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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摩：薛 利 姆 ，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闺）

议程项目74
消除宗教上一切形式的不容异己现象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 / 3 4 / 686)

议程项目82
普遍实现民族自决权利和迅速给予殖民 

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对于切实保障和尊 

重人权的重要性：秘书长的报告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 / 3 4 /  695)

议程项目84
有关人权的各项国公约： 

( a )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

( b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公约以及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 

议定书的现况：秘书长的报吿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 / 3 4 / 687)

议程项目87
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

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 

方式和方法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 / 3 4 / 704)
1 . 科米萨罗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扑会卞义 

共和国），第 $  « 会报仏'• W : n  'Mi幸 地 作 此 人  

介 绍 第 会 关 r 议糊项 II 74、82, S4和 S7的叫 

个报舟。

2 . 关 T -议 项 n 74 的报  a  1- t  fl- 
A / 34/ 6860在这个报吿的第 8段中，第三委员会 

建议大会遗过一项在第三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的决议 

草案。

3. 关 于 议 程 项 目 8 2 的 报 吿 栽 干 文 件  

A /3 4 /6 9 5。在这个报告的第 12段中，第三委员会 

建议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草案，该草案在第三委员会是 

经记录表决遗过的。

4. 关 于 议 程 项 目 8 4 的 报 吿 见 于 文 件  

A /  34 / 687。该报告的第 10段栽有一项决议草案， 

此草案在第三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

5. 关 于 议 程 硕 目 8 7 的 报 告 见 于 文 件  

A /3 4 /7 0 4 。该报告的第 31段载有第三委员会建议 

大会通过的四项决议草案。在第三委员会，决议草案

I、 I I 和 I I I 都是经表决通过的；决议草案 I V 未经表 

决通过。

6. 本委员会也未经表决通过了载千该报告第 

32段中的决定草案。另外，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一个 

事实，即第 32段应该读作：

"32. 第三委员会还建议大会通过如下决定

草案：‘大会要求人权要员会…… , 。"

接下去的文字见该报告原文。

遵照议事规则第 66条的规定，决定不讨论第三 

委员会的报告。

7 . 主席：各代表团对第三委员会诺报告中向大 

会提出的建议所持的立场，都反映在第H 委员会各有 

关简要记录中。



8. 我想提醒各位注意大会通过的关干工作安徘 

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

"……当同一项决议草案在一个主要委员会

和大会全体会议上审议时，除非一个代表闭在全

体会议上的投票不同于它在委员会的投票、它应

该尽可能地只对其投票作一次解释，也就是说，

要么在委员会上，要么在全体会议上"〔第 < 次

会议， 第 2 .^9段〕。

9. 我们将首先审议第三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 

74的 报 吿 〔乂/3< //5«5〕„第三委员会在其报吿的第 

8 段中提出一项题为"消除宗教上一切形式的不容异 

已现象 " 的决 i义草案，现在大会将对该决议草案作出 

决定。第三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这项草案。我可否 

认为大会也愿这样做？

决议草案通过（第 3 4 / 号决议）。

1 0 . 主席:大会现在审议第三委员会关于议程 

项 目 82的 报 告 C4/3¥/6P_5〕。

1 1 . 现在，请那些希望在表决前对投票作解释 

的代表 ffl没言。

1 2 .瓦尔扎齐夫人（摩洛哥)：我国代表团想重 

述我们在第三姜员会表决关于普遍实现民族自决权利 

的重要性的决议草案之前所说的话。

1 3 . 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不仅有责任投 

票赞成此种决议草案，而且有责任为支持此种决议草 

案而积极活动。因此，看到把一个与第三委员会的工 

作或任务毫无关系的双边问题塞进这项决议草案，我 

们深感遗懷。我们作了一切努力劝说草案提案国作些 

修改，促使我们至少可以作表决巾投弃权廣。

14. m ji,  [Il T•找们没布 f!}到满愈的餅果，所 

以 •îiHru人为，现在的决议， 执行部分第: 5 段包含一 

A 我们小'能接受的内容。W 此，如果那个我们要求敢 

Klllÿi化的段落仍保所作決议 iVC泰 r| « ,我 们 将 象 作 •： 

îfW 会那样不得不投票反对决议草案全文。

1 5 .里 奥 斯 先 生 （巴拿马）：对于即将表决的决 

议 草案 执 行部 分 第 14段，我国代表团持有保留意 

见，所以我们将在表决中投弃权票。

1 6 .主席；第三委员会在报告的第12段中提出 

的决议草案，题为"普遍实现民族自决权利和迅速給 

予殖民地国# 和人民独立对于切实保障和尊重人权的 

重要性 " ，现在我们要对该决议草案作出决定。摩洛 

哥代表® 要求对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5 段进行单独表 

决。有代表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富汗、何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舟 

