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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 大会第三+九届会议通过了  1 9 8 4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9 / 1 6 0 号决议 , 

其执行部分内容如下：

" 大会，

" 1 . 决定召开一次关于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国际会议,但须在会前作出 

周密的筹备工作，并应以协商一致方式采取决定Î

" 2 , 并决定会议的寒旨应当是:

* * ( a )审查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一切方面和领城，以期达成适当的结论；

" 0 » 从— 讨持续军事开支，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的 

军♦开支对世界经济及国际经济和社会情况一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一 所产 

生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并就补救措施提出建议；

" ( c ) 考虑种种方法和途径，通过裁军措施,，将更多的资源转用于发展目的， 

特别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的；

" 3 . 又决定设立一小由5 4 名成员组成的关于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国际 

会议筹备委员会，它将就会议的临时议程、程序，地点，日期和会期，以协商 

- 致意见拟订建议并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 "

二、筹备委员会第届会议

2 . 筹备委员会依照上述决议第3 段于 1 9 8 5 年 7 月 2 9 日至8 月 9 日在联 

合国总部举行了第一届会议，

3 . 委员会选出下面的主席团：

主 席 ：穆奇昆 *杜贝先生（印度）



副主席: 迪特马尔 • 胡克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马丁，胡斯利德先生（挪 威 )

奥斯卡，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 巴 ）

报告员: 伸纳兹，穆德霍先生（肯尼亚）

4 . 筹备委员会以协商一致方式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了建议， ，

5 . 大会第0 + 届会议通过了 1 9 8 5 年 1 2 月 1 6 日第4 0 / 1 5 5 号决议，内 

中核可了筹备委员会报告2 内所载的建议• 根据同一决议第4 段 ，大会决定国际 

会议于 1 9 8 6 年 7 月 1 5 曰至8 月 2 日在巴黎举行•

6 . 秘书长按照同一决议第8 段的规定，任命了主管裁军事务部刹秘书长桑， 

莫顿森先生为国际会议秘书长《

三，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

7 . 筹备委员会按照大会第4 0 / 1 5 5 号决议第7 段于 1 Q 8 6 年 4 月 1 0 至 

1 1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第二届会议• 委员会 1 9 8 5 年 7 月 2 9 日至S 月 9H

在纽约举行第一届会议时所选出的主席团成员仍继续担任职务《

8 . 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还按照上述决议第6 段的想定，开放给所有国家参

委员会在1 9 8 6 年4 月 1 日第1次会 5̂01通过了会议的议程，内容如下：

1 • 会议开茶《

2 . 通过议程《

3 . 安排工作《

4 . 国际会议的等备情况：国际会议秘书长的报告>
6 . 国际会议临时议事规则第3 6 条修正案》

6 • 邀请非政府想叙《

7 . 初步审议国际会议议程项目力三•个实质性项目（项目8 、 9 、 1 0 ).



8 . 就国际会议最后文件的内容和格式交换意见•

9 . 决定是否召开筹备委員会第三届会议*
1 0 . 任何其他事项•

1 0 , 筹备姿员会共收到了秘书处按照筹备委员会禁一届会议的工作报告，的第 

1 9 和 2 0 段所编制的下列背景文件：

( a ) 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议定用语3：编 （a / c o n f .  1 30/4»c / i i r j y à ) 

(b》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最近文献目录（A/力O N ' 13 Q /^ C /n r P /4  
和 C o r r . 1 )

(0》 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联合国参与概况（A/coirs'. 1 3 Q /Ï»q/Ï]0 * /  
5)o

( d ) 审査裁军和发展之同关系的--fe/方面和领城，以期达成适当的结论( A /  
C0HP /13Q /tC /i3SfP /e^ Corr. 1 与 2 》

(e》 审查各国，特别是核武器国象和其他军事大国持续的军M 支数额 与  

大小对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和社会狀况，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就适 

当的补救办法拟订建议（A / C 03 Î Ï - .  13 Q / P C / I ： î T P / r  )

( f ) 考虑种种方法和途径，通过裁军措旅，将更多的资源转用于特别是有 

利于度展中国家的发展目的（A/GOUP. 13 Q /tC / ïH F /S和 C 0rr. 1 )

( « )  1 9  8 1 年以来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慨况 ( A / C  O H P .  I S O P C / i H p /

9 ) .

