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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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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

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公约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克达尔。巴克塔。什雷斯塔先生(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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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犬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 3475(XXX) 号决议，已将题为"禁

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公约:裁军委员会会议的报告"

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2. 犬会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按照总务委员会的建

议，决定将这个项目列入犬会议程，并把它分配给第一委员会。

3. 第一委员会在十月五日第二次会议上，决定就分配给它的涉及裁军的各个

项目(即项目 34 至 50 和项目 116) 举行一次综合的一般性辩论。 关于这些项

目的一般性辩论从十一月一日至十九日在第二十至三十九次会议上进行。

4. 关于项目 45，第一委员会面前有裁军委员会会议的报告。

《犬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27 号)) . ( A/3 1/2 7 )。

7 6-26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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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可二日 q 阿根廷、墨西哥、巴拿马和秘鲁提出一项决议草案 ( A//气 1/

31/ 气 4 ) ，后来又有塞浦路斯、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格林纳达、牙买加、

毛里求斯 吁立尼达和多巳哥以及委内瑞拉加入为提美国。 这项决议草案，由墨

西哥代表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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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罚 ;t a卢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第 3264(X王工 X) 号决议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

一日革已 <47 f5 (XXX)号决议，

川河边-f帝结一哎禁止为军事或其他敌对目的而采取影响环境和气候的行动的

公ft均有时干加强和平和防止发生战争威胁的事业，

"Ji'尿;言这样一项公约不应妨碍和平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s 这种技术的和平使用

当有蹄子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以遣福今后世代，

号:专 J飞!裁军委员会会议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

ditz tt注意列在编写有关这个事项的公约草案案文方面所得到的进展，

!JT 斗支巧合会议在不妨碍其工作方案中所制定的优先 .zf] 句情况下，继

:月 1 才门上 J'军事并任问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汶术的公约草案案文进行谈判，

;j' 川沙产:1-1 的各项提议和马议以及犬会的有夭讨论。 以便导早就能为联合

九萨 l 吨-'--气陀品的手 jFJ主战协议，乒-持所得结果向夫会需二十工属会议提出报告;

ι气

的一切女件送交裁军委生第二十一届会议讨论这川、叶,( 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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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决定将题为"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公约"

的项目列入犬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

6. 十一月四日，加拿犬、丹麦、芬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日本、

蒙古、荷兰、挪威、波兰、犬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扎伊尔提出一项决议草

案 ( A/C. 1/31/与 5) 这项决议草案，由芬兰代表在十一月五日第二十四次会议

上提出，全文如下:

"犬会，

"回顾其第 3264(XX工 X)号和第 3475 (XXX)号决议，

"决定防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潜在危险，

"满意地注意到裁军委员会会议已完成了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

变环境技术公约草案，并在其一九七六年的会议报告中将草案送交大会，

"深信该公约将对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出贡献，

飞。 赞扬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创怡约全文载

于裁军委员会会议报告 (A/31/27 )的附件内;

"2. 请秘书长，以公约尔管人切身份，尽早将该公约公诸各国签字和批准;

"3. 表示希望有尽多的国家加入公约。"



【ζ
OUC 

叮
气J
n
u
‘
卜h
1

f
/
J
己
'

1
…

G 

〔J
J
-

户
U

PJ/dnd 

A
4

二

后来又将公约草案列为 A/"C. 1/":3 1_--亿. 5号决议草案的附件，以产;. 1/ 

31/L. 5/吧 e v. 1 长的编号重新印发。 奥地利、保加利亚、伊朗、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主合众国加入为提案回乡随后玻利维亚、巴西、白俄罗斯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埃塞俄比亚、几内豆、印度、意大利、利比里

亚、莫桑比克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臣也加λ为提案因。

8. 十一月二十九日，奥地利、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夫、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埃塞俄比亚、芬兰、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加纳、几内亚、匈牙利、印度、伊朗、意大利、日本、刘比里亚、蒙古、

莫桑比克、荷兰、挪威、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犬不列颠及北雯尔兰

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园、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扎伊尔提出一项新订正

的决议草案，并附有公约草案( A/c. 1/'3 L/L. 5/々tev.2 和 C:) 1川、. 1 

订正决议草案由芬兰代表在十二月二日第五十次会议上提出，全文如下:

) ，这项

7. 

