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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意到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关千这个问题的报

告漫

2. 再次谴责以色列拒绝放弃拥有任何核武器；

3. 再次请安全理事会采取迫切有效措施， 确保

以色列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478 (1981)号决议， 并将 其

一切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之下；

4. 再度请安全理事会调查以色列的核活动及其

他国家、 当事各方和机构在这些活动方面的勾结；

5. 戛求所有尚未停止与以色列在核领域进行合

作或向以色列提供在核领域的援助的国家和组织停止

这些活动1

6. 再查谴贵以色列同南非继续进行核勾结I

7. 请秘书长严密注意以色列的核活动， 并酌情

就此事向大会提出报告。

1985 年 12 月 12 日
第113次全休会议

40/94. 全面彻底裁军

A 

区域常规裁军

大会，

重申《联合国宪章》序言中所表示欲免后世再遭战
祸的决心，

再宜认识到急需对政治决心进行协调， 以期促进
旨在裁减军备开支的各项倡议， 从而使节省下来的资
视可用于全体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回顺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 q最后 文件》＠第2
段， 其中除了别的以外， 表示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的积
累势将 阻挠旨在达成各项发展目标的努力， 成为朝向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道路上的障碍， 并妨碍人类面临的
其他重大问题的解决，

又回瞩大会在第十届特别会议的 《最后 文 件)@

中， 第 45 和46 段中， 除了别的以外， 宣布裁军谈判
的优先事项如下： 核武器1其他大规模毁灭性 武 器，

包括化学武器1常规武器， 包括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
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1裁减武装部队1并
宣布各国没有理由不能对所有优先项 目 同 时 进 行 谈
判，

认识剽单方面限制或裁减核军备的措施可能有助
于实行裁军，

回顺大会在1982年 12 月 13 日通过的关于区域裁
军的第37/lOOF号决议中， 除 了别的以外， 强调已采
取的区域措施以及核裁军和常规裁军方面的区域性努
力的重要性，

还回瞩其关于区域裁军 的1983 年 12 月 15 日第
38/73J号决 议 和1984 年 12 月 12 日第39/63F号 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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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敦促各国政府， 在区域情况许可及在有关因
家倡议时， 审议并通过区域一级的适当措施， 以期通
过在严格有效国际监督下对军队和常规武器的限制和
裁减， 在较低军力水平加强和平与安全， 同时要考虑
到各国保护其安全的需要， 铭记着庄严载入＂联合国
宪章》的固有自卫权利和不妨碍各国人民根据 《宪章》
所享有平等权利和自决的原则， 以及考虑到在每 一 阶
段都必须保证均势和所有国家的安全不受减损；

2. 褒示极其坚决支持一 些政府最近采取的限制
常规军备和裁减军事开支的单方面措施， 此种措施有
助于创造有利气氛以便实行区域一级的常规裁军；

3. 最为强调地被可最近的一 些区域和分区域倡
议， 其目的在于缔结旨在限制军备和裁减军事开支的
各项协定，

4. 重申军事大国， 尤其是核武器国家对停止和
扭转军备竞赛负有主要责任， 并重申核裁军在全面彻
底裁军范畴所占的优先地位；

5. 请所有国家严格遵守承诺， 不进行武力威胁
或使用武力， 以促使区域裁军取得进展， 井协助创造
有利于实现区域一级常规裁军的气氛，

6. 又敦促常规军备供应国自各项区域努力进行

合作；• ;~ '雀



＿．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99 

7. 请秘书长应有关政府的要求， 向它们提供区
域常规裁军措施方面可能有用的技术服务和援助， 并
就有关此事的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 报 告，

8. 决定将题为“ 区域常规裁军” 的项目列入第四
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B 

1985 年 12 月 12 日
第113次全休会议

对无核武器区问题一切方面的研究

大会，

回顺其1982年 12月 13 日第 37/99F号决议， 其
中决定应当进行一 项研究， 以便参照1975年 以来积累
的资料和经验， 对 《无核武器区问题一 切方面的通盘
研究）＠加以复核和补充，

