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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1 • 裁军谈判会议兹向联合圓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其1 9 8 6 年会议的年 

度报告及有关的文件和记录，



二、本会议的工作安排

A . 本会议1 9 8 6年会议

2 . 本会议于 1 9 8 6 年 2月 4 日至4月 2 5 日和6月 1 0 日至8月29曰举行 

了会议， 在此斯间，本会议举行了 4 9 次正式全体会议，会上各成员国和应邀参 

加讨论的非成员国就各种问题向本会议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

3 . 本会议还就其议程、工作计划、趙织和程序以及本会议的议程项目和其他 

事项举行了3 5 次非正式会议.

4 . 根振《议 ♦ 规则》焦 9 条规定，下列成员国担任了会议主席：澳大利亚，

2 月份；比利时， 3月份；巴西，4月汾以及 1 9 8 6年笛一期和第二期会议之间 

的体会期间；保加利亚， 6 月份；缩甸, 7 月份；加，大， 8月份以及1 9 8 7年 

会议召开之前的休会期间。

B . 参加本会议工作的国家

5 . 下列各成员国代表参加了本会议的工作：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

比利时、 巴西、保加利亚、無句、加♦ 大、 中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埃 

塞俄比亚、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却牙利、 印度、 印度尼 

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意大利、 日本、肯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荷兰、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秘鲁、波兰、罗马尼亚、斯里兰卡、墙典、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大不列翔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墙拉、南斯拉夫 

和扎伊尔，



c.  1 9 8  6年会议议程以及第一期和 

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

6 . 根框议事规则第2 9 条，主庸在1 9 8 6年 2月 4 日第3 3 6 次全体会议 

上提出了关于本会议1 9 8 6 年会议临时议程的提案，以及本年度会议第一期会议 

的工作计戈I ] ,并作出下述声明( CD_/ïv .336 ) :
" 关于通过1 9 8 6年议程间题，经同意，核中子武器问题包括在议程 

项目2 内，可以在该议程项目下进行审议，"
7 . 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本会议通过了令年的议程相本年度会议翁一期会议 

的工作计制，议程和工作计划( CD/653号文件）如下：

" 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多道谈判讲坛，将促进在有效国际监，下实现全面 

彻底裁军》

"特别考虑到第一届和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文件的 

有关条敦，裁军谈判会议将在下列几个方面讨论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及其 

他有关措旅：

一 、核武器的各个方面

二、化学武器

三、其他大规模毀灭性武器

四、常规武器

五、裁病军事顶算

六、裁减武装部队

七、裁军和发展

八、裁军和国际安全

九、附带措族Î 建立信任的措施；所有有关各方能镑受的与适当裁军措施 

有关的有效核查方法

十、导致在有敎的国际监，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综合裁军方装

" 裁军谈判会议在上述范围内通过了下述1 9 8 6年议程，此项议程包 

括根播议事规则第八节的条敦将由会议审议的项目：



1 . 禁止核试验

2 .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3 .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項

4 . 化学武器

5 . 防止外居空间的军备竞赛

6 .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脉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7 .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統；放射性武器

8 . 综合裁军方案

9 . 审议并通过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及任何其他宜提出的报告，

工 作 计 划

" 根振议事规则第2 8 条，裁军谈判会议还通过了 1 9 8 6年第一期会

议的下述工作计划：

2 月 4 日一 1 4 日

2 月 1 7 日一2 8 日

3 月 3 日一1 4 日 

3 月 1 7 日一2 1 日 

3 月 2 4 曰一4 月 4 曰 

4 月 7 日一 1 1 日

4 月 1 4 日一1 8 日

4 月 2 1日一2 5 日

全体会议发言

审议议程、工作计划和按议程项目设立附厲 

机构以及其他组织问题 

禁止核试验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化学武器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综合裁军方案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放射性武器

进一步审议悬而未决的问题



" 裁军谈判会议将趣续审议改进和提高会议工作效率问题》

" 会议将根振其报告 ( CD/642 )第 1 8和 第 1 9 段加紧进行协商，以 

便 在 1 9 8 6年年度会议上对其成员国数目最多增加4 国的问题作出积极 

决定 ,铭记着M 成员国应当由2 1 国集a 提名2 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集 

团提名 1个国家，西方国家集团提名1个国家，以保持裁军谈判会议成员 

国之间的平脊，

" 经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和各附厲机构主庸协商后，将根振这些机构的情 

况和需要，召开附厲机构会议，

"审议关于检侧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定于 

1 9 8 6 年 3月 1 0 日至2 1 日开会，

" 在通过本工作计剑时，裁军谈判会议铭记其议事规则第3 0和第 3 1 

条的规定。 ，，

8 . 裁军谈判会议在其第3 5 9 次全体会议上决定于1 9 8 6年 6月 1 0 日召 

开 1 9 8 6年第二期会议，

9 . 在裁军谈判会议1 9 8 6年第二期会议期间，主席在1 9 8 6年 6月 1 9 

日第3 6 3 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关于第二期会议工作计划的提案《 除此之外，主 

席还提出，鉴于联合国的财政情况，会议有必要考虑如何实现将所分配的服务减少 

3 0%这一目标， 他还指出，经过各成员国几次协商以及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技 

术服务部门和纽约会议事务部提出建议之后，现已明确，最好通过下述方法来实现 

这一节省：即在整届会议期间安排十周会议，但在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 

国际合作措旅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第二十二届会议期间则安排十五周会议，

1 0 . 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一致同意主席关于节省所分配的服务的提案， 

有几个代表团就这个问题发了言， 会议通过了主席提出的工作计制（CD/705 ) .  

其案文如下：

"根播议事规则窗2 8 条，裁军谈判会议通过了 1 9 8 6 年第二期会议 

的下述工作计划：

6月 1 0 日一 1 3 日 全体会议发言

审议工作计划和按议程项目设立附厲机构以及 

其他组织问题



6月 1 6 日一2 7 日 禁止核试验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6 月 3 0 日一7月 4 日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7 月 7 日一 1 1日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7 月 1 4 日一2 5 日 化学武器 ‘

7月 2 8 日一8月 1 日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的有效国际安排 

综合裁军方案

8 巧 4 日一8 日 新型大规模幾灭桂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放射性武器

8 月 1 1 日一2 9 日 特设附厲机构的报告；审议并通过提交联合国

大会的年度报告 

" 裁军谈判会议将继续审议改进和提高会议工作效率问题，

" 会议将根框其报告（CD/B42 )第 1 8.和第 1 9 段加紧进行协商，以 

便 在 1 9 8 6年年度会议上对其成员国’数目最多增加4 国的问题作出积极 

决定，铭记着侯选成员国应当由2 1 国集团提名2 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家 

集 0 提 名 1个国家，西方国家集团提名1个国家，以保持裁军谈判会议成 

员国之间的平衡，

" 经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和各附厲机构主席协商后，将根据这些机构的情 

况和需要 . 召开附属机构会议*

" 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定于 

1 9 8 6年 7月 2 1 日至8月 1 日开会，

在通过本工作计划时，裁军谈判会议铭记其议事规则第3 0.和第3 1条的规定 

11 • 裁军谈判会议在其2月 6 日第3 3 7 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在其1 9 8 6 年会 

议期间重新设立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C D / 6 5 4 ) ,在同一次会议上，主席发言指 

出，不必重新设立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其主席将趣续主持该附厲机构工作 . 

裁军谈判会议在其3月 4 日和4月 2 1 日的第34  4 次和第3 5 9 次全体会议上决 

定在其 1 9 8 6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以及防止外，空间军备



竞赛特设委员会（CD/674和 CD/694)， 一些代表团就重新设立这些特设委黄

会间题发了言，

D . 非会议成员国参如本会议的情况

1 2 . 根据议事规则第3 2 条，下列非会议成员国参加了本会议的全体会议：奥 

地利、 孟加拉国、落麦隆、丹麦、芬兰、 希腊、罗马教廷、伊拉克、爱尔兰、新西 

兰、挪威、荷翁牙 ， 塞内加尔、西班牙、瑞士、土耳其 ， 鸟拉圭和越南，

1 3 . 本会议收到并审议了非会议成员国要求参加本会议工作的请求* 根振议 

事规则，本会议邀请了：

( a ) 芬兰和挪威代表在1 9 8 6年斯间参加全体会议、关于议程项目2 实 

质河题的非正式会议以及关于化学武器、防止外居空同的军备竞赛、 

放封检武器以及律合裁军方案的附厲机构，

(b) 土耳其代表在1 9 8 6年期间参加全体会议以及关于化学武器，防止 

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放射性武器、综合裁军方案的附厲机构，并参 

加审议关于检測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族特设专家小组的工作,

( e ) 希腊、葡翁牙和西班牙代表在1 9 8 6年期间参加全体会议以及关于 

化学武器、防止外晨空间的军备竞赛、放射性试器和综合裁军方案的 

附厲机构，

( d ) 奥地利、丹麦和新西兰代表在1 9 8 6年期间参加全体会议以及关于 

化学武器和防 it外展空间的军备竞赛的附属机构，

( e ) 端士代表在1 9 8 6年期间参加全体会议以及关于化学武器和放射性 

武器的附厲机构,

i f ) 爱尔兰代表在1 9 8 6 年期同参加全体会议以及关于化学武器的附厲 

机构，

( g ) 孟加拉国代表在1 9 8 6年期间参加全体会议以及关于综合裁军方案 

的附厲机构，

( h ) 越南代表在1 9 8 6年全体会议上就综合裁军方案发言，



E • 扩大会议的成员

14 •本会议充分认识到扩大会议成员问题的發迫性.

15 • 本会议在前几届会议上曾收到下列非成员国关于要求作为成员国的申请， 

现按时间顺序列出：挪威、芬兰、奥地利、土耳其、塞内加尔、孟加拉国、西班牙、 

越南、爱尔兰、突尼斯、厄瓜多尔、缕麦隆和希腊.

1 6 • 在 1 9 8 6年会议期间，本会议各主席根据惯例就增选成员问题与.各成员 

国进行了不断的协商 . 本会议各成员国也就这一重要问题进行了协商 .这些协 

商是依据本会议向第四十届大会提交的报告（CD/642第 18段和第 19段进行的. 

在这方面，本会议重申其决定，即增加的成员数不得超过4个国家，并同意成员候 

选国提名应由2 1 国集团提出两名，社会主义集团提一名，西方集团提一名，以保 

持会议成员的平衡.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西方国家集团宣布它们的候选成员国分 

别为越南（cd/I>v.345 ) 和挪威（CD/PV.351 ) •  2 1 国集团提出它将在

商定执行上述决定的具体方式和方法之后选出侯选国.

17 . 裁军谈判会议将进一步加紧进行协商，以便在下届年会上作出积极的决定, 

并将按此通知第四十二届联合国大会，

F . 关于改进和提高本会议 

工作效率的各项提案

1 8 • 会议在自由参加的非正式协商中继续审议改进和提高本会议工作效率的问 

题 , 本年度会议期间提出了不少提案， 会议审议了这些提案，同时铭记会议所 

有成员国均需要充分了解审议情况并有机会为本议题的审议作出貢献， 会议将在 

1 9 8 7年会议期间继续审议本议题，

0 . 有关联合国财政情况的措施

19 .  19  8 6 年 4月 1 0 日，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兼会议秘书长提出了一些



旨在应付联合国财政t 况引起的预算限制的技术性建议.这些建议涉及有效利用 

会议资源、减少本会议散度的正式文件的数量和性质、正式记录的编写、避免文件 

重复、缩短各附厲机构的报告以及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 在 4 月 2 2 日一 

次非正式会议上，会议接受秘书处提议的各项技术性措施并不新对这个事项进 

行审查，同时铭记专门讨论本组织财政情况的联大续会的结晃

H . 非政府组织的来文

2 0 . 按照议事规则第4 2 条，向本会议分发了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所有来文的清 

单 ( C!D/imCl3和 ），



三、本会议在1 9 8 6 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n . 在 1 9 8 6 年会议期间，本会议的实质性工作是根据其议程和工作计划进 

行的 . 会议分发的文件清单以及这些文件的案文已作为附录一列入本振告.按 

国家和议题分类各国代去团 1 9 8 6 年发言的遂字记录家'引和裁军谈判会议各次 

会议的遂字记录作力附录二列入本报告•

2 2 . 会议收到联合国秘书长1 9 8 6 年 2 月 1 日的来信（CD/650 ) ,其中转 

交第四十届联大1 9 8 6 年会议上通过的所有关于裁军间题的决议，包括咸予裁军 

谈判会议具体职责的各项决议：

40/6 " 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武装侵略及以色列侵略对已确立的

关于和平利用核能、不ÿ*■散核武器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制 

度的严重后果"

40/80 A “ 停止一切核武器试爆 "

40/81 " 迫切需要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40/85 '‘ 缔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a 家使用和威胁便用核武器以加

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11际公约 "

40/86 " 缔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

效国际安播 "

40/87 " 防止外居空间的军备竟赛 "

40/88 " 关于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大会第39/60号决议的

执行情况 "

40/90 "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40/92 A “ 黎止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 "

40/92 B “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



40/92 C “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

40/94 D "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40/94 G “ 禁止生产武器用核藥变材料，，

40/94 J " 裁军领域内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竞赛的进一

步播施 "

40/151 P "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

40/152 A " 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40/152 C '‘ 核武器的一切方面 "

40/152 D " 综合裁军方案 "

40/152 H " 禁止核中子武器"

40/152 J “ 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议的执行情况"

40/152 L " 审査和评价《宣布 1 9 8 0 年代力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宣言》 

的执行情况，，

40/152 M “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的 报 告 "

40/152 N “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40/152 P “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40/152 Q " 防止核战争 "

2 3 . 在 1 9 8 6年 2 月 4 日第3 3 6 次全体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查兼 

本会议秘书长向本会议转达了联合国秘书长对1 9 8 6 年会议召开的祝词(CD/PV. 

336 ) .

2 4 . 除根据具体项目分别列出的文件外，本会议还收到下列文件：

(a) 1 9 8 6 年 1 2月 3 日保加利亚代袭团提出的CI5/645号文件， 题

为 " 1 9 8 5 年 1 0 月 2 3 日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安员会在索非亚 

发栽的声明



(b) 1 9 8 6 年 1月 2 0  0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的CD/B49 f

文件，海为 " 1 9 8 6 年 1月 1 5 曰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米哈伊，戈尔 

已乔夫发表的声明，，，

(C) 1 9 8 6年 2 月 4 B 秘书处提出的CD/528/Add.2号文件， 题为 

" 有关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的文件清单，包括十八国载军..委 员 会  

(EÎ1DC : 1962— 1969 ) 、裁军委员会会议（CCD:  1969—1978)、 

裁军谈判委资会和裁军谈判会议 (CD : 1979 一 1984 ) 的文件一增 

编 "•

(d) 1 98  6 年 2 月 1 4 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裹团提出的CD/667号文件， 

题为 "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i 义共和国联盟友表的题为《联合

声明》的文件文本"•

(e) 1 9 8 6 年 2 月 1 4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衷团提出的CD/ 

6 6 8号文件， 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于 

1 9 8 5 年 1 1月 2 1 曰发表的趙为 ‘ 苏美联合声明 ’ 的文件文本 "•

(f) 1 9 8 6 年 2月 2 0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的C V B  7 1 

号文件，题为 " 1 9 8  6 年 2 月 1 8 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致裁军谈判会议的信 .

(g) 1 9 8 6年 4 月 4 日波兰代袭团提出的C D /68 6号文件，题为"华 

沙条约成员国外交部长委员会于1 9 8 6 年 3 月 1 9 一 2 0 日在华沙 

举行的会议公报" ，

(h) 1 9 8 6年 4 月 2 2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奈团提出的Cd/6‘9 3 号 

文件，趣为 " 1 9 8 6 年 3 月 7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丧致裁军谈判 

会议生席的信



(i) 1 9 «  6 年 6 月 9 日保加利亚代袭团提出的C D / 6 9 9号文件，题为 

"1 9 8 6 年 5 月 3 0 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一日夫科 

夫致裁军谈判会议的电文" ，

(J) 1 9 8 6 年 6 月 1 6 日匈牙利代袭团提出的CD/irOO号文件，题为 

" 1 9 8 6 年 6 月 1 0 — 1 1 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朱沙条约成员国政 

始协商瓷员会会议发表:的公报文本和这些国家致北约成员国及所有欧 

洲国家的呼吁书

(k) 1 98  6 年 7 月 2 3 日波兰代袭团提出的C D / 7 1 8号文件，题为"波

兰统一工人党第十次代轰大会关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的宣言" ，

A . 禁止核试验

2 5 . 本会议根振其工作计划，于 1 9 8 6 年 2 月 1 7 日至2 8 日以及6 月 1 6 

日至2 7 曰期间审议的题为‘‘ 禁止核试验，’ 的•《程项目•

2 6 . 本会议在本年度第一期会议期间收到了审议关干检测和识别地麓事件的国 

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第四份报告初步摘安•（ CD/681 ) 和第二十一次 

会议的进度报告（C D / 6 8 2 ) ,特设小组在瑞典的达尔曼博士的生持下，于 3 月10 

日至2 1 日举行了会议• 本会议在 1 9 8 6 年 4 月 8 日第3 5  4 次全体会议上， 

注意到特设小趙第四份报告的初步摘要并通过了进度振告所载的建议 •  一 些代去 

闭对这些报告发表了意见 •

2 7 . 在本年度第二期会议期间，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在端典主席欧拉，达尔曼主持下从7 月 2 1 日到8 月 1 日召开了 

会议0 作为审议结系，特设小组向会议提交了下列义件：

(a) CD/B81/TRev. 1 , 题为"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 

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给裁军谈判会议的第四份报告【CD/720 )摘



要： 关于 1 9 8 4年科学专家小组技术试验的报告"。

CD/720 , 题为"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 

科学专家小组给裁军谈判会议的第四份报告： 关 于 1 9 8 4 年科学 

专家小组技术试验的报告"。

(0 CD/721 , 题为"审议关于核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

科学专家小组第二十二次会议给裁军谈判会议的进度报告" 。

2 8 . 在第3 8 1 次全体会议上，本会议通过了进度描告（C D / 7 2  1 )所截 

的建议0 在 第 3 8 2 次全体会议上，会议还注意到了特设小组的第四份报告 

7 2 0 ) 以及该报告的摘要 ( CD/B81/Rev 1 )。 一些代表团就特设小组提交 

的文件发表了意见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建议《

2Î?. 1 9 8 6 年会议期间向本会议提出的有关本项目的文件如下：

(a) 1 9 8 6 年 1月 1 7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袭团提出的CD/

6 4 7号文件，题力"核緣必须加以禁止

1 9 8 6 年 3月 1 0 日阿根廷、 印度、舉西哥和端典代袭团.提出的 

CD/676号文件， 题为 " 1 9 8 6 年 1月 2 8 日《德里宣言》签字

国 1 9 8  6 年 2 月 2 8 日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总书记的联名信

1 9 8 6 年 3月 1 8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袭因提出的CD/ 

680号文件， 题力 "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网根廷、 印度、

墨西哥、坦桑尼亚、蒲典和希腊领导人联名信的答复" •

1 9 8 6 年 3 月 2 1 日2 1 国集团， 提出的CD /520/ î îev .2号

(b)

(c)

(d)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 巴西、颜甸、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 印度尼 

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肯尼亚、 墨西是、摩洛舟、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秘鲁、斯里兰卡、海典、委内瑞拉、 南斯拉夫和扎伊尔.



文件，题为 " 核禁试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

(e》 1 9 8 6 年 3 月 2 7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查团提出的

6 8 4号文件， 题力 "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致美国国会的呼吁书"•

(f) 1 9 8  6 年 4 月 1 4 H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袭团提出的CD/

6 9 0号文件， 题为 " 苏联政府1 9 8 6 年 4 月 1 发表的声明 "•

(g) 1 9 8  6 年 4 月 1 7 B —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CD/692号文件，

题为 "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2 的声明 "•

(H) 1 9 8 6 年 4 月 2 5 B 蒙古代袭团提出的CD/695号文件； 题为

" 1 9 8 6 年 4 月 1 5 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声明 

tt) 1 9 8 6 年 5 月 1 6 日苏维埃社会i 义共和国联盟代袭团提出的CD/

696号文件， 题力"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

联电视台的讲话

Ü) 1 9 8 6 年 6 月 1 3 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CD/V01号文件，

题为 " 工作文件：关干全面彻底黎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谈判，’ •

(k) 1 9 8 6 年 7 月 1 4 日端典代丧闭提出的CD/712号文件，题为"工

作文件：核禁试核査"，

(I) 1 9 8 6 年 7 月 1 4 日挪威後出的CD/714号文件， 题为"工作文

件 ：全面核禁试的地震核査：在全球地震台网内使用小孔径地霖台阵"

(m) 1 9 8 6 年 7 月 1 8 日漠大利亚代条团提出的CD/717号文件， 题.

为" 关干立即岛立全球地震台网作为来来全面核禁试监测与核查系统 

的 都 分 的 建 议 " ，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牙利、蒙古、波兰和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n) 1 9 8 6年 8 月 1 5 曰阿根廷、 印度、墨西哥和瑞典代袭团提交的第

CD/723号文件，转送二小文件，题 力 " 墨西母宣言 " 和"墨西寄 

最高级会议发表的关子核査措施的文件" ，二文件于1 9 8 6 年 8 月 

. . 7 日在墨西奇伊克斯塔帕通过。

(0) 1 9 8 6年 8 月 1 5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a 联盟提出的第CD/724

号文件，题为 " 不进行核试验的地麓核査"。

(P) 1 9 8 6 年 8 月 1 9 日阿根廷、印度、墨西齋和端典代异团提出的第

CD/725号文件，转 送 " 1 9 8 6 年 8 月 7 日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罗纳媳 .里根先生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共产党总书记米哈依 

尔 ，戈尔巴乔夫先生的信全文 

(q) 1 9 8 6 年 8 月 2 5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袭闭提交的题为

《苏共总书记米哈依尔 . 戈尔巴乔夫1 9 8 6 年 8 月 1 8 日在苏联电 

视台的演讲全文》的 CD/729号文件。

(r》 1 9 8 6 年 8 月 2 7 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袭团提交的题为 

《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依尔 . 戈尔巴乔夫对阿根廷、希腊、 印 

度、墨西舟、瑞典和坦桑尼亚领导人函件的答复》的 C D /730号文 

件。

(S ) 1 9 8 6 年 8 月 2 7 日蒙古代轰团提交的题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

委员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1 9 8 6 年 8 月 2 5 日的声明》的 CD/ 

731号文件。

3 0 . 按照工作计划，在处理审议就议程上的项目建立辅助机构问题中，裁军谈 

判会议在本届会议的第一阶段开始时，就关于议程项目1建立特设委员会的问题， 

进行了若于次非正式建商*



3 1 . 在 1 9 8 6年 2月 2 7 日第3 4 3 次全体会议上，该月份的会议主席报告 

了关于这些嗟商的结果。 他告知会议，各集团的代表都重申了他们极为重视议程 

项 目 1 的主题，并表示希望看到特设委员会尽快成立， 主席还提到了一份后来曾 

加修改的非正式文件，这份文件是他报据要求，作为审议该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的 

基础而准备的。该文件慨述了各集ffl对他的建议所持的立场， 主席在报告中特别 

提到：一个国家集a 提 to, 如果其它集团认为将主席的建议作为建立特设委员会的 

基础是可以接受的话，该集团就可以同意根据那些条件而采取的行动* 另一个集 

团提出，它不能接受主席的建议，并要求其它集a 表现出灵活挫，以便就此问题达 

成协议„ 月一个集团说，它看不到通过接受主席的建议能取得的结果，通过在其本 

身的职权范图.和工作计划建议的基础上进行工作都不能取得 ， 不属于任何集团的 

一个代表团重申了在此问题上的灵活 ‘I  主席在总结2 月份就这个问题进行的审 

议时说，他认为所有集团都希望继续就议程项目1进行嗟商，因为，各国代表团都 

非常重视这个间题，

3 2 . 在对主席的讲话进行评论时 ， 一 个代表2 1 国集0 的代表团对在整个建商

过 程 中 、 西 方 国 家 集 团 的 态 度 与 它 们 以 前 就 此 问 题 所 持 的 立 场 相 比 没

有改变而表示遗憾。 2 1 国集a 认为，鉴于 2 1 国集团本身、社会主义国家集团

和中国在这方面都表现出灵活的态度，这种局面就更加令人失望， 2 1 国集a 进

- 步重申，它们愿意就关于议程项目1建立特设委员会问题进行紧急嗟商•以便找

到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它最后提出，如果在後商过程中继续找不出 

解 决 办 法 ， .它们将要求把这个何题提交给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作出决定 ，

3 3 . 在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发言时，一个代表团重申了他们对将这个项目作 

为一个紧迫的向题开始进行实际工作的兴趣， 因此，该集团尽管认为载于第CD/ 

522/Rev. 1号文件中的他们自己提出的职权范圓草案能够最好地为这个目的服务, 

他们在嗟商中表明他们接受主席的建议—— 假如其它国家也可以接受的话—— 从而



表现了高度的夷活性， 该集a 还对它所认为的西方国家集团对这个建议所作的消 

极反应表示遗憾，并认为应当进行不海的努力，以便就一嗔全面禁试条约开始工作,

并为此目的继续嗟商.
3 4 在 1 9 8  6年 3月 2 7 曰焦3 5 1 次全体会议上，主席在接受了 2 1 国集 

0

团的请求之后，要求会议对该集团的一项建议作出决定Î 该建议载于第CD/520/ 

Rev. 2 号文件中，内容是关于议程項目1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贫 CD/ 

520/Rev. 文件建议建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便为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开

始多遠谈到，并要求考虑到所有现有的建议和今后的倡议，以及以前就这个问题所 

作的工作， 在介绍载于馆CD/52Q/Rev. 2#■文件中的建议时， 2 1 国集团的协 

调员又一次强调了核禁试问题的根本重要性、以及会议对此问题所承担的重大责任* 

他表示希望能就2 1 国集团的建议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3 5 . 社会主义圓家集团的协调员回顾到，多年来该集团的成员国一直要求就完

全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问题达成一瑰国际条约，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沿着停止核军备

竞赛和开始裁军的道路采取的第一个、然而却是关鍵的步凝， 这位协调员一方面 

进一步回顾了这个集a 的一个成员国为促进谅提出了意义深的倡议，特别是它

的单方面暂停和1 9 8 6年 1月 1 5 日提出的计划中的建议，同时表示他的集团支

持载于第CD/520/Rev. 2中的职权范围草案，并呼吁所有其它代表a 也表示支持

以达到协商一致.
3 6 . 在作为西方国家集团关于议程项目1的协调员发言中，一个代表a 提出， 

对载于第CD/520/Rev. 2号文件的职权范围尚未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该集团认 

为，为建立共同基础而安排进行的嗟商并未完结，因此，应当继续努力，求得协商 

一致， 由于这个原因， 西方的共同提案国并未对载于第CD/521号文件中的职 

权范围草案作出决定• 他们将趣续寻求使会议能够就核榮试问题进行实际工作的 

办法达成协议，这可以包括就可能的工作计划进行计论， 在这方面，共同协调员 

还提到了一些西方圓家在第CD/621号文件中提出的工作计划草案，这些国家认为 

可以完成大量的、有意义的工作，并且他们随时准备讨论这一点， 他进一步强烈 

敦促其它国家与他的集a —道寻求达成协i l  他最后强调，他代表发言的西方国 

家集团希望在本届会议上就这小项目进行认真的工作，为了进一步表明他们的认真



性，他指出为有助于对这个间题进行实质性的审议，西方代表团在去年提出了多件 

工作文件，

37 . i 席指出，讨论的结果是对裁于第CD/520/Rev. 2 f 文件中的草案沿有 

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2 1 国集团对西方国家所采取的立场表示夫望，他们认为，

这种立场胆换了就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开始谈判, 2 1 国集团认为，唯一的多这裁军

谈判机构不能以实际的和认真的方式开始处理这一极其重要的、在裁军领域中具有

最优先地位的问题，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 2 1 国集团又一次表示它将不松海

努力，以便为尽快开始关于议程项目1的谈判进程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并将在寻

求这种解决办法时继续表现出灵.活性•最后，一小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集ffl的代表团重

申了其赞成尽速解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立场；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集

团和2 1 国集团都对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个问题上的局面没有什么责任*

3 8 . 在 1 9 8  6年 4 月 2 4 日的第3 5 9 次会议一 本届第一期会议最后一 * 

次 純 一 上， 当月会议主席报告说，在他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嗟商中没有取 

得任何进展*

3 9 . 在 1 98  6 年 6 月 2 6 B第 3 6 5 次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该月份的生席 

报告了他就议程项目1所进行的嗟商 . 他特别提到，在他任主席期间，他继续寻 

找能够促进就这♦ 项目采取有意义的多这行动的办法，其中包括他本人就特设委员 

会的职权范围提出非正式建议， 主席指出，尽管在那♦月份未能达成协商一致意 

见，但是，普遍觉得应当继续就这小宣要问题进行嗟商.

4 0 . 该月份会议主席在1 9 8 6年 7月 3 1 日笛3 7 5 次会议上报告说,为了

设法就关于议程项目1 的特设举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他进行了 

紧张的建商，但未能取得成功， 但他相信这些努力没有白费，并表示支持继续努

力就职权范围草案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他说,既然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已经开始就

核试验进行双这谈判， 裁军谈判会议有必要就议程项目1设立一个附属机构，

4 1 . 某嬰代表团认为胆碍全面禁试谈判是速背绝大多数国家政府的意愿的g 这 

一意愿已体现在联合国大会各项决议和《第三次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最后宣言》中* 

有关的核武器国家不能随意决定是否就核禁试进行谈判。

42 .  —些代表a 在会议的各次全体会议上谈到了核禁试问题.这些发言载于 

会议遂字记录和其他正式文件中。
•..



