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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大会 1 9 8 2 年 1 2 月 1 3 日第3 7 / 9 6 号决议表示注意到印度洋特设委 

员会的报告 ' 和委员会内的意见交换之后，对于特设委员会未能就印度洋会议于

1 9 8 3 年期间召开的确切日期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表示遗憾，并注意到会议有必 

要于 1 9 8 4 年上半年召开的意见；强调其于科伦被召开印度洋会议的决定是执行 

1 9 7 1 年所通过《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一小必要步嫌；又强调，被据该 

颂决定，并考虑到印度洋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气氛，决定请特设委员会继缓努力以便 

使各方对有关召开会议的各项未解决问题的意见作出必要的协调；请特别委员会继 

续促便各方对有关问题的意见- 包括决议第4 段内所述意见、 作 出 必 要 协 调 ，

并竭尽全力完成必 要 的 会 议 ，筹备工作，包括考虑不迟于1 9 8 4 年上半年召开 

会议；延长各项有关决议中所规定的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期暇；请特设委员会于1983 

年再召开三届会议，每届会议为期两星期游视需要考虑可能召开第四届会议；请特设 

委员会主席继续就非委员会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参与委员会工作事宜继续进行嗟商， 

以使此一事项尽早解决；并请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关于该决议执 

行情况的详尽报告，

2 . 特设要员会按照第3 7 / 9  6 号决议的规定，于 1 月 3 1 日至2 月 9 日

( A/AC . 159 /S R  . 19 9 -2 0 9  ), 4 月 1 1 日至 2 2 日 （A/AC . 1 5 9X S R .2 0 1 -

2 1 9 ) 和 7 月 1 2 曰至2 2 日 （A /A C .1 5 9 /S R .2 2 0 — 2 2 8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举行了三届会议并于1 1 月 1 5 日和3 0 日冉举行二次会议（A/AG. 159/SR.

229 - 2 3 0 ) , 在 1 9 8 3年内，特设委员会举行了 3 2 次正式会议及若干次非正 

式会议•
3 ,在大会主岸于1 9 8 3 年 5 月 1 1 日任命阿拉伯联合首长国为特设委员会 

成 员 （A / 3 7 / ^ l l ) 之后，特设委员会由以下4 7 小成员国组成：

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



保加利亚

加寧大

中国

民主也门

吉布提

埃及

埃塞俄比亚 

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希腊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意大利 

曰本 

肯尼亚 

利比里亚 

马达加斯加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毛里求斯 

莫桑比克 

荷兰



挪威

阿曼

巴基斯坦 

巴拿马 

波兰 

' 罗马尼亚 

塞舌尔 

新加坡 

索马里 

斯里兰卡 

苏丹 

泰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也门

南斯拉夫 

赞比亚

根据第3 4 X 8  0 B号决议第2 段的规定，瑞典继续以观察员身分出席特设委员会

的会议。

4 ，特设委员会选出的主席团成员如下：



主席 : 伊格内修斯 . 本尼迪克特，方塞卡先生（斯里兰卡）；

副主席：苏 珊 ，傅伊德女士（澳大利亚）；

伊扎尔 . 易卜拉欣先生（印度尼西亚）；

西格弗里德 . 卡恩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Î

丹尼尔 . 阿萨 . 恩汉圭兰瓜纳先生（莫桑比克）和他的前任若泽. 卡 

洛斯 . 洛博先生（莫桑比克）；

报告员 : 安德欣 •塔安德罗先生（马达加斯加 ) 和他的前任字利.拉苏隆德赖 

贝先生（马达加斯加 ) .

二.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A. 特设委员会的议程

5 . 以下的1 9 8 3 年议程（AXAC. 159/1* 5 2 ) , 是特设委员会于1983 

年 2 月 4 B第 2 0 3 次会议上通过的：

1 . 会议开茶 .

2 . 通过议程，

3 . 工作安排.

4 . 大会第3 7 / 9 6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 a ) 依照第3 7 / 9 6 号决议第3 、第 4 和第5 段，就与印度浮会议有关的 

实质性间题和组织问题进行工作，包括对 1 9 8 4 年会议日期的审议 ;

( b ) 特设委员会提交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报告，

5 . 其 他 料 .



