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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尔 

(原件：法文〕 

〔1989年1 0 月 2 5曰〕 

按照你1 9 8 9年 2月 2 7日来函 D P A ^ e - g Q / l A T ,你希望知道塞内加尔 

对国际武器转让的各方面的看法和建议，*中包括对区域冲突的已知影响和潜* 

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愈演愈烈的非法^秘密武器交易等等 

1 •塞内加尔之所以赞成大会通过有关国际转让武器的第43/7&f决议，m 

为塞内加尔首先要重申它重视权利至上的原则，即和平解决国际冲突. 

2•证实这项原则立场的行动如下： 

(a) 塞内加尔武装部队参加了大部分联合国维持和平的活动； 

(b) 塞内加尔每次均釆用直接谈判、由有关国际机构调庭或仲裁的办法来解 

决它同其他国家的分歧； 

(C)塞内加尔特别重视裁军问题. 

3 •塞内加尔既不制造，也不直接或间接输出武器.塞内加尔早已釆取必要 

的内部措施，制订禁止并严格惩处武器转让的法律. 

4 •塞内加尔唯有的武器交易是必不可少的，同确保领土完整及保护人命财 

产的需要有关， 

5 •在此向你指出，塞内加尔政府赞成本崇高的組织在你的指导下采取全面 

办法，为实施第43/75—号决i义提供最好的条件. 

6 •.塞内加尔政府认为，这种办法为了有效起见，必须同有关区域和分区域 

机构密切合作，以提高就转让武器问题尽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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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典 

〔原件：英文〕 

( 1 9 8 9 年 1 0 月 1 8 曰 〕 

1 . 将国际武器转让的题目列入裁军审议委员会的议程上，以及联合国就如何 

使国际武器转让更加摊明的问题进行研究都是就实质问题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的步骤。 

供应国和接受国都参与该对话是极为重要的。 

2. 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活动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促进经常发生冲突的区域在较 

低军备水平上实现和平，但同时不损害各国固有的自卫权利，换一句话说，应创造 

条件，使得各国能够避免采购破坏各自区域的稳定的武器。 

3 . 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即通过谈判、调査、调停、和觯、仲裁、法院 

判决、使用区域机构或安排或其他和平办法来觯决冲突是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条 

件，从而减少各国用于军备的人力和经济资源。 

4 . 此外，应该在军事领域内外提倡一系列促进各国间信任和合作气氛的措施。 

在不同区域执行增进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可以在这一方面发挥有效的作用。 

5. 通过协调的发展援助努力，可以缓和紧张局势和消除可能发生的冲突。 

6 . 1 9 8 7年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确认，全球军备竟赛与发展争夺 

相同有限的资源，因此，为军备调拨大量资源的做法阻碍发展。 

7 . 全球一级的军事物品出口仍然非常集中。据估计，几名出口商进行全世界 

五分之四的贸易。武器出口的分布也不均匀。 

8 . 国际武器转让主要在政府与政府的基础上进行，但是，也有大量武器在灰 

市场或黑市场上交易。 

9 . 拟议的联合国研究可以进行的重要任务应该是增加开放，制定方法来加强 

各国管制和蓝视武器生产、贸易和运输的制度。该研究应概括说明国际武器转让的 

范围和幅度，同时还可以列出这一方面的其他办法的要点。一个例子是研究登记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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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转让的国际制度的可能性。 

10.墙典政府愿意对这些努力作出贡献，提供关于本国昝制军事设备的制造和 

出口的资料，以及关于瑞典武器出口的统计数。为此，编制了所附的资料。 

1 .在瑞典，军事设备的制造和出口均受政府管制。自1 9 5 3年起，没有政 

府许可不得制造军事设备。自1 9 1 8年起，相应普遍禁止军事设备的出口。 

2 . 制造或出口军事设备的一切许可证均由政府内阁分发，在较不重要的情况 

下，由外贸部长分发。 

3 . 在战后期间，一连串的公共委员会彻底审査了瑞典关于军事设备的出口的 

规则和政策。 

4 . 部分根据各公共委员会的建议，在过去二十年期间加强了出口管制制度. 

