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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本文件是根据大会程序和组织合理化问《特别委员会的建议编写的：该建 

议见大会1 9 7 1 年 1 2 月 1 7 曰笫 2 8 3 7 ( X X V I )号决议，附件二，笫1 7(b)段。 

除了以下更动，本文件与1 9 8 8 年 2 月 1 2 日 分 发 的 暂 定 项 目 表 （ ) 

相一致： 

(a) 韪为"核査的一切方面"的项目6 7(1)^照笫42/421"号决议的规定，将 

作为单独的一个项目列入临时议程，囡此在此列为项目140; 

(b) 哥斯达黎加在1 9 8 8 年 3月 9日的信（ A / 4 3 / 1 4 1 )中要求增列一个 

類为"科学与和平"的项目，因此列为项目1 4 1。 

2 .议事规则笫1 2条规定的临时议程将于1 9 8 8 年 7 月 2 2 日 印 发 （ A , 

4 3 / 1 5 0 ) ‧ 

3 .根据第2 8 3 7 ( X X V I )号决议，附件二，笫！ 7(c)段的规定，本文件的一 

份增编（A Z 4 3 / 1 0 0 / A d d . 1 )将在本届会议开幕以前印发。 

4 .第四十三届会议订于1 9 8 8年 9月 2 0日星期二下午三时在联合国总部 

开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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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的项目表 

1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宣布会议开幕 

依照议事MI'H A / 5 2 Q ^ e v . 1 5 )第 1条规定，大会常^#年自 9月第三个 

星期二起举行， 

议事规则第3 0条规定，大会每届会议开幕时，在该届会议的主席尚未选出以 

前，由上一届会议主席所属代表团的团长暂时担任主席.所以，临时主席不一定 

^±—届会会i义的主席。， 

2. 默祷或默念一分钟 

议事规则第6 2条规定，在大会每届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刚刚开始和最后一次 

会议即将结束时，主席应请代表们默祷或默念一分钟.这一规定是在第四届 

会 议 时 列 入 议 亊 规 则 的 （ 第 3 6 2 ( I V ) 号 决 议 ， 附 件 一 ） . 

3. 出席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各国代表的全权证书: 

(a)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0>)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依照议事规则第2 7条的规定，各代表的全权证书和代表团成员的名单应尽可 

能于每届会议开幕前一星期递交秘书长.全权证书应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 

交部长颁发，依照议事规则第 2 8条的规定，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成员共九人，在 

每届会议开始时，由大会根据主席的提议任命，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向例是在第一次 

全体会议一开始，尚未选举大会主席之前，就根据临时主席的提议任命的，全权证 

书委员会自行选举一位主席，但不选副主席和报告员. 

全权证书夯员会于工作完毕后*向大会提出报告， 

关于主席的选举，见项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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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笫四十二届会钹*任命下列会员国为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成员：阿根廷、巴 

巴多斯、佛得角、中国、德倉志联邦共和国、肯尼亚、新加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笫42/301号决定）*在同届会议，大会通过了全权证 

书委 8会的报告 (笫 4 2 / 2 A和 B号决议 ) . 

文件：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4 .选举大会主席 

依照议事规则第3 1条的规定，大会主席由大会选举，其任期到他当选的一届 

会议闭幕时为止.依照议事规则第9 2条的规定,选举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举行, 

不釆用提名候选人的办法‧主席以简单多数票当选*但应予指出,除笫三十六届和笫 

三十八届会议外，自第三十二届会议以来，主席都是以鼓掌方式选出。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第33/138号决议，附件，第1段）选举主席时， 

应考虑到必须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由下列国家轮流担任这个职位： 

(a) 非洲国家； 

(b) 亚洲国家； 

(c) 东欧国家； 

( a )拉丁美洲国家； 

( e )西欧国家和其他国^•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3 )的参考资料, 

(a)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A/42/630和Add. 1, 

(b) 修正案： 

(c) 第 4 2 / 2 A 和 B 号 决 议 ； 

(d) 第42/301号决定, 

(e) ^#^iJttA/42/PV.1.36$i9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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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在附属机构的选举中，如候选人数与应填补席位相 

等，即不必进行无记名投票，这个惯例应订为标淮办法，并应适用于大会主席的选 

举，但如有代表团特别要求对此项选举举行投票时,则不在此限.（第34/401号决 

定，第1 6段）， 

大会历届主席的名单列在附件一.' 

5 .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 

依照议事规则第9 8条的规定，大会共设七个主要委员会. 

第103条规定，每个主要委员会选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和报告员一人，此 

外，它还明白规定，选举应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举行，但如果只有一个候选入而委 

员会另有决定时，不在此限.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只有一小候选人，所以各主要 

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多半是用鼓掌方式选出. 

此外，第1 0 3条还规定，提名每+候选人时，只准一个人发言，然后委员会 

应立即进行选举. 

第99条(a )教规定，各主要委员贫应在每届会议的第一个星期内，举行第 

1 0 3 条 所 规 定 的 选 举 ， _ _ _ _ _ ―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第33X138号决议，附件，第4段）各主要委员会 

的主席应按下列方式选出： 

(a) 非洲国家代表二入； 

(b) 亚洲国家代表一人； * 

(c) 东欧国家代表一人； 

(d) 控丁美洲国家代表一人;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4 )的参考资抓 

(a) 第 4 2 / 3 0 2号决定； 

(b) * 会 议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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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西欧国家或其他国家代表一人； 

(f) 第七名主席应由上文(b)(d)两款所列国家的代表隔年轮流担任. 

各主要委员^的主席通常是在每届会议的第一天选出，为了实际原因，各主席 

的选举都在大会堂举行，由大会主席主持，但是应当指出，这并不是大会举行全体 

会议，而是七个主要委员会一个接一个举行会议. 

然后，在每届会议的第一个星期内，选举每个主要委员会的两位副主席和一位 

报告员《» 

各主要委员会自第二十届会议起的历届主席团成员名单列在附件； « 

6 .选举大会副主席 

大会主席由2 1位副主席协助，副主席是会员国代表团团长，而不是以个人身 

份当选，大会曾经四次决定增加副主席的人数（第1104(XI)、号、笫1192(XII)、 

笫 1 9 9 0 ( X V I I I ) 号 和 笫 号 决 仏 

依照议事规则第3 1条的规定，副主席由大会选举，其任期到他们当选的一届 

会议闭幕时为止.依照议事规则第 9 2条的规定，选举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举行， 

不 釆 用 提 名 候 选 人 的 办 法 . 副 主 席 以 简 单 多 数 票 当 选 ‧ 但 应 予 指 出 ， 除 第 

三十六届和第三十会议一个区域集团的选举有例外情形外*自第三十二届会议 

以来，副主席都是以鼓掌方式选& 

‧第四十二届会 i义（议程项目 5 )的参考资料： 

(a) 第4 2 / 3 0 3号决定； 

(b) 主要委员会会议：A/C. 1/42/TV. 1, A / S P C ^ 4 2 / S R 1, % / 

42/BR. 1, A/G. 3y42/SB, i, A / C . 4/42/SR. 1, A / C . ‧ 

1, A/C. Q/A2/SR. 1； 

(c) 全 体 会 议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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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1条并规定副主席的选举应在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选出后（见项目5)才 

举行,以确保总务委员会(见项目8 )具有代表性‧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第33/ 1 3 8号决议，附件，第2和第3段）2 1位 

副主席应按下列方式选出： 

(a)非洲国家代表六人； 

m亚洲国家代表五人； 

( 0 东欧国家代表一人； 

(d) 拉丁美洲国家代表三人； 

(e) 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代表二人； 

(f)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代表五人. 

但大会主席选出后，主席所属地区的副主席名额应减少一名. 

副主席的选举，通常是在每届会议的第一夭举行.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在附属机构的选举中，如候选人数与应填补席位相 

等，即不必进行无记名投票，这个惯例应订为标准办法，并应适用于大会副主席的 

选举，但如有代表团特别要求对此项选举举行投票时，则不在此限.（第34/ 

401 号决定，第1 6段）。 

曾经担任过大会副主席的国家名单列在附件三。， 

7.秘书长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十二条第二项提出的通知 

《宪章》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当安全理事*对f任何争端或情势，正在执行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6 )的参考资礼 

( a )第4 2 / 3 0 4号决定； 

0 > ) 全 ^ " 议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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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所授予该会的职务时，大会非经安全理事会请求，对于该项争端或情势， 

不得提出任何建仏 

依照《宪章》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秘书长经安全理事会同意，应于每届会 

议时，将安理舍正在处理中关于 » i a际和平及安全的任何事件，通知大会*于安 

理会停止处理该项事件时也即邇知大会，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iJT注意到秘书长的通知（A/42/547 )，不加讨论（笫42/ 

411号决定）。 

文件秘书长的说明 . 

8.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总务委员会的报告 

议事规则第1 2条至第 1 5条是关于常会议程的规定• 

临时议程 

依照议事规则第1 2条的规定，临时议程至迟于常会开幕前6 0夭送交联合国 

会员国。笫四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暂定项目表（见第一节，第1段）于1988 

年 2 月 1 2日分发（Ay43/50JftiC Orr. 1)。第四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A/43/ 

150)将于1 9 8 8 年 7 月 2 2日印发。 

议事规则第13条指出哪些项目应该或可以列入临时议程. 

补充项目 

议事规则第14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主要机构或秘书长都可以请求在议 

程内增列补充项目，但至迟须于既定常会开幕日期前 3 0天提出.这些项目应列 

入补充项目表，至迟于该届会议开幕前2 0天送交联4国会员国。 

«笫四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7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A/42/547; 

(b) 第 4 2 / 4 1 1号决定, 

(c) ^ # 会议： A / 4 2 / P V . 8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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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充 项 目 表 （ 歡 1 9 8 8 年 8 月 2 6日印发， 

增列项目 

议事规则第15条特别规定：在常会开幕前3 0天内或在常会期间提请列入议 

程的性质重要和紧急的增列项目，如大会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会员国过半数作出决 

定，可以列入议程. 

总务委员会审査议程草案 

议事规则第3 8条至第44条是关于总务委员会的组成、组织和职务的规定. 

总务委员会由大会主席（兼任委员会主席）（见项目4和附件一）、大会21名副 

主席（见项目6和附件三）和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见项目5和附件二）组成. 

总务委员会通常是在每届会议第二天集会，以便就议程的通过、项目的分配和 

大会工作的安排等事，向大会提出建议，为此目的，总务委员会将收到秘书长的 

一份备忘录，其中载有议程草案（临时议程、补充项目和增列项目）、项目分配办 

法草案和一些关于会议的组织的建议. 

文 件 ： 秘 书 长 的 备 忘 录 （ ) . 

大会通过议程' 

，第四十二届会i义（议程项目8 )的参考资#， 

(a) 暂定项目表：A Z 4 2 / 5 0 ; 

(b) 附 加 说 明 的 项 目 表 ： ; 

(c) 临时议程： A / 4 2 / 1 5 0 ； 

(d) 补充项目表：A7 4 2 / 2 0 0 ； 

(e) 秘书长的备忘录：A/BUfl/42L/l ; 

(f) 总务委员会的报告： A y 4 2 / 2 5 0 j f a C o r r . l ^ A d d . i ; 

(g) 傪正案： A / 4 2 / 1 . 1 8 ; 

( H ) 议 程 ： A / 4 2 / 2 5 1 和 C o r r . l 和 A d d . l 至 3 ; 

(i) i义程项目的分E: 和 C o r r . l 和 A d d . l 至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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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议程、议程项目的分配以及关于会议的组织的办法，由大会以简单多数通过• 

议事规则笫2 3条特别规定：大会辩论某一个已由总务委员会建议列入议程的 

项目应否列入议程时，发言赞成或发言反对者，各以三人为限‧ 

9 . 一般性辩论 

每届会议开始时,大会以三个星期的时间作一般性辩论，由各代表团团长就大 

会所要处理的一切问题，说明他们本国政府的观点• 

议事规则附件五第46段规定：在辩论开始后第三天结東时，截止拟参加一般 

性辩论的发言者名单， 

在第四十二届会议上，一般性辩论一共占了 3 0次全体会议（A / 4 2 / :P V , 4 至 

3 3 ) , 共 有 1 3 9人发言‧ '° 

10.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依照《宪章》第九十八条的规定，秘书长应向大会提送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年度 

报告.秘书长的报告根据议事规则第1 3条(a)款的规定，列入大会临时议程. 

大会通常是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不加讨论* 但是，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就 

其审议秘书长的报告，要求联合61所有机关按照《宪章》规定充分和有效地履行其 

职责，并要求所有会员阖为此目的做出积极贡献；请安全理事会履行«国际和平 

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并适当考虑到秘书长的报告；请秘书长履行其《宪章》所规定 

的职责，继续作出努力加强联合国发挥《宪章》所设想的有效和决定IÉ作用的能力; 

并敦促为此目的继续作出努力（第37 / 6 7号决议）. 

( J ) 附 加 说 明 的 议 程 ： A ^ a / l O O / A d d . l ; 

(k) 4 4义委员会主席的信：A Z 4 2 / 5 4 8和 A d d . l和 2 ; 

( 1 )笫4 2 / 4 0 1号至笫4 2 / 4 0 3号和笫4 2 ^ 4 6 0号决定； 

( m )总务委员会会议： A y f e u R / 4 2 / S R . l £ 5 i 

W 错 会 议 ： A Z 4 2 / P V . 3 、 2 4、 4 5、 4 9、 9 5、 9 8 和 9 9。 

'°在第四十一届会议上，一般性辩论一共占了 3 0次全体会议，有1 3 7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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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il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第42/404号决定）.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补编第1号（A / 4 3 / 1 ) . 

11,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依照《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安全理事会应向大会提送年M告(见 

项目1 5(a))，由大会依照《宪章》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加以审查，安全理事 

会的报告依照议事规则第1 3条（to )款的规定，列入大会临时i义程. 

大会通常是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不加讨论.不过，在1 9 7 1 年 和 

1972年，大会笫二十六届和笫！二十七届会议审i义安理会的报告时，决定征求会员 

国对于依照《宪章》的原则和规定加強安全理亊会效率的方法的意见（笫2 8 6 4 

XXVI)号和笫2991(XXVII)号决议）。大会第二卞八庙会i义请安理会在审i义依 

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规定采取步骤加强其效率时，注意会员国响应上述决议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载于秘书长关于这个事项的报#( A / 8 4 4 7和 

Ad《1， A / 9 1 43)(笫3186 ( X X V I I I )号决i义）‧ 大会第二卞;^会i义回顾 

了翦三届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笫33 2 2 ( X X I X )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2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关于1986年6月1 6日至1 9 8 7 

年 6 月 1 5日期间的报告（第42/414号决定） 

文件：安全理事会关于1 9 8 7 年 6 月 1 6 日 至 1 9 8 8年 6月 1 5日期间的 

报告，补编第2号( A / 4 3 / 2 )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0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补编第1号（ A / 4 2 / 1 ) ; 

(b) 第42/404号决定； 

(c) é^éili A / 4 2 / P V . 36 . 

，
z
笫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1 )的参考资料： 

(a)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2号（A/42/2); 

(b) 第4 2 / 4 1 4号决定； 

(c) 全体会议： A / 4 2 / P V .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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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经济及社会理筝会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爭会向大会提送竽度报告；大会依照《宪章》第十五汆第二项的规 

定审査该裉告。理亊会的报舌侬照议事规则第1 3汆（乙）款的观定，列入大会 

临时议程，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所审査的报告，是关于理事会1 9 8 7年组织会议和1 9 8 7 

年第一和第二届常会的工作。*'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2 )的参考资科： 

(a) 经 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的 报 告 ： 补 编 第 3 号 （ 4 2 ^ 3 ) ； 

(b) 秘书长的报告： 

H公共部门在促进发展甲国冢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V 4 Z ^ 1 3 8 -

E / l 9 8 7 / 5 0 ； 

(=)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状况： 

曰联舍国和联舍国系统内的协调工作： A / 4 2 ^ 2 4 3 - ^ 1 9 8 7 X 6 8 ï 

<m从发展中国家流往发达国冢的净资金转移： 

7 2； 

m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A/4a/288-EXl988^71 ； 

內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A / 4 2 ^ 2 8 9 - : B / 1 9 8 7 / 8 6 和 A d * 1 和 2 和 

Add^, 1 ； 

出经社理亊会关于人口问题的第 1 9 8 & / 7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3 0 2 - E / l 9 8 7 / 8 1 ； 

( A )动员资金和技术资源以增加非洲粮食和农业阖际年： 

E / 1 9 8 7 / 8 8 î 

W 国 际 经 济 安 全 概 念 ： 9 8 7 / 7 7 和 A d 《 1 ; 

eH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经济措施：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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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注 1 3续） 

341-BX1987/78J 

(十一）《防止及港治灭絕种族罪公约》的现况： 

(十二） 对埃塞俄比亚失所难民的援坳：A/4a/4995 

(十三）黎巴嫩南部的人权憒况： 

(十四）向乍得境内自愿回返的人和流爯失所的人提供紧恚援助： A / 

42/506； 

( 十 五 ） 加 强 人 权 领 硪 的 国 际 舍 作 ： 和 A d 《 1 ; 

(十六）向索马里境内的难民提供援助： 4 / 4 ^ 6 4 5 ; 

(十七）苏丹境内的难民情况： 

(十八）大会第 4 1 / 2 0 1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十九）控制庥醉品滥用方面的国际合作： 

( o )秘书长的说明： 

H世界旅游组织： 4 ^ 4 2 / 2 2 7 - 2 / 1 9 8 7 / 6 5 ; 

t )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 9 8 7 / 8 4 ； 

曰药品管制战略和政策： V 4 a / 4 8 8 ; 

<m智利境内的人权情况： 

©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方案的执行情况： 

^联舍国援助土著居民自愿 *金： 

W 萨 尔 瓦 多 境 內 的 人 衩 情 况 ： 和 C o r r . 1； 

Cv)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的人权情况： 

W阿富汗境内的人权情况： 

(d)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H援助南部非洲难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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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 经 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的 报 告 ， 补 编 第 3 号 ‧ 

下列各问類将在项目12下加以审议，其中包括大会特别要求提出的报告或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决定转送大会的报告；还包括理#会已向大会提出建议的事项. 

非洲运输^通讯十牟 

1 9 7 7竽大会年第三十二届会议宣布1 9 7 8 — 1 9 8 8牟为《非洲运输和通 

讯十年》,以蕲助制订和执行一项发展非洲运输湘通讯的全球战略，并调动为此目的 

所需的技术和财政资源：请秘书长与各有关机构的行政首长合作，向非洲国定提供 

一切可能的援助，以期为"十年"拟定一项详细的行动卄划，并协调调动必要的技 

术^财政资源的工作；同时谙秘书长通过.经济及杜会理#会向大会每车提交进度报 

告（第 3 2 / 1 6 0 ^ 决议） • 

( 脚 注 1 3 ^ ) 

( = )向吉布提境内的难民提供人道主义谖助： A / 4 2 ^ 4 9 7 ï 

曰向索马里境内的难民提供援助： V 4 2 ^ 4 9 8 $ ï A d ^ i; 

(e) 第 二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A / 4 2 / 8 2 0 和 1 和 2 ; 

(f) 第三委员会的很告： A / 4 2 ^ 8 0 3 ^ A d d , l; 

(g)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h)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V 4 2 ^ 8 5 1 和 A / 4 2 / 8 8 8 ; 

(i) 第 4 2 ^ 7 5 . 4 2 / 1 2 6至 4 2 ^ 1 4 7、 4 ^ 1 6 5 至 4 2 / 1 7 2 号 决 议 和 

第4 2 / 4 2 3至 4 ^ / 4 2 5 » 4 2 ^ 4 2 7至 4 2 / 4 3 0、 4 2 ^ 4 3 1 ^ 4 2 ^ 4 3 2 S 

42/435. 40/4491 42/450和42^451号决定s 

( J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1 6 - i a 26-2a 3 4 和 4 2 - 4 4 ; 

( k ) 第 三 委 员 会 的 会 议 ： Z / A Z / ^ 5 1 - 5 3和 5 5 - 6 4 ; 

( 1 ) 第四委员会的会议： A / Q 1 0 和 1 2 - 2 1 ; 

( m ) 第 五 委 员 会 的 会 议 ： 5 ^ 4 2 ^ ^ 5 4 和 6 3 ; 

( n ) 全体会议 ： A / 4 2 ^ P V . 34-36L 44. 45. 4 & 9 ^ 9 3 , 96» 9 8 和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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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核准了非洲经济委ë会执行委^会的决议,其中委员会决 

il 9 7 9年初召开一次非洲部长会议，以便通过执行"十牟"的非洲全球战略^ 

全面行动计划，并请秘书长向抠任"十年"领导机构的非洲经委会提供必要的经费 

^工作人员，并于1 9 7 9年召开一次认捐会议（第33 / 1 9 7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注意到非洲交氣通讯^计划部长会i义所通过的执行"十 

牟"方案的全球战珞（第3 4 / 1 5 ^决议）-

"十年"方案分两个阶段执行‧ 第一个阶段包括的期间是1 9 7 9 - 1 9 

8 3 年 ' 第 二 个 阶 段 包 括 的 期 间 是 1 9 8 4 — 1 9 8 8 年 . 大 会 第 三 十 五 届 会 议 

至三十九届会议审议了这一问题（鋭5/108» 3 6 / 1 7 7 , 3 7 X 1 4 0 . 3 8 / 1 5 0 ^ 

3 9 / 2 3 0 ^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至第四十二庙会议''kit到秘书长的报告（第40Z43SL 4 1 X 4 5 3 

和 4 2 / 4 3 4号决定）。 ― ― 

文件：秘书长的报眚（第32 / 1 6 0号夾议）， A / 4 3 / 3 2 5 - E / 1 9 8 8 / 5 4 , 

联合国援助土著居民自愿基金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设立了族合囿援助土著居民自愿基金，其目的是由各国政府、 

非政府组织^其他私人或公共团体通过自愿捐助提供资金，向土著民族^组织的代 

表提供财政援助，以帮助他们参加土著居民问颧工作组的审议：并决定基金的管理 

应根据族合画财务条例^细则以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同时听取董事会的意见. 

董窖会由在影响土著居民的各种问颧上具有经验的五人组成，各成员均以个人身分 

任职（第40/131号决议）。秘书长按照该决议，任命了下列 5人为董事会成S : 

黎夫‧登夫机尔德先生（挪威），阿利乌内•塞内先生（塞内加尔），希维‧托卢 

亚先生（新西兰），丹尼洛。土尔克（南斯控夫）^奥古斯托‧威林逊——迪亚斯 

先生（危地马控）‧董事会于1 9 8 8—年—4月2 5 日至 2 9日举行了第一庙会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0/13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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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增进和保护 

人权的区域安排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说明，请他协助并鼓励亚洲及太平洋经济 

社絲员会执行秘书，设法在曼谷该委员会内部设立^^国人权资料保存中心；再 

次请尚未采取行动的亚太经社会的成员国尽快向秘书长提交他们对亚洲区域增进和 

保护人权的国家、地方和区域安排的讨论会报告的意见；请秘书长尽快完成准备在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举办一个人权教学训练班的筹备工作；注意到设在亚洲及太平洋 

区域的联合国各发展机构在其发展活动中推进人权工作的努力；请秘书长通过经济 

及社委理事会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再提出一份报告，内载关于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敏 资 料 ‧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1 / 1 5 3号决议）， A / 4 3 / 1 7 0 - E / 1 9 8 8 / 2 5 . 

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 

大会笫四十一届会议重申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可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有 

效享受作出重要贡献，联合国系统内各区域间交换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和经验的方式 

可有所改善，关心地注意到各区域机关的代表和联合国负贲增进人权的机关的代表 

之间以各种方式进行接触交换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和经验已成为常事，并因咨询服务 

和技术援助活动而获得加强；请秘书长继续考虑鼓励这种发展的可能性；请人权委 

员会继续特别注意怎样以最适当的办法响应不同区域的各个国家的要求，在咨询服 

务方案的范围内协助它们，并于必要时提出有关建议；请秘书长就增进和保护人权 

的区域安排的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并在报告内容提出就本决议采 

取的行动的成效（第41/154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1 / 1 5 4号决议）, A / 4 3 / 3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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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澌主义活动 

以及基于种^！：不容异己、仇恨和恐怖的其他 

一切形式极权主义思想和作法所应采取的措施 

1 9 6 7年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注意到近来发生种族上不容异己的现象，包括 

若干信奉极权思想，例如纳粹主义的团体和组织的复活，各方都很关注，并且确认 

到，不论纳粹主义活动在位地出现，都应采取各种措施予以制止，因此，坚决谴 

贵这种思想，并且请各国立刻采取有效措施，以制止这种现象（第2331 ( X X I I ) 

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三至二十六届会议继续审査这个问题（第 2 4 3 8 U X I I )号、 2 5 4 5 

( x x i v )号、 2 7 1 3 ( x x v )号和 2 8 3 9 ( 房工）号决议 ) ‧ 

大会第二十会议决定，这个问题应延至人权委员会对本项目的讨论完毕时 

再进行审议（ A / 9 0 3 0 ，第9 0页）， 

大会第三十五届至四十届.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 3 5 / 2 0 0号、第 3 6 / 

1 6 2号、第 3 7 / 1 7 9号、第 3 8 / 9 9、和第 3 9 / 1 1 4和 4 0 / 1 4 8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再次谴贲基于种族、民族或其他排他性或不容忍、仇恨和 

恐怖的一切极权主义的或其他的思想和做法，包括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法^ 

斯主义的思想，因为它们剝夺人民的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均等机会，并且表示 

决心打击这种思想和做法；请所有国家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秘书长提出意见和资 

料；请秘书长参照人权委员会将要进行的讨论以及各国和各国际组织提出的意见， 

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1/160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1 / 1 6 0号决议）， A / 4 3 / 3 0 5 - E / 1 9 8 8 /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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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方面的当地 企业家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注意到当地企业家在调集资源和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经济 

发展方面可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用，请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组织和机关， 

诸如各区域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劳工组织,贸发会议/总协定的国际 

贸易中心、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各区域开发银行，在其各自的现 

有任务、方案和优先次序范围内，（&)继续通过，除其它之外，技术合作项目，支 

持各国按照国家法律，优先次序和规章，对私营、公营和（或）其它部门的当地企 

业家给予鼓励的努力；(W促进所有各国当地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资料和 

经验的实际交流；（c)请秘书长利用联合国系统内已在进行的工作，并切记需要避 

免工作和费用的重复，研究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的措施，以促进私营和公营两个部 

门的当地企业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并就此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 

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1 / 1 8 2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1 / 1 8 2号决议）， A / 4 3 / 3 6 0— 2 / 1 9 8 8 / 6 3 。 ' 

预防和控制后天免疫丧失综合症（艾滋病)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提请大会注意世界卫生大会WHA 40.26 

号决议，卫生大会在该决议中批准了世界卫生组织所制定的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全球 

战略;敦促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组织，包括各专门机构、双边和多边机构以及非政 

府组织和自愿组织根据全球战略，在指导和协调与艾滋病的紧急战斗中与卫生组织 

密切合作，对防治艾滋病的世界范围的斗争给予支持（笫1 9 8 7 / 7 5 号决议）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确认继续由卫生组织领导和协调全球防治艾滋病的紧急战 

斗；请秘书长鉴于这一向题的方面很广，同卫生组织总干事密切合作，通过现有的 

适当机制，确保联合国系统协调一致地对付艾滋流行病;促请联合国系统所有有关 

机构，包括专门机构、双边与多边机构、非政府与志愿组织，依照全球战略，支持 

全世界的抗艾滋病斗争；请卫生组织总千事就艾滋病在全球流行的新发展通过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请经社理事会按照其职贲审议该项 

报告（笫4 2 ^ 8 号 决 议 ） . ' 

文件 ,卫生组织总千事的报 ^第 4 2 / 转决议）， A / 4 3 / 3 4 l— E / 1 9 8 8 /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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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吉布提境内的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1 9 7 8年第二届常会第一次审议这个问题。理事会该届 

会议呼吁国际上援助"非洲之角"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第1 9 7 8 ^ 9号决议)。 

后来理事会1 9 8 0年第一届常会（第1 9 8 0 / 1 1号决议），1 9 8 0年第二届常 

会（第1 9 8 0 / 4 4号决议）和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第l 9 8 2 / 3 f决议)审议了 

这个问题，要求秘书长派遣一个联合国机构间视察团前往吉布提，估计难民的需娶。 

1 9 80年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赞同吉布提视察团的报告及其提出的建议；请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继续确保为难民安排适当的援助方案.并请秘书长向理事 

会 1 9 8 1年第一届常会和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5/18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以及作为其附件的高级专员的报告（第 

36 / 1 5 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至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i义这个问题（笫37/176号、38/89 

号、 3 9 / 1 0 7号和 4 0 / 1 3 4和 4 1 / 1 3 7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向吉布提境内的难民提供人道主义 

援助的报告；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支持吉布提政府努力应付难民的紧急需要并对他们 

的处境执行持久的解决办法；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2/126号决议）。 

文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第42/126号决议）， 

向索马里境内的难民提供援助 

这个问题自1 9 8 0年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以来一直列在大会议程中，当时大 

会要求秘书长协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派遣视察团前往索马里，对该国境内 

的难民情况进行全面考査（第35 / l 8 0 f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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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到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一问题（第 3 6 / 1 5 & 3 7 / 1 7 4 . 

3 8 / 8 8 . 3 9 / 1 0 4 . 4 0 / 1 3 2 和 4 1 / 1 3 8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审议了秘书 

长关于索马里境内难民情况以及应采取何种综合援助方案使索马里能应付这种局面 

的报告，敦促高级专员确保难民在得到照料、维持生计和恢复正常生活方面的需要 

得到适当满足；敦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按第二次援助非洲难民国际会议的要求，在 

构想、执行和监测有关难民的项目方面起主导作用，并与高级专员和世界银行密切 

合作，参与调动所需的财政和技术资源；要求高级专员和开发计划署署长向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 1 988年第二届常会报告在他们职贲领域所取得的进展；请秘书长与 

高级专员和开发计划署协调，就所取得的进展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4 2 / 1 2 7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 4 2 / 1 2 7号决议）。 

向乍得境内回返的人和流离失所的人提供紧急援助 

大会第三十九至四十一届会议严重关切到乍得发生空前旱灾所造成的影响，并意 

识到乍得境内志愿回返的人及由于战争和旱灾而流离失所的人为数极多，造成社会 

融合方面的一个严重问题，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按照 

他们的职权，动员向乍得境内志愿回返的人和流离失所的人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并请秘书长同救灾协调专员合作，向大会以后各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9/106、 

4 0 / 1 3 6 和 4 1 / 1 4 0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向乍得境内自愿回返的人和流离失 

所的人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报告，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乍得政府在协助和重 

新安置自愿回返的人和流离失所的人方面的努力；再次要求高级专员和救灾协调专 

员向乍得境内自愿回返的人和流离失所的人调动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请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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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高级专员和救灾协调专员合作，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2/128 

号决议） 

文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笫42/128号决议）， 

苏丹境内的难民情况 

大会自1 9 7 2年以来就一直审议该问题，（第2 9 5 8 ( X X V I I )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样（第1655(工11)、 1705(工1工1)、 1 7 4 K l . I V ) . 1 7 9 9 

" V ) 、 1 8 7 7 ( L V I I ) % 1978/39、 1980/10、 1 9 8 0 / 4 5和 1 9 8 2 ^ 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至四十一届会i义继续审议该问题（第35/181、 3 6 / 1 5 8 . 

37/173、 38/90、 3 9 / 1 0 8 , 4 0 / 1 3 5 和 4 1 / 1 3 9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if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及其所附机构间特派团的报告之后，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第4 1/1 3 9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和所附1 9 8 6年机构间特 

派团的报告；请秘书长在就机构间特淤团的报告进行后续工作和推动发展援助与5É 

民援助相结合时，采取具体步骤，同开发计划署和难民专员办事处合作，及早执行 

1 9 8 7年机构间特派团报告中所载的各项建议；请秘书长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关于本决^执行情况的舉告（第42/1 2 9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2/12 9 t决议）， 

向马拉维境内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提供援助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ifà意到联合国的一个机构间小组当时正在访问马拉维，与 

该国政府讨论如何加强它的能力，以应付难民^流离失所的人的存在对该国经济、 

重要资源和公共事业所造成的负扭，以及拟订一个综合性的援助方案，请秘书长与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开发计划署署长密切合作，调动国际援助并在國际上发 

出呼吁，为机构间特派团的报告所建议的项目和方案提供慷慨的捐助：还请他就本 

决议的执行情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8年第一届常会和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 

提出报告（第4 2 / 1 3 2 f决议 ) ,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2/13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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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及餳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现况 

大会1 9 4 8年第三届会议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并将《公约》 

开放給各国筌署和批准，该公约于1 9 5 1 年 1 月 1 2 日 开 始 生 效 ， 截 至 1 9 

8 8 年 5月 1日为止，已有 9 7个国家批准或加入该公约. 
""i 

大会笫四十二届会if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表示深信所有国家执行公约名项. 

规定是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行所必需的；并敦促尚未成为公约締约国的那些国家 

毫不迟延地批准或加入公约（第42/133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133号决i义) • 

阿富汗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4年笫一届常会赞同人权委员会请委员会主席任： 

命一名特别报告员的决定，该报告员的任务是审査阿富汙境内的人权情况，以便制 

订能够有助于在全部外国军队撤出之前、撤出期间以及撤出之后,确保充分保护该国 

所有居民人权的建议*并请特别报告员向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一项全面报 

告（笫1984/37号决议）。从那时起，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限每年都得到延长。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fe意到特别报告员关于阿富汗境内人权情况的临时报告; 

并决定在其第四十三届会议上继续审议阿富汗境内的人权湘基本自由问题，以期根 

据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供的新资料重新审査这个问题（第4^/135号 

决 议 )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 9 8 8年第一 届 常 会 注 意 到 1 9 8 8 年 3 月 1 0 日 人 权 委 

员会第1988/B7号决议，核可了委员会将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的决定, 

(第 1 9 8 8 / 1 3 6 ^决定）。 

文件：秘书长的说明（第42/<135|"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8/136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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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的人权情况 

1 9 8 4年3月，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请主席任命一名委员会特别代表， 

其任务是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建立联系，就该国人权情况编写一份载有结论和 

适宜建议的深入研究报告，提交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第1984/54号决议）. 

从那时起，特别代表的任务期限每年都得到延长，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特别代表的临时报告；并决定在其第四十三届 

会议继续审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的人权情况，包括少数人群体如巴哈派教徒的 

情况，以便根据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供的新资料，对这种情况进行新 

的审査（第43 / 1 3 & f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8年第一届常会注意到1 9 8 8 年 3 月 1 0日人权委 

员会第1 988/69号决议，核可了委员会将特别代表的任务期限再延长一年的决定, 

(第19 8 8 / 1 3 7号决定）。 

文件：秘书长的说明（第4&/ 1 3 © f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 8 / 1 3 7 

号 决 定 ） . 

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情况 

1 9 8 0年，大会笫三十五届会议请人权委员会笫三十七届会议审査萨尔瓦多 

境内的人权情况(第35/192号决议）。 

1 9 8 1年 2月，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请主席委任一位委员会特别代表, 

就所报道的萨尔瓦多境内发生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事件，进行调査，向大会 

提&临时报告并向人权委员会提IB最后报告（第32 ( X X X V I I ) 号 决 议 ） 。 从 那 

时以来，大会和人权委员会定期审议了特别代表提出的报告。特别代表的任务期 

限每年都得到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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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笫三十六届錢四～届 ^续审议这个问题（第 3 6 / 1 5 5 号、 3 7 / 1 8 5 

号 、 3 8 / 1 0 1 号 、 3 Ô / 1 1 Ô 号 、 4 0 力 鰣 和 4 1 / 1 5 7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if^扬特别代表的报"fi并决定在其笫四十三届会议继续审 

议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情况，以便参照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所提供的资料重新审査这种情况（第42/1 3 7号决议）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8年第一届常会注意到1 9 8 8 年 3 月 1 0日人权委 

员会第198 8/65号决议，核可了委员会将特别代表的任期再延长一年的决定，（第 

1 9 8 8 / Ï 3 5 f决定）。 

文件：秘书长的说明（第42/137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8/135 

号决定）。 

向南部非洲境内的难民学生提供援助 

1 9 7 6年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对不断有大批南非难民学生逃到博茨瓦纳、茱 

索托和斯威士兰，从而对这些国家有限的资源形成重大压力，表示关切，因此要求 

秘书长同这三国政府和有关的解放运动协商，以期为这些难民学生的照顾生活和教 

育组织和提供适当的紧急经济援助和其他形式的捐助,随时注意情况的发展，并在 

必要时向大会提出报告（第31/126^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和三十三届会议赞同秘书长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g为动员援 

助南非难民学生所采取的措施（第32/119号和第33/16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扩大对住在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赞比亚的 

南非难民学生的援助方案，把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难民学生也包括在内（第3 4 / 

17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决定在难民学生方案内照顾前津巴布韦难民学生的生活， 

直到他们在庇护国完成学业，或直到能作出另一种安排使他们可以在本国完成学业 

(第35/ 1 8 4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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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第 三 十 六 届 会 议 M 议 请 秘 书 长 协 同 难 民 专 员 随 时 审 査 这 一 事 项 ， 

并向大会提出报告（第36/17CL 37/177、 3 8 / 9 5 . 3 9 / 1 0 9 、 4 0 / 1 3 8 ^ 4 1 / 

1 3 6 号决议）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iife意到高级专员的报告要求他同秘书长合作，继续为在博 

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赞比亚获得庇护的南非和纳来比亚难民学生办理并执 

行切实有效的教育及其他适当援助方案；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向难民学生援助方案包 

括在笫二次援助非洲难民S际会议J:提出而未莸资金的项目提供捐助> 呼吁难民专 

员办事处，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所有其他主管机关以及其他茵际机关，继续提供人 

道主义和发展援助，使得在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赞比亚获得庇护的南非 

和纳来比亚难民学生能够迅速安置定居；要求高级专员同秘书长合作，继续注意这 

一事项，将这些方案的最新情况通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8年笫二届常会，并 

就*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笫42/ 1 3转决议）. 

文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第42/138号决议）， 

向埃塞俄比亚境内流离失所的人提供援助 

大会从1 9 7 5年第三十届会议以来一直在审议援助埃塞俄比亚的问题(第 

3 4 4 1 ( X X X X 31/172» 3 2 / 5 3 3 / 2 1 和 3 4 / 5 4 号 决 议 ） 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1 9 7 8年第二届常会上笫一次审议了这个问题，当时理 

事会呼吁向非洲之角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提供国际援助（第1978/39号决议）。 

大 会 第 三 十 五 届 至 四 十 一 届 会 议 赞 同 秘 书 长 1 9 8 0 年 1 1 月 1 1日 

促请国际社会为埃塞俄比亚境内流离失所的人提供及时而慷慨的援助的呼吁；并请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加紧努力动员人道主义的援助，为自愿回返的人和流离失 

所的人提供救济和善后服务（第35/18& 3 6 / 1 6 1、 3 7 / 1 7 5 , 3 8 / 9 1 、 39/105» 

4 0 / 1 3 3 和 4 1 / 1 4 1 号 决 议 ） . 

大会笫四十二届会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并审议了高级专员的报^根据当 

时的情况，呼吁菌际社会继续提供援助；要求高级专员继续努力调动人道主义援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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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请秘书长与高级专员合作，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通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8 

年第二届常会，并就此向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笫42/ 1 3 ^决议） ‧ 

文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第42 / 1 3转决议）. 

改善所有移徙工人处境并确保其人权和尊严的措施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对全体会员国开放的工作鉬，由其拟订一项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属权利的国际公约（笫34/1 7 ^ "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至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35/198» 3 6 / 1 6 0 » 

3 7 / l 7 a 38/86L 39/10a 4 0 / 1 3 0 和 4 1 / 1 5 1 号 决 议 ） ‧ 

大会笫四十二届会ijffe意到工作鋁的二份最新报告，特别是工作鉬在公约草 

案二读阶段起草工作上取得的进展；决定为使工作鉬能尽快完成任务，工作组应紧 

接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8年笫一届常会之后，在纽约召开为期两星期的闭会 

期间会妫请秘书长向各国政府转递工作鋁的报告，以便工作鉬成员能够在1988 

年春季举行的闭会期间会议上继续公约草案二读阶段的起草工作，并将该次会议取 

得的结果转递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审妫还请他把上述文件转递联合国各主管机构 

和各有关国际組銪供他们参考，以使它们能够继续同工作鉬合佝决定工作鋁应在 

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期间开会，最好是在大会一开始就开会，继续保护所有移徙工 

人及其家属权利国际公约草案的二读工作（笫42/ 1 4 0 f决议）. 

文件：工作组的报告（笫42/140号决议）， 

司法J:的人权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鼓励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鉬委员会、 

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以及人权、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区域性和 

区域间研究所和联合国系统其他有关实体，加紧就有关司法_b的人权事项进行合作, 

并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协调这类努力；鼓励继续为切实执行联合国关于司法上的人 

权标准和准则制订战略和措旅，以应会员国夢求在执行工作和在评价其影响和有效 

性方面予以协助，特别是在技术合作俱进发展部、人权事务中心和秘书处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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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的咨询服夯下进行i注意到人枳事务中心和社会 发展和人道主 

义事务中心开始釆取步骤以确保在这一领域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包括为笫八次联合 

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进行筹备工伤决定在其笫四十三会议J:审议司法_t的 

人权问题（第42/143号决议）， 

预计会前没有文件， 

人权与人口大规模流亡 

人权委员会自1 9 7 9年第三十五届会议起一直审议人权与人口大规模流亡问 

题，大会和人权委员会最近几届会议也是如此（见大会第35X1 96、 37/186、 3 8 / 

103、 3 9 / 1 1 7 , 4 0 / 1 4 9 , 4 1 / 1 4 8 和 4 2 / 1 4 4号决议；并见人权委员会第 

3 0 ( X X X V I )、 2 9 ( X X X V I工）、19 8 2 / 3 2 » 1983/35、 1984/49» 1 9 8 5 / 

40L 1 9 8 6 / 4 5和 1 9 8 7 / 1 5 6和 1 9 8 8 ^ 0号决议）。大会和人权委员会审议秘 

书长关于这个题目的报告和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以及国际合作防止新难 

民 潮 政 府 专 家 组 报 告 （ 1 / 3 2 4 ，附件）。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请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对全世界为解决难民和流 

离失所的人大规模流亡的严重问题而作的努力，以及寻求造成这种流亡现象的原因， 

加强给予合作与协助；请人权委员会继续审査人权与人口大规模流亡问题，以便就 

这个事项应釆取的进一步措施提出适当建议；并请秘书长就有关国际合作防止新难 

民潮政府专家组的报告所载建议的任何发展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 4 2 / 1 4 4号决议）。 

1 9 8 8年2月和3月，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再次请秘书长通知大会第 

四十三届会议有关按照政府专家组报告第7 0段建议所釆取的行动(第1 9 8 8 / 7 0 

号决议 )。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2 / 1 4 4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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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社会生活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认识到在这个领域内所获进展仍然不够，而且必须在世界 

社会状况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并且在这方面应继续努力（第4 1 / 1 5 2号决 

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再次认识到在这一领域内所获进展仍然不够；重申人人 

有权享有最大可能程度的身心健康，强调在没有任何种类歧视的情况下参加文化、 

体育和娱乐活动并支配休闲时间，有助于改善社会生活；请秘书长编制一份关于世 

界上社会生活的改善情况的报告（第4 2 / 1 4 5号决议）。 

预计没有会前文件 

智利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情况 

大会自1 9 7 4年第二十九届会议（第3219(30：工30号决议）以来，每年都 

审议这个问题.此外，人权委员会自从其1 9 7 5年第三十一届会议起，便经常 

审议这个问题。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请委员会委任一名智利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向人权 

委员会和大会提出报告（第3 3 / 1 7 5号决议）。自那个时候以来，大会和委 

员会经常审议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报告。特别报告员的任期逐年予以延长，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请委员会考虑到所掌握的一切有关资料，作为高度优先 

事项，审议特别报告员的报告；釆取最适当措施以促使有效恢复智利境内的人权和 

基本自由，包括延长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限；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四 

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以期审査智利境内的人权情况（第4 2 / 1 4 7 号 决 议 ) 。 

1 9 8 8年2月和3月，人权委员会决定将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 

并请他就智利境内的人权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1988^78号决 

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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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I 9 8 8年第一届常会注意到1 9 8 8 年 3 月 1 0日人权委 

员会第1 9 8 8 / 7 8 ^决议核可了委员 0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限再延长一年的决定 

(第198 8 / 1 4 Q I "决定）。 

文件：秘书长的说明（第4 2 / 1 4 7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 8 / 1 4 0 

号决定）， 

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7 6年 8月4日第2 0 2 6 (辽工）号决议和1 9 7 7年8 

月3日第210 0 ( 1 ^ 1 1 1 )号决议要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联合国系统内的专门机 

构和其他组织加紧努力，与西亚经济委员会进行协调.查明巴勒斯坦人民的社会及 

经济需要.理事会又促请这些机构和组织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协商和合作，制订并 

执行具体项目以便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理事会第2100(XV工工工） 

号决议又请秘书长就各有关机构和组织所釆取的行动及所取得的成就，向理事会提 

出年度报告. 

大会1 9 8 1 和 1 9 8 2年第三十六和第三十七届会议请开发计划署在被占领 

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直接执行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核可的项目，促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 

机构和组织协同巴解组织，并征得各有关阿拉伯收容国政府同意，加紧努力，对巴 

勒 斯 坦 人 民 提 供 经 济 和 社 会 援 助 （ 第 3 6 / 7 0 和 3 7 / 1 3 4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请秘书长召集联合国系统的各有关计划署、组^机枸和 

机关在1 9 8 4年举行一次会议，以拟订一项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经济和社会援助 

的协作计划，并确保其付诸执行（第3 8 / 1 4 5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请秘书长通过现有机构间体制加速完成大会第38/145号 

决议所要求的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经济和社会援助的协调计划，召集联合国系统内 

有关计划署、组织、机构、基金和机关于19 8 5年# #一次会议，审议向巴勒斯 

坦人民提供经济和社会援助的协调计划（第39/2 2 4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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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届会议请秘书长审查在执 行其报告所描述的拟议的活动和项目方面 

所取得的进展，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最后确定第38/145号决议中所要求的关于向巴 

勒斯坦人民提供经济及社会援助的方案，在1 9 8 6年召开一次联合国系统有关各 

计划署，组&机构、基金和机关会议，以审议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经济及社会揆 

助的问题（第 4 0 / 1 7 0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欢迎秘书长决定派遣一个特派团以拟订第38/145f决议 

要求的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经济和社会援助的方案；请秘书长在1 9 8 7年召开一 

次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机构、基金和机关参加的会议，以审议向巴勒斯坦人民提 

供经济和社会援助问题；邀请巴解组织和阿拉伯东道国畚加会议；请国际社会与巴 

勒斯坦解放组织合作，继续并增加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第41/181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欢迎该报告中制订的向巴勒斯坦 

人民提供经济和社会援助方案；请秘书长制订和争取早曰实施该方案，并在该方案 

的范围内协调联合国系统各组织计划进行的活动；请秘书长和巴解组织密切合作， 

为该方案筹集资源；促请国际社会、联合国系统、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只为巴 

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并以不致延长以色列占瓴的方式，向被占瓴的巴勒斯坦领土提供 

援助或任何其它形式的支援；请秘书长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执行本决议的进 

展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2/166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 (第 4 2 / l 6 e f决议）， A / 4 3 / 3 6 7 - E / 1 9 8 8 / 8 2 . 

关于国际十年的指导方针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年第二届常会通过关于指定国际年和周年纪念的指 

导方针（第1 9 8 0 / 6 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决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的指导方针，作为联合国 

今后处理国际年提案的标准和程序，并建议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通 

a±±述指导方针，并于各自立法机关提出国际年提案时釆用该指导方针（第
3
 5 / 

4 2 4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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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 9 8 8年第二届常会审议如何指定 

今后的国际十年的指导方针，并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建议（第4 2 / 1 7 1 

号决议 )。 

2 0 0 0 年前的全球住房战略 

1 9 8 2年，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宣布定1 9 8 7年为"使无家者有住所国际 

年"；决定在该"国际年"以前及其间，各项活动的目标将是至1 9 8 7年底依照 

国家优先次序改善一些贫穷者和处境不利者的住所及邻里地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 

家里，并在2 0 0 0年前证示各种改善贫穷者和处境不利者住所和邻里地区的方法 

和方式；指定人类住区委员会在其各届常会的范围内担任负贵组织该"国际年"的 

联合国政府间机枸，并建议委员会每年审査一次该"国际年"的目标、战略和标准 

( 第 3 7 / 2 2 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八届、三十九届、四十届和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 

3 8 X 1 6 8 , 3 9 / 1 7 1 、 4 0 7 2 0 3 和 4 1 7 1 4 6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决定应有一个到2 0 0 0年的全球住房战略，包括实施、 

监测和评价这一战咯的行动计划；还决定该战略的目标是鼓励釆取措施，使人人到 

2 0 0 0年都享有适当的住房： 

请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执行主任拟订一份全 球住房战略及其实施办法、 

包括所涉经费问题的提案，供人类住区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审议；请委员会在现有 

资源范围内制订一份全球住房战略，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大会第四十三届会 

议： 

敦促所有各国政府下定决心，实现全球住房战略的目标，办法是按照本决议附 

件第一节所载的准则，通过并实施本国的住房战略，这样就可以调动本国的一切力 

量和资源实现战略的目标，并请各国政府每年重申这种决心，特别是在今后每一年 

世界生境日宣布将釆取的具体行动和要实现的目标；请所有联合国机关和机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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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国际社会按照本决议附件第二节确定的方针，支持制订实施全球战略
（
第42/ 

1 9 1 号决议）。 

文件：人类住区委员会报告的有关章节（第4 2 / 1 9 1号决议）。 

第三委员会的工作方案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iik定将题为"第三委员会的工作方案"的决定草案推迟至 

第四十三届会议审议（第4 2 / 4 2 3号决定）。 

加强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後徒定将经过口头订正的题为"加强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 

的决议草案推迟至第四十三届会议审议（第 4 2 / 4 2 4号决定）。 

1 3 .国际法院的报告 

国际法院向大会提送年度报告，由大会依照《宪章》第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加 

以审议‧ 国际法院的报告根据议事规则第1 3条（乙）款的规定，列入大会临时 

议程‧ 国际法院的第一份年度报告，提交大会1 9 6 8年第二十三届会议. 

大会通常是注意到国际法院的报告，不加讨论，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国际法院1 9 8 6年 8月1日至1 9 8 7年 7月 3 1 

日的报告（笫4 2 / 4 0 5号决定）. 

文件：国际法院的报告，补编笫4号（A / 4 3 / 4 ) . f 

笫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3 )的参考资料： 

( a )国际法院的报告：补编笫4号（A / 4 2 / 4 ) ; 

笫 4 2 / 4 0 5 号 敉 ； 

(c) ^ 会 议 ：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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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联合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关系协定由原子能机构大会于1 9 5 7年 1 0月 2 3 

日邂过,"并由联合国大会于1 9 5 7年1 1月 1 4日逝过（第 1 1 4 5 ( X I I ) 号决议， 

附 件 ） ‧ 依照该协定笫一条的规定，联合国承认原子能机构由于它的政府间性质 

和国际职贲，应依本身的规约，在该协定所规定与联合国的合作关系上，成为一个 

独立的国际组织。依照该协定笫三条的规定，原子能机构向大会提送年度工作报 

告。 

大会第四十二会议"注意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 ^ ( A / 4 2 / 4 5 8和 C o r r . 1 ) ; 

肯定确信原子能,构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作用；促请所有国家致力于有效和谐的 

国际合作，以便进行原子能机构《规约》所规定的工作，促进利用核能和采取必要 

揞施，以进一步加强核设施的安全和尽量减少对健康的危险，加强向发展中国家提 

供技术援助与合作，以及确保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效力和效率（笫42 /决议）. 

文件:国际原子能机构1 9 8 7年度的报告。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在给大会的 

说明中将概述报告发表以来的主要发展情况。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 8 ， A / 3 7 1 3号文件‧ 

" 第 四 十 二 届 会 议 ( 议 程 项 目 1 4 )的参考资料： 

a 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A / 4 2 / 4 5 8 ； 

b 决议草案Î A / 4 2 / I V 6； 

0 第 4 2 / 6号决议； 

d 0 会 议 ： A / 4 2 / P V 。 4 ^ »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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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选举各主要机构成员以补空缺: 

(a)选举安全理事会五个非常任理事国 

依照修正后的《宪章》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安全理事会由五个常任理事国 

(中国、法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画、美利'-

坚众国）和大会选出的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组^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两年. 1 9 6 3 

年大会第十八届会议决定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应依下列名額选出（笫1 9 

9 1 A ( X V I I I ) 号 决 议 ） ： 

(a) 非洲和亚洲国家中选出五国； 

(b) 东欧国家中选出一国； 

(c) 拉丁美洲国家中选出两国； 

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中选出两国.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8选举安全理事会五个非常任理事国（笫42/30&I"决议） 

" 大 会 在 1 9 6 3 年 1 2 月 1 7日通过一项修正案〔笫1991 A ( x v i l l )号决 

议〕，将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数目自6国增为10国，这项改正案已 

于 1 9 6 5 年 8 月 3 1日生效. 

" 笫四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I 5(a))的参考资料： 

(a)第42/305号决定； 

0 ^ 体 会 议 ： A / 4 2 / P V .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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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安全理事会由下列成员组成：^尔及利亚* *、 ̂ 根 廷 * 、 巴 西 、 * * 

中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日本、*尼泊尔、* *塞内加尔、 

* *苏^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发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南斯拉夫* *和赞比亚* ‧ 

9 8 8 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9 8 9 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将要填补下列国家任满时空出的席位：阀根廷、德！:志联 

邦共和国、意大利、日本和赞比亚.依照议事规则笫1 4 4条的规定，任满的成 

员国不得连选连任. 

依照议事规则第9 2条的规定，选举以无记名方式投票举行，并且不釆用提名 

办 法 . 依 照 议 事 规 则 第 8 3条的规^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应以三分之二 

多数票当选. 

安全理事会历届非常任理事国的名单列在附件四• 

(b)选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十八个理事国 

、依照修正后的《宪章》笫六十一条的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由大会选出的 

,，大会在1 9 6 3 年 1 2 月 1 7日通过一项修正案（笫199l B ( x v i l l )号决议）， 

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理事国的数目自18国增为2 7国，这项修正案于196 5 

年 8 月 3 1 日 生 效 ； 大 会 在 1 9 7 1 年 1 2 月 2 0日通过一项修正案（笫 

2 8 4 7 ( X X V I )号决议），将经社理事会理事国的数目增为5 4国，这项修正 

茱于1 9 7 3 年 9 月 2 4 日 生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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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个理事国组成，任期三年 . 1 9 7 1年大会笫二十六届会议决定，经社理 

事会的理事国应依照下列名额逸出(第284 7 ( x x v i )号决议）： 

(a) 非洲国家中选出十四国； 

(b) 亚洲国家中逸出十一国； 

(c) 拉丁美洲国家中选出十国； 

(旬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中选出十三国； 

(e)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选出六国.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选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十八个理事国 （第42/ 3 0畴决 

定).因此，经社理事会现由下列会员国组成：涣大利亚、*比利时、*伯利兹、* 

*坡利维亚、* *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 *中国、 

* * 哥 伦 比 亚 、 * * * 古 巴 、 * * * 丹 麦 、 * * 吉 布 提 、 * 埃 及 、 * 法 国 、 * * * 

加蓬、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 * 加纳、 * * * 希腊、 * 

* * 几 内 亚 、 * * ‧ 印 度 、 * * *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 * * 伊 拉 克 、 * 愛 尔 兰 、 * 

* * 意 大 利 、 * 牙 买 加 、 * 日 本 、 * * * 莱 索 托 、 * * * 利 比 里 亚 、 * * * ^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 * * 莫 桑 比 克 、 * 擲 威 、 * * 阿 雙 、 * ‧巴基斯坦、*巴拿马、 

* 秘 鲁 、 * 菲 律 宾 、 * 波 兰 、 * * 萄 * 牙 、 * * * 卢 旺 达 、 * * 沙 特 阿 拉 伯 、 * * 

* 塞拉利昂、 ‧索马里、 * *斯里兰卡、 * *苏丹、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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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 * 委 内 瑞 拉 、 * # *南斯拉夫* * # 

» 笫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5(b))的参考资料: 

( a ) 第 4 2 / 3 0 6 号 决 定 ； 

m林会议：A/42/PV. 4 铘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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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扎伊尔* * . 

‧ 1 9 8 8 年 1 2 月 3 1 日 任 满 . 

* * 1 9 8 9 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 ‧ ‧ 1 9 9 0 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大会笫四十三届会i义将填补下列国家任满时空出的席位：洪大利亚、比利时、 

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吉布提、埃及、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画、伊拉克、意 

大利、牙买机莫桑比克、巴金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塞拉利昂、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按照议事规则第1 4 6条的规定，任满的理事国 

可以连选连任. 

依照议事规则笫92条的规定，选举以无记名方式投票举行，并且不采用提名 

办法，依照议事规则第83条的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理事国应以三分之二多 

数票当选.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历届理事国的名单列在附件五• 

16.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举行其他选举: 

(a)选举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理事国 

依照大会第29 9 7 ( X X V I I )号决议第一节第1段的规定，环境规划理事会由 

大会依照下列名额，选出5 8个理事国组成： 

(a) 非洲国家中选出十六国j 

(b) 亚洲国窠中选出十三国, 

(c) 东欧国家中选出六国， 

(d) 拉丁美洲国家中选出十国j 

(e) 西欧国象和其他国窠中选出十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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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r通过了关于环境规划理事会的两年 t i会议周期的第4 2 / 

185号决议，其中第4段请秘书长与各国政府进行协商，作出必要的过渡安排，将 

理事会成员的任期从三卑改为四年，成员的半数每两年改选一次（第42/185号* 

议）， 

大会同届会议决定推迟到第四十三届会议再选举理事会的理事国并将19 8 7 

车 1 2 月 3 1日任满的理事会理事国的任期延长一年（第42/448号决定），理事 

会现有下列国家组成：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巴巴多斯* 、博茨瓦纳* 、 Ê西 *，保加利亚 * 、 

布隆迪** 、加拿大*、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刚果* 、捷克斯洛伐克* 、 

丹麦* 、多来尼加共和廣*•、法菌•、加蓬**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加纳*、 

希腊** 、印度*、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 

日本"、约旦 ‧、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马耳他*、毛里塔尼亚*‧、 

墨 西 哥 * 、 荷 兰 * 、尼日尔*、尼日利亚* 、阿曼*、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 、波兰 *、大韩民 S " 崖内加尔 "、斯里兰卡 *、斯威士兰 *、瑞典 ‧ * 、 

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泰国**、突尼斯*、 土耳其*、乌干达* 、乌 

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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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南斯拉夫* 、扎伊尔** 

和赞比亚**。 

‧ 1 9 8 8 年 1 2 月 3 1日任 

" 1 9 8 9 年 I 2 月 3 1曰任满。 

第四十；届会议(议程项目1 6(a))的参考资料: 

(a) 笫 4 2 / 1 8 5号决议和第4 2 / 4 4 8号决议； 

(b) 錯 会 议 ： A / 4 2 / P V . 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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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要填补下列国家空出的席位：阿根廷、澳大利亚、巴巴多 

斯、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属、哥伦比亚、刚果、捷克斯洛伐克、 

丹麦、法国、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约旦、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 

众国、马耳他、墨西哥、荷兰、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波兰、斯里兰卡、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突尼斯、土耳其、 

鸟干达、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南斯控夫和赞比亚，理事会理事国可以 

连选连任， 

依照议事规则第9 2条的规定,选举以无记名方式投票举行，并且不釆用提名 

的办法,"环境规划理事会的理事国以简单多数票当选， 

(b)选举世界粮食理事会十二个理事国 

依照大会第 3 3 4 8 ( X X I X )号决议第 8段的规定（并参看项目 8 2 ( e ) )，世界 

槺食理事会由大会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提议，顾到均衡的地域代表性，选出36 

个理事国组成，任期三年，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选出理事会十二个理事国(第42/307号决定）。因此， 

理事会现由下列国家组成：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孟加控 

国 、 * 保 加 利 亚 、 * ‧ * 布 隆 迪 、 ‧ ‧ 加 拿 大 、 * * * 中 国 、 * * *哥伦比亚* * 

科 特 迪 瓦 、 * # *塞浦賂斯、*多米尼加共湘国、*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a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在附属机构的选举中，如侯选人数与应填补席位相 

- 等，即不必进行无记名投票，这个惯例应订为标准办法，伹如有代表团特别要 

求对某一项选举举行投票时，则不受此限（第 3 4 / 4 0 1号决议，第 1 6段）.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6(b) )01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 A / 4 2 / 3 2 0 J 

(b) 第 4 2 力 0 7 号 决 定 ， 

(c) # 会 议 ：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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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几内亚、*洪都拉斯、*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 

西 亚 、 * ‧ * 意 大 利 、 * * 日 本 、 * ‧ 马 达 加 斯 加 、 * * ‧ 马 里 、 * 墨 西 哥 、 * ‧ * 

巴 基 斯 坦 、 * * 卢 旺 达 、 * * 索 马 里 、 * 瑞 典 、 • * 泰 国 、 * * * 突 尼 斯 、 • * 土 

耳 其 、 »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 * *鸟拉圭* *
 # 

和赞比亚 

* 1 9 8 8 年 1 2 月 3 1曰任满‧ 

* ‧ 1 9 8 9 年 1 2 月 3 1 B任满， 

9 9 0 年 1 2 月 3 1曰任满*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要填补下列国家空fi的席位：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塞浦路斯、多米尼加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相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几内亚、洪都拉斯、马里、索马里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画联盟，依照第3348 

( X X I X )号决议第8段的规定，世界賴食理事会的理事国可以连选连任， 

( c )选举方案^协调委员会七名成员 

依照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任务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2008 ( I X )号决议， 

附件）（还参看项目1 1 6 )第 7段，委员会由2 1个成员国组成。成员由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提名，由大会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依照下列名额选出，任期三年：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广泛代表 

性的建议，决定自1 9 8 8年起，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应由根据公平的地域分配原则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6 ( c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A/421/321, 

(b) 第 4 2 / 3 1 8和 4 2 / 4 5 0号决定， 

( e ) 全 ^ ^ 议 ： A / 4 2 々 V .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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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的3 4个联合国会员国组成，任期三车，其名额分配如下： 

非洲国家九名， 

亚洲国家七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七名I 

西欧和其他国家七名, 

东欧国家四名。 

并决定第四十二届会议应选举新的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成员 (第4 2 / 4 5 0号决定），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选出委员会 2 0个成员(第4 2 / 3 1 8号决定），因此， 

委员会现由下列国家组成：阿根廷、*奥地利、* * * 巴 氣 * * *孟加拉国、 

贝 宁 、 * 巴 西 、 * * 布 基 纳 法 索 、 * * 喀 麦 隆 、 * * 加 拿 大 、 * * * 中 国 、 * ‧ 哥 

伦 比 亚 、 ‧ * * 科 特 迪 瓦 、 ‧ * * 古 巴 、 ‧ * * 法 国 、 ‧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 " * 

印 度 、 * * * 印 度 尼 西 亚 、 * * 日 本 、 * * 肯 尼 亚 、 ‧ ‧ * 墨 西 哥 、 » * # 巴基斯 

坦 、 * * * 秘 鲁 、 * 波 兰 、 * * * 罗 马 尼 亚 、 * * * 卢 旺 达 、 * * * 瑞 典 、 * *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 突 尼 斯 、 * * 乌 干 达 、 *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湘国联 

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美利坚合众国、*南斯拉夫 ‧ * *和 

赞 比 亚 ， * 

* 1 9 8 8 年 1 2 月 3 1日任潢， 

» • 1 9 8 9 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 * * 1 9 9 0 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要填补下列国家空出的席位：阿根廷、贝宁、法国、秘鲁、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昶赞比亚，委员会成员连选得连任* 

大会将收到秘书长的一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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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选举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十七名成员 

大会第22 0 5 ( X X I )号决议第二节第1段已按大会第3108( X X V I I I )号决议 

第8段修改，依照这段的规定，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并参看议程项目136) 

由大会选举3 6个国家组成，任期六年‧ 在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时，大会必须遴守 

下列名额分配办法： 

(a) 非洲国家中选出九国j 

(b) 亚洲国家中选出七国J 

(c) 东欧国家中选出五国， 

(d) 拉丁美洲国家中选出六国， 

(e) 西欧国家*其他国家中选出九国， 

此外，第2205(XXI)号决议还规定，大会应同时妥^頋到世界各主要经济镧 

度和法律制度，以及发达国家相发展中国家都要有适当代表参加‧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选出委员会1 9 个成员（第 4 0 / 3 1 3 号决定） .因此， 

委员会现由下列国家组成：阿尔及利亚*、阿根廷* *、澳大利亚*、奥地利*、 

巴西*、中非共和国*、智利* *、中国*、古巴* *、塞浦路斯* *、捷克斯洛 

伐克* *、埃及*、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 *、印度* *、伊朗 

伊斯兰共^国 * *、伊控克* *、意大利* *、日本*、肯龙亚* *、莱索托•*、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墨西哥*、荷兰* *、尼日利亚*、塞拉利昂* *、新 

加坡*、西班牙*‧、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顛及北爱尔 

"第四十届会议（议程项目 1 6(e))的参考资料： 

(a) 第4 Q / 3 1 3号决定i 

(b) 全 体 会 议 ： 1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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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圭* *和南斯拉 

夫 * , 

* 于委员会 1 9 8 9车第二十二届会议开始前一天任满。 

* * 于委员会1 9 9 2年第二十五届会议开始前一天任满，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要填补下列国家空出的席位：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奥 

地利、巴西、中非共和国、中国、埃及、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日本、墨西哥、 

尼日利亚、新加坡、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依照第 2 2 0 5 ( X X I )号决议第二节第 5 段的规定，委 

员会成员连选得连任， 

依照议事规则第9 2条的规定，选举以无记名方式投票举行，并且不釆用提名 

办法，"委员会的成员以简单多数票当选。 

(e)选举联合国难民事务»级专员 

1 9 5 0年大会第五届会议通过难民专员办事处章程（第4 8 2 0 0 ^决议附件） 

(并参肴议程项目 1 0 2 ) , 按照章程第1 3段，联合国难民事务鬲级专员由秘书 

长 提 名 ， 由 大 会 选 举 ， ：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选举
2 6
让一皮埃尔‧奥凯先生为聶级专员，自1 9 8 6年1月1 

日起，任期三年（第4 0 / 3 1 0号决定 J 。 

文件：秘书长的说明。 

" 第四十届会议（议程项目1 6(f))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 A / 4 0 / 1 0 1 4 ; 

(b) 第4 0 / 3 1 0号决定； 

(c) 徘 会 议 ： A / 4 0 / P V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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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选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1972年，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依照第2997(XXV工工）号决议第二节第2段 

的规定，决定环境规划署秘书处以大会逸出的环境方案执行主任为首长，任期四年, 

大会第三"会议"再次逸举穆斯塔法 ‧托尔巴先生为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自1 9 8 5年1月1日起任期四年（第39 / 3 1 4号决定）， 

文件：秘书长的说明， 

17,任命各附厲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和其他任命: 

(a)任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于1 9 4 6年由大会设立（第1 4 (1)^决议），备 

供大会咨询，并就联合国预算和有关事项以及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行政 

预算向大会提出建议• 关于委员会的任命、组成和职务的规定，详见议事规则笫 

1 5 5条至笫1 5 7条， 

目前咨询委员会由下列1 6名成员组成： 

艾哈迈德•法特希•马斯里先生（阀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巴格贝尼 ‧阿代 

托‧恩藏格亚先生（扎伊尔），* * *米歇尔‧布罗夏尔先生（法国），* *路易 

斯‧塞尔吉奥‧加马 ‧菲格拉先生（巴西），* *埃文‧丰泰纳一奥尔蒂斯先生 

( 古 巴 ） ， * * *扬*戈里策先生（罗马尼亚），*弗格森‧伊赫梅先生（尼日利 

亚），*猪又忠德先生（日本），**马隆德先生（中国），**姆塞茱先生（坦 

" 第三十九届会议（议程项目1 6 ( ^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 A / 3 9 / 7 9 9 ; 

(b) 第 3 9 / 3 1 4 ; 

(c) 徘 会 议 ： A / 3 9 / P V .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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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伊尔梅利‧穆斯托宁女士（芬兰），* *理査德•尼加德 

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 *班比特 ‧罗伊先生（印度），* *克里斯托弗‧托 

马斯先生（特立龙达和多巴哥）， *恰科‧范登荣特先生（荷兰），* * *维克托 • 

维斯利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 * . 

* 1 9 8 8 年 1 2 月 3 1曰任满， 

* * 1 9 8 9 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 * * 1 9 9 0 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2 8任命了咨询委员^b名成员（第42 / 3 1 2 f决定） ‧ 

;大会第十三届会议将须任命人选，差补马斯里先生、戈里策先生、伊赫梅先 

生、姆塞莱先生和托马斯先生任满的空缺. 

文件：秘书长的说明（ A / 4 3 / 1 0 1 ) . 

(b)任命会费委员会成员 

会费娄员会于1 9 4 6年由大会设立（第1 4(1)^决议），就《宪章》笫十七 

条第二项所规定由各会员国分担本组织费用的办法（另见项目12 1 ) , 向大会提 

供意见，关于委员会的任命、组成和职务的规定，详见议事规则第1 5 8条至笫 

1 6 0条， 

2 8
笫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7(a)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 A / 4 2 / 1 0 1 和 A d d , 1 和 A d < ^ 2 和 A / C . 5 / 4 2 / 3 2；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8 6 4 和 A d d . 1； 

(o)笫42/312f决定； 

(d) 笫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 3 和 6 0 ； 

(e) 全体会议： A / 4 2 / P V .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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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会费委员会由下列18名成员组成： 

安杰伊‧阿布拉谢夫斯基先生（波兰），* *秋本健志郎先生（日本），*M 

姆贾德 ‧阿里先生（巴基斯坦），* * *巴格贝尼‧阿代托.恩藏格亚先生（扎伊 

尔 ） ， * * *埃内斯托'巴蒂斯蒂先生（意大利），* * *卡袼澌，安东尼奥*里 

维罗 ‧加西亚先生（委内瑞拉），* * * 阿兰 .卡塔先生（法国）， * ‧ * 尤里 . 

丘尔科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 毛 , ‧ 塞 尔 希 奥 ‧ 达 ‧ 丰 塞 尔 ‧ 

科斯塔‧科托（巴西），* * *约翰 ‧福克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彼得*格 

雷格先生（澳大利亚），* *伊莱 I斯•卡泽姆贝先生(赞比 I ) , ‧阿蒂略‧诺维 

托‧莫尔特尼先生（阿根廷），* *季米特里‧拉利斯先生（希腊），**奥玛尔 ‧ 

希瑞先生（埃及），* *王连生先生（中国），* * *阿德南‧尤尼斯先生（伊拉 

克），*阿森‧伊利埃夫*兹拉塔诺夫先生（保加利亚），* 

* 1 9 8 9年 6月 3 0日任满 ‧ 

‧ ‧ 1 9 9 0 年 6 月 3 0 B任谏 ‧ 

‧ ‧ ‧ 1 9 9 1年 6月 3 0日任满 ‧ 

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任命了委员会八名成员（笫42 / 3 1 3号决定)。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将须任命人选，填补阿布拉谢夫斯基先生、秋本先生、福 

克斯先生、卡泽姆贝先生、尤尼斯先生和兹拉塔诺夫先生任满的空缺‧ 

" 笫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1 7 0>
〗
的参考资料) 

( a )秘书长的说明： A / 4 2 / 1 0 2 和 A d d . I 和 2 和 A / C 。 5 / 4 2 / 3 3 ; 

( b j笫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8 6 5 

(c) 笫 4 2 / 3 1 3号决定； 

(d)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 / 4 2 / S R . 5 3； 

(e) 林 会 议 ： A / 4 2 / P V . 9 7 .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5 9 

文件：秘书长的说明（ A / 4 3 / 1 0 2 ) , 

(C)任命审计委员会一名成员 

审计委员会于1 9 4 6年由大会设立（第7 4(1)号决议），负贲向大会递送财 

务报告和审计决算表（另见项目1 1 4 ) . 委员会的成员是以会员国审计长或同 

等官阶官员的资格而不是凭个 人资格接受任命的. 

目前审计委员会由下列3名成员组成： 

法国审计处首席处长， *加纳审计长， * * * 菲律宾审计娄员会主席， * * 

* 1 9 8 9 年 6 月 3 0 日 任 满 . 

# * 1 9 9 0 年 6 月 3 0曰任满* 

* * * 1 9 9 1 年 6 月 3 0 日 任 满 ， 

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任命了委员会一名成员(第4 2 / 3 1 4号决定）. 

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将须任命人选，填补法国审计处首席处长任满的空缺. 

文件：秘书长的说明（ A / 4 3 / 1 0 3 ) ,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7 (c)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 s A / 4 2 / 1 0 3 和 A / C . 5 / 4 2 / 3 4 ; 

(b) 笫五委员会的报告：A / 4 2 / 8 6 6 ; 

(c) 第 4 2 / 3 1 4号决定； 

(d) 笫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 / 4 2 / S R . 5 3 ; 

(e) 全体会议： A / 4 2 / P V .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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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认可投资委员会成员的任命 

投资委员会于I 9 4 7年由大会设立（笫15 5 ( 1 1 )号决议），就联合国合办 

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另见项目1 2 4 )和其他联合国基金的资产投资问题，向秘 

书长提出意j&o 

目前委员会由下列九名成员组成： 

阿洛伊济奥.德安德扛德‧法里亚先生（巴西）*,让'居约先生（法国）， • " 

乔 治 • 约 翰 斯 顿 先 生 （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 松 川 道 弥 先 生 （ 日 本 ） ， 戴 维 ' 

案塔古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巴扭贾，库马尔‧尼赫鲁先生 

(印度），‧伊夫'奥尔特扭马尔先生（瑙士）， * *伊曼纽尔'努瓦'奥马博先 

生（加纳）， ‧ *澌坦尼斯拉夫‧拉基科夫斯基先生（波兰），* 

‧ 1 9 8 8 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 1 9 8 9 年 1 2 月 3 1 日 任 满 , 

‧ * * I 9 9 0 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大 会 第 四 十 二 届 会 议 " 认 可 了 秘 书 长 任 命 的 委 员 会 三 名 成 员 （ 第 号 

决定），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将须认可秘书长任命的三名成员，填补法里亚先生、尼赫 

魯先生和椬基科夫渐基先生任漪的空缺.大会还将须认可一名成员的任命，以填补 

1"：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7 (d)参考资料： 

(a) 秘 书 长 的 说 明 ： 0 4 和 A / C . 5 / 4 2 / 3 0 ;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8 6 7 ; 

(c) 第 4 2 / 3 1 5号决定î 

(d)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5 3 ; 

(e) 楼 会 议 ：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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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联合国行政法庭法官 

联合国行政法庭于1 9 4 9年由大会设立（第351 A ( I V )号决议），负贲 

审理和判决联合国和某些专门机构工作人员所提出的指控不艘行任用契约的申诉. 

目前行政法庭由下列七名法官组成： 

杰罗姆 ‧阿克雙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弗朗西澌科 ‧福尔特萨先生（乌 

拉圭 ) , * * *阿诺德 ‧威尔弗雷德‧杰弗里 ‧基恩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艾哈迈德•奥斯曼先生（埃及），*罗歇，潘托先生（法 S ) , * 

萨马伧德椬纳特 ‧森先生（印度），*伊万'沃伊库先生（罗马尼亚）.* * * 

* 1 9 8 8 年 1 2 月 3 1日任漪. 

** 1 9 8 9 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 * # 1 9 9 0 年 1 2 月 3 1日任漪.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任命了行政法庭二名法官（第4 2 / 3 1 6号决定）， 

大会四十三届会议将须任命法官填补奥斯曼先生、潘托先生和森先生任满的空 

缺. 

文件：秘书长的说明（ 

W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7 (e)参考资料： 

(a) 秘 书 长 的 说 明 ： 0 5 和 5 / 4 2 1 / 3 5 ;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4 2 / 8 6 8 ; 

(c) 第 4 2 > 3 1 6号决定； 

(d)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k / C . 5 ^ 4 a / S R. 5 3； 

(e) 会议：A X 4 2 / ï v -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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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成员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于1 9 7 4年由大会设立（第33 5 7 ( X X I X )号决议）， 

负贲管制和协调联合国共同系统内的服务条件.委员会由大会任命的15名成员 

组成，其中两名为专任委员，分剁担任主席和副主席（另见项目I 2 3 ) ‧ 

目前，委员会由下列I 5名成员组成： 

理查德‧阿克韦先生（加纳）， ‧ * * (主席），卡洛斯‧ ^赫加先生（阿根 

廷），***副主席，伊凡‧彼得罗维奇。阿博伊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阿姆贾德'阿里先生（巴基澌坦），*米歇尔'让*巴杜先生（法 

国 ） ， * *克劳迪娅 •库利夫人(美利坚合众国）， ‧ ‧ 特 尔 基 娅 ‧ 达 达 赫 夫 人 

( 毛里塔尼亚）， " # 弗朗西澌卡 ‧耶通德。伊曼纽尔夫人（尼日利亚 ) , * 

安东尼奥。丰塞卡‧皮门特尔先生（巴西），* * 卡 雷 尔 ‧ 棄 斯 卡 先 生 （ 捷 錢 

洛 伐 克 安 德 烈 。 扎 维 埃 尔 。 皮 尔 松 先 生 （ 比 利 时 ） ， * * * 奥 玛 尔 。 希 瑞 

先生（埃及），*阿列克谢斯。斯蒂芬诺先生（希腊），* ‧ 弘太四郎先生（日 

本 ） ， * ‧ 弗 洛 迪 先 生 （ 印 度 ） ， * 

‧ 1 9 8 8 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 * 1 9 8 9 年 I 2 月 3 I曰任满. 

* * ‧ 1 9 9 0 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任命了委员会两名成员（第4 2X3 1 7 号 决 定 ) . 

» 笫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I 7(«)参考资料： 

(a) 秘 书 长 的 说 明 ： 和 A / C ' 5 / 4 2 / 3 6 ;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8 6 9； 

(c) 第 4 2 > 3 1 7号决定； 

(d)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 / 4 a / S R . 5 3 ; 

(e) 楼 会 议 ：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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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将须任命人选，填补阿博伊荚夫先生、阿里先生、伊曼纽 

夫人、希瑞先生和弗洛迪先生任濟的空鈇， 

文 件 ： 秘 书 长 的 说 明 （ ) 。 

(«)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成员和侯补成员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于1 9 4 8年由大会设立（第248 (工1工）号决 

议),负贵处理与联合国有关的养恤金管理问题（另见项目12 4 ) , 大 会 1 9 8 7 

年1 2 月 2 I B 第 4 2 / 2 22号决议核准委员会成员名额和组成的更动，从1 9 

8 9 年 1 月 1 B起，委员会将由大会所选委员四人及侯补委员四人，秘书长所淤委 

员四人及侯补委员二人，参与人选出的委员四人及侯补委员二人组成， 

大会选出的现任成员和侯补成员如下： 

成员： 

索尔。库特内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马里奥。马约利先生（意大利) 

迈克尔。奥凯约先生（肯尼亚） 

侯补成员： 

鸟尔里希。卡尔比策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邇) 

米格尔。奥尔特加先生（墨西哥) 

高须幸雄先生（日本） 

他们的任期将于1 9 8 8 年 1 2 月 3 1日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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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任命了委员会的三名侯补成员（第41 / 3 1 8号决定） ‧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将须选举委员会的四名成员和四名侯补成员. 

文件：秘书长的说明， 

( h )餅联合检査组成员 

I 9 7 6年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核准了联合检査组规聿（另见项目11 9 ) , 

联检组至多由1 1名成员组成（第31 / 1 9 2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任命了联合检査组一名成员（第 4 2 / 3 1 9号决定）， 

目前，联检组由以下1 1名成员组成： 

阿迪卜。达鸟迪先生（阿扭伯叙利亚共和国),‧**恩里克，费雷尔。比埃 

拉 先 生 （ 阿 根 廷 ） ， ‧ * 阿 兰 ‧ 古 尔 东 先 生 （ 法 国 ） ， 理 査 德 ' 海 涅 斯 先 

生 (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 ， * * 穆罕默德‧萨拉°埃勒丁 ° 易 卜 拉 欣 先 生 （ 埃 ' 

> *第四十～届会议（议程项目1 8 <勾参考资料： 

(a) 秘 书 长 的 说 明 ： 和 5 / 4 1 / 4 6 ；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c) 第 4 1 / 3 1 8号决定； 

(d)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31,; 

(e) 全体会议： A / 4 1 / P V . 1 0 1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7(h))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 A / 4 2 / 8 7 0 ; 

(b) 大会主席的说明， 

(c) 第 4 2 > 3 1 9号决定； 

(d) ： 楼 会 议 ：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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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 " * 伊 凡 ' 科 杰 克 先 生 （ 南 澌 拉 夫 ) , ‧ ‧ 卡霍诺 ‧ 马托哈丁涅格罗先 

生(印度尼西亚) , ‧鲍里斯 ‧帕夫洛维奇。普罗科菲耶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 *西格弗里德‧舒姆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卡勃尔‧ 

滕萨拉先生（扎伊尔），* * 诺 隻 ‧ 威 廉 斯 先 生 （ 巴 拿 马 ） ， * ‧ * 

* 1 9 8 9 年 1 2 月 3 1 日 任 满 . 