又回顺大会请秘书长在合格政府专家特设小组的
协助下进行这项研究， 井将研究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
九届会议，

进一步固顺其1984年 12月 17 日第39/151B号决

议， 其中大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大意谓无 核 武
器区问题政府专家小组无法在其掌握的时间内完成此
项研究， 因此大会请秘书长继续此项研究， 并向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重申其1975 年 12月11 日第 3472A(XXX)号决
议和1976 年 12月 10 日第 31/70号决议，其中大会表
示， 坚信建立无核武器区对于这些区 域内成 员 的 安
全、 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和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皆
会有所贡献，

收剽了秘书长的报告＠其中附有无核武器区问题
政府专家小组主席的一封信，

赞赏政府专家小组所作的努力，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6. 1 . 7 o 

@A/39/400。
@A/40/379。

1. 注意剩秘书长的报告并对无核武器区问题政
府专家小组不能完成研究报告表示遗憾，

2. 感喇秘书长、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和拉丁
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秘书长对研究准备工作所提供的
协助。

C 

1985 年 12 月 12 日
第113次全休会议

关于常规裁军的研究

大会，

回瞩其1984 年 12月 17 日第39/151C号决议， 其
中请秘书长为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编写 一份报告， 载列
各会员国对关千军备竞赛一切方面及常规武器裁军和
裁减军队的研究报告所表示的意见，＠

进一步回瞩大会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
会议《最后文件）O第81段和其他有关段落也强调常规
裁军措施的重要性，

注童剽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其中说，
“虽然核武器可能引致的全球性毁灭使人们普遍感 到
恐惧，但每天使无数人丧生的却是常规武器” ，又说” 而
且常规武器军备竞赛浪费掉宝贵的经济资源” ,

考虑测常规军备竞赛消耗大量人力、 经济和技术
资濒，

又注意测裁军和发展之间 的联系和即将召开的裁
军和发展间关系国际会议，

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其中载有各会员 国 对常
规裁军的研究报告的意见，

1. 吁清所有会员国尽可能利用该研究报告及其
结论和建议，

-

＠该报告后来以＜常规栽军的研究报告＞的标题发表（联合
l司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 85. IX. 1)。

＠＜大会正式记录， 第四十届会议， 补编第1号> (A/40/ 
1)。

@A/41l 1�86和I A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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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还没有把对该研究报告的意见告知秘书长
的会员国至迟在1986 年 5 月 31 日以前这样做，

3. 请秘书长为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编写 一份报
告， 载列各会员国对该报告的新的意见；

4. 决定将题为： “常规裁军” 的项目列入第四十
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D 

1985 年 12 月 12 日
第113 次全体会议

禁止发展、 生产、 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大会，

回顺其1984 年 12 月 17 日第 39/1511 号决议，

1. 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中有关放射性武
器问题的部分， 特别是放射性武器特 设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2. 又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建议应 于 其1986 年
届会开始时重新设立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 并应将
特设委员会报告的附件视为进一步工作的基础 ；

3. 认识到放射性武器特设委 员 会 在1985 年 完
成的工作， 对解决交付给它的问题作 出了进一 步贡

献；

4. 请裁军谈判会议考虑到各方为有关该主题的
谈判提出的所有提案， 继续进行谈判， 以期早 日完成
其工作， 并向大会第四十 一届会议提出谈判结果 ；

5. 井请秘书长将所有同大会第四十届会议讨论
该问题一 切方面有关的文件送交 裁军谈判会议，

6. 决定将题为“ 禁止发展、 生产、 储存和 使 用
放射性武器” 的项目列入第四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5 年 12 月 12 日
第113 次全休会议

＠（大会正式记求， 第四十届会议， 补编第 27 号)(A 140 
27 和 Corr. 1), 第 104 段。

E 

安全概念的通盘研究

大会，

回顺 其1983 年 12 月 20 日 第 38/188H号决议，
其中请秘书长在合格的政府专家协助下， 进行一项关
于安全概念的通盘 研究，

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其中载有通盘 研 究 安 全
概念的政府专家组的研究报告，