6 . 在同次会议上，主席宣布 , 依照委贞会所达成的一项读，，应将以下声明 

视为议程的一个經成部分：

" 特设委员会在进行了一般的意见交换之后，将酌情举行正式和非正式会 

议，以便为印度浮会议做好必要的实质性和级织性筹备工作. ，先审议 

. 的将是有关和平区的各项实质性问题，其中将考虑到A / 3  5 / 2  9 号 

文件第2 1 段所述的关于各项问题的非正式清单内所列的各个方面，然 

后才审议各项组织问题；将以充分的时间来专门讨论实质性问题，但不 

因此而访碍对组织问题进行充分的工作。 特设委员会将按照其正常工 

作方法审议各成员国向它提出的所有文件。 "

B. 召开印度洋会议的筹备工作

7 . 在 2 月 4 日至9 日的7 次正式会议（第 2 0 3 次至2 0 9 次会议）以及一 

些非正式会议期间，委员会根据上述谅解就议程项交换了意见 .

8 . 在 2 月 4 日委员会第2 0 3 次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介绍了一份 

题为 " 1 9 8 3 年 1 月 4 日和5 日在布拉格举行的政治协商委貴会会议通过的华沙 

条约缔约国政治宣言捕录 " 的文作（A/AC. 159XJ. 50 ) 。

9 . 在 2 月 7 日第2 0 4 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圓联盟介绍了一份义 

件，其题目为"参加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苏联代表困a 长、苏共中夹政治 

局委贞、苏联外交部部长萬罗米柯光生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七庙会议上的发言捕要" 
( A /A C . 169/J； 51 ) .

1 0 . 在 2 月 8 日第2 0 6 次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以其本国和保加 

利亚代表® 的名义，介绍了一份题为"关于印度洋会议第二阶段结构的构想 "

( A/AC. 159/Ii  4 3 号工作义件的解释性备忘录）的力牛̂（A/AC。159/14 53) ,



1 1 . 在 4 月 1 3 日第2 1 1次会议上，埃及代录介绍了一份题为" 指导印度洋 

特设委员会会务和工作的保证准则 " 的工作义件（A/AC. 159/Ii  54 ) 。

1 2 . 在 4 月 1 4 至 2 2 日的8 次正式会议（第 2 1 2 至 2 1 9 次会议）以及一 

些非正式会议期间，委员会继续就项目4 (a)交换意见。 对此，委员会# 定以A//

3 5 / 2  9 号文件第2 1段所列的题目为基袖举行讨论，规定各代表固可个别或集 

体地讨论这些题目。

1 3 . 在 4 月 2 0 日第2 1 7 次会议上，特设委员会决定请秘书处編写一份新文 

件，列出各成员国对A / 3  5 / 2  9 号文件第2 1 段所载的非正式题目清单的意见， 

这些意见系提交秘书处，作为对特设委员会主席狂求意见的信件的答复。 在这方 

面，秘书处将把书面意见按适当的标题进行分类。后来在4 月 2 9 日，特设委员会 

主席向委贞会成员发了一•封信，要求它们就上述的各个有关方面提出意见。 各成 

员国的意见已载于一份题为"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成员国对其提交大会第三十五届会 

议的报告第2 1 段所述的非正式题目清单所表示的意见" 的背景文件（A/AG. 1 5 9 /

55 和 Add* 1—5 ) 。

1 4 . 在 4 月 2 2 日第2 1 9 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要求秘书处编写一份最新的 

背景:t 件，题目为 " 与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有关的决议、宣言和最后公报"。 

( A/AC 159/J , 17 ) 。 委员会同意秘书处在编写这份最新文件时，应遵照过 

去编写A/AC。1 5 9 / 1 7 号义件时所采用的相同准则。 委员会决定请主席继续根

据委员会对这一事项的决定就文件的最后内容进行协两。

1 5 . 在 7 月 1 2 日至2 2 日的9 次正式会议（第 2 2 0 次至2 2 8 次会议）以

及一些非正式会议期间，委员会继续就项目4 ( a ) 交换了意见。

1 6 . 许多代表团认为，印度洋地区政治和安全气氛的继续恶化，表明急需早日 

召开会议，而早日建立1 9 7 1 年 1 2 月 1 6 日第2832 (XXVI  )号决议所称的和 

平区，除别的以外，将有助于加强区内各国的安全以及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 但



秀有一些代表团则认为，在对其糸一•些问题的意见能得到必要的协调之前、在对和 

平区的范II和性质以及会议将如何促进和平区的建立等问题达成进一■步的协议以前， 

确定会议日期仍言之过早，而且该区城现有的政治和安全气氛可能还会翁，任何这 

类会议取得成功。
- . . . . . .

