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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理事会依照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三段和第十五条第一段的规定向大会提出本 

报 告 .①

2 . 和历年一样，安全理事会并不打算用本报告来代替安全理事会的记录^— 这是

安全理事会审议经过的唯一全盘的和权威性的记述, 而是打算将之作为所报告的期

间内安全理事会各项活动的指弓I, 关于这点应加注意的是，理事会于一九七四年 
(2)

千二月决定将其报告缩短更求倚洁，但却不改变其基本结构，本报告就是这样编 

写的.
3 . 关于所报告的期间内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查大会曾于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 

的第二二六六次全体会议时选举了圭亚那J ：大利,日本瑞典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为安 

全理 ♦会的非常任理♦国, 以填补澳大利亚、奥地利、印度尼西亚、肯Æ亚、秘鲁 

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所留出的空缺，

H .本报告所包括的时期是一九七四年六月千六日到一九七五年六月千五日， 理 

事会在此期间一共举行了五十四次会议，

①这是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出的第三十次年度报告* 这些报告作为每届大会常 

会正式记录的补编第2 号分发•
②参阅第二千一章，



第一编

安全理事会按照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职责审议的问题

第一章 

塞浦路斯局势

A.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期间的事件和安全理事会的审议经过

1.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和召开会议的要求

5 . 由于塞浦路斯局势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严重性，并由于联合国与塞浦路斯 

的关连，秘书长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向安全理事会主席致送了一封信（ S /  
1 1 3 3 4 ) , 要求他召开安全理事会，以便向安理会报告他从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和 

联合国驻塞浦络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P人 ) 指挥官处所获得的情报。

6 . 塞浦路斯代表也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千六日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 1 1 3 3 5 )  
中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讨论塞浦路斯的危急情况。 他说这种情况是当 

天由外来干预所制造的，对塞浦路斯共和国和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严重和 

威胁性的影响。 他请求采取适当措旅，保护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7 . 七月十六日，秘书长印发了他于七月十五日给希腊总理和土耳其总理内容相同 

的电报（S / 1 1 3 8 6 ) , 他在电文中对当天在塞浦路斯的一些发展表示最深的关切， 

并呼吁与塞浦路斯有密切关连的各国政府作出最大的约制，避免采取有可能造成进 

一步动乱的任何行动。

8 . 希腊总理在七月十六日给秘书长的复电（S / 1 1 3 3 7 沖表示希腊同意塞浦路斯 

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应由所有有关各方予以维持和尊重。 希腊政府深信塞浦



路斯问题应在扩大的两族间谈判范围内透过商谈的途径来和平解决。

9. 土耳其总理在七月十七日给秘书长的复电（S / 1 1 3 4 1 ) 中说，在塞浦路斯岛上 

发生的武装政变，已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局势，关系到该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安全。 

他引述关于希腊与这次政变有关连或甚至是发动者的报道，指出在该岛出现的这种局 

势造成男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关于保障土族塞人的安全、权利和利益问题，特别是 

在一小以忠于把塞浦路斯并入希腊（"希塞统一" ）的♦业著名的人借着政变而当了 

权的时候。 他呼吁联合国采取某些初步措施，防止势力平街进一步恶化和军事部队、 

武器<及弹药非法进入该岛，并保证在驻该岛的希腊特遣队当天原定的轮调期间内，进 

出的军♦部队、武器和弹药的数量都将合一九六0 年协定的规定。 此外，从联合国 

有关决议看来，显然都不能承认七月十六日宣告成立的政府是 “ 塞浦路斯政府" 。 

最后，他坚持在塞浦路斯具有合法宪法基础的唯一机关仍旧是土族塞人政府。

2 . 第一七七九次和第一 fa八0 次会议（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和十九日）的审 

议经过  •

1 0 .安全理事会七月十六日第一七七九次会议无异议通过下列议程：

‘‘塞浦路斯局势：

"(a) —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秘书长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 1 1 3 3 4 ) ;
" lb)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 / 1 1 3 3 5 ) ，’。

r u 理事会应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代表的要求，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1 2 .在讨论开始时，秘书长向理事会报告他自七月十五日清晨起从他的驻塞浦路斯 

特别代表和联塞部队指挥官所得的情报，这些情报证实国民警卫队已在塞浦路斯发 

动政变，推翻马卡里奥斯总统。 他叙述了他的特别代表和联塞部队指挥官为防止



暴力蔓延所作的努力。 关于这一方面，他回顾联塞部队的任务是在塞浦路斯两个 

社区之间的冲突的范围内设想的，他指出最近的事件是关系到一小社区之内的敌对 

行动。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曾同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和帕福斯的联塞部队指挥官接触 , 
要求安全理事会尽快开会。 他已授权联塞部队在人道立场上对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给予保护，但目前大主教已离开该岛。 最后，秘书长表示他深切关怀塞浦路斯的 

最近事件对更广泛范围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肠。

13. 塞浦路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土耳其、法国、大不列额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希腊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作了发言。 塞浦路斯代表在行使答辨权时 

发了言。

1U.在七月十九日第一七八0 次会议上，理事会应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印度代表 

的要求，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主席跟着说，秘书长在理事会全体理事 

国协商的过程中通知理事会他在七月十七日收到来自尼科西亚的一封来电，通知他 

说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齐农 • 罗西迪斯先生的职位已被免除，七月十八日又收 

到第二封电报通知他卢基斯，帕帕菲利普先生已被指派为塞浦路斯新的常驻代表。 

主席接着说理事会同意在当前塞浦路斯局势的讨论中，以总统之礼接待塞浦路斯共 

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并认为罗西迪斯先生是塞浦路斯的代表。

15. 随后理事会听取了塞浦路斯总统的讲话，他指控希腊策动这次政变，呼吁理事 

会采取行动，使塞浦路斯的宪法秩序和塞浦路斯的民主权利得以恢复。 希腊、土 

耳其、南斯拉夫、罗马尼巫、印度、苏联、中国、美国、联合王国、奥地利和澳大 

利亚的代表跟着在会上作了发言。 塞浦路斯、苏联和土耳其的代表在行使答辩权 

时发了言。

16. 在休会以前，安全理事会主席提请注意在会议过程中散发的下列决议草案 

( S / 1 1 3 4 6 )：



" 安全理事会，

" 已在其第一七七九次会议上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最近情况发展的 

报告，

"听取了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和塞浦路斯、土耳其、希腊以及其他会员国 

代表的发言，

" 对暴乱的发生和继续流Jk 深感遗憾 ,
"深切关怀这种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

" 同样关怀国际协议所建立和保证的宪政结构所受的威胁 ,
' " 回顾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全理事会第1 8 6  ( 1 9 6 4  )号决议和其后安全

理事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各项决议，

" 深知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规定，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负有 

主要责任，

" 1 . 便请所有国家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 S . 要求立即停止塞浦路斯共和国内的外来军事干涉, 并请依照塞浦路 

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一九七四年七月二日信中的要求，立即撤退国 

际协议所规定人员以外的所有外国军事人员；

. "3 .  1  所有国家力行约制，避免采取任何可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

* "4 .  秘书长隨时将情况发展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进一步报告。"
17 .七月十九日还散发了决议草案的订正本（S / 1 1 3 4 6 / R e v .  1 ) , 其中订正了决 

议草案序言部分第4 和第 5 段以及执行部分第2 段。 经过订正的各段案文如下：

" 深切关怀这种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引起严重威勝的局势，

同样关怀恢复国际协议所建立和保证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宪政结构的必要，

" 2 . 要求立即停止塞浦路斯共和国内逢反上文第 1 段的外来军事干 

涉，并请依照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一九七四年七月二日信中 

的要求，立即从该共和国内撤退国际协议所规定人员以外的所有外国军事人员 , 
不得迟延 " 。



3 . 第一七八一次会议（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的审议经过

1 8 .希腊代表在七月二十日致安全理♦会主席的信（8 / 1 1 3 4 8 ) 中，要求召开安全 

理事会紧急会议，以便就由于土耳其武装部队当时正在对塞浦路斯进行侵略所造成的

爆炸性局势采取适当步骤。

19. 理事会七月二十日第一七A —次会 议决 定 在 议程 上 增 列 下 列 项：

" (C)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  
1 1 3 4 8 )，：

20.理事会除邀请以前各位代表参加之外，还应毛里求斯代表的要求，请他参加讨 

论，但无表决权。

‘21 .在会议开始时，秘书长向理♦会报告说，当天清農在尼科西亚的土耳其大使通 

知联塞部队指挥官，土耳其军队即将介入塞浦路斯。 大约隔了一小小时，土耳其 

即开始海空军事活动。 秘书长根据他的特别代表和联塞部队指挥官的报道，扼 

要报告了塞浦路斯当天的♦态发展，其中涉及军♦局势以及他的特别代表和联塞部 

队为防止土耳其军队和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之间的战斗发展成而族间的战斗所作的 

努力。 秘书长认为由于事态的发展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有极严重的影响，安全 

理事会承担着一项巨大的责任：停止战斗，防止进一步的升级和寻找一小能够开始 ’ 
恢复和平的方法。 他呼吁各方立即停战，并与联塞部队合作，努力限制战斗和保 

伊平民。

22 .主席说他曾同教书长和各会员国代表进行了不断的嗟商，以期理事会能以最适 

当的方式履行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 由于这些接解，才可能散发一个 

决议草案（S / 1 1 3 5 0 ) , 他建议在这小时候把它付诸表决。 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已在其第= 七七九次会议上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最近事态发展的报告， 

"听取了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的发言 , 和塞浦路斯、土耳其、希腊以及其他会员 

国代表的发言，



已在本次会议上审议了塞浦路斯岛上的进一步事态发展，

"对暴乱的发生和继续流 i l深表遗憾，

"严重关切导致严重威脉国际和平与安全 , 并造成整小东部地中海地区最具.爆炸 

性情况的局势，

"同样关怀恢复国际协议所建立和保证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宪政结构的必要，

"回顾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全理事会第1 8 6 ( 1 9 6 4 )号决议和其后安全理事会 

关于这一问题的各项决议，

"意识到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二千因条规定, 理事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负有 

主要责任，

" 1 . 促请所有国家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2. 要求现在战斗的一切方面作为第一个步骤停止一切射击, 并要求所有国家

力行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

"
3 . 要求立即停止塞浦路斯共和国内迹反上文第1 段的外国军事干渉；

"4. 要求立即从塞浦路斯共和国撤退除国际协议所准许驻札者外的外国军事人 

员，包括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一九七四年七月二日信中要求撒退 

的人员；

" 5 . 要求希腊、土耳其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毫不迟延地进行谈剑， 

以期恢复该地区的和平和塞浦路斯的符合宪法的政府，并将进展情况隨时通知秘书 

长；

" 6 . 要求所有各方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充分合作, 使它能执行它 

的任务；

" 7 . 决定继续不断地审查此一局势，并请秘书长适当地提出报告, 以期采取进 

一步措施，以确保尽快恢复和平状况。"



决定：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第一七八一次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草案（ S / 1 1 3 5 0 )  
成为第 3 5 8 ( 1 9 7 4 )号决议

23. 表决后，联合王国、美国、法国、苏联、伊拉克、落麦座联合共和国，中国，哥斯 

达黎加、印度尼西亚、毛里塔尼亚、肯尼亚、奥地利、白俄要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澳大利亚等国代表和主席以秘鲁代表的身分发言 '解 释 投 票 。 随后苏联、

美国、法国、毛里求斯、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的代表又作了发言。 塞浦路斯 

和土耳其代表在行使答辨权时发了言。

4 . 秘书长的报告和七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各方关于履行第3 5 3 ( 1 9 7 4 )  
号决议的来文

2l t.秘书长在七月二十一日的报告（S / 1 1 8 5 3 ) 中指出塞浦路斯的战斗已经加剧， 

他已向一切有关各方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开始谈判以求和平解决，并且便请它 

们在达成停火前采取一切措施以避免引起平民蒙受更大的痛苦。 七月二十一曰和 

二十二日关于事态发展的进一步报告（S / 1 1 3 5 8 / A d d .  1 和 2 )中指出全岛继续有 

战事，联塞部队到处设法播救生命和保障局部停火。

25,七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秘书长与希腊及土耳其政府往来的信件（S / 1 13 5 6 ) 
载有秘书长请各方急切和肯定地响应第8 53 ( 1 9 7 4 ) 号决议的呼吁，希腊常驻代表 

关于希腊政府已接受该决议的答复（S / 1 13 54 )和土耳其总理关于土耳其政府积极 

响应秘书长根据该决议所作的停火呼吁的答复。

5 . 第一七八二次和第一七八三次会议 (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 
的审议经过

26. 秘书长在七月二十二日第一七八二次会议上通知理事会说，希腊政府和土耳其



政府已同意停火，在当天塞浦路斯时间十六时正生效。 不过，他接到报告说透反 

停火的战斗仍然在进行。 他指出联塞部队收到了许多远超过它的能力的援助请求 , 
它的力量不足以有效地保证停火的维持。 因此，他想请提供部队的国家急切加强 

它们已经在联塞部队中工作的分遣队。 由于没有异议，主席表示理事会同意秘书 

长应着手采取这些措施。

27• 然后，希腊、土耳其、塞浦路斯、苏联、漠大利亚、联合王国、法国、奥地利 

和美国的代表作了发言。 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的代表在行使答辨权时发了言。 

將书长提到联塞部队在防止社区间再度发生冲突方面的任务，再次强调加强联塞部 

队的必要性。

28 ,希腊代表在七月二十三日的信（s / 1 1 3 6 6 )中提到在尼科西亚的希腊大使馆遭 

到猛烈炮击，请求理事会立即召开会议，审查土耳其继续透反停火所造成的最严重 

情势。

29. 在七月二十三日第一七八三次会议上，主席通知理事会说他收到希腊常驻代表 

的两封电报，其中提到在尼科西亚的希腊大使馆受到炮击，并请求他协助握救使馆 

人员的性命。 在会议开始时，秘书长通知理事会说他曾同几国政府和代表就停火 

情况并不稳定的问题进行接触，又提到他致备有关政府关于停止透反停火的呼吁 

( 8 / 1 1 3 6 8 ) .  联塞部队已在尼科西亚国际机场安排好停火，该机场已宣告为联 

合国控制区，由联塞部队占据。 他又报告说，丹麦、芬兰、端典和联合王国应他 

的，急请求，答尤加派分遣队的人员，其总数约为1, 4 0 0 人，其他政府正在对他 

的呼吁给予急切和赞同的考虑。 主席接着将理事圆通过协商所拟订的一份决议草 

案 （S / 1 1 3 6 9  )付诸表决。 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i ÿ 其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第3 5 3 ( 1 9 7 4  )号决议的规定，

" 要求现在战斗的所有各方立即遵守安全理事会第35 3  ( 1 9 7 4 )号决议第



2 段，该段要求立即停止该地区的一切射击，并要求所有国家力行克制，避免 

采取任何可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 "

决定：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第一七八三次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草案（S / 1 1 3 6 9 ) , 
成为第 3 5 4 ( 1 9 7 4 )号决议

30. 表决后，美国、法国、联合王国、苏联和奥地利的代表发言解释投票。 希 

腊、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代表也发了言。

6.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理事会收到的来文

31，在七月和八月的期间内，理事会收到若干来文，反映了会员国政府对塞浦路斯 

局势和塞浦路斯问题的其他方面的意见。

32. 七月十二日，秘书长为筹措联塞部队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五日期 

间的经费向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和各专门机构成员国再次发出志愿捐敦的呼吁（S /  
1 1 3 3 9 )  0
33 .苏联代表以七月十八日的信（S / 1 1 3 4 0  )转达了苏联政府七月十七日的声明，

该声明述及塞浦路斯局势和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某些方面策动下，由希腊军官组织 

的反对塞浦路斯合法政府的继续叛变。 苏联一向支持并将继续支持塞浦路斯作为 

一个主权国家而保持的独立。 苏联政府认为，所有主张各国的和平与自由是可☆的

家，必须高呼，以保卫由马卡里奥斯总统领导的基溢路斯共和(13的合法政府，并 

要 求 立 刻 止 外 对 墓 路 斯 内 政 的 军 千 涉 。

3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圓代表在七月十八日的信（S / 1 1 8 4 8 )中抗议希腊士兵对尼 

科西亚的叙利亚大使馆及使馆人员的行为。

3 5 -赞比亚代表以七月十九日的信（S / 1 1 8 4 4 ) 转达了赞比亚外交部长的一封电报，

内称赞比ÜE政府对造成暴力推翻马卡里奥斯总统的事件表示关切。 赞比亚政府遭

责这次政变，强调它将支持马卡里奥斯总统在安全理事会讲话时所作的任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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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Ô• 萝马尼亚代表以七月十九日的 信（s / 1 1 3 4 7 ) ,转达了罗马尼亚通讯社关于塞 

浦路斯所发生的事件的声明，其中表示罗马尼亚公众舆论坚决反对傳然干预塞浦路 

斯内政的政变。 罗马尼亚进一步表示完全支持马卡里奥斯总统的合法政府。罗马 

尼亚代表以七月二十二日的信（S / 1 1 8  57 )转达了罗马尼亚政府的声明，声明对土 

耳其在塞浦路斯的军事行动表示深切焦虑，要求所有外国军队马上撤离该岛和重新 

建立合法政府。

37.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以七月二十二  H的信 （S / 1 13 7 8 )转达了也门人民民 

主共和国支持安全理事会第3 5 8  ( 1 9 7 4 )号决议和承认马卡里奥斯总统为塞浦路斯 

共和国的当选总统的决定。

3S• 苏联代表以七月二十三日的信（S / 1 1 3 6 7 ) 转达了苏联政府的声明，声明指控 

希腊军事集团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某些方面的支持下继续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 

进行侵犯。 苏联政府认为这个局势迫切地需要采取快速和有效的行动，恢复塞浦 

路斯独立和主权国家的地位，终止一切外国干预，弁确保所有外国军胸敎» i 路斯共和国.
39 .阿曼代表以七月二十四日的信（S / 1 1 3 7 1 ) 转达了阿曼政府的声明，声明对塞 

浦路斯局势表示深感遗憾和忧虑，但相信有关各方将尊重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 

领土完整。

t o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以七月二十四H的 信 （S / 1 18  7 9 )转达了捷克政府的声明， 

声明道责希腊政府牛涉塞浦路斯的内政，要求立刻中止这种干预，并对马卡里奥斯 

总统的合法政府表示H 结一致和支持。

i a . 南斯拉夫代表以七月二十五日的信（S / 1 1 3 8 0  )转达了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兼联邦外交部长向南斯拉夫国会的演说全文，内称塞浦路斯的危机要由希腊政府负 

责，并敦促彻底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 5 3 ( 1 9 7 4 ) 号决议。 他还重申南斯拉夫同其 

他不结盟国家一起对塞浦路斯给予完全支持。

1+2.在七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的一段期间，理事会还收到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



代表关于塞浦路斯问题各个方面的来文。

1̂ 3. 土耳其代表在七月千七日的信（S / 1 1 3 4 2 沖说在政变之后任何对于塞浦路斯 

代表的更改均属无效。 他以七月二十日的信（S / 1 1 3 5 2 )转达了塞浦路斯副总统 

罗夫 • 尔 ，登克塔希先生的两封电报，其中强烈反对尼重斯•桑普森先生迷反塞浦 

路斯宪法任命一名新的驻联合国代表，并强调他不承认桑普森行政当局。 秘书长 

在七月二十日的信（S / 1 1 3 4 9 ) 中通知理事会主席说，他收到卢西斯，帕帕菲利波 

先生的信，内称已被秦派为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其后法律顾问代表秘书长答 

复帕帕菲利波先生说安全理事会第一七八0 次会议已决定在当前辩论中认为罗西迪 

斯大使是塞浦路斯的代表。

Mf.秘书长以七月二十曰的信（S / 1 1 8 5 1 ) 转达了土耳其代表的信，内称塞浦路斯 

副总统登克塔希先生要求让他亲自或委派代表出席理事会。

U5 .塞浦路斯代表在七月二十一日的信（S / 1 1 8 5 8 )中请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 

议，因为塞浦路斯局势已经严重恶化，追切需要保伊人权和生命。

U6, 土耳其代表以七月二十二日的信（S / 1 1 3 6 4  )转达了给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的照会。 照会提及在組约的土耳其常驻代表团受到一群希腊人干扰的事件。

VT• 土耳其代表在七月二十一日和二千三日的信（S / 1 1 3 5 5 和 S / 1 1 3 6 5 ) 中提

出关于土族塞人平民受到袭击的指控。

ifS.希腊代表在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的信（S / 1 1 3 5 9 、 S / 1 1 3 6 1 ,  
S / 1 1 3 6 2 和 S / 1 1 8 7 0  ) 中指控土耳其军事人员和装备在塞浦路斯登陆和土耳其 

违•反停火。

H9.希腊代表在七月二十三日的信（S / 1 1 8  6 6 ) 中请求立即召开理事会会议，审查 

土耳其继续透反停火所造成的情势。

50. 土耳其代表以七月二十四日的信（S / 1 1 S 7 4 )转达了塞浦路斯副总统和代理总= 
统向土族塞人发出的关于在行动上对希族人力行克制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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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土耳其代表以七月二十四日的照会（S / 1 187  7 )转达了土耳其总理祝贺着腊克 

拉曼利斯总理就任的信。

7.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事态发展的进一 

步报告

52•秘书长在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期间印发的S / l l 3 5 3 / A d d . 2 —6 号文件 , 
继续提供以下的情报：联塞部队对停火的观察，联塞部队在发生迹反停火事件时所 

作出的局部的停火安排、有关联塞部队暂时占据尼科西亚国际机场的安排、有关代 

理总统克菜里季斯和副总统登克塔希会晤的安排以及联塞部队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 红十字会）和红新月组织合作向难民和危急中的平民提供人道援助。

53 .秘书长在七月二十三日的照会（S / 1 1 3 6 8 沖重印了他向希腊总理、土耳其总 

理和塞浦路斯代理总统提出的呼吁，由于他深深关切停火仍继续遭到严重的逢反， 

请他们命令他们的军事部队不要再透反停火。 土耳其代表以七月二十四日的照会 

( S / 1 1 3 7 6 ) 转达了土耳其总理的答复，其中向秘书长保证土耳其政府没有企图在 

混乱的局势中樓取新的利益。



B.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期间的事态发展

1 . 第一七八四次和第一七八五次会议（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七曰） 

的审议经过

理事会于七月二十四日以非公开方式举行第一七八四次会议。 秘书长通知理 

事会说，他收到土耳其外交部长封信，向他保证在不妨碍土耳其政府对于联合国 

人员驻在菜夫科西机场（尼科西IE ) 的合法性所持的论点的情况下，不打其以武力 

威胁的方式来在领该机场。

55.秘书长在七月二十五日的进一步报告（S / 1 1 3 5 3 / A d d .  7 )中扼要说明了塞浦 

路斯的局势和各国承担派出军事人员增强联塞部队的情况，并且说明了联塞部队昧 

止战斗的再发和确保遵守停火的努力。 他记得一九六四年三月旧日第 1 86  
( 1 9 6 4  )号决议所载的联塞部队的原来任务是在不同的情况下通过的，但是他说， 

他理，到根振第353  ( 1 9 7 4 )号决议，联塞部队必须尽一切努力，以确保维持停火。 

因此，所有与联塞部队有关的联合国人员都致力于恢复停火，确保停火的实行并阻 

止意外事件井级，以致全面战斗再度发生。

5 6 .塞浦路斯代表在七月二十六日的信（S / 1 1 3 8 4  )中请理事会举行紧急会议，以 

审议因土耳其不断破坏停火而造成的塞浦路斯局势的极度恶化。

5 7 .秘书长在七月二十七日第一七八五次会议上报告最近的事态发展，包括不断发 

生的破坏停火事件，并忆述联塞部队的任务在于防止塞浦路斯两族间战斗的再起。 

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如何以联塞部队来隔离土耳其武装部队和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 

因此，秘书长已指示他派往日内瓦参加依据第3 5 8 ( 1 9 7 4  )号决议举行的三国外长 

会谈的代表，请他同# 腊、土耳其和联合王国的外交部长商谈，研究联塞部队能够 

积极协助限制进一步敌对行为和破坏停火的最完善方法。 关于三外长在日内瓦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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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谈判，他报告说大家正在竭力寻求达成解决的基础，并且表示希望该项谈判将 

会实现安全理事会第3 53 ( 1 9 7 4 ) 号决议所定的目标。 隨后理事会又听取了塞浦 

路斯、希腊、土耳其、印度、苏联、奥地利、联合王国、落麦蔭联合共和国、法国、 

美国和白俄罗斯代表的发言。 塞浦路斯的代表在行使了答辨权时发了言。

2 . 第一七八六次和第一七八七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

的审议经过

58. 苏联代表在七月二十八日的信（S / 1 1 3 8 9  )上请理事会举行紫急会议，以便审 

议理事会第3 5 8 ( 1 9 7 4 )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信上说因为该项决议未获执行，因 

而威肠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紫张局势仍然在塞浦路斯存在着。

59.理事会在七月二十八日第一七八六次会议上无异议通过在议程上增列下列分项 

(d )：

" (d)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理代 

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 1 1 3 8 9  ) " 。

60. 理事会听取了苏联、联合王国、希腊、土耳其、’塞浦路斯和澳大利亚代表的发 

言。 联合王国和苏联的代表就程序问题发了言。希腊、土耳其、苏联、塞浦路斯 

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在行使答辩权时发了言。

61，理事会在七月二十九日第一七八七次会议上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个项目。主席 

请大家注意由苏联提出的决议草案（S / 1 1 3 9 1 ) , 这项草案经更正后全文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审议了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严重威胁的塞浦路斯事态的发展，



注意到确定塞清路斯政治解决基袖的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理事会第 353  
( 1 9 7 4 )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令人感觉不满，

" 1 . 要求所有有关国家承担采取繁急有效措施切实执行第3 5 8  ( 1 9 7 4 )号决议 

所有各条敦；

" 2. 坚持立即停止射击和对塞清路斯共和国的一切暴力行欽并坚織愿快的遮度 

撤退一切目前迹反不结盟国家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盤而驻在塞浦路斯的 

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

" 3 . 决定立即游遣一小由. . . .小理事会理事国组成的特别代表团前往塞清 

路斯一 一 其成员由安全理事会主席在与理事会理事国和秘书长协商后任命一 一 以便 

在现场核实第3 58 ( 1 9 7 4 )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向理事会提出报告；

" 4 . 计及第 3 5 3 ( 1 9  7 4 )号决议有关条款，认为有必要由塞清路斯共和国符合 

宪法的政府参加日内瓦谈到；

" 5 . 决定在第3 53 ( 19 7 4 )号决议的执行缺乏进展时 , 考虑理事会采取进一步 

措錄以确保上述决议的执行的问题。" '
f

6 2 .秘书长又向理事会报告了应第3 5 3 ( 1 9 7 4 0 号决议的要求而在日内瓦举行的谈判的 

发展。 他了解，尽管当事各方已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可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立场 

继续存在着基本的分妓。 他又说他已与土耳其总理接触， 后者答允就土耳其驻塞浦路 

斯部队司令请求将所有联塞部P人人员，包括警察和平民都从土耳其军队控制地区撤离的 

问题采取后缝行动。 最后，秘书长说虽然当前的局势是一九六四年订定联塞部P人的任 

务时所没有预见的，但是，他相信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每一小角落已经发挥着，并且能 

缝续发挥最有用的人道作用，去援助和保护那些受最近战乱祸香的平民。

6 3 ,进行辩论时，提出这项决议草案（S / 1 1 3 9 1 )的苏联代表和希腊、土耳其的代表都 

发了言。



3 . 秘书长:的进一步报告和有关各方的来文（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三十 

一 日 )

6U.秘书长在七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之间递交了有关遵守停火情况、联塞部队的 

人道活动和其兵力变化的进一步报告（S / 1 1 3 5 3 / A d d . 8 —1 2 ) , 其中表示除了在 

凯里尼亚区和尼科西亚东部某些地区外，停火的情况已遂渐稳定下来。 他又报告 

了联塞部队对凯里尼亚和贝拉佩斯的希族塞人和全国各孤立地区及社区的土族塞人 

提供的保护工作。 联塞部队已在总部设立办理人道事务的特别部门，并且协助当 

地和国际机构展开救济工作。 联塞部队提供伊01，车辆和司机帮助希族和土族塞 

人运送药物、食品和毛植，并往扣押所作检查访问。

Ô5• 希腊代表在七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间的三封信（S / 1 1 3 8 1 、S / 1 1 3 8 2 和 

S / 1 1 4 0 4 ) 中指责土耳其军队迹反停火，包括在凯里尼亚卸下了更多的军事人员 

和装备。

66. 土耳其代表在七月二十九日的信（S / 1 1 3 9 4  )中说明了希族控制地区的土族塞 

人在停火后的情况。

G . 《日内瓦宣言》和理事会的审议经过

1. 一九七四年七月三十日的《日内瓦宣言》

67 .秘书长在七月三十日的信（S / 1 1 8 9 8  )中转达了联合王国外交大臣的信，信里 

递送了希腊、土耳其和联合王国三国外交部长自七月二十五日至三千日在日内瓦举 

行会谈后所发表的《宣言》。 根振该《宣言》，三国外交部长认识到必须立即发 

动措施在持久的基础上使塞浦路斯的局势正常化，不过，他们同意有必要首先决定 

一些应立即采取的措施。 三外长宣布，对抗的军队七月三十日所控制的地区不应



再扩大，并同意下列措施：（a) 应于七月三十日日内瓦时间二十二时土耳其武装部 

队所占领地区的边缘上设立一个安全地带，它的大小将由三国同联塞部队协商确定， 

只有联塞部队才可进入这个地带并加以监督；（切所有被希腊部队或希族塞人部队 

占領的土族围地内的部队应立刻撒出，这些围地应当继续由联塞部队加以保护；（0)
联塞部队将在混合居住的村落内担负公安和警卫的任务； 被扣留的军事人员和 

平民应在红千字会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予以释放或进行交换。

6 8 .三外长重申应在最短时间内执行理事会第8 58 ( 19 7  é  )号决议，他们同意应拟 

定一些措施，以期分阶段地裁减塞浦路斯境内的武装部队和军备。 他们又同意旨 

在恢复和平的进一步会谈应于八月八日在日内瓦开始举行，更应早日邀请塞岛两族 

的代表参加有关宪法问题的会谈。 三外长更同意将《宣言》的内容转达秘书长， 

并且请他参照《宣言》采取适当行动。

2 . 第一七八八次和一七八九次会议 ( 一九七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 

的审议经过

69 .理事会在七月三十一日第一七八八次会议上无异议通过将下列分项(e)列入议程： 

"(e) —九七四年七月三十日秘书长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 1 1 3 9 8 y  ③

70.主席宣布由联合王国提出的下列决议草案（S / 1 1 3 9 9  ) 已经撤回：

③理事会在第一七八九次会议上结束对这个分项的审议，因此，它没有出现在讨 

论塞浦路斯局势的以后各次会议的议程上。



" 安全理事会，

" 旧顾其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1 8 6  ( 1 9 6 4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七月二

十/日第3 58 ( 1 9 7 é ) 号决议和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第3 54 ( 1 9 7 4 ) 号决
. \  .

