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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 大会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第3 2 / 8 6 号决议中，曾再次邀请尚未设

法同印度洋特设委员会以及印度洋沿岸和内陆各国进行有效合作的各大国和使用印 

度洋的其他主要海事国家，按照大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468(X X X )号决 

议第 3 和 4 段的规定，尽可能不迟延地同印度洋沿岸和内陆各国进行协商；并决定Ç 

作为召开印度洋会议的下一个步骤，应于适当时间在纽约举行一次印度洋沿岸和内 

陆国家的会议, 其他不属此类但已参加或已表示愿意参加特设委员会工作的国家都 

可以出席该会议；请特设委员会就这次会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同时延长了各项有关 

决议为印度洋特设委员会规定的一般任务；并请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提出详尽的工作报告。

2 。特设委员会于一九七八年四月十日起再度开会，到一九七八年À 月二十九 

日止，一共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八次正式会议（a / a c „ 1 5 9 / s r „ 5 2 - 5 9 ) 和若 

干次非正式会议。

3 。遵照大会第3 2 / 8 6 号决议，扩大特设委员会的组成，增加了民主也门、 

埃寒俄比亚、希腊、莫桑比克和阿曼五名成员。 因此，委员会现由下列各国組成 : 

漠大利亚、孟加拉国、中国、，民主也门、埃Ü 俄比亚、希腊、印度、印度尼西亚、 

伊明、伊拉克、日本、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河 

曼、巴基斯坦、索马里、斯里兰卡、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也门和赞比亚。

4 . 特设委员会选出的主帰团凤员如下：

主席 : 贝亚加马赫。费尔南多先生（斯里兰卡）；

付主席S 维斯伯。洛埃斯先生 ( 印度尼西亚）；

报告员 : 字 利 •拉苏隆德赖贝先生及其继任人，

雅 充 。索洛 。拉松先生（马达加斯加）。



5 同各大国的协商

5 . 依照特设委员会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八日第三十九次会议作出的决定P 特设 

委员会主席继续与主要有关的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协商, 

以求了解这两个国家有关其印度洋军事存在的双边谈判的进展状况，也想同它们讨 

论 ，在委员会执行f 务时，它们将给予的合作。

6 .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会议时，主席就他同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协商结果提出了报告。 在若干代表团的要求 

下，委员会决定，主席的报告应全部载入委员会的报告中。

7 . 下面是主席关于他协商的报告全文：

" 各大国为求达成一项协定，提出了若干建议。 协定的目的是，按照有关各 

大国进行的谈判的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照会中的规定，限制它们在印度洋 

的军事活动。 据当时的报导，谈判是积、极的，双方都认为，达成这样一项协定是 

符合双方的利益的，并且还会促进国际局势的缓和，加强印度洋的和平与安全。 

后来，各大国在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通知我，已经就若干问题达成一些协议g 包括 

是否愿意采取分阶段进行的办法，首先协议不增加目lî[的军亭存在，然后迅速迈向 

裁减军事存在的谈判。 但是，就一九七八年三月间税们所抱的希望而言，目前的 

状况至少是暂时的挫折。

" 最后收到的来文，是美国付常驻代表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给特设委员会主席 

.的一项照会，其中载有美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两方协议的一项文件。 

这项照会的内容是两方一九七八年二月七日至十七日在伯尔足举行的谈判。 递交 

特设委员会的这分照会的全文，载于 A /A C „ 1 5 9 /S R .5 2号文件。 各位想必记 

得，该项照会的最后一句是： ，两国代表团今后会议的日期，由双方协议决定，。

" 不结盟国家集团从七月二十五至三十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外长级的会议，



其中有不少印度洋的沿岸国和内陆国。 他们审议的问题之中包括印度洋的局势， 

和大会一九七一年通过的《宣布印度洋力和平区》（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2 8 3 2 ( x ;k v i)号决议 ) 的执行情况。 在审议这个问题时，他们也审查了美国和 