"大会，

‘哩里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第 3264(XXIX) 号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
日第 3475(XXX) 号决议，

"旦旦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1722(XVI) 号决议，其中认识到所有
国家对裁军和军备管制谈判都有深切的利害关系，

";1丘豆防止元旦事戎任何其他敌对目的故 j引改变环境技术 2'J 兰、 γ. 危险，

;，.三~:厂、写 ~[1 守好丘这种行动的公约将有旦;;-T 加强和平和 r;:~-l七战争成胁的
事飞lk ，

一兰 J~ )三三二j ._j-~/ ~三主司安妇飞、1 已写付了'Í' +对军事交情叮咬 fnft 寸'目的使

斤i J1:32Efhj竞技术公ttijlfp 斗在立一九七六年的工作~:J-~ '~-中将立案技变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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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望裁军委员会会议在其一九七七年会议期间， 集中进行关于裁军和

军备限制措施的紧急谈判，

"笆主羞裁军委员会会议提交给大会的关于裁军和军备管制措施的协议草案，

应当为有效谈判过程的结果，而且这种文件应当适当地照顾到所有国家的观点

和利益，以便尽多的国家能够参加，

"铭记着公约草案第八条规定在公约生效五年后召开一次会议，审查公约的

执行情况二以期确保实现其宗旨和规定，

"也铭记着裁军委员会会议关于讨论公约草案的一切有关文件和谈判记录，

‘深信公约对为和平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不应有任何影响，为和平目的使

用这种技术将为今代和未来世代的利益，帮助维护和改善环境，

"深信公约将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1 .赞成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公约，公约全

文附于本决议后;

" 2 .请秘书长以公约保管人的身分，尽早将该公约公诸各国签字和批准;

"3. 毛主希望有尽多的国家加入公约s

"4 .要求裁军委员会会议，在不影响其工作方案中所规定的优先次序的情

况下，经常审查有效防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危险

的问题;

"5. 请秘书长将有关犬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讨论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

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问题的一切文件转递裁军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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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十二月二日，在第五十次会议上，尼日利亚对A/C. 1/31/L. 5/'R e v. 2 

号决议草案提出下列口头修正案:

(a) 在序言部分增加新的一段如下:

"又注意到本公约的目的是在有效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

用改变环境技术，以期消除使用这种技术对人类造成的各种危险";

(b) 删去执行部分第 1 段，并用下文来代替:

., 1. 将全文已列为本决议附件的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

用改变环境我术公约送交全体会员国，供他们审议、签字和批准"。

这两项口头修正案在同一次会议上获得 A/C. 1/号 1/L. 5/尔 ev. 2号决议草案全体

共同提案国的接受。

10. 十二月二日，奥地利、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加拿犬、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埃塞俄比亚、芬兰、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几内亚、匈牙利、印度、伊朗、意大利、日本、利比里亚、蒙古、莫桑比克、
- -嗣…--- --- --- -啕-甸回… …-- …-

荷兰、尼日利亚、挪威、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犬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扎伊尔提出一项新订正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的决议草雯 (λ/'(丁. 1， /31/丁'. 5万;习叫. 3) ，后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也加入为提

案固，并将上迷两项修正案并入迭项订正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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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十工月二日， A/co 1/31/扎 4 号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参看上文第 5 段)

加上海地，提出一项订iE决议草案(乌/C. 1./3 1/r. 4/R e 飞 1 )。 这项订正决议

草案由墨西哥代表在十二月二日第五十次会议上提出，全文如下:

"犬会，

"回顾其一九七四寺十二月九日第 3264(XX工X) 号决议和一九七五年十二

月十一日第 3475(XXX)号决议，

"重申深信结结一项禁止为军事或其他敌对目的而采取影响环境和气候的行

动的公约将有助于加强和平和防止发生战争威胁的事业，

"并深信这样一项公约不应影响改变环境技术的和平使用，此种使用将有助

于保护和改善环境以造福今世和未来世代，

"考虑到裁军委员会会议有关这个议题的报告，

"满意地注意到在编写有关此一事项的公约草案案文方面所达成的进展，

"意识到会员国尚无时间对案文给予应有的考虑，

门.请秘书长将 A/3l/2 7 号文件所载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

用改变环境技术的公约草案案文和其他有关此一问题的文件送交各会员国;