拉、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孟加拉国、贝宁、 

不丹、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佛得角、哥斯达黎加、古巴、塞 

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吉布提、多米尼 

加共和国 1、萨尔冗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 

斐济、芬兰、 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希 

腊、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匈牙利、印度、伊 

朗、牙买加、肯尼亚、老扼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 

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 1、 

马来西亚 1、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 

斯、墨西哥、蒙古、莫桑比克、尼泊尔、尼加拉瓜、 

尼 H尔、尼 H利丽、巴基斯坦、巴布液新几内取、波 

兰、卢旺达、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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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 

千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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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委内瑞拉、越 

南、也门、南斯拉夫、赞比亚。

反对：科摩罗、加蓬、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塞 

内加尔、扎伊尔。

弃权 ： 阿根 Î Î 、 巴 林 、巴 CL多斯\ 比 利 时 ， 

坡利維#:、 11LW、 i à iü , 加举大、 …非 J tM ii l、1-: 

得、卸利、 f|•閑、袖伦比 > » ^丹變、厄瓜多尔、埃 

及、法闺、德愈志联卸共和閣、格林纳达、危地马 

拉、几内亚，洪都拉斯、冰息、印 庞 尼 两 爱 尔  

兰、以色列、愈大利、象 i f 海岸、 H 本、卢‘森堡、 

马尔代夫、荷兰、新西兰、挪威、秘鲁、菲律宾、 

瓶荀牙、西班牙、突尼斯、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工国、赂麦隆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 

国、上沃尔特。



执行部分第 5 段 以 5 7 票赞成、6 系反对、4 4 乘

齐权通过。3

1 7 . 主席：大会现在对决议草案全文进行表 

决。有代表要求记录表决。

进 ff•记录表决。

赞成，阿宫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 ÏÏK、安舟 

拉、阿根廷、C1哈马、巴林、孟加拉【《I、巴巴多斯、 

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博茨冗纳、巴西、保加利

細甸、布隆迪、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同、佛得免、乍得、暂利、 巾闽、舟伦比亚、科摩 

罗、哥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 

民主柬浦寨，民主也门、吉布提、多米尼亚共和国、 

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 

亚、15̂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格林纳达， 

几内丽、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匈牙利、印 

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牙买加、约旦、肯 

尼亚、科威特、老批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阿拉 

伯利比亚民☆ 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 

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 

哥、蒙古、莫季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 

亚、阿曼、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卡塔 

尔、罗马尼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 

拉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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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多哥、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千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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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 

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澳大利32、典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 

麦、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冰岛、爱尔 

兰、以色列、意大利、卢森堡、摩洛哥、荷兰、新西 

兰、挪威、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 

利坚合众国。

弃权： 中非共和国、斐济、加蓬、希腊、危地马 

拉、洪都拉斯、’ 象牙海岸、 日本、尼泊尔、巴拿马、 

已布亚新几内亚、葡荀牙、萨摩32、塞内加尔、西班 

牙、乌拉圭。

决议軍案全文以 / 0 5 系赞成、2 0 票反对、 /6  ★  
务 权 通 过 第 3 4 /  4 4 号 灰 议 4

1 8 . 主無 :多米尼亚共和国代表希望在表决 

对其投票作一解释，现作请他发

1 9 . 埃 斯 吏 阿 ，格 雷 多 先 生 （多米尼加 Jt-聊

H ) , 我 国 代 表 闭 对 决 议 全 义 投 了 赞 成 恐 。 fU 

& , 关于 ; 部分?f ïA ‘段和执行部分SV 3、 10和 14 

段，我们要表示我们持有保留意见。

2 0 . 主庶：现在大会市议第-:靈 员会关干议巧 

项 R 84的 报 吿 〔/ ! / 大会将对m'

会在其报告的第 10段中推荐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第三委员会对该决议草案未经表决通过。我可否认为 

