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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会议发表的文件清单和案文 

文件编号 题 S 

CD/8/Rev.4 裁军谈判会议的议事规则 

CD/1040 

CD/CW/WP.32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家试验性视察 

CD/1041 1990年10月1曰加拿大常驻副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 

信，转交加拿大外交和国际贸易部军备控制核查股发表的分 

别题为"中美洲和平协定的核査"和 "中美洲军备控制制度 

的安全考虑与核査"的第二份及第五份出版物 

CD/1042 

CD/CW/WP.322 

智利：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多边资料交换 

CD/1043 1990年12月21日法国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 

1990年11月19B至21日在巴黎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首 

脑会议结束时筌署的《巴黎斩欧洲宪章》文本及该宪章的附 

带补充文件 

CD/1044 法国代表1990年12月21曰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 

1990年11月19曰在巴黎签署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二十二个 

参与国联合宣言案文 

CD/1045 联合国秘书长1991年1月14日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 

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通过的有关裁军问题的决议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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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 题 

CD/1046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关于其在1991年1 

月8日至18曰期间工作情况的报告 

CDA047 阿根廷和巴西代表1991年1月22日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转交1990年11月28日在巴西福斯杜伊瓜苏签署的一项关于共 

同核政策的联合声明文本 

CD/1048 

CD/CW/WP.326 

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数据 

CD/1049 

CD/1050 

裁军谈判会议1991年会议议程和工作计划 

关于重新设立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的决定 

CD/1051 关于重新设立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决定 

CDA052 

CD/CW/WP.327 

加拿大和荷兰：关于一次化学武器联合试验性质疑视察的报 

告 

CD/1053 瑞典：在化学武器公约一般核査方式的范围内对化学工业进 

行核查 

CD/1054 1991年2月4日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南斯 

拉夫和斯里兰卡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禁止 

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修正案的 

第二号议定书草案 

CDA055 澳大利亚：为澳大利亚执行化学武器公约做好准备的战略 

CD/CW/WP.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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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 题 

CD/1056 

a)/CW/WP.330 

Corr.l各种语文本 

德国和大不列颜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两次化学武器联 

合质疑視察演习的报告 

CDA057 

CD/CW/WP,331 

新西兰：国家试验性视察报告 

CDA058 

CD/1059 

关于重新设立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决定 

裁军谈判会议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议程项目 

5下的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 

CDA060 

CDA061 

CD/CW/WP.332 

议程项目 1 "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匈牙利:` 提供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数据 

CD/1062 

CD/CW/WP.334 

0)/1063 

CD/CW/WP.335 

CD/1064 

奥地利常驻代表1991年2月19日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 

转交三份与化学武器核査有关的研究报告 

法国：第二次试验性应请求而进行的視察 

1991年2月21日荷兰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1990 

年11月19日于巴黎签署的玖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正式文本 

CD/1065 审议关于检測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 

小组第三十一届会议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进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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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 题 百 

CD/ioee 1991年2月28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转交1974年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限制 

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及其议定书全文 

CDA067 1991年2月28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转交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平利用地 

下核鑤炸条约及其议定书全文 

CD/1068 1991年2月28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致裁军谈判 

会议主席的信，转交1974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 

利坚合众国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及其议定书全文 

CD/1069 1991年2月28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致裁军谈判 

会议主席的信，转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 

众国和平利用地下核爆炸条约及其议定书全文 

CD/1070 

Corr.l仅英文本 

1991年2月25日奥地利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 

转交"根据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维也纳会议结论文件的有关 

条款举行的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谈判的1990年维也纳文件" 

全文 

CD/1071 1991年3月4日匈牙利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 

转交1991年2月25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 

商委员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声明全文 

CD/1072 1991年2月1日加拿大常驻副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 

转交裁军谈判会议1990年会议期间有关化学武器的全体会议 

发言和工作文件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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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 題 百 

CD/1073 1991年3月8日加拿大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 

转交裁军谈判会议1990年会议期间有关外层空间的全体会议' 

发言和工作文件简编 

CD/1074 

CD/CW/WP.336 

美利坚合众国：关于销毁二苯乙醇酸-3~畫宁环酯(BZ)的报告 

CD/1075 

CD/CW/WP.337 

秘鲁：关于质疑性视察/根据要求而进行的视察的工作文件 

CDA076 

CD/CW/WP.338 

1991年5月16日奥地利常驻副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 

信，转交一份题为"使用光纤对乙耽胆碱酯曄的抑制剂进行 

长距离检测"的研究报告 

CD/1077 1991年5月22日美利坚合众国代理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 

信，转交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美国完成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的 

建议所发表的声明及白宫关于该建议的情况简介 

0)/1078 

CD/CW/WP.340 

1991年5月30日掷威常驻副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 

转交题为"核査关于使用化学战剂的指称：在某空军基地受 

到模拟化学攻击之后适用程序的情况"的文件 

a)A079 
Corr.l仅有英文本 

法国代表1991年6月3日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法国 

于1991年6月3曰提出的军备控制和裁军计划案文 

CDA080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査：在民 

a)/CW/WP.341 用化工厂进行的质疑性視察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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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 题 百 

CD/1081 

a)/NTB/WP13 

CD/1082 

CD/CW/WP.344 

CD/1083 

CD/1084 

CD/1085 

CD/1086 

CD/1087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全面禁试的核查 

西班牙：关于一次在民用化工业中进行的国家试验性視察的 

报告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1991年6月7日挪威常珐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 

一份题为"制定对指称使用化学战剂进行核査的程序。在一 

空军基地受到模拟化学攻击之后实施该程序的情况。第十部 

分"的关于化学武器公约核査问题的研究报告 

关于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的决定 

1991年6月25日美利坚合众国副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 

信，转交美国对与化学武器有关的物质和技术实施出口管制 

的情况以及用以执行此种管制的美国国内立法的有关资料 

1991年7月8日美利坚合众国副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转交防务和空间谈判首度美国代表戴维‧史密斯大使1991年 

6月25曰在裁军谈判会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特设委员会 

上的发言全文 

CD/1088 1991年6月27日加拿大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 

转交关于军备控制核査的第 7号不定期文件，题为"卫星对 

其他卫星造成伤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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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 题 目 

CD/1089 

a)/NTB/WP.14 

瑞典代表团团长1991年7月9日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 

转交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及所附议定书草案 

CDA090 1991年7月11日芬兰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 

转交核査化学裁军蓝皮丛书的最新一卷，题为"用于核査化 

学裁军的国际实验室间比较(轮式）实验；F.2.在模拟工业样 

品上测试程序" 

CDA091 1991年7月22日巴基斯坦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 

信，转交1991年6月6B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纳瓦兹-

谢里夫先生阁下在巴基期坦拉瓦尔品第国防学院的讲话 

CDA092 

CD/0S/WP.46 

CDA093 

CD/CW/WP.354 

法国：关于防止空间军备竟赛的工作文件：增进信任和提高 

透明度的措施 

波兰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一次根据请 

求进行视察的试验的联合报告 

CDA094 1991年8月2曰加拿大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 

转交关于军备控制核查的第 8号不定期文件，题为"禁止核 

试验的核査：加拿大最近在地震学应用于法律方面进行的研 

究，， 

CD/1095 1991年8月5曰加拿大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 

转交关于军备控制核査的 f 6号不定期文件，题为"上空成 

象用于核查和维持和平：三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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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 题 百 

CD/1096 1991年8月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致裁军谈判 

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玫府关于使 

朝鲜半岛成为无核区的一项建议 

CDA097 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 

小组第三十三届会议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进度报告 

CD/1098 1991年8月7曰埃及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 

1991年7月21日埃及外交部长就最近关于中东限制军备和裁 

军的建议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 

CD/1099 

Corr.l仅有法文本 

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CD/UOO 

CD/CW/WP.359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第三次试验性视察演习的报告 

CD/1101 

CD/CW/WP.360 

德国：关于对一家大型化工工厂区作试验性貭疑视察的报 

告 

CD/U02 

CD/CW/WP.361 

德国：关于国际试验性质疑视察的报告 

CD/U03 1991年8月19日法国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 

"五国在武器转移和不忙散问題会议(1991年7月8日和9日 

巴黎)之后发表的公报"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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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 题 百 

CD/U04 保证不对无核武晷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 

Corr.l仅有法文本 排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CD/U05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CD/U06 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Corr.l各种语文本 

CD/U07/Rev.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第四次试验性視察演习的报告 

CD/CW/WP.366/Rev.l 

CD/1108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CD/U09 1991年8月28曰印度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 

CD/1110 1991年8月》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致裁军谈判会议 

主席的信，转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兼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华秋 

先生于1991年7月8日和9日在巴黎举行的安全理事会五个常 

任理事国会议上关于中东军备控制问题的两次发言全文 

CDA111 裁军谈判会议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 

XX XX XX 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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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ugust 1990 

CHINESE 

O r i g i n a l : ENGLISH 

裁军谈判会议的议事 « 

导 言 

本议事规则是参照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各 

项有关规定，包括各成员国在特别会议期间经适当协脔后达成的并经大会《最后文 

件》表示欢迎的协议通过的。 

一、职能和组成 

1. 裁军谈，〗会议（下称本会议）是向各核武器囯家和其他3 5个国家开放的 

裁军谈判讲坛（件一 )。 

2. 本会议的组成应定期予以审查。 

3. 本会议所有成员囯应按照《联合囯宪章》所载主权平等原则，以独立国家 

完全平等的条件参加本会议工作' 

二、代表和全权证书 

4. 本会议各成员国代表团应由代表团团长一人和必要的其他代表、顾问和专 

家组成。 

5. 每一成员国代表团应将其外交部长授权烦发的全权证书递交本会议主席。 

6. 各国代表团的座位应按成员囯英文名单字母顾序排列。 

三 、 届 会 

7. 本会议应每年分三期举行届会，分别为期1 0周、7周、7周。第一期会 

议应于1月份的倒数第二个星期开始。本会议应于前一届年会结束时决定其年会的 

三期会议的确切日期。 

GE. 90-6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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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会议主席在同所有成员国充分协商并经所有成员国同意后可召开特别会 

议。 

四、 主 席 

9. 本会议开会期间，应由所有成员国轮流担任会议主席，每一任主席应主持 

为期四个工作周的会议。应遵守1 9 7 9年1月开始的按成员国英文名单字母廣序 

轮流的制度。 

10. 当担任主席的代表团团长鈇席时，可由其代表团的一名成员替代。如担任 

主席的代表团没有成员可以执行主席职务，则应由轮任下一届主席的代表团暂代主 

席职位。 

11. 主席除了行使主席的正常职务和本规则所赋予的其他职杈外，应同本会议 

充分协商并在本会议的权力之下代表本会议同各个国t联合国大会及其他机构和 

其他囯际组织进行联系。 

12. 本会议休会期间，主席职务应由主持本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的成员国代 

表执行。 

五、 秘书处 

13. 联合国秘书长经本会议请求并同本会议充分协W后任命本会议秘书长。秘 

书长还作为联合国秘节长个人代表协助本会议及其主席安排本会议工作和编制日程 

表 

14. 经本会议及其主席授权，秘书长除别的事项以外，应协助本会议编制临时 

议程并草拟本会议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初稿。 

15. 经本会议请求，秘书长应向本会议提供专业协助，以便就本会议谈判主题 

编制背景文*参考书目，并收集各项同进行谈判有关的资料和情报。 

16. 秘书长也应执行本规则或本会议所责成的其他职务。 

17. 联合国秘书长应为本会议和本会议可能设立的任何附属机构提供它们所需 

要的工作人员和必要的协助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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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的掌握和决定的通过 

18. 本会议应以协荷一致方式进行其工作和通过其决定。 

七、工作安排 

19. 本会议的工作应在全体^"^以及经由本会议两定的任何额外安排进行， 

例如在不论是否有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上进行。 

20. 本会议应按荷定的时间表举行全体会议。除非本会议另有决定，会议应公 

开举行。本会议如决定举行4一^^开会议，应同时决定是否发表会议公报。会议公报 

应充分反映议事过程的实质和会议的决定。 

21. 如本会议不能就谈判项目的实质作出决定，则应考虑在稍后时期审议该项 

@. ' 

22. 本会议可举行不论是否有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以便在适当时审议实质 

性问题和有关其工作安排的问题。本会议如有要求，秘书处应以工作语文编制这些 

会议的非正式简要记录。 

23. 如本会议认为为有效执行其职务有需要时，包括似乎具有就一项条约草案 

或其他草案案文进行谈判的基础时，本会议可设立附属机构，例如特设小组委员会、 

工作小技术小组或政府专家小组，而且各附属机构除非本会议另有决定，应对 

本会议所有成员国开放。本会议应确定各该附属机构的职权，并对其工作提供适当 

支持。 

24. 本会议应决定会议议事规则可否加以修改以适应其附属机构的特殊需要。 

附属机构的会议除非本会议另有决定，应为非正式会议。秘书处应在附属机构请求 

时提倾助、包括以本会议工作语文编制附属机构会议活动的非正式简要记录。 

25 •协商一致通告不应被解释为以任何方式影响各该报告必须忠实反映各 

机构所有成员囯立场的基本要求。 

26.通常情况下，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应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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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议 程 虹 作 计 划 

27 ‧本会议应在每一届年会开始时通过该年的议程。本会议通过议程时应考虑 

到联大向它提出的建议、本会议各成员国的提案以及本会议的决定. 

28 .本会议应在年会开始时以其议程为基iiU拟定工作计划，其中应包括该届年 

会的活动时间表，拟定计划时应考虑到笫2 7条提及的建议、提案和决定。 

2y,临时议程勤工作计划应由本会议主席在秘书长协助下拟订，并提交本会议 

审议勒通过. 

30 .全体会议的发言主题在通常情况下应同按商定的工作计划正在讨论的议题 

相苻.但本会议任何成员国都有权在全体会议上提出任伺同本会关的问 

并具有充分机会就任何它认为值得注意的问题提出S见， 

31.本会议工作期间，成员囯可要求在议程上增列紧急项目.本会议应决定是 

否予以审议湘何时予以审议. 

九.非本会议成员国的参加 

32 .全体会议开会时念本会议决定按本条行事的其他会议开会时，会议室应为 

非成员国保留席位。 

33 .非本会议成员的有关国家可就构成本会议谈判主题的裁军措施向本会议提 

出书面提案或工作文件，并可参加有关这些提茱或工作文件的主题事项的讨论。 

34.应非本会议成员的国家的请求，本会议可邀请它们在本会议讨论这些国家 

特别关心的问题时发表意见，本会议审议此项请求后，可通过主席向有关国家发出 

遨请，请其列席会议发表：S见. ， 

35 ‧本会议还可决定遨请第3 3ifo第3 4条所述国家参与非正式会议及其附属 

机构的会议，如决定邀请则适用议事规则第3 4条的规定， 

36,第4^第5条的规定也应适用于参与本会议工作的非成员国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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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语文、记录&文件 

37.参加本会议工作的各成员国应以联合国系统内使用的各种语文提供同声传 

译、公开的全体会议的逐字记录勒文件，如同声传译可将代表的发言译成工作语言 

则代表可用本国语言发言* 

38 *文件应按秘书处收到的先后次序编号.秘书处应不时印发所有文件的一览录* 

39.十八国裁军委员会、裁军委员会会议勒裁军谈判委员会各系列文件可予直 

接援引，无须重新提出原件. 

40 .本会议的逐字记录勒正式文件以及其他有关文件通常应于两周内散发给联 

合国会员国。本会议正式文件可供公众索SI, 

十一、对联合囯系统内各机构的邀请 

41*如本会议认为为促进其工作有需要时，可决定请各专门机构、1!际原子能 

机构力絲 E系统内其他机构提供适当的资料。 

十二、非政府组织 

42. 非政府组织给本会议、主厣或秘书处的一切来文iEi交秘书处收存，并裉据 

要求，供各!1代表团查阅.应将所有来文的清单向本会议散发. 

十三、提交联合B大会的报告 

43. 本会议每年应通过主席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一次报告，或^当时提出多次 

报告. 

44. 上述报告草稿应由本会议主席在秘书长协助下编写，并应于预定通过日期 

的至少两周前散发给本会议所有成员囯，供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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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本会议的报告应厲记实性质并反映本会议的谈判念工作 ‧除会议另有 

决定，报告草稿的内容应包括： 

(a) 议程 

(b) 概述联合国大会上届常会向本会议提出的具体要求； 

(CJ就J:^(aj勒(b)两款各个项目编写的分节标题勒当年在本会议内提出的 

其他问题； 

( d )结论勒决定； 

le)目录勤报告所涉期间按E家&问题分类的逐字记录的索引； 

t f )当年提出的工作文件勒提案； 

(g)作为单独附件散发的当年会议的逐字记录； 

( H )其他有关文件. 

46. 本会议应牛届会结束时逦过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应于联合11大会常会开幕 

前散发给联合囯所有会员囯，所有其他报告应尽快散发， 

- 十 四 、 修 正 

47. 本议事规则可由本会议决定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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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附 件 一 * 

阿尔及利亚 曰本 

阿 概 肯尼亚 

澳大利亚 墨西哥 

蒙古 

巴西 摩洛哥 

保加利亚 缅甸 

加拿大 荷兰 

中国 尼日利亚 

古巴 巴基斯坦 

feJt勒斯洛伐克联邦共勤El 秘鲁 

波兰 

键俄tbiE 罗马尼亚 

法国 其亍里兰卡 

德国 瑞典 

匈牙利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勒S联盟 

印度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S 

印度尼西亚 美利坚合众国 

伊朗伊斯兰共湘国 委内稀拉 

意大利 南新拉夫 

礼伊尔 

* 自 1 9 9 0年1 0月3日起，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资格向3 9个国家开放,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1040 

CD/CW/WP.321 

31 August 1990 

CHINESE 

ENGLISH 

伊 朗 伊 新 兰 共 和 国 

囯 家 试 验 性 视 察 

导 言 

本技术报告是依照要求在对某一化工厂进行"国家试验性视察"(1-TI ) 的 

条件下的实验结杲，其目的是为了有助于通过缔结一项全面的禁止生产、储存、发 

展和使用化学武‧ ̂公约从而彻底消除化学武的 m际努力取得成功。此次^察是扭 

照1988年9月19日CD/CTT/wp. 213号文件进行的。 

" 靡 

1 .目的： 

本文件目的在于列出囯家试IL"Ii視察过程中遇到的问£ ，评价与这种办法相关 

的各种不同因素，尤其是： 

-评价设施是否生产了未包括在宣布中的任何类型的附表2所列化学品，或 

' 设施是否把生产的化学品转用于任何禁止的目的。 

一评价这种視察的费^^、。 

一认定视察过程遇到的实际条件限制。 

―评价视察对一商业设施造成的营运和经济影响. 

一评价视察所需的准备工作，评价完成视察任务所需的最低要求，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专家于1 9 9 0年6月底在生产家用杀虫剂敌敌畏（dimethyl 

dxchlorovmyl phosphate ) 的一家工厂进行了国家试验性视察，对上文所列旻 

素进行评估.参加这次国家试验性视察也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各部门各机构得到了 

解掌握公约的良好机会。 

GE. 90-69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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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现 场 视 察 类 型 

这次国家试验性视察是按照CD/CW/WP. 213号文件进行63*它包括一次朽 

始访查，可称为"例行"视察. 

1. 3 预 先 了 解 情 况 

a .宣布 

该设施的全面统计资料和数据由公司填入欢定的表格，向主管机构宣布， 

所要的资料符合C:D/961号文件所规定的宣布格式. 

t .视察程序协定 

在初始访查期间谈判拟定了设施协定.虽然该设施不生产附表2中65化学 

品 ， 伹 载 于 号 文 件 中 的 示 范 协 定 仍 用 作 拟 定 设 施 化 定 的 起 点 ， 只 

是作了必要的增修玟。 

1， 4受视察设施类型 

视察的设施是个多用途、批量生产的工厂，是生产家用及农用杀虫剂的化工综 

合体的一部分.生产的化学品主旻是有机碟化学品，用于配制杀虫齐,'。 

1. 5 设施宣布的活动类型 

设施宣布的活动如下： 

― 为生产a工chlorovinyl phosphate ( dichlorovos)而消耗三甲基鳞駭盐 

(trxmethyl phosphate ) (附表3化学品）和三氯乙醛 ( t r x c h l o r o a c e t a l 一 

dehyde ) « 

一生产配制家用及农用杀虫剤所需的主要原料 d i c h l o r o v i n y l phosphate 

(DDV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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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设施实际进行的活动 

视察期间，一切活动照常进行.宣布的设施由下列部分组成：原料（有液体和 

固体）储存区、生产设施、废物处理场、产品储存区、配制包装区、分析化验区。 

各部分都正常工作. 

2. 详细办法： 

2. 1 视 察 1 ^ 

伊朗全国工业组织（11^10 )总经理与视察方谈判拟定了设施附则。设施附则 

具体f_定了视察的区域、枧察程序、视察路线、取样点和取样程序以及拟检查的文 

件. 

2. 2視察组的组成 

视察纟il由1 4人组成'尽管^察组的人超过了要，伹为了显示对公约的重 

视，还是遨请了有关机构的代表。 

视察组的组成情况 如下： 

1 . 一位参加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的外交部官员. 

2. 武装部队总部联合参谋部的一位官员。 

3. 化学武器公约委员会的三名委员，均在德黑兰，他们分别具有化学工 

程樁士和硕士学位，专长于加工工程。 

4. 化学武器委员会中的武装部队代表，在德黑兰. 

5 . 工业部的代表，负责核査该设施的数据文件， 

6. 德黑兰大学毒理学系的三位专家，负责取样、运输和分析样品. 

7 .武装部队（革命卫队）的四位专家，他们专长于化学战检tJ. 

2. 3视察设备 

为提高视察的效率，特向现场运送了一些设备，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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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伊朗核、生、化武器防御研究所设计的自动检 ‧仪，用于检低含量始 

剂。 

― 移 动 式 " 气 相 色 谱 - 质 谱 " 仪 ， 

现场 #析所用的仪器是： 

一 气 相 色 诺 仪 （ G C )和气相色谱一质诺仪 

一基于原子吸收法原理的仪器. 

2. 4视察组抵达现场前的活动 

为准备视察，先与有关当局安排了会晤，还访问了公司总部，征得视察许可， 

并了解初始访查和视察的时间.还讨论了与设施安排有关的事项。 

在初始访査过程中，宣布了设施的情况，签署了设施附则，包括早先提到的访 

问在内的准备工作共历时数星期。 

2. 5 现 场 预 先 准 备 

设施人员担任了非正式向导，工厂管^音
3
门事先发了通知，使视察得以在一科 

附表3化学品的批量生产过程中^行.为运输现场外设备也作了安排.总经31室作 

为指定的现场联络点. 

2. 6视察和初始访查的时限 

一初始访查历时 9小时（ 1 9 9 0年 5月 2 7日）， 

-设施协定 4人 2日（ 1 9 9 0年5月2 7日）， 

一视察 1 6人 2日（ 1 9 9 0年 6月 2 7日）， 

一 编 写 报 告 3 5人2日（1 990年7月1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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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保护机密资料的揞施 

根据设施附则，一致商定从设鲍收集的或管?1都门锓供的资斧
二一律按机密资料 

对待（这次试验性视察的结果中与公约相关的部分拟在与公司管理部门和有关当局 

协商后公布) . 

