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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1. 一九七七年千二月千二日大会第32 /巧9 号决议，要求世界裁军会议特设 

委员会： 1

(a) 向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出一份关于它的工作及审议 

情况的特别报告；

( b ) 同抓有核武器的国家的代表保持密切接触，以便随时获悉它们各自的态度, 

考虑任何可後向特设委员会提出的评论和意见，并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2 . 当选为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团人员如下：

主 席 ： 赛雷敦。胡韦达先生（伊 朗 ）

付主席 ; 卡洛斯，阿尔萨莫拉先生（秘 鲁 )

字雷克。亚罗谢克先生（波 兰 ）

阿尔太蒙。西姆巴纳尼亚先生（布It迪 ）

报告员 ; 胡 安 。洛佩斯-，奇切里先生

及其继任人费尔明•塞拉达先生（西班牙）

g . 法国、苏联和联合王国根据:察3183 (X X V I工工)号决议第3 段的规定，参 

加了委员会的工作。 根 据 同 样 的 规 中国和美国通过特设委员会的主席与特设 

委 员 保 持 接 触 。 德 意志民主共禾t g 以观察员身分出席了委员会的会议。

大会一九七六年千二月二十一曰:客3 1 8 3  ( X X V 工 工 I ) 号决议决定，特设委员会 

iV由大会主库同各区械集团协商rî所指派的下列断■小无核武器成员国组成：阿 

尔及利亚、阿根廷、奥地利、比 时 、巴西、保加利亚、布隆迪、加拿大、智 

'利.，哥伦比亚、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埃塞俄比亚、却牙利、印度、印度尼西 

亚、伊朗、意大利、日本、黎巴妝、利比里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特兰、 

尼 B 利亚、巴基斯坦、秘鲁、菲fit宾、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斯里兰卡、 

瑞我.、突尼斯、土耳其、委内端i l、南斯拉夫、札伊尔、赞比亚。



4 . 一九七四年设立的工作小组2 继续工作。

二 . 委员会的工作

5 . 特设委员会根据上文第一段所述的任务，于一九七A 年举行了两届会议。

6 . 第一届会议是为编写和通过向大会第千届特别会议提出的特设委员会特别 

报告；，从三月千三日到五月八日举行了三次会议，工作小组则从三月二十八日到 

五月三日举行了八次会议。

7 . 一九七八年五月八H , 特设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特别报告， 

其中包括题为 " 导言 " 、 " 委员会的工作"、 "各国政府对世界裁军会议各方面的 

立场捕要" 、 " 特设委员会从一九七五到一九七七年提出的包括与委员会职权有关 

的结论 " 、 " 特设委员会特别报告的结论、意 见 射 辕 义 " 的 各 节 以 在 世 界 裁  

军会议特设委员会上和其它会议上所表示的立场总览》的附件。

8 . 特设委员会特别报告第五节第9 5 和 9 6 段中的结论如下：

" 特设委员会重申，世界裁军会议的构想已获得联合国会员国的广泛支持 , 

但是在召开会议的条件和某些有关方面，却有着不同程度的着重和分艘。 关 

于在目前的情况下召开一次世界裁军会议，核武器国家间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 

而本组织大多数会员国认力，这些国家参加世界裁军会议是十分必要的。

" 特设委员会认为，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不访根据这份特别 

报告，并参考其筹备委员会报告的有关各节，对此问题作出结论。 * "

工作小组的组成如下：布隆迪、埃及、部牙利、印度、伊明、意大利、墨西哥、 

秘鲁、波兰和西班牙（主席）。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奥地利、捷克斯洛伐 

克、 日本、蒙古、瑞典、苏联和南斯拉夫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工作小组。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届特别会议，补编第3 号 》（A /S—10X3^Corr. 1 )。 

《大会正式记录，第千届特别会议，补编第 1 号 》（A /S —1 0 /1  )。



9 . 特设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从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一日到千五日举行了两次会 

议，目顾了第千届特别会议中关于世界裁军会议的讨论（见 4^AC. 1 67XSR 44和 

4 5 ) 。 一些国家发了言，发言的摘要载在本报告的附件中。 委员会的成员也 

都知道其它国家的政府以前就举行一次世界裁军会议表示过的立场。 ， 工作小组 

从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二日到千四日举行了四次会议„ 特设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 

