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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八 二 五 次 会 议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八日星期一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安 吉 • E .布魯克斯小姐 (利比里亚 )

议程项目23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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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1 . 卡拉登勋爵(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我们这每年一度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辩论有一 

点危险，会变得象奉行仪式一样，重复一遍那些老问 

题，旧争论。在我看来，我们所听到的一些发言似乎 

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辩论中的一些发言，使人 

感到似乎我们仍处在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而不是 

即将进入七十年代。因此，我不准备就现在提出的这 

个草案〔A / L .5 8 1和 4 而 _J〕发表意见。这个草案的内 

容与历年辩论时提出的决议的内容基本上是一 样的。 

我们将一如既往投票反对。其理由我们已多次做过说 

明了。而且，在第四委员会上我们已反复强调了我国 

的宗旨和政策，并对该委员会上的一些言论给予了充 

分的回答。

2 . 我想谈一些积极的成就。 自从八年多前我参 

加托管理事会和第四委员会以来，非殖民化的健康进 

程已经朝着终极目标大步迈进了。

3 . 在过去的十年里，帝国时代已接近结束。我 

国对这一可喜的进展做出了主要贡献。在不到四分之 

一的世纪以前，我国治理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 

现在，已有八亿或九亿的英联邦人民生活在独立、 自 

治的国家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口除外。这百分之一 

的人口，就是我们在这次辩论中要考虑的问题。我们 

不应忘记，我们走得多么快多么远。我国的目的是给 

那些曾在我国治理下的国家在尽可能最有利的条件下 

走向独立。没有人认为这些国家的问题可以事先全部 

得到解决。没有人设想来自我国的制度必须继续不

变。但是，出于对人民意愿和利益的尊重，我们领导 

并参加了这项走向自治和独立的革命进程，我们是通 

过协商和取得协议的程序前进的。我们是抱着对民主 

政府、成年人选举权、自由议会和司法独立的毫不动 

摇的信心来行事的。所以，有时我说结束一个帝国比 

建立一个帝国还要困难。

4 . 尖锐、迫切、复杂的问题仍然存在。在联合 

国，我们不见得会忘记这些问题或者低估它们，但主 

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在这个进展中，我国做出了主 

要贡献，在不到一代的时间里，我们完成了把一个有 

史以来的最大帝国转变为自由的联邦的工作。剩下的

问题，我想，可以归为两个不同的类型 --------性质和范

围都不同。我想把这两个问题区别看待，并且作为不 

同的问题来处理，这一点很重要。

5 . 第一个问题是南部非洲的种族对抗。除葡萄 

牙的领地外，这个问题不是传统意义的殖民地问题。 

从一般公认的意义来说，罗得西亚不是一个殖民地问 

题。英国从来没有对它进行治理。现在那里正发生叛 

乱，违背当地大多数居民的利益和联合王国宣布的宗 

旨。这个问题是南部非洲更大的问题的一部分。它远 

不止是一个殖民地问题。它恰恰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 

当今的世界上，一个种族统治另一个种族的情况能否 

存在下去。没有比这个更令人焦急更危险的国际问题 

了。

6 . 在这次辩论中，我们还必须考虑另一个完全 

不同的问题。那就是残留的小块殖民地领土问题。这 

些小块殖民地领土中很多是偏僻的岛屿，在殖民时代 

以后的世界里，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地位。虽然这些残 

留的殖民地领土上的总人口相对而论是很少的，但我 

相信大家都会同意，明智地和公正地解决这些小块领 

土的问题也象解决大块领土的问题一样重要。

7 . 我认为，小块领土—— 潜在的微型国家——  

的问题应引起我们在联合国的这些人的特别注意。这 

是国际社会能为之做出独特贡献的问题。

8 . 所以，让我讲一讲这两个问题。先谈一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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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非洲的种族统治问题，然后再谈与它完全无关、完 

