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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联合圓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 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 

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分为四卷。 本卷载列第一章至第六章* ; 第二卷载列第 

七章至第十四章；第三卷载列第十五章至第二十四章；第四卷载列第二十五章至 

第三十二章。

' * 现有第一章至第六章的文本是将前以智定形式印发的以下各文件合编而 

成：一 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V 3 1 / 2 3  ( P a r t工)和十一月二十六日的A/31/ 
23(Part I)/Corr. 1, 一 九七六年十月 二十六日的 A/31/23 ( Part II),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的A/31/23 (Part III),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的 

A / 3 1 / 2 3 ( P a r t工V )和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的A/31/23(Part V )。



〔原件：英文 / 法文/ 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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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文函

一九七六年十一 十五曰

阁下：

谨附上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按照一九七五年 

十二月十一日大会第3481 (XXX)号决议的规定向大会提出的报告。 这件报告 

叙述了特别委员会一九七六年的工作。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独立宣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主席 

萨 利姆 .艾哈迈德。萨利姆（签 名 ）

组约

联合国秘书长

库 尔 特 。瓦尔德海姆先生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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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委员会的设立，组织和工作

A. 特别委员会的设立

1, .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贾会是大会依照其一九六 

一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1 6 5 4 (xvi)号决议设立的。 那时大会请委员会审查大会 

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第1 5 1 4 (xv)号决议内所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宜ÿ》的适用情况,并 就 执 言 〉湖进展及程度提出意见和建议。

2 , 大会第十七届会议在审议特别委贞会报告’之后，通过了一九六二年十二 

月十七曰第1810(3nrii) 号决议， 扩大了特别委贞会的想成，横，新成员七人， 

大会请特别委员会" 继续直致最适当的方法在一切尚未实现独立的领土迅速全部实 

施 《宣言 》， "
3 , 在同一届会议，大会在有关西南非洲问题的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1805 ( XVI工）号决i义内请特别委员会执行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第1702 (XVI工） 

号决议授与西南非洲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任务，而可以有必要的改动。 大会以一九 

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曰第1806(XVII )号决议决定解散西南非洲问题特别委资会》

4 , 大会在第十八届会议通过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第1970(；XVII；E)号 

决议决定解散非自治领土情报审查要员会,并请特别委员会对依《联合国宪章〉>第七十 

三条缴所递送的情报加以研究 • 它又请特别委员会于审查《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独立宣言》在每一非自治领土内的执行情况时充分计及此项情报，并于其认为必要 

时进行任何特种研究及编制任何特种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七届会议，附件》y议程项目2 5增编，文件A/5238L



5。 在同一届会议及在以后每一届会议，大会于审议特别要员会报告后都通过

决议，延展委员会的任务。 ‘
6 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审议了特别委员会关于项目标题为" 有关给予殖民地

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十周年纪念的特别活动方案的报告，以后，通过一九七0 年

十月十二日第2621 (XXV)号决议，其中载有充分执行这个〈僮言》 动方案，

7. 大会第三 十届会议于审议特别委员会报告*后，通过了一九七五年十二

月十一日第3481 (XXX)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 项̂外：

« • . •
“ 4 M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一九七五 

年度工作报告， '包括所拟的一九七六年度工作方案广 

« . . .

"11. f 特别委员会趣埃寻求适当途径在所有尚未达成独立的领土内立 

即彻底執行第1514(xv)号决议，特别请它：

(a)拟订消除殖民主义残余形态的具体提案，并就此事向大会第三十 

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参看提送大会第十八届会议至第三十届会议的特别委员会报告。 关于最近的 

报告，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 3号 》（A/9023/ 
Rev.1)1同上，《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2 3号 》（A/9623/Rev„l); 
《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2 3号 》《V10023/llev,l)。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补编第2 3 S号 》（A/8023/Rev„l/ 
Add„2)。
同上， 《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2 3号》（A/10023/Rev. 1 )。

同上。

同上，第一章，第 172— 183段。



(t>)提出具体建议，以协助安全理事会对足以威脉圓际和平与安全的 

殖民地领土局势的滨变，考虑采取《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适当措施；

(0)继续审查各会员国对《宣#•》及其他有关非殖民化的决议，特别是对 

有关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iE的各项决议的遵行情况；

(d)继续特别注意小的领土，包括在适当时滅遣视察团前往这些小的 

领土，并向大会建议应该采取的最适当步躁，使这些领土的居民可以行使他们 

自决、 自由和独立的权利；

(e)在达成《宣言》的目标和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L方面，趣续争取对非殖 

民化事业特别关切的各国想奴和国际组织的支持；"。

" 12. 各管理国在特别委员会任务的执行上同该委员会合作或趣续

合作，光其是参加该委员会有关各该国所管理领土的工作，并准许视 察 ®前往 

各领土，取得第一手资料和查明领土居民的意向和愿望；，’。

8 .在同一届会议，大会身外通过了指定特别委员会具体任务的二十四项决议、 

三项共同意见，一项决定，又通过了若干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其他决议。 这 些 、 

决定分列如下》



. 关于个别领土的决议，共同意见和决定

领土

南罗得西亚 

南罗得西亚 

纳米比亚

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 

文莱

蒙特塞拉特 

古尔伯特群岛 

百幕大、英属维尔京 

群岛、飢曼群岛和 

特克斯及凯科斯群 

岛

托克劳群岛 

美属萨摩亚、关岛和 

美属维尔京群岛 

塞舌尔 

所罗门群岛 

伯利兹

新赫布里底、皮特凯 

恩和图瓦卢问题 

科 科 斯 （基 林 ）群岛 

圣赫勒拿 

直布罗陀

决议编号

3396(x x x ) 
3397(XXX) 
3399(x x x ) 
3400(XXX) 
3424(x x x ) 
3425(XXX) 
3426(XXX) 
3427(XXX)

3428(XXX)

3429(XXX) 
3430(XXX) 
3431(XXX) 
3432(XXX) 
3433(x x x )

共同意见 7 
共同意见 8 
共同意见 ’

通过日期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曰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曰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曰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曰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曰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



面属撒哈拉

法属索马里 

帝汰

3458A(x x x)
3458B(xxx)
3480(xxx)
3485(x x x)

- 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曰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曰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曰

关于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群岛）及安提瓜、 多米尼加岛、圣基茨一尼维斯一安 

圭拉、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等问题，大会根据第四委员会的建议， '’于一九七 

五年十二月八日无异议决定推迟到到第三十一届会议，再审议这些问题。 1 2 大 

会于作出这些决定时注意到特别委员会已决定于其一•九七六年届会中审议这问题,

同上， 《补编第 3 4号 》（A/10034),第 1 4 9 页，项目 2 3 。

同上。

同上，第 150页。

报告员注: 秘书处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曰印发的《名词汇编弟2 4 0号 》（ST/ 
CS/SER.F/240)ijÉ.：

."原称法属索马里的领土的新名称是法属阿法尔和伊萨领土. 。。

"这个名称是应管理国的请求采用的；除发言人或著者文中使用不同名 

称的记录外，应在所有文件中使用。 " _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2 3 , 第 A//10427号 

文件，第 7 4 段。

同上， 《补编第 3 4 号 》(A/10034),第 150页。



2 .关于其他项目的决议

项 目 决议编号 通过日期

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从事活动， 

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 

所有其他殖民统治领土内妨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 

立宣言的执行，并在南部非 

洲访杳消除殖民主义、种族 

隔离和种族校视的努力

按 照 《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 

条 （辰 ）款递送的非自治领 

土情报

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 

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 

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 

情况

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 

案

3398(x x x )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3420(xxx)

3421(XXX)

3422(xxx)

‘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曰

-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

会员国对非自治领土居民提供 3423(XXX)
学习和训练便利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曰

传播关于非殖民化工作的新闻 3 482 ( XXX )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曰



3 。有关特别委员会工作的其他决议

项 目 决议编号 通过日期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艘视进行战 

斗的行动十年方案的执行情 

况

普遍实现民族自决权利和迅速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对于切实保障和尊重人权的 

重要性

给予南部非洲殖民和种族主义 

政权以政治、军事、经济及 

其他形式的援助对人权的享 

受所发生的不良影响

利用科学和技术进展以促进和 

平并造福人类宣言

3377 ( XXX)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

3382 ( XXX )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

3383 ( XXX ) 一 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

3384(xxx) ■-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3389(xxx) —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归还各国被掠夺的艺术品 

原子辖射的影响

3391 (XXX)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3410 (XXX)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曰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3 4 1 l A ( x x x ) 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 341 2 ( XXX)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联合国机构会议记录

迫切需要停止核试验及热核试 

验 ，并缔结一项目的在于广 

泛禁止试验的条约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 

执行情况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执 

行情况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

《联合国第二个友展十年国际 

发展战略》执行进度的期中 

审查和评价

妇女参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并参与反对殖民主义、种族 

主义、种族攻视、外国侵略、 

外国领和一切形式的外国 

统治的斗争

341 5 (XXX) —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

3466 ( XXX)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3 4 6 8(xxx)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3486(xxx)

3491(XXX) 

3517(xxx)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3519(x x x )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曰



9 。 大会在第三十届会议期间收到了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八日给大会主席的信（A//10457),声明丹麦决定遮出特别委员会。

1 0。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大会第二四三七次会议根据主席的提名，同 

意指派挪威填补特别委员会的空缺。

1 1。 因此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特别委员会由下列二十四个成员国组成Î
阿富汗 

澳大利亚 

保加利亚 ’

智利

中国

剛果

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 

埃塞俄比亚 

突济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

伊拉克

象牙海岸

马里

挪威



塞拉利昂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宪尼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南斯拉夫

参加特别委员会一九七六年会议的代表名单载于A/AC。1 OQ/iirF。14和 Ad d 。1 
至 3 号文件内。

B 。特别委员会一九七六年会议开幕

12。特别委员会一九七六年第一次会议(第一0 二四次会议 ) 于一月三十曰 

举行P 由秘书长宣布开幕。

1 。秘书长致开幕词

1 3。秘书长说，他在任期内一直密切注意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并对它的重大成 

就和为非殖民化事业不断作出的极大的贡献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向出席的所有成 

员特别是挪威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挪威代表团离开五年后又回到委员会来。

他特别向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致敬. 
他作为特别委员会的主鹿领导有方，又专心致力于工作，使委员会的工作得以顺利 

进行

1 4。秘书长记得在纪念《宣言》十五周年向大会致辞’ ’时曾提请注意国际社

同上， 《全体会议》，第二四三八次会议。



会在促进非殖民化进程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在là]际层次上促进非殖民化的成 

就大部分要归功于特别委员会不辦的努力。 他指出，自从《宣言》通过以来，不

下 7, 000万人脱离了附属的地位。

1 5。特别是一九七五年，在促进消灭殖民主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 

非洲，由于各民族解放阵线坚定不移的努力和葡葡牙新政府的开明政策，佛得角、 

莫桑比克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人民终于取得了独立而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 在 

其他地方，巴布亚新几内亚、科摩罗和一九五三年以前还是非自治领土的苏里南也 

都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而加入本组织。 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和平过渡到独立的，成 

立的政府也都能够代表绝大多数的人民，并得到他们的支持。 安哥拉是一个令人 

悲痛的例外，它的独立是在剧烈的自相残杀的斗争中达成的。 他真诚地希望为自 

由长期香斗的安寄拉人民能找到恢复和平和民族统一的途径以便致力于国家重建的迫 

切工作。

1 6。七个新国家的独立标志着朝向完全非殖民化的最后目标迈进的一大步伐。 

但是 ,国际社会为至# ；̂ ^成的进展感到欣慰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世界各地还有

1, 700万人仍在外国统治下生活。 有些殖民问题的面貌正在改变，为了，决改 

变中产生的挑战应加强作出努力。

1 7。例如，以前荀葡牙管理的非洲领土的独立对南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局 

势发展必然会有深刻的影响。 这已经造成了各种新的因素，他深信特别委员会在 

审查这两个领土局势时将会特别注意到这些因素。

1 8。他对南罗得西亚问题的解决一■直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感到遗憾，特别是 

因为问题的解决是有利于所有有关各方，包括白人少数政权在内。 他希望继续努 

力促成适当的解决，毫无疑问的，这項解■决应根据大会重申在实行多数统治以前不 

应独立的原则的第3396 ( XXX)号决议进行。

1 9。关于纳米比亚，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南非趣续拒绝遵守联合国的 

决议。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在其第3399 (XXX)号决议内重申纳米比亚领土和人



民是由联合国直接负责的，而且必须让纳米比亚人民在统一的纳米比亚达成自决 

和独立。 毫无疑问的，特别委员会将继续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合作，不断 

地审查纳米比亚局势的发展，谋求联合国履行对纳米比亚及其人民所负的责任的 

途径和方式。

2 0。纳米比亚问题正在安全理事会进行讨论，他充分了解安理会的件多理事 

国，特别是该月份的主席萨利姆先生都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世界组织对这些努 

力表示欢迎并对他们表示感谢，它真诚地希望这些努力最后能促成合理地解决这 

个极其重大的问题。

2 1。无疑的，特别委员会也希望密切注意较小领土的局势，这些领土之中有 

许多进一步接近自决或独立的阶段。 一九七五年的情况显示，在这些领土之中， 

有一些领土的问题是复杂棘手的，委员会需要极其谨慎地处理。 关于这一点， 

他强调不应利用缺少经济发展或领土面积狭小人口稀少作为借口来推延自决和独 

立。

2 2。一九七五年标志着非殖民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转彼点。 殖民主义的最后 

消灭或者可以说终于在望，但这并不表示下一年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将会减少困难 

和艰巨。 千万人民仍在殖民统治下生活， 《宣言》的诺言还没有履行，这是世 

界组织有责任要实现的。

2 . 选举主席团成员

231.特别委员会在一月三十日第一0 二四次会议上一致选出主席团成员如下:

主席；萨利姆。艾哈迈德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副主席：弗 兰克，欧 文 *阿卜杜拉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托 姆 ，埃 里 克 ，弗拉尔森先生（挪 威 ）

伊 万 。加尔瓦洛夫（保加利亚）

lU



在二月十三日第一o 二六次会议上选出：

报告员：終 米 ，格拉耶勒先生（阿拉# 叙利亚共和国）

3 . 主席致词

2 4。主席代表特别委员会感谢秘书长对非殖民化事业表示不僻的关切和他 

在协助殖民领土人民实现他们的愿望方面发挥了有力的作用。 他在过去四年间 

作为委员会的主席曾与秘书长有过密切的合作，这段珍责有益的经验使他有理由 

为秘书长的专心致志和不« 的干动表示敬意。 他相信委员会可以趣续得力于秘 

书长宝责的协助。

2 5。主席向离开五年后再加入特别委员会的挪威代表团表示欢迎。 丹麦 

代表团的代表们在委员会工作的所有各方面都很积极而努力，委员会对丹麦代表 

团的离开表示遗憾，但是，丹麦代表团的位置由一个对其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非殖 

民化事业无需，言的代表团接替，这是令人满意的。 世界组织应期待与挪威代 

表团再次进行密切的合作。 ！

2 6。一九七五年间非殖民化方面，特别是在非洲的一些领土内取得了确实 

的显著进展，但是不应该因此认为特别委员会保护所有附属人民真正利益的责任 

已有销减。 世界各地仍存在着严重的局势，特别是在非洲南部仍有千万人民在 

非人殖民统治的压迫下受折摩度日。

2 7。显然解放运动最近取得的胜_利和从而导致世界最老的殖民帝国的崩濟 

加强了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早日解放的可能性，但是低佑摆在眼前的重大工作和 

世界组织有待克服的障碍将是一大错误。 正如最近的事实所充分显示的，南罗 

得西亚的少数政权和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南非当局还不能了解它们的崩濟是不可 

避免的。 特别委员会就这些领土的最近发展所能得到的唯一结论就是对于根 

据全体人民的真正希望和意愿，就胆碍迅速实现津已布韦和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 
谋求令人满意的和平解决，无论南罗得西亚的非法政权或南非政府都不感兴趣。



事实摆明了这些政权越来越采取高压手段，越来越猎狂。 例如，种族照离政权采 

取更加露骨的侵略立场，采取直接威胁.独立的非洲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宪整的种种措 

施 ，并利用.纳米比亚的国际领土来达到这项目的。 种族隔离政权的侵略安哥拉， 

威脉这个新诞生的非洲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就是一小明证。

2 8。在一九七六年间，特别委员会应设法加强集中国际注意力于南部非洲趣 

续存在的种种悲惨的不正义事例。 它应坚决消除种族主义政权接受并赖以维持其 

权力的支持和援助。 只是道责这些政权及其作为是不够的。 委员会应继续优先 

给予这些领土的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以一切物质和道义的援助。 他深信联合国 

系统内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将为这些有关人民制定迫切f 要的新援助计划。 关 

于这一点，委员会无疑地将继续审查大会有关决议的执行程度。

2 9。他的看法与秘书长完全一致，认为特别委员会应在一九七六年慎重审议 

一些其他的非殖民化问题。 这些问题之中有一些毫无疑问地与委员会在过去曾密 

切注意的问题一样的重要，而且还可能更加复杂。 委员会就影响其余的殖民领土 

的间题顺利进行其工作的一项必要条件是，视每个领土的特殊情况制定具体而现实 

的建议，促使领土的居民能按照第1514(xv) 号决议自由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 

权利。

3 0。特别委员会期望在执行大会委托的具体任务时能得到管理国继续合作。 

关于这一点，他指出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间将与有关的管理国密切合作，派遣视 

察团访问新西兰管辖下的托克劳群岛和访问联合王国管辖下的一个领土。 他注意 

到以前视察团所取得的建设性的成果，希望到目前为止对这方面仍采取消极态度的 

其他管理国能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提供合作接纳前往它们管粮下的领土访问的视 

察团。

3 1。特别委员会也需要加强发动宣传，为殖民地人民的事业和国际上的有关 

努力谋取大众支持，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大众支持。 在这方面，委员会应继续注意 

到尽量动员非政府组织，特别是最需要非殖民化情报的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提供有效 

宣传潜力的重要性。



3 2。 以上是他就一九七六年特别委员会按照大会各项有关决定需要加以注意 

的工作所提出的一些初步意见。 正如他开始发言时所指出的，委员会的工作更为 

复杂，更加重大，因此委员会的议程仍然繁重。 他深信委员会与其成员国的充分 

合作以及继续获得秘书长及其工作人负的积极协助，必能在一九七六年的届会上为

充分和彻底执行《宣言》作出重大的新贡献，从而促使委员会完成其任务的日子早

曰实现。 G。工作的安排

3 3。特别委员会在一月三十日★ 二月十戸召开的第一0 二四至一O 二五次会 

议上讨论了本年度工作的安排。 在这方面，主席在两次会议上都发f 言 （A/AC 
109/PV„1024 和1025) 。

34 . 特别委员会在二月十日第一O 二五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A/AC。109/ 
P V。1025)决定保持其工作小组，这工作小组将继续执行指导委员会的职务。

3 5。特别委员会同一次会议上请工作小组审议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包括审议 

各项目的优先次序在内，并就这一事项提出建议。 委员会作出那项决定时，又请 

工作小组注意到大会第三十届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中指滅委员会的各项任务，以及 

委员会本身拟于一九七六年进行的任务，那些任务的大纲载于秘书长的备忘录 

(a/ac,109/l„1065)„
3 6。特别委员会在八月十八日第一0 二七次会议上，避过了工作小组第七十 

A 次报告（A/AC。109/L。1066 ),因而决定保持而个小组委员会，即第二小组委 

员会以及请愿书和新闻小组委员会，解散第一小组委负会。 委员会依据工作小组 

的建议，决定在全体会议上审议前一年分配给第一小组委员会审议的两个项以 

便在就这两个重要项目进行辨论和制定委员会决定时有更多的成员国参加。 特别 

委员会因注意到它的一九七六年的全部工作量，也决定将题为 "各专门机构和与联 

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的项目分 

配给请愿书和新闻小组委员会；然后它将前此分配到这个項目的工作小组解散。 

此外，特别委员会决定将它保留的两个小组委员会重新定名为"小领土问题小组委 

员会 " 和 "请愿书、新闻和援助小组委员会 "。 特别委员会在同一次会议上依照 

工作小姐的建议，要求这两个小组委员会除审议下文第3 7 段所列项目外，并执行



大会关于发交给它们审议的项目方面指滅给特别委员会的具体任务。

3 7 .特别委员会又决定通过项目的分配和审议的程序如下：

问 题

塞舌尔 

南罗得西亚 

纳米比亚 

帝汰

西属徹哈拉 

法属索马里 

伯利兹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群岛）

直布罗陀

安提瓜、 多米尼加岛、圣基茨一尼维斯 

一安圭拉、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辰 ） 

敦递送的非自治领土情报和有关的问

题

特别委员会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日关于 

波多黎各的决定

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从事活动，在南罗 

得西亚、纳米比亚和所有其他殖民统 

治领土内访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 

民独立宣言》的执行，并在南部非洲

分配给 

全体会议

审议程序

作为单独项目审议



妨，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 

坡视的努力

殖民国家在所管各领土内从事各种军事 

活动和安排，可能访專《给予殖民地国 

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

吉尔伯特群岛 

皮特凯恩 

图瓦卢 

所罗门群岛 

新赫布里底群岛 

美属萨摩亚 

关岛

托克劳群岛 

太平洋岛崎托管领土 

科科斯（基 林 ）群岛 

文莱

美属维尔京群岛 

英厲维尔京群岛 

百莱大

全体会议 作为单独项目审议

小领土问题 

小组資员会

由小组委员会决定

特别委员会按照小领土问题小组委员会在= 月二十四日第二四六次会议上所 

作的决定，在全体会议上直接审议了该领土问题。

同上。



特克斯及凯科斯群岛 

凯曼群岛

蒙特塞拉特 

圣赫勒拿

在总部以外地点举行一系列会议的问题

《宣 言 》适用的领土名单问题

联合国机构的会议记录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

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 

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独立宣言》的情况

浪遣视察团前往各领土问题

传播关于非殖民化工作的新闻

有关各小领土的拳横 

声援南部非洲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 

独立和平等权利的团结周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彼视国际公约》 

各领土达成独立的期限

小领土问题 

小姐委员会

工作小组

全体会议/  
小组委员会

全体会议/  
小组委员会

由小组委员会决定

作为单独项目审议

酌情办理

应由有关机构 

在审查个别领 

土时予以顾及



问 题 审议程序

各会员国遵行《宣言》和其他有关殖民化 

问题的决议的情况

会员国对非自治领土居民提供学习和训练 

便利

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彼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 

年方案的执行情况

普遍实现民族自决权利和迅速给予殖民地 

国家和人民独立对于切实保障和尊重人 

权的重要性

给予南部非洲殖民和种族主义政权以政治、 

军事、经济及其他形式的援助对人权的 

享受所发生的不良影响，

利用科学和技术进展以促进和平并造福人 

类宣言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

lâ还各国被掠夺的艺术品（大会第3391 
( X X X )号 决议）

应由有关机构在审查个别 

领土时予以顾及



应由有关机构在审查 

小别领土时予以顾及

原子辖射的影响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

迫切需要停止核试验及热核试验，并缔结 

一项目的在于广泛禁止试验的条约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执行情况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执行情况

《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执行进度的期中审查和评价

妇女参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参与反对 

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种族跋视、外国'侵 

略、外国占领和一切形武的外国统治的 

斗争

3 8。在二月十日和十八日、四月一日和五月十二日第一0 二五、一0 二七、

一0 二 九 和 一 0 三一次会议上9 特别委员会特别根振工作小组第七十八次报告 

( A / A C M 0 9 / L。1066)中所载建议，对于委员会一九七六年的工作计划，包括 

由它审议的各项目的优先次序，作出了进一步的决定。 这些决定在本章E节中反 

映出来。 ,



3 9 . 特别委员会在四月一日的第一O 二九次会议上根推有关的协议，在第一 

六 五 四 （XVI)和第二六二一（ xxv)号决议的有关规定范圃内，就浪遣特设小组 

前往非洲一事作出了一些决定，特设小组由特别委员会的六小成员组成，执行大会 

委托委员会的任务，特别是关于南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问题。 这些决定和特别委 

员会随后采取的行动都反映在本报告第七章（A/31/23/Rev; 1,卷 二 ）内。

4 0 . 在四月一日第一0 二九次和八月十九日第一'0四一次会议上，特别委员 

会就下述事项作出了决定：

(a)主席被邀参加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 

协商后在哈瓦那举行的消灭种族隔离及支持解放南非斗净■国际讨论会（参看下文第 

97 段 ）；

0>)主席被邀出席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举行的纪念纳米比亚日的特别会 

议 （参看下文第9 4 段 ）；

(C)主席被邀出席在卢卡举行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所的开幕典礼（参 

看下文第 9 4 段 ）。

41。在九月千三日第一0 五五次会议上，根掘工作小組第七十九次报告( 
AC，109/a，1132)中的建议，特别委员会就邀请个别人士出席委负会会议以便向

他们取得关于殖民地领土某些特殊情况的情报问题作出了决定（参看下文第75和 76 
段 ）•

42。在两一次会议上，根振同一报告中所载建议，特别委贞会就其一九七年 

和一九七八年工作计划作出了决定（参看下文第122段和第128— 131段 ），



D ，特别委员会及其附厲机构的会议 

1 ，特别委负会

4 3。特别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内共举行了三十四次会议，评情如下：

第一届会议：

第一0 二四至一0 四0 次会议，一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七日。

第二届会议：

第一0 四一至一0 五六次会议，八月十九日至九月十七曰。

届会外会议：

第一0 五七次会议，十月二十六日（参看本报告（么/31//23/1^6 7« 1),
卷三，第十七章）。

2。 工作小组

4 4 。 特别委员会在二月十日第一0 二五次会议上，决定經续保持它的工作小 

组。根据在同一次会议和二月十三日第一0 二六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工作小组的 

组成如下： 刚果、古巴、伊朗和突尼斯连同特委会的五名主持人员，即主席（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三位副主席（特立尼达和多巴寄、挪威和保加利亚）、报 

告员（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4 5 。 工作小组在本报告所记述的期间在二月十三日和九月十日举行了二次会 

议，并提出了二次报告（A/AC„109/Lo1066 和 I*。 1 1 3 2 ) 。



3 。请愿书、新闻和援助小组委员会

4 6 。 特别委员会在二月十八日第一0 二七次会议上，通过了工作小组第七十 

八次报告（A/AC。109/L。1066 ) , 因而决定继续保持请愿书和新闻小组委员会, 
并将题为 "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f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 

立宣言》的情况 " 的项目分配给它，最后将它重新定名为请愿书、新闻和援助小组 

委员会。

4 7。根据二月二十三日第一0 二八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小组委员会的组成 

如下：

保加利亚 伊■拉克

智利 马里

剛果 挪 威 ，

古巴 塞拉利昂

捷克斯洛伐克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印度尼西亚 突尼斯

4 8。请愿书、新闻和援助小组委员会在三月五日的第二二一次会议上选举伊 

万 •加尔瓦洛夫先生（保加利亚）为主席。

4 9。请愿书、新闻和援助小组委员会在三月五日和八月十七日之间举行了十 

五次会议和一系列的非正式会议，并向特别委员会提出了五次报告如下：

(a)两次关于传播非殖民化新闻的报告（A/AG。1 09/ L 。1 0 7 5 和 

本报告第二章的附件）；

(b)两次关于处理来文的报告（^/▲0；。109//1<。1085和 1«。1119); 
(0) —次关于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I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

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的报告（A/AG„109/L„1122 ; 参看本报告第六章 

，的附件二），



5 0。特别委员会审议上文第49(a}段所提的报告的经过载于本报告第二章 

特别委员会审议上文第49(0)段所提的报告的经过载于本报告第六章.

5 1。关于上文第49(1d)段P 小组委员会在报告所包括的期间审议了关于太平 

浮岛崎托管领土和新赫布里底群岛请求听询的三件来文。 小组委员会决定将来文 

作为请愿书散发（A/AC。109/PET . 1263-1265) , 并建议特别委员会核可这 

些听询请求。 关于请愿的资料载于本报告第十六和第二十四章（A//31/23/Rev. 
卷 三 ）。

4 。小领土问题小组委员会

5 2 。 特别委员会在二月十八日第一0 二七次会谈上，通过了工作小组第七十 

八次报告（A//ac„109/l.1066),因而决定继续保持第二小组委员会并重新定 

名为小领土问题小组委员会。 根据特别委员会在二月二十三日第一0 二A 次会议 

上所作的决定，小领土旧题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如下：

阿富汗 斐济

澳大利亚 印度

保加利亚 印度尼西亚

智利 伊朗 >
剛果 伊拉k
古巴 象牙海岸

捷克斯洛伐克 挪威

埃塞俄比亚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南斯拉夫



5 3。小领土问题小组委员会在三月五日第二四五次会议上选举科菲•柯梅先 

生 （象牙海岸）为主席，彼 得 ，里德先生（澳大利亚）为报告员。

5 4.小领土问题小组委员会在三^五日至八月三日之间举行了三十次会议及一系列 

非正式会议，并就发交审议的下列各项目提出了报告：

科科斯（基 林 ）群岛；

新赫布里底群岛；

文某；

吉尔伯特群岛、皮特凯恩和图瓦卢； 

e ) 圣赫勒拿；

所罗门群岛;
美属萨摩亚；

关岛；

太平洋岛il#托管领土；

百某大；

凯曼群岛、蒙特塞拉特及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美嚴维尔京群岛；

5 5。特别委员会审议小组委员会关于上述各领土的报告经过载于本报告第十 

五、十六、十八至二十四、二十七、二十九和三十一各章（A/31/23/Rev. 1, 
卷三和卷四!)。 委员会审议托克劳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问题的经过载于本报告 

第三、十七和二十八各章（A//31/23/Re7. 1 , 卷三和卷四）。



审议各领土的经过

56。 本报告讨论期间内，特别委页会审议了下列各领土:

领土 会议

英属维尔京群岛

耗克劳群岛 

塞舌尔群岛 

南罗得西ÜE

纳米比亚

太平洋岛崎托管领土 

新赫布里底群岛 

科科斯（基林）群岛 

百暮大

凯曼群岛、蒙特塞拉特及特克斯和凯 

' 科斯群岛

j 尔伯特群岛、皮特凯恩和图瓦卢

'-圣赫勒拿

所罗门群岛

第一0二五、一0二九、一0五四至一0 
五六次

第一0二五、一0二九、一0̂五七次 

第一0二八次

第一0三一、一0三三至一0三六、一0 
三八、一0 四0次

第一 0三一H3三七至"HO四0 次

第一 0 四一、一0 四三次

第一0四一、一O0三、一0 四四次

第一0四二、一0 四三次

第一0四二、一0 四三次

第一0 四二、一0 四三次 

第一0 四二、一0四三次 

第一0 四二、一0 四三次 

第一0四二、一0 四三次



美属萨摩亚 第一0 四二、一0 四三次

关岛 第一 0 四二、一 0 四三次

美属维尔京群岛 第一 0 四二、— 0 四三次

文莱 第一 0 四二、一0 四三次

帝狡 第一0 五二、一 0 五三次

法厲索马里；伯利族；直布罗陀；安提爪，

多米尼加岛. 圣基茨一尼维斯一安圭拉、

圣卢西亚和圣文族特；西属撒哈拉 第一0 五四次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 第一0 五五、一 0 五六次

57。 本报告第七至三十一章(^/3 lX23XRe ̂ ,卷二至卷四)内载有#别委员会审议 

上述各领土的经过，以及就这些领土所通过的决议、共同意见、决 定 或 结 论 及 建  

议。

S'。 《宣言》适用的领土名单问题

58. 特别委贞会于二月十八日第一 0  二七次会议上批准了委员会工作小组第七 

十八次报告（A/AC。109/li 1066 ) , 决定除其它事项外，个别地处理《宣言》 

适 用 的 领 土 名 单 问 题 ，并将其提交工作小姐加以审议并提出建议。 在做上述 

决定时，特别委负会回顾到在其提交第三十届大会的报告中16曾说明，委员会在 

遵守大会对此事可能做出的任何指示的情况下，将继续审查《宣言》适 用 的 领 土  

名单问题，作 为 其 九 +T六年工作方案的一部分。 特别委贞会并回顾到，.在大会 

在其第 3481 (XXX)号决议第4 段中， 已批准了也括委员会所拟一九七六年工作方 

案在内的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 2 3号 》（A/10023/Rev。1 ),第一 

章 ，第 175段。



5 9 . 特别委员会于九月十三日在第一'0五五次会议上在工作小组第七十九次报 

告 （A/AC。109/L 1132 )所载建议的基袖上审议了这个问题。 该报告有关段 

落说：

"11。 工作小组同意建议特别委员会，下届会议应继续审议〔 《宣言》适用 , 
的领土名单〕问题9但须遵守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对此事可能作出的任何指示。 "

60. 在这次会议中，特别委员会无异议通过了上述的建议。

特别委员会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 

关于波多黎各的决定

6 1 . 特别委员会于二月十八日第一0 二七次会议上，批准了委员会工作小组的 

第七十八次报告（A/AC. 109/L 1066 ) , 因而决定，除其他事项外，个别地 

处理题为 ‘‘特别委员会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日关于波多黎各的决定"的项目，并在 

其全体会议中予以审议。

6 2 . 在九月二日第一0 四七次会议上，主席告知特别委员会已从波多黎各共产 

覺' 波多黎各律师公会' 州地位共和党- 波多黎各社会党、波多黎各团结委员会、 

波多黎各独立党和波多黎各和平理事会收到日期为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六月 

十日、七月二十一日‘ 八月二十六日和三十一日以及九月二日的来文47’件 ，其中分 

别表示希望委员会听取它们代表的发言。特别要员会在这次会议上接受了这些要求,

6 3 . 在同一天的第一0 四八次会议上，主席告知特别委员会从基督教社会主义 

觉收到日期为一九七六年九月二日的来文，内中表示希望姿员会听取它的代表的发 

言，特别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接受了这小要求。

同上，第 7 6段。



6 4 特别委员会于九月二日至七日之间，在第一O 四七次至第一C E  —次会议 

上审议了这小项目。

65. 波多黎各社会嘴:总书记胡安•马里一布拉斯先生和波多黎各团结委员会代 

表阿图尔 •某诺伊先生在第一0 四七次会议上发了言（A/AC. 109/PV. 1047 )„

6 6 . 波多黎各独立梵主席鲁文• 贝里奥斯 •马丁内斯先生，波多黎各和平理事 

会主席埃内àÿ，巴斯克斯和基督教社会主义党代表阿^ 弗雷多•圣地卯哥•德赫苏斯 

神父在第一0 四八★ 会议上发了言（A/AC„ 109/PV 1048 ) 。

6 7 . 波多黎各共产党总书记富兰克林，伊里萨里先生在第一0 四 次 会 议 上 发  

了 言 （A//AC。109/PV. 1049 ) 。 古巴代表在同一次会议上也发了言（A/AC 
109/^v 1049 ) 。

6 8 . 波多黎各律师公会主席何塞.比科先生在第一0 五0 次会议上发了言（A// 
AC109/PV 1050 ) 。

6 9 . 特别委员会在同一天的第一 0 五一次会议上无异议地决定批淮主席根掘与 

成员们的协商所提出的下列建议:

"考虑到特别委员会需要总结本年度的工作以便作为优先事项向大会提交

它的报告，并需密切注意它审议中的所有事项；念及它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八

日 和 一 九 七 三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有 关 波 多 黎 各 的 决 议 ；重申按照大会一九六

0 年十二月十四第1514 ( XV )号决议和联合国其他有关决议, 波多黎各人民

" 同上， 《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3号 》 （A/8723/Rev. 1 )第一草，第 

85段。

同上， 《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3号 》 （A/9023/Rev. 1 ) , 第一章 ， 

第 84段。



享有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借此权利可自由地决定它的政治地位和 

自由地进行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注意到一九七五年在利马举行的不 

结盟国家外长会议2°和一九七六年在科伦彼泰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 

脑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波多黎各的决定：注意到一九七四年报告员所编制的报 

告 2 % 就这小项目进行辩论期间所作的发言"，和委员会成员间进行的协商， 

特别委员会决定由报告资负责增订一九4^四年的报告，并在下届大会上重新就 

这个项目进行讨论>义便考虑采取适当的措施作为委员会前此通过的有关该项目 

的决议的后续行动。 ，’ （a/ac. 109/pX 1051 ) „ 这现决定作fB后，中

国代表发了言（A/̂ ac„ 109/Py； 1051 ) „

G。 各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联合国工作

7 0 .特别委员会在其提交第三十届大会的报告中，关于其一九七六年工作方案 

除其他事项外，曾说：

" 17< 特别委贾会遵照大会的有关决定并依照愤例，将再次邀请非统

组织所承认的各民族解放运动代表，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与他们个别国家有关 

的会议。 "，，，•" "

2° A/10217,附件，第 85 段，

A/31/197,附件一，第 108 段。

A/AC. 109/li 976 „
V A C  109/PV 1047-1050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23号 》（A/1 0023/Rev. 1)第. 