43. 2 1 国集团多次强调，迫切需要达成一个关于彻底禁止任何国家在任何环 

境里试检任何类型的核武器的金面条约，这是 2 5 年来一直寻求的目标，并继续是 

他们的最优先考處的旧题 . 该集团认为，纖续进行核武器试验加剧了军备竞赛并 

且增加了核战争的危险。 该集团对由于本报告第3 2 和 3 7 段所述之情况，裁军 

使判会议未能就禁止一切核武器斌验条约开始多这谈判表示痛惜，并认为振延缔结 

这样一个条约是没有道理的。 2 1国集团成员国还认为，现有的核查手段足以保 

证遵守核禁试，并且认为所谓的没有这种手段的说法不应被用来作为进一步研制和 

改进核武器的理由， 2 1国集团进一步强调指出，在进行关于禁止核武器试救条 

约谈判的同时，应当暂停所有核武器的试验、生产和研制， 在这方面，他们提请 

注意五大洲和平倡议的领导人在1 9 8 5 年 1 0 月发出的、并在 1 9 8 6年 3 月和 

4 月直申的向美国和苏联的呼吁，要求结束一切核试验，并表示愿意为监测这种暂 

停建立核査机制进行翰旋* 2 1 国集因成员国还呼吁主要的核武器国家之一停止 

核武器试验，并要求另一4^主要的核武器国家根据其在1 9 8 5 年 8 月份宣布的单 

方面暂停试验、在金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达成协议、或至少在下一次美苏首脑会 

谈之前不进行试验，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就议程项目1所进行的活动， 2 1 国集团 

成员国普遍感到痛惜的是：在连续三年时间里，仍未就辅助机构关于这优先项目 

，新开始工作的谈判职权范围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尽管 2 1 国集团对该机构的职权 

范围和可能的组织结构表现了灵活性。 在这方面，还提到了载于联合国大会第 

4 0 / 8 0  A 号决议中的建议_ 该集团的几个成员国还褒请注意联合国大会第40/

8 0 0 号决议中作为实现全面禁止核试验目标之手段的规定《

44， 2 1 国集团的一个成员国说，它支持一切可能促进核禁试目标的措施，但 

只有在裁军谈判会议内进行的多这谈判才能有效推动一项可普遍接受的协定和以全 

世界合作为基础的、可靠的核查和管制制度  ̂ 它认为应立即在谈判'会议内设立一 

个关于核禁试问题的特设委员会， 它提出了关于核紫试核査的CD/712号工作义 

件，其中断定应当有可能创立个核査制度，建立起对核禁试得到遵守的信任CD /  

712号文件分折了几种逃避方案，例如空腔解祸、多次缘炸，隐藏子地策中等.该代 

表团认为，试愿是可以査明的，而且有可能使核试讓的监测达到任何要求的水平。



核查的限制将取决于所用地震站的数目、其位置和技术性能， 怒最后建议发展和 

试验一种 " 裁军谈判会议监测站 " ，作为核查核禁试的一种贡献，

45.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成员国继续把停止核试验看成是一个高度直要而容身达 

到的核裁军措施，这种措施将防止核武器的改进和防止创造出新型核武器• 他们 

认为，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在于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共同暂停核爆炸，并立印开 

始进行关于在严格的监督下的全面禁止核试验爆炸的谈判， 他们欢迎它们中同的 

一国一再延长单万面暂停并呼吁另一国也这样做。 他们还要求其他核武器国家停 

止核试验并采取步朦早日缔结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协定。 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在 

裁军谈判会议上立即开始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多这谈判，他们认为，在双过或三边谈 

判已经倡议进行的情况下，多速谈判可与之并行进行， 他们还表示乐于为扩大 

1 9 6 3 年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同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莫斯科条约的范 

围达成协议，以期如第4 0 届联合国大会所号召，把地下核武器试验包括在内。关 

于裁军谈判会议有关化议程项目的工作，社会主义国家表示乐于同意这类工作的任 

何安排，只要使会议能真诚地继续寻求解决所有涉及全面禁试条约的问题• 关于

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他们对西方国家拒绝所有别的提案，并且对其旧职权范围 

草案原封不劫感到遗憾* 从他们这方面来说，他们提出了一个有关这类工作的可 

能结构和其他方面的工作文件（CD/701). 特别是, 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它们 

对禁止核试检的有效核查制度方面的兴趣，在他们看来，这个何题可以和其他有关 

核试验的实质性问题同时进行审议。 在这方面，他们对德里宣言签字国的建议表 

, 示赞赏，这些国家表示愿意为任何停止核试验的核查提供帮助， 他们认为不能弓i 

用核查问题为不进行谈判作辨解* 它们进一步解释了它们的立场：实际评佑一下 

即可清楚地征明，暗中进行核爆炸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即使采取隐蔽措施也不可 

能使核爆炸不被查觉- 社会主义国家指出，建立永久性的地震资科交换制度需要 

有一些基本条件，例如另一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参加属于该集团的核武器国家所遵守 

的暂停核试验，并就核禁试开始谈判， 他们警告说过早建立地震数据交换永久制 

度会造成使人误会的印象，以为为了防止織续进行的核试艘正在采取行动。 他们 

强调核查制度只能作为保证遵守禁试的一个手段，而不能监测继续的试验 *他们 

认为谈核查何题不能便逃避谈判显得有理，



46 .  — ♦ 核 武 器 家 ，这小集团的成员園，一再强调II要立郎停止核试验，它 

是消除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实际步骤. 它认力，只削减核武库，而不禁止核武器的 

试验，就没有为担舰核咸胁的困境找到出路，因力余留的跃器将被现代化，并有可 

能研制日益尖端致命的核武器和在试验场上评价这类新型武器， 在这种看法的指 

导下，它已于1 9 8 5 年 8 月 6 日宣布单方面智停核爆炸，并一再廷期直到1986 

年 8 月 6 日，并一直敦促另个主要的核武器大国参加暂停， 它还建议那♦ 国家， 

奄不扼延地在任何欧洲Si家的首都或在广岛和它举行会晤，以就禁止核试验问题达 

成协议 . 它进一步直申它的齋议，尽快开始专就全面禁止核跃器试验问题进行谈 

到，不与任何其他问题相联系，并且丧示它隨时准备为达成关干这小问题的任何类

型的协议，进行任何形式的这类合谈—— 双进、三边或多追，只要事情向达成协议 

的方向前进. 关于核査遵守未来协议的问题，它相信在这方面没有不可克服的困 

难，并且从它这方面来说，准备接受最严格的核査，直至并包括现场视察以及使用 

一切地篇学的成果， 在这方面，它麵议审议检测和识别地震，件的国际合作措施 

的科学专家特设小组开始研制传输II级数推的系统，作为国际地篇核査核禁试的基 

础 . 它还建议进行一项二级数掘的11际交换试验，例如可以在1 9 8 8 年利用全球 

电信系统X 气象组织湘其他可能的染道进行。 筹备工作应委托给全球电信系统， 

此外它告知会议，其政府欢迎苏联科学院和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所这成的协定； 

根据该协定，美国如苏联科学家在赛米巴拉金斯克试檢场附近的苏联领土上装设地 

篇设备。 它指出，其政:射正在协助弁将继填协助苏联湘美11科学家利用特珠设备 

来核实没有进行核爆炸。 它认力，苏联如美国科学家的上述行动证实了共同核査 

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可能性。 它说，苏联和美国科学家的首创行动得到了与会的不 

同集团成员国的广泛支持》 1 9 8 6年 8 月 1 8 日，该核武器a 家宣布再次次定 

将单方面停止核爆炸展期到1 9 8 7年 1月 1 日。 该国同时呼吁另一个主要核武 

器国家不要再失去停止军备竟赛的另一次历史性机会。 它还提议，可以迅速运成 

关于停止核试验的协定，并可在1 9 8 6年两个主耍核武器国家领导人的最高级会 

议上签署。 在答复《墨西寄宣言》六个起草国领导人时•该核武器国家表示赞成 

夫于举行一次全面榮试问题专家会议的提议；它认为•这一会议可以成为就这个问



题实事求是地积极进行多这对话的起点。 它还重申愿意同意六国关于它们参加核 

禁试核査的提议，如果另一方也同意这一提议的话，

47 .  一些西方国家，在会议期间的多次场合上. 着重指出本会议议程项目1的 

巨大重要性。 特别是，他们承认在若于有关的国际文书如条约中为实现停止一切 

核试验的目标所做之承诺；他们强调全面黎试条约必须是一个所有国家均可加入的 

文书，该文书是否得到遵守应能进行充分而可信的核査Î 他们表示愿意对全面禁试 

条约将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买质性审査立即开始工作. 特别是范围、核査和遵约问 

题。此外，这些国家指出，为了说明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信念愈决心，他们采取了具 

体行动，特别是，提出一个根据项目1 (CD/521号 ）建立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草案。它们认为. 如系职权范围得到避过，就可立即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对于同 

拟订全面禁试条约有关的中心问题近行实质性审査， “以便就关于这一问题的条约 

进行谈判 " , 他们还提出关于特设委员会的工作计戈，j的建议（CD/621号 ），并 

由西方集团的一些个别国家提出矢于对该项目进行实质性审査所渉及的问题的文件. 

这样，进一步具体表明了他们的立场。 使人感到关注的是未能就项目1设立一个 

特设安员会，这除其他外意味着：会议米认真审议这些文件。 此外，个别西欧国 

家散发了其他的实质性材料。 特别是• 该集函的一个国家向会议提供了从1962 

年到1 9 8 4 年裁军谈判会议中关于核査的发言简编三卷如一种关于地震核查的出 

版物。 正在进一步计划于1 9 8 6年 1 0 月举行一次关于地震核査的座谈会另外 

一个成贞宣布打算在今年年底以前在一些国家的合作下近行二级数据交换。两个集 

团的成员还宣布其政府决定改进国家地裳网。 另一成员国对会议说，设立了一个 

国家地震资料中心，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通过计算机之间的直接联系来使用 

这一中心。 另- 成员国建议会议同意该国今年提交会议的GDX717号文件中所载 

提案的原则，设立一个全球地嚴网；该国认为这是为支持一项全面核黎试条约所必 

需的核査制度的核心。 该集团一个成员国建议会议在力求解决职权范围问题的同 

时》充分利用全体会议来促进对于同议程项目1有关的问题的实质性审査。一些西 

方国家指出《它们认为还没有无全解决将来的全面核装试条约的必要先决条件（即 

核査）的所有固有的技术问题，因而需要作进一步的工作。 一些代表团提请会议



注意关于采取逐步临时解决办法的提案。 有人说，可以在一个设计机动、 自行改 

进的监测和核査制度的范围内经常进行这一工作。 该集团另一成员S 提出，既然 

两个主要核国家将遂步同意裁减它们的核武库，它们应同配合这一裁减同意在质 

如量方面削减核试验。 该集团成员® 说，它们认为，对于未能就职权范围这成协 

商一致意见所提出的理由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该集团成员国认为，会议内对于将 

来的金面核禁试条约的复杂如困难的关键組成部分存在着真正的分校， 它们认为， 

这种分歧■可以在拥有适当权限的特设委员会内解决。 在这方面它们说，应该审议 

CD/5 21号文件所载职权范围军案的内容 ， 并应尽早道过该职权范围 。

4 8 . —个核武器国家，西方团集团的重申在现有的核武库作重大削减和核 

査措施大大改进的情况下，核禁试对该国来说仍然是到一定时候要达到的自标，它 

还表明这种看法：试验对确保西方联盟的安全仍然起关键作用 *  它进一步重申已 

为人们所熟知的它对暂停核试验所持反对态度，并拒绝某些对其继续进行试验的计 

划之评论， 关于本会议有关此项目的活动，它认为在地震核査和现场视察等方面 

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并且表示它准备根据C D /52 1号文件中的职权fe围将推进 

这种实际工作 *

4 9 . 属于同一集团的另一个核武器国家重申，核禁试仍然是其全面军备管制政 

策的一项目标， 但它强调，它继续关注这方面所必要的效力的核查，这仍是一个 

严肃的问题，因为任何条约都会渉及关键性的安全利益， 迷约行为不被察觉所造 

成的危险特别严重， 这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其中还涉及政治判断，东括 

对■守约的信任。 可以立即采取一些有用的步骤，包括在会议内设立一个特设委员 

会来审査范围和核査问题；促进地嚴监测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进行双边接融，以 

求 1 9 7 4 年有服榮止地下核试验条约和1 9 7 6 年和平利用核爆炸条约可以得到 

批准。 同时应采取重大步骤裁姨核武库， 它认为这凉助于配合技术进步而建立 

必要的信任，使核试验等其他重要领域有能取得进展 .

5 0 . 另，一个西方核武器国家重申，只能从核裁军进程的最终进展出发来考虑这 

一领域内能够傲出的国际承诺；最重要的是由拥有最大核武库弁且核试验次数最多



的两个国家就裁减核武器的双边协定进行谈抖；同时进行的核位救在很大程皮上提 

高了这种武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该代表团不能参与以谈判一项该国并不赞同的 

协定为目标的工作。

5 1 . 另一个不属于任何集团的核武器国家重申：一旦拥有最大核武库两个国 

家带头停止试验、生产如部署核武器，而且大幅度削減它们的核武库，该国就准备 

采取相应措施《 它旺宣布它的国家已多年来没有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了，并且将 

来也不再进行这类试验， 它进一步重申愿意参加关于议程项目1的附属机构，如 

某这样一个机构在1 9 8 6 年建立的话，并且说明了它对该机构的职权范围所抱的 

灵活态度.

5 2 .  2 1 国集团的一个成员国强调，它认为联大第40/80 A 号决议（该决议 

在核紫试问题上得到了最高票数)体现了很大程度的让步,它认为这种让步即使在报小程 

度上得到回报，则该问题的认真谈判便能够开始. 该国回顾说，决议中设想设立 

一个特设委员会，其中包括两小工作小组来分别处理条约的结构湘范圈以及夺约如 

核查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5 3 .  2 1 国集团的该成员国回顾说，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除其他外指出， "持久的国际如平与安全不能建立在军事联盟的武器 

积累上 " •

5 4 . 不同集团的许多代表团强调指出，正如最后文件第3 1段所指出的，核査 

制度的形式如方式取决于相应的协定的宗旨、范围如性质；因此它们认为，应该经 

由谈判来审查所有各方都能接受的核查制度的各项要求， 只有经由谈典1, 才能期 

望就所有有关各方都感到满意的适当核查措施达成协议，因为如某不进行谈判，就 

不能期望为达成普遍接受的解决办法而做出必要的让步， 这些代表团不接受要等 

到核查问题解决后才进行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谈判的观点. 它们指出，另一个项 

目的谈判已经积极进行了多年，并没有人坚持亭在谈判之前解决有关的核查问颤，



55 .  个代表a 代表 2 1 国集团强调，要达成普遍遵守的有效协定，裁军领域 

内进行的双政和多5 ^ 力就需要相辅相成0 所以，鉴于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实际 

上正在就核试验问题进行双进对话，并且鉴于尽管它们对于裁军措旅负有特别责任 

( 《最后文件》，第4 8 段 ），但这两个国家应对大多数试验负责，所以2 1 国集 

团认为，这两♦ 国家有义务向裁军谈判会议报告和说明它们的共同努力，使双这和 

多这努力可以相辅相成• 它还回顾说* 2 1 国集团认为它的这项要求不仅符合两 

小国家在遵守委托给裁军谈判会议的任务方面进行合作的义务，而且也符合以前的 

愤例，最近的一次是就一项黎止在任何环境中进行核武器试爆的条约和一份适用于 

为和平目的进行核爆炸的议定书进行谈判的情况而向裁军谈判会议提& 了三这报告 

( 1 9 8 0 年 7 月 3 0  曰 C D / l 3 0 ) o

56.  一个再次将单方面停止核试發展期的核武器国家回顾说，它在第3 8 1次 

全体会议上曾答复了前一段所载的汇报情况的要求，并 同 意 双 这 和 多 力 应 该 相  

辅相成。

57.  8 月 6 日和7 日在墨西哥伊克斯塔帕举行会议的六个国家之一的代表捕要 

介绍了该会议核可的两份主要文件，即墨西寄宣言和关于核査措施的文件的内容， 

并特别从核裁军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角度解释其意义和范風》 他强调说> 六名领 

导人宣布， " 目前由而♦主要核国家之一单边承诺的停止核试验应该很快地成为至 

少是双这的停止核试验 " ，并指出"当前没有任何问题比停止一切核试验更为紧迫 

和重要

5 8 . 会议在结束时，对于未能在会议议程项目1下设立一特设委员会一再表 

示遗憾b 普遍希望在1 9 8 7 年切的会议上能够做到这一点。

B . 停止核軍备竞赛和核裁军

5 9 . 本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 1 9 8 6 年 2 月 1 7 日至2 8 日以及6 月 16  

日至2 7 日期间审议了题为"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的议程项目。在 4 月 17  

曰第3 5 7 次全体会议上，本会议决定就本议程项目的实质性问题举行非正式会仏 

在本年度会议期间，本会议共为这一议题举行了九次非正式会议》

6 0 . 在 1 9 8 6 年会议期间本会议收到了与本项目有关的如下新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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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86年 2月 3 日蒙古代表a 提出的C D / 6 5 2 号文件. 题力 "1986  

年 1 月 2 0 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紫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声 

明

(D) 1 9 8 6 年 1月 2 1日越南提出的C D / 6 7 2 号文件，题为"越南领

导人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 戈尔巴乔夫1986 

年 1 月 1 5 日声明的谈话"。

(C) 1 9 8 6年 4 月 1 0 日保加利亚代表团提出的CD/68 7 号文件，题 

为 " 华沙条约成员国就建文欧洲.无核武器区问题致欧洲国家、美国和 

加拿大的信" 。

6 1 . 在会议主席的指导下对处理议程项目2 要采取的程序进行後商后，本会议 

在 1 9 8 6年 4 月 1 7 H第 3 5 7 次会议上决定在1 9 8 6年会议期间举行关于该 

頂目的实质的非正式会议， 有些代表团声明，他们同意这小决定不应该理解为他 

们改变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即，应建立特设委员会来审议该项目，

62 . 许多代表团在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上谈了各种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 

裁军的问题，

63. 2 1 国集团感到遗憾的是，尽管裁军谈判会议是裁军方面的唯一多过谈判 

机构，并且核武器问题是最迫切的问题，却至今未能报播议程项目2 , 建立特设委 

员会, 2 1 国集团成员国认为，在未建立特设委员会的情况下，在非正式会议上 

的讨论应旨在阐明关于与俘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有关的各种专题涉及的问题和立 

场，以为最终成立了特设委员会时进行谈判准备基础， 为此目的， 2 1 国集团提 

出若于题目供讨论：( a ) 拟订 《最后文件》第 5 0 段中所设想的核裁军的各阶段；

( b ) 澄清消除依靠核威慑理论所涉及的问题；（e) 裁军谈到会议的作用和在其他讲 

坛上进行的有关核截军的谈判之间的关系；（d ) 进攻性和防御性核武器之间的关系Î 

以及《e ) 核裁军和常规裁军之间的关系，21国集团成员国表示使它们失望的是，在1986 

年会议期间对该议程项目的审议仍缺少机构和目的，因而未进行寻找使会议能履行 

它对议程項目2 的责任的共同办法， 2 1 国集团认为，当欢迎进行中的双迫谈判 

时，这种谈判决不影响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截军问题的多这谈判的必要， 该 

集团着重指出关于裁军的双追和多这谈判应当彼此便进和补充， 在这点上，当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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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双进谈判的双方对会议成员国最近所作的几次非正武的情况以及全体会议上的 jr. 

式发言时, 21国集团成员国要求谈判各方随时向会议正式报告他们谈劍的进展情况J 集 a  

重申它确信所有国家对^ 军谈判都有切身利益，因为在少数国家的武库里储存的核武器直接 

从根本上同样危香了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重大安全利益《2 1 国集团重申，

如 《最后文件》所说，核武器对人类和文明的生存造成最大的危险，停止和制止核 

军备竞泰和它的一切方面是必要的，而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器， 在这点上，

2 1 国集团也提到《最后文件》的第 5 0 段，它认为文件的这一段提出了核裁军的 

各阶段 . 因此，该集团重申它建议建立特设委员会，以详细阐明苗一届专门讨论 

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的第 5 0 段，并由特设委员会向会议提出建议： 

它如何能在适当的阶段对带有充分核查措施的播议最好地倡议进行多过谈判，为了 

( a ) 停止在质的方面改进和研制核武器系统，（b) 停止生户一切类型的核武器与它 

们的运载工具和停止为武器目的生产襄变物质，以及(C》 大幅度削减现有的核武器 , 

以期最终消除核武器• 2 1 国集团成员国认为核裁军进程的一个优先方面是俘止 

在质和量方面研制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因而应包括停止试验、研制、生产和部署 

核武器系统， 它们认为，采取这些措旅将为关于削减的谈判创造良好的前景，而 

且 ，它将确保可能谈判的削病不会由于研制和生产新的核武器而无效， 在这点上 , 

2 1 国集a 的成员国提请人们注意联合国大会关于冻结核武器的一再号召• 它们 

还重申竟持由阿根廷、# 腊、 印度、墨西哥，端典•和坦桑尼亚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 

于 1 9 8 5年 1月 2 é k 发表的德里宣言，通过这个宣 f 他们呼吁核武器®家全面 

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这类武器，并紧接着进行大幅度A 削减核力量，以导致彻底 

除消核武器。 在这一方面， 2 1国集团成员国注意到一 而且在有的情况下对其 

发表过评论——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依* 戈尔巴乔夫在1 9 8 6 年 1 

月 1 5 曰的讲话中提出了到2 0 0 0 年实现核裁军的这一重要计划。 有些 2 1 国 

集团的成员国特别襄调把停止核武器的试艘作为制止在质I的方面研制核武器的一个 

必要的第一步* 2 1 国集团的成员国重申：以拥有和（或 ）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

军事理论，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这样人类的前途就会被作为少数核武器国家及其 

盟国认为应有的安全要求的抵押品。 它们还认为，这种理论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



全不仅毫无益处，而且是一个作用与反作用过程的基础，造成核军备竞春的长期不 

断进行，并由此使人类有灭绝的危险。 在这点上， 2 1 国集团的成员国提到联合 

国秘书长在1 9 8 4 年 1 2 月 1 2 日大会上的讲话，并重申" ……依靠核威慑就是 

要接受一个永久怀着恐惧的社会，这绝非联合国宪章所预见的有人类价值的、谅解 

的 社 会 2 1 国集团的成员国还表示这样的看法，有效地停止核军备竞，和核 

裁军要求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多这谈判。 它们认为，两个主要核大国的核武库与 

其他核武器国家的核武库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别是多追谈判过程中要处理的问题， 

但不能作为旨在消除核武器国家和非核武器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的进程中不进行多 

这谈到的理由。

64 . 一个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主要核武器国家提出了一项到本世纪末分阶 

段消除核武器的计划（CV649  K  该计划载于该国1 9 8 6年 1月 1 5 日的声 

明中。 该计划要求在一定期间内分三个阶段在全世界彻底消除核武器。 该计划 

设想，在今后 5 至 8年里实施的第一阶段中，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器能力的大国应当 

将射程能够达到对方领土上的核武器裁减一半。 第一阶段还包括彻底消除两个主 

要核武器国家部署在欧洲地区的中程薛道导弹和巡航导禅。 同时，这两个国家应 

保证不将它们的战略导弹和中程导弹转移到其他国家，而欧洲另外两个核武器国家 

则保证不再#"张它们各自的核军备。 此外，两小主要核武器国家应从一开始就商 

定停止一切核爆炸。 根框 1 9 8 6 年 1月 1 5 日的计划，在第一阶段，两小主要 

核武器国家应放弃研制、试验和部署空间打击武器。 该计划强调，研制此禾賦器 

将使裁减核武器的希望遭到破灭。 根据该计划，其他核武器国家应在至返节990 

年开始的第二阶段里开始进行核裁军，而这小阶段将持续5 至7年。 它们应保证 

冻结其所有核武器，并且不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 在这个时期内，两 

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应继续进行第一阶段所商定的裁减，并应执行旨在消除其中程核 

武器和冻结其战术核武器的措施。 在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将它们的战略核武器削 

减了 5 0 % 之后，所有核武器国家均应消除它们的战术核武器。 所有核武器国家 

还应停止核武器试验。 最后，在至迟于1 9 9 5 年开始的第三阶段，应当彻底消 

除所有余下的核武器，并应拟订一项普遍性协定，确保永远不再出现此类武器。该



计划强调，应该通过国家技术手段和现场视察来核查军备的销敬或限制。 该计划 

还规定，消除核武器的进程应该与有关其他武器的措施同时进行。 拟议的这项计 

划设想到2 0 0 0 年消除化学武器并禁止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强调，在从各 

国武库中消除大规模敬灭性武器的同时，还应把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作为议定裁减 

的目标> 该核武器国家指出，这个计划表明，消除核威脉的最直接、最可靠的途 

径不是通过研制新的武器，特别是空间打击武器，而是通过裁减和消除现有的武器。 

它建议毫不退延地立即开始进行多速核裁军谈判。

65 . 上一段已阐述其立场的代袭团针对其他代表闭对于1 9 8 6 年 1月 1 5 日 

声明的某些评论，提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建立一♦ 全面的国际安全制度的建议， 

提到了 1 9 8 6年 1月 1 5 日声明中适当部分的内容，还提到1 9 8 6 年 6 月 1 1 

B 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呼■吁，并强调其各项建议都是为了推动在核武暴和空间武器的 

谈判中迅快达成协议• 它还指出，需要制定一个路线图，以求在段具体期限内 

迷步实现一小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6 6 . 社会主义国家各代袭团认为，由属于该集团的核武器国家提出的在本世纪 

末实现核裁军的计划（CB/649 ) 正如《最后文件》第 5 0 段所设想的一样，对于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谈判是一个良好的起点 . . 它们全力支持这一计 

划 .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重申它们认为停止核军备竞泰和核裁军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并指出， 它们一贯赞成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范围内举行关干这♦专题的多进谈判• ’ 同 

时，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它们极其重视正在进行的关于核军备和空间军备的双这谈判 

所取得的进展 . 它们继续支掩1 9 8 5 年 1月 8 日苏美联合声明所指出的谈利目 

标：即拟定各项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泰以及结束地球上的军备竞赛、 限制和裁 

减核武器以及加强战略稳定性的有数协定 . 它们重申，双边谈判和多这谈判应当 

相辅相成，而就议程项目2的实质问题举行非正式会议虽然不能代替一♦特设委员 

会内的工作，却是买现此种谈判的一♦步骤• 它们提出了一些巧以进行有系统讨 

论的专题，并指出它们同样准备接受2 1国集团的建议• 社会主义国家认为，会 

议应按照第5 0 段的设想担负起拟订核裁军方案各项内容的任务• 它们认为，这 

样一方案应分阶段执行，而且应如 1 9 8 6 年 1月 1 5 日的声明中所提议的那样，



各♦ 阶段以及整个计划都应在一定期限内完成. 它们认为，在拟订方案方面，裁 

军谈判会议应审议若干问题：例如，阐明一切核Î1家参加的条件； 拟订核裁军进 

程的主要原则； 审议和谈判具体措施，例如禁止某种类型的核武器、不部署核武 

器、停止生产、裁减和消除武器级裂变物质； 审议和谈判有关核裁军的问题，包 

括常规裁军； 为维ÿ»国家和国际安全及避免核战争以及一般战争创造必要的条件; 

裁军谈判会议的作用同其它讲坛有关孩裁军的谈判之间的关系及核査问题.关于

五♦ 核武器国家参加核裁军进程的问题，建议考虑设立一个由这五国组成的、具有 

谈判权限的小组委员会，以期使进裁军谈判会议本身对议程项自2 的多这审议* 社 

会主义国家认为，关于议程项目2 的讨论，应继续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实奴性讨论， 

如有可能，应在一个特设委员会内进行， 它们还指出核裁军播施与常规裁军措施 

之间的关系 . 在这方面，它们提请注意1 9 8 6 年 6 月 1 0 — 1 1 日在布达佩斯 

召开的华沙条约成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提出的订有明确时间衷的裁减欧洲常规 

武器和武装部队的行动计划（CD/700 ) .  它们还强调， 要防止军备竞赛英延 

到空间，就要消除对核武器进行大暢度裁减的障碍* 社会主义国家巧注意到了安 

全慨念的问题，并强调目前，要采取的是一种建立在军备竞赛或核战争都无法取胜 

的认识之上的关于安全问题的新态度. 它们认为，核时代以前的观念在19 4 5 

年 8 月 6 日这一天失去了意义， 当前，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安全，是无法保证自己 

国家的安全的. 它们确认，如果安全不是对所有各方都是均等的，如某安全不是 

全面的，就不会有真正的安全• 它们指出，目前的系事技术发展速度如此之快， 

以致 " 恐惧均街 " 已不再是一种制约因素. 在这方面，它们强调迫切.要停止核 

军备竞赛，进行核裁军，

6 7 . 西方国家集团、包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象提到了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和美国之间仍在进行的双这谈判，这一谈判的主题涉及所有关于空间和核军 

备 - 一包括战略武器和中程武器—— 的综合问趣，所有这些问题都要从其相互关系 

出发加以考虑和解决。 正如 1 9 8 5 年 1月 8 日美苏联合声明所提出的，谈判目 

标应当是拟订旨在防止空间军备竞卷、停止地球上的军备竞泰、Pfe制和裁减孩武器 

以及加强战略德定的有效协定， 声明还指出，双方认为，这些谈判与眼制和裁减



军备的一般努力一样，应当导致彻底消除世界各地的核武器， 西方国家重申这些 

谈判是目前在核军备管制和裁军领域取得进展的最好途径.它们强调了美国总统 

罗 纳 德 • 里根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之间举行的首 

脑会谈的重要性，并指出：他们一致同意加速双边谈判的工作，以便完成19 8 5 

年 1月 8 日的联合声明中所提出的任务；他们还呼吁尽早取得进展、特别是在有共 

同点的领域取待进展，包括适当应用的关于美苏双方裁减5 0 % 核武器的原则，以 

及关于中程核力量的临时协定的构想， 它们并不认为设立一个关于议程项目2 的 

附属机拍能够有助于核裁军的事业， 它们认为，正如会议的工作计划所提出的， 

与该议程项目有关的问题以在并且已经在全体会议上讨论了。 它们不认为就会 

议每一议程项目立即进行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 *  它们强调，谈判要想救得成功， 

谈判的主題就需要审慎加以界定，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商定目杯.它们强调了它 

们重视对核武器进行大幅度、可扭査的截减 ， 它们认为把《最后义件》第 5 0 段 

解释为提出分阶段进行权裁军是不正确的 。 它们认为 ， 该段叙述了在这一进程中 

要达到的目的或目标 ， 但并未确定一个次序 ， 此外，它们认为为谈判订出时间表 

是不切实际的。 它们还强调，核武器裁减与常规武器管制和裁军措施是不巧分割 

的，而为了加强国际稳，定与安全，应当进行这一努力 *  fel此，它们认为，在关于 

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和欧洲裁军问趣的斯德奇尔摩会议上以及在关于共同均衡裁军 

的维也纳会谈上作出进展也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它们回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交 

部长在哈利法克斯召开的会议強调了避过更加公开和在较低水平上麵立常规武器的 

■^核査的、全面的和槐定的平術来加强盤个欧洲的粒定与安全这一目称 *  西方国 

家提出 ， 这方面所有努力的最根本一点是要保证坚守《联合国宪， 》的各项条款. 

它们认为，降低国际关系中的不安全和不扼定的最为重要的办Ï Ï是所有国家都嚴行 

《联合国宪韋》所规定的义务 ，

6 8 . 在谈到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一个核武器国家1月 1 5 B 的声明中的建 

议时，一个為于西方国家集团的核武器国家指出，建议中有些内谷似乎是建设性的， 

而其它内容则仍然有问题。 它对于认识到核査在谈判协定中具有关编性重要意义 

这一点表示欢迎 .它强调 ， 双追谈判中的大幅度裁减进攻性核武器应是核裁军进 

程 的 第 一 它 重 甲 其 目 标 是 ，双方达成将适当实行的各自裁减5 0 % 进攻性核



力量的协定，并达成关于中程核力量的协定，从而开始裁减的进程， 与此同时， 

它重申了它一贯坚持的立场，即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是一个要求同决其 

它严重的安全问题的进程，例如常规力量以及其它力量的不平衡问题、确保充分遵 

守现有和今后各项协定的必要性以及在没有外来于坡的情况下自由和平地解决区域 

性冲突的问题。 它进一梦指出，另一方所建议的计划的较后阶段里有一些不适合 

现在进行审议的具体细节， 它指出，在最终消除核武器的目林上意见是一致的， 

为了实现大幅度稳步裁减进攻性核武器，双方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可核査的对等措 

施 ，并且必须改变造成，要依赖核武器进行威慑的那些基本情况。

6 9 . 另一个属于酉方国家集团的核武器国家强调指出， 在拥有绝大多数核武器 

和在外层空间拥有最大军事能力的明个大国之间进行双边谈判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意 

义 . 它 认 为 ， 当务之急是便大幅度裁减这旧个国家的核武器的谈判取得成功• 它 

对裁减战略核武器5 0 % 的振则协议表示欢迎， 关于第4 段提到的计划，它认为 

询单地叙述无核世界的目标并为之附一份随意的时间表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 它 

认为，要在本会议的谈判桌旁进行认真谈判，目标是以详细提案作为基础， 制订出 

实际的、均衡的、可检査的军备管制指施， 在谈到一个于社会主义国東集团的 

核 '武器国家1月 1 5 日提出的建议0t, 它指出，这些建议中的一个方面渉及双边谈 

判同其它国家的核武器的关系， 它坚夾认为，它的战■核力量与任何就狀洲中程 

核力量巧能达成的协定没有关系* 它认为，有关的武器系统不论在能力还是在作 

用上都是不巧相比的 . 鉴于其威m性极低，不到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拥有的核力 

量的 3 % , 看不出在目前情况下对任何削减还有作出献的余地， 但是，它指 

出，如果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对战略武库进行了大幅度削教而防御能力没有明显改 

变的话， 它愿意重新审査其立场，并考虑怎样在威胁降低的情况下对军备管制作出 

贡献《

7 0 . 还有另一个属于西方国家集团的核武器国家指出，已对1月15曰提出的计划

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考虑，并称它已经可以提出一些看法了。它认为，大幅度裁减两 

个主要核武器国家核武库建议的方向是正确的， 然而，它认为要求欧洲两个核武 

器国家从一开始就冻结它们的核武器，从而使它们无法维持应有的防御水平，这将



令人不可接受地危，建立在以騎慑强基础上的安全，按照这种威慑，弱者一方共不 

以任何方式谋求与强者在手段上的均势，而只求有能力说服强者一方由于担心承受 

不了惩罚而不进攻弱者 . 除此之外，它还指出，西欧目前所面临的威胁不仅是核 

威勝，还有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疯脉 . 鉴于这种情况* 它回顾其立场是，如果 

下列条件得到满足，它准备考虑在适当时参加有效和核査的核裁军：免一 ,明个 

主要核武器国家核武库的裁减程度到了它们的能力与其他核武器国家的能力之间的 

鸿沟被认力已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第二，在纠正常规武器的不平衡、特别是在欧 

洲的不平捷方面有了重大进展以及化学武器的威胁已彻底消除；第三，在数量和质 

量方面限制防御性战略武器.