全不同的小块领土在当今和将来的世界上的地位问 

题。

9 . 南非的种族隔离，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自决 

的要求，结束南非在西南非洲的统治的要求，在罗得 

西亚存在的非法政权等大问题一这些都是相互关联 

的问题，和往年一样，在本届大会上进行了讨论。

1 0 . 我一向认为，总的来说，由于在赞比西河以 

南的主要领土上要永远保持白人至上地位而引起的挑 

战，是我们时代最危险和圾宫有爆炸性的问题之一。 

我一贯坚持，种族、贫困和人口的问题结合在一起以 

及由此而可能引起的世界规模的冲突，是世界和平发 

展的圾大危险。

1 1 . 我现在又一次这样讲，以表明我从未低估过 

南部非洲的危险。首先是种族危险：一个种族统治另 

一个种族而引起的危险。如采只把它们看成是殖民地 

问题，就会发生误解和错误判断，就不能理解这些危 

险对全世界所造成的威胁的范围和程度。

1 2 . 的确，今年就国际舆论的关切来说，南部非 

洲的问题和危险与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相比有些 

退居次要地位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和危险不 

怎么严蜇了。相反，它们不是越来越不® 要了，而是 

一年比一年变得更重要了。

1 3 . 在安理会和这届大会上，我兹不迟疑，淸楚 

地说明了目前我国在南部非洲所能做的亊和不能做的 

亊。为了避免误解，就需要这种直言不讳的态度。必 

须正视经济上的事实并如实地说出来。无论如何，尽 

管我国政府现在不能做更多工作，却巳表明它并没有 

站在错误的一边。它采取了两项重要决定，用以表示 

自己的立场，那就是按照安理会决议对南非禁运武器 

和领先对罗得西亚实行制裁。这两个决定使我国付出 

了很大的代价。这两个决定不是轻而易举采取的，但 

它们表明了在种族歧视和种族统治上我们是站在哪一 

边的。

14. 现在让我来转到与上面问题完全无关和性 

质完全不同的残存的殖民地领土问题。如果大家能接 

受刚才我提出的观点即南部非洲是完全屈于另一个范 

畤，同时，为了我们当前的目的，如果我们把香港这

个特殊情况撇开不谈，那么世界上还剩下差不多三十 

块殖民地领土。这三十块殖民地领土上的人口不到四 

百万。

1 5 . 我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因为这三十块领土 

中有一半以上是在英国管理之下。这十七块英国领地 

共有人口一百二十五万，平均每块七万五千人。其中 

之一的斐济虽有五十万人，但还有六块领地的人口不 

到一万人。

1 6 . 以上就是这个问题的范围;就问题的多样性 

和复杂性来看，从自由和正义，人类的愿望和幸福来 

说，小领地问题的重要性远不是仅仅计箅人口的多少 

和距离的远近所能表明的。现在，我们面临着考验。 

我们必须表明，我们是否有想象力、智谋和同情心来 

有效地处理一个人类问题，而这个问题用简易或单一 

的办法是不能解决的。

1 7 . 对于这些各种各样的实际困难，我们当然不 

能用一概而论的办法去解决。显然，没有一个统一的 

解决办法。我们听到的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发言，似乎 

给人一种印象，只要立即大唱独立的高调，这些实际 

困难就会迎刃而解。

1 8 . 就其本质来说，所有这些小单位都有着特别 

的需要，并面临着特别的困难。每一块领地都有自己 

的特点和自己的愿望。对它们不能强求一律。

19. 我常说这些单位有权期望联合国不要只是 

重a 旧口号，旧决议。它们需要人们了解它们的特殊 

问题和需要，也许非常需要格外的帮助。我们绝不可 

以冷酷无情地告诉他们：前途只有蒙上眼睛走上孤单 

独立的木板，并堕入无力自拔的苦海中去，此外，再 

无别的出路。

2 0 . 不过显著的事实是，尽管这些小块领地各有 

不同点和特性，但它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有一条 

原则对它们都适用。那就是写在联合国宪章上的原 

则：当地居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宪章第七十三条 (丑） 

淸楚地阐明了这些目的：

“按各领土及其人民特殊之环境及其进化之

阶段，发展自治；对各该人民之政治愿望，予以

适当之注意•，并助其自由政治制度之逐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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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以上就是宪章规定的方向；用宪章上的话来 

说，那就是委托给我们的 “ 神圣之信托”：当地人民的 

利益应当高于一切。他们的愿望应予实现。

2 2 . 应该听取并尊蜇各领土人民的意见。当这些 

人民发生争执时，应通过和解和协商进行耐心和坚持 

不懈的谈判。我们不得违背当地人民的意志而强加于 

人。

2 3 . 对于这许多问题,谁也不能说我们已经有了 

最后答案了。我们十分感谢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所做的 

充分而广泛的研究。安理会专家委员会已开始考虑这 

些微型国家加入联合国问题。二十四国委员会也已开 

始注意小领土问题。不久前我说过，这就是二十四国 

委员会尚未完成的主要的事情，即它的最后任务。

2 4 . 我说过当前的殖民主义时代就要过去了，对 

此，我们都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还剩下一个责任，那 

就是保证以谅解、公正和慷慨的态度来给予残存的小 

块领土的人民以保护和帮助。

2 5 . 这就是我们这个国际社会的光荣任务。在 

完成这个任务时，联合国、管理当局和人民之间可以 

并且必须进行充分的实际的合作，并始终有责任确保 

人民的利益和愿望高于一切。

2 6 . 我代表我国政府在此证实，关于那些按宪章 

规定仍由我国负责管理的非自治领土，我们已经认真 

地、充分地向联合国提供了惜报。我们始终参加了联 

合国关于这些问题的辩论。我们从未回避过在必要时 

回答批评或阐明我们的政策。我们承担了与有关人民 

合作，也与联合国各理亊会和各委员会欣然合作的双 

重义务。

2 7 . 我们将继续这样做下去 , 牢记这句名言:“朝 

着目标始终不渝地干到底，定会取得真正的荣誉。”

2 8 . 法拉赫先生 (索马里)：当我国最高革命委 

员会担负起指导索马里国内和国际事务的责任时，最 

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IE申索马里人民的诺言：履 

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的规 

定。这样做有双重原因：第一，在加速把我国从殖民 

地附厲地位改变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的过程中，联合 

国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二，索马里人民忠实相信

人类大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有着平等和不可剥夺的权 

利，并且认识到，哪里这种权力被剥夺了，哪里就不 

会有正义；没有正义，就不会有和平。

2 9 . 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十分深 

信联合国在处理非殖民化问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并相信它一定会在处理其余的尚待解放的领土方面继 

续发挥作用。

30. 饱尝了殖民主义苦楚的国家最能理解那些 

仍受外国或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人民的感情。在自己 

的国家里被当作二等公民，或者被剥夺了参加政治生 

活的权利，或者目睹本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被 

忽视或者这方面的发展是为了增长外国势力的利益而 

不是为了增长本地居民的利益，或者看到官方实行的 

政策公开地或隐蔽地造成社会的分裂，没有什么情况 

比这些更使人感到屈辱的了。

31.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一九六九年度的报告〔A /7 6 2 3 /i^ t U 〕，提 

供了引人注目的证据，说明在差不多所有尚待解放的 

殖民地领土上还部分地或全部地存在着上述情况。由 

于仍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领土还有二千五百万以上的 

人口，这些领土大大小小地分布在全世界，因此，摆 

在联合国面前的任务还相当重大。

3 2 . 在第四委员会的辩论过程中,有一位代表提 

出，因为一九六〇年存在的情况改变了，第1514(X V ) 

号决议中的一般规定可能不完全适用于这些残存的殖 

民地领土，因而需要采取一个更灵活、更有实效的解 

决办法。我国代表不同意这个观点。相反，我们认为 

第 1514(X V) 号决议所载的及后来各决议加以具体化 

的原则和行动方针，在处理现存的殖民地问题时是和 

九年前一样有效的和必要的。殖民政策没有改变，推 

行这些政策的条件也没有改变。如果说，某些会员国 

对非殖民化的态度已经改变，它们出于私利不怎么愿 

意和联合国合作，那倒是正确的。那么，摆在联合国 

面前的是一些什么问题呢？仅在南部非洲，不包括南 

非，就有大约二千万非洲人被剥夺了最起码的人权。 

殖民主义政权和种族主义政权结成的“ 非神圣同盟”采 

取了镇压手段，剥夺了那些非洲人的不容剥夺的民族 

自决权。一九六〇年以来确实发生了变化，但是每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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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下了。这些镇压人民的政权不再采取守势；在对待 

