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 M

^ 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精况特别委员会

报

第 一 卷

大 会

正式纪录：第二十五届会议 

补编第  23 号 |A/8Ü23/Rev.1|

联 合 国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执行情况特別委员会

报 口 书

第 卷

大 会

正式纪录：第二十五届会议 

补编第  23 号 |A /8 0 2 3 / to .1 )

朕 合 国

—九七i 年，纽约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 凡是提到这种编等，就是指 

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特别委员会报告书分为五卷。 本卷包含第一章至第四章* ; 第二卷包含第 

五章至第七章；第三卷包含第八章至第十六章；和第四卷包含第十七章至第二十 

一章；每卷都载有全部目录。

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文件V 7 2 0 嫩增编以及 V 7 6 2 滩 增 编 ，请分别参看：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会议，附 件 ,议程项目2 3 增编（V 7 2 0 0 / ^ e v I ) ,  

和同上，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2 3 号 ( V 7 6 2 3 / R e v ，l ) 。

* 第一章至第四章的现时文本是将前以暂定本形式印发的以下各文件合编而 

成： V " 8 0 2 3 (第一编）和 Corr .1; 0 0 2 3 ( 第二编）； V 8 0 2 3  
( 第三编）和 C o r r . l ;  A /8 0 2 3  ( 第四编）和 Add. 1。



目 录  

第 卷

( 第一章至第四章）

段 次

特别委员会的设立、组织和工作 ( A /8023  
( 第一编）和 Corr。1 )

A . 特别委员会的设立  ，，，" • .................................... . W
B . 特别委员会一九七0 年 会 议开 幕 ，…  ^  -  37
C . 工作的安排 二   38 -  H5
D • 特别委员会及其工作小组和小组委员

会的会议 ......................................... ^ - 7 1
E . 审议各领土的经过    72 -  73
I' . 《宣言》所适用的领土名单问题 ••• 'Tk -  77
G . 有关小领土的事项   78 -  80
H . 宣传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  81 -  87
工。 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艘视：殖民地国

家人民的请愿书   ^  -  93
审议其他事项    9H-125

K。 同联合国其他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的

各国际机构的关系   126 -  15U
与非洲统一组织的关系   155 -  157

M。 工作的检查    158,-171
ï f 。 今后的工作   1 7 2 - 1 8 1

0 。 报告的通过 ........................................ 182

页 次

m

函次
章 

文

 

1

 

送章

Î

第



附 件

一。 工作的检查（1 9 7 0年 ）：第二小组

委员会的报告 .......................................
二。 宣传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

工作小组第五十三次报告 ...................................
三。 联合国出版物及文件：工作小组第五

十四次报告 .....................................................
四。 一九七0 年十一月三十日剛果人民共 

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特别委员会主

席的信  .........................................................
五。 特别委员会代表名录 .............................

第二章 殖民国家在所管领土内进行的可能访碍给予

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的军事活 

动和安排（A / 8 0 2 3 ( 第二编））

A 。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  1 - 6
B。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7
附件：第一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

第三章 向各领土派遣视察团问题（A/8028  (第三

编 ）和 Corr . 1 )
À。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  1 -  H
B,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12

第四章 各专门机构及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

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 A / 8 0 2 3 (第四编）和 Add. l  )
A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 1 - 1 2

' . 2 。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 13

附 件

一。 秘书长的报告 ..............................................
二。 主席的报告 .....................................................

71

7k

81

83

85

92

93 
97

llfO
1U3

Ik̂
11̂ 7

151
220



章 次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二卷 

( 第五章至第七章）

段 次

南罗得面亚

Â。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
B。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1 7 - 1 8
附件： 秘书处编制的工作文件

纳米比亚

A„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  1 -  H
B。 审查请愿书   12 -  15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  16 - 17

附件： 秘书处编制的工作文件

荀管领土

A。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 1 -  16
B。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17

附 件 .

一 。 秘书处编制的工作文件

二。 特别委员会M往出席一九七0 年六月二十七日 

至二十九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支援荀翁牙殖 

民地人民国际会议观察员代表团的报告



第三卷

( 第八章至第十六章）

章 次  段 次

第八章 塞舌尔和圣赫勒拿

A。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 1 - 8
B。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9

附 件

一。 秘书处编制的工作文件

二。 第一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第九章 西属撒冷拉

A。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  1 - 7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 8 » 9

附 件

一。 秘书处编制的工作文件

二。 联合国秘书长与西班牙常驻代表之间的换函

第十章 直布罗陀

A。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  1 -  h

B。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5
附件： 秘书处编制的工作文件

第十一章法属索马里

A。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 1 - 5
B。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
附件:秘书处编制的工作文件

第十二 章斐济

A。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  1 - 7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  8

附件： 秘书处编制的工作文件



第十三章 阿曼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千六章

A。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
B。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

附 件

一 。 秘书处编制的工作文件

二。 特别委员会主席于一九七0 年十月二十九日 

第七七五次会议上代表阿曼问题小组委员会 

成员发表的声明

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皮特凯恩和所罗门群岛：

组埃和托克劳群岛：新赫布里底：美属萨摩ÜE和关

岛：太平洋岛崎托管领土：巴布亚和新几内亚托管

领土和科科斯（基林 ）群岛

A。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
B。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

附 件

一。 一九七0 年六月十九日特别委员会主席给托 

管理事会主席的备忘录 

第二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秘书处编制的工作文件

- 5
6

1 - 2 5
2 6 - 2 7

。
。

莱

 

二三文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秘书处编制的工作文件

A。 特别委员会 6̂ 审议经过

B。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附件： 秘书处编制的工作文件

附件 :

香港



第四卷

( 第十七章至第二十一章）

章 次  段 次

第十七章 安提瓜、多米尼加岛、格林纳达、圣基茨-尼维  

斯 - 安圭拉、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

A。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 1 - 6
B。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7

附 件

-% 秘书处编制的工作文件

二。 第三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第十八章 巴哈马群岛、百暮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凯曼群

岛、蒙特塞拉特、特克斯及凯科斯群岛和美属维 

尔京群岛

A。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  1 -  10
B。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11

附 件

一。 秘书处编制的工作文件

二。 第三小組委员会的报告

第十九章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 )

À。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 1 - 5
B。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6
附件： 秘书处编制的工作文件

第二十章 英属洪都拉斯

A。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  1 - ^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5

附件： 秘书处编制的工作文件

v m



第二十一章依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辰 ）敦递送的非自治 

领土情报

A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1 - 9
B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10
附件： 秘书长的报告



第一章

( a /8 0 2 3  ( 第一II )和 C or r . 1 )

特别委员会的设立、组织和工作 

目 录

章 次  段 次  页 次

送文函    5

第一章 特别委员会的设立组织和工作

À。 特别委员会的设立  ...................................1 二 10 6
B。 特别委员会一九七0 年会议开 幕 H  '  37 15
C。 工作的安排  38 -  U5 21
D。 特别委员会及其工作小组和小组委员

会的会议 .................................................-  71 28
E。 审议各领土的经过  ........................ 7 2 -  73 35
ï '。 《宣言》所适用的领土名单问题• • •，， ^  37
G, 有关小领土的事项 .................................78 -  80 38
H。 宣传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  Si -  87 39
工， 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妓视：殖民地

国家人民的请愿书 ...........................   8 8 - 9 3  ^
J 。 审议其他事项 .......................................... 91^-125 h2
K 。 同联合国其他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

的各国际机构的关系 ..................... i 126 -  15U 50

I*。 与非洲统一组织的关系 ..........155 -  157 57
M。 工作的检查 ...................................... 158-171 58
ÏT。 今后的工作  ........................................ 172-181 66
0 。 报告的通过 .........................................  182 70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附 件

一。 工作的檢查（1 9 7 0 ) : 第二小组委 

员会的报告 ..............................
二。 宣传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 : 

工作小组第五十三次报告 ..........
三。 联合国出版物及文件：工作小组第 

五十四次报告 ..............................
四。 一九七0 年十一月三十日刚果人民 

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特别委员 

会主席的信   ........................
五。 特别委员会代表名录 .................

殖民国家在所管领土内进行的可能妨碍给 

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的军 

事活动和安排 A / 8 0 2 3 (第二编），

向各领土派遣视察团问题

V 8 0 2 3 ( 第三编 ) ，

各专门机构及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 

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 

况
iV^8023 (第四编）和 Add，1 .

第二卷

南罗得西亚 .......................A / 8 0 2 3 / A d d . l

纳米比亚 ........................ A / 8 0 2 3 / A d d . 2

葡管领土 .................  A / 8 0 2 3 / A d d .3

7*̂

81

91

139

110̂



第三卷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因章

★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塞舌尔和圣赫勒拿 

西属撒哈拉 ，

直布罗陀 

法属索马里

变济 ............................

阿曼 ............................

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皮 

特凯恩和所罗门群岛；纽埃 

和托克劳群岛；新赫布里底； 

美属萨摩亚和关岛；太平洋 

岛崎托管领土；巴布亚和新 

几内IE托管领土和科科斯（基 

林 ）群岛 

文某 

香港

A / 8 0 2 3 / A d d . 4  ( 第一编）

A / 8 0 2 3 / A d d . 4  ( 第二编）

A /8 0 2 3 /A d d .  5谋 一 编 ） 

A /8 0 2 3 /A d d .  5 ( 第二编）

A / 8 0 3 3 / A d d . 6

第四卷

第十七章安提瓜、多米尼加岛、格林纳达 

圣基茨 - 尼维斯 - 安圭拉、圣卢 

西亚和圣文森特 .................. A/8023/Add . 7 (第一编和 

第二编）

★  报告员注： 参看第一章，第 4 1 段该领土新名称。



第十八章 巴哈马群岛、百某大、英属维尔京

群岛、凯曼群岛、蒙特塞拉特、特 

克斯及凯科斯群岛和美属维尔京群

岛 ............................................  A /8 0 2 3 /A d d .7  ( 第三编)

第十九章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  A / 8 0 2 8 / A d d . 7 (第四编）

第二十章 英属洪都拉斯

第二十一章依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辰 ）敦

递送的非自治领土情报  ...............A / 8 0 3 3 / A d d . 8

U -



送文函

一九七o 年十二月四曰

闻下：

我谨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依照大会一九六九 

年十二月十一曰第2548 (XXIV)号决议向大会提出的报告送上。 这份报告叙述 

了特别委员会一九七0 年的工作。

特别委员会题为 " 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及葡荀牙统治下各领土以及所有其 

他殖民统治下领土内访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实施并在南部非洲妨香 

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坡视的努力的外国经济及其他势力的活动 " 的报告 , 
曾为大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第2 5 54 (XXIV )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9 段的主题 , 
这份报告曾以A / 8 14 8 和 A d d . 1 号文件分发。

特别委员会依照大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第2 521 (XXIV)号决议提出的题 

为 " 有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十周年纪念的特别活动方案 " 的报告 ( A /  
8086 ) , 已由大会于一九七0 年十月十二曰第3631 ( XXV)号决议中通过。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主席

戴维森 •尼科尔 ( 签 字 )

組约

联合国秘书长 

吴丹先生阁下



第一章

特别委员会的设立、组织和工作

A. 特别委员会的设立

1.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是大会依照其一九六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1654 (XVI )号决议设立的。 那时大会请委员会审查大会 

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第1 5 1 4 ( 1 7 )号决议内所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宣言的实施情况，并就执行宣言的进展及程度提出意见和建议。

2 . 大会第十七届会议在审议特别委员会报告①之后，通过了一九六二年十二 

月十七日第1810 ( X V I I )号决议，扩大了特别委员会的姐成，增添新会员七人。 

大会请特别委员会" 继续览致最适当的方法在一切尚未实现独立的领土迅速全部实 

施宣 言 "。

3 . 在同一届会议，大会于有关西南非问题的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第1805  
(XVII )号决议内请特别委员会执行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第1702 ( XVI )号决 

议授予西南非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任务，而可以有必要的改动。 大会依照一九六二 

年十二月十四日第1 8 0 6 ( 义̂ 1工）号决议，决定解散西南非问题特别委员会。

4 . 大会第十八届会议通过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第197 0 ( XVIII )号决议 

决定解散非自治领土情报审查委员会，并请特别委员会对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 

条憾敦递送的情报加以研究。 它又请特别委员会于审查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 

立宣言在每一非自治领土内的实施情况时, 充分考虑到此项情报，并于其认为必要时， 

进行任何特别研究，编制任何特别报告。

①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第十七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3 5 增编，A / 5 2 3 8 号文件。



5 . 在同一届会议以及在以后每一届会议上，大会于审议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后, 

都通过决议，延长特别委员会的任期。②

6 . 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议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③以后，通过了一九六九年 

十二月十一日第2548 ( XX工 )号决议。 决议文本如下：

"大会,

" 回顾到其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第1514(17)号决议中载列的给予 

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 因顾到其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1654 ( XVI )号决议，一九六二 

年十二月十七日第1810(171工）号决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第1956 

(XVÏÏI)号决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第1970 (17111)号决议、一九六五 

年十二月二十日第2105(叉又）号决议，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2189 

( X X I )号决议、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第2826(11；11)号决议和一九六 

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第3465 (XXÏÏI )号决议，

"并回顾到一九六八年千二月十八日关于其题为-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 

亚及荀. 牙统治下各领土以及所有其他殖民统治下领土内访凄^给予殖民地国家 

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实施并在南部非洲访凄 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彼视 

的努力的外国经济及其他势力的活动，的项目的第2é25 (XXIU)号决议，

②参看特别委员会提送大会第十八届会议至二十三届会议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 

第千八届会议，附件, 项目2 3 增编， A/5446/Rev.l号文件；J H , 第十 

九届会议，附件8 (A/5800/Rev.l);同 上 ,第二十届会议，附件, 议程项 

目2 3 增编， A/6000/Rev.l号文件； 第二十一届会议，附件, 议程 

项目2 3 增编， A/6800/Rev.l号文件；同上第二十二届会议，附件, 议程 

项目2 8 增编（第一部分至第三部分）， A/6700/Rev.l号文件；A/7200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和 Add. 1 至 1 1 。

③ A/7 623 (第一部分至第三部分）和 Add. 1 至 8 。



" 进一步回顾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关于各专门机构与联合国有联系 

的各国际机构实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 极为关切地注意到宣言通过九年之后 , 许多领土仍然在殖民统治之下，

" 对于殖民国家、光其是荀萄牙和南非拒绝实施上述宣言及关于非殖民化 

问题的有关决议，特别是有关葡普牙统治下的各领土、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 

表示遗憾 ,

" 念及殖民主义及其各种表现—— 包括种族主义、种族隔离以及剥削殖民 

地人民的外国经济及其他势力的活动及一些殖民国家企图对殖民地人民施行强 

制手段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 的继续存在，均与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 

以及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相抵餘，

" 对若干国家所采态度，蔑视安全理事会、大会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有关决议，趣续与荀萄牙、南非两国政府及南 

罗得西ÜE非法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合作，表示遗憾 ,

" 回顾到其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有关迅速全面消除一切形式种族坡视 

以及特别是种族隔离政策、光其是决议第8 段，

" Hî顾到非洲统一姐织第六届常会上通过的非洲南部宣言,④

" lü顾到一九七0 年将为宣言通过的十周年纪念，

" 1 . 重申其有关非殖民化.问题的第1514 ( XV ) 号决议及所有其他决议 ; 

“ 2. 核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一九六 

九年工作的报告，⑤包括特别委员会计划的一九七0 年工作方案；

" 3 . 促请所有国家，光其是管理国以及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联系的

④ 参 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会议，附件 , 议程项目1 0 6 , 第 A / 7 7 5 4 号 

文件。

⑤ A / 7 6 2 3 (第一至第三部分），和 Add.1 至 8 。



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系统内的各种方案，实施特别委员会报告中载列的迅速 

实施宣言及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建议；

" 4 . 宣.告殖.民统治继续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种族隔离办法及一切形 

式的种族技视构成了危事人类的罪行；

" 5 . 重申承认殖民地人民为行使自决与独立权力的合法斗♦ ,满意地注 

意到民族解放运动在各殖民领土借斗争及重建方案所获的进展，促请所有国家 

对它们给予道义与物质上的援助；

"6. i 所有国家以及各专门机构和国际机构不给予荀荀牙、南非两国政 

府以及南萝得西亚非法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援助，直至其放弃殖民统治及种族 

破视政策时为止；

" 7 . 重申其宣言：用雇佣兵镇压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举动是应受惩罚 

的开■]事罪行，雇佣兵本身即为罪犯，并便请各国政府制订法律，宣布在其领土 

内征暮、资助和训练雇佣兵为应受惩罚的罪行，并禁止其国民充当雇佣兵；

"8. â 殖民国家拆除其在殖民地领土的军事基地和设备，毋稍迟延，并 

不再设置新基地和设备；

‘‘ 9 . 道责若干殖民国家在其所统治领土内所采取的政策:强加无代表性 

的政权和宪法，加强外国经济及其他利益的地位，哄騎世界舆论，并欽励外国 

移民的有计划移入，而同时将土著居民驱遂、移置及转徒至其他地区；

"10. â 特别委员会继续寻求适当方法，在尚未实现独立的领土内立即并 

充分地实施宣言，特别是拟订消除尚存的殖民主义的各种表现的明确提议； 

"11. â 特别委员会提出具体建议，以便协助安全理事会根推联合国宪章 

规定，就殖民地领土内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发展，考虑适当的措施，并 

建议安理会充分考虑此种建议；

"12. 特别委员会继续审查会员国对宣言及其他有关非殖民化问题的决

议的遵行情形，特别是关于荀荀牙统治下各领土、南罗得西亚及纳米比亚各决 

议的遵行情形，并向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报告；



" 1 3 . ， 别委员会继续特别注意小领土，并向大会建议使这些领土人 

民能充分行使其自决与独立权利的最适宜方法及所应采取的步驟；

" 1 4 . 促请管理国与特别委员会充分合作, 准许访问团体进入殖民地领 

土，以便直接获取关于这些领土的情报，并确查在其管理下这些领土居民的愿 

望；

“ 15. 秘书长考虑到特别委员会的建议，继续采取具体措施，透过其

所能运用的一切媒介，包括出版物、无线电及电视，对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 

的工作、殖民地领土内的情况以及殖民地人民正在从事的不断的，放斗争，广 

泛不断地给予宣传；

" 1 6 .  j|会员国、尤其是管理国>与秘书长合作，促进大规模散播关于联 

合国在实施宣言方面所作工作的消患；

" 1 7 . 请秘书长提供实施本决议所需的一切便利。 "

7 . 在同届会议上，大会并通过了十六项决议和一份一致意见，将一些特定工 

作交给特别委员会，又通过了其他与特别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一些其他决议。 这些 

决定列表如下 .

(a) 关于小别领土的决议和决定

领 土

纳米比亚 

荀管领土 

南罗得西亚 

纳米比亚

决议号数 通过日期

第 2 4 9 8 U X I V ) 号一 九六九 年十月 三十一 日  

第 2507 (XXIV)号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 3 5 0 8 ( x : o v ) 号 -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曰

第 2 517 ( X X I V )号 一 九六九年十二月一日



纳米比亚

阿曼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托管领 

土

西厲撒哈拉

美属萨摩亚、安提瓜、巴 

哈马群岛、百茶大、英 

属维尔京群岛、文茶、 

凯曼群岛、科科斯（基 

林 ）群岛、多米尼加岛， 

吉尔伯特和埃列斯群岛、 

格林纳达、关岛、蒙特 

塞拉特、新赫布里底群 

岛、纽埃、皮特凯恩、 

圣赫勒拿、圣基茨-尼  

维 斯 -安圭那、圣路西 

亚、圣文森特、塞舌耳 

群岛、所罗门群岛、托 

克劳群岛、特克斯和凯 

科斯群岛、美属维尔京 

群岛

第 3 5 1 8 U X I V ) 号 -九六九年十二月一日

第 2 5 5 9 (x:xi;v) 号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曰  

第 3590(xxiv) 号一九六九年十二巧十六曰

第 2591 (XXIV)号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第 2592(xxiv) 号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安提瓜、多米尼加岛、格 

林纳达、圣基茨-尼维  

斯 -安圭那、圣路西亚、 

圣文森特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群 

岛 ）

第 3593(XXIV) 号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有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 

民独立宣言十周年纪念 

的特别活动方案

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3E 

及荀.牙统治下各领土 

和所有其他殖民统治下 

领土内访，给予殖民地 

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 

实施，并在南部非洲妨 

香消除殖民主义，.种族 

隔离和种族妓规的努力 

的外国经济及其他势力 

的活动

各专门机构及与联合国有 

联系的各国际机构实施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独立宣言的情况

一致意见

(b) 关于其他项目的决议 

第 2521(XXIV)号

第2554(xxiv) 号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

-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 2 555 (XXIV)号一九六九年 十二 月十二 日



会员国为非自治领土居民 

提供的研究和训练便利

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 

练方案

依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 

m , 所递非自治领土的

情报

第 2556(xxiv) 号 

第 2557(XXIV)号 

第 3558(xxiv)号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曰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曰

(C) 有关特别委员会 

工作的其他决议

青年、青年在尊重人权和 

基本自由方面的教育问 

题、青年的问题和需要、 

以及青年参加国家发展 

工作问题

庆祝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 

念

关于南部非洲宣言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联合国出版物和文件

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

订一九七一年为与种族主 

义和种族坡视战斗的国 

际行动年的方案

第 2497(XXIV)号 -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 2499 (XXIV)号一九六九年 十月 三十一 曰

第 2505(xxiv) 号 

第 2 5 0 6 (；o;iv) 号 

第 2538(XXiv) 号 

第 2542(xxiv) 号 

第 3544(xxiv) 号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曰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曰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曰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与在南部非洲的种族彼视 

和隔离及分离政策进行 

有效战斗的措施

第 2 54^7人（义乂工7 )号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 2 54 7 B ( XX工V )号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曰

国际人权会议建议的实施 第 2588B(xx工V)号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 第 3 6 0 9 ( x : x i v )号 -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曰

8 . 澳大利亚常驻代表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给秘书长的信（A / 7 507 ) 

中说，澳大利亚政府已决定退出特别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大会第 

一八三八次全体会议决定延至较晚的时候，指浪一会员国填补由于澳大利亚退出造 

成的空缺。

9 . 在一九七0 年一月一日，特别委员会是由下列会员国姐成：

阿富汗 

保加利亚 

厄瓜多尔 

埃塞俄 

洪都拉斯®  

印度

伊朗 

伊拉克 

意大利 

象牙海岸 

马达加斯加 

马里

挪威

波兰

塞拉利昂 

叙利亚 

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

突尼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顧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端技 

南斯拉夫

⑥洪都拉斯常驻代表团在一九七0 年十一月五日给大会主庸的普通照会（A /8 1 5 é )  

中说，洪都拉斯政府已决定在大会一九七0 年会议闭幕时退出特别委员会。

- lU



1 0 . 本报告是叙述特别委员会在一九七O 年三月六日至一九七O 年十二月三 

日的工作，在此期间，委员会举行了六十六次全体会议。 在同一期间，工作小组 

及各小姐委员会举行了七十五次会议。

B . 特别委员会一九七0 年会议开幕

11. 一九七0 年特别委员会的首次会议 ( 第七二五次会议 ) 于三月六日举行 , 

由秘书长主持开幕。

秘书长开幕词

1 2 . 秘书长表示很高兴主持特别委员会会议的开幕，并对所有出席代表表示 

欢迎。

1 3 . 当他一九六九年二月对特别委员会讲话时，他回顾了联合国在非殖民化 

问题方面的不断努力，慨述了有关的各项严重复杂问越以及在他看来，需要迫切注 

意的一些有关考虑。

1 4 . 从那时起，在某些殖民领土上已有了一些宪治上的进步。 然而，就整 

个来说，居间期间仍然是一个令人失望和沮丧的时期。 宪章中所订制定的殖民地 

人民各项目标的全部达成似乎是遥不可及，在一座领土上仍然难有和平的实现。例 

如在南部非洲，九年前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所激起的期待，至目 

前为止完全令人夫望。 确实有着一些令人感到不安的在象，显示这些期待可能就 

会转变为怀疑国际大家庭是否真准备对世界这一部分殖民地人民的努力给予有效的 

协助，以实现他们对自由独立的合法希望。

1 6 . 关于纳米比亚，南非政府对联合国的各项决议—— 终止西南非的托管， 

使该领土直属于本组织职责之下，成立联合国理事会，管理该领土直到独立为止， 

并且为此请南非政府自该领土撤除其管理当局的各项决议—— 仍抱着完全拒绝的态



度。 至于荀管领土，荀萄牙政府顽强不顾联合国有关决议，继续压迫土著居民， 

并借口这些领土乃是荀葡牙的海外者而拒绝给予他们自决权利。 关于南夢得西亚， 

联合王国作为，管理国所展开的行动和大多数会员国为响应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所实施 

的经济及其他制裁都没有产生国际大家庭被鼓励而期待的结果。 而且，这些领土 

当局相互勾结，凭借某些外国利益的协助，以求逼制人民获求解放的愿望，它们越 

来越使用严薛的压迫方法，其结果是有，邻近的非洲各国的安全和领土完整。

1 6 . 如果联合国至今巧不能使这些问题获得和平和迅速的解决，必然是由于 

缺乏深切关心，没有密切研究或作建设性努力所致。 相反的，本组织一向是支持 

殖民地人民获得自决权利的先锋 , 也作了很多的事，对他们为求达到摆服殖民统治 

所作的进展，给予了数励和支持。 自从历史性的宣言通过以来，联合国各主管机 

构的确采取了一些空前的决定和深远的行动，这些都是对非殖民化过程的可观贡献。 

那么，现存的状况又该怎么解释呢？正如他原先所说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国家不遵 

守联合国有关决议，还有一些国家在未决问题的有效补救上不能与联合国充分合作 

之故。 他最近在塞内加尔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答复关于联合国有关葡管 

领土各项决议的不获执行问题时，指出了这一点。 他说，缺点不在宪章，而在执 

行本身。 他希望特别委员会在促进达成宪章和宣言中所订定的原则时，能由不断 

审查这一局势，对执行上述决议采取后继行动，以及拟就要各国及联合国各主管机 

构采行的其他措施，而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1 7. 他并且提请特别委员会对他在一九六九年九月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 

政府首脑大会会议上所作的评论。 在谈到联合国在过去一年左右中的工作的少数 

几个比较令人鼓舞的发展时，他说：

" 例如，我注意到现已出现广泛的协议，认为在消除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 

和种族主义的重要工作上，联合国应当发挥日益增大的作用，而朝向达成所期 

望的目标的进展主要取决于各国政府的接受有关国际决定和机构以及它们认识 

到国际和平的较广泛利益也可能与它们本身的利益相符合。 同样显著的是会



员国对于影响南部非洲的殖民和种族问题方面所遂渐达成的广泛一致意见，日 

益有了认识。 同样的，似乎也普遍认识到透过嗟商和相互通融忍让，充分而 

有意义地表示出这一一致意见的重要性，并且认识到合作和一致努力是把所获 

决定变成有效行动所必需的。 "

1 8 . 在同一方面，特别委员会遵从大会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2 5 0 5 
(XXIV)号决议，无疑地希望充分考虑非洲统一组织在秘书长刚才所提到的会议上 

所通过的南部非洲宣言。 该文件是该区域组织成员对于南部非洲殖民问题的集体 

看法及政策的权威性和适时的表示。 同样的，也说明了它们对联合国和其会员国 

承诺行动的期待。 鉴于绝大多数会员国对它的热烈欢迎，几乎用不着说它的普遍 

被接受是国际对南部非洲遂渐关心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对普遍有效原则的可责 

重申，即促请在世界该地区追切实施人类平等、人类尊严、社会正义、及殖民地人 

民自决各项原则。

1 9 . 如果他主要谈的是折摩非洲大陆的殖民问题，这并不是因为影响其他殖 

民地领土的问题比较不值得仔细注意。 郁些其他问题只是程度不同，本质是一样 

的，看到过去一年左右中那些较小领土的非殖民化速度比较慢，这是很令人不安的。 

该领土的范围和其地理位置、其人口的数量、 自然资源的采用价值、经济生存能 

力的前景等等考虑都可能会弓I起特别问题，需要有个别解决的办法，这是不言而喻 

的。 然而，正如过去常常指出的，这类问题并不减损人民自决和摆脱殖民统治的 

权利。

20 . 几乎所有的管理国均遵守宪章规定的义务，实现它们负责管理下的领土 

的自决原则，并且依照它们保证居民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的誓约，这是报 

合时宜的。 许多其他会员国强调这些管理国有职责不但要保证人民在充分知道他 

们所具有的各项选择办法之下能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并且也保证关于领土未来政 

治地位的任何决定均应直接来自人民的意见的充分表示，没有任何限制或分别，而



且这些决定—— 注意到某座领土最近的发展—— 是在显然有完全选择自由的情况下 

所作的，这也是大家可了解的。

2 1 . 假定利益和关心同时俱在，难道不可能拟订出大家同意的办法，加以使 

用后，可以帮助和解象最近在某些领土上苦恼着政治改变的考虑的那些不同意见？ 

这类办法之一难道不可能是便成管理国对在联合国主持下派遣视察团问题的协议？ 

作为补充步骤法，在领土人民行使自决权利这方面过程中，难道不能有本组织积极 

和适当的参与？

2 3 . 关于联合国派遣视察团以及以其他形式前往未独立领土问题，他过去曾 

数度发表过意见。 他愿重复说，这类视察团已经证明是有关那些领土政治、经济 

和社会情况以及居民看法、，希望和期望的消患的最重要来源。 因此，它们在寻求 

解决领土所面临往往报复杂的问题上，是可责的韻助。 希望大家都能适当地重视 

这盤考虑，特别是曾强调联合国非殖民化问题方面需要实际而均衡的决定的一些会 

员国。

23. —九七0 年，他曾促请特别委员会审查了范围很广泛的一些问题。 在 

他一九七0 年二月六日的节略（A/AC. 1 0 9 / 3 4 7 和 Corr. 1 ) 中，他提出了交托 

给委员会的各项工作的大纲。 儒言之，大会要求委员会趣续进行工作，并寻求适 

当办法，在尚未获得独立的一切领土上，迅速而充分地执行宣言。 此外，大会在 

关于个别领土的许多决议中，指派给委员会一些特殊职责，这些职责都是针对着同 

一目标的。 男外还有从大会其他决议及委员会过去决定产生的一些任务，成员 

们愿意在订立委员会工作方案时，对这些任务加以注意。

24. 在各项工作中有一项需要特别提到的就是与要在宣言十周年纪念时着手 

的特别活动方案有关。 大会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E3日第2521 ( XXIV) 号决议中， 

核准了宣言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的各项建议，⑦这些建议要求特别委员会编写关

⑦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第二十四届会议 , 附件，议程项目24 , A / 7 6 8 4 号文件。



于非殖民化问题的简洁分析研究，并加以广泛散播，以动员舆论及国际大家庭，充 

分实施宣言。 此外，大会请委员会根据上述研究，编写针对有效处理其余殖民问 

题的宣言或行动方案。 最后，大会要委员会协同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委员会， 

注意筹备委员会报告所载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并就这方面向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 

报告。

2 5 . 这些任务总合起来，比过去几年交托给特别委员会的任务在幅度和重要 

性上都要大很多。 他深信委员会将执行这些任务，因而推动目前迫切需要动力的 

国际大家庭加速各地殖民地人民解放的努力。

2 6 . 结尾时，他向委员会保证对委员会的努力将提供充分合作，并希望委员 

会工作顺利达成。

选举职员

2 7 . 特别委员会于三月六日第七二五次会议上全体-•致选出了戴维森•尼科 

尔博士（塞拉利昂）为主席。

3 8 . 委员会于三月十三日第七二八次会议上全体一•致选出了某奥波尔多•贝 

尼特斯先生（厄瓜多尔 ) 和阿^ 德 •萨德里先生（伊 朗 ）为副主席，查达先生（印 

度 ）为报告员。

主席的讲话

2 9 . 主席报感激给他及其代表团的荣誉—— 在可能是特别委员会最重要的年 

代中选他j作特别委员会的主席。 他认为这一荣誉是直接对他的国家的总理西亚卡* 

史蒂文斯博士阁下的敬礼。 史蒂文斯博士关于殖民主义的各项声明为塞拉利昂及 

全非洲所熟知，非洲这一大陆比任何其他地方遭受到更多殖民剥削的可怕问题。

30. 特别委员会对于宣言十周年纪念和委员会参加庆祝联合国第二十五周年 

纪念，已订定了一个全部工作方案。 他深信在成员们的协助和合作以及秘书处的



释旋之下，委员会一定会大有成就。

3 1 . 他回想到，他向秘书长提送全权证书之后第一次正式受联合国欢迎就是 

在特别委员会。 他说，他对于突尼斯的马哈茂德•梅斯蒂里大使过去两年来在主 

持委员会会务上的表现，印象最为深刻。 他知道成员们都要他向梅斯蒂里大使表 

示委员会的感谢并祝贺他荣任新职成功。

3 2 . 在过去几小月，特别委员会极为幸运由委内输拉的赫尔曼•纳瓦•卡里 

略大使担任了代理主席，他熟练地领导了委员会的工作，一直到一九六九年该委员 

会成功结束为止。 他要向纳瓦•卡里略大使、他的常任代表安德烈斯•阿吉拉尔， 

毛德斯茶大使以及他的政府，表示感佩，委员会由于他政府的懷慨和了解，才能在 

本年度开始时，就有合作的精神。

3 3 . 他对于秘书长的开幕词以及秘书长对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工作的贡献， 

要向秘书长表示特别委员会的谢意。 特别重要的，乃是秘书长曾就委员会所要处理 

的一个主要问题发表了意见，那个问题就是，南部非’洲由于葡萄牙、南非和南罗得西 

亚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不妥协态度而造成的日益恶化:的情况。南部非洲各领土 

那种不幸情况在过去几年曾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作过分多时间的注意。 那些国家 

里少数政府所采的战略和策略是逃避性的、声东击西的和挑战性的。

3 4 . 在非洲以外，世界上还有其他许多同样重要的领土。 那些领土情形不 

- , 例如加勒比区域的某座领土则有许多能力很强学问很好的当地行政人员，但在 

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土，则仍由区专员担任政府行政，而且人民识字程度狠低。 他 

的代表团认为，那些领土的管理国可以同特别委员舍密切合作，以便充分履行其职务, 

因为特别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各国的代表，这些国家—— 象他的国家一样—— 最近都 

遭遇到同样的田难。 幸运的是，大家有理由可以相信，不象南部非洲局势那样， 

很多领土的独立的完成都只是如何安排和订定时间而已。

3 5 . 特别委员会在一九七0 年所面條的工作并不容易；这些工作需要有富于



想象的处理方法、坚定但又灵活的行动以及为几百万受难人民独立事业的献身精神。

3 6 . 特别委员会除了所面临的那些困难问题以外，还有就宣言第十周年纪念 

编制 t 在消灭殖民主义最后残余的行动方案以及就非殖民化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重 

要工作。 大会还要委员会密切注意联合国第二十五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报告中所 

载建议的执行情况，并就此事向大会提出报告。

3 7 . 特别委员会所面胳的工作，从来没有比今年这样艰巨，或许也从来没有 

比今年这样重要。 他深信，在成员们的合作和协助之下，委员会将会坚忍沉着地 

来应付那些问题。

C. 工作的安排

3 8 . 特别委员会在三月六日至二十三日期间召开的第七二五次、第七二七至 

第七三0 次和第七三二次会议上，讨论了该年度工作的安排。关于这方面所作的讲话 

有 :主席在第七二五次会议上的讲话（A / A C . 1 0 9 / P V . 7 2 5 ) ; 主席及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挪威、马里三国代表在第七二七次会议上的讲话（A/AC. 1 0 9 /  
PV.727和 C o r r . l ) ; 南斯拉夫、象牙海岸和印度代表在第七二八次会议上的讲 

话 （A / A C . 1 0 9 / P V . 7 2 8 ) ; 波兰、委内端拉、联合王国、埃塞俄比亚、马达加 

斯加、美利坚合众国和意大利代表在第七二九次会议上的讲话（A / A C . 1 0 9 /

729和 C o r r . l ) ; 叙利亚、伊拉克、保加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厄瓜多尔、伊•朗、突尼斯、马里和象牙海岸代表在第七三0 次会议上的讲话（A/  

AC.109 /PV.  7 3 0 )；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在第七三二次会议上的讲 

( A / A C . 1 0 9 / P V . 7 3 2 ^ Corr.  1 ) 。

3 9 . 在工作安排的辨论结束后，特别委员会于三月二十六日第七三四次会议 

上，请工作小组审议并提出关于委员会工作方案的各项建议，包括项目审议的优先 

次序。 委员会在作这个决定时，还请求工作小組计及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所通过



的有关决议中分派给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并计及委员会本身为一九七0 年所拟进行 

的工作；关于后者的一个慨要，载在秘书长的说明中（A/AC. 109/347和 Corr.l)。 

此外，特别委员会请工作小组计及各国在一般辩论工作安排时所表示的意见。 委 

员会在同次会议上，还决定继续设置请愿书小组委员会，其成员和一九六九年相同。

4 0 . 根据工作组第四十七次报告（A / A C . 1 0 9 / L . 6 2 3 )中的建议，特别委 

员会在四月十三日第七三七次会议上决定继续设Ï 潇一、第二及第三小组委员会以及»

廣员会和阿曼小组委员会，并请它们除审议下文第4 1 段所列的各项目外，，就发交给 

它们的各项目，执行大会所指派的各项具体任务。

4L 特别委员会又决定通过项目的分配和审议的程序如下：

间 题 分 配  审议的程序

南罗得西亚 

纳米比亚 

葡管领土 

西厲撒哈拉 

法属索马利®

全体会议 )

" I联合审议或作为单独项目⑧

，’ )

" 作为单独项目

⑧在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期间，第四委员会于一九六九年九月三十日第一八一七 

次会议上，除其他事项外，决定应对该三个项目举行一般辩论，所了解的是关 

于各项目所涉事项的单独决议草案，则在一般辩论结束后并继请愿人也许会对 

这些项目向委员会陈述意见后，分别审议各单独决议草案。

⑨ 报告员的说明: 秘书处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印发的名 词 汇 编 第 (ST/ 

SC/SER. î ' /2 40  ) 说：

"原称法属索马里的领土的新名字是法属阿法尔斯和伊萨斯领土…… 

"这个名称是应管理国的请求采用的，除发言人或著者在记录的文字 

中使用不同名称外，应在所有文件中使用。 "



英属洪都拉斯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

叟济⑩

直布罗陀 

番港

各专门机构及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 

执行宣言的情况（大会第2555 (XXIV) 

号决议）

依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 (辰)敦递送的非 

自治领土情报和有关的间题（大会第 

3 558 (XXIV)号决议第8 段）

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及赛翁牙统治 

下各领土以及所有其他殖民统治领土 

内访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 

言的执行并在南部非洲妨香消除殖民 

主义、种族隔离及种族妓视的努力的 

外国经济及其他利益的活动 

殖民国家在所管各领土内的军事活动和 

安排，这种活动和安排可能访善给予 

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

全体会议 作为单独项目

第一小组

委员会 由小组委员会决定

⑩ 报告员的说明: 在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特别委员会决定在全体会议中审 

议叟济问题，所了解的是类济问题小组委员会将继续工作，按该小组委员会是 

在一九六七年成立，其目的在于"前往矣济直接研究并报告该领土情况" 。



塞舌耳 

圣赫勒拿

吉尔伯特和埃里斯群岛、皮特凯恩 

和所罗门群岛 

新赫布里底群岛 

美厲萨摩亚和关岛 

钮埃和托克劳群岛 

太平洋岛il# 托管领土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托管领土及 

科科斯（基 林 )群岛 

文某

美属维尔京群岛 

英属维尔京群岛

安提瓜、多米尼加岛、格林纳达、 

圣基茨 - 尼维斯 - 安圭拉、圣 

卢西亚和圣文森特 

百慕大 

巴哈马群岛 

特克斯及凯科斯群岛 

凯曼群岛 

蒙特塞拉特 

阿曼

第一小组委员会 由小组委员会决定

第二小姐委员会

第三小組委员会

阿曼小组委员会 作为单独项目



有关准许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十周年纪念的特别活动方案（大会 

第 2521 (XXIV)号决议）

庆祝联合国二十五周年（大会第 

2499A(XXIV)号决 议 第 7 

段和第1 1 段)

联合国出版物及文件（大会第2538  
(XXIV)号决议第1 段和第 7 段 ）

一九七一年打击种族主义及种族坡视 

国际行动年纪念方案（大会第 

2 5 4 4 ( x x i v ) 号决议第5 段 ）

宣传联合国在反殖方面的工作（大会 

第 2548 (XXI；V )号决议第 1 5 段)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大会第2609  