" 2. 请所有会员国在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日以前将它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和建议捉父秘书长;

" 3 请秘书长将各国按照上文第 2 段提出的答复送交所有会员国;

" 4 0 决定将题为"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公

约"的项目列入六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

12. 在卡二月二日荔1i十一次会议上 p 委员会对 fV气 t/3 1/与 4/Re 飞 1 和

A/C. 1/3]/与 5/'勺二\0 飞 3 号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印度代表动议 A/C. 1/31/ 



号决议草案之先表决，

30 票弃权获得

唱町r
，川

~，/决议草案应在 A/气 1/31/Lo 4/11 c 飞 1

!忡'八二!毛 jihL 经举行记录投票，这项动议以 51 旱汀 J j 票、

，{~ i占果如下 1

,) 

巴西、阿富汗、奥地利、巴林、比利时、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

1;11 , _臣、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扣!豆、加拿大、中非共和巳、哥

!-LJ豆、 0)1) 果、古巴、捷克新洛伐克、民主也门、丹麦、埃塞俄比豆、

、 1R~ 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同、加纳、希腊、匈牙利、

冰岛、印度、伊朗、走、犬利、象牙海岸、日丰、约旦、老挝人民民主it

h阳、车巴嫩飞利比里亚、卢森堡、马达方p 和 乌拉维、专 ;iJ\ 主秦

，-:_~背、尼泊尔、荷兰、尼日利亚、拼成、阿安、 J、专兰、葡萄牙、

全马里、苏升J新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国、突尼斯、土耳其、

. 
'JV 之

L

, 

71 

及国联盟、犬不列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党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扎伊尔「

中国、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厄瓜多东、法

牙买加.肯尼亚、科成特、马来西亚、毛里求

巴拿马、巴拉圭萄牙二、鲁、菲律宾、卡塔尔、罗

苏里南、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干达、

专 1·j; 阿根廷、布隆迪、智利、

;二}、才;Mt纳 it、伊拉克、

墨西哥 尼加拉瓜、

亚、卢旺达、新加坡、

'_, ~~:1圭、~~瑞拉。

J 
o 

五 i奥犬不rJ]E、孟加拉白、组句、平节、安及、萨尔瓦

、二走济、圭亚布、 印度尼西立、受力二兰、 以色列、马王、毛里

几哥、新西兰.尼日尔、已茸~少特阿拉伯、军内加尔

二Y 卡、.舟、 问拉伯"二台 LJ→ j; 川、 圣台共

J14 
1 

/ 

, FlI 

ι，
 
, 

φ
J

吁

、
等
e ' 

r•…

v ‘一~

,," ,;; 
/~'一 F:~ 、

r ,-' 
!世?

4 ← J 飞、.1-‘

λ 贺J成票没有?可到记注目对这rt)fj 中j 比ii共和目代友指出自,;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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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对A/C. 1/31/与 5/R e 飞 3 号决议草案进行

表决。这项决议草案以 89 票对 11 票、 25 票弃权主获得通过(见以下第 15 段)_

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阿富汗、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孟加拉国、比利时、

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缅甸、白俄罗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中非共和国、哥伦比亚、古巴、塞浦

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丹麦、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斐济、

芬兰、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圭

亚那、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爱尔兰、以色列、意

大利、日本、约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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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马耳他、

毛里塔尼亚、蒙古、摩洛哥、尼泊尔、荷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

利亚、挪威、阿曼、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塞拉

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斯威士兰、瑞典、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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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上沃尔特、乌拉圭、南斯拉夫、扎

伊尔.

