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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裁军谈判会议向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交其关于议程项目8 " 综合 

裁军方案 " 审议情况的报告•

2 . 在这方面, 本会议收到1 9 8 7 年 1 月 1 4 日联合国秘书长的来函（CD/ 

733和 Add.  1 ) , 转送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1 9  8 6 年通过的所有有关裁军 

间题的决议和决定，包括1 9 8 6 年 1 2 月 4 日第4 1 / 4  2 1 号决定，其中大会 

决定继续保留议程项目6 2 ( d ) ,以便让裁军谈到会议在1 9 8 7 年届会的第一期会 

议期间完成综合裁军方案的审议并同时向大会提出方案的完鉴草案,

3 . 本会议按照工作计划在1 9 8 7 年 4 月 2 0 日至2 8 H以及8 月 3 日至7 

日两段期间内审议了议程项目8 .

4 . 在 1 9 8 7 年 8 月 2 8 日举行的第4 3 5 次全体会议上，本会议通过了综

^ 军;ÿ案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该报告（CD/783 )为本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
...... . . . . .  ■ - .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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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作安排和文件

" 1 . 按照 1 9 8 4 年 2 月 2 8 日裁军谈判会议第2 4 5 次全体会议通过的特设 

委员会职权范围的规定，综 合 裁 军 方 案 特 设 委 员 会 于 1 9 8 7 年 2 月 1 2 日在 

阿方索 . 加酉亚。罗夫莱斯大使（墨西哥）的主持下恢复了工作，联合国裁军事务 

部的高级政治事务于事A. 列文女士担任该委员会秘书。

" 2 . 特设委员会在1 9 8 7 年 2 月 1 2 日至8 月 2 0 日期同共举行了2 7 次会 

议，此外，主席进行了若干次非正式协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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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设安员会的会议：奥地利、孟加拉国、芬兰、希腊、新西兰、挪威、荀萄牙、塞 

内加尔、西班牙、土耳其、越南和津巴布韦。

" 4 . 除了以前各届会议与该议桂项目1有矢的各项文件，特设委员会收到了会 

员国在 1 9 8 7 年会议期间提交的下列文件：

CD/CPDXWP. 86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交的关于防止外层空

CD/CPD/WP. 87

间军备竞赛的工作文件；

巴西提交的关于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的 

工作文件；

CD/CPD/WP 88 澳大利亚、比利时、如拿大、法11、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 日本、荷兰、挪 

威、大不列颤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 

坚合众国提出的关于导言的工作文件；

文件清单见前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和特设委员会的1 9 8 5年报告和1 9  8 6 

年报告，这些报告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报告和裁军谈判会议报告的组成部分( CDX 

139, CD/228, CD/29a Cd^335, cd/642îp cd/732) 。



CDXCPDXWP. 89 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 曰本、荷兰、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 

国提交的关于无核武器区的工作文件。

" 二、 1987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 5 . 在 1 9 8 7年会议期间，特设委员会继续拟订《综合裁军方案》，并铭记 

其职权范围规定至迟于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向大会提交一份此一方案的完整草案。 

特设委员会以其1 9 8 6年报告（GD/Y28 ) 所附案文作为其工作基础。

" 6 . 特设委员会在会议开始日M 立了向一切感兴趣的代衷团开放的联系小组，以 

解决某些案文存在的分校。 此外，在主席的指导下进行了嗟商。 在有些情况下， 

有可能就有关条敦条文这成协议，而在其他方面分坡仍然存在。 在工作过程中， 

还提出了新的提案。 但在委员会的审议中，对现有的案文却出现了新的分救。在 

特设委员会的范围肉以及在非正式会议和各联系小組内都为化解分破作出了进一步 

的努力。 会议期同，特别是在7月份和8月份曾加紧工作，以期完成方案的拟订 

并将方案草案提交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 但是-正如本报告附件中所反映的终于 

未能就若干问题达成一致的立场。

" 三、结论

" 7 . 根据其职权范围，特设委员会商定将本报告附件所载关于其拟订综合裁军方案 

的工作结果提交裁军谈到会议，但有一项了解, 即各代表团在悬而未决的®难问题上 

达成协议和在完成文件以前不能就此采取最后立场。 鉴于方案的各个方面尚存有分较 

意见，并铭记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建议在第三届大 

会特别会议议程中列入" 审议和通过综合裁军方案" 这一项目，特设委员会进一步议 

定建议裁军谈判会议在1 9 8 8 年会议开始时重新设立特设委员会，以期解决悬而 

未决的问题并及时完成关于方案的谈判，将方案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何题的大 

会特别会议》



_ #

'‘ 〔综合裁军方案草案 )

“ 〔综合裁军方案案文〕

" 一、导 言

“1 . 联合国各会员國直申，综合裁军方案的最终目标是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 

彻底裁军。 要朝这一目标迈进，就必须执行制止并扭转军备竞赛的措施，并为持 

久和乎开辟道路。 就一整系列这些问题进行的谈判都应以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 

所揭示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础；同时充分承认联合国在裁军领域所起的作用，并反映 

世界所有人民在这小方面的直大利益。

" 2 .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10 9 段要求裁 

军谈判委员会—— 即现在的裁军谈判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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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和平与安全普遍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加强加巩固〕的世界上得到实 

现。 〔" ）《最后文件》的同一段还串明： "综合方案应载渭遮当的程/乎以确保大 

会经常充分获悉夭于设科进展的It况，包括在适当时对局势的评价，特别是对方案 

执行情况的持续审査。"