(XXIV)号决议第5 、第 1 0 及第 

1 3 段 ）

工作小姐® 作为单独项目

由工作小组予以决定， 

要计及上一个项目的审 

议情况

作为单独项目

® 特别委员会在一九七0 年四月一日第七三五次会议上，决定将大会在第2521  
(XXIV)号决议分派给委员会的工作发交工作小组审议，并作出报告，所了解 

的是非工作组成员的各代表团在工作小组审议这小事项时可自由向工作小组提 

出建议。



宣言适用的名单问题

关于在总部外举行一系列会议的 

问题

有关小领土的事项（大会第 

2548(x x i v )号决议第13 

段 ）

关于浪遣视察团访间各领土的问 

题 （大会第2548(xxiv)号 

决议第1 4 段 ）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彼视：殖民地 

国家人民请愿书( 大会第 

3 1 0 6 B ( x x )号决议第2 段和 

第 3 段，消除一切形式种族坡 

视国际公约第1 5 条 ）

各领土达成独立的限期

青年、青年在尊重人权及基本自 

由方面的教育问题、青年的问 

题和需要、及青年参加国家发 

展工作问题（大会第2 49 7 
(XXIV)号决议第一编第3 段 

和第 5 段 ）

工作小姐 作为单独项目

全体会议和小组 

委员会视适当 

情形而定

请愿书小组委员 

会和全体会议 

视适当情形而 

定

由有关机构在审查各个领 

土时予以考虑



社会进步及发展宣言（大会第2542 ( XXIV)号 

决议第一编第2 条）

切实打击非洲南部种族跋视、种族隔离及种族分 

离政策之措施(大会第2547 A (XXIV)及 B号 

决议）

各会员国遵行宣言和其他有关非殖民化问题的决 

议，光其关于荀葡牙统治下各领土、南罗得西 

亚及纳米比亚 ( 大会第2 5 4 8 U X I V ) 等决议 

第 1 2 段 ）

会员国为非自治领土居民提供的研究及训练便利 

( 大会第2556(xxiv)号决议第6 段 ）

国际人权会议建议的实施（大会第2588 B 
(：0 ；工7 )号决议）

由有关机构在审查各小 

领土时予以考虑

4 3 . 在同次会议上，特别委员会根据工作小组第四十七次报告（A /  

A C .1 0 9 /L .  623 ) 所载的建议，对于南非共和国政府隔离政策特别委员会主席给 

主席信（A/AC. 1 0 9 / 3 4 8 ) 中的一项提案，作了一个决定。 这项提案，除其他 

事项外，是关于两个特别委员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举行的一次联席会议的事。 

关于委员会审议这事项的经过，载于本章第144^至 147段中。

4 3 . 在四月二十一日第七四0 次会议和五月四日第七四一次会议上，特别委 

员会根据工作小组第四十八次和第四十九次报告（A/AC. 1 0 9 /L .  6 2 4和 I*. 629 )  

所载的各项建议，对于在与宣言第十周年纪念有关的特别活动方案的范围内，为了



要和来自该大陆殖民领土上的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们建立接触起见而派遣一个专设代 

表小组到非洲去一事 , 作出了决定。 这些决定，连同特别委员会以后就宣言第十 

周年纪念所采的行动，载在特别委员会依据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大会第2521  
( x x i v )号决议第3 段的规定向大会提交的报告（A/8086  ) 中。

U . 在六月十八日第七四五次会议上，特别委员会根振工作组第五十一次报 

告 ( A / A C . 1 0 9 / L . 6 3 7 )中的建议，对于为了支持荀属殖民地人民而出席一个国 

际会议的邀请，作出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连同特别委员会以后所采的行动，载 

在本报告（A / 8 0 2 3 / A d d . 3 , 附件二）第七章中。

4 5 . 在四月十三日至九月三日间举行的第七三七次、第七四四次、第七五一 

次和第七六二次会议上，特别委员会根据工作组第四十七次、第五十次、第五十二 

次及第五十三次报告⑩中的建议，就一九七0 年工作方案，包括审议现有各项目的 

优先次序在内，作出进一步的决定。 这些决定载于下文第7 2 至第7 4 各段。

特别委员会及其工作小组 

和小组委员会的会议

特别委员会

4 6 . 特别委员会在一九七0 年三月六日至十二月三日期间举行了六十六次会 

议，详情如下：

第一届会议：

第七二五次至第七四七次会议，三月六日至六月二十四日,

第二届会议

第七0 八次至第七八0 次会议，七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三日。

©  参看 A / A C .1 0 9 /L .  623,  L .633 ,  L. 6é4 及本报告附件二。



工作小组

4 7 . 特别委员会在三月二十六日第七三四次会议上，无异议决定继续设置它 

的工作小组，其成员如下：保加利亚、伊拉克、意大利、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及委内瑞拉，并有职员四位，主席 （塞拉利昂）副主席两位（厄瓜多尔和 

伊 朗 ）和报告员（印度）。

4 8 .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工作小组于一九七0 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十七日 

期间举行了二十六次会议，并提出了十一个报告。⑩

请愿书小组委员会

4 9 . 特别委员会在三月二十六日第七三四次会议上，决定继续设置请愿书小 

组委员会，其成员和一九六九年相同，为：

厄瓜多尔 马里

印度 波兰

意大利 叙利亚

与达加斯加

5 0 . 请愿书小组委员会于四月二十一日第一五五次会议上，选举塔德養•斯 

特鲁拉克先生（波 兰 ）为主席。

5 1 . 请愿书小组委员会在0 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十九日期间举行了七次会议， 

并向特别委员会提出四个报告。 ®

⑩ A/AC. 1 0 9 / L .  628, L. 624, L. 629,  L. 633,  I*. 637, L. 644, I*. 662 

( 本章附件二）， 1*.665 ( 本章附件三），L. 669,  L - 680, L. 6 8 3 。

®  A /A C '1 0 9 / l i .  689 ,  L. 658, L. 664, L .684o



5 2 . 在审查的期间内，小组委员会一共审议了五十件来信，它决定将其中的 

三十九件作为请愿书予以散发。 小姐委员会所散发的请愿书列在本报告中处理其 

所波项目的章次内。 这些请愿书包括一项听询请求，小组委员会已经建议特别委 

员会予以核可。

第一小组委员会

5 3 . 特别委员会于四月十三日第七三七次会议上，决定继续设置第一小组委 

员会，其成员和一九六九年相同，为：

厄瓜多尔 突尼斯

马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塞拉利昂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叙利亚 É 斯拉夫

5 4 . 第一小组委员会于四月二十二日第七十五次会议上选举拉菲克•裘杰特 

先 生 （叙利亚）为主席，亚力山大，佩松查克先生（南斯拉夫）为报告员。

5 5 . 第一小组委员会在四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千三日期间举行了十七次会议 , 

并就发交其审议的下列各项目提出了报告：

( a ) 塞舌耳和圣赫勒拿群岛；

m 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荀霉牙统治下各领土以及所有其他殖民统治领 

土内从事活动，仿香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并在南部非洲 

访凄 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妓视的努力的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集 

团的活动；

( C )殖民国家在其所管领土中进行的军事活动和安排，这种活动和安排可能访 

碍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

5 6 . 特别委员会审议小组委员会关于上文项目(a)的报告的经过，载于本报告



( A / 8 0 3 3 / A d d . 4  ( 第一编））第八章中。 特别委员会审议小组委员会关于上 

文项目(幼的报告的经过，载于文件A /8 1 4 8中。 特别委员会审议小组委员会关于 

上文项目(C)的报告的经过，载于本报告书（A /8023  ( 第二编））第二章中。 小 

组委员会的各个报告，附在所弓I用的文件之后。

第二小组委员会

5 7 . 特别委员会在四月十三日第七三七次会议上，决定继续设置第二小组委 

员会，其成员与一九六九年相同，为：

阿富汗 伊拉克

埃塞俄比亚 波兰

洪都拉斯  美利坚合众国

印度

58. 第二小组委员会在四月二十二日第一0 五次会议上选举伯哈尼•德雷 

先 生 （埃塞俄比亚 ) 为临时主席，并在四月三十日第一0 六次会议上选举穆罕默德， 

基 姆 •阿柳比先生（阿富汗）为报告员。 小组委员会在九月二十二日第一二一 

次会议上选举德雷夢先生（埃塞俄比亚 ) 为主席。

5 9. 第二小组委员会在因月二十二日至十月二十七日期间举行了  二十一次会 

议，并就发交其审议的下列各项目提出了报告：

(a) 纽埃和耗克劳群岛 

(fe) 新赫布里底群岛

( C )吉尔伯特和埃里斯群岛、皮特凯恩和所罗门群岛

(d) 美属萨摩亚和关岛

(e) 太平洋岛噪托管领土

( f )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托管领土及科科斯（基 林 ）群岛



小组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单独报告，内载关于上述各领土的一般结论和建议。

6 0 . 特别委员会审议小组委员é W j ：述领土的报告的经过，载于本报告( A / 8 0 2 3 /  

Add . 6 )第十四章中。 小组委员会的各个报告，附在所引该章之后。

6 1 . 小组委员会也提出了题为 " （一九七0 年 ) 工作的检查 " 的一个报告，

叙述执行分派给它的各项工作的情形（见下文第7 3 段 ）。

第三小组委员会

6 3 . 特别委员会在四月十三日第七三七次会议上，决定继续设置第三小组委 

员会，其成员和一九六九年相同，为：

保加利亚 马达加斯加

伊朗 挪威

意大利 委内瑞拉

象牙海岸

6 3 . 第三小组委员会在四月二十二日第一三九次会议上选举布某斯，拉贝塔 

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为主席，法罗赫 / 帕尔西先生（伊 朗 ）为报告员。

6 4 . 第三小组委员会在四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十因日期间举行了十六次会议， 

并就发交其审议的下列各项目提出了报告：

( a ) 安提瓜、多米尼加岛、格林纳达、圣基茨 - 尼维斯 - 安圭拉、圣卢西亚和 

圣文森特；

( b ) 巴哈马群岛、百菜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凯曼群岛、蒙特塞拉特、特克斯 

及凯科斯群岛及美属维尔京群岛。

6 5 . 特别委员会审议小姐委员会关于项目(a)及0))的报告的经过，分别载于本 

报 告 （A / 8 0 2 3 / A d d . 7 ) 第十七及第十八章中。 小组委员会的各个报告附在所 

引各章之后。



叟济小组委员会

66. 特别委员会在四月十三日第七三七次会议上通过工作小组第四十七次报 

告 （A / A C . 1 0 9 / L . 6 2 3 )时，决定，除其他事项外，将叟济间题作为单独项目加 

以处理，并决定在全体会议中审议该问题，所了解的是斐济小组委员会将继续进行 

其工作，按该小组委员会是依据特别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的决议©和大会一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第2185 (XX工)号决议于一九六七年九月设置的，其目的在 

于 " 前往斐济直接研究该领土情况并报告" 。

6 7 . 特别委员会在上述那次会议上，决定类济小组委员会的现有成员仍与一 

九六九年相同，为：

保加利亚 挪威

厄瓜多尔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印度

6 8 . 斐济小组委员会在五月六日那次会议上，选举拉夫内先生（挪威 ）为主

席。

6 9 . 缝在本年内和各方进行协商之后，小组委员会在斐济于一九七0 年十月 

十曰获得独立以前，向特别委员会提出两个口头报告。 特别委员会审议这些报告 

的经过，载于本报告（A / 8 0 2 3 / A d d . 5  ( 第一编））第十二章中。

阿曼小组委员会

70. 特别委员会在四月十三日第七三七次会议上通过工作小组第四十七次报 

告 （A / A C . 1 0 9 / L . 6 2 8 )时，决定，除其他事项外，继续设置阿曼小组委员会， 

其成员与一*九六九年相同，为：

⑩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一届会议，附件 , 议程项目2 3 增编， A / 6 8 0 0 /  
R e v . l 号文件，第七％第1 2 0 段。



伊朗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伊拉克 委内端拉

马里

7 1 . 阿曼小组委员会成员们在本年和各方进行协商之后，同意授权特别委员 

会主席在十月二十九日委员会第七七五次会议上就小组委员会的工作( A / A C . 1 0 9 /  

PY. 775 ) 向委员会提出一项陈述。 特别委员会审议主席陈述的经过，载于本报 

告 （A / 8 0 2 8 / A d d . 5  ( 第二编））第十三章中。



7 2 . 本报告记述的期间内，特别委员会审议了下列各领土 :

领 土 会 议

南罗得西亚 第七二六次、七四三—— 七四七次、七 

五0 —— 七五二次、七五八次、七五九 

次

类 济 （同时参看上文第6 6 至 6 9 段 ） 第七四二次、七七一次

纳米比亚

葡管各领土

西属撒哈拉；法 属 索 马 里 英 属 洪  

都拉斯；香港⑰；直布罗陀；福克 

兰群岛（马尔维纳群岛）

阿曼（同时参看上文第7 0 至 7 1 段)

第七四三 -一七四七次、七五0 —— -b 

五五次、七六四次

第七四三—— 七四七次、七五0 —— 七

五二次、七五五------- h五七次、七六六

次

第七五五次 

第七五五次

发交第一小组委员会审议的领土 

塞舌耳群岛和圣赫勒拿 第七五五—— 七五七次



发交第二小组委员会审议的领土 会 议

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皮特凯恩和所 

罗门群岛，美属f 摩亚和关岛；纽埃 

和托克劳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

太平洋岛峰托管领土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及科科斯群岛托管领 

土

文莱

第七七一次、七七二次、七七六次, 

七七七次

第七七五-----h七七次

第七四五次、七七六次、七七七次

第七七七次

发交第三小组委员会审议的领土

百幕大；蒙特塞拉特；巴哈马群岛； 

属维尔京群岛；美属维尔京群岛； 

曼群岛；特克斯及凯科斯群岛

英

凯

第七七三次、七七五次

⑩ 报告员的说明: 秘书处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印发的名词汇编第二四0 号 

(ST/SC/SER. F/24f0 )说：

"原称法属索马里的领土的新名字是法厲阿法尔斯和伊萨斯领土 •… 

" 这个名称是应管理国的请求采用的，除发言人或著者在记录的文字 

中使用不同名称外，应在所有文件中使用。"

© 保加利亚代表、波兰代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声称，香港问 

题既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有关，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就要等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恢复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才能审议这件事项。



安提瓜、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圣基茨 

- 尼维斯 - 安圭拉、圣卢西亚和圣文 

森特  第七八0 次

73. 本报告第五章至第二十章内载有特别委员会审议上列各领土的经过说 

明，以及就这些领土通过的各项决议和 / 或结论和建议。⑱在十一月三日第七七  

七次会议上，特别委员会接到了第二小组委员会标题为 " 工作检查（一九七0 ) ，’ 

的报告（参看本章，附件一 ) 。 在同次会议上，特别委员会阅悉了这份报告。.

3 ' . 《宣言》所适用的领土名单问题

74. 特别委员会在四月十三日第七三七次会议通过其所属工作小组的第四十 

七次报告（A / A C . 1 0 9 / L . 6 2 3 ) ,决定，除其他事项外，单独审议可以适用《宣言》 

的领土名单问题，并将这个问题发交工作小组审议和提具建议。 在作上项决定时 , 

特别委员会目顾它在提送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的报告® 里说过，除须遵守大会愿意 

对此事发出的任何指示外，它将继续检查《宣言》适用的领土名单，作为其一九七 

0 年工作方案的一部分。 委员会还0 顾大会于其第2 5 4 8 ( x x i v ) 号决议的第3 

段内核可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包括一九七0 年委员会拟订的工作方案。

⑩ A/8023/Add. 1-8 , Add.4 ( 第一编和第二编）， Add. 5 (第一编和

第二编）， Add . 6 ,  Add . 7 (第一编至第四编）。



7 5 . 在十一月十九日第七七八次会议上，特别委员会在其主席讲话后（A /  

A C .1 0 9 /P V .7 7 8  ) , 通过了工作小组第五十六次的报告（A / A C . 1 0 9 / L . 6 8 0 )。 

因此，特别委员会决定在下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个项目，但是要遵守大会第二十五 

届会议对此事可能作出的任何指示。

7 6 . 在十二月三日第七八0 次会议上，主席提请注意剛果人民共和国驻联合 

国常任代表兼联合国非洲集团主席一九七0 年十一月三十日写给他的信（见附件四), 

其中要求委员会在下届会议上重新审议科摩罗群岛列入宣言所适用的领土名单的问

题。

7 7 . 在同次会议上，经过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马达加斯加、象牙海岸、委 

内瑞拉、伊拉克各国代表和主席（A/AC.10 9 / ? v . 7  80 ) 交换意见以后，委员会 

无异议决定表示注意到这封函件，并于委员会在下届会议上审查有关项目时讨论这 

件事项。

G. 有关小领土的事项

7 8 . 特别委员会在四月十三日第七三七次会议上，核可工作小组第四十七次 

报告（A / A C .1 0 9 / L .  6 2 8 ) 的时候，决定除其他事项外，将题为"有关小领土事 

项 " 的项目单独讨论，并掛蹄情形由委员会全体会议或由小组委员会审议。

7 9 . 特别委员会在作出上述各项决定时，曾考虑到大会第2 5 4 8 ( x x i v ) 号 

决议第1 8 段；按照该段的规定，大会请委员会 " 继续对小领土给予特别注意，并 

向大会建议应采的最合宜方法与步戰，使此类领土的居民可以充分行使自决和独立 

权利 " 。 委员会也考虑到大会关于与委员会有关的二十五个领土的第2592  
(XXIV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

8 0 . 特别委员会在十一月二日的第七七六次会议上注意到第一、第二和第三



小组委员会已经依照上述的决定考虑到大会第3548 ( X X I V )号决议的上述规定，

以及这三♦ 单位在研究交给它们审议的这些领土时，考虑到大会关于小領土的决议 

的有关规定。 在同次会议主席讲了话以后（A /A C .1 09 /P V .7  7 6 ) ，特别委员 

会无异议决定，除遵照大会可能在这方面作出的任何指示外，在下一届会议继续讨 

论这■个项目。

H. 宣传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

81. 特别委员会在四月十三日第七三七次会议上通过了工作小姐第四十七次 

的报告（A / A C . 1 0 9 / L . 6 2 3 ) , 除其他事项外，决定单独审议关于宣传非殖民化 

工作的新闻的问题，并将这♦ 问题发交工作小组审议和提具建议。

8 3 . 在审议这个项目时，特别委员会注意到大会第2 5 4 8 ( x x i v ) 号决议的 

规定，大会在这个决议的第1 5 段内提请 " 秘书长注意特别委员会的建议，继续采 

取具体措施，通过他可以利用的一切媒介，包括出版物、广播和电视，广泛并不断 

宣扬联合国在# ? I 民化方面的工作、殖民地内的情况和殖民地人民不断进行的解放 

斗 争 "。

8 3 . 特别委员会在审议这项目时，接到了工作小组依照上文第8 1 段提到 

的委员会决定所提交的第五十三次报告（见本章附件二）, 其中包括工作小组对这 

小项目提出的建议。 报告内并附有新闻厅在民化方面的活动的报告。

8 4 . 特别委员会在九月十日第七六三次会议和九月十八日第七六四次会议上， 

审议了这个问题。

8 5 . 在第七六三次会议上，新闻厅的代表讲了话，并答复了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意大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委内端拉和塞 

拉利昂等国代表向他提出的问题（A/AC . 1 0 9 /PV.  7 6 3及 C0rr . 1 )。 波兰代表



和主席也讲了话（A / A C . 1 0 9 /：PV.768 及 C o r r . l ) 。

8 6 . 在第七六四次会议上，主管新闻厅助理秘书长讲了话，并答复了各成员 

在上一次会议上向他提出的问题（A / A C .1 0 9 /P V .7 6 4  ) 。 在同次会议上，特 

别委员会观看了新闻厅摄制的有关非殖民化的电影。 助理秘书长后来又作了讲话 , 

并答复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委内瑞拉和象牙海岸等国代表向他提出的问 

题 （A / A C .1 0 9 /P V .7 6 4  )„  委内端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王 

国各国代表和主席作了讲话（A/AC.109 /PV .  7 6 4 ) 。

8 7 . 在同次会议上，特别委员会通过工作小姐第五十三次报告时，无异议地 

决定请秘书长注意委员会的意见，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广泛并继续宣扬联合国 

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并将新闻厅在这方面所要采取的行动方案隨时通知特别委 

员会。

工 . 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跋视：

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请愿书

8 8 . 特别委员会在© 月十三日第七三七次会议上通过了工作小组第0 十七次 

的报告（A / A C . 1 0 9 / L . 6 3 3 ) , 除其他事项外，决定单独审议标题为"消除一切 

形式的种族跋视：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请愿书（大会第2106B (x x )号决议，第 2 及 

3 段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跋视的国际公约，第十五条）" 的项目。

8 9 . 特别委员会在十一月二日的第七七六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9 0 . 在审议这个项目的时候，特别委员会考虑到上述大会决议的有关规定， 

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坡视国际公约的第十五条。

9 1 . 特别委员会在审议这个项目的期间，也接到了秘书长一九七0 年二月十 

八日写给委员会主席的通知（A/AG. 109 /84^9) , 其中转达了消除种族彼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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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公约第十五条规定它执行的义务作出的声明（CERD/C/R.11 ) 。 因而，秘 

书长请委员会特别注意该项声明中的第7 段，其内容如下：

" 7 .  T 消除种族妓视〕委员会决定要求在公约第十五条第2 及 4 段内和 

在大会第310 6 B ( XX )号决议第1 及 2 段内提到的联合国各主要机构 :

" ( a ) 除行将转交给委员会的有关请愿书抄本外，向它提供(一） 它们 

可能有的关于请愿人的资料；« 它们对请愿书可能采取的行动；曰 审  

议请愿书和询请愿人的各次会议记录；

"(b) —经接到各管理国提交的报告后，即向委员会转交报告副本， 

包括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敦和第八十八条规定提交的报告和其他 

有关的报告，例如秘书处编制的工作文件；

" ( C )指出每一个报告内，按照各适当机构的看法，与公约原则和目 

标直接有关的那些部分。 "

9 2 . 特别委员会考虑到上述的要求，于第七七六次会议决定依据主席的提议 

采取与一九六九年大致相似的行动：

( a ) 授权主席向消除种族彼视委员会转交：（一） 同公约有关的请愿书抄本 ; 

« 可能载有涉及关系请愿人资料的特别委员会其他文件；e) —种表示，表 

明特别委员会审议有关项目时业已充分考虑那些请愿书所载资料的说明；（̂)审 

议有关项目和询请愿人的各次会议记录；

( b ) 要求秘书处向该委员会转交它每年就殖民地领土问题编制的工作文件 ; 

但有一项了解，就是秘书长应掛酌情形，就委员会的要求采取行动，那些要求 

是要索取各管理国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婦救的规定提交的报告的副本， 

并指出这些报告中的那些部分直接与公约原则和目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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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 特别委员会，依照上文第92 (a)段所说，于同次会议决定授权主席将一 

九七0 年内作为特别委员会文件分送的下列书面请愿书送达消除种族彼视委员会：

关于下开领土的请愿书 文件编号

纳米比亚

南罗得西亚

南部非洲各领土

A /A C .1 0 9 /P E T .11 34  

，' 1135

" 1147

A / A C . 1 0 9 / p e t . 1129  

" 1138

" 1139

" 1140

" 1141

A / A C . 1 0 9 / p e t . 1131

J . 审议其他事项

有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十周年纪念的特别活动方案

9 4 . 特别委员会，根据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大会第2521 (XXIV)号决议 

委托给它的任务，在本年度审议了上述项目。 委员会审议该项目的经过载于文件 

A/8086  及 Add.io

依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瞬敦所递非自治领土的情报和有关问题

9 5 . 依照大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第2 5 5 8 ( X；O V )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 ,



特别委员会在九月十日至二十八日举行的第七六三次、七六五次和七六六次会议上 

审议了上述项目。 委员会审议该项目的经过载于本报告第二十一章（A / 8 0 2 3 /  

Add.8 ) 。

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集团的活动：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荀萄牙统治下各领土 

以及所有其他殖民统治领土内从事那些活动，仿，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的执行，并在南部非洲妨•香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彼视的努力

96. 特别委员会依照大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曰第2554(xxiv)号决议 

的规定，继续研究上述项目。

9 7. 特别委员会在四月十三日第七三七次会议上将该项目发交第一小组委员 

会审议和提出建议。 第一小姐委员会于十月二十一日向特别委员会提出其报告。 

特别委员会就该项目向大会提出的报告，连同第一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载于文件  

A/8148及 Add.l。

殖民国家在其所管理领土中进行的军事活动和安排，这种活动和安排可能仿碍给予 

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

9 8 . 如大会在第3 5 4 8 ( x x i v ) 号决议第2 段内核定的特别委员会一九七0  

年度工作方案（A/7628 ( 第一编），第一章，第 163段 ）所拟定的，特别委员会 

继续研究上述项目。

9 9 . 特别委员会在四月十三日第七三七次会议上，将该项目发交第一小组委 

员会审议和提出建议。 第一小组委员会于十一月十九日向特别委员会提出报告。 

特别委员会审议该项目的经过，连同第一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载于本报告第二章  

(A /8 023  ( 第二编））。



各会员国遵行宣言和有关非殖民化问题的其他决议，特别是关于荀管各领土、南罗 

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的情况

100. 特别委员会在四月十三日第七三七次会议上核定工作小组第四十七次 

报 告 （A / A C . 1 0 9 / L . 6 2 8 ) , 除其他事项外，决定请各有关机构在审查各小领土 

时，也对上述项目加以注意。

1 0 1 . 因此，各小组委员会在审查发交审议的各项目时曾顾到该项决定。此 

外，特别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各个领土时也顾到了该项决定。

各领土实现独立的期限

10 2 . 特别委员会在其提送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的报告内，除其他各点外 , 

对一九七0 年度的工作方案作出下面的陈述：

‘‘ 162. ……而且，鉴于大会在这方面的明白意愿，委员会于其认为适

当时，将为每一領土依照人民意愿和宣言规定实现独立的日期，建议一个期  

限。 "⑩

103. 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在第2548 (XXIV)号决议第2 段内核定了特别 

委员会预定的一九七0 年度工作方案，连同上述的决定在内。

1 0 4 . 四月十三日特别委员会第七三七次会议通对了工作小组第四十七次报 

告 （A/AC. 1 0 9 /L .  6 2 3 ) , 要 求 其 第 一 、第二和第三小组委员会进行指定的工 

作，并便请它们注意上述的决定。 各小组委员会因此在审查发交审议的各特定领 

土时考虑了该项决定。 此外，特别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中审议各特定领土时也顾到 

了上述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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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部以外地点举行一系列会议的问题

10 5. 特别委员会在其提送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的报告内关于一九七0 年度 

的工作方案，除其他各点外，作出以下的陈述：

" 1 6 7 ， ……同样地，委员会考虑到大会第1 6 5 4 ( x v i )号决议第6 段 

的规定，其中大会授权委员会为了有效履行其职责有需要时，在联合国总部以 

外地点随时陳地召开会议。 委员会审议了这个问题后，鉴于一九六九年五月 

间在总部以外举行会议所获得的建设性结果，决定如上面第1 1 6 及 1 2 0 段所 

说的，通知大会委员会可能考虑于一九七0 年期间在总部以外地点举行一系列 

的会议，并且建议大会对委员会该年度工作开列必要经费时应当顾到这种可能 

性。 ③

106. 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在第2548 ( X X I V )号决议第3 段中核定了特别 

委员会® 订的一九七0 年度工作方案，连同上述特别委员会的决定在内。

10 7. 四月十三日特别委员会第七三七次会议核可了工作小组的第四十七次 

报告（a / a c . 1 0 9 / i < . 6 2 3 ) , 除其他事项外，决定将在总部以外地点举行一系列 

会议的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加以讨论，并且将该问题发交其工作小姐审议和提 

出建议。

10 8. 特别委员会在十一月十九日第七七八次会议上，联合王国代表、美国 

代表和主席作了讲话后，核可了工作小组在第五十六次报告内对于在总部以外地点 

举行一系列会议的问题提出的建议（A / A C . 1 0 9 / L . 6 8 0 ,第 8 段 ）。 根据那项 

决定，委员会同意在它向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提交的报告的适当段内，首先包括 

一项有关委员会可能考虑于一九七一年期间在总部以外地点举行一系列会议的陈述 ,



其次包括关于大会对委员会该年度工作开列必要经费时应当顾到这种可能性的建议。 

联合国出版物和文件

109.  特别委员会在四月十三日第七三七次会议上核定工作小组第四十七次 

报告（A / A C . 1 0 9 / L . 6 2 3 ) , 除其他事项外，决定依照大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 

一日第3 5 8 8 ( x x i v ) 号决议的规定，单独讨论联合国的出版物和文件问题，并且 

将该问题发交工作小组审议和提出建议。

110. 特别委员会在九月十八日第七六四次会议上，在主席作了讲话后（A /  

AC.109 /PV.  764 ) , 通过工作小组提出的第五十四次报告（见本章附件三）， 

决定应维持全体会议和小组会议目前的会议记录制度。 根据同一小决定，特别委 

员会进而同意它提送大会的报告以及秘书处就各个频土编制的工作文件应保持现用 

的格式和编排。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

111. 四月十三日特别委员会第七三七次会议核可了工作小组第四十七次报 

告 （A/AC. 1 0 9 /L .  623 ) , 除其他事项外，决定单独讨论题为"会议时地分配办 

法 " 的项目，并且将该项目发交工作小组审议和提出建议。

113. 特别委员会审议该项目时以大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第2609  
(XXIV)号决议的有关规定为准绳。

113. 十一月十九日特别委员会第七七八次会议审议了工作小组根据上文第 

111段提及的委员会的决定提出的第五十六次报告（A/AC. 1 0 9 / L .  680 ) , 其中 

载有工作小组就该项目提出的建议。 联合王国、南斯拉夫、伊拉克、塞拉利昂、



象牙海岸、厄瓜多尔、波兰、保加利亚、叙利亚、伊朗、意大利、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突尼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国和马达加斯加等国代表，以及主 

席都就这个报告作了讲话（A / A C . 1 0 9 / P V . 7 7 8 )。

l i é .  在同次会议上，特别委员据上文提到的工作小组的建议，决定参 

照委员会前数年的经验，并顾到一九七一年度可能有的工作量，在一九七一年内举 

行两届会议 , 第一届应从一月最后一星期到六月最后一星期，第二届应从七月中句 

到九月头一个星期举行，但须遵守大会在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对于此事可能发出的任 

何指示。 特别委员会在作成上述决定时的了解是,一九七一年的会议方案并不排 

除在局势演变认为正当时召开额外的紧急会议。 再者，第一届会议将包括委员会 

可能决定于一九七一年在总部以外地点召开的会议( 参看上文第105至 108段 ) 。 

特别要员会又知道在一九七一年初委员会将会在必要的情形下，根据大会该年就委 

员会的工作方案作出的指示，审查以上提到的一九七一年的智定会议方案，并于必 

要时订正那♦ 方案。

115. 关于特别委员会一九七二年度及一九七三年度的会议方案，经议定除 

须遵守大会为此事作出的指示外，委员会可能通过一项同一九七一年度相似的方案。

青年：其尊重人权及基本自由的教盲、其问题和需要、及其参加国家发展工作

116. 四月十三日特别委员会第七三七次会议通过工作小组提出的第四十七 

次报告（A / A C . 1 0 9 / L . 6 2 8 )时，除其他事项外，决定要求各有关机构在研究各 

特定领土时考虑到大会有关上述项目的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第2497 (XXIV)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

1 1 7 . 因此，各小姐委员会在研究交给它们审议的那些领土时，曾经考虑到 

该项决定。此外，特别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中审议这些领土时 , 也顾到了该项决定。



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

118. 四月十三日特别委员会第七三七次会议通过工作小组提出的第四十七 

次报告（A/AC. 109 /1^623 )时，除其他事项外，决定要求各有关机构在研究各特 

定领土时，考虑到载于大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2 5 42 ( ^：̂工7 )号决议内的 

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的有关规定。

1 1 9 . 因此，各小组委员会在研究交给它们审议的那些领土时曾经考虑到该 

项决定。 此外，特别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中审议这些领土时也顾到了该项决定。

切实打击南部非洲种族跋视，种族隔离和种族分离的措诡

120. 因月十三日特别委员会第七三七次会议通过工作小组提出的第四十七 

次报告（A/AC. 109 /1*.  6 2 3 ) 时，除其他事项外，决定要求各有关机构在研究各 

特定领土时，考虑到大会有关上述项目的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2547 A 
(XX工V)号决议和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第2547 XXIV )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

1 2 1 . 因此，特别委员会在审议南部非洲各领土时，顾到了该项决定。

会员国为非自治领土居民提供的教育和训练便利

122. 四月十三日特别委员会第七三七次会议通过工作小姐提出的第因十七 

次报告（A / A C . 1 0 9 / L . 6 2 8 )时，除其他事项外，决定要求各有关机构在研究各 

特定领土时考虑到大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有关上述项目的第2 5 5 6 ( XXIV )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

123. 因此，各小组委员会在研究交给它们审议的那些领土时曾经考虑到该



国际人权会议建议的实施

12é. 四月十三日特别委员会在第七三七次会议通过工作小组提出的第四十 

七次报告（A / A C . 1 0 9 / L . 6 2 3 )时，除其他事项外，决定要求各有关机构在研究 

各特定的领土时考虑到大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有关上述项目的第2 5 88 B 
(XX工V)号决议的有关规定。 因此，各小组委员会在研究交给它们审议的那些领 

土时曾经考虑到该项决定。 此外，特别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中审议这些领土时也 

顾到了该项决定。

遵守一九七一年打击种族主义和种族技视国际行动年的方案

125. 四月十三日特别委员会第七三七次会议核定工作小组提出的第四十七 

次报告（A / A C . 1 0 9 / L . 6 2 3 )时，除其他事项外，决定单独讨论上述的项目，并 

且将该项目发交工作小组审议和提出建议。 十一月十九日特别委员会第七七八次 

会议在主鹿作了讲话后（A/AC. 1 0 9 / P V. 7 78 ),核定了工作小组第五十六次的报 

告 （A/AC. 109 /1^.680 ) 。 因而，特别委员会决定它应授权委员会主席于一九 

七一年期间在他认为恰当的时候，就打击种族主义和种族跋视的国际行动年发表一 

项特别声明。 据特别委员会的了，，主席在发表这项声明之前是要向各成员请教 

商量的。



同联合国其他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 

的各国际机构的关系

安全理事会

126. 大会在第2 5 4 8 ( x x i v ) 号决议第1 1 段中要求特别委员会"提具具 

体建议，以协助安全理事会对足以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殖民地领土的演变，考虑 

依据宪章所应采取的适当措施 " ，并建议安全理事会 " 充分顾到此类建议" 。

(a) 南罗得西亚

12 7. 三月九日特别委员会第七二六次会议就南罗得西亚问題通过了 一项共 

同的意见，其中的第3 段如下：

" 鉴于安全理事会以往所称的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日益恶化，特别 

委员会认为安全理事会应紧急考虑依振宪章所应采取的进一步适当措施，以结 

束叛乱，并确保充分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

128. 依特别委员会在同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共同意见的原文已于三月九 

日转送给安全理事会主席（S / 9 6 8 6 及 C o r r . l ) 。

1 2 9 . 此外，八月二十五日特别委员会第七五九次会议通过一项有关南罗得 

西亚问题的决议，其中第9 段的原文如下：

" 特别委员会，

9. 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该领土由于少数人种族主义非法政权采取的进

② A/8023/Add.l , 第五章，第 17 (3)段 ,



一步镇压措施而造成的日益危险的局势。

130. 决议案案文于八月二十六日转交给安全理事会主席（S / 9 9 2 0 ) 。 

m 纳米比亚

131. 在这一年内，特别委员会密切注意安全理事会依第2 7 6 ( 1 9 7 0 )号决 

议设立的纳米比亚问题专设小组委员会的工作。 特别委员会主庸，经专设小组委员 

会的要求，并依照上述安全理事会决议第7 段的规定，于三月二十五日将特别委员 

会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文件一览表转交给小组委员会，供其参考。

1 3 2. 在八月十一日第七五五次会议上，主席经委员会的要求就纳米比亚问 

题作了讲话（A / A C . 1 0 9 /：PV.7 55 及 C o r ^ . l ) , 讲话的第9 段如下：

" 最后，在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纳米比亚的危险局势时，特别委员会表示 

希望理事矣参照其第288 ( 1 970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并记取该次讲话所发表 

的意见，将采取有效的步纖或措施，以确保达成结束南非领土的非法占领，并 

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依照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享有基本权利。

133. 依特别委员会在同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主席讲话的全文于八月十一 

H转交给安全理事会主席（S /9905  ) 。

(C) 荀管领土

13é. 八月十八日特别委员会第七五七次会议就葡管领土问题通过一项决议， 

其案文的第1 0 及 1 1 段如下：

⑩ 同 上 ，第 18(9)段。

⑨ A /8 0 2 3 / A d d . 2  , 第六章，第 16 (9)段。



" 特别委员会 ,

"10.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荀萄牙趣续聽视联合国宪章规定它执行的义务而造 

成的严重局势，以及荀萄牙、南非少数人种族主义政权和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 

少数人非法政权之间进行日益增大的力结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

"11.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必须速即通过必要措施 , 使有关这♦问题的决议规 

定成为强制性的规定，尤其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218 ( 19 6 5 )号决 

议的规定和大会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2 1 0 7 ( X X ) 号、一九六六年十 

二月十二日第2 1 8 4 (工工工)号、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第2 2 7 0 ( 1 1 工工）号 

及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2 507 ( X X IV )号各项决议的规定。 " ©

135. 决议案文于八月二十一日转交给安全理事会主席（S/9917 ) 。

托管理事会

136. 托管理事会主席按照大会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1654 ( XVI ) 

号决议要求托管理事会协助特别委员会进行工作的第8 段，在一九七0 年七月二十 

九曰给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A/AC. 1 0 9 /3 5 6  ) 中，通知了委员会：理事会第三 

十七届会议审查了太平洋岛崎托管领土和新几内亚托管领土的状况。 托管理事会 

主席说，理事会的结论和建议以及理事会成员的意见—— 只代表他们小人的意见-

已经载在理事会就太平洋岛楊托管领土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⑩和就新几内亚耗 

管领土向大会提出的报告® 里面。

⑤ A /8 0 2 8 /A d d .8  , 第七章 ， 第 1 7 段。

⑩ 安全理事会£ 式记录，第二十五年，特别补编第1 号 （S /9 8 9 3 ) 。 

⑤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第二十五届会议，补编第4 号 （A /8 0 0 4 O。



13 7. 此外，按大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有关巴布亚和新几内亚托管领 

土问题的第3 5 9 0 ( x x i v )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特别委员会主席和托管理事会主席 

之间进行了嗟商，讨论让非托管理事会成员国参加一九七一年度到新几内亚耗管领 

土去观察的定期视察团。 特别委员会审议这件事的经过载于本报告书的第十四章 

(A /8 0 2 3 /A d d .6  )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3 8.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和特别委员会主席关于特别委员会对与联合国 

有关的各专门机构和各国际机构执行 " 宣言 " 情况进行审议的事情，按照大会一九 

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有关这一项目的第2 5 5 5 ( x x : i y )号决议的第1 0 段，于一九 

七0 年七月就 " 采取适当措旅，协调各专门机关……的政策与工作，以实施大会有 

关的决议 " 进行了进一步的嗟商。 本报告第四章（A /8023  ( 第四编）和 Add.l ) 

转载了特别委员会主席七月二十四日就这几次嗟商提出的报告。

13 9 . 此外，八月二十七日特别委员会第七六0 次会议就同一项目通过了一 

项决议，其中第1 5 段要求该委员会主席 " 继续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嗟商 "  
(A /8033  (第 E3编 ）和 A d d . l ,第四章，第 1 3 段 ）。

( a ) 人权委员会

1 4 0 . 在这一年内，特别委员会密切注意人权委员会有关侵，人权和基本自 

由问题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殖民地及其他未独立国家和领土内的种族坡视、分隔和 

种族隔离政策。

141.  特别委员会在审议它所关切的南部非洲各领土时 ， 考虑了临时专家工 

作小组，根据人权委员会第2 1 ( x x v )号决议（E / c i f . 4 / 1 0 2 0 及 A d d . l至 8 ) 

的要求，进行调查后提出的报告。 该振告已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一六九三次



会议的决定，于五月二十七日转交给委员会（a /A C .1 0 9 / 3 5 4 ) 。

142. 此外，特别委员会依振请愿书小组委员会的建议，将请愿书两份（A /  

▲(：. 1 0 9 /：?13?.113 6 及 001>1'.1及 ？冗1 . 1 1 5 0 ) 转交给人权委员会，以供后者 

参考。

0) ) 妇女地位委员会

143. 十月二十二日特别委员会第七七四次会议决定注意妇女地位委员会一 

九七0 年四月九日就外国经济和其他势力对在附属领土内妇女生活条件的影响问题 

通过的一项决议，® 并注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召开第四十八届第二期会议® 时就该 

问题采取的行动。 据了解，特别委员会将参照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在这方面可能 

作出的任何决定，就那小决议所提出的要求采取适当的行动。

南非共和国政府种族隔离政，问题特别委员会

144. 在这一年内，特别委员会密切注意南非共和国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特别 

委员会的工作，并记住这些政策对南部非洲附厲领土情况的影响。

145. 在三月十九日第七三一次会议上，主席通知特别委员会他接到南非共 

和国政府种族照离政策特别委员会主席一九七0 年三月十二日写给他的一封信（A /  

AC.1 0 9 / 8 4 8 ) ,其中提议：鉴于大会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2506 B

⑩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八届会议，补编第6 号 （E / é 8 3 1 ) , 第 

七章，第 l O ( x x i l i ) 号决议。

⑩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补编第3 号 ( A / 8 0 0 3 及 Corr. 1 ) , 第 

393 段。



(XXIV)号决议的第12 ( C )段， " 联合国处理南部非洲问题的各机构应在一九七0  

年内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南部非洲的问题的相互关系，并提出取得更大协调和更加 

有效行动的措施 " 。 在同次会议上，特别委员会将上述函件内提出的问题发交工 

作小组审议和提出建议。

146. 四月十三日特别委员会第七三七次会议根据工作小组的建议（ A /

A C .1 0 9 /L . 6 2 3 ) , 决定委员会的主席团可以与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和南非共 

和国政府种族照离政策特别委员会的职员，依振南非共和国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特别 

委员会主席的建议，商量召开联廣会议，以考虑上述信件内提到的事项，及讨论有 

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十周年纪念所共同关心的事情。 在作出上项决 

定时，特别委员会回顾大会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有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 

