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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非统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监测小组的报告， 

赞比亚，卢萨卡 

1990年6月8日 

A 

1.0.0 1 9 9 0年 3月 1 9日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卢萨卡首脑会议责 

成监测小组监督 "非统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关于南非问题的哈拉雷宣言 

(哈拉雷宣言）"和"联合国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 

坏性影响的宣言（联合国宣言）"的执行情况，而为了执行这项任务，监测小组从1990 

年4月20日开始至（并包括)1990年6月8曰为止,每星期五都在赞比亚卢萨卡开会。但 

是有几次例外 : 5月 1 9日，在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部长级会议在埃 

及召开前夕，监测小组在开罗开会;此外, 5月 2 6日和 2 7曰，监测小组在博茨瓦纳哈博 

罗内开会，当时监测小组举行听询会，听取有关的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和/或监测组 

织的代表以及直接从南非邀请的个人的口头证词。 

1.1.0监测小组和南非的各民族解放运动密切合作。1990年4月27日，监测小组 

听取了南非路德教会代理教长Tsheuana Farisami长老的口头证词。1990年5月4日， 

监测小组在赞比亚卢萨卡听取了 F e r o z a A d a m女士、 Makhosi Khoza女士和 

Nomaindia Mfeketho女士的口头证词，她们分代表德兰士瓦妇女联合会、纳塔尔监 

测小组和南非妇女联合会。 5月 2 6日和 2 7日在博茨瓦纳哈博罗内举行听询会期 

间，监测小组听取了以下人士的口头证词： 

1. Joyce Mabudafazi 人权委员会 

2. Raymond Mahadi 被拘留者声援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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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eil colanan 

4. Linda Zama 

5. John Aitchison 

6. Reverend Besa Usimbi 

7. Mahlubi Mbandazayo 

8. Carter Seldte 

9. Mike Matsobane 

10. Hazel Leburu 

11. Thamie Plaatjie 

南非工会联合会 

纳米比亚联合民主阵线/南非工联 

纳塔尔监测小组 

教会理事会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阿礼尼亚全国青年联合会 

工会全国大会 

妇女组织协会 

泛非主义者学生协会 

1 . 2 . 0除口头证词外，监测小组还广泛利用文件证据以及从南非和其他新闻机 

构收集的证据。监测小组妁协商和调查结果如下： 

B 

监测结果 

、 應 

2 . 0 . 0这两项宣言确定了对南非民主具有根本意义的一套共同原则，南非冲突的 

所有各方根据这套原则所达成的协议将构成国际上能够接受的一种解决办法的基 

础，这种解决办法应使南非能够在非洲和国际社会中拥有作为一个平等伙伴的合法 

地位。 

2 . 1 . 0南部非洲绝大多数人民完全支持这些原则。 

2 . 2 . 0种族隔离政权仍须对这些原则作出积极和全面的反应，因为德克勒克先生 

1990年2月2日的讲话和代总统维尔乔恩先生1990年5月11日所作的关于少数的权利 

的 1 2点讲话违反了这些原则。直接影响到这些原则的至少有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 

种族隔离政杈在这些问题上说明了立场：他们反对根据一个共同的全体南非人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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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册、通过一人一票的成人普选制达成的多数统治；他们坚持 "团体权利 "和 "权 

力分享 "。 

2.3.0 1990年2月2曰，德克勒克先生在对白人议会的讲话中一开始就说："1989 

年 9月 6曰的普选将我国带上了无法逆转的剧变道路。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南非人 

曰益认识到，只有通过全体人民中有代表性的领导人经过谈判达成的谅解才能确保 

持久和平。 "他继续说， "政府将给予谈判进程以最高优先地位。 "无论这种声称 

的对改革和谈判的承诺听起来是多么具有积极意义，南非政权并未充分澄清它对两 

项宣言中所载原则的立场。他们凡是表明立场的地方，总是不符合宣言所载的原 

则。德成勒克先生的讲话在若干地方甚至暗示，国际社会认为是不言自明的这些原 

则应是南非议会辩论的主题，并且从较广的范围看，南非冲突的所有各方应就这些原 

则进行谈判。 

2 . 4 . 0德克勒克先生在讲话中还继续说: "改变制度的含意远远超出政治和宪法 

问题不能脱离需要考虑实际解决办法的其他生活领域中的问题孤立地推行制度改 

革。贫困。失业、住房短缺、教育和培训不足、文盲、保健需求和其他问题仍然阻 

碍着进步和繁荥的道路，阻碍生活的改善。"在历数必须纠正的种族隔离弊端时，在 

具体问题上他听起来态度是积极的，但是这仍然无法代替南非政权对这些原则的承 

诺。 

2 . 5 . 0德克勒克先生还继续说："议程是敞开的，我们追求的总体目标应当是具 

有理性的全体南非人都能接受的。"种族隔离政杈的目标应是所有具有理性的南非 

人能够接受的这一假设意味着应当由该政权来决定何为合理何为不合理性的标准， 

更不用这些原则的问题了。 

2 . 6 . 0估计到在听到他讲话的前面所宣布的措施后可能出现的乐观情绪，德克 

勒克先生试图缓和这种乐观看法，他告诫说："同样，不应将其解释为偏离政府反对， 

除其他外，他们（南非政杈的反对者）的经济政策和他们的宪法政策的某些方面的立 

场。这一点将在谈判中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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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非统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关于南非问趫的哈拉雷宣言(哈拉雷宣 

言）中的原则16.1或联合国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关于种族隔舞及其对南部非洲破 