章’第 174段。



7 1 . 第三十届大会，在第 3481 (XXX)号决议第4 段中批准了委员会拟订的， 

包括上文所引决定在内的一九七六年工作方案。

7 2 . 特别委员会鉴于以上所述，并考虑到第三十届大会的有关决定，与非统组 

织协商后，通过该组织，邀请了有关的民族解放运动代身，以观察员的身分，参加 

与他们领土有关的审议„ 为了响应这一揚请，下列各民族解放运动参加了特别委 

员会的有关会议：

领土

南罗得西亚

纳米比亚

民族解放运动

津巴布韦非洲人全国委员会

(非洲人全国香员会（津巴布韦））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

7 3 . 特别委员会审议上读各领土的经过情形，包括提及有关各民族解放运助代 

表发言的会议，均载于本报告第八章和第九章（A/31/23/^Re v. 1,卷 二 ）。

7 4 特别委员会在年初滅往非洲执行受委耗的任务的六成员特设小组在卢萨卡 

和达累斯薛拉姆与上述两个民族解放运动代表举行了会议 „ 这些代表表示的意见 

和他们就特设小组成员提出的问题所作的说明摘要载于本报告第七章（附件一，第 

14 至 50 段 （A/31/23/Rev. 1,卷 二 ））。

75。 特别委员会在九月十三日第一0 五五次会议上，根据委员会工作小组第七 

十九次掘告内的建议（A/AC. 1 09XL 1132 ) 审议了各有关的民族解放运动参加 

联合国工作的问题，以及在必襄时作出安徘，以便从有关人士处取得委员会认为对 

其审议殖民地领土目前情况的特定方面十分重要的资料问题。 报告中的有关一段 

说 ：

"10.工作小组注;t 到特别委贞会按照大会有关决定并根据既定惯例，在一



九七七年审议有关项目时，将继续邀请各有关的民族解放运动代表以观察员身 

分参加委员会审议有关其本国的会议。 同样地，小组委员会同意建议特别委 

员会还应剧■酌情况，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有关民族解放运动协商，

继续邀请有关人士提供特别委员会不能以其他方式获得的关于殖民领土各方面 

情况的资料。 因此，特别委员会在它向大会所提报告的适当部分，建议大会 

在核拨委员会一九七七年度工作所需经赛时，亦应顾到上述各点。 "

7 6 . 在这次会议上，特别委员会无异议通过了工作小组的上述建议。

有关各小领土的事项

77„特别委员会于二月十八日第一 0  二七次会议上核可了工作小组的第七十八 

次 报 告 （A/AC。 1 09/L 1066 ) ,因此，决定除其他事项外，把题为 "有关各小 

领土的事项 "的项目列入其本届会议的议程，并掛酌情况，在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小 

组委员会会议 H审议„

7 8 . 在作出这些决定时，特别委员会考虑了第3481 (XXX)号决议的各项规定‘ 
按照该项决议的第1 1段(<1),大会请特别委员会"继续特别注意小领土，包 括 在 适 - 
当时漱遣视察团前往这些小领土，并向大会建议应采取的最适当步骤，使这些领土 

的居民可以行使自决、 自由和独立权利 "。 特别委资会还适当地注意到大会的其 

他各项有关决议，特别是那些关于小领土的决议。

79。 随后，特别委员会在核可小领土问题小组委贞会的各项报告时，注意到小 

组委员会在检查交给它审议的特定领土时，已经考虑过上述大会各项决议的有关规 

定。



工 .声援南部非洲殖民地人民争取 

自由、独立和平等权利的闭结周

80。 特别委员会在二月十八日第一 0  二七次会议上核可了工作小姐的第七十八 

次报告（A/AC. 109/L 1066), 因此，决定除其他事项外，在其本届会议议程内 

列入一个题为"声援南部非洲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和平等权利的团结周 " 的 

项目，并掛酌情形，在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审议。

8 L 在审议这个项目时，特别委员会遵照了大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日第2911 
(XXVII)号决议約有关规定，大会在其中第2 段建议： "在举行团结周时2 应召 

开会议，适当的资料应在报纸上刊出，并在无线电和电视台上广播，同时发起群众 

运动，以便暮集捐敦，资助非洲统一组织所成立的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陽离斗争的 

援助基金 " 。 '

s a 参照上面的建议并根据请愿书、新闻和援助小组委员会在其第一九四次报 

告 （V^AC. 109/L 1075 ) 内的有关建议，特别委员会为庆祝团结用所安#的清 

动包括下列各项Ï

(a)在五月十四日特别为庆祝闭结周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特别委员会主 

席强调从非殖民化方面，特别是南部非洲的目前发展去看团结周的重要性，同时希 

望国际社会能借此机会再致力于南部非洲多数统治、人权和自由的斗争。 他也要 

求国际新闻界通力合作，号召支援有关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

. ,(b)五月十九日特别委负会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第一0 三二次会议），主席 

秘书长的代表以及法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代表安全理事会主席）、墨» ，常％联 

合国代表 ( 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的资格）和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 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资格）在会上都发了言（A/AC。109/PX 
1032 )，非统姐织驻联合国执行秘书、一九七六年五月份联合国区域集团主席:莱 .



索托常驻联合国代表(代表非洲国家）、泰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代表亚洲国家）、

捷克斯洛伐言常驻联合国代表(代表东欧国家)、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代表 ( 代 

表拉丁美洲国家）和芬兰常驻联合国代表（代表西欧和其他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 

联 盟 （呵拉伯国联）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和西南非民组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也发了言 

( A//AC. 109/PV 1032 ) „ 此外还收到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 

文组织）总干事（A//AC. 109/522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A/AC. 109/523) 
和菲，宾外交部长（A//AC. 109/524 )关于庆祝ai结周的贺电；

( C )特别是关于南部非洲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的照片和}H版物的展览经与秘书 

处新闻厅合作安排在联合国总部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展出；

(d)在团结周期间，新闻厅放映了八部有关南部非洲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的影

片。

Ô.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技视国际公约"

83. 特别委员会在二月十八日第一 0  二七次会议上核可工作小组第七十八次报 

告 （A/AC. 109/li 1066 ) , 因此身定除其他，项外，把一个题为 "消除一切 

形式种族艘视国际公约"的项目列入本届会议议程，并#^酌情形，在委员会全体会 

议和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审议。

8 4 特别委员会在九月十三日第一0 五五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8 5 . 特别委负会在那次会议核可了工作小组第七十九次报告（A/AC. 109/ 
1132 ) , 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坡视国际公约第十五条所襄求的情报，决定

大会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2106*(又又）号决议，附件。



授权主席，按照惯例，把所有有关情报转达给消除种族坡视委员会„

8 6 1 此外，委员会主席考虑到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十五条委托特 

别委资会的任务，提请有关管理国注意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报告的有关部分进而 

采取适当行动。

8 Z 特别委员会在采取上述有关该公约的决定时，忆及大会第1514 U V ) 号决 

议泰托给它的任务的一小細成部分即对所有尚未独立的领土立刻充分执行这个《宣 

言 》，是要求 "不♦ 种族，信仰或肤色"达到这个目的„ 特别委员会还记得大会 

第 3481 (XXX)号决议曾重申其信念， "认为，忠实彻底执行《宣言》，可以最 

迅速地完全消除殖民地领士的种族滅视~ 种族隔寓和对人民基本人权的侵犯。 ，，特 

别委员会认为. 这 个 《會言》的充分执行当然是意指所有殖民统治下的人民行使其 

自决权利以及一切其他基本人权。

K。 同联合国其他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贿机构的关系

1. 安全理事会

8 8 . 大会在第3481 (XXX)号决议第1 1段(b)中要求特别委员会 "提出具体建 

议 ，以协助安全理事会对足以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殖民地领土局势的演变，考虑 

采 取 《宪 草 》所规定的适当措施。 "

8 9 „ 特别委贞会按照这个要求，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下列与南部非洲殖民地领 

土有关的一些决定Ï

决定 关于 文件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六日决议 南罗得西亚 S/12098
九七六年六月十七日共同意见 纳米比亚 .S/1209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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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此外，秘书长应特别委员会的要求将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第一O  
二九次会议设立的特设小组的报告的一份副本（见本报告第七章附件一（A/31/23/ 
Rev. 1, 卷 二 ））转交安全理事会（S/12105)。

91。 特别委员会审议这个项目进而作出上述决定的经过详情载在本报告第七章 

至第十章内（A/31/23/Rev. 1,卷 二 ）。

2 . 托管理事会

9 a 在这一年中，特别委员会继续密切注意了托管理事会关于大平洋托管领土 

的工作„ 本报告第二十四章（A//31/23/. Rev, 1,卷 三 ） 载有委员会审议 

该领土的经过。

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9 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和特别委员会主席在这一年内，就特别委员会对各 

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该宣言的情况进行审议的事情，按照第 

3421 (XXX)号决议有关这一项目的第13段的规定，进行了协商，考虑 "适当的 

措施，协调专门机构，•……在实施大会各有关决议方面的政策与工作"协商的经过和 

特别委员会审议这一项目的经过载于本报告第六， 内 。

4.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9 4 特别委员会顾到本身的任务，继续密切注意这一年来联合国纳来比亚理事 

会的工作。 这两个机构的主持人员在工作上经常保持密切联系。 理事会主席还 

按照惯例参加了委员会有关纳来比亚问题的工作。 此外，如上文第82段(fc)所反



映的，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以理事会代理主席的资格在五月十九日特别委员会为 

庆祝声援南部非洲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和平等权利的a 结周安徘的特别会议 

上发了言 ( A/AC. 109/PX 1032 ) 。 随后，按照特别委员会在八月十九日第 

一0 四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委负会的一位副主席在八月二十六日理事会为纪念 

納米比亚日安排的特别会议上发了言（A/AC. 131/SR 236和 Corr。 1 ) , 同 

一天，委员会的一位成员代表委员会出席在卢iF卡举行的庆祝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 

所的开幕式。

5. 人权委员会

9 5 . 在这一年，特别委 S会再度密切注意人权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注意有关受 

殖民和外国统治的人民自决权利及其执行情况以及关于侵善人权和某本自由的问题， 

包括一切国家内种族坡视、种族分离和种族隔离政策，特别是殖民地及其他未独立 

的国家和领土。

9 6 1 特别委员会在审议南部非洲的未独立领土时，特别密切注意到人权委员会 

对题为 "给予南部非洲殖民和种族主义政权以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形式的援助 

对人权的享受所发生的不良影响"的项目的审议情况。 委负会又顾到人权委员会 

特设专家工作小组按照人权委员会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四日第5 ( XXXI ) 号决议所编 

制的临时报告（E/C耳 4/1187 ) , 这是专门关于在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目前情 

况中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焚的发展情况的。 关于这个项目，特别委员会也顾到 

一九七六年三月四日人权委员会所通过的第8 (XXX工I )号决议和一九七六年五月十 

二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通过的第1991 ( 号决议。



6 . 反对种族陽离特别要员会

97。 在这一年，特别委员会念及种族隔离政策对南部非洲各附属领土情况的影 

响，也继续密切注意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页会的工作。 两个委员会的主持人员 

在共同关切的事务方面互相保持密切联系。 此外，特别委员会主席在三月十九曰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为纪念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安徘的特别会议上发了言（A// 
AC 1 15/SR 320 ) 。 又如上面第82段(b)所反映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 

主席在五月十九日特别委贞会为庆祝声援南部非洲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和平 

等权利的团结周安徘的会议上发了言（A/AC. 109/PV 1032 ) 。 随后，按照 

特别委员会在四月一日第一0 二九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主席代表委员会出'帝了由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与非统组织协商安排，于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哈瓦 

那举行的消除种族隔离及支持解放南非斗争国际讨论会。 最后，为了促进各有关 

机构的工作，这一年来作了一些安排以保æ 特别委贞会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 

互相协调参加非政府组织所安排的各种会议（参看下面第106至 108段 ）。

7.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98。 特别委员会在二月十八H 和九月十三日举行的第- 0  二七次和第一0 五五 

次会议上，鉴于消除种族校视委员会向它提出的要求，就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 
的国际公约》有关条敦作出了决定（参看上面第83至 87段 ）。

8 。 各专门机构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

99。 按照大会各有关决议的要求，特别要贞会继续审议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 

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宣言》的问题。 在这一方面，委员会通过其请愿书、新闻 

和援助小组委员会，在这一年来与一些组织的负责人举行了协商。 协商经过情形 

和特别委贞会对这一问题的审议均载于本报告第六草内.



100.对于延长给予南部非洲殖民地领土人民的援助这一 问题，这一年内特别委 

员会还作出了其他一些决定。 这些决定都反映在本报告第七至九章内（A/31/ 
23/Re v 1,卷 二 ）。

!■. 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

101。 特别要员会记得它早先曾经决定同非统组织经常保持联系，以期协助有效 

地执行其任务，因此，象过去几年一样，它在这一年内密切地注意了非统组织的工 

作，并同该經织总秘书处就共同有关事务保持密切联系。 光其是，特别委员会再 

次获得了非统组织驻联合国执行秘书的充分合作，在特别委贞会长期有效的邀请下 

执行秘书积极地参加了特别委员会及所属请愿书、新闻和援助小组委员会的工作。 

此外，特别委员会在这一年年初游遣了六人特设小组前往非洲执行委托给它的任务, 
特设小组在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统组织总部同其行政秘书长进行了商谈，在达累斯萨 

拉姆的非统组织的非洲解放协调委员会总部也同委员会的执行秘书进行了商谈。 

这些商谈的经过情况载于本报告第七章内（A/31/23/Rev. 1,卷 二 ）。

l o a 特 别 委 员 会 主 席 ，根据委员会交付的任务，并接受邀请，参加了非统组 

织于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六日在毛里求斯路易斯港举行的部长理事会第二十七届常 

会以及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十三届常会。

10 3 .在这一年，特别委员会同非统组织就下列事项也保持密切联系：各专门机 

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宣言》和其他联合国有关决议的情况，其中 

特别是有关扩大援助非洲?I民领土人民，和他们的民族，放运功的事项（见本报告

的第 六 章 ）.



M. 同非政府组织 3̂̂ i?作

1 0 4 特别委员会注意到第3481 (XXX)号和第3482(xxx)号决议的有关规 

定，和往年一样密切注意了对非殖民化方面特别关切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委员 

会与这些组织中的一些组织的接触情况慨述如下。

国际人权学会，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和151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

105.特别委员会收到邀请，请它浪代表参加由国际人权学会间国际法学家委员 

会和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合作赞助，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主持，在达落尔举行 

的纳米比亚和人权问题国际会议" 。 经协商后，由弗兰克•阿卜杜勒先生（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托 姆 •埃 里克 •弗拉尔森先生（挪 威 ）、法马•约卡一班古拉夫 

人 （塞拉利昂）和努穆，迪亚基特先生（马里）组成的代表团代表委员会出席了于 

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至八日在达落尔举行的会议。 在二月十日的第一0 二五次会 

议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代表该代表团报道了会议的有关活动（A/AC. 109/ 
PV 1025) r 主席 1  这一点也发了言（V̂ AC. 109/PV 1025) 。

非洲工会统一组织

10a 特别委员会在四月一日的第一0 二九次会议上决定接受非洲工会统一组织'
(非工统一组织）的邀请出席该组织将于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在的黎波里举行的 

会议，特别委员会参照有关的协商情况，请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代表委员会出席 

该会议。 特别委员会在四月十五日的第一0 三0 次会议上决定同意反对种族隔离 

特别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委贞会出席该会议的代表也代表反对种族隔离委负会的要求

参 看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23号 》（A/10023/Rev. 
第一章，第 132段。



世界和平理事会

107.特别委员会在完成这一年的工作后，收到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邀请，请委员 

会出席将于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裁军和缓和会议。 特 

别委员会考虑到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已决定接受该组织的同样邀请，因此经协商后 

同意狂求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的同意，由该委员会的代表也代表特别委员会出席该 

会 议 （参看 A/AC. 115/SR. 332 ) 。

其他组织

108.这一年，国际非政府人权组织特别委员会的种族主义和非殖民化小组委员 

会也邀请特别委员会出席定于七月五日至六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南部非洲政治化 

情况座谈会。 特别委员会顾到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决定接受同样邀请，因此 

经协商后同意征求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同意，由该委员会的代表也代表特ÎÎ；!! 
委员会出席该座谈会（参看 A/AC。115/SR 326 ) 。

109. 特别委员会在九月九日的第一0 五三次会议上决定原则上接受泛非青年运 

动的邀请，请委员会出席将于十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在伦數举行的关于声援南部非洲 

解放运动的会议，特别委员会援权主席就这个事坂同各成员进行协商并根据这些协 

商采取适当的行动。

1 1 0 .液后，特别委觅会在九月十七日第一0 五六次会议上也决定摩则上接受非 

美会议邀请主席参加将于十二月六日至十日在马塞卢举行的一•次非洲和美洲领导人 

的会议，特别委员会授权主席主持必要的协商并根据这些协商采取适当的行动。



1.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 

递送的非自治领土情报和有关问

1 1 1 .特别委员会按照第3420(XXX)号决议的有关规定，继续研究了上述项目. 
委员会审议该项目的经过情形载于本报告（A/3 l/23/Re v̂ ,卷四)第三十二章内。

2 . 外国经济和其他利並从事活动，在南罗得 

西亚、纳米比亚和所有其他殖民统治领土 

内 访 ，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宣言》的执行，并在南部非洲访寧消除殖 

民生义、种族隔离和种族攻视的努力 一

l i a 特别委员会按照第3398(XXX)号决议第1 0段的规定，继续审查了上述 

项目。 委员会审议该明目的经过情形载于本报告第四章内。

3。 殖民国家在所管各领土内 

从事各种军事活动和安排， 

可能访， 《给予殖民地国

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

113.如大会在其第3481 ( X X X ) 号决议第4段内核可的一九七六年度工作方 

案 "所规定的，特别委页会继续研究了上述项目。 委员会审议这个项目的经过



情 形 载 于 本 报 告 第 五 章 内 。

4 各 会 员 国 遵 行 《宣 言 》和

有 关 非 殖 民 化 问 题 的 其 他 决 议 的 情 况

1 1 4。 特 别 委 员 会 在 二 月 十 八 日 第 一  0  二 七 次 会 议 上 核 可 了 它 的 工 作 组 的 第 七 十  

八 次 报 告 （A//AC. 109/L。 1066 ) , 因 此 决 定 请 各 有 关 机 构 在 执 行 委 员 会 所 托 付  

的 工 作 时 考 虑 到 上 述 项 目 。

1 1 5 „ 因 此 ，各 辅 助 机 构 在 审 查 发 交 其 审 议 的 各 项 目 时 ，顾 到 了 该 项 决 定 。 特 

别 委 员 会 在 全 体 会 议 上 审 议 具 体 项 目 时 ，也 顾 到 了 上 述 决 定 。



5. 各领土达成独立的期限

116. 特别委员会在其提交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报告内对一九七六年度工作方 

案，除其他各点外，作出以下的陈述：

"175.按照大会表明的意愿，特别委员♦ 将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候，建议 

每个领土位照人民的意愿和《宣言》的规定，获致独立的期限… 29
117.大会第三千届会议，在第3481 (XXX)号决议第4段内核可了特别委员 

会拟订的一九七六年度工作方案，连同上述的决定在内。

118 .特别委员会在二月十八日第一0 二七次会议上核可了它的工作小组的第 

七十八次报告（ 109/L. 1066)并在要求小领土问题小组委员会进行其指 

定工作时，提请它注意上述决定。 因此，小组委员会在审查发交其审议的各特定 

领土时，考虑了该项决定。 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审议各特定领土时也顾到了上述 

决定。

6. 在总部以外地点举行一系列会议的问题

119.特别委员会在其提交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报告内，对一九七六年度工作. 
方案，除其他各点外，作出以下的陈述：

" 同样，委员会考虑到第1654(^^1)号决议第6 段和第2621(1乂10号 

决议第 3段(9)的规定，其中大会授权委员会在力它有效履行职责所必须的任何 

时间和任何地点，在联合国总部以外的其他地点召开会议。 委员会于审议这 

个问题后，考虑到以往各年在总部以外举行会议所得到的积极结果，决定通知 

大会它可能考虑于一九七六年在总部以外地点举行一系列的会议，同时建议大 

会划拨必要经费，充该年度委员会工作之用时，应当考虑这种可能性。

" 同上，第 175段。 

" 同上，第 181段。



120.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在第3481 (XXX)号决议第4 段内核可了特别；员会 

拟订的一九七六年度工作方案，连同上述的决定在内。

12 L 特别委员会在二月十八日第一0 二七次会议上核可了它的工作小组的第 

七十八次报告（A/，AC. 109/L. 1066) , 因此决定将在总部以外地点举行一系列 

会议的问题当作一个单独项目，发交其工作小组审议并提出建议。

122.特别委员会在九月十三日第一0 五五次会议上，根据工作小组第七十九 

次报告（A/AC. 10 9 X L  11 32 )所载建议，审议了一九七七年在总部以外地点举 

行会议的问题。 在同次会议上，特别委员会核可了该报告，因此决定，除其他事 

项外，在其提交大会的报告的适当部分首先表明委员会可能考虑于一九七七年内在 

总部以外地点举行一系列的会议，其次建议大会在对委员会该年度工作提供必要经 

费时应当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参看下面第1 60段 ）。

7. 管理国对特别委员会 

工作的合作和参加

123.由于澳大利亚是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国，因此该国政府继续积极参加委员 

会对该国所管领土的审议，详情载于本报告（A^31X23XRev. 1, 卷三 ） 第十五 

章内。

124.遵照大会有关决议的规定，新西兰、葡荀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各国政府参加了特别委员会对各该国所管顿土的审议，这在本 

报告有关各章反映出来。 "
125.各管理国在游遣视察团前往各有关领土方面给予特别委员会的合作情形, 

载于本报告第三章内。

第七、八、十、十二、十三、十六至十七、千九至二十三和二十六至三十一各 

章 （A/31/23/Rev. 1,卷二至卷四）。



8.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

126.特别委员会在二月十八日第一0 二七次会议上，核可了它的工作小组的 

第七十八次报告（A/AC. 1 09/L. 1066), 因此决定单独讨论题为" 会议时地分 

配办法"的項目，并将该项目发交其工作组审议并提出建议。

127.特别委员会在审议这个项目时，以大会有关决议的规定为准则。

128.特别委员会在九月十三日第一0 五五次会议上,核可了它的工作小組第七十 

九次报告（A/AC. 109/L. 1132),因此决定参照委员会往年的经验，并顾到一•九 

七七年度的可能工作量，委员会应在一九七七年内举行两届会议；第一届应从一月 

最后一个星期到七月头一个星期，第二届则从八月头一个星期到九月头一个星期举 

行。 委员会在作出上述决定时的了解是：拟议的会议日程并不排除因局势演变需 

要召开额外'的紧急会议。 此外，第一届会议应包括委员会可能决定于一九七七年 

在总部以外地点召开的会议(参看上面第122段 ）。 一项了解是在一九七七年 

初，委员会可能根据任何足以影响其工作方案的发展，审查其一九七七年度会议方 

案。

129.关于特别委员会一九七八年度的会议日程，经议定在不迷背大会为此 

事可能作出指示的条件下，委员会应为该年度通过一项同一九七七年度所建议的相 

似的日程。

9. 文件的管制和限制

130.特别委员会在二月十八日第一0二七次和九月十三日第一0五五次会议 

上，根据工作小组第七十八次和第七千九次报告（A/AC. 109XL. 1066和IU132) 
所载建议，审查了能否参照大会有关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以管制和限制特别委员 

会的文件。

131.特别委员会在九月十三日第一0五五次会议上， 决定在不逢背大会第三



十一届会议可能作出决定的条件下，继续审查为管制和限制委员会文件可能采取的 

进一步措施。 特别委员会又决定强调保持关于其会议记录现状的必要性。

10. 其他问題

132.特别委员会在二月十八日第一0 二七次会议上核可了它的工作小组的第 

七十八次报告’（AXAG. 109/1. 1066 ) , 因此决定请各有关机关在审查特定领土 

时考虑到下列大会各项决议的有关规定：

(a)关于会员国对非^ 治领土居民提供学习和训练便利的第3423 ( XXX) 
号决议；

03) 关于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的第3 4 2 2  ( x x x )号决议；

(0) 关于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技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案的执行情况的第 

3 3 7 7 ( X：0 ；)号决议；

(d) 关于普遍实现民族自决权利和迅速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对于切 

实保障和尊重人权的重要性的第3 3 8 2  ( X X X  )号决议；

(e)关于给予南部非洲殖民和种族主义政权以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形 

式的援助对人权的享受所发生的不良影响的第3 3 8 3  ( X X X  )号决议；

( f ) 关于利用科学和技术进展以促进和平并造福人类宣言的第3 3 8 4 ( X X X )  

号决议；

( g ) 关于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的第3 3 8 9 ( X X X 〉号决议；

( h ) 关于归还各国被掠夺的艺术品的第3391  ( X X X )号决议；

( 1 ) 关于原子辖射的影响的第3 4 1 0  ( X X X )号决议；

( j ) 关于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第3411 ( X X X )号决议；

(k) 关于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的第3 4 1 2  ( XXX)号决议；



(1)关于迫切需要停止核试验及热核试验，并缔结一项目的在于广泛禁止 

试验的’条约的第346 6 ( X X X  )号决议；

(m)关于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执行情况的第3 4 6 8 (XXX)号决议；

叫 关 于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执行情况的第3486 ( XXX)号决

议；

(0)关于《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执行进度的期中审查和 

评价的第 3 5 1 7  ( X X X )号决议；

(P)关于妇女参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参与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 

种族坡视、外国侵略、外国占领和一切形式的外国统治的斗争的第3 5 1 9 (xxx) 

号决议。

133.小组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在审议特定领土和其他缀目时都考虑了这个决定。

0 .工作的检查"

134.大会第3481 ( X X X )号决议请特别委员会继续寻求适当途径，在所有尚 

未达成独立的领土内立即充分实施大会第1 5 1 4 ( X V ) 号决议，光须拟订消除殖民. 
主义残余现象的明确提案。 大会又请特别委员会提出具体建议，以协助安全理事 

会对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殖民地领土局势的演变，考虑根振《宪章 》的规定 

采取适当措施。 此外，大会请特别委员会趣续审查各会员国遵行《宣言》和其他 

有关非殖民化的决议，特别是有关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的各项决议的情况。 在

本节所载是对特别委员会在它的一九七六年度会议中所作各项主要决定的倚短 

检查。 这些决定以及其他决定的全部内容均在本报告有关各章中叙述。 个 

别委员对于本节检查事项所表示的意见和保留，载于讨论这些事项的会议记录 

内，上述有关各章也都提到这些意见和保留。



同一决议中，大会请特别委员会继续对小领土给予特别注意，并向大会建议应采取 

的最适当步骤，使这些领土的居民可以行使其自决、 自由和独立权利。 大会又请 

特别委员会继续在达成《宣言》的目标和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方面，争取对非殖 

民化事业特别关切的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支持。 大会第3482 (XXX)号决议还请特 

别委员会继续專求有效传播关于非殖民化工作的新闻的适当方法。 此外，大会在 

其他许多决议中指定特别委员会负起关于个别领土和议程上其他项目的具体任务。

135.特别委员会在这年的工作过程中，念及大会第3481 (xxx)号决议所载 

的明确要求，检查了对《宣言》和有关殖民地领土的各项联合国决议的执行情况， 

并根糖情况的演变，拟订由各国、联合国各主管机构以及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 

内其它组织实行进一步措施的建议，以期加速非殖民化和促进居民的政治、经济、 

社会与教育的进展步伐。 委员会也继续按照第3398( XXX)号决议的规定，对外 

国经济和其他利益的活动进行研究，这些活动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所有其他 

殖民统治领土内，访專《宣言》的执行，并在南部非洲，访，消除殖民主义、种族 

照离和种族技视的努力。 此外，委员会参照第3481 (XXX)号、第 3429(xxx) 
号和第3290(XXX)号决议的有关规定，继续审议殖民ü 家在所管领土内从事访碍 

《宣言》的执行和不符合大会有关决议规定的军事活动和部署。 委员会也按照第 

3421 (XXX〉号决议的有关规定，继续审查了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 

机构执行《宣言》的情况，并再次通过了一系列请大会注意的建议。 此外，委员 

会顾及大会各有关决议的规定，继续审查了游遣祝察因前往各领土的问题，以及宣 

传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的问题。 最后，委员会执行了大会各项决议所委 

耗的若干其它特定责任，.并进行了它自己从前各项决定所规定的其它工作。

136.上述的活动使特别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会期中始终+ 分忙碌。和往年一 

样，特别委会详尽地审查了有关南部非洲的事态发展，并加強注意研究较小殖民 

领土内的现状；特别委员会曾滅遣视察团前佳其中的关厲雍尔京群岛和托克劳群岛。 

尽管有这样繁重的工作负担，委员会仍能在一月至九月间酌情开会，并在成员国之



间举行非正式的协商， 审议了议程上的大多数项目并提出建议，至于其它项目，

委员会决定向大会递送了有助于第三十一届会议审议这些问题的资料。 特别委员 

会主席代表委员会出席了塞舌尔独立的庆典。

137.如同它向大会所提的报告中所拟议的，并且依照大会第1654(XVI)号 

决议的规定，其中大会授权特别委员会可在联合国总部以外的地点开会，倘若不论 

何时何地可能需要这类会议来有效地执行它的职权。 特别委员会在审查年度期间， 

嚴遣了由其六个成员组成的高级特设小组前往五个非洲国家首都以执行其特别是关 

于南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问题的任条特别委员会这样作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在这些领 

土有效地促进充分迅速执行《宣言》的最妥善的途径和方法。 同时，动员世界舆 

论支持加速非殖民化的进程，并在这方面尽量为联合国的有关工作宣传仍有需要， 

这一点也推动了委员会的工作。 正如本报告有关的一章所指出'的，特设小组在非 

洲召开的会议事实上因有各国政府首脑和有关领土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积极参 

加而得到助益，这些会议非常成功，特别委员会在审议其议程上的有关项目时充分 

顾到小组达成的结论。 关于这方面，特别委员会根据它对小组报告的审议情况， 

特别请委员会主席同前线国家和其他有关会员国的政府、非统组织以及各民族解放 

运动继续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以进一步加强委员会的力量，积极促进举巴♦韦和 

纳米比亚人民为争取达成《宪章》和 《宣言》所揭示的目标作出努力。 委员会依 

照特设小组的提议，请秘书长与特别委员会主席合作并与非洲统一组织协商，拟具 

一项于一九七七年召开一次圓际会议，以动员世界舆论，支援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 

人民的提案。 委员会又请秘书长将特设小组的报吾转送给安全理事会， 以期使它 

知道有关南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最新发展情况，并采取它认为必要的进一步措施 

使这些人民能够获得独立。

138.遵照大会有关决议的规定，并按照成例，特别委员会已经同非统组织协 

商，再邀请有关的解放运动代表，以观察员资格参加委员会有关冬该国家的会议。 

因此，委员会在审议南罗得西亚时有津巴布韦非洲人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在审议纳



米比亚时有西南非民姐的代表积极参与它的工作，因而再次获得了宝责的资料。

139.关于南罗得西亚的问题，特别委员会重申该领土的人民享有不容剥夺的 

自决、自由和独立权利，他们使用所有一切方法，为争取这项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是 

合法的。 关于这一点，特别委员会也重申一项原则：津巴布韦在实行多数统治以 

前不应独立，任何有关领土前途的安排，必须有该领土的民族解放运动，津巴布韦 

非洲人全国委员会—— 津巴布韦人民真正愿望的唯一和真正代表—— 的充分参加来 

拟定。 特别委员会注意到联合王国政府作为管理国对结束该领土的严重局势负有 

主要的责任，因此要求该政府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使津巴布韦能依照大多数人民的 

愿望，达成独立，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决不给予非法政权任何主权方面的权力或表 

征。 此外，委员会强烈逮责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继续横加于举巴布韦人民的野 

蛮镇压措施，坚决支持津巴布韦人民在他们的民族解放运镑领导下为获取多数统治 

所进行的斗争，并强调在解放运动内保持统一领导的重要性。 委员会提出下列的 

要求：非法政权终止对自由战士执行死刑；无条件立即释放所有因政治原因而被监 

禁、拘留和限制的人，取消对政治活动的一切限制，建立充分的民主自由和政治权 

利的平等，以及恢复人民的基本人权；停止一切镇压性的措施；停止外国移民进入 

该领土，并立即自该领土撤出所有雇佣兵。 委员会还呼吁所有国家采取一切必要 

的有效措施，制止为南罗得西亚征求和招暮雇佣兵。 委员会又请所有国家直接或 

通过它们在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的行动，同时请联合国内各种方案 

和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对津巴布韦人民和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幼为恢复他们不容剥夺 

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关于安全理事会对非法种族主义少数 

政权所规定的强制制裁，.委员会对最近有关普遍透反制裁情事的报告感到非常不安 

并强烈斥责这些国家，特别是南非政府趣续与非法政权勾结的政策。 委员会重申 

其信念，认为制裁措施除非是全面的、 强制性的、有效监替的、严格执行的，并为 

各国光其是南非所遵行，否则就不能推翻这个政权，因此逮责所有进反制裁的行为 

以及某些会员国仍不严格执行这种制裁的行为，这是逢反它们在《宪章》第二十五



条下承担的义务的。委员会特别再次遵责继续将格和媒从南罗得西亚输入美国，并 

要求美国政府废止任何容许这种输入的法律。 鉴于上述各点，委员会要求还没有 

这样作的各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所有在其管辖下的个人、会社和法人团体 

严格遵守制裁；采取有效步骤防止或劝風其管辖下的任何个人或团体移民至南罗得 

西亚；停止任何可能给予该非法政权一种合法外貌的行动；在护照和其他证件上注 

明不得用以前往该领土旅行。 委员会赞扬莫桑比克政府采取行參^关闭该国同南 

罗得西亚的这界并对该非法政权实施全面制裁，并请一切国家直接并通过它们在各 

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的行动，同时请联合国内的各种方案，对莫桑比 

克政府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使它能够克服由于实施制裁所产生的任何经济困难； 

委员会还要求安全理事会定期审查对莫桑比克政府和赞比亚政府提供经济援助的问 

题。 最后，委员会赞同特设小组的建议，即必须扩大制裁非法政权的范围，使其 

包 括 《宪章》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一切措施在内，并再度要求安全理事会作为紧急 

事项考虑在这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

140.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特别委员会在执行《宣言》的范围内再度审议，它 

重申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和决定，并再次强烈地遭责南非政府坚决拒绝接受安 

全理事会一再提出的要求，遵照《联合国宪章》的义务，终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 

领。 关于这一点，委员会无比强烈地逮责南非在该頻土制造恐怖气氛，企围破坏 

纳米比亚的民族 ®结和领土完鉴，以加廣它的非法驻留。 委员会特别注意到，南 

非政权不仅蔑视联合国决议的规定，继续执行其"班图斯坦化"政策，而且还在一 

九七五年施展诡计，召开了由其一手挑选的代表出席的所请‘‘制宪会议" ；会议提 

议实行一种以种族隔离原则为基础的自治。特别委员会注意到,这个会议并不代表大 

多数纳米比亚人的意见，认为只能把它看作是南非强加的一种手法，使它早已须定 

的政策看起来可以有一些法律根据；特别委员会重申，对该领土的任何政治解决办 

法的基础，必须是按照第1514(XV)号决议，在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由全体纳 

米比亚人民自由而不受限制地行使他们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关于这一点，特别委



员会完全赞同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西南非民组的立场。此外，委员会认识到 

纳米比亚局势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勝,认为如果南非不遵行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六 

年一月三十日第385 (1976)号决议有关各段的规定，安理会应按照《联合国宪章》 

第七章的规定，考虑采取适当措施，使安理会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决定获得执行。 

关于这一点，特别委员会痛惜南非最近采取的行动肆意遭反了上述决议的文字与精 

神。 委员会特别遵责南非在纳米比亚继续增强军事力量，遭责该政权没有采取必 

要措施，包括释放政治犯，废除一切救视和压迫的法律和惯例，和给予政治流亡者 

便利，以遮回他们的国家，不受逮捕、拘留、威胁或监禁。 南非最近大肆逮捕和 

拘禁纳米比亚人，包括纳米比亚境内的西南非民姐的所有领导人，委员会认为，这 

些行动必须被看作是南非意图增加使用暴力以胆止解放斗争的明证。 纳米比亚非 

法政权采取行动，将两名西南非民组成员判处死刑，男两名女成员各处七年及五年 

监禁，委员会对此特别表示深切的愤怒》 因此，委员会支持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

会所提依照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立即无条件释放这些政治犯，和纳 

米比亚一切其他政治犯的要求。 同时, 委员会认为盤个国际社会也负有责任，对 

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为他们的自由和独立进行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提供一切可能 

的援助。 为此目的，委员会再一次要求各国政府必须实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为保纳米比亚自然资源而制定的第一号法令的规定。"此外，特别委员会瑪力建议 

联合国各会员国向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捐款，以便向纳米比亚人民提供更多的协助， 

