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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 言

1 . 大会1 9 8 4年 1 2月 1 7 日第39/148H号决议通过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 裁军研究所）章程，该决议后附有章程全文，

2 . 按照章程规定，裁军研究所是大会在联合国系统内设立的一自主机构， 

其宗旨是就裁军和有关问题, 特别是国廝安全问题从事独立的研究，并同裁军事务 

部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

3 . 章程规定研究所将根据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即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 

的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大会第S，10/2号决议）各项规定进行工作,其目的 

是：

( a ) 就各项同国际安全、军备竞赛和一切领壤的裁军—— 特别是核领城的 

裁军一一有关的问题向国除社会提供更为多样化和完蹇的数据，以便通过谈判，保 

进朝着一切国家更为丰固的安全和朝着一切人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进展；

( b ) 促进一切国家深思熟虑地参与截军努力；

( e ) 通过客观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分析，协助正在进行中的裁军谈判，并 

继续作出努力以确保在遂步降低的军备水平一一特别是核军备水平一一上达成更为 

，固的国际安全；

( d ) 从♦ 更为深入、高瞻远轉的长期裁军研究，以便就所涉及的问题提供 

全面的理，并激励进行新谈判的新动力，

4 . 章程进一步规定研究所将计及大会的各项有关建议，并将以妥善方式组织 

研究所，以便确保在公平政治和地理基础上的参与.

5 . 本报告是按照大会第39/148 H号决议第6段向大会提出的，该段中大会 

请裁军研究所主任每年就研究所进行的活动向大会提出报告，' 本报告是章程通过 

后第一次提出的报告，它说明了 1 9 8 5 年 9 月至1 9 8 6 年 9月期间研究所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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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 它是在主任Livitt JOU先生不在的情况下由裁军研究所副主任编写的， 

主任自1 9 8 6年年初以来即不能正常履行其职责•

6. 关于秘书长的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作为裁军研究所童事会所进行的活动的 

说明载在秘书长的报告（AX41/666 ) 肉。

二.工作的安排和方法

7 . 裁军研究所工作人员报少，目前除了主任外，包括一名副主任糸r两名 

般事务人员. 研究所大量依赖同各项目有关的短期合同来执行它的研究方案.这 

种纪合研究方案和以项目为基础而制定的征聘制度使它可以求助于和利用联合国系 

统内外的知名专家， 这种方法还有助于裁军研究所展开努力，扩大它同全世界各 

地的其他研究所和个别专家的关系和接融. 并充分利用了现有的联合国各项服务-

8 . 在核准的研究方案内，研究所雇用了个别专家或研究组织或同它们发展合 

作关系来执行方案. 它同它认为有资格进行个别研究项目的人士联系，决定研究 

的架构，然后在作者完成前进行审查，出版和散友，设立以由等门知识和经验知名 

的人士组成的" 指导小组" 来协助进杆各项主要研究，以便考虑到多科目的办法和 

各种学游，

9 . 在每一份裁军研究所的出版物的前言里都会说明研究编写和最后定案方面 

所采取的过程，以便让人了解，各项研究虽然是在裁军研究所的研究方案内和在它 

的倡议下进行，但研究的内客是由作者负责的， 不过研究所是在不对各研究的作 

者表示的意见采取看法的情况下，负责决定一项研究是否值得出版和散发，

1 0 .来自各国和公共和私人组织的捐助是研究所活动的主要经赛来源。 按照 

研究所的章程的规定，研究所主任和工作人员的开支可以从联合国经常预算得到补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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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审查期间以下国家叙机构向研究所信耗基金提供了捐助：法国、挪威、瑞 

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新国联盟、巴罗如卡德布雷信托基金（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伊̂内格工业公司{ 巴拿马）• 还从澳★利亚命加拿大牧到了捐助， 

它们保存在帐户内供1 9 8 7 年工作方案知预算利用• 裁军研究所借此机会向它 

们的懷慨捐助表示感谢，

三.完成的项目

1 2 . 审查期间只完成了少数几个项目. 但是"目前的活动"标题下列出的项 

目《下面第2 4 — 5 4 段 ）有很多已接近完成，并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出版-

A . 中国的安全概念

1 3 . 这份由北京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song YUin编写的专题著作提 

出了中国在安全领城内政策的最新观点.