坏性影响的宣言(联合国宣言)中的第3a条原姆抠出："南非应成为一个统一、民主 

和非种族主义的国家"。南非政杈坚持团体杈利,其含意是按种族和人种划分南非 

人，这样做直接违反这项原则。 

2.8.0非统級织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关于南非问题的哈拉雷宣言(哈拉雷宣 

言）中的原则16.2或联合国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 

坏性影响的宣言（联合国宣言〉中的第36条原踡指出："全体南非人民应享有共同平 

等的公民身份和国籍，.不论其种族、肤色、性别或信仰。"南非政权坚持"团体权 

利"也违反了这项原则。 

2.9.0非统组织南.部非浙问題特设委员会关于南非问题的哈拉雷宣言(哈拉雷宣 

言）中的原则16.3或联合国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浙破 

坏性影响的宣言（联合国宣言）中的第3c条原则:指出："根据一个共同的选民名册，在 

一人一票普逸制的基础上，全体人民均享有参加玫府和瞀理国家的权利。"种族隔 

离政权坚持"团体杈利"，反对这项原则，称这项原则为"过分简单"和"粗糙"。 

3.0.0非统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关于南非问题的哈拉雷宣言(哈拉雷宣 

言）第16.1-3段中的各项原则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 

破坏性影响的宣言（联合国宣言）中的相应段落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构成其中闲述的 

所有各项其他原则的正式基础。在种族隔离政权方面，反对多数统治、坚持"团体 

权利"和"权力分享"，这些构成了南非政权的基本观点，其对方法的阐述均出于这 

一基本观点。南非政权在所有正式声明中都毫无例外地将反对多数统治和两项宣言 

中提到的其他原则同"团体杈利"和"权力分享"或同这两者联系起来。因此，下 

文将对后者作详细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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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权利和权力分享 

4.0.0种族隔离政权通过诸如《欧裔南非人国民党的五年行动纳领》等正式 

文件，或通过德克勒克先生向新闻媒介发表的讲话和声明以及1990年5月11日维 

尔乔恩代总统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十二点讲话，所作的表态中不断出现的主题 

如下： 

(a) 反对多数人统治和 

( b ) 坚持通过"权力分享"保护"团体权利"的必要性。 

4.0.1监测小组认为，种族隔离政权反对多数人统治并坚持通过"权力分享" 

保护"团体权利"，是企图通过保留其实质，同时从外表上适应因南非人民为 

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和不分种族的南非而不屈不挠地加强他们的斗争所出现的 

形势变化，以保持白人少数人统治。 

4 . 2 . 0种族隔离政权之所以坚持"团体权利"和"权力分享",是有两个相 

互关联的目的： 

4.3.0 通过"团体权利",种族隔离政权力图对被绝大多数人反对的种族分 

裂赋予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该政权始终想要将这种分裂强加给南非人民，并 

维持和夸大这种分裂。这种分裂的持续存在和深化将破坏南非绝大多数人所抱 

有的同一民族感，并使建立一个经民主方式确定和维持的、并超越种族、肤色、 

信仰和性别的多数人统治制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失去自然基础。 

4. 4. 0 通过从一个共同的投票者名册为基础的一人一票成普人选制产生的多 

数人统治是南非人民普遍揍受的要求，为了对付这种要求，种族隔离政权提出 

并坚持要"权力分享"，旨在将南非人民分为不同的种族政治团体，以各团体 

绝对平等为基础分享政治权力，而不顾人口具体构成的现实。这种权力分配的 

重点是规定有关影响各"团体"问题的决策将基于协商一致的意见。 

4.5,0 鉴于白人少数制造和维持种族隔离制度的现状，并已明显表示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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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这种制度，"权力分享"是旨在使白人少数有否决权，以阻挡南非人民结 

束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和不分朴族的南非的要求。 

4.6.0 通过故意无裸绝大多数南非人民，包括越来越多的白人，愿意为了政 

治目的，将自己首先认同为南非人，其次才属于一个种族的事实，"团体权利" 

和"权力分享"从其实际意义上来看，决不可锥成为南非冲突的公正和持久解 

决办法的基础。 

比勒陀利亚关于其他原m的明示和暗示的立场 

5,0.0 德克勒克先生在其1990年2月2日向白人国会所作的讲话中，宣称其政 

府将除别的以外，致力于实现以下目标"一部新的民主《宪法》，普选制、 

不强加统治、独立司法面前人人平等、保护少数人以及个人权利，宗教自由、 

基于经证明的经济原则和私营企业的健全经济、旨在诞进提高教育、保健服务、 

住房和大众社会条件的充满活力的方案等。"虽然其中某些部分听上去很积极， 

以上所引述的只是一个意愿的表白，并未对《宣言》中的原辦作出承诺。 

5.1.0鉴于种族隔离本身被其创始人认为是最符合所有南非人利益，再加上 

现在的反对多数人统治和坚持"团体权利",上述所引的一段话就远远无法可 

靠地保证种族隔离政权致力于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并创造一个统一的、民主的 

和不分种族的南非。（《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关于南非问题的 

哈拉雷宣言》第16.1段）。 

5*2.0关于以下这項原则Î "所有人民都可以享有普遍承认的并获得车靠的人 

权法案保护的各项人权、自由和公民自由。"(《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 

设委员会关于南非问题的哈拉雷宣言》第16. 5段）。格里特‧维尔乔恩先生在其 

1990年5月11日的发言中说："已经设想到，计划中的《人权法案》除了保护个 

人权利和自由外，也可保护诸如语言、文化、宗教等团体价值，办法是通过维 

护有关个人在某团体中行使这些价值和权利的权利。"种族隔离政权在这种情 

况下强调这些价值和权利是暗中彻底地背离了巳经得到证明的一种锻设，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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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普遍理解和接受的《人权法案》应该是，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就足以保护基 