苏联之间的双这会谈的状况。 我现在从贝尔格菜德外交部长会议宣言中，弓I述专 

门谈到这些双边会谈的一段如下：

，会议注意到大国已展开旨在败制它们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的会谈，但是 

着重指出这些会谈的范围和性质都是有限的，不足以达成《宣布印度洋为和平 

区 》的目标。 部长们并对这些有限的会谈也显然缺乏进展表示失望。 他们 

要求大国扩大会谈的范围，并同沿岸和内陆国家谈判，以实现联合国大会第 

2 8 3 2号决议的目标。， ( A / 3 3 / 2 0 6 ,附件一，第 1 3 9段。）

■ " 当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的政治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曾因印度洋特设委 

员会主席的身分，收到了若干会员国关于美苏双迷会谈现况的询问。 我通知它们， 

就我所知P 自一九七八年二月七至十七日举行双这会谈后，未再举行新的会谈。

有人对这么久都没有举行会谈表示十分失望。 我同意将这种关注传达给双方。

" 我于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会见了苏联付常驻代表，并于一九七八年八月 

二十二日会见了美国i寸常驻代表。 我将贝尔格莱德宣言中有关印度洋的部分，特 

别是双进谈判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 我也将若干不结盟国家对双这会谈缺乏 

进展所表达的关注，传达给他们双方。 同我讨论这个问题的苏联付常驻代表说明 

了该国的看法。 他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四日的照会中，传达了该国政府的观点， 

我弓I述如下：

，继续我们八月间的谈话，我们愿指出以下各点：

，美苏友进会谈是循着正常的途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理由展望 

这件事得到进一步的积极发展。 尽管许多问题仍未解决，会谈的进展程度表 

明有可能就以下各点达成协议：



( a ) 苏联和美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 " 冻结 " 在近年来的水平；

Cb) 不在印度洋布署战略部队；

( e . ) ，冻 结 ，协议生效后，立即展开削病非沿岸国军事存在和军事活动的谈判,

这是可责的进展。 只是由于美国采取的立场，它片面中止了谈判，甚至连一 

个恢复会谈的大致日期也拒绝确定，所以至今不能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

" 同我讨论这个问题的美国付常驻代表说，他将把我同他谈过的话传达给他的 

政府。 后来，美国代表团于九月二十二日将该国的立场通知我，我再弓I述如下：

，卡特总统最近已重申了美国对印度洋军备限制协定的兴趣。

，美国仍然认为，这祥一项协定可以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有关 

各国的利益。 我们相信委员会许多成员都同意这一看法。

，不幸的是，该地区最近的一些事件，造成了谈判巡缓的后果，这些事件 

不是美国弓I起的。

，美国认为重要的是，谈列进行中，美国和苏联>部应在该地区约束自己的 

军亭活动。 这会对谈判的进程发生正面衫响。

* 美国方面对谈判的目标仍然不变， 我们对局势保持密切注意，情况适 

当时，我们将设法俠复会谈。 ，

" 因此 , 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谈判显然有了牲折。 拭希望这是暂时的，希盤按 

照我们对这个问题承担的义务，早日恢复两国间的谈判。 "



8 , —个成员评论主席的报告说：印度洋区的国家和人民迫切斯望建立印度洋 

和平区，但是，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却进展很慢—— 根本的障碍是两个超级大国在该 