议，

" 1 . 注意到所有国家都已宣告它们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

整；

" 2 . 注意到希腊、土耳其和大不列颇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三国外交部长 

一九七四年七月三十日在日内瓦协议的《宣言》（S / 1 1 3 9 8 ) ,并请秘书长参 

照这项《宣言》采取适当的行动。 "

7 1 .秘书长表示希望在日内瓦达成的停火协定会成为充分执行第3 58 a 97 4 )号决 

议的第一步。 他提及《宣言》展望了联塞部队的某些工作，光其是要求在同联塞 

部队协商下，决定安全地带的性质和大小，这个安全地带除了联塞部队以外将不许 

任何军队进入。 他更告 i斥理事会说，联塞部队在七月三十一日的兵力是3, 4 8 4  
人，到了八月十二日将达到4, 4 4 3 人左右。 关于联塞部队仍然驻在土耳其控制 

区内的问题，目前正与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军事指挥部讨论中。 秘书长深信这项 

商讨能够使联塞部队在一切有关方面的赞同下趣续在岛上所有各部分执行其任务。 

主席宣布，由于协商的结果，现在正在分发一项决议草案（S / 1 1 4 0 0 )。 该决议 

草案案文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回顾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的第18 6 ( 19  64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七月二 

十 H的第 353  ( 1 9 7 4  )号决议和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的第3 5 4 ( 1 9 7 4 )号

决议，

" 注意到所有国家都已宣称它们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 注意到秘书长在安全理事会第一七八八次会议上所作的声明，

" 要求秘书长参照他的声明采取适当的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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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随后希腊、土耳其、联合王国、法国、肯尼ÜE、毛里塔尼亚、塞浦路斯、美国、 

印度尼西亚，傘麦隆联合共和国和奥地利的代表发了言，主席也以秘鲁代表的名义 

发了言。

73• 苏联代表根据安全理事会智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第1 段，提议将会议智停两 

小时。 联合王国和法国代表反对，主席将苏联的动议付诸表决。

■决定：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三千一日第一七八八次会议Jl^<这项动议得到七票赞成 

( 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肯尼亚、毛里塔尼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溶麦1:联合共和国），零票反对，八票弃权（澳大利 

亚、奥地利、中国、寄斯达黎加、法国、秘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利坚合众国），由于未得到必要的多数，未获通过厂 

7 h ,后来苏联代表对联合王国的决议草案（S / l l é O O )提 出 一 项 口 头 修 正 即 在  

执行部分后面加上下列字样：

" 并计及停火是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 5 3  ( 1 9 7 4 ) 号决议的第一步 "。

他又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四十六条，要求将该修正案以所有的正式语文印发。在隨 

后有关程序问题的讨论中，联合王国、法国、肯尼亚、苏联、白俄罗斯、美国、毛里察尼 

亚的代表和理事会主席都发了言。

7 5 .后来苏联代表又对联合王国的决议草案（S / 1 1 4 0 0  )提出第二项修正案(S/11401  
即 在 义 加 入 " 作为一个不厲于任何军事同盟的国家 " 等字。

76. 美国代表动议将苏联的两项修正案以书面分发，并表示希望他的动议将有足够

的反对票和弃权来结束这件事。

决定：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一七八八次会议上美国的动议获得零票赞成，

五票反对（澳大利亚，哥斯达黎加、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

合众国），八票弃权，由于没有得到必要的多数，未获通过。 两小理事国（白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没有参加投票。

7 7 .中国代羡在理事会进行表决决议草案和两项修正案前发言解释投票。

7 8 .理事会然后表决苏联提出的面项修正案。

决定 Ï苏联提出的第一项修正案（S / l l é O l ) 以十因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过。 

一个理事国（中国）没有参加投票。

，第二项修正案（S / 1 1 4 0 1  )获得两票赞成 (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零票反对，十二票弃权，未得到必要的多数，因而 

未获通过。一个理事国（中国）没有参加投票。
‘  - -- r

7 9 ,肯尼並、苏联和白俄罗斯的代表在表决修正后的联合王国的决议草案（ S /  
1 1 4 0 0 )前发言解释投票。

80, 联合王国、苏联和美国的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S1.然后主席将载于第S / l l é O O 号文件的修正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决定：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一七八八次会议上，这项修正后的决议草 

案（8 / 1 1 4 0 0 ) 获得十二票赞成，两票反对（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于理事会一小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因而未获i ï ^ 。 

一个理事国（中国）没有参加投票。

8 2 ,表决后，秘书长和塞浦路斯、希腊、土耳其、苏联及联合王国的代表都发了言。

8 3 .理事会在八月一日第一七八九次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个问题。 主席说，在同理 

事会各理事国协商中， 已经对第S / 1 1 4 0 2 号文件内所载决议草案达成协议。 该 

决议草案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 回顾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曰第1 8 6 ( 1 9 6 4 )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 

日第3 53 ( 1 9 7 é ) 号决议和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第8 54 ( 1 9 7 4 )号决议，

" 注意到所有国家都已宣称它们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 注意到秘书长在安全理事会第一七八八次会议上所作的声明，

"J t 秘书长参照他的声明采取适当行动，并向理事会提出一小详尽的报告， 

顾及停火是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 53 ( 1 9 7 4  )号决议的第一步。 "

81̂ ，主席说，以理事会各理事国所达成的理解为基础，他将在大家发言之前把该决 

议草案付诸表决。

决定：在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第一七八九次会议上，这项决议草案（S / 1 1 4 0 2 )以 

十二票赞成，零票反对，两票弃权（白俄多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 得通过，成为第 3 5 5  ( 1 9 7 4 ) 号决议。 一小理事国（中国）没

有参加投票。

85. 然后中国、肯尼亚、溶麦隆联合共和国、美国、白饿罗斯、联合王国、奥地利、 

法国、毛里塔尼亚、秘鲁的代表和主席—— 以苏联代表的名义—— 发 言 解 释 投

票 。 秘书长说，第 3 5 5 ( 1 9 7 4 ) 号决议通过后，他已立即指示他的特别代表和联 

塞部队指挥官着手执行他在前一天的声明中所提及的联塞部队的任务。 他又说， 

关于维持联塞部队驻在土耳其控制地区的问题，刚才已在塞浦路斯达成协议。

86.希腊、塞浦路斯、土耳其、印度和南斯拉夫的代表也发了言。



D .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六H至八月二千六H期间秘书长的进一步报告和收;到的来
一  ' 一 ’ ' ■ 一  ~ ' -  ■ ~ • I —

A i

1 . 秘书长的报告（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至十二日）

87 .八月的头半个月，秘书长继续就停火现状，希腊、土耳其、联合王国军亭代表 

为草拟关于分界线的协定而举行的会议经过和联塞部队的人道活场等提出进度报告 

( S / 1 1 3 5 3 / A d d .  1 3 - 2 0 ) 。

æ . 八月二日和四日（S / 1  1353 / /Add.  1 3 和 1 4 ) , 秘书长报告说，除了在凯里 

尼3E地区不时发生射击事件外，情势一般平静。此外，他还报告说，三国军事代表 

的会谈已经开始^红十字会把救济食品运交希族和土族塞人的工作也开始了。

89 .八月五曰和六日（S / 1 1 3 5 3 / A d d 。1 5 和 1 6 ) , 秘书长详细报告了国民警卫 

队控制地区的土族塞人情形和土耳其部队控制地区的希族塞人情形，并且补充说， 

联塞部队承担提供大部分救济品护送队的责任。

9 0 .随后在八月七日至十二日之间的进度报告（ S / l l 3 5 3 X A d d .  1 7 - 2 0 ) 中详 

细叙述了破坏停火的行为、关于军事代表为划定分界线而继续进行揚察的进一步消 

患，以及关于联塞部队和红十字会的人道活动。 八月千二日，秘书长报告说，国 

民警卫队已开始从土族围地撒出，并且联塞部队也开始承担保护这些地区的责任。

91.八月十日，秘书长遵照理事会第3 5 5  ( 1 9 7 4 ) 号决议提出一件临时报告（S /  
1 1 4 3 3 ) , 他在报告中说，虽然各方在整个塞浦路斯岛大部分地方都已大.致实行 

停火，但是在凯里龙亚以西地区，液海地带和凯量尼亚山脉南楚各处，仍有断续战 

斗和一蓮向前推进的活动。

92. 关于遵照理事会第3 5 5  ( 1 9 7 4 ) 号决议采取的行动，秘书长报告说，八月九 

日希腊、土耳其和联合王国的军事代表签署了有关分界线的协定，并将之提交在日 

内瓦的外交部长们。 他接着报告说，当希腊人和希族塞人部队一撤出土耳其人围 

地时，联塞部队就隨时准备承担保护这些围地的职责。 秘书长的报告.还提到联塞 

部队为达成有效履行停火所作的努力以及交换或释放被拘留的军人和平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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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他说土耳其政府和塞清路斯政府都宣称，它们准备在某种条件下释放被拘留 

的平民。

9 3 .关于联塞部队活动的方式，秘书长回忆说，土耳其控制地区之外的所有活动都 

是以一系列设立于特别敏感地方的固定岗位为基袖，或辅之以经常的流动巡邀。 

联塞部队在土耳其控制地区内的活动主要着重在凯里尼亚和周围的某些村庄所施行 

的人道和救济措施。 联塞部队的人力显然不够，到八月十四日时将增至4, 2 9 2  
人。

94 .他于总结目前的形势时说，虽然在努力达成塞浦路斯和平方面获致了一些进展， 

可是停火还没有在岛上各处全都稳固。 联塞部队随时准备遵照安理会第3 5 5 ( 1 9 
7 4 ) 号决议执行其职责，可是第 3 5 3  ( 1 9 7 4 ) 和第 3 5 5  ( 1 9 7 4  ) 号决议的全面执 

行工作仍在初步阶段。 为了使联塞部队可以充分实行关于巩固停火、成立联塞部 

队监视的安全地带以及撒出被占领的土耳其围地的任务，就必需有更大程度的合作。

2 .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十六日期间安理会收到的來文

9 5 .在七月二十六日的一件照会（S / 1 1 3 8 5 ) 中，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转 

达了该国外交部长的信件全文，其中强调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侵略是对于地中海东 

部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新威胁，并相信安理会一定会为了尊重塞浦路斯的独立、 

维护塞浦路斯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而履行其责任。

96. 巴西代表在七月二十六日的信（S / 1  1 3 8 7 ) 中说，巴西政府以极为关切的心情 

注视塞浦路斯最近亭件的发展，当安理会通过了第353  ( 1 9 7 4 ) 号决议时，巴西政 

廣深感宽慰，因为它一贯支持所有旨在保障塞浦路斯的主权、领土完盤和独立的措 

施。

97 .也门代表在七月二十七日的信（S / 1  1 3 8 8 ) 中转达也门政府的声明，其中表示 

全力支持塞浦路斯的完整和独立，并承认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力合法的总统。

98.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七月二十八日的信（S / 1  1 3 9 0 ) 中转达了苏联政 

府的声明，其中指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某些方面正将塞浦路斯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作为无耻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加强它们自己在东地中海的军亭战略地位，这解释 

了力什么安理会第3 5 3 ( 1 9 7 4 ) 号决议的规定一直没有执行的原因。 苏联政府在

声明中说， -京实上北约组织中某壁方面正在设法在全世界面前造成分割该国或至 

少造成这种分割条件的驟 .成联实，声明要求停止侵犯塞浦路斯的独立、 主权和领土 

的完整，并且要求让塞浦路斯政府参加所有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讨论会，包括 

最近在日内瓦开始进行的谈判。

9 9 .菲律宾代表在七月三千一日的信（S / 1 1 4 0 3 ) 中转交该国外交部长的一封信， 

其中重申菲律宾政府全力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以及支持秘书长 

关于履行停火的呼吁和联塞部队防止战火重启的任务。

100.匈牙利代表在八月五日的信（S / 1 1 4 1 6 )中转交一件公报的节录，其中却牙利政 

府遭责目的在于瓦解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国地位的活动，以及请责把塞浦路斯共 

和国变成北约组织的附属品的瓜分行径。 声明表示支持苏维埃择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为在塞浦路斯获致一项解决办法而提出的提案，并要求恢复马卡里奥斯总统领导 

m 合法的襄' 1路斯政府。

101.阿尔及利亚代表在八月七日的信( S / l  1 42 4  )中转交不结盟国家集团通过的关于 

塞浦路斯局势的宣言。 宣言重申各不结盟国家和不结盟的塞浦路斯间的团结，并 

要求立即和充分执行理事会第3 5 3 ( 1 9 7 4 ) 号决议的目标。 宣言还声明，塞浦路 

斯的合法总统仍然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并宣称塞浦路斯的悲惨局势是对所有不结 

盟国家的一个严重警告，警告它们必须采取一致的行动。

102.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八月二十二日的信（8 / 1 1 4 6 5 )中转交苏联政府的 

一件声明，其中指出关于立即停止外国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军亭干谈、撒出外国军 

队并恢复宪法秩序的第3 5 3  ( 1 9 7 4 ) 号决议仍未得到执行。 想避开安全理事会和 

它的决定，在北约组织这个秩窄，的圏子里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企图，已经失败了， 

徒然弓I起了敌对行动。 苏联政府认为在联合国范围内召开一个由塞浦路斯、希腊、 

土耳其、安全理亭会全体理亭国和其他I国家，特别是不结盟国家参加来讨论塞浦路 

斯问题的国际会议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10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在八月二十六曰的信（S / 1 1 47 0  ) 中转交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外交部长的声明，其中支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提在联合国范圓内召

开一个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会议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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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千九日至八月十二日期间理事会收到有关各方的来文

10U,希腊代表在七月二十九曰、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三日、四日的信（S / 1 1 4 2 1、 

S / 1 1 4 0 4  S / 1 1 4 0 5 .  S / 1 1 4 1 7 和 S / 1 1 4 1 8 )中提出土耳其部队破坏停火，攻击

希族塞人部队及塞浦路斯村庄的控诉。

105•土耳其代表在八月四日、七日、八日和九日的信（S / 1 1 4 1 2 、S / 1 1 4 2  2. S/

1 1 4 3 9 和 S / 1 1 4 4 2 ) 中提出希族塞人国民警卫队部队破坏停火、射击土耳其部队

和尼科西亚的土耳其区的控诉土耳其代表在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二日、五日的信（S /
0

11 4 0 9、S / 1  1410、S / 1  1 4 2 0和 S / / 1 1 4 25  )中还指控希腊部队唐杀土族塞人和犯 

了其他追. 土族塞人的暴行。

106.希腊代表在八月二日的信（S / 1 1 4 11  ) 中指控土耳其军亭当局开始大批地把 

希族塞人的村民驱逐出凯里尼亚番境，以便把该地区的希族塞人连根拔除。

107.八月五日（S / 1 1 4 1 3 ) , 秘书长分发了他于八月四日收到的塞浦路斯代理总统 , 
克茶里季斯先生，拍来的电报全文，其中抗议土耳其军队对其在塞浦路斯北部占领 

区的平民施予非人道的待遇。 土耳其代表在八月七曰的信（S / 1 1 4 2 3 ) 中聚斤那 

件电报中所作的指控，并宣称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行執目的在于为所有塞人，希族 

也好，土族也好，获致持久的和平。 他还抗议住在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控制下的 

村庄中的土族塞人的状况。 土耳其代表在八月九日的男一封信（S / 1  1 4 3 5 ) 中向 

秘书长转交塞浦路斯割总统登克塔什先生的来文，其中也驳斥克某里季斯先生所作 

的指控，并控诉说，土族塞人横遭暴行、抢掠和滥杀，土族塞人的财产受到肆意破 

坏，以及很多土族塞人被遂离自己的家园。

MS•希腊代表在八月八曰的信（S / 1  1 4 2 9 ) 中说，希腊在尼科西亚大使馆的四名工 

作人员八月三日遭受土耳其军队非法逮捕，他们在获得释放之前，曾受到残酷的殴 

打。

109*塞浦路斯代表在八月十二日的信（S / 1 1 4 41)中说，自七月三十曰日内瓦宣言签 

字以来，土耳其蔑视理事会停火决议的情形变得更为严重了。 他指控说，土耳其



已加强其敌对行动，大肆摆夺更多的土地，运入更多的坦克、军队和重武器，并且 

进一步迫害无事的平民。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再度爆发的敌对行动及理事会的审议经过

1 . 第一七九二次 .至第一七九四次会议（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四日至十六日)的

审议.经过和要求停火

110•塞清路斯代表在八月十三日的信（S / 1 1444  ) 中要求安理会立即召开一次紧急 

会议，以审议由于土耳其再度进行侵略在塞浦路斯所产生的严重局势。 

m • 希腊代表在八月十三曰的信（S / 1 1 4 4 5 ) 中也要求理事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

以便对第二阶段的日内瓦会谈中断后所造成的慑炸性局势采取适当的步骤。

112,安理会在八月十四日清晨举行的第一七九二次会议上无异议决定在其议程中增 

列以下两个分项：

"(e) —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 /
I

1 1 4 4 4 )
"(f)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 X

1 1 4 4 5 ) " 。

113.会前联合王国提出了一件决议草案（S / 1 1 4 4 6 ) , 案文如下：

"安全理亭会 ,
•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第3 5 3  ( 1 9 7 4 )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七月 

二十三日第354  ( 1 9 7 4  ) 号决议，和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第3 5 5  ( 1 9 7 4  ) 号 

决议，

"对塞浦路斯境内再度发生战斗，迹反第3 0 3 ( 1 9 T 4 ) 号决议的规定， M  

表遗憾，

" 1 . 重申第 3 5 3 ( 1 9 7 4 ) 号决议中的所有各项规定,并促请有关各方毫



不迟延地执行这些规定；

" 2 . 要求参加这次战斗的所有方面立即停止一切射击和军事行动;
" 3 . 促请毫不迟延地恢复谈判,以期恢复该地区的和平及塞浦路斯的符 

合宪法的政府。"
l l lu 主席宣称，在协商期间理事会各理事同意了一件订正的案文（S/11446/

Rev  • 1 ) 。 主席立即将觉交付表决。

决定：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四日第一七九二次会议一致通过订正决议草案（S / 1 1 4 4 6 /  
R e v > l  ) , 成为第 3 5 7 ( 1 9 7 4 ) 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

"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第3 5 3  ( 1 9 7 4  ) 号决议 , 一九七四年七月 

二十三日第35 4  ( 1 9 7 4 ) 号决议，和一九七旧年八月一日第3 5 5  ( 1 9 7 4  ) 号

决议，

"对塞浦路斯境内再度发生战斗，迹反第 3 5 3 ( 1 9 7 4 ) 号决议的规定，墓  

表遗憾，

" 1 . 重申第 3 5 3  ( 1 9 7 4 ) 号决议中的所有各项规定,并便请有关各方毫 

不迟延地执行这些规定；

" 2 . 要求参加这次战斗的所有方面立即停止一切射击和军亭行动;
" 3 . 便请依照第3 5 3 ( 1 9 7 4 ) 号决议毫不迟延地恢复谈判，以期恢复该 

地区的和干及塞浦路斯的符合宪法的政府；

" 4 . 决定继续注视该地局势 , 并于必要时立刻召集会议，以审议停火如 

未获尊重时需要采取何种更有效的措施。，’
115•随后，联合王国、溶麦隆联合共和国、希腊、法国、美国、塞浦路斯、土耳其 

的代表发言，主席也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身分发言。 塞浦路斯、

希腊、土耳其的代表在行使答辨权时发了言。

116.在休会之前，主席说明，理事会遵照第3 5 7  ( 1 9 7 4 ) 号决议第4 段继续注视塞



浦路斯局势，并于必要时立即召集会议。

117.八月十四日，秘书长又向理事会提出关于土耳其军队在尼科西亚各地区及塞浦 

路斯其他各处发动攻击的五件进一步报告（S / 1 1 3 5 3 / A d d 。2 1 —2 5 ) 。 攻击开 

始于当地时间0 5 0 0 时使联塞部 |3人加拿大、芬兰、联合王国的特遣队遭受若干伤亡， 

并使奥地利特遣队的三名成员死亡。 这些报告提到了联塞部队各尚哨所遭受的损 

失和该部队安播当地停火的努力。

118.后来在八月十四日，秘书长分发了塞浦路斯代理总统的来信（S / 1 1 4 4 7 ) , 其 

中指控说，土耳其的部队和飞机不顾理事会通过的第3 5 7 ( 1 9 7 4 ) 号决议，继续进 

行攻击和扩张其控制地区。

119.秘书长在八月十五日公布的进一步报告（S / 1 1 3 5 3 / A d d 。2 6 和 27 ) 中叙述了 

军事行动的进一步发展，包括土耳其朝法马古斯塔方向提进，以及联塞部队为安排 

停火所作的努力，特别是在尼科西亚。

120.理事会应塞浦路斯代表之请于八月十五日的第一七九三次会议趣续审议塞浦路 

斯的局势。 理事会在阿尔及利亚代表的要求下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投票权。

121.会议开始时主席对联塞部13人奥地利、英国、加拿大和芬兰特遣队继续遭受损失 

表示极深的关切。

122 .随后理事会Pjf取了秘书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战火重启和谈判破裂，感到深

为遗憾。 他说，虽然联塞部队正尽全力来协助居民、安排当地停火、减少射击事

件和P且止社区间的争端再度发生，但在目前的情势下联塞部队不可能继续执行第

3 5 3 ( 1 9 7 4 ) 号决议委托给它的任务。 随后他谈到联塞部队在土耳其控制地区

执行其职权时所遭遇的困难，并且说，如果不准该部队进入这个或那个地区它就不

可能完成其任务。 秘书长在对联塞部队所受的伤亡表示最深的关切和遗憾之后提

到他和该部队指挥官向有关各方发出的抗议。 土耳其总理表示土国政府在这方面

深深感到遗憾。 秘书长在对原则问题表示露见时强调说， 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行动

并非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执行行动，这种维持和平行动的必要基袖是获得有关各方

的接受和合作， 否则就不可能有效地执行其职责。 联塞部队，依其权限和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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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是不可能介入两军之间进行调解的。 他最后说，不顾安全理事会停火的呼吁 

而继续进行射击令人对宪章原来的本质和本组织赖以存在的理由发生疑问。

1^3•主席说，有而个决议草案提交理事会。第一件决议草案（S/ /11 448  ) 是理事会 

各理事在历次协商中拟订的，其内容如下：

" 安全理事会，

"对塞浦路斯境内經续发生暴力行为和流血，深表关切 ,
"对理事会第3 57  ( 1 9 7 4 ) 号决议未获遵守，深表遗憾 ,
" 1 .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第3 5 3 (  1 9 7 4 ) 号、一九七四年七月 

二十三日第3 5 4 (  1 9 7 4 J 号、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第3 5 5 (  1 9 7 4 ) 号和一九 

七四年八月十四日第357  ( 1 9 7 4 ) 号决议；

" 2 . 坚决主张所有各方充分执行上述各项决议 , 立即严格遵守停火。"
决定：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第一七九三次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草案 ( S / 1 1 4  4 8 ) , 

成为第 3 5 8 ( 1 9 7 4 ) 号决议。

12U,奥地利代表会紹了由澳大利巫、奥地利、法国、秘鲁提出的决议革案（S /  
1 1 4 4 9 ) , 案文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从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事态发展的报告，特别是 S / 1 1 3 5 3 / A d d .  24  
和 2 5 号文件，关切地注意到由于军事行动仍在塞浦路斯趣续进行,以致联合国 

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人员的伤亡日有增加，

" 回顾联合国部队是经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三国政府充分同意才驻在

塞浦路斯的，

" g 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曰第3 5 5 ( 1 9 7 4 ) 号决议请秘书长参 

照他在理事会第一七八八次会议上关于联合国部队的作用、 任务和人数以及关 

于塞浦路斯最近政治发展所产生的有关问题等所作的说明， 采取适当行动，



" 1 . 痛惜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人员的死亡和受伤 ;
" 2 , 要求所有有关各方充分尊重联合国部队的国际地位,不得采取任 

何可能危及其人员的生命和安全的行动；

" 3 ，_^至座:所有各方与联合国部队合作以便在塞浦路斯所有地区并对 

塞浦路斯各部分人民执行其工作，包括人道任务在内；

“ 4 . 强调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人员的地位和安全—— 推而言 

之，联合国任何维持和平部队人员的地做1瘦全一必须在一切情况下得到各方尊 

重的基本原则。"
125 .奥地利代表提.议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停会一小时以便进行协商活动。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126, 主席在复会之后告诉理亭会各理亭说，由澳大利亚、奥地利、’法国、秘鲁、落 

麦隆联合共和国提出的订正决议草案（S /^  1 4 4 9 / R e v « l ) 已提交理事会，其内容 

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从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事态发展的报告，特别是 S / 1 1 3 5 3 / A d d  . 2 4  
和 2 5 号文件，关切地注意到由于军事行动仍在塞浦路斯继续进行, 以致联合国 

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人员的伤亡日有增加，

" 回顾联合国部队是经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三国政府充分同意才駐在

塞浦路斯的，

"念及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第3 5 5  ( 1 9 7 4 ) 号决议请秘书长参 

照他在理亭会第一七八八次会议上关于联合国部队的作用、 任务和人数以及关 

于塞浦路斯最近政治发展所产生的有关问题等所作的说明， 采取适当行动，

" 1 . ^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人员的死亡和受伤；

" 2 . 里 i 所有有关各方充分尊重联合国部队的国际地位，不得采取任何 

可能危及其人员的生命和安全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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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有关各方面以坚定、明确和毫不合糊的态度表明它们愿意履行

它们在这方面已承担的义务；

" 4 . 直 r :步要求所有各方与联合国部队合作以便在塞浦路斯所有地区并

对塞浦路斯各部分人民执行其任务，包括人道方面的任务在内；

" 5 。强调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化人员的地位和安全—— 推而言 

之，联合国任何维持和平部队人^的地位和安会一必须在一切情况下得到各方尊 

重的基本原则。"

决定：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第一七九三次会议以十四票对零票通过订正决议草案 

( S / 1 1 4  4 9 / R e v .  1 ) , 成为第 3 5 9  ( 1 9 7 4 ) 号决议。 一个理事国（中国）没有

参加投票。

127 .中国、奥地利、美国、联合王国的代表在投票之后发言，主席也以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身分发言，解 释 投 票 。 塞浦路斯、希腊、土耳其、阿 

尔及利亚代表也发了言。 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奥地利代表在 

行使答辨权时发了言。

128 .秘书长在八月十六日所作的进一步报告（S X 1 1 3 5 3 / A d  d . 2 8 和 29 ) 中，照 

联塞部队指挥官截至八月十六日纽约时间12: 4 5 时所报告的描述了塞浦路斯的军 

事情况。 射击事件于黎明时开始在尼科西亚地区再度发生，报告内也叙述了其他 

地区的部队活场。 自八月十四日敌对行动恢复以来联塞部队伤亡人数总计达三十 

五人，其中三名奥地利士兵死于凝固油弹，三千二名受伤，受伤的士兵中有英国 

人九名、加拿大人五名、丹麦人二名、芬兰人十六名。 同一天稍后，据报停火已 

经生效而且维持住了，但在一次地雷事件中二名丹麦士兵死亡、三名受伤。

129. 秘书长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六曰的第一•七九四次会议中通知理事会说，土耳其 

总理宣称土国政府自是日纽约时间1 2 0 0 时起接受停火，并且说联塞部队的报告显

示停火已经生效。 秘书长还通知理事会说，联塞部队受到进一步的伤亡。



130.主席注意到法国在前一天提出的一件决议草案 ( S X 1 1 4 5 0  ) 已订正了两次。 

原来的决议草案的案文内容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第3 5 3 (  1 9 7 4 ) 号、、，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

日第3 5 4 (  1 9 7 4 ) 号、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第3 5 5 (  1 9 7 4 ) 号和一九七四年 

八月千四日第3 5 7 (  1 9 7 4 ) 号决议；

" 注意到各国都已声明它们寧重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以及塞浦路 

斯经国际协议建立及保证的宪法结构 ,

" 深切关怀 : 由于土耳其进行的军事行动，致使塞浦路斯的局势更加恶化，

' 十分严重地威勝到东地中海的和平和安全，

“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执行受托的任务时所蒙受的捕央感到深 

切惋惜，

" 1 . 对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重新发动军事行动正式表示不满 ;
“ 2 . 再次要求当事各方立即停止射击和一切军事活动,并在整小岛上严格 

遵守停火；

" 3 . 促请各方遵守以前各项决议的所有规定 , 包括关于所有外国军事人员， 

除了国际协定规定的以外，全部立即从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撤出的规定，并立 

即重开谈判 , 以求按照第3 5 3 ( 1 9 7 4 ) 号决议，在塞浦路斯重新建立和平与宪 

制；

“ 4 . 促请各方依照秘书长在其一九七四年八月千日临时报告( SX1 1 4 3 3  )
结论中的要求，给予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充分的合作；

" 5 . 要求秘书长必要时向理事会提出报告, 以便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便使重 

建和平情况；

" 6 . 决定继续处理此 问 题 并随时召开会议，以便根据情况的发展，审议 

需要采取的措施。"



：!31• 订正的决议草案（s / l l 4 5 0 / S e V. 2 ) 案文如下 :
" 安全理事会，

" 里風其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第353 (  1 9 7 4 )号、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千三 

日第354(  1 9 7 4 )号、一九七四年八月一 ' 日第355 ( 1 974) 号和一九七四年 

八月千四日第357 ( 1 9 7 4 )号决议和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第3 5 8 ( 1974)
号决议，

" 注意到各国都已声明它们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 深切关怀由于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 致使塞浦路斯的局势恶化，十分严重地 

威胁到东地中海的和平和安全，

" 1。 正式表示不同意对塞浦路斯共和国采取的片面军事行动;
" 2 .  ^ 各方遵守以前各项决议的所有规定，包括关于所有外国军事人员， 

除了国际协定规定的以外，全部立即从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撤出的规定；

" 3 . 促请各方立即在建设性的合作气氛下重开第3 5 5 (  1 97 4  ) 号决议要 

求的谈判，不应旧为军事行动取得的优势而妨碍或预先断定谈判的成果；

" 4 . 遣秘书长必要时向理事会提出报告，以便可能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促 

使恢复和平情况；

" 5 , 决定继续处理此问题 , 并随时召开会议，以根据情况的发展，审议需 

要采取的措旅。"
决定：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六日第一七九四次会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三票弃权 

( 白é 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伊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通过^  
正决议革案（S / 1 1 4 5 0 / H ë v .  2 ) ,成为第 3 6 0 (  1 9 7 4 ) 号决议。 一小理事国

( 中国）没有参加投票Ç
132. 法国、中国、哥斯达黎加、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美国、略麦隆联合共和国、 

澳大利亚、奥地利、联合王国、. 毛里塔尼亚、肯尼亚、土耳其、希腊、塞浦路斯的 

代表在表决之后发言，主席也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身分发言。 联 

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法国、土耳其、塞浦路斯的代表在行使答辩 

权时发了言。



2. - 九七四年八月千七日至二千日期间秘书长的进度报告及有关各方的来文

133,秘书长在八月十七日到二十日之间所公布的进度报告（S X l l 3 5 3 / A 4 d .  3 0 -  
33 ) 中提供了关于在八月千七日和十八日趣续发生射击♦件和土耳其向前推进的 

情报，并表示联合国总部密切注视联塞部队指挥官对于破坏停火的抗议。 八月十 

九曰和二千日，据报截至当地时间1 6 0 0 时停火仍继续有效，全岛没有关于任何射 

击事件的报导。

13U.在此期间，秘书长从希腊、土耳其、塞浦路斯收到了若干关于局势发展的来文。

135.塞浦路斯代表在八月十四曰的信（S / 1 1 4 5 3  ) 中转交了塞浦路斯总统的声明 

全文，其中遭责土耳其对塞浦路斯进行新的侵略，未能遵守理事会要求停火的决议。 

塞浦路斯代表在同一天的另一封信（S / 1 1 4 G 6  ) 中转交了塞浦路斯总统的另外一 

篇声明，指控土耳其在日内瓦会谈中缺乏诚意，并呼吁采取，急行动以挽救塞浦路 

斯。 •
136.各方都提出关于对塞浦路斯平民横旅暴行的控诉。 土耳其代表在八月十二曰、 

千八日和二十二日的信（SX11462^ S / 1 1458,  S / 1 1 4 6 6  ) 中抗议焚敦和沾:污 

了清真寺，杀，乎民和驱遂他们出境，虐待妇女和儿童，以及监禁土族塞人在集中 

营中。 塞浦路斯代表在八月二十日和二千二日的信（S X 1 1 4 6 1和 S X 1 1 4 6 4  ) 
中转交关于土耳其军队邀杀希族塞人及将二十万以上的人民遂离家园的新闻报导。 

他控拆说，联塞部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人道活动曾受到P且碍。 他说，国际新

•闻界所报导的关于杀人、强奸和恐怖行为的例子并不能充分表达土耳其军队的行为 

所造成的恐惧和苦难。 希腊代表在八月十八日和二十七日给秘书长的信（ S /  
1 1 4 5 9 和 S X 11460  ) 中说，土耳其虽然第三次接受了理事会停火的呼吁，但它 

从七月二千二日以来差不多天天破坏停火，桓造关于土族塞人横遭暴行的缓i旁性报 

导，并脏止联塞部队对其指控从事公正的调查。

137*塞浦路斯代表在八月二十三日的信（S / 1 1 4 6 7  ) 中促请注意岛上经济生活受 

到破坏的程度，并详细叙述经济的主要部门所受的损失和难民的状况。 他在八月



二十七日的另一封信（S / / 1 U 7 5  ) 中抗议土耳其在塞浦路斯沿海采取禁止航运的 

措施，并要求紧急审议这种局势。 、

138, 土耳其代表在八月二十八日的信（S / 1 1 4 7 4 ) 中转交一件宣言的全文，土耳 

其政府在宣言中于检讨了塞浦路斯危机的背景之后重申土耳其反对希塞统一运动， 

反对把件多国家牵入塞浦路斯问题的提议，敦促在理事会所拟定的范围内恢复关于 

塞浦路斯的谈判，并建议三小保证国应当迅速协助创造谈判的条件。

3 . . 秘书长的报告（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千七日和二十八曰）

139,八月二十七日，秘书长提出一件关于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期间塞 

浦路斯局势发展的报告。 在筒短地谈了一下他到塞浦路斯的访问（另一件报告将 

以此次访问为主邀）之后，他扼要地叙述了下列联塞部队的工作：对土耳其控制地 

区以外的土族居住地区提供保护；对指渡的.暴行进行调查；提供人道援助，诸如向 

希族和土族塞人的城镇和村庄运送救济品；•为恢复水电设施从事谈判。

I to .八月二十八日，秘书长提出关于他最近访问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的报告 

( S / 1 1 4 7 3  ) 。 八月二十六日，他在塞浦路斯曾主持了一次塞浦路斯两族领导 

人，克莱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的联席会议。 在访问雅典和安卡拉期间， 

他也会见了希、土两国的总理和外交部长。 他发现各方都强烈希望以谈判方式达 

成解决，级然现存的障碍胆止寻求这种方式的解决。 他的谈话特别着重于谈判的 

前途，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可能基础，人道问题，包括难民和重新开放尼科西亚机 

场问题，以及联塞部队未来的任务。

l i a .关于联塞部队，秘书长觉得，由于塞浦路斯的局势已同当初规定联塞部队任务 

时的局势不同了，所以该部队的职权不久必须重新加以规定。 同时，他要保证该 

部队在和有关各方充分合作下在塞浦路斯担任一小有用的角色。 由于就国际和平 

和安全而言，塞浦路斯的局势一直是一小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所以为达成和平而 

取得真正进展和避免战火重启是极端重要的。 他相信在保证获致这一结果方面理 

事会可以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4. 第一七九五次会议（一九七四年八月三千日）的审议经过

li 2̂. 塞浦路斯代表在A 月二十七日的信（S / 1 1 4 7 1  ) 中要求理事会举行一次紧急 

会议，审议包括难民问题在内的塞浦路斯严重情势。 土耳其代表在八月二千九日 

的信（S X 11 4 77  ) 中转交塞浦路斯副总统劳夫。登克塔什先生的一封信，其中对 

塞浦路斯代表未经和他协商而要求举行一次理事会会议的权力，表示异议。

1U3.理事会在八月三十日第一七九五次会议中将下列分项（g )列入议程：

" ( ê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 （S / 1 1 4 7 1  ) " 。

IUA.主席提请注意由奥地利、法国、联合王国提出的下列决议草案（S / 1 1 4 7 9  ) .
參

" 安全理事会 ,
" 认识到像做邮冶国:宪章所负的特别责任 ,
'‘ 回顾其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186(  1 9 6 4 )号、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 

第 353 (  1 9 7 4 ) 号、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千三日 | ^ 3 5 4 (  1 9 7 4 )号、一九七四年 

八月一日第355 (  1 0 7 4 )号和一•九七四年八月千四日觉 3 5 7 ( 1 9 7 4 )号决议 

和一九七四年八月千五日第358 ( 1974 ) 号决议 , 和第 359(  1 97 4) 号和一九 

七四年A 月十六H第 360 n  9 74 )号决议，

" 注意到岛上有很多人流离夫所 , 迫切需要人道援助， '

" 念及联合国首要的目的之一是在目前塞浦路斯所处的一类情况下,给予 

人道援助，

" 又注意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已被任命为联合国塞浦路斯人道援助 

协调专员，担任协调将由联合国各项方案和机构以及其他方面提供的救济援助 

的任务，

" 审议了 S / 1 1 4 7 3 号文件所载的秘书长报告 ,
" 1 . 对秘书长在促成塞浦路斯两社区领袖间谈判方面所起的作用表示赞

t .； .
" 2 . 热烈欢迎这项发展 , 并要求有关方面在秘书长的协助下，为了塞浦 

路斯全体人民的利益，积极地进行谈判；



" 3 . 要求所有各方竭力减轻人的痛苦, 确保每一小人的基本人权受到尊 

重，并且不采取可能使局势恶化的任何行动；

" 4 . 对难民和其他由于塞浦路斯局势而流离失所的人所处的困难境况， 

表禾严重关切 , 并促请有关方面与秘书长共同寻求和平解决难民问题的办法， 

并采取适当措施为他们提供救济和福利和让愿意 lÉl避的人能够安全回到家园；

" 5 .  秘书长尽速就难民和本决议第4 段所提及的其他的人的情况，提

出一个全面报告，并决定经常审查这方面的情况；

" 6, 并请秘书长对需要联合国紧急人道提助的岛上所有各部分的人继续 

提供这种援助；

" 7 . 要求所有各方, 小别地或互相合作采取一切可能促进全面和成功的 

谈判的步骤，以表示具有诚意；

" 8 . 再次促请所有各方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充分合作,以 

便执行其任务；

" 9 .  深信本决议各项规定的迅速执行将有助于在塞浦路斯达成满意

的解决办法。"
11^5.赌后塞浦路斯、希腊、土耳其、奥地利的代表发言，主席也以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代表的身分发言。

决定：一九七四年八月三千曰的第一七九五次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草案(S/g  1479 ), 
成为第 3 6 1 (  1 9 7 4 )号决议

llré,联合王国、主席、法国、美国、中国、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落麦隆联合共和 

国、澳大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毛里塔尼亚代表在表决之后发言 

解 释 投 票 ，，主席是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身分发言的。 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希腊、塞浦路斯、土耳其的代表在行使答辩权时发了言。



一九七四年九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秘书长的进一步报告和理事会牧到的来

1. 秘书长的进度报告

• 整个九月和十月前半月，秘书长每两个星期提出一份关于塞浦路斯事态发展的 

进度报告（S / 1 1 4 6 8 / A d d .  1 — Add.  4 )。 报告内容是关于联塞部队的情况，联 . 
塞部队哨所的位置、停火的遵守、克菜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的会议和联塞部 

队的人道举动。

1U8.关于联塞部P人的情况，报告说，在国民警卫队控制下的地区，联塞部队几乎可 

以完全不受限制地自由行动，但在土耳其控制下的地区，联塞部队的行动自由仍受 

限制。 一名加拿大士兵被国民警卫PÀ射杀，显然是由于误认。

关于停火的遵守，据报土耳其部队曾向前移动，但后来又撤退了。 双方都有 

轻微的违反停火情事，但在整个期间塞浦路斯的情况仍算是相当平静的。

150•宠菜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的会议所讨论的主要是人道事项，例如释放俘 

戾和被拘人员，找寻失纵者和救助老弱。 由于在这些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九月十 

六日起已开始释放了几种类别的俘虑。

151，报告对联塞部队的人道活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 

处 ）对难民需要的佑计，联塞部队把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救济物资分发给难民，和联 

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较早时他已被指派为，联 合 国 塞 浦 路 斯 人 道 援 助 协  

调专员—— 的活动，都有译细说明。 这段期间提出的最后一次报告（S / 1 1 4 6 8 /  
A d d . 4 ) 说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难民的一般状况继续在慢慢改善。



2. 关于人道活动的报告

152.九月四日，秘书长按照第861  ( 1 9 7 4 ) 号决议提出了一份’报告（8 / 1 1 4 8 8 ) ,  
他在报告中宣布，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以联合国塞浦路斯人道援助协调专员的 

身分，于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前往该岛实地研究问题。 本报告附有高级专员 

的报告，其中佳计在南部约有希族塞人难民1 68 ,  8 0 0 名和土族塞人难民84,  00 0  
名。 协调专员还对已经提供的提助作了说明，并希望国际社会能给予进一步的支 

援。

153,为获得更多此类支援，秘书长于九月六日（S / 1 1 4 8 8 / A d d . l )吁请联合国所 

有会员国和各专门机构的成员提供志愿捐助，并佑计从一九七四年九月一日到年底 

塞浦路斯人道援助约需2, 2 0 0 万美元 .
15̂ 1,秘书长在十月三十一  H提出的进一步报告（S / l l é 8 8 / A d d  .  2 )中，引述协调 

专员的进展报告，指出他的呼吁受到迅速和懷慨的响应，收 到 的 现 金 约 有 00 0  
万美元。 协调专员在报告的附件中择要叙述了难民问题的严重程度后，对

联合国已经提供的援助作了详细说明。 .