‧ ‧ 1 9 9 0 年 1 2 月 3 1 曰 任 满 。 

# # # I 9 9 2 年 1 2 月 3 1日任谫，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将须填补马托哈丁涅 格罗先生任期届满的空鈇， 

文件： 

(a) 秘书长的说明（ A / 4 3 / 1 0 8 )。 

(b) 大会主席的说明。 

(i)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协两委员会成员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请大会主席在适当顾及区域分配的原则下，选择五个会员 

国，先以三年为期，由这些会员国各任命代表一人出席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协 

蔺委员会（第31/133哥决议）。 ；-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请大会主席在充分顾及基金由自懕捐款筹资及公平地 

域分配的情形下，应指定五个会员国为协两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协商委员会 

的每个成员国应指定一位拥有发展合作活动（包括那些有利于妇女的发展合作活动) 

方面的有关专门知识和经验的人为委员会成员（第39/125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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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届会议" 1 注意到主席任命下列国家为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协两委员 

会成员，自1986年1月1日开始，任期三年：哥伦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 

度，肯尼亚和挪威（第40/324号决定）， 

U ) ^ ^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 

大会在I 9 6 7年第五届特别会议时，设置了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负责管 

理该领土，直到它独立时为止，并决定理事会应将其认为必要的行政和管理任务委 

交联合国西南非洲专员负责(并参看项目2 9 ) 。 这名专员将由大会根据秘书长 

的提名委派（第2248 ( S — V)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决定联合国西南非洲专员应称为"联合国纳来比亚专员" 

笫 2 3 7 2 0 C X I I )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根据秘书长的提议，延长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伯恩特‧ 

卡尔森先生的任期，自1 9 8 8年 1月1 B开始，任期一年， 

文件：秘书长的说明， 

W认可联合国资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的任命 

大会1964年笫十九届会议通过第1995(XIX》号决议，设立联合国贺易和发 

展会议，作为大会的一个机构（并参看项目8 2(b)) * 依照决议笫二节第2 7段 

«第四十届会议（议程项目17(f))的参考资料： 

(a) 第40 / 3 2 4号决定； 

(b) 雜 ^ i义： A / 4 0 / P V . 1 2 2和 1 2 3 , 

" 第 四 十 二 届 会 议 ( 议 程 项 目 1 7(f))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 A / 4 2 / 8 4 8 ; 

(b) 笫42 / 3 1 1号决定； 

(c) A / 4 2 / P V .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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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贸发组织秘书长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并由大会核可，秘书长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时并得连任‧ 

大会笫四十届会议， 8根^秘书长的建议'对任命肯尼思‧达齐先生为贸发会议 

秘书长予以认可，自1 9 8 6年 1月 1 B开始，任期三年. 

文件：秘书长的说明‧ 

18.《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 

(a) 铪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b) 秘书长的报告 

1961年大会第十六届会议设立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 

别委员会，由 1 7名成员组成，要求委员会审査大会第 1 5 1 4 U V )号决 «载《宣 

言》的执行情况，并就实施《宣言》的进展和程度提出意见和建议（第1654 ( X V I ) 

号决议）， 

大会笫十七届会议特别委员会扩大‧增加了七名成员，还请特别委员会继续 

寻求最适当的方法和途径，在所有尚未莸得独立的领土迅速彻底实施《宣言》（第 

1 8 1 0 ( X V I I )号决议） ‧ 

大会同届会议要求特别委员会酌情执行交给西南非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任务（第 

1805(XVI)号决议），并决定解散西南非问题特别委员会（第1806(xvil)号 

决议）， 

"第四十届会议（议程项目1 7 ( W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说明： A / 4 0 / 9 0 1 ; 

(b) 第40/308号决定； 

(c) 徘 ^ i 义 ： A / 4 0 / P V . 8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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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十八届会议决定解散非自治领土情报审查委员会，并请特别委员会研究 

根据宪章笫七十三条（辰）款规定递送的情报（参看项目1 0 9 ) , 在 审 査 关 于 

(宣言》在每一+非自治领土的实施情形时，充分考虑这种情报，并在它认为必要 

时，进行任何特别研究和编制任何特别报告（第1970UVIII )号决议） 

大会在同届会议及其后每届会议上，在审议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之后，都通过 

决 « 长 委 员 会 的 任 期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从2 4 名增加到 2 5 名（第 3 4 / 

4 2 & f 决 定 ） *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上，大会主席说他收到了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内的若千 

国家的来函，表示它们希望被任命为特别委员会成员国‧ 在 1 9 8 4 年 1 2 月 

1 8 日 第 1 0 5次全体会议上，大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委托主席进行进一步协商， 

以 ^ 快 作 出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续会决定，关于1 9 8 5年1月9日澳大利亚退出特别委员 

会而造成的成员空缺问题延至日后审议有关任命特别委员会成员这一分项目的会议 

时再予处理（第 4 0 / 3 2 6 号决定）.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上，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在1 9 8 7 年 1 1月9日的来 

.3， 第西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8 )的参考资料‧* 

( a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3 号（ A / 4 2 / 2 3 ) ; A/AC！。 1 0 9 / 8 8 9 — 

8 9 1 . A/AC。 1 0 9 / 8 9 ^ A d d。 1 和2» A / A Co 1 0 9 / 8 9 ^ A d d , L A / 

AC。 l 0 9 / 8 9 4 ^ A d d。 L A/AC。 109/895» A/AC。 1 0 9 / 8 9 ^ P A d d。 1 

和2» A/AC。 109/897、 A/AC。 1 0 9 / 8 9 拿 " 。 L A/AC。 1 0 9 / 8 9 9 

- Q O a . A/AC！。 1 0 9 / 9 0 ^ ï C o r r 。 乙 A / A C 。 1 0 9 / 9 0 & ̃ 9 1 2 L A / A C , 

1 0 9 / 9 l ^ A d d。 L a/Ac. 1 0 9 / 9 1 4 . A/AC。 10Q/915» A / A c . 1 0 9 / 

9 1 8 . A/AC！。 1 0 9 / 9 2 1 ^ A / A C . 1 0 9 / 9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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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42/733)中说，瑞典决定根据丹麦，挪威和瑞典三个北欧国家轮换的惯例， 

自 1 9 8 7年 1 2月 3 1日起放弃其在特别委员会的成员资格，而淮备由挪威取代 

瑞典为成员，挪威常驻联合国代表在 1 9 8 7年 1 1月 1 1日的来文（ A / 4 2 / 

763)中重申掷威代表团已准备重返委员会为成员‧ 1 9 8 7 年 1 2 月 4 日 大 会 

第 9 2次全体会议认可大会主席任命挪威为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 

况特别委员会的成员，（第42/309"f决定）‧ 

目前，特别委员会由下列2 4个会员国组成：阿富汗、保加利亚、智利、中国、 

刚果、科特迪瓦古巴、斯洛伐克、埃塞俄比亚、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马里、挪威、塞拉利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委内 

瑞 ^ 南 斯 拉 夫 . 

，，(f) 

(b)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6 0 1 ; 

(c)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3 ( ^ c 0 r r . 2；另见A/42/639L A / 4 2 / 6 9 & 

A/42/726-729^A/42/731； 

(a)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42/845; 

(e) 决议蕈案 Î A / 4 2 / 1 - 3 ^ P A d d e 3 9 Î H A d d . 1 ; 另 见 1 7 

幅 d 。 饰 补 编 第 2 4号（ A / 4 2 / 2 4 ( P a r t i l l ) ) ^ C o r r , l; 

(
f
) 第 4 2 / 7 1号、第 4 2 / 7 2号、第 4 2 / 7 8号至第 4 2 / 8 » f决议和第 4 2 / 4 1 8号 

至第 4 2 / 4 2 0号决定；另见第 4 2 / 1 4 A至： E号、第 4 2 / 1 9 &第 4 2 / 7 3号至 

第42/77号决议以及第42/309号、第42/311号、第42/402号、笫42/ 

4 0 8 - f ,第 4 2 / 4 1 0号和第 4 2 / 4 1 7号决定 S 

(g) 第四委员会的会议：A/C。 4 / 4 2 / S R 9-18; 

W 笫五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5 / 4 2 / S R 49 ; 

( i ) 全 体 会 议 ： 9 0 -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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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在审议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2 3 ( P a r t I - V I I ) ) 

后，核可了该报告，请特别委员会继续寻求适当途径，立即彻底实施大会第1514 

(XV)号决议，拟订消豳S民主义残余的具体提案，并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出 

报告（第42/71号决议），还要求釆取进―步的具体措施，不断地广泛宣扬联合 

国在非殖民化领域的工作（第42 / 7 2号决议K 

大会同届会议还审议了西撒哈拉问题（第42/78^决i5L新喀里多尼亚问题 

(第 4 2 / 7 9号决议）、安圭拉问题（第4 2 / 8 0号决议）、蒙特塞拉特问题（ 

( 第 4 2 / 8 1号决议）、英厲维尔京群&问题（第4 2 / 8 2 号决议）、特克斯 

和凯科斯群岛问题（第4 2 / 3 8号决议）、开曼群岛问题（第4 2 / 8 5号决议）、 

百 慕 大 问 题 （ 第 4 2 / 8 6号决议）、关岛问题（第4 2 / 8 7号决议）、美属萨 

摩亚问题（第4 2 / 8 8号决议）、美属维尔京群&问题（第4 2 / 8 9号决议）、 

直 布 罗 陀 问 题 （ 第 4 2 / 4 1 8号决定）、皮特凯恩问题（第4 2 / 4 1 9 号决定） 

和圣赫勒那问题（笫4 2 / 4 2 0 号 决 定 ） ‧ 

(a)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 / 4 3 / 2 3 ,以后将作为补编第2 3 号（ A / 4 3 / 2 3 ) 

印发； 

(b) 秘书长按照第42/78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关于西撒哈拉的报告. 

i a 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 

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必须特别按照《宪章》第四条，安全理事会 

暂行议事规则第5 8 至 6 0条和大会议事规则第1 3 4 至 1 3 8条的规定处理， 

按照《宪章》第四条第二项的规定，接纳新会员国，由大会经安全理亊会的推 

荐以决议实行.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8 3条的规定，接纳新会员国必须经过三分 

之二的多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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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是会员国名单，并注明会员国被接纳加入联合国的卑份，目前会员国总 

数 达 1 5 9个。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没有收到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 

截至1 9 8 8年6月1日为止，该项目下没有散发任何文件. 

20»联合国同亚非法律协两委员会的合作 

应 2 5个会员国的要求（ A / 3 6 / 1 9 1 和 A d d . 1和 2 ) ,将题为 "亚非法律协 

商委员会成立二十五周年"的项目列入1 9 8 1 年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在 

该届会议上，大会祝贺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成立二十五周年，高度赞扬该委员会促 

进区域间和国际合作，支持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请秘书长同委员会秘书长进行 

协两，以期进一步加强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及扩大这种合作的范围；决定把题 

为"联合国同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合作"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临时 

议 程 （ 第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七至四十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7/8， 3 8 / 3 7、 3 9 / 4 7 和 

4 0 / 6 0 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 4°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祝贺亚非法律协两委员会成立三 

十周年，在促进区域间和国际合作方面作出值得JB度赞扬的工作，支持了联合国在 

这方面的努力；赞赏地注意到委员会继续努力，通过它执行的各项方案和倡议来加 

« i 第四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0 )的参考资料： 

(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1 / 6 5 3 ; 

l b ) 决 议 草 案 ： 6 和 A é l d . 1 ； 

( c ,第4 1 / 5号决议； 

( d ) 搏 会 议 ： A / 4 1 / 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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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联合国及其各机关，包括国际法院的作用；满意地注意到在过去五年间联合国同 

亚非法律协苘委员会在更广泛的领域加强合作方面取得了可軎的进展；并请秘书长 

就联合国同亚非法律协两娄员会的合作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1/5 

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1/5号决议）。 

21 .各国人民享有和平权利 

19 8 4年大会笫三十九届会议应蒙古的要求将题为"各国人民享有和平权利" 

的项目列入议程.大会该届会议请秘书长确保最广泛地将《各国人民享有和平权 

利宣言》散发给各囿、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有关组织（笫39/11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吁请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尽一切力量执行《各国人民享有和 

平权利宣言》的规定,并请秘书长在提出关于国际和平年方案的执行情况的报告时， 

报道会员国和国际组织为执行《宣言》而采取的措施(第40/11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请秘书长邀请各国和国际组织将已采取的或正在采取 

的执行《宣言》的措施通知他并就这项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 

报告（第4 1 / 1 0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1 / 1 0 号 决 议 ） ‧ 

i*，；第四十一届会议（议程项目2 1 )的参考资料： 

( a )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 A / 4 1 / 6 2 8 和 C o r r . 1 和 A d d , 1 和 A d d , 1 / C o r r . l 

和 A d d , 2多 

0 > ) 决议草案： A , 4 1 A 1 0 和 A d d . 1， 

(c) 第 4 1 / 1 0号决议j 

(d) 全 体 会 议 ：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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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美洲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及和平倡议: 

本 项 目 应 尼 加 拉 瓜 的 要 求 （ 列 入 大 会 第 三 十 会 议 的 议 程 ‧ 在 

该届会议上，大会回顾安全理事会第5 3 0 ( 1 9 8 3 )号决议,重申该区域所有 

国i有权生活于和平之中，并且有权自由在不受任何的外来干预和干涉卞决定其 

前途；谴责侵犯该区域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敦促该^各国以及其 

他国家停止或不要开始采取军事行动，以图施加政治压力；表示最坚定地支持孔塔 

多拉集团；满意地迎欢.《关于中美洲和平的坎昆宣言》和内载展开协商以确保中美 

洲和谐共处的基础的《自标文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该决议执 

行 情 况 的 报 告 ; ^ ^ ^ 审 査 中 美 洲 局 势 （ 第 3 8 / 1 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回顾安全理事会第5 3 0 ( 1 9 8 3 )号决议和大会第38/ 

1 0号决议 , ^意到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特别是1 9 8 4年 9月 7日的《孔塔多 

拉关于中美洲和平与合作的文件》i敦促五个中美洲国家的政府各自加紧同孔塔多 

拉集团磋商，以期完成谈判进程，早日签署《孔塔多拉文件》；还敦促所有国家， 

特别是同该区域有联系并在该区域有利益的国家，尊重它们由于加入《孔塔多拉文 

件附加议定书》而承担的义务；请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笫5 3 0 ( 1 9 8 3 ) 

号决议的规定，定期向安理会报告局势的发展以及该决议的执行情况；并请秘书长 

最迟于 1 9 8 4年 1 2月 1 5日以前向大会提交有关本决议执行进展情况的报告 

(第3 0 / 4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决定把本项目保留茌该届会议议程上（第40/470号决定）。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回顾大会以前各项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与拉丁美 

洲国家同样对中美洲局势的恶化及其可能对整个地区造成的后果感到关注，同时铭 

记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于1 9 8 6 年 1 I月4日通过的决议，深信拉丁美洲人民希望 

在没有外来干涉下，实现和平、发展和正义，深信必须避免在中美洲爆发战争，而 

防止战争首先是与冲突直接和间接有关的政府的贲任，重申深信中美洲冲突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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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和谈判解决需要所有国家充分遵守《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国际法原则,确认 

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援集团为实现中美洲和平展开了值得赞扬的努力,重申支持孔塔 

多拉集团和支援集团的和平努力，并请它们继续进行宝贵的努力，又请所有国家继 

续向它们给予坚决的支持,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关于本决议执行情 

况的报告（笫4 1 / 3 7号决议)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eC" 回顾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和美洲国 

家组织秘书长1 9 8 6 年 I 1 月 1 8日的倡议，认识到孔塔多拉集团及其支援集团 

所作的高瞻远瞩的、坚定不移的决定和具有关鍵作用的贡献，深信中美洲人民都希 

望在没有外来干涉的原则下，实现和平、和解、发展和正义，意识到哥斯达黎加、 

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五个共和国的总统于1 9 8 7 年 8 月 7 

日在危地马拉械签署的协定正反映出中美洲人民决心全力面对开创中美洲和平前途 

的历史性挑战，满意的注意到建立了囿际核査和贯彻委员会，深为关注需要改善中 

美洲人民的生活条件，赞扬19 8 7年8月7日中美洲五国总统在危地马拉城签署 

题为"在中美洲实现稳固持久和平的程序定,表示最为塱定地支持该《协定》》促 

请五位总统继续努力在中美洲实现稳固而持久的和平，并请国际社会给予充分支持j 

大会在同届会i义上决定在该届会议议程中保留本项目（第42/460号决议；又 

见 注 1 )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3 4 )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报告：A/42S/127—S/18686多 

0 »秘书长的说明： A / 4 a / 9 4 9 , 

(c) 决 议 草 案 ： 2 , 

(d) 第 4 2 / 1 号 决 议 和 笫 4 2 / 4 6 0 号 决 定 , 

(e) 徘 会 议 : 2 8 和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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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见秘书长接受中美洲五国邀请,参加1 9 8 7 年 8 月 2 2日在加拉加斯成立的囿 

际核査和贯彻委员会，并认识到他与美洲國家组织秘书长于1 9 8 6年 1 1月 1 8 

日共同作出的倡议的重要性,请秘书长竭力支持中美洲五国政府争取和平的努力， 

特别是提供所要求的援助，使《危地马拉协定》规定的核査和贯彻所做承诺的机构 

得以有效发挥作用；促请国际社会增加向中美洲国家提供的技术、经济和财政援助, 

并请秘书长将这项决议的执行情况随时通知大会（笫42/1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 4 2 / 1号决议） ‧ 

2 a柬埔寨局势：秘书长的报告 

自 1 9 7 8年 1 2月战争爆发以来，安全理事会在 1 9 7 9年 1月至 3月期 

间召开了几次会议，审议柬埔寨的局势以及东南亚地区内有关的事态发展。没有 

通过任何决仏 

题为"柬埔寨局势"的项目于 1 9 7 9年，应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 

新加坡和泰国五国的要求（A/3 4/191 )，列入大会笫三十四届会议议程。在该 

届会议上，大^f吁所有国家^#^的及国际的人道主义组织向柬埔寨平民提供人道主 

义的救济；敦促冲突各方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要求所有外国军队立即撤出柬埔 

寨j呼吁各国不对柬埔寨的内政进行干涉；并决定促成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 

颠覆或胁迫的情况下民主地选择自己的政府（第34/22号决议）。 

大会笫三十五届会议决定于1 9 8 1年初召开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柬埔寨境 

内冲突各方以及与冲突有关的其他各方都应参加会议，以期找出全面政治解决办法J 

又决定这个会议应进行谈判，以期就外国军队在明确的HîJ程内全部撤出柬埔寨并由 

^ ^国加以核实.以及由联合国监督柬埔寨国内的自由选举等事项达成协仏请秘 

书长釆取一切适当步骤召开这+会议,要求在冲突解决以前派遣一支联合国观察队 

驻在边界泰国一方;以及在柬埔寨西部建立若干安全地区，由联合国实施监督，并 

呼吁继续向柬埔寨人民提供救济援助（笫35/6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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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于I 9 8 1 年 7 月 1 3 日至 1 7日在纽约举行，通过了谏 

埔寨问题宣言》，其中重申谋求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的基本原则和列述了这样解决 

的要点。会议还通过了第1(1)号决议，决定设立柬埔寨问题®际会议特设委员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核可了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的报告并通过了《柬埔寨问题 

宣言》和该届会议的第UI)号决议；请秘书长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进行斡旋，促 

成全面政治解决,决定按照第1(1)号决议在适当时候再度召开会议*并呼吁继续帮 

助仍需援助的柬埔寨人，尤其是沿泰柬边境一带和住在泰国居留中心的柬埔寨人(第 

36 / 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第三十八届、第三十九届、第四十届和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 

审议这一问题（第3 7 / 6号、第3 8 / 3号、第3 9 / 5号、笫4 0 / 7号和第4 1/6号 

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 " 重申其第 3 ^ 2 2 号、第 3 5 / 6 号、第 3 6 ^ 号、第 

3 7 / 6 号、第 3 8 / 3号、第 3 9 / 5号、第 4 0 / 7号和第 4 1 / 6号决议，并要求充 

分执行这些决议；重申深信外国军队全部撤出柬埔寨，恢复和维护柬埔寨的 

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柬埔寨人民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以及所有国家保证不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2 4 )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报告： 

0 »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特设委员会关于其1 9 8 6— 1 9 8 7年活动的报告: 

A / C C O T , 1 0 9 / 1 2 , 

(c) 决 议 草 案 ： 1 和 A d d . 1 ,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42/B53多 

(e) 第 4 3 / 3号决议； 

(f)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 / 4 2 ^ R . 8 ; 

(g) 全体会议： A / 4 2 / P V , 3 7 -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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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涉和不干预柬埔寨的内政，是柬埔寨问题任何公正持久解决办法的主要组成部分, 

注意到柬埔寨问题厘际会议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授权特设委员会必要时举行会议， 

重申其关于在适当时候重新召开S际会i义的决定,再次呼吁东南亚各国和其它有关 

国家ffi席囤际会议今后的会议！请国际会议向大会提出关于今后各届会议的报告, 

请秘书长经常向国际会议和特设委员会提供执行其任务所必需的种种便利；又请他 

继续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同时进行斡旋，以促成全面的政治觯决》呼吁继续向仍 

需救助的柬埔寨人民，尤其是沿泰柬边境和在秦国各难民营的柬埔寨人提供紧急援 

助多请秘书长加紧进行必要的努力，协调人道主义救济援助和监督救济物资的分发 

工作，并请他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根据第42/3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2 4 .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合作 

题为"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的合作*的项目于 1 9 8 0车应巴基斯坦的要求 

3 5 / 1 9 4 )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议程。在该届会议上，大会决定进一步促进 

联合画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合作i并请秘书长研究进一歩加强两个组织间合作的方 

法^途径（第 3 5 / 3 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至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项目（第36^23号、第37/4号、 

第 3 8 / 4号、第 3 9 y 7号和第 4 0 / 4号和第 4 L / 3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请秘书长加强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同伊斯兰会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2 2 )的参考资料： 

(a)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 （ " 2 / 3 8 8 湘 A d d . 1)| 

(b) 决议革案： " 2 / < L . 4 i 

(c) 第 4 2 / 4号决议, 

(d) 全 体 会 议 ：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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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组织的合作和协调，以增进两组织的共同利益,建议于1 9 8 8车安排伊斯兰会 

议组织的代表同联合国及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的代表举行第三次大会，时间湘地点 

协商决定,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报告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合作 

佾况（第42/<4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2/4号决议）， 

25.联合国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合作 

本项目于1 9 8 1年应阿尔及利亚的要求（ A / 3 6 / 1 9 6 )列入大会第三十六 

届 会 议 ^ 在该届会议上，大会重申其第 4 7 7 ^号决议，其中请^^国秘书长邀 

请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各届会议,决定邀请阿拉伯国家联 

盟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及其附属机关的各届会议和工作,确认联合国和各专门机 

构在适当时继续同联盟密切协作的重^性，以^ ï社会和经济发展并增进阿拉伯 

内都和国际上在这+关鍵领域的合作,并请秘书长继续釆取必须措施，加强联合国 

和联盟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行政方面的合作（笫36/2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至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7/17号、第38/6 

号、第 3 9力号、第 4 Q / 5号和第 4 L / 4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请联合画秘书处和阿控伯国家联盟总秘书处在它们职权 

范围内加紧合作，以求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请秘书长继续协调后续 

行动，协助执行1 9 8 3年在突尼斯会议邇过的各项多边性质的建议，并就1985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2 3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3 9 4和 A d d . 1 昶 2 , 

(b) 决议草案： A / 4 2 y l . 5 j 

(c) 第 4 2 ^ 5号决议j 

(d) 全体会议：A/42/l>V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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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阿曼会议通过的关于社会发展问類的各项多边建议釆取适当行动，也请联合国 

秘书长安排联合国系统的代表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及其各专门组织的代表于1 9 8 8 

年举行一次联席会议，以审査湘评价过去五卑来的合作进展，目的在于加强今后的 

合作 I请联合国秘书长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进行协商，蕈拟联合国和阿控伯国 

家联盟的合作协仏请联合国秘书长同阿控伯国家联盟秘书长密切合作，定期召开 

联合国秘书处代表与阿拉伯国家联盟总秘书处代表之间的协商会议，以便商讨后续 

政策、项目、行动^程序，又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 

#出进度报告(第 4 2 / 5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2/5号决议）。 

26.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 

大会1 9 6 5年第二十届会议首次审议了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问颞， 

在该届会议上，大会诸秘书长邀请非统组织行政秘书长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大会各届 

会议，并请秘书长与非统组织的各有关机关进行磋商，探讨促进两个组织间合作的 

方法，在适当时候向大会提出损告（第201HX X )号决议）， 

大会并在第二十一届和二十二届会议上审议了两个组织间合作的问题〔第2103 

(XXI)号和第2193(XXII)号决议〕，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在审议《南部非洲宣 

言》时，曾特别注意到两个组织间的合作而进一步审议了这个问题（第250 5(XXIV) 

号决议，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在考虑在一个非洲国家首都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的 

问题时，又审议了这个问韪〔第2863 ( X X V I )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七届至第四十一届会议在非统组织与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 

系统内其他组织之间进行更广泛合作的前提下审议了这个问题〔第2962(XXVII) 

号 、 第 3 0 6 6 ( X X V I I I ) 号 、 第 3 2 8 0 ( X X I X )号、第34 1 2 ( X X X ) 号 、 癣 ！ ^ ^ 

号、第3 2 / 1 9号、第3 3 ^ 2 7号、第3 4 / 2 1号、第3 5 / 1 1 7号、第3 6 / 0 0号、 

第 3 7 / 1 5号、第 3 8 / 5 号、第 3 0 / 8号、第 4 0 / 2 0 号相第 4 1 / 8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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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4 1 9和 A d d . 1 ),赞赏地 

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越来越积极地参加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的工作，并对这些工作 

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J 赞扬非洲^组织不断致力促进非洲国家间的多边合作,设 

法解决对国际社会极为重要的非洲问题，重申执行《19 8 6一一 1 9 9 0年联合 

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是国际社会全体的责任，并赞扬非洲国家尽管不 

m的国际经济环境而作出的努力,呼吁联合国《«与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继续确 

保在执行和监督《行动纲领》的过程中进行密切的合作，重申全体会员国湘组织、 

特别是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应继续尽量支持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二十一届 

常会所通过的《1 9 8 6—一1 9 9 0年非洲经济复苏优先方案》,请国际社会推 

动和增加向诸如萨赫勒抗旱常设委员会及政府间抗旱和发展机构等非洲分区域组织 

提供抗旱和治沙的援助方案 J请秘书长定期把国际社会对这些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 

反应通知非统组织，并与非统组织倡办的所有类似方案继续取得协调,重申联合国 

决心同非统组织合作，加强努力，消除南部非洲境内的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 

隔离，请秘书长按照大会有关决议，继续釆取必要措施，加强联合国同非统组织在 

政治、经济、文化和行政各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向南部非洲境内殖民主义和种族隔 

离镧度下的受害者提供援助 I促请国际社会慷慨捐助非统组织成立的反殖民主义和 

种族隔离斗争援助基金以及不结盟国家运动成立的抵抗入侵、殖民主义湘种族隔离 

行动基金（非洲基金），敦促全体会员国及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系 

统的这些组织以及各非政府组织，向非洲的收容国提供物质和经济援助，协助它们 

有限的资源及薄弱的基础设施承受因大批难民涌到而受到的沉重负抠，要求联合国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2 5 )的参考资嵙： 

(a) 秘书长的报告：A/41/419^1 A d d . 1, 

(b) 决 议 箪 案 ： 1 3 ^ e v . 1, 

(c) 第4 2 / ^ 9号决仏 

(d) 全 体 会 议 ：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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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构在它们关于非洲的所有工作上继续同非统组织密切联系，请秘书长同非统组 

织秘书长协商，通过两个组织的代表定期举行会议来恢复联合国和非统组织的合作 

机制，请秘书长保证继续提供充分便利，以便在接到要求时向非统组织秘书处提供 

技术援助i又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躲2 / 9号决议）， 

文 件 ：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 第 号 决 议 ） ， 

27.联合国同美洲国家组织的合作 

题为"联合国同美洲国家组织的合作"的项目，应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巴拉 

圭、圣卢西亚和委内瑞拉的要求，列入1 9 8 7年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议程（A/ 

4a/191/^tAdd.l^i2 ) . 

同届会议上, 4 7大会请秘书长为促进和扩大联合国同美洲国家组织的合作与协 

调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提高两组织实现其共同目标的能力；请他同美洲国家组织 

秘书长密切协调，促成两组织的代表会商，其目的是就协助和扩大双方合作的政策、 

项目、措施和程序进行协商；并请他向大会第四十三届^议提交关于本决议执行情 

况的报告（第4^/11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2 / 1 1号决议）.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1 4 2 )的参考资料: 

(a) 请求列入： A / 4 2 / 1 9 1 和 A M . l 和 2 ; 

(b) 决 议 草 率 A / 4 ^ . 1 4 ^ A a d . l ; 

(c) 第 4 2 / 1 1号决议； 

(d) 全体会议： A / 4 a ^ P V .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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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餒合国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合作 

本项目于1 9 8 7年应玻利,、墨西哥、秘鲁和鸟拉圭要求（厶/ 4 2 / 1 9她 

A d d . 1 和 2 ) *列入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大会该届会议决定加强与扩大联合 

国系统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作；锖秘书长为此目标釆取必要措施，并向大会第 

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2/ 1 2号决议) ‧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2 / 1 2 号 决 议 ) ‧ 

2 9 .鈉米比亚问题 

自从1 9 4 6车大会第一届会&通过第6 5 (工)号决议以来，纳米比亚（以前称 

为西南非洲）问题一直列在大会每一届常会、第五届、第九届和第十四届特别会议 

以及笫八届紧急特别会议的议程上。在这期间，大会几个附属机构，包括西南非 

洲特设委员会、西南非洲斡M员会、西南非洲特别委员会以及给予殖民地国家和 

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都审査过这个领土的局势。安全理事会也以 

这个问题为主题通过许多决议，其中包括：第264 ( 1 9 6 9 )号、269 ( 1 9 6 9 ) ^ 

2 7 6 ( 1 9 7 0 ) 号 2 8 3 ( 1 9 7 0 ) 号 2 8 4 ( 1 9 7 0 ) 号 3 0 1 ( 1 9 7 1 ) 号 3 0 9 ( 1 9 7 2 ) 

号、310( 1 9 7 2 )号、3 1 9 ( 1 9 7 2 )号、3 2 3 ( 1 9 7 2 )号3 4 2 ( 1 9 7 3 )号3 6 6 ( 1 9 7 4 ) 

号 3 8 5 ( 1 9 7 6 ) 号 4 3 1 ( 1 9 7 8 ) - ^ 4 3 2 ( 1 9 7 8 )长 4 3 5 ( 1 9 7 8 ) - |； 4 3 9 ( 1 9 7 8 ) 

号 4 4 7 ( 1 9 7 9 ) 号 4 7 5 ( l 9 8 0 ) - t 5 3 2 ( 1 9 8 3 ) 号 5 3 9 ( 1 9 8 3 ) 号 5 6 6 ( 1 9 8 5 ) 

和6 0 1 ( 1 9 8 7 )号决仏 

« .笫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4 3 )的 # #资 # « 

(a) 请求列入议程, A / 4 2 / 1 9 2和 A d d . 1 和 2 ; 

(b) 决议革案, A / 4 2 / J ; 1 5和 A d d . 1； 

(c) 第 4 2 / 1 2 号 决 议 ； 

W ) 林 会 议 ： A / 4 2 / P V .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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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1 9 8 7年 1 0月 3 0日第6 0 1 ( 1 9 8 7 )号决议强烈谴贲种族主义南非 

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顽面拒绝遵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和决定，尤其是第385 

( 1 9 7 6 )和 4 3 5 ( 1 9 7 8 )号决仏并决定授权秘书长开始安排南非与西南4簡人 

民组织之间的停火，采取必要的行政步骤和其他实际步驟，使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 

团得以部署 》 

此外，頃际法院也对这个问题的有关方面进行了审査和发表了意见，齐中包括 

应大会第33 8 ( F )号决议的请求，于19 5 0年7月11日发表的咨询意见"，和应安 

全理事会第284 ( 1 9 7 0 )号决议的请求，于19 7 1年6月21日发表的咨询意见"。 

1 9 6 6车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结束了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并决定联 

合国必须负起对该领土的职责（第2 1 4 5 ( X X I ) 号 决 议 ) . 

1 9 6 7车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设置了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由1 1个会员 

II组成，负责管理该领土，直到它独立时为止，并决定理事会应将其认为必要的行 

政湘昝理任交一名联合 S专员负责（还参看项目 1 7 (J)。 这名专员由大会 

根据秘书长的提名委派（第2 2 4 8 ( S—V ) 号决议） ‧ 

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宣布，西南非洲领土应当叫做"纳来比亚"，以符合该领 

土人民的愿望（第2 3 7 2 ( X X I 工）号决议）.因此，理事会的名称便改为联 

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专员称为联合国纳来比亚专员. 

大会第二十五届允第二十六届会议，决定设置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以便执行 

援助纳米比亚人的广泛方案（第 2 6 7 9 ( X X V ) 号勒 2 8 7 2 ( X X V T ) 号决议） -

̃ 9 ̃ ̃ « 1 9 5 0牟国际法院汇报,咨询意见，西南非洲的国际地位》，英文本第 

1 2 8页 . 

' ， 。 《 1 9 7 1年国际法院汇报，咨询意见，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 7 6 ( 1 9 

7 0 )号决议继续留在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所引起的法律后果》，英 

文本第1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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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决定把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从11国扩增为1 8 

囿（第3031 ( X X V I I ) 号 决 议 ) ‧ 第二十九届会议（第3295 ( X X I X ) 号 决 议 ， 

第 七 节 ） ， 和 第 三 十 三 届 会 议 （ 第 3 3 / 1 8 2 A 号 决 议 ） 又 

扩 大 了 理 事 ； 的 — 成 员 。 目 前 埋 事 i 由 下 列 3 1 个 会 员 国 组 成 ：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澳大利亚、孟加拉^比利时、博茨瓦纳、保加利亚、 

布隆迪、落麦隆、智利、中【• « S T ï浦路斯、埃及、芬兰、圭亚那、海地、 

印度、印度尼西亚、利比里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波兰、罗马尼亚、 

^内加尔、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昶国联盟、委内瑞拉、南斯拉夫、赘比亚-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指定联合n i纳米比亚理事会为联合 s纳米比亚基金的保管 

机构（第3112( X X V I I I )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核可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卢萨卡成立纳米比亚研究 

所的决定（第3296( X X I X ) 号 决 议 ) „ 

大 会 第 三 十 一 届 会 议 邀 请 西 南 非 民 组 以 的 地 位 参 加 大 

会 的 会 议 和 工 作 （ 第 3 1 / 1 5 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宣布：南非兼并沃尔维斯湾的决定是破民主义扩张的行径, 

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以及大会第1 5 1 4 ( X V )号决议，并宣布 

这种兼并是非法*无效的；又宣布沃尔维渐湾是纳来比亚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纳米 

比亚在地理上、历史上、经济上、文化上^种族上有不可分的联系（第3 2 / 9 D 

号决议）.大会也要求联合国系统内的各专门机构及其他组织与机关，同联合国 

纳米比亚理事会合作，规划^执行《纳来比亚建国方案》（第32/9 A 号 决 议 ） . 

1 9 7 8年大会笫;^i特别会议通过了《纳米比亚t官》和《支持纳米比亚自 

决和民族独立的行动纲领》，其中重申，给予联合国纳米比亚理拿会作为纳米比亚 

独立前的合法管理当局的任务（笫S - 9 / 2号决议） ‧ 

大会笫三十三届会议宜布南非襄视和违反安全理事会第385( 1 9 7 6 )和 4 3 9 

( 1 9 7 8 )号决议-于 1 9 7 8年 1 2月4日至8日在纳米比亚特的选举均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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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3 3 / 1 8 2 B号决议）， 

大会笫三十四届会议决定联合B纳米比亚理事会应痛斥南非一切«人的制 

宪或政治计划，该面企困借此对纳米比亚人民和资源永远施行殖民压迫和剝削制度； 

竭.力保证对未按照安全理事会第385 ( 1976)号决议和后来所有各项决议的规定 

在纳米比亚领土全境由联合国监察和监香举行自由选举产生而在&得和充成立的任 

何行政机构或实体不予承认(第34/9 2 A号决议） ‧ 

大会笫三十五届会议决定应继续确保纳米比巫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镇土究鲞' 

包括沃尔维斯湾以及彭格湿和其他岸外岛屿在内；代表纳米比巫，在政府间組织和 

非政府组织、机关和会议里确保纳米比亚的权利和利益得到适当的保陣；采取一切 

适当揞施，确保充分执行并遵守《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第一号法令》的各项规定， 

并采取为帮助保栌纳米比亚自然资源所必需的其他播施；拟订协助纳米比亚人的政 

策，并协调联合国系统的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及机关提供纳米比亚的婕助（第35/ 

2 2 7 C号决议）. 

i98i年大会第八届紧患特别会议重申安全理害会核可联合œ纳米比亚独立 

计划的笫435(1978)号决议，是^平解决的唯一基础：-求在毫不推毫无鼠 

制或修改的情况下，立即开始无条件执行安全理拿会笫435(1978)号决议，不得 

迟于 1 9 8 1牟 1 2月；鉴于南非对国际^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威胁，大力促请安 

理会积极响应国际社会的普遍枣求，立即对该囿实施《宪章》第七聿所规定的全面 

强制性制裁；要求所有国家面对南非对国际昶平与安全所造成的威胁，按照《宪章》 

的规定对该国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第ES/^8/'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决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应继续动员国际支锼，迫 

使非法的南非行政当局撤出纳米比亚；反击南非反纳米比亚人民昶反联合国的政策： 

谴责并寻求使各国拒斥南非一切欺镛性的制宪或政治办法，该国可能企图借这些办 

法常驻纳米比亚；确保绝不承认没有完全按照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特别是第385 

( 1 9 7 6 ) 、 第 4 3 5 ( 1 9 7 8 ) ^ 第 4 3 9 ( 1 9 7 8 )号决议一并且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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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联合国监督和管i 

或实体（第 3 6 / 1 2 1 C号决议）。 

大 会 第 三 十 七 届 会 议 ， 强 烈 谴 贲 南 非 在 纳 来 比 亚 扩 充 军 力 ， 对 

纳米比亚人执行义务兵役制、征募勒训练纳米比亚人建立部族军队、利用雇佣兵镇 

压，米比亚人民并对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军事攻击,对这些！洲独立S家威胁或进 

行、覆和侵略、以及强迫纳米比亚人离开他们的家處；，吾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继 

续监测对南非的禁运，并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会员国同南非各种接触的综合 

报告（第37/233A号决议）；欢迎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电信联盟最近接纳纳米 

比亚为正式成员，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 8 2 / 1 1 0 号决定接纳由联合国 

纳米比亚理事会为代表的纳米比亚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的成 

员；注意到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加入《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勒《禁 

止并愆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并请理事会加入1 9 4 9 年 8 月 1 2日各项日 

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以及它认为适当的*他这类国际公约；决定国际支援纳米 

比亚人民独立斗争会议应于1 9 8 3年间在巴黎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 

部举行；并请秘书长同联合国纳来比亚理事会合作以及同非洲统一组织协商以安排 

上述会议（第3 7 / 2 3 3 C号决议） ‧ 

大 会 第 三 十 八 届 会 议 注 意 到 1 9 8 3 年 4 月 2 5 日 至 2 9 日 

在巴黎举行的支援纳米比亚人民独立斗争国际会i义所通过的《纳米比亚问题巴黎宣 

言》、全体委员会报告^《纳米比亚行动纲领》；"'还注意到1 9 8 3 车 5 月 2 3 

日至6月1日在安全理事会举行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内中国际社会以压倒 

多数强烈表示昃对将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同题外的不相干问题，特别是古巴部队擻出 

安哥拉问题，连同觯决或平行解决（第 3 8 / 3 6 A号决议）；重申安全理事会 

桉可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第4 3 5 ( 1 9 7 8 )号决议是^平觯决纳米比亚 

， ， 《 1 9 8 3 年 4 月 2 5 至 2 9日在巴黎举行的支援纳米比亚人民独立斗争国际 

会议的报告》 ( A / C O N ï 1 . 1 2 0 / 1 3 ) ,第三部分. 

" ― 参 看 S 力 V . 2 4 3 9 - 2 4 4 4 ^ 3 2 4 4 6 - 2 4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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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唯一基础，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地执行该决议，不得限制、修改或修正；坚决 

反对并谴责美国勒南非坚持要把纳来比亚的独立同任何不相干的题外问题，特别是 

古巴部队驻在安哥拉的问题，连同解决或平行解决的企图，并明确强调所有这类企 

图都是旨在拖延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过程，而且是对安哥拉内政的干涉;（第3 8 / 

3 6 8号决议）。一 

同届会议上，大会任命布拉杰什•钱德控‧米什拉先生为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 

从1 9 8 4年1月1日开始，任期一年（参看项目1 7 。） (第 3 8 / 3 1 2号决 

定 ） ‧ 

大 会 第 三 十 九 届 会 议 注 意 到 安 全 理 搴 会 第 5 3 9 ( 1 9 8 3 ) 

号决议，安理会的这项决i义斥责南非将纳米比亚的独立与不相干的枝节问题联系在 

一起的做法不符合理事会第4 3 5 ( 1 9 7 8 )号决议，并声明不能把纳米比亚的 

独立作为觯决与第4 3 5 ( 1 9 7 8 )号决议无关的问题的交换条件；理事会该项 

决议中还决定，如果南非继续阻挠，便考虑釆取《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适当措施； 

谴责种族主义的南非坚持声名狼籍的"连同解决"先决条件和采用新的阴险花招作 

为 餘 具 体 理 終 第 4 3 5 ( 1978 )号决议的办法，破坏了 1 9 8 4年在卢萨卡和明 

德卢举行的纳来比亚独立会谈,谴责并反对伪"多党会议"，这是比勒陀利亚企图 

把一种新殖民主义解决办法强加于纳来比亚的一系列政治策略的最近一种,强烈谴 

责南非、以色列和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在核领域内的勾结，并 

要求法国和所有其他国家不要直接或间接向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供应装置，使 

它能生产钴、钚或其他核物质、反应堆或箄事装备(第39/50 A号决议）。 

在同一届会i义上，大会委任布拉杰什。钱德扭。来什拉先生为联合国纳来比亚 

专员，自1 9 8 5年1月1日起，任期一年（见项目1 7 U ) ) ( 第 3 9 ^ 2 5 号 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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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特别注意到1 9 8 5 年 6 月 3 日至 7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联 

合国纳来比亚理事会特别全体会议通过的载有《纳来比亚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维 

也纳最后文件》》法意到1 9 8 5 年 6 月 1 0 日至 1 9 日安全理事会对纳来比亚问 

题进行的重要舰" '又注意到第 5 6 6 ( 1 9 8 5 ) 号舰，安理会在该决议中， 

谴责南非在纳来比亚设立所谓的临时政府，并进一步谴责该政权坚持提出一些 

与安全理事会第4 3 5 ( 1 9 7 8 )号决议内的联合国纳来比亚独立计划各项规 

定 背 道 而 驰 的 条 件 来 阻 挠 该 决 议 的 执 行 , 欢 迎 和 赞 许 南 非 提 出 的 把 

納 来 比 亚 的 独 立 同 任 何 不 相 干 的 题 外 问 题 ( 例 如 古 巴 部 队 驻 安 哥 ^ 问 题 ） 

"联系解决办法"给以举世一致坚决的驳斥，（第4 0 / 9 7」号决议）；重申关于 

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安全理事会第3 8 5 ( 1 9 7 6—);4 3 5 (1 9 7 8) 

号决议是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昶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础，并要求立即无条件执 

行这两项决议；强烈谴责安全理事会两个西方常任理事国在1 9 8 5 车 I 1月1. 5 

日^ ^权，致使安理会无法对南非釆取《联合国宪莩》第七 f规定的有效措施， 

呼吁两国不再乱用否决权（第4 0 / 9 7 B号决议）。 

同届会议Jl*大会续任命布扭杰什、钱德拉'来什拉先生为联合国纳来比亚专 

员，从1 9 8 6 年 1 月 1 日开始，任期一年（参看项目 1 7 U ) ) ( 笫 4 0 / 3 1 7 号 

决定）。 

1 9 8 6年大会第十四届特别会议强烈谴贲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始终拒不遵守 

大会和安全理亊会的各项决议和决定，继续非法占领鈉米比亚，从而违反《联合国 

宪窣》原则、蔑视联仓国的权蒇；再次要求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立即无条件地将其非 

法管理当局、占领军和瞽察部队撤出纳米比亚；再次强烈谴贲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于 

1 9 8 5年6月1 7日在纳米比亚扶植所谓的临时政府，指斥比勒陀利亚政权为了 

"； 见 S / P V . 2583、 2584» 2 5 8 6 - 2 5 9 0 , 2 5 9 2 - 2 5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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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夂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而玩弄的一切这类制宪和政治骗局都是非法无效的；重申安 

全理事会第38 5 ( 1 9 7 6 )号和第4 3 5 ( 1 9 7 8 ^决议内所载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 

划是唯一得到国际接受的和平觯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础，并要求不附先决条件或作 

修改，立即予以执行；强烈反对"建设性交往"和"联系觯决"政策，这种政策鼓 

励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要求放弃这些政策，以便能够执 

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各项决议和决定（第S—14/1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核可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的《宣言》和《关 

于 纳 米 比 亚 的 行 动 纲 领 》 " 1 ； 重 申 其 决 定 ： 联 合 国 纳 米 比 

亚理事会按照大会笫40/9 7 A号和.第S — 14/1号决议授予的任务，并鉴于种族主 

义南非肆无忌惮地拒不从该领土撤出，应当着手在1 9 8 7年在纳来比亚建立其行 

政机构！敦促安全理事会采取坚决行动以履行联合国对纳来比亚所负的直接责任， 

并采取适当行动，不再迟^以确保安全理事会第43 5 ( 197 8 )号决议所载联合 

国计划不受任何破坏或修改，得到充分尊重和彻底执行,欢迎和赞同举世一致坚决 

驳斥南非提出的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同任诃不布干的外部问题（例如古巴鄧队驻安哥 

拉问题）"联系解决"，并明确强调这类"联系解决办法"不仅拖延纳米比亚的非 

殖民化过程，而且是干涉安哥拉内政；欢迎和赞许全世界对同南非进行"建设性交 

往"的政策予以理所当然的谴贲；强烈敦促国际社会紧恚增加对前线国家的财政、 

物质、军事和政治支援，使他们能解决主要因为比勒陀利亚的侵略和類覆政策所造 

成的本国经济困难，并能更好地自卫，抵抗南非不断扰乱它们的种种企图；强烈谴 

贲某些西方国家同南非在政治、经济、外交和财政领域继续勾结，并认为这种勾结 

帮助延长了南非对纳米比亚人民和领土的统治和控制；敦各国政府在关于对南非 

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问题上不要在安全理亊会行使否决权，从而肯定地嘀应国际上 

要求孤立种族主义南非的呼吁；要求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紧急加强它们最近对比勒陀 

" 见《促进纳来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的报告，维也纳，19 8 6年7月7日至 

1 1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îl 86^ ; 16和增编）,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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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JE政权实施的经济制裁，并扩大制裁，包括被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赞同联 

纳米比亚理事会继续努力，在各国的国内法院对参与开釆、运输、加工或购买纳米 

比亚自然资源的公司或个人提出法律诉讼，作为努力执行《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 

笫1号法令》的行动之一(第41/39A号决议）；重申《宪孝》第七聿规定的全面 

强制性制裁是确保种族主义南非遵行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和决定的最有 

效和平揞施(第4 1 / 3 9辟决议）；决定理事会在I 9 8 7年在南钾非洲召开特剁 

会议（笫41/39C号决议）；请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办事处同西南非民组协脔 

为了调动更多的资源，继续拟订援助纳米比亚人民的项目，由各国政府和各非政府 

组织共同资助进行（第41/39E号决议）。 

在周届会^Lh,大会任命伯恩特'卡尔森先生为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从1987 

年7月1日开始，任期六个月；并决卑在此之前仍由布拉杰什 •钱镌拉'米什拉先 

生继续担任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参看项目1 7 ( J ) ) (第4 1 / 3 2 0号决定）。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核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1987年1 0月 2日在纽约 

，，：笫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3 6 )的参考资料： 

(a)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笫2 3号（ A / 4 2 / 2 3 ,第五部分），第八章； 

(b)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笫2 4 号 （ A / 4 2 / 2 4 ) ； 

(c)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5 9 6 ; 

(d)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6 9 8 ; 

(e) 笫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1 6 ; 

(f) 第 4 2 / 1 4 ( A至： E )号决议和笫4 2 / 4 0 8号决定； 

te)笫四委员会的会议，A/C4/42/SR. 1 0 - 1 2 . 1 4 和 2 3 ; 

£ H )笫五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5 / 4 2 / S R . 2 2 ; 

( i ) 姚 会 议 ： A / 4 2 / P T . 5 4 - 5 9 .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9 1 

举行的部长级会议的最后公报，并促请国际社会予以执行；还核可联合国纳米比 

亚 #旦会 1 9 8 7年 5月 1 9日至 2 2日在罗安达举行的特别全体会议通过的《罗 

安 达 直 言 和 行 动 ^ ^ 7 ~ 

重申根据《联合阖宪章》并经大会第1514(xv)号和第2145(XX工)号决议以 

及后来大会有关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承认，纳米比亚人民应有在统一的纳米比亚实 

行自决、自由和国家独立的不可剥夺权利，并重申纳米比亚人民使用包括武装斗争 

在内的一切方法反抗南非非法占领其领土的斗争是合法的；强烈谴贲南非政权无视 

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重申其决定：联合国纳 

米比亚理事会按照大会1 9 8 6年 1 2 月 2 0日笫 4 1 / 3 9 A号和笫 S —14/1号决议 

授予的任务，并鉴于种族主义南非肆无忌惮地拒不从该领土撤出，应归着手在纳米 

比亚建立其行政机构，并要求尽早执行本规定；还肯定纳米比亚民族解放运动西南 

非民组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正式代表；赞扬西南非民组在所有各条战线上继续加 

强斗争，包括加强武装斗争，赞扬它承诺接受所有的纳米比亚爱国者，努力进一步 

巩面民族团结，从而确保统一的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并欢迎西南非民主领 

导下的纳米比亚爱国部队在其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的关键阶段以行动加强团结; 

重申声援和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正式代表西南非民组，并称颂该组织在战场上 

作出了牺牲，在政治上和外交上虽遭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极端挑衅，仍表现出政 

治家风度、合作精神和远见；重申安全理事会笫385(1976)号和第435(1978) 

号决议所载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仍是唯一为国际所接受的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 

题的基础，并要求立即执行，不附先决条件和不加修改；谴贲南非非法种族主义政 

权为永远对纳米比亚实行殖民统治而炮制的一切宪政和政治骗局，并特别吁请国际 

社会，对非法的南非管理当局不顾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而强加于纳米比亚人 

民的任何政权，继续不给予任何承认或合作；强烈反对并谴贲比勒陀利亚政权及其 

盟友顽固地企图把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同不相干的外部问题特别 

是同古巴部队驻安哥拉问题建立"联系",该问题是一个完全应由该独立主权国家 

做决定的问题；宣布这种"联系解决"办法是企图推迟纳米比亚独立和危害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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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领土贲任的花招，并且构成对安哥拉内政的干涉；坚决谴贲并反对"建设性交 

往"的政策，这种政策鼓励脔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反对国际社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 

的各项决定，并继续奉行其种族隔离政权，该政策是一项危害人类的罪行；强烈谴 

贡某些西方国家同南非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和财政领域继续勾结，并 

认为这种勾结帮助延长了南非对纳米比亚人民和领土的统治和控制；敦促过去在关 

于对南非实行全面协制性制裁问题上在安全理事会行使否决权或投反对票的各国政 

府支持并肯定地响应国际上要求孤立种族主义南非的呼吁；要求欧洲经济共同体成 

员国紧急地加强并扩大它们最近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的经济制裁，使制裁推广到 

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强烈谴贲南非在纳米比亚扩充军力、对纳米比亚人实行义务 

兵役制、宣告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所谓安全区、征募和训练纳米比亚人建立部族军 

队、利用雇佣兵镇压纳米比亚人民及对非洲独立国家进行军事攻击、对这些非洲独 

立国家釆取颠覆和侵略的行动或以此相威胁、以及强迫纳米比亚人离井背乡；再次 

要求南非立即释放所有纳米比亚政治犯，包括根据所谓国内安全法、戒严法或任何 

其他专横措施而被监禁或羁押的所有人士，不论这些纳米比亚人是已经起诉或审讯 

或尚未起诉而被羁押在纳米比亚或南非；要求各会员国、各专门机构以及联合国系 

统其他组织，向西南非民组提供持续和更大的支持以及物质、财政、军事和其他方 

面的援助，使它能够加紧解放纳米比亚的斗争；敦促各国政府、各专门机构和其他 

政府间组织，对因为种族隔离政权实行压迫政策而被迫逃亡的数以千计的纳米比亚 

难民，特别是逃往邻国前线国家的难民，提供更多的物质援助；谴贲种族主义政权 

最近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博茨瓦那、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进行的侵喀行为，宣告比 

勒陀利亚的侵略和扰乱政策不仅破坏了南部非洲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对国际和 

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要求非洲停止对邻近的非洲国家的一切侵略行为；强烈敦促 

国际社会紧急增加对前线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和财政、物质、军事和政治支持，使 

它们能解决主要因为比勒陀利亚的侵略和颠覆政策所造成的本国经济困难，并能更 

好地自卫，抵抗南非不断扰乱它们的种种企图；谴贡并要求某些西方国家立即停止 

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断的军事勾结，并表示认为这种勾结除了加强比勒陀利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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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侵略性军事机器从而构成一种对纳米比亚人民和前线国家的敌对行动之外，还 

违反安全理事会1 9 7 7 年 1 1月4日第41 8 ( 1 9 7 7 )号决议对南非实施的武器禁 

运；宣布这种勾结鼓励了比勒陀利亚政权反抗国际社会并阻碍了消除种族制度和结 

束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种种努力，因此要求立即停止此种勾结；要求所有国家 

彻底执行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18(1 9 7 7 )号决议和1 9 8 6 年 1 1 月 2 8日第 5 9 1 

( 1 9 8 6 )号决议对南非实施的武器禁运；重申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包括其海 

洋资源，是纳米比亚人民的不可侵犯的承袭财产，对于南非和某些西方及其他外国 

经济利益集团违反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以及《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第1 

号法令》并不顾1 9 7 1 年 6 月 2 1日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恣意掠夺纳米比亚的 

自然资源，造成该领土自然资源尤其是铀矿迅速枯竭，深表关切；宣布根据国际法 

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在纳米比亚的一切活动均属非法，赞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 

各国的国内法院参与开采、运输、加工或购买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公司或个人提出 

^#诉讼，作为努力执行《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笫1号法令》的行动之一；请经 

营铀浓缩公司炼铀厂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和大不列萄及北爱尔兰联会王国三 

国政府，明文规定纳米比亚铀不在规定铀浓缩公司炼铀厂活动的《阿尔梅罗条约》 

范围之内（笫42/14A号决议）；大会决定，如果安全理事会至1 9 8 8 年 9 月 2 9 

日仍不克釆取具体措施迫使南非协作来执行其第435(1978)号决议，则在该种情, 

况下，考虑到本问题是联合国对促进纳米比亚自决、自由和国家独立已经负起直接 

贲任的一项特例，将在其下届会议中考虑按照《宪章》釆取必要行动(第42/14B 

号决议）；又决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应根据大会第2248(S~v)、 S — 1 4 / 1和 

41/39C号决议，立即釆取各项实际措施，在纳米比亚建立其管理机构；决定联合 

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履行其纳米比亚独立前的合法管理当局职贲时，应继续动员国际 

社会的支援，迫使非法的南非行政当局按照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迅速撤出 

纳米比亚（鋭2/14(2号决议）；请纳米比亚理事会加倍努力，向国际舆论宣传纳 

米比亚的发展情况，以便对非法的南非政权禁止外国记者进入该领土和从领土发出 

报导从而全面封锁有关纳米比亚新闻的行为进行反击（第42 / 1 4 D f决议)；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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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鉴于通过基金进行的活动日益增多，加紧呼吁 

各国政府、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与个人，向普通帐户、《建国方茱》帐户和 

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所帐户更慷慨提供自愿捐款，并为此强调需要捐款以增加联合 

国纳米比亚基金给予纳米比亚人的助学金名额（第42/14E f决议) ‧ 大会同届 

会议上注意到第四委员会的报告（第42 / 4 0 » f决定). 

文#» 

(a) 特别夯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3 号 （ A / 4 3 / 2 3 ) ; 

(b)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2 4 号 （ A / 4 3 / 2 4 ) ； 

(c) 秘书长的报告（第4 2 / 1 4 A和 B号决议）， 

30.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1 9 8 0牟1月3日，一些会员国共同写信铪安全理事会主席，要求召开安理 

会紧急会议，审议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安理会于19 8 0 

年 1月 5日至9日举行了会仏鉴于各常任理事国没有一致的意见，安理会于1 

月 9 ，决定要求大会召开紧急特别会议审议该项问题(第462( 1980)号决议）。 

1 9 8 0年Ï月大会第六i紧急特别会议对武装干涉阿富汗极感痛心;呼吁所 

有国家尊重阿富汗的主杈、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不结盟性质，不对该国内政进行 

任何干涉；要求立即无条件地从阿富汗完全撤出外国军队；促请所有有关各方协助 

创造阿富汙难民自愿返回家园的必要条件；并请安全理事会审议能够帮助执行本决 

议 的 途 径 和 方 法 （ 第 号 决 议 ） 。 

本项目应3 5个会员国的要求列入1
 9
 8 0年大会.笫三十五届会议的议程( k / 

3 5 / 1 4 4和 A d d ' 1 )‧在该届会iJLL,大会表明了它对各项有赌、则的立场；赞 

赏秘书长为寻求解决这个问题而作的努力，希望他继续出力协助，包括任命一名特 

别代表，以求按照本决议的规定推动政治解决，并且设法取得适当的保证，在相互 

保证、绝对不干涉彼此内政和充分尊重《联合国宪聿》原则的基础上，不使用或威 

胁使用武力侵犯任何相邻国家的政治独t主&领土完整和安全(貌 5力 7号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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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1年 1 1月6日秘书长的报告（ A / 3 6 / 6 5 3— S / 1 4 7 4 5 )对前秘书长 

在 1 9 8 1年期间所作的努力以及当时的秘书长代表哈维尔‧佩雷斯.德奄利亚尔 

先生的活动作出了说明. 

大会笫三十六届会议重申所涉各项原则，请秘书长继续努力促进政治解决；还 

锖他将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同时通知各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笫36/34号决议)‧ 

大会笫三十七届、笫三十八届、笫三十九届、笫四十届和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 

审议了本项目（笫37 / 3 7号、笫3 8 / 2 9号、笫 3 9 / 1 3号、笫4 0 / 1 2 

号 和 第 4 1 / 3 3 号 决 议 ） ， 

秘书长1 9 8 2 年 9 月 2 4日的报告（ A / 3 7 / 4 8 2 - S / 1 5 4 2 9 )、 1 9 8 3 

年 9 月 2 8日的报告 ( A / 3 8 / 4 4 9—S / 1 6 0 0 5 ) 、 1 9 8 4 年 9 月 2 1日的报告 

( A / 3 9 / 5 1 3 - S / 1 6 7 5 4 ) 、 1 9 8 5 年 1 0 月 7 日 的 报 告 （ V ^ O / T O Q - S / 

1 7 5 2 7 ) 和 1 9 8 6 j ^ 9 月 1 ，日的报告（A/4 1 X 6 1 9 - S y l 8 3 4 7 1 9 8 7 

年 9 月 2 9 日 的 报 告 （ ^ 4 2 / 6 0 0 - 8 / 1 9 1 6 0 ) * 述 了 他 在 1 9 8 2 年 至 1 9 8 7 

年进行的工作及其代表迭戈‧科多维斯先生的活动，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重申维护阿富汙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不结盟性质 

对于和平解决这一问题是必要的；重申阿富汙人民有权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涉、颠覆、 

胁迫或强制的情况下，决定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和选择他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 

" 笫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3 ) 的 ^ ^ 料 ： 

(a) 秘书长的报告：A/ 4 2 / 6 0 0 - S / 1 9160; 

(b) 决议草案： A / 4 2 / i , 1 6 ; 

( 0 修 正 案 ： A / 4 2 / L . 1 9 ; 

(d) 补充修正案： A / 4 2 / L . 2 1 ; 

(e) 笫五委员会报告： A / 4 2 / 7 2 3 ; 

(f) 第 4 2 / 1 5号决议； 

(g) 笫五委员会会议： A / C , 5 / 4 2 / S R , 2 4 ; 

(W錯会议：A/42/PY.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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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要求外国簟队立即撤出阿富汙；要求所有有关各方努力设法依照本决议各项规 

定紧急达成政治解决办法，并创造必要条件，使阿富汗难民能安全和体面地自愿回 

返家园；再次呼吁所有国鼠各国组织和国际组织、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协 

调，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救济援助,以减轻阿富汙难民的困苦；赞赏和支持秘书长为 

寻求问题的解决所进行的努力和所釆取的建设性步骤，特别是他推动的外交行动； 

请秘书长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以期按照本决议的规定促进政治解决，并继续进 

行探索以取得适当的«，在相互保证并绝对不干涉彼此内政和充分尊重《联合国 

宪章》各项原则的基础上，不使用武力和不威胁使用武力侵犯任何邻国的政治独文 

主权、颔土完整和安全；请他经常将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同时通知各会员国和安 

全理事会，并尽早在适当时机向各会员国提出关于这一局势的报告（第42/15号 

决 议 ） .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2 / 1 5号决议）. 

31.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 

题为"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的项目，应巴西的要求（见A/41/143和 

C o r r . l ) , 列 入 1 9 8 6 年 大 会 笫 四 十 一 届 会 议 的 议 程 。 大 会 同 届 会 议 庄 

严宣告位于非洲和南美洲之间区域内的大西洋为"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呼吁 

南大西洋区域内各国-除其他外，为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保护环境、维护生物资源 

和整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进一步便进区域合作,呼吁所有其他区域的各国、特别 

是军事上的大国，严格尊重南大西洋区域为和平与合作区，特别是减少以茧最终 

结束它们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不引进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不将 

与该区域无干的争遨和冲突扩展至该区域,又呼吁区域内各国和所有其他区域的国 

家合作，消除区域内一切紧张根源，尊重区域内每个国家的国家统一、主权、政治 

-独立和领土完整，不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并严格奉行不得违反《联合国宪章》 

使用武力以一国领土为军事占领的目标的原则以及不容以武力夺取领土的原则，重 

申消除种族隔离、纳来比亚人民实现自决和独立以及停止对区域内各国的一切侵略 

和颠覆行径，是实现南大西洋区域内的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条件*并敦促执行联合国 

所有关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决议（第41/11 一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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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赞扬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各国促进和平与区域合作 

促请该区域各国继续行动，以求达到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宣言的目的，特别是透 

过此目的通过和执行具体的方案；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呼吁所有国家合作促进该 

区域的目标；并呼吁所有国家避免任何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有关决议而 

可能造成或加重该区域紧张局势和潜在冲突的行动；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机 

关和机构提供该区域各国在共同努力执行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宣言时可能寻求的 

一切必要协助；还请秘书长继续审查第4 1 / 1 1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向大会第 

四十三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其中要考虑到会员国表示的意见和其他来源的赉料 

( 第 4 2 / 1 6 号 决 议 ） *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2 / 1 6号决议）， 

3 2 ‧科摩罗马约特岛问题 

本项目于1 9 7 6年应马达加斯加的要求（A/31/241)列入大会第三十一届 

会议议程。在该届会议上，大会谴贲法国政府于1 9 7 6 年 2 月 8 日 和 4 月 1 1曰 

在马约特岛组织公民投票，认为这两次公民投票无效，并要求法国立刻撤离该岛 

(第31 / 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把本项目提交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第33/435号决 

定）。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2 7 )的参考资料： 

(a)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 和 C o r r . l 和 2 ; 

(b) 决 议 草 案 丸 力 ^ ^ ? 和 A ê L d . l ; 

(c) 第 4 2/1 6号决议； 

(d) 錯 会 议 ： A / 4 ^ / T V . 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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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呼吁法国政府尽早开始同科摩罗政府谈判，以期落实联合 

国各项有关科摩罗马约特岛的决议；并请联合国秘书长同非统组织秘书长联系，向 

当事双方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并就此一问题的发展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 

出报告（第34/6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至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0/43号；30/105 

号、第 3 7 / 6 5 号、第 3 8 / 1 3 号、第 3 0 ^ 4 8 号、第 4 0 X 6 2 号和第 4 1 / 3 0 号决 

议）。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请联合国秘书长就此一问题同非统组织秘书长维持经常 

联系，进行斡旋，设法以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又请他就此一问题向大会第四十三届 

会议提出报告（第42/17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2/17号决议）。 

3 3 . 国际法院 1 9 8 6年 6月2 7日对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箄拿和 

准活动的判决：立即执行的必要性 

本项目应尼加拉瓜的要求（ A / 4 1 / 2 4 4 )列入大会笫四十一届会议议程.在 

该届会议上，大会注意到1 9 8 6 年 6 月 2 7日国际法院对"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 

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箄事活动"案的判决，审议了上述判决后在尼加拉瓜境内和针 

对尼加拉瓜发生的事件，特别是美国继续资助在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 

審活动和其他活动，紫急要求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立即充分遵守该项判 

决；并请秘书长将本决议的执行情况随时通报大会（笫41/31号决议）‧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2 9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6 0 2 ; 

(b) 决 议 革 案 ： 2 4 ； 

(c) 第4 2 / 1 7号决议； 

(d) 会 议 ： 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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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紧恚要求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立即充分遵守 

国际法院的判决；并谙秘书长将本决议的执行情况随时通报大会（第42/18号决 

议）， 

3 4福克兰（马尔维纳浙）群岛问题 

本项目应2 0个会员国的要求列入 1 9 8 2年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议程（ 

37/193 ) ‧ 大会决定在全#^iiLh审议这个项目，伹有一项了觯：在全体会议 

审议这个项目的时候，由第四委员会听取同这个项目有关系的团体和小人的蒽见. 

在该届会议上，大会请阿根廷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恢复谈 

判，以求尽早设法和平解决有关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主权争端；请秘 

书长重新进行榦旋，协助当事双方遵行上述要求，为此目的而采取适当的措施；并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V i会议提出进度报告(第37 / 9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V®会议重申其对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两国政府的要求；注憨到秘书 

长 的 报 告 ； 并 请 他 继 续 进 行 斡 旋 ， 向 大 会 第 三 十 九 届 会 议 提 出 进 度 报 告 

(第 3 ^ 1 2号决议）.大会同届会议注意到第四委员会的报告（第 3 8 / 4 0 5 f 

决 定 K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再次请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两国政府恢复谈判，以求尽早设 

法和平觯决有关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主权争端及它们之间存在的 

分歧；注蕙到瑞士和巴西两国政府代表发表的公报；请秘书长继续进行斡旋，并向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第39/6号决议).大会同届会议注意到第四: 

委员会的报告（第39/404号决定）。 

，，笫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3 0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7 1 2 ; 

(b) 决 议 草 案 ： A / 4 2 / U 3 ; 

(c) 笫42/lot决议； 

(d) 排会议： A / 4 2 / P V . 6 7 ^ 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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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届会议，请阿根廷淤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开始进行谈判，以便寻求途 

径，根据《宪章》和平和明确地解决两国之间有待解决的问题，包括福克兰（马尔 

维纳斯）群岛的未来的一切方面；请秘书长继续进行斡旋，协助当事双方遵循上述 

的要求，为此目的采取必要措施，并就大会第40/21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 

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0 Z 2 1号决议）.大会同届会议注意到第四委员会 

的报告（第40/410号决定）。 
‧è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认识到阿根廷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根据《宪章》和平和 

明确地解决其所有分歧，是国际社会所关心的事；再度请两国政府开始进行谈判， 

以便寻求途径，根据《宪章》和平和明确地解决两国之间有待解决的问题，包括福 

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未来的一切方面；又请秘书长继续进行斡旋，协助当事双 

方遵循向它们提出的要求和为此目的釆取必要措施，并就该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向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1/40号决议）。大会同届会议注意到第四委 

员会的报告（第41/414号决定）。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6°再度请阿根廷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 

开始进行谈判，以便寻求途径，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平和明确地解决两国之间有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3 7 )的参考资料： 

(a)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3 号（ A / 4 2 / 2 3 )，第十章;A/Ac. 1 0 9 / 

9 2 0 和 C o r r , 1 ； 

(b)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Y 3 2 ; 

(c)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3 1 ; 

(d) 决议草案：A/4a/L. 1 7 和 A d d . 1； 

(e) 第 4 2 / 1 9号决议和第4 2 / 4 1 0号决定； 

(f) 第四委员会的会议：A/c. 2 4 ; 

全 体 会 议 ： 7 0 和 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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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解决的问题，包括福克兰（马尔维纳渐）群岛未来的一切方面；请秘书长继续进 

行已重新展开的斡旋，协助当事双方遵守这个要求，并为此目的采取必要措施以及 

就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向大会S四十三届会议提出的报告（第42X19号决议）。 

大会同届会议注意到第四委员会的报告（第42/410号决定）。 

文件： 

(a) 秘书长的报告（笫 4 2 / 1 9号决议)； 

(b) 特 别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随 后 将 作 为 补 编 第 2 3 号 印 t 

3 5 . 海洋法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于1 9 8 2 年 4 月 3 0日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连同在牙买加蒙特哥湾通过的《会议最后文件》一起，于1 9 8 2 年 1 2 月 1 0 B 

开放筌字.同（公约》一起通过的还有四项有关决议，其中笫一项决议规定设 

立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 委员会的职责包括执行关于多 

金属结核先驱活动的预备性投资的会议决议二， 海洋法会议是依据大会19 7 3 

年 1 1 月 1 6日第3 0 6 7 ( X X V I I I )号决议召开的， 

1 9 8 2 年 1 2 月 1 0日在《公约》上筌字的有1 1 7个国家和库克群岛,联 

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也代表纳米比亚签署了公约,到1 9 8 4 年 1 2月 9日签署 

阶段结束时，又有38个国家以及纽埃岛和欧洲共同体在《公约》上签了字，使签 

署国总数增至1 5 9 国 ， 到 1 9 8 8 年 3 月 3 1日为止，已有3 4个国家批准了 

公 约 ， 联 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纳米比亚批准了公约. 

大会笫三十七届会议批准秘书长负起《公约》及有关决议赋予他的职责；授权 

秘书长根据会议决议一召开筹备委员会会议；并批准筹备委员会的费用由联合国经 

常预算支付(笫3 7 / 6 6 号 决 议 ) ‧ . 

大会笫三十八届至笫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在题为"海洋法"的项目下审议该问题 

( 笫 3 8 / 5 9 A 号 、 笫 3 9 / 7 3 号 、 笫 4 0 / 6 3号和笫4 1 / 3 4 号 决 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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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s，满意地注意到《公约》受到日益增加的和绝大多数的支 

持；呼吁各国批准或加入《公约》使该新法律制度切实生效；还呼吁各国维护《公 

约》及与其同时通过的有关决议的完整性，在制订本国法律时遵守《公约》的各项 

规定，避M取破坏《公约》或挫败其目标和宗旨的任何行动；满意地注意到画满 

解决了登记为^投资者申请者的要求同根据笫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决议二某些 

可能申请者的要求重叠决定问题，以及筹备委员会决定登记第一 ^ 3 ^者#扬秘 

书长作出各项努力苳持《公约》;请他继续进行笫41/34号决议中列出的活动，以 

及旨在加强海洋法律制度的活动，特别重视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请f i续协助各国 

执行（公约》1协助对《公约》规定的法律制度发展出一种协调而一敎的态度，并 

协助它们在国家、分区域和区域级别进行:努力？以1^充全受益于（公约上L同时请 

国 系 统 各 机 关 和 机 构 供 合 作 ， 对 这 给 f 协 ^ méM《^¥》的种 

种发展和各种有关活动以&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 笫 4 2 / 2 0 号 决 议 ) • 

筹备委员会于1 9 8 3 年 3 月 1 5 日 至 4 月 8 日 、 8 月 1 5日至 9月 9日在牙 

买加金斯敦召开笫一届会议；于1 9 8 4 年 3 月 1 9 日 至 4 月 1 3日在金斯敦召开 

笫二届会议，并于1 9 8 4 年 8 月 1 3日至9月5日在日内瓦召开几次非正式会议; 

于 1 9 8 5 年 3 月 1 1日至4月4日在金斯敦召开第三届会议，并于1 9 8 5 年 8 

月 1 2日至9月4日在日内瓦召开会议；于1 9 8 6 年 3 月 1 7 B 至 4 月 1 1日在 

金斯敦召开第四届会议，于1 9 8 6年 8月 1 1日至 9月 5日在纽约举行会议；于 

1 9 8 7 年 3 月 3 0 日 至 4 月 1 6日在金斯敦举行笫五届会议，并于1 9 8 7 年 7 

笫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3 2 )的参考资料: 

(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6 8 8 ； 

化）决议草案： A / 4 2 / : L , 2 0和 A d d . l ; 

(c) 第 4 2 / 2 0号决议； 

(d) 会议： A / 4 2 / P V . 7 3 .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1 0 3 

月 2 7 日至 8月 2 1 日在纽约召开会议，委员会于 1 9 8 8 年 3 月 1 4 日 至 4 月 

8B在金斯敦举行第六届会议，并决定于1 9 8 8 年 8 月 1 5 B 至 9 月 2 B 在 纽 约 

再召开会议‧ 委员会现已登记了四个先驱投资者（法国、印度、日本和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优先注重执行决议二的必要条件.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笫42 / 2 0号决议） ‧ 

3 6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自1 9 4 6年印度控诉南非通过不利于印裔南非人的法律时起，联合国就一直 

在计论南非的种族政策.1 9 5 2年大会第七届会议将更广泛的种族隔离问题列入 

议程，题为"南非联邦政府的种族隔^政策在南非所造成的种族冲突问题"。直到 

第十六届会议，这两个互相关连的问题继续作为两个单独议程项目讨论《 大会第 

十七届会议把这两个问题合并在现有的标题之下。 

1962年大会第十七届会议设立了一个南非共和国政府种族隔离政策问题特 

别委员会，在大会不开会时，随时审査南非政府的种族政策，并斟酌情形，不时向 

大会或安全理事会或向二者提出报告（第1 7 6 1 ( X V 工工）号决议 ) .特别委 

员会最初由1 1个会员国组成.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把特别委员会的名称改为 

"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大会笫二十九届会议把委员会名称改为"反对种族 

¥ W 特 别 委 员 会 " （ 第 3 3 2 4 D ( X X I X ) 号 决 议 ） 。 大 会 第 三 十 四 届 会 议 

请大会主席与各区域集团协商，在顾及公平地域分配的原则下，扩大特别委员会的 

成员数目（第3 4 / 9 3 R号决议）。但至1 9 8 8年 6月1日止，尚未任命新的成 

员。目前委员会由以下1 8 * 员 国 组 成 ： 

阿尔及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納、几内亚、海地、匈牙利、印度、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尼泊尔、尼日利亚、德、菲律宾、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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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其职权范l委员会向大，—及！全^全提交年度报告和特别报告。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设置了联合囿南非信托基金（第2 0 5 4 B ( X X )号决议) . 

秘书长向大会提出关于该基金的年度报告.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邀请非统组织所承认的南非解放运^ ^一一南非非洲一 

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4——的代表，以观察员资格，参加特别政治 

委员会关于这个项目的辩论。大会该届会议拒绝接受南非代表团的全权证书.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首次在全体会议上直接讨论这个项目，并邀请非统组织. 

所承认的南非解放运动参加全体会议关于本项目的讨论.在该届会议上，大会成 

立了一个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请它作为一项临时措施, 

拟订一项关于体育领域种族隔离的宣言草案，还请它为起草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 

国 际 公 约 一 事 ， 采 取 准 备 步 骤 （ 第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并宣布特设委员会建议的《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的 

国际宣言》，并请委员会起草一项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第33/105M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通过了特设委员会建议的《反对体育领域种族歧视国际公 

约》（第40 / 6 4吟决议，附件）。该《公约》于19 8 8 年 4月 3曰起生效 . 