于自愿结合的任何团体的权利。鉴于种族隔离以往的情况，有理由认为这种背 

离的作法是故意的。通过表面上将个人和团体权利处于平等地位，就有可能使 

组织和保护排他性团体的权利制度化，因此，也就使种族主义的权利制度化。 

这是违背《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关于南非问题的哈拉雷宣言》 

第16. 5段和《联合国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 

性影响的宣言》第3e段。 

5.3』关于以下这項原则："南非应当实行新的法律制度，保证法律之前人人 

平等P "(《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关于南非问题的哈拉雷宣育》 

第16. &段或《联合国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玻坏 

性影响的宣言》第3f段。）格里特‧维尔乔恩先生1990年5月11日所作的关于少 

数民族权利的十二点讲话对于种族隔离政权未来的法制形式未作说明，然而， 

违背了《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关于南非问题的哈拉雷宣言》 

第16, 6段和《联合国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硖坏 

性影响的宣言》第3f段"团体权利"概念意味着，各团体在法律面前平等，其 

目的是为了维护白人排他性和/或统治，这是与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相符的。 

5.4.0关干以下主顼原则："南非应当有一个独立的和不分种族的司法制度。" 

(《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关于南非问题的哈拉雷宣言》第U.7 

段或《联合国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 

的宣言》第3g段）。维尔乔恩先生在1990年5月11日的讲话中说："独立司法将在 

个个与个人之间和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案件中行使司法权力"。然而，他的这些 

话是放在一篱主旨是种族隔离政权需要保护团体权利的讲话中。种族政权将保 

护团体权利放在独立司法的必要性之上。这是违背《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问 

题特设委员会关于南非问题的哈拉雷宣言》第U.7段和《联合国以协调一致意 

见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第3g段，因为它使 

司法滲杂了种族和（或）人种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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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关于以下这项原则："应当建立一个能够促进和提高所有南非人民的幸 

福的经济秩序。"(《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关于南非问题的哈 

拉雷宣肓》第16. 8段或《联合国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 

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第3h段），德克勒克先生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 

强调保护财产权的必要性。鉴于南非80*多的财富和87!»^的土地集中在少数白人 

手中，这意味着在南非财富的经济分配上，对白人有利的种族不平衡现象将继 

续存在。维尔乔恩先生在其关于少数人权利的十二点讲话中说，"财产权利(包 

括土地权)应得到尊重，不应强行剥夺或在没有合理赔偿的情况下剥夺",试图 

维护这种基本的不平等现象。 

5*6*0关于以下这項原则，"一个民主的南非应当尊重所有国家的权利、主 

权和领土完整，并推行和平、友谊及同各国人民进行互利合作的政策。"(《非 

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关于南非问题的哈拉雷宣言》第U*9段或 

《联合国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被坏性影响的宣 

言》第3i段），德克勒克先生在年2月2日的讲话中特别指出，"暴力的时代 

已结束。重建与和解的时候已经来到。"然而,种族隔离暴力在该区域仍然存 

在，表现在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全国抵抗运动代理人集团安哥拉和 

莫桑比克境内以及在南非本身境内的活动。 

5.7.0 从上文可见，种族隔离政权仍拒绝肯定两项《宣言》中的基本民主原 

剌。相反的，它继续坚持这些原则是需要谈判的。 

5.8.0 从言辞上看，该政权力图使人们不要怀疑它对"团体权利"的强调， 

只不过是替种族隔离制度化装改容和维护白人统治的一种伪装的策略。 

5.9.0最近的一些言论，尤其是德克勒克先生4月n日在白人议会关于预算的 

辩论中所作的讲话和4月19日他在同一会上对各种问题的答复，以及该政权的宪 

政事务部长格里特‧维尔乔恩先生1990年5月11日的讲话，均表明该政权顽阖拒 

绝根据共同的全体南非人选民名册通过一人一票的成人普选制建立多数人统治 

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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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谈 判 的 气 氛 

6 . 0 . 0为了创造必要的谈判气氛，这两项《宣言》要求现政权至少作到-

(一） 无条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和拘留犯，并不对他们施加任何限制。 

(二） 废除关于禁止和限制组织和个人的一切禁令和限制令。 

(三） 撤出各个城镇的所有部队。 

(四） 终止紧急状态，并废除所有旨在限制政治活动的法律,例如《国内安 

全法》。 

(五） 停止一切政治审判和政治处决。 

(一）释放政治犯和拘留犯 

7 . 0 . 0德克勒克先生宣布"凡仅因是某个（以前被禁的）组织的成员、或犯下 

另一项仅仅是由于该组织被禁止才构成的罪行，而服刑的人均将获得叛别和释放。 

因其它罪行，如凶杀、恐怖主义或纵火而被判刑的人则不受上述政策影响"，他这番 

话故意限制了政治犯的定义。结果，把绝大多数因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过程中违法 

而判刑的人士棑除在德克勒克 2月 2曰讲话所述的范围非常狹窄的政治犯定义之外。 

他的倡议只局限于那些因参加某个违禁组织或因推动实现该组织目标而判刑的政治 

犯。因此，该政权到目前为止仅释放了包括纳尔逊 •曼德拉在内的约 7 2名政治犯。 

(见附件1)。 

7 . 1 . 0裉据监测小组得到的口头证词以及据在南非的各监测小组估计，在种族 

隔离监狱里关有3000多名政治犯。其中，目前约有350名正在服刑的犯人是根据南非 

处理有关公开暴力、纵火和蓄意损害财产等骚乱行为的安全立法而被判刑的。（见 

附件2) 

7 . 2 . 0为了给反对种族隔离政治活动定罪，反种族隔离人士常被指控犯了普通 

法罪行，而不是政治罪。因此，许多正在服刑的政治活动份子被判犯有公开暴力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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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火罪、谋杀罪和恐怖主义等罪。 