受它们奴役的人民的人权问题上，他们摆出了一副蔑 

视世界舆论的挑战姿态。显而易见，采取这种态度不 

是因为它们自已力量的强大，而是因为它们从这个组 

织中有力量的会员国那里获得了精神和物质的支持。 

例如，葡萄牙所以能对几内亚（比绍）、安哥拉和莫桑 

比克人民发动并维持一场消耗战，就因为它是北约组 

织的成员国，因为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在财政上与这些 

领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3. 二十四国委员会①在关于外国经济和其他 

利益集团活动的报告中提供的情况表明：外国垄断资 

本在主要经济活动领域中，通过对开发金刚石、石 

油、铁矿地区进行投资而迅速取得高额利润，并对其 

他矿藏和具有同等潜力的农业区提出了广泛的要求。 

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以及葡萄牙的其他领土和所 

有在殖民统治下的领土上，外国的经济和其它利益集 

团的活动，正在阻碍着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 

言的执行。

3 4 . 南罗得西亚的情况很特殊：六十年代初，英 

国对这块领土的前途问题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我们发 

现它一方面答应承担把这块领土管理好的责任，另一 

方面又容忍少数种族主义者的政权在国家内部篡夺权 

力。英国企图对南罗得西亚实行为时已晚而又有气无 

力的制裁只不过是要表示它对这个政权的不予赞同遭 

到了预期的失败。国际社会提出的旨在不仅反对这个 

非法政权也反对唆使这个政权的那些国家的更有意义 

的措施，也遭到了顽固的反对。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在 

支持史密斯政权上也继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正象特 

别 委 员 会 报 告 中 指 出 的 ，这些利益集 

团控制了这块领土的经济的主耍部分，它们的投资占 

这一领土全部投资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向这个地区提 

供大部分投资的国家有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南 

非。

3 5 . 纳米比亚问题向联合国的权威提出了挑战， 

这在这个组织的历史上还是空前的。 自从联合国大会 

通过了结束南非在这块领土上的管理权利的历史性决 

议以来，已有四年了。然而，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势力

①《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屈会议，附件》，议程项目24, 
文件 A/6868 和 Add. 1。

更强大了，并使不幸的非洲各族人民遭受着同在南非 

一样的一大套镇压性法律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奴役。我 

国政府认为：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继续存在，对这样一 

个具有特殊国际地位的领土和事实上是受联合国保护 

的人民构成了侵略罪行。然而，尽管形势这样严重， 

联合国还未能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象对南罗得西 

亚那样，对南非采取行动。

3 6 . 三年来联合国不得不袖手旁观无能为力，这 

不是因为其会员国集体没有能力或权力采取有效的措 

施，而纯粹是因为一切有意义的行动都在安理会遭到 

那些在这个地区享有重大经济利益的大国的阻挠。联 

合国的大多数会员国认识到这些镇压人民的政权继续 

存在对世界和平造成的危险。这个地区是动乱不安 

的。占多数的黑人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接受现状在 

自己的祖国永远受奴役，要么使用他们所能发动起来 

的任何武力反对这种局面。世界人权宣言的前言指 

出：

“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

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我们淸楚地知道，在南非，在南罗得西亚，在葡萄牙 

占领的领土和纳米比亚，仅仅是白人少数人享有法 

治，而在这些领土上的有色人种却得不到同等的公民 

权和充分参加自己祖国政治生活的权利。为改变这种 

状况，黑人巳经耐心等待了多年，但状况仍未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迫发动一场解放战争是毫不足 

怪的。在葡萄牙占领的领土上，一直进行的这场残酷 

的然而并不引人注目的战争， 目前牵制了十万以上的 

葡萄牙军队。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南非，游击 

战争也已开展起来。非洲统一组织保证支持这些运动 

是众所周知的。三个篡权者政权为镇压这些武装力量 

进行了联合军事部署。已有大量事实表明，南非军队 

巳经驻扎在南罗得西亚，这一点连英国人自己也不得 

不承认。局势是严® 而危险的。

37. 每当解决这种局势的有意义的建议提交大 

会时，那些在这个地区经济生活中占有蜇耍地位的大 

国就抱怨说，这些建议是不现实的，或者说在这些地 

区按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采取行动是不适当的。无 

可争辩的事实是，对这三个地区的局势，联合国都曾 

广泛地探索过和平解决的途径，但每次都碰了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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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联合国面前还有未曾尝试过而又能达到同样目 

的的其他途径，我国代表团也决不会促请联合国按宪 

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行动，以保证联合国决议得以实 ’ 