根据1 9 8 6 年 1 1 月 1 0 日第 4 1 / 3 5 F号决议设立了一个监测供应和运输 

石油与石油产品给南非的政府间小IËo 目前该小组由下列1 1个会员国组成： 

阿尔及利亚、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尼西科威特、新西兰、 

尼加拉瓜、尼日利亚、挪威、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该政府间小组于1 9 8 8年间举行了若干次会议（参看补编第4 4 号 （ A / 4 3 / 

4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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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就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通过了下列决议：国际声援 

南非境内的解放斗争（第42/23 A号）；执行协调的和严格监控的制裁南非措施 

( 第 4 2 / 2 3 B号）；全面强制性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第42/23C号）；以 

色列同南非的关系（第4 2 / 2 3 D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方案 

( 第 4 2 / 2 4 E 号 ） ； 对 南 非 实 行 石 油 禁 运 （ 第 号 ） ； 采 取 协 调 一 致 的 

国际行动消灭种族隔离（第42 / 2 3 0 ^ ) ;和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第42 / 2 3 H 

号）。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3 3 )的参考资料：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2号（ 

(b) 特别委员会的特别报告：补编第2 2 厶 号 （ 1 ) ； 

(c) 监测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给南非的政府间小组的报告：补编第4 5 

号（ A / 4 2 / 4 5 ) ; 

(d)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6 5 a A / 4 2 / 6 9 1 和 A / 4 2 / 7 1 0 ; 

(e) 决 议 草 案 ： 2 6 和 C o r r . 1 和 A d d . 1、 4 / 4 2 / ^ . 2 7 和 

C o r r . 1 和 A d d . 1、 A / 4 2 / I u 2 8 和 C o r r . 1 和 A d d . 1 、 k / 

4 2 / 2 9 和 C o r r , 1和 A < i d . l、 3 0 和 C o r r . l 和 A d d . 匸 

A / 4 2 / i . 3 1 和 A a a . 1、 A / 4 2 / 1 . 3 2 和 A a a . 1 和 3 6 

和 A d d , 1 ； 

(f)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g)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8 5 ; 

( i i )第4 2 / 2 3 A至H号决议和第42 / 4 0 9号决定； 

( i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会议： A / S P C / 4 2 / S R . 2 1 和 2 3 ; 

( J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3 7 ; 

W 徘 会 议 ： 6 9 . 71、 7 2和74—7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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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境内种族冲突问题自1 9 6 0年起就在安全理事会上讨"^ 当时安理会 

确认南非联邦的局势已引起国际摩擦，倘若继续下去，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第 1 3 4 ( 1 9 6 0 ) 号 决 议 ） 。 1 9 6 3年，安理会吁请所有各国终止对南非售卖 

及运鄉 I各种弹药及军用交通工具（第 1 8 1 U 9 6 3 )号决议），这项禁令后来 

又经扩大，把向南非出售作为保养及制造武器和弹药之用的装备与材料也包括在 

安理会并于1 9 6 4、 1 9 7 0 和 1 9 7 2年重申和加强这项禁令。 1 9 7 6年， 

在索韦托的示威者遭受射杀之后，安理会强烈谴贲南非政府釆取大规模的暴力行径 

和屠杀手段来对付非洲人民，并要求南非政府紧急停止对非洲人民使用暴力，釆取 

紧急步骤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枧（第392( 1976)号决议）。 

1 9 7 7 4,安理会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黑人施暴和迫害（笫4 1 7 

(1977)号决议)安理会又决定所有各国应立SJJ停止向南非提供武器和一切种类的有 

关物资，包括出售或转运武器、弹药、军事车辆和装备、半军事性警察装备，以及 

上述各项的备件,并决定所有国家皆不得与南非在制造和发展核武器方面进行任何合 

作（第418( 19 7 7 )号决议）。此外，安埋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查秘书长 

关于第418('19 77)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研究使对南非的強制性武器禁运更为 

有效的各种方法和途径，并要求所有国家提供关于它们在有效执行该决议时所釆取 

的行动资料（第421 ( 1 9 7 7 )号决议）。1 9 8 0年安埋会Ï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 

政权使甸势逬一步恶化并且大规模镇压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杀害和平示威者和 

被拘留的政治犯以及蔑视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第437 ( 1 9 8 0 )号决议）。 

1 9 8 1 年 I 2月，主席代表安理会就南非宣布所谓"独立"的西斯凯班图斯坦 

一事发表声明（SZ14 7 9 4 ) 。 

1 9 8 2年12凡安理会强烈谴责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对莱索托的蓄意侵略行为, 

要求完全而充分的赔偿(笫527 ( 1 9 8 2 )号决议) ‧ 

1 9 8 3 年 1 2月，安理会强烈谴责南非继续军事占领安哥拉南部的若干部分， 

并要求南非无条件撤出其在安哥拉领土的全部占领军队（第 5 4 5 ( 1 9 8 3 ) 号决议）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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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4年1月，安理会强烈谴责南非变本加厉地进行轰炸和继续占领安哥拉的部 

分领土 （第546(1984)号决议）。 

也是在1 9 8 4年1月，理事会要求南非当局减免对马利西亚 ‧本杰明‧马洛 

西先生判处的死刑（第547 ( 1 9 8 4 ) 号 决 议 ） 。 1 9 8 4年8月，安理会宣告所 

谓的"新宪法"违反《宪章》的各项原则，1 9 8 3 年 1 1月2日公民投票的结果 

完全无效，并且实施"新宪法"将会使种族隔离的南非内部已经存在的籐炸性局势 

进一步恶化，对于所谓的"新宪法"和拟于1 9 8 4年 8月下旬为"有色"人和亚 

裔人#^的"选举"以及"南非种族±JC^#Ag[权为了进一步巩固白人少数统治和种 

族隔离而玩弄一切花招",宣告这些做法完全无效(第55 4 ( 1 9 8 4 )号决议)。 

1 9 8 4 年 1 0 月，安理会重申谴贲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及继续蔑视联合 

国各项有关决议的行为以及该政权进一步巩固种族隔离制度的阴谋，并进一步谴贲 

南非继续屠杀被压迫人民和任意逮捕和拘留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第556 

U 9 8 4 ) 号 决 议 ） 。 I 9 8 4 年 1 2月，安理会重申其笫4 1 8 ( 1 9 7 7 ) 号决 

议并强调必须继续严格执行对南非的武器禁运，并请各国不要进口南非生产的任何 

种类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第55 8 ( 1984)号决议）。 

1 9 8 5年 3月，安理会要求比勒陀利亚政权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的政治 

犯和被拘藓者,包括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黑人领导人，关于该国前途的任何有 

意义的讨论都必须同这些人进行（第560(1985)号决议）。 

1 9 8 5年 6月，安理会严厉谴责南非对安哥扭领土发动的侵略行动，并 

要求南非立即无条件从安哥拉领土全部撤出其占领军，停止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 

一切侵略行动，并严格尊重该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567 ( 1 9 8 5 )号决议)。 

同一个月内，安理会强烈谴责南非最近对博茨瓦纳首都无端进行无理军事攻击，要 

求南非立即无条件地全面停止对博茨瓦纳的一切侵略行动，谴责并申斥种族主义南 

非用来恐吓和动摇博茨瓦纳及南部非洲区域其他国家政局的"紧迫"行径（第568 

(1985)号决议）。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1 0 8 

1 9 8 5#7月，安理会强烈遒贡种族隔离制度、比勒陀利亚政府进行的大规 

模 逮 捕 和 拘 留 及 杀 害 以 及 在 3 6个地区宣布的紧急状恭 安理会要求立即撖 

消紧急状态，并要求南非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和拘留犯，重申只有 

彻底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并以眢选为基础茌南非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社会， 

才能导致该国问题的解决（第569(1985 )号决议）。 

1 9 8 5年9月，安理会强烈谴责南非对安哥拉长期不断处心积虑的武装侵略， 

并要求南非立即无条件从安哥拉领土撤出其全都军队。安理 会还呼吁所有国家按 

照第418 ( 1 9 7 7 )号决议的规定，对南非强制执行全面的武器禁运（第571 ( 1 9 8 5 ) 

号^i义）。 

1 9 8 5年9月，安理会赞同根据第568(1985)号决议委派的博茨瓦纳特派 

团的报告，并要求南非对博茨瓦纳遭其侵略中所受的人命与财产损失给予宪全而充 

分的峥偿(第572 ( 1 9 8 5 )号决议)。 

1 9 8 5 年 1 0月，安理会强烈谴责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行动，吁请所有国家充 

分执行对南非实行的武器禁运，再次要求南非立刻停止一切侵略行为，立即无条件 

撤出占领安哥拉领土的所有军队，并且决定如果南非不执行本决议，就再次开会， 

以便考虑根据《宪章》的适当规定釆取更有效的措施（第574 ( 1 9 8 5 )号决议)。 

1 9 8 5 年 1 2 月 ， 安 理 会 再 次 要 求 南 非 立 即 停 止 对 安 哥 拉 的 一 切 

侵略行为，立即无条件地撤出占领安哥拉领土的所有部队，并严格尊重安哥拉的主 

权、领空、领土完整和独立，完全而充分地赔偿这些侵略行为铪安哥拉造库的生命 

和财产损失（第577 (1985)号决议）。同一个月内，安理会强烈谴责在茱索托 

进行的屠杀以及预谋的无端暴力行动，对这些事件南非应当负责，要求南非为这次 

侵略行为造成的破坏和生命损失对莱索托给予宪全而充分的赔偿，要求南非立即釆 

取切实步骤，消除种族隔离（第 580(1985)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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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6年2月，安理会要求立即铲除种族隔离，以此作为一个必要步骤，根 

据自决和多数人统治的原则，通过在统一而非分裂的南非境内由全国人民充分自由 

地行使成人普选权的方式，建立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要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停止对黑人和其他反对种族隔离人士施加暴力和镇压，无条件释放所有因反对种族 

隔离而遭监禁、拘留和禁制的人士，并解除紧急状态（第581 (1986)号决议）。 

1 9 8 6 年 1 1月，安理会促请所有国家禁止向南非出口它们有理由认为会运 

交南非军警部队的具有军用能力和打算用于军事目的的各种物品；要求所有国家规 

定今后第4 1 8 ( 1 9 7 )号决议中所指的"武器和有关物资"一词，除一切核武器、 

战略武器和常规武器外，还包括一切军用车辆与装备和准军事警察车辆与装备、以 

及上述车辆与装备的武器和弹药及零配件和供应品，并包括此等物品的销售和转让; 

敦促所有国家特别不要进口南非生产的武器、任何种类弹药和军用车辆，不要参加 

在南非境内进行的它们有理由认为可能有助于南非军事能力的任何活动；要求所有 

国家确保其本国立法或相当的政策性指令保证在关于执行第418 ( 1 9 7 7 )号决议的 

具体规定中列有吓阻违犯者的惩罚条款；要求所有国家采取措施，调査违犯情事， 

预防将来的规避，并加强其执行第418(1977)号决议的机构，以期切实监测和核 

査违反武器禁运规定转让武器及其他设备的情况（第591 ( 1 9 8 6 )号决议)。 

1 9 8 7年4月，主席代表安全理事会发表声明，敦促南非当局撤销19 8 7 

年 4 月 1 0日的法令，因为它违反基本人权（ S / 1 8 8 0 8 ) 。 

1 9 8 8年3月，理事会促请南非当局暂缓处决并减轻对沙佩维尔六人士的死 

刑判决；敦促所有国家和组织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以及有关 

国际文书，运用其影响并采取紧急措施，挽救沙佩维尔六人士的生命（第6 0 1 

( 1 9 8 8 )号决议）。 

联合国若干其他机关处理这一问题的其他各方面，将在不同的议程项目下加以 

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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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2号（ A / 4 3 ^ 2 2 ) ; 

(b) 特别委员会的特别报告：补编第2 2 A号（ A / 4 3 / 2 2 / A d d . l , ' " ' ) ; 

(c) 监测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给南非的政府间小组的报告：补编第 

4 4号（ A / 4 3 / 4 4 ) ; 

(d) 秘书长的报告（第42 / 2 3 B、 G和H号决议）。 

37.巴勒斯坦问题 

本项目于1 9 7 4 年 应 5 5 个 会 员 菌 的 要 求 （ A / 9 7 4 2 和 C o r r . 1 以 及 A d d . 

1 一 4 )列入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议程，在该届会议上，大会邀请巴勒斯坦人 

民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参加全体会议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讨^(第 

3 2 1 0 (xxix)号决议)• 在同届会iUi,大会重申在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 

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强调指出，实现这些权利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必不可少的条件； 

确认要在中东建立和平，巴勒斯坦人民是主要的一方；又确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按 

照《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使用一切办法来恢复他们的权利（第3 2 3 6 ( X X I X ) 

号 决 议 ) . 大 会 还 璨 请 巴 解 组 织 以 观 察 员 身 分 参 加 大 会 的 会 议 和 工 作 以 及 

在大会主持下召开的一切国际会议；并认为巴解组织同样有权参加联合国其他机构 

召开的一切国际会议（第3 2 3 7 ( X X I X )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要求邀请巴解组织与其他当事各方同等地位地参加 

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一切关于中东的工作、讨论和会议，并参加日内瓦中东和平 

会议及一切其他和平努力（第3 3 7 5 ( X X X ) 号 决 议 ) ‧ 在同届会议上，大会 

^成立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剝夺权利委员会，由2 0个会员国组成；请委员会 

审议并向大会建议一项旨在使巴勒斯坦人民行使第3 2 3 6 ( X X I X ) 号 决 议 所 确 认 

的权利的执行方案；并请安全理事会审议关于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的权利的 

问题（第3 3 7 6 (XXX)号决议）。该委员会在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增加三个成 

员（第3 K 3 1 8号决定），目前该委员会由下列2 3个会员国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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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古巴、塞浦路斯、德蕙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圭亚那、匈牙利、印 

度、印度尼西亚、老M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马耳他、 

尼日利I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南斯拉夫，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及以后各届会议赞同该癸员会的建议，并促请安全理事会 

尽快重新审议这些建议（笫31 / 2 0 f、第32 / 4 0 A号、第33 / 2 8 A号、笫34 / 6 5 

A 号 、 第 3 6 / 1 2 0 A号、第3 7 / 8 6 A号、第3 8 / 5 8 A号、第3 9 / 4 9 A号、第4 0 / 

9 6 A号、第41/ 4 3 A号和第42/ 6 6 A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请秘书长在秘书处设立一个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特 

别工作股，在委员会的指导下，负贲编制有关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研究 

和出版物，此外，自1 9 7 8年开始，同癸员会协商，每年以1 1 月 2 9日为声援 

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举办纪念活动（第32/40 B号决议）. 

大会笫三十四届会议拒绝接受戴维营协议的各项规 &因为这些条款无 

视、侵^k违反或否定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剝夺的权利，并且蓄蕙让以色列并容忍 

以色列继续占领它从1 9 67年以来所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强烈谴贲公然违反巴 

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宪章》的原则和各种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决议的一切局 

部协议和单独的条约；声明戴维营协议及其他协定，就其要决定巴勒斯坦人民和 

1 9 6 7年以来以色列所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前途这一点来说,是没有效力的（笫 

34/65B号决议）；请秘书长将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特别工作股重新命名为巴勒斯坦 

人民权利司（第34/65 决 议 ） • 

应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塞内加尔常驻代表的请求而于19 

8 0年7月2 2日召开的大会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要求以色列完全、无条件地撤 

出它自1 9 67年以来占领的一切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阿控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 

在内，而且保持一切财产和劳务完整无损，并敦促它在1 9 8 0年 1 1月 1 5日以 

前开始从它所占领的一切领土撤走；要求以色列全面遵行安全理事会第465(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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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议中的各项规定，以及所有有关耶珞撒冷圣械历史特性的联合国决议，特别是 

安理会第4 7 6 (1980)号决议；表示反对旨在把巴勒斯坦人重新安置到其家园以 

外地方去的一切政策和计划；如果以色列拒不遵行本决议，请安理会承研会 

议，对这种情况进行审议，并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有效措施（^ES—7/2f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谴贲以色列拒不壤守第:ES—7/^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 

4 6 5 ( 1 9 8 0 )号和第4 7 8 ( 1 9 8 0 )号决议及其他有关的联合国舰的规定； 

请安理会召开会议，以审议局势和根据《宪章》第七聿釆取有效措施 (第 

3 5 / 1 6 9 A号决议 ) j以及 ^厉地指责以色列颁布有关耶路撒冷的"基本法 "； 

并且确认"基本法"以及以色列关于耶路撒冷为其首都的宣布一概无效，必须立即 

撤销（第 3 5 / 1 6 9 E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决定根据第 E S—7 / 2 " f决议*至迟在1 9 8 4年以前， 

由联合国主持召开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并决定授权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剝夺 

权利娄员会为该会议的筹备委员会（第36/1 2 0 C号决议), 

1 9 8 2 年 4月 2 0 日，大会按照第 E S — 7 / 终决议第 1 4段的规定，恢复举 

行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在该届紧急特别会议上，大会重申不容许使用武力夺取 

领土的基本原则；要求以色列遵守联合国关于圣城耶路撒冷的地位和独特性的所有 

决议；并再次宣布以色列的记录和冇动证实它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会员国，而且它 

既没有履行其根据《宪章》所应尽的各项义务，也没有履行其根据大会第2 7 3 

( I I I )号决议所作的承诺（第: E S— 7 / 4号决议）， 

1 9 8 2 年 6 月 2 5日，大会按照翁S—7/4号决议第1 7段的规定，第二次恢 

复举行第七届紧急特^会议，大会要求安全理事会授权秘书长作出必要的努力和 

采取实际步骤，以执行安理会第5 0 8 ( 1 9 8 2 )号、第5 0 9 ( 1 9 8 2 )号和第51 2 

( 1 9 8 2 )号决议的各项规定；请秘书长派遣一个高级别夯员会调査和估计人 

命丧失和物资破坏的程度，并尽快将调査结果报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第ES — 7 / 5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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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2年 8月 1 6日，大会按照第: E S — 7 / 5号决议笫1 0段的规定，第三次 

恢复举行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大会要求以色列尊重和执行联合国大会各项有关被 

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决议的规定；再次敦促安全 

理事会在以色列继续不遵行载于其以前的和第515(1982)号和第5 1 8 ( 1 9 8 2 ) 

号决议的要求时，举行会议，以便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考虑实际方法和途径(第 

E S — 7 / 6 f决议 )。大会同届会议决定于1 9 8 3 年 8 月 1 6 日 至 2 7日在巴黎 

总部召开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第B E —7/7号决议）；并决定每年6月4日为纪 

念受侵略我害无辜儿童国际日（第E S —7/8号决议）。 

1 9 8 2 年 9 月 2 4 日，大会按照第 E S — 7/6号决议第1 2段的规定，第四次 

恢复举行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大会吁请安全理事会通过其所拥有的手段，对19 

8 2年9月17日贝鲁特巴勒斯坦平民和其他平民遭受屠杀的情况和范围进行调査, 

并尽速将其关于调査结果的报告公布决定；依照第19 4 ( H I ) 号决议和随后通 

过的有关决议，应使巴勒斯坦难民能够返回他们以前被迫离开的家园和产业，而且 

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地遵守本决议；敦促安理会在以色列继续不遵守安理会笫 

5 0 8 ( 1 9 8 2 )号和第5 0 9 ( 1 9 8 2 )号决议和大会本决议所载的各项要 

求时召开会议，以便根据《联合国宪章》讨论切合实际的途径和手段（第:ES—7/ 

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请安全理事会履行《宪章》所赋予它的职责并承认巴勒斯 

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自决权和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 

的权利（第37/863>f决议）；要求以色列完全无条件地撤出从1 9 6 7 年 6 月 以 

来占领的所有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建议在以色列从被 

èmmmmMàMm ，应在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内把这些领土置于联合国的监管 

下，在这段时期内巴勒斯坦人便可行使其自决权利（第37/86聘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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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3年 8月 2 9日至 9月 7日在日内瓦举行了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会 

议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日内瓦宣言》*和《实现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行动 

纲领》
6
' ‧《宣言》载有符合11际法各项原则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准贝II应当被 

当作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基础二 会议在《簠官》中-

认为重要的是应当在联合国主持f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国¥^ ¥会议，邀请冲 

突的有关各方、包括巴解组织以及羡粮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其他 

有关国家，以平等地位参加，《行动纲领》载有针对各会员国、安全理事会、秘 

书长、联合国各机关和机构以及世界舆论的各项建议,请他们采取具体行动， 

来协助巴勒斯坦人民获取并行使其不可剝夺的权利，特别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 

坦主权国家。 

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赞同《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日内瓦宣言》；欢迎并赞同按照 

规定的准则举行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的呼吁；请秘书长同安全理事会协商 

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就这项工作提出报告（第38^58C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要^员^续与各非政府组织合作促使国际社会更加了解 

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各种事实（第39/49A号决议)；要求秘书处新闻部与委员会充 

分合作和协调，以期继续执行第38 ^ 5 8 E f决议所有部分（第30 / 4 9 C号决议）； 

重申大会赞同根据其第38/ 5 8 0 f决议的规定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的呼吁； 

对以色列和美国政府的消极反应表示遗憾，并呼吁两国重新考虑其对上述会议的立 

场；并请秘书长与安全理事会协商，继续努力争取召开该会议，并至迟在198 5 

年 3 月 1 5日就此向大会提出报告（第3 9 / 4 9砑决议) , 

大 会 第 四 十 届 会 议 要 ^ 闻 部 充 分 合 作 和 协 调 ， 扩 大 其 有 关 散 布 巴 勒 

斯坦问题的资料的活动（第40力6恃决议)；再次重申赞同根据第38/ 5 8 C号决 

《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的报告1 9 8 3 年 8 月 2 9日至 9月 7日，日内瓦》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 3 . 1 . 2 1 ) ,第一章，分别为A和B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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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规定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的呼吁；呼吁以色列政府和美国政府重新考虑 

其对通过召开会议在中东实现和平一亊的立场；并请秘书长同安全理事会协商，继 

努力，以期召开国际会议,并至迟在1 9 8 6 年 3 月 1 5 S就此向大会提出报告 

( 笫 4 0 / 9 6 D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要求新闻部与委员会充分合作和协调，扩大其有关散播巴 

勒斯坦资料的活动（第41/ 4 3 C f决议)；再次重申赞成根据第38/ 5 8 C号决议的 

规定，要求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的呼吁；强调迫切需要各国政府作出更多建 

设性的具体努力，以便不再迟延地召开该会议；赞同要求在安全理事会范围内设立 

—个筹备委员会，以期釆取召开国际会议所必需的行动；请秘书长同安理会协商， 

为召开画际会议继续努力，并至迟在1 9 8 7 年 5月 1 5日就此向大会提出报告 . 

(第4 1 / 4 3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授权委员会继续作出一切努力推动其建议的执行；请委 

员会在各非政府组织促进国际社会了解有关巴勒斯坦向题的各种事实方面以及创造 

更有利于彻底执行委员会各项建议的气氛方面，继续同它们进行合作（第42/66A 

号决议）；请各国政府和各组织在委员会和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执行其任务时给予 

合作（第42/66B^决议）；要求新闻部与委员会充分合作和协调，继续其关于巴 

"第四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8 )的参考资料： 

(a)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剝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5 号（ A / 4 2 / 3 5 ) ; 

(b)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2 7 7— S / 1 8 8 4 9 ; 

(c) 决议草案： A / 4 2 /工 . 3 3和 A d d . 1、 A / 4 2 / 工 . 3 4 和 A d d . 1、 A / 4 2 /工 . 

3 5 和 A d d . 1 和 A / 4 2 / I " . 4 0 和 A d d . 1,' 

( a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8 0 1 ; 

(e) 第42 / 6 6 À至!)号决议； 

(f) 錯 姊 A / 4 2 / P V . 7 7 - 8 2 ^ 8 9 . 

is)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5/42/SR.42;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1 1 6 

勒斯坦问题的特别新闻方案，特别着重于欧洲和北美洲的舆论扩大其关于巴勒斯坦. 

问题的视听材料，包括制作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节目专集，组织记者前往该地区 

进行实况釆访，为记者组织区域的和全国的座谈会（第42/66C号决议）；再次重 

申其赞同按照其3 6 / 5 8C号决议的规定、特别是其中所确定的准则和参加规定， 

要求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重申赞同要求在安全理事会范围内成立一个筹备 

委员会，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加，为召开该会议釆取必要行动；再次强调迫切需 

要各国政府作出更多具体建设性努力，以期不再迟延地召开该会议；并请秘书长同 

安全理事会协商，为召开该会议继续努力，并至迟在1 9 8 8 年 3 月 3 1日就此向 

大会提出报告(第 4 2 / 6 6 D号决议） • 

文件： 

(a)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5号（ A / 4 3 / 3 5 ) ; 

0 > ) 秘书长的报告（第 4 2 / 6 6 D号决议 ) , A / 4 3 / 2 7 2 - S / 1 9 7 1 9 0 

3 8 .《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决定在1 9 8 8年庆祝《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请会 

员国、各专门机构、区域性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采取诸如本决议附件所列的各 

种适当措施，并支持为鼓励和促进普遍遵守和享有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的适当活动；请秘书长考虑在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方案概算内列 

入诸如本决议附件所指的各种适当活动，庆祝《宣言》四十周年；请秘书处新闻部 

散播适当的新闻、广播和视听材料，以提请注意并强调《宣言》的重要性和联合国 

在确保切实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决定在其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 

以一次 ^ #会议来庆祝 1 9 8 8年 1 2月 1 0日《宣言》四十周年纪念，并请秘书 

长为该会议的节目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笫41/150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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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回顾其以前关于这个主题的决议，决定借1 9 8 8年庆 

祝四十周年之际，着重指出联合国在致力普遍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取得的成就，重 

申联合国在这一领域承担的义务，鼓励会员国确保使进和保护《宣言》所揭示的各 

项权利；再次请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区域性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采取诸如大 

会第41/150#决议附件所载列的各种适当措施；促请秘书长开展这些活动，以确 

保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取得成功；确认其将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一次全体会议专门用 

于庆祝《宣言》四十周年的决定，并请秘书长为该次会议的节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 

作（第42/131号决议）， 

预计没有会前文件. 

3 9 . 非 洲 危 机 经 济 情 况 ： 《 1 9 8 6 — 1 9 9 0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 

行动纲领》 

大 会 第 十 三 届 特 别 会 议 于 1 9 8 6 年 5 月 2 7 日 至 6 月 1 日 举 行 ， 大 会 同 届 

会议通过《1 9 8 6 — 1 9 90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并请秘 

书长监测该纲领的执行过程并向大会笫四十二届和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S — 

1 3 / 2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并请他密切注意非洲的紧急情况， 

在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列入有关这一方面的最新资料（笫41/29 

号 决 议 ） . 

第四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1 2 )的参考资料： 

(a)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8 0 3 ; 

(b) 笫42/ 1 3 1号决议； 

(c) 笫三委员会会议：A/c. 3 / 4 2 / S R . 5 1 - 5 3 和 5 5 - 6 4 ; 

(d) 全体会议： A / 4 2 / P v .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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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在这方面，认识到他为完成《19 

8 6 - 1 9 9 0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赋予他的任务而采取的若干 

主动行动，包括成立关于流入非洲的资金状况咨询小组；重申执行以相互承诺和共 

同责任作为基础的《行动纲领》需要所有有关各方遵守其承诺并履行其责任，并且 

在这方面重申有关各方决心继续遵守其按照《纲领》所做的承诺；决定成立一个大 

会全体特设委员会，认为是编写关于《行动纲领》的审查和评价报告的最适当机构, 

在 1 9 8 8年9月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以前举行为期1 0个工作日的会议；请秘书 

长同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构和组织密切合作，确保为该会议做好必要的筹备工作； 

又请他按照《行动纲领》笫2 4 (c),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其中包 

括关于迅速全面执行《行动纲领》的各项具体建议，同时考虑到本决议各项规定； 

该报告并应提供给全体特设委员会；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1 9 8 8年组织届会 

上审议有关各方向全体特设委员会提出适当贡献的问题，并为适当地协调各方的贡 

献制定规定；又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1 9 8 8年第一和第二届常会上斟酌情况 

为举行全体特设委员会会议考虑采取各项必要安排（笫42/163号决议）。 

文件： 

(a) 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b) 秘书长的报告（笫42/163号决议）。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2 1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 A / 4 2 / 5 6 0 ^ A / 4 2 / 6 7 4 ; 

(b) 决议草案： A / 4 2 / L . 1 1 / R e v . l^P R e v . 1 / A d d . 1;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42/854; 

(d) 第42/ 1 6 3号决议； 

(e) 笫五委员会会议：A/C. 5 / 4 2 / S R . 54； 

(f) 徘 会 议 ： A / 4 2 / P v . 4 8—50和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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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中东局势 

自1 9 4 7年以来，中东问题的各个方面就一直由联合国、特别是大会和安全 

理 * 来 处 S o 

1 9 6 7年6月战事爆发以来，安全理事会于1 9 6 7 年 1 1月提出了在中东 

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的原则（第242 (1967)号决议）。秘书长随即任命了瑞典 

的贡纳尔‧雅林大使为他派驻中东的特别代表，以便促使有关各国按照这项决议达 

成协议。秘书长还按照安全理事会第331 (1973)号决议，在1 9 7 3年 5月向 

安理会提出了一份详尽的报告，详细说明联合国自1 9 6 7年6月以来关于中东局 

势所作的各项努力（S/10929)。 

新的战事爆发之后，安理会于1 9 7 3年 1 0月22日要求停火；要求有关各 

方于停火后立即开始执行第242 ( 1967 )号决议的所有部分；并决定有关各方应在 

适当方面主持下开始谈判，以期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第338(1973)号决 

议）。 

联合国自1 9 7 3年10月以来在中东局势方面所作的各项努力，见秘书长于 

1 9 7 8年 1 0月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出的一份详尽的报告（A^33y<311—S/ 

12896)。 此后，秘书长按照大会的要求每年就这个问题提出报告，最近一份报 

告（八/42刀14一8/19249)是在1 9 8 7年 1 1月 1 3日提出的。 

中东地区目前有三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停火监督组 

织）的一个特派观察团，以及两支维持相平部队一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 

察员部队）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都队）（并参看项目125 )。停火 

监督组织的观察员协助观察员部队和联黎部队执行任务。此外，观察员部队还进 

行其本身的两项监测任务：埃及观察员小组和贝鲁特观察员小有关观察员部 

队和联黎部队的成立和活动的详情，见秘书长向安理会提出的定期报告。关于观 

察员部队的最新报告（S/19263)是在1 9 8 7 年 1 1 月 1 3 日印发的。关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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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部队的最新报告（ S / 1 9 4 4 5樅/ 1 9 6 1 7 )是分别在1 9 8 8 年 1 月 2 2 日 和 3 

月 1 4日印发的。 

大会在其1 9 7 0年至 I 9 7 2年第二十五届至第二十七届会议（笫2628( 

( X X V )号、第27 9 9 U X T I )号、第29 4 9 ( X X V I工）号决议）及1 9 7 5 年至 1 9 

8 6年第三十届至第四十一届会议（第3414 ( 3 5：3 ^ )号、第31^61号、第3 \ / 

6 2号、第3 2 / 2 0号、第 3 3 / 2 9 号、第 3 4 / 7 0号、第 3 5 / 2 0 7号、 

第3 6 / 2 2 6 A ^ I : B 号 、 第 3 7 / 1 2 3 A 至 ： F 号 、 第 3 8 / 1 8 0 A 至 ： E 号 、 

第 3 9 / 1 4 6 A 至 C 号 、 第 4 0 / 1 6 8 A 至 C 号 和 笫 4 1 / 1 6 2 A 至 C 号 决 

议）都审议了关于中东局势的项目。 

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再次重申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由联合国秘书长发出邀请 

并由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阿以冲突各方、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 

表巴解组织以平等地位春加的中东向题国际和平会议是和平、全面和公正解决这场 

冲突的适当途径，这将确保归还被占领阿拉伯领土，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各个方面， 

并保证实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不可剝夺的民族权利；呼吁尚未表示支持召开上 

述会议的所有国家支持召开这一会议；请秘书长同安全理事会协商，为召开该会议 

而继续努力，并在1 9 8 8年9月以前将协商结杲通知大会（第4 2 / 2 0 9 A号决 

议）， 

6 7
笫四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9 )的参考文件： 

(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 ^ ^ T T—S / I S S A Q L A/42/46&ftiAdd. 1 雜 / 4 2 / 

7 14—S/19249 j 

决 议 箪 案 ： l ^ R e v . 1 / A d d . 1、 A / 4 2 / L . 4 ^ V A d d . 1 

A / 4 2 / L . 4^tîAdd. 1、 A / 4 2 / X . 44*iAdd. 1; 

( c )第 4 2 ^ 2 0 9 A至])号决议； 

( d j 排 会 议 ： 8 6 至 8 辦 7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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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还重申坚信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核心，巴勒浙坦人民如不能充分行 

使其不可剝夺的民族权利，以色列如不立即无条件地完全撤出所有巴勒斯坦领土和 

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中东地区便不可能有全面、公正、持久的^平；又重申 

如果没有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巴解组织在内的所有冲突各方的平等参与，中东 

局势不可能得到公正和全面的解决；再次宣布中东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必须以联合 

国主持的并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而达成的一项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为基础， 

以确保以色列无条件地完全撤出1 9 6 7年以来所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 

渐坦领土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并使巴勒斯坦人民在巴解组织的领导下，按照联合国 

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各项决议，特别是大会第ES—7/2号第36/120A至：P号、第 

3 7 / 8 6 A至 D号、第3 7 / 8 6 E号、第 3 8 y ! 5 8 A至; E号、第3 9 Z 4 9 A至 D号、第4 0 / 

9 6 A至 D号和笫41 / 4 3 A至 D号决议，行使其不可剝夺的权利，包括重返家园、 

自决、国家独立和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权利；认为1 9 8 1 年 1 1月和 

19 8 2年9月在摩洛哥非斯举行的第十二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所一致通过的 

(见 A / 3 7 y B 9 6—S / l 5 5 1 0 ,附件）并经1 9 8 5年8月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 

的阿控伯国家首脑特别会议重申的（见 A / 4 0 / 5 8 4 ^ C o r r . 1，附件）阿控伯和平 

计划以及执行非斯计划的有关努力和行动，是对通过在中东达成全面、公正和持久 

和平实现阿控伯人民各项不可剥夺权利的重要贡献；谴责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宪章》、 

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继续占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和其 

他阿拉伯领土，并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地完全撤出1 9 6 7年以来所占领的一切 

领土；反对一切侵犯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并违反公正、全面解决中东问题原 

则的协》安排，以确保在该地区建立公正的和平；痛惜以色列没有遵行安全理事 

会第47 6 ( 1 9 8 0 )号和第47 8 ( 1 9 8 0 )号决议以及大会第35/207号和第36/ 2 2 6 A 

和B号决议，确定以色列兼并耶路撒冷并宣布为其"首都"的决定以及改变该城地 

貌、人口组成、体制结构和地位的措施，都是无效的，要求立即撤消这些措施，并 

敦促所有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及其他国际组织遵守本决议和所有其他有关决议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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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谴责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渐坦领土内外的巴勒斯坦人民所进行的侵略和所釆 

取的政策和措施，包括没收、建立移民点、兼并以及其他恐怖主义、侵略湘镇压揞 

施，这些都违反《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及各项有关国际公约；强烈谴责以色列将其' 

法律、司法管辖权和行政权强加于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强烈谴贵其兼并政 

策湘措施一建立移民点、没收土地、转移水资源和将以色列公民身分强加于叙利亚 

国民等等；宣布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无效的，因为违反了国际法关于战时占领的规则 

^原则，特别是违反了1 9 4 9 年 8 月 1 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 

认 为 1 9 8 1 年 1 1 月 3 0日签订的美利坚合众国与以色列的战略合作协定以及继 

续向以色列供应现代武器和物资，并用大量经济援助予以支持，包括两国政府最近 

签订的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定，鼓励以色列对1 9 6 7年以来所占领包括耶路 

撒冷在内的巴勒渐坦领土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继续推行其侵略和扩张主义的政策和措 

施，对在中东建立全面、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产生了不利影响，对该地区的安全 

构成威胁；再次呼吁所有国家停止向以色列输送其目的在于鼓励以色列推行其侵略 

阿拉伯国窠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的任何军事、经济、财政和技术援助以及人力资 

源；强烈谴责以色列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加紧勾结，特别是在经济、军事和核 

领域的勾结，这是对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敌对行为，并使以色列能增强其核能 

力，对该地区的国家施行核诜诈；重申要求在联合国主持下根据联合国的有关决议 

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这是《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日内瓦宣言》第5段所规 

定的，也是大会第38/58C号决议所核可的；赞同要求在安全理事会范围内设立一 

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参与的筹备委员会，以釆取必要的行动召开该会议；并请秘 

书长定期向安全理事会报告中东局势的发展，并就中东局势发展的所有方面向大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一份综合报告（第4 2 / 2 0 9 B号决议）。大会还强烈谴 

责以色列没有遵守安全理事会第497 ( 1 9 8 1 )号决议和大会第36/226 B号、第ES— 

9 / 1号、第3 7 / 1 2 3 A号、第3 8 / 1 8 0 A号、第3 9 Z 1 4 6 B号、第4 0 Z 1 6 8 B号和 

笫41/162B号决议：再次宣布依照《联合国宪章》笫三十九条和大会第3 3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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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X)号决议的规定，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叙利亚戈兰并于1 9 8 1 年 1 2 月 

1 4日作出将其法律、司法管辖权和行政权强加于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决 

定，是一种侵喀行为；再次宣布以色列将其法律、司法管辖权和行政权强加于被占 

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决定是非法的，因而完全无效，不具有任何效力；宣布以 

色列兼并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渐坦领土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一切政策 

和措施或旨在进行这种兼并的一切政策和措施都是非法的，而且是违反国际法和联 

合国的有关决议的；再次确定以色列为了实施其关于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 

决定所釆取的一切行动均属非法无效，不应予以承认；重申其确定1 9 0 7年《第 

四号海牙公约》附载各项条例的所有有关规定和1 9 4 9年 8月1 2日《关于战时 

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继续适用于自1 9 6 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领土, 

并要求各締约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尊重并确保尊重这两项文书所规定的各项义务；再 

次确定以色列自1 9 67年以来继续占领阿拉伯叙利亚戈兰，以及以色列在决定将 

箕法律、司法管辖权和行政权强加于该领土后于1 9 8 1 年 1 2 月 1 4日予以兼并,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持续的威胁；强烈痛惜安全理事^^个常任理事国的反对 

票使安理会无法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以色列釆取安理会一致通过的第 

497(1981)号决议中所指的"适当措施"；并痛惜给予以色列任何政治、经济、 

财政、军事和技术支持，这是鼓励它从事侵略活动，加强其对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的占领和兼并并使之永久化；再次坚决强调要求占领国以色列立即撤销其1 9 8 1 

年 1 2 月 1 4日将以色列法律、司法管辖权和行政权强加于阿控伯叙利亚戈兰的非 

法决定，这项决定造成了该领土实际上被兼并；再次重申以色列无条件地完全撤出 

自 1 9 6 7年以来所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阿拉伯领 

土是绝对必要的，这是在中东建立全面^公正的和平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再次 

确定以色列的记录、政策和行为证实它不是一个爱好相平的会员国，它一贯违反 

《宪章》的原则，并且既没有履行它按照《宪章》应尽的义务，也没有履行它按照 

大会1 9 4 9 年 5 月 1 1日第2 7 3 (工工工）号决议所作的承诺；再次要求所有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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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向以色列提供任何武器和有关装备，并中止以色列从它们那里得到的一切军事 

援助，不从以色列取得任何武器或军事装备，中止对以色列的经济、财政相技术援 

助与4作，断绝同以色列的外交、贸易和文化关系；再次呼吁所有会员国立即单独 

地^集体地停止同以色列的一切来往，以便在所有领域彻底孤立以色列；促请各非 

会员国依照本决议各项规定釆取行动；呼吁各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使它们同以 

色列的关系符合本决议的规定；请秘书长就这项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 

会议提出报告（^42^209号决议）。大会还确定以色列将其法律、司法管辖权 

^行政权强加于耶路撒冷圣城的决定是非法的，因而完全无效，不具任何效力；痛 

惜有些国家违反安全理事会第478 ( 1 9 8 0 )号决议，将其外交使团迁往耶路擻冷并 

拒绝遵守该决议的规定；再次要求这些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遵守联合国各项有 

关决议的规定；请秘书长就这项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4 2 / 2 0 9 D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笫42々09 A至D号决议）。 

41 .联合国决议的执行情况 

题为"联合国决议的执行情况"的项目是应塞浦路斯的要求（ A / 3 7 / 2 4 5 )列 

入 1 9 8 2年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议程的， 

大会第三十七至第四十一届会议决定把这个项目列入其后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第 3 7 / 4 5 7、 3 8 / 4 5 9、 3 9 / 4 6 5 , 4 0 / 4 7 ( ^ 4 1 / 4 7 0 ^ 决定），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i义"决定将这个项目列入笫四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42/ 

4 0 2 号 决 定 ) . 

预计没有前文件。 

6 8
第四十二届会议的参考资料： 

(a) 笫 4 2 / 4 0 2 f决定； 

(b) 徘 会 议 ： A / 4 2 / P v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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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东南亚的和平、稳定和合作问题 

本项目是应1 5个会员国的要求（ A / 3 5 / 1 9 3和 A d d . 1 和 2 )列入1 9 8 0 

年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议程的。大会该届会议对这个项目进行了辩论，并决定将 

其列入大会笫三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第35/403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六至笫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对本项目进行审议，并决定把这个项目列 

入下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36 / 4 0 4号、37 / 4 0 5号、38 / 4 0 & f、 3 9 / 4 0 6号、 

4 0 / 4 0 8号和4 1 / 4 04号决定），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决定推迟审个项目，并将其列入第四十三届会议临 

时议程（第42/406号决定）。 

预计没有会前文件， 

43.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关于美国现行政当局1 9 8 6 年 4 月 

向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邇发动海空军事攻击的宣言 

本项目是应阿控伯利比亚民众国的要求，列入1 9 8 6年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 

议 程 （ ) 的 ， 大 会 该 届 会 议 谴 贵 1 9 8 6 年 4 月 I 5 日 向 阿 控 伯 利 , 

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发动的军事攻击,呼吁美国政府在觯决同阿控伯利比亚民众国 

的争端与歧见时，避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呼吁所有国家避免为针对阿控伯利比 

亚民众国的侵略行为提供任何援助或便利；申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有权就其所遭 

受的物质和人命损失莸得适当赔偿,请安全理事会继续处理这一问题，并请秘书长 

就这一问题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1/ 3 8号决议).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4 2 )的参考资料: 

(a) 笫 4 2 / 4 0 6 ^决定； 

(b) 会议： A / 4 2 / P v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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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第四十二届会议 7 0决定将该项目列入第四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第 

4 2 / 4 5 7 号 决 定 ） . 

预计没有会前文件。 

44.开始进行关于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的全球谈判 

1 9 7 7年大会第三十二届会i义决定在1 9 8 0年召开一届大会高阶层特别会 

议，评价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参照评 

价结果釆取适当行动，以求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包括通过1 9 

8 0年代新的邇际发展战略，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第十一届特别会议、第三十 

五届会议及其第二期会议和其后的所有各届会议，都继续审议这个项目（第34/ 

1 3 9号决议和第 S - 1 L ^ 2 4、 3 5 / 4 4 3 , 3 5 / 4 5 4 , 3 6 / 4 6 1、 3 7 / 4 3 8 , 

3 8 X 4 4 8 , 3 9 / 4 5 4 A及；B、 4 0 Z 4 5 0 和 " / 4 6 7 号 决 定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决定将该项目列入第四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第4y 

4 5 8 号 决 定 ） ‧ 

预计没有会前文件。 

45.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 

本项目是应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孟加拉国、不丹、圭亚那、印度、马尔代夫、 

7 0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3 5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V 5 7 2和 A d d . 1 至 3， 

(b) 第 4 ^ / 4 5 7 号 决 定 , 

( o ) 全 体 会 议 ： A / 4 2 , . 9 9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4 4 )的参考资科： 

( a ) 第 4 3 / 4 5 8 号 决 定 , 

0 > )全体会议： A / 4 a / P V ,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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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尼日利亚和斯里兰卡的要求（A/34y246),列入大会第三十四届会i义议 

程的。大会该届会议决定将这个项目列入第三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并将第三十 

四届会议期间提出的决议草案和有关的文件一并送交该届会议审议（第34/431号 

决定）。 

大会第三十五至四十一届会议决定推迟审议该项目（第35/453、 36/460L 

37/450、 3 8 X 4 5 4 , 39/455、 4 0 / 4 6 0 和 4 1 / 4 6 9 号 决 定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7 2决定将该项目列入第四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第42/ 

4 5 9 号 决 定 ） ‧ 

预计没有会前文件。 

46,以色列对护拉克核设施的武装侵咚及以色列侵硌对已确立的关于和平利用该 

能、不扩散核武器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制度的严重后果 

i 项 目 于 1 9 8 1年应4 3个会员国的要求列入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A/ 

3 6 / 1 9 4 和 A d d . 1 ^ 2 ) . 在该届会议上，大会特别回顾了安全理事会笫4 8 7 

(1981)号决议并关切地注意到以色列拒不遵守该决仏强烈谴责以色列蓄谋已夂 

和史无前例的侵略行为,严重警告以色列必须停止其武装袭击核设施的威胁和行为, 

再度呼吁所有国家立即停止向以色列提供使其有能力侵硌其他国家的任何类型武器 

和有关物资,要求以色列对其行动所造成的物质和生命损失，提供迅速和适当的賠偿 

(% 3 6 / 2 7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谴责以色列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87( 1 9 8 1 )号决议， 

要求以色列擻回其正式宣布的再次对核设施进行武装攻击的威胁，认为以色列的侵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4 5 )的参考资料: 

(a) 第 4 2 / 4 5 9号决定， 

(b) 全体会议:A/4a^PV,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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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行为是破坏并否认不可剥夺的人权和各国取得科学与技术发展的主权权利*请安 

理会考虑釆取必要措施，阻止以色列再对核设施进行此类攻击，请秘书长在专家组 

协助下，对以色列武装攻击伊拉克专为和平用途的核设施所造成后果进行全盘研究， 

并将研究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会议（第3 7 / 1 8号决议' )。 

大会笫三十八届会议注意到以色列迄今所发表的声明均未能消除各方的恐惧， 

他们深恐以色列再度对核设施进行攻击的威胁，以及对此种设施的任何类似行动， 

势将继续危害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国际文书在发展核能和平利用、防止核武器进 

一步扩散方面的作用和工作 J iUr任何威胁攻击并摧毁伊拉克和其他国家的核设施 

均属违反《联合国宪章》,深为赞赏秘书长和关于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武装攻 

击的后果专家小组的通盘研究报告（第38/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重申谴责以色列仍然拒不执行安全理事会笫 4 8 7 U 9 81 ) 

号决议*认为以色列于其1 9 8 4 年 7 月 1 2日来文所载声明显示以色列并未履行， 

或按照某些国家的意见，并未完全履行大会第38/9号决议特别要求以色列立即撤 

回其攻击和摧毁伊拉克和其他国家核设施的威胁的条款》要求以色列立即承诺不再 

罔顾原子能机枸的保障制度对用于和平目的的伊 拉克境内核设施或其 他国家的类似 

设施进行任何攻击；请安理会审议必要措施*确保以色列遵行安理会笫487 ( 1 9 8 1 ) 

号决议，并制止以色列再对核设施进行攻击,重申呼吁继续在国际一级审议禁止武 

装攻击核设施的法律措施，以协助促进和确保核能和平利用的安全发展（第39/ 

1 4 号 决 议 ） . 

大会笫四十届会议强烈谴责对一切用于和平用途的核装置的军事攻击'包括以 

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军事攻击；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紧急有效措施，确保以色列 

* 第 4 8 7 ( 1 9 8 1 )号决议的规^i请原子能机构切实审^其他措施，以确保以色 

列保证不攻击或威胁攻击伊拉克或其他地方的和平核设施*紧急要求以色列将其所 

有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枸的保障制度之下 J促请所有会员国向伊拉克提供必要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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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援助，以恢复其和平的核计划；要求所有尚未在核领域停止同以色列合作和给予 

援助的国家和组织停止其合作和援助；要求裁军会议继续谈判，以期立即就禁止对 

核设施发动军事攻击締结协定，以有助于促进并保证和平利用核能的安全发展（% 

40 / 6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议再次紧恚要求以色列依照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第487 ( 1 9 8 1 ) 

号决议，将其所有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认为以色列尚未承诺不 

攻击或不威胁攻击伊拉克或其他地方的核设施'包括在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下设 

施,重申伊拉克有权就因以色列19 8 1 年 6 月 7 B武装攻击所遭受的损失获得赔 

偿,要求裁军谈判会议继续谈判，以期立即就禁止对核设施发动军事攻击締结协定， 

以有助于饵进并,证和，利用核能脍安余发屏/第 4 1 / 1 2号块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7，决定在该届会议议程上保留该项目（第421/460号 

决定；另见注1 ) • 

预计没有会前文件。 

4 7 . 塞浦路斯问题 

自 1 9 6 3年以来，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一直在处髓浦路斯 

问题中的各方面问题， 

1 9 6 4 年 3 月 ， 安 全 理 事 会 设 立 联 合 国 驻 塞 浦 路 斯 维 持 和 平 部 队 ， 

并进行调停工作，以促使协商解决这个问题（第1 8 6 ( 1 9 6 4 )号决议）。联 

塞部队最初设立时的任务期限为三个月，后经安理会延长，上一次延长六个月，IiJ 

1 9 8 5 年 6 月 1 5日（第5 5 9 ( 1 9 8 4 ) 亏 决 议 ） ， 1 9 7 4年事件后，安—.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2 8 )的参考资料： 

(a) 第 4 2 / 4 6 0 号 决 定 , 

(b) 全体会议： k / A 2 y s ^ .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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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进fm判,mtmmmmmm, m自由地达成一个及方都可接受的政治解决 

办法；认为所有难民应该安全返回他们的家乡；请秘书长继续向塞浦路斯所有各地 

居民提供联合国的人 ^ : ^ 助，要求各方继续同联塞部队充分并请秘书长将 

理会要求联塞部队执行某些其他的或改动的任务，特别是有关维持停火的任务(参 

看 S / 1 5 1 4 9 ,第 7段）.此外，联塞部队还支助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协 

调的人道主义工作，秘书长向安理会提出的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最近 

一次报告已于1 9 8 7年 1 2 月 3 0 日印发（ S / 1 9 3 0 4 和 A d d . 1 ) ‧ 

1 9 7 4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要求所有国家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 

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而且不要对它进行任何行动和干涉；促请所有外国军队 

迅速撒出塞浦路斯；嘉许两族的代表，在秘书长的榦旋下，已在平等基础上建立接 

该 决 议 提 请 安 全 理 事 会 注 意 （ 第 3 2 1 2 ( X X I X )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届至第三十四届会议重申必须执行第3212 ( X X I X )号决议（第 

3 3 9 5 ( X X X ) 号 、 3 1 / 1 2 号 、 3 ^ 1 5 号 、 3 3 / 1 5 号 和 3 4 / 3 0号决议）, 

1 9 7 4 年 1 2 月，安全理事会（笫 3 6 5 ( 1974)号决议)再次赞同大会第 

3 2 1 2 ( X X I X ) 号 决 议 ， 1 9 7 5年，安理会请秘书长担负〖新的斡旋任 

务，促进全面谈判（第3 6 7 ( 1 9 7 5 ) 号决议 ) ‧ 安全理事会曾定期请秘书 

续担负斡旋任务，并请他随时把取得的进展通知安理会* 按照这项任务，秘 

书长于1 9 7 5 和 1 9 7 6年间主持进行了若干回合的两族谈判；1 9 7 7 年 2 月 

12日，秘书长主持在尼科西亚议定了若干准则作为两族谈判的原则（参看S / 

1 2 3 2 3 ) ‧ 接着又进行了一系列新的会谈，但没有取得结果.1 9 7 9 年 5 

月18日和19日，由秘书长主持在尼科西亚举行一次高阶层会谈，达成了十点协 

定（ S / 1 3 3 6 9 ) ‧ 依照协定的要求，于1 9 7 9年 6月 1 5日在尼科西亚恢复 

两族谈判，但于6月2 2日中止。 

经秘书长和他的代表与双方进行长期协商后，在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主持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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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谈判于 1 9 8 0 年 8 月 9日恢复（参看 A / 3 5 / 3 8 5 — S / 1 4 1 0 0 ) ‧秘书长特别 

代表收到两族提出的综合提案，并同双方进行了大量协商后，于1 9 8 1 年 1 1月 

18日提出一份对谈判状况所作"评价"的文件，这就成为以后两族会谈时，进行 

讨论的基础（参看 A / 3 6 / 7 0 2 )‧ 两族谈判最后一次会议于1 9 8 3 年 4 月 1 4 

日举行（参看 A / 3 7 / 8 0 5 和 C o r r . l 和 s / 1 5 8 1 2 f P C o r r . l ) , 

大会第三十五届和三十六届会议推迟审议塞浦路斯问题，并决定将其列入下一 

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3 5 / 4 2 8 f和 3 6 / 4 6 3号决定) ‧ 

1 9 8 3年 5月，大会第三十七届第二期会议重申必须按照《宪章》和 

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备项规定，尽快地以和平方式觯决塞浦路斯问题，重申完全支 

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宪《、统一和不结盥，并再次要求停止一切 

外来千预；肯定塞浦路斯共和国及其人民对于H浦路澌全部领土及其自然资源和其 

他资源享有充分有效的主权和控制权，并且呼吁所有国家支持和协助塞浦路斯政府 

行使这些权利；遞贲任何可能危*到充分有效行使上述权利的行动，包拈非法发给 

财产所有权证；欢迎塞浦路箫共和国总统提出全面非车亊化的提议；支持1 9 7 7 

年 2 月 1 0日和 1 9 7 9 年 5 月 1 9日的咼阶层协定及其所有的各项规定；要求立 

即切实执行大会一致iÉ过的并经安全理事会第365( 1974 )号决议赞闳的第321 2 

(XXIX)号决议，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后来邇过的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决议 

这些决议为觯决塞浦路斯问题提供了切实而必要的基础；认为所有占领军队徹出塞 

浦路斯共和国是迅速和双方都可接受地觯决塞浦珞澌问題的必要基础；要求所有占 

«军队立即撖出塞浦路期共和国；赞扬秘书长正在加紧努力，但同时关切地注意到 

两族谈判未能取得进展；要求两族代表在秘书长的主持下，根据联合国的有关决议 

和》阶层协定，在平等的地位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有成果的、g有建设性的实质性 

谈判，以期尽早达成*于两族基本合法权利而为彼此所能接受的协议；要求萆重所 

有II浦路斯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迁徙自由、定居自由和M产权利，并且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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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榷施，便难民自愿地安全返回他们的家乡；认为武装^队所造成的既成爭实不 

应^响或以任何方式左右塞浦路斯问题的觯决；促请有关各方不采取任何单方面行 

动，以免对以和平方式公正持久地觯决塞湳路澌问題的荊彔发生不良钐响，并促* 

有关各方在秘书长根据大会和安全理爭会各项有关决议饥行其任务时绀予无分舍作 

并同联合国枉S浦路斯维持和平钾队充分兮作；便滑有关谷方不釆取任诃行动侵犯 

问题的努力，为此，.请秘书长在他认为适当的情况下，在安全理事会委托他进行斡 

旋的任务范围内，采取行动或11议，以期促进公正而持久地觯决塞浦路斯问题 

或患图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统一、主权和领土究整；重甲建议安全埋爭会 

审査其备项有关决议在一定时限内的执行问題，然后^有必要，应祆照《联合a宪 

鞏》考虑并采取一切适当的切合实际的掎施，以确保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各 

项决议得以迅速有效地执行；欢迎秘书长设想由他个人重新参与寻求觯决塞浦路斯 

(第3 7 / 2 5 3号决议），大会还注意到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第37 / 4 5 5号 

决 定 ） • 

I 9 8 3 年 1 I 月 I 5日土族塞人当局声称建立一个"浦路斯土族共和国" 

(参看 A / 3 8 / 5 8 6̶S / 1 6 1 4 8 ) , 1 1 月 I 8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第5 4 1 

( 1 9 8 3 )号决议，对土族塞人当局声称把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一部分分离出来的 

宣言表示惋惜，认为上述宣言无法律效力，要求予以撤销；要求立即有效地执行其 

第 3 6 5 ( 1 9 7 4 )号和第3 6 7 ( 1 9 7 5 )号决议，请秘书长继续执行其斡 

旋使命，以求对公正而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尽早取得进展，呼吁各方与秘书长 

充分合作协助其进行斡旋使命；呼吁所有国家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 

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呼吁所有歴家除塞浦路斯共和国外不要承认任何塞浦路斯厘家* 

呼吁所有国家及塞浦路斯两族不要采取可能会使该地区局势恶化的任何行动；和请 

秘书长继续把详细情况通知安全理事会（第5 4 1 ( 1 9 8 3 ) 号决议） ‧ 

1 9 8 4年5月1日，秘书长向安理会报告他在执行斡旋使命所从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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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提出旨在打开举行高阶层会议和恢复两族对话大门的方案；土族塞人的答复附 

于报告（ S / 1 6 5 1 9 )之后， 

应塞浦路斯的要求，安理会于5月3日和5月1 1日开会通过了第550( 1 9 

8 4 )号决议，安理会在该决议里重申其笫5 4 1 ( 1 9 8 3 )号决议，并要求 

紧恚和有效地执行这一决议,谴责一切分离主义行动，包括土耳其和土族塞人领导 

声称互派大使的行动，宣布这些行动非法无效，并要求立即予以撤销》重申要求所 

有国家不承认以分离主义行动建立的所谓"4瞎浦路斯土族共和国"的厘家，并要 

求各国不给予上述分离主义实体以任何便利或任何方式的协助；要求所有囿家尊重 

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统一和不结盟立场；认为要想把不是瓦 

罗沙居民的人迁到瓦罗沙的任何地区去定居的企图是不能容许的，并要求把该地区 

移交给联合国管理 I认为任何妨碍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地位或部署的 

企图都是违反联合国的各项决议的；请!书长促使紧急执行安全理事会第5 4 1 

( 1 9 8 1 )号决议,重申交给秘书长，旋使命，并请他作出新的努力，按照 

《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及联合国各有关决议，包括安全理事会第541(1983 ) 号 

决议，和本决议中关于觯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规定，达成这一问题的全面解决》 

要求所有各方在秘书长执行其榦旋使命过程中给予合作，决定继续处理塞浦路斯局 

势，倘若第5 4 1 ( 1 9 8 3 )号决议和本决议未获执行，则采取紧急而适当的措 

施,和请秘书长從使执行本决议，并按情况需要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执行的情况（第 

5 5 0 ( 1 9 8 4 )号决议）， 

1 9 8 4年9月至1 2月，秘书长经与双方磋商后，在纽约举行了三轮髙级亲 

近谈判。1 9 8 5年 1月 1 7日，秘书长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了一次高级联合会议 

以达成一项可导致建立一个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的协定。会议未获结果，秘书长 

继续同双方保持接触，并定期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大会第三十八至四十一届会议决定，各届会议议程均保留该项目（第3 8 / 

4 5 6、 3 9 / 4 5 6、 4 0 / 4 7 0 和 4 1 / 4 7 0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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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决定，该届会议议程保留该项目（第42 / ^ 4 6 0号决 

定 多 另 见 脚 注 1 ) . 

预计没有会前文件. 

4 8.伊朗和伊拉克武装冲突旷曰持久的后果 

本项目是应伊拉克的要求（ A J 7 Z 1 9 1 )列入 1 9 8 2年大会第三十七届会 

议议程的.大会该届会议回顾安全理事会第 4 7 9 ( 1 9 8 0 )、 5 1 4 ( 1 9 8 2 ) ^ 0 5 2 2 

( 1 9 8 2 )号决说以及安理会主席 1 9 8 0 年 1 1月 5日（ S / 1 4 2 4 4 ) 和 1 9 8 2 

年 7 月 1 5日（ S / 1 5 2 9 0 )的两项声明,并注1：剁秘书长的报告（S/15449 ) 

认为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冲突及其旷日持久和最近的升级，已苊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申明必须立即实现停火,并将部队撖至国际承认的边界，作为按照正义原则和国际法 

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初步行动；要求所有其他国家不采取任何可能助长继续冲突 

的行动 9并促成本决议的执行；请祕书长继续努力，与有关各方协商，以达成和平 

觯决;并请他随时将本决议的执行情况邇知各会员国（第 3 7 / 3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八至第四十一 届会议决定把本项目保留在其会议议程上(第 3 8 / 

4 5 6 . 3 9 / 4 5 6 , 4 0 / 4 7 0 和 4 1 / 4 7 0 号 决 定 ）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4 6 )的参考资料: 

( a ) 第 4 3 / 4 6 0号决定 , 

0>) ^ ^ 会议： A / 4 a / T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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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再度决定该届会议议程保留本项目（第 4 2 / 4 6 0 

号决定；也见脚注I ) 。 

预计没有会前文件。 

4 9.审査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在审议了关于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项目后，表示深信 

全面提高效率会进一步加强联合国达成《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并落实其原则的能力; 

决定设立一个高级别政府间专家组，任期一年，完全遵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 

规定就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事项进行一次彻底的审査，以求找出进一步提高联合国 

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的措施，借以帮助加强联合国处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效 

能；请专家组在第四十一届会议开幕前，递交大会一份载有该组所提意见和建议的 

报告；还决定将题为"审査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高级别政府间专家组的 

报告"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40/237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决定载于专家组报告内业经协议的建议，应由秘书长及联 

合国有关机关和机构参照第五委员会的调査结果予以执行，并就一些建议提出了具 

体准则（第41/213号决议，第一节）；还做出了好几项影响到编制计划、方案和 

预算过程的决定（同上，第二节）。大会同一届会议注意到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第 4 1 / 4 6转决定）。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4 7 )的参考资料: 

( a )第 4 ^ / 4 6 0 ^决定； 

全 体 会 议 ：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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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皿 7 S请秘书长考虑到委托豉府间机构进行的审査、研究和决定， 

并请他与这些机构合作；又请他在偏离经核准的建议时，须征得大会核可，在编制 

订正概算时反映出第41/21转决议的执行情况；就具体的建议提出进一步的准则； 

请秘书长通过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三届 

会议提出一份关于该决议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核可了应急基金指导原则；请秘书 

长根据这些指导原则，提出关于应急基金使用和业务的临时程序的建议，并通过方 

案和协调委员会及行政^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提交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决定在第 

四十三届会议上根据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所提交的报告， 

审议全面解决所有的额外支出，包括因通货膨胀和货币波动而致的额外支出的问题； 

还决定提出方案预算概要的日期应为非编制预算年度的8月1 5日（第4 2 / 2 1 1号 

决议）。 

文件： 

(a) 秘书长的报告： 

H 关 于 第 4 1 / 2 1 3 » A / 4 3 / 2 8 d f决议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 

(=)应急基金的使用和业务（第42/2 1 1号决议）， A / 4 3 / 3 2 4 ; 

曰 1 9 9 0— 1 9 9 1年两年期方案概 «要（第 4 2 / 2 1 1号决议）； 

(b)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7 6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4 1 )的参考资料： 

(a)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第三次报告：A/42/T/Add. 2; 

(b)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1 6号（ 

(c)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2 2 5和 A d《 U ^ C o r r . 1和A/C. 5 / 

42/2/Hev. 1； 

(d) 秘书长的说明：A / 4 2 / 2 1 4相A / 4 2 / 5 3 2 ; 

(e)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42/640; 

(f)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4 ^ / 9 0 8 ； 

(g) 第42 / 2 1 1号决议； 

( h )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0. 5 / 42/8& 15-27、 5 1 - 5 4 5 6 , 57、 4 9 - 6 1糊5—67 ; 

("全体^i义：A/42/<PV.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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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联合国当前的财政危机 

1 9 8 6年，应秘书长的要求，将本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届会议议程（ 

247).大会该届会议决定，秘书长应开始实行在其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同时要考 

虑到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4 0 / 4 7 2 f决定）。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同意秘书长可以依照他报告中的建议行事，但要考虑到第 

五委员会的报告（第41/ 4 6 6 f决定）， 

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重申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依照 

大会所定比额分摊联合国的经费，并要求所有会员国都按时额缴纳分摊会费；同意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中所提的建议，并请秘书长将关于联合国当前财 

‧机严重程度的最新资料送交所有会员囿，并考虑到会员国对联合国财务状况的 

意见，编写这些意见的摘要，连同关于联合国财政状况的最新报告，提交大会审议 

K 2 1 2 号 决 议 ） 0 

大会同一届会议还决定在该届议程上保留该项目（第42/460号决定；还见注 

1 ) ‧ 

文件： 

(a)秘书长的报告； 

Cb)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4 3 )的参考资料： 

(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2 8 3和 A / 4 ^ / 8 4 1 ; 

C b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8 6 1 ;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42/909; 

(d) 第 4 2 / 2 1 2 f决议和第4 ^ / 4 6 a f决定； 

(e) 第五委员会会议：A/C. 15—27、 5 1 - 5 4 , 56» 57、 5 9 - 6 1 

和 6 5、 6 7 ； 

( a ) 全 体 会 议 ：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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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关于签署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条约） 

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大会笫42/25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1 9 7 6年2月在墨西哥特拉特洛尔开放给各国 

签署，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对此表示欢I 然后大会建议那些已为或可能成为该 

条约签署国的国家以及该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所述各国在其力量范围内努力采取 

一切措施，使该条约能迅速在这些国家之间尽可能得到最广泛的适用(第2286 

( X X 工 I ) 号 决 议 ） . 

本项目于1 9 7 4 年应 1 8个拉丁美洲国家的要求（A/9692)列入大会第二 

十九届会议议程，大会该届会议满意地注葸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荷 

兰已交存了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批准书；敦促根据该条约可能成为该附加议定书締 

约国的另外两个国家尽速签署和批准该条约（第3262(xxrx)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再次敦促法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尽速签署和批准该条约第一4 

附 加 ^ 书 （ 第 3 4 7 3 ( X X X ) ^ 决 定 ） .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满意地注蕙到美利坚合众画已于1 9 7 7 年 5 月 2 6日签 

署了该附加议定书，并再次敦促法囿尽速签署和批准该议定书（第32/76号决议) 

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表示，凡有资格成为该条约各附加议定书締约 

国而尚未^的国家，应签署和批准该文，(第S — 1Q/2号决议，第6 3(b)g:).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再度请法囿和美利坚合众囿加入该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 

书》（第33 / 5 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满意地注意到法国筌署了《第一号附加议定书》，并请法 

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尽早批准该议定书（第34/々1号决i义)‧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特别迫切重申它请法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批准《第一号附加 

议定书》（第35/1 4 3号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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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满意地注意到美利坚合众国也已于19 8 1 年 1 1 月 2 3 

日交存了批准书，成为《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但对法国于1 9 7 9 年 3 

月 2日签署了《第一号附加议定书》后，虽经大会向法国提出迫切请求，并已旷日 

持久，但至今尚未作出相应的批准，表示遗憾，特此在本决议内迫切重申此一请求 

( 第 3 0 ^ 8 3 号 决 议 ） . 

― 大会第三十七届至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这项问题（第37/7 L 38/6 L 

39/51, 4 0 / 7 9和 4 1 / 4 5号决议)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回顾联合王国、荷兰和美国已分别于1 9 6 9年、1971 

年 和 1 9 8 1年成为《笫一号附加议定书》的締约国，对于法国于1 9 7 9年 3月 

2日签署了《第一号附加议定书》后，虽经大会向法国提出迫切请求，并已旷日持 

久，但至今尚未作出相应的批准，表示惋惜；再次敦促法国在多次被要求之后不再 

拖延批准该议定书，而目前似乎更应如此，因为这项议定书开放签字的四个国家中: 

只有法国尚未成为締约国（笫42/25号决议）。 

将不会有溉先分发的文件，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4 8 )的参考资料： 

(
a
)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42/737; 

(b) 第42/25号决议； 

(c) 第一委员会的会议：A/d 1/42/PV. 3-31和37; 

(d) é #会议： A / 4 2 /？又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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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 停止一切核武器试爆 

早在1 9 5 4年大会第九届会议就讨论到不论其他裁军措施是否达成协议先行 

停止核试验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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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美利坚合众国于1 9 6 3年8月5日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 

核 武 器 « 条 约 》 。 已 于 1 9 6 3 年 1 0 月 1 0 日 生 效 的 该 条 约 不 包 括 地 下 试 验 。 

1 9 6 3年大会笫十八届会议要求所有国家加入该条约，并要求裁军委员会会 

议为全面禁止试验继续进行谈判( 1 9 1 0 ( X V I I I )号决议） ‧ 其后，大会曾一 

再吁请停 止一切试验并继续努力拟订全面禁止试验条约， 

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强调一切国家在有效核裁军过程范围内停止试 

验核武器的重要性（第S—1(V2号决议，第5 1段）。 

大会笫三十三届至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这项问题（笫33/6CL 34/73L 

3 5 / 1 4 5 A , 3 6 / 8 4 , 3 7 / 7 a 3 8 / 6 2 . 3 9 / 5 2 . 4 0 / 8 0雒 4 1 / 4 6 A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和第四十一届会议还建议《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永下进行核 

武器试验条约》締约国间进行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宜于和如何最适当地利用《条约》 

第二条的规定，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改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建议《条约》 

各締约国釆取切实步骤，召开一次审议《条约》修正案的会议，将该《条约》改为 

一项全面禁止核舰条约(第 4 0 / 8 0难 4 1 / 4 6 B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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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再次表示严重关切在违背绝大多数会员国愿望的情况下， 

核武器试验有增无已；重申其信念：締结一项使所有国家永远禁止核试爆的条约是 

一项最优先的事项；重申其信念：此项条约对于停止核军备竟赛极端重要；再次敦 

促《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的三个保存国，特别是苏联和美国，严格遵守其谋求早日达成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 

»爆炸的承诺，并加快为此目的而进行的谈判，并且定期告知裁军谈判会议其谈 

判情况；呼吁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国，尤其是上述两项条约的三个保存国，推 

动该会议1 9 8 8年会议开始时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便就一项彻底停止核试爆 

的条约进行多边谈判；建议裁军谈判会议指示该特设委员会成立两个工作组，分别 

处理下列相互关联的问题：条约的内容和范围，及遵守和核査；请两项条约的保存 

国，由于它们在各该条约下负有的特别责任，并作为一项临时措施，不再延迟地通 

过三边商定的暂停试验或通过三个单方面的暂停«的途径，停止一切核试爆，并 

应有适当的核査手段(笫42/26A号决议）。 

大会还建议《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永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的无核武 

器締约国正式向保存国政府提交修正建议，以期尽早召开会议，审议修改《条约》， 

使其成为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并请该《条约》各締约国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报 

告其所作各项努力的进展（第42 / 2 6 B号决议）. 

文件：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补编第2 7号（ A / 4 3 / 2 7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4 9 )的参考资料： 

(a)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补编第2 7号（ A / 4 2 / 2 7 ) ; 

(b)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3 8 ; 

(c) 第 4 2 / 2 6 維 B 号 决 议 ； 

W 第 一 委 员 会 的 会 议 ： A / C . 1/42/PV. 3 - 3 1和 4 3 ; 

( e ) " 会 议 ： A / 4 2 / : P V .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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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迫切需要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关于不论其他裁军措施是否达成协议先行俘止核试验的问题早在1 9 5 4年大 

会笫九届会议上就曾加以讨论(参看项目5 2 ) ‧ 

大^^三十五届会议请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必要措施，包滅立一个工作小组, 

以便在1 9 8 1年会议开始时，作为最高优先工作，就全面禁试条约进行实质性谈 

判；又请该委员会就一个国际地震测报网和有效核査制度的建立、试验和运用，确 

立必要的体制和行政步骤（第35/ 1 4 5 B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吁请三个核武器谈判国恢复谈判以便使谈判早日 

获得成果;^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步骤，包括设立一个工作小组，以便于 

1 9 8 2年举行的会议初期开展全面禁试条约的实质性谈判，竭尽一切努力，以便 

尽早向大会提出此一条约的草案（第36/8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已在其i乂程项目1 (禁止核 

试验）下设立了一个特设工作組，并且请特设工作组讨论并确定有关核査和遵 

守的问题，以期能为达成核禁试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和考虑一切现有的提案和今后 

的倡议（第37/7 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会议请裁军谈判会议恢复审査全面禁止试验的问题，以期就关 

于此问题的条约进行谈判，并请在其19 8 4年会议中讨论修订特设工作小组职贲 

权限的问Mi 确定建立、试验和运用作为有效核査系统一部分的国际地震监 

测网所必需的体劁和行跋安排，着手调査其他国际措施，以期改进此种条约下的 

核査安排（第3 8 / 6 3 号 决 议 ） a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i义促请裁军谈判会议于其1 9 8 5 年 会 议 开 始 时 设 立 一 

个 审 议 议 程 项 目 1 (禁止核试验 >的特设委员会，以便立即恢复与全面禁止 

核试验有关的实质性工作，以期就此议题的条约进行谈判；考虑到审议关于侦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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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地震事件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以往开展的工作和目前正在进行的技 

术性试验的结果，以便监测核爆炸并确定监测网监测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遵守情况 

的能力；着手详细调査监测和核査此种条件的遵守情况的其他措施，包括一个 

监测大气层辐射的国际监测网（第39/53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促请裁军谈判会议于其1 9 8 6年会议开始时设立一个 

：议程项目 1 (禁止核试验）的特设委员会，并按照涉及范 H L核査相遵守等栏 

目下各问题的工作方案，开始就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谈判，进一步教促裁 

军谈判会议立即釆取步骤，建立国际地震监测网并着手详细调査监测和核査此种条 

约遵守情况的其他措施，敦促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特别是核武器国衮，进行合 

作.以履行特别是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締约国笫三次审査会议的最后笪言里所要求 

的那些任务（见A/C. 1 / 4 0 / 9 .附件一) (第 4 0 / 8 1号决议）。 

大 会 第 四 十 一 届 会 议 促 请 ： （ a ) 裁军谈判会议茌其 1 9 8 7 年届会 

开始时展开关于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实际工作,0»裁军谈判会议谷成员国，特别是 

核武器成员国，以及所有其他国竅，应同裁军谈判会议合作，促进相促成这件工作， 

(c)核武器国窠，特别是拥有最重要核武厍的国家，应同蒽釆取逛宜的可核査的临 

时措施，以期实现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相( d)阀未加入《桨止茌大气层、外 

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的核武#国窠，应加入:^一条约，还促请裁 

军谈判会议：（a)立即釆取步冁茌尽可能广泛的参与下，设立一个国际地震监测网， 

以 期 进 一 步 发 展 其 监 测 和 核 査 全 面 粲 止 核 试 验 条 约 遵 守 情 况 的 潜 力 ； 考 

虑到审査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科学专家特设小组所取得的 

进展，包括交流波形数据，以及个别国窠相国窠集团提出的其他有关倡^和(c)就 

监测和核査对这一条约遲守情况的其他揞施，包括一个国际大气层放射性监测网， 

展开详细的调査研究，并要求裁车谈判会议向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 

( 笫 4 1 / 4 7 号 决 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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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重申其深信締结一项旨在实现永远禁止所有画家在一切 

环境内进行任何核试爆的条约，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事项；促请采取下列行动：（&)裁 

军谈判会议在其1 9 8 8年届会开始时展开关于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实际工作；（^裁 

军谈判会议各成员画，特别是核武器国家，以及所有其他国家，应键促进这件工 

作；（c)核武器画家，特别是拥有最重要核武库的国家，应同意采取适当和可核査 

的临时措施，以期实现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尚未加入《禁止在大气层、 

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的核武器国家，应加入这一条约；还促请裁 

军谈判会议：（&)立即采取步骤，在尽可能广泛的参与下设立一个画际地震监测网, 

以期进一步发展其监测和核査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遵守情况的潜力；0»在这方面, 

考虑到审査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 措施的科学专家特设小组所取得的 

进展，包括交流波形数据，以及个别国家和画家集団提出的其他有关倡议；（c)就 

监测和核査对这一条约遵守情况的其他措施，包括一个廛际大气层放射性监测网， 

展开详细的调査研究；并请裁军谈判会议向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第 

4 2 / 2 7 号 决 议 ） . 

文件：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补编笫2 7号（ A / 4 3 / 2 7 ) . 

« 第 四 十 二 届 会 议 ( 议 程 项 目 5 0 )的参考资料： 

(a)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补编第2 7 号 （ A / 4 2 / 2 7 ) J 

0 >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3 9 ; 

(c) 第 4 2 / 2 7 号 决 议 ； 

(d) 笫一委员会的会议：V C . 1 / 4 2 / P V . 3— 3 1和 4 3 ; 

(e) 会 议 ： A / 4 2 / P V .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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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 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本项目是1 9 7 4年根据伊朗一后来埃及也参加一的要求而列入大会第二十九 

届会议的议程的（ A / 9 6 9 3 ^ A d d , 1-3 ) ‧ 大会该届会议赞扬建立中东无核武 

器区的主张；认为该地区所有有关各方必须宣布，它们不打算生产，试验，获得， 

购取或以任何方式拥有核武器；要求该地区有关各方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第2373(XXII)号决i义，附件）；并请秘书长査明有关各方的意见，早日向安 

全理事会提出报告，然后再向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263 ( X X I X )号决 

议）， 

秘书长按照第3263 (XXIX)号决议的规定，请下列国家提出它们对执行该决 

议的意见：巴林，民主也门，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 

嫩，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报告，认为秘书长已 

与其进行達商的各会员国应为实现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目标作出努力（第3474 

( X X X )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一和三十二届会议继续审议了这个项目（第31 / 7 1，3 2 / 8 2号 

决议）， 

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认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将大大地加强国际和 

平与安全；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以前，该区域各国声明在相互基础上不生产，取 

得、或以任何其他办法拥有核武器和核爆炸装置，不允许任何第三者在其领土上部 

署核武器，并同意将其一切核活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并应考虑 

安全理事会在促进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方面的作用(第S-10/2号决议，第6 3(d) 

段 ） * 

大会第三十三意第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了本项目（第33/64« 3 4 / 7 7 和 3 5 / 

1 4 7号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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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请秘书长将大会第35/147号决议递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 

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第36/87 A号决议)；认为以色列;^拉克核装置的军事 

攻击对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前景产生不利影响；宣告在这一方面，以色列必须立 

即将其一切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请秘书长将本决议递交第二届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第36 / 8 7碎决议） ‧ 

大会第三十七和三十八届会议继续审议了这个项目（第37/75和38/64号决 

议），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请秘书长征求有关各方对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意见（第 

3 9 / 5 4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和四十一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编制的载有有关各方对建立中东无核 

武器区的意见的报告；请尚未提送意见的各方将其意见送交秘书长；欢迎已将意见 

送交秘书长齢方提出任何进一步的意见（鋭0 / 8 2和 4 1 / 4 8号决议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促请所有直接有关各方根据大会各项有关决议，认真考虑 

釆取为执行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提案所需的实际，迫切步骤，并为促进此一目的 

请各有关国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呼吁该地区尚未加入的所有国家，在建 

立无核武器区之前，同意将其所有核活动置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请这些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5 1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3 6 4 ; 

(b)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42/740; 

(c) 第 4 2 / 2 8号决议； 

(d) 第一委员会会议： A / C , 1 / 4 2 / P V . 3—3 1和3 7 ; 

(e) 全体会议： A / 4 2 / P V ,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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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之前，按照专门讨论裁军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 

文件》有关段文的规定，宣告支持建立此一无核武器区，并将这些宣告交存安全理 

事会；并请这些国家在建立无核武器之前，不要发展，生产，试验或以任何其他方 

式取得核武器，或允许在其境内或在其控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或核爆炸装置；还 

请核武器国家和所有其他国家协助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同时避免釆取任何违背本 

决议的文字和精神的行动；并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 

提出报告（第4 2 / 2 8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 4 2 / 2 8号决议）. 

5 5. 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 

本^目是应巴基斯坦的请求（A / 9 7 0 6 )列入 1 9 7 4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议程的/大会该届会议认为在亚洲适当地区设立无核武器区的创议，应由该地区有 

关各国提出（第 3 2 6 5 A ( X X I X )号决议）；原则上赞成南亚无核武器区的概念; 

请南亚地区的国家和其他无核武器邻国，以建立无核武器区为目的，进行必要的协 

商，并要求它们在过渡时期避免采取任何有背于这些目标的行动；希望所有国家， 

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实现本决议的目标给予充分的合作；请秘书长就 

上文所指的协商召开一次会议(第 3 2 6 5 B ( X X I X )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决定在该地区有关各国之间酝酿成熟之后，再对在亚洲适当 

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的任何提案给予适当的考虑（第 3 4 7 Ô A ( X X X )号决议）。促 

请南亚各国继续为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作出努力，同时不要采取任何有背于建立南 

亚无核武器区目标的行动（第 3 4 7 6 B ( X X X )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和三十二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1/73和32/B3号决议）, 

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注蒽到南亚区域的所有国家都已彔示决心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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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不拥有核武器，并认为该区各国不应采取任何可能违背这项目标的仃动（笫S— 

1 0 / 2 号 决 议 ， 第 6 3(e)段）。 

大会第三十三至第四十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3/65» 3 4 / 7 8 . 3 5 / 1 4 8 , 

36/88、 3 7 / 7 A 3 8 / 6 5 . 3 9 / 5 , 0 / 8 3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重申其过去的决议请秘书长同该地区各国和其他有关国家 

进行联系，査明各国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和探讨促进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努力 

的最佳可行办法，并就此问题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1/49号决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 iC重申在原则上赞同南亚无核武器区的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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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同时不釆取违背这项目标 

的任何行动；请尚未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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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秘书长同该地区各国和其他有关国家进行联系，査明 

各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促使它们进行协商以探讨促进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努力 

的最佳可行办法；又请秘书长就此问题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2/ 

2 9 号 决 议 ） ‧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2 / 2 9号决议）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5 2 )的参考资料： 

( a )秘书长的报告 ： A / 4 2 / 4 5 6 ^ i A d d . 1. 

W 第 一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A / 4 2 / 7 4 1 ; 

(c) 第 4 2 / 2 9号决议； 

(d) 第一委员会会议：A/C. 1 / 4 2 / P V . 3 - 3 1 ^ 3 7 i 

(e) 徘 会 议 ： A / 4 2 / P V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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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 ^ ^ 

大会己在几个项目下审议过这个问题.1 9 7 2年第二十七届会议曾经在标题 

为"全面彻底裁军"的项目（参看项目6 4 )下研讨了这个问题，在那一届会议上, 

大会欢迎秘书长按照第2852 ( X X V I )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题为"凝面汽油弹和其 

他燃烧武器及其可能使用所涉各方面的问题"的报告(AX 8 8 0 3 ^ R e v . 1 ) , 对 一 

切武装冲突中使用凝面汽油弹和其他燃烧武器表示遗憾；促请所有国家政府和人民 

注意该报告（第2932 A ( X X V I I ) 号 决 议 ，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把这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列入议程，标题为"凝 

固汽油弹和其他燃烧武器及其可能使用所涉各方面的问题"。在那届会议上，大会 

请重申和发展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外交会议审议凝面汽油弹和其 

问题（第 3 0 7 6 ( X X V工工 I )号决议） .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请外交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3255 A ( X X I X ) 号 

决议）；并促请所有国家在締结禁止这些武器的协定以前，避免生产、储存、扩散 

和使用这类武器（第32Ô5 B ( X X I X )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决定将题为"基于人道理由可予禁止或限制使用的燃烧武器 

和其他特定常规武器"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3464 ( X X X )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重申其过去的决议（第3 1 / 6 4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注意到外交会议I 9 7 7年6月 7日所通过关于禁止或限 

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的后续行动的第2 2 ( I V )号决议，其中，建议在1 9 7 9 

年以前召开一次关于这些武器的各国政府会议；决定在I 9 7 9年召开一次关于这 

个问题的联合国会议，并召开这个会议的筹备会议（第3 2 / 1 5 2 号 决 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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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认为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 

过份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应就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包 

括可能引起不必要痛苦或具有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达成协议，并吁请一切国家 

对此项任务的执行作出贡献（第S—1Q/2号决议，第8 6 和 8 7段），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赞同筹备会议关于联合国会议应于 1 9 7 9年 9月 1 0日 

至 2 8 日 在 日 内 瓦 举 行 的 建 议 （ 第 3 3 / 7 0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注意到会议的报告；并赞同会议关于在1 9 8 0年在日内 

瓦再举行一次会议以完成谈判工作的建议（第3 4 / 8 2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会议的最后报告；欢迎会议的顺利完成，结果会议 

于 1 9 8 0年 1 0月 1 0日通过了《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份伤害力 

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关于无法检溯的碎片的议定书（议定书一）》； 

《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雷、饵雷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议定书二）》；《禁止 

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议定书（议定书三）》；注意^《公约》第三条的规定：《公 

约》应于 1 9 8 1年 4月 1 0日开放筌署；并向所有国家推荐该公约和所附三项议 

定书，以期这些文书能得到广泛的加入（第 3 5 / 1 5 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和第三十七届会议继续审议此项目（第3 6 / 9 3 和 3 7 / 7 9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会议，注意到由于《公约》第5条所规定的条件已经实现，《公 

约》及其所附三项议定书于I 9 8 3 年 1 2 月 2 日 生 效 （ 第 3 8 / 6 6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九届至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项目（第3 9 / 5 6,40/184 

和 4 1 / 5 0 号 决 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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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敦促尚未如此做的国家，作出最大努力尽快成为《公约》 

及其所附议定书的締约国，以便使该《公约》最终获得各国的普遍加入；注意到根 

据《公约》第八条规定，今后可召开会议以便审议对《公约》或所附任何一项议定 

书的修正案，审议增列关于未为现有所附议定书包括的其他类型常规武器的议定书， 

或审査《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范ffl和执行情况，并审议要求修正《公约》或现 

有所附议定书的任何提案和要求增列关于未为现有所附议定书包括的其他类型常规 

武器的议定书的任何提案；请秘书长以《公约》及其所附三项议定书的保存者身份， 

将各邇加入该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情况随时通知大会（第4 2 / 3 0 号 决 议 ) .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2 / 3 0号决议）， 

57.締结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 

全的有效国际安排 

1 9 7 8年，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请求，将题 

为"締结一项关于加强保证无核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的项目列入议程（ 

2 4 1 ) . 大会在m会itt,除其他外，iU&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适当 

的国际安排，来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请裁军谈判委s会为此目的，审议关于 

这个问题的国际公约草案，以及关于在国际一级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和威胁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5 3 )的参考资料： 

fe)秘书长的报告： 

(b)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X4 2 / 7 4 2 Ï 

(c) 第 4 2 / 3 0号决议； 

(d) 第一委员会会议：A/ C l / 4 2 / ^ v . 3 - 3 1 和 3 6 i 

(e) 全 体 会 议 ：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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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核武器的有效政治和法律搰施的提案和葸见；并决定将题为"加强保证无核武 

器国家的安全"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第33/7 2 A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将题为"締结一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第34/85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至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此项目（第35/154、 36/94. 