8 . 0 . 0自两个《宣言》通过以来，种族隔离政权既没有表现出有意停止未经审 

判就加以拘留的作法，也没有明确地承诺释放政治拘留犯。现政权所作的是表示按 

照安全紧急状态条例妁拘留期限定为六个月，但还可延长，并表示拘留犯有权自己挑 

选法律代表以及医生。因此，未经审判加以拘留的做法仍在继续。 

8 . 1 . 0现在有 3 0 0多名按照《紧急状态法》未经审判就被监禁的拘留犯，其中 

包括年仅 1 2岁的少年。有 3 2名成年犯人是根据《国内安全法》拘留的，该法规定可 

无限期拘留以进行审讯,并规定家属不得探视，不得请律师。1990年2月，法律和秩序 

部长阿德里安‧弗洛克说只有罪犯才被拘留。但是，各组织执行机构的成员和一般 

成员仍继续遭到拘留。例如，埃得温 ‧法沙先生是在塞孔达矿工作妁化学工人工业 

联盟的会员，他于1990年3月22日按《紧急状况条例》被拘留。3至4个星期后，他在 

没有受到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获得释放。（见It件3) 

8 . 2 . 0已释放的拘留犯是再遭拘留的当然目标。最近,坦比萨青年大会有 4名 

执行委员会成员被拘留。他们在被释放后，举行了答记者问会，据报道，他们在会上 

说他们打算成立 "人民法庭 "。在他们获释后不久，他们又被按照《紧急状态法》 

再次拘留。其中一名是位名叫德博拉.玛拉卡拉的青年妇女。这是她第三次被拘留 

了。她上一次被拘留了一年半。她有一个五岁患气喘病的孩子，她本人还患有糖尿 

病 0 

8 . 3 . 0当妇女们被拘留时，她们往往被单独监禁。结果，她们常常受到性骚 

挠。孕妇被拘留后，造成的问题特别严重，这是因为她们得不到产期护理。此外，妇 

女们还担忧家人的生活，不知道她们的孩子在父亲上班或被拘留期间是否得到了充 

分的照頋，她们有着与家人分离后可能产生的种种忧虑。 

8.4.0据1989年1月的估计,几乎有1000名拘留犯开始进行绝食抗议，以争取获 

释。他们全都要求或者被起诉，或者无条件获释。虽然绝食抗议常常是斗争的一种 

必要形式，但给拘留犯的健康带来了有害的,有时是无法挽回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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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消禁令和限制令 

9.0.0虽然取消了对组织和个人的禁令,虽然德克勒克先生在2月2日的讲话中 

表示取消了按安全紧急状况条例对释放374人所提出的条件,并废除了规定这类条件 

的条例，但現政权仍保留对组织和个人实行新禁令和限制令的杈力，因为《国内安全 

法》和其他镇压立法仍然有效。因此，尽管在1990年3月对《紧急状态条例》进行了 

部分修正，但就是否允许采取抵制运动和成立替代组织等政治行动来说，仍然存在着 

问号。例如，根据《受影响的组织法》发布的公告，联合民主阵线和南非学生全国联 

合会就被禁止接受外国的资助。 

9.1.0对未经允许的一切政治性集会的一揽子禁令仍然存在。当局几乎每天 

都在继续行使《紧急状态法》和《国内安全法》赋予的杈力以驱散此类集会，而且 

往往动用大i螯力。集会自由仍然受到严重限制，这是目前发生冲突的主要根源。 

1990年4月IB ，按照《国内安全法》，把未经许可不得在户外举行一切政治集会的一 

攙子禁令又延长了 一年，这样做已是连续第十五个年头了。 1989年年末，开始在某些 

情况下，准许举行和平的政治活动，正如抗议游行和大会。但是，态度又已强硬起 

来。集会申请常常遭到拒绝，在一些地区，保安部队为驱散和平的政治集会和示威， 

又重新采取以前使用极端武力的作法,往往造成众多人员死亡。据估计，从德克勒克 

2月2曰讲话以来，由于警方的行动，直接或间接造成139人死亡，1429人受伤。这种用 

高压手腕、采取的不负责任的行动阻止了社区、特别是年青人继续进行和平的政治 

活动。 

9.2.0虽然从综合清单中已去掉了 一些人名，但清单仍然存在。按照《国内安 

全法》第18款，仍列在清单上的人不得成为《国内安全法》所禁止的组织的成员、 

有职称的人员或负责人员。他们还不得参加这些组织的活动。这可能严重地影响目 

前正在南非重整旗鼓的民族解放组织的征集工作，影响到领导人的任命,并阻碍了进 



A/44/963 
Chi nese 
Page 13 

行自由的政治交往。 

9 . 3 . 0此外，虽然取消了对组织的禁令，但这些组织仍然有或能因涉及《国内 

安全法》的罪行而遭起诉，这些罪行有恐怖主义及有关的罪行、宣传共产主义、（定 

为暴力、破坏、窝藏(罪犯)罪）、宣传并赞成某些被禁组织的宗旨（让政府能禁止组 

织的法令依然存在）；煽动、并向有组织的反对共和国法律的势力提供或接受援助, 

以及煽惑种族对立情绪。因此，只要《法规集》中仍保留这些规定,民族解放运动的 

成员如进行例如呼吁经济制裁一类的行动，仍有可能因煽动暴乱或破坏罪而遭起 

诉。 

(三）在(黑人)诚镇的部队 

1 0 . 0 . 0根据监小组得到的口头证词，南非国防军的部队仍留在纳塔尔黑人住 

区和 "本土 "内，继续起着镇压的作用。在纳塔尔，现政杈借口说为了制止自相残 

杀的暴力事件（实际上这正是由该政权挑起的），又派出了臭名昭著的第32营，该营在 

此之前曾在纳米比亚服役。 

1 0 . 1 . 0在多数情况下，南非国防军部队的驻守是为了强瞀力，以支持实行种族 

隔离制度。在社区自身有能力维持法制的地方，情形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种族 

隔离部队的驻守只能挑起暴力事件并使之更形严重。也有些地区，由于缺乏适当的 

资源，社区无法确保法制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就部署问题与社区协商，部队驻守也许 