施。

38. 那些支持南部非洲同盟的国家能够指出任 

何一件可以寄予期望的事情，以证明他们要联合国无 

所作为的态度是正确的吗？事实的真象是，除非这三 

个种族主义者政权的盟国希望国际社会袖手旁观，毫 

无作为，否则，除了我上面提到的办法外没有别的办 

法。

3 9 . 我国代表团很失望地从报告中得知，仍处在 

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小块领土在政治改革方面几乎没有 

什么进展，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的。虽然我国代表 

团同意这些领土中的有一些因为土地范围、人口数S  

和经济生存能力可能需要给予特殊考虑，但这些问题 

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成为阻挠那里的人民行使民族自 

决权的借口。在所有这些领土上，管理国的责任是允 

许和鼓励各种政治倾向的人，对为实现宣言目标的各 

种办法进行公开讨论，以使他们对这些办法全面了 

解，在时机成熟时行使自己的自决权。但是，讨论必 

须是完全自由的，不受管理国的干涉和压力。

4 0 .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以下观点:任何有关殖 

民地领土政治前途和地位的决定均应建立在完全自由 

和不受任何限制地充分表达人民观点的基础上。联合 

国应积极地参与这个过程，以便那里的人民在这个过 

程中能得到帮助。国际社会要得到保证，选举是公平 

的、不偏不倚的。

4 1 . 从有关各个领土的报告中可以明显地看出， 

联合国得到的惜报，或者是不充分的，或者是仅限于 

管理国偶尔送来的一点情报，或者是从各国报纸上得 

到的。我国代表团认为，大会应该掌握有关这些领土 

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充分的第一手的情报，这一 

点极为重要。报告第一章的第1 5 8段中提及，管理国 

继续拒绝特别委员会代表团视察他们管辖下的领土， 

对此，我国代表团深感不安。大国方面的这种拒绝， 

足以说明他们对联合国所持的态度。我国代表团希  

望，在他们同意接受联合国代表团视察之前，特别委 

员会应确保联合国秘书处所公布的有关每一领土的情

报是从各方面收集来的，而不局限于宗主国报刊上的 

少数经过挑选的材料。如果不采取这些预防措施，秘 

书处报告中所提供的情报就有被人误解的危险。

42. 即将结束的这十年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 

的。在这十年中，有如此众多的代表不同文化和文明

的国家在一个基本真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 -----------切

人生而平等，并有权享受S 本的权利和自由，这一点 

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已得到了雄辩的、令人信服的阐 

述。

4 3 . 也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十年，有如此众多 

的国家确信，世界上各族人民的政治命运必须由当地 

人民自己来决定；世界已经再也不能容忍象过去那 

样，由外来势力企图控制和决定别国命运的情况了。 

人民最需要的是什么，只有人民自己最有权判断。国 

际社会在这类性质的问题上应发挥的作用，已经在大 

会 第 1514 (X V )号决议中淸楚地阐明了。既然这个决 

议规定了国际行动的方针和准则，索马里民主共和国 

政府将蕺无保留地支持联合国为达到这些目的所釆取 

的全部措施。

4 4 .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决议草案A /L .  581和 

Add. 1 中的规定，并将荣幸地作为这一决议草案的共 

同提案国。

议程项目87

特种使节公约草案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 /7 7 9 9 )

议程项目89

审议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各国间友好关系 

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各国间友好关 

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特别委员会的 

报告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 /7 8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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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94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的宣言和决议(续完):*  
( a ) 普遍参加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宣言； 

(c) 关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六十六条 

及公约附件的决议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7797)

4 5 . 豪本先生 (荷兰 )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员：我 

荣幸地代表第六委员会向大会提交议程项目8 7题为 

特种使节公约草案0 ^ 7 7 9 9、的报告。我愉快地向大 

会报告，总务委员会圆满地完成了被称为是联合国外 

交法第三章的工作。根据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的第 

2273 (X X II )号决议，大会决定把特种使节的公约草 

案列入第二十三屆大会临时议程，以期通过该公约。

46. 一九六八年，第六委员会就国际法委员会 

所准备的五十条条文草案中的二十九条达成协议。在 

本届大会上，委员会就剩下的条文及其修正案作出了 

决定。此外，还决定了序言、最后条款、关于强制解 

决争端的任择议定书和三个决议。

4 7 . 在完成这项内容广泛的工作时，委员会得 

到了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巴尔托斯教授的大力协 

助，他那些卓有见识的主张使我们颇有所获。

4 8 . 以伊拉克大使雅辛为主席的起草委员会， 

举行了大约四十次会议，会议有时是在第六委员会正 

式规定的时间以外举行的。他们的杰出工作促进了作 

出决定的过程。

4 9 . 关于这一点，我不能不特别提出，起草委 

员会已经完成了给特种使节下一个一致定义的困难工 

作，并把它列入公约第一条。关于特种使节的条件和 

现代国际法有关特种使节的规定的逐步发展情况，举 

行了三十三次会议，然后交付表决，结果是九十四票 

赞成，零票反对，一票弃权。

5 0 . 随后，投票表决了包括经过修正的公约和 

议定书的决议，表决结果相同，这就是报告〔A/7793〕

*续自第一八〇九次会议。

第 2 0 8段所提到的决议草案。第六委员会还通过了另 

外两个决议，即解决民事问题的决议草案二，和大会 

应对国际法委员会深表谢意的决议草案三。这两个决 

议草案也包括在第2 0 8段中。

5 1 . 我想借此机会追述一下，在一九六八年十 

二月十八日第一七四六次全体会议上，大会决定，按 

照议事规则笫八十五条，大会关于特种使节公约草案 

条文的决议应该得到出席并投票人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多数通过。因此，在我刚才提到的第六委员会报告 

中的决议草案一，应该得到三分之二的同意才能通 

过。我还应指出，第六委员会一致认为，决议草案一 

的全文及其附件应作为一个项目进行表决。

5 2 . 我想再说一句，一九六一年通过了关于外 

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一九六三年通过了关于领事关 

系的维也纳公约，第六委员会深信，一九六九年大会 

一定会通过做为特定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的特种使节 

公约。

53. 我还荣幸地向大会提交第六委员会关于议 

程项目 8 9 的报告，题为“审议各国间友好关系和合作 

的国际法原则，特别委员会报告〔A /7S 0S〕”。在审议 

这个项目的七次会议中，第六委员会估价了特别委员 

会第五次会议为阐明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原 

则、各国人民权利平等和民族自决的原则所做的工 

作。第六委员会普遍认为，特别委员会的委任应该延 

长。根据我们眼前的决议草案〔同上，第 4 0 段〕，大 

会要求按大会第2103 (X X )号决议改组过的特别委员 

会于一九七◦年上半年在日内瓦或是其他向秘书长提 

出邀请的更合适的地方开会，以便完成工作和向第二 

十五屆大会提交一个全面的报告。这个报告包括有关 

大会第 1815 (XV II)号决议提出的全部七条国际法原 

则的一个宣言草案。

5 4 . 大会在第2 4 9 9 A (X X IV )号决议中，已经请 

特别委员会加速工作，以便能创造条件，使下屈具有 

纪念意义的会议上能通过一项合宜的文件。为此，决 

议草案第 5 段号召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全力以赴地保证 

下屆大会的成功。尤其是在下屈大会之前，要进行他 

们认为必要的协商和其他准备工作。同时，关于根据 

委 托 〔同上，第 7 和第 3 5 段〕制订原则的工作程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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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一致意见。经费问题也已经由第五委员会审议并 

批准。该委员会的报告不久将公布。决议的一致通过 

清楚地表明第六委员会对决议草案的重视。这个草案 

的目的是为了澄淸国际法的几个基本原则的范围和性 

质，以便更有效地应用这些原则。

5 5 . 今天，我代表第六委员会所介绍的第三个即 

最后一个报告，属于议程项目9 4 ( a ) * ( C ) ,与联合 

国条约法会议通过的宣言和决议〔A /7 7 S 7〕有关。大 

会应该记得，关于议程项目94 ( b )，大会已经做过一 

个决议〔第一八〇九次会议〕。因此，现在载于文件A /  

7797中的报告，只涉及第六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 94 

( a ) 和（c ) 的讨论结果。

5 6 . 关于分项 （a ) 普遍参加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宣言，第六委员会一致决记，建议大会把这个问题的 