特别是在训练未来的政府工作人员方面。 关于这一点，特别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 

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所即将在卢萨卡开办，并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 

为纳米比亚设定了一九七七一 一九/V— 年期间的指示性规划数字。 最后，特别 

委员会认识到联合国纳米化亚理事会的职权是达成独立以前的纳米比亚唯一合法的 

权力当局，重申支持该理事会的活动，并赞同该理事会与西南非民组合作为促进纳 

米比亚人民的自决和国家独立而制定的政策和方案。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2 4 A f》（A/9624/，Add. 1) 
第 8 4 段。 法令已在《纳米比亚公报》第一期刊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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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关于帝汰问题，特别委员会决定把有关的文件递送大会，以便推进大会 

第三十一届会议对本项目的审议。

14 2.如本报告有关各章所反映的，在这一年内，特别委员会也继续研究其他 

殖民地领土的非殖民化问题并核定了一系列关于个别领土的具体建议和提菜。 关 

于这一点，委员会重申其信念：领土面积狭小，地理位置孤立或资源有限等问题绝 

对不应影响这些领土的居民根据《宣言》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委 

员会加速这些领土非殖民化过程的能力，由于澳大利亚、新西兰、联合王国和美国 

等管理国政府继续合作的结果，又进一步获得加强。

143.为同一目的，特别委员会深知就各殖民地领土的现有政治、经济和社会 

情况以及这些领土居民的意见和愿望取得充分的第一手资料，至为重要，因此再次 

审查了派视察团前往这些领土的问题。 关于这方面，委员会特别注意到过去联合 

国各视察团在增进联合国的能力以协助殖民地人民实现《宪章》和《宣言》所定的 

目标方面取得的建设性成果。 正如本报告有关各章所反映的，委员会应各有关管 

理国家的邀请，并按照大会和委员会本身各项有关决定的规定，派遣了视察团前往 

联合王国管理下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和新西兰管理下的托克劳群岛。 委员会感谢澳 

大利亚、新西兰和联合王国政府在接受视察团前往它们所管理的领土方面给予联合 

国的合作。 同时，委员会对某些管理国家的消极态度感到遗憾，它们继续漠视大 

会及委员会在这一方面一再发出的呼吁，因此要求有关管理国重新考虑它们的态度 

并在这方面与联合国充分合作。关于这一点，委员会请求委员会主席继续同有关管 

理国家协商，以保证能早日游遣这种视察团前往它们管理的领土。

144.按照大会的要求，特别委员会也继续在这一年内审查各专门机构和与联 

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宣言》的问織。 委员会在这样做时考虑到了非洲殖 

民地领土的各民族解放运动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有关其本国的工作时所提出的意 

见以及非统组织代表所提出的意见。 因此，委员会继续充分知道各殖民地领土内 

有关的事态发展，特别是这些人民从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其他机构获得



具体援助的迫切需要。关于这一点，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向非洲各殖民地领土的 

难民提供援助的工作，虽然续有进展，但是迄令有关组织向这些领土人民及其民族 

解放运幼提供的援助仍大大不足。 委员会因此重申大会既承认殖民地人民的解放 

斗争是正当合法的，则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自应对这些人民和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 
给予一切必要的道义和物质援助。 关于这一点，委员会对继续与联合国合作执行 

《宣言》和大会其他有关决议的专门机构和组织表示感谢，并请这些机构和其他有 

关组织，作为紧急事项，对非洲为摆脱殖民统治而斗争的殖民地人民给予或继续给 

予一切可能的援助。 同时委员会建议各有关组织与非洲统一组织协商，同殖民地 

人民建立或扩大接触，审查它们有关拟订援助方案和项目的程序，并在这些程序上 

引进更大的灵活性。 此外，委员会再次促请有关的专门机构和组织，按照联合国 . 
有关决议，在南非政府和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恢复纳米比亚和，巴布韦人民的不容 

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以前，停止对它们的一切支援，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意味着 

承认这些政权对各该领土的统治为合法的行镑。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若干专门机 

构和组织已作好安排，使非洲统一组织所承认的各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得以观察员 

的身份，参加有关其本国的讨论，并请尚未这样做的国际机构，迅速作好必要的安 

排。 委员会又请大会建议所有各国政府，在它们参加为成员的联合国系统内各专 

门机构和其他组织中加紧努力，以确保有效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 关于这一点， 

委员会敦促各有关专门机构和组织的行政首长在同非洲统一组织积极合作下拟订充 

分执行联合国各项有关决定的具体提案，尤其是关于向殖民地领土人民和他们的民 

族解放运动提供援助的具体方案，并作为优先事项，向各该机构的理事机构或立法 

机关提出。

145.在这一年内，特别委员会也深切地注意到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在南，得 

西亚、纳米比亚以及所有其他殖民统治领土内動潜《宣言》的执行并在南部非洲访 

專为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破视所作努力的各种活动。 在这方面'，委员 

会深切关怀地注意到殖民国家和在殖民地领土有经济利益的国家，继续漠视联合国，



有关的决定;’遭责外国经济、金 融 和 其 他 利 益 加 行 活 动 ，继续剥削殖民地领土 

的资源，积累并汇回巨额利润，损，当地居民，特别是南部非洲居民的利益；重申 

附厲领土人民有自决和独立并享用其领土自然资源的不容剥夺的权利，以及为其自 

身最高利益处置这些资源的权利。 同时，委员会重申如有任何管理国或占领国家 

不让殖民地人民行使其对自然资源的合法权利或使这些权利从属于外国经济利益，

就是遭反其依照《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庄严义务。 委员会重申目前在南部非洲 

各殖民地领土内活动的外国经济、金融及其他利益，构成了对土著人民实现政治独 

立和享用各该领土自然资源的一项重大障碍。 因此，委员会道责一些政府的政策， 

它们继续支持那些从事剥削各领土的自然及人力资源的外国经济及其他利益，因此 

侵犯了土著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和利益，并且妨害了《宣言》的实施。 

关于这方面，委员会强烈遵责某些西方国家与南非的核匆结，要求各有关国家政府 

不对南非提供设施使它能够进行产制核物质或反应堆。 委员会也再次要求有关的 

各国政府，对在殖民地领土，特别是非洲各殖民地领土拥有并经营访香领土居民利 

益的dHk的各自国民及各自管辖下的法人团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求结束这类 

企业并防止新的投资。 同，时，委员会遭责速反安全理事会规定的强制制裁的一切 

行动及某些会员国继续不执行这些制裁，这是逢反《宪章》规定它们应负的义务， 

委员会请所有国家保证对那些利用所得援助从事镇压殖民地领土人民及其民族解放 

运镑的政权，停止提供任何方式的援助。 此外，委员会要求所有国家终止其和南 

非政府的牵涉到纳米比亚的关系，并且不与该政府建立由它代表纳米比亚或牵涉到 

纳米比亚以致可能帮助它继续非法占领该领土的一切关系。 委员会也强烈遵责南 

非的政策，它透反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公开逢背它在《宪章》下所负的特定义务，

继续与南罗得西亚的非法政权勾结；并要求该政府立刻停止这种勾结。 男外，委 

员会考虑到《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有关 

规定，请所有国家政府和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确保殖民地领土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 

主权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 委员会也要求管理国和占领国家审查它们管理下领 

土内现有的工资制度，以便在每一领土对所有居民实行无坡视的划一工资制度。



此外，委员会请秘书处新闻厅进行一项广泛的宣传活动，以便使世界舆论知道有关 

外国垄断企业如何剥削土著人民，以及它们支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的实情。

146. 特别委员会继续研究了各殖民国家在其所管领土内进行的军事活动和安 

排后，仍然认为这种活动和安排可能访碍《宣言》的执行。 关于这方面，委员会 

遗憾地注意到，有关的殖民国家没有执行联合国的各项有关决议。 委员会认为， 

在南部非洲，当前局势特别严重，该地当权的非法种族主义政权大大地增加了军事 

支出、扩张了武装力量。 例如，在纳米比亚，南非的武装部队大量集结，其目的 

是在压制人民的反抗，持续南非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 关于这方面，委员会对于 

某壁国家继续同南非合作、向南非供应武器、军事装备和技术，表示关切。 委员 

会重申所有殖民地和其他属地人民拥有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因此要求停止对南部非 

洲殖民地领土人民进行压迫战争，并撤除这些领土内'的全部军事基地。 委员会也 

呼吁所有国家对南部非洲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和它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增加道义上 

和物质上的援助。 委员会根据它的研究结果，特别道责南罗得面亚和纳米比亚境 

内的非法种族主义政权使用庞大武装部队，力图镇压各该领土的解放斗争，并特别 

遭责这两个政权之间的军事和政治勾结，以及南非最近加强在纳米比亚的军事驻札。 

委员会又遵责某些西方国家对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继续进行军事々 

结，同时要求一切国家停止所有这种勾结。 委员会也遮责这些西方国家与南非进 

行核合作，要求它们停止这种合作。 此外，委员会遭责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为对 

付巴布韦人民和它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进行征暮外国雇個兵的运动。 它要 

求所有国家采取步，，禁止它们的国民被召暮为雇佣兵。 委巧会重申它对殖民国 

家在其所管领土内进行的一切军事活动和安排的递责, 这些都是描專有关殖民地人 

民的利益和权利。 委员会再度要求有关殖民国家停止这种活动，并遵行大会的有 

关决议。 关于这方面，委员会尤其对把殖民地领土的土地转供军事设施之用表示 

遗憾，认为为了这个目的，大规模地利用当地经济和人力资源，使资源不能更有利 

地用于促进有关领土的经济发展。 最后，特别委员会请秘书处新闻厅加紧进行宣



传，以期使世界舆论知道有关访碍执行第1514 ( X V )号决议的军事功和安排的实 

情。

147.鉴于大会要求秘书长继续采取具体措施，透过他可以利用的一切媒介， 

执行大会以往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特别委员会曾继续审议了如何宣传联合国後非 

殖民化方面的工作的问题。 在这方面，委员会再次强调需要唤起世界舆论，以便 

有效地协助各殖民地领土的人民获得自决，并特别需要加紧努力2 普遍地和不断地 

传播关于这些人民及其各民族解放运动，以达成自由和独立的新闻。 在这方面， 

委员会考虑到过去几年许多在非殖民化领域积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所起的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再次强调这些组织可以接触广大的舆论部门，特别是在最需要非殖民化 

新闻的那些国家。 鉴于以上所述，委员会认力为了确保更广泛地传播有关殖民问 

题的新闻，应再请这些组织加银它们在这一方面的工作。 同样地，委员会认为有 

必要由秘书处新闻厅采取具体措施加菌在非殖民化方面的活动，克其是要特别重视 

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和有关领土的民族解放运动；密切注意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方向， 

从而宣传它的各种活动；通过非统组织的非洲解放协调委员会以及卢萨卡和其他各 

地的新闻中心，与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建文更密切的合作，并加强 

所有各新闻中心的活动，特别是设在西改和美洲一些国家的新闻中心的活动。 特 

别委员会还认为应该敦促新闻厅作出最大的努力，争取这些主要新闻工具，特别是 

上述两个区城的主要新闻工具对非殖民化活动作更多的报道。 在一年一度纪念声 

援南部非洲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和平等权利进行战斗的团结周的活动方面，委员会 

也极为注意传播非殖民化新闻的问题。 关于这方面，委员会主席在特别为团结周 

安排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敦促国际新闻界通力合作，号召支提有关殖民地人民的解 

放斗争。

148.特别委员会还继续审查了可以适用《宣言》的领土清单。 如本章有关 

的一节所指出的，委员会决定按照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在这方面可能作出的任何指 

示，继续在下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



149.特别委员会根据它的职责，按照可能自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接获的其他 

指示，并铭记有关决议，特别是第2621(1^7)号和第3481(^120号决议的规定， 

须计在一九七七年加强努力，寻求最佳途径和方式，在所有尚未达成独立的领土， 

立即充分执行《宣言》。 委员会光其将不断详细检查每一个领土的事态发展和殖 

民国家遵守联合国的有关决定和决议的情况。 委员会也将审查各会员国对《宣言》, 
充分执行《宣言》的行动纲领和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其他联合国决议的遵行程度。 

委员会将根据这种审查和检查，就达到《宣言》所立目标和《宪章》有关规定所必 

要的具体措施，提出结论和建议。

150.在承担上述任务时，特别委员会将继续遵照第3481 (XXX)号决议第 

ll(to段的规定进行工作，大会在这一段内要求委员会做出具体的建议，以便在安全

理事会就殖民地领土上可能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态发展，考虑采取《宪章》 

规定的适当措施时，能够给予协助。 委员会打算对这些领土的情况，特别是南罗 

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情况，从事进一步的全面审査。

151.特别委员会遵照大会的有关决定并依照惯例，将再次邀请非统组织所承 

认的各民族解放运动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与他们个别国家有关的会议。 并 

且，委员会在必要时，将掛ÜHt况，通过与非统组织和有关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协 

商，邀请能就各殖民地领土现况特定方面提供它处无法获得的情报的人士参加。

152.特别委员会依照大会表明的意愿，将在其认为适当时，建议每一领土依 

照人民的愿望和《宣言》的规定，达成独立的限期。 此外，委员会，如第3481 
( X X X )号决议第iMd)段所请求的，将继续特别注意小的领土，并向大会建议，

为使这些领土居民能够行使其自决、 自由和独立权利所应采取的最适当的步驟。委 

员会也将在下届会议上遵照大会在这方面可能给予的任何指示，继续审查适用《宣 

言 》的领土清单。



153.考虑到有关外国经济和利益从事活动，在南罗得西亚和纳米t匕亚和所有 

其他殖民统治领土内访寧《宣言》的执行，并在南部非洲访事消除殖民主义、种族 

隔离和种族坡视的努力的第3398(XXX)号决议，并考虑到大会的其他有关决议， 

特别委员会打算继续审议各种进一步的措施，以求结束这些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的 

活动。 此外，委 员 会 参 照 本 报 告 第 五 章 所 反 映 的 它 在 一  

九七六年对这个事项的审议经过，打算掛動情况，继续研究殖民国家在其所管领土 

内进行的可能访事《宣言》的执行的军事活动和安排。 委员会将遵照第3481 (XXX) 
号决议第2和第9 段、第 3429(xxx)号决议第5段以及第3433(xxx)号决议第 

9 段规定去这样做。

1 5 4 .关于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宣言》方面，特别委 

员会打算在一九七七年继续审议这个问题。 委员会审议时，将再度审查国际组织 

为执行大会有关决议，特别是有关非洲各领土决议的规定时，已采取或将采取的行 

动。 委员会将剧•酌情形，同这些组织进一步协商和接触。 委员会并将依照其主 

席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于一九七七年在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特别委员会 

本身的有关决定范圏内进行进一步协商的结果，采取行动。 并且，委员会考虑到 

第 3421 (xxx)号决议的有关规定，将同非统组织行政秘书长和该组织高级人员并 

同行政协调委员会和它的附属单位，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利各专门机构和其 

他关系组织切实执行各联合国机构的决定。

15 5 .大会在第3481 (XXX)号决议的第1 2段里要求管理国同特别；员会合 

作，准许视察团前往它们管理的冬领土。 大会关于某些领土所通过的其他决议中， 

也载有相同的规定。 从本报告有关各章可以看出，特别委员会注意到，以前联合 

国的各视察团所负起的建设性任务，对于浪遣这种团体作为搜集各领土情况和人民 

对他们的未来地位的意愿和db望的适当和第一手资料的方法，继续给予极大的重视。 

因此，按照它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的决议（本 报 告 第 三 章 ， 第 1 1 段 ）， 

委 员 会 拟 继 续 谋 求 各 管 理 国 的 充 分 合 作 ，以便能够掛酌情形滅遣



视察团前往加勒比、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各领土以及非洲各领土，取得此 

种资料。 委员会相信大会将愿意再向有关各管理国提出呼吁，请其按照委员会以 

前所作决定，及委员会可能在一九七七年通过的其他决定给予合作，便利前去各领 

土的访问。

156. 特别委员会深知大会对于在非殖民化方面发动一次世界性宣传运动所给 

予的重视。 关于这一点，委员会建议由特别委员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持， 

在一九七七年举行一次声援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国际会议，但须经大会核准。 

除了积极参与建议的会议以外，特别委员会考虑到大会第3 48 2 ( XXX )号决议和其 

他有关的决议，打算在来年继续注意传播有关非殖民化新闻的问题。 委员会预期 

将继续对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新闻单位和秘书处新闻厅所拟订的出版物方案和其他 

新闻工作加以审查。 特别是将要求请愿书、新闻和援助小组委员会在同秘书处密 

切合作下就实施最广泛地传播有关新闻的途径和方式，拟定进一步的建议，以供委 

员会考虑，使委员会能够执行持续不断的活动方案来达到这个目的。 此外，委员 

会主席团成员将经常和秘书处的主管单位保持密切接触，以求实施第3 4 8 2 (xxx) 
号决议的第3段，按大会在这一段中曾请秘书长注意特别委员会的建议，继续采取 

具体措施，透过他可以利用的一切新闻工具，包括出版物、无线电和电视，广泛而 

且不断地宣扬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 对于这一点，大会无疑将愿意请秘 

书长加紧努力，并敦促管理国同秘书长合作，来促进大量传播非殖民化方面的新闻。

157. 由于特别委员会重视在非殖民化方面活跃的非政府组级在支持争取解放 

的殖民地人民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在来年中，委员会将继续寻求这种非政府组 

织的密切合作，以便除其他事项外在非殖民化事业方面取得它们的支持来传播有关 

的新闻，并动员世界的舆论。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委员会计划于一九七七年浪出 

几批成员，同有关的组织在它们的总部举行协商，并参加这些组织所安排的讨论非 

殖民化问题的大会、讨论会和特别会议。 同样地，委员会也要继续与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合作，审查在理事会具有协商地位的非政府組织如何协助达成《宣言》和大



会其他有关决议的目标。

15 8 . 参照关于会议时地分配办法的有关大会决议的规定，同时考虑到它以 

往各年的经验以及下年度的可能工作量，特别委员会已核定一个暂定的一九七七年 

度会议计划，建议大会加以核准。 同样，委员会考虑到第1654(xvi) 号决议第 

6段和第2621 (XXV)号决议第3 段(9)的规定，其中大会授权委员会在为它有效艘 

行职责所必需的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在联合国总部以外的其他地点召开会议。 

委员会于审议这个问题后，考虑到以往在总部以外举行会议所得到的积极结果，决 

定通知大会它可能考虑于一九七七年在总部以外地点举行一系列的会议，同时建议 

大会划拨必要经费充该年度委员会工作之用时， 对这种可能性加以考虑。

159. 特别委员会建议大会在第三十一届会议审查执行《宣言》的问题时，不 

访考虑本报告有关各章所反映的特别委员会各项建议，尤其是认可本节所列举的 

各提案，以使» 员会能够履fî它^一九七七年拟盯的工作。而且，委员会建议大会重新向 

各管理国提出呼吁，请依照各有关领土的人民自由表示的意愿，采取一切必要步骤 

:执行《宣言》和联合国有关决议。 关于这方面，特别委员会考虑到由于有些管理 

国积极参加委员会工作所狭得的有益结果， 建议大会再度要求各有关管理国与委员 

会合作以执行委员会的任务， 尤其是积极参加委员会有关各该国管理下领土的工作。 

考虑到大会已经肯定地认为非自治领土直接参加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的工作， 是促 

进这些领土的人民在取得与联合国会员国平等地位方面得到进步的一项有效手段，

委 员 会 i又.建议大会应请管理国准许有关领土的代表參加第四委员会和特别委员 

会对于有关各该国家的项目的讨论。 再者，大会也不访向所有国家，各专门机构 

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再度呼吁，请遵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其有关决议内向它 

们提出的要求。

1 6 0 .特别委员会建议大会核定上文列举的工作计划时，也应戈跋足够的经费， 

充供委员会拟于一九七七年度进行的工作的费用， 委员会获悉如照上面第155段, 
浪遣视察团 :，将需经赛144, 000美元左右。如委员会决定按照第1654(xvi)



号决议第6段和第2621 ( XXV )号决议第3 (9)段的范画在总部以外地点举行一系列 

的会议（见上面1 58段 ），全部经赛约计230, 000美元。

161.据佳计，一九七七年度为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所增订的广泛持 

续的宣传方案（见上面第156段 ），将引起额外支出约计75,000美元。 打算与 

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举行进一步协商和接触（见上面1 54段 ），将需 

赛用 10,000美元左右。 此外，特别委员会主席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间派定 

举行的协商，加上和行政协调委员会和它的筹备委员会举行的有关协商，将引起支 

出5, 000美元左右。 同样，与非统组织的经常协商（见上面第154段 ）另需费 

用 5, 300美元左右。 与非政府组织的协商和接触(见上面第157段 ）将需赛用 

20,000美元左右。 再者，各民族解放运动代表参加委员会的工作（见上面第 

151段 ）将引起费用约13,000美元左右。 与非统组织和民族解放运动协商，以 

便自个人取得资料的安排（见上面第151段 ），将引起支出22,500美元左右。 最 

后特别委员会希望秘书长考虑到大会给它指定的各种工作以及它本年作成的决定所 

引起的工作，继续对委员会提供其执行任务时所需的一切便利和人员。

Q. 报告的通过

162 .特别委员会于九月十日第一0 五四次会议上无异议决定授权报告员直接 

向大会提出本报告。

163.在九月十七日第一0 五六次会议上，就特别委员会一九七六年度会议闭 

幕的时际，主席和塞拉利昂（代表非洲成员）、印度（代表亚洲成员）、捷克斯洛 

伐 克 （代表中欧成员）、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拉丁美洲成员）和澳大利亚（代 

表澳大利亚和挪威)各国代表以及挪威和保加利亚代表（以副主席身份)和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代表（以报告员身份）都发了言（A/AC. 109/ÎV. 10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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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传 播 关 于 非 殖 民 化 工 作 的 新 闻

A . 特 别 委 员 会 的 审 议

1 . 特 别 委 员 会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第 一 0 二 七 次 会 议 上 ，核 可 其 工 作 小  

组 的 第 七 十 八 次 报 告 （A / A C . 1 0 9 / L . 1066),决 定 除 其 他 事 项 外 ，保 留 它 的 请 愿  

书 和 新 闻 小 组 委 员 会 但 改 称 请 愿 书 、 新 闻 和 援 助 小 组 委 员 会 （参 看 本 报 告 第 一 章 A /

31/23/Rev 1,卷 一 ）。特别委员会又以同一决定，同意单独处理这一项目，而在 

其全体会议上及小组委员会的会议上，分别予以审议。

2 . 特 别 委 员 会 在 二 月 十 三 日 至 九 月 二 日 之 间 举 行 的 第 一 0 二 六 、•一 0 三 0 、

四 六 和 一 0 四 七 次 会 议 上 ，审 议 了 这 ♦ 项 目 。

3 . 在审议这个项目时，特别委员会注意到大会各有关决议的规定，特别是一 

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关于传播非殖民化工作的新闻的第3482 (XXX)号决议。大 

会在这个决议第3 段内，请秘书长注意特别委员会的建议, " 趣续采取具体措施， 

透过他可以利用的一切新闻媒介，包括出版物、无线电和电视，广泛而且不断地宣 

扬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 大会在同一决议第5段内请特别委员会‘‘继 

续寻求适当的方法，有效地传播关于非殖民化工作的新闻，并就此向第三十一届大 

会提出报告"。 特别委员会也以大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481 (XXX)号 

决议的各喷规定为准绳，大会在这个决议第11段 (e)内请特别委员会"在达成宣言 

的目标和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方面，继续争取对非殖民化事业特别关切的各国组 

织 和 国 际 组 织 的 支 持 此 外 ，特别委员会充分注意到曾于本年度出席委员会会 

议的非洲殖民地领土民族，放运动各代表向委员会提供的有关情报。 特别委员会 

也注意到它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第一0 二九次会议设立的特设小姐的报告(见本报 

告第七章,附 件 一 3/Rev. 1 (卷二〉) , 该小姐曾于一九七六年四月和五月 

访 非 洲 。



4 . 在 二 月 十 三 日 第 一 O 二 六 次 会 议 上 ，主 席 就 秘 书 处 新 闻 厅 摄 制 电 影 片 "一  

小 时 代 的 结 束 " 的 情 形 发 了 言 （A / A C . 1 0 9 / P V . 1 0 2 6 ) 。

5 . 在 四 月 十 五 日 第 一 0 三0 次 会 议 上 ，特 别 委 员 会 审 议 并 核 可 请 愿 书 、 新闻 

和 援 助 小 组 委 员 会 的 第 一 九 四 次 报 告 （A/AC.109/L.1075 ) , 其 中 载 有 小 姐 委  

员 会 关 于 这 个 项 目 的 第 八 次 报 告 ，包 括 关 于 一 九 七 六 年 举 行 纪 念 同 争 取 自 由 、 独立 

和 平 等 权 利 的 南 部 非 洲 殖 民 地 人 民 团 结 周 的 各 项 建 议 在 内 。 特 别 委 员 会 为 纪 念 团  

结 周 而 举 行 的 活 动 情 形 载 于 本 报 告 的 第 一 章 （A/31/23 (第 一 部 分 ） ）内。

6 . 请 愿 书 ， 新 闻 和 援 助 小 组 委 员 会 主 席 在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举 行 的 特 别 委 员 会 第  

一 0 四 六 次 会 议 上 的 发 言 （A/AC.109/PV.1046)中 ，公 绍 了 小 组 委 员 会 的 第 一  

九 八 次 报 告 （ 见 产 章 附 I件 ） ，内 有 小 组 委 员 会 关 于 这 个 项 目 的 第 九 次 报 告 , 

包 括 小 组 委 员 会 与 秘 书 处 新 闻 厅 就 后 者 在 传 播 非 殖 民 化 新 闻 方 面 的 活 动 （参看本章  

附 件 ）进 行 协 商 的 情 形 。

B . 特 别 委 员 会 的 决 定

7 . 特 别 委 员 会 在 九 月 二 日 第 一 0 四 七 次 会 议 上 通 过 请 愿 书 ， 新 闻 和 援 助 小 組  

委 员 会 的 第 九 次 报 告 (见 上 文 第 6 段 ）并 赞 同 其 中 的 结 论 和 建 议 (见 下 文 第 1 2 段)。

8. 特 别 委 员 会 在 回 顾 的 年 度 里 也 就 其 议 程 上 其 他 项 目 有 关 的 宣 传 问 题 作 出 了  

以 下 各 项 决 定 ：

1. 南 罗 得 西 亚

9 . 特 别 委 员 会 在 六 月 十 六 日 第 一 0 三A 次 会 议 上 通 过 的 一 项 决 议 ( 见 本 报 告  

第 八 章 第 1 3段各/31/23/067*1,卷 二 )中 ,除 其 他 事 项 外 ，请《各 国 敏 I 各 专 门 机 构 和 联  

合 国 系 统 内 其 他 组 织 、 各 有 关 联 合 国 机 关 及 对 非 殖 民 化 问 题 特 别 关 心 的 非 政 府 组 织  

以 及 秘 书 长 ，掛 酌 情 况 采 取 步 骤 ，利 用 它 们 可 使 用 的 一 切 宣 传 工 具 ，广 泛 地 并 不 断



地宣扬有关津巴希韦局势的消恩以及联合国的有关决定和行动，特别是关于对这小 

非法政权实施制裁的事项" ；

2 . 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从事活动，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 

所有其他殖民统治领土内访事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 

言的执行，并在南部非洲妨事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

族坡视的努力

1 0 .特别委员会在九月十三日第一0 五五次会议上通过的一项决议’（见 本  

报 告 第 四 章 ， 第 9 段 ）中 ， 除其他事项外，请秘书处新闻厅"进行一项

持续而广泛的宣传运动，以便使世界舆论知道有关外国盡断企业如何掠夺自然资源 

和刺削土著人民，以及它们支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的实情"；

3 .殖民国家在其所管领土内进行的军事活动和安排，这种军事 

活动和安排可能访碍给予殖民地M 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

1 1 .特别委员会在九月十三日第一0 五五次会议上通过的一项决定( 见 本 ， 

-报 告 ★ 五 章 ， 第 7 段 ）中 ， 除其他事项外，请秘书处新闻厅" 进行一 

项强烈的宣传运动，以便使世界舆论知道有关军事活动和安排在殖民地领土访碍一 

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第1514 (XV) 号决议所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的执行的实情 "。

C . 特别委员会核可的结论和建议

1 2 .现将特别委员会在第一0 四七次会议上核可的请愿书、新闻和援助小组委 

员会的结论和建议载列于后： ，1



(1)请愿书、新闻和援助小组委员会重申联合国将有关非殖民化过程所有各方 

面的新闻加以最广泛传播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促进《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 

言 》的目的和宗旨，以及动员世界舆论协助反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支持殖民统治 

下各领土人民争取自决，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的一个手段。

(2) 小组委员会对秘书处新闻厅在传，有关非殖民化新闻方面进行的工作it 
示感谢， 但是，它认为新闻厅的新闻稿、出版物、听视节目和材料应该更适当地 

反狀特别委员会的全部活动，特别是关于南部非洲各殖民地领土人民在他们民族解 

放运功项导下的解放斗争的情况，

( 3 ) ，小组委员会建议》秘书处新闻厅应与按照大会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第3164

( X X V I I I ) 号决议规定设立的非殖民化问题成密切合作，并与特别資员会协商， 

采取各种具体措施，通过受它支配的所有各新闻机构，加强它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宣 

传工作。 小组委员会特别建议新闻厅应该：

(a)特别直视南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鲜放斗争，以及各该领土的民族 

Ml放运动，也就是津巴布韦非洲人全国委员会（津巴娘韦全突会)和面南非洲 

人民组织（西南非民姐）的活动，

03)密切注意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方向，并在編制书卸‘和升视材料时反映 

其活动。 在这一方面，应更广泛地宣传稀别委员会议程上的某几个项目，例 

如宣传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以及各殖民主义国家的军事活动在It挽 《宣言》 

的充分执行以及访，殖民地人民获得其自决和独立权利方面所起的作用。

(e)酌情通过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非洲解放协调委员会以及卢 

萨卡和其它各地的联合国新闻中心，与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各民族解放运动



建 立 更 密 切 的 合 作 ， 以 便 发 展 新 闻 和 宣 传 材 料 的 迅 速 而 有 系 统 的 交 流 。

( d )加 强 联 合 国 所 有 各 新 闻 中 心 的 活 助 ，特 别 是 设 在 西 改 和 美 洲 一 些 国 家  

的 新 闻 中 心 的 活 动 。 关 于 这 一 点 小 组 委 员 会 媒 求 特 别 委 员 会 核 准 它 自 一 九  

七 七 年 起 ，进 行 一 项 研 究 工 作 ，评 定 西 欧 和 美 洲 各 新 闻 中 心 在 传 潘 关 于 非 殖 民  

化 新 闻 方 面 的 实 效 。
V

(4) 各 新 闻 机 构 ，特别是西欧和美洲一些国家的新闻机构对秘书处新闻厅供应  

的关于^随民化的新闻，只 作 非 常 有 限 的 报 导 ,‘小 组 委 员 会 对 此 感 到 遗 憾 。 因 此 ，小 

组 委 员 会 认 为 应 该 促 请 新 闻 厅 作 最 大 的 努 力 ，争 取 这 些 国 家 的 主 要 新 闻 机 构 的 更 具  

有 同 情 的 响 应 ，并 向 特 别 委 员 会 提 供 就 报 导 不 足 的 原 因 所 作 的 分 析 研 究 。

(5) 在 协 助 特 别 委 员 会 执 行 《宣 言 》工 作 上 与 委 员 会 有 密 切 关 系 的 一 些 非 政  

府 组 织 在 广 泛 传 播 有 关 非 殖 民 化 新 闻 方 面 ，应 担 任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任 务 . ’特别委员  

会 应 该 再 请 这 查 组 织 与 秘 书 长 和 小 组 要 员 会 合 作 ，进 行 或 加 强 它 们 在 这 一 方 面 的 工  

作 ，



附件#

秘书处新闻厅现时在传播非殖民化新闻方面的活动

导言

1 . 秘书处新闻厅根据大会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曰第1514(xv)号、一九 

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第3164 ( X X V I 工I )号、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第3329
( X X I X )号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482 ( X X X )号决议以及联合国有关传播 

这个问题的新闻的所有其他决议和决定，执行关于非殖民化的一切新闻工作。 根 

据这些决议，新闻厅利用它可以支配的所有工具，继续提供有关大会、特别委员会 

和其他联合国机构会议的新闻报导，以及通过联合国新闻中心和新闻处传播有关的 

新闻。 最近设立的关于非殖民化专题工作队协助新闻厅各司和各处进行这方面的 

工作，专题工作队同政治事务、托管和非殖民化部的协调和资料科保持密切的工作 

联系。

2 . 下列是新闻厅各司和各科执行有关非殖民化新闻工作的主要方向的慨况：

1。新闻和出版物

3 . 新闻和出販司的新闻科定期提供关于特别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反对种 

族隅离待别委员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工作的新闻报导。 包括背棄资料和 

有关的联合国各机构的会议摘要在内的新闻稿由联合国总部传播给各新闻机构，各会 

员国常驻代表团、各非政府组织和世界各地的联告国新闻中心， 此外，新闻专员 

也经常报导在总部以外地点举行的会议。 由于预算理由不能振新闻专员报导这些 

会议时，新闻科就提供合作，根据有关各委页会送来的资料，编发新闻稿。 大会

前曾编号A/AC.109/L.1123印发。



为支持反殖民主义斗争而设立的各种基金所牧到的捐敦和认捐的发表以及同非殖民 

化问题有关的联合国机构的主席所作的报告或声明也都作为新闻稿散发。

4。 出版事务处继续通道《目标：正义》季刊和《联合国和南部非洲》公报宣 

扬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 这两种定期刊物以英文和法文出版。 出版事 

务於还发行有关非殖民化论题的特别小册子和小书，例如《被出卖了的纳米比亚》。 

联合国各机构处理非殖民化和有关问题的工♦ 搞要也发表在《联合国月报》和 《联 

合国年鉴》内。

2。 无线电

5。非殖民化问题仍是无线电和视觉事务司所强调的主要新闻主题之一。 一 

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该司关于非殖民化和有关问题的总播量略有增加。 例如， 

在一九七六年的第一季在每周的《透视》中播出了数目创记录的无线电目，完全 

以纳米比亚、制裁南罗得西亚和安哥拉等为论题。 ，世界各地约有12(K卜无线电台 

继续使用《透视》节目，将节目从英文改编成1 2 种语言，其中包括方言。 有些 

改编是由当地的电台作的。 目前非洲有2 8 个电台，非洲大陆以外有1 0 个电台 

播放每周半小时的节目《非洲在联合国》， 这个节目包括有关非殖民化和有关问题 

的特别报导。 其他包括这些问题的录音节目有：世界各地电台都采用的《一九七 

六年透视》（两星期一次的法语时事节自〉；由 1 7 个电台定期广播的Î菊菊牙语i每 

周节目《世界之密》；非洲、亚洲、大洋钟、’加拿大、加勒比和美利坚合众国等地 

几百个电台使用的英语无线电新闻短评《联合国一周》以及w é 牙语节目《四方》。

6。虽然联合国的无线电继缕依靠各国代表在总部会议上所作的发言，作为时 

事和特写节目的来源,但是现在已经比较注重访问各代表和解放运动成员的特别录 

音节目。 例如，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特别为《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第 

十五周年纪念，接受了访问。 特别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的第一0 二九次



会议设立的特设小组的主摩和成员们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底前往非洲访问的前夕为 

《透视》的特辑接受了访问。 联合国的无线电对这个小组的访问曾有广泛的报道, 
包括从卢萨卡和马普托以英语、法语、萄萧牙语和斯瓦希里语发出的新闻电讯。联 

合国无线电也以它使用的所有语言特别报导了在里斯本召开的特别委员会的会议。

7。除了广播录音节目以外，联合国无线电继续用它的短波以1 7 种语言播放 

新闻和中央节目科编制的新闻报导。 从一九七五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四月，每周 

播放而在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期间则每日播放的新闻公报至少报导了 8 0 个关于非殖 

