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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彻底裁军 

审査《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全面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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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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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秘书长的信 

谨附上 1 9 8 8年 5月 1 7日至 1 9日在莫渐科举行的相互作用理事会第六届 

会议的最后声明. 

依照相互作用理事会主席施密特先生的要求，请你将该声明作为大会临时议程 

项目64、 72、 73和82的正式文件散发， 

代理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 

洛津斯基（签名） 

A/43/ 150 , 

8&-2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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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9 8 8年 5月 1 7日至 1 

在莫斯科举行的相互作用理事会第六届最后声明 

1 .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当局的邀请，相互作用理事会于1 9 8 8年 

5月 1 7日至 1 9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该届会议的总主题是： 

为二十一世纪作 好准备 

2 .在本世纪初，世界人口大约在1 5亿到 2 0亿之间。到了离现在仅仅十一 

年的 1 9 9 9年，世界人口将达到6 0亿这个天文数字。这些人都需要粮食、保 

健、住房、能源.教育和就业。目前已考虑 9 0年代为使世界变得比今天公平和 

稳定所必须釆取的措施。 

3 -当我们即将跨入9 0年代之时，世界正面临着一场可能证明是现代最严重 

的瘟疾。爱滋病不仅威胁人命,而且可能分裂许多世纪以来逐步发展而成的国际 

关系网。在医疗照顾的其他方面，国际行动已促成了重大进展。我们特别赞扬 

各国加强对儿童全面:^方案的支持,并呼吁各国政府继续并加强帮助世界所有儿 

童的努力。 

4 .人类要追求幸福、经济增长、身体健康并维护我们在生理和社会两方面所 

适应的大自然的生存。这一切都取决于是否能觯决复杂的生态问题。其中最主 

要的是能源供应问题和将导致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全球森 林开伐问题。 

5.这些问题已经具有战咯性葸义。它们超越国界旳限制，靠民族国家单棺 

匹马或孤立行动是无法觯决的。从今以后，各国人民郡生活在相互依存之中。因 

此 ， 9 0年^必须成为多边方式和以国际方式斛决 IW题的十年，否则就不可能为二 

十一世纪作妤准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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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环境的威胁 

6 . 1 9 8 8年1月，相互作用理事会于里斯本召集了一个关于全球森林开伐 

趋势的高级专家小组，根据该小组的调査结果，我们认为任意开伐森林及其对气 

候和环境的影响将造成二十一世纪的一个重大问题.目前，燃烧越来越多的碳水 

化合物以及 全球森怵开伐这两个相互加强的趋势造成了称为"温室效应"的气候变 

化，这已成为公认的科学事实.各国政府应准备就所有能源（例如矿物燃料能源 

和核能源）进行风险评估，并认识到不应当要求增加矿物燃料能源‧ 

7-相互作用理事会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将此问题列入大会下届会议议程，估计 

目前核发电厂的安全作业程度，评价核废料处理的状况，此外，我们强烈支持所 

有旨在更多地了解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区域努力‧ 

二、 1 9 9 0年代世界经济状况 

8 . 1 9 8 0年代这十年将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以及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剧烈不 

平衡的情况下结束。实际上，自从1 9 8 3年成立相互作用理事会以来，美国已把 

它自己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一个世界最大的净债务国了。同一期间內，发展中 

国家的累积负债已成倍增加达1 . 2万亿美元。因此，对第三世界大多数负债国而 

言，累累债务已不堪负荷。 

9 .我们坚信，进一步拖延根本觯决第三世界的债夯—这是本理事会自1 9 

8 4年以来根据分摊负担的原则提出的——将破坏全球的金融关系，增加发展中国 

家的紧张，悲惨以及社会和政府的不安定并将证明对有关的其他各方也有危害.调 

整低收入国家经济的切实合作可为今后的改善工作奠下基础。 

10 另一方面，不解决，国的欠债问题会增加新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的危险。 

因此，我们強调，迫切需要调整有关贸易和金融的政策。我们深信，增长是这些调 

整.过程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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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相互作用理事会对平衡国际贸易必须进行的调整的规模之大深感忧虑。保 

护主义措施扭曲了增加世界贸易的份额的办法。应付债务问题的国际收支政策和战 

略对促进必要的调整过程非常重要。因此，我们促请今年底对进行中的总协定马拉 

圭回合进行彻底的调査以便促进采取消除保护主义的步骤。 

12-美国、欧洲共同体和日本已采取了代价大而且具有破坏性的农业保护主义 

政策.现在普遍有一种忧虑，就是预期于1 9 9 2年实行的欧洲内部自由市场很可 

¥i触发新的保护主义行动。这个新的经济实体有很大的能力对世界经济作出积极 

的贡献，但是要实现这种潜力,必须推行自由贸易政策。 

13.要防止下一个十年出现新的不平衡现象，相互作用理事会深信必须制订f 

支平衡政策的准则。这些准则应定出条例防止过高的'赤字和盈余，它们还意味着富 

国有义务把部分盈余转让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日本，作为最大的债权国，应设法 

大量增加其官方发展援助的捐助。要制订这一套准厕，我们吁请进行国际对话，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对这项对话作出积极的贡献. 