1 7 . 在 7 月 1 5 日第2 2 4 次会议上，斯里兰卡代表因代表其政府通知特设委 

员会：斯里兰卡政府愿意担任于1 9 8 4 年 6 月 4 日至2 2 日在科伦被举行的印度 

洋会议的东道国。 -

1 8 . 在 7 月 2 2 日第2 2  8 次会议上，澳大利亚代表团代表自己和美利坚合众 

国代表团介绍了一份题为 " 美澳新伙伴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利坚合众国于

1 9 8 3 年 7 月 1 9 日在半盛顿达成的美澳新理事会公报 " 的工作文件（A /A C . 

159/Ii  58 ) 。

G。请求参加特设委员会工作的新申请

19。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在1 9 8 2 年 1 2 月8 日的信中申请成为印度洋特设委 

员会的成员。 在 4 月 2 2 日第2 1 9 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向大会主席建议报据 

大会第3 4 / 8  0 B号决议的规定，指派阿拉伯联合首长国为委贞会成负。 其后 , 

大会主席在1 9 8 3 年 5 月 1 1 日的信中通知秘书长，他已根据上述建议，指旅阿 

拉伯联合首长国为委员会新成员（A / 3  7 / 8  1 1 ) 。

20。 特设委贞会在过去一年内收到下列国家请求参加委员会工作的甲请：捷克 

斯洛伐克、民主東捕寨、匈牙利、蒙古和越南。 因时间关系，委贞会目前还不能 

就这些申请达成一致S 见，因此，根据第3 7 X 9  6 号决议第8 段的规定，委员会 

将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协商。



D. 介绍和通过特设委员会提交 

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报告

21。 委员会报告员安德烈。塔欣德罗先生（马达加斯加）在 7 月 1 9 日第225 

次会议上介绍了委员会的报食草稿（A/AC. 159X1* 56 ),委员会已开始进行非正 

式会议，审议其报告草稿。

2 a 在同次会议上，斯里兰卡代表代表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不结盟成贞国介绍 

了一项决议草案（A//AC. 159/It  5 7 ) .

23. 7 月2 6 日，婆员会开始作为一小起章小组举行非正式会议，审议其提交 

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建议 .

2 4 . 在 1 9 S 3年 1 1月3 0 日第2 3 0 次会议上，委g 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 

过 A/AC. 159/4 56/Rev. 1号文件所载并经D头订正后的委ê 会提交大会的报 

告的第一斤第二郁分， 并建议通过第三郁分所载、经口头订正后的下列决议韋案，

三、建 议

2 5 .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章案：

《宣布印度洋力命平区宣言》的执行情况

大会，

回顾其1 9 7 1车 1 2 月 1 6 日第2832( XXVI)号决议所载的《宣布印度洋 

为^^平区宣言》，并回顾其1 9 7 2 东 1 2 月 1 5 日貧2Q92(XXVII)号， 1 9 

7 3 岛 1 2 月 6 日笛 30«0(XXVIII)号、 1 9 7 4 车 1 2 月 9 日笛 3259A( XXIX ) 