71 .  一个不属于任何集团的核武器国家再次呼吁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它强调最大核武库国家核裁军负有特别责任， 它提到一些年来它一直要求两个 

核大国率先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一切爽型的核武器，并大幅度裁戰各种类盤的核 

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它认为，鉴于这两个国家的後武库的庞大规模，它们理应立 

郎停止力■核武器作质量上的改进和数量上的增浏，并停止在各个地区部署核武器. 

更直要的是，它们应当大幅度裁减所有类型的核武器，而不只是 " 战降核武挺"孰 

" 能达到对方领土上的核武器" 。 它认为，中程核武器的削减范围应当包括部署 

在欧洲及亚洲的中程核武器。 它进一步认为裁减的核武应予以销鼓，不得转移 

到别的地方 . 它指出，在强调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对■核裁军的首要责任时，.它并 

不回避自己在这方面的义务 . 它主张，在两个核大国停止一切类型核武器的试验、 

生产和鄧署弁大te度裁减这类武器之后， 召开由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具有广 

泛代表性的国际会议，商讨进一步核裁军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骤， 它认为， -  

旦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在实现上述目拥方面有实际进展，就可以看手进行这一会议的 

筹备工作 . 它认为购小主要核武器国家达成的关于削减核武器5 0 % 的协议是具 

有积极意义的，它同意双这谈判和多边谈判应当相辅互成，并重申支持在议程项目 

2 下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它认为，对常规裁军也应予以重视• 它认为，由于 

常规军备和核军备构成两个核大国和两个军事集团总军力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且它 

们拥有最庞大、最先进的常规军备，它们理所当然应率先大幅度裁减其常规军备， 

言先是进攻性的常规力童。



7 2 . 会议按照其工作计划，于 1 9 8 6 年 3 月 1 7 日至2 1 日以及7 月 7 日至 

1 1 日审议了题为" 防止柱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 的议程项目*

73， 198 6 年会议期间，向会议提交了有关本项目的下列文件：

(a) 1 9 8 6年 4 月 1 1 日阿根廷代表团提出的CD/688号文件，題为 

" 工作文件：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 )̂ 1 9 8 6年 4 月 1 4 B 中国代表团提出的CD/691号文件，题 为 "工

作文件：中国代表0 关于防止核战争问题的基本立场"，

(C) 1 9 8  6年 7 月 8 日保加利亚代表a 提出的CD/710号文件，题为

" 工作文件：防止核战争，鬼括一切有关事项

7 4 . 关子议程项目3 , 在会议主席的主持下进行了嗟商，以审议处理该项目的 

适当的组织安徘，其中包括设立一♦ 附属机构的若干提案，但在这些建商中未能达 

成任何协议，

75, 1 9 8 6 年 8 月 7 日的第3 7 7 次全体会议需对2 1 国集闭提出关于议程 

项目3 的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草案（CD/515/Rev.2 )作出决定 .按照拟议的  

职权范a , 特设委员会作为第一步，将审议与议程项目3 有关的所有提案，其中包 

括防止核战争的适当实际措施. 西方国家集团申明极为重视议程项目3 , 并且回 

顾到自1 9 8 3 年该项目首次列入议程以来，该集团一再重申准备就这一议题ÿ 行 

彻厄讨论和交换意见， 该集团原希望能够以适当形式对该项自作实族性，议 .因  

此，它对于C：D/515/Rev.2号文件所栽的职权范Ü 草案再★提交会议作决定感 

到失望• 它仍不能附和对该项目的协商一致意见• 2 1 国集团对会议再次未能

避过一项使会议能够适当审议当♦ 最为央税和紧迫的任务—— 防止核战争一-的职 

权范围而深錄失望 . 该集团指出，拟议中的职权范围是一个经过慎重考虑的照顾 

周到的案文，考虑到了其他集团，其中包括西方ü 家集团的观点• 社会主义国家 

集团回顾到，去年它曾支持2 1国集团提出的妥协性职权范i l . 并且奈示支持2 1 

国集团为使防止核战争问题取得其些进展所做的新尝试》 该集团还对它所认为的 

西方代表团的消极立场轰示失望. 它重申这是一小优先项目应由一'个专门附厲机



构处理• 一♦不属于任何集团的核武器国家认为，拟议中的职权范围是合理的和 

现实的，因而可以作为一♦ 特设委员会工作的基础. 此外，它还袭示希望将来有 

关各方能够在职权范围问题上采取合作的灵活度，以便使特设委会有可能设立 • 

讨论的结系，谷议主席宣布CD/515/Rev. 2 号文件中所载的职权范围未能取得 

协商一致.

76. 许多代丧团在本会议的全体会议上谈到了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的问题，

77. 2 1 国集团重申，确信全世界正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核武器对人类生存构 

成的威胁，因此，防止核战争是当务之最急. 该集团重申1 9 8 3 年 3 月 7 日一

1 2 日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七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的结论.核武器已不 

仅是战争武器，而是大规模的毁灭工具.

7 f t .该集团还回顾了在1 98  5年 1月 2 8 日的《德里宣言》中，阿根廷、希 

腊、印度、崔西哥、，瑞典和坦桑尼亚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强调II要采取紧急预防 

性措施，永远防止核武器的使用和核战争的嚴发。2 1 国集闭关切地注意到仍在继续 

进行的军备竞赛和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日益增长的危险，它们加大了核战争的危险， 

该集因承认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里推总统在首脑会晤联合声明中断言的重要性， 

即核战争打不廉，也决不可打，敦促立即采取后续的具体拾施，制止和扭转核军备 

竞赛 . 2 1 国集团承认核武器国家对防止核战争负有主要责任，同时还重申V 鉴 

于核战争将对全人类遣成灾难性后果，包括核冬天的危险，这小问趙实在太重要， 

不能单由核武器国家处理， 该集团强调，所有国家在谋求防止核战争指施的谈判 

中都具有切身的利益*

7 9 . 因此，该集团呼吁实施40/152 Q.号决议* 大会在该决议中再次要求 

裁军谈会议作为当务之急就防止核战争的适当实际措施进行谈判，以期达成协议，并 

为此目的在1 9 8 6年会议初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 与此同时， 2 1国集团的成 

员们指出，为照顾其他代袭团的立场，该集团已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以便达成协商 

- 致，使议程项目3 能够在附属机构范围内得到彻鹿审议*



80. 2 1 国集团的成员国认为，某些国家利用敦灭人类文明的前景来提高自己 

的安全，这是不能容许的 . 它们认为，要使核裁军成为现实须抛弃通过恐怖平 

衡实行的核威犧 .它们再次遣责核威慑理论 •  它们认为，通过威慑维持和平的

慨念可能是现存的最为危险的、集合的，论 • 一小代表团提出，这一理论由于是以 

可能使用核武器为依据的，依它看来，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二条 (4)和第五 i 备 . 

该集团成员® 还主张，鉴于核武器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而对人类生存构成独特的 

威胁，不能把核战争放在防止一般战争的范畴内 ， 在这方面，它们对大会中有人 

提出的、依它们看来是企图歪曲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最后文件》规定的优先顺序 

的倡议轰示关切* 它们对于把一般战争与核战争等量齐观的企图特别感到不安，

2 1国集团的成员国们重新强调，消除核战，危险的最确实的方法在于消除核武 

器，和在实现核裁军之前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在这方面强调了 1 9 8 6年 

8 月 7 日《墨西哥宣言》，特别是六国a 关于就禁止核武器一切用途缔结有约束力 

的国际协定的建议，

8 1 . 还提出了其他措施，例如附带有效核查安排的暂停核武器试验和不把军备 

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 除此之外，还建议了某些建立信任措施，包括为和平解决 

核武器I I家之间的争端立即谈判；延长和r 大在所有核武器国家之间建立直接联系 

的现有协议以及建立包括五/ÎV核武器国家和非核武器国家在内的危机控制中心系统

( CDX688 ) . 此外，还建议这些措施可以分别谈判和采取k

82 .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重申防止核战争是今天最紧迫的任务。 他们重申支持 

如大会40/152Q号决议所设想的那样 ， 建立特设委员会。 社会主义国家相信， 

在目前情况下，需要建立一个以这样的原理为基础的国昧安全综合体系，即现在已 

不可能在军备竞赛或核战争中取胜的原理》 他们着重指出★尔巴乔夫总书记和里 

根总统在曰内瓦举行的首脑会晤发表的声明的重要意义；核战争不可能打赢，也决 

不能打Ï 苏联和美国之间的任何战争，不论是核战争或常规战争，都必衡防止，以 

及苏联 .和美国都不谋求军事优势。 在他们看来，日内瓦精神现在应该付诸实行 ，  

他们认为，如果苏美关于核战争是愚塞的宣言得到其他核武器国家和世界上所有国



家的支持，并且如系该宣言在多这的基础上用适当的方式固定下来，旨在防止核战 

争 努 力 将 受 到 鼓 舞 .，' 华沙条约成员国在呼吁北约成员国和斑有欧洲国家拟订裁 

病在欧洲的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方案的声明（ C V 7 0 0 ) 中宣称， " 在任何情况下 , 

不论在欧洲或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如果它们本身不是被侵略的受国的话，它们决 

不发起任何针对别国的军事行动" . 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强调，当今世界对于战 

争和武力政策来说已受得太小，太脆弱， 如果各国不能抛弃多少世纪以来根深蒂 

固的接受和允许战争及武装冲突的思想和行为，这个世界将无法得到挽救和维伊. 

今天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核战争并确保平等安全• 这个任务的政治性越来越强，只 

有用政治手段才能解决。 现在应当为各国之间的关系打下比武器更坚固的基

础 ， 社会主义国家指出，他们提出的新的裁军倡议，依他们看来，将有助于防止 

核战争：（i ) 在本世纪末彻废消除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以及禁止空间打击武器，正 

如属于该集团的一个核武器国家提出的计划中所建议的 ( CD/ 6 4 9 ) ; 及 （i i )  

建立一个国际安全综合体系，基础应当是在军事、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领械采取 

具体措旌 . 在军事领域应采取如下措旅：(a) 放弃核武器国家相互之间或针对第 

三国的战争—— 包括核战争和常规战争；（口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i停止一 

切核武器试验和彻底消除核武器；（d ) 禁止.和消除化学武器; (e) 放弃研制新的大 

规模敬灭性手段Î ( f ) 把各国的军事能力水平降低到合理更够的限度；（g) 缔结一 

个关于大幅度削减欧洲国家的和相应的美国与加拿大在欧洲驻扎的地面部队 '和'战术 

空军的协议，正如华沙条约缔约国提出的计划中所建议的；（h) 按比例和均衡地削 

减军事预算；以及( i ) 解散军事同盟，并且作为走向该目标的一个步驟#弃扩大和 

组织新的同盟。 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应永远不得使用核武器，如把国家间关系建 

筑在取得核武器优势的幻想上，那就是自取灭亡 *它们说 ， 即使是爆炸现有核武 

库中的一小部分，也会造成不可挽救的灾难；并且指出，它们认为第一次核打击即 

使不招致报复性打击， 发动打击者自己的核弹头银炸的后果也会使它痛苦的死亡， 

社会主义国家还提出，部分的或临时的措施，东括在区械范围的措施，可能对防止 

核战争有着重要意义* 对此，他们重申支持在世界各地建立无核武器区，并且他们 

回顾到他们曾在1 9 8 6年 3月 8 日向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发出呼吁，要求将



在欧沸大陆建立这类地区的建议付者实施• 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在亚洲和太平 

洋地区加强安全的评细建议。 除此以外，他们认为，建立无化学武器区将有助于 

减少战争危险，并可防止常规的军事冲突遂# 升级为核战争（CD/710)， 他们 

指出这是倡议在中改和巴尔于地区建立无化学武器区的目的， 社会主义圓家还回 

顾了几年来所提的建议（C D /355和 CD/484)。 他们强调承诺不首先使用核 

武器的重要性并且重申支持缔结一项禁止使用核武蕃公约的建议， 同时，他们指 

出已建议在国际关系方面不使用武力。他们还重申乐于考虑建立信任的措施，例如 

防止意外地或未经许可而动用核武器及避免突然袭击可能性的措施. 关 于 第 sâ  

段提到的两个决议草案，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强调这些草案与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

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内容是相矛盾的.
8 3 . 西方代表团重申他们极为重视议程项目3所包括的问题，并且他们支持对

其所有方面以适当的形式作次彻底、深入的有系统的审议• 他们重申这种看法： 

防± 核战争的问题不能脱离更为根本的基本安全形势而处理，并且按他们的意见， 

争论中的问题是防止核时代的一切范围的战争， 他们强调这个防止战争的综合提 

法决不是有意缩小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及其不可接受性。 他们欢迎戈尔巴乔夫总 

书记和里根总统首脑会晤的声明，即双方同意核战争打不赢，也决不能打；他们强 

调防止它们之间的任何战争，不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的重要性，以及他们不寻 

求取得军事优势， 他们着重指出，声明强调了对核冲突和常规冲突两者都应考虑 

的必要，这也适用于本会议的工作n 在他们看来，这种必要清楚地反映在议程觸

目的全面的标题里， "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他们认为有关事项就是 

防止常规冲突的必要和核威慑与常规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他们并不认为去努力 

解决这些问题会减少核裁军的重要性，相反，他们认为，核裁军的前景肯定将会得 

到改善， 西方代表团指出，他们的办法的全面性反映了这样一种看法，即防止核 

战争不可能通过个别的、孤立的措施，只能通过与全面的国家行为有关的、复杂多 

面的政治战略，才能有效地实现。 他们重申，所有国家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 

特别是遵守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不使用武力、 以及和平解决一切争端的义务，是防止 

核战争的关键因素， 他们认为各国有必要采取行动限制军备程度、积极防止可能 

引起国家关系危险地恶化的局势的发展、 以及避免军事对特和爆发战争， 他们还



强调对核武器进行大幅度的和可核查的削减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他们还认为，

在对付请核威胁时，不应忽略在世界各地常规武器和部队不断加强所造成的问题， 

以及它们对国际稳定所造成的威脉• 西方代表团进一步重申了建立信任措施对病

少战争、进而减少核战争的威胁的重要赏献、以及为减少意外动用核武器危险的措 

施的i 要贡献0 他们提到了前几年西方代表® 提交的文件（CD/357、C2V380、 

CD/411、CD/578和 CDy581)。 他们还回顾到在前两次联合国大会上，西方 

代表S 提出了带有双重标题的几项决议草案： "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填： 

在核时代防止战争" ( Aye. 1/39/J； 4Q/Rev 1 和 A/C. 1/4O^L 74 )。这 

些决议草案反映了他们对议程项目3 的全面看法。 遗憾的是， 1 9 8 6年的裁军 

会议没有为审议这些决议草案的目的提供机会。

84. —小 不 属 于 任 何 国 家 集 団 的 核 武 器 国 家 认 为 ， 有效地防止核战争 

要求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io 因此，它认国际社会反对侵略和扩张政策、反;? 

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其它国际关系准 

则； 在国际关系中反对使用或威脉使用武力，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和真诚地遵守 

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是非常重要的。 它回顾到，它一貫认为消除核威胁和防止核战争的根本办法在于 

全面彻底地销毁一切核武器》 与此同时，它指出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 它认力， 

目前为了减少核战争的危险和创造全面消除这种危险的条件，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特别是两个拥有核武器的主要国家，应当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 

应当无条件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或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在这 

小基础上，应该缔结一项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它 

进一步认为，应当在防止核战争的同时防止常规战争。 它特别指出，在核武器和 

常规武器高度集中的地区，如摄发常规战争就包含着升级为核战争的危险。 因此， 

它认为，两个军事集团应当尽早就大幅度削减常规武装部队和军备述成协议。 它 

认为，联合国在防止核战争方面能起重要作用； 并认为，根据大会的有关决议， 

裁军谈判会议应该建立关于防止核战争的特设委员会来进行谈判，以便为防止核战 

争采取适当切实措施达成协议（CD/691 )。



D . 化 学 武 器

8 5 . 本会议按照其工作计划，于 1 9 8 6 年 3 月 2 4 日至4 月 4 日以及7月14 

日至2 5 日审议了题为" 化学武器 " 的议程项目。

86. 就本议程项目向本会议提交的新文件清单载于下段提到的特设委员会提交 

的《报 告 》，

8 7 . 本会议于1 9 8 6 年 8 月 2 8 日举行第3 8 3 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在第337 

次全体会议上为此议程现目重新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见以上第1 1段 ），该 

《报告》（C IV T 2 7 )是本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一、导 言

1 . 在 1 9 8 6 年 2 月 6 日第3 3 7 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通过了关于 

重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下列决定（CD/1B54 ) :

" 载军谈判会议铭记公约的谈判应根框联合国大会的第39/65 C和 40/  

9 2 B 号决议， 为尽早拟定最后文本而进行，并在履行其职责、将关子全 

面和有效地禁止化学武器的研制、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多进公 

约的谈判作为首要任务来进行，并为确保公约的拟订，决定根据议事规则， 

在 1 9 8  6 年会议期间重新建立特设委员会，以便将各项谈判的全面和完 

整的进程继续进行下去，草拟和制定除最后草案之外的公约文本、考慮到 

所有现有的徒案和草案以及今后的各种倡议，以使裁军谈典会议有能尽 

快达成协议 . 该协议若能达成，或关干谈判进展情况的报告应载入本特 

设委员会在其1 9 8 6 年会议的第二阶段结束时提交给会议的根告中. ，’

二、工作的组级和文件

2 . 报振上面提到的决定（CD/654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食王国工.克 

罗马蒂耶大使被任命为特设委员会主席. 裁军事务部政治事务高级官员A ，本斯 

梅尔先生继续担任委员会秘书，由裁军事务部政治事务官员M ，卡桑翁;拉先生协助 .

3 . 特设会员会从1 9 8 6 年 2 月 1 9 日至8 月…… 日举行… .，，次会议• 特 

设委员会由于有各国代表a 的专家而党益. 此外，主席和各国代袭团举行了若干 

次非正式疲商 .



4 . 应各国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以下非会议成员Si的代查参加特设委 

员会的工作：奥地利、丹麦、芬兰、希腊、爱尔兰、新西兰、御威、葡赛牙、 西班 

牙、瑞士和土耳其，

5 . 在 1 9 8 6 年会议期间，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了以下关于化学武器的正式 

文件：

- CD/643,  1 9 8 5 年 9 月 2 7 曰由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和德意志良主共和国提交的题为 ‘ 19  8 5年 9 月 2 5 日捷克斯洛伐

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代表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袭团副团长为转交

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埃里希.昂 

纳克光生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卢博米尔. 什特劳加尔

先生 1 98  5 年 9 月 1 3 日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

先生的联名信，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 CD/644,  1 9 8 5 年 1 0 月 2 1 日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交的题

力 ‘ 1 98  5 年 1 0 月 1 6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丧致裁军谈判会议

主席的信，转递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光生致捷克斯

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内容

相同的复信，

- CC/646 , 1 9 8 5 年 1 2 月 1 1 日由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

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交的题为 ‘ 1 9 8 5年 1 2 月 1 1 曰捷克斯 

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常驻代去致裁军谈判会 

议主席的信，转递对赫尔 . 特 ，科尔先生来函的复信 '

- CD/648,  1 9 8 6 年 1月 1 0 日由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

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提交的题力 ‘ 1 9 8 6 年 1月 1 0 日保加利亚人民 

共和国常驻代袭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临时代办力转送罗马尼亚 

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 

委员会主席托‘日夫科夫关于在巴尔干地区建立无化学武器区的声明 

—— 呼吁书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也作为CD/CW/WP. 128号 

文件印发 .）



Cd/651 ,  1 9 8 6 年 1 月 3 1 B 题 力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1986

年 1 月 1 3 — 3 1 曰期间的工作报告，

CD/654 , 1 9 8 6 年 2 月 7 日，题 为 ‘关子重建化学武器特设委

员会的决定 ’

CD/664,  1 9 8 6 年 2 月 1 3 日由巴基斯坦提交，题 为 ‘根据未

来化学武器公约进行的事实调查，

CD/664/Corr.  1 , 1  9 8  6 年 2 月 2 0 日由已基斯坦提交，题为 

‘ 根振未来化学武器公约进行的事实调查，

CD/667, 1 9 8 6年 2 月 1 4 日由美国提交 ， 题力 ‘ 1 9 8 6 年

2 月 1 4 日美国代表就转交1 9 8 5 年 1 1月 2 1 日美苏发表的《联 

合声明》文件的文本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函，

CD/668, 1 9 8 6 年 2 月 1 4 日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

交，题为 ‘ 1 9 8 6 年 2 月 1 4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去为 

转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于1 9 8 5 年 1 1月 

2 1 日发表的 " 苏美联合声明 " 致裁军谈# 会议主席的信，

CD/675, 1 9 8  6 年 3 月 7 日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交，，题为

‘ 1 9 8  6 年 2 月 7 B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袭为转送该11政府关于化 

学武器问题会谈答复德意志民i 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 

国政府复信的照会致裁军谈到会议主席函，

CD/677, 1 9 8  6年 3 月 1 2 曰由加拿大提交，颠为 ‘ 1 9 8  6

年 3 月 1 1 日加拿大常驻代袭就转交关于调査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的 

手册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函，

CD/679, 1 9 8 6 年 3 月 1 3 日，由加拿大提交, 题为‘化学物

质的识别，

CD/685, 1 9 8 6 年 4 月 3 0 , 由美利坚合众国提交，题为‘对

C ü /5 0 (^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的修正案，（也作为C!D/CW/W：P.；132 

印发）



cd/689, 1 9 8 6 年 4 月 1 1 日，由加拿大提交，题为 ‘ 1986

年 4 月 1 0 日加拿大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袭为转送1983年至 1985 

年会议期间所填关于化学武器的文件汇编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函， 

CD/697, 1 9 8 6 年 5 月 2 0 日，由比利时提交，题去‘消除化

学武器储存的顺序和比较这些储存的方法：一项可能的解块:办法的诸 

因素 ’ （也作为CD/CW/WP. 135印发）

CD/697/Corr.  1 , 1  9 8 6 年 6 月 1 0 日，由比利时提交，题为

‘ 消除化学武器储存的顺序和比较这些储存的方法：一项可能的，决 

办法的诸因素，( 也作为GD//CW/WI». 135/Corr.  1 印发—— 只有 

阿拉伯文和英文）

CD/698, 1 9 8 6 年 6 月 4 日，由澳大利亚提交，题为‘对民用

化学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及其前体的核査：对一座澳大利亚化学设族 

的试验性祝察，（也作为CD/CW/1VP. 140印发）

C1V702, 1 9 8 6 年 6 月 1 6 日，由挪威提交，题为 ‘ 19 8 6

年 6 月 1 6 日挪威常驻代袭力转交题为" 化举武器公灼的核査，第五 

部分，化学战剂抽样处理 " 的研究报告致裁军谈典j会议主席函， 

CD/703, 1 9 8  6 年 6 月 1 6 日，由挪威提交，题为‘化学武器

公约的核査 . 对便用化学武器的特控进行核査的程序，

CD/704 , 1 9 8 6 年 6 月 1 6 B , 由挪威提交，题为‘化学武器

公灼的核査 . 对含神化学战剂识别方法的评价 ’

CD/706, 1 9 8 6 年 6 月 2 0 日，由椅兰提交，题力‘对不生产

化学武器的核查， 关子 1&86年 6 月 4 日至6 日在荷兰举办的禁止 

化学武器的核査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CD/711 , 7 月 9 日，由美国提交，题为 ‘ 1 9 8 6 年 7 月 9 日美

国代袭:为转交马里兰州阿伯丁试验场拟订的 ‘‘ 化学储存处理方案" 致 

裁军谈判会议函 " （也作为CD/CW1yP , l45印发）



一 CD/713 , 7 月 14  0 , 由日本提交，题为‘化学武器公约在数量

方面的一些问题，（也作为Cd/cw/^p . 146印发）

一 CÎIV715, 1 9 8  6年 7 月 1 5 日，由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提交，题为 ‘ 化学武器公约：核査与遵守—— 质疑内容，

一 CD/719, 1 9 8 6 年7 月2 5 日，由芬兰提交，题为 ‘ 1 9 8 6

年 7 月 2 5 日芬兰常驻代查力转交题力" 空中监测作力化学裁军的一 

种核査手段； C . 3 野外试验， 第 II鄧 分 " 文件致裁军谈到会议主席 

函 ，

6 . 此外，向特设委员会提出了以下工作文件：

一  CD/CW/WP. 128, 1 9 8 6 年 1月 1 0 日，由保加利亚人民共和

国和罗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提交，题为 ‘ 1 9 8 6 年 1月 1 0 日保 

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袭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临时代办为转 

送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典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保加利亚人民 

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托. 日夫科夫关于在巴尔干地区建立无化学武 

器区的声明 / 呼吁书激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也作为CC/648 

印发）

一  CD/CW/WP. 129, 1 9 8 6 年 2 月 1 7 日，由化学武器特设委员

会主席提交，趣为 ‘ 1 9 8 6 年会议期间工作组织大纲，

- CD/CW/WP. 1 2 9 ^ e v .  1, 1 9 8  6 年 2 月 1 9 日，由化学武器

特设委员会主席提交，题为 ‘ 1 9 8 6 年会议期间工作组织大纲，

一 CD/CW/WP. 130, 1 9 8 6 年 3 月 1 0 日，由中国提交， 题力

‘ 工作文件，消除量的计算，

- CD/CW/1YP. 131, 1 9 8  6 年 3 月 2 4 日，由澳大利亚提交，题

为 ‘ 确保不转用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制度：可能的措施，

一 CD/CW/WP. 132, 1 9 8 6 年 4 月 3 日，由美利坚合众国提交，

题为 ‘ 对 CD/500 ,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的修正案，（也作为CD/  

6 8 5印发）



CD/CW/WP. 133, 1 9 8 6 年 4 月 1 1 日，由荷兰提交， 题为

‘ 对于不生产受化学武器公约监有■的物质的核査措施 ’

CD/cwy^P. 134, 1 9 8 6 年 4 月 9 日，由南斯拉夫提交. 

CC/CW/WP. 135, 1 9 8  6 年 5 月 2 0 日，由比利时提交，题为 

‘ 消除化学武器储存的M序和比较这些储存的方法：一项可能的解决 

办法的诸因素，（也作为C D / 6  9 7 印发）

C D /C W /W P. 1 3 5 / < ^ o r r .  1, 1 9 8 6 年 6 月 1 0  日，由比利时提 

交，题为 ‘ 消除化学武器储存的顺序和比较这些储存的方法：一项可 

能的解决办法的诸因素，（也作为 C D / 6 9 7 / C o r r . l印 发 一 只 有  

阿拉伯文和英文）

C D /C W /W P. 136, 1 9 8  6 年 4 月 1 8 日，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和波兰提交，题为 - 关于第九条的工作文件 ’
C D /C W /W P. 137 , 1 9  8  6 年 4 月 1 8 日，题力 ‘ C 工作小组主

1 9 8 6 年 4 月 2 1 H , 勉为 ‘ A 工作小组主 

1 9 8 6 年 4 月 2 3 日，题力 ‘ B 工作小组主

席的报告，

CD_/Cw_/WP. 138,

庫的报告 '

CD/CW/WP. 139,

席的报告，

CD/CW/WP. 140 , 1 9 8 6 年 6 月 4 日，由换大利业提交，题为

* 对民用化学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及其前体的核査：对一座澳大利亚 

化学设施的斌验性视察，（也作为CD/698印发）

CD/CW/WP. 141 ,  1 9 8 6 年 6 月 1 0 日，由荷兰提交 ， 题为

‘ 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查：试验性视察计划，

CD/CW/WP. 142, 1 9 8 6 年 6月 1 3 曰，由荷兰提交， 题为

‘ 核査不生产化学武器：对 CD/CW/卞P. 1 4 1 所规定的试验性视察 

方案的看法，

一  46 —



CD/Cw/^P.143 ,  1 9 8 6 年 7 月 1 日，由荷兰提交，题 为 ‘核

査不生产化学武器：荷兰监测民用化学工业的现有安徘，

CD/CW/^P. 144, 1 9 8 6 年 6 月 2 4 日，由荷兰提交， 题为

‘ 核查废水中的含裤神经毒剂，

C D /C W / Ï7P . 145, 1 9 8 6年 7 月 9 日，由美国提交，题力‘1986

年 7 月 9 日美国代表为转交美国陆军有毒和有香物剂署马里兰州阿伯 

丁器材试验场拟订的" 化学储存处理方案 " 致裁军谈判会议函，（也 

作为CD/711印发）

CD/CW/ürP. 146, 1 9 8 6年 7 月 1 4 日，由日本提交， 题 为

‘化学武器公灼在数量方面的一些问题，(

CD/CW/WP. 147, 1 9 8 6 年 7 月 2 5

‘ 化学武器储存的转移，

CD/Cwy1yp. 148, 1 9 8 6年 7 月

也作力C IV 713印 发 ） 

日，由美国提交， 题为

2 9 日，由古巴提交， 题为

‘ 容 量 ，一词的定义 

CD/CW/Ï7P. 149, 

CD/CW/17P. 150 , 

CD/CW/WP. 151 , 

cd/Cw/Tp. 152 ,

1 9 8 6 年 8 月 1 

1 9 8 6 年 8 月 6 

1 9 8 6 年 8 月 6 

1 9 8 6 年 8 月 1

日，题力 " C 工作小组报告 " 

日，题为 " A 工作小组报告 " 

日，题为 " B工作小组报告 " 

4 日，题力"化学武器特设

委员会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的报告草案，’

三、在 1 Ô 8 6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7 . 特设委费会按照其职权范围继绘谈判并进一步拟订公约，利用CD/636号 

文件的附录工和Ü ,  CD//651等 文 件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1 98  6 年 i 月 1 3 

一 3 1 日期间的工作报告）以及各国代袭团提出的其他新提案• 力此，它就维持 

了在1 9 8 5 年鞭定染员会的基本结构，并接受主席的趣议，成立了三个工作小组》 

分别处理公约各方面问题如下：

( a ) 工作小组A : 第二条 ( 定义和林准）和第六条（允许的活动》

( 主席：理査德，劳先生，澳大利亚）



( 主席： 

(c) 工作小组

( b ) 工作小组B : 第三条（申报），第四条 ( 消除化学武器）和第五条(关 

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方面的措施）

波普切夫先生，保加利亚）

第一条 ( 关干范围的总规定），第七条欺( 国家实施措 

施 ），葉八条 ( 协商委员会）和篇九条 ( 嗟商、合作和 

事实调査）• 工作小组C也负责除莽剂间题，对指控进 

行调査的问题当然也由该组处理.

