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大会 － 第三十七届会议

（一） 作为 一 个同裁军事务部114 密切协作的自治 37 /100. 审杏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
机构履行其职务； 会议《结论文件》

（二） 其组织方式将保证各国在公平政治和地域

基础上参加；

（三） 继续独立进行关于裁军及有关的安全问题

的研究；

（四） 适当地考虑到大会的各 项建议；

(b) 秘书长的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应行使裁军 成有效国际监籽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的基础之上，
研究所董事会的职能；

又深信裁军领域的最高优先目标是核裁军和消除
(C) 裁军研究所总部将设于日内瓦；

(d) 裁军研究所的活动经费应来自各国、 公众

及私人组织的自愿捐款；

4 ， 请各国政府考虑向联合国 裁军 研究所提供捐

助；

5. 请秘书长向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提供行政及其

他支助；

6. 请蜇事会根据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现行的职责

权限草拟研究所的章程， 以便提交大会第三十八届会

议；

7. 请联合国裁军研究所t任就本决议的执行情

况和研究所进行的活动向大会第－了．十八届会议提出报
庄口；

五

1. 请秘书长 以联合国现有的全盘资源适当地加

强秘书处裁军中心， 将它改为裁军事务部， 由 一 位副

秘书长领导， 这个部的组织情况将充分反映公平地域

分配原则；

2.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实际执行情况向大会第

二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1982年12月13日

第101次全体会议

A 

冻结核武器

大会，

深信在此核子时代， 世界持久和平只能建立在达

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确认迫切需要停止军备竞赛， 特别是停止核武器

军备竞赛，

又确认迫切需要就裁减核武器储存扛至完全消除

核武器， 进行谈判，

1. 吁请所有核武器国家就冻结 核 武 器达成 协

议， 其中除了别的以外， 规定所有核武器国家同时完

全停止核武器的任何进 一 步的牛产， 并完全终止武器

用裂变材料的牛产；

2. 决定将题为 ＂冻结核武器”的项 目列入大会第

二． 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2年12月13日

第101次全休会议

B
 

核武器冻结

大会，

回顾1978 1卜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11
5 曾

对核武器的存在和军备竞赛的持续对人类生存本身所

选成的威胁探表关切，

又回顾大会当时指出， 单凭现有 武库中的核武

器， 就足够毁灭地球上的所1i生物； 大 会还若重指

l14参行本决议第h．节。 115第S - 10/2月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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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因此， 人类正面临着 一项抉择： 停止军备竞赛，

