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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 言 

1. 1991年12月9日，大会未经表决通过了题为"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 

心，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和太平洋区域中心及联合国和平、裁军与发展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区域中心"的第46/37F号决议。决议执行部分全文如下： 

"大会， 
tí 

"1.皿各区域中心继续加强努力，按照其任务规定促进各该区域内各 

国之间的合作，以期促进制订建立信任、限制军备和裁军的有效措施； 

"2. 1盖秘书长为协助三个区域中心进行其活动方案所作出的一切努 

力,并请他继续给予各中心一切必要的支助； 

"3. 会员国以及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作出志愿捐款，以 

加强各区域中心的活动方案及其有效执行； 

"4.决定为了确保各区域中心继续具有财政维持能力，各中心的行政费 

用应由经常预算提供经费； 

"5.簠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2. 本报告是根据该决议第4段提出的。 

二、区域中心的工作 

A.非洲区域中心 

3.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是于1986年成立的。它的任务是在秘书处 

裁军事务厅的指导下担任协调联合国系统各主管机关、规划署和机构对中心投入的 

种种活动的中心点。该中心设于多哥洛美。本报告的稷盖时期是从1991年8月至 

199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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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中心的目标和活动 

4. 中心继续执行大会1985年12月16日第40/151G号决议所载的任务。根据该 

决议，"中心应当在要求下，向非洲区域各会员国的倡议和其他工作提供实质性支 

持，以期在非洲统一组织合作下实现该区域的和平、军备限制、裁军措施，以及按照 

'世界裁军运动'协调非洲区域活动的执行工作"。 

5. 中心的活动集中在散播非洲范畴内的种种有关裁军、和平和安全的新闻。 

在报告期间内曽举办了讨论会、会议和研究会。 

6. 中心的研究和讲习活动之一是在1991年3月15日举办了一项关于"边界问 

题在非洲和平与安全中的作用"的研究项目。 

7. 这个项目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期间，由五名研究员就北非、南部 

非洲、中非、东非和非洲之角等次区域的非洲边界问题进行为期一个的研究和编制 

文献工作。当第一个阶段完成之后，中心就举办一次由非洲内外30名专家一包括研 

究工作人员和其他熟悉非洲问题的人士一参加的国际讲习班，以便审査和通过上述 

研究员所提出的实况报告。 

8. 现正筹措经费的项目第二阶段的工作除其他外包括:在区域一级或在次区 

域一级筹办训练班，讲授讲习班通过的报告中所概述的各种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办 

法。接受此种训练的人员将包括高级政府官员以及其他可能从事解决边界危机的任 

务的人士。 

9. 这个项目已被认为是一个值得赞赏的主动行动,对于和平与安全领域的有 

关学者和决策者都有用处的。在讲习班结束之时，与会者表示希望区域中心将继续 

进行此项研究和面向政策的活动，以便增进和平解决非洲有关边界的问题的机会和 

对问题的认识。讲习班的最后文件已提交非洲统一组织、非洲次区域组织以及本区 

域和其他区域的研究和训练机构。 

10. 1992年5月25日至27日中心在洛美举办了一次关于"通讯和危机:新闻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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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和平解决非洲冲突的作用"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有35名主要来自危机地区 

非统组织成员国的高级新闻和通讯官员、各个在非洲执业的私营和外国通讯社(包 

括泛非通讯社）的代表、以及本区域各有关研究和训练机构的代表。 

11. 会议由多哥青年和体育部部长奥拉蒂奥‧弗雷塔斯阁下主持开幕典礼，并 

由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新闻部长兼新闻部长会议主席的代表艾尔弗雷德‧艾格贝福 

博士讲了话。 

12. 会议结束时与会者通过了一份最后文件，其中他们表示希望:联合国将支持 

最后文件的执行，以期：（a)由非洲新闻记者联盟拟订一项新闻媒介从业人员的行 

为守则；（b )本着《温得和克宣言》的精神促进非洲各国新闻界的独立和多元化； 

( C )采行和颁发能行证以保证新闻记者获得交战各方的保护，而各新闻组织应当替 

它们各自派出去采访冲突和战争的新闻记者购买特别的保险；（d)帮助妥为改组泛 

非新闻社的结构以便使它能够履行其新闻采集和传播的职务；（e)通过进行教育、 

举行在职训练、召开讲习班、讨论会和会议的途径来使新闻业务专业化；（f)通过 

每年向那些在这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新闻组织和新闻从业人员颁发奖金的手段来培 

养一种健康的竞争气氛。 

13. 1991年9月17日，为了庆祝国际和平日起见，已在洛美举行了一次关于"非 

洲区域冲突：原因和后果"这个主题的会议辩论。会议辩论包括一次由贝宁国立大 

学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教授穆萨‧奥坎拉博士讲授的课程和一次由外交使团成员、学 