大会也愿这祥做？

决议草案通过（第 3 4 / 4 5 号决议〉。

2 1 . 主席：土耳其代表希望对其投票进行解 

释，现在请他发言。

2 2 . 屈 拉 坎 先 生 （土耳其 )：我国代表团没有参 

加第三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 84的辩论，那个项目主 

要 涉 及 人 权 事 务 委 员 会 给 大 会 的 报 告  

U / 3 4 /  4 0 X 我们没有参加辩论，这决不应该解释 

为我们对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工作缺乏兴趣。相反，我 

国代表团非常重视人杖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并且赞赏 

它在人权方面所作的建设性努力，这些努力又一次在 

它的报告中得到反映。但是，我国代表团要正式表明 

我们对该报告的第372至 389各段持有保留意见。

2 3 . 主唐：大会现在审议第三委员会关于议程 

项 目 87的 报 告 U /  3 4 /  704)。我们将对该委员会 

在其报告的第 31段中提出的四壞决议草案及在第32 

段提出的一个决定草案分别作出决定。

2 4 . 首先，我们审议决议草案 I ,该草案题为  

"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肢合圓系统内 

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方式和方法 " 。第 ÏÏ.委员会关 

于这项决议草案所涉行政和经费W题的报告栽子文件 

A /  34 / 708。有代表要求对这项草案进行记录表 

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富汗、阿尔及利亜、安哥拉、阿根廷、 

澳大利亚、奧地利、巴啥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 

多斯、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博茨冗纳、巴西、保 

加利亚、麵甸、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加會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 

巾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加、古 

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束墙寨、民主也 

门、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 

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亜、斐济、芬 

兰、加蓬、閃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希 

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 

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 

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象牙海 

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3K、科威特、老挺人 

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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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摩洛 

哥，莫桑比宽、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 

尼日尔、尼日刹亜、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 

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波兰、蒲萄 

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萨摩亚、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沙特何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 

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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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共和国、泰国、多評、 

特立尼达和多巴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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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联合苗长国、略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乌拉圭、委内瑞拉、越 

南、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比利时、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色 

列、 />'森優、马拉維、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収合工

闽。

决议莱案 / 以 票 赞 成 、 / 术反对、7 票齐权 

ÜS过 （3T, 号决议）。5
2 5 . 主席，现作找们 î f f议 决 议 n , 该 

题々"秘 15处 !•:赞 人 权 的 处 "。存 代 : 求 记

衷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澳大利亚、奧地利、巴哈马、巴林、孟加 

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不丹、玻利维亚、愤茨冗 

纳、麵 甸 隆 迪 6、加拿大、乍得、哲利、中|S|、 
哥伦比亚、科摩罗、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民主束 

浦寨、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 

埃及6、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斐济、芬兰、法 

国、R]比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格林 

纳达、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冰岛、 

印度、印度尼西亜、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 

利、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亜、科威 

特、黎巴嫩、莱索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 

堡、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 

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舟、荷兰、新西兰、尼 

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乌、 

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葡荀牙、卡塔尔、 

卢旺达，萨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 

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 

兰、瑞典、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 

其、乌千达、阿拉伯联合，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嘻麦隆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上 

沃尔特、乌拉圭、委内瑞拉、赞比亚。

反对：无。

弃权：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 

贝宁、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佛得角、中非共和国、刚果、古巴、捷克斯洛 

伐克、民主也门、埃塞俄比32、加蓬、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几内亜、几内亚比绍、匈牙利、老扼人民民主 

共和国、马达加斯加、蒙齿、莫桑比克、尼泊尔、尼 

加拉瓜、波兰、罗马尼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 

阿拉伯、阿拉伯叙利取共和国，多寄、乌克兰苏维埃 

社会卞义共和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闺联盟、坦桑 

尼亚収合共和闻、 也门、泡斯拉力、扎伊尔。

决议草案 / / 以 / ( U # 赞成，零某反对、 票弃 

权 通 过 ( 第 3 4 /  4 7 号决议）。7
2 6 . 主廣> 决议：!̂(：索 n i题为"为增进人权和並 

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途



径、方式和方法"。有代表要求对此草案进行记录表

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巴多斯、 

比利时、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加拿大、乍得、智 

利、哥伦比亚、科摩罗、舟斯达黎加、丹衷、肯布 

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赤进几 

内亚、斐济、芬兰、法国、R]比液、德激悉 ÏX•邮共和 

0 、力n纳、格林纳达、 洪郎拉斯、冰 ,f t、 

爱 尔 以 色 列 、JR大利、象 5̂ :海 ;；̂ M:义:加 、 II 

本、 Hi'尼亚、黎巴嫩、莱索托、卢森堡、马尔代失、 

马里、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荷兰、 

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巴拿马、巴布亚 

新几内亚、秘鲁、葡荀牙、卢旺达、萨摩亚、塞内加 

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西班牙、苏里南、斯威士 

兰、瑞典、突尼斯、乌干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嘻麦隆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上沃尔 