14-应对新的国际货币安排赋予权力以行使更有效的纪律制裁任务,并应对国 

际货币巿场的所有参与者平等应用。 

15. 相互作用理事会对通过双边安排的办法解决货币和贸易问题的做法以及不 

可或缺的多边体制的衰弱现象感到忧虑。政治领袖们有没有理解到有意义的解决办 

法必须采取多边的途径？ 

16. 我们深信在美元之外发展储备货币会大有于改善国际的平衡。我们坚信， 

就长期而言，应不只有一种货币来承担世界经济增长的冲力。日本决策人员愿意承 

担这项挑战吗？欧洲共同体的领袖们有没有认识到需要发展一种能够也成为世界储 

备货币的欧洲货币单位？ 

17. 过去二十年的特点不仅是经常帐户中严重的经济不平衡，并且是有一连串 

巨大的经济獰荡，例如： 1 9 7 0年代两次的石油价格飞涨和世界货币与股票市场 

明显的脆弱性。工 :业化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能够以+人满％的方式承受这些 

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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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第三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必须理解到有节制的经济和财务管理是更多援助和 

信贷信心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承担一部分^任制订成功和开放的经济政策, 

防止资源的误用和不必要的军事支出。 

19. 可以预见1 9 9 0年的特性将是在技术、市场的竟争和能源领域，继续迅 

速变动。政治*袖们是否决定采取必要的行动以便在他们的本国经济中创造更大的 

灵活性和废除巿场的僵化情况?他们是否愿意设法取得社会和经济需要的新平衡， 

一种在平等原则和效率之间的新平衡？ 

20. 1 9 9 0年代日益显著的特性将是国家间互相依赖的增加。这需要在各主 

要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联合国际行动方面有更好的协调以创造安全的经济环 

境。我们认识到这个过程将遭遇到许多既得利益集团的抗拒。然而我们呼吁为 

了全人类的长远利益着想必须要有勇气的领导。 

三‧ 1 9 9 0 年 代 世 界 战 ) ^ 貌 

21. 由于美国和苏联首脑会谈的恢复,我们怀有慎谨的乐观态度。相互作用理: 

事会自 1 9 8 3年以来就一直予以倡导的中程核力量协议首次消除了一整类的武器。 

我们欢迎这一协议成为消减核武器的笫一项建设性步骤。 

22. 两大国的领袖现在必须在这一基础上建立非意识形态化的国际关系并对两 

国经济面临的紧迫问题采取行动。在下一个十年中，人们必须拿出想象力、发挥 

领袖才干并凭着政治意愿在低水准的军备水平上谋求安全。 

23. 美国湘苏联具有特殊的义务充分执行并严格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核不扩散条约》）。可是，由于拥有核能力的国家日益增多，爆发区域性核 

冲突的危险性加大了 。 现在是否可以围绕着如何锾和这一可怕威胁的问题展升讨 

论呢？ '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U3/5S^ 
Chinese 
Page 6 

24. 美国湘苏联签定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是防止外层空间箄备竟赛进一步破 

坏稳定的一大努力。我们再次促请双方遵守该项条约。它们必须立即商定如何 

觯释及执行这一条约并解决什么叫"进攻性"勒"防御性"形势的问颧。从而加 

强该条约， 

25. 核武器的存在本身迫使核国家及其盟国必须小心谨慎.战略防御方面的 

新发展及新箄事理论的出现要求具有更大的明朗性。举行筮*理论会谈可能有助 

于相互间更妤地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从而缓和发生冲突的危险性。我们呼吁有 

关国家扩大其初步的讨论, 

26. 美国和苏联是有可能将其战略武器削减5 0%的，这一前景应促使为一系 

列的削减战略武器活动莫定基础。那么，什么是欧洲战略力量的作用呢？要怎样 

进一步地^出削减才能促使中国、联合王国*法国参加所有核国家举行的多边会议 

来削减现有的核力量呢？我们是否可能作到使各方的核武器成为象征性的威慑力量 

呢？ 

27 ‧要想削减欧洲的常规武器可能需要在重新部署及销毁武器装备潲减少箄队 

人数的问题上避免一刀切的现象，这样才能在较目前低的水准上实现平衡。 

28. 至少有十六个国家目前拥有化学武器。这些国家是否愿意率先参与全面 

禁止化学武器并避免使此类武器更新呢？ 

29. 苏联推行的改革与开放的政策可能会使该国在经济、政治和箄A方面所承 

担的义务发生新的变化。这些政策是否意味着苏联会 采取新的途径同西方合作来 

对付1 9 9 0年代的难题呢？这些政策是否会缓和对意'识形态分歧的重视呢？"共 

同家园"（ M . S .戈尔巴乔夫）的概念在欧洲和太平洋又意味着什么呢？ 

30. 到本世纪末，预计包括中国和E!本在内的"太平洋盆地"将持有世界国民 

总产值的5 0 %之多。曰本仅凭借其经济实力注定会在政治加战略上发挥影响。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Pag?
 7 