区争夺和扩张。 " 所谓 " 限制两国在印度洋地区军事力量的.双边谈判， " 只不过 

是双方激烈争夺的另一形式" ，是 " 旨在欺骗世界舆论和转移视线的一小騎局"。 

一年来的事态发展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尤其是，苏联在这一地区大大加快了侵略 

扩张的步伐。 它故硬兼施，千方百计地在非洲之角、红海地区、波斯湾周围进行 

渗透、趣覆、干涉、控制，严重地威胁到有关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平与安全。社 

会帝国主义是印度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最大破坏者。 为了实现印度洋和平区的目 

标，必须遭责和反对苏美两霸在这个地区的争夺和扩张。

9 . 提到双追谈判，另一小成员说，两大国之间举行谈判，是因为它们受到压 

力，受到大会第2 8 3 2 ( x x v i )号决议及其后的其他决议通过后所造成的趋势的影 

响—— 至少这是部分原因。 不幸的是，谈判中止了，谈判的进行简直没有好好地 

策划。 如果沿岸国家和内陆国家不在内，它们的意见对于谈判就不能够起充分的 

作用。 另一限制是，谈判国彼此之间关切的事比印度洋国家关切的事更受到注 

意。 不结盟国家曾指出，谈判所涉的范围有限，目的在于稳定两国在该区的军事 

力量，而不是要消除这种力量。 该代表团进一步指出，它之所以提请各国注意该 

项谈判的实质，是因为该项谈判关系到会议能否及时地和尽早地召开；也是力了要 

使会议能够迅速为印度洋会议作准备。

1 0 . 劣一个代表gf说，谈判能够举行，就是很大的进步，对此，它表示欢迎。该 

代表团希望谈判能够为最终实现《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目杨带来具体的措 

施。 该代表固对于导致谈判中止的情况，感到遗憾。

三，根据大会第3 2 / 8 6 号决议第3 和第4 段 

的规定而进行的筹备工作

1 1 . 在一九七八年四月十日举行的第5 2 次会议上，依照一项由斯里兰卡提出 

的并获其他代表团支持的建议，特设委员会决定请主席写信给印度洋地区的所有沿



岸国和内陆国，请它们就召开沿岸国家和内陆国家会议的适当日期表示意见，并就会期、 

目的临时议程以及f— 他可能有关的问题提出建议。信件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发出。 

下列国家已经回信给主席：澳大利亚、細甸、中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 日 

本、科威特、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索马里、斯里兰卡、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也 

门 （覆信内容见附件）。

12， 大多数的意见认力《会议》最好在一九七九年召开。

13， 特设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九月的届会上审议这个问題时，曾有几小代表团 

表示希望《会议》能够在一九七九年年中举行。 其他代表团特别指出，在决定 . 
《会议》的召开日期时，必须保证各国有充分的准备时间。

1 4 . 许多代表团在回复主席四月二十八日的信时，以及在委员会的会议上，都 

曾谈到关于建议的沿岸国家和内陆国家会议的目的和议程的问题。

1 5 . 关于《会议》的目的，似乎很多代表团都同意一点，即《会议》的主要目 

的是调和各沿岸国和内陆国的观点和立场，并就怎样贯彻《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 

宣言》达成谅解。 一些代表团特别强调这一点。

16. —小成员强调应该把制定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所必需的措施列为《会议》 

的男一个主要目的。 它认为这些措施应包括下列几点：（a)中止大国在印度洋进行 

争夺和布置军事力量；Cb)禁止核武器进入印度洋及印度洋沿岸国国境；（e)作出安播 

以保证印度洋区城保持和平与安全的气氛。

1 7 . 另一个成员指出，一九七一•年宣布的《宣言》渊玩于卢萨卡不结盟国家最 

高级会议。1 不结盟国家进行这项努力，是按照不结盟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 即 

印度洋国家不应卷入大国的争夺，不应加入为这种争夺而成立或订定的同盟和条约。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在力《会议》进行筹备工作时， 《宣言》的基本目的，即消除 

由于大国在印度洋的存在和军事争夺而对沿岸国和内陆国的安全所造成的威胁，应 

该是工作的重点。 任何企图在筹备工作或委员会本身的工作中提出技节问题，都

第三届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一九七0 年九月八日至十日在卢萨卡 

举行。



有损于《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主要宗旨。 委员会的成员的一小共同的 

问题是，它们当务之急是面对这小问题。 如果它们不这样做，而为彼此之间意见 

的分坡和冲突争论不休，就是忽视这小共同的问题。如果这样，对于安全会继续遭 

受威胁的情况，它们自己要负责，它们便会陷入极度的争论。 该代表团虽然也关 

心影响到印度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其他因素，但它认为这可以在别的会议讨论。

1 8 . 关于会议的议程，一些代表团只是大致地谈及，但赛些代表团却很详尽地谈 

及一些具体问题。

19. 一个代表团说，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的予备会议应该努力争取所有有核国 

家和使用印度洋的主要沿海国家接受《宣言》，同时，为达此目的，特谈委员会应 

该查明有没有可能草拟一份行动纲领，作为筹备会议的工作文件,以期这份行动纲 

领能获印度洋会议的核准。

2 0 . 另一代表.团指出，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的议程应包括一小须目，审査使印度 