14. 其中研究了中国政治思想对安全基本慨念的分折愈中国对它本身安全环境 

的看法• ----

15. 该专题著作说明了中国在经济军事领域内为了维持 0̂加强其安全而采取 

的各项播旅，

16. 其中描述了中国对裁军问题的立场新中国对于该領域内主要国际协定的态

度.

1 7 . 该著作形式精筒，是现有文献中关于此主题最有用的一份•

B .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泰{ 法律研究》

1 8 . 这本著作是由苏联科学院国家 »̂1法律研究所副主任知国际空间法研究所副 

所 长 S. ▼«whclwtia 编写的，它是裁军研究所关于同外展空间有关的裁军问 

题的多方面壤目的一部分.作者根框目前关于此主题的讨论对关于外层空间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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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规则提出了展望.该研究说明了国际法暇制为军事目的利用外层空间的一 

般原则，对于军事利用外层空间的具体禁制衡暇制，以及对某些国际法靓定的释 

上的分破， 它是对有关此问题的国际辩论的一项重要貢献•

C. 欧洲安全细裁军展望会议

1 9 . 该会议由裁军研究所衝法国国际安全研究所共同举办，会议于1 9 8 5年 

1 2 月 1 65fcl 7 B集会，让学术界、外交人员A 政府官员的与会者广泛地交换了 

意见.它的目的是审查自1 9 8 5年 1 1 月 1 9 至2 1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最高级 

会议后欧洲在安全知裁军领坡内的情况.

2 0 . 许多高阶层的人士参加了该会议，愈括伯尔尼，联邦外交部，国务秘书， 

BruttMff先生；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防都长

WcJimrd P*rl• 先生；莫斯科，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苏维埃欧洲安全与合 

作委员会主席，Ï-V ToUumv先生；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勃联合国秘书长♦人代表 

ïoM tla »先生；淑巴黎，外交部，政治事务副主任， Sanooard 

女士. ‘

2 1 . 会议议程知下：

( a ) 第一次会议：欧洲安全衡裁军谈判状况的评价{ 主席： ThUrry de 

Hoatbrial 、

提出报告的有：LjttbWoj* AeiaoYie, J&equcs Huntsias^r, Jos«f Joffe. 

SictMrd I ,  P«el*» L«v Tolkaooy ̂  Bub«rt Y^drïn# ,

加入讨论的有： Homird, Si降rre Lodgaard ^  Mirc«*. Hieolmeseu^

( b ) 第二次会议：新观念勃技术的挑战：核武器細空间武器《主廣：®Curt

6a9t«ys«r ) «

提出报告的有： JoMthan àlford, François Haisbourg, Tttrl KuzMtsov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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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tS«M lo«tow ^

加入讨论的有： L«Hottch«, C«s&r« Hsrllai ^  H«x Seiwid .

( c ) 第三次会议：新观念愈技末的挑战：常观武器翁化学武器《主廣：Livi» 

Bots ) .

提出报告的有：Johaa Holst, J««a Klein, Arnold J, Oom 棄J 

Syaonides .

加入讨论的有：Kieh«rd R. Burt, Hubert Thi«rry ^  Gueim«di Toroutsov

( d ) 第四次会议：政洲安全勃裁军的前途( 生廣： Ko«atia» ) •

提出振告的有：01«S T. Bogoaolov. SdooArd Braiia«r, Is*b «ll*  S«aoti«rd

S«itz .

