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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彻底裁军 

1 9 8 8 年 8 月 2 2日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合 国 代 表 团 

^ ^书长的普通照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就1 9 8 7 年 1 1 月 3 0日题 

为"区域裁军"的笫 4 2 / 3 9跌议陈述如下： 

苏联认为1 9 8 8年苏美莫斯科高峰会议是整个国际政治生活的转换点，标志 

着裁军过程的新阶段。《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 f约》;历史上 

规定销毁两个级别苏美核武器的笫一份国际协定，、这项条约的生效i定了切实建立 

无核武器 世界的基础。莫斯科会议原则上达成的各项协议尤其是裁减攻击性战略 

武器 5 0%,而同时继续遵循《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规定使人慼到核裁军不会就此 

停止。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维持已经创造的有利政治气氛，加强双边行动作出裁军领 

域的多边努力，并使裁减和限制军备的过程成为一个循序渐进持续不断的过程。 

要达成这项全球目标也必须获得区域裁军措施的助力,'因为区域裁军措施考虑 

到世界不同区域的具体特性。 

苏联一向极为重视欧洲区域裁军问题，因为拥有大量集结军队和庞大核武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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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武库的华沙条约组织和北约两大军事政治联盟在该区域直接毗连。 

苏联处理裁军问题的方式是遵循军事足够和非侵略性防卫的观念为基础。苏 

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为了大幅度降低欧洲战争的危险，在1 9 8 6年 6 

月提出一套措施，用以裁减并最终消除战术核武器和大幅减少军队和常规军备，以 

排除在欧洲大陆进行突袭的可能性和大大降低军事对峙的情况。华 沙条约组织成 

员国在 1 987年5月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中肯定这项提议，并认为需要制定新 

的措施，以便在公元 2 0 0 0年以前能够更进一步地开始大幅裁减军队、军备和军 

事开支， 

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为进一步拟订这些提议，在1 9 8 8 年 7 

月华沙举行的会议中通过《关于裁减欧洲军队和常规武器的谈判的声明》，其目的 

在于分三个阶段进行这些谈判，在笫一阶段结束时，华沙条约组织和北约的成员国 

所拥有的军队数目和常规武器数量将达到相同和较低全面水平，在笫二阶段，每 

一方的军队连周其法令规定的军事囤积将裁减约500, 0 0 0 人 ； 在 第 三 阶 段 将 ^ 

步裁减军队和常规军备，使两大联盟的军队只具有防卫的特性。此外，华沙条约 

国家提议在谈判开始时双方交换常规武器的基本数额，并且如有可能，甚至在谈判 

开始之前就进行交换。 

华沙条约国家的文件还提议旨在减少和消除突袭威胁的措施，将其作为装裁欧 

洲军队和武器过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些措施可包括设立较低军蚤水 

平区，则从这些区中可排除或裁减最具威胁性的造成不稳定情况的常规武器。 

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预蚤在赫尔辛基过程的范畴内觯决这些问题。苏 

联在 1 9 8 8年7月赞成召开"全欧洲雷克雅未克会议"，即所有欧洲国家的领袖 

集会讨论朝向裁减常规武器的问题。 

没有任何裁减车队和军蚤的问题是苏联不预备进行会谈的。如粉胸同意不将西 

班牙拒绝的7 2 架 F —16型战斗轰炸机进驻意大利，苏联;就预备从东欧前进空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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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作出相应的撤离。苏联领导也已提出另一步骤以保证欧洲所有国家的可靠安全 

一一^Ik立一个欧洲中心以降低战争的危险和防止突袭。 

在全日作业的情况下，该中心可成为有用的体制，增进欧洲和平的可靠程度。 

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其他成员国的上述提议不排斥平行讨论增进欧洲和平与安 

全的其他措施.苏联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 I波兰人民共和国 

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1 9 8 7年5月提出的全面计划，该计划要求通过逐 

步削减中欧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釆用防御性的军事理论，就建立信任和增进安全 

的措施达成协议，并建立严格监督是否恪守义务的机制，在中欧减少军备，增进信 

任，波兰政府于 1 9 8 8年6月送交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参加国的声明中载有就 

上述计划釆II具体行动的建议，这些建议是致力在中欧增进安全和发展合作的稳妥 

基础。 

苏联认为，捷克斯洛我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雅克什1 9 8 8年 2月就沿 

华沙条约国家组织同北约国家的接触线建立一个信任、合作与睦邻关系区及主张全 

面解决军事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领域问题而提出的倡议，对加强欧洲与全世界 

的安全具有重大的意义，建立信任、合作与睦邻关系区将给发展赫尔辛基进程及 

开始减少欧洲军事对抗在质量上的新阶段以新的推动。 

苏联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建立中欧无核 

武器走廊的倡议.在北约和华沙条约间建立无核武器走廊将减少这两大联盟间爆 

发冲突的危险，有助于解决战术核武器问题及削减欧洲的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德 

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I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1988 

