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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 1 9 8 6 年 1 2 月 3 日，大会通过第4 1 X 4 9 号决议，其执行部分如下： 

“大会

“  1 • 重申在原则上赞同南亚无核武器区的概念 ;

“  2 . 再次促请南亚各国继续为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作出一切可能努力， 

同时避免采取有背这项目标的任何行动；

“ 3 。！ 尚未这样做的核武器国家积极响应这项提案，并对建立南亚无核 

武器区的努力给予必要的合作；

“ 4 . 1 秘书长与区域内各国及其他有关国家商谈，以便确定它们对此问 

题的看法，并探讨最佳的可能性以促进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努力，并就此问 

题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  5 。决定将题为 “ 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二届会议临 

时议程o ”

2 . 依照决议第4 段规定，秘书长在此提出至今从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命斯里 

兰卡收到的答复。 关于巴基斯坦的答复，秘书长要促请有关各国注意巴基斯坦常 

驻代表的普通照会第3 段，其中请“联合国秘书长紧急将巴基斯坦政府所表示的意 

见和建议转达给南亚其他各国及核武器国竄，并征求它们对巴基斯坦的期望早日进 

行旨在实际防止南亚核扩散的共同目标的反应。 ”

3 . 有关本项目的其他答复将作为本报告的增编印发。

二、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

孟加拉国



〔原件：英文〕

〔 1 9 8 7 年 5 月 4 曰〕

1 . 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与建立信任是有效裁军措施所必需的。

2 • 建立无核武器区将对不I T散核武器与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作出有效的帮踟

3 . 如果建立了这样的.区，南亚区域的安全也会因尽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而获得加强。

4 . 孟加拉国政府是参加了南亚区域各国最高一级的《宣言》中的一员，认为 

核方案是和平的，并是促进人民的社会经济发展的。

5 .建立无核武器区应考虑到消除外强的势力湘威胁以及维持区域各国间安全 

等相互关联的问题>

6 . 孟加拉国经由建立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以创造信任、谅解相合作的气氛*而 

努力促进区域内的和平与安定p

巴基斯坦

〔原件：英文〕

〔 1 9 8 7 年 6 月 1 0 曰〕

1 。巴基斯坦政府所表示的实质性和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是重申其重视关于防 

止南亚出现核武器的有效措施的实现o 巴基斯坦政府希望能通过秘书长的努力而

推动协商以便对这些意见相建议进行探讨、发展和修订。 在这种情况下， 巴基斯 

坦认为。. 所有区域各国的合法利益相意见都可接纳，只要它们所宣布的对不扩散的 

承诺是真诚的。

2 • 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请联合国秘书长紧急将巴基斯坦政府所表示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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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初建议转达给南亚其他国家及核武器国家，并征求它们对巴基斯坦的期望早B进 

行旨在实现防止南亚核扩散的共同目标的反应。

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

3 。应秘书长农照大会关于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第4 1 / 4 9 号决议规定的 

请求 , 巴基斯坦愿就区域各国和核国家有关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理论基础、形式、 

范围、保证，以及核查安排，提出下列意见>

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理论基础

4 • 巴基斯坦在1 9 7 2 年首次提议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 大会自从第二十 

九届会议以来，每年都原则上赞同这个概念。

5 。南亚无核武器区会大有助于消除互相恐惧与猜疑，减缓紧张，加强耜平与 

安全，和促进区域和睦合作的目标>

南亚无核武器区的法律形式

6 • 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安排可采用下列形式：㈣ 区域性条约，或(b) 现 

在还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本区域各国的同时加入该 

《条约 > , 或㈨ 本区域各国发表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承认并核可的有约束力的宣 

%

范围

7 。南亚无核武器区应包括南亚7 国—— 即巴基期坦、印度、孟加拉国、尼泊 

尔、不丹、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 的领土  ̂ 这 7 国共同构成一明确的地理整体《 

它们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的成员国。 釦 1 9 8 5 年 1 2 月第一次南盟首 

