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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言

1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千一日大会第3 4 /8 0  A号决议满意地注意到印度洋沿

岸国和内陆国会议已就某些问题成功地达成共同立场；希望大会第2832(x;kv:e) 

号决议所载的《宣布印度洋为 和 平 区 宣 言 》早日实现；促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毫不巡延地就双方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问题恢复会谈，并避 

免从事任何不利于执行大会第2 8 3 2 ' ( x x v i )号决议的活动；延长各项有关决议中 

所规定的特设委员会的总任斧弁请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详尽的工 

作报告。大会同一日的第3 4 /8 0  B 号决议决定扩大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由大会主 

席根据特设委员会的推荐委浪新成员；邀请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印度洋 

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的报告》1第 12(e)段中所提及但尚未成为特设委员会成员的使 

用印度洋的主要海事国，参加扩大后的特设委员会；决定于一九八一■年在科伦彼召 

开印度洋会议，以期执行大会第2 8 3 2 ( x x v i )号决议所载的《宣布印度洋为和平 

区 宣 :言 》:并请特设委员会承担召开印度洋会议的筹备工作，包括考虑作出适当安 

排，以便最后能就大会第2 8 3 2 ( x x v i )号决议第3 段所指关于维持印度洋为和平 

区达成协议，并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筹备会议 . 其中至少有两届筹备会议，包括最后 

一届筹备会议，应在毛里求斯举行。2

2 . 特设委员会按照延长特设委员会总任务并请它承担召开印度洋会议筹备工 

作的第3 4 /8 0  A 和 B号决i义，于一九八0 年二月四H至八日、六月二日至十三日 

七^二十一日至八^八日和f 月三十日举行了39次正式会议，并于一九八0 年内在联合国总 

部举行了若干次非正式会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4 5 号 》（A y /34 /45和 Corr. 1 ) 

在 1980年 2 月 4 日举行的委员会第7 9 次会议上，主席通知委员会说，由于 

旋风在毛里求斯过境造成广泛的破坏，委员会定于1 980^  6 月举行的那届会 

议不能照原订计划于毛里求斯举行。



3 „ 按照大会第3 4 /8 0  B号决议第 1 和 2 段，特设委员会的组成由于增加了二寸 

二个新成员而扩大。结果，委员会目前的组成如下：

澳大利亚、孟加拉国、保加利亚、加 大 、中国、民主也门、吉布提、埃及、 

埃塞俄比亚、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印度、印度尼 

西亚、伊朗、伊拉克、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毛里求斯、莫桑比克、荷兰、挪威、阿曼、巴甚斯坦、巴拿马、波兰、 

罗马尼亚、塞舌尔、新加坡、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也门、 

南斯拉夫和赞比亚。

瑞典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特设委员会的若干次会议。

4 . 特设委员会选出的主席团成员如下：

主席 : 纳达拉贾，巴拉苏布拉马尼亚姆先生（斯里兰卡）及其前任赛尔南 

多先生（斯里兰卡）；

付主席 : 西格弗里德，卡恩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佩 里 ，诺兰先生（澳大利亚）；

伊波利托，帕特里西奥先生（莫桑比克 ) ;

萨斯普罗汉多约，维约诺先生（印度尼西亚）及其前任维斯伯• 

洛埃伊斯先生（印度尼西亚）；

报告员 : 亨 利 ，拉索隆德雷贝先生（马达加斯加）。



^ 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A . 特设委员会的议程

5 . 委员会在一九八0 年二月四日第七十九次会议上通过了下列议程（A/AC. 
1 5 9 /1 , 2 3 )：

6
7

会议开幕。

关于大特设委员会的建议。

通过议程。

工作安排。

大会第3 4 /8 0 B 号决议要求为召开印度洋会议进行筹备工作，其中除其 

他事项外，包括：

临时议程Î 

与会国；

代表级别；

组织事项和议事规则；

文件编制；

考虑作出适当安排以便最后能就维持印度洋为和平区达成国际协议； 

特设委员会提交印度洋会议的报告
0

特设委员会提交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报告。

其他事项。



B . 扩大特设委员会

6 . 大会根据第3 4 / 8 0 B 号决议第2 段邀请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及