审查并通过了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的报告。

10 . 特设委员会认识到，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于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千H通过 

了载有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第S—1 0 /2号决议。 大会在其第112段中 

声明：

"应在最早的适当时候召开一次普遍参加的并作好充分准备的世界裁军会 

议。 ，，

1 1 . 特设委员会也注意到，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九日于贝尔格莱 

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的宣言中，部★们表示"替赏地注意到在适当的 

时候召开一次普遍参加的并作好充分准备的世界裁军会议的构想" （AX3a//206, 

附件一，第 148段 ）。

1Z  特设委员会依照大会第3 2 / 8 9 号决议第2 段的规定，通过其主席，同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代表保持密切接触，以便随时获悉它们各自的态度，取得它们 

的立场要点如下：

关于会员国的意见，参看A //8817和 Add. 1 ;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 

会议，补编第2  8 号 》（A / 9 6 2 8 ) ; 《同上， 第三十届会议， 补编第2  8 号 》 

( A / 1 0 0 2 8 和 Corr. 1 ) ; 《同上，第三千一届会议，补编第2  8 号 》（A /  

31 / 2 8 ) ; 《同上，第三千二届会议，补编第 2  8 号 》（A / 3 2 / 2 8 ) ; 《同上， 

第三千二届会议，全体会议 》，第六至三十三次会议； k/G. 1/ 3 2 / P V  7 -  

3 8；《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届特别会议，补编第3 号 》（A / S - l O ^ y ^ C o r r .  1) ;  

A /S -1  1 - 2 7  和 A /s  —  lO/AG. l /P V  4 — 1 6 ; 大会第 号决

议；和 A/AC. 167 /Si\ 15 - 4 3。



中国的立场没有改变。 根据这个立场，世界裁军会议只有在具备了能够为真 

正裁军创造有利条件的某些先决条件之后才能召开。 召开或筹备世界裁军会议的 

先决条件是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两小核武器国家，承担义务：（a) 不首先使用 

核武器，特别是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Cb) 有关国家必须结束在其他国家 

领土上一切形式的军事存在。 具备了这而项先决条件，世界裁军会议才有明确的 

目标，才能够审议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核武器的问题。

法国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定出裁军的一般原则、确定这 

一件工作的重点和提高现有谈判机构的效率。 这个会议的举行丝毫也不减少法ffl 

对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兴趣。 法国希望在最近的将来就能够具备召开这种会议所 

需的先决条件—— 特别是得到所有核国家的认可。

苏联

苏联认为，采取新的步驟对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问题迅速作出决定的时候已经 

到了。 特设委员会可以立即在其报告内向大会建议，在第三十三届联大审议关于 

定一小日期召开世界裁军会议和设立一个世界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的问题。 特设 

委员会这样一个建议将是非常适当和必要的，因为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 

议已经建议在联大第三十三届会议的议程中列入一小题为"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 

议通过的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的项目。 显然地，这也含有大会审议召开 

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的意见。

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的立场，过去已多次表示过，没有变更。 联合王国认为，所有在军 

事上举足轻重的国家，包括所有核武器国家的参加，始终是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根 

本要素。



美国的立场没有变更。 它是：大会可以用协商一致的方式指出，到适当时候， 

世界裁军会议可以对裁军过程发挥作用。 不过目前，裁军进展的主要障碍, 不是 

没有适当的讲坛，而是没有在政治上的协议。开世界裁军会议，不见得就能改变这 

种不能达成协议的情况；对于达成具体的军备管制协定的努力，反会没有邦助，只 

有胆碍。 在此时此刻来召开世界裁军会议，为它订好召开的日子或开展筹备工作， 

都是太早。

三 .结论和建议

1 3 . 大会不访根据本报告，特别是本报告第8 段所载的结论, 以及大会专门 

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所通过的最后文件里的有关各段，特别是第115^ 1 2 2和 

1 2 6 ^ ,考虑依照以上各段的规定采取可能的步驟，并延长特设委员会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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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亚代表对苏联代表提议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应列入有关缔结一项 