特、乌拉圭、委内瑞拉、赞比亚。

反对：阿富汗、安哥拉、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 

维埃社会主共和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 

门、埃塞俄比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匈牙 

利、老抛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蒙古、阿 

曼、波兰、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苏丹、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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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也 

门、南斯拉夫。

弃权：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林、孟加拉国、 

贝宁、不丹、巴西、麵旬、布隆迪、佛得角、中非共 

和国、刚果、塞浦路斯、埃及、加蓬、希腊、几内亚 

比绍、圭亚那、.海地、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马 

拉维、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泊尔、 

尼加拉瓜、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索马里、斯里兰卡、泰国、多哥、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土耳其、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扎伊尔。

决议草案 ///以 72票赞成、2 (5 *反对、4 0 系务 

权 通 过 ( 第 34  /  4 8 号 议 ）。 8

题为"增进和保障人权的闻家机构"。第 员 会 经  

表决遗过了决议草案 I V , 我可否认为大会也愿这样 

做？

决 议 率 案 通 过 （第 号 决 议 ）。

2 8 . 主席：最 我 们 市 议 该 报 告 ?̂ 3 2 段||>的 

決 走 , 这个?,*£ 淡及秘 15处 I;赞人权的？9 ) I =处„ 

第 变 W会末•经表决通 i j；了 这 ，決;dî lye黎。找 "]• U  

为大会也愿这+例故？

决定草发通过（第 . ? < / V / 7 ' t决定

2 9 . 主席，现在，我 I青那些希•望在表決A7对投 

票作解释的代表团发言。

3 0 .施 密 德 先 生 （奥地利)：我想解释一下我国 

对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 I 的投票。

31. 在 第 三 委 员 会 对 原 来 载 于 文 件  

A / C .3 /3 4 / L .1 5 的草案进行辩论期间，我国代表 

团提出一些建议，我们认为这些建议都是建设性的。 

我们设想，由我们提议所作的修改会使文本可以为所 

有代表团所接受。然而，我们遗憾地注意到，在辩论 

的最后阶段这种妥协精神并没有占上风。在这种情况 

下，当第三委员会进行表决时，我国代表闭迫不得已 

投了弃权票。

3 2 . 我国代表团本来愿意看到文件A  /  34/704 

第 31段所载的决议草案 I 能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因为我们认为，那项决议案中提出的概念包含有对人 