( 主席：N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印度尼西亚）

各工作小组集中努力审议了各方面专题，以期找到能普遍接受的提法以纳入公

约 .

8 . 根 振 1 9 8 6 年会议期间工作组织大纲（CD/CW/WP. 129/l^ev. 1) 和 

在工作小组已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以及主席作为他嗟商的结果提出的建议， 对 

CD/636的附录工进行了修改以反映谈判的现阶段情况.

四、结论和建议

9 . 本报告的附录反映关于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的现阶段情况；但这里所载草案 

案文对任何代表团并无约束力.

1 0 . 特设委员会向裁军谈判会议建议：

( a ) 本报告的附录可用于进一步谈判和起草公约； .

( b ) 在进一步拟订公约中，还可利用各工作小组的报告，如 CD/CW/WP.. 

等文件中所载，以及本合议目前和未来的其1 也有关文件；

( C ) 在 1 9 8 7 年 1月 1 2 — 3 0 日这段时间里，特设委员会可在克罗马 

蒂耶大便（联合王rsi ) 的主持下恢复工作，可在目前职权范11内举行 

为期有限的会议；工作内容可包括涉及第三，四，五，六和九条和与 

第五和六条有关的第二条的若干部分的问题，向时主席应举行有关这 

些问题的嗟商，为恢复会议做准备，为此目的，在 1 9 8 6 年 1 1月



2 4 日至1 2 月 17 B之间特设委员会可举行自由参加的楼商，包括 

在必要时举行带全襄服务的会议，姿员会应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关子 

在两次会议之间的时期进行的工作情况的报告；

( d ) 特设委员会应于1 9 8 7 年会议开始时重新设立，仍执行1 9 8 6  
年的职权范围，应任♦ 厄克于斯大使（瑞典）为i 席.



附 录

本附录以0D /636号文件附录工为基桃，包括本委员会 

1 9 8 6 年会议到目前力止就免四、五、六、

八、九条和第0 条的附件四提出的新材料.



化学武器公约的初谈结构

j¥ 言

一、 关于范 i l 的总的条款

二、定义和标准

三、宣布

四、化学武器

五、化学武凝生产设施

六、本公约不紫止的活动

七、本Ü 执行措施

八、协商委员会

九、协商、合作与事实调査 

十、後助

十一、经济与技术发援 

十二、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十三、修正 

十四t 期限、退约 

十五、签署、批> 1 生效 

十六、语言

附件及其他文件

* 诸如核査猎施等各种不同向题在本结构中应列入何处止在继续讨论中《



序 言*

本公约缔约国

决心采取行动以期为走向在严格和有效国昧监黎下的全面、彻底裁至，包括禁 

止和消除各种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取得有效的进廣《

希望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出贯献,

回顾联合国组织大会曾一再遵责一切迷背1 9 2 5年 6 月 1 7 日于0 内瓦签订 

的《关于禁止战争中使用宣患性、毒性或其它气体和细窗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的原 

则和目的B?I行为，

认识到公约重申 1 9 2 5 年 6 月 1 7 日《 B 内瓦议定书》，和 1 9 7 2 单 4 月 

1 0 日在伦敦、莫斯料、华盛顿签订的《关于禁止发展、 生产和储存细慮《生 物 ） 

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公约》，规定的原则和目的以及承担的义务》

铭记《关于禁止发庭、生产和储存细窗( 生 物 》及毒素武器和销毁化种武器的 

公灼》，九条所载的目的，

为了全人类，通过执行本公约之条敦，彻底徘除使明化学武器的可能性， 

从而补充根掘1 9 2 5年 6 月 1 7 日《日内瓦议定书》的规定所承担的义务，

考虑到应把化学领域中的成就全部用于人类的利益，

表示

深信 , 彻鹿而有效地禁止化学武器的发:庭、 生产和储存和销毁此种武器是朝实 

现这些共同自的迈出的必華步骤•

兹协议如下:

一些代表gl认为序言所载案文尚需进一步审议*



第一条 

关于范围的总的条敦

1 . 各维约国承诺：

一 不 研 制 ，生产，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储存或保有化学武器或直接或间 

接地向任何人转让化学武器•

2 . 各缔曲国承诺：

- 不协助遂廣或以任何方式诱使任何人从事公约黎止缔约国从事的活动>

3 . 各缔约国承诺不使用化学武器。 * * *

4. I：各缔约閣承诺不（进行准备使用化学武器的其他活动）（从事为使用化 

学武器而进行的任何军事活动）。 〕

5 . 各缔约国承诺 I：销毁〕I：销毁或将其转用于准许目的〕其拥有的或在其〔管 

辖或）控制之下的化学武器0

6 . 各维约国承诺〔摧毁〕〔摧敦或拆除〕其拥有的或在其〔管将或;)担制之 

下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

«
经 同 意 本 条 敦 与 公 约 另 一 部 分 中 的 化 学 武 器 定 义 一 其 最 后 提 法 尚 待 商 定 一 一  

密 切 相 关 。 还 同 意 ， 本 条 敦 不 适 用 于 为 准 跨 目 的 使 用 的 有 毒 化 学 品 及 其 前 体 * 

这 有 待 于 确 定 并 在 公 约 中 作 出 规 定 0 本 条 敦 亦 与 待 商 定 的 条 约 中 有 关 保 留 的 条 敦  

密 切 相 关 。

除 莽 拥 的 问 超 正 在 继 续 协 商 中 。 进 行 不 暇 成 员 协 商 的 主 席 就 除 莽 剂 这 一 条 敦  

提 出 下 列 方 案 ： " 各 缔 约 国 承 诺 不 使 用 除 莽 剂 作 战 方 法 Î 这 一 禁 止 不 应 排 除 除  

弃 剂 的 任 何 其 他 用 途

本 承 诺 的 一 项 备 选 方 案 和 位 置 列 在 " 化 学 武 器 " 项 下 。

本 承 诺 的 备 选 方 案 和 位 置 列 在 " 化 学 武 器 生 产 设 施 " 项 下 。



第 二 条  

定 义 和 标 准

力了本公约的目的：

1 . ，" 化学武器 " 这一术语将同时或单独适用于下列情况： **

( 1 ) 有秦化学品，包括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其他致死性化学品、其他有香化学 

品及其前体，包括关键前体〔和化学武器的二元或多元化学系统的关特组 

分 ：! , * *但那些旨在用于准许目的的化学品只要所涉及的种类和数量符合 

此种用途，则除外.***

(2) 通过上述这些有毒化学品由于其使用而释放出来的有毒性能以造成死亡或 

其他伤事的专门设计的弹药或装置Î

( 3 ) 任何专门制造直接用于这种弹药和装置的设备；

- C " 化学武器 " 这一术语不适用于那些不是剧毒致死性、或其他致死性化 

学品，以及那些经协商委员会同意由一小缔约国用于国内执法和国内控暴 

用途的化学品. ）

一 〔各缔约国同意不为旨在提高化学武器使用效能而（研制、生产储存或） 

利用用于化学武器的化学品. ）

,  化学武器定义的提出有这样一项谅解:如系同意得与执法和錄而使用刺激剂有关的问 

题,以及与提高使用化学武器效能而使用化学品有关的问题都列入公约这些问题

■ 就可以不在化学武器定义内处理,如果这样做的结果将会产生一个更加清楚JE容 

易理解的定义的话•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树^建议附在后面这» 议将继续进行协商• 
一 团 对 当 前 的 化 学 武 和 (i)中使用的术语未能反映一般性目的标准ft示保留 

一些代表团认为需在谈判后期进一步审议这一定义对公约其他部分的含义这也 

适用子附录的其他有关部分其他代表团认为，化学武器的二元或多元化学系统的关键 

绍分是指:对公约的目标构成特殊危险的组分,因为它能成为一种化学武器弹药或装置的 

组成部分并在使用时形成有毒品，并拥有以下特性細在弹药向目标发射过程中迅 

速与其他二元和多元  <楼系统起化学作用湘互作用)并发出高当量的最后有毒化学 

品 î(b)在确定终端产品有秦性能时具有重要作用;(c)不得用于或仅极少量用于准许用 

途；（d)拥有长期储存所必需的稳定性《

一个代表团建议，整个公约中凡出现" 准许目的" 这一术语的地方都应以"公 

约不禁止的目的" 替代.



( 2 . " 有毒化学品" 是指：

其有毒性能可以用来对人类或劲物造成死亡或暂时或长期伤香的化学 

品〔不管用何种方法在何地生产）〔不论是否在工厂中生产的还是装 

在弹药中或其他装置的）I：不管用什么生产方法和方式）

( 2 . " 有毒化学品" 是指：

不管其来源或生产方法如何，通过其对生命过程的化学作用能够对人 

或动物造成死亡、临时失能、或永久伤，約任何化学品*

' 毒性化学品分为下列各类： ）

( a ) "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是指按.….…中所规定的商定的方法* 测量时其 

半数致死剂量小于或等于0. (皮下给药）或 2000m g-m i# ’

( 吸入）；

m  " 其他致死性化学品" 是指按中所规定的商定的方法测量时其半 

数致死剂量大于0, 5mg/kg(皮下给药）或 2 0 0 0m g-in iV k’（吸 

入 ），同时又小于或等于 lOm gAg(中.下给药）或 20000mg-min/m’ 

( 吸入）；

( ( C ) "其他有害化学品" 指不包括在上面(a滴1(b)内的任何C有 秦 ）化学品， 

( 按剧毒致死性化学 品造成 死亡所 需的剂 量相似 的剂爱 ) ( 通常 

造成临时失能而不造成死亡的毒性化学品）• ）

C " 其他有害化学品" 具有含量大于 lOm sAfi ( 皮下使用 ) 或 20, OOOmg- 

min/m，的半数致死剂量）， （吸入 ））

3 . 〔准许用途）（公约不禁止的目的）I：非敌对性目的）是指：

( ( a ) 工业、农业、研究、医药、或其他和平用途,圆内执法用途和与使用 

化学武器无关的军事用途.

已指出》> 在实除进行了此种测定之后，在本及下列各节所提到的数字可能需 

要略加变动，以便将琉茶气列入第一类.



{■b)防护性用途，即那些同预防化学武器直接有关的〔手段 ）*

4 . " 前体 " 是指：

参加有毒化学品生产的化学试剂，

( a ) " 关键前体"是指：

由于其在有毒化学品的生产中所具有的，要性而对公约的目标构成很 

大危险的前体，

它可能具有〔实际具有 ) 下列特性：

a ) 在决定 I： 紫 îL的有毒化学品）〔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毒性

性能时可能起〔实际起）重要作用 .

( 2 ) 它可能被用于形成( 公约禁止的有毒化学品：）〔剧毒致死性化学 

品 ）的最后阶段的一种化学反应中，

( 3 )它可能〔实 际 ）不用于，或可能〔实 际 ）只以最少量用于准许用 

途 . )**

关键前体均列在.........中，

为了化学武器公约有关条敦的目的，应列出关键前体清单， 并 根 框  

C特 点 ）I：指导方针）进行修改.那些不是关健前体但被认力对化学 

武器公约构成一种威胁〔特别危险）的化学品应列入一个清单. 

m 化学武器的二元和/ 或多元化学系统的关鍵组分是指：)

c 在二元或多元武器弹药或装量中构成有毒化学品的关键前体，并具 

有下列其他特点的关健前体（待 定 ）：！

5 . "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是指：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指〔为生产化学武器) 或充填化学武器而（（在任何程 

度 上 ) 设计、建造或使用的建筑或设备：）

对是否在《公 约 》中处理除范園一节提到的禁止其他使用化学武器的军事准备 

以外的问题作出决定之前. 取消那项关于此种准许的防ÿ*性用途只涉及"敌方 

使用 " 化学武器的提法。

一个代表团认为，这一特定性能极端重要，应放在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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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指 〔自1 9 4 6 年 1月 1 日以来在任何度程上设计, 

建造或使用的建筑或设备，用于：

( a ) 生产任何有毒化学品的化学武器^ 列于 （如目B ) 的化学武器除外， 

或为化学武器生产的任何关鍵前体）) 或

( b ) 充填化学武器，



第 三 条  

宣 布 ，

关于化学武器的宣布》及其消除计划g ,

1 . 各缔约国承诺至迟在公约对其生效后3 0 天向协商委员会作出宣布，说明： 

(a》 土上或在其管辕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是否拥有任何化学武器，

( b ) 是否在其领土上有任何在其他人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

( C ) 自 从 … 以来是否已将化学武器的控制权转让或接受过此类武器.，

2 . 拥有化学武器的每一•个缔约国承诺至迟在公约对其生效后3 0 天向协商委 

员会宣布说明其化学武器的累计量和具体组底

3 . 拥有化学武器的每一个缔约国承诺至迟在公约对其生效后… …月 ，根振附 

件四规定的 '‘ 消除次序原则" 向协商委员会提交消除其化学武器的总计划.

4 . 拥有化学武器的每缔约国承诺向协商委员会 # 出宣布,"il嫩 其 器 储  

存的地点和详细存货以及消除这些储存的详细计划.这些宣布和计划应至迟在附件四 

" 消除次序原则，’ 规定的消除期• 开始前3个月提交协商委员会，并应包括下-•次 

消除期到来期间应予消除的所有储存.

6 . 各缔约国在按照本条第2 段提出宣布，后应尽快在彼此之间并通过协商委员 

会进行协商，以期协调各自的计划• ’

本会议关干第四条和第五条的工作使第三条必须重新组织和重新起草，这将在

以后的阶段进行.

按照商定的定义 

按照第四条的规定，

本条不涉及缔约国不知道的别国留下的旧的、未被友现的武器或库存的问數 

经同意此问题将在谈判后期处理，届时也将决定有关条款在公约中的位置• 

有人认为过去的转移不应包括在公约内.

已提议3 和 6个月 -

一些代表团认为在公约对缔约国生效后3 0 天内应作出全面宣布•



6 . 根据第三条第1至 4 段规定的宣布和计划应按照附件三提出•

7 . 各缔约国承诺向协商委员会提交关于执行消除化学武器计划的年度进展报 

告 ，并在完成销敬工作后3 0 天内将此情况通知协商委员会，

8 . 附 件 三 和 附 件 四 是 公 灼 的 细 分 .

可用于化学武器目的而准备用于准许目的* 的化学品的宣布，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宣布（待 定 ）

宣布的核査（待定）

* 按照工作安排（W P. 9 8 ) , 特别考虑到一些有害化学品，这些规定将在待

定的第四条详細论述•



附件

一 .化学武器的宣布

A . 拥有或不拥有

1. 本国领土上拥有的化学武器 

有……

没有……

2 . 在其他任何地方拥有、管辖或控制下的化学武器.

有……

没有……

如果有，以国家名称表明关于位置的情况，

B . 在任何其他人管辖或控制下的领土上的任何化学武器

有……

没有……

如系有，以国家名称说明所有权情况•

C . 过去的转让*

如果自从.，，… 以来转让过对化学武器的控制权，或从那天起接受过此类武 

器，应提供下面情况 .待充

D. 化学武器的累积量和具体组成

1. 化学品

1 . 1 有毒化学品 **

如涉及两种或多种有毒化学品的混合物，所有这些组成部分及 

混合物的百分比都应具体规定*

« 难人认为不应把过去&Ù转让列入《公约 》. 

按照商定的定义



L 1. 1• 剧 毒 致 死 性 化 学 品 ，

科学化学品名称， 

结构式’和 

毒性（纯物质的）

散 装 装填的 

弹药量 

(公吨）

总计量 

(公吨）

纯 度 ‘
%

数 量  

( ^ )
容器的 

体 积

化学品A 
化学品B 

等

!• L 2•其他致 死性化寺

科学化学品名称2 
结构式’和 

毒性 （纯物质的）

k  i 装填的 

弹药量 

(公哺）

总计量 

(公吨）

纯 度 ‘
%

数 量 容器的 

体 积

!• 3• 其 他 有 ， 化 学 品

科学化学品名称g 
结构式，和

毒性（纯物质的 )iR系能应用

散 î 装填的

弹药量

(斜 ）

总计量

电）

纯 度 ‘
96

数 量 容器的

n

按照商定的定义.

按照国际理论和应用化学联合会的命名.

为了使宣布明确对是否有必要说明科学化学品名称和结构式存有不同看法， 

各国代表团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方法：a )初純度，（2)储存化合物的純度大致是 

1 0 % , (3)认力没有必要宣布纯度*

按照商定的定义，但在此定义之前，不清楚此表中有哪些化学品要宣布》



科学化学品名称 * 数 * 容 器 的 数 量

结构式 ’ ( 公 吨 ） 和 体 积

单元系统关鍵前体 ‘

科学化学品名称 * 

结构式 ’

散 装 装填的

弹药

m )

总计量

数 量 （公 哺 ） 容器的数 

量和大小

多组分系统的 

C关键组分）

〔关键前体 ） ‘ ，，，‘

有人认为这两小表并不需要，并认为关鍵前体和关键组分可按照1. K

1. 1. 2 和 1. 1, 3 各点宣布为适用.

按照国际理论和应用化学联合会命名 .

为了使宣希明确对是否有必要说明科学化学品名称和结构式存有不同看法. 

分别宣布为剧毒致死性、其他致死性和其他有，化学品，

根据将在第二条范围制定的方法识别 .

一些代表团建议不要单独列表宣布多组分化学武器为一种特蛛的类别，



3 , 散 装 e 前 体 t

科学化学品名称 ' 
结构式 *

援 量 （公 吨 ） 容器的数量和体积

单元系统前体 «

多组分系统

组成部分 ’

根据将于第二条范围制定的方法识别.

一些代表 i l认为不需要此表.

按照国际理论和应用化学联合会命名.

为了使宣布明确对是否有必要说明科学化学品名称和结构式存有不同看法• 

一些代表团建议不要单独列表宣布多元化学武器为一种特妹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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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按照P : 2 和 3专门设计用于与这类弹药或装置的使用直接有关的设 

查。 ( 举例：单一目的火箭发射器。 )

5 . 按照 i): 2 和 3 专门设计用于与这类弹药或装置的使用直接有关55 

化学品0 C举例：增稿剂。 ， '

丑. 在每一消除期2 开始前宣布的化学武器库的位置和详细存货清单。

每个 { 化学武器）库应进行以下宣布：

以…，…，表明地理位置

2 . 详细存货清单

应按照本附件D 段宣布化学武器的组成和数量。

二 . 消除化学武器的计划

A ，总计划

第一消除期应消除下列化学武器： 2 ’

第二消除期应消除下列化学武器： 2 ’

4 等

详细计划 

应包括：

- 按照附件四现定的" 消除原则" ，表明待销毁或转为准许用途的化学 

武器的详细时间安徘、数量及类型一览表，

关于此种化学品票否应予宣布或宣布到什么程度，存有不同看法。化外，智来 

这问题将根振化学武器的最后定义作出决定。

一此代表闭认力应在公约对缔约a 生效后3 0天内作出合面宣布。

应按作出宣布的同样方式对化学品进行播述并表明数:t。



- 待用于销毁或转用*的设旌位置和证实设施在消除期内能够消耗的 

待消除数* 的资料，

一用于销默或转让，的方法以及终端产品，

一 根振附件四规定的《消除化学武器的核查原则和方法》核査销敦和转 

让 : 计划•

* 一♦ 代表团指出，它不相信转用县请除的实际或经济的办法。但是，如果能制 

定一项切实可行的转用方法. 它也愿意审査其立场• 但保留对有效核査的率求•



四、化学武器 *

1 . 本条敦的规定将适用子在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之下e的任何和所有化学武器， 

无论其所在地点如何、包括在另一个缔约国领士上的化学武器。

2 . 每一小缔约国在公约生效3 0 天之内应递交一个宣布书 . 内容包括：

( a ) 傳细说明在其管辖或控制下任何化学武器的C准确地点），合计数量 

和傳细的存货清单。

( b ) 报告设置在其领土上的、但在其它国家、包括非本公约綠约国的管辖 

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 *

( C ) 详细说明自 ........以来缔约国所进行的任何转移或接受化学武器的情况，

或绮约国转移对这种武器的控制的情况；以及 

(d》 提供销毁（或转用）其化学武器的总计划。

3 . 各缔约国应在按本条第二款宣布后，立即为遗过现场视察对这一申报进行 

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提供接近化学武器的机会》 此后，各缔约国应通过为系统的 

国际现场核查目的提供接近化学武器机会、和通过现场视察及用现场仪器进行不间 

断监侧来保证，化学武器除了被运往销毁设施以外，保留在原地未动。

4 . 各缔约国应在毎一小销毁 I：转 用 ）阶段开始前•…月内提出销毁化学武器的 

，细计划。 这 ♦ 详细计划应包括下一个阶段要消除的所有储存，并应包括下•-小 

阶段要銷毁的化学武器的准确所在地点和详细的组成成份。

5 . 各缔约国应：

(a》 按照附件四中规定的次序，在公约生效后，…月之内开始、十年内完成 

销 毁 C或转用 ：!所有化学武器； 

m 每年提供关于销毁〔或转用：) 化学武器计划执行情况的情报；和

预料第三条将重新组织，可能包括将目前条款/ 附件三中的材料经识别后转入 

条款/ 附件四和五中。

已商定 " 管将或控制 " 这一慨念需要进行男外讨论和阐述。

对这 - ■分段的适用性有人提出问题。



(Cî》 在完成销敦〔或转用；) 过程后 3 0 天之内，书面证明所有化学武器已 

被销缴C 或转用：) 0

6 . 各绿约国应根据附件四，，通过浪视察员不间断•在场和使用现场仪器不 

间断监测，对销毁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提供接近任何化学武器销毅设施和这些 

设旌的仓库的机会。

7 . 根据附件四 * 的规定，缔约国在首次提出关于化学武器的宣布后发现的任 

何化学武器都应当掘告、并保护并销毁。

8 . 任 何 C储存或）销毁化学武器的地点都应根据附件四，、接受通过现场视 

察和使用现场仪器监侧而进行的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

9 . 任何在其领土上存在着受非本公约缔约国控制的化学武器的缔约国应当保证， 

在本公约生效之日后，…月之内将这种武器转移出其领土

10 . 根据本条各缔约国提交之宣布书、计划和情报均应按附件……，和附件…，，…的 

规定制作。

* 用某几种语言表达这小慨念，措词要令人满意而且精确尚籍进一步推敲，

， 关于核查问题的附件八中的条款需进一梦详细制定《

: 考虑到这些化学武器牵涉到的复杂情况，这★ 巧题需要进一步计论和解决0



附 件 四

一 、 消除化学武器的原则、方法和组织

A . 销缴化学武器

1；销敦化学武器意、味看将化学品从根本上不•^逆转地转变为无法再用之于生 

产化学武器的形式之过程，并且不可逆转地便弹药和装置无法再当作化学武器便用•

除可转用的化学武器（有待评细规定）之外，销毁的消除办法座当适用于其他 

所有化学武器 .

2 . 每个拥有化学武器的缔约国应决定如何销毁其化学武器，但不得使用这些 

程序：倒入任何水体、陆地掩埋或露天焚化，

3 . 销毁化学武器应在专门指定的、邀当设计和配备的设施，中进行， 〔这种 

设施应为国家财产。 ）

4 . 化学武器销毁设施应按照确保能够销毁化学武器，其销毁过程能够按本公 

约条敦核査的方式建造和管^^,

B . 化学武器的转用

化学武器的转用系指将化学武器从根本上不巧逆转地转变为只能用于与化.学武 

器无关的用途的最终产品之过程 . C转用还包括按照第六条从化学武器储存中取 

出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用于准许的目的，数童眼制在1公吨。 ) '

转用的消除方法适用于（有待译细规定）•

有些代查a 认力，本附件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区取回的已过时的化学武器 

( 军用品）的适用性问题以后必须解决，

一个代表团称它不相信转用是一种实际攻经济的消除方法* 然而，如果在能 

足有效核査要求情况下，能够制定出一种买际的转用办法，它准备重新研究 

自己的立场，



二、消除的原则和順序

1 . 消除取序的规定应基于，在盤个消除阶段所有国家的安全不受减損；在消 

除阶段初期建立信任；在销夢化学武器储存过程中逐步取得经验和无论储存的实际 

组成如例，无论选用的消除化学武器方法如何一律适用，

2 . 所有拥有化学武器的缔约国同时开始消除化学武器储存，整个消除阶段将 

分为 9个年度期 .

- 3 . 在每个消除期内，每小缔约國应消除它不少于九分之一•的储存，按同等的 

储存量和（或 ）芥子当量计其， ， * 但不限制任何缔约S 以更快的速度进行•每 

小缔约国应按揮本附件第三部分的具体规定，决定每个消除期的详细计划并每年报 

告一次每4 -消除期的工作执行情况‘ ，

4 . 消除顺序（有待详细制定）• ‘

三、消除化学武器的计划

A . 消除化学武器的总计划

1 . 销效化学武器的总计划

根振第 ........条提出的销毁化学武器的总计划，应具体规定：

(a) 一份总的销毁时间表，列出每一时期要销效的化学武器类型和数量Î

( b ) 每个现有的或计划中的韻敬化学武器设施的：

不同类型化学武器储存如何比较的方法是着必要详细制定的.致死和有香化 

学品的比较问题尚未，决，需进一步加以审议.

有些代袭团袭示，消除储存的规则问题需作进一步和充分的讨论.

e•认识到，消除化学武器储存和消除有关生产设施应一道审议，

有些代表a 感到针对拥有少量化学武器储存的圓家对安全的关切，介紹一下安 

全储存水平概念是适当的，



一  c  " 名 称 " 及 地 址 ：）

一 ( 地 点 ）

一打算销毁的化学武器 

一 镇 毁 的 方 法  

一 能 力

一 颜计的工作期眼 

一 〔销毁过程的产品）

C 2 . 转用化学武器的总计划 ( 有待详细制定））

B . 消除化学武器的详细计划

1 . 销毁化学武器的详细计划

这些计划应根振第•…•…条提交协商委员会，并且应具体现定：

( a ) 销缴化学武器设旋的数量和在每一设旋中销致化学武器的详细时间表;

(b) 计划在每一设旅中销教的每种单独类型的化学武器的总数量；

( C ) 每个设族的情况：

- 名称、邮政地址、地理位置；

- 销毁的方法Î 

一 最 终 产 品 ；

一 设 施 布 局 图 ；

一 技 术 方 案 ；

一 簾 作 手 册

一储存方法和按化学武券类型和数量计算的储存量；

一在每一消除期内储存在该设施的化学武器类型和数量；

— 核 查 制 度 Î

- 实 行 的 安 全 措 施 ；

一 圓 际 视 察 员 的 工 作 和 生 活 条 件 ，

C 2 , 特 用 化 学 武 器 的 诛 细 计 划 （有 待 详 细 制 定 ） ）



四、对消除化学武器进行核査的原则和方法

A . 化学武器的销裁:

1 . 对销欲化学武器储存的核查之目的是：

- 査明即将销毁的化学武器储存是否系原物及其数量；

一査明这些储存确实已被销毁 •

2 . 在审査了上面第三节中所提到的详细计划之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技术秘 

书处可与有关缔约国进行建商，以便保证该设施是专为销敦设计的，预先计划核查 

措施、如何实际应用、务使应用之核查措施适合该设族的正常运行，并保证该设施 

的运行不妨碍适当的核査.

3 . 各缔约国应当与技术秘书处为每一小应被视察的设施提出详细的视察卷序 

达成诛细的协议， （这♦ 概念仍需进一步阐述） •

4 . 在进行销敬的阶段开始……之前，应允许视察员进入销毁化学武器设施， 

以便对该设施进行工程审査：包括设施的建筑和布局、测量和控制销毁过卷的设备 

和仪器、 以及检査和试验核査设备的精确性•

5 . 在整个进行销毁的阶段中，应允许视察员在该设施内和该设施的★库进行 

工作* 他们将在设施管理部门和国家当局的代查—— 如果他们愿意出席的话一 在 

场的情况下或与他们合作进行工作•

6 . 视察员巧以采用物理观察或某种装置监测：

一 ( a ) 设施的仓库和库内的化字武器，

- ( b ) 化学武器从仓库向设施的搬运；

一 （e ) 销敦过程（确保没有化学武器被转用； ）

一 ( d ) 材料出入平衡（需进一步详细规定）和 

- ( e ) 仪器的精确度和校准《



7 . 在符合核査齋要的情况下，核査程序应利用从设施的日常运行中得到的情 

况资料 .

8 . 如果视黎员检测到引起怀疑的不正常情况，他们将向设施的代桌和国家当 

局提出报告，并要求纠正 . 如不正常情况得不到纠正则应报告执行理事会，

9 . 在 每 阶 段 的 销 默 完 成 之 后 ，技术秘书处应力国家当局的申报作出证明， 

报告指定数量的化学武器的销敦已完成 .

〔B . 化学武器的转用（待详细制定） )

五、 （对申报的核査和化学武器储存的临时监测）*

* 有些代袭团认为，有必要細制定核査化学武器申报以及对从申报到消除化学 

武器储存期间进行监 则̂的原则和方法-



第 五 条  

化学武器生产设族*

1 . 本条檢规定适用于由一个綠约国管辖或控制’ 的任何和全部化学武器生 

产设旅，不论其所在地点在傅里。 '

2 . 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族的每个缔约国应立印体止各化学武器生产设旅的一切 

活动，需要关闭者除外。

3 . 任何绿约国都不得为化学武器生产或本公约所禁止的任何其他目的建设任 

何新的设族或改装现有的任何设族*
4 . 每个雄约国在本公约生效后3 0 天内提È 申报，申报书中应：

诛细说明从（ 1 9 4  6年 1月 1 日）（在公约开勉生效时）起的任何 

时间内，在它黎将或控制下的或在它的领土上由别国，’ 包括未加 

入本公约的国家，控制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旅的情况；

详细说明从〔 1 9 4 6 年 1月 1 日：) 以来，该绿约国任何转移或接受 

用于化学武器生产的任何设备C和有关化举武器生产的文救资料 ) , 

或该缔约国将对这类设备〔和文號资料）的控制转移他人的情况； 

傳细说明为关闭各个化学武器生产设旅将采取的行动；

扼要叙述为销默 ( 或力和平用途改建）各化学武器生产设族的总èü*  

划 ,以及

扼要叙述为将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族临时改装为销毀化学武器的设族 

的总的计划。

(a)

(b)

(c)

(d)

(e)

予期第三条将重新组织，并可能将第三条X 附件三中的一些材料经识别后列入 

第四，五条/ 附件四、五 .