立宣言十周年纪念的特别活动方案的第2521 ( X X I V )号决议的第3 段内，请特别 

委员会 " 于编制由特别纪念会议审议的宣言草案或拟议行动方案时与联合国其他有 

关机关妥为合作" 。

14 7 . 在有关机关的主持人员之间进行嗟商后，这些机关的人员召开了三次 

会议，讨论召开联席会议的事情。 他们在九月四日的第三次会议上同意，在尚未 

举行进一步的嗟商之前，无暇期地延迟召开这三个机关之间的联席会议；无论如何 , 

要等到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十五届常会和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会议第七届常会分别于八月 / 九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会议作出决定后，以及在第 

三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首脑会议九月在卢萨卡召开会议作出决定后，再举行联席会 

议。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14 8 . 特别委员会顾到其本身的任务，密切地注意了今年联合国纳米比亚理 

事会的工作。 这两个机构经由双方主持人员保持了联络；特别是^提出理事会所关



切的事情的请愿书都提请理事会注意了。 此外，正如上文第1 4 5 至 1 4 7 段所说 

的，特别委员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和南非共和国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特别委员 

会各机关的人员，已经按照大会第2 5 0 6 b ( x x i v ) 号决议第12(0)段的规定，就 

召开这三个机关之间的联席会议问题进行了嗟商。

消除种族妓视委员会

14 9 . 特别委员会于十一月二日第七七六次会议上，鉴于消除种族坡视委员 

会向它提出的要求，就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艘视的国际公约》有关条款采取了决定 

(CERD/C/R.11 ) 。 委员会在这方面采取行动的经过记载于上文第8 8 至 93 

段内。

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委员会

150. 按照大会一九六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第2499A(XX IV) 号决议和一九 

六九年十二月四日第2 521 ( X X I V )号决i义的有关规定，特别委员会密切注意了该 

委员会这一年的工作，并曾就共同关心的事务通力合作。

与联合国有关的专门机构和国际机构

151. 主席于八月十一日在第七五五次会议上就纳米比亚问题作出的讲话 

(A /A C .10 9 /P V .  755 ) 的第8 段内，提到过与联合国有关的专门机构和国际机 

构 （A /8 0 2 3 /A d d .2  , 第六章 ， 第 16 段 ）。

1 53. 八月十八日特别委员会第七五七次会议就葡管领土问题通过的决议第 

1 3 及 1 4 段内载列了向与联合国有关的专门机构和国际机构提出的特别要求（A /  

8 0 2 3 /A d d .3 , 第七章，第 1 7 段 ）。 九月二日，除其他事件外，决议全文亦



经送给联合国体系内的专门机构和其他姐织的行政首长们。

1 53. 八月二十五日特别委员会第七五九次会议就南罗得西亚问题通过的决 

议第 7 段内也载列了向与联合国有关的专门机构和国际机构提出的要求（A / 8 0 2 3 /  

Add.1 ,第五章，第 1 8 段 ）。 九月八日，除其他事件外，决议全文亦经送给联 

合国体系内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的行政首长们。

154. 八月二十七日特别委员会第七六0 次会议就与联合国有关的专门机构 

和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通过了一项决议。 九月十 

曰，除其他事件外，决议全文亦经送给联合国体系内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的行政 

首长们。 本报告第® 章 （A /8023  ( 第四编）及 Add. 1 )记载了特别委员会审议 

这个问题的经过和决议全文。

L . 与非洲统一组织的关系

1 5 5 . 象前几年一样，特别委员会密切注意非统组织这一年的工作，并就非 

殖民化方面共同关心的事务同非统组织秘书处保持密切联络。 克其是，特别委员 

会象前几年一样获得了非统组织驻组约执行秘书的充分和不断的合作。

156. 关于联合国体系内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对非洲殖民领土的难民和民 

族解放运动的援助问题，已经提请非统组织的行政秘书长注意特别委员会就南罗得 

西亚问题、荀管领土问趣和有关国际组织执行宣言的问题通过的决议的有关规定 

( 见上文第1 5 1 至 1 5 4 段 ）。

157. 关于在庆祝该宣言通过十周年纪念时拟定行动方案以充分执行该宣言 

一事，特别委员会派遣了一个专设小组到非洲去，同该大陆上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 

人接触。 专设小组到亚的斯亚贝巴去访问时与非统组织的行政秘书长进行了嗟商多 

在达票斯^ 拉姆时，与非统组织解放委员会的执行秘书进行了逢商。 非统组织的 

代表们所发表的意见载于特别委员会关于庆祝宣言十周年纪念的特别活动方案的报 

告内（A / 8 0 8 6 , 附件二）。



158. 大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2548 (XXIV)号决议请特别委员会 

鍾续寻求适当途径，在所有尚未达成独立的领土内立即充分实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 

民的独立宣言，尤须拟订消除殖民主义残余形态的具体提案。 大会又请特别委员 

会继续审查各会员国遵行宣言及其他有关非殖民化的决议，特别是有关荀荀牙统治 

下领土、南罗得西亚及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的情况。 在同一决议中，大会还请特 

别委员会提出具体建议，以协助安全理事会对足以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殖民地领 

土的滨变，考虑依据联合国宪章所应采取的适当措施；并建议理事会充分顾到此类 

建议。 大会也请特别委员会继续对小领土给予特别注意，并建议应采的最合宜方法 

与步骤，使此类领土的居民可以充分行使自决及独立权利。 此外，大会核可了给 

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并在一九六九年十 

二月四日第2521 (XXIV)号决议内委托特别委员会拟订一项宣言草案或提议的行 

动方案，以便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在庆祝宣言十周年举行特别纪念会时予以审议。 

男外，大会的其他许多决议曾授予特别委员会有关个别领土和其他议程项目中的具 

体任务。

1 5 9 . 在年度开始时举行的关于特别委员会组织的工作的一般性辩论中，若 

干委员关切地注意到，除了某些未独立的领土在宪政方面取得了有限的进展以外， 

在非殖民化过程方面的进度并没有加快多少。 同时，就若干领土而言，完全达到 

宪章和宣言所定的目标离早期实现或和平实现这些目标还相当的远。 他们光其同

⑩各个委员对于本 it■檢查事项所表示的意见和保留，载于讨论这些事项的会议记 

录内，本报告的有关各章也提到这些意见和保留（A/8028  ( 第二至四编）及 

A /8 02 8 /A d d .  1至 8 ) 。

⑩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会议，附件 , 议程项目24 , 文件A/7 6 8 4 。



意秘书长在委员会开幕讲话中所发表的意见，他说：十年前通过该项宣言时在南部 

非洲所激起的希望到目前为止完全令人失望。 因此，他们认为国际大家庭必须采 

取有效的行动，帮助世界那一部分尚未独立的人民实现他们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合法 

愿望。 许多委员指出，南部非洲的有关当局，在彼此之间的~结和某些外国势力 

的协助下，不但完全不顾这些领土土著居民的基本自由和人权，反而加强对他们的 

统治和镇压。 委员们认为，这种日益恶化的局势对联合国的权威显然是一种聽视。 

特别委员会再一次强调大会有关宣言十周年纪念的第2521 (XXIV)号决议所委托 

给它负担的任务：评价执行宣言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进展，考虑现有的各种障碍，

以及拟订消除殖民主义或余形态的具体提案。

160. 特别委员会是根据这一点而在一九七0 年度执行它的任务的。 特别 

委员会在它的工作过程中，特别牢记大会第2 5 4 8 ( x x i v ) 号及 2 5 3 1 ( x x i v ) 号 

两项决议内向它提出的要求，检查了执行联合国宣言以及有关殖民地领土的各项决 

议的情况，并根据情况的演变，拟订了实行进一步措施的建议，包括一个所拟议的 

充分执行该宣言的行动方案。 委员会也继续依照大会第2554 (X X IV )号决议， 

对外国经济势力和其他势力的活动进行研究，这些活动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 

荀翁牙统治下各领土以及在所有其他殖民统治的领土内 ， 仿害着给予殖民地国家和 

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并在南部非洲，访，着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跋视 

的努力。 此外，委员会参照大会第2 5 4 8 ( 7 乂1 7 ) 号和3 5 9 2 (：0 ：1 7 )号两决议 

的有关规定，继续审议殖民国家在所管领土内从事妨碍宣言执行的军事活动和部署。 

此外，委员会依振大会第2555 (X X I Y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广泛地审议了联合国 

体系内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执行该宣言的情况。 依振大会有关的规定 ， 委员会 

也审议了M遣视察团前往各领土的问题 ， 以及宣传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工作的问 

题。 最后，委员会执行了大会各项决议所交付给它的若干其他特定责任，以及它 

自己从前各项决定所规定的工作。

161. 如上所述，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尤其是宣言十周年纪念所要求它



准备的文件，即所拟的行动方案和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分析研究，使特别委员会在 

# 小会期中始终十分忙碌。 而且，许多交付给委员会审查的问题，尤其是有关南 

部非洲的问题，也变得更加困难而复杂。 然而，委员会仍能够依照三月至十二月 

间的繁重会议日程，对议程上的多数项目进行了充分审议，并提出建议，至于其他 

项目，则向大会递送了有助于第二十五届会议审议这些何题的资料。

1 6 3 . 特别委员会在开始它本年度的工作时，决定首先拟定有关给予殖民地 

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十周年纪念的行动方案。 在那方面, 委员会派遣了一个专设 

小组前往非洲，去探听该大陆上殖民领土内民族，放运动代表的意见。 该专设小 

组访问了阿尔及尔、亚的斯亚贝巴、达累斯萨拉姆和卢萨卡，并且会晤了许多，放 

运动的领导人；随后，委员会在拟订方案时，就顾:到了这些领导人的意见。 从大 

会一九七0 年十月十二日第2 621 (XXV)号决议通过的行动方案的最后文本可以看 

出，特别委员会认为再继续推行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是一种构成透反宪章和 

宣言原则的犯罪行为。 特别委员会重申殖民地人民享有一种天贼的权利，可以用 

他们所能使用的一切必要手段，去反抗镇压他们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殖民国家。 因 

此，特别委员会在殖民地领土人民努力争取自由和独立时，必须给与一切必要的道 

义和物质援助。 特别委员会尤其认为大会无疑会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必需继续 

对南部非洲问题予以特别重视，以保证宣言的充分执行。 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要 

考虑采取的措施可能包括扩大对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实行制裁的范围，使其包括宪 

章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一切措施，并对荀荀牙和南非实行制裁，因为它们拒绝执行 

安全理事会所作的有关决定。 大多数会员国还认为安全理事会应，急审议在国际 

的监督下，对南非和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完全和无条件地实行禁运一切种类的武器 , 

以及采取一些防止尚荀荀牙供应武器的措旅。 此外，各会员国应振起一个强大和 

持续的运动，反对外国经济、财政和其他的势力，为了殖民国家和它们同盟国的利 

益，并代表他们在殖民领土内进行的活动和做法，并且也反对殖民国家的军事活动 

和安排，因为这一切对殖民领土内执行该宣言是一个障碍。



163. 南罗得西亚间翅这一年又受到特别委员会的仔细的注意。 非法种族 

主义少数人政权在一九六九年三月间以宣布该领土的共和国地位而构成对世界公众 

舆论的一种竊视。 特别委员会强烈地道责了这种非法行为，并对该政权目前在 il 

宣称持有特大和专断的权力来加倍压迫非洲人民一事表示严重地关切。 许多会员 

国非常遗憾地注意到安全理事会所采取的制裁措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推翻非法政权 , 

主要是因为该政权仍然得到某些国家，特别是南非和荀萄牙的协助，这是透反大会 

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的。 此外，南非和荀萄牙继续和非法政权进行军事和其 

他方面的合作，以便在它们统治下的领土上继续推行殖民主义。 鉴于这种局势遂 

渐发展到对国际和平1和安全构成一种危险的威胁，特别委员会要求联合王国政府， 

作为该领土的管理国，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包括武力的使用，推翻这个非法政权， 

并且把所有的权力，根据多数人统治的原则，移交给津巴布韦人民。 同时，特别 

委员会要求所有的国家和联合国体系内的专门机关和其他组织与非洲统一组织合作， 

向津巴布韦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一切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 委员会还敦促所有 

的国家尽量孤立非法政权，包括断绝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其他方面的关系，

以及文化和运动方面的联系。 委员会再一次地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非法政权进一 

步采取镇压措施在该领土造成的日益危险局势，并强调对南非和荀荀牙实行制裁的 

必要性，因为这两国政府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强制性质的决定，因而对非法 

政权的趣续存在要负主要的责任。

164.  关于葡管领土 ， 特别委员会本年内应邀激遣了一个观察团到意大利去 

参加六月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在夢马举行的支持荀属殖民地人民国际大会。 根据 

您从该大会得到的情报和最近有关这些领土的发展，特别委员会极为关切地注意到 

葡葡牙政府仍然继续压制该领土人民获得自决和独立的合法意愿。 许多会员对该 

政策所造成的爆发性日益增强的局势和对荀翁牙不顾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在安哥拉、莫三鼻给和几内亚（比绍）加强进行军事活动一事深表不安。 若干会 

员对葡萄牙所进行的殖民战争继续严重地威脑到邻境独立非洲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



整，也表示关切。 此外，若干会员对某些政府继续与荀尊牙合作，共同安排建造 

莫三鼻给的卡布拉巴萨水项和安奇拉的库内内河盒地的工程一事，也表示遗憾。他 

们认为，这些工程的最终目的是让荀萄牙永远继续它的殖民统治。 特别委员会; i  

及这几点意见，再一次地呼吁荀着牙政府采取载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这些领土 

的各项决议内的步操，包括停止一切填压行为、宣布一次无条件的政治大救、恢复 

民主政治权利和把权力移交给代表当地居民的自由选出的机关。 委员会同时要求 

一切国家，特别是荀萄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的军事盟国，不给予荀前牙政府任 

何提助，因为这些援助会鼓厥该政府继续镇压它领土内的人民。 委员会进一步要 

求一切国家采取措施，以终止剥削这些领土和领土居民的做法，并胆止它们的国民 

和公司进行任何可能加强荀萄牙统治这些领土的活动或办法。 男外，委员会敦便 

各国向领土人民提供一切必要的財政和物质援助，使他们能够趣续为恢复他们的自 

然权利而进行斗争。 委员会并重申它的呼吁，请联合国体系内的专门机关和其他 

组织在荀萄牙政府没有执行大会第1 5 1 4 ( X V ) 号决议之前，不要向荀葡牙提供任 

何财政、经济或技术上的协助。

16 5 . 特别委员会在讨论宣言的执行情况时再次审议了纳米比Æ 问题。 在 

这方面，大多数会员对南非政府不断蔑视联合国的权威，公然蔑视大会和安全理事 

会的若干决议而拒绝撤出该领土，坚决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以破坏纳米比亚的统一和 

领土完整，和巩固它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造成的严重局势，表示非常的关切。他 

们特别对南非政府继续在该领土实施所谓" 一九六八年西南非洲土著民族发展自治 

法 " 和 " 一九六九年西南非洲事务法 " 表示特别关切，也对南非政府继续采取措施 

进一步巩固种族隔离表示特别关切。 许多会员对于传说南非当局依照南非恐怖主 

义法令的规定准备于一九七 0 年年初秘密审判十名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袖一事表 

示非常关切，因为这样做就进一步地迹反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一再通过的决议。若 

干会员非常遗憾地注意到南非，在与葡荀牙和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的密切合作下， 

不断地加强它的军事活动来对付纳米比亚人民。 特别委员会鉴于联合国依照大会



第 2145 (X X I )号决议的规定对纳米比亚人民负有直接的责任，要求一切国家充分 

地与联合国谷作，促使这个局势早日获得解决。 许多会员还道责南非的盟国，特 

别是它的主要贸易伙件和经济及其他势力所给予南非的支持，因此吁请有关各国政 

府立即停止对南非的任何援助和合作。 委员会又请各国、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体 

系内其他组织对于为了摆服占领和压迫而斗争的人民给予一切可能的道义和物质援 

助。 最后，特别委员会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该频土的危险局势，并建议理事会， 

依照它第283  (1 9 7 0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以终止南非非法占领该 

领土。

166. 特别委员会除检查各特定领土的情况外，还继续审查了外国经济和其 

他势力的活动；在南罗得而巫、纳米比亚和荀萄牙统治下各领土以及所有其他殖民 

绝治领土内妨，宣言的执行，并在南部非洲妨害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技 

视之努力。 在这方面，大多数委员强调这些势力是殖民领土人民获得政治独立和 

社会及经济公平的一小主要障碍。 若干委员会的委员特别非常关切地注意到过去 

这一年中，外国经济和其他势力在各管理国的鼓励之下进一步地分入、巩国和扩充 

它们在某些领土内的活动。 这些委员在发表这几点意见时，所想到的是有关当局， 

特别是南部非洲的互惠安排：在这些安排之下，国际独占集团可以自由地剥削领土 

内的大量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集中办理获利最高的经济部门，并且对于都同改善 

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情况，丝毫不负任何义务。 在男一方面，委员们还注意到外国 

M 占集团继续把它们所赚的高额利润汇到领土以外的地区或是留给刹削殖民地人民 

的少数外国居留者；他们把这些高额利润和从国际独占集团得到的额外军事和其他 

方面的协助用来压制未独立人民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合法意愿。 委员会若干委员再 

次提请大家法意莫三鼻给的卡布拉巴伊工程和在本年度内有关该工程项目的进一步 

事态发展，作为外国经济和其他势力对殖民领土产生恶劣影响的一个例子。 在这 

方面，委员们注意至荀萄牙政府于一九六九年九月间与一个由南非势力领头的财团 

签定合同，建造所设计的水项，该财团由十七家外国公司组成，其中包括若干西欧



的公司。 特别委员会大多数委员根据它的研究认为：假使进行建造该水项的话， 

这小工程就会加强南部非洲少数人种族主义政权的经济基維；不但对南部非洲的独 

立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对整♦ 大陆都会有非常不利的政治影响，而且也会弓I起国际 

，张局势。 鉴于以上所述，特别委员会同意建议，除其他事项外，敦便有关公司 

和国民参与上述活功的殖民国家和各国取消它们对这类计划的支持，充分遵守有关 

的大会决议，并采取有效措施以蔡止透反这些决议的新投资，特别是在南部非洲的 

投资。

16 7. 特别委员会并继续审查了殖民国家在其所管领土内进行的军事活动与 

安排，这种活动和安排可能妨碍宣言的执行。 根据委员会所收到的情报，许多委 

员深信那些活动的主要特性、宗旨和目的仍然没有改变。 他们注意到：在拥有大 

量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领土内，有关的殖民国家趣续加强其目的在压制殖民地人 

民、保障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军事活动。 此外，委员们注 

意到，在若干其他较小的领土内，所进行的军事安排大大地超出了这些领土所需的 

P方御工作。 大多数委员也注意到，有关当局不但没有依照有关大会决议的要求拆 

除它们在殖民领土内的军事基地和设备，反而时常在增加军事活动，并在扩充现有 

的基地和建造新的基地。 特别是在南部非洲，南非、荀萄牙和南罗得西亚非法政 

权的政府都在那里增加它们彼此之间的合作，继续加强对该地区各领土的军事控制， 

因而否认了土著居民有基本的人权。 这种活动不但延长了对这些领土的殖民统治， 

也构成了对邻境独立国家的安全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严重威胁。 在这种情形 

下，大多数委员认为有必要再次要求所有国家停止向南非、荀萄牙和南罗得西亚非 

法政权提供武器和军事上的设备。 大多数委员坚信这种活动妨碍了有关领土的经 

济发展：土地被广泛地改作军用，导致居民不从事生产工作。 因此他们认为，殖 

民国家应该立即停止将这些土地改作军用，应该把它们交还给合法的地主，并且不 

再把领土内的经济和人力资源用于进行军事的活动，因为所有这些行动是充分执行 

宣言的一个障碍。



1 6 8 . 依照大会各有关决议中提出的请求，特别委员会也继续审查了各专门 

机，构和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执行宣言的问题。 在审议这个项目的时候，特 

别委员会袍着一个信念，认为这些组织会为执行大会有关非殖民化的决议作出重大 

的贡献。 在这方面，委员会表示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体 

系内曾与联合国合作，执行大会各有关决议的其他组织。 同时，许多委员对若干 

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没有采取所需的步驟，以充分执行关于援助民族解放运动，和 

停止同葡萄牙，南非两国政府以及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的一切合作的有关决议，表 

示遗憾。 因此，他们建议各专门机构和在联合国体系内的其他组织对为摆脱殖民 

统治而斗争的殖民地人民，给予一切可能的道义和物质援助，尤其是与非洲统一组 

织积极合作，并通过该姐织与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合作，拟订一小具体方案，以提 

助南部非洲殖民领土的人民。 委员会也建议大会邀请所有专门机构和其他的有关 

组织紧急考虑措施，.以便利有效执行关于南部非洲殖民领i 的有关决议，特别是一 

九七0 年三月十八日第27 7 (1 9 7 0 )号 决 议 的 第 9 (13), 1 1 及 3 8 段和一九七0  

年七月二十九日第288 (1 9 7 0 )号决议的第1 4 段。 委员会还认为大会会要敦便 

这座组织，依照联合国有关决议的规定，停止同荀萄牙、南非两国政府和南罗得西 

亚非法政权合作，并停止援助他们。 若干委员并强调，在必要和适当的情形下， 

联合国和其体系内的其他国际组级应邀请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们，以适当的身分， 

参加这些机关有关他们的领土的会议。 此外，许多委员认为大会应该要求各国政 

府在它们身为会员的各组织内采取行动，以确保有关决议的充分和有效执行。

16 9 . 特别委员会深知就这些领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这些领土人 

民的意见和愿望，取得充足的第一手情报，至为重要，因此再次研究派遣视察团前 

往各领土的问殺。委员会特别忆及过去联合国各视察团协助殖民领土在和平和德定 

情况中获得独立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在这方面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有关管理国 

对委员会所派遣的视察团采取不合作态度，因而继续仿碍宣言的充分、迅速和有效 

地执行。 大多数委员认力他们对难以接受管理国的立场，那些国家一面非常重视



委员会各项决定的实事求是和求取平衡的需要，一面却拒绝委员会在联合国的主持 

下以各种方法对领土内的情况有更加直接的认识。 委员会因此重新呼吁管理国再 

三考虑它们的立场，并要求委员会主席与它们进行嗟商，以期它们同意上述的要求， 

准许这种视察团前往它们管理下的领土。

特别委员会在审议巴布巫和新几内亚托管领土时，注意到托，理事会已根据大 

会第2590 (XXIV)号决议第5 段的规定，决定让两位特别委员会的委员参加理事 

会将来前往新几内亚托管领土观察的定期视察团。 许多委员对该视察团的权职没 

有包括委员会以前就托管领土通过的任何建议而感到遗憾，并表示希望访问a 在履 

行它的职务时能充分顾及到这些建议。

1 7 0 . 黎于大会要求秘书长，透过他可以利用的一切媒务，包括出版物、无 

线电和电视，以实行大会以往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因此特别委员会再次研讨关于 

宣传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的问题。 在这方面，大多数会员国同意，各国 

必须不断地作出努力，使世界公众舆论充分认识殖民地领土的情况，并认识殖民地 

人民为争取自由而继续进行的斗争使国际大家庭能够更加有效地执行宣言。 为了 

达到该目的，委员会同意要求秘书长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广泛和不断地宣 

扬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并将新闻厅在这方面所要采取的行动方案，隨时 

通知特别委员会。

1 7 1 . 最后，特别委员会在十月间结束了斐济问题的审议。 委员会满意地 

注意到该领土即将达到宪章和宣言所规定的目标 ， 并祝福斐济人民获得和平和繁荣。

N. 今后的工作

173. 宣言通过十年后，仍有四十四个领土未获独立，二千八百万人民仍旧

生活在殖民统治之下，大会有鉴于此并在特别委员会就宣言执行情况到目前为止所



获的进展作出评他以后，曾于一九七0 年十月十二日依据特别委员会的建议，通过 

第 2621 (XXV)号决议，其中包括充分执行宣言的一个行动方案。 该行动方案规 

定 " 特别委员会，除其他事项外，继续协助大会寻求最终消除殖民主义的最好方法 

和途径 " 。

17 3. 因此，特别委员会遵照在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期间可能提出的任何其 

他指示，并念及上述行动方案的各项规定，打算在一九七一年内密切续视适用宣言 

以迅速和完全达成非殖民化的那些领土。 委员会尤其将检查每一个领土的发展情 

况，以及依照大会第2 5 4 8 ( x x i v )号决议第1 2 段的规定，审查各会员国，特别 

是殖民国家，对于宣言和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其他有关决议的遵行程度，并对达成 

宣言所载目标所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提出结论和建议。

174). 在执行上述任务时，特别委员会将继续顾到第3 5 4 8 ( x x i v )号决议 

第 1 1 段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大会请它提出具体的建议，以便协助安全理事会 

对于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殖民领土中的种种发展，考虑采取宪章规定的适当 

措施。 此外，委员秀念及大会在这方面所表示的希望，将在它认为恰当的时候， 

依照人民的意愿和宣言的规定，建议每个领土达成独立的限期。 而且，委员会依 

照大会第2 5 4 8 U X I Y )号决议第1 3 段的请求，将继续特别注意各小领土，并向 

大会建议使这些领土居民可以充分行使自决和独立权利的最合宜的方法与步骤。

17 5. 此外，考虑到关于 " 外国经济及其他势力的活动：在南罗得西亚、纳 

米比亚及葡管各领土以及所有其他殖民统治领土内访，宣言的执行，并在南部非洲 

访香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及种族硬视的努力 " 的第2 5 4 8 ( x x i v ) 号决议以及大 

会其他有关决议的规定，特别委员会希望继续审议其他方式和方法，以制止而最终 

结束这些在殖民领土肉访碍宣言执行的外国经济和其他势力的活动。 而且，委员 

会提议掛酌情形，参照它在这方面作出的结论和建议（见 a /8 0 2 3  (第二编），第 

二章），继续研究各殖民国家在其管理下各领土可能妨事宣言执行的军事活动和安 

排。 委员会进行研究时，将以第2 5 4 8 ( x x i v )号决议第8 段的规定和第2592



(XXIV)号决议第5 段的有关规定为准则。 此外，如本章第7 4 至 7 7 段所述， 

委员会在下届会议上，除须遵守大会愿意对此事发出的指示外，将趣续检查宣言适 

用的领土名单。

17 6. 至于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执行宣言的情况，特别 

委员会拟参照其主席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之间进行的嗟商，并依照大会第2 5 55 

(XXIV)号决议第1 0 至 1 2 段的规定，趣续在一九七一年审议这个问题。 委员 

会审议时将考虑到国际组织对于执行大会有关决议，特别是关于南部非洲各领土决 

议的有关规定，和其主席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于一九七一年就大会、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和特别委员会本身的有关决定范围内举行其他咨商的结果。 从本报告有 

关的一章（A /8023  ( 第四编）和 （第旧编）/Add. 1 , 第四章）可以看到，特别 

委员会，除其他事项外，决定设 ±—个由委员会主席指派的五个委员姐成的专设小 

组，有系统地进行审查各专门机构和在联合国体系内的其他组织执行有关决议所采 

取的行动情报，但以不透反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可能作的任何决定为限。

17 7 . 大会在第2 5 4 8 ( x x i v )号决议的第1 4 段内促请管理国同特别委员 

会充分合作，依照大会和特别委员会前此所做的决定，准许视察团前往殖民地领土。 

此外，大会在上文第1 7 3 段所提到的行动方案内，指示特别委员会：(a) 继续派 

遣视察团前往殖民地领土，并在最能获得关于殖民地领土情况第一手情报的地点举 

行会议；（助协助大会与管理国共同作出安排，使联合国人员驻在殖民地頻土，参 

加宣言执行程序措施的制订和观察领土内非殖民化过程的最后阶段；（0) 编制视察 

团的规章草案，以备大会核准。 从本报告有关各章可以看到，特别委员会注意到 

以前联合国的各访问团体所负起的建设性任务，对于激遣各种团体作为搜集各领土 

情况和人民对他们的意愿和企望的适当和第一手情振的方法，继续给予极大的重视。 

为达到该目的，委员会拟趣续览取各管理国在这方面的充分合作，以便能够掛商情 

形派遣访问团体前去加勒比海、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各领土以及非洲各领土，取得 

此种情报。 关于这点，委员会相信大会将愿意再度向各管理国提出呼吁，请依照



委员会以前所作决定及委员会可能在一九七一年就这方面通过的决定给予合作，便 

利前去各领土的访问。

17 8 . 关于宣传本姐织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特别委员会为协助秘书长执 

行大会第2 5 4 8 ( x x 工V )号决议第1 5 段内的要求，与秘书处密切合作，进一步审 

议 这 口 题 。 特别委员会，由于重视这一事项，打算象一九七0 年一样继续对新 

闻厅所拟订的出版物方案和其他新闻工作加以检查。 在这方面，大会无疑愿意再 

度提请秘书长加紧作出努力，并敦使管理国同秘书长合作，来使进大量传播本组织 

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新闻。

179. 参照大会第2609  (X X I V )号关于会议时地分配办法的有关规定，同 

时考虑到它以往各年的经验以及下年度的可能工作量，特别委员会已核定一♦暂定 

的一九七一年度会议计划（见上文第111段至第115段 ），建议大会加以核准。同 

样，委员会考虑到第1 6 5 4 ( x v i )号决议第6 段的规定，其中大会授权委员会在为 

它有效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在联合国总部外的其他地点召开会议。 

委员会于审议这个问题后，考虑到以往各年在总部以外举行会议所得到的积极结果 , 

决定如上文第10 5至 10 8段所指出通知大会它可能考虑于一九七一年在总部以外地 

.点举行一系列的会议，同时建议大会划拨必要经费充供该年度委员会工作之用时对 

这种可能性加以考虑。 在作出这个决定时，委员会也考虑到大会第2621 (XXV) 

号决议内的行动方案第9(e)段；其中大会指示委员会，除其他事项外， "在最能获 

得关于殖民地领土情况第一手情报的地点举行会议，同时继续掛酌情形，在总部以 

外的地点举行会议" 。

18 0. 特别委员会建议大会在第二十五届会议审查执行宣言的问题时，不访 

考虑本报告有关各章所反应的特别委员会各项建议，尤其是认可本节所列举的各提 

案，以便使委员会能够履行它所计拟的工作。 而且，委员会建议大会重新向各管 

理国提出呼吁，请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执行宣言和有关联合国决议。 在这方面， 

大会也不妨向所有国家、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体系内其他组织再度呼吁，请遵从大



会和安全理事会在联合国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各项决议内向它们提出的要求。

181. 此外，特别委员会建议大会核定上文列举的工作计划时，同时划拨足 

够的经费，备付委员会拟于一九七一年度进行的工作的费用。 委员会佳计，如果 

按照上文第177段的主张，派遣视察a 体将需经费8 万美元左右；关于在总部以外 

地点举行一系列的会议，如委员会决定依照大会第16 54 ( XVI )号决议第6 段举行 

这种会议，将需经赛约1 5 万美元。 又据佳计，于一九七一年度所订非殖民地化 

方面联合国工作的宣传方案，如上文第178段所指出，将引起额外支出约5 万美元。 

此外，特别委员会主席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间预定举行的进一步咨商（见上文 

第 176段 ），如在日内瓦召开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期间举行，将需賽用5 千美 

元左右，其中主要与旅费安排有关。 最后特别委员会希望秘书长考虑到大会所指 

定的各种额外工作以及大会本年作成的决定所弓I起的工作，继续对委员会提供其执 

行任务时所需的一切必要便利和人员。

0 . 报告的通过

182. 十二月三曰第七八0 次会议，在保加利亚、联合王国、波兰、叙利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委内端拉、意大利、马达加斯加、象牙海岸、美国等 

国代表及报告员和主席发言之后（A/AC . 109 /P V .  7 8 0 ) ,特别委员会通过本报告 

全文，并附有下面一小了解：若干代表对于小别各章表示的保留将反映在有关各次 

会议的记录中。



附件一 *

( 一九七o 年 ）工作的检查 

第二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 : 穆罕默德。哈 金 •阿留比先生（阿富汗）

1 , 特别委员会在一九七0 年四月十三日第七三七次会议上批准了工作小组的 

第四十七次报告（A / A C . 1 0 9 / L . 6 2 3 号文件），从而决定继续设置第二小组委员 

会并将就下列领土问题发交第二小姐委员会进行审议和提出报告：

( 1 ) 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皮特凯恩岛和所罗门群岛

(2) 新赫布里底

(3) 美属萨摩亚和关岛

(4) 組埃和托克某群岛

( 5 ) 太平洋岛托管.领土

( 6 )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托管领土及科科斯（基 林 ）群岛耗管领土

(7) 文某

2 . 除了上述的职权范围以外，特别委员会还把大会决议所特别请求的许多关 

于领土的问题交由这小小组委.员会处理。 这些大会决议包括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 

六日第2 5 9 2 (XXIV)号决议和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2 5 4 8 ( x x i v )号决议。 

这些问题如下：

( a ) 每一领土it达独立的期暇（一九六九年千二月十六日大会第23 26(X X工工） 

号决议第 1 4段 ）：这一段全文如下：

" 1 4 . 邀请特设委员会于其所认为合适时机,根据人民愿望与宣言规定建 

议每一领土 . 达独立的期暇； " 。

前以A/AC • 10 9 / L . 6 7 9编号印发》



文如下：

" 13.i 特设委员会特别注意小领土，并向大会建议使此等领土人民能充 

分行使其自决与独立权利的最适宜方法及所应采取的步驟； " 。

(C)浪遣视察团进入领土问题.（大会第2 5 4 8 (xxiv)号决议第14段 ）。

这一段全文如下：

"促请管理国与特设委员会充分合作，准许视察团进入殖民地领土，以便 

直接获取关于此等领土的情报，并确查在其管理下此等领土居民的愿望； " 。

3. —九七0 年第二小组委员会的组成国家如下：阿富汗、埃塞俄比亚、洪都 

拉斯、印度、伊拉克、波兰及美国。

4 . 第二小组委员会在一九七0 年四月二十二日第一0 五次会议上决定：在作 

进一步协商期同，小姐委员会的工作应由埃塞俄比亚代表主持》 随后，第二小组 

委员会在一九七0 年九月二十二日第一二一次会议上选举贝尔哈内•德雷萨先生， 

(埃塞俄比亚）为主席。

5 . 第二小组委员会在一九七0 年四月三十日第一0 六次会议上选举穆罕默德 

。哈 金 。阿留th先生（阿富汗）为报告员。

6 . 第二小组委员会在一九七0 年四月二十二日至十月二十七日期间总共开了 

二十一次会议® 并向特设委员会递交了下列报告：⑨

《总结论与建议》

《组埃和托克劳群岛》

《新赫布里鹿》

《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皮# 凯恩和所罗门群岛》

© A/AC.109/SC .3/SR. 105—125号文件。

® 所列报告载在V 8 0 2 3 / A d d . 6号文件，附件二内。



《关岛和美属萨摩亚》

《太平洋岛崎托管领土》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托管领土及科科斯( 基林）群岛托管领土》

7， 小组委员会在九月二十五日第一二二次会议上决定：由于时间不够，本年 

内无法审议文莱问题。

8 . 小组委员会在审议交其审议的领土问题时考虑到大会第2 3 2 6 ( x x i i ) 号 

决议第 1 4段所规定的 " 于合适时机建议每一领土缘达独立的期眠 " 的请求。

9 . 小组委员会并且考虑到大会决议所规定的要继续 " 特别注意小领土，并建 

议使此等领土人民能充分行使其自决与独立权利的最适宜方法及所应采取的步骤 "  

的请求。

10'‘小组委员会就游道视察团问题提出了关于它所审议过的许多领土的具体建 

议。 这些建议载在上面第6 段所列的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中。



附件二 *

宣传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 

工作小组第五十三次报告 

主席i 戴维森。龙科尔博士 ( 塞拉利昂）

1 , 本工作小组于一九七0 年九月 - 日举行第八千五次会议。

宣传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 .