3 7 / 8 a 3 8 / 6 7 . 39/57、 4 0 / 8 5 和 4 1 / 5 1 号 决 议 ） ‧ 

大会笫四十二届会^ 8 4再次重申迫切需要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画家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并寻求一项所有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方法； 

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继续探索各种方法和途径，来:^ t就该问题进行谈判时所遇到 

的困难；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拿出政治决心，力行灵活，U就可载 

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共同方法"达成协议所必需的；并请裁军谈判会 

， 续 就 此 一 « 积 极 谈 判 ， 并 在 1 9 8 8年届会开始时为此目的而设立有关的特 

设委员会（第 4 2 / 3 1 号决议） . 

文件：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补编笫2 7 号（ A / 4 3 / 2 7 )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5 4 )的参考资料： 

(a)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7 号 （ A / 4 2 / 2 7 ) î 

(b) 笫一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4 3 J 

(°)笫4 2 / 3 1号决议； 

(d) 笫一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1 / 4 2 / Ï V . 3̶ 3 1和 3 6 , 

(e) 全 # ^ 议 ： A / 4 2 / P V .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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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締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窠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1 9 7 8年，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请求，将题 

为"締结一项关于加强保证无核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的项目列入议程（ 

241).大会在该届会议上，吁请迫切作出努力达成适当的有效安排，以保证不对 

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包括考虑一项囿际公约和达成这一目标的备 

择方法和途径；决定将题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它们 

的安全"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第33 / 7 2 B f决议), 

大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将题为"締结一项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第34^85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决定将题为"締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第35/15&f 

决议）‧ 

大 会 第 三 十 六 至 — 届 射 义 继 续 项 目 （ 第 3 6 / 9 5 « 3 7 / 8 L & 

3 0 / 5 8 . 4 0 / 8 6 ^ 4 1 ^ 5 2 ^ikil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4'重申迫切需要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痠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满意地注意到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虽然也有人指"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5 5 )的参考资料： 

(a)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补编第2 7号（ A / 4 2 Z 2 7 ) ; 

( W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 c )第 4 2 / 3 2 号决议； 

m第一委员会的射义：Aye. 3— 3 1和 3 6 ; 

(e) < É ^会议： A / 4 2 / P V . 8 4。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1 5 4 

出在制订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办法方面存在困难，但是原则上无人反对締结关于保 

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这一主张；吁请各国，特别 

是核武器国家，拿出就一项共同办法，特别是就一项可以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S 

际文书的共同方案达成协议所需的政治决心；建议作出进一步深入细致的努力，探 

求这样一项共同办法或共同方案，并进一步探讨其他的办法，包括特别是裁军谈判 

会议审议过的那些办法，以便克服困难；并建议裁军谈判会议考虑到对締结国际公 

约é^r泛支持和旨在实现同一目标的任何其他提案，继续积极进行谈判，以期早日 

ï f e 成吴 " S S E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笫4 2 / 3 2号决议）。 

文件：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补编笫2 7号（A / 4 3 / 2 7 ) . 

5 9 . 防止 ^空间的军备竟赛 

本项目是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请求而列入1 9 8 1年大会第三十 

六届会议议程的（4 ^ 3 0 / 1 9 2)，大会在该届会议中iU/有必要采取有效步骤通过 

締结一项适当的国际条约，以便防止军备竟赛扩散到外层空间；并请裁军谈判委员 

会着手谈判，以期就该条约的案文达成协议（第3 6 / 9 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议重申全体国家的意志是：外层空间应当专门用于和平目的 

而不应当成为军备竟^的场所；宣告凡是进行非和平用途的利用均违反有效国际监 

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商定目标；强调国际社会应采取进一步的有效措施以防止外层 

空间的军备竟赛；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巨大空间有^的国家，对和平利用外 

层空间的目标作出积极贡献，并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采取即时的措施；请裁 

军谈判委员会优先审议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问题；并在其1 9 8 3年会议开始 

时设立一个关于本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以便为締结一项或在适当时締结多项关于防 

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协定进行谈判（第3 7 / 8 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A至旨：^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 8 / 7 C X 3 8 ^ 5 9 、 

和 4 1 ^ 5 3 号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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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回顾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在空间活动中不得进行武力威 

胁或使用武力；重申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要求外层空间应当专门用于和 

平目的，而不应当成为军备竟赛的场所；强调囿际社会应采取对核査作出适当和有 

效规定的进一步措施，以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巨大 

空间能力的国家，对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目标作出积极贡献，并为了维持国际和平 

与安全和促进国际合作与了解立即采取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措施；认识到，如 

裁军谈判会i义特设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说，适用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本身不足以保 

证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此一制度在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方面发挥重大作 

用，需要巩固和加强此一制度，并提高其效力，而且亟须严格遵守现行的双边和多 

边协定；重申作为单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裁军谈判会议应在締结一项或在适当时 

締结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多边协定的谈判中发挥首要作用； 

请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优先事项审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问题；还请裁军谈判会 

议计及一切有关提案，包括在1 9 8 7年裁军谈判会议期间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 

赛特设委员会提出的和在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上提出的提案在内，加紧审议防止外 

层空间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问题；又请裁军谈判会议于其1 9 8 8年会议开始时 

再度设立"^负有适当任务的特设委员会，以期为締结一项或在适当时締结多项关 

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协定进行谈判；促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8 6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5 6 )的参考资嵙： 

(a)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补编第2 7 号 （ ) ； 

(b)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1 / 4 7 0和 A d d . 1; 

(c)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4IX837; 

(d) 第4 1/53号决议； 

(e) 第一委员会会议：A/C ‧ 1/4 L / P V . 3-32, 34和46; 

(f) 议 ： A / 4 1 / ? V . 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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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本者建设性的精神加紧进行双边谈判，以期就防止外层空间车 

备竟赛早日达成协议，并定期就其X边会议的进展逝知裁军谈判会议，以利工作的 

进行；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巨大空间能力的国家在其有关外空的活动中不要 

采取违背有关的现行条约或与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目标相抵触的行动；注意 

到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已按照笫4 号决议的要求编制了关于与外层空间有关的 

裁军问题和军备竟赛扩及外层空间的后耒的研究报告，并且在1 987年9月举行 

专家小组最后一次会议之后，该报告已最后定稿，正预备于1 9 8 7年秋李印发； 

要求秘书长请会员国提出有关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问麴的一切方面的意见，并 

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请裁军谈判会议就其审议本议题的情况向大会第 

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请秘书长将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审议本议鋤的全部有关文 

件转送裁军谈判会议( % 4 2 / 3 3号决议)。 

文件：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补编笫2 7号（ A / 4 3 / 2 7 ) 。 

6 0 -《非洲非核化宣言》的执行情况 

题为"非洲非核化宣言"的项目于19 6 5年在3 4个非洲国家要求（ A ^ 5 9 7 5 ) 

下列入大会第二十届会议的议程，大会在该届会议上重申其敦傻所有国家尊重非 

洲大陆为非核武器区的要求：赞同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19 6 4年 7 

月在开罗发表的《非洲非核化宣言》；敦便所有国家尊重及依从这项宣言，并不在 

非洲大陆试验、制造、使用或威胁使用、或部署核武器；希望非洲各国酌量进行研 

究，借使非洲得以非核化，并经由非统组织釆取必要措施，以达到此项目的（第 

2 0 3 3 C X X )号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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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在审议题为"全面彻底裁军"（并参看项目 6 4 )的项 

目时，重申请所有国家视非洲大陆及其四周岛峋为无核武器区并加以尊重的要求； 

并决定在其第三十届会议临时议程中列入题为"《非洲非核化宣言》的执行情况" 

的项目（第 3 2 6 1 E ( X X O : )号决议） ‧ 

大会在其第三十至三十二届会议上继续审议了这个项目（第347KXXX),31/ 

6 9 和 3 2 / 8 1 号 决 议 ） ， 

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认为对于非洲统一组织已经决定成为非核化 

区的非洲，安全理事会应于必要时釆取适当步骤以防止这项目标受阻桡(第S—10/ 

2号决议，第6 3 , ) ‧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谴责南非以任何方式将任何核武器引进非洲大陆的任何 

企图；要求南非避免进行任何核爆炸；谴责任何国家、公司、机构或个人同该种族 

主义豉权进行任何核领域的合作；要求南非将其一坊核设备交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 

(第 3 3 / 6 3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谴责南非引爆一个核装置；重申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核方 

案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危险，对非洲各国的安全构成特别危险的威胁，并 

且增加了核武器扩散的危险；请安全理事会下令禁止同南非秭族主义政杈在核领域 

的一切形式的合作和匈结；请安理会对该政权釆取有效的强制行动，以期防止南非 

由于取得核武器而进一步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第3 4 ,6A号决议）；注意了秘书 

苌1于据报南非引爆了一个核装置的问题的报告并请秘书长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 

并在适^家协助下就南非 Ï领域内的计划和能力编制一份综合报告，提交大会第 

三十五届会议(第3 4 / T 6 B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南#«核领域的计划和能力的报告，包 

括 1 9 7 9年 9月 2 2日在南大西洋爆炸一个核装置的报道，对于
_
i报告确定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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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具有制造器的能力，深表惊恐；请安全理事会对南非种触义政杈釆取有效 

的强制行动，以期防止南非由于取得核武器而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第35^146 A 

号决议）；谴责任何国家、公司、机构或个人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杈进行任何形式 

的核勾结；请安全理事会禁止同该政杈在核领域的一切形式的合作和勾结；请秘书 

长向非洲统一组织提供为实现庄严的《非洲非核化宣言》所需要的一切协助（第35/ 

1 4 6 B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六届和三十七届会议继续审议了这小项目（第3 0 / 8 6 A^B及第 

3 7 / 7 碑 B 号 决 议 ） ‧ 

大 会 第 三 十 八 届 会 议 请 联 合 国 裁 军 研 究 所 同 裁 军 事 务 部 合 作 ， 

并与非洲统一组织协商，以便提供有关南非核能力继续发展的数据;并向大会第三 

十九届会 ,出一份痕？ "第 3 8 刀 8 " 号决议）；请裁军审议委员会 1 9 8 4 年 

会议除了别的以外，考虑到秘书长关于南非在核领域的计划和能力的报告 

所载调査结果，将南非核能力问题作为优先事项进行实质性审査，以期通过 

有关这项问题的具体建议；请秘书长密切注意南非在核领域的发展情况，并向大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 8 / 1 8 1 B号决议）^ 

大*第三十九届会议审议了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根据第3 8 ^ 1 8 1 A号决议 

的 要 求 提 出 的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以 及 根 据 第 号 决 议 的 要 求 提 出 的 联 合 国 裁 军 

研究所的报告（第3 9 / 6 1 A 和 B 号 决 议 ） . ， 

大会第四十和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此项目（第4 0 / 8 9 A 和 B 号 和 4 1 / 

5 5 A和 B号决议），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1 5 9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强烈重申大会吁请所有国家把非洲大陆及其四周地区视 

为无核武器区，并予以尊重；重申执行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 

的《非洲非核化宣言》是防止核武器扩散和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措施；对南 

非拥有并继续发展核武器能力再次深表震悚；谴贲南非继续谋求核能力，并谴贲任 

何国家、公司、机构或个人同种族主义政权逬行任何形式的核勾结，使南非能够阻 

挠谋求非洲全无核武器存在的《非洲非核化宣言》的目标；吁请一切国家、公司、 

机构或个人停止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任何可使南非能够阻挠《非洲非核化宣言》 

目标的进一步勾结；再次要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制造、试验、布署、运输、储存、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吁请所有拥有监渊手段的国家对南非核武器的研究、发展 

和生产逬行监渊，并公布这方面的任何资料；再次要求南非立即让原子能机构视察 

其核设施和设备；请秘书长在拟订和执行非洲非核化问题的有关公约或条约的方式 

和内容方面提供非统组织可能寻求的一切必要援助（第4 2 / 3 4 A 号 决 议 ) ; 大 

会还谴贲南非大规楔增强军事机器，特别是疯狂地获取核武器能力，以便逬行镇压 

和侵略，并作为讹诈的工具；进一步谴贲任何国家、公司、机构或个人与南非种族 

主义政权进行的一切形式的核勾结，特剁谴贲某些会员国向其本面境内一些公司颁 

发对南非核设施提供设备及技术和维修服务许可证的决定；重申种族主义政权获得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5 8 )的参考资料： 

(a)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 2 号 （ ； 

(b)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6 4 9 ； 

(c)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4 7 i 

(d) 第 4 2 Z 3 4 A和；B号决议； 

(e) 第一委员会会议：A/C. iypv. 3 - 3 1 和 3 7 i 

(f) 全 体 会 议 ：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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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能力对If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极其严重的危险，特剁;^！；及非洲各国的安全， 

并増加了核武器扩散的危险；表示全力支持面临南非非核能力威胁的各非洲国家； 

赞扬已经采取措施限制在核领域及其他领域同南非合作的那些国家政府所采取的行 

动；要求南非和一切其他外国利益集团立即停止勘探和开采纳米比亚的铀资源；吁 

请所有国家、公司、机构或个人立即停止同种族主义政权进行的一切形式的军事勾 

结和核勾结；请裁军审议委员会于其I 9 88年实务会议上特别计及联合国裁军研 

究所关于南非核能力报告中所载调査结果，再次优先审议南非的核能力问题；请秘 

书长在拟订和执行非洲非核化问题的有关公约或条约的方式和内容方面提供非洲统 

一组织可能寻求的一切必要援助；赞扬安全理事会通过关于南非问题的1 9 8 4年 

I 2 月 1 3日第 5 5 8 ( 1 9 8 4 )号决议和 1 9 8 6年 1 1 月 2 8日第591 (1986) 

号决议，以堵塞武器禁运方面的现有漏洞并使武器禁运更为有效，并且特别禁止同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核领域进行任何形式的舍作和勾结；再次要求南非立即让原子 

能机构视察其一切核设施和核设备；并请秘书长密切注意南非在核领域的发展情况， 

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 1 / 3 4 B 号 决 议 ） . 

文件： 

(a)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 2 号 （ ； 

0 > )秘书长的报告（第 4 2 / 3 4 B 号 决 议 ） . 

6 1- 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 

本项目是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请求（A/10243 )而列入1975 

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i义程的。大会该届会议注意到苏联提出的协定草案（\ / 

L 7 1 1 / R e v 1),并请裁军委员会会议在合格政府专家协助下拟订一项关于禁止 

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协定的案文，并将所得结果的 

报告提请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审议(第3479 ( X X X ) 号 决 议 ) .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1 6 1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 1 , 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请裁军委员会会议继续谈判，以便拟订此项协定的案文, 

并敦促所有国家避免釆取任何足以妨碍旨在拟订防止利用科学与技术进步以发展新 

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协定或多项协定的国际会谈的行动（第32/々4 

A号决议）.大会重申其常规军备委员会1 9 4 8 年 8 月 1 2日决议（见 S / C . Z/ 

3 2 ^ e v , 1 和 R e v , 1 / C o r r . 1 )中所载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定义，并请裁军委 

员会会议考虑是否应当拟订关于禁止可被确定的任何特种新武器的协定（第32/ 

8 4 B号决议） . 

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认为，应当为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作 

出努力，并应经常审议这个向题（第 S— 1 0 ^号决议，第7 7 段 ） . 

大会第三十三至第三十六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 3 X 6 6 A和 B号、 3 4 / 

7 9 、 3 5 / 1 4 9和 3 6 / 8 9号决议）， 

1 9 8 2̶ ï ^ i S ^ î 1 二届特别会议收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特别报告，内载 

关 于 新 型 大 规 模 毁 灭 性 武 器 和 此 种 武 新 系 统 一 节 （ 

第 三 d e 7 至 7 5段 )—：一1会特别S议对^ ^题没有釆取行动,但是核淮 

了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特设委员会的报告，以它作为大会笫十二届特别会议的结论文 

件，在根告中，委员会建议对特别会议尚未作出决定的其它项目，应在大会第三 

十七届;议上继续审议（笫 S — 1 2 Z 2 4号决定） o 

大会第三十七届和第三十八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氐（第37y77A和：B号和第 

3 a / 1 8 2 号 决 议 ） . 

大 会 第 三 十 九 届 会 议 促 请 安 全 理 事 会 各 常 任 理 事 国 以 及 其 他 军 

事上重要国家发表内容相同、放弃研制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 

声明，作为締结一项关于此问题的综合协定的第一步，并铭记着各该声明嗣后将由 

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定予以核可（第3 9 / 6 2号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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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届会议请裁军谈判会议根据现有优先次序，％定期集会的专家小组 

的协助下，不断对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系统的问题加 

以审査，以期于必要时对于就确定类型的此种武器进行具体谈判提出建议；敦促所 

有国家，在确定任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后，推动立即开始就禁止此类武器进 

行谈判，并同时提出暂时停止实际发展该武器的办法（第40/90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4 1 / 5 6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重申必须根据国际杜会的共同愿望禁止发展和制造新 

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请裁军谈判会议根据现有优先次序，在适 

当的专家协助下，不断对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 

的问题加以审查，以期于必要时对关于确定类型的此种武器的具体谈判提出建议, 

敦促所有国家在确定任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后，立即放弃实际发展此种武器, 

并开始就禁止该种武器进行谈判> 再次敦促所有囿家避免采取任何可以导致产生新 

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行动,再次促请所有面家作出努力以确^ 

学和技术成就最终专门用于和平目的；请秘书长将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审议本项目 

的一切有关文件递交裁军谈判会议i并请裁军谈判会议将有关其工作成果的报告提 

交 大 会 第 四 十 三 届 会 议 审 议 （ 笫 号 决 议 ） ‧ 

文件：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补编第2 7 号 （ A / 4 3 ^ 7 ) •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5 9 )的参考资料： 

(a)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补编第2 7 号 （ ) ！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c) 第 4 2 / 3 5号决议, 

(d) 笫一委员会的会议：A/C. l/42/<PV. 3—40, 

(e) 全体会议： A / 4 a / ^ V .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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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裁减军事预算: 

裁减军事预算问题于1 9 7 3年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醒的要求（A/9191) 

列入大会第二十A届会议议程。大会该届会议建议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理事国在下 

一财政年度，应将它们的军事预,从 1 9 73年度的水平裁减百分之十；呼吁上述 

国家将裁减军事预寞所节省的敖项，拨出百分之十作为对发展中囯窠提供援助之用： 

设立裁减军事预算所节省款项分配问题特别委员会（第3093 A (xxvm)号决议），‧ 

并请秘书长在合格专窠的协助下，就此一事项，编制一份报告(^3093B(xxrm) 

号决议） . 

秘书长根据第 3 0 9 3 A ( X X V m )寻决议，于 1 9 7 4年 8月 2日请已由大会主 

席指派担任特别委员会成员的S窠的常驻 代表将它们出席特别委员会的代表姓名通 

知秘书长；当时也向中囿-法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发出同样的遨请。中国、法国、联会王国和美国都回信 

拒绝担任特别委员会的成员。西欧和其他国家也未曾来函提名特别委员会成员的候 

选人。因此，经过非正式协商后，特别委员会未曾举行做会议（参看 A / 9 8 0 0 ) .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按照第3093 B(XXVHI)号决议的要求提出 

的报告后，请一切国家将它们的意见和建议送交秘书长；并请秘书长提出一份关于 

这些答复的裉告（第 3 2 5 4 ( X X I X )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的裉告；吁请所有国家努力达成裁减军事预算 

的协议并请秘书长在合格专家小组协助下，编制一份报告，内载关于这个问题的各 

方面的深入分析，包括结论和决议.（第 3 4 6 3 U X X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的裉告；请所有国家将其对于该报告内所涉 

及事项的意见送交秘书长；请秘书长在他任命的政府间预算问题专家小组的协助下 

编制一份载有对各国所提意见所作的分析以及任何进一步的结论和建议的裉告（第 

31 / 8 7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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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已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并请秘书长为大会第十届特别会 

议编制背景报告，该报告须汇集秘书长任命的专家小组和按照大会第3463UXX) 

和31/87号决议提出的各项提案和建议，并载列关于执行汇报表格内的示范试验 

取得的进展的资料(第 3 2 / 8 5号决议) . 

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认为在共同商定的基础 

上逐渐裁减军事预算将有助于遏制军事竟赛（第S—10/2号决议，第8 9段）。 

大 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请秘书长在一个具有军事预算方面经验的从业员特设小组 

协助下，将拟议的汇报表格伥一次实际试验，评价实际试验的结果，拟订建议：并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3/6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在1 9 8 0年内研究和寻求达成以公平 

方式冻结*裁减或以其他方式限制军事开支的协议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第34/83 F 

# 决 议 ） . 一 一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请秘书长邀请各会员'国就各国在冻结和裁减军事开支领域 

内的行动所应遵守的原则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基础，编制一份报告，提交裁军 

审议委员会1 9 8 1年会议（第35/142A号决议）；建议所有会员国使用汇报表 

格，并每年将军事支出向秘书长提出报告；请秘书长每年就此事向大会提出报告; 

请秘书长在一个合格的特设专窠小组协助下，进一步改进汇报表格；就比较不 

同国家和不同年度的军事支出的问题，以及将来因裁减军事支出的协定而产生的核 

査问题，加以研究，并提出觯决办法并请秘书长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邇的大会 

特剁会议提&报告(第 3 5 / 1 4 2 B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请裁军审议委员会继续审议1 9 8 2 年该届会议的议程 

(第 3 6 / 8 2 A 号决议） . 

大会1 9 8 2年第十二届特别会议收到了秘书长根据笫35/142B号决议提出 

的报告。 在 该 届 会 议 上 ， 大 会 对 此 问 题 没 有 采 取 任 何 行 动 ； 伹 是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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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可了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成为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 

( A / S - 1 2 / 3 2 )，在该报告中，委员会建议特别委员会尚未作出决定的 

项目应由大会第三十七届会iM续审议（第S — 1 2 / 2 4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1983年的会议上继续审议颞为 

"裁减军事预算"的项目（第 3 7 / 9 5 A号决议）》请秘书长在合格专家小组的协 

助下并取得各国的自愿合作，承担编制参与国际军事开支的价格指数和购买力平价 

的任#|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八届和第三十九届会议榥出进度报告，并向第四十 

届会议榥出最后报告（第 3 7 / 9 5 B号决议）。 

大 会 第 三 十 八 届 会 议 注 意 到 载 列 各 会 员 国 在 1 9 8 3年根据军事支出囯 

际汇报标准汇裉制度提出的复文和秘书处依照统计方法所编制的各国提供的数据的 

秘书长的报告和载列各菌对于促进更广泛参与上 述制度的可行办法所提出的意见和 

建议的秘书长的报告；还注意到他关于其遵照大会第 3 7 J 5 & f决议第 5段而 

正在进行中的工作的进度报告（第38/184B号决议）。 

第三十九届会议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1 9 8 5年实质性会议上，根据其裉告 

中所附的有关工作文件，以及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提案和意见，继续审议题为"裁 

减军事预算"的项目，以便最后确定和制定各匿在冻结和裁减军拿开支领域内进一 

步行动所应遵守的原、【并铭记着在i当阶段将这些原则纳入一项适当文书内的可 

能性（第39/64A号决议）；注意到内载1 9 8 4年会员国按照上述汇裉制度提出 

的复文的秘书长的裉告；还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遵照大会第37/95B号决议而 

正在进行的工作的进度报告，其结果将成为提交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的最后裉告（第 

3 9 / 6 4聘决议 )。 

大 会 第 四 十 届 会 议 ， 请 裁 军 审 议 委 S 会 继 续 审 议 题 为 " 裁 减 军 搴 预 

算"的本项目，并在这方面以其报告所附的工作文件及有关本主题事项的其他提案 

和意见为基础，在1 9 8 6年的实质性会议中最后确定各国在冻结相裁减军事开支 

领域内的行动所应遵守的原则；（第40/91A号决议）；注意到裁减军事预算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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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裉告；邀请所有会员国在1 9 8 6 年 4 月 1 5日以前向秘书长提出它们对报告 

的意见并建议进一步措施，以期促进裁减军事开支的未来国际协定；请秘书长向大 

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一份内载会员国就本问题提出的意见的报告；还注意到载有 

1 9 8 5年会员国按照上述汇报制度提出的复文的秘书长裉告；强调必须增加汇裉 

的国家的数目，以期能有尽可能多的属于不同地理区域相代表不同预算制度的国家 

参与汇裉；重申其建议：所有会员国均应填裉汇裉表格，于每年4月3 0日前向秘 

书长汇裉其已有数据可査的最近一个财政年度的军事开支（第40/9 1 B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该项目，请裁军审议委g会逬行其关于各国在冻 

结和裁减军審预算领域内进一歩行动所应遵守的各项原则中尚来议定的最后一段的 

* 议 工 作 ( 第 4 1 / 5 7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请裁军审议委员会继续审议题为"裁减军事预算"的项 

目，并在1 9 8 8年实务会议上，完成关于各国在冻结和裁减军事预篝领域内进一 

步行动所应遵守的各项原则中尚未议定的最后一段的审议工作，并至迟在笫四十三 

届会i义时将其报告和建议提交大^重新唤起各会8国注意：确定和制订各国在冻 

结和裁减军事预算领域内逬一步行动所应遵守的原则，将有助于调和各囿的意见和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6 0 )的参考资料: 

(a)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 2号（ A / 4 2 / 4 2 )， 

(b)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5 7 3 * A d d . it 

(c)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4 9 : 

(d) 第 4 2 / 3 6号决iii 

(e) 第一委员会的会议：A/C. 1 / 4 2 X P V . 3—3 1和 3 & 

(f) ‧ 会 议 ： A / 4 2 / P V .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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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国之间建立信任，从而有利于达成关于裁减军事预算的国际协议，促请各会员 

国、特别是军备最强大的国家，加强准备逬行建设性的合作，以期就冻结、裁减或 

以箕他方式限制军搴开支达成协议（第4 2 / 3 6号决议）。 

文件： 

(a)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 2 号（ A / 4 3 / 4 2 ) : 

(b) 秘书长的报告（第4 0 / 9 l B f 决 议 ） ‧ 

6 3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大会曾在几个项目下，先后审议了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问题的各方面. 

第二十一届到第二十三届会议（1 9 6 6 年至 1 9 6 8年）期间，这个问题是在"全 

面彻底裁箄"这一项目下审议的（参看项目6 4 ) •题为"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 

武器问题"的项目首次在1 9 6 9年列入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议程. 

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请秘书长在合格专家的协助下，编制一个报告，讨论此种 

武器可能使用所产生的影响（第2 4 5 4(XXI工工）号决议）.这个报告已向大会第 

：！十四届会议提出. 

大会第二十四届和第二十五届会议（第2 6 0 3 ( X X I V )号决议和第2 6 6 2 ( x x v ) 

号决议）都审议了这个问题. 

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赞许《禁止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发氣生产和储存 

以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并请存放国政府尽早将该公约开放给各国签署和批准 

(第 2 8 2 6 ( X X V I )号决议），该公约已于 1 9 7 2 年 4 月 1 0日开放给各国签署 

和批准，大会并要求裁军委员会会议设法就禁止化学武器问题达成协议（第2827A 

(XXVI)号决议），其后各届会议也都重申这项要求（笫2 9 3 3 ( X X V I I )、 3 0 7 7 

(XXV工工1)、 3 2 5 6 ( X X I X )、 3 4 6 5 ( X X X ) , 3 1 / 6 5 和 3 2 / 7 7 号决议）， 

1 9 7 5年3月2 6日，《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 

并销毁此种武器公约》开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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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认为所有国家均应加入1 9 5 2 年 6 月 1 7日 

于日内瓦签署的《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恢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 

议定书》，凡尚未加入的国家都应考虑加入该公约；并认为締结一项禁止发展、生 

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是多边谈判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第 

8 ~ 1 0 / 2 ^决议，第 7 2、 7 3和 7 5段），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忆及该《公约》第十二条规定应于《公约》生效后五年， 

举行《公约》締约国审査会议，大会并注意到应在适当协商后设立一个《公约》締 

约国筹备委员会（第3 3 / 5 9 B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重申大会以往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第3 4 / 7 2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欢迎审査会议的最后宣言（第35/144A号决议）：促请 

裁军谈判委员会高度优先地继续议订一项有关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 

化学武器的多边公约（第35/144B号决议）；决定进行公正的调查，以证实同指 

控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有关的真相；并请秘书长在合格医学和技术专家协助下进行 

这项调査，这些专家应索取有关资料，收集和检査证据，包括在有关国家同意下前 

往现场收集和检查证据（第 3 5 / 1 4 4 C号决议）. 

大会笫三十六届会议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高度优先地继续议订一项有关禁止发 

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多边公约，特别是重新设立化学武 

器特设工作小组，并适当修改其职贲，以便委员会能够尽早就化学武器公约问题达 

成协议（第36/96,B号决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其中附有《调査指控使 

用化学武器的报道的专家小组报告》；并请秘书长在专家小组的协助下，继续根据 

第 3 5 / 1 4 4 C号决议进行调査（第 3 6 / 9 6 C号决议） ‧ 

大会笫三十七届会议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加 紧化学武器特设工作 小组在其新的 

任务规定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谈判工作，以便尽早就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达成协议 

(第37/98A号决议）；建议締约国尽快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制定一个灵活、客观 

和无歧视的程序来处理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 

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遵守情况有关的间题（第37/98Of决议）；请秘书长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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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专家的协助下，调査任何会员国可能提请其注意的有关可能构成违反《日内瓦i义 

定书》或国际习惯法有关规则的情报，以便借此査清事实真相，并就任何这类调査 

结杲向所有会员国和大会及时提出报告，请秘书长在各会员国的合作下，作为*先 

事项，编制和维持合格专家名单以便一俟通知即可进行此类调査，并编制和维持有 

能力检验禁止使用的物剂是否存在的实验名单；进一步请秘书长在合袼的顾问专家 

的协助下，制订程序，以便对有关此种活动的情报进行及时和有效的调査，并搜集 

和有系统地整理有关识别使用这类物剂所涉迹象和征兆的文件，以便于进行这类调 

査和可能需要的医疗（第37/98D号决议）；并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并对专家小组 

所已完成的工作以及同专家小组合作以履行其职贲的各个会员国，表示赞赏;第37/ 

9 8 E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促请裁军谈判会议作为髙度优先事项，于其1 9 8 4年会 

议期间加紧就化学武器公约进行谈判，并为此目的，恢复其化学武器特设工作组； 

( 第 3 8 / 1 8 7 B号决议）；注意到秘书长提出的关于第37/ 9 8砑决议执行情况的 

报告；请他为此采取行动，特别是于1 9 8 4年期间，在其任命的顾问专家小组的 

协助下，完成第37/88碎决议第7段贵成秘书长的任务，并就该小组的工作提出 

报告；并请他经常向大会报道第37 / 9 8 D #决议的执行情况（第38 / 1 8 7 C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敦促裁军谈判会议加快谈判一项关于彻底、有效禁止化学 

武器的发展、生产、储存以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多边公约，（第39/65A号决议）； 

敦傻裁军谈判会议加紧进行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内的谈判，以便尽早就一项禁止化 

学武器公约达成协议，并为此目的立刻着手进行此项公约的起草工作，以便向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提出（第39/65Bf决议）；再次促请裁军谈判会议作为高度优先事 

项，于其1 9 8 5年会议期间加紧就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 

并销毁此种武器公约进行谈判，以便尽早完成公约的最后制定工作，并为此目的， 

恢复具备其1 9 8 4年任务规定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请裁军谈判会议将其谈判 

结杲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9/65C号决议）；注意到应大多数締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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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将于1 9 8 6年举行公约締约国笫二届审查会议，并将在适当协商后，* 

审査会议举行前设立一个筹备委员会（第3 9 /651^决议）；注意到秘书长的m告， 

其中附有秘书长任命的合格顾问专家关于第3 7 / 9 8碎决议第7段和第3 8 / 1 8 7 C 

号决议各项条款执行情况的报告；满意地注意到顾问专家小组提出其报告后，第37/ 

9 8 1 3 #决议各项规定的执行业已完成（第3 9 / 6 5 E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敦促裁军谈判会议加紧进行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内的谈判， 

以便尽早就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达成协议，并为此目的加紧进行此项公约的起草 

工作，以便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重申其向所有国家的呼吁，本着诚意进行 

认真谈判，避免釆取任何可能妨碍就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判的行动，特别避免生产 

和部署二元化学武器及其他新型化学武器，并且避免将化学武器部署在其他国家的 

领土上；吁请所有尚未这样做的国家加入为《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 

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的缔约国(第4 0/92A号决议）；再次傻请 

裁军谈判会议作为高度优先事项，考虑到一切现有提案和今后的倡议，于其1986 

年会议期间加紧就此一公约进行谈判，并进一步加紧努力，例如在这一年中增加它 

用来进行此类谈判的时间，以便尽早完成公约的最后制定工作，并为此目的，恢复 

具备其1 9 8 5年任务规定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请会议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 

提出关于其谈判结果的报告（第4 0/92B号决议）；重申有必要严格遵守关于禁止 

化学和生物武器的现有各项国际义务，谴贲一切违反这些义务的行为；欢迎为确保 

最有效地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而正在进行中的努力；敦促裁军谈判会议加快对关于 

彻I有效禁止化学武器的发展、生产、储存以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多边公约进行谈 

判；呼吁所有国家在尚未締结上述全面性公约之前，进行合作，设法防止化学武器 

的使用（第4 0 / 9 2 C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赞赏地注意到，公约締约囿第二届审査会议在1 9 8 6 年 

9 月 2 6日以协商一致通过了一份《最后宣言》；请秘书长为《最后宣言》的有关 

部分执行提供必要的协助和服务；呼吁所有尚未这样做的签字国亳不迟延地批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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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公约》，并呼吁那些尚未签署这项《公约》的面家尽早加入为《公约》的締 

约国，从而有助于《公约》达到普遍性加入并有助于增强国际信心（% 41/58A号 

决议）；敦促裁军谈判会议加紧进行谈判，以便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一项关 

于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草案；再次要求所有国家本着诚意汫行认真谈判，不釆 

取任何可能妨碍就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判的行动，特别是不生产新型化学武器，并 

且不将化学武器部署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吁请所有国家用一切方法促成此公约的 

締结；要求所有尚未这样做的国家成为《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 

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的缔约国（笫41/58 B号决议） ‧大会还要求 

遵守关于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的现有各项国际义务，并且谴贲一切违反这些义务的 

行为；坚决赞成为确保最有效地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而正在进行中的努力；敦促裁 

军谈判会议积极努力.加快对关于彻底有效禁止化学武器的发展、生产、储存和 

使用以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多边公约进行谈判；呼吁所有国家在制订上述公约之前. 

协力防止化学武器的使用，并在获得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时，协力搜集证据， 

并且以必须遏止化学武器扩散作为其国家政策的指导方针（第4 1/58C号决议)； 

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1 9 8 6年会议期间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工作，特别赞赏化学 

武器特设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工作及在其报告内记载的进展；对于尽管在1986 

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未能制订一项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 

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再度表示遗憾和关切；再次促请裁军谈判会议作为高度 

优先事项，考虑到一切现有提案和今后的倡议，于其1 9 8 7年会议期间加紧就此 

一公约进行谈判，并进一步加紧努力，特别是在这一年中以较多时间进行此谈判， 

以便尽早完成公约的最后制定工作，并为此目的，重设其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职 

权范围同于1 9 8 6年；并请裁军谈判会议就其谈判结果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 

出报告（第4 1 /58D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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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19 8 7年会议期间关于禁 

止化学武器的工作，特别赞赏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工作进展和在其 

报告内记载的切实成杲；再次促请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优先考虑到一切现有^和 

今后的倡议，于其1 9 88年会议期间加紧就此一公约进行谈判，并进一步加紧努 

力，特别是在这一年中以较多时间进行此谈判，以便尽早完成公约最后制定工作， 

并为此目的，重设其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其职权由其1988年复会之初商定； 

请裁军谈判会议将其谈判结杲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捍出报告（第42/37A号决议）； 

认识到在化学武器公约生效时即需审査秘书长在调査关于可能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导 

方面可以使用的各种方式；请秘书长根据任何会员国可能促请他注意的关于可能构 

成违反1 9 2 5年日内瓦议定书或违反习惯国际法其他有关规则的可能使用化学武 

器、细菌（生物）武器或毒性武器的报导，进行调査，以便确定事情真相，并迅速 

将任何这类调査的结杲向全体会员国提出报告；请秘书长在有关会员国提供的合格 

专家的协助下，逬一步拟订技术性准则及他可以使用的程序，以期及时和有效地调 

査这类关于可能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或毒性武器的报告，‧又请秘书长 

在实现上述目标方面，编制及保持会员国提供的合格专家名单和实验室名单，专家 

应能在接到通知不久即可进行这类谰查，实验室应有能力化验所禁止使用的毒剂的 

存在;请实现上述目标方面，（ a )指派专家调査据报逬行的活动； 0 »适当时作 

'0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6 1 )的参考资#1 

(a)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补编第2 7号（ A / 4 2 / 2 7 ) ; 

(b)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5 Q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8 2 5 ; 

m第42/37 A至 C号决议 ； 

(e) 第一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1/42/PV. 3 - 3 1 . 34. 35» 3 7 和 4 1 ; 

(f)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 A / G . 5 / 4 2 , 4 5 ； 

(S) 会议： A / 4 2 / P V .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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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必要安排，使专家能收集和审查证据，并进行必要的化验；（c)在任何这类调查 

中，寻求会员国及有关国际组织的适当协助；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 

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第42/37 C 号 决 议 ） . 

文件， 

(a)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补编第2 7 号（ A / 4 3 / 2 7 ) ; 

秘书长的报告（第42/37 C 号 决 议 ） . 

6 4 .全面彻底裁军： 

(a) 各专门机构和联舍国系统其他组织和规划署对军备限制和裁军事业的贡献； 

(b)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便用放射性武器； 

(0) 核试验的通知； 

(d) 常规裁军； 

(e) 核裁军； 

(f) 关于军爭情况的客观情报； 

(«)裁军领域的大会决议的执行； 

(H)海军军备和裁军； 

(1) 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 

U)审査联舍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1 9 5 9年，大会第十四届会议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匪的请求（ 

4218)。将题为"全面彻底裁军"的项目列入议程.从那时起，这一项目一直列于 

每届大会的议程。 

大会第十六届会议欢迎苏联和美国向大会提出的关于裁军谈判商定原则的联合 

声 明 ； 赞 同 就 十 八 国 裁 军 委 员 会 的 组 成 所 达 成 的 协 i i i 并 建 议 该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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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谈判，以便根据商定原则的联合声明达成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协议 

〔第 1 7 2 2 U V I )号决议〕。 

在 1 9 62年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第一庙会议上，苏联提出《严格国际监督下的 

全面彻底裁军条约蕈案》,美国提出《关于在世界和平中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的 

基本观定的大纲》。这两个提案都受到详细的讨论。委员会在其后几年，曰益 

注t订定裁军局部或附带措施的问题。在这种办法下，委员会谈判达成几项有限 

度伹相当重要的措施，包括1 9 6 3年 8月 5曰在莫斯科签署的《禁止在大气层、 

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1 9 6 8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第2373 (X X工工）号决议〕，1971#^《禁止在海辦舰其耻安置核武器和其他 

大规模毀 3 %武器条约》（第 2 6 6 0 ( X X V ) 号 决 议 〕 ， 和 1 9 7 2年的《禁止细菌 

(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毀这类武器的公约》〔第28；26 

号 决 议 〕 0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至第三十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项目（第2932A和B ( X X 

V I I ) 号 , 3 I 8 4 A 至 C ( X X T 工 工 工 ） 号 , 3 2 6 1 A 至 G ( X X I X ) 号 和 3 4 8 4 A 至 ： E 

( X X X ) 号 决 议 ） 0 

大 会 第 三 十 一 届 会 议 决 定 于 1 9 7 8 年 举 行 一 次 专 门 讨 论 裁 军 问 题 的 大 

会特别会iii还决定设立一个筹备委员会，由5 4>K"员国组成，负责审査同特别 

会议有关的一切问题，包括其议程在内（第31/189B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2/87A至G号决议）。 

I g 78年，大会第十庙特别会议设立一+由所有会员®组成的裁军审议委员 

会，并决定委员会是一个附属于大会的审议机构，其职贲在于就裁军领域内各种问 

题进行审议和提出建幼委员会应按照大会议事规剡有关各委员会的条款行事，但 

可对这些条款作出它认为必要的修改î委员会应每年向大会提出报隹（第S —10 / 

2号决议，第 1 1 8段）；并欢迎各成员国达成的协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开放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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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核武器国家和同大会主席协商后选出的其他32至35个国家（同上，第12 0 

段） .主席后来通知秘书长（ A / S - 1 Q / 2 4 ) 说，委员会从 1 9 8 4 年 2 月 7 日 

起改名称为裁军谈判会议将开放给各核武器国家和下列3 5个国家：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缅甸、加拿大、古巴、捷克斯洛伐 

克、埃及、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印度、印 

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墨西哥、&摩咚哥*荷 

兰、尼日利亚、巴基澌坦、秘鲁、波兰、岁马尼亚、斯里兰卡、瑞典、委内瑞拉、 

南斯拉夫和扎伊尔。 

大会第三十三至第三十六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 3 Z 9 1 A至工号、3 4 / 

8 7 A至 F号， 3 5 / 1 5 6 A 至 K 号 和 3 6 Z 9 7 A至：L号决议）。 

1 9 8 2年大会第十二庙特别会议批准将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特设委员会的裉告 

作为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结论文件（ A/S — 1 2 / 3 2 ),委员会在该文件内指出，会 

员国重申它们决定继续加紧完成关于谈判和通过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该方案应包 

括一般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以确保达成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裁军的目标， 

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 

大会第三十七至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 7 / 9 9 A S K号和 3 8 / 

1 8 8 A 至 J 号决议，第 3 8 / 4 4 7 号决定，第 3 9 / 1 5 1 A 至 J 号、 4 Q / 9 4 A 至 0 号相 

4 1 / 5 9 入至 0 号决议）， 

大 会 第 会 议 " 通 过 了 本 项 目 下 的 1 5项决议和一项决定（第42 / 3 8 A 

至 0 号决议和第4 2 / 4 0 7号决定)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62)的参考资科： 

(a)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 2 号（ A / 4 2 / 4 2 ) i 

(tO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吿：补编第2 7 号（ A / 4 2 / 2 7 ) i 

1 0秘书长的报告： 

H 关 于 军 事 情 况 的 客 观 情 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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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题为"双边核武器谈判"的第一项决议中，欢迎美国和苏联关于締结一 

项消除中程和较短程导弹条约的协议；满意地注蕙到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 

巳经商定从1 9 8 7 年 1 2月7日起在美国会晤,预期他们于1 9 8 8年上半年将 

在苏联再次会晤；吁请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不遗余力，按照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和 

希望在裁军方面取得进展的普遍愿望，争取达成它们在谈判中协议的所有目标，尤 

其是尽早完成一项实施将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50»协定的条约，傅可在里根总统 

访问莫斯科时签署；请这两国政府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 1 4 

段的规定，随时便联合国其他会员国适当了解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谈判进展情况；表 

示最坚定地鼓励和支持双边谈判及其取得圆滿成果（第42/38A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第二项决议中，注 

蕙到裁军谈判会议1 9 8 7年届会的报告中有关放射性武棬问题的部分，特别是放 

射性武器特设夯员会的报告；认识到特设夯员会1 9 8 7年在澄清和加深理觯对正 

在审议的树个重要问题上继续存在的不同看法方面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注意到裁 

军谈判会议建议在其1 9 8 8年届会开始时重新设立特设委员会；请裁军谈判会议 

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以期早日完成其工作，同时须考虑到各方为有关该问题 

的谈判向会议提出的所有提议及将其报告的各项附件作为今后工作的基础，并将工 

作结果提交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并请秘书长将所有同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讨论该 

问题一切方面的有关文件送交裁军谈判会议(第4 ^ / 3 8 B号决议) . 

，'续 t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便用放射性武器： A / 4 ^ 5】 7 ; 

(d) 秘 书 长 的 说 明 ： 和 A d d . l 和 S / 1 9 3 0 6 ; 

(e)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 / 4 V 6 6 9 相 A d d . l ; 

(f) 第 4 a / 3 8 A 至 0 号 决 议 和 第 4 V 4 0 7 号 决 定 ； 

( « )第一委员会会议：厶 / 0 . 1 / 4 2 / 1 ^ . 3—3 1和 3 6—4 4； 

(H) < è # 会 议 ： V 4 Z ^ V . 4 6 和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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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题为："核试验的通知"的第三项决议中，要求所有国家遵守第41/ 

59H号决议；再次敦促每一个进行核爆炸的国家在每次核爆炸后一周内向秘书长 

提供它们可能拥有的第41/5 9 W号决议第1段所规定的这种资科；请所有其他国 

家向秘书长提供它们可能拥有的任何这类核爆炸资科；并请秘书长立即向所有会员 

国提供这种资科，并每年向大会提出过去十二个月内所收到的核爆炸资科的记录 

( 第 4 2 / 3 8 。 号 决 议 ） . 

大会在题为"双边核军备谈判，，的第四项决议中，欢迎苏联和美国原则上同意 

在1 9 8 7年秋季签署一项关于中程导弹和较短程导弹的条约，积极争取在日内瓦 

举行的核问题和空间问题谈判的范围内达成一项有关裁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百分之五 

十的条约，并在1 9 8 7 年 1 2月1日前开始就核禁试问题进行谈判；要求该两国 

政府作为紧患事项，加紧努力，以期在其他领域，特别是在战略武器和核禁试领域 

达成协议；请苏联和美国将谈判进展情况及时通知裁军谈判会议（第42/38D号 

m义） 

大会在题为"常规裁军"的第五项决议中，注意到裁军审议夯员会1 9 8 7 年 

届会审议常规裁军问题的报告；建议把这份报告作为委员会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的 

一个基础；请夯员会将题为"对有关常规裁军的各项问题，包括《关于常规裁军的 

研究》所载各项建议相结论的实质性讨论"的项目列入其1 9 8 8年会议议程；又 

请委员会在其1 9 8 8年届会继续审议常规裁军问题，以期帮助査明裁减常规武器 

和常规裁军领域的各种可能措施，并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并请秘书长 

提请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三次特别会议注意本决议（第4V3 8 B f决议), 

大会在题为"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便用放射牲武器"的第六项决议中，重 

申对核设施进行任何种类的军事攻击，等于便用放射性武器，因为这种攻击会释放 

出危险的放射性力量；请裁军谈判会议进一步加紧努力以尽早达成一项有关禁止对 

核设施进行军事攻击的协议；请原子能机构向该会议提供有助于达成这项协议的技 

术研究报告；并请秘书长就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 第 4 a / 3 8 F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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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题为"常规裁军"的笫七项决议中，重新确认旨在朝向全面彻底裁军前 

进的范围内坚决地限制和逐步裁减军队和常规武器的努力的重要性；相信所有国家 

的军事力量只应用于自卫；敦促对于开展裁减常规军备的进 程负有特别责任的拥 

有最庞大军事武库的国家，以及两大军事集团的成员国，继续通过各种论坛就常规 

裁军进行认真谈判，以早日对在它们各自地区、特别是在世界上武器和军队最为集 

中的欧洲地区，在有效国际监督下限制和逐步均衡地裁减军队和常规武器的问题达 

成协议；鼓励各国在考虑到保障安全和保持必要防卫能力方面的需要的同时，加 

紧努力并独自或在区域范画内采取适当的行动，以促进常规裁军的进展和加强和平 

与安全；并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1 9 8 8年实质性会议期间进一步审议常规裁军 

的有关问题（第42/38 G 号 决 议 ） . 

大会在题为"核裁军"的第八项央议中，欢迎苏联和美国为締结一项消除它们 

中程和较短程导弹的条约原则上达成协议，并呼吁两国作出进一步努力，以按照该原 

则上达成的协议，尽早消除它们的全部中程和较短程导弹；督促拥有最重要核武 

库的苏联和美国进一步履行它们对核裁军负有的特别贵任，率先停止核军备竟赛， 

并为早日达成大幅度削减其核武库的协议认真进行谈判；并重申相信灰边与多边核 

裁军努力应当相互补充和 « (第 4 2 / 3 8 1 1 号决议 )。 

大会在题为"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的笫九项决议中，重申它坚信更好地 

交流关于军事能力的客观情报能够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帮助在全球、区域或分区 

域一级建立各国之间的信任，以及締结具体的裁军协定；建议那些已表示支持在 

全球、区域和分区域一级采取具体、实际的军事性建立信任措施的原则的全球、区 

域和分区域组织加紧努力，以便通过这种措施；建议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 

和其他军事大国考虑本着公开性和透明性原则采取更多的措施，例如关于军事开支 

的标准国际汇报制度，以便达到军事预算能作切实的比较，促进提供关于军事能力 

的客观情报和客观评价，并促进裁军进程；请全体会员国至迟在1 9 8 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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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日以前，向秘书长提出它们^于确立信任和进一步促进军事情况的公开性和透 

明性的方法与手段的看法，以便提交笫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请 

该大会特别会议在审议时考虑到本决议的一切规定；并请秘书长就有关这个问题的 

决议的一切规定的执行情况向该大会特别会议提出报告（笫42/38工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裁军领域的大会决议的执行"的笫十项决议中，认为重要的是所 

有会员国作出一切努力以促使一贯地执行裁军领域的大会决议，并以此表明它们决 

心达致相互都能接受的、可全面核査的和有效的裁军措施；请所有会员国就如何 

改进裁军领域的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向秘书长提供意见和建议；请秘书长每年就 

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域的情况发展向大会提出报告，其中包括会员国就裁军领域的大 

会决议的执行情况提供的一切有关资料，以及它flife改善执行情况的可能办法提出 

的意见；并要求所有会员国在秘书长履行上述要求时向他提供一切协助（笫42 / 

3 8 J 号 决 议 ） * 

大会在题为"海军军备和裁军"的第十一项决议中，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主 

席提出的关于对海军军备竟赛和裁军问题进行实质性审议的报告；请委员会在其 

1 9 8 8年的下一届会议中继续对这项问题进行实质性审议，并将其审议经过和建 

议至迟在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上提出报告；还请委员会将题为"海军军备和裁军" 

的项目列入其1 9 8 8年会议的议程（笫42 / 3 8 K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禁止生产武器用可裂变材料"的笫十二项决议中，请裁军谈判会 

议在其关于题为"核武器的一切方面"项目的工作的适当阶段，继续审议可予充分 

核査的停止和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用可裂变材料的问题，并随时将这 

项审议的进展情况通知大会（笫42/38 ! <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遵守各项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的笫十三项决议中，敦促各项军 

备限制和裁军协定的所有缔约国执行和遵守这些协定的全部条款；要求所有会员 

国认真考虑不遵守这些义务对于国际安全与稳定，以及对于在裁军领域取得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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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的前景所产生的影响；又要求所有会员国支持皆在解决不遵守问题的各种努 

力，以期鼓励各方严格遵守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的条款，并维护或恢复这些协定的 

完整；请秘书长向会员国提 供这方面可能必要的协助；进一步请秘书长提请大 

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笫三届特别会议注意本央议(笫42/38 M 号 决 议 ) 。 

大会在题为"区域常规裁军"的笫十四项决议中，重申其遵守关于区域常规裁 

军的笫4 0 / 9 4 A号决议；表示坚决支持I t在加强相互信任和保证所有有关 

国家安全并在考虑到每个区域的特点并在该区域的局势许可的情况下作出的区域性 

和分区域性努力，以及各种单方面措施，以期今后有可能締结限制军备的区域协定; 

并重申军事大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对停止与扭转军备竟赛的主要责任和核裁军在 

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方面的优先地位（第42/38 N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审查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的第十五项决议中，请裁军审议 

委员会在1 9 8 8年举行的下一届实质性会化上，参考有关本问题的各会员国意见 

和建议和上述文件，继续优先审议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以期斟酌情况拟订具体 

建议和提案；并请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关于本问题的报告，并斟酌 

情况载列调査结果、建议和提案（笫42/38 0号决议）。 

大会同届会议，敦促絲和美国贿根据协议，尽^ ;努力按照在该会议原则 

上达成的协议，尽早締结一项关于消除其中程和较短程导弹的条约，供里根总统和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1 9 8 7年秋季举行的首脑会议上签署，并敦促它们同样积极 

作出努力，在日内瓦核和空间会谈的范围内締结一项关于将其进攻性战略武器裁减 

百分之五十的条约（笫42/407号决定）。 

文件： 

(a)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笫4 2 号 （ A / 4 3 / 4 2 ) ； 

(b)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补编第2 7 号（ A / 4 3 / 2 7 ) ； 

(c) 秘书长的报告（笫42/38 F和 J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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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结论文件》： 

(a) 审査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结论文件》 

(b) 冻结核武器 

(c)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d)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区域中心 

(e) 世界裁军运动 

tf)关于冻结核武器的大会笫42/39H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fe)联合国裁军研究金、训练和咨询服务方案 

(H)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 

(U联合国和平、裁军与发展拉丁美洲区域中心 

1 9 8 2年，大会笫十二届特别会议批准了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特设委员会的报 

告，作为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结论文件》,特设委员会在其中建议：大会笫三十七 

届会议应进一步审议特别会议未作出决定的那些项目(S—12/24号决定）。《结 

论文件》附件四载有一项建议，即大会应决定批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 

案的报告继续该项方案，并且自,1 9 8 3年起将研究金名额由2 0个增加到2 5个。 

为了餐使公众关心和支持笫十崖特别会议《最后文件》规定的目标，大会还发起了 

世界裁箄运动（A/S— 1 2 / 3 2 ,附件五，笫1段）。 

大会第三十七至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一项目（第37/100A至J、 3 8 

力3人至了、 3 9 / 6 3 A ^ K , 4 0 / 1 5 1 A 至 I 和 4 1 / 6 0 A 至 J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i义"在这一项目下通过了 1 1项决议（第4 2 / 3 9 A至 K号 

决议。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6 3 )的参考资料：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 2号》（A / 4 2 / 4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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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题为"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结论文件》"的第一项决议中, 

大会呼吁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其常任理事国，在其主要任务的范围内，在尽可能少 

将世界人力和经济资源转向军备的情决下为建立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作出贡献, 

并为有效执行《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六条采取必要步骤以期加强联合国在促进解决 

军备限制问题，首先是核方面的军备限制问题，以及在裁军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问题等方面的中心作用；建议核武器国家，同时也就是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 

国，举行联合会议，定期向大会以及裁军谈判会议提供材料，内容涉及与裁军，特 

别是与核裁军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的现状，防止核战争，目前在军备限制和裁军方面 

协议的状况，以及由核大国参与的谈判的进展；建议安全理事会审议恨据统章》第二 

十九条，建立它认为必要的附属机构来执行其帮助解决裁军问题的工作；请秘书长 

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交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第4 V 3 9 A号决议）. 

"续 ( b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i 《补编第 2 7 号 》 （ ) ; 

( c )秘书长的报告： 

H 世 界 裁 军 运 动 ： A / 4 2 / 5 4 3 ; 

« 区 域 裁 军 ： A / 4 2 / 4 5 7 ; 

曰联合国和平、裁军与发展拉丁美洲区域中心：A / 4 2 / 5 4 4 ; 

m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s A/42/609; 
® 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 A / 4 2 / 6 1 1 ; 

^ 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 A / 4 2 / 6 9 3 ; 

( â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5 1 ; 

(e)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8 2 6 ； 

(f) 第 4 2 / 3 9 A 至 K 号 决 议 ； 

is)第一委员会的会议：八/<：。1/42/^.^~31; 

(h)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 A / C 5 / 4 2 / S R . 4 5 J 

(i) 会 议 ： 4 / 4 2 / P V '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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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题为"冻结核武器"的笫二项决议中，大会再次吁请所有核武器国家就冻结 

核武器达成协钹，其中除了别的以外，规定同时完全停止核武器的任何进一步的生 

产，以及完全终止核武器用裂变材料的生产(第 4 2 / 3 9 B号决议）. 

在题为"《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的第三项决议中，大会再次请裁军谈判会 

i义作为优先事项以本决i义所附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萆案案文作为基础，着手进行谈 

判，以便就一项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达成协议（笫 

4 2 / 3 9 C 号 决 议 ） ‧ 

在题为"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区域中心"的第四项决议中，大会决定在现有 

资源和在会员国及热心组织可能为此提供的自愿捐款的基础上，设立该中心，总部 

设在加德满都；又决定该中心应通过适当利用可得资源根据要求向亚洲区域各会员 

国互相商定的倡议和其他活动提供实质性支持，并应协调世界裁军运动在亚洲开展 

的区域活动的实施工作；请秘书长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确保该中心得以成立和展 

开业务，包括可能为此目的利用联合国在加德潴都现存的碁础结构，以便充分利用 

现有资源；邀请各会员国和各热心组织向该中心自愿捐款；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 

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 2 / 3 9 D号决议）， 

在 题 为 " 区 域 裁 军 " 的 第 五 项 决 议 中 ， 大 会 感 谢 秘 书 长 按 照 第 号 决 

议提出的报告；满意地注意到已采取的区域措施的重要性，以及在核裁军和常规裁 

军领域进行的区域努力；鼓励各国在削减军备和裁军方面尽可能考虑和制订区域办 

法；请所有国家和与区域裁军努力有关的区域机构将这些努力通知秘书长；请联合 

国协助要求援助的国家和区域机构在区域裁军努力范围内拟订措施；请秘书长定期 

通知大会有关区域裁军的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秘书处、尤其是裁军事务部、联 

合国裁军研究所在区域裁军领域进行的活动；又请秘书长提请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 

问 题 的 大 会 特 别 会 议 注 意 本 决 议 ( 第 号 决 议 ） ‧ 

在题为"审议建立信任的措施的准则"的第六项决议中，大会请裁军审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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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其1 9 8 8年届会期间审议"制订适当类型的建立信任措施并在全球或区域一 

级执行此类措施的准则草案"，以期按照该委员会所确定的最快速方式将草案定稿 

( 第 4 2 / 3 9 : F , 义 ） ， 

在题为"世界裁军运动"的第七项决议草案中，大会再度赞扬秘书长引导世界 

裁军运动以便保证"资料尽可能广泛的传播，并保证所有各阶层公众能够自由获得 

范围广泛的关于军备限制和裁军问题以及关于军备竟赛和战争——特别是核战争一 

一切方面的危险的资料和意见"；回顾正如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届专门讨 

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结论文件》中以协商一致方式所议定的结果，认为实现 

世界裁军运动的普遍性同样必要的先决条件是运动得到"所有国家的合作和参与"； 

再度赞同秘书长在1 9 8 4年第三次联合国世界裁军运动认捐会i义上的讲话其大意 

是：这种合作意味着要提供足够的资金，因而普遍性的标准也适用于认捐方面，因 

为如果没有全世界参与和提供资金，就很难在开展裁军运动方面体现这一原则；重 

申其感到遗憾的是大多数军事开支最庞大的国家至今尚未向世界裁军运动提供任何 

捐款；决定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应举行第六次联合国世界裁军运动认捐会议， 

并希望届时所有尚未宣布任何自愿捐款的会员国都将认捐；再次建议各会员国向世 

界裁军运动自愿信托基金作出的自愿捐款不应被指定用于特定活动，因为最可取的 

办法是让秘书长享有充分的自由，由他在大会以往核可的世界裁军运动的范围内作 

出他认为适当的决定，并在裁军运动方面行使授予他的权力；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 

已使其给予联合国各新闻中心和各区域委员会关于广为宣传世界裁军运动的指示具 

有长期性，并在必要时尽可能将联合国新闻资料改编为当地语文；请秘书长在从事 

世界裁军运动1988年所计划的活动时特别注意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 

特别会i义；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一份叙述联合国系统于1 9 8 8 年 

执行世界裁军运动活动方案的情况和联合国系统设想的1 9 8 9年活动方案的报告 

(第 4 2 ^ 3 9 0号决议）， 

在题为"关于冻结核武器的大会第41/6 0 1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第八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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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中，大会再度敦促苏联和美国一作为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一以同时发表单 

方面宣言的方式或以联合宣言的方式，宣布立即净结核武器，作为迈向综合裁军方 

案的第一步；这项净结的结构和范围如下：它将包括：H全面禁止核武器及 

其运载工具的试验； a 完全停止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制造；曰禁止一切 

进一步部署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m完全停止生产用于制造武器的裂变材料； 

( b )这项冻结须受适当的核査措施和程序，例如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 

条约締约i方所议定的以及它们在日内瓦全面禁试筹备性三边谈判中原则上商定的 

和 1 9 8 6年8月7日在墨西哥首脑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核査措施的文件中所设想的 

核査措施和程序的管制，并参考裁军谈判会议审i义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 

措施的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的工作结果； ( O初步期限为 5年，但如其他核武器国 

家按照大会的促请参加此种冻结，则冻结期限可予延长；请上述两个主要核武器国 

家在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开幕之前，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提交一份联合报告 

或分别提交两份报告(第 4 2 / 3 9 H号决议) ‧ 

在题为"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的第九项决议中，大会重申大会第十二届特 

别会议《结论文件》附件四中的各项决定和1 9 7 8 年 1 2 月 1 4曰第3 3 / 7 1 E 

号决议核可的秘书长报告；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内执行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包 

括咨询服务和训练方案在内；表示赞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 

本、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 »邀请1 9 8 7年度学员 

研究裁军领域的某些活动，从而对研究金方案通盘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赞扬秘书 

长使研究金方案继续进行的努力；决定把按第4 0/151H号决议第3段合并的三个 

方案改名为"联合国裁军研究金、训练和咨询服务方案"；请秘书长就其对方案的 

业务所作的评价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 2 / 3 9 1号决议)。 

在题为"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的第十项决议中，大会对1 9 8 6 

年1 0 月 2 4日成立的该中心已展开工作，表示满意；赞扬秘书长设法采取必要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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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保证该中心有效的工作，并请他继续向该中心提供一切必要的支助；感谢已提 

供捐款、保证该中心的工作的会员国、国际组织、政府和非M组织；再吁请各会 

员国、国际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提供自愿捐款，以加强该中心有效的业务活动；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i义提出报告（第42/39J号决议), 

在题为"联合国和平、裁军与发展拉丁美洲区域中心"的第十一项决拔中，大 

会欣悉该中心已于1 9 8 7 年 1 0月9日在利马成立；又欣悉秘书长已迅速采取必 

要的行豉措施保证该中心得以作业，并请他继续给予该中心一切必要的支援；感谢 

东道会员国为使该中心得以作业而作出的宝贵贡献；认为该中心在开展活动时，应 

着重在和睦、团结和协调一致的基础内，加强该区域各国之间相互信任和安全关系， 

以便执行和平与裁军措施，促进拉丁美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议该中心于1988 

年举行一个专家会议，讨论如何在世界裁军运动范围内，为了和平、裁军、发展和 

安全目的，使拉丁美洲在政治上更加协调一致；重新呼吁各会员国、国际性政府间 

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向该中心作出自愿捐款；请秘书长向全体会员国转达上述请求， 

以确保该中心得以正常作业；并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 

议提出报告 (第 4 2 / 3 9 K 号决议） ‧ 

文件： 

W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补编第 2 7号（A / 4 3 / 2 7 ) ; 

(b)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 2号（A / 4 3 / 4 2 ) ; 

(c) 秘书长的报告（第42/3 9 A、 D、、 0、 I、 J和 K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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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审查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根据大会第三十;^会议通过的第 3 9 / 6 3工号决议，这个项目列入了 1 9 8 5 

年大会第四十届会议议程.在该决议中，大会决定在第四十届会议上确定第三届专 

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召开日期并设立该特别会议的筹备委员会，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继续审议了本项目（第40/151工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决定在1 9 8 8年召开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并设立一个 

可自由参加的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请筹备委员会为特别会议制订议程草案，审査 

关于该会议的一切有关问题，和将其建议提交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并在大会第四 

十一届会议结束前召开一次短的组织会议，以便除其他事项外确定实质性会议的日 

期，并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交其进度报告（第4 1 / 6 0 G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决定于 1 9 8 8 年 5 月 3 1 日 至 6 月 2 5日在纽约联 

合国总部召开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核可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 

的报告，包括其一项建议，即于1 9 8 8 年 1 月 2 5日至 2月 5日在纽约开会，以 

便审议与该届会议有关的实质性问题，供列入特别会议将予以通过的文件中，也审 

议其余的工作安排和程序问题，同时理觯到，筹备委员会在该届会议上将决定是否 

需要召开下届会议；请筹备委员会向大会特别会议提交最后报告；请秘书长依照特 

别会议筹备委员会可能提出的要求，编制必要的文件，包括背景材料，并决定将题 

为"审査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IX所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 4 2 / 4 0号决议）.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6 4 )的参考资科： 

(a) 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A/ 42^46); 

(b)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5 2 , 

(c) 第 4 ^ 4 0 号 决 议 ！ 

(d) 第一委员会的会议： A / " 3 - 3 1 , 

(e) < É ^ ： 会 议 ： A / 4 ^ V .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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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审査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a)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b)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c) 多边裁军协定的情况 

(d) 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 

(e)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f) 审査和评价《宣布1 9 8 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的执行佾况 

(«)核战争的气侯彩响，包括核冬天：秘书长的报告 

W 审 査 第 十 届 特 别 会 议 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 D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W 防 止 核 战 争 

( D 裁 军 周 

(m)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决定，将题为"审査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过 

的建，决定的执行情况"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三届以及其后各届会议的临时议 

程（第 S ~ 1 0 / 2号决议，第1 1 5 段） .该届大会为接续原由第 5 0 2 ( V I )号决 

议设立的委员会的工作，设立一个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由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组 

成 （ 同 上 ， 第 1 1 8 段 ） ‧ 

按照第4 2 / 4 2 f号决议的规定，题为"核査的一切方面"的项目将作为单独 

项目列入临时议程，因此该项目的说明列在本文件项目140下.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1 8 9 

大会第三十三至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3/71A至H号，34/8 3 A 

至M号，3 5 / 1 5 2 A至 J号、 3 6 / 9 2厶至 1 / 1 号- 3 7 / 7 8 A 至 K 号 ， 3 8 / 1 8 3 A 

至 P号、 3 9 / 1 4 8 A 至 R 号 ， 4 0 / 1 8 和 4 0 / 1 5 2 A 至 Q 号 ， 4 1 / 8 6 A 至 R 号 决 

议，和第3 4 / 4 2 2 , 3 9 / 4 2 3 % 4 0 / 4 2 8和 4 1 / 4 2 1号决定），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在这个项目下通过了 1 4项决议（第4 2 / 4 2 A号至IT 

号 决 议 ） . 关 于 第 4 2 / 4 2 F 号决议的说明，见项目 1 4 0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6 6 )的参考资料： 

(a)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 2号（ A / 4 2 / 4 2 ) ； 

(b)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补编第2 7号（ A / 4 2 / 2 7 ) ; 

(c) 秘书长的报告： 

H联合国裁军研究： A / 4 2 / 3 6 3 ^ A d d . l ; 

t)审査和评价《宣布1 9 8 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的执行情况：A/ 

4 2 / 4 3 6 和 A d d . 1 ； 

曰裁军周：A / 4 2 / 4 6 9 ; 

^审査笫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A/42 / 5 5 2 ; 

©多边裁军协定的现况： A / 4 1 / 6 1 0 ; 

'^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和联合国裁军研究所：A/42/611; 

m秘书长转递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的报告的说明：A/42/300; 

(e) 秘书长关于大会第40/ 1 5 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说明： A / 4 2 / 3 0 1 ; 

(f) 秘书长关于大会第41/86 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说明：A/42/584 ； 

(g) 秘书长转递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活动的报告的说明：A/42/607; 

( H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 4 2 / 2 5 4 ; 

( i ) 第 4 2 / 4 2 A至]ST号决议； 

(J)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1 / 4 2 / P V . 3—42 ; 

(k)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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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题为"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第一项决议中，大会认为两个核武器 

国家在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上所作的或所重申的关于分别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的义务的郑重声明，提供了一条降低核战争危险的重要途径；表示希望其他尚未这 

样做的核武装国家也考虑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类似声明；并请裁军谈判会议在 

，就题为"防止核战争"的议程项目下进行谈判，并且除别的以外，审议如何拟 

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载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第42/42 A 

号 决 议 ） . 

在題为"审査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各项建议 和决定的执行情况"的第二 

项决议中，大会再次重申所有非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的国家均有权参加裁军谈判会 

议关于实质问题的全体会议的工作；促请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国勿滥用裁军谈判 

会议议事规则，阻止非成员国行使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权利；并请秘书长就执 

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2/42 B 号 决 议 ） ‧ 

在题为"停止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第三项决议中，大会确认关于核武器和空 

间武器的双边谈判的存在丝毫没有减轻在裁军谈判会议里开始关于停止核军备竟赛 

和核裁军的多边谈判的紧迫必要性；相信应当加紧努力，以期作为最优先事项，开 

始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 0段的规定，进行多边谈判；再请裁 

军谈判会议于其1 9 8 8年会议开始时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研讨《最后文件》第 

5 0段，并向裁军谈判会议建议如何能最完善地按着适当阶段开始就下列具备适当 

核査措施的协定进行多边谈判：（a)停止核武器系统的质量改善和发展；（b)停止生产 

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武器用裂变材料；（c)大幅度裁减现有核武器，以 

期最后消除这种武器；并请裁军谈判会议将其对本议题的审议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 

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2/42 C 号 决 议 ） ‧ 

在题为"防止核战争"的第四项决议中，大会遗憾地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虽已 

就防止核战争的问题进行了几年讨论，但它至今甚至未能设立一个附属机构来审议 

防止核战争的适当而实际的措施；重申深信鉴于这项事务的迫切性和现有措施的欠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1 9 1 

缺或不足，因此有必要制订适当步骤以加速防止核战争的有效行动；并再次促请裁 

军谈判会议作为最高优先事项，着手进行谈判，以期就可以个别谈判通过的防止核 

战争的适当而实际的措施达成协议，并为此目的，在1 9 8 8年会议开始时成立一 

个关于这项问题的特设委员会（第4 2 / 4 2 D 号 决 议 ） . 

在题为"国际合作裁军"的第五项决议中，大会请所有画家进一步合作，积极 

谋求在对等、平等、安全不受减损，以及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基础上开展有 

意义的裁军谈判，以期防止武器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积累，以及新类型武器及武器 

系统，特别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发展，并实现有实际意义的和包罗一切的裁军进 

程；着重指出加强联合国履行其在裁军领域的中心作用和首要贵任的效能的重要性; 

强调有必要避免散播任何认为核战争有其理由因而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理论和概 

念；请所有国家一本合作精神，审议促使现行裁军谈判更广泛地国际化的方式与方 

法；宣告在国际关系上使用武力以及企图阻止充分执行《给予殖民地箇家和人民独 

立宣言》，都是违背国际合作裁军理想的现象；重申坚信外层空间不应被列入军事 

备战的范围，而应专供作造福全人类的和平用途使用；呼吁各个军筝集团的成员国 

家，在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基础上，并本着合作和坦率的精神，促 

进逐步相互限制各自集团的军事活动和裁减其军队和军备，从而创造解散各该集团 

的条件；吁请全体会员国和各有关国际组织，特别是结合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 

(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所发动的世界裁军运动，继续培养和传播 

国际合作裁军的理想；并吁请各国政府鼎力协助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特别是核领 

域的军备竟赛，从而减少核战争的危险，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第42/42 E 号决 

议）， 

在题为"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的第七项决议中，大会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 

会的报告；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尚未完成其议程中某些项目的审议，但又赞赏地 

注意到其中某些问题已获得进展；回顾裁军审议委员会的作用是作为联合国多边裁 

军制度中的专门性审议机构，使其得以深入讨论具体的裁军问题，从而就这些问题 

提出具体建议；强调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工作必须以裁军议题的有关议程为基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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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够集中努力，从而按照第37/78 H号决议在具体专题方面莸得最大进展；要 

求裁军审议委员会根据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18段中为其规定的 

任务和按照第37/ 7 8 H号决议第3段继续工作，并为此目的在1 9 8 8年的实质 

性会议上作出一切努力，就议程中未审议完的项目提出具体建议，同时要考虞到大 

会各项有关决议以及1 9 8 7年实质性会议的结果；又请裁罕审议委员会在19 8 8 

年召开一次为期不超过四周的会议，并向大会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提出一份实质性报告，载列关于议程中所列项目的具体建议，同时向大会第四十三 

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请秘书长向裁军审议委员会转交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以及所 

有有关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正式记录，并向委员会提供它为执行本决 

议所需的一切协助；又请他确保向裁军审议委员会及其附属机关提供充分的服务， 

包括正式语文的口译和笔译，并当作优先事项拨用一切必要的资源与服务来完成此 

任务（第42 / 4 2 G号决议）， 

在题为"裁军周"的第/V项决议中，大会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各国政府组织和非 

政府组织举办裁军周的后续措施的报告（A/42/469 );对强有力地支持和积极 

参与裁军周运动的一切国家以及国际性和国家性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表示赞赏； 

请所有愿意这样做的国家在为裁军周采取地方性适当措施时，考虑到秘书长制订的 

裁军周模范方案（ A / 3 4 / 4 3 6 )的各组成部分；请各国政府继续按照1 9 8 7 年 

1 2 月 1 4日第 3 3 / 7 1 D号决议，继续将它们为促进裁军周目标而举办的活动通 

知秘书长；请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其他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加强活动以传播关于军备 

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各种后果的信息，并请它们将活动情况通知秘书长；又请 

各国际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举办裁军周，并将所进行的活动通知秘书长；还请秘书 

长尽可能广泛地利用联合国新闻机枸，促«界公众更好地理觯裁军问题和裁军周 

的目标：并请他按照第33/71 D号决议第4段的规定，将一份关于本决议各条款 

执行情况的报告提交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第42/42 H 号 决 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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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题为"综合裁军方案"的第九项决议中，大会表示遗憾裁军谈判会议未能于 

1 9 8 7年完成综合裁军方案的制订工作并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撣交方案蕈案， 

并敦促裁军谈判会议在其1 9 8 8车会议一开始便恢复综合裁军方案的制订工作， 

以便为综合裁军方案解决未决问题并完成谈判，及时提交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 

第三届特别会议，并为此目的重设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第42/421号决议)， 

在题为"联合国裁军研究"的第十项决议中，大会注意到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 

的 报 告 " / 4 2 / 3 0 0,附件），肯定关于联合国裁眾研究报告如何编写的问题 

应由大会最后决定i注意到咨询委员会关于各研究组应以协商一致意见作为通常傲 

法的结论，但是如果观点不能协调，应容许表达不同的意见，并请会员国在提出裁 

军研究或调査建议时要注意到咨询委员会的结论与建议（第42/42J号决议）， 

在题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的第十一项决议中，大会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 

1 9 8 7牟会议的报告，重申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国际社会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 

作用：要求裁军谈判会议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2 0段的有关 

规定，加紧工作，并请裁军谈判会议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攆出其工作报告（躲2/ 

4 2 K 号 决 议 ） 4 

在题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的第十二项决议中，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制订一 

项关于全面有效禁止一切化学武器的发屦、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毀化学武器的公约蕈 

案的谈判工作有进一步发屦，并促请裁軍谈判会议进一步加紧工作，以期完成有关 

这一公约箪案的谈判，请裁军谈判会议加紧工作，更加认真地通过谈判来履行其职 

贲，并就其议程上有关裁军特别是有关核裁军的特定优先问题釆取具体措旄，再次 

促请裁军谈判会议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和大会关于这些问颞的其 

他有关决议的各项条款，于其1 9 8 8年会议继续或着手进行其议程上裁军领域的 

优先问题的实质性谈判，敦促裁军谈判会议赋予现有各特设委员会适当的谈判职权， 

并作为迫切事项设立其题为"禁止核试验"的议程项目1下的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 

裁军特设委员会和防止核战争特设委员会,促请裁军谈判会议不再延迟地着手进行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1 9 4 

谈判，以期il订一项关于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蕈案*请裁军谈判会议就其各项谈判以 

及它为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进行的工作的状况提出一份特别报 

告 i并请裁军谈判会议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掙出一份有关其工作的报告（第 

42工号决议）。 

在题为"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的第十三项决议中，大 

会请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中拥有最庞大核武库的国家釆取紧急措施， 

以期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各项建议湘决定，并履行《最后文件》 

第三节所载《行动纲领》内的各项优先任务；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 

其他军事大国，釆取紧急措施以便以裁军为基础促进国际安全，停止和扭转军备竟 

赛，开展真正的裁军进程 i呼吁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考虑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下定决心加紧进行谈判，以便停止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大幅度裁减其核 

武库，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和釆取有效的核裁军措施，吁请裁军谈判会议迫切地 

着手进行有关其议程上的裁军问题的谈判,吁请裁军审议委员会遵照其任务规定加 

紧工作，以期就其议程上的特定项目作出具体建议，并请所有在联合国范围以外进 

条款，将其谈判情况和(或）谈判结果随时通知大会和裁军谈判会议（第 

号决议）。 

在题为"第一委员会工作的合理化"的集十四项决议中，大会决定通过关于第 

一委员会工作的下列建议：（a)应尽量组合或合并相关的议程项目，以便组织安排 

更加明显，又不彩响其实质，使第一委员会的议程合理化 i ( b )关于程序问邇的建 

议应以决定的形式而不是以决议的形式予以通过 i ( 0为了达成最高的功效和效拿, 

关于同一议题或同一议程项目下的决议蕈案应尽可能予以合并，(d)第一委员会的 

工作计划中应拔Si—段时间，让各代表团进行讨论和举行有组织的非正式协商 i (e) 

第一委员会应就所有的裁军问题进行一次一般性辩论，各代表团可在这次辩论期间 

就具体问题发言，以确保最好地利用可用的时间和资源，tf)有关裁军项目的决议 

国家，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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蕈案提出的截止时间应在可行范围内进一步提前，以便在就其釆取行动之前有充裕 

的协商时间 ,并请第一委员会在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执行上述建议（第号 

决 议 ） . 

文件： 

(a)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2号 

0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补编第 2 7号 ( A / 4 3力 7 ) j 

(c) 秘书长的报告（第36/92H、 38/1830、 4 0 / 1 5 2工、4 1 / 8 6 H号决 

议），A / 4 a / 3 5 1 j (斛 1 / 8 6 1、 4 2 / 4 2 B 和 号 决 i j O , 

A / 4 3 / 3 6 8 ; 

(d) 秘书长的说明（第39/1 4 8 H 号 决 议 ) ‧ 

6 8.《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执行情况 

题为《宣布印度洋去和平区宣言》的这一项目是根据斯里的要求和后来 

坦桑尼亚联合共相囿的附议I A / 8 4 9 2 和 A d d . l )而列入1 9 7 1年大会第二十 

六届会议《程的.大会该届会议宣告印度洋已被指定为相平区，并请各大囪、印 

度洋没岸阖相内陆a和其他便用印度洋的海洋国冢进行协商，以期实现《宣言》的 

百标（笫28 3 2 ( n v i )号决 i义），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决定设立一个由i5名k员组成的印度洋特设娄员会（第 

2 9 9 2 ( X X V I I )号决 i义）.第二十九届会议将委员会成员增至1 8个（第3 2 5 9 

B( X X I X )号决议）.第三十二届会议又将特设委员会成员增至2 3个（第 3 2 / 

8 6 号 决 i X )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扩大委员会，由大会主席裉据娈员会的 

推荐夯淤新成员；并遨请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 i l .以及《印度洋沿岸S相内陆 i l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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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的报告》第1 2(c)投中所提及伹尚未成为特设委员会成员便用印度洋gg主要海 

事 国 . 参 加 扩 大 后 的 特 设 娄 员 会 t 第 3 4 / 8 0 B 号 决 ) ‧ 

在 1 9 8 0 至 1 9 8 4 7期间，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委派了 16个新成员国（A / 

3 4 ^ 5 4 ^ A d d . 1 , A / 3 5 / 8 0 0 , 、 和 A / 4 1 / 9 8 7 ) ‧ 

委员会现由下列4 9个会员国组成： , 

涣大利亚、孟加拉III、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民主也门、吉布提、埃及、 

埃塞俄比亚、法囿、德蒽志民主共相国、德意志联邦共相国、希腊、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控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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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掷戚、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波兰、罗马尼亚、塞舌尔、新加坡、索 

马里、斯里兰卡、苏丹、秦国、马干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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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兰联合王囿、坦桑尼亚联合共相囿、 

美利坚合众国、也门、南斯拉夫、'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大会笫二十会议请秘书长在顾问专冢的协助下，編写一项关于各大 ©茌印 

度洋军事存在的事实说明；并^定在其第二十九庙会议临时议程列入一个题为"笪 

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直盲的执行情况"的项目t第3 0 8 0 ( X X V l l l ) 号 决 议 ） . 