洋成为和平区的建议自从一九七一年首次在联合国提出以来的主要发展。 此外， 

还应该讨论一项贯彻落实《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 包括沿岸国和内陆国 

的 特 殊 义 务 的 行 动 纲 领 。 同时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至迟于一九八0 年就召开 

印度洋会议一事作出决定。

21， 一个成员指出，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予备会议应该致力于，除了别的以外, 

更严谨地确立印度洋和平区概念，和平区的范围和界限，以及沿岸国家、内陆国家 

和大国及使用印度洋的主要浜海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予备会议也应该尽力考虑一些 

办法和措施以促进有利于安全的条件, 从而巩固印度 :羊各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 

整。

2 2 , 特设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四月十日举行的第5 2 次会议上收到了印度尼西 

亚代表团的建议，即委员会考虑设立一小工作小组或一个常设小姐，以便在主要委 

员会休会期间，工作小组可以监视各种发展，并将发展情况通知各成员，向它们提



供分折性资料，以协助各成员就有关的问题作出决定，甚或可以对沿岸国和内陆国 

会议的筹备工作提供邦助。

23* 有人支持印度尼西亚的建议，认为设立一个常设小组有很大的好处，因为 

它除了别的工作外，也可以为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编制议程。

2 4 . 这个问题经过长时间讨论后，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举行的第 

5 5 次会议上决定，在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的筹备阶段或会议举行期间，可根据需 

要设立各种非正式工作组处理上述的工作。



A j 委员会主席团的扩大

2 5 . 在一九七八年四月十日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上，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提议 

委员会考虑扩大主席团，再任命一位付主席，以确保委员会能够顺利执行其职务。 

经巴基斯坦的建议，委员会决定在它的非洲成员国之中挑选一个来担任这个新的付 

主席的职位。 关于这一点，一些代表团对 <̂ \平地理分配的准则提出了意见，认为 

由非洲国家担任新的付主席I职位是有实际价值的。 随后在一九七/V年九月二十五 

日的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在非洲集团国家的成员国中推选新的付主席，并由委员会 

主席就这个职位的候选人问题同非洲集团主席进行协商，然后向委员会回报0 特 

设委员会主席得知，一旦作出决定，将立即通知委员会。 因此，委员会决定在它 

接获非洲集团国家的适当通知以前暂不推选新的付主席。 ^

E . 主席的信

2 6.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委员会在其第五十五次会议上决定请主席发信 

给有关的沿岸国和内陆国，请它们就提议的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的有关方面 

从速提出意见。

。，在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的名单上增列新国家

2 7 . 关于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名单，在特设委员会向大会提出的一九七三年 

报告附件一的名单2中已增列了吉布提、科摩罗和塞舌尔。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時 》（A / 9 0 2 9 ) , 附件一，第5 

段 g 又参看《同上，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2揚 》（A / /1 0 0 2 9 ) ,第2 9 段。



^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建议

2 8 .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一致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执行情况

大会,

回顾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第2832 ( XXVI )号决议内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 

的宣言叉闻顾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千五H第 2992 (XXVII )号、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六日第 3 0 8 0 (又又¥111)号，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第3259义（又又1乂)号、一九七 

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468(X30；)号、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第3 1 / 8 8 号、一 

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第3 ^ / 8 6 号和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第S — 1 0 / 2 号决 

议，

鼓午地注意到一九七八年五月千五日至二十日在哈瓦那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协调 

局 部 长 级 会 议 —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在贝尔格某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 

外长会议4继续支持宣言，

重申其信念认为推动实现《宣言》目标的具体行动,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会大Ï Ï 献’

对大国为了争霸而加强其军事存在，导致加剧该区坡的紧张状态，深感忧虑,

考虑到大国为了争霸而在印度洋继续维持军事存在，而且这种军事存在有发生 

竞争性升级的危险，因此更追切需要采取实际步骤，及早执行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 

的宣言，

又考虑到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需要区城各国的合作,以确保在区城内能有宣言 

所想望的和平与安全的条件，并确保沿海国家和内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参看 A / 3 3 / 1 1 8 。
参看 A / 3 3 / 2 0 6 。