讨论推迟到第二十五屈大会〔同上，第 段 〕。

5 7 . 对分项（c )，关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六 

十六条及公约附件的决议，第六委员会以五十七票赞 

成，十二票反对，二十五票弃权通过了一项决议草 

案。关于这一点，委员会建议大会应该通过包括在报 

告第 1 9 段中的决议草案和第2 0 段中的有关决定。今 

天上午，第五委员会讨论了有关行政和财务问题，并 

将公布一个报告。

58. 第五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应条约法会议的 

要求，建议给调解委员会提供经费。如果大会同意采 

纳这个建议，在通过这个建议的同时，可授权给秘书 

长，首先征得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同意，提 

供可能需要的经费。

遵照议事规则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决定不讨论第 

六委员会的报告。

5 9 . 主席：大会将首先审议第六委员会关于议 

程项目 8 7 的报告G 4 /77S W 。表决之后，将请要解释 

自己投票的代表发言。

6 0 . 现在，请各会员国代表注意第六委员会在 

该报告第 2 0 8段中提出的建议。

6 1 . 在对这三个决议草案依次进行表决之前， 

我想说明：关于题为“特种使节公约和强制解决争端 

的任择议定书” 的决议草案一，大会在一九六八年十

二月十八日第一七四六次全体会议上曾做过如下决 

定：

“按照联合国大会议事规则第八十五条的规

定，大会在第二十四屆会议上将根据出席并参加

投票的会员国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对条款草案做出

决定。” ®

6 2 . 我已得知第六委员会广泛地支持这个公约， 

并且普遍希望对决议草案一及其附件做为一个项目交 

付表决。

6 3 . 鉴于这种例外情况，也许大会希望对决议草 

案一和已成为草案一部分的附件做为一个项目进行表 

决。我可以认为大会同意这个程序吗？

会议决定如上。

6 4 . 主席：现在对决议草案一及其在文件 A /  

7 7 9 9第 2 0 8段中的附件进行表决。

决议草案一以九+ 八票对零票通过，一票弃权〔第 

2530 C X X JV )号决议〕。

6 5 . 主席：现在对决议草案二进行表决。

决议草案二以一百零一票对零票通过，三票弃权 

〔第 253J G C X IF )号决议〕。

6 6 . 主席：决议草案三是对国际法委员会的表 

扬，可以认为大会一致通过这个决议草案吗？

决议草案三一致通过〔第 253 2 ( X X iY )号决议〕。

6 7 . 主席：现在请负责大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发

言。

6 8 . 斯塔夫罗普洛斯先生（负责大会事务的副秘 

书长) ：各位代表可能会注意到，在刚通过的特种使节 

公约的落款处，接受签署的日期是空着的。同样在强 

制解决争端的任择议定书的落款部分接受签署的曰期 

也是空着的。原计划这两个文件的文本准备在一周内 

签署，但现在具体日期还未确定。一旦定下来，就将在 

联合国《日刊》上公布。

6 9 . 准备在公约或议定书上签字的代表要提交

©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屈会议，补编第 1 8号》（A/ 
7218) , 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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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政府的全权委任状。由于大会的本届会议结束在 

即，时间紧迫，本国电报委任可作为临时的全权委任 

状。

7 0 . 主席：现在请要解释自己的投票的代表发

言。

7 1 . 科列斯尼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苏联代表团对第六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及其 

附件投了赞成票。我们满意地看到，已通过的这个决 

议做出了一项蜇要的规定，即凡涉及国际法典的编纂 

及其逐步改进，或其宗旨和目标有关国际社会整体利 

益的多边条约，应欢迎各国普遍参加。

7 2 . 我们还满意地看到，在通过这项决议时，大 

会决定对未包括在特种使节公约第五十条和五十二条 

内的国家发出邀请的问题，推迟到大会第二十五届会 

议讨论，以确保有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这项公约。

7 3 . 这样，在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将审议各 

国普遍参加两个蜇要国际文件的问题，这两个文件是 

维也纳会议准备的条约法公约和第六委员会准备的特 

种使节公约。由此，我们看到，对于旨在促进和平事 

业和国际合作的国际公约应有各国普遍参加这个原则 

的重要性，国际社会是不断加深认识的。

74. 苏联代表投票赞成通过特种使节公约并同 

意欢迎各国签署这个公约，因为我们对第六委员会在 

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工作的评价，总的来说是满意的。 

但我们如果不指出这个公约存在一个实质性的缺点， 

那就不诚恳了。那就是关于公约参加国的规定是不公 

正的，带有歧视性的。公约第五十条和五十二条规 

定，参加国应是联合国会员国、联合国的各专门机  

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国际法院规约的缔约 

国，或其他任何国家，但这些国家必须受到联合国大 

会的邀请。

7 5 . 这种规定，使一些国家不能参加公约。但 

是，人为地阻碍任何国家参加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企 

图，都是落后于时代的错误。这种作法阻碍了发展对 

全人类都有益的卓有成效的合作。如果我们允许一些 

国家参加公约，而同时不允许另一些国家参加，我们 

就不应侈谈发展合作。人为地排除一些国家参加国际 

合作，包栝编篛国际法典和逐步发展国际法的工作，是

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这个组织一贯遵循的普遍性原则 

的。

7 6 . 作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的苏联，一贯提倡这 

个组织的普遍性并提倡一般性的国际条约应有各国普 

遍参加。

7 7 . 在本届会议期间，无论在大会上还是在它的 

各委员会上，许多发言雄辩地论证了国与国之间、人 

民与人民之间广泛合作的必要性。然而实际上仍然有 

些国家被排除于特种使节公约之外。臭名昭著的维也 

纳规定，很遗憾地已被写入公约的第五十条和五十二 

条，是对联合国一贯作法的蜇大倒退，与编玆国际法 

典和逐步发展国际法的目的和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可 

以肯定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制定国际条约来  

说，做出决定使各国能普遍参加这些条约，这对加强 

国际和平和安全有着直接的、特别的重要意义—— 不 

管这样做是否符合普遍参加的反对派的胃口。

7 8 . 因此，苏联代表团投票赞成特种使节公约并 

不说明我们对该公约最后条款中的维也纳规定的态度 

有所改变。同时，从已通过的决议来看，我国代表预 

料这个规定在大会第二十五屈会议上将得到修正。我 

们很自然地感到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社会主义国 

家，例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趑审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有系统地 

阻挠，使他们不能参加国际公约，而另一些国家，包 

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则成为这类条约的当然参加 

国。

7 9 . 苏联代表团投票赞成决议的第二个附件，即 

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议定书。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原 

则上不再反对强制解决争端的程序。然而我们不想给 

愿意按议定书的规定承担义务的国家设置障碍。我们 

投票赞成，是因为议定书和特种使节公约没有直接关 

系，而是一个独立的可以任择的文件。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所投的赞成票应解释为，我们赞成在解决争 