" 3 . 裁军谈判会议拟订了并以协商一敦方式通过了将提交給联合国大会第届 

会议的《综合裁军方案》革案。 除本导言以外， 《方案》共有下列五章，其标题 

为 : " 目标"， "原则 " ， "优先次序" ， "措 施 和 执 行 阶 段 机 构 和 程 序 " 。

" 4 . 该 《方案》为联合国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以通过该 

《方案》的方式衷示它们愿意尽一切努力以尽早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 

军。

本段的最后案文将在裁军谈判会议通过《方案》时予以确定。



" 二、目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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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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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力持久和平扫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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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展或从事进一步的谈判以加速制止一 ‘切方面的军备竞赛〔，特别是 

核军备竞赛）；

- 巩固并发展反映在到目前为止所已这成的各项有关裁军问题的协定和 

条约内的成某；

一在国际商定的基础上开始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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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能够 

在一个国际和平与安全普遍存在〔并已充分建立新的a 际经济秩序）的世界上得到 

实现。

" 3 .在执行《方案》以争取遂步裁减和最后消除军备和军队的整个过程中，应 

谋求这成下列目标：

- 邀照《联合11宪，》加强a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各国的安全；

- 力维护一切a 家的主权和独立作出贡献；

- 〔通 过 案 》的实施，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 

出切实贡献；）

一  增进国际信任和促进国际紫张局势的缓和；

- 邀立基于所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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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进一步促进公众了，并支持为制止军备竞赛和实现裁军而作出的各种 

努力，办法是在世界各地区传播正确、不偏担^真实客观的资料和发起 

教盲运动。



" 三、崖— 一J L

" 1 . 〔《联合国宪章》和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体现了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基本思想。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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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 

命，非但不能保护人类前途，反而构成对人类前途的威胁，不但远远无助于加强国 

际安全，反而使之削减。 停止并扭转核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以避免涉及核武器 

的战争危险。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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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有实行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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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武力侵和吞并  

领±并且不承« ^ 侵 和 » ; 不干涉和不于预别国内政;国际放界^ 侵犯;和平解决争端。3 

" 4 . 为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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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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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表现出力求达成协议的政治意愿。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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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减军备和军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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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目的应该采取有效行动以消除紧张局势并以 

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

" 6 , 〔军备竞泰，特别是核军备竞泰，是同达成国昧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建 

立基于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彼此信任的国际关系、以及推幼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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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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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独立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和不于涉、不于预别国内政等原则。 

男一方面，缓和方面的进展和裁军进展是相辅相成的。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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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解决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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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领城取得进展，都有利于所有领城； 反之，在任何一个领城的失败对其他领 

域都会产生消极嚴响。

" 8 . 伴同裁军的进展应采取措施加强维梦和平的机构并以和平方式辦•决国际争

端。

" 9 . 〔联合国各会员国充分意识到各国人民深信全面彻底裁军间题是最重要的 

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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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和义务是普遍的。 〕

" 1 0 . 裁军谈判的成败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大利益。 因此，各国都有责任 

为裁军领城的努力作出贡献。 各国都有权参加裁军谈判。 它们都有权以平奪地 

位参加直接关系到其国家安全的多这裁军谈判。

" 1 1 . 〔在一个资源有败的世界里：军费开支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继续进行军备竞泰显然同建立在正义、公平和合作基础上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背道 

而驰。 因此，裁军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裁军方面的进展将大有助于发展的实 

现，由于裁军措施的执行而腾出的资源应用于所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便进缩 

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 ）

" 1 2 . 〔裁军和军备眼制，特别是核领城的裁军和军备跟制，对防止武战争危险 

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对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必要的，从而便成新的 

国际经济秩序。 ）

" 1 3 . 〔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危险。 ）

" 1 4 . 〔考虑到可能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并胆碍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外层空间军 

备竞赛对所有人类构成的危险，所准国家在其外层空间方面的活动中都应避免违，反 

有关现有条约或违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目标的行为，从而确保外层空间不得成



为军备竞赛的一个新领坡。 〕

" 1 5 . 裁军措施的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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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阶役的目称应当 

是维持尽可能最低水平的军备和军力而不减损安全。

" 1 6 . 〔根据《宪章》规定， ）联合国在裁军领域负有中心任务和主要责任。为 

了切实执行这个任务，并1：̂进和鼓厥这个领城的所有措施，联合国应在不敷响谈判 

进展的情况下，适当地获悉这个领域所采取的一切单这，双追、区坡或多这的步骤。

"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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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主要责任， 

并且考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一起，对停止和扭转军备竞泰负有主要责任。

" 1 8 . 在达成核裁军目标的任务方面，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其中拥有最重要 

的核武库的国家，负有特别责任。

" 1 9 . 应严格遵守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共同责任和义务达成可接党的均 

衡。

" 2 0 . 部分裁军措施的谈判应与较全面措施的谈判同时进行，其后应进行最终达 

成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的谈判。

" 2 1 . 〔质量上和数量上的裁军措旅对停止军备竞泰都很重要。 为此目的所作 

的努力应包括关于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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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科技的成就最终只用于和平用途。)
" 2 2 . 裁军和军备限制协定应规定一切准关缔约国都感满意的适当核查措施，以 

便建立必要的信任并确保这些协定获得所有缔约国的遵守。任何具体协定所规定的 

核査形式和方式都要取决并决定于协定的宗旨、范围和性质。 〔应尽一切努力制 

定非救视性、不访香其他国家内政或危香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或妨碍其安全的进当 

办法和程序。 ）

" 2 3 . 裁军协定的普遍性有助于建立各国之间的信任。 在就裁军领城的多这协 

定进行谈判时，应尽一切努力保证协定跃得普遍 '振受。 所有缔约国充分邀守这些 

协定所载各项条敦必有助于实现此一目标。



"2 4 .  —切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应考虑各种皆在确保避免使用核武器和防 

