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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九 九 三 次 会 议

一九七  ^"1 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纽约

主席：亚 当 • 马利克先生（印度尼西亚 )

议程项目16

选举安全理事会五个非常任理事国

1 . 主席：今天上午的笫一个议程项目是选举安 

全理亊会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以接替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任期届满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这五个离任 

理事国是：布隆迪、尼加拉瓜、波兰、塞拉利昂和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这五个国家不得被 ffi选，选票上 

不能有它们的名字。

2 . 除了五个常任理菲国之外，一九七二年的安 

全理亊会将包栝阿根廷、比利时、怠大利、日本和索马 

里。因此，这些国家的名字也不应该出现在选票上。

3. 一九七二年仍将留任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 

里，有两个来自非洲和亚洲，一个来自拉丁美洲，两 

个来自西欧和其他国家。因此，依据一九六三年十二 

月十七日的第 1 9 9 l A ( X V I I I )号决议笫 3 段，有待选 

出的非常任理亊国的组成如下 : 三个来自非洲和亚洲， 

— 个来自东欧，一个来自拉丁美洲。选票必须考虑到 

这个型式。现在就分发选票。

4 . 依据议市规则第九十四条，选举要用无记名 

投票和不经提名的方式。我要求大会成员仅仅使用现 

在已分发的选票，写上耍投的五个会员国的名字。我 

已指出过，选票上不应有五个常任理事国、五个离任 

非常任理亊国和五个已是一九七二年非常任理亊国的 

名宇。任何写了超过五个名字的选票都将被认为无 

效。

应主席的请求，阿达拉先生（肯尼亚）和斯莫尔先 

生（新西兰）担任检票员。

进行无记名投票。

5 . 主席 : 如果没有异议，我提议在计算选票时 

暂停会二十分钟。

会议在上午H— 时零五分停会，上 午 — 时二十 

五分复会。

6 .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

选票总数：

无效票：

有效票数：

弃权票：

参加投票会员囯：

法定多数：

所得票数：

南斯拉夫 ..............................

苏丹 .................................................................... 111

几内亚 ........................................................ 109

巴佘马 ............................................................... 108

印度 .................................................................... 107

秘鲁 ............................................................  2

智利 ............................................................  1

埃塞俄比亚 ..............................................  1

斐济 ............................................................  1

以色列 .......................................................  1

巴基斯坦 ...................................................  1

突尼斯 .......................................................  1

几内亚、印度、巴拿马、苏丹和南斯拉夫获得三 

分之二法定多数票，当选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 

自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起，任期两年。

议程项目17

选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九个理事国

7 . 主席：大会现在将要选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九个理事国以接替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期屆 

满的理事国。离任的九个理琪国是印度尼西亚、牙买 

加、挪威、巴基斯坦、苏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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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圭和南斯 

拉夫。这九个国家可以连选连任。

8 . 我耍提酲大会成员的足，一九七二年一月一 

日以后，以下的国家仍将是经济及社会理亊会的理 Ijf 

国：巴西、锡兰、法国、加纳、希腊、海地、匈牙利、竞 

大利、肯尼亚、黎巴嫩、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新西 

兰、尼日尔、秘咨、突尼斯、美利坚合众国和扎伊尔。因 

此，这十八个国家的名字不得出现在选票上。

9. 现在就分发反映着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 1991B (X VIII)号决议笫 3 段 规 定 的 型 式 的 选 票 。 

依据议事规则笫九十四条，选举将以无记名投票法进 

行。

1 0 . 我耍求大会成员仅仅使用正在分发的选票， 

写上要投的九个会员国的名字。任何写了超过九个名 

字的选票都将被认为无效。

11. 我谙希望就程序问题表示怠见的泰国代表 

发言。

1 2 . 班雅拉春先生 (泰国）：我国代表团提出了程 

序问题，以便就大会正在进行的项目，即选举经济及 

社会理亊会九个理亊国，作直接有关的发言。

1 3 . 正如大会所知，本年四月泰国代表团推举了 

泰国为今年出缺的两个亚洲席位之一的候选者。泰国 

代表团在请求各会员国政府支持时，特别提到一个亊 

实，就足自从一九四六年加入以来，泰国从未担任过 

联合国两个主耍机构，即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任何一个的理亊国。我们也曾表示过，作为一 

个拥有三千六百万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并考虑到我们 

在经济及社会规划方面的经验，泰国代表团可以对经 

济及社会理琪会的审议和工作作出一些贡献。

1 4 . 在那时，就象现在，除了泰国之外，另外两 

个亚洲的会员国， 日本和尼泊尔，也 赴 竞 争 的 候 选  

者。可足，我们在上星期五晚上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已经表示有怠被选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理亊国。鉴 