者和学生进行的小组讨论。 

14. 中心继续出版题为"非洲和平公报"的季刊，其中着重报道裁军领域内的 

有关事态发展和有关问题，并将广为分发。中心也继续在其会址举行非正式会议并 

且每两个星期为关心非洲裁军、和平与安全以及同发展有关的问题的人士举办一次 

思想交流会。 

15. 中心主任应各方的邀请进行了下列活动：（a)参加了 1991年10月29日至31 

曰由非洲一苏联--美国合作举办的、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尼曰利亚外交亊务研究所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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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关于"非洲区域冲突的管理：外交主动行动的作用"的国际会议；（b)在1991年 

11月4日至8日由新闻媒介与和平协会举办的关于"和平、民主和发展"国际讨论会 

上讲授了一堂关于"民主、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课程；（C )参加了由非洲统 

一组织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在内罗毕举办的"国际人道主义法"会议。 

2.员额编制和经费 

16. 当可回頋，根据大会设立三个区域中心的决议规定，现有资源和会员国及热 

心组织提供的自愿捐款是筹措其经费的基础。遵照大会1989年12月15日第44/117F 

号决议第3段的规定，1990年1月根据经常预算设立了中心主任的员额。中心的员额 

编制情况自1990年7月任命了主任以后没有变化。 

17. 秘书长希望重申：为了促请中心的活力和有效的运作，必须为其经费建立一 

个稳定的基础。因此，特别是如果想维持并增加中心的工作方案以及考虑到联合国 

面临的持续财务危机，将继续需要会员国和热心组织的自愿捐款;秘书长坚决支持大 

会向会员国和其他组织对中心作出自愿捐款的呼吁。 

18. 自从提出了上一份秘书长的报告(A/46/365)以后，已向中心认捐了 36 747 

美元的自愿捐款，截至1992年7月止共收到45 148美元。秘书长希望对"^麦隆政府、 

法国政府、意大利政府、掷威政府以及福特基： 

B.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中心 

19.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和平、裁军和发展区域中心于1987年成立。中心 

在秘书处裁军事务厅的主持下工作，发挥协调中心的作用，协调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 

关、方案和机构向中心活动提供的投入。中心设于秘鲁利马。本报告所述期间为 

1991年8月至1992年7月。 

心的目标和活动 

20.大会1986年12月3日第41/60J号决议决定，中心应当应要求向拉丁美洲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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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会员国的倡议和其他活动提供实质性支助，以便执行和平与裁军措施，并通过适当 

地再使用现有资源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应协调拉丁美洲在世界裁军运动下所 

进行的区域活动的执行工作。 

21. 在本报告所述1991年8月至1992年7月期间，中心扩大和加强了它与各政府 

和非政府组织、学术和其他机构以及其他联合国机构的接触与协调，以便促进中心 

的上述目标。 

22. 中心继续作为研究区域和平、安全、裁军和发展问题的学者和研究员的资 

源中心。联合国出版物在全区域分发，并在世界裁军运动的范踌内向各大学、学校 

和机构提供关于裁军的录象带和影片。此外，中心也散发关于和平、安全与裁军课 

程的助学金和奖学金的资料。中心还通过与各大学进行接触提倡大学和研究院内对 

裁军的学习和研究。 

23. 作为其促进对区域安全问题的认识的方案的一部分，中心于1991年9月26曰 

在秘鲁陆军军事学院为250多名高级军官举办了一个讨论"武装部队在当前的全球 

局势下的地位和前景"的国际研讨会。研讨会讲演人包括前秘鲁总统Francisco 

Morales Bermudez上将；前阿根廷贝尔格拉诺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Jose Teófilo 

Goyret上将；乌拉圭PEITHO和华盛顿特区美洲大学政治研究员Juan Rial教授;秘鲁 

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Alejandro San Martin大使。中心还赞助了 1991年9月 