是有帮助的。 

(四）终止紧急状态并废除所有压制性的法律 

1 1 . 0 . 0南非全国暴力事件的普遍增加是螯方大规模参与和煽动所导致的。普 

遍的国家压制行动导致无法建立必要的谈判气氛。此外,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紧急状 

态仍未解除,各种安全法依然在实施，而这些法律却促成了国家压制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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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国内安全法》在1990年3月得到了延续，其中的规定包括：宣布某些组 

织为非法；禁止某些出版物；开始对各组织和各出版物进行调査，以便考虑对其进行 

禁止;记录非法组织成员的总名单，禁止和限制各组织和个人的活动以及拘捕。 

1 2 . 0 . 0在《公共安全法》之下宣布的紧急状态仍在继续实行。在 4套紧急条例 

中，有两套已经撤消，即新闻条例和教育条例。第三套条例《监狱条例》仍然没有变 

动。 

1 2 . 1 . 0笫四套条例《安全紧急条例》已经作了修正，对拘留期限和拘留条件作 

了小小的变动。但它依然规定对各组织的活动实行限制，并授杈髻察局长发布命令， 

禁止某些活动。例如，尽管已经宣布了新的拘留条件,规定可以接触律师和私人医 

生，但《索韦托人报》体育编辑霍雷肖 ‧莫丘亚迪自 1 9 9 0年 2月开始被拘留和单独囚 

禁了 3个月。他被剝夺接触律师及其家人的机会，直到心脏病发作，监狱当局才将他 

送往医院。 

1 2 . 2 . 0第 1 4 A项条例(新增加的一项条例〉规定,在司法程序中,每当出现法律和 

秩序部长是否已认为在根据第3(3)项条例（延长拘留），第7(1)项条例（限制某一组织 

活动）、第8(1)项条例（限制某一个人的活动）或第9(1)项条例（禁止某种活动或行 

为）采取行动时有必要釆取措施来保障公共安全、维护公共秩库、结束紧急状态的 

问题时，法律和秩序部长没有必要口头提出证词。要证明必要的意见是否已经形成， 

只需要在考虑和采取这些措施时由一个声称自己是法律和秩序部长的人提出一份宣 

誓书说明他认为，为保障公共安全，维护公共秩序或结束紧急状态，有必要采取这些 

措施。这一份由部长或宣称自己是部长的人所提交的宣誓书或所谓的宣誓书"一旦 

经由任何人在上述司法程序中提出，就必须接受为其中所述事项的确证"。这项条 

例事实上使部长免于在法庭上作适当的解释。使他免于受到盘问，要他解释他在行 

使这些条例所賦予的广泛权力时，作了如何的考虑;不仅如此：它意味着甚至不用由 

法律和秩序部长提出宣誓书或所谓的宣誓书。某一个人只要宣称自己是法律和秩序 

部长，就可以提出宣誓书，而这是不容受到置疑的。这一条例的采用似乎是为了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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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对紧急条例所作的一项分析显示，这些条例与其说是给予螯察新的权 

力，倒不如说是给予他们执行这些杈力的新办法。给予瞀官们主观的处理杈，限制保 

安部队所应负的法律责任，限制新闻媒介和法院，将以往只有军官才可行使的处理权 

限给予普通士兵,这些因素结合起来的总效果是使保安部队免受监督，也免于担负责 

任。 

12.4.0此外，安全部队极少使用紧急杈力，而只是依靠其"一般的警察杈力进 

行搜査、没收和逮捕。一旦使用^急杈利，就是用来将律师或记者被棑除在"动 

乱"局势或葬礼之外。《紧急状态法》只针对民族解放运动和各民主组织的政治 

活动，而从不针对民团和右翼团体。 

12.5.0正是因为有了《公共安全法》（公安法)才能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赋于 

更大而且更不受约束的杈力，而且可以大规模地使用这些权力。自从1985年以来(除 

了1986年间短暂的3个月），南非就一直处于紧急状态。这一^急状态将于1990年6月 

8曰午夜到期。 

13.0.0为了实行国家压制行动，种族隔离政杈有许多其他法律。其中一些法 

律 如 

下： 

-《镇压共产主义法》该法事实上将反对种族隔离状态的活动等同于鼓吹 

共产主义； 

-《镇压恐怖主义法》该法事实上将反种族隔离的活动等同于恐怖主义； 

-《国际法》规定，只需宣布某一地区为军事行动地区，就可以将特定地区 

作为禁区和授杈采取各种其他控制手段，以防止"内部动乱"，"例如， 

根据该法，南非国防军或该国防军的任何一支部队都可以调集起来，对付 

内部动乱，而且为这一目的而调来的国防军官兵享有南非螯察根据《警 

察法》所享有或具有的所有权利、职责和裕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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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恫吓法》规定，以威胁或暴力行为对任何人进行恫吓，都是一种犯罪 