端的程序上由各国自愿承担义务的观点。

8 0 . 科尔曼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象苏联代表团 

一样，美国代表团在第六委员会投票赞成了这个公约 

和决议草案，并在当时，对我们的投票作了解释。这 

次，美国代表团本来不打算再做任何说明了，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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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竟认为应该借公约的问题继续节外生枝地提出一 

些争议问题，对此，我深表遗憾。

81. 这个公约中的加入公约的规定是唯一切实 

可行的和不受限制的规定，这是大家都十分淸楚并广 

泛同意的。这个规定提供了充足的条件，苏联代表或 

任何其他代表如果愿意都可以提出额外的邀请。如果 

苏联代表能在适当的场合，很好地利用他的代表团和 

其它代表团都方便的适当时机，而不是在这里故意找 

麻烦的话，很可以为我们大家节约些时间的。

8 2 . 苏联代表指出，联合国宪章保证了会员国 

的普遍性。我愿意提醒他注意一下第四条，该条特别 

规定：

“ 1 . 凡其他爱好和平之国家，接受本宪章所

载之义务，经本组织认为确能并愿意履行该项义

务者，得为联合国会员国。

“ 2 . 准许上述国家为联合国会员国，将由大

会经安全理事会之推荐以决议行之。”

苏联代表很淸楚地了解，按照已有的规定，联合国大 

会可以邀请任何另外的国家成为缔约国。

8 3 . 苏联代表的发言中暗示，除了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外，还另有一个政府有权代表德国人民在国际事 

务中讲话。坦白地说，这不是事实。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是经过合法选举产生的因而有权在国际事务中代表 

德国人民讲话的唯一的德国政府。

8 4 . 萨尔迪瓦先生（巴拉圭）：在第六委员会，巴 

拉圭代表团投票赞成了特种使节公约和强制解决争端 

的任择议定书。但对决议草案一投了弃权票。因为在 

巴拉圭看来，作为修正案提出的序言第5 段、第 6 段和 

正文第 2 段改变了问题的实质，需要大会当作一个新 

的问题来讨论，作出专门决定。不过，在全体会议  

上，我们投票赞成了第六委员会提交的决议草案，因 

为我们相信，既然这个项目要列入大会下屈会议的议 

裎，那么我们在第六委员会提出的这个裎序性问题会 

得到正确的解决。

8 5 . 我们投票赞成特种使节公约，因为我们认 

为，联合国应该确保会员国和遵守联合国规定的非会

员国，在联合国建立的体制内寻求一切可能的办法解 

决他们的问题。

8 6 . 而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巴拉圭共和 

国已经批淮了一九六一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 

和一九六三年关于领事关系的维也纳公约，并且将很 

快地交存有关文件。

8 7 . 主席：苏联代表希望行使他的答辩权丨现在 

诸他发言。

8 8 . 科列斯尼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 ：由于美国代表团刚才的发言，我不能不再次讲话。 

他说只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才有权代表德国在国际事 

务中讲话，我看是毫无根据的。也许，我没有引用他 

的原话，但这是他发言的实质内容。

8 9 . 我们对此当然不能保持沉默。我们认为在这 

件事上讲几句话是我们的责任。

9 0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地处欧洲中部，它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因而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德国 

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一个社会主义的德国已经创立 

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农政府受到了绝大多数公 

民的积极支持，一九六八年普遍投票通过社会主义新 

宪法清楚地证明了这个事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存在 

的二十多年以来，这个国家的工人们实现了德国历史 

上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高涨。

9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巳成为德国土地上保卫 

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强大而可靠的堡垒，一个农 

业高度发展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正象我们知道 

的，虽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口居世界第三十一位，领 

土居九十二位，在工业发展方面却居于世界前十名。

92. 一九六四年，即五年以前，领土面积仅占前 

德意志帝国四分之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生产总额相 

当于战前全德国的总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积 

极捍卫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理想，捍卫和各国人民 

之间的友谊，捍卫在平等基础上发展和各国的广泛合 

作，包栝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9 3 . 因此，我们完全有权要求解释一下，那些实 

际上是阻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平等地位加入国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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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发言根据是什么。显而易见，在国际法中是找不 

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的，只有在另一个水平上才能找 

到，就是狹隘自私的政治利益。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的建立，德意志世界帝国主义失去了某种在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的敌人看来是有价值的潜在力量，他们对 

这一事实记恨在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及其真 

正民主制度的巩固，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支 

持了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当代一切反帝民主力量的 

发展和巩固。

9 4 . 鉴于在德国土地上，两个主权德国存在并发 

展了二十年的事实，无论从国际法中或从道义上，基 

本逻辑上，都找不出根据阻止它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和 

以平等的条件参加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整个国际社 

会的活动。

9 5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再表明：它愿意毫不 

含糊地承担和执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它一贯主 

张全面彻底裁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并迫切希望和 

所有国家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它坚决 

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积极支持给予 

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

9 6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它参 

加的许多双边的和多边的条约所证明，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参加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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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 . 所以，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个发言—— 我又 

要回到我最初讲的问题上了—— 断言只有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才能代表德国人民讲话，我们认为是不符合事 