155.秘书长在九月二十日的信（S / 1 1 528  )中， 再次呼吁各国政府为筹措联塞部P人 

经费提供志愿捐款，由于塞浦路斯最近的事件，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为止这 

段期间联合国为该部队支出的赛用已有大幅度的增加。 他说，为了维持联塞部队 , 
追切需要增加经费；将部队兵力保持在目前水平，每六个月约需1, 3 0 0 万至 1, 
4 0 0万美兀。

3 . 理事会收到的来文（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156.在一九七四年剩余期间，秘书长继续收到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代表的若干 

来文。 来文内容涉及许多主题：包括停火的遵守和逢反、难民情况、对平民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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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和经济事项。 从塞浦路斯收到六件载有连反停火的指控的来文(八月二十 

九日 s / 1 1 4 7 8 、九月三 0 S / l l é 9 O , 九月六日S / l l é 9 9 、九 月 十 四 日 S /  
1 1 5 1 1 、十月十九日S / 1 1 5 4 1 、十月二十八日S / 1 1 5 é 9  ) , 从希腊也收到两 

件载有同样指控的来文（十月二千六日S / 1 1 5 4 8 、十一月六日S / 1 1 5 5 6 ) 。

157,其他来文载有虐待平民的指控。 塞浦路斯的指控载于九月五日（S / 1 1 4 9 2  )、 
九月七日（S / 1 1 5 0 0 )、九月十三日（S / 1 1 5 1 0 )、九月十六日（S / 1 1 5 1 3 ) 和 

十二月六日（S / 1 1 5 6 9 ) 的来信。' 八月三十一日和九月六日的希腊来信（ S /  
1 1 4 9 5 和 S / 1 1 4 9 6  )则载有关于集体迷捕希族塞人的指控。 土耳其在九月四日 

和五日的信（S / 1 1 4 8 9 和 S / U 4 9 8 ) 中，报告在马拉沙村发现了土族塞人平民的 

集体坟基，在九月千二日的信（S / 1 1 5 0 5 沖又指控有土族塞人平民40 ,  0 0 0 人 

被拘禁。

158,从有关各方牧到的其他来文还载有各种其他控诉和指控。

159,塞浦路斯在九月三日的信（S/114^84 )中指控土耳其人掠夺并破坏影片挡案和 

艺术品；又在九月三日的信（S / 1 1 4 I 8 5 )中指控把土耳其人从土耳其移殖到原来希 

族塞人占多数的塞浦路斯被占领地区；在九月五日的信（S / 1 1 4 9 1 )中转递了塞浦 

路斯教科文组织学校协会关于要求外国入侵部队迅速撤退的呼吁；在九月七日的信 

( S / 1 1 5 0 1 ) 中指控在凯里尼亚劫掠博物馆；在九月十六日的信（S / 1 1 5 1 4 )中指 

控土耳其采取进一步的行政措施 , 稳固并吞并塞浦路斯被占领的地区；在九月千八 

日的信（S / 1 1 5 1 5 ) 中指控说，在塞浦路斯百分之四千的领土上没收希族塞人的财 

产和驱遂居民的措施，表明登克塔什先生的作为实际上等于是塞浦路斯土耳其入侵 . 
部队的代表；在十月二十八曰的信（S / 1 1 5 4 9  )中指控把塞浦路斯被领地区内的 

教堂改成清真寺；在十月三十一日的信（S / 1 15 50 )中指控土族塞人和土耳其武装 

部队劫掠土耳其占领地区内的村庄；在十一月六日的信（S / 1 1 5 5 2 )中指控有其他 

扣押希族塞人财产和透反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的情事；又在十一月六日的信（S /  
1 1 5 5 3  )中指控非法没收和出售属于希族塞人的私人汽车，和出祖属于希族塞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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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和土地；在十一月十五日的信（S / 1 1 559 )中指控土耳其出口商将被占领的希 

族塞人农村地区的产品冒充土耳其产品在欧洲出售。

160.希腊提出的其他控诉计有：八月三十日（S / 1 1 4 8 0 ) 的信中指控土耳其部P人在 

尼科西亚绿线的希族塞人一方级火；八月三千一日（S / 1 1 4 8 1 )的信中抗议土耳其 

对塞浦路斯被占领部分采取殖民化措施；九月二十六日（S / 1 1 5 2 4 )的信中引述其 

他证振，证明土耳其正采取步骤使从土耳其来的土耳其人在塞浦路斯殖民。

161.同一段期间，土耳其的其他来文包括：九月二十三日的信（S / 1 1 5 1 7 )就希腊 

对多年来在希腊压迫政策下被迫离开家园的土族塞人考虑避回塞浦路斯所提的控诉 

提出抗议；九月二十六日的信（S / 1 1 5 2 1  )转递登克塔什先生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的 

来文，即认为罗西迪斯大使无权要求将塞浦路斯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因 为 *清路斯 

的朝总统没有授权给他提出这项要求，或代表塞浦路斯的土族社区—— 创立塞浦路 

斯共和国的两个共同社区之一；千月四日的信（S / 1 1 5 3 1  )转递登克塔什先生的另 

一件来文，内容是关于基帕利亚诺先生被任命为出席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塞浦 

路斯代表团团长的问题。

162.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团在八月二十六日的信（S / 1 1 4 7 0 )中递交外交部 

的声明，表示支持苏联关于在联合国范围内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来解决塞浦路斯冲突 

的提议。

163. 阿尔及利亚代表在九月十三日的信（S / 1 1 5 0 9 )中递交了驻联合国不结盟国家 

集团胁调委员会关于塞浦路斯局势发展的宣言。

161^秘书长应大会要求在十一月七H的 信 （S / 1 1 5 5 7  )中将大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一 

月一日第二二七五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第3 2 1 2  ( X X I X ) 号决 

议全文递交安全理事会。



1.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清路斯行动的报告

165. 在联塞部队任务斯限于十二月十五日届满以前，秘书长于十二月六日向安理会 

提出了关于五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五日期间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 /  
1 1 5 6 8 )。 他慨述了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政变到八月十六H停火期同的事态， 

并提出了这段期间联塞部队的行动慨要。 他也提供了有关到十二月五日为止联塞 

部队行动和该部队协助维持停火的方法中，包括部队组成和部署的改变的情报。他 

说，联塞部队在十二月四日的兵力为4, 3 5 5 人，并指出在报告所述期间，联塞部 

队伤亡人数为9 人死亡， 6 5 人受伤。 秘书长又提到关于在战事最激烈期同所犯 

暴行的控 i斥，和关于在战事结束后侵犯平民安全的报告。 他就联塞部队的军警单 

位同有关当局合作为保停战线两这的村庄而作的努力作了说明，并详细叙述了联 

塞部队的人道活动和该岛的经济情况。 他还就他在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的访 

问，及克某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间的会议提出了报告。 关于塞浦路斯行动 

的财政情况，秘书长说经费亏她为3, 7 4 0 万美元，因为预期可收到的数额为15,  
900万美元，但支出费用却需18,  640万美元。 他指出，如将联塞部P人的任务期 

限再延长六小月，联塞部队特别帐户就需要有4, 1 9 0 万美元的志愿捐敦。

106.最后，秘书长说，塞浦路斯所经历的自一九六四年联合国行动在该岛开始以来 

的最严重危机，使联塞部队面临了不属于其任务范围的一种新局势。 在这种情况 

下，联塞部P人已设法以实用的方式蓝视安理会所要求的停火，但其主要活动是人道 

主义的救济援助。 秘书长总结说，在没有对各项基本问題议定解决办法以前，塞 

浦路斯的局势仍将是不稳定，并且有潜在的危险。 他认为，联塞部队的继续留驻， 

不但对韻助维持停火和提供人道提助，而且对便利寻求和平解决办法，都是必要的。



2 . 安理会第一八- O 次会议 (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审议经过和联塞

部队任务期限的延长

斯 ,安理会于十二月千三日召开第一八- 0 次会议，并无异议通过下列议程：

"塞浦路斯局势：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 X 1 1 5 6 8  ) "。

168.应他们的请求，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代表被邀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169*主席说，在非正式协商期间，安理会各理事已同意安理会应根据暂行议事规则 

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维达特 • 切里克先生发出邀请。 因为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 

定。

170.安理会牧到两件决议草案（S / 1 1 5 7 3 和 S / 1 1 5 7 4 ) ; 主席解释说，这而件草 

案是安理会各理事在进行广泛协商时所草拟的。 

i n . 第一件决议草案（S / 1 1 5 7 8 )全文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 注意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六日秘书长的报告（S / 1 1 5 6 8  )中表示在现有

的情况下，如果要在塞浦路斯维持停火和推进寻求和平解决办法，仍旧需要联 

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留驻该岛来执行它目前承担的任务，

" 注意到报告中所述该岛现在的情况，

" 并注意到秘书长报告第8 1 段所载的说明：有关各方已经表示同意他的 

建议，即安全理，会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留驻期限再延长六小 

月，

" 注意到塞浦路斯政府已经同意: 由于该岛现在的情况，一九七四年千二 

月十五日以后仍需要联塞部P人留驻塞浦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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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注意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的 信 ( S /
1 1 5  5 7 )以及大会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第二二七五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 

题为 "塞浦路斯问题" 的第 8 2 1 2  ( X X I X ) 号决议案文，

"又注意到大会第3 2 1 2 ( x x : n O 号决议提出了若干原则，其目的在促进 

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以和平方法解决塞浦路斯当前各项问题，

" 1 . 重申其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1 8 6  ( 1 9 6 4 0号、三月十三日第187  
( 1 9 6 4 ) 号、六月二十日第1 9 2 ( 1 9 6 4 ) 号、八月九日第193  ( 1 0 6 4 ) 号、九 

月 二 五 日 第 1 9 é  ( 1 9 6 4 )号和十二月十八日第1 9 8  ( 1 9 6 4 ) 号决议，一九六 

五年三月十九日第201  ( 1 9 6 5 )号、六月十五日第2 0 6 ( 1 9 6 5 ) 号、八月十日 

第 20  7 ( 19  6 5 )号和千二月十七日第2 1 9 ( 1 9 6 5  )号决议，一九六六年三月十 

六日第2 2 0  ( 1 9 6 6 ) 号、六月十六日第2 2 2  ( 1 9 6 6 ) 号和十二月十五日第231  
( 1 9 6 6  )号决议，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第2 8 8 ( 1 9 6 7  )号和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 2 4 4 ( 1 9 6 7  )号决议，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第247  ( 1 9 6 8 )号、六月十八 

日第2 5 4 ( 1 9 6 8 ) 号和十二月十日第261  ( 1 9 6 8 ) 号决议，一九六九年六月十 

日第2 6 6  ( 1 9 6 9  )号和十二月十一日第2 7 4  ( 1 9 6 9 ) 号决议，一九七0 年六月 

九日第 2 8 1  ( 1 97 0  )号和十二月十日第29 1  ( 1 9 7 0  )号决议，一九七一年五月 

二十六日第2 9 3  ( 1 9 7 1  )号和千二月十三日第3 0 5  ( 1 9 7 1 )号决议，一九七二 

年六月十五日第3 1 5 ( 1 9 7 2 ) 号和十二月十二日第3 2 4 ( 1 9 7 2 ) 号决议，一九 

七三年六月十五日第8 3 é ( 1 9 7 S ) 号和十二月十四日第34 3  ( 1 9 7 3 )号决议，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第8 4 9  ( 1 9 7 4 )号决议，以及主廣在一九六四年八月 

十一日第一一四三次会议和一九六七年千一月二十五日第一三八三次会议上表 

示的共同意见；

" 2 . 并重申其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第3 5 8  (1974^)号、七月二十三日 

第 3 5 4 ( 1 9 7 4 ) 号、八月一日第3 5 5 ( 1 9 7 4 ) 号、八月十四日第357  ( 1 9 7 é )  
号、八月十五日第3 5 8 ( 1 9 7 4 ) 号、八月十五日第8 5 9 ( 1 9 7 4 ) 号、八月十六



日第3 6 0  ( 1 9 7 4 )号和八月三十日第861  ( 1 9 7 4 ) 号决议；

" 8 . 敦便有关各方竭力克制、继续并加«、其坚决合作的努力以达成安全 

理事会的目标；

“ 4 . 再次延长按照安全理事会第1 86  ( 1 9 6 é  )号决议建立的联合国维持 

和平部队驻在塞浦路斯的期限至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为止，希望到那个时候， 

在最后解决方面已有足够的进展，可以撤去或大量裁减该部队；

" 5 . 再次呼吁所有有关各方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继续执行其任务方面 

给予充分合作。 "

172.第二件决议草案（S / 1 1  57 4  )全文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收到了大会关于 ‘ 塞浦路斯问题 ’ 的第 3 2 1 2 ( x x i x ) 号 决 议 ( S /  
1 1 5 5 7  ),

" 满意地注意到上述决议曾经获得一致通过，

"1 ,  大会第 3 2 1 2 ( x x i x ) 号决议，并敦便有关各方尽早予以执行； 

" 2. 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提出报告。 "

173.主席又说，安理会各理事已同意在发言之前先就决议革案进行表决，因此，如 

果没有人反对，他就将这两件决议草案立即提付表决。

决定：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一八一0 次会议上，第一件决议草案（S /  
1 1 5 7 3  )以十四票对零票获潜通为第 3 6 é  ( 1 9 7  4 ) 号决议。 一个理事国(中国）

没有参加换票 Ç

第二件决议草案（S / l l  5 7 4 )以共同意见的方式获得》 與为第36 5 ( 1 9 7 4 0  
号决议。



表决后，下列各国的代表都作了发言：塞浦路斯、土耳其、希腊、苏联、法国， 

奥地利、中国、联合王国、哥斯达黎加、溶麦I t联合共和国、美国、秘鲁，毛里塔 

尼亚、印度尼西亚、伊拉資、肯尼亚、白饿罗斯，又主席也以澳大利亚代表的身分 

发了言。 按照会议开始时所作的决定，安理会还呀取了切里見先生的发言。 塞 

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的代表也行使答辨权发了言。

175.在散会以前，主席说，以现有形式列入这次会议议程的项目，已取代了前此据 

以讨论这小问题的项目（"一九六三年千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因为没有人反对，他请秘书长将后一项目从安全理事会讨论事 

项的项目单上彌去。

H. —九七五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期间的事态发展

1 . - 九七五年一月一日至二月二十日期.间理事会收到的来文

l î 6 . —九七五年初，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继续就塞浦路斯局势的政治、经济、 

人道和其他方面向安理会致送来文。

(a) 塞浦路斯代表的来文

ITT• 一月六日的信（S / 1 1 5 9 6 ) 指控土耳其前任总理在塞浦路斯发表挑牌性、并蔑 

视安全理事会的言论，宣称塞浦路斯共和国已被废除了，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已不再 

是总统。

1 7 S . -月二十日的信（S / 1 1 6 0 3 )控诉说，由于英国政府答应土耳其的无理要求， 

把土族塞人难民从英国基地迁移到土耳其，塞浦路斯已产生了严重局势，因为深怕 

这些难民会被迁徒到塞浦路斯北部土耳其控制下的地区，改变该地区的人口组成。

- Ut -



1Î9• 一月二十八日的 信 （s / 1 1 6 0 9 )对国际社会在一九七四年九月至十二月期间向

塞浦路斯人民提供人道援助，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以联合国塞浦路斯人道援 

助协调专员的身分处理有关此类拔助的行政工作表示感谢。

180.—月二十九日的信（S / 1 1 6 1 0  )转递 "塞浦路斯英籍居民主持正义集团" 对英 

国政府准许土耳其当局把土族塞人难民从阿克罗蒂里基地撤退到土耳其的决定所提 

的抗议。

1&U—月二十九日的信（S / 1 1 6 1 1  )抗议土耳其外交部干涉塞浦路斯的社区间会谈 , 
声言拒绝在塞浦路斯实施任何分区行政制度，并主张成立根据地理划分为两小区域 

的联邦。

182,二月五日的信（S / 1 1 6 1 6 )指控土族塞人当局任让窃占产业上的产品腐烂，虽 

然有流离失所的人民急需谷物充饥。

183.二月五日的男一封信（S / 1 1 6 1 7 )转递与联合国有关的非政府组织的二十四名 

代表就塞浦路斯问题发表的声明，指控由于不采取防止性行动，使塞浦路斯大部分 

地区遭受破坏，弓I致经济崩濟，并制造了大批无家可！13的难民。

I8lf. 二月十日的信（S / l l  619  )抗议在土耳其和塞浦路斯的一个飞机场间已开始有 

非法的定期空中交通。 •
185.二月千二日的信（S / 1 1 6 2 1 )说，根据新闻报道，土族塞人政府已决定在土耳 

其的一些城市设立名眷领事馆，并拟在改洲和阿拉伯各国设立商务机构。

186.二月十四日的信（S / 1 1 6 3 0  )指控通过提出提案将 " 塞浦路斯土耳其族政府" 
的公民权，给予土耳其武装部队成员和其他人士的进一步措施，蓄意改变塞浦路斯的 

人口面貌。



187. 二月二十日的信（S / 1 1 6 3 4  )转递塞浦路斯众议院在同天所通过的一项决议， 

内容是表示信任安全理事会将采取必要措施来执行它和大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各 

项决议。

188. 二月二十日的男一封信（S / 1 1 6 3 5  )转递塞浦路斯难民委Æ会为邀责宣布成立 

土族联合邦所作呼吁。

(b) 希腊代表的來文

189.一月二十八日的信（S / 1 1 6 0 8  )指控在塞浦路斯北部领区的土耳其部队正在 

采取措施强迫人民迁移，以分割塞浦路斯。

190. 一月三十一日的信（S / 1 1 6 1 2  )X■指控土耳其采取措施把希族塞人赶离家园、

驱往南部。

191.二月十二日的信（S / 1 1 6 2 1 )抗议据报土族塞人政府决定在土耳其的一些 

城市设立名誉领事馆，并可能在改洲和阿拉f自各国设立商务机构。

192.二月十四日的信（S / 1 1 6 2 3  )表示他的政府认为宣布土耳其占领领土为" 一个 

未来的塞浦路斯联盟内的单独联盟国家" 实际上等于是宣布成立一个单独的土族塞 

人国家，也等于是使用武力造成既成事实的政策的延续。

(C) 土耳其代表的來文

193.二月四日的信（S / 1 1 6 1 5 )转递登克塔什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说罗西迪斯大使 

从一九六三年底起已不再代表整小塞浦路斯，并认为希族塞人政府暮夺政府权力机 

构，十一年来一直以塞浦路斯政府自居。 为了这些理由，登克塔什先生拒绝塞浦 

路斯代表一月十日的信（S/ 1 1 5 9 6  )中的各项指控。

19U.二月千一日的信（S / 1 1 6 2 0  )拒绝塞浦路斯代表一月二十日的信（S / 1 1 6 0 3  ) 
中的指控，并载递登克塔什先生关于这个事项的一封信，内客是为从阿克罗蒂里基 

地撤退土族塞人难民到土耳其的决定辨护。

巧 二 月 十 一 日 的 另 -*封信（S / 1 1 6 2 2 )转递登克塔什先生的一封信，对居住在 

南部因遭，受骚扰想迁往北部的土族塞人的行动自由受到暇制提出抗议。



196. 二月二十日的信 ( S / 1 1 6 3 1  )转递登克塔什先生的一封信，并请求将那封" 塞 

浦路斯共和国土族联合邦总统" 的信散发。 登克塔什先生在信中拒绝了塞浦路斯 

代表在他一月二十九日的信（S / U 611  )中的指控。

197. 二月二十日的第二封信（S / U  6 3 2  )转递 " 塞浦路斯共和国土族联合邦代表" 
维达特。切里克先生的一封信，信中拒绝希腊代表在他一月十二日的信（S / 1 1 6 1 2 )  
中的指控。

198二月二十曰的第三封信（S / U 6 3 3 ) 又转递了切里克先生的一封信，内容是关 

于塞浦路斯代表二月千二曰的信（S / 1 1 6 1 9  )中所述的土族塞人控制地区的空中交 

通，并指控希族塞人政府散布错误消患干涉土族塞人航空公司的飞行业务。

2. 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及有关来文

199,塞浦路斯代表在他二月十七日的信（S / U 6 2 5 )中要求主廣召开安全理事会紧 

急会议。 他指控土耳其透反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大会第3 2 1 2 ( X X I X ) 号决议 

.和一九七四年千二月千三日安全理事会第3 6 5 ( 1 9 7 4 )号决议的规定/ 鼓励土族塞 

人方面在进行当地会谈时采取拖延手法，同时》 迁徙人口, 还进反一九六0 年塞浦路 

斯条约及联合国的决议i发表二月十三曰的"宣言，:声 言 要 斯 被 占 领 领 土 成 为 一 小  

单独的土耳其族国家。 这种行动使会谈的进行受到破坏。 因此，安理会需要采 

取坚决和有效的行动，严格执行大会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并应制定新的谈判程序，

以期为达成公正和平的解决谋求进展。

200.秘书长还从其他会员国收到与宣布塞浦路斯北部为一个土族联合邦有关的一些 

来文。

201.保加利亚代表在二月十八日的信（S / 1 1 6 2 6 〉中转递了保加利亚新闻社关于塞 

浦路斯局势的最近发展的通讯。

202, 苏联代表在二月十八曰的信（S / 1 1 6 2 7  )中转递了塔斯社二月十六曰的声明，

指说土族社区最近采取片面步驟建立一个单独的国家结构已使塞浦路斯局势变得更为

复杂。这些行动显然遗反了联合国的各项决定。该项声明又强调有必要在联合国的 

范围内，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来审议塞浦路斯问题



203.匈牙利代表在二月十九曰的信（s / 1 1 6 2 8 ) 中转递了匈牙利新闻社的正式声明， 

对土族塞人社区采取的步驟表示深切关注，并支持关于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解决塞 

浦路斯问题的建议。

20lu爱尔兰代表在二月十九日的信（S / U  6 2 9  )中转递了一件声明，在声明中改洲 

经济共同体的九个会员国回顾了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与共同体的关系，表示赞 

成由两个社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表示他们愿同所有有关方面为达成这项目标举 

行会谈。

3 . 秘书长的特别报告（一九七五年二月千八日）

205•秘书长于二月十八日提出了一份关于塞浦路斯最近事件的特别报告（S / 1 1 6 2 4  ), 
其中载有克莱里季斯先生与登克塔什先生就问题的实质进行会 i炎的经过，会谈产生 

了一月八日的协议，双方经由讨论联邦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职能开始谈判。 两 

位领导人并同意避埃就人道问题进行会谈，并在稍后为这个目的成立了一小小组委 

员会。

206,秘书长还通知安理会，他已按照第3 6 5 ( 1 9 7 4 )号决议向有关各方致送了内容 

相同的照会，请他们提供关于他们就大会第3 2 1 2 ( X X I；X)号决议所已采取或预备 

采取的步操的一切有关情报。 从希腊和塞浦路斯两国政府收到的答复已载列在本 

报告附件的文件中。 同时载入本报告附件的还有登克塔什先生二月千三日宣布在 

政教分开的联邦I I家的基础上改组土族塞人政府的声明，二月十三日收到的土族塞 

人关于宪法的提案和马卡里奥斯总统与秘书长关于事态发展的声明。

207.关于停火的维持，秘书长又报告说，自他上次提出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报告以 

来，封击事件的次数并无变化，仍然平均每日二十七次。 至于联塞部队的行动自 

由，秘书长报告说，已有协议容许联塞部队的小队访问北部的希族塞人居民。



4. 第一八一三次至第一八二  0 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十二  ET)的审议经过

208, 安理会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的第一八一三次会议上无异议通过了下列议程: 
"塞浦路斯局势：

"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七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  
1 1 6 2 5 )"。

209,主席应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代表的要求，经安理会同意邀请他们参加讨论 , 
但没有表决权。 主席还回顾到在协商时，安理会各理事同意根据暂行谈事规则第 

三十九条向维达特 • 阿 ，切里克先生发出邀请。 一

210,塞浦路斯、希腊土耳其和苏联的代表都作了发言。 安理会还按照会议开始 

时所作的决定听取了切里克先生的发言。

211,在二月二十一日第一八一四次会议上，秘书长向理事^报告了他与土耳其和希 

腊的领导人于二月十九日在安卡拉和雅典的会谈经过。 他强调了塞浦路斯局势的 

不能解决，对东地中海的和平与安全有极度严重的危险。 他从会谈中得到印象， 

有关各方和全世界都期望联合国能够对这个问题担负起责任。 他仍然相信，有他 

的特别代表在场参加的克某里季斯先生与登克塔什先生间的会谈能够提供基础谋求 

局势的进展 , 虽然他充分认识到需要有新的态度来对待谈典■!。 尽管在有关各方间 

存在着极大的技见，但追切需要的是找求和平解决，最重要的是应尽快创造条件， 

以期能为谋求问题的解决开始进行认真的谈判。

212,希腊、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代表作了发言。 塞浦路斯代表行使答辨权，作了 

发言。

213,在二月二十四日第一八一五次会议上，经保加利亚代表要求，邀请他参加讨论 , 
但没有表决权。 圭亚那、端典、法国、保加利亚、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的代 

表都作了发言。 安理会还按照第一八一三次会议所作的决定听取了切里克先生的



发言。 希腊和土耳其的代表还行使答辩权，作了发言。

211f,在二月二十五日第一八一六次会议经沙特阿拉伯的代表要求，邀请他参加讨 

论，但没有表决权。 日本、落麦隆联合共和国、意大利和沙特阿拉伯代表都作了 

发言。

215•在二月二十七曰第一八一七次会议上，经罗与尼亚代表要求，邀请他参加讨论，

但没有表决权。 坦桑足亚联合共和国、主席以中国代表的身分、美国、土耳其、

毛里塔尼亚和罗马尼亚的代表都作了发言。 苏联、希腊、塞浦路斯、土耳其和中 

国的代表还行使答辩权，作了发言。

216, 在三月四日第一八一八次会议上，安理会听取了联合王国、 白俄罗斯、塞浦路 

斯和土耳其代表的发言。 希腊和土耳其的代表还行使答辨权，作 T 发言。

217*在三月五日第一八一九次会议上，伊拉党、主席以哥斯达黎加代表的身分、沙 

特阿拉伯、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的代表作了发言。 安理会并按照第一八一三 

次会议的决定听取了切里克先生的发言。 塞浦路斯、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和沙 

特阿拉供的代表都行使答辩权，作了发声。’
21B.在散会前，主席宣布结束一般性辩论，并说他打算在第二天召集安理会各理事 

进行非正式协商，因为安理会的责任是避免不必要的袍延，作出决定， 使 两 族 可  

以在秘书长的积极参加下恢复谈列。

219. 在三月十二日安理会第一八二0 次会议上，主席提请注意经过长时间协商后所 

拟就的决议草案（S . / 1 1 6 5 7  )。 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 " 根据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提出;的控诉，审议了塞浦路斯的局势 ,

'‘ 听取了秘书长的报告和有关各方的发言 ,
" 深切关怀塞浦路斯的危机继续存在 ,
" .與顾安理会以前各项决议 , 特别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曰第3 6 5 (  1 9 7 4 ) 号 

决议，其中安理会表示赞同大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一致通过的第3 2 1 2 ( X X I X )
号决议， '



"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执行方面没有进展，

" 1 . 再次要求一切国家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 

并紧急要求它们和有关各方不采取任何可能损香该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 

盟的行动，也不抱有分割该岛或将该岛与任何其他国家合并的任何图；

" 2 . 对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宣布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一部分将成为" - 个土族 

联合邦 " 的片面决定表示遗憾, 认为它可能至少妨碍两族代表趣续在平等地位上进 

行谈判，而谈判的目的仍应为自由地达成一个政治解决办法并订出一♦双方都可接 

受的宪制安排；并对各方所采取的已经妨碍或可能妨碍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的执行 

的一切片面行动，表示关切；

" 3 . 确认上文第2段提到的决定并不预断塞浦路斯问题的最后政治條决办法,并 

注意到无意作此种预断的声明；

"4.  Ü 紧急和有效地执行经安全理事会第3 6 5 ( 1 9 7 4  )号决议赞同的大会第 

3 2 1 2 ( x x i x ) 号决议掷刀部分和规定；

" 5 . 认为应作出新的努力 , 以协助两族的代表恢复大会第3 2 1 2 ( x x i x )号决议

第 4 段所提到的谈判 ;
" Ô . 遣秘书长担负新的翰旋任务，并为此按照新议定的程序召集各方，且亲 

自向各方提供服务，以便促进各方本着相互谅解和克制的精神，在秘书长亲自主持

和适当指导下，恢复并加紧进行全面谈判，取得进展；

"7.  ^ 两族代表同秘书长密切合作，以便执行其新的幹旋任务，并请他们个 

人将他们的谈判置于十分优先的地位；

" 8 . 要求有关各方避免采取可能妨凄 两̂族代表谈判的任何行动,并采取步骤以

便创造使谈判成功所必要的气氛；

" 9 . 遣秘书长将执行第3 6 5 ( 1 9 7 4 ) 号决议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随时通知安全 

理事会并m 为适当H« 事会提出报告，但最返须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提出；7

" 1 0 .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这小问题Ç "



220♦因为理事们同意在通过决议草案后再作发言， 主席请安理会不经投票通过决 

议草案。

决定：在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二日第一八二0 次会议上，不经投票通过了决议草案 

( B / 1 1 6 5 7 ) , 成为第 3 6 7 ( 1 9 7 5 〉号决议。

221.!在通过决议后，主席说，安全理事会各理事要求秘书长考虑到有关各方的意见 , 
在适当时就他认为可能有助于早日顺利地结束谈判、实现决议的规定的其他新因素 

提出报告。 主席又说，在安理会看来，最实除的安排是在纽约总部举行会谈。 

他的了解是，秘书长有意与有关各方就会谈的形式进行协商。

222. 接着苏联、联合王国、 日本、圭亚那、落麦隆联合共和国、法国、中国、意大 

利、瑞典、美国、毛里塔尼亚、 白俄罗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伊拉克、主庸以 

哥斯达黎加代表的身分、希腊、沙特阿拉伯、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代表都作了发言。 

按照第一八一三次会议所作的决定，切里克先生作了发言。 希腊、土耳其和塞浦 

路斯的代表还行使答辩权，作了发言。

5.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三十一  g 期间理事会收到的来文

223 .在二月和三月安全理事会讨论期间，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的代表继续就问 

题的各个方面向安理会递送来文。

22紅♦塞浦路斯代表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和二十八日的来信已作为 

S / 1 1 6 4 3 ,  S / 1 1 6 4 4 ,  S / 1 1 6 4 5 ,  S / U 6 4 6 .  S / U 6 4 7 和 S / 1 1 6 5 2号文件散

发。 信中载有关于土耳其部队逢反停火的指控，在土耳其与塞浦路斯占领区之间 

开办定期航空交通的指控，希族塞人为难民的安全和避回家园所作的请愿和对将土 

耳其人从土耳其迁移到占领区所提的抗议，对土耳其士兵背待牧羊人的抗谈，及对 

土耳其代表在他二月二十六日的信（S / 1 1 6 4 8  )中所言不实的指控。



225•希腊代表在二月二十四日和三月四日的信（S / 1 1 6 4 0 和 S / 1 1 6 5 3  )中指控土 

耳其部队向前移动，并不顾联塞部队■的努力，拒绝撒退，又指控让土族塞人移殖于 

距停火线极近的希族塞人村庄。

226.土耳其代表在二月二十六日的三封信（S / 1 1648 ,  S / 1 1 6 4 9 和 S / 1 1 6 5 0 )
和二月二千八曰的一封信（S / 1 1651  )中转递了给秘书长的一些信件的全文。 其 

中切里克先生的一封信代表"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 总统指控希族塞人政府胆止离 

散的家庭重聚、或南部的学生恢复学巧；第二封来自塞浦路斯土族工会联合会的信 

抗议对土族塞人社区权利的侵犯，并支持成立土族联合邦；第三封来自塞浦路斯土 

族农民协会的信也支持在塞浦路斯成立土族联合邦。 第 23封来自登克塔什先生的 

信对希族塞人政府指滅一个由竟莱里季斯先生为首的代表团代表" # 个塞浦路斯，’
参加安全理事会会议表示异议，并重申由于希族塞人政府自一九六三年千二月以来 

就募夺了政府权力机构，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滅遣一个代表团来代表整个塞浦路 

斯共和国，特别是不能代表土族塞人社区。

227.在同一期间，蒙古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团以三月十日的信（S / 1 1 6 5 6  )转递了 

该国外交部就塞浦路斯局势重新恶化所发表的声明的全文。

228.秘书长在三月二十一日给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和各专门机构成员的信( S / 1 1 6 6 2  ) 
中再次发出呼吁決求为联塞部的经赛提供志馬捐款。 他说，到一九七四年千二 

月十五日为止期间的累.积亏细额共计2, 1 5 0 万美元，在当前截至一九七五年六月 

十五日的六个月期间维持联塞部队的赛用，倍计将需 1, 3 7 0 万美元。 不幸的是， 

志愿捕款未能随着需要的增加而增加，鉴于安理会第3 6 7 U 9 7 5 )号决议的决定，

即应作出新的努力来协助谈判的恢复，他认为对联合国维持和平的重大努力提供必 

要支援就更为重要了。



工. 一九七五年四月 一 日至六月十五日期间的事态发展

1. 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至六月十五日期间理事会收到的来文

229• 因月一日至六月十五日之间，理事会收到了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一塑来文，涉 

及有关塞浦路斯局势的军事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问题。

230. 关于军事发展，塞浦路斯代表提出了四月三十日、五月八日和十日、以及 

六月六日的信件（S / 1 1 6 8 1、S / 1 1 6 8 5、S / 1 1 6 8 6和 S / 1 1 7 1 6  ) , 控诉土耳其 

军用飞机于四月三十日至六月五日之同连续侵犯塞浦路斯领空，在居民之同制造恐 

惧和紧张，迹反了大会和理事会的各项决议。

231* 土耳其代表在五月二日的信件（S / 1 1 6 8 2  )内就以上的控诉提出意见时说，塞 

浦路斯代表所述地区当局并来提出任何有关飞越事件的控诉。 关于同一点，土耳 

其代表在六月六日的信（S / 1 1 7 1 4 ) 内转送了奈耳 • 阿塔某先生的一封信，这封信 

内附有五月二十二日登克塔什先生的信.说明所提的土耳其喷气式战斗机并未侵犯 

塞浦路斯领空，因为所渉飞行是越过"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 领土的上空，该邦完 

全知悉并同意此事。 土耳其代表在五月二十一日的信 ( S / 1 1 6 9 6 )上控诉塞浦路 

斯的国民警卫队于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十日间曾向土族塞人的据点射击1 9 次。

