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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定项目*项目 6 6 

审査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1 9 8 9 年 6 月 1 5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联合国 

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向你转递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 

书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 9 8 9 年 6 月 1 3日在波恩签署的联 

合声明（见附件）。 

请将本函正文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6 6的正式文件分发。 

汉斯-约阿希姆 ‧弗高（签名） 亚历山大•别洛诺戈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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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代理常驻联合là代录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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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9 8 9 年 6 月 1 3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和 

^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联合声明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致认为，人类在迈入第三个 

千年之际正面临历史性的挑战。只有所有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才能解决对所有人 

都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需要有新的政治思维。 

―享有夭赋尊严和权利并关心人类生存的个人必须成为政治中心要素。 

―人类和现代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能力必须用于为所有国家和人民确保 

和平与繁荣的目的。 

―必须防止一切战争，不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必须解决世界各区域的 

冲突，必须维护并塑造和平。 

―必须保障所有人民和国家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并根据国际法独立自主地 

规划其相互关系的权利。必须确保国际法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的优先地位。 

一现代经济、科学和技术的成果提供了想象不到的造福全人类的机会。对由 

此产生的风险和机会需要做出共同答复。因此，必须扩大在所有这些领域中的合 

作，进一步消除一切种类的贸易壁垒，寻求新的协作方式，并且积极地、互利地利 

用这些协作方式。 

一为了当代和未来的世代，必须坚决行动揑救自然环境，必须战胜世界上的 

饥饿和贫困。 

必须大力消除新的威胁，包括流行病和lil际恐怖主义。 

双方决心履行自己基于以上认识所产生的责任。不让价值观念及政治和社会 

制度方面的持续分歧妨碍一项跨越制度间疆界的前瞻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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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在塑造一个和平的未来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欧洲已分裂了几 

十年，但是对欧洲的认同慼及共同财富意识却历久不衰，而且变得更为强烈。必 

须鼓励这种发展。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联认为，它们政策的一个首要目标是延续欧洲的历史传 

统，从而为克服欧洲的分裂作出贡献。它们决心共同拟订实现这一目标的观念， 

其实现途径是发展一个和平合作的欧洲 个和平的欧洲秩厚或一个共同的欧洲 

家园一在这样一个欧洲里也有美利坚合众国和加拿大的地位。欧洲安全和合作 

会议(欧安会）《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各部分以及马德里和维也纳结论文件规定 

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道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创巨痛深的欧洲必须为世界树立一个櫞定和平、睦邻和建设 

性合作的榜样，不顾社会制度的不同，结合所有国家的能力来谋求共同的福利。欧 

洲各国可以而且应当不怀相互恐惧地在和平竟争中生活在一起。 

一个和平合作的欧洲必须包括下列各方面： 

一无条件地尊重每个国家的完整和安全，每个国家都有权自由地选择自已的政 

治和社会制度；无条件地尊重国际法的规范和原则，特别是尊重各国人民自决的权 

利； 

一大力推展裁军和军备管制进程。在目前这个核时代，不能只以防止战争 

为目标，还必须締造和平并使和平更为稳面； 

一就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所有新老方面密切对话包括最高政治级别的定期会谈; 

一 « À W « A员及思想交流，这包括增加姊妹械市。扩大交通和通讯联 

系、增加文化接触、旅行和运动会、促进语言教学和以支持的态度处理包括家庭团 

衆和III外旅行在内的人道主义问题； 

一增进肯年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使年轻一代致力于和平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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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行互利的全面经济舍作，其中包括新的协作方式。欧洲共同体和经济 

互助委员会 1 9 8 8年 6月 2 5日的《联合声明》、欧洲共同体同经济互助委员会 

欧洲—^员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以及苏联同欧洲共同体1 2个成员国之间开展政治 

对话，都为整个欧洲朝着这个方向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逐渐增进各个部门的泛欧合作，特剁是交通、能源、卫生、新闻和通讯等 

部门的合作; 

―生态方面的积极合作，为全人类的利益开发特别防止出现跨界危窨的新技 

术; 

一尊重并扶植欧洲各国人民的历史文低这种文化上的多样性是欧洲最宝 

贵的财富之一。有着自己的文化的欧洲各少数民族是这种财富的组成邵分。他 

们的正当利益应当得到保护。 

德意志联邦共和囯和苏联号召欧安会全体与会国参加締造欧洲未来的结构。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联宣布，不得以牺牲他国的安全来换取本国的安全。因 

此，它们追求的目标是通过建设性的前瞻政策来消除紧张和不信任的根源，从而使 

目前仍然存在的受威胁慼逐步被相互信任状态取代。 

双方确认，国家不论大小，也不论意识型态倾向，均有合理的安全利益。 I 

方谴贲对军事优势的追求。再也不能把战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安全政策和军 

队规划必须专门用来减少和消除战争危险，以及以更少的武器来保障和平。魏 

排除了任何军备竟赛。 

双方 力求通过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有约束力的协定'来消除现有的不对称；以 

及将军事潜力减到较低的水平，达致足以防御伹无法进攻的稳定均势，最主要的 

是，双方认为必须消除武装部队突然袭击和发起大规模进攻性行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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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联主张： 

―美国和苏联将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削减 5 0 % ; 

―在关于核和空间问题的会谈上，美国和苏联议定觯决办法；这也适用于 

《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遵行； 

一建立较低水平的常规军力的稳定安全均势；并就适用于整个欧洲的建立信 

任和安全的进一步措施达成协议； 

一尽早对化学武器实行世界性、全面和可以有效核査的禁止； 

―在曰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尽早就可以有效核査的核禁试达成协议；美国和 

苏联正在进行的会谈应该朝此目标迩步取得进展； 

一制订更多的建立信任措施，使武库和军事预算有更大的明晰性，以及制订 

处理危机，包括欧洲以外地区危机的有效的国际机制。 

四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联认识到，鉴于欧洲的历史及其在世界的地位，鉴于两 

国在其各自联盟内所占的份量，双方相互关系的积极发展对欧洲形势和整个东西方 

关系极其重要。为了建立持久而可靠的睦邻关系，它们打算提升两国间有悠久历 

史的良好传统。两国共同的目标是继续、扩大并深化它们之间卓有成效的合作， 

并给这种合作增添新的内容。 

1 9 7 0年 8月 1 2日《莫斯科条约》仍然是两国之间关系的基础。^方将 

充分利用该《条约》及其他协定所提供的机会。 

它们决定在信任、平等权利和互利的基础上持续忙大两国关系的契约性基础， 

并本着伙伴精神在各个领域进行合作。 

在严格遵守和充分适用1 9 7 1年9月3日《四国协定》的情况下，（西）柏 

林参与两国舍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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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联相信彼此政策的长期可预测性，双方决定进一步发展 

它们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它们愿使两国关系的上升趋势稳定而持久。 

本政策頋到发方的条约义务和结盟义务；本政策不针对任何别国。它符合人 

民梦寐以求的深切热望，即通过谅解与和解治愈历史创伤，共同建立更好的未来。 

赫尔穆特‧科尔 

1 9 8 9 年 6 月 1 3日 

于波恩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