关于加强保证非核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的新项目，表示祝贺。

他欢迎委员会为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所编制的特别报告&。 这份报告同特别 

会议的讨论和文件，反映了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重要性和紧急性。 这一主张，曾 

在特别会议期间获得绝大多数代表a 的支持，并曾获得最近参与在贝尔格菜德举行 

的不结盟国家会议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他回顾保加利亚外长曾在特别会议上指出，人类需要一个受权就一些特定的裁 

军问题采取有效的和具有约束力的决定的国际论坛，并且指出，世界裁军会议可以 

成为这种论&  (A /^ 10 /ï> V „  7 ,英文本第5 2 页 ）。

当委员会起草它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的报告时，必须考虑在特别会议期 

间所举行的一些讨论，以及交由审议的文件和那些在特别会议上获得通过的文件。 

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大会第S - 1 0 /2 号决议），除必须采取的其他措施 

之外，还明确规定提早召开世界裁军会议。 因此，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 委员会 

提交大会的下一次报告，应当指出委员会绝大多数支持世界裁军会议的这一主张， 

并应强调必须采取实际步驟，以便提早召开这种会议。

大会就会议筹备工作所采取的各种新的组织措施，应以第十届特别会议上所通 

过的决定和委员会的报告为依据。 保加利亚代表a , 随时愿意按照它毫无保留支 

持的关于迅速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主张，积极提供合作。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届特别会议，补编第 3 号 》（A /S —1 0 / 3 和 Gorr。] ) 。

- 8 -



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说，捷克斯洛伐克一向支持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主张， 会 

议应当成为可以通过具体裁军措施，进一步阐扬裁军的政治原则的国际论坛。 因 

此，会议应当避续在多这裁军谈判中所开始的工作，并且应在一些领城中将这种工 

作予以完成。

虽然永久和平和全面彻底裁军的最终目标仍然避不可及，虽然战争的威脉尚未 

消除，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致决心不放松斗争，以达成确保持 

久和平的公正有效的保证。 世界会议的召开将为达成上项目标提供机会。

一项令人鼓午的发展就是，如第十届会议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S—1 0 / 2 号决 

) 第 1 2 2 段和贝尔格某德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所达成的相同结论所显示的，越 

来越多的国家支特提早召开世界裁军会议。

尽管特别会议已经获致无可否认的进展，但它部无法掩盖裁军谈判的复杂性和 

政洽敏感性。 世界裁军会议的召开将使各国有机会答复在特别会谈上提出的许多 

问题。 捷克代表 ffl赞成委员会决定向大会建议提早召开这小会议。



却 牙 利

句牙利代表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充分证明，一般都很热衷召开世界裁军会 

议，这可从《最后文件》（第 S—1 0 / 2 号决议）第 1 2 2 段中看出来。

目前的困难不应当胆止委员会继续进行其工作。 应当提醒的是，尽管早期曾 

有人抱着怀疑态度，但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十届特别会议仍然取得了积极成果： 

目前裁军问题正赢得更多的注意，大家越来越感到问题的紧急性，提出了不少新的 

观念，例如苏联关于加强保证非核園家安全的提议等。

委员会务须尽其所能， 除现有的障碍，并为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继续努力。 

这项结论，应当掛酌？!I入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内。



蒙古

蒙古代表赞扬委员会向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提交特别报告时所表 

现的工作效率a 。 这次会议的成果是朝向终止军备竞赛，确保裁军的努力过程中 

的一个重要步骤。

今后，委员会的一切努力应以执行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S-1 0 / 2 号 

决议 ) 的各项规定，包括召开一个普遍参与的世界裁军会议为目标。 委员会应建 

议大会审查有关世界会议的各种问题包括召开会议的适当域呢«立一个机构来进行 

筹备工作等。 )



波兰

波兰代栽说，过去一年在所有层次上都进行了积极努力，来寻求裁军工作的进 

展。 在多边努力方面，最大的成就是召开了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在区域一级上，维也纳谈判继续进行着裁军努力；在双这方面，则集中于进行决定 