26日在秘鲁国际关系研究所为驻于秘鲁的大使和外国使团团长举办的会议。1991年 

9月27日在区域中心会址举行了一个"关于区域安全和武装部队在区域安全面对的 

新挑战下的作用等问题"的圆桌讨论会，与会者包括派驻秘鲁的武官和邀请来的演 

讲人。 

24. 为了庆祝国际和平日和裁军周，中心于1991年9月16日主持了秘鲁常设和平 

中心安排的会议，于1991年9月23日主持了秘鲁洲际和平协会的会议。中心也参加了 

1991年9月17曰与14名秘鲁知名人士举行的圃桌讨论地商讨和平问题。 

25. 中心由主任代表参加了下列会议：（a) 9月24日广播的国际问题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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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点"；（b) 1991年8月24日秘鲁外交部、国家气象与水文局和秘鲁国际研究 

中心在利马联合举办的"气候变化及其对环境与发展的影响"画桌讨论会;（01991 

年9月12日和14日秘鲁实况研究中心主办的"暴力与安全"会议；（d) 1991年11月3 

至6日在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的拉丁美洲国际关系方案年会，参加者包括拉丁美洲和美 

利坚合众国的政府要员、外交人员和学者；（e) 1991年11月4至7日秘鲁国际研究中 

心主办的年度研讨会"秘鲁：环境与发展"；（f) 1991年11月12日秘鲁高级军事研究 

中心和秘鲁战争学研究所合办的"拉丁美洲与新的国际秩序"研讨会；（g) 1991年 

11月22日秘鲁天主教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开办的第一个课程"秘鲁与邻国的国际关 

系"，内容主要为秘鲁与厄瓜多尔的关系；（h) 1991年12月2和3日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与巴西外交部和圣保罗大学高级研究所合作在巴西圣保罗举办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研究所区域会议；(i) 1992年2月19日国际关系常设论坛在利马举行的第六个论坛， 

题目为"一体化:秘鲁与分区域安第斯进程 "；Ü) 1992年2月26至29日在安第斯集 

团总部举行的"拉丁美洲一体化和替代发展途径"；（k) 1992年2月27日秘鲁海洋历 

史研究所和秘鲁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合办的"环境与秘鲁的海洋"圆桌讨论会；和 

(1) 1992年6月23至25日秘鲁实况研究中心举办的"政治变革与国家的建立"会 

议。 

26. 尽管面对财政困难，中心通过其出版方案和与区域的公共和私人机构网络 

的接触总算在区域保持活跃的存在。在报告所述期间，中心的主要努力是出版"九 

十年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和平与安全"一书。该书收集了中心选定和委托的十七 

名来自区域不同国家的杰出专家所撰写的论文，题目包括在不断变化中的国际环境 

下的各种重大的区域安全问题。该书已于1992年2月出版，目前正由中心向全球分 

发o 

27. 1992年2月17日在墨西哥驻秘鲁大使馆和中心为纪念《拉丁美洲禁止核武 

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二十五周年而联合主持的一个仪式上推出了该 

书。仪式在利马律师协会会址举行,出席的包括高级文武官员、学者和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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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在秘鲁保护自然基金会和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的合作下，中心计划印 

发1991年初中心在利马举行的"环境、发展与和平"研讨会的记录。 

29. 中心目前正在筹备于1993年1月18至20日在亚松森举办一个关于"拉丁美 

洲的军备扩散和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问题"研讨会。会议经费来自下列捐款:加拿 

大外交部控制军备与裁军司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处，以及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和加拿 

大战格研究所。 

2.员额编制和经费 

30. 按照大会第41/60J号决议，区域中心是在现有资源和会员国及有关组织为 

此目的提供的自愿捐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根据大会第44/117F号决议第3段规定， 

高级别的主任一职已于1991年在经常预算下设立。新的主任于1991年7月31日获得 

任命和开始任职。员额情况其后没有任何变动。中心主任还承担了利马联合国新闻 

中心主任的额外职务。 

31. 1992年6月中心迁往新租用的房地并继续与联合国新闻中心共用这些房 

地。 

32. 秘书长要强调，按照中心据以设立的规定和鉴于联合国面临着财政危机，本 

组织的经常预算不可能用于中心的各种工作方案，因此需有自愿捐助，以确保中心得 

以继续存在和有效地运转。 

33. 自从秘书长上次报告(A/46/365)提出以后，向中心认捐的自愿捐款达$34 

813，到1992年7月已总共收到了$65 669。秘书长对加拿大、哥伦比亚、意大利、挪 

威、巴拿马和西班牙政府向中心慷慨捐助表示感谢。 

C.亚洲和太平洋区域中心 

34.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设立于1989年，是在裁军事务部 

主持下执行职务；该部作为一个联系中心，协调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关、计划署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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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对中心的活动提供的投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的驻地代表被委托临 