2. 8 视 察 开 始 M 

在視察开始会议上，视察组组长介绍了各位组员，提交了证书，并概述了视^ 

计戈」'。设施经理也介绍各部门的经理及为察提供的人员。t还简过了权察员须知 

的安全程序。此会议共历时1小时。 

2. 9 熟悉工厂情况的巡t: 

在初始访查中，经理安排了一次用以熟悉整个设施的巡活^,介Z纟；了设紇65 

各个不同的？:(工厂布局图见PiV录）。 

2. 10 对各区域和设施设备的視察 

衩察&？中心点是敌敌畏反应系统和与之相关的所有设备，包括原料#存仓和各 

种储存纟《和轮送泵。 

借助于实际S：、,量，检查了反应4k檀、罐的实际尺寸.目枧观雾-了原氷4和产if-

储货室和储货罐、分析实於室、废物处理设;fe。另外，从桶装产品和度4:处?!鑲以 

及反应器取了样，以核查其内含4.^：. 

视察组分成了五个小 

一 S—小组，负责取样. 

一第二小组，负责核查工序. 

一笫三小组，负责工序控制分析。 

一第四小组，负责分析文件（检查工厂记录）. 

- S五小经，观察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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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察过程中，视察组组长在设施人员的帮助下负责满足视察员们未曾料到的 

需要. 

2. 11视察操作程序 

在视察过程中，详细检査了所有生产设备以及辅助设备，以确认这些设备是否 

适于所宣布的活动，是否很可能用于未宣布的活动，如生产附表1中的化学品和其他 

有毒化学品.根据设计能力检査了反应器的尺寸以及反应器和辅助设备的物理特征。 

对各个区域的废物处理和安全措施给予了特别注意.枧察组注意到上述各项因素都 

符合原始设计规格（工序流程图见附录）. 

2. 12所需和/或所审计的记录类型 

对原料和产品的记录和卷宗进行了检查，以核对用于生产宣布的产品所消耗掉 

的原料情况。检查过程以及所查对的记录类型见附录3, 

2. 13取样以及取样程序 

具体取样点在设施附则里有规定.视察员配有取样所需的设备和材取样在 

视察组派员到场的情况下由工作人员进行.取过样的区域和地点是： 

一原料储存槽、罐、袋。 

一连接反应器的原料暂存罐. 

一反应器（反应的起始.中间、末尾部分) . 

一敌敌畏输送 E «这些泵用有机溶剂冲洗，然后从流出的溶液中取样. 

一废物处理设施.从输送来自反应器和储存罐的冲洗液的导管中取样. 

一废物处理罐中取样 . 

一原料和产品储存罐周围的土壤. 

一从反应器、废物处理和产品储存区的空气中取样. 



CD/1040 

CD/CW/WP.321 

Page 7 

2. 14样品的运轮 

所有样品都是一式两份，加封，象号，加上代码.一份留在设施，另一份送去 

作现场外分析.设施指定一人护送样品到现场外实验室并观察分析过程.由于设施 

离实验室远，再加上气温高，运输过程中使用了便携式冷藏箱，防止任何外部1> 

响。 

2. 15样品的分析 

对B自原斧；、.反应器、溶液以及产品的样品当着察员6?面在
5
进行了分祈. 

这些样品的另一部分送到现默h^(当着设施工作人员的百）.对取自土:r-、w、、 

废4JJ和空气的样品也送行了现场外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除宣布的活动外，该设旌没有便甩或生产任诃其化学品。 

2. 1 6分析类^ 

为核查进行的活动是否与宣布的格式相符而进行的分析表明，该设施没有生产 

附表1中的任何化学品。为查证此点，使用了气相色谱法（GC )和气相色3*-

质谱法仪H( GC-i:ass ) . 关于不存在附表1化学品贝'」用军用检I:>^加以证 

六。 

2. 17视察所涉文件资料 

工厂布局图、设备布局图、管道图和电路图都是在初始访査中提供&&。 

初始访查中收集的资料和各视察小组编写的报告存于化学武器防御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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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8视察员的评价 

视察员通过设施内的实际活动，对宣布的资料逬行了认真的评价。礼察员们分 

析了视察过程中的困难和障碍，并提出了建iiL 

2 . 1 9枧察结束 M 

在历时结束^U:，对收集到的数据和资料进行了讨论，强调了设施PftJT" 

的机密性. 

2.20非正常情况、争议和复杂因素 

一没有披露最后产品和活动的具体构成。 

-恰当地实施了安全指令和程序。 

一讨论了反应器的效率. 

2. 21视察组的报告 

在视察期间，视察员以笔记形式收集资料，然而，由于某^样品须送现场外分 

析，所以需等待匹天才能提交报告。附录2是视察员报告摘I。 

2. 22枧察对设施营运的影响 

设施附则对视察线路和时间作了精心计划，便视察从某一批量的开始时进行， 

这样可使视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在视察过程中，总经理陪枧察组组长视 

察，各部门经理陪各视察员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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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项（A) 

费用 

就例行视察的费用来说，国与囯有很大不同，这主要是由于劳力、食W供应、 

实践室和运输费用不同，视察程序及其费用分列如下： 

一初始访查的准备，和初始访查， 1 . 5人工月。 

-视察前的准备以及视察， 1 . 5人工月。 

一实践室， 8 0 0 , 000里亚尔。 

- 编 写 报 告 ， 1 . 5人工月。 

-运输：运输费用取决于设施地点。 

此次视察中的运输费用大约是250， 000里亚尔（7 0 里 亚 尔 -

1美元）。 

一其他费用，如伙食等，大约是150， 000里亚尔。 

因此这次例行视察的费用总頟大约是3百万里至尔，相当于42， 000灵元。 

在这次li家试验性视察过程中，不需要提供住宿便利。伹假定平均需要6人 

用4天才能完成视察任务，那么住宿费大约将是500， 000里亚尔或大约7， 200 

美元。 

须揞出，军事设备和仪器的费用没有考虑茌内。 

结果 

在这个用三甲基磷败盐(trimethyl phosphate ) (附表 3里的一种化学 p P p ) 

生产敌敌畏（未列入附表的化学品）的化工厂逬行的国家试验性视察演习所莰*的 

结果表明： 

一工序与1：布的情况相符， 

一经对样品分析，除笪布的化学品外，没有发现任何其他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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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设备、现场移动式 G C / M S仪分析或在现场外进行的分析都没有 

査出化学战剂。 

一对记录的检查也没有发现较大的出入。 

在这次演习活动中进行合作的各组织都是高度称职的有经验的，因为在战争期间 

它们都获取了宝贵经验。现场拥有的十分准确的分析仪器也使较大的失误不致出 

现* 

值得一提的是，为对分析结果进行再验证，曾任意选取了一套样品送往伊朗百 

北都的大不里士大学化学系， 

关于这种视察的费用，这里应说的是，这种视察的费用在5万到6万美元之间。 

讨论和建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这次11家试验性视察，依据的是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挺 

出的建议，目的是为了核查有无可能确证宣布的化工设:^不被用于生产化学武II公 

约所禁止的化学品。视察措施的目的是在公约締约E之间建立信心，是设想一 

在谈判的这一阶段设想一视察组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完成这种 i f度复杀的任务。 

尽管许多国家经过进行11家试验性视察后指出了进行这种视察在II内方面具有的困 

难，但由于此种任务不易完成，所以便要求更清楚地界定工作须傚到何种程度，视 

察组每个成员的贲任如何，以及设施代表在准备报表时应起何作用。 

这种视察的重要性每一方都熟悉。由于例行视察、甚至质疑视察所得结果对 

每一方都至关重要，因此视察必须精心设计安排后才能进行。 

根据伊朗专家所获得的经验，现提出下列结论和建议： 

1. 伊朗是个大国，去工厂需费较长时间.因此掌握时机以及充分的准 

备工作必不可少* 

2. 在发展中®家应考虑到最佳视察所需的通信手段。 

3. 例行视察是可以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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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训练有素、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可大大缩短视察时间，从而大大缩短 

整个视察程序。 

5. 在化学武器公约生效前，必须通过技术研讨会等形式便化工界熟悉公 

约。 

6. 例行视察的高额费用表明，为把费用维持在最佳水平，应制定按优先 

次序分类的方法，以便使对化学工业的视察更有效，花费时间更少. 

7 . 为缩短视察时间，军用设备和仪器尤其是探测器等可发挥重要作用， 

视察费用可大幅度降低。因此建议在视察中使用军用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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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 

对工序的视察 

三位工序专家对加工设备进行了彻底的视察和核查，历时三小时。 

为了生产Dichlorovos三氯乙眩（trxchloroacetaldehyde )和三种甲基亚襻 

酸盐（methyl phosphite )依下列化学公式进行反应： 

h，C-0 

II ^ -
0 

原料和溶剂从暂存灌送入反应器。低、:^点气体从反应器顶部排出，排列热交挨 

最后排进溶剂分离器。 

未纯化的产品通过蓁馏柱进行纯化。纯化的dichl。r。v。s最后移到锗存容卷 

内。每一批量产品大约为 2 2 1公斤。 

视察工序的视察员注意到下列几点： 

一每台加工设备的标记、物理状况、搡作方式以及流程。 

一 原 料 储 存容器的容量和物理状况以及储存的原料数量。 

一管道和,'的物料通过量和物理状况。 

一设备的规格以及对材料的加热或冷却办法。 

―废物处理设备的规格。 

―产品储存容器的标记和 容量， 

对工序枧察的结果与所宣布的活动相符，没有发现大的出入。 

工序流程见图（1)所示。该图还标出了取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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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2 

取样和分析 

为分析样品，指定了三位拥有博士学位、在毒理学方面有专长的化学分析专家。 

样品是在专家监督下由设施的工作人员采集的。 

值得一提的是，取样点是在视察开始前定好的。 

取样时用的是适当的方法和设备，如取样聚、样品一式两份， 

取样点详列如下： 

一原料储存容器和暂存，。 

-反应器。在批量反应开始前、反应过程一半时、反应即将结束时三 

次取样，使用附在反应器上的取样fS。 

一（任选的） E具上过然器的尘埃，以及空调系统的尘埃， 

一热交狯器上反应气体的冷凝物。 

一蒸馏柱顶层流动液和底层流动液。 

一在操作之前和之后，对连接反应器的果用溶剂冲洗，然后取样。由于 

生产过程是批量式的，所以从系里取样不影响设施的生产计划。 

、 一反应器周围的尘埃。 

―废物处理区；（冲洗用剂及下水道排放物）。取样时用了取样 

浮方法。 

一废物处理区周围的土壤。 

一 (任选的)面具上过滤器的尘埃以及空调系统的尘埃。 

-产品和副产品储存容量和桶（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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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对包括敌敌畏在内的所有样品进行了仪器分析，以检测出纯,荧化合始。 

便用的仪器是： 

一 气 相 色 谱 仪 ( G C )。 

一同气相色谱仪相联的貭谱仪（GC — MS)。 

一核磁共振（NMR)。 

运输样品时使用了气密玻璃瓶和便携式冷藏箱。 

所有祥品加3^标莶；分析结果一份寄给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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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记录进行检查，派了两名会计。为取得最佳结果，有人建议，必须有工 

业会计资历才行。在视察期间经过三小时检查的记录有： 

一原料数字，包括储存量、加工使用量、进料量， 

―终端产品和副产品记录，包括产出量、向用户交货量、存货量。 

-废物处理分析所得的记录和分折结果。 

一原料的产品的纯度分析结果. 

一加工过程所产废物量记录。 

一对原料需求单、价格及销售记录的检查。 

- 产 品 批 次 。 

一对测量仪器记录的检查。 

一对水电消耗量的检查（没有存可靠记录）。工厂里有三个月的记录， 

可供分析上述诸因素，没有从工厂拿走任何记录。 

须指出，这些记录大多为波紮文 



CD/1040 

CD/CW/WP.321 

Page 16 

附 录 4 

水 电 

为检査水电等服务部门，特指派了两位化学工程师。 

一按照初始访查中提供的文件，核对了仪器设备等的位置。 

-记录了水、电表上的消耗量数字。 

由于仪器失灵，所得水消耗量数字不可靠。 

水净化系统所用设备的标记和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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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5 

军用设备 

为检测和监测化学战剂的存在，特指派了由核^、化武器防御研究所的四位专 

家组成的小组，他们携带了适当的仪器.他们监测了储存区、反应器区、分离区、 

产品暂存罐区以及产品储存区的空气。为此他们还用了 4件不同的设备。 

这些检查的结果填在适当的表格里。表格所提供的资料是：取样点、时同、 

钦检测的化学品、所测设备的名称、等待结果的时间、湿度、空气中化学品含量(以 

PPn为单位）、现场的温度和气压。 

这些试验要查证的是不存在神经毒气战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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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6 

安全措施 

在视察期间，视察员们遵守了工厂制定的安全规则和规定，并将之与标准规别 

对照。视察员还当面询问了加工区、原料储存区、产品储存区的工人，想了解他 

们过去可能有的病史。还采集了他们的血样，送现场外进一步检查。这些检查 

四天后便有结果，使用适当手段对工人血样的 c o l i n s t r a s s e进行了检查。对工 

厂里采用的防御气体和徽粒的个人安全措施进行了分析。设施范围内没有连续工 

作的毒气监测系统。 

一些空调系统过片也被送往现场外分析。检'查了工人的瘸历，没有 f出特 

别的异常。 

结 果 

在这个用三甲基磷黢（trimethyl phosphite ) (附表 3里的一种化学品）生 

产敌敌畏（未列入附表的化学品）的化工厂进行的H家试验性视察演习所获得6勺结 

果表明： 

―工序与宣布的情况相符。 

一经对样品分析，除宣布§^化学品外，没有发现任何其他化学if" 

一 现 场 移 动 式 仪 分 析 以 及 场 外 军 用 设 备 进 行 的 化 验 都 没 有 查 & 

化学战剂。 

一对记录的检査也没有发现较大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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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1, 会议 
CD/1041 

11 October 1990 

CHINESE 

Or i g i n a l : ENGLISH 

1 9 9 0年10月1日加拿大常驻副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 

秘书长的信，转交加拿大外交和国际贸易部军备控制核査 

股发表的分别题为"中美洲和平协定的核査"和"中美洲 

军备控制制度的安全考虑与核査"*的第二份及第五份 

出版物 

谨请査收随信所附的加拿大外交和国际贸易部军备控制核查股发表的第二份和 

第五份出版物。两份出版物分别題为"中美洲和平协定的核查"和"中美洲军备 

控剝制度的安全考虑与核查"。这两份小册子是一位领域专家，北克圣让皇家 

军事学院的 H . P.'cepak教授的工作成果，也是加拿大囯内就此类议题从事重要 

背景工作的又一例证。 

如蒙作出必要安排，将此份文件敖发给救军谈判会议的各成员囯，我将不胜感 

激。 

公便兼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常驻副代表 

A. W. J .罗伯逷（签名） 

>c< >^ >^ >0« 

‧上述出版物只有英文本，已有限分发给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国。颗外份数可向 

加拿大常驻日内瓦代表团索取。 

GE. 90-62704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1042 

CD/CW/WP,322 

3 December 1990 

CHINESE 

O r i g i n a l : SPANISH 

智 利 

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多边资料交换 

在1 9 8 8车4月的c`Dy828号文件中.德意志联邦共&国代表S向裁军谈—:j 

会议提出了一份多边交换有关化学武器的基本资料的大纲，以期在新的化学武#公 

约正在谈判的时侯^立信任。 

为此，智利谨提请各S代袤团注意智利就多边交換基本资料63大纲所作E3IU4:： 

求 £ 3 资 科 /-»- 安 
1. 本IKI土上是否存在化学武1^

二
： 

在别囯^页土上是否-〗|有化学武# 

2. 生产存化学武器以及生产、 

加工勒消耗i ;t:^U)、 (2). (3)所列 

化 学 品 总 : ' 义 

3. 所生产纟化学武^4勿剂纟牙口 

名称 

所储存的化学武器弹药的类£1; 

散装&化学武器物剂 

化学工业生产的附表(U (2)、 (3) 

所列化学品的名称 

4. 化学武器的销毁计划^方法，包 

括设m目以及在十年销毁期内 

-H《斗运行£?E+间长度 

否 

否 

1=、 

智 禾J不生产、不有化学^《:1 

无 

磷化镁、《-化锘(用作农药）， 

氰化钠和甲餑（用于开采铜矿） 

智 a不生产、不卞〈学武器 

GE. 90-62861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1043 

17 January 1991 

CHINESE 

Oir g m a l ： ENGLISH. FRENCH, 

RUSSIAN AND 

1990年12月21日法国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转交1990年11月19 B至21曰在巴黎举行的坎洲安全 

与合作会议首脑会议结束时签署的《巴黎新欧洲 

宪章》文本及该宪章的附带补充文件 

我谨代表《巴黎新欧洲宪章》保存国法国的政府，随信附上1990年11月19曰至 

21曰在巴黎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首脑会议结束时签署的《巴黎斩欧洲宪章》 

的法文、英文、西班牙文和俄文正式文本及宪章的附带补充文件。 

谨请确保将所附各文本作为会议正式文件分发，并译为会议其他正式语文的文 

本。 

法兰西共和国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 

大使皮埃尔.莫雷尔(签名） 

GE. 91-6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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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新玖洲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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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与统一的新时代 

我们，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各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充满深刻变革 

和历史期望之时在巴黎聚会。欧洲对峙和分裂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宣告，从此我 

们的关系将建立在尊重与合作的基础之上。 

玖洲正在把自己从过去的遗迹中解放出来，所有男女的勇气、全体人民的坚强 

意志及《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精神的力量在欧洲开创了一个民主、和平和统一的新 

时代。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实现各国人民几十年来的希望和期待的时代：坚定地致力于 

以人权和基本自由为基础的民主，通过经济自由和社会公正取得繁荥；以及我们所 

有各国的平等安全。 

《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十项原则将指引我们通往这一目标远大的未来，正像 

它们在过去十五年中为我们照亮了改善关系的道路一样。充分履行所有的欧安会承 

诺必然会为我们现在釆取的主动行动莫定基础，使我们各国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 

人权、民主和法制 

我们承诺建立、巩固和加强民主，将民主作为我们各国的唯一政体。在进行这 

一努力时，我们将信守如下各项内容： 

人杈和各项基本自由是所有人生而具之的权利，是不可剥夺和得到法律保障 

的。保护和便进人杈和各项基本自由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尊重人权和各项基本自由 

是防止强权国家的基本保障。遵守和充分行使人杈和各项基本自由是自由、正义与 

和平的基础。 

民主政府的基础是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定期表达的人民意愿。民主的基础是 

对人和法治的尊重。民主是言论自由、容忍社会中的所有群体、人人享有平等机会 



CD/1043 

Page 4 

的最佳保障。 

有其代表性和多元特性的民主使全体选民有责任，政府部门有义务遵守公正行 

使的法律和正义。任何人不得置身于法律之上。 

我们申明，在无歧视的条件下， 

人人有权享有： 

思想、良知和宗教或信仰自由， 

表达意见自由， 

结社和和平集会自由， 

迁移自由； 

任何人不得： 

受到任意逮捕或拘留， 

受到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人人还有权： 

了解自己的权利并就这些杈利采取行动， 

参加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如被控犯罪，得到公正和公开的审判， 

独自或与他人联合拥有财产和经营个体企ik, 

享有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我们申明，少数民族的种族、文化、语言和宗教特性受到保护，属于少数民族 

的人有杈在不受任何歧视和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条件下自由表现、保持和发展这 

种特性。 

我们将确保每个人都能诉诸国家或国际的有效补救办法，反对对其权利的任何 

侵犯。 

充分尊重上述原则是我们争取建设新欧洲的基石。 

我们各国将以使民主进步不可逆转为目标，相互合作和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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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自由和责任 

对繁荥来说，经济自由、社会正义和环境贲任是不可或缺的。 

在民主中行使并受到法治保护的个人自由意志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成功的必 

备基础。我们将促进蓴重和主持人的尊严的经济活动。 

自由和政治多元化是我们为争取持续经济增长、繫荣、社会正义、扩大就业和 

有效利用经济资源而发展市场经济这一共同目标中所包含的必需内容。为向市场经 

济过渡而正在作出努力的各国取得成功十分重要，合乎我们所有国家的利益。这将 

能使我们分享更高水平的繫荣，而这也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将为此进行合作。 

保护环境是我们各国的共同责任。在支持这一领域内国家和区域性努力的同 

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迫切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采取联合行动。 

参加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当前，玖洲开始着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决心扩大和加强欧洲各国、美国和加拿 

大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合作，便进我们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为了坚持和促进欧洲的民主、和平和统一，我们庄严保证全力奉行《赫尔辛基 

最后文件》的十项原则。我们申明，十项原则仍然有效，决心将其付诸实践。其中 

所有的原则都同样和普遍适用，在对其中每项原则进行解释时都应考虑到其他各项 

原则。它们构成我们间关系的基础。 

根据我们在《联合国宪章》下承担的义务和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下所作的 

顾诺，我们再度保证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 

力，不以任何方式的行为违背上述两项文件的原则或宗旨。我们忆及，不遵守《联 

合国宪章》下的义务构成违反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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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申致力于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我们决定为防止和解决参加国之间的 

冲突发展多种机制。 

随着欧洲分裂局面的结束，我们将努力争取相互安全关系中的新质量，同时尊 

重各自在这方面的自由选择。安全是不可分割的，每一参加国的安全都与所有其他 

国家的安全紧密相联。因此我们保证进行合作，加强我们各国之间的信任和安全， 

促进军备控制和裁军事业。 

我们欢迎二十二个国家关于改善其关系的联合宣言。 

我们的关系将依赖于共同信守民主的价值观念，信守人权和基本自由。我们坚 

信，为了加强我们各国之间的和平与安全，推进民主，尊重并有效行使人权是必不 

可缺的。我们重申各国人民权利平等，重申各国人民具有合乎《联合国宪章》及国 

际法有关准则的自决权利，其中包括涉及国家领土完整的自决权。 

我们决心加强政治协商，扩大合作，以解决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和人道主 

义方面的问题。这种共同的决心和我们之间日益增强的相互依存关系将有助于克服 

几十年来的互不信任，有助于加强稳定和建立一个团结的欧洲。 

我们希望软洲成为和平的源泉，对于对话和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开放，欢迎交换 

意见，参与制定对未来挑战所作的共同反应。 

安全 

巩固民主和加强安全将使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获益。 

我们欢迎二十二个参加国签署的《欧洲常规武力条约，这将导致武力水平的降 

低。我们赞成采取内容丰富的一系列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从而加强所有参加国之 

间的透明度和信任。这是争取加强欧洲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步骤。 

《欧洲常规武力条约》对武装部队所作的前所未有的裁减及欧安会进程中对安 

全与合作采取的新立场将使人们对欧洲的安全产生新认识，并为我们的关系增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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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在这方面，我们充分确认各国选择自己安全安排的自由。 

统一 

整体和自由的欧洲要求有一个新的开端。我们请我们各国的人民加入这一伟大 

的努力。 

我们非常满意地注意到1990年9月12B在莫斯科签署的关于德国的《最终解决 

条约》，诚摯地欢迎德国人民按照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的原则，与其邻国 

充分协议，统一成为了一个国家。德意志民族统一的确立有助于一个意识到自己在 

稳定、和平和合作方面之责任的团结、民主的玖洲所需要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秩序。 