权未来发展很有价值的成分。我国代表团投了赞成 

票，因为我们相信那项决议案的主旨。

3 3 . 但是，对于那琐决议案的某些部分，我们 

仍然有些保留意见，因为我们认为，这些部分在写入 

决议文本之前本该进一步加以阐明。我们这些保留意 

见在第三委员会辩论期间表达得非常清楚，都载于当 

时我们提交的奥地利提案中。

3 4 . 在 结 束 这 一 发 言 让 我 申 明 一 下 ，我们 

投票赞成这项决议案并不影响我们对第3 2 /1 3 0号决 

议的立场。

2 7 . 主席：现在我们转到决议草案 I V , 该草案 3 5 .洛 伦 杰 夫 人 （加拿大)：我想代表我国代表



团解释加拿大政府对关于议程项自87的各项决议草 

案的立场。

3 6 . 第三委员会就这一问题进行的辩论，无疑 

是一阜有成效的意见交流，但是我国代表团仍然为会 

上提出的那些提案的命运感到失望。在审议议程项目 

87时，若千代表团认为，联合国组织应该更集中地 

注意全世界范围内侵犯人权的问题。为此目的，本来 

似乎很有必要加强联合国专门负责人权的部门，因力 

这个部门的技术支持和意见非常重要。

3 7 . 此外，加强宪章明确委托给秘书长的韓旋 

作用看来也是必要的。加拿大政府对这后一个问题非 

常敏感，正是从这种精神出发，我国代表团认为提出 

一项关于任命一名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决议草案是合适 

的，特别代表在严重情况下的任务就是促进和解以确 

保尊重本组织通过的有关人权方面的原则。

38. 我刚才谈到的这些目的得到了第三委员会 

成员的理解。然而，关干实现这些目的的正确途径， 

今年未能达成协议。提交该委员会审议的载于文件 

A / C .3 / 3 4 / L .1 5 中的决议草案 I 是极其有用的， 

在採究原因方面，在讲述研究侵犯人权问题的情况方 

面，它都是非常有用的。不幸的是，细心的观察家将 

很容易注意到，对干我们国际社会首先关后事项的评 

价，并没有以足够不偏不倚或真正全面的方法表现出 

来。

3 9 . 决议草案 I I 反映出人们希望取得微小的进 

展以提高联合国在人权方面的作用的愿望。但嚴，我 

们远远能满足若千代表闭对干他们认为在本届会议

4 0 . 关 r 加举大极 (11的 决 议 恭 C / l /  C . s /  
3 4 /  L . m , 我 闽 代 丧 决 今 年 - 不 提 交 大 会 表  

決，W为行一些代表闭丧示猜望说，应该更深入地并 

从盤体上身虚:各种能更好地确保有效享受人权的方

4 1 . 在这届大会上未能取得更多的成果，对 

此，我闽代表闭再次表示遗憾。 f f îÆ ,既然在R 前阶

段重要的是提高本组织履行宪章所规定义务的方式之 

效能，所以加拿大政府打算继续在人权委员会第三十 

六届会议期间进行这方面的讨论。

4 2 . 福 索 普 女 士 （新西兰）：今天，新西兰对有 

关议程项目 87的决议草案 I 投了赞成票，这表明长 

期以来我们是支持该决议案所体现的总的原则的。然 

而新西兰政府堅持其具体的保留意见，这些保留意 

见，我国代表团在第三委员会表决前就表示了，那时 

新西兰对文件 A /C .3 /3 4 /L .1 5 / R e v .2 中的草案 

投了弃权票。

议程项目 17
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续）* 
( 0 任命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 

的三个成员和三个候补成员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3 4 /  526)

议程项目 102和 12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Î 会议委员会的 

报 告 （续完）**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续）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3 4 /  625)

4 3 . 主席：大会现在审议第五委员会关于议程 

项口 17 ( 0 的 报 告 〔/ !/3 4 /5 2 5〕，该报告Æ关于 

仔命联合国 I:作人H 养恤金委员会成员以补空缺的。 

第 i i $  会雄议的这个決定3?：案在该委会会议上经  

披掌遗过。 可否 I人为大会也愿这祥做？

决定草案通过（系 • ? < /3 0 9 号决定）。



4 4 . 主唐：现在我们继续审议议報项g  102和 

关于会议时地分配办法的议程頂 [q 12。第五委员会 

的报告见文 f t  A  7 34 / 625。

4 5 . 各位代表会记得，在 其 11月 1 H 举行的第 

51次全体会议上，大会推迟市议第 f t委{^会在报告 

的 第 12段推荐# 决议草案以便进一步建商。按照第 

五委员会主席与其他主要委员会主鹿之间的疆商结  

果，我的理解是，就大会各附属机构的简要记录来  

讲，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2 段应该在一年的试验期 

间实施，在这一年结束时，秘书长将在大会第-:十 

届会 议 L 依 照 1978年. 12 J] 14 I I 第 3 3 /5 6 号決议第 

- 节第 2 段向大会提m报吿。

4 6 . 在这祥一段试验期间，国际法委员会和根 

据大会第 32/ 174号决议设立的全体委员会将继续有 

筒要记录。如果没有反对意见的话，就这祥决定（第 

34 /4 18号决议)。

4 7 . 根据这种理解，我可否认为大会通过文件 

A  /  34 /  625第 12段中的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通过 ( 第 3 4 /  5 0 号}k 议 ）。

议程项目 110
1949年各项R 内冗公约关于武装冲突中 

对人权的域重的附加议定书的签署和 

批准情况：秘书长的报告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A / 3 4 / 702)

4 8 . 恩 赫 赛 罕 先 生 （蒙古），第六委员会报告 

员：我荣幸地向大会介绍第六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 

110的报告，该报告载于文件A  /  34/702。

4 9 . 各位代表想必记得，这个项目是依据大会 

1977年 12月 8 日第 3 2 /4 4号决议第 4 段列入议程 

的，这一段特别

"促请各围毫不迟延地考虑答繁和批准或加入 

1949年各项H内冗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
这两项议定书&由重申和发展武装冲突中道用的国际