232. 关于社会问题，理亭会牧到塞浦路斯代表四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五月十 

九日和二十一日、以及六月十一日的来信（S / 1 1 6 7 7、S / 1 1 6 7 8 、S / 1 1 6 9 2 ,  
S / 1 1 6 9 8 ,  S / 1 1 6 9 9 和 S / 1 1 7 2 4 ) , 控诉土族塞人当局侵占希族塞人的财产，将 

他们强行遂出家园，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称他们为外国人；并将土耳其大陆的居 

民大量逆移，有计划地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组成情况；把占领区内希族塞人所拥有 

的工厂以土耳其人的名义来经营；把占领区的工厂和旅馆粗让给外国人，剥削属于 

希族塞人难民的财产。

233.土耳其代表四月二十二日、五月二日和九日、以及六月九日的来信（S/1；L679, 

S/11682,  S / 1 1687、和 S / 1 1 7 1 8 )也涉及社会问题。 这些来信中有由奈尔•



阿塔茶先生转递的土族塞人妇女委员会的一封信，控诉土族塞人遭受压追；对塞浦 

路斯代表的信件所作的答复，说明土耳其的意见，认 为 希 族 塞 人 政 府 长 久 以 来  

拒绝给予土族塞人公民权和人权，而土耳其公民应象希JÎ人长久以来那样享有出进 

塞浦路斯的自由；尼克德特 • 乌纳尔博士的信，控 诉 希 族 塞 人 政 府 胆 止 塞 浦 路  

斯南部的土族塞人到北部去；奈 耳 • 阿塔茶先生的来信转递登克塔什先生的一封信， 

登克塔什先生在信中对蓄意将希族塞人从塞浦路斯北部遂出和土耳其人从土耳其移 

民以改变岛内人口特征的毫无根据的控诉提出反驳，同时说明在一九七四年之前土 

族塞人有几次被迫放弃他们的家园和财产，而土耳其技术人员都以暂时居留的身份 

来到塞浦路斯 . 并说难民返©家园问题是应当在塞浦路斯问题的最后解决的范围内 

处理的事项。

23i | . 关于政治问题，理事会收到土耳其代表四月十日以及五月二日、二十一曰 

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的来信（S /1 16 7 4^  S / 1 1 6 8 8、S / 1 1 6 9 5、S / H 7 0 4 和 

S / l l 7 0 6 ),抗议塞浦路斯代表在塞浦路斯而族将继续进行会谈之际向消除种族跋 

视委员会提出种族坡视的控诉以及塞浦路斯代表在会谈进行中发幼读者投书运动。 

他还转递奈耳 • 阿塔茶先生关于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地位，该 国 两 区 的 敦 府 和 塞  

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成立等项问题的来文， 并转送登克塔什先生的一封信，信内抗 

议与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参加在牙买加举行的英联邦会议有关的希族塞人的各种政策， 

抗议利用难民问题作为反对土耳其方面的政治工具以及抗议希族塞人国民警卫队领 

导人散发姆动性的标语。

235.理事会收到塞浦路斯代表五月十五日和二十八日以及六月十曰的来信（S / 1 1 6 9 1  
和 C o r r . l 、S / 1 1 7  03,  S / H 7 1 9 ,  S / l l 72 0和 S / 1 1 7 2 3  ) 这些来信也涉及政 

治问题。 他在信内抗议经土耳其代表的请求而散发由奈耳• P可塔某先生以"代理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代表" 的身份签名的信件，他说一九六0 年塞浦路斯宪法的基 

本前提是成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而联合邦并不存在；如果土耳其代表坚持以为塞浦路 

斯境内存在着月一个单独的国家而如此行事的话， 他就请土耳其代表界定其地理界



线并说明其人口组成；他抗议散发这些来自一个不存在的来源的信件是进一步变本 

加厉地故意查曲事实，损，塞浦路斯共和国—— 联 合 国 的一 小会 员国领土的 完  

整和独立。 他还转递塞浦路斯难民委员会的来信，对于六月八日用全民投票方式 

通过的所谓"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 的宪法表示抗议，他的政府认为举行全民投票 

就是蔑视国际法律秩序和有关的各种联合国决议的表示，特别在维也纳进行会谈之 

际。

2. _秘书长的报告

236.五月四日秘书长就第867  ( 1 9 7  5 )号决议第6 段请他担贞的新的錄旋任务向安 

全理事会提出临时报告（S / 1 1 6 8 4 )。 这件报告谈到塞浦路斯两族间进行的第一 

回合谈判。 报告的附件是五月三H在维也纳发表的公报全文，公报说会谈于四月 

二十八日至五月三日举行，会谈的内容包括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职责问题、失所和失 

踪人士的问题以及将来在塞浦路斯的可能解决办法的地理方面问题，谈判在友好的 

气氛中进行，公报又说经同意由双方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来审议有关政府问题的各项 

提议。 对重新开放尼科西亚国际机场问题在原则上也达成了协议。 双方又同意 

于一九七五年六月五日至九日在维也纳举行下一次的谈判。

237•在联塞部队的任务于六月十五日到期之前，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3 6 7 
( 1 9 7 5  ) 号决议请他于六月十五日之前就其释旋的新任务向理事会提出报告的规 

定于六月九日提出报告（S / 1 1 717 ) ,报告内容包括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七日至一九 

七五年六月九日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工作以及秘书长执行其翰旋任务所采取的行功。 

报告提供了关于联寒部队的组成和部署及其维持f亭火工作的最新的详情。 关于这 

方面，可以注意到自从三月以来每日逢反停火的射击事件有显著的减少，但是，令 

人遗憾的是有更多这种事件涉及对联塞部队的封击， 虽然双方布设地雷的活动已 

减少，但是广泛使用地雷问题仍令人担忧。 联塞部队分发救济品和金钱的小队虽 

然可在管制下进出，但是联塞部队在塞岛北部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在南部各区联 

塞部队仍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秘书长审查了塞岛的人道和经济事务的情况和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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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向双方提供提助的活幼。 报告特别提到秘书长于五月和六月在维也纳同希族塞 

人和土族塞人代表两次会谈的情况，在会谈中达成了一些有限的进展，但关于各种 

基本问题未能达成协议。 下一回合的会谈经同意将于七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间 

举行。 关于联塞部队的财政问题，秘书长注意到自愿捐款的不足并预料因此造成 

的亏额将达8, 3 8 0 万美元 * 他表示他要再进一步缩减联塞部队的总兵力。 关于 

塞浦路斯的全盘情况，报告强调了塞岛局势的不稳定和潜在的危机，除非和直到对 

基本的问题能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办法，否则这种局势将持续下去。 为了这个理 

由，秘书长认为两族之间的谈判应保持进行，而且可能的话，应加速进行。 在这 

种种情况下，秘书长认为，不但为维持停火，而且为便进寻求和平解决，联塞部队 

的继续留驻是必不可少的，秘书长因此建议将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

a 第一八三0 次和第一八三一次会议 (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三日和十六日）的

审议经过

238.理事会在六月千三日第一八三0 次会议上无异议地通过了下列议程:
"塞浦路斯局势：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助的报告（S / 1 1  717 )
239.应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2ifO.主席说，在非正式的协商过程中，理事会各理事同意理事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 

第三十九条向维达特，阿 • 切里克先生发出邀请。 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了。

2îa.主席提请注意在以前协商过程中编制的一件决议草案（S / 1 1 7 2 5 ) , 并朗读对 

执行部份第6 段第订正案，这一段原先是请秘书长" 随时将所得进展通知安全理事 

会，并于他认为适当时向理事会提出报告，但无论如何不得返于一九七五年千二月 

十五日 " 。 经订正后的决议草案（S / 1 17 2 5 / R e  V . 1 )全文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注意到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秘书长的报告（S / 1 1 717  )中表示在现有的 

情况下，如果要在塞浦路斯维持停火和便利寻求和平解决办法，仍旧需要联合 

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留驻该岛来执行它目前承担的任务。

" 注意到报告中所述该岛现在的情况，

" 又注意到秘书长在其报告第 6 7 段 和 第 6 8 段中，就两族根据一九七五 

年三月十二日第3 6 7 ( 1 9 7  5.)号决议在维也纳举行的谈判，表示他认为谈判的 

过程应予维持，而且如果可能，应加速进行，同时认为为使谈判成功，所有方 

面需要有决心、谅解和作出相互表示的意愿，

" 并注意到秘书长报告第 6 9 段所载的说明：有关各方已经表示同意他的 

建议，即安全理事会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留驻期限再延长六小 

月，

" 注意到塞浦路斯政府已经同意: 由于该岛现在的情况，一九七五年六月 

十五日以后，仍需联塞部队留驻塞浦路斯，

" 1 .重申其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1 8 6 ( 1 9 6 4 ) 号决议, 以及其后各项关

于建立和维持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和关于塞浦路斯局势其他方面的 

决议和决定的规定；

« 2 .再度重申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第8 6 5 ( 1 9 7 4 ) 号决议，其中赞 

同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大会一致通过的第3 2 l 2 ( x x i x ) 号决议，并要求有 

关各方迅速有效地执行这两项决议及其第3 6 7  ( 1 9 7 5 ) 号决议；

" 8 .敦促有关各方竭力克制 , 继续并加，其坚决合作的努力以达成安全理 

事会的目标；

" 4 .再次延长按照安全理事会第1 8 6 ( 1 9 6 4 )等决议建立的、联合国维持和 

平部队驻在塞浦路斯的期限至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为止，希望到那个时候 . 
在最后解决方面已有足够的进展，可以撒出或大量裁減该部队；



" 5 .再次呼吁所有有关各方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R 继续执行其 

任务方面给I予充分合作；

" 6 . 1  秘书长继续执行第3 6 7 ( 1 9 7 5  )号决议第6 段交付给他的称旋任务 , 
随时将所得进展通知安全理事会.并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以前提出一个脇 

时报告，及不返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提出最后报告。 ，，

各理事同意表决后再发言，于是主席将决议草案（S / 1 1 7 3 5 / R e v .  1 )提付表

决。

决定 : 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三日第一八三0 次会议上，以千四票对零票通过决 

议 尊 案 （S / 1 1 7 2 5 / R e v . l ) ,成 第 3 7 0 ( 1 9 7 5  )号决议。 一小理事国（中 

国 ）设有参加换票。

21« •表决之后，秘书长以及中国、美国、 日本、法国、联合王国、意大利、瑞典、 

毛里塔尼亚、落麦隆联合共和国、苏联、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圭亚郁、哥斯达黎 

加，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 （以伊拉克代表的身份发言）、希腊、 

和土耳其代表都发了言。 理事会根据其较早的决定又听取了切里克先生的发言。 

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代表在行使答辨权时发了言。

在六月十六日第一八三一次会议上，塞浦路斯的代表发了言。 理事会义口;f 取 

了切里克先生根据前一次会议的决定所作的发言。 .
2U5.塞浦路斯代表在行使答辨权时发了言。



第二章 

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A . 安^事会收到的来文和召开会议的请求

2h6,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大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 1 15 2 5 ) t Ç M了-^七 

四年力月三十H第3 2 ( m x x i x )号 决 案 文 在 这 项 决 议 中 ，大会要求安全理事会注意 

到南非不断逢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的情形，审查联合国与南非之间 

的关系。

• 在十月九日的信（S / 1 1 5 3 2  ) 中，担任非洲集团主席的突尼斯代表要求安理 

会按照大会第3 2 0 7 ( X X I X )号决议，召开一次会议，审查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B . 第 九 六 至 一 七 九 八 次 ，第一八0 0 至一八0 四次，第一八0 六至一A O 八次 

会 议 （一九七匹年十月十八、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二千五、二十八至三 

千 日 ）的审议经过

2h8,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第一七九六次会议无异议通过了下列议程： 

" 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a) —九七四年九月三千日大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y l l 5 2 5 )  
" (b) 一九七四年十月九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 _ / i 1 5 3 2  ) " 。

安理会于十月千八日至三十日举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本项目,
軸 •在讨说的过程中，经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巴巴多斯、剛果、古巴、捷克斯 

洛伐克、达特美、埃 瓦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几内亚、圭亚那、印度、科威 

特、利比里亚、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求斯、摩洛哥、尼 

日利亚、 巴基斯坦、卡塔尔、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索马里、南非、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乌干达^ 阿拉 1̂白联合首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上沃尔特、南斯拉夫和扎供尔等国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 63 "*



250 ,安理会在十月千八日第一 ^̂h九六次会议上，开始讨论本问题时，突尼斯、 索马 

里和塞拉利昂的代表发了言 •  在同一次会议上，主席提请安理会注意千月十八曰 

肯尼亚和毛里塔尼亚两国代表的来信 ( S /1 1 5 3  9 ) , 信上请求根据暂行议事规则 

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戴维 . 西贝科先生发出邀请，因 

为没有人反对，安理会决定报据请求，发出邀请，

251，在千月二十一日第一七九七次会议上，埃及、尼日利亚、毛里求斯、札伊尔、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等国代表都发了言， 接着，主席提请安理会注 

意十月二十一日肯尼亚和毛里塔尼亚两国代表的来信（S / 1 1 5 4 0  ) , 信上请求按 

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杜马，诺克韦先生发出邀 

请 ， 因为没有人反对，安理会决定根据请求，发出邀请，

252. 在千月二千二日第一七九八次会议上，达荷美、阿尔及利亚、圭亚那、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和孟加拉国等国代表发了言》 西贝科先生按照第一七九ÿîc次会议作出 

的决定发了言 .

253.在千月二千四日第一八0 0 次会议上，安理会继续进行讨论，乌干达、南斯拉 

夫、南非和古&等国代表发了言，

25、在同曰第一八0 - 次会议上，安理会听取了马达加斯加、加纳、阿拉伯联合齒长国和 

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的发言。

255,在十月二十五日第一八0 二次会议上，安 理 会 听 取 了 巴 板 印 度 和 巴 巴 多  

斯等国代表的发言， 诺克韦先生按照第一七九七次会议作出的决定发了言，

256.在同一次会议上，安理会收到肯尼亚、毛里塔尼亚和落麦隆联合共和国提出的 

一项决议草案 ( S/ /115 43  ) , 后来伊拉克也成为共同提案国 , 案文如下：•
" 安全理事会，

"审议了大会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第3 20 7 ( 又又工} 0 号决议， 其中大会请 

安全理事会 ‘ 注意到南非不断逢反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的情形，审査联 

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口斤取了被邀到理事会就这个问題发言的人所作的陈述，

""注意到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提出的标题为" 南非政权逢反联合国宪章 

和大会及安全理事会决议情事"的报告（S / 1 1  5 3 7  ) ,
"念 及 宪 章 关 于 会 员 国 权 利 和 义 务 的 条 敦 ，特别是第一、二、六、五 

千五及五千六各条，

其关于南非共和国政府种族隔离政策问题的一九六0 年四月一日第 

1 3 4 (  1 9 6 0 ) 号，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第1 8 1 (  1 9 6 3 ) 号，一九六三年千二月 

四 H第 1 8 2 (  1 9 6 3 ) 号，一九六四年六月九日第1 9 0 ( 1 9 6 4 ) 号，一■九七0 年 

七月二千三日第2 8 2 (  1 9 7 0 ) 号和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第3 1 1 (  1 9 7 2 )号决 

议，

"重 申 种 族 購 离 政 策 逢 反 宪 章 的 原 则 和 宗 旨 ，并迹青世界人权宣言的 

规定，以及南非在宪章下担负的义务，

"忆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对南非政府始终拒绝遵照理事会和大会的要求， 

放弃种族隔离政策，履行宪章所规定的义务，曾经不止一次加以道责，

"关切地注意到南非拒绝从纳米比亚委任统治领土撤出其警察和军化以及非 

军事人员，并拒绝同联合国合作，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作力一个整体获得自决 

和独立，

"又注意到南非遗反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 特别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千九 

日第2 5 3  ( 1 9 6 8 ) 号决议，不但对南罗得西亚的非法政权给予支持，而且浪遣 

军 ♦和警察人员进入该领土，以求加强该政权，以图11挽该领土人民行使其不 

可剥夺的权利，

"认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解决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目前局势，

"建议大会根据宪章第六条 , 立即将南非从联合国驱遂出去， "

257, 在同日第一八0 三次会议上，安理会听取了罗马尼ÜE、马里、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卡塔尔、利比里亚和科威特等国代表的发言，



258.在十月二千八日第一八0 四次会议上，主席提请安理会注意十二月二千五日肯尼亚 

和毛里塔尼亚两国代表的西封来信（S_/115 4 5 和 S /1 1 5  46 ) , 信上分别请求根据暂 

行议事规则第三千九条的规定向津巴希韦非洲民族联盟（浮非民联）的诺埃尔 . 楼科诺 

先生并向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津非民盟）的乔治 .西伦迪卡先生和西南非洲人民组 

织 （西南非民组）的西奥- 本 • 古里拉布先生，发出邀请， 因为无人反对，安理会 

决定按M请求发出邀请 . 接 着，安理会继续进行i寸论，上沃尔特、几内亚、刚果和阿 

拉 1̂白利比亚共和国代表相继发言。 西伦迪卡先生和西贝科先生按照该次会议和第一七 

九六次会议作出的决定，也发了言，

259 .在同一次会议上，主席提请注意沙特阿拉伯根据第三十八条规则提出的决议草案 

( S / 1 1 5 4 7 ) , 案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I回 顾 理 ，会目前正在讨论题为"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的项目，并且注 

意到纳米比亚问题对这小项目极有关联，

"又回顾目前称为纳米比亚的领土，于一九二0 年由国际联盟决定委托大不列颇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统治，

" 注 意 到 联 合 王 国 又 委 托 南 非 接 任 对 该 领 土 的 委 任 统 治 ， 以 

期依照国际联盟关于委任统治领土的决定的精神和内容，使纳米比亚人民准备自 

决和最后获得独立，

"考虑到自南非承担使纳米比亚人民准备自治的 责任以来已超过半小世纪， 

而在这个期阿，一切其他委任统治领土都已获得完全的独立，

"念及联合国通过托管理事会，承担了加速非自洽领土解放过程的责任，

"1.  南非将其对纳米比亚 的统治权移 交给托 管 理事会 ，不得有不当

的迟延；

" 2 . f ■秘书长同安全理事会协商后，从中立国家委浪西名共同行政专员在移交 

期间内与南非一起管理纳米比亚，移交期间应在西年或两年以内完结；

" 8 . 直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以协调的办法，协助南非把权力移交托管理事会。，’



260•在十月二千九日第一八O 六次会议上，安理会继续进行i寸论，肯尼亚、沙特阿 

拉伯、毛里塔尼亚、秘鲁、中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摩洛哥等国代表都 

发了言， 穆科诺先生按照第一八0 四次会议作出的决定发了言，

261. 在十月三十日第一八0 七次会议上，安理会口斤取了印度尼西亚、 白饿罗斯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伊拉克和澳大利亚等国代表的发言。

262, 在同日第一八0 八次会议上，奥地利、哥斯达黎加、美利坚合众国、法国、大 

不列颇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肯尼亚、伊拉克、和毛里塔尼亚等国代表们发了言， 

安理会主席也以傘麦蔭联合共和国代表的身分发言，接着，安理会便结束讨论，主 

席随即将四国决议草案（S / 1 1 5 4 3  ) 付诸表决，

决定：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日第一八0 八次会议上，伊拉克、肯尼亚，毛里 

塔尼亚和落麦隆联合共和国所提出的决议草案（S力 1 5 4 3  ) , 得到千票赞成，三 

票反对（法国、大不列颤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两票弃权（奥地 

利 、哥斯达黎加），因为安理会有三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没有通过。

263•表决以后，主席以落麦隆联合共湘S 代表的身分发了言，

261̂ ，盟日，安全理事会主席写信告诉大会主席说，安全理事会审议了联合国与南非 

之间关系的问题后，未能通过有关本项目的决议，因此继续处理这个问题 . 这封 

信随后作为大会文件（A / 9 8 4 7  ) 散发，



第三章 

中东局势

A 秘书长的报告，安全理事会的审议经过和收到的采文

1 . 联合国，急部队在埃及一一以色列地区的工作

3S5.在审查期间，秘书长继续印发关于联合国，急部队（紧急部队）及其在这地区 

的工作的进度报告。

( a ) 在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千月十二日期间印发的秘书长的报告

266.秘书长在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八日印发的包括他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三旧提出报告 

以后这段期间的进度报告（8 /11248 /^ (1(1„  5 ) 内说，紧急部队执行职务地区的军 

事情况仍然平静。 他告併理事会紧急部队的爱尔兰特遣队已于五月二十二日遣回 

以及，急部队若干单位，共有部队约1, 0 5 0 人和各型车辆2 3 5 辆已被调至联合国 

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 截至六月十八日止，紧急部队执行职务地 

区内，人员实数，包括总部工作人员在内，共 计 5  0 7 9 人 。 此外，截至同一日期 

为止留在紧急部队执行职务地区的后：] !队人数有1 1 8 人。 秘书长译述各特遣队目 

前的部署之后说.，紧急部队继续驻守、巡遮和管制服离接触地区，并每周检查军备 

和部队都受限制的以色列和埃及地区，以及检查当事各方同意的其他他区。 发掘 

在苏伊士运河地区敌对行动期间被杀的士兵体的工作已从五月二十日至五月三十 

一日进行，并于六月十二日重新开始。 发现的尸体已交给有关方面， 并未遭遇任 

何重大问题。



267. 以色列于五月二十日将2 6 名被拘留的平民和2 7 名家属移交埃及，并于六月 

三日移交了 1 4 名被拘留的平民和1 5 名家属。 此外，五月二十一日，在一项家

庭重聚方案下，有 139人从以色列交给埃及，7 3 人从埃及交给以色列。 这些安 

排是透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作成的并且在服离接倘地区内和在紫急部队监视下进行 

的。

268.秘书长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进一步报告（S / l l  24 8/Add  .6 ) 内告诉理事会 

紫急部队执行职务地区内人员实数，包括总部工作人员在内，共计 5̂  5 2 7 人 。正 

如上一个报告所指出的，军亭情况仍然平静，，急部队继续执行指派给它的任务， 

包括发掘被杀士兵尸体的摸寻工作在内，这项搜.寻工作已于六月十八日停止。

七 月 同 ，埃及和以色列之间人员的移交继续进行，有 1 3 名被拘留的平民移交 

给埃及，此外，在家庭重聚方案下，已有169人从以色列占领地区HI到了埃及，男 

有 39认从埃及回到了以色列占领领土。 在七月间还有1 , 3 5 5 名学生从埃及回 

到了他们在以色列占领地区的家园。 这些移交和以前一样，都是由红十字委员会 

安排并在服离接触地区内进行的。

269.秘书长在八月三十日的报告（y i l 2 4 ^ d d ，7 ) 内指出，，急部队执行职 

务地区的军事情况仍保持稳定拔态。 如当初所商定的，尼泊尔特遣队已撤离，但 

未另派部队接替，而由瑞典大队负责接管延傳的尼泊尔地区。 八月二十七日，在 

，急部队执行职务地区内，人员实数，包括总部工作人员在内，总计 5 2 4 7 人。 

秘书长在审查部队的活动时报告说，在七月十日至八月五H期间，有 3, 1 4 8 名学 

生越过脱离接触地区，0 到他们在以色列占领地区内的家园。 再者，在家庭重聚 

方案下有509人于八月间越界进入占领地区，另有 268人则离开了占领地区，这些 

都是由红十字委员会安排弁且在紧急部队监督下进行的。

270.秘书长还报告说，八月九日一架正在为观察员部队作支提飞行的紧急部队的 

水牛式飞机在爱利亚坠毁，九名如拿大分道队人员丧生。 加拿大和叙利亚当局以 

及联合国已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对这一惨案进行调查。 ，



(b) 紫急部队的任务期限延至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H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二日秘书长的报告

•秘书长就紧急部队任务期满问题向安全理亭会提交了一份叙述四月二日至十月 

十二日期间緊急部队情况的报告（̂ 1 1 5 3 6 ) , 在这份报告里，秘书长就，急部队 

按照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三年千月二十五日券340 (  1973) 号和十月二十七日第 

3 4 U  19 73 )号决议内规定的，并经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第346 ( 1974 )号决议予

以延长的任务所进行的工作提出了综合性的描述。 他叙述了， 急部队的組成和部 

署、菅房和后勤，，急部队根握他关于安全理亭会第340(  1973)号决议执行 

情 况 的 报 告 （S / l  1 0 5 2 / R e  V- 1 )里慨述的职务和指导原则所进行的各种活 

动，它的人道主义活动，与红十字委员会的合作以及最后一项即紧急部队的经费情况<
272.截至十月十二 H为止，紧急部队的实力有4, 4 9 1 人 。 接替爱尔兰特遗队任 

务的尼泊尔特遗队已于八月和九月间遣回，它在服离接触地区的任务由端典大队承 

担。 ，急部队的职务和指导原则.没有改变，部队仍继续履行其根据部队服离接触 

协定所应负的任务，包括在协定所规定的地区从事检查工作，并尽力确保它按照安 

全理事会的决议独立地履行任务。

m •秘书长指出紧急部队若干特遣队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的问题，仍然存在，但是他 

继续认为紧急部队必须作为一个完整而有效能的军事单位来执行职务，各特遣队必 

须在部队指挥官指挥下，以平等地位服役，对于各特遣队的联合国地位不能有任何 

区别。

2 1 k . 当有关各方之一就是否遵守议定的军备和部队限制提出问题时，紫 急 部 指 挥  

官就鍾续进行他的协助和翰旋工作。 据观察并没有任何严重的事件发生。 有 

若干次紧急部队的行动自由曾经受到限制，每一次都曾提出正式的抗议。



275.关于人道主义的活功，秘书长指出紧急部队与红十字委员会的代表保持密切的 

联系，并协助当事各方就人道主义事项进行谈判。

276,根据家庭重聚和交换学生计划，已有2, 3 6 3 人从以色列到了埃反，7, 0 9 7 人 

从埃及到了以色列。 这些安排是通过红十字委员会作成并在紧急部队监督下在脱 

离接融地区进行的。 另有六十五名平民也在同一地区从以色列转到了埃及。

2T7.寻找苏伊士运河地区敌对行动中死亡的士兵尸体的工作已于七月一日终止。从 

那天起， 已有十三具尸体交给了当事方面。

278 .关于经费情况，秘书长指出在就经费偿还问题进行协商的过程中，派遣军队的

国家提出一个大家同意的提议，即对所有派遣军队的政府一律以每人每月5 0 0 美

元给予偿还 . 并提议对极少数专门人员每人每月给予1 5 0 美元的补I ? 费。 以这个

办法为基础，必须向大会取得额外权力和大约2, 3 6 0 万美元的款项来应付至一九七

四年十月二十四曰为止这段期间的费用。 以同样的承付款项和经赛偿还比率计算，

并以军队总人数力5, 7 5 0 人，包括观察员部队1, 2 5 0 人在内为根据，则另外六个

月的费用估计为4, 0 0 0 万美元。 ’
虽然大部分由于，急部P人有效地执行任务，埃及一 一 以色列地区除一些微小的

事件之外都保持平静，但是，秘书长指出只要基本问题不得解决， 中东局势基本

上仍是不稳定的， 因此，他认为紧急部队的工作对维持目前的平静状态是必要的， 

而且对必要时协助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以» 立中东的公平和持义的和平，也是必要

的，他再次建议安全理事会把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

280.秘书长指出由于振回了两个大队，和把其他单位调往观察员部队，所以紧急部

队的总兵力已经从原先建议的7, 0 0 0 人降至 4, 5 0 0 人 ，他说在目前情况下，并不

预、料需要增加兵力。 而且只要能够不妨碍紧急部队的效率，自将尽力进一步裁减

_________________

④大会第二千九届会议核准了一笔 1, 9 8 0 万美元的经養, 作力联合国紧急部队 

第一年业务经费的实际增加数额。



a 第一七九九次会议（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的审议经过

281.安全理事会于十月二十三日的第一七九九次会议上在没有人表示反对的情形下 , 
将下列项目列入议程：

‘‘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报告（S / 1 1 5 3 6  )
282. 主席宣布说理事会收到了理事会所有理事国在密切协商期间草拟的一■个决议草 

案 （S / 1  1 5 4 2  ) ' , 所有理事国同意在秘书长发言后应立即将革案提付表决。 决

议草案原文如下：

安全理露会，

"回顾其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第338 ( 1 973 ) 号、一九七三年千月二十五H
第 340 ( 1 9 7 3 )号、一九七三年千月二千七日第34 1( 1 9 7 3 )号和一九七四年匹

月/ ^ 日第346  ( 1974 ) 号决议，

"审査了秘书长关于联合11紧急部队活动的报告 ( S//11536  ) ,
" 注意到秘书长的意见 , 即 虽 然 ，埃及一以色列地区情况平静，但是只要根本问 

题未获解决，中东的整个局势基本上仍将是不稳定的，

"并注意到秘 书 长 报 告 , 内称在目前情况下 ,，联合国，急部队执行任务仍属必

需，

" 1 . 决定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再延长六小月 , 即延长到一九七五年匹月二 

+ 匹H , 以便进一步努力协助建立中东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2. 赞扬联合国紧急部队和对该鄧队提供队伍的各国政府为达成中东公正和持 

久和平作出的贡献；

" 3 . 表示相信将以最大程度的效能和节约维持紧急部队;
" 4 . 宣申联合国紫急部队必须能够作为一个完整而有效能的军喜单位在整个埃 

及一以色列地区执行任务，按照秘书长的报告（S / 1 1 5 3 6  ) 第 2 6 段所说的，对于 

各国队1五的联合国地位不能有任何区别，并请秘书长朝着这一目标继续努力。”



283.接着，秘书长就他的报告论及的而个事项发言。 他说派遣军队各国关于平等 

偿还方式的建议已经非正式地提交其他的会员国，其中有一些表示了保留。 在提 

到紫急部队的费用和观察员部队所花的费用之间的关系时，他解释说1 最后的大小 

和费用将视理事会于十一月间就观察员部队所作的决定而定，并说由于这两小部队 

有若干共同的职务，所以要完全将它们的预算分开是有困难的。 他向理事会保证 , 
他将继续顾及有效的工作而尽量竭力节省费用。 最后他告诉理事会说巴拿马政府 

已通知他将于年底将其特遣队从紧急部P人撤出。

决定：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一七九九次会议上，决议草案（ s y i l 5 4 2  ) 
以十三票对零票获得通过，成为第 3 6 2 ( 1  9 7 4 ) 号 决 议 。 两 理 亭 国 （中国和 

伊拉克）没有参加投票。

281U投票之后，》 会听取了中国、伊拉克、肯尼亚、法国、美利坚合众国、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奥地利、哥斯达黎加、澳大利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毛里塔尼亚、印度危西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秘鲁的代表 

和主席以落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的身分发言解释投票。 中国和苏联代表行使答辨 

权，作了发言。



285.秘书长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八日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进度报告( s / l l536Add.l )  
中指出，自从他上次提出报告（S / 1 1 5 3 6 ) 以来，紧急部队执行职务地区内的军事 

情况保持稳定；紧急部队依照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H埃及一一以色列的协定和安全 

理事会有关决议规定的任务，继续有效地执行它所负的任务。

286.秘书长报告说，巴拿马特遣队已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撒离，还没有部队接替。

目前紧急部队的总兵力为4, 0 4 4 人，其中不包括派到观察员部队执行职务地区的 

加拿大和波兰后勤部队人员。 一九七四年千二月二十四日，加拿大特遣队队员三 

人死于汽车车祸。 在审查期间，，急部队继续执行所负的任务；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代表和紧急部队军官并作出安排，根据家庭重聚和交換学生计划，使 4, 1 8 8 人 

从以色列占领地区到埃及去， 1, 3 0 9 人从埃及到以色列领地区去。

(ci) 紧急部P人的任务期限延至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千四曰

H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二日秘书长的报告

287.秘书长就紧急部队的任务将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千四日期满的事，向安全理事 

会提交了一份叙述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到一九七五年四月千二日期间聚急部队情 

况的报告（S / 1 1 6 7 0  ) ,,在这份报告里，秘书长指出，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二日时紧 

急部队的兵力力4, 0 2 9 人，其中不包括加拿大和波兰派到观察员部队的后勤部队 

人员，并叙述了紧急部队的部署、艳调、营房和后勤。 他说，紧急部队的活姨职 

务和指导方针以及交给它的任务都没有变动；它执行职务地区内的军事情况保持稳 

定。 他报告说，紧急部队指挥官继续分别同双方的军事代表举行会议，讨论紧急 

部队的任务规定以及在部队和军备都受限制的地区内进行检查的问题。 他指出虽



然他和紧■急部队指挥官都作了努力，但是某些特遣队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的问题仍 

然存在。 他并再度申述意见说，紧急部队必须作为"一小完整而有效能的军事单 

位 "来执行职务， 各特遣队必须在部队指挥官指挥下以平等地位服役，对于各特遣 

队的联合国地位，不能有任何区别。 在执行瓶离接触的协定方面，他指出没有观 

察到重大事件，但是双方都曾在脱离接触地区的上空飞行，而侵入该地区和缓冲区 

的事件很少，也不严重。 也有几次，，急部队人资的行动自由曾受服制，且在， 

急部队前哨和巡邀化地区发生了射击的事件。 每次都提出了正式抗议。 可是紧 

急部队继续尽力维护缓冲区的完整。

288,关于人道主义活动，秘书长报告说，在审查期间，根据家庭重聚和交换学生计 

划，已有5, 6 8 4 人从以色列占领地区到了埃及， 2, 1 6 5 人从埃及到了以色列占 

领地区。 四月四日，埃及当局在，急部队主持下交出了以色列士兵尸体3 9 具。 

在紧急部队执行职务地区内仍偶然发现尸体，已经发现并移交给当事各方的士兵尸 

体 有 1 4 具。

289.关于经费方面，秘书长指出，过去已能使紧急部队的债务和支出不超过大会所 

授权的拨款水平，而且他将继续尽力保证，务使紫急部队在不访，其效率的情况下， 

竭力节省费用。

290*秘书长在总结时表示意见说，紧急部队进行观察的地区依然平静；双方都与紧 

急部队合作；没有发生重大事件。 不过，他注意到在问题未获得全面解决前， 中 

东的整个局势基本上仍将是不稳,定的。 能不能维持目前的平静，要看有没有希望 

在设法使中东问题达成安全理事会所要求的公正持久，决方面趣续获致进展。 秘 

书长表示，紧急部队的继续在场不仅对维持埃及一 一 以色列地区的平静是必要的， 

而且对造成有利气氛，以便作出进一步努力去达成中东的公正持久和平，以及必要 

时协助这种努力，也是必要的。 因此，他在建议安全理事会延长紧急部队的任务 

时指出，埃及已经表示，在这科情况下，它不会反对把紧急部队的任务再延长三个 

月，而以色列则已表示它赞成至少延长六小月， 理由是， 紧急部队原是一九七四年



(Z) 第一/V二一次会议（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的审议经过

291.安全理事会于四月十七日第一八二一次会议上在没有人表示反对的情形下把下 

列项目列入议程：

"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II嚴急部队的报告（S / 1  1 6 7 0  ) "。
安全理事会主席应埃及和以色列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292.主席说，理事会面前的决议革案（S / 1 1 6 7 5 )是经安全理事会全体理事国密切

协商后拟订的。 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第338 ( 1 9 7 3 )号、-■■九七三年千月二千五日 

第 340 ( 1 9 7 3 )号、一九七三年千月二千七日第34 1( 1973 )号和一九四年四  

月八日第346(  1974 ) 号决议和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三曰第362(  1 9 7 4 )号决议，

"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报告 ( S / 1 1 6 7 0  ) ,
"注意到了中东局势的友展，

" 对该地区现有的紧张状态表示关切，

"决定：

" ( a ) 要求有关各方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 3 8  ( 1 9 7 3 ) 号决议；

" (13 )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延长三个月，至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为止；

" ( c ) 请秘书长在这段时间终了时，提出关于局势发展和执行安理会第3 3 8 (  1 9 7 3 )  
号决议所采取措施的报告。"