反对:布隆迪、厄瓜多尔、格林纳达、肯尼亚、科威特、毛里求新、墨西哥、

巴拿马、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赞比亚e

弃权:阿根廷、乍得、智利、刚果、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赤

道几内亚、法国、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马来西亚、新西兰、巴

基斯坦、巴拉圭、卢旺达、沙特阿拉伯、苏里南、多哥、乌干达、喀二专

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委内瑞拉、也门。

3 表决后，莫桑比克代表指出，该国对这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没有得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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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委员会的建议

15 第一委员会向失去草'议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织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

国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公约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四4十二月九日第 3264(XXIX) 号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

日第 34τ5(XXX) 号决议，

回顾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目第 1722(XVI) 号决议，其中认识到所有

国家对裁军和军备告制谈判都有深切的利害关系，

生主咋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f技术的潜在危险，

深信广泛地加}带止这种行动的公约将有助于加强和平和防止战争威胁的

事业，

满意地注意到裁军等员会会议已完成了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

用改变环境技术公约草案，'并在其一九七六年的工作报4中将草案送交大会，

又注意到公约的用意是要有效地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

技术，以消除因这种使用而对人类造成的危险，

笆主莹裁军委员会会议提变给大会的关于裁军和军备管制措施的协议草案

应当为有效谈判过程的结果〉注:且这种文件应当适当地照顾到所有国家的观点

和利益，以便导多的国家能够参加，

4 (í 女:4字正;;T，记录，节三 γ户/市公议，补编第 27 号~ (A/"3 1/27 )。

、 !1J-l二， Fít 件一。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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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主羞公约第八条规定在公约生效五年后召开一次会议，审查公约的

执行情况，以期确保实现其宗旨和规定，

也铭记着裁军委员会会议关于讨论公约草案的←切有关文件和谈判记录，

深信公约对为和平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不应有任何影响，为和平目的使

用这种技术能为令代和未来世代的利益，帮助维护和改善环境，

深信公约将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边望裁军委员会会议在其一九七七年期间集中进行关于裁军和

军备限制措;施的紧急谈判，

í .将全文已列为本决议附件的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

境技术公约送交全体会员国，供它们审议、签字和批准;

2 .请秘书长以公约保管人的身分，尽早将该公约开放给各国签字和批准;

弓.表示希望有尽多的国家加入公约.

4 .要求裁军委员会会议，在不影响其工作方案中所规定的优先次序的情

况下，经常审查有效防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1改变环境技术的危险
的问题;

5. 请秘书长将有关大会第二十一届全议讨论禁止为军事戎任何其他敌对目

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问题的一切文件转递裁军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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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约 Í" jj约各凶，

以巩固和平利益和希望在限制军备竞谷、在严格有效国际监它下实现全面彻底

我车和挽救人骂免受佼川和i型战争工具的危险等方面作出贡献为其指导，
'如

决心tù~ f大协 11;-j以 J (l J {1:~占军奴 J

认识到科学和技术进足可在改变环境方面开放新的可能性，

回J~'1j!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六日在JÞr化哥尔 J!;，:_ Jll过的联合国人类坷、挽会议宣言，a

认识到位刚改变环境怯木于和平目的可改善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井有 4

助于你护和改也环机以边福今世和未来世代，

但是，承认在军字上或任何其他敌对行为中创H这科技术可以产生对人类福利

极为有去的DF内，

FE飞志有去!(禁止在军手上或任何其他敌对行为中佼用改变环境技术，以佼消除这

种技术的使用对人类产生的危险，并申明它们总意为达到这项目的而进行工作，

也愿意对加强各国人民之问的信任和根据联合国宪车的宗旨与原则进一步P吾

国际局势作出贡献，

达成协议如下:

a 参看《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报告>> (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卫 73. JI. 

1\, 14)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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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本公约 ftil ft名 LJ 不ìáι~jI-决剧本公约的目标或性l适用本公约各项条状i时

引起的征HI讪<l彼此进行妃I~ j.'j 和合作。 本条所机定的硅 F J和合作也可以 1[f]进 J(;:合

国 t~ Ld 内 ì(l Wi 1民台山元非的适当!Jj I l;j~程序进行这些国际程序可优包括适当的 μf~r组

织和本条刽 2 款规定的专家 Nr ïlij~ 员会的 )J贝多。

2. 为了本条第 1 款规定的目的，你管人于收到侄何一个缔约国的要求后，

应在一个月内召开专家协商委员会会议。 任一缔约国都可委派一名专家参加这

个委员会。 委员会的职能和议事规则载于构成本公约组成部分的附件内。 委

员会应将其词查结果摘要送交保管人，其中应我入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所有意

见和资料。保管人应将这份词要散发给所有却约国。

3. 本公约任何 {;ú 约 w如有理由认为征币'f其他扣，约七J 的 fr i:;但边反因本公仆岳

项条 ;ikil可产生的义务时， 11.].1('J JI巳合国安全旦半会捉出申诉 这种申诉应川J ;川江川

该川机诉成立的一切有关资利和一切可能证据.