行为。有些组织罢工和抵制之类抗议活动的人已根据这一法令.遭到控 

告。 

1 3 . 1 . 0此外，几千人已经被控触犯了公共暴力罪及有关刑事罪的普通法上的罪 

行,如纵火、侵犯以及蓄意损坏财产。 

持续暴力压制状况的某些案件及其对创造必要谈判气氛的努力的不利影响 

( a )瞀察监禁期间的死亡 

1 4 . 0 . 0从 1 9 9 0年年初开始，已经有 4名因政治原因被逮捕的人在螯察拘留期间 

死亡。其中一名是 1 6岁的尼克森 ‧菲里。同他一起被带到韦尔弗丁德警察局接受审 

讯的有一大群儿童和青年。他，被逐个叫到审讯室。尼克森被叫进去之后，他们可 

以听到他的尖叫声，最后便是一片静寂。审讯他的人从审讯室走出，关上门，又进入 

了另一间审讯室，继续审讯他人。据他们说，尼克森没有走出审讯室，也没有再见过 

他。验尸调查报告显示，他的头部严重受伤，浑身上下都有伤痕。原来有 3个证人愿 

意作证。这 3个人中有 2个已被螯察开枪打死。剩下一名 1 6岁的男孩因害怕生命受到 

威胁而逃跑。 

1 4 . 1 . 0另一名在拘捕期间死亡的人是克莱顿 .西索尔。他是因违反《国内安 

全法》第 2 9节的规定而被逮捕的。德克勒克先生匆忙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査这起 

死亡事件，而法官却得出"自杀"的结论。 

1 4 . 2 . 0随后又发生了迈克尔 • 曾加的死亡事件。尽管各组织呼吁对菲里和曾 

加这两人的死亡进行类似的调查，但德克勒克先生根本没有作出反应。在 3月份，又 

有一名来自施韦策尔雷内克的一位市民，卢卡斯 ‧特洛特洛米桑，在被捕期间死亡。 

同样，并没有对他的死亡作任何的调査。 

1 4 . 3 . 0誊方对于各社区的大规模行动所作出的反应是无法预测的。在有些大 

规模游行和集会中，要么没有螯察在场，要么警察保持低姿态。在这种情况下，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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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事情发生。但在有些时候，警方却大举出动并采取残暴的行动。 

14.4.0 一月份，在库特桑为抗议尼克森 ‧菲里于螯察拘留期间死亡的一次集会 

中，螯方在没有提出警告的情况下向人们开枪。一位深为震惊的澳大利亚外交官，戈 

列津诺维斯基先生目睹了人们死亡和受伤，他极为愤怒地并为此公开批评警方。 

14.5.0在塞博坑的一次和平示威中，人们无故受到攻击，有14人被打死，几百人 

受伤。德克勒克总统已宣布将展开一向独立的调查。 

14.6.0 1990年4月19日，在奥兰治自由邦省拉穆罗希城镇,4名13至16岁之间的 

学生被警察当场开枪打死，另有一名学生被打成致命的重伤，后来死在医院。警察为 

这些杀人事件提供的辩解是，学生用石块攻击他们。当地的居民说，这些学生当时参 

加了抗议示威，而当时并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 

1 4 . 7 . 0今年年初，在福尔克斯勒斯特，一名 1 5岁的孩子在簪察向一群在街上设 

置障碍的学生开枪时，被打死。他们抗议他们学校的 1 2名学生在当地一个商人的房 

子被石块攻击后遭到拘留。瞀察当时限定这些孩子五分钟内散开。 

14.8.0 4月，在北开普，一名7岁的小男孩被打死。一位当地居民说，警察和南非 

国防军在右異团体成员的协助下，开进该械镇并命令参加的斯科舞会的人们散开，这 

名小孩是在这以后被打死的。他说,瞀察后来向人群开枪，这名小孩被打中脸部。螯 

察说，这名小孩是在混乱中被打死的，警察是在一群人向他们扔石块之后才开火 

的。 

< b )醅刑和玖打 

1 5 . 0 . 0经常有报道说在押期间发生玖打和酷刑事件。边远小区情况最为严重， 

因为这些区域可以逃避公众的注意力。 

1 5 . 1 . 0在种族隔离的南非，每个白人成年人可以合法获得武器达二十七件之多，而 

受压迫的多数甚至连持有自造武器借以自卫都不允许。 1 9 9 0年 5月，南非政权派遣 

1 0 0 0名醤察和士兵袭击韦尔科姆的一个非洲人械镇，以搜査"武器"，而在此期间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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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科姆的白人民团则向非洲人任意开枪。迄今为止，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努力阻止武 

装的白人民团的种族主义屠杀行径。另一方面却有证据表明南非政杈和白人民团之 

间达有默契。 

( C ) 失 踪 儿 童 

1 6 . 0 . 0许多儿童和青年仍然在自己的国土上过着难民生活，以逃避警察和民 

团，从而使其父母很难了解其行踪，因为往往无法与之取得联系。据报道，许多发生 

动乱以及誊察活动频繁的地方均有人失踪。男孩是逐户搜査的主要对象。例如，在 

库特桑，一些男孩在家中被抓走。他们遭到审讯。一些人获释,其中有些人逃离了这 

一地区，在其它地区匿藏起来。父母们十分焦虑，因为不知道子女到底情况如何。 

(五）停止政治审判和政治处决 

1 7 . 0 . 0南非政杈已经宣布暂停处决，并宣布将二十三名判处死刑的玫治犯改为 

无期徒刑，尽管如此，仍有六十四名政治犯等候执行死刑。这些人的命运尚为得而 

知，因为种族隔离政权依然有法律权力取消暂停，恢复处决。目前还有 3 0 0多件政治 

审判正在进行之中。（见附件4)。 

1 7 . 1 . 0南非政权尚未加入 1 9 4 9年 8月 1 2日关于战俘待遏的《曰内瓦公约》第 1 

号议定书，该议定书承认民族解放战争为合法的武装冲突，并裁定民族解放运动武装 

队伍战斗员如果被俘，应按战俘对待。由于政府尚未加入该议定书，民族先锋的被俘 

战斗员因而被指控刑事犯罪，其中包括谋杀。一些人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其他定 

罪的人也在服刑。从来没有任何人享有战俘地位。 

(六）终止非正规性镇压 

1 8 . 0 . 0尽管《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关于南非问题的哈拉雷 

宣言》和《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要求种族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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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至少实现五项条件，以便为谈判创造必要的气氛，但监测小组仍然发现在整个南 