朝向裁军前进， 否则就面临灭亡，

注意到由于一 系列的因素， 例如 国 际局势 的恶

化， 核武器准确性、 速度和破坏力的提高， 种种关于
“
有限的”或

“
可赢的“

核战争的虚幻理论的受到 宣扬，

和多次因为计算机失灵而发生的假警报， 因此今日普

遍存在的情况已经变得比 1978年那时的情况更加令人

深感忧虑，

相信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已经拥有足够的报复

力量和令人惊恐的过度摧毁能力， 因此当务之急是停

止其可怖武库的进一 步扩大，

(b) 这项冻结须受第一阶段1“和第二阶 段117限

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缔约双方所议定的以及它们在日内

瓦全面禁试筹备性三边谈判中原则上商定的一切有关

的核查措施和程序的管制；

(C) 初步期限为 5 年， 但如其他核武器国家也

象大会期待它们做到的那样参加此种冻结， 则冻结期

限可予延长；

2. 请上述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在大会第三十

八届会议开幕以前， 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提出
一个报告；

3. 决定将题为
“
关于冻结核武器的第37/ 100B号

决议的执行情况＂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

又相信同样迫切的是就现有核武器的大幅度裁减 临时议程。

和质量限制展开谈判，

认为冻结核武器虽其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 但却

是达成上述两个目标的最有效的第一步， 因为它将为

裁减核武器谈判的进行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 而同时

在进行谈判的期间可以防止现有核武器的继续增加和

质量改进，

坚信当前的情况最有利于实行这种冻结， 因为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现在的核军

事力量旗鼓相当， 总的说来两国之间似已明显地存在

一种大致上的全面均势，

1. 敦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

众国一一作为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一—以同时发表

单方面宣言的方式或以联合宣言的方式， 宣布立即冻

结核武器， 作为迈向«综合裁军方案＂的第一步； 这项

冻结的结构和范围如下：

(a) 这项冻结包含下列内容：

（一） 全面禁止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试验；

（二） 完全停止制造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三） 禁止一切进一步部置核武 器 及 其运载工

具；

（四） 完全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物质；

大会，

C 

1982年12月13日

第101次全体会议

Q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对核武器和威慑概念所固有的核武器的使用威胁

到人类的生存和维护生命的系统， 感到震惊，

深信核裁军是防止核战争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所必不可少的，

进 一步深信： 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将是

朝向彻底消除核武器从而导致严格有效国际监督下全

面彻底裁军的一个步骤，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115第 5 8 段

称： 一切国家应积极参与在各国间国际关系中创造条

件的努力， 以便就一项国际事务中各国不得使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的和平行为守则达成协议，

116« x..利坚合众1,、I和苏准坎补会i．义J�和1'4联盟关J， 限制
进攻H战略武器的从此拈施的临时协定》（联合门：C条约扎编》，
第944心， 办)3,145另， 第3贞）。

117以利恪合众旧和 ．，小维埃引会L义丿l和国联盟义 l 限制
进攻忖战略武淄（1，J条约》（络石CD'53 Appendix IIl/\'ul.I, 
CD 28',}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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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其1961年11月24日第1653(XVI)号、 1978

年12月14日第33/71B号、1979年12月11日第34/

83G号、 1980年12月12日 第35/152D号和1981年

12月9日第36/921号等决议内所载关于使用核 武 器

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井构成违背人道的罪行的

声明，

1.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以本决议所附禁止使用核

武器公约草案案文作为基础， 优先着手进行谈判， 以

便就一项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

国际公约达成协议；

2. 决定将题为《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的项目列

入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2年12月13日

第101次全休会议

附 件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草案

本公约鳎约各国，

对干核武器的存在威胁到人类的生死存亡， 感到震悚，

澡信核武器的任何使用都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井

构成违背人道的罪行，

霖偷本公约将是朝向彻底消除核武器从而导致严格有效

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一个步骤，

决心为了达成此一 目标继续进行谈判；

益达咸愉议如下，

第 1 条

本公约缔约各国庄严承诺，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 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

第 2 条

本公约应无限期有效。

第 3 条

1. 本公约应开放给所有国家签字。 在本公约按 照 本 条

第3款生效前尚未签字的任何国家， 可随时加入本公约。

2. 本公约应经各签字国批准。 批准书或加入书应 交 存

联合国秘书长。

3. 本公约应在二十五国政府一一包括五个核武 器 国家

的政府－一－按照本条第2款交存批准书后起生效。

4. 对千在本公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 加 入 书的 国家，

本公约应在它们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起生效。

5. 保存者应将每一签字的日期、 每一批准书或 加 入 书

的交存日期和本公约的生效日期， 以及在收到其他通知时，立

即通知所有签字因和加入国。

6. 本公约应由保存者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

办理登记。

第 4 条

本公约的阿拉伯文、 中文、 英文、 法文、 俄文和西班牙

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本公约应交存联合国秘 书长， 并由他

将本公约的经正式核证的副本分送签字国和加入国政府。

为此， 下列签署人， 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 于一九－－

年－一月 日在一一 开放签字的本公约上签 字，

以资证明。

D 

建立信任的措施

大会，

回顺其1981年12月9日第36/97F号决 议， 其

中大会注意到秘书长在一个由他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

则任命的建立信任措施合格政府专家小组的协助下编

制的《关于建立信任的措施的通盘研究报告》118,

对于国际局势的恶化和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升级两

者均反映并加剧令人不满的国际政治气氛、 紧张局势

和猜忌， 褒示关切，

希望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同时创造并改善有助

于采取进 一步裁军措施的各种条件，

又注意到《关于建立信任的措施的通盘研究报告》

的各项结论， 特别是建立信任的措施对于区域和全球

安定以及推进裁军所能起的重要作用，

118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C.82. I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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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建立信任的措施虽然不能替代具体裁军措