特设委员会审议了该项事实说明.并夾定将它列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f A / 

9 6 2 9 ) 的 附 件 . 

大 会 笫 二 十 九 至 三 十 二 届 会 议 继 续 审 议 本 项 目 I 第 3 2 5 9 A I X X I X ) 

3 4 6 8 ( X X X、 3 1 / 8 8和 3 2 / 8 6 号决 i义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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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拿i义汪意到在印度洋地区建立和平区的提茱(% 

S— 1 0 / 2号 ^议 ,笫 6 4 ( b ) 投） . 

大会笫三十三届会i乂决定于1 9 7 9年7月召开印度洋沿岸囿相内陆国会议 

( 第 3 3 / 6 8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iX决定于1 9 8 1年茌科伦坡召开印度洋会iX，以期执行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并谞特设委员会承担召开印度洋会议的筹蚤工作， 

包括考虑作出适当安排，以便最后能达成一项维持印度洋为和平区的SI际协议（第 

3 4 / 8 0 B号决 i义 J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i义请特设娄员会继续努力，对有关召开会iX以实现《宣言》 

的目标的各项问题所表示的意见作出必要的协调，考虑到印度洋地区的政治和安全 

气氛.特别是最近事态的发屣以及在调和意见上已取得的进屦尽一切努力继续筹蚤 

召开会的工作并完成会iX的一切筹备工作，包括召开会议的日期（第35/ 1 5 0 ^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对于特设委员会未能 I t印度洋会议于19 8 1年期间召 

开最后^定日期达成协两一致意见，彔示遗憾；并请娈员会尽一切努力以完成会议 

的必要筹蚤工作，包括考虑不迟于1 9 8 3年上半年召开会议（第36 / 9 0号 m义) 

大会1 982年第十二届特别会议收到了特设委员会的报告，特设委员会在该 

报告中肄议大会考虑在该届会议上 .提出具体建议，以便利特设委员会迅 

速完成其任务并执行第36/ 9 0号决议，在该届会议上，大会对此问题没有采取 

任何冇动；但是它核可了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成为第十二届特别 

会议的《最后文件》，其中建议特剁会议尚未作出决定的项目应由大会第三十 

七届会议继续审议（第S—12/ 2 4号决定） •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1 9 8 

大会第三十七至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7/96» 3 8 / 1 8 5 . 39/14a 

4 0 / 1 5 3 和 4 1 / 8 7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按照特设委员会19 8 5年7月1 1日的决定设立 

的工作组对各项买质问题的讨论；强调其在科伦坡举行印度洋会议的决定，是执行 

1 9 7 1年通过的《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一个必要步骤；延长各项有关决 

议中所规定的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并请委员会加紧努力执行其任务，在1988 

年举行三届筹备会议，每届为期一周，其中一届可按照特设委员会1 9 8 8年第一 

届会议所将作出的决定在科伦坡举行；如筹备工作未竟使印度洋会议不能于1988 

年举行，则请特设委员会与东道国协苘，在其后各届会议完成余下的工作，使印度 

洋会议能早日，但不迟于1 9 9 0年，在科伦坡举行；注意到特设委员会19 8 8 

年的各届筹备会议将认真审议更有效地安排特设委员会的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使其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6 7 )的参考资料： 

(a)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9 号（ A / 4 2 / 2 9 ) ï 

(à)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42/7^5;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8 2 8 ; 

(d) 第 4 2 / 4 3号决议î 

(e) 第一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1 / 4 2 / P V . 1 —1 9和2 1—4 5 ; 

(f)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5 / 4 2 / S R . 4 5 ； 

(g) 全 体 会 议 ： 和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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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宪成其任务；请特设委员会向印度洋会议提出关于其筹备工作的报告，向第三届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提出工作报告，并向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提出关 

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详尽报告；请特设委员会主席就非委员会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 

参与委员会工作一事继续进行协两，以期使此一事项尽早得到觯决；请特设委员会 

主席在适当时侯就设立印度洋会议秘书处一事同秘书长协商;并请^ ^认百两# 

设委员会进行筹备工作的职贲，继续向其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包括提供简要记录， 

和为可能在科伧坡召开的一届会议提供逐字记录（第42X4 3号决议） ‧ 

文件：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9 号（ A / 4 3 / 2 9 ) ‧ 

6 9 .以色列的核军备 

本项目是于1 9 7 9年应伊拉克的请求（ A / 3 4 / 1 4 2 ) ,列入大会第三十四届 

会议议程的，在该届会议上，大会请秘书长在合格专家协助下就以色列的核军畚 

编写一项研究，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又请他向大会第三十五届 

会议提出专家小组工作进度报告（第34 / 8 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 五届会议注^到秘书长关于编写以色列核军备问题的研究的专家小 

组工作进度报告（第35/ 1 5 7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秘书长的报告表示赞赏（第3 6 / 9 8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七和三十/V ®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7 / 8 2和3 8 / 6 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请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与秘书处裁军事务部合作，并同阿拉 

伯国家联盟和非洲统一组织协商，同时特别考虑到秘书长关于以色列核军备的报告 

编写一份报告，提供以色列核军备和进一步核发展的数据和其他有关情报，并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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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提交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第39/1 4 7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注憨到联舍国裁军研究所的报告（笫40/93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请秘书长参照可以获得的最新资料，密切注意以色列的核 

活动，并修订关于以色列的核军备的研究报告，提交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第41/ 

9 3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以色列核军备的报告（A/42/581 ) , 

再次谴贲以色列拒绝放弃拥有任何核武器；并再次谴贲以色列同南非的合作； 

再次请安全理事会采取紧急有效措施，确保以色列遵守安全理事会第487( 1 9 8 1 ) 

号决议；要求所有尚停止在核领域与以色列进行合作并向其提供援助的国家和组织 

停止这样做；再次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中止同以色列进行任何可能增进其核能力的科 

学合作；又请原子能机构将以色列为将其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之下所可 

能采取的任何步骤通知秘书长；并请秘书长密切注意以色列的核活动，并向大会第 

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2/ 4 4号决议） ‧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2/44号决议），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6 8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A/ 4 2 / 5 8 I ; 

(b)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5 6 ; 

(c) 第 4 2 / 4 4号决议； 

(d) 第一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1 / 4 2 / P V . 3— 3 1和 3 7 ; 

(e) 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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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 .南极洲问顆: 

1 9 83年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应安提瓜和巴布达和马来西亚的请求，将本项 

目列入议程 ( A / 3 8 / 1 9 3 和 C o rr. 1 ) , 大会该届会议请秘书长充分考虑到 

《南极条约》制度和其他有关因素，编写一份关于南极洲所有方面的全面、翔实和 

客观的研究报告（第3 8 / 7 7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注意到关于南极洲问颞的研究（第39/1S2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请秘书长增订和扩大研究报告，使其包括下列问邇：有哪些 

由《南极条约》协商国提供给联合国的关于它们所进行的与南极洲有关的活动的资 

料，各有关专门机构和政府间组织在《南极条约》制度内的参与，以及《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对南大洋的意义；请《南极条约》协商国将其就建立有关南极洲矿物的 

制度进行的谈判情况通釦秘书长；关切地注意到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继续具有《南极 

条约》协商国的地位；并促请《南极条约》协商国尽早驱逐南非种族主义隔离政权, 

不准其参加协商国的会议（第4 0 / 1 5 6 A至 C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请《南极条约》协商国充分通知秘书长有关南极洲问题的 

一切方面，使联合国可以作为所有这类资料的中央资料库；请秘书长继续留意南极 

洲问题的一切方面，并就此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最新报告（第4 1 / 8 8 A 

号决议）；重申对南极洲资源的任何开发应确保维持南极洲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保 

护其环境，不盗用而保存其资源，而且由国际昝理和公平分享这类开发所得的好处； 

并吁请协商国暂停进行关于订立矿物制度的谈判，以待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均能充分 

参与此种谈判（第4 1 / 8 8 B号决议)；关切地注意到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继续参 

加协商国的会议；再次促请协商国釆取紧恚措施，尽早驱逐南非种族主义种族隔离 

政权，不准其参加协商国的会议；请《南极条约》締约国将它们就本决议的规定所 

釆取的行动通知秘书长；并请秘书长就这方面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4 1 / 8 8 C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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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if关切地注意到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继续参加协商国的会议; 

再次促请后者釆取紧急措施，尽早驱逐南非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权，不准其参加它 

们的会议；请《南极条约》締约国将它们就本决议的规定所釆取的行动通知秘书长; 

谙秘书长就这方面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 2 / 4 6 A号决议)。同 

届会议上，大会呼吁协商国邀请秘书长成其代表参加该《条约》缔约国的所有会议, 

包括其协商会议和矿物制度的谈判；请秘书长将其关于此事的评价报告提交大会第 

四十三届会议；又呼吁协商国暂停进行关于订立矿物制度的谈判，以待国际社会所 

有成员均能充分参与此种谈判；促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同秘书长合作，并继续就有 

关南极洲的各方面进行协商（第4 2 / 4 6 B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2 X 4 6 A和 B号决议）， 

71.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合作 

在 1 9 8 1年的第三十六届会i义上，大会在审议议题为"审査《加强国际安全 

宣言》的执行情况"的项目过程中（见项目72 ),认为必须作出进一步努力，将 

地中海转变为一个和平和合作区（第3 6 / 1 0 2 号 决 议 )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7 0 )的参考资料： 

(a)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 和 C o r r , 1 ^ ^ / 4 2 / 5 8 7 ； 

(b)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 4 2 / 7 5 8 ; 

(c) 第 4 2 / 4 6 A和 B号决议； 

> (d)第一委员会的会议：A ^ C , 4 6 - 4 8 ； 

( e ) 林 会 议 : A / 4 2 / < P V .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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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十七届会iSLt,大会认为地中海区域和毗邻区域的安全相互依存，并认 

为必须作出进一步努力，以便在所列举的各项原则基础上，为地中海区域内所有国 

家和人民创造安全条件以及在各个领域内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的条件（第37/1 18 

号决议） . 

在 第 三 十 八 至 四 十 一 届 会 大 会 继 续 审 议 这 一 问 题 （ 第 3 8 / 1 8 9 、 

3 9 / 1 5 3 , 4 0 / 1 5 7 和 4 1 / 8 9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1 9 8 7年 6月3日和4日不结盟画家运动地中 

海成员国外交部长在南斯拉夫布里俄尼举行的会议和目前就欧洲核裁军和常规裁箄 

所展开的谈判的新发展，重申地中海的安全同欧洲安全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密切相 

关，有'M根据《絲国宪章》和联合囿各项有关决议的规定，公正和切实可行地 

解决该地区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危机；注意到在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及裁军问颞 

浙德哥尔庫会议文件第2 4段;呼吁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召开的维也纳会议的所有 

与会国在执行该会议《最后文件》所载的的原则和目标，包括与地中海有关的规定 

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确保这次会议取得大量的、均衡的成果；敦促所有国家 

与地中海国家合作，进一步作出必要的努力，以期缓和该区域的紧张局势和促进该 

区域的和平、安全和合作；再次鼓励各种加强现有的合作形式并促进新的合作形式 

的努力，特别是旨在缓和该区域的紧张局势和加强安全与信任的努力；重申应当重 

视在一切领域促进接触，以期消除那些妨碍地中海国家、尤其是该区域的发展中国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 程项目7 1 )的参考资料： 

(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5 7 0 ; 

0 » 第 一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 2 / 7 5 9 ; 

(c) 第 4 2 / 9 0号决议； 

(d) 第 一 委 员 会 的 会 议 ： 1 / 4 4 9 4 7 ; 

(e) 4 ^ 会 议 ： V 4 2 / : P V .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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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加快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原因；在这方面，注意到设立地中海论坛的构想，作为该 

地区促进合作的综合学科基地；欢迎所有国家向秘书长提出关于加强地中海区域和 

平、安全和合作的任何进一步提案、宣言和建议；再次请秘书长适当注意地中海区 

域的和平、安全和合作问题，并在接到要求时，对地中海国家促进该区域的和平、 

安全和合作的协同努力提供咨询意见和协助；请有关区域组织的成员国提供支持， 

并就它们能够对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和平和 合作作出的贡献向秘书长提出具体的设想 

和建议；并请秘书长根据在执行本决议时收到的所有复文和通知，并且考虑到第四 

十二届会议期间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就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合作问题，向大 

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一份最新的报告（第4 2 / 9 0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2 / 9 0 号 决 议 ） • 

72.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fe)必须进行着重效果的政治对话以改善国际局势 

大会笫四十一届会议要求在考虑到所有,家合法利益的情况下，按照《宪章》 

的有关原则，并且本着寞诚的求取成果的愿望，继续诚意进行政治对谤和协商；鼓 

，联合国秘书长继续按照《宪章》的规定，努力促进对话和合作，以帮助缓和紧张 

局势、和平解决国际冲突并改善国际气氛；并决定将本项目列入其笫四十二届会议 

临 时 议 程 （ 第 4 1 / 9 1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二庙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题为"必须进行著重 

效果的政治对活以改善国际局势 "的分项目列入笫四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 

程。 

第四十二届会议的参考资料： 

( a ) 总 錢 员 会 的 第 一 次 报 告 ： 和 C o r r . l ; 

(t>)第4 2 Z 4 0 2号决定 

( c )全 ^ ^议： A X 4 2 / l > v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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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审査《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 

题为"加豳国际安全"的项目，是根据 1 969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提出的请求 ( A / 7 6 5 4 )列入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议程的。大会在该届会议请会 

员国把有关加强国际安全时意见和建议以及为此目的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通知秘书长 

( 第 2 6 0 6 ( m " 号 决 议 ） 。 

大会笫二十五至四十一 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项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i义请各会员国就《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憒况的问题 

提出意见，并请秘书长根据所收到的答复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笫 

9 2 号 决 议 ) .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2 / 9 2号决议）。 

73.全面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 

1 9 8 6年按照保加利亚、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匈牙潲、萦古、波兰、罗马尼亚、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的 要 求 （ K 1 9 1 )将题为"建立全面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议程。大会该届会议决定在其第四十二届会议, 

上 继 续 审 议 题 为 " 全 面 国 际 和 平 与 安 全 制 度 " 项 目 的 问 题 （ 第 4 1 / 9 2 

号 决 议 ） . 

笫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7 2 (b))的参考资料； 

笫一委员会的报告:A/42^T60; 

(b) 笫 4 2 / 9 2号决议； 

(c) 笫一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48-66； 

( b )全体会议： A / 4 2 ^ P V . 93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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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 2呼吁所有国际和国家非政府组织、各国政治和公众人 

物作出积极贡献，推动審有成果和意义的国际对话，'讨论根据《；宪章》；和在联合国 

范围内促进全面安全的办法；并请秘书长研究就此问题在各会员'国之间安排—次意 

；见交流的方法，并向大会笫四+3届会议提出报告G第i4^93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笫4 2 / 9 3号央议）。 

7 4 .原子輻射的影响 

1055年大会笫十届会议设立了联合国电子辐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由15 

个会员国组成，并请f委员会负贵收集、研究和传播关f环境中观測到的电离辐射 

水平及放射性水平的资嵙，以及关于这种辐射对于人类及其环境的影响的资嵙(笫 

9 1 3 ( X )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二十会议决定增加科学委员会的成员，以2外成员为限（第31 5 4 C 

( X X V I I I )号决议）。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决定将成员最高额增至二十一名 

(第 4 1 / 6 2 B号决议）。目前，科学委员会由下列21个会员国组成： 

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中国、捷克斯洛似、埃及、 

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墨西哥、秘鲁、波兰、 

苏丹、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王国和美 

利坚合众国。 

详细审査电离辐射水平、剂量、影响和危险的实质性科学报告已由科学委员会 

送交大会笫十三届会议（A/3838)、笫十七届会议（AX5216),第十九届会议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7 3 )的參考资料《 

(a)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 / 4 ^ 6 1 î 

(b) 第 4 2 / 9 3号决议； 

( 0 )第一委员会的会议：A / c . l/42^ P V . 4 9 - 5 7； 

( d ) 核 会 议 , A / 4 ^ P V ,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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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5 8 1 4 ) .笫二十一届会议（ A / 6 3 1 4和 C o r r , l )、第二十四!会议（ A / 

7 6 1 3和 C o r r . l ) ,笫二十七届会议（ A / 8 7 2 5和 C o r r . l )、笫三十二届 

会 议 、 笫 三 十 七 届 会 议 （ 和 笫 四 十 一 届 会 议 （ 

1 6 ) . 比较简短的工作进度报告也已送交其他各届会议。 

^：会笫四十二届会议"，赞扬科学委员会过去三十二年来对扩大关于原子辐射的 

水平、影响和危险的知识和了解作出宝贵贡献；满意地注意到科学委员会同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持续和日增地进行科学合作；请科学委员会继续进行工作，包括重要的 

协调活动，以增进有关一切来源电离辐射的水平、影响和危险的知识；赞同科学委 

员会今后为大会进行科学审查和评价活动的意向和计划；请它就新的审査结果向第 

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请环境规划署继续提供支助，使科学委员会能有效地进行 

工作，并向大会、科学界和公众传播其工作成果；表示赞赏各会员国、各专门机构 

和各非政府组织向科学委员会提供的援助；并请所有这些机构提供有关的科学数据， 

这对委员会编写今后提交大会的报告大有帮助（笫4 2 / 6 7号决议）， 

文#«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喊告，补编第 4 5号（ 

4 5 )。 \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7 4 )的参考资叛 

(a) 联 合 国 原 子 辐 射 影 响 问 题 科 学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1 0 ； 

(b) 秘 书 长 的 说 明 ： i 

(c)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42/777 ； 

(d) 笫 4 2 / 6 7号决议； 

(e)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会议： A / ^ p C / ^ ^ / ^ R . â ^ A和 1 0 ; 

全体会议： A X 4 2 ^ P 7 .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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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有关和平,用外层空间的项目首次于1 9 5 8年列入大会笫十三届会议的议程. 

大会该届会议设立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由18个成员组成，并请该委 

员会向大会报告关于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其它国际机构在外空方面的工作和资源、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未来的组织安排以及在进行探索外层空间计划时可 

能引起的法律问题的性质（^ 1 3 4 8 ( X工工I )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十四届会议设立了一个永久性机构一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1472A 

( X I V )号 决 议 ） . 委 员 会 最 初 有 2 4个成员，大会第十六届会议时增为2 8 个 

(第 1 7 2 L E ( x v i )号决议），第二十八届会议时增为3 7个（第3 1 8 2 ( X X V I I I ) 

号决议），第三十二届会议时增为4 7个（第3 2 / 1 9 6 B 号决议），第三十五届 

会议时增为5 3 个（第 3 5 / 1 6 号决议） . 委员会下设一个法律小组委员会和 

一个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此外，又设立了四个全体工作小组，处理导航卫星、 

广播卫星、遥感卫星和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等四方面的事务. 委员会现在 

由下列5 3个会员国组成： 

阿尔巴尼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贝宁、巴西、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瞜麦隆、加拿大、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斯洛伐 

克、厄瓜多尔、埃及、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 

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意大利、日本、肯 

尼亚、黎巴嫩、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荷兰、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 

菲律宾、波兰、罗马尼复、塞拉利學、西班牙、苏丹、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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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 

众国、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和南斯拉夫. 

委员会审议其附属机构的工作，每年向大会提出报告.根据委员会的讨论和 

建议.大会编订和通过了一些重要国际法律文书，包括：《关于各囿探索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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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宣言》（第196 2 U V I I I )号决议），《各国探索和利 

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第2222(xxi)号决 

议），《营救宇宙飞行员、送回宇宙飞行员和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协定》（第2345 

(XX工工）号决议），《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囿际责任公约》（第2777UXVI) 

号决议)、《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第3235UXIX)号决议）， 

《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第34/68号决议)、《各画利用 

人造地球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笫37/92号决议）以及 

《关于从空间遥感地球的原则》（第41/ 6 5号决议）. 

根据'委员会的建仏大会通过了一些关于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进行国际合 

作的决议，最近又通过了一些关于促进空间技术的实际应用，特别是有益于发展中 

国家的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和三十八届会i义，赞同1 9 8 2年举行的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的涉及面广泛的各项建议，并请委员会审议这些建i义的执 

行情况（笫37 / 8 9 . 3 7 / 9 0和 3 8 / 8 0号决议），大会笫三十九届、四十届和 

四十一届会议重申了这一请求（第39/96. 4 0 / 1 6 2 ^ 4 1 / 6 4 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4赞同委员会的建议，即法律小组委员会笫二十七届会议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7 6 )的参考资料： 

(a)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0 号（ A / 4 2 / 2 0 ) ； 

化）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5 1 8和 C o r r . 1 ； 

(c)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8 1 2和 C o r r . 1; 

(d) 第 4 2 / 6 8 号决议； 

(e)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会议： A / S P C / 4 2 / S R . 14, 1 6 - 2 0 2 2 ; 

(f) 4#会议：A/ 4 2/PV.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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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继续拟订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原则草案，并继续通过其工作组，审议 

有关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定界以及地球静止轨道的性质和利用的事项，包括审议在不 

妨害囿际电信联盟职能的情况下确保合理相公平使用地球靖止轨道的方式相方法； 

请法律小组委员会，参考77国集团所作的提议和其他提议，最后选定一个新的议 

程项目，以便在其第二十七届会议上开始审议该项目；赞同委员会的建议，即科学 

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应优先审议下列项目：联合囯空间应用方案和 

联合国系统内各种空间活动的协调，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各 

项建议的执行情况，关于用卫星遥感地球的问题，包括对发展中a家的各种应用， 

和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在这方面，认为尤其亟需执行下列各项建议：(a)所 

有画家都应有机会利用空间医学研究所导致的技术；(b)应加强和扩大囿家和区域 

两级的数据库，并应建立一个国际空间情报服务机构，以扭负协调中心的职能； 

(0联合S应支持在区域一级建立适当的培训中心，培训中心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与执 

行空间方案的机枸挂钩；应通过各金融机构为发展此类中心提供必要的资金； 

(d)联合国应组织一项研究金方案，使各发展中国家选定的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能 

够深入相长期地接触空间技术或应用；并应鼓励在联合画系统以外，通过双边和多 

边安排提供这种接触的机会；赞同委员会的建议，即科技小组委员会应审议下列项 

目：关于空间运输系统及其对未来空间活动的影响的问题；审査地球静止轨道的物 

理性质和技术特征，在特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利益的情况下，审査地球静 

止轨道的利用和应用，特别包括在空间通信领域的利用^应用，以及其他有关空间 

通信发展的问题；有关生命科学,包括空间医学的事项；地圈——生物圈（全球变 

化）方案的进展；邀请空间研究委员会和国际航天学联合会就这个题目提出报告并 

安排一次特别介绍；有关行星探索的事项和有关天文学的事项.科技小组委员会 

1 9 88年的会议将特别注意的主题是："空间微重力实验及其应用"（应请空间 

研究委员会和國际航天学联合会安排一次关于这一主题的专题讨论会，尽可能广泛 

地邀请参加，以便补充小组委员会内的讨论.大会还赞同委员会的建议，即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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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委员会应在其第二十五届会议再次设立评价笫二次联合 i f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 

空间会i义各项建议执行情况全体工作组，以期改进与菌际合作有关的活动，特别是 

列入联合国空间应用方案的活动的执行，^建议增加这种合作和提高其效率的具体 

步骤；决定重新召开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问题工作组，以便根据其过去的各项 

报告相科技小组委员会后来的报告进行进一步工作；请委员会作为优先事项，继续 

审议维持外层空间用于和平目的的方式和方法，并就此向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提出 

报告；并请秘书长就外空会议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 第 4 2 / 6 8 号 决 议 ） * 

文件: 

(a) 相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笫2 0 号（ A / 4 3 / 2 0 ) ； 

(b) 秘书长关于第二次联合画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各项建议执行 

情况的报告（笫4 2 / 6 8号决议） , 

76.联合国近东巴勒渐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1 9 4 8年大会第三届会议开始办理联合菌对巴勒澌坦难民的援助（笫21 2 

( I I I )号决议）.该届大会成立一个條国巴勒渐坦和解委员会，由法 ®、 土耳 

其，美利坚合众国组成（第194(1工工）号决议）a 

大会笫四届会议设立了联合 i l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第302(工V) 

号决议）.自 1 9 5 0年5月以来，工程处靠自愿捐献的支持，一直对来自巴勒澌 

坦的阿拉伯难民提供教育，训练、卫生、救济和其舰务. 1 9 6 7年和 1 9 8 2 

年，工程处扩大服务，包括在可行范画内，作为紧急性暂行措;É ,对因1 9 6 7 年 

和后来的敌对行动而流离失所，迫切需要立即援助的其他人士，提供人道援助（第 

2 2 5 2 ( 2 3 —7)和第3 7 / 1 2 0 2号决议）.工程处的任务期贩长了几次，最近一 

次延长到1 9 9 0 年 6 月 3 0 日（第 4 1 / 6 9 A 号决议）， 

根据笫302 ( I V )号决议第8段，大会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协助工程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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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现称主任专员）执行其方案并向他提供意见，目前，联合国近东巴勒淤坦难 

民救济和工程处咨询委员会由下列1 0会员 H组成： 

比利时.埃及、法国、日本.约旦、黎巴嫩，阿控伯叙継共和国，土耳其、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囿和美利坚合众国， 

大会笫 3 0 2 ( I V ) 号决议笫 2 1段请工程处主任（现称主任专员）向大会提送 

工程处工作的年度报告，并向秘书长提送工程处愿提请联合国或其适当机构注意的 

其他报告-

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鉴于工程处的财政情况日益恶化，设立了联合囯近东巴勒 

#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经费筹供问题工作小组*并请其研究工程处经费筹供问题的 

所有方面和协助秘书长和主任专员为工程处的财务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第2 6 5 6 

(xxv)号决议），工作小组由下列9个会员国组成： 

法囿、加纳、曰本、黎巴嫩，挪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B, 

工作小组向大会笫二十五届和以后各届会议提出有关帮助解决工程处财务问题 

的建议.大会每年将工作小组的任务期限延长， 

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在这个项目下通过了 1 1个决议（第 4 2 / 6 9 A至 K号决 

议 ）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7 9 )的参考资料： 

(a) 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的报告：补编第1 3号（ A / 4 2 / 1 3和 A d d » 1 )； 

(b) 近东救济工程处经费筹供问题工作组的报告：A/42/633; 

(c) 秘书长的报告： 

H为巴勒浙 M 民设立耶路撒冷（圣械）大学： A / 4 2 / 3 0 9 ; 

c=)由会员国提供助学金和奖学金供巴勒斯: f e t民接受高等教育，包括职 

业训练在内：A/42/445; 

曰恢复向巴勒澌坦难民发放难民发放配给品：A/4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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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题为"援助巴勒斯坦难民"的第一项决议中，十分遗憾地注意到大会第 

1 9 4 ( 1 1 1 )号决议第1 1段所规定的难民遣返或赔偿尚未实现，大会1 9 5 2年1 

月2 6日第5 1 3 ( V I )号决议第2段所赞同的通过遣送回籍或重新定居使难民恢复 

正常生活的方案也没有切实进展，因而难民情况仍然是令人深感关切的事项；对工 

程处主任专员及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慼谢，认识到工程处正在现有资源的限度内尽其 

最大的努力，也对曾为援助难民做过宝贵工作的各专门机构和私人组织表示感谢； 

重申要求工程处总部在切实可行范围内尽速迁回其业务地区内的旧址：遗憾地注意 

到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对大会第194(11：：)号决议第1 1段的执行一直未 

能找出取得进展的方法，请该委员会继续努力，以期执行该段的规定，并根据情况 

至迟于1 9 8 8年9月1日前向大会提出报告；提请注意按主任专员报告所述，工 

程处的财政情况仍很严重；深为关切地注意到，虽然主任专员值得赞赏的努力成功 

地募集了更多捐款，但工程处因此而增加的收入仍不足以应付本年度的基本预算需 

要，而且就目前可以预见的捐款额来说，每年都会出»字；并吁请所有各国政府 

特别鉴于主任专员报告中预测的预算赤字，作为紧急事项尽量慷慨捐助*以满足工 

程处的预期需要，并为此敦促未捐助的各国政府经常捐款，已捐助的各画政府考虑 

增加它们的经常捐款（第4 2 / 6 9 A 号 决 议 ） . 

m 自 1 9 6 7年以来流离失所的人民和难民：A/ 4 2 / 4 8 0 ; 

© 保护巴勒渐坦难民： A / 4 2 / 4 8 1 ; 

內西岸的巴勒 ^坦难民： A / 4 2 / 4 8 2 ; 

W巴勒斯坦难民财产的收益： A / 4 2 / 5 0 5 ; 

W加沙地带的巴勒澌: É ^民： A / 4 2 / 5 0 7 ; 

(d) 秘书长的说明： A / 4 2 / 5 1 5 ; 

(e)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 4 2 / 7 8 0 ; 

(f) 第 4 2 / 6 9 A 至 K号决议 ； 

(g)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会议： A / S P C / 4 2 / S & 8 - 1 5 ; 

(h) 赫 会 议 ： A / 4 2 / P V .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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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题为"联合国近东巴勒 M难民和救济工程处经费筹供问题工作组"的 

第二项决议中，请工作组与秘书长和主任专员合作，继续努力,再为工程处筹供经 

费 一 年 （ 第 4 2 / 6 9 B 号 决 议 ） . 

大会在题为"援助H 1 9 6 7年 6月及其后的敌对行动而流离失所的人民"的 

笫三项决议中，赞同工程处主任专员所作的努力，只要实际可行，就作为一项临时 

措施，紧急地向因1 9 6 7年6月及其后的敌对行动而至今流离失所，亟需继续获 

得援助的该地区其他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强烈呼吁所有国家政府、组织和个 

人为上述目的向工程处和向其他有关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慷慨捐款（第42/69 

c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由会员画提供助学金和奖学金，供巴勒澌坦难民接受高等教育， 

包括职业训练"的笫四项决议中，敦促所有国家按照巴勒澌坦难民在高等教育包括 

职业训练方面的需要，响应大会第32/90 F号决议中所载的呼吁；强烈呼吁所有 

国家、专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除对联会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经常预 

算提供捐款外，再增加特别拔款为巴勒^坦难民提供助学金和奖学金；表示感谢所 

有对大会笫41 / 6 9 D号决议作出积极响应的各国政府，专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继续援助巴勒澌坦难 

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呼吁所有国家、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大学慷慨捐助自19 6 7 

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内的各巴勒無大学，包括拟议在适当时候为巴勒#坦 

难民设立的耶路撒冷（圣械）大学；又呼吁所有画家、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机构捐 

助为巴勒浙坦难民建立一些职业训练中心；请工程处扭任供作助学金和奖学金的特 

别拨款的接受者相托管者，并将这些款项发给巴勒澌坦难民中的合格人选；并请秘 

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2/69 D 号 决 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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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题为"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的第五项决议中，强烈重申要求以 

色列停止迁移和重新安置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并停止毁坏他们的住所；请主 

任专员处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难民的尖锐问题，并相应地向这些难民提供工程处的 

一切服务；并请秘书长同主任专员协商后，在大会第四十三届会i义开始以前，向大 

会报告以色列是否遵守上述规定.（第4 2/69E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恢复向巴勒斯坦难民发放配给品"的第六项决议中，对其第37/ 

I 2 0 P 号 、 第 3 8 / 8 3 0 、 第 号 、 第 4 0 / 1 6 5 1 1 号 和 第 4 1 / 6 9 F 号 决 议 

未获执行，表示遗憾;《«m所有各国政府，特别鉴于工程处已经中断向各地区巴勒斯 

坦难民普遍发放配给品，作为紧急事项尽量慷慨捐助并提供必要资源，以满足工程 

处的需要，并为此敦促未捐助的各国政府经常捐助，巳捐助的备国政府考虑增加它 

们的经常捐助；请主任专员在持续的基础上恢复现已中断的向备地区巴勒斯坦难民普 

遍发放配给品的工作；并请秘书长同主任专员协商后，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 

报告（第 4 2 / 6 9 F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自 1 9 6 7年以来流离失所的人民和难民"的第七项决议中，重 

申所有流离失所的居民都有返回其1 9 6 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内的家园或 

旧居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再次宣布，任何对流离失所的人自由行使返回家园的 

权利旄加限制或附加条件的企图，都同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有抵触，因此是不可 

容许的；认为对流离失所居民返回家园施加限制或附加条件的任何及一切协议，一 

概无效；强烈痛惜以色列当局继续担绝采取步骤让流离失所的居民返回家园；再次 

要求以色列立即采取步骤让一切流离失所的居民返回家园，并且不采取任何阻碍流 

离失所的居民返回家园的措施，包括钐响占领区实际面貌和人口结构的措施；并请 

秘书长同主任专员协商后，在大会第四十三庙会议开始以前，向大会报告以色列是 

否 遵 守 以 上 的 规 定 （ 第 号 决 议 ） 。 

大会在题为"巴勒箫坦难民财产的收益"的第八项决议中，请秘书长同联合国 

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协商，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保护和管理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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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产和财产权，并设立一个基金代表合法业主收取这些财产的收益；再次要求 

以色列向秘书长提供一切便利和协助，以执行本决议；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三 

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2/69H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保护巴勒斯坦难民"的第九项决议中，认定以色列应对1 9 6 7 

年以来所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内巴勒斯坦难民的 

安全负贲，并要求以色列按照1 9 4 9 年 8 月 1 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 

公约》的有关规定履行它作为占领国在这方面的义务；敦促秘书长同主任专协离 

采取有效措施，保证1 9 6 7年及其后被以色列占领的所有领土内巴勒斯坦难民的 

安全、^#权利和人权；再次要求占领国以色列立即释放所有被拘禁的巴勒斯坦难 

民，包括工程处雇员在内；敦促主任专8同黎巴嫩政府协商，向房星被以色列军队 

拆毁或夷平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住房；请主任专g同黎巴嫩政府协商，对被战事局 

部损坏或摧毁的住宿所和工程处设施进行紧急房屋修理；再次要求以色列赔偿工程 

处财产和设施因以色列侵犯黎巴嫩而受到的损失，伹不彩响以色列对该次入侵造成 

的所有损失所应负的贲任；并请秘书长同主任专员协商，在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开 

始以前，向大会提出报告（第42/691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的第十项决议中，再次要求以色列放弃其 

计划，不要进行可能导致迁移和重新安置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的行动，也不要毀坏 

他们的营地；并请秘书长与主任专8合作，密切注意此事，并在大会第四十三届会 

议开始以前，向大会报告与此事有关的任何发展（第42/69 J 号决议） ‧ 

大会在题为"为巴勒斯坦难民设立耶路撒冷（圣狨）大学"的第十一项决议中, 

强调需要设立拟议的大学；请秘书长按照第35/13B号决议，继续为设立耶路撒 

冷（圣械）大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并适当考虑到符合该决议规定的各项建议；再 

次要求占领国以色列对执行本决议给予合作，并觯除它对建立耶路撒冷（圣械）大 

学所设置的陣碍；并请秘书长就执行本决议的进屣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庙会议提出 

报 告 号 决 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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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S 

(a) 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的报告：补编第13号（ A / 4 3 / 1 3和 A d < \ 1 ) ; 

(b) 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觯委B会的报告（第42/69A号决议）； 

(c) 近东救济工程处经费筹供问题工作组的报告(第42/69B号决议）； 

(d)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 第 4 2 / 6 9 D 至 j 号 ） ； （ 第 号 决 议 ） ， 

4 3 / 4 0 8 . 

77.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杈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1 9 6 8年大会第二十三届会i义设立了调査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内居民人权的行 

为特别委员会（第2 4 4 3 ( x x i工工）号决议特别委员会现由下列三个会员国 

组成：塞内加尔、斯里兰卡和南斯拉夫. 

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期间，特别委员会按照第244 3 ( X X I I I )号决议，于1 9 

7 0 年 1 0 月 将 第 一 次 报 告 提 交 秘 书 长 . 秘 书 长 将 报 告 送 交 大 会 ， 

并于该项目列入大会该届会议议程之后将该报告转交特别政治委员会• 该届大会 

延长了特别委员会的任务期限（第2727(XXV)号决议） ‧ 

大会第二十六届至第四十，届会從继续根据特别委员会各次报告审议了这个 

项目，并请该委员会继续进行工作（第2851 (XXV工）、3005(xxvil)、 3 0 9 2 A 

和 B ( X X V I I I ) 、 3 2 4 0 A 至 c ( x x i x x 3 5 2 5 A 至 D ( x x x ) , 31X106A至r»、 

3 2 ^ 9 1 A 至 c、 3 3 X 1 1 3 A 至 c 、 3 4 ^ 9 0 A 至 c 3 5 / 1 2 2 A 至 P 3 6 / 1 4 7 A 

至 G 3 7 / 8 8 A 至 G 、 3 8 / 7 9 A 至 H 3 9 / 9 5 A 至 H 4 0 / 1 6 1 A 至 G 和 4 1 / 6 3 

A 至 G 号 决 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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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6请秘书长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包括为 

访问占领区所需的便利，以便调査决议所述的以色列政策和行为；继途向特别委员 

会提供为协励其执行任务所需增加的工作人员；确保委员会的报告得到最广泛的传 

播；并就上述交付绐他的任务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2/ 160D号决 

议）又请秘书长就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2/160A、 

\ 0 ^ \ ：F和G号决议）， 

文 件 ： 

(a) 秘书长转送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说明（第42/1601)^决议)； 

(b) 秘书长的报告（第42/ 1 6 0 A至 c和：E至 G号决议）. 

7 8,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査 

1 9 6 5年2月大会第十九届会议设立了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负贲全盘 

审査维持和平行动整个问题的所有方面.包括克服联合国的财政困难的方法（第 

2006 (XIX)号决议）。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7 5 )的参考资料： 

(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4 5 4 A/42/455. A/42/459» A / 4 2 / 4 6 a A / 

4 2 / 4 6 1 , A / 4 2 / 4 6 2 . A / 4 2 / 4 6 3 ; 

0>)秘书长转送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说明：A/42/650; 

(c)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42/811;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42/853; 

(e) 第 4 2 / 1 6 0 A 至 G 号 决 议 ；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会议： A / S P C / 4 2 / S R . 2 9 - 3 4 ; 

( g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5/42/SR. 54； 

(H) 会议： A / 4 2 / P V .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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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委员会现由下列3 3个会员国组成：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埃及、萨 

尔瓦多、埃塞俄比亚、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危地马拉、匈牙利、印度、 

伊拉克、意大利、日本、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荷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 

波兰、罗马尼亚、塞拉利昂、西班牙、泰国、苏维埃钍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婺内瑞拉和南斯拉夫。 

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小组在1 9 6 8年4月成立，负责编制有关维持和平问题的 

工作文件.现由下列 1 3个会员国组成： 

阿根廷、加拿大、埃I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日本、墨西哥、尼 

日利亚、巴基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大会第二十届、二十一届和二十二届会议请特别委员会考虑就会员国可能为联 

会国维持和平行动提供的便利.服务及人员的有关问题，编制一个研究损告（笫 

2 0 5 3 ( X X X第 2 2 2 0 ( X X工）和第 2 3 0 8 ( X X I I )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三和二十四届会议请特别委员会向它提出关于安全理事会决议 

所设置或授权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详尽报告.并对委员会以任何其他方式所能进 

行的维持和平行动的工作提出进度报告（第2451 ( X X I I I )和第 2 5 7 6 ( X X I V ) 

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指示特别委员会加紧努力，以完成有关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的报告（第2670 (XXV)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六届至第三十七届会议促请特别委员会作出新的努力以便拟定联合 

国按照《宪章》规定从事维持和平行动的协议指导方针.并对与实际执行维 

持和平行动有关的一些具体问题给予更多的注意（笫2835(XXVI)号、第2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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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ii)号、第3091 (xxvi工工）号、第3239(xxix)号第3457(xxx)号、 

第31/105号、第32/106号、第33/114号、第34/53号、35/121号、第36/ 

37号和第37/93号决议。） 

+厶镙三+八届会议请特别委爵会就其目前状况提出一项情况报告,确定可能 

""取得进展以及难于取得进展或仍然悬而未决的领域，并审议各种建ii以便恢 

复其工作并使之合理化（第38/8 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九和四十:届会议指出它等待着特别委员会提交大会下届会谈的报 

告，并重甲和延长大会有关决议给予特别委员会的任#(第39/97和40/163号决 

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注意到特别委员会未能向大会提交报告；并重申大会 

有关决议给予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任务，并延长其任务期限（第41/67号 

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深信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增强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 

与安全效率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认识到部队派遣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部队派遣 

国承受沉重负担造成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极端艰难的财务情况，请特别委员会根 

据其任务，于1 9 8 8年恢复其对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査的工 

作，并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笫42/161号决议）， 

文件：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第42/161号决议）‧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7 7 ) : 

0>)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42/813; 

(c) 第42/161号决议；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会议：A/SPC/42/SR. 5 - 7和 3 3—34 ； 

(e) 徘会议： A / 4 2 / P V .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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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 .有关新闻的问题 

大会1 9 7 5年笫三十届会议在审议1 9 7 6— 1 9 7 7两年期方案概算这个 

项目时，请秘书长在联合国新闻工作的领域中作出新的努力，将有关联合国系统在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方面的成就和所做的工作，包括有关建立一个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原则和目标的工作的全面资料传达给一般公众；要求秘书长为 

此目的同全世界各国的新闻传播机构、联合国协会和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密切合 

作；请秘书长就秘书处新闻厅的工作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并决定在该 

届会议上列入一个题为"联合国的新闻政策和活动"的单独项目，来审议这个问题 

(笫3535 ( X X X )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上述问题将作为题为"有关新闻的问题"的项目下的 

一个或几个项目，交给特别政治委员会审议，大会还决定设立一个由4 1个会员 

国组成的联合国新闻政策和活动审査委员会；并请委员会向大会笫三十四届会议提 

出报告（笫3 3/115C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保留联合国新闻政策和活动审査委员会，改称为"新 

闻委员会"，把成员从4 1国增加到6 6 国 （ 第 3 4 / 1 8 2 号 决 议 ） . 

大会笫三十五届会议决定把新闻委员会成员从6 6个增加到6 7 个 （ 笫 3 5 / 

20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至笫三十八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6/149人和2、 3 1 / 

9 神 B 和 3 8 / 8 2 A 和 B 号 决 议 ) 

大会笫三十九届会议决定把新闻委员会成员从6 7个增加到6 9个（笫 3 9 / 

98A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和笫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40/164A和B和4 L/68A、 

B、 D 和 E 号决议）.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又决定把新闻委员会成员从69个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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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7 0个（、笫41/68C号决定）‧ 委员会现在由下列会员国组成：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孟加拉国、比利时、贝宁、巴西、保加利亚、布隆迪、 

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塞浦路斯、丹麦、 

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意 

大利、日本、约旦、肯尼亚、黎巴嫩、马耳他、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荷兰、尼 

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新加坡、 

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突尼斯、土耳其、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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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 

越南、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新闻委员会的综合报告，该报告已成为一个重要 

的基础，激起进一步的讨论，兹促请全面执行新闻委员会1 9 8 7年实质性会议通 

过的各项建议；要求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执行与秘书处新闻部活动有关的各项建议； 

, 0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7 8 )的参考资料: 

(a)新闻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笫2 1号（ A / 4 2 ^ 2 1 ) ; 

Cb)秘书长的报告：A/4a/494; 

(c) 秘书长的说明，其中转递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的报告：A/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e) 笫 和 B 号 决 议 ； 

(f) 特别政治委员会会议： A / S P C / 4 2 / S R . 20、 22, 24—28、 3 0和34 ； 

(ë) ^ 会 议 ：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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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秘书长就上述建议的执行情况向新闻委员会1 9 8 8年实质性会议提出报告；又 

请他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并请新闻委员会向大会 

第 四 十 三 届 会 议 提 出 报 告 （ 笫 号 决 议 ） . 大 会 注 意 到 联 合 国 教 育 、 科 

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的报告；回顾《关于传播工具为加强和平和国际了解、为促进 

人权以及为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反对煽动战争作出贡献的基本原则宣言》； 

认为教科文组织的国际通讯发展方案是为逐步消除新闻和通讯 领域现存的不平衡现 

象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并欢迎通讯发展方案政府间理事会笫A^^WWi的各 

项决定；向所有为该方案的执行而捐款或认捐的会员国表示感谢；再次呼吁各会员 

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有关的公私企业响 

应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呼吁，提供经费以及工作人员、设备、技术和训练资源，对 

方案作出贡献；回顾教科文组织关于降低电讯费率以促进新闻交流的1980年1 0 

月 2 7日第4/22号决议，并注意到各会员国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重申支持教科 

文组织，支持其规约和规约中反映的理想；请总干事在新闻和通讯领域继续努力， 

并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国际通讯发展方案的执行情况以及关于通讯 

技术加速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影响的详细报告；重申教科文组织仍然在 

新闻领域发挥中枢作用，按照教科文组织协商一致通过的各项有关决议，为逐步消 

除现存的不平衡现象，特别是发展基础结构和制作能力，而不断进行努力，鼓励新 

闻的自由流通和更广泛、更均衡的传播，以期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新闻和通讯秩序， 

将其视为一个持续演进的过程(笫425/162B号决议）。 

文件： 

(a)新闻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笫2 1 号 （ A / 4 3 々 l ) ； 

0)秘书长的报告（笫4^162A号决议）； 

(c)秘书长的说明，其中转递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报告（第42/162:B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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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格洛里厄斯、新胡安、欧罗巴和印度巴萨斯等马达加斯加岛屿的问题 

1 9 7 9年，大会应马达加斯加的要求（ A / 3 4 / 2 4 5 ) ,将题为 "格洛里厄 

斯、新胡安、欧罗巴和印度巴萨斯等马达加斯加岛屿的问题"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 

十四届会议的议程.在该届会议，大会重申必须严格尊重一个殖民领土在取得独 

立时的囿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请法国政府立即开始与马达加斯加政府进行谈判，使 

遭到专断地与马达加斯加分隔的格洛里厄斯、新胡安、欧罗巴和印度巴萨斯等岛屿 

得以重新归并马达加斯加;请法国政府擻销侵犯马达加斯加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各项 

措施；请秘书长继续注意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3 4 / 9 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又注意到1 9 8 0年6月在弗里敦 

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三十五届常会通过的 Ç M ^ e s * 7 8 4 ( X X X V )号 

决议,请法国政府按照第34/91号决议的规定作为迫切事项与马达加斯加政府着 

手进行谈判，以期按宪章》的宗旨及原则解决这个问题；并请秘书长监督本决 

议的执行，并就此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5/123号决议). 

大会笫三十六至第四十一届会议决定将本项目列入其下一届会议的临时议 ;程 

( S 3 6 / 4 3 2 , 3 7 / 4 2 4 3 8 / 4 2 2 . 3 9 / 4 2 1 , 4 0 / 4 2 9 和 4 1 / 4 1 6 号 决 定 ） ， 

笫四十二届会议'°，决定将本项目列入第四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42/ 

4 1 5 号 决 定 ） ‧ 

预期不会收到会前文件. 

第四十二辱会议(议程项目8 0 )的参考资科： 

(a)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42/704; 

(b) 第 4 2 / 4 1 5号决定； 

( 0 特别政治委员会会议： A / S P C / 4 2 / S R . 8 ； 

(à)徘会议：A/42/PV.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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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的组成问题 

1 9 7 7年，大会应2 9个会员国的要求（ A / 3 2 / 2 4 3 ) ,将本项目列入第 

三十二届会议议程.在该届会议中，大会决定把决议箪案（ A / S P C / B S / i . S l ) 

的审议推返到第三十三届会议进行，并决定成立一个由#^个区域集团派出二名或 

三名代表组成的联系小组，由亚洲集团的一位代表主持于大会第三十二届和第三十 

三届会议之间，开会研究这个问题，有一项了解是，该小组的审议将作为大会第三 

十三届会议审议这个项目的基础(第32/ 4 2 7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将大会副主席人数从1 7人增至 2 1人，并相应修正 

大会议事规则第3 1条和第3 8条；并决定以关于选举大会主席（见项目4 ) 、21 

名副主席（见项目6 )和七个主要委员会主席（见项目5 )的新附件代替大会第 

1 9 9 0 ( X V I I I )号决议的附件（第 3 3 / 1 3 8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至四十一届会议决定推迗本项目的审议（第34/420号、第35/ 

4 0 4号、第 3 6 / 4 3 3号、第 3 7 / 4 2 5号、第 3 8 / 4 2 3、第 3 9 / 4 2 2号、第 4 0 / 

4 3 0 号和第 4 1 / 4 1 7 号决定）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决定将本项目列入第四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 

4 2 / 4 1 6 号决定） ‧ 

预期不会收到会前文件.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8 1 )的参考资*h 

( a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0 0 ； 

0 > )第42 / 4 1 6号决定； 

(c)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会议： A / S P C / 4 2 / S R . 8 ； 

(d) 全体会议： A / 4 2 / P V .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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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请秘书长同适当机关密切合作，在《1 9 8 8年世界 

经济概览》中分析国际金融和证券市场最近的急剧波动及这些波动对发展中国家的 

发展的影响，并提请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注意这一问题（笫42/195f决议). 

大会同届会议决定将题为"货币和金融促进发展国际会议"的决议草案推 

迟至笫四十三届会议审议（笫42X437号决定）‧ 

大会同届会议 决定将题为"国际生态安全"的决议草案推迟至第四十三届 

会议审议（笫42X442号决定）， 

大会同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加入 1 9 8 6年维也纳《及早通报 

核事故公约》和1 9 8 6年维也纳《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问题说明， 

决定由其第四十三届会议根据秘书长将按照《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笫12条笫5 

款(c)和《核亊故或辐射紧恚情况援助公约》第1 4条第 5 (c)款规定的关于宣言的补 

充资料再审议这一事项（笫 4 V 4 4 3号决定), 

(a)联合国笫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大会笫二十五届会议通过了《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X笫2626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8 2 )的参考资料： 

(a) 第 二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笫 一 部 分 和 笫 十 一 部 分 ） ： 和 A d d . 10; 

(b) 第 4 2 / 1 9 3至 4 2 / 1 9 5 ^决议和笫 4 2 / 4 3 6和 4 2 / 4 4 5号决定 î 

(c)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A/C. 2/42^SE. 3 8和 4 2—45; 

(d) « é # 会 议 ： A / 4 2 ^ V , 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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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V)号决议）,又在其第三十五届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面际 

发展战硌》笫 3 5 / 5 6 号决议） . 

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认识到恢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是关键的 

紧急需要，请秘书长与联合国系统所有有关机构和组织协商，提供对编制和拟订联 

合国笫四个发展十年（1 9 9 1 — 2 0 00年）国际发展战略适用的资料，包括对 

评价《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有用的资料（第 4 2 ^ 1 9 & f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笫42/1 9 3号决议）， A / 4 3 / 3 7 6— 

0>)贸易和发展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是在1 9 6 4 年 1 2 月 3 0日设立，作为大会的一个机 

(% 1 9 9 5 ( X I X )号决议）。凡联合国会员国、各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成员国以及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的纳米比亚都是贸发会议的成员国。目 

前贸发会议由1 6 8个成员组^ « 贸发会议的主要职务见第199 5 ( X I X )号决议 

笫二节第3段。贸发会议的笫一届会议于1 9 6 4年在日内瓦举行，笫二届会议 

于1 9 6 8年在新德里举行，第三届会议于1 9 7 2年在圣地亚哥举行，第四届会 

议于1 9 7 6年在内罗毕举行，笫五届会议于1 9 7 9年在马尼拉举行，第六届会 

议 于 1 9 83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笫七届会议于1 9 8 7年在日内瓦举行。 

笫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8 2 )的参考资料： 

(a)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第十一部分）：A/42^821/A(i(i, 10; 

(b) 第42 / 1 9 3号决议； 

(c) 特 别 政 治 委 员 会 的 会 议 ： 3 8 和 4 2 — 4 5 ; 

(d) 徘 会 议 ： A / 4 2 ^ P V . 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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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第1995"工乂>|"决议笫二节笫2 2段的规^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是贸发 

会议的常设机构，它向贸发会议提出报告，并每年将工作情况通过经济及摔会理事 

会向大会报告。贸发理事会最初有 5 5个成员国。大会笫三十一届会议按照 

贸发会议第9 0 ( I V ) 号决议笫一节笫5段所载的建议，决定修正笫1 9 9 5 ( X I X ) 

号决议，使所有贸发会议成员国都可以成为贸发理事会的成员国（笫31/2A号决议)„ 

截至1 9 8 8年5月第三十四届会议笫二都分结束时，贸发理事会共有1 3 1个成 

员国.第三十四届会议笫二部分会议闭幕时，贸发理事会各主要委员会的成员数 

目如下：商品委员会，1 0 7 ; 制 成 品 委 员 会 ， 1 0 1 ;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 

会 ， 1 0 2 ; 航 运 委 员 会 ， 1 0 3 ; 技 术 转 让 委 员 会 ， 9 9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 

作委员会， 1 1 0 . 刚果被选为航运委员会成员 . 

文件：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1 5 号 （ A / 4 3 / 1 5 ) . 

技术反向转让 

大会笫四十届会议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召开一次政府专家会议，审査目前发展中 

国家训练有素人员国际流动情况的各方面问题；政府专家在其研究中应特别重视这 

种人才流动的性质、规模和影响，同时考虑到所有有关方面关切的事项，以期就减 

轻这种现象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可能进行的进一步工作，向 

会议，并且斟酌情况向其他国际组织，提出建议，同时还要斟酌情况，考虑到到目 

前为止，政府专家组已经作的工作和其他有关材料（笫40/191号决议）。 

文件：贸发会议秘书长的报告（笫40Z191号决议）， A / 4 3 / 3 6 9 。 

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具体措施 

大会笫四十一届会议重申其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以及贸发会议的有关 

决议，并呼吁立即有效地执行这些决议；表示感谢所有对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别需 

要作出反应并已经促进执行各项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决议的国家和组织；关切地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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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所提出的具体措施仍然没有充分执行，并呼吁各国、各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加紧 

努力来执行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具体措施；又请秘书长起草一份全面的分析性 

报告，其中应特别利用会议和开发计划署正在进行的工作；并应包括具体建议，以 

确保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能彻底审査发展中岛屿国家的问题和特殊需要（第41/ 

1 6 3号决议 ) ,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笫41 / 1 6 3号决议）. 

技术转让国际行为守则 

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和联合国技术转让国际行为守则会 

"，笫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8 2(a))的参考资料： 

(a)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笫1 5 号 （ ) ； 

0>)贸发会议秘书长关于技术转让国际行为守则草案的协商的报告：A/42/ 

6 7 8 ; 

(c)秘书长的报告：A/42/Z555、 A / 4 2 / 5 8 3 和 ^ / 4 0 / 6 6 0 ； 

m秘书长的说明： 

H技术反向转让在发展方面的问题： A / 4 2 ^ 3 1 7 ; 

t)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执行进展情况： 

A / 4 2 / 5 3 7 ; 

(e)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第二部分）： A / 4 2 / 8 2 1 / A d d « 1; 

(f)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8 5 5 ; 

(g) 笫 4 2 / 1 7 2 ^ 4 2 1 / 1 7 6号决议以及第4 2 / 4 3 7 ^笫 4 V 4 3 8至 4 2 1 / 4 4 1号 

决定；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2 3 0 

议主席完成就行为守则草案中未决问题进行的协商；又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如果上 

文提到的协商取得了足够的进展，即向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笫4Z/172 

号 决 议 ） . 

文件：贸发会议秘书长的报告（笫42l/172 f决议）.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笫七届会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请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和贸发会议的各附属机构，就笫七届 

会议的《最后文件》采取适当的必要行动(第42 / 1 7 5 f决议）. 

第二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類会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赞同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所通过的《1 9 8 0 年 

代最不发达国家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呼吁各会员国以及其他一切有关各方采取 

步骤来执行该纲领，以此作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行动的一部分，决定在 

国家、区域^全球各级按照《纲领》的规定，经常隶査湘监督其执行进度，并决定 

1 9 8 5年的贸发会议最不发达国家问邇政府间小组高级别会议，应考虑能否在十 

年终了时举行一次可能釆取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方式的全面审査，并应进 

行中期审査在十年的后五年适当修订《纲领》，以确保其充分执行，并进一步决定 

应将审查结果通知大会，使大会在审査和评价《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 

略》执行情况时可以充分考虑到这些结果。（第36/194号决议) 

(h)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A/C. 35—39、 4 1 一43和45; 

(i)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421/SR. 54； 

( J ) 徘 会 议 : 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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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届会议赞同政府间最不发达国家问题小组的裉告就《纲领》中期全 

球审査所作的结论和建议,敦伲最不发达国家继续努力，在国家一级上设法执行《纲 

领》的各项规定，呼吁各捐助国继续尽一切力量，增加捐助额，因为官方发展援助 

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使最不发达国家实现（纲领》范围内的国家方案目标，并伲请 

那些尚未达到国民生产总值0. 1 5 % ,或尚未向最不发达国家加倍提供官方发展 

援助的捐助国尽一切必要的努力以达成贸发会议1 9 8 3车 7月2日通过的第1 4 2 

( V I )号决议所载的这些目标,决定在1 9 9 0年进行高层次的关于《纲领》执行 

情况的全球性审査和评价,还决定这种审査的确切层次、任务、日期和地点以及筹 

备程序，应参照将在贸发会议主持下进行的协商，包括在贸发会议第七届会议上进 

行的协商，在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予以决定（第40/205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对最不发达国家总的社会经济情况继续恶化深表关切，决 

定于1 9 9 0年9月召开一个髙级别的第二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顯会议，并且 

接受法国政府愿意担任会议东道国的慷慨提议，会议的任务将是：审査十车期间迄 

今在国家一级取得的进展,审査国际支援措施的进展，特别是官方发展援助的进展, 

参照上述审査结果，审仏拟订和釆取适当的国家和国际政策和措施，根据最不发 

达国家本囿长期的社会和经济目标，加速1 9 9 0年代期间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 

大会还决定，为了筹备这次会议，于1 9 8 9年春天举行一届捐助国政府专家及多 

边和双边财政昶技术援助机构同最不发达国家代表的会议，然后于1 9 9 0车初由 

作为第二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最不发达国家问题政府间小 

组举行一届会％还决定指定贸发会议为筹备这次会议的联络中心，并请联合国秘 

书长指定贸发会议秘书长为该会议秘书长，并以这种身份为举行该会议作出一切必 

要安排，吁请所有各国政府、政府间和多边机构和*他有关方面釆取适当步骤，确 

保为该会议充分做好筹备工作，并有效参与上述两个筹备会议,请联合国系统所有 

有关机关、组织和机构在第一届筹备会议举行之前提出报告，审査在它们主昝的领 

域内《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并为将来的行动提出建议，作为对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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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会议的投Al请秘书长在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和贸发会议秘书长的协助下， 

保证为筹备这次会议全面动员和协调联合国系统内所有机关、组织和机构，请秘书 

长按照以往的做法，谋求预算外资源，从而提供必要的资源，为每个最不发达国家 

至少两名代表出席上述筹备会议提供旅费，以确保最不发达国家代表的有效参与， 

并且又请秘书长就该会议的筹备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2/177 

号 决 议 ) ,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2/177号决议）， 

商品和保护主义及结构调整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决定将颞为"两品,"保护主义及结构调整"的两项决 

议蕈案的审议推迟到第四十三届会议（第42/438号决定） ‧ 

附加说明的项目表 

(c)粮食问题 

1 9 7 4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按照世界粮食会议的建议设立了一>NP长级或 

全权代表级的世界粮食理事会，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机构，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 

大会揚出报告（第3348 ( 3 Œ I X )号决议）。理事会是一个协调机构，全面、综 

合和不断地注意伲使联合国系统所有机构顺利地协调有关粮食生产、营养、糇食安 

全、粮食贸易和粮食援助以及其它有关事项的政策并釆取后续行动.理事会根据 

其任务规定，每年举行部长级会议，并通过经济及杜会理事会向大会提iB建议， 

理事会1 9 8 7年 6月 8日至1 1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三届会议审査了全世界 

饥饿昶营养不良的状况以及经济活动减少、外债和国内调整方案对粮食和饥饿问题 

物影响，理事会评价了国际农业贸易状况及有关国内政策所涉及的粮食安全和发 

展问题，讨论了加强区域合作和南南合作问题，并审査了多边援助机构的若干活动,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见项目12 ) ,除其它 

事项外，报告载有理事会关于粮食和农业问题的决议（第1987力0号）.该决议 

赞成载于其附件的《世界糇食理事会北京宣言》,呼吁各国利用多边贸易谈判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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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回合大力推动农业贸易自由化和必要的政策改革,敦促国际社会根据《联合画 

1 9 8 6 — 1 9 9 0年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所作承诺加速支持非洲国 

窠复苏和发展的努力，呼吁各国政府和国家、区域及区域间组织同心协力，加强区 

域和区域间粮食相农业方案，请各区域开发银行、各区域委员会、贸发会议和各援 

助国便利各种实际安排，以便加紧发展中国家间的筹资、技术和经济合作，尤其注 

意扩大发展中国家借以协助为南南合作行动筹集资金的三方协定，敦促各国政府确 

保并促进妇女参与镧订湘执行国家粮食政策、计划和项目，并敦促支持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及其撒哈拉以南受干旱和沙漠化影响的非洲国家基金特别方案和世界糗食方 

案（第19 8 7 / 9 0号决议）， 

文件：世界粮食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19号 ( A / 4 3 / 1 9 )。 

(d)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1 9 7 8年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于19 8 1年由联合国主持召开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的国际会议,并请秘书长为该会议开始进行筹备工作（第33/148号决 

议）， 

大会第三十四和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了该会议的筹备工作（第34/190和 

3 5 / 2 0 4号决议），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已于1 9 8 1 年 8 月 1 0 日 

至 2 1日在内罗毕召开，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核可了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通过的《促进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的内罗毕行动纲领》，又决定成立一个新能源湘可再 

生能源临时委员会,并责成该临时委员会立即开始执行《内罗毕行动纲领》（第36/ 

19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决定设立一个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的委 

员会，委员会应当开放让所有会员国都可以正式成员的地位参加,决定该委员会在 

双数车每两牟举行会议一次，但例外的是，第一次常会应在1 9 8 3车第二季度举 

行（第37/250号决议，第二节）,并请秘书长在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 

室内任命一名特别协调员并在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内设立一个单独而可识 

别的小单位，夹提供秘书处支助安排（同上，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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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审议了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的委员会的 

报告，核可委员会报告中关于面向行动的计划和方案、动员财政资源、机构间协调 

^秘书处的支助安排的建诡请联合国系统各机关、组织和机构充分参与和支持 

《内罗毕行动纲领》的执行（第3 S/16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审议了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的委员会第 

二届会议的报告，关切地注意到执行《内罗毕行动纲领》的进度缓慢，远远不能适 

应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要，强调国际社会必须继续下定决心和作出行动，尤其是在 

被大会置于优先地位的调动财源方面,并要求早日有效地将《内罗毕行动纲领》以 

及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为此目的通过的结论和建议付诸执行（第39/173号）‧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报告，并决定伲进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的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将于1 9 8 6 年 4 月 2 1日 

至5月2日召开（第4 0 / 4 4 4号决定），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注意到并核可发展和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委员会第 

三届会议的报告,重申《内罗毕行动纲领》作为国际社会昶联合国系统在这个领域 

内釆取行动的基本依据的意义,表示关注《内罗毕行动纲领》执行进度缓慢，请所 

有国家政府和有关的国际金融机构、政府间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系统的机 

关与机构继续支持并加紧努力，加速全面执行《内罗毕行动纲领》，重申需要充分 

利用现有渠道，并积极寻找办法和途径，调动与发展中国家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第四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7 9 (c))的参考资料： 

(a) 发展和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4号(A/41/44), 

(b)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 4 L / 8 5 7 / A d d . 3 ， 

(c) 第 4 1 / 1 7 0号决议和第4 1 / 4 3 9号决定， 

(d)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A/ C . 2 / 4 1 / S R . 19^ 1 33» 

(e) 全体会议： A / 4 1 / P V .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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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需要相称的足够额外财政资源，敦促更加注意发展农乡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并将其纳入整个农乡经济的问邇，同时要铭记着在世界上许多地区，薪材已遂 

渐消耗净尽，请发展和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委员会在其第四届会议上审査它的 

工作方法，以确保它能更妥善地完成它的任务（第 4 1 / 1 7 0号决议）. 

文件：发展和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6号 

3 6 ) . 

(e) 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发展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请秘书长继续对能源勘探和开发的趋势进行适当的研究*分 

析，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6牟第二届常会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掙出报 

告 （ 第 4 0 Z 2 0 8 号 决 议 ） ， ― 

大^四十一届会议'"法i到秘书长关于发展中国家能源勘探和开发趋势的滟 

告（第 4 1 / 4 3 9号决定）， 

文件：秘书长的损告（第 3 7 / 2 5 0号决议）， 

(f) 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重申长期前景对在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内推动发展战 

^ ~ 第 四 十 一 届 会 议 （ 议 程 项 目 7 9 (d))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损告： A / 4 1 / 3 8 3 — 1 1 / 1 9 8 6 / 1 0 1 i 

(b) 第 二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3 ， 

( O 第 4 1 / 1 7 0 号 决 议 相 第 4 1 / 4 3 9 号 决 定 , 

(d)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A/C. 2 / 4 1 / S R . 1 9 和 3 3 ， 

(e) ^ 会 议 ： A / 4 1 ^ P V . 9 8 , 

"‧ 第四十届会议（议程项目8 4 ( D )的参考资料： 

(a)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 i 

(b)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 / 4 0 / 9 8 9 / A d d . 1 2 ， 

(c) 第 4 0 / 2 0 7 号 决 仏 

(d) 第二委员会会议：A/C. 2 / 4 Q / S R . 2 4 和 5 1 1 

(e) * 会 议 ： A / 4 0 / P V 1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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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和经济合作的政策和决策过程很有关系，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公元2 0 0 0年前社 

é~经济综合展望的报告,并决定继续提出这种裉告，报告应善加编拟，使之能 

够指明世界经济可能的问题领娀和关键问题，但须经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审议下次 

报告后而定（第40/ ^ 0 7号决议）， 

大会审议联合国财政危机的第四十届会议续会核可了秘书长作为节约措施，推 

迟有关某些活动的工作的提议（第40/472号决定），因此，这一分項目下II出的 

报告通过1 9 8 8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给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0/207号决议）， 

(g)持久和无害环境的长期发展战略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欢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并请秘书长邇过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褥交一份关于决议执行进展的报告，其中应 

载有关于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各机构、组织和计划署釆取的行动的资料(第42/ 

187号决议）， 

文 件 ：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 第 4 2 / 1 8 7 号 决 议 ） ， — E / 1 9 8 8 / Y 7 , 

"，第四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8 2(e))的参考资料： 

(a)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2 5号（厶/42/25相0 01«1«.1)， 

(b)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S 1 4 J 

(c) 秘书长的说明：A/ 4 2 / 4 2 7 , 

(d)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第六部分）：A/42/82 l / A d d . 5 , 

(e)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A/C. 2 / 4 2 / S R . 27、 2a. 3 2 . 4 2 . 4 3 相 4 5 j 

(g) # 会 议 ： A / C , 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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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 外偾危机和发展 

大会第四十庙会议夾定等到笫四十一庙会议再行夾定是否把题为"外愤危机和 

发展"的项目列入议程中，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一庙会议提出《1 9 8 6年世 

界经济概览》有关这些问题的新资科（第40/477号决定）。 

应南斯拉夫请求 （ 4 / 4 1 / 1 4 4 ) ,大会笫四十一庙会议决定苻本项目列入议程, 

在同庙会议上，大会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同蒽一些在处埋友展中国冢外偾问 

题时应顾及的因素；请秘书长考虑到该决议，向大会第四十二庙会议提出夫于国际 

债务情况及其有关的指标的报告的增订本(第4 1 / 2 0 2号^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8欢迎祕书长关于1 9 8 7年中国际愤夯状况的报赍，请 

秘书长与有矢机关和知名人士协蔺，编写一佾夫于国际愤务状况的综舍很告，提交 

给大会第四十三届会^其中并依照贸友会议第七届会议所通过的《最后文件》和本决 

议的有关观定审査为持久、公平和互议觯决发展中国冢的愤务问题而推展S际勞力 

的方法（第 4 2 / 1 9 8 ^议）， 

大会同届会议决定将题为"外愤危机与友展"的夾议莩案提交大会第四十三庙 

会议（笫42 / 4 4 7号决足），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2^ 1 9 8号决议) 

8 4 .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8 5 )的参考资科： 

(a) 秘书长的报告：AX 4 a / 5 2 3 ; 

(b)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8 2 4； 

(c) 第 4 2 ^ 1 9 8号决议和第4 a / 4 4 7号决定； 

(d) 第 二 委 员 会 的 会 议 ： 2 / 4 2 / 1 0 - 1 5 , 25, 4 4 和 4 6 ; 

(e) 全体会议： A / 4 2 / ^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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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联舍国系统的业务活动 

1 9 7 8年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请秘书长委托发展和国际经济舍作总干爭同行 

政协调委员会进行协商，并考虑到各有夫机构、组织和机夫的意见后，在秘书长指 

导下编制一份同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有夫的馼策问题的报告，以便在1 .9 

8 0 竽 先 提 交 经 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审 议 ， 然 后 再 提 交 大 会 审 议 （ 第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到总干事的报告，决定以一敎的、综舍的、系统的 

方法，于1 9 8 3竽对业务活动进行全 I政策审査，此后每隔三年进行一次；并请 

秘书长委托总干事向大会提出一份关于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年度报告，这份报告也 

应提交联舍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报告应载列联舍国系统內一切发展方面的业务活 

动的综舍统计资科（第3 5 ^ 8 1号决议） 0 

大会第三十六至四十一庙会议继续审议该问题（第3 6/19a 3 7 / 2 2 6 1 38^ 

I7h 3a^22a 4 ( K 2 1 1 和 4 K 1 7 1 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注！:到犮展和阖际经汧合作总干爭夫于联舍国系统发展 

方面的业务活动的报告和根据第4 1 / 1 7 1号决议对联舍画系统犮展方面业务活动执 

行情况进行的个案研究；请联舍国发展系统内备组织的理亊机构谷自在下庙会议就 

个案研究报告的结论和建议详细加以讨论，并向经^及社会埋爭会提出蒽见；请总 

干爭继续执行第4 1 / 1 7 1号决议赋予他的任务，并依照第3a/ 1 9 7号决议继续保 

证联舍国系统在发展和国际经疥舍作领塽的有效领导，并在系统內进行全面协调， 

以确保整个系统从多学科的角度处理友屣问题（第4 2 / 1 9 6号决议，第一节)；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8 3 )的参考资科： 

(a) 经 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裉 告 ： 补 编 第 3 号 ; 

(b)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三十四庙会议的报告：经济及社会埋爭会补编第1 2 

‧f ( 2 / 1 9 8 7 / 2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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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下列领域的备项综舍政策决定：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优先次序、资源和指 

导因素；方案编制；，地一级组织；采购和项目的执行；并向联舍国系统W谷组织 

的理事机夫以及行政协调委员会提出对该决议执行后续行动的—系列请求；请总干 

事进行一系列研究并就此向大会第四十三盾会议提出报賫；并逬一步请他就该夾议 

的执行情况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四十三庙会议提出报告（阀上，第二至 

五 节 ） .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2/1 9 6号夾议） 

( 0 )秘书长的报告： 

(d) 秘书处的说明，其中转递1 9 8 5竽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综舍统计资科最后 

数据： 4 / 4 2 / 2 0 7 ^ 0 or r. 1; 

(e) 秘书长的说明： 

H联舍国系统备组织的外地代表情况：结构和协调： 

O联舍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着）和谷区硪经疥委员会的技术合作：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椬加经委会）( J I U / R e p / 8 7 / l ) : 

曰转递发展和国际经、屏舍作总干事夫于友展方面it务活动的裉告：A/ 

4 2 / 3 2 6 和 A < H 1 - 4； 

<m联舍国开发计划署与备区硪经济委员会的技术舍作：亚洲及太平洋经 

汧社会委员会（J I V R e p / 8 7 / 2 ) : 

(f)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g) 第 4 Z / 1 9 6 号决议和第 4 V 4 4 6 号决定， 

(h) 第二委员会会议：A/C. 2 9 - 3 4 4 a 4 4 和 4 5 ; 

( D 全 体 会 议 ： 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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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 9 6 5 气 大 会 第 二 十 届 会 议 设 立 联 舍 国 开 发 计 划 署 ， 将 技 术 

援助扩大方案和特别基金会合并成一个方案（第2029(XX ) 号决议） . 

开友计划署的财政资源来自各国政府每年在认捐会1 1上宣布的自愿捐款. 

开发计划署由理事会提供一般政策指示和领导.理事会每年开会一次，向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提出报告，并通过经社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 

理事会的成员，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按照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核定的名额选出* 

大会同一届会议并将理事国的数目从3 7国增至4 8 国（第 2 8 1 3 ( X X V I )号决议 ) . 

目前理事会由下列4 8国组成： 

阿根廷* *、奥地利* * *、比利时*、巴西*、咪加利亚*、布基纳法索* *、 

布隆迪*、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中阖* * ‧、哥伦比亚* *、古巴 

丹麦*、厄瓜多尔* *、斐济‧ *、芬兰* *、法阖*、加纳* * *、镙蒽志民主 

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危地马拉 # * * . ^ 度 * *、印度尼西亚*、 

M±m##*.日本* #
 *、科威特*、利比里亚* *、阿扭伯利比亚民众IS* * *、 

马 ©维*、毛里求斯*、荷兰* *、新西兰*、 « # * *、秘瞢* * *、汲兰* *、 

大韩民国*、西班牙*、苏丹* *、瑞士 * *、阿拉伯敎利亚共和国* * * 、 泰 

31* *、 土耳其* *、苏维^社会主义共和S联盟* * *、大不列顛及北愛尔兰联 

舍王国* * *、美利坚舍众国* * *、南斯拉夫* * * 和潭巴布 , * * * , 

在理事会1 9 8 9年组织会议前一日任满 

在理事会1 9 9 0年组织会议前一日任满, 

在理事会1 9 9 1年组织会议前一日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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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计划署署长由秘书长在同理事会协商以后任命，并经大会认可.大会第 

四十届会议：续会认.可威廉 ‧德雷珀先生为署长的任命，任期自19 8 6年5月1 

曰起，至1 9 8 9 年 1 2 月 3 1 日 止 （ 第 4 0 / 3 2 5 号 决 定 ） . 

大会笫二十五届会议通过了关于联合国发展系统的能量的规定，其中列有关于 

联合国发展合作周期的原则，规定采用拟订国别方案的新制度和适当的行政结构 

(笫 2 6 8 8 ( X X " 号 决 议 ） ， 

大会笫三十六届会议注意到理事会决定为了先期规划1 9 8 2— 1 9 8 6年第 

三个方案周期起见，仍然假定总的资源平均年增长率至少为1 4 因此对19 8 2 

年自愿捐款总额可能不足和开发计划署笫三个方案周期拟议中的方案执行量可能因 

此而受到不利影响一事深表关切;坚决重申需要在日益能够预料的、继续不断的和 

有保证的基础上:大幅度增加向开发计划署提供的资源，而且资源的实值要有增长, 

并欢迎理事会第81/37号决定，其中决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审议这一问题》决定 

从 1 9 8 3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广泛的政策审査，审査在理事会指导下由开发 

计划署署长管理的资金和方案，但有一项了解，即应在不举行会议的男1^年内，就 

这些资金和方案的情况向理事会提出简短的报告，包括一份财务报表，并请理事会 

相应采取行动（笫36/20 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欢迎理事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第83/5号决定；敦促 

各国政府，特别是通盘表现与其能力不相称的各国政府再作努力，向开发计划署提 

供必需的资源；感谢开发计划署署长为筹措必需的资金而作出的努力，并鼓励他考 

虑到节制行政支出的需要（第38/17 2号决议）,又请署长和世界银行行长以及 

各区域开发银行行长审查进行合作的进一步可能性（第38/ 1 7 1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重申联合国系统在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对于支助发展中国家 

的全面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的贡献，注意到计划署理事会1 9 8 5年的报告和其 

中所载的包括关于第四个方案编制周期的笫85/16号决定在内的各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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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笫 4 0 / 2 1 1 号决议）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直申开友计划署根瑭1 9 7 0年协两一敎;t见（第2688 

(XXV)号决议，附件）和大会第3Z/197号夾议，在联舍国系统内的技术舍作中， 

具有集中供资和协调的作用，并建议有矢咴府同机构在审议技术舍作活功新的*资 

安排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有必要保留这种作用（第4^/196号决议)。 

文件： 

(a)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3号（A/42/3); 

(b)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的报告。 

(c)联合国人口碁金 

联舍国人口活动蚤金是秘书长在1 9 6 7年依照经济及社会理筝会第1084 

( X X X I X )号决议和大会第221 l(xxi)号^议夫于在人口领硪设立扩大行动方案 

的规定而设立的。 

1 9 7 2年，大会第二十七庙会议将该基金置于其管辖之下，决定在不坊碍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全面贲任和制订政策的,职权的憒况下，田联舍il开犮计划着埋箏 

会担任该基金的理事机构，并负贲制订有夫该S金的方案和预算的财政和行政政策 

(第30 1 9 ( X 3 C V l I ) ) f % 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核可了基金末釆的资源分配所应适用的五项一般性原则； 

请基金总干筝与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区械委员会崈切含作，实施这些锎定优先次序的 

标准和他在报告中所述的其他建议；建议总干亊的任期邇常应为四年；并敦伲S金 

总干事在人口领域的业务问题上，同开发计划者署长和联舍国系统内其他机夫的行 

政首长，继续充分协作（第31 / 1 7 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确认该基金是大会的附厲机构；请秘书长闳行政协调委员 

会各成员协商，安排基金在备方面参与行政协调会及其附腐机构；重申蚤金应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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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开发计划署的备项服务，包锥其驻地代彔的服务；并请祕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 

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 4 / 1 0 4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if到秘书长莰照第34/104号^议观定提出的裉告（第 

3 5 / 4 2 1 号决定），随后，在 1 9 8 0平行政协调委员会第二庙甯会上：*金成 

为该委员会的成员. 