2 工作小组在该次会议上根据特设委员会一九七0 年四月十三日第七三七次会 

议的决定，并顾及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大会第2 5 4 8 ( X X I V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1 5段的规定， 审议了题为“ 宣传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 " 的议程项目。

3. 工作小组在审议这个项目时考虑到新闻厅递交的关于该厅在非殖民化方面所 

作的工作的报告。 （看下列附录）

4 . 工作小组同意：应将新闻厅所供给的情报提请特设委员会的注意。 工作小 

组并决定建议特设委员会请秘书长考虑到特设委员会的意见，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 

施，使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作广泛不断的宣传，并将新闻厅在这方面设想到 

的行动方案随时告知特设委员会。

全体会议审议各议程项目的优先次序

5 . 工作小组在同次会议上审议了进一步向特设委员会提出关于《全体会议审 

议各议程项目的优先次序》的建议。

6 . 工作小组在审查特设委员会的工作进展之后，同意向委员会建议：将 "宣传联  

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 " 作为下一个项目加以审议。

7 . 工作小组在作以上建议时所具有的m : 特设委员会将依据七月二十八日第 

七五一次会议的决定，同时审议经发交其所属各机构审议的,可能会有报告提出的一切项 

目。

前以A/AC * 109 /L  . 6 6 2 编号印发。



附录

新闻厅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的报告

L 大会通过的第 2105 (XX)、第 2189(xxi) 、第 2262(xxii)、第 2270 

(XX工工工)、第 2 4 6 5 ( x x i i i ) 及第 2 5 4 8 ( x x i v )各号决议，请求秘书长考虑到给 

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建议，采取具体的措施经由一切 

能为他所利用的传播工具如出版物、 无 线 电 、 电 视 ， 广泛不断^也宣扬联合 

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殖民地领土的情况以及殖民地人民为争取解放所进行的不 

断斗争。

2 . 新闻厅依据这种请求采取了下述的措施：

新闻和出版物

3 . 报导大会和安，理 : 会会议中一切有关殖民问题的讨论和决议；发行新闻稿、

每周述评、青素文件、 《联合国纪事月报》和 《联合国年鉴 》。 也报道托管理事会 , 

殖民主义问题特别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特浪团、工作小组的工作，以及其他一切 

在纽约或总部以外的非殖民化方面的重大发展。

4 新闻厅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开始出版《目标：正义》这本报导联合国为反对种 

族隔离、辨族技视和殖民主义所采取行动的定期季刊。 新闻厅把这本出版物看成一 

项重大的任务：经由新闻报导使世界舆论更加重视国际上严重的殖民主义及其一切表 

征，如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刺削殖民统治下人民的外来经济及其他方面的活动第。

5 . 到目前为止，本刊物按期以英、法文已出，了四期；为了纪念联合国二十五周 

年和《非殖民化宣言》发表十周年，四月出版的这一期还加出了阿拉伯、中、俄、西 

班牙及斯华西里文版。 下列是在本回顾期间刊登在该刊物的若干重要文章：

《安全理事会与南非》

《争取更大的自由  九六九年的非殖民化工作》



《特别与莫三鼻给有关的种族关系和葡葡牙殖民政策（爱德华多•蒙德莱恩博士 

著 ）》

《纳米比亚：一件国际性的工作》

《解放运动和武力的使用》

《军事利益和非殖民化》

《民族解放运动X 请愿人向联合国机构提出的证词）

《四十五个领土—— 两千八百万的人民还没有得到自治》

《南部非洲的非殖民化与非洲统一组织》（紫奥罗。特利著）

《致力终止殖民主义工作的专门机构》

6 . 《目标：正义》季刊上一'蕩就非殖民化工作进行全面检查的文章《联合国与 

非殖民化，一九四五到一九七 0 年 》已经重印成小册子；除了四月号所用的七种文 

字外，又用了大约十八种文字刊印。

7 . 《联合国纪事月报1》̂ 考刊有主管托管及非自治领土事务部副秘书长迪艾尔 

玛可耶先生所写的《联合国与非殖民化》一文，并经用英、法、西三种文字将该文重 

印成小册子。

8 . 在本审査期间出版的新闻厅补充资料的有下列这些小册子：

《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用九种文字刊行 

《患 难中的 原 则联 合 国 与 南 罗德 西 亚 》用六种文字刊行 

《患难中的原则( d : 联合国与荀管领土》用七种文字刊行

9 . 男一本汇编小册子《患难中的原则( 3 : 联合国与纳米比亚》正按照原先的构 

想编制中，将以六种文字印行。

10 .从一九六七年起，在每届大会以后，把登载大会主要决议案文的《大会决定》 

散冗汇编成册出版成了本厅的业务。 过去四年来，每年的汇编都附有用多种文字列



印的《非殖民化宣言的执行情况》一文。 今年的版本内登有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 

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的第2 5 4 8 ( x x i v ) 号决议、关于各专门机构及与联合 

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执行宣言的情况的第2 5 ^ 5 ( x x i t O 号决议、 以及关于妨香宣言 

执行的外国经济及其他势力的活动的第2 5 5 4 U X I V )号决议。

1 1 .新闻厅每年出版《联合国.：是什么？做什么? 怎么做？ 》和 《联合国基本事 

实》I的标准小册子 ;其中有几章谈到本组织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 这两本小册子在 

一九七0 年都经过审校并增编，特别是有关非殖民化的各章。 这几章还附有几幅世 

界地图展示现正由反殖特别委员会审查的那些领土。

1 2 ,新闻厅除保有联合国的其他基本文件外，还存有并继续分发以正式语言和其他 

会员国语言印行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小册子。

无线电和视觉媒体

1-3.联合国利用每周和每日新闻专电、透过短波广播度布的新闻特写以及每周定 

期的搞要节目录音报导了去年内非殖民化宣言的执行情况。 这种报导包括三百四十 

二个报告节目和以二十三种语言向一百六十二小国家和领土所做的新闻广播。 《展 

望影集》包括《殖民主义的回顾》和 《目前与未来的非殖民化》。

1 4 .《一个国家的诞生》一 部描述赤道几内亚如何成为独立的会员国的半小 

时彩色电视影片—— 从一九六八年秋天开将到一九六九年制成。它在大约三十四小美 

国电视台以英语播放过，并透过日本、尼日利亚、新加坡和瑞典的电视组织加以放映。 

现在又有了西班牙语复制片。

1 5 .男有一个暂定名为《从殖民主义到独立》的半小时节目将以各种语言播映，

作为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 这部影片将由各影片保管室供应，作为集体影 

片欣赏及电视广播之用。

16.安理会和大会讨论非殖民化问题的各次会议的报导影片已交由国际性电视新



闻机构作全球性的发行，并编入联合国影片挡案供外界制片人使用。

1 7 新闻厅照片和展览科与主管托管和非自治领土事务部协商，编制了一张题为 

《为一切未独立民族♦ 取自决》的墙报。 用英、法和西班牙文总共印了一万二千五 

百份。 有一种这一墙报的 " 文字部分空白 " 版在一九七0 年六、七月间由联合国新 

闻处主持分发，供添印各地方语言之用。 又作个安排，可使有意购买这墙报的非政 

府组织照成本购买复印本。

18 .总部一切处理非殖民化问题的机构以及二十四国委员会在非洲或其他地方召 

开的会议的议事经过 '都经常拍有照片和影片的报道。

教育材料和联络

19.由联合国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一九七0 年五月联合向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提出的第六次定期报告《讲授联合国慨况》（文件第V 4 7 6 2 号 > 中指出： 

许多国家的教育方案目前正特别着重研讨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活动，光其是在中 

学和高<等教盲机构内。这一定期性报告总结了八十一个会员国就他们在一九六四年到 

一九六/L年在讲授联合国宗旨及工作上所获进展提出的答复后指出：在三十多个包括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家中，当今的一些重大的问题形成了时事教育的焦点 ; 

特别最常被提到的是联合国在非殖民化、发展和裁军方面的工作。

2 0 .由联合国新闻厅创办的三角研究奖金方案的第十年方案于一九七0 年三月十 

六曰至六月五日以非洲无线电和电视广播人员训练班的形式在纽约总部举办。 该训 

练班集中注意联合国面临的各项主要问题；并特别重视非殖民化、种族隔离和人权。 

参加的人是由非洲广播组织提名的专任广播专业人员，目前已回到他们的国家。 他 

们的训练有一部分是由秘书处的高级职员做筒报、小组讨论和傍听联合国机构的会议 , 
以非殖民化作中心课题之一。

21 一九七0 年由联合国新闻斤主办的两次为大学生每年所设的实习方案象往年



一样，专重在非殖民化和有关种族隔离和种族坡视问题，以及本组织当前面临的其他 

主要问题。 一九七0 年八月在总部举行的方案有来自三十个国家的五十九名大学生 

参加。 另一个方案同时在日内瓦联合国欧洲办事处举办'有来自五千四个国家的八十 

八名学生参加。 '

2 2 .为一九七0 年联合国日印发的专门材料以非殖民化为一个特别题目报导了联 

合国在这方面的工作。 《学校用的散印册》内有一张由中心向外展开并以四色杳印 

的 《联合国学生地图》，上面绘有目前正由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审查的领土，图底下 

也列有这些领土的名称。 这个散印册后面所附的《在学校和社区庆祝联合国日计划 

的说明》中也建议把非殖民化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专题供学校和成人团体研究。 《学 

校用的散印册》已用英、法、西三种文字刊印了十六万七千份，大部分.透过联合国新 

闻处和非政府组织作全球性的分发。 总共三十八页的《联合国日演讲参考资料》中 

有六页专门说到联合国的非殖民化工作。 这个项目已用四种文字（英、法、西、俄 ） 

印了五万份。

联合国各新闻处

2 3.联合国在世界各地所设的新闻处是在各新闻处服务地区宣扬本组织在非殖民 

化方面的工作的主要工具。 各新闻处达成这项任务的办法是使有意宣扬联合国工作 

的新闻媒介、教育机构、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获得新闻厅各实务司的出版物。 为了 

使各新闻处完成这个职能，在新闻厅的颈算限制以内，不断地从总部和其他来源供应 

出版品和视器材。 联合国处理殖民地领土情况的一切机构迅速不断地向各新闻处 

筒述所作的审议和决定，并提供青景情报和指导，而且可能范围内还会供应适于立即 

散发的文件和资料。 促请各新闻处主任注意的是处理这小问题的一切决定和主要文 

件，为了使他们能够知道最近的发展并便利他们执行宣扬联合国工作的任务。

2 4 ,在某些情况下 , 为了散发有关非® 民化和拉民主义的某些形态的资料，也做



了特殊的安排。 例如，新闻厅和种族隔离股合作，透过新闻厅的联合国各新闻处散 

发该股编印的各种英法文小册子和备忘录。 各新闻处也为种族購离股所编的邮寄名 

录提供许多名单》

其他的宣传渠道

2 5 ,全世界的各非政府组织是宣扬联合国工作的重要而有效的渠道。 ：透过他们 

在总部的代表和透过联合国各新闻处及各办事处，他们不断地获知联合国在非殖民化 

方面的活动。 新闻厅编制的有关文件、新闻稿、小册子和其他印刷品都会供应给这 

些组织。 联合国工作人员定期向非政府组织驻总部的代表作筒报使他们了，事态的 

最新发展。

26,今年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一日有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区域会议首次在非洲和非洲 

编辑圆桌会议一起^ 开。 程项目中有一半是关于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 

种族彼视问题。 非洲二十♦ 英语和法语国家中的非政府组织的一百多个代表—— 他 

们都是所属组织的高级工作人员—— 参加了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这些会议。， 非 

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联合国主管托管及非自治领土事务部的主任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参 

加了会议。

2 7 ,会议成功地透过非正式的讨论启发了改进并推广对非殖民化问题，特别是南 

部非洲局势的宣传的构想和激励。 为了说服各国政府和人民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支持 

無放运动并帮助反击有利于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宣传；会议特别敦促非政府组织除 

其他事项外着手处理南部非洲问题。 那些问題的人道主义方面受到了强调，并促使 

那些在政治方面不一定很积极的组织的注意。

2 8 ,非殖民化问题和有关问题是为每年到联合国总部参观的一百多万人士作导游 

时一再复述的主题。 有关殖民问题的，片都按期列入总部参观科每天放映的影片中。



附件三 *

联合国出版物及文件 

工作小组第五十四次报告 

主席: 戴维森，Æ 科尔博士（塞拉利昂）

1. 工作小组在一九七0 年九月十七日举行了第八十八次会议。

联合国出版物及文件

2 . 工作小组在该次会议上，依据一九七0 年©月十三日特设委员会第七三七次 

会议的决定，并按照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大会第2538(XXIY)号决议第1段， 

审查了联合国出版物及文件问题。

3 . 工作小组在这方面记得大会在上述决议第7 段中曾核可特别委员会之决定， 

即其全体会议的记录应仅有各工作语言的脇时速记记录，对临时记录可发增编及（或 ） 

更正，并省除简要记录。 工作小组还记得特别委员会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八日第七0  

五次会议上曾决定：第一、二及三小组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应仅有临时简要记录，对临 

时倚要记录可酌发增编及（或 ）更正，以顾及各国代表® 所递交的实体的更正。

4 . 工作小组在讨论后无异议通过;建议特别委员会对报导全体会议及小组委员会， 

议事经过的会议记录的现行工作办法应予维持。

5 . 此外，工作小组审议了会议厅所提下列有关特别委员会文件的建议：

(a)每年由秘书处力特别委员会编制的关于未独立领土的工作文件的第一部分(这 

一部分是联合国机构在过去为那些未独立领土所采取的行动的倚要记录.）不应再附列 

于那些b:作文件中；

(^)为了便于迅速地向大会递交这工作文件，可以把它们汇集成一册，单独刊行， 

不必附列于特设委员会向大会逼交的报告中。

* 前以A/AG • 109/L . 6 6 5编号印发。



6 工作小组的成员们在随后的讨论过程中注意到，采行第一项建议所能减少文

件的份量不多；反之使第四委员会的成员们失去适当摘要形式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 

是无法从其他地方得到的。

7 . 关于第二项建议，工作小组的成员们注意到，把这些工作文件单独刊行，提 

交大会，而不编列在特别委员会向大会递交的报告中会使第四委员会的成员们感到很 

不方便。 工作小组的成员们认为，如系特别委员会尽力在下届大会召开以前完成它 

的工作，会议厅所关心的要使大会文件保证能够得到迅速的处理，就迎刃而解。

8 顾及如上的考虑，工作小组无异议决定建议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向大会 

避交的报告以及秘书处编制的关于特定领土的工作文件的现有形式和安排应予维持。



附件四 *

一九七o 年十一月三十日剛果人民共和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

我谨代表非洲集团请求你在下届会议中重新考虑把科摩罗群岛列入非自治领土名 

单的问题。 你将一定会想起：非洲集团曾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发出的文号为 

2 4 6 /0 U A /6 8的信中请你注意这小问题。 你的委员会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和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召开的第六四五及六四七次会议上审议过这个问题。 不过， 

责委员会并未作出非洲所期望的决定。

因此，当我向你重申非洲集团对你的信任时，我必须再度请求你把将科摩罗群岛 

列入非自治领土名单这一问题作为紧急事项重加审查》

非洲集a 提出的这个请求也是根据非洲统一姐织的政治当局的决定，该项决定载 

在一九七0 年九月一日至四日于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国家及政府首脑会议通过 

的第CM/Res , 2 3 6 ( 十 五 ）号决议执行部分的第六段内。

附上该决议中有关一段的复制本一份 :>

深信责委员会以其明智将会顺从非洲领土要求独立的一个非洲领土的愿望；谨向 

阁下致以最高的敬意。

( 签 名 ） 尼古拉，蒙乔

刚果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及非洲集团主席

前以A/AC. 1 0 9 / 3 6 5 编号印发。



附录

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及政府首脑会议一九七0 年九月一日至四日 

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第七届常会所通过的CM/Res .2 3 6
(XV)号决议

" 6 . 重申对科摩罗群岛及所谓法属索马里兰（吉布提 )解放运动的道义及物质 

支持，并指示联合国内的非洲集团代表趣续努力使科摩罗群岛列为未独立领土的名单 

内； "



阿富汗

代表

保加利亚 

代表

副代表

厄瓜多尔 

代表

埃塞俄比亚 

代表

洪都拉斯 

代表 

副代表

附件五 *

特别委员会代表名录

阿卜杜勒 •拉赫曼•帕養先生阁下 

瓦克先生

阿卜杜勒，萨马德，高斯先生 

穆罕默德，哈金，阿留比先生 

法鲁克，法尔罕先生

米尔科，塔拉巴诺夫先生阁下 

G鲁 赫 ，格林斯贝格先生（任期自五月二十二日开始） 

格奥尔吉，明科夫先生 

季米塔尔，斯塔诺埃夫先生

某奥波尔多 *贝尼特斯先生阁下 

奥拉西奥，塞维利亚，博尔哈律师

基弗勒，汰达约先生（任期到九月二十八日 )|

贝尔哈内，德雷萨先生（任期到十月二十七日 )

伊尔马，塔德斯先生

萨洛蒙。希门尼斯，蒙吉亚律师 

A 斯 。贝特兰德，德 .布罗姆某夫人

* 前以A/AC * 109 /110 '  • 8 编号印发。



代表

伊朗

代表

副代表

伊拉克

代表

顾间

意大利

代表

副代表

象牙海岸 

代表

森先生阁下 

特贾先生 

查达先生

阿終德。萨德里先生 

法鲁赫拉，帕尔赛先生 

巴维兹•莫哈水尔先生

塔列夫•谢比卜先生阁下 

阿德南。阿塔巴希先生 

阿德南•拉乌夫先生 

里亚德，凯西先生 

阿亚德 *木尼尔先生

皮埃罗。芬奇先生阁下 

马西莫，卡斯塔尔多先生 

阿历山德罗•瓜罗尼先生 

拉米罗。鲁吉埃罗先生 

马里奥。维托里奥。桑博尼先生

西格會。阿克先生阁下 

阿马拉，特拉奥雷先生 

科 菲 ，夸姆先生 

伊及亚斯，亚皮先生



马达加斯加 

代表

马里

代表

挪威

代表

波兰

代表

塞拉利昂 

代表

布某斯。拉贝塔菲卡先生闽下 

菲利赛，拉科托菲林卡夫人 

穆瓦杰。拉科托西哈纳卡先生

塞 拉 。特拉奥雷先生阁下 

布巴卡尔•卡塞先生阁下 

札 纳 •达奥先生 

阿达马。穆纳里。迈加先生

佩 尔 ，拉夫内先生

佩 尔 ，特雷塞尔特先生

贡纳卡 . 拉格恩瓦尔德，弗拉克斯塔德先生

哈 康 ，博德逊，耶尔德先生

欧根纽什，库瓦加先生阁下 

勒斯泽克，卡斯普尔齐先生 

塔多斯•斯特鲁拉克先生 

字里克，米库斯基先生

戴维森•尼科尔博士阁下 

薛维奇先生 

维塞先生

马 修 •本尼迪克特，甘达先生 

哈丁先生



叙利亚

代表 乔 治 ，图迈赫博士阁下 

拉菲克，裘杰特先生 

阿 拉 。法塔赫先生 

纳杰迪•贾札尔先生

突尼斯

代表 拉希德。德里斯先生阁下 

穆罕默德。福拉蒂先生 

卡马耳。贝耳克希里亚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代表 沙霍夫先生（任期到三月二十三曰）

伊 •格 。淫克列碑先生 

顾问 库養明先生（任期到七月二十六曰）

卡塔绍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代 表 .枢密顾问官卡拉登爵士（任期到六月千八曰） 

副代表希尔德亚德先生

肖先生（任期到七月三千一曰）

顾问 莱恩先生

皮特里先生

斯拖拉德，彭若耶小姐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代表 齊利姆。文 。?声利姆先生阁下

姆塞莱先生

伊斯马特，阿卜拉杜勒瓦希德，斯坦纳先生 

顾问 索特尔，莫洛科齐先生



美利坚合众1国

代表 西 摩 ，马克斯韦尔，芬格先生阁下

副代表 小弗雷德里克。萨克斯特德先生

顾问 欧内斯特，格里格三世先生

委内瑞拉

代表 安德烈斯。阿吉拉尔 .毛兹莱傅士阁下

赫尔曼。纳瓦•卡里略博士阁下

副代表 佩德罗。科尔博士

顾问 弗兰卡•巴罗尼。赫罗德蒂律师

南斯拉夫

代表 拉札尔，莫伊索夫先生阁下

齐汰京 * 贾齐次先生

亚历山大。佩松查克先生

拉多米尔。泽塞维克先生

专门机构

国际劳工组织

代表 沙希德先生

副代表 埃博利先生

特费拉先生

联合国粮农组织

代表 唐纳德，伍德沃德先生

副代表 莫里斯。格林先生

诺 曼 。米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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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代表 阿方索 •德•席尔瓦先生 

副 代 表 维 克 托 ，尼科尔斯基先生 

世界卫生组织

代表 库瓦格内博士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代表 维伦德拉。达亚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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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殖民国家在所管领土内进行的可能妨碍给予殖民 

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的军事活动和安排

A .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1 . 特别委员会在一九七0 年四月十三日第七三七次会议上通过了工作小组的 

第四十七次报告（A//AC. 109XA 6 2 3 ) , 决定，除其他事项外，单独讨论题为 

"殖民国家在所管领土内进行的可能胆碍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的 

军事活动和安排 " 的项目，并将其发交第一小组委员会审议具报。

2 . 特别委员会分别在十一月十九日第七七八次会议和二十H第七七九次会议 

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

3. 特别委员会在审议这小现目的时候曾计及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 H关于给 

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M •的执行问题的第2 548 (X X I V )号决议，以及一九六九 

年十二月十六日关于委员会所关切的二十五个领土的第2 5 9 2 ( r x : n O 号决议。大 

会在第2548 ( XXIV ) 号决议第8 段中要求" 殖民国家立即拆除它们在殖民地领土 

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并不再建立新基地和新设施 " 。 大会又在第2 5 9 2 (x x iv )  

号决议第5 段中再次 " 宣布，任何想局部或全部地破坏殖民地领土的民族团结和领 

土完整的企图，以及在这些领土内建立军事基地和设施的行为，都是与联合国宪章 

及第 1514 ( X V )号决议的宗旨和原则相抵触的"。

é . 第一小组委员会报告员在十一月十九日第七七八次会议上对特别委员会发 

言时（A/AC. 109 /PV. 7 7 8 ) 介绍了该小组委员会关于这个项目的报告（见本章 

附件）。 小組委员会的报告包括秘书处应其所请而编制的六个工作文件，内有关 

于一些领土内军事活动和安排的情报。

5 . 在同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发了言（A /  
AC. 109 /^v .  7 7 8 )。

6 . 在第七七九次会议上，避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委内瑞拉、象牙海岸及马 

达加斯加代表发言（A/AC. 109 /PV. 7 7 9 ) 之后，特别委员会以十七票赞成、两



票反对、两票弃权通过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并核可了其中所载的结论及建议，据了解 , 

某些成员所表示的保留将反映在会议记录上。 这些结论和建议都记载在下面第7 

段里。

B .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7 . 上面第6 段所提到的特别委员会在十一月二十日第七七九次会议上通过的 

结论和建议的全文转载于下：

(a) 结 论

( 1 ) 特别委员会在研究了殖民国家在所管领土内的军事活动和安排以后，发现 

这些活动的主要特性^ 宗旨和目的都没有变，仍和委员会以前的报告所述的一样。

在那些拥有丰富的经济及人类资源的领土内，殖民国家仍在不断地进行有增无减的 

军事活动，企图压服殖民地人民、保护外国经济及其他利益集团、镇压民族解放运 

动。 在世界其他殖民领土境内，军事安排一如往昔，远超过这要领土的防卫需要。

( 2 ) 特别委员会根据对十五个以上殖民领土的状况的审查研究结果，关切地注 

意到，负责管理上述领土的会员国之中，没有一国遵从大会在第二十届到第二十四 

届 会 议 ① 通过的请求各殖民国家拆除它们在这些领土内的军事基地及设施、并不 

再建立新基地及新设施的决议规定。 特别委员会获得的情报证实，殖民国家不仅

①大会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 H第 2 1 0 5 ( x x ) 号、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2 1 8 9 ( x x i )号、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第2326 (XX工工）号、一九六八年 

十二月二十日第2465 (XX工工工）号和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2548

( X X I Y ) 号决议。



没有响应联合国的呼吁，拆除它们的军事基地，而且相反地正在许多领土内增如它 

们的军事活动和安排，同时还扩充基地和建立新基地。 特别委员会重申它在一九 

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研究这个问题所得的结论。②对过去一年在军事活动方面的  

主要发展来说，这些结论依然完全正确。

( 3 ) 特别委员会请大家特别注意南部非洲的情况，那里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 

政权继续在加强它们对纳米比亚、荀厲领土和南罗得西亚的军事控制，继续用武力 

不使这些领土内的土著人民得到不容剥夺的自由和独立权利。 特别委员会获得的 

情报证实，南非、荀萄牙政府和非法的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已经达成军事 

协约，进一步加强合作。 特别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南非同南罗得西亚，安哥拉 

和莫三鼻给发生越来越深的经济和军事关系，其目的是要把它的军事势力伸展到南 

部非洲的其他地区。 它请大家注意有些西方国家向南非供应越来越多的武器和军 

事装备，而另一壁西方国家已经宣称有意再将武器售与该国。 特别委员会表示，

它确信这种做法不仅拉长非法的种族主义者对纳米比亚的控制、如强这地区内其他 

领土所受的殖民统治，而且是对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安全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脉。

( 4 ) 特别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报告所述及的年中，葡翁牙不断扩大它的殖民战 

争，压制莫三鼻给、安哥拉和几内亚一比绍领土内的解放运动。 委员会再次断定 , 

葡葡牙政府在其所管理的领土内加强军事活幼和安排，还是基于荀荀牙和它在北大 

西洋条约组织内的军事盟国之间密切的军事合作。 在这一方面，特别委员会注意 

到，一九七0 年六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 " 国际支持葡属殖民地人民会议，，的一般 

性宣言® 也强调了这个问题。

② A / 7 2 0 0 (第二编）第四章附件；及 V 7 6 2 3  ( 第二编）第三章附件。

③  A//8023 /Add. 3 附件二第 11 段。



( 5 ) 特别委员会对于这样的情报表示深切的忧虑：情报大意说，荀翦牙政府在. 

对付它所统治下的领土内非洲人民的自由战士的殖民战争中，使用各种化学及细甫 

武器，公然速反国赌公约。

( 6 ) 特别委员会注意到，在关岛、太平洋岛崎托管领土、百慕达、巴哈马群岛、 

直布罗陀之类的一些较小领土内，殖民国家罔顾这盐领土的人民的利益，继续保持 

和使用军事基地及其他设施。 象以往一样军事活动干扰了 一些领土的经济发展， 

一方面对外出让大片的土地以供军用，一方面使人民脱离生产工作，特别是.把他们 

派到管理国的军队里服役。 委员会指出，就美厲维尔京群岛而言，美国政府把维 

尔京群岛居民征进美国军从的方式弓 I起了反对在岛上征兵的示威运动，并指出群 

岛居民中已经有二十二名在越战中丧生。

(7) 特别委员会重申它去年关于殖民国家在所管领土内的军事活动和安排及外 

国军事基地的结论。 它再次强调，这类活动除了威勝到国赌和平与安全外，还严 

重地访碍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大会第1514 ( X V )号决议所载的给予殖民地国 

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迹反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并且是管理国家对受它们管理 

的人民滥用职权的行为。

03) 建 议

( 1 ) 特别委员会重申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的报告④中的各项建议，并再次 

强调，殖民国家在所管领土内的军事活动和安排，对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 

言的执行，构成严重障碍 ;

④ A /7 20 0  ( 第二编）第四章第二市（1 9 ) ; 及 A / 7 6 2 3 (第二编）第三章第7 

段。



( 2 ) 特别委员会请大家注意大会一九七0 年十月十二日第2 621 ( XXV )号决议 

所载的彻底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行动方案第5 段的规定。 各会 

员国应根据这段方案展开持久有力的运动，反对殖民国家在所管领土内的一切军事 

活动和安排，因为这类活动和安排是对彻底执行第1514 ( X V ) 号决议的障碍；

( 3 ) 特别委员会再次遵责南非政府，荀萄牙政府和非法的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 

少数人政权之间的军事协约，这协约的目的是以武力压制这些领土内受压追人民不容 

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吁请所有国家停止对南非和葡葡牙的一切支持和提助，包 

括不供应武器和军事装备，并停止帮助这些政府制造武器和弹药；对于一些西方国 

家政府宣称有意再将武器售与南非，因而使后者能够继续压追土著人民一事，表示 

遗憾；

(4) 特别委员会请求所有负责管理殖民地领土的国家停止有碍执行宣言的军事 

行动，并将外国军队撤离这些领土；

(5) 特别委员会再次请求所有贞责管理殖民地和托管领土的国家无条件地遵守 

大会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第2 1 0 5 ( 1 } 0 号决议第1 2 段、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十三日第2 1 8 9 ( 1乂工）号决议第1 1 段、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第2 3 2 6 (乂工工工） 

号决议第10段、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H第 2 4 6 5 ( x x工工工） 号决议第9 段和一九 

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曰第2 5 4 8 ( x x；[ V )号决议第8 段的规定。 大会在这些决议中 

请所有殖民国家拆除它们在殖民地领土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并不再建立新地和  

新设施；

( 6 ) 特别委员会对于对外出让土地以供军事设施之用，以及利用当地经济和人 

力资源替这类基地服务，以致仿碍各领土的经济发展，表示遗憾；要求各殖民国家 

立即停止对外出让土地，并将已外让的土地归还合法原主，同时不再为军事设施利 

用各领土的经济及人力资源；

C7) 特别委员会要求停止从各领土的土著人口中把男人征入管理国军队服役的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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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小组委员会的审议

1 . 特别委贯会在一九七0 年四月十三日第七三七次会议上通过工作小组的第 

四十七次报告（AXAC. 1 0 9 / /4  6 2 3 ) , 决定了将题为"殖民国家在所管领土内进 

行的可能胆碍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的军事活动和安排"的项目列 

入一九七0 年议程。 委员会还决定将这项目发交第一小组委员会审议。

2 . 小组委员会于是在一九七0 年十月十九日至十一月十三日期间举行的第八 

十九至九十一次会议上审议这小项目。

3 . 小组委员会在审议这项雜J时候，面前有秘书处应小组委员会之请所编制 

的六份工作文件，载有关于下列领土内军事活幼和安排的资料：直布罗陀；南罗得 

西亚；纳米比亚；荀管领土；巴☆ 马群岛、 百慕大、特宽斯和凯科斯群岛、安提瓜、 

圣卢西亚、圣基茨一尼维斯一安圭拉、蒙特塞拉特和美属维尔京群岛；Ë布亚和新 

几内^ 托管领土、关岛和太平洋岛崎托管领土（见下面附录一至六）。

4 . 小组要员会在就所议问题作出结论和建议时，还参照了其成员提供的有关 

资料。

报告书的通过

5 . 小组委员会在审议了这个问题和研究了所可获得的文件及其他资料之后， 

在一九七0 年十一月十三日第九十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下列结论和建议。

⑤第一小组委员会提交特别委员会审议的结论和建议经特别委员会通过，未加更 

动。 这些结论和建议原文转载在本章第 7 段。



秘书处应第一小组委员会之请就殖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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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直布罗陀

直布罗陀在北大西浮条约组织（北约）的作用

1 . 直布罗陀作为北大西洋条约組织（北约）指挥结构辖下的一个海军基地的 

地位，基本上仍与秘书处编制的前一个工作文件所述相同。 该文件已作为一九六 

九年第一小组委员会致特别委员会报告书附录四印发。

海军般舰在直布罗陀之内及周围的行动

2 . 正如秘书处为特别委员会编制的关于直布罗陀的工作文件⑥所述一样，在 

本文件所述期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在地中海西部及邻 

近大西浮海域举行了海军演习。 在这些演习中，直布罗陀被用作修配及补给基地 , 

并被用作参与演习的英国海军人员的休养和娱乐场所。

3 . 与演习有关，据报曾有数艘联合王国海军船舰于一九六九年九月底和十月 

初访问直布罗陀。 据联合王国驻马德里大使馆新闻专员在十月七H发布的一项声 

明说，当时有四艘英国海军般舰在直布罗陀：五万吨航空母舰伊格尔号、哨舰紫安 

M 号和两艘正在修配中的护卫舰。 据指出，九月底就来到直布罗陀的航空联舰£  
格尔号頸订在十月十二日前后离开,这些舰只的行动有些早在一年前就计划好并公 

布了的，其动机无任何政治成分。 较早时候，联合王国驻马德里大使馆于十月一 

日也发布了类似声明，指出英国海军船舰在这地区的行动纯厲例行公事。 这个声 

明是对西班牙报界暗示这些海军活动可能是因为直布罗陀和西班牙之间自一九六九

⑤ A y ? 6 2 3 (第二编）。

⑨ A//8023//Add. 4 ( 第二编）第十章附件。

© 其后十月九日一份新闻报告把船舰数目增为六艘，并颜期在当天较后时间会有 

第七艘抵轉。



年十月一日起要截断电话、 电 报 联 系 的 报 告 的 一 答 。

4 . 据报荷兰海军船舰也参加了联合演习。 据报西班牙驻海牙大使曾于十月 

三日询问荷兰外交部长，这些联合演习是否表示荷兰政府方面对直布罗陀政策有所 

改变？ 据报荷兰外长表示，联合演巧纯厲例行演习，过去几年皆经常举行。

5 . 在地中海西部和邻近大西洋海城的主要海军演巧是在一九七0 年一月至三月 

期间举行的，许多参与的英国般只在直布罗陀作短期停泊，从事补给^修配和休养 

娱乐。 这些，舰包括：由护卫舰Æ 比号、托尔凯号和斯■^巴勒号姐成的扶^跌恩 

练习舰队，在一月十六日抵达直布罗陀；护卫舰 邓 号和巴克斯号、在一月二十 

三日抵达；航空毋舰赫姆斯号和护卫舰丹尼号、查里懷迪斯号、里英安特等和里金

在一月二十四日振达；及潜水艇奥西里斯号 , 在一月二十六日抵达。 其他 

据报曾于一月底访问直布罗陀的军舰包括航空母舰伊格尔号、突击直升机毋舰布莱 

主号、 突击毋舰布尔瓦克号、拍卫舰，尔文号、来纳瓦号、里索斯号和潜水艇奥里 

iL号。 据报潜水艇奥斯洛特号较后振达直布罗陀 , 是在三月五日。

6 . 新闻报告指出，联合王国政府曾将这普船舰在阿尔赫西拉斯湾的行动正式 

通知了西班牙外交部。 据说这些演习很早以前就已计划好了，而且据报已明告西 

班牙政府，演习目的纯厲训练性质。

7 . 乔洽.汤普森先生于二月二日在联合王国下议院答复质询时，代表外交与 

联邦事务大臣说，所举行的海军演3 与直布罗陀毫不相关，是在离海岸八十哩的地 

方举行的，与北约一般的防御需要有关，直布罗陀则照常用作休养娱乐和补给的地 

方。

其他国家海军船舰的访问

8 . 载着美国第六舰队司令戴维，理查森中将的等弹巡洋舰利特尔•罗克号于 

一九七0 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日访问了直布罗陀。 其两艘美国导弹巡浮舰丑



M 号 和 皇 分 别 于 一 九 七 O 年三月五日至六月及三月六至九日访问了直布 

罗陀。

9 . 据报荷兰护 :E舰范内斯号和埃弗森号及驱遂舰齐兰号和盖洛兰号于一九七 

0 年二月二十八日访问了直布罗陀。

在直布罗陀的联合王国军事人员

1 0 . 据报到一九七0 年一月切为止，驻扎在直布罗陀的联合王国军事人员包括 

皇家轻步兵联队第三大队及智驻的黑哨兵第一大队和皇家工程兵两中队。 根据新 

闻报告，黑哨兵第一大队应该已在一九七0 年五月十一至十五日之间由皇家御用进 

防联队第一大队部分人员接替。

二 .南罗得西亚

1 . 关于南罗得西亚武装部队的资料一主要是在它非法宣告独立之前的时期 

一载于秘书处以前为第一小组委员会编制的工作文件内。 ®

2 . 自从它非法宣告独立之后,，再得不到关于它的武装部队实力及布署情形的 

新资料，也不知道他的武器、弹药、军用飞机和军用车辆，以及制造和维修武器弹 

药所需的设备和原料的供应来源。

3 . 但是自从非法宣告独立以来，它的武装部队看来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加强。 

最有力的证据是其军事开支在过去四年来有可观的增加，如下表所示：

© 参看Y 7 2 0 0 ( 第二编）附录三； A /7 6 2 3  ( 第二编）附录:



南罗得西亚：军事开支

( 一九六五年  九7^九 年 )

(镑）

年 度 陆 军 空 军 警 察 共 计

1965 2,937,777 2,916,519 5,188,476 11,042,772
1966 3,747,063 2,873,440 5,778,278 12,398,781
1967 3,884,869 2,593,214 6,222,383 12,700,466
1968 4,264,714 3,179,673 6,365,119 13,809,506
1969 4,696,049 2,961,101 6,922,655 14,579,805

资料来源 : 南罗得西亚：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的《财务长和审计长的报告》； 

及财政部：一九六九年《财政报告》。

4 ) . 在一九六四至六五年的会计年度，即非法宣告独立之前的最后一小® 算年 

度内，政府用在武装部队的全部开支连同警察开支在内共一千一百万镑。 与这相 

较，一九六八至六九年度的武装部队开支共一千四百六十万镑，比前增加了百分之 

四十。

5. —九六七年八力以来，南罗得西亚武装部狀得到一支南非警察（半军事性 

质组织）分遣队的增舞人数佑计约三千名。 在南罗得西亚的这支南非警察分遣队 

被派到赞比亚进境附近，协助非法政权的保安部队打击非洲民族主义者。 一九六 

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南非总理在开普敦说，为了共和国本身的安全7 驻在这頻土内 

的南非 " 警察 " 将继续留在南罗得西亚，需要多久就留多久。 他说南非已经开始 

采取行动对付渗入罗得西亚的被禁南非组织恐怖分子，并说共和国尽它的责任是完 

全应当的。



6. 一九七O 年一月五日，南罗得西亚保安部队报告说，非洲民族主义游击队 

曾从赞比亚渡过赞比西河，进攻一艘罗得西亚的巡還艇，击伤了 一名警察。 这是 

自一九六八年六七月以来第一个关于游击队侵袭的报告。 根据南罗得西亚保安部 

队在直到一九七0 年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为止所发表的公报报道，在赞比西河流城与 

非洲民族主义游击队发生了零星战事，击籍十六名 " 恐怖分子 " ，两名保安人员阵 

亡。 据公报说，捕获一批俘戾 ( 数目没有公布 ) , 并缴获相当数量的武器、弹药 

和装备。

三 .纳米比亚

军事与警察部队

1 . 以前提过， 驻在纳米比亚的南非武装部队是南非军事姐织的一部分，其 

分布情形赌时而身，因此除了根据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出版的《纳米 

比亚新闻》月刊报告说在一九七0 年切这领土内约有一万五千南非军队之外，就再 

没有单独关于这些部队的人数、组织或装备的资料。

2 . 关于南非武装部队的全面实力、组织及装备的资料载在南非共和国政府种 

族隔离政策特别委员会最近发表的报告里（0 G 。115 /1 .  2 7 9 )。 报据该报告， 

南非的国防开支预算慨数从一九六0 至六一年度的四千四百万兰特⑥增加到一九 

六九年至七0 年度的二亿七千二百万兰特。 此外，一份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五 

日递交南非议会的国除白皮书宣布了一个总开支达十六亿四千七百万兰特的五年计划。 

相当大的部分是用在武器和装备上（参看下文），但是自一九六0 自六一年度以来,

⑤ 参 看 V 7 6 2 3 ( 第二编），第三章，附件，附录十一，第 4 段。 

©  一兰特等于一点四0 美元。



据报南非常备军仍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五。 根据伦敦战略研究所最近的一份出版物 

说，南非武装部队现在有三万九千七百名正规军，全部动员则可达八万五千五百人。 

这看来包括部分 ( 但非全部）接受过业余军训的国民军或突击E U 员。 这类人员 

为数相信超过十二万。

3 . 以前报告过，沃尔維斯湾的一个地区拨给南非国防军作演习之用。 在一 

九六九和一九七0 年，这地区仍常常用来进行轻武器及大炮演习。

4 . 这里再次指出，纳米比亚的警察部R是南非警察组织的一部分， 自一九六 

七年以来就没有单独关于纳米比亚警察部队的实力的资料。 根据南非政府发表的 

资料，南非警察部队的核准人数在一九六九年共为34, 4 3 7 人，一九六三年则只 

有 29, 039  人。

新的立法

5 . 公共事务修正法（一九六九年第八十六号法）。 这法修正了原有法( 一 

九五七年第五十四号法，在纳米比亚实施），为了设立国家安全局，调查所有影响 

国家安全的事项，联系和审定各种情报，向政府宫员提供意见，并进行其它随时可 

能决定要做的工作。 以范登，将军为首的安全局是受总理直接控制的。

6 . 安全事务专帐法（一九六九年第八十一号法）。 这法为Jt述安全局立一 

专帐，并规定帐内敦项必须用在经总理批准及指示的机密性事务和与该局有关的开 

支上。 据新闻报道，该局将接办南非政府军事情报司的大部分工作。 南非的

" 秘密警察"及军事情报方面的开支将由一九六七至六八年度的一百二十万兰特增 

至一九六九至七0 年度的五百三十万兰特。

7. 一 般法律修正法（一九六九年第一0 —号法）。 这法的第1 0 市和第29 

市与上述安全局的业务有关。 第 1 0 卞扩大了政府秘密法（一九五六年第十六号 

法，在纳米比亚实施）的范围，添加了下列新规定：任何拥有关于，药、军事、警



察或安全问题的资料，并以任何方式或为任何原因将这种资料发表或传播，使南非 

的安全或利益受到损兽者，将以犯法行为论罪，定罪后得处以不超过一千五百兰特 

的荷敦或最高七年的蓝禁，或兼处上述罚款及监禁。 " 安全问题"一词指的是任 

何与南非安全有关的问题，包括任何由安全局处理或与该局有关的问题。

8. —般法律修正法的第2 9 卞也在纳米比亚实施，它授权部长或经总理认可 

的官员，如果认为某人在法庭或任何其它依法设立的机构作证时公布的资料会损兽 

国家利益或公共安全的话，得签发证书榮止这人作证。

军事装备与设施

9 . 由于南非武装部队在本质上与特别派驻纳米比亚的部R没有什么区别，我 

们必须假定南非所使用的一切军备都有可能用在纳米比亚。

10. 关于南非军事装备的资料见上述南非共和国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特别委员会 

最近发表的报告。 报告里面指出，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国防军的资产及装备共值 

二 十 化 兰 特 。 据报陆军装备除其它项目外还包括一百辆百夫长式坦：̂、五辆坦 

克、约一百辆中型坦克及数百辆装甲丰和侦察车。

1 1 . 据报海军拥有约三十艘般舰，包括两艘重新装备过的驱遂舰、六艘反潜艇 

护卫舰几艘扫雷艇和其他轻便船只。 南非于一九六七年向法国订卿三艘达夫尼 

式深水潜艇，两艘已于一九六九年下水，第三艘颈料也在短期内下水。 这些潜艇 

每艘价约八百万兰特，携带十二枚水雷，航程为三千哩。 南非共和国境内正在修 

建可容潜水艇的基地。

1 2 . 南非海军指挥部正在开普敦韦斯特某克建立一个新的行动总部，并将于三 

年内配备价值一千二百万兰特的世界性无线电通讯网。 还有两个支部在设立中， 

其中一个是在汰尔维斯湾。 一个有五条波道的德卡无线电航行系统将把鉴个南非 

与纳米比亚海岸置于雷达范围之内。



13. —九六九年四月，南非国防部长博撒先生说，南非政府正在研究在当地建 

造海岸巡避艇 - 大慨是水雷炮艇 - 的可能性。 一艘在南非建造的二百五十六 

吨水雷回牧船据报在一九六九年底开始编入现役队。

l é . 南非空军拥有五百架飞机，其中包括：一中队计三十架军刀：F—8 6 式喷射 

机；约四十架海市魯楼式飞机,包括两中队在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内牧到的海市 

番楼三型超音速喷射战斗轰炸机 ; 一中队计九架 堪 培 式轻轰炸机;至少四十架里 

jfe鬼 E B - 5 式飞机; 一中队布某克本海查式海军轰炸机和大约九十三架直升机。 自 

从政府拥有的军备发展与生产公司（军备公司）在一九六九年接管了约翰内斯，的 

一家飞机制造公司以后，南非一直在发展它自己的军用飞机工业。 不过，它主要 

还是靠从外国输入飞机和部件（见 A/AC。 11 5/1^ 2 7 9 第 32—5 1 段 ）。 一九六 

九年的报道说，在两家法国公司协助下发展的一个叫做 " 卡克塔什"式的地对空飞 

弹系统已经接近生产阶段。 博撒先生说南非将于一九七一年收到第一批飞弹，并 

说将进行关于在南非制造飞弹的谈判。 又据一九六九年的一个报告说，在南非发 

展的一种空对空飞弹已接近生产阶段。

15 . 唯一已知的在纳米比亚的战略性飞机场是在卡普理维地带东端的姆帕查， 

这以前已经讲过。 ®

军备发展和制造

1 6 . 上述一九六九年国防白皮书说，南非正在制造许多有用的军需品项目，包 

括军用卡车、装甲车辅、各式弹药、 电子系统和武器以及导向飞弹。

1 7 . 博撒先生在一九六九年五月说，南非的兵器制造业已经达到可以考虑向认 

可的国家输出某几种武器和弹药，并禁止输入这些项目的阶段。 在战略性工业方

© 参看V 7 2 0 0 ( 第二编）第四章，附件，附录一第2 9 段。



面，他说南非不能容许外面的世界随意指使。 他希望有兴趣在南非共和国建立这 

样的工业的外国组织会把技术和技术人员一起帶来，并且同意由南非政府行使财政 

和技术控制权。

1 8 . 据报博撒先生曾于一九七0 年三月说，南非有能力制造一切类型的步兵武 

器，又说不久将生产一百四十种弹药和炸弹，还说南非的电子工业已经发展到可以 

满足国防部队大部分的需要。

对纳米比亚自由战士使用武力

1 9 . 关于一九六六年以来南非部队与纳米比亚自由战士之间，发的战斗的资料 

已经在秘书处以前关于纳米比亚的工作文件中列出。 最近，据 《纳米比亚新闻》 

月刊说，有西南非民组单位参与的冲突据报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和一九七0 年权发 

