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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项目7 2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1 9 8 5年4月2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一份有关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 

部长菲舍尔访问苏联的通讯。

请将上述通讯全文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7 2的一项正式文件散发为荷。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副外交部长 

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哈里•奥特（签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奥列格•亚•特罗扬诺夫斯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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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兼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 _

~~菲舍尔前往苏联访问—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1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菲舍尔应苏联澉 

府邀请于1 9 8 5年3月1 9日和2 0日前往苏联作了一次友好访问。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外交部I 

葛罗米柯同菲舍尔在友好气氛下举行了会谈，讨论了有关双边关系的事务和若干器 

急性国际问题。

双方对苏联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马克斯——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囯际主义.基 

础上的友好关系继续在一切领域有益地发展表示了深切满意。苏联与德意志民三 

共和国在建设共产主义的事务方面以及在国际事务方面疋在日益有效地进行合作。 

并且正成功地实行1 9 7 5年1 0月7日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

双方就苏联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目前正在筹备的两个重要会议——苏联共产党 

第二十七届大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届大会以及就筹备战胜德国法西斯主义- 

将德意志人民从纳粹暴政下解放四十周年纪念，互相交换了消息。

双方表示信念，苏联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囯之间的友谊和合作源自于苏联共产嘵 

与德国统一社会党之间破坏不了的同盟，所以必将为两国人民的福利以及为和平与 

社会主义的利益继续深入发展。

双方重申，决心尽一切必要努力，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经济和国防力 

量，巩固大家庭的国际地位。苏联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用一切方法来加强华妙、 

公约组织。

该组织在过去3 0年来成功地履行了可信赖地保护社会主义果实和友好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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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囯家的安全的历史性任务，对在国际关系上保卫和平与安全作出了难以估价的贡 

献。

1 9 8 5年3月1 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公约囯家高峰会议是进一步改进各 

友好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合作以及协调国际事务行动的重大步骤。

双方强调，鉴于美国及其一些北约盟国中若干方面的行动所引起的当前国际紧 

张情况，所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一致尤其重要起良这些方面欲图取得军事 

也势和依靠实力政策的作法已造成世界局势的不稳，加重了核对抗。

华盛顿所宣布的将外层空间军事化的计划严重危害到世界人类。实行这一侵 

略性计划不可避免地将会导致在每一领域出现不能控制的军备竞赛，使限制尤其是 

减少进攻性战略武器变为不可能，并将剧烈地增加核战争的威胁。

对于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和一切国家（无论其大小）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任 

务就是避免这种毁灭性的事态发展.并防止外层空间被化为侵略的跳板。对此.双 

方都强调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通过的关于防止在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决议的重要性。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和其他一些国家政府表现愿意参加美国研制讲攻性空间 

武器的所谓“研究工作”，直接违背了上一联合国决议•双方对此表示关注。这些 

国家既然这样做.就为这类行动的后果承担了重大的责任。

双方一致认为.已在日内瓦开始的苏联和美国之间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谈 

判能够为加强战略稳定和减少战争威胁开拓前景《>葛罗米柯代表苏联领导人重申：

苏联真诚准备为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旨在避免外层空间和终止地球上的军备竞赛的 

协定尽到自己的力量。谈判成功的一项基本条件是必须全面地并相互关联地考虑和 

处理以空间为基地的武器和核武器，并严格遵守平等和平等安全原则。

菲舍尔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宣布.完全支持苏联对待谈判的建设性态 

度。双方都强调能否达成互相都可以接受的协定.现在要看美国尽其应尽的工作。

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坚决反对研制越来越多的新武器系统.不论是以外层



A/UO/221

Chinese
Page 4

空间还是以地球为基地.并主张减少武器包括核武器的储存量，主张作为首项步繼. 

销毁相当数量的賭存武器。最终必须将核武器从地球上任何地方彻底销毁。

双方认为，目前的复杂和紧张的国际形势迫切需要各个尚未这样做的核国家按？ 

照苏联的榜样.采取以下紧急措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冻结核武筹；停止粧 

欧洲进一步部署中程导弹；完全中止核武器试验。

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立即萆拟一项禁止和涵 

除化学武器的公约。

双方将相当的注意力放在讨论欧洲事务上。双方指出.美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3 

国和若干其他此约国家部署第一次打击力量的导弹使得欧洲大陆的局势急剧恶化. 