293•由于各理事国同意决议草案应在发言前提付表决，理寧会于是进行投票。



决定；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第一八二一次会议J：、决议草案（s / 1 , 1 6 7 5 ) , 以 

千 三 票 对 零 票 ， 获得通过，成为第 3 6 8  ( 1 9 7 5 )号决议。 两个理事国（中 

国和伊拉克〉没有参加投票。

投票之后，苏联、美国、 日本、意大利、联合王国、中国、毛里塔尼亚、瑞典、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伊拉克、圭亚那、白俄罗斯、哥斯达黎加和落麦隆联合共和 

国的代表相继发言，主庸以法国代表的身分作了发言，以色列和埃及的代表也发了 

言。 苏联、以色列、中国和埃及的代表行使答辨权，作了发言。

2. 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在以 

色列—— 叙利亚地区的工作活动

N 秘书长在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八日至十月二十五日期间发表的报告

295 .秘书长在六月十八0(S/ll31O/Add，l ) , 六月二十七曰(S/llSlO/Add，2 ) , 七月三 

十 ms/liUlO/Add.3) , 十月二十五H(s/I1310/Add.4)发表的关于观察员部队的进度 

报告里，通知理事会说，自从脱离接触协定签署以来，以色列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之间的军事情况一直很平静，观察员部队继续按照协定的规定执行受托的任务。 

到了六月十八日奥地利和秘鲁特遣队由，急部队到观察员部队的调动实际上已经完 

^ ( s / 1 1 3 10 /A d d . l ) ,当时观察员部队总共有1 2 1 8 人。 秘书长在六月二十七曰

的报告(S/llSlO/Md.2) 中指出，观察员部队按照关系各方在日内瓦同意的时间表于 

六月二十五日完成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部队脫离接触的程序，在同一天 

晚上，叙利亚在指定地区设立了行政单位，这个地区包括库奈特拉、拉菲特两镇和 

谢赫山的一部分。 六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七日，装配有扫雷坦克的5 0 0 名叙 

利亚士兵在观察员部队观察员的密切监督之下进行了扫雷工作。同意界线的戈I]线与 

标志工作的进行令人满意，双方给予充分合作，使脱离接触的过程得以顺利完成。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六月二十五日发生了一个严重的意外事故，四名奥地利士兵在靠 

近谢•赫山的路上驾车勉雷丧生。 对此，该报告补充说，观察员部队已采取严密措 

施来保护士兵免受触雷爆炸的伤香。

2 9 6 .秘书长在七月三十日的进度报告 ( S / I 1 3 1 0 / A d d .3 )中指出，在七月二十九日，部 

队的兵力为1, 1 9 1 人。 在隔离区内还有未清除的大块地雷区，仍然造成对军 

的危险，叙利亚陆军单位的扫雷工作距离完成的阶段还远。 因此，正在进行谈判， 

要求再次进行大规模的扫雷工作，使观察员部人员和一般平民都能安全地使用这 

小地区。 但是，秘书长在十月二十五曰报告 ( s / i m o / A d d . 4 )这项谈判一直没有获 

得进展。 与此同时，观察员部队自己的小型扫雷单位正在观察员部队据点附近地 

区展开全面的扫雷工作。

29 7 .秘书长在十月二十五曰的进度报告 (S /I1 3 1 0 /A d < i，4 ) 中检查了部队的活动，他说 , 

部队继续执行脫离接触协定，对限制军备和部队的地区进行而星期一次的定期视察 , 
并进行特别视察，在工作中获得双方的充份合作。 它也收到双方的控诉，这些控 

诉都经过调查并向有关一方提报告。 此外，它提请双方对它本身发现的迷反行 

为加以注意，俾能采取纠正的行动。 地面上线的标志工作已经完成，但还在设置 

额外的标志。七月二十九日一名奥地利士兵在谢赫山因地雷事件遭受重伤，并曾在 

双方的协助下搭救出来。 但是叙利亚当局为协助搭救工作而浪出的一架直升机在 

试图降落时撞毁岸亏无人受伤。 牆时部队指挥官召集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八月九 

日的下述事件：一架联合国的飞机由伊斯掩利亚飞往大马士革时被高射炮射击而坠 

毁，机上的九名加拿大人全部死亡。 掘委员会的建议正努力制订避免再发生这 

种事件的程序。

29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在八月九日的信中 ( s / m M )就这次坠毁事件提请注意 

叙利亚民航管理局的说明，其大意为：在以色列空军空袭黎巴傲南部地区时，一队 

飞机侵入叙利亚领空，正在此时与同一地区的一架联合国飞机失去了联络。 后来 

发现该机在叙利巫领土發毁，叙利亚的救援队立即驰往 . 事的地方。还马上开始进



行 调 查 以 便 决 定 藍 毁 的 原 因 。

299•以 色 列 代 表 在 八 月 十 二 曰 的 信 中 (S/11436 )抗 议 叙 利 亚 竭 力 想要把以 色 列 牵连在 

这一悲惨祸事之中,声 称 只 有 叙 利 亚 应 对 这 件 事 负 责 ； 以 色 列 并 宣 布 ， 当 联 合 国 飞 机  

被 叙 利 亚 武 装 部 队 击 落 时 ， 该 地 区 并 无 以 色 列 空 中 活 动 。

300.秘 书 长 在 七 月 九 日 发 表 了 他 六 月 六 曰 关 于 观 察 员 部 队 的 报 告 的 增 编 (s/l；1302/Add.3), 

内 称 说 明 脱 离 接 勉 的 不 同 阶 段 的 地 图 已 由 以 色 列 和 叙 利 亚 的 军 事 代 表 于 一 九 七 四年  

六 月 五 日 在 日 内 瓦 和 平 会 议 的 军 事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上 签 了 字 。 双 方 后 来 同 意 将 该 图  

和 脱 离 接 触 计 划 公 布 ， 其 复 印 本 附 于 该 增 编 之 后 。

( ^ ) )观 察 员 部 队 的 任 务 期 眠 延 至 一 九 七 五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曰

H  一 九 七 四 年 千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301•由 于 观 察 员 部 队 为 期 六 个 月 的 任 务 将 于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期 满 ， 秘 书 长  

提 出 了 一 份 综 合 报 告 ，叙 述 该 部 自 六 月 三 日 开 始 到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的 各 项 活 动 (s/ 

1 1 5 6 3 ) .在 这 段 期 间 里 ， 观 察 员 部 队 曾 与 双 方 合 作 以 控 制 双 方 部 队 的 释 离 和 脱 离  

接 触 过 程 ，这 项 工 作 已 于 六 月 二 十 七 曰 完 成 ，此 后 ， 它 的 工 作 是 监 替 隔 离 区 并 视 察  

军 备 和 部 队限制区。 观 察 员 部队由于这些活 动， 已 对 第 3 3 8 ( 19 7 3 〉号 决 议 所 要  

求 的 停 火 的 稳 定 作 出 了 贡 献 。 该 报 告 说 ，在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部 队 的 兵 力 为 1, 2 2 4  
人 。 秘 鲁 政 府 曾 向 秘 书 长 表 明 该 国 打 算 在 一 九 七 五 年 上 半 年 撤 回 游 在 观 察 员 部 P人 

服 务 的 特 遣 队 。

302•观 察 员 部 队 的 任 务 和 指 导 原 则 要 点 载 于 脱 离 接 触 协 定 及 其 议 定 书 内 ， 秘 书 长 就  

此 指 出 ，联 合 国 官 员 现 正 在 纽 约 总 部 分 别 与 以 色 列 和 叙 利 亚 的 官 员 进 行 讨 论 ， 其目 

标 为 缔 订 协 定 ， 以 保 证 观 察 员 部 队 依 照 安 全 理 事 会 的 各 项 决 议 独 立 执 行 任 务 。 观  

察 员 部 P人 自 从 成 立 以 来 ， 经 当 事 双 方 的 协 助 ，克 服 了 许 多 的 困 难 以 便 能 够 有 效 地 执



行其任务。 还有一小问题是一些观察员部队的人员的移动自由受暇制的问题。

关于这小问题，他主张观察员部队必须作为一个统一的和有效的军事单位来执行任 

务，具有服离接触协定 i义定书中所明定的移动自由，其各小特遣队必须在平等的基 

她上，在部队临时司令的指挥下进行工作，对各小特遣队的联合国地位也不能有任 

何区别。 如同紧急部队的情形一样，这件事正在积极追求中。

3 0 3 ,至于观察员部队的活动，他指出观察员部队根振同意的时间表协助了部队脱离 

接触的过程。 经过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对I t制军备和部队地区以及二十五公 

里地区的视察，脱离接触工作已按预定日程执行完毕。

30L.在报告期间内，除了三宗已经证实的射击事件外，停火得到维持。 发现了几 

次无法识别的飞机飞越隔离区的事件，关于这一点，曾要求双方作最大的克制。 

观察员部P人继续监替协定所规定的隔离区和部队及军备的限制。 为要促成大规模 

展开扫雷工作而进行的谈判到现在为止尚无进展， 由于地雷不扫除平民难以返回 

隔离区，秘书长从为早日解决这小问题甚是重要。

305 ,至于观察员部队的财政情况，秘书长提到他曾在十月十二日关于紧■急部P人的报 

告 (S /11 53 6)中估计男外六个月活幼的他计费用将是4, 0 0 0 万美元左右，并在他十 

月三十日给大会的报告 (a/9822) 的附件二中指出在这项赛用总额中观察员部队的部 

分是 7 6 0 万美元。

3 0 6 , 最后，秘书长说，随着脱离接触协定的签订和观察员部队的设立，以色列和叙 

利亚部队之间的战斗已于五月三十一日结束，自此之后戈兰高地一直是平静的。 

同过去的维持和平部队不同，根据关系各方的规定，观察员部队是为了监督一项特 

别的协定而设的。 在服离接触秘定中明白地说明它不是一项和平协定， 而是根据 

安全理事会第3 3 8  ( 1 9 7 3  )号决议朝向持久公正和平走的一步。 他接着警告，只 

要基本问越的解决没有获得进展，这小局势基本上是不稳定的。 因此，他认为观 

察员部队的继续活动不只对维持这个地区目前的平静是必要的， 对于协助建立中东 

公正持久和平的任何努力也是必要的。 因此，根据同有关政府就这件事的讨论， 

他建议安全理事会将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

- 80 -



Q 第一八O 九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审议经过

3 0 7 , 安全理事会在十一月二千九日第一八0 九次会议上无异议将下列项目列入议程 : 
" 中东局势Î

# .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服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报告（s / 1 1 5 6 3 号文件 ） \

308.主席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以色判的要求，邀请它们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 

表决权。 秘书长就他的报告表示意见时说，根据他最近对该地区的访问，他认为, 
一切有关政府无疑都迫切希望通过谈判达成解决办法。 不过，如果最近不能取得 

进展，局势就会更加紧张，新的军事对抗的危险势将增高。 延长紧急部队的任务 

期限以及理事会如果这样决定，延长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暇，都是缓和该地区紧张 

局势的重要因素。 不过，这些维特和平行动本身并不是目的，不能期望不有一个 

确定时期来达成解■决办法。 他认为重要的是，利用下六小月来加倍努力达成政治 

解决，为此，他已同三国政府讨论了将来谈判程序的主要方面以及第3 3 8 ( 1 9 7 3 )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309♦然后秘鲁代表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S / U 5 6 5 号文件），其共同提案国计有 

奥地利、印度尼西亚、肯尼亚、毛里塔尼亚、秘鲁和略麦隆联合共和国。 该决议 

革案内容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报告 ( S / 1 1 5 6 3 ) ,
" 注意到为建立中东地区持久和公正的和平所作的努力，和该地区局势的

发展，

对该地区目前的紧张状态表示关切 ,
" ^ 关于部队脱离接触的两项协定，只是执行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三年千 

月二千二日第3 3 8 (  1 9 7 3 )号决议的一 ♦步骤，



" 决定 :
" ( a ) 要求有关各方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 3 8 ( 1 9 7 3 )号决议；

" ( b ) 将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任务延长六小月；

" ( e ) 秘书长于这六个月期间届满时，提出关于局势发展和执行安全理事 

会第 3 3 8  ( 1 9 7 3 )号决议所采措施的报告。 "
决定:一九七四年+—月二十九曰安全理事会第一八0 九次会议以十三票对零票通 

过该决议草案（S / 1 1 5 6 5 号 文 件 成 为 第 3 6 3 ( 1 9 7 4 )号决议。 两国理事国 

( 中国和伊拉克 ) 没有参加投票。

310. 下列国家的代表于表决后作了发言: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色列、苏联、毛 

里塔尼亚、落麦隆联合共和国、奥地利、中国、印度尼西亚、联合王国、法国、伊 

拉充、澳大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肯尼亚和哥斯达黎加；主席以 

美国代表的身分也作了发言。

( C ) 理事会所收到的有关脫离接触协定的来文

311. 秘书长从一九七四年七月底至十一月之间收到了许多来自以色列和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的函件；它们在这些函件里都指控对方逢反了脱离接触协定的规定，同时 

自称自己严格遵守了该项协定。

312.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七月三十日的信件（S / U  3 9 5 )里指控以色列的一支分 

遣队曾于六月十九日虎去三名叙利亚公民，而且观察员部P人曾目睹这次行动。 叙 

利亚政府请秘书长介入此事，以促使那三个人获得释放，并表示应采取措施，以防 

止该项协定再被破坏。 以色列在八月一曰的信件（S / 1 1 4 0 6 )里说六月十六日以 

色列在控制该地区时扣留所述的三个人是因为他们积极参与对付以色列的恐怖活动。

313.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八月五日的信件（S / 1 1 4 1 4 号文件）里指控以色列空 

军曾飞越隔离线进行了几次侦察飞行，逢反了该项协定。 以色列在八月八日的复



画 （s / 1 1 4 2 7 号文件）里否认了叙利亚的指控，并且说叙利亚没有遵守将这些控 

诉提交给观察员部队的程序，同时还说以色列审慎遵守了该项协定’的规定。 阿拉 

•f白叙利亚共和国在八月十六日的另一封信（S / 1 1 4 5 5  )里肯定它八月五日的指控已 

经按照该项协定提交给观察员部P人，因此，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提出此项控诉时 

显然审慎遵守了服离接触协定的规定。

阿拉個叙利亚共和国柱八月十五曰的信（S / 1 1 4 5 1 号文件）里指控，七月十 

一曰有一支以色列巡避队越过A 线，并命令叙利亚的农场工人迁离该地区。 此外 , 
以色列部P人还沿着该线筑起障碍、设置布雷区，挖掘防坦克緣，坚立故丝网，并仍 

旧占领停火线以东的几小据点。

315.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八月十六日的信（S / 1 1 4 5 4 号文件〉里控诉说以色列 

部队于当天早上曾越过脱离接触分界线，并扣留了一名担任民警工作的叙利亚公民„ 
叙利亚还说，观察员部队曾目睹这个事件。 叙利巫政府请秘书长介入此事，促使 

该叙利亚公民立即获得释放。 以色列在八月十九日的复函（S / 1 1 4 6 0 号文件） 

里联斥了叙利亚八月千五日和十六日的控诉，并说有一名叙利亚陆军中士，穿着便 

衣，越过服离接触分界线，被以色列方面所扣留。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九月三曰 

的信件（S / 1 1 4 8 3 号文件）又提到同一事件；它声称所说那人因为看见双亲在该 

线上，所以一时感情冲动就走上前去同他们在脱离接触地区相会。 以色列在九月 

六日的复函（S / 1 1 4 9 7 号文件）里说它和留的人是一名越过脱离接触分界线并在 

以色列一方被捕的叙利亚陆军上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九月三曰的信件（S / 1 1 4 8 2 号文件）里说以色列巡還 

队于八月二十二日曾向缓冲区内从事土地灌瓶的叙利亚农民射击，叙利亚已将关于 

本事件的控诉提交给观察员部队。 以色列在九月六H的信件（S / 1 1 4 9 7 号文件） 

里驳斥了这项控诉，说它毫无根据。

317,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九月十一日的信件（S / 1 1 5 0 3 号文件）里再度指控以 

色列迹反服离接触协定，在 A线和A — 1 线之间的地区配置以色列士兵和车辆，沿



着 A线设置布雷区、挖掘防坦克樣和竖立秩丝网并游它的部队继续占领停火线以东 

的四个据点。 关于以色列有关大炮门数的控诉，叙利亚政府说，大炮门数符合协 

定规定的数目，而该协定并未提到迫击炮。 以色列在九月十六日的复函（S / 1 1 5 1 2  
号文件）里再度驳斥了叙利亚的控诉，并声称叙利亚正有计划地趣续不断地迷反，脱 

离接触协定，维持超过协定中所容许的大炮门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十月九曰 

的信件（S / 1 1 5 3 4 号文件）里指控说，以色列的一架伊土机曾于十月三日越过阿 

耳发线，并开始在两辆以色列装甲运兵车的保伊下在缓冲区内筑路。 以色列在十 

月十五日的复苗 ( S / 1 1 5 3 8 号文件）里将叙利亚的信件形容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又想用歪曲和伪造事实转移人们对它自己有计划地继续逢反脱离接触协定的注意。

318.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十一月二千六日的信件（S / 1 1 5 6 1 号文件）里指控说， 

以色列连反脱离接触协定的规定，仍在十公里区械内于所同意的七千五辆坦克之外 

多配置了五十一辆坦克，并且请秘书长采取必要行动，使这些坦克撤走。 以色列 

在十一月二十八曰的复函（S / 1 1 5 6 4 号文件）里说叙利亚的指控毫无根据，因为 

以色列一直审慎遵守该协定，而且并未在该限制区配置超出协定规定的任何坦克或 

其他军备。

(a) 理事会收到的来文及秘书长在一九七五年 

一月千日至五月二十一日期间发表的报告

319̂ —九七五年一月十日安全理事会主席发表了一项照会（S / 1 1 5 9 5 号文件）；

他在此项照会中回顾秘书长曾于一九七四年千一月间通知理事会说秘鲁有意在一九 

七五年前半年将它的特遣队撤出观察员部队，并说秘书长后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 

八日通知他说应秘鲁政府的请求，他已同意自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起解除贡萨 

洛 。布里塞尼奥，塞瓦略斯准将的部队临时司令的职务，而且他打算在理事会的同



意下，任 命 自 一 《 当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将官来继任布里塞尼奥准将的职务。 

同时他已请观察员部队的参谋长一一奥地利的汉内斯，菲利普上校一一代行指挥官 

职务。 一月八日，理事会主席经与理事会各理事国协商后，通知秘书长说理事会 

已注意到秘鲁政府有意将它的特遣队撤出观察员部队并等待秘书长有关那一个拉丁 

美洲国家可以替代秘鲁特遣P人的来文。 同日，主席经与各理事国协商后，通知秘 

书长说，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已同意解除布里塞尼奥将军的职务，并不反对由汉内 

斯 . 菲利普上校暂代布里塞尼奥将军的职务。 理事会正在等待秘书长关于观察员 

部队司令人选问题的提谈。 该件照会指出，中国代表团不参与这两件事。

320.秘书长在一巧二十一日关于观察员部队的男一件进度报告(S/I1563/Add.l)里指 

出该部队继续按照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督以Ê 列和叙利亚部 |3人脱离接触协定及该 

协定议定书的执行。 该部队在一月二十日的兵力为一千二百0 二人。 部队條时 

司令，贡夢洛。布 里 塞 奥 。塞瓦略斯准将经秘鲁政府的召回，已自一九七四年十 

二月十五日起不再担任其指挥取务；在新司令被委任之前，奥地利的汉内斯.菲利 

普上校担任观察员部队的主管军官。

321. 关于部队人员的移动自由问题，秘书长在同一件报告中说已取得了某种程度的 

进展，而且已经商安了办法，使观察员部队全体人员都能享受履行其职务所不可或 

缺的移动自由。 该部队根据其任务，继续用固定振点和机动巡遮队监视脱离接触 

地区。尽管西拉斯沃将军向当事双方作出趣续不断的努力，可是，脫离接触地区的 

扫雷工作不幸一直没有进展。 观察员部队继续收到双方有关不遵守协定的控诉。 

这些控诉都经调查结果报告有关当事国；观察员部并继续请它们注意它自己观 

察到的透反协定事件。 飞越服离接触地区的事件次数已有显著的减少；秘书长 

表示希望这小趋势能够继续下去。



( e ) 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一） 秘书长'-*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的报告

322. 由于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将于五月三十一日届满，秘书长在五月二十一曰 

提出了关于该部队的一个报告（S / 1  1 6 9 4 ) , 旨在向安全理事会报道它在一九七 

四年十一月二十入日至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之间的活动情况。 在报告期间， 

观察员部队■在当事双方的合作之下继续执行所受托的任务，终能对维持停火，作 

出贡献。 到五月十日为止，该部队的兵力总共有1, 1 9 8 人。 秘书长在讨论 

过观察员部队的部署、轮调、营房和后勤方面的问题以后，指出它的任务和指导 

原则一直没有改变，它曾与双方保持密切接触，而且紧急部队司令在他的请求下， 

继续参加关于该部队任务执行方面的高阶层接触。 关于观察员部队特遣队的移 

动自由问题，他表示为这小目的所作出的安# 仍然不数应用，没有做到所规定的 

事项，但是现正在继续努力，以保证这一原则为大家充分接受。

323.以前的报告里已经提到过，隔离区内未扫除地雷的布雷区的继续存在，一直 

对观察员部队和平民构成威胁。 秘书长遗憾地说，有关扫雷工作的谈判未获进 

展，但是，有些地区已由叙利亚民政当局和观察员部队扫雷队展开扫雷工作。

32U.观察员部FÀ继续调查双方有关涉谦违反t办定的控诉，并请各方注意到它所观 

察到的速反事件，以求其采取娇正的行动。 在财政方面，秘书长表示到目前为 

止 ，仍能使部队的债务和支出数额保持在大会的拨敦和授权的水平之内，并表示 

相信计划延长期间的经费将维持在授权水乎之内。

325.秘书长也报告说，已经继续在几小阶层上努力推进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曰 

安全理事会第33 8  ( 1 9 7 3 )号决议的执行，并说在他与当事各方及其他国家的政 

府接触时，曾振住一切机会，以求对这一进程作出贡献。 此外，他又委浪一位 

主管特别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前往该地区与所有有关政府以及联合国在该地区工作



的高级军官和高级官员接洽。 秘书长说，鉴于当前各有关方面，包括日内瓦中 

东和平会议联合主席在内所举行的一连串高阶层会议，他认为当时由他对该问题 

加以评论的时机仍未成熟。

326. 秘书长在总结时表示，一般而言，当事双方都艘续遵守服离接触协定。 但 

是 ，他警告说，当前的平静是不稳定的，并再度指出脱离接触协定并不是一项和 

平协定，而只是在安全理事会第3 3 8 (  1 9 7 3 )号决议的基础上，走向公正、持久 

和平的一个步，。 在还没有能够朝着这个方向达成进一步进展之前，该地区的 

局势，乃至蔡个中东的局势，仍是不稳定和有潜在危险的。 因此，观察员部队 

在该地区留驻仍是必要的，这不但是为了维持平静，而且为了造成有利的气筑， 

以求进一步致力于达成公正持久的和平。 秘书长表示他已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和以色列政府接'洽，他接着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已经同意再将任务期暇延长 

六个月。 以色列政府也赞成延长相同的期限。 因此，他建议安全理事会再将 

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六小月。

t = ) 第一八二二次会议（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审议经过

3 2 7 .安全理事会在五月二十八日第一八二二次会议上， 无异议地将下列项目列入 

议程：

" 中东局势Î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服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报告（S / 1 1 6 9 4 ) "

328 .理事会收到一个决议草案（S / 1 1 7 0 0 ) ,主席说这个草案是经过安全理事会 

所有会员国的协商而制定的。 其案文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报告( S / 1 1 6 9 4 ) ,  
"注意到为建立中东地区持久和公正的和平所作的努力, 和该地区局 

势的发展，



. "对该地区目前的紧张状态，表示关切 ,
" 重申关于部队服离接触的两项协定只是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 3 8 ( 1 9 7 3 )  

号决议的一个步骤，

" 决定：

" ( a ) 要求有关各方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3 8  ( 1973 )号决议；

" 0 3 ) 将联合国服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任务再延长六个月；

" (C) 请秘书长于上述期限届满时提出关于局势发展和执行安全理事 

会第 3 3 8 ( 1 9 7 3 ) 号决议所采取措施的报告。"
3 2 9 .理事会按照协商时所同意的程序，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决定：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第一八二二次会议上，以十三 

票对零票通过了决议草案（S / 1 1 7 0 0 ) , 成为第 3 6 9 ( 1 9 7 5 ) 号决议。 两个理 

事 国 （中国和伊拉克）没有参加投票。

330.表决以后，中国、美国，日本、略麦隆联合共和国、联合王国、意大利、伊 

拉克、瑞典、毛里塔尼亚、苏联、濟斯达黎加、法国、白俄罗斯和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的代表发了言，主席也以圭亚那代表的身分发了言。



3 . 以色列-黎巴微地区的局势 

(a) 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的报告

331*在审查期间，以色列 - 黎巴嫩地区的局势继续成为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停火 

监督组织 ) 参谋长提出并由秘书长转送安全理事会的关于该地区停火现况的报告的 

主题。 一九七四年六月千五日至一九七五年三月三日期间，参谋长每周提出一次 

情况发展的报告，报道事件频率的增减，停火监替组织观察所报告的隔停战分界 

线开火或越过停战分界线的事件次数，有关方面提出的控诉以及停火监督组织调查 

的结果。 这些每周报告以S / 1 1 0 5 7 号文件的增编印发，关于小别事件和有关方 

面的控诉的单独报告，在必要时，也是这样印发的。

332,六月中到七月九日期间收到的报告（S / 1 1 0 5 7 / A d d .  5 1 5 - 5 2 3 ) 指出，地面 

和空中的活动中包括以色列部队用迫击炮和大炮隔停战分界线开火，以色列喷气 

式飞机飞越黎巴嫩领土上空，以及用作弹和火箭空袭黎巴嫩境内包括难民营在内的 

目标等。

333,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在六月二十四日就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期间提出的报 

告 （S / 1 1 0 5 7 / A d â .  5 2 1 ) 中指出，六月十八日和二千日，事件发生的次数显著 

增加 , 但二十一日起又趋减少。 但他接着说，在该进度报告期间，该地区局势一 

直非常紧张。

33^,后来在七月印发的报告（S / 1 1 0 5 7 / A d d .  5 2 4 - 5 2 8 ) 中，参谋长指出，该地 

区事件发生的次数增加了，局势仍然，张。 这些事件主要是以色列部队隔停战分 

界线开火，并且以色列同未经辨明的部队间还偶有交火情形。 还有以色列部队人 

员越界的亭件。他们每日在白天继缕占领停战分界线黎已嫩一方的据点。

335.七月九日的报告（S / 1 1 0 5 7 / A d d .  5 2 4 ) 中指出，有未经辨明的军舰三艘放 

照明弹并以舰上大炮对黎巴i t 领土射击。 在该报告的控诉部分申，黎巴嫩指控七



月八日至九日晚，以色列海军陆战队在三处港口进入黎巴嫩领水，击毁黎巴傲迪般 

数艘，伤黎巴嫩人一名。

336• 七月十九日的报告（S / 1 1 0 5 7 / A d d .  5 2 6 ) 中指出，调查黎巴娘七月十八日 

控诉以色列部队入侵一事的停火监，组织军事观察人员证实了村庄内三座房屋被摧 

毁 ，并且听取了目击者关于那些部队掠走两座房屋屋主的证言。

337,参谋长八月间的报告（S / 1 1 0 5 7 / A d d .  5 2 9 - 5 3 6 )指出，从七月二十九曰至 

八月十一曰，事件发生的次数已稍有减少，但自八月七日和九曰黎巴嫩遭受空袭后 , 
该地区局势一直，张。 从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由于以色列机枪隔停战分界线开 

火的次数较多，地面事件的次数增加了，但空中活动减少了很多，因而该地区的， 

张形势减缓。 从八月十九日到二十五日，地面活动减少，飞越事件增加•但一般 

来说紧张形势减缓。 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一日，地面事件次数稍有增加，但形 

势依然不那么紧张。

338.根振九月间提出的报告（S / 1 1 0 5 7 / A d d  . 5 3 7 - 5 4 3  ) , 由于以色列追击炮和 

机枪开火以及喷气式飞机和直升机的飞越，九月一日至四日间，西部地区的活动已 

有增加，至九月八日止，该地区局势一直非常，张。 从九月九日至十五日，地面 

活动稍有減少，飞越情形照旧，但自以色列喷气式飞机袭击之后，紧张形势曰增。 

从九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地面活动和飞越情形减少，但从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 

曰，这些活动再次增加，以色列喷气式飞机九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的袭击更加重 

了紧张形势。

339• 关于十月份的报告（S / 1 1 0 5 7 / A d d .  5 4 é - 5 4 7 ) 指出,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六 

日，地面和空中活动很多，十月七日至十三日曾经减缓，十月十四日至二十日稍有 

增加，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续有增加。 在十月三十一日的男一增编（ S /  
1 1 0 5 7 / A d d .  5 4 8 ) 中，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报告说，十月三十日有数艘国籍不 

明的战舰向黎巴娘领土发封照明弹和舰上大炮。



3 ^ . 十一月间，印发了五次定期报告，四次特别报告（S / 1 1 0 5 7 / A d d .  549  -  
5 5 8 ) 。 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三日，地面和空中事件减少，但黎巴嫩于十一月 

四日指控以色列部队炸毁了黎巴嫩一座房屋，并把屋主和他的两小儿子播走。 十 

一月四日至十日，地面活动增加，空中活动照常如前一周。 十一月十二日和十四 

日，黎巴嫩向停火监督组织提出控诉，指控以色列喷气式飞机用炸弹和火箭空袭几 

处地区，造成了平民的伤亡；以色列部队侵入黎巴，，捧铁了房屋多幢，鄙架了三 

名黎巴嫩人；以及从以色列领土发射大炮，造成了数人死亡和受伤的情形。 十一 

月十一日至十七日，据报地面、海上和空中活动显著增加，但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 

四日，这类活动显著减少，十一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完全没有事件可以报告。 

但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一日，各项军事活动都有增加。

3^1.十二月间停火监督组织的报告（S / 1 10  5 7 / A d d . 5 5 9 - 5 65 )指出活动稍有减 

少，从十二月二日至八日，大多为隔停战分界线的射击。 十二月十二日，在贝鲁 

特附近的以黎混合停战委员会总部观察到以色列喷气式飞机的一次空袭，根据后来 

黎巴，的指控，这次空袭的目标是难民营。 十二月九日至十五日，据报贝鲁特附 

近由于地面活动和空袭的频繁，紧张形势显著增加。 黎巴傲十二月十八日向停火 

监督组织提出了一项控诉，指控以色列部队一架直升机入侵，炸毁了六座房屋，捕 

走了四名黎巴傲人。 但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据报，张形势减缓，十二月二 

十三曰至二十九日，事件次数减少到七月初以来最低的水平。

3îi2.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根据向停火监督组织提出 

的报告（S / 1 1 0 5 7 / A d d . 5 6 6 - 5 6 7 ) , 地面活动增加，黎巴傲并提出了四项控诉 , 
指控以色列大炮射击和进境入侵造成了人员受伤和物质损毁的情形。这四项控诉业 

经停火监督姐织调查。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月和三月初，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提 

出了关于以色列- 黎巴嫩地区情况发展的八次定期报告（S / 1 1 0 5 7 / A d d .  568  -  
5 7 6 ) 。 一九七因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地面活动先是显著增 

加，但一月三日后大为减少。 一月六日至十一日，活动水平仍然很低，但一月十



一曰和十二日有所增加。 一月十三日到十九日期间初期，地面活动频繁，有大炮 

和迫击炮的开火，但一月十六日后大为减少。 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活动显著 

减少，一直到三月二日都如此。

3U3.四月一日至六月五日，参谋长提出关于该地区停火观况的五份报告（S / 1 16 63 
和 A d d . 1 -  4 0 。 在四月一日和五月一日提出的报告（S / 1 1 6 6 3 和 S / 1 1 6 6 8 /  
Add.  1 ) 中，他指出三月和四月间，该地区的军事活动水平仍然很低。 以色列部 

队人员继续每天在白天占领黎巴嫩领土以内的据点，并且几次隔停战分界线射击， 

数次越界侵犯。 他还报告在三月初曾有以色列喷气式飞机和未经辨明的飞机飞越 

的事件。 黎巴 i t 提出无数次控诉，指控这类事件以及以色列海军军舰侵入黎巴嫩 

领水。

3!山.五月二十六日 ( S / 1 1 6 6 3 / A d d . 2 ) , 参谋长报告在五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 

地面和空中活动增加，包括以色列喷气式飞机8 4 次的飞越事件。 曾观察到以色 

列部队于五月二十五日晨进入艾塔伊什查阿布的黎已傲村庄，五小时后方才离开， 

在这段期间内，大炮和迫击炮曾相互射击。 双方后来接受了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 

所提议的停火建议》 黎巴嫩并提出控诉，指控以色列部P人攻击黎巴，哨站，杀死 

了七名士兵。 停火监督組织观察员进行的调查证实了该项控诉。

3U5.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在五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关于五月二十五日事件的一份特别 

报 告 （S / l l 6 6 8 / A d d . 3 ) 中说，黎巴徽控诉以色列大炮和以色列喷气式飞机投下 

的火箭和炸弹落于黎巴，几处地区，伤了三名士兵，并造成物质和农作物的損毁。

停火监督组织观察员进行的调查证实了有关物质和农作物损毁的部分。

3.U5.参谋长在六月二日的报告（S / l l 6 6 3 / A d d . 4 )中指出，除了五月二十五曰发 

生的活动外，五月份地区活动水平仍然很低，五月中局势紧张，月底再趋紧张。



3lf7.在本报告审查期间内，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收到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几件来 

文，载有关于遗反一九四九年停战协定和联合国决议的指控和反指控。

3仏黎巴嫩在六月十七日的信（SX11 3 2 0 )中指控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领土， 

★前一小月内每天侵入黎&嫩领空，炮击和轰炸城填和村庄，造成平民十一人死 

亡和其他损事黎 a 傲指控以色列要使黎巴嫩遭欢，因为黎&散在其领土上容纳了 

三十万巴勒斯坦人，要使黎巴微为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境内采取的行动代罪。

3U9.以色列在六月十八日和二十一日的信（S / / 1 1 3 2 1和 S / 1 1 3 2 4 沖拒绝黎 

巴嫩的指控，并说根据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黎巴微政府同各恐怖组织在开罗缔结的 

协定，黎巴，透反宪章义务，给予这些组织以种种便利任由在其境内建立一个差 

不多是独立的政权。 所以，恐怖分子是从黎己傲出发，在以色列和其他地方进 

行谋杀活动的。 为了证实指控，以色列还弓I用了黎巴，和世界各地的新闻机构 

的报道，指出以色列的行动所针对的是黎已嫩境内恐怖组织所使用的基地。

350,以色列在六月二十五日的信（S / 1 1326 )中指控恐怖分子在前一天晚上从暴 

已微乘船来到黎巴傲边界以南大约十公里的沿海市镇纳哈里亚，攻击一撞房屋， 

后来同以色列安全部队发生冲突结果有三名恐怖份子被斤。

351，以色列在七月十日的信（S / 1 1331  )中报称以色列海军的若干单位在黎G嫩 

南部三个港口的每一个港口内击沉了大约十艘，，以色列突击队还留下传单，警 

告当地人民不要让恐怖分子利用他们的進港进行活动， 并指出恐怖分子是从他们 

的港口出发到以色列海岸去进行活动的。

352 , 黎巴微也在七月十日的信（S//11332  ) 中控诉以色列海军部队于七月八日 

和九日对黎巴微南部三个港口进行攻击，击毁逢船三十九艘。 继六月十八曰和 

二十日以色列对&勒斯坦难民营发动攻击，造成 7 3 人死亡，1 59人受伤后，这 

些攻击只能重新引致暴力循环，对和平解决的努力是不利的。



353.以色列在八月九日的信（S / 1 1 430  )中指控一小三人小队于八月六日从黎已 

嫩潜入以色列境内，劫持了四个工人，将他们带到黎巴嫩村庄的恐怖分子基地。

3热，以色列在九月四日和二十七日的信（S / 1 1 4 8 7 和 S /1  1 5 2 0 )中就恐怖分子 

在八月九日和九月三日、四日和二十五日企图从黎巴嫩潜入其海岸和进界提出了 

更多控诉，指控黎巴嫩的巴勒斯坦组织最近加强活动，造成黎巴嫩政治局势的不 

稳定。 以色列又在十一月十五日和二十六日的信（S / 1 1 5 5 8 和 S / 1  1 5 6 2 )  
中指控了九月二十八曰、十月一日、七日、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及十一月二日、 