脑会议《宣言》所说：



“ 它们在这项事业中获得了鼓舞 , 因为认识到本区域7 国有许多共同点将 

其团结在一起> 这是根源于其地理位置，共同的历史，传统，特别是人类与 

精神的价值> 许多世纪以来的文化的定义流通和社会、经济相互作用，形成 

了它们的习俗和价值观，加强了它们的共同凝聚力，提高了它们之间的相同、 

相亲与相依之感。 . 区域合作对它们作为发展中不结盟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对在其人民间所期望日.增的不断压力，以及对它们f 生存世界的相互依赖性质 

的认识，是唯一的合理解决途径0 ”

^ 无核区应包括南亚7 国根据其各自法律行使主权的领海、领空以及任何其 

他领域0

9 . 巴基斯坦认为，有关南亚无核武器区的保证应是全面而平等的。 本区域 

各国应重申其承诺不获取或制造核武器或任何核爆炸装置c 它们应保证(a) 将在

其管辖权之下的核物质与设施专用于和平用途，C b )在其各自领土内禁止与防止：

㈠ 不得无论以任何手段试验、使用、制故生产或莸得任何核武器或核爆炸 

装置；

t ) 接 免 储 存 、安装、布署或任何形式、或拥有任何核武器或核爆炸装置。

核查措施

10»本区域各国应保证为核查是否履行其在所提议的非核化安排下规定的义务 

而建立一个管制系统O 这将必需建立一个公平和无歧视的核查和视察制度。 这 

可经由发展下面任一办法而做到：（a) —个永久的区域性协商机构，包括设立一个 

具有现场视察的疑问核查制度；或(b) 区域各国间相互视察在国际保证之外的核设 

施的双边安排；或⑷区域各国接受原子能机构关于一切核设施与可裂变核物质的 

保证o 核查规定可经由附带的加强在湘平利用核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措

施而获得加强和更易被接务



核武器国家的责任

1 1 . 五个核武器国家已表示支持或接受使世界多个地区成为无核武器区的概念。 

中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三个核国家已支持赞成大会设 

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决议0 另两个核武器国家也预期会赞同一项南亚各国间关于 

无核武器区安排的协说》

12. 本区域各国在联合国协助下，应在任何适当时刻同核武器国家进行协商， 

以便从它们获得有约束力的保证不对南亚无核武器区各成员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 而且，应要求核武器国家承诺不在非核化区附近部置核武器或撤除这种部署。

协商

1 3 o 巴基斯坦认识到需先有本区域各国间关于南亚无核武器区的性质耜实质的 

协说》 巴基斯坦政府已准备建设性地参加旨在获致关于南亚地区永久非核化的议

定安排的任何协商。 这些协商可在本区域的任何国室进行。 巴基斯坦这一方乐 

于担任为此目的的任何适当级次会议的东道国。 同样， 巴基斯坦也乐于在联合国 

秘书长的 i 持下进入这种协商。

斯里兰卡

〔原件：英文〕

〔 1 9 8 7 年 7 月 2  2 曰〕

1 . 斯里兰卡一直赞成按照第一届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 

6 0 至 6 3 段规定的区域性军备限制和裁箄的措旌p 斯里兰卡认为，这种措施有

促于实现在有效国际管制下的全球核裁军和全面彻底裁軍o 它们也构成便利于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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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区域安定、相平与安全的建立信任措施O 在这种意义下，斯里兰卡继续赞成并 

重视建立印度洋和平区及南亚无核武器区。 这两项措施并不相斥，而是相互支助 

性的。

2 。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s 有如世界任何其他部分的无核武器区，应从基于南 

亚各国所宣布的决心保持其领土内无核武器(第一届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 

《最后文件》第 8  3(e)段广而进行的协商与调相意见中产生） 这一个过程应考虑 

到 《联合国宪章》的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与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其他有关规定等 

原则。 在考虑到本区域的特殊性质的同时，这一过程也应确保本区域内所有国家 

不受减损的安全与信任。 本区域在核技术领域内活跃的各国间的双边与其他建立 

信任的安排，可为这一过程提供动力。 这种基于各国主权平等及不千涉内政等原 

则的安排，应在可加强区域内所有国家的信任和确保其安全的方式下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