1 9 81年，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八屈会议确认了基金应集中支捋的优先 

领域（第81/ 7号决定）。 

1982年，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九庙会议赞成继续实行优先国冢制厪和 

总干事关于基金在优先国冢制庹方面的经验的报告所概述的用以确定优先国冢的修 

订标准（第82/ 2 0号决定）。 

1 9 83年，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三十庙会议促请总干事继续利用国际和谷国 

非政府组织作为执行机构的广博经验；鼓励基金加强对国冢一级计划生育研究的支 

助；核可提议的《基金财务汆例》，条例于1 9 8 4 年 1 月 1日开始生效（第 8 a / 

17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九庙会议强调必须在人口领塽逬行S际舍作，以便执行圔际人口会 

议通过的建议，并就此呼吁国际社会考虑到发展中国冢不断增长的需要和日益加紧 

的努力，为人口活动提供适当而充分的国际支杼和後坳，尤其是通过人口活动蚤金 

提供此种支持和谖助，以便保证更有欢地提供人口方面的谖坳(第30/228号决 

议）； 

1 9 8 5年，开发计划署理筝会第三十二庙会议赞赏地注^到基金更加注蒽汩' 

女的作用和地位；请总干事加强基金为改进谷种项目的执行情况以及加强各国政府 

执行其人口政策和方案的能力所作的努力；确认*金的所有活动都应符舍《世界人 

.口行动计划》、《人口与友展墨西哥械宣言》和关于进一步执行《行动计划》的建 

议；请总干筝继续改进计划生育方案和项目的设计、管理、监测和评价；满蒽地汪 

蒽到国际上在避孕研究方面的努力已有较佳协调（第号 ^定 )；并请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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箏^每两竽提交撅算外，向埋事会各届会议提交载有年厪财务审査的文件（第 

8 5 / 2 0号决定）， 

1 9 8 6年，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三十三庙会议特别满«：地注蕙到总干筝夫于 

基金评价活动的报告，特别是因为该报告袄包锥有关妇文的活动在内的主要工作计 

划类别列出了过去评价的比较结采；注;t到秘书长夫于大会有夫阖际人口会议的第 

39^228号决议的后续工作的报告，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6 年 5 月 2 1日 

的第19 8 0 / 7号决议，其甲概要地提出了根据国际人口会议的有夭建议，特别^ 

于进一步加强联舍国人口活动*金的建议第8 3号，应该采取的步骤并决定在讨论 

与基金有夫的问题时，利用人口委员会的报告，以加强交流有关人口问题的憒裉 

(第8 6 / 3 4号决定）， 

1 9 8 7年，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满蒽地注憨到有适当份额的谖 

助分配给理事会第81/7H号决定所列的最高优先方案领墒；满蒽地注蒽到人口活动 

基金增加对非洲撒,拉以南地区钹坳的数重和百分比；欢迎^金蒽图广泛审査和评 

价 在 其 职 衩 范 围 内 的 重 点 领 域 积 累 的 人 口 工 作 经 验 , ^ 自 辆 审 査 和 » 向 

理事会第三十六届会议(1 9 8 9年）提交一份特别报告；满蒽地汪;f到基金协坳备SI 

政府加强本国在人口领^的协调机制的计划，以及基金为增加同其他组织和机构， 

尤其是同政策问题联舍协商小组和大联舍®系统内的其他组织和机构的协调与舍作 

所进行的勞力；特别满1：地注蒽到总于事夫于人口活动*金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的援坳战略的报告；同！:提议的战略的总目标和文件所定的四个优先地区；并注;f 

到关于加强基金处理妇女、人口和发展冋题能力的执行战略的报告和核可所提议的 

四年工作计划(第 8 7 / 3 0号夾定)。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注；t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7 年 7 月 8 日 第 1 9 8 7 / 

175号决定，其中建议把联舍国人口活动S金的名称改为联舍国人口*金，同时 

保留UNffPA这一英文缩写。有一项谅觯是，所提议的名祢改动毫不改变，今后 

也不会改变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的现行职衩、目标和宗旨或开发计划署埋事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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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及社会理亊会和大会对基金的作用和职滟，决定核准把联舍国人口活动*金的名 

称改为联舍国人口基金（笫4 2 / 4 3 0 号 决 定 ） ‧ 

文件： 

(a)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裉告，补 I I第3号（V 4 a ^ 3 )； 

(b)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的报眚。 

(d)联合国儿童碁金会"° 

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救济基金会（儿童基金会）是1 9 4 6年大会在笫一届会 

议设立的。其用途是救助被侵略国家的儿童和少年；基金应该按需要提供援助，不 

因为种族、宗教、国籍或政治信仰而有所歧视（第5 7(1传决议）。后来，大会认 

识到有必要采取继续不断的行动，以解除儿童，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及遭受战争和其 

他灾祸破坏的国家境内儿童的痛苦；并认为儿童基金会的工作是有益的，因为这种 

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使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长期方案得以发展。因此，大会在1953 

年笫八届会议决定无限期继续这个机构，但将其名称改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仍保 

留其简称为儿童基金会；并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继续定期审査儿童基金会的工作， 

同时斟酌情况，向大会提出建议〔第802 (VI工工)号决议〕。 

依照大会笫5 7 Ç t ) ^决议第一节第3段和第I038 ( X I )号决议的规定，儿童 

基金会自1 9 5 6年以来一直由执行局管理业务。执行局有成员3 0个，由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从联合国会员国或专门机构成员国中选出，任期三年。1 9 8 2 年 4月， 

大会笫三十六届会议续会根据理事会的建议(第1982/111号决定）决定在不影响 

其他机构可能作出的安排的基础上，扩大执行局的成员名類为4 1个，从联合国会 

员国、专门机构成员国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中选出(第36/244号决议). 

1 9 8 6 年 5 月 2 2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选举结果，执行局将由下列国家组成: 

本说明论及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议程内的分项目，付印时无更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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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孟加拉国**、比利时*、贝宁*、不丹*、巴西!*保加利亚**、加 

拿大智利* *、中国* * *、哥伦比亚* * *、刚果* *、丹麦*、吉布提* *、埃塞 

俄比亚**、法国**、加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圭亚那***、印度*、印度 

尼西亚*、意大利**、日本**、莱索托***、马里**、墨西哥**、荷兰**.、尼日 

尔*、挪威***、阿曼**、巴基斯坦**、波兰***、罗马尼亚*、瑞士*、泰国***、 

突尼斯**、 土耳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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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利坚合众国* *和委内瑞拉* 。 

儿童基金会秘书处以执行千事为首长，由秘书长同执行局协商后任命，现任执 

行干事詹姆斯。格兰特先生，自1 9 8 0年 1月 1日起任职迄今. 

儿童基金会资金来源完全是各国政府和私人方面的自愿捐款，基金会提供援助 

主要分为三类：在日益增加同发展中国家的顾问协商之下，协助它们规划和拟订各 

种儿童服务；为这些服务提供用品和设备，而且日益增加在发展中国家购置这些东 

西；它又提供工作人员训练资金，这些训练主要是在当地国家进行。基金一贯强调 

乡村一级方案的编制，以条件最不利人群为对象。 

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属于人道性质，因此，在第二十七届会议以前，是由大会第 

三委员会负贲审查；但是大会那届会议鉴于儿童基金会在发展方面的贡献，决定将 

基金会的工作列为"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项目的一部分，由第二委员会审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宣布1 9 7 9年为国际儿童年，指定儿童基金会为联合国 

系统内负责协调国际儿童年各种活动的主导机构，并指定基金会的执行干事负贲此 

项协调工作（第31/ 1 6特决议）。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再次确iUL童基金会是联合S系统内负责协调国际儿童年 

有关《联合国笫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咚》中涉童的目的和目标的后续活动 

̃ ̃ »― 1 9 8 7 年 7 月 3 1日任满。 

** 1 9 8 8 年 7 月 3 1日任满。 

*** 1 9 8 9 年 7 月 3 1曰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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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机构；向已为儿童基金会的需要作出响应的各国政府表示感谢，并希望更多 

的国家作出积极响应；呼吁所有国家政府增加捐款，以^;Lt基金会在当前的经济 

情况下仍能够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应付这些国家内儿童的迫切需要（第39/ 

2 2 2号决议） ‧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傻请为了纪念儿童基金会成立四十周年，加强现有努力，争 

取达到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中设想的有关儿童的各项目标，并注意 

到儿童生存和儿童成长战硌在完成这些目标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呼吁各国政府在 

四十周年期间及以后增加它们的支持、援助和捐款，以便让儿童基金会加强其与发 

展中国家的合作，满足儿童的迫切需要（第4 0 / 2 1 0号决议） . 

文件,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3号（A/ 4 3 / 3 ) , 

(e)世界粮食计划署 

世界粮食计划署是联合国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联合举办的， 

计划署依照1 9 6 1年的大会第17 1 4 ( X V I )号决议和粮农组织大会笫1/ 6 1号决 

议的规定，作为实验性方案举办了三年之后，已由大会第2095 ( X X )号决议和粮 

农组织大会第4/65号决议规定，只要多边粮食援助确实可行可取，并在每次认捐 

会议之前加以检査，那么计划署即可不断续办下去。计划署提供粮食援助以支持发 

展计划项目，并应付各种紧急需要。 

依照大会第3 4 0 4 ( X X X )号决议和粮农组织大会第2 ^ 7 5号决议，对世界粮 

食计划署的政策、行政和业务方面提供一般指导的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方案 

政府间委员会原有成员2 4国，经改组为3 0个成员国的理事机构一一粮食援助政 

策和方案委员会，并增加下列任务：作为就国家和国际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进行协 

商的场所，定期审査粮食援助需要和供应的总趋势，通过世界粮食理事会向各国政 

府建议关于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的改善，拟订建议，以便更有效协调多边、双边和 

非政府性的粮食援助方案，包括紧急粮食援助；定期检査世界粮食会议关于粮食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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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政策的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委员会将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粮农组织理事会提 

出年度报告，并向世界粮食理事会提出定期报告和特别报告。1 9 8 8 年 5 月 3 0 

日 6 月 1 0 日 和 1 9 8 8年1 2月5日至16日委员会在罗马分别举行第二十五和 

二十六届会议， 

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由3 0个联合国会员国或粮农组织成员国组成， 

其中1 5国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选出，另1 5国由粮农组织理事会选出。目前该委 

员会由下列国家组成： 

阿根廷*、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比利时，巴西—、喀麦隆**、加拿大-、 

佛得角*、中国，、‧比亚*、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匈牙利**、印度，意大利-、日本—、肯龙亚,马达加斯加-、荷兰‧、挪威鴨、 

巴基斯坦，、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瑞典*»、突尼斯**、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会王国*、美利坚合众画**、和委内瑞拉* . 

* 1 9 8 8年 1 2 月 3 1曰任满， 

** 1 9 8 9 年 】 2 月 3 1日任满。 

⋯ 1 9 9 0年1 2 月 3 1曰任满。 

计划署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合设行政单位管理；计划署设在罗马的粮农组织总 

部，以执行主任为首长，执行主任由联合国秘书长和粮农组织总干事同粮食援助政 

策和方案委员会协商后指派。现任执行主任詹斯 ‧ 英格拉姆先生自 1 9 8 2 

年4月1日起任职至今。 

计划署的资源主要是各国政府以商品、现金成服务的方式自愿捐献的，每 

两年在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粮农组织理事会、联合国 

大会和粮农组织大会对计划署作了检査后召开一次认捐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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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署也经授权接受各国为响应联合国秘书长或粮农组织总干事或两者的特别 

呼吁，为遭受重大灾害的人提供额外粮食援助而提出的"指定用途的捐款"。 

除了计划署的这些资源之外，大会在第3362(S — V I I ) 号 决 议 中 还 敦 促 发 达 

国家和有此力量的发展中国家指定储粮和（或）款项，交给计划署支配，作为一项 

紧恚储蓄，加强计划署处理发展中国家危急情况的能力.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确定1 9 8 9 年和 1 9 9 0两年对计划署的自愿认捐指标 

为14亿美元，其中现金和（或）服务应不少于总额的三分之一；并希望其他捐助 

来源考虑到预期合理项目请求的数量和计划署有能力扩大业务，大量增加捐献，从 

而增补这些资源；敦促联合国会员国、粮农组织成员国和准成员国以及适当的捐助 

组织尽一切努力，确保充分达到这项指标（第42/16 4号决议）. 

文件，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3号 ( A / 4 3 / 3 ) . 

8 &训练和研究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i歸所)是根据大会第十八届会议的一项决定（第1934 

(XV工工工）号决议）于1 9 6 5年设立的.按照训研所规程第一条的规定，训研所 

是联合国系统的一个自治机构，目的在于通过适当的训练和研究方案提高联合国的 

效能，使它能实现其主要目标，特别是维持和平与安全并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训研 

所的职能见规程第二条（：E/4200 ，附件一）. 

按照规程第三条的规定，秘书长同大会主席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协蔺后， 

任命一个国际性的董事会，作为该所的决策机关. 

按照规程第四条的规定，训研所执行主任由秘书长同董事会协商后任命.执行 

主任同董事会协商后，通过秘书长向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报告，并酌情向 

联合国其他机关提出报告.现任执行主任是来歇尔‧杜‧金盖先生，他自1 9 8 3 

年1月1日起担任是职.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请秘书长编写一份报告，审査训研所长期筹资安排，以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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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资金供应有更可预测、有保证和持续不断的基础（第37/14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决定参照秘书长的报告第4和5段，在大 

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审议训研所的长期筹资安排问题（第38/17 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遗憾地注意到董事会建议的关于训 

研所的长期筹资安排的三种备选办法，即设立储备基金、釆用补充制度和建立捐赠 

基金，均未能为主要捐助国所接受；请秘书诚训研所及其训研方面的活动、资金 

筹措和将来的作用，编写一份综合报告，并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其报告，同时 

附上训研所董事会对该报告的评论；并决定在第四十届会议上，根据秘书长的报告, 

就训研所的未来方案和筹资安排，作出决定（第3 9 / 1 7 9 号决议） ‧ 

大会第四十届义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重申交付绐训研所的任务仍有实际需 

要；着重指出至迟在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必须对训研所的长期资金筹措和前途作出 

最后决定，并为此目的要求秘书长就训研所的前途根据下列两种选择编写一份综合 

具体计划,关闭训研所，包括可能将训研所的职贵重新分配给其他机构和单位，和 

改组训研所，包括可能将其他机构和单位适当的训练和研究职贵移转给训研所（第 

4 0 / 2 1 4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并建议根据一些要素改组训研所， 

训练应成为训研所活动的主要重点（第4 1 / 1 7 2 号决议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m m ^ m » .请他根据其他一些要素改组训研所;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8 4 )的参考资林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6 9 4和 C o r r . 1 ； 

(b)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8 2 3 ; 

(c) 第 4 2 / 1 9 7号决议； 

(d)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2 / 4 2 / S R . 3 5 , 3 9 - 4 1 . 4 4 和 4 5 ; 

(e) 徘 会 议 i A / 4 2 / P V . 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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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可秘书长的以下建议，收购有关土地，随后出售训研所大楼的全部财产，将所获 

资源用来偿付目前欠联合国的数额，余额用作训研所的储备金，训研所应在实收自 

愿捐款和其他可以得到的额外资源，包括储备金所生利息的基础上进行业务；谙秘 

书长革拟必要的训研所章程修正案，提交绐董事会其中应反映调整管理、工作人员 

及行»财 „的情况，以及指定董* ^后补代表的^ ^又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 

情况和对训研所前途可能有影响的任何其他发展情况编写一份报告，提交大会第 

四十三届会议（第4 2 / 1 9 7号决议）. 

文件， 

(a) 训研所执行主任的报告，补编第1 4号（ A / 4 3 / 1 4 ); 

0 »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 第 4 2 / 1 9 7 号 决 议 ） . 

(b) 联合国大学 

1969年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议了设立一所致力于实现《宪章》所载和平 

与进步的目标的国际大学的问题.大会该届会议表示欢迎秘书长提出的这个倡议， 

并请秘书长会同教科文组织和训研所就创办一所国际大学的可行性，进行一个专家 

研究（第257 3 ( X X I V )号决议）.随后的两届会议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审议 

(第2691(；0："和2822"：0"工）号决议）‧ 

大会笫二十七届会议决定在联合画主持下设立一所国际大学，定名为联合国大 

学（第29 5 1 ( X X V I I )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大学的校章（A/9149/Ad4 2 ) (第 3 0 8 1 

( X X V I I I ) 号 决 议 ） . 

按照联合国大学校章笫三和第四条，大学的理事会应有2 8名理事，负贲校务, 

24名委任的理事的任期是六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六年.校长应为理事会的理事, 

联合国秘书长、教科文组织总千事和训研所执行主任应为理事会的当然成员，理事 

^两年应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向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校务报告（第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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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号决定）并每年应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和教科文组织总千事向教科文组织执行局 

提出校务报告，目前理事会由下列理事组成： 

委任的理事 

巴克尔‧阿卜杜拉‧巴克尔先生(沙特阿拉伯)* 

巴希尔‧巴克里先生（苏丹）* 

玛丽•泰雷兹•巴斯夫人（塞内加尔）* 

玛丽‧贝里女士（美利坚合众国）傷 

安德烈。布兰克‧拉皮埃先生（法国）* 

阿方索‧博雷罗神父（哥伧比亚)-

翁贝托‧科隆 博先生（意大利）-

梅塞德斯。孔塞普西翁夫人(菲律宾）* 

国义馆先生（B本） ‧ 

基思‧格里芬先生（联合王国） 

赫尔加‧盖伦伯格女士（芬兰）* 

沃尔特‧约瑟夫‧卡姆巴先生（津巴布,）* 

约瑟夫‧基泽博先生（布基纳法索)* 

杰拉尔德《茱勒先生（牙买加）* 

坎迪多。门德斯‧德阿尔梅达先生（巴西）一 

梅农先生（印度）* 

马撤.姆翁吉夫人(坦桑尼亚）** 

玛丽亚‧德洛尔德斯‧平塔西尔格女士（葡萄牙）* 

叶弗根尼‧普里马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来哈利•西来先生（匈牙利）** 

雷曼•索布罕先生（孟加拉国）• 

贾斯廷‧托伦斯先生（瑞士）-

阿尔维托。瓦格纳‧德雷伊纳先生（秘鲁）* 

赵娣花女士（中国）* 

" * ~ ~ 1 9 8 9年5月2日任满. 

‧ 1 9 9 2 年 5 月 2 日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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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 

埃托尔‧戈古利诺 ‧德索萨先生 

当然理事 

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教科文组织总千事费德里科‧马约尔先生 

训研所执行主任来歇尔.杜 ‧金格先生 

按照联合国大学校章第三和第五条的规定，大学校长应对大学理事会负贵，从 

事大学的领导、管理、方案拟订和协调工作.校长任期通常是五年，可以续任五年. 

秘书长按照大学校章中规定的程序，在同教科文组织总千事协商并得到他的赞同后, 

委派大学校长‧现任校长埃托尔 ‧戈古利塔'德索萨先生的任期至1 9 9 2 年 8 月 

3 1 B任满，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i义'"满意地注意到1 9 8 5年是大学创校十周年，在第一个 

十年里，大学已在联合国系统中以及国际学术和科学界成为一个杰出的独特机枸， 

欢迎大学在执行研究方案、高深训练和传播知识以及在执行第一个中期展望（19 

8 2 至 1 9 8 7年）范围内所规划的活动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赞赏地注意到理事会 

决定对大学第一个十年的工作展开全面的外部评价，以审査大学实现《章程》所规 

定的目标的情况，以便提出建议，加强其今后的工作，从而为规划今后的工作作出 

重大贡献；满意地注意到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已于1 9 8 5年在赫尔辛基开始活动， 

"
2
第四十一届会议（议程项目8 1(b))的参考资料： 

(a) 籍国大学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3 1号（ A / 4 1/31 ) ; 

(b)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 / 4 1 / 8 5 9 ; 

(c) 第 4 1 / 1 7 3号决议； 

(d)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2/41/SIl la 15-1Z 2a 21和27; 

(e) 徘 会 议 ， A / 4 1 / P V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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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购步方案的三销究题目上已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它们; ^ "饥饿与贫困，最 

贫穷的十亿人"； "货币、财政和贸易，改革以促进世界发展"以及"发展与饫术 

改造：改革的管理"；又满意地注意到大学在设立其他研究和姻练中心方面，特别 

是在设立拟议的非洲自然资源研究所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请大学在编写给大会的报 

告时，参考各国政府就大学介绍其活动的方式在大会上提出的评论，特别应加强报 

告的分析内容；注意到大学一方面同联合国及其各机关和专门机枸，另一方面同国 

际学术和科学界、包括各国研究中心的合作活动继续和加强，从而提高大学对各种 

全球性问题作出反应的能力，并在这些问题方面使其工作同联合国系统和世界学术 

界的关心事项关系更加密切；确认大学需要加强筹集资金的努力，以充实其捐教基 

金和业务基金，以便增加其主要收入；恳切呼吁所有国家认识到大学的进展以及它 

的工作同联合国关切事项密切相关，紧急地向捐款基金及其附属机构慷慨捐款，并 

且额外地或交替地对大学作业务捐款，使它能依照《章程》和大会的有关决议有效 

地履行其任务（第4 1 / 1 7 3号决议) . 

大学理事会分别于1 9 8 6 年 1 2 月 1 日 至 5 日 在 东 京 、 1 9 8 7 年 7 月 6 日 

至 1 0日在赫尔辛基和1 9 8 7 年 1 2 月 7 日 至 1 1日在东京举行了第二十八届至 

三十届会议.第三十一届会议将于1 9 8 8 年 7 月 2 6 日 至 3 0日在巴西利亚举行. 

文件，大学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3 1 号（ A / 4 3 / 3 1 ) , 

8 6 . 特别经济和救灾援助 

(a)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 

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于I 9 7 2年3月成立，作为联合国内的常设办事 

处和联合国系统内救灾事务的协调中心，大会请协调专员为秘书长编制年度报告, 

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提出（第2816 ( X X V T )号决议）， 

为了加强该办事处，后来又设了一个信托基金，并在基金内开设了两个分帐户 

来提供额外的紧急救灾援助和资助防灾备灾技术合作活动（第3243 ( X X I X ) , 

3 4 4 0 ( X X X )和3 5 3 2 ( X X X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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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注意到发动改善联合国教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的管理业务， 

和为应付受灾国的教灾请求和处理复杂的灾情和异常严重的紧急情况而制订执行程 

序的方式方面，作出的进展；决定自1 9 8 4年1月1日起，维持联合国教灾协调 

专员办事处信托基金及其分帐户；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一份综合 

报告（3 7 / 1 " ) * 

大会第三十会议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系统应付自然灾害和 

其他灾害情况的能力的综合性报告，以及秘书长关于协调专员办事处的工作的报告; 

特别关心地注意到秘书长就救济物品的运输、更迅速的发放和分配、重建和安置、 

以及有必要建立更有效的监测和评价程序来评估协调专员办事处及整个国际社会对 

一些灾害情况调动和提供救济的方式，所表示的意见和结论；强调有必要继续和进 

一步加强协调专员办事处同包括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及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协会在 

内的从事救灾工作的有关志愿组织的关系，并请秘书长考虑成立一个小型顾问团， 

由这些主要教济组织的行政首长以个人身份参加，以便根据请求，在评估救灾需要 

和拟订与执行统筹协调的救灾方案方面向协调专员提供咨询意见；授权秘书长允许 

协调专员办事处应要求在任何一年内提供总類最高达60万美元的紧恚救灾援助，每 

个国家每次灾害可得的援助最高额通常为5万美元，尽可能要在现有资源内支付； 

并请秘书长同捐助国、受援国以及有关机构协商后，就他的综合报告和本决议内确 

定的结论和问题，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4年第二届常会向大会第三十九届 

议提出关于后续行动的具体建议（第3 8 / 2 0 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有关协调专员办事处工作的报告，和他有关 

加强联合国系统应付自然灾害和其他灾窨的能力的报告；请秘书长视需要修订联合 

国目前的釆购手续，以便协调专员办事处能够及时更有效地对受灾或面临紧恚情况 

的囯家的特珠和紧急需要作出响应；谙协调专员办事处与有关各方合作，共同研究 

最合适的步骤，确保迅速提供教灾物资和运翰设备；请协调专员视需要在有关国际 

机枸提供的专家协助下审査和改进该办事处的内部评价制度，以保证该办事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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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能充分考虑到教灾行动所取得的经验 i请，调专员办事处通过现有途径加强 

其筹资努力；并强调必需使协调专员办事处的工作放在和保持在一个健全的财政基 

础上，并请秘书长对此给予更高度优先（第3 9 / 2 0 7号m )。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各项活动的 

报告；认识到备灾防灾活动的重要性；重申协调专员办事处作为联合国系銃救灾协 

调中心的任务；请秘书长和协调专员加强努力，再筹集自愿资源，并呼吁各国政府 

提供紧急自愿捐款；建议在协调专员逐步结束他在某一国家的救灾协调贵任时，应 

将有关资料移交铪联合国系统的主簪机关和机构，设法保证向恢复和重建阶段进行 

必要的过渡；欢迎秘书长关于设立工作组的决定，其目的是审査联合国系统对非洲 

的紧急情况的反应；强调在这方面，必须考虑到过去所取得的经验；并请秘书长就 

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这包括全面审査救灾和紧 

急援助和协调系统内的现有机制和安排（第4 1 / 2 0 1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决定指定1 9 9 0年代为一个"十年"，在此期间，国际 

社会在联合国主持下将特别注意促进减少自然灾害这方面的国际合作，并在第四十 

三届会议审议了请秘书长提出的特别要著重说明希望联 合国系统发挥的催化和促进 

作用的进度报告后，就联合国参与此事的内容和形式作出决定（第4 2 / 1 6 9 号 

决议）， 

大会同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大会第4 1 / 2 0 1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决定请秘书长着手执行其中的结论和建议，同时要考虑到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期间 

所表示的意见和特别注意到发展联合国在救灾、备灾和防灾方面的更有效的能力； 

在这方面，喜见秘书长主动在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千事办公室内设立中央联络点, 

以确保联合国系统在救灾和其他紧恚情况方面作出有效反应；并决定在第四十三届 

会议上审议此事项和秘书长关于本决定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第4 2 / 4 3 3号决 

定）。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2 8 1 6 ( X X V T )号决议）， 

7 3 , (第 4 2 / 1 6 9号决议和第4 2 / 4 3 3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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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特别经济援助方案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请秘书长按照第41 / 1 9 2号决议的规定继续努力，调 

动向莫桑比克提供的必要财政、技术和物资援助；经常审査莫桑比克的情况，并向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8年第二届常会报告对莫桑比克的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现 

况；以及向大会提出关于莫桑比克经济状况的发展和该国的特别经济锾助方案执行 

情况的报告（第4 1 / 1 9 7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i义审议了向面临自然灾害、经济基础结构薄弱、来自国内 

外的破坏和对经济发展的严重限制所引起困难的一些国家提供特别援助的需要问题， 

并通过了下列一系列决议，要求秘书长调动国际支助和密切注意并报告发展情况：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8 6 )的参考资料： 

(a) 经 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的 报 告 ： 补 编 第 3 号 （ ) ； 

(b) 秘书长的报告： 

H向前线囿家和其它毗邻国家提供特别锾助：A / 4 2 / 4 2 2和 A d d . 1-4； 

«关于贝宁、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民主也门、吉布提、厄瓜多 

尔、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 

马达加新加、尼加拉瓜，塞拉利昂、鸟干达和瓦努阿图的扼要报告： 

2 ^ 4 4 2 ； 

曰对黎巴嫩重建和发展的援助：A Z 4 2 ^ 5 5 3和 C o r r . 1 ; 

( 0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 / 4 2 / 7 9 6 ; 

(d) 第 4 2 / 1 9 9 至 4 2 / 2 0 5号*i义； 

(e)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A/C. 2 / 4 2 / S R . 16、 20, 25, 2 8 , 30, 37, 3 9 和 

40 ; 

(f) * 会 议 ： 9 6 。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2 5 8 

决议 标题 

4 2 / 1 9 9 为黎巴嫩的重建和发展提供锾助 

4 2 X 2 0 0 向 乍 别 经 M 助 

4 2 / 2 0 1 向前线国家提供特别援助 

4 2 ^ 2 0 2 向马尔代夫提供救灾特别援助及加强其海防 

4 2 / 2 0 3 向萨尔瓦多提供锾助 

4 2 / 2 0 4 向中美洲提供经济锾助 

4 2 X 2 0 5 向贝宁、中非共和国、民主也门、古布提、厄瓜多尔、 

冈比亚、马达加浙加、尼加拉瓜和瓦努阿图提供援助 

大会在这些决议中呼吁各会员国，有关政府间组织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专门机 

构，邇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包括联合国特别经济援助方案信托基金，向这些国家提 

供或增加援助，并斟酌情况，参加捐助者会议，以期支锾各国的重建和发展努力 

(第42 ^ 1 9 9 » 4 2 / 2 0 0 , 4 2 ^ 2 0 2 . 4 2 / 2 0 3 和 4 2 / 2 0 5 号 决 议 ) . 

大会又极力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及时肩效地提供必要的财力、物力和技术援助， 

提高前线国窠和其他毗邻国家个别和集体的能力，使它们能够按照本国和区域的计 

划和战略，应付南非所釆取的经济措施和国际社会为对付南非而釆取的经济搢施所 

带来的后果；并呼吁所有囿家及有关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支持前线国家和其他 

毗邻国窠为克服南非局势造成的严重问题而制订的国家和集体紧急方案（第42/ 

2 0 1 号 决 议 ) . 

大会又请秘书长同开发计划署密切合作，派遣一个技术特派团到中美洲各国， 

同该地区每一国政府、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以及诸如中美洲经济一体化 

总条约常设秘书处、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和支持中美洲经济 

社会发展行动委员会等促进一体化的机构进行协商，决定地区内各国的经济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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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事项；请秘书长基于所确定的优先事项，同区域内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适 

当机关和组织密切协商，制订一个中美洲合作特别计划；并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 

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 2 / 2 0 4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按照第4 2 / 2 0 4 和 4 2,1号决议,于1 9 8 8 年 5 

月 1 1日召开续会，审议秘书长关于中美洲特别经济援助计划的报告. 

大 会 5 月 1 2日第 1 1 2次全体会议通过第4 2 / 2 3 1号决议，其中感谢秘 

书长提出了特别计划，又感谢开发计戈樓和拉加经委会的重大支助；请秘书长在开 

发计划署和拉加经委会协助下，与各捐助画协商，来促进、监测和协调这项特别计 

划；促请国际社会和各国际组织增加其同中美洲国家的技术、经济和财政合作，以 

执行特别计划；决定在第四十四届会议上审査和评价特别计划的执行进度，并请秘 

书长就本决议执行情况提出报告，内附他认为适当的任何建议(第4 2 / 2 3 1 号 

决 议 ） . 

87.《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笫二小十年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 

大会笫三十八届会议宣布，从1 9 8 3年 1 2月 1 0日起的十年期间为向种族 

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二小十年；核准了决议的附件《第二小十年行动纲领》 

并请各国合作执行此纲领；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秘书长协助下，负责协调执行 

《行动纲领》，并评价第二小十年期间所进行的活动（笫38/1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决定了在19 8 5—19 8醉期间将釆取的具体行^请各国 

政府根据秘书长散发的问题单每两年提出关于在《行动纲领》下所釆取的行动的报 

告，并递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审议.大会还请经社理事会在十年期间向大会提交 

一份年度报告，其中必须载有：（a)列举为实现第二小十年的目标而釆取或设想的 

活动，其中包括各国政府、联合国各机关、专门机枸，其他茵际和区域钼织以及非 

政府钼织的活动的说明,(b)这些活动的审査和评# ( 0 其意见和建议（第 3 9 / 

1 6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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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就行动纲领执行情况提出的报告（A/42/ 

4 9 3 )和秘书长提出的关于种族歧视在教育、培训和就业方面对少数民族的子女 

特别是移徙工人的子女的影响的研究报告（A/42/492>请秘书长继续该项研究， 

特别就应釆取何种措施来对付此种歧视的影响搓&具体建妫注意剷J 9 8 7 年 9 

月在纽约举办的关于各茵禁止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法律编拟问题的培训课程，并 

请秘书长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8年第一届常錄交~ #关于这个问题的报# i 

再请秘书长把他关于私人团体行动在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 行战斗方面所起的作 

用的研究报告（A /41/550)递送各国政府、各专门机枸、区域政府间组^和具有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征求它们的意见，由它们指&进一步的 

有关材料，并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就此专题提出最后报#î又请他尽快编制和印 

发一份立法汇编样板，以指导各菌政府颁布反对种族歧视的进一步立法急切请求 

秘书长确保切实并即刻实施拟于第二小十年前半期进行但尚未开展的那些活动；强 

调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有适当申诉程序的重要性，因此请秘书长根据就此 

专题举行的讨论会的结果，编写一份关于申诉程序的手册，并且如有可能在合格专 

家的适当协助下将它最后定稳核可本决议附件所载拟于1990—1993年期间进行 

的活动计划> 请秘书长着手执行这些活动；再请他在执行活动计划时对旨在消除种 

族隔离的措施给予最高度优先（笫42 /47号决议〉.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8 7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4 9 2 > 

(b) 笫三委员会的报告：A /42 /703 t 

(c) 笫 4 2 / 4 7 号 决 妫 

(d)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A / c . 3 / 4 2 / S R . 3̶13» 1 5 和 2 3 ̶ 2 4 J 

(e) ^ 会 议 ： A / 4 2 / P V . 8 5 •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2 6 1 

人权委员会在其1 9 8 8年2月和3月举行的笫四十四届会议上吁请所有能够 

这样做的政府、组织和个人向《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十年行动方案》信托基金 

作慷慨捐助，以便使秘书长能执行1985—198碎活动计剁所载的各项方案构成部 

注意到大会第42/4 7号决议,在该决议中大会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第二小 

十年期间就已开展的或设想的旨在实现第二+十年目标的活动每年向大会提交掘^i 

重申其有关在1985~ 1 9 8 9年活动计划范围内每年选定一题目进行专题审议的决 

^ 决 定 1 9 90年的题目应为"属于移民国家中的种族群体的个人的人权"；并 

请秘书长按照其19 8 7 / 1 2号决议规定，设法就"造成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 

族隔离的政治、历史、经济和文化因素"这个题目举办一次讨论会；对大会第42/ 

4 7号决议表示欢迎，大会在该决议中再次授权秘书长就种族歧视问题于19 8 8 

年与联合国系统、区域性政府间鉬织和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具有咨商地位的有关非 

政府鉬织的代表进行全球瘥商，重点讨论协调反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国际活动问 

题（第19 8 8 / 1 6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1 9 8 7年笫一届常会请秘书长在今后提交理事会关于 

《集二个十年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中，就所有S家政府、联合国机关、 

专门机构、政府间鉬织和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鉬织的有关活动 

提供更为详尽的资料.（第1 9 8 7 / 2号决议） ‧ 

文件： 

(a) 秘书长的报告（第42 / 4 7号决议）， 

(b) 秘书长的报告（笫 4 0 / 2 2 号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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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铪予南非种,^义和殖民主义政权以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形式的捶助 

对人权的享5br产生的不利影响 

1 9 7 4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笫五十六届会议请责继续对南部非洲各种族主义 

和殖民主义政权提供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缓助的国家或拒绝釆取任何步糠阻止 

其管辖范围内自然人成法人撞助这些政权，从而鼓励它们继续侵害基本人权的各国 

的活动；赞同人权委员会授枳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一名特剁报告员 

的决定；并建议大会将本項目列入钹程，以便在笫三十届会该时加以审议（笫1864 

" V I ) 号 絲 ） ‧ 

大会第5三十一、三十三、三十五、三十七和三十九届会议审议了上述的 

项目（第3 3 8 3 ( X X X )、 31/33, 33/32. 35^32. 37/39和39/15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届和第三十二至四十三届会议审议了这个項目(第3(XXX)、 

6 ( X X X I I ) , 7 ( X X X I I I )、 6 ( X X X I V ) % 9 ( X X X V ) , 11 ( X X X V I ) , 8 ( X X X V I I ) , 

1982/12. 1983/1L 1984/6, 1986/5. 1986/6, 1 9 8 7 / 9和1 9 8 7 / 1 0号 

决议） ‧小组委员会也在各届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第 l ( x x x )、 2 ( X X X I I I ) 

6 ( X X X I V ̂  1982/16. 1983/11. 1984/6, 1985/3. 1 9 8 7 ^ 5 ^ 1988/7 

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对于特别报告员就给予南非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权政 

^
7
"第四十一届议决（议程项目8 4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A/41/1573J 

(b) 第三委员会的损告：A/41/786, 

(c) 第41/95号决议, 

(d)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A/C. 3 / 4 1 / S R . 4 — 1SL 2 3 昶 2 5 , 

(e) 全体会议： 4 / 4 1 ^ P V .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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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形式的援助对人权的享受所产生的不利钐响提出的增订捐告 

(联合国出版出，销售品编号；E. 86. XIV. 4)表示赞赏,重申该损告的增订，对于 

向南非和纳来比亚境内的种族隔离及其他侵3队权的行为进行斗争的事业至关紧要, 

请特别掘告员继续增订4助南非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权的银行、跨国公司及其他 

组织的名单，每年予以审查，并且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掙交增订损告（第 4 1/95 

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在其1 9 8 8年2月和3月第四十四届会议上对特别损告员的增订 

损告（E/Cir. 4/Sul). 2 / 1 9 8 7 / 8和 R e v . 1 昶 A d d . \t第一昶第二部分）表 

示满意1请他在每年进行审査的情况下继续侈订上述名单，并将修订报告通过防止 

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提交人权委员会（1988/12号决议）• 

预期将无预先分发的文件， 

89 .老龄问题 

薄为"年老与老年人问题"的项目是应马耳他的要求（Ay7644)于1 9 6 9 

车列入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议程的，并经第二十六、第二十八和第三十二届会议加 

以审议（第2842 ( X X V I )、 3 1 3 7 ( X X V I I I )、 32/131和32/13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至三十六届会议决定在1 9 8 2年主办一次年长人问颞世界大会 

(第33/52号决议），并在第三十四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项目（第34/153号决 

议）,决定把年长人问题世界大会改名为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并请秘书长设立一项 

世界大会自愿基金（第35/129号决议），请他将该信托基金用于鼓励发展中国家 

进一步关心老龄问题，并请各会员国考虑在本国指定一天作为"老年人日"(第36/20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赞同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以一致意见通过的《老龄问颞维也 

纳国际行动计划》1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社会发展委员会从1 9 8 5年开始每 

隔四年审査《老龄问题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并将结果递送大会(第 

37/5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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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八届至第四十届会议继续审议了这一项目（第A/38/27号、 k / 

39^25号和4/40/129号决议），请秘书长就执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 

方式和方法镧订一个执行《行动计划》的联合国方案的适宜性湘可行性编写一份报 

告（第40 / 3 0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该项目(第41/96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请秘书长继续监督在执行《行动计划》方面所取得的进 

展，特别是通过进行大会第37/51号决议所要求的审査和评价程序来完成这项工 

作 ,在制订1 9 9 0——1 9 9 5年期间中期计划时，优先重视认真镧订执行《行 

动计划》的实际可行的战略，提出老龄问题领域研究和政策分析活动的分阶段执行 

办法；在设立非洲老车协会方面提供协助；请社会发展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一届会议 

期间召集一个非正式不限成员名额的特设工作组，以便充分审议秘书长关于第二次 

审査和评价《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的报告，并在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向委员 

会建议推动老龄问题事业的适当措施i吁请各国政府设立并加强老龄问颞领域的国 

家机构,呼吁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支持联合国老龄问颞信托基金， 

喜见各非政府组织主动鼓励私营部门调集执行《行动计划》所需的资源支持联合国 

系统在老龄问题领域开展的工作i认为在1 9 8 2年老龄问题世界会议十周车时应 

有适当后续活动以便在全球一级维持对影响老车人问题的认识，请秘书长向大会第 

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 2 / 5 1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2/51号决议）。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A/4a/567j 

(b)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7 h 

(c) 第42/《l号决议 J 

(d)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A/C. 3 / 4 2 / S R . 1 4 - 2 2 . 2 8 和 3 2 , 

(e) 全体会议：A/42XPV.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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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促进青年人参与的政策和方案 

青年领域的进一步规划和适当后续行动的指导方针的执行情况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决定在其第四十届会议拨出适当次数的全体会议来审议与 

青年有关的政策和方案，并指定这几场会议为联合国国际青年年世界会议，又决定 

咨询委员会第四届会议应当在秘书长编写的草案的基础上拟订青年领域的进一步规 

划和适当后续行动指导方针，并将其提请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核可（第39/22号决 

议），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以联合国国际青年年世界会议的名义赞同载于国际青年年咨 

询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报告（A/40/256,附件，第三节）中的青年领域的进一步规 

划和适当后续行动指导方针；并决定将题为"涉及青年人的政策和方案：参与、发 

展、和平"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并在这个范围内根据秘书长 

的一份报告评价国际青年年的成果（第40/14号决议）， 

大会同一届会议通过了题为"作出努力和采取措施以确保青年实现和享受人权， 

特别是受教育和有工作的权利"的决议（第40/1 5号决议）和题为"为青年创造 

机会 "的决议（第 4 0 / 1 6 号决议） .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请秘书长利用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作为协调中心， 

对联合国系统内所有与青年有关的项目和活动继续密切监测和协调，并且用具体事 

实提出有关的执行情况报告；决定将题为"促进青年人参与的政策和方案：参与、 

发展、和平"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并且在此范围内，根据 

秘书长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份具体报告，审査本决议的执行情况（第41/97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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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请秘书长积极推动在联合国各机关和专门机构的各项 

方案中包括与青年有关的项目和活动，特别是关于通讯、保健、住房、文化、青年 

就业和教育等主题方面，以及利用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作为协调中心，密 

切监测其执行情况；决定将题为"有关青年的政策和方案"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 

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并且在这个范围内，根据秘书长的一份具体报告，审查本决 

议的执行情况（第 4 V 5 4号决议 ) ‧ 

联 合国同青年和青年组织交流的渠道 

大会第三十七至第三十九届会议继续审议联合国同青年和青年组织的交流渠道 

的问题（第ST/SCX 3 8 / 2 6 和 3 9 / 2 4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敦促会员国、联合国机关、专门机构及其他政府组织和政府 

间组织，充分执行大会第3^ / 1 3 5和3 6 / 1 7号决议所通过的有关交流渠道的准 

则；并决定在其第四十一届会议上，根据秘书长的报告审议题为"有关青年的政策 

和方案"的项目（第40 / 1 7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呼吁会员国、联合国机关、专门机构和其他政府组织及政 

府间组织，不仅一般性地而且以反映出对青年人重要问题的具体措施来充分执行经 

大会第32/135号和第36^17号决议所通过的有关交流渠道的准则；请秘书长制 

订具体方式方法，确定各交流榘道如何可以有效地配合有关青年的项目及联合国机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9 0 )的参考资料： 

( a )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5 9 5 ; 

0 >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7 2 ; 

(c) 第 4 ^ / 5 2 至 号 决 议 ； 

(d)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3 / 4 2 / S R . 2 0̶22 » 2 8 ^P32j 

(e) 会议： A / 4 2 / ^ V .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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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和各专门机构的活动，并就此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决定根据秘书长 

的报告在其第四十二届会议上审议题为"有关青年的政策和方案"的项目（第41/ 

9 9 号 决 议 ） . 

大会同一届会议决定在其第四十二届会议审査题为"促进青年人参与的政策和 

方案"的项目下的以下主题：（a)青年领域的进一步规划和适当后续行动的指导方 

针的执行情况；和(b)联合国同青年和青年组织之间交流的渠道（笫41/425号 

决定），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请秘书长在这方面，按照第3 6 / 1 7号决议附件所 

载改善联合国同青年和青年组织的交流渠道的附加准则，继续利用在国家、区域和 

国际各级青年同联合国系统之间目前已有的合作结构，并鼓励其他联合国机关和专 

门机构也这样做（第4 2 / 5 5号决议）， 

大会在同届会议上通过了题为"作出努力和采取措施以确保在和平条件下使各 

国实现和使青年享受人权特别是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第4 2 / 5 2号决议.)和 

"为青年创造机会"的决议，其中请秘书长在其提交给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关于青 

年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关于设在维也纳的希望的8 7年研究所所进行的工作的说明 

( 第 4 2 / 5 3 号 决 议 ） .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2 / 5 3 和 4 2 / 5 4 号 决 议 ） . 

91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报告 

1 9 6 5年大会第二十届会«过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 

2 1 0 6 A U X )号决议） 0 该《公约》于1 9 6 9 年 1月 4日生效 0 

依照《公约》第8条的规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由1 8名专家组戚。委员 

会委员任期四年，连选可以连任。目前的委员会由下列1 8名委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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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穆德。阿布勒°纳斯尔先生（埃及）* 、哈姆扎特。阿马杜先生（尼日 

利 亚 ) * 、迈克尔。帕克。班顿先生（大不列颠^^爱尔兰联合王国）* 、穆 

罕默德•奥迈尔。贝夏尔先生（苏丹）* 、安德烈.不伦瑞克先生（法国）* 、 

爱德华多 •费雷罗 ‧科斯塔先生（秘鲁）* * 、 伊 西 ' 福 伊 格 尔 先 生 （ 丹 麦 ） " . 

伊凡‧加瓦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 、乔治'兰普特先生（加纳）*、卡尔.约 

瑟夫‧帕尔奇先生（德意志联邦#和国）*，尤里‧雷谢托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 # # ，豪尔赫‧雷南.塞古控先生(哥斯达黎加）* * , 香 蒂 . 萨 

迪格 '阿利夫人（印度）* * ，阿遨'夏希先生（巴基斯坦） # 、来歇尔。夏赫费 

斯先生（塞浦路斯）* 、宋蜀华（中国）*、卡西米尔‧维达斯先生（南斯拉夫）**、 

和马里奥‧豪尔赫.尤兹斯先生（阿根廷）* * 。 

» 1 9 9 0 年 1 月 1 9日任满， 

" 1 9 9 2 年 1 月 1 9曰任满。 

依照《公约》第9条的规定，委员会每年需要通过秘书长向大会提交关于其活 

动的报告，并根据《公约》各締约国所提出的报告和资料，提出建议和意见，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委员会的报告包括1 9 8 6和 1 9 8 7年的会议; 

对于《公约》的若干締约国未履行公约规定的财政义务而导致消除种族歧视娈员会 

1 9 8 6年 8月的会议取消以及 1 9 8 7年 8月的会议缩短两星期的事实表示深切 

关注（第42/57号决议）。 

鉴于经费不足的情况继续存在，委员会原订1 9 88年举行的第三十六届会议 

已经取消。委员会下届会议订于 1 9 8 8年 8月 1日至 1 9 B期间举行。委员 

会将视现有经费情况在所订期间内举行为期短至一周或长达四周的会议， 

文件：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1 8号（ A / 4 3 / 1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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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财政情况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8大力呼吁所有締约国立即履行公约第8条第6款规定的 

财政义务，使委员会能够继续工作；促请締约国在其下一次会议上，探寻一切适当 

的措施，并作出决定，使委员会今后能够定期开会；请締约国在目前的财政困难获 

得令人完全满意的解决之前，考虑作为一项例外措施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延长的会 

议的可能性；请秘书长就委员会的财政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2/ 

5 7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2/57号决议）。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现况 

1 9 6 5年大会第二十届会议通过《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并请 

秘书长就该公约批准的情况向大会报告，由大会未来各届会议予以审议（第2106 

A ( X X )号决议）。应这项请求，自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以来，每年都向大会提 

出关于公约现况的报告。 

第四十一届会议(议程项目9 2 )的参考资料： 

(a) 消除种族歧视娈员会的报告：补编第1 8号（ A / 4 2 / 1 8 ) ; 

(b) 秘书长的报告。 

H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现况：A/42/449; 

a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成员费用筹措问题的报告：A/42/468和Corr. 1 

和 A d d . 1； 

( o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2 0 ; 

(d) 第 4 2 / 5 6和 4 2 / 5 7号决议； 

(e)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A/C. 3 / 4 2 / S R , 3—13L 23L 2 4 和 2 7 ; 

(f) 全体会议： A / 4 2 / P V .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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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于1 9 6 6年3月7日开放给各国签署，并依照公约第1 9条的规定，于 

1 9 6 9年1月4日，即第二十七国的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秘书长后的第三十天， 

发生效力。 

截至1 9 8 8 年 5 月 1 日，已有 1 2 4个国家批准加入该公约，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1/10 4号决议）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现况 

1 9 7 3年大会第二十会议通过《禁止并餳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 

开放绐各国签署和批准，并呼吁所有国家尽早签署和批准该公约（第3068UXV 

I I I ) 号 决 议 h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请秘书长向大会提出关于公约现况的年度报告(第3380 ( X 

X X ) 号 决 议 h 

公约根据其第十五条第1款的规定，已于1 9 7 6 年 7 月 1 8 日 ， 即 第 二 十 国 

的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秘书长后时第三十日开始生^ 

截止1 9 8 8 年 5 月 1 日 ， 已 有 8 6个国家批准或加入公约，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8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 

的现况的报告（A/42/449);再次呼吁尚未批准或加入公约的国家，特别是对在 

南非和纳米比亚境内营业的跨国公司拥有管辖权那些国家，立即批准或加入公约， 

如果得不到它们的合作，就无法制止这种活动；请秘书长在其下一年度报告内，特 

别列入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的一节(第4 2 / 5 6号决议）. 

根据《公约》规定设立的三人小组于委员会1 9 8 8年第四十四届会议开幕前 

举行了一次为期五天的会议，会上审査了八个締约国提出的报告，根据报告的审査 

结果通过了若干结论和建议，并就其活动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报告（E/CN. 4 / 1 9 8 8 / 

3 2 ) ,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2/56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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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关于残废人的世界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和联合国残废人十年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通过《关于残废人蚱世界行动纲领》；决定在其第四十二 

届会议上评价《世界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笫3 7 / 5 2号决议）；并宣布 1 9 

8 3 - 1 9 9 2年为联合国残废人十年，作为一项长期行动计划（第3 7 / 5 3 号 

决议）。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请秘书长于1 9 8 7年召开一次主要由残废人参加专家 

会议，进行评价残废人十年中期的进展，并编制一份报告，使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能够对《世界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价（第3 9 / 2 6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再请所有国家优先进行有关残废预防、康复和残废人机会 

均等的项目；欣悉瑞典政府表示愿意担任1 9 8 7 年按照第 3 9 / 2 6号决议的有 

关规定召开的一个专家会议的东道国；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报告关于本 

决议的执行情况和关于专家会议的结果（第4 1 / 1 0 6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重申《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的正确性，并伋会 

员国重新致力促进早日切实执行《行动纲领》；要求会员国以及联合国系统所有有 

关机构和机关就全球专家会议的报告（C S D H A / D D I V G M E / 7 ) 第 1 0 至 3 9 段内 

所列各项建议以及就秘书长关于评价联合国残疾人十年前半期内《关于残疾人的世 

界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的报告（A/ 4 2 / 5 6 1 )向秘书长提出评论意见，并请秘书 

长就此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8年第一届常会提出报告；又请秘书长向大会第 

四十三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第4 2 / 5 8 号 决 议 ） . 

笫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9 3 )的参考资料： 

(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5 5 1 和 A / 4 2 / 5 6 1 ; 

( D )笫三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7 4 ; 

( c ) 笫 4 2 / 5 8号决议；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A / c , 3 / 4 1 4 — 2 1 2 8 和 3 2 ; 

( e ) 全 始 议 ： A / 4 2 / P V .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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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笫4 2 / 5 8号决议）， 

9 3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大会1 9 5 0年第五届会议 »秘书长制定办法，将国际刑罚感化委员会的职 

权移交联合国。联合国所承担的职权之一是每五年召开一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 

国际大会，近似国际刑罚感化委员会前此所组织召开的大会（第41SV)号决议）。 

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辆&，大会于 1 9 5 5年在日内瓦举行，第二届大 

会于1 9 6 0年在伦敦举行，第三届大会于I 9 6 5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第四届 

大会于1 9 7 0年在京都举行，第五届大会于1975#在日内瓦举行*第六届大会于 

1 9 8 0年在加拉加斯举行、第七届大会于1 9 8 5年在：^兰举行。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通迅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织0/ 

3 3号决议，附件）和《为犯罪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基本原则宣言》 

(第 4 0/34号决议，附件），并通过题为"拟订预防少年犯罪的：标准"的决议（第 

4 Q / 3 5号决议）和题为"家庭暴力行为"的决议(第 4 0 J 6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敦促会员国和秘书长尽一切努力，使《来兰行动计划》 

中产生的各项建议、政策和结论以及第七届^^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 

其他决议付诸实 I并确保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重申各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 

罪犯待遇大会的重要性以及秘书长和会员国在国家、区域和区域间各级适当和及时 

地筹备这些会i义的重要性》要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1 9 87年第一届常会考虑 

到秘书长着手的审査工作的结果，深入研讨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职 

能和工作方案,请会员国和秘书长在执行第七届大会的结论时，特别注意《来兰行 

动计划》内确认的犯罪形式,要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秘书处技术合作和发展部对 

联合国各区域预防犯罪研究所维持有效支助；请会员国向 l è M ^ ^ ^托基本提供 

捐 款 （ 第 4 1 / 1 0 7 号 决 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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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軎见秘书长所进行的对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 

域的职能和工作方案的全面审査的结果； 

核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 9 8 6 / 1 1号和第1 9 8 7 / 5 3号决议所载的 

各项建议，并请秘书长湘其他有关机关采取适当措施充分及时执行这些建议，其中 

要特别注意理事会第1 9 8 7 / 5 3号决议第3段所指明的各项因素；请秘书长釆 

取适当措施确保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工作方案获得足够资源的支助, 

方式是适当重新调配工作人员和资金，包括从总都有关都门调配，并确保预防犯罪 

^刑事司法处未来的行政管理和人员配备充分反映方案的专门性和技术性以及会员 

国对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高度优先重视；赞同关于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 

待遇大会的筹备工作的各项建i义，并请秘书长立即采取步骤确保成功而且合乎成本 

效益地筹备第八届大会，>^括及早任命大会秘书^组织和安排区域间和区域筹备 

会议的适当时间；吁请会员国积极参加第八届大会的筹备工作，特别是通过使联合 

国的各国通讯员投入，提交有关立场文件，建立国家协调中心以及鼓励非政府组织、 

学术机构和其他专家作出贡献，而达成这种参与；请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十届 

会议优先进行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犯待遇大会的筹备工作，并确保方案审査 

釆取适当的后续行动；鼓励会员国和其他有关组织、特别是各区域委员会、开发计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9 4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说明： A / 4 2 / 4 5 3 ; 

(b)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42/775 j 

(c) 第 4 2 / 5 9号决议； 

(d)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A/c. 3/42/SR. 14-22. 2 9和 3 2 ; 

(e) ^ É ^ é议： A / 4 2 / P V .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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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署和技术合作做发麟，通过提供技称财政援助，支助和补充联合胁区域 

和区域间犯罪预防和控制研究所、尤其是新成立的非洲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区域研 

究所湘联合国拉丁美洲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的活动；请秘书长制订适当的战 

略，使联合国社会防护信托基金恢复活力，并吁请会员国、私人基金会和其他能够 

提供援助的各方面增加捐助；又请秘书长考虑到犯罪预防^控制委员会第十届会议 

的有关建议，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就第八届大 

会的筹备情况提&最新资料（第4 2 / 5 9 号 决 议 ） ‧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1 / 1 0 7 和 4 2 / 5 9 号 决 议 ） . 

9 4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 

按照《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约》笫二十一条的规定，委员会应就其活动, 

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每年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报告，并可根据对所收到缔约各国 

的报告^资料的审査结果，提出意见和一般性建议（第3 4 / 1 8 0 号 决 议 ）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委员会第七届会议于1 9 8 8 年 2 月 1 6 B 至 3 月 4 

日在纽约举行，《公约》缔约国笫四次会议于1 9 8 8 年 3月 7日和 8日在纽约 

召开，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钹'"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现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9 5 )的参考资料« 

(a) 消除；W女歧视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8 号 （ A / 4 2 / 3 8 ) ； 

(b)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6 2 7 ; 

(c)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8 6 ; 

(d) 第 4 2 / 6 0号决议； 

(e)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A/ c . 3 / 4 2 2 , 24—30、 4 0 和 4 9 ; 

(f) 全 # ^ 议 ： A / 4 2 / P V .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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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报告和消除:^女歧视委员会第六届会议的报告；注意到各国代表团在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1 9 8 7年第一届常会上所表示的意见；决定不对关于提倡或进行对生 

活于伊斯兰法律和习俗下的妇女的地位的研究的决定采取行动；并请委员会审査该 

决定，要考虑到各国代表团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7年第一届常会上和在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第三委员会上所表示的意见；注意到委员会按照其第六届会议的讨 

论情况通过的关于执行《公约》第2 1条的方式方法的一般性建议；关切地注意到 

委员会所述由于有积压待审的报告而且目前工作紧张，鼓励委员会加紧讨论处理这 

个问趙的方式方法，其中包括对报告制度可能作出的调整，并以适当方式就此提出 

建议，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审议；喜见委员会为使其程序合 

理化和加速审议定期报告所傲的努力，并鼓励委员会继续为此作出努力；决定作为 

例外，委员会在其1 9 8 8年常会时可增开不超过八次的会议来推动对已提交委员 

会的报告的审议工作；请委员会和各締约国考虑委员会今后会议在维也纳举行的问 

题，还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尤其是利用秘书处新闻部的现有经费、提供、 

便利和鼓励有关委员会和《公约》的宣传活动，同时优先注意《公约》以联合国正 

式语文分发的工作（第4 2 / 6 0 号 决 议 ） . 

文件：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8 号 （ A / 4 3 / 3 8 ) ; 

(b)秘书长的报告（第4 2 / 6 0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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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 到 2 0 0 0年提高妇女地位前II性战略 

(a) 《妇女参加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宣言》的执行情况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42 / 6 1号决议）. 

预计将无预先分发的文件. 

(b) 《内罗毕提高妇女地位前睁性战略》的执行情况 

审査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成就世界会议于1 9 8 5 年 7 

月 1 5 日 至 2 6日在内罗毕举行.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核可《内罗毕提高妇女地位前 

瑭性战略》（第40/1 0 8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喜见秘书长将提商妇女地位定为联合国下一个两年期 

的两项优先任务之一，注意到妇女地位委员会1 9 8 7年会议通过的决议1、 2 和 

4，特别是关于在联合国下一个中期计划的导言中将执行《内罗毕前瑭性战略》和 

一般妇女地位问题列为1 9 9 0 - 1 9 9 5年期间全球性优先事项的建议；重申联 

合国有必要以妇女地位委员会为中心，并在其现有资料和资源的基础上，制定关于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9 6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s 

H《妇女参加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宣言》的执行情况： A / 4 2 / 

5 1 6 ; 

C =)《内罗毕提高妇女地位前睁性战略》的执行情况：A/42/528; 

(b)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开发计划署署长关于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的报告: 

A / 4 2 / 5 9 7 / R e v . 1 ； 

(c)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8 7 ; 

(d) 第 4 2 / 6 1至 4 2 / 6 4号决议； 

(e)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3 / 4 2 / S R . 2 2 » 24-3CX 4 2 和 4 6 ; 

(f) 全体会议： A / 4 2 / P V .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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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及审査和评价有关提高妇女地位方面进展的综合报告制度，所依据的是清楚而 

相关的统计数或其他可估量的指示数，并能帮助会员国査明问题及在国家、区域和 

国际各级提出补救措施；强调在《前曠性战咯》的范畴内，在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 

具体迫切需要的情况下，使妇女全面参与发展过程的重要性；并敦促所有会员国在 

每一级订立具体指标，增加它们国家内妇女担任专业和决策职位的比例；又强调有 

必要迫切注意解决国家和国际各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作为彻底实现《前瑭性战略》 

的目标和宗旨的必要步猓；促请联合国和各国贿特别重视残疾妇女的情况，而且 

各国政府应采取措施确保在每个社会部门中残疾妇女享有平等机会、社会正义和政 

治参与；又敦促秘书长、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其他机关行政首长按照大会所定的标 

准，特别是公平地分配原则的标准，订定妇女占每一级专业和决策职位的百分比的 

五 年 指 标 ， 以 便 在 徵 大 会 1 9 8 6 年 1 2 月 1 1日笫4 1 / 2 0 6 D号决议方面由妇 

女持有的专业和决策职位数目到1 9 9 0年会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并且每隔五年订 

定新的指标；请秘书长合理延长联合饞秘书处提高妇女地位协调员的任期，以保证 

行动纲领能继续得到贯彻，这一纲领中除其他事项外，建议改进联合国秘书处内妇 

女的状况；请秘书长邀请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包括各区域委员会和各专门 

机构以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通过妇女地位委员会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定期提 

出关于在各级为执行《前瞜性战略》而进行的活动的报告；又请秘书长在向大会第 

四十三届会议就《前瑭性战略》执行情况提出的报告中，对与妇女地位委员会下次 

会议讨论的优先主题有关的新发展做出评价，并向委员会转递各国代表团在大会辩 

论中所表示的有关意见摘要；又请秘书长就执行本决议所采取的措施向大会第四十 

三届会议提出报告；请秘书长在联合国经常预算范围内，为现有关于妇女问题的每 

周无线电广播节目继续提供经费，使不同语言的广播具备充足经费；并在秘书处新 

闻部设立有关妇女问题的协调中心，以在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的协同努力 

下，就提高妇女地位问题提供一个更有效的新闻方案；决定在其第四十三届会议上， 

在题为 "到 2 0 0. 0年提高妇女地位前瞻性战略"的项目下进一步审i义这些问题 

( 第 4 2 / 6 2 号 决 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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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2 / 6 2号决议) ‧ 

( 0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2
注意到秘书长的说明，其中载有联合国开发计划著署 

长的报告和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协商委员会笫二十一届会议的报告，并且軎见开发 

计划署同基金的建设性合作；赞赏各国政府、各政府间组织、基金的各个国家委员 

会以个人对基金的捐款，它们在维持和加强基金财政方面的生存力和工作的效力方 

国都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请各国继续并且如有可能则增加向基金捐款，吁请 

尚未这样傲的国家政府考虑今后向基金捐款，以便使基金能够向值得提供援助的项 

目请求提供更多的支助；请开发计划署署长通过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交 

一份关于基金活动情况和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第42/63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2 / 6 3号决议）. 

9Q,普遍实现民族自决权利和迅速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对于切实保和 

尊重人权的重要性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重申眢邇实现所有民族包括在殖民、外国和外来统治下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9 1 )的參考资料： 

(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4 4 8 和 A d《 1 ； 

0 )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7 3 ; 

(c) 第 4 2 / 9 4至 4 2 / 9 6号决议； 

(d)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 A / q 3 - 1 3 , 2 3 , 2 4 , 2 7 , 2 9 , 3 9 , 4 2 , 

5 2 ^ 0 5 4 ； 

(e) < è ^ 议 ： 9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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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的自决权利，是切实保陣和尊重人权以及维护和促进这种权利的一个基本条 

件；请秘书长就这个问题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 2 / 9 4号决议) ‧ 

同届会议上，大会重申各国人民为求独立、领土宪整、民族统一以及从殖民统治、 

种族隔离和外国占领下获得觯放，以一切可用的手段进行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在内, 

都是合法的（第42/95号决议）；谴贲利用雇佣军；满意地看到人权委S会任命 

一名特别报告g研究这个事项以期编写一份报告供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审议，并 

要求把该报告转递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第42/96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2/94号决议）。 

97.消除宗教Lh—切形式的不容异己现象 

大会第三十六庙会议宣布了《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一切形式不容异己和歧视 

的宣言》（第36/5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庙会议请人权委员会审议执行《宣言》的必要措施，促进对宗教 

或信仰自由的了觯、容忍和尊重，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 

提出报告（第37/18 7号决议）。 

1 9 8 3年3月，人权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九届会议期间已请防止歧視及保护少 

数小组委g会以《宣言》为受权调査范围，全面和彻底研究目前基于宗教或信仰的 

不容异己和歧视问题的程度；请秘书长在1 9 8 4 — 1 9 8 5年咨询服务方案的范 

围内举行一次讨论会，促进对宗教或信仰自由的了觯、容忍和尊重（第1983/40 

号决议）。 

1 9 8 3 年 8月 ,小组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一名特别报告 B进行委员会 

笫1 9 8 3 / 4 0号决议所要求的全面和详细研究（第19 8 3 / 3 1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八届和三十九届会议继续审议该项目（第38/110和39/131 ) 。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注意到关于促进对宗教和信仰自由的了觯、容忍和尊重的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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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一庙会议"议该项目（第 4 1 / 1 1 2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悉延长人权委员会任命的特别报告fi的任期；注意到人 

权委fi会还打算在第四十四届会议上审议制订一项这个领域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 

的问题，请人权委员会继续审议执行《宣言》所軎的措施，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向大会第四十三庙会议提出报告(第 4 2 / 9 7号决议） • 

预计将无予先分发的文件。 

9 8 .人权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1 9 6 8年在德黑兰举行的国际人杈会议建议，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对关于科学 

和技术发展在人权方面所引起的问题进行研究（A ^ C O K F . 3 2 / 4 1 , 第三章，第 X I 

号 决 议 ） . 

1 9 6 8年，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请秘书长进行国际人权会议第X工号决议提 

及 的 研 究 （ 第 2 4 5 0 ( n i l l )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二十五届、二十七届至三十一届、三十三届和三十五届至四十一届会议 

继续审议这个项目（第2721 ( X X V ) 号 、 3 0 2 6 ( X X V I I ) 号 、 3 1 5 0 ( X X V I I I ) 

号 、 3 2 6 8 ( X X I X ) 3 3 8 4 ( X X X ) 号 、 3 1 X 1 2 8 号 、 3 3 X 5 3 号 、 3 5 X 1 3 0 

A 和 B 号 、 3 6 X 5 6 A 和 B 号 、 3 7 / 1 8 8 号 、 3 7 Z 1 8 9 A 和 B 号 、 3 8 X 1 1 1 号 至 

3 8 Z 1 1 3 号 、 3 9 7 1 3 2 号 至 3 9 / 1 3 4 号 、 4 0 / 1 1 0 ^ 至 4 0 / 1 1 2 ^ 和 4 1 / 1 1 转 

至41Z115号决议），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9 8 )的参考资料： 

(a)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42/798; 

(b) 第42/97号决议； 

(c)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A/C. 3 / 4 2 / S R 39-41, 43, 46, 51 ?f0 53 ； 

(d) 全 体 会 议 ：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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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在其第二十六届和二十七届、三十届至三十三届、三十七届至四十 

届、四十二届和四十四届会议审议了这个项目（第1 4(XXVI)号ÎO(XXVII)号、 

2 ( X X X )号、1 1 ( X X X I ) 号 、 l l ( X X X I I ) 号 、 1 0 A和： B ( XXXI工工）号、38 

( x x x v i i ) 号 、 1 9 8 2 / 4 号 至 1 9 8 2 / 7 号 、 1 9 8 3 Z 4 1 号 至 1 9 8 3 Z 4 4 号 、 

1 9 8 4 X 2 7 号至 1 9 8 4 / ^ 3 0 号、 1 9 8 6 / & f至 1 9 8 6 Z 1 2 号和 1 9 8 8 ^ 5 9 号至 

1 9 8 8 / 6 2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二届^ i义，'"再^À权委员会通过委员会敦促防止歧视及保护少 

数小组委员会加速审议为保护那些被以精神不健全为理由拘留的人而制订的指导方 

针.原则和保证措施草案，以便人权委员会能够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其意见和 

建议包括一套指导方针、原则和保证措施草案提交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第4 2 / 9 8 

号决议 ) -

大会同届会议，重申所有人民和所有个人有固有的生命权；再次强调迫切需要 

国际社会尽一切努力加强和平，消除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日益严重的威胁，停止 

军备竟赛，达成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防止违反《宪章》关于各国主杈 

和领土完整及人民自决的原则，从而有助于确保生命权；敦促所有国家、联合国各 

主管机关、各专门机构以及有关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科学 

和技术 进展的成果以及人类的物质和知识潜能用于完全为促进国际和平解决 全球问 

题、造福人类以及增进和赚对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再次敦倾有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9 9 )的参考资料： 

(a)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 和 A â â . lj 

(b)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X42/804î 

(c) 第 4 2 / 9 8至 4 2 / 1 0 0 号决议； 

( â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39—41、 43L 4 6 和 5 1 — 5 4 ; 

(e) 会 议 ：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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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这样做的国家釆取有效措施，以期根据《公民杈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 

鼓吹战争的宣传，特别是禁止酝酸*提倡和散播及宣传旨在发动核战争的主义 

和观念；期待人权委员会进一步努力，确保所有人民和所有个人固有的生命权（第 

4 2 / 9 9 号 决 议 ) . 

大会同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人杈与科技发展的报告（ " 2 / 3 9 2和 

A d d . 1 和 2 ),强调所有国家必须执行（利用科学和技术进展以促进和平并造福 

人类宣言》内载的规定和原则以期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敦促所有国家尽可能利用 

科技的成就，促进和平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和进步，制Jfc这些成就用于军事用 

途；又敦促各国釆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期利用一切科技成就服务人类，而不致造成 

自然环境的退化î要求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及其他组织在其各项方案和活动中考 

虑到《宣言》的各项规定；要求人杈委员会在审议这个项目时，继续特别注意《宣 

言》各项规定的执行问题；请委员会采取适当措施并协助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 

委员会编写人权委员会 1 9 8 2年 2月 1 9日第 1 9 8 2 / 4号决议、 1 9 8 4年 3月 1 2 

曰第 1 9 8 4 / 2 9号决议和 1 9 8 6年 3月 1 0日第 1 9 8 6 / 1 1号决丽要求的研究 

报告（第 4 2 / 1 0 0 t决议）. 

预计将无预先分发的文件. 

99. A t权利公约问题 

自 1 9 7 8年以献权委员会就从事编制儿童权利公约草案的工作.委员会 

笫三十五届至笫四十三届会议继续审i义本问题，并在每一届会i义上设立一个不限成 

员名额的工作组，以期完成公约草案的工作（笫1 9 A 和 B ( X X X V ) , 36 ( x x x v i ) % 

2 6 ( X X X V I I ) 、 1982/39、 1983/52、 1984/24. 1985/50、 1986/40、 

1 9 8 7 / 4 8和 1 9 8 8 / 7 5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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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笫三十四至笫四十二届会议，3S继续审议本项目（笫34/4、 3 5 / 1 3 K 3 6 / 

57、 37/190、 38/114、 39/135、 40/113、 41/116和42/101号决议)， 

预 i t " #无预*发的文件。 

1 0 0 . 有 U 权 的 ^ ^ 国 际 公 约 

人杈事务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1 9 6 6年笫二十一届会议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 

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笫2200 A ( X X工）号决议） • 

这项国际公约及其任意议定书于1 9 7 6 年 3 月 2 3日开始生效， 

按照《公约》笫2 8条的规定，人权事务委员会应由本《公约》締约国国民18 

名组成,委员会成员任期四年，连选可以连任。目前委员会由下列 1 8名成员组 

成： 

安德烈斯•阿吉拉先生（委内瑞拉产、安藤仁介先生（日本）* * 、克里斯蒂 

娜 '夏内女士（法国） * * 、约瑟夫 •库雷先生（斯里兰卡）* * 、沃任'迪 

米特里耶维奇先生（南斯拉夫）** 、奥姆兰 ‧沙菲先生（埃及）* * 、罗斯 

林‧希金斯夫人(大不列顧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拉杰苏穆‧拉拉赫先生 

(毛里求斯）*、安德利亚斯‧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约瑟夫‧ 

蒙梅斯特格先生（荷兰）* * 、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莫夫钱先生（苏维埃 

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0 0 )的参考资料： 

( a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8 0 5 î 

0>)笫42/101号决议； 

(c) 笫三委员会的义： A / C . 3 / 4 2 / S R . 3 9 - 4 L 43» 4 & 5 2和 5 3 ; 

(d) 徘 会 议 ： A / 4 2 / ^ .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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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主 义 # ^ 国 联 盟 ） * 、比拉迈•恩迪阿耶先生（塞内加尔）"、福斯托• 

波拉尔先生（意大利)*、胡利奥•普拉多•巴列霍先生（厄屋多尔）** 、亚 

历杭德罗 ‧塞拉诺 ‧卡尔德拉先生（尼加拉瓜）* 、斯，阿莫埃‧瓦科先生(IT 

尼 亚 ） * 、 贝 蒂 尔 ‧ 文 内 格 伦 先 生 （ 瑞 典 ） " 、 阿 狄 ‧ 齐 埃 林 斯 繊 ( 波 

兰）*。 

* 1 9 8 8 年 1 2 月 3 1曰任满， 

* ‧ 1 9 9 0 年 1 2 月 3 1曰任满， 

按照《公约》第4 5条的规定，委员会每年经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联合国大 

会提出关于它的工作的报告， 

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人权事夯委员会笫二十九和三十届会议的报告 

( A / 4 2 / 4 0 )并对该委员会以认寞和建设性的态度继续履行其任务表示满意m 2 / 

笫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0 1 )的参考资料： 

( a ) 人权事 ^员会的报告 ‧ ‧ 补编第 4 0 号 （ ) 

C b )秘书长的报告： 

H关于《经济、社会、文做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的现况的 

报告： A / 4 2 / 4 5 0 î 

P拟订一项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号任 

意议定书： A / 4 2 / 6 1 3 ; 

( c )笫三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8 0 © 

( a ) 第 4 2 / 1 0 2 至 4 2 / 1 0 4 号 歧 和 第 4 2 / 4 2 1 号 决 定 ； 

( e )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3 / 4 2 / S R . 3 9 - 4 K 4 3 . 4 6 和 5 2 — 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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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人权事务委员会笫三十一、三十二和三十三届会议的报告，补编笫4 0 

号（ A / 4 3 / 4 0 )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6 ^ 

大会1 9 6 6年笫二十一届会议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并开放给各国签署、批准和加入，大会希望这些国际文书毫不迟延地获得各国签 

署、批准或加入，并且早日发生效力.大会并请秘书长向大会以后各届会议提出 

关于这两个《公约》和《任意议定书》批准情况的报告（第2 2 0 0 A ( X X I ) 号 决 

议）.秘书长依照此项要求，从笫二十二届会议起，每年都向大会提出关于这两 

个《公约》和《任意议定书》现况的报告。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按照其笫2 7 絲 定 ， 于 1 9 7 6 年 1 月 

3日，即第三十五件批准书交存之日起三个月后生效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按照其笫4 9条规定，于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即笫三十五件批准书 

交存之日起三个月后生效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按照 

其 第 9 条 规 定 于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发 生 效 力 ， 

截至 1 9 8 8 年 5 月 1 日止，有 9 1个国家批准或加入《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有8 7个国家批准或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41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笫1 9 8 5 / 1 7号决议的规定，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 

员会由1 8名成员组成.委员会当选成员的任期为四年，连选得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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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委员会由下列1 8名成员组成： 

菲利普。阿尔斯顿先生(澳大利亚）** 、胡安‧阿尔瓦雷斯‧比塔(秘魯)*、 

易卜拉希姆‧阿里 ‧巴达维'谢赫（埃及）* * 、阿迪巴‧达乌迪先生（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 * 、穆罕默德•拉迈龙‧福范那（几冉亚）*、玛窗亚‧ 

德洛斯‧安赫茱斯‧希门尼斯‧布特拉古安诺夫人（西班牙）*、桑姆a •库 ‧ 

康纳德先生（塞内加尔）*、海梅 ‧马切。罗梅罗先生（厄瓜多尔）** 、瓦 

西里‧姆拉特切科夫先生（保加利亚）* 、阿历山大。穆塔拉赫约魯先生（卢 

旺 达 ） * * 、弗拉迪斯芬‧南尼曼先生（波兰)* 、肯尼恩‧奥斯本‧拉特雷 

先生（牙买加）*、布鲁诺 ‧西马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米基斯‧ 

德梅特里乌。斯帕西斯先生（塞浦路斯)*、埃杜瓦特‧斯维里多夫先生（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近子。田家女士 （日本） * * 、菲利普‧泰 

克西埃先生（法国）*和哈维尔。怀默。桑布拉诺先生（墨西哥）** ‧ 

* 1 9 8 8 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 1 9 9 0 年 1 2 月 3 1曰*满。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报告，包括该委 

员会核可的一般性意见和建议；促请还没有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笫 4 0条的规定提交报告的締约国尽快提交报告；促请所有缔约国积极注意保护和 

增进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促请《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締约各国、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其他有关机关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 

员会给予M的支持与合作；再次促请还没有这样做的所有国家加入为《经济、社 

会、文做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締约国，并考虑加 

入后一公约的《任意议定书》（笫4 2 / 1 0猗决议)。 

大会同届会议呼吁所有国家采取政策致力于实施、促进和保护关于人权的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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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约和其他国际文书内所承认的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利；要求人 

权委员会在有关议程项目下更加注意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肯定关于 

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締约国向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提出 

的报告对整个联合国系统在人权领域所进行的方案和活动来说，是极其重要并且是 

非常有关的（笫4 2 / 1 0转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笫42/103号决议), 

101.联合国各项人权文书締约国的报告义务 

1 9 8 3 年大会笫三十会议审议了有关联合国各项人杈公约締约国的报告 

义务的问题，并请秘书长考虑是否可能召开一次负责审议根据有关人权文书提出的 

报告的各委员会主席的短（第 3 8 / 1 1 7 号决议) . 

大会笫三十九届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政府专家组和消除 

种族歧视委员会主席第一次会议的报告( A / 3 9 / 4 8 4 , 附件 )内中提 &一些意见 

以求改进根 据各项人权文书提出报告的程序，大会同届会议以及第四十届和四十 

一届会议谙秘书长进行若干后续行动，并作&数项建议，以减轻现有的报告问题， 

又请秘书长考虑在其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方案概算中为这些监督机构主席于 

1 9 8 8年举行的一次会议编列预算(笫39/138号、笫40/ll&f和笫41/121 

号决议）， 

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重申其十分重视締约国履行各项国际人权文书规定的报 

，"笫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0 2 ) 的参考资料： 

(a) 笫三委员会的报告：A/42/807 ； 

(b) 笫42/10 & f决议； 

(c) 第三委员^ i义： A / C . 3 / 4 2 / S R . 3 g - 4 K 43、 46、 52和54; 

(d) 姊 会 议 ： A / 4 2 / P V .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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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义务，W ^ f ^交报告的締约国不遗余力尽快提交报告，并利用机会将这些报 

告合并一起提出；请各締约国审査其编制定期报告所遘照的程序，以期确保遵守 

有关指导原则，提高叙述和分析的质量，并适当压缩报告篇幅；请秘书长修订各 

监督机构编制的一般指导原则汇编草案，并酌情把监督机构的一般意见列入指导原 

则以协助締约国编制报告；又请秘书长：(a)为各条约机构主席拟于1 9 8 8 年 

10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提出议程草案；（D)向条约机构散发此次会议议程草案; 

请担任条约机构主席的人互相就共同的问题保持 联系和对话；又请秘书长加强秘 

书处人杈事务中心和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之间关于执行各项人权条约和向 

条约机构提供服务方面的协调；在现有资源的范围内并考虑到咨询服务方案优先 

项目下，为履行联合国各项人权文书规定的报告义务方面经历最严重困难的那些国 

家，安排进一步的培训课程；各条约机构的年度报告提供絲些机构的錯成员; 

并将本决议案文尽速转递绐各条约机构的全体成员（笫4 2 / 1 0 5号决议). 

预计将无预先分发的文件. 

1 0 2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1 9 4 9年，大会第四届会议决定从1 9 5 1年1月1日起设置联合国难民事 

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第319A(IV)号决议）。 

大会第五届会议通过了高级专员办事处规程（第4 2 8(V)号决议，附件）.依 

照规程第1 1段的规定，高级专员每年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 

大会第/bi，第十二届、第十七届、第二十二届，第二十七届、第三十二届和 

第三十七届会议都决定继续设置高级专员办事处 < 第 7 2 7 ( V I 1 1 )号、第 1 1 6 5 

( X I I )号、第 I 7 8 3 ( x v工 I )号、第 2 2 9 4 ( x x i l )号、第 2 9 5 7 ( x x v i l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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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2 / 6 8 号和第 3 7 / 1 9 6 号决议，大会第四十二届射义' "败继续设置高级专 

员办事处至1 9 9 3 年 1 2 月 3 1日为止（第4 2 / 1 0 8号决议）。 

文件： 

(a) 高级专员关于1 9 ' 8 7 年 4 月 1 日 至 1 9 8 8 年 3 月 3 1日期间的工作报 

告：补编第1 2 号（ A / 4 3 / 1 2 ) ; 

(b) 载有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报告的高级专员报告增编： 

补编第 1 2 么号（A / 4 3 / 1 2 / A d d . 1 ) ； 

(a)南部非洲境内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的人的困境问题国际会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3，喜！^洲统一组织决定于1 9 8 8年9月召开南部非洲 

境内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的人的困境问题国际会议；请联合国秘书长与联合国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密切合作，向非统组织秘书长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以筹备和组 

织该国际会议；呼吁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枸和各区域组织、政府间组 

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召开该国际会议并取得成功所必需的一切支持和资源；敦促国 

际杜会向南部非洲各国提供更多援助，使它们能够加强向其境内的难民、回返者和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0 3 ) 的参考资料： 

(a)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补编1 2号（ A / 4 2 / 1 2 ) ,补编第 1 2 A 

号（A/42/12/A<a<i. 1 和C o r r . 1 ) ； 

(b) 秘书长的报告：A / 4 2 / 4 9 1 ; 

(c)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 / 4 2 / 8 0 8 i 

(d) 第 4 2 / 1 0 6 至 4 2 / 1 1 0 号决议； 

(e) 第三娄员会会议：A/C. 3 / 4 2 / S R . 4 5 , 47—50， 52， 5 4 和 5 6 ; 

(f) 全体会议：A / 4 2 / P V .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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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离失所的人提供照顾和福利所必需的设施和服务的能力；请秘书长将本决议的执 

行情况通知经济及社会理亊会1 9 8 8年第二届常会，并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 

出报告（第4 2 / 1 0 6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 4 2 / 1 0 6号决议）. 