非存在着十分严重的暴力，这是由国家发起的非正规性镇压所造成的,这种局面妨磾 

了为谈判创造必要的气氛。 

1 8 . 1 . 0南非非正规性镇压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不过，自从建立了以国家安全理 

事会为其领导的国家保安管理系统以来，这种做法则愈演愈烈。在安全问题方面，该 

理亊会之权力变得比内阁本身还要大。该理事会通过各联合管理中心吸收各地方理 

事会、地方工 i和商业等，将其触角伸至社会各个阶层。通过这种方式査出反对种 

族隔离的活动家和组织，并以各种手段对其进行监测、骚扰，或消除。近来，国家安 

全理事会的活动或姿态有所收敛，但其根本特性却依然如故。对于自由政治活动来 

说，这仍然是一个主要威胁因素。 

1 8 . 2 . 0白人右翼组织的法西斯暴力日趋增长，而南非政权又对此采取宽容不咎 

的态度，使得对南非多数人民施加的暴力不断升级。例如，国家拒绝擻消《武器及弹 

药法》，该项法令准许每个白人成年人可获有武器多达二十七件，国家的这一立场直 

接促使了国内暴力的升级。其结果是，诸如南非荷裔抵抗运动等法西斯组织掌握大 

量 武 器 。 前 安 全 警 察 、 右 翼 组 织 南 非 荷 裔 抵 抗 运 动 高 级 领 导 成 员 皮 特 • 鲁 道 夫 

(Piet Rudolph)宣布南非荷裔抵抗运动和布尔人党计划提供贷款，在今后五年中再 

向一百万人提供武器。南非许多法西斯组织为对付黑人多数而武装起来，对此，政府 

并未采取任何令人信服的对应措施。 

1 8 . 3 . 0不得人心的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了许多结构，在其周围逐步形成了种种体 

系，而民团正是这些体系的产物。这些民团的扩大得到了保安部队和地方警察积极 

鼓励或默许。我们必须根据这一前提来看待所谓的"以黑人制黑人"的暴力现象。 

南非政杈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来分裂黑人多数。必须根据从这一角度认识纳塔尔的暴 

力局面。（见附件5至8)。 

1 8 . 4 . 0很显然，包括平民合作局在内的各突击队组织已经成为南非政权镇压战 

略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在南非警察和南非国防军的建制内展开行动。这些突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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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下种种暴行，以维护种族隔离制度。调查伤害情况委员会有证据表明内阁一级有 

所参与。同时，突击队置调查委员会于不頋，继续进行活动。（见附件9)。 

4月7日，亚历山德拉镇一名22岁的活动家奥尔多‧莫加诺(Aldo Mogano)被一支 

南非突击队杀害。 

4月 2 3日，泛非大会成员萨姆.查德一家四口及其瞀卫在博茨瓦纳被一支南非突 

击队杀害。 

4月 2 8曰，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 i £克尔‧拉普斯得主教被一支南非突击队所送包 

襄炸弹炸掉一只胳膊、一条腿和一只眼睛。 

1 8 . 5 . 0种族隔离的国家暴力镇压，无论是正规性的，还是非正规性的，都在不断 

升级,在*塔尔省光为令人瞩目，更加突出了种族隔离制度种种典型的灭绝人性的不 

良后果，如强制性人口搬迁、家庭生活遭到破坏或剥夺、教育受到破坏、青少年犯 

罪、犯罪率高以及长期人身没有保障等。（见附件10和11)。 

1 8 . 6 . 0总之，必须指出，种族隔离政杈所掌握的一切镇压权力依然没有遭到勉 

动，并且继续予以使用。仅仅解除紧切状态并不意味着镇压的结束，因为通过诸如 

《国内安全法》等永久性立法，国家拥有各种可怕的杈力。同时，种族隔离所有的基 

本支柱及其镇压和破坏性后果依然未受触动。这些支柱包括《种族区域法》、《班 

图教育法》、《班图杈力法》、《人口登记法》和《土地法》等。 

三 . 谈 判 指 导 方 针 

1 9 . 0 . 0上述两项宣言为本着善意、并在没有暴力的气氛中展开谈判进程提供 

了明确的指导方针，但种族隔离政权却依然认为对于这些指导方针仍需进行实质性 

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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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行 动 纲 领 

2 0 . 0 . 0该两项宣言共同的行动纲领规定应保持包括制裁在内的对种族隔离的 

南非的一切现有压力，直至种族隔离的 4 ^除已不可逆转。但是，最近德克勒克先生仅 

凭空口允诺改革，而无任何实际行动，便受到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正式接待。这种做法 

向南非政府发出了最令人遗憾的信号,并将破坏为谈判创造必要气氛的努力。例如， 

联合王国单方面解除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原来制定的关于在南非进行新投资的自愿限 