又考虑到大会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注意到关于建立印度洋为和平 

区的建议，并注意到大会的审议情况和各项有关决议， 以及需要确保维持该区城的 

和平与安全 /

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已就它们在印度洋的军事存 

在开始进行会谈，该两国并将会谈进行的情况随时通知印度洋特设委员会，

但是对会谈中断 ’ 表示遗憾，

回顾其第3 2 / 8 6 号决议，其中决定在适当时*日在纽约召开印度洋沿岸国和内 

陆国会议：

1 . 促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就它们在印度洋的军事存 

在问题立即恢复会谈；

2 . 再次请各大国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同印度洋特设委员会进行有效合作的 

其他使用印度洋的主要海洋国家，尽速同委员会就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执 

行进行协商；

3 . 注意到特 设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 特别是关于为召开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 

国会议作好必要准备所应采取的步驟的第三节；

4. ^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至十三日在纽约召开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 

议，作为朝向召开关于执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大会第2832 ( X X V I ) 号决议 

所载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印度洋会议的下一个步骤；这类国家的名单载在

第 S — 1 0 / 2 号决议，第 64 (b)段。

《大 会 正 式 记 第 三 十 三 届 会 议 ，补编第2 9 号 》（A / 3 3 / 2 9 )。



特设委员会提交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7 第三十届会议，8 和第三十三届会议 ’ 的 

报告，并决定其他不属于此类但参加过或表示愿意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国家，经委员 

会的邀请，也可参加这个会议。

5. 决定由执行筹备委员会职务的特设委员会力召开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作好 

必要的准备。 又委员会在必要时将为此目的设立非正式工作组；

6 . 度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7. 1  秘书长为上面第4 段所述的会议作出必要的安排，包括编制必要的背景资料、 

有关文件、筒要记录，以及在有需要时跑^ 字记录,并请他向特设委员会继续提供一切 

必要的协助，’包括供应倚要记录Î

8 . 延长各项有关决议为特设委员会所规定的一般性任务 ;

9 . 请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详尽的工作报告。

《同上，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9*f*》（A /9 0 2 9 )附件一，第 5 段。 

《同上，第三十届会议， 卜编第2 9 号 》( A /1 0 0 2 9〉，第 2 9 段。

《同上, 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2 9 号 》（a / 3 3 /2 9  ) ,第 2 9 段。



附 件

答复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特设委员会主席信件的实质部分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支持召开一次印度洋沿岸和内陆国家会议，作为促成召开印度洋会议 

的第二个步藻， 如果要达成广泛的基础同意召开大规模的会议，各大国和使用印 

度洋的主要海洋国家也参加，这个会议就必须就重要问题达成共同意见• 因此会 

议前必须进行充分的筹备，会议不应该在一九七九年年中以前举行，

会议的筹备工作应由特设委员会本身负责进行。 为这个目的，特设委员会可 

以作力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会议的确实时间、期限和议程。 为了把筹备工 

作进行得彻底，特设委员会应当在一九七九年的前半年，作为筹备委员会举行两次 

会议。 - ,

铜甸

已经转达細甸当局注意这个事项。

中国

中国一向毫无保留地支持有助于实现印度洋和平区的任何实际措施。因此，中 

国全力支持召开一次印度洋沿岸和内陆国家会议的构想， 关于这个会议的开会日 

期、临时议程等，中国希望有关的沿岸国家和内陆国家能够通过友好的协商达成协 

议 .

埃塞饿比亚

( a ) 早日在纽约举行沿岸和内陆国家会议，是召开印度洋会议的必要步骤。这 

个筹备会议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建立这成协议的基础寻求途径和方法，确保充分执 

行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



( b ) 与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有关的一项重要发展是苏联和美国开始 

进行讨论，这种讨论的结果对于全面彻底执行《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将 

是一个重要步骤。 因此，沿岸国家和内陆国家的初步会议，必须作出努力，务使 

核国家和使用印度洋的主要海洋国家接受《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 为了 

这个目的，特设委员会开会时应该试探以大纲的形式拟定一项行动纲领的可行性， 

作为筹备会议的工作文件，以便最后由印度洋会议通过。

( C )我们认为，会议的期限和其他类似事项，可以在临时议程获得协议后再作 

决定。

印度尼西亚

自从大会第2 8 3 2 ( x x v i ) 号决议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以后，对这个宣言的目 