《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的报告》第 12(ĉ )段中所提及但尚未成为特设委员会 

成员的使用印度洋的主要海事国，参加扩大后的特设委员会。 第 12CÎ) 段中提及 

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为：法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敷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第 12 (CÎ)段中提及的使用印度洋的主要海事国为 : 

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利比里亚、荷兰、挪威和瑞典。

7 . 法国和苏联接受邀请，从二月第一届会议起参加扩大后的特设委员会。在 

同一届会议上，美国通知委员会，它打算在尚未正式答复委员会的邀请以前，暂时 

列席委员会。 联合王国表示在尚未就这个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以前，暂以观察员的 

身分参加委员会。 联合王国和美国接受邀请后，从六月第二届会议起参加扩大后 

的特设委员会。

8 . 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利比里ÜE、荷兰和挪威接受邀请后 

从六月第二届会议起参加扩大后的特设委员会。 同届会议上，端典通知委员会说 

它打算以观察员的身分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9 . 下列国家提出书面请求，要求加入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塞舌尔（一九七九 

年七月十一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波兰（一九 

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保加利亚（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南斯拉夫

( 一九八0 年一月一 日 ) 、埃 及 （一九八0 年一月二十一日）、苏丹（一九八0 年 

二月四日）、越南（一九八0 年二月五日）、吉布提（一九八0 年二月七日）、罗 

马尼亚（一九八0 年二月七日）、新加坡（一九八0 年二月七日）、巴拿马（一九 

八0 年二月二十九日）和民主束捕察（一九八0 年五月二十八日）。

10，根据第 3 4 ^ /8 0 8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中关于大会决定扩大印度洋特设 

委员会，由大会主席根据特设委员会的推荐委滅新成员的规定，并根据上述决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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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段对扩大委员会问题积极进行协商以后，委员会在六月九日第九十三次会议上决 

定推荐下列沿岸国和内陆国：吉布提、埃及、塞舌尔、新加坡和苏丹，以及下列国 

家：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巴拿马、波兰、罗马尼巫和南斯拉夫为委员会 

成员。

1 1 .根掘特设委员会的推荐，大会主席委旅下述各国为委员会新成员：保加利 

亚、吉布提、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巴拿马、波兰、罗马尼亚、塞舌尔、新加 

被、苏丹、和南斯拉夫（A / 3 4 / 8 5 4 )。

1 2. 一九八0 年七月二十四日委员会第一0 二次会议审议了马尔代夫有无可能 

参加委员会的请求。 委员会七月二十九日第一 0八次会议决定推春•^尔代夫为委 

员会的成员。 大会主庸随后根据上述推荐，委振马尔代夫为委员会的新成员 ( A 
3 4 /8 5 4 /A d d .  1 )。

1 3 .主席在第一O 二次会议上宣读了一九八O 年六月十二日民主束捕察常驻代 

表给他的来信，信内说明民主束捕察仍然保持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资格，并请求委 

员会经常审查其候选人的资格，于适当时候对这个问题不再避延地作出有利的决定 

主席在八月六日第一一四次会议上通知委员会说，他收到民主東墙寨常驻代表一九 

八0 年八月五日的来信，信内说，在尚未就该国成为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资格问题 

作出决定以前，它希望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主席通知委员会说，关 

于民主束捕寨的请求仍需进一步协商。

14.主席在第一 0  二次会议上还宣读了越南常驻代表一九八0 年七月十八日给 

他的来信，信内表示他本国政府希望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定于一九八0 年七月二十一 

曰至八月八日举行的委员会会议。 主席通知委员会说，关于越南的请求仍需进一 

步协商。



C. 扩大委员会主席团

1 5 . 为了反映委员会新的组成情况，委员会在7 月 2 5 曰 第 一0 三次会议上 

决定初步扩大主席团人数，增加两名副主席：西格弗里德，卡恩先生（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 ) 和佩里 . 诺兰先生（漠大利亚）。