已商定对" 管辖或控制" 的慨念需另作讨论和推敲。

不言直明上述洛条敦也适用于在他国领土上的任何设施C不管它们是在何种所 

有权和合同形式的基础上建立并为生产化学武器的目的而运行的。 )

有些代表S 认为这一象是多余的C 

有些代表团对这句短语的适用性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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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各缔约国在根据第4款申报后，应立即为通过现场视察对申报进行C系统 

的 ) 国际现场核查而进入各化学武器生产设旅提供方便》

6 . 各雄约国应：

( a ) 在本公约对此生效后3 小月内，关闭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使它们不 

能运转；并且

m 在关闭后，为通过定期的现场视察进行条统的国际现场核查和〔使用） 

现场的仪器进行不间断（监测 ) 而进入各化学武器生产设族提供方便 , 

以确保设施的关闭并随后C拆除和）销缴，或 〔拆除 ）（和为和平目 

的而改建：1。

7 . 各输约国在设施的〔销 毁 M 消除M 改 装 ：) 开始3 个月以前， ， 提交 

为各设施的C销 毁 ） I：消 除 ）的傳细计划。

8 . 各綠约国应：

( a ) 按照附件…规定的〔顺序）〔时同表）， 在本公约对此开始生效后 

不 远 于 1 2个月开始，并不超过1 0年结束 I：销 毁 ）C消除：)全部化 

学武器生产设旅； g

( b ) 每年提供关于实旅其〔销 栽 ）I： '消 除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计划的资料， 

并且

(0》 在销毁过程完成后不返于3 0 天，开据证明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旅己袋 

I：销 毁 ）（消除 ）。

9. 一座化学武器生产设族可智时改装用于销毁化学武器0 这种改装的设族 

必须在它不再用于销毁化学武器时立即〔销毁：）I：消除），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不 

得退于本公约对该綠约国开始生效后1 0 年。

10 . 按照附件•… C各缔约国将全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交付 ) C全部化学武器生

有一个代表团认为所说译细计划应由每小綠约国在本公约对该国开始生效后12 

小月内提出。

有些代表闭表示希望看到消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尽早实现。



产 设 族 )座受到通过现场视察进行条统的国际现场核査和使用现场仪器进行的监就

1 1 . 根振本条敦由各雄约国提交的申报、计划和资料应按附件.…和附件…制後,



附件五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宣布，

A • 拥有或不拥有：

1 . 在自己领土上拥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有….….

没有….….

2 。拥有、管辖或控制任何地方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有….….

没有…，…，

如果有，以国家名称说明有关地点的情况，

B . 在其他任何人管辖或控制下领土上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有 ......

没有…•….

如果有，用 ( Î家名称说明所有权情况，

G • 过去的转让，

如果自从…，，…就一直在转让与生产化学武器有关的设备和技术文件或从 .

那时起就接受这种设番或文件，应提供下列情况.

( 待 定 ）

一些代表团强调指出，全面宣布不仅应包括以生产化学武器为目的的生产设施, 

而且还应包括可用于化学武器目的的其他化学品生产设施，经同意，目前Æ化 

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宣布及其销毁计划，’标题下各段落仅指以生产化学武器为目 

的的生产设施，另插入的标题"其他可用于化学武器目的的化学品生产设施的 

宣布 " ，表明宣布这种设施的问题还需要缝续研究，

一些代表团认为，所有缔约国应宣布其全部生产能力. 对此，其他代表团认力 

没有必要宣布全部生产能力，因此整个这一段可以不要，

有人认为，过去的转让不应入《公 约 》

有人认力，技术文件不应列入*



p .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初始宣布 

这些宣布将包括下列情况 : ~

( 1 ) 生产、以•…，…说明产品 

《2 ) 说明能力为，…，… '

《3)

(4)

E . 宣布一切有关生产化学武器的话劲均已停止 

r . 俘细宣布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应包括下列情况:

( 1 ) 以…••…说明地理位置 e

(2) 已生产的化学产品名称

( 3 ) 以.......说明每种物质的制造/ 装填能力，

(4)
(5) .

关于化学武器生产措族的关闭、消除和转变计厂

A • 关 闭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计划

B , 把化学武器生产设旅暂时转变为化学武器销毁设施

C . 消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旅的计划 

1 ，一般计划

应包括：

2 . 俘细计划 

应包括：

有人建议能力以每小时最大能力表示.

有人认为应在生产已停止的宣布范围内宣布位 '置.

一些代表团认为，停止生产和关闭生产设施应同时进行. 但是，另外一些代表团 

从对关闭的核査以及可能把这种设施暂时转变为销级设施的观点出发，怀疑这 

种作法的可行性，



D. 消除哲时转变力销默设施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计划

E . 把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转变为准许目的生产设施的计划，

三、其他生产可用于化学武器目的的化学品生产设施的宣布：

四、消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一綠约国应根据本附件规定的原则自行决定，哪些方法、工艺和技术可用 

于消除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一 如果有的话 .

A . 消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原则

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均应通过销毁或拆除予以消除3 •化学武器生产设 

施可暂时转变力化学武器销敬设施.

1 .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销级

销敦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是指…，•…

用销毁的办法消除应适用于

2 .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拆除

拆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Ï 指…，….

用拆除的办法消除应适用于，…•…

3 . 用暂时转变成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办法消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4 转变成准评目的生产设施的办法消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一•些代表团认为，不应把化学武器生产设旅转变成准许目的生产设施 .

一些代表团强调指出，全面宣布不仅应包括以生产化学武器生产为目的的生产 

设施，而且还应包括可用于化学武器目的的其他化学品生产设施. 经同意，目 

前在 "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宣布及其销毁计剑" 标题下各段仅指以生产化学武 

器为目的的生产设施，另插入的标题"其他可用于化学武器目的的化学品生产 

设施的宣布 " ，表明宣布这种设施的问题还普要继续研究.

有人认为，在给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下定义之前，应继续考虑其他请除方法的可能 

性 .

一些代表闭认力，不应把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转变成准许目的的生产设施，



B . 关于消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次序原则 

( 待 定 ）

C •对关闭和消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进行核査的原则和方法

关于对消除进行切实核查的具体协议应在缔约国和协商委员会( 或适当时与其 

附厲机构 ) 合作下按照如下原则制定：

1 . 对封闭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进行核查的原则和方法 

( 待定）

对销效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进行核査的原则和方法 

( 待 定）

对拆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拖进行核査的原则舶方法 

( 絲定）

对消除暂时转变为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进行核查的原则 

和方法

2

3

4

5 . 关于用转变力准许目的生产设施的办法消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原则和方 

法 '

一些代表团认力，不应把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转变成准许目的生产设施，



第 六 条  

公约不禁止的活动

2

3

每一缔约国：

(a) 有权根据本公约的规定为公约不禁止的目的，研制、生产、用其他办 

法获取、保有、转让和使用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

03》 确保不为公约禁止的目的，在其领土内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 

' 地方研制、生产、用其他办法获取、保有、转让或使用有毒化学品及 

其前体》

有毒化品及其前体：

( a ) 可用于公约禁止的目的、在附件一、二和三中提及的有毒化学品及其 

前体以及生产、加工或消赛这些有毒化学品或前体的设施应按如下附 

件的规定置于国际监督之下：

附件一：

附件二清单〔 

附件三清单〔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和 I：特别危险关鍵前体 ) 

〔化学武器系统关键组分）

关键前体

商业性大量生产和可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 

化学品 .

( b ) 附件中所载化学品请单可根据要求进行修订（修订的依据及其方式尚 

待拟订） •

公约生效后3 0 天内每一缔约国应根据附件一、二和三公布涉及有关化学 

品及其生产设施的数掘，

4 . 每一缔约国应根据附件一，二和三，每年就有关化学品作一次申报，

5 . 每一缔约国承诺将附件一中所列化学品和〔设 施 ）〔所有设施）置于该附 

件所载措施的监督之下.

有一代表闭认为，本条及其附件所用的术语应与尚待商定的化学武器最后定义 

相符》



6 . 每一缔曲国承诺在生产和加工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将附件二所列化学嚴和设 

施置于监测之下，方法是数振报告和通过现场视察和使用现场仪器对其进行例行系 

统国际核查 《

7 . 每一雄约国承诺通过数振报告，将附件三所列化学品和设族置于蓝测之下。

8 . 执行本条规定应尽量避免访碍本公曲缔约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或访碍和 

平化学潘动方面的国际合作，包括国际科学技术情振交根振本公约规定为和平 

目的而生产、加工或使用化学品时，交换化学嚴和设备。 '

9 . 在进行核查活动时， （协商委员会）应：

( a ) 避免对缔约国的和平化学活动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 b ) 采取一切预防措旅》保护其在执行公约at程中所获悉的机密资料；并

(C) 仅仅要求获得履行其在本公约下承担的责任所需的最低暇度的资料和 

数振0

1 Q .为了进行现场核查，每一维曲国应按附件一，二和三的要求* 准许（协商 

委员会）接细有关设施>

， 本敦是否列入本条，有待进一步审议《



m i

第六条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和〔特别危险关键前体〕〔化学武器

系统的关鍵组分〕

1 . ( a ) 为准许目的而保有、生产，取得和使用的剧毒敦死性化学品和〔特别 

危险关键前体〕 I：化学武器系统关键组分；Î , 其数量应严格暇制在合 

乎此种目的的范围内。

( b ) 细 目 I： 〕中所列的所有化举品的生产和使用应予禁止，但用

于研究、 医疗或防护者不在此限0

( C ) ( 有两种备选方案可供审议）0

H  一维约閣为防护目的拥有剧毒敦死性化学品和〔特别危险关健 

前 体 〕 〔化学武器系统关鍵组分〕以及关鍵前体的累计总量 

任何时候不得超过一公吨P 为防护目的而取得，从化学武器储 

存中提取和生产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累计总量每年不得超过一公 

纯。 用于防护目的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数量每年也不得超过 

一公《fc»

a  一个缔约国为准许目的拥有的剧毒敦死性化学品，特别危险关鍵 

前体和化学武器系統关键组成部分的累计总量任何时候不得超过 

一公《■Sfeo 为准许目的而取得，从化学武器储存中提取和生产的 

剧秦敦死性化学品累计总量每年不得超过一公《t » 用于所许目 

的的剧，敦死性化学品数量每年也不得超过一公纯0

2 ，单一的小规模设施

( a ) 每一缔约国，凡 为 〔防护性〕〔准许〕目的而生产剧毒激死性化串& 

和 C特别危险关键前体〕C化学武器系统关键组分〕者, 其生产座在 

一个专门的设施中进行，其生产能力应当以各种办法予以暇制，其办 

法尚待决定0

一些代表团认为，用于防护目的的关键前体生产应在单一的小规模设施中进行。



( b ) 在设施开始运行之前，应至少提前3 0 夭向协商委员会提供设施的地 

点和详细的情况介绍Î 

( C ) 设施应于系统的国际 ft场核査之下，其途径是现场视察和用现场仪 

器进行连续监测《

3 • 其他设施：

( 待振）

4 . 转让

( 待拟 )'

5 . 申报

一个缔约国根据第6条第 3 、 4 款就附件一内容所作的申报应包括如下资 

资料：（待 拟 ）

细 目 C

. JUWP V'!"

疲代表团认为，用于准许目的（防伊性目的除外）É艰 j毒致死性化学品的生 

产冗翁降单一的小规模设施之外的设施中殺行• 它们认为，凡较大量生产或使 

用这幾学品的设施，均应置于严格的监侧之下，包括数据报告和系统的11际 

现场《寒，

对应烈入这-•细目的化学品有待进行讨论， 一些代表团认为只需列 

口 111号文件中'归入第一类的化学>>*"3即可• 另一些代表困则认为 ,

只齊在对■ 躲作为化学武器使用而在制药、医疗和其他民用方面⑨实际用途的 

优学箱觸豫单时，才可以确定把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划为两类是否可以接受、 

是脊?^躲于本公约目的 -



附 件 2 

第 六 条  

关律前体化学品，

年度公布

缔约国根播第六条第〔）款提供的年度申报应包括：

1 . 附表〔 ）所列每一种关键前体化学品的生产、消耗、进口及出口总量.

2 . 每年所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 I： ) 所列关键前体化学品超过〔 ）吨的 

每一设旅的下述情况 * Î

关键前体化学品

H 化学名称、 I：设施使用的俗名）、结构式，以及化学文摘服务处 

登记号码，

C = )前一年所生产、消耗、进口及出口的总量，，

设施

H 设施名餘、所有者名称、管理说族的公司或企业名称， 

a 设旅的确切地点， .

Q 设施是否专门用于生产或加工附表所列的关键前体 ' •  

m  〔设施的主要方向（目的》 ） ‘ .

© 设施的能力（待定）7,
进行了哪些与关键前体化学品有关的下述活动：

(a) 生产

m 加工并转化力另一种化学品 

( 0 加工，但未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 

( d ) 其他，

( - Ü 在现场是否储存有〔 ）吨以上附表所列的关键前体化学品《 . 

化学品的应用

H 生产、消耗或加工关键前体化学品的目的：

—85 —



( a ) 现场转化（具体说明最后产品或产品类型）

0 > )向其他国内工业出售，（具体说明最后产品类型》

( C ) 出口关键前体（具体说明珊一个国家）

( d ) 其他，

3 , 缔约国应将打算在提交年度申报后的下年每年生产、加工或消耗〔 ） 

吨以上附表〔 ）所列任何化学品的任何设施的名称及地点通知国际生發当局

核查

本附件提及的设施（应 ）（可 ）受系统的国际例行规场视察《措施待 

定 ），

注释

， 不言而喻，关鍵前体化学品的清单、年度公布及核查措施之间有着整体6̂ 誤系 , 

* 本段的结构是暂定的 .

， 总量究应以精确数字或一个数值范围表示 ， 有待讨论，

* 有人提议加上 " 主要企业中的 " （设施 ） •

， 需要联系 " 生产能力 " 问题来进一步考虑这一条件•

• 有人建议将这个方面并入第段 .

7 有人认为也应该结合生产技能来考虑生产能力.

• 起点问题需要进一步审议 .

， 有人建议将 " 出售 " 改为 " 转让 " •

，° 本条款中的这个条件有待进一步审议，

-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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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3

第 六 条

进行大批量商业生产、能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化学品

1. 年度申报

缔约国依第六条第〔 ）敦提供的年度申报应包括附表〔 ）所列每一种化学 

品的下述情况：

H 化学名称， 〔俗名结构武以及化学文摘服务处登记号码，

C = )前一个曰历年所生产、消耗、进口及出口的总量。

曰化学品的最后产品和最终使用，按照下述类别（待定 ）开列， 

m  ( 依生产现模一待定）生产、加工、消耗或转让 ' 附 表 〔 ）所列某 

一化学品的每一设施的情况•

( a ) 设施名称以及所有者、公司或管理设施之企业的名称.

03》 设旌的地点

《0》 设施的生产能力（待定 K

(d》 前一年所生产和消耗的化学品的大约数量（数值范圓待定）.
2 . 缔约国应将打算在提交年度申报后的下一年 ( 依生产规模一待定 ) 生产、 

加工或消耗附表〔 ）所列任何一种化学品的任何设施的名称及地点通知（国际主 

管 当 局 2

Ph osph oru s  o x y c h l o r i d e  
Ph osph oru s  t r i c h l o r i d e  
Ph o sg en e
Cyanogen  c h l o r i d e  
H ydrogen  c y a n i d e
T r i c h l o r o r r i t r o m e t h a n e  ( c h l o r o p i c r i n  )

( 1 0 0 2 5 - 8 7 - 3 )
( 7 7 1 9 - 1 2 - 2 )
《7 5 - 4 4 - 5 》

( 5 0 6 - 7 7 - 4 》

(74-90 -8》
《7 6 - 0 6 - 2 》



D i - a n d  T r i m e t h y l / E ^ h y l  E s t e r s  o f  
P h o s p h o r u s  p f I I I 》 A c i d :

T r i m e t h y l  p h o s p h i t e  《1 2 1 - 4 5 - 9  )
T r i e t h y l  p h o s p h i t e  《1 2 2 - 5 2 - 1 》

D im e th y l  p h o s p h i t e  (068-85 -9 )
D i e t h y l  p h o s p h i t e  《7 6 2 - 0 4 - 9 》

【S u lp h u r  m o n o c h l o r i d e  J 互/  《1 9 9 2 5 - 6 7 - 9 》

I S u lp h u r  d i c h l o r i d e  1 4̂ / 《1 9 5 4 5 - 9 9 - 0 》

核 查

附表〔 ）所列化学品的核查办法为由缔约国向（国际管理局）提供数据，并 

由 （国际管理局）对数振进行监测，’

注释

在这一方面所涉及的转让问題，有待进一步审议》

关于本条敦所载述的规定，有待进一步审仏

关于这些化学品是否应列入附表C ) 的问题，仍有待解决，

有一个代表团认为，应规定于必要时采取现场" 抽查" 的视察办法核查缔约国 

所提供的情况。



第 七 条

国家执行特施

本公约各缔约国应雅据其宪法程; 果说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执行本公约，特别專 

禁止并防止本公约缔约国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区进行本公约所禁止的任何活 

动.

为了履行这些承诺，各雄约国应根据其需要和具体情况，指定或建立一小国家 

主管郁门， *

各缔约国承诺将国家主管郁门如力执行公约所采取的其池立法和行政措施通知 

协商委员会，

各缔约国承诺在协商委员会行使其一切职责时进行合作，特别票向协商委 fn会 

提供协助，包括资料报告，协助进行本公约规定的国际现场视察，并对协商委员会 

一切有关提供专门知识、情报湘实验室支搂的要求给予答复•

国家技术手段*♦

有人提出执行公约的11家主管部门行使职责的准则待定, 

有提出在一项未来公约中不需要提及 i i家技术手段，



第 八 条  

协商委员会 •

A . 协商委员会的建立

1 . 益，立协商委员会》

2 . 协商委员会应成为公约的主要机构.

3 . 协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应由公约保存圓在公约生效三十天内在〔地 点 ） 

召开，

B . 组成、卷序和次定的供出

1 . 协商委员会应由所有公约缔约国組成 .每一个缔约S)应派一位代表参加 

协两委员会，并可设有若于名副代表和顾问，

2 . 协商委员会应每年定期召开会议，在协商委员会或执行理爭会的……成员 

请求下，取根据公约第九条规足，可以召开特别会议，

3 . 除非委员会作出了其它的夾定，会议应在协商委员会所在地举行.

4 . 协商委员会应通过议亭规则. 在每届定期会议开始时，协商委员会应选 

举主席弁根据需要选举其他官员；他们任职期限延续到下- "次会议选举出新主'席和 

其他官员为止，

5 . 协商委员会成员3^大多数将构成法定多数.

6 . 协两委员会中每一个成员将有一票表决权 .

C ( 7 . 关于程序问题的决定、包括召开协商委员会特别会议的夾定，应根振 

筒单多数作出.

8 . 关于实质问题的夾定应由〔三分之二多数）〔协商一致〕作 出 .当 某 问  

题是否是实质性问题不清楚时，这个问题应被作为实质性问题处理 ， 除非协商委员

有些代袭团建议，寄要在适当的时间公约范围内讨论如何解决协商委员会的 

经赞问题.



会雅据关于决定实质性问题所需要的多数作出了不同夾定 .））

C C 7 . 所有决定都要由三分之二多数作出• ））

C . 权力和职能

1 . 协商委员会将〔监， ）〔审 査 ）公约的实施情况，审议任何与公约或与 

C协商委员会建立的）辅助机构的权力和职能有关的间题瑰爭项， 〔为发展用于和 

平目的的化学工业）促近缔约II之间的建商与合作弁推动对于公约遵守情况的核資 . 

2 . 协商委员会在海行其职能〔參见第一段）时，除其他事项外应：

( a ) 与缔约園适当的Si家主智郁门进行合作；

( b ) 根据缔约Sisg请求，促进它们之间的协商与合作；

( C ) 审议可能影响本公约实施的科学积技术发展；

( d ) 數励化学领域中为和平目的的国际科学技术合作， 〔特别是按照第十 

一条规足，以促近发展中国家化学工业的发展为目标）

( S ) 开展与核査措施存关的所有活动；力此目的，协商委员会应：

( 1 ) 具体规足有系统的圓际现场视察的程序；

( 2 ) 根据第……条规定，监 督 〔和执行）有系统的国际现场视察；

〔（3 ) 按照第……条规定 ， 审议关于派遣爭实调査小组的请求弁作出

坎定； )

f 4 ) 按照第九条规定，进行爭实调査活动；

( f ) 确定和在必要时修改交换情报，做出声明积与执行本公约.有关的技术 

事宜的程序.

( S ) 按照……条规足，接受、保 存 〔和向缔约圓提供：!缔约® 提交的声明 , 

计划和通知；

( h ) 为讨论就公约目标或公约，的执行提出的任何问题提供一个论坛.

( i ) 按照第……条规定，选举执行理事舍的理事 .

〔(J》 从协商委员会成员提出的候选人中选出…… （秘书长）； ）

〔0 ^ )任命视察员作为视察闭工作人员和任命视察团闭长； ）

( 1 ) 于必要时酌情设立附属机构以按照本公约行使其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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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通过 〔执行理事会，包括选举主席办法的）议亭规则；

( n ) 审议和批准由理事会捷ffi的协商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年度预算.

( 0 ) 审议积批准执行理，会的报告；

( P ) 自本公约生效之B 起，满…年后，按照第……条规定 * , 对本公约的 

执行情况进行一次审査，

3 . 协商委员会应于〔本公约生效后4 5 天 巧 ）设立扶行理事会-

4 . 尽管协商委员会对第2 段中规定的职能负最后责任，但按照本公约条款，

它授权执行理事会负责执行这些职能.

执行理事会 *

A . 构成、程序和夾定的做出

1 . 执行理事会应由协商委员会选举的〔1 5 ) 个本公约缔约国組成. 〔此 

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又为本公约缔约国者应有代表参加.） 执行理 

亭会的每个成员国派一名代表參加理事会，该代表可带若于名副代表和顾问-

2 . 执行理爭会的成员应照顾到〔地理和政治上的平衡）按适当比例选举产生， 

3 . 选举应在协商委员会定期会议上近行. 执行理爭会当选成员任期〔二 ）

C三 ）年，每年改选〔五 ）个成员 •

4 . 拔行理，会应设于协商委员会所在地，在那里办公，

C 5 . 执行理亭会成员的大多数构成法定人数.）

6 . 执行理亭会每个成员享有一个投票权.

C C 7 . 程序性问题的决定应以简单多数作出.

某些代表团认为审査条款列入公约其他部分更为妥当.

某些代表因认为，将与附属机构职能有关的条款列入本公约的问题只能在晚 

些阶段近行审议，



8 . 实质性问题的夾定应以〔三分之二多数）〔协商一致）作 出 .如 有 某 问  

题是否属于实质性问题不明确时，该问题应作为实质性问题处理，除非理，会以决 

定实质性问题所需的多数作出不同的夾足. ））

C C 7 . 所有夾定将以三分之二多数作出.））

B . 职 能 *

1 . 执行理爭会对协商委员会负责，并授权行使本条第一节的C小节中第1段 

和第2 段(a》 至(h)所规定的协商委员会的职能.

2 . 执行理亭会尤其应：

( f t )监督积协调协商委员会附属机构执行本公约条敦时的活动；

0 = )保证本公约的赛效执行和遵守；

(、〜在适宜时向协商委员会提出关于设立它认为根据本公约行使其职能所 

需的附属机构的建议；

( d ) 向协商委员会提交报告，尤其是关于f f使授与它的职能的报告；

( e ) 在适当和必要时，请求…… （秘书处领导）召开协商条员会的特别会 

议；

〔( f ) 向协商委员作出关于为指导积监督检査团而设立适当机构的建议； ： 

C ( g ) 向协商委员会作出关于任命检査员力检査团工作人员权在检査.员中 

任命检査团团长的建议； ）

(J î )获取，保存权传播各缔约国提交的与本公约有关舉项的情报.

(i) 接受缔约国提出的关于索要有关本公约遵守情况的情报和澄清遵守情 

况的请求，包括进行亭实调查的请求.

( Ü) 对这类请求采取具体行劲作出决定并进行监督- )

某些代表团认为，有关执行理事会职能的条款需要根据理夢会在本公约其他 

郁分，尤其是关于核査郁分，巧能授予的职能桥一步具体化-



第 九 杀  

协-時、合作及事实调査

1 . 各缔约国应直接在缔约国之间或通过协商委员会或其他适当0?!国际程序， 

包括联合国范围内符合其宪章的程序，就本公约的目的或公约各条敦的执行情况可 

能提出的任何事项进行协商与合作•

2 . 各缔约国应尽一切努力，以通过交换，;肯况，加相互之间进行协商，澄清和解 

决任何可能对本公约的遵守情况引起疑问的问题或可能认为有关事项不明确因而引 

起关切的问题， 〔一缔约国接到另一缔约国的请求，要求其澄清该国认为引起这种 

疑问或关切的任何事项时，应在接到请求，…天之内向该国提供足以解答所提疑问或 

关切8̂ 情况以及对所提供情况 . 如何解决问题fig说 明 ]本公约任何规定均不影响 

任何两个或两小以上缔约国有权经互相同意在它们之间安徘视察或任何其他程序， 

以澄清或解决任何可能对遵守情况引起疑问或可能认为有关事项不明确而引起关切 

的问顾，这种安徘不影响任何缔约国报据本公约其他条款规定的权利如义务*

要求澄清的程序

3 . 缔约国对任何暖昧不明情况或对另一缔约国遵守公约情况有怀疑时有权要 

求执行理事会协助澄清。 执行理事会应提供手中与情况有关的、能解除怀疑的适 

当材料与数据，同时要（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保守商业和工业机密以及在执行公约 

中获悉的其他机密》

4 . 缔约国有权要求执行理事会从另一缔约国得到关于任何暖昧不明情况或对 

其遵守公约情况有怀疑的澄清， 在这种情况下需按下列各点进行：

( a ) 执行理事会应在接到要求后 ( 2 4 小时〕内向有关缔约国转达澄清要 

求，

( b ) 被要求缔约国应于收到要求后〔七 B ) 内向执行理事会提供漠清*

( C ) 执行理事会应在收到澄清后〔 2 4 小时）内向提出要求的缔约国转达.

( d ) 提出要求的缔约国如认为澄清不充分，可要求执行理事会从被要求缔 

约国方面取得进一步澄清。



( e ) 为了按照第2 (d厥规定取得进一步澄清，执行理事会可成立一个专家 

小姐，研究造成怀疑的局势的所有有关材料与後据。 专家小组应就 

其研究结果向执行理事会提交一份事实性报告。 

i f } 如系提出要求的缔约国对按照第2(d)和 2(e)段规定获得的漠清不满意 

可要求执行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非理事会成员的有关缔约国有权根 

据第…•，…条规定参加会议。 执行理事会将在特别会议中审议该问题 

并提出任何它认为处理这种‘局势适宜的办法，

5 . 缔约国有权要求执行理事会就暖昧不明情况或对遵守公约的怀疑作出澄清。 

执行理事会应给予反应，适当提供这种协助，

6 . 执行理事会应将根据本条所提出的一切澄清要求通知公约各缔约国•

7 . C如果某缔约国关于遵守的怀疑或关切在向执行理事会提出澄清要求后〔两 

小 月 ) 内尚未解除，或者它认为它的怀疑需要紧急审议，在不必行使质疑权利的情 

况下，可根据第.......条规定要求协商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 在特别会议中，协商

委员会将审议该问题并可提出任何它认为处理该局势的适当办法，）

要求派事实调查团的程序 

第九条的其他内容尚待拟定《 * ** ***

« 第 CD/cw/l?p. u g 号文件所载C工作小组报告附件] I 的案文涉及目郁举式 

的质疑视察程序，在某些方面分妓已缩小.许多代壶团认为该案文反映了 

目前谈判阶段• 它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实质工作，其他关于事实调査和质疑视 

察的材料见 CD/294, CD/334, CD/416, C d/443 , C d /5 0 0 ,C d /  

539, Gd/664, c d/6 85, C d/715, 120 和 Cd/Cw/

WP . 136.

许多代轰团认为载子C 工作小組报告附件三中的案文是1 9 8 6 年期间紧张 

谈判和嗟商的产物，应及时包括到特设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中去. 所以，它 

们对由于缺乏协商一致的意见而使委会不能这样微深身遗憾，并认为这小 

案文应作为对关烫性问聽进行质疑视察的未来工作的基础.

其他代身团认为，在质疑视察上的立场分歧仍报大，关干这小问题，在已经 

提出的件多提案中已反映出当前谈判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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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条  

援 助

第 十 一 条  

经 济 与 技 术 发 展

弟 十 二 条  

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解释为损害根据1 9 2 5 年 6 月 1 7 日于日 

内瓦签订的《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便用宜息性、毒性或其它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议定 

书 》和 1 9 7 2 年 4 月 1 0 日于伦敦、莫斯科和，盛顿签订的《关于禁止发展、生 

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公约》承担的义务*

第 十 三 条  

修 正 第

第 十 四 条

期限、退约*

缔约国退出本公约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该国继续履行其按照国际法有关条例， 

特别是1 9 2 5 年 6 月 1 7 曰《曰内瓦议定书》承担的义务.

.些代表困认为以上所载案文尚需进一步审议.



第 十 五 条  

签署、批准、生效

第 十 六 条  

语 言

附件和其他文件 

筹备委员会

E . 防止外甚空同的军备竞赛

8 8 . 本会议按照其工作计划，于 1 9 8  6 年 3 月 3 日至1 4 日以及6 月 3 0 曰 

至 7 月 4 日审议了题为" 防止外县空间的军备竞春" 的议程项目。

89. 1 9 8  6年会议期间就本议程项目向本会议提交的文件清单载于下段提到 

的特设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9 0 . 本会议于 1 9 8  6年 8 月 2 8 日举行的第3 8 3 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在第

3 5 9 次全体会议上本会议为此议程项目重新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见以下第 

1 1段 ）、该 《报告》 ( CD/726 )是本报告的一个組成部分，内容如下：



1 . 在 1 9 8 6年 4 月 2 4 日第3 5 9 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通过了如 

下决定：

'‘ 裁军谈判会议按照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 1 2 0 段的规 

定，行使其作为多遠裁系谈判论坛的职责，决定根据议程项目5 " 防止外 

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 ，重新设立一♦ 特设委员会 .

会议要求该特设委S 会在趣行其职责时，通过实质性审议和一般性审 

议，继续审査并确定与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泰有关的间题.

该特设委员会在执行这项工作时，应考虑到一切现有的协议、提案和 

未来的倡议，以及自1 9 8 5 年该特设委员会建立以来的事态发展并在 

1986年会议结束前向裁军谈判会议报告其工作的进展情况. "

二、工作安徘和文件

2 . 裁军谈判会议在1 9 8 6 年 4 月 2 4 曰第3 5 9 次全体会议上任命鲁夫桑 

道尔吉音，巴雅特大使（蒙古）担任特设委员会主席• 联合国裁军事务部高级政 

治事务于事艾达，吕萨。菜突女士继续担任委员会秘书.

3 . 特设委员会在1 9 8  6年 4 月 2 5 日至8 月 1 9 日期间共举行了 1：6次会议 ,

4 .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应其请求邀请下列非会议成员国的代表参加特设委员会 

的会议：奥地利、丹棄、芬兰、希腊、新西兰、挪威、葡赛牙、西班牙和土耳其 .