施， 但对达成裁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深信由有关各国顾及有关区域特定条件和需要而

自由达成和商定的建立信任的措施是有用的，

深信需要通过实施建立信任的措施， 例如《关 于

建立信任的措施的通盘研究报告沪中以协商一 致意见

建议的种种措施， 包括提供关千军事活动和其他与共

同安全有关的事项的切实而及时的情报， 通过实施各

国有关和平时期的军事行动守则的措施以及通过具体

裁军措施方面的进展， 以减轻各国间的猜忌 和 恐惧，

回顺信任是一 系列相互关联的军事和非军事性因

素的反映，需要采取多式多样的办法来克服各国之间

的恐惧、 忧虑和猜忌， 并以信任取而代之，

1. 促请所有国家鼓励和协助一切旨在进一步探

索建立信任的措施将可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途径的

努力；

2. 请所有国家考虑于其各自区域内采取建立信

任的措施的可能性， 并于可能时根据每 一 特定区域普

遍存在的条件和需要， 就这些措施进行谈判；

3. 请裁军审议委员会考虑为建立信任的措施的

适当形式以及在全球和区域一 级执行这些措施的方式

拟订指导方针，

4. 进一步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就其审议此一项目

的结果， 向大会第三 十八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

5. 进一步遣议所有国家在适当情况下， 于其任

何政治性的联合声明或宣言中提及建立信任的措施或

包括一 项关于建立信任的措施的协议；

6. 决定将题为＂ 审议建立信任措施的指导方针”

的项目列入第三 十八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大会，

E 

1982年12月13日

第101次全休会议

裁军和国际安全

回顾其1979年12月11日第34/ 83 A 号 决 议、

1980年12月12日第3 5/1 561号决议和 198 1年 12月

9 日第36/97K号决议，

对干世界局势的恶化日益加剧， 使得各方对和平

与安全的理解与合作陷于无可再低的深渊， 并使人类

的生存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褒示关切，

对目前危急的世界局势以及联合国在采取决定性

行动方面无能为力， 从而尖锐地突出了安全理事会缺

乏有效执行其决定一一即使是一致通过的决定—一的

手段的事实， 感到震惊，

对于裁军谈判努力方面持续停滞不前， 同时军备

竞赛却迅速升级， 伴同着威胁性的后果和核战争爆发

日增的危险， 深感关切，

意识到需要在促使«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集体安

全体系成为实际可行的体系的基础上， 并伴同着朝向

裁军协议的努力， 来 开辟一条新的、 更为积极的应付

整个裁军问题的途径，

深信达成此一 目的的第一 个步骤是按照《宪章＞的

规定， 促使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项决

定发生效力， 从而恢复安全理事会的威信，

确认此一过程势将为停止军备竞赛创造必要的条

件， 并将促使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取得成果，

进一步确认， 遵循上述途径势将在联合国内创造

信任的气氛， 从而开展一 个稳定的缓和进程， 使得各

个国家一�更其重要是各个大国之间一—合作朝向和

平与生存的行动调和起来，

意识到《宪章》中所体现的裁军原则是集体国际安

全体系的一 个组成部分并且也渊源于此种体系，

回顾大会于其第十届特别会议一一第一 届专门讨

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一朴]«最后文件》115 第13段中

确认唯有切实执行«联合国宪章兀所规定的安 全 体系，

并根据国际协定和相互作出榜样以便迅速大量裁减军

备和军队， 才能建立真正持久的和平，

进一步回顾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届专

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结论文件沪“ 第62段

119《大会正式记录， 第十二届特别会议， 附件汃议程项目
9、10、11、12和13, A 0S -12/32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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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 需要按照 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叶的规 定 加