D . 大会第3 4 /8 0 B 号决议 

要求为召开印度洋会议 

进行筹备工作

1 6 . 委员会在1 9 8 0 年 2 月4 日第七十九次会议上决定请各成员就议程（A /  

AC， 159/工. 23 )项目 5 或任何其他可能会被认为有关的问题提出意见，议程项目 

5 是关于印度洋会议的筹备工作，即临时议程、与会国、代表级别、组织事项和议 

事规则、文件编制、考虑作出适当安排以便最后能就维持印度洋为和平区达成国际 

协议、特设委员会提交印度洋会议的报告。 在同一会议上，委员会请秘书处将牧 

自各国政府的答复按不同标题归类编成一份文件。

1 7 . 其后S 主席在1 9 8 0 年 3 月 5 日写信给委员会成员和大会按照第3 4 /  

80 B 号决议邀请参加扩大后的特设委员会的其他国家，请他们就上述与印度洋会 

议筹备工作有关的事项提出他们的意见。

1 8 . 收到下列国家的答复：澳大利亚、中国、希腊、印度尼西亚、 日 本 和 苏  

联 （A/AC. 159 /L . 2 4 )。

1 9 . 委员会按照2 月 6 日第八十一次会议作出的决定，开始就议程项目5 ( 即 

大会第3 4 /8 0  B号决议要求为召开印度洋会议进行的筹备工作）进行了一般性的 

意见交换。

2 0 . 委员会在6 月.5 日第九十一次会议上决定开始实质性讨论。 审议关于会 

议筹备工作问题的分项5 mm) ,即印度洋会议略时议程和考虑作出适当安排以便 

最后能就维持印度洋为加平区达成国际协议。

^



2 1 . 主席在1 9 8 0 年 6 月 1 2 日第九十七次会议上，在"筹备印度洋会议以 

执行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 " 的主题下，提出了一件关于各项问题的非正式清单， 

这是他应委员会之请编制的，以期便利对上文第2 0 段提到的分项(a)和(f)的实质fe 

讨论。 非正式清单内拟订的这些问题是：地理界暇、外国军事存在，核武器、安 

全 . 和平解决争端、外国船舶和飞机使用印度洋及其他事项。

2 2 . 委员会在6 月 1 3 日第九十九次会议上，在各项问题的非正式清单范围内， 

就分项 5 (a}和Cf)进行了一般性的意见交换。

2 3 . 委员会在同次会议上决定请委员会成员就关于印度洋会议筹备工作的分项 

5 (a)和(f)提出意见。 委员会还请秘书处将牧自各国政府的答复，按非正式清单内 

各项问题的标题归类，编成一份文件。

2 4 . 其后，印度洋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在1 9 8 0 年 6 月 2 5 日写信给委员  

会各成员，请他们对于分项5(a)和(f〉关于召开印度洋会议以期执行《宣布印度洋为 

和平区宣言》的筹备工作提出意见。

2 5 . 牧到下列国家的答复：漠大利亚，孟加拉国、保加利亚、加拿大、埃塞俄 

比亚、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意大 

利， 日本、马达加斯加、荷兰，巴基斯坦，波兰、塞舌尔，索马里，苏联、联合王 

国、美国和也门（a /a c .  1 5 9 /1 - 2 6  和 Add. 1—9 )。

2 6 . 委员会从第一0 0 次至一0 四次会议（7 月 2 1 至 2 5 日 ）继续在各项问 

题的非正式清单范围内，就分项5 (a)和(f)进 行 r 一般性的意见交板

2 7 . 这项辨论在7 月 2 5 日结束，委员会然后在7 月 2 8 日第一0 五次会议上 

开始对非正式清单上的每个问题进行了更详细的审议。

2 8 . 特设委员会增加了新成员以后使它能对有关《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 

的各项问题更广泛地、更深入地交换意见。 这项意见交换，特别是对上文第2 1 

段提到的各项问题的意见交换，证明委员会全体成员都很想对有关执行" 宣布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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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为和平区宣言》的各项问题进行一项通盘的鉴定和分析。 在这方面的讨论反映 

了当前的国际局势、所涉问题的敏感性加复杂性，以及因大家对若干重点所持意见 

的不同程度。 这些讨论很有用，也证明全体成员都愿意对彼此的意见能有更好的 

了解，从而有助于为协调对这些问题所持的态度而作出的努力，进而有助于会议的 

筹备工作。

E. 特设委员会的简要记录

2 9 . 委员会根据8 月 6 日第一一四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提出如下建议：鉴于委 