于中国在世界亊务里的地位和它具有安全理事会常任 

理事国的资格，泰国代表团不但相信中国对经济及社 

会理亊会理琪国席位发生兴趣是正当的，而且也相信 

中国有权利被选上现冇两个亚洲席位之一。

1 5 . 荘于上述，本周末发生了新的情况。我国

代表团假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定会占有亚洲的一个席 

位，因此把整个问题检查了一下。虽然泰国的候选资 

格可说足十分适当，我们也很感谢所有地理区域的许 

多政府悚慨地支持我国的候选资格，泰国代表团仍不 

愿公开和一向同泰国保持亲密诚恳关系的日本和尼泊 

尔竞争。

1 6 . 因此，在同所有亚洲小组成员团结一致和合 

作的楮祌下，泰国代表团已经非常勉强地决定撤回泰 

国被选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候选资格。在 这 样 做  

时，我要表示一下我国代表团强烈的希望和信心，就 

是： 当泰国将来决定作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或任何其他 

联合国系统的主要经济及社会机构的候选者时，大家 

会注怠到泰国今年足在从未担任过那个庄严机构的理 

亊国的情况下撤回它的候选资格的。我们希望亚洲小 

组特别能够优先考虑和支持我们未来的候选资格。

应主席的请求，拉科先生（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古 

斯特夫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担任检票员。

进行无记名投票。

1 7 . 主席：如果没有异议，我提议现在停会半 

小时，以便计灯选票。

会议在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停会，中午十二时二

十五分复会。

1 8 .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

选票总数： 128

无效票： 0

有效票数： 128

弃权票： . 0
参加投票会员国： 128

法定多数： 86

所得票数：

智利 ............................................................  123

波兰 ............................................................  120

布隆迪 ................................................................119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19

芬兰 .................................................................... 113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105

玻利维亚 ...........................................................100



笫一九九四次会议 -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497

中国 .................................................................... 100

日本 ............................................................  90

尼泊尔 ........................................................ 51

泰国 ............................................................  4

哥斯达黎加 ..............................................  3

南斯拉夫 ...................................................  3

阿尔及利亚 ..............................................  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2

阿根廷 ........................................................ 1

奥地利 ........................................................ 1

古巴 ............................................................  1

埃及 ............................................................  1

圭亚那 .......................................................  1

马耳他 .......................................................  1

挪威 ............................................................  1

巴基斯坦 ...................................................  1

西班$ ........................................................ 1

苏丹 ............................................................  1

端典 ............................................................  1

土耳其 ........................................................ 1

玻利维亚、布隆迪、智利、中国、芬兰、 日本、 

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大不列顛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获得三分之二法定多数票，当选为经济 

及社会理亊会理事国， 自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起，任 

期三年。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散会。

第 一 九 九 四 次 会 议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亚 当 • 马利克先生（印度尼西亚 )

议程项目97

世界裁军会议(续

1 . 巴于尔肯先生（土耳其 )：我想一开始先谈两 

点一般性的意见。这两点意见我认为跟我们审议的问 

题是有关的。第一点意见是，只要略微注意战后的裁 

军工作，便可发现裁军措施的成败显然和国际政治气 

氛有直接的关系。从一九四六到一九六〇年，国际上 

普遍不安的空气达到了所谓 “ 冷战 ”的程度，直接影响 

到裁军的讨论。因此，这些讨论大部分集中在互相指 

控上，根本谈不上是认真的谈判，所取得的结果如果 

有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

2 . 在这段时间里，唯 一 的 实 际 成 就 是 南 极 条

*续自笫一九九二次会议，

约。® 不过，国际紧张关系的逐渐松弛 (特别是一九六 

三年以来 )，为裁军上的一些附带措施的打开偎局铺平 

了道路。一九六三年部分禁试条约 © 签订并生效。接 

若便是外层空间条约的签订。® 随后，一九六七年又 

签订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 

2373 (X X II )号决议，附件〕。去年有关海床的条约⑤ 

亦已开放签字。

3 . 另一方面，两个核大国开始了停止核军备竞 

赛的谈判；此外，在欧洲，我们还很高兴地看到关于共 

同均衡裁减军亊力量的谈判也开始有了积极的发展。

①联合围：《条约汇编》，笫四百零二卷（一 九 六 一 年 )，笫 

5778 号。

@ 雜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问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联合国：《条约汇编》, 笫四百八十卷（一九六三年），第 6964  

号)。

③关于各0 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问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 

动所应遒守原则的条约（第 22 22 (X X I)号决议，附件)。

④拉丁臾洲恭止核武器条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笫六 

百三十四卷 (一九六八年），第 9 0 6 8号）。

⑤漿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S 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校毁 

灭性武器条约（笫 2 6 6 0 ( X X V )号决议，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