止核战争的提案。 在这方面，虽然注意到核武器国家的各项声明，但如能在适当 

情况下作出有效安排，向无核武器国家保证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将可加强这 

些国家的安全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

"25  . 〔在有关地区各国自由达成的协议或安排的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和充分 

邀守这些协议和安排，从而确保这些地区真正没有核武器，再由核武器国家尊重这 

些地区，乃是一项重要的裁军措施。 ）

" 2 6 . 不 〔进行横向、纵向和空间的 ) 核武器护■散是各国普遍关心的事项。 铭 

记着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需要，裁军措施必须符合一切国家不受救视地为了和平利用 

核能而发展、取得和使用核技术、核设备和核材料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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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应在无歧 

视的基础上根糖议定的适当国际保障制度进行。*

"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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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有关区城其他国家的军队和常规军备方面取得进展都将促进核敦军的重大进展。

" 2 8 . 伴同着核裁军措施谈判，还应当根据各缔约国安全不受减损以促进或增进 

较低军事水平上的稳定的原则，并顾及所有国家保护其安全的需要，就均術裁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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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武器。

" 2 9 . 应在核领城和常规领城采取附带措施，连同其他专门旨在建立信任的措旅， 

以便帮助创造有利于采取其他裁军措施和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条件。

" 3 0 . 考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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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双追和区城性裁军谈判也可以起重要的作用，并能便进裁军领城的多进协定谈 

判。

有一个代表团对于将本段第一句之后的案文列入关于原则的一章保留其立场。



" 3 1 . 考虑到各国保护其安全的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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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宪章》所享有的平等权利和自决的原则，并铭记需要确 

保毎一阶段的均势和一切国家的安全不受减损，应坚决地谋求在双这、区城和多过 

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或其他措施，旨在通过暇制和裁减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以较低 

水平的军事力量加强和平与安全。

" 3 2 . 有适当条件时，应举行由一切有关国家參加的双边、区城和多适协商和会 

议，来审议常规裁军的各个方面。

"33  . 多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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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 每次充分实施的军备限制或裁军措施有助于建立〔必要的）信任 1：并)向 

全面彻底裁军迈出更大步伐。 ）

" 3 5 . 〔尊重并有效行使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是在一■个无核武器、非军事化 

和无暴力的世界中生存的权利〕是国际和平、公正和安全的必要因素。 ）

" 3 6 . 〔建立信任措施，特别是在全面使用时，对大力使进和平与安全，使进和 

便利裁军措施的现实具有潜力。 〕

" 3 7 . 〔改进军力的客观资料的流动必能有助于缓和紧张并肩助于各国之间在全 ‘ 

球区城和分区城各级建立信任并这成具体的裁军协定。 ）

" 四、优先次序

" 1 . * 在为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这个最后目标而执行《综合裁军 

方案》时，反映急需进行谈判的措她的优先项目是：

一 核 武 器 ；

〔一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泰； ）

- 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化学武器；

一些代表团认为，本段所列项目的次序不构成按重要性排列的议定次序。



一 常 规 武 器 ，包括可被认为具有过分杀伤力或滥杀池:伤作用的任何常规 

武器；

一裁减武装部队。

" 2 . 〔核裁军的有效措旅、防止核战争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为最高优先。 

就这些措施进行谈判的同时，还应谈判禁止或防止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研制、 

生产或使用的有效措施，以及关于均衡裁减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的有效措施。 ）

" 3 . 〔各国完全有权就所有优先项目同时进行谈判。 〕 考虑到这些优先项目， 

应就能导致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一切措施进行谈判。

" 五，〔措施和执行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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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最大的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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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达成核裁军目标的任务方面，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拥有最重要的核武库 

的国家资有特别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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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需要采取措施在遂步降低核军备的情况下确保 

所有国家的安全， 〕

‘‘ 2 . 为达成核裁军，需要在适当阶段就下列协议和各有关国家都满意的适当核 

査措施〔造 切 ）进行谈判：

" ( a ) 停止在质量上改善和发展核武器系统；



" Cb) 停止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生产和作为武器用途的裂变材 

料的生产；

" ( c ) 〔一项分阶段进行并订有商定时暇的综合方案，在可行时遂步〕〔大 

量 〕且询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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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任何类型核军备在不影响任何国家安全情况下的相互协议 

的限制或禁止进行审议。 ____

" 3 . 核禁斌：

"一切国家在有效核裁军过程范围内停止斌验核武器是符合人类的利益 

的。 * 这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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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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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多边核禁试条约* ) 〔因此，有必要尽一切努力， 

尽早拟定一项多追核楚试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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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一切核嚴炸。 ）〔因此，作为 核裁军 ■程的一小重要部分，有必要尽 

实际可能早H达成一项有效和可核查的多进核禁试条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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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采取可能破坏两国已缔结的现有战略武器协定的行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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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武器的谈判: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袭示它们意识到对干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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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关于核武器与空间武器双边谈判工作一•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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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0 达成协议

有些代表团对永段案文第一句保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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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快速度进行这握谈判的重要性• 在这方面美国和苏联还应当趣续注 

意下列各点：

" (a) 目标是制定旨在防止空间军备竞赛和结束地球上的军备竞赛以及 

暇制和裁減核武器的有效协议.