强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中心任务和建立《联合国宪章》

所规定的安全体系 ” ,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 的报告120
,

其中除了别的以外， 他强调 “ 我们最迫切的目标是重

建«宪章＂关千采取集休行动以促进和 平与 安 全 的概

念， 使联合国具有更强大的执行其基本职责的能力”,

并呼吁所有各同政府为建立－ 个“更安定的集体安 全

休系 ” 而作 出认r［的努力，

重申1981年12月9日第 36/ 97K号决 议， 其 中

呼吁各国执行以协商一致意见 通过的1 980年12月12

H第 3 5/1561号决议中的各项条款，

1. 呼吁所行国家采取迅速行动， 执 行大会第

36/97K号决议， 并进行合仵， 以便使C宪章＂ 所 规 定

的安全体 系更为行效， 从而行效促进大幅度的裁军；

2. 请安全理事会一－－更币要的是请其常任理事

国一－迫切着F采取必耍措施， 按照忱浮口有效执行

安全狸事会的各项决定， 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1982年12月13日

第101次全休会议

F

 

区域裁 军

大会，

重申它对可冷备竞赛， 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和军事开

支有增无己感到关切，

回顾所有国家， 特别足拥打核武器的国家和其他

T11, l ．． 前要国家， 都钉贞任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

重申每个国家都有最后判断对其安全最为适合的

条件和采取这方面的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同时要考

虑到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以及每个区域的特定条件，

考虑到大会第十屈牡别会议《最后文件严的决 定

和建议， 特别）J.［其中第1]4代，

120 11 ll l·, {? :B . I L J叶；“九、l艾，fI、？村：i; 1 \;》(A/37/l) o

强调已经采取的区域性措施以及核裁军和常规裁

军方面的区域性努力的重要性，

注意到已经进行各项同区域裁军有关的研究，

回顾其关于«区域裁军一切方面的研究)121 的1 980

年12月12日第 35/156D号 和198 ]年12月 9 日 第

36/ 9711号决议， 以及各会员国对这项研究的意见 ， 122

又回顾区域裁军的目的是促进有效国际监督下全

面彻底裁军的最终目标，

肯定一切有关国家倡议和参与采取的区域裁军措

施， 由于其有助于实现严格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

底裁军， 从而具有重要性和潜在的效力，

1. 寰示希望各国政府千区域情况允许时， 即将

就可由一切有关国家倡议和参与而采取的适当区域裁

军措施， 互相进行协商；

2. 鼓励各 国政府在适当情况下考虑有无可能设

灶或 加强各种有能力促进执行这些措施的区域性体制

安排；

3 . 促请已为此目的而采取措施的各国政府和现

行各主管区域机构将这些措施通知秘书长；

4. 请秘书处， 特别是裁军事务部123和联合国裁

军研究所， 在接到请求时， 向各国和各区域机构提供

协助以采取一切由有关同家倡议和参与的区域裁军措

施；

5.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飞十八届会议提出一件进

度报告；

6. 决定将题为“ 区域裁军： 秘书长的报告＂ 的项

H列入 第飞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2年12月13日

第101次全休会议

G 

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

大会，

121联合l付出版物， 出代品编号：C.81.lX . 2。
122A/3G.13,1:3 f11 Add.1。
123参石第3799K号决议， 小五节。



＿．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111 