给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压力，并为全欧进程的继续进行设立了障碍。

北约，主要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某些阶层的人士试图对欧洲大陆当前的政― 

治和领土现实提出疑问.这对欧洲的政治气氛造成了不良影响。苏联、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和所有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已坚决拒绝接受这种复主义的表现.并将继续这一 

样做。无论是盟国关于战后秩序的协定、各社会主义国家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缔订^ 

的条约、还是：赫尔辛基最后文件》•都规定和肯定了欧洲边境的不可侵犯性•街 

是保证欧洲安全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这方面，双方强调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的历史意义.四十年来.i文两 

协定一直是欧溯和世界和平的基础。世界各国人民已为这些至为重要的国际文书付■「 

出了昂贵的代价.对这些文书的任何违犯必将失败。

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坚信，欧洲人民能够在欧洲的土地上建立稳定与安全二， 

能够大幅度降低军事对立程度，并使欧洲的发展转向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建设十起 

的互利合作。《布拉格政治宣言》、莫斯科联合声明和经互会成员国高级别会议 

的各项文件所体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倡议为实现上述转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双方宣布决心继续为实现这些倡议而积极工作。双方表示愿意同真正关心明匕 

固欧洲和平的一切力量共同为此目标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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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斯德哥尔摩会议上的这方面情况交换意见时，双方指出，苏联、德;t志民 

主共和国和其他华沙条约国家提出的具体建议为就加强欧洲安全与信任的能够互相 

接受的政治、军事和技术措施达成协议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希望其 

他国家能以建设性的精神审查这些建议，包括苏联提出的题为“关于不使用武力和 

维持和平条约的基本条款”的建议。这将为斯德哥尔摩讲坛的工作创造出取得实 

质性进展的可能性。

关于在中欧彼此削减武装部队和军备的维也纳会谈也早该取得良好进展。双 

方希望参加会谈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1 9 8 5年2月1 4日提出的建议作出 

适当的反应，提出这一建议是为了使会议转向有成效的轨道，使会议能取得具体成 

果。

双方再次强调，必须严格遵守《西柏林四方协议》，这是维持欧洲安定的一个 

必不可少的因素。

在讨论有关世界其他区域的问题时，双方坚决谴责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 

对独立的国家和人民采取国家恐怖主义和单方面苛刻解决条件的政策。苏联和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赞成建立国际法律秩序，以使所有国家， 

不论大国和小国的人民都能够独立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要求美国立即彻底停止对中美洲和加勒比盆地一些国 

家的干预以及停止它对古巴和尼加拉瓜采取的侵略行为。双方认为必须进一步推 

动国际上的努力，包括“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以便促使在中美洲实现一小公正 

的政治解决方法。双方高度赞扬尼加拉瓜最近提出的类似的建设性倡议。：-

双方宣称，他们全力声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人民和政府为捍卫囯家独立和主权、 

为保卫革命成果而进行的斗争。双方谴责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部队对这个不结盟 

国家发动的不宣布的战争。

由于以色列仗着美国的军事和政治支持，奉行侵略政策，致使中东持续存在着



危险的紧张局势，双方对此表示关注。双方重申其立场：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途： 

径是召开有所有有关各方参加的国际会议，而不是分开单独的反阿拉伯人的交易。

该区域要实现稳定公正的和平，其基本条件只能是：以色列部队完全撤出所有被扭 

领的阿拉伯领土；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民族权利，包括建立€己独立国家的权 

利；以及尊重该区域所有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双方对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武装冲突加剧表示极为关切，这场冲突给两国人民 

带来灾难后果，并日益威胁到和平与国际安全。双方重申，必须立即停止军事行 

动，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有争执的问题。

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表示支持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匡 

和束埔寨人民共和国为确保东南亚的安全与稳定、为使该区域成为和平区而作出时 

种种努力。

双方在讨论了南部非洲局势后，表示声援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 

并表示支持南非人民反对声名狼藉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

会谈再次证明，双方对讨论的所有问题的观点都完全一致、双方一致希望加强苏 

联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双方决心尽一切努力维护和平和 

维持国际安全。

菲舍尔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政领导人邀请葛罗米柯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 

行正式访问。葛罗米柯感谢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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