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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 九 九 一 ' 次 会 议

一九七一年^— 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纽约

主席：亚 当 • 马利克先生（印度尼西亚 )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阿吉拉尔先生（委内瑞拉）代 

行主席职务。

议程项目 68

南罗得西亚问题：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 

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 

告 (续)*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第二部分） 

(A /851 8 /A d d .l)

1. 塔德斯先生 (埃塞俄比亚)，笫四委员会报告 

员：不到一周以前，笫四委员会把与南罗得西亚问题 

有关的、一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可能违反制裁案 

的报告的第一部分递交大会。根据笫四委员会的建议， 

大会通过了有关南罗得西亚问题的笫 2765 (X X V I)号 

决议。在该决议执行部分笫 5 段，大 会 决 定 “不断审 

查该问题的这一方面及其他方面”。

2 . 根据该项规定，笫 四委 员会 继 续 审 查 该 问  

题，并通过进一步的建议供大会审议。本人以该委员 

会报告员的身分，今天上午荣幸地提出载于文件 A /  

8 5 1 8 /A d d .l的该委员会报告的笫二部分。

3 . 各位会从该报告的笫 1 1 段注意到，现在提交 

大会的决议草案是针对该问题的一个特别方面，就楚 

有关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与该领土非法的少数政 

权的叛逆领袖的会谈。考虑到管理国与叛乱政权的这 

些会谈有严 ffi的含义，本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认为大 

会有必要 ffi申南罗得西亚若达不成多数统治就不应让 

其独立的原则。这就是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笫 1 段的目 

标。

*续自笫一九八四次会议。

4 . 同时大多数成员认为，大会应淸楚地表明： 

任何有关该领土未来的解决方案，必须在代表大多数 

津巴布韦人民的全体民族领袖的充分参与下来制订， 

并为津巴布韦人民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予以通过。这 

一点包含在决议草案第 2 段内。

5. 各位代表知道这个决议草案是为笫四委员会 

绝大多数成员所赞成的。我代表该委员会推荐这个报 

告，请大会加以充分注意。

遵照议事规则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决定不讨论第 

四委员会的报告。

6 . 主席：现在请希望在投票前作解释性发言的 

阿尔巴尼亚代表发言。

7 . 纳乔先生（阿尔巴尼亚)：遵照本国政府支持 

各国人民的民族及社会解放斗争的原则性政策，并与 

各爱好和平的会员国代表团团结一致，阿尔巴尼亚代 

表团将对载于文件 A /8 5 1 8 /A d c l . l的决议草案投赞成 

票。事实上，我们比较喜欢的是 51能反映事实真相，谴 

责那些真正有罪的和那些支持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 

权的人的具有这些内容的决议草案。

8 . 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想借这个机会再次® 中： 

南罗得西亚现在的可悲状况是伊恩 •史密斯种族主义 

集团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协助与怂恿下和在美帝国主 

义者的支持下，对该国制订及继续执行的统治和种族 

歧视残暴政策的结果，这使南罗得西亚变成了津巴布 

韦非洲人民的集中营。

9 . 大家都知道，联合国这些年来都在处理这个 

问题，事实很明显，对伊恩 •史密斯种族主义集团实 

行经济制裁就能改变该国情况的论断证明是错误的， 

它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现在已很清楚，正如 

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不厌其烦地屡次指出的，殖民国家 

在这方面的计策，无非是想拖延任何有效方法的实  

施，蒙骗舆论，以掩盖他们的实际企图。那就楚要给 

予白人殖民者所需的时间去加强和巩固他们在南罗得 

西亚的地位，这是和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国家的主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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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尤K-足英国和美国垄断集团在该国的利益相一 

