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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4. 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武装

侵略及以色列侵略对已确立的关

于和平利用核能、 不扩散核武器

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制度的

严重后果

大会，

审议了题为 “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武装侵略

及以色列侵略对已确立的关千和平利用核能、 不扩散

核武器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制度的严重后果” 的

项目，

回顾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有关决议，

注意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各项有关决议，

对千以色列拒绝遵守各该 决议特别是拒绝遵守安

全理事会 1981年6月19日第487 (1981)号决议， 深

衰关切，

注意到以色列1984年7月12日来文38所 载声明

继续罔顾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 且未具体指明

构成以色列攻击和嗣后威胁 对象的伊拉克核设施，

深信以色列攻击伊拉克和其他国家核设施继续危

害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1. 重申谴责以色列仍然拒不执 行 安 全 理 事 会

1981年6月19日 一 致通过的第487 0981) 号决议；

2. 认为以色列于其1984年7月12日来文所载

声明显示以色列并未履行， 或按照某些国家 的意见

并未完全履行大会 1983年11月10日第38/9号决议

特别要求以色列立即撤回其攻击和摧毁伊拉克和其他

国家核设施的威胁的条款；

3. 又认为以色列任何攻击 并摧毁伊拉克和其他

国家核设施的威胁构成 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

4. 戛求以色列承诺不再罔顾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保障制度， 立即停止 对伊拉克境内用 于和平目的的核

设施或其他国家的类似设施进行 任何攻击；

5. 请安全理事会审议必要措施， 确保以色列遵

38A/39/349, 

行安全理事会第487 0 981)号决议， 并制止以色列再

对核设施进行 攻击；

6. 重申呼吁继续在国际 一 级审议禁止武装攻击

核设施的法律措施， 以协助促进和确保核能和平利用

的安全发展；

7. 请秘书长就安全理事会第487 (] 98])号决议

的 执行情况和以色列拒不遵行该项决议的后果问题向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8. 决定将题为 “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武装

侵略及以色列侵略对巳确立的关千和平利用核能、 不

扩散核武器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 制 度 的严重后

果”的项目列入第四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4年11月16日

第65次全体会议

39/29. 关于非洲危急经济情况的宣言

大会，

对非洲当前存在的危急经济情况褒示震惊，

赞扬秘书长使国际社会感受到非洲的困境所做的

努力，

注意到国际社会更加关注遭受危机的非洲国家日

益恶化的困境，

审议了非洲的危急经济情况、 秘书长的说明39和

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40

注意到 1984年11月12日至15日在亚的斯亚贝

巴举行的非洲统 一 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二十届

常会通过的《关于非洲危急经济情况的宣言》和各项决
议， 41

井注意到1984年11月19日至21日在日内瓦举

行的发展规划委员会第二十一 届会议结束时关于非洲

危急经济情况的声明， 42

39A/39/627。
40A/39/594。
“见A/40/87, 附fl。
心归经济及什会押'Ji:会正式记求，1985年， 补编第9

号»CE/1985/2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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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一 致行动， 立即提供紧急