" ( b ) 需要充分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

" ( c ) 需要表现出灵活精神，在不断降低的军备水平上对所有国家维持 

同等和不減损的安全和双方都不谋求超过对方军事优势的原则• 

" ( d ) 必颂遵守协议的有效核查措施，

" ( e ) 尽管裁减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库要由有关双方直接谈判和实施，然 

而由于核武器及其累积不仅对它们的拥有者和盟国而且对其他所 

有国家都构成威胁，所以塾个核裁军间题是举世关切的.

" ( f) 〔联合国大会重申相信核裁军的双边和多边努力是相辅相成的 

" 〔双边谈判并不減弱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发起关于停止核军备竞泰 

和核裁军的多进谈判的迫切需要）•
" ( g ) 需要使联合国大会和裁军谈判会议经常获悉谈判进行状况，特别 

鉴干赋予这些机构的责任以及希望裁军取得进展的普遍愿；t .

‘‘苏联和美国已同意加速它们的双边谈判步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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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应当尽量短• 

在这方面，双方均已同意削減核武器5 0 % 的原则予以适当应用以及关于 

中程核力量输时协议的意见* 在这•-初始阶段, 还应达成并实施其他有 

助干总的裁军进程的协议，

" 以下是1 9 8 5 年 1月 8 日发表的美苏联合声明中关于核武器和空间 

武器谈判的案文：

‘ 根据以前的协议，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政治局委员、苏联都长会议，一副主席兼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



暮罗米柯干1 9 8 5 年 1月 7 H和 8 曰在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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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一

双方同意，谈判的议题将是关于战略和中程空间武器与核武器的 

整个问题, 以便在两国相互关系中审议和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谈判的自的将是制定有效的协议，Pvt防止空间军备竞赛、结束地 

球上的军备竞泰、限伽和裁减核武器和加强战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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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暇制和裁減武器作出的一般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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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力之内遗过外交渠道商定/  

6 . 关于核裁军的多边谈判：

" 〔急切开始多边核裁军谈判对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都具有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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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若在 

这一领城的双边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将有助于缩结多迫裁军协议《 多边 

谈判对干在实现核裁军方面取得重大而普遍的进展也具有特别重要作 

这就必须在适当阶段谈判拟订协议, 在每小阶段相应地考虑到现有武库的 

相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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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振的必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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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储存-

" 在进行这些谈判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将上述盤2 段详细规定的措施结 

合起来，或将这些措施的不同部分结合起来

" 上面各段慨述的《综合方案》第一阶段谈判的核裁军措施和以后各阶 

段包括的措施，总的目标是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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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一致同意，核战争既打不赢，也决不能打*没有比防 

止核战争具有更重要意义的目振了， 消除核战争和使用核武器危险的最 

可靠办法是核裁军和消除核武器。 〔所有成员国都认识到有必要防止战 

争、特别因为战争能导致核战争。 作为改善国际安全和減少战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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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的核武库进行大幅度的和可核査的削减. C, 削減到结构更为稳定的同 

等 水 平 ）在应力之进行不 ' » 的谈判的核裁军实现之前，所有国家应合 

作采取切实的适当措施，防止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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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此外，应当铭记，任何使用核武 

器之后的局势将是无法吸制或控制的，并将如人们所知导致威胁人类文明 

的全球大战。 因此，所有国家，特 别 是 核 武 器 国 家 ， 对于确保它 

们未来的行动、政策和协议C排除使用核武器〕〔有助于消除核武器）负 

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0 
8 . 达成有效国际协议，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 各核武器国家应采取步骤，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铭记核武器国家的各项宣言，应作努力在适当时达成有效的安排，

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9 . 核不扩散：

"作为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的努力的一小组成部分，防止核武器的扩散 

是当务之急。 核不扩散的目的，一方面是防止在现有五小核武器国家以 

外再出观任何核武器国家，另一方面是遂步裁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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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各段所述的措施，以便停止核军备 

竞春和实现核裁军，而所有国家则承担义务，防止核武器的扩散《



" 可以并应该在国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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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意见 .

" 各缔约国充分执行现有各项不扩散文书，例如《不#"散核武器公约》 

和 （或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灼》） 以及 

《南太平洋无核区条曲》（《拉罗通加条约》）的一切条款，将是对此目 

振的重大贡献》 近几年来如入这些条约的国家有了増加；各缔约国袭示 

希望这一趋势将继续发展，

"不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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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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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设备和材料。 这小领城的国际合作应当置于经 

商定的适当国际保障制度之下；该制度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不加坡视的 

基础上实行，以便有效地防止核武器的扩散》

" 每小国家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所作的选择和决定，应当在不妨碍各自 

的燃料循环政策或关于和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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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照大会1 Q 7 7 年 1 2 月 8 H 第 3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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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1 0 . 建立无核武器区：

" 考虑到本章中讨论的大幅度削减核武器及其他措施的重要性，在有关 

区域内各国间自由达成的协议或安排的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能 〕构成



重要的〔裁 军 ）〔核不扩散）措施。 在世界不同地区建立〔促进世界安 

全与稳定的）无核武器区的进程应予鼓励，最终目的在于使世界上完全没 

有核武器。 在建立无核武器区的过程中应考虑到每一区城的特点。无核 

武器区的加入国应承诺充分遵守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协议或安排中的所有目 

标、宗旨和原则，从而确保区城内确无核武器。 关于这种无核武器区， 

核武器国家将对下述各点〔应被要求作出）〔必须承担）〔明确的）承诺 

〔，承诺的方式酌情同每一区城的主管当局谈判而定）：

" ( a ) 严格尊重无核武器区的地位；

" ( t ^ )不对这些区城的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 已建立的无核武器区有：

