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 合 国 Distr. 
GENERAL 

大 会 
k/kk/kkk/Add..2 
13 October 198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6 3 0i> 

全面彻底裁军 

国际武器转让 

秘书长的报告 

增 编 

目 彔 

二、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资料 

捷克斯洛伐克 

新西兰 

页 次 

2 

3 

89-2" 3 " 



A/kk/kkk/Aià.2 
Chinese 
Page 2 

捷克斯洛伐克 

〔原件：英文〕 

( 1 9 8 9 年 9 月 2 9曰〕 

1.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卫为人类一切价值至关重要，并考虑到 

核太空时代的种种现象，为保障和平，加强国际安全和扩大合作做出最大的努力。 

它建议一切军事-政治问题只能以和平方式、谈判和站在合理折衷的基础上加以觯 

决。以这个政策为主导，它接蓍就致力于落实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进行彻底裁军 

的谷个步骤，包括逐步在2 0 0 0年以前消除大规模破坏性武泰，并将常规军力和 

军备消灭到足够防卫的合理地步。 

2 . 基于这项新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楔式，捷克斯洛伐克认为武器的交易和供应 

并不能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甚至还经常导致冲突、危机并造成无以控锎的局 

势。 

3 . 捷克斯洛伐克主张联合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审议这个问题。与此同时, 

它也赞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结盟随时准备就这个事项进行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谈 

判并对其邀请其他国家参加谈判表示欢迎。 

4 . 根据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即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 

议的最后文仵，捷克斯洛伐克支持有关主要供应国和主要受锾国之间在联合国的主 

持下就限制常规车备的国际转化的各种问题进行协询的构想。但是，这应该计及 

所有国家必能保卫它们的安全，它们时民族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剝夺的权;f!j以及所有 

国冢必须按照《联合国宪聿》和关于备国依联合国宪輩建立友妤关系"^合作囯际法 

原则宣言（大会第2625(xxvi )号决议)来行便这项权;fih 

5 .捷克斯洛伐克随时准备考虑制定并提出联舍国常规军备交易和供应包括控 

锎武器转让在内的国际登记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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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捷克斯洛伐克支持在各国政府专家的协助下编制秘书长有关提高国际常规 

武器转让透明度的方法和途径的研究报告。 

新西兰 

〔原文：英文〕 

〔1 9 8 9 年 9 月 6 日 〕 

1. 新西兰政府深切关心核、常规和化学军备的高层次问题并认为所有各方面 

的军备控锎有助于推动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新西兰支持大会第4 3 / 7 5 I号决 

议，确认武器转让构成目前安全问题的一个重大因素，因此是所有各国和联合阖应 

加以严肃审议的课题。备国为了自卫而购置最低限度的武器本是合理的，但是以 

目前的情况而论，武器交易已有破坏这种标准之嫌，而且还助长了某些地区不安全 

的气氛，这是昭然若揭的事实。 

2 . 过度的武器转让是武器扩散，推动军备竟赛并造成战争危机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新西兰极关切地注意到日益求積的武器源源不断地向发生战筝的国家输供。 

几乎毫无例外，其结果总是扩大了破坏的规模，增加了隨之而起的恐怖情况。因 

为武器往往由那些在争端中具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和那些甚至有更大规模的武库可操 

纵的国冢来供应，所m冲突造成的危机相当严重。可"^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相比的 

常规系统的转让令人不安，特别是受援国如有能力制造这种武器的话。 

3 . 非法武器转让的规模难以估计，但是这种交易的结果无疑是有害的。非 

法的转让特别是在恐怖主义集团中增加了武器的扩散。消除这类活动的工作已经 

莸得了国际的优先地位。 

4 . 根据一些来源的估计，武器转让总值每年至少在3 0 0亿美元以上，可见 

问题的严重性。武器转让的负抠经常落在那些极需资源来进行发展的一些国冢身 

上。新西兰认为裁军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反过来也在战争和经济掠夺之间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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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关联。如果武器的购置只限于真正安全利益的范II内，那么许多国家的经 

济前景将是繁荣昌顿的。 

5.为了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政府或非政府实体的武器转让的问题应该与其经 

济和军事后果结合起来看待。新西兰认为武器的供应国和受援国应当确保在合法 

和尽贵的条仵下进行转让。各国应制定控制武器供求的透明度而有效的办法，这 

是刻不容缓的急务。 

6 .各国确实估计其安全的需求量是这项进程的重大因素。新西兰在制定其 

国防政策时，严格考虑到南大平洋区域的特殊情况。因此新西兰的武器购置是在 

维持其国家安全和厢行义务所需的最低度内，以国际标准来衡童，其购置量是低 

少的。 

7 . 第二个因素是谷国应制定控锎武器交易的办法。新西兰没有武器输出工 

业，但它认为有必要监督和控制"战輕 "物资的交易。新西兰的法律允许政府 

禁止或限制任何武器、爆炸物或军需品以及任何可以制造这些武器的货物的穑出或 

为了任1 5i战争的目的输出这些货物。这些货物如运到可能来锎造或提高战争危 

机的地区，则新西兰会加以特别留意。至于输入方lâ，新西兰政府准备发出证明， 

确保某些货物的终极/«途。新西兰的武器输出与输入都载于公开的数具上。 

8 . 新西兰进行的第三步疆是支持改进武器转让透明度的行动。这是一项重 

大的步骤，，—助于国际社会监督武器层次，从而促进国‧ ̂国之间的信任并减少不安 

全的情况。改进透明度的方式值得谨慎而详尽旳审议。举个例说，#一些其 

交易构成武器转让的货物需要进行界定，对于监督流通情况也有待制定有效而可行 

的办法。联合国是编订武器转让资料的理想场所，因此应考虑它所能发挥的作；^。 

9 .武器转让问题应彻底审査，控制武器转让的有效行动与裁军进程密切结合。 

因此解决区域和全球争端以及排除战争因素的问题应当继续在国际议裎上占有高度 

优 先 的 地 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