人道1^义法律的外交会议通过的，那次外交会议缺近 

一届会议于 1977年 3 /]至 6 在 H 内冗举行。

5 0 . 前 Ifii提到的那项決议也表达 r 大会对邵个 

I'nj题的关心，呼《T•尚 ‘加 入 1949尔 lllA rfc公约的|«| 

% 加入该公約 , 要求成裝冲% 各方

"承认并遵行它们在现行闺 fe*;人道1；义法 fit

文书下所负的义务，遵Cj=道用的国人道主义规

贝IJ ,特 别 是 1899年 和 1907年的海牙公约、 1925

年 的 H 内 瓦 议 定 书 和 1949尔的各 顶 H lAj S：公

约"。

5 1 . 今年审议这个项A 时，第六委员会收到秘 

书长依据那项决议的第8 段 提 的 报 告 ，这个报吿是 

根据瑞士政府提供的情况起草的，瑞 士 是 1977年 6 

月 8 日在日内瓦通过的各项议定书的保存国。

52. 我想请各国代表团注意第六委员会报告的 

第 7 段，此段载有该委员会向大会推荐的决议草案。 

这项草案在该委员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有个国家 

的代表作了一项关于那项决议草案的声明。

5 3 . 按照这次提议的决议草案的措词，大会要 

特别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至今仅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批 

准或加 入 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附加议定书。大会将 

表示确信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已确立的人道主义法规的 

持续价倩，表示需要在尽举结束武装冲交之前确保/f:. 

武装冲交中充分遵 '>：!=人权，也表示潘要继续改逃和进 

一步扩大有关武装冲突的人道主义法规， 1949年日 

内1；公约各项附加议定书构成这部法规的一部分。

5 4 . 鉴于上述情况，大会将在决议草案各执行 

段落重申它在第 3 2 /4 4号决议中提出的要求，即所 

有会员国都应该毫不迟延地考虑批准或加入1949年 

曰内1：公约的两项附加议定书，并要求秘书长每年都 

通知大会，最好是在每个日历年开始W•就遗知大会批 

准或加入这两頂议定书的情况，以便大会能够在晚些 

时候审议这个问题，如果大会认为合進的话。

5 5 . 我要表示我的诚孽希望，希望大会以协商 

一致方式通过所提议的这项決议摩襄。

遵照议，规 则 第 （5(5条的规定， 决定不讨论第六 

委资会的报告。



5 6 , 主唐：各代表团对第六委员会会在其报吿  

中向大会提出的各个建议的立场都反映在第六委员会 

的有关简要记录中。

5 7 , 第六委员会在其报告 〔/(/.?< / 702^ 的第 

7 段中提出一项决议草案，题为 "1949年各项日内瓦 

公约关于武裝冲突巾对人权的律重的附加议定书的签 

紫和批准情况 "。现在大会要对这须决议草案作Hi决 

:<k。 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遗过了这项☆策。我 

可否认为大会也愿这样做？

决议草案通过（第 号 决 议 ）。

议程项目50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 

处： 

( a ) 主任专员的报告；

(b)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 

程处经费筹供问题工作小组的报  

告；

(c) 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的报  

吿多

(d) 秘书长的报告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 A / 34 /  678)

议程项目52
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 

审查：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报 

吿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7 3 4 / 678)
5 8 , 科 顿 先 生 （新两兰），特别政治委会报吿  

IA：我荣幸在此向大会介绍特别政治委员会的另外两 

个报告，这两个报吿涉及议殺项目 50和议程项目 

56o

5 9 . 第一个根告涉及议程项目 50, 它载干文件 

A /  34/ 656。在辩论这一项目的整个过程中，特别 

政治委员会力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卞 仔 •员爽洛大，，S 德贝克先华，的 Hi席而感到架幸， 

èKS贝克先生嚴继托马斯，麦克尔希尼先生之 i i î担任 

这一职务的。许多代表闭在欢迎吕德贝克先生的同时 

也称赞麦克希尔先生的 !:作。特别政治委员侍举行了 

九次会议（r'•门审议这一报告，在一般性辩论巾有 50 

多人次发言。本委员会收到六项决议草索，那些草案 

全部通过了。在本委员会报告的第 26段中，那六项 

决议草案编列为决议草案 A 至 F , 本委员会建议大 

会通过这六项决议草案。

60. 我荣幸地向大会介绍的第二个报告涉及特 

别政治姜员会对议程项目52的审议情况，载于文件 

A /  34 / 678。本委员会四次开会专门审议这一项  

目，有 28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本委员会 

收到一项决议草案，这项草案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这项决议草案的文本见本委员会报吿的第6 段。特别 