回顾其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l15 第 108段所

载关于设立一 个裁军 研究金方案的决定， 并回顾其以

后 的 1978 年12月14 日第 33/71E号 决 议、 197 9年

12月11日第 34/83D号决议、 198 0年12月12日第

35/ 152A 号决议和 198 1年12月9日第36/92A号决议，

其中除其他事项外， 决定继续进行这项方案，

又回顾其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结论文件沪“附件四

所载关于继续进行这项方案， 从1983年开始将 研究金

名额从20名 增至25名的决定， 并请秘书长考虑到为

满足方案活动水平和方案结构所必需的工作人员， 铭

记着可从现有预算拨款作出的节省， 提出授予25个 研

究金所涉的经费问题，

铭记着如同秘书长于其报告124 中所述， 自从197 9

年研究金方案 开始实施以来， 方案活动的水平， 包括

方案组成部分已有所增加，

1. 请秘书长按既定指导方针 为1983年研究金方

案的执行作出必要安排， 并向大会第 三十八届会议提

出关于该方案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

2. 井请秘书长铭记着可从现有预饵拨款作出的

节省， 以便提供足够适当级别的工作人员， 以满足方

案增加活动和扩大结构的需要；

3. 对秘书长不断辛勤地执行裁军研究 金 方 案，

褒示赞扬。

H 

1982年12月13日

第101次全体会议

世界裁军运动

大会，

意识到公众对军备竞赛， 特别丛对核军备竞赛的

危险及其消极社会和经济后果的关切，

注意到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 第 二届专门讨

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所发动125的世界裁军运 动

124A/S -12/8和Corr.l。
125{大会正式记求， 第十仙竹别会议， 附什汃 议程项

目9、10、11、12和13, A/S-12/32号义fI， 附件」1。

的目的是要推动公众关心和支持第十届特别会议一一

第 一 届专门讨论裁军 问 题 的 特 别 会 议一一 《最 后 文

件»115 所制 定的目标，特别是就军备限制 和裁 军措施达

成协议， 以期实现有效国际监管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

标，

重申应当通过所有国家的合作和参与， 尽可能最

广泛地将裁军新闻加以宣传， 并使各阶层公众不受妨

碍地接触关于军备限制 和裁军问题以及与军备竞赛和

战争， 特别是与核战争有关的危险方面的 新 闻 和意

见 ， 以保证世界裁军运动的普遍性，

深信联合国系统、 尊重其本国主权的各会员国和

其它机构， 特别是各非政府组织， 均可在实现这个运

动的目标中起到其应有的作用，126

考虑到秘书长关于发动支持防止核战争、 遏制 军

备竞赛和促进裁军措施的世界签名运动的报告，127

回顾其198 1年12月9 日第36/921号决议和第十

二届特别会议对该决议的讨论情况，

欢迎某些会员国为实现世界裁军运动的目标而做

出志愿捐助，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 组织总干

事关于其对世界裁军运动所作贡献的报告， 128

l. 请会员国在世界裁军运动范围内 开展活 动

时， 应当计及各方在第十二届特别会议所表示的各种

观点和意见 ， 其中包括发动支持防止核战争、 遏制 军

备竞赛和促进裁军措施的世界签名运动的提案；

2. 又请会员国同联合国合作， 确保更完善地传

播关于裁军各个方面问题的新闻和防止传播虚伪和具

有偏见 的新闻；

3. 注意到秘书长拟议的129世界裁军运动1983 年

活动方案， 并请秘书长将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通知

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

126伈） L, 第5段。
127AS-12/15和Add. J。
128A. 37 /569, 附fl。
129参石八37/ 5.18, 第:'1'i 0 

1982年12月13日

第101次全体会议



112 大会－ 第三十七届会议