致的。

1 0 . 现在在索尔兹伯里与伊恩 • 史密斯非法政  

权进行的谈判，也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通过这些谈 

判，英 国 政 府 实 际 上 已 结 朿 了 这 场 耍 了 六 年 的 把  

戏—— 所谓对南罗得西亚法西斯政权的封锁。现在和 

该政权开始了公开的、多种形式的合作局面。争取自 

由和独立斗争的经验向沣巴布韦人民表明，现在在索 

尔兹伯里进行谈判的结果，不能带来独立和自由，只 

有通过反对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的统治及其工具——  

伊 恩 • 史密斯集团的武装斗争，才能达到这些目的。

11. 阿尔巴尼亚人民对津巴布韦人民争取解放 

的正义斗争表示关注和同愦，并且不但过 去支 持他  

们，将来也一定支持他们。

1 2 . 圾后，我希塑补充一点，投赞成票并不表示 

我们同怠这个决议草案所提到的文件中的若干规定。

1 3 . 主席 : 既然没冇其他代表团希望在投票前作 

解释性发言，大会现在就表决笫四委员会在报告中推 

荐的载于文件 A /8 5 1 8 / A d d . l的决议草案。冇人耍求 

吧名表决。

进行唱名表决。

经主席抽签决定，由苏丹第一个投票。

赞成：苏丹、斯威士兰、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哿、突尼斯、土 

邛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乌 

拉圭、委内瑞拉、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阿富 

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奥地利、巴 

林、巴巴多斯、不丹、玻利维亚、巴西、保 加 利 亚 、 

緬甸、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喀麦隆、 中 

非共和国、锡兰、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讶 

斯达黎加、古巴、塞沛路斯、捷克斯洛伐克、达荷美、 

丹表、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 

亚、芬兰、加蓬、冈比亚、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 

内亚、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 

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象 

牙海岸、牙买加、 日本、约旦 、高 棉 共 和 国 、科威

特、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共和 

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墨 

西哥、蒙古、摩洛哿、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尼 

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 巴傘马、巴拉圭、秘咨、菲 

律宾、波兰、卡塔尔、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塞内 

加尔、塞拉利品、新加坡、 索马瓜、西班牙。

反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葡萄牙、南

非。

弃权：美利坚合众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 

大、法国、总大利、卢森堡、荷兰、新西兰。

决议草案以一百零二票对三票通过，九票弃权  

( 第 27S9C XX V 7 )号决议）。①

1 4 . 主席 : 现在请希塑在投票后作解释性发言的 

代表发言。

1 5 . 隆盖斯泰先生（比利时）：比利时因为觉得大 

会不应从假定推出结果而漠视与这个决议草案所主张 

的基础不同的、但可能为全体罗得西亚人民接受的其 

他解决方案，故在表决决议草案时弃权。我们强调罗 

得西亚人民独立自决的权利，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我 

if ]感到应尽快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我们除了尊重和 

审愤执行安全理亊会有关罗得西亚的决议外，继续支 

持联合国为结朿索尔兹伯姐非法政权而采取的措施。

1 6 . 阿什温先生 (澳大利亚）：在表决决议草案 

时，澳大利亚代表团弃权。我们这样做足经过愤 IE考 

虑的，同时也很感遗憾，因为澳大利亚充分支持决议 

中包含的多数统治和协商的原则。我们也欢迎提案国 

在决议草案中所用的韫和语气和词语。我们认识到他 

们为了取得广泛支持，所提草案足以和解的楮神为基 

础的，这点我们很欣赏。但菇，由于执行部分笫 1 段 

所牵涉的实际问题，而且目前正好又足联合王国政府 

努力试探能否在它一贷坚持的原则的茲础上达成解决 

办法的时候，所以澳大利亚代表团感到必须在表决决 

议草案时弃权，以免对由于这些努力而可能出现的情 

况预作判断。

①协茨瓦纳、布隆迪、 i'iJS亚、乌干达和也门的代表闭7jf 
后通知秘书处，希扭在记录十 q 上它们对决议 3：丨:案 投 T 赞成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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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5S

世界社会状况：秘书长的报告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8507)