3 1 . 我们认为，迫使日本增加其^*开支是不明智的。用绝对数字计算，日 

本已成为il防开支最大的国家之一，这对关系到所有世界大国的战略平衡所具有的 

影响尚是未知数。 

32. 相互竟争向所有地区供应武器的现象使若干地区的不稳定情况日益加剧。 

是否可作出新的努力就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萆备一事达成协议呢？这些国家急需用于 

发展目的的资源被耗费在箄备上。 

33. 未来的东西方关系不应该仅以箄备控制为基础，对话的基础在于，政策 

稳定并少受领袖人物交接班的影^。 有关阿富汗的协定是第一项令人欢迎的步骤, 

并且超出两个 全球性大国之间的直接关系而发生积极的影响。美画是否准备不再 

向反对阿富汗政府的势力提供武器呢？ 

34. 我们要求美国和苏联领导人开展合作，以诱导、调停或甚至强制的办法$ 

平解决伊朗一伊拉克战争、中东、南部非洲、非洲之角、中美洲和东南亚的区^ 

冲突。 

一我们要求外国军队尽早撤出柬埔寨。 

一对苏丹冲突各方有影响的各国领导人能不能携起手来制止军事对抗？ 

一工业化国家的领导人现在是不是准备对南非共和国实行军事制裁，作为世 

界不赞成种族隔离制度的一个信号并表明工业化国家支持争取人权的斗争？相互作 

用理事会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开始致力于实现一个不分^族、没有种族隔离制度的 

南非的前景。 

一工业化国家对南非不受惩罚地对其邻国实行经济和军事颠覆到底要容忍多 

久？西方国家准备大量地提供人道主义、经济和不具杀伤力的物质援助，以加强遭 

受颠禝的国家的活力吗？工业化国家准备为此立即参与筹措一个大规模的多边^助 

方案的资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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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十年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4 3 5号决议，规定了实现纳米比亚 

^的程序.西方 H家准备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成员一道采取何种措施来保证该 

决议的早日执行？ 

36. 相互作用理事会谴贲任何恐怖主义行为,我们对各厘之间就如何最妥善 

地解决涉及劫持无辜人质的恐怖主义暴行出现分歧表示遗憾.政府之间难道不能 

够根据经验就如何处理或制止恐怖主义进 行讨论而达成一项新的协商一致意见吗？ 

37. 鉴于国际关系之间，特别是美国和苏联之间出瑰了新气氛，现在适合， 

审查联合a在以后十年里的作用并在所有会员国都参与的精况下,使联合国成为一 

个更成功的组织' 

各国领导人，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是否准备进行努力，在利 

用联合国解决问题和冲突方面实现一个新的开始， 

与会者 

相互作用理事会成员 

赫尔穆特.施密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 

福田赳夫（日本）一名誉主席 

安德烈亚斯‧范阿赫特（荷兰） 

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尼泊尔） 

卡拉汉勛爵（联合王国) 

迈因扎•乔纳（赞比亚) 

福克‧耶诺（匈牙利） 

马尔科姆‧弗雷泽（澳大利亚） 

阿图罗 ‧ ^ 朗迪西（阿根廷） 

库尔皿特‧ g格勒（瑞士 ) 

' 马 尼 亚 ‧ # 内 斯 库 ( $ 马 尼 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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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尼日利亚） 

米萨埃尔 ‧帕斯特拉纳 ‧博雷罗（哥伦比亚） 

玛丽亚 ‧德卢尔德斯 ‧平塔 W尔戈（葡萄牙） 

.米特亚.里比契奇（南.斯拉夫） 

申铉碥（大韩民国） 

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加拿大） 

曼努埃尔‧鸟略亚（秘鲁） 

奥拉‧乌尔斯滕（瑞典） 

布雷德福‧莫尔斯（美国）——名眷成员 

相互作用政策理事会成员 

黄华（中国） 

埃米尔•范茱内普（荷兰） 

宫崎勇（日本） 

维克托 ‧波波夫（苏联） 

马里奥‧斯金贝尼（意大利） 

坦‧斯里‧加扎利‧沙菲（马来西亚） 

特别来宾 

肯尼思‧达姆（美国） 

伊万‧伊万诺夫（苏联） 

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苏联） 

威廉‧罗杰斯（美国） 

哈拉尔德.马格勒姆（美国） 

迭戈‧阿里亚（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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