生更多。 根据报告，战斗在纳米比亚东部发生，结果是自由战士得到了胜利。

2 0 , 报章所报道的南非官员的声明显示，南非警察所受到的反顧覆方法训练有 

了相当的扩大。 根据南非警政部长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日发表的声明，南非警察 

部队里面大约有三千人受过充分的训练并配有装备来应付这种活动。

2 1 . 据报南非陆军的人员正在五个中心接受类似的训练，主要的中心是在金個 

利的突击队作战训练学校。 据一九六九年国防白皮书说，重点是在灵活性，要使 

陆军能够随时适应游击式的战争。

2 3 . 根据另一个新闻报告，南非正在塞谢克的赞比亚村庄对面，卡普里维地带 

东端的地方建造军事基地，用来对抗自由战士的渗入。 还有报告说，新近创立的 

国家安全局（参看上文第5 至8 段 ）.将要在 " 反恐怖分子 " 活幼中起重要作用。

2 3 . 在 《开普敦时报》十一月十二日转载的一篇文章中，伦數《每日电讯报》军 

事记者汤普森准将说，在非常规（游 击 ）战争方面，南非的军备生产除了运输机以 

外是能够自给自足的。 一支装备非常好的二十五万人部队  包括四万五千名半



军事性警察一可以在几天内投入战场。 在任何时刻，五百人空航机动单位可于 

九十分钟内达到南非直接控制下的任何地区。

2 4 . 南非总統富欺先生最近在向第三届I会议第五次会议讲话时说，虽然为了应 

付 " 恐怖分子 " 渗入的可能，仍然需要把南非警察单位派驻到纳米比亚北部这境、 

卡普里维地带和南罗得西亚北部进境，但一九六九却是宁静和平的一年。 他还说 , 

武装部特别在注意非常规的战争。

与别的国家的军事合作

2 5 . 关于南非从别的国家输入武器和装备，及一些国家为了制止或暇制这种供 

应而采取的对策的资料，载在上文已经提到过的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书（A /  
AC. 115/L . 2 7 9 ) 里面。

2 6 . 至于南非与荀萄牙和南罗得西亚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罗得西亚非法政 

权的 " 总理 " 伊 恩 •史密斯先生于一九七0 年二月十日|在 索 尔 兹 ïê里的一次电视 

访问中，暗示了终将与荀荀牙和南非组成协防的可能性。 南非政府对这说法有无 

评论未见报道。

2 7 . 关于南非与南罗得西巫非法政权和与荀萄牙在军事上合作的资料，载在关 

于南罗得西亚及荀管领土内的军事活动的工作文件（参看本附件的附录二及四）里 

面。



1 。关于直到一九六九年葡管领土内军事活动和安排的情报载在特别委员会以 

前 各 次 报 告 中 关 于 安 得 拉 , 莫三鼻给；I 内亚荷荀牙几内亚和佛得角军事情  

况的最新资料载在关于这座领土的背最文件内并且应与下列关于最新发展的补  

充情报一并阅读。

军事组织

2 。在去年期间，正如从前所报导的一样，葡萄牙军事组级在领土组织和权力 

结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动。 这些变动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要加强武装部队在海 

外领土的任务。

( a ) 国防部长的权力

3 。一九六九年七月，部长会议着国防部长全权负责指导和指挥军事防守和民 

防，以及执行国家军事政策。 同时，武装部队参谋总长被派统率作战部队，这些部 

队通常是由葡葡牙的三军参谋长和邻接岛崎和海外领土的总司令指挥的。 此外，

每一个战区的总司令部全权负责所有军事行动，他们有权组织和动员武装部P人任何 

一军的附属作战单位。

4 。一九七0 年一月，陆军部与国防部合并。 在 宣 布 项 改 变 时 ，国防部说 

它意图通过军事和后勤行动密切和联合的努力在海外领土重建和平方面给予强大的 

推动力。

©  a / 7 2 0 0 (第二部分)，第五章，附件，附录三；A /7 6 2 3 (第二部分），第三章, 

附件，附录二。

⑨ A /8 0 2 3 /A d d，3 , 附件一 A S - .  E 。



5 . 正如荀管领土背景文件H a /8 0  2 3 /A d d。3 , 附件一 A , 第 1 6 1 - 1 6 2 段 ） 

所报导的，领土的武装部队的组成将包括 " 正规驻防部队 " 和 " 增援部队 "。 这 

似乎是一个新的措施来产生地方部队同于来自荀萄牙的远征部队（正式命名为 

" 当地特种武装部P人 " ）。

(0) 新的任命

一九七0 年初，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的最高军事职位都有了新的任命， 陆军上 

将弗兰塞斯科德科斯塔戈麦斯被任命为安齋拉武装部队总司令，卡乌尔萨，德 * 阿 

里亚加上将被任命为莫三鼻给武装部队总司令。 埃内斯托奥利维拉•索萨上将被 

任命为安哥拉陆军司令，西芒上将被任命为荀寄牙空军司令。 莫三鼻给的其他的 

任命是：若奥 . 蒂罗亚准将被任命为莫三鼻给军区司令，海军准将雅伊槐洛佩斯被 

任命为海军司令，空军中校曼努埃尔诺顿布兰当被任命为领土空军司令。

(d) 军队的区域组织

7 。一九七0 年五月，军队的区域组织也有改变。 据葡萄牙报纸报导，新的 

立法设立了七个军区和八个独立的地域辖区。 七个军区中有五个在葡翁牙, 一个 

在安哥拉，一个在莫三鼻给。 总部设在罗安达的安哥拉军区共分力五个地城辖区 

即卡宾达、及北、中、南和东地城辖区，它们的总部分别设在卡莫纳、新里斯本、

^ 达班代拉和卢佐。 卡宾达的地： 区是新设的。 总部设在洛伦索马责斯的莫 

三鼻给军区共分北、南和中部的地城辖区，它们的总部分别设在捕普拉、贝拉、洛 

伦索马责斯。



8。一九七0 年春天，荀萄牙政府授权在海外领土设立军事当局执行民政职务的 

" 特别政权 " （法令 1 8 a /7 0  )。 正如报章所振导的，新的立法好象是规定在某些 

地区设立军政府，并且在可能的范围内应与行政分界线吻合。 这类特殊地区的产生 

须在国防会议审议后由领土的总督表示意见。 在有关领土的总， 的提议下，国防部 

和海外领土部可以联合核准任何这一类的特殊地区恢复民政管理。

9 。虽然没有任何资料说卡宾达已设立了这样一个棒别政权，但一九七0 年四月 

在任命为卡宾达新区械总督的欧里科。费雷罗。贡尔维斯准将将负起民政及军政的  

责任。

军事费用

1 0 。 在一九六八年， 23, 193, 300, 0 0 0埃斯库多© 的总预算支出中有11, 

162, 9 0 0埃斯岸多是用在军事防卫（1Q 696, 600, 0 0 0 埃斯库多）和安全

(466, 30 0 埃斯库多）方面。 虽然军事费用一项就占去了葡萄牙公共总支出的百 

分之四十二，更重要的是每有一百埃斯库多© , 用在普通政府服务方面，另外就有 

七十九埃斯库多用在军事上。

1 1。 一九六八年的军事防卫费用决算列出7, 960, 50 0, 0 0 0 埃斯库多为特别 

费用，兹将该项费用列在下面表一。

©  —埃斯库多等于0 。0 3 5 美元。

⑤一九六八年的实标普通费用是 13, 887, 300, 0 0 0埃斯库多。



表一

荀翁牙：一九六八年的军事防卫特别费用

( 百万埃斯库多）

海外特别部队 6, 1 9 7 -4

陆军和空军的特别装备 5 3 8 . 3

海军新般  7 1 7 .1

国际义务 2 2 7 .7

其他  280 •()

7, 9 6 0 . 5

1 2 ， 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0 年的非常军事费用慨算以及一九六四----------九六

八年斯间实际军事费用的比较数字载在关于頻土的工作文件中（̂ 0 2 3 / A d d  -3 ,  

附件一，A , 表 4 和 5 ) 。 正如该文件所指出，与以往各年相比，显示出一九六 

九年和一九七0 年军事费用的慨算降低到6» 340, 000, 0 0 0埃斯库多。 然而， 

自从发表了一九七0 年的预算后，已男作了两次的额外拨款。 一九七0 年三月 , 

核准了千五亿埃斯库多作为继续重新装备陆军和空军之用 , 并且在一九七0 年六月 

为海外特别军♦ 部队核准了十八亿埃斯库多的特别拨款。

1 3 . 领土的军事颈算也继续增加，安哥拉在这方面有非常巨大的增加。 从 

下面表 2 可以看出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0 年期间，安哥拉的军事《算增加了不止 

一倍；空军预算几乎增加了百分之三十，海军预算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莫三鼻给 

空军预算几乎增加百分之五十，海军预算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几内亚，即所谓

的荀属几内亚，军赞方面有下列的大约增加：陆军百分之三十，空军百分之八十五 

和海率百分之一百以上。



1 4 ， 这些在领土军事预算方面的增加似乎肯定了若干的报告，即荀葡牙政府 

意图使各领土遂渐地能够自已负起防：E的责任以减轻葡翁牙在人力和财政资源方面 

的负坦。

表 2

-九六七--------- 九七0 年度海外领土的军事预算

( 三军间的分愿 )

( 百万埃斯库多）

年份和领土 陆军 S 5 挣军 合计

安哥拉

1967 533.0 180.0 69.0 782.0
1968 678.9 200.5 71.9 951.3
1969 974.7 220.0 94.9 1,289.6

1970 1,301.0 240.4 106.0 1,647.4

莫三鼻给

1967 609.4 166.0 63.0 838.4
1968 667.3 180.0 63.0 910.3

1969 674.0 202.0 69.0 945.0

1970 769.1 230,0 79.0 1,078,1

几内亚，即所谓荀厲几内亚

1967 30.1 32.2 26.1 88.4
1968 30.5 35.3 27.0 92.8

1969 34.8 36.4 34.9 106,1

1970 38.6 59.3 53.7 151.6



年份和领土 陆军 空军 海军 合计

佛得角

1967

1968

1969

1970  

圣多美及普林西比岛

1967

1968

1969

1970 

澳门及附厲岛

1967

1968

1969

1970

帝坟岛及附厲岛崎 

1967 

19 68

1969

1970

15.0

16.1

21.3

21.5

7.4
7.0

6.9

8.1

26.9

28.7

25.7 

30.1

31.5
31.6

32.7

40.3

1.4

1.5 

1.9

0,8

1.1

1.8

2.3

3.3 

6

10

11

2

2

6

0

3
3

9

19.7 

25.2

33.8

10.5

10.4

11.4 

13.3

28.1

29.6 

27.0

33.3
33.4

34.9



年份和领土 m 空军 海军

共计

1967 1,253.3 380.4 166.7 1,800.4
1968 1,460.1 418.4 174.5 2,053.3
1969 1,770.1 462.1 215.6 2,447.8
1 9 7 0 2,208.7 參參 參 257.3 參參參

资料来源Ï 葡荀牙《政府公报》，第一辑，一九六七一— 九七0 年。

武装部p人

1 5。 在一九六九/ 七O 期间荀萄牙武装部队总人数没有什么改变，虽然海军 

人员略有增加以及陆军人数有了减少。 下面列出《军事平街》@ 中的比较数字。

1 9 6 7 /6 8 1 9 6 8 /6 9 1 9 6 9 /7 0

陆军 120,000 150,000 148,000
海军 15,000 15,000 16,500
( 包括海军陆战队） ( 500) (2, 500) (500)

空军 13,500 17,500 17,500

共计 148,500 182,500 182,000

© 战略研究所《军事平衡》， 1967—1968 ;  

1 9 6 9 - 1 9 7 0 ,伦敦，无日期。

同上， 1 9 6 8 - 1 9 6 9 ; 同上 ,



16。 根掘这个资料来源， 148, 0 0 0 人的陆军有两个步兵师的部队驻在葡葡 

牙。 其中有一师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兵力，配 备 有 一 些 和 M47塑的坦克， 

并且已指浪了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北约组织）的任务， 这些单位有一些一0 五厘 

米和一五五厘米的播弹炮。 其余的部P人（包括大约二十个步兵团) 则驻在非洲的 

海外领土。

1 7 - 关于荀翁牙驻在海外领土的部队的总数目前有各种不同的数字。 据上 

述资料来源的报告在安哥拉大药有55, 000人包括当地召暮的；莫三鼻给有40, 000  

人，几内亚即所谓荀厲几内亚有27, 0 0 0人。 这些数字看来似乎接近葡.牙官方 

正如专埃塔诺总理所承认的海外领土大约130, 0 0 0 军队的数字。 其他发表的数 

字则在 130, 0 0 0 至 180, 0 0 0之间不等。 根据一4"资料来源， 130, 0 0 0 军队 

中有五分之二是当地召暮的。 男外一个来源报告说安哥拉有60, OOOf翁牙部队 

莫桑比克有62, OOOf萄牙部队，男外在每一个领去中各有由荀萄牙军官指挥的 

40, 000非洲部队。 虽然一般的报告说在几内亚即所谓菊厲几内亚的荀荀牙武装部 

队有30, 000至 37, 000人 ，然而在一九七0 年四月二十二日的《世界报》中有一 

篇文章伯计在该领土大约有50,000部 P人，其中有半数是非洲人》 由于这是第一次 

有关于如此大数目的非洲部队的发I表了的报告，这些数字很可能是指一九六九年七 

月产生的领土驻防部队（见上文第5 段 ）。

装备和设旅

(a)

1 8 . 根 振 《一九六九--------九七0 , 筒氏战舰年鉴》，荀荀牙海军从一•九六

一年以来增添了一百艘新船，包四架在法国建造的潜水艇；七艘护工舰，其中四 

艘在法国建造，三艘是根据一九六0 年与美国签订的互助协定在葡葡牙建造的；二 

艘服潜快艇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造的；十八艘海岸巡避艇在荀荀牙建造的；二十



七艘巡還汽艇，其中有八艘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造的，以及四十八艘登陆艇，全 

部在葡荀牙建造的。 般只的全部数字列在表3 。

表 3

葡霉牙海军，一九六九X —九七0

总 数

一九六一年后建造：

数目和建造国

潜水艇
4 法国 4

快速护卫舰 8 7 (法国 4 ; 葡葡牙© 3  )

护卫舰 6 一

供应舰（旧护卫舰）
1 一

驱潜快艇⑨ 3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2

测量舰
4 一

测 量 艇
2 一

海洋扫雷艇 4 一

巡還艇 12 一

海岸扫雷艇 12 一

迪船护卫艇 5 一

海岸逃避艇© 18 葡葡牙 18

巡遷汽艇 30 2 7 (翁葡牙 1 9 ; 德意志联

扫雷艇 1

邦共和国8 )

登陆艇
48 荀荀牙 48

训练船
1 一

供应舰
1 一

舰队油船
1 1



表 3 ( 续 ）

后勤舰 2

灯塔供应舰 1

资料来源 : 《一九六九一一九七0 简氏战舰年鉴，伦敦》

© 根据一九六0 年与美利坚合众国签订的互助协定。

⑥所订造的六艘新船中，两艘已交货；其余的四艘，有三艘在西班牙建造, 一艘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造。

©  有四艘正在建造中。

19 一九七0 年一月，有两艘船退役，一艘是护卫舰努尼奥 . 特里斯陶号， 

和一艘巡避« 圣多美号。 《一九六九一一九七0 筒氏战舰年鉴》将巡避瓶圣多美 

号列为一九四八年从美国赎买的 " 普林西比 " 类的潜艇驱遂舰。

20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海军部核准购买十五艘登陆艇，佑计费用为五千万埃 

斯库多，其中二千万埃斯库多将于一九七Ü 年支付。

21 关于荀萄牙海军在领土上扮演的角色的资料很少。 一九六九年十月，

阿米卡尔 . 卡夫掠尔先生在《三洲》上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指控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汉，城布洛姆，福斯船瑪建造的梦：EL舰装备了火箭，并且如此装备是用来在领土的 

河道上对非洲人民进行 '‘ 灭种殖民战争" 。

22 —艘在法国建造并于一九六八年交货的快速护卫舰埃格内希尔多，卡佩 

号在一九七0 年六月到达洛伦索马责斯在莫桑比克领土水城上执行巡任务》

23 据新闻报导，时常有各种商船被征用为运兵船。 一九七0 年头六个月 

被如此征用的船只包括例如航海岛公司的卡瓦略，阿劳若号和殖民航海公司的乌伊

号。 在一九七0 年二月，据报导说，一艘原来在一九四二年服役的前葡荀牙油 

船圣布拉兹号，已改成一艘军♦ 支持船给非洲的武装部队。 这艘改装的船设有一



所医院，一个可供一■架直升机升降的升降台和容纳十二名军官、三十六名士官和一 

九二名士兵的住所。

24 据新闻报导，巡遷汽艇和登陆艇是用于安哥拉、莫桑比克和特别是几内 

亚 ，即所谓的荷属几内亚的内陆水道。 巡還汽艇在莫桑比克那边的尼亚湖上很  

为活跃。

(b)

25  根据《一九六九:一一九七0 年军事均势》，自从一九六八一一九六九年

以来，荀萄牙空军结构-------去年作过了报告------的唯一变动是添加了一中队的云雀

三式直升机。 只有海王星中队才振报负有大西洋条约组织任务 " 的。 象过去 

几年一样，空军司令部指挥1、的四千4 兵̂部队据报在三个非洲领土上每一领土都有 

一小大从驻守。

26 未能知晚在海外领土使用的飞机的确实数目和种类。 据报在海外领土 

有些原来不是设计作为战斗之用的飞机已被改为战斗用的飞机。 例如云雀式直升 

机据报被用来进行空中攻击，并且最近发表的一被照片据称显示出一架翼下装有火 

箭安置器的多尼尔，图一二七式飞机。 经常有关于空中轰炸所有三个领土的民族 

解放部队的报告。 根据各方面的消息，葡萄牙部队曾使用凝固汽油弹来毁坏村庄 

和焚烧压稼。 在一九七0 年六月，安奇拉人民解放运动（安哥拉民解）曹指控葡 

葡牙开始从飞*机喷射化学剂来毁坏人民的口粮。

荀.牙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对葡管领土的影响

(a) 军火的供应

27 葡翁牙所接受的最重要的军事合作是军火的供应。 虽然刊出的各种文 

章指控大部分的军事援助是来自北大西洋条约组织，但是最近的报导倾向于将法国



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列为最重要的供应者。 虽然几乎所有贩卖军火给荷翁牙的国 

家都声称它们曾规定这些供应品不能用在非洲，但常有指控说葡萄牙曾借口安奇拉、 

莫桑比克和几内亚 I 即所谓荀属几内亚）都是葡寄牙的领土而避过了这项禁令。

28 在一九六九年已经报导过（A /7 6 2 3  ( 第二编 ) ，第三章，附件，附录 

二，表 3 A ) , 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用意大利的执照生产快意九十一塑飞机) 

和美国是荀萄牙飞机的主要供应者。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一九六六年向荷着牙供 

应了四十架快意九十一型战斗轰炸机。 此外，据报它供应了一百架以上载有定翼 

空对地;/C箭的轻型飞机。

29  法国是供给荀萄牙直升飞机的主要来源。 据世界报一九七0 年二月八 

至九曰的一篇文章，荀翁牙（大慨在购买>r一中队的云雀三型直升机后）是一7L六 

九年法国飞机的最大买主。 虽然法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向葡萄牙供应在领土内部警 

察行动中可用来对付人民的军备，但是据报它从来不认为云雀型直升机或诺德/ 阿 

特拉斯型直升机是属于这小种类。 然面，癖报葡翁牙部队现用直升机作攻击民族 

解放运动之用。

30 最近安哥拉报章刊栽的一篇经新同检查处检査通过的又章报导在其他的 

飞机甲经常从安哥拉内加热基地飞出执行任务的有T 6 ,  JJU-27 , 奥斯特和C45 

型飞机。 男一个消息说军刀型喷气武飞机和快意九十一型飞机现被用来在领土进 

行空中投，。

31 一九七0 年五月，在答复美国众议院非洲问题小组委员会的一小问题时 

国防部的一位发言人说国防部从来没有发现葡葡牙逢反了任何禁止在非洲使用大西 

浮条约姐织架构内供应的战争物资的限制。

32 联合王国下议院中曾有议员就葡萄牙与北约组织的关系提出若干问题，

为了要改变英国的政策。 在一九七0 年五月，国防大臣说他不准备对与荀萄牙进 

行军事合作所会造成的影响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翁葡牙在非洲的军事政策的问题加 

以评论。



( b ) 军事联盟和合作 

(一） 北约组织

33  荀萄牙的军事联盟的问题曾经成为国际报章中许多篇文章的题目。 最 

近较长的著作中有一本由有兰安哥拉委员会出版的小册子《荀翁牙和北约组织》和 

由在法国的支援葡萄牙殖民地人民斗争全国委员会向一九七0 年六月二十七日至 

十九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支援葡翁牙殖民地人民国际会议提出的一篇文章《荀萄 

牙的军事联盟》⑤。 这两个报告都强调荀翁牙通过北约组织和它的成员所收到的 

援助一一特别是海陆空军的军事供应和通过参加北约组织和通过两这方案进行的军 

事训练—— 的重要性。

34 支提葡翁牙殖民地人民国际会议在它的总宣言©中也强调北约组织在葡 

葡牙统治安哥拉、几内亚（即所谓葡属几内亚）和佛得角群岛、莫桑比克和圣多美 

的努力中所扮演的角色。 它说：

‘‘ 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北约组织）的直接和大量的援助一一更不论里斯本 

从美利坚合众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不列颤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法国方 

面所获得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一一是葡翁牙能够继续进行殖民地战争的一个决定 

性因素。 北约组织成员国政府必须要同这项罪行分家，而在政治和军事上孤 

立荀葡才和坚决地遭责这个殖民战争。 也必须强调的是葡葡牙、南非和南罗 

得西亚之间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联盟加强了荀荀牙的&大图谋。 "⑨

« 南大西洋公约

3 5 已经报导过，去年曾有若十关于订立一个南大西洋防卫协定的提议的报 

© 只有油印本。

©  参看 A /8 0 2 3 /A d d，3 , 附件二。

⑨ 同 上 ，第 1 1段15)。



导。 这些提议中有建议将北约组织扩大到整个南部非洲（包括安奇拉和莫桑比克 

在内），还有建议在葡翁牙和大西洋两进的南半球国家之间订立一个公约。 屡次 

被报导与这个协定有关的巴西曾正式否认曾与南非就这个问题进行过对话。 然而 

有若干事实被弓I述来作为倾向于订立南大西洋协定的迹象。 其中包括一九七0 年 

五月葡萄牙和巴西海军在佛得角群岛外进行的海军联合演习，领期在一九七一年进 

行的南非和阿根廷海军联合滨习，北约组织可能与南非订立军事协定的可能性，和 

众所周知若干英国保守浪人士对南大西洋防卫安排的支持。

3 6 《一九六九一一九七0 年简氏战舰年鉴》的序言中也讨论过南大西洋防 

卫协定的问题。 在评论 T环统好望角的海道的重要性后，该序言建议将北约组织 

扩大成为一小大大西洋条约组织，而不必为南大西洋另外制造一个防卫组织。 它 

又说"北约组织长久以来有一个特别烦恼之点就是它的权限在南方受到海洋图表上 

所画的一条随意定下的回归线缔道所限制，将它的海军活动排除在南半球以外，…。"

曰

37 继续有人在猜测葡萄牙和南非之间有一个秘密的军事协定。 虽然荀葡 

牙和南非当局都否认有这样一个协定存在，但是一再有人指控南非有军队驻在安哥 

粒和莫桑比克。 据称有两菅南非部队在帮助防卫卡布拉巴夢水现；安哥拉人民解 

放运动在四月指控有四个配备直升机、大炮、 目动武器和火箭筒的南非袭击队积极 

地介入安奇担的战争中。 安哥拉民解的声明说南非人的根振地是安是拉莫希科区 

的A 梅热村。 南非国防部长博特先生和南非国防部队总司令都否认这项指控。

(0) 其他的军事合作

38 一九七0 年五月，据报在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访问了里斯本后，美国和 

葡萄牙在原则上同意就美国在亚速尔群岛军事基地的将来的问题重开谈判。 《期



谈判的目标是将美国在亚速尔群岛的特尔泰拉岛上的拉日什基地的使用权至少延长 

五年。

39  一九六九年八月，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报导葡翁牙当局要求以一个在五 

年期间花赛二亿美元的武器现代化方案作为续借空军基地的报酬。 该文说美国向 

荀葡牙提供的军事极助每年达一百力美元。 翁前牙政府后来发录了一项声明，否， 

认新闻周刊的报导。 它又说葡霉牙只是在北约组织的构架内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

40 美国对亚速尔基地的继续使用预期将会造成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 据 

一项报导说，葡翁牙计划要求美国更积极地支持它在非洲所进行的战争作为使用亚 

速尔基地的一部分代价。 美国每年在岛上的花费大约为一十二百万美元，并且在 

基 地 雇 用 千 名 左 右 葡 葡 牙 人 。



五 . G哈马群岛、百慕大、特充斯及凯科斯群岛、

安提瓜、圣卢西岛、圣基茨一尼维斯一安圭拉岛、

蒙特塞拉特岛和美厲维尔京群岛

A . 慨况

1. 加勒比区非自治领土上的最大军事设施是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的军事设施。 那些设施是在巴哈马群岛、百慕大和美属维尔京群岛 

上。

2 . 据一九七0 年二月十九日发表的并于一九七0 年三月四日和五日在下众院 

辩论的关于一九七0 年联合王国国防佑计的声明，联合王国在加勒比区有两艘拥有 

直升机和一队皇家海军陆战分遣队的巡洋舰。 海军的破冰巡邀舰 " 忍i t号 " 在每 

年南半球夏季时间都调往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群岛）和南极洲。 （ 在福克兰群岛 

( 马尔维纳群岛）上驻了一小队海军陆战部队和一队气热船；一小队陆军驻防军仍 

旧住在英厲洪都拉斯）。 一队皇家工程师分遣队继续驻在安当拉岛，并拥有一架 

安多弗式飞机。

B . 巴哈马群岛

3 . 领土上的第一个美国军事基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立的， 在那时 

由于用来对抗敌人潜水艇的小型海军船舶严重缺乏，美国交给英国政府五十艘驱遂 

舰以交换美国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包括百慕大、巴吟马群岛、圣卢西亚岛和安提瓜） 

租用海空基地之用。 一九四0 年底在伦敦开始进行谈判，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 

日签订了一项协定；@ 租期为九十九年, 并给予美国政府在祖借地区内广泛的占用

( D 《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会国政府间关于基地祖借给美利坚合众国的协定》一九 

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伦敦，王家印刷局（C m n d  6 2 5 9 ) 。



权和在这些地区以外的各领土上当牵涉到美国军事或海军人员时的司法权。 占用 

基地的美国军事人员获得了若干特权，例如免除税收和免缴关税的权利。

4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领土上设立了导弹试验场和其他设备。

已☆马群岛长距离试验场

5. 一九五0 年七月二十一日，联合王国和美国政府签订了一项称为"巴哈马 

群岛长距离试验场 " ⑨的 " 关于一个导弹长距离试發场 " 的协定。 该试验场包括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卡拉维尔角附近的一个主要基地和发射地区及一个从发射地区向 

东南延他到巴哈马群岛及其邻接水域的飞行试验场。 除其他事项外，该协定规定 

该场地应由两国政府用来 " 试飞导弹和附带的设备以及进行这方面的训练。 "

6 . 该协定进一步规定美国政府在所谓的试骑场地内（在已☆ 马群岛，包括其领 

土水城内的那部分飞行试骑场）具有下列的权利：

( a ) 导弾的发射、飞翔和着陆；

( t ) 设立、维持和使用一个仪器和通讯系统，包括为作业目的而设的雷达、 

无线电、地线和海底电统；

( C )在进行与试验场作业直接有关的事务时，运用所需要的船只和飞机。

7. 一九五一年，管理国报告在长距离试验场射线站场地上的工程正在进行；

此外大巴吟马、伊留特拉岛、马亚加阿和圣終尔瓦多等岛正在建设分站。 （一九 

七0 年二月，美国政府关闭了在圣萨尔瓦多岛上的美国设备，并将它还给领土的政 

府；美国政府宣布它将继续使用在圣萨尔瓦多的海岸警卫队罗兰祐。 ）

8 . 根据美国和联合王国政府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签订的补充协定，已 

将巴哈马长距离试验场扩大至包括在阿森松岛上的额外场所。⑥

⑤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 7 卷，第 1 9 3页。 

© 同上，第 2 4 9卷，第 9 1 冗。



9.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游驻在长距离试验场的英国武装部队的高级官员 

被撤回；因此，联合王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另外一个补充协定，该协定于一九 

六七年七月十七日生效，并订正了一九五0 年和一九五六年协定中的有关部分。 ®

大西洋海底试验和评价中心

10.领土上最大的军事基地是安德罗斯岛上按照联合王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一 

九六三年十月十一日签订的一项协定© 所规定设立的大面洋海底试验和评价中心； 

该基地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正式开始使用。

1 1 .该协定把基地看作是 " 海底研究、试验和评价反潜水艇武器、声纳追踪和 

通讯 " 的中心；根据协定的规定，美国政府具有并享有 " 为军事目的发展、使用、 

运用和保护该中心所必需的权利、权力和权威。 "

1 2 .该协定进一步规定联合王国政府在巴哈马群岛政府的同意下，应向美国政 

府提供缔约国政府所同意力了实施协议所必需的场地，以供中心的设立和作业之用。

1 3 .美国政府在行使协定中所规定的权利时，应"确保除非预先得到巴哈马群 

岛政府的同意  ̂不得在巴哈马群岛领土及其领海进行核爆炸和除用于普通的建筑外， 

不得进行相当于十時捕恩操的爆炸r

1 4 .联合王国王家海军有权参与使用该中心， " 使用的方式和程度将另由王家 

海军和美国海军安排" 。

1 5 .该中心的四百二十英亩基地综合体有大约四百名基本人员，并有一百四十 

名以上的巴哈马人，六十名左右美国海军人员，五十八名英国人员和二十五名美国 

行政事务雇员佐助。 目前该中心共有三个试验场：一个武器试验场i, 和一小声学

⑤ 《条约和国际协定汇编》6 3 0 8 , 第 1 6 5 7 - 1 6 6 0页，并参看《联合国条约汇 

编 》，第 6 1 9卷。

©  《联合王国汇编》第 7005X1 9 6 3 号。



试验场J和一个声纳i试验场。 其中最大的是武器试验场；它的功用是" 提供能
!

够用以评价新式海底武器系统部分的资料"。 据报声学试骑场的功用是与反潜水 

艇战争中侦察方面的需要有关。 声纳试验场的功用是"使船只能够检查它们用以 

测定海底物件的距离和位置的工具的准确性"。

1 6 . 从大西洋海鹿试验和评价中心基地起九十五里左右内也有若干射线跟踪 

站。 据报这些雄的地点是在卡尔湾、大木岛、 尔丁岛、 深湾和高点岛。

大巴哈马岛上的追踪站

1 7 .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联合王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签订的关于在大巴哈马 

岛设立一个美国追踪站的一项协定开始生效。© 根据该协定，美国在南滩路北方 

大约一里和在南骑点西奥多菜特附加建筑物东北方二点五里的一个地方设立了一个 

可移动的阿波罗统一 S 波段设备。 该设备是由美国全国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使用来 

追踪外空船只及与其通讯的。

®  《条约和国际协定汇编》， 6 4 8 5 , 第 4 8 3 2 - 4 8 3 6。 并参看《联合国条约 

汇编》，第 6 4 9卷。



美国的活动

1 8 . 美国从一九四一年开始在百慕大就有海军和空军基地；这些基地的名字 

是金德莱空军基地和金氏点海军姑。 上面第 3 段所提及的美国和联合王国政府一 

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的协定中为这些设施作出了规定

1 9 . 该协定明白规定飞机场不得供充民用。 然而，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四 

日的一项补充协定规定金德菜空军飞机场向民用飞机开放。® 在一九四八年二月 

二十四日的协定之后跟着有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和四月二十五日交换照会后 

生效的一项关于民用机场设备的幾定的协定，® 和在一九六0 年五月二十五日换文 

后生效的一项关于将民航机场地方f 大的协定。 ©

2 0 .  一九六八年六月四日，联合王国与美国签订了一项关于额外民用机场设 

备的协定；③根据该协定美国空军在金德莱空军基地的范围内为额外的民用机场设 

备提供三小地方。 美国军事当局将指定和规定这些地方，并且"在由于军事上特 

别重要的理由而有需要时，保持完全和无限制地控制和使用所涉及的地方以及上面 

的任何工程、配备和设备的权利 " 。 协定又特别强调" 使用这三小地方来支持民 

航机场的活动不应被视为是金德莱空军基地的军事性质和重要性有任何的减少" 。

2 1 . 金德莱空军机场和金氏点海军站目前总共占地二点九七平方哩，即大约 

是该岛地面的十分之一。 截至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为止，金德莱空军基地的工

( g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 3 卷，第 1 7 3页。

® 同上，第 8 8 卷，第 2 7 3 页。

© 同上，第 9 9 卷，第 9 7 页。

® 同上，第 6 4 9卷，并参看《条约和国际协定汇编6 5 0 4 》，第 5 0 5 9 -5 0 6 5  

页。



作人员达 1, 9 1 6 人 （1, 3 6 0 名军事人员， 237名美国行政事务雇员和319名当

地的平民和外国国民）；该基地也有住房供3, 8 0 2 名军眷之用。 金氏点海军站 

有住房供大约1, 0 8 0 人之用（三百名军亭人员，一百名美国行政事务雇员， 180 

名当地平民和外国国民；和五百名军眷）。

2 2 -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九日，美国驻百慕大总领事查尔斯. 曼宁先生就金德 

莱空军基地由美国空军转交美国海军使用的问题作了下列声明：

'‘ 英女王陛下政府和百慕大政府正在与美国官员一起拟订将美.国空军对金 

德某机场及其附厲设备的使用权移交美国海军的计划。 移交工作将于十二小 

月内 完 成 美国国防部官员认为百暮大对美国海军的活动，特别是反潜水艇 

的巡還活动日益重要，而对空军的重要性则日益减少。 他们弓I述了下列事实 : 

空军现在使用的长程飞机已使在百暮大驻札飞机或在该岛加油来进行大西洋逃 

遮活动的需要减少。

'‘金德茶基地上工作任务的调盤丝毫不影响美国政府对继续在百慕大军事 

驻防的重视。 在可见的将来，金德莱和海军站的重要性将继续存在。 金德 

莱被移交给海军将不影响该处的民航作业。 "

2 3 .  一九七0 年七月一日，美国空军将金德莱机场交给美国海军。 基地的 

名称改为百莱大美国海军站。

2 4 . 根据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联合王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换文后生效的一 

项协定在领土上为水星计划设立了一小美国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追踪站。⑧ 根 据  

协定, 美国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在库ÏÉI岛、唐山、佩因特山和斯金纳等美国空军可以 

使用的地点设立和操作必要的追踪、计算、递测和控制设备。 这些设施大约地  

十一英吉；大约需要二十五名美国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人员来维持和操作这些设备。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4 0 4 卷，第 2 0 7 页,



2 5 . 联合王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的进一步换文

以及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生效的一项协定（也是在换文后生效） 对该协定作 

了修改。 根据后一项协定，这些设备"可一般用来支持对有人和无人飞行有帮助 

的并且厲于和平及科学性的任何实验或非实验性方案" 。

联合王国的活动

2 6 .  一九五六年，美国政府决定撤走驻在百慕大的美洲及西印度群岛站的总 

司令。 此后，百暮大成为在一个具有驻西印度群岛高级海军军官衔头的海军准将 

指挥下的西印度群岛站的总部。 加勒比区英管各领土都在驻站职责范围以内。

2 7 . 大家记得，在动乱一即新闻界所称的 " 骚动和暴动 " —— 之后，@领  

土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H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从联合王国以飞机运送皇家 

因尼斯基林步枪队第一大队的一百五十名军官和部队到百暮大去援助地方当局处理 

当地的情况；此外，从弗吉尼亚诺福克前往巴哈马途中的载有十五名军官和二百三 

十名士兵的皇家巡洋舰《豹 》号被♦ 令改变航线，并且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到达汉密尔顿。 （宵禁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五日解除，紧急状态在一九六八年五月 

八日解除。 皇家巡洋舰《豹 》号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驶离该领土。 ）

③ 同 上 ，第 4 8 6 卷，第 4 2 4 页。

@ 同上，第 6 4 2 卷。 并参看《条约和国际协定〔编》6 4 5 0 , 第 4 6 2 7 页。

© 博细情况参看S//7200/Add .lO  , 附件一，第 3 5 至 4 1 段和A / 7 6 2 3 /  

A d d .7 , 第二十五章，第 2 7 - 3 1 段；关于特别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 

通过的结论和建议，参看A //7200 /A d d，1 0 , 第二十八章，第二节



D. 特克斯及凯科斯群岛

2 8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特克岛上驻了一•组高射炮。 美国一九四四 

年在南凯科斯岛设了一小临时飞机场。

2 9 . 频土的战后军事设施是根据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联合王国与美国政府 

之间的一项关于在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上增设场地以扩大巴哈马群岛长程试验场的 

协定® 而设立的。

3 0 .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联合王国和美国政府之间的一项协定开始 

生效，规定在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设立一小研究站®。 其后两国政府在一九五九 

年三月十六日和四月十六日就在大特克岛上设立和操作一小追踪站进行了换文。⑤

3 1 . 上面第 2 9 和 3 0 段所述的各项协定，后来由西印度群岛联邦和美国政 

府签订的一项 " 关于西印度群岛联邦的美国防卫区 " 的协定© 所取代，该项协定在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日生效。 该协定规定其他事项外， " 给予美国政府的权力•••• 
包括在防卫区内维持和操作一个电子研究和试验站和一个海洋学研究结以及与它们 

有关的仪器、檢侧和通讯系统 " 。 该协定又保证美国有 " 发射、飞行和降落试验 

性火箭的权利，’ 。 该协定又规定"美国政府可以使用邻接防卫区的海滩及内部水 

域和领水，这些区域的用途将由双方协定"。

3 2 . 目前，在大特克岛上有两小美国军事设施—— 美国空军导弹基地和美国 

海军设施。 在南凯科斯岛也有一个美国海岸警卫队。 据管理国一九六七年和一 

九六八年的报告，大约有二百至三百美国军人和文职人员驻在大特克岛；在一九六 

九年十月，领土行政长官说，这些设施雇用了大约三百至四百名美国人员。 在一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 2 7卷，第 3 页。 

© 同上，第 2 8 2卷，第 4 3 页。

⑤ 同 上 ，第 3 4 3 卷，第 1 1 页。

© 同上，第 4 0 9卷，第 6 7 页。



九六五/ 一九六六年，各基地共雇用了八十二名岛民，美国空军导弹基地雇用了六 

十八名，美国海军设施雇用了十四名，在一九六九年，各基地雇用了六十六名岛民。

3 3 . 领土没有从各美国军事设施方面获得任何收益，这是该领土表示不满的 

一个原因。 行政长官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大家觉得"美国人

应对所使用的场地一-大特克岛上最好的地点之  --------付一些钱，以资表示，，„ 行

政长官又说领土当局已经 " 同美国就这小问题在政府一级进行了若干月的谈判"。

E . 安提瓜

3 4 . 美国和西印度联邦政府签订的协定@ 于•一九六一年二月十日生效；该协 

定授与美国政府"在防卫区内维持和使用一个电子研究和试验站以及一个海洋学研 

究姑，包括附带的仪器、探测和通讯系统的权利 " 和在安提瓜领土 " 发封、飞行和 

着陆斌验火箭的权利" 。

3 5 . 该协定又规定 " 美国政府所拥有和使用的飞机，或为美国政府服务的飞 

机，在任何时候有权无暇制地使用库利奇飞机场"；美国政府和美国承包人又获准 

使用库利奇飞机场的码头以实行协定的规定。

3 6 . 该协定又规定美国政府可以在帕哈姆半岛建立和使用( a ) 大约十座天线 

以及必要的连结电线、 电力线 +地下电线和支助电线，和(13)拥有一条通路的通讯建筑物。I

3 7 .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联合王国和美国政府签订的一条关于安提瓜 

的追踪姑的协定开始生效，该协定规定 " 美国政府可以设立、使用和维持一小外空 

火箭追踪和通讯祐 " 。⑤该袖位于安提瓜南面雪莉高地附近的道高地。

3 8 . 该协定规定"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和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所雇用的 

承包商得在任何时候利用后勤支助服务和美国" 根据一九六一年协定（见上文第 

3 1 段 ）" 在安提瓜设立的设施可提供的其他援助"。

3 9 .  一•九七0 年六月二十二日，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宣布即将关闭该姑。

© 同上，第 4 0 9卷，第 6 7 页。 

⑥ 同 上 ，第 6 0 5卷，第 2 7 7 页。



圣卢西亚岛

4 0 .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联合王国和美国政府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在 

圣声西亚岛建立额外场地以扩大巴哈马长程试骑场。 ®

4 1 . 根振一九六一年二月十日美国政府和西印度联邦政府的协定美国获  

得了 " 在防卫区内维持和使用一个电子研究和试验姑（包括附带的仪器、探测和通 

讯系统 ) 的权利 " 和在领土 " 发射、飞行和降落试验火箭的权利" 。

4 2 . 根据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日联合王国和美国政府换文后生效的一项协定⑥ ,  

美国政府将其在领土上所设的防：Ü区（木勒希克地区和白山地区除外) 撤除。 新

协定给予美国政府在这两个地区的权利包括" 在防卫区内维持和使用一个电子研究 

和试验站（包括附带的仪器、探测和通讯系统）的权利 " 。

4 3 • 根据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日赛外一项也是在联合王国和美国政府换文后 