22 . 与会者认为会议是成功的，会议也得到了良好的新闻报导，

23 . 会 议 最 后 一 次 会 议 的 主 席 iM t in a .在他的结束语内提到了两点: 

" 第一，军备控制知裁军政衆必须纳入使欧洲关系德定的更广泛的战略内，其中应 

考虑到那些不愿意降低为旁观者的国家的存在. 如果气象仍旧消极，任何有意义 

的结果是不可能取得的. 第二，唯有在世界安全如解决尚未解决的全球问题，首 

先是要，决经济发展细民族勃社会自决的问题这♦更大的架构内才能建立欧洲的安 

全，因为不然的话欧洲的稳、定仍将是膽I I的. "

四.目前的活动 

A . 裁军：有关外层空间的问题

2 4 . 本研究是关于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前景细后果以及防止它发生的方法的. 

编写这份研究被裁军研究所董事会指定为裁军研究所1 9 8 6 年主要工作•

2 5 . 大会1 9 8 5 年 1 2 月 1 2 日第40yS 7号决议第1 2 段提到这项研究， 

其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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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各会员国至近在1 9 8 6 年 4月 1 日将其关于裁军研究所正在进行的 

研究—— 有关外层空间的裁军问题及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后果一一的范 

围和内容的意见送交秘书长； 并请秘书长将会员国上述意见转交裁军研究咨 

询委员会审议，以便该委员会作为裁军研究所的理事会，能根振那些意见向裁 

军研究所提出编写这项研究报告的指导方针"。

2 6 . 为了编制这项研究，裁军研究所从以下国家设立了一专家指导小组，以 

指导这方面的工作； 阿根廷、巴西、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波兰、美 

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他们代表了有关空间研究的各种思想学 

派。 这些专家是：A.  Arbatov先生、 Y .B o ye r先生、 J . Douglier t y 先生、 

S.de Q,ueiroz Duarte 先生、R. J a ip a l  先生、 A. Karlîo s zka^  生、

B . Maiorsky  先生、 R. Garcia  Moritan  先生和 S . Von Welek先生。 

他们在1 9 8 5 年内集合了两次。

2 7 . 已向裁军研究所董事会1 9 8 6 年5 月的届会提交了研究报告草稿。 讨 

论后，董事会同意，裁军研究所应对草稿加以修订，供靈事会于其9 月的届会审仏

2 8 . 修订草稿于8月底完成，并散发出去供别人审议和提意见。 在其1986 

年 9 月的届会上，董事会对两份草稿进行了广泛讨论。 董事会决定，研究所应及 

早重新召集专家指导小组和两份报告革稿的作者，以便对研究报告作ÎB最后定案， 

其中考虑到董事会已经提出的指导和从各成员国收到的意见0

2 9 . 除了这项研究，裁军研究所委托进行一项特别研究，其标题为"保护卫星 

的国际制度" ，它正在由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写。

3 0 . 本研究的目标是确定建立法律制度以保障和保护卫星的可能性。 考虑到 

处理的问题技术性非常高，因此建立了一个有关的各种不同领填（军事、科学、法 

律、外交和商业）的研究人员和专家小组。 研究分成四部分：（a) 空间对国际社 

会的挑战； ⑩反卫星系统的威胁 ; ( C) 空间的法律制度； （Ü) 保护的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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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能的措施。 在一系列会议中讨论了每一项主题。 本研究预计于1 9 8 6 年 

底以前妓。

裁军和发展

3 1 . 本研究专门审查各种能够从裁军中为发展产生新的资源的具体措施，现正 

在编写, 将于1 9 8 7 年发表，它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从安全的角度分折了裁 

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其目的是要显示出军备开支同发展不足之间的关系以及裁 

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和深度0 第二部分专门批判性地审查以往3 0 年提 

出的各种不同立场，以及确定至今使得无法就此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动机》 第三 

部分提IB了几个具体措施，以便从今以后利用军事的工具来进行发展和人道主义的 

任务。

3 2 . 此外，正在编写一•份题为北非安全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报告Ç 该专 

题报告评价了在北非的区域架构内裁军同发展之间的关系。 它包括了以往4 0 年 

有关裁军事项的倚短年表，其中特别着重于联合国，并阐明了诸如裁军、发展、经 

济和安全等核心慨念。 审查了若干联合国关于裁军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报告，特 

别是秘书长在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政府专家小组的协助下编写的报告( a / 3 6 ^ ) /  
该 小 组 主 席 为 T H o r s s o n ,对其中若干章节进行了仔細的分析。 还将报 