1 1 , 此外，筹备委员会还收劉了 1 9 8 6 年 3 月 3 1 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A/COUI； 13Q/PC/1 ) ,  S ÿ ÿ 国向筹备委员会提出的一些建议•

1 2 , 筹备姿员会第二届会议在4 月 1 日第1 次会议上通过了该届会议的工作方 

案 ( A /COHPJ30/pC /l986/CRP , 2 )«



1 3 . 筹备委员会在4 月 2 日第2 次会议上注意到了国际会议叙书长关于国际会 

议筹备情况的报告（A/CGIW. 13Q /Ï»C/E]ï：F / 1 0 和Corr.  1 ) 内所载已从事和 

已计划的各项活动，包括一份开列出席国际会议的其他参加者和观察员名单的附件•

1 4 . 筹备委员会在同次会议上，鉴于大会第4 0 / 1 5 5 号决议中并来明确提割 

供应遂字记录，所以决定将国际会议腿时议♦ 规 第 3 6 条力有关遂字记录的部分 

删除• 另外，遵照 1 9 8 2 年 1 1 月 1 6 日大会第3 7 /1 4  C号决议的规定， 也不

会提供倚要记录《

1 5 . 又在同次会议上，筹备委员会注意到了秘书处就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会议 

的问题编制的文件（A/COÏTP. 1 3 0 /P C /1 9 8 6 /々RP. 1* ) , 龙其是关于预订邀请 

的非政府组级的名单，但条件是：如果还有非政府组织要求本加，秘书处将同主席团 

成员拾商办理n

1 6 . 筹备委员会依照工作方案规定，将五次会议专门用于就国际会议臉时议程 

上的三♦ 实质性项目 { 项目8 、 9 和 1 0 》，进行一般性的交换意见《

1 7 . 根据就这三小实质性项目进行一般性交换意见期间所表示的意见，主席编 

制了一份权步文件（VCOIfî*. 1 3 0 /^ C / ig 8 6 /C R P . 3 ) 供筹备姿员会审议，内 

载一些可编入国际会议最后文件的可能要素•

18 . 第备委员会将三次会议专门用于报据主席的文件及各国代表团提出的其他 

建议而就国际会议最后文件的内容和格式进行交换意见。

1 9 . 在 4 月 1 1 日第1 1 次会议上，筹备委员会注意到了各非政府组级和研究 

机构表示有兴趣收到筹备委员会所编制的背景文件，并同意提供这些文件《

2 0 . 在同一次会议上，筹备委员会决定于1 9 8 6 年 6 月 2 日至 1 3 日在联合 

国总部举行第三届会议，并建议各区城集团应利用这段休会期间进行协商以期定出 

会议主席团的组成• 筹备委员会同一次会议注意到4/C01JF，1 3 Q /t C /2 号文

件，其中摘要记述第二届会议的经过情形。



四、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

2 1 . 筹备委员会按照其第二届会议的决定于1 9 8 6 年6 月 2 日至1 3 日在组 

约举行了第三届会i义》委员会第一届会谈时所选出的主席团成员仍继续担任职务。

2 2 . 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按照大会第4 0 / 1 5 5 等决议第6 段的规定，开放给 

所有国家参加0

2 3 . 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又收到了国际会议秘书长提出的下列背景文件：

( a î 军事支 tii和经济结构•.中央计划经资国家专论（ A/COITF. 130/PC /  

l S l S / 1 2  )；

( b ) 军事支出与发展过程（A/COHï'. l 3 0 / ：P C /I ] O y i 8  和 C o r r . l ) ;

( c ) 军事支出和经济结构：市场经济国家专论（ A/COITF. 130/PC /IITF / 

14)；

( d ) 裁军与就业 ( 国际劳工组织）（A/COH；P, 1 3 0 / P C / I i r P / 1 5 ) ;

( e ) 军事支出与资本形成、生产率、经济增长和竞争能力的跨部门分析(A/ 
coirp , ;

(f) 1 9 8 6 — 1 9 9 5 年发展中国家的前景（世界钱行） ( A/coirp,  

l 3 0 / P c / i i r ：B y i 8 ) .