17. 穆萨先生 (埃及 ) ，笫三委员会报告员：我今 

天荥幸地捉出笫三委员会的报佐〔A/SS07〕，它涉及 

联合国在发展领域工作中的一个茲本方面：世界社会 

状况。

18.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社会发展委员会在详 

细讨论后，把《世界社会状况报告》© 送交大会。这个 

报告被认为提供了关于联合国笫一个发展十年后半期 

主耍社会趋势的有益惜报。这个报告的另一优点是： 

它不仅便于对全球的社会变迁作追溯的评价，而且特 

别便于审议应在第二个发展十年中处理的社会问题。 

笫三委员会彻底审议了世界社会状况这个题目，它的 

中心结论是：虽然在某些领域内可能有了一些进步， 

但是改善甚小，实际上整个世界社会状况是每况愈  

下，社会状况在许多方面已经到了真正恶化的地步。

19. 委员会讨论了恶化的原因及可能的补救方 

法。随后委员会以一百零六票对零栗，五票弃权，狃 

中了执行有效措施的紧急性，以防止世界社会状况继 

续恶化并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这个内容载于第二项 

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笫 2 段。

20. 委员会一致强调迫切需耍提高发展中国家 

的生活水平，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及各国国 

内的差异，加速经济及社会改革，使各国推行促进全 

球经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进步的和充分协调的政策。

2 1 . 至于恶化的质因，委员会中绝大多数成员强 

调指出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外 来 统 治 、 

外国的占领、侵略战争、佼犯人权和外国垄断集团的 

经济剥削，构成了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社会进步和发展 

的$ 大障碍。

2 2 . 委员会在分析这个问题的原因，作出结论和 

建议，并且注意到前述各项因素的时候，一方面全体 

一致地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其本身的发展应负主耍责

②联合围出版物，出仍品编号 : EJ1.IV.13,

任，另一方面又强有力地促请各发达国家的政府履行 

他们执行国际发展战略的义务。

23. 与责任和义务两点有关的还有其他两个方 

面。笫一个方面是：除发展中国家对其本身发展要负 

主耍责任外，发达国家方面也应提供更多财政资源和 

制定觅为有利的经济和商业政策。第二个方面是：发 

达国家对执行国际发展战略的义务不能看作是改变了 

对战略的解释。本委员会在笫二项决议草案中提出了 

十二点结论和建议以改善全世界的社会状况。它们特 

别涉及国际政治及经济关系的改善；殖民地及外国或 

种族主义统治下人民的解放；发达国家对贸易和援助 

问题的积极态度；为开放发展上所需的资源创造有利 

条件；为发展增进科学和技术的利用并由发展中国家 

与发达国家间公平分享；有利的贸易条件的需要，包 

括构成许多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货的初级商品的公平 

稳定价格的维持；人才外流的停止；妇女的适当任务 

和儿童照料问题。

2 4 . 至于靑年在发展中的任务，委员会全体一致 

地通过了载于报告第 5 0 段的第二项决议草案中的另 

一个建议。

25. 在请大会通过笫三委员会推荐的两个决议 

草案从而结朿我的发言之前，我希望为一个极不幸的 

遗漏表示歉意：希腊代表曾以口头方式提出的一项有 

关笫二项决议草案笫 8 段 ( f )分段的修正案，已被提  

案国接受。那一段的改进当然是希腊代表的修正案的 

功劳。

遵照议事规则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决定不讨论第 

三委员会的报告。

2 6 . 主席：既然没有人要作解释性发言，大会现 

在便表决笫三委员会推荐的、载于文件 A / 8 5 0 7 第 50 

段的决议草案。我们先表决笫一项决议草案。有人要 

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 

巴林，巴巴多斯、比利时、不丹、巴西、保 加 利 亚 、 

缅甸、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喀麦隆、中 

非共和国、锡兰、乍得、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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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达荷美、丹麦、多米尼加 

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赤道几内亚、芬兰、法国、 

加蓬、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圭亚那、匈牙利、印 

度、印度尼西亚、伊 朗 、伊拉克、爱尔兰、意 大 利 、 

象牙海岸、牙买加、 日本、约旦、高棉共和国、科威 

特、老挝、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 

亚共和国、卢森堡、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墨西 

哥、蒙古、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 

尔、尼日利亚、挪威、巴垫斯坦、也门民主人民共和 

国、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 

亚、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新加坡、西班牙、苏丹、斯 

威士兰、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突 

尼斯、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委 

内瑞拉、南斯拉夫、赞比亚。

反对：无。

第一項决议草案以九H 票对零票通辻（第m o  
C O T J )号决议）。③

2 7 . 主席：现在谙表决第二项决议草案。有人要 

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 

巴林、巴巴多斯、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 

亚、缅甸、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喀麦隆、 中非共和国、锡兰、智利、哥伦比亚、哥斯 