民化和有关问题的项目。 总部还以各种语言制作联合国新闻每周摘要的录音，以 

邮發寄给世界各地的无线电台。

8 。 联合国无线电在上述期间实况广播第四委员会，特别政治委员会，大会的 

一些会议以及安全理事会的所有会议，而且对这些机构在非.殖民化和有关问题方面 

的活动另外作了报道。 这些实况广播也送给美国的各新闻机构以及纽约的WNYC 
调幅和WKCR调频电台，以供重播或作其他利用。

. 3 . 电视、电影、照片和展览

9 。无线电和视觉事务司的电视新闻科对有关非殖民化问题的重要会议、汇报 

和记者招待会都作了充分的电视报导。 例如，关于纳米比亚日的纪念会、非洲解 

放日以及声援南部非洲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和平等权利的团结周的活动的其 

他资料也提供给各电视台和电视网。 安全理事会的所有会议以及特别委员会和大 

会的有关活动都拍摄电视片，都通过电视新闻的讓道予以传播。

1 0。照片和展览科在大会会议厅走廊设置了 一项半永久性的有关纳米比亚的展 

览。 同一展览的照片制作了五杳复制品，以供一九七六年一月在达落尔举行的纳 

米比亚和人权问题国际会议, 以及设在卢萨卡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所开办展览。

为 《哈予凉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第十五周年纪念以及声提南部非洲殖民地人



民争取自由、独文和平等权利的团结周，曾举办了一次有关非殖民化历史的大规模 

展览。 关于纳米比亚以及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独立也作了实地报道。

11。该科的工作也包括以照片报道联合国有关非殖民化的活动。 一位摄影工 

作人员随伴联合国视察团前往西属撒哈拉，根据这次访问所制的照片特辑也予以广 

泛分发。 为庆祝团结周另制了一杳照片专辑，予以广泛分发。

4。对外关系

A . 政策和方案科

1 a 特别委员会为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庆祝《宣言》第十五周年纪念通 

过了一项活动方案，根据特别委员会的任务规定，政策和方案科于一九七五年十月 

印发了一份通知，载列适用于新同厅的部分方案，由该科寄给5 6 个联合国新闻中 

心和新闻处的主任和处长。

13.每个中心的主任从这份通告得到一些方针，协助他引起他任务所在的地理 

区城的各界人士注意到，自从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大会通过载有《给予殖民地 

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第1514 (XV)号决议以来，联合国在消除殖民主义方面 

所达成的进展。 各中心的主任需要向该科提送一份有关中心庆祝周年纪念所举办 

的具体节目和活动的特别报告。

1 4 到目前为止，已经收到下列各中心的报告：阿克拉、亚的斯亚贝巴、巴格 

达、布加勒斯持、开罗、达累斯夢拉姆、伊斯兰堡、落土穆、金沙萨、利冯、内罗 

毕、新德里、布拉格、拉巴特、罗马和德黑兰。 其他的中心在它们一九七五年九 

月至十二月的季度进度报告内提到它们的活动，这些中心包括有：雅典、贝尔格莱 

德、哥本哈液、曰内瓦、加德满都、落土穆、拉各斯、洛美、卢萨卡、马尼拉、墨 

西哥城、莫斯科、巴虞、莫尔斯比港、圣萨尔瓦多和雅温得。



15&这些特别报告和进度报告都表明，新闻中心主要通过新闻资料的散发，也 

遭过包括演说、讨论会、照片展览和电影放映在内的有组织的活动，继续宣传联合 

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目标和活动。 主题事项包括安哥拉，科摩罗和莫桑比克的独 

立，以及反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缓所采取的各种措施。 报告所提出的成系相当可 

观。

16。在许多中心，庆祝周年纪念的活动强调了联合国在纳米比亚工作的有关问 

题以及国际社会对安哥拉局势和南罗得西亚的解放运动所表示的关切。 这些活动 

也建视难民问题和非洲其他部分軍灾和饥荒的受害者的遭遇。

17。一九七六年四月，亚的斯亚贝巴、达累斯萨拉姆、金沙萨、卢萨卡和内罗 

毕的新闻中心曾协助特别委员会安徘完备的宣传市目。 一月间，阿克拉、开罗和 

伦敎的新闻中心也向反种族隔离持别委员会的视察团提供协助并给予宣传。 三月 

间，布鲁塞尔、 曰内瓦和布拉格的新闻中心也向一个类似的视察团提共了协助。纳 

米比亚和人权问题国际会议在达落尔举行期间，达落尔的新闻中心提供了一切必要 

的f办助。

18。 — 九七五年十一月，主營政治事务、托管和非殖民化部的剖秘书长访问苏 

里串、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及委内墙拉时，西班牙港的新闻中心曾向他提供充分的 

m 。 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五月间，欧洲和非洲的各新闻中心都密切注 

视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的访问旅行V并提供协助。



1 9 .各新闻中心关于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摘要如下。

出版物

2 0 .下列资料通过中小学、大学、非政府组织和新闻机构散发给大众：《给予 

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目标：正义》；《种族隔离和自由在南非》；《联

合国慨览》； 《对演讲人的建议》； 《非殖民化》；以及大量其他关于纳米比亚， 

南罗得西亚和国际托管制度的小册子和期刊。

新闻稿

2 1 .联合国新闻中心在《宣言》十五周年纪念时向新闻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印发 

了特别新闻稿和传单，并接着印发了新闻资料袋、货景新闻稿、新闻特写、照片和 

招納、以及与特别委员会有关的领土的最新清单。 结果，新闻机构对这些消患给 

予广泛的报导，除了采用新闻处的新闻稿和背景资料之外，并且刊出社论、评论和 

分析。

视听资料

22. ‘新闻中心传播的资料包括：联合国影片、无线电和电视节目、照片和招 

贴、以及实地制作的无线电和电视访问等。 影片包括： "被出卖了的纳米比亚"; 
"种族隔离一■二十世纪的奴役制度"； "乌呼鲁" ； "南非的监献状况"； "非殖 

民化二十四国委员会" ； "荒废的岁月" ；和 "四女士" 。 无线电节目包括:"四 

点钟新闻"； "直到解放为止"； "今天的题目" ； "透视 "；和 "国际地平线"； 

许多节目是实地制作的。 特别安徘的无线电和电视访问节目是由新闻中心主任和 

地方上知名人士担任讨论员的。 例如，肯足亚之声的电视小组讨论节目"时事" 
是由内罗毕的新闻中心与外交部协调制作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和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代表和两位外交部的高级官



员都参与该节目。

特别纪念会和其他活动

2 3 .新闻中心跟过去几年一样，与非政府组织和适É 的政府机构协调，安排关 

r 殖民主义罪行的特别会议、演讲、电影放映、照片展览、和小组讨论会。 例如， 

罗马尼亚亚非人民友好协会在布加勒斯特主办了 一个纪念会，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 

织的代表都出席了这小纪念会。 新闻中心主任就该纪念会的重要性发表演讲。一 

个大型的公众集会在布拉格的查尔斯大学举行，会上有一连串的演讲，包括外交部 

割部长和新闻中心代理主任的演讲，之后并通过了一项决议。 在利马，外交部的 

外交学院举办了一次"会谈"作为纪念。 .在金沙碑，新闻中心主任对220^ 中学 

学生就"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发表演讲。 .

B .特别计划股

24 . 特别计划股负责处理在‘‘对演讲人的建议"那本小册子里面的一节所提到 

的非殖民化问题。 一九七五年夏季学生实习方案也广泛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排 

定由政治事务、托管和非殖民化部的秘书处事务司司长作出汇报。

, C .非政府组织科

2 5 .联合国纳米比JE专员办事处的特等专员将关于纳米比亚的汇报交给了与新 

闻厅响联系的非政府组织。 关于这项汇报的报告己分发给所有联合国的新闻中 

心，以便发给关心的非政府组织。

D .教育新闻方案

26 . 参与一九七五年三角研究金方案的来自十六个国家的参加者两次听取了关 

于非殖民化问题的筒报，随后并收到这些筒报的副本。



s .新闻支持科

2 7 .新闻支持科经常寄出报导性电报和分发的备忘录，以协助各新闻中心主任 

和处长适当地传播这些资料。

2 8 .此外，与涉及非殖民化问题的联合国各机构和组织活动有关的出版物和文 

件都位照该科制定的分发方式，以邮袋寄给各新闻中心和新闻处。 正如寄出特别 

委员会的会议记录那样，该科一有机会就寄电振给与非殖民化问题有较直接关系的 

新闻中心。 对秘书长、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和特别委员会的视察团的访问非洲，新 

闻支持科都特别尽力加以宣传。

29 . 该科用分发的备忘录和电报来强调联合国机构在非殖民化方面的所有重要 

的辨论和行动。 这一类的函文要求各新闻中心对特定的项目作最广泛的分发，

并要求将其当地新闻的报导情况提出回报。 然后，将这些报告和新闻剪报分发给 

有关的联合国机构或官员。

F .参观科

3 0 .在审议期间，导游员在他们对游客趣续报导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活动， 

特别是谈到托管理事会的工作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规定时。游 

客也会听到关于国际托管系统的背景和托管领土取得完全独立的进展的筒要介招。 

据佑计，在'审议期间迅超过500, 000名游客前来参观并听到关于非殖民化的简要 

介绍。

G . 因体参观股

3 1 .除了上一段提到的一般性简要介绍以外，团体参观股于一九七五年六月至 

一九七六年五月特别就非殖民化问题安排了下列汇报：



口斤众 场所

1, 344® 总部

200 宾夕法尼亚

250 纽约

900 弗吉尼亚

2, 694
®  二十次汇报。

3 2 .关于非殖民化的联合国电影都定期放映。 

中的一部分。

H .公共询问股

这些影片是参观团的固定节目

3 3 . 在审议期间，公共询问股从教师、学生、图书馆管理员和个人处收到了要 

求非殖民化资料的询问约有500次。该股在答复时向询问者提供了各种免费资料， 

诸如《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全文；《非殖民化》背景文件和《非殖 

民化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組织、职责和工作方法》；《目标：正义》各期；新闻 

稿 ；和与特别委员会活动有关的文件。 政治事务、托管和非殖民化部的出版物《非 

殖民化》也是向询问者提供的资料之一。

5 . 经济及社会新闻中心

3 4 .该中心定期就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活动发布自己的新闻稿，发表专题 

论文，其中包括象《据联合国报告，外国经济利益缝续支持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政 

权 》和 《外国经济活动：纳米比亚和罗得西亚非殖民化的障碍》的文章。 此外， 

在日内瓦的中心出版的《发展论坛》也不时讨论到非殖民化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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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浪遣视察团读问各领土问题 

A .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

1 . 特别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第一0 二七次会议上核可了工作小组 

第七千八次报告U/AC.109/L.1066),因此，除了别的之外，决定将派遣视察 

团访问各领土的事作为一个单独项目审议。 特别委员会并决定由全体会议审议这 

小项目，也可掛IH青形，由小领土问题小组委员会于审查小别頻土时加以审议。

2 . 特别委员会于二月十日至六月十七日之间举行的第一0 二五次、第一*0二 

九次及一0 四0 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一议题。

3 . 特别委员会审议这个项目时，考虑到大会冬有关决议的规定，特别包括一 

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关于给予殖民地1S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的第3481
(XXX)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第1 2 段中，要求各管理国"在特别委员会任务的 

执行上同该委员会合作，光其是… … 准许视察团前往〔它们管理下的〕各领土，取 

得第一手资料和查明领土居民的意向和愿望"。 ，特别委员会也考虑到大会一九七 

五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第 29 (XXX)号及第3433 (XXX)号决议中与特别委员会所关心 

的特定4Ï土有关的规定，大会在此等规定中要求各有关管理国重新考虑对于接受联 

合国视察团前往它们所管理的领土一事的态度。 此外，特别委员会又充分注意到 

大会一九七五年千二月八日第3435 (XXX)号，第 3é26(X3Œ)、 3427 (XXX) 、 
3428 (XXX)、 8431 (XXX)及 3433 (XXX)号等决议内所载有关规定，这些决议 

是分别关于蒙特塞拉特，吉尔伯特群岛、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凯曼群岛和特 

克斯及凯科斯群岛、托克劳群岛、所罗门群岛，和新赫布里底、皮特凯恩及图瓦卢 

的；以及十二月十日关于西属撒哈拉的第3é58 A和 B (XXX)号决议；十二月十 

一日关于法属索马里的第3480 (XXX)号决议；和十二月十二日关于帝汰的第 

3485 (XXX)号决议。 特别委员会并考虑到十二月八日大会第二四三一次全体会



议通过的关于科科斯(基林 )群岛和圣赫勒拿的共同意见。 1
4 . 特别委员会在审议这个项目时，面前有委员会主席的振告(见本章附件）， 

其中记述主席按照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委员会第一O - 二次会议通过的决议2的 

第 3段，同各管理国的代表协商的经过。 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七日第一0 四0 次 

会议上，主席通知特别委员会，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同他继续协商时曾向他保证，美 

菌代表因于委员会在小组委员会或在全体会议阶层审议美属萨摩亚、关岛和美属维 

尔京群岛问题时均将鍾续同委I员会合作。 至于在这些领土接待视察团的问题，美 

国代表说他的政府虽不排除这I种视察团的可能性，但是认为供给委员会的有关这些 

领土的资料已很充分（参看 A/AC . 109/PV . 1040 )。

5 . 在 审 查 年 度 里 ，特 别 委 员 会 应 大 不 列 颜 及 北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政 府 对 它 发 出  

的 邀 请 ，浪 了 一 个 视 察 团 访 问 英 属 维 尔 京 群 岛 （参 看 A / A C . 1 0 9 / P V . 1 0 2 5和 

1029)。 此 外 ，特 别 委 员 会 按 照 第 3 42 8(；xxx)号 决 议 ，也 应 新 西 兰 政 府 之 请 ， 

派了一•个 视 察 团 访 问 耗 克 劳 群 岛 （参 看 A / A G . 1 0 9 / P V . 1 0 2 5和 1029 ) 。委员 

会 审 议 这 两 个 视 察 闭 的 报 告 的 情 形 载 在 本 报 告 的 第 十 七 和 第 十 八 章 （A/81/23/

1,卷 三 ）。

6 . 在 六 月 十 七 日 第 一 0 四0 次 会 议 上 ，主 席 向 特 别 委 员 会 提 出 他 根 据 协 商 结  

果 就 这 + 项 目 预 备 的 一 件 决 议 革 案 （A / A C . 1 0 9 / L . 1 0 9 4 O由 委 员 会 审 议 。

7 . 在同一次会议上，特别委员会于主席发言（A/AC.109/PV.1040)之后， 

无异议通过该决议草案（见下文第1 1 段 ）。

8. 六 月 二 十 日 ， 决 议 案 文 、(见 下 文 第 1 1 段 ） 送 交 各 管 理 国 代 表 转 请 其 各  

本 国 政 府 注 意 。 ’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第 三 十 届 会 议 ，补 编 第 3 4 号 》 （A / 1 0 0 3 4 ) ,第 1 4 9页 ， 

项 目 2 8 。

《同上，补编第2 3 号 》（A/10028/Rev.l), 第四章，第 12段。



9 . 除了如上所述的在特别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审议该项目外，小领土问题小组 

委员会在审议发交给它的个别领土时，考虑到上面第3段所说的各大会决议的有关 

规定，也考虑到特别委员会以前关于这个项目所作的各项决定。

1 0 . 其后，特别委员会通过小领土问题小组委员会的有关报告以及各视察团的 

报告，因而表示赞成载于本报告下列各章的若干有关派遣视察团访问个别领土一事 

的的结论、建议、共同意见：

章 次  领 土  文 件

十五 科科斯（基林）群岛 V3l/23/Rev,l 卷三

十六 新赫布里底群岛
II

十七 耗克劳群岛
tl

十九 吉尔伯特群岛和图瓦卢 1!

二十 圣赫勒拿 II

二十二 美属萨摩亚 II

二十三 关 岛 .
II

二十七 百莱大 A/31/23/ Rev.l 卷四

二十八 . 英属维尔京群岛 t l

二十九 凯曼群岛、蒙特塞拉特、 ’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It

三十一 美属维尔京群岛

B .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I I

1 1 . 上文第7段所称特别委员会在六月十七曰第-一o 四o 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

(A/AG .109/535 )全文如下：



特别委员会，

审议了向各领土浪遣视察团的问题，

研究了主席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

回顾大会屡次向各管理国呼吁, 请它们同特别委员会充分合作，准许视察团进 

入它r â 管理的各领土，

考虑到由于以前联合国各视察团在取得关于各有关领土的第一•手资料,并查明 

他们人民关于其未来地位的意愿和希望上所获得的建设性成果，因而加强了联合国 

协助这些人民达成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和联合国宪章所宣布的目标的能 

力，

已在一九七六年间, 分别应各政府的邀请,，浪遣了视察团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管理的英属维尔京群岛，以及新西兰管理的托克劳群岛。

深以某些管理国家的消极态度为憾, 它们继续漠视大会及特别委员会在这一方 

面一再发出的呼吁，因此访碍了在它们所管领土内充份迅速有效地执行该宣言，

1。感谢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在接受视察团 

到它们所管理的领土方面给予联合国的合作； ,■
2 。.要求其它关系管理国家重新考虑它们的态度并与联合国充分合作,准许视 

察团进入它们所管理的领土；

3 。 请求特别委员会主席就本决议第二段的执行继续同有关管理国家协商, 并 

掛酌情形将协商经过向特别委员会提出报告。

见本章附件。



附 .件 *

主席的报告

1 . 特别委员会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第一0 —二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向 

各领土浪遣视察团的问题的决议。a 决议内容如下：

"特别委员会，

"审议了向各领土游遣视察团的问题，

"研究了主席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回顾大会屡次向各管理国呼吁, 请它们同I特别委员会充分合作，准许视察 

团进入它们所管理的各领土，

"意识到由于以前联合国各视察团在取得关于各有关领土的第一手资料，并 

查明他们人民有关其未来地位的意愿和希望上所获得的建设性成果，因而加强 

了联合国协助这些人民达成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和联合国宪章所宣 

布的目标的能力，

* 前曾编号A/AC .109/L.1093印发。

a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23号 》（A/10023/Rev.l)第 

四章’第 13段。



已在一九七五年间g 分别应各政府的邀请2 浪遗了视察团到以前葡管佛得

角，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管蒙特塞拉特9 以及西班牙管西属撒哈拉，

"深以某些管理国家的消极态度为憾, 它们继续漠视大会及特别委员会在这

一方面一再发出的呼吁P 因此妨碍了在它们所管领土内充份迅速有效地执行该 

宣言，

" 1 .感谢澳大利亚、新西竺、荀荀牙、西班牙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政府在接受视察团到它们所管理的领土方面给予联合国的合作；

" 2 .里i 其它管理国家重新考虑它们的态度并与联合国充分合作，准许视 

察团进入它们所管理的領土；

"3,请求特别委员会主席就本决议第二段的执行继续同有关管理国家洽商， 

并掛飾情形将、洽商经过向特别委员会提出振告。"

2 . 依照该决议第3段的规定，主席于一九七六年二月间同管理国中顾到大会 

和特别委员会有关决议对它们发出的呼吁，表示准备同他讨论这小问题的那些国家 

的代表，即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联合王国的代衣开始了'洽商》

3 . 挺大利亚、新西兰和联合王国代表，应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大会第 

3481(x‘x；x)号决议第1 2 段对它们提出的要求，重申它们各自的政府准备依照既 

定卷序和习愤，继续向特别委员会提供关系领土的一切有关情报，参加委贸会的工 

作，并以随后举行的协商为基础，在适当情形下，接受祝察团到它们管理的领土进行 

访问。 主康满意地注意到三国政府在这方面所持的积极态发，因此特别委员会能 

在今年搬遣了视察团前往联合王国管理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和新西兰，理 的 托 劳 群  

岛进行访问。

4 . 主海与其它关系智理国进行的給商如有任何ièlè,将随时通知特别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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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从事活动，在南罗得西亚、纳 

米比亚及所有其他殖民统治领土内妨事《给予殖民 

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并在南部非洲访 

事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陽离和种族彼视的努力

A 。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1. 特别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三曰至九月十三日第一0 四四次、第 

一0 四五次、第一0 五四次和第一0 五五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2. 特别委员会在审议这个项目时，顾到大会各项有关决议的规定，特别是 

关于这个项目的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3398 (XXX)号决议、关于《给予殖 

民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481 (xxx)号 

决议以及关于非洲各殖民地领土的那些决议。

3. 在审议这个项目时，特别資员会牧到秘书处编制的工作文件，其中载有 

下列各領土内特别有关外国经济利益的经济情况的资料：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

百幕大、凯曼群岛，和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参看本章附件一至五)。 特别委员 

会也计及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第一0 二九次会议设立的特设小组的报告（参看本 

报告的第七章附件一（么//31/23/^6^0,卷二）），该小组为执行大会交付委员 

会的任务在一九七六年因月和五月间访问了非洲。

4 . 八月二十三曰第一0 四四次会议上，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执行 

秘书发了言（A/AC. 109/Py； 1044) 。 古巴、塞拉利昂和保加利亚三国代表也 

发了言（A/AC 1044)。



5 . 八月二十四日第一O 四五次会议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马里、南斯拉夫、伊拉克和中国的的代表们发了言（A//AC. 109/
?V. 1045)。 苏联和中国两国代表为行使答辩权再发了言（A/AC. 109/PV.1045).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古巴和象牙海岸的代表们也发了言（A/AC. 109/PV. 
1045)。

6 . 九月十日第一0 五四次会议上，塞拉利昂代表介绍了由保加利亚、剛果、 

古巴、捷克廝洛伐克、埃塞饿比亚、伊拉克、马里、塞拉利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突尼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南斯拉夫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A//AC. 109/
1̂. 1130)。

7 . 特别委员会在九月十三日第一O 五五次会议上以2 1 票对 0票，一票弃权 

通过该决议草案。 挪威和澳大利亚两国代表对其投票作了解释性发言（A/AC. 
109/^v. 1055)。

8 . 九月二十三日已将决议全文（见 下 文 第 9 段 ）分送各国、各专门机构 

禾口联合国系统内各其他组织和非统组织。

B.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9 . 现将上面第7段提到的特别委员会在九月十三日第一0 五五次会议上通过 

的 A//AC. 109/540f决谈的全文转载于后：



特别委员会，

审 议 了 题 为 “ 外国经济和其他利苹从事活动,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所有 

其他殖民统治领土内访事《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并在南部非 

洲访事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艘视的努力"的项目，

考 虑 到 它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一 日第一0 二九次会议设立的特设小组的报告,1
M i l 载 有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 

大会第1514 ( XV)号决议及载有充分实施上述宣言的行动方案的一九七0 年十月十 

二日大会第2621 (XXV)号决议，以及联合国有关这个项目的一切其他决议，

各 管 理 国 依 照 《联合国宪章》，有庄重义务，去促进在它们管理下的 

领土居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进展，并保护领土的人力与自然资源，不被溢 

用，

^ 任 何 足 可 访 害 《宣言》的执行，并胆碍目的在于消除南部非洲与其他 

殖民地领土内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及种族硬视的努力的经济或其他活动，都是破坏 

这些领土人民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权利与利益，因此有背《宪章》的宗旨与原则，

深 切 关 怀 地 注意到殖民国家和在殖民地领土有经济利益的国家, 继续漠视 

联合国有关本项目的决定，特别是它们没有执行第2621 (XXV)号决议及一九七五

本报告的第七章，附件一（A/31/23/Rev.l,卷 二 ）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会第3 3 9 8 (xxx)号决议，在该决议中大会请殖民国家以及还 

没有这样做的各Ü 政府，采取立法、行政及其他措施，以求结束其国民或在其管辖 

下的法人团体在殖民地领土、特别是非洲各殖民地领土所拥有并纺香这些领土居民 

的利益的企业，而且防止達反这种利益的新投资，

逮 责 外 国 经 济 、金融和其他利益变本加厉进行活动，继续剥削殖民地领土， 

光其是南部非洲各殖民地领土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累积并汇回巨额利润，损事 

当地居民的利益，从而胆碍这些领土人民实现其自决和独立的合法愿望，

强 烈 遣 责 南非和南罗得面亚的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继续从外国经济、金 

融及其他利益方面获得的支持，那些利益与它们勾结，剥削纳米比亚国际领土和南 

罗得西亚 (津巴布韦）非自治领土的自然及人力资源，并进一步加强它们对各该领 

土的非法种族主义统治，

深 切 关 怀 外国资本在产制袖方面的增加投资以及某些西方国家与南非核勾 

结方面的程度，它们向比勒r陀利亚政权供应设备和技术，不仅增加该政权的核能力，而 

且反映出外国利益加紧支持南非的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及南非本身成长为核国家

对外国经济、金融和其他利益继续剥夺其他的殖民地领土，愈括在加勒比和太 

平洋区域的殖民地领土的i著人民对其国家财富的权利，又对管理国不顾大会的呼吁， 

毫不眼制土地售给外国人，使得领土的居民继续丧失土地所有权，也表示关怀，

意 识 到 需 要 继 续 动 员 舆 论 ，反对外国经济、金融及其他利益参加剥削 

殖民地领土，特别是非洲各殖民地领土的自然及人力资源，P且碍各该领土的独立，



1 . 重申附属领土人民有自决和独立并享用其领土自然资源的不容剥夺的权利, 
以及为其自身最高利益处置这些资源的权利；

2. ^如任何管理国或占领国家不让殖民地人民行使其对自然资源的合法权 

利或使这些人民的权利和利益i从属于外国经济及金融利益，就是逢反其依照《联合 

国宪章》所承担的庄重义务；

3. ^ 目前在南部非洲咨殖民地领土内活动的外国经济、金融及其他利益， 

，恣意探夺自然资源，不断地累积并汇回巨额利润，并利用这些利润来使外国殖民者 

致富和巩固对各该领土的殖民统治，这些活动构成了对土著人民实现政治独立和享 

用各该领土自然资源的一项重大障碍：

4. 遮责î M 民地领土内的外国经济和其他活动访碍《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独立宣言》的执行，并访碍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埃视的努力；

5 . 各国政府的政策，它们继续支持那些从事剥削各领土的自然及人力 

资源的外国经济及其他利益或与那些利益相勾结，因此侵犯了土著人民的政治、经 

济与社会权利和利益，并且访事了《宣言》对各该领土的充分和迅速实施；

6 . 强烈道责某些西方国家与南非核々结, 向该种族主义政权供应设备和技术， 

增加其核能力，并要求各有关国家政府不对南非直接或间接提供设施使它能够进行 

产制轴、奸和其他核物质或反应堆；

7 . 再次要求还没有这样做的各国政府, 对在殖民地领土，特别是非洲各殖民 

地领土拥有并经营访，领土居民利益的企业的各自国民及各自管辖下的法人团体， 

采取立法、行政及其他措施，以求结束这类企业并防止速反这些领土居民的利益的 

新投资；



8 . 遮责透反安全理事会规定的强制制裁的一切行动及某些会员国继续不执 

行这些制裁这是逢反宪章第二十五条规定它们应负的义务；

9. i 所有国家采取有效措族，对那些利用所得援助从事镇压殖民地领土人民 

及其民族放运动的政权，停止供给资金和包括军事用品及装备在内的其他方式的 

援助；

10.要求所有政府不要直接或间接给予南非以使它能够从事产制抽、杯和其他 

核物质或反应堆的设备；

11.要求所有国家终止其和南非的牵涉到纳米比亚的一切经济、金融或货易关 

系，并且不与南非建立由它代表纳米比亚或牵涉到纳米比亚以致可能帮助它继续非 

法占领该领土的经济、金融或其他关系；

12.强烈逮责南非政府的政策, 它透反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公 开 速 背 它 在

《宪 章 》第二十五条下所负的特定义务，继续与南罗得西亚的非法种族主义少数 

政权勾结；并要求南非政府立刻停止一切这种勾结；

1 3 . 變M 国家政府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考虑到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大会第 

3201 (S— VI)号决议所载《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 
二日大会第3281 (XXIX )号决议所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有关规定， 

特别确保殖民地领土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

14. ^ 管理国和领国家审查它们管理下领土内现有的工资制度，以便

在每一领土对所有居民实行无较视的划一工香制度；

15. 1  秘书处新闻厅进行一项持续而广泛的宣传运动，以便使世界舆论知道 

有关外国垄断企业如何掠夺自然资源和剥削土著人民，以及它们支持殖民主义和种族 

主义政权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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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南罗得西IE在剥削非洲工人的劳力和工资方面的巧惯作法有悠久的历史。

这种剰削有利于外国经济利益和欧洲商人、农人和家庭劳务工人的雇主。 事实上, 
自从一八九0 年南罗得西亚沧力殖民地以来，接连的各个南罗得西亚政权、外国经 

济利益与改洲雇主之间，在剥削非洲劳工方面一向，密合作。

2 . 南罗得西亚的土地政策是以追使非洲人离开他的土地从而为欧洲农人和外 

国经济利益创造劳工市场为目的. ⑤ 早 在 一 九 0 0 年，南罗得西亚政府就设立了 

劳工廣，其目的在动员非洲劳工，又推约翰，麦肯齐教授说，劳工局"以增加供应 

的方法来压低工资，并使雇主们对于他们所雇劳工有更大控制力。 — 九0 二年 

当南夢得西亚的非洲农民在他们的传统的农业方面似乎欣欣向荣因此对于替外1S公司， 

特别是矿业公司作工不感兴趣的时候，这些公司，会同南罗得西亚矿业会，建议由 

他们自己开办合作社农场来同非洲农业生产者抢生意。 这件事情局部说明了力什 

么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罗得西亚有限公司去搞玉蜀黎生产，这种生产到 

那时为止是非洲农民所独占的。 等到联合王国的伦罗有限公司，主要是矿业公 

司，去办牧场的时候，非洲人可使用的土地进一步减少了。 今天这家公司拥有四 

0 五，0 0 0 公顷以上的牧地。 麦肯齐教授在他的文章里说：在这期间（一九0  
二至一九0 七年）-一那时各矿业公司都在抱怨他们所认为是"农民部门的繁荣"

© 《大会正A 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2 3 号 》（A/9623/lRev.l) 第 

四章，附件，附录三，第 7— 9段。

® 约^^.麦肯齐， "殖民地劳工政衆与夢得西亚"， 《罗得西亚经济染志》，第 

8卷 第 1期 （一九七四年三月），第 1 0 页 （英文本



的情况—— 分配给非洲人保留地的土地减少了。

3 本文件拾查南罗得西亚的劳工习惯作法和工资结构，特别注意经济的农业 

部门和工业部门。 如过去已报告过的，⑤南罗得西亚经济的工业部门是受外国经 

济利益的支配的。 尽管在南罗得西亚营业的大多数公司是以南罗得西亚公司名义 

注册，这些公司却多半是外国公司的附属机构。 农业部门是欧洲移民所支配的。 

事实上，非洲人的农村地区没有被视为南罗得西亚经济的农业部门的一部分。 在 

非法政权的统治下，农村地区仅仅维持最低生存水平的非洲人生活。

1. 对农业部门劳工的剥削

4 . 欧洲人办的农业是南要得西亚的非洲工人的最大雇主. 一 九七四年有非 

洲人三五七，六0 0 人在这个经济部门内做工（参看下表1 ) , 这个部门，连同 

在一九七四年内雇用非洲人一三0 , 九0 0 人的家庭劳务，是南罗得西亚的刺削得 

最厉，的劳工部门。

5 . 一九0-*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主仆关系法令(第 247ir ) 现仍适用于欧洲 

人的农业和家庭劳务两个部门内的雇用问题。 这项法令发源于一八九九年的应适 

用于南罗得西亚境内主仆关系的英国政令第1号， 主仆关系法令虽然经过几次修 

正，但是基本上还是同七十年前制定的一模一•样。 而且如邓肯，克拉克先生在他 

的关于此问题的文章中所说的， " 虽然可以合理地说这项法令本身就法律的字面规 

定而言今天在罗得西亚不是广泛地适用的，但是决定可适用这项法令的行业中的劳 

工关系的格调的还是这项法令" 。 ®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千届会议，补编第23号XA/10023/Rev. 1),第五 

章，附件，附录一, 第 2— 7段。

⑤ 邓 肯 •克拉克，《萝得西亚的家庭劳务工人：主仆经济学》（格韦洛，曼博出 

版社， 九七四年）。



6 . 这项法令没有关于工会制度、集体进行劳资谈判或决定工资机构的规定。 

甚至在一九五九年通过工业调解法令时，虽然力了集体进行劳资谈判和工会登记的 

目的而承认经济的工业部门内的非洲人是"雇 工 "，但是对于改洲人的农业和家庭 

劳务两个部门内的非洲工人就不曾作出这种规定。

7 . 结果，改洲人的农业或家庭劳务部门内的工人就吸凭雇主陳意支配因而成 

为克拉克先生所说的"风俗和历史上的习惯作法和经济趋势的变化不测情况"的受 

，人 。 主仆关系法令说: 一年合同不得容许有超过三一三天的工作日，一个工 

作日不得超过十小时。 因此，这就是说欧洲人的农业或家庭劳务部门内的一个工 

人一年只有五十二天的空闲日，平均每星期有一天的空闲或休息日。 对于任何其 

他1度日都没有规定，对于确定最低工资也没有规定，

8 . 这项法令规定了工人对雇主的很多" 冒犯行为" 的惩罚。 例如一个工 

人 如 有 下 列 行 为 ，罚罗得西亚钱八元 ： ©  他 对 其 雇 主 、 其雇主的妻

和子女或经其雇主指定有权管他的任何其他的人用语言或行为加以辱骂或侮辱"。 ®  
改洲人的农业或家庭劳务部门内的非洲工人不许中途毅约。 工人如有这种行动，

罚罗得西亚钱八元，并须避0其雇主处做满他的合同的未完期间。

9 . 统计指出： 尽管施行经济制裁，一九七0 至一九七一年欧洲人农业方面 

平均农场利润仍比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高出百分之一四九点六。 据调查农业投 

入赛用委员会说，在同一期间，上述部门内的非洲工人赛用降低了百分之一四点九。©

©  一九七五年九月以来，南罗得西亚钱一元等于美金一元六角；参看本报告的 

第七章，附件，第 106段 （A/31/23/Rev： 1,卷 二 ）。

® 邓 肯 *竟拉克，同前书，第 5 6 頁 （英文本）。

© 《调查农业投入费用委员会的报告》（索尔兹伯里，一九七三年九月）。



在欧洲人的农业部门内，工人的工资有一部分是以雇主认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实物 

付给，这一巧惯作法对于从事农业工作的非洲工人的菅养不良情况有一部分关系。 

关于农业部门内非洲工人的資穷基线，还没有作过研究。 下文表1载有一九六五 

至一九七四年的每年平均工资。

10.应非法政权的要求在一九七三年出版的调查农业投入费用委员会报告中，

完全忽视了作为一种农业生产投入的劳工。 事实上，在委员会所提建议的搞要里没 

有讲到劳工。 委员会的建议范围限于物价和标准，’米德兰斯农人的经济困难情况, 
金融慨况，统计资料和农场财务管理。 在报告里筒直看不出委员会征求过这个部 

门内的非洲工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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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自从对薛罗得西亚实施制裁措施以来，在该领土内经营的公司，从它

们传统自g金钱来源取得外来资金就有了困难， 但是.，各公司都能悠想出方法继续 

支付它们的股东红利，并且同时保II足够的收益供再投资之用•
1 2. 最近调查南罗得西亚Ô的2 9家公司得出的结论是： "所有公司都把银

持一个稳定的，如有可能遂渐增加的红利政策当作优先亭项，而利润的保留显然不 

是主要to税梭决定的变数；但是一旦实现了所希望的红利增长，就让投资自g辯要来 

病少红利to支付" ，⑧ 但 是 ,因 力 # 法改权付给欧满人高工资以吸弓I白人移民到 

该领土来，因此各公司能够"减少" 0̂ 唯一工资就是付给非洲工人的工資，

13. 一九七三年，加託马纺织公司通过对非洲人工资控制，能够使每股 

的实际红利增加百分之"i"七，即从4 1分 （罗 元 ）増加到 4 8分 ，同时该公司能够 

—— 用它05盖事长的话来说—— "先期承付大量款项……作为购买替换机器和修染 

更多厂房之用"• 一九七四年千二月三千一日至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千日之间，

加托马纺织公司的每股红利从百分之五点二増加到百分之七点三， 以联合王国白勺 

塔f祭和M 尔有眼公司为大股东的罗得西亚糖业有限公司以相同的方法, 使每股红利 

从百分之六点九增加到百分之七点一（参看下面表2 ) . 同一时期，表 2 列举fig 
5 7家公司当中的49 了 红 利 这 部 分 是 由 于 提 高 价 格 ，但也是通过低的管

il工资造成 0̂ .

⑥ 布 里 矣 尼 -拜氣凯斯, "一九六八至七三年期间一 壁 W 亚公司的红利政U  
, 《罗特西亚经i/r杂志》, g  3 号 （一九七四年九月) , M  

156 页，

◎  同上，



Rio Trust
Commercial and 工ndustriàl Holdings 
Mashonaland Holdings, Ltd.
Radar
Macy * s Consolidated (Pvt•), Ltd.
FREECOR Group of Companies 
Johnson and Fletcher, Ltd,
Rhodesia Omnibus Company, Ltd.
Rhodesian Brick and Potteries Company, Ltd. 
Springraaster
Premier Portland ’ement Company (Rhodesia), 
Ltd.

Rho-Abercom
Tinto Industries
Rhpdesia Cement, Ltd. (RHOCHEI-0
TEDCO
Murray and Roberts 
RHOPLOW ,
TA Holdings, Ltd.
Neon Fluorescent, Ltd.
Kingstons, Ltd.
Clan Holdings 
Rhodesian Cables, Ltd.
Salisbury Portland Cement Company, Ltd. 
Everglo Holdings 
Haddon and Sly, Ltd.
Art Printers, Ltd,
Hippo Valley Estates, Ltd.
BAT Rhodesia, Ltd.
Tobacco Sales, Ltd,
Phîlpott and Collims, Ltd,
Gatooma Textiles'； Ltd.
Rhodesia Sugar Refineries, Ltd.
Rhodesia Television, Ltd.
Merlin
Plate Glass Industries (Rhodesia), Ltd. 
Cairns
Rhodesia Tea Estates, Ltd.
REPCOR
David Whitehead and Sons (Rhodesia), Ltd. 
African Distillers, Ltd.
Gulliver
Rothmans of Pall Mall (Rhodesia), Ltd.
Edgar Stores, Ltd.
Morevear Industrial Holding, Ltd.