1. 注意剽关于安全概念的通盘 研 究 报 告，0

2. 对秘书长和 协助他编写 该项研究报告的专家
小 组的努力褒示感谢，

3. 蕙议各会员国注意该研究报 告 及 其 各 项 结
论，

4. 请各会员国至迟在1986 年 4 月 30 日以前将
其有关此项研究报告的意见提交秘书长1

5. 请秘书长作出必要的安排， 把该项研究报告
作为联合国出版物O翻印出版并且尽可能地给予最广

泛的发行，

6. 请秘书长编写一份载有收到各会员国关于该
项研究报告的意见的报告， 提交大会 第四 十 一 届会
议。

F 

1985 年 12 月 12 日
第113 次全休会议

关于海军军备竞赛的研究

大会，

回顺 其1983 年 12 月 20 日 第 38/188G号决 议，
大会在该项决议中请秘书长在合格政府 专 家 的 协 助
下， 进行一 项关于海军军备竞赛的通盘 研究，

@A/40/533, 附件。
句同上， 附件。 该研究报告后来作为题为《安全概念）的

y件（联合闲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6. IX. 1)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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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其中载有通盘 研 究 海 军
军备竞赛、 海军力量和海军军备系统的政府专家组的
研究报告，

1. 满意地注意到关于海军军备 竞 赛 的研究 报
告，

2. 对秘书长和协助秘书长编制该研究报告的通
盘 研究海军军备竞赛、 海军力量和海军军备系统的政
府专家组褒示感谢；

3. 蕙议全体会员国注意到该研 究 报 告及 其 结
论，

4. 请全体会员国至迟在1986年4 月 5 日 将 其
对研究报告的意见通知秘书长；

5. 请秘书长作出必要安排， 将研究报告作为联
合国出版物＠复制， 并尽可能广为散发l

6. 请秘书长为裁军审议委 员 会1986年5 月 的
实务会议编制一份载有各会员国就此问题提交意见的
汇编；

7.  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在1986年举行的下 一次会
议上审议关于海军军备竞赛的研究报告中所载的问题
和研究报告的实质内容及结论， 同时考虑到目前和今
后提出的所有有关建议， 以便确定在全面彻底裁军范
围 内设法寻求裁减海军军备和海军裁军时可能采取的
措施， 以及这方面建立信任的措施， 并就其审议情况

禁止生产武器用核裂变材料

大会，

回 顺 其1978年12 月 16 日 第 33/91 H号决 议、
1979年12 月 11 日 第 34/87D号决议、 1980年12 月
12 日第 35/156H号决 议、 1981年12 月 9旦第 36/97G
号决议 、 1982年12 月 13 日 第 37/99E号决议、1983
年12 月 20 日第 38/188E号决 议 和1984年12 月 17
日第 39/151H号决议， 均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执
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O第三 节所 载＜行
动纲领）和进行题为“ 核武器的一 切方面” 的项 目 下 工
作的适当阶段， 迫切审议可予充分核查的停止和禁止
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问题， 并
随时将这项审议的进展情况通知大会，

注意割裁军谈判会议1985年议程上列入了一 个
题为“ 核武器的一 切方面” 的项目， 而 其1985年会 议
的两期会议的工作计划都列有一个题为“ 停止 核 军 备
竞赛和核裁军” 的项目， ＠

回顺裁军谈判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这些项目的提案
和发言， o

认为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并逐步将库存材料
改造和转用于和平用途， 将是朝向停止和扭转核军备
竞赛的一个重要步骤，

认为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
料， 也将是有助于防止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扩散
的重要措施，

和建议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请裁军谈判会议在其关于题为“ 核武器的一 切方
面” 项目的工作的适当阶段， 继续审议可予充 分 核 查

8. 决定将题为“ 海军军备和裁军” 的项目列入第 的停止和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
四十 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料的问题， 并随时将这项审议的进展情况通知大会。