政治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这项决议草索。

遵 照 议 事 规则第 6 (5条的规定，决定不讨论神别 

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6 1 . 主席：各代表团对特别政治委员会在其报  

告中向大会提出的各项建议的立场都反映在该委员会 

的各有关简要记录中。

62. 大会首先审议特别政治委员会关于议程项  

目 50的 报 告 大 会 将 对 特 别 政 治 委  

员会在其振告第 26段中提出的六项决议草案作出决 

定。

6 3 . 决议草案 A 题为 " 援助巴勒斯坦难民"。有 

代表要求记录表决。

进行记农表决。

赞成，阿赏汗、阿尔及利亚、安舟拉、阿根廷、 

澳大利#:、典地利、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 

利时、不丹、玻利维亚、博茨冗纳、巴西、保加利 

亚、绩甸、布隆迪、 白俄罗斯苏维境社会主义共和 

国、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 

国、舟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加、古巴、



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柬哺寨、民主也门、 

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S瓜多尔、埃及、 

萨尔冗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 

法国、加蓬、风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 

亜、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 

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爱尔兰、意 

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 H本、约 H 、 IV•尼亚、科 

威特、老fè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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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拉維、马来两液、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 

塔尼亚、T lit i杀斯、《两舟、蒙古、崩洛A K 莫液比 

i t . 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 H尔、尼 

H 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1E举马、巴布亜新 

几内亚、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荀牙、卡塔尔、罗 

马尼亚、卢旺达、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 

可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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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尼达和多巴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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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麦隆联合共和 

国、坦桑尼亜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上沃尔特、 

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拉夫、扎伊 

尔、赞比液。

反对，无。

弃权：以色列。

决 议 草 案 乂 以 票 赞 成 、零票反对、 票弃权 

通过 第 3 4 /  5 2 A 号决议）。

6 4 . 主席：决议草案 B 题为 "援助 1967年 6 月 

敌对行动造成的失所人民"。特别政治委员会未经表 

决遗过了该项决议草案。我可否认为大会也愿这样 

做？

决议草案 5 通 过 （第 3 4 /5 2 5 号决议）。

6 5 .决议草案C 题为"由会员国提供助学金和奖 

学金，供巴勒斯坦难民接受高等教育，包括职业训 

练"。有代表要求记录表决。

进行记乘表决。

赞成：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舟拉、阿根廷、 

澳大利亚、奧地利、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 

利时、不丹、玻利维亚、博灰瓦纳、巴西、保加利 

1^、麵旬、布陸迪、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书义共和 

国、加，大、佛得免、巾非共和国、乍得、教利、巾 

闺、舟伦比液、科麼罗'、刚果、舟斯达黎加、 ，，,•巴、 

靈浦路斯、捷克斯洛伐 j/ ï、 袖黎、 I t  
丹麦、吉<<̂/提、 多米尼加共和旧、厄瓜多尔、埃及、 

萨尔Æ 多、赤进几内液、坎•塞俄比 

法围、加遂、閃 比 德 意 ; 和N I、德愈 

祁共和W、加纳、桥腊、格林纳达、危地乌拉、儿内 

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供都拉斯、匈牙 

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 、伊拉克、爱尔兰、意 

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 日本、约旦、肯 尼 科  

威特、老社人民民主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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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 

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亜、 

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 

卢旺达、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西班牙、斯里兰卡、 

苏丹、苏丑南、斯威士兰、瑞典、阿拉伯叙利丽共和 

国、泰国、多舟、特立尼达和多巴齊、交尼斯、上 ;IT- 

其、乌千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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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 

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无。

弃权：以色列、美利坚合众国。

决议草案C 以 L Î5 票赞成、零票反对、 票弃权 

通 过 （第 3 4 /  5 2 C 号灰议

6 6 . 主席：决 议 草 案 D 题为 "联合国近來巴勒 

斯 ffl难民救济和 I:稍处经货簿供问题 i:作小组"。特



别政治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这项决议草案。我可否 

认为大会也愿意这祥做？

决议草案 £>通 过 （第乂 /  _520号决议）。

6 7 . 主席：决议 草 案 E 题 "1967年以来流离失 

所的人民和难民 "。有代表要求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赏汗、阿尔巴尼亚、阿 尔 及 利 安 舟  