5 . 除历届会议文件之外 ’ ，特 设 委 会 在 1 9 8 6 年会议期间还收到了提交 

裁军谈判会议的有关本议程项目的下列文件：

历届会议文件的清单见特设委ê 会 1 9 8 5 年的报告，该清单是裁军谈判会议 

报 告 《CD/642 ) 的一♦ 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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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678 1 9 8 6 年 3 月加拿大常驻裁军谈到会议代袭致裁军谈

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一■份关于防止外居空间军备竞 

赛的工作文件和在全体会议上所作关于该问题发言的情 

编；

CD/694 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5 " 防止外展空间的军备竞赛"

项下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CD/708 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建议：反弹道导弹条约补

充国际文书， 巴基斯坦提出（并作为CD/OSyW?. 12 

分 发 ）；

CD/709ylîev. 1 空间打击武器定义草案，委内瑞拉提出的工作文件（并

作为CD/OS/WP. 13/Rev. 1 分发 ）；

CC/716 " 与軍备管制和外层空间有关的术语" ，加拿大提出的

工作文件（并作为CD/OS/WP. 15分 发 ）；

CIV723  1 9 8 6 年 8 月 1 3 日阿根廷、印度、墨西哥和瑞典的

代身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恒，转交 1 9 8 6 年 8 月 7 

日于墨西哥的伊克斯塔帕通过的两份文件，颠为"墨西 

身宣言 " 和 “藥西哥首脑会议发表的关于核査措施的文 

件 ，’ •

此外，委员会还收到下列工作文件：

CD/OS/WP. 10 

CD/OS/WP. 11 

C D/0 S/WP . 12

CD/osywp. 13/ 

Rev.  1

CD/os/wr. 14/ 

Rev.  1和 Add.  1

2 1国集团提议的工作计划；

1 9 8 6 年工作计划；

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建议：反禅道导禅条约补 

充国际文书，巴基斯坦提出（并作为^d/70 8分 发 ）； 

空间打击武器定义草案，委内瑞拉提出的工作文件（并 

作为 CD/Yoa/Rev. 1 分 发 );•

空间武器定义汇编；



CD/OS/WP. 15 " 与军备管制和外层空间有关的术语" ，加拿大提出的

工作文件（并作为CD/716分 发）；

CD/OS/WP. 16和 1 9 8 6年会议期间提出的提案清单

Add. 1

三、 1 9 8 6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6 . 特设委员会经初步交换意见后，在 1 9 8  6 年 6 月 2 4 日'第6 次会议上通 

过了 1 9 8 6 年会议的如下工作计划（CD/OS/WP. 11 ) :

" 1 . 审查和确定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

2 . 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现有协议；

3 . 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现有提案和未来倡议.

特设委员会在进行工作时将考處到自1 9 8 5年该委员会设立以来的 

事态发展

7 . 特设委员会同意，在履行其职权范歯规定的任务时，将对其中的各♦问题 

一视同仁 . 据此，委员会进一步商定，就每 -•议题召开相同次数的会议，这些议 

题是：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现有协议和现有提案及未来倡议的问题 .最后还 

召开了一次总结会 .

8 . 根据工作计划，各国代查团审査和确定了有关防止外居空间军备竞赛的各 

种问题 .

9 . 许多代轰团重，外展空间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应当专用于和平目的， 

以促进各国的科学、经济和社会发展. 一些代袭团关切地指出，当前存在着一种 

十分实际的威胁，这就是两♦主要空间大国的研究和发展计划以及它们之间车事竞 

争的动力正在扩大到外空，这将导致研制、试验、生产和可能部署适合干在太空、 

向太空和从太空使用的武器系统及其部件• 并且将导致太空武器领域中无法逆转 

的竞赛的开始 . 此外它们还强调，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除危及整个裁军进程外，还 

将损香有关外空和军备眼制的现有协议，同时指出，两♦主要大国及其盟国发展太 

空武器技术的彭响将导致其他武器技术质量方面的改进和与它们发生联系，给不结 

盟国家和中立国家以及国际相平与安全造成危险的后果. 因此，它们强调了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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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 武器化 " 这一任务的紧迫性. 同时，这些代袭团提请注意空间的现有军事 

利用. 有人指出.，具有监测、侦察^ 搜集情报、导航、通讯和早期预警等功能和 

为地球上的武器系统和军事活动提供支持的卫星与两小主要空间大国盟国的安 

全忧虑直接相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危险性后果• 还袭明了这种观点，力保 

证不对不结盟和中立国家不平等和歧视性地使用这种卫星，卫星的操作应受一，个国 

际机构的管辖.

1 0 .此外，一些代：# 团指出，现在正在轨道上的大部分空间物体虽然不是作为 

武器或武器平台使用的，但具有军事作用，并且成为地球上的武器系统和与使用核 

武;^相联系的战略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代袭闭还提请特设委员会注意已经 

发生过使用卫星来支持对发展中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情事 . 这样看来，这种严重 

影响大多数国家安全的形势反映，所有国家在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进程中的共 

同利益并没有象1 9 6 7 年 《外层空间条约》序言中所说受到应有的承认 .

11. 一些代香团还找出了应由特设委员会处理的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有关 

的问题和应进行的工作，例如：设于太空或针对太空目标的武器系统；对地球上的 

武器系统和军事行动的支持以及监视系统.

12. —些社会生义国家的代袭团完全同意外居空间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因而对 

它的探象和利用应当仪限干和平目的，以促进所有国家的科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它们指出，直到目前为止，外层空间还是一小没有武器的领域， 然而这些代丧 

团强调说军备竞赛英延到外层空间的危险迫在肩晓.它们认为外空的军备竞赛将 

使其他领域中的军备竞赛升级并且将使核武库的裁减成为不可能， 他们认力，防 

止这种军备竞赛的关键在干防止新类盤武器，即太空打击武器的iH现 .它 们 认 力 , 

禁止空间打击武器，包括反卫星武器，以空间为基地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和空间对地 

球武器是防止把武器弓I入外层空间的一切可能性的有效而可黎的途径. 它们认为， 

当前的条件适于禁止这种武器，因为这种武器满未进入各国的武库. 它们还强调 

了维持有关协定特别是1 9 7 2年 《反弹道导弹条约》的重要性， 它们认为，不 

应当进行空间军备竞赛，而应进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1 3 .另一些代表团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泰也表示关切6̂ 同时，指出现有武器 

和军事系统以往和现在已在外层空间使用过， 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军事活动的一 

部分有助于战略稳定和军备管制• 从而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赏献* 它们 

重申，首先需要注意的任务是确定哪些是允许的活动，哪些是禁止的活动共同看法， 

此外，这些代表团认为，对有关防止外展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不能孤立地加以审议， 

而应当从全球裁军这一更为广阔的角度来处理， 它们指出，以空间为基地的弹道 

导肆防御系统的部署并非属于近在眼前的事. 它们认为，鉴于现有6̂ 条约义务，任 

何这类部署都是必须谈判的问题， 它们强调了对涉及现有以及潜在未来国际协定 

的核查和遵守问题进行彻底审查的重要性，

14. 一个代表团完全赞同外居空间非军事化和外空专用于和平目的的目标，该 

代表团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应当限制和禁止空间武器和军事工星， 该代表团 

认为，限制和禁止军事卫星的问题报复杂，应当在以后加以处理，现阶段应当集中 

力量防止空间的" 武器化 " ，也就是禁止研制、试验、生产、部署和使用任何空间 

武器并彻底销毁现有的武器，

1 5 .各国代表团审查了各项多这和双这文书，特别是《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 

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1 9 6 3年 ）、 《各国探索与利用包括月球和其 

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的条约》（1 9 6 7 年 ）、 《营救宇宙飞行员、 

送回宇宙航行员和送回投入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1 9 6 8年 ）， 《美利坚合 

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减少核战争爆发危险的措旅的协定》《1971 

年 ）、 《空间物体所造成摘害的国际责任公约》 （1 9 7 2年 ）， 《美利皇合众国 

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暇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条约》 （1 9 7 2 年 ），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雄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协定》 （19 7 3 

年 》、 《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1 9 7 5年 ）、 《禁止为军事或任 

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 （1 9 7 7 年 ）以及《关于各国在月 

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播定》（1 9 7 9年 ），

1 6 .有人指出，正如 1 9 6 7年 《外层空间条约》所确认的，探索和利用外居 

空间的活动应当遵守国际法， 包括《联合国宪章》. 一些代表闭疆调了《宪章》



各项规定，特别是关于不使用武力的规定，即第二条第四项和第五十一条的，要性， 

它们指出，这些规定禁止在外居空间进行任何侵略性行为，因此，也就为空间物体 

提供了报大程度的保护. 另一些代表团也承认《联合国宪章》有关防止外层空间 

军备竞赛条敦的重要性，但反对把《宪章》第五十一条解释为，为防御目的使用空 

间武器或拥有基于使用空间武器的防御系统是合理的。 此外，在涉及引用《宪章》 

第五十一条时，它们重申不能引用该条敦将在外层空间斤从外层空间使用或威胁使 

武力合法化， 这些代表团还认为，由于有关不使用武力的准则没有排除空间武器 

的研制、拭验和部署，因而没有就其性质而言也未能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在 

这方面，它们还指出，商定的目标不是管制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而是防止它，任何 

为将武器引入这一环境进行辨解的企图都是与该目标背道而驰的，

17. 各代表团承认观有制度所规定的法律限制的作用， 同时又认为，显然有必 

要扩大和加强这一制度，以确保外层空间不成为军备竞赛的场所，并确保外层空间 

专用于和平目的， 一些代表团强调说，现有协议没有包含禁止太空武器研制、试 

验、生产如部署的条款，因而认为迫切需要加强、 改进和护■大关于外层空间的法律 

制度并且缔结一项或视情况缔结多项协议， 防止外层空间里备竞赛的所有方面， 关 

于 1 9 6 7年 《外层空间条约》， 有人指出，该条约的一些基本慨念仍然不够明确， 

还有人指出，根据该条约，非军事化概念仅适用于月球和其他夭体， 然而对于外度空 

间本身， 条约仅仅禁止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放置任何载有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种类大 

规摸毁灭性武器的物体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在外层空间设置此种武器， 因此，他们 

认为条约为外层空间的种种军事活动留下了根大的余地，包括多种武器的部署，特 

别是反卫星武器以及可改装用于反卫星的弹道导弹防御武器系统. 还强调指出， 

.目前空间武器技术的迅猛发展可能侵蚀现有的空间法，也许终将使其成为无用，在 

这方面，他们强调说，现有国际文书虽仍具有积极意义，但已不能满足今天的需要， 

因此不足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因而产生缔结新的国际协议的必要，

18. 一些代表团强调说，为了查明关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中能存在的漏洞， 

应当对这一制度允许什么和禁止什么达成共同的理解， 它们认为，外层空间与国 

家管辖范围之外的其他环境，例如公海相似，而对于在公海上进行非侵略性的军事



活动，现有法律制度是允许的. 这些代表团还认为，在术语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 

究，使其更加准确• 例如 " 武器化 " 一词的含混和不精确性就很明显• 在这方面， 

它们提到了 CD/0S_/S7P. 1 5 号文件，认为这份文件可以作为今后工作的基础.这 

些代表团还认为，如果有更多的国家参加现有的多这协定并严格遵守多道和双这协 

定，就可以使适用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得到加强，

19. 一个代表团除完全赞同上述各段的观点外，补充说它认为外层空间有效的 

军备管制是一頃可以达到的目标，也是它所矢志致力的目标. 它认为，现有法律 

制度足以对付当前外层空间军务竞赛管制的挑战；然而，关鍵在于充分恪守现行的 

有* 协议。

2 0 . 然而，一些代表团指出，观有条约没有明确规定外层空间是仅限于为和平 

目的使用的人类的共同遗产，

2 1 . 对 1 9 8 6年提出的若于提案（CD/oS/WP. 1 6 和 Add. 1)以及以前的 

提 案 *进行了审议，

22,. —些代表团强调说，裁军谈判会议的生要目标应当是全面禁止太空武器的 

研制、试验、生产和部署， 在实现这一全面目标之前，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所 

有方面的努力也应当同时聯着采取部分措施的方向发展，例如禁止反卫星武器及其 

组成部分，以及现有协议没有禁止的经改装可作反卫星武器用的系统，

23. —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强调需要以拟议的黎止在外层空间和从空间对 

地球使用武力的条约草案为基础，彻底堵住军备竞春英延到外展空间的一切可能渠 

道， 考虑到其他代表团关于全面解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立场，它们愿意采 

取通往这一最终目标的部分步骤， 它们认为，作为这种步驟之一，可以缔结一项 

关于人造卫星不受侵害、禁止新型反卫屋武器系统的研制、试验和部署和销毁现有 

这种系统的国际协议，

关于历年提交的提案可参看1 9 8 5年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 该报告是本会议提 

交大会的报告（CD/642 )的一个有机姐成部分，



2 4 . 许多代表团都认为，委员会在进行努力时应着眼于禁止出现空间武器这一 

目标，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空间武器的定义，供委员会审议（CD/OS/WP. 13/ 

Rev. 1和 CD/OS/WP. 14/Rev. 1和 Add. 1 ) 。 其中一些代表团特别强调禁 

止 " 空间打击武器" 。 在对拟议的定义进行分析时，一些代表团指出了一些共同 

点，并认为这些共同点是一个良好的基袖，可以对术语达成相互可接受的理解。另 

一些代表团说，它们对一些提案感到关注，这些提案所下定义是有选择的，试图榮 

止所谓 " 空间武器 " 或 " 空间打击武器" 。 它们还说，后一术语技术上不够精确， 

无法作为进一步审议的有益的分析工具。 关于这- •观点，另外一些代表a 说，可 

能需要做某些初步性工作，为受一项或几项禁止外层空间军备竞春所有方面的协议 

禁止的武器制定定义，为使这些定义在技术上能达到所有国家接受的精确程度，需 

要所有有关国家的合作。 这些代表团强调说，关于构成太空武器的统一意见和对 

其特征和主要因素的阐明将大大有助于促进本会议关于这一问题的工作。 它们逆 

强调需要准确地确定项目5 的范围，作为关于该项目的谈判进程取得进展的第一步，

2 5 . 许多代表团都集中注意禁止反卫星武器的问题。 一些代表团建议，在就 

此缔结一项协议之前，空间大国应商定暂停研制、试验和部署反卫星武器。 在这 

方面，一些代表团回顾说，有一个国家宣布并实行了暂停，暂不首先向外层空间发 

射反卫星武器，

2 6 . 另一些代表因指出，禁止反工星武器引起了一些非常复杂和困难的问题， 

特别是反卫星武器的定义、双重用途航天器的问题，这些困难的产生是由于反弹道 

导弹和反卫星的技术及能力有共同点，在核查方面有同样圉难《

2 7 . —些代表团一方面指出，在当前国际环境下不大可能绕过达成一项或几项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泰—— 由于受反卫星武器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而可能引起 

的—— 的全面多速协议中存在的困难，建议所有技术先进、能够利用外层空间的国 

家在达成更全面的安排（CD/0S/WI>. 12 ) 之前，通过一项补充1 9 7 2年 《反弹 

道导弹条约》的国际文书，作为一项临时建立信任措旅，



2 8 . 各代表因提议可以把涉及:E星不受侵寧的现有双这协定中的条敦多追化. 
一些代表团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认为报多新技术本身就具有反卫星潜力，要通 

过禁止某一特定种类的武器来解决充分保护载人和不载人空间物体的河题是极其困 

难的. 因此，♦ 间题的角度需要大大放宽，主要应考虑制订保护卫星的、可 

能的法律制度，辅之以建立信任的措施，其形式可以是一项类似于" 交通规则"的 

协定.
2 9 . 一个代表团建议遂个审议使卫星不可能工作的各种方法和作为保护卫星的 

功能不受非破坏性干扰及免遭反卫星武器攻击适当措族而提出的各种办法• 这个代 

表®说,主要军事大国座当表明在它们的全球战略中放弃使用反卫屋武器的基本政 

治意愿，并为此目的，使裁军谈判会议能够为禁止进一步试验和部署反卫星武器以 

及拆毁现有系统这成协议而工作•
20. 代表a 建议，就有助于战略德定和军备管制协议之核查的所有卫星及

其有关的地面站免遭攻击的保护措施进行积极讨论.其他一些代表也提到这一建 

议，

31. 一些代表因认为，不能允许国际和平与安全依赖战略稳定之类的慨念，因 

为这些慨念居于使核军备竞赛和敕灭人类的危险永久化的正反行动相互作用过程的 

核心，

3 2 . 有人提出了力一个意见，认为联合国大会应当处理这一问题，即在适当论 

坛为保护用于和平目的的卫星制订一个制度，

3 3 . - 些代表团强调说，应当处理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所有方面，以便为防止 

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制订一个全面的制度. 它们认为，非军事化原挪应当扩大适用 

于ë 个外层空间，

34. 一些代表团可能采取另外的措族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方面，强调了核查 

的根本重要性和复杂性， 它们说，核 查 是 基 本 问 题 ，特别是它涉及到了根本 

的国家安全利益. 它们认为，由于空同广阔无娘，在地球上隐藏某些系统的可能 

性和现有技术的有限性而在这方面引起了某些特珠问题. 核查措旅必须遂个具体 

制定以符合各个协议的具体情况. 它m 为，核査问题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另



一些代表团也承认核查的重要性，但指出核查并不造成不可克服的因难， 它们进 

一步主张，这个问题不应当抽象地加以处理，而座当报播第一届专门 i十论裁军问题 

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3 1段的规定，针对具体协定的谈判加以审查，一些代 

表团指出，通过国家技术手段和国际核查程序能够对遵守进行核查，其中包括开放 

实验室以供视察 ‘ 它们认为，也可以委托拟议中的世界太空组织核查防止外烏空 

间军备竞赛的未来协议》 —些代表团则认为，应当把核查工作委托给一个国标机 

构,使国际社会能够独立地核查与空间有关的裁军协定的遵守情况♦ 在这方面， 

一些代表团提到了关于设立国际卫星监測机构的提案，

•35,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当考虑如何如强和制定新的建立信任措施的方式和方 

法， 它们认为，加 强 1 9 7 5 年 《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是可取的 , 

其他旨在允许交换情报的公约条敦可以更充分地执行， 一些代表团还提到有必要 

考虑拟订一项类似于" 交通规则" 的协定，并以海上做法为范例，，立一种空间信 

号制度，

3 6 . - 些代表团表示愿意继续考虑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措施，但这些 

特施须符合以下标准：可核査性、平等性以及符合圓家安全利益 .它们认为目前 

在委员会上提出的要立即谈判的一些提案不符合这些标准，

37. 一国代轰团对这样一种立场提出严质问，即它把许多代表团郑重提出的 

提案不予认真考虑就认为不行. 该代表团对提出武断的普遍标准，甚至对具体提 

案的审议也提出这种标准，感到遗憾，

3 8 . 有些代表团强调，空间大国必须表明其必要的政治意愿，不仅要避免外层 

空间的军备竞赛，而且要认识到在这方面寻求它们的见到的利益不能超越国际社会 

的利益之上， 它们认为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的审议应从充分反映所 

有国家的担心和利益的角度来进行，

39. —些代表团认为，鉴于外层空同的探索和利用涉及先进的技术，并鉴于只 

有少数国家能够从中受益，因此在对提案进行审议时，应当考虑加强和平利用外居 

空间的国际合作的方式方法， 以便所有国家都能够在无跋视的情况下获得空间技术 

来并根据它们的需要、利益和优先次序，促进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这方面， 

提请人们注意力和平探索外层空间的共同实际行动提出的分阶段计划的提案，



4 0 . 各代农因提谓注意各项关于设立一小国际空间署的提案，比如设立一个世 

界空间机构来便进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以及核查载军协议，

41 . 些代表团认为，如果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具有更多的技术知识， 

委员会就可以更有效地工作，力此目的，提供的数掘必须是可信而清楚的， 一豊 

代表团重申，如果必要，除特设委员会机构外，应设立一个专家小組，在防止外层 

空间武器化方面提供专业知识和指导。 另一些代表团还认为, 主要空间大国如能 

提供关于其空间活动以及正在进行的双迷谈判的情况，将有益于委员会的工作，

42 . 双进谈判的重要性普遍得到承认。 许多人还强调有必要采取多进办法处 

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 一些代表团强调说，多进一级的工作应当对双 

边谈判的进展起到建设性和辅助性的作用。 另一*些代表团强调说，防止外层空间 

军备竞赛关系到所有国家的切身利益， 因此，它们认为，在不妨碍双边进程的情 

况下，多这谈判是不可缺少的，而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的多追裁军谈判论坛，在 

•-项或视情况多项全面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多进协定谈判中起有首要作用。

4 3 . 许多代表团认为，特设委员会的审议过程表明，现有的法#制度不足以防 

止军备竞赛蔓廷到外层空间的危險，因此，有必要采取更多的措施。 它们认为， 

现有的法律文书的宛；圓应是自明的。 然而，如果对于它们的解释提出疑问，它们 

只有在重新谈剑的过程中才能條决。 有些代表团指出，在提出的磁议中有些共同 

成分，特别是矢于禁止反卫星武器和S 间武器的定义，这将有助于为防止外层空间 

的军备竞赛达成一项或视情况多项协足• 另 些 代 表 团 认 为 ，有必要继续审查与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有关的、还没有被充分识别的问题， 它们认为，只有就这 

些问题达成普遍的一致意见，才能使紅- 步的方案立足于可行的基础上。 它们认 

为，某些提案极为中肯，但其技术结构及避守和核查等平行义务尚醫进一•步评细拟 

订。

4 4 . 许多代表因强调，委托给1 9 8 6 年特说委货会的任务已经完成《> 然而， 

它们遗憾的是今年委贾会未能系统地识别出必要的具体措施来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 

赛，而空间武器的研究与发展却继续迅速进行， 所以，它们认为在下一届会议上， 

本委良会应开始谈判以期象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的4 0 / 8 7 号决议中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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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的，缔结一项或视情况多项协定，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其他代表团 

着重指出1 9 8 6 年的职权范围足以使有关这个项目的实质性工作继续进行。 它 

们认为，这是适当的和现实主义的，并且使进行相当大量的具体工作成力可能，

匹、结论

4 5 .特设委员会铭记委托给它的任务，即审查和确定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 

赛的问题，进行了范圓广泛的交换意见，这有助于确定和澄清一些问题，也有助于 

更好地理解各种立场。 人们认识到，适用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在防止这小环境 

的军备竞赛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并强调了加强这一制度的必要性。 此外，还强调 

了严格避守现有双进和多进协定的重要性。 人们还"iU只到人矣在和平探索和利用 

外层空间方面有着共同利益。 关于这点，认识到第一届专口讨论载军问题的特别 

会议《敢后文件》第 8 0 段的宣要性，其中指出，为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应当本着《关于各国探测及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遂守原则的 

条约》的精神，采取进••《步的措施并进行适当的国际谈判。

4 6 . 人们普避认识到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且都愿意力 

此目标努力* 因此，同意应不遗余力地确保本议程项目的实质性工作在本会议下

一届会议上继续进行下去：̂建 议 裁 军 谈判 会 议在 1 9 8 7 年会议开始时，重建有

足够职权范围的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赛的特设委员会。



-F,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播

9 1 . 本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 1 9 8  6年 4 月 7 H 至 1 1 日以及7 月 2 8 日 

至 8月 1 H 审议了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脉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 

安排 " 的议程项目。

9 2 .本会议收到往年各届会议有关本议程项目的文件。

9 3 . 关于议程项目6 , 在会议主席的指导下于第一期会议期间进行了嗟商，以 

探讨如何克服就该问题进行谈判的工作所遇困难的方式和方法，其中包括重新设立 

特设委员会的问题.在二月份任职的主席就这些嗟商结果作口头汇报时告知本会 

议，有些代表团已表明这种看法，即除非核武器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改变 

双发展，否则重新恢复讨论是毫无意义的. 有人建议，主席与核武器国家就它们 

的立场近行建商，并向全体会议报告達商的结果.主席同核武器国家进行了一些 

建商. 然而，这些嗟商向他表明，核武器国家去年坚持的立场没有改变 .很清 

楚，在本届会议对该项目的审议中，核武器国家的立场被视为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

9 4 . 在连续几届主席的指导下，于第二期会议期间，对重新就该项目设立特设 

委员会问题继续近行了嗟商. 在这些嗟商中还讨论了与之有关的主席的任命问题. 

在七月份任职的会议主廣报告说，普遍同意由于本届会议已快结束，将 在 I 9 8 7 

年会议初着手处理，重新设立特设委员会和任命主席的问题.

95. 在本会的全体会议上，有些代表固谈到了与该问题有关的各种问题，特别 

强调了它们仍旧极为宣视国际社会详飾制定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脉使用核武 

器的有效保证的必要性.

96 . 2 1 国集团的成员国趣续认为，最为有效的不使用或威胁使核武器的保证

在于核裁军和紫止核武器. 它们认为，直至核武器消除为止，核武器国家有义务 

在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中保证，不使用核武器进攻或威脉无核武器国家. 它们对 

该问题缺乏进展表示失望，并且再次呼吁有核国家重新审议它们单方面宣布的关于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安排的政策和立场.有些国家指

证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是核武器国家换取其他国家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112 -



的最起妈的条件- 其他国家认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不应咐带任何保留 

或先决条件，亦不应有不同解释，在范围、适用和期限方面均不应有任何限制• 该 

集团的一个成员国还指出，消极安全保证和从一个区域周围撒走核力量，连同无核 

武器区的安排，能够逼制对一个区城的外来核威脉•

9 7 .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一些成员认为，反对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最有效 

« 是核裁军和彻底消除核武器.它们认为直到在普遍的基础上实现这小目林以 

前，国际社会有必要研究制定有效措施以确保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 这些代表团 

强烈主张缔结一个国际上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来向本国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无核武 

器国家保证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它们指出属于该集团的一个核武器国家的 

单方面宣布是可靠和无条件的保证，符合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考虑 .对参加无核 

武器区安徘的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消极安全保证的一切不论单方面或多迫的措施，它 

们都支持 . 这些代表团对这个问题未取得进展表示失望.

9 8 . 另一代表团集团，包括三个核武器国家，提请注意那些国家所作单方面声 

明，它们认为这些声明是可信和可靠的，等于是坚定的政策声明 .它们尽管承认 

以前的经验表明拟订一项有关此问题的国际公约很困难，但仍表示准备愿在特设委 

员会中继续讨论这个项目.

9 9 . 不厲于任何集团的一个核武器国家表示，对无核武器国家最有效的安全保 

证是全部禁止和彻底销敬核武器. 它认为，在核裁军实现以前，一切核武器国家 

应对无核武器国和无核区承担不使用取威脉使用核武器• 它重申它无条件承担这 

样一种义务.它也支持有助于在这方面达成一项有效国际安排的协议而作的一切 

努力 .

Q. 新型大规模敷灭性武器和 

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100. 本会议根握其工作计划，于 1 9 8 6年 4 月 1 4 日至1 8 日以及8 月 4 日 

至 8 日审议了题为"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的 

议程项目。



101. 1 9 8 6年会议期间就本议程项目向本会议提交的文件清单载于下一段提 

到的特敬委貝会提交的报告。

1 0 2 .本会议在1 9 8 6年 8月28M382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在第3 4 4 次全体 

会议上为本议卷项目重新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见上文第1 1段 ）。 该报告 

C C D /7 2 2是本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引 言

1 . 如 CD/674号文件所载，按照 1 9 8 6年 3 月 4 日举行的裁军谈與会议第 

344次全体会议作出的决定，在 1 9 8 6 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了放射性武器特设 

委员会，以期就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研制、生产、储存和俊用的公约达成协议• 

会议还决定，特设委8 会应于1 9 8 6 年会议结束之前向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

二、工作的錫织和文件

2 . 在 1 9 8 6 年 3 月 4 日第344次全体会议上，载军谈判会议任命古巴大使 

卡洛斯 . 莱丘加 •埃维亚为特设委§ 会主鹿• 联合国裁军事务部的维克托•斯利 

甫琴科先生继续担任特设委员会秘书.

3 . 特设委员会子1 9 8 6 年 3 月 7 日至8 月n 日举行了 173̂ 会议 • 此外， 

i 席与各国代表团进行了若干次非正式建商.

4 . 应它们的请求，下列非裁军谈判会议成国参加了特设委员会的工作：芬 

兰、希腊、挪威、菊菊牙、西班牙、瑞士和土耳其•

5 . 在执行其职权中，特设委员会考虑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 

会 议 《最后文件》中的第7 6 段 . 它还考虑到联合国裁军审议祭员会的有关建议， 

特别是 1 9 8 0 年通过的与第二个裁军十年有关的择议.除大会就该议题在历届 

会议上通过的各项决议外，特设委员会尤其考虑了大会1 9 8 5 年 1 2 月 1 2 日的 

40/94  D号决议. 该决议1至 4 段内察如下：

“ 1 . 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1 9 8 5年届会的报告中有关放射性武器问题的

鄙分，特别是放射性武器特设委6 会的报告;

2 . 又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建议应于其1 9 8 6 年届会开始时重新设立放



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 , 并应将特设委员会报告的附见视-为进一步工作的基础；

3 . 认识到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在1 9 8 5年完成的工作，对解■决交付 

给它的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贡献；

4. I 裁军谈判会议考虎到各方为有关该主题的谈判後出的所有提菜，继 

续进行谈判，以期早日完成其工作，并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谈判结果 ；" 

6 . 除历届会议的文件外，特设委员会还收到以下新的文件供审议：

— CD/RW /W P. 68 , 日期为1 9 8 6年 3月 2 1 日，题为"方法和工 

作计划 "

— CD/ftw/Wp. 69 , 日期为1 9 8 6年 3月 2 0 日，由阿根廷提交 ，  

题 为 " 范围 "

一  CD/RW/WP. 7 0 , 日期为1 9 8 6年 7月 2 9 日，由关于范围和定 

义问题的联系小组协调员提交，题 为 " 条约草案关于范®和定义的基 

本 容 "

— CD/RW/WP。70Rev. 1 , 日期为1 9 8 6年 8 月 1 1 日，题为 "关  

于范！S和定义问题的联系小组：协调员 0̂ 报告 "

一  CD/RW/J7P. 71 , 日期为1 9 8 6年 7 月 3 1 日，由关于和平利用、 

停止核军备竞泰和核裁军问题的联系小组协调员提交，题为"关于和 

平利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的条约草案基本内容"

一  CD/RW /W P. 71 R e v .  1 , 日期为1 9 8 6年 8 月 1 1 日，题为 "关  

于和平利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河题的联系小组：协调员的报 

告 "

— CD/RW/Ï7P. 72 . 日期为1 9 8 6年 8月 5 日，题为"放射性武器 

条约核查和遵守问题联系小组：协调员的工作文件"

一  CD/RW/WP. 73 . 曰期为1 9 8 6 年 8 月 5 日，由已基新坦提交， 

题 为 " 关于攻击核设族间题的几点建议"



各代袭团关于运当处理 

特设委员会还决定1986

三、 1 9 8 6 年会议期间的工作

7 . 特设委员会在3 月 2 5 日举行的集匹次会议上通过了其1 9 8 6 年会议期 

间的工作方法和计划• 委员会商定将继续按“ 整体，’的办法处理提出已有若干年 

的两♦ 主要问题，即禁止 " 传 统 " 意义上的放射性武器和止袭击核设施 • 安员 

会进一步商定趣续同时审议这两小题，而不把它的工作分为两条" 机道 " 进行，

也不对其中的一♦ 给予优先考虑，只要这♦ 决定不參响到：各 i l代丧团对于一项或 

多项条约本身的最后立场；上述两小问题之间的" 肤系" ；

这些问题的立场；以及可能後出的任何其他办法和问题•

年会议的工作计划将和1 9 8 5 年一样，包括以下问鲍：

一 定义和梓淮；

一  范围；

一 和 平 用 途 ；

一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 遵约与核査.

委员会同意根据其1 9 8 5 年的报告，以及所有现有的建议和今后的倡议，把 

C D /6 3 5 f文件的附件作为它1 9 8 6年工作基础予以审议，

8 . 按照工作计制，特设委员会用六次会议专门就计剝中包含的所有项目交换 

意见， 在 1 9 8 6年 4 月 2 1 日第八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主席的建议决定就范 

围与定义、和平利用与停止核军备竞赛及核裁军和核查与遵守何題设立三个联系小 

组，分别由墙典 i»罗尔夫 • 厄克于斯大使、却牙利的达维德，待斯泰大使和漠大利 

亚的里查德，巴特勒大使进行协调.