1985 年 12 月 12 日 1985 年 12 月 12日
第113次全休会议 第113次全休会议

®A/40/535。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 第四十届会议， 补编第27号》
＠同上，附件。该研究报告后米作为题为《海军军备竞赛> (A/40/27 和 Corr. 1), 第10段和 第12段。

的文件（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E. 86. IX. 3)印发。 ＠同上，《补编奶27号HA/40/27和Corr. 1),办三节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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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冻结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

3. 坚信所有其他核武器国家应随后尽快冻结它

们的核武器。

大会，

对核军备竞赛的继续进行并强化从而严重增加核
战争的威胁 ， 裸褒震悚，

考虑剽核武器国家负有维持世界和平和防止核战
争的重大责任，

回顺大会以往通过的呼吁冻结核武器数量和质量
的各项 决议，

还回顺大会在若干场合表示坚信目前各项条件特
别有利于进行这种冻结，

度，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减轻核战争的威胁 ，

澡偏冻结义务的履行情况可以在合作的基 础 上，
参照以往的核武器限制谈判， 以国家的技术办法以及
通过某些其他核查措施进行核查，

注意到联合国六个会员国国家和政府首脑在1984

年5 月 22 日发表的联合宣言＠和在1985年1 月 28 日
发表的新德里宣言＠获得广泛的支持， 该宣言载有一
项呼吁， 吁请核武器国家停止试验、 生产和部署核武
器及其运载工具，

对某些核国家未能积极响应过去三年中大会一再
发出的呼吁和其他国家一 再发出的呼吁和建议澡褒遁

憾，

1. 再次呼吁一 切核武器国家， 自某一特定日期
起， 在全球范围内并在适当核查之下 ， 以冻结它们的
核武库作为削减的第一 步， 以期彻底予以消除，

2. 再次敦促拥有最大核武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 合众国率先同时在双边基础上冻
结各自的核武器， 为其他核武器国家作出表率 ；

. 

@A/39/277-S/16587, 附件。 铅印本见《安全理书会正式
记录， 第三十九年，1984年4月、 5月和6月份补编）， 坑S/
16587号文件，附件。

1985 年 12 月 12 日

第 1 13 次全体会议

I

 

遏制海军军备竞赛＄ 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
并将建立信任的措施扩展至海洋地区

大会，

固顺其1983年12 月 20 日第 38/188F号和1984

年12 月 17 日第 39/1511号决议，

潭僖一 项核武器冻结将提高各国 之间的信 任 程 力应有效地针对这方面的一 切渠道，
潭僮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努

对千海军军备竞赛持续升级对和平、 国际安全与
全球性稳定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感剽不安，

对于日益频繁地使用海军舰队或其他海军编队以
炫耀或使用武力， 并作为向主权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 施加压力、 干涉其内政、进行武装侵略和干涉，
并保存殖民主义制度的残余的工具， 感剃震慷，

意识到某些国家在冲突地区或远离其本国海岸的
地区日益增加海军舰队并加剧其海军活动， 加剧了这
些地区的紧张局势， 可能对这些地区的国际海道的安
全、 通航自由和海洋资源 的开发产生不利影响，

坚僮采取迫切措施以遏制海洋上的军事对抗， 将
对防止战争， 特别是核战争， 并将对增进和平与国际
安全， 发挥重大贡献，

意识测一 系列主张采取旨在限制海军活动、 限制
和裁减海军军备并将建立信任的措施扩展至海洋地区
的有效措施的倡议和具体提案，

澡信应当制订和执行这种措施， 并适当地注意到
个损害任何有关国家合法安全利益的原则，

再次强调区域性有关措施， 例如执行《宣布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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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为和平区宜言》＠以及使地中海变成一个和平、 安