员会的工作，包括审议关于限制军备的各项具体措施在内，都具有政治性，印度洋 

特设委员会各次会议的筒要记录，自 1 9 8 1 年 2 月的那届会议开始，应予恢复。

^ 建 议

3 0 .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向大会一致建议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宣布印度洋力和平区宣言》的执行情况

大会 ,

回顾1 9 7 1 年 1 2 月 1 6 日第2 8 3 2 ( 1；乂7工）号决 议 内 《宣布印衝#■力和 

平区宣言》，又回顾 1 9 7 2 年 1 2 月 1 5 H第 2 9 9 2 ( X X V I I ) 号、1 9 7  3 
年 1 2 月 6 曰第3 0 8 0 (；XXV工工工)号、 1 9 7 4 年 1 2 月 9 曰第 3259A(xxrK)  

号、 1 9 7 5 年 1 2 月 1 1 日第 3468 (XXX)長 1 9 7 6 年 1 2 月 1 4 日第 

3 1 / 8 8 号， 1 9 7 7 年 1 2 月 1 2 日第 3 2 / 8 6 号、 1 9 7 8 年 6 月 3 0 日 

第 S — 1 0 / 2 号、 1 9 7 8 年 1 2 月 1 4 日第 3 3 / 6 8 号和 1 9 7 9 年 1 2 月 

1 1 日第3 4 / 8 0  A和 B 号等决议， 以及其他最近的有关决议，

特别铭记着第三十四届会议在34X80 B号决议内决，于 1 9 8 1 年在科 

伦被召开印度洋会议，



又回顾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的报告，，

欢迎根据第34X80 B号决议委派的新成员加入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并注 

意到这些成的参加有助于委员会的工作 .

重申其信念 : 促进实现《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目标的具体行动，将 

对加强国除湘平与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认为由于大国对抗而在印度洋维持军事存在所造成的危险性持续不减, 因 

此更迫切需要采取实际步骤以期早日实现《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目标1

义认为该地区内所有其他的外国军事存在都速反《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 

言 》的目标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湘宗旨，因此更加迫切需要采取实际步 

骤以期早曰实现《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目标，

认力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需要液岸11和内陆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 

使用印度洋的主要海事国的参加与合作，以保证和平与安全条件建立在《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的普遍原则的基础上，

义认为建立和平区需要区域内各国的合作 , 以保证《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 

宣言》所设想的该地区内的和平与安全条件，以及沿岸国和内陆国的主权与领 

土完整，

对最近险象频生的事态发展使该区城内的和平与安定进一步恶化，因而影 

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深感关切 ,

1 . 注意到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如特设委员会内的意见交换,其中除 

其他事项外指出：

( a ) 委员会成员扩大后，对有关执行大会第2832  (XXVI) 号 决 议 所 载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各项重要问题及其他有关事项，进行了各种不

《大会正式记录 . 第三十四届会议 ,补编第45号》（A /3 4 / 4 5 和 C 0 r r.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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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有益的意见交换；

( b ) 虽然若干基本问题仍未解决，但是在协调关于上述各项问题的不同立 

场上已有了进展；

2. ÿ 特设委员会根据第3 4 /8 0  B 号决议内载述的决定，于 1 9 8 1 年 

在科伦坡召开印度洋会议，同时，在考虑到对此事所交换的意见的情况下，进 

行下列事项：

( a ) 继续努力，对有关召开会议以实现第2 8 3 2 ( X X V I )号决议所载《宣 

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目标的各项问题所表示的意见作出必要的协调；

( b ) 考虑到印度洋地区的政洽如安全气氛，特别是最近的事态发展，以及 

在上文(a)分段提及的协调意见上已取得的进展，尽一切努力，按照委员会的通 

常工作方法，完成会议的一切筹备工作，包括决定会议的召开日期；

( 0 继续筹备召开会议的工作， 在 1 9 8 1 年举行两届筹备会议，力期 

共六周；

( d ) 向会议提出筹备工作的详尽报告；

3 . 请印度洋会议向大会提出报告；

4 . 延长各项有关决议中所规定的特设委员会的总任务 ;

5. t 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详尽 

工作报告；

6 . 请秘书长继续向特设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包括编制倚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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