Co)第二次援助非洲难民国际会议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赞同1 9 8 4年7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援助非洲难民 

国际会议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第3 9 / 1 3將决议），大会第四十二届会 

议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援助非洲境内难民的报告 ( A/ 4 2 / 4 9 1 ) ,要求高级专员继续 

经常审査非洲难民的情况，以期确保提供充分的援助以进行照料和供给生计并谋求 

持久解决办法；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加强努力，为与难民有关的发展项目调动更多 

的资源，并且一般与收容国^捐助方面逬行协调，促使把与难民有关的活动纳入国 

家发展规划；敦促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以及各有关区域组织，政府间 

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加强支持会议上所作各项建议相承诺的迅速实现；请秘书长按照 

《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规定，同非统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进行协商和密切合作，以监测会议的有效后续工作；又请秘书长通过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 2 / 1 0 7 

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2/107号决议）， 

(c)援助中美洲的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的人 

同届会议上，大会审议了关于援助中美洲的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的人的问 

题，并铭记其1 9 8 7 年 1 0月7日第4 2 / 1号决议，其中谈到由于中美洲五国总 

统于 1 9 8 7 年 4 月 7 日签署"在中美洲实现稳定持久和平的程序"而釆取的和平 

倡议，特剁是该文件第8点关于中美洲境内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的部分，注意到高 

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关于中美洲难民的决定，铭记1 9 8 4年《关于难民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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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赫拉宣言》所载的原则以及19 81年在墨西哥举行的关于拉丁美洲难民庇护 

和国际保护的座谈会的结论和建议，认识到收容中美洲难民的国家尽管面对巨大困 

难，尤其是当前的经济危机，仍然慷慨作出努力，以及需要与中美洲各国和与墨西 

哥合作，寻求持久的解决办法，认为在绝对安全的条件下自愿遣返，是最适当的办 

法，强调在处理该问题时，首先要注重人道主义不涉政治的方面，并注意到按照第 

二次埃斯基普拉斯首脑会议所达成协议成立的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难民和流离 

失所的人问题小组委员会，以便研究和提出办法，推动和协助自愿遣返，并建议关 

于区域合作的机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和增加对中美洲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的 

人的合作和援助；并继续为难民的利益进行国际人道主义合作；强调人道主义援助 

项目需要同该地区各国国家发展计划协调，并着重指出为有关难民的项目提供的援 

助必须视为独立于促进该地区各国发展的合作；请秘书长与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合 

作，釆取必要措施，对在他们本国流离失所的人和回返者制订援助方案，并就本决 

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2 / 1 1 0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2 / 1 1 0号决议）. 

îoa 国际禁止舨运毒品运动 

本项目于1 9 8 1 年 应 坡 利 维 亚 的 请 求 （ 列 入 大 会 第 三 十 六 庙 会 

议议程。在该届会议上，大会认识到有必要按照《国际管制滥用筹品战略》切实 

展开一个国际性禁止叛运毒品运动；并请秘书长将这项决议转给谷会员国、联舍国 

系统各有关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请它们就切实禁止贩运毒品的国际运动问題提出;f 

见和建议，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32 

号 决 议 ) . 

大会自第三十七届会议起，一直定期继续审议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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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拟订一项禁止非法販运麻醉药品和積神药物的公约草案 

大会第三十九庙会议请麻醉药品委员会作为优先事项，着手拟订一项禁止非法 

叛运麻醉药品的公约草案（第39/141号决议）。大会第四十庙会议要求经济及 

社会理亊会指示委员会就那些可以载入公约的要素,出决定，并请秘书长根据这些 

要素拟订一份草案，向委员会提出一佾包括萆案全鄧要素的进度报告，供委员会笫 

三十二届会议审议（第40^120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请委员会继续以最高效率逬行其关于拟订公约享案的工作 

第41/126号决议）。 

大会第二届会议"°请委员会在其第十庙特别会议上审议并在可能情形下核 

可该公约草案，并且就为完成公约的拟订工作所须采取的下一步措施、包括有否可 

能于 1 9 8 8年召开一次全权代表会议以通：it公约提出建议；请秘书长为召开这一 

全权代表会议作出必要的行政安排；并请他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 : 

会议提出报告（第42^111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 4 2 / 1 1 1号决议） d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04 )的参考资科： 

(a)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 4 / 4 2 / 4 9 0 和 A / 4 a ^ 5 9 4 ; 

(b)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42/850; 

(d) 第 至 号 决 议 和 第 4 2 ^ 4 2 2 号 夾 定 ； 

(e)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A/C. a/42/S4 31-35, 42, 4 4 ^ 4 6 ； 

(t)第五委员会会议：AXC. 5/42^sn 54; 

(g)全体会议：A/4^PV.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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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药品滥用和非法舨运问题的国际会议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决定于1 9 8 7年在维也纳召开一届部长级麻醉药品滥用和 

非法叛运问题国际会议来表达备国打击麻醉药品祸瞢的政治;f志，会议的任务是在 

国冢、区域和国际各级产生打击一切形式麻醉药品问题的全球行动，和通过一项今 

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领，将目标集中在直接关系到麻醉药品滥用和非法叛运问 

題的具体实质性问题上面;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邀请麻醉药品委员会担当国际会议 

的筹备机关（第 4 ( K 1 2 2 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请所有国冢最高度地重视药品滥用和非法販运问题国际会 

议，并积极参加该会议；请筹蚤机关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7年第一届常会报 

告其工作；并请秘书长特别是就国际会议的结果，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 4 1 / 1 2 5 号决议）。 

国际会议已于1 9 8 7 年 6 月 1 7 日 至 2 6日在维也纳国际中心举行。 

大 会 第 ^ 1 会议"。喜见国际会议圓满结束，并且注;f到其报告，其中包括 

一项《宣言》和《管制麻醉品滥用今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请秘书长充分 

印发《宜言》和《纲要》；夾定每年6月2 6日作为打击麻醉品滥用和非法漱运国 

际日；请麻醉药品委员会査明作为国际会议的后续行动的适当瑭施，并在这方面要 

适当考虑到秘书长关于国际会议的报告；并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 

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 2 ^ 1 1 2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2 / 1 1 2号决议）， 

( 0 )国际禁止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运动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M再次断然谴贲一切形式的麻醉品贩运，要求谷国鼓励在 

禁止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的斗争中开展国际舍作；认识到各阖政府在这方面的努 

力，赞赏地注惠到庥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的成果；注蕙到非洲区域备 

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贲人第一次会议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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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第一次会议，鼓励各国利用麻醉药品委员会工作组的会议交流经验；请求秘书长 

继续举行关于农村综舍发展的区域间讨论会，赞扬联舍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并 

鼓励禁毒基金继续开展其活动；敦促备国继续并增加对禁毒基金的支持；请秘书长 

确保新闻部的出版物收罗旨在防止特别是肯年人滥用麻醉药品的資科；敦促备国政 

府釆取必要措施以大懾度减低对麻醉品的非法需求；请秘书长采取步骤，在现有资 

源范围内提供适当的支助，以加强麻醉药品司和国际麻醉品管镧局并请他就本决议 

的执行情况提出报告（第4 2 / 1 1 3号决议〕。 

文件：祕书长的报告（第4 2 / 1 1 3号决议）。 

104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 

方式和方法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决定在第三十届会议临时议程内列入个题为"为增逬人 

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舍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方式和方法"的项 

目（第 3 1 3 6 ( X X V I I I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制定了若干概念，以供将来在联舍国系统内进行人权问題, 

方面的工作时加以考虑,并请人权委员会参照那些概念，对在联舍国系统内为增进 

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的各种可以采取的途径、方式和方法进行全面分祈，作 

为优先办理的工作（第 3 2 / 1 3 0 号决议)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重申要求人权委员会莰照大会第3 2 / 1 3 0号夾议及其他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0 5 ) 的参考赘科： 

(a)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 和 A / 4 2 / 5 8 5 和 A d 《 1 ; 

(b) 秘书长的说明 s A / 4 2 / 3 9 6 ； 

(c)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 X 4 ^ / 7 9 2 ; 

(d) 第 4 ^ / 1 1 4 至 4 2 / a 1 9号决议； 

(e)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A/C. 3 / 4 2 ^ s n 3 6 - 3 9 , 4 1 , 42^4 4 . 

(f) 全 体 会 议 :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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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案文的规定和概念，继续其当前夫于全面分祈以逬一步增逬和遒化人衩和基本 

自由、包括委员会的方案和工作方法问题的工作，并且继续其夫于全面分祈增进人 

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辜受可以采取的备种途径、方式和方法的工作(第42/119号 

决议）， 

(a) 尊重每个人的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衩和此种衩利对各会员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 

(b) 财产对享受人权和基本自S的影嘀 

大会笫四十一届会议认识到会员国中存在蓍多种舍法拥有财产的形式，包括私 

有、共有和国有形式，每种形式都应有助于通过为政治、经济及社会正义建立健全 

基础来确保有效地发展和利用人力资源；请秘书长参考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和联舍 

国系统其他主管机关的: t见，在现有资源范HI内就以下问题编写一份报告： 

(a) 个人充分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尤其是《世界人衩宣言》笫1 7汆所载每 

个人的皁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杈与会员S的经济及社会发展之阀 

的关系； 

(b) 《世界人权宣言》第.1 7条所载每个人的皁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舍 

有的所有权在确保个人充分和自由参加国家的经济及社会体系方面的作用；并请他 

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其研究结果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 1 / 1 3 2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主管人权事务副秘书长就此问题所作的初步口头 

报告；再次请秘书长就其研究结果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 2 / 1 1 4号 

决议）， 

同届会议上，大会吁请各国在不妨碍其自由选择和发展它们政治、社会、经济 

和文化制度的权利的情况下确保其有关各种财产形式的国家立法排除对享受人权和 

基本自由的任何障碍；请秘书长根据第41/132号决议，在編写向大会第四十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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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提交的报告时考虑列入人权委员会第1 9 8 7 / 1 8号决议及本决议（第4 2 / 1 1 5 

号决议）， 

1 9 8 8年2月和3月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注意到大会第4 1 / 1 3 2号决 

议请秘书长提出一份报告，并吁请各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其他主管机关对 

该决议中有关请它们就秘书长报告中的主题向他提出意见的请求，尽量作出建设性 

的真实反应（第1 9 8 8 / 1 8号决议）， 

同届会议上，人权委员会再次请求秘书长在编写其报告时，考虑到第4 2 / 1 1 5 

号决议和委员会第 1 9 8 7 / 1 8 和 1 9 8 8 / 1 9号决议（第 1 9 8 8 / 1 9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1 / 1 3沐4 2 / 1 1 4号决议）， 

( 4发展的权利 

大会和人权委员会审议这个题目已有一段时期.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通过《发展权利宣言》（第41/128号决议，附件）和关 

于发展权利的第4 1 / 1 3 3号决议。大会重申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剝夺的人权；表 

示关切在实现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宗旨和目标方面的情况以及其对充分实现人 

权、尤其是发展权利的不利影响；再次请委员会釆取必要措施促进发展的权利（第 

4 1 / 1 3 1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表示其希望那些秘书长依据人权委员会第1 9 8 7 / 2 3号 

决议的请求，就执行《发展权利宣言》事宜提供评论和意见的各国政府、联合国机 

关和专门机构及其他政府组织，在复文中能载有可大大帮助今后执行《宣言》工作 

的实际提议和意见；促请发展权利政府专家工作组在其第十一届会议上研究秘书长 

根据所收到的一切复文编成的分析性汇编如有必要与个别复文一起研究，并向人权 

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出建议和意见，说明那些提议最有助于《宣言》的进一步 

加强和执行；促请委员会在该届会议上，审议工作组的报告、建议和意见以及所有 

其他有关材料、包括分析性汇编，以期就执行《宣言》的实际措施、包括有关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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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具体提议作出决定；请委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所有各级执行《宣言》 

的组织性和实质性措施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2/117号决议）， 

1 9 8 8年2月和3月，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请秘书长将发展权利政府 

专家工作组的报告转递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又同意请他将工作组的报告以联合国 

所有正式语文，散发给各国政府、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及其他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请它们注意编写复文作为紧急和优先事项，再次请它"m《宣言》的执行情况和进 

一步加强的问题提出它们的评论和意见；也请他采取必要步骤，确保将收到针对决 

议的一切复文编成的分析性汇编以及在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8年第一届常会讨论期间有关发展权利的发言都在工作组举行下届会议之前 

散发给各国政府及其他有关各方（第19 8 8 / 2 6号决议）. 

( a )扩展人权领域的新闻活动 

大会第会议' 4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扩展人权领域的新闻活动的报告；请 

所有会员国在1 9 8 8年间作出特别努力，宣传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活动，对宣传 

这些活动给予便利和鼓励；请秘书长就是否宜于发动一次世界人权宣言运动编写一 

份报告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重申需要用简单、美观、便于取得的形式提供 

关于人权的材料；确认联合国有必要将它在这些领域进行的活动与其他组织的活动 

协调起来；强调联合国各新闻中心在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新闻方案方面的主要作用；促 

请秘书处新闻部特别注意提高各中心的缋效和责任；再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 

至 1 9 8 8年底以前，在联合国每一个新闻中心建立基本参考文献和联合国材料的 

藏书；请联合国系统所有有关机关、包括各专门机构和区域委员会以及会员国和非 

政府组织的帮助散播联合国关于人权的材料；请秘书长亳不迟延完成关于人权的教 

学手册的草编工作；敦促所有会员国在其教育课程中列入有助于了解人权问题的材 

料；请秘书长于1 9 8 8年完成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印发《世界人权宣言》的个 

人专用本的工作；又请他请会员国指定国家协调中心，供以有关的人权材料，并在 

其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的关于本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报告中开列这类中心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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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再请他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安排重印《人权：国际文件汇编》这本出版物； 

请他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报告1 9 8 7年人权日在纽约和日内瓦公开宣扬 

人权情况的经过；又请他向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本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综合报告 

(第 4 2 / 1 1 8 号决议） • 

1 9 8 8年2月和3月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人权领域 

的报告；喜见大会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是否宜于在现有资 

源范围内发动一次世界人权宣传运动的报告；并向秘书长提供了若千关于今后如何 

展开人权领域宣传活动的方针(第 1 9 8 8 / 7 4 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笫4 2 / 1 1 8号决议）, 

1 0 5 . 新 的 国 际 人 道 U 秩 序 

这一项目应约旦的请求，列入1 9 8 1年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的（ 

2 4 5 ) .在该届会议上，大会请秘书长征求各国政府对促进新的国际人道主义秩序 

的提议的意见（笫3 6 / 1 3 6号决议）. 

大会笫三十七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 3 7 / 1 4 5 ) ,请尚未向秘书长 

提出意见的各国政府把它们关于促进新的国际人道主义秩序的提案的意见告诉秘书 

长；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关于这个主题的更为详尽的报告（笫37/ 

20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A / 3 7 / 1 4 5和 A / 3 8 / 4 5 0 ) , 

注意到已于1 9 8 3年7月在联合国范围之外设立了国际人道主义问题独立委员^ 

并认识到独立委员会的工作对于进一步研究该建议可能有用；请尚未向秘书长提出 

意见的各国政府将其关于促进新的国际人道主义秩序的建议的意见通知秘书长；请 

秘书长同各国政府以及独立委员会保持联系，以便向大会笫四十届会议提出关于该 

问题的一份综合报告（第 3 8 / 1 2 转决议）.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表示赞赏秘书长的报告（A/ 4 0 Z 3 4 8和Add. 1 和 2 ) ; 注 

意到独立委员会的活动；请还没有这样做的各国政府把关于推动一个新的国际人道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2 9 9 

主义秩序的建议的意见通知秘书长；请秘书长根据所收到的进一步意见，向大会第 

四十一届会议提出一份秘书长报告的增编，其中包括关于具体人道主义问题的调査 

( 第 4 0 / 1 2 e f舰）‧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将该项目推迟到第四十二届会议审议（4 1 ^ 1 3 (^决定). 

jç^Mm-^M^iX '"表示赞難立委员会;促请各国政府和各贿间组织、包括 

在区域一级履行职能的政府间组织注意独立委员会的报告；要求独立委员会将其报 

告转递会员国以及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计划署的行政首长以便他们能够考虑其 

分析和结论；请有关的所有非政府组织注意独立委员会报告就它们组织在该领域的 

政策和行动所提的建议和意见；请各国政府自动向秘书长提供它 f lM关注的人道主 

义问题的资料和专家知识，以便确定今后釆取行动的机会并加强人道主义领域的国 

际合作；请秘书长同各国政府和有关的组织保持联系，并就人道主义领域所取得的 

进展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2/120f决议）. 

大会同届会议敦促所有国家进行合作以保护人权汆基本自由，并共同努力促进 

国际合作，以期解决国际关注的现有的人道主义问题；请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以 

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在有关国际文书的基础上发展人道主义领域的国际合作 

(第4 2 / 1 2 1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 4 2 / 1 2 0 f 决议)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0 6 )的参考资料： 

(a)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 / 4 2 / 8 0 9 ; 

(b) 笫 4 2 / 1 2 0 f 和 4 2 / 1 2 1 号决定； 

( 0 笫三委员会的会议： k / Q , 3 9 - - 4 1 , 4 3 . 4 6 , 5 2 . 5 4 5 a 5 8 

和 6 2 ; 

( d ) 徘 会 议 ： A ^ 4 2 / Ï V .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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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6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1984年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通过《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并开放供签署、批准和加入（第3 9 / 4 6号决议，附件）； 

并呼吁各国政府作为优先事项考虑签署和批准该《公约》（第3 9 / 4 6号决议）• 

这项公约于 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即第二十件批准或加入文件交存秘书长之日起 

三十日后生 ^ 7 . 

《公约》締约国第一次会议由秘书长主持于1 9 8 7 年 1 1 月 2 6日在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举行.按照《公约》第 1 7条的规定，会议选出以下 1 0名专家担 

任反对酷刑委员会的成员：阿尔弗雷多‧本格松先生（菲律宾）* 彼德.伯恩 

斯先生（加拿大）* * *克里斯蒂娜'夏内女士（法国）* * •索科罗。迪亚斯' 

帕拉西奥斯女士（墨西哥）* * ,阿历克斯 ‧迪班达‧穆埃雷先生（喀麦隆）* 、 

里卡多‧希尔‧拉韦德拉先生（阿根廷）* * ,尤里.基塔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季米特尔‧尼科罗夫 ‧米哈伊罗夫先生（保加利亚）* * 本 格 

特.索伦森先生(丹麦）*和约瑟夫.伏亚美先生（瑞士） * ‧ 

‧ 1 9 8 9 年 1 2 月 3 1 曰 任 满 * 

* * 1 9 9 1 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深为满意地看到这项作为国际促进普遍尊重和遵守人杈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0 7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A ^ 4 2 / 4 5 1 和A / 4 2 / 7 0 1 ; 

(b) 第 三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 

(c) 第 4 2 / 1 2 2 号至 4 2 / 1 2 4 号决议； 

( < 3 )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 h / " 3 / 4 2 / S R . 3 9 - 4 1 , 4 3 . 4 a 5 2 和 5 4 ; 

(e) 会议： V 4 2 / < P V .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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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本自由努力的一个主要步骤的公约于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生效；认识到重 

要的是，各締约国应设立适当的行政和财务安排以便反对酷刑委员会能够切实有效 

地执行公约委托给它的职务并确保该委员会作为监督切实执行公约各项规定的必要 

机构的长期存在能力；又认识到委员会有必要及早注意制定一个关于公约締约国执 

行情况的有效报告制度，适当考虑到秘书长关于人权事务委员会和根据人权领域各 

项有关囯际文书设立的其他人权条约机关的报告和活动的准则草案；还要求所有国 

家作为优先事项加入为公约締约国；再次请所有国家在批准或加入公约时或即后考 

虑是否能按公约第 2 1 和 2 2条的规定作出声明；并请秘书长就《公约》的现况向 

人杈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和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 2 / 1 2 3号决议）. 

1 9 8 8年2月和3月，人杈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请秘书长继续就《公约》 

的现况向大会和委员会提出年度报告（第 1 9 8 8 Z 3 6 号决议） . 

直至1 9 8 8 年 4 月 1 日 为 止 ， 2 9个国家已批准或加入《公约》.另有3 7 

个国家签署了《公约》.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2 / 1 2 3号决议） ‧ 

反对酷刑委员会的报告 

反对酷刑委员会于1 9 8 8 年 4 月 1 8 日至 2 2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 

行了会议.委员会按照《公约》第2 4条的规定，向各締约国和大会提交了关于 

其活动的年度报告. 

文件：反对酷刑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报告，补编第4 6 号 （ V 4 3 Z 4 6 ) . 

联合国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 

1 9 8 1年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决定设立联合国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使 

它能收取自愿捐款以便分配，通过已有的援助渠道，向遭受酷刑的个人及其亲属提 

供人道主义、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并决定自愿基金应由秘书长根据基金董事会 

的意见加以管理，该董事会由在人权领域具有广泛经验，以个人身份担任的一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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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和四名成员组成，由秘书长适当顾及公平地区分配，与他们本国政府协商后予以 

錄 （ 第 3 6 / 1 5 1 号 ‧ 

大会第四十^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基金的报告（ A / 4 2 / 7 0 1 ) ,守请所有 

力所能及的各国政府、组织和个人积极响应向自愿基金首次和进一步捐款的要求； 

对基金董事会所进行的工作表示赞赏（第4 2 / 1 2 2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3 6 / 1 5 1号决议）. 

1 0 7 . 发展进程中的家庭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请所有国家告知对可能宣布国际家庭年的看法;请秘书 

长根据会员国对可能宣布这一国际年和改善家庭地位和福祉及加强国际合作作为促 

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全球努力的一个组成#的其他方式方法所提出的意建议, 

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一份全面报告（第4 2 / 1 3 4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 4 2 / 1 3 4 号决议） ‧ 

1 0 8 . 按照《联合国宪章》笫七十三条（辰）款递送的非自活领土情报 

按照《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规定，管理非自治领土的会员国必须按时将 

关于它们所负贲管理的领土内的情况的统计资料和其他情报递送给秘书长•这些情 

报将交由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审査，大会第1970 

(XVIII)号决议要求特别委员会在审议各有关非自治领土的情况时，充分注意此 

种情报.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2 )的参考资料： 

(a)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第二部分）：A^ 4 2 / « 0 3/Aââ. l ; 

(b) 第 4 2/134号^i义； 

(c)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A/C. 6 0 - 6 3 ; 

(<3) 会议：Ay< 4 2/<PV,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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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重申在大会尚未确定一个非自治领土已经达到《联合 

国宪章》第十一章规定的充分自治以前，有关管理国应继续按照《宪章》第七十三 

条（辰）歉递送有关领土的情报：请秘书长在秘书处为特别委员会编写有关领土的 

工作文件方面，确保从所有现有发表的资料来源收集充分的情报；并请特别委员会 

继续按照既定程序，执行大会第19 7 0 ( X V I I I )号决议交付给它的任务（第42 / 

7 3 号 决 议 ) ‧ 

文件： 

(a)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 / 4 3 / 2 3 (第四部分）以后将作为补编第2 3号 

( A / 4 3 / 2 3 ) 印发， 

(b) 秘书长的报告（笫42/73号决议）， 

109.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从事活动妨碍在纳米比亚和所有其他殖 

民统治頻土内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宜言》并妨碍在南部非洲 

消除殖民主义、种族睐离和种族坎視的努力：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宜 

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1 9 6 4年，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按照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0 8 )的参考资料： 

(a)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笫2 3 号（ A / 4 2 / 2 3 (第四部分)第七 

章； 

(b)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5 7 7 / R e v . l ;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2 6 ; 

(d) 第 4 2 / 7 3号决议； 

(e) 第四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4 / 4 2 / S R . 1 0 , 1 2 - 2 3 ; 

(f) 徘 会 议 ： A / 4 2 / P V .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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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1899(XVffl)号决议，进行了一项关于在西南非洲（现称纳米比亚）有权益的采 

矿工业和其他国际公司的种种活动所生彩响的研究.1 9 6 5年和1 9 6 6年， 

特别委员会按照其19 64年所作的决定，着手研究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和其他利益 

集团在菊管各领土内妨害执行《宜言》的活动，并就此事先后向大会第二十届会议 

和第二十一届会议提出了报告.'此外，1 9 6 6年，特别委员会又按照它在前一 

年所作的决定，研究了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在南罗得西亚的活动和这 

些活动的方式，以便评定这些活动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彩响，并就此事向大会笫二 

十一届会议提iB报告. 

1 9 6 6年，大会笫二十一届会议在审议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以后，决定把题 

为"在南罗得西亚，西南非和葡菊牙统治下各领土以及其他殖民统治领土内妨害後 

予殖民地S家和人民独立宜官》的执行的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的活劫" 

的項目列入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笫2189 ( X X I )号决议) ‧大会第二 

十二届会议决定把上述标題改为"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从事活动，妨 

事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養菊牙统治下各领土以及所有其他殖民统治领土内执 

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宜官》并妨害在南部非洲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离 

和 种 族 歧 視 的 努 力 " （ 第 2 2 8 8 ( X X I I )号决议）.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决定 

( 见 A / 1 0 2 5 0 J U 9段）把上述标题进一步修正如下："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和其 

他利益集团从事活动，妨害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所有其他殖民统治领土内执 

行《给予《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宜官》，并妨害在南部非洲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 

离和种族歧視的努力"‧ 大 会 第 三 十 五 届 会 议 决 定 （ 见 第 2 2 段） 

把上述项目的标题加以修正，改用现有的措词， 

大会自第二十二届会议起，一直将该项目列入议程，而每届会议都根据特别委 

员会编制的进一步报告，通过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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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重申其关于这一论题的历届决议的规定；敦促有关的 

管理国釆取有效措施保障并保证殖民地领土人民享有对其自然资源的不可剥夺权利， 

并有权建立和保持对其自然资源未来开发的控制；要求管理国采取必要步骤保护各 

领土人民的财产权利；要求特别委员会继续审査该问题，并就此向大会第四十三届 

会议假出报告（笫4 2 / 7 4号决议）. 

同届会议上，大会在殖民国家在其所管领土内可能妨碍《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 

民独立宣言》的执行的军事活动和安排方面，重申其坚定信念，认为在殖民地和非 

自治领土内存在军事基地和设施是执行《宣言》的一个重大障碍，各管理国有贲任 

确保这种基地和设施的存在不会妨碍领土人民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 

及《宣言》行使自决和独立的权利；敦促和有关管理国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不 

用这些领土来向其他国家采取任何攻击行动或进行干涉，并充分遵守《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宣言》以及联合国有关殖民地国家在其所管领土内的军事活动和 

安排的决议和决定；宣布殖民领土和其邻近的地区不应用于核试验，倾倒核废物或 

部署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要求特别委员会继续审议这个问题，并就 

此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2/417号决定）， 

文件：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有关部分，随后将作为补编第2 3号印发（八/43/ 2 3 )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0 9 )的参考资料： 

(a)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3号（A / 4 2 / 2 3 )第四章和第五章； 

A / A C . 109/897、 A / A C 1 0 9 / 9 0 0 - 2 , A / A C . 109/905、 A / 

A C l 0 9 / 9 0 a A / A C . 109/909、 A / A C . 109/912、 A / A C .109/ 

9 1 4 和 A / A C . 1 0 9 / 9 1 6 ; A / A C . 1 3 1 / 2 4 1 和 A / A C . 1 3 1 / 2 4 3 ; 

(b) 笫四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6 3 9 ; 

(c) 第 4 2 / 7 4号决议和第4 2 / 4 1 7号决定； 

(d) 笫四委员会的会议： A / C 4 / 4 2 / S R . 2 - 9 ; 

(e) 全体会议： A / 4 2 / F V .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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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 

立宣言》的情况 

这个问题自1 9 67年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起即作为一个单独项目列入大会议 

程.大会在该届会议建议各专门机构和有关的国际机构紧急采取有效措施援助为从 

殖民统治下争取解放而斗争的民族，同时与非洲统一组织合作，并通过该组织与各 

民族解放运动合作，共同拟订达成此项目标的具体方案（第2311( n i l )号决议）. 

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 (表示关切某些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到目前 

为止，对各殖民地人民尤其是对纳米比亚人民及其民族觯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所提供的援助，按有关人民的实际需要来说，仍然相差很远；表示遗憾世界银行同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继续维持关系，并表示这些关系应予中止；痛惜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不顾大会一再通过的决议，同南非进行财政和其他方面的勾结，并谴贲该 

组织对南非提供财政支助，要求停止此种勾结，因为种族隔离制度腌含南部非洲经 

济，包括其国际收支在内的严重不稳，因此，货帀基金组织按其条例规定，只要种 

，"笫四十届会议(议程项目1 1 0 和 1 2 )的参考资料： 

(a)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笫2 3号（ A / 4 2 / 2 3 (第四部分）），第 

六章； 

(b) 经济及社会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号（ A / 4 2 / 3 )，第一、六、 

和八章； 

( e )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A / 4 2 / 2 6 4 和 A d d . 1; 

(d) 笫四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2 7 ; 

(e) 笫4 2 / 7 5号决议； 

(t)笫四委员会的会议：A/C.4/42/SR. 1 0 和 1 2 - 2 3 ; 

(g) < è # 会 议 ： A / 4 2 / P V .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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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隔离继续存在，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就不应给予南非任何信贷；再次促 

请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的行政首长提请它们的理事机构特别注意本决议，以期 

制订有利于各殖民地领土尤其是纳米比亚的人民的具体方案；促请各专门机构和联 

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及机构提供援坳，加速各殖民地领土国民生活所有部门的进展， 

特别是经济的发展；提请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特别注意安全理事会 

1 9 8 5 年 6 月 1 9日第56 6 ( 1 9 8 5 )号决议，其中安理^!贲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在纳米比亚设立所谓过渡政府，并宣布该行动非法和完全无效；请秘书长继续协助 

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拟订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的适当措施，并在这些 

机构和组织协坳下，就秘书长上次报告分发以后所采取的行动编写报告，提送各有 

关机关；要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同特别委员会协商，继续审议适当的措施以协调各 

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执行大会有关决议的政策和活动；要求特别委员会 

继续审査该问题，并就此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2/75号决议). 

文件： 

( a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 / 4 3 / 2 3 (第四部分），随后将作为补编第2 3 号 

( A / 4 3 / 2 3 )印发î 

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3号（ A / 4 3 / 3 ) ; 

( c )秘书长的报告（第42 / 7 5号决议）， 

111.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 

1967年，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决定把西南非（现称纳米比亚）教育和训练 

特别方案、葡瞀领土特别训练方案以及南非人民教育和训练方案合并为一，并决定 

这个合并的方案也应向来自南罗得西亚（现称津巴布韦）的人提供禝助.又决定 

新方案称为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由自愿捐款方式募集的信托基金供给 

经费(：第2349(3ŒII 1 号 决 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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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下的锼助现是铪予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居民.向安哥拉、佛得角、几内亚 

比绍、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前葡營领土）和津巴布韦的居民颁发的奖学 

金将继续下去，直到用奖学金傕读的课程完成为止.方案下颁发的奖学金是供作 

进修高中、大学或以上程度课程或同等专业和技术训练之用的，并且着重在非洲教 

育机构内学习. 

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决定设置由七个成员组成的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 

案咨询委员会〔第2431 ( X X I I I )号决议〕，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增加咨 

询委员会的成员人数，其增加名额由秘书长同各区域集团协商决定，但以六名为限 

第3 3 / 4 2号决议）， 

目前，委员会由下列1 3个会员国组成： 

白俄罗斯苏维埃杜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丹麦、印度、日本、利比里亚、尼 

日利亚、挪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囿、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扎伊尔和赞 

比亚， 

自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以来，秘书长每年都提出有关该方案的报告，大会也通 

过关于继续和加强该方案的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核可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的报告 

( V 4 2 / 6 2 8 )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1 1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6 2 8 ； 

(b)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2 8 ; 

( 0 第 4 2 / 7 6号决议； 

(d) 第四委员会的会议：A/C. 10、 12和225 

(e) 全体会议：V 4 2 / < P V .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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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秘书长和咨询委员会继续努力推动对方案的慷慨捐助和增进同政府和非政 

府助学金机构的合作；表示赞赏提供捐款、助学金或在其教育机构内提供名额来支 

助方案的所有各方面；并呼吁所有国家、机椒组织和个人对方案提供更多的财政 

和其他支助，以保证方案继续下去并稳步扩大（第4 2 / 7 6 号 决 议 ） ‧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2 / 7 6 号 决 议 ） . 

112.会员国对非自治领土居民提供学习和训练便利 

1 9 5 4年，大会第九届会议请会员国对非自治领土的居民提供便利，不仅供 

铪大学程度的学习和培训，并且供铪中学程度的学习以及具有直接实用价值的技术 

和职业训练，还请秘书长拟具一份报告，详细说明各国已提供便利和这些便利的应 

用情况，以供大会参考（第8 4 5 ( I X ) 号 决 议 ） ， 大 会 在 以 后 各 届 会 议 ^ 

次提出同样的请求，而且每次都请秘书长就有关决议的执行情况向下届会议提出报 

告.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请所有国家对尚未取得自治或独立的那些领土的居民， 

慷慨提供或继续慷慨提供学习和训练便利，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向将来的学生提供旅 

费；促请各管理国釆取有效措施，确保在其所螫领土内不断广泛传播关于各国提供 

学习和训练便利的资料，并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使学生能够利用这种学习和训练 

的便利；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4 2 / 7 7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 2 / 7 7 号 决 议 ）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1 2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A/4 2 / 5 7 8 ; 

(b)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A/ 4 2 / 7 2 9 ; 

(c) 第 4 2 / 7 7号决议； 

(d) 第四委员会会议：A/C. 4 / 4 2 / S R . 1 0和 1 2— 2 2 ; 

(e) 錯 会 议 ：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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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3 .东帝汶问题 

1 9 6 0年大会笫十五届会议决定葡管各领土是《宪聿》笫十一章内所称的非 

自治领土，要求葡萄牙政府依照宪聿第十一聿的规定，向秘书长递送关于各有关领 

土包括东帝汶现况的情报（笫1 5 4 2 ( X V )号决议）.其后，大会每年都审议葡管 

各领土问题，直至笫三十届会议为止，该届会议在这个项目下单独通过了一项关于 

帝汶问题的决议（第 3 4 8 5 U X X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在题为"给予殖民地国家相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的项 

目下审议了帝汶问题，并决定在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中列入一个题为"东 

帝汶问题"的项目（第 3 1 / 5 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至第三十六届会议，一直将该项目列入议程，而每届会议 

都就这一问题通过一项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请秘书长与直 è有关各方开始协商，以探索全面觯决 

这个问题的种种途径，并向大会第三十AJ&会议提出报告；请特别委员会不断主动 

审议该领土的情况，并向秘书长提供一切邦助，以便利本决议的执行；呼吁所有专 

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特别是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相联合 

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事处，在其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与管理面葡萄牙紧密协商， 

立即援助东帝 U民（第 3 7 / 3 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收到一份秘书长的说明（A/38/352 ). 大会按照总务 

委员会的建议（ A / 3 8 / 2 5 0 ,第 2 2段），决定将该项目推迟到第三十九届会议审 

议（第 3 8 / 4 0 2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九届和四十届会议收到了秘书长关于进展情况报告（A/39/36I 

» A / 4 0 / 6 2 2 ),其中他概述了为促进全面解决本问题而作出的努力。根据总 

錢 员 会 的 建 议 （ A / 3 9 / 2 5 0 , 第 2 3 段 ， 以 及 A / 4 0 / 2 5 0 , 第 2 7段），大 

会决定将本项目列入下一届会议临时议程(第 3 9 / 4 0 2号和 4 0 / 4 0 2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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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收到了秘书长的一份说明（A/41/602),其中他说明在 

他的主持下，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之间为争取达成国际上所能接受的全面解决办法， 

正在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并说明当时他还不能向大会提出报告，但将尽快这样做。 

大会推迟决定是否将这一项目列入第四十一届会议的议程（第41/402f决定），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收到秘书长关于前两年情况的进度报告（A/42/539), 

秘书长在报告中说，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重申愿意在他的主持下进行合作，谋求全 

面的并能为囿际接受的解决办法。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 A / 4 ^ / 2 5 0和 C o r r . 1, 

第 3 2段），大会决定将该项目列入第EH^ ^义，，°的临时议程（第42/ 4 0 2 f 

决定）。 

第四十三届会议文件： 

(a) 特 别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以 后 将 作 为 补 编 第 2 3号（ 

分发； 

(b) 秘书长的报告。 

114.财务报告和审定财务报表以及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 a ) 鞋 国 

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c) ‧ 国 儿 童 基 金 会 

(d)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教济和工程处 

，，°将本项目列入第四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是按照1 9 8 2 年 1 1 月 2 3日的 

m 37/30号决议提出建议的，并将依大会四十二届会议可能采取的任何进 

一步行动而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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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f)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经管的自愿捐敫 

(g)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基金 

(h) 联合国人口基金 

(i) ^国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会 

审计委员会（并参看项目1 7(c))向大会递送上一财政期间审计委员会负有审 

计责任的联合国及其他方案的各个帐户的审定财务报表，根据《联合国财务条例》 

第1 2条和附件的规定，审计委员会就其审计结果向大会提出报告，并提出意见， 

说明各项财务报表是否适当地反映了所记录的财务事项，各该财务事项是否符合 

《财务条例》和法律根据，是否正确地表明了各项活动在该财政期间结束时的财务 

状况，行政和预算问颞咨询委员会对审计委员会的报告表示意见，并向大会提出有 

关的报告，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接受联合画开发计划署、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教济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13)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H 总部饮食供应事务和礼品销售处业务的调査： " 2 / 3 9 9 ; 

(=)有关福利和津贴方面的内部瞀制程序： 

(b) 秘 书 长 的 说 明 ： 和 c o r r . 1 和 

(c) 财务报告： 

H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补编第5 A 号 （ V 4 2 / 5 / A d d , 1 ) ； 

C=)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补编第5 B 号 （ 人 / 2 ) ； 

曰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补编第5 0 号 （ " 2 / 5 / 

A d d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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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程处、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联合国难民事务髙级专员经管的自愿捐款、联合国 

人口活动基金的财务报告和审定财务报表以及审计委员会的有关审计意见书和报告; 

接受审计委员会关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财务报表的报告和结论，并根据咨询委员会 

报告中的建议，请审计委员会对1 9 8 6 年 1 2 月 3 1日终了期间的儿童基金会财 

—次扩大审计，并通过咨询委员会将其报告送^;L童基金会执行局和大 

会第四十三届会议；请开发计划署、近东教济工程处以及人口活动基金的理事机构 

贵成有关行政首长釆取步骤，纠正某些局面或情况；同意审计委员会及咨询委员会 

分别在其报告中提出的相同意见和建议，请各主瞀理事机构确保有关行政首长优先 

釆取必要的步骤执行这些建议，并就此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还请这些 

理事机构继续审査其他意见和建议，并就此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请秘 

书长及联合国各有关组织和计划署的行政首长根据审计 委员会及咨询 委员会的评论 

和意见釆取补救行动，并于1 9 88年分别向大会及这些组织的理事机构报告提高 

财务程序和昝制、包括付给工作人员福利和津贴的程序和管制的效率和效能的方法, 

以及改进会计制度及有关的行政和眢理控制的方法；并建议审计委员会向大会提交 

—份简明扼要的文件，按审计领域分类概述有普遍意义的主要调查结果和结论（第 

4 2 Z 2 0 6 号 决 议 ) . 

，，，(续）H ^ ^国训练研究所：补编第 5 D 号 （ 4 ) ；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经管的自愿捐款：补编第5 E号（ 

5 / A d d . 5 ) ； 

內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补编第5 G 号 （ 人 / 7 ) ； 

(d) 咨 询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 2 / 5 7 9 ; 

(e)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f) 第 4 2 / 2 0 6号^i义； 

^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 / 4 2 / S R , 3 - 9 , 1 5 和 1 6 ； 

( h ) 林 会 议 :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3 1 4 

文件： 

(a) 财务报告： 

H 联 合 国 ： 补 编 笫 5 号 （ 第 一 至 三 卷 ）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补编第 5 A 号 （ V 4 3 y S / A d 夂 1 )；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补编第 5 B号（ A X 4 3 / 5 / A d d . 2 )； 

m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教济和工程处：补编第5 C号（ 

Ad«3, 3 )；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补编第 5 0 号（ A / ^ S / S / A d d . 4 ) ； 

內联合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经瞀的自愿捐歉：补编第5 2号（ 

S / A d d . 5 ) ï 

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基金：补编第5 1 "号（V4 3 / 5 / A d d . 6 ) ； 

(/V)联合国人口基金：补编第5 0 号 （ V 4 3 / 5 / A d d . 7 ) ； 

W联合国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会：补编第5 1 1 号 （ 8 ) ； 

(b)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第4 2 / 2 0 6号决议) ï 

(c) 秘书长关于改进财务程序和螯制以及改进会计制度及有关的行政和螫理控 

制的报告（第4 2 / 2 0 6号决议）； 

(d) 关于执行审计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意见和建议的秘书长说明（第42/206 

号m ) ； 

(e)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15. 1 9 8 8 - 1 9 8 9两车期方案预算 

根据《躲合国财务条例》第3. 4条的规定，秘书长应于财政期间的第二年向 

大会常会提出下一财政期间的方案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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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提出的1 9 8 8 - 1 9 8 9两车期方案概 

算（ A / 4 2 / 6 ) . 大会核定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的拨款额是!S 1 7 6 9 5 8 6 3 0 0 , 

并核定收入概算$ 3 3 7 3 3 0 2 0 0 (第 4 2 / 2 2 6 A 和 B号决议） ‧ 大会又决定， 1 9 8 8 

车度核拨预算经费共S884, 7 9 3 , 1 5 0 , 即 为 1 9 8 8 — 1 9 8 9 两 车 期 核 定 经 费 

的半数，应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内条例5. 1 和 5 . 2 筹措（第 4 2 / 2 2 6 C 号 

号决议） ‧ 大会又通过关于1 9 8 8 — 1 9 8 9两车期临时及非常费用的决议(第 

4 2 / 2 2 7号决议 1和关于I 9 8 8 - 1 9 8 9两卑期周转基金的决议（第42 / 2 2 8 

号决议） ‧ 在同一届会议上，大会在审议与1 9 8 8 — 1 9 8 9两车期方案预算 

有关的各种问题^程中邇过了关于下述事项的决议：国际电子计算中心（第42/ 

2 2 5号决议，第一节）,秘书长的薪金和退休津貼及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 

和联合国*发计划署署长的薪金（《同上》，第二节1， ^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储存 

及*费用问题（《同上》，第三节）,国际法院的出版物（《同上》，第四节）,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方案概算的一般建议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1 5 )的参考资料： 

(a) 1 9 8 8 - 1 9 8 9两车期方案概算， A / 4 2 / 6， 

0>) 1 9 8 8 - 1 9 8 9 两 车 期 方 案 预 算 ： l ^ i C o r r . h 

(c) 方笫和协调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1 6 号 （ A / 4 2 / 1 6 ^ d ( i . 1 ) | 

(d)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7号（ A / 4 2 / 7 )和补编第7 A号（ A / 4 2 / 7 

雜 d d * 1 - 1 0 ) i 

(e) 第五委 g会的报告: A / 4 2 / 9 l ^ P C o r r . It 

(f) ^ 4 2 / 2 2 5 . 4 2 / 2 2 6 A S C 4 2 / 2 2 7和4 2 / 2 2 8号文件， 

(g)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 / 4 2 / S R . 8、 12. 1 4 - 2 8 . 3 1 - 3 4 . 36—50、 

5 《 5 7 - 6 0 * Ï 6 5 - 6 8 1 

(h) 林 会 议 ： A / 4 2 / P V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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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五节），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fi会关于1 9 8 8 — L 9 8 9 两 车 

期卞案概算的第一次报告第7 9 和 第 4 . 14段所载的建议（《同上》，第六节)， 

维也纳国际中心联合囿各组织的统一会议事务部门（《同上》，第七节)i 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方案预算内的应急基金（《同上》，第^L节）. 

文件： 

(a) 秘书长关于1 9 8 8 — 1 9 8 9两车期方案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 

(b) 秘书长关于订正概算的报告（第41 / 2 1自2 / 2 1 1号决议）， A / 

C. 5/43/l^PAdd. It 

(c) 咨询委g会的报告，补编第7和第7 A号（ A / 4 3 / 7雜 è l d . i"."). 

在本项目下，特别是关于下列问题，会提出若干其他文件： 

空 中 旅 行 ^ 标 准 

大 会 1 9 8 0年笫三十五届会议要求秘书长在大会第三+^届^R后，每年就 

此问题向它提交的报告所包括期间应为7月1日至次年6月3 0日（笫3 5 / 2 1 7号 

m,笫十节). 

大会笫三十六至三十九届会议继续审议该问题（第36/235号决议笫五节、笫 

37 / 2 3 7 ^ $ H义第三节、笫38/ 2 3 4号$H义笫四节和第39/ 2 3传决议笫七节）， 

大会笫四十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空中旅行舱位标准的报告（A / C.5/40/ 

2 2 和 C o r r . 1 )和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A / 4 0 / 8 3 0 )；核可咨询委员会报 

告第2段的建议；并决定今后关于这个问题的年度报告应附载联合国头等空中游行 

舱位所有支&的资料(笫 4 0 / 4 5 5号决定) ‧ 

大会笫四十一届会议将秘书长的报告（ A / C . 5 / 4 1 / 1 9 )延至笫四十二届会 

议审议（第41 / 2 0睥决议，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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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笫m^M^ir"注意到秘书长关于飞机艙位标准的报告及行政和预算问 

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 „和出席大会常会及特别会议的最不发达国家代 

表团团长外，所有由联合国各组织和计划署支助旅费而以前有权乘坐头等舱位的个 

人，今后必须乘坐头等以下一等的舱位旅行；授权秘书长行使斟酌行事权，按照 

个别情况准许作为例外乘坐头等舱位；请他每年向大会报告，说明一切例外情形 

及雞由（第 4 2 / 2 1 4号 $ H义）， 

大会同届会i义请秘书长就公务旅行的安排和方法的发展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 

^ 义 提 & 报 告 ( 笫 4 2 / 4 5 3 # 决 定 ） . 

文件： 

(a)秘书长的报告（笫42/214号决议）； 

Co)秘书长的报告（笫42/453号决议）； 

聘用专家、顾问和特设专家组参加人员的情况 

1 9 8 2年，大会笫三十七届会议请秘书长在其今后关于顾问和专家的报告中 

载列关于聘用退职工作人员的详细资料；并决定在第三十九届会议审查这，(笫 

37/2 37号决议，笫八节），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 

关报告；确认笫37/237号决议笫八节笫3段所规定的临时措施，并决定在笫四十 

届会议，参照秘书长将提出的关于联合国系统内任何机关、组织或机构的退职工作 

笫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1 5的一部分)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关于空中旅行舱位标准的报告(A/C ‧ 5 / 4 1 / 1 9和 A / C . 5/42/ 

9 )和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A/42/790 ) J 

(b) 联合检査组的报告：关于公务旅行的安排和方法的后续报告（A/41/ 1 2 D , 

以 及 秘 书 长 （ i )和咨询委员会（ A / 4 2 / 7 9 0 ) 的 

有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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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在领取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 所付养恤金期间以任何身份为秘书长雇用 

的补充资料，审查此种情况（笫39/236号决议，笫十二节）‧ 

大会笫四十届会议将秘书长的报告延至笫四十一届会议审议（第40/456号决 

定），大会同届会议在审议关于方案规划的项目时，核可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笫 

1985/78号决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通过方案和协调委员 

会和理事会就联合国雇用和使用顾问服务的问题向大会笫四十一届会议提出一份详 

尽的报告(笫 4 0 / 2 4 ( ^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将秘书长的报告延至笫四十 二届会议审议（第 4 1 / 2 0 ^ 

决议，笫四节）.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 A / C . 5 / 4 0 / 4 a 

A / 4 1 / 2 9卜 E / i 9 8 6 / 5 8和 C o r r . i A / C . 5 / 4 1 / 1 6和 A / C , 5 / 4 2 / 2 5 ) , 

并 决 定 在 其 第 四 十 会 ^ ± 再 审 议 这 个 问 题 （ 笫 4 2 / 4 5 錄 决 定 ) .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 4 2 / 4 5终决定)。 

116.方案规划 

1 9 75年大会笫三十届会议决定隔年轮流审议中期计划和两年期方案概算， 

从 1 9 7 6年开始审议 1 9 7 8 - 1 9 8 1年中期计划（笫3392 ( X X X ) 号 决 议 ) ‧ 

大会笫三十七届会议通过了订正后的19 8 4— 1 9 8 9年中期计划（ A / 3 7 / 

6 )(第37/234号决议）。 

大会笫四十届会议一并审议了本项目和关于1 9 8 6 —1 9 8 7两年期方案概 

算的项目，大会同届会议重申方案规划和预算编制周期的重要性，请秘书长仿照 

联合国财务细则的格式，发布关于方案规划、预算内方案部分、执行情况监测和评 

价方法的条例和细则，赞同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决定，在该委员会笫二十六届会议 

的临时议程中列入一个关于改进委员会任务规定内的工作的项目（笫40/240#决 

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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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笫四十一届会议通过了中期计划各项订正（A/41/6^^1«l.l ) 和增编 

( V 3 7 / 6 / A d d . 3 ) ,以及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在其报告（A/ 4 1 / 3 8和Co r r . 

2 )笫三章中建议作出的修改（笫4 1 / 2 0 3号决议). 

在同届会议上，大会在审议题为"审查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的项目 

(另见项目4 9 )过程中决定编制计划、方案和预算的过程，除其他外，应遵照该 

决议笫二节笫1段所阐述的各项原则；重申有必要改进编制计划、方案和预算的过 

程并决心根据该决议笫二节笫2和笫3段的规定，改进关于制订中期计划的协商过 

程；并核可该决议附#--所订明的预算艘（笫41/213号决议，笫二节）. 

大会笫 ©口会议'"一并审议了本项目敎 S 目 4 1 (审査联合国的行政和财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1 6 )的参考资料： 

(a)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笫1 6 号 （ A / 4 2 / 1 6 和 A d d . l ) ; 

(b) 经济及社会理的报告：补编第 3 号（A / 4 2 / 3 和Ad d ‧ 1 ) ; 

(c) 1 9 8 8 - 1989两年期方案概算：A/42/6 ； 

(d)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补編笫7和笫7 A 号（ A / 4 2 / 7 和 A d d . 卜 1 0 ) ; 

(e) 秘书长关于下一个中期计划的编制的说明(A/42/512 ) ； 

(f) 秘书长关于为改进编制计划、方案和预算过程所必要的补充细则和条例的 

说明 ( A / 4 2 / 5 3 2 ) ； 

18>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A/ 4 2 / 6 4 0 ) ï 

主席关于1 9 90年代联合国工作的一些前景的说明（A/C. 5 / 4 2 / 4 9 ) ； 

( i )笫五委员会的报告：（A / 4 2 / 8 8 1 ) ; 

( J ) 笫 4 2 / 2 1 5 号决议； 

I W 笫五委员会的钱： A / C . 5 / 4 2 / S R . 1 2 . 14一21、 23—28、 3 1 ~ 

34、 3 & - 5 0 . 6 5 和 6 6 î 

( 1 ) 娣 会 议 ： A / 4 2 / P V .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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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率 ） 、 项 目 4 3 (联合国当前的财政危机）及项目1 1 5 ( 1 9 8 8 - 1 9 8 9 两 

年期方案概算），并通过了关于下述事项的决议：《方案规划、预算内方案部分、 

执行情况监测和方法条例和细则》（第4 2 / 2 1 5号决议，笫一节）、方案规划 

(《同上》，笫二节）、评价（《同上》，笫三节）、跨组织方案分析（《同上》， 

笫四节）、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与行政协调委员会联席会议（《同上），笫五节)和 

其他结论和建议（《同上》，第六节）。 

文件： 

(a)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笫二十八届会议的报告，补编笫1 6 号（ A / 4 3 / 1 6 和 

A d d . i ) ； 

0» 1 9 8 4 ̶ 1 9 8 9年中期计划（包括1 9 9 0 — 1 9 9 1年期间）订正草案，补 

编 笫 1 6 号 （ A / 4 3 / 6 和 C o r r . 1 ) ； 

( c )秘书长关于 1 9 9 2 年 ， 的 中 期 计 划 导 言 賴 ( 笫 4 2 / 2 1 5 号 决 议 ) , 

A / 4 3 / 3 2 9 ； 

C d ) 秘书长关于 1 9 8 6 — 1 9 8 7两年期联合国方案执行情况的报告， 

3 2 6 和 A d d , 1 ; 

(e)秘书长关于在方案设计、执行和政策方针方面适用评价调査结果的报告， 

A / 4 3 / 1 7 9 ;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is)联合检查组的报告(另参看项目1 1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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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7 .联合国财政紧恚情况 

1 9 7 5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在审议有关方茱概算的这个项目时，'成立了 

一个联合国财政紧恚情况协商委员会；决定委员会的任务是全面地觯决联舍国财政 

的严重愤况，以及根据本组织变动中的需要，审査周转基金的适当数頟和管制周转 

基金运用的财务条例:；.请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并决定在第三十 

一届会议临时议程上列入一个题为"联合国财政紧恚情况"的项目（笫3538( X X 

X )号决议〕， 

目前协商委员会由下列4 8个会员国组成： 

阿#廷、奥地利、孟加拉国、欢利维亚、布尔基纳法索"加一拿大、乍得、哥伦 

比亚、古巴J&瓜多尔、埃及、芬兰、法国、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水,旦、肯尼亚、科威特、阿拉伯利^民众国、马 

拉维JB?*J^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西班牙、苏丹、 

斯威士兰、瑞典、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澌、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舍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 / 

大会笫三十一届会议决定推迟到第三十二届会议再审议协商委员会的报告（第 

3 1 / 1 9 1 号 决 议 ） ， 

大 会 第 三 十 二 届 会 议 注 意 到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请 该 委 员 会 于 

必要时提出关于进一步发展情况的补充报告，以供第三十三届会议审议；请秘书长 

向该届会议提出关于本组织赤字的数額、增长率和M，以及从会员国和其他来源收 

到的自愿捐款的详细资料（第32/104号决议）‧大会第三十三至四十一'届会议 

提 出 了 同 样 的 要 求 （ 第 3 3 / 4 3 0 和 3 4 / 4 3 5号决定、第3 5 / 1 1 3、 

3 6 / 1 1 6、 3 7力3、 3 8 / 2 2 8 B、 3 9 / 2 3 9 , 4 0 ^ 2 4 1 A 和 4 1 / 2 0 4 A 号 决 议 ） ‧ 

大会笫三十九届会议请秘书长采取适当措施，发行关于非洲紧恚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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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特别邮票；决定将这方面所得收入的一半指定用于买现《关于非洲危急 

经济情况的宣言》（第3 9 / 2 9号决议，—附件)中详细开列的目标,其,的收入存 

入 一 + 特 别 帐 户 （ 第 3 9 / 2 3 9 A 号 H T ; 又 请 秘 书 长 向 大 会 届 会 议 

提出详细资料，说明联合国赤字情况、各会员国的缴款情况、现金流动情况、以及 

从各会员国和其他来源收到的自愿捐款（第39/239B号决议） ‧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详细资料 8说明本组织 

赤字情况，各会员国的缴款情况.现金流动情况，以及从各会员国和其他来源收到 

的自愿捐款（第40/24 1 A号决议）；决定按照咨询委员会在其报告（A/40/ 

8 3 1 ) 第 1 4 段所提的建议，对 1 9 8 4 — 1 9 8 5两年期结束时经常预算盈余 

部份暂停适用《联合国财务条例》内条例4. 3, 4. 4 和 5 . 2^1的规定；建议秘书长 

继续研究各种缓解本组织财政困难的选择办法，同时考虑到各会员国在大会第四十 

届会议上发表的意见（第40/241B号决议），大会在同届会i义上请秘书长向大 

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发行特别邮票计划的财务报告，并探讨联合国可以 

从事的其他可行的生利活动的可能性（第40/242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请秘书长象往年一样，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最新资 

嵙，说明本组织的赤字情况和现金流动情况，并继续研充各种选择办法，以减轻本 

组织的财政困难，包括审査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采用哪些办法傲到迅速征缴会费全 

额；并请他采取一切必要步骤，节省发行特别邮票计划的业务开支，以期增加 

收入净類，并向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提出一份财务报告（第41/2 0 4 A 和 B 号 

决议 )‧ 

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该项目的报告（A/C . S ^ 4 ^ 3 1 ) , 

« » 笫 四 十 二 届 会 议 ( 议 程 项 目 1 1 7 ) 的 参 考 资 嵙 ； 

fe)秘书长的报告,A/C . 5 / 4 2 / 3 1； 

(b) 笫五委员会的报告, 

(c) 笫 4 2 / 2 1 6 A和 B号决议； 

( û ) 笫五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a ^ S / S R . s e ^ 57、 5 9 - 6 1 和 6 7 ; 

( e ) 全 体 会 议 ： A / 4 2 / P V . 9 9 0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3 2 3 

敦促全体会员国履行（宪章》规定的财政义务；重新呼吁全体会员国竭尽全力克服 

各种困难，每年尽早迅速缴纳会费全額并向周转基金预缴款项；请秘书长向大会 

笫四十三届会议提出详细资嵙，说明联合国赤字的数量、增长率和结构、各会员国 

的畿款情凡*金流动情况；决定《联合国财务条例》内条例 4 . 3 、 4 . 4 和 

5、 2 ( d )的规定对于1 9 8 6 — 1 9 8 7年财政期间终了时出现的结余暂不适用(笫 

号决议）， 

大会同一届会议 还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特别邮票计划的最后财 

« 告 （ 笫 4 2 / 2 1 6 B 号 射 义 ） . 

文#« 

« a )秘书长的报告（第4 2 / 2 1 6 A 和 B 号 决 议 ) j 

(b)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 1 8 .联合国与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间行政和预算问题的协调: 

(a)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行政和预算的报告 

《宪章》第十七条笫三项规定，大会应审査笫五十七条所指各专门机构的行政 

预算，以便向有关机构提出建议， 

大会笫1 4d)号决议规定，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职贲之一，即代表大 

会审査各专门机构的行政预算以及同专门机构所订财政办法的提案。大会议事规 

则笫 1 5 7条也有这种规定。 

因此，咨询委员会每年就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预算和机构间行政协调的各 

方面问题，向大会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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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行政和预算咨询委员会关于联合国与各专门机构 

和原子能机构的行政和预算协调的报告（A / 4 1 / 6 7 1和A / 4 2 / 6 8 3 ) , 请 秘 书 

长通过行政协调委员会向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提交这些报告；将咨询委员 

会的报告转递给审计委员会、外聘审计团、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国际公务员制度委 

员会以及联合检査组，以供参考（第42/454号决定）。 

文件：载有对各专门机构和原子能机构预算分析的咨询委员会的报告（第36/ 

2 2 恃 决 议 ) 。 

(b)协调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和联合国 

行政法庭的规程、规则和惯例 

1 9 7 8年，大会笫三十三届会议在审议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报告有关的 

项目时，请秘书长和行政协调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研究为整个共同制度设立一个单一 

的行政法庭的可行性，并向大会笫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笫33/11^决议，笫 

一 节 K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1 8(a))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3 2 8 i 

(b) 秘书长的说明：A/C . 5 / 4 1 / 2 3 ; 

(c)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A / 4 1 / 6 7 1和 A / 4 2 / 6 8 3 ; 

(d) 笫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8 8 3 ; 

(e) 第4 2 / 2 1 7号决议和第42 / 4 5 4 ,决定； 

(f)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5 / 4 2 / S R . 2 & 29L 35» 6 3 和 6 4 ; 

(g) 徘 会 议 ： A / 4 2 / : P V .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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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笫三十四届会议请秘书长和行政协调委员会逐步协调并进一步发展劳工组 

织行政法庭和联合国行政法庭的规程、规则和惯例，以期加强共同制度，设立一个 

单一的法庭；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笫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笫3 4 / 4 3 8号决定）， 

大会笫三十六届至笫三十A J I会议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这一论题的进度报告（笫 

3 6 / 4 5 3 号和笫 3 8 / 4 0 特决定及笫 3 7 / 1 2 9 " ! "决议)。 

大会笫三十九届会议决定推迟至第四十届会议审议秘书长的报告(A/C^ / 3 9 / 

7 和 c o r r ‧ 1—3 )，并于第四十届会议考虑如何着手就此问题进行审议(笫3 9 / 

4 5 0号决定）。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决定推迟至笫四十一届会议审议秘书长的报告(A/ 4 0 / 4 7 1 ) 

( 笫 4 0 / 4 6 5 ^ 决 定 ） ‧ 

大会笫四十一届会议将本项目的审议工作推迟至笫四十二届会议(第4 1 / 4 4 7 

号决议)。 

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7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42/328)，请他安排会员国 

于 1 9 8 8年上半年在纽约进行协商，以审査秘书长的报告所载的建议，请国际劳 

工局局长派代表参加这些协商，并向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报告这些协商的结果，提 

出建议，使大会能在该届射义上结束对这个项目的审议（笫4 2 / 2 1 7号决议)。 

文件：（ a )秘书长的报告的增订本（第 3 9 / 4 5 0 f 决定) , A / 4 2 / 3 2 8 ； 

^秘书长的报告（笫 4 2 / 2 1 7 号决议）。 

，"笫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1 1 8 (c)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3 2 8 ; 

(b) 笫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4 3 / 8 8 3 ; 

(c) 笫4 2 / 2 1 7号决议； 

(d) 笫五委员会的会议： A / C . 5 / 4 2 / S R . 23L 2a 3 5 . 6 3 , 6 4 ； 

(e) 雜 会 议 ： V 4 2 / P V .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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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9 ‧联合检査组 

1 9 6 6年，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核准了审査联合国和专门机构财政特设专家 

夯员会关于设置先以四年为期的联合检査组的建议!：第21 5 0 ( X X I )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决定联合检査组应续设到1 9 7 3年 1 2月 3 1日为止 

C S 2 7 3 5 A ( X X V )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决定联合检査组应于1 9 7 3 年 1 2 月 3 1日之后，再续 

设四年，并决定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对该组工作加以评价〔第29 2 4 B ( X X V I I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了联合检査组的章程，其中除别的以外，还规定联合 

检査组为大会及接受新章程的各专门机构的立法机构的附属机构（第31/192号决 

议），联合检査组的成员自1 9 7 8 年 1月 1日起由 8名增加到 1 1 名 . 

联合检查组现由下列11名成员组成： 

阿迪卜‧达乌迪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 a ;恩里克 •费拉.维 

埃拉先生（阿根廷）* # î 阿 兰 ‧ 古 尔 东 先 生 （ 法 国 ） * * ;理査德 •亨尼斯 

先生（美利坚合众画 ) " ；副主席；萨拉赫 ‧ 易卜拉欣先生（埃及）伊 

凡‧科杰克先生（南斯拉夫) #*；卡霍诺‧马托哈迪内戈罗先生（印度尼西亚)*, 

主席；鲍里斯‧帕夫洛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菌联 

盟）西格弗里德 '舒姆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 ‧ ；卡邦戈 .杜沙 

控先生（扎伊尔）"；诺曼 ‧威廉斯先生（巴拿马) 

* 1 9 8 9 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h 1 9 9 0 年 1 2 月 3 1 曰 任 满 * 

# * * 1 9 9 2 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a由大会任命以填补纳赛尔‧卡杜尔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遗缺，任期自 

1 9 8 8 年 5 月 2 7日起至 1 9 9 2 年 1 2 月 3 1日止（第4 2 / 3 1 9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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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i义，，
8
审议了联合检査组1 9 8 6 年 7 月 1 日 至 1 9 8 7 年 6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1 9 )的参考资料， 

a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H联合检査组的报告,补编第3 4 号 及 C o r r . l ) ; 

« 日 内 瓦 联 合 画 系 统 各 组 织 的 电 子 计 算 机 删 情 况 变 迅 管 理 问 ^ 

a . 联 检 组 的 报 告 ： 1 0 ； 

秘书长的评 I A / 4 1 / 6 8 6 

c -各有关组织领导人的评"^ A / 4 0 X 4 1 Q / A d d . 1 ； 

曰对于改革联合国的若干意见》 

a . 联 检 组 的 报 告 , 0 X 9 8 8 和 C o r r . 1； 

b . 秘书长的评论： A / 4 0 / 9 8 8 / A d d . 1; 

c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评论： A / 4 1 / 6 3 9 ; 

m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内部评价状况： 

a .联检组的报告 s A / 4 1 / 2 0 1 i 

秘书长的评论： A / 4 1 / 4 0 9 ; 

c .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评论： A / 4 1 / 3 0 4 ; 

©关于联合国系统评价工作的第三个报告：结合与利用： 

a . 联检组的报告： A / 4 1 / 2 0 2 ; 

b . 秘书长的评论： A / 4 1 / 4 0 9 ; 

c .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评论： A / 4 1 / 3 0 4 ; 

^联合国系统的口译服务的管理： 

a .联检组的报告： A / 4 1 / 6 4 8 ； 

秘书长的^Hêr, A / 4 2 /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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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行政协调委员会的ifife: 

fti联合国及四个专门机构（粮农组织，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卫生组 

组）的现金管理： 

a . 联检组的报告： A / 4 1 / 6 4 9 ； 

b .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评论： A / 4 1 / 6 4 9 / A d d . 1; 

W关于公务旅行的安排和方法的后续报告： 

a . 联检组的报告： A / 4 1 / 1 2】（与项目1 1 4也有关）； 

b . 秘书长的评论： A / 4 1 / 1 2 1 / A d d . 1; 

c .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9 0 ; 

W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外地代表结构和协调： 

a , 联检组的报告： A / 4 1 / 4 2 4 (与项目8 3 (a)也有关）； 

b .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评论：A/42/ 2 9 0 i 

W 国际法院的出版物： 

& ‧联检组的报告： A / 4 1 X 5 9 1 (与项目 1 1 5也有关）； 

b .秘书长的评论》 A / 4 1 X 5 9 1 / A d d . 1; 

W 联 合 面 内 部 司 法 ： 

a . 联检组的报告：^ 4 1 / 6 4 0 ( 与 项 目 1 2 2也有关）； 

b . 秘书长的评论, A / C . 5 / 4 1 / 1 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各区域经济委员会之间的技术合作：非洲经济委 

员会: 

a ‧联检组的报告： A / 4 2 / 1 1 0 ( 与项目 8 3 (d)也有关）î 

b .秘书长的评论： k / A Z / l l O X A d d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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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各区域经济委员会之间的技术合作：控丁美洲和 

加勒比经济委员如 

a ‧ 联检组的报告 , A / 4 2 / 3 0 5 (与项目 8 3(d)也有关）；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各区域经济委员会之间的技术合作，亚洲及太平 

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a .联检组的报告 i A X 4 2 / 3 8 7 (与项目 8 3(d)也有关）； 

m联合国系统的贮存问题及其费用： 

a . 联检组的报告： A / 4 1 X 8 0 6和 C o r r , 1 (与项目1 1 5也有关)； 

b . 秘书长的评论： A / 4 2 / 2 9 5 J 

c .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评弥 A / 4 2 / 6 7 3 J 

d .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X A d d . Qi 

m联合国的贮存问题及其费用（增编）： 

a .联检组的报 #： A / 4 2 / 7 2 4 和 C o r r . 1 (与项目1 1 5也有关）; 

秘书长关于联合检査组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V 4 1 X 6 5 8 和 

5 2 6 ； 

秘书长的说明，递送联合检査组的1 9 8 6 和 1 9 8 7 年 工 作 方 案 , k / 

4 1 / 1 3 7 和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t A / 4 2 X 8 8 4 ; 另 参 见 A / 4 2 / 8 8 a A / 4 2 / 8 8 5 和 

A / 4 2 / 9 1 0 和 C o r r , 1 ；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6. 10-12» 15. 18, 23» 4 5 . 4 6 

和 6 4 ; 

第 4 2 X 2 1 8号决议和第4 2 X 4 5 5号决定；另参见第42 / 2 2 0 B , 

4 2 / 2 2 5号决议，和笫4 2 / 3 1 9 » 4 2 / 4 4 6 和 4 2 / 4 5 3 号 奴 î 

全 体 会 议 ：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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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0日期间的活动的报告，欢迎报告第六节所载的关于自我改进的建议，并注意 

到会员国提出的有关意见和建议，请联告检査组立即进行改进工作，以提高联检组 

报告的质量和效用；要求联合检査组在制订其工作方案、进行工作和编写各份报告 

时，采取更集体的办法；要求在其年度报告中列入一节说明对其各项建议执行情况 

的调査结果；在下一份报告中列出该组选择、执行和报告其检査工作时所遵循的指 

导方针；就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请方案和协调 

委员会就联合检査组在何种情况下可对各项方案和活动进行特别外部评价向大会提 

供咨询意见；和敦促会员国在选择检査专员候选人时采取最高标准（第4 2 / 2 1 8 

号决议* 

大会同届会议注意到下列报告和文#« 

( a ) 联合检査组 1 9 8 5 年 7 月 1 日 至 1 9 8 6 年 6 月 3 0日期间的活动 

的 报 告 （ ) ; 

0 »秘书长的说明，向大会递送联检组1 9 8 6 年 （ ) 和 1 9 

8 7 年（ A X 4 2 / 1 3 3 ) 的工作方案； 

(c) 秘书长递送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A / 4 1 / 6 5 8 )和第四十二届会议 

( A / 4 2 / 5 2 6 ) 关于联检组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d) 联检组题为"日内瓦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电子计算使用情况变迅管 

理问题"的报告（ A / 4 Q / 4 1 0 ) 和秘书长的有关评论（ A / 4 1 / 6 8 6 ) 和各 

有关组织领导人的评论（ A / 4 0 / 4 1 0 / A d d . 1 ) ； 

(e) 联 检 组 题 为 " 关 于 改 革 联 合 国 的 若 干 意 见 " 的 报 告 （ & 和 

C o r r . 1 和 A d d . 1 ) , 和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有关评论（ A / 4 1 / 6 3 9 ) ; 

(f) 联检组题为"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内部评价状况"的报告（" 1 / 2 0 1 ) , 

和秘书长的有关评论（A / 4 1 / 4 0 9 )和行政协调委员会的评论（A / 4 1 X 3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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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联检组题为"关于联合国系统 »工作的第三个报告：结合与利用" 

的报告（A/41/202),和秘书长的有关ifiM A / 4 1 / 4 0 9 )和行政协调委 

员 会 的 A / 4 1 / 3 0 4 ) ; 

O i )联检组题为"联合国系统口译服务的管理"的报告（ A / 4 1 X 6 4 8 ) ; 

和秘书长的有关评论（A/42/95 )和行政协调委员会的评论（A/42/672)； 

(i)联检组题为"联合国及四个专门机构（粮农组织、劳工组织、教科文 

组织、卫生组织)的现金管理"的报告（ A / 4 1 / 6 4 9 ) ,和行政协调委员会的 

有 关 1 ) . 

大会同届会议在审议题为"1 9 8 6 — 1 9 8 7两年期方案预算"的项目时， 

注意到联检组 关于公务旅行的安排和方法的后续报告和秘书长的有关评论以及行政 

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第4 2 / 4 5 3 号 决 定 ) ‧ 

文件: 

( a ) 联合检査组 1 9 8 7年 7月 1日至 1 9 8 8 年 6 月 3 0日期间的年度报告, 

补编第 3 4号（ A / 4 3 / 3 4 ) ; 

0)) # 检 査 组 的 报 ^ 

H审査儿童基金会的活动和结构（ A / 4 2 / 1 3 6 ) ( 与项目 8 4(d)也有 

关）； 

a 关于联合国各独立研究所情况的报告， A / 4 2 / 5 4 0 ; 

曰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与最不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合作情况， A / 4 3 / 2 2 8 

(与项目84也有关）； 

m关于联合国各方案的执行情况和成果的报告：监测、评价和管理方面 

审 査 的 部 分 ， ( 与 项 目 1 1 6也有关）；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项目的评价（第一都分）（与项目 8 4 和 1 1 6也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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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d) 

(e) 

1 2 0 . 

內亚洲及太平洋区域项目的评价（第二 部分）（与项目8 4 和 1 1 6 

也有关）； 

e u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对原定用来执行项目的机器和设备的利用情况 

(与项目 8 4也有关）； 

(A)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参加各种会议的出席情况， A ‧联合国（与项目 

1 2 0 也 有 关 ) î 

( W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参加各种会议的出席情况. B .各专门机构（与 

项目 1 2 0也有关）； 

H-)关于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的报告（与项目1 2也有关）； 

W联合国系统对保护和管理西亚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贡献（与项目8 4 

也有关）； 

m通过技术合作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与项目84也有关）‧ 

秘书长关于联合检査组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递送联合检査组1 9 8 8 年工作方案， A / 4 a / 1 6 1 ; 

方案协调委员会的报告（另参见项目1 1 6 ) ‧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 

1 9 7 4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设立了会议委员会，由2 2个会员国组.成， 

职权范围包括向大会提出会议时地分配办法，按照这项分配办法提出年度会议日 

历，在大会休会期间就请求更动会议日期的事项代表大会行事，并就有关会议服务 

的安排和需要提出建议〔第3 3 5 1 ( X X I X )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扩大会议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这包括向大会提出关于 

会议时地分配的意见，以大会的名义处理不按照核定的会议日历而涉及行政和经费 

问题的事项，向大会建议各种办法，适度地分配会议资源、设施和服务，包括文件 

方面，就本组织目前和将来在会议服务方面的需要，向大会提出意见，就如何确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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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联合国系统内的会议协调工作，向大会提出意见（第32/72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核，了会议娈员会报告（A/41/42,附件二 ）中所载1 9 

'8 7年会议日历订正草案，》权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作为例^情况，于1 9 8 7 

一，9月下半月开会；请会议委员会根据目前情况，在1 9 8 7年审査裁军研究咨询 

委员会1 9 8 8年和以后的会议时地分配办法（第41/ 1 7 7 A号决议)；将会议委 

员会的任务期限从1 9 8 7年 1月1日起延长一年；请大会主席任命2 2个会员国 

为会议委员会成员，任期一年；请会议委员会考虑到在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上表示 

的意见，在其1 9 8 7年组织会议和实务会议上，作为优先事项，考虑可否改变其 

任务规定，成为一个常设政府间机构，并就此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建议（第 

号决议）；请委员会同联合国各机关、特别是同仍然未能充分利用分配 

到的会议事务资源的机关保持联系，以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以及通过本决议附件 

所载为联合国总部以外地点举行的会议派遣规划团的准则(笫4 1 / 1 7 7 C号决议) } 

决定将第3 7 / 1 4 C号决议所规定的实验期间再延长三年，在此期间，除某些机 

构外，任何大会附属机构均无权要求提供简要记录；决定某些会议从此取消这类记 

录，并请其他机构考虑将来取消逐字记录；请会员国尽力缩短问题单的答复，并尽 

可能避免不要求把个别的来文作为大会的文件分发；请会议委员会审査作为联合国 

文件分发的会员国来文的数目问题，并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有关的报告（第 

4 1 / 1 7 7 D 号 决 议 ） . 

大会主席在1 9 8 6 年 1 2 月 1 9 曰大会笫 1 0 2 次全体会议上通知大会说， 

他与各区域集团的主席协商后，已任命会该委员会的2 2 名 成 员 ， 任 期 一 年 . 委 

员会目前由下列2 2个会员国组成,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奥地利、巴哈马、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智利、塞浦路斯、埃及、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 

尼西亚、日本、肯尼亚、墨西哥、新西兰、塞内加尔、斯里兰卡、突尼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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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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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决定條员会的现有任务和地位从1 9 8 8年 1月 1曰 

起再延长一年；请大会主席重新任命委员会的现任成员国再任职一年，但不能以此 

为先例； 

请会议委员会继续进行并完成有关其任务和地位方面待决问题的审议工作，并 

考虑到各会员国在第四十二届会议上所表示的意见，就此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 

出具体建议（第42/207 A号决议）；核准会议委员会提出的1 9 8 8 — 1989 

两 年 期 联 合 囯 会 议 日 历 草 案 （ , 附 件 三 ） ； 授 权 会 议 委 员 会 根 据 大 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采取的行动和作出的决定，对1 9 8 8—1 9 8 9两年期会议曰历 

作出任何必要的调整；请联合国各机关更精确地指出其即将举行的各届会议实际 

需要会议服务的会议次数，以便最妥善地利用分配給它们的会议事务资源；请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考虑邀请会议委员会审査经社理事会的会议日历草案，并酌情况对 

曰历草案提ffi意见和建议；并请秘书长审査联合国内会议事务的所有组织方面问 

题是否可以统一起来集中规划和协调，以便通过各种办法，特剁是尽量减少重复和 

重叠来确保最高效率和成本效益，审査时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深入研究联合国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政府间结构和职能特别委员会的审议结果及本决议第4段的执 

行情况，并通过会议委员会向大会提交审査结果和建议（第4 2 / 2 0 7 B 号 决 议 ) ； 

笫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1 2 0 )的参考资札 

会议委员会的报# «补编第 3 2号（ 

(b) 笫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6 4和 A / 4 2 / 8 7 3 ( 亦 涉 及 项 目 1 1 5 ) ; 

(c) 笫4 2 / 2 0 7 A 至 C号决议； 

(d) 笫 五 委 员 会 会 议 , A / C . 5 / 4 2 / S R .4 、 5、 7、 10-12、 

2 0 和 2 9 ; 

(e) 全 体 会 ^ A / 4 2 / P V .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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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联合国各机关和秘书长确保平等对待联合国各正式语文；确认提供适当的会议 

服务是联合国工作有效的必要条件；又确认为了确保向联合国提供适当的会议服 

务，应把足够应付需要的资源拨给会议事务；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以足 

够的工作人员向联合国提供会议服务，并充分尊重平等对待联合国各正式语文的傲 

法；并请他继续确保全面实施大会第 3 6 / 1 1 7B号决议；又请他采取必要步 

猓以执行该决议，并就此向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笫4 2 / 2 0 7 C 号决 

议）， 

文件， 

(a) 会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2 号 （ ; 

(b) 秘书长的报告（笫4 2 / 2 0 7 C号决议）； 

(c) 联合检査组的报告（亦请见项目1 1 9 ) ‧ 

1 2 1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額表 

联合国经常预算由各会员国按照大会根据会费委员会的建议通过的经费分摊比 

額表畿纳（参看项目1 7 ( b ) ) . 而维持和平行动的经费也由各会员国按照后经笫 

3 1 0 1 ( x x v i i l ) 号 决 议 修 订 的 这 份 比 额 表 缴 纳 . 

大会笫四十届会议核准了会员国对联合国1 9 8 6、 1 9 8 7 和 1 9 8 8财政 

年度预算的会费分摊比额表（第4 0 / 2 4 8号决议),并决定在其笫四十一届会 

议上继续就详细制订会费分摊比額表所用的方法进行协商（第 4 0 / 4 6 4 号决 

定 ） ‧ 

大会笫四十一届会议审议了会费委员会的报告后，请会费委员会根据其任务规 

定，并考虑到各会员国在第五委员会上所表示的意见，继续就拟订一份公平的分摊 

比額表所用的方法进行工作，并向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这个题目的进 

展 报 告 （ 笫 4 1 / 1 7 8 号 决 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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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审议了会费委员会的报告，请委员会根据制订现行比額 

表的方法和标准，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建议1 9 8 9 — 1 9 9 1年期间的分摊比 

額表，并审查避免连续两个比额表间个别分摊比率过分变动的办法中的限额；还 

请会费委员会，考虑到第四十二届会议和前几届会议期间在笫五委员会上发表的意 

见，继续研究如何改进今后分摊比顇表的拟订方法（第4 2 / 2 0 8 号 决 议 ) . 

文件：会费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1 1 号 （ V ^ 4 3 / l l ) . 

12Z人事问题: 

(a)秘书处的组成 

Cb)尊重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以及有关组织的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 

( c ) 其他人事问题 

大会从1 9 4 7年第二届会议以来就力图在秘书处的人事组成方面做到均衡地 

域分配（第1 5 3 ( 工 1 ) 号 决 议 ） 。 1 9 6 3年以来，秘书长根据一系列决议的 

规定，每年就秘书处的组成向大会提出报告，这些决议为征聘工作人员并求得公平 

地域分配规定了原则和因素（第1852(XVI工）、33/143. 3 5 / 2 1 0 , 3 7 / 2 3 5 . 

