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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就联合国秘书长 

《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 

执行情况进度报告提出的评论 

1 . 0 .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于 1 9 9 0年 8月 2日举行会议,通过下列文件，反映本集 

团就联合国秘书长《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执行情况 

进度报告(A/44/960和Add. 1及2)提出的意见。 

2.0. 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第 1 0段请秘 

书长就《宣言》的执行进度编写报告并在 1 9 9 0年 7月 1曰前提交大会。根据这项规 

定，非洲集团着手审査秘书长的报告。 

2.1. 非洲国家集团将秘书长的报告连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南部非洲问 

题特设委员会监測小组的报告(A/44/963)—并审议。1990年3月19日南部非洲问题 

特设委员会责成监测小组监督非统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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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行情况。 

3 . 0 .秘书长的报告载有许多关于南非局势的详细资料。秘书长派往南非的特 

4.0. 但是，仔细研究秘书长的报告，显示出若干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 

4.1. 例如，将秘书长派往南非的小组行动不受限制说成是政治环境发生了极 

大的变化的证据，显然不符《宣言》所定准则。 

4.2. 秘书长的报告似乎不当地强调南非政权的观点，有损于各个解放运动的 

观 点 ， 将 解 放 运 动 的 观 点 一 律 说 成 是 " 据 说 " 、 " 据 称 " 或 " 指 控 " 。 

4.3. 我们认为报告提出各种不同观点的方式无济于事。报告往往将南非政权 

的观点当作是一整套首尾一致的观点提出。报告突出了一些莫明其妙的组织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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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似乎不当地使种族主义政杈的观点更为可信，从而歪曲了南非的政治现实。 

4.4. 报告似乎没有讨论必须采取什么行动以确保南非政杈遵守《宣言》的 

规定这一特别重要的问题。报告说德克勒克的政策 "大胆而勇敢 "，反对派的 "远 

见和克制表现了政治家的气度,也同样令人鼓舞"，对谈判进程作出了贡献,这样的 

提法完全忽格了各解放运动和国际社会在向南非政权施加压力方面所起的作用。 

4.5. 报告大量引述南非政杈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创造有利于谈判的气侯的问 

题上 "故意拖延"，使人误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同种族主义政权在这方面井同分担 

责任，但《宣言》第6段却明确地将这一责任放在南非政权身上。 

4.6. 报告几乎没有就所有会员国都决心执行的《行动纲领》取得的进展提出 

任何评论。因此，报告显然没有提及制裁对南非政杈产生的彩响。报告使大会失去 

评估会员国遵守《宣言》特别是维持制裁南非政杈的规定的情况的良机。 

创造有利于谈判的气候 

5 . 0 .《宣言》第 6段 ( a )要求南非政杈"无条件地释放所有政治犯和拘留犯， 

对他们不施加任何限制"。 

根据报告第41段和第42段所述，南非政杈自己承认没有遴守这一规定, 

第41段说： 

"外交部长通知小组说，总统于1990年2月2日宣布，凡仅因加入以往被禁止 

组织或所从事行为仅因有关组织被禁止因而成为犯罪而服刑的所有人，都将加 

以瓶别并立即释放。此外，按紧急安全条例对所释放的374人所施加的条件，立 

即撤消，规定此种条件的条例也将加以废除"。（A/44/960，第16页） 

第42段说： 

"外交部长还作有以下几点说明： 

" ( a )政府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 1 9 9 0年 5月 4曰格鲁特斯库尔备忘录(见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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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68)中商定，设立一个联合工作组，就南非形势下的政治犯罪定义提出建议； 

讨论这方面的时间表；为处理政治犯的释放并为赦免南非国内外涉及政治罪的 

人士提出有关准则和机制方面的咨询意见。 

" ( b )包括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在内的工作组，于 1 9 9 0年 5月 2 1曰向 

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了报告。总统 1 9 9 0年 6月 7日在议会讲话时宣布,政 