2 4 . 此外，筹备委员会还收到了裁军和发展领械知名人士小组会议于1 9 8 6  
年 4 月 1 8 日一敦通过的联合声明的案文（A /COIW.130/：PC. lU；F /7和 Corr . 
1 X»小想会议是国時会议秘书长按照大会第4 0 / 1 5 5 号决议第9 段的规定召开的。

2 5 . 筹备委员会并收到了下列文件：(a) 1 9 8 6 年 5 月 2 2 曰法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因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A /C O Î O M 3 0 /P C / 3 ) ;  m 保加利亚、捷克斯 

洛伐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却牙利、蒙古、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等



国代表团提 ffi的工作文件：应纳入发展和裁军之间关系国际会议最后文件的要素 

(A/COHI'.  130/PC /4  )o

2 6 . 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在6 月 2 日第1 次会议上听取了国际会议秘书长的 

发言。 他通知委员会说，按照大会第4 0 /1 5 5号决议和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作出的 

决定交付给秘书处的所有任务都已完成。他并通^ 员会说》到目前为止，世界各 

地已有3 0 0 个非政府组织表示希望得到邀请参加国际会议。此外，已按照筹备委 

员会第一届会议的工作报告，第 2 3 段的规定，向全世界将近2 0 0 ♦全国性和国 

际性研究机构提供了秘书处编制的背景文件。联合国秘书处的裁军事务部也印发了 

关于国际会议的第4 5 号实况报道。 1 9 8 6 年春季号《裁军》特刊专门讨论裁军 

和发展之间关系的间题》

2 7 . 委员会在6 月 3 曰第2 次会议上通过了会议议程如下：

1 . 会议开幕

2 . 通过议程 

3 • 安徘工作

4 . 继续就国际会议最后文件的格式和内容交换意见

5 . , 议和通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6 . 任何其他事项

2 8 . 筹备委员会同一次会议决定由一个不眼成员名颤的协商组同主席进行有关 

议程项目4 的工作。主席的协商组在6 月 4 日至1 1月举行了9 次会议0 这些讨论 

.的结果载于本报告附件内所列应纳入国际会议最后文件的要素。委员会在6 月 1 3 
日第3 次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这些要素。它又议定将这些要素作为振订国际 

会议最后文件的根据。将进一步审议各代表因就通过裁军措施将更多的资源移作特 

别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的提出的具体建议。



2 9 . 筹备委员会在6 月 1 3 日第3 次会议上回顾大会第3 9 /1 6 0 ^ 决议，内中 

★会决定召开裁军和发展之同关系国际会议C 大会第4 0 /1 5 5号决ÿ i —3 段又决定 

国际会议应于1 9 8 6 年 7 月 1 5 日至8 月 2 日在已黎举行。

3 0 . 筹备委员会注意到1 9 8 6 年5 月 2 2 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 

的信（A/COITP.ISO/PC/S )o

3 1 . 鉴于国际会议无法按照原定日期在已黎举行，并考虑到为国际会议于原定 

日期在其他地点^^^再作其他安排均为时已晚，委员会建议大会在其第四十届会议 

续会时决叟将会议推返到1 9 8 7 年举行，并在其第四十一届会议上决定1 9 8 7 
年国际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参见A / A O / l l S l 》•

3 2 . 筹备委员会又建议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决定在国际会议召开前再举行一届

筹备委员会会议》

3 3 . 有一项了無是，大会在确定国睹会议日期时将按照惯例，考虑到 1 9  8 7 

年联合国范围内裁军和发展领域其他话动的预定H期0

注

’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5 1 号 》《A / 4 0 / 5 1 》.