4. 本公约的每一缔约阳元1讪在安全理字会权括其所收到的申诉， 校时

联合囚元芋各项条公而发动进行的任何ìr，J 查中，与安全卫半会合作、 安全3:E_ ~;~会

应才~;tìJ，"J 查结 Jitiii知本公约约约各目

5. 本公约的每一缔约国坏话，如经安全型辛会出克本公约任何约约国由于

本公约边受边反而受到损岳武可能受到拟安，则在该1年'约国捉出看求时，按照联合

国宪章向它提供援助或支持;也种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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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1 .任何缔约国得对本公约建议修正. 任何拟议修正案的案文应提交保管

人，由他立即分送所有缔约国。

2. 修正案应于多数缔约国将接受文件交存保管人时，对所有接受的缔约国

开始生效。 其后，该修正案对于任何其余缔约国应自其交存接受文件之日起开

始生效。

本公约应无限期有效。

第七条

第八条

‘ . 

1.在本公约开始生效后五年3 保管人白在日内瓦召开一次本公约缔约各国的

会议、 会议应审查本公约的执行情况?以确保其宗旨和各项条款得到执行，特别品

是应审查第一条第 1 款的各项规定对消除在军事上或任何其他敌对行为中使用改变

环境技术的危险的功效。

2. 其后，每次最少相隔五年，当本公约多数缔约国向保管人提出召开上述目

标的会议的提案时，得召开这种会议 3

3. 在前一次审查会议结束后，如果在十年内未再按照本条第 2 款的规定召开

审查会议，保管人应向本公约问有缔约国征求关于召开这种会议的意见。 如有三

分之一或十个一一以两个数目中较小者为准一一缔约国作出肯定的答复，保管人应

立即采取步骤以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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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公约应公诸所有国家签署。 在本公约按照本条第 3 款生效前未在本

公约上答字的任何国家得?在时加入本公约。

2. 本公约应经各答字国批准。 批准文件和加入文件应交存状合国秘书长。

3. 本公约应自二十国政府按照本条第 2 载的规定将批准文件交存保存人后开

始生效。

4. 对于在非公约生效后交存批准或加入文件的国家，本公约应自其变存批准

或加入文件之日起开始生'效。 、. 
5. 保存人应将每次 22 字的日期、交存每项批准或加入文件的日期、本公约生

效和对本公约提出的任何修正案生在贵的日其俨寸传得其他:ì[1í知酌情况立即通知所有签

字固和加入国的政府。

6 .本公约应由保管人按照联合因宪章第一百零二条办江平记。

品

第十条

本公约的阿，立'他文、中文、英文、法文、的文和西班牙文六种文本同样有效.

并应存交联合国秘书长，由其将本公约经核证的副本分送各签字国和加入国政府。

为此，下列签名人，经正式授坟，在本公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本公约千 ..... .............. ....... 在 ..............签订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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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附

专家协商委员会

1. 专家协商委员会应就要求委员会召开会议的缔约国依据本公约第五条第 1

款所提出的任何问题负责作适当的事实调查并提供专家意见。

2. 专家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安排方式应使它可以执行本附件第 1 款中所规定的

职务。委员会在可能范围内应以共同意见的方式决定关于其工作安排的程序问题，

遇不可能时则由出席投票的多数决定之。对于实体事项不得投票。

3. 保管人或其代表应担任委员会主席。

4. 每位专家在开会时可由一名或数名顾问协助。

5. 每位专家应右气、 1过主 iiji 要求各国和各国际组织给予该专家认为对委员会

完成工作会有益的资料和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