" ( a ) 拉丁美洲，根据《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 

条约》），在这方面，有关各国应采取一切相应错施，确保充分 

履行《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要考虑到在大会第十届特别 

会议、拉美禁核組织大会及其他有关论:上所表达的关于遵守条 

约的意见，包括所有有关国家批准的第一号附加议定书。

" ( b ) 在南太平洋，根据《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拉罗汤加条约》）。 

〔在这方面，有关国家应采取一切相应措施确保充分履行《南太 

平洋无核区条约》及其各项议定书。 ）

" 其他国际法律文书对各自适用区亦給予类似的无核武器地位，这些文 

书，除其他外，包括《南极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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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 

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默灭性武器条约》。

" 鉴于已提议建立无核武器区的现有条件，并且不对其他区城内建立无 

核区的努力造成访碍，除其他外，应考虑下列措施：

" ( a ) 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已确定非洲大陆的非核化。 联合国大会



已在一系列决议中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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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协商一致意见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 

的有效步骤，防止这项目标受到胆疲。

> ) 按照大会第35/^47号决议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将大大）

〔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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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f î ) 南亚区城的所有国家都已表示确保本国不拥有核武器的决心。该 

区各国不座采取任何偏离这项目标的行动。 在这方面，大会已 

通过了若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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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â) 〔在世界其他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努力应按照那些希望成为无 

核武器区一部分的国家的倡议加以促进。 〕

“ 〔已提出在巴尔于半岛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具体建议。该区城内各国表 

示决心各自或联合采取步骤，促使从区域中撤出核武器并建立无核区。有 

关的巴尔于各国已就建立无核武器区、加强安全、信任、睦邻和合作的实 

际措施参与双边和多进对话。 〕

" C有人提议立即就中欧建立无核武器走席进行谈判。 建议从此走趣 

的领土上拆除一切核武器系统，该走腐应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间的边境，宽 1 5 0公里。在后 

一阶段，该走廊将予以扩大，按照关于相互削减中欧军力和军备的维也纳



谈判的目的将整个中欧包括在内。 ）- 

" 〔在中欧削减军备并增强信任计划的实施，除其他外，有助于逐步脱 

离接触并削减共同议定的战术和战场核武器，从而使所有类型的核武器都 

被纳入国际谈判和协定中。 ）

"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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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大规模敷灭性武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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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使用宣患性^ 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议定书》。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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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加入）〔加 入 ）该公约。

" 3 . 裁军谈判会议在谈判中必须尽一切可能的努力早日缔结一项彻底有效禁止 

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一切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

" 4 . 应考虑到裁军谈判会议正在进行的谈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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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根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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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适当努力。 就可以识别的某 

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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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在中欧建立无战场核武器走廊的提议，最先是由裁军和安全问燭独立委员 

会提出的（该委员会现称为帕姆委员会）。有一*个代表团强调，这一走库不构 

成本段所指的无核武器区。有些代表a 则强调，一个无核武器走腐（也普遍指 

为一个 " 区 " ）如按提议经ér大后包括整个中欧地区，则实际上便成为一个无 

核武器区。



" C . 常规武器和武装部队

" 1 . 军队和常规武器的眠制和逐步裁減，连同核裁军措施谈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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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军备的进程责有特别责任。

" 2 . * 鉴于目前这种形势—— 在欧洲集中部队和军备* * 已达到特别高的水平, 

有必要在很低的水平上建:à翁定、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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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欧洲进行适当和共同削减及暇制并就建立有效信任和安全 

措旅达成协议，要考虑到需要消除多年来积累的相互怀疑和不信任。

"这种步骤应确保所有国家的安全不受减损，充分尊重所有国家，包括非军事联 

盟国家'的安全利益和独立。

"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及裁军会议达成的一妻建立信任 

和安全措施的协定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一个新步骤。 充分执行这一协定必可减 

少这一区域武装冲突和误解或错误佑计军事活动的危险。 议定的措施具有军事意 

义和政治约束力，并备有与其内容相应的适当核查方式。

" 在权利平等、均衡和对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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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及裁军所承担义务的基础上，这些建立信任和

在 " 常報武器和武装部队" 标题下提及维也纳谈判和斯德哥尔摩会议并不访碍 

这两♦ 论坛的会谈内容。

通常的了解是，这不指中立国和不结盟国家。



安全的措族将包括整个欧洲及嗽连的海域，* 只要当应具报的军事活动影响到欧洲 

的安全以及构成整个欧洲范围内发生的部分活动。

" 斯德哥尔摩会议取得的积极成果显示，尽管意见上有分救，在敏感的军事安全 

领域，达成具体的、可核查的协议是可能的，这些协议的执行宜于促进建立信任和 

加强安全的进程，对在欧洲发展合作作出重大贡献，从而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国际和 

平与安全。 ^

" 3 . 应当考虑到各国保护其安全的需要，铭 记 《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困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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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切国家安全不受減损，通过对军队和常规武器的败制和 

裁减，坚决地在双追、区域和多这基础上执行旨在以较低水平的军事潜力来加强和 

平与安全的各项协定或其他措施。 这些措施可包括下列措施。

" ( a ) 当存在适当条件时，举行由一切有关国家参加的双这、 区城和多这协 

商和会议，来审议常规裁军的各小方面；例如 1 9 7 4 年 1 2 月 9 日 

八小拉丁美洲国家所签订的《阿亚库乔宣言》所设想的倡议。

" ( t ^ ) 考虑到各国保伊其安全的需要、殖民地和外国统治下人民享有自决和 

独立的不容剥夺的权利以及各国按照《联合国宪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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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的原则的基础上就暇制常 