* 《同上》第三部分，

， 《同上》第 1 1 段，



附 件

供列入《载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最后文件》的要点

1 . 裁军与发展：当今世界面臉的两项最紧迫的挑战* 两者通过安全相连，

2 . 联合国对于促进裁军和发展的中心作用；联合国审议两者间相互联系的漫长 

历史；审 议 过 程 的 里 程 碎 一 国际会议；国际会议宗旨慨要.

3 . 筒述裁军和发展两方面的现状；提及《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第二届专 

门讨论裁军间题的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重申的大会第千一届特别会议《最 

后文件》的协商一致意见和《1 9 8 0 年代国际发展战略》，包括其在这两 

个领域的优先事项、原则和目标，

4 . 裁军与发展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但两者均加强和平与安全并促进繁荣 . 

每一方面都应香力争取，而不论另一方面的进展快慢; 不应互相牵制•

5 . 裁军与发展密切相联》 说明这种相互联系的根据及性质；根据是：（a)两 者  

均可以影响区城局势及世界局势 . 从而创造一小易于促进对方的环境；

续的军备竞赛命发展在国内、在国际上争夺同样的有限资源，

6 . 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应以世界和区域的范围来考虑：（a)国家间与问题间的 

相互依赖关系；（fc)相互利益关系；（e)集体安全》

7 . 裁军与发展通过安全相连的关系：说明这种关系是怎样发生作用的•

8 . 提及《宪章》的集体安全条款；各国自行寻求安全：这对别国安全和总的安

全环境的參响，

9 . 军备竞赛和国际安全；安全受到的军事威胁；列举各项威胁•

1 0 . 发展与国际安全；安全受到的非军事威胁；列举各项威胁》

1 1 . 应当在广泛的基础上建立裁军、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集体方法、互相联 

系方法和多追方法.



. 1 2 . 世界军赛水平、数量、趋势及预测，

1 3 . 世界经济状况、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大量的军费开支》

1 4 . 军费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的谬响；机会成本；对于宏观经 

济变数的影响，

1 5 . 军费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问题间的相互联系和国家间的相互依存 

关系而对世界宏观经济变数产生的影响，

1艮遗过裁军措施将更多的资源解放出来用于社会经济目的，以切实反映裁累与 

发展间的关系。 所有国象* 尤其是軍费大国必须采取自觉的政治决策，保 

证把裁第措旅解放出来的一部分资源用于经济衡社会发展，以便克服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宏在经济上的差距

1 7 . 将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从军用转为民用的可能性《 考虑准名适应需求格局 

的变化。

1 8 . 所有国象均有责任促进裁军与发:展。 军事大国、特别是睹存武器最多的国 

家在裁军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国际上必须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活动0

1 9 . 重申格守国际合作和多过主义以促进裁軍和发展的承诺 .

行动纲领

1 . 重申各国激力于裁军和发展的各项目的承诺；需要为此目的采取具体措施。

2 . 需要保证裁军与发展之间有实际的• 互相促进的关系，并通过在这些方面

和其他有关方面采取世界性和区域性的具体措施来切实反映这种关系， 从而加強国

际和平与安全。

3 . 重，国际上保证将裁军解放出來的一部分资源拨给社会经济发展♦ 业，以

便克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差矩。



4 . 加襄联合国的作用，在便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总目标内，促进裁军与发展， 

并提倡以互相联系的观点看待这两个问题。

5 . 全体会员国应支持联合国定斯就军费对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影进 

行全面分析。

6 • 有关国家的政府座对其政治需要和安全需要以及军m 支水平造成的经济 

后果和社会后果作ffi评价，以期公众舆论了瘾这小课题和削减这些开支的问题，

7 • 有关国象的政府应努力对军备廣制^̂ 裁军措族可能傅放出来的资源性质^̂  

数董作出评价。

8 . 开展研究，规划转换过程，指出并宣传转换的好处,在国际上交统这方面 

的经磁, 联合国的作用《

9 . 明达的舆论赛助在全世界便进裁军，发展 ifo安全各壤目标的作用。

1 0, 规定后续行动，监灘国际会议各填决定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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