时担任中心主任的职务。中心暂设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开发计划署大楼内。本报告 

所述期间为1991年8月至1992年7月。 

1.中心的目标和活动 

35. 在1987年11月30日的第42/39D号决议中，大会决定亚洲和太平洋区域中心 

应适当利用现有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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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执行促进和平与裁军的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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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中心自1989年1月3日成立以来，根据上述任务继续展开活动。可是，由于可 

供中心使用的人力和财务资源仍十分有限，因此中心的主要活动是散布联合国在军 

备限制和裁军领域活动的资料，答复公众、学生和非政府组织的询问，及在加德满都 

举办一年一次的重要会议。 

37. 一个题为"关于在亚洲一太平洋区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区域会议"，于1992 

年1月27日至29日在加德满都举行，这是一系列会议中的第三次会议。会议由裁军事 

务处代理主任约翰.奴登费尔特先生主持开幕，并由尼泊尔首相吉里贾.普拉萨德.柯 

伊拉腊先生阁下致欢迎辞。来自各国政府和研究所以及新闻媒介的三十九名与会者 

和来自各非政府组织的若干观察员出席了该会议。除评价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重 

大变化和正在出现的趋势，会议试图确定一些有效措施来应付1990年代国际社会在 

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域面对的挑战，例如大规摸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及其运载系统。会 

议还研究一些区域办法来促进裁军进程，促进亚太地区各国之间的安全和信任。下 

列发言人编制并向会议提出了文件:Johannes Bauch先生（德国波恩外交事务部军备 

管制和裁军副专员）；James E. Goodby大使（美国华盛顿特区）；Mark Hong先生（美国 

纽约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常驻代表）；Ji Guoxin先生（中国上海亚太研究所主 

任）；Joon Num Mak先生（马来西亚吉隆坡战略和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Seo-Hang Lee博士（大韩民国汉械外交事务和国家安全研究所教授）；Li-Hyong Ch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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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裁军与和平研究所研究员）；Mason大使 

(加拿大对外事务和国际贸易部）；Micheal Moodie先生（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军备管 

制和裁军署助理主任）；Gerald Segal博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伦敦国际 

战略研究所）；Henry Trofimenko博士（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 

38. 除全体会议外，会议还设立两个小组。第一工作组集中注意防扩散问题，而 

第二工作组则研究促进裁军进程以及东-北亚的安全和信任建设的区域办法。第一 

工作组主席James Cotton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东北亚方案）和第 

二工作组主席Nihar Rodorigo先生（斯里兰卡外交部政治事务主管)在该区域会议 

上提出的论文和两个主席所作的总结后来由裁军事务部印发。 

39. 目前正在筹备明年初在加德满都举行另一次区域会议。 

2.员额编制和经费 

40. 除了担任中心临时主任的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以外，联合国新闻干事也协 

助中心执行其任务。 

41. 秘书长在其关于大会第44/117F号决议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A/C.1/44 

/L.64/Rev.l)指出，实施该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将需要在经常预算下为三个区域中心 

各设一个主任职位，职等为高级干事。这些职位将在1990~1992年期间按频序每年设 

置一个。加德满都区域中心主任一职将于1992年1月1日设立，暂定为期二年。 

42. 根据大会第42/39D号决议，该中心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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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秘书长要强调的是，如果要执行中心执行 

大会所賦予的职责和保证中心的运作切实有效,便需要提供更多的自愿捐款。过去 

三年在加德满都举行三次区域区域会议的费用大部分由预算外捐款支付。 

43. 自1991年秘书长向大会提出报告(A/46/365)以来，向中心认捐的自愿捐款 

为$52,559,截至1992年7月，收到的捐款共达$52，559。秘书长要向中国、意大利、 

尼泊尔、掷威和奉国表示感谢，慼谢它们慷慨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