5. 瑞典i义会为个别出口项目的审议而通过的一套全面准则规定，在什么情况 

下，由于瑞典的国际义务不得发给许可证，并规定在什么其他情况下不应发给许可 

证的原则，这些准则列出出口的有条件和无条件障碍。 

6 . 无条件的准则规定，瑞典政府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允许武器出口，如果： 

(a)瑞典加入的国际协定禁止出口，例如《1 9 6 8年的不扩散条约》； 

0>)有安全理事会决议禁止武器出口，如对南非的武器禁运； 

(C)违反除别的外，《1 9 0 7年海牙公约》关于中立国出口的国际法规则。 

7. 有条件准则规定，瑞典武器不得输出给： 

(a) 与别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国家，无论已宣战与否； 

(b) 被牵涉在可能导致武装冲突的国际冲突内的国家； 

(C)发生国内武装动乱的国家；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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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由于已宣布的意图或普遍存在的政治条件，可以假设有可能使用军事设备 

来压制人权，从而违反《联合国宪章》和有关这一类事项的联合国宣言与公约的国 

8 . 自1 9 8 3年起，出口管制制度不但包括武器的出口，还包括对外销售制 

造许可证，以及外侨在瑞典的军事训练。自1 9 8 8年，未经政府许可，制造者不 

得为外国顾客发展军事技术。 

9 . 没有接受国政府筌署的最后使用者声明，不发给任何军事出口证。炸药和 

某些标准部分使用特别证书。外国制造者通过自己产品的声明，证明商品将用于当 

地制造厂而不会另外再出口。 

10. 自1 9 8 8年，制造者必须每季度通知政府它们的国际销售情况，在提出 

估价单或与外国顾客签属销售合约至少四周前，他们必须通知政府。政府可以禁止 

某一估价单的提出或某一合约的签署。 

11. 宪法事务常设委员会负责议会审査关于出口军事设备的决定的工作，该委 

员会可以要求有关的档案，并在非公开和公开的会议上定期询问阁员和负贲的官员。 

12. 自1 9 8 5年起，政府每年就前一年的军事出口向议会提出公开报告。 

13. 1 9 88年，瑞典的军事出口为S 1 0亿左右。这等于该年出口的全部商 

品的2»^左右。据可得到的统计数，瑞典占世界武器出口的1%左右（下面的表列 

出瑞典军事设备出口发展的数字和按区域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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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1 9 7 0̶ 1 9 8 8年军事设备出口 

年份 

时 价 时 价 占 全 部 出 1968年价 1968年 
( 百 万 瑞 （ 百 万 - 口 的 份 额 格 （ 百 万 瑞 价 格 

比前一年数量 

增加/减少 

典克朗） 美元） (百分比） 典克朗） (百万美元） (百分比） 

19 7 0 322 62 0.91 299 58 ― 

19 7 5 536 128 0.74 315 61 + 5.4 
19 7 9 1 671 389 1.41 677 131 +71.4 
19 80 2 078 490 1.59 775 150 + 14.5 
19 8 1 1 697 334 1. 17 577 112 一 25.5 
19 8 2 1 588 252 0.95 481 93 -16.6 
19 8 3 1 658 216 0.79 444 86 ―7.7 
19 84 2 178 263 0.90 454 88 +24.8 
19 8 5 2 137 248 0.82 511 99 一 7.8 
19 8 6 3 243 455 1.22 796 154 +46.0 
19 8 7 4 427 697 1.57 981 190 +31.5 
19 8 8 6 223 1 014 2.20 1 313 254 +34.0 

表 2 . 1 9 8 3 - 1 9 8 8年期间以每年价值百分比 

卄算，向各区域出口的军事设备的分配情况 

19 83 19 8 4 19 8 5 19 86 19 8 7 1 9 8 8 

欧洲（西部)a 4 8 5 0 5 0 5 3 4 2 3 3 
北美洲 7 7 8 4 1 4 1 1 
南美洲 2 8 8 9 4 6 
亚洲 3 0 1 9 2 7 3 1 3 8 5 0 
非洲 1 2 1 5 5 0 2 0 
澳大利亚 1 1 2 3 0 0 
欧洲（东部） 0 0 0 0 0 0 
国家数目 4 1 4 2 4 0 3 8 3 8b 3 5b 

a西欧包括南斯拉夫. 

b不包括只向其出口体育和打猎用的火器和弹药的国家。 

注这是瑞典管制武器生产和贸易制度的主要特征，瑞典政府希望，所提供的资料 

将促进为增加武器的制造和转让的透明度而继续进行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