南罗得西亚：按红利额顺序排列的工业股份，一九七四/'七五年

(百分数）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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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 Treads Holdings 
Rhodesian Pulp and Paper Industries 
(RHOPULP) ’

Rhodesian Breweries, Ltd. (RHOBREW) 
Heinrich*s Chibuku Breweries (1968), Ltd. 
Palte-Harris Industrial Holdings 
CAPS Holdings
Rhodesian Acceptances, Ltd.
Rhodesian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rhobawk)

Rhodesian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Company, Ltd, (RP and P)

Rhodeaian Engineering and Steel 
Construction Company, Ltd,

Rhodesian Corporation, Ltd, (RHOCORP) 
Schweppes (Central Africa), Ltd.
Impala

平均 5.Ô

资料来源: 《萝得西亚先驱报》，一九七五年八月千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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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表2列举的公司，其中有些也居于南罗得西亚获利最高的15家制造公 

司当中（参看下面表3 ). 但是，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四年，制造部门的非洲人 

工资，每年增加得很少(参看上面表1 ) ,
15. 由萝得西亚大学主持Ê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一九七四年，由于故M  

持非洲人人工成本于最低水平政策所造成to结果是，南罗得西亚4®市中心â々 多数 

非洲人家庭都生活在贫穷基准线以下，

16. 罗得西亚大学为資穷基准线下è';y定义是： "在一定to环境内，在维持 

基本的身体健康和社会体面的情况下，满足一个一定人数和组成庭的最低需 

必须有的收入，\  ® 它认为下述项目是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所必ffto:食物、衣；t、 

遂料和照明设备、个人医疗和保健、E 庭用品â的增添、交通、住房、教育和退休后 

濕 用 款 ，

17. 这项特殊研究所选定âg— 定环境是索尔兹伯里种布拉瓦约（南罗得西 

亚的两个最大如都市中心）以及维多利亚堡（.最小的都市地区之一）， 这项廣究 

调查了家庭人数由一个至八个的家庭的贫穷基准线， 罗得西■亚大学to结论是：一 

九七四年，单身者每月最低如收入M 要在索尔盆伯里为17. 85罗元，在布拉瓦约为

17. 79罗元，在维多利亚，为 18. 93罗元， 下面表4指出每个月的贫穷基准线从 

在索尔養伯里的两口之家的34. 94罗元到AP之家的93* 59罗元；在布拉瓦约的 

树口之家的34. 84罗元到八口之家的94, 95罗元；在结多利亚：ÜË5两口之家的

33. 31罗元到八口之家的86. 65罗元，

③ 罗 杰 。西 。呈德尔，"一九七四年罗得西亚05都市贫穷基准线" ，《罗得西亚 

经济杂志》，第八站，宾3号 （一九七四年九月），第 139页，



南罗得西亚： 15家大制造公司交税后的利润， 

—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 

(以千南罗元计）

1974

玲lodesian Breweries, Ltd. (RHOBREW》
Rio Tinto (Rhodesia), Ltd.
Hippo Valley Estates, Ltd.
David Whitehead' and Sons (Rhodesia), Ltd.
Premier Portland Cement Company (Rhodesia), Ltd. 
Rhodesia Cement, Ltd. (RHOCEM)
TA Holdings, Ltd.
Plate Glass Industries (Rhodesia), Ltd,
Rhodesian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RHOBMiO 
JRothmans of Pall Mall (Rhodesia), Ltd.
Mashoïialand Holdings 
FREECOR Group of Companies 
Rhodesian Cables, Ltd.
Rhodesian Acceptances, Ltd. 
ïforevear Industrial Holdings

i m

Hippo Valley Estates’ Ltd.
Rhodesian Breweries, Ltd. (RliOBREW)
Rio Tinto (Rhodesia), Ltd.
David Whitehead and Sons (Rhodesia), Ltd.
Plate Glass Industries (Rhodesia), Ltd.
Rhodesian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RHOBANK)
TA Holdings, Ltd.
Rhodesia Cement, Ltd* (RHOCEM)
Art Pointers
Premier Portland Cement Company (Rhodesia》， Ltd.
FREECOR Group of Companies 
Rhodesian Acceptances, Ltd.
Rhodesian Cables, Ltd.
Morevear Industrial Holdings, Ltd.
Mashonetlctnd Holdings

资料来源： 《罗得西亚先驱报》，一九七五年八月千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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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依 照 罗 得 西 亚 大 学 的 研 究 结 果 ，一 九 七 四 年 ， 索 尔 兹 伯 里 平 均 每 个  

庭有■六 人 ，此 种 家 庭 to货 穷 基 准 线 每 月 ;̂ 73. 5 2 罗 元 （参 ；# 下 面 坛 4A ) , 在 布 # ：'

瓦 约 平 均 每 个 家 庭 也 是 有 6 人 ，其 贫 穷 基 准 线 是 74. 3 6 罗 元 （参 看 下 面 表 4B),

在维多利亚» 均 每 个 人 ，其 資 穷 基 准 线 是 76. 1 9 罗 元 （参 看 下 面 表 4 C )。

19. 一 九 七 三 年 ，接 受 调 查 的 545, 4 0 0个 都 市 的 非 洲 人 雇 员 中 的 百 分 之 九  

千 以 上 所 获 得 的 工 资 是 在 贫 穷 基 准 线 以 下 （参 看 下 面 表 5 ) 。 将 近 百 分 之 五 千 的  

人 每 月 获 得 1 0罗 元 至 3 0 罗 元 之 间 ，或 者 不 到 贫 穷 基 准 线 的 一 半 ，大 约 百 分 之 二  

千 七 的 人 每 月 获 得 3 0罗 元 至 5 0 罗 元 之 间 》

2 0 . 根 推 衷 得 西 亚 大 学 的 研 究 ， " 非 洲 人 雇 员 的 低 水 平 的 工 资 是 法 律 准 许的，’。⑧  

该 研 究 结 果 发 现 一 九 七 四 年 《政 府 公 报 》公 布 的 最 低 工 资 条 例 明 白 指 出 最 低 级 雇 员  

的 每 月 最 低 工 资 低 于 一 小 普 通 家 庭 贫 穷 基 准 线 的 必 要 收 入 以 下 3 0罗 元 至 5 0罗元 

之 间 。® 该 研 究 结 果 还 指 出 一 九 七 四 年 一 月 至 四 月 公 布 的 14个 劳 工 协 定 ，其中

1 1个 每 月 最 低 工 资 不 到 3 5罗 元 。 所 有 协 定 的 每 月 最 低 工 资 都 在 4 0罗 元 以 下 ， 

其 中 一 个 协 定 的 最 低 工 资 在 20. 4 8 罗 元 以 下 。 该 大 学 得 出 这 样 的 结 论 ：在南罗  

得 西 亚 ， " 工 人 的 基 本 需 要 不 是 制 定 工 资 时 考 虑 的 一 个 重 要 因 素 " 。 ®

2 1 . 这 种 剥 削 的 工 资 结 构 的 真 正 受 惠 者 是 在 南 罗 得 西 亚 经 营 的 各 公 司 。 似 

乎 无 人 曾 经 试 图 拟 订 能 适 当 地 满 足 非 洲 工 人 的 收 入 需 要 的 准 则 。 实 际 上 ，罗 得 西  

亚 大 学 作 出 这 样 的 结 论 ： " 几 乎 没 有 几 家 公 司 已 经 公 开 承 诺 遵 守 公 平 工 资 制 度 的 任  

何 准 则 " 。 在 南 罗 得 西 亚 ，非 洲 人 的 工 资 从 来 没 有 陆 着 生 产 收 益 的 增 加 而 增 加 ，



甚至在一九七o 至一•九七二年期间，南罗得西亚的一切经济部门除了农业以外都似 

乎 很 "景 气 "《 @ 享有这种经济兴旺的各公司并未同它们的非洲工人分享利润。

22. 南罗得西亚大学的一个从前的讲师所作的南罗得西亚工业工人的研究显 

示：过 去 10年中，各商业、制造业和矿业公司的总营业利润超过付给非洲工人的 

工资和薪水总额的增长率（参看下面表6 )。 实际上，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二年期 

间， 付给非洲人的全部工资只占各公司营业成本总额的百分之九点二九，在国内 

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点七三。⑨

⑨ 彼 得 .哈里斯， "罗得西亚的工业工人，一九四六至一九七二年：劳动阶级的 

杰出人物或游民无产者"，《南部非洲研究杂志》，第一卷，第 2号，一九七 

五年四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 145页。

© 同上，第 15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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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南罗得西亚从一八九0 年起实施殖民地劳工政殺，对绝大多数非洲人 

居住的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这种©di已在各工业门产生了过着 

資穷生活的非洲人社会，但却并无改4)其经济It况的# 望。 这种政也在欧洲人 

的农业如家庭劳务各部门中产生了非洲人类似奴工的It况。

2 4 . 从一八九0 年起，南罗得西亚的先后各政权都以每立一个供欧洲人农场 

激外国经济利益特价劳工市场为目的；结果没有一个政权拟定农村地区的发展计 

划。 事实上，政府的政策是在致励非洲人的男性劳工从农村地区移往欧洲人的农场 

及工业中心，由于这种"移民"细把他们的家厲留在农村地区, 他们是以单身者支 

取工资。

2 5 . 男工从农村地区外移，促成了这种地区改进非況农业所辯的必要力的 

& 少。 因此，一方面欧洲农人如公司所结的工资太斤足以维持非洲工人的家II， 

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的农产量又不足以使这种家力4获得适度水准的生活，

2 6 . 农村地区的缺乏发展计划，以及供非洲人利用的土地有限，和这种土地 

的货， ,造成了低水准的生产力， 据罗知西亚大学社会学高级讲师艾。克 ，赫 ，温 

旦：E先生说，一九五八年如一九七0 年之间非洲人从土地上得到的平均每人收入降 

了百分之五十* 一九六七年，在调査过的各农村社区，所有男子之中有百分之 

四十七以上是没有土地的。 而3 0 岁以下的人的这种百分率更是高到了百分之八 

千一。⑨

27‘ 襄i磁里Jâ先生说 ,即便非洲人姆置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也须取决于欧洲 

农人激外国经济利益的I#耍， 只有在进步"与强有力的白人利盤祭团没有冲突 "
的It况之下，才许可àÿ种地区有进步， ⑤

© 艾 。ïiü，篇 》温藍克，" 0 响农衬地区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罗得西亚经济

杀志 ， 卷 ，%  1号; 8 冗 （一*丸七五年三月）,。

③ 同 上 ，免 9 冗，



28 . 南罗得西亚的欧洲工人和非洲工人的工资并不取决于工人的生产力水平， 

工资也不随着利润的增加而提高。 工资是凭政治理由及高报酬的考虑来规定的， 

结果，改洲人的工资水平定得高，鼓嚴白人移民到该领土来，而非洲人的工海则  

定在低的水平上，使他们处于从厲地位• 因此，非洲工人一直是在赚低于資穷基 

准线的工资；推布拉瓦约市社会福利处的埃里克、加吉特博士说，在一些象布拉瓦 

约那样的都市中，非洲人家庭之中有百分之七十"情况确是艰难的， ，，©
2 9 . 此外，南罗得西亚的非洲工人通常都无法在阶级翁严的结构中获得晋升 

的机会， 有一些行业，极少数非洲人被升为学徒. 升迁的进度也是很慢的，振一 

♦ 调查报告说，雇主们都不愿意造就许多能与白人雇工争取职业机会的非洲劳工. 
因此，雇主们对于能够保证让他们剥削的非洲"半熟练"劳工继续存在的情况都 

加以支持，

3 0 . 该非法政权、在南罗得西亚经营的各公司和欧洲殖民者的劳工政策和惯 

例，在造成旨在巩固政治控制的各种经济惯例，因而压制了该领土的非洲人的愿望， 

同时，这种惯例也加强了白人优越的心理， 为了要永久独霸该倾土的政权,该非 

法政权鼓厥有这种心理，

© 普 .斯 ，哈里斯， "关于罗.得西亚劳工就业的十大神话" ，罗得西亚经济染志, 
第 8卷，第 1号 （一九七四年三月），第 4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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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 关于外国参与纳米比亚经济的范圈和重要性，已载于以前在本题目下的各 

次报告中⑤。 这些报告内的证据表明，外国资本所起的作用，不只限于经济目标 

方面，而且还牵涉到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问题。 特别是，外国利益为了保护它们自 

己的投资，在财政上和政治上支持南非，因而郁助了南非永远非法领该领土，并 

且为了它自己的利益，继续开发该领土的资源》

2 . 目前，南非不仅每年从纳米比亚的出口（其中包括几乎辟、锡和莱牛的全 

部产量）的大约百分之五千得到好处，从 而 省 外 汇 ，而且也从该领土的其他出口 

品分得数额相当可观的贸易收入。 此外，南非一方面几乎全力集中于迅速开发该 

领土的# 物资源，另一方面又把领土作为它自己出口品的市场。 因此，纳米比亚 

不仅从南非进口所有的燃料、机器、设备、水泥和大部分的消费品，而且也进口大 

部分的水果和就莱，以及南部地区所消费的大量谷类。 在干翠各年，还进口数量 

更多的谷类供充北部各本土消t 之用。 这些本土在正常情况下是能够在维持生活 

的水平上自给自足的。 一九七0 年 ，即可得到资料的最后一年，纳米比亚的进口 

品共达1.維 兰 特 其 中 1, 2亿兰特来自南非。

3 . 除了通常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五千到六千的矿业之外，商业经济的两大 

部门是近海捕鱼和商品农业。 近海捕鱼由大约千一家南非公司进行；商品农业则 

主要由白人农民经营，几乎全部限于牛和卡拉库羊的词养，并以出口为主。 一九

七四年，由于世界市场价格高液，这而个部门都报告有创记录的利润，捕鱼方面达 

9, 6 0 0万兰特，农业方面则超过一亿兰特》

⑤关于最近的资料，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千九届会议g 补 编 第 23号 》 

(A/962VRev. 1), 第四章，附停，附录四； 《第三千届会议， 

补 编 第 23号 》《A/10023/Hev. 1 ) ,第五章，附件，附录二•
®  — 兰特大约等于1. 15美元。一九七0 年，一兰特大约等于1. 40美元。



é . 初级产品在出口方面所占的优势和外国资本高度集中于If■业和捕鱼业部门 

导致了该领土财富的大量外流。 据他计纳米比亚的国内总产值约有三分之一到二 

分之一每年以利润和股息的方式送回到主要在南非、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股东。 统计资料反映出对领土剥削的程度；例如，在一九七二 

年，根据一九七0 年国内生产总值计其，非洲居民每人平均每年的现金收入只有 

250美元，白人则为4, 2 5 0美元。 据某一方面的资料，如果三家大矿业公司一 

九七二年的总利润（达 5, 7 4 0万美元）保留在该领土的话，那末纳米比亚人按人 

口平均计算的收入将会提高100美元。

5 . 外国利益自从一九六0 年代后期以来便已着手开采纳米比亚的袖矿外 

国在开发这些资源方面的投资《期最后将达7. 5f乙英镑，或者超过所有以前的投资 

总额；预料这些资源会满足一九八0 年代世界对袖的需求的相当大的百分比， 这 

种投资数量之大，不仅反映了袖作为石油之外的男一种能源的曰益增加的重要性， 

而且也反映出外国利益加紧对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对南非自己发展成为一 

个核国家的支持。

6. 鉴于矿业部门占投资在该领土的外国资本的百分之五千以上且占出口价值 

的百分之六千左右，至关重要，这项研究将集中注意该领土矿物资源的占用和非洲 

居民作为廉价劳动力受到剥削的问题。

1. 矿物资源的开发

7 . 纳米比亚是世界宝石钻石的主要产地，也是贱金属^ 包括铜、铅、辞、锡、 

和锡等的重要产地- 它还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产饥地，并储藏有鹤和铁矿砂。 

一九七三年的矿产销售额达A 3Î乙兰特，其中钻石占1. 47亿兰特， 贱 金 属 占  

8, 3 0 0万兰特.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 23号 》（A/10023/Rev. 1) , 第 

五章，附件，附录二，第 45至 52段。 ，



8. 南非主要从纳米比亚获得辞和锡的供应，这些矿物它以前要耗费相当多的 

外汇从他处进口。 自从一九六0 年代以来，南非钢秩公司便拥有并经营尤伊斯每 

矿和罗什皮纳辞矿。 一九七一年，即可得到资料的最后一年，罗什皮纳辟# 生产 

了 38, 610公吨富集辞?"，20, 320公吨金属辞，全部被运往南非钢秩公司。

9 . 南非并从联合王国和南非利益集团拥有的西南非（有 眼 ）公司获得辞的供 

应 （参看下面第28至 31段 ）。 一九六九年以来，西南非公司向称为容制辟品 

有 P艮公司的南非公司的财团供应辞迹和富集辞矿，然后这家公司又把这些矿•砂加工 

为氧化辞转卖给南非辞公司。 据报道，西南非公司和罗什皮纳辞矿供应南非全部 

梓的需要。

1 0 .南非的公司也从事铜矿和轴矿的开采。象以前所报道的，奥吉哈西矿业有 

P艮公司和克来因.奥布铜业有限公司(并参看下面第33 — 34段 ）都为南非利益 

集团所控制；而南非国营工业发展公司占奥米特斯铜矿的股份的百分之二千五；这. 
家公司的主要股东是加拿大的福尔肯布里奇媒# 有限公司《参看下面第32段 ）。 

南非国菅工业发展公司也拥有罗星袖矿有眠公司的股份的百分之千（并参看下面第 

3 5 至 46段 ），这家公司让南非政府在董事会有代表权。

1 1 .纳米比亚矿物资源的耗尽速度可从下表1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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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对纳米比业矿物资源的开采南非政府从征收采矿税也得到好处。 就站 

石来说’采矿税税率为毛利的百分之五十六，通常每年占南非从该领土获得的税收的 

百分之三十以上。 例如一九七三年的采矿税—— 主要是钻石—— 计达4350万当吉

1 3 .纳米比亚的矿物资源，加上可得到的非劳动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新 

资本，以加紧开采这些资源。 近年来，勤探和采矿的企业数目和投入全部贱金属 

部门的资本额，以及南非类似国营和私营公司的参加数额都有增加。 根据可得到 

的资料，他计在一九七二年内的投资率为2500万英镑，其中百分之六十投资于可获 

暴利的采矿部门（并参看下面第20至 21段 ）。 据报一九七五年，采矿特许权或 

板时勘探許可证所包括的全部面积占纳米比亚的三分之一。

1 4 .兹将各主要采矿公司的活动慨述如下。

A •钻石

1 5 .钻石开采仍然是纳米比亚极为重大的经济活动，自一九六三年以来约占 

矿产出口价值的百分之六十四。 虽然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三年期间每年钻石产量 

一 直维持在大约160万克拉， 可是因为价格上浪，销售价值已从2, 050万兰特增 

加到 14, 700万兰特。

16. 一九七一年以来，纳米比亚唯一的钻石生产者是西南非统一钻石矿业有 

P艮公司（统一钻矿）；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公司南非德皮尔斯统一矿业有限公司 

的附属公司，而统一結矿通常是它最大的单一收入来源。 据报一九七三年统一钻 

矿的净利占鉴小德皮尔斯集团公布利润的百分之五千三。 一九七四年，由于不利 

的世界市场情况，生产和销售量都降低；统一钻矿在德皮尔斯的净利中所占比率也 

减到百分之三千八。 统一钻矿在生产量方面只占德皮尔斯集团的百分之十四；这 

个事实正显示出统一钻矿的收入对整个德皮尔斯« e 谢误有的特殊重要地位。 这 

种差异是由于纳米比亚开采的首饰钻石比工业钻石可卖到更高的价钱。

1 7 .近年来统一钻矿的利润如下表2所示。



表 2

纳米比亚：一九七0 至一九七四年统一钻矿的利润

(百万兰特）

1970 1971 1972 1973 197^

全部收入 56.9 5^.5 10^.7 159.9 • • •

纳税前利润 52.8 51.5 101.1 156.5 113.3

:向南非政府交纳税款 19.0 17.7 37.1 59.9 32.8

净利 33.8 33.8 63.9 96.5 80.6

普通股红利 23.9 23.9 25.9 30.2 30.2

慕西南非统一钻石矿业有眠公司， 《年度报告》，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

和一九七三年；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一日，临时年度财务报表和红利通知，《金融 

时报》（伦敦）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二日发表。

1 8 .从表2 可以看到，尽管一九七四年因价格不好收入降低，可是統一钻矿 

该年度净利却比一九七0 年高出百分之二百三十八，而交付南非政府的税敦几乎比 

同一期间增加了一倍之多。 '
1 9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关于统一钻矿一九七四年活动的资料。

B . 贱金属

2 0 .贱金属是仅次于钻石的第二小最重要的出口收—九七三年的销售 

额达 8, 300万兰特，比一九六五年（4, 480万兰特）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点三， 

其中铜占3, 420万兰特，精炼银占1, 700万兰特。 根据南非的资料，自从一



九六七年以来，产量一直保持相当稳定，但辞却是例外，从 22, 000公吨增加到 

一九七四年的将近45, 000公 吨 （见上表1 ) 。 上面已说过,大部分辞和锡的产量

都直接输出到南非，而所有其他的矿物，都在世界市场上出售。\
21 . 同全部由一家南非公司支配的始石采矿相比（参看上面第16段 ），贱金 

属部门吸弓I 了联合王国、美国和较少的加拿大的重大投资者。 据报一九七二年纳 

米比亚有十四家公司从事f■物生产；述有三十四家公司( 包括千六家南非公司）积 

极从♦ 揚探工作。 其中有九家已经确立，方二千五家则专从事主要是铜和其他金 

厲的勒探工作。 据说另有五家外国公司正全力集中合并它们的现有活动》 —九 

七三年的相应数字是十八家(生产）和四十四家（揚 探）。

2 2 .尽管贱金属部门的公司越来越多，可是，除了在生产量百分之A 十的楚 

槐布有限公司（参看下面第2 4至27段 ）之外，大多数都是小矿业公司。 根据最 

近发表的数字，® 只有七小贱金属矿6^石 的 年 ，其中只有钢铁公司. 
拥有的楚梅布公司和光伊斯锡矿公司的矿石年产量在50万 到 100万公吨之间。

其他开列的矿场计有加拿大福尔肯布里奇银矿有限公司拥有的奥米特斯铜矿；亦为 

钢铁公司拥有的罗什皮纳辞矿（每年 30万到 50万公吨）；南非公司财团拥有的克 

来因奥布铜矿；以及西南非公司拥有的贝尔格奥卡斯矿场（辞，银和饥）（每 年 15 
万到 30万公吨）。

2 3 .关于钢铁公司拥有的两个矿场，没有任何最近的资料。

楚槐布有暇公司

2 4 .楚梅布公司由美国的美国精益金属公司（美精金厲）和组蒙特矿业公司 

(各拥有股权百分之二十九点二），以及南非的奥基普铜矿有眠公司所控制；两家 

美国公司也是南非奥基普公司的大股东。

© 《采矿杂志》, 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世界采矿公司（伦敦），一九七五年。



2 5 .这家公司除了拥有并经营经证实有铜、铅、辞、铜和報550万公吨r 石 

蕴藏量的楚梅布矿场外，还拥有较小的库巴特和无敌矿场（各有蕴藏量110万公吨i 
另一与西南非公司共有位于阿西斯澳斯特的第四小矿场， ( 参看下面第28至 31段） 

已于一九七四年开始生产。 楚梅布拥有这个新# 的百分之七千五的股份，该矿经 

证实有矿石蕴藏量440, 500公吨。 生产的大部分铅和铜都在该公司自已的冶炼 

厂处理，制成精炼银和粗铜，然后出口。 一九七二年以来，楚梅布还进口越来越 

多的铅和铜，进行播炼，最后转运出口。

2 6 .根据美精金属公司于一九七四年发表的报告，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 

间，楚掩布的金属销售值平均每年为4, 240万兰特；净利平均为1, 290万兰特； 

红利为 1, 230万兰特；所得税为600万兰特。 由于一九七四年创记录的销售额 

共达7, 260万兰特，净利增加到1, 450万兰特，红利增加到1, 310万兰特，税 

敦增加到810万兰特，

27 • 楚梅布过去几年所生产可回收的富集金属矿产量列在下表3 :

表 3
纳米比亚： 1970-1974年楚梅布公司的金属矿产量

I公吨〉

1970/71 1971 1972 1973 197̂
(六小月）

铜 27 207 11 624 17 622 23 90k 22 kZ2

铅 62 Ihl 27 751 ^9 68^ 51 619 45 76^

辞 7 oho 2 868 k 308 2 580 1 275

锅 266 109 199 131 126

報 hh 20 35 k2 +̂1

:楚梅布有暇公司， 《截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的第二十八年度报

告 》



2 8 .西南非公司拥有并经营伯尔格奥卡斯^ 和较小的西布兰德，矿 （锡和妈)， 

是纳米比亚第二小最大的贱金属矿公司。 西南非公司还持有楚格布公司的95, 000 
股 （百分之二点四）和楚槐布勘探公司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权。

2 9 .西南非公司在联合王国注册,其所有权几乎由南非和联合王国企业各占一 

半。 根振可得到的最新资料，南非英美有暇公司持有百分之四十四的股份，联合 

王国统一金田有限公司和附属公司持有百分之四十二的股份。

3 0 .上面说过，该公司因为是南非的辞的来源，所以对它特别重要。 一九 

七三年西南非公司总共生产了富集矿43, 321公吨，包括28, 449公哺辟桂败盐 

和 6, 604公咕铅机敕盐，这些在该领土内该公司是生产的唯一来源。 西南非公 

司报告一九七三年的销售额将近200万英镑，订正后的净利为100万英镑。 据 . 
报一九七四年由于生产降低，费用增高，尤其是因为重开一九七三年因金属价格下 

跌而关闭的西布兰德，矿所引起的费用，净利降到758, 151英镑。

31. 一九七四年西南非公司在试验的基袖上开始开采奥吉瓦隆达te盐田。 据 

报西南非公司已谈判好供应碳败纳和疏酸纳的"令人满意的"合同，不过关于这项 

经菅的可行性只能在试办10, 000公吨后才能作出最后的决定。



福尔肯布里奇媒r 有瑕公司

3 2 .纳米比亚第二个最大的铜矿生产者是奥米特斯矿业有服公司，由加拿大 

福尔肯布里奇媒矿有限公司与南非工业发展公司共同所有。 奥米斯特矿是在投资 

700万美元以后于一九七一年开始生产，矿砂的藏量佑计有480万公吨>(仅略少 

于楚梅布公司r 场的藏量（参看上面第25段 ）），每公吨矿砂合有百分之一点四 

五的铜和千四点四克的銀， 一九七三年的产出率提高到每月52, 000公吨（一九 

七一年为45, 000公吨），可产20, 600公吨to富集矿，其 中 含 可 回 收 铜 6,996 
公吨。 该年度销售据报达47 0万加拿大元，

约翰内斯盤统一投资有服公司（约堡投资公司）

3 3 .近年来该顿土在贱金属方面进行最大事业是开采奥吉哈西铜矿，这个矿 

主要的股东是南非的约，投资公司（占百分之五千二点五）和明纳尔盆开发有限公 

司，而明纳尔益公司又由美国大陆矿石公司和南非â々 菲得马有眼公司各拥有一半。 

这个铜矿有1600万吨 è々 矿藏量计划于一九七六年开始生产，就总产量来说，预 

期仅次于楚梅布矿场。 据佑计，每月将产铜矿砂120, 000公吨，即每年生产可 

回收铜30, 480公吨。 据报道，该矿筹备工作实际上已在一九七五年千月完成， . 
并已开始试钻。

克来因奥布铜^有服公司

3 4 .克来因奥布铜公司的所有人是通用采扩及金融公司，海洋产品有限公司和 

联邦人民投资有限公司，这些公司都是南非to, 关于该公司五年多来âg活动，都 

无法取得资料。 框报道一九六九年该公司毛利达250万兰特，并向南非政府缴  

纳税款430, 000兰特。 一 九七一年据说该公司每月约可开采18, 300公 吨 的 

铜矿砂。



2 . 細矿to开采

3 5 .象上面所指出的，最近开采纳米比亚独矿量的发展增加了该领土对南非 

和其他有核能力国家的战略重要性，并使得外国投资者对南非政权增财政支捷， 

据他计：对这个斯瓦科普蒙德附近位于罗星00轴矿to投资总额，最后将达7. 5亿英 

镑，即比以前在该领土to全部投资合计数额为多， 因此，仅就投资额的大小来看 

似乎显示：外国投资者深信对该领土法占据可保无虞，而且深信，他 们 投 资  

和他们取得轴^ 的机会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可得到保障，

3 6 .由于一九四八年《南非原子能法案》禁止揭露有关抽任何事实，因此只 

能从非官方来源得到有眠的资料， 根据这项资料，罗星轴藏量约计低级轴（百 

分之零点零三）100, 000公吨，是世界上最大而且开采费用较低的铅矿之一，计 

划在一九七六年开始生产，最初每曰处理约61, 000公 吨 矿砂 和废料 ，遂渐增加 

到每日122, 000公纯，以便一九八0 年每年可产轴1, 000公吨左右。 据倍计， 

该矿场最低败度可维持二千五年，可能长到八千年，

3 7 .矿藏开采工作是由罗星袖矿有服公司进行；该公司最大的单一股东是联 

合王国的里约•廷托辞有限公司（百分之六十）， 其他股东是：里廷辞公司设在 

加拿大的一家子公司里约阿尔戈姆公司（百分之十）；南 非 工发公司（百分之十 

三点二）；法国的托塔矿核公司（托塔公司）（百分之千) 和南非的通用采矿及金 

融公可（百分之六点八）， 虽然德意志联部共和国âg烟煤发电公司，即前与里廷 

辞公司共同勘探的伙件，由于德国联邦政府to压力，于一九七二年退出了这个企业， 

但据报道，该公司至少仍然保留购买百分之千自g出产âg权利。 此外，据报道烟煤 

发电公司在退出之前已对勘探工作投资约800万 马 克 其 中 600万马究是联部 

政府捐助的’

©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千一日， 1马克（德国马克）等于0.38美元，



3 8 .罗星轴矿公司经费的真正来源现在还不清楚， 不过，根据最近一项未经 

公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对公司所需资本自H I购须视签订足够销售合同以确保业务有 

利可图而定，因此，该矿to开办和经费筹措主要靠买方。 现在已知的买方计有英 

国核燃料有暇公司 ^ (  7, 620公纯）；法国托塔公司（"相当可观的数量 "）； 

和日本几家原子动力公司（8, 330公吨）。

3 9 . .那 些 本 身 缺 乏 轴 矿 资 源 的 有 核 能 力 国 家 ，特别是联合王国，对纳 

米比亚袖矿的依赖情况报章上已详加披露• 例如，《金融时报》Ô々 文章指出：由 

于三个主要产袖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决定减少对外国的销售，把它们的 

资源分配给国内的核动力方案和制造浓缩错方面，如果预期可应付世界大部分轴 

需要的纳米比亚袖不能供应，到一九八0 年代就会发生真正 Ê々 缺袖危机，

4 0 .又振报道，如果联合王国"拒不歷行"它自0会同，它即使可从别来源取 

得袖的话，将须花费两倍的费用， 根据《金融时报》一九七六年二月千四日的报 

道，联合王国与罗星所订合同内的袖价是每镑14至 22美元，但从其他来源的目 

前袖价每镑约合30美元，到一九八0 年代可能增加到42美元》

4 1 .虽然联合王国政府声称它没有其他供应来源，但这项由纳米比亚出口自0合 

同还是受到批评，特别是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批评• 在一九七六年二月通过 

政策声明里，全国执行委员会要求政府象它在一九七三年保证要做00— 样，把该合 

同 "修改或终止"，并向澳大利亚^ 加拿大或他处寻求供应*
4 2 .报章的报道说明罗星矿对南非本身的重要性越来越大。 虽然南非轴的藏 

量仅次于美H , 占世界第二位（佳计为205, 000公哺）, 但多数轴是作为金 

副产品开采出来的，而且，由于世界金价低落，最近关闭了一些无利 可 ®的金矿使 

袖的生产受到不利影响。

© 这个合同原由里廷辞公司和联合王国原子能管理局签订，后来于一九七五年转 

给英国核子燃料有限公司。



4 3 .可是，与此同时，南非对制造浓缩袖的技术已成功地达到完善的地步，随 

着又决定建立一座大规模浓缩工厂颈定一九八四年以前开工，于是使南非对凝â勺兴 

趣增加， 有人指出：生产浪缩袖除了在核武器制造方面有潜在重要性外，南 

非还希望利用它是主要产凝国09地位，把重要00工业化国家和种族隔离经济发生更 

密 切 关 系 ，同时可使能源生产自给自足，从而缓和可能â々 石油禁运的冲击。

4 4 .虽然里廷辞公司否认有任何安排出售袖给南非，但有一个分析家指出，这 

个工程项目保持极端秘密就足以说明预备生产的袖中â々 一定数量，事实上是真正用 

在或可能用在皮拉宾达的浓缩袖实验工厂内êft,该厂® 定在一九八六年初开工。西 

南非人民组织也指控说，提议的设备所要浓缩的轴将有百分之五十来自罗星；鉴于 

南非有生产原子武器的潜力，这项爱展有严重的国际影响， 还可进一步注意到： 

即使没有真正订立合同，但根据《原子能法案》南非有独有ôg权利寻找勘探或开采 

任何提炼的物质，因此，它随时可对夢星0̂ 全部作业提出法律上te权利主张。

4 5 .报章的报道说明这个矿的发展会使南非增加对该领土的控制。例如，有人 

指出：象罗星矿公司这样重要的主顾对库内内河水力发电计划的成败是极端重要â勺; 
南非的电力传送网和这个计划的动力是密切相连的，

4 6 . 由于萝星公司对领土的前途有特别ê々 重要性，西南非民组指责独矿发展 

是对纳米比亚人民利益极为不利的， 一九七五年间西南非民组说，它在将来不 

会 "很友好地"对待里廷鲜公司，并说，它将保留在独立以后"重新谈判或终止" 
合同的权利，



3 . 劳动力的刹削

47. 众所周知，纳米比亚âg种族隔离制度使供白人雇主i剥削âg廉价非洲劳
' u »

动力得到源源供应，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大多数âq非洲人民被法律暇制住在f  
旧的保留区或本土内，那儿极少有付给工资Ô义就业机会，并且只在他们取得白人区 

城通常是无技能工人的工作后才能离开， 而且，非洲工人完全得不到法律自g保护 

现有的法律禁止非洲人组织工会、罢工或未经许可改换工作.
48. 尽管白人拥有的企业要靠非洲劳动力，但非洲人口中实际上仅有一小 

部分被雇用，.广大的多数仍留在挣札求生自々区城， 自一九六六年以后，南非没有 

发表过关于非洲就业充考资料， 当时总共有69, 556非洲男人被白人雇用，其 

中大约有三分之一 , 即23f073人从事农业；矿•业和工商业27, 679人；公职（西 

南非管理局，南非妖路和港务局，及南非警察）13, 612人；佣仆3, 679人；店 

员或零工1, 513人，

49. 据非正式的佑计，到一九七0 年代初期，在警察区就业的非洲工人总

数增加到87, 000人左右，其中3万人从事农业，其余受雇于农业以外的各种职业
0

虽然无法比较一九六六年与一九七0 年被雇用非洲人非洲人口总数自^百分率，
(g) .