救济， 并提供中期和长期发展援助， 帮助非洲各国政

府作出的 努力，

1. 通过本决议附件中提出的 《关于非洲危急经

济情况的宣言》

2， 请秘书长采取一 切适当措施， 充分而迅速地

贯彻《宣言汪所载的 各项目标；

3. 井请秘书长提请所有国家、 政府间组织和非

政府组织注意该＂宣言》；

4. 还请秘书长继续监测情况， 评价各种需要和

对这些需要作出的反应， 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

此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1984年12月3日

第83次全体会议

附 件

«关于非洲危急经济情况的宣言》

1. 我们联合国会员国友水深切关怀非洲目前遭遇的严

重经济及社会危机。 过去几年来，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可怕的程

度，不但严重危及发展过程， 而且更可虑的是危及儿百万人的

生死存亡。

2. 我们惊恐地看到许多非洲国家很可能发生大规模饥

荒的惨事。有 一 亿五千余万人正面临饥饿和营养不良。 空前抖

久的旱灾，日益加速的沙漠化和其他自然灾害使得本已严重的

情况更加恶化，破坏了整个非洲大队的正常牛话。 由于粮荒和

水荒极其严重，牲畜耗尽， 因此发牛儿白）j人在国内或到邻国

流离逃荒的现象。

3. 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已被根深蒂固的结构缺陷所削

5. 此外， 国际纤济环境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行不利影响，

特别是对十已经脆弱的非洲经济发牛摧残作用。这一点从贸易

条件H益恶化、出口收入急剧下降、 外债负担沉重和资源向非

洲国家的流动停滞等现象可以明显看出。

6. 我们知道非洲 l14家认识到它们对谋求日己的 发 展和

处理 、竹前的危机负有卞要贞仕。因此它们已纤采取并在继续采

取利苦的调整措施，不惜付出极高的补会和政治代价。 我们认

识到�'"洲国家已经坚决地什j
，

努力， 国际社会也已纾加以支

持，但是由｝．情况仍然lI常严重， 还有很多1“要做。

7. 我们认识到，在对付节前危机方面， ll洲枢域和分l:><

域促进纾济合什和一体化以及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经济 和 技术

合什的努力可以发挥币要什用，促成国家和集体的自力更牛以

及非洲的持续发展。

8. 我们知道维持和平勹安令和加强国你合作对j·应付

发展力面的考验是很币要的。

9. 我们允分承认在下列各方血迫切孟要进行大规模的

紧急救济援助； 增加粮仓援助和其他紧急用品，以及这些粮食

用品的运输、 储存和分配给受影响人民所需的技术和财政协

助； 改善水的供应；，，女伟健康和背养， 尤其是对脆弱易受伤
＇

，t;:

的人梢，包括难民和流卤失所的人； 保障国家核心牲帝群； 建

立赚取收入的项目，推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H， 尤其在农

村地Ix。 除f国协社会已经提供的援助以外，还宙要由双边和

多边捐助者以及非政府组织提供紧急援助，才能全面地满足上

述及其他已确定的紧急潘要，并加强非洲各国预防紧急情况发

/1和 未盯绸缪的能力。

10. 同样重要的是必须采取紧急行动， 加速并支持非洲

国家的复兴和重建过程，特别是农业和工业部门以及物质和札

会 基本设施的复兴和正建。 如果能通过适节困协收支义助及

其他有关措施来协助提高输入重要进口物品的能力，就会有助

j奠定 ·个健全的基础，恢复并加快非洲的持续纾济及札会发

展。

弱的脆弱经济进一 步受到摧残，这种缺陷即如软弱的物质和礼
1 1. 我们同总， 在对付发展的挑战时， 国家的政策和措

会基本设施，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力资V原和依赖少数儿样初级商 fi他
一 －

例如非洲统 一 组织国家和政府竹脑会议通过的«执行蒙

品的输出。 罗维＼II'.!卜洲纾济发展故略的拉各斯行动计划》“和 非 洲经济委

员会部长会议通过的《义t]L洲经济和社会危机的特别备忘
4. 非洲尽管有巨入的潜力却仍然足各大洲中最不发达 ＞妇“中载列的政策和捎施一 一可以什为国家 和分区域行动及

的一 个，从任何经济指数来行都远迡落仆后面。 许多仆洲国家 国协支助的 个范畴。
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国民收入H益减少，增长率停滞或降低， 而

且粮食生产赶不上人口增长。 根据所有各方的预测，除非 H 仆i
12. 我们认识到鉴十 II洲冈家对粮食和农业极 其注币，

非洲各国所作的努力得到国1坏社会的充分支持，否则复原、 增 43 见＼S-11/14, 附什
长和发展的希望就很渺茫。 “t/1984/110, 附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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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及早在粮食4产力血达成国家和集体自丿J

