的客观情报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 

势，促进在全球、区域或分区域各级建立各国之间的信任,以及締结具体的裁 

军协定； 

3 . 建议那些已表示支持关于在全球、区域和分区域各级采取实际和具体 

的建立军事信任措施的原则的国家和全球、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加紧努力，以便 

« I这种措施； 

4 .建议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大国应执行关于军事开 

支的国际标准汇报制度，以便对军事预算作出切实的比较，帮助提供关于军事 

能力的客观情报和客观评价，并促进裁军进程； 

5 . ！全体会员国至迟在1 9 9 0 年 4 月 3 0日以前，通知秘书长它们为 

达到这些¥的而采取的措施以便提交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 

6 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1990年度会议的议程中列入题为"关 

于军事情 i的客观情报"的项目。 

7.决定将题为"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五届会议 

临时议程。 

大会， 

回顾其1 9 8 8年 1 2月7日第43/ 7 5 1 )号决议， 

考虑到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特别是第1 14段所载的决定 

和建议， 

还考虑到常规裁军是裁军进程的一个必要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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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査了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1. 满意地注意到在裁军审议委员会1 9 8 9年会议中对常规裁军问题进 

行广泛讨论的报告;~ 

2. 建议这份裉告应作为裁军审议委员会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审议的基 

础， 

3 . ，一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1 9 9 0年会议上继续对与常规裁军有关的问 

题进行实;&审议，并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以期促进削减常规武 

器和裁军领域各种可能的措施； 

4 . 还请裁军审议委员会为此目的将题为"实质性审议与常规裁军有关的 

问题"的i"i列入其1 9 9 0年会议议程； 

5 .决定将题为"常规裁军"的项目列入其第四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G 

裁军领域的大会决议的执行 

大会,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回頋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2-第1 1 5段，其中除其他外， 

指明大会一向是而且应该继续是联合国在裁军领域中的主要审议机关，它应作 

出一切努力傻进裁军措施的执行， 

认为执行大会在裁军领域的各项建议能对实现< 联合国宪章 > 的宗旨起着 

重大作用， 

"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4 2号》（ A / 4 4 / 4 2 ) 。 

2， A/44/495 ‧ 

第 S - 1 0 / 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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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为重要的是所有会员国表明决心，采取彼此可接受的、可全面核査 

的有效裁军措施，包括执行裁军领域的大会决议； 

2 . ，所有会员国都帮助拟订裁军领域的决议草案，让这些决议草案尽可 

能不经表决通过，以利其妥为执行； 

3. 又请会员国审议秘书长报告所载建议相想法; 

4‧，所有尚未这样做的会员国就如何加强裁军领域的大会决议的执行向 

联合国秘书长提出意见和建议； 

5. ！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本决议的执行进度报告； 

6 . 决定在第四十六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裁军领域的大会决议的执行问题. 

H 

禁止生产用于武器的可裂变材料 

大会， 

回 顾 其 1 9 7 8 年 1 2 月 1 6 日 第 3 3 / 9 1 H 号 决 议 , 1 9 7 9 年 1 2 

月 1 1 日第 3 4 / 8 7 D 号 决 议 、 1 9 8 0 年 1 2 月 1 2 日第 3 5 / 1 5 6 H号决 

议 、 1 9 8 1 年 1 2 月 9 日 第 3 6 / 9 7 G 号 决 议 、 1 9 8 2 年 1 2 月 1 3 日 

第 3 7 / 9 9 E 号 决 议 、 1 9 8 3 年 1 2 月 2 0 日 第 3 8 / 188E号决议、19 

8 4 年 1 2 月 1 7 日 第 3 9 / 1 5 1 H 号 决 议 、 1 9 8 5 年 1 2 月 1 2 日 第 4 0 / 

9 4 G 号 决 议 、 1 9 8 6 年 1 2 月 3 日 第 4 1 / 5 9 L 号 决 议 、 1 9 8 7 年 1 1 

月 3 0 B 第 4 2 / 3 8 L 号 决 议 和 1 9 8 8 年 1 2 月 7 日 第 4 3 / 7 5 1 5 ： 号 决 

议，均请裁军谈判会议在其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即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 

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的第三节所载《行动纲领》和进行题为"核 

武器的一切方面"的项目下工作的适当阶段,紧急审议可予充分核査的停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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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可裂变材料的何题，并随时将这项审 