年6月关于在中欧建立和平解决危机局势和防止军事事故的机制的建议也具有同样 

的目的。 

苏联支持旨在加强欧洲各地安全的其他建议，包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 

关于建立巴尔千无核武器区的倡议和北欧国家关于建立北欧无核武器区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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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芄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要求消除中欧化学 

武器的呼吁，以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关于建立巴尔千化学武器区的倡议。 

戈尔巴乔夫先生1 9 8 7年 1 0月在摩尔曼斯J£提出倡议，要求就限制和减少 

整^Nh方军事活动的规模，包括限制邻近北欧水域的海军活动进行谈判，降低军事 

对抗的水平也是该倡议的目的之一• 当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于1 9 8 8年 

1月出访掷威和瑞典之际，苏联提出了同这一地区有关的进一步倡议.除其他事 

项外，这些倡议呼吁华沙条约国家和北约国家就在波罗的海、北海、挪威海和格陵 

兰海及其上空限制军事活动及限制海军舰只和军用飞机的活动范围进行协商，并把 

建立信任的措施延及那些地区（巴伦支海也应归入建立信任的措施所及地区）.倡 

议还提出两大军事政治联盟的军事专家进行会晤，寻求这一领域中双方都能接受的 

办法. 

苏联欢迎不结盟国家关于使地中海成为永久和平与合作区的 建 议 . 该 建 议 提 

出在地中海地区实行欧安会范围内商定的建立信任措施，开始削减驻扎该地区的武 

装部队，保证不在地中海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核国家也保证对不允许在本国 

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任何地中海国家不使用核武器* 我们愿意在与美国对等的基 

础上把我国海军从堆率海撤走。 

苏联于1 9 8 8年3月又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冻结和限定苏联和美国在地中海 

的海军实力，把海军舰只的编排及军事演习通知对方及所有地中海国家，邀请观察 

员视察演习，及制订确保地中海地区安全航运体制的原则和方法。 

苏联从世养的安全利益出发，一贯积极支持旨在加强欧洲及世#他区域的安全 

与裁军的倡议。 

苏 «̶个亚洲大国，与亚洲的安*运休戚相关。苏联通过裁军实现全面 

安全的方案符合亚洲各国人民的愿望，亚洲人民对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关切绝不下于 

欧洲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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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原则立场是，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进程不应当导致在其他地区（其 

中自然包括亚洲）结集军备之类的抵销措施。这一立场已经在涉及在亚洲部署导 

弹问题的苏美《中导条约》中申明了。 

'苏联提出的亚洲和太半洋地区安全问题的广泛建议要求釆取步骤，防止核武器 

的扩散和集结，减少太平洋的海军活动，特别是载有核武器的船只的活动，限制太 

平洋地区特定区域的反潜永艇活动，限制太平洋和印度洋及邻近海域内的海军操练 

和演习规模，并及时通知这类操练和演习，相互对等地承诺不在国际海峡和邻近区 

域举行海军操练和演习，在这类活动中也不在传统的航运线上使用作战武器，逐步 

将亚洲的军队和常规军备削减到合理足够的数量，在该区域开始举行关于建立信任 

措施和不使用武力问题的切实讨论。 

苏联最近不仅充实了这些建议的内容，而且还釆取了一系列实际步骤改善亚洲 

和太平洋区域的形势，苏联正按照日内瓦协定从阿富汗撤走军队。苏联在其符 

控迪沃斯托克倡议的范围内完成了从萦古擻回一部分军队的工作。苏联根据其支 

持在世界各地建立无核区的原则立场，于1 9 8 6年成为毫无保留地签署并于1 9 

8 8年1月批准了"南太平洋无核武器区条约"第二号议定书和第三号议定出了的 

第一个核大国，从而成为该区域无核地位的保证人。 

苏联高度重视亚洲和太平洋囯家保证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努力。关于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朝鲜半岛建立无核区的建议所釆取的行动将成为加强该区域安 

全的重要步 t 

苏联支持印度支那国家将东南亚划为和平、睦邻与合作区域的建议。苏联并 

支持在该区域建立无核区的想法。 

苏联正积极努力，加速执行《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联合国宣言》及为此召开 

国际会议。苏联当然在联合国提出了一些关于建立信任的措施、大大减少印度洋 

海军活动、为沿海和内陆国家的安全及该区域海运和空中通讯的安全建立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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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建议与美国及其他在印度洋长期部署军舰的非沿海国家就大大减少并限制海军 

活动开始谈判。 

苏联筌署并批准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赞同加强拉丁美 

洲的无核地位。 

苏联支持大会根据巴西的倡议所作的决定，宣布南大西洋为和平与合作区。苏 

联乐意与有关画家讨论需要釆取什么步骤削减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和防止部署核武 

器及其他武器的问题。 

苏联相信，区域裁军的建设性国际合作将有积极的影响，能改善世界许多地区 

的气氛，并为形成世界军事方面的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请将本文作为大会临时，义程项目6 4下的正式文件分 

发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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