北美和玖洲各国的参加是欧安会的基本特点之一，这是欧安会过去各种成就的 

关键所在，对于欧安会进程的前途至关重要。坚持信守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我们的共 

同传统是把我们联系起来的纽带。虽然我们各国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我们团结一致 

地致力于扩大在所有领域内的合作。只能以共同的行动，合作和团结精神才能应付 

我们面临的各种挑战。 

欧会会和世界 

我们各国的命运是与所有其他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完全支持联合 

国，支持加强其促进国际和平、安全和正义的作用。我们重申信守《联合国宪章》 

所体现的原则和宗旨，遣责一切违反这些原则的行为。我们满意地确认联合国在世 

界事务中作用的加强及其效率的提高，我们各国间关系的改善对此起到了促进作 

用。 

我们意识到世界上诸多地区的迫切需要，保证加强与所有其他国家间的团结。 

因此，我们今天从巴黎向世界所有国家发出声明。我们随时准备与任何国家一起共 

同努力，保护和推进共同的基本人类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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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指导方针 

从充分履行所有的欧安会原则和规定的坚定承诺出发，我们现在决心进一步推 

动我们的合作均衡和全面地发展，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实现人民的愿望。 

人的问题 

我们声明无可改变地尊重人杈和基本自由。我们将充分履行欧安会有关人的问 

题的规定，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从关于人的问题会议哥本哈根会议文件出发，我们将合作加强民主体制，促进 

实行法治。为此，我们决定于1991年11月4曰至15日在奥斯陆召开一次专家研讨会。 

我们决心促进少数民族对我们社会生活所作的多种贡献，我们还承诺改善其所 

处的状况。我们重申深信，我们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以及和平、正义、稳定和民 

主要求保护少数民族的种族、文化、语言和宗教特性，为促进此种特性创造条件。 

我们声明，有关少数民族的问题只能在民主的政治构架中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我 

们还确认，属于少数主族的人的权利必须作为普遍人权之一部分得到充分的尊重。 

我们意识到迫切需要就少数民族问题加强合作，更好地给予保护，决定于1991年7 

月1日至19日在日内瓦举行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一次专家会议。 

我们表示决心反对一切形式的针对任何人的种族和民族仇恨、反犹太主义、棑 

外恐惧和歧视，以及基于宗教和意识形态的迫害。 

我们根据欧安会的承诺，强调我们公民之间的自由迁移和接觫及信息和思想的 

自由流动对于维持和发展自由社会和繫荣文化言极为关键。我们欢迎增强我们各 

国的旅游和访问。 

关于人的问题的机制已经证实了其有用性，因此我们决心扩大这一机制，列入 

新的程序，除其他外，这包括由专家提供服务，或建立在机制下可能产生的问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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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经验的知名人士的名册。在机制方面，我们将使个人参与保护其自身权利的事 

业。因此，我们承诺，在不妨碍我们各国在可能加入的现有国际文书下的义务的情 

况进一步发展我们在这方面的义务，特别是在关于人的问题的会议莫斯科会谈上这 

样作。 

我们确认欧洲委员会为促进人杈和民主原则及法治以及发展文化合作所作的重 

要贡献。我们欢迎若干参加国加入欧洲委员会并遵守其欧洲人权公约的行动。我们 

还欢迎欧洲委员会向软安会提供其经验。 

安全 

玖 洲 ^ 化 甲 旳 耽 冶 W 年 爭 为 年 爭 安 全 颁 塚 内 的 并 同 勞 力 ^ 适 靳 的 ， E 。 

我们将在《玖洲常规武力条约》和关于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的谈判取得的重要成就 

之上继续努力。我们承担义务，继续进行职权不变的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谈判，力 

争在不迟于1992年赫尔辛基欧安会续会的时间内完成谈判。我们还欢迎有关参加E 

继续以相同的职权进行欧洲常规武力谈判，争取在赫尔辛基后续会议之前完成谈 

判。在国家准备工作时期之后，我们期待着所有参加国就安全问题进行更有计划的 

合作，由三十四个参加国讨论和协商，争取在1992年结束赫尔辛基续会后设立对所 

有参加国开放的关于裁军和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的谈判。 

我们呼吁早日締结一项可有效核査的全球和全面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我们准 

备成为该条约的原始缔约国。 

我们重申开放天空倡议的重要意义，呼吁尽早成功地完成有关谈判。 

虽然冲突的威胁已从欧洲消失，但其他的危险仍在威胁着我们的社会。我们决 

心进行合作，保卫民主体制不受侵犯。参加国的独立、主权平等或领土完整的活动 

的危害。此类活动包括涉及外来压力、压迫或颠稷的非法活动。 

我们坚定为移地遣责恐怖主义的一切行为，方法和作法，这是犯罪。并且表示 

决心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为消除恐怖主义努力。我们还将共同反对非法贩运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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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维护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因素，因此我们不仅将寻找通过和平手段防止 

可能发生的冲突的有效方法，而且还将根据国际法确定和平解决可能发生的冲突的 

机制。据此，我们承诺在这一领域内谋求新的合作形式，特别是和平解决争端的一 

系列方法，包括义务性的第三方干预。我们强调在这方面应当充分利用将于1991年 

初在瓦莱塔召开的和平解决争端会议这一机会。外交部长理事会将考虑瓦茱塔会议 

的报告。 

经济合作 

我们强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合作是我们关系中的一项基本内容,将会 

有助于建设一个繁荣和团结的欧洲。波恩经济合作会议文件中确认民主体制和经济 

自由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我们坚决支持该会议的各项成果。 

我们强调，经济、科学和技术领域内的合作现在是欧安会的重要柱石。参加国 

应定期审查这些领域内的进展,'并为其添加新的动力。' 

我们相信，应扩大我们的全面经济合作，鼓励自由企业，按照关贸总协定的规 

则增加贸易并使其多样化。我们将促进社会正义和进步，提高我们各国人民的福 

利。在这方面我们确认处理失i问题的有效政策特别重要。 

我们重申需要继续支持民主国家向建立市场经济，为自力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增 

长创造基础而过渡，二十四国集团已经走上了这一道路。我们还强调必需使它们在 

得到益处的同时接受纪律，加强与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结合。 

我们认为在进一步强调欧安会进程内的经济合作时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我们忆及尊重和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与科学进步之间的关联。科学和技术领域 

内的合作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这一合作必须发展成为更多地 

分享适宜的科学和技术信息和知识，以期克服参加国之间存在着的技术差距。我们 



CD/1043 

Page 11 

还鼓励参加国共同努力发挥人的潜力和自由企业精神。 

我们决心提供所必需的动力，推动我们各国之间在能源、运输和旅游领域内的 

合作，争取经济和社会发展。我们尤其欢迎在适当兼顾环境的同时采取切实步骤为 

经济和合理地开发能源创造最理想的条件。 

我们确认欧洲共同体在欧洲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联合国玖洲经济委 

员会、布雷顿森林各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自由贸易协会和国际商会等 

国际经济组织也负有促进经济合作的重要任务，建立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将会进一 

步促进这方面的工作。为了争取我们的目标，我们强调必须有效地协调这类组织的 

活动，强调需要找到使我们各国参加这些活动的方法。 

环境 

我们确认，迫切需要解决环境问题，这一领域内的个别和合作努力特别重要。 

我们保证加强努力保护和改善我们的环境以恢复和保持空气、水和土壤和良好生态 

平衡。因此，我们决心充分利用欧安会构架制订共同的环境任务和目标，从而进行 

索菲亚保护环境会议报告中的工作。 

我们强调知情社会在使公众和个人采取主动行动改善环境方面具有的重要作 

用。为此，我们作出承诺，提高公众在环境方面的意识，促进这方面的教育，并促 

进公开报告政策、项目和方案的环境影响。 

我们优先重视采用清洁和浪费量少的技术，同时意识到需要支持尚无手段采取 

适当措施的国家。 

我们强调应通过适当法律措施和行政结构支持环境政策，确保其有效实施。 

我们强调需要新的措施，系统化地评价现有义务的遵守情况，另外制订出更为 

远大的承诺义务，就环境状况和潜在的环境危害发出通知和交换资料。我们还欢迎 

建立欧洲环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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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欢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等 

从事环境保护的各现有国际组织进行的业务活动、针对问题进行的研究和政策审 

査。我们强调需要加强它们之间的合作，在它们之间进行有效的协调。 

文化 

,重大贡 

献。因此我们强调，我们的重点是创作自由，保护和促进我们的文化和精神遗产， 

保持和发扬其丰富性和多样性。 

考虑到欧洲最近发生的变革，我们强调克拉科讨论会曰益突出的重要性，期待 

讨论会审议加强文化领域合作的指导方针。我们请欧洲委员会为这一讨论会作出贡 

献。 

为了傻进我们各国人民之间更好地相互了解，我们赞成在其他参加国的械市设 

立文化中心，增强视听领域内的合作，在音乐、戏剧、文学和艺术方面扩大交流。 

我们决心在国家政策中作出特别努力，通过文化交流和教育的一切领域内的合 

作，和特别是通过其他参加国的语言教学和培训，促进人民，特别是青年之间的更 

好相互了解。我们准备在1992年的赫尔辛基后续会议上审议这一行动的首批成果。 

移民工人 

我们认识到在接受国合法居住的移民工人及其家庭的问题有其经济、文化和社 

会方面，也有其涉及到人的方面。我们重申，保护和进他们的权利，履行有关的 

国际义务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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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 

我们认为，欧洲发生的重大政治变革对地中海区域有着积极的影响。所以，我 

们将继续努力加强地中海的安全与合作，以此作为欧洲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 

欢迎关于地中海的帕尔马会议报告，我们一致赞成会议的结果。 

我们对于地中海区域的持续紧张局势感到关注，重申决心加紧努力寻找公正、 

可行和持久的解决方法，通过和平手段，在遵守《最后文件》原则的基础上解决未 

决的重大问题。 

我们希望为协调发展和丰富与地中海非参加国的关系便成有利的条件。将以促 

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增强该区域的稳定为目标，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为 

此，我们将与这些国家一道，努力争取大幅度缩小软洲与其他地中海近邻之间的繫 

荣差距。 

非政府组织 

我们忆及各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及其他团体和个人为实现欧安会目标所发挥 

的作用，并将进一步便利它们的活动，以履行参加国在欧安会所作的承诺，必须使 

这类组织、团体和个人以适当的方式参与欧安会的活动和新结构，以使完成它们的 

重要任务。 



CD/1043 

Page 14 

欧安会进程的新结构和机构 

我们在欧洲加强尊重人权，民主和法治，巩固和平和促进统一的共同努力要求 

有新质量的政治对话和合作，这就需要发展欧安会的结构。 

在建立我们未来的关系时，加强我们在所有级别的协商是最为重要的。为此我 

们决定如下： 

我们，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将于1992年欧安会续会之时在赫尔基辛 

举行下一次聚会。在此以后，我们将在其后的各次续会上会谈。 

我们的外交部长将组成一个理事会定期会晤，每年至少一次。此种会 

议将是在欧安会进程中进行政治协商的中心讲坛。理事会将审议与欧洲安 

全与合作会议有关的问题，并作出适当决定。 

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将在柏林举行。 

一个高级官员委员会将为理事会会议进行准备工作并执行理事会的决 

定。委员会将审査当前问题并可作出决定，包括向理事会提出建议。 

可商定举行参加国代表的其他会议，讨论紧急问题。 

理事会将研究制订规定，由高级官员委员会在紧急情况下举行会议。 

参加国还可商定举行其他部长之间的会议。 

为向此类协商提供行政支助，我们在布拉格设立一个秘书处。 

通常将每两年举行一次参加国的后续会议，使参加国评估发展动态， 

审查义务的履行情况，审议欧安会进程中的进一步步骤。 

我们决定在维也纳设立一个防止冲突中心，协助理事会减少冲突的危 

险。 ， 

我们决定在华沙设立一个自由选举办事处，为就参加国的选举事务迸 

行联系和交换资料提供便利。 

我们确认议会可在欧安会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通过设立一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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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加国议员参加的欧安会议会大会吁请议会更大程度地参与欧安会。 

为此，我们吁请在议会一级进行接触，根据这方面的现有经验和已作的工 

作，讨论这样一个欧安会议会结构的活动领域、工作方法和议事规则。 

我们请我们各国的外交部长在其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时审查这一问题。 

与《巴黎宪章》同时通过的补充文件中载有关于《巴黎新欧洲宪章》所载某些 

规定的程序和组织形式。 

我们委托理事会制订确保执行本文件及补充文件所载各项决定可能需要的进一 

步步骤，并考虑加强软洲安全与合作的进一步努力。理事会可在认为适宜的情况下 

通过对补充文件的任何修正案。 

《巴黎新欧洲宪章》原件以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写 

成，将转交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由该政府保存在其档案库内。每一参加国将从法兰 

西共和国政府收到《巴黎宪章》的一份正式副本。 

《巴黎宪章》的文本将在每一参加国出版发行，每一参加国将尽可能广泛地加 

以散发和宣传。 

请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向联合国秘书长转发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 

登记条件的《巴黎宪章》文本，以将其作为联合国正式文件分发给该组织的所有会 

员国。 

另请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向本文件中提及的所有其他国际组织转发《巴黎宪章》 

文本。 



CD/1043 

Page 16 

为此，我们，下列签字的参加国高级代表，铭记我们对此次首脑会议成果所 

给予的高度政治重视，宣布我们决心依照我们通过的规定行事，签字如下-

1990年11月21日订于巴黎，代表：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联邦总理 

赫尔穆特.科尔(签名） 

美利坚合众国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乔治.布什(签名) 

奥地利共和国 

联邦总理 

弗朗茨.弗拉尼茨基('签名) 

比利时王国 

首相 

维尔弗里德.马尔滕斯(签名) 

保加利亚共和国 

共和国总统 

杰留.杰列夫(签名)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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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 

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签名) 

塞浦路斯共和国 

总统 

乔治.瓦希利乌(签名) 

丹麦王国 

首相 

保尔.施吕道(签名) 

西班牙王国 

首相 

费利佩.冈萨雷期.马克斯(签名) 

芬兰共和国 

共和国总统 

毛诺.科伊维斯托(签名) 

法兰西共和国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弗朗索瓦.密特朗（签名)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 

首席财政大臣兼文官部大臣皇家学会会员、下院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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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撒切尔(签名) 

希腊共和国 

总理 

康斯坦丁.米佐塔基斯(签名) 

匈牙利共和国 

总理 

.约瑟夫.安托尔（签名) 

总理、议员 

杰尔斯.豪伊(签名) 

冰岛共和国 

总理 

斯坦格雷米尔.赫尔曼松先生(签名) 

意大利共和国一欧洲共同体 

意大利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 

兼欧洲共同体理事会现任主席 雅克.德洛尔(签名) 

朱利奥.安德雷奥蒂(签名） 

列支敦士登公国 

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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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布隆哈尔特(签名) 

卢森堡大公国 

首相 

雅克.桑特尔(签名) 

马耳他 

总理 

爱德华.芬内克.阿达米先生(签名) 

摩纳哥公国 

公国国务大臣 

让.奥塞耶(签名) 

掷威王国 

首相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签名) 

荷兰王国 

首相 

吕德.吕贝尔斯(签名) 

波兰共和国 

部长会议主席 

塔德乌什.马佐维茨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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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共和国 

总理 

阿尼巴尔.卡瓦科.席尔瓦先生(签名)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总统 

杨.伊利埃斯库(签名) 

圣马力诺共和国 

外交和政治事务部长 

加布里埃莱.加蒂(签名) 

教廷 

国务卿、红衣主教阁下 

阿戈斯蒂诺.卡萨罗列(签名) 

'瑞典王国 

首相 

英瓦尔.卡尔松(签名) 

瑞士联邦 

联邦主席、司法和警察部长 

阿诺尔德.科勒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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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 

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 

瓦茨拉夫.哈维尔(签名） 

土耳其共和国 

共和国总统 

图尔古特.厄扎尔（签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 

米.戈尔巴乔夫(签名）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囯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 

博里萨夫.约维奇先生(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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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巴黎新欧洲宪章》所载某些规定的补充文件 

以下所列为有关1990年11月21日在巴黎签署的《巴黎新欧洲宪章》所载某些规 

定的程序和组织形式。 

一、机构安排 

A. 理事会 

1. 理事会由参加国的外交部长组成，是欧安会进程中定期政治协商的中心讲 

坛。 

2. 理事会将： 

-审议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有关的问题并作出适当的决定； 

-为参加国国家元"^或政府首脑会议进行准备工作，执行会议确定的任 

务和作出的决定;'` 

3. 理事会将定期举行会议，每年至少一次。 

4. 参加国可商定增加举行理事会会议。 

5. 会议东道国的代表将自始至终担任理事会每次会议的主席。 

6. 高级官员委员会拟订理事会会议议程，其中包括关于轮流举行会议的下次 

会议会址和日期的提议。 

B. 高级官员委员会 

1.将由一个高级官员委员会为理事会的工作做准备，执行其决定，审査当前 

问题和审议欧安会今后的工作，包括欧安会与其他国际讲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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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了拟订理事会会议的议程，委员会将在参加国提出建议的基础上确定需 

讨论的问题。委员会将在理事会会议举行之前不久完成议程草案。 

3. 每一参加国将设立一个联络站，用以向秘书处转发由秘书处收集和分发的 

关于委员会工作的建议，并便利秘书处与各参加国之间的函文往来。 

4. 将由其外交部长担任上一次理事会会议主席的国家派代表担任委员会每次 

会议的主席。会议由委员会主席经与参加国协商之后召开。 

委员会会议将在秘书处所在地举行，除非另有协议，会期不超过两天，紧接理 

事会会议之前的委员会会议将在理事会所在地举行。 

5.从实际考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将于1991年1月28日至29日在维也纳举 

行。南斯拉夫代表将担任会议主席。 

C. 紧急机制 

理事会将讨论建立一种机制，在紧急情况下召开高级官员委员会会议的可能性。 

D. 后续会议 

通常将每两年举行一次参加国的后续会议。除非另有协议，会期将不超过三个 

月。 

E. 欧安会秘书处 

1.秘书处将-

-向理事会和高级官员委员会会议提供行政支助； 

-管理欧安会文件档案库，按照参加国的要求分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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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个人、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和非参加国提供关于欧安会的不受版 

―根据情况向欧安会首脑会议、后续会议和闭会期间会议的执行秘书提 

供支助。 

2. 秘书处将完成理事会或髙级官员委员会所交付的其他任务。 

3. 为了执行上述任务，秘书处将由下列人员组成： 

-一名主任，通过高级官员委员会对理事会负责； 

--三名官员，负责组织会议(包括礼宾和安全事项）、文件和资料、财政 

和行政事务。除上述职能外，主任可在秘书处工作范围之内向其分派 

其他职责； 

--由主任招聘的行政和技术人员。 

F.防止冲突中心 

1. 防止冲突中心将协助理事会减少冲突的危险。中心的职能和结构如下： 

2. 在运转的初始阶段，中心的作用将体现为支持执行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 

如： 

-就军事活动进行协商和合作的机制； 

-年度交换军事资料； 

- 通 信 网 络 ； 

-评估执行情况的年度会议； 

-就军事性的危险事件进行合作。 

3. 中心还可承担其他职能，上述任务不妨码外交部长理事会今后可能交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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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委员会 

4. 由所有参加国代表的协商委员会将对理事会负责。通常参加国代表将担任 

出席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谈判的代表团团长，直至赫尔辛基后续会议为止。协商委 

员会将： 

-举行按照关于异常军事活动的机制可能召开的参加国会议； 

--举行评估执行情况的年度会议； 

-筹备关于军事理论的研讨会及参加国可能商定的研讨会； 

-主管中心的秘书处； 

-提供讲坛，就根据议定的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交换的资料进行讨论和 

作必要的澄清； 

--全面负责防止冲突中心职权内的通信网络。 

5. 协商委员会将按照欧安会程序进行工作。委员会将决定自己的工作计划并 

可决定举行额外的会议。一个或多个参加国按照关于异常军事活动的程序请求召开 

的参加国会议将由防止冲突中心秘书处主任组织。在任命主任之前，由建立信任与 

安全谈判执行秘书履行这一职务。 

秘书处 

6. 秘书处将完成协商委员会交付的任务，秘书处对该委员会负责。具体而 

言，秘书处将设立和管理一个数据库，由所有参加国使用，数据根据按议定的建立 

信任与安全措施交换的军事资料加以汇编，将在此基础上出版年鉴。 

7. 秘书处将由下列人员组成： 

- 一 名 主 任 ； 

-两名官员，负责组织会议（包括礼宾和安全事项）、通信、文件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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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财政和行政事务； 

-由主任招聘的行政和技术人员 

8.防止冲突中心协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将于1990年12月3曰召开，南斯拉夫担 

任会议主席。 

G.自由选举办事处 

1. 自由选举办事处的职能是为就参加国的选举事务进行联系和交换资料提供 

便利。因此，办事处将促进执行欧安会关于人的问题会议哥本哈根会议文件第6、 7 

和8段（附件一载有有关规定）。 

2. 为些目的，办事处将： 

--汇编关于参加国定期举行的国家选举的曰期、程序和正式结果的资料 

包括参加国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以及选举观察报告。根据各国政 

府、议会和有关私人组织的要求提供此类资料； 

--为愿意观察选举的政府、议会或私人组织及举行选举的国家主管部门 

之间进行联系和提供便利； 

-根据参加国的要求，作为有关选举程序和民主体制的研讨会或其他会 

议的举办地，进行组织和提供服务。 

3. 办事处将考虑到在这一领域内活动的其他机构的工作并与之协调。 

4. 办事处将执行理事会所交付的任务。 

5. 办事处的人员构成为： 

-一名主任，通过高级官员委员会对理事会负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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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名 官 员 ； 

-由主任招聘的行政和技术人员。 

H.关于欧安会机构的程序和形式 

人员安排 

1. 每一机构的主任为从其政府调派的高级别官员，由理事会按轮换原则任命, 

任期三年,不得续任。 

2. 如主任无法继续履行职责，理事会主席将在与参加国协商之后任命一名临 

时主任，直至理事会下次会议。 

3. 百员从其政府调派。任期一般为两年，可由主任与调派！"员的参加国协议 

续延一年。 

4. 官员的任命将以轮换制为基础，以法文字母排列为顺序。轮换开始之前机 

构内的每一职务通过抽签确定。职务空缺将按这一顺序由参加国填补，直到空缺补 

足。 

5. 除非没有其他参加国愿意将其国民调派至一空缺职务，一参加国由其国民 

在欧安会机构内占有的调浓职务不得超过一个。 

6. 每一官员将由有关参加国与主任协商之后提名，然后由主任任命。 

7. 行政和技术人员由机构主任按合同制聘用。将根据需要安排口译和笔译服 

务。 

8. 每一机构的主任将确定机构的工作安排。 

9. 工作人员将由调派国派往驻在国，工作人员在驻在国享有充分的外交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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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用 