规武器各种形式的国际转让问题进行协商，以促进或加强较低军事水 

平上的稳定。

" 4 . 禁止或眼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包括可能引起不必要痛苦或具有滥杀滥伤 

作用的常规武器：

" (a) 所有国家均遵守联合国禁止或暇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份伤香力

在这里，按人们的了解，蛛连海城的慨念也指与欧洲嗽连的海洋区。

在维也纳所进行的工作基础上，应当可能进一步就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的措施 

及裁军制定办法。



或爐杀爐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所通过的协定。

" ( b ) 按照《禁止或眠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份伤香力或滥杀滥伤作用

的常规武器公约》第 8 条，修正现有议定书或缔结附加议定书以r 大 

禁止或暇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份m 力或邀杀滥伤作用的常规 

武器的范围。

" ( e ) 关于将此种武器转让给其他国家的问题，一切国家，特别是生产国， 

均应考虑上述会议的结果。

" 军事预算 g

" 1 . 在共同商定的基袖上，例如按绝对数字或百分率遂渐裁减军事颗算，特别 

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强国的军事频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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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可能性，特别是造福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 2 . 执行本措施的基础必须由所有参如国予以商定，并需要所有参加国都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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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适当考虑到各国就裁减军事领算的各种问题所提出的提案。

" 3 , 大会应继续审议应采取哪些具体步骤以促进军事预算的裁减，要考虑到联 

合国关于这个问题的有关提案和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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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进一步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需要作 

出审查，以便采取进一步措施，消除此种使用对人类造成的危险。

" 2 . 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竞赛的进一步# 骤：

" 审议在裁军领城采取进一步措施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竞 

赛，以促进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和平利用并P方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

有一小代表团对于将现案文列入《雄合裁军方案》保留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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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备竞赛，要敏情考虑到联合国海洋公约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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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上提出的提案以及任何有关技术的发展。

" 3 . * 为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应当本着《各国探索与利用包括月  

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居空间活动的原则的条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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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做出积极赏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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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措施，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

"为此目的，应 作 出 一 双 这 和 有 效 努 力 。〔,并考虑到问题的重要性和，迫 性：1。

" 在这方面已进行双速谈判，并应继续在防止外晨空间军备竞赛方面制订出有效 

协议。 要求双方继续向裁军谈判会议和联合国大会通报其双边谈判的进展，以促 

进有关本问题的多进谈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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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执行其作为多这裁军谈判论坛的职责，在谈判一项或视情况谈 

判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多边协定中发挥首要作用。***

此段在《综合裁军方案》中的位置待以后决定。

有些代表团对开头两段保留自己的立场，直到整节的文字定稿和安放位置获得 

解决。

许多代表团认为，第 1段虽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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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应加以补充，以反映该问艱目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它 

们还认为，这一段应在方案中更显著的位置，为此目的，建议作为分节B 列 

入 " 裁军措施 " 一节的 ‘‘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标题下。 其他代表团则认 

为这一段的位置应视整个文件的平街而定。



〔4 . . 建立和平区：*

"按照区域內各有关国家明确确定和自由决定的适当条件，并考虑到区城的特点 

和 《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并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在世界各区城建立和平区将有助于 

加强区坡內国家的安全和整小国际和平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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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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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日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和平、 自 

由和中立区。

" ( b ) 印度洋：

" 实现《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目标将大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 联合国内同意采取切实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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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为早日召开会议作出准备，以此作为 

建立和平区的一个必要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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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这 个 会 议 得 以 至 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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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和实质性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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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保持印度洋为和平区最后可能达成的任何国 

际协定考虑作出适当安徘，以及拟定会议最后文件草案。

还有人提出关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措施。

有一个代表团对此案文保留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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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特设委员会应就剩下的有关问题上的各种观点进行必要的协调。

" 为建立和平区需要海岸国和內陆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主要的海浮使用国积 

极参与和充分合作，以确保基于《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普遍原则的和平 

与安全条件。

" 为建立和平区还需要尊重海岸国和內陆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 ( 0 ) 地中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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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进一步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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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沸和不干预、不侵犯国际进界、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 

武力、不允许以武力樓取领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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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创 

造条件；同时根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有关决议的规定，促进该地区现有问题 

和危机，即撤退外国占领军和在殖民地或外国统洽下各民族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得到公正和可行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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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19  8 4 年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和1 9 8 7 年在南斯拉夫布 

里俄尼岛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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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是对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

有人提议召开地中海地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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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 南大西洋 :

" 宣布南大西洋为和平合作区是朝向国际社会所规定在世界各地区建立和平区以 

造福全人类的目标的一个具体步骤，从而大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安全以及促进联 

合国的原则与宗旨， 在这方面，认识到该地区各国具有特别利益和责任为经济发 

展和和平促进区械合作。

" 其他地区的国家，特别是具有相当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应切实尊，南大西洋和 

平合作区，特别是通过削减乃至最终消除它们在那里的军事力量，不引进核武器或 

其他大规摸毁灭性武器，以及不将外部的对抗和冲突扩展到该地区。

"该地区以及所有其他地区的所有国家应该互相合作以清除该地区内紧张的一切 

根源，尊重该地区每个国家的国家统一、主权、政治独立以及领土完整，不得使用 

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严格遵守关于不得通过武力来跃取领土的原则。

" 消除种族隔离、纳米比亚人民实现自决和独立以及停止对该地区各国采取的一 

切侵略和颤覆行动，是实现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条件。 为此目的，迫切需要 

执行联合国有关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一切决议。

"其他措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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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力于建立信任措施能对准备在裁军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作出直 