号、 1 9 7 5 年 1 2 月 1 1 日第346S(XXX)号、 1 9 7 6车 1 2 月 1 4 日第31/

号、 1 9 7 7年 1 2 月 1 2 日第32/86号、 1 9 7 8车 6 月3 0 日第S — 10/



2 号、 1 9 7 8 车 1 2 月 1 4 日第3 3 / 6 8 号， 1 9 7 9 车 1 2 月 1 1 日第3 4 /8 0  

A号糸JB号、 1 Q S 0 东 1 2 月 1 2 日第3 5 /1 5 0号、 1 0 8 1 车 1 2 月 0 日 第  

3 6 / 9 0 号如 l f t S 2 东 1 2 月 1 3 日第3 7 / 9 6 号决议以及其他有关决议，

进一步回顾印度洋'沿岸国恥内陆国会议的报告 , Z

重甲其信念 , 即为实现《宜布印度洋为命平区宣言》各项目标而采取具体行动 

将大大地有助子加强国际如平与安全，

回顾其第三十四届会议在笛3 4 / 8 0 5 号决议中关于1 g 8 1 车在科伦被召开印 

度洋会议的决定，

又回顾其在考虑到印度洋地区的政治命安全气氣以及在协调意见方面所取得的 

进展后作出的决定，即尽力按照其正常工作方法完成会议的所有，备工作，包括确， 

定召开会议的日期愈会期，

还回顾其笛三十七届会议在翁3 7 / 9 6 号决议中关于考虑最迟在1 9 « 4 东上 

半东召开会议的决定，

回顾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在1 g « 3 车内所进行的交换意见工作，

注意到各方就该地区不利的政治命安全气氛交换了意见.

又注意到婆员会收到的各项文件，

深信由于大国为了对抗而在印度洋持续其军》存在,从而追切需要采取实际步 

骤，以期早0 达成《宣布印度洋为细平区宣言》的目标，

^ 由 于 该 地 区 连 反 《宣布印度洋为命平区宣言》的自标及《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加原则的所有其他的外国军，存在已更加迫切地需要采取实赌步凝，以期 

早日达成《宣言》的自标，



并认为在印度洋建立射平区需要沿岸国射内陆国，安全理，会暴任理，国加主 

要海事使用国的积极参加与充分合作，以确保和平与安全条件建立在《宪章》的宗 

旨如原则以及国际法的普遍原则的基础上，

又认为建立平区需要区域内各国的合作与协议 , 以确保《宣布印度洋为命平 

区宜言》所设想的该地区内的斤平与安全条件，以及对沿岸国射内陆国的独立，主 

权与领土完盤的尊重，

吁请各方表现其为达成《宣布印度洋为制平区宣言》的目标所必需的政治意愿 

重新作出真诚的建设性努力，

^ 该地区严重险恶的喜态发展所引起的危险及由此而引致的衡平、安全与稳定 

的急剧恶化，特别是对沿岸国加内陆国以及国脉细平与安全的严重影响深感关切,
深信印度洋地区的政治淑安全气氛的继续恶化,是与紫急召开会议的问题有关 

的 一 ^要 考 虑 , 又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细可增进会议成功的前景。

1 . 注意到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3 斤在委员会内的意见交换；

2 .  1  特设委员会来能就在1 9 8 4 车举行印度洋会议的日期细会期达成协商 

一致意见，表示遗憾；

3 . 强调其在科伦坡举行会议的决定 , 是执行 1 9 7 1 岛通过的《宣布印度洋 

为如平区宣言》的一小必要步骤；

4 . 注意到特设婆员会在1 9 8 3 岛的工作Î

5 . 请特设番员会在1 0 4 车作出决定性努力，考虑到该地区的政治卸安全 

气氛，完Ï 印度洋会议的筹备工作， 期使会议能够在1 9 8 5 东上半Æ在科伦坡 

召开，但有一项谅解，即这类筹备工作应包括组织，项，其中包括会议的临时议程， 

议，规则、文件恥考虑为最终可以导致维持印度洋为射平区的国际协议作出安排，

以及实质性问题；



6 . 同时^特设婆员会在 1 9 S 4 车作出决定性努力，为其余的有关问题进行 

必要的意见协调；

7 . 延长各项有关决议中所规定的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期暇,并请特设番员会加 

紧执行其任务；

8 .  ÿ 特设委员会在1 9 8 4 年再举行三届会议，每届为期二周，并可能视情 

况需要再举行一届会议；

9 .  ^特设番员会主席就非婆员会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参与委员会工作一事继 

续进行邊商，以期使此一事项尽早得到解决。

10 . ÿ 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详尽报告。

11. 请秘书长继续向特设婆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包括提供筒要记录。

注

《★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笛2 9 号》（A / 3 7 / 2 Q ) 。 

《同上， 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4 5 号》（A/34/45細 。orr .  1 

《同上，禁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 9 号 （A / 3 7 / 2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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