10.费用： 

--调派工作人员的费用由调派国承担； 

-歐安会各机构的设立费用按欧安会程序分摊； 

-业务费用，包括被任命人员的公务旅费，按欧安会程序分摊； 

-机构用房地费用及必要的安全安排费用，包括在机构所在地举行会议 

的这方面费用由驻在国承担。 

11.珐在国承担义务使机构充分运转并承担合同和财政义务，给予各机构恰当 

的外交地位。 

12. 为有效运转，首脑会议设立的欧安会体制结构将需有议定的行政、财务和 

人事安排。 

13. 为此，由筹备委员会执行秘书担任主席，由巴黎首脑会议和纽约外交部长 

会议执行秘书以及新的欧安会机构驻在国代表组成的一个小组将于1990年12月底向 

参加国提出一份报告及有关建议。报告和建议将由高级官员委员会负责于1991年1 

月14日至18日在维也纳开会的一个特设参加囯专家组审议，并就此提出最后建议。 

这一会议将由担任高级官员委员会主席的国家派代表主持召开并担任主席。 

14. 高级官员委员会将在其第一次会议上审议这些建议并作出必要决定。 

每一机构的第一任主任将由高级官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名，由理事会在一星 



CD/1043 

Page 29 

期内通过缄默程序确认。设在维也纳的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谈判执行秘书处将为防 

止冲突中心协商委员会和第一次会议和高级官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供服务。 

15.玖安会秘书处、防止冲突中心和自由选举办事处对理事会负责，理事会有 

权确定其任务和工作方法。可在赫尔辛基续会上审查有关这些机构的程序、形式和 

地点安排。 

I.通信 

理事会酌情根据协商委员会和高级官员委员会的建议行事，可决定将作为另外 

的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协议的一部分建立起来的通信网络用于其他与欧安会有关的 

目的。 

J.欧安会议事规则的适用 

除非另行决定，欧安会的议事规则、工作方法、费用分摊比率及其他方式将在 

作出必要更改的情况下适用。 

二、专家会议 

A.关于民主体制的专家研讨会 

关于民主体制的专家研讨会将于1991年11月4日星期一至1991年11月15日星期 

五在奥斯陆举行。研讨会的目的是讨论在参加国巩固和加强可行的民主体制的方法 

和手段，包括对关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法律进行比较研究，除其他外，汲取欧洲委 

员会获得的经验，参考"通过法律实现民主"委员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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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列有议程、时间表和其他组织形式。 

B.少数民族问题专家会议 

少数民族问题专家会议将于1991年7月1日星期一至1991年7月19日星期五在日 

内瓦举行。会议目的是全面讨论少数民族问题和属于少数民族的人的权利问题，适 

当注意具体情况的多样性和法律、历史、政治和经济背景，会议将包括： 

-就实际经验，特别是国家法律、民主体制、国际文书和其他可能的合 

作形式交换意见； 

--审查有关的欧安会义务的履行情况和审议改善有关标准的范围； 

-审议旨在改进履行上述义务的新措施。 

附件三列有议程、时间表和其他组织形式。 

三、欧安会的财务安徘及成本效率 

1. 高级官员委员会将保持审査欧安会机构、活动和人事的成本效率并向理事 

会提出报告。 

2. 下列分摊比率将于1990年11月22日起生效： 

国 家 百 分 比 

法 国 9.： 

德 国 9.： 

意大利 9.：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联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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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百 分 比 

联合王国 9.1 

美利坚合众国 9.1 

加拿大 5.5 

比利时 3.6 

荷 兰 3.6 

波 兰 3.6 

西班牙 3.6 

瑞 典 3.6 

奥地利 2.1 

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 2.1 

丹 麦 2.1 

芬 兰 2.1 

匈牙利 2.1 

挪 威 2.1 

瑞 士 2.1 

希 腊 0.83 

罗马尼亚 0.83 

土耳其 0.83 

南斯拉夫 0.83 

保加利亚 0.62 

爱尔兰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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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百 分 比 

卢森堡 0.62 

葡萄牙 0.62 

塞浦路斯 0.20 

教 廷 0.20 

冰 岛 0.20 

列支敦士登 0.20 

马耳他 0.20 

摩纳哥 0.20 

圣马利诺 0.2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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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6)参加国宣告，通过定期和真正选举所自由公正表达的人民意愿是所有政府 

的权威和合法性的基础。因此参加国将尊重其公民直接或通过他们在公正选举过程 

中自由选举的代表间接参加管理其国家的权利。参加国确认有责任依照其法律维护 

和保卫其人权义务和国际承诺以及通过人民意志而自由建立的民主秩序，使之不受 

从事或拒绝放弃旨在颠覆这种秩序或另一参加国的这种秩序的恐怖主义或暴力的个 

人、集团或组织的活动的危害。 

(7)为确保人民的意志成为政府权威的基础，参加国将 

(7.1) -按照法律规定的合理间隔举行自由选举； 

(7.2) -允许在公民投票中自由竟争国家立法机关中至少一个议院的所 

有席位； 

(7.3) -保障成年公民的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 

(7.4) -确保选举以无记名投票或相同的自由选举程序进行，诚实统计 

和报告票数，公布正式结果； 

(7.5) -尊重公民个人或作为政党或组织的代表在无歧视的条件下争取 

担任政治或政府职务的权利； 

(7.6) --尊重个人和团体充分自由地建立自己的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的 

权利，向此类政党和组织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使它们能在法 

律和主管部门平等对待的基础上相互竟争； 

(7.7) —确保法律和国家政策发挥作用，允许在公正和自由的气氛中进 

行政治竟选，不得有行政行为、暴力或恫吓阻上政党和候选人 

自由说明意见和资格，或阻止选举人了解和讨论这类内容，或 

妨?!他们在不因报复感到恐惧的条件下投票； 

(7.8) --保证没有法律或行政障?!妨碣希望参与选举进程的所有政治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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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或个人在不受歧视的基础上不受阻碎地利用传播媒介； 

(7.9)-确保得到法律规定必需票数的候选人担任适当公职，并被允许 

留任公职；直至任期届满或根据符合民主议会和宪法程序的法 

律规定另行结束。 

( 8 ) -参加国认为，国外和国内的观察员到场可加强举行选举的国家 

内的选举进程。因此参加国邀请愿意这样作的任何其他欧安会 

参加国和任何有关私人机构和组织的观察员，在法律许可的范 

围内观察其国家选举的进行。参加国还将努力提供便利，使人 

们能够观察级别低于国家选举的其他选举过程。此类观察员将 

作出承诺，不干预选举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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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关于民主体制的专家研讨会 

一、议程 

1. 研讨会正式开幕。 

主办国代表致词。 

2. 参加国代表的开幕发言。 

3. 欧洲委员会和"通过法律实现民主"委员会代表致词。 

4. 讨论在参加国内巩固和加强可行的民主体制的方法和手段，包括对关于人 

权和基本自由的法律进行比较研究，除其他外，汲取欧洲委员会获得的经验，参考 

"通过法律实现民主"委员会的活动。 

5. 参加国代表的闭幕发言和总结。 

6. 研讨会正式闭幕。 

二、时间表和其他组织形式 

1. 研讨会将于1991年11月4日星期一下午3时在奥斯陆举行，于1991年11月15 

日星期五闭幕。 

2. 所有全体会议将公开举行，研究组会议为不公开会议。 

3. 将在全体会议内处理议程项目1、 2、 3、 5和6。 

4. 将在全体会议和以下三个项目组内处理议程项目4: 

‧ 研究组A: 

- - 宪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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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治 和 独 立 的 法 院 

-立法、执行和司法部门间的权力分配 

‧ ‧ 研究组 B : 

- 组 织 选 举 

- 组 织 政 党 

-组织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工会、雇主组织） 

- 传 播 媒 介 的 作 用 

‧‧‧研究组C: 

--比较研究人权和基本自由领域内的法律。 

5.将按照所附的工作计划举行全体会议和研究组会议。工作计划可经协商一 

致加以个修改。 

参加国代表的开幕发言一般每个代表团不得超过12分钟，将按如下顺序发言： 

瑞士、冰岛、瑞典、波兰、葡萄牙、教廷、芬兰、奧地利、保加利亚、塞浦路斯、 

土耳其、德国、美利坚合众国、圣马利诺、摩纳哥、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 

卢森堡、罗马尼亚、爱尔兰、列支敦士登、联合王国、希腊、法国、丹麦、比利 

时、南斯拉夫、加拿大、掷威、马耳他、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荷 

兰、意大利、匈牙禾， 

6. 

论的问题的书面发言。 

7. 部长理事会将考虑在议程项目5下作的总结。 

8. 开幕和闭幕全体会议将由主办国代表担任主席。在开幕会议之后，将从美 

利坚合众国代表开始按法文字母排列顺序每日轮换担任主席。 

9. 研究组的开幕会议由主办国代表担任主席。此后，将按法文字母排列顺序 

每日轮换担任主席，各组情况如下： 

- 研究组 A自摩纳哥代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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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 B自罗马尼亚代表开始； 

- -研究组 C自马耳他代表开始。 

10. 按照赫尔辛基协商的《最后建议》第74段，挪威政府将任命一名执行秘 

书，任命须由参加国批准。 

11. 欧安会的其他议事规则、工作方法和费用分摊比率将在作必要更改的情况 

下适用于研讨会。 

工 作 计 划 

第一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全体会议 研究组A 研究组 C 研究组 B 

下午 全体会议 全体会议 研究组B 研究组 A 研究组 C 

第二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全体会议 研究组 B 研究组A 研究组 C 全体会议 

下午 研究组A 研究组 C 研究组 B 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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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少数民族问题专家会议 

一、议程 

1. 会议正式开幕。 

主办国代表致词。 

2. 参加国代表的开幕发言。 

3. 欧洲委员会代表致词； 

4. 全面讨论少数民族问题和属于少数民族的人的权利问题，适当注意具体情 

况的多样性和法律、历史、政治和经济背景： 

(a) 就实际经验，特别是国家法律、民主体制、国际文书和其他可能的合 

作形式交换意见； 

(b) 审査有关的欧安会义务的履行情况和审议改善有关标准的范围； 

(C)审议旨在改进履行上述义务的新措施。 

5. 参加国代表的闭幕发言和总结。 

6. 会议正式闭幕。 

二、时间表和其他组织形式 

1. 会议将于1991年7月1日星期一下午3时在日内瓦举行，于1991年7月19日星 

期五闭幕。 

2. 全体会议将公开举行，附属工作机构的会议为不公开会议。 

3. 将在全体会议内处理议程项目1、 2、 3、 5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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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以有计划和兼顾各方的办法在三个附属工作机构(依照议程中的3个分项 

目设立）内处理议程项卩4。还将在全体会议内处理议程项目4。 

5. 将按照所附的工作计划举行全体会议和附属工作机构会议。 

6. 参加国代表的开幕发言一般每个代表团不超过15分钟，将按下列顺序发言: 

南斯拉夫、冰岛、匈牙利、保加利亚、圣马利诺、塞浦路斯、联合王国、美利坚合 

众国、马耳他、比利时、荷兰、罗马尼亚、教廷、爱尔兰、波兰、瑞典、意大利、 

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德国、加拿大、摩纳哥、 

卢森堡、希腊、奥地利、瑞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法国、芬兰、列支敦 

士登、挪威、丹麦。 

7. 鼓励各代表团在会议开始之前通过执行秘书向所有其他参加国以欧安会的 

一种或多种工作语文分发关于审议议题的发言，以便为有关的讨论作好充分准备。 

8. 部长理事会将考虑在议程项目5下作的总结。 

9. 开幕和闭幕全体会议将由主办国代表担任主席。在开幕会议之后，将从爱 

尔兰代表开始按法文字母棑列顺序每日轮换担任主席。 

10. 附属工作机构的开幕会议由主办国代表担任主席。此后，将按法文字母排 

列顺序每日轮换担任主席，各机构情况如下： 

-附属工作机构 A自瑞士代表开始； 

-附属工作机构 B自法国代表开始； 

-附属工作机构 C自罗马尼亚代表开始。 

11. 按照赫尔辛基协商会议《最后建议》第74段，璁士政府将任命一名执行秘 

书，任命须由参加国批准。 

12. 欧安会的其他议事规则、工作方法和费用分摊比率将在作必要更改的情况 

下适用于少数民族问题专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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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计 划 

第一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全体会议 附属工作 

机构 A 

附属工作 

机构 A 

附属工作 

机构 C 

下午 全体会议 全体会议 附属工作 

机构 A 

附属工作 

机构 B 

附属工作 

机构 A 

第二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全体会议 附属工作 

机构 C 

附属工作 

机构 C 

附属工作 

机构 B 

附属工作 

机构 B 

下午 附属工作 

机构 B 

附属工作 

机构 B 

附属工作 

机构 A 

附属工作 

机构 C 

附属工作 

机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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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附属工作 

机构 B 

附属工作 

机构 B 

附属工作 

机构 A 

附属工作 

机构 C 

全体会议 

下午 附属工作 

机构 C 

附属工作 

机构 C 

附属工作 

机构 B 

全体会议 

XX XX XX XX XX 





裁军谈判会议 

CD/1044 

17 January 199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FRENCH 

RUSSIAN, AND 

SPANISH 

法国代表1990年12月21曰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 

已签署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二十二个参加国 

联合宣言案文 

谨此转交1990年11月19曰签署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二十二个参加国联合宣言 

的下列正式案文：法文本，英文本、西班牙文本和俄文本，法国是该宣言的保存国。 

请安徘将此案文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散发并译成会议其他正式语文，不 

胜 慼 激 。 

皮埃尔.莫雷尔（签字） 

大使 

法国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 

GE. 91-6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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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国联合宣言 

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丹麦、法国、德 

国、希腊、匈牙利、冰岛、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 

亚、西班牙、土尔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国家 

元首或政府首脑。 

-极为欢迎欧洲的历史性变化， 

-喜见全玖日趋在更大程度上履行对多元民主、法制和人权的共同承诺， 

这是本大陆持久安全的关键所在， 

-确证持续四十多年之久的分化和对抗时代的结束、国家之间关系的改 

善及其对全体安全的贡献， 

-确信《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签署是对增进欧洲安全与稳定这一 

共同目标的重大贡献，并 

-认为这些发展必须作为不断合作进程的一部分，建成使本大陆更为团 

结的结构， 

兹发表宣言如下： 

1. 各签署国庄严宣告，在开始出现的欧洲关系新时代里，相互不再敌对，要 

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并相互伸出友谊之手。 

2. 签署国忆及《联合国宪章》之下的义务并重申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之 

下作出的一切承诺。签署国强调，十项赫尔辛基原则一律具有头等重要性，因此， 

要均等和无保留地适用这些原则，对每项原则的解释均应顾及其他各项原则。为 

此，签署国确认有义务并承诺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武力威胁或 

使用武力，不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谋求改变现有边界，不以任何不符合这些文 

件原则和宗旨的其他方式行事。签署国决不使用拥有的武器，除非用于自卫或按 

《联合国宪章》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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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签署国确认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各自的安全与歐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所有参 

加国的安全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 

4. 签署国承诺仅保持防止战争和提供有效防御所必需的军事能力。签署国将 

铭记军事能力与理论之间的关系。 

5. 签署国重申每个国家均有权加入或不加入某一联盟条约。 

6. 签署国赞许地注意到相互之间旨在促进相互了解和信任的政治和军事联系 

正在加强。在这方面，签署国欢迎对最近关于建立新的定期外交联络的建议作出的 

积极响应。 

7. 签署国宣告决心积极致力于締结旨在增强各国安全和稳定的常规武器控制 

协定、核武器控制协定和化学武器控制协定以及裁军协定。具体而言，它们呼吁争 

取使《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早日生效，并致力于在欧安会构架内通过常规军备 

控制继续开展加强欧洲和平的进程。它们欢迎美国和苏联在裁减短程核力量方面开 

展新的谈判的前景。 

8. 签署国欢迎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对缓解紧张状况的贡献，并完全支持进一 

步发展这些措施。它们重申"开放天空"倡议的重要性及决心尽快顺利完成谈判。 

9. 签署国保证与欧安会其他参加国共同努力，加强欧安会进程，争取使之对 

欧洲安全和稳定作出更大贡献。具体而言，它们确认需增强欧安会参加国之间的政 

治碰商并发展欧安会内的其他机制。它们确信，《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和关于 

制订一害性质全新的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的协定，再加上欧安会构架内的新的合作 

格局，定将增进安全，从而增进欧洲的持续和平与稳定。 

10.签署国认为，以上各点反映出各自国家的人民深切希望密切合作和相互了 

解，并宣告将稳步努力，争取根据本《宣言》及《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确立的原则 

进一步发展相互关系。 

本《宣言》英文本、法文本、德文本、意大利文本、俄文本和西班牙文本具有 

同等效力，原件将交法国政府存档。请法国政府将《宣言》案文转交联合国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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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以便作为联合国正式文件分发给该组织的所有会员国，并说明《宣言》不符合 

《联合国宪章》第102条之下的登记要求。每一签署国将收到法国政府分送的一份 

本《宣言》的真确副本。 

为此，下列高级代表在本《宣言》下签字，以昭信守。 

1990年11月19日订于巴黎，签署人： 

(以下为国别、签署者及职衔）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签字）赫尔稀特.科尔 

联邦总理 

美利坚合众国 

(签字）乔治.H.W.布什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比利时王国 



(签字)维尔弗里德.马尔滕斯 

首相 

保加利亚共和国 

(签字）杰留.杰列夫 

共和国总统 

加拿大 

(签字）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 

总理 

丹麦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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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保尔.施吕道 

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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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王国 

(签字）费利佩.冈萨雷斯.马克斯 

首相 

法兰西共和国 

(签字）弗朗索瓦.密特朗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签字)玛格丽特.撒切尔阁下，皇家学会会员、议会议员 

首相、首席财政大臣兼文官部大臣 

希腊共和国 



(签字)康斯坦丁.米佐塔基斯 

总理 

匈牙利共和国 

(签字）约瑟夫.安托尔 

总理 

冰岛共和国 

(签字）斯坦格雷米尔.赫尔曼松 

总理 

意大利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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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大公国 

(签字）雅克.德洛尔 

首相兼国务大臣 

挪威王国 

(签字)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 

首相 

荷兰王国 

(签字）吕德.F.M.吕贝尔斯 

首相 

波兰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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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塔德乌什.马佐维茨基 

总理 

葡萄牙共和国 

(签字）阿尼巴尔.卡瓦科.席尔瓦 

总理 

罗马尼亚 

(签字）扬.伊利埃斯库 

罗马尼亚总统 

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 

(筌字〉瓦茨拉夫.哈维尔 

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 

土耳其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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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图尔古特.厄礼尔 

土耳其共和国总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签字)M.戈尔巴乔夫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 

XX XX XX XX XX 



裁军谈判会议 
CD/1045 

17 January 1991 

CHINESE 

Ori g i n a l ENGLISM 

联合国秘书长1991年1月14日致裁军谈判会议 

主席的信，转交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通过 

的有关裁军问题的决议和决定 

谨此转交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通过斌予1991年裁军谈判会议的具体职责的各项 

决议案文。这些决议的有关规定载于附件。 

为供会议参考，谨附上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关于或涉及裁军问题的其他 

决议和决定。 

哈维尔.佩雷斯.德查利亚尔（签名) 

GE. 91-6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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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关于裁军问题的决议 

(A)赋予裁军谈判会议以具体职责的决议 

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通过了下列赋予裁军谈判会议以具体职贲的决议-

45/49 "停止一切核试爆" 

45/51 "迫切需要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45/54 "締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 

效国际安排" 

45/55A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45/57A "化学武器和细苗(生物〉武器" 

45/58F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45/58G "常规裁军" 

45/58J "禁止攻击核设施" 

45/58K "倾倒放射性废料" 

45/58L "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 

45/58P "区域裁军" 

45/59B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45/62C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及防止核战争" 

45/62D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45/62E "综合裁军方案" 

45/66 "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毀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 

应特别提请会议注意这些决议的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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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45/49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呼吁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国推动该会 

议1991年届会开始时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便就一项彻底停止核试鑤的条约进行 

多边谈判；执行部分第6段建议裁军谈判会议指示该特设委员会成立两个工作组， 

分别处理下列相互关联的问题：条约的内容和范围，以及遵守和核查。 

(2) 第45/51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请裁军谈判会议为了早日締结一项全面禁 

止核试验条约，在1991年届会开始时重新设立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继续进行 

1990年会议着手的工作，强调具体和相关的禁止试验问题的实质工作，包括结构和 

范围以及核查和遵行问题；执行部分第3段还便请裁军谈判会议：(a)在这方面， 

考虑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科学专家特设小组所取得的进 

展，包括有关例行交换和使用波形数据的工作，以及个别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其他有 

关倡议和试验；0))鼓励各国量广泛参加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交换和分析全球地震 

数据的技术试验；（C)立即采取步骤，在尽可能广泛的参与下设立一个国际地震监 

测网，以期进一步发展其监测和核査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遵行情况的潜力；（d)就 

监测和核査对这一条约遵守情况的其他措施，包括现场视察和建立一个国际大气层 

放射性监测网，展开详细的调查研究；执行部分第4段促请(a)核武器国家，特别 

有拥有最重要核武库的国家，应立即同意采取可适当核查并具有军事意义的临时搢 

施，以期締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b)尚未加入《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 

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的核武器国家，应加入这一条约；执行部分第5段请 

裁军谈判会议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 

(3) 第45/54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满意地注意到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虽然也 

有人指出在制订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办法方面存在困难，但是原则上无人反对締结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这一主张；执行部分 

笫4段建议作出进一步深入细致的努力，探求这样一项共同办法或共同方案，并进 

一步探讨其他的办法，包括特别是裁军谈判会议审议过的那些办法，以便克服困 

难；执行部分第5段建议裁军谈判会议考虑到对締结国际公约的广泛支持和旨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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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同一目标的任何其他提案，继续积极进行谈判，以期早日达成协议和締结关于保 

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4) 第45/55A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重申作为单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裁军谈 

判会议应在缔结一项或在适当时締结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 

多边协定的谈判中发挥首要作用；执行部分第6段请裁军谈判会议优先审议防止外 

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问题；执行部分笫7段还请裁军谈判会议扩大意见趋于一致的领 

域并参考一切有关提案和倡议，包括1990年裁军谈判会议期间在特设委员会提出的 

和在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上提出的提案和倡议在内，加紧审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 

赛的一切方面的问题；执行部分第8段表示认识到如特设委员会报告所述，为此进 

行建立信任措施的审议同空间更大的透明度及开放是有关连的；执行部分第9段又 

请裁军谈判会议于其1991年会议开始时重新设立一个订有适当任务规定的特设委员 

会并继续扩大意见趋于一致的领域，以期为締结一项或酌情締结多项关于防止外层 

空间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协定进行谈判；执行部分第10段促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本着建设性的精神加紧进行双边谈判，以期就防止外层空 

间的军备竟赛早日达成协议，并定期就其双边会议的进展通知裁军谈判会议，以利 

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进行。 

(5) 第45/57A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 

1990年届会的工作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委员会报告中所记录的结果；执行部分第4 

段强烈便请裁军谈判会议作为高度优先事项，考虑到一切现有提案和今后的倡议， 

于其1991年会议期间加紧努力解决未决的问题，和完成公约的谈判工作，并为此目 

的，重设其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执行部分第5段请裁军谈判会议将谈判结果向大 

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6) 第45/58F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1990年届会的报告中 

有关放射性武器问题的部分，特别是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执行部分第2 

段认识到特设委员会于1990年在澄清和加深理解对正在审议的两件重要事项上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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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不同看法方面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执行部分第3段又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 

建议在其1991年届会开始时重新设立故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执行部分第4段请裁 