性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但是过去一年中，努力的成果却同所投入的力量成反比。 

真正支持裁军的人同那些反对裁军的人之间的斗争造成了目前的裁军僵局。从这方面 

看来，各国政府对召开世界载军会议的态度也就成为它们是否真正赞成裁军的试金 

石。

他提到最近苏联的一项提议，就是把题为"缔结一项关于加强保证无核国家安 

全的国际公约 " 列入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议程。 他接着说，第十届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第 S—1 0 / 2 号 决 议 ) 的第 122段应该成为特设委员会必须向大会 

提出的报告的出发点。 第十届特别会议为争取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努力打开了一 

个新的局面。 实际上，最后文件的第122段已创造了一切条件• 使召开世界裁军 

会议的问题从讨论阶段进入具体筹备的阶段。

此外还应考虑到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出的报告，以及委员会本 

届会议上的发言。 委员会应向大会建议，按照第十届特别会议期间所作的决定， 

委员会应该改成为世界裁军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其任务应适当地包括最后文件第 

122段所提建议的各个部分，即包括尽早召开世界裁军会议，普遍参考以及适当筹 

备的部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说，苏联在专门讨论载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采 

取了许多建设性的倡议，并制订了许多新的具体的裁军提案。 此外，苏联了解到 

无核国家希望核国家在国际法的规定下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因此，它提 

议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议程上列入一个题为" 缔结一项关于加强保证无 

核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 " 的项目 , 同时还提交了一份关于这个项目的公约草案。

为了确保裁军问题能在所有国家一律参与下进行讨论，苏联提出了并一贯支持 

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主张。 自一九七一年以来，大会每一届会议都支持召开这样 

一个会议。 召开这个会议的主张还得到全世界的广泛支持。 不舞盟国家也和社 

会主义国家一样，积极鼓唆召开这小会议。 最近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 

外长会议上，关于世界裁军会议的提议再度得到认可。 他的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 , 

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也在其最后文件中乎吁召开这样一个世界会议， 

文件中说，应在最早的适当时刻召开一次由各国晋遍参加并作好充分筹备的世界裁 

军会议 ,

因此，他的代表团认为现在已到了可以采取新的步驟,以加速解决召开世界会 

议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特设委员会在四年多的活动中作了许多有用的工作，并已 

为直接开始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打下了基础。 因此他的代表因认为，特设委员会 

现在可以在报告中向大会建议，第三十三届会议应该审议关于决定召开世界裁军会 

议的日期以及设立筹备机构等事项。

苏联深信执行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通过的裁军领域行动纲领的工作. 

最好交由世界裁军会议来处理。 它认为，只賓在这样的会议上才能够如苏联外交 

部长所说的， " 可以立即采取对所有国家都有真正约束力的有效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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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r口]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 OW  TO  O B T A IN  U N ITED  N A T IO N S  P U B LIC A T IO N S

U nited  N ations  publications m 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 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 ew  Y ork  or Geneva.

COM M EN T  SE P R O C U RE R  LES  P U B LIC A T IO N S  DES  N A TIO N 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 ations U 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 onde  entier. In form 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 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 ew  York  ou  Genève.

K A K  n O J ï y ^ H T f c  H 3 A A H H H  O P r A H H  3 A U .H H  O B T j E A H H E H H M X  H A U ,H 1 ï

Hs/jaHHH OpraHHsauiHH OÔT^eAHHeHHfcix Hau；HH mo k̂ho KynHTi, b khh^ hbix Mara- 
3HHax H areHTCTBax bo Bcex  paâoH ax  MHpa. Haso^HTe cnpaBKH o6 HsaaHHHx b 
BameM khh>khom MarasHHe h;ih ntniiHTe no  a^pecy  : OpranHsaiïHH 06"t.eAHHeHHbix 
HaquH, CeKijHH no npoAa>Ke H3A3.HHH, H bio-H opK  h.th HCeneBa.

COM O  CO N SEG U IR  PU B LIC A C IO N E S  DE  L A S  N ACIO N ES  U N ID A 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 aciones  U nidas estan en venta en librenas  y  casas distri- 
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 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N aciones  
Unidas, Secciôn  de  Ventas, N ueva  York  o  Ginebra.

L ith o  in U n ited  N ation s, New  York  P r ic e： $ U .S .  1 .0 0  22076—October 1 9 7 8 -1 50
(or  e q u iv a le n t  in other  cu rren 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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