全和合作的地区等的重要性，

再次重申对人类至关重要的海洋应当依照1982年

«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只＠所制订的制度， 专门用于和平

目的，

注意到秘书长遵照第 38/188F 号和第 39/1511 号

决议的规定提出的报告＠和其他文件，＠载有 包 括 一

个主要海军国家在 内的各会员国关于 谈 判 方 式的 复

文、 以及关于遏制海军军备竞赛和海军活动的各种具

体意见和共同措施的新提案，

满意地注意测这些复文中的多数意见强烈赞成早

日开始进行旨在 遏制海军军备竞赛和海军活动并加强

对海洋的信心和加强海洋安全以及裁减海军军备的谈

判，

注意到秘书长在 通盘研究海军军备竞赛、 海军力

量和海军军备系统的政府专家组协助下编制的关于海

军军备竞赛的研究报告，＠

认为裁军审议委员会1985年实务会议对这项问题

的讨论， 对共同寻求方法 和途径， 保证为更详尽透彻

地审议遏制海军军备竞赛问题创造条件， 以期举行适

当的谈判方面， 是 极有 价值的第 一 步，

1. 再次呼吁全体会员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

他海军大国， 避免在 冲突或紧张地区或远离其本国海

岸的地区扩大其海军驻留和活动，

2. 再度重申其确认迫切需要在主要海 军大国，

特别是 核武器国家和其他有关国家参加的情况下， 开

始就限制海军活动的问题、 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问

题、 以及建立信任的措施扩展至海洋地区一一特别是

国际海道最繁忙的地区一一或冲突可能性 较大的地区

的问题， 进行谈判；

3. 请各会员国， 特别是包括 核武器国家在 内的
-

＠第 2832(XXVI)号决议。
＠《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 第十七卷（联合

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84.V.3), 第 A/CONF. 62/122 号
文件。

SA/39/419和Corr.1。

@A/CN.10/70和Add. 1- 5. 

主要海军大国， 考虑举行双边和（或）多边直接协商的

可能性， 以便准备早日举行这种谈判，

4. 请各会员国，特别是尚未这样做的会员国，在

不迟于1986年 4 月之前， 将其对于举行上文所提各种

谈判的方式包括在 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举行的可能性

的意见， 通知秘书长；

5. 请裁军审议委员会作为优先事项， 在 适当的

附属机构继续审议这项问题， 并适当地考虑到会员国

给秘书长的复文、 裁军审议委员会逐字记录、 工作文

件和联合国关于这项问题的研究报告等文件内对这项

问题提出的建议和表示的意见， 以及今后的倡议， 以

期向大会第四十 一 届会议提出建议，

6. 决定将题为
“

遏制海军军备竞赛1 限制和裁减

海军军备并将建立信任的措施扩展至海洋地 区”
的 项

目列入第四十 一 届会议临时议程。

大会，

J 

1985 年 12 月 12日

第 113 次全休会议

栽军领域内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

底土进行军备竞赛的进一步措施

回顺其 1983 年 12 月 20 日第 38/188B 号决议，其

中大会重申其《关于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 安置核

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获得最广泛加

入的明确希望， 再次吁请各国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

军备竞赛扩大到海床洋底的行动， 又请裁军谈判会议

迅速审议裁军领域内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

备竞赛的进一步措施，

注意剽裁军谈判会议报告中关于其审议裁军领域

内防止在 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竞赛的进一 步措

施的部分，＠

＠第2660(XXV) 号决议， 附什。
＠《大会正式记录， 第四I· 屈会议， 补编第 27 号> (A/40/ 

27 和 Corr. 1 ），第三节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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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到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已经结束，q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巳于1982 年 12 月10 日开放签署，

慢惆所有国家，其中明确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都

对为和平目的勘探和使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与资渊方

面取得进展感到关切，

请裁军谈判会议与《关于禁止在海床洋底 及 其底

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条 约》各缔约

国协商， 考虑到现有的提案和任何有关技术发展， 继

续审议裁军领域内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

竞赛的进一 步措施。

1985 年 12 月 12日
第 1 13次全休会议

K 

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

大会，

注意剃由于缺乏客观情 报可能对假想敌方的军事
能力和意图造成错误的认识， 从而可能促使各国采取
导致加速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和增加国际紧张
局势的扩军方案，