大赏献。 为此目的，应采取下列各项措施和尚待商定的其他措施。

" ( a ) 通过建立 " 热线 " 和其他减少冲突危险的方法，采取各种步骤改进各 

国政府之间特别是繁张地区的各国政府之间的通讯，以防止由于意外、 

係计错误或联系失灵而发生的攻击；

"03) 各国应评价其军事研究和发展对现有协定和裁军领械的进一步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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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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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 

或对在殖民主义或外国统洽下要求行使自决权利和实现独立的人民进 

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不以武力侵在及并吞别国领土，亦不承认此 

种侵占或并吞，不干涉和不于预他国政；国际边界不容侵犯；还有 

和平解决争端、尊，各国按照《宪章》进行个别和集体自卫的固有权 

利等原则。

" 0 3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千五条所规定的义务，在 

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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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界公众舆论支持裁军

"获悉有关军备竞赛和停止并扭转军备竞赛的各种努力的实况和意见乃是幼员世 

界舆论支持裁军的一小必要条件。 为了向世界众舆论报道有关这些问题的消息， 

庇在所有区域以不偏祖、实事求是和客观的方式采取下列具体措施以加强有关这些 

问题的资料传播：

" ( a ) 因此，在执行该计划的过程中，应鼓励各会员国的政府及非政府性新 

闻机构以及联合国及其附厲机构，还有各非政府組织的新闻机构在适 

当情况下，特别是通过每年进行的写裁军周有关的活动，进一步报道 

关于军备竞赛的危险以及裁军努力、裁军谈判及其结果。

" 0 3 )为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军备竞赛造成的问题和裁军的需要，应 

敦促各国政府以及政府和非政府国际组织采取步骤，在各级制订关于 

裁军及和平研究的计划。



" (c) 大会在其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开幕时庄严发动的世界 

裁军运动应为就所有与裁军问题、 目标和条件有关的观点在所有国家 

进行讨论和辨论提供一个机会。 运动具有三小基本目标：提供消息 

和教育群众并促使公众了解及支特联合国在限制军备和裁军领城内的 

各项目标。

" ( d ) 作为促进审议裁军领城问题进展的一部分，应根据大会的决定就特定 

问题进行研究，在必要时为进行谈判或达成协议莫定基袖。 在联合 

国主持下进行的研究，特别是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研究也可对裁军领 

域的了解和探索作出有益贡献，从长远观点来看尤为如此。

'‘ (e) 应敛励各成员国作出各种努力确保裁军问题各方面的新闻得到更完善 

的传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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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可能广泛传播以及让各阶层公众能不受胆碍地获得有关军备竞赛升 

级所造成的危险和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需要的各种資料和 

看法。

" 4 . 核査

" 裁军和军备限制协定应为所有有关各方提供满意的适当核査措施，以建立必要 

信任并确保所有各方遵守此类协定。 任何特定协定中所规定的核査形式和模式都 

取决于协定的目的、范围和性质并座由此决定。 协定应规定各方直接或通过联合 

国系统参加核査过程。 在必要时应并采用若于我核査方法以及其他遵守程序。

" 为促进裁军协定的达成和有效实施并建立信任，各国应接受此类协定中的适当 

核査视定。

" 在国际裁军谈判中，应进一步审査核査问题，并对核査领城的适当办法和程序 

作出审议。 〔座当尽一切努力制订非校视性的、不无谓地干涉别国内政、或妨碍 

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适当方法和程序〕



"适当而有效的核査需要采用不同的技术，例如国家技术手段、 国际技术手段和 

国际程序，包括现场视黎。 在各特定协定谈判的开始及每一阶段都应处理核査安 

徘问纖， 所有国家都有平等权利参与其加入的协定的国际核査过程。

" 如果个别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想要从军备限制和裁军协议中得到更大的安全，

加入军备限制和裁军协议的所有国家都应严格执行并充分遵守这些协议的全部规定。 

〔对这些协议的任何遗反，不仅严直影响缔约国的安全，而且会给其他依赖这些协 

议规定的限制和保证的国家造成安全上的危险。 对协议信任的削弱会减少协议对 

全球和区城安定以及对进一步裁军和军备限制努力的贡献，并将损害国际法律制度 

的信替和有效性。 各缔约国应支持旨在解决不遵守问题的努力，以期鼓嚴所有缔 

约国严格遵守此类协定的规条并维护或恢复此类协定的完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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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展作出有效的贡献。 在这方面，特别，要 

的是，各国应当根据各自在裁军领城所负的责任，促使裁军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而腾出目前正用于军事用途的真正资源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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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将对所有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切实实现经济和社 

会发展作出贡献/ 、法是促进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悬殊的状况，在公正、 

平等和舍作的基础上建立1： 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促进其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 3  . 秘书长应定期向大会提出关于军备竞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及其对国际和平 

与安全造成极其有害影响的报告。 〕

“〔裁军和国际安全

" 1 . 载军的进展应伴同加强机构维护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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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采取维护国际