八日、十三日、十七日、十九日和二十二日从黎G嫩潜越边界和开火射击的事 

件。

355.黎巴嫩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信（S / 1 15 60  )中指控以色列部队几乎每天都在 

空中、陆地或海上或三者并用，侵犯黎巴嫩的主权。 结果有许多和平的平民被 

杀或受伤，许多财产受损事，而黎巴缴南部的居民也经常生活在恐惧中。 信中 

还引述了七月十八日至十一月十四日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故，作为例证。

356. 以色列在十二月二日、三日、九日、十二日、十六日和十九日给秘书长的六 

封信（S / 1 1 5 6 6 、S / 1  1567,  S / 1 1 5 7 0 、S / 1 1 5 7 1 、S / l  15 77  和 S / 1 1 585  )
中提出了新的控诉，指控&勒斯坦解•放组织恐怖分子从黎巴嫩领土惨入袭击以色 

列平民，并从黎B 傲向以色列住宅区开火射击。 以色列说，巴解组织的新闻社 

曾利载了上述许多事件的经过，直认这些袭击是他们搞出来的。

357.黎巴嫩在十二月十三日的信（S / 1  1 5 7 2  )中抗议以色列喷气机于十二月十二 

日袭击贝鲁特近郊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使 千 人 受 伤 ，十二月十三日以色列又炮 

击黎已嫩南部的一■小市镇，使六人受伤。

358 .以色列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二日、六日、十七日和二十二日的信（S / l l 5 89、 
S / 1 1 5 9 1 、S / 1 1 6 0 1 和 S / 1 1 6 0 5 ) 中继续提出控诉，指控巴解组织恐怖分子 

从黎巴嫩领土豫入发动对以色列平民的攻击，并自黎巴嫩进界地区向以色列领土



开火射击，而黎巴嫩政府似乎已将该地区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让巴解组织。

359.黎已嫩在一月四日、十六日和二十一曰的信（S / 1  1 59 0、S / 1 1 5 9 9 和 S /  
11 6 0 4)中列举了自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期间它所指 

称以它为对象的各项侵略行动，包括以色列军机I超音速飞行侵入黎巴微领空六十 

一次；以色列战舰侵入黎巴嫩领海十五次；以色列部队炮击或开火射过进界3 9 6  
次；和以色列士兵越过边界1 2 次。 黎巴傲又指控以色列从一月十一日到十七 

曰以大炮和迫击炮密集射击，几乎夷平黎巴，南部的一个村庄，使它变成废墟。

360. 以色列在三月六曰和十日的信（S / 1 16 5 4 和 S / 1 16 5 5 沖就三月五日晚间 

的事件详细地指控巴解组织恐怖分子自黎已，乘坐一艘租用的船来到以色列，向 

一所住家旅店、公寓大楼和过路人袭击，造成平民十一人死亡的，件。

361. 黎巴，在五月十四日â勺信( S / 1 1 6 8 8  )中控诉以色列在五月一日至十四日期间 

进行了一连串的侵略行动—— 越过黎巴嫩国境，以喷气机飞越黎£ 嫩领土，军舰 

一艘侵入黎G嫩领海，并绑架若干平民。 黎巴傲对这些行动提出强烈抗议， 

并要求安全理事会注意这种行幼蔑视了警告以色列不得再有化种行为的各项安 

理会决议。

362. 以色列在五月十四日的信（s / 1 1 6 9 0 )中指控& 勒斯坦恐怖组织在过去五小 

星期内从S 巴嫩领土对以色列及其公民犯下了三十余起侵略罪行。 它说，黎巴 

嫩的信是对黎巴嫩政府自己不肯在黎巴微境内行使主权所造成的局势，企图蒙骗 

舆论的又一次尝试。 大家都知道，巴解组织所属的恐怖组织实际上控制着黎巴 

嫩的部分领土。

363 .黎巴嫩在五月二十日的信（S / 1 1 6 9 3  )中指控以色列炮兵于五月十七日发射的 

一■枚迫击炮弹发生爆炸，炸死九名儿童，男三名受重伤。 这一悲惨事件是以色 

列不断侵略所造成的结果，显示了黎巴嫩无辜平民所遭遇到的苦难。 ，

36lf.以色列在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六日的信（S / 1 1 7 0 2 和 S / 1 17 1 5  )中控诉巴



解组织恐怖分子从黎巴嫩领土向以色列进行其他袭击，指控在五月二十六日、二 

十七日和六月五日，有火箭从黎巴傲的恐怖分子据点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伤平民 

一人，并有住宅受损事。 以色列对因巴解组织控制黎巴，部分领土所造成的局 

势，要黎巴嫩政府负责;以色列并将继续行使其国际权利和义务，保护其公民和领 

土不受这种攻击。



365.秘书长在审议期间内收到了一些有关中东局势的其他函伴， 这些函件是有关 

耶路撒冷及其神圣处所, 领地区的情势、恐怖主义和战俘待遇问题，

36Ô• 埃及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的信（S / 1 1 3 6 0  )里指控以色列正在计划将 

耶路撒冷市范围内的所有阿拉伯村庄和地区都同以色列的电话网联接起来；这项安 

排将逢反联合国通过的关于以色列为改变耶路撒冷性质及地位而采取的措施和行动 

的有关决议， 以色列在七月二十六日的复函（S y l l 3 8 6  ) 里表示，它是依照上 

述阿拉伯村庄居民的明确愿望而提供电话连络的 .
367. 也门代表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千四日的信（S / 1 1 6 3 9 ) 里以阿拉伯集团主席 

的身份，将一月十六日在开罗召开的耶路撒冷问题T 斯兰教和基督教会议所通过的 

各项决议全文递交给秘书长， 该会议在这些决议中遮责以色列所采取的旨在改变 

圣城性质的措施并遭责以色列占领当局没收阿拉伯土地，迁出阿拉伯居民，以及进 

行授掘、破坏文化财产， 它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以便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 

章的规定，对以色列施加适当的制裁，并要求大会在即将来臉的会议上，暂停以色 

列的会员国资格直到有关耶路撒冷的各项决议都已经执行为止，

368. 关于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卡普奇大主教判处« —事 ， 埃及和以色列都有函件 

给安全理事会 •

369.埃及代表在千二月十六日的信（S / 1 1 5 7 8  ) 里将埃及外交部长的一项声明全 

文递交给秘书长，该声明进责以色列占领当局对卡普奇大主教宣判千二年徒刑.埃 

及外交部长声称以色列是在卡普奇大主教正在履行他对其教友的义务时， 摆造了他 

的罪名， 他还说，埃及人民向卡普奇大主教致敬，因为他是自由的信仰者反抗镇 

压、侵略和恐怖主义而进行斗争的一个活生生的榜样， 并且还号召世界上各国政府 

抗议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370.以色列十二月十八曰的复函（S / 1 15 8 1 ) 弓I用了法院的判决，指出该大主毅 

从黎巴傲私运大量军火和破坏器材进入以色列，以 供 恐 怖 组 织 使 用 ， 滥用了他 

的教士地位和信托， 信里还说，埃及外交部长的声明是企图利用这个事件达到宣 

传目的 .
；571，秘书长收到并在安全理事会散发的几封信，都是有关占领领土问题，

37?.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七月一日的信（S / 1 1 3 2 7  ) 转达了一名以色列女捧:师在 

六月十七日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项声明全文；它主张她的声明已经证明以 

色列不经审判即行监禁，施加酷开L 并且不遵守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及一九四九年 

八月十二日有关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已经逢 反 了 占领领土内的基本 

人权， 该文指出作者是以色列" 新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
373.以色列在七月千日的信（S / 1 1 3 3 3  ) 里说，叙利亚的信和随附的文章，再度 

表现了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管制下领土内情况作歪曲宣传的一贯作凡  以色列的信

附有对该文章的答复全文；这篇发表于七月五日《泰晤士报》上的复文的作者是 

《以色列人权年鉴》的编辑和国际大故社以色列国家组的主席，

37U.阿拉係叙利亚共和国在七月八日的信（S / 1 1 3 3 0  ) 里转达了美国《新闻周刊》 

杂志所载的访问节录，据称在这篇谈话中，以色列总理宣称以色列永远不会放弃戈 

兰高地，至于西约旦，绝不会退到一九六七年的界线，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援弓1 
这篇谈话来证明以色列逢反了宪章原则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在八月千三日的第二封信（S / 1 1 4 4 3  ) 里指控以色列召集后备军人^ 动员军P人 

建筑军用公路并举行范围广大的军事演习，因此继续制造了紧张气氛，以便发动一 

次新的侵略，并摧毁想在该地区建立公正和平的国际努力，

375,以色列在八月千五日的信（S / 1 1  4 5 2  ) 里 答 复 说 ，’动 员 以 色 列 国 防  

部队的后备人员是一种有限度的演巧，目的是试验动员的程序，而且已向该地区 

的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P人指挥官递送了有关此事的一项声明 .



376.自从五月三千一日签订了以色列和叙利亚部队，脱离接触协定后，秘书长收到了 

若干来涵，控诉从前以色列所占领的戈兰高地上叙利亚领土内的库奈特拉城和其他 

村庄遭受的破坏。

377.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七月三千日的信（S力 1 3 96 ) 里指控说，在脱离接触 

协定执行期间内， 以色列部队在缴走之前，曾用炸药和推土机毁坏了包括库奈特拉 

城在内的叙利亚村庄，这逢反了国际法和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关于战争时期保护 

平民的日内瓦公约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九月十二日的另一 封信 ( S / 1 1 5 0 6 )  
里递送了古迹和博物馆总管处的一份报告 , 指控以色列占领当局破坏和掠夺文化财 

产 ，包括宗教和历史建筑，以及学校、清真寺和教堂.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指控 

说 ，这些行动透反了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四日签订并经以色列和叙利亚双方批准的武 

装冲突中对文物的保护公约.
37S.黎巴微代表在九月千二曰的信（S / 1 1 5 0 7  ) 里，以阿拉個集团主席的身分， 

递送了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九月五日在开罗所通过的有关以色列部P人在他们撒退 

前破坏库奈特拉的" 库奈特拉呼吁"全文， 该项呼吁是对世界舆论和国际组织发 

出的，目的是要揭露以色列在占领期间在库奈特拉犯下的罪行 .
379 .阿尔及利亚代表在九月千三日的信（S / 1 1 5 0 8  ) 里，以驻联合国的不结盟国 

家集团主席的身分，递送了该集团协调委员会所通过的一项宣言全文，其中遮责以 

色列部P人连反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破坏了库奈特拉城和拉菲德村，

380.以色列在八月二日和九月二千三日的两件复文（S/114 0 8和 S/115 16 ) 里 

表示，如所周知，一些前线村庄和库奈特拉城所遭受的振寧和破坏，是叙利亚自从 

一九六七年以来在不同期间所进行的侵略行动的直接后果，其最高潮是一九七三年 

侵略以色列的战争 . 叙利亚所称以色列部队在撤离库奈特拉城的前一天才破坏库 

奈特拉只是为了宣传而作的说言；黎巴傲和阿尔及利亚的函件提到并在言词上支持 

这种说言。



381. 关于大会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问题，以色列在十月四日的信（S /1 1 5 3 0 )  
里警告说， 这项邀请透反宪章和大会议事规则，因而是非法的，没有拘束力的， 

以色列指控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目标是使用武力毁灭联合国的一小会员国，这 

是透背宪章的，因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完全不同， 

该信 附 有 据 巴 勒 斯坦 解 放組 织 犯下 的 " 主要罪行 " 的清单，

3 8 2 .至于战俘待遇问题，以色列代表在九月千日的信（S / 1 1 5 0 2  )里转送了一份 

以色列政府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在约姆•奇布尔战争期间如以色列战俘在叙 

利亚被拘禁期间对他们所施行的严重透反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公约的情事 

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控诉， 阿拉伯叙利亚共加国代表在十月九H 的信 ( s y  
1 1533 ) 里î M 了叙利亚i 府关于叙利亚战俘在以色列0 禁期间所受待遇的声明， 

并且还说叙利亚政府已就此事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出正式控拆 .

3 8 3 .阿拉伯叙利亚共湘国代表在十一月六日的信（ S / 1 1 5 5 4  ) 里转送了一项题为 

" 以色列与南非" 的文件；该文件叙述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四年该两国间关系的发 

展，以前曾当作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文件发行，作者是彼得 • 赫利尔，

3?乂以色列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六日和二十日的信（S y l i e o o 和 S / 1 1  6 0 2  ) 里

指控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分子曾于一月十三日在巴黎奥利机场射击一架正要起 

飞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 他们没有击中以航飞机，却击中了一架南斯拉夫的 

班机，击伤了若干南斯拉夫的空勤人员和机场工作人员， 在第二件以色列航空公 

司的飞机遭到射击的事件中，恐怖分子向航空集散站里的无辜者投掷手摘弹，并且 

扣留了十个旁观者为人质.这些应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负责的行动危香了国际民 

航 . 尽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否认，可是，鉴于它是所有阿拉伯恐怖团体的Æ 护组 

织，所以应对此类行为负责， 无疑地，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巴勒斯 

坦问题的决议，助长了巴勒斯坦I f 放组织对以色列人和非以色列人进行的谋杀运动 .



385.埃 及 在 四 月 十 日的 信 （S/11 669 ) 里 曾 报 告 秘 书 长 说 ，红 十 字 国 际 委 员 会 已  

通 知 埃 及 ， 以 色 列 海 军 于 三 月 三 千 日 在 公 海 上 逮 捕 了 一 艘 由 塞 得 港 破 往 贝 鲁 特 途 中  

遇 到 机 器 故 障 的 埃 及 速 船 ， 并 将 该 逢 船 拖 往 阿 什 杜 德 港 ， 直 到 四 月 千 日 ， 埃 及 仍  

未 从 红 十 字 国 际 委 员 会 接 得 任 何 关 于 释 放 船 员 的 消 患 ， 埃 及 还 控 诉 说 ， 以 色 列 海  

军 于 三 月 二 千 一 日 栏 截 了 在 红 海 上 航 行 的 一 艘 埃 及 渔 船 ， 并 没 收 了 船 上 相 当 数 量 的  

鲜 鱼 和 船 员 的 雜 人 财 物 ， 然 后 才 让 逢 船 继 续 航 行 。 后 来 ， 这 同 一 艘 船 的 渔 民 因 抗  

拒 另 一 艘 以 色 列 船 的 拘 捕 而 遭 到 射 击 ，结 果 有 五 名 埃 及 渔 民 受 伤 ， 然 后 ， 该 渔 船  

被 迫 '驶 往 图 尔 港 ， 有 一 名 渔 民 在 该 处 因 伤 身 死 ， 其 他 的 四 小 渔 民 被 讯 问 了 四 天 之  

后 才 释 放 ， 埃 及 说 ， 这 种 海 盗 行 为 增 加 了 紧 张 ， 危 害 了 人 命 ，

386, 以 色 列 在 四 月 二 千 一 日 的 复 函 （ 3^11 676 ) 里 说 ， 以 色 列 海 军 在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曾 援 助 一 艘 因 为 机 器 故 障 而 漂 向 以 色 列 海 岸 的 黎 巴 嫩 船 只 。 该 船 被 拖 到 海 法 ， 

进 行 机 器 修 理 ，并 于 四 月 千 六 日 连 同 全 部 船 员 驶 往 黎 巴 傲 . 该 函 件 又 说 ，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有 一 只 未 曾 认 明 国 籍 的 船 只 进 入 以 色 列 控 制 的 苏 伊 士 湾 水 城 《 以 色 列 般 只  

于 该 船 不 理 停 航 命 令 及 警 告 性 射 击 ， 甚 至 企 图 逃 走 时 ， 才 向 它 逃 走 的 方 向 开 火 ， 有  

四 名 船 员 受 伤 ，' 曾 给 予 医 药 护 理 ， 但 其 中 一 人 因 伤 不 洽 律 命 ， 经 过 一 番 调 査 ，证  

实 该 船 为 一 艘 埃 及 渔 船 之 后 ， 该 船 及 其 船 员 已 于 三 月 二 千 六 日 获 得 释 放 ， 以 色 列  

指 控 ， 巴 勒 斯 坦 解 放 组 织 经 常 使 用 船 只 杀 替 以 色 列 平 民 ， 它 对 特 拉 维 夫 萨 沃 伊 旅 馆  

的 攻 击 就 是 一 个 证 明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以 色 列 不 得 不 采 取 一 切 必 要 的 颈 防 措 施 ， 

以 防 备 来 自 海 上 的 攻 击 ，



第 四 章  

纳 米 比 亚 局 势

A 安 全 理 事 会 收 到 的 来 文 和 召 开 会 议 的 请 求

387.南 非 外 交 部 长 在 一 九 七 四 年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给 秘 书 长 的 信 （SX115 19 )中 递 送 了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由 占 有 领 土 白 人 立 法 大 会 全 部 席 位 的 西 南 非 洲 白 人 多 数 党 的 领 袖 组 成  

的 西 南 非 洲 国 民 党 执 行 委 员 会 在 温 德 和 充 发 表 的 声 明 全 文 。 根 据 该 项 声 明 ， 国 民  

觉 执 行 委 员 会 已 一 致 决 定 现 在 正 是 西 南 非 洲 白 人 以 更 积 极 和 更 实 际 的 态 度 ， 同 该 领  

土 其 他 人 民 集 因 的 代 表 特 别 就 西 南 非 洲 将 来 宪 政 友 展 的 方 式 进 行 讨 论 的 时 候 。 该  

党 打 算 本 着 亲 善 的 精 神 进 行 所 提 议 的 协 商 ， 街 量 各 自 的 观 点 和 消 除 误 解 ， 以 求 能 够  

找 出 可 得 到 西 南 非 洲 不 同 人 民 集 团 的 最 大 限 度 的 支 持 ， 并 可 保 证 安 全 与 繁 荣 的 解 决  

方 法 。 拖 延 将 近 三 十 年 之 久 的 对 于 西 南 非 洲 的 争 执 是 不 利 于 进 步 的 ， 因 此 非 全 体  

W 南 非 洲 人 民 之 福 。

388.联 合 国 纳 米 比 亚 理 事 会 主 席 在 十 月 一 日 给 秘 书 长 的 信 （S/a 1526 )中 递 送 了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西 南 非 洲 人 民 组 织 （西 南 非 民 组 ）在 卢 'T卡 发 表 的 关 于 提 议 的 纳 米 比 亚 宪  

政 前 途 多 种 族 会 谈 的 声 明 全 文 。 西 南 非 民 组 在 声 明 中 说 南 非 种 族 主 义 政 权 所 宣 布  

的 在 此 时 召 开 所 谓 多 种 族 会 议 讨 论 纳 米 比 亚 宪 政 前 途 的 计 划 , 是 蓄 意 已 久 而 用 心  

测 的 政 治 阴 谋 ， 目 的 在 哄 骗 世 界 舆 论 、 巩 固 班 图 斯 坦 制 度 并 于 最 后 把 纳 米 比 亚 并 入  

白 人 少 数 统 治 的 南 非 。 西 南 非 民 组 强 调 南 非 目 前 非 法 占 领 着 纳 米 比 亚 ， 引 证 了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大 会 第 2145 ( XXI )号 决 议 和 后 来 联 合 国 的 各 项 决 定 ， 连 同  

一 九 七 一 年 宣 布 南 非 驻 留 纳 米 比 亚 构 成 对 国 际 法 的 悼 然 逢 犯 的 国 际 法 院 咨 询 意 见 。 

最 后 ， 西 南 非 民 组 表 示 决 心 继 续 并 加 强 武 装 的 民 族 解 放 斗 争 ， 直 到 实 现 在 一 个 中 央  

政 府 之 下 的 自 由 和 真 正 的 民 族 自 主 为 止 。

389.联 合 国 纳 米 比 亚 理 事 会 主 席 在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的 信 （SX11544)中 递 送 了 当 夭 理  

事 会 通 过 的 声 明 全 文 ， 它 断 然 拒 绝 了 所 谓 面 南 非 国 民 党 执 行 委 员 会 最 近 发 表 的 声 明 ， 

根 据 这 个 声 明 ， 该 :Ë 决 定 与 其 他 人 民 团 体 的 " 代 表 " 讨 论 纳 米 比 亚 的 宪 政 发 展 问 题 。



理 事 会 指 控 这 个 声 明 不 过 是 延 续 一 种 长 期 以 来 的 谬 说 ，硬 指 纳 米 比 亚 不 是 一 个 国 家 , 

而 是 包 含 着 各 种 所 谓 人 口 集 团 。 理 事 会 宣 称 它 充 分 支 持 西 南 非 洲 人 民 组 织 （西南  

非 民 组 ）就 此 事 所 发 表 的 声 明 （SX11 5 2 6)。 据 联 合 国 納 米 比 亚 理 事 会 所 见 ， 南 

非 应 走 的 道 路 是 很 明 显 的 ： 它 必 须 毫 不 含 糊 地 表 明 它 接 受 联 合 国 的 决 定 ，尊 重 国 际  

法 院 一 九 七 一 年 的 咨 询 意 见 ，并 表 明 它 愿 立 刻 停 止 非 法 占 领 纳 米 比 亚 国 际 领 土 。

390• 上 沃 尔 特 代 表 在 千 二 月 十 三 日 的 信 （S / 1 1 5 7 5 )中 提 及 了 大 会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的 第 3 2 9 5 ( X X I X )号 决 议 ， 并 代 表 非 洲 集 团 请 主 席 尽 早 召 开 安 全 理 事 会  

会 议 ， 以 审 议 纳 米 比 亚 问 题 。

391，秘 书 长 在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给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的 信 （S/OL15 7 6 )中 递 送 了 当 天 通 过  

的 大 会 第 3 2 9 5 ( x x 工X ) 号 决 议 的 全 文 ， 并 促 请 注 意 第 二 节 ， 其 中 大 会 促 请 安 全 理  

事 会 召 开 紧 急 会 议 ， 以 便 依 照 联 合 国 宪 章 有 关 各 章 以 及 安 全 理 事 会 和 大 会 有 关 纳 米  

比 亚 的 各 项 决 议 ， 立 即 采 取 有 效 措 施 ， 终 止 南 非 对 纳 米 比 亚 的 非 法 占 领 。

第一 八 一 一 和 一 八 一 二 次 会 议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的 审 议 经 过

392.安 全 理 事 会 在 十 二 月 千 七 日 第一■八一 次 会 议 上 无异议通 过 了 以 下 议 程 :

" 纳 米 比 亚 局 势 ：

"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二 月 千 三 日 上 沃 尔 特 常 驻 联 合 国 代 表 给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的  

信 （SX11575 ) " 。

在 同 一 次 会 议 上 ，主 席 应 摩 洛 哥 、 上 沃 尔 特 、 尼 日 利 亚 和 索 马 里 代 表 的 要 求 ， 

征 得 理 事 会 同 意 ， 邀 请 他 们 参 加 讨 论 ， 但 无 表 决 权 。 主 席 也 在 同 一 次 会 议 上 告 知  

理 事 会 收 到 联 合 国 纳 米 比 亚 理 事 会 主 席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的 来 信 ， 要 求 邀 请 由 联 合 国 纳  

米 比 亚 理 事 会 主 席 ( 圭 亚 那 代 表 ）和 印 度 、 罗 马 尼 亚 及 赞 比 亚 代 表 组 成 的 一 个 联 合  

国 纳 米 比 亚 理 事 会 代 表 团 参 加 讨 论 。 按 照 先 前 惯 例 ， 主 席 建 议 安 理 会 根 据 其 智 行  

议 事 规 则 第 三 十 九 条 的 规 定 ，对 联 合 国 纳 米 比 亚 理 事 会 的 主 席 和 其 他 成 员 发 出 邀 请 。 

由 于 没 有 人 反 对 ，理 事 会 决 定 照 办 。 主 席 也 促 请 安 理 会 注 意 肯 尼 亚 、 毛 里 塔 尼 亚  

和 摩 麦 隆 联 合 共 和 国 的 代 表 十 二 月 千 七 日 的 来 信 （SX115 8 0 ) ,要 求 按 照 智 行 议 事



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彼得，移埃什哈 

恩格先生。 由于没有人反对，安理会决定按照要求发出邀请。

3 9 3 .主席接着促请安理会注意肯尼亚.毛里塔尼亚和落麦隆联合共和国提出的决议 

草案（S / ^  1 5 7 9 ) 。 决议草案如下：

"安全理事会 ,
" 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大会关于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委托统 

治的第 2 1 4 5  ( XXI )号决议，和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H设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 

会的第 2 2 4 8 ( S —V)号决议，以及其后所有其他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特别 

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曰的第3 2 9 5 (  X X I X )号决议，

" 回顾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第24 5  ( 196 8  )号、三月十四日 

第 2 4 6 ( 1 9 6 8 ) 号、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H第 2 6 4 ( 1 9 6 9 ) 号、八月十二日第 

2 6 9 (  1 9 6 9 )号、一•九七0 年一月三十日第2 7 6 (  1 9 7 0 )号、七月二十三日 

第 2 8 2 (  1 9 7 0 )号、七月二十九H第 2 8 3 (  1 9 7 0 )号和第 2 8 4 (  1 9 7 0 )号、-  
九七一年十月十二日第3 0 0  ( 1971  )号、十月二十日第301  ( 197 1 )号和一九 

七二年二月四日第3 1 0 ( 1 9 7 2  )号决议，这些决议都确认了大会的决定，

"回顾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曰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认为南非有义务从该 

领土撒出，

“对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坚持拒绝遵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和 

决定以及国际法院的各询意见，表示关切，

"对于南非对纳米比巫人民的残暴镇压和对其人权的持续侵犯， 以及南非破 

坏纳米亚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養的行径表示严重关切，

"1. ^ 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继续非法占领；

"2.  ^ 南非在纳米比ÜE非法专断实施种族艘视和镇压性的法律和惯例； 

"3， f ÿ 南非郑重宣告愿意遂守联合国各项决议和决定以及一九七一年六 

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关于纳米比巫的咨询意见，并承认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国家 

的领土完整和统一，这项宣言应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

- lOU -



" 4 . 要求南非采取必要步骤 , 按照第 2 6 4 ( 1 9 6 9 ) 号和第2 6 9 (  1 9 6 9 )号决

议的规定，实行撤退它维持在纳米比亚的非法行政机构，并在联合国协助下将权

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

" 5 . 并要求南非在按照上段规定移交权力之前:
" ( a ) 在精神上和实践上完全遂守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

" C b )释放所有纳米比亚政治犯，包括那些因逢犯所谓国内安全法而被监

禁或拘留的人，无论这些纳米比亚人是否已被控诉或审判或未经控诉而被拘

留 ，也无论他们被拘留在纳米比巫或南非；

" ( c ) 废除在纳米比亚实施的一切种族妓视和政治压迫的法律和惯例，特

别是班图斯坦和本土法；

"(d) 无条件给予所有目前因政治原因流亡在外的纳米比亚人充分的便利

以避回他们的国家，不受逮捕、拘留、威脉或监禁的危险；

" 6 . 决定继续处理本问题, 并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或该日以前举行会议

以便审查南非遵守本决议各项规定的情况，如南非不遵守本决议，则考虑按照宪

章所应采取的适当措施。"
3 9 ^主席说，在会议前对此问题举行协商时，大家表示的共同愿望是安理会应在听取

任何发言之前先就决议革案进行表决。

决定：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一八一一次会议上，一致通过决议草案（S /
ilF^7çn .成为第 3 6 6 (  1 9 7 4 ) 号决议。 '
395.表决之后，按照同一会议上所作的决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发了言。上汰

尔特、尼日利亚、摩洛濟和索马里的代表也发了言穆埃什哈恩格先生也按照同一会议0

所作的决定发了言。

39Ô.在也于千二月千七日举行的第一八一二次会议上， 安理会听取了毛里塔尼亚、络 

麦隆联合共和国、中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印度尼西亚、哥斯达黎加、法 

国、秘鲁、伊拉克、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奥地利、美利坚合众国、肯尼亚的代表和主席以漠大利亚代表身分所作的发言。



397 .苏联和联合王国代表其后又行使答辨权发了；t 。

398 .主席作了总结性发言。

C. 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五年六月期间收到的来文

399.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的信（S / 1 1 7 0 9 )中向安 

全理事会递送了纳米比亚理事会在当天的会议之后发表的新闻声明全文。 在该项声 

明中，纳米比亚理事会对四月二十三日在黑人市镇卡图图拉（温德和克）南非警察向 

非武装工人开火射击，杀了一名纳米比亚人，重伤了十人的事件，表示惊讶和震悟。 

纳米比亚理事会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为此事件而被捕的其他2 9 5 名非洲人。

•南非代表在五月二千七日的来信（SX11701  )中递送了南非外交部长在同一日对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秘书长去电的复信全文，秘书长在该电报中向外交部长递送 

了安全理事会第3 6 6 (  1 9 7 4 )号决议。 该信并附有沃斯特总理五月二十日在温德和 

克讲话的搞录。 外交部长的来信和总理的讲话都说南非政府处理西南非问题所根据 

的基袖是应该让西南非人民自己依照他们自由表达的愿望决定本身的政治和宪政前途 , 
而不受南非、联合国或任何其他外面固体的干渉。 外交部长的信和总理的讲话都指 

出：因此有一切可能办法供他们选择—— 包括作为一个国家而独立，假如这就是他们 

的选择的话， 据此，领土内的任何政治团体，只要在法律和秩序的范围之内，都可 

自由地宣传和播扬他们所想要的宪法改变，并不受干扰地参与任何和平的政治活动， 

忽括选举代表出席为领土的宪法前途所建议举行的会议。 .
IK)1.至于有关南非自领土中撤出和安排权力移交问题，南非将按照其政策，只在居民 

表示愿意它这样办的时期内，才留在该领土并继续管理。 它已一再声明过它承认西 

南非的独特的国际地位，因此并不要求该领土的一寸土地。 它唯一的关切是要为该 

领土一切居民的最大利益开发该领土，并为他们有条理地行使自决权作好准备。 外 

交部长指控说尽管他的政府曾经努力与联合国合作，以求对西南非问题找出一个可以 

接受的谈判基細，但联合国对南非的态度却越来越不友善，并且不肯让步，以至于非 

法地停止南非参加第二十九届大会的议事。 虽然如此，并且尽管南非政府不能接受



联合国对西南非的监，，它仍准备与秘书长的个人代表谈判，或是对也许愿意前往 

访问西南非领土亲自查明该领土情况的非洲的领导人物本人或所派代表，表示欢迎。 

此外，倘若联合国西南非理事会的非洲籍主席和非洲统一组织特别委员会有兴趣与 

南非总理讨论该领土的进步与发展，南非欢迎他们前往。 在这种情形下，南非总 

理也准备请该领土的真正领导人物来与他们会谈。 在另一方面，倘若理事会主席 

和特别委员会成员们希望在他们本国会晤这些领导人物，以便从他们获取有关该领 

土的情况和自决的进展的第一手情报，南非政府亦将尽力使这种访问能够实现。

第一八二三至第一八二九次会议（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六日）的审议 

经过

1|02,安全理事会在五月三十日第一八二三次会议上无异议地通过 "纳米比巫局 

势 " 的议程。

U03. 它在五月三千日至六月六日之间举行的七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

UOU.在讨论过程中，主席应阿尔及利亚、保加利亚、布隆迪、古巴、达荷美、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印度、利比里亚、尼日利52、巴基斯坦、罗马尼亚、沙特阿 

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阿拉伯联合首长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 

表的要求，邀 请 他们 参加 讨论 ，但无表决权。

1(05.主席在第一八二三次会议上通知安理会他收到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五 

月二十九日的来信， 要求对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赞比亚代表）和孟加拉 

国、奇伦比亚、芬兰和南斯拉夫代录组成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发出邀 

请。 按照先前愤例，主席建议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 

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主席和其他成员发出邀请。 由于没有人反对，理事会决定照办。 

在同一会议上，主席也促请安理会注意五月三十日毛里塔尼亚、傘爱隆联合共和国 

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的来信，要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 

请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 . 努乔马先生及其代表团的其他成员。 

由于没有人反对，安理会决定按照要求发出邀请。



iU)6.安全理事会在五月三十日第一八二三次会议上开始审议该项目，并根振同一会议 

上所作决定，听取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发言以及索马里々布隆迪代表的发言. 
安理会也根据同一会议上所作决定，听取了努乔马先生的发言。

1̂ 07.在六月二日第一八二四次会议上，利比里亚、赞比亚、加纳、印度和法国的代 

表友了言。

to8.在六月三曰第一■八二五次会议上，安理会听取了达荷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 

中国和美国代表的发言。

!+09, 在六月四日第一八二六次会议上，塞柱利昂、尼日利巫、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意大利、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发了言。

i a o .在六月五日第一八二七次会议上，主席促请安理会注意傘麦隆联合共和国和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六月四日的来信 ( S X 1 17.10 ) ,  要 求 按 照 暂 行 议 事  

-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全非洲教会会议的卡农，伯吉斯 • 卡尔牧师发出邀请。 

由于没有人反对，安理会决定按照要求发出邀请。其后安理会继续讨论，加利亚、古 

巴、 日本和苏联代表发了言。 安理会也根据同一会议上所作决定，听 取 了

卡 农 . 伯吉斯。卡尔牧师的夏言。

U U .安理会继续在六月五曰第一八二八次会议上审议该项目，塞内加尔、巴基斯坦、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及利亚、瑞典和圭亚那代表发了言。

1A2.主席在六月六日第一八二九次会议上促请安理会注，意落麦隆联合共和国和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同日发出的来信 ( S / 1 1712 ) , 要求安理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 

九条的规定，向伦敦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阿布杜尔。明蒂先生发出邀请。 由于没有人 

反对，安理会决定按照要求发出邀请。

1̂ 13,在同一会议上，主席促请安理会注意圭亚那、伊拉克、毛里塔尼亚、落麦隆联合 

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SX11 7 1 3 ) , 草案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忆及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大会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委任统治的第 

2 1 4 5 (XXI )号决议，和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大会成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的 第 2248 ( s —V )号 决 议 ， 以 及 以 后 一 •切 其 他 有 关 纳 米 比 亚 问 題 的 决 议 ， 特 别 是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第 3295 (1 } [工又）号 决 议 ，

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第2 4 5 ( 1 9 6 8  )号决议和三月十四 

日第2 4 6 (  1 9 6 8 )号决议，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千日第2 6 4 (  1 9 6 9 )号决议，和八 

月千二日第2 6 9  ( 1 9 6 9 ) 号决议，一九七0 年一月三十日第2 7 6 (  1 9 7 0 )号决议 , 
七月二十三曰第2 8 2 (  1 9 7 0 )号决议，七月二十九日第2 8 3 ( 1 9 7 0 )和第 2 8 4  
( 1 9 7 0 )号决议，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二日第3 0 0 (  1971  )号决议和千月二十日第 

3 0 1 (  1 9 7 1 )号决议，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第3 1 0 (  1 9 7 2 )号决议，和一九七四 

年十二月十七日第3 66 ( 1 9 7 4  )号决议，这要决议都确认了大会的决定 ,
I■乙及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认为南非有从该领土撒 

出的义务，

"注意到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南非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S / 1 17 01  ), 
"听取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发言 ,
"审议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僻姆 . 努乔马先生的发言，