实的。

9 8 . 主席: 现在，我请代表们审议第六委员会 

关于议程项目89 CA/7809：的报告。在大会对第六委 

员会报告第40段中提出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之前，我 

想请第五委员会报告员就决议草案的行政和财务问题 

做一个口头报告。

〔沃施纳格先生（奥地利），第五委员会的报告员， 

做了该委员会关于第六委员会在文件4 /7 S 0 S 中提出 

的决议草案的行政和财务问题的报告③。〕

③ 随后作为文件A/7829散发。

9 9 - 主席：加纳代表想对程序问题发表意见，现

在请他发言。

1 0 0 . 达齐先生 (加纳）：第五委员会的报告员刚 

才向大会做的报告中说，第五委员会决定，各国间友好 

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特别委员会如果不在日内瓦 

开会，而到别处去开，联合国就不会增加额外开销。 

用他的话说，这样就不需要追加预算。但是他说，如 

果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则需花费十万美元。

1 0 1 . 我国代表团对此感到困惑不解。这是不是 

说，如果已经决定在日内瓦开会，而附近某个国家又 

邀请联合国到该国去开会，该东道国就得承担会议的 

全部开销？

1 0 2 . 过去联合国的惯例是，如果某个东道国向 

秘书长提出邀请，要求在它的国土上召开一次会议， 

东道国为这次会议所承担的费用，应该只是联合国原 

定在离东道国最近的国家开会所需的费用和在东道国 

开会所需费用的差额。

1 0 3 . 现在，第六委员会已向大会建议在日内瓦 

召开特别委员会的会议。如果这个庄严的大会采纳了 

这个建议，联合国无论如何应该支付十万美元。但 

是，我国代表团不明白的是，主动要求在自己国家召 

开会议的邻近国家是否必须承担全部费用。在投票 

前，我想说明，我国代表团的理解是，关于特别委员会 

下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的决议草案如果经大会通过， 

任何一个提出邀请的东道国—— 假定这个东道国在欧 

洲—— 应该只支付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和在该东道国举 

行会议所需费用的差额。这就是我国代表团的理解， 

我将根据这种理解来投票。

1 0 4 . 科尔曼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请原谅，我 

不得不再次发言，虽然谈的问题与前次不同。

1 0 5 . 我不理解，一个代表在听了第五委员会的 

报告之后，竟然可以利用将载入记录的发言企图解释 

投票的含义。支付经费的问题纯厲财政问题。因此这 

是提出上述建议的第五委员会职权之内的事。美国代 

表团认为这是向大会提出的一个建议，在建议提出之 

后，任何代表团都不能借自己的发言作出实际上与笫 

五委员会的建议相反的解释，并从而试图论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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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通过决议，这项建议就会具有与第五委员会原来 

的解释不同的某种含义。

1 0 6 . 恩戈先生 (喀麦隆 ) ：主席女士，以前，我 

国总统阁下、外交大臣和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曾多次 

对你就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要职，表示过热烈的祝  

贺。类似他们表示祝贺时的那种辩才，我自忖是一点 

也没有。然而，这是我首次荣幸地在大会上发言，请 

允许我首先向你祝贺，然后不仅对你的当选而且对你 

主持本屈大会所表现的才能，表达我强烈的自豪感和 

深为满意的心情。

107. 鉴于在各国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 

则特别委员会下次会议的问题上，不幸发生意见分  

歧，我国代表团决定发言。对于第六委员会提出的 

决议草案，当前大会面临的问题是，特别委员会的  

会议是否在日内瓦召开。我认为，第五委员会所做  

的—— 并且做得很对—— 是向大会说明第六委员会决 

议所涉及的行政和财务问题。我们知道，第六委员会 

的决议是，特别委员会下次会议应在日内瓦举行。霜 

要哪些费用呢？我认为第五委员会的报告员对此已做 

了恰当的说明。

1 0 8 . 第六委员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的决议草案， 

进一步设想了如采某个成员国决定邀请特别委员会在 

该国举行会议时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什么呢？我以应 

有的敬意指出，加纳代表所做的说明是正确的。关于 

开会地点所做的决定是，如果一个国家决定邀请特别 

委员会在该国举行会议，因而产生额外费用，超过联 

合国大会批准的数额时，东道国没有责任支付全部费 

用，而只支付超过大会决议规定的那一部分。

1 0 9 . 虽然我对美国代表极为尊重，也不愿引起 

更多的争论，但我不能同意美国代表的意见，他认为 

我们试图就第五委员会的建议作出某种决定。我愿以 

应有的敬意指出，我认为第五委员会对于开会地址并 

未提出任何逑议。究竞是否在日内瓦开会，以后将发 

生什么情况，必须由我们在这里作出决定。

1 1 0 . 主席：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一致通过 

第六委员会在其报告〔4 / 7 即3〕第 4 0 段中提出的决议 

草案？

会议一致通过第六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第 

2 5 3 3 (X X J V )号决议〕。

1 1 1 . 主席：现在，审议第六委员会关于议程项 

目 9 4 〔A /7 7S 7〕分项（a ) 和（c ) 的报告。各会员国代 

表可能会记得，分项（b )有关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一 

条的决议巳由大会在第一八〇九次全体会议上审议过 

了。

1 1 2 . 现在，请要对投票加以解释的代表发言。

113. B. J . 肖先生 (澳大利亚）：在第六委员会 

表决有关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六十六条的决议草案 

〔同上，第 M 段〕时，我国代表团弃权了。我国代表团 

解释对投票的态度时指出，澳大利亚没有参加第六委 

员会在维也纳会议上所达成的一揽子协议。我国代表 

团在第六委员会表决决议草案时弃权，正是为了强调 

这一事实。

1 1 4 . 驻于我即将说明的理由，澳大利亚代表团 

现在准备投票赞成有关第六十六条的决议。但是我国 

代表团希望首先重申，这一次我们是出于自由决定， 

今后我国代表团仍将自由决定如何投票，而不受一揽 

子协议的影响。

115. 第六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为执行维也纳 

公约第六十六条的条款规定了财政和行政的措施。虽 

然我国代表团并不认为第六十六条能为处理维也纳公 

约所提到的争端提供妥善的解决方法，但我们现在相 

信，该条在第三方解决争端方面有了一些进展。因 

此，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

1 1 6 . 波托洛先生（中非共和国）：在维也纳条约 

法会议上，中非代表团投票反对条约法公约草案第六 

十六条和附件的第7 段。我们这样做，只考虑了问题 

的一个方面，即不应给联合国预算增加新负担这条原 

则。

1 1 7 . 然而，在透彻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以极 

大的注意力听取了第六委员会的辩论以后，我国代表 

团认为，虽然就原则而言我们以前的看法是完全可以 

理解的，但是它和我国的实际情况不大一致。在发展 

中的国家里，我国名居前列，我国预算势难支付仲裁 

或调解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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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8 . 但是，由于我国代表团未能及时接到我国 

政府就我们请示所作的指示以便根本改变我们的立 

场，所以在第六委员会表决时，我们只能弃权。现在， 

我们高兴地加入到赞成决议草案的代表团的行列。

1 1 9 . 德洛先生（法国）：法国代表团在维也纳和 

在第六委员会上都曾投票反对维也纳公约第六十六条 

的决议草案，这次也将投票反对。因为我国代表团认 

为，理应由各国支付的费用，不应要求由联合国预算 

负担。

1 2 0 . 主席：在大会对第六委员会的建议作出决 

定之前，我想请第五委员会的报告员就有关议程项目 

9 4 ( c ) 的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A /7 7 9 7 ,第 1 9 段和第 