回瞩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105 段
鼓励各成员国确保裁军各方面的情 报得到更完善的交
流， 以避免散布有关军备的错误和有偏见的情 报， 并

集中注意于军备竞赛升级所造成的危险和有效国际监
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需要，

认识剥在全球、 区域 或次区域一级采取实际的建
立信任措施将大有助于减缓国际紧张局势，

认识剽有关各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大
国的军事能力的客观情 报将可有助于各国建立信任并
缔结具体裁军协定， 从而帮助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

回顺其1982年12月13 日第 37/99G号决议和1983

年 12 月20 日第38/188C号决议，

认识剽目前在联合国主持下实行着关于军事开支
的标准国际汇报制度， 就军事开支提出年 度报告的国
家日益增多，

1. 褒示相僖 进一 步流通关于军事能力的客观情
报有助千缓和国际紧张， 帮助在全球、 区域 或次区域
一级建立各国之间 的信任， 从而缔结 具 体 的 裁 军 协
定；

2. 促请所有国家， 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
事上重要国家考虑本着开诚布公的原则采取更多的措
施， 例如关于军事开支的标准国际汇报制度， 以促进
提供有关各国军事能力的客观情 报和客观评价；

3. 清所有会员国在1986年 4 月30 日以前就各国
为了 一般军事情 况更加公开化， 特别是改进关千军事
能力客观情 报的流通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向秘书长提供
说明；

4.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各项规定的执 行情 况向大
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5. 决定将题为“ 关于军事情 况的客观情 报” 的项
目列入其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5 年 12 月 12日
第1 13 次全休会议

L

 

遵守各项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

大会，

休认剽所有会员国对于维护各种条约和其他国际
法文件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得到尊重的长期关切，

深偷遵守《联合国宪章》、 各项有关条约和其他国
际法文件， 对于加强国际安全实属必要，

特别休会到， 如果各国和国际社会想从各项关于
军备限制和裁军的协定得到更大的安全， 则充分执 行
和严格遵守这些协定具有根本重要性，

着重指出， 任何违反这种协定的行为， 不仅对各
缔约国的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 而且对依赖那些协定
中订定的限制和承诺的其他国家也会造成安全威胁 ，

并着重褶出， 对这种协定的信心如果有 所 减损，
就会削弱它们对全球或区域稳定和对进一步的裁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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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备限制努力的贡献， 并且损害国际法体制的可信性 满意地注意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三次审

和有效性， 查会议于1985 年9 月21 日以协商一致通 过 一 项《最

相信因此缔约国是否遵守各项军备限制和裁军协

定， 是国际社会关心和关切的一件事， 同时注意到联

合国在 这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

1. 敦促各项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的所有缔约国

执行和遵守它们所签署的全部条款；

2. 促请所有会员国认真考虑不遵守这些义务对

于国际安全与稳定， 以及对于在 裁军领域取得进一步

进展的前景所产生的影响；

3. 呼吁所 有会员国支持旨在解决不遵守问题的

各种努力， 以期鼓励各方严格遵守它们 所 签 署 的 条

款， 并维护或恢复各项军备限制或裁军协定的完整；

4. 请秘书长向会员国提供这方面可能必要的协

助。

大会，

M 

1985 年 12 月 12日

第 113次全休会议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第三次审查会议

回顾其1983 年12 月15 日 第38/74 号 决 议， 其

中大会特别注意到1980 年8 月11 日至9 月7 日在 日

内瓦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二次审查会议

于其d最后文件＂内向条约保存国政府建议 于1985年

召开第三次审查条约执行情况的会议，＠并注 意 到 各

缔约国之间似乎有一种协商一致意见， 认为第三次审

查会议应于该 年 8 月至 9 月在 日内瓦举行，

回顾条约缔约国于1985 年8 月27 日至9 月21 日

在 日内瓦召开会议， 审查条约的执行情况， 以期确保

实现序言的宗旨和条约的各项规定，

＠参看《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 最后文什，
第一部分) (NPT/CONF.11/2211) 0980什， ［l内凡）， 第32