"严重关切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顽固拒绝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和决定，以及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严重关切南非残暴镇压纳米比亚人民,不断侵犯他们的人权及其破坏纳米比 

亚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种种企困，

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国家独立和保全其领土完整的不可剥夺和不可侵 

犯的权利， '
"关切地注意到南非没有作出安全理事会第366  ( 1 9 7 4 )号决议第3 段所要求 

的宣告，

"又注意到南非对于上述决议第4 段和第5 段的要求 , 完全置之不理，至感忧

虑，

" 1 . 道 责 南 非 没 有 遵 守 安 全 理 事会第3 6 6 (  1 9 7 4 ) 号 决 议 的 规 定 ；



" 2 . 再度道责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
"3， 又道责南非在纳米比亚非法和专断实施种族妓视和镇压性的法律和惯例 , 

南非立即停止其目的在破坏纳米比亚民族因结和领土完整的班图斯 

坦和所谓的本土政策；

" 5 . 又要求南非紫急采取必要的步骤 , 从纳米比亚撤出，并为此执行第366  
( 197  4 ) 号决议所规定的措施；

‘<6. 联合国对纳米比巫依法负有责任，并要求南非采取适当措施使联合

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该领土设立以便将权力移转给纳米比亚人民；

" 7 . 宣布为使纳米比亚人民自由决定其本身的前途 , 必须尽速—— 最迟不超 

过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 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举行自由选举；

" 8 . 申明支持纳米亚人民争取自决和独立的斗争 ; ，

" 9 . 依振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
" ( a ) 确定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占领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脉; 
» 决定所有国家应防止:

" H 以任何武器和军火供应南非；

" a 以任何飞机、车辆和军事设备供应南非武装部队和半军事组织 

使用；

"曰以南非武装部队和半军事组织使用的武器、车辆和军事设备所 

需要的零件供应南非；

"(四） 在它们的领土内进行或意图进行以武器、军火、军用飞机和军 

用车辆供应南非以及供应设备和物资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制造并 

维修武器和军火的任何活动；

" 1 0 . . 决定所有国家即令在本决议遗过日期以前已订立任何合同或已发给任 

何特许证，仍 应 执 行 上 文 第 9 段(13)项的决定，并应将其依照上述规定所采取的 

措施通知秘书长；

" 1 1. 决定在安全理事会已经断定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占领业已终止



并认为满意之前，上 我 第 《项的规定应趣续有效；

" 1 2 . 要求秘书长 , 为了有效执行本决议的目的，安排搜集和有系统地研究 

关于按照上文第9 段第(b)项不得向南非供应的商品的国际贸易上一切可以取得的 

资料；

" 1 3 . 要求秘书长就本决议第7 段和其他规定的执行情况向安全理事会提出 

报告；

" 1 4， 决定继续处理本问题 , 并于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或以前开会，以便 

检查南非遭守本决议有关各段规定的情况，并于南非仍不遵守时，采取宪章所规定 

的其他适当措施。"
ioif.安理会在第一八二九次会议的讨论过程中，口斤取了联合王国、嗔麦I t联合共和国 

( 他介绍了载于第SX11 7 1 3号文件的决议草案）、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哥斯达黎加、毛里塔尼亚代表的发言，和主席以伊拉克代表身分所作的发言。 安理会 

也根据第一八二九次会议所作决定听取了阿布杜尔。明蒂先生的发言。

中国和瑞典代表在表决之前作了发言2 解释其投票。

安理会其后就圭亚那、伊拉克、毛里塔尼亚、疼爱隆联合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提出的决议革案（S / 1 1713 ) 进行了表决。

决定：决议草案（S / 1 1713)获得十票赞成，三票反对（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二票弃权（意大利H本),由于理事会三个常任理事国 

投了反对票而未获通过。

^17，日本、意大利、美国、圭亚那、法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作了解释投票 

的发言。

联合王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行使答辨权友了言。

1̂9, 安理会主席作了发言。



第 二 编

安全理事会审议的其他事项 

第五章

接纳新会员国

A. 格林纳达的申请书

Uæ•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七日第一七七七次会议上审议了格林纳达于一 

九七四年五月三十日提出的关于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申请书（SX11311  )。 理 

事会主席依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五十九条，把这件申请书发交接纳新会员 

国委员会审议和提出报告。

î+2l .理事会在六月二十一日第一七七八次会议上审议了该委员会关于格林纳达申请 

书的报告（S / 1 1 3 2 2 )。 委员会的报告中建议通过下述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
"里：̂ 格林纳达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申请书（S / 1 1  3 1 1 ) ,
"向大会推荐接纳I格林纳达为联合国会员国。”

决定：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一h七八次会议上一致通过该 

决议革案，作为第 3 5 2 ( 1 9 7 4 )号决议。

B. 几内亚一比绍的申请书

1^22.几内亚一比紹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在七月十六日的来信（S / 1 1 3 9 3 )中提出几 

内亚一比绍请求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申请书，并宣告几内亚一比绍政府接受联合 

国宪章所载的义务，并庄严保证履行这些义务。

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支持几内亚一比绍的申请的信件如下： 斯威士兰代表于 

七月三十一日代表非洲集团所写的信（S/11 4 0 7  ); 阿尔及利亚代表于八月七日代表



不结盟国家集团所写的信（s / 1 14 31 ) ; 八月八日二十个阿拉伯国家驻联合国代表 

团代表的信（S / 1 1 4 2 6 ) ; 也门代表于八月八日代表亚洲集团所写的信（S / 1 1432 )  
八月十二日巴西代表的信（S / 1 1 4 4 0 )。翁萄牙外交部长在八月十一日的信（S /  
1 1 4 3 8 )中说，荀萄牙已经表示确实愿意承认几内亚一比绍共和国，并表示菊萄牙 

政府已与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几佛非独立党 ) 协议，请求所有友好国家和 

同盟国立即承认几内亚一比绍共和国，并促成它加入联合国。

U2U*安全理事国主席在八月八日第一七九0 次会议上依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 

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把这件申请书发交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审议和提出报告。

US5.理事会在八月十二日第一■七九一次会议上审议了该委员会关于几内亚一比绍共 

和国申请书的报告（S / 1 1 4 3 7 )。 i漆员会的报告中建议通过下述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 、

"审议了几内亚一比绍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申请书（S / 1 1 3 9 3 ) ,
"向大会推荐接纳几内亚一比绍共和国为联合国会员国Ç"

2̂6, 理事会决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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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理事会还应葡葡牙、阿尔及利亚、 多哥、几 

内IE、南斯拉夫、索马里、摩洛哥和塞浦路斯等国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 

但无表决权。

决定：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二日第一七九一次会议上一致通过该决议 

革案，作为第 3 5 6 (  1 9 7 4 )号决议。



第 三 编

军亭参谋团

第六章 

P:事参谋团的工作

1|2?.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军事参谋团继续按议事规则革案执行其职责，并且 

一共举行了二十六次会议，但没有审议过实质问题。



第 四 编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内促请安全理事会  •
注意但未经理事会讨论的事项

第七章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的报告和来文

秘书长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信（S /1 1 5 8 8 )中，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一 

九七四年千二月千日大会第 3 2 8 0 ( 2 Œ I X )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 段，其中大会再度 

促请联合国各机构、 尤其是安全理事会，采取有效措施，就它们有关非洲的一切工作， 

特别是理事会制裁委员会的活动，经常与非洲统一组织进行更密切的联系。

^29•—九七五年一月九日，安全理事会依照关于南罗得西亚问题的一九六八年五月 

二十九日第2 5 3 ( 1 9 6 8 )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提出第七次报告（S / 1 159 4 ), 叙述 

它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千六日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期间的工作。 该委员会 

的报告说，它在这段期间内曾经举行四十五次会议，继续审议过去历次报告中未经了 

结的七十一个可能迹反制裁的案件以及五十四个新案件。 该报告叙述各国政府为确保 

制裁的执行而采取的行动，以及委员会、秘书长和各国在执行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三年 

五月二十二日第333 ( 1 9 7 3 )号决议的相关规定方面所采取的行动。 根据该报告， 

委员会还审议了与驻在南罗得西亚的领事、体育和其他方面代表有关的事项及与该 

非法政权驻在国外的代表有关的事项，此外，也审议了关于来往南罗得西巫的航空公 

司、移民和旅游事业的问题以及为了与非洲统一组织促进更密切合作而采取的措施。 

委员会在报告的结论中说，委员会一致同意一九七五年期间需要更严格地遵守对 

南梦得西亚的强制制裁行动，但是由于时间合促， 委员会未能详细审议各国代表团所

提出的一些具体结论和建议， 这些结论和建议已作为该报告的增编中的附件一分发(S/ 
1 159VA(id„  1 )。



^31. —月十五日，委员会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一份关于外国参加扩展罗得西亚钢缓公

司的特别报告（S / 1 1 597).  根据已经发表的各方面资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提出的文件和备忘录、从波恩的议会间问题研究小组提出的备忘录和各国

政府对委员会的询问提出答复等所获得的情报# 地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南非、南

罗得西亚、 ’瑞 士 和 百 慕 达 （该领土的对外关系由联合王国负责）的十三个金融

机构所组成的财团已经集体参加一九七二年订立的一项计划要把罗得西亚钢敦公司>

每年的铜产量从400, 000吨扩增到一百万纯。 该项计划据说至少已经完成部 

分，Ï古计要花费6, 350万罗元，其中 4, 250万罗元来自外国。 委员会认为这项业 

务活动是极其严重的问题，指出这项活动严重破坏对南罗得西亚的强制制裁，特别 

是安全理事会第2 5 3 (1 9 6 8 )号决议第3 段和第4 段规定的执行。 因此，委员会 

认为有必要把这件♦提交安全理事会。

U32.该报告载有收到情报的摘要，并载列委员会审议这些情报之后所得的结论和通 

过的建议。 委员会在结论中说，它所收到的关于这个案件的基本证振，在形式上 

和内容上，是历来得到最广泛的、最详细的和最有技术性的证据，所以没有理由怀 

疑这些证据的真实性。 因此，委员会建议理事会呼吁有关各国政府和它进行积极 

而有效的合作，以便根据它们所进行的调查，提供详细的情报，并在未来特别提高 

警慑，尤其是确保不让罗得西亚铜钱公司的钢秩输入它们境内；委员会还建议安全 

理事会请它不断审查这小问题，并将情况随时向理事会报告。

>33*委员会在关于发得西亚钢敬公司的报告里四个附件中，详细载述委员会收到新 

闻界对这件事的报导, 联合王国提出的文件的搞要，和其中最重要的若干文件的选 

录，波恩议会间问题研究小组的备忘录，以及致送各国政府的照会和从各国政府收 

到的来文的实质部分。

U3U.秘书长在一月二十九日的信（S / 1 1614  )中将I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千三日大会关



于南罗得西亚问题的第 3 2 9 8 ( x x i x )号决议全文递交安全理事会， 特别提请注

意其中第6 、 7 、 8 段。大会在这三段中重申它相信必须扩大制裁的范围，使其包 

括宪章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一切措施在内，呼吁有关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r i ,
重新考虑它们应否消极地使用否决权来胆挽委员会对该领土所作的种种努力，要求 

给与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注意该决议的执行情况，并请 

安全理♦会的制裁委员会与特别委员会继续合作。

^35. 四月二日，安全理事会的制裁委员会发表了第七次报告的第二个增编（S / 1 1 5 9 4 /  
A d d .2 ) , 其中共有六个附件。 附件二至附件五载列关于新案件的报告，以及与 

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有关所审议的各个案件的来往函件。附件六载列各国 

政府遵照安全理事会第3 3 3 ( 1 973 )号决议中所通过的委员会第二个特别报告第21 
段规定提出的复文，其中涉及据称由南非、莫桑比克、安哥拉输入的某些商品的数 

量和据称那些国家输出.这些商品的数量之间的差距。 如委员会第六次报告（S /
11 17 8 和R e V . 1,第 5 7段至第6 1段 ）所指出，附件八载列委员会所拟订的专家和 

有关机构的名单。

五月七日公布了委员会第七次报告的第三个增编（S / 1 159 VAdd  . 3 )。 其 

中载有附件七，并列载秘书处所拟订关于一九七三年南罗得西亚贸易的一份说明和 

统计数字。这份说明显示南罗得西亚的出口品中大约有四亿七千万美元的数额并未’ . 
反映在相应的一九七三年世界货易数字中。



第八章

关于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

所造成的南非种族冲突问题的报告和来文

1^37.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二日的来信（S / 1 1328 )中递 

送特别委员会于六月二十六日通过的关于南非警察于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南 

非洛林金矿场的一次示戚行动中杀，而名非洲矿工并伤，其余五人的报告，请安全 

理事会加以注意。 特别委员会还报告说，据报于六月八日至九日的周末，在哈尔 

门尼ÉT场有四名工人被杀，六人受伤。 委员会忆及它曾于五月三十一日在改洲举 

行的特别会议中发表了一项声明，进责这种杀人行为是南非政权支持经济利益，无 

情剥削非洲工人的又一罪行要'求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尽速签署并批准禁止并惩治 

种族隔离罪行的国际公约。 特别委员会深为关怀非洲矿工一再遭受屠杀，并宣告 

不能再把这种发展当作与南非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鉴个日益恶化的情况 

没有关系的孤立事件。

^38 .南非代表在七月千九日的来信( S / 1 1 3 8 3 )中送交秘书长一项关于分别于五月 

二千八自和六月九日在洛林金?"和吟尔门尼金矿所发生事件的备忘录。 根据这项备 

忘录，洛林金矿的暴动是在一无警告的情况之下发生的，约有一千五百至二千名矿 

工离开宿含，开始掉石头，把密子打碎，在酒店和其他房屋内放火，并抢劫酒店。 

矿场管理处职员试图用佳泪弹制止暴动，结果无效，只好把南非警察召来。 第二 

天谈判了加薪的事，争论当即解决。 关 于 哈 尔 门 尼 的 暴 动 ，备忘录中指出， 

暴动前一星期已答应给全体工人加薪十分之一。 可是在六月九日忽然毫无警告地 

发生了暴幼并且变得无法控制。 管 理 处 无 法 使 暴 动 平 静 下 来 ，只好把警察召 

来。 第二天对不幸事件作了调查以后，矿场同意进一步增加工资，^ 工们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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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暴动和因而造成的不幸死亡也就可以避免了。

U39.备忘录最后说：南非各矿场约雇用了五十万人，其中不到百分之十是白人，其 

余部分的四分之三是从南非以外的国家自愿前来工作的。 多年来，这些矿工并不 

觉得给予他们的雇佣条件太差而不愿前来工作；相反地，南非还存在着怎样去狙止 

成千上万想要非法入境的人的问题。 而且，由于近年来自由市场的黄金价格上升， 

地下矿工的薪金也一直不断地大量增加。

秘书长于九月三十日的一份说明（S /1 1 5 2 2 )中告知安全理事会说，种族隔离 

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于九月二十七日写信给他，并随信附送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 

会于当天一致通过的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是依照一九七0 年十二月八日大会第2671 
(X X Y )号决议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大会第3151 ( XXVII工)号决议的规定 

提送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⑤

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贞会主席于十月十一日的信（S / n 5 3 7 )中递送种族隔离 

问题特别委员会关于南非政权透反联合国宪章和大会与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情事的特 

别报告（A / 9 7 8 0 ) , 请安全理♦会加以注意。

UU2.秘书长于十二月十九日的信( S /1 1 5 8 7 )中将大会于十二月十六日通过的标题

为 " 对南非的武器禁运" 的第3324B(XXI2；) 号决议递交安全理事会。 秘书长特 

别提请注意这项决议的执行部分如下：大会请安全理事会立即恢复审议题为" 因南 

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而弓I起的南非种族冲突问题" 的项目，以便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 

章采取行动,以保证所有国家完全停止将武器、弹药、军用车辆和其零件以及任何其 

他军事设备供应南非，并完全终止与南非的任何军事合作。

⑤作为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i义，补编第2 2 号 （A /9 6 2 2 )散发(



14̂ 3.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曰的信（S / 1 1708 )中， 

按照特别委员会五月二十七日的决定，随信附送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 

日在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南非问题讨论会所提出的宣言和建议供安全理事会 

参考。讨论会是由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依照大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 3 2 4 D (X X IX )号决议第6 段的请求而安排的。

100 .̂该项宣言特别指出，安全理事会应：

( a ) 召开紧急会谈，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强制性的制裁办法，以确保 

所有国家完全停止供应或许其制造武器、弹药、军用车辆和零件以及任何其他军事 

设备；

0 3 )对继续逢反军火禁运的政府或协助南非政权发展兵工r 的国家采取有效的 

行动；

( C )对南非实旌一项有效的经济制裁和石油禁运。

1^5•讨论会在其建议中呼吁安全理事会依照宪晕第七章紧急采取一项强制性的军火 

榮运措施。



第 九 章  

关于葡管领土局势的来文

•秘书长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六日的说明（S / 1 141 9 )中将八月三日他与葡荀牙政府 

会谈结束时收到的一份备忘录原文，转达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成员。 备忘录，细说 

明葡萄牙政府对非洲各荀管领土问题的立场。 这个立场包括：保证与联合国充分合 

作执行《宪章》、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和大会有关决议的规定；7哀认 

所有葡葡牙海外领土凉' 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和充分支持每一领土的领土统一与完盤； 

以及说明葡葡牙政府安排和挑行几内亚一比绍、佛得角群岛、莫桑比克、安哥拉、圣 

多美和普林西比的独立的计划。 备忘录也表示荀葡牙政府希望大会将会重新考虑它 

过去历次的决定，使荀萄牙能够充分参加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的方案和活动。



第千章 

关于南部非洲局势的来文

y 仏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九曰的信（S / 1 1 5 9 8 ) 中将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一月八日在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上讲话 

的全文转交给秘书长， 在这份讲话里，总统说一九七四年期间，非洲争取自由的 

大巫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昆，由此，在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憶况已经完全改变了 .  
荀葡牙殖民主义已被击败，同荀萄牙从事武装斗争的需要不再存在了* 所以，在 

解放非洲大陆的努力方面，无可避免地必须优先来处理纳米比亚和南岁得西亚的问 

题， 这个目标是通过和平手段来达成或是通过武装斗争来达成，不是取决于非洲 

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取决于少数跋权的本身，

UU8.关于纳米比亚， 非洲的目标是在多数统治的基袖上取得整个纳米比亚的独立， 

彻底拒绝一切将其分割成班图斯坦或使某区械成为南非一部分的计划， 关于南^  
得西亚， 它的人民和整个非洲也都要求在多数统治的基础上给予津巴布韦独立， 任 

何其他的基础都是不能接受的 . 南部非洲最近的发展， 包括史密斯政权释放一些 

非洲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和讨论关于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一次制宪会议，可能意味着 

南非政府和南罗得西亚的少数统治者正开始更认真地来正视自由非洲， S 由非洲 

宁愿罗得西亚马上被给予独立；可是，如果罗得西亚人民同意在独立之前有一段过 

渡的时期，这完全是他们自己应决定的事：但只有一件事非洲是坚持的， 就是在发 

得西非，将权力移交给多数人必须在独立和撤消制裁之前完成. 总统在结论中说， 

非统組织解放委员会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只要非洲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尚未被击 

败 ，非洲的自由国家就不能松僻自己的努力，

利比里亚代表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九日的信（S y l l6 3 8  ) 中将利比里亚总统 

的一份函电转交秘书长，其中涉及二月十一日南非约翰。沃斯特总理， 在他的外交



部长和一个高级官员代表团的陪同下，到利比里亚进行2 4 小时的访问，以及他们就 

有关南非、 南罗得西亚、纳米比 .亚问题和总统进行的会谈. 总统在他的声明中强 

调利比里亚反对：（a)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13)南非作为委任统治国拒绝给予纳 

米比亚独立 Ï (C)南非支持和鼓励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和外国少数统治， 虽然如此’ 
他还是主张他的政府决不放松努力，协助在互相尊重& 正义、平等和人类尊严的基 

袖上，对南部非洲令人忧伤的局势找寻f # 决的办法， 为了使他和他的政府可以彻 

底而正确地了解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局势，利比里亚于一月和二月邀请了南非四百多 

万苏♦人的领导人兼首席行政理事，以及西南非民组的主席到该国访问，他们都提 

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为了听取双方的意见，同时南非总理也受到接待• 利比

里亚总统和总理广泛地讨论了南非的局势，谈到需要为南非问题寻求一个解决自&办

^50,几内亚代表在二月二十匹日的信（S /1 1641  ) 中将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关于他 

的政府对种族隔离问题所持立场的电报文本转交秘书长， 总统指出，自从非统组 

织成立以来y 非洲各国和人民已坚定决心要终止外国统治的侮辱和毫无责任心，

然而， 比外国统治更恶劣的就是种族隔离， 种族隔离是法西斯集团强加于非 

洲人的，置整个种族于不顾，将非洲人视同牛马 .如果要使非洲和现代世界恢复 

正常，那么这就是绝对需要根除的两个可鄙的因素， 对几内巫政府来说，谈到同 

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举行对话，等于是在种族主义者对非洲造成損害•之外再加上非洲 

人对自己造成损香， 非洲大陆任何一个值得尊敬的政府都不会放弃它的责任，会 

无条件地继续支持非洲各族人民为消灭导致非洲历史上落后的一切因素而进行的斗 

争 . 几内亚政府相信非洲每一国政府，在使非洲大陆蒙羞的种族隔离政策所带来 

的耻辱为了非洲和全世界进步的利益最后消失之前拒绝接受同南非进行对话的任何 

提议，强有力地重申忠于非洲家园和非统组织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第 千 一 章

关于西部撒哈拉事态发展的来文

毛里塔尼亚代表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千日的信（S / 1 1707  )中将毛里塔尼亚外交 

部长关于五月二千三日西班牙政府所发表并在A /1 0 0 9 5 f文件中分发的声明的一封 

信的原文，转达秘书长。⑥ 信 中 说 ，毛里塔尼亚政府很高兴看到西班牙政府表示愿 

意尽快使毛里塔尼亚的撒哈拉领土非殖民化。 这是与毛里塔龙亚政府和人民的愿望

完全相合的解放总过程中的一个合理步驟。 如果这个步驟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同有 

关各方密切协商进行，将有助于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另一方面，如果这个 

步骤由西班牙蔑视本身责任而采取片面决定来进行，就会造成混乱，并使和平与稳定 

受到描香。 所以，毛里塔尼亚要求西班牙正面承担起大会决议所规定的责任，而不 

要依照它擅自采取的程序来行事。 声明的结尾说，无论如何，毛里塔尼亚将采取一 

切必要的步骤，来保卫它的利益以及它对毛里塔尼亚撒哈拉的合法权利。

@ 五月二千七日和六月二日，摩洛哥代表（4 /1 0 0 9 7 )和西班牙代表（V I 01 04)  
分别就这个问题向秘书长致送进一步的来文。



第十二章

希腊和土耳其关于爱琴海地区 

事态发展的来文

1̂52. —九七五年三月和四月间，希腊代表给秘书长写了五封信，日期分别为三月二 

十四日、二十七曰、四月三日和十四日， 已编为第S / / 11 6 6 0、S / 1 1 6 6 1 、S /
1 1665、S / 1 1 6 7 1 和 S / 1 1 6 7 2 号文件，予以分发。

1|-53•在前三封信中，希腊代表指控土耳其战斗机于三月二十日、二十七日和四月三 

日屡次侵犯在爱琴海诸岛的希腊领空。 希腊政府已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并附有一项声明：如有再犯，希腊军事当局将不得不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国际法所规 

定的一切措施。 希腊认为，上述这評事件不仅可能制造危险的局势，还会危及为 

解决土耳其挑畔政策弓I起的困难所作出的一切努力。

四月八日，土耳其代表为答复上述信件，给秘书长写了三封信（S / 1 16 661 S /  
1 1 6 6 7 和 S / 1  1 6 6 8 ) 。 在第一封信中，土耳其代表引述了土耳其国防部长的一 

项声明称，土耳其经过仔细和彻底的调查后，已确定希腊的指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并谓希腊政府迹反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以单方面的决定实行爱琴海诸岛的军事化， 

现又桓造这些指控，以图拒绝土耳其飞机进入爱琴海及飞越该海的国际水域。 土 

耳其国防部长强调，土耳其飞机将继续在爱琴海上空行使国际法所承认的权利。

U55,土耳其代录在免二封信中指称，三月二十二日，一艘跟踪土耳其海军演习的希 

腊巡邀艇侵犯了土耳其领海，他譬告，如果这种事件再次发生，土耳其军事当局将 

被迫采取国际法所规定的适当措施。

5̂6•土耳其代录在其第三封信中回顾，根据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在巴黎签署的和平 

条约第十四条的激定，多德卡尼斯群岛是在保持非军事化的条件下转让给希腊的， 

他指称， 希 腊 在 这 些 岛 集 结 军 队 、建立永久军亭设施和改建岛1% 上的机场作为 

军亭用途，明显违反了上述规定。 土耳其政府认为希腊的这些非法和单方的行动



有危，爱琴海地区均势的倾向，因而对土耳其的安全构成一种威胁，并如深这个地 

区的黎张局势。 土耳其恳切希望希腊会领悟它有义务恢复这些岛楊的非军事化地 

位。

牧 .希腊代表在四月千四日的一封信（SX11 6 7 1 )中，转交了希腊外交部致土耳其 

大使馆照会一件，其中声明，希腊主管当局进行调查后，已确定三月二十二日不可 

能发生侵犯土耳其领水的事件，因为所指的希腊船只并不在土耳其控诉中所述的地 

区。 在男一封信（S / 1 1 6 7 2 )中，希腊代表引述希腊国防部的一项公报，申明希 

腊岛吗上没有任何足以攻击土耳其领土的兵力。 任何攻击性行动都是不可想象的 , 
希腊的唯一力量和意志无非在有效保卫其可能遭受侵犯的本土或岛崎领土的任何一 

部分。



第十三章

关于伊拉克控诉该国与伊朗这界事件的来文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主席收到伊朗和伊拉克来文多件，载有关于暴 

力行为的指控和反指控。

^59.伊朗代表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的信（S /1 13 2 5  )上谈到伊拉克六月十 

四曰的信（S /1 1 3 2 3  ) , 声称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曰的共同意见只 

涉及当时发生的军事对抗局势，并非涉及伊朗和伊拉克争执的实质，这一点正好同 

伊拉克的分析相反。 况且，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千八日第3 4 8 (1 9 7 4 )  
号决议并未对当事双方提出任何建议，仅对双方采取的双进行动表示欢迎。’
U60,伊拉克代表在七月五曰的信（SX11329 ) 中目答说，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是非 

常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应尽一切努力予以执行。

ifôi.伊拉克代表在八月二十七日的信（S /1 1 4 7 2  ) 上说，尽管伊拉克政府已经表 

示诚意，接受安全理事会第348( 1 9 7 4 ) 号决议，并采取主动同伊朗进行商谈， 

以求订定审议若干未决问题的议程，但是，伊朗政府继缕增浪军队集结追境。 此 

外，伊胡空军战斗机在八月二十二日侵犯了伊拉克的领空，伊朗的武装部队于八月 

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在迫击炮的支援下，对伊拉克军队在边境的一个驻札地点发动 

预谋的攻击，造成伊拉克守军一名死亡，数名受伤。

U62.伊朗代表在八月二十七日的信（S / 1 U 7 6  ) 上指控伊拉克沿伊朗追境;聚集空 

前强大的武装部队，又指控伊拉充武装人员对伊朗进行若干敌对和挑轉行为，并在 

他来信的附件说明这些行为的细节。 他又说已向德黑兰的拉克大使馆递送抗议 

书，并经常将这些事件通知秘书长本人。

^ 3 .伊胡代表在九月三日的信（S /1 U 8 6  ) 里驳;f 伊拉克在八月二十七日的信上 

提出的指控，并说伊拉克企固使人不注意其武装部队调往伊朗边界。 他又说，伊



拉克来信上只报告有一名伊拉克人死亡，但是却没有提到在伊拉克侵略行为下受， 

的伊朗平民。 炉拉克当局更忘记了，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由于逃避伊拉克对他们采 

取的军事行动而大量涌入伊朗，数目超过72, 0 0 0 人 ，为伊朗造成了许多问题。

伊拉克代表在九月四日的信（SX11494 ) 里否认伊拉克有任何透反规定的情 

事，并再度申述他对伊朗的各项指控。 伊拉克代表并随函送来一个附件，内载有 

关伊朗在八月份使犯伊拉克进界的若干事件的细节。

^55.伊朗代表在九月六日的信（S /q i4 9 8  )上指控当天有伊拉克军用飞机四架侵 

犯伊朗领空，但被驱退。 其中两架飞机曾经轰炸伊朗一个村庄，炸死平民十五名， 

炸伤平民三名。 他抗议说，这种行动如果继续进行，必然造成非常危险的局势。

伊朗代表在九月千一日的信（S /1 15 0 4  )上取斥伊拉克九月四日来信提出 

的指控，并说正值伊拉克部队轰炸伊朗村庄和炮击伊朗驻军地点的时候，伊拉克却 

企图使安全理事会相信它有和平的诚意。 伊拉克曲解安全理事会第348 ( 1974)  
号决议，借口倡议在伊斯坦布尔进行会谈，以达到宣传的目的，力图蒙骗安理会，

足以证明伊拉克口是心非的习性。

^67.伊拉克代表在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日的信（SX11518 ) 里说，虽然伊胡差不 

多每夭都侵犯伊拉克的领土，但是伊■拉克却通知伊朗当局，愿意成立一个联合委员 

会 ，以便各自撒退在这境集结的部队。 伊朗政府始终未曾答复伊拉克这项提议。 

^68,伊朗代表在十月一日的回信（S /1 15 2 7  ) 里说，伊拉克对伊朗的指控是毫无 

根据的，并 且 说 ，这境上的伊拉克部队却对伊朗领土加强挑牌和侵犯。

伊拉克代表在千二月十八日的信（S /1 1 5 8 2  ) 里说，伊拉克飞机两架于十二 

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在伊拉克领空内作高空飞行时，被伊朗军队用美制火箭击落。除 

了以前向安全理事会报告的侵略行为以外，伊朗部队又在十月二千九日、三十曰和 

三十一日以重炮向伊拉充轰击。 伊胡自从片面废止一九三七年国界条约以来，在 

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不断采取行动损，、破坏和侵犯伊拉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U70.伊朗代表在十二月千八日的信（S /1 15 8 4  ) 上说，伊拉充政府不顾两国所达 

成并反映在安全理事会第348 (  1974)号决议的双边协定的规定，继续以各种手段



对伊朗领土推行武装挑掉政策。 最近的破坏行为发生于十二月十四日和十五日， 

当时有几架伊拉克军用飞机侵入伊朗领空，被伊朗高射炮部队击退，据报有两架飞 

机被击落。 他又说，伊朗不容许这类行为发生而不加惩荷，坚持应由伊拉克承担 

其后果。

第千四章 

关于越南问题的来文

秘书长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的说明（S /1 1 6 6 4  ) 中 将 越 南 共 和 常

駐观察员三月二十七日来信原文，连同所附该国外交部于三月二十四日就‘̂越  

共产党总攻势’fe作的声明，一并散发。 这个声明指控在过去三个星期北越  

在越南共和全境发动总攻势，构成它破坏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关于在越南结束 

战争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和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日关于越南的日内瓦协定过程中另 

一 个重大步職。

第千五章

关于印度—— 巴基斯坦问题的来文

Î+T 2 .巴基斯坦代表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的信（S/11642 ) 里将巴基斯坦总 

理在当天发表的一项声明，递送安全理事会主席。 这项声明是答复二月二十四日 

印度政府所作关于印度总理同谢赫，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就印度占领下查漠和克什 

米尔的某些政治安排达成协议的声明。



irT3.声明中强调，联合国已对查漠和直什米尔人民明确保证让他们行使自决权利，

而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接受了一项原则，即查漠和充什米尔邦Ü3并印度或巴基斯坦的

问题，应由其人民通过自由和公正的公民投票来决定。 因此，印度政府同查漠和

克什米尔一个或多个人员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能解决该邦的地位问题，也不
■ • .