府准备实施该报告。非洲人国民大会称，将于1990年7月10曰作出答复。根据协 

议，联合报告内容将予保密，直到双方同意为止。 

" ( c )总统还于 6月 7日宣布，作为一种表示，他将根据宪法和《监狱法》 

所赋予的权力，释放48名人犯。自1990年2月1日以来，共释放犯人104名。 

" ( d )对释放的犯人未强加任何限制一只有三人例外，对其作有很少的限 

制。（一名是外国人,被驱遂出境,返回时须经批准；另两名若永久迁离住区，须 

通知警方。） 

" ( e )释放犯人的进一步行动，要等待非洲人国民大会对工作组报告的同 

# 
'S、 0 

"(f)有关被拘留人士的情况如下(截至1990年6月14日）： 

"(一）依《紧急条例》拘留的最后12名犯人，在取消紧急状态后，已于1990 

年 6月 8曰无条件释放。在紧急状态依然生效的纳塔尔,仍有工人被拘留。 

" (二)根据《国内安全法》： 

"a.第29(1)节:45人被拘留审问 

" b .第 3 1节：二人被预防性拘留（为其本人安全或防止证人潜 

逃）"（A/44/960，第16-17页） 

5 . 1 .《宣言》第 6段 ( b )要求南非政杈解除关于排斥和限制所有组织和个人的 

禁令和约束。非统组织监测小组报告(A/44/963)笫9至第13段提出了无可争议的证 

据，显示尽管南非政权在技术上取消了对组织和个人的禁令和约束，但通过执行包括 

《国内安全法》在内的无数的安全法律，这些约束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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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宣言》第6段(c)要求南非政权将所有军队擻离各市镇。在报告第58段 

中，南非政权确认没有遴行这一点。关于这个问题，非统组织监测小组报告第13页第 

10.0.0.段说： 

"根据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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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政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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杈挑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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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4/963,第13页） ， 

5.3. 《宣言》第6段(d)要求南非政权"结束紧急状态,废止&在限制政治活 

动的所有法律，如国内安全法等"。尽管除纳塔尔外，南非境内各地确已取消紧急状 

态,但由于纳塔尔继续存在紧急状态，南非政杈即已违反了《宣言》的规定。即使在 

紧急状态结束的地方，《国内安全法》和其他旨在限制政治活动的有关法律仍然严 

加执行。大会在呼吁取消紧急状态时，同时要求擻消《国内安全法》，就是因为取消 

紧急状态而不同时擻消《国内安全法》和其他有关法律,不会收到创造有利于谈判 

的气候的预期效果。关于这个问题,所述非统组织报告第15页第13.0.0.段提出下列 

论据： 

"为了实行国家压制行动，种族隔离政权有许多其他法律。其中一些法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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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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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禁区和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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杈利、职责和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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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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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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 4 .《宣言》第 6段 ( e )要求南非政权"停止所有政治审判和政治处决"。关 

于这个问题,秘书长报告第27页第85段引述南非人权委员会的报告如下： 

"南非人杈委员会认为： 

" ( a )政治审判和监禁继续依照《国内安全法》和一些其他镇压性 

法律和普通法继续执行。1989年约有400宗玫治审判，1990年的数目更大。 

" ( b )自从 2月 2日以来，政治处决已经暂停，有关死刑的法律也格作 

修改（《修改刑法法案》）。不过,300多人列为死囚(70%厲于政治性质），命 

运未卜"。（A/44/9e0,第27页） 

非统组织监测小组报告(A/44/963)第17.0.0和笫17.1.0.段说： 

"尽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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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犯改为无期徒刑，⋯⋯仍有六十四名政治犯等侯执行死刑。这些人的命 

运尚未得而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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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多件政治审判正在进行之中。 

"南非政杈尚未加入 1 9 4 9年 8月 1 2日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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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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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 见 

6.0. 

深远和不可逆转的变化。事实上，秘书长的报告完全没有说《宣言》的条件已经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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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满足。 

6.1. 按照《宣言》 c节行动纲领笫 9段 ( d )的规定，国际社会决定"除别的以 

外，确保国际社会不放松执行旨在促使南非政杈消除种族隔离的现有措施，直至有明 

显证据表明发生了深刻和不可逆转的变化，同时铭记着本宣言的目标"。因此国际 

社会一些成员，如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竟公然违反协商一致宣言的字面和 

精神实质迳行取消制裁，令人深感遗憾。 

6.2. 因此，我们重申非统组织监测小组报告第21和第22页第21.2.0.,段所载的 

结论，该段特别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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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某些成员认为对种族隔离政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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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政权的制裁及其他搢施的建议,等于过早地鲷报德克勒 

克先生并影响了为谈判创造必要气氛的各种努力。"（A/44/963,笫21-22段） 

6.3. 我们认为，在南非政权充分遵守《宣言》各项规定之前，不可能有谈判的 

气候。目前最明显不过的是：此一目的只能通过加紧彻底制裁南非政杈才能实现。 

7 . 0 .因此，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社会，加紧努力充分 

执行联合国大会《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 

8 . 0 .同时，联合国非洲集团将继续密切注意南非局势发展,并将按照大会第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