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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1997 年 12 月 9 日,大会位经表决通过了题为 联

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 的第 52/39 A
号决议 大会在该决议第 6 段请秘书长就该决议的执
行情况向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2. 本报告是根据这项请求提出的  

二. 1997年 8月至 1998年 7月中心的 
 活动 

3. 秘书长认为该中心的任务仍然有效,中心在本区域
冷战后时期促成一种合作和裁军气氛方面可以发挥重

要作用 确实,与会员国和本区域内外学者所进行的协
商证实,他们将继续支持中心在鼓励区域和分区域加强
对话方面的作用,以期增加公开性 透明度和建立信任

及促进裁军和安全 在这方面,中心所筹办的区域会议
的用途已得到高度赞扬  

4. 中心在报告所述期间可支配的有限经费资源内,分
别在雅加达和加德满都组办了两个重要的区域会议

两个会议的全部费用都来自会员国和有关组织的自愿

捐款  

5. 1998 年 2 月 16 日至 18 日 与印度尼西亚政府密

切合作 在雅加达召开了两个会议中的第一个会议

联合国东南亚区域裁军会议 东南亚第一次召开这

种区域会议 各国政府 研究所和非政府组织 46 名人
士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的目的是审查当前的裁军问

题 并且探讨国际社会可能采取共同行动处理这些问

题的共同点 全体会议专门讨论核裁军问题 在这一

范围内 讨论了裁军谈判会议 双边裁减核武器以及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会议筹备进程的作用  

6. 三个工作组就若干专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两个工

作组审查了该区域特有的问题 例如无核武器区 区

域合作和建立信任的措施 第三个工作组努力寻求以

一种共同的方法召开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四届大会

特别会议 这些会议的记录将在后一阶段作为 加德

满都进程 第五系列文件印发  

7. 中心通过在该区域召开年会和其他方式所推动的

亚太区域和平与裁军对话已称为 加德满都进程 这

种进程的继续是查明迫切裁军和安全问题的方法,而探

索面向区域的解决办法已取得会员国和该区域学术团

体的有力支持 它们也表示大力支持建立一个紧密的

网络,联系中心及其在该区域内的对话者,借此交流有关
裁军和安全的数据和资料 秘书长对该区域在政治和

财务方面继续支持 加德满都进程 表示满意  

8. 应该指出 亚洲及太平洋的一个学术和研究机构

组织 亚太区域安全与合作理事会 确认区域中

心在推动 加德满都进程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于

1995 年 9 月向中心授予观察员地位 中心是受接纳的

第一个观察员  

9. 第二次区域会议是 1998年 2月 22日至 24日在加
德满都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第十次区域裁军会

议 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纪念中心成立十周年 该区

域各国政府 研究所和非政府机构三十五名人士参加

了会议  

10. 这次会议回顾了中心在过去十年中取得的各项成
就 特别是开展 加德满都进程 的成就 会议还审

查了中心今后的作用 以及如何进一步推动和利用通

过 加德满都进程 所提供的区域和分区安全和裁军

对话 这次会议的记录将在后一阶段作为 加德满都

进程 第六系列文件印发  

11. 此外 中心为日本联合国协会于 1998年 6月 2日
至 5 日在日本金泽举办关于东北亚问题的第四次金泽
讨论会提供了组织和实务方面的咨询意见 这次讨论

会讨论了与该分区直接有关的许多问题 其中包括设

立促进区域间合作的区域组织的可能性 朝鲜半岛

区域间合作促进环境保护以及双边经济关系 讨论会

还就二十世纪的联合国开展了讨论 中心主任出席了

讨论会  

12. 中心以 加德满都进程 第三系列和第四系列为

题目 出版了 1997 年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后时
期核裁军的加德满都区域裁军会议和 1997 年关于裁军
和区域安全新议程的扎幌会议的记录  

13. 大会第 52/38 S号决议请秘书长向中亚各国提供协
助 帮助它们拟订关于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的协定的

形式和基本内容 中心根据这项请求 为中亚国家组

织了若干次非正式会议 交流如何促进这方面行动的

意见 中心还于 1998 年 4 月 24 日在日内瓦筹办了联
合国发起的专家组会议 讨论今后签订一项协定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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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结构和基本内容 1998 年 7 月 9 日和 10 日 在吉

尔吉斯坦比什凯克举行了 中亚国家 核武器国家和

联合国专家协商会议 这次会议由吉尔吉斯坦共和国

主办并担任东道国 审议了今后签订一项协定的各方

面实质性问题 原子能机构也出席了会议 中心向这

次会议提供了组织和实质方面的支助  

14. 为了促进中心与亚太安全和合作理事会的合作和
相互作用 中心主任出席了 1998年 5月 7日至 9日在
华盛顿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信任和安全措施工作组会

议 这次会议就核合作的前途与和平使用核能 特别

是亚洲及太平洋核能合作的可能性开展了广泛讨论

同样 主任应促进核不扩散方案的邀请 出席了 1997
年 11 月 18 日至 21 日在曼谷举行的 东南亚 区域安

全和核不扩散 区域讨论会  

三. 员额编制和经费 

15. 按照中心的任务,中心所有活动都应由会员国和其
他有关组织的自愿捐款资助 由于长期存在严重的财

政拮据现象,中心无法征聘任何当地支助人员 为此,主
任继续在联合国总部办公,在找到可靠办法解决中心在
加德满都的业务费之前,这项安排将维持原状 与此同

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驻加德满都新闻处继续
为中心每年在该地举行的会议提供后勤支助  

16. 1997 年 8 月至 1998 年 7 月期间 收到自愿捐款

202 500美元 此外 有些国家政府担任各次会议东道

国 承担很大一部分费用 提供了后勤和财政支助

秘书长感谢印度 日本 缅甸 尼泊尔 挪威 菲律

宾 大韩民国 泰国以及日本非政府组织立正佼成会

的捐款 并感谢尼泊尔政府对中心的全面支持 此

外 秘书长还感谢扎幌市和北海道县协助筹办 1997 年
扎幌会议 并感谢印度尼西亚政府协助筹办 1998 年东
南亚区域裁军会议 秘书长对已收到的大笔捐款表示

感谢 同时呼吁各会员国继续向中心提供自愿捐款

以确保中心保持活力 并且进一步有效地履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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