拉、阿 根 巴 林 、ifc加拉闻、巴巴多斯、不丹、玻利 

维亚、博灰瓦纳、B 西、保加利亚、麵旬、布隆迪、白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彿得角、中非共和国、 

乍得、智利、中国、f f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哥斯达 

黎加、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柬浦寨、 

民主也门、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 

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亜、埃塞俄比亚、斐济、加 

蓬、R1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希腊、格林纳 

达、几内亜、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 

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 

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射人民民主共和 

|K|、黎 lü 嫩、液索托、利比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旧、马达加斯加、马来两亚、马尔代夫、马M 、马耳 

他、毛Hi搭尼亚、毛Hi求斯、場两舟、蒙古、摩洛舟、 

莫藥比克、尼泊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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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菲律 

宾、波兰、葡荀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萨摩 

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 

利昂、新加坡、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 

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 

和多E l舟、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 

会4:.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 

合苗长国、略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上沃尔特、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拉 

犬-、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澳大利亚、以色列、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爽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当、法国、德 

意出联摊共和闻、危地马拉、冰岛、爱尔兰、意大 

利、/ i森堡、荷兰、新两兰、挪威、瑞典、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决 议 草 案五 以 7 2 7 票赞成、3 系反对、 1 6 票务 

权 通 过 (第 3 4 /  3 2 E 号?k 议）。

6 8 . 主席：最后，我们来表决决议草案 F , 这 

项草案题为"在加沙地帯的巴勒斯坦难民"。有代表要 

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承表决。

赞成，阿宫汗、阿尔巴尼 ÏIK、阿尔及利亚、安舟 

拉、M 根廷、澳大利亚、爽地利、巴林、 加拉M 、 

巴巴多斯、比利时、不丹、玻利维亚、博茨1：纳、巴 

西、保加利亚、細旬、布隆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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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 

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哥斯达 

黎加、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柬浦 

寨、民主也门、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 

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亜、埃塞俄比 

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閃比亚、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格林纳 

达，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 

斯、匈牙利、冰 印 度 '、印度尼两亚、伊拉克、爱 

尔兰、意大利、 i f 买加、 H本、约 Ü.、 IY尼亚、科威 

特、老社人K 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卢森蠻、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 

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 

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荷兰、新 

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挪威、 

B 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亜新几内亚、秘鲁、菲律 

宾、波兰、葡荀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萨 

摩亚、圣多美和释林两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 

塞拉利昂、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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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千 

达、 苏维埃社会卞义典和闽、苏維坡会: ^义  

共和Ü1联盟、阿拉伯联仓拘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工闺、略发隆联合共和国、坦藥尼亚联介共和 

闽、上沃尔特、乌拉圭、查内瑞拉、越南、也门、阵i 

斯拉大、扎伊尔、赞比32。

反对 ! 以色列。



弃权：危地马拉、象牙海岸，利比思亚、马拉 

维、美利坚合众国。

决议草案: 以 赞 成 、•/采反对、5 票弃权 

通 过 （第 号 决 议 ）。

6 9 . 主 席 现 在 我 们 转 入 议 程 项 R 52。特别政 

治麥 W 会 在 其 报 告 〔/</■?<//675〕的 第 6 段巾提出 

了题为" 情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a 方 Ifii的全盘市丧 "  

的 决 议 大 会 将 对 该 决 议 作 川 决 î i i。特别政 

洽委员会造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这项决议2^宠的。我 

可否 I人为大会也思盘这样做？

决议草衆 通 过 (第 3 4 /  3 3 号决议）。

下午 4 时 5 分散会。

' 多米尼加共和国、马拉维和马来西亚代表团事后通知 

秘书处，希望在记录中写上它们投了弃权票。

2 巴巴多斯代表W事后通知秘1?处，希 望 在 上  

它对法段投了赞成票。

' 利比缴# :代我141寒 iT；•通知秘 15处，

它对法段投了赞成聚。

^ 同上。

S 同上。

* 细旬、布除迪和坡及代丧WI，后通知秘15处，希(《在 

上它们役了办权®。

7 利 比 代 事 ;F?通知秘 t î处，希 望 在 h  
它对该决议草秦投了赞成3?。

* 同上。

9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第三委员会》， 

第 3 3 次会议，第 9 段，和 第 3 6 次会议，第 6 4 段，以及同 

上，《第三委员会，会期分册》，更正。

加拿大代表团事后通知秘书处，希望在记录中写上它 

对该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

" 加拿大代表团事后通知秘书处，希望在记录中写上它 

投了奔权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