议的进展情况通知大会， 

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1 9 8 9年议程上列入了一个题为"核武器的一切方 

面"的项目，而其1 9 8 9年会议的两期会议的工作方案都列有一个题为"停 

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项目，'° 

在裁军谈判会议中就这些项目提出的提案和所作的发言，" 

认为停止生产用于武器的可裂变材料并逐步将库存材料改造和转用于和平 

用途 r i是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竟赛的一个重要步騍， 

并认为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可裂变材料，是有助于防 

止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扩散的重要措施， 

遵裁军谈判会议在其关于题为"核武器的一切方面"项目的工作的适当阶 

段,继续审议可予充分核査的停止和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 

可裂变材料的问题，并随时将这项审议的进展情况通知大会， 

在]^洲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揞jfe及常规裁军 

大会， 

^在裁军方面取得进展， 

^ 其 1 9 8 8年 1 2 月 7 日 第 P 号 决 议 ， 

I .滴意地注意到讨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后续行动的维也纳会议的工作 

已宪if结果；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2 7号》（ A / 4 4 /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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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欣见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逬程的范围内展开两项谈判,其中一项涉 

及拟订新的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另一项涉及欧洲常规武装部队； 

3 . 厥见这些谈判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进展，希望这些谈判早日完满结束, 

J 

军事资源的转用 

大会, 

慈识到许多国家希望将其军事资源转用于民用目的， 

^^应该在谨慎地研究改变军事生产和军事人员的方向的基本问题和实 

际详情之后逐渐进行转用， 

还注意到适当了解和报告军费开支的重要性, 

并注意到有效地转换军事生产可能需要有关的行政和立法措施以及适当的 

组织、财政和其他机制， 

认识到在拟订国家转用方茱时应考虑到经济、社会、财政以及其他方面， 

^ 1 9 8 8年 1 2月 7日关于裁减军事预算的第 4 3 / 7 3号决议, 

还回顾现有关于转用的若干方面的研究报告可共国!^社会使用, 

g在联合国范围内就将军事资源转用于民用目的的方式交流经验， 

1. ！各会员国在1 9 9 1 年 4 月 3 0日之前向秘书长提出其关于将军事 

资源转用于民用目的各方面的意见； 

2. 决定将题为"将军事资源转用于民用目的"的项目列入第四十六届会 

议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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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灰边核武器谈判 

丝s 

回顾其1 9 8 8年 1 2月 7日第 4 3 ^ 7 5 A号决议， 

回顾1 9 8 9年 9月 4日至 7日在贝尔格茱德举行的第九次不结盟国家和 

政府首脑会议关于国际安全和裁军的宣言和文件"， 

.1，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全面和解有助于松弛国际 

紧张局势和创造建立持久和平的基本先决条件， 

_^《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消除两国中程导弹和中短 

程导弹条约》和灰方最近达成的协议在裁军领域所带来的积极事态发展，邑||j 

不过，关切世界仍然受到大规模核武库的威胁,这些核武库正日益改进和 

增加，核裁军的唯一希望端赖于拋弃恐惧平衡和端赖于核武器大国接受彻底消 

除核武器的目标， 

强调通过裁军和停止军备竞赛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升级以加强国际安全的重 

要性， 

意识到如果没有所有国家，特别是军事大国及其盟国作出贡献，核裁军和 

常规裁军进程是无法推动的，而在这方面这些军事大国及其盟®负有最重大的 

责任， 

见 1 — 3 / 2 0 8 7 0 , 附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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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记着虽然各国有加速刚开始的进程并便其迈向造福所有国家的责任和义 

务，但是只有当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并且所有国家都在平等基础上参加并作出贡 

献的时候才能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 

强调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除非所有国家都参与执行，本质上 

是无法实现的， 

着重指出由于核战争威胁到生存的权利，所以防止核战争仍然是当代的主 

要任务， 

申明双边和多边裁军谈判应当互相促进和补充，双边谈判中的进展不应用 

来拖延或阻桡多边一级的行动，： 

1.喜见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裁军问题进行的双 

边谈判中的积极发展和开始执行双方达成的《消除两国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 

条约》； 

2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尽一切努力，务求尽 

快实现两国自己在一项条约中制订的关于裁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百分之五十、 

作为导致彻底消除核武器进程的一个都分这项目标； 

3 . 还呼吁两国政府加紧努力,以求在其他领域，特别是作为紧急事项在 

全面禁止核试方面早B达成协议； 

4 . 再畔吁两国政府达成协议，以确保外层空间没有任何武器； 

5.，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将其谈判进展情况及时 

通知大会和裁军谈判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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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大会, 

m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有关裁军与发展间关系的规定， 

A1M19^年9月11曰通过的裁军与发展关系国际会议《最后文件》，" 