更 生。 在这方面，正如粮农组织第十丿泊非洲 1X域会议于1984

年 7 月 25 日通过的《关于非洲粮食危机的哈拉甲宣占汪所强调

指出的，国家粮食战略和综合农村发展计划可以发挥重大的作

用， 尤其是在达成粮食保障力血。 此外， 我们还认识到妇女在

农村发展尤其是粮食牛产方面的币要什用，这一作用需要史人

的支持。 同样重要的足提供还叶的刺激和伈贷，改善储藏和还

输，减少粮食损失（尤J［从收成后的损失）， 设认改诉农业出1t

商品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平衡， 使衣业仆产多杆化， 利用灌溉的

潜力， 尤其是在容易发4早灾的地1大。

13. 节前孟要在国阮 －级采取紧急行动， 米支持国家和

区域 在执行«消除非洲早灾后果的1大域行动计划》“和 «向沙汶

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方面所什的努力。

l4 ． 必须提供史多的资腺， 以从速执行l「洲，一业发展1·

年和非洲运输和通讯1有。 此外，国家、 分区域和 IX 域各级培

训必要和急需的 技术人员及建立技术能力的努力，也盂要史多

的国际支助。

15. 我们充分确认， 鉴十iI洲的经济情况 ll 益恶 化， 侦

务问题、 减让性流动和出口收益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复兴、

增长和发展的直接影响已显得越发重要ro 因此，有必要在这

儿方面采取各项相辅相成的紧急措施， 并考虑到«关于非洲经

济和社会危机的特别备忘录汃 “ 非洲财政部长会 议 通 过的

《关于非洲外债问题的亚的斯业贝巴宣言》“和 《世界银行非洲

南撒哈拉特别方案:>, 以补充并支持非洲各国的国内调整努

力。

16. 非洲正面临肴十分严币的侦务问题， 侦务 的还个付

息占用了本已减少的出口收益的很入一部分。 贸易条件恶化、

减让性流动实质减少和知期商业估贷的使用11益普遍等因素

又使这一问题更加恶化。如果不咐加资本流入净值和不采取侦

务减免紧急措施，非洲的复兴和发展前烘成会受到损害。

17. 双边和多边侦权人应 、1
1 采取一致措施来减轻非洲同

家的债务负担。 就官方侦务和甘力担保的侦务来说。在 I11lhJ:一·

有关负侦国密切协商的怕况下，肋肾紧总采取行动的措施包括

把官方发展援助侦务全部或部分改成赔款、延长满期和宽限期

限、降低利率或采用减让性利年、 币新安排延长的多年伙还期

限， 以 及任何其他双方议定的捎施。 必须确保允分和紧急地执

“见E/1984/109, 附1'1。

气联合国沙没化问题会议的报礼， 1977什 8 月 29 11 允 9

月 9 H， 内罗毕HA/CONF.7,i/36), 第一＄。
47E/1984/l l 0/ Add.I 。

行贸发理下会 1978 年3月 11 H第 165(5-IX) 号决议。“多边

金融机构应加快资諒丈付。 降低国际利半将可进一步减 轻侦

行负扣。 面fl，商业银行的允分合仵也足必不可少的。 非洲各

国的侦务忤理能力应可通过技术援助的提供，牡别比由1叶协机

构提供技术援助面f， 以提的。

18. 我们确认， 由1非洲114家大肚依赖减il: ti资金流动

曲Jj．其他的国外资令来源也很有限，因而打必要通过双边扣助

和多边发展资令和技术合什朱道来大幅度地扑续增加减 让性

资金流动 l1t。 国阮什会，竹别是发达国家和多边金融机构／ 芷竹

如人提供史多的财政资源，以维抖和增加向lL洲囚家轧移的资

令净伯。 我们极力敦促 1It界银行同捐助国探索可能的办法，包

括 －·项特别设施， 以便为执行世界银行的«II．洲南撒哈拉特别

h栥兀周动所盂的资腺。

19. 如果能迅速允分地执行《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 1980

什代新的欠质性行i山纲领》，“特别是其关f官方发展援助数额

的力面，将可人大增加许多仆洲国家的资源流入。 国际开发协

会补允资金的筹供和国你农业发展基金的早H补足至少可确

保送往非洲的资源的实际价伯保持不变。

20. 由J非洲国家大块依赖少数儿个初级商品的出口，

因此它们特别容易受到价格急剧波动的影响，从而使出 11 收益

剧趴。所以有必要采取紧急行动来稳定商品价格的长期趋势｝｛

改许和增加使用 对出口收益下跌的补偿筹资安排，诺如1叶协货

币基金组织的补佚贷款办法。 ．卜列各方面的国际行动必 须加

强，提高非洲初级产品和加工制品进入市场的机会； －ll洲各国

力求生产多样化；商品共同基金的早H有效落实。

21. J也当改进官方发展援助流动的方式和质11t. 包括增

加赠f部分、资源小附带条件和简化提供援助程）十等， 改进办

法足加快支付，扩大采用史加火活的援助Ji式， 讯如1十项f1 fJ 

朵和部门援助，包括节地费用和经常费用。

22. 我们确认在援助的协调和资源的介效使用方面尚h

进步改进的余地。多边和双边援助的协调主要是受援国政府

的贞任，而在这 一 力面， 有效的国家协调机构可以发挥币要的

竹/ll。 联合国系统应在各国政府提出请求时，向其提供这jJI旬

的技术援助，并应按照人会打关各项决议， 自行努力加强力栥

级和业务 一级的协叽

23. 我们确忙， 联合国在致力千解决非洲国家的紧急，＂

气人会正式记求， 第..:.I·二届会议，补编第 15 号» (A/33/ 

15和Corr.I), 第一卷， 第二部分， 附f'f一。

气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报礼， 巴黎， 1981 什