和 平 安 全 的必要措施，包括各国有义务向联合国提供以商定的武器类型配备国际 

和平部队所必要的商定人力。 调动这支部队的安排应能确保联合国能有效胆■止或 

抑制任何迹反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行为。 〕

" 中 期 阶 段 *

" 〔1 * 中期阶段应至迟于1 9 9 0年开始，并持续 5 — 7年。

" 2 . 苏联和美国应趣续进行第一阶段中商定的裁减，并执行旨在消除其中程核 

武器和冻结其战术核系统的进一步措施。

" 3 . 其他核武器国家应保证冻结其所有核武器，而且不在其他国家领土上部署 

这些武器。

" 4 . 所有核武器国家应消除其战术核武器，即射程（或活动半径）在 1000公 

里以下的武器。 应在苏联和美国完成削减百分之五十能够打倒对方领土的核武器 

之后采取这一措施。

" 5 . 苏美关于禁止空间打击武器的协定应在各主要工业国强制参加下成为多这 

协定。

" 6 . 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停止核武器试验

"7  . 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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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武器 

的非核武器的研制J
一  _■ _           -   - - -    - — —  —  — ■

" 最 后 阶 段 *

" 〔1. 最后阶段应至迟于 I 9 9 5年开始。 在这一阶段，应完成消除一切剩余 

的核武器。 到 1 9 9 9 年底，地球上应不再有核武器。

" 2 . 应拟定一项保证核武器永不再出现的普遍协定。

, — " 3 ，最后阶段应于1 9 9 9 年底完成0**

本标题不影响各代表团在与执行阶段有关的问题上的立场。 

有些代表团对代表某一个窗家集团立场的这些段落保留立场。



六 - 机构和程序

" 1 . 〔按照《宪章》， ）联合国在裁军领域应继续负有重要作用和首要责任。 

" 2 . 《综合裁军方案》中设想的关于多这裁军措旅的谈判，照例应在裁军谈判 

会议这小裁军领械的唯一多追裁军谈判机构中进行。

" 3 . 双速和区域裁军谈判也可起重要作用并可促进裁军领城多进协定的谈判。 

" 4 . 在不访碍谈判进展的情况下，应使联合国通过大会或任何其他可与本组织 

所有成员联系的适当联合国渠道，及时了解联合国以外所进行的一切裁军活动a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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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是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鹿裁军。 应当尽一切力量〔在各自时间范围 

内 〕〔尽 早 〕执行每一阶段以及整个《方案》。 〔有一项了解是，这种时间范围 

是指示性的，可在按照以下规定定期审查《方案》执行情况期间作必要调整。 〕

"第 一 阶 段 力 求 尽 可 能 全 面 ，并包括能够在近期内设想到的尽可能多的限制 

军备和裁军措施所有国家均应在第一阶段结束之前尽最大努力执行〔某些优先〕 

〔这 些 〕措施 I：〔一例如核禁试条约、防止核战争的适当和实际措施、停止核军备竞 

赛的措施、大幅度削減核武器、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视情况缔结一 

项或数项协定，禁止化学武器和削减常规力量的公约一〕并在该阶段结束前执行其 

中所包括的尽可能多的其他措施〕。

此段在《方案》中的位置待以后审议。

一些代表团认为第一阶段应为期5 — 8 年。



" 第一阶段结束时尚未执行的措施将列入中期阶段。* 中期阶段的裁军措施范

围将取决于第一阶段的执行进度。 此外，中期阶段包括为最后阶段做好准备所必 

要的措施，特别是〔彻底消除〕〔进一步裁减〕核武器的措旅。

" * * 最后阶段包括彻底消除核武器及其他必要措施，以保证在最后阶段结束时 

实现全面彻底裁军，并保证各国只有那些经过商定认力必要的非核力量、军备、设 

施和机构供其调遣。以维伊国内秩序，保护本国公民人身安全，支持联合国维持和 

平部队并为这一部队提供商定的人力.

" * * * 各国将做出一切努力，特别是就具体〔军备败制和）裁军措施进行真诚的 

谈判，以实现《综合方案》中规定的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这一目标。为 

保证在全面实现这一最终目标方面继续取得进展，应定期进行审查，包括在大会特 

别会议上定期审查《绿合方案》各阶段所列措施的执行情况。 第一次这种审查将 

在 《方案》通过后六年内进行，并将：

" ( a ) 审查《综合方案》第一阶段所列措旅的执行情况；

" ( b ) 根据审查结果审议需对《方 案》作出的调整并审议促进其执行取得进 

展所需采取的步骤；

" ( C )考虑到道今取得的进展和国际关系以及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其他发展， 

掛酌情况更具体地制定《方案》〔中期阶段）所要执行的措施，以及 

" ( â ) 建议下一次〔审査《方案》中期阶段所列措施的执行情况和作必要调 

整的日期，但有一项了解，即这一审查将至返于第一次审查后第六年 

进 行 ）〔审査《绿合方案》执行情况的特别会议的日期）。

•-些代表团认为中期阶段应为期5 — 7 年。

一些代表团认为《方案》的执行期限及须定日期需要审议。

一小代表a 在就本段前一部分讨论出结果之前，保留其对拟议的第5 段以下部 

分的立场。



" 6  . 除了在特别会议上进行定期审查外，应每年对《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审 

查。 因此，题为 " 审查《绿合裁军方案》执行情况" 的项目座每年列入大会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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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

" 7 . 在年度审查期间，或在审查《综合裁军方案》执行情况的定期特别会议期 

间. 大会可酌情审议和建议进一步的措施和程序，以促进《方案》的执行，

" 8 . 在 《综合裁军方案》执行过程中，裁军审议委员会应继续作为大会的附属 

审议机构发挥作用，并对裁军领域的各种问题进行审议和提出建议，

" 9 . 专门讨论裁军问凰的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1 2 5 段和第二届特 

别会议《结论文件》附件二中列举的提案应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审议，并作出决定》 

" 1 0 . 应在最早的适当时候召开一次由各国普遍参加并做好充分准备的世界裁军 

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