军谈判会议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以期早日完成其工作，同时考虑到为 

此向会议提出的所有提议及将特设委员会报告的各项附件作为今后工作的基础，并 

将工作结果提交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 

(7) 第45/58G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报告中表示了 

下列观点，即除了裁军审议委员会就如何1^进常规裁军进程进行讨论外，裁军谈判 

会议最好也能在可能的情况下审议常规裁军问题。 

(8) 第45/58J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吁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国家克服歧见， 

并请所有国家提供合作，在最近的将来圆满解决这个问题。 

(9) 第45/58K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倾弃放 

射性废料的部分。执行部分第4段请裁军谈判会议在进行中的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 

谈判中，继续考虑故意利用核废料的衰变所产生的辐射造成玻坏、损害或损伤的问 

题；执行部分第6段又请裁军谈判会议在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列入 

目前有关该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的发展情况。 

(10) 第45/58 L号决议执行部分请裁军谈判会议在其关于"核武器的一切方 

面"项目的工作的适当阶段，继续审议可予充分核查的停止和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其 

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的问题，并随时将这项审议的进展情况通知大会。 

(11〉第45/58 P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强调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架构内，并在联 

合国的体制下，需要作出持续努力，就整个系列裁军问题作出迸展。 

(12) 第45/59 B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再次请截军谈判会议作为优先事项，以 

本决议所附《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草案作为基础，着手进行谈判，以便就一项禁 

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达成协议；执行部分第2段并请 

裁军谈判会议就这些谈判结果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13) 第45/62 C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段请裁军谈判会议在其1991年的会议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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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设立关于停止核军备和核裁军的特设委员会和关于防止核战争的特设委员会，并 

授以充分职杈，以便就裁军谈判会议如何最能促进这两个迫切事项的进展问题进行 

按部就班的实际分析；执行部分第5段请裁军谈判会议就其对这些题目的审议情况 

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14) 第45/62 D号决议#；行部分第1段重申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国际社会唯一多 

边裁军谈判论坛的作用；执行部分第2段注意到在制订一项关于全面有效禁止一切 

化学武器的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以及销毁这些化学武器的公约革案的谈判工作 

方面的进展，并促请裁军谈判会议加紧工作，以期尽快完成有关这一公约草案的谈 

判；执行部分第3段还注意到重新设立了关于禁止核试验的特设委员会；执行部分 

第4段请裁军谈判会议加紧工作，在作为最适当机构的各特设委员会的范围内，更 

加认真地通过实质性谈判来履行其职责，并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第三节所列《行动纲领》，就其议程上有关裁军的特定优先问题，采取具体措施； 

执行部分第5段促请裁军谈判会议按照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所规定的裁军 

谈判会议的基本职责，给予各特设委员会就所有议程项目进行谈判的职权；执行部 

分第6段请裁军谈判会议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其工作报告。 

(15) 笫45/62 E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请裁军谈判会议在其1991年会议一开始 

时再度设立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建议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继续其工作， 

在已经达成协议文本的基础上展开工作，以便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和从而结束有关 

的谈判。 

(16) 第45/66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请裁军谈判会议根据现有优先次序，酌情 

在专家协助下，继续审查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 

的问题，以期于必要时建议举行具体谈判，讨论已查明的此类武器；执行部分第3 

段呼吁所有国家立即注意裁军谈判会议的建议，有利地考虑这些建议；执行部分第 

5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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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以上第45/58 F和45/66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向裁军谈判会议转交所有有 

关文件，即： 

45/58 F-A/45/513, A/45/778, A/C.1/45/L.11, A/C.1/45/L.16, A/C.1/ 

45A.57. 

45/66 - A/46/235, A/45/794, A/C.l/45/L.27/Rev.l. 

关于转交文件的决议所涉议题审议情况的有关记录载于文件A/45/PV.4-29,A/ 

C.1/45/PV.3-23,以及A/C.l/45/PV.34。 

这些文件和记录均已在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期间分发给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 

包括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国。 

(B)关于裁军问题的其他决议和决定 

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裁军问题的下列决议： 

45/48 "关于签署和批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禁止核武器条约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1号附加议定书》和大会第44/104号 

决议的执行情况" 

45/50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的 

修订" 

45/52 "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45/53 "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 

45/55B "建立外层空间的信任措施" 

45/56A "《非洲非核化宣言》的执行情况" 

45/56B "南非的核能力" 

45/57B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毀 

此种武器的公约》的执行情况和《公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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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筹备工作" 

45/57C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确认《1925年曰内瓦议定书》 

的权威的措施" 

45/58A "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45/58B "双边核武器谈判" 

45/58C "常规裁军" 

45/58D "核裁军" 

45/58E "联合国关于核武器的全面研究" 

45/58H "双边核武器谈判" 

45/581 "在欧洲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及常规裁军" 

45/58M "区域裁军，包括建立信任的措施" 

45/58N "研究将分配给军事活动的资源用于民间保护环境的努力的 

可能性" 

45/580 "以防卫为目的的安全概念和政策" 

45/59A "联合国裁军研究金、i)||练和咨询服务方案" 

45/59C "世界裁军运动" 

45/59D "冻结核武器" 

46/5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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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区域中心以及联合国和平、裁军和发展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区域中心" 

45/60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45/61 "科学的技术促进裁军" 

45/62A "宣布199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 

45/62B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45/62F "制订适当类型的建立信任措施指导方针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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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2G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成立十周年" 

45/63 "以色列的核军备" 

45/64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 

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45/65 "研究联合国在核查领域的作用" 

45/7r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执行情况" 

此外，大会还通过了下列决定：45/414，题为"締结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和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有效国际安排"；45/415，题为 

"国际武器转让"；45/416,题为"海军军备和裁军"；45/417，题为"关于军备 

控制和裁军协定的资料"；45/418，题为"区域常规裁军"；45/426，题为"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二、涉及裁军问题的决议 

应注意的是, 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通过了下列涉及裁军问题的决议-

45/7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45/14 "《各国人民和平权利宣言》的执行情况" 

45/36 "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 

45/44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45/70 "科学与和平" 

45/71 "原子辐射的影响" 

45/72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45/75 "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查" 

45/78 "南极洲问题" 

45/79 "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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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0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45/81 "《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的执行情况" 

大会还通过了第45/412号决定，题为"和平解5^国家之间的争端"，以及第45/ 

413号决定，题为"联合国关于调解国家之间争端的规则"。 

n XX n n XX 



Dlstr. 
GENEKAL 

A/RES/45/48 

4 Jmanary 1991 

第四十五届会议 

议程項目45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V45/767)通过） 

45/48.关干筌署和妆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 

(犄技特洛尔科条约)笫一夸附加议定书》的 

大会第44/104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皿其在1967年12月5日第2286(XXn〉号决议中对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1 

特表欢迎，认为此条约为致力于防止核武器矿散和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历史性重 

要事件， 

并回顾其关于莶署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珞尔科条约〉笫一 

号附加议定书》的各项决议， 

AtE在这项已有二十三个主杈a家成为缔约国的条约的适用地区内，有些領 

土虽非主权政治实体，但仍有可能通过该条约的《第一号附加议定书》而从该条约 

获得利益，E为在法侓上或事实上对这些领土负有国际责任的H个E家可以成为 

《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締约E, 

iil其中一些领土的人民在没有机会对此表示意见的情况下被剝夺了这些利益 

是不公平的， 

1 联合囯，《条约汇编》，第634卷,第9068号 

91-0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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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一号附加议定书》对其开放的ffl家中,有三个E家一大不列類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51、荷兰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一已分別于1969、 1971和1981年成为该 

，定书的錄约B, 

* 1. Itl:法国于1^年3月2B签署了《第一寻附加议定书》后,扩日持久，虽经 

大会向法B提出迫切请求,但至今尚未作A相应的批准,再度 

2. 法国在多次被要求之后不再拖廷批准该议定书，而目前似乎更应如 

此，因为这《议定书开放签字的四个B家中，只有法B尚未烕为缔约国， 

3. 决定将题为"关于签署和批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 

珞尔科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大会笫45/48哥决议的执行情况"的項目列入大 

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1990年12月4日 

第54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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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tr. 
GSNSKAL 

第西十£厲会议 

议程項 

大会决钛 

C根*jir一委A会的報告0/45/788〉通过) 

45/49.停j: 一 4镇试趨 

M在截军领域中,大会—再将实現彻底停止核武屏诚&定为最离优先事項， 

M大会聿议这*W超巴，过2十年,并通过了七十多项决议， 

考虑gn963卑《禁止在大气层、外屋和;下进行核武器试&条约》i的三 

个保存 a承诺孚 S达成 4 ^逃停止一切種武驀并在《不忙數核武约》 "中重 

申这一，雀， 

• 书"^ ̂ 年 ^ 月 A 大 会 全 侔 会 议 袭 词 , 在 呼 ， 备 方 i 斩 努 力 达 成 全 

面 禁 试 条 《 l r 以 后 , 有 任 诃 - 个 多 边 协 定 總 对 限 制 进 一 步 I f c 良 核 武 驀 发 挥 

更大的作用,而全面禁试条约是考Ik达A*截軍的其正意«的试金石," 

I联合GD,《条灼2：編》，第480卷,«»64,, 

'闭上,，卷,第 1 0 « 6哥* 

"克'《大会正式记求,第2十九届会议,全体会议》，第97次会议，第302ft。 

90-3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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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同和平与截军的《六IB僅议》有关的各SI领导人在1988年1月21S通过 

的《渐德哥尔言》 a中申明，"任何为继续试 j f t s r有余地的协定都是不能接受 

的"， 

i£ai989年3月45至7台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九次不结iB家的B家和政 

府首J*会议通过的关于B际安全与截军的最后文件,"其中S«»出立即中止并全面 

禁止核试验仍然是核截軍的最高优先事項之一， 

^lULUll截军谈判会议关于侦察和査明地震事件国际合作掛施的特设科学 

专家小组在以'地震学方法核查全面*试方面继续取得的进展， 

jiA到裁军谈判会议在其1990年夏季届会上重新&立了不担负谈判&务的核禁 

诚特设委员会， 

1. 再次表》严重关切核武1^试&有增；已,违1^了绝大》数会员国的愿笪, 

2. i i i M : ,认为錄结使所有 a家永远禁止一切核试瀑的条约是一最离优 

先事項, 

3. A U t l M ,认为此^条约对于停止核軍条竟赛极端重要, 

4. 所有核武器a家,特剁是《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问和水下进行 

核武器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条约》的三个保存B,谋求早S达戏永远停止 

—切核武器试*,并加快为此S的而进4t m n i 

5. a±截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JIH推动该会议在1991年会议开始时再次设立 

的椬禁试特设类A会,以便就一項彻底停止核试*的条约迸行爹边谈判， 

A/43/126-S/19478,附件. 

iLA/44/551-S/20S70,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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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 j i载军谏判会议指示该持设* A余咸立W个工作tt,分別处理下列相i 

关联的PI題，条约的内審和范ffl,以及加入和植查* 

7. M将题为一停止一切植试耀"的項 S列入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 

1990年月4P 

，64《舍侔余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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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45/50 

13 Deceaber 1990 

大会决议 
‧ ‧ ‧ ‧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45/7©)通过） 

45/50.《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 

01其1989年12月15日笫44/106号决议， 

重申其信念，认为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停止核军备竟赛和实现核截军目 

标的最离优先指旅， 

又f一§其1963年11月27日第1910(XVn I)号决议，其中它赞许地注意到1963年8 

巧5曰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脸条约》，'并请十八 

SI截革谈判娄员会会议"继续»急进行谈判,实現该条约序官中所定的目标， 

再回«超过三分之一的条约缔约 S已要求保管 8 «府召开会审 i J t炜 i F《条 

約》，将其改为一全iNbt核试验条约， 

《重1其信念，认为这样的会议将有助于达成《条约》提出的自标，从而加S条 

约本身， 

联 合 

女 ^ 

1联合 S ，《条约汇编》，第480卷,第6964号。 

"截军谈判委员会从1984年2月7日起改称为截军谈判会议 

90-35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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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地注意到《絷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问和水下进行核武II试验条约》締约国 

修正条约会议筹备会议已于1990年5月29曰至6月8日在纽约举行，并注意到该会议的 

报告， 

1. 渔-tit连盡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玄问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缔 

<<ja伟iF条约会ii[将于1991年1月7B至18B在纽约举行i 

2. ！Li所有条约締约国参加这个禁试修正会议，为会议的成功作出贡歉，VJ 

期-?日实现全面核禁为这是履行它们15：《I约》/fa中所忭的承I？； i "] 5V. y 

的措施， 

3. 直£其信念,认为在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之前,各核武器国家iSf"义或 

单方面中止所有核试煤； 

4. 作出安排，在条约修正会议的主持下，确保继续加紧努力，直至缘结一 

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5. iii:^^条约修正会议设立一个工作组或采取其认为适当的推施，以？?^ 

究，酴其他外，全面核禁试条约的营制办法、机构体制和法悻的各方面，^向条约馋 

i会议提出其结论， 

6. 塁遇必须保证与全面核禁试有关的各个谈判论坛之间有充分的协调； 

7. .^将题为"《禁止在大气层、外层S问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的 

修正的項目y，入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1990年12月4日 

第54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大 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48 

大会决议 

(根据笫一委员会的报告(A/45/rro)通过) 

45/51,迫切需要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A i l , 

皿核战争无法打襄,也绝不可打, 

Distr. 
GENERAL 

A/RES/45/61 
18 Deceaber 1990 

所有国家永远停止在一切环境内进行核试验是防止核武g的质釁改进和 

发展及进一步扩散的基本步《,并同截减核军备的其他并行努力一起,都有助于最 

终消I*核武 

ULM人们对地下核试缘造成的危害环*和镶康表示关切， 

11^1990年6月1曰在华4顿特区签署一项协议，同意1974年7月3日$定的《美 

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面联盟限制核武#地下试验条约》1的核查议定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27号》（A/9627),附件二,CCD/431号文 

件。 

90-36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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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和1976年5月28曰签定的《美利坚合众S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为和 

平目的进行地下核爆炸的条约》"的核查议定书，并期待宪成所有钍准手续， 

M美利坚合众a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目1!王在展行其《消两国中 

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S,还喜见它们原则上同意并进一步逬大幅度裁减两31战》* 

核武力的第一条约，敦促尽可能早日締结一项这样的条约， 

皿1989年9月4日至7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九次不结S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 

脑会议通过的有关IS际安全和裁军的最后文件，4 

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关于促进终止核试验的倡议," 

2《联合国截军年鉴》，第一卷:1976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b3编号:C.77.IX.2>,附 

件三。 

3同上，第12卷:19S7年（联合S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88.IX.2),附件七。 

*见A/44/551-S/20870,附件。 

'见1984年5月22日阿根廷、希腊、印度、璺西哥、瑞典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 

S家和政府首脑发布的《联合声明》（A/39/277-S/16587,附件；印本见《安全理事 

会正式记录，笫三十九年,1984年4、 5和6月补编》，S/16587号文件，附件），经1985年 

1月28曰发布的《德里声明》（A/40/114-S/ie921,附件，印本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 

录，第四十年,1985年1、 2和3月补编
》
，S/ie921号文件，附件〉，1986年8月7日发布的 

《墨西哥声明》（A/41/518-S/18277,附件一），1988年1月21曰发布的《斯德哥尔摩 

声明》（A/43/125-S/19478,附件）和1989年5月22日纪念六国倡议第五用年发布的 

《声明》（A/44/318~S/20689,附件)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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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实現所有国家永远停止在""切环*内进行任:何核诚验的最有效途径是早B 

缔结一項将吸引所有IS家加入的可核査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jLi截军谈判会议在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中声力负的特别贵任，为此， 

喜见在裁军谈判会议内重新设立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 

注意到，审査关于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IS际合作报施的科学专家特设小组在 

裁军谈判会议内正在从爭的工作以及进行交換和分析全球地震数«的第二次技术试 

验的惰况,"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猹条约》締约国将于1991年 

1月召开会议，审议修订扩大条^的范81以列入地下核试验问題， 

1. 认为締结一项&在实現永远禁止所有国家在一切环境内进行 

任何核试缘的条约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項， 

2. 裁军谈判会议为了早日締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1991年届会 

开始时重斩设立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继续迸行1990年会议着手的工作，强调具体 

和相关的禁止试验问题的实质工作，包恬结构和范ffi以及核査的遵行问题： 

3. 又便请裁军谈判会议: 

(a)在这方面，考虑审査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搢施的科学 

专家特设小组所取得的进展，包括有关日常交流和使用波形数据的工作，以及个 

别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其他有关倡议和试验； 

(b)鼓各S尽量广泛参加目前正在进行的关干交换和分祈全球地震数樣 

的技术试验；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五届会议，补编第27号》（A/45/27),第29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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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立"SP采If步職,在尽可能广泛的参与下设i一个S际地震监测网，以期 

进一步发展其监测和核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遷行愤况的潜力； 

(d) 就鲨测和核査对这一条约遭守情况的其他播施,包括现场視察和建立 

一个国际大气层故射性益测网,展开ir»的调査研究， 

<a)椬武'晷BB家,特別有拥有最重要核武库的B家,应立即意采取可适当 

核查并具有军事意义的临时报施，以期締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Cb)尚未加入《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垂试睑条约》7 

的核武器a家，应加入这一条约， 

5. 豊截军谈判会议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 

6. M将題为"迫切需要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项目到入第四十六届 

会议临时议程。 

1990年12月4日 

笫54次全体会议 

联合S,《条约汇编》，第480卷,第6964号。 



联 合 

大 会 

Distr. 

GENERAL 

A/MS/45/52 

21 Noveaber 1990 

第四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49 

(根*笫一委员会的报告(A/45/771)通过） 

45/52. i i i ^ i f c M l E 

大会， 

其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1974年12月9日第3263(XXIX)号、1975年12 

月11日第3474(m〉f 、 1976年12月10日笫31/71号、19^年12月12B第32/82号、 

1978年12月14 B第33/64号，1979年12月11B第34/77号、1980年12月12 B第35/147 

号、19^1年12月9 B第36/87号、1982年12月9 B第37/75号、1983年12月15 B第38/ 

64号、1984年12月12B第39/54号、1985年12月12B第40/82"|、 l]W6年12月3日第 

41/484, 1987年11月30 B第42/28号、1988年12月7日43/66"̂ 和198̂ 年12为15 B第 

44/108寻决议， 

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建议符合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1 

第60至63S,特剁是第63(d〉ft的规定， 

'第S"10/2号决议 

90-36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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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上述各项决议的基本规定,其中吁所有直接有关各方考虑采取为执行建 

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提案所需的实际而迫切的步驟，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之前和 

建立期闰庄？^宜布它们将在相互基础上不生产、取得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拥有核武晷 

和核鹰炸装置，以及不允许任何第三方在其领土上都署核武器,冏意将其所有植设施 

置于a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并且声明支持建立这种无核武器区和酌情将 

此种声明交存安全理事会审议， 

直座所有a家均有为和平目的取得和发展核能的不可剝夺的权利， 

AUS霣要就禁止对核设施进行军事袭击问题采取适当推旌， 

^jyt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认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势 

将大大增进S际和平与安全， 

£!_在-‧t协商一致意见的基础上逬一步发展，以便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工作 

徒够取得大嫿进展， 

iL>l2l联合国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方面所担当的重要作用， 

书长的报告，内载关于促成建立中东无核.武器2的有效、可核查报施 

的研究报告2. 

1. 所有直接有关各方依照大会各项有关决议认真考虑釆取为执行建立中 

东无核武器S的提案所需的实际和迫切步霍，并为從进此一目的,请各有关国家加入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3, 

2. 1±谏地区尚未同意的所有B家,在建立无核武器区之前,同意将其所有植 

活动置于国^«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 

A/45/435.»r#o 

联合®,《务约汇编》，第729卷，第104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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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意到文件GCaXXIV)/926内所ftS际厚子能机构总干事关于第GC 

(min〉/RES/506号决议第2段的执行情况报告； 

4. 还注意到B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第GC(miV)/RES/526号决议中提请总干 

事"进一步努力,继续同中东地区的有关a家进行碟商，&在对该地区的所有核设施 

实施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同时记住文件GC(min)/887所附报告第75段所载的 

有关建议、文件GC(miV)/926内所载各国政府答复内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意见和中 

东地区的形势"， 

5. 请该地区各a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之前，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 

后文件》第63(d)段的规定，声明支持建立此一无核武S区，并将声明交存安全理事 

会， 

6. 该地区各国在建立无核武器区之前不要发展、生产、试验或以任何其 

抱方式取得核武器、或 t许在其境内或在其控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或核*炸装 

置， 

7. 笪核武家和所有其他国家协助建立中东无核武^区，同时避免釆取任 

何违背本决议的文字和精抻的行动； 

8. g秘书长的报告所载他依照大会笫43/65号决议第8段完烕了关于使成建 

立中东无核武*区的有效、可核査的措施的研究, 

9. 直该区域各方及其他有关各方特剔是核武器S家向*书长提出对±述研究 

报告以及关于会促烕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后续拊施的意见和建议， 

10. i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肉大会第四十六JS会议提出报告， 



M将题为"建立中东无椬武器区"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 

1990年12月4日 

第54次全体会议 



联 合 国 

大 会 
A/RES/46/63 

13 December 1990 

笫四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50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45/772)邇过） 

45/53. 立南亚无核武器区 

1M其关于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1974年12月9B第326ffi(XXIX)号、1975年12 

月11日第3476B(m)号、1976年12月10 B第31/73号，1977年12月12 B第32/83号， 

1978年12月14 B第33/65号,1979年12月11B第34/78号、1980年12月12日第35/148 

号，1981年12月9 B第36/88号、1982年12月9日第37/76号、1983年12月15日第38/65 

号、1984年12月12 B第39/55号、1985年12月12日第40/83号、1986年12月3日第41/ 

49号、/1987年11月30日第42/29号、1988年12月7日第43/66号和1989年12月15 B第 

44/109号决议。 

重申其偉念,认为在世界各区域建立矛.核武器区是对不扩傲核武和令面》底 

截军这两项目标可以作出有效贡it的指施之一。 

皿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同在其他区蜮一样,将有助于增强该区蜮各国的安全， 

使其免受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器的危害， 

正在发展和平核方案的南亚各国政府所发表的最离级别声明,重 

申保证不取得或制造核武器，并将各自核方案专门用于促进其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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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最近关于締结一项在南亚禁止核试验的双边或区域协定的建议， 

关于在联合国主持下尽早召开一次由该区域各国和其他有关团家参加的 

南亚核不扩散会议的建议， 

铭M大会第十S特別会议《最后文件》第eo至63S中关于建立无核武器区， 

又注意到秘书长的報告.2 

1. 重皇在原则上赞同南亚无核武器区的概念， ' 

2. jyti!请南亚各国继续为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作出一切可能的努力.并且 

在此期间不采取违背这墁目标的任何行动， 

3. ，！尚未响应的核武S国家积极响应这项提案，并对建立南亚t核f、^ 7 

的努力给予必要的合作； 

4. 盘秘书长同该区域各国和其他有关S家进行联系，了解各S对这个问題的 

看法,促使它们进行协商，以探讨推进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努力的最佳可能途径： 

5. At秘书长就此问題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i义捷出报告： 

6. 将题为"建立南亚无核武S区"的項目列入大会笫四十六岳会i义临时 

议程。 

1990年12月4日 

艇 4 i 体 会 j 《 

第S"10/2号决议。 

A/45/462o 



联 合 国 

大 会 

笫 B 十 会 议 . 