9 . 关于范圓和定义的联系小组举行了五次对所有代表团开放的会议，在 CD/ 

6 3 5 f文件和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协调员拟定了一份可以纳入条约的关于草案基本 

内容的文件，并由联系小组进行了审议，一些内容正在详细制定 然而，.对一些

问题和提法上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 因此，向联系小組提交了对协调员准备的文 

件中的问题的替代提法和意见》 CD/RW/WP. 70Rev. 1号文件中协调员的报告



反映了他为寻找一种妥协案文做出的努力，

1 0 .关于和平利用、停止核军备竞赛与核裁军间题的联系小组举行了三次会议， 

联系小组作为工作基础，审议了 C D /635 f文件附件的有关部分，并且考虑了其 

他提案和倡议， 为克服分破做出了努力，以尽可能达成一致， 由1?̂调员提交特系 

设委员会的工作文件CD/ïîw/rp. 7 lRev. 1反映了协商结果》 由CD/AW/

WP, 71R6V. 1可能已莫定良好基細的两个问题还需做进步工作，

1 1 . 关于核查与遵守问题的联系小姐协调员准备了一份文件以便促进关于这些 

问题的嗟商在維后的非正式中提到了这一文件(CD/RW/WP.72)'..在这些睡商结束时， 

主要有两点是明确的《 第一，一些代表困认为，核查和遵守领城涉及了需要解决 

的一些基本间题， 第二，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对核查和遵守问题的进-•步审 

议都要看范圓和定义联系小组对所审议的何题如何解决而定，

1 2 .上述第9, 1 0 和 1 1段中提到的文件不影响代表a 的最终立场，对任何 

代表ffl不具有约束力，不影响现有提案的有效性也不排除将来的倡议。

四、结 论 和 建 议 ,

1 3 .就赋与它的职权范围而言，特设委员会1 9 8 6 年所做的工作是有益的。 

然而，明差暴露的是，在审议中的两个重要问题实质和处理方法上仍然存在相当大 

的分歧因此建议裁军谈判会议应当在 1 9 8 7年会议初重新设立放射•性武;^特 

设委员会， 除其他♦项外，它应当审议如何用最好地开展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还建议- 上述第6、 9, 1 0 和 1 1段中提到的文件以及其他任何有关文件和建议 

应当按照1 9 8 6年的报告作为特设委员会进一步工作的基础进行审议，



1 0 3 .本会议在全体会议和非E 武会议上继续审议了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 

种武器的新系统间题.

1 0 4 .本会议按照工作计剑，在处理审议就议程项目设立附属机构的问题中，在 

焦一期会议之初，针对一个召集合格专家小组的提案，进行了若干次非正式嗟商，

以期按照 1 9 8 5年 1 2 月 1 2 日联合国大会第4 0 / 9 0 号决议的要求，识别任何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商情提出就此种武器已识别的类型举行具体谈判的建议, 

该提案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集 ffl和 2 1 国集a 的许多成员国的支持. 普遍认为如 

某任何斩种类的大规摸毁灭性武器被发明和部署的话，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将是一个 

十分严重的发展和巨大的危险. 西方代表团声明，鉴于 自 1 9 4 8年以来未曾识 

别到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且也没有此种武器不久将出现之迹象，因此迄今绝 

续下来的做法：即不时举斤非正式会议，对处理该问题最为适当 . 关于在 1986 

年会议期间召开合格专家小组会议一事：未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1 0 5 .有人提出建议应禁止研制根据新的物理原理的、其毁灭力与核武器或其他 

大规模毁灭性手段相近的非核武器。

H. 练合裁军方案

1 0 6 .本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 1 9 8 6年 4 月7 日至1 1 日以及7 月 2 8 H  

至8 月 1月审议了题为" 综合裁军方案" 的议程项目。

107 . 本会议在1986年8月28日第3 8 3 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见上文第1 1 段 ）。 该委员会根据其职权范围的规定恢复了工作。 该 报 告  

(CD/728 )是本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1 . 根 振 1 9 8 4 年 2 月2 8 H , 裁军谈判会议第2 4 5 次全体会议通过的特 

设委 ë 会职权范围的规定，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子1 9 8 6 年 2 月 2 0 H  

在阿方索 • 加西亚 • 罗夫莱斯大使（墨西得）的主持下恢复了工作，联合国裁军事 

务部的高级政治寒务官员阿• L ，列文女士任该委员会秘书。

2 . 特设委员会在1 9 8 6 年 2 月 2 0 日至8 月2 5 日召开了 2 I 次会议，

3 . 裁军谈判会议应下列国家的请求，决定邀请这些非会议成员国的代表参加 

特设委贾会的会议： 孟加拉国、芬兰、希腊、挪威、荀翁牙，西 班 牙 和 土 耳  

其 .

4 . 除了以前各届会议与该议程頃目，有关的各项文件，特设委员会收到了会 

员国在1 9 8 6 年会议期间提交的下列义件：

CD/CPD/W：ç 83

CD/CPD/^P. 84

CD/CPD/WP. 85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关于《结合裁军方案》 

的工作文件

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挪威、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 

交 的 《综合裁军方案》案文 

苏联代爱团提交的工作文件

该文件清单见先前关于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和特设委员会的1 9 8 5年报告， 

这些报告分别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裁军谈判会议几小报告总体的组成部分(C3V  

IS a  CIV228, CD/292* 0©/335和 01)/642 K



二、 1986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5 . 特设委员会在拟订《综合裁军方案》的过程中，把裁军谈判委员会的1985 

年报告附件案文（CD/634 )作为它的工作基础，该报告是谈抖委员会提交第4 0 

届大会的报告总体的一个部分（GIVB42)。

6 . 特设委员会把它的工作继续集中在解决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 象 1985 

年一样，设立了向一切感兴趣的代表团开放的联系小组，以解决第五章"措施与执 

行阶段 " 中某些案文存在的分较。 还设立了一个，决导言的第6 段和第六章"机 

构和程序的第5 段的联系小组0 此外，在主席的指导下进行了睡商。

7 . 联系小组和由主席主持的嗟商惟出了紧张的努力，以期在调條分技和就方案 

中仍然悬而未决的各段达成协议。 有关案文虽仍反映出分坡• 在某些情况下 • 不 

同意的方面已经缩小，在协调立场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工作成果已载于本 

报告的附件中。 不言自明，各国代表a 在几小悬而未决的困难问题上达成协议和 

文件完成以前，是不能采取最后立场的。

三、竺 一 生

8 . 在 1 9 8 6年会议期间，特设委 S 会在它可利用的时间里虽然作了紧张的 

努力，但未能解决全部悬而未决的问题0 由于这个事实，并铭记按照40/15.?D

号决议 ， 裁军谈判会议被要求在第四十一届会议时向大会提交一份《练合裁军方案》 

的完整草案，根据主席的建议，对要求在1 9 8 7年第一期会议期间继续工作的愿 

望进行了审议，以完成该方案草案的制定工作并在四十一届大会闭幕以前提交给大 

会。 考虑到在1 9 8 6 年会议期间取得的进展，委员会同意向会议建议，在1987 

年会议开始时继续进行制定方案的工作，以便在19 8 7 年第一期会议期间完成本 

委员会的任务，并到那时将它提交给大会。



附 件

〔综合裁军方案草案）

C综合裁军方案案文）

一• 导 言 *

1 . 核武器的存在和持续的军备竞赛对于人类生存本身的咸胁，早 在 1 9 7 8 

年就已弓I起了大会合理的惊恐 . 自从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召开 

以来已经过了四年，但是这种威胁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大大地增加 . 因此，自然不 

应当无谓地返延第二届特别会议的召开；第二届特别会议已在第一届特别会议& 《最 

岳文件》中明确规定，其宗旨与第一届相同 .

2 . 大会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有人数极其众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 

长参加，从其一般性辨论以及特设委员会和工作组的审议中可以明白看出，各方对 

于 《最后文件》中的所有各项基本结论的支持，丝毫没有减轻 . 这些基本结论诸如 :

( a ) 安全是和平的一项不可分割的因素，而达'成安全目标一向是人类最强 

烈的愿望之一 , 但在今天，武器的积累特别是核武器的积累非但不能 

保护人类前途，反而构成对人类前途的威脉，因为它非但不能帮助加 

强国碌安全，反而削弱 ®际安全， 单单是现有的核武器武库就足以毁 

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

(t> ) 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 ， 是同实现E 蹄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 

建立基于所有a 家和平共处彼此信任的国际关系、以及推动广泛的国 

际合作与了解而作出的努力背道而驰的，军备竞赛妨碍了《联合国宪 

章 》各项宗旨的实现，而且不符合《宪章》的各项原则，尤其是关于

这是由特设委员会主席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期间，以会 

议设立的《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主席的身份拟订的案文草襄特设委员会没 

有对这一草案作出结论，



尊重主权、不对任何 ® 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洽独立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 

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和不干涉、不干颜别 ffl内政等原则• 另一方面, 

缓和领域的进展是同裁军领域的进展相辅相成的，并且互相加强 .

( C ) 军事开支正达到越来越高的水平，核武器国家及其大多数盟国所占百 

分比最高，而其他国家的军賽也可能进一步扩增，并有进一步增加的 

危险，每年花赛在制造或改进武器上的数千亿美元，与全世界三分之 

二人口的資穷困苦，形成悲惨而强烈的对比，更严重的是，这种庞大 

的浪费，不但把物资转用于军事目的，而且还把所有S 家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所迫切需要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挪用于这方面 .

( d ) 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建立在军事联盟的武器积累上，也不能依 

靠脆騎的成慑均势或战略优势理论来维持• 唯有切实执行《联合国宪 

章 》规定的安全制度，根播国际协定和相互作出榜样以便迅速大量裁 

减军备和军队1 最后达到有效S 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才能建立 

真正持久的和平 - .

3 . 无疑由于上文所述的种种理由，大会才于《最后文件》所 载 《行动纲领》 

的最后几段内的一段中决定：执行其中所列的优先事项应导致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 

面彻底裁军，而这 " 仍然是裁军领域切努力的最终目的 " ，大会后来又说，全面 

彻底裁军的谈判应当同部分裁军错施的谈判同时进行. 考虎到这一点，裁军谈判委 

员会将拟订一项 " 包括各国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的综合裁军方案，以确保有效国际 

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能够在一个圓际和平与安全普遍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获得加强和巩固的世界上得到实现"，

4 . 大会曾一再强调它称之为裁军领域 •切努力的 " 最终目的 " 的重要性，大 

会曾屡次轰达它对 " 最终目的 " 的涵义的意见，并将其确定力 " 消除核块争的危险、 

执行旨在停止军备竞赛的措施，并为持久和乎开辟道路

5 . 铭记到上述种种，并以栽军谈判委员会所递送的草案为其主要审议基細，

大会乃制订了此一获得参加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联合国全体会员 

国协商一致i人可的《综合裁军方案》. 除本导言以外， 《方案 》共有下列五章，其



标题明确指明各章的内容： " 目标，，、 " 原则 " 、 " 优 先次序 "、 "措施和执行阶 

段 " 、 " 机构如程序" ，

6 .  C某些国家更愿意见到《综合方案》将能成为一项条约，使其各项条款具 

有法律约束力，但各方未能就此达成协议，但是，各方一致支持必须采取一切必要 

步驟以增进《方案》的政治和道德价值的想法，因此，现已商定由秘书长的一名个 

人代轰携带《方案》的特别割本前往所有联合国会员® 的首都，以便由各个国家元 

首或政府首胳签署 . 这个象征性的行动将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表明规在已经具备了所 

需要的 " 政治意愿 " ，可以在裁军领域内沿着真诚地进行不间断的谈判的道路前进， 

如果有些® 家由于宪法上的障碍不能采取上述程序，那就应当另外采用具有同样意 

义的方式。因此， 《综合裁军方案》虽然本身还不是一项条约，但事实上将成为许 

多相继出现的条约的来源；由于这些条约，人类在二十一世纪开始时所处的情况将 

与目前这种令人深为担忧的情况完全不同）

I：该 《方案》为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 . 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以通过该《方案》 

的方式表示他们愿意尽一切努力执行《方案》中载明的措施，并争取尽早实现有效 

a 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

C 已建议，在大会正式通过《方案》之后，由 第 三 届 专 门 讨 论 裁 军 问 大 会  

特别会议审议通过一项表达各会员国决心真诚地遵守《方案》的宣言问题， ） -

( 联合国成员国经协商一致通过方案表达了它们愿意真诚地谈判，并作出一切努 

力来贯彻载于方案中的措施，以期在严格而有效的国际控制下实现 '会面彻庚的裁军， 

在方案通过以后，联合国秘书长的个人代表应访问各成员国的首都，使方案得到高级 

的签署， ） *

有些代表团声明，本案文是在最后一刻提交委员会的，没有经过审议a 它们 

对本案文列入《综合裁军方案》草案表示保留，



1 . 《综合裁军方案》的当前目标应当是：消除战争危险，特别是核战争危险， 

而防止核战争仍然是今天最紧急和迫切的任务；执行旨在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特 

别是核军备竞赛的措施；并为持久和平清除道路，为此目的， 《方案》还应：

一保持和加强第一 ■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所产生的势头；

— 开展或从事进一步的谈判以加速停止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特别是核 

军备竞赛；

一 巩固并发展反映在到目前为Ü1所已达成的各项有关裁军问题的协定和条约 

内的成果；

—— 在S 际商定的基础上开始弁加快真正裁军的进程 .

2 • 《综合裁军方案》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有效a 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将在 

一小普遍存在着a 蹄和平与安全、弁 已充分建立了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世界上成为 

事实 .

3 C 在执行《方 案 》以争取遂步裁减和最后消除军备和军队的養小过程中，应 

谋求达成下列目标：

— 遵 照 《联合国宪章》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各m 家的安全； 

—— 为维护一切S 家的主权和独立作出贡献；

— 通 过 《方案》的实施，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作出切实的贡•献 Î 

—— 增进国际信任和促进国际紫张局势的缓和；

— 建立基于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和彼此信任的国际关系，推动广泛的国际 

合作和了解，以促进有利于实施《方 案 》的条件；

—— 动员世界公众舆论支持裁军，通过世界所有地区均衡、真实和客观的 

报导和教育，激发公众进一步了鲜和支持停止军备竞赛和实现裁军的 

努力 .



三、原则

1 . » 联合国各会员国充分意识到各s 人民深信全面彻底裁军问题是最重要的 

问题，而和平、安全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 因此，它们认识到，相 

应的责任和义务是普遍性的 •

2 .  * 停止军备竞赛和实现真正裁军是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

3 .  * 缓和的进展和裁军的进展是相辅相成、互相加强的•

4 . *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重申它们全力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并负有义务 

严格遵守其原则和其他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普遍接受的有关国际法原则.它 

们强调特别重要的是，考虑到各国按照《宪章》享有实行小别和集体自卫的固有权 

利，不对任何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对在殖民地统治或外国统治下 

谋求行使自决权和争取独立的人民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不以武力侵占和吞并 

领土并且不承从此种侵占和吞并；不于涉和不干预别国内政；国际这界不容侵犯； 

和平解决争端 .

5 . 为了替圆满完成裁军进程创造有利条件，所有国家应当严格遵守《联合国 

宪章》的规定，避免采取可能对裁军领域所作出的努力造成不良影响的行动，对谈 

判表现积极的态度，并表现出力求这成协议的政始意愿 .

6. * 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是同争取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建 立  

基于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彼此信任的国际关系以及推动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了解而作出 

的努力背道而驰的. 军备竞赛访碍了《联合国宪章》各项宗旨的实现，而且不符合 

《宪i 》的各项原则，尤其是关于尊重主权、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以及不干涉和不于预别国内政等原则 .

7 . 加强各国安全和普遍改善国际局势的并行措施，将 促 进 裁 军 ，包括核裁 

军方面的重大进展.



8 . 裁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尊重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权利、按照《联合国宪 

章 》和平解决♦ 端以及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都有直接的相互关系•在其中任何一

域取得进展，有利于所有其他领域；反之，在任何一个领域的失败对其他领域 

都会产生消极影响•

9 . * 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建立在军事联盟的武器积累上，也不能依靠 

脆弱的威慑均势或战略优势理论来维持 . 唯有切实执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安全 

制度，根据国际协定和相互作出榜样以便迅速大量载减军备和军队，最后达到有效 

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才能建立真正持久的和平. 与此同时，军备竞赛的起 

因和对和平的威胁必须减少，为此目的应采取有效行动以消除紧张局势并以和平手 

段解决争端.

10. 伴同裁军的进展应采取措施加强维护和平的机构并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

端，

U . 谈判应以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础，充分承认 

联合国在裁军领域所起的作用，并反映世界各国人民在这方面的重大利益^

1 2 . 由于裁军的进程影响到所有国家的重大安全利益，各国都应积极关心裁军 

和军备限制的措施，并作出贡献；裁军和军备控制的措施对维持和加强国际安全起 

着根本的作用 .

«
本段在《综合裁军方案》中放在何处容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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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裁军谈判的成败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大利 I 因此，各国都有责任为 

裁军领域的努力作出贡献 . 各国都有权参加裁军谈判.它们都有权以平等地位参加 

直接关系到其国家安全的多迫裁军谈判 .

1 4 . 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军备开支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 

军备竞赛的趣续不利于建立在正义公平和合作基础上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实行， 

并且与之不相容，因此裁军与发展有密切关系， 裁军取得进展将大大有助于发展的 

实现，而执行裁军措施所节省下来的资源应当用于所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 

帮助消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 .

1 5 . 裁军和军备限制，特别是核领域的裁军和军备限制，对防止核战争危险和 

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对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促成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 

必要的.

16. * 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

1 7 . 裁军措施的执行应保持公平和均势，以确保各国安全的权利，并确保不让 

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任何阶段取得优于其他国家的地位.每一阶段的目标应当是 

维持尽可能低水平的军备和军力而不减损安全，

1 8 . 根 据 《宪章》规定，联合国在裁军领域起着中心作用，负有主要责任•为 

了切实执行这个任务，并促进和鼓斯这个领域的所有措施，联合国应在不影响谈判 

进展的情况下，适当地获悉这个领域所采取的一切单迫、双迫^ 区域或多进的步骤。

19. * 考虑到核武器国家和其他有关国家现有核武库在质量上和数量上的相对 

重要性，核裁军过程应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并需要采取措施以确保所有国家的安全 

在核军务逐步裁减到较低水平时获得保证，



2 0 . 采取加强各国安全的相应政治或国际法律措施，并在限制和裁减核武器 

国家和有关区域其他国家的军队和常毅军备方面取得进展，将促进核裁军的重大进

M.

2 1 . 伴同着关于核载军措施的谈判，还应当根据各缔约国安全不受减损以促 

进或增进较低军事水平上的租定的原则，并顾及所有国家保伊其安全的需要，就均 

衡裁减军队和常规军备问题进行谈判，进行这些谈判时应特别把重点放在核武器国 

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的军队和常毅武器，

2 2 . 裁军虽然是所有国家的责任，但所有核武器国家对核裁军负有主要责任 , 

并異与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一起，对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负有主要责任* 因此，重 

要的是，应获取它们的积极参加 -

2 3 . 在这成核裁军目标的任务方面，所有核武器国家，粒别是其中拥有最重 

要的核武库的国家，负有特别责任•

2 4 . 应严格遵守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可以接 

受的均势，

2 5 . 载军和军备限制协定应规定有关缔约国都感满意的适当的核查措施，以 

便建立必要的信任并确保这些协定得到各缔约国的遵守 . 任何具体协定所规定的核 

査形式和方式取决并决定于协定的宗旨、范围和性质•各项协定应当规定各缔约国 

都可以直接或通过联合国系统参加核查过程 . 在适当情况下，应当结合运用几种核 

查方法及其他遵守程序 . 应尽一切努力以制定非歧视性的、不无谓地于涉别国内政、 

或访碍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或有损其安全的适当方法和程序 .

2 6 . 部分载军措施的谈判应与较全面措施的谈判同时进行，其后应进行最終 

这成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的谈判•

2 7 . 质量上和数量上的载军措族对停止军备竞赛都很重要.为此目标所作旧 

努力应包括关于限制和停止在质量上改进军备，特别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研制新 

作战手段的谈判，使科技的成就最后只用于和平用途•

2 8 . 裁军协定的普遍性有助于建立各国间的信任.在谈判拟订裁军领域的多 

迫协定时，应尽一切努力务使协定能普遍接受• 所有缔约国充分道守这些协定的条 

敦将有巧于实现该目标 .

* 本段在《综合裁军方案》中放在何处容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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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一切圆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应考虑旨在确保避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 

棱争的各种提案， 在这方面， 注意到核武器国家所发轰的宣言，在 适 当 情 况  

作 出 有 效 安 徘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咸脉使用核武器，将可加强这些 

国家的安全和巩固21际和平与安全，

30 .  * 在有关地区各国 il；;利地这成协议或安排的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弁充 

分遵守这些协议或安徘，从而确保这些地区真正没有核武器，以及核武器国家熏重 

这些无知武勒区，乃是一项重要的裁军措施•

31 • 不扩散核武器是各国普遍关心的事情， 铭记着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需要， 

裁军措施必项符合一切国家不受坡视地为了和平利用核能而发展、取得和使用核技 

术、核设备和核材料，弁按照各国的优先次序、需要和利益，决定其和平核方案的 

不可剥夺的权利， 和平利用核能的S 际合作应在无救视的基础上根据商定的适当 

国际保障制度进行 -

3 2 . 考虑到各地区情况的具体需要和要求，安全和稳定应在所有地区得到保证， 

因此双追和区械性裁军谈判也可以起重要的作用，弁能促进裁军领域的多这协定谈 

判 .

3 3 . 考虑到各11保护其安全的需要，铭 记 《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固有自卫权 

利和不访碍各国人民根摆《宪章》>jf享有的平等权利和自决的原则，并铭记需要确 

保每一阶段的均势和一切国家的安全不受减損，应坚决地谋求在双遠、 区械和多这 

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或其他措施，旨在通过限制和裁减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以较低 

7i*-平的军事力量加强和平与安全 .

3 4 . 有适当条件时，应举行由一切有关■ 家参加的双这、区城和多这协商和会 

议 ，来审议常规裁军的各个方面，例 如 1 9 7 4 年 1 2 月 9 日八个拉丁美洲国家签 

署 的 《阿亚库乔宣言》所设想的倡议 .



3 5 .  * 极为重要的是，不仅各国政府，而且是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应当认识和 

了解当前局势的危险. 为了突起国际良知，弁使世界舆幹产生积极的影响，联合 

国应该在会员国的充分合作下，加强传播关于军备竞泰和裁军的消息，

36 . * 多边裁军公约草案应遵循条约法所适用的正常程序， 提请大会予以推 

荐的公约应交由大会充分审査，

37 e 应在核领城和常规领域采取并行的措施，连同其他专门旨在建立信任的措 

施，以帮助创造有利于采取其他裁军措施的条件和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38 .  * 秘书长在政府的专家或顾问专家适当协助下进行裁军领域的研究将有助 

于在这方面采取进一步措施和其他皆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措施，

39 . * 专门讨论裁军旧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定应特别予以宣传•

四、优先次序

1 • 在为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这小最后目标而执行《综合裁军 

方案》时，反映需进行谈判的措施的迫切性的优先次序是：

 核武器 Î

— 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化学武器；

— 常规武器，包括可被认力具有过分杀伤力或滥杀邀伤作用的任何常裝 

武器；

— 裁减武装部队 .

2 . 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措施具有最高的优先地位• 在就这些措族进 

行谈判的同时，还应谈邦禁止或防止其他大规模毅灭性武器的研制、生产或使用的 

有效措施，以及关于均街裁减武装部R 和常规军备的有效措施，

3 • 各 II完全有权就所有优先视目同时进行谈判 .在铭记这些优先次序的情 

况下，座就能导致在有效国际监，下全面彻底裁军的一切措施进行谈判•

本段在《综合裁军方案》中放在何处容后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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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裁 军 措 施

A . 核武器

1 . 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拘成最大的危险。必须停止和扭转核军备 

竞赛的一切方面，以便防止涉及核武器的战争的危险• 在这方面.最终目标是彻底 

消除核武器。

本标题不影响各代表a 在与执行阶段有关的问题上的立场， 拟将如下案文最后 

列入 " 机构与程序 " 一章：

各 S 将尽一切努力，尤其是通过就具体的裁军措施进行真诚的谈判， 

以期在 2 0 0 0 年实现《综合方案》规定的 " 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 为 

保证不断前进，完全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应定期召开联合® 大会特别会议 , 

以审查《综合方案》中各阶段包括的措族的执行情况•第一次这样的特别 

会议应于（1 9 8 7 ) ( 1 9 8 8 ) ( 1 9 8 9 ) 年召开，并将： （a) 

审 查《练合方案》第一阶段包括的措施的执行情况； 0>)审议根框审查 

结果需对《方案》作ÎB的调整以及为促进其执行需采取的步骤； （0) 考 

虑到迄今取得的进展和国际关系中的其他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 

更具体地拟订《方案》第二阶段所需执行的措旅； (d) 决定下一次特别 

会议的时间，会议将审査《综合方案》第二阶段包括的并作了必要调鉴的 

措施的执行情况 . 有一项谅解：这样一次会议应在不迟于第一次会议六年 

之后举行，



在达成核裁军目标的任务方面，所有核武器Ü 家，特别是拥有最重要的核武库 

的El家负有特别责任，

考虎到核武器国家和其他有关国家现有核武库在质量上和数量上的相对重要性 , 

核裁军过程应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并需要采取措施在還步降低核军备的情况下确保 

所有国家的安全，

2 . 达成核裁军需要在适当阶段就下列协议和各有关® 家都满意的适当核查措

施，追切进行谈剑：

( a ) 停止在质量上改善和发展核武器系统；

( b ) 停止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生产和作武器用途的裂变材料 

的生产；

(C) 一项分阶段进行并订有商定时限的综合方案，以便在可行时进步均翁 

裁减核武器储存及其运载工具，并尽快导致最后彻底销毁这种武器， 

在谈判过程中，可就任何类型核军番在不影响任何国家安全情况下的相互协议 

限制或禁止，进行审议*

3 . 核禁试：

一切S 家在有效核裁军过程范围内停止试验核武器是符合人类的利益 

的， * 这可以大大有助于达成终止核武器的质量改进、停止发展新型核武 

器，并防止核武器扩散的目振（因此，作为核裁军过程的重要部分，应 

尽一切努力尽早缔结一項多进核禁试条约* )

i：因此，有必要尽一切努力，尽早拟定一项多适核柴试条约 .：）〔因 

此，应当立即就紧急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开始谈判， ）〔有必要竭尽一切 

努力就紧急拟定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举行谈判；在缔结这一 

条约以前，所有核武器国家应宣布暂停一切核爆炸* ) C 因此，作为核裁 

军过程的一小重要部分，有必要尽实除可能早日达成一项有效和可核查的 

多这核禁试条约， ）

4 . 在缔结有关核裁军的进一步协定以前，苏联和美国应在对等基础上继续不

采取可枝破坏两国已结的现有战略武器协定的行动 *
* 一些代表团本案文第一句保留自己的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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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核武器和太空武 

器的谈判：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轰示了它们意识到对于维 

伊和平的特殊责任，并同意核战争打不赢也决不能打。 美国和苏联同意 

加速关于核武器与太空武器双迫谈判的工作已受到广泛的欢迎。 在这种 

情况下，世界各国赞同这些谈判所宣布的目标并且强调为了早日达成协议 

以最快速度进行这些谈判的重要性。 在这方面美国和苏联还应当继续注 

意下列各点：

(a) 制定旨在防止太空军备竟赛和结束地球上的军备竞赛以及限 

制和裁减核武器的有效协议的目标。

( b ) 充分考虑所有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

(C) 表现出灵活精神和在不新降低的军备水平上维护所有国家同 

等和不减损安全的需要和双方都不谋求超过对方的军事优势 

的原则。

( â ) 对遵守协议的有效核查措施之要求C

(e) 尽管裁减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库是要由有关双方直接谈判和实 

施的，然而由于核武器及其累积不仅对于它们的拥有者和盟 

国而且对于其他所有国家构成威脉，所以总的核裁军问题是 

举世关切的。

(f) C联合国大会一再重申双边谈判并未减捐适当的多这核裁第 

谈判努力的需要）（普遍相信双这和多迫谈判是相辅相成的：)。

(g) 特别鉴于斌予这些机构的责任以及希望裁军取得进展的普遍 

愿望，需要使联合国大会和裁军谈判会议经常报好地了解谈 

判进行状况。

苏联和美国已同意加.速它们的双进谈判步伐》应当尽一切努力达成在裁军进程 

初始阶段实行大幅度裁减核武库的协议，这一进程应当尽量短0 在这方面，双方 

已经同意削减核武器5 0 %的，适当应用的原则以及关于中程核力量临时协议的意 

见。在这一初始阶段，还应达成并实施其他有助于总的裁军进程的协议。

⑦下是 i &85 年1月8日发表的联合声明关于核武器和太空武器谈判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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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掘以前的协议，美国国务辦乔治舒尔茨与苏联共产梵中央委员会政治场委 

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朝主席兼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 葛罗米树于1 9 8 5年 1月 

7 日和8 日在日内瓦进行了会谈，

他们在会议中讨论了即将开始的美苏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谈判的议题和目的。

灰方同意，谈判的议题将是全部关于空间武器与核武器—— 战略和中程—— 的 

问题 , 在两国相互关系中审议相解决的所有这些问题•

谈判的目的将是制定有效的协议，以防止空间军备竞赛、结束地球上的军备竞 

赛、' 限制和裁减核武器和加强战略我.定， 谈判将由各方浪出的代表团分为三组来 

进行 .

双方认为，即将开始的谈判，一如限制和裁减武器作出的一般努力，应导致彻 

底消除任何地方的核武器，

开始谈判的日期和谈判地点将在一个月之内通过外交渠道商定，’’

6 . 关于核裁军的多这谈判： *

紧急开始多进核裁军谈判对核武器E 家和无核武器1Î1家都具有极为重

大意义 . 拥有最重要的武库并在核裁军方面负有特别责任的a 家在这一领

填的双这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将有助于缔结多这裁军协议J5且,多这谈判对

于在实现核裁军方面取得重大而普遍的进展具有特别重要作用，这就必须

在适当阶段谈判拟订协议，在每个阶段相应地考虑到现有武库相对的数量

和质量的重要性以及保持所有核武器和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不受减摘的必

要性，并附有使有关各方都满意的充分核查措施. 停止在质量上改善和发

展核武器系统, 停止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生产，裁减核武器及 

其运载工具的储存 .

»
一个代表S 在 第 5 段策文拟定之前保留对第6 段案文的立场 . 两♦代表a  

保留对第6 段案文的立场.