1. 1 £ 秘书长的报告"以及根据裁,与发展关系国际会议《最后文件》 

所釆取的行动； 

2. 鲨秘书长通过有关机构,在现有资源范围内采取行动，执行国际会议所 

通过的行动纲领；" 

3. 並蘆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4. M将题为"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项目列入其第四十五届会 

议临时议程。 

M 

海军军备和裁军 

大会， 

回顾其1 9 8 3年 1 2 月 2 0日第38/188G号决议，其中大会要求秘书 

长在合 格政府专家的协助下进行一项关于海军军备竟赛的通盘研究，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r.IX.8。 

，，A/44/449o 

" 联 合 国 出 版 物 ， 出 售 品 编 号 8 7 , I X . 8 , 第 3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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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顾其1 9 8 5年 1 2 月 1 2日第4Q/94Ff决议，其中大会要求裁军 

审议委员会审议题为《海军军备竟赛》的研究报告"所载的问题，包括其实质 

内容和结论，同时考虑到目前和今后提出的所有有关建议，以便^助确定在全 

面彻底裁军范围内进行海军军备裁减和裁军方面的可能措施，以及这方面建立 

信任的措施， 

进一步回顾其 1 9 8 8年 1 2月 7日第 4 3 / 7 5丄号决议，其中请裁军审议 

委员会在其1 9 8 9年的届会中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实质性审议，并将其审议 

经过和建议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审议了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关于该委员会1 9 8 9年届会期间对海军军备 

竟赛和裁军问题所进行实质性审议的报告W这份报告获得所有参与实质性审议 

的代表团的核可，并认为可作为就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审议的基础， 

1.满意地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提出的关于对海军军备竟赛和裁军 

问题进行实质性审议的报告； 

2 - ！裁军审议委员会将题为"海军军备和裁军"的项目列入其19 9 0 

年会议的议程； 

3 .还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1 9 9 0年的下一届会议中继续对这个问题 

进行实质性审议，并就其审议经过和建议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4 -决定将题为"海军军备和裁军"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6. I X . 3 

X k/Cl&. 1 0 /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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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武器转让 

大会， 

回顾其1 9 8 8年 1 2月 7日第 4 3 / 7 5工号决议， 

重申其深信武器转让的一切方面都值得国际社会慎重审议， 

考虑到会员国正日益认识到国际武器转让对限制军备和军备控制的重要意义, 

，这一问题已列入大会和裁军审议委员会的议程, 

又喜见去年会员国向秘书长提出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 

期待着将提交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联合国关于国际武器转让问题的研究 

报告及研究小组的损告， 

锘记在裁军审议委员会中开始的就与国际武器转让问题有关的事项所进行 

的实质性讨论， 

1 -吁请所有尚没有这样做的会员国向秘书长提交他们关于第4 3 ^ 5工 

号决议第1和第2段所提事项的看法和建议； 

2 . 1 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1 9 9 0年届会常规裁军项目下继续审议 

上述决议中所提事项； 

3 . 1 秘书长继续在第43/75工号决议范围内提供关于这一问题的一切 

有关资料； 

4 .决定将题为"国际武器转让"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临时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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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締约国审査会议 

大会, 

回顾其 I 9 7 0 年 1 2 月 7 日 第 2 6 6 0 (XXV)号决议，其中大会推荐《禁 

深信〈〈条约》乃是朝向将海床洋底及其底土排除在军备竟赛以外和朝后締 

结一项或多项在严格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迈出的一步， 

回顾 Ï条约》締约国于 1 9 8 9 年 9 月 1 9 日至 2 8日在日内瓦举行审査 

《条执行情况的会议，以期确保《条约》序言的宗旨和《条约》各条款能 

获得实现, 

满意地注意到《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条约》締约国第三次审査会议的结论，即締约国均忠诚地遵守了其于 

《条约》第一条下所承担的各项义务， 

注意到第三次审査会议的《最后宣言》"确认其信念，即普遍加入《条约》， 

尤其是拥有核武器或任何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加入《条约》，将加强 

国际和平与安全， 

还注意到《条约》締约国重申它们强烈支持并继续致力于《条约》的原则 

和目的，并重申它们承诺切实执行《条约》各项条款， 

进一步注意到《条约》的所有締约国确认,它们没有在《条约》第二条规 

定的《条约》适用区以外的海床安置任何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 

且也无安置这类武器的打算， 

，7 S B T / C O U I ' . m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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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条约》締约国在《最后宣言》中童申承担第五条规定的义务:继 