段。

后宣言)o®

N 

1985 年 12 月 12日

第 113 次全休会议

裁军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大会，

认识到值此联合国成立四十 周 年之际，

庄严重申会员国共同认识到联合国及其＜宪章》无

比的重要性， 通过 《宪章）所有会员国都承诺
“
力行容

恕， 和睦相处
”
和

“
集中力量， 以维持 国 际 和 平 及安

全
”， 以及

“保证非为公共利益， 不得使用武力
”

,

更决心落实《联合国宪章＂的各项规定以确保维持

国际和平与安全特别是会员国共同承诺的
“

以 和平 方

法解决国际争端
”

和
“
在 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

武力侵害任何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肯定《宪章》内说明的在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与裁

军和军备管制的原则之间的重要关系，

重申联合国的最终 目标仍然是促进基本人权、 大

小各国平等权利、 促成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及较高的

生活水平，

对军备竞赛直接威胁人民的 较高的生活水平和经

济与社会进展的权利深为关切，

再度确认大会第十 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乃

然有效， 重申会员国对它的承诺，

注意到裁军与限制军备必然是需要进行谈判和仔

细制订各项协定的问题， 其中要顾到所有参与国家政

府的 一切关心事项，

重申《最后文件》＠第13段所载的声明， 即唯有

切实执行《宪章》规定的安全制度和迅速大量裁减军备

和军队， 最后导致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才能建立真正和持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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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割现在巳在多边、 区域和双边的论坛上展开
谈判，

潭值所有国家有必要努力达成全面彻底裁军， 包
括在可能时缔结限制军备和裁军协定，

还裸僮为了限制军备或裁军措施取得信任， 适当
的核查工作是必要的内容，

铭记着《最后文件)@ 第 24段的规定，

1. 宣布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达成大会
第十届特别会议全体一致商定的各项裁军原则和优先

事项， 所依据的是下列目标1

持国与国间 的关系， 避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I

3. If澳所有国家采取专门为了 建立信 心的 措
施， 以便有助于创造有利的条件来促进采取更多的裁
军措施和进一 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4. If漕所有国家忠实地遵守和执 行它们签署的
多边、 区域和双边裁军和限制军备协定的一 切 规 定，
在适当时诚意地为缔结其他多边、 区域或双边条约或
公约而进行谈判， 同时考虑到有必要严格遵守核武器
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相互责任与义务的可接受的均

衡；

5. 还吁攘所有国家、 特别是那些拥有大量武库
(a) 停止目前的武装冲突和一 切形式的军事威 的国家， 以及那些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

胁， 以一致意见确认具有特殊责任的国家，本着诫意精神，

(h) 避免战争、 特别是核战争；

(C) 停止下列一切形式的军备竞赛s

（一） 核武器、 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
常规武器，

（二） 质量方面和数量方面，

（三） 区域和全球性规模；

(d) 防止空间 军备竞赛；

(e) 大量裁减核武库， 最后达成在有效的、 有
法律约束力的、 可核实的安排之下彻底销
毁核武器；

(f) 防止核武器或其他核爆装置的扩散，

(g) 销毁化学武器， 采取有效的、 有法律约束
力、 可核实的措施， 以防止生物武器或化
学武器的发展、 生产、 储存、 使用；

(h) 所有各国裁减一 切形式的军备达到＜联 合
国宪章＞第五十 一 条所确认的自卫权利 和
水平；

(i) 武器出口国要负起责任， 制止武器的秘密
贩卖或非法贩卖；

按照《最后文件＞的规定， 行使它们有关裁军和限制军
备的责任， 从而促进实现有实际意义的裁军措施和限
制军备措施。

全，

。

1985年12月12日
第 113次全休会议

审查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

大会，

回瞩其1984年 12 月 17 日第39/151 G 号决议，

铭记着联合国的基本宗旨是维护国 际 和平 与 安

重申其信念， 如欲实现真正和持久的和平， 唯有
切实执 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安全体系， 并通过国
际协议和相互表率迅速、 大幅度裁减 军 备 和 武 装部
队， 最终导致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还重申联合国根据其＜宪章＞在裁军领域具有中心
作用并负有主要责任，