20段〕的行政和财政费用作一个口头报告。

〔沃施纳格先生（奥地利），第五委员会的报告员， 

做了该委员会关于第六委员会提交的文件4 /7 7 5 7 第 

1 3 段和第加段中的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的行政和财 

务问题的报告。® 〕

1 2 1 . 主席：大会现在要对第六委员会报告〔A /  

7797〕的第 18、1 9和 2 0 段中的建议作出决定。

1 2 2 . 首先，请各会员国代表注意第1 8段，在这 

一段里，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应通过如下决定：

“大会决定把普遍参加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宣

言的审议工作推迟到第二十五屈会议。”

我可以认为大会通过这项决定吗？

决定通过。

1 2 3 . 主席：现在表决第六委员会报告第 1 9段 

的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以七十二票对十票通过，十八票弃权 

〔第 2 5 W C O ：n O 号决议〕。

1 2 4 . 现在，请各会员国代表注意报告第2 0 段。 

在这里，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定：

“大会除普遍赞成秘书长关于维也纳条约法

公约规定的调解程序的财政和行政费用的信件以

外，兹决定：

® 随后作为文件A./7830散发。

“ （a ) 调解委员会委员除领取旅费和生活 

费外，还应得到如下报酬：调解委员会主席应得 

到相当于国际法院专设法官所得到的报酬，其他 

委员应得到相当于国际法院专设法官所得报酬的 

一半；

“ （b ) 特别是关于秘书长信件 (A /L .6 /3 9 7 ) 

第 8、1 2 和 1 3 段提出的要大会做出决定的各点， 

兹授权秘书长：

“ （i ) 在日内瓦召开调解委员会的会议；

“ （H ) 在特殊情况下，应委员会的要求，提 

供逐字记录；

“ (iH) 按决议中有关未能预计的特殊开支 

的规定支付必要的费用。”

现将这个决定交付表决。

决定以五十七票对十二票通过，二十九票弃权。

1 2 5 . 主席：鉴于大会刚刚通过的有关议程项目 

9 4 ( c ) 的决议和决定，我想大会乐于赞成第五委员会 

关于这个分项的建议。根据这个建议，大会将：（a )  

授权秘书长根据年度决议中有关未能预计的特殊开支 

的规定，并预先得到咨询委员会的同意，支付为执行 

该建议所需的任何费用； （b )授权秘书长支付委员们 

的报酬，这项开支作为第2489 (X X III)号决议所定原 

则的例外处理，并作为该决议第3 段 （c ) 项下开支。 

我可以认为大会通过了第五委员会的建议吗？

1 2 6 . 德洛先生 (法国）：我想要求对这个建议进 

行表决。

建议以五十九票对^•一票通过，二十四票弃权。

1 2 7 . 主席：现在请苏联代表做表决后解释投票 

的发言。

1 2 8 . 科列斯尼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大会通过了第六委员会关于联合国条约法会议 

通过的宣言和决议的报告，决 定 把 “普遍参加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宣言”的审议工作推迟到第二十五屈联大 

进行，我国代表团对这个决定表示满意。苏联代表团 

预料明年对这个非常蜇要的问题将做出一个有利的决 

定。

1 2 9 . 同时，苏联代表团通过投票表示了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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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六十六条的决议草案和付给调解 

委员会主席和委员附加报酬的相应决定持反对态度。 

苏联代表团深信，大会不应批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附 

件第 7 段的条文。有关调解委员会的费用应由争端的 

当事国负担，而不应由联合国负担，特别是因为争端 

可能会发生在非会员国之间。这项费用肯定有人支 

付，只会鼓励诉讼，从而破坏条约关系的可靠性。今 

年十一月二十日，我们在第六委员会的发言详细地分 

析了这类做法的所有缺点，今天我不再重复那些论点 

了。我只想指出，反对联合国负担调解委员会费用的 

重要理由就是，这样做将给今后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 

先例。

130. 有关付给调解委员会主席和委员附加报酬 

和其他行政费用的决定，也增加了联合国的额外开 

支，同样是没有根据的。苏联代表团重中，我们不同 

意这些决定，当然，我们对这些不合法决定的后果也 

不负任何责任。

1 3 1 . 科尔曼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我想讲一讲 

联合国负担仲裁与调解程序的费用问题。众所周知 , 

美国非常赞成任何能使各国不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方 

法。因此，我们支持任何形式的仲裁或是调解。这个 

问题提出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表示赞成强制仲裁的 

方法，但是经费可能太大，使他们不能采用这种办 

法。

1 3 2 . 美利坚合众国觉得，因为缺乏支付能力就 

剥夺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诉讼权，这和因为种族、殖 

民主义或其他联合国经常谴责的不相干的理由而剥夺 

一个国家的权利一样是错误的。我们听到的反对联合 

国承担部分仲裁费用的唯一论据是，这样可能诱使某 

一会员国不负责任地引用这个程序。美国相信，各会 

员国绝不会以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行事。因此，我们 

对这个决议投了赞成票。

下午五时四十分散会

第 一 八 二 六 次 会 议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九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紐约

主席：安吉 • E .布魯克斯小姐(利比里亚)

议程项目23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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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1 . 主席：在请今天上午发言名单上的第一位发 

言之前，我想建议：如果有哪个代表团对这个议程项 

目要提出任何新的提案或修正案，务请于今日下午五 

时以前送来文本。

2 . 胡林斯基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联大按照惯 

例在全体会议的后期讨论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独立宣言执行愔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这样各会员国

代表团就能够考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全面形势以及这 

种形势在每屆会议上得到什么样的反映。

3. 我们只要稍微看一看一九六九年大会第四委 

员会的讨论情况，就能揭示出大多数代表团对于殖民 

地和附属国领土人民解放运动的最后发展阶段中出现 

的暂时进展缓慢的现象表示关切。然而，与此同时， 

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种表现得越来越清楚的企图，就 

是把联合国非殖民化方面的活动目前处于这种可怜的 

状况，归因于联合国组织本身，归因于联合国想通过 

越来越不切合实际的决议的所谓倾向。这种意见的鼓 

吹者中有大国的代表，这肯定不是偶然的。这些大国 

的政治、战略和经济利益是使得残存的殖民地领土的 

完全解放更为困难的主要因素之一。归根结底，难道 

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和它们的垄断资本对 

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给予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加强 

了那里现存的殖民统治吗？难道不正是这些西方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