9 月 1 Il 至 14 H》（联合同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 82. I. 8) 

第 一 部分， A,1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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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时，可以在许多领域产生重要作用， 不仅可以调动必要的资

源，而且可以进行特定活动。 在这一打面， 现有各项划拨给非

洲方案的资源应当在同非洲各国政府协商后币新调整重点，以

照顾业已指定的优先领城。联合国在非洲的沽动在效率和力朵

执行方面尚须进一步加以改进。 此外，还｝扩调动更多的自愿捐

款，以确保优先领域的项目和方案得以执行。

24. 我们促请联合国系统各机构、 组织和机关更加注邸

非洲并继续调动资源协助非洲各［叶应付芍前的危机及其长期

后果。

25. 我们进一步促请双边和多边援助机构以及仆政府组

织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支持非洲国家为减缓 I�洲危急经济情况

而作出的各种努力。

26. 我们请秘书长继续作出令人赞赏的努力， 促使回协

社会密切注意并感受到仆洲国家的困难悄况，发动向4L洲提供

更多的援助，协调联合国系统在 lI洲的各项活动， 让意情况的

发展，并就此提出定期报告。

27. 我们深伯， 除非采取紧急行动， 否则非洲急剧恶化

的情况极有可能引起灾难。 因此，我们坚决全力支持非洲国家

努力应付求生存与发展的双重挑战，根掘本宜占所列举的各坝

宙要，相应采取协调一致的紧急措施。

39/ 47. 联合国与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的合作

大会，

回顾1981年11月18日第36/38号决 议、 1982

年10月29日第37/8号决 议 和1983年12月5日第

38/37号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与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的合作的报告， 50

听取了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秘书长关于两个机构

之间继续密切有效合作的发言， 51

1.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 清意地注意到联合国与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在加强现有合作方面取得的进展；

�0A/39/565。
51<大会正式记求， 第三十九届会议， 全体会议》第93次

会议， 第88-103段。

3. 赞扬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调整其方案， 以根

据大会第36/38号决议的要求加强其在更广泛范围内

支持联合国工作的作用；

4. 请秘书长继续采取步骤加强联合国与亚非法

律协商委员会在逐步发展和编纂国际法方面和其他共

同关注的领域的合作；

5.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关千联合

国与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合作的报告；

6. 决定把题为
“

联合国与亚非法律协商 委 员 会

的合作
”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4年12月10日

第93次全体会议

39/ 48. 科摩罗马约特岛问题

大会，

回顾其载有《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

1960年12月14日第1514(XV)号决议和载有充分实

施该«宣言»的«行动方 案»的1970年10月12日第

2621 (XXV)号决议，

又回顾其以前各项决议， 特别是1973年12月14

日第3161(XXVIII)号 决 议、 1974年1 2月1 3日第

3291 (XXIX) 号 决 议、 1976年10月2 1日第31/4号

决议、 1977年11月1日第32/7号决 议、 1979年12

月6日第34/6'9号决议、 1980年11月28日第35/43

号决议、 1981年12月10日第36/105号决 议、 1982

年12月3日第37/65号决议和1983年11月21日第

38/13号决议， 除其他事项外， 各决议均确认科摩 罗

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特别回顾其1975年11月12日接纳科摩 罗为联

合国会员国的第3385(XXX)号决议， 其中重申必须

尊重由昂儒昂岛、 大科摩罗岛、 马约特岛和莫埃利岛

组成的科摩罗群岛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又回顾依照1973年6月15日科摩罗同法国就 科

摩罗实现独立所签订的协议， 1974年12月22 H全

民投票的结果应该整体计算， 而不应一岛一岛地计

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