但现有的资料显示百分率实断上已降低，

50. 《一九七四年西南非洲调查》 只提供关于非洲人就业部分资料， 

企图制造错误te印象，使人以力非洲的就业情况有了全盘的改进， 例如，该 《调 

查 》报告说，在制造部门和建筑部门就业自洲人在全部劳动力的百分率从一九六

©  一九六0 年，全部非洲人口 428, 571人中就业to非洲人有65, 968人 （百分 

之千五点四）， 一九七0 年，非洲人口增加了 273, 429人，共计702, 000 
人，其中就业的不超过87, 000人， (百分之十二点四），

⑨ 参 看  S/11948/Add. 1 .



o 年 t o 百分之千三点八增加到百分之千七点七，但对这两个部门实际就业的非洲人 

数却未提出数字， 不过>一九七四年《调查》提供âg资料与《一九六七年西南非洲 

调查》中得到如资料比较，显示出非洲人在制造部门就业的从一九六0 年的4, 271 
人增到一九七一/ 七 二 年 6, 884人，只增加2, 613人，但在建筑部门的非洲人 

从 7, 975人减到7, 543人，反而减少432人，等于说在鉴个千一年期间只净增加 

2, 181个工作，即每年不到200个， 而且，虽然一九七四年《调查》声称，一 

九六0 年到一九七0 年，产生的新就业机会绝大多数是在农业以外，在农业部门就 

业的占全部非洲人数的百分率从百分之四千点九降到百分之三千六点六，但它未提 

出任何支持性自0数字，

A • 移动劳工制度

51. 有工资职业洲人至少有一半是奥万博和卡范果âq移动工人，依法

律规定他们在契约期满以后必须回到他们的本土，契约期限通常为千八至三千个月0

移动工人不得擒带眷属，须住在由白人农主提供的全男性住宿场地或住房，并得对 

所谓破坏契约的工人立即予以‘‘遣送 " • 根据一九七三年五月（曼彻斯特）《卫 

报 》连载的文章报导，由于依靠移动工人并阻止建立稳定âg劳动力，南非政府不仅

尽量减少在住房、学校和医院方面的资本支出，而且胆•挽工会和政治活动，还同时 

压低工资。 几乎在所有É0情况下，纳米比亚的移动工人住宿场所的生活状况据报

纸说极为不够标准，而所 1îj翁的工资又常常比南非的贫穷基准线低瑕多,，虽然纳米比亚 

的生活费用较高（并参看下面第56-57段 ），



52. 一九七一年，多数为奥万博族人的一万三千余名契约工人罢工，反对移 

动劳工制度及当时的工作条件，造成经济返缓，特别是在矿业方面。 后来一九七 

二年一月，新的《就业局第323号条例》开始生效，依其中规定取消移动契约劳工 

中央招暮局，代以分散的招暮制度，理论上由本土政府办理。 根推新条例，奥万 

博人或卡范果人离开本土仍须获得许可证，并且须由他的本土劳工局通知營察区就 

业局，所有这些机构的主持人员全是管理就业的白人官员。 除其他事项外，一个 

非洲人如未获得本土政府允许离境，在警察区内停留过期；或受现有契约的约束， 

就业官员便可拒绝允许他取得工作. 而且，非洲人如果不能获得适当的职业，或 

者他连续三次拒不接受给他的工作，或者他的契约被撤消时，他都要被赶走。 尽 

管这些条例提出来说是对劳工政策的重大改变，但以前的通行证法制度仍然有效， 

继续不准工人自由离开职业，并不准他们携带拳属。 又据报导，晏工解决后不久, 
各业雇主组织的代表们組成一个委员会来消除工商界的工资竞争。 虽然罢工以后 

无可避免地提高了工资，但非洲人的工资在许多情形仍在贫穷基准线之下，并且远 

低于白人的薪资（参看下面第58段 )。

非契约劳工

5 3 . 在契约劳工之外，有工资职业的男一半非洲劳动力是由警察区内在当地 

出生的非洲合法居民组成。 尽管允许他们与家属同住在所谓居住区内，而且允许男子 

有永久性的职业，但最近研究调查指出这些非洲人对他们的雇主来说也只有极 

少的权利，而且如果他们不付房祖，不论任何原因失业，或卷入劳工争执时，就会 

被， 出家门。 另一可注意的是：在城市地区失业的非洲人经过一短期间后，可被 

宣布为无业游民或非法留住该地区，因此成为被"遣 避 "到农村地区的对象，在那 

里他们既没有住房也没有家属。



c.

5 4 . 为了吸引对纳米比亚的投资，南非一直维持极低的工资。例如一九六七 

年 《调查》说 ，对无技能的非洲工人给予较高的工资会使进一步的外国投资裹足不 

前，增加从农村向城市地区的移民，并引起对消養品的强烈需求，从而导致通货膨 

胀的压力。

55. 一九七四年《调查》说 ， " 由于领土经济的进展，特别是近千年来的进 

展，人口中所有各阶层的收入水平也赠着不断提高。 对于非洲农业工人的工

资没有提到，据报在一九七---- 七二年平均每月现金10. 2 5 兰特，是任何部门

中最低的工资。

56. 一九七四年《调查》又提供了一九七四年渔业部门就业的非洲人的每月 

平均工资的资料(见下文）。 该报告举出统一钻矿和楚梅布矿在一九七三年所付 

的每月工资作为矿业部门非洲人工资的例证。 《调查》又报告非洲人从住宿、食 

物、衣服和医疗服务等方式得到的非现金报酬：

就业渔业部门的非洲人（一九七四年) 
就业矿业部门的非洲人(:一九七三年) 

统一钻矿 

楚 .布矿

W 每月工资 

(兰 特 ）

非现金报酬 

(折算輕特）

共 计

63. 39 18. 85 82. 24

87. 37 25. 09 112. 46
36. 63 34. 78 71. 41

57.据计算一九七三年在温得和克一家五口的贫穷基准线是每周15兰特，或每月 

6 0兰特， 查昧提及这一点。 可注意的是，虽然现金工资加上全部非现金津



贴，总数是在贫穷墓准线之上，但工人能寄给他的家属的钱必然很少，如果家属住在城 

市地区，除非妻子也有工作，就会入不数出。

58. 付给白人的工资远高于付给非洲工人的工资。一九七三年，楚梅布公司 

付 给 1, 3 5 0个白人雇员的现金工资平均每月685美元，比非洲人的工资超过18 
倍以上，而给予白人雇员的非现金津贴，包括住房、免费学校、医院和娱乐设施等。 

楚格布公司非洲雇员包括非现金津贴和现金牧入的全部平均收入，只有付给白人现 

金工资的百分之千点四。

59. 一九七四年，楚梅布公司报称非洲人的工资提高两次，第一次是百分之 

二千，第二次是百分之千，而白人一次加薪百分之二千。 结果白人与非洲人之间 

工资的比例基本上保持不变。

60. 一九七六年三月，出席所谓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建议，在一年内雇主们应 

自动地开始付给无技能工人每月最低现金工资54兰特，并应在三年内力技术工人 

制定划一的薪给表(参看本报告第七章，附件，第55段(A/31/23/Re V. 1泰二》。据盤 

告说/h组委员会首先提出每月54兰特的数字是经过调查以工资不应低于货穷基>1 
线的前提为基础得出来的。小組委员会并建议，如果不包《括实物津贴，每月现金报酬 

则应提高到106兰特。 可以注意的是，尽管该会议定下了目标，温得和克的货穷

基准线早已计算出到一九七五年年底是每月135.34兰特。 而且，一九七六年三月二 

千四日，西南非洲农业联合会宣布它不参与会议的提案，同时它的成员将不遵守关 

于最低工资的建议。



附件三*

关于百.慕大的工作文件 

导 言

1 . 关于百暮大的经济憶况的基本资料，特别关于外国经济利益的资料，载列于 

特别委员会前次报告最近为特别委员会本届会议编制 09工作文件也载有关于该 

领土一般经济情况的最新资料(本报告的II二十七襄附件（A/31/23/Rev 
关于在百慕大的外国经济利益活动的补充资料载列如下： 。

* 前 曹 编 号 109XL. 1084印发。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23号 》（A/10023/Rev, 1 ), 第 

五章，附件，附录三，



2. — 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期间，建筑活动扩张迅速，主要是受到旅馆供应 

和豪华住屋需要 to刺激，价格也随之暴液， 一九七二年扩张减慢到比较缓和的 

速度，到一九七三年晚期，这种繁荣停止了，主要是由于旅游业自g减退和最近政府 

对当地房地产销售给非百慕大人所规定to限制。 一九七四年内建筑业更加衰退， 

政府当局表示，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整个建筑业的前景将是良好但是基 

本的商业和住宅建筑业预期会趣续衰退下去（并请参看下面第7 段 ）。

3 . 回顾百慕大政府曾于一九七四年八月采行一项政策，目È々 是在进一步加强 

对外国人购买土地的暇制据劳工和移民部长伍尔里奇先生称，一九七四年外国 

人购买土地的64份申请书中，有 6份已被拒绝； 4份尚待决定； 64份已获批准 

(一九七三年时有69份申请书）， 同一年内，有 18位非百茶大人获准购买百暮 

大人拥有的房子；有 7 人购买了共有公寓；29Àj均买了其百慕大人拥有的房子，

4. 一九七五年千一月三千日，伍尔里奇先生宣布，报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劳 

工和移民部划定809公顷 â々 土地， 以供外国人购买， 当时，他表示，在再出售任 

何土地以前，应当对非百暮大人目前拥有的土地，作全盘评价。 他并声明将在土 

地调查工作完毕后拟订一项新自0全盘长期改策。 据伍尔里奇先生称，劳工和移民 

部只收到了 13位想要向百暮大人购买土地百暮大人的申请书，而所涉及ôg 土 . 
地只有4公顷。 他强调说，由于可供该领土人民居住to土地有眠，所以必须保护 

可供年轻百暮大人及其子女居住的土地，

5. 一•九七四年开始办工的百茶大住宅公司是负责解决百暮大to房荒ôg法定机 

构。 它由一名总经理（某斯利.科克先生）主持，由九名董事组成的董事ê►管理, 
并由杰弗里.基特森中校担任靈事长， 一九七五年十月八日，一家当地的报纸刊 

载了百茶大住宅公司第一年度报告，报告从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靈事会成立之H 
起到一九七五年三月三千一日第一个完整的财政年度结束力止， 该公司的董事长 

在报告中指出，新的私人住宅有經缺现象；出祖住房ôg累积短缺主要将因在美国海

⑨ 同 上 ，第 3 - 9段。



军航空祐兴建250栋房子和计划为加拿大军乂在索默塞特的丹尼尔斯1评兴建60栋 

房子而获得解决， 同时指出，百寒大住宅公司主要的已集中力量于鼓励私乂

开发者推进造房计划并向♦ 人提供接助，从而鼓励购置住房， 政府已经在这方面 

采取了重要的步骤，因而在普罗斯佩特湘塞达帕克兴建了约150个单位的住房，并 

全部以九十九年期的租约和二十五年期的抵押卖出》 该公司已向那些建造自己住 

房 （总共有49栋 )的人们提供长期的首次抵押f聽:。该公司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资助 

抵押借敦筹集资金，主要是向免税公司筹款。

6.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七总督在立法机构致开幕词时说， 日后将会提出一 

项规定房地产代理商必须登记并对他们的业务加以管制的法案。 在众议院十一月

十四日就此开幕词进行的辩论期间，当时的财政部长说，该公司筹集了 350万百慕
(S)

★ 元 ，主要是为了向中下等收入的人口提供住房（并^ 参;f 本报告的第二十七，， 

附件，第 66 至 69 段 （A/31^3/Rev. 1,卷 四 ）），

7 . 根振政府于一九七五年三月发表的调查报告.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内 

商店和住宅建筑业可能会继续衰退下去。 但是，相信以下若干因素应有助于扩充 

这两年期间的整♦ 建筑活动：（a) 百莱大住宅公司每年花在造房上的赛用至少为 

250万百某大元；（b ) 执行为美利坚合众国和加拿大军人兴建住房的两项计划（并 

请参看上面集5段 ）；（c j 建造百某大节约報行的新建筑物；和(d,， 一九七六年开 

始为提议的将属百慕大学院的旅馆业训练学校和某些其他建筑物进行工作。 因此, 
进行建造工程的总面积可望从一九七四年的38, 275平方米增加到一九七六年56, 
777平方米， 因为政府决定在一九七六年不用任何款项来建造训练学校，以致原 

先他计减少了  2, 322平方米（并请参，下面第16和 17段 》。



8 . 作为经济主要支柱的旅游业在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一年期间扩张得报快，但 

是它的平均年增长率在一九七二年从百分之六减慢到百分之二，各旅馆受到成本不 

断增高和需要减低的双重影响，利润因此减少‘ 虽然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到 

百寒大的游客总数分别增加了百分d —和百分之九，但是因为占用的旅馆床位稍有 

减少 , 成本仍然不断增高，所以各旅馆的生意并不兴旺。 一九七五年大部分期间， 

美 国 经 济 衰 (大多数游客来自该国）对旅游业有不利的影响。 但是这一年的最 

后三4^^内，旅游业嚴著转好， 一九七五年间，到百某大的经常旅客总共有411, 
783人—— 这是旅游业的主要收入来源（较一九七四车的421, 221人少了百分之 

二点二 ）. 旅游业在最后三小月期间突然增长，原因有二，一为美国经济的恢复； 

二为旅游部同各当地旅馆和两♦ 主要商业航空公司一起大力进行的宣传运动。 据 

旅游部指出. 百莱大的旅游业在一九七五年的收入约为14, 400万百茶大元（一九 

七一年为10. 200万百某大元）， 由于它的效率愈来愈高，所以一九七六年颁期将 

会大有增进，

9.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H , 该领土最大的報行，百莱大報行,通知股东说由 

于美lü的经济趋势，百幕大对这年前途可抱乐观* 该報行预期旅游业将有增进• 
游客在花赛方面也会较前两年更为宽裕。

10 . 领土在一 九七五年有由政府发给执照的15家旅借 ( 14到 1, 020小床位), 
51家客舍（4到 100小床位〉， 2 家俱乐部（28到 127小床位）. 10家小塵 

型旅舍（2 2到 110♦ 床 位 ），和 20家自理家务的小屋（6 到 234小床位）? 多 

数的大旅馆和其他与旅游业有关的大商行据说都为非百暮大的利益所有。

1 1 .十月三B . 旅游业都长宣布政府决定对其旅馆政策略作改变。 根据这小 

决定：（a ) 将把执照发给百慕大人拥有和经营的床位少于12♦ 的新客舍；和(W对 

于正在重新建造不合标准的床位，从而提高等级的产业. 将准其开设超过正在关闭

⑤ 《西印度群岛及加勒比海年鉴》（加拿大、多伦多、加勒比书籍公司，一九七五年）

- 1U2 -



中的床位总数百分之七+ 五的床位，但旅馆所有人必需证明需要额外床位来维持旅 

馆的开支。 该政策的所有其他方面在原则上并无改变：在一九七八年以前或在经 

济、劳工、住房或其他条件使旷充成为必要以前，停止建造或翻修其他的旅馆、客 

舍、小塵型族舍或游客公寓设备。

1 2 .旅游部长说，旅游郁已收到六家公司要求翻修如改进其部分产业的申请书， 

所渉额外床位有46小。 旅游部并已收到要求开设新的小型客舍的申请书五份.所 

涉床位总共有40小。

1 3 .据旅游郁长称，该领土在一九七五年有8, 946小领有执照的床位（一九七 

三年有8, 556小 ）。 他说. 可以提出的一点是. "我们有的床位愈少，它们秘  

用 率 就 愈 高 但 是 ，他补充说，许多关闭的旅舍都是比较低级的，百某大必须 

提供各种的旅馆设备，以应付一切需求。 他接着说"如果不让更多百寡大人来经 

菅旅馆，那就是拒绝给他们进入旅游业的机会"。

14.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底，政府报告说，有 18家 旅 馆 在 清 淡 的 冬 季 关 闭 ， 

(前一季有14家旅馆关闭），因而可能揭夫77, 145夜的客人， （比前一季要 

少 22, 597夜 ）《 这一损失的减少是因为有两家大旅馆决定在冬季继续开放。

1 5 .百慕大旅馆协会一九七五年八月底提出的统计数字显示出，八月间，旅馆 

业—— 领土最大的一个单独的劳工雇用单位—— 雇用了 4, 526名工人，其中有

2, 861名为百基大人； 1, 665名为非百慕大人， 百慕大旅馆协会称，每年单因 

退休而离开旅馆业的人颜期约有7 0 它并称，提议在百慕大学院内设立to最 

多可容250名学生自^旅馆业训练学校% 年可有80到 100名to毕业生。 根据旅馆 

业目前雇用的非百暮大人自义|,数和退休的人数来看，该训练学校在今后自?125到 30 
年中必须不断供ÎÏ毕业生。

16. 由十位董事组成百茶大学院董事会主席特罗特先生于十月十七日向百茶

大新闻界发衰声明时说设立这个新学校, 对百暮大的前途，是极其重要的， 领土

© 详情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23号》（A/10023/Rev.i) 
第五章，附件，附录三，第18-20段。 ’



的每一小人都在力求尽速"百茶大化"， 假使经济继续衰退下去，以致失业人数 

有所增加，那末结果显然是，削减非百茶大人占有的职位来减轻百暮大人的失业情 

况的压力就越来越大， 假若亭实果真是如此，那么不及时提供适当训练设施或切 

实训练百茶大人，就会使领土走向经济灾祸， 他说，游客们必然会对没有受过训 

练的不合格的百茶大人的服务感到不满， 建造这一学校自^初期赛用可以政府自勺步 

入或借款支付. 特萝特先生强调说，支付利患和分期偿还借款所需自自敦项目前已 

从旅馆住客税中暮集， 关于新学校的校址，他说海军大楼仍然是符合该学校一切 

需求to唯一政府土地。

1 7 .千一月七日，总督向立法机构致词时宣布，要等到t# 况显示可以推行此项 

计划时才开始建造这个学校。 新任财政部长吉本斯先生在执政的联合百慕大党于 

一九七六年一月举行âg会议上说，政府无意改变它的决定并提请大家注意一九七五 

年的旅游业稍有衰退， 同时，政府正在为旅馆工作人员办理训练方案•



3. 金融发展 

A . 報行机构

1 8 . 领土内已有四家商业報行办理各种報行和信托业务。報行业平均成长年 

率从一九六八年— 九七0 年的百分之三十七减至一九七一年— 九七二年的百分 

之十一。^ 可是，報行业的资金总额在一九七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 这到 

88,310万百基大元。 领土最大的两家報行—— 百慕大報行和巴特菲尔德父子報 

行，主要控制在百慕大人手中。 一九七三/ 七四年期间，它 们 的 资 金 总 额 从  

5, 7 0 0万百慕大元增至86,200万百慕大元，但它们营业的结果却并不特别良好。 

据它们一九七四/ 七五年度报告，资金总额为89, 600万百幕大元，其中百慕大报 

行占 52, 0 0 0 万百慕大元，巴特菲尔德父子報行占8 7, 6 0 0 万百慕大元。

1 9 . 根据百慕大報行的年度报告，其一九七四/七五年度的收入增至230万 

百暮大元（上年度为180万百慕大元)。 一九七四/ 七五年度巴特菲尔德父子報 

行收入总额为1, 1 2 0万百慕大元（较上年度增加百分之十二）。

20.领土内最小的百暮大卞约振行，百分之三千二属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的巴克某国际報行，百分之三十一属于节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回忆一九 

七四年年底和一九七五年年初期间，有人提出各种建议来解除节约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所遇到的财政困难。® 其中一个建议获得通过，百慕大货市局根据五月初开始 

生效的一小法案被指定为节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暂时管理者。

2 1 . 百茶大节约報行在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一九七五年年度报告中说，由于 

它和约投资控股公司的联系关系，一九七五年它在实际与佑计的利润上损失了 

72, 0 0 0 百慕大元。 "f约投资控股公司靈事，也是百某大节约银行的靈事已为

⑥ 第 2 2 段。



jtL 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继续留在童事会已对報行业务产生不利的影响"
(并参看本报告的第二十七章，附件，第 40—43段 （A/31/23/Rev. 1卷 E3)。 
关于第四家商业银行—— 百慕大国家银行，还没有类似资料，

B . 国际商业

2 2 . 国睹金融在百慕大经济上是仅次于旅游事业的第二重要部门。一九七 

一年，有 2, 2 5 0家国际公司在领土营业，交易额为3, 0 0 0万百幕大元。 巴 

特菲尔德父子報行在其一九七四/七五年度报告中说，在过去四年中，这小部门 

对经济的贡献至少增加了一倍而其成长率则在加速提高之中。

2 3 . 据韻助建立百慕大国际商业的威廉•肯普先生说，一九七二 - 一九七 

五年期间，国际公司的数目每年平均增加约百分之十，从 2, 5 0 0家增至3,271 
家 （包括美国股权所拥有的2, 0 0 0家在内）。 国际金融业已受依照一九五0  
年免税公司法组成的公司的控制，该法允许这种公司申请免it公司税。 此外， 

有些在海外组成的公司机构，虽然不属于本地，也按照一九五六年的移民和保护 

法取得执照在百慕大设立办♦ 处营业。 ®  一九七五年登记的公司，有 2, 639 
家是免税公司，5 0 0 家是不属于本地的公司，3 2 家是免税的合伙公司。 这 

些公司的营业活动包括基金管理、保险，投资、航运、货易以及单位信托管理。

© 有关将百暮大设成免税地的法律方面进一步的资料，参看《大会正式记录， 

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 8 号 》（A/9023/Rev.l ) , 第四章， 附件， 

附录五，第 25-30段； 《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2 8 号 》（A/ 
9623/Rev.1 ) , 第四章， 附件，附录五， 第 2 3 段。 《第三十届 

会议，补编第2 3 号 》（A/10023/Rev.l),第五章，附件，附录三，第 

2 7 - 29段。 并参看以下第26-80段。



M . 肯普先生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的一项公开声明中说，许多国际公司 

都有大量的实收资本，有些超过25, 0 0 0 万百慕大元，虽然一般的免税公司在領 

土上只有一个小据点，但它是工商业的真正支柱。 他又说，对百暮大人而言，与 

海外公司有关连的最佳工作机会是報行，法律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和通讯与管理机 

构。 他警告不可期望在免税公司得到高薪工作，因为除非这些公司能够从外地带 

进它们自己的人，否则它们是不会来到领土上的。 他把政府和国际公司之间关系 

的改善归功于百某大国际商业协会主席切斯特•巴特菲尔德先生。

2 5. 巴特菲尔德先生在十二月十六日向百慕大国廝商业协会年度大会作报告 

时说，百慕大国际商业协会正在审查工业方面就业机会的范围以及百慕大人需要什 

么样的训练和经验■来利用这样的机会。 他进一•步说明：

"由于百暮大作为一个旅游胜地的天然限制，必须越来越依赖对于百慕大 

经济有主要贯献的国际商业。 在过去三十年中，百暮大作为这种商业的所在 

地已经建立了一个使人羡茶的名誉。 它的政治稳定性，通讯便利、法律和专 

业服务机构都有助于此… … 尽管全世界都有经济衰退的趋势，以及暴力和宪政 

的问题，但百茶大的国际商业却已有稳固的发展；可幸的是，这并非一时的言 

目冲动，而是有声誉的特别是保险部门的长期商业平稳而审慎地进入领土。 "

百慕大银行在最近一次业务通讯中支持这些观点，并认为"重要的是我们应承认它 

们对本地的宝责贡献，以继续使它们（国际公司）受到欢迎。"

C . 新的立法

26. — 九七四年以来，政府已谋求提出文法：（a) 将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九 

年的印花税法加以现代化；并03)管制保险公司，规定在百慕大营业的保险公司至



少要拨出一定款項在本地投资。⑨巴特菲尔德先生说，百慕大国际商业协会已经 

和商会国际公司处共同考虑三项连续的印花税法案的草案。 政府已接纳他们的许 

多建议，至于最后的草案是否会，决意见上余存的坡异，尚未可知。 一般而言， 

他认为这项法案会“对免税公司或国际部门所要缴付的大部分税提供令人满意的减 

免 " 。

3 7 . 据巴特菲尔德先生说，保险法案可能会是影响到百幕大的国际保险部门 

的最敏感的一项立法。 百暮大国际商业协会和国际公司处已和政府官员会谈，讨 

论提议的保险法案所显示的方法。 在研究了一项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底收到的新革 

案后，这两个組织已注意到该革案一般看来包含了他们强烈拥伊的自我警戒的方法。

28. — 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对于居民为在外国 

投资而购买的外币，征收百分之五的税。 在这个法案下，除了免税公司的雇员之 

外，所有在领土上工作的人都要付税，同时，除了退休的非百幕大人之外，公司、 

商业、合股人以及永久居住在领土上的人民都要付税。 这项法案将载有一份免税 

的细目表，包括(a)暂居的人所应得的利润，利患，红利；(b) 除了外国产业的抵 

押借敦和为得到百茶大以外的资产所作的贷款之外，应当偿还；（e) 除了外币公倩 

之外，对暂居的人出卖在百暮大的产业和对当地公债所应付的款项；（d) 在百慕大 

货市局特许下，当地保险公司用保险费收入或当地退休基金组织用退休金缴款在外 

国所作的投资。 根据当地政府统计，百暮大向外国的投资从一九七三年的740 
万百幕大元降至一九七四年的5 5 0 万百茶大元，同一期间非百幕大人的汇敦从 

1, 1 0 0万百慕大元降至9 9 0 万百茶大元。 一九七四年数量的減少很可能反映 

国外的利率降低以及一九七四年为解除外币借贷的七厘利率的限制而对一八六一年 

利率法案的修正。

⑧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23号 》（A/10023/Rev.l),第 

五章，附件，附.录三，第 2 9段，并参看本报告的第二十七章，附件，第 36 
和41 段 （A/31/23/Rev. 1, 卷四



3 9. — 九七五年千一月七日，总督在他的演说中说，他将请立法机关审议一 

项取代现行安排的法案，目前按照一九五六年的移民和保ÿ*法，不属于本地的公司 

可以取得菅业许可证，在百慕大菅业。 这项法案会发给这种公司菅业执照，如果 

它们符合某些条件的话4 它们的利润或收乂也会获得免税。

3 0 . 关于发给外国公司执照的事，已特菲尔德先生说已同国际公司处就这个 

问题达成共同意见，并将草拟一项新法案，规定每个外国公司建立一个至少有一位 

当地主任的地区办事处。 因此可以保证更佳的自我警戒并且不必制定广泛的检查 

权力。 此外，如果这种公司想要做免税企业，它就必须在实际上和法律上尽可能 

符合当局对免税公司所作的规定。 他又说已有人數促加入一项条敦，准许那些目 

前已有执照的公司继续行使它们各自的许可证中所规定的权限。

D . 货币和信贷

31 . 百某大货币局是在一九六九年成立的一个法定机构，主要职责是发行和 

兑换当地货币，监督報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代表政府管理外汇管制。 百慕大货市 

局并就報行和货市事务向政府提出意见。 根据货币局一九七四年的年度报告，该 

局期望得到政府授权，按照经济和金融状况的转变而变更百暮大元在不同的交易时 

所收的最高利率。 十月一日生效的存敦公司法，大大地扩大百茶大货币局对此类 

公司行使监替权的任务。

3 2 . 在最近一次业务通讯中，百慕大報行说，由于外国投资所得的利润降低 

与百分之五的外国投资税，一九七六年百慕大元短期存敦的利率颜期会首次下降， 

并说 "两家本地最大的報行已经略略降低了短期存款的利率根推业务通讯，百 

幕大後行期望由于商业条件的改善，接受抵押借敦的要求将会比较容易，证券交易 

所的股票会更具吸引力。然而，報行认为，由于缺乏一个大的当地资本市场，所以 

仍然很难筹集大笔的个别资金来发展房地产或投资。



附件四*

关于凯曼群岛的工作文件 

导 言

1 . 关于凯曼群岛的经济状况特别是与外国经济利，益有关部分的基本情报，

I已载于特别委'员会先前的报告中。 在 最 近 一 次 为 委 I员会本届会议编制，的工作

文件中，也载有该领土一般经济状况1̂1最近情报i(本报告的第二十 九 附 件 ,A节 （A/ 
31/23/lîev 1, # ® ) ) . 今将外国经济利益在群岛上活动的补充情报载列如下：

* 前 曾 編 号 A/AC. 109XL 1081印发。

⑤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千届会议，补编第23号， AX10023 y^Rev. 1) 
第Ï 章，附件，附录四， ' - 一



2 . 凯曼群海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就是国际金融机构，它们由外国的公司控制， 

尤其受到加拿大，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的控制》据 

财政部长约翰逊说，金融事业所以会发展并不仅是因为逃税；许多国际上居领导地 

位的金融机构在凯曼群岛1：设立分支机构是它们本国的政府所知并同意的。 该领土 

所以会发展成一个受到高度重视的金融中心的其他原因包括它的稳定、 它的设备、 

保守報行及信托业务上的秘密和能够提供可以信赖的服务等g
3 . 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三年这段期间，该领土上的金融活动扩展迅速，国 

际性公司的数目从 1800增加 到 500.0。 但 是 ，在一九七四年，平均成长率从百 

分之三十五降到百分之二千一。 一.九七五年千一月，约翰逊先生在向立法议会提 

出预算的讲话中，提供了下面的有关资料， 到九月底，这类公司在该领土登记的 

总 数 为 6, 5 1 6 家 （一九七四年底时有 6, 0 8 7 家 ），其 中 4, 506家属于普通公 

司类，而其余的公司中大部分是属于免税公司， 根据凯曼群岛关于管制国际商行 

的法律，® 普通公司与免税公司不同的地方，除其他事项外，就是它们必须在该领  

土上维持一个办事处g — 九七四年以来，许多公司因为不遵守这个法律而在登记  

册中被除名 • 如不记被除名的公司，则一九七五年新列入登记册.的公司实际数目 

大 约 有 1, 0 0 0 家 。 约翰逊先生指出，]公 司 登 记 处 对 促 进 国 际 金 融 业 提 供 了  

"非常重要的服务 " ，它的人员充足，并且经过相当大的改进。

4 .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公司之外，到一九七五年九月底为止， 20(3家以上的報 

行和信托公司也在凯曼群岛领得执照，其 中 4 0 家领到 A 级执照，其余的都属 B 级 g 
拿 到 A 级执照的公司有权在群岛内外营业，并且通常可以从事黄金和外汇交身《 ©

⑨ 第 3段 。

© 同上，篇 4 段，



B级执照限于海外营业，并且通常不准从事黄金或外汇交易。

5. 一九七四年末期，总，吊销了国际金融集因中三家報行的执照》 此集闭 

是一九六八年由一位加拿大報行家让。杜塞在大凯曼岛上所创立。 一九七五年十 

二月，杜塞先生在受审之后，因被控与两家報行的停业清理有牵连而被判入狱九月。 

他否认所有的指控，并通知准备上诉。 尽管该银行集团遭到失败，据报告，一般 

对凯曼群岛的信心依然很强。 一九七五年年中,政府指派了一位有经验的官员来充 

当銀行检查处的報行检查员。

2. 房地产发展

6. 一九六0年代末期建筑业迅速扩展，主要是由于对旅馆食宿设备，公寓， 

住房，新報行和办公厅的需求增加的刺激，结果地价随之直线上升《 这种蓬勃气 

象继续到一九七五年，那时本地的经济，尤其建教业，充分感到主要工业国经济衰

退的影响。

7. —九七四年下半年国际金融集团瓦解（参看上面第5段 ）影响到若干全部 

或部分由其提供资金的发展计划项目。 虽然推报告许多这种计划项目在该年年底之 

前已找到新的资金来源，但是其中有一项比较重要的米切耳小溪花园工程，这是一 

个佑计需耗资5百万凯元的共有公寓建筑工程，在報行集团清算人的要求之下

于千月停工。® —九七五年二月，据报导清算人已经同意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 

德怀特，克雷塔先生（美国）合伙。根据这一合同，后者的新公司jlgP德塔尔马企业 

有限公司{凯 S)蒋提供这项工程的管理和资金《 俟政府批准，这项工程可望于 

下半年恢复进和^8. —九七五年四月初，政府发表了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九0年的发展计划草襄 

这计划革案的基本目杨是拟出土地利用的方式，同时照顾到目前的自然和经济实况 

千一月时，约翰逊先生指出，该计划可能于一九七六年初提交立法议会通过。 他

⑤ 第 6 — 8段：

© 根据目前的汇率，凯元一元（.$ GI1. 00)等于美金1. 20元



所表示的信念是，在拟定"一个合理的、可以接受的发展计划"之前，群岛无法获 

得大量的外国投资，包括在房地发展上的投资。

3. 养龟事业

9.前面提到，一九六九年联合王国和美国的一群投资者， 成立了海产有限 

公司，这个公司是绿色海龟养殖场的所有人9̂ 自成立以来，它已获得极优异的成果, 
.在该群岛最近的输出品中占最大的比例。 一九七四年末期，国际金融集团的瓦解 

(见上面第5段̂ 使得该公司失去了一个新的支持者，使它的财政发生困难。 一 

九七五年二月，该公司已财力不济3它的业务经费的筹供由联合王国的联邦发展金 

融有暇公司和纽约的第一花旗報行（现在改为城市報行）接管，并由欧洲财团协助。 

五月间，为了要使养龟事业继续下去，報行行使其债券上所赋予的权力，指定了一 

个破产产业管理人。 振报导，联邦发展金融有限公司和欧洲财团计划想织一个新 

公司购买海产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

4. 石油工业

10-在一九七四年八月里，美国一家企业，即波音飞机公司的代表，就关于 

在小凯曼岛上建立一座原油储藏地，及可能建立一座炼油厂等问题与政府官员和当 

地其他人民会谈®。 千一月间，约翰逊先生宣布，经过该领土政府的要求，联合 

王国已指派一顾问团对此事进行调查《 在他的预算讲话中，约翰逊先生说波音公 

司的申请还在考虑中.，并指出其他-<些公司也表示了同样的兴趣。 他并进一 

步表示，关于在小凯曼岛上建立石油工业的事，政府已准备审查各种建议，但有一 

项理解，即任何承诺都要等到顾问团提出它的建议之后才能决定。 他相信该岛的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补编第23号》（AXl0023/ï̂ ev 1),第五襄 

附件，附录四,第 10至11段。

© 同上，第 12段。



经济将来可能自立。 关于这一点，可以注意的是，在发展计划草案中已为该岛拟 

定了一秦代替的计划，端视美国投^«所提的石油姑工程能否实现而定，



附件五*

关于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工作文件 

导 言

1.关于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经济情况，特别是外国经济利益的基本资料， 

载在特别委员会的上次报告中，® 为特别委员会本届会议所编制的最新工作文件 

也载有关于该领土一般经济情况的最近资料（本报告的第■二十九氧附件，C节(4^1/
2 3/Rev. 1卷四））。 下面是群岛上外国经济利益活动的补充资料，

* 前曾编号A/AC. 109/L. 1082印发。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2 3 号》（A//io023/Rev. 1) , 第 

五章，附件，附录五。



1. 外国投资在该領土经济上所发挥的作用

2.外国投资者，大多数来自加拿大、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 

合众国，在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经济生活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自从一九六 

0年以来，他们集中在房地产、旅游业、主要经济部门和商业性捕鱼》 捕鱼业大 

部分为三小外国公司（巴特菲尔德渔业有限公司、大西洋黄金遍业公司和劳思渔业 

公司）所控制。 最近几年来，这些公司的产品（主要是赚I姑 ）占该领土出口的最 

大部分。 它们所捕鱼类的加工工作，是群岛上最要生产活动。

3. 一九七0年，政府为了要发动加速经济增长率，因而对雜人投资者提供各 

种财政和其他奖励办法。 所采取的第一♦步驟就是通过一九七0年公司法，该法 

规定至少在二十年中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不征收公司税、小人税或預扣税。 一九 

七三年—— 那是有资料可查的最后一年—— 年终,所有金融机构充分利用群岛上征 

税方面的各种奖厥办法，在领土上设立了二十多个机构，⑨它们的主要活动包括 

報行、保险、投资和信托基金的管理。

4.政府的第二小重要步骤是在一九七二年制定了鼓励开发条例，以鼓助当地 

和外国两方面的投资。 可是，到目前为止，禾A人投资的数额报有限，不能满足该. 
领土的需要。 当地经济虽曾获得联合王国像慨的经济援助，但仍停留在呆滞状态， 

因此，许多人民，特别是新来的劳动者，都找不到工作，最近他们都抱怨外籍人士 

占据了高薪职位。 反外情绪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切达到高潮，当时曾在大特克岛上 

发生暴动。 其后，政府采取各种步骤以解•决犯罪和就业问题，目前该岛情况趋于 

平静。

2. 房地产的发展和旅游事业

5.群岛上大部分的土地是皇家领地，其余的土地都是私有。 皇家领地的政



策是，直到土地依照协议的规定和条件加以开发后，才能保留自由保有的产权。

嫩买私有土地不受任何暇制。

6. 在以前提到过的目前正由皇家领地内的外国公司进行的土地和旅游发展的 

计划项目中，有嬰项目是在北凯科斯和盐确岛上进行。 第一个项目是建造一小游 

乐地区， 地607公顷（其中有8. 里的白沙海滩，大家认为这是该领土最好的 

一小海滩）。 七鍵有限公司和政府订立一小有条件的租约，因而取得土地，它已 

经建造了一家旅馆，一小游艇停泊港和其他基本设施，包括25. 7公里的道路。 

一九七五年完成的工作包括将旅馆睡房从10间增到25间，建造综合商店区和开 

办发展惠特比安全村计划，该村提供18(Xh住宅地基，其中许多住宅直达海滩或水 

边。 正在发动一小运动，把那些地基小别地售给加拿大、联合王国和美国的国民. 
在同一年内，特克斯日光开发有败公司曾租得一小关于皇家领地40.5公顷的有条件 

雅约，在益觸岛开始建造一座有50间睡房的旅馆，佑计成本2 50万美元》® —* 
九七四年十二月又有一小重要的发展，即政务会议在原则上同意一家加拿大公司的 

提议，在大特克岛建造一小拥有睡房100间的海滩旅馆。 这些计划项目完成后， 

旅游设施，其中包括旅馆床位（一九七四年有287小 ),预计将大为充。

3. 石油业

7. 一九七二年，美洲埃索公司与联合王国政府及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政府， 

为了在无人居住的西凯科斯岛上可能设立一，个炼油厂一事进行了谈判。⑨尽管埃  

索公司于一九七三年付给领土政府100, 000美元，以抵充设计这小提议的炼油厂 

的费用，另外付出200, 000美元，取得西凯科斯的土地选择权，有效期间到一九 

七六年六月三十日为止，但是目前该公司并无已对这件事作出:à后决定的迹象。

© 一九七三年八月，该领土的法定通货从牙买加元改为美元，

⑨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23号》（A/10023/Rev, 1〉，第 

五章，附件，附录五，第8 — 9段。



第五章

(a/ 31/23(part IV))