38/231、 3 9 / 2 4 5 , 40/258» 4 1 / 2 0 咖 2 / 2 1 9 号 决 议 ) 。 

, w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1 2 1 )的参考资拖 

fe)会费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笫1 1 号 （ 和 A d d . l ) ； 

(b) 笫五委员会的报告, 

(c) 笫 4 2 / 2 0 8号决议； 

(d) 笫 五 委 员 会 的 会 议 , A / C . 5 / 4 2 / S R . 3 — 7 、 9 、 1 0、 1 3、 

1 5 , 16、 4 9、 5 1 、 和 5 2 ) ; 

(e) 全 # ^ 议 ： A / 4 2 ^ P V . 9 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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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关切地注意到秘书长报告所述的若干事态发展，这些事 

态发展涉及工作人员的地位、特权和豁免，并关切地注意到对工作人员公务旅行的 

限制；呼吁所有会员国尊重联合国所有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呼吁目前拘捕或监 

禁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所有会员国让秘书长充分行使职能保护权；要求工作人员遵守 

《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所产生的义务；要求秘书长利用一切可用的办法，解决各 

项未决案件；促请他对逮捕案件、拘留案件和涉及联合国工作人员安全和正当职能 

的其他可能事件，优先提出报告，并迅速注视案情发展；请他审査并评价已经采取 

的各项加强国际公务员的职能、安全和保护的措施（第4 2 / 2 1 9 号 决 议 ) , 

在同届会议上，大会关切到裁减员额和冻结征聘对秘书处的地域分配情况的消 

极影响，敦促秘书长继续审査对外部候选人的征聘工作的冻结，以期尽早解除冻结;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2 2 )的参考资料： 

m秘书长的报告： 

H 秘 书 处 的 组 成 ： A / 4 2 / B 3 6 ^ C 0 r r . l(仅有西班牙文）； 

(=)在秘书处设立人事调査处以及精简申诉程序：A/C. 5 / 4 1 / 1 

A / C. 5/421/28； 

曰《工作人员细则》的修正案： A / C . 5/4 V 3 ; 

H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按地域分配的适当幅度办法: A / C . 5 / 4 2 / 

7和 C o r r . 1； 
©尊重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以及有关组织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 A / 

C. 5 / 4 2 / 1 4和 C o r r . 1; 

內提高妇女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地位： A / C . 5 / 4 2 / 2 4； 

fti工作人员名册：A/C. 2; 

(b) 秘书长的说明：A/41/640他与项目119有关）和A/C. 5 / 4 2 / 3 7 ;和预 

算 问 题 咨 询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職 8 ( 也 与 项 目 1 1 0有关）；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8 8 5 ; 

(d) 第4^ / 2 1 9 f P 4 2 / 2 2 0 A至 O f决议^第 4 2 / 4 5 6 ^决定； 

(e) 第五委员会会议：A/C. 5/42/Sli 17、 2 0至2 3、 29^32»3《3547、 

5 0和 6 7； 

{‧£)全体会议：A/42/ÏV.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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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他紧急考虑需要增加专业职类工作人员的流动性，并对所有工作人员的职业发展 

政策和办法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査；还请他在任命一切高层人员时，确保给予所有会 

员国的候选人同等的机会；重申除特珠情况外，秘书长在任命高层人员时，应力求 

所任命人员与卸任人员的国籍不同；请他按照新的标准设定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工作 

人 员 按 地 域 分 配 的 适 当 幅 度 （ 第 号 决 议 ） ， 

在同届会议上，大会请秘书长在秘书处司法行政中，采取措施确保纠纷相申诉 

得到客观、迅速的解决，并要求他继续审査设立独立的人事调査处的可行性并就此 

提出建议(第 4 & / 2 2 0 B f决议)。在同届会议上，大会注意到秘书长继续努力 

提高妇女在秘书处的地位；赞同秘书长的报告所列的工作方案，该方案是要执行秘 

书长核可的措施；请他继续努力，并考虑采取另外的措施，以增加妇女担任受地域 

分配限制的员额的人数，以期妇女所占比例尽可能在1 9 9 0年达到总数的3 0 % \ 

并促请他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在受地域分配限制的员额，特别是在高级及决策员 

额中占公平的比例（笫4 V 2 2 0 C号决议) , 

在同届会议上，大会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工作人贞细则》修正案的报告（^421/ 

4 5 G f决定 )。 

文件： 

(a)秘书长的报告： 

H 秘 书 处 的 组 成 ； 

(=)尊重联合国和备专门机构以及有关组织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獰4 2 / 

2 1 9 号 决 议 ) ； 

Q秘书处的司法行政（第4 &々 2 0 B f决议）； 

n提高妇女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地位（第4^/220C号决议）； 

© 人 事 政 策 ； 

^《工作人员细则》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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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竟 争 性 考 试 ； 

( A )工作人员名册； 

( b )秘书长转递联合国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的说明(第35 / 2 1 3号决议）。 

1 2 3 .联合国共同制度 

1 974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核可了《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约》（第 

335 7 ( X X I X )号决议），按照该决议附件中《规约》第一条的规定，委员会对 

联合国及参加联合国共同制度的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执行职务.按照第二条 

的规定，委员会由大会*委员 1 5人组成，其中二人为专任委员，分别担任主席 

和副主席‧ 

委员会现由下列1 5名成员组成： 

主席，理査德•阿克韦先生（加纳），副主席，卡洛斯 •维赫加先生（阿 

根 廷 ) 伊 万 ‧ 帕 夫 洛 维 奇 ‧ 阿 博 伊 莫 夫 （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 * , 

阿姆贾德 ‧阿里先生（巴基斯坦）* , 米 歇 尔 ‧ 巴 杜 先 生 （ 法 国 ） 克 劳 迪 娌 • 

库利夫人（美利坚合众国）* * ,图尔其亚 ‧达达赫夫人（毛里塔尼亚）弗朗 

西斯卡‧耶滕德‧伊曼纽尔夫人（尼日利亚）* ,卡雷尔‧胡斯卡先生（捷克斯洛 

伐克）安东尼奥 ‧丰塞卡 ‧皮门特尔先生（巴西） * *，安德烈 ‧格扎维埃 * 

皮 尔 松 先 生 （ 比 利 时 ） 奥 马 尔 • 斯 尔 里 先 生 （ 埃 及 ） * ,阿莱克西斯•斯泰 

法努先生（希腊）**,弘四太郎先生（日本）**和弗洛迪先生（印度）* 。 

第十七条规定委员会向大会提送年度报告.这件报告应经由其他组织行政首 

脑转送各组织理事机构并交送工作人员代表， 

1 9 8 8 # 1 2 月 3 1日任满. 

1 9 8 9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1 9 9 0 年 1 2 月 3 1日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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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在审议了委员会1 9 8 7年的报告之后，决定保持委员 

会提交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的报告附件一中所述计算联合国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 

员薪酬净额与用以比较的公务员制度的薪酬净额之间差额的方法,目前应继续适用 

这种计算方法；请委员会继续每年向大会报告按上述方法算出的薪酬净额的差额， 

并确保在一段时间内将差额保持在适当中点1 1 5上下（第42/22 1号决议，第一 

节）；核准自1 9 8 8年4月1日起对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基薪毛额和离 

职偿金毛额适用订正工作人员薪金税率；又核准对有受扶养配偶或受扶养子女的工 

作人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和养恤金继续适用现行的工作人员薪金税率；因此，核准 

自 1 9 8 8年4月1日起实施本决议附件所载《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修正案，以 

取代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现行的工作人员薪金税率表和薪金净额毛额粗《同 

上》，第二节）；决定对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进行一次全面审查, 

以便提供妥善和稳定的方法学基础来确定其薪酬；请委员会就上述全面审査向大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初步报告，内载对该主题的分 析和一个或多个可能的备选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2 3 )的参考资料： 

(a)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笫3 0 号 （ 和 C o r r . 1 )； 

(b) 联 合 国 工 作 人 员 养 恤 金 联 合 委 员 会 的 报 ^ 补 编 第 9 号 （ 和 

C o r r . 1 )j 

(c) 秘书长的说明》 A X C . 5 X 4 ^ 1 »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 4 2 / 8 8 6 ; 

(e) 第 4 2 / 2 2 1号决议； 

(f) 第五委员会会议：A/C. 2 6 . 35» 39» 4 3 , 4 4 . 54, 6 4 和 6 5 ; 

fe)全輪议：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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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核准委员会报告建议的对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的修改，作为1 9 8 8和 

1 9 89年的临时措施，在欧洲和北美洲以外选定工作地点实施，并确认这一措施 

并不构成一项既得权利；注意到委员会已采取行动，在外派津贴中加发调动奖金， 

从 1 9 8 8年1月1日起分期实施（《同上》，第三节）；核准委员会报告的修改 

建议，对于在没有教育设施或认定设施不延地点任职的工作人员，修改现行教育补 

助金规定，使他们在目前每年最高补助额$ 4 5 0 0之外，还可报销1 0 0 % 的 

膳宿费，每年不超过$ 1 5 0 0 ,并请委员会从1 9 8 8年起每年向大钱告共 

同制度中这类情况的件数及有关费用；请委员会在下次报告中说明，为适用上述措 

施，采用何种准则来评定外地工作地点教育设施是否完善（《同上》，第四节）； 

注意到委员会决定重申以往关于征聘妇女特别措施的建议仍然有效，并请委员会就 

下列事项向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 

(a)自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结束以来，联合国共同制度各组织 

为提高妇女在難书处中的地位而采取的措施；和 

0»同一时期在专业人员职类和一般事务人员职类每一职等取得的成果；注意 

到委员会关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内公平地域分配情况的报告；并又注意到委员会通 

过了十一项考缋原则及奖惩准则.（《同上》，第五节）；对某些参加组织所采取的 

行动导致联合国共同制度内的不一致，表示关注；请秘书长以行政协调委员会主席 

的身份提请其同事注意，大会对这种背离共同制度的现象感到关注；促请各有关组 

织的行政首长，同委员会协商后，着手修订各自的规则和条例，使其符合委员会所 

作的决定；请委员会继续报告各参加组织执行委员会决定和建议的情况（《同上》， 

第六节）；回顾其笫3 7 / 1 26号决议中关于支付补助金或扣减薪酬办法的笫二 

节，请所有会员国和联合国共同制度各组织迅速答复委员会索取这方面资料的请求 

(《同上》，笫七节）;并请委员会研究其职能以便改进工作，并就此向大会第四 

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同上》，笫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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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x 

(a)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0号（ A / 4 3 / 3 0 ) ； , 

(b) 秘书长转达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意见的说明。 

1 2 4 .联合国养恤金制度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起初是由大会第三届会议在1 9 4 8年通过 

的（第2 4 8 ( 1 1 1 )号决议）.养恤基金由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 ^员会管 

理，该委员会成员共2 1人，其中三分之一由大会和其他组织的相当立法机构选出， 

三分之一由各行政首长指派，三分之一由参与人选出。 

养恤基金的成员有联合国、1 1个专门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贸易组织 

过渡委员会、国际文物保存和修复研究中心以及欧洲和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到 

1 9 8 7 年 1 2 月 3 1日为止，参与人总共有53, 968 A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i义"，认识到亟须鼓励养恤基金还向精算平衡的趋势，并决 

定将缴款率增至应计养恤金薪酬的22. 50 %t分两阶段实施：1 9 8 8 年 7 月 1 

日增至应计养恤金薪酬的22. 20 % ,其中由所服务的成员组织缴纳14. 8 % , 由 

参与入缴纳7. 4 %i 1 9 8 9年 7月 1日增至2 2 . 50 %,其中由所服务的成员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2 4 )的参考资料： 

(a) 联 合 国 工 作 人 员 养 恤 金 联 合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补 编 第 9 号 （ 和 

C o r r . 1 ) , 

(b)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V42!X682「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4 a / 8 8 7多 

(d) ^ 4 ^ 2 2 2 号 决 议 , 

(e) 第五委员会会议： A / C . 5 / 4 ^ S R . 21 25 35 39 43 5 4和65多 

(f) ^ 会 议 ： A / 4 2 / T V .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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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缴纳1 5 % , 由参与人缴纳 7 . 5 %i请联合委员会继续研究一切可能恢复养 

恤基金的长期精算平衡的办法，但须考虑到宜应避免进一步增加缴款率，如果将来 

有精算廣差，宜应审査缴款率,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一项临时报告,核准从 

1 9 8 9年1月1日起扩大养恤金委员会的名额，从2 1人增至33人，其中联合 

国代表从6人增至12人，其他组织从1 5人增至2 1入,请养恤金联合委员会,_ 

继续审査联合委员会的组成以及大会和其他成员组织的理事机构出席联合委员会的一 

适当代表.（第42^222号决议，第一节）并核准作为一项临时紧急措施，从 

1 9 8 8 年 1 月 1 日 至 1 9 9 0年1 2月3 1日期间适用，按照联合委员会建议， 

修改养恤金调整制度（《同上》，第二节）,嫩联合委员会在 1 9 8 8 — 1989 

两年期以自愿捐款补充紧急基金，数额不超过S 200 000 (《同上》第三节）， 

并核准由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直接支付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基金管 

理费用总计$ 22 877 400 (净额）和1 9 8 6 — 1 9 8 7两年期增加基金瞀理 

费"72 900 (净额）（《同上》，第四节）,并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养恤基金的 

投资情况的报告（《同上》，第五节）， 

文件： 

(a)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9号（A/43/9)， 

(b) 秘书长关于养恤基金投资的报告i 

(c)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25.联合国维持中东和平部队经费的筹措 

(a)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 

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是安全理事会于1 9 7 4年设立的（第350( 1974 ) 

号决议） ‧它的任务期限曾经一再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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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i义'"，决定拨出毛额《17, 4 0 0 , 0 0 0 (净额$1 7 , 100, 0 0 0 ) 

给 特 别 帐 户 ， 充 作 1 9 8 7 年 6 月 1 日 至 1 1 月 3 0日期间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 

部队的行动费用（第43/7 0 A号决议，第一节）；决定拨出;S! 17， 6 6 4 , 0 0 0 给 

特 别 帐 户 ， 充 作 1 9 8 7 年 1 2 月 1 日 至 1 9 8 8 年 5 月 3 1 日 期 间 联 合 国 脱 离 接 

触观察员部队的行动费用；又决定，作为一项特别安排，由各会员厘根据大会第 

4 1 / 4 4 A 号 决 议 中 所 定 办 ^ H i M 17, 6 6 4 , 0 0 0 (《同上》，第二节）,授权 

秘书长，如安理会决定将联合S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到安理会第 

6 0 3 ( 1 9 8 7 )号决议所核定的六个月期间以后，即承付该部队1 9 8 8 年 6 

月 1 日至 1 1 月 3 0日期间的费用,每月至多毛额S 2, 9 4 4 , 0 0 0 (净额$；2,8 93,000 ) 

这笔款项由各会员S按照第41/ 4 4 A号决议所定办法分摊（《同上》，第三节）, 

并决定《联合国财务条例》内条例5. 2 (b)、 5. 2 (d)% 4. 3 和 4 . 4 的规定对于按 

照这些规定本应缴还的$ 1, 3 3 1 , 9 2 1暂不适用，并将这笔款项存入大会第33 / 

13E号决议执行部分所指的帐户，暂不动用，以待大会作进一步决定。（第 

7 7 B号决议， 

1 9 8 6年 1 1月 2 5日，安全理事会将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 

至 1 9 8 8 年 5 月 3 1 曰 止 （ 第 6 0 3 ( 1 9 8 7 ) 号 决 议 ） ， 1 9 8 8 年 5 月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2 5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H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 : A / 4 2 / B 4 2 i 

C t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A / 4 2 / 6 9 2 ; 

(b)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7 9 1 ,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4 ^ 4 2 / 8 4 0和 A / 4 2 / 8 7 9 (也与项目125(c)有关), 

(d) 第 4 2 / 7 0 A 和 B ，和42^2 2 3号决议》 

(e) 第五委员会会议： A / C . 5 / 4 a / S R 4 6 , 4 8 和 6 0 , 

(f) 全体会议： A / ^ a / ^ V . 9 0 和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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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日，安理会将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至19 8 8年I 1 月 3 0 

日止（第6 1 3 ( I 9 8 8 ) 号 决 议 ） . 

文件： 

(a) 秘书长关于筹措观察员部队费用的报告， 

(b)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b)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P人 

1 9 7 8年3月1 9日，安全理事会设立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第42 5 

( 1 9 7 8 )号决议） ‧ 同一天，安理会核可了秘书长关于执行安理会第4 2 5 

( 1 9 7 8 )号决议的报告（S/ 1 2 6 1 1 )并决定初期设立联黎部默个月，如安 

理会决定延长部P人任务期限则再予延期（第4 2 6 ( 1 9 7 8 ) 号决议） • 该部 

队的任务期限曾经一再延长，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I决定拨出毛额S77,9 32，200(净额S76, 6 2 7 , 4 0 0 ) 

给特别帐户，充作I 9 8 7 年 1 月 1 9 日 至 7 月 3 1日期间联黎部队的行动费用, 

决定拨出毛额》 6 7 , 567,800(净额S66,436，600)^4^!l帐户，充#1987年8月i 

日至1988年1月31曰'期间联黎部队的行动费用,授权秘书长，如安全理事会决定 

将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到安理会第5 9 9 ( 1 9 8 7 )号决议所核定的六个月 

期间以后，即承付该部队从1 9 8 8年 2月1日起的1 2个月期间的费用，每月至 

多毛额I： 11 , 7 6 5 , 0 0 0 (净额I； 11, 6 1 8 , 0 0 0 ) , 上 驗 项 由 ^ ^ 员 国 按 照 决 

议第4段的规定分摊,并决定《联合国财务条例》内条例5, 2(b), 5. 2(d) 4. 3 ^ 

4*4的规定对于按照这些规定本应缴还的$ 6, 8 4 5 , 6 5 1暂不适用，并将这笔款 

项存入大会第 34/9E号决议所指的帐户，暂不动用，以待大会作进一步决定， 

1 9 8 8年 1月 2 9日，安全理事会将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即 

1 9 8 8 年 7 月 3 1 日 止 （ 第 6 0 9 ( 1 9 8 8 ) 号 决 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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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a) 秘书长关于筹措联黎部队费用的报告, 

(b)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26.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款草案的审议 

1 9 7 6年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建议国际法娄员会（又见项目1 3 5 . ) 根据从 

各会员国、对此问题负有职贲的各联4国机构和各有关政府间组织收到的评论，在突 

员会第=十届会议完成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款草案的二读（第3 1 / 9 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 二届会议重申上述建议(第3 2 / 1 5 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收到了国际法娄员会第三十届会议工作报告内所载的关于 

最惠国条款的条款革案定稿及将定稿提交会员国以期就这个主题缔结一项公约的建 

iXc 大会该届会议请所有国家、主管这个主题的联合国机构、备有关政府间组织, 

在 1 9 7 9年12月31日以前提出它们对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第二聿的书面评论和 

意见，,别是对：画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歉尊案；国际法委员会 

未能作出决定的与最惠国条款有关的若干规定；并请备国对国际法委员会的建仏 

即向各会员国推荐这个条款草案以期缔结一项关于这个主题的公约的建议，提出评 

论；请秘书长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以前将各方提iB的评论和意见，予以散发；决 

定将题为"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款革案的审议"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 

临时议程（第33/139号决议第二节）。 

大会笫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并请秘书长再请各方在1 9 8 1 

年 6 月 3 0日以前，按照笫33/139f决议的要求，提出评论和意见或补充已提出 

新的评论和意见，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以前予以散发，并补充更新这些评论和意 

见的分析性汇编（第35/161号决议）。 

大会第=十六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并审议了对各61政府、主管这一事 

项的联合国机构及有关的政府间组织所提评论和意见的分析性汇编后，请秘书长再 

次邀请，各方至迟在1 9 8 3 年 6 月 3 0日以前按照第33 / 1 3 9 f决议的要求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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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和意见或对其加以补充；决定在第三十/UI会议审议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款 

萆案的实质内容及对草案的任何修正案，以求作出决定（第36/11 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审议了关于最患阖条款的条款草茱和载有各国、#@#机 

构、各政府间组织所提评论和意见的秘书长报告，请秘书长再次邀请各会员国和联 

合国有关机构以及有关的政府间组织，至迟在1 9 8 5 竽 3 月 3 1日以前就国际法 

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工作报告第二孝提出其认为适当的任何书面评论和意见或对其 

加以补充，特剁是以下=项：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款草案，国 

际法委员会未能作出决定的与最惠国条款有关的规定；涉及最惠国条款，而各国 

政府鉴于国际惯例的最新发展认为有关的其他任何问题，其中包括国际法委员会关 

于缔结一项公约的建议；又请秘书长遨请各会员国就完成关于最惠囯条款的工作 

的最适当程序以及今后进行讨论的机构提出意见，同时考虑到第六委员会中提出的 

建议和提案，其中包括关于在现存各工作组之一完成其任务后成立一个第六委员会 

工作组的^议；又请他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一项报告，其中载列依据该决议收 

到的评论和意见，以便就所将遵循的程序作出最后决定，并决定将题为"关于最 

惠国条款的条款萆案的审议"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的临时议程(^38/127 

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吁请各会员国、联合国有关机构以及有关的政府间组织 

审议与最惠国条款及其条款革案有关的问题，使大会能在第四十三届会议上就对条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的参考资料(议程项目127 ) : 

(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0 / 4 4 4 ; 

0 »笫六委员会的报告： A / 4 0 / 9 7 7 ; 

(0)第40/65号决议； 

(d) 第六委员会会议： A / C . 6 / 4 0 / S R . 4 6 - 4 8 ; 

(e) 全体会议： A / 4 0 / P V . U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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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草案所要釆取的行动作am定;请秘书长再次邀请各会员国、联合国有关机构以 

及有关的政府间组织至迟在1 9 8 8 年 3 月 3 1日以前提出或补充其认为切合条款 

草案内容的任何书面评论和意见；又请秘书长邀请各会员s就完成关于最惠国条款 

的工作的最适当程序以及今后进行讨论的论坛提出意见，同时考虑到第六委员会中 

提出的建议和提案，其中包括关于现存工作组之一完成其任夯后成立一个笫六委员 

会工作组的建议；又请秘书长向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提出一项报告，其中载列收到 

的评论和意见，以便就所将璲循的程序作出最后决定（笫4 0 / 6 5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笫4 0 / 6 5号决议） 

1 2 7 .非洲统一组织和（或）阿拉伯国家联盟所承认的各民族解放运动的观察员 

竺 ' 

1 9 7 5年秘书长在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上请求将下列项目列入会议议程： 

"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会议通过的决议： 

"(a)关于非洲统一组织和（或）阿拉伯国家联盟所承认的各民族解 

放运动的观察员身分的决议； 

"(b)关于《公约》对国际组织的未来活动的适用的决议." 

秘书长的这项请求（A/10141)，附有一项解释性备忘录，其中请大会注意 

1 9 7 5 年 2 月 4 日至 3 月 1 4 日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 

关系上的代表权会议通过的各项相关决议.大会在那届会议决定将该项目列入其第 

三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至笫三十四届会议决定暂不审议该项目（第3 1 / 4 0 8号 

决定、第3 2 / 4 3 9号决定、第3 3 / 4 2 3号决定和第3 4 / 4 3 3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请所有还没有这样做的国家，尽早考虑批准或加入《关于 

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维也纳公约》问题，请有关国家按照 

《公约》的规定，给予非洲统一组织和（或）阿拉伯国家联盟所承认并取得国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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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观察员身分的各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团以它们履行职务所必需的便利、特权和辖 

免（第3 5 / 1 6 7号决议）， 

大会笫三十七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 7 / 1 0 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上，该项目采用现有的标题列入大会议程。大会该届会议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邀请所有还没有这样做的国家，特别是那些作为国际组织东 

道国的国家或普遍性国际组织所召开或在其主持下举行的会议的东道国，尽早考虑 

批准或加入《维也纳公约》问题；再次吁请有关国家按照《维也纳公约》的规定， 

对非洲统一组织和（或）阿拉伯国家联盟所承认并取得国际组织观察员身分的各民 

族解放孥动的代表团，给予它们履行职务所必需的便利、特权和辖免（第3 9 / 7 6 

' 号决议 ) .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敦促所有还没有这样傲的国家，特别是那些作为国际 

组织东道国的国家或普遍性国际组织所召开或在其主持下举行的会议的东道国，尽 

早考虑批准或加入《维也纳公约》的问题；再次呼吁请有关国家按照《维也纳公约》 

的规定，对非洲统一组织和（或）阿拉伯国家联盟所承认并取得国际组织观察员地 

位的各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团，给予它们履行职务所必需的便利、特权和辖免J请 

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 1 / 7 1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笫4 1 / 7 1号决议） 

，"i第四十一届会议（议程项目1 2 1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1 / 5 3 4 ; 

(b)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A / 4 1 / 8 8 6 ; 

( 0 第 4 1 / 7 1 号 她 

(d) 第六委员会会议： A / C . 6 / 4 1 / S R . 6 和 4 7 ; 

(e) 会议： A / 4 1 / P V .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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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8 . 1 9 4 9年各项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武装冲突中受害者的附加议定书的 

现况: 

缺麦、芬兰、挪威和瑞典提 Ô要求，本项目于1 9 8 2年列入大会第三十七 

届会议议程（ A / 3 7 / 1 4 2 ) ‧大会在该届会议重申笫34 / 5 1号决议的呼吁，即 

所有国家都毫不迖延地考虑批准或加入1 9 4 9年各项日内瓦公约有关保护武装冲 

突中受害者的两项附加议定书；呼吁将要成为笫一号议定书締约国的所有国家考虑 

是否发表该议定书笫9 0条所规定的声明；并请秘书长根据各会员国提供的资料就 

该两项议定书的情况向大会笫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笫37/11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重申了其第3 4 / 5 1和第 3 7 / 1 1 6号决议中的规定； 

请秘书长根据各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就该两项议定书的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 

出报告（第39/77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 7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并请他根据各会员国提供的资 

料就该两项议定书的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41/72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第4172号决议） 

第四十一届会议(议程项目1 2 2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1 / 5 3 5； 

(b)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A / 4 1 / 8 8 7 ; 

(c) 第 4 1 / 7 2号决议； 

(d) 第六委员会的会议： A / G . 6 / 4 1 / S R . 4 6和 5 0 ; 

(e) 錯 会 议 ： A / 4 1 / P V -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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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9 - 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逐渐发展 

1 9 7 5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审议标题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的项目 

时，经第二委员会建议（A / 1 0 4 6 7 ,第5 8段），注意到：题为"国际经济发展法 

的规范和原则的汇集和逐渐发展"的决议草案，决定将这个问邇作为一个单独项目， 

列入第三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并希望将这个项目分西^第六委员会审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将该项目列入会议议程，分配给第六委员会审议；并根据 

第六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该项目列入第三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第3 1 Z 4 0 9号 

决 定 ） *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决定暂不审议该项目，并将它列入第三十三届会议临时议 

程 （ 第 决 定 ） ‧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再次决定暂不审议该项目，并将它列入第三十四届会议临 

时议程，同时将该项目的标题改为"国际经济法特别是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法 

律方面的规范和原则的汇集和遂渐发展"(第3 3 / 4 2 4号决定） ‧ 

大 会 笫 三 十 四 届 会 议 请 秘 书 长 同 联 合 国 训 练 研 究 酷 作 ， 并 与 联 合 

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协调，研究国际经济法特别是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法律方 

面的原则和规范的汇集和逐渐发展问题以期于适当时将这些原则和规范载入一项或 

多项文书（第 3 4 / 1 5 0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请训研所编制一份关于各个国家、国际组织、其他国际公 

法实体之间经济关系的新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关于跨国公司活动的现有的和发展中的 

国际法原则和规范清单；根据这份清单，就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和 

规范的逐步发展编写一份分析性研究报告，并及时完成这份研究报告，以便由秘书 

长在大会将列入其第三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的题为"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 

原则和规范的遂渐发展"的项目下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第3 5 / 1 6 & |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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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_三十六届会议注意^训研所编写的研究报告，请训研所编写并及时完成 

该研究报告，以便秘书长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第36Z10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特别是训研所编写的进度报告、分 

析性文件和有关文书的案文分析，各国提出的意见以及专家小组的报告，并请训研 

所继续编写并及时完成第三也是最后阶段的分析性研究，以便秘书长及时提交大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第 3 8 / 1 2 » f 决议 ) ,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对训研所完成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的规范 

的遂渐发展的分析性研究，表示赞赏，促请各会员国就此项报告提出意见和评论， 

其中包括关于在第六委员会范围内审议该分析性报告时将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和程序 

的建议（第39775f决议）， 

; 力会第四十届会议促请还没有就该报告提出意见和评论的会员国至迟 

于 1 9 8 6 年 6 月 3 0 出意见和评论，其中包括关于在第六委员会内审议该分析 

性报告时所将釆取的进一步行动和程序的建议；建议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着手 

审议完成拟订有关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逐渐发展进程的最适当程序和将授权其从事 

这项任务的机构，以期在考虑到各会员国对这个问题的所有提案和建议之后作出最 

后 决 定 （ 第 4 0 1 7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促请还没有就该分析性报告提出意见和评论的会员国提 

出意见和评论；请秘书长向会员国征求关于审议该分析性报告的最适当程序的建议， 

以及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编纂和逐渐发展的建议；将所收 

到的各项建议编成报告，提交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建议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着手 

审议完成拟订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编纂和逐渐发展进程的 

最适当的程序以及将授权其从事这项任务的机构，以期在考虑到各会员国对这个问 

题的所有提案和建议之后作出最后决定（第41/73号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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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请秘书长继续向会员国征求关于审议该分析性报告的 

最适当程序的建议，以及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编纂和逐渐 

发展的建议，并将所收到的各项建议编成报告，提交第四十三届会议；建议由大会 

笫六委员会范围内的一个适当机构，来完成拟订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 

则和规范的编幕和逐渐发展的进程的錄（笫4 2 / 1 4 9 号 决 议 " 文 # 1 秘 书 

长的报告（笫4 2 / 1 4 9 号决议） ‧ 

130.和平解决国家间舍端 

1 9 7 9年大会根据罗马尼亚的请求，将题为"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争端" 

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四届会议议程（A/34/143),在该届会议上，大会促请一切国 

家在其国际关系中，严格遵守各国应以和乎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傅免危及国际和 

平、安全及正义的原则，在编制联合国大会《和乎解决国家间争端宣言》时进行合 

作；并决定将题为"和平解决国家间争墦"的项目列入笫三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t第 

3 4 / 1 0 2 号 决 议 ）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特别是该委员会在《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草案方面所做的工作， 

认为和于解决争端问题应当是各国当务之急；并请委员会继续拟订《马尼拉宣言》 

草案，以便提交大会笫三十六届会议作进一步审议（第35/16 0号决议）.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2 8的参考资料： 

( a )秘书长的报#i 和 A d d . 1及 2 ; 

0>)笫六委员会的报告：A/42/834; 

( c ) 第 4 1 4 9号决议； 

W 笫 六 委 员 会 各 次 会 议 , V C . 6/42/SR 4 ^ 5 1和 5 8; 

(e) < è # ^ 议 ： 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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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请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完成《和平解 

决国际争端马尼拉宣言草案》的定本，供大会审议通过，并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 

议（笫 3 6 / 1 1 0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核准附有《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案文的 

决议；赞赏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在拟订《宣言》案文中作出的 

重要贡献；并敦促全力广泛宣传《宣言》，使其获得完全遵守和执行（第37/10 

号决"^ ) ^ 

大会笫三十/V第三十九和第四十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翁8/13 L 3 9 / 

7 9 和 4 0 / 6 8 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重申其以酋三项决议的规定；请联合囿宪章和加强联 

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在其1 9 87年届会上，继续进行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问题方 

面的工作，尤其要继续审议关于在联合囯内部设立一个斡旋、调停或调解委员会的 

工作文件所载的各项建议，以求尽早就此向大会提出结论（笫41々4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重申其第41 ^ 4号决议的基本规定，并请秘书长向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一项报告，载列各会员国、联合国各有关机关和各专门机 

构、各区域政府间组织和关心的国际法律机构就《马尼拉宣言》的执行情况和就提 

高该文件效力的方法和途径提出的答复（第42 / 1 5 0号决议）. 

文件：秘书长的报告（笫42 / 1 5 0号决议），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2 9 )的参考资料： 

(a)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3号(AZ42/ 

3 3 ) . 

(b) 笫六委员会的报告：A/42/815; 

(c) 第 4 2 / 1 5 0号决议； 

(d) 第六委员会会议：Aye ‧ 6/42/ S R ‧ 2 3 - 2 8和 5 5 

(e) ^ ^ 会议： A / 4 2 ^ P V . 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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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革案 

本项目是应巴巴多斯、斐济、墨西哥、尼日利亚、巴拿马、菲律宾和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的请求（A/32/々47)，于1 9 7 7年列入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的 

大会该届会议决定将该项目延迟到第三十三届会议审议（笫32/441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回願国际法委员会1 9 5 4年提出了《危害人类和平及安 

全治罪法》草案，请秘书长邀请各会员国和各有关囯际政府间组织提出它们对《治 

罪法》草案的评论和意见，包括对应采用的程序的意见，并请他编制一份报告.提 

交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第33/^ 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请秘书长再次发出上述邀请,并请秘书长根据提出的答复 

和辩论本项目期间各方所作的发言，编写一份分析性文件，以便利进一步审议本项 

目第35/4 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请国际法委员会恢复工作，拟订《治罪法》草案，并以必 

要的优先次序加以审査，以便进行复审，请委员会下届会议依其认为对《治罪法》 

草案所应给予的优先次序，在其五年方案内审议《治罪法》草案问题，并向大会第 

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笫36 / 1 0 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笫三十人第三十九、笫四十和笫四十一届会议谙国际法委员 

会继续工作，以便拟订《治罪法》草案（笫37/102» 3 8 / 1 3 2 . 3 9 / 8 a 4 0 / 6 9 

和 4 1 力 5 号 决 议 ） . 

1 7 0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3 0 )的参考资嵙： 

{ a )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4 8 4 和 A d d . 1和 2 ; 

(b) 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1 0 号（ A / 4 2 / 1 0 ) ; 

(c)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8 3 5 ; 

(d) 第42 / 1 5 1号决议； 

(e) 第六委员会会议：A / t ! . 6 / 4 2 / S R . 3 5—4 9和5 8 

(f) 徘会议： A / 4 2 ^ E » V . 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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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笫四十二届会锬"°同意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将本项目英文标题改为《危害 

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的建议;请委员会继续进行拟订《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 

法》草案的工作，包括参考其第三十九届会议取得的进展，及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 

各方所表示的意见，列出各种罪行；请秘书长征求各会员国对委员会笫三十五届会 

议工作报告第6 9 (c)H段所载的各项结论的意见；又请秘书长将由各会员国收到的 

意见载入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的报告（笫4 2 / 1 5 1号决议）， 

文件： 

(a) 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的有关部分:补编第1 0 号 U / 4 3 Z 1 0 ) ; 

(b) 秘书长的报告（第 4 2 / 1 5 1 号决议， 

1 3 2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是1 9 6 6年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为促进国际贸易法 

的^ ^协调和统一而设^的，娈员会于 I 9 6 8 年，工作，原先由 2 9 个会员国 

组成，一分别代表世界上^理区域和主要法系（第2 2 0 5 ( X X工）号决 i义).大会 

第二十/V届会议决定将委员会成员自2 9 个增至 3 6 个（第 3 1 0 8 (XXVI工工） 

号 决 议 ) . 

委员会成员当选后任期六年.最近的一次选举是在第四十届会议（躲0 / 3 1 3 

号决定） ‧ 目前的委员会由下列3 6 ^ 员 国 织 成 ：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西*、中非共和国*、 

智利 * *、中国*、古巴* *、塞浦路斯* *、捷克斯洛伐克* *、埃及*、法国*、 

德蕙志民.丰共和国*、匈牙利* *、印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囯)* *、伊拉克**、 

意大利* *、日本*、肯尼亚* *、茱索托*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墨西 

哥 *、荷兰* *、尼日利亚*、塞拉利昂* *、新加坡*、西班牙* *、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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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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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美利M合众国* *、乌拉圭* *和南斯拉夫‧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的工作 

报告（A/42/17);重申贸易法委员会作为联合国系统内在国际贸易法方面的核心 

雑机构，负有协调这方面雑活动的贲任；又重申贸易終员会在国际贸易法领 

域内培训和援助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注意到委员会完成 

了《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草案》；注意到委员会完成并通过了《关于起草建造 

大型工厂国际合同的法律指南》；请尚未批准或加入委员会为在全球一级上铳一和 

协调国际贸易法而进行的工作所产生的各项《公约》的国家批准或加入这些公约(第 

4 2 / 1 5 2号决议），大会同届会议请秘书长请各国于1 9 8 8 年 4 月 3 0日以前 

就《公约》草案提出其愿意提出的意见和提案；并决定在其笫四十三届会议上审议 

《公约》草案，以期在该届会议上邇过该公约，并为此目的在笫六委员会的范围内 

成立一个工作组，在该届会议开始时召开最长不超过两周的会议，以便审议各国提 

出的意见和提案（第42 / 1 5 3号决议）， 

» 于委员会1 9 8 9年笫二十二届会议开始前一天任满‧ 

‧ * 于委员会1 99 2年第二十五届会议开始前一天任满 ‧ 

.7.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3 2 )的参考资科； 

(a)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1 7号（A / 4 2 / 1 7 ) ; 

(b) 笫六委员会的报告：AZ42/8 3 6 ; 

(c) 第 4 2 / 1 5 2和 4 2 / 1 5 3号决议； 

(d) 第六委员会会议：Ayc . 6 / 4 2 / S R . 3—6 t 5 5 和 5 8 ; 

(e) 会议： A / 4 2 ^ P V .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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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a) 委员会笫二十一届会议工作的报告：补编第1 7号（ A / 4 3 / 1 7 ) ; 

(b) 秘书长的说明： 

H按照第22 0 5 ( X X I ) 号决议转送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意见； 

a转送各国政府关于《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案的意见, A / 4 3 / 4 0 5 , 

133.考虑有效措施以加强对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及其安全 

本项目是应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的要求（A/35/142 )于 1 9 8 0 

年 列 入 大 会 第 三 十 五 届 会 议 议 程 的 （ ) ‧ 大会该届会议请所有国家将 

严重侵犯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及其安全的亊件向秘书长提出报告，并请侵 

犯行为发生国提 « 告 , 1 1 搠什么 ‧ W ^ l 以法，并防止再次发生这种侵犯行 

为，最后并按照其本国法律就追诉这些罪犯的确定结果提出报告；请秘书长收到根 

据^规定向他提出的报告后，向所有国家散发这些报告，除非提出报告的国家 

要求不予散发；请秘书长邀请所有国家向他提出关于加强对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 

的保护及其安全所需采取的任何措施的意见（第35/16&f"决议)‧ 
‧ ‧‧‧ i. ,,,, r 

大会第三十六届至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项目（第36/33^、 3 7 / 1 1 5 

号、3 8 / 1 3 & f、 3 9 ^ 3 号 4 0 / 7 3 号 和 4 1 力 8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还通过了题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二十五周年，，的 

决议，重申《维也纳公约》在外交关系领域内的作用，促请所有国家严格遵守其规 

定，并要求它们采取有效行动，以制止对外交使团和代表采取的恐怖主义和其他暴 

力行为（第 A / 4 1 > 7 9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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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欢迎秘书长拟订的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载有各国 

就关于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以及驻国际政府间组织具外交地 位的代表团和代表的 

保护及其安全受到严重侵犯一事提出报告时可能需要考虑的有关问题，并注意了秘 

书长的报告；重申第41力8号决议的规定；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 

i载有下列内容的报告：(a)关于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及其安全的文书 

的批准和加入情况；0>)关于从各国收到的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受到侵犯和对罪 

犯采取行动的报告，以及各国就加强对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及其安全需采 

取何种搢施提出意见（第42 / 1 5 4号决议）， 

文 件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 笫 4 2 / 1 5 4 号 决 议 ）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3 3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2 / 4 8 5 和 A d d . 1 - 5 和 A d d . S A o r r . 1(只有 

英文本）； 

(b) 笫六委员会的报告： 

(c) 第 4 2 / 1 5 4号决议； 

(d) 第六委员会会议：A/C. 6 / 4 2 / S R . 7 - 1 0 和 5 0 ; 

,(e) ^会议： A / 4 2 / < E T .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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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题为"草拟一项反对雇佣军活动的国际公约"的项目，是1 9 7 9年应尼日利 

亚 的 要 求 （ A / 3 4 / 2 4 7 和 C o r r . 1 )列入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议程的，大会在 

该届会议上决定考虑草拟一项国际公约，取締一切形式的雇佣军；促请所有国家考 

虑有效措施，禁止在它们的领土内招募、训练、集结、转运和使用雇佣军；请所有 

会员国向秘书长表达它们是否需要紧急制订这样一项国际公约的看法和憨见； 

并决定将题为"草拟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囿际公约"的项目 

列入第三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34/ I 4 0 f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蕙到秘书长的报告决定设立一个由3 5个会员国组成的 

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请大会主席同各区 

域集团主席进行适当协商后，在公平地区分配和代表世界上主要法系的基础上#命 

委员会的成员；请委员会^拟订一项禁止招^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 

约；授权委员会在考虑到各S的建议和提案，以及顾到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辩论 

本项目时所发表的意见和评论的情况下，完成其任，（笫34 8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六至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一项目，并延长特设委员会的任务 

期 限 （ 第 3 6 / 6 号 、 第 3 7 / 1 0 9 号 、 第 3 1 3 7 号 、 第 3 9 / 8 4 号 、 第 号 

和第 4 1 / 8 0 号决议）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延长了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期限，使其能尽快完成反对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3 4 )的参考资料： 

(a) 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 3 号 ; 

(b)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 4 2 / 8 4 6 (也与项目1 1 5有关）； 

(à)第42/155号决议和第42/210号决定； 

(e) 第六委员会会议：A/G. 1 2 - 1 5 和 5 5 ; 

(f) 第五委员会会议：V^C. 4 9 ; 

is)全体会议:A/42/<PV.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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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延长了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期限，使其能尽快完成反对 

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请特设委员会在执行其任务时，将* 

第五届会议题为"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第二次订正综合协商基本案 

文"的报告第三章所载条款萆案作为未来就拟议的茵际公约案文进行谈判的基础； 

请特设委员会考虑各会员厘就这个问题向秘书长提出的建议和提案，以及在大会第 

四十届至第四十二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专门审议特设委员会报告的辩论中所提出 

的意见和评论；请特设委员会尽一切努力，将载有厘际公约革案的最后报告提交大 

会，可能时提交其第四十三届会议（第42^ 1 5 5号决议）. 

特设委员会于I 9 8 8 年 1 月 2 5日至2月1 3日在联合国总部开会，在该届 

会i l l ,特设委员会由下列3 5个国家组成：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巴巴多斯、贝宁、保加利亚、加拿大、 

古巴、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海地、印度、意大利、牙买加、日本、蒙古、尼日利亚、萄葡牙、塞内加尔、 

塞舌尔、西班牙、苏里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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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 

越南、南斯拉夫、礼伊尔和赞比亚， 

文件：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 3 号 （ V 4 â ^ 4 3 ) , 

1 3 5 .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工作报告 

国际法委员会是1 9 4 7年大会笫二届会议为了实施宪章笫十三条笫一项（子） 

款的规定而设立的，其目的在促进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与编纂。委员会以致力于国 

际公法为其主要任务，但亦并非不能涉及国际私法范围以内的问题（第1 7 4(工工） 

号决议）。 

委员会规程载于第1 7 4 (工I)号决议的附件，后经修正（笫48500， 9 8 4 

(X), 9 8 5PC)和第36/39号决议），其中规定委员会的组织、职能和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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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由3 4人组成，他们都应该是国际法的权威。委员会的成员应该反映世界 

各主要文化及各主要法律体系，委员会成员选举产生，任期五年，最近一次的 

选举是在第四十一届会议上进行的（第41/3 0 8号决定）.当前，委员会由以下 

3 4名成员组成，他们的任期到1 9 9 1 年 1 2 月 3 1日届满： 

博拉‧阿德桑博.阿及博拉先生（尼日利亚） 

侯赛因 ‧巴赫拿先生（巴林) 

马恩.哈苏奈赫先生（约旦） 

里亚德‧凯西先生（伊拉克） 

加埃塔诺 ‧阿兰焦 •鲁伊斯先生（蕙大利） 

胡利奥‧巴尔沃萨先生（阿根廷) 

尤里.巴尔苏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艾伦‧比斯利先生（加拿大） 

穆罕默德.本努纳先生（摩洛哥)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一加利先生（埃及) 

卡洛斯•卡莱罗 •罗德里格斯先生（巴西） 

莱昂纳多‧迪亚斯‧冈萨雷斯先生（委内瑞拉） 

居德蒙特.艾利克逊先生（冰岛） 

劳雷尔‧弗朗西斯先生（牙买加） 

贝尔纳德.格雷费拉夫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朗西斯‧马洪‧海斯先生（爱尔兰） 

豪尔赫‧伊留卡先生（巴拿马） 

安德雷阿斯‧贾科维季先生（塞浦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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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勒‧库鲁马先生（塞拉利昂） 

艾哈迈德•马希奥先生（阿尔及利亚） 

斯蒂芬‧麦卡弗里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弗兰克‧恩珍加先生（肯尼亚） 

小木曾本雄先生（日本） 

斯坦尼斯拉夫‧巴夫拉克先生（波兰） 

劳先生（印度） 

埃迪伯特‧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马达加斯加) 

保罗《勒泰先生（法国） 

埃曼努尔‧鲁库纳斯先生（希腊） 

塞萨尔 ‧塞普尔维达.古铁雷斯先生（墨西哥） 

史久镛先生（中国） 

路易斯‧索拉里‧图德拉先生（秘鲁） 

杜杜.提阿姆先生（塞内加尔） 

克里斯蒂安‧托穆沙特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保加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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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的工作报告；对 

国际法委员会在该届会议完成的工作，表示赞赏；建议委员会考虑到各国政府的书 

面评论或在大会辩论中口头发表的评论，考虑到实现其报告第2 3 2段所示目标的 

相宜性，继续进行其现有方案内各项专题的工作；满意地注意剷国际法委员会为提 

髙其效用设立了一个工作方法工作组以及委员会的报告第六章D节所载委员会对* 

工作程序和方法的结论和意向；请茵际法委员会：（a)继续审査如何规剁其成员任 

期内的活动，同时考虑到在草拟关于特定专题的条款萆案方面尽量取得最大进脣的 

相宜性；（b)进一步审议#工作方法的所有方面，同时考虑到交错审议某些专题可 

能有助于实现上文所提及的目标，并有助于第六委员会更有效地审议其报告；(0在 

年度报告中就每一项专题指ffl各邇政府或在第六委员会或以书面形式表示过意见的 

那些对委员会继续*工作特别有关的问题；建议继续努力改进第六委员会审议委员 

会报告的方式，以便对委员会的工作向其提供有效指导，并为此决定第六委员会应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开始之际举行磋商，包括磋商设立一个其性质和任务有待决定 

的工作组，在辩论委员会报告期间内举行会议，以便得以对委员会议程上的一项或 

多项专题集中进行讨论；注意到委员会的报告第2 4 3段对会期长度问题所作的评 

论，并表示，由于厘际法编篡和逐渐发展工作上的规定，以及委员会议程上各项主 

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其惯常会期宜予保持；重申其以前关于加强秘书处法律事务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3 5 )的参考资料： 

(a) 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1 0 号 （ ) ï 

(b) 秘书长的说明： A / 4 2 / 4 2 9 ï 

(c) 笫六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B 3 7 ; 

(d) 第42/ 1 5 6号决议； 

(e) 第六委员会会议：入/0!.6/42/811.35-49和50； 

(f) 会议： A / 4 Z ^ P v .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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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编幕司的作用以及有关编制囿际法委员会简要记录和其他文件的各项决定；敦促 

各国政府以及在适当情况下敦促有关菌际组织，尽可能充分而迅速地以书面形式响 

应委员会的请求，对委员会的问题单提出评论、意见和答复，并对#工作方案的各 

项专题提供材料；请秘书长及时增订1 9 7 1年菌际法概览并将增订本送交委员会， 

同时考虑到今后每五年增订一次的相宜性；重申希望委员会继续同其工作与国际法 

的逐渐发展和编蓁有关的政府间法律机构加强合作；希望继续在委员会各届会议期 

间同时举办讨论会，使愈来愈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与会者有机会参加这些讨论会，并 

呼吁有此能力的茵家为举办讨论会提供迫切需要的自愿捐款（第42/156号决议）. 

文件： 

(a) 厘际法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工作报告：补编第1 0 号 ； 

(b) 秘书长转送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将在其第四十届会议上审议的专题的条文革 

案的说明。 

136.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标题为"需要研讨关于修订联合国宪章的建议"的项目是应哥伦比亚的要求 

( A / 7 6 5 9 ) 列 入 1 9 6 9年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议程的。大会该届会议因为没 

有时间充分审议这个项目，决定在第二十五届会议加以审议（第2552 ( XXIV ) 

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五届和第二十七届会议请秘书长要求各会员国向他提出关于修订 

《联合国宪章》的意见和建议，以便递送大会（第2697 ( XXV)号和第2 9 6 8 

( X X V I I )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决定设立一个联合国宪章特设委员会，由4 2名成员组成， 

以讨论从各国政府收到的意见，审议各国政府为加强联合国实现其宗旨的能力而可 

能提出的任何其他的具体提议，并审议使联合国更有效地发挥其功能而可能不须修 

改《宪章》的其他建议，并且列举已特别引起特设委员会注意的提议；请各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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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修订《宪章》问题提出它们的意见，或增补最新的看法（第3349 ( X X I X ) 号 

决议〕， 

同时，应罗马尼亚的要求（A/8792),把另一个项目列入大会第二十七届会 

议议程，这个项目的标题为"加强联合国在维持并巩固国际和平和安全、发展所有 

国家间的合作、促进关于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规范等方面的作用"。大会该届会 

议确认本组织必须成为更有效力的工具，来维护并加强所有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表 

示坚信需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使联合国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能够作出更大的贡 

献，并请各会员国就有助于加强联合国在国际生活上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法，向秘 

书长提送它们的意见和建议（笫29 2 5 ( X X V I I )号决议）。大会第二十八届和 

第二十九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项目（第3073 ( X X V I I？)号和第32 8 2 ( X X I X ) 号 

决议）。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一并审议了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和关于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的项 

目 ,该届;议决定将特设委员会改为联合国宪章和加强本组织作用特别委员 

会，重新召集，以便详细审査从各国政府收到的关于《联合国宪章》的提议和建议 

和关于加强联合国在维持并巩固国际和平和安全、发展所有国家间的合作、促进关 

于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规则等方面的作用的意见。该届大会还决定扩大特别委员 

会，增加五个成员国（第34 9 9 ( X X X )号决议）. 

特别委员会于19 8 8年2月2 2日至3月1 1日在联合国总部开会，目前该委员 

会由下列4 7个会员国组成：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巴多斯、比利时、巴西、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塞 

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芬兰、法国、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利比里亚、墨西哥、尼泊 

尔、新西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卢旺达、塞拉 

利昂、西班牙、突尼斯、土耳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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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和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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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自第三十届会议以来，每年重新召集特别委员会并审议其历次报告（第 

3 1 / 2 8、 3 2 / 4 5、 3 3 / 9 4 . 3 4 / 1 4 7 . 3 5 / 1 6 4 3 6 / 1 2 3、 3 7 / 1 4 4 . 3 8 / 1 4 1、 

39/«8、 40/78和4 1 / 8 3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 

告,请特别委员会1 9 8 8年会议(a)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各个方面的问题给予 

优先，以便加强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在这方面：H根据特别委员会 

1 9 8 7年会议工作报告暂时通过的各段以及其他建议编制一份关于预防和消除对 

和平的威胁和可能导致国际摩擦或引起争端的局势的有关文件草案,a将文件草 

案提交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i (b)继续进行其关于和平觯决厘家间争端问题的工作, 

在这方面： H继续审议工作文件；《审查秘书长关于编写《和平觯决画家间争 

端手册草案》的报告，请特别委员会继续积极审查联合国程序合理化问题i请秘书 

长继续编写一份关于和平觯决囿家间争端手册草案》并请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 

三届会议提出工作报告（第 4 ^ / 1 5 7 号决议）. 

文件：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3 号 （ ) . 

第四十二届会i》T(议程项目13 7 ) 的参考资料： 

(a)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3 号 （ 和 C o r r . 1 ) , 

(b)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8 1 7 ,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8 4 7 ( 也与项目 1 1 5 有 关 ） Î 

(d) 第 4 2 / 1 5 7 号决议, 

(e) 第六委员会会议：A/C. 22-28, 55和60» 

(f) 第五委员会会议：A/C. 4 9 , 

(S)全体会议：A/42/l>V.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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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7 .发展和加强各国间睦邻关系 

1 9 7 9年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在审议题为"《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 

况"的项目过程中，请各国政府将其对睦邻问题的意见和建议通知秘书长；请联合 

国各机关、机构、计划署、规划署和各专门机构将其活动中有关发展各国间睦邻关 

系的一切方面通知秘书长；请秘书长就此事项向大会笫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并 

决定将题为"发展和加强各国间睦邻关系"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第 3 4 / 9 9号决议）。 

在第三十六届会 i义上，大会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 

报告，其中有系统地叙述所收到的关于睦邻关系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增进这种关系 

的途径和方式（第36/101号决议）。 

在 笫 三 十 七 届 会 议 上 ， 大 会 认 为 阐 明 睦 邻 关 系 的 要 素 作 为 在 适 当 时 

制订一件有关这个问题的适当国际文书的过程的一个部分，是适当的（笫37/117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重申睦邻充分符合联合国宗旨；认为宜于根据有关发展和 

加 强 各 国 间 睦 邻 关 系 的 工 作 文 件 、 各 国 已 提 出 或 将 要 提 出 的 其 

他提案和概念，以及各国和各国际ï̶i的答复和意见，开始阐明和拟订睦邻关系 

的基本要素，以作为研拟关于这个问题的适当国际文件的过程的一部分（第38/ 

126^决议）。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重申睦邻充分符合联合国宗旨，普遍推广行之已久的睦邻 

惯例和某些与睦邻有关的原则和守则，将可加强国与国间按照《宪章》促进友姅合 

作关系；^在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第六委员会安排其工作时所决定的该委员会工作 

组或其他适当机关范围内着手St鉴定和阐明睦邻关系基本要素的工作(第3 

7 8号决议）。 

大会第四十届会 i义决:定注意到在其第四十届会议上第六委员会设立的睦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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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并根据第号决议的规定，在其第四十一届会议上在 

笫六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范围内继续完成鉴定和阐明睦邻关系要素的任务（第 

4 0 / 4 1 9号决定），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注意到大会该届会议期间在第六委员会内部执行任务的睦 

邻关系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决定在第四十二届会议上根据本决议和小组委员会的 

报告，在睦邻关系小组委员会的范围内，^^完成识别澄清睦邻关系基本要素的任 

务 （ 第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7 6再次注意到睦邻关系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决定在第四 

十三届会议上根据本决议和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在睦邻关系小组委员会的范围内， 

继续和完成识别并澄清睦邻关系基本要素的任务，并且开始研拟一项关于发展和加 

强 各 面 间 睦 邻 关 系 的 适 当 邇 际 文 件 （ 第 号 决 议 ） ， 

预计没有会前文件， 

1 3 8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是1 9 7 1 年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设立的（笫 2 8 1 9 ( X X V I ) 

号决议） ‧ 目前，委员会由下列1 5个会员国组成， 

保加利亚、加拿大、中面、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塞浦路斯、法邇、洪都控 

斯、伊拉克、马里、塞内加尔、西班牙、苏维埃社会共和画联盟、大不列顛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画‧ 

， "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3 8 ) 的参考资料： 

(a)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A / 4 V 8 1 8 , 

(b) 第 4 ^ / 1 5 8 号决定, 

(c) 第六委员会会议：A/C. 5 2—55, 

(d) ^ # 会 议 ： 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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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819(XXVI)号决议中，大会指示委员会处理各国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 

全问题，以及所有先前由东道国关系非正式联合委员会审议的各类问题.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强烈谴贵侵犯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安全及其人员安全的 

任何犯罪行为；敦促东道国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继续防止发生任何罪行；再度 

请东道国和就东道国要求并采取行动裁减各该代表团人数一事提til问题的各会员国 

遵循协商的途径，以期按照《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都的协定》来解 

决这一问题；强调对联合国工作保持积极看法的重要性，关切联合国有消极公共形 

象，因此，敦促继续努力利用一切现有途径，说明齡国和所有驻联合国储团在 

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使公众认识到这个问题；请秘书长继 

续积极处理联合国与东道国之间关系的各种问题，并继续强调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以避免发生侵犯各囯代表团及其人员的恐怖主义、暴力行为和骚扰性的行为，以及 

东道国通过的任何有关立法均须符合《总部协定》及该国的其他有关义务；决定在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3 6 ) 的 # # 资 ^ 

(a)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6 号 （ 和 C o r r . i); 

(b) 秘 书 长 的 报 A / 4 2 / 9 1 5 和 A d d . 1-4； 

(c) 秘书长的说明，其中转递国际法院1 9 8 8 年 4 月 2 6日按照大会1988 

年3月2日第42/229B号决议内载要求所发表的咨询意见》 

(d)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X42/878； 

(e) 决 议 草 案 , 4 6 和 A â d . U A / 4 2 / ï i 4 7和 A d d . 1、 

L . 4 8 ^ A d d . 1 和 5 0 ； 

Cf) ^ 4 2 / 2 1 0 A ^ B , 4 2 / 2 2 9 A^ J B , 42/230» 42/232号决议，笫 

42/460» 42/461和42/462号决定s 

(S)第六委员会的会讥AXC. 5 & 6 1和 6 2; 

C H ) 全 # ^议》 A / 4 2 P V . 98. 99» 104. 1 0 9和 1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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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届^ëUl审议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组成向题；请委员会按照第2 8 1 9 ( X X V I ) 

号决议继续进行工作（第4 2 / 2 1 0 号 决 议 ) . 

文#1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6 号 （ " 3 / 2 6 ) . 

1 3 9 .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草案 

1 9 7 5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请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研究酷刑的问题及 

任何必要的措施,拟订一套关于保护所有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草案(第 

3 4 5 3 ( X X X ) 号 决 议 ) 、 

1 9 7 6 年 3 月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请防止歧视及 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草拟这样一套原则并将这套原则提交委员会审议（第1 0 ( X X X I 工 ) 号 决 议 ） . 

大会笫三十一届会议注意到，小组委员会决定任命一名报告员，拟制一凑原则 

草案初稿，并建议任命一个工作组分析所收集到的关于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 

的人权问题的资料，请人权委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有关拟订一套 

原 则 的 全 面 报 告 （ 笫 3 1 / 8 5 号 决 议 ）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7 9年第一届常会请秘书长将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 

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报告内所载的一套原则草案转递铪所有各国政府，并征求 

它们的意见，向大会第三十五届*议提出报告（第1 9 7 0 ^ 3 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拟订原则草案最后定本而设立的笫三委员会不限 

成员名額工作组所进行的建设性的工作，伹是该工作组未能完成这项任务；决定将 

原则草案转交其笫三十六届会议，供第六委员会审议；并决定在该届会议上设立一 

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以條^ M 则草案的审议工作，供大钱过（第 3 5 / 

1 7 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根据第3 5 / 1 7 7 号决议，将这个问题发交第六委员会 

( 第 3 6 / 4 0 2 号 决 定 ) ‧ 在词一届会i义上，大会决定将原则草案转交其第三 

十七届会议，供第六委员会进一步审议，并在该届会议上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 

工作组，以便完成对原则单案的审议，供大会通过（第3 6 / 4 2 6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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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七至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项目（笫37/427、 3 8 / 4 2 6 » 3 9 X 

4 1 8 . 4 0 / 4 2 0 和 4 1 / 4 1 8 号决定） *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注意到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草 

案工作小组的报告；决定第六委员会在第四十三届会议开始时成立一个工作小组， 

负责在该届会议期间完成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草案的编拟 

工作；并要求秘书长将第四十二届会议所设立的不限成员员额的工作组的报告散发 

給各会员国(笫4 2 / 4 2 6号决定 ) • 

140.核査的一切方面 

题为"核査的一切方面"的项目，是 1 9 8 6年作为题为"审査大会笫十届特 

别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项目下的一^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议程项目的.大会该届会议请所 

有会员国函告秘书长它们对核査原则*程序和技术的意见和建议，以促使在军备限 

制和裁军的协定中列入适当的核査措施，以及函告它们对联合国在核査领域的作用 

的意见和建议（第40/152 0 号 决 议 ) .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4 1 X 8 6 Q 号 决 议 ） . 

1 7 8 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1 3 9 )的参考资抓 

( a ) 第 六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 ; 

0 » 笫 4 2 / 4 2 6号决定； 

(c) 第六委员会会议* A / C . 6 / 4 2 ^ S R . 5 6 ； 

(d) 述 会 议 ： 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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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吁请会员国加紧努力，以达成均衡、彼此可接受、可以 

全面核査和有效的限制军备和裁军措施的协定；鼓励所有尚未如此傲的国家，至迟 

在 1 9 8 8 年 3 月 3 1日前按照大会第4 1 / 8 6Q号决议的请求，向秘书长提出 

他们对核査原则的意见和建议；敦促拥有核査方面专门知识的个别会员国和会员国 

集团，考虑他们如何能够帮助和伋使将适当有效的核査措施包括在军备限制和裁军 

协定中；请裁军审议委员会1 9 8 8年实质性会议在寻求实现有效国际监螯下全面 

彻底裁军的范围内斟酌情况，就核査的一切方面一包括原则、规定和促使将适当 

核査包括在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中的办法——以及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在核査领域的 

作用，拟订具体的建议和提议，并将其审议经过、结论和建议向第四十三届会议提 

出报告；并请秘书长为裁军审议委员会1 9 8 8年实质性会议编制一份从各国收到 

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的汇编（第4 2 / 4 2 P 号 决 议 ) . 

文件：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 2 号 （ A / 4 3 / 4 2 ) . 

1 4 1 .科学与和平 

哥斯达黎加1 9 8 8年 3月 9日来信（A / 4 3 / 1 4 1 )要求将上述项目列入笫 

四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m 第 四 十 二 届 会 议 （ 分 项 目 6 6 *归）的参考资#1 

(a)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 2 号 （ A / 4 2 / 4 2 ) ; 

裁 军 谈 判 ^ 义 的 报 补 编 笫 2 7 号 （ i 

( c )第一委员会赚告： 

( a ) 第 4 2 / 4 2ï
1
号决议； 

(e) 第一委员会会议，A/C, 1 X 4 2 / P V . 3—42; 

(f) 全体会议： A / 4 2 ^ P V .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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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大会历庙主席 

常会 年度 人名 B 

笫一届 19>»6 Mr. Paul-Henri Spaak 

第一届 19"»7 Mr. Oswaldo Aranha 巴西 

集三届 Mr. H. V. Evatt 澳大利亚 

第四届 19^9 
Mr. Caries P， Rcmulc 

菲律宾 

第五届 1950
s Mr. Nasrollah Entezam 伊 w 

第六届 1951* Mr. Luis P a d i l l a Nervo 璺西哥 

第七届 1952翁 Mr. Lester B. Pearson 加拿大 

第八届 1953* Mrs. Vijaya Lakshmi Pandit 印度 

第九届 195»» Mr. Eelcc N. van Kleffens 荷兰 

第十届 1955 Mr. José Maza 智 , 

第十一届 Prince Wan Waithayakcn 秦 B 

第十二届 1957 S i r L e s l i e Munro 新西兰 

笫十三届 1958
a Mr. Charles Malik 黎巴嫩 

第十四届 1959 Mr. Victor Andres Belaunde 秘鲁 

第十五届 I960* Mr. Frederick H. Bcland 愛尔兰 

第十六届 1961* Mr. Mcngi Slim 突尼浙 

第十七届 1962 S i r Muhammad Za f r u l l a Khan 巴基期坦 

針 八 届 1963 Mr. Carles Sosa Rodriguez *內墙扭 

笫十九届 196U
a Mr. Alex Quaison-Sackey 加纳 

第 — 届 1965 Mr. Amintcre Fanfani 意大利 

该届会议到次年才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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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会 年度 

笫二十一届 1966 Mr. Abdul Rahman Pazhwak 
阿富汙 

第二十二届 1967* Mr. Comeliu Manescu 
-马尼亚 

第二十三届 1968 Mr. Emilie Arenales Catalan 
危地马扭 

笫二十四届 1969 Miss Angie E. Brcoks 利比里亚 

第二十五屈 1970 Mr. Edvard Hambrc 拂威 

第二十六届 1971 Mr. Adam Malik 印度尼西亚 

第二十七届 1972 Mr. Stanislaw Trepczynski 
* 兰 

第二十八届 1973* Mr. Leopoldo Bénites 厄瓜多尔 

第 二 十 ^ 19!^ 
Mr. Abdelaziz Bouteflika 

R尔及利亚 

第=十届 1975 Mr. Gaston Thorn 声^f t 

集三十一屑 Mr. H. S. Aroerasinghe 
渐里兰卡 

i 1977 Mr. Lazar Mcjsov 南斯拉夫 

, =十三届 1978
a Mr. Indalecio Liévano 哥伦比亚 

第三十四届 1979* Mr. Salim A. Salim 坦桑尼亚联舍共和B 

第三十五届 1980* Mr. RQdiger ven Wechmar 德！:志联邦共和B 

第三十六届 1 9 8 l
a Mr. Ismat T. K i t t a n i 

伊扭克 

笫三十七届 1962
a 

Mr. Imre Hol l a i 甸牙利 

第三十八届 1983 A Mr. Jorge E. I l l u e c a 巴拿马 

第三十九届 
198*fa 

Mr. Paul J . F. Lusaka 赞比亚 

第四十届 1985 A Mr. Jaime de F i n i e s 西班牙 

第四十一届 1986 A Mr. Humayun Rasheed Choudhvtry 孟加拉国 

第四十二届 1987A Mr. Peter F l o r i n 德;f志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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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会议 年度 人名 面家. 

第一届 Mr. Oswaldo Aranha 
巴西 

^届 Mt. Jcsé Arce 
阿根廷 

第三届 19& Mr. Frederick H. Boland 愛尔兰 

第四届 1963 S i r Muhammad Z a f r u l l a Khan 巴 基 脑 

第五届 1967 Mr. Abdul Rahman Pazhwak 阿富汙 

集六届 ‧ Mr. Leopcldo Bénites 厄瓜多尔 

笫七届 1975 Mr. Abdelaziz Bouteflika 阿尔及利亚 

集八届 1978 Mr. Lazar Mojsov 
南 ， 夫 

第九届 1978 Mr. Lazar Mojscv 南»拉夫 

第十届 1978 Mr. Lazar tojscv 南渐扭夫 

第十一届 I960 Mr. Salim A. Salim 坦桑尼亚联舍共和国 

第十二届 1982 Mr. Ismat T. K i t t a n i 伊扭充 

第十三届 1986 M r . Jaime de Piniés 西班牙 

第十四届 1986 M r . Humayun Rasheed Chouâhury 孟加拉国 

第十五届 1988 M r . Peter Florin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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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恚特别会i义 年度 人名 

第一届 1956 Mr. Rudecindo Ortega 智剩 

第一届 1956 Mr. Rudecindo Ortega m 

第：届 1958 S i r L e s l i e Munro 新西兰 

第四届 I960 Mr. Victor Andres Belaunde 秘瞽 

笫五届 196T Mr. Abdul Rahman Pazhwak 阿富汙 

笫六届 I960 Mr. Salim A. Salim 坦 桑 M 联 ^ # 和 国 

第七届 I960 Mr. Salim h . Salim 坦桑尼亚联舍共和国 

1962 Mr. Ismat T. K i t t a n i 伊扭充 

*八届 1961 Mr. RUdiger von Wechmar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62 Mr. Ismat T* K i t t a n i 伊扭充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3 7 8 

s
u
t
t
o
s

 
S

9

x

a

 

J

M

5

.
 

(
^
镀
)
 

S
S
S
I
S
t
p
s
o
l
l
M
I
t
u
A
 

*

0
 

«

0
 
,
 一
-

o
w
l
 

.

0
 
,
s
 

i
 

(
^
 f

 2

 )
 (

^

铎

)
 

T
M
5
8
 

«

f
 

.

u

x
 

(
5
，
)
 

(
s
)
 

A
n
s
 

t
f
 

•
s
 

(
^
^
w
 
)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3 7 9 

2
s
a
v
 
«

9

3

^

w

<

 
O
I
O
S
O
H
 

«

w

s
 

(

：

镢

獬

)
 

o
q
o
l
 
0
M
S
O

 

o

p 

o

f

u

^

e

v

 
J
M
 

(
0
^
 )
 

(
『
5
*
 
)
 

J
9
5
I
S
M
 
C
O
A 

*

w

x
 

(
：
^
裇
^
)
 

(
國
*
^
州
w
^
i
;
獰
)
 

(
^
镞
%
•
)
 

(

)
 

(
#
ï
 
)
 

I
s
l
é
s
l
l

 

s

s

v

t

w

t

 
0
é
a
0

 

«

t

e

s
 «

w
u
o
s
 
P
J
5
9
Q
S
 

•

£
 

(
s
£
 )
 

«
S
0
0
 
2
M
0 
*
M
M
 

(
w
ï
)
 

i
«
<
t
8
,
A
 
9
5
*
 

«

M

»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3 8 0 

I
T
S
S
1

 
J

 
P
I
S
I
O
B 

.

a

*
 

A
o
t
T
S
H

 
U

B

S

*
 

.

J

-

M
 

(

)
 

(

)
 

(
：
&
&
鳓
)
 

«
£
s
w
£
«
薄
：
s
i
 
W

«

I 
»

u

x
 

(
s
)
 

s
l
l
o
d
 

•

>

 
0
6
n
H
 

«

u

«
 

(
$
0
 
)
 

(
^
镢
*
)
 

J
S
0
 
p

u

s

s

 
M
s
£ 
«

u

s
 

)
 

5
è
 )
 

i
q
d
s
l
 
J

 
i

p

l

i «
M

X
 

(
谥
)
 

U
2
8
8
 
P
S
S
P
H
 

v

s

£
 

*
b
H
 

(
s
)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3 8 1 

d
h
a
à
s
ë
 

.

Œ

P

T

S

P

V

 

T

u

a

q

s

r

i

a
 

S
C
V
B
X
V

 
Ï
W
 

*
J
W
 

(

珠
毕

)
 

M
»
>
3
 

*

*

 
o

"

i

s

«

É

a

B

 

•

w

*
 

^
£
 

)
 

S
U
J
0
M
 
n

q

a

A

S

S

-

 
•

£
 

(
.
s
 
)
 

(
ï
î
 

0
6
S
A
 

*

a
 
O
J
P
S
7
I
V
 

«

w

x
 

(

)
 

P
S
 
)
 

•
Y
 
o

«

H

«

0

 

*

4

I
 

l
s
s
t
*
S
A
 
O
f

 à

 S
x

 

>

w

z
 

(
§
n
 

<
2
0
D
 

3
S
6
I
 

•

£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3 8 2 

(
â
s
s
:
)
 

(
¥

 t

 

)
 

)
 

(
 

S
S
S
P
1
8
Z
 

p

w

.

5

J

;

J

3

3

.

f

s

 

»

ê
 

(
漱
)
•
^
你
〜
^
,
V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3 8 3 

{
$
m
 
)
 

(
0
i
^
^
 

•
u
s
 

A
s
u
l
u
s
 
'
a

 

•

>
 

«

u

x
 

^
$
 
)
 

f
q
n
o
t
l
I
M
H
 
P
S
I
S
1
C
M

 

«

w

*

 

*

1

1

*

"

1

*

<

¦

5

9

 O
S
Ï
B
 

«

-

3
 

«

u

*
 

(
？
F
i
t
 

)
 

(
凇
ï
 )
 

J
I
P
J
S
8
0
 
T

e

s
 

•

<
 
S
T
M
b 
«

w

x
 

(
^
 )
 

(
f
_
5
艇
)
 

(
^

 
)
 

6
c
n
u
s
l
 

P
O
S
5
H
 
*

J

£
 

S
C
M
I
f
 

*

9 

O

P

5

I

一

：

£

 

«

t

a

s
 

(
^
輙
E
 
)
 

•
n
s
s
 
p

s

s

s

 
I

n

s

v

 
•

£
 

l
i
s
l
e
 

A

q

q

v
 
s

-

l

s

l

n

p

s

 

*

a

冨
 

(
^
：
^
)
 

哦
B
4
-
U
睃
 

哦
H
4
-
r
^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3 8 4 

U
U
S
T
T
g
 
5
5
£
 

«

u

s
 

J
9
6
J
s
q
s
s
«
H
 
W
2
S
S 
«

w

s
 

{

&
 
)
 

s
 s

 )
 

5
S
 ̂

 )
 

>
«
M
«
X
U
 

f
n
6
J
O
S
I
S
>

 

-

w

z
 

(

)
 

(
$
 

)
 

p
u
s
 

s

a
 

»

w

»
 

(
1
^
 )
 

s
f
i
M
 

*
W
M
 

(
械
：
k
l
-
)
 

t
s
s
v
 
C
S
U
H 

w

s

o

 

«

t

e

s
 

(
！

 s
?
)
 

(
妝
s
 
)
 

(
5
攀
)
 

i
v
-
4-
u
 一
 

t
.
州
M
 

^
0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3 8 5 

(
ê
 

)
 

(
s
 
)
 

(

)
 

(
s
¥
 
)
 

(
^
mm )
 

(
H
t
 

(
剩
3

 ̂

 )
 

(
§
y
 
)
 

(
î
赋
)
 

w

 

(

^

緣

？

？

^

*

)
 

)
(
顾
^
*
叫
^
^
^
獰
)
 

t
l
s
s
p
v
-
r
à
 

.

0
 
p
t
B
i 
*
U
M 

H

B

n

a

n

 

p

u

i

s

a

 

>

u

x
 

(
I
 
)
 

(
f
咴
^
)
 

o
d
r
t
o
w
 

.

A
 
s
i
 
«

u

*
 i

-
u
个
^
^
 

f
4
s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3 8 6 

(
f
_
^
¥
#
 
)
 

(
：
£
â
f
 
)
 

(
咴
肩
l
^
f
^
t
e
r
)
 

n
T
e
o
T
â
 

u

n

s
 

(
ê
 

)
 

(

^

抿

)
 

q
v
p
i
 
5
9
0 
*

m
 

.

s
 (

)
 

(
s
$
 )
 

(
$
 
)
 

(

)
 

§
1
1
 

A

a

v

q

«

M

 d
 

(
『
s
*
 )
 

(
§
 
)
 

S
I
M
M

 
o

s

s

s

 

«

w

*
 

婕
州
 

哦
^
 

4

.

H

^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3 8 7 

(

)
 

(
î
)
 

(

)
 

(
长
缺
午
)
 

2
1
a
s
I
9
p
q
v
 
P

1

S

S

H
 

3
5
s
6
9
s
 
Ï
T
V
卩
J
a
w
 

z
d
x
t
f
z
u
o
o
 

O

P

U

S

B

P

9

K
 

•
i
s
 

•
-
M
W
 

(

)
 

(
5
 
)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3 8 8 

S
P
S
S
 
J

«
 

i
«
M
£
 

p

s

s

q

o

M

.
 

(
5
 
)
 

(
s
n
 

e
*
r
 

(

^

&

)

(

画

^
 

*
6
$
<
 m

 
«

u

x
 

5
,
)
 

(
i
$
 
)
 

s
u
<
 
S
S
9
S 

•

£
 

(
u
)
 

(
$
 
)
 

(

)
 

(

)
 

(
0
Ê
^
S
 

$
0
^
^
 )
 

(
î
 
)
 

(
3
 
)
 

(
^

 I

 
)
 哦

〜
 

0
^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3 8 9 

(

)
 

(
s
案
)
 

i
s
 )
 

，
f
f
t
£
 
U
T
P
T
S
S
I
 

»

u

x
 

(
$
 
)
 

喚

硃
 

(
并
m
 
)
 

S
T
W
V
 
S
T
I
S
U
Q
9

 
>
b
s
 

{

货

霖

)
 

(

)
 

(

承

)

.
 

(
：
t
ï
y
 
)
 

g
伞
，
#
 

(
¥
ï
 

S
2
Q
9
 

.

»

 

s

u
 

*
i
!
É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3 9 0 

(
^
â
m
 
)
 

(
^
银
l
â
)
 

(
H
^
s
 

)
 

)
 

9
0
3
?
â
 

s

^

^

s

o

 

«

t

e

s
 

(

)
 

(
画
娶
*
州
^
^
#
獰
)
 ^

 

(

？

N

r

^

-

)
 

^
0
^
Ê
$
ë
 

)
 

{

 
#
î
 
)
 

(
s
w
 
)
 

{
,
mw
%
-
騰
)
 

-"f
 
J

o

b 
e

o

t
 

•

£
 

(
î
硃
)
 

(
^
0
$
 

)
 

‧
f
p
t
,
A
 f
i
n

 

:

I

É
 

0
^
0
 

哦
u
+
z
 

5
 

.

0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3 9 1 

(

)

：
 

î
#
 )
 

(

阁

w

缺

)
 

P
s
s
t
v
-
P
T
S
 
S
8
 

P

S

5

V
 
J
*
 

p
a
s
s
 

^

«

^

s

s

 

T

s

o

 

«

u

s
 

(
畜
)
 

5
t
 )
 

(

阁

^

)
 

s
t
s
J
S
A
 

*
I 
s

p

u

s

l

 

•

£
 

(
s
^
.
)
 

U
O
U
J
a
A
I
C
O
S
S
I
l
<
f
f
4
s

 
s

s

n

v

s

 

«

a

u

x
 

(
^
：
^
)
 

(
$
0
 

)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3 9 2 

B
s
f
p
n
o
o

 
s

p

s

a

 

»

ê
 

(
"
a
ï
 

(

)
 

"
m
)
 

(
$
¥
你
)
 

s
p
o
a
 

a

p

 
*
J
I 
J
3
0
S
O 

*
J
W
 

(

魂

镀

)
 

(

)
 

‧
I

 
T
P
S
5
S
5
 

(
c
^
.
s
 
)
 

(
s
 
)
 

P
U
9
1
J
S
H

 
S
A
J
S 
J
H
 

寺
s
 

(
激
)
寺
^
^
,
0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3 9 3 

i
 )
 

S
S
P
J
S
S
n
o
 
V
A
M
 

«

n

u

s
 

(
笨
 

(
s
a
w
)
 

(
s
$
 )
 

s
a
l
u
a
s
 
s

o

f
 

«

s 

.

«

 
J

x
 

(
i
r
a
鞔
)
 

(
^
：
^
)
 

(

)
 

(
5
碗
)
 

(

)
 

(
$
0
 

)
 

(
姻
§
 
)
 

(
¥
î
 

^
騰
)
 

(
s
碗
)
 

(
s
â
 
)
 

^
N
s
w
«
»
 
3
!
9
:
I
e
q
e
H

 
s
i
m
i
e
n

 

*

n

u

x
 

0
^
 

嗖
4
.
U
塽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3 9 4 

(
î
 

)
 

(
§

 )
 

(
£
5
 

(
画
^
*
欷
镞
^
^
鹦
)
 

M
u
s
 
4

£

v 
>

u

s
 

(
£
 )
 

(
^
餘
*
)
 

(
豳
^
-
)
 

(
s
?
 

(

)
 

)
 

A
a
l
I
K
&
a
 

？

i

s

"

J

9

0

 
M
S
I 
*

S

M
 

(
漱
)
,
^
你
H
#
 

.

a
 f

s
s
s
s
s
l
 
*

A

I

S
 

»

u

»
 

m
4
s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3 9 5 

î
m
 

)
 

S
I
S
W
 

)
 

(
0
â
^
$
 

)
 

w
伞
w
 

(
#
s
 

)
 

(
爲
铋
)
 

•=-504
 •

 
m
a

 

.

<

 
O
I
S
M 
»

W

K
 

(
#
î
 

(
s
^
f
r
 

)
 

(
S
I
 
)
 

l
i
t
s
 
J
S
3
1
t
 
é

j

p

u

s

f

v

f

 

*

M

S
 

(
i
*
)
 

(
^
s
^
^
 

O
M
S
 

s

q

s

s

a

 

=

"

1

2

D

 

,

U

M
 

(
M
 
)
 

e
a
i
o
o
-
0
 Ê
^
s
p

 
•
£
 

A
O
T
S
k
J
S
S

 s
s

 

«

u

s
 

(
^
餘
*
)
 

喷
^
^

 w
姊
 

咴
^
 

姊
 

嗖

姊
 

m
出
4
S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 / 4 3 / 1 0 0 
C h i n e s e 
P a g e 3 9 6 

(

)
 

{

)
 

;
w
 )
 

(
S
T
r
 
)
 

(
^
斜
B
n
 

(
？
h
5
)
 

(

)
 

(
W
 
)
 

(
 

(

)
 

J
5
S
H
 

*

w
 

,

3

 

s

u

o

q

d

l

v

 

«

M

s
 

(

)
 

I
M
S
 
T
P
W

 3

 

.

J

w
 

1
 

^
V
4
.
H
驊
 

î-̂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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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七 

各机构的组成 

本文件内所提到各机构的组成，可参看下表： 

暂定项目表 

机 构 项 目 

审 査 和 评 价 1 9 8 6 - 1 9 9 0 年 联 合 国 非 洲 经 济 复 苏 和 发 展 

行动纲领大会特设^#委员会 39 

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特设 

起草委员会 ! 3 9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 6 8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咨询委员会 80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17(a) 

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咨询委员会 112 

审计委员会 17(c) 

联合国援助土著居民自愿基金董事会 12 

反对酷刑委员会 106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16(c) 

会 议 録 * 112 

会费委员会 "(b) 

经济、社会、文化杈利委员会 100 

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 8U(e) 

新闻委员会 79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 138 

发展和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委员会 82(d)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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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_) 

J l _ ^ 暂定项目表 

项 目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 58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T7 

裁 ^ 谈 ^ 会 议 ⋯ ‧ ‧‧‧‧ 67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协商委员会 ‧‧‧ w u )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 85(b) 

全杈证*委 ê 会 3 

裁 „ 会 … . … 6 k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 ⋯ . . 15(b) 

联合 f i儿童基金会执行局 8 U ( d ) 

总务委员会 ‧ ‧‧‧‧ 8 

联合国开发划署理事会 8U(b) 

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 16(a) 

人权事务委员会 102 

监测供应和运險石油与石油产品给南非的政府间小组 56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1 7 " ) 

g 赚 委 M 会 157 

投资委员会 " ( d ) 

联 合 检 M 

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协商委员会 119 

乡全理事会 15(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 36 

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 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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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续） 

暂定项目表 

机 构 项 目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 156 

《铪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18 

调査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 77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82(b) 

联合国行政法庭 ‧ 17(e)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16(d) 

联合 f f l ^来比亚理事会 29 

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 7"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 ‧ 17(g) 

联合国近东巴勒浙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经费筹供 

问题工作小组 ‧‧ 76 

世界粮食理*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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