议程项目52 

大会决议 

(报镶笫三委I(会的极告<A/45/m〉通过) 

4 5 / 5 4 . » 娃 类 予 保 g 不 对 无 复 

舰 辦 魔 J i a ^ " f f l | g # j f r 

M镭璺减轻世界各H对于保证其人民拥有长期安全的合g忧虑， 

武驀对人类和末续构成攀木《^成 j | ^ , 

IMiS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的不斩升級,以及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的可能性， 

IMfi核截军和彻底清缘核武晷是请除核战争危险的必*条件， 

近年-在核军和常便裁军方面取得的迸展， 

联合18宪余
》
攝承的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厚姆， 

iiM必须保障不对无核S器面家的独立，领土宪整和主权使用或威Jtt^使 

用武力,包括使M或威JKi^使用拔武器， 

在达到4遍核裁军以前,S际社会必须制定有效推施,磯保不从任何 

方面对无核武器S家的安全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90-36459 



l i L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 B家使:用或威 ≫使用核武器的有效播拖可对防 

止核武S的扩«:作lb积极的貢歉，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即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題的特别会议的《最 

后文件》1笫59S,其中大会促请核武家努力在遣当时机錄结有效安徘,以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面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希璽促进执行查最后文件》 

的有关规定, . ； 

皿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即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 

问題的特剁会议的特剁报告"和截军褒判会议提交大会第十五届会议，即第三届 

专门讨论截军问題鈞4^射会Hil的特JH*舍、乂及«^"«：利会议1990年会议年度 

报告的有关部分," 

^^1980年P月3日大会第35/48号决议附件所载《宜布1980年代为第二 

个裁军十年直官》.第12段,其他外,声明裁军谈判委员会应竭尽全力迫切进行 

谈判， 

以期就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面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g的有效a际安排达成 

协议， 

aJtIL截军谈判会议及其保证不对无核武g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 

有效B家5^#特设委员会进行了深入谈判，以斯就此项S达成:协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就 该 項 S 提 出 的 各 种 提 案 , 其 中 包 际 公 约 的 各 

項单 

1第s«ia/2号决艰• ` . ― , 

'截军谈判委员会已于19M年2月7B-起改称为截军谈判会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特别会议.,补轉第、
2
，》<VS"12y?)，，三节,C。 

*两上，《第十五届特JM会议,补編«2号》<VS"15/2),第三节, 

'同上，《第四十五届会议,补编第27号》（A/45/27〉，第三节,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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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4ai989年9月4 B至T^S在贝尔;«^莱德举行的第九次不结璽国家和玫府 

首脑会议的*定"以及1990年7-月aifl^msJlM在开罗召开的Srt^次伊^兰外 

交部长会议《最后公摄》中重申的伊《f兰会组织的各项有关建议T请裁军谈 

判4^««^*£不；*无梭*»81家便南或威胁使用核武拳的81»公约达成协议， 

S M i l *有核*蕃《家就不对无核武驀 B家使用或威 i M t用核武辜的安 

全问题所作的单方面声«, 

M i #军谈判会议和大会对制订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 8家使用或威肽 

使;ft4m«i¦^'H际公约所表示的文持以及对拟订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办法方面 

所指Hi的各种困难， 

jtMM更加愿意克服往年碰到的困难， 

_^其往年通过的各項有关决议， 

41促进其1989年12月15 B第44/110和44/m号决议的执行， 

1. ii迫切II要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国家使用1^威JiHt用核武器的有效 

国际安排早日达成协议， 

2. MM^M在截军谈判会议上，虽然也有人指出在制订各方都能接受 

的共同办法方面存在困难,但是原则上无人反对締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S 

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S际公约这一主张， 

3. 所有国家,特別是核武器国家,表現必要的政治决心和灵活态度,就 

一項共闲办法,特别是就一项可以载入具有法侓約東力的a际文书的共罔方案 

达成协议， 

4. 度再加肇努力,探求这样一項共同办法或共同方案，并进一步探讨其 

他的办法,包括特别是截军谈判会议审议过的邪些办法，以便充服困难, 

JLV44/551-S/20870,附件， 

jâ 45/421-S/21797,附件一，第44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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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ajSL«军谈《
〗
llHi应考虑财对錄錄BIN^M^4W*"泛文持和旨在实現 

坷一 B标睥任何其他*案,鍾续积极进行谈判,tt期羊B达戍协议和錄结关于保 

证不对先核武驀面家使用或戚脉使用核武暑岭有效SI际安排， 

6. Ait将题为錄绪关于保证不对无拔武基《1家使用或成J|&^使用核武器 

« ^有效 S际安的項目 I f入大会第 B十六届会试翁时化程， 

-1990»12月4B 



联 合 

大 会 

Dlstr. 
(.LVERAL 

A'RES/45'55 

13 Oeceaber 1990 

第西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53 

(裉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45/775)通过) 

45/55.防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A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M全人类在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共同利益， 

jL£所有国家的意愿，即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夭体的探索和利用应当基于 

和平目的，应当造福和有利于所有国家，不论其经济或科学发展程度如何,并且应当 

是全人类的共同取责， 

，《关于各国探測X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所应遵守原则的条 

约》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规定1, 

1M析有国家在S际关系中包括在其外玄活动中都有义务遵守《联合国宪章》 

关于不使用或威肽使用武力的规定， 

1苐2222ini)号决i义，附佴。 

90-35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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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2第80段，其中声明，为了防止外层 

间的军备竟赛，应当本着该《条约》的精神，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进行适当的国际谈 

n, 
注意！《：大会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項决议，和1989年9月4曰至7曰在贝尔格莱德 

举行的第九.大不结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所通过的《直言》，3还注意到各E 

向大会第十特別会议和大会历届常会提出的各项提案以及向联合面各主普机构和 

截军谈判会i义提出的建议， 

认识到—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及助长这种竟赛的事态发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 

的严重危险， 

Ijg严格遵守包括双边协定在内的与外层空间有关的现有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 

义及有关利宅外层空间的现行法悻制度的极端重要性， 

iJLIl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翼和美利坚合众国1985年以来持续逬行双边谈 

判，其公开的！;标即为达成旨在，除其他外，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有效协议， 

!_!教军谈判会i义为行使其t 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谈判职赍，在1990年会议 

期问重新设立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特设委员会，继续通过实质性和一般性审议来 

检査和指明与防止外层玄间军备竟赛有关的问題， 

jyUJi; =5^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特设委员会考虑到自它于1985年设立以来所作 

的努力，继续检査和指明了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有关的各种问题，現有协定和 

提案以及今S的倡议,'这從便对若干问題有较深入的了解并对各种立场有较明璃的 

- 人 识 ， ' 

•第S̃10/2号决iiU 

-，£A/44.551-S/20870,Wrf4„ 

'《大会三式记记录，第E十五il会liU补编第27号》
（
A/45,, %mrx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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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方面双边与,边努力是相辅相成的，并希望这些 

努力会尽早取得具体成果， 

皿在寻求有效和可核査S边和多边协定时应该审査更多的指施，以防止外层 

空问的军备竟赛， 

1. 重申按照《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所应遭守原 

则的条约》的规定防止外层空W的军备竟赛及所有B寒愿意为该共闲S标作出贡献 

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2. M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特设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所说,适用于外层空间 

的法侓制度本身不能保证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这个法侓制度在防止外层空间军 

备竟赛方面起重要作用，需要巩团和加强这个制度并提离其有效性，并必须严格遲守 

現有的双边和多边协定;" 

3. 义、须采取包括适当和有效核查规定的进一步指施，以防止外层空间的 

军备竟赛， 

4. 所E家,特剔是拥有强大空闰能力的国家，对和平利用外层玄间和防止 

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目标作出积极贡献，并为了维持B际和平与安全和(！！进国际合 

作不采取违背该项目标和現行有关条约的行动， 

5. 作为1 一多边截军谈判论坛的截军谈判会议应在缔结一项或酌情缔结 

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闲军备竟赛一切方面的多边协定谈判中发挥主要作用， 

6. 鲨截军谈判会议优先傘防止外层空问军备竟赛问超， 

7. 截军谈判会议扩大意见趋于一敎的领蜮并参考一切有关提案和11议， 

包括1990年教军谈判会议期间在特设委员会$1出的和在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上提 

出的提案和II议在内，加紧审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问題， 

《同上》.引文件第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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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特设委员会报舍所述，为此进行建立倌任错施的审议同玄间更大的 

透明度及开放是有关连的； 

9.又请截军谈判会议于其1991年会议开始时重新设立一个订有适当任务规定 

的特设委员会并继续扩大意见趟于一致的领蜮，以期为绛结一項或酌情錄结多项关 

于防止外层空间窣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协定进行谈判， 

10. 苏维棟社会主义共和国联望和美利坚合众国本著建设性的精神加紧逬 

行双边谈判.以期就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早日达烕协议，并定期就其《边会议的 

进簾通知截至谈判会议，以利截军谈判会议工作的进行， 

11. 将题为"B^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六S会议 

临 时 程 。 

B 

建立外层空间的倌任搢施 

±^ 
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重要性柯迫切性， 

皿按W《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夭体所应遷守厍則的 

条约》'，外县玄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的探测和利用，应当造福和有利于所有国 

家，不论其经?^或科学发展程度如何，并且应当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贵， 

：iki^s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地关注外层空问或參加探索和利用该环埂的重要空 

问方案， 

1人在:5方面，空间已适当地成为许多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索，并 

且它在安全/翅方面有不可否认的作用， 

51_调外i空问与日具增的使用，使得更有'义.要加强逸明度和采取建立信ft的橹 

绪， 

-S_§S :`f仕会，t其是邇过大会1988年12月7日第43/78H号决1 义和1989年12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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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44/116U号决议，一敎确认建立倌任指;jfe的重要性和效用，因为这些搢施大有助 

于促进和平与安全和截军， 

^iLH截军谈判委ft会防止外层2间军备竟赛特设委员会正在进行的重要工 

作,这项工作#助璃定可能采取建立信任摧施的领域， 

目前已有若干关于这个问題的各种提议和佴议,并表明各种看法越来越 

趁于一 

1. 1_鬯踺立信任掊施作为有助于璃保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目标得以实現 

的手段的重要性； 

2. 直在遭照某些尚待璃定的具体准则的情况下，这些搢施适用于外空环境， 

3. 笪秘书长在政府专家的协助下，进行一项.研究,探讨在外层空间采取不同的 

建立倌任搢施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可以使用的各种不同抆术、在有关的具体领域 

璃定进行国际合作的适当办法等等，并就此向大会第四十八《会议提出报告e 

1990年12月4日 

第54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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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四十五届会议 

议程項目54 

大会决议 

(報据第一委A会的银告a/46/77
8
>通过） 

4 5 / 5 6 . 《 鍾 龍 f t 龍 

A 

" l r 》 鹹 應 

4̂ 记着1964年7月17 B至21B在开罗举行的非洲貌一组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 

一届常会所通过的《非洲非核化宜官》，1其中他们庄严宜告随时预备通过联合国主 

持缔结的国际协定保证不W遣或控剩原子武器, 

Efi其最竿关于此一问題的1961年11月24日第1652aVI〉号决议,以及1965412 

90-35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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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B第2033aX〉号、1976年12月10日第31/69号、1977年12月12日第32/81号、 

1978年12月14日第33/63号，1979年12月11日第34/76A号、1980年12月12 g第35/ 

146B号、1981年12月9B第36/86B哥、1982年12月9日第37/74A号、1983年12月20B 

第38/181A号、1984年12月12B第39/61A号0 1985年12月12日第40/89A号，1986年 

12月3日第41/55A号、1987年11月30B第42/34A哥、1988年12月7日第43/71A号和 

1989年12月15 B笫44/U3A号决议，其中大会请所有33家把非洲大陆及其四用地区視 

为无核武器区并子以尊重， 

AIM大会于其笫33/63号决议中a烈遞责南非以任何公开或隐密的方式将核 

武器引进非洲大陆的企困，并要求南非立即不在非洲大陆或其他地方进行任何核* 

炸》 

AML1987年7月20B至25B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 

第四十六届常会就非洲非核化问题所通过的第CM/Res'.1101(XLVI〉/Rev.l号决议"的 

各項规定， 

Mil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同秘书处裁军事务都合作并同非洲紇一组织协商编制 

的題为《南非的核ft力》的报告",以及裁军审议委ft会的报告,' 

^ ^已经采取措拖限制在核领域及其他領域闲南非合作的那些a家&府所采 

取的行动， 

MtMifi截军,`^委ft会1990年实廣往会《结束审议并以协商一致意见通 

过了关予i«r非核能方W题的建议"， 

iiiM南非的核能力对a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特别是戚胁到《非洲非核化 

宜 官 标 的 实 現 ， 

1. 再 ^ g烈吁请所有E家把非洲大陆及其四周地区視为无核武器区,并于以 

革重， 

2. 堇直执行非洲统一组i?T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非洲非核化宣言》是 

防止核武器扩敎并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错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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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i南非拥有并继续发展梭武驀癧力再次深表震铢； 

4. 44南*鐘缭设法*得核能力,并遞资任何B家*公司、机构或个人两该 

种埃主义玫权进行任何形式 « r «勾结,使其提谋求非洲无核武驀的《非洲非 

核化宜官》百标 r 

5. 3ti»%'Bl家、公司、机构或个人停止W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可使其能 

够阻提实現《非洲非核化宜官》目标的进一步勾结， 

6. a ^ i i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制造，试&、部署、运《、储存、使用或威 

协使用核武器， 

7. ±»所有拥有]&«手《的国家和i织对南非核武器的研究、发展和生产进 

行重38,笄公布it:*r面的任诃资料，' 

8. 南非立即让B际原子能机构视察其核设施和设备， 

9. i秘书长在关于1991年期间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专家会议审査拟订和执行 

非洲非核化问题的有关公约或条约的方式和内容方面提供非洲统，组织可能寻求的 

一切必要援助多 

10. M将題为《非测非核化宜官》的执行情况-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六 

届会议临时议程。 

1990年12月4日 

鐘 全 体 " 

B 

±±， 

MI秘书长关于南非的核能力的根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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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I秘书长关于南非核弹头弹道导弹能力的摄舍，T 

_iS其1979年12月11B第34/78B号、1980年12月12B第35/146人号` 1981年12 

月9B第36/86A哥、1982年12月9B第37/74B号、1983年12月20B第38/181B号， 

1984年12月12日第39/61B寻、1985年12月12B第40/89B号、1986年12月3&第41/ 

55B号，1987年11月308第42/348«^, 1988年12月7 B第43/713号和19pS¦年12月15日 

第44/1138号决议， 

年7月17B至21B在开罗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笫一届常会所通过的《非洲非核化宜言》，1 

皿大会在其,十届特剔会《最后文件》"第 1 2段中注意到种族主义政权大 

量积累军备和取得军备技术及其取得核武晷的可ft性对面临迫切需要裁军的国际社 

会构成一种J»手而B益危险的障碍， 

AIM大会于其1978年12月14日笫33/63号决议中强烈遽责南非以任何公开或 

隐密的方式将核武器引进非t:大陆的企E,并要求南非立即不在非洲大陆或其他地 

方进行何核缘炸， 

AM^1987年7月20日至25日在亚的渐亚贝巴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 

会 

第四十六届常会通过的关于非洲非核化的第CM/Res‧1101(XLVI〉Rev.l号决议*的规 

定， 

^^JjyjJL|^种族隔离的南非不执行1986年10月3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 

第三十S常会通过的第GC(XXX)/RES/468号决议,"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罔秘书处裁军事务郭合作并同非洲统一组织协商编制 

的题，《南非的核能力》的報告," 

SML!南非的核能力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勝，特别是威Jlfr到《非洲非核 

化直芎》目标的实现， -

iilitiiii裁军审议委员会1990年实质性会议结束审议并以协商一致意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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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关于南非核能力问題的建议,• 

aa±对南非的核设旌,特别是未置于保障釧度下的核设*,使得南非能够发展 

和获得生产核武驀用的裂变材科的能力， 

iJUL£南非种*痛离政杈于1988#8月13B在维也納公开承认現在拥有核武 

赛能力， 

最近有关种族隔商的南非在«造«弹头中程飞弹方面与以色列积极进 

行军事合作，并且己建造试验设施的各項根道,及其对非洲各面的和平与安全产生的 

后果,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至今未宜'布放弃侵和频S邻国主权和领土 整的 

政策, 

liiJL某些西方ffl家和以色列,ji经8际社会一再-3^吁,仍继续两南非种族主 

义政权在军事和核领域进行勾结，而且其中某些西方国家动轾使用否决权不斷地阻 

挠安全理事会采新处g南非问题的一切努力， 

皿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曹决定安全理事会应采取遣当有效步驟使非洲统一组 

识关于非洲非核化的决定的执行工作不受阻提," 

里1香要确保非洲大陆为无核武器区来维持非洲的和平与安全， 

1. MM秘书长关于南非核能力的报告," 

2. ：tf:南非大规樣增S军事机器,特别是疯狂地获取核武器力,以便进行镇 

压和侵略,并作为说诈的工具， 

3. 任何8家、公司、机构或个人与南非种族主义玫权进行的一切形式 

的核勾结,特别遞责某些会j^ffl向其牟国境内一些公司签发对南非核设施提供设备 

及技术和维修甩务许可证的决定， 

4. 严重关切堆注最近关于以色列和南非勾结使南非发展了核弹头导弹的 

报道； 

5. M秘书长根据大会第44/U3B号决议第6段提出的关于南非核弹头弹道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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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能力的极舍/ 

6. 盘所有会fl S向秘书长提出它们对于上述根告'的者法和建议,并进一步要 

求秘书长就-此向大会第四十六，会议提出摄舍, 

7. 直t该种族主义政杈获得核武驀k力对S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极其严重的危 

险,特剔是急#非》|各国的安幸，綺增—加工核武驀扩，的危拴， 

8. 袭示全力玄祷面临南非ti^能―力胁的各非洲B家, 

9. 1&己经采取投;ft限剩在核领域及其他領域罔南非合作的那些ffl家政府所 

采取的行动， 

10. 吁请所有ffl家、公司、机构或个人立即停止同该种族主义政权进行的一切 

形式的军事勾结和核匀结, 

11. ：i秘书长在拟订和执行非洲非核化问题的有关公约或条约的方式和内容方 

面提供非洲统一组织可能寻求的一切必要援助, 

12. 皿安全理事会通过关于南非问題6!；1984年12月13日笫558(1984)号决议 

和1986年11月28日第591 (1986)号决议，以堵塞武器禁运方面的現有漏洞面使武器禁 

运更为有效，并且特剁禁止罔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核镇域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和勾 

结； 

13. iEiii南非立即让a际原子能机构視察其一切核设:ife和核设备， 

14. 直秘书长密切注意南非在核领域的发展情并就此肉大会第西十六届会 

议 提 提 普 * 

15. 44秘书长就关于南非种族RI寫政权正在从以色列和任何其他来源获得先 

进的飞弹技术和輔助技术设旅的军事援助问题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摄告， 

1990年12月4日 

第54次全侔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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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会正式记录,笫二十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05,A/5975号文件。 

'见A/42/e99,附件一。 

,A/39/470, 

4《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五届会议,补编第42寻》0/45/42)。 

‧《同上》，笫31段。 . 

' k / 4 5 / 5 6 9 . 

7 A/45/571和CorT.l。 

'第S-1CV2号决议。 

‧见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的决议和其他决定，第三十届常会》，1986年9月19 

日至13日。 

"见第S"10/2号决议，第63(c)投。 





大 会 

Distr. 

GENERAL 

A/RES/45/57 

15 Deceaber 1990 

第四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56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根告(V45/777〉通过) 

45/57.化学武器和细苗(生物)武器 

A 

化学武器和细苗(生物)武器 

±±. 
II其以往有关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和销毀此种武器 

的各項决议： 

jli迫切需要所有国家,特别鉴于以往使用和最近威胁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严 

格遷守IS^年6月17B在B内瓦签订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怠性、毒性或其他气 

体和细苗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的尿则和目标,1 

114^^1989年1月7日至11日在巴黎召开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缔约国及 

其他关心国家会议《最后直言》重申1925年定书极为重要和继续有效;2 

，面际联S:《条约汇编》，第九十四卷(1929年)，第2138号 

2 A/44/88,附件,第二段。 

90-35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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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i迫切tl要所有a家加入1972年4月10日在伦敦、美斯科和华盛领签著的 

i *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a菌(生物〉及毒柰武器和销毀此种武器的公约》，3 

截军谈判会议的报告，4光其是其中所栽的其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振 

告'4希S订于闭会期闲进行的协商会促进谈判， 

须竭尽—切努力，促使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一切化学武晷 

和《?^此种武1^的谈判顺利完成， 

：iil指出尽可能广泛的国t参加关干公约覃案谈判，以保公约在缔结时得到 

著錢7D入的重要性，并在这方面,对越来越多的S家参加谈判表示赞扬， 

M有必要分享有关将来在全球性基础上締结禁止一切化^武器公约所进行的 

谈的有关资料,并深知提供这种资料是一项重要的建立傕任措施， 

-4JL^就禁止化学武器问題在多边谈判范围内迸行的双边和其他讨论,包括苏 

维=5吐会主义共和g[联盟和美利竖合众国正在进行的意见交流， 

^在这方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a同意停止生产化学 

武晷*n开始销R其化学武器i||存， 

各国在所有各级敎力于促成尽早締结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 

武暴切销毀此种武器公约，特剁是为雉进信心和有助于直接达成这一目标而采取的 

具《步鹰， 

M i i ^ ^ ^越来越多的 B家已室布准备烕为公约的原始签署 B , 

‧A^化工界的支持和合作有助于此項公约的功效， 

,3826(XXVI〉号决议,附件。 

〈 `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五届会议，补编第27号》（A/45/27) 

'7 二，第11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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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再次要求所有国家严格遽守《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 

和细茵作战方法议定书》的原则和目标，并遵守已黎会议《最后直官》中的承诺， 

2. 截军谈判会议化学武晷特设委员会1990年届会的工作所取得的进 

展,以及委员会摄告中所记录的结采， 

3. 尚未能錄结一項禁止发展、生产，绪存和便用化学武器和《毀此种武器 

的公约表示邊憾和关切, 

4. 1^_^裁军谈判会议作为离度优先事项,考虑到一切現有提案和今后的 

係议，于其1991年会议期间加聚努力解决未决的问題,和宪成公约的谈判工作，并为 

此目的，重设其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 

5. ：at裁军谈判会议将谈判结果向大会笫四十六届会议提出投告， 

6. M由各个国家宜布它们是否拥有化学武*,及所有 a家就此一公约的谈 

判进行进一步的国际数据和其它有关资料交流的特珠意义和重要性， 

7. 皿所有国家进一步采取主动、搢施和步驟，以促进信心和公开程度，以便 

有助于早日就此一公约达成协议，并使各国普遍加入， 

8. 鲨所有国家作出一切努力以磯保公约早日生效,并搏到有效执行； 

9. M将題为"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的项目列入其第四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 

1990年12月4 B 
第54^全侔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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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捐 t h # | - ， 辦 f f ( 生 a ) 双 編 S 