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达荷美、丹麦、多米 

尼加共和国、厄 瓜 多 尔 、埃及、赤道几内亚、芬兰、 

法国、加蓬、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 

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约 

旦、高棉共和国、科威特、老挝、黎巴嫩、莱索托、利 

比里亚、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卢 森 堡 、马 达 加 斯  

加、马拉维、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蒙古、尼泊尔、荷 

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巴 

基斯坦、巴 拿 马 、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刚果人 民  

共和国、秘咨、菲律宾、波兰、卡塔尔、罗 马 尼 亚 、

③塞汕路斯、洪都拉斯和竹尼亚的代表团事后通知秘书 

处，希望在记录中写上它们对该决议苹案投了赞成眾。

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新加坡、西班牙、苏丹、斯 

威士兰、瑞 典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 国 、多 哥 、 

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拉圭、委内瑞拉、南斯 

拉夫、赞比亚。

反对：无。

弃权： 日本、葡萄牙、美利坚合众国。

第二项决议草案以九十五票对零票通过，三票弃 

权（第277\ ( X X V I )号决议）。④

2 8 . 主席 : 现在请那些请求在投票后作解释性发 

言的代表发言。

2 9 . 吉 列 姆 • 德拉塔亚德先生（法国）：我不想复

述为什么法国代表团对有关世界社会情况的笫二项决 

议草案投了赞成票，因为我们在第三委员会作解释性 

发言时已讲过这些理由；我只耑提一下，我们觉得这 

个决议草案是建设性的，同时基本上符合我们所关切 

的事项，故予以支持。

3 0 . 但是，我们当时曾经强调指出，我们感到遗 

憾的是，在一个社会性的文本中竞引入了政治性的问 

题，而某些问题，例如裁军和海床问题，虽是其他有 

关委员会广泛辩论的题目，却只简略地提了一下。

3 1 . 我们也曾经淸楚地说明我们对经济问题,特 

别是有关国际发展战略方面的问题的看法；与此同 

时，我们还表示我们当然会尽力使拟订发展战略时所 

定的目标能够实现。但是，我们也宥到，照我们的想 

法，会员国只是同意它们认为宜于为国际社会定出的 

一些目标，而并没有承担任何法排上的义务。

3 2 . 同时，我们必须说明我们对有关各国对其自 

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执行部分笫 7 段 的 解 释 。不用 

说，我们楚赞成决议草案内该部分的原则的；但是，我 

们觉得在行使这项主权时必须遵守国际法。

3 3 . 对决议草案的实质性内容提出了这些异议 

后，法国代表团认为决议草案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改善

④塞浦路斯和 f f 尼亚的代表团事后通知秘书处，希望在记 

录中写上它们对该决议草案投了赞成奶，加傘大和联合王网的 

代表团希扭在记录中写上它们投了弃权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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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最不利的人民的状况。正逛由于这个原因，我们 

才再次肯定我们在笫三委员会中所投的赞成票。

3 4 . 阿 拉 • 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我国代表团对笫三委员会报告中的这两个决议草案投 

了赞成票，但是我们愿意提出下列各点。

35.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日，我国代表团对一 

九七〇年的《世界社会状况报告》中有关中东的部分提 

出了严扭异议。⑤我国代表团愿 ffi中我们对该报告的 

这些异议，并要求将来的报告应愤 IE考虑我们所提的 

异议；因为它们已列入笫三委员会的记录，所以现在 

我就不再 ffi复了。

3 6 . 在一个联合国文件中谈及某一个占领了巴 

勒斯坦和三个联合国会员国领土的国家的社会进步楚 

一个严蜇的错误。这个国家的扩张政策和它对阿拉伯 

居民的掠夺和驱逐是屡受谴责的，把它的社会进步和 

一些其部分领土仍被占领的国家的社会进步相比是不 

公平的。

3 7 . 我们认为报告笫 1 0 段中承认了一点，那就 

是中东的侵略者除了从侵略和占领阿拉伯领土的角度 

看，并不属于中东地区。

3 8 . 萨弗龙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 ) ：苏联代表团对关于世界社会状况的决议全文，包 

括其中第 6 段投了赞成票。

⑤见《大会正式记录，笫二十六屈会议，笫三委员会》,笫 

一八三四次会议。

3 9 . 苏联代表团希望对这方面表示一些保留意 

见。这是蕋于我国对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 

展战略的原则性立场。这一立场是在笫二十五届大会 

代表八个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声明中奠定的。©

4 0 . 今天，我们还是坚持这个立场，同时，我 

希望这点能够列入记录。

4 1 . 总的说来，我国代表团觉得刚才通过的这 

个决议是有价值的，它是我们在笫三委员会所进行的 

讨论的可贵结果，同时也反映了现代世界社会趋势的 

主流。我们希望它会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进步有 

所贡献。我们感谢支持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对决议执行 

部分第 4 段的修正案的代表们，他们的支持表明了他 

们认识到修正案的重要性—— 因为帝国主义，尤其是 

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永远是对人类和平及幸 

福的真正威胁。

4 2 . 最后，我愿意指出波兰提出的口头修正案的 

21•要性。这个对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笫 1 0 段 的修 正 案  

已经得到提案国和笫三委员会的赞同。我想所指的是 

在决议中提到大会笫 2542 (X X I V )号决议所载社会进 

步和发展宣言。我国代表团为了强调该宣言的重要  

性，愿意促请编写下一个世界社会状况报告的作者以 

该宣言内容为准则，因为它直接反映了社会进步和发 

展的问题。

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散会。

⑥《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附件》，议 ®项目  

42, 文件 A/8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