在进行这些谈判的过程 , 可以考/t':将上述第2 段详13蘇定的措#结 

合起来，或将这些措錄的不同部分结合起宋。

上 面 各 段 述 ng《 合方条> 一 ii)'r权 軒 军 雅 以 后 各 阶 找 包 估 的  

措施，总的目标是在质量上和数量上FF<制并大大削减该阶段开始时存在的核武器库，

7 . 避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 今天，国 际 上 致 同 意 ，核战争既不能打赢也决不能打。 没有比 

防止核战争具有更重要意义的目称了。 最可靠的消除核战争和使用核武 

器的危险的办法是核裁军和消除核武器。 〔所有成贾国都认识到有必要 

防止战争、特别因为战争能导致核大战。 作为改善国际安全和减少战争、 

包括核战争的危险的一小重要步骤，拥有最重要的核武库的核武器国家应 

当将他们的核武库进行大幅度的和可核查的削减， 〔削减到结构更力德定 

的同等水平）。）在实现应为之进行不辦的谈判的核裁军之前，所有国家 

应合作采取切实的适当的措施，防止嚴发核战争和避免使用核武器。

在这方面，应当考虑到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于除非受到攻击不首先使 

用核武器以及不使用任何武器所作出的保证0 此外，应当铭记，任何使

用核武器之后的局势将是无法限制或控制的，并将如人们所知导致威脉人 

类文明的全球大战。 因此，所有国策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于确 

保它们未来的行动、政策和协议〔排除使用核武器）I:要导致消除核武器:） 

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8 .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协议 :

各核武器国家应采取步蔣，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脉使用核 

武器 . 注意到核武器国家的各项宣言，应作努力在适当时达成有效的安 

徘，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9 . 核不r •散：

作力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的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防止核武器的y 散 

是当务之急。核不扩散的目的，一方面是防止在现有五个核武器国家以外 

再出现任何核武器国家， 方面是遂步裁减和最后完全消除核武器•这 

需要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两方面都负起义务和责任：核武器国家承 

担义务，紧急采取《最后文件》有关各段概述的措施，以便停止核军备竞 

赛和实现核裁军，而所有国家则承担义务，防止核武器的扩散，

可以并应该在国家一级和通过国际协定采取有效措施，以便在不影响 

能源供应或核能和平用途的发展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核武器扩散的危险•因 

此，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应联合采取进一步措施，在普遍和无歧视 

的基础上就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方法和途径，拟订一项国际协商一致的意见， 

各缔约国充分执行现有各项不护•散文件例如《不扩散核武暴条约》和 

( 或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以 及 《南 

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的一切条敦，将对此目标作出重大赏献• 近几年来 

加入这些条约的国家有了增加；各缔约国表示希望这一趋势将趣续发展,

不r 散措施不应访碍所有国家按照其优先次序、利益和需要，充分行 

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实行并发展其和平利用核能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友展 

的规划，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所有国家也应能获取并自由取 

得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木、说合 'TP材料， 这个劍域的国际合作应当置于经 

商定的道当国际保障制度之下；该制度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不加妓视的

* 两个代表团对提到《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保留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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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实行，以便有效地防止核武器的扩散，

每个国家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所作的选择和决定，应当在不访碍各自 

的燃料循环政策或关于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协定和合同的情况下予 

以尊重，但必须实行上述商定的保障措施 .

根据大会 1 9 7 7 年 1 2 月 8 曰第 3 a / 5 0 号决议的原则和规定，应 

当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核技术的转让和利用，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特别在发展中国家。

10. 建立无核武器区

在有关区域的各国之间自由达成的协议或安排的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是一项 

重要的裁军措施，应予以鼓励，其最后目标是实现一个完全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这 

方面要考虑到每一区械的特点， 参加这种无核区的国家应承诺充分遵守建立无核 

区的协定或安徘的目标、宗旨和原则，从而确保它们真正没有核武器， 核武器国 

家应承担义务，其方式有待议定，特别是：H 严格尊重无核武器区的地位；a 不对 

这些区域的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 a ) 考虑到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总署全体会 

议以及其他有关的会议所表示的关于加入《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 

(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意见，有关各国采取一切适当措旋来确 

保该条约的充分实施， 包括有关各国批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一号 

附加议定书》，

( b ) 有关各国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保证《南太平浮无核区条约》，的生效和 

充分运用》并包括由所有有关国家签署和批准该条约的三个议定书，

旦这些议定书可以签订时，

(C； 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已确定了非洲大陆的非核化* 联合国大会在 

一系列决议中支持了非洲关于非洲大陆非核化的倡议，并在其大会第 

十届特别会议上协商一致地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的有效步骤，以 

防止这项目标受到胆烧 .

( d ) 按照大会第35/147号决议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将大大加强国际和 

平与安全， 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以前，该区城各国应庄严声明在



对等基础上不生产、取得、或以任何其他办法拥有核武器和核爆炸装 

置，不允许任何第三方在其领土上设置核武器，并同意将其一切核活 

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 应当考虑安全理事会在促 

进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建立中的作用 .
( e ) 南亚区域的所有国家都已表示确保本国不拥有核武器的决心， 该区 

各国不应采取任何偏离这项目标的行动。 在这方面，大会已通过了 

若干有关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问题的决议，而大会仍继续审议这个问 

题 ，

( f ) 根摆那些希望成为无核武器区一部分的国家的倡议，应努力促进在世 

界其他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

确保这些地区真正没有核武器，以及核武器国家对这些地区的尊重， 

是一项重要的裁军措施，

B . 其他大规模敬灭性武器 .

1. 一切国家应加入1 9 2 5 年 6 月 1 7 日于日内瓦签署的《关于禁止在战争 

中使用宣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议定书》。

2 . 一切尚未加入《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 

种武器的公约》的国家应考虎加入该公约，

3 . 必须尽一切努力早日维结一项彻底有效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便用一切 

化学武器并销毁一切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

4 . 应报据裁军谈判会议 IE在进行的谈剑以及所有有关提案缔结一项禁止研 

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国际条约•

5 . 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根据新的科学原理和成就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的危险 . 应当为禁止这种武器的类型及系统而作出适当的努力，能就可以识 

别的个别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达成具体协议/ 这个问题应经常予以审议 .

此句系特设委员会工作后期提出，有些代表团对该句写进《综合裁军方案》草 

，持保留态度•



c . 常规武器和武装部队

1 . 军队和常规武器的限制和逐步裁减，连同核裁军指施谈判，应当坚决地在 

朝向全面彻底裁军前进的范围内进行。 拥有最庞大军事武库的国家对于开展裁减 

常规军备的进程负有特别责任，

2 . * 鉴于目前这种形势—— 在欧洲集中部队如军备 * *已达到特别高的水平，有 

必要在很低的水平上建立稳定、综合和可核查的常规部队均势，以加强战略稳定。 

实现更稳定的形势应通过全欧洲在适当和共同削减及吸制的基础上，以及在有效信 

任—— 和建立安全措施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考虑到需要消除多年来积累的相互怀疑 

和不信任，

这种步操应痛保所有国家的安全不受减损，充分尊重所有国家，包括非军♦联 

盟国家的安全利益和独立•

通过在维也纳和斯德哥尔摩目前正在进行的谈判中取得的进展，有关各方将为減 

少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加强和平作出具体的贡献。 应在适当情况下进行进一步的 

谈判，

***关于在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及裁军的会议的圆满结束将具有极其重大的意 

义， 该会议的第一阶段正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正致力于谈判并通过一系列旨在减 

少欧洲军事对抗危险的相互补充的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在权利平等、均街和对等， 

同等尊重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所有参加国的安全利益和各自就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 

措旌及裁军所承担义务的基础上，这些建立信任和安全的措施将包

在 " 常规武器和武装部队，，标题下提及维也纳谈判和斯德哥尔摩会议并不訪•碍 

这两个论坛的会谈内容，

通常了解这不是指中立国和不结盟国家，

这一分段将视斯德哥尔摩会议的结某作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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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海 域 ‘ 和空域. 这些措施具有军事意义和政治约束力，并将拥有与其内容相符的 

适当的核查形式 .

就alt连海域 * 和空域而言，这些措施适用于所有参加国在这些领域的军事活动， 

只要这些活动影响到欧洲的安全以及构成以上所述的它们同意通知的整个改洲内活 

动的一部分 ,**■

3 . 应当考虑到各国保护其安全的誓要，铭记《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固有自 

卫权利和不访碍各国人民根据《宪章》所享有的平等权利和自决的原则，并铭记需 

要确保每一阶段的均势积一切国家安全不受病损，通过对军队和常广_武器的限制fn 

裁 坚 决 地 在 双 迫 、区械和多过基植上执行旨在以较低水乎的军事潜力来加强和 

平与安全的各项协定或其他措族， 这些措施可包括下列两段所载的措旅 .

( a ) 当适当条件存在时，举行由一切有关圓家参加的双这、区域积多边热 

商和会议，来审议裁减常规笑备的各个方面；例 如 1974年 1 2 月 9 

H 八个拉丁美洲国家所签々的《阿亚库乔宣言》所设想的倡议。

( b ) 考虑到各国保护其安舍的需要、考虑到殖民地和外国治下人民享有 

自决和独立的不容削夺的权利、并考虑到各国按照《轻合国宪章》和 

《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尊重这种权利的义务， 

各主要武器供应国和接受国应特别在各国安全不受减的原则的基祐 

上就限制常规武器各种形式的国际转让问题进行t办商， 以促进或加睦 

敦低军♦ 水平上的德定。

4 .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包括可能引起不必要痛苦或具有濃杀邀伤 

作用的常规武器：

( a ) 所有国家均遵守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 力 

或遗杀遗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所遗过的博定。

( b ) 按 照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力或遗杀滥伤作用 

的常规武器公约》第 8 条，通过现有议定书的修正或通过绪结附加议

在这里，人们认为嗽连海域的慨念也是指与欧洲嗽连的海洋区• #
此句系特设委员会工作后期提有些代表团对该句写进《综合裁军方案》革

塞 持 保 留 系 度 ，



定书，r 大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事力或遣杀滥伤 

作用的常规武器的范围。

( C ) 关于将此种武器转让给其他国家的问题，一切国家，结别是生产国， 

均应考虑上述会议的结某。

D . 军事预算

1 . 在共同商定的基袖上，例如按绝对数字或百分率逐渐裁减军事预算，特别 

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强国的军事预算，将是一项有助于逼制军备竞赛的措施， 

并将增加目前用于军事用途的资金转用于经济及社会发居的可能性，特别是造稿发 

居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居。

2 . 执行本措施的基础必须由所有参加国予以商定，并需要所有参加国能予接 

受的执行方法和途径，但应照顾到评定不同国家进行裁减的相对比重所涉及的问题 , 

并对各国就裁減军♦ 预算的各种问题所提出的提案，给予应有的考虑。

3 . 大会应结记着联合国关于这小问题的有关提案和文件，继续审议应采取哪 

些具体步骤以促进军事预算的裁减。

E . 有关措施

1 . 采取进一步步骤，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而使用改变环境技术： 

审查进一步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而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需 

要 ，以便采取进一步措施，消除此种使用对人类造成的危险。

2 . 防止在海床洋底及某^ 进?W 名竞赛的进一步步骤：

为了促进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和平利用并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士进行军 

备竞赛，并飽情考虑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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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第一、第二次审查 

会议上提出的提案，及任何有关技术发居，审议在裁军领域采取进一步措 

施以防止这小环境内的军备竞赛。



3.  * 为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应当本着《关于各国採索和利用包括月 

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居空间的活动的原则的条约》'的精神，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举 

行适当的国际谈判，

所有国家. 特别是具有主要空间能力的国家，应当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这一目 

标缴出积极贵献，并且应当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促进国际合作和了解，立即采 

取惜施，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为此目的，应作出包括双边和多过在内的一切有效努力。

在这方面已进行双遠谈判，并应趣续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方面制订出有效 

协议,

裁军谈判会议应作出努力，按照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 

文件》第 1 2 0 段行使其职责，它对达成防止在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任何）一小 

多这协议， 或在认为适宜时达成n*小多遠协议的谈到起着〔 a ) ( the ) 首要 

作用.

4 . 建立和平区〔并加强各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

按照区城内各有关国家明确确定和自由决定的适当条件，并考虑到区 

域的特点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并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在世界各区域建

此段在《综合裁军方案》中的位置待以后决定。

一些代来团对开头两段保留自己的立场，直到整个这节的文字完成，和安放位 

置解决时。

许多代表团认为，转载自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第 8 0段的第一段应补充在内以反映该问题目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它们还 

认为，这一段应在方案中占更显著的位置，为此目的，建议作为分节B 列入 

" 裁军措雄 " 一节的 " 空何武器 " 标题下，

还有人提出关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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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平区，将有助于加强区内国家的安全和，小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这 

方面，

( a ) 东南亚：

为促进东南亚的和平、稳定与合作，该地区的所有国家，主要是最直 

接有关的国家，应采取步骤，通过彼此间的协商和对话，以便按照 1983 

年 3 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第七次首脑会议的政治宣言》, 早 H 

在东南亚建立一小和平、 自由和中立区。 * 

f b ) 印度洋：

实 现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目标将大大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 

与安全

联合国内一致同意采取切实措施，在印度洋地区建立和平区.

联合国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应采取具体步骤，为早日召开会议作准备， 

作为建立和平区的一小必要步驟 .

考虑到该地区的政治与安全气氛，特设委员会应结束关于印度洋会议 

的筹备工作，以便使这小会议能在不送于1 9 8 8 年召开，日期由委员会 

与东道国协商决定 . 这项筹备工作应包括组织安徘问题和实质性问题，其 

中包括会议临时议程、议事规则、参加、会议阶段、代表级别、文件，审 

. 议可能就保持印度洋为和平区最后达成的任何国际协定的适当安排，以及 

拟定会议最后文件草策

同时，特设委员会应就人们在留下的有关问题上的各种观点进行必要 

的协调•

建立和平区要求海岸国和内陆国，安理会常任理♦国和主要的海洋使 

用国的积极参加和充分合作，以确保建立在《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以及 

国际法普遍原则基础上的和平与安全条件，

* 有些代表团保留它们对开头两段的立场，直到整个这节的文字完成和安放位置 

解决时，



建立和平区还要求尊重海岸国和内陆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

( C ) 地中海：

C鉴于地中海地区的安全与欧洲安全及世界和平与安全密切相关，有 

关各国均应采取积极措施确保地中海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合作 .

为此，必需进一步努力，缓和紧张局势和裁减军备；加强信心；在主 

权、独立、领土完整，安全，不于涉和不于预、不侵犯国际遠界、不使用 

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不允许以武力搜取领土、和平解决争端并尊重对自 

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等原则基础上，为地中海沿岸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及 

在一切领域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创造条件；同时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 

合国有关决议的规定，促进该地区现有间题和危机一一撤退外国占领军和 

在殖民地或外国统治下各民族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一一得到公正和可行的

r V V*

地中海地区的所有国家和其他有关国家应遵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 

和原则，报据《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 

宣言》的规定，共同制定并在适当时执行有益于为地中海地区的和平、安 

全与合作创造条件的步骤和措施《

在这方面，人们注意到 1 9 8 4 年在马耳他首都瓦某塔举行的不结盟 

国家运动地中海成员会议的参加者所承担的义务，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对该 

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 *

# 有一小在地中海地区召开会议的建议0



r鉴于地中海地区的安全与欧洲和其他 fflih邻地区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有 

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所有有关国家应当采取积极步骤，保障地中海地区的 

和平、安全与合作 .

为这此目的，有必要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联合国的有关决议 

和国际法原则，作出进一步努力，缓和紧张局势，扭转军备竞赛，特别是 

核军备竞赛，加强相互信任，寻求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危机的办法，创造安 

全与和平的条件，促进所有地中海国家和人民在一切具有共同利益的域 

进行合作，

所有地中海地区的国家和其他有关国家应协同制定和酌情执行有利于 

在地中海建立一个和平、安全与合作区的措施•

在这方面，注意到参加1 9 8 4 年在马耳他瓦莱塔举行的不结盟国家 

运动地中海成员会议的国家作出的承诺 *

其他措施

1 。建立信任措施

为了促进裁军进程，必须采取措施和推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政策，以建立 

各国间的信任。 致力建立信任措施能对准备在裁军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作出重大 

贺献。 为此目的，应采取下列各项措施和尚待商定的其他措施。

有一小在地中海地区召开会议的建议《



( a ) 通过律立 " 热线 " 和其他减少冲突危险的方法，采取各种步骤改进各 

国政府之同特别是紧张地区的各国政府之间的通讯，以防止由于意外 

佳计错误或联系失灵而发生的攻击；

(b) 各国应评价其军事研究和发暴对现有协定和裁军领城的进一步努力的 

可能影响。

2 . 防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

( a )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严格遵守和全力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并负有义

务严.格遵守其原则和其他有关维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普遍接受的有关国际法原则，

特别是不对任何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猛立，或对在殖民主义或外国统治下 

要求行使自决权利和实现独立的人民进行武力威膝或使用武力；不以武力侵》̂及并 

吞别国领土，亦不承认此种侵占或并吞，不于涉和不于预他国内政；国际边界不容 

侵犯；还有和平亭决争端，尊重各国按照《宪章》进行个别和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 

等原则 .
( b )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2 5 条所承担的义务，在维伊国 

际和平与安全并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中，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3 . 动员世界公众舆论支持裁军

为了动员世界公众舆论支持裁军，应当在世界各地以均衡、实事求是和客观的 

方式采取下列具体措施以加强宣传关于军备竞春和停止并扭转军备竞春方面所作的 

努力：

( a ) 因此，在执行该计划的过程中，各会员国的政府及非政府性新闻机构， 

以及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还有各非政府组织的新闻机构应在适当情 

况下，特别是通过每年进行的与裁军周有关的活动来进一步宣传关于 

军备竞春的危险，以及裁军事业J 军谈判及其结暴这些活动应形成 

一个计3^1],以便进一步使世界與论警慑对一般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 

危，合.



( b ) 为了有助于更好地理和认识军备竞，造 成 的 问 裁 军 的 需 要 ，应 

数促各国政府以及政府性的和非政府性的圓际组织采取少骤，在各级 

制订裁军教育计划和违行和平研究，

' ( 0 联合国大会在其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义开幕时庄严发动

的世界裁军运动应为在所有国家就所有与裁军问题、 目标和条件有关 

的观点进行讨论和辨论提供一个机会，运动具有三个基本目标：提供 

消患和教盲群众并促使公众了解及支持联合国在限制军备和裁军领域 

内的各项目标.

( d ) 作为促进审议裁军领揉问题进展的一部分，应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定 

就具体间题进行研究，在必要时为进行谈判或达成协议莫定基础. 同 

时，在联合国主持下透行的研究，特别是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研究可 

以对裁军领域的了解糸採索作出有益贡献，从长远观点来看尤为如此 .

( e ) 鼓励各成员国确保裁军各方面的新闻得到更完善的交流，以避免散布 

’有关军备的错误和有偏见的新闻，并集中注意于军备竞幕升级所造成 

的危险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需要•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定，尤其是第一届 

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应特别予以宣传 .

4 . 核查

( a ) 为促进缔结和有效执行裁军协定并建立信任，各国应接受这些协定中的适 

当核查条款.

C 0))在国际裁军谈判方面，应进一步审查核查问题 ,œ 考虑该领域的适当方法 

和程序• 应当尽一切努力制订非歧权性的、不无谓地于涉别国内政、或访碍其经济

本段在《综合裁军方案》中放在何处容后决定•

有些代表团主张，鉴于这一间的根本重要性，本标题下的各段，应当作为第 

五章的导言，或作为 " D . 军事预算 " 之 后 的 新 问 一 节 另 一 些 代 表 团 认 为 ， 

因为核查并不是一项裁军措施，这一问题应酌情包括在关于原则的一章，还有 

一些代表团认为，核查问题已恰当地包括在关于原则一章的第2 5 段 .一个代 

表团主张本标题下的这些段落应作为第六章 ( 机构和程序 ) 约一部分.



和社会发展的方法和程序） *

C会员国们意识到迫切需要达成能够为维护和平与安全做出赏献的军备限制和裁 

军惜施协议， 它们相信，要使这些措施有效，措施就必须公允加兼顾全面，能为 

各方接受，其内容必须明确，是否得到遵守必须显而易见* 这些国家重申由第 

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致通过《最后文件》所 表 达 信 念 ，为促进裁 

军协议的缔结及其有效执行并且为建立信任，各国应当接受这些协议中的适当核查 

条款，

全面彻底裁军进程中的有效核查具有三个方面重要意义：作为不仅得到遵守 

而且为所有各方共鉴得到遵守的法律承诺的不可少的基础；作为当前载军进程赖以 

进行的基本原则之一；作为《综合方案》中强调的将要谈判和正在谈剑的具体协议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会员国们特别感到，如果各个国家和整小国际社会想要从军备限制和裁军协议 

中得到更大的安全，它们的全面执行和严格遂守就具有报本的重要性。 会贡国强 

调，对这些协议的任何连反，不仅严重影响缔约国的安全，而且会给其他依赖这些 

协议观定的限制和保证的国家造成安全上的危险。 它 们 进 步 强 调 ，任何对协议 

信任的削弱都会减少协议对全球和区域以及对进- 步裁军和军备限制努力的贡献， 

并且将損香国际法律制度的倍举和有效性。

会员国们敦促军备限制和裁^办议的各缔约圆执行和全面遵守签字承认的各条 

款。 它们呼吁所有国家认真考虑不避守义务或避守问题悬而未决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以及对裁军领域进进展的前景的影 ■响 .

所有旨在解决遵守问题的努力应受到支持以鼓励严格遵守以签条款，维护或 

恢复军备限制或裁军协议的完整性，） **

此段第二句最后故在何处容后决定，

此案文是属于联合国地区組的一些国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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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军 和 发 展

1 . 考虑到军备开支和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执行《综合裁军方案》应对所 

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有效的贡赫 . 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 

是，各国应当根据各自在裁军领域所负的责任，促使裁军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从 

而可以把目前正用于军事用途的真正资源，解放出来用于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特别是造福于发展中的国家，

2 . 从长期来看，裁军通过促进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悬殊的状况 , 

在公IE、平等和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促进其他全球性问题的解 

决，’将对所有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效地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

3 . 秘书长应定期向大会提出关于军备竞春的经济和社会后某及其对国际和平 

与安全造成极其有害影响的报告 .

裁 军 和 国 际 安 全

1 . 裁军的进展，应伴同加强维伊和平的机构和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措 

施. 在全面彻底裁军方案执行期间及以后，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采取维伊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措施，包括各国向国际和平部队提供必要的商定数量人力并 

为这些人配备商定类型的武器，以供联合国调遣的义务，调动这支部队的安徘应能 

确保联合国能有效P且止或禁止任何迷反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行 

为.

中 间 阶 段 ^

" 1 . 中期阶段应当不运于1 9 9 0年开始并持续5 — 7年，

2 . 苏联和美国应当继续执行第•-阶段中商定的裁减并且还要执行旨在消除它 

们的中程核武器和冻结它们的战术核系统的进一步措施，

本标题不影响各代表团在与执行阶段有关问题上的立场 ,



3 . 其他核武器国家应当保证冻结它们所有的核武器而且不在其他国家领土上 

部署这些武器，

4 . 所有核武器国家应当消除它们的战术核武器，即射程（或活动半径）在

1 0 0 0 公里之内的武器， 应当在苏联和美国完成削减百分之五十能够打到对方 

领土的核武器之后采取这一措施，

5 . 苏美关于禁止太空打击武器的协定应在主要工业化国家强制性参加下成为 

多速的协定g

6 . 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停止核武器试验，

7 . 应当禁止基于新的物理原理而其破坏力接近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的非核武器的研制，，• *

最 后 阶 段 * *

" 1 . 最后阶段应不迟于1 9 9 5年开始。 在这一阶段，应当完成消除一切剩 

余的核武器* 到 1 9 9 9 年末地球上应不再有核武器，

2 . 应当拟定一项保证核武器永近不再产生的普遍协定，

3 . 最后阶段应于1 9 9 9年末完成，，，♦

六 . 机 构 和 程 序

1 . 根据《宪章》，联合国在裁S 领域应继结负.有重寧作用和首專责任。

2 . 《综合裁至方案》中设想的关干多这裁S 措施的谈判，照例应在裁S 谈判 

会议这小裁至领坡中一多迫裁至谈判机构中进行 •

3 . 双迫和区结裁変谈判也可起，要作用并可促进裁至领域多这协定的读判。

4 . 在不访碍谈判进程的情况下，应使联合国通过大会或任何其他可与本组织 

所有成员誤系的适当联合1T渠道，及时了银联合国以外所进行的一切裁S 活动。

5 . 〔各綺约® 应尽一切努力，光其县通过就具体的栽至措施进行袁诚的读判， 

以期在2 0 0 0 年实现《综合方案》规定的"全面彻底裁S "的目标 0 为保证不断 

前进，彻底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应定期召开审査《综合方案》中各阶段所列措苑枚

一些代表因对代表一组国家立场的这些段落保留自己的立场,
本标题不影响各代表团在与执行阶段有关问题上的立场， ’



行情况的大会特别会议。第一次这样的大会特别会议应于（ 1 9 S 7 ) ( 1 9 8 8 

(1  9 8 9 ) 年召开，并：fa)审査《综合方案》第一阶段所列措施的执行情况；（b) 

根播审査结栗审议齋对《方案》作出的调整并审议促进其执行取得进展所需采取的 

步段；（C)参照迄今取得的进展和国际关系以及科牵技术方面的其他发展情况，以更 

为具体的措词拟订将于《方案》第二阶段执行的措施；（d)决定第二次特别会议的召 

开时间， 审査《综合方案》第二阶段中包括的，以及作了必亭修改的执行措施，条 

件長，第二次会议的召开不得晚于第一次会议之后六年。 ） *

1：各 ïïi将儉出一切努力，特別寻就具体裁至措施进行衷诚的谈判， 以实现《绿合 

裁宾方案》^̂ 规̂定的在有放国际监營下的全面彻底裁至的目标。 为保证在仓面实现 

这一最終目标方面继法取得进展，将在专门讨论裁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定期审 

査 ‘' 综合方案》所列措施的执行情况0 第一次这种审査应不既于《方案》通付以后 

5 年举行，并将：

( 4 ) 审查执行《综合裁军方案》措施的进展情現；

；b ) 报据审査结果宙议需对: 方衆 ：)■作出G巧â]整并审议促进其执行取得违 

畏所寄采取 fi力步骤；

( c ) 考虑到迄今已取得的进展和国际关系以及科学如技术方面的其他发展， 

以更具体的措施制定进一步措施并这此猎施可能有必要作为《方案 

的一♦ 郁分；

( d ) 决定下一次审査《综合方案》进一步执行情况的转别会议sg召开H巧 . 

条件是，这次进一步的审查将在不晚于第一次审查以后0年举行，

I：方案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期阶段和最后阶段。 最后阶段的目标是实 

现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

• - -4"代表团认为， 《综合裁军方案》不应使召开审查其执行情况的大会特别会 

议制度化，

本段案文涉及的问题暂不解决* 本段案文在《方案》中的位置将在以后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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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将尽可能全面，并包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能够设想到的尽可能多的裁 

军指施》

在第一阶段结束以前尚未执行的措施将列入中期阶段.所有国家均应尽最大 

努力，以期在第一阶段结束以前尽可能多地执行初步裁军措施• ）

* ( 《方案》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期阶段和最后阶段• 每一阶段以及 

整 《方案》将在各自的时间范围内予以执行• 按上述规定，这种时间范围当然 

是指示性的，必要时可以由大会在每一阶段结束时召开的审査《方案》执行情况的 

特别会议上进行调整•

’ ’襄一阶段，如 《方案》所述，包含其些必须在第一阶段结束以前执行的优先措 

旅，例如《核禁试条约》、防止核战争的适当和具体措施、停止核军备竞赛应襄接 

着进行核武器的大幅度削减的措施、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所有方面的一项或适当 

时的几项协定，以及一项关干紫止化学武器的/冷约•

中期阶段包括为最后阶段进行准备的必要措施，特别是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措旅. 

最后阶段包括的措施将保证在最后阶段结束时，实现全面彻底栽军，并保证各国只 

能调遣那些商定的，维护国内秩序、保伊本国公民人身安全和支持并为联合国银特 

和平部队提供商定的人力所必要的非核力童、军备、设施和机构 .）

c 綠合裁军方案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 第一阶段应 

有 5 — 8年期限 . 中间阶段5 — 7 年.万案金部贯彻执行日期应为公元2 0 0 0年. 

大家知道这个时同安排是予示性的，必要时可由联合国大会在每一阶段结束时召开 

特别会议主要审查方案的执行情况时进行调查.在中国阶段和最后阶段实行的主 

要措施载于第五章的有关小15■中• 不言自明，当第一阶段快结束时，将由裁军谈 

判会议拟订以后几个阶段的全面内容并由联合国大会在特别会议上通过 ) r

«

m
此段案文中涉及的同题暂无结论. 它在《方菜》中的位置留待以后审议. 

有些代表团声明，本案文是在最后时刻提交委页会的，没有经过审议• 它们 

对本案义列入《综舍裁军方案》草案表示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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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案 》有三小阶段: 第一阶段、 中期阶段和最后阶段• 嚴后阶段的目 

标是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应当尽一切力童在各自W•间范围内执 

行每一阶段以及察个《方案》. 这种时范園当然是指示性的，可按照以下规定 

在定期审议《方 案 》执行情况期间作必要调整.

〔计划使第一•阶段尽巧能全面，并包括能够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设想到的尽可 

能多的裁军措施.所翁国家均应在奠一阶段结束之前傲出最大努力实施某些优先

措施一-例如 ..........并在该阶段结束时实施其中包括的尽可能多的其他措施.

第一阶段结束时未能实施的措施将纳入中间阶段 . 此外，中间阶段包含为最 

后阶段做准备的必要措施，特别是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措施.

最后阶段包含的必要措施将保证在最后阶段结束时实现全面彻底裁军，保证各 

国将只能按照所商定的为维拍国内秩序、保拍本国公民安全和支持联合国维持和平 

部队和力它提供商定人力所必需的非核力量、系备、设施和机构，

各国应当尽一切努力，尤其是通过有关具体裁军措施的真诚谈判，实现《绿合 

裁军方案》中明确规定的全面彻底裁军目标， 力保证全面实现这一最终目标不断 

取得进展，对 《综合裁军方案》各小阶段所包括措施的执行情况将进行定期审査——  

包括在大会特别会议上进行 . 在通过《方案》六年之内将进行首次审查并且将：

( a ) 审查《综合裁军方案》第一阶段包含的指施的执行情况；

( b ) 根播审査情况考虎需要对《方案》做出的调整和为促进执行方面的进 

展需要采取的步骤；

( C ) 视情况用更具体的措辞详细制定《方案》篇二阶段要执行的措施，考 

虑到已取得的进展和国际关系，以及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展情况；并 

且

( d ) 对所含措施执行情况的下一次审査日期提出建议，并在《综合方案》 

第二阶段作出必要调整，这次审查将在第一次审查后六年内进行，

此段案文中涉及的问题暂无结论， 它 在 《方案》中的位置留待以后审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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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除了在特别会议上进行定期审查外，应每年对该《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 

，査，因此，题 为 " 审査《综合裁军方案》执行情况"的项目应列入大会每年例会 

的议程. 为便于大会在这方面的工作，秘书长应每年向大会提交一份关于《方案》 

执行情况的进度告，

7 . 在每年宙査期间或审査《综合裁军方案》执行情况的定期特别会议期间， 

大会可以酌情考虑如建议进一步措施和種序，以便促进《方案》的执行，

8 . 在 《综合裁军方案》执行过程中，裁军审议委员会继续作为大会的附属审 

议机构发挥作用，并对裁军领域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审议和提出建议，

9 . 第一届絲别会议《最后文件》的第 1 2 5 段如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届 

特别会议的《结论文件》的附件二中列举的提案应在适当的时侯予以，议，并作出 

决定.

1 0 . 应尽早在适当时候召开一次由各国普遍参加并作好充分准备的世界裁 

军会议•

工 .审议有关停止军备竞赛及裁军 

的其他领域和其他有关措施

1 0 8 . 在 1 9 8 6 年会议期间，本会议还收到下列文件：

(a) 1 9 8 6 年 2 月 2 0 日加拿大提出的C 33/670#文件，题为 “ 1962—

1 9 8 4 年期间在本会议及其前身中所作有关核查的声明的遂字记录 

三卷倚编"。

0>) 1 9 8 6 年 6 月 2 5 日如拿大代表团提出的CD/707号文件， 题为 

"加拿大根据联合国大会关于核查问题的第40/15 决议致联合国 

秘书长的回文"。



J . 审议并通过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本会议 

年度报告及任何其他宜提出的报告

1 0 9 . 本会议报据其工作计划，于 1 9 8 6年 8 月 1 1 日至29日审议了题为"审 

议和通过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本会议年度报告及任何其他宜提出的报告 " 的议程项目 

1 1 0 .本会议于1 9 8 6年 8月29日通过了本报告，本报告由主席代表裁军谈判 

会议转交。

裁军谈判会议主席

J • 阿 兰 * 比斯利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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