和销毀此种武器的公约》的执行惰况和《公约》绛约a 

第三欢聿奄会议的筹备工作 

皿其1971年12月16日第2826(mi)号决议，其中赞许了《关于禁止发展、生 

产和储存细菹〈生物)及毒柰武器和销毀此种武器的公约》，3 

^1111986年9月8B至26日在B内瓦举行的《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 

(生物)及毒素武*和销》此种武器的公约》締约S第二次聿査会议为了进一步加强 

《公约》的权戚和增进各国间的信任所商定的各項踺立信任的拌施， 

鱼丛第二次审査会议的《最后直官》"表示«t其他以外，必须进一步审议《公 

约》各方面的执行情况， 

^^;»强《公约》的权威和效力是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以期促进会员S之间 

的信ft与合作，并且必须邁守《公约》规定的各項义务， 

1. gJLli应錄约国要求，《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继酋(生物)及毒素武 

器)和销ft此种武器的公约》錄约国第三次聿査会议将于1991年在曰内瓦举行，并经 

适当协商后，已组成了该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开放给所有《公约》締约国参加，并且 

委R会已il于1991年4月8B至12日在B内瓦举行会议, 

2. 谏书长给予必要的协助，并提供第三次审査会议及其筹备工作可能需要 

的各15脤务： 

BWC C0KF.il/13 '第二部分 

http://C0KF.il/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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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这方面IS第二次审査会议所作的决定，即第三次审査会议除其他以外， 

应当市议第二次聿査会议《最后直官》第十二条中的各项问题； 

4. it呼吁各《公约》缭约国参与第二次审査会议《最后宜官》所议定的资 

料和数据交流,并每年一次在4月15B以前遷擔标准化的程序向秘书长提供这种资料 

5. 又回頭其1989年12月15曰第44/U5C号决议的要求，即秘书长应为第二次审 

查会议《最后宜言》的有关部分的执行给于必要的协助和提供可能S要的各项甩 

务， 

6. j&lM笫44/U5C号决议的要求，即秘书长应不于第三次审査会议召开之 

前四个月，向各締约S分发一份关于这些建立信任括施的执行情况的报告， 

7. 所有尚未批准Sit加入《公约》的国家毫不11迗地批准或加入《公 

约》，从而促进实现加入《公约》的營遍性和增3面际信心。 

1990年12月4B 

第54次全体会议 

C 

化学武g和细酋(生物)武&， 

确认《1925年B内瓦议定书》的权咸的橹旅 

皿其以前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各項决议和安全理事会邇过的有关决议， 

il其1989年12月15日关于确认《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权威和支持錄结一 

项化学武器公约的指施的笫44/115B号决议， 

BWC/C0N7.II/E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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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及1989年1月7B至11日在巴黎举行的《1925年B内瓦议定书》缚约国及其他 

有关a家会议的《最后直言》重申《1925年议定书》的重要性和持续有效性," 

M使用和威！^便用化学武器， 

1. 塁违犯或威胁违犯根据1925年6月17B在B内瓦签订的《禁止在战 

争中使用.窒患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曹作战方法的议定书》1所承担的义务以及 

a际法的其ffe有关规定的一切行动： 

2. 昱.所有a家严格遵守《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原则和目标，并重 

申璃认其条款是绝对必要的， 

3. jta根据其1987年11月30日第42/37C号决议设立的合格专家组提出的建 

议,这些建议为协助秘书长及时有效地调査使用化学和细曹（生物)或毒性武器的摄 

道提供技术性指导方针和程序 

4. MM安全理事会决定在今后遏有违犯国际法使用化学武器时决定根据 

《联合 E宪章》 ` 同时考虑到秘书长的调査，立即审议制定适当而有效的报施仍是 

非常重要的。 

1990年12月4日 

第54次全体会议 

A/44Z561,附件。 

安全理事会第620(1988〉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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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通过的决议 

(根擂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46/778)) 

45/58.全面彻底裁军 

A 

截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皿大会第十届特別会议的《最后文件》I中有关截军和发展之问的关系的各 

项规定， 

年9月11曰通过的截军和发展之间关系a际会议的《最后文件》/ 

M截军和发展之问的关*在当前H际关系上日益重要， 

1. 秘书长的以及根据截军和发展之问关系国际会议《最后文件》 

所采取的行动， 

1 第S"10/2号决议。 

' 眹合国出瓶物,{B1IS«f，E.87.IX.8。 

3 A/45/592„ 

90-37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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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iiit书长通过有关机构,在現有资源范围内继续采取行动，执行国际会议所 

通过的行动锅領，4 

3. 并请li^书长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4. 决定将题为"裁军和发展之问关系"的項目列入其第四十六S会议临时议 

程。 

1990年12月4曰 

第54次全体令议 

B 

双边核武器谈判 

a顾其1968年12月7B第43/r5A号和1969年12月15日第44/116K号决议， 

M i l通过我军和停止军备竟赛在质 i和数量上的升级以加强国际安全的重要 

性， 

各a有加速刚开始的缓和a际3^张局势的进程并使其近向造镊所有国家 

的贵任和乂务，并且只有当a际社会共同努力并且所有a家都在平等基础上参加并 

作出贡献时才ft实現持久和平与安全， 

在有效国际輩督下全面彻底截军,«t非所有a家都参与执行，本廣上是无 

法实現的， 

*jt&^核截军和防止核战争仍然是当代的主要任务之一， 

不过,世界仍然受到大规襆核武库的威勝，这些核武库正曰益改进和增加, 

核截军和防止核战争的途径在于核武器大®接受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 

4联合E出舨物，{fc售5编号:E. 87. IX. 8,第35段。 



A/RES/45/38 

Page 3 

Mil如采没有所有a家,特别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 

及其军事盟H作出贡«u核截军和常规载军进程是无法推动的，而在这方面这两国及 

其军事盟ISA有最重大的责ft, 

iLi苏雉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壅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问的合作对全面*底裁军和 

加affl际安全作出了贡械， 

两位总统1990年6月IB的联合声明"重申其决心,要于1990年底宪成《« 

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条约》并供筌署，而在该条约荃署之后还要进一步进行核 

武51和空间武器的谈判并给予这些未来的谈判以最离优先地位， 

皇M双边和多边截军谈判应当互相便进和补充， 

1.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a联fl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裁军问題双边谈判的 

积极发展，其中包括《《减和限制进攻性战◆武晷》的谈判以及1974年7月3B签署 

的《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限《核武器地下试驗条约》议定书 

和1976年5月28曰签著的《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璽关于为和平 

目的进行地下核缘炸的条约》议定书T的签署和挽准， 

2. 1±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H联璽和美利坚合众a尽一切努力,于1990年底 

签定《削减和R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以达成进攻性战格武晷的削减,作为彻庇 

消除核武*进程的一个部分,并作为紧急事項加S其努力,达成其他領域，特別是全 

面核禁试问超的各項协定和磯保外层空问没有任何武器的协定, 

见€0/1004̂ 0/1005。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27号》（A/9627),附件三,CCD/431号文 

件。 

《联合国截军年签 > ,第一卷:1976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7. 

IX.2)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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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ft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S和美利坚合众国按.《大会第十届特剔会议的 

《4后文件》'第114ft的规定，将其谈判进展情况及时通知其ft会flH。 

4. 赞助和支持双边谈判并期待它们顺利完成。 

1990年12月4 B 
第54次会体会议 

C 

常规截军 

t^， 

重申《联合a宪章》序官中表示的欲免后世再遭战祸的决心， 

大会第十届特JM会议的《最后文件》1,特剁是其中第81S,它指出军队和 

常规武器的限制和逑步截减,连两核截军橹施的谈判,应当坚决地在桐向全面《底截 

军前进的范B内进行，并91调拥有最庞大军事武库的B家对开展截减常规军备的进 

程负有特別责任， 

上述文件除別的以外1布截军谈判的优先项目为:核武器,其他大规镇毀 

灭性武器，包括化学武器，常规武器，包括任何可被认为引起过度伤害或具有溢杀道' 

伤作用的常规武器,截减武装«队，并S调各国没有理由不能对所有优先項目罔时进 

行谀判， 

上述文件tJfiB,核截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携旅具有最优先地位，植截军 

领域的真正进展可以创造一种促进全球裁减常规军备的气氛， 

jfcSiH用常规武器进行的战争和冲突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危险,和对人*遣 

成的生命和射产捐失，以及这种ft争和冲突在常规与核武器离度密集的地区升缦为 

核&争的可能， 

iJLMfit着科学忮术的*展，常规武器具有越来越大的杀伤力和被坏力,常规. 

军备粍费大it资源， 

皿通过截军、包括常規截军騰出的资源可以用于所有国家,特剔是发展中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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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满意地注意到正在进行的欧洲常规截军谈判取得了进展， 

笄滴意地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在1990年会议中完成了对常规截军问題最近的 

审议， 

M大会1981年12月9B第36/97A号决议以及根»该决议进行的《关于常规裁 

军的研究》‧，大会自1986年12月3日第41/59C和41/59G号央ii,1987年11月30B第42 

/38E和42/38G号决议，1988年12月78第43/75D和43/75F号决议，和1989年12月15 B 

笫44/lieC和44/116F号决议， 

为促进常规裁军所作的努力和有关主张.建议，以及各国在这方面采取 

的行动， 

1. ：iJLtik旨在朝向全面彻底裁军前进的范困内坚决地限«和遲步截减军队 

和常规武*的努力的重要性， 

2. 皿所有a家的军事力量只应用于自卫， 

3. M对于开展裁减常规军备的进程负有特別賣任的拥有最庞大军事武库的 

国家，以及两大军事联壅的成员H就常规军备问題继续加谈判和取得进展,并敦促 

它们继续取得进展，以早B在世界上武器和军队最为集中的ft洲地区建立稳定、可 

靠的常规军备和军队的平銜，在更低的力量水平上实現更大的安全,并消除进行突然 

袭击和釆取大规棋进攻行动的能力， 

4. ^M^±i各a在考虑到保障安全和保持必要防卫能力的S要的同时，加 

紧努力并独自或根据协议采取常规裁军领域的适当行动，以促进常规截军的进展，加 

强各该地区以及全球各地的和平与安全,推进翱|S]全面彻底裁军目标的全面进程， 

联合面出物，出售£编号,E.85.I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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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皿截军审议委员会在其1990年实质性会议期闰就常规截军问题达成的结 

论和提出的建议`并建议各国在從进常规截军进展的努力中适当考虑这些结论和建 

议， 

6. 将题为"常規誠军"的項目列入第四十七届会ii的临时议程。 

1990年12月4 B 
第M次全体会议 

D 

核截军 

_^其1986年12月33第41/59F号决议,1987年11月30S第42/38H号决议，1988 

年12月7日笫43/75E号决议和1989年12月15日第44/1160号决议， 

重申在《联合BI完章》序言中表示的欲免后世再遭战稱'ft决心， 

消弭世界大战一核战争一的威脉仍然是当前一項最迫切和紧急的任务， 

MJt^tlLMi^大会第十届特別会议《最后文件》1中关于核截军的论述和規 

定,特別是第2081所说"核截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播雉具有最离优先地位"，和第 

48ft所说"在达成核截军目标的任务方面,所有核武器a家,特别是拥有最重要的核 

武库的ffl家负有特珠责任*‧， 

上述文件第55S指出，"核截军领域的真]^迸展可以創逄傻进全球截减 

常规军备的气氛"， 

核军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植武器， 

^ifi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a联fi和美利坚合众a领导人在1985年11月21 

‧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45届会议,补编第42号》a/45/42)第34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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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于日内瓦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一IH^为"核战争打不A，也打不得"和他们在该声 

明中一致希g在已有共同立场的领域，包括在适当地实旅将苏联和美国的核武器截 

减的厍«方面，及早取得进展，以及两国领导人1990年6月1曰f华盛镶发表的 

联合声明"， 

A^Afi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S联塱和美利31合众a就若干截军问題进行了深 

入谈判,并在谈判中取得了进展， 

^lyyi截军谈判会议i*j未在核截军领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皿在解决军备竟赛数量方面的问题的同时，也要解决其质量方面的问题， 

ML世界各ffl政府和人民希S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璽和美利坚合众国就制 

止核军备竟赛和进一步削减核武*达成协议。 

1. 2^"美利3^^众18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璽关于消涂两111中程和中 

短程导弹条约 4 ^继续实 

2. M拥有最重要核武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联fl和美利坚合众国就削 

减核武S进行的谈判和取得的进展,并敦便它们进一步展行它们对核截军负有的特 

別贵任，率先采取行动以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早曰实現大幅度削减核武審, 

3. 笪这两国政府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別会议《最后文件》第U4段的规定，以适 

当方式«时使联合a其他会员H了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H联fi和美利坚合众国之 

问谈判的情况， 

4. 相估双边与多边核哉军努力应当相互补充和便进， 

5. M将題为"核截军"的項目列入第四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1990年Ig月4日 

第54次全体会议 

10 £A/40/1070.附件。 

"《联合国裁军年签》，第十二春:1987年(联合国出雁物，出售品编号,C.88.IX. 

2),附录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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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联合a关于核武器的全面硏究 

其1988年12月7日第43/75N号决议，其中请秘书长在合格的政府专家协助 

下，全面增订《关于核武器的全面研究》，" 

$:tj:iJ^有该研究根告增订本的ft书长报告," 

1. 1皇1秘书长援告中关于核武^^的全面研究， 

2. 向衽书长及协助他编制这項研究报告的专家组 

3. 所有会flS注意这项研究及其结论， 

4. 笪书长安,把这項研究报告作为联合a出版物出嚴,并尽可能广为分发， 

5. jm感兴趣的国家以本国*文出瓶傲发这項援告。 

1990年Ig月4日 
第54次全体会议 

F 

禁止发展、生产，健存和使用放射性武H 

其1989年12月15B第44/116 T号决议， 

1--注-意S截军谈判会议1990年届会的报告中有关放射性武&问题的部分,特 

联合S出舨物，销售品编号E.81,I.I1, 

AZ45Z373,附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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剁是放射性武g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2. 特设委灵会于1990年在港清和加深理解对正在审议的两件重要事项 

上继续存在的不同看法方面作出了进一步的贡*t, 

3. 又注意到截军谈判会议建议在其1991年届会开始时重新设立放射性武碁特 

设委员会, 

4. 產截军谈判会议鍵续就这个问題进行实廣性谈判，以期早B完成其工作，同 

时考虑到为此向会议提出的所有提议及将特设委员会报告的各項附件作为今后工作 

的基础,并将工作结果提交大会笫四十六届会议， 

5. 笪秘书长将所有同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讨论该问题一切方面的有关文件送 

交截军谈判会议， 

6. M将超为"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项目列入其第 

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1990年12月4日 
第54次全体会议 

G 

常规裁军 

A i l , 

其1989年12月15曰笫44/U6F号决议， 

满意地法意到截军市议委fl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题为"对与常规截军有关的 

问题进行实廣性审议"的议程項目的摄告,W 

1. 玄.续截军聿议委员会关于常规截军问题的实质性全面报告， 

2. M报告中所载截军审议委员会的建议， 

3. 进会员a注意该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五届会议,补编第27号》<A/45/27),第124S 。 

"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五届会议,补编第42号》（A/45/42)，第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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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截军审议委员会的建议，即考虑到大会第十IS特剁会议《最后文 

件》1中規定的裁军优先事项，应继续在联合国内积极讨论常規裁军问题，作为a际 

社会致力于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截军工作的一项重要贡歉,W 

5. ^JLH截军审议委员会在其根告中表.示了下列观点除了截军审议委员 

会就如何促进常规截军进程进行讨论外,裁军谈判会议缦好也能在可能的情况下审 

常规裁军问題," 

6. 将题为"常规裁军的項目列入其第B十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1990年12月14 B 
笫54次全体会议 

H 

双边核武！^谈判 

^1985年11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i和美利坚合众S的领导人在日内瓦 

会议上决心实現《订有效协定、防止空问军备竟赛和终止地球上的军备竟赛的目 

标,"* 

皿本着灵活变通的精神进行谈判,并充分,虑到所有81家的安全利益,有可能 

达成彩响深远并可以有效核奩的协议， 

皿按照尽量减少军备而安全不受减損的原则及竿在这*谈判中达成协议，对 

于加S国际和平与安全极为重要， 

^JLIL两&总垅在1990年6月IB的联合声明"中重申其决心于1990年底宪成 

《《减和限制进攻性战嗜武器》并供签署，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璽和美利坚合众国同B的务一項声明‧中同 

意在该条签订后展开核武器和空间武晷的新谈判及进一步加 S战 i f r i ^定性的谈 

判,并给予这些未来的谈判最离的优先地位， 

《同上》，第34段(第6ft引用案文的第1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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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倌国际社会应鼓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a联政府和美利坚合众面政府作出 

努力Tif^考虑到美苏谈判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1. ^苏联和美国正在犰行《美利S合众B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霣消 

除其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条约》''的各条款， 

2. 将于不久的未来同意錄结《«减和服制进攻性战略武驀条»》的前 

景， 

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和美利坚合众国同意在签订《«减和限 

«进攻性战《4武器条约》以后展开核武驀和空W武*的谈判以及进一步加s战 

定性的谈判， 

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不遣余力，按照 

所有a家的安全利益和希jg在裁军方面取得进展的營遍愿2,争取达成它们在谈判 

中协议的所有目标， 

5. i这两国政府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1第114S的规定， 

隨时使联合a其他会fls适当了解它们之间的谈判进展情况， 

6. 表示最坚定地鼓励和支持展开双边谈判并&得H满1&某. 

1990年12月4 B 

第54次全体会议 

I 

在欧洲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 

播施及常规截军 

M在裁军方面取得进展， 

11其1988年12月7日第43/75P号和1989年12月15曰第44/1161号决议， 

ltMl990年5月29B第三工作组在审议截军审议委会议程項目8时以协商一 

致方式通过的案文,1" 

重垔必须继续努力建立信任，减少军事对抗的危险、增进相互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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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通过在较低水乎上使常规武装部队达成毪定.可靠并可核査的均 

势,增加军事活动的明渐性和可预测性,从而增进耽洲4^安全与珐定， 

iyt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进《中举行的关于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播施方面的 

1^判和关于常規都队和常规军备的谈判已经有助于建立信任、增进洲的安全与合 

作，从面ft进a际和平与安全， 

1. 满意地注意到当今在欧ai截军和加强信任与安全的进程中取得的进展， 

2. !£1990年11月19B于巴黎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全体会议22个参与H作为设 

法加强欧洲定与安全的重大播*,签署了 《欧《常规武装炜队条约》以及所有会 

议参与国通过了一套斩的实廣性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的掛施，并得到1990年11月21 

B这些B家在巴黎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Sfi^^可， 

3. i所有H家在考虑到其其体的区域情况的同时,研究是否可ft采取适当播 

拖，以减少对抗的危险，加a安全。 

1990#12̂ 4B 

第54次全体会议 

禁止攻击核设施 

MM攻击或威A&>攻击和平用途核设拖会妨害核能的发展， 

际厚子能机构大会1985年9月27日通过的0CaXIX)/444号决议， 

原子能机构大会1387年9月28BGCcrai〉/475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厍子 

ai机构大会表示， 

" 4 1 ^这样的事实,武装袭击植设*可ft造成玫射性释放,在受袭击的 

a家边界内外产生严重后果， 

"EJt禁止武装袭击可ft造成这种释故的核设拖的必要性和在这方面錄结 

一項S际ti^定的»迫性," 

1. ：iiL武装攻击或威Js^武装攻击一盧受保l*制度益察的运,中或建造中的核 



A/XhS/45/58 

Pace 13 

设施会造烕一种局势，使安全理事会必須根*《联合国宪章》规定立印釆取行动、 

包括第七章规定的 

2. M所有国家对任何国家B其受倮障制度益察的核设施遭受武装攻击而要 

求援助时随时准备按照国际法立即提供和平援助，并,吁所有国家遷守安全理事会 

根据《宪章》所釆取的任何有关攻击a的决定》 

3. i±参加截军谈判会议的国家克甩埂见，并便请所有31家提供合作,在最近 

的将来8滴解决这个问题， 

4. 13：所有尚未签约的H家加入为19*948月12B《B内瓦公约》"的1977年 

《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缘约a,并,吁该议定书的所有綠Mr国在可能召开一次外 

交会议的范88内考虑如何改善保护核设；*的現行制度， 

5. 各a根据相互利益已经以双边或区域方式采取了旨在便进保护核 

设施的建立信任措；*,其中照頭到每个区域的具体特征,并认识到其他ffl家也可能桝 

酌采取类似错拖， 

6. 所有SI家在审查本a军事政策时考虑到攻击核没她可能造成放射性释 

放的危险， 

7. 童秘书长就这个问题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叛告。 

1990年月4B 

第54次全体会议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卷,第970^973号。 

同上,第1125眷,第175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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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禁止倾弃放射性度枓 

jyt非洲拢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年5月19曰至23日在亚的渐亚贝巴举行的第 

5十八届常会于1988年5月25日通过的关于在非洲倾弃核度料和工业度料问題的(¥/ 

W59.1153(XLVm)号决议，" 

又铭记着非洲lit 一组织都长理事会1989年7月17曰至22曰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 

,i十届常会通过的CM/Res. 1225(L〉号决议," 

欢迎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第三十三届常会1989年9月29日通过的关于倾弃核崁 

«̂ 问题的GC(mni〉/Res/509号决议， 

考虑到其1969年12月16B第2802C(HUV〉号决议,其中要求截军委员会会议,除 

；ft外,审议管剩使用放射性战术的有效办法， 

JLM核度料的任何使用一这将构成放射性战争一的潜在危鲁及其所涉区域和 

工^安全特剁是发展中a家安全的问题， 

M促进大会第十届特別会议《最后文件》1第76ft的执行， 

_^JLM截军谈判会议1989年届会审议了倾宑故射性皮料问題， 

1^1989年12月15日第44/116R号决议，其中请截军谈判会议在向大会第四十五 

5会议提交的报告中列入目前有关该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的发展情况， 

1. ^_9«军谀判会议的根告中关于倾弃故射性庋料的部分,^ 

‧̀ EA/43/398,附件一。 

'SJ^44/e03，附件一。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五届会议,补编第27号》(A/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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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示严重关切核废料的任何使用将构成放射性战争,并将严重彩响到所有 

国家的安全， 

3. 所有国家采取遠当步廉，以防止侵犯各国主杈的任何倾弃核座科的傲 

法， 

4. 盅截军谈判会议在进行中的禁止放射性武#公约谈判中，继续考虑故意利 

用核度料的衰变所产生的辐射造威破坏，橫害或損伤的问题， 

5. 盘03际原子能机构继埃积极审议该问题,并加蒙设法在其主持下續结一项 

关于有效禁止任何倾弃故射性或核度料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以作为截军谈判 

会议内关于禁止这类度料的多边公约的补充， 

6. 截军谈判会议在向大会笫四十六届会议提交的擻告中列入目前有关该 

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的发展情况， 

7： ^将题为"禁止傾弃放射性度料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临 

时议程， 

1990年12月4日 

笫54次全体会议 

L 

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枓 
、 

i舍'. 