制，并大肆鼓动欧洲经济共罔体解除其一榄子制裁措施。曹萄牙也在积极活动，以求 

解除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所有压力。 

C 

结论 

2 1 . 0 . 0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监测小组在覆行其任务时，同各 

民族解放组织、反种族陽离组织、监测小组和有关人士进行了广泛#商，以査明目 

的在确保根除种族隔离制度的《非统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关于南非问题的 

哈拉雷宣言》和《联合国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 

性影响的宣言》所载的各项原则、先决条件、谈判准则和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 

2 1 . 1 . 0上述两项宣言明确声明，为开始谈判创造必要气氛是很有必要的。通过 

无条件歷行宣言所规定的五项先决条件的责任在于种族隔离政权。不容争论的证据 

证实种族隔离政权尚未廈行这些先决条件。因此，不能说种族隔离政权已经为谈判 

创造了必要气氛。 

2 1 . 2 . 0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 

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一致宣言》强调"我们应继续竭尽全力加紧支援南非人民的合 

法斗争，包括不断对种族隔离制度施加国际压力 ,直到终止该制度为止⋯⋯ "。因 

此，国际社会有义务继续对种族隔离政权施加各种现有压力，直到种族P i离制J t ^止 

为止。对该政杈施加的压力包括政治孤立和全面强制性制裁。本报告显示，南非境 

内尚未有任何根本或不可逆转的改变。有些所谓的改变导致国际社会某些成员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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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种族隔离政杈施加的压力应予放松，但是这些改变远远不能证明这种意见是有理 

的。因此，德克勒克先生最近的出外访问以及在其间有人提出放松对种族隔政杈的 

制裁及其他搢施的建议，等于过早地酬报德克勒克先生并影响了为谈判创造必要气 

氛的各种努力。 

2 1 . 3 . 0事实上，国内抵抗加上国际孤立和制裁在迫使该政权解除对各组织的禁 

令并宣布它愿意与被压迫的大多数人的代表进行对话上起了关键作用。现在解除国 

内和国际压力就等于抛掉可以迫使该政权结束种族隔离的重要的手段。 

2 1 . 4 . 0两项宣言规定了根除种族隔离过程所应依循的基本原则。种族隔离政 

杈没有正面和全面地表明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立场，但其发言人的言辞和过时的声明 

显示，该政杈拒绝这些基本的民主原则。该政权拒绝根据一个共同的选民名册、通 

过 一 人 一 票 进 行 大 多 数 统 治 主 原 则 ， 而 声 称 这 将 导 致 " 低 水 平 的 大 多 数 表 

决。 "而该政权鼓吹 "协商一致统治。 "这一概念因此实质上是要求在一切重大决 

定上给予白人少数否决权。 

2 1 . 5 . 0宪政事务部长格里特 ‧维尔乔恩先生最近宣布该政杈要包括在新宪法 

的十二项 "少数人权利 "。其中一些 "少数人权利 "涉及拒绝多数统治、坚持权利 

共 享 和 坚 持 " 群 体 权 利 。 " 同 意 这 些 " 少 数 人 杈 利 " 将 不 可 避 免 地 造 成 保 护 和 使 种 

族隔离制度的基石长久存在下去，虽然是在另一种伪装之下。 

2 1 . 6 . 0国际社会必须坚持种族隔离政权应该无条件地至少执行这两项宣言所 

规定的先决条件，以期为导致拟订一部统一的、民主的和不分种族的南非宪法而进 

行谈判创造必要的气氛。 

2 1 . 7 . 0监测小组注意到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倡议下为棑除谈判的障踌，种族隔 

离政权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于1990年5月2曰至4曰在南非格鲁特宫进行了会谈。 

2 1 . 8 . 0监测小组也注意到会谈的结果，种族隔离政权重申致力于谈判并审查现 

有的安全立法及致力于设法解决现有的暴力气候、解除紧急状态、赦免政治流亡者 

和扩大政治犯的定义，同时注意到在纳米比亚和其他地方的经验。种族隔离政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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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设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对扩大政治犯的定义和便利释放政治 

犯、赦免政治流亡者等问题提出建议并在1990年5月21曰以前向负责人提出报告。 

21.9.0 1990年6月7日，种族隔离政杈宣布除纳塔尔省外，在整个南非废除已历 

时四 ( 4 )年的紧急状态。虽然监測小组注意到紧急状态已经解除,监测小组强调指出 

使种族隔离政杈能够实施紧急状态的公共安全法仍然原封不动。因此不能把宣布解 

除紧急状态本身视为为谈判创造必要气氛的一项影响深远和不可逆转的措施。 

2 2 . 0 . 0此外，仅是解除紧急状态并不标志结束了镇压，因为通过诸如内部安全 

法的永久性立法,政府仍然拥有一切可怕的权力。同时，所有种族隔离的基本支柱及 

其镇压和破坏性后果仍然维持原状。因此，除了履行为谈判创造必要气氛所不可缺 

的一切条件以外，任何其他的做法均不可视为可以满足两项宣言所规定的要求。 

2 3 . 0 . 0如本报告的反映，种族隔离政杈尚未采取任何影响深远和不可逆转的步 

骧，同时也没有履行它在格鲁特宫会谈所承诺的宗旨，为谈判创造必要气氛。照纳尔 

遊‧曼德拉博士所说，直到种族隔离政杈履行在格鲁特宫会谈所作的承诺,这些承诺 

同写上这些承诺的纸一样不值钱。 

2 4 . 0 . 0如非洲人国民大会所指出，尤其是由其副主席纳尔逊 •罗李拉拉*曼德 

更加重要的是国1 

不失所望。 

2 5 . 0 . 0纳尔逊 ‧ 曼德拉博士在概括指出比勒陀利亚政权没有采取根除种族隔 

离的影响深远和不可逆转的步骒时，提醒国际社会说："我进入监狱时没有投票权, 

我从监狱出来了而我仍然没有投票杈。" 

赞比亚 

卢萨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