殖民国家在其所管领土内进行的军事活动和安排，这种军事活 

动和安排可能妨碍《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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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文件

四 .关于太平洋岛崎托管领土和关岛的工作文件



第五章

殖民国家在其所管领土内进行的军事活动和安排，这种军事活 

动和安排可能访碍《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

A .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1.特别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和九月十三日的第一0四六次和第 

-0五五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2.审议这小项目时特别f员会注意到大会的各项有关决议，特别是一九七 

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48U X X X )号决议第9段，其中大会"要求殖民国家立即无 

条件撤除其在殖民地领土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并不再建立新基地和新设施。

3.特别委员会审议这个项目时，收到秘书处编制的四小工作文件，载有关下 

列各领土内军事活动和安排的情报：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伯利益、百慕大、特 

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及美属维尔京群岛、太平洋岛崎托管领土和关岛（参看本章附件 

一至四）。

4.在八月三十一日第一0四六次会议上，古巴、保加利亚、马里、中国、印 

度危西巫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等国代表发了言（A/AC . 109/PV. 1046)。
5.九月十三日第一0五五次会议，特别委员会表▲根据委员会委员协商拟定 

的决定草案案文（A/AC.109/L.1131)。 特别委员会以二十一票对0票，一票 

弃权通过该决定草案（参看下面第7段）。 澳大利亚代表对其投票作了解释性发 

言（A/AC. 109/PV. 1055) 。

6.九月二十三日，已将决定全文（参看下面第七段）分送所有国家。



B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7 . 上面第5段提到的特别委员会在九月十三日第一0 五五次会议上通过的决 

定全文 (A/AC . 109/541 )转载于后：

(1).特别委员会研究了所审查年度内各殖民国1宏在其所◎领土内进行的军活 

动和安徘后，仍然坚信这种活动和安徘可能妨碍《给予广I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Ù：言》 

的执行。 这 项 论 对 if]部非旧各领土来说共为明显旧为在南奄非洲正利用军事力量来 

制服殖民地人民，对付民族解放运动力争取自ÜJ和Ilk立 的 斗 就 其 他 领 土 来 说 ， 

殖民国家维持战略性的军基地，以为它们的全利益之用,因此这项结论也是正确的。 

在某些情况下，殖民国家广泛地将土地移作军: 用途，使人民不能从'ÿ生产活动， 

也访碍各有关领土的经济发展.
(2).特别委员会地注意到：☆关的巧民&：]宗没有执行大会娶求它们在 

殖民地领土的军事基地和设施以及不再A立新的基地和设施的各项、有关决议。

(3).在南部非洲，当前局势特别严重，该地的非法种族主义îU义大大地增加了 

军期支出、扩张了武装力贷。 例如，在纳米比亚，南非的武装部队大量集结，其 

目的是在压制人民的抵抗,永远延长非对该烦土的非法占領， 关于这方ÎÙ',特 

别委员会对于某些国家腔续同非合作、向m非供应武器、军装备和枝木， 示 

关切。

(4).特别委员会再次重申所有殖民地和其他属地人民有不容剥夺的自央和独立 

的权利。 委员会妥求立即停止殖民主义和种7)；̂主义政权对南部非洲殖民地领土人 

民和它们的民t: Ü 故运动祈进行的压迫战争，以及紧急撤除it些领土内的全部军事 

基地• 特别委员会认为拉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是合法的，呼吁所有国家 

对南部非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和它们的民族鮮放运动，增加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梭 

助，

(5).特别委员会递责殖民地领土上目的在否定有关人民自决和独立权利的一切 

军-卞活动和安徘. 它特别遗责南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境内的非法种族主义政权使



用庞大武装部队，力0 镇压各该须土被压迫人民取自由的斗并•别道责南非  

同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的军-卞和政治勾结，以及南非最近加强在米比亚的 

扎 ，用以巩固它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 特别委员会又iül fc某些西方国家对i，:，i 非 

洲的S 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的继续军車勾结和支梭，同时要求所有国家对各族 

主义政权停止所☆ 这种iiî强它们进行殖民主义压迫战争能力的勾结和支梭，il#别是 

停止出售武器和其他作战物资。

(6).特别委员会速责肉罗得西亚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为对付津巴布-Î5人民和 

它们的民族) 义运动的战争所〔行征暮外0雇佣兵的运动。 它耍求一切1*1关0家 

采取步•骤，禁止它们的râ民应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召暮为雇佣兵，

i n 特别委员会也递☆某些西方国家与市非进行核合作。它要求有关国家停止 

所有这种合作，尤其是停止向南非供应☆强其核能力的设备和技术，

(8).特别委员会进一步重中：它遗责殖民0 家 在 所管须土内进行的一切军斯 

活动和安徘，这些4'：!是 损 ， 有关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和权利，特别是它们自决和独 

立的权利的* 特别委员会再度要求有关殖民国停止这种活动，并且iS照大会的 

有关决议，极销这种军草基地• 关干这方面，特别委员会请特别注意大会九七 

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481 (XXX)号决议第9段的规定，其中大会要求?t民国家立 

即从â 民地领土撤除它们的军舉：!：:地和设施，并不再建立新的基地和设施。

19).特别委员会尤44对把殖l'Ut!!領土的土地转供军事议施之用示遗憾。虽然 

有人辩称维修这些设拖造成就业机会，但是为.了这个目的，大规模地利用当地经济 

和人力资源，使资源不能更有利地用于促进有关领土的经济发展，因此这是违反土 

人民的利益的。

aa.特别委员会请秘书处r[闻厅加紧进行宣传，以期使世界與论知道有关â民 

领土的军事活动和安徘妨碍大会-■九六0年十二月十四日第1514(XV)号决议所 

裁《i:言》的执行的，实，



附件一 *

关于南罗得西亚的工作文件

导 言

1, 继津巴布韦各解放运动的代表与非法政权的代表于一九七四年千二月十日在 

达成协议之后，a 已开始致力于如何以和平方法解决南梦得西亚问题。 然而，在一 

九七五年期间，非法政权继续加强其军事力量，派期与津巴布韦解放部队展开冲突。

2。 本文件审查了非法政权为保留在领土的控制权而采取的各项措施。

1.加强武装力量

A .征暮政策

3 . 自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南罗得西亚的武装斗争加剧以来，非法政权对加强 

征暮其武装部队视为优先任务.特别委员会在一份以前的报告中叙述了非法政权用 

来保留其现役军事人员和征暮新成员的方法和敎励手段。b 这些措施仍继续使用。

4. 非法政权于一九七五年宣有所有1 8岁的改洲人中学男性毕业生将在年底 

前征召入伍。 大学入学许可已不再能使18岁以上的欧洲人男子享受缓期服役， 事实 

上，在一九七四年成立、用来决定申请缓期服役案件的大举入学免役委员会已经撤销。

5 . 此外，从一九七五年开姑，凡两次不能通过同样的公共考试的1 8岁改洲人 

男性学生，应接受征召义务。 凡参加公共考试的1 9岁的欧洲人男性学生须征召入 

伍，不论其考试成靖如何。

* 前曾，编号 A/AC. 109/L. 1088印发。

a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2 3号》（A/10023/Rev.l ),第九章，附 

件，第 82至88段。 

b 《同上》第六章，附件，附录一，第 3 至8段,



6 . 欧洲人学生在服役完毕后，希望于一九七七年进入大学的，应于一九七六年 

•-月向防卫人力登记处" 申请，并频获准免除再度服投。

7. 非法政权于一九七五年七月号召所有的南罗得西亚白人志愿加入保安部队或 

民防的某些单位服役。 非法政权重新恢复在一九五0 年代末期撤销的罗得西亚妇女 

部队。 该部P人于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IE式重新设立，开始征募1 8至5 0岁之间的 

妇女，征暮的te女在委派担任办事员、无线电操作员、空中交通管制助理员和情报人 

员之前，须受两个星期的训练，

8 . 非法政权也完成了设立第二个罗得西亚非洲人步枪营的计划，由 1,000名 

黑人士兵和军士以及白人军官所组成。 根据各种报道，这些计划打算让黑人士兵打 

游击战，对白人士兵来说这种游击战争是过度艰巨。国防部长范德尔。拜尔先生宣称这个 

新的营‘‘将比预期的更早展开反游击队的行动"。 据报，非法政权希望新的非洲人 

士兵将不会象一些非洲人士兵一样在执行任务时背叛他们的白人军官，据报在一九七 

二年和一九七三年他们背叛白人军官，拒绝向解放部队开火。

9. 此外，非法政权已加紧征募所有2 5岁到3 8岁的白人，有色人和亚洲人 

到武装部队中去。 根掘一九七五年九月协调部长考琐先生所发布的一项声明，属于 

这些类别而尚无服役义务的男人，将被征召接受为期5 6天的初期军事训练。 3 0岁到 

3 8岁而无服役义务的人将被征召，须在新的一般警察勤务单位或在负责管制乡村地 

区的内政部作5 6天的初期服役。 厲于后一类年纪的人将派到非战斗性的行政局位: 
服务。

1 0 . 考祐先生说, 2  5至 3 0岁一组的最初两个单位，各有 150人，于一九七 

五年十月-^日和十一月六日报到。 经过初期训练之后，他们将在几小月内再度被征

为了情报目的，本文件中有必要提到政府结构的各个不同部分和提到南罗得西亚 

非法少数政权的各个成员的名街。 使用这些名称不加引号，绝不意味着联合 

国对该非法政权的承认。



召，接受为期2 8天的进一步训练。 在 3 0 至3 8岁这一组，头两个白人单位中的 

人员须于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和十一月十七日报到• 此外，所有5 G岁以下的 

白人、有色人和亚洲人，包括在南罗得西亚居住达两年以上的移民均须重新登记。

11. 根据考地先生的说法，这种办法"提供了数千"可供服役的人员。 凭着 

这类的手续，非法政权声称它有足够的人力储备来应付南罗得西亚的任何" 游击队局 

势 "。

B. 召暮外国雇佣兵

12. 一九七五年六月，据报总部设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美国）的一家召暮机 

构菲尼克斯协会曾刊登广告，征求"喜欢冒险的美国人"志愿充当南罗得西亚的雇 

佣兵，协助非法政权的武装部队，据说菲尼克斯协会是由美国驻越南部队一位从前

少校罗伯特‘布朗先生所设立的，

13. i据掘当时美国国务院曾警告美国人说，如在外国军队服役即会丧失美国 

国籍，并说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査有关5 0至6 0名美国人已在南罗得西亚服役的一 

项报告，国务院的坦普尔.科尔先生曾被？I述说，有 "迹象"显示关于在美国为南 

罗得西亚召暮雇佣兵的报告是正确的.据说布朗先生曾证实他在一九七四年九月开 

始召暮雇佣兵，同时菲尼克斯1■办会企图"贩卖有关在外国充当雇佣兵机会的'It报二 

他说，他的广告吸引了大约30(H^回音，但是他不知道实际参加南罗得西亚军队的 

美国人自'》数目*
1 4 .根据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基督教科学蔵言报》的一篇文章： "召暮 

雇佣兵的事情显然正在美国蔓延. 至少有六种美国的运动，枪械和专门杂志在本期 

或最近几期中曾刊登征求‘强牡的战斗人员，或提供 ‘雇佣兵’情报或这类海外机 

会 的 广 告 《基督科学篇言报》明确地说： "本报发现已有几百名美国人回答 

了不同的广告，这些登广告ÉN人 ，除 其 他 项 外 ，也告诉他们如何参加罗得西亚\/



察加武装部队的详情" •文草指出，根据美国第959号法规第1 8款的条文规定， 

为外国部队召暮雇佣兵是非法的。

1 5.力菌罗得西亚召暮雇佣兵的广告也在联合王国出现，广告指出对"在阳光 

下服役"的人有优厚的待遇。据报《星期日人民》和 《世界新闻》周刊上的广佳是由 

" fc勒陀利亚的凉斯先生"代表一家称为'‘南方职业介绍所，，的组织刊登的，这家 

组织有约翰内斯堡邮政信箱的地址.
1 6 .为南罗得西亚征求"旅行响导"的广告也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某些报纸 

上登载，当发现刊登这些广告的人确是为南罗得西亚陆军召暮人员后，据报即将其 

逮捕，

17. 一九七六年三月， 当时的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 5.^大臣詹姆斯，卡掠汗先 

生 ，在议会就有关非法政权正试图利用退役军人记录和地址从苏格兰召暮雇佣兵的 

— 项报告作出评论时，警告说根据制裁法规，对于试图为南罗得西亚召暮雇個兵的 

任何人’得依法起诉，

2. 行动

1 8 .南罗得西亚保安部队对付民族主义部队的残暴情况，已在目前秘书处 

的工作文件(参t本报告的第八章附件許&^7段(A/31/2â/iîey;,l,卷二))中加i嫌 述 》 

这种残暴行动主要是发生在该傭士的东北部，

1 9 .在莫桑比克取得了独立和津巴布韦解放部队建立了新的军事阵线的情况下， 

非法政权便面临了一种新的军事局面* 从报导中可以看出，同时非法政权也已证实：. 
好几百非洲人学生已M 开学校参加津巴布韦非洲人全国委员会在晚邻国家内设立的 

军营.
2 0 .为了胆Jh这些学生大批'离去，该非法政权从北郁的卢恩亚河起至南部ÉW萨 

比河，沿着整个东部级界以及沿着整个博茨瓦纳与南罗得西亚â'g边界，实跑宵禁，



下午六时至第二天清晨五时之间，南梦得西亚ijC内沿这务线一公里的狭长地内任 

何人不得M'开住屋知帐住处 5 0来. 在乌姆塔利地区，距追界大约10 0朱 区 板  

内，任何人不得走动，同时对东各区的 2 3 个学校也实7,̂宵禁。

2 1 .虽 然非政权 g布将对领土内加剧中游击战争，发动新的反游击行动， 

但它已显出一些忧虑的迹象。非法政权的所谓总理伊恩。史密斯先生在一九七五年 

七月向罗得a 亚全国农民联盟的发言中说，加强保安工作会给该国带☆Ii多问最。

他向他的听众说，未来fr'7前途是艰难的,在 "我们最后走完"之前，可能会遭到更 

大的困难。

2 2 .非法政权为了准备ir行反游击行动，为了增加部队的机动性，已効拨了 

2,770万罗元d ,用来在行动地区廷造"保安道路" ，

3. 侵犯莫桑比克的领土

23. — 九七六年三月三日，莫桑比克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总统揭露说， 

对莫桑比克进行一长串武装挑牌的就是南罗得西亚的军事部队e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 

三日和二十四日的夜间，南罗得西亚武装部队便用喷气式飞机、’轰炸机、直升机’ 
炮 兵 和 兵 部 队 ，对莫桑比充的帕富里村和马伍村发动密集攻击•攻击帕富里村的 

结果，有四人死亡，其中有一个十八个月的小孩。另有五人受伤，其中有一个是六十 

岁的妇女. 马伍村被攻击后据报也有死伤，

2 4 .南罗得西座非法政权承认，有时候为了 "热追，，津巴布韦的游击队，它的 

部队曾进入了莫桑比克.

4. 南非的军事驻留

2 5 . 记得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底时，大约有6,000名南非的准军事部队在南罗 

得西亚活动.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卢萨卡达成的协议（参智上文第1段 ）宣

南梦得西亚元大约等于1. 60美元，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年，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补编》 

文件 S/12005,



布后，南非立即发表声明大意说，卢萨卡协议中所指的停火全部实施后，它的部队 

就撤出南罗得西亚。

26. 一九七五年八月，南非W 察兼司法部长詹姆斯.克鲁格先生和南罗得西巫 

国防部长范德•比尔先生宣布说，南非的准军事部队已在系统地撤出南罗得西亚。 

完鲁格先生说： "卷入南罗得西亚人之间自3内部斗争，决T谈 罗 得西亚或南非Ô'々 目 

白勺，也从来不是为了罗得西亚和南非的利益，…，.各方觉得，它们〔士兵〕的驻留不 

应该成力干扰谈判程序的一个因素 "。

2 7 . 现在还不能证实南非已把它的部队从南罗得西亚撤走。事实上，津巴布韦 

Ê'H冗导人表示忧恐怕有些南非士兵可能已加入了南罗得西亚的东5队 ，或者已成 

为游击队。



28. 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南罗得W 亚的军事赛用一直不断地在增加. 现将一九 

六四年以来所拨的军事经赛列于下表.所佑计的一切保安部队一九七五/ 七六年的 

拨敦比一九七四X 七五年的拨敦增多了 1,300万罗元，比一九七二X 七三年以来  

的三年期的拨敦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以上.

南罗得西亚：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六年 

武装部队和警察的年度经赛 

' (以f, 0 0 0南罗# 西亚元计）

年度 陆军 g S m 总数

19^57^5* 6 038 10 3^8 22 220

1965/66 6 212 5 810 10 902 22 92k

1966/67 7 ?h2 5 228 12 216 25 186

1967/68 8 590 5 59k 12 788 26 972

1968/69 15 *tOO a Ik 000 29 ^

1969/70 10 k60 6 624 15 051 32 135

1970/71 10 889 8 *403 15 "25 3̂  717

1971/72 12 070 7 503 l6  886 36

1972/73 15 316 9 68k 17 856 h2 856

1973/7^ 30 9^'^ 22 039 52 979

197V75 k6 176 a 31 198 7*? 37̂ +

1975/76 57 014 a 33 328 90 3̂  2

资料来源: 南罗得西亚，财政部长各该年度的颜算报告（索尔兹伯里，政府印刷厂）• 
a 陆军和空军的综合慨算.



附件二 

导 言

1。 继一九七四年德萄^决定给i?安齋拉和莫桑比克独立之考南非立即开始采I取 

步，加强其国防部队的总兵力，并巩固它在纳米比亚的地位。 回顾在这方面所采 

措族包括：提高一九七五/ 七六年的军事拨款，与前一年比较，增加百分之三十六； 

鉴编军队以便成立两支主力军，一支用于常规作战，一 ★ 用于 "反暴 "行动，以及 

以正规武装部队替换在纳来比亚北部边界巡遮的警察会队。

2 。 由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在一九七五年春季发动了新的军 

事进攻（参看本报告的第九章，附件，第 1 0 9段 （A/31/23/îlev。 1卷 二 ），接 

着安奇拉境内也爆发了战斗，南非采取了进一步步骤以加强它的总兵力，并进一步 

巩固它在纳米比亚的地位。 而且从一九七五年十月起南非即开始利用纳米th亚作 

为它向安奇拉发动军事侵略的跳板。 虽然南非于一九七六年三月把部队撤离安哥 

拉，南非在纳米比亚已经建立了庞大的力量。 南非军事官员的谈话清楚地表示该 

国计划保持其备战状态，并准备对西南非民组;进行长期战争，预期这场战争在今廣 

数年内将遂步加剧。

7。军事开支

3 。 一九七六/ 七七年，南非拨了 14亿兰特a (总预算的百分之十七点二）

作为国防开支》 这个数额比一九七五/ 七六年的原来拨敦（94, 800万兰特 ） b

* 前曾编号 a/AC. 109/li 1089印发。

a — 兰特约等于1。：15美元。 一九七五年九月南非政府宣布将货币贬值百分之 

十七点九以前，一兰特约等于1。49美元。



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点六，比一九七三/ 七四年（47, 200万兰特）增加了百分之 

•— 百九十六点六。 这笔总数中，最大一部分（64, 400万兰特或百分之四十六） 

分配给陆上防卫，包括反暴力量。 海上防卫的拨款达16, 220万兰特 ( 百分之十 

一点六），空中防卫7, 170万兰特（百分之五点一）。 其余的拨敦包括补给支 

援 28, 770万 兰 特 ； 指探和控制9, 880万兰特，一般训练7, 100万兰特，人 

事支提1, 090万兰特，一般支援360万兰特。 因为采用了新的预算制度，无法 

对拟议的一九七五/ 七六年和一九七六/ 七七年的拨敦作直接的比较。

4。 为了应付增加的国防开支，南非政府提议增收各种销售税，包括汽油和 

烟酒税；增加个人所得税；以及若干其他直接间接税捐，预期可筹集72, 090万兰 

特 „
5 。 为了弥补预算赤字，南非政府缩减了其他政府部门的拨款，并计划筹集 

13亿兰特贷款，其中约17, 500万兰特来自外国方面， 12, 000万兰特从出售特 

种防卫公债获得。 其余的赤字24, 000万兰特准备从"稳定帐户"提敦来弥补。

6。 南非财政部长欧文。霍伍德先生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向议会提出 

预算时说，南部非洲的政治发展清楚地要求南非增加防卫努力，并加强经济和军事 

方面的准备。 他表示"为了确保挥卫边界的人能够获得可能最好的配备来PI吓敌 

人 " , 增税的事一定会获得支持。 应该注意的是，对于南非来说， "防卫 " 边界 

包括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和镇压人民为自由和独立进行的斗争。

一九七六年二月，曾请南非议会核准一九七五/ 七六年追加国防预算的请求， 

数额为3, 150万兰特。 这笔总数中， 1, 700万兰特为薪给和工资； 340 
万兰特为津贴和运输；580万兰特为燃料和润滑剂，530万兰特为军被制造。 

从拨款的性质可以看出追加请求与侵略安哥拉直接有关。



7。 预算受到南非报纸的批评，理由是它将过分的负担强加给"老 百 姓 "， 

大大地降低全体南非人的生活水平，使通货膨服愈趋严重，抑制新的投资和使一般 

的经济成长放慢。

2 武装部队和武器

8 。 南非的武装部队和武器与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领土内的民族解放斗争直 

接有关。 而且，这些部队和武器是南非在纳米比亚实施镇压的基本工具。

9。 振 《一九七五一一九七六年军事平街》°的报导，一九七五年南非国防 

部 P人的兵力跃升到201, 900人 （参看下表）一九七四年为119, 450人， 此外

还有 75, 000名志愿的准军事突击队（保护工业和农村地区）；约有30, 000名

成员的警察部队，其中白人约占一半；和人数不明确的后备警察。

民 兵

常备军 应征士兵 (后备） 井 计

陆 军 7 000 31 000 138 000 176 000
海 军 2 600 1 400 10 400 14 400
空 军 5 500 3 000 3 000 11 500

15 100 35 400 151 400 201 900

10。 推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金融邮报》（约翰内斯堡）的报道，在目前国 

防部队的总兵力中，非白人约百分之二，全部是 "志愿人员" 。 在南非和纳米

C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一九七五年.



比巫两地》只有白人必须服兵役；有色人和印度人从一九七三年才开始有资格接受 

军事训练，非洲人从一九七四年开始。 d
11。 南非为了应付由于一九七五年在安哥拉进行干涉而造成的军事人力需要, 

采取了下列步骤；（a ) 召集数千名后备民兵，主要是20到 30岁的男子，为期三小 

月，以加强所请边境行动地区的兵力； 在后备兵名单中再放上数千名已经服完 

兵役的中年男子；及(0)取销休假及延长服役期限。 根据报纸报道，浪遣 "志愿" 
民兵同正规军和国民兵并肩前往战斗地区，这还是第一次。 糖报道，由于大规模 

征召平民的结果，约希内斯，第一次由妇女指挥交通，各商行也拒绝雇用年轻人， 

理由是年轻人随时会被征召，训练他们等于浪费时间和金钱。

la 尚未获得关于一九七五年实^ 动P 的部队人数的教据。 振南非国防部队 

主管资源的主任尼尔•韦伯斯特少将说，该年内所征用的平民共占现有军队的百分 

之十四，包括后备兵和国民军。 这一组人的组成为：应召在行动区服役三个月的 

后备兵 (百 分 三 ），接受为期三周正常训练的后备兵(百分之三），和国民兵（

百分之八)。 这个比例基本上将不改变。 同时，为了确保高级领导的连贯性和 

国家安全，韦伯斯特少将建议将目前占整小国防部队百分之六的常备军扩大到占百. 
分之十五。

1 3, 一九七五年南非政府还进行在奥万博兰和卡范果兰建立本土军队。 一 

九七六年二月，振报预期头一批将有600人的卡范果兰"士兵 "中，已有82人完 

成了基本训练课程，很快就会接受武器训练，而且一小组奥万博兰"新兵 "已经在 

南非伦茨的军事基地接受高级训练。 一九七六年三月，奥万博兰首席部长科尼利 

厄 斯 》恩乔巴牧师宣布他计划把奥万博兰军队扩增到1, 000人，以抵抗游击队的

d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23号 》（A/10023/Rev。1),
第七章，附件，附录二，第 9至 12.段



袭击， 他又说有79名奥万博兰士兵在安哥拉同南非军队并肩作战。 回顾一九七 

四年年中，西南非民组领袖曾宣称南非政府已向奥万博兰政府发出开始征聘非洲人 

担任边界巡還队的秘密指示。 振称那项指示规定拒绝从军的奥万博兰人将受到在 

特种拘留营无限期拘留的处罚。



1 4 . 上面第一段中说过，南非政府于一九七五年三月宣布了整编和扩充武装 

部队的计划。 这项计划包括将军队分成两个主要兵种，一种用来从事常规战争， 

另一种用于镇压民族解放运动。 关于这个计划执行到什么程度，南非官方的消患 

来源没有提供任何资料》 但是，若拿《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军事平衡》与前一 

年的同一出版物相比较，即可看出陆军整编已经完成，并且获得了大量新装备，特 

别是坦克、大炮和地对空飞禅。

1 5 . 根振《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军事平衡》，南非陆军是由一个装甲旅，一 

个机械化旅，四小机动化步兵旅，二♦ ♦ 兵营，六个野战和一小中程炮兵团， 二个 

轻型防空团，六个野战工程中队和五个通讯团组成，所有这些部队都被称作 "干部 

单位"，可以在动员民兵队之后，补充名额，构成两师的兵力。 与之相比,《一九 

七四至一九七五年军事平衡》中所报导的陆军只包括三个步兵旅，每旅各有一个坦 

克营，一小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

1 6 . 根振《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军事平衡》中的消患，在特别委员会上一 

次的报告里列出了一般相信南非陆军所拥有的装备®之后，据 《一九七五至一九七 

六年军事平街》报等,陆军取得了下列额外的装备：41辆百夫长马克5 式中型坦克; 
30辆搜索者式侦察车；鉴个豹猫式防空系统，包括54个地对空飞禅；以及90厘 

米 ATK炮、 M T A C型反坦克火箭、 K—63双管 35厘米炮和204G—K型 20厘米炮 

各若干。 根据《一九七五年世界军务及裁军年鉴》的报导f , 南非在一九七四年 

总共用去16, 100万美元购买主要武器，其禅•《 h用在防空系统和百夫长式坦克 

上。

e 同上, 第 15段。

f 斯德哥尔摩，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一九七五年。



B。海军和空军

1z 特别委员会上次的报告g 中开列了南非海军所拥有的装备。 据报海军 

拥有 30艘以上舰船，包括3艘达夫尼式潜水艇，2 艘驱逐舰和7架自空军处借来 

的汰斯普式直升机。

1 8 . 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提出有关国防的白皮书中，南非国防部长博 

僻先生宣布了增置多艘潜艇，六艘高速载飞弹的军舰和用以补充及以后取代现有扫 

雷艇的新反雷舰艇的计划。 推 《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军事平衡》中报导，南 

非正在制造的那六艘高速军舰是装置了埃克索塞特式陆对空飞，系统的克尔维特式 

轻巡航舰。

1 9 . 推巴黎《世界报》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的一篇报导，南非最近从 

法国南特的杜比尚一诺曼底造船厂订购了两艘高性能文格斯塔式潜水艇，将于一九七 

八年十一月和一九七九年八月之间交货，并从法国订购了 1, 220公吨的通讯船两 

艘，用于反潜战和债察。 根据同篇报导，南非最近也从以色列获得了为数不详的 

可发射飞弹的巡還艇。

2 0 . 以前已报告过，h 南非将主要的重点放在加强空军力量方面，因为它 

认为，特别在游击战中，空军的力量比其他战斗方式有用。 忆及一九七四/ 七五 

年度时，空军拥有大约500架飞机，包括 100架作战飞机。 新闻报导显示，一 

九七五/ 七六年度的军事装备拨款中的主要部分是用于添置飞机。

21. 在审查期间，南非空军增置了 9架皮亚乔P— 1665信天翁‘海洋侦察机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23号 》（A/10023/Rev。1), 
第六章，附件，附录二，第 17段。

同上，第 19段。



(意大利）、 3架霍克西德利125人员运输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 16 
架 海 市 番 楼 F— 1喷射战斗机（法 国 ）。 据报南非空军正在等候另外32架海市番 

楼 ？一1喷射战斗机， 15架英帕拉教练机（由南非的阿特拉斯飞机公司制造）和 2 
架海洋侦察机等的交货。

2a 南非也购买了表面上是为了商业用途的飞机，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改充 

军用。 例如，据报一九七六年一月南非工业发展公司所控制的一个运输公司SAEAIR 
以五千万美元购买了六架洛克希德赫克利斯运输机，这是南非空军所用的C一 130军 

用运输机同型的民用机。 这些飞机预定在一九七六年间交货，它们的载重量振报可 

达 20吨，飞行距离为4, 000公里。

23。 先前曾有报导，运输部长已批准由南非航空公司从法国购买四架"空中巴 

士 300 "和二架波音747SPS总共费用为1。1亿兰特。

G. 南非的核能力

24 一九七五年间，南非也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以发展它制造核武器的能力。

25. -•九七五年十一月，南非矿务部长皮特。库恩豪弗先生宣布生产浓 缩 凝 . 
的试验性工厂的第一部分在一九七六年切可以开工，到一九七八年时将开始建造一 

个大型的浓缩袖厂，它的初期年产量为5, 000公吨，并可扩充到10, 000公吨。 

后一工厂预期可在一九八四年开工，到一九八六年达到全力生产。

2 6 . 南非声称，它已有能力生产武器级的袖，但是它并无制造核武器的计划。

在不同的声明中，南非官员曾坚持他们政府的核方案的基本目际是和平的和商业性 

的，并且特别是趋于以原子能来作为石油的廉价代替品。

27. — 些报导指出，南非可能已经制造了少量的武器级的质料。 例如《每 

曰电讯报》（伦 敦 ）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八日的一篇报导中提到南非试验厂（直 前 ）



的成功引起了精测，是否它已找到了制造原子弹的捷径，并已造出了可以制造原子 

武器的质料。

28。 发展一种浓缩袖制造过程也增加了南非赢得不产蚀但有核能力的国家给 

它军事支持的能力。 一九七六年0 月，沃斯特总理访问以色列之后，接着就有报 

告说以色列要将战斗机、巡邀艇和其他军事装备卖给南非来换取包括浓缩蚀的战略 

物资。

29。 不同的政治分析家也指出，南非拒不签署核武器不扩散条约， i 也不 

受它的约束。 例如，斯彭斯在《核扩散》 3 — 书中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该共 

和国有理由取得核武器，一方面作为一个象征，另外一方面以它来实际上表禾它有 

能力单独地对抗外来的干涉。 " 该文并提出，南非在着手一个军事方案的四年内 

可能有能力作核试爆，在这之后一个不那么长的时期内可以制造少数以袖一 235 
为原料的武器。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的大会第2373 U x i l )号决议，

罗伯特。劳伦斯和乔尔•拉鲁斯编《核扩散第二阶段》（ 

学印刷所，一九七四年）。

附件。 ■
劳伦斯。卷萨斯大



30. — 九七六年三月十七日，南非议会制定了一九七六年的修正国防法案，其 

中规定南非防卫部队的人员在战时可能须在'‘共和国以外的任何地方 " 担任保卫共 

和国的工作。 该法案还授权国家总统动员公民部队、后备军和突击队从事防止和 

镇压恐怖主义；重新规定"恐怖主义"包 括 " 在共如国内或针对共和国的恐怖活动 

及规定防止和镇压总统认为对共如国的安全是或者可能是一种威胁的共舶国以外的 

任何武装冲突。 该法案有三节，包括授权总统动员公民部队和后备军在内，其效 

力回溯到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这小 H 期是南非派遣第一支分遣部队进入安哥拉声 

称为了保护鲁瓦卡那暴布水电计划的日期。 虽然这种追溯既往的理由未得官方的 

说明;f旦显然是由于认为需要该法案来防止后备役军人对政府提出权利的要求，并使 

将来在领土外使用后备役军人成为合法。

4 . 对纳米比亚的军事领

r 31. — 九七五年期间南非加強了它在纳米比亚的驻军，其中前曾他计包括驻在 

东卡普利维的5, 0 0 0名军队。 如同已经指出的（参看本报告的第九章，附件， 

第 112段 （A/31/23/Rev. 1,卷 二 ）），据报南非已在纳米亚重新部署约 2, 
500名从南罗得西亚撤退过来的警察，并添派了陆军和警察增援部队，特别是滅到 

奥万博兰。

32.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 .努乔马先生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千日对安全理事会 

的发言中说：军事部P人的充是南非努力巩面和加强其对领土的占领的为一小证振 

(参 看 S/ï>v. 1823). 他还报告：南非已在靠近勝茨瓦纳边境的其& 比斯，在

靠近安哥拉边境的會乌诺愈奥汉古埃拉、及东北部的恩康乔建立了新基地，并且扩充 

了在格♦ 特方丹的空军基地（参看本报告的第八章，附件，第 123段 （

Rev. 1,卷 二 ））。



3 3 . 西南非民组行政秘书摩西•加罗布先生后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的 

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谈上说：在最近几个月里，南非已经把纳米比亚全面彻鹿军事化，

以便对抗西南非民组在纳米比亚境内H益牡大的活动，并为朝领土外侵入邻国作准 

备 （参看 S/PV. 1880). 加罗布先生声称一九七五年的最后三小月内'南非军队 

沿着安哥拉边境清出一块长250公里的安全区的过程中杀，了数百名纳米比业人， 

并且边境地区还有一些村庄因为被指控藏匿西南非民组的游击P人员而被摧毁。

34 一九七五年期间声非对纳米比亚的军事占领和镇压加强了，特别是在奥 

万博兰• 一九七五年八月，在奥万博兰首席部长菲利蒙。埃利法斯翁长被暗杀之 

后，南非浪了警察增援部队到温得和克加奥沙凯地维持秩序。 随后据报有200多 

名西南非民组的成员和同情份子被逮捕了。 西南非民组报道，在这期间至少有5 
个平民遭南非军队杀害，还有其他人受伤，至少有三家房屋被烧毁。

3 5 l 在西南非民组的军事活动加强之后，特别是一九七五年十月间在奥万博 

兰，南非政府采取了"穷追"它声称已退入安哥拉的西南非民组成员决不放松的政 

策， 十月十七曰，据报驻在纳米比亚的陆军部队曾进入安哥拉>摧毁了两个军营, 
杀死了七个非洲人，并且更多的军队正被嚴往边境地区。

3 6 . 大约同一时期，据报南非利用纳米比亚领土作为一个根振地，向安哥拉 

发动以机械化部P人带头的大规模军事入侵》 虽然南非官方最切拒绝证实这些消患, 
但南非加纳米比亚报纸报道：军事增援部队包括国家军人加后备役军人正由租自南 

非航空公司的大型喷气式专机载到纳米比亚和安哥拉的进境地区， 又据报更多的 

警察增棱部队被派往奥万博兰" 以便栏截恐怖分子"，而从格♦特方丹空军基地起 

飞的飞机则是用来供应在安哥拉境内的约1A 000^白人军队，这些白人军队是在 

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人 运 ）作战， 西南非民组还指控南非飞机在扫射和攻击 

安哥拉南部的村庄和偏僻地区，

3 7 . 南非于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即其军队完成从前线阵地撤出的那一 

天公开承认其曾介入安哥拉。 但是，南非军队仍然沿着盤个安哥拉边境驻札直至I



三月二十七曰才撤回到纳米比亚境内k。 根据西南非民组驻欧洲代表彼得•卡特 

贾维维先生的话，由于此次的撤退,纳米比亚境内的南非军队总数增至11, 000A. 
卡特贾维维先生指称，南非企图借着撤出安哥拉来创立一小它不是侵略者的假象； 

但是，实际上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就是它继续是一小侵略者的证据，

sa 南非国防部长博萨先生在撤出军队之后的一个声明中说，军队将继埃驻 

礼在进境的纳米比亚这边"直至如平确实存在为止" 。 国防部队的一个发言人透 

露对西南非民组的战斗仍旧继续着，并说早些天南非军队在战斗中杀死了七个西南 

非民组成员， 根据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明星报》（约翰内斯， )的报考招■这境 

的军营都已住满军队，到了要"服破的程度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年，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补编》， 

文件 syi2024»



附件三 *

关于伯利兹、百慕大、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及 

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工作文件

导言

1 . 关于百慕大、特宽斯及凯科斯群岛和美厲维尔京群岛上至一九七五年为止 

的军事活动与安排的基本资料，载于特别委员会以前各次报告内。 a 现将补充资 

料载列如下。

1 .慨况

2 . 加勒比区和西大西洋区非自治领土的最大军事设施是在百慕大、特克斯及 

凯科斯群岛和美属维尔京群岛，由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或 ）美利坚合 

众国当局管理。

3 .三 月 间 国 防大臣就一九七五年的国防慨算在议会发表声明b时说，一九七因. 
年三月,政府曾 "就资源情况着手审查目下承担的防御义务和能力，认为考虑到国家‘ 
的经济前景，我们能够负起致力于国防的责任。 " 他义说：

* 前普编号 A//AG. 109XL, 1090 和 Corr。1 印发。

a 最新资料，参 看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23号 》（A//10023/ 
ReV.l),第六章，附件，附录四。

b
《一九七五年关于国防概算的声明》王室文件第597&f (伦數，王室印务局, 
一九七五年三月）。



"政府现已就国防审查问题作出基本决定…••…要达到审查的经济的、军事 

的和政治的目标，英国的国防部化必须在某些方面集中全力，从而英国对集体 

防御所作贡献将会最有效地确保本身及其盟邦的安全。 这就是说北约组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英国安全的关鍵—— 仍应为国防上可利用资源的首 

要任务所在；我们应尽可能减少对盟国以外所承担的义务，以免过度延伸我们 

的军力；并应维持为一般性目标而设的部P人，以须防意外事件的发生。 "

2 . 伯利兹

4 . 但是，国防大臣指出，这些决定对有关伯利養的防御安排并无影响 .依 

照当前的安排，一支小型警备部队是该领土防御外来侵犯的力量，如有需要，它将 

协助非军事当局维持法律和秩序。 该警备部队有一个小型总部、一小步兵大队沙 

于一个连）和辅助人员和设备。

5 . 关于特别委员会在上次报告 °»中所述的局势，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七五年 

十一月初減出军事增拔部队驻札伯利養。 在大会通过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曰的 

第 3432(x}Œ) 号决议以及大约在同一时间宣布了联合王国与危地马拉将就该領i  
的前途恢复谈判后，联合王国即开始撤退其增提部队。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千届会议，补编第2特 》（A/10023/Rev. 1 ) , 第 

三十章，附件，第 6至26段 。



3 . 百慕大

A . 联合王国西印度群岛袖

6 . 联合王国在爱尔兰岛上设有西印度群岛站，由西印度群岛高级海军军官指 

挥，他的职责及于加勒比区域内受联合王国管理的各领土。 国防大臣在上面第3 
段提到的声明中说： 联合王国在西印度派驻两艘快速巡航舰，各载皇家海寧.陆战 

队一队。 有时男有其他军舰加入，从事演巧和试驗。 在对国防审查作出决定后， 

英国政府宣布希望在一九七六年撤退这些船舰和西印度群岛的高级海军军官。

7.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三 日 ， 常驻海军军官罗伯特。戈弗雷少校在汉密尔顿公开

声 明 说 ，虽然联合王国政府将撤退上述两艘快速巡洋舰，但是皇家海军将继续在
、••

百暮大留驻包括常驻高级海军军官和在马拉巴尔号载有"人数少很多的 " 海军陆 

战队一连。 他又说： "百慕大仍然是北约组织地区最有价值的基地，英国船只和— 
我们盟国的般只将继续使用I：爱尔兰岛上）的海军船将设备。 北约组织岛楊司令 

部仍将保留。 " 他又说，削减西印度群岛和其他地方的防御力量是由于联合王国 

的经济状况所造成，实际撒退的日期是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B . 美国军事基地

8 . 美国的两个军事基地（海军航空袖和王角海军站） 地 5. 0：̂公里，约为 

领土总面积的十分之一。’ 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出版的一期《百慕大人》来志中，美 ： 

国驻百慕大总頻事唐纳德，麦丘先生透露，百慕大和美国双方政府之间已就两个基; 
地上未使用的地区可能交还给该领土的问题，♦ 行非正式会谈。 他说两政府将继 、

续进行该项会谈，并表示希望在一九七六年能就这个问题作成决定。
• .