续诚意地就裁军领域内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逬行军备竟赛的进一步揞施进 

行谈判， 

1 。满意地欢迎《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条约》締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于其《最后宣言》中对《条约》生效以来 

的效能所作的积极评价； 

2 .重申其关于《条约》获得最广泛加入的明确希望,并请所有未批准或 

加入《条；"的国家，尤其是拥有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 

国家批准或加入《条约》，作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项重要贡献； 

3.申明其避免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核武器竟赛和任何其他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 S 的强烈愿望； 

4 .再次吁请所有国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军备竟赛扩大到海床洋底及 

其底土的行动;~~ 

5 .！裁军谈判会议同《条约》締约国协商，考虑到现有的提案和任何有 

关的技术 i展,立即着手考虑裁军领域内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 

赛的进一步揞施； 

6 。 ！秘书长将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有关裁军领域内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 

底土进行百备竟赛的进一步揞施的所有文件递交裁军谈判会议； 

7 。 ！裁军谈判会议就其对裁军领域内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 

竟赛的进：步措施的审议经过，向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8 .！秘书长在1 9 9 2年前提出报告，并在其后每隔三年提出一次报告， 

直至第四"^审査会议召开为止，说明同《条约》和同核査《条约》的遵守情况 

有关的技术发展，包括用于和平和特定军事目的的两用技术的发展；在执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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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时，秘书长应利用官方资源和《条约》締约国,的捐助，并可利用适 

当专门人员的协助； 

9 .促请所有《条约》締约国通过提供资料和提请秘书长注意适当的资源 

对秘书长提供相应的协助； 

10.决定将题为"裁军领域内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赛的进 

一 步措施"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 

以防卫为目的的安全概念和政策 

大会， 

回顾各国在其B际关系中不得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 

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原则， 

重申有按照联 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铭记着秘书长在1 9 8 1年和1 9 8 5年提交大会的两份报告，分别传递 

裁军和国际安全之间关系的研究报告"和通盘研究安全概念的政府专家小组的 

研究报告， " 

确认自那时起,在裁军和安全概念方面巳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发展，产生了 

促进军备和裁军、结束区域冲突和国与国间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新机会, 

^ A/36/597.后来该研究报告定名为《裁军和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联 

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82. IX.4 )印发. 

，，A/40/553,附件.后来该研究报告定名为(安<é^念》（联合国出版物， 

销售品编号 E . 8 6 . I X . 1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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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正在进行的有关安全问题的国际对话y包括重新进行探索共同安全 

和不同区域的安全要求的共同看法， 

深信在核时代各国奉行克制政策和展开合作努力对最终消除战争和全球毁 

灭的危险非常重要， 

強调核战争必然两败倶伤,永远不可发动核战， 

相信安全的概念和政策应以消弭战争危险和逐渐减少军备和武装部队数量 

而建立和平为目的，并且欢迎各国通过裁军谈判措施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屣开各 

种活动， 

铭记蓍不同区域的具体政治和安全需要， 

1 .认为展开以防卫为目的的安全概念和政策的国际对话对促进实现裁军 

和加强国 g 全进程极为重要； 

2 . ！各会员国推动或加强以防卫为目的的安全概念和政策的厌边、区域 

或多边对¥,并随时将其所获进展通知大会； 

3 . 决定把"以防卫为目的的安全概念和政策"的问题列入其第四十五届 

会议的临时议程 

Q 

审查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回顾其1 9 8 4 年 1 2 月 1 7 日笫 3 9 / 1 5 1 G号决 i 义、 1 9 8 5 年 1 2 月 

1 2 日第 4 0 / 9 4 0号决i义、1 9 8 6 年 1 2 月 3 日 笫 4 1 / 5 9 0号决议、 

1 9 8 7 年 1 1 月 3 0 日 第 4 2 / 3 8 0号决议相 1 9 8 8 年 1 2 月 7 日 第 4 3 / 

7 5 R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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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着联合国的基本宗旨是维护国际相平与安全， 