生效的协定，® 比恩机场已不再是一个防卫区了；但是，新协定规定美国政府将仍 

然继续享有一九六一年协定所规定的无限制使用飞机场的权利( 见上文第4 1 段 ）。 

美国政府和美国承包商又可免费使用比恩机场的妈头和货仓。

同上, 第 2 4 9卷，第 9 1 页。

© 同上, 第 4 0 9 卷 , 第 6 7 页。

® 同上, 第 53 1卷 , 第 3 6 8 更。

0 同上, 第 5 3 1卷，第 8 5 页。



G •圣基茨一尼维斯一安圭拉

4 4 . 关于安圭拉领土一九六九年的发展方面，约有三百名英国4 兵̂及四十名 

警察先遣卫队于一九六九年三月十A 曰到达安提瓜；第二天，他们乘两艘卫护舰和 

四架直升机在安圭拉登陆并控制该岛。⑦ 后 来 ，除了一群陆军工程人员和警察以 

及一架安多弗式飞机外，这些部队撤离该岛。

4 5 .  一九七0 年，英国议会下议院谈员尼尔.马顿先生在给伦敦时报的一封 

信中，除其他事项外，说"我们在安圭拉岛上仍有八十四名英国警察和一百四十名 

士兵，每年耗赛百万英镑 。 "

H. 蒙特塞拉特

4 6 .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在岛民与警察发生冲突后，领土宣布紧急状态。 

根据报导，这场风波是在大约二十人抗议一名警察残暴对待一名平民后发生的。联 

合王国外交和联邦办事处的一位发言人说宣布紧急状态是为了使行政长官能够实施 

戒严，以防止动乱展延. 据报驻在西印度群岛的护卫:舰明纳瓦号（2» 9 0 0 吨 ）

已接到命令敬往蒙特塞拉特；计划是让该船停泊在岛外，一俟有要求就遣送部队登 

岸。 该护卫舰除般上原有的十七名军官和二三四名船员外，还有一排王家海军陆 

战队；护卫舰又裁有直升机一架。

47 •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七日，紧急状态撤消。

⑦ 详 细 资 料 参 看 A / Y 6 2 3 / A d d . 7 ,第二十三章，第 1 8 1 - 2 1 3 段；特别委员会 

于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第六六三次会议上通过的共同意见全文见A /A C。 

109 /PV .66 3»



工，美属维尔京群岛

4 8 . 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期间，已停止使用位于圣托马斯的一百九十 

七吉美国海军基地，并已将它租给（该领土政府所拥有的）维尔京群岛公司，供经 

济发展之用。 在一九六七年权，保留重新使用该设施的权利的美国政府，宣布它 

不再需要该基地》并且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将一百九十六点三亩地，连同 

所有的设备移交给领土政府。 美国总务局係计土地和设备的价值为3, 934, 000  

美元；购买这些土地和设备的首期付敦为总数的百分之十，♦ 额分十年摊付，利患 

率百分之四点七五。

4 9 . 美国海军用来训练水下爆破队的三十三点三二亩地在一九六六年停止使 

用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根据海军一份为期三十日的可废除的件可证，水下 

爆破队的财产可供领土政府使用。 财产中最重要的三项是一座三层楼的行政大楼 , 

- 座货合和三个码头„ 根据管理国提供的资料， 目前正在谈判把这些设施永久转 

移给领土政府 ; 预计将会在类似转移前海军基地的情况下转移这些设施》

5 0 . 美国维尔京群岛的男子受一九六七年选征兵役法管制。 一九六八//六 

九年期间，两个地方征兵局的征兵登记人数总额为10, 481人，一九六七/ 六八年 

则为 9, 3 0 9 人。 一九六八/ / 六九年的领土征兵额为135人，一九六七./六八年 

为 231 人。 实际征得的人数为127人，一九六七 / 六八年则为220人。

51 • 维尔京岛民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和一九七0 年五月在领土举行了反征兵制 

的聚会和示威。 领土总督在一九七0 年五月十二日说，有二十二名维尔京岛民在 

越南战争中死亡，这可能是除了关岛以外美国拥有最高按人口计算的死亡率的地方。 

行政长官在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在克里斯琴斯特德圣克罗伊举行的退伍军人事务 

州主任全国协会第二十三届常年会议的致词中宣布，除其他事项外， "在人口比例 

的基础上，今天在美国军事部门服役的维尔京群岛岛民比美国本土的人数多一倍。 

在人口比例的基础上，维尔京群岛岛民在越南死亡的人数（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 

止有十七人死亡）比美国本土多而倍"。

5 2 .  —九七0 年四月，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征选兵役局免除适龄的 

维尔京群岛的教师、护士、警察和救火员的兵役。



A .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托管领土

1 - 关于巴布亚和新几内亚托管领土武装部队的基本资料，载于秘书长为第一 

小组委员会从前编制的工作文件® 中。 后来的资料如下。

2 . 在关于领土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为止的年度的年度报告中，管理国说澳 

大利亚陆军在莫尔斯比港设立的巴布亚和新几内亚司令部的正规部队包括太平洋群 

岛军团，总部和支助部队的而个大队。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它们的总数为三， 

一三一人，其中巴布亚人和新几内亚人的人数为二，四六四人，包括千名土生的军 

官和七六九名土生的军士。 司令部里大多数的军官是澳大利亚人，但是现在正在 

采取一项遂渐以巴布亚人和新几内亚人替换的政策。

3 . 据报，王家澳大利亚海军的 &布 亚新几内亚分队正在发展成为一支安全部 

并有五艘巡适艇。 该部队有一八五名澳大利亚人，包括二十九名军官和一五

一名土生水手。

B •关岛

4 . 关于在关岛的美国武装部队的资料载于秘书处为第一小组委员会从前编制 

的工作文件® 中。 进一步的资料如下。

5 . 据报已采取措施由美国海军移交二十七点七六亩地给内政部以供关岛政府 

使用。 关岛政府根据一九七0 年一月一*日所发的一项一年期准许证，使用该地区 

( 两人碑情山）。 在完成这项移交后，海军从九五八年以来交还给关岛政府的

© 参看A /7 2 0 0  ( 第二编），第四章，附件，附录六； A /7 6 2 3  ( 第二编）， 

第三章，附件，附录六。

⑨ 参 看 A /7 2 0 0  ( 第二编），第四章，附件，附录七；A /7  623 ( 第二编）， 

第H章，附件，附录七。



土地总面积将为三三七亩。 已移交的土地现在正用作公园和海滩区、学 乾 商 业  

区、城近部住宅区和政府大楼之用。

C. 太平洋群岛托管领土

6 . 关于在太平洋群岛托管领土的美国武装部队的资料载于秘书处为第一小组 

委员会秘书处去年编制的工作文件中。© 进一步的资料如下。

7 . 据报一九七0 年六月底，美国国防都长授权海军部长立即将默恩岛特鲁克 

区的两个剩余的军事保留区移交给耗管领土政府。 指定移交的土地包括地方机场 

和区城通讯中心的地点，北场机场为该地区的商业和私人机场，共有六十八点七亩地。 

其他的地区是美国海军定为通讯区的一块一点六亩的土地。

8 • 在这些移交之前有一九六八年移交前海军飞机基地的前例。 在归还这两 

个地区给托管4页土政府之后，据报国防部在默恩岛上不再拥有任何土地了。

9 ,  一九七0 年三月，美国政府把比基尼环磷正式归还给托管领土。 全部法 

权将在以后正式移交给比基尼人民。 在今后而、三年内，将宪成公众大楼和住宅， 

并且在发展了自给作物后，比基尼人民预期将永久地回到他们以前的家园。 托管 

理事会在其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审议了一项关于这个问题的请愿书（tx p et .1 0 /6 1  ) 

以及管理当局的意见（t /o b s  • 1 0 /3 3 )。

10 • 美国政府在一九六九年提供了一百零二万美元给男一群从前住在埃尼威 

托克岛环确，现在住在乌杰朗的流离的密克罗尼面亚人，以设立一个信托基金。此 

外，在一九六九年期间，乌杰胡人民收到了价值八万美元的建筑材料和工具来重建 

房屋和公共建筑。 托管领土政府正在继续为使密克罗尼西亚人最后回到埃尼威托 

克环难而进行工作。

1 1 . 付给夸贾林岛的中走靡群岛的流离人民的敦项已增加到每季三万五千元。 

首季的敦项在一九七0 年五月一日支付。 又已作出决定，将重新谈判使用中走鹿 

群岛的整小协定。

©  a /7 6 2 3  ( 第二编），第三章，附件，附录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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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向各领土浪遣视察团问题

A .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1. 特别委员会一九七0 年四月十三日第七三七次会议核可了工作小组第四十 

七次报告（A/AC. 109 /L . 6 2 3 ) , 因此决定，除其他事项外，将派遣视察团访问 

各领土一事作为一个独立项目审议。 特别委员会并决定由全体会i义审议这个项目， 

亦可掛酌情形由各小组委员会于审查个别领土时加以审议。

2. 特别委员会八月十三日至九月一日间的第七五六次至七五八次以及第七六 

一次会议审议了这个项目。

3 . 特别委员会在审议这个项目时照顾到了大会的有关决议，特别是一九六九 

年十二月十一日有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的第2548 (XXIV ) 

号决议和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关于同特别委员会有关的二十五个领土的第 

2592(XXIV)号决议。大会第2548(XX工V )号决议第1 4 段"促请管理国与特 

别委员会充分合作，准许视察小组进入殖民地领土，以便直接获取关于此等领土的 

情报，并确查在其管理下此等领土居民的愿望" 。 大会第2592(XXIV)号决议 

第 6 段 " 力促各管理国对于接受视察团前往…，…，领土 , 重新考虑其态度，并允许此 

种视察团进入其所管理的领土"。

4 . 在第七五六次至七五八次会议上，伊拉克（A/AC. 109 /PY. 7 5 6 和 

Corr. 1 及 Corr. 2 ) 、波 兰（A/AC, 109/Ï>V. 7 5 7  和 Corr. 1 ) 和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A/AC。109 /PV. 7 5 8 )等国代表就这个项目发了言。

5 . 在九月一日，第七六一次会议上，伊拉克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提 

出一项决议草案（V A C . 109 /L . 6 5 9 ) , 最后并得到下列成员加入为提案国：

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印度、伊胡、伊拉克、象牙海岸、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 南 斯 拉 夫 ( A/AC. 1 0 9 /L  6 5 9 和 Gorr. 1 )。主 席 以及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和 伊 朗 的 代 表 都 就 这 个 决 议 草 案 发 了 言 （A/AC. 1 0 9 /
PV 761 和 Gorr. 1 ) 。

6 . 同一次会议，厄瓜多尔就序言第二段提出口头订正 , 即以"有关各殖民地 

领土的 " 等字代替 " 有关各领土的 "等字（A/AG. 109/PY. 7 6 1和 Corr. 1 )。

在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 伊 拉 克 和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等 国 代 表 发 言 （A /  

AC, 1 0 9 / P V。7 6 1和 C o r r。1 ) 后 ， 主 席 通 知 特 别 委 员 会 说 ，各 提 案 国 已 经 接 受  

厄 瓜 多 尔 的 口 头 订 正 。

7 . 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解释投票理由（A/AC，109 /PV. 761 
和Corr. 1 ) 后，特别委员会在同次会议上举行唱名表决，以二十票对零票，两票 

弃权通过了这个经过口头订正的决议革案（A/AC。1 0 9 /L。659和Corr. 1 ) 。表 

决结果如下：

赞 成 : 阿 富 汗 、 保 加 利 亚 、 厄 瓜 多 尔 、 埃 塞 俄 比 亚 、 洪 都 拉 斯 、 印 

度 、伊 朗 、 伊 拉 克 、 意 大 利 、 象 牙 海 岸 、 马 达 加 斯 加 、挪 威 、

波 兰 、塞 拉 利 昂 、 叙 利 亚 、 突 尼 斯 、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 委 内 端 拉 、 南 斯 拉 夫

反对:无

弃权 : 大不列颤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国

决i义本文（A/AC* 1 0 9 / 3 6 2 )载在下面第1 2 段。

8 . 挪 威 和 意 大 利 代 表 也 在 同 次 会 议 上 解 释 了 投 票 理 由 （A/AC. 109/PV.

761 和 Gorr. 1 )。

9 . - 九 七 0 年 九 月 三日，决 议 文 本 经 递 交 给 管 理 国 的 代 表 ，促 请 其 政 府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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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除如上述，特别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审议这个项目以外，第一、二、三小 

组委员会也审议发交给它们的个别领土问题，并照顾到上面第3 段提到的有关游遣 

视察团到各领土处的问题的大会决议的规定，和以前特别委员会有关这个项目的决 

定。

1 1 . 其后，特别委员会通过了第一、二、三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赞成了如下 

所示的有关浪遣视察H到个别领土去的结论和建议。

章次  领 土

八  塞舌尔和圣赫勒拿 

十四 吉伯尔特群岛和埃利斯群岛、

四特开恩和所罗门群岛；纽埃 

岛和托克劳群岛；新赫布里底 

群岛；美属僻摩亚和关岛；太平 

洋群岛的托管领土；巴布亚和新 

几内亚托管领土、科科斯 ( 基 林 ) 
群岛

纽埃和托克劳群岛 

新几内托管领土

十八 巴哈马群岛、百暮大、英肩维尔

京群岛、凯曼群岛、蒙特塞拉特、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美属维尔 

京群岛

蒙特塞拉特

相关段次 

9(b)(9)

27(a)(3)

27(c)(6)

27(g)(5)

11 (a)(8)

11 (b) a?)



B .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1 2 . 上面第 7 段提到的，一九七0 年九月一日特别委员会第七六一次会议通 

过的决议（A/AC. 1 0 9 / 3 6 2 )全文转载如下：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顾 到 大 会 在 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第 2 1 0  5 ( X X  )号 决 议 、 一 九六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第 2 1 8 9 ( X X I ) 号 决 议 、 一 九 六 七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曰 第  

2 3 2 6 ( x x工工）号 决 议 、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第 2 4 6 5 ( 1 1；工工工)号 决  

议 和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第 2 5 4 8  ( X X I V  )号 决 议 以 及 其 他 有 关 决 议 内  

同 意 游 遣 视 察 团 到 各 领 土 去 ，并 促 请 各 管 理 国 同 特 别 委 员 会 充 分 合 作 ， t  

件 这 类 视 察 团 进 出 它 们 所 管 理 的 领 土 ，

^ 浪遗视察团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从而特别委员会可以得到有关 

各殖民地领土的第一手资料，并查明这些领土居民的愿望，

念及以往联合国视察团在协助各殖民地领土在和平安定气氛下得到独 

立方面所起的建设性作用，

1. 遗憾地注意到各有关管理国对特别委员会浪遣视察团一事所持的 

不合作态度仍在妨碍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充分而迅速有效的 

执行；

2 . 再度呼吁各管理国重新考虑其对视察团的态度,并按照大会及特 

别委员会以前所作的决定，允许这类视察团进入它们所管理的领土；

3. i f 主席就执行本决议第2 段一事同各管理国协商，并剧■商情况向 

特别委员会提出报告。



第四章 

( A /8 0 2 3 (第四编））

各专门机构及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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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各专门机构及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执行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A .  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经过

1 . 特别要员会一九七0 年四月十三日第七三七次会议核可了工作小组第四十 

七次报告（A/AG. 109 /L . 6 2 3 ) , 因此决定，除其他事项外，将各专门机构及 

与联合国有关联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的问题作 

为一个独立项目审议。 特别委员会并决定由全体会议审议这个项目。

2 . 特别委员会七月二十日至八月二十七日间的第七四八、七五二、七五四至 

七五六和七五八至七六0 等次会议审议了这个项目。

3 . 在审议这个项目的时候，特别委员会照顾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大会 

有关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的情况的第2 5 5 5 ( x x i v )号决议，尤其是第1 2 段，其中规定大会请特别委员会 

继续审查本问题，并向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谈提出报告。 特别委员会也受大会其他 

决议的有关条敦指导，光其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关f 管领土问题的第 

2 5 0 7 (X X I V )号决议第 1 1段，以及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关南罗得西亚 

问题的第2 5 08(X：k；e v )号决议第 1 0段，其中规定大会促请各专门机构及其他有 

关国际組织与非洲统一组织合作，对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一切道义及物质协 

助。 特别委员会也照顾到安全理事会一九七0 年三月十八日有关南罗得西亚的第 

2 7 7 ( 1 9 7 0 )号决议和一九七0 年七月二十九日有关纳米比亚的第2 8 3 ( 1 9 7 0 ) 

号决议的有关条敦。 委员会还照顾到本年内方案和协调委员会①、方案和协调委

①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B _/4877),  

第七章。

- 1U5 -



员会与行政协调委员会联席会议、②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审议这个项目的结 

果。

4 . 特别委员会在审议这个项目期间，收到秘书长应第2 5 5 5 ( X X I V )号决议 

之请而提出的报告（见下面附件一）。 它也收到主席就他根据第2 5 5 5 ( X X i v )  

号决议第 1 0 段的规定，以及依照特别委员会以前的决定和经社理事会以前的决定 

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进行的协商经过，所提出的报告。

5 . 在八月六日第七五四次会议上，主席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保加利亚和 

阿富汗等国代表都发了言（A//AC. 109/PV 7 5 4及 corr. 1和 2 )。 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保加利亚等国代表行使答辨权，作了 

发 言（A/AG. 109/PV. 7 5 4及 Corr. 1和 2 ) 。 坦桑尼亚代表和主席又另外 

作了发言（A/AC。109/PV. 754及 Gorr.l 和 2 ) 。

6 . 在八月千三日第七五六次会议上，主席提请大家注意七月二十四日联合国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日内瓦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一七一七次会议所作的发言。联 

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代表也就此点作了发言（A/AC. 109 /PV. 756及 

Corr. 1和 2 )。 在同次会议上，主席以及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叙利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伊拉克和突尼斯等国代表都发了言（A/AC. 109 /PV  
756及 Corr, 1和 2 )。

7 . 在八月二十日第七五八次会议上，南斯拉夫代表作了发言（ A/AC. 1 0 9 /  
PV, 7 5 8 )。

8 . 在八月二十五日第七五九次会议上，保加利亚和厄瓜多尔等国代表代表阿 

富汗、保加利亚、厄瓜多尔、印度、伊拉克、马里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就这个项 

目提出一项决议草案（A/AG. 109 /L . 6 5 6 )。

9 . 在八月二十七日第七六0 次会议上，特别委员会于伊胡代表解释了投票理

② E /4 8 8 6 (第五节和附件二）和 :E /4 8 8 6 /t io r r . 1 和 2 。

③ E/SR. 1 7 1 7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 5 34(X：LIV)号决议；大会正式记录，第 

二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3 号 （A/8003$iCorr* ! )。



由 （A/AC。109 /^V , 760及 Corr, l ) 以后，举行唱名表决，以十七票对西票、 

而票弃权通过t 这个决议草案（A/AC. 1 0 9 /L。6 5 6 ) 。 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 阿富汗、保加利亚、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洪都拉斯、印度、 

伊胡、伊拉克、象牙海岸、马达加斯加、波兰、塞拉利昂、叙 

利亚、突尼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委内瑞拉、南斯 

拉夫

反对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国 

弃权 : 意大利、挪威

10. 决议（A/AC. 1 0 9 / 3 6 1 )文本转载于下面第1 3 段。

1 1 . 在同次会议上，联合王国和美国的代表都进一步解释了投票理由( A /  
AC. 109 /PV. 760 及 Corr. 1 )。 主席也发了言（A/AC. 109 /PV. 760 及 

Corr. 1 ) 。

12 . 决议文本于一九七0 年九月一日送交非统组织，又于九月十日送交各 

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

特别委员会的决定

1 3 . 上面第 9 段提到的特别委员会于八月二十七日第七六0 次会议通过的决 

议案文转载于下i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审议了题为 '‘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 

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 的项目，



回顾到一九六O 年十二月十四日大会第1 5 1 4  ( X V )号决议里的给予殖民地国家 

和人民独立宣言，

又回顾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大会第2 3 1 1 (X X 工I )号决议、一九六八年十 

二月十八日大会第2 4 2 6 ( X X I I I  )号决议、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大会第2555  

( X X I V  )号决议以及大会其他的有关决议，照顾到安全理事会关于南部非洲的各有 

关决议，特别是关于南罗得西亚问题的一九七0 年三月十八日第277 ( 1970 )号决 

议和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一九七0 年七月二十九日第283  (1 9 7 0 )号决议，

考虑到秘书长依照大会第2 5 5 5 (X：x iv )号决议第 ii(lD)段提出的报告④和特别 

委员会主席依照同一决议第1 0 段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协商后提出的报告® ,

照顾到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与行政协调委员会联席会议⑦

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审议这个项目的结果，

注意到, 虽然有几个专门机构和联合国体系内的其他组织已给予来自非洲各殖 

民地领土的难民相当的协助，但许多机构和组织并没有同联合国充分合作，执行各 

有关决议的这个方面和其他方面，

意识到有几个殖民地领土一尤其是一些殖民地领土的解放区一都人民及民族 

解放运动迫切需要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体系内的其他组织的协助，特别是在教育、训

④ 见 下 面 附 件 一 。

⑥ 见 下 面 附 件 二 。

⑥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 E /4 8 7 7 ) ,第七章。

⑦ E / 4 8 8 6 ,第五节、附件二、 E /4 8 8 6 /C o r r .  1 和 2 。

⑧ E/SR.  1717；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一五三四（四十四）号决议；大会正式记录 , 
 第二十五届会议 , 补编第3 号 （A /8 0 0 3 及 Gorr.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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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卫生和营养方面的协助，

认识到还要联合国体系的一切组织在其各自职权范围内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以 

加速执行这个宣言和大会及安全理事会的其他有关决议 ,

念及需要不断审查联合国体系内各组织在执行各有关决议方面的活动，

1. 表示赞赏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在不同程度上同联合国合作执 

行大会各有关决议的专门机构及联合国体系内的其他组织；

2 . 对于若干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没有采取必要步驟，以充分执行各有关决议 

的规定，表示深感遗憾 ; 这些决议是有关协助各民族解放运动，停止同荀菊牙政府、 

南非政府和南罗得西亚非法的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合作的；

3 . 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的报告⑨ ,  

并建议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体系内其他组织在行动上采纳其中所载的意见和结论；

4. 确认大会及安全理事会对各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合法斗争的承认必 

然需要联合国的组织体系给予这些领土—— 光其是这些领土的解放区—— 的民族解 

放运动，一切必要的道义上与物质上的协助；

5. ^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体系内其他组织尽一切可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协 

助各民族从殖民地统治下争取》放，光其要得到非洲统一组织和—— 通过该组织一  

各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合作，拟出协助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葡管领土的人民一  

尤其是这些领土的解放区的人民一 的具体方案；

6 . 进一步建议 , 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体系内其他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和国际复兴开度報行，应该在其各自职权范围内采取措施，扩大它们协助逃出 

各殖民地领土的难民的范围，包括协助各有关政府编制及执行有利于这些难民的计 

划，并介绍各个有关程序中最大可能的灵活措施；

③ 见 下 面 附 件 二 。



7. 大会请所有专门机构和其他有关的国际机构，尤其是国际民用航空 

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信联盟和政府间海事协商組织，进行迫切审议，旨在 

促进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南部非洲的殖民地领土的各个决议的有关条款的措施， 

特别是一九七0 年三月十八日第277( 1 9 7 0 )号决议第90 )̂、 1 1和 23段与一九七 

0 年七月二十九日第283  ( 1 9 7 0 )号决议第1 4段；

8. 大会应该便请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体系内其他组织依照大会的有关 

决议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南部非洲各殖民地领土的决议，完全停止同荀前牙政府、南 

非政府和南罗得西亚非法的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合作；

9 . 再促请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体系内其他组织,光其是国际复兴开发報行和 

国际货币基金姐织，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不给荷翁牙政府和南非政府财政、经济、

技TÎt和其他协助，直到它们放弃其种族跋视和殖民统治的政策；

10. 大会应请各专门机拘同非洲统一组织协商，审查让非洲各殖民地艇 

放运动的领袖们以适当的身分参加它们召开的会议、讨论会及其他区域性会议的可 

能性；

11. 大会要求所有各国政府在其本身为一份子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体系 

内其他组织里面采取必要步骤，保证充分有效执行各有关决议；

1 2 .建议,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体系内其他组织应根据其各自秘书处提出的报 

告，不断审查它们在努力实施这个决议和大会的有关决议时所可能遭遇到的一切问题;

1 3 . 建议 , 大会应该请秘书长在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体系内其他姐织的协助下 , 

编制并提交给同本项目有关方面相关的有关机构一份全面报告，叙述各专门机构和 

有关组织在执行宣言和各有关决议方面迄今所采取的行动；

1 4 . 决定以第二十五届大会所采取的任何决定为条件, 在一九七一年内进一步 

审议这个项目，并就此点设立一个包括特别委员会主席指浪的五个特别委员会成员 

在内的专设小组，从事有系统地审查关于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体系内其他组织在执 

行有关决议时的活动的资料；

15. f 主席照顾到上面所说的，趣续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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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大会在第二十四届会议上通过了有关各专门机 

构及与联合国有连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的第 

2 5 5 5 ( x x i V )号决议。 决议中执行部分各段规定如下：

" 大会，

« • • 參

" 1 . 再度呼吁请各专门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及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 

机构和联合国通力合作，实现大会一五一四（十 五 ）号决议和其他有关决i义的 

目标和规定；

“ 2. 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及曾与联合国合作实施有关大会 

决议的各专门机构和国际机构表示感谢 ;

'‘ 3 . 建议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国际机构以及联合国体系内各方案,单独或 

相互合作，采取措施，以扩大殖民地难民.的协助范围，愈括协助有关各国政府 

拟订与执行使那些难民受益的计划在内； ’

" 4 . 建议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国际机构以及联合国体系内各方览对正在为 

播服殖民统治而斗争的人民 .，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光其各自在工作范围内， 

与非洲统一組织合作，并通过该组织和各民族解放运动合作，i拟订具体方案， 

以协助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骑翁牙管理下各领土的被压追人民；

" 5 . 建议 , 为了协助充分迅速实施上文第三段和第四段，所有有关组织 

应该和非洲统一组织建立关系或拟订其他特殊办法，其有关程序应尽量具有伸 

缩性；

" 6 .  â 所有专门机构和国际机构，特别是国际复兴开发報行和国际货市 

基金组织，采取一切必要步驟，在曹萄牙和南非商国政府未放弃它们的种族歧 

视和殖民统治政策之前，不对两国政府给予财政、经济、技术和其他协助；



" 7 . 建议所有专门机构及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 光其国际民用航 

空姐织、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和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各自在工作范 

围内，拟订措施，目的是停止和葡葡牙和南非两国政府以及南罗得西亚非法种 

族主义少数政权的任何合作；

" 8 . 要求所有国家, 通过它们参加的专门机构和国际机构内所采取的行 

动，促进本决议和其他有关大会决议的充分迅速实施；

" 9 . 建议各专门机构及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 为了便利各会员国 

努力充分遵行上文第8 段起见，根振各机构秘书处所提的报告书，审查它们努 

力实施本决议及其他大会决议可能遭遇的一切问题；

"10. 要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协商，继续考虑采取协调各专门机构政笨和工作的适当措施，以实 

施各有关大会决议；

" 1 1 . 请秘书长：

" ( a ) 继续协助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国际机构拟订实施本决议的适当措施， 

并就这件事向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报告；

‘‘ (b) 取得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国际机构依照本决议规定所采取的行动的情 

报，递送特别委员会作考虑；

" 1 2 .要求特别委员会继续审查这小问题 , 并向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报告 "

2.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同样内容的信中，秘书长将决议的全文递 

交下列各专门机构和属于联合国或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的执行首长：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姐织（教科文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E生组织） 一 

国际,复兴开发報行（世界報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市基金组织）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姐织）

国际电信联盟（电信联盟）

万国邮政联盟（万国邮盟）

世界气象组织（气象姐织）

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海事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 总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货发会议）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姐织）

联合® 儿童基金会 ( 儿 i 基金会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 )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难民专员办事处）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 )

联合国粮农组织合办世界粮食方案（粮食方案）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

3 . 秘书长鉴于决议第1 1 段中对他的邀请，在信中说了下面的话：

" 我希望告诉您，关于决议执行部分的第1 1(a)段，我随时准备着作出 

所需要的协助。

"至于同一决议执行部分第1 10 )̂段，我希望您能尽早给我关于根据这 

项决议的规定已采取或预期采取的行动的情报， "

4 . 秘书长从各有关的国际姐织得到对上述信件的答复的一些实体部分转载 

在下面。

5 . 在转递这些答复中所载的情报时，秘书长希望请大家注意有关实施大会



第 2 5 5 5  ( X X I V )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同一项目的一九六九年八月七日 

1 4 5 0 ( X L V I I ) 号决议的以下发展。

6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的第8 段，一九七0 年四月，在行政协调委员 

会的会议上进行了关于实旅有关决议的讨论。 委员会第三十六次报告 E/4840,

第 2 0 — 2 4 段 ）中提到这些讨论的 某 些 方面。 在委员会在以 后 的会议上还会继 

续举行这些讨论。

7 . 而且，秘书长根推大会第2555 (X X I V )号决议第 1 1(a)段,继续努力从  

事 " 协助各有关专门机拘和IS际机构拟订实施，。，决议的适当措施 "。 依照那 

项决议，向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报告这些努力的成果乃是他的意向。 按照发展情

有必要时，秘书长的报告也会提到各机构在它们努力实施各有关决议时可能遭遇 

到的 一 些 问题以及可能提请他注意的 问题。

8 .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第8 段，在第六届会议上 

审议了一个项目，叫做"联合国系统内成员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 

情况 " 。 在审议时，除了上述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报告之外，委员会前面还有各专 

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的分析提要的有关各1T。 在 

委员会讨论这♦ 项目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代表，以及各机构的一些代表 , 

对他们各组织为执行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E/AC.5l/Sil.284,285,290) 

所已采取和预期采取的行动作了更进一步的详尽报告。 委员会对这个项目所作审 

议的大略情况在它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中有记载。 ®
9 . 依照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第1450(X JL V II)号决议第8 段，方案和协调委 

员会和行政协调委员会一九七0 年七月二日和三日在日内瓦举行了联席会议，审议 

这个项目。 联席会议的审议经过在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主席和行政协调委员会主席 

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E / 4 8 8 6 和正误一和二）中有记载。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E /4 8 7 7 ) ,  

第七章。



1 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一九七O 年七月第四十九届会议上根推大会第2555  
(XXIV)号决议第 1 0 段审查了这小项目。 在一九七0 年七月二十四日第一七一 

七次全体会议 上 ，理事会通过了决议草案。 在决谈草案中理事会，除其他事项外, 
注意到了主席的报告（E / 4 8 9 2 和 corr. 1 ),赞同其中的结论和建议,并请特别委员 

会注意理事会、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以及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同行政协调委员会的联席会 

议 所作的讨论。 理事会审议 这 个 项目经过在部次会议的 记 录 （E/Sï^ 1 7 1 7 ) 中 

有 记 载 。 .



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的答复 

国睹劳工组织

〔原文：英文）

一 九 七 0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曰

已适当地注意到大会第2 5 5 5 (XXIV)号决议和其中您特别提到的执行部分第 

1 1 段。 您愿意就上述决议执行部分第1 1(a)段提供协助已赞赏地注意到。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原文：英文）

一 九 七 0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您知道，粮农组织一向而且仍将积极响应大会的各项有关决议，并且对于来自 

这些决议所包括的领土的难民正在大力从事研究如何向他们提供具体援助的问题。 

每逢接到政府方面提出对它们境内的难民予以援助的要求嚴农姐织和世界粮食方案 

都加以仔细和迅速的考虑。 我们愿意保证作出可能的最迅速行动，所以在一九六 

八年十一月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达成了特别安排，一旦有政府提出正式要求 , 

立即可将根农组织在有关农业定居计划的地点、建设和铜养裁培作法等方面的经验 

和技能提供给高级专员提供效劳。 粮农组织根据高级专员的要求，就是说，无需 

再由该国政府向粮农组织男外提出要求，即可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发起救济 

的难民进行援助的可能性目前正由精农组织研究中。 粮农组织通过颁发研究金，

也对难民在农此方面受技术训练提供援助。



至于大会第2 5 5 5 ( X X I V )号决议的执行部分第3 段，我高兴地随信附上一份 

关于粮农组织一世界粮食方案援助葡管领土的难民的照会的复制本（见下文）, 供 

您 参考。 您 已经收到一份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韦尔斯先生给斯塔夫罗 普 洛 斯先生 

的信的复制本，关于梭农组织有关纳米比亚有关方面的方案。⑤我希望再进一步  

指出，虽然南非已不是粮农组织的成员，梭农组织与南罗得西JE也没有关系，但是 

粮农组织还是参加了联合国训练这两个地区来的难民的方案。

既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其本身的活动已有一份全面的报告，我们认为在这里 

不需要再详述梭农组织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的一些计划了。 但要提一下的是 , 

精农组织已从开发计划署那里得到保证说，在个别的情况下，可以拨款资助用来支 

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毅专员为难民安家定户工作的专家服务。

至于决i义执行部分的第4 和第 5 段，我已寄了给您一份我们的总干事一九六九 

年九月十六日给非洲统一组级的行政秘书长的一封信的复制本，信中征求他在我们 

与非洲统一组织一九六九年四月协定的范畴内，提出关于粮农组织将来对非洲难民 

的继续拔助的建议。 我们至今尚未收到对这封信的答复。

至于决议的执行部分第6 和第 7 段，我们已在上文指出：南非已不再是粮农姐 

织的成员，粮农组织与南罗得西亚也没有关系。 因此，拒绝援助这两个国家或是 

中止与这两个国家合作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至于菊 . 牙，我要提醒一下，梭农 

组织并没有邀请葡荀牙出席粮农姐织的非洲地区会议和技术会议。 在報农组织的 

经常方案中，或者是其他任何的方案或信用基金中，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计划 

在内，没有任何一个技术支援方案是在葡萄牙的。

最后，关于决议的执行部分第9 段，我想提及这点：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特别 

报告是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和一九六九年六月向粮农组织理事会提出的，并在一九六 

九年十一月向粮食及农业组织大会谈提出的。

⑤所提到的这封信件的实质部分转载在《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 

第 2 4 号 》 U  7 6 2 4 / 修正本一 ) , 第 3 4 段。



t _ #

给予荀前牙管理下的领土的难民的援助

1. 给予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境内的襄条比克难民的援助 

紧急业务8 1 7 和第 2 5 6 号计划

»

1. 一九六四年十月，粮农组织总干事批准了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作紧急 

粮 食 服 助 ，以救济从莫桑比充逃来的难民。 后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政府 

要求世界粮食方案为一小 " 准备难民永久定居的发展计划 " 提供粮食嚴助。 于是 

世界粮食方案的执行主任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批准了第二五六号发展计划一坦 

桑Æ亚，将世界粮食方案总值六十七万二千美元的粮食用来救济在鲁坦巴地区的六 

千名莫桑比克难民。 可是由于难民儿乎不断地涌进那个地区，又将粮食贩助在三 

年内连续延长三期，以救济六千名在隆多、三千名在鲁坦巴的新来的难民世界  

粮食方案到目前为止总共拨款一百十因万六千美元。

2 . 在隆多难民定居区的业务是一九六九年完成的，在鲁坦巴难民定居区的业 

务将继续进行至一九七0 年六月。

紧急业务8 4 4 和第 4 4 1 号计划

3 . 男外一群某桑比克难民开始穿过边界进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于是粮 

农组织总干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批准了紧急业务8 4 4 , 由世界粮食方案拨款三十 

一万二千五百美元，送六个月的粮食贩助给穆胡古鲁地区的六千名难民。 这个紧 

急业务的批准具有了解：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随后会向世界報食方案提出要求 ,



为这些难民订定一项永久定居的发展计划。 可是为了种种原因，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政府无法提出这项要求，于是只得请世界粮食方案将，急业务8 4 4 延长。

因此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又批准实行第二个阶段，由世界粮食方案总共拨敦十九万七 

千 五 百 美 元 ，再送六个月的粮食援助九千名难民,。 这九千名难民包括了第一批 

六千名的难民，再加上在这时期穿过边界进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三千名难民。 

第 4 4 1 号计划是继紧急业务8 4 4 所提供的紧急协助之后的一个经常发展计划。 

为了使难民在他们第一段定居时期能够粮食自给，又向世界粮食方案请求援助。 

一九六七年+ —月，世界粮食方案执行主任批准的这项 " （穆胡古鲁）难民定居计 

划 " ，总共拨款六十万美元。 业务于一九六九年六月完成。

紧急业务8 8 4 ( 在姆普塔的莫.桑比克难民.）

4 根据世界粮食方案的建议，并得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支持，粮农 

組织总干事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批准给予在松格亚区的姆普塔定居的三千名由莫 

条比克新来的难民粮食厥助。 世界粮食方案为此拨款A 万九千美元。

5 .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随后通知世界粮食方案说，由于一项政策决定， 

以前进入坦桑尼亚的难民全部要安置在已经组织好的居留区内。 因此，坦桑尼亚 

政府要求将货品援助再度延长至一九七0 年六月。 在这情形下，粮农组织总干事 

批准由世界粮食方案总共加拨三十一万美元，作为向一万名的莫桑比克难民延长提 

供粮食贩助之用。

6 . 同时，坦桑尼亚政府又要求世界粮食方案为一万名在姆普塔的难民永久定 

居的长期发展计划提供粮食援助。 这项要求所包括的期间为十八个月，从一九七 

0 年六月开始，现由世界粮食方案考虑中。 世界精食方案为此所作的拨敦总值大 

约为三十万美元。



紧急业务8 9 4 ( 在马特查的莫桑比凉难民.）

7 . 由于从莫桑比克新进来了许多难民.，也由于上面所提到要将难民全部集中 

在难民.菅内的政府新政策，一九六九年十月在马特查 ( 以前口g基利马隆多）开辟了 

^ 处定居地区。

8.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梭农姐织总干事批准在六个月的期间内以世界 

粮食方案总值六万七千美元的紧急粮食援助三千名的难民.。

2. 给予赞比亚境内莫桑比克和安齋拉难民的援助 

赞比亚第2 0 5 号计划

9 . 原来这项计划是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得到执行主任的批准，由世界粮食方案 

总共拨敦十三万二千七百美元为罗得西亚和Æ亚僻兰联邦解散后从南非、西南非、 

莫条比克、安哥拉和南罗得西亚越境到赞比亚的一千二百名难民提供援助。

10.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突然从莫桑比克涌入了五千名左右的难民。 赞比亚 

政府同意给这批人庇f *, 并设法安排其中大约二千名在龙英巴的一块二千英亩的土 

地上定居。

11. 一九六六年春夭，有一千八百名左右的难民由安哥拉进入赞比亚，也得到 

了收容。 赞比亚政府首先在卢瓦坦波辟出一千五百英亩的土地给他们。 一九六 

六年九月至十月间，又有一批从安哥拉来的一千四百五十名难民在卢瓦坦波定居一 

九六七年一月至二月间，又有男一批六百名跟随而来。

1 2 .男外一批四百五十名难民也在马尤卡克文瓦定居。

( a ) 第一次延长



1 3 .世界根食方案执行主任认可赞比亚政府所要求的延长，即从一九六六年十 

一>^起廷长十八个月，由世界粮食方案提供总值三十六万四千二百美元的粮食给这批 

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的难民。 预计到延长时期终了时 , 就是说，到一九六八年六月 , 

那些难民将会自立。

(à) 第二次延长

1 4 . 由于获得必要的土地遭遇困难，同时也由于歉收，赞比亚政府要求将计划 

再度廷长，延至一九七0 年六月，届时颜期难民可以自立。

紧急业务赞比亚8 6 0 ( 安奇拉难民.）

1 5 .在一九六七年的十二月中句，由于安哥拉内乱，有五百名难民进入赞比亚 

要求庇护。 一九六八年三月，粮农组织总干事批准由世界粮食方案提供六小半月、 

总值一万四千美元的粮食厥助给这五百名安哥拉难民,。 可是有当关局为这批难民 , 

选择道当的定居地点时遭遇到一些® 难，结果就需要建长给他们的极食服助。因此， 

粮农组织总干事认可赞比亚政府的要求，将这项紧急业务延长五个月，至一九六九 

年二月为止。

1 6 .这次延长有了新的需要，从业已完成的一次紧急业务留在赞比亚的剩余物 

质中提出补用。 推报告说，粮食分配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已告完成。

紧急业务赞比亚8 8 8 ( 莫桑比充难民.）

17 一九六九年七月四日，粮农组织总干事批准了一项紧急援助，在六个月的 

时期内贩济一千名由莫条比克进入赞比亚东部省的难民4 其中有一部分难民.已迁



移到尼英巴的难民营内。

1 8 总 共 由 留 在 赞 比 亚 业已完成的一次紧急业务的剩余物资中提用了价值一万

八 千 三 百 美 兀 的 食 品 。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原文：英文）

一九七0 年二月九日

大会第 2 5 5 5 ( X X I V )号决议的全文将在执行局一九七0 年五月四日至六月十 

九曰在巴黎召开的第八十四届会议上提请注意。

我将尽早将此后依照上述决议规定所采取或颗期采取的行动的有关资料送给您， 

请您转交特别委员会。 〔见下面附件二之后的增编。 〕 .