9.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四曰，新任总理夏普先生书面答复《百茶大太阳周1 〉)̂



所提出的问题时说，同美国当局的谈判正由一个为此目的而设的内阁委员会负责进 

行。 他又说： "尽管就当前需要而言，我们现在有充足的土地，可是，象我们 

这样一个小国，能否为百慕大和百慕大人取得更多土地，长远来说是很重要的。 " 
他希望在麦丘先生的协助下，最后计划将于本年内获得确定。

美军人员住房建造计划

1 0 .根掠新闻报道，驻在该领土的美军人员在一九七0 年总共 3, 000人 ， 以 

后在数目上并没有显著的变动。 美国的凯蒙斯‘威尔逊建筑公司获得了一项总共 

价 值 960万 百 慕 大 元 的 合 同 ，于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六年间在海军航空祐建筑250 
小房命，这项工程旨在减轻百幕大的住房问题。

11.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七日，领土内唯一最大的劳工组织百慕大工业工会 

(百慕大工会）发动了一次从汉密尔顿到海军航空姑的抗议游行，要求凯蒙斯•威 

尔逊建筑公司承认他们的工会，承认其雇用的百慕大人享有休假、病假和退休金等 

权利。 400^游行者代表着百慕大工会的不同部门，他们当中，许多人穿上有 

"争取百嚴大独立"字样的圓领衫，而其他的人则高举写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 

工 人 ，，和 "谁统治百暮大？ 是人民还是外国金钱"字样的旗巾只。 游行的结果, 
百暮大和美国政府都介入了争端，长期谈判展开了，但直至一九七六年二月底尚无 

表明百慕大工会和该公司的纠纷已获解决的任何消息。

宇宙追踪设施

1 2 . 美H 国家航空与宇宙航行局（航 行 局 ）在库祐岛上设有一小追踪站，作 

为其世界宇宙飞行追踪和数据网的一部分。 如以前所指出的， ® 追踪结的激光测

一百慕大元等于一美元。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 补编第23号 》（A/10023/Rev。1 ) ,第 

六章，附件，附录四，第 9 至 11段。



定系统装置工程已订于一九七五年二月完工。 航行局计划在一九七五年中期发射 

一 名 为 g e o s— C的地球动力实. 海洋卫星，以证明可以使用高度测量来绘制海面 

地形图、量度海波高度和进行实验。 百慕大激光测定系统和其他三个系统（两个 

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一个在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大特克）将追踪

GEOS-C,并测定其正确高度。

1 3 .据十二月九日的报异，航行局和美国本迪斯实地机械工程公司签订了一 

项总共价值10, 400万美元的两年期合同， 由该公司负责库摊岛追踪站的操作和 

维修等工作。

C . 加拿大军事基地

14. 加拿大政府在丹尼尔点上设有一个军事基地。 据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的 

报导，加拿大正准备在该基地建造6 0 个住房单位，颗期这项工程将于下半年开始 

进行。

4 .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15，美国政府在南凯科斯岛上设有一个海岸警卫分驻所。 它又在大特充岛上 

设有海军设施、一♦ 空军基地和一个遥测站，占地232. 7 公顷，都是由美国向领 

土政府租用的。 一九七一年，空军基地开放给民航飞机使用，从此成为该领土唯 

一的国际机场。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渐;行局正在邀测站装置激光测定系統（见上 

文 第 1 2 至第 1 3 段 ）。

1 6 . 美国、联合王国及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政府，继续注意联合王国和美 

国之间关于美国在该领土的基地的协定的执行情况，该协议将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期满。 据理艇，在期满以前将审查该协定，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政府将 

参与审查以及关于延长该协定的任何考虑。



入基地内的免税机构，因为，据大特克鳥的一些商人说，这些耽构对他们的生意有 

不利的影响；基地可否提供额外的服务来代替租金，这些服务包括使用南码头的设 

施和扩大使用大特克岛上的机场。

17. 一九七五年二月底，大特克岛航空姑遭火焚毁，据说,这是当地一部 

分人民的排外情绪的表现。 这种排外情绪在六月切达到了高潮，当时，一整外国… 
人 , 包括美国海军的一名成员被暂时扣留在琼卡努俱乐部内（参看本报告的第二十九 

章 ，附件，C节，第 17至 22巧（V S l / 23/ReY 1,:卷 四 ，广。 后来，岛 t的局势 

据说已恢复平静。

5 . 美属维尔京群岛

18. —九六七年初， 美国把设在圣托马斯岛，占地79. 4公顷的前海军基地移 

交给领土政府，但保留重新占用基地设施的权利。 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底举行的一 

项仪式中，感 廉 •罗伯特，弗拉纳根少将就任美国加勒比海区海军部队的司令员， 

司令部设在波多黎各的罗斯福道海军基地内。 劳拉纳根少将接替了定于九月一日 

退休的詹姆斯•拉掩奇少将的职位。

19.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日，I矣国海军宣布， 加勒比海区海军年度滨习已经在 

前一天正式开始，并将趣续到三月五日为止，四个参加演习的国家（加拿大、荷兰、 

联合王g!和 美 出 动 超 过 10成飞机、 3 0艘舰艇和数目不明的潜水艇。

2 0 .美国海军在圣克♦ 瓦岛上设有一小水下射击追踪中心，中心的基本任务是 

追踪海军试射的火箭。 追踪的范圓超过大约1 6平方海里的水城。



附件四*

关于太平洋岛1% 托管领土和关岛的工作文件

1. 太平洋岛峰托管领土

/ . 关于领土内军事活动的基本情报载于特别委员会先前的报告中a 。 以下 

是补充情报。

=>2据美国国防部于一九七六年:年初完成的标题为《太平洋基地研究>〉的研究报

告说， " 关岛是在西太平浮我们可以从美国领土支援一小前进防御和预早警戒能力

的唯一地点。 " 关于与里亚纳群岛，该研究报告说， "国会通过《北马里亚纳群 

岛协定》lb,将大大提高我们的能力，在未来岁月中利用鉴小马里5E纳群岛来进行

更多不同的军事活动。 关岛一一提尼安岛的支援和训练综合设；É , 合在一起，将

给予我们比今天好的保障，来应付我们的西大平洋基地结构上可能发生的未可頸见

的变化或削减。 " 该研究报告还说， ".....虽然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发展能力有

暇j但是同该群岛建立合作的关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防范未来的变幻" 。

V?.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美国众议院以呼声表决同意予北马里亚纳群岛

以联邦的地位，并予该群海的14, 335^居民以美国公民身份。 一九七六年二月

二十四日，美国参议院核准该协定，三月二十四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签署该协定。

* 前曾编号 A//AC. 109/It 1100 和 Add. 1 印发。

a 最近的情报，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23号I》（a/10023/" 
Hev. 1)，第六章，附件，附录五。

f c 协定全文，参看《托管理事会正武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会期间文件附件》， 

T/1759t 文件。



^ 关于关岛军事活动和安排的基本情报载于特别委员会先前的报告中° 。

以下是补充情报。

i-.关岛领土仍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重要海军和空军基地。

据报导，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是第一个得到改装的52型飞机的战略 

空军司令部基地。 该机战略用途方面的主要改变，是为了延长这些在二十二年前 

就开始服务的B— 52型飞机的寿命。 S— 52型轰炸机建在一九五五到一九六二年 

之间，性能比预期的好出两三倍。 空军发布的新闻稿说，改装的飞机的机翼和机 

身外面都加上一层长期经用的销合金属，而控制、燃料存储和电线方面也有所改进， 

这样应可使这个B— 52飞机P人有效地服务到八千年代。 这 8 0架飞机将有较稳定 

的弹射座椅，并将可以在机翼上装上抑制敌方干.扰电信号装置的容器。 它们将少 

用百分之二点一的燃料，更能防止金属疲劳和腐蚀。

7. 一九七六年一月，报纸报导说美国空军正考虑把太平洋总部从夏威夷的希 

卡姆空军基地迁到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 美国参谋长联腐会议主鹿乔治。布朗 

将军是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次听询会上回答美国众议院内无投票权的关岛议员 

旺帕特先生的问题时作出上述的声明。 可是布朗将军对他的声明作了补充，他说 

安德森空军基地只是正在考虑的若干可能基地的一个而已。 在同次升询会上，另 

一发言者，空军参谋长，据报对于这一行动大有保留，因为目前在总部的工作人员 

总计 1320人 ，包括300名文职人员在内要向他们提供社会服务，颇有困难。

C 最近的情报，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千届会议，补编第2 3号 》（A/ 
1 0 0 2 3/ï̂ ev, 1),第六章，附件，附录六。



cf.在以后一次呢请会上，据报空军部长曾说，空军还在考虑迁移总部，在进 

行研究获得结果之前，对于总部新址将不作出决索。

? , 振 《★ 平洋基地研究》称，关岛在一九七五财政年度有驻军1 1, 000人。



第 六 章

( A//3lX23(Part V ) )

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 

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段 次  X  次

A. 特 别 委 资 会 的 审 议 .....................  1-K
B. 特别委员会 的 决 定 ........................  13

附 件

特别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请愿书、新闻和援助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第六章

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A.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

1. 特别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第一0 二七次会议上核可工作小 

组第七十八次报告（a/ag. 109/li 1066),决定，除别的以外，顾到委员会一九 

七六年的全盘工作分量, 将上开项目发交其请愿书，新闻和援助小组委员会审议并 

提出报告。

2. 特别委员会在八月三十一曰至九月八曰第一0 四六次，第一0 四七次， 

第一0 四九次和第一0 五二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3. 特别委员会审议这个项目时，考虑了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关于各专门

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宣言的情况的大会第3421 (XXX)号决议的

规定，在该决议的第14段里大会请特别委员会"继续审查本问题，并向大会第三十.
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特别委员会也根据了大会其他决议的有关规定，特别是一 

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关于南罗得南亚问邀的第3396 (XXX)号决议的第8和第

9段，和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3399 (XXX)号决议的

第 1 7 和第 1 9 段。

4 . 特别委员会也曾顾到一九七六年八月三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二0 三0  
次全体会议通过的第2015(lxi).号决议的各项规定，在该决议的第1 0 段里，理 

事会请"特别委员会注意本决议和理事会第六千一届会议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

E/AC 24/Sr 588— 590和 592和 e/SR 2030; E/5871.



此外，委员会还顾到了行政协调委员会审议这个项目的结果。 2
5. 特别委员会还考虑了在这一年中参加委员会工作的非洲统一组织代表们 

和各有关殖民地领土的民族解放运动代表们表示的意见。

6 . 特别委员会在审议这个项目期间，收到了秘书长应大会在第342 l(XXX) 
号决议第12 (a)段中向他提出的要求而提送的报告（A//3 1 / 6 5 和 Add. 1-5), 
其中载有关于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为执行上面第3和第4两段所提联合国决议而采 

取行动的情报。 特别要员会还收到了秘书处的有关说明一件。 特别委员会也考 

虑到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委员会第一0 二九次会议设立的特设小组的报告（见 V/ 
31/23/Add 1,附件一），该特设小组为执行大会交付委贞会的任务曾于一九七 

六年四月和五月访问了非洲。

7. 此外，特别委员会收到了它的主席的报告（见本章附件一），内中记述 

为了执行第3421 (XXX)号决议第1 3段的规定，主席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协 

商的经过情形。

8 . 八月三千一日，在第一0 四六次会议上，请愿书，新闻和提助小组委员 

会主席，提出了该小组委员会关于这个项目的报告（A / A C .  109/L. 1122) 。 

这篇报告，除别的外，记述了这一年中该小组委员会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 

津巴布韦非洲人全国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粮农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卫生 

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事务

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 界報行和国际货市基金组织的代表们协商的经

过情形。 ♦
9. 九月二日在第一0 四七次会议上，特别委贾会无异议决定通过请愿书，

新闻和援助小组要员会的报告并核可其中所载结论和建议（见本，的咐件二) 。

2 V 5 8 0 3 , 第 61-6俄 。



10. 九月三日在第一o 四九次会议上，保加利亚代表以保加利亚、刚果、古 

巴、捷克斯洛伐克、埃塞饿比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4 里、塞拉利昂、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立足达和多巴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的名义提 

出了关于这个项目的一个决议草案（a/ a C 109/L. 1127)。
1 1 . 九月八日，在第一0 五二次会议上，特别委员会无异议通过该决议草案 

(见下面第1 3 段 ）。

1 2 . 九月十日将决议文本（A/AG. 109/537 )分送各国、非洲统一组织、 

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各组织。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1 3 . 现将上文第1 1 段所称九月八日特别委员会第一0 五二次会议通过的决 

议 （A/AC. 109/537)全文转载于后：

特别委员会•   I . .1 9

审议了请愿书、新闻和援助小组委员会关于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 

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的报告， ’
回顾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大会第1514(XV)号决议所载的给予殖民地国 

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及一九七0 年十月十二日大会第2621 (XXV)号决议所载的充分 

执行该宣言的行动方案，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其他有关决议，

审查了秘书长就本项目提出的报告A 和特别委员会主席就其同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主廣协商所提A 的报告， '

A/AC, 109/L, 1122 •并请参看本章的附件二 。 . 

A/31/65 和 Add, 1 - 5。

见本章的附件一。



考虑到非洲各殖民地领土民族解放运动就本项目向特别委员会―!)委员会一九t 
六年四月一日第一0 二九次会议设立的曾于一九七六年五月访问若干非洲国家的特 

设小组所说明的立场，并认识到各有关人民紧急和迫切需要各专门机构和誤合国 

系统内其他组织给予具体的援助，

重申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有责任在它们各自的职权范围内, 采 

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充分迅速执行反殖宣言和联合国的其他有关决议，尤其是 

向各殖民地领土人民和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优先提供道义和物质的援助，

关怀地注意到, 向非洲各殖民地领土的难民提供援助的工作虽有进展，但是到 

现在为止，有关組织为了通过各民族解放运动向这蕴领土人民提供援助而采取的行 

场，仍然不足以应付这些人民的紧急需要，

感谢非洲统一组织总秘书处对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趣续 

给予合作和协助，

M 必须经常审查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拘和其他组织在执行联合国有关非殖 

民化的各项决定方面的种种活劲，

1 , 核可请愿书，新闻和援助小组委员会关于这个项目的报告7 ;
2. ^ 大会、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其他机关既然承认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独 

立的斗争是正当合法的，则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自应对这些殖民地概民和他们  

的民族解放运劲，给予一切必要的道义和物质援助；

3 . 感谢该小组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联合国系统内在不同程度上继续与联合 

国合作执行反殖宜言和大会其他有关决议的某些专门机构和组织；

4 . 对于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的其他组织到目前为止对殖民地人民，尤 

其是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人民以及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所提供的援助就有关人民 

的实际需要来说，远为不够，表示关切;
5 . 对于世界級行和® 际货市基金组织尚未采取必要措施•迅速充分执行反殖 

宣言和大会的其他有关决议, 表示遗憾;
6 见本报告的第七章，咐件一-(A/31/23/ReV. 1,卷 二 ）。

7 见 A/AC. 109/L, 1122。请也参考本章的咐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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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作为紧急事项，对非洲为播 

脫殖民统治而斗争的殖民地人民. 给予或继续给予一切可能的道义和物质拔助；

7 . 建议各有关组织与非洲统一组织协商, 同殖民地人民建立或IT大接触，审 

查它们有关拟订和编制援助方案和项目的程序，并在这些程序上采用更大的灵活性， 

以便能够立即给予必要的援助，帮助各殖民地人民和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按照大会 

第 1514(XV)号决议为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而斗争；

8 . 再次促请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按照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 

关决议，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南非政府和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不给予任何金融、 

经济、技术或其他援助，在它们恢复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人民的不容剥夺的自决和 

独立权利以前，停止对它们的一切支援，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意味着承认这些政权 

对各该领土的统治为合法的行动；

9 . 满意地注意到若干专门机构和组织已作出安排, 使非洲统一组织所承认的 

各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得以观察员的身分. 充分參加一切有关其本国的讨论，并请 

尚未这样做的国际机构 迅̂速作出必要安排，包括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建议的必要财 

政支付/ 以便特别保证各机构和组织的援助计划项目能够为了有关人民和他们的民 

族解放运动的利益而执行；

10.促请还没有这样做的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构和组织, 学习已经作出必宴 

安排的那些专门机构的榜样使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各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能够以观 

察员的身分充分参与它们的讨论；

11，達大会建议所有各国政府，在它们參加为成员的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构 

和其他组织中加紧努力.以确保反殖宣言和联合国其他有关决议获得充分而有效的 

实施，并在这方面优先考虑在紧急的基細上向殖民地领土人民和他们的民族，放运 

动提供援助的问题；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3号 》， （A//10003),第六章, 
E 节。



12.促请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的行政首长计及上文第7段所裁 
»   11 —

建议，与非洲统一组织积极合作，拟订充分执行联合国各项有关决定的具体提案， 

尤其是关于向殖民地领土人民和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援助的具体方案，并作为 

优先事项，向各该机构的理事或立法机关提出；

13.决定在不违反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可能给予的任何指示的条件下,继续审 

查本问题，并向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主Jif自''a报告

1 . 经济及社会理亭会第五千九届会W i 了题力"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 

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积人民独立宣言》的1織 5々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千 

一 日 的 第 1978( XIX )号 决 议 • 在 这 个 决 议 第 1 1 段中， 理事会 

要求其主席继续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宜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协商。

2 . 特别委员会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千一日第一0 二0 次会议上，就这个问题 

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第12t同样地要求其主席继续就这个问题同理事会主席协商. a
3 . 联大第三千届会议通过了一九七五年千二月八日的第3421 (XXX) 

号决议， 其 中 第 1 3段要求理事会商同特别委员会继续考虑适当的措施，协 

调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組织在毅.行大会各有关决议方面03政策和工作。

4 . 益将理事会主席积特别委员会主席之间根振上述各项决议举行协商的情况 

载列于下。

5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通知特别委员会主席： 行政协调委员会在过去一

* 前曾编号A/AC. 109/Ii 1115印发。

a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千届会议,补编第2 3 号 》（V10023/Ï^ev. 1 ) ,第七 

章，第 1 3 段。



年中继续密切注意这个问题 ’商位主席审査了各H狗 0̂ 嚴会国代表和非洲统一组织 

总秘书处的代表之间依照W ^ ；̂'çt：匹年八^ 日翦892(1̂ ?]1>|■决i想 10段 的 规 定 ， 

于 一 九 七 六 年 四 月 五 日 在 H 内 瓦 举 行 会 议 的 结果， 他们注意到，

这次会议已为各机构就非洲统一组织在援助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方面的优先次序和程 

序，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并且澄清了因这方面引起的若干问题， 他们认为继续 

定期协商是很重要而且是需要的，以便使联合国有关机关的有关决议获得充分和 

迅速的执行.
6 . 特别委员会主席通知理事会主席说，依照理事会第1978 (LIX)号决议第 

1 0 段，特别委员会已注意了这个决议以及理亭会第五千九届会议期间就这个问题 

所进行的讨论， ° 他还通知理事会主席说<,特别委员会在本届会议开始时， 已要 

求其请愿书，新闻和拔助小组委员会注视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各国际 

机构执行《宣言》和其他有关的联合国决议—— 特别是联大第3421 (XXX)号决议一 

釣情况，由于在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同许多机构的代表建立联系所取得的积极结果， 

特别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中仍通过该小组委员会继续进行类似的协商.
7 . 特别委员会主席并通知理事会主席说，特别委员会于一九七六年© 、五 月 .

间曾派遣由其六名成员组成的一个高层特设小组前往博茨瓦纳、埃塞俄比亚，莫桑 

比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及赞比亚，同这些国家的首脑及其政府官员，非统組织 

的行政秘书长及其解放非洲协调委员会执行秘书，以巧*̂已布韦酬酬人全国委员会(非洲 

人全圓委员会(津» 韦)/)积西制^溯人m m  ( w m m  ) 03成员进行协商• 如特另搂员会于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七日通过糊#设小组报告(本报告的第七襄附件一（V31/23/^eV；l,卷二))
中所反映的，在那些协商期间出现了许多同各专门机拘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的工作

E/5803,第 61 至 64 段， 

E/AC. 24/SR. 579 积 581



直接有关的极为重要的下列各点：

(a)由于索尔兹伯里和比勒陀利亚的少数政权近来进一步加强其对津巴布韦 

和纳米比亚人民的镇压措施，这而个领土的人民更其急迫地需要在双边和多进的基 

础上都获得外来的援助。 国除社会既然确认这些人民为自由和独立进行斗争的合 

法性，确实义不容应当给予它们一切可能的援助，以便它们与解放斗争不幸而必然 

伺来的饥饿、疾病和其他形式的剥夺进行战斗；

(t)虽然不久以前，若干有关组织已在此方面开始作了有限而令人鼓舞的努力， 

但是迄今所给的援助，就有关人民的实际需要而言，极为不足。 而且，主要由于 

预算严紧或经费短缺，小心辛苦地、满怀希望地拟订的若干方案不是立即取消，便 

是长期拖延，不予执行。 有关机构和姐织的行政首长应当掛酌情形，采取紧急措 

施 , 以便作出必要安排，重新展开或加快执行这些方菜；

( 0 虽然过去为了响应有关联合国机关向各专门机构和组织一再发出的呼吁， 

程序方面的要求已经大大放宽，但是这些组织筹划援助方案所需的程序都是千分复 

杂的，耗时而繁琐，在许多情形中要花几年时间才能把计划定案并开始执行。 特 

别委员会敦便有关组织各自审查其有关程序，并在筹划和处理有利于殖民地人民及 

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方案时采取更灵活的态度；

(<i) 为了保证充分利用可用的有限资金， 特别委员会要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 

统内其他组织在为支持津巴布韦人和纳米比亚人及其民族解放运动而筹划、执行和 

管理它们的计划方面与非统組织保持密切联系并设法得到非统組织的露见和合作。 

特别委员会尤其请它们遵守非统组织的提议， 对津巴布韦人民应当通过非统组织 

的鮮放非洲协调委员会给予援助；

(e)迄今尚未设立信托基金制度， 从预算外来源取得额外经费来援助殖民地人 

民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应被请采取这种行动，联^发计划署设立的提助殖民地国 

家和人民信托基金便是一•例。 这个基金到一九七五年 有 2 8 0 万 左 右 ， 这



一数额就需要而言是显然不够的，但作为一个开端，；！义千分重大， 特别委员会 

请捐助国政府在指定这种敦项07特别用途时，掛酌情形，尽可能非统组织协商；

(f)同样重要的是，迫切需要对莫桑比克提供经济援助，以应付它决定按照安 

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与南罗得西巫断绝一切贸易、通讯联系而发生的严重后果。 

特别委员会力促所有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尽一切努力，按照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六年

三月千七日第386(1976)号决议的有关毅定，向莫桑比克提供一切必要的提助；

(g)博茨瓦纳、莫桑比克、赞比亚三国所面临的如何照顾来自有关领土越来越 

多的难民的严重问题也不容忽略。 虽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协助这些难民 

方面已有正在执行的计划，但这些国家政府的需要却近超过它们自己现有的资源，

因此，特别委员会请有关专门机构采取一切可能步骤》与有关政府合作，以支持高 

级专员发动的计划；

叫联 》 賊研究所将于一九七六年八月开始它的业务，需从国际社会获得大 

量援助，因此应尽一切努力去支持在该研究所主持下确立的各项方案，

8. 理事会主席对特别委员会派遣特设小组前往非洲去支持津已布韦和纳米比 

亚人民继续不断的努力，从而作出宝责的贡献，表示深切的赞赏。 他并表示相信 

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的组织将对特别委员会主席扼要提出的各点给予它们应 

得的注意， 理亭会主席通知特别委员会主席说，关于国际社会竭尽全力，援助莫 

桑 比 克 的 事 ，理 事 会 第 六 十 届 会 议 ， 为 响 应 安 全 理 事 会 在 其 第  

38 6(1976) t决议第5段中向经社理事会提出的请求， 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千 

一 H第 1987(：L X)号决议中通过了一系列的措施。至〒对联合国纳来比亚研究所提供 

援助的亭，理事会主席注意到一九七六年四月在日内瓦举行其六千七届会议期间， 

行 政 协 调 委 员 会 曾 表 示 希 望 该 研 究 所 所 长 在 拟 订 该 研 究 所 的 工 作 方 案  

时将与各专门机构进行协商/HîS fiff人提议该所听长或可在行政协调会委员会举



行h■月，份会议期间同有关W 办商，同时或可访何有关专门机构的总部或区域办事处， 以便拟 

订合作措施， 两位主席完全一致地认为，国际社会应加强支il剩余的殖海織士弗 

别是南发得西亚和纳采比且在这方面，他们认为，联合国系统内的主要资金供 

应机构， 诸如世界傲行、国际货币基金組织、开发计划署等的支助，是取得必要资金， 

制定扩大拔助方參所不可缺少的。

9 . 两位主席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同各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洲统一组 

织建立了密切的接触和联系。 他们同意，同非统组织协商后派遣综合研究团的作 

法应继续实行， 以便査明有关人民在具体援助方案方面的 ff要，并得到适当的’ 
优先重视。 同时，两位主席注意到，若干机构积组织所作的安排使得这些民族解 

放运动的代表积极参加了#关的会议，因而对有关组织有效地审议支Ô 殖民地人民的 

措施方面/乍出了贡献。 他们还满意地注意到， 许多专门机构依照理亭会第1978 
(xix)号决议第7段，通过了种种措施，以支付被邀参加这些会议的民族解放运 

动代表的一切旅费和其他有关费用。 而位主席期望这些机构和其他各组织，遵照 

大会第3421(：X：XX)号决议和经社理事会第i978(LIX)号决议中有关03规定，并 

与非洲统一组织协商，加采取各项措施，使各民族解放运动能参加在它们主持之 

下的[各种会议和讨论会。 在这方面,们欢迎嗽合 11纳米比3E理事会嚴有代表出席了若 

千胡摊々会议，而且已成为若干机构03准成员，

10. 两位主席注意到若干机沟所通过的有关停止对南非政府和南罗得西亚非法政 

权的协助的措施继续生而且制象组织在其第七届大会上通过的决定一样， 有 

些机构后来作出了各种决定， 停止与这些政权正式合作。 而位主席同意，联合国 

系统各组织应加强这些措施， 以便使这嬰改权处于最大的孤:直到它们放弃了 

它们的殖民和种族统治的政策时为止，特别委员会主席深切遗憾地注意到，货115基金巡; 
— 力rfa六年一月给南非作T随时可有8 m  特别提象权的安徘， 但 表 示 希 望 该 基 挪 > 
根据大会第3421 (xrx)号决议第8段03规定重新考虑那个决定。

11. 考虑到本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将需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特别委员会不断 

审査，两位主席同意他们就这个问题应互相保持密切联系，但须遵照大会可能在其 

祭三十一届会议作出的指示，并符合经社理亭会和特别委员会可能作出03决定。

决议全文，参眷AX10080/A d d. 3。



附件二 *

请愿书，新闻和援助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主席：伊 万 ，加尔瓦洛夫(保加利亚 )

结论和建议

51 . 小组委.员会愿指出，它曾于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取得独立因而使得南部非 

洲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同各专门机构和同联合国有关系的一些国际组织以及 

非洲统一组织和非洲人全国委员会（ 布 韦 ）的代表进行嗟商。 世界舆论也集 

中注意力于南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解放斗争的发展情况。 嗟商期间，出现了几个 

重要论点，其中包括下列各点：

( a )目前举£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武装解放斗争益形激烈，已进入决定性阶

段。

( b )以往，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主要集中注意力于前由葡萄牙 

管理的各领土的民族解放运动。 现在这些组织必须同样注意和制定，通过各民族 

解放运动，援助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具体方案。

( C )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已经成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所范®内所设置一些方案 

的受益者。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同西南非民组合作下，代表纳米比亚人民参 

加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的会议。 但是，向津巴布韦人民及其民族

* 报告全文前已编号A/AC. 109/L 1122印发,



解放运动提供援助的方案不是不存在, 就是还在制定和执行的初步阶段。

(d) — 些专门机构继续迹反联合国的有关决定，向南非政府和南罗得西亚的非 

法政府提供财政、经济、技术或其他援助。 这种合作访事了国际社会为协助殖民 

地人民争取独立增强对南部非洲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的压力所做的努力。

5 a 小组委员会于结束嗟商之后，将下列结论和建议提请特别委员会通过：

(1)小组委员会重申它的坚定立场：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应遵 

循大会决议所阐明的联合国原则，在它们的职权范围内继续韻助《给予殖民地国家 

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充分和迅速的执行。 小组委员会尤其愿意再次向特别委员会 

建议：所有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应该注意这样的原则，即大会，安全 

理事会及联合国其他机关既然承认殖民地人民♦ 取自由独立的斗争是正当合法的， 

则各组织自应对这些殖民地领土内的人民和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一切必要的 

道义和物质援助。

(2)小组委员会根据调查的结果和分析，认为必须促请各专门机构和联 合 ®系 

统内其他机关，作为架急事项对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非洲殖民地人民给予或继续给 

予一切可能的道义和物质援助。 这样做的必要条件是，一切尚未如此做的有关组 

织应直接或透过非统组织同这些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建立或扩大接触与合作，并 

在各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合作下，拟订和执fï援助这些人民的具体方案。

(3)小组委员会参照它所进行的後商并根据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申 

其坚定的意见：一切专门机构，尤其是世界報行和国际货市基金组织应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对于南非政府和南罗得西亚的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民族政权不给予任何财政、 

经济、..技术或其他援助，在它们恢复纳米比亚和举已布韦人S 的不容剥夺的自决和 

独立权利以前，停止对它们的一切支援，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意味着承认这些种族 

主义、殖民主义非法政权对这两个领土的统治为合法的行动。 在这方面，小组委 

员会要再次赞扬某些机构所采取的行动。 小组委员会还要建议特别委员会请求大



会使仍继续向南非和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提供这种援助的机构承担责任。

(4)小组委员会表示这祥一种关切：非统组织和最够资格评定各专门机构对它 

们所提供拔助的效果的各民.族解放运动仍认为这种援助远远不足以满足它们的特定 

需要。 小组委员会的分折证实了必然使它关切的这种现状。 这种分析还发现提 

供纯技术性提助方面的一盛障碍和适当通讯的缺乏。 尽管这些问题不难解决，而 

且由于各专门机构代表的保证，小组委员会也倾向于相信这些问题不难解决，但在 

殖民地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的这个决定性阶段，仍恐因为 

这些问题的耽摘而使它们不能及时得到急需的提助。

(5)小组委员会所极感关切的是：有些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仍未研订 

同西南非民姐和非洲人全国委员会（津巴布韦）的民族解放运动从事稳步合作的根 

本办法，结果未能向这些民族解放运动和它们在反对南非和南罗得面亚殖民主义、 

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中所代表的人民提供充分的援助。 小组委员会还关切地注意 

到，各专门机构在制定和执行援助计划方面所需遵循的程序过于复杂、费时而且繁 

琐。 小组委员会认为各专门机构应该迅速变更这种程序，以便加速落实援助计划。

(6) 某些专门机构对非洲新近独立国家，特别是前葡管各殖民地领土的援助需 

要报快地作出反应。 这样做圓然值得高度赞扬并合乎第3421 (XXX)号决议的具 

体要求，而且应作为一种成例贯彻下去，却绝不能因而解除各专门机构根据大会有 

关决议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即在目前这样一个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阶段，同纳 

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人民以及它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展开有系统的接触并向它们提供一 

切必要的道义和物质援助。 在这方面，小组委员会希望获得这样的保证，即各专 

门机构遵循大会有关决议的规定，也能够同样地欣然克尽其义务，向非统组织所承 

认的那些非洲民族解放运幼提供必要的援助。

(7)小组委员会深感遗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先后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和 

八月为南非作出了备用安排，授权分别购买8, 0 0 0万等值的特别提敦权和15, 200



万等值的特别提款权的通货。 小组委员会希望货币基金组织遵循第3421 (XXX) 
号决议第8段的规定重新考虑这些决定。 小组委员会对世界報行和货市基金组织 

继续不与非洲各民族解放运动合作深感关切。 小组委员会对于到目前为止，这蓮 

机构仍未改变它们的关于执行大会有关决议的政策，深感遗憾。 小组委员会克其 

不能接受这两个机构的论点，即尽管它们有着巨额资金, 它们却不能直接或通过非 

统组织向非洲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物质援助。 在这方面，小组委员会表示，它坚 

决相信大会的有关决议是公平地适用于一切专门机构的各专门机构，特别是世界银 

行和货币基金组织应该予以遵守，以便充分和迅速地贯彻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 

人民独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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