M其信念，认为只有切实执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安全体系，通过 

国际和相互表率，迅速而大幅度地裁减军备相武装部队，并最后在有效国 

际监督下进行全面彻底裁军，才能实现真正持久的平， 

重申-联合国根据其《宪章》在裁军领域具有中心作用并负有主要贵任， 

认识到联合国为了在裁军领域发挥中心作用相负起主要賣任,必须根据 

《宪章》规定的维护国际相平与安全的基本宗旨，在裁军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 

用， 

考虑到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中有关这项问题的部分,并注葸到其笫十 

五届特别会议即笫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议上述问题所取得的进 

展 ， " 

铭记着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所表示的共同愿望，认为必须 

加强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相进一步重申对联合国作为国际相平与安全的 

必要工具的信念， 

1 . f 裁军审议 $员会在 1 9 9 0年举行的下一届实质性会上，除其他 

事项外,考虑到名会员国6^法相建i义相有关本问题的上述文件，继续作为优先辜项 

审议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以期斟酌情况拟订具体建议相提案： 

2 . _^裁军审委员会向大会笫四十五届会议提出关于本问题的报告， 

并酌憒载列调査结果、建议相提案；. 

3 . 决定将题为"审査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的项目列入笫四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大会正式记录，笫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4 2 号》（ A / 4 4 / 4 2 ) . 

"《同上，笫十五届特别会议，补编笫 3号》（ A/ S - 1 5 / 3 )，笫 4 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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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禁止倾弃放射性废料 

大会， 

铭记看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1 9 8 8 年 5 月 1 9日至2 3日在亚的渐 

亚贝巴举行的第四十八届常会于1 9 8 8 年 5 月 2 5曰通过的关于在非洲傾弃 

核废工亚废料问题Ô ^ C H / R e s . U 5 3 ( X L V I I )号决议 

义铬记着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1 9 8 9年7月1 7日至2 2日在亚的 

斯亚贝巴举行的第五十届常会通过的CM/Res. 1225a)号决议"， 

欢iglS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第三十三届常会1 9 8 9年 9月 2 8 B通过的关 

于倾弃极度料问题的GC( X X X I I I ) / R e s/509号决议， 

考>^、到其1 9 6 9年1 2 月 1 6日第2602C(xxiv)号决议，其中要求 

裁军委鼠会会议,除其他外，审议苷制使用放射性战术的有效办法， 

君、到核废科的任何便用一"it将构成放射性战争——的潜在危害及其所涉 

区域和國际安全特别走发展中国家安全的问题， 

希望從进第一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a 

第 7 6凝》执行， 

意谅到裁军谈判会议1 9 8 9年届会审议了傾弃放射性废料问题， 

B 厢 其 1 9 8 8年1 2 月 7 日 第 号 决 议 ， 其 中 请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在 

向大会m四十四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列入目前有关该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的发展 

情况, 

、 2 见 A A / 4 3 / 3 9 8 , 附 件 一 . 

*' A//44/603 , 附件一 (即将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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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顾其1 9 8 8 年 1 2月7日第43/75T号决议，其中请秘书长，"与 

有关H际组织协商，拟订一份报告，说明在非洲倾弃放射性戾料问题的各方面， 

包括已经采取或计划采取的益渊、营制和制止这种活动这一切步稞"，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傾弃放射性度料"的报告，" 

1. 注意到上述的报告； 

2. 又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倾弃放射性废料的^分； 45 

3 .表示严重关切核废料的任何使用将构成放射性战争,并将严重影 

响到所有国家的安全* 

4 .呼吁所有国家采取适当步猓,以防止侵犯各国主权的任何倾弃核废料 

的傚法； 

5 .里裁军谈判会议在进行中的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谈判中，继续考虑故 

意利用核废料的衰变所产生的辐射遣成玟坏、损害或损伤的问题； 

6 . ！秘书长将与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对该项目的审议有关的所有文件转 

交给裁军¥判会议； 

7 .里裁军谈判会议在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列入目前有关 

该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的发屡情况Î 

8 .决定将题为"禁止傾弃放射性度料"的項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 

的临时议 Ï T 

A / 4 4 / 6 5 2。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2 2号》，（ A / 4 4 /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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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常规裁军 

大会， 

回顾其1 9 8 5 年 1 2 月 1 2 日 笫 4 Q / 9 4 A 号 、 1 9 8 6 年 1 2 月 3 日 第 

4 1 / 5 9 踌 、 1 9 8 7 年 1 1 月 3 0 日第 4 a / 3 8 A号和 1 9 8 8 年 1 à 月 7 日 

第 4 3 / 7 5S号决议， 

注意到1 9 8 9年9月4日至7日在贝尔格茱德举行的第九次不结盟国家 

相政府首脑会议的《最后文件》，" 