〔原文：英文）

一九七0 年六月二十三日

代理总干事一九七0 年二月九日的信想已收到，我谨送上一份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执行局在刚结束的第八十四届会议上所通过的7 • 8 号决定〔见下文）。

t _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 

在第八十四届会议上通过的7 • 8 号决定

执行局，

1. 研究了关于执行联合国大会第2 5 5 5 ( x x工V ) 号决议的8 4孤 / 3 5 号文件 

和增编，该决议是有关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 

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2 . 特别考虑到这项决议的第9 段所提 : 大会 " 建议各专门机构 . ，。为了便利 

各会员国努力充分遵行上文第8 段起见, 根据各机关秘书处所提的报告，审查它们努 

力实施本决议及其他大会决议可能遭遇到的一切问题 " ,

3. 注意到, 在同一决议第3 段内，大会 " 建议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国际机构以及 

联合国系统内各方策单独或互相合惟采取措施，以扩大对来自殖民领土的难民的援助范 

0 , 包括援助有关各国政府拟订与执行使那些难民受益的计划在内" ，

i 又注意到 , 在同一决议第4 段内，大会 " 建议各有关专门机构和HI际机构以 

及联合国系统内各方案，对正在为播服殖民统治而斗争的人民 .，给予一切可能的提助， 

尤应各自在工作范围内，与非洲统一组织合作，并通过该组奴和各民族解放运动合作， 

拟订具体方案，以援助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葡葡牙管理下各领土的é 压迫人民 " ，

5 . 回顾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曾在其第十五届会议上通过第1 . 1 7 1 号决议， 

授权总干事 " 为在教育上支持联合国难民 .团体方案提供服务 " , 特别是 " 与联合国秘 

书长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合作，佳量非洲难民 .的教育需要，计划及执行任何采 

取预算外的措施为他们谋取利益的联合援助方案， 以便使他们能够获得最适合他们需 

要的教育" ，

6 . 强调为满足难民教育需要的各种措施的重要性 , 同时，了解到这方面的经济 

上的® 难，有兴趣地注意到总干事特别为了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合作,会继续 

争取预算外的基金，

7. 满意地注意到在第十六届大会上准备审查的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方案草案 

及预算（16C/5号文件）中的第1 • 112Cb)号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规定" 授权总干 

事采取特别步驟，决难民集团的教育需要，并为达到此目的，特别在有关非洲难民.的 

问题上，与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合作" ，

8. 为了 8 4 E X /3 5号文件中所载的情报，对总干事加以表扬 , 并 他 ，为了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权范围内援助难民起见，并在大会第9»12(15C /R es .  9 ,  12) 

号决议所定的工作范轉内，与非洲统一组织合作，并通过非洲统一组级，应允非洲解 

放运动所作的任何要求，



9 . 请总干事按照上文第8 段规定他所作出的努力，将他对这个项目所采取的 

具体行动向执行局第八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原文：英文〕 

一九七0 年七月六日

如一九七0 年二月九日的：0 0 / 8 / 1 5 6 号信件所指出的〔见上文），并依照联 

合国大会第2 5 5 5 ( x x i v ) 号决议的执行部分第9 段，我在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和 

文化组织执行局第八十四届会议( 一九七0 年五月四日至六月十九日在已黎举行） 

提出了一份有关执行该项决议的报告（8 4 E X / 3 5 和增编）。 随信附上一份这小 

报告和一份执行局在讨论这个项目后通过的7 ， 8 号决议〔见上文；)。

我希望您会将这项情报提请特别委员会加以注意。

Ü _ #

第八十四届会议

84 EX /35

一九七0 年五月十二日，巴黎 

译自法文

实施联合国大会关于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 

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第2555(XX ]；V)号决议



提 要

联合国大会在第2555 ( XXIV) 号决议第9 段中建议， 

总干事应向执行局报告教科文組织实旅这项决议的情况<

1 . 这★ 关于I，实施联合国大会在一九六九年九月至十二月第二十四届会议上遗 

.过的第 2 5 5 5 ( X X I V )号决议的情况的报告现向执行局提出，特别是注意到决议的 

第 9 段，其中 " 建议各专门机构( 。. 。）为了便利各会员国努力充分遵行上文第 

8 段起见，根据各机构秘书处所提的报告，审查它们努力实施本决议及其他大会决 

议可 !能遭遇的一切问题 "。 决议的全文载在本文件的附件中 ,

- X 援助殖民领土来的难民 .

2. 第 2555 (X X IV )号决议的第3 段 " 建议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国际机构以及 

联合国系统内各方案，单独或相互合作，采取措施，以扩大对殖民领土来的难民.的 

援助范围，包括协助有关各国政府拟订与执行使那些难民受益的计划在内" 。

3. 教科文组织大会在一九六八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召开的第十五届会议上通过 

了第1，1 7 1 号决议，授权总干事 " 为在教育上支持联合国难民团体方案提供服务" ,  

特别是 " 与联合国秘书长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 '专员合作，係量非洲难民.的教育需 

要，计划及执行任何采取预算外的措施为他们谋取利益的联合援助方案，以便使他 

们能够获得最适合他们需要的教育，’ 。 依照这项决议，一九六七年七月教科文组 

织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非洲难民教盲问题方面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由一九 

六九年一月签署的一项新协议所代替，这项协议的有效期间至一九七0 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但以后还可以重新延长一段时间。 这项协议规定"教科文组织和联合



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应交换情报，并且通过在总部和在外地的适当指定工作人员， 

就有关非洲难民教育事项举行协商 " 。 又规定： " 当庇护国政府面临难民教育问 

题，而该国的技术和/或经济资源不足以解决时，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 

员应互相协商，采取最适当的方法协助该国政府，但具有谅，，任何教科文姐织和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协助必须是由于该国政府的要求而提供的 " 。 此外， 

有关上述教科文组织大会决议的工作计划又规定： " 为了使非洲难民得以在他们已 

受到庇护的国家里定居，教科文姐织将协助高级专员，在国家发展计划的范围内， 

佳计难民居住地区的教育需要" 。 尚无任何底护国的政府向总干事提出过这种要 

求。 可是秘书处曾和高级专员一会员Ü 通常是向高级专员提出申请一多次合作，

进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教育工作。 例如，一九六九年十月时，教科文组 

织的一位工作人员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几位代表一起访问了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有大批难民居住的地区，为了帮助制订高级专员在这两 

国里的教育方案。 此外，总干事还决定指滅两名协理专家给高级专员，帮助他实 

施难民教育方案。 其中一名专家已到了日内瓦开始工作。 至于与联合国的合作 , 

秘书处于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写货给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的主任，

表示有意为实施这项方案继续进行工得到他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来信答  

复说： " 我知道教科文组织在有关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方面所提供的合 

作和协助。 今后几个月中，对于进一步扩充和发展这个方案的各种方法，我希望 

能够和你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及其他有关方面一起进行协商" 。 来信乏 

后，再没有收到秘书处的其他通讯。

i 教科文组织在第十六届大会（一九七0 年十月十二日至十一月十日）上准 

备审查的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方案享案及预算（16G/5号文件 ) 中的第 1 。112 

(切项决议草案规定" 授权总干事采取特别步驟解决难民集团的教育需要，并为达到 

此目的，特别在有关非洲难民.的问题上，与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 

员合作 " 。 总干事在这事项上所制定的提案见上述文件第9 9 和 第 1 0 0 段。



^ 援助正在为摆脱殖民 .统治而斗争的人民.

5 . 第 2 5 5 5 ( X X I V )号决议第4 段"建议各有关专门机构及国际机构以及联 

合国系统内各方案，对正在为搂脱殖民 .统治而斗争的人民 .，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 

光其各自在工作范围内，与非洲统一组织合作，并通过该组织和各民族解放运动合 

作，拟订具体方案，以援助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荀萄牙管理下各领土的被压迫 

人 民 "。 -

6 . 第十五届大会，在就教科文组织对和平的贡献和该组织对消灭殖民主义和 

种族主义所负的任务等项目以及各专门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 

情况辨论告终时，通过了第9 。1 2号决议，其中第3 段 " 请执行局和总干事注意， 

教科文组织有必要在其本身职权范围内更进一步加强活动，为了对正在摆脱殖民统 

治而斗争的人民作出广泛援助，消灭殖民主义所有的一切后果，并为达到此目的， 

与非洲统一组织合作，并透过该组织，和各民族解放运动合作，拟订具体方案 "。 

总干事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一日的一封信中，将决议全文附送给非洲统一组织的行 

政秘书长迪阿洛，泰利先生，要求与他合作实施上面的这段决议。 总干事在信中 

说 ： " 我希望您可以告知我，对于决议中所提到的具体两点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法 

进行合作，那两点就是：拟订大会所期望的方案，以及经过您，使各民族，放运动 

有效地参加拟订这些方案的办法 " 。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二日，非洲统一组织的政 

治部主任代表迪阿洛，泰利先生对这封信作了答复。 他说： " • 。•我很高兴告 

诉您，我已将这事向解放非洲协调委员会的执行秘书提出。 这个委员会和各解放 

运动有直接联系的。 它正准备和这些运动的代表审查教科文组织能向他们提供些 

什么援助的问题。 我们将随时把他们所提出的任何具体建议告知您" 。 一九六 

九年六月六日，非洲统一姐织的行政秘书长又写信给总干事说： " 我谨告知您，依 

照我给解放非洲协调委员会执行秘书的指示，他现在通知我，他已与各解放运动取 

得联络，以确定教科文组织能给他们什么援助。 会谈正在进行中，等到结束，我



会立即将结果告诉您。 " 此后没有接到过非洲统一■组织其他的通讯。

弓 和非洲统一组织达成协议

7 . 第 2555 ( X X I V  ) 号决议第5 段 " 建 议 。。。所有有关姐织应和非洲统一 

组织建立关系或拟订其他特殊办法" 。

8.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日，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和非洲统一组织的行政秘书长 

签订了一项协议，建立他们两小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 这项协议自签订之日开始 

生效。 此外，教科文姐织大会在一九六八年授权总干事，向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 

会和非洲统一委员会委派一名代表。 最近总干事委派■了这名代表。

^ 不对葡荀牙和南非两国政府给予财政、经济、技术和其他援助

9 . 第 2555 ( XXIV) 号决议第6 段 " 便请所有专门机构，. ，采取一切必要 

步驟，在荀萄牙和南非两国政府未放弃它们的种族坡视和殖民统治政策之前,不对两 

国政府给予财政、经济、技术和其他协助" 。

1 0 .葡萄牙是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二日加入教科文组织为会员国的。 教科文 

组织大会在第十四届会议 ( 一九六六年十月至十一月）上通过了第1 1 号决议，授 

权总干事 " 依照联合国大会的决定，在葡翁牙、 南非共和国和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 

三国政府未放弃它们的殖民统治和种族跋视政策以前，不给予它们有关教盲、科学 

.和文化方面的援助，也不邀请它们参加会议或参与教科文趙织其他可被认为是给予 

技术协助的活动 "。

一九六八年，教科文组织大会在第十五届会议上通过了第9* 1 2号决议， 

f 大会的决定，在葡翁牙、南非共和国和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三国政府未放弃它们 

的殖民.统治和种族彼视政策以前，不给予它们有关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的援助，



也不邀请它们参加会议或参与教科文组织的其他活动，，。

秘书处已忠实地执行了这而项决议。 此外，大会在同一届会议上通过了第

9 .  1 4号 决 议 会 员 国 在 教 盲 、科学和文化方面中止一切和葡前牙的合作"。

1 1 .至于f f , 这个国家是教科文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在教科文组织采取 

了反对种族跋视的立场和行动之后，已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退出组织。

它现在没有受到任何的援助。

五' 以停止与荀萄牙和南非两画政廣以及 

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的任何合作为目的的措施

1 2 .第 2 5 5 5 (X X I V )号决议■的第7 段 "建议所有专门机构•，，各自在工作 

范圃内，拟订措施，目的是停止与荀葡牙和南非两国政府以及南罗得西亚非法种族 

主;^少数政权的任何合作" 。

1 3 . 葡葡牙是教科文组织的会员国，所以继续参加组织的大会的每届会议。 

教科文组织考虑到组织法的规定，认为除非联合国组织本身已如组织法第二条第4 ,  

5 两款所指明的对葡萄牙政府采取了某些决定，否则教科文组织无法停止和该国政 

府的一切合作。 教科文组织的组织法第二条第4 款规定： " 本组织的会员国被停 

止行使联合国组织会员国的权利和特权时，经联合国组织的要求，也应停止行使本 

组织的权利和特权 "；第 5 款规定： " 本组织的会员国被联合国姐织遂出时，应自 

动中止为本组织的会员国"。

1 4 . 自从南非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退出组织后，教科文组织本身与南 

非已无接触。 可是要注意的是，南非依然以联合国会员国的身分参加政府间海洋 

学委员会的工作。 在法律上，政府同海洋学委员会是教科文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 , 

虽然照它的规程第二条规定，凡是 " 联合国教盲、科学及文化组织、粮食及农业组 

织、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内的其他机构的会员国，愿意参加需要它们采取一致行动



的海洋学方案 " 的，都得加入这个委员会为委员国。

1 5 .至于南罗得西亚,自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单方面宣布独立之后一天 

起，经过联合国政府要求，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已停止和南罗得西亚的一切形式的来 

往。联合王国的常驻代表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一封信中证实了这项要求，信 

中向总干事提出，教科文姐织和索尔兹伯里非法政权之间的来往应该中止。 此外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也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来信告知总干事，联合国秘书 

长要求结束一切在南罗得西亚的特别基金和技术协助的活动。 得到通知之后，教 

科文组织已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将驻在南罗得西亚的专家和他们家厲调到赞比 

亚，在同日并结束了所有教科文组织在南罗得西亚的活动。

举论

1 6 .上述情报就是秘书处依照联合国大会第2555 ( X X I V )号决i义第9 段要求 

所作的报告。

1 7 根据这项情报，总干事认为，大会决议的第2 段所提到为了曾"与联合国 

合作实施有关大会决议 " 而 " 表示感谢 " 的专门机关中应该包括教科文组织在内。 

引用第9 段，教科文组织在努力实行该项决议和其他类似的大会决议时所遭遇到的 

问题有：

在协助殖民地领土来的难民方面：由于可用的经费来源有限而产生的财政(a)

(13)

(C)

问题；

在协助正在为摆服殖民统治而斗争的人民方面: 需要和非洲统一组织合作 

来拟订的具体方案尚不存在；

在停止和葡前牙和南非两国政府以及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的任何合作方面 :

有关葡荀牙的一项宪法问题。

1 8 .在这次辩论之后，执行委员会无疑会愿意参照辨论的经过，针对议程上的 

这一项目制定一项适当的决议。



增 编

84/EX35  Add,

一*九七0 年7T月二日，巴黎 

原文：英文

1. 一九七0 年五月二十六曰，总干事收到非洲统一组织政治部主任德拉马内 . 
瓦塔拉先生五月七日的来信，在此附上供执行委员会参考（本文件附件A ) 。 在 

继 84 E X / 3 5 号文件第6 段所提的一•九六五年六月六日一信之后发出的这封信中， 

瓦塔拉先生代表非洲统一組织行政秘书长向总干事转递了非洲统一组织所收到三个 

为该组织所承认的解放运动申请援助的要求。

2 . 总干事也收到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觉申请援助的要求。 这项要求是 

由世界工会联合会常驻教科文组织的代表于一九七0 年二月二十四日来信向总干事 

转递的，载在本文件附件 :B中。

3. 一九七0 年四月十七日, 代理总干事将这项要求转递给非洲统一组织的行 

政秘书长迪阿洛，泰利先生，指出这项要求似乎厲于大会第十五届会议所通过的第 

9 , 1 2 号决议的范围，并请泰利先生告知他认为有关这事项所应提的任何建议。 

同时，在四月二十七日秘书处收到非洲统一组织助理秘书长三月二十五日的来信， 

告知总干事他支持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要求。 这封信的全文也载在附件 

B 中。



附件 A 

非洲统一组织

文件号码 POL 100/2/761.72 

一九七0 年五月七日

巴黎第7 区 

丰泰努瓦广场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勒 内 ，马厄先生

在答复你关于执行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五届会议所通过的两个决议（9 ，1 2 和 9 • 14 ) 

以及有关教科文组织援助非洲难民和解放运动的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一日第DG/7/6/71 

号的来信，我要代表非统组织秘书长附送上由非统组织所承认的各解放运动一一津 

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專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西南非洲人民姐织一一递交给我们 

的各项切实提议和建议。

我深为遗憾未能较早答复你的来信，但我希望你将发现按照上述的决议可能满 

足你的各项要求。

我希望很快能接到你的来信。

顺致崇高的敬意。

附件 : 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各项 

提议和建议

政治部主任

德拉马内 •瓦塔拉（签 字 ）



附件 1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团结一自由一正义

东 非 

坦桑尼亚 

达累斯 ^拉姆  

邮政信箱第2 6 0 3 号 

国外工作团

文件号码 spi/3/5 i /36 —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曰

达累斯萨拉姆 

非洲解放委员会 

执行秘书

关于教科文組织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援助

兹就你的第R / 1 / 1 / 4 4 号来信，我乐于告诉你下列各节。 

文组织应能对我们的运动提供援助。 最为重要的援助如下：

( a ) 对学生提供奖学金；

0 3 )对难民.的援助；

( C )对种族隔离受香者的援助；

在许多方面教科



( d ) 对从事斗争的人士的援助。

应予注意的是所有上述各类人士在国内或国外均有需要扶养的妻子和儿女等。 

重要的是有什么办法使这群人能够得到援助。

学生

在非洲和在海外，我们的运动有许多学生。 兹将他们分成而类：（a) 那些学 

成以后仍在欧洲进修或因推据被迫留在那里的学生；（̂)那些正在非洲本土读书或  

因推据被追留在那里的学生„

我们许多现在海外读书的学生均已完成了他们的大学课程，他们没有护照或就 

业机会以致被迫留在美洲或改洲而不能避回非洲。 主要原因是，如果他们回到非 

洲，他们不能获得就业而本党因种种原因又不能安置他们。

教科文组织应能帮助这些学生，办法是给予他们奖学金以便继续进修或为他们 

在非洲觅致就业机会直到他们能送回他们的国家为止。 我们的运动约有三百名学 

生现在欧洲和美洲属于这一类。

第二类为那些在非洲本土的学生，他们需要奖学金，克其是中学教育的奖学金。 

这五十八人的团体的大部分现在坦桑尼亚。 他们大多数是设在达累斯碑拉姆的库 

拉西尼国际教育中心(由非洲的美洲研究所办. 学生。 这个中心将在一九六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停办。 我们所有的这些学生将不再被容许在那里就读,他们将回 

本党来。

我们所面牆的最大问题是不单要对这些学生提供，宿，更重要的还得为他们的 

进一步进修设法览致奖学金。 教科文组织应能以给与奖学金的办法在这方面韻助 

他们。

虽然这批学生大多数有资格继续他们的中学教育，但有些却只有接受职业训练 

的资格。 他们应能获得职业训练奖学金。



如果教科文组织即将在这方面（奖学金）有所援助，则通过西南非洲人民姐织 

的教育部长一一通信处为赞比亚卢伊卡邮政信箱5 7 7 号--------- 切皆能得到安排。

2 . 对难民.的援助

赞比亚共和国各难民营中约有三千五百名纳米比亚难民。 他们的需要数量既 

大、种类又多。 他们追切需要衣着、植子、 « 具、衬衫、裤子、裙子、妇女和儿 

童衣裳、鞋子、药品、粮食等等。 此外，他们需要书籍。 为难童设班授课并举 

办成人教育。 难民们并需农业用具俾得耕种来自给自足，他们亦需相当金钱来购 

置日用必需品。

教科文组织对纳米比亚难民.的援助可通过首席代表办公处一一坦桑尼亚达累斯 

廣拉姆邮政信箱第2 6 0 3号一一而到达。

3 . 对种族隔离受香者的援助

现有八百名以上的纳米比亚政治犯在南非监赦中。 今天，他们的家厲境况穷 

困。 拿这一群人的情形来说罢，他们事实上不可能获得象衣着和财务一类的物质 

援助，因为在这些提助递送以前南非政府便中止T 。

能对这群人援助的最佳方式便是给予必要的财务援助。 关于此事本党已订定 

种种可靠办法，借此，这种財务援助便能到达受捷人。

力此，曾于一九六七年间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即释放纳米比亚政治犯特别运 

动委员会。 因此，教科文组织的一切捐敦均能通过这个委员会的秘书而转达受援 

人。 这位秘书也就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驻伦敦的代表，他的地位为：伦敦西一区， 

牛津街 1 1 9 号德赖登办公大楼第1 0 室。



关于从事武装斗争的自由战士，他们也需要药品、衣着、鞋子、德子和粮食等 

援助。 对于这团体的提助可由西南非洲人民 i [织首席代表办公处一 一 达累斯萨

拉姆邮政信箱第2 6 0 3 号------转达。

谨致谢意

首席代表

彼 得 . 南耶姆巴（签 字 ）



附件 2

， 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关于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所作援助的建议

我们的运动欢迎教科文组织所通过使教科文组织能对各解放运动提供援助的决 

议，因为这种援助可以各种方式来利用。我们有成员以及他们的子女和受挟养人，他 

们有些在全力从事斗争，有些则被囚在宇狱和集中营里。 就这些情形而言，绝大 

多数都是我们运动应负的责任。

原则上，一切协助和援助均捐赠给这小运动，然后由这个运幼将所有物品分发 

给那些需要这种援助的人们。 我们愿提出下列建议，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建议能大 

大有助于津巴布韦斗争中的人民,：

1. «

目前，许多青年和在津巴布韦被拘禁者的受扶养人发觉在中学毕业以后无所事 

事。 教科文组织妥善的做法力要能对这些学生提供奖学金使他们进入津巴布韦以 

外的技术学院学习如下的专业：

医药助理；

邮局技师；

速记；

各种工程学科；

摄影；

农艺学；

语 文 （法文和英文）；



等等。

入大学学巧：

工程学；

矿学；

医药；

商业；

工业；

历史；

地理；

科学；

法律；

以及有助于我们未来行政工作的其他各巧学科。 

医药

我们有若干合格的医疗助理人员，如果药品有着，这些人员能对参加斗争的人 

民.，他们的子女和受扶养人极大有益处。 我们需要各种药品，如 ：

抗生素；

其他各种针药；

各种混合剂；

各种疫前；

治疗一般性疾病的各种药丸。



3. ★物

如已说过的，这个运动负责养护许多参加斗争的人民，他们需要食物。 各种 

食物均极有用，包括：

米；

玉蜀黎；

面粉；

糖；

犧头鱼；

雄头疏某（且、碗豆等）；

雄头肉（牛肉和猪肉）；

權头水果；

牛妨。

4. 胜

运动的成员，他们的受挟养人和那些政治犯均需要穿着：

短外衣；

衬衫；

裤子 

抹子；

运动衫；

妇女衣裳；

儿童衣裳；

靴和鞋。



5. 其他设备

凡是这些人们齐集之处，就需要：

楼子；

张蓬；

祸；

碟；

以及住处所用的其他各种工具。

6. 财政

为了协调和料理人员，材料和用品运动需要有大量经费以便养护、购置或租借 

运输工具并购置当地市场廉价供应的各种商品。

宣传

教科文组织在它的所有会i义和讨论会中应竭力揭露非洲南部白人区域的侵略性 

并将那里情况的真相告知全世界人民。

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 

迪 贝 （签 字 ）



附件 3

， 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达累斯弊拉姆办事处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一日

非洲解放协调委员会 

执行秘书

请查阅一下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关于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五届会议某些决 

议你所发出的第R / 1 / 1 / 4 1 号通函。

第 9 , 1 2 号决议的有关第3 段说：

" 请行政理事会和总干事注意教科文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更进一步加强活 

动的必要性，俾得用一切办法援助为挣脱殖民地桓拾而斗争的人民以及消除殖 

民主义遗留下来的一切影响并取得非统组织的合作和通过该组织的居间协调取 

得各民族解放运动的合作来拟订达到这个目的的各项具体方案。 "

我们首先就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决议向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五届会议祝贺。 据 

我们了解，联合国的这- «机关通过这样的一个决议还是第一次。 我们重视这一决 

议，因为我们相信解放非洲的问题特别应由联合国的所有机关来参加处理而不应由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来单独执掌。 我们特别重视这个步骤是因为教科文组织是首先 

涉及实际行动的一个机关，它并不怎样奢谈政治。 因此，我们希望这个运动将导 

致联合国更为切实和积极地参与解放工作。

你来信要我们向你提送我们《期可能有助于该决议第3 段的执行的各项建议。 

正如它的名字所清楚说明的，教科文姐织参与人类的教育、社会和文化事务为 

的是要世界上有更大的福利和进步。



在教科文组织意图满足人类的教育、社会和文化需要方面，我们认为它不应因 

那些人民.一一如同我们一样一意要结束当切论为难民的境况一一为国际难民公约的 

难民定义所否定之故而受到暇制。

因此，我们实在希望教科文姐织能以充足的经赛在教育方面、社会方面和文化 

方面帮助来自尚未解放的非洲的任何部分的所有人士而不论他们现在那里和他们(她 

们 ）或他们 ( 她 们 ）的父毋在做什么。

就我们所知，各种需要如下：

( 1 ) 那些从事全时间解放工作人士的受挟养人应首先需要获得教育；

所谓受扶养人我们是指十八岁至二十岁以下的男女儿童以及在某些情形下亦指 

妻子而言。

( 2 ) 其次，其他难民需要获得教育一一就是说，男子，妇女和儿童虽然并未从 

事全部时间的解放工作而仍算是难民。

我们的经驗认为，在有些非洲国家中，难民的若干儿童进入学校有0 难，因为 

他们不是公民.，他们只能在具有公民身份的学生得到入学以后才能获许入学或获得 

笑学金一一甚至到那时仍有限额。

倘若为满足真正难民儿童的教育需要所订的一项方案能专门以儿童为对象，以 

免损及年长者的斗志，则我们相信这将大大有利于对津巴布韦木来需果作好准备工 

作。

这个教育方案能通过教科文组织来加以安排，办法是对境内有大量难民成解放 

斗争活幼的那些非洲国家的学校提供奖学金。

就津巴布韦来说，唯一属于这类的国家是赞比亚和坦桑尼亚。 赞比亚较坦桑 

尼亚更需要有奖学金。

教科文组织应能在这些国家设置奖学金，供中小学和中小学以上每一阶段之用， 

并指定首先给予以全部时间从事解放工作的人士的受挟养人和子女，其次给予其他 

真正的难民.一一他们所以失业或就业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公民之故。



在任一情况下，解放运动的各个政治组织在工作上要与教科文组织等可能设立 

奖学金的机构密切联系，以保证准领奖学金的学生是真正难民并将奖学金优先给予 

那些以全部时间从事解放工作的人士的子女和受挟养人。

在民族联盟中，我们有着大量关于津巴布韦教育需要的资料并且对于在我们领 

土中与史密斯和他的仆从进行斗争的那些人士的受扶养人，我们业已设法小规模地 

承担他们福利上的种种需要了。

而且，这个教育问题是维持那些从事自由战斗（解放斗争）的人士的一般性问 

题。 、

津巴布韦的斗争已经联合国大会的一个决议切望其为合法,因此对于以维持那些 

从事解放斗寺■人士为其社会目标之一而言，教科文组织当无政治上的或其他方面的 

异议。

这种援助不难通过非洲解放委员会来沟通或直接运送给各解放运动。

来自仍在殖民和/ 或帝国主义统治下各国的难民和人民还有社会和文化方面的 

其他需要，这些都应该是教科文组织的正当目标。 赞比ül» 坦桑尼亚等国家内的 

某些地区有广大的难民们居住的社区- 如果对这些社区给予社会和文化援助，那末 

所能做的工作是很多的。

我们是举巴布韦人，我们只需说，在赞比亚一马拉维或博茨瓦纳我们没有特别 

社区中的罗得西亚的非洲难民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让有着这种特别社区的 

那些运动提出切实的建议。



附件B 

世界工会联合会

- 九七0 年二月二十四日，巴黎

巴黎第七区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先生，

世界工会联合会接获非统组织所承认的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几佛非独 

梵 ）（比绍几内亚民族解放运动）属下的工会组织的一项申请，要求教科文级织协 

助出版供几佛非独党在解k 区所设学校使用的教科书。

我们已接获几佛非独党秘书长阿米尔卡•卡布拉尔先生对这项申请的证实（附 

上影印副本）。

这项申请是特别以第十五届大会所通过的有关教科文组织对和平的贡献以及在 

护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方面的任务的第9.12号决议为根据的。

不容置疑的，实施这项重要决议的各项措施将会为仍然被迫对殖民主义和种族 

主义进行斗争的非洲人民热烈欢迎，为全世界爱好自由，爱好和平的工人和人民满 

意地欢呼。

我们乐愿知道您对这份申请打算如何处理。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莫 •加斯托迪（签 字 ）



附件 1

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 

比 绍

一九七0 年一月二十九日 

科纳克里

致:巴黎第十三区 

拉格拉西埃街第六十九号 

莫里斯•加斯托迪先生

亲爱的加斯托迪，

谢谢您一月九日的来信，在新年年头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患。

教科文组织可能会替我们出版若干书籍这件事，对正在进行斗争中的我们是莫 

大的鼓舞；正如您所知道，这项斗争主要是针对无知和其他社会罪恶—— 殖民主义 

和我们本身的历史所留下的这些后果。 我给您发过一封电报，述及每册书有多少 

页以及我们每册需要多少份。 为了证实我给您的数字，我把它们再开列如后：

四年级读本（一百二十页）

三年级算术课本（一百六十页）

四年级算术课本（一百六十页）

四年级自然科学课本（七千页）

我们每册需要二万份。我们还在编拟下列教科书：

K年级自然科学课本(七十更)
三年毅地理谋本（一百页）

四年级地理课本（七十页）



三年级读本（一百页）

关于这些书籍我们心目中的开本是十七公分乘二十二公分左右。 

谨祝愿您和您的家人新年快乐如意。

顺致敬礼，

阿 •卡布拉尔（签 名 ）



附件 2 

非洲统一组织

一九七0 年三月二十五日

先生，

我谨代表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荣幸地通知您：几佛非独党领袖阿米尔卡•卡布 

拉尔先生已告知非统组织他曾向教科文组织提出有关出版若干教科书的正式申请， 

以供比绍几内亚的非洲战士所解放的地区内的师生们之用。

因此，这封信的目的不外是想便请您注意卡布拉尔先生的这项重要申请，它主 

要是根推有关教科文组织对和平的贡献以及在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方面的任务 

的第9 号决议，并且特别促请您注意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H至十一月二十日在巴黎 

召开的教科文组织第十五届大会所通过的第9 . 1 2 号决议中的第3 段。

正如您所知道的，几佛非独党是一个因它多年来持续不断地进行的积极斗争而 

获得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的正式承认和支持的解放运动。

此外，鉴于我们两个组织之间有关提助非洲解放运动的合作协定，我们认为有 

责任向您提出以下最紧急的呼吁：不单只要答应卡布拉尔先生的请求，尤其要尽一 

切可能以确保这项请求—— 它的迫切性您当然是体会到的—— 尽早得到实现。

我谨代表# 洲统一组织预先向您致以衷心的感谢。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助理秘书长 

哈 •麦 ，萨农（签 字 ）

巴黎第七区 

丰泰努瓦广场 

教科文姐织总干事 

勒内•马耶先生



〔原件：英文〕

一九七0 年二月十三日

我谨通知您:世界：11生组织执行理事会在一九七0 年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九日的 

第四十五届会议中，曾有人提请它注意大会第2555 (XXIV)号决议的内容，执行 

理事会在电第EB45.R37号决议中表示注意到这一点。

承您相告：关于第2555(XXIV)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1 (a)段，您乐意在有需 

要时提供援助。 我一定会把执行部分第11 0))段所要求的关于按照该决议规定可 

展望的附加行动的情报早.曰.送上, 以便递送特别委员会。

国际复兴开发報行

〔原件：英文〕

一九七0 年一月二十日

业已提请国际報行的各执行干事注意大会第2555(XXIV)号决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原件：英文）

一九七0 年一月二十六曰

我们注意到您好意地表示愿在有需要时提供援助，我愿告知您大会第2555 
(XXIV )号决议全文业已递送给基金会的执行干事会。



〔原件：英文）

一九七0 年六月十二日

我在一九七0 年三月二十六日的那封信（ 3/11)中，告知您民航组织理事 

会对大会第二十因届会议的某几项决议所采取的行动。 ©
理事会在一九七0 年三月和五月间对大会第255 5 (XXIV)号决议作了初步审 

议，决定把该问题延至今年下半年的下届会议中审议。

国际电信联盟

〔原件：英文〕

一九七0 年一月二十一日

我一定会将大会第2555 (XXIV)号决议提交电信联盟行政理事会，并把理事 

会定于一九七0 年五月二十三日召开的下届会议对此问题所作的任何决定通知您。

〔原件：英文〕

一九七0 年六月十五曰

电信联盟行政理事会在它于一九七0 年六月十一日结束的最近一届会议中对若 

干大会的决议，特别是第2555(XXIV)号决议，进行了审议。

就电信联盟而言，依据现有的《国际电信公约》，南非和荷萄牙享有会员的全 

部权利，但按一九六五年蒙特勒全权代表大会的第四十四和四十五号决议更改了的 

南非权利除外。 第©十 ©号决议指示秘书长采取必要步職，不邀请南非共和国参

© 所提及的这封信的有关部分另载在A/AC. 109/852等文件内。



加电信联盟所召开的或者由电信联盟所主持的任何区城性大会或会议的工作，直至 

行政理事会考虑到联合国的各项决定并与各会员和准会员协商后，断定由于南非共 

和国政府业已放弃它当前所推行的种族艘视政策，建设性的合作条件从而恢复为止。 

第四十五号决议决定把南非共和国政府从全权代表大会中驱遂出去。

蒙特勒大会还在它的第四十六号决议中不加呼吁地递责退步的葡萄牙政府的殖 

民政策。

在这方面，唯有全权代表大会才能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 下届全权代表大 

会将于一九七三年召开,行政理事会已指示我编写一份关于联大有关这个问题的各 

项决议的全部报告，提交给该届大会。

宾 有一封给您的信是关于行政理事会在审查安全理事会第277 (1970 )号决议 

后所采取的行动〔见下文〕。

〔原件：英文〕

一九七0 年六月十五曰

我荣幸地附上… … 国际电信联盟于一九七0 年六月十一日通过的一份报告。

国际电信联盟行政理事会在一九七0 年六月十一日结束的第二十五届会议i 审 

议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有关各专门机构与各个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 

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第1 4 5 0 ( x l v i i ) 号决议。

回顾行政理事会一九六九年该届会议在它的第6 5 决议中，指示电信联盟秘

书长

"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难民高级专员）进行全面合作，特别是：

- 提供咨询，如有可能并于难民高级专员的代表被请装设紧急电信电路时，

安排由会员提供设备；



- 使进领有发展计划署或其他组织的研究金的难民参加电信联盟主办的训练 

中心的电信i果程；

- 电信联盟参加农村发展领域内涉及设立或发展电信网的各项计划； " 。

电信联盟继续愿意在这项决议的规定下，与难民高级专员合作。

行政理事会在它最近这届会议中还审议了大会的若干次议，特别是第2555  
(XXIV)号决议，该决议除其他事项外，建议专门机构，特别是民航组织、电信联 

盟、万国邮盟、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应 " 在他们各自的活动范围内, 制订旨在中止 

与荀 . 牙和南非两国政府，以及与南罗得西亚的非法的种族主义的少数政权的一切 

合作的各项措施 "。

关于这一点，应该指出：荀萄牙和南非依据目前《国际电信联盟公约》，享有 

会员的全部权利，但按一九六五年蒙特勒全权代表大会的第四十四和四十五号决议 

更改了的南非权利除外。® 蒙特勒大会并且在它的第四十六号决议中不加呼吁地 

遭责退步的荀荀牙政府的殖民政策。

在这方面，唯有全权代表大会才能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 下届全权代表大 

会将于一九七三年召开，行政理事会已指示我编写一份关于大会有关这个问题的各 

项决议的完整报告，提交给该届全权代表大会。

至于南罗得西亚，行政理事会在研究安全理事会第277 (1 9 7 0 )号决议之后， 

通过了第67 6号决议。 该决议全文附载于后，它所提及的行政理事会于一九六六 

年通过的第599"^决议亦一并附上。

⑤参看以上一九七 0 年六月十五日的信。



附件 1

R第 6 7 6 号 南罗得西亚对电信联盟的立场

行政理事会，

审议了

第 4005/CA25号文件，内载的联合国秘书长的来文以及特别是关于安全理事 

会第277 (1970)号决议，执行部分中的第1 3 段：吁请各会员国为暂停南罗得西 

亚非法政权在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会员资格或协商会员资格而采取适当的行动；

lü顾并重申

一九六六年行政理事会所通过的第5 9 9 t 决议，

考虑到

第 5 9 决议禁止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享有电信联盟的会员资格；

指示秘书长

1 . 继续严格执行决议第5 9 并且不与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有任何来往；

2 .把自通过第599*̂ 决议之日起在罗得西亚名义下所捐助给正常预算的或者 

曰后可能接到的一切欽项存入电信联盟所设立的一项特别帐户内；这笔捐款将予以 

冻结，直至行政理事会在考虑联合国所作的决定后断定现任会员的条件已获得确立 

为止；

3 . 提请联盟的所有会员注意此项决议；

4 . 把电信联盟依推一九六六年第599号决议所采取的行动以及本决议所建议 

的行动通知联合国秘书长。



附件2

R第 5 9 9号 关于罗得西亚的情况

行政理事会，

审议了

第 3525 /CA21号文件，其中载有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来文，说到 : 

由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罗得西亚非法宣告独立以及把前任各位部长撤职，在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把最后文件正式提出签署时，夢得西亚代表团已不再有签 

署的权力；

考虑到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因日电文通报第四十四 / 十因及四十五/ 十四号内载的行政 

理事会的建议获得电信联盟大多数会员国的通过；

指示秘书长

1 . 把罗得西亚前任代表团的签字从存放在联盟挡案内的《国际电信联盟公约》 

( 蒙特勒，一九六五）副本，附加议定书一、二及三，最后议定书以及备选附加议 

定书中珊)除；

2. 用函件通报通知联盟的所有会员国该等签字已被删除并请他们在他们公布 

的副本上作相应的修改；

3 . 拒绝接受由罗得西亚现有非法政权或者代表它而提出的任何写明批准或加 

入的文书；

é . 采取必要步驟，使现有的罗得西亚非法政权不得被邀请参加联盟所召开或 

主持的任何大会或会议的工作，直至行政理事会经考虑联合国所作的决定后，断定



建设性的合作条件已经恢复为止。

万国邮政联盟

〔原件：法文 〕 . 