I 

世界 裁军运动

大会，

回顾大会于其第十届特别会议 一一－ 第 一 届专门讨

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最后文件》l15 第 1 5段内宣

称： 不 仅 各国政府并且 是全世界人 民 都 必须 认识 和理

解当 前局势的危险 ， 并强调动员世界公众舆论来推动

裁军 的重 要性，

又回顾1 9 8 0年1 2 月 1 2日第 35/1 521号决议 和

1 981 年1 2 月 9日第36/92C号决议 ， 以及1 9 81 年9 月

1 7日130 和1 982年6 月1 1 日131 的秘书长的报告 ，

满意地注意到上 述决议 和报告 所设想 的世界裁军

运动已于1 982年6 月 7日第十二届特别会议 ——第 二

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一一 的 开幕 会议上隆

重地发动了 ， 125

铭记着 大会第十二 届特别会议广义地确定了 世界

裁军运 动的目标、 内容 、 方法和所涉经费， 大会 并请

秘书长将 其载于以 往报告130 内的方案细 节提交 大会 第

三十七 届常会，

审 查 了 秘书长1 982年1 1 月 3日按照上 述要求提

出 的报告 ， 132

1 .  核可 秘书长于1 982年1 1 月 3日提出 的有关

联合国主 持的世界裁军运动的活动方案的报告 中所制

订 的世界裁军运动总纲领 ， 133 其中包 括第21 段的规定，

即向每 一 届大会提出 前一年内裁军运动执行情况的报

告 ， 并将 裁军研究咨 询 委员会的有关意见 递 交 大会，

2. 也 核可 秘书长所拟议 的世界裁军运 动1 983年

活动方案； 129

3. 重 申 请所有尚 未 提供 自 愿捐款的会员国提供

自 愿捐款以补充 联合国的现有资 源；

4. 决定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 应召 开 会员国向世

界裁军运动提供捐款的认捐会议 ；

130A/36/ 458。
131A/S-1 2/27。
132A/37 /548。
133回上 ， 第二节。

5. 再次宣布欢迎 非政府组织、 基 金会、 信托基

金会和其他私 人来源的自 愿捐款；

6. 决定将 题为“ 世界裁军运动” 的项目列入第三

十八届会议 临时议 程。

大会，

J 

1982年12月13日

第 101次全体会议

世界 裁军运动 ： 和 乎 与 裁军运动

认识到就有关裁军问题的所有各 种观点进行探 思

熟虑的讨论和辩论对达成有意义 的限 制 军备 措施， 朝

向裁军作出 进展， 和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

军的最终目的， 可能会产 生积极的影 响 ，

深信建立信赖 及信任和促成有助于裁军事业 的各

种条件的最佳 途径是通过所有国家 的合作及参与， 尽

量广泛地传播 资 料 和使所有阶层 的公众都 能自 由获 得

关于军 备 限 制 和裁军问题的各 种资料 和意见 ，

希望促使所有公民 都 有能力参与关于这些事项的

深思熟虑和自 由 的讨论，

回顾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 一一 第二届专门讨论

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一 所发动的世界裁军运动 ， 134

满意地注意到 第十二 届特别会议 除了 别的 以外 ，

呼吁 以均衡 、 实事求 是和客观 的方式在世界各地进行

世界裁军运 动， 呼吁 通过所有国家的合作和参与以及

通过尽 量广泛 传播 资 料 的途径以保证世界裁军运动的

普遍性， 呼吁 所有阶层 的公众能够自 由获 得各 种广泛

的资料 和意见 ， 并呼吁 运动能提供 一 个机 会， 以便所

有国家能就裁军的问题、 目标和条件的各种观点进行

讨论和辩论， 135

1 . 呼吁 所有国家便利 各种政府性和非政府性有

关裁军事项的广泛、 精确资料流 向其公民 和在他们 之

134<(大会正式记求， 第十二届特别会议， 附 件», 议 程 项
目 9、 1 0、 1 1 、 1 2和13, A/S-1 2/32号文件， 附什五。

135 同上， 第 3 5 段和第9段。



. .  根据第一 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1 13 