的了解和支持已有增加，过去一些决议的表决情况已反映了这一点， 鉴于这些发 

展，有关的沿岸和内陆以及其他国家应该将已有的这种动力化为执行这个宣言的积 

极步骤。

关于这一点，这个会议的主要目的应该放在协调有关各国的观点和立场上，以 

及通过将导致实现这个宣言的方针或原则。

此外，我国代表团认为，会议议程应该富有禅性，以便反映这次会议的各项宗

曰。

印度尼西亚政府认为， 予定在纽约举行的会议，可以在一九七九年年中召开， 

会议的期P艮三个星期似已足够。

曰本

日本代表团支持召开一次印度洋沿岸和内陆国家会议， 但是日本代表团仍然 

认为，要保证这种会议的成功，就必须有充分的准备， 首先，有关的沿岸和内陆国 

家对提议的会议的适当日期、.目 的、临时议程和其他有关事项，必须达成一项协议， 

我国代表团希望有关沿岸和内陆国家能达成这项协议。

- I k  -



科威特

关于印度洋沿岸和内陆国家会议的日期，只要不与重要机构，如大会专门讨论 

裁军问题特别会议或大会常会的工作相冲突就可以。 会期可以是一个星期。这个 

会议的目的在于解决有关召开一次印度洋会议的一切问题。 临时议程可以在沿岸 

和内陆国家会议的第一届会议上决定，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政府全力支持召开这个初步会议，我们认为这个会议，对印度洋沿岸 

国家和内陆国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3 不但可以考察一下该地区最近的发展，而且也 

可以协调我们对执行《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方式的所有各方面的看法。对 

各种问题采取.共同立场的确有利于筹备同各大国和使用印度洋的主要海洋国家进行 

更广泛的协商，以达成《宣言》的目的。

我们予期这次初步会议除了其他事项外，还应该致力于更精确地说明印度洋和 

平区的慨念、范围和分界以及各沿岸国、内陆国、各大国和使用印度洋的主要海洋 

国家的义务和责任，考虑促进安全条件的方法和途径，以便加强该地区各国的独立、 

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虽然我们确知有需要尽早举行初步会议，但是我们也了解为了保证会议的成功， 

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 因此我国代表团赞成在一九七九年，或许可以在五月间召 

开会议，会期至少两个星期。

这个会议的筹备工作可以委托委员会较小的常务组或工作姐进行。 关于这 一  

点，我国代表团认为印度尼西亚代表所提的建议有相当多的优点。 印度尼西亚代 

表建议设立这种常务组 , 除了别的事项外/ 还有制定会议议程的任务。

关于这个常务组的成员，我们认为应该由主席团的成员构成，虽然我们也想到 

人数可以不受限制， 为了使这个主席团尽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必需把主席团ÿ ;  

大，增设男外一两位付主席，同时根据地区分配原则，从特设委员会再任命四个成



员。这样常务组的全部成员将为八人或九人。

我们了解有必要就这个常务组的职责和组成，进一步进行协商，同时对于为了 

促进这个初步会议的筹备工作而提出的其他建议，我们将不存任何成见，

巴基斯坦

根据大会第3 2 / 8 6 号决议将要举行的沿岸和内陆国家会议的主要任务， 应该 

是阐明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所需的各项措施。 这些措施应该包括下列各要点：

( a ) 消除大国在印度洋的争夺和军事存在； 

m 禁止印度洋及其沿岸国家装置核武器；

( C ) 作出安排以确保印度洋地区内安全与和平气氛。

为了消除大国在印度洋的军事争夺和军事存在所需的步骤，在大会第二十六届 

会议通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宣言》内已大致摘述。 禁止核武器的措施包括：第 

一 ， 由核国家承诺不在印度洋建立核基地，或引入或驻扎船只和潜水艇；第二，由 

在印度洋沿岸的无核武器国家严格承诺不嫩置或发展核武器。

关于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行场纲领a 中所通过的，在印度洋地区 

内创造安全的条件，应该考虑到下列各要点： I

( a ) 对 《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承诺；

( b ) 根据联合国的原则和决议处理末解决的纠纷； ' 
( C ) 沿岸各国的海军和军事力量应维持合理的比例。

巴基斯坦认为这个沿岸和内陆国家会议应该尽早，也许在一九七九年初春召开。

参加这一个会议的成员，首先g 该包括所有司意在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内为实现和平 