一九七0 年二月五日

按照已确立的程序，大会第2555 (XXIV)号决议将提交万国邮盟执行理事会一九 

t o 年五月间的会议。 我们一定会把在这方面所作的安排通知您。

转递上一九六九年十月六日第十六届万国邮政大会所通过的第C2& f决议〔见 

下文〕。 该决议执行部分第2 段指示国际局总干事" 同联合国秘书长一起考虑依 

推万il邮盟条例联盟总部为确保大会第2311 (XXII)、 2426及 24^65(x x i 工工） 

号决议，或者其他类似的决议获得实施所可能采取的措施" 。 第十六届大会所提 

及的三项大会决议已分别于一九六八年及一九六九年提交执行理事会。

念及第十六届大会的第C 2 6 号决议，万国邮盟在这个问题上愿采取一切必要 

的行动。



附 件  

第 C 2 6 号决议

大会 ,

鉴于联合国与万国邮政联盟协定第四条的规定 , 

念及

分别于一九六八年及一九六九年提交执行理事会的联合国大会的一九六0 年十二月 

十四日的第1 5 1 4 ( X V )号决议，以及第2311 ( X X I I )、 2 4 2 6 和 2é65(xxm)  

号等决议，

审议了

( a ) 大会文件第2 /A dd.  1 号，

(b)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450(XLVI工）号决议，特别是 

执行部分的第8 至 7 段，

指示国际局总干事

a ) 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进行全面合作，特别是通过以下的方法：

提出意见，如有可能并与邮盟的会员国接洽，以确保他们在可能范围内向高级 

专员代表提供邮政技术援助，

促进享有开发计划署或其他组织所颁发的研究金的难民参加万国邮盟主办的职 

业训练课程；

◎ ) 同联合国秘书长一起考虑依据万国邮盟条例联盟总部为确保大会第2311 ( X X I I ) ,  

2 4 2 6 和 2465 (X X I I I )号等决议，或者其他类似的决议获得实施所可能采取 

的措施，



( B ) 向执行理事会报告关于以上第1 及第 2 分段他已能采取的措施，

邀请联盟的会员国

( a ) 对上述大会各决议内载的各项呼吁尽可能作出响应，

( b ) 应总干事的请求，协助他提供本决议第1 分段中所述的援助，

进一步委耗国际局总干事

将本决议全文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各专门机拘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及秘 

书长、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以及万国邮政联盟的会员国。



〔原件：法文）

一九七0 年六月二十九日

依照《联合国与万国邮盟协定》第四条，我曾向万国邮盟执行理事会在五月间 

召开的会议提交了联合国一些有关各专门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 

言 》的情况的决议。 ……

关于南非，我想回顾一九六九年十十一月于东京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邮  

政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决定把南非代表团从大会驱遂出去的第C 2 号决议〔附件- O 。 

邮政大会的第C 3 号决议一并附上〔附件二），该决议邀责普都牙政府所推行的政 

策，并请该国政府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决议。

我要补充说这两个国家都不是邮政大会所设立的任何机构的成员。 它们并没 

有获得技术提助，以目前的情况来说，万国邮盟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仅限于在将邮盟 

所有会员国提供给我们的邮政情报加以传播的同一基袖上将这两个国家递送给我们 

的邮政情报加以传播而已。

至于向难民提供援助，万国邮盟执行理事会根据一九六九年东京邮政大会的第 

C 3 6 号决议，在一九七0 年最近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附上的这项决议〔附件三）， 

该决议呼吁邮盟的会员国在这方面加以合作，并且特别授权国际局总干事通过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以及万国邮盟特别基金采取某些行动，以援助难民。

我的信件（第 Sec . DG. 4 2 1 4 号 ）说明了南罗得西亚的情况（就它影响到我 

们邮盟而言）。 这封信附于同一邮件内寄上。



附件一

第 c 2 号决议 

把南非代表团从第十六届邮政大会驱遂出去

大会，

考虑了

1 . 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

2 . 联合国大会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第1904 (XVIII )号决议及十一•月二十 

一日第1905(1¥111)号决议，

3. 联合国大会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日有关南非共和国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第 

3 396  (xxm)号决议，—— 致万国邮盟执行理事会第c E 1 9 6 9 - i»oc2/Add. 2 

函的主题，

4. 联合国大会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关于呼吁所有专门机构及所有国际組 

织采取必要步骤以终止对南非政府一切经济上、技术上、财政上及其他的援助，直 

到它放弃种族技视政策为止的第2426 (xxm)号决议一 致万国邮盟执行理事会同 

一函件的主题，

5 . 万国邮政联盟组织法序言，

6 . 南非尽管是联合国组织及其各专门机构的成员，却在不断推行基于种族技 

视和种族压迫的政策的事实，

7 . 南非政府这样做是故意遣反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及万国邮政联盟的 

基本原则—— 这些都是它自愿加入的文书，

8 . 南非因此在法律上已把自己掘弃在国际大家庭之外，



了解到与一个实行种族彼视和不断迹反国际协定的政府的代表团进行谈判和签 

署任何协定几乎是不可能的，

回顾一九六0年维也纳大会有关驱遂南非的决定， '
强烈道责南非政府所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压制措施，

宣布它对南非代表的出席极度愤慨，

反对南非政府的少数代表权, 因此，

决定把南非代表团从电信联盟东京第十六届大会驱逐出去。



第 C 3 号决议

荀荀牙殖民政笨

大会，

考虑了

1 . 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

2 . 联合国大会第1 4 6 6 (：k iv )号决议（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至十二月十五 

日）以及非洲经济委员会的第E9十 二 （四 ）号指令，

3. 联合国大会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有关葡萄牙管理下的领土问熟的第 

2 8 9 5  (xxffi)号决议—— 致万国邮盟执行理事会第CE 1969  -Doc 3 / A d d . 2 ® 

的主题，

4 . 联合国大会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第2 4 2 6 (xxin)号决议—— 致万国邮 

盟执行理事会同一函件的主题，

5 . 联合国大会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关于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 

立宣言》的情况的第2 4 6 5  (XX1U)号决议一 致万国邮盟执行理事会同一函件的主 

题，

6 . 荀荀牙政府对它管理下的领土人民不断推行殖民地压迫政策，

道责荀葡牙政府在非洲推行的压迫政策；

请葡荀牙政府毫不延迟地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决议。



附件三

万国邮政联盟同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合作

执行理事会，

鉴于第十六届万国邮政大会的第C 2 6 号决议，

考虑了

( a ) 国际局总干事的报告（ CE 1970-Doc 5 / A d d . 8 ) , 特别是第3 及 4 段 , 
以及附加报告（ CE 1 9 7 0 - ：Doc 5 /Add.3 /Complement , 第 3 段 ），

( b ) 联合国大会第2555 ( x x i v ) 号决议（第 3 至 5 段 ），

吁请邮盟的会员国、特别是给予难民麻护的国家，加以合作，在它们的职业中 

心训练若干愿意接受邮务训练的难民，

授权国际局总干事

1 . 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寻求难民升学笑金，

2 . 在用尽联合国系统的其他财政资源后，如有必要，每年从邮盟特别基金拨 

出敦项颁给难民若干升学奖金，

3. 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提供关于国家及国际职业训练的现有机会的情

报，

指示国际局总干事在协助已受邮务职业训练的难民在庇伊国或者在愿参加援助 

难民的人道工作的别的国家谋得工作方面，寻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合作以 

及联盟会员国的支持。



请求联盟的会员国

( a ) 对一般难民间题和特别对联合国大会第2555 (XXIV)等决议及其他有关 

各项决议所提及的那些问题给予最有利的考虑，

( b ) 给予国际局总干事以必要的提助，特别是在名额许可的范围内接纳难民加 

入他们的职业训练中心，

请国际局总干事

1. 把本决议全文送给邮盟各会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各专门机构及国际原子 

能机构的总干事和秘书长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2 . 与组织法第八条所提及的有限工会在这方面保持永久接触 ,

3. 向执行理事会一九七一年的会议报告他朝着上述这个方向所采取的步骤的 

成果。



世界气象组织

〔原件：英文〕

一九七0 年一•月十四曰

您表示愿意协助世界气象组织拟订适当措施以执行该决议，我非常感激；本组 

织欢迎您在这方面所愿提出的任何意见或建议。

至于您所要的有关世界气象組织遵照该决议所采取的或设想的行动的情报，我 

乐于向您报告：该决议全文将提交预定在一九七0 年九巧召开的气象组织执行委员 

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加以审议并采取适当行动。 我们将会及时把执行委员会对该项 

大会决议的评论和所采取的行动全部通知您。

目前，我想指出气象组织为执行大会第2 5 5 5 ( XXIV ) 号决议内的各项建议已 

经采取的措施。 关于执行部分第1段中呼吁各专门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所 

有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组织为实现大会第1 5 1 4 ( x v )号决议及其他有关决议的 

目标和规定提供全面合作的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世界气象姐织将尽它最大的 

能力在这一方面继续合作。

至于涉及#"展有利于难民的活动和计划范围，以及同非洲统一组织合作为这方 

面作出努力的执行部分第3、 4和 5段，您已知道气象组织在过去一年半一直与政 

治及安全理事会事务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秘书和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就气象组织在 

发展关系难民训练的方案和计划方面提供援助的可能方式进行协商。 光其是与联 

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协商达成了一项协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各个办事 

处今后将充任气象组织和非洲统一组织的中间人，选拔难民接受由气象组织主办的 

专门气象学训练。

关于该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气象组织执行委员会在第二十一届会议上（一九 

六九年五月—— 六 月 ）用决议指出本组织对荀萄牙及南非政府并不提供任何财政上、



经济上、技术上或者其他★ 面的援助。 执行委员会的各项有关决议以前已递送联 

合国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最后，有关执行部分第9段的建议，本姐织将继续研究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 

并审查各会员国在实施大会各项决议的努力中所可能遭遇的困难。

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

〔原件：英文〕

一九七0 年一月十五曰

我注意到大会第2555 (XXIV)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 1段的内容，以及您所表 

示愿就执行部分第11 (a)段提供任何必要的援助。

至于执行部分第11 (fc)段，我将把该决议全文提交海事协商组织理事会一九七0  
年五月召开的下届会议，待本理事会审议后，将把问题的这一方面告知您。

〔原件：英文：！

一九七0 年五月二十日

正如我在行政协调委员会（一九七0 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维也纳）的 

最近一次会议上所说，已把大会第2555 (XXIV)号决议及其他有关决议提交一九 

七0 年五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举行的本组织理事会的会议。 本理事会业已研究过这 

些问题，按照它的愿望，我把所附的评论传达给您〔见下文），希望在您依照第  

2555(xxiV)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 1段的规定向特别委员会致送关于各专门机构 

和各有关国际组织所采取的行幼的情报时，对您会有所郁助。

本理事会还指示我补充一句: 倘若您或者特别委员会在相当时间内需要任何进 

一步的情报或者有任何提议提出，理事会会十分愿意在随后的会议上对该问题作进 

— 步的审议。



附 件

大会第2555(xxiv) 号决议及 

大会关于非殖民化的各项有关决议

1 . 海事协商组织作为开发计划署的一个参加机构，对荀.牙或南非并不提供 

任何提助。

3 . 南非和荀荀牙都不母海事协商组织的成员，不过，因为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根据海事协商姐织公约第六条及第五十七条，它们可以加入本组织。 它们只需要 

把一份承认海事协商组织公约的文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就够了。 然而，海事协商 

组织公约第十一条规定任何透反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国家或领土，均不能加入海事协 

商组织或趣续为海事协商组织成员。 ’

3 . 南非和荀. 牙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海事协商组织所举行的国际会议均邀请 

它们参加，因为这些邀请是根据邀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原子能机构 

及国际法院参加这类会议的一般公式而发出的。

é . 南非是存放在海事协商组织的下列国际文书的订约国：一九六0 年国际海 

上人命安全公约；一九六0 年防止海上碰撞条例；一九六六年国际船舶载重线公约。 

荀荀牙除了是这些公约的订约国之外，还是一九五四年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的订 

约国。

5， 关于建议一切有关组织应与非洲统一组织建立关系和作出其他特别安排的 

第 2555(：xxiv)号决议的第5段，海事协商组织理事会在一九七0 年五月第二十 

四届会议上对问题的这一方面特别加以审议。 它审查了秘书长以下的一个建议草 

案：应与非洲统一组织缔结协定，这项协定除其他事项外将包括在发展非洲海运及 

一般国际海运贸易方面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上保持密切合作和协商；提供有关方案 

的咨询；在双方组织厲下的机关及机构的适当会议中给予对方相互代表权；提供情



报交换和文件交换，以及在共同关注的问题上提供双方秘书处之间的密切工作关系。 

同è 统组织最终缔结的协定副本将于日后送上。

6 . 关于第2555 (XXIAT)号决议第7 段，作为一个咨询姐织的海事协商组织 

不能管制海运运输。

7 . 海事协商组织同南罗得西亚没有来往。

国际原子能机构

〔原件：英文〕 

一九七0 年二月十日

下列的情报可能与大会第2555(XXIV)号决议执行部分的各段有关。

本机构曾数度表示愿意在它的职权和它可动用的资源范围，向来自有关国家的 

人 ，包括难民在内，提供援助。 这大慨只可能是以训练的方式来援助，关于这一 

点，我想请您注意本机构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给您的一封信以及在一九六九年二 

月十九日用电报发给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情报。 不过，大慨有鉴于本机构 

是在专门科学及技术领城内工作, 本机构一直没有接获有关这类援助的请求。

一九六八年，本机构々非洲统一组织缔结了一项正式的合作协定，并经本机构 

大会在它一九六八年九月的第十二次会议上核准。 附上该协定I!)本供您参考 

(IU；FCIRC/25/Add. 2 ) 。

本机构从而向非统组织提供咨询和援助，于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一 

日在非洲举办了一个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座谈会。

依据本机构的经常计划，一般是遵照联合国发展方案的程序和政笨实行本机构 

所提供的技术提助，在目前仅是向该方案规定有受援资格的那些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我赞赏地注意到您表示愿意在有需要时提供与这项决议有关的援助。



国际原子能机构与 

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协定©

有鉴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以下筒称"本机构 " ）为联合国赞助下所认可的负责 

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活动的机构；

有鉴于非洲统一组织（以下简称"本组织" ）的设立是为某些目的，其中之一 

是：协调和便进与非洲进行在科学问题方面的合作，以作为增强非洲人民之间的团 

结，为他们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的一部分努力，并有鉴于目前已把这些事务委托给 

教育、科学、文化和卫生委员会；

有鉴于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本机构大会通过了第GC (VIII) R E S / 1 7 9号决 

议，呼吁缔结一项协定以便在本机构与科学、技术及研究委员会（后来成为教育、 

科学、文化及卫生委员会）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因此，现在本机构与本姐织决定缔结一项合作协定，并协议如下：

第一条 

合作与协商

1 . 为了便于达成本机构章程内所列的目标：即促进和扩大原子能对全世界和 

平、卫生和繁荣的贡献,，也为了便于达成本姐织组织章内所列的目标：即协调和促 

进与非洲进行在科学问题方面的合作，本机构与本组织同意保持密切合作，并就双

© 由于非洲技术合作委员会（非技合委会）自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成为非洲统 

一组织（非统组织）的科学、技术及研究委员会，本协定取代了国际原子能机 

构与非技合委会于一九六四年二月所维结的协定。该科学、技术及研究委员会 

后来成为非统组织的教育、科学、文化及卫生委员会。 本协定自一九六九年 

三月二十六日起生效。



方关注的问题进行定期协商。

2 . 因此，当一方打算倡议关于某个项目的方案或活动，而男一方对该项目相 

当关切或者可能会相当关切时，双方应进行协商，并把各自对国际的责任和对非洲 

的责任考虑在内，以期在最大限度内协调双方的努力。

第二条 

, , 相互代表权

1 . 本机构的代表应被邀请参加教育、科学、文化及生委员会的会议，并参 

加审议但不得参加表决。

2 .本组织代表应被邀请出席本机构大会的每年定期会议，并参加该大会的审 

议，但不得参加表决，于适当时还可参加它的各♦ 委员会对教育、科学、文化和：H 
生委员会所关注的议题的审议，但不得参加表决。

3 . 必要时应为本机构和本组织在它们各自所赞助的其他审议科学、技术和研 

究等共同关注事项的会议中的相互代表权问题以协议方式作出适当安排。

第三条 

交换情报和文件

1. 本机构与本组织应把关于双方可能关注的一切计划活动和工作方案的情报 

全部通知对方，惟于必要时须作出保密安排。 (

2 . 为了确保在统计和立法领城内进行最高度的合作，并为了尽量减轻各国政 

府以及其他可以提供这类情报的组织的负担，本机构和本组织承诺避免双方之间在 

搜集、编幕和出版统计和立法情报的工作上有重复，并与对方就统计和立法领城内



的情报，资源的技术人员的最有效利用进行协商。

3 . 本机构和本组织确认为了对提供给它们的机密情报进行保密将来有必要施 

加一些限制。 双方因此同意本协定不应被解释为要求任何一方提供以下一类的情 

报：即根据韋握情报的组织判断，该等情报的传播会泄溝了它的会员或情报提供者 

的秘密，或者会访碍它有条理地实施工作。

4 .在任一方的请求之下，本机构与本组织应就向对方提供其可能关注的特殊 

情报进行协商。

第四条 

双方秘书处间的合作

本机构的秘书处与本组织的秘书处应按照双方在各小时期所同意的安排在科学、 

技术和研究等问题方面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

第五条 

行政及技术合作

1 .本机构与本组织同意在适当时就共同关切的领域中任何一方的人员、物资、 

服务、设备、设施或者联合行动等利用问题互相协商。

2 .本机构与本组织为下列事项作出适当的安排，即：为了训练和研究目 

的使Æ 可供任何一方利用的设施和联合行动的合作。

第六条 

向特别服务提供资金



若任何一方依推本协定的条款向另一方请求援助，此等援助涉及一笔可观的经 

赛时，则应进行协商以决定最公平的分摊经费方式。

第七条 

本协定的实施

本机构总干事与本组织行政秘书长可根据双方的经發在有需矣时为实施本协定 

达成行政安排。

第八条 

通知联合国以及记录归桂

1 .按照与联合国的关系的协定，本机构将把本协定的内容通知联合国。

2 . 当本协定依振第十一条条敦开始生效时，即通知联合国秘书长记录归桂。

第九条 

协定的修正

本协定经本机构和本组织同意得加以修正。

第十条 

协定的废止

本机构或本姐织在给予对方六个月的遗知的条件下得废止本协定。



第十一条 

生 效

一俟双方组织的规章条件获得满足，经本机构总干事与本组织行政秘书长签署 

后，本协定即开始生效。

代表非洲统一组织 代表国际原子能机构

行政秘书长

迪阿洛，泰 利 （签 字 ）

—九六九年 

三月二十六日
亚的斯亚贝巴

(地 点 ） (时间）

总干事

西格瓦德•埃克龙（签 字 ） 

一九六九年
维也纳

三月三曰

(地 点 ） （时间）



〔原件：英文〕

一九七0 年一月十五日

我注意到大会第2555(XXIV)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 1 段的内容，并愿向您保 

证我们的技术业务活动一定会依照进行。 我一定会尽早通知您有关依照本决议所 

采取的或预见的行动。

我将利用在这方面有需要时您所愿提供的任何援助。

在此期间，我将把在我们与其他机构及方案（例如联合国发展方案）的关系范 

围内并就我们职权范围所能提出的任何具体建议通知您。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原件：英文〕

一九七0 年一月三十一日

我对您为执行大会第2555(xxiv)号决议所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 我已 

指示工发组织的有关各司遵守该决议的有关条文和指导方针。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原件：英文〕

一九七0 年三月二十五日

有关儿童基金会援助难民的情报，特别是大会第2 5 5 5 (xxiv) 号决议所提及 

的，已在我的年度进度报告中经常提出。 为执行理事会一九六九年会议拟写的报 

告 （E/ICEÎV586)内所载的情报一般仍然合时。 此外，在剛发表的为一九七0



年会议所振写的报告（î3/ic；ee/602 )中有所补充。

简单说来，情况如下。 儿童基金会几年来一直在"国家途径"的基础上作业。 

依照这种途径，首先是由有关政府决定有资格接受儿童基金会援助者的优先次序。 

难民儿童和母亲们都是合格的受援者。 在这个基袖上，儿童基金会自然有兴趣向 

难民儿童们提供援助，实际上它一直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以及联合国系统内 

与它经常一道工作的其他机构，进行密切合作。 不过，此等援助通常是作为较全 

面的国家计划的一部分来加以提供。

由于对难民的提助是较大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所获得的情报通常并不表明可能 

是难民的最终受援者的数字。 关于这一点，我们正与有关政府合作，为未来获得 

更精确的情报作出努力。 不过，可以这么说：约有十个收容难民的非洲国家都有 

了可供利用的援助。 这些领域包括卫生、教育、营养、社区发展和妇女训练。

与此相关，我请您注意在我刚提交执行理事会的上述进度报告中所载的（第 

192-208段 ）儿童基金会援助的准则。对这些建议不拟详述，不过其中一项建议 

的效果将会是儿童基金会对某些非洲国家的援助比例上有重要的相对增加。 倘若 

那些政府如此决定，而这些计划又符合理事会的标准，那么，除其他事项外，这可 

以给那些国家的难民带来更多的援助。

最后，我应证实儿童基金会并不给南非、荀萄牙或南罗得西亚提供援助。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原件：英文〕

一九七0 年二月十七日

我高兴地告知您：大会第2 5 5 5 (xxiv) 号决议以及关于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 

策的第2506 (XXIV)号决议，关于荀管领土问题的第2507 UXIV)号决议，关



于南罗得西亚问题的第2 508 ( X X IV )号和关于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宣言》的第2 5 4 8 ( x x i :v )号决议，已以D P / L . 1 1 9 号文件提请理事会第九届会 

议 （一九七0 年一月十九日至三十日）注意。

此外，助理署长兼对外关系、评价和报道局局长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联合国 

这些以及较前关于南非、纳米比亚、荷管领土和南罗得西亚的种族隔离问题的各项 

决议所采取的行动告知于一九七0 年一月二十六H召开的第一八四次理事会会议。

正如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所告知理事会的，自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首次呼吁各专 

门机构拒绝给予南非和葡荀牙等国家任何经济或技术援助的各决议获得通过以来，

开发计划署一直没有接纳南非或葡荀牙要求开发计划署援助的申请书。 开发计划 

署还制止给在目前政权统治下的南罗得西亚提供援助。

在南罗得西亚单方宣告独立后，特别基金会于一九六三年在南萝得西亚索尔兹 

伯里开始的训练中学教员的区域同计划即迁往赞比亚卢萨卡。

此外，开发计划署于一九六六年应联合王国政府的请求为居留在南罗得西亚之 

外的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制定特别研究金计划。 一九六六年给这小研究金计划提供 

了 7 5, 000多美元的拨敦。 一九六七年又男外提供了 7 5, 000美元以便按一九六 

六年方案获得研究金的成绩优良学生得续延他们的研究金以及增设少数新的研究金。 

一九六八年及一九六九年该方案以同一水平进行，并计划在一九七0 年继续该方案。

自开发计划署在非洲设置驻节代表以来，开发计划署即通过他们与联合国进行 

全面合作以实施为纳米比亚 ( 前称西南非）荀管领土及南非的非洲人而设的各个教 

育和训练方案。 开发计划署各外地办事处会见了该等地区的所有研究金申请者， 

把申请书转至联合国总部，为设置研究员作出安排，即时进行颁发研究金，负责续 

延研究金以及向联合国提出进展报告等等。

关于大会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2 5 0 6 (XXIV)号决议的最近一项请 

求：即请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停止给那些援助南非政府的報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



供设施，我或许可以补充说开发计划署在这方面已和联合国进行全面合作。

开发计划署自然愿意审查从各国政府所牧到的波及来自葡管领土、南非、纳米 

比亚和南罗得面亚的非洲难民参与的方案的申请书。

我很希望您能把这项情报提请《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 

别委员会以及您所认为适当的联合国的此类其他机构的注意。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1:原件：英文〕

一九七0 年一月二十九日

我注意到大会第2 5 5 5 (x x ;r v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 1 段的内容，并感谢您在 

这一方面表示愿意向本办事处提供援助。

关于执行部分第11 03)段，本办事处一直向来自所述领土的难民在庇护他们的 

国家内继续给予提助。 截至一九六九年六月底，受难民高级专员照顾的，来自葡 

管领土的难民共约有4 9万名，来自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约有2千名。 最大的难民 

团体是在博褒冗纳、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的安哥拉难民，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和赞比亚的莫三鼻给难民以及在塞内加尔的普属几内亚的难民。

除提供国际保护之外，难民高级专员还依据一九六九年及一九七0 年的方案， 

从紧急基金中拨出一笔为数190万美元多的款项来提助这些难民。 对来自南部非 

洲的个别难民也提供了援助。

这笔基金大部分用于农村徒置，这是大批非洲难民在还未能回到他们本国之前 

最适当的解决办法。 庇护国的政府供应土地，而难民高级专员的捐敦则用来供给 

食物、种子、农具、卫生嚴务以及初等教育。 （难民中等及高等教育迄今一直由联 

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提供) 一向还给新抵达的在紫急状态之下的难民供应



食物、住所和其他基本的必需品。

除了农村安置区的大批难民之外，在非洲各城市地区不安定状态下生活的难民 

也日益增加。 难民高级专员正为协助这些难民回到农村徒置区，或就地找得职业 , 

或在另一国家找得职业，作出努力。 并于适当时，与非统组织难民安置和教育局 

合作，以使进个别难民的再徒置。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原件：英文） 

一九七0 年一月七日

训研所计划在今年内实施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相关的下列活

动：

( a ) 计划在联合国总部为各常驻代表团外交人员、联合国秘书处官员以及非政 

府组织代表举行关于国际组织和多边外交的训研所座谈会，并有非殖民化问题和政 

治解放问题的各种分类项目；

Cb)计划在今年开办的训研所新课程中有相同问题项目；以及

( C )把非殖民化项目列入今年要在非洲举行的关于国际法的训研所非洲区域座 

谈会中。

阿拉伯国家联盟

〔原件：英文〕

一九七0 年一月二十一日

关于大会第2 5 5 5 ( X X I V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 1 段，我想申明阿拉伯国家联 

盟总秘书处曾把该决议的复制本在阿拉伯会员国传阅，以考虑实施该决议的方法。



我想在这里补充说阿盟理事会通过了若干请会员国给予正在进行从殖民统治中 

解放他们自己的斗争的人民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并敦促他们终止对殖民政府财政上， 

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援助。

美洲国家组叙

〔原件：英文〕

一九七0 年一月十五日

已适当地认识到秘书长的照会,。 关于大会第2555 (XX工V)号决议执行部分 

第 11 (13)段，美洲国家组织未曾采取任何行动。



附件二 *

主席的报告

1.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于一九六九年十月二 

日的第七一七次会议上，在审议一个叫做各专门机构及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 

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 的项目以后，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 

第十段规定，委员会除其他事项外，决 定 " 在一九七0 年对现有的项目作进一步的 

审议，因此请主席•…•…继续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进行协商 " 。 （A / 7 6 2 3 (第 

三编），第五章，第 1 6 段 ）。

2 . 大会在第二十四届会议上通过了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关于同一项目的 

第 2555(xx工V)号决议，其中第 1 0 和 1 2 段规定：

" 1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商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

情况特别委员会，继续审议采取协调各专门机构政策和工作的适当措施，以执 

行大会各项有关决议；

" 1 2。， 别委员会經续审查这个问题，并向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提 

出报告。 "

3 . 依照上述要求，主席曾与一九七0 年七月十四日在日内瓦与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主席进行协商。

4 . 主席回顾，秘书长于一九七0 年六月三十日向特别委员会提交了第2555  
( XXIV)号决议第1 1 ( b ) 段所要求的报告（见以上附件一），大会在该段中请秘 

书长 " 取得关于各有关专门机构及国际机构依照本决议规定所采行动的资料，递送 

特别委员会审议。 "  主席解释说，由于各种无法控制的原因，委员会还没有机 

会参照报告对这个项目进行审议。 但是，在主席和经社理事会主席进行预定的协 

商以前，已经与委员会若干成员就大会决议第1 0 段所提及的各项问题进行了非正

* 前以A//AG. 1 0 9 / 3 5 7 和 Gorr.  1 编号印发。



式的讨论。

6 .主席注意到，特别委员会的那些成员认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方协委会） 

第六届会议上所提交的® 以及方协委会与行政协调委员会（行协委会）联席会议所 

提交的（V 4 8 8 6 以及 Corr，l和 2 )—— 他们极关切地注视其进展一有关该  

项目的各种振告，载有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值得特别委员会在处理该项目时作详细 

的审议。

'6.主席还说，特别委员会多数成员满意地注意到他们自已的意见与方协委会 

的大部份成员所表示的意见基本上是相同的。 特别是，方协委会对于联合国许多 

组织会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难民专员）为增加他们给予来自非洲各附厲领 

土难民的协助范围和加强在这一方面机构间合作的安排所作的不断努力所表示的感 

激，特别委员会多数成员，亦有同感。 主席也认为，这些组织对大会和理事会的有 

关建议响应积极应受表扬。

7 .主席注意到，若干成员却遗憾地表示过根据现有的森料看来，大部份机构 

在协助难民方面所循的程序作更大幅度的伸缩性上没有重大的进展。 譬如说，他 

们提到联合国体系内的各组织制订方案周期的不同所弓I起的定时问题。 他们也想 

到因各个政'府的要求应向有关为难民利益而制订具体计划的机构提出的规定弓I起的 

各种困难。 他们认为，象!a际劳工姐织（劳工组织）理事会第一七三届会议所批 

准的那些安排的确立大大有利于将各机关所提供的协助落实，因为根据那些安排， 

难民专员办事处或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所主办的对各人的协助可在某种条件 

下，而径应这两个组织的任何一个的更求由劳工组织给予，不必由个别政府提出要 

求。

8 .主席又说，特别委员会的许多成员认为.，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 

署 >和国际复兴开发報行(国际銀行 ) 等组织在为来自非洲殖民领土的难民所进行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九届，补编第四十号（V4877),



的工作上只发挥了有限度的作用。 主席注意到，事实上这些组织似乎还有作更广 

泛参与的相当大的余地，在它们不同职能范围内，制订和执行对难民有益的各种计 

划，其中包括掛酌情况扩大对收容国政府拟订必需的要求所提供的意见和协助。

9 。说到同一问题的另一方面，主席表示特别委员会一些成员对来自南罗得西 

亚的难民的®苦处境的关切，据报导说，由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在 

法律上弓I起各项困难，使这些难民不合资格接受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协助。 这些成 

员希望采取紧急步骤，补救这个情况。 主席在回答时说，根据他掌握的资料，所 

涉及的法律问题相当复杂，但是他还是希望早曰解决， 他补充说，在理事会本届 

会议审议这个项目时，难民专员办事处可能希望依照一些成员所表示的关切，作一 

项声明，澄清有关的各问题，并提出他可能攀握的关于这些难民的情况的资料，

1 0。主席在提到通过非统组织给予非洲Ü ，民领土的各民族解放运动道义和物质 

协助的问题时说，特别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对于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国际机构所提供的 

资料m 备感到遗憾，这些资料列在秘书长报告内，是关于它们执行大会第2555  

( x x l v ) 号决议第四至七段和第九段的情况》这些成员对于许多专门机构根据该决 

议第五段同非统组织成立关系协定或其他特殊安排感到满意。 但是，这些成员强 

调说这些安排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执行大会决议第四段的手段。 关于这一点， 

他们指出，特别委员会最近同上述各领土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接触誤调了联合国体系 

内各组织采取主动，同非统组织协商、制订具体协助方案，尤其在教育、训练、卫 

生和营养方面禅益这些运动的必要。 经社理事会主席表示赞同特别委员会主席的 

看法，他说这些看法也同经社理事会第1450 ( i x i v n ; )号决议的目标一致。

11，同时，经社理事会主席强调说，倘若联合国体系内的执行机构和议事机关 

的成员国在留意到有需要协调和确保他们浪往处理有关问题的不同机构的代表团的 

一致立场下，按照大会第2 5 5 5 (XXIV)号决议第八段所指示的路线采取有效行动 

的话，将大大促进各专门机构为满足大会和理事会在这一方面的意向所作的努力。 

他补充说，他所提到的审议的重要性已经由方协委会和行协委会联席会议的各机构



的代表的一些讲话中加以说明了。 这是理事会自早年开始就关心到在国家阶层上 

的协调问题的一个方面。 此外，经社理事会主庸虽然对于特别委员会主席所强调 

的联合国体系内各组织需要采取主动，协助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同感，但是他相信， 

各组织采取主动行为能否成功还要看非统组织是否积极合作而定。 特别委员会主 

席表示同经社理事会主席的看法一致。

1 2 •主席鍾续说，特别委员会若干成员对有握机构未能遵照有关大会决议的要 

求，断绝同葡荀牙政府、南非政府和南罗得商亚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合作表示 

重大的失望。 他们认为在这些当局放弃它们的殖民和种族政策以前应拒绝与之合 

作是绝对必要的。 关于这一点，经社理事会主席提到而特别委员会主席也注意到 

各专门机构所遭遇的并已提请方协委会第六届会议和最近方协委会/ 行协委会联席 

会议注意的宪法和其他种种的困难。 但是，他们大家认为，联合国体系内各组织 

的成员国倘有政治意志以及对各种有关决议的目标有责任感的话，这些困难不是不 

能解决的。

13..强调继续审查上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并记取今年在行协委会和方协委会 

以及方协委会/ 行协委会联席会议上就这个项目进行讨论的益处，特别委员会主席 

提议并获经社理事会主席同意；理事会似宜要求这座机构明年在它们的会议上继续 

讨论这些问题》 关于这一点，理事会主席提请注意方协委会第六届会议所作的建 

议© , 这项建议的大意是说，编制一份清楚而包罗广泛的报告将有助于将来对该项 

目的审议，这一份报告叙述联合国体系内各机构在执行宣言上所作的各种工作，并 

整理和代替以前提交与问题有关方面有关的联合国各不同机构的各种个别报告中所 

载的资料。 特别委员会主席赞成这项建议，并向理事会主席保证说，特别委员会 

将考虑向大会建议，请大会要求编制这样一份报告，发给有关各机构。

14。经社理事会主摩和特别委员会主席在終结时共同表示希望他们的协商f 有 

助于理事会和特别養员会的讨论，并同意，遵照这些机构和大会可能通过的决定， 

他们应就该问题保持连系。 ’

⑨ 同上, 第 3 2 段。



第四章

(a/8023 (第 4 部)Add. 1)
各专门积狗及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 

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附件一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各专门机构及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的答复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原文：英文〕

一九七0 年十月十九曰

我提及一九七0 年七月六日我的一封信DG//8/1 • 11/1/746,那封信是递送 

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八十四次会议(一九七0 年 五 月 六 月 ，巴黎 ) 就执行大会第 

2 5 5 5 ( X X I V ) 号决议，各专门机构及与联合国有关联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 

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的所通过的决定7, 8 ®的复制本。

依照该项决定，我向执行局第八十五届会议提出了份关于使它生效所采取的 

行动的报告。 报 告 （85SX/16号文件）和找行局在讨论这一项目后所通过的决 

定 7。3的复制本附于信内。⑨

© 见本章附件一第 页,
⑨ 见 以 下 信 函 附 件 1和 2,



我谨提请你特别注意该决定的第七款，它 "促请总干事透过非洲统一组织，并 

同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合作，遵照全体会议第十五届会议通过 

的决议9 * 12,特别是第3段，的形式和内容，继续他给予来自各殖民领土淮民协 

助的行动，并将该决议所规定的协助不但给予难民，也给予仍在殖民管理下的各领 

土解放区的人民和组织"。

敬请及早告知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的资源可拨供敎科文组织为执行 

以上所提决定可能拟订的各项具体方案作为经费的幅度© 。

© 秘书长于一九七0 年十一月十八日就本段所提问题所作的答复转载于下：

"谢谢你一九七0 年十月十九日关于执行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大会第 

2 5 5 5 ( x x i v ) 号决议的情况的信。

"在责函最后一段中，你要求有关联合国南部非洲教盲和训练方案的资源 

可拨供教科文组织为执行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八十五届会议所通过的决定7 • 3 
第 7款 ，可能拟订的各项具体方案作为经赛的幅度。

"为答复这个问题，我谨提请你注意我就上述方案进度向大会第二十五届 

会议提出的报告（A/8151)的第29段， 其中说明我在这一方面拟同教科文 

组织和其他有关的专门机构发展合作关系的意向。

"记 得 这 点 ，我希望一俟大会参照我的报告第3 6段所作的建议，拨划 

了一九七一年方案业务所需的经费，我就能够同你协商责函所提的问题。 "



信函附件一

数科文组织执行局 

第八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决定7 ，3

执行局

1 。̂ 了  85 E X / 1 6号文件及其附件》

2 。也审查了 85 EX；/ i 4 A d d 号文件，

3 。感谢总干事依照执行局第八十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7 ,  8 所采取的行动 ,

4 。认为在数科文组织工作和职权范围内援助非洲解放运动是重要而急迫的事 ,

5 。̂ 到 联合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于一九 

七。年八月二十七曰召开的第七六0 次会议所通过的有关决议P 特别是第5 段，

6 。̂ 未能有效执行全体会议第十五届会议的决议9 。1 2 , 特别是第3 段，表 

不遗憾，

7 »敦促总干事透过非洲统一•组并同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 

专员合作，遵照全体会议第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决议9 。1 2 , 特别是第3段， 的形式 

和内容，趣续他给予来自各殖民领土难民协助的行动，并将该决议所规定的协助不 

但给予难民，也给予仍在殖民管理下的各领土解放区的人民和组织，

8 ，请总干事就此问题向执行局第八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信函附件2 

第八十五届会议

85 E X /16

一九七0 年九月二十五日，巴黎 

原文：英文一法文

关于各专门机构及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 

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联合国 

大会第2 5 5 5 ( X X I V ) 号决议的实施情况

搞要

依照执行局第八十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84 

丑：1 / / :0 6 0 ,7 ,8第 8 和 9 段 ），总干事就此决 

定所采取的行动向执行局提出报告

1 ，在审查关于各专门机构及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 

和人民独立宣言的联合国大会第2 5 5 5 ( x x i v ) 号决议的实施情况的84 E X /35  

和Add号文件© 之后，执行局在第八十四届会议上通过了决议7. 8。 决议的第8 

和第 9 段如下：

" 执行局，

" 8 • 称赞总干事84 E X / 3 5 和Add号文件提出的资料，并敦便总干事 

在全体会议决议9 ,  12( 1 5 e /决议 9 .  1 2 )的范围内，同非洲统一組织合作并

© 见本章附件一，第 页 。



通过它答应非洲解放运动的任何要求，以便在教科文组织的职权下协助难民； 

"9 . ̂ 总干事依照他按以上第8段所做的工作，就他为此项目将采取的具 

体行动向¥ 行局第八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

本文件依照该决定向执行局提出。

— 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和非统组织秘书处之间的通信

2 ，一九七0 年七月二日，总干事给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行政秘书长迪 

阿洛 .泰利一封信，其中他弓I述了上述执行局决定的原文。 他写了， "请注意， 

根据这一决定的条件一一对其解释已在讨论过程中灌清，我不能答应几内亚和佛得 

角非洲独立党（几佛非独党）请求协助的要求。 关于这一点，你的助理秘书长赫. 
姆 ，薛农在三月二十五日的信中表示支持。 该信的内容在执行局对这个题作出  

任何决定以前已及时地递送执行局。

3 . 非统组织政治部主任德。瓦塔拉代表秘书长于七月三十日给总干事一封信 

表示接到该信，并要求有关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八千四届会议所采取的行动的意义 

的进一步资料。 这封信和总干事的答复附下为附件A 和 B。

二 就各解放运动提出的要求所采取的行动

在执行局第八十四届会议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显露，关于 84 E X /35A dd号文 

件所载的各项申请，总干事得到授权只对南部非洲解放运动提出的申请作有利的答 

复。 经过审查之后发现，这些属于教科文组织职权范围而且符合上述执行局决定 

( 7 - 8 ) 所规定的准则的申请都是有关奖学金的给予和教科书的供应问题。 总干 

事在九月一日给非统组织行政秘书长的信中表示希望每一件申请都指明要求教科文



姐织有权给予的每•-学科的奖学金数目，甚至于大致的数目，以及每一个解放运幼 

所需的教科书的数量和种类（程度、学科等）。总干事认为这项资料对他"仿计教 

科文组织的经费援助的数目和决定如何给予这项援助"是不可或缺的。

5 。再者关于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的资源能否用来资助解放运动所 

表示的需要曾经询问过联合国秘书处。 该方案从一九六八年就已存在，是将联合 

国以前设立的各种西南非洲特别教育和训练方案、葡翁牙管理领土的特别训练方案 

以及南部非洲人民教育和训练方案合并而成的。 这些方案主要是代表这些领土的 

公民给予奖学金的方案。. 在这些方案合并的时候，大会决定列入一项"协助南罗 

得西亚人"的新方案。 此外，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决定成立该方案的第23 
4 9 ( x x i l ) 号决议曾请秘书长在方案内列入对非洲教育及训练机构核给补助金的 

办法，以便这些机构能为方案下人民留出名额，并使这些人民尽可能在非洲接受训 

练。

6 .联合国秘书处提供的资料透露：

( a ) 指导该方案作业的各基本决议一般提到的是来自有关各领土的人民。 

方案并不是特别针对各解放运动的难民。 但是，许多获得奖学金的却是难民或是 

与解放运动有关的人。

m 最近成立的小组正在审议授与奖学金的准则和方针的全盘问题。 审 

议结果将提请方案咨询委员会认可。 在实施方案时，大会第2555 (XXIV)号决 

议的各项规定是否应加以考虑以及应考虑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是小组在审议准则 

问题时将要处理的问题之一。

7 。秘书处后来得到通知说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咨询委员会在十月 

底以前将不审查这些准则。



附件A 

非洲统一组织

一九七0 年七月三十曰

阁下：

我谨代表秘书长谢谢收到你一九七0# ■七月二日DG/8/4Q/12*2号的来信 

通告非统组织秘书长关于教科文组织执é 局就教科文组织援助非洲难民和解放运助 

所作的决定。

秘书长要我通知你，秘书长对责信第二段的意义不甚了鮮。 在该段中，你通 

知我们说，根据执行局决定7,8» 你不可能遵照教科文组织全体会议就此问题所通 

过的各项决议就解放运动向你要求协助的申请采取行动。 执行局决定7。8的第8 
段说： "总干事在 84；E V 3 5 和Add号文件提出称赞的资料，并敦促总干事在全体 

大会决定9, 12(15C/决定9, 12)的范围内同非洲统一组织合作，并通过它，答应 

非洲解放运动的任何要求, 以便在教科文组织的职权下协助难民。 "
依照这一段，秘书长的首先反应是认为，总干事已经收到执行全体会议决定9, 

1 2的新的'具体命令。

因此，倘有你认为对我们有用的其他资料，请给予我们。

敬请早复并致最高敬意

政治部主任 

(签名）德 •瓦塔拉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丰唐诺伊广场 

巴黎第七区



附件B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姐织

一九七0 年九月一日，巴黎

阁下：

我谨提及一九七0 年七月三十日政治部主任德。瓦塔拉先生以阁下名义寄给我 

的POL 1 1 0 /1 /1 2 8 7  •YOf的信，索取有关解释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八十四届会 

议通过的决定1 • 8 的其他资料。

依照该决定第八段的规定，执行局要求我答应非洲解放运动向我提出的任何要 

求， 以便在教科文组织的职权内协助难民"。 在决定尚未通过之前所进行的讨论 

过程中，执行局告诉我说，教科文组级的协助应仅以难民为限，因此我未被授权答 

应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觉( 几佛非独党）就几内亚（比绍 ) 在解放领土所设立 

各学校的教科书出版事要求协助的申请。

所以我一九七0 年七月二日》0 / 8 / 4 0 / 1 2 。2 号的信并不是说，我不可能遵 

照教科文组织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答应解放运动向我所提的要求协助的申请, 

而只是说，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一事，执行局并未授权我答È 其申请，至于 

其他组织向我提出的任何其他申请，我只受权在教科文组织职权内仅就协助难民有 

关事务采取行动。

我借此机会向你要求有关你寄给我的（一九七0 年五月七日）政治部主任ÏOL 

1 O O / a / 7 6 1 - 7 2号信件内的三个解放运动所提出的申请的要旨的资料,这些申请 

转载于 8 4E X / /35A dd号文件的附件一。

三个组织要求教科文组织以奖学金给予一些被认为是难民的人。 这必须要说 

明在教科文组织职权范围内的各学科的笑学金数目，即使是约略的数目，至于，举 

个例说，医学是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事。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 

邮政信箱3243

非洲统一姐织行政秘书长 

迪阿洛，泰利先生阁下

倘能得知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所要求的教科书的教量和种类，对我 

也有助益。

这会使我能够核定要求教科文组织给予经费援助的数目并决定到底怎样给予这 

项援助。

谨此致最高敬意

( 签字）勒内•马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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