能胆止该邦人民依照印度和巴基斯坦共同接受的联合国决议行使其固有的自决权利。 

巴基斯坦总理呼吁在该邦被印度领的地区、在阿札德充什米尔、或在巴基斯坦国 

内或国外的查漠和克什米尔人民在二月二十八日異工一天，他们在巴基斯坦的同胞 

也将参加罢工，同他们一道抗议该项协定，并表示他们共同决心为争取自决权利而 

继续进行斗争。

第十六章

关于太平洋岛崎托管领土的报告

托管理事会就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期间大平洋岛 

崎托管领土情况向安全理♦会提出的报告，已作力第s / a i 4 i 5 号文件（安全理事 

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年，特别补编第1 号 ）分发。



第十七章

美利坚合众国关于逼還湾事件的来文

U?5•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在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 1 1689) 
上说，美国商船马亚圭斯号在還避湾国际水域内遭受非法和无故扣留，已构成严重 

而危险的局势。 信里说，这艘没有武装的商船于五月十二日在公海上遭束捕察炮 

艇射击、勒令停驶和强行登船。 美国政府立刻采取步骤，以求通过外交途径收回 

该船并安排船员的释放。 据该信说，因为没有得到任何反应，美国政府才根据联 

合国宪章第五千一条，采取某些适当措施，以求该船及其船员获得释放。



第十八章

^76. 一九七四年八月八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两国代表联 

名寄来了一封信（S/1  1 428) , 递送关于美国总统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于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三，H举行谈判的美苏联合公报全文。

^77.在公报中，双方满意地注露到自从它们一九七二年五月最高级会议以来，已造 

成了一个基本的转变，朝向和平的关系和力了商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利益而进行广泛 

互利的合作，他们并强调了现已成为常规的双方领导人最高阶层会议的特殊重要性。 

他们确认了双方都决心在和平共存和同等安全的基袖上继续积极改进美苏关系，并 

都深信绝对有必要使他们关系的改善不可逆转。 为了这些有意义的目标，双方决 

定在下列重要方面继续共同努力：即消除战争的危险，特别是要消除使用核武器和 

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战争；限制并最后终止军备竞赛，尤其是战略武器的竞赛； 

对消除国际紧张和军亭冲突的根源作出贡献；及加强并扩充在全世界松驰紧张局势 

的过程。 在彻底审查了暇制战略武II问题的一切方面后，他们认为在关于攻击性 

战略武器的临时协议之后应该在他们之间有一项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新协定，因为 

这样一项新协定不但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且能够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并促进世 

界和平。

^78•至于有关解决国际问题的进展，双方的出发点是认为这种进展需要通过积极和 

抱定宗旨的努力来克服障碍和解决过去留下的困难。 关于欧洲， 他们对欧洲安全 

与合作会议所作的巨大贡献表示欢迎，并表示深信该会议的成功结束在建立持久和 

平上将是一个显著的大事。 因此他们赞同早日举行这个会议的最后阶段并使会议 

在最高一级结束。 在同一方面，他们对关于互相裁减中欧部队和军备的谈判给予 

极端重视，并希望这些谈判将达成具体的决定，足以保证任何一方的安全不受减损， 

并防止单方面的军亭优势。



^79,关于中东的局势，双方深信，消除战争危险和紫张局势是最重要和最紧急的任 

务，因此唯一的办法便是在安全理亭会一九七三年千月二千二日第338 ( 197 3) 
号决议的基础上，达成一项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解决，其中应充分考虑该区城各国人民

, 包括已勒斯坦人民的合法利益，和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生存权利。 作为曰内 

瓦和平会议的共同主席，他们认为会议务必要尽速恢复其工作，并把该区城其它参 

加国的问题摆在会议上讨论。

U80,至于有关印度支那的局势，双方都注意到该地区局势有了某种进一步的改善，

并强调了只有在严格遵守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H 巴黎协定和一九七三年三月二日 

关于越南问鄙的国际会议的决议书的基袖上，才能维持和加强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他们并注意到了由于在老抽出现联合政府 , 使局势的正常化获得了进展, 并强调需 

要在尊重束捕寨人民不受任何外来干颈而能自由和独立发展的主权权利的基?
捕寨问题早日获得正义的解决。

最后，双方表示他们对联合国作为维持和平和安全及扩大国际合作的工具，极 

端重视，并重申他们愿意继续努力，以一切方法加强这个机构的效能，包括在严格 

遵守《宪章》的基細上维持和平的能力。

—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而国代表致函(SA1Ô59)秘书长,传递关于英国总理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于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举行谈判的联合声明公文。

该声明表示注焉：到近年来欧洲和整个国际关系上所发生的重要而肯定的变化， 

认为这些发展已经大大地改善了欧洲进一步缴和的展望。 英俄会谈标记着双方关 

系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并将对巩固国际的尤其是欧洲的和平与安全，，出积极的贡 

献。 双方宣布了他们对和平共存各项原则的遵守，并已签署了一个" 协商议定书，; 
该议定书的执行将为发展两国在政治领城的合作带来新的动力。 互利的经济联系 

也是英苏关系的一个重耍因素，而项关于经济和工业合作，以及关于科学和技术合 

作的长期方案也已经签字。 定于一九七五年五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英、苏政府间应



用科学、技术、贸易和经:济关系方面合作亭务常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预期将促进经 

济合作方面的更多进展。 而国将在互利的基础上为糧^方的进出贸易量作出进 

一步的努力，并对为期五年Ê'g贷敦达成了协议。 双方决心继续促进科学和技术的 

合作，并辩意地注意到英苏在核能领城内的合作程度。 双方又签署了一个医药及 

公共卫生方面的合作协定，并赞同在农业和保护环境方面进一步发展英苏的合作。

两国间的文化联系也很宣要，将成立一个英苏圓桌会议，其成员是社会名流、科学、 

文化、商业、新闻及其它各界的杰出代表，第一次会议将于一九七五年在英国举行。 

此外并审查了将双方接嫩推广到其它方面的可能性，包括军方代表的交换访问。 

irôlf.在国际问题上，双方强调了全世界缓和及和平合作的重要性，并在某些国际问 

题上表示了协议，例如：苏美协议和谅解的重要性；欧洲走向建立合作的友好关系 

的积极倾向及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在这个过程中所担负的重要任务；采取政治缓和 

措施來配合军亭缓和措旌的重要性；尽速基于安全理事会第3 3 8  U 9 7 3 )  ¥ 决议 

获致中东的公正和持久的薛决的必要性；支持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 

领土完整的原则，及支持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塞浦路斯的各项决议；

严格遵守关于结束越南战争、恢复和平、以及实现老挺和東墙寨民族和睡的巴黎协 

定；支持禁止生物、毒素和化学武器；达成全面彻底裁军的需要 .及召开一次世 

界裁军会议对于此亭的可能贡献；以及海洋法会议的重要性。 双方并签署了一项 

不扩散核武器的宣言，最后并宣布了他们为加强联合国而努力的决心，及他们对联 

合国促进国际敦和与和平合作工作的支持。

^ 5 .四月二千九日，德露志联邦共和国和罗马尼亚而国代表联名来信（S / 1  1680) ,  
传递了罗马尼亚总统于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时 

而国所签署的联合声明全文。

i+86. 在声明中，两国?5调了他们之间扩大的双这关系，对欧洲和全世界和平与安全 

亭业所作出的贡献，并宣布了他们共同决心要在双方相互利益的一切方面扩大他们 

友好和合作的关系。 他们的相互关系及他们与其它国家的关系应基于下列原则：



主权、 自决、平等权利、国际合作、互不干涉、不对任何别的国家以武力相威胁或 

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及遵守人权和基本自由。 双方并宣告他们共同决心要 

与其它国家合作，以期加强联合国在维护所有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在巩固国际和平 

与安全以及在依照国际法原则和规则促进国家间合作等方面所负的任务。

U87,六月五日苏联代表在给秘书长的一封信（S/1  1721 ) 中注 露到 "因技 术上理  

由 " 重新印发的S / 1 1 6 8 0 号文件，并对其中德露志联邦共和国国名译成俄文被歪 

曲一事提出了抗议。 信中指控这项蜜曲是由于秘书处某些成员和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旧的武断行动所造成的，'他们的行动方式违反了将该国国名译成 

俄文时所应遵循的已确定的国际习惯译法，克其是在苏联和德露志联邦共和国领袖 

签了名的文件以及国际协定上的译法Ï 其中包括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的四国协定。

苏联常驻代表® 强烈反对这种凌变现行译法的企图，因此坚持秘书长采取步驟防止 

再发生同样情事。



第十九章

liS8.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句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共同签署的一封信(s/11697) 
中，转送了五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在华沙举行的牟沙条约成员国国会代表纪念二十周 

年会议上所制订的向欧洲各国国会的呼吁的全文，

U89.《呼吁》自祐示题是" 便进欧洲各国间的和平、安全、合作与更密切的关系" ，其 

中提到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召开是趋向于缓和的证明，并主张发展欧洲各国国会 

的互相合作，包括可能召开一个所有欧洲国会代表的会议来讨论欧洲和平发展的问 

题。《呼吁》还要求推动军事上的缓和、减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成 

员国之间的军事对抗、赞成限制中欧武装部队和军备的会谈在不妨凄^会谈任何一方 

的安全的原则下，并在顾到欧洲一切国家的安全的情况下，有所进展。 《呼吁》 

支持外国军队撒出欧洲各国领土，，撤消外国军事基地^ 建立无核区、并制定其他旨 

在减少改洲军备和武装部队的各项措施。 《呼吁》重申华沙条约成员国愿意在解 

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同时解散华沙条约组织，并关切地注意到" 冷战 " 
的势力正在竭力减低缓和程序的速度。 《呼吁》要求采取一致行动，使欧洲安全和 

合作会议赶快成功地结束；限制和停止军备竞赛，并举行建设性的、有效的裁军会 

谈；加强缴和并使用和平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发展旨在使欧洲各国人民更形亲近 

的经济、科学、文化和其他联系；并使欧洲成为一个和平、友好和合作的大陆。



A . 关于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的第3 2 8 0 ( X X I X ) 号决议

U90,秘书长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H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 1 1 5 8 8 ) 中说， 

大会曾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日的第二三一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第3 2 8 0 ( x x i x )  
'号决议，题 力 "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 秘书长促请特别注意该决议的 

第 4 段，其中大会再度请联合国各机构，光其是安全理事会，注意必须采取有效措 

施，就它们有关非洲的一切工作，特别包括理事会的制裁委员会的活动在内，经常 

与非到统一组织进行更密切的联系。

B . 关于加强联合国在维持并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的第3282ÇXX工X) 
号决议

9̂1. 秘书长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千日写信给安全理亭会主席的信（S/ 1  1 6 0 6 ) 中说, 
大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的第二三一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第3 2 8 2  ( x x i x )  
号决议，标题为： " 加强联合国在维持并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所有国家间的 

合作、促进关于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现则等方面的作用" 。 秘书长促请特别注意 

该决议的第4 段，其中大会促请联合国的其他主要机构注意秘书长报告有关各节所 

载各合员国的意见、建议和提议，以便在切实改进它们的工作和功能的过程中加以 

考虑，并请这些机构将处理这一问题的情形随时通知大会。

C . 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第3 2 8 3 ( x : x i x )号决议

Ĵ92, 秘书长在一月二千H的信（S / U 6 0 7 ) 中，向安全理亭会递送了标题力"和 

平解决国际争端" 的一丸七四年千二月十二日大会第3 2 8 3 ( x x i x ) 号决议。 他 

促请特别注意决议的第5 段，其中大会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该项决议。



D . 关于侵略定义的第3 3 1 4  ( X X I X )号决议

秘书长- *月三十一日写信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 1  1 6 1 3 ) 中说，大会在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的第二三一九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第3 314 ( X X I X )号决 

议，标题力： " 侵略定义" 。 秘书长促请特别注意决议的第4 段，其中大会请安 

全理事会注意该决议所规定的侵略定义，并建议理事会座该在按照宪章决定某一侵 

略行为是否存在时，考虑到以此项定义作为指导。

E . 关于朝鲜问题的第3 33 3 ( X X IX  ) 号决议

秘书长在三月十八日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 1 1 6 5 8 ) 中说，大会在一九 

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的第二三二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标题为" 朝 鲜 问 题 "的 第  

3 3 3 3 ( X X I X )号决议。 秘书长促请特别注意决议的第2 段，其中大会表示希望 

安全理事会念及保证停战协定继续获得遵守以及该地区和平与安全获得充分维持的 

需要，将于适当时候与直接有关各方协商，审议朝鲜问题中属于安理会责任范围内 

的各个方面，包括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并作出适当安排维持旨在保全朝鲜半岛的 

和平与安全的停战协定，以待而个朝鲜政府之间进行导致他们之间持久和平的谈判 

与和解。



安全理事会年度报告书的版式问题

U95.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安 会 主 席 发 出 了 - 项备忘录(S/I1586 ) f关安全理事 

会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向大会提送的安全理事会年度报告书的版 

式问题。 备忘录说明，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曾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后来 

又在一九七四年，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当时曾有数项建议提出，要不改变报告书 

的基本结构而减少其篇幅，并使其内容更精简。 一九七©年 十月二十九日理事会 

举行第一八0 五次会议时曾有关于这一方面的一项具体提案散发给所有理事国。

该提案特别规定报告书以后不再载录通常的发言搞要。

1̂ 96•主席的备忘录指出，理事会所有理事国现在都已表示同意那项提案；因此，安 

全理事会下一年度的报告书将照这个办法编制。



附 录

-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安全理事会理事国

1 9 7 4

澳大利亚 

奥地利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

哥斯达黎加 

法国

印度尼西亚 

伊拉克 

肯尼亚 

毛里塔尼亚 

秘鲁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颤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落麦隆联合共和国 

美利堅合众国

1 9 7 5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

齋斯达黎加

法国

圭亚那

伊拉克

意大利

B本

毛里塔尼JE 
離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颤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落麦隆联合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lUo



澳大利亚@

二 . 各理事国委浪出席安全理事会的代表、 

副代表、候补代表和代理代表

下列代表、副代表、候补代表和代理代表 

在本报告书所述期间曾出席安全理事会

中国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 

邓 肯 ，坎贝尔先生 

莫特先生

道格拉斯 *斯特基先生
f

休 •温德姆先生 

坎贝尔先生 

凯文先生

奥地利®
彼 得 •扬科维奇先生 

沃 尔 夫 ，汰尔特先生 

格奥尔格。伦克先生 

亚历山大，克里斯蒂安尼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维塔利 . 斯他帕诺维奇:斯米尔诺夫先生 

格罗多特，加弗里洛维奇。契尔努申科先生 

奥列格。尼科拉耶维奇•帕什克维奇先生 

博 里 斯 ，库德雅夫谢夫先生

@ 任期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日三十一日届满 ,

黄半先生 

庄焰先生

周南先生

吴妙发先生

哥斯达黎加

贡萨洛，法西奥先生 

费尔南多，歡拉萨尔•纳瓦雷特先生 

费尔南多，德尔卡斯蒂略先生 

贝尔纳尔 . 巴尔加斯。碑汰里奥先生

法国

路 易 ，德吉兰戈先生 

雅 克 。勒孔特先生 

居 伊 ，斯卡拉贝尔先生 

安德烈•特雷贝尔先生 

字 利 ，塞尔旺先生

lUl



当亚那®
什里达思，兰法尔先生 

弗雷德里克•威利斯先生 

拉什利，杰克逊先生 

迈 尔 斯 ，斯托比先生 

约瑟夫，桑德斯先生 

诺埃尔，辛克莱先生

印度尼西亚®
查伊迪尔 . 安瓦尔.終尼先生 

约 加 •索戈莫先生 

奥古斯特，马尔邦先生 

拉 敦 ，库苏马斯莫罗先生 

佐 科 。乔汰诺先生 

普拉伊特诺，辛吉先生

伊拉克

阿卜杜勒 . 卡里姆，谢赫利先生 

维 姆 ，札哈维先生 

希沙姆•胡德里先生 

里亚德 .凯而先生 

阿米尔。萨利赫 . 阿雷姆先生 

阿 德 。努里.加雅特先生

意大利®
光金尼奥，普拉雅先生 

阿尔贝托•卡瓦格利埃里先生 

乔瓦尼，米格柳奥洛先生

曰本⑤

香露销男先生 

金取正雄先生 

大屬正先生

肯尼

查 尔 斯 . 加特尔，迈纳先生

奥马尔，艾哈迈德。法基赫先生

贾赛特，吉迪恩，基蒂先生

奥 昌 •阿达拉先生

彼 得 . 约瑟夫，恩敦古先生

弗兰克，恩金加先生

唐纳德，瓦西埃尼 .卡尼阿鲁先生

毛里塔尼亚

穆拉耶 .哈桑先生 

伊斯掩尔，乌尔德 .穆卢德先生 

马马杜。凯恩先生

艾哈迈德，乌尔德，西迪丈哈迈德先生

③任期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开始。



秘鲁®
哈维尔 . 佩雷斯，德查利亚尔先生 

里卡多，瓦尔特，斯图布斯先生 

阿尔瓦罗，德 ，索托先生

奥洛夫•里德贝克先生 

卡伊•松贝里先生 

罗尔夫，埃奇厄斯先生 

扬 ，斯塔赫尔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立克先生 

瓦西里，斯帖帕诺维奇•僻弗隆丘克先生 

里查德，，尔格耶维奇 *奥文尼科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艾 弗 ，里查德先生 

贾米森先生

约翰 ，奥 斯 卡 ，莫尔顿先生 

默里先生 

托马斯先生 

亨 利 ，斯蒂尔先生

略麦隆联合共和国

米欺尔，恩吉内先生，

莱奥波德，费迪南，瓦荣诺先生 

雅克一罗欺•布一布先生 

昂布鲁瓦族，姆汰戈先生 

约翰逊，恩迪比先生 

苏艾布•哈亚图先生 

居斯塔夫•，德先生 

让马克，姆佩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⑤

约 翰 •马莱塞拉先生 

薛利姆，萨利姆先生 

塞巴斯蒂安，夏尔先生 

保 罗 .鲁皮亚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约翰 •斯卡利先生 

塔普利.贝内特先生 

威 廉 ，肖费勒先生 

约翰 •豪伊森先生



三 . 安全理事会主席 
1

下列代表在本报告书所述期间曾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

毛里塔尼亚

. 拉 耶 ，哈桑先生（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三十日）

秘鲁

哈维尔 . 佩 雷 斯 ，德查利亚尔先生（一九七四年七月一H 至三十一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立克先生（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至三十一 日）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艾 弗 . 里查德先生（一九七四年九月一日至三十曰）

疼麦隆联合共和国 

米敬尔，恩吉肉先生（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至三十一日）

美利坚合众国

约 翰 。斯卡利先生（一九七© 年十一月一日至三十曰）

澳大利亚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一日至三十一日）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格罗多特 . 加弗里洛维奇，契尔努申科先生（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曰至三十一日）

中国

黄华先生（一九七五年二月一日至二十八曰）



寄斯达黎加

贯萨洛.法西奥先生  -口K 一九七五年二月一日至二十一 日）
费尔南多 . 萨拉萨尔 . 纳瓦雷特先由 

法国

路 易 。德吉兰戈先生（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至三十日）

圭ÜE那

什里★ 思 . 二 法 尔 先 生 |( 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

拉什利，杰克逊先生 j

伊拉克

阿卜杜勒•卡里姆，谢赫利先生（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至十五日）



四.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曰 

期间安全理事会会议

会议

第'一 b七七次会议

议题

接纳新会员国：

格林纳达申请加入联合国为 

会员国（S / 1 1 3 1 1 )

第一七七八次会议 接纳新会员国：

( a ) 格林纳达申请加入联合 

国为会员国（S / 1 1 3 1 1 )  
C b )接 纳 新 委 员 国 委  

员会会关于格林纳达 

申请加入联合国为会员 

国的报告（S / 1 1 3 2 2 )
第一七七九次会议 塞浦路斯局势：

(a)

( o )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曰 

秘书长致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S / 1 1 3 3 4 )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曰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 

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 （S / 1 1 3 3 5 )
第一七八0 次会议 同上

曰期

‘九七四年六月十七曰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一曰

-九七四年七月千六曰

-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



第一七八一次会议 塞浦路斯局势：

(a)
-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

第一七八二次会议 

第一七八三次会议

第一七八四次会议

( 非公开 )
第一七八五次会议

-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曰 

秘书长致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S / 1 1 3 3 4 )
Cb) —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 

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 （S / 1 1 3 3 5 )
(C) 一九七0 年七月二十日 

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致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 / 1 1 3 4 8 )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一七八六次会议 塞浦路斯局势，

(a)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曰 

秘书长致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S / 1 1 3 3 4 )
(b)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曰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 

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 （S / 1 1 3 3 5 )

-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四白

-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第一七八六次会议（续 ）

第一七八七次会议 

第一七八八次会议

(0)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 

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致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 / 1 1 3 4 8 )
(d)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八 

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理 

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 信（S / 1 1 3 8 9 )

同上

塞浦路斯局.势：

(a》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 

秘书长致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S / 1  1 3 3 4 )
(b)，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 

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 （S / 1 1 3 3 5 )
(C) •—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 

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致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 / 1 1 3 4 8 )

-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九曰 

‘九七四年七月三十一曰



(d)

第一 -b八九次会议 

第一七九0 次会议

(e)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八 

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常慕联合国代理 

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 信 （S / 1 1 3 8 9 )

一九七四年七月三十日 

秘书长致安全理亭会主 

席的信【V 1 1 3 9 8 )
同上

接纳新会员国： -
几内亚一比绍共和国申请加 

入联合国为会员国（S / 1 1 3 9 3 )

‘九七四年八月一日 

，九七四年八月八日

第一七九一次会议  接纳新会员国： ‘九七四年八月十二曰

( a ) 几内亚一比绍共和国申 

请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 

( S / 1 1 3 9 3 )
(10) 接 纳 新 会 员 国 娶  

员会会关于几内亚一 

比绍共和国申请加入联 

合国为会员国的报告 

( S / 1 1 4 3 7 )
- 1U9 -



第一七九二次会议  塞浦路斯局势：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四曰

( a ) —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 

秘书长致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S / 1 1 3 3 4 )
03) —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曰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 

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廉的 

信 （S / 1 1 3 3 5 )

(C)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 

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致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 / 1 1 3 4 8 )
( ^ )—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八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理 

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S / 1 1 3 8 9 )
(e) - 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 

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 （S / 1 1 4 4 4 )

(f)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 

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致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 / 1 1 4 4 5 )



第一七九三次会议 

第一七九四次会议 

第— b九五次会议

同上

同上

塞浦路斯局势：

(a)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 

秘书长致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S / 1 1 3 3 4 )  
(幼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 

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 （S / 1 1 3 3 5 )
(C)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 

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致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 / 1 1 3 4 8 )
(d) - 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八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理 

代表致安全理，会主席 

的信（S / 1 1 3 8 9 )
(e)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 

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 （S / 1 1 4 4 4 )
(f)' 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曰 

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致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 / 1 1 4 4 5 》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曰 

一九七四年八月千六曰 

一九七四年八月三十曰



(g ) -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七

第一七九六次会议

H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 

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S / 1 1 4 7 1 )
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a)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曰 

大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S / 1 1 5 2 5  )
(功一九七四年十月九曰突 

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 / 1 1 5 3 2 )

一九七四年千月十八日

第一七九七次会议 

第一七九八次会议 

第一七九九次会议

同上

同上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紧急 

部队的报告( S / 1 1 5 3 6 )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千一日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第一八0 0 次会议 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a)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 

大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S / 1 1 5 2 5 )
03) —九七四年十月九日突 

• 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 / 1 1 5 3 2 )



第一八0 —次会议

第一八0 二次会议

第一八0 三次会议

第一八0 四次会议

第一八0 五次会议 

( 非公开）

第一八0 六次会议

第一八0 七次会议 

第一八0 八次会议 

第一八0 九次会议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审议安全理事会提送大会的 

报告书

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a) 一九七四年十月九曰 

大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S /1 1 5 3 5 )
(b) 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日 

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 / 1 1 5 3 2 )
同上

同上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服离 

接触观察员部队的报告 

( S / 1 1 5 6 3 )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千五日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一九七©年十月二千九日

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日 

一九七因年十月三十日 

一九七四年十一日二十九日



第一八一0 次会议

第一八一一次会议

第一八一二次会议 

第一•八一三次会议

第一八一四次会议 

第一八一五次会议 

第一八一六次会议 

第一八一-b次会议 

第一八一八次会议 

第一八一九次会议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 

路斯行动的报告 

( s /1 1 5 6 8 )
纳米比亚局势：

—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 

日上沃尔特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 信 （S/11  575 )
同上

塞浦路斯局势：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七日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 

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 （S /1 1 6 2 5 )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九七Ef年千二月千三日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一九七四年十二日十七H 
—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千一日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七曰 

一九七五年三月四日 

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



第一八二0 次会议 

第一八二一次会议

第一八二二次会议

第一八二三次会议 

第一八二四次会议 

第一■八二五次会议 

第一八二六次会议 

第一八二七次会议 

第一八二八次会议 

第一八二九次会议 

第一八三0 次会议

同上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紧急 

部队的报告(S /1 1 6 7 0 )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 

接触观察员部队的报告 

(S /1 1 6 9 4 )
纳米比1亚局势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 

路斯行动的报告 

(S /1 1 7 1 7 )

一九七五年三月千二曰 

一九七五年四月千七日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千八日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日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日 

一九七五年六月四日 

一九七五年六月五日 

一九七五年六月五曰 

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三日



五 .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期间 

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

决议号数 通过日期 标 题

3 5 3 ( 1 9 7 4 )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格林纳 

达 ）

3 5 3 ( 1 9 7 4 , )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 塞浦路斯局势

3 5 4 ( 1 9 7 4 )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塞浦路斯局势

3 5 5 ( 1 9 7 4 ) 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 塞浦路斯局势

3 5 6 ( 1 9 7 4 )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二日 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几内亚

\ 比绍共和国）

3 5 7 ( 1 9 7 4 ) 一九七四年八月千四日 塞浦路斯局势

3 5 8 ( 1 9 7 4 )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曰 塞浦路斯局势

3 5 9 ( 1 9 7 4 )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曰 塞浦路斯局势

3 6 0 ( 1 9 7 4 ) —九七四年八月十六日 塞浦路斯局势

361  ( 1 9 7 é ) 一九七四年八月三十日 塞浦路斯局势

3 6 2 ( 1 9 7 4 )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中 东 局 势 '

36 3  ( 1 9 7 4 )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中东局势

3 6 4 ( 1 9 7 4 )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塞浦路斯局势

3 6 5 ( 1 9 7 4 ) —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塞浦路斯局势

3 6 6 ( 1 9 7 4 ) 一九七四年千二月千七曰 纳米比亚局势

3 6 7 ( 1 9 7 5 )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二日 塞浦路斯局势

3 6 8 ( 1 9 7 5 )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 中东局势

3 6 9 ( 1 9 7 5 )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中东局势

3 7 0 ( 1 9 7 5 )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三日 塞浦路斯局势



六.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期间 

安全理事会各附属机构的会议

1. 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

会议

第四千五次会议 

第四十六次会议

曰期

‘九七四年六月十九日 

-九七四年八月十二日

2 . 安全理事会依照关于南罗得西亚问题的第2 5 3 (1 9 6 8  )号决议所设立的委员.

会议 」 曰期

第二0 0 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日

第二0 —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千七曰

第二0 二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日

第二0 三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八月七曰

第二0 四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第二0 五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第二0 六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九月四曰

第二0 七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二日

第二0 八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九H
第二0 九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六曰

第二一0 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日

第二一一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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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曰期

第二一二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曰

第二一三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曰

第二一四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第二一五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二一六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曰

第二一七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四曰

第二一八次会议 —九七四年十二月千日

第二一九次会议 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二二0 次会议 —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九曰

第二二一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二二二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二二三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二二四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第二二五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第二二六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二二七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二二八次会议 —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

第二二九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三日

第二三0 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

第二三一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二三二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日

第二三三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

第二三四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四曰



第二三五次会议 

第二三六次会议 

第二三七次会议 

第二三八次会议 

第二三九次会议 

第二四0 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月三十日 

一九七五年五月八日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五日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曰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二日



七 . 军事参谋团代表、主席和主任秘书

代 表

( 一九七K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

中国代表团

林放先生，陆军代表兼代表团团长 

张武堂先生，空军代表 

杨明良先生，海军代表 

籍书让先生，代表团团长助理

—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H至现在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法国代表团

格拉塞陆军少将 

埃斯皮厄空军上校 

肖兰空军中校 

索瓦热海军中校 

埃尔韦陆军中校 

库尔泰陆军中校 

克雷斯潘陆军中校

一九七四年六月千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一日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一日至现在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九七四年六月千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四年六月千六日至现在 

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苏联代表因 '
托夫马少将 

林克维奇上校 

契尔尼舍夫中校 

科瓦尔少校

—九七四年六月千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0 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至现在 

—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léO



联合王国代表团

伊斯顿海军中将 —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贝尔戴维斯海军少将 一九七四年六月千六日至现在

伍養陆军准将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

沃森陆军准将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H至现在

哈比森空军准将 一九七四年六月千六日至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

豪利特空军准将 - 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至现在 .
杭利空军上校 —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沃森海军上校 一九七四年六月千六日至十月二十五曰

戈德塞尔海军上校 - 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至现在

贝利陆军上校 —九七 ©年六月千六日至现在

理查兹海军陆战队上校 一九七四年六月千六日至九月

莫特拉姆海军陆战队上校 —九七四年九月至现在

安斯蒂空军少校 一九七四年六月千六日至现在

美国代表团

考尔斯陆军中将 —九七四年六月千六日至现在

穆勒海军中将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克劳空军中将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

博斯韦尔空军中将 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至现在

谢里登空军上校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

加拉格尔空军上校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H至现在

凉斯陆军上校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海兰森海军中校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五年三月七日



B. 会议主席和主任秘书 

(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曰）

会 议 曰 期 主席和主任秘书 代表团

第七五七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理查盤海军陆战队上校 

贝利陆军上校

联合王国

第七五八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一曰 穆勒海军中将 

谢里登空军上校

美国

第七五九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千五日 穆勒海军中将 

梅兰森海军中校

美国

第七六0 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八月八日 张武堂先生，空军代表 

籍书让先生，代表团 

团长助理

中国

第七六一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张武堂先生，空军代表 

籍书让先生，代表团 

团长助理

中国

第七六二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九月五日 索瓦热海军中校 法国

第七六三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九日 肖兰空军中校 法国

第七六四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月三日 林克维奇上校 

科瓦尔少校

苏联

第七六五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 林克维奇上校 

科瓦尔少校

苏联

第七六六次会议 —九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曰 托夫马少将 

科瓦尔少校

苏联

第七六七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千四日 伍益陆军准将 

戈德塞尔海军上校

联合王国



会 议 曰 期 主席和主任秘书 代表团

第七六八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千七日 贝尔戴维斯海军少将 

贝利陆军上校

联合王国

第七六九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琼斯陆军上校 

槐兰森海军中校

美国

第七七0 次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千三日 穆勒海军中将 

谢里登空军上校

美国

第七七一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 林放先生，陆军代表兼 

代表团团长 

籍书让先生，代表团 

团长助理

中国

第七七二次会议 - •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林放先生、,陆军代表兼 

代表团团长 

籍书让先生，代表团 

团长助理

中国

第七七三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二月六日 格拉塞陆军少将 法国

第七七四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 埃尔韦陆军中校 法国

第七七五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三月六日 托夫马少将 

科瓦尔少校

苏联

第七七六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 林克维奇上校 

科瓦尔少校

苏联

第七七七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日 杭利空军上校 

安斯蒂空军少校

联合王国

第七七八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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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利特空军准将 

莫特拉姆海军陆战队 

上校

联合王国



第七七九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 谢里登空军上校 美国

第七八0 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五日 谢里登空军上校 美国

第七八一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曰 博斯韦尔空军中将 美国

凉斯陆军上校

第七八二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六月千二日 杨明良先生，海军代表 中国



八、安全理事会所处理的事项清单

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十一条，每一历年年初，编印安全理事会所处 

理的全部项目清单 . 一九七匹年一月五日发表的清单载于S /1 1 1 8 5 号文件，-  
九七五年一月七日发表的清单载于S / l  15 9 3 号文件，

A . 截至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为止，安全理事会所处理的事项清单如下：

伊朗问题

很据宪章第四十三条的特別协定和组织武装部队供安全理事会使用 

安全理事会议事规则

军事参谋团的规程和议事规则

全面管制和裁减军备，以及关于联合国武装部队的情报

任命的里雅斯特自由领土总督

埃及问题

安全理事会表决程序

依照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就太平浮岛1% 战略性托管领土 

提出的报告 

接纳新会员国.
巴勒斯坦间题

印度—— 巴基斯坦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的里雅斯特自由领土问题



1 5 . 海德拉巴问题 、

16 .  —九四八年九月二千九日法兰西共和国、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给 

秘书长的同文通知

17. 原子能的国际管制

1 8 . 台湾（福摩廣 )遭受武装侵犯的控诉

1 9 . 中国领土遭受空军轰炸的控诉

2 0 . 控诉伊朗政府不遵守国际法院对英国—— 伊朗石油公司案件所指示的臉时 

办法

21. 呼吁各国加入并批准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一九二五年日内瓦议定书的问题

22. 请求调查指控的细窗战的问题

23.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泰国驻联合国代理代表给安全理事♦主席的信

24. —九五四年六月千九日危地马拉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

26. 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2 6. —九五五年一月二千八日新西兰代表就中国大陆近岸若干岛峰地区敌对行 

为问题，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日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代表就美利坚合众国在中国台湾地区和其他岛楊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进行侵略行力的问题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2 7 . 埃及政府以片面行动_^结束一八八八年苏伊士运河公约所确认并完成的国 

际管理苏伊士运河制度所造成的局势

28. 一些国家，特别是法国和联合王国，对埃及采取的行动，此项行动危及国 

际和平及安全，而且严重逢反联合国宪章

2 9 . 甸牙利局势



34.

35.

30. 埃及政府对阿尔及利亚叛军所给予的军事捷助

31. 一九五六年千月三千日埃及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32. 一九五八年二月千三日突龙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就"突尼斯对法国于一九五 

八年二月八日在萨基埃迪—— 西迪—— 优素福对其所作侵略行为的控诉，，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33.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法国常驻代表就" 由于突尼斯对叛军提供援助，使 

他们能从突尼斯领土出动，破坏法国领土完整和法国国民人身和财产安全

所造成的局势 "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千日苏丹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另、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 的 信 中 提 出 的 控 诉 ，标题是： " 制止美国军用飞机携带原子弹和 

營弹向苏联这境飞行的紧急措施"
36.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千九日突尼斯代表就"突尼斯对一九五八年五月千九日 

以来法国在突尼斯领土和阿尔及利亚驻防的军队对其所作武装侵略行为的 

控诉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3 7. —九五八年五月二千九日法国代表就( a ) " —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法国对 

突尼斯的控诉" （参看上文项目83 ) ; ( b ) " 突Æ斯破坏自一九五八年 

二月以来所订立的法国军队在突尼斯领土的某些地点驻防的暂行办法所引 

起的局势 "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38. 秘书长就老继常驻代表团一九五九年九月四日照会转递的老封王国政府外 

交部长来信提出的报告 

3 9. 一九六0 年三月二千五日阿富汗、细甸、束捕寨、锡兰、埃塞俄比亚、马 

来亚联邦、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H本、约 

旦、老封、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摩洛哥、尼泊尔，巴基斯坦、菲 

律宾、沙特阿掠伯、苏丹、泰国、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 

也门等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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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一九六O 年五月十八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电报，

4L  一九六0 年五月二十三日阿根廷、锡兰、厄瓜多尔和突尼斯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4 2 .  一九六0 年七月十三日联合国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43. 一九六0 年七月十一日古巴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鹿的信

44. 一九六0 年千二月三千一日古巴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45.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千日利比里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46.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千六日阿富汗、细句、束捕寨、容麦隆、中非共和国、 

每兰、^ 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塞浦路斯、 

达荷美、埃塞俄比亚、马来亚联邦、加蓬、加纳、几 亚 、印度、印度尼 

西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 日本、约旦、老秘、黎巴嫩、利比里亚， 

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 

律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索马里、苏丹、多奇.、突尼斯、阿拉伯联 

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也门和南斯拉夫等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47. 科威特对伊拉克威胁科威特领土独立所造成的势将危及国际和平及安全的 

维持的局势所提出的控诉。 伊拉克共和国政府对联合王国武装威助'其独 

立和安全所造成的势将危及国际和平及安全的维持的局势所提出的控诉

48.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日突尼斯共和国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会主席的电报。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千日突Æ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4 9. 一九六一年千一月二千一日古巴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50. 一九六二年千月二十二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一九六二年千月二十二日古巴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一九六二 

年十月二十三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割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51. 塞内加尔的担诉

52. 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海地共和国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

5 3 . 秘书长就有关也门的发展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

54. 关于荀管领土局势的问题

5 5 . 南非共和国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南非种族冲突问题 

56. 关于南罗得面巫局势的问题

5  7. 一九六四年一月千曰巴拿马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U

5 8 .  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也门副常驻代表兼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59. 关于束捕寨的领土及平民遭受侵略的控诉

§0. —九六四年八月四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61- 一九六四年九月三日马来西亚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62. - 九六四年九月五日希腊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及一九六四年 

九月八日希腊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鹿的信

63. 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土耳其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64. 一九六四年千二月一日下列国家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阿富汗、 

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束捕寨、中非共和国、剛 果 （布拉柴维尔）、达 

特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 

里、毛里塔尼巫、索马里、苏丹、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及赞比亚

65. 一九六四年千二月九日剛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66. —九六五年五月一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

6 7.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68. —九六六年八月二日联合王国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6 9 . 剛果民主共和国.的控诉

70. 中东局势

71. 纳米比亚局势

72.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73.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海地临时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7 4 .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颤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7 5 .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千一日加拿大、丹麦、法国、巴拉圭、大不列颤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76. \赞比亚的控诉

7 7 . —九六九年八月十八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7 8 . 几内亚的控诉

7 9 . 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八条第二J页规定，召开安全理事会定期会议的问

题

80- 劫持商用飞机事件日益增多所造成的局势

8 1 . 印 度  巴基斯坦次大陆的局势

82. 一九七一年千二月三日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也 

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8 S . 非洲统一组织所提安理会在某一非洲国家首都举行会议的请求〔大会第 

2 8 6 3  (XXVI)号 决 议 执 行 部 分 第 2 段 ）.



84. 审议安全理事会目前处理的与非洲有关的各项问题并实施其有关决 

议

8 5 . 审议依照宪章的规定和原则，维持并加强拉丁美洲国际和平及安全的

措施

86. 古巴的控诉

8 7. 召开拟议中中东和平会议的安徘

8 8 . 伊拉克关于该国与伊朗迫境上所发生事件的控诉

8 9. 塞浦路斯局势

9 0. 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B . 在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期间，安全理事会所处 

理的事项清单中增列了项目8 9 和 9 0 如上，并作了下列其他更动：

( a ) 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一八一0 次会议上，审议了 "塞 

浦路斯局势 " 的项目之后，按照主席的建议决定将标题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的先前项目从清单中易I]除，

(b) 由于荀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千九日给秘书长的一封 

信中所提的要求，秘书长于征得安全理事会同意后，从清单中易除了标题为"一九六 

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葡萄牙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的项目，

( C ) 由于巴林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其一九七匹年十二月二十日给秘书长約一封信 

中所提的要求，秘书长于征得安理会同意后，从清单中 |!)除了标题为"巴林问题"的 

项目，



U** ^  • jJUJl .U jI  JJ^J t_r* #-A»«iJl i^Vl (_^
• j '  ^ - ^ j t - j i f  ^  — ， r~ * * ' " * ' ^ 1  r * " ^ ' : i j *  v - ^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S：的联合国销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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