告的结果同其他关于此主题的卞献作了比较。

3 3 . 第二部分从地理、经'济和政治军事的角度描述了北非区域和构成该区城的 

♦ 别国家，并提出了各国关于安全和发展的慨念。 报告还包括有关非洲和地中海 

裁军和发展的文件和研究的参考文献目录。

C. 军备转让上的依赖性

3 4 . 这 由 C lir is t ian  C a t r i n a 进行的项目最初打算于1 9 8 5 年后斯 

结束，由裁军研究所于1 9 8 6 年年初发表。 但是，在研究贼示他有意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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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这一项目后，大家同意应作出更多的努力，以增加该研究的均昏性和全面性。

35 . 该项目分析了常规武器的转让以便查明军备转让对于产生和加强国家间政 

治一 一 军事依赖关系的影响， 它并没有挑选出任何供应者或接受者来进行个案研究; 

它也没有试图要决定个别供应者一一接受者关系中的依赖程度； 它是试图评价， 

什么样的进出口结构将会导致最强的依赖性0

3 6 . 由于各国是以不同的角色参与军备转让的，例如以供应者、接受者，和获 

有许可证的生产者或多进项目的参与者的角色，因此必须区分各种不同类型的依赖， 

主要的两种是接受者经验到的依赖（对进口的依赖) 和供应者的依赖(对出口的依 

赖 ）。这座类型的依赖的性质是很不同的，它们的决定因素也不同。

3 7 . 为了提供一4^架构，根据科学论文和若干来源提供的数振，对常规军备转 

让的质和量的趋势和军备转让的市场结构作了描述。 关于接受者的依赖性的一首 

显示了军备进口国的若干特性如何同该国可能有的依赖程度有关系。 对咸脉感的 

程度，获得军备方面的自给自足的程度以及供应者多样化的程度都是相关的，转向 

其他供应者的能力，开始或扩充国内军备生产的能力以及对补给和训练支助的需要 

等也是相关的。 军备供应者方面，根，对军备出口相对于一■般出口、国产总值和 

M l情况在经济上的重要性的评价研究了它们对于继续出口军备的依赖性0 或许 

更重要的是，出口可能是经济上可以在国内生产军备的先决条件。 因此，依赖国 

外市场来达到生产军备的最個跃度的经济规摸被认为是供应者依赖性的基本决定因 

素。

3 8 . 本項目的焦点并不在于提出关于控制常规武器转让的提议。 它的主要目 

的是扼要说明，军备的进出口可能会导致政治军事的依赖性，以便让关心的政府如 

果想要那样做的话能够调整它们购买或销售的结构，以尽量减少俠赖性。

3 9 . 本项目预计于1 9 8 6 年 1 0 月完成，于 1 9 8 7 年年初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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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核查

4 0 . 这项由E l l i s  M o r r i s 进行的关于多边裁军谈判中核查问题的项目的 

焦点是核查的政治问题而不是其技术问题。 它包括了以下裁军问题：全面和彻底 

裁军、停止核试骚，《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海床上禁止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 

器全面禁试> 受到最仔细的分析的机关有：十八国裁军姿员会、裁军委员会会议 

和裁军谈判委员会，即裁军谈判会议的前身。 ’

4 1 . 结论中分别审查了核武器国家的做法，有三章专门讨论中立和不结盟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做法。

42. 本研究将可于1 9 8 6 年秋夭发泰

E . 核商业和不扩散条约制度

4 3 . 本研究包括(a慨览最近核销售中实行的保障措施，Cb) 调查当已就销售和 

保障进行谈判时卖方，买方和国际制度的作用，以及当就保障达成协议时它们的作 

用 , ( 0 ) 报据核销售最近的趋势来评价《不扩散条约》的保障制度，（②提出改善 

《不扩散条约》制度这♦ 方面的提议。

4 4 . 本研究将经修订，并于得到经费时尽快发表0

非洲建立信任措施

45 . 这份由 Augustine  Maiiiga 和 ;P id e l i  s imuli — Ziali 编写的

文件评价了建立信任措施在非洲的关联。它显示，非洲的军事和安全狀况不同于最 

先演变出建立信任措施的欧洲，非洲没有相对立的军事联盟和相竞争的思想集团。 

非洲的普遍情况使得军事和安全的建立信任措施作为非洲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持久特 