亶申核武器国家和军事大国对停止相扭转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负 

有主要贲任， 

深信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措施占最优先的地位， 

促请注意在进行关于核裁军措施的谈判的同时，也应当根据各方安全均等 

相不受减损的原则逬行关于均衡地裁减军队和常规裁军的谈判，以期在较低的 

军事永平上促进或加强稳定，同时须考虑到所有国家维护其安全的需要， 

£^科技发展成果继续应用于军事方面使常规武器更具杀伤力和破坏性 

考虑到常规武器消耗大量资源,特别是军事大国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用 

于各国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发展， 

确认考虑到每个区域的特点以及有关各方的意见并依照《联合国宪章》所 

国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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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些国家在区域一级和分区域一级主动釆取促进军备限制和裁军的联 

合或单方面的行动，以及有系统地实施建立信任的措施、限制常规武器的获得和削 

减军事开支，以期在较低的军备水平上达致均等和不减损的安全以及把因而腾出的 

资源用于促进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2 . 再度表示坚决支持联合国系统,特别是秘书长为冲突局势谋求解决办法所 

作的努力，从而再度肯定联合国在促进和平与裁军方面负有主要作用，并坚决支持 

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所揚示的原则和准则； 

3 . 促请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军事强国，加紧努力，在适当的多边 

论坛就区分区域裁军和军备限制措施进行谈判，并执行这些搢施，同时须考虑 

到各国在这件事上的特别贲任，所有各方安全均等和不受减损的原则，并以加强国 

际和平与安全为目标； 

4 . ，合国依照其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向可能提出请求的国家提供 

援助，以期制定区域和分区域的裁军措施； 

5 . 吁请所有国家促进区域裁军的进展,不要采取可能阻碍达成该目标的任何 

行动，包括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侵犯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干涉他国内政; 

6 . 3所有会员国考虑到最近在这方面已核实的发展，将它们对如何加g区域 

和分区域5军和军备限制的努力的看法通知秘书长； 

7 .，秘书长考虑到会员国依照上面笫6段所亲达的意见，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8.决定将题为"区域常规裁军"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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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大会， 

^ 其 1 9 8 8 年 1 2 月 7 日 第 4 3 / 7 5 c号决议， 

TT注意到裁^谈判会议1 9 8 9年届会#】报告'6中有关放射性武器问题的都 

分，特别;^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2 .认识到特设委员会于1 9 8 9年在澄清和加深理解对正在审议的两件重要 

事项上继续存在的不同看法方面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3 .注意到裁^谈判会议建议在其 1 9 9 0年届会开始时重新设立放射性武器 

特设委员会； 

4 . ，裁^谈判会议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以期早日完成其工作， 

R时须考虑到各方为有关该问题的谈判向会议提出的所有提钹及将其报告的各项附 

为今后工作的基础，并将工作结果提交大会第a十五届会议； 

5 . 又请秘书长将所有同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讨论该问题一切方面的有关文件 

送交裁 s i s会议； 

6 . 决定将题为"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项目列入其笫 

E十五届会议临时议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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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 

大会, 

念及皿边、区域和全球范§1内肄立信任对和平解决现有国际问题以及对 

改善和促进以正义、合作与团结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十分重要， 

认识到信守建立信任措施可以大有助于准备裁军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回顾以往关于建立信任问题的决议,特别是1988年12月7日第43/78H 

号决议， 

1.欢迎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所载的建立信任措施获得执行，以及在 

这个基础上自 1 9 87年以来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三十五个与会国执行斯德哥 

尔摩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及欧洲裁军会议议定的措施所取得的积极经验， 

2 .期望维也纳正在进行的关于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揞施的谈判在斯德哥 

尔摩会议已取得的成果的*础上继续扩大，力求拟订和通过一套新的相辅相成 

的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以期减低欧洲军事对抗的危险； 

3 . 直申邀请所有国家考虑是否可能在各自区域采用建立信任措施，并于 

^行时根据有关区域各国的倡议和按照各自区域的当时条件和要求就这种措施 

进行谈判； 

4 . 欢迎联合国区域裁军工作会议以及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中心除其他爭项外审议建立信任 措施， 

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于 1 9 7 5年 8月 1日在赫尔辛基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