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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届会i义

请求在第四十一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一小补充项目 

全面国际安全制度

1 9 8 6 年 8 月5 日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结埃社会主 

义共翁国、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生共命国、匈牙利、

蒙古，波兰、罗马尼亚、乌克兰族维埃社会主义共加国 

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jfaü联盟等i 给 书 信

保加利ÜE人民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 

父共糸Î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卸国、蒙古人民共来《国、波兰人民共 

卸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加国加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翁国联盟等国政府提议在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一小项目, 题为"全面 

国际安全制度"。

这一提案的提出是因为我们严重关注着世界的命运.我们关心着世界各国人民 

的前途* 目前人类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阶段，它的特性是责任极其重大，极其 

复杂。 它正面临着项历史性的选捧：让它继续顺着对抗和军备竞赛这条路滑向 

核自我毁灭的深渊. 还是调整它的思想和行动以符合核时代和空间时代的现实，并 

在为了保持和平而进行合作勃联合行动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国际关系•

86-20480



à/41/191 
Chinese 
Page 2

新的思想要求政治家们以全人类的利益作为他们行为的准则,而全人类的生存 

标示我们需要对确保世界安全所涉及的问题采取新的办法。 在当前的境况下，没 

有 国 家 ，不论它多么强大，能期望单单靠军♦ 和技术的手段来保卫它自己。维 

持安全已越来越成为了一项政治任务，它的实现需要如下的认识：所有国家和人民 

的可靠的安全以及它们的发展和进步的和平条件，唯有通过政治的手段，和通过所 

有大小国家，所有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不论它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共同努力才能 

实现与取得。 这意味着放弃便用或威腻便用武力，以及和平解决国家间的争端。 

在我们这个复杂的、互相矛盾但互相依赖的，在许多方面又是综合一体的当代世界 

里，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它只能是普避的，大家平等的。

今天比以往更必须严格遵守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使用或威脉使用武力、不 

侵犯边界和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平等等项原则以及国际关系上 

获得普遍承认的其他规范。

我们深信，建立一个不仅包括军事和政治，而且也包括经济和人道主义等领城 

的全面国际安全制度是符合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关鍵利益的。

在军事领城里，现在比以往更需要采取坚决而具体的行动, 以期结束军备竞赛, 
着手名实相付的裁军，消除军事的威盤。 到本世纪结束以前，核武器和其他类型 

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应予彻底而全面地消除，外展空间不得有武器，各国的军事能 

力应减到足铁防御需要的水平，这是极端重要的。

裁减军备和裁军的实际步骤，以及各国军事开支的同时相应裁减将会便大量的 

物质、財政和人力资源释放出来，转用于和平的创造性的目的，包括消除世界上许 

多地区的经济落后状况。

在政治领城里，为了确保普遍的安全，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应该努力，严格尊 

重各国人民决定本身命运的权利，消除中东和近东、东南亚、中美洲，南部非洲和 

世界其他地区紧张局势的温床，应该对公正而和平地解决国家间的冲突和争端作出 

贡献，并应该确保防止国际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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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展中国家的经济困境和它们遭受到的新殖民主义的剥削对和平和国际关系的 

整个制度带来了种种严重的后果。 为了整小世界的安全及其中某些区城的安全的 

利益，我们需要做出努力，以期在民主的基础上重组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制度；建 

立新的国廝经济秩序，使所有国家享有平等的经济安全；克服发展不足的情况；以 

及为外债问题寻取全球性的、公正的解决。

建立一小全面国际安全制度，也意味着人道主义领城的广泛合作。 各国的安

全，同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为充分执行一切领域的人权、尤其是在和平与自由 

下的生活权利而进行斗争，是分不开的。

联合国在塑造适合于核时代和空间时代的思想与行为方面，以及在清除极端危 

险的观念，即战争与武装冲突是可容忍的方面，都有报大的贡献。 《加强国际安 

全宣言》，其他联大宣言和决议，第一和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会谈，即联 

大第十届和第十一届特别会议作出的决定，联合国就国际安全的各方面所编写的研 

究报告，以及不结盟国家所提的建设性提案，《德里宣言》，四洲六国和帕尔梅委 

员会提出的其他建议等，在减少紧张和改善国际关系的斗♦ 方面，已经起过并继续 

起到正面的作用。 同时，目前的国际局势要求各国和人民作出进一步的、强有力 

的努力，并要求在国际关系的一切领城采取具体措施，以便在可靠的、全面的国际 

安全制度的基拙上，建立真正的、积极的和平，而不仅仅是没有战争而已。

我们认为，联合国为了忠于《宪章》宗旨和原则，必须接受当代这项挑战，编 

写一份基本文件，明确列举建立一全面国际安全制度的基本原则，并指导向该制 

度提供物资的、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心理的保证的实际工作。 这样就会符 

合联合国在维#■和平与安全、增加各国之间的合作、促进国际法的原则和规范方面 

提高其作用的必要性。

在这♦ 进程中，必须顾及所有有关的因素以及各国政府和人民代表的建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对建立一个全面国际安全制度问题进行审议，以及通过一 

项适当的决定，就等于朝此方向具体迈进一步，也完全符合订定1 9 8 6年为国际 

和平年，是开始转向更安全的世界的一年的目标。 同时，所有国家旨在确保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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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安全、人类免権一切战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克服发展不足、促进所 

有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也会因此增加新的意义。

请把这封信视为联合国大会议事规则所要求的解释性说明，并请把本信和所附 

的决议草案作为大会正式文件予以散发。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佩塔，姆拉德诺夫（M )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 

阿纳托利，古里诺维奇（签名）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 

博胡斯拉夫。赫努佩克(签名）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 

奥斯卡•菲舍尔（蓬直 )
却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彼得，瓦尔孔伊（签名）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曼加林.杜格苏伦（基直）

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马里安，奥热霍夫斯基（蓬查）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 ‘
伊莱。沃杜瓦(签名）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 

弗拉基米尔.卡拉韦茨（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长

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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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决议草案 '

建立一小全面国际安全制度

大会， •
深切关注世界的，张和危险局势、以及继续朝着冲突的道路越滑越深的危险 

和把人类推向核的自我毁灭的军备竞赛，

认识到迫切需要根振联合国宪章并遵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原则巩固普遍 

安全的基础，

只到各国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以及当今世界除了各国在平等和无条件 

尊重各民族自主选择其发展方法和方式的权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和交往的政策 

外，没有其他更合理的选择,
重申联合国的一重要作用是作为举行谈判和就加强国际和平、安全与合 

作和使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措施达成协议的不可缺少的论坛，

建立一♦ 全面国际安全制度的问题，

1 . 要求各国集中力量,确保所有国家同等安全以及在国除关系一切领城 

的同等安全，并为此目的对制订载有全面国际安全制度基本原则的文件作出贡 

献，

2 . 决定在其第四十二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