中流传 ， 以 期推进世界裁军运 动的H 标， 促进有效国

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最终目标 ；

2. 呼吁 所有会员国鼓励它们 的公 民 自由 公 开地

表示他们 自己 对裁军问题的意见 ， 并为此 目的公 开从

事组织和集会；

3. 请秘书长每年就本 决议的各项条款执行 情况

向大会提出 报告。

1982年12月13日

第101次全体会议

37 /117. 发展和加强各国 睦邻关系

大会 ，

铭记着 联合国人民 在《联合国 宪 章» 中 所 表 示 的

“ 力行容恕 ， 彼 此 以善邻 之道 和睦 相 处” 的决心，

回顾其 195 7年 1 2 月 14 H第 1 236 (XII)号 决 议、

1958 年 12 月 10 H第 1 301 (XIII)号决议、 1 965年 1 2

月 21 日 第 2129 (XX)号决 议、 1979年 1 2 月 14 日 第

34/ 99号决议和 1981年12月9 日 第 36/ 101 号决议，

铭记着 邻国之间由 于地理上 接近 ， 因 此 在许多领

域存在着特别良 好 、 多式多样的互 利合作机 会， 而发

展这种合作关系可能对整个国际关系 具 有积 极 的影

响 ，

考虑到 世界上 巨 大的政治 、 经济 和社会变 动以 及

科学和技术 的进步 已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相 互依存 关系

空 前密 切， 给 各国奉 行的睦 邻 关系带 来了新 的 内容 ，

因 此 更 有必 要予以 进一 步 发展和加强，

回顾其意见： 有必 要继续审查睦邻 关系问题， 以

便加强和进一 步 发展其内容 以 及提高 其效果的方式和

方法， 并且 ， 这种 审查 的结果可以 在适当 时载入适当

的国际文书内，

1. 重申睦邻充分符合联合国宗 旨， 并且也是建

立在严格遵守 《联合国宪章汀肛 关于各国依 联 合国 宪

章建立友 好 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 原则宣言))
136 的 原 则

以 及反 对任何谋 求 建立 势力范围或 统治 范围的行 为的

基础 之上 的；

136第2625 (XXV)号决议 ， 附件。

2. 再次要求 所有国家为了维持国 际 和 平 与 安

全， 按照这 些原则发展 睦 邻 关系；

3. 重申行 之已久 的善邻惯 例 和某 些符合善邻 原

则和守则的普遍化 ， 将可加强国与国间遵照 «宪章M 促

进友 好合作关系；

4. 认为 考虑到秘书长关千睦邻 关 系 的 报 告， 137

连 同各会员国随后可能提出 阐明睦邻 关系各项要素 的

其他意见 和提案， 作为在适当 时制订一件有关这个问

题的适当国际文书的过 程的一 个部分， 是适当 的；

5. 再次请尚 未按照 大会第 34/ 99号和第36/101

号决议将 其有关睦 邻 的意见 和建议通知 秘书长的各国

政府和各国际组织尽快 提出意见 和建议， 并请 已经提

出意见 和建议的各国政府于其认 为必 要时提出补充意

见 ；

6. 决定将 题为“ 发展 和加强各国间睦邻 关系” 的

项H 列 入 第－．十 八 届会议临 时议程。

1982年12月16 日

第108次全体会议

37 /1 18. 审查 《加 强 国 际 安 全 宣 言叶的

执行情况

大会 ，

审议了 题为＂ 审查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口 的执行 情

况＂ 的项目，

关切地注意到 《加 强国际安全宣言»
138 的各项条款

未 获充分 执行，

深感不安地看到 ： 世界紧 张 局 势升 级， 进行 威胁

或 使用武 力、 干 涉 、 干 预、 侵 略 和外国占 领 的情事更

加频繁， 在解决各个不 同区域的危 机方面仍 旧 亳 无进

展且 继续恶化 ， 大国的军备竞赛和军 备 扩张 继 续升

级， 有人奉 行争夺 和对抗 政策 并不断试 图 将 世界划 分

为势力范围 和统治 范围 ， 殖 民 主义 、 种 族 主义 和种 族

隔 离 继续存 在， 妄 图 改 变 民 族 解放斗争的性质， 发展

137 A/37 / 476。
138 第 2734 (XXV) 勺 决 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