征的作用变得比较不追切。但是，非洲国家也有互相猜疑、不信任甚至发生过武装



冲突的个别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必须有适当的建立信任措施，以减少恐惧和 

促进冲突的解决。

4 6 . 在非洲推行建立信任措施最大的潜力是非洲国家间的政洽、经济和社会合 

作。非洲统一组织和各种次区城机构为非洲建立信任措施的演进和执行提供了场所 

和机会。

4 7 . 在这个阶段上，非洲建立信任措施的任何办法都不包括南非，因为，研究 

人员认为，种族隔离政策、殖民主义和非法占领是同各国间信任和合作所依据的原 

则相抵触的。

4 8 . 本文件将于最近的将来发表0

G. 敗洲军事平衡的某些慨念

4 9 . 这个由师弊编写的专题著作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倍计改洲东西军 

事平衡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和复杂的情况—— 访碍作出精确係计的主观和客观因素， 

并就佑计平衡的方法提出了提案。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平衡水平不断提高。这方面主 

要的问燭是1 9 8 0年代的发展和可以解释增长的主要理由。最后一章专门在于介 

绍欧洲国家的立场以及它们为了要降低欧洲军事平衡的水平所作的努力，这方面以 

军事联盟申的小盤和中型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和中立国家为焦点。

50 . 本专题作著将于1 9 8 6 年秋天发表。

H. 关于裁军双这和多迷谈判之间的 

相互关系的会议

51 . 裁军研究所准备于1 9 8 6年 1 2月底在苏联巴库举行一个国际会议。会 

议将由裁军研究所和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共同赞助，它将以欧洲 

安全和裁军I 望会议（见上面第19 一  23段 ）为模I 会议的记录将由裁军研究所 

于 1 g 8 Y年发表。

A/41/676
Chinese
Page 12



A/41/676
Chinese
Page 13

工.研究金和实习生方案

52. 1 9 8 5年访问研究员的工作对实现裁军研究所的目的作出了重要贡献， 

研究员表示他们对于在研究所期间取得的经验感到满意。

53. 1 9 8 6年裁军研究所欢迎以下研究员：那辟先生（中国）、 Augustine  

M a l i i g a 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ï i d e l i s  Hjimuli -  Ziali (落麦

隆

54 . 那脾先生于4 月开始工作，MaHigâ先生和lUinmli — Z i a l i先生各有 

三个月的合同， 5月开始， 7月结束。

五.对外关系

5 5 . 裁军研究所同联合国秘书处裁军事务部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5 6 . 在非洲建立信任措施的项目的架构内，加强了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关系。

5 7 . 同其他研究机构的关系扩大了。研究所活动的若干因素有助于这些裁军研 

究所十分重视的关系的发展：例如，利用各机构的服务来执行方案，许多研究机构 

参加的会议和研究金方案。

六 . 结 论

5 8 . 审查期间裁军研究所的活动受到主任:Li v in  BO t a 先生不在的很大的影 

响。但割主任和工作人员作出了一切努力，使研究所的工作继续进行，同时，十分 

注意将裁军研究所的开支限制在其收入之下，并避免扩大赤字。

5 9 . 至今裁军研究所一直能履行其职责，取得了其童#和联合国各会员国的 

信任。以令人满意的方式纖续其工作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更可靠的财政资源和加 

疆它为数很少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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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关于研究所以往活动的报告，参看AX38X475 ,附件，A/39//553,附件， 

和 AX 40/725 ,附件。

2 后来作为联合国&版物，出售品编号E. 8 2 .工X .1 印发。

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 2 9卷，第 1 6 1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