尤其对近几年 来裁军领域毫无实质性进展感到遣
(j) 把人类的物质和智力资源 用于和平用途， 憾，

2.  旰请所有国家遵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 维 认识测联合国为在裁军领域发挥中心作用和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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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责任， 必须根据C宪章”规定的维护国际和平 与安

全的基本宗旨， 在 裁军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考虑到裁军审议委员会报告中有关这个问题的部

分， ＠

1 .  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在 198 6 年举行的 下 一 届

实质性会议上， 参考有关本问题的各会员国意见和建

议和上述文件， 继续优先审议联合国在 裁军领域的作

用问题， 以便斟酌情况， 拟订具体的建议和提案，

2. 井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 一 届会议

提出关于本问题的报告， 并斟酌情况载 列调 查 结 果、

建议和提案；

3 .  决定将题为
“

审查联合国在 裁军领域的作用：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的项 目列入第四十 一 届会议

临时议程。

1985 年 12 月 12日

第 1 13 次全体会议

40/150. 军备竞赛的经济和社会后 果 及

大会，

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极为 有 害

的影响

审议 了题为“
军备竞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及其 对

世界和平 与安全极为有害的影响
＂
的项 目，

回顺其1970 年1 2 月7 日第 2667 (XXV) 号、197 1

年1 2 月1 6 日第 2831 (XXVI) 号、 1973 年1 2 月 6 日

第3075 (XXVIII) 号、 1977 年1 2 月1 2 日第3 2/75 号、

1980 年1 2 月1 2 日第35 / 141 号和198 2 年 1 2 月 9 日

第37 /70 号决议，

急是让所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知道并认识军备竞赛所

造成的种种问题和裁军的必要性以及联合国在 这方面

所能发挥的关键作用，

又 回顺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 文 件》， ＠其 中

规定秘书长定期就军备竞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及其对

世 界和平 与安全极为有害的影响向大会提出报告，

注意到 自 从秘书长最近题为《军备竞赛和 军 事 支

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汁的报告编制以来， 该报告所讨

论的领域中有了 对当前世界经济和政治情况特别有关

的新发展，

考虑到详细编制这种报告应该被视为旨在 建立各

国间信任的一种措施，

进一 步 回 顺 其1984年1 2 月17 日 第39 /1 60 号

决议， 其中决定举行一次关于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的国际会议， 在 该会议上必然会讨论到军备竞赛和军

事支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问题，

］ ．  戛求秘书长在 他所任命的一个合格顾问专家

组O 的协助下， 适当地利用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作为顾

问提供的能力， 重新编写题为《军备竞赛和军 事 支 出

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报告， 同时照顾到该报 告 编 制

以来 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

2. 清所有国家的政府支持秘书长，并充分合作，

以确 保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这一研究，

3． 薹求各专门机构、 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以及

各非政府组织在 秘书长提出要求时为其编制报告的工

作提供合作I

1 ．  戛求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二 届 会 议 提 出 报

告；

5.  决定在 其第四十二 届会议临时议程项 目中列

深切忧虑军备竞赛一一尤其在核军备和军事支 出 入题为
“

军备竞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及其对世 界 和 平

方面一一仍以令人惊骇的速度加 紧进行， 消耗庞大的 与安全极为有害的影响
＂
的项 目。

物资和人力资源， 为所有国家的人 民 带 来 重 大 的 负

担 ， 为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的危 险，

深信既然裁军是全球关注的事， 则 目前的 当 务之

1 985 年 12 月 16日

第 1 17 次全休会议

＠ 联合 国 出 版物， 出 售品编号： E. 83. IX.2。

＠《大会正式记录， 第 四 十届会议， 补编第 42 号HA/40/ ＠ 后来称为军备竞赛和军事支 出 的 经济和社会后 果 顾 问
42 ) , 第 30 段。 七 家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