区建议而合作的沿岸和内陆国家以及:其他大国和使用印度洋的主要海洋国家* 而

a S - 1 0 / 2 号决议，第三节。



不属于上述任何种类的国家参加会议的问题，应该留待会议本身来决定。

索马里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政府支持召开有关印度洋和平区的会议。这个会议的目的应 

该包括：（a ) 撤除在印度洋的一切外国基地；（权从沿岸和内陆各国撤退所有外国 

军队；（e ) 禁止在印度洋以及沿岸和内陆国家领土上装置核武器；（d) 按照大会第 

二十六届会议通过的《宣言》，禁止大国在印度洋争夺和它们的军事存在，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政府认为，印度洋沿岸和内陆国家会议应该尽早召开。不过 , 

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可以和特设委员会成员协商决定* 索马里政府还认为，会议的 

筹备工作应由特设委员会本身负责进行。 但是为了应付这种情况的需要应该加强 

特设委员会的秘书处。

参加会议的国家应该是印度洋的沿岸国家和内陆国家。 不过，不厲于上述两 

类的国家参加会议的问题，应由会议决定。

斯里兰卡

如你所知，斯里兰卡是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大会第2 8 3 2 ( x x v i) 号决议的 

提案国之一。 斯里兰卡代表团自此一直以满意和急切交织的心情注视着大会历届 

会议，满意的是对这个构想的支持越来越多，急切的是积极而切实地执行这项宣言 

的进度缓慢。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步伐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大国不愿与特设 

委员会合作以达成《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目标。

我们认为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代表着一种积极的发展，因为已经 

决定在适当的日期在钮约举行一次沿岸和内陆国家会议。

斯里兰卡欢迎召开这一个会议，认为这是重申《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 

基本原则的机会，也是沿岸和内陆各国可以就实现《宣言》和筹备召开印度洋会议



时应采取的行动进行讨论并获得协议的机会。斯里兰卡代表团建议，沿岸和内陆国 

家会议的期限应为一个星期，应在一九七九年前半年，可能的话在一九七九年五月 

召开， 代表的资格应该不要低于大使级。 斯里兰卡建议，特设委员会应将本身 

变成这个会议的筹备委员会，为议程的决定进行讨论。会议的应该包括审议自一九 

七一年第一次在联合国提出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建议以来的各种主要发展。 而且 

也应该讨论制定实现《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行动纲领，包括沿岸国家和内 

陆国家的特别义务在内。 最后，这次会议应该讨论最迟在一九八0 年以前召开印 

度洋会议的事项。

斯里兰卡认为，顺利召开提议中的沿岸和内陆国家会议将对继续努力在国际午 

台上达成裁军、和平与稳定局面有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保证一定和所有其他国家合 

作，以期这次会议能达成肯定的结果。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一向支持召开有关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会议。鉴于大国 

在印度洋的争夺与日俱增，坦桑尼亚深切关注这个情况。 因此坦桑尼亚欢迎尽早 

召开沿岸和内陆国家会议。

坦桑尼亚认为提议中的印度洋沿岸和内陆国家会议将是这些国家协调它们的立 

场、并就共同的方法和立场取得协议的论坛* 这次会议将促进随后在印度洋会议上与 

各大国进行协商，这个印度洋会议的目的是实现《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 

关于这一点，由少数成员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可拟定一个议程，并注意到上述的会议 

目的，

坦桑尼亚建议这个会议的会期可以从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 适当的日期可以 

和特设委员会的成员经过协商后取得协议。 不过坦桑尼亚强调，这个会议应该尽 

早，最好不要返过一九七九年召开。



也门

既然上述会议的日期未定，我建议在一九七九年六月中句召开这个会议，会期 

至少两个星期。

我愿借此机会提魔注意，大会通过第3 2 / 8 6 号决议时，也门代表团对决议第 

3 段有保留立场，认为扰太复国主义国家以色列不应参加特设委员会的任何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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