回JH其19T8年12月16日第33>91H号、1979年12月11B第34/87D号、1980年12月 

12EI第35/156H号，1981年12月9B第-/STG号、1982年12月13B第37/99E夸，1983 

年12月20日第38/188E号，1984年12月17B第39/151H哥、月12BS40/94G 

号、1986年12月3S第41/59L号，1987年11月30B第42/3»̂ 号、1988年12月7日第43 

/75K号和1989年12月15曰第44/116H号决.议,均请截军谈判会议在其执行大会第十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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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会U的《最后文件》1第三节所载《行动纲领》和进行題为"核武器的一切方 

面"《？卞的工作的适当阶S,5^&审议可予充分核查的停止和禁止生产核武5^和 

其他核*昨装置用裂变材ift的问題，并贿时将这項,议的进展情况通知大会， 

载军谈判会议1990年议程上列入了一个超为"核武*的一切方面"的項 

目，而其1990年会议的两期会议的工作方案都列有一个题为"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 

截军"6^,《目，a 

截军谈判会议中就这些埂目提出的提案和所作的发官,B 

k淨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并運步将库存材枓改造和转用于和平用途，将是 

停止和S转核军备竟赛的一个重*步《, 

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炸装置用裂变材料,是有助于防止核武審和 

其他核难4装置沪散的重要播*， 

笪《2谈判会议在其关于"核武器的一切方面"项目的工作的适当阶S ,继续 

审议可r充分核査的停止和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雕炸装置用裂变材料的问题, 

并?!时^这项审议的进展情况通知大会。 

1990年12月4日 

第54次全体会15[ 

同工.|?6!08段。 

K上."编第27号<A/45/27),第三节A和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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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区域截军:包括建立馆任的搶拖 

B顾其1969年12月15曰第44/116 S号，第44/116 U号和第44/117 B号决tt, 

^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1990年实廣性会议上通过的报告 

区域截军橹*对截减军备和裁军的全面进程能作出有效贡献， 

皿裁军只有在互敬为基础的体心，并g在磯保基于公正、团结和合作的更友 

好关系的气氛下才ft进行， 

ijk^在所有有关国家的主动和参与下，并考虑到各区域的特性而进行的区 

域截军橹*的重要和效力，这种槽*能够依照《《^合a宪章》的原则对全球的安全 

和A定作出貢献， 

^建立信任的II*对璃保这个进程顺利完成的重要性， 

漠意地注意到通过绪结有关和平.安全和合作的协定，以及执行19在加8政治， 

经济和军事合作领域的信任的a施,世界各地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为潜在的破坏性目的而消耗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背遂而Ifc,但是， 

特别在缔结区域截军协定之后截II军事开支可使社会经济两个领域都受其惠， 

1. 1皇区域裁军办法是全球努力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2. 蘆屋所有各国磯认在区域裁军谌议架构下来取釣建立信任的糟旅(无论是 

军事的或展非军事的〉的价1|, 

3. 童所有各B,在遣当论坛考虑到各有关区域的具体持性，对区域截军问題的 

审议,包括可能有助于区域截军问题的建立信任的橹*的寧议，作出赏献。 

同上,补编第42号(A/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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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分》给军事活动的资源用于民问 

保护环境的努力的可能性 

政It*一注意到裁军镢域的积极发展， 

^.，」&环*质量不断下降， 

igll与截军、社会和经济发展和环*保护有关的问題之间的相互关系， 

M工1989年12甩22日第44/228号决议决定于1992年举行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 

i f It军方面的进m有益于保护环*的努力， 

：^^？^气从近期或较长期的現点看来将目前分配给军事活动的资源用于民问保护 

环％的努:7 4^可能性， 

1. ，_衽书长运現有资源,在合格专家协助下,研究将目前分配给军事活动的 

专门知，7.技术、華冬设*和产iS等资源用以促进民问保护环境的努力的可能性， 

2. '《笪根据公开釣资料进行这項研究,并考虑到有关国家和国际研究报告和 

会 员 国 ？ 變 j | 意 为 研 究 供 的 其 他 资 料 ， 

3. i备国政4^1^餐书长合作，以期达成研究的目标, 

4. 书长将ft后报告提交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丼在提交最后根告前的这 

ft期问情况将有关研究结果提供给联合国环垅和发展会《筹备委R会。 

1990年12月4日 

第54次全体会i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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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以防卫为目的的安全概念和玫策 

化 

^各B在其S际关系中不得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31宗旨不 

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H家的领土宪養或政治独立的原则， 

有按照联合a的宗S和原«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jyt秘书长于1981年和1985年分別为了 it交关于截军和a际安全之间关系的 

研究振告-和安全概念研究根告,"而向大会提出的报告， 

Mik此后在截军和安全方面已出現了一些重大发展,产生了伋进军备管制和截 

军.结束区域冲突以及推动a与31间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新机会， 

IB与a间必须相互信任为出发点,减低谋解愈险、并使军事政治局势更为透 

明而可预测， 

正在进行的有关安全问题的a际对话，包括重斩探索共罔安全问题以及 

对不同区域的安全要求采取共闲方针的问题， 

歐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参加8就军事理论问题展开的意见交it, 

皿安全的概念和政策的目的应在于通过運渐减少和平衡武装郭队和军备数量 

来增进安全与拢定， 

iLi璃保所有国家现有的武装部队只是用来防止战争：或4和平受到威*,遭 

到破坏及出現'侵略行为时依《《联合B宪章》第七聿it行个別和集体自卫并'采取集 

体行动，而自卫能力要反映真正的防卫需要， 

《截罕和a际安全之问的关系》
（
联合国率版物,《MU编号,e.82.It.

4)
« 

《安全概念》（联合SlB版物，编号E.86.n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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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的具体治和安全IS要， 

1. 就以防卫为目的的安全概念和政策展开国际对话对促进实瓊截军和加 

S国际安全进程极为重要, 

2. 豊会fl国在双边一级,特剔是在区域一级,遠当时也在多边一缦，发起或加 

强关于以防卫为目的的安全概念和政策的对话， 

3. 盘秘书长在合格政府专家协助下，考虑到会员国的現点及其他有关资料,从 

事关于以防卫为目的的安全概念和政策的研究,提交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 

4. 决定将题为"以防卫为目的的安全概念和政策"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七 

届会议临时议程。 

1990年12月4 B 

次全体会议 

P 

区域截军 

i ^ ， 

皿国际社会崇i«5会面彻底裁军的理想受到人类期待真正和平和安全,消眛战 

争的危险和将节省的人力物力和其他资源用于和平用途的面有愿望的指导， 

±iL所有国家在其国际关系的行为中应樣守《联合国宪章》揭藥的宗&和原 

則， 

MM大会第十届特別会议已通过就全面彻底截军领域取得进展的主要指导方 

针1, 

^近年中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谈判在裁军方面取得莫正进展的前景. 

Ma建立信任措拖对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 

皿各国致力于促进区域裁军,同时考虑到每一区域的具体特性,和遵摊以最低 

级别军备使安全不受减损的厍則,会增进较小国家的安全，并由于减少了区域冲突的 

危险,从而有助于便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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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在截军谀判会议的架构内，并在联合a的体制下，需要作出持续努力， 

就養个系列錢军问題作出进展， 

2. Jlik全球和区域栽军办法是相賴相咸的，B此应《时推动全球和区域截军 

以促遊.区域和B际和平与安全， 

3. ±4各B尽可能錄结区域和次区域的核不扩散、藏军和建立信任槽亀的协 

定， 

4. iSL有些》家在区域和次区域采取关于截军、植不扩食和安全方面的主动 

行动' 

5. ： 在 便 进 区 域 和 次 区 域 建 立 信 任 推 拖 的 努 力 ， 以 期 缓 和 区 域 聚 

张局势，和进一步推动区域和次区域的裁军和不扩教播拖， 

6. M将题为"区域截军的項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 

1990年12月4日 

第54^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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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December 1990 

第四十五届会议 

议程項目57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45/J79〉通过） 

45/59.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別会《结论文件》 

A 

ijy:秘书长关于联合a截军研究金，练和咨询風务方案的报告，1 

其载于大会第十届特JM会议,W专门讨论截军的第一届特剔会议《最后文 

件》"第lOBS中关予设立裁军研究金方案的决定,及其栽于大会第十二 待剔会议, 

即专门讨论截军问题的第二届特剔会议《结论文件）"附件四内的各項决定,其中决 

定缘其仡事项外,继续举办研究金方案并从1983年起将^5^夾金名額由二十名增加到 

二十五名， 

tlitMIl研究金方案已调练了为数可現的政府官员，这*人ft是选自联合 

B系统内所代表的各地理区域，其中多数学员現在都担任负责本国或政府裁军事务 

的职务， 

90-36702 

联 合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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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顾其1982年12月13日第37/100 G号，1983年12月15日第38/73 C号，1984 

年12月12B第39/63 B号，1985年12月16日第40/151 H号，1986年12月3日第41/ 

fiO H号、1987年11月30日第42/39 I号，1988年12月7日第43/76 F号和1989年12月 

158第44/117 E号决议， 

又漢意地注意到研究金方案己照计划让B益增,的效府官员，特別是来自发展 

中国家的官A获得更多的截军方面的专门知识， 

皿在研究金方案下对会员E:t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协助形式，会增进它 

11'酌官员了解目前正在进行的双边和多边截军审议和谈判的能力， 

1. 直垔大会第十二届特別会议《结论文传》附件四中的各项决定和1978年12 

, 1 4日第号决议核可的秘书长报告, 4 

2. 表示赞赏芬兰、德12, B本、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 

^众a政府邀请1990年度学研究截军领域的某些活动,从而对研究金方案全面目 

实现作出贡 

3. ^^秘书长在研究金方案范11内于1989年4月在拉各期举办了一次非洲 

*g裁军讲习会，并注意到目前正为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筹备一次类似的裁军讲习会， 

哭于1991年初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 

4. jy^秘书长推动研究金方案鍾续执行的努力， 

5. 盘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ffl内继续执行研究金方案并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 

楚iB叛告。 

" 1990年12月4 B 

第54次全体会议 



A/8ES/45/S9 

P鳳ge 3 

B 

《禁止使用植武器公约》 

武器的存在和使用构烕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威勝， 

Mii核军备竟赛加强了使用核武器的危险， 

AM核截军是防止使用核武器的唯一最后保证， 

51^|:禁止使用或戚胁使用核武器的多边协议将加强国际安全并有助于創造导 

敎彻底消除核武器的谈判气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和美利坚合众国S方最近采取的关于截减 

核武器和改善东西关系和E际气氛的步*有助于达烕这项目标， 

1M大会第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笫58S指出，所有国家应积极参与在各 

国问国际关系中创造条件的努力，以便就一项国际事务中各国和平行为守则达成协 

^^从而排除核武器的使用或威胁使用， 

直垔如其1961年11月24日第1653(XVI〉号，1978年12月14B第33/71 B号，1979 

年12月11日第34/83 G号，1980年12月12B第35/152 D号和1981年12月9B第36/92 

I号等决议所宜称,使用核武S是违反《联合国宪聿》的行为，也是对人类的一种罪 

行， 

iftt^地注意到钹军谈判会议未能在1990年会议期间以±会1989年12月15B«44 

/117 C号决议所附案文作为基础进行谈判，以期就一项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或威 

胁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达成协议， 

1. .11^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优先事项，以本决议所附《禁止使用核武g公 

约》覃案作为基fit,着手逬行谈判，以便就一項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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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的国际公约达成协议| 

2.并请教军谈判会议就这些谈判结果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1990年12月4 B 

第54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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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禁止便用核武器公约》辈窠 

本公约各錄约a, 

2ti核武器的存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皿核武II的任诃使用都构成违反《联合a宪章》的行为，并构烕对人类的一 

种罪行， 

皿本公约将是朝向彻底消除核武器从而导教严格有效国际益督下全面彻底截 

军的一个步驟， 

M为了达成此一目标继续进行谈判， 

兹协议如下： 

第II： 

本公约各錄约国庄严承诺,在任何情况下不使用或威*(^使用核武器。 

第2条 

本公约应元限期有效。 

第3条 " 

1.本公约应开放给所有国家签字。在本公fIJ按照本条第3歉生效前尚未签字 

的任何国家,可fiS时加入本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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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约应经各签字国批准。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3. 本公约应在二十五国政府,包括五个核武器囿家的政府按照本条li2款交存 

批准书后开始生效。 

4. 对于在本公约生效后交存批难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本公约应在它们交存批 

准或加入书之日起生效。 

5. 保存者应将每一签字的日期.每一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B期和本公约的 

生效B期，以及在收到其他通知时，立即通知所有签字国和加入国。 

6. 本公约应由保存者按《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于以S记。 

第4条 

本公约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本公约应交存联合S秘书长，并由他将本公约经正式核证的酮本分送签字国和加入 

国政府《. 

为it ，下列$署人,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于一九 年 月 日在 

开故签字的本公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C 

世界 t军运动 " 

，-1982年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即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决定 

发起世界裁S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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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耀其关于这个主題的各項决议，包括1989年12月15B笫44/117A号决议， 

审査了秘书长1990年10月15曰关于世界裁军运动进行情况的报告a和1990年10 

月2曰截军研究咨询委fi会有关世界裁军运动进行情况的裁军事项的报告`以及 

1990年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第八次截军运动认捐会议最后文件,T 

勢赏地注倉到会员EB已肉世界截军运动提供的捐款， 

1. ^秘书长1990年10月15日关于世界截军运动的报告及其成就与不足的评 

价， 

2. iiji秘书长力求有效地使用使可动用的资源，尽可能广泛地向当逸官员、 

斩闻界、非政府组织、教宵界和研究机构传播关于军备R制和截军的新闻，并进行 

活跃的讨论会和会议方案，-

3.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B各地新W中心和各区域截军中心对截军努力所作贡 

«1, 

4. g世界裁军运动作为一项全球宜传方案应进一步集中力量于： 

(a) 实事求是地.均銜地，客现地告知、教宵和引起公众了解军备限制和截 

军领域的多边行动的重要性和文持这种多边行动，包括联合a和截军谏判会 

(b) 促进公共部门与公众利益团体及组织之间无码地将悉各种思想和交流关 

于各种思想的资料，提供独立的、均衡的、实事求是的资料来源，并考虑到各种看 

法，以有助于进一步进行关于军备R割、裁军和安全的明达的辩论， 

(C)组织会议，促进政府与非政府都门间和政府专家与其他专家间的意见和资 

料交流，以利存求共闳的立足点， 

5. 蘆全体会员 a捐助世界截军运动信托基金，" 

6. 大会第四十六S会议期问应举行联合a第九次世界截军运动认捐会 

议，并希S届时所有尚未窒布任何自愿捐款的会员国都铭记第三个截军十年的自标 

和瑰保其取得烕功的必要性，从而宜布提供自愿捐款： 

7. 笪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一份叙述联合国系统于1991年执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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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军运珐话动方案的精况和联合51系$&设想的1992年活动方案的报告， 

8. M i将超为"世界截军运动"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 

1990年12月4日 

第54次全体会议 

D 

冻结核武器 

MM;在1978年大会笫十届特別会议'"即第"^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別会议通 

—、的并!£1982年大会第十二届特剁会议"即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剁会议一 

5定于重申的《最后文件》中，大会对核武器的存在和军事竟赛的持续对人类 

5_存本身新造成的威脉深表关切， 

皿在这个妆时代只有实現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截军方能获搏持久的世 

， M ^ 

M导教E际安全局势获得玫鲁的新趁势， 

追切需要进一步进行谈判以大：i削械現有植武S的数i和限制其质i, 

lyi核武器冻结虽然本身并非目的所在，但将是最有效的步樣，可以防止在进行 

i5*〗期闻現有核武g的继续增加和廣i改进,同时它将为截减并最后销效椬武器的 

S i造有利环境， 

SEM对于冻结导S的各项工作可以有效地加以核査， 

4^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S停止生产用于核武g的离浓缩钍，并开始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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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武器级钚的反应堆， 

ij[为关切地注意到迄今所有核武器g家尚未响应冻结核武器问題的各项有关决 

议中的,吁，釆取任何集体行动， 

1. Jli|^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BD联璽和美利坚合众E这两个主要核武器ffl 

家达成协议,立即冻结核武器,这项冻结范ffl特别包括同时全面停止进一步生产核武 

器并宪全停止生产用于制造武器的裂变材料， 

2. 所有核武gffl家通过一項联合声明商定全面冻结核武其结构和范 

11如下： 

(a) 它将包括-

H全面禁止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试拴， 

«宪全停止核武晷及其运载工具的1W造， 

〇禁止一切进一步部署核武器及其运栽工具， 

»宪全停止生产用于制造武器的裂变材料， 

(b) 这项冻结须受适当和有效的牲査推施和程序的管«, 

3. jft^^核武器ffl家在第四十六届会议召开之前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 

会共同或单独提交报告， 

4. _^将題为"冻结核武器"的項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1990年12月4 B 

第54次全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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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联合g和平与裁军非i#|区鍵中心,联合Hi和平与截军 

亚和太平洋区域中心以及联合国和平.截军和发展 

钕TJliW和加勒区域中心 

皿其关于联合E和平与截军非洲区域中心的1985年12月16曰第40/151 G号、 

1986年12月3日第41/60 D号、1987年11月30日第42/39 J号和1988年12月7日第43/ 

76 D号决议，关于'联合a和平、截军与发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中心的1986年12 

月3曰第41/60 J号，1987年11月30日第42/39 K号和1988年12月7日第43/76 H号决 

关于联合国和平与截*亚洲区域中心的1987年11月30日第42/39 D号和1988年12 

月7曰第43/76 G号决议，以及关于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眹合国和平与截 

军亚洲和大平洋区域中心和联合国和平、截军和发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中心的 

1989年12月15日第44/U7F号决议， 

重申其关于区域裁军的1982年12月13日第37八00F号、1983年12月15日第38/ 

73J号、1984年12月12日第39/63F号、1985年12月12日第40/94A号、1986年12月3B 

第41/59M号、1987年11月30日第42/39E号和1989年12月15曰第44八17B号决议， 

^^1989年9月4日至7B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九欢不结璽国家的a家和政 

廚首脑会议的《最后文件》"，特剁注意到国家和政府首脑对联合国在非洲、亚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区域中心活动的重枧， 

皿柬 g各区域的会员国为了促进互相信任和安全而共同议定的主张和活动, 

以及执行和调世界裁军运动的区域活动，将会鼓励和促进这些区域踺立信任、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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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廳ge n 

制军备和截军的有效橹施的建立， 

表示谢对三区域中心的信托基金作了捐款的会员国、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 

织， 

Mi三区域中心自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以来所做的工作，大大地促进了各该区 

域内各a的诔解和合作，从而加强了委派给每个区域中心的和平、截军和发展領域 

的作用， 

liyt必须各中心提供财政秣定，以便利其规划工作， 

醬赏地注意到!i6书长关于三个区域中心的报告`注意到!书长尽力提供了必要 

的行政支助，便三区域中心能*有效地运作， 

1. 蘆屋三区域中心继续努力促进各该区域各国之间的合作，以期对执行和协 

调世界裁军运动下的区域活动作出贡«1,并布助制订建立信任、限制军备和截军的 

有效ti施， 

2. f i 秘 书 长 为 了 IS助三区域中心所作的一切努力,请他继续给予它们的活 

动一切必要的支助,特別是致力于全面执行第44/117F号决议的各项规定， 

3. 再次吁请各会员12和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作ib志愿捐款,使三区域中 

心的业务活动能够更有效地进行， 

-4. At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1990年12月4 B 

第54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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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6/e04„ 

' 第 号 决 议 。 

，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特别会议,附件
》
，议程项目9至13,A/S^12/32 

号文件。 

• A/33/305„ 

' A/45/555和Corr.l。 

• A/45/498» 

T VOONT. 155/1 o 

• A/W561-S/2PSrO,附件。 

"A/45/573o 



^ 厶 
^ 口 

大 会 

DIatr. 

GENERAL 

A/RES/45/eO 

16 Deceaber 1990 

第四十五届会议 

议程項目58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0/45/780〉通过〕 

45/60.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其对SI际安全的影响 

IS在其第十届特别会议,即第一届专门讨论载军问题的特別会议,大会一致a 

调在截军进程中，质i和数量的拊*都极为重要， 

iLSiy^技术进展可应用于军事目的,从而导致更尖端的武器和新的武器 

系统, 

Mik科学和技术发展既可用于军事目的也可用于民用目的,应当维持和鼓II用 

于民用目的的科技进展， 

las际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1调需要密切注意可能对安全环铢和对军 

备限制和截军进程造成不良影响的科技发展并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引导到有用的目 

标上， 

131988年12月7日第43/77A号决议所载的提议不影响为和平目的而进行的斩 

究和发展工作， 

90-35902 



P " e 2 

^4^1990年4月16日至19日在日本仙台举行的科学和技术的斩趋势,对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彩响联合国会议的结果1,并在这方面认识到科学界与政治界必须进行合 

作,以应付技术改变所肇来的复杂影响， 

1. 秘书长題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彩响"的报告2 

2. 宪 全 聿 

(a) H际社会必烦能*更好地知悉技术变化的性质和方向，而 

(b) 联合国在这方面可起促进作用和作为思想交流的场所， 

3. 瘦秘书长鍵续注意科技新的发展，以便对新兴的"斩技术"作出评价,特别 

是根《其报告中所踺议的准则向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提出技术评价的纲要， 

4. 将超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其对S际安全的彩响"的项目列入第四 

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 

1990年12月4日 

第54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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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D i s t r 
GEKERM 

A/RES/45/61 
17 D«ceaber 1990 

第四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59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45/781)通过) 

45/61.科学和技术促进裁军 

大会， 

皿科学和技术对解决人类的各种问超，尤其是对促进其社会和经济发展，能够 

有极大的帮助， 

国际社会关切将科技成就应用于与裁军有关的方面， 

M科学和技术的逬步可用于帮助执行军备控制和裁军协议无其是在核查缔约 

各方是否遵守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和武器处理方面， 

2^迄今在这个领域进行的有关国际活动， 

^^需要加8国际合作，以期利用科技成就来促进与裁军有关的目的,特别是 

在杈查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是否获得遵守、应用技术来改逬核査方法以及武器处理 

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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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在日本仙台举行的科学和技术的斩趋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彩响的联合S会议和1990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转化裁减军备时期的经济调整的联 

合国会议有助于促进这个领域的31际合作， 

1. Mi利用科技成就来促进与截军有关的目的的E家和国际活动； 

2. 4^会员a及有关政府问组织加g和扩大这种活动并fit时通知联合E这个 

领域的逬展情况； 

3. i所有会员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在这个领域建立国际合作，以期利,科技成 

就来促进与教军有关的目的，特剁是在核査締约各方是否遵守军备控制和裁军协 

定、用技术来改进核査手段和武器处理方面； 

4. g联合国充分注意收集和散发有关这些颁域的科技发展资枓； 

5. ^将题为"科学和技术促进裁军"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临时 

议程。 

1990年12月4日 

第54次全体会议 



^ 口 

大 会 

D i s t r 

GENERAL 

A/RES/45/62 

19 Ueceaber 1990 

第四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60 

大会决i义 

(裉捃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45/782)通过） 

45/62.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通过的3^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A 

直布199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 

A i l , 

MM其1980年12月3日第35/46号决议，其中宜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截军十年， 

^IM其1979年12月11日第34/75号决议，其中贵成裁军审议委员会拟订题为 

"直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决议萆案，并提交大会笫三十五届会议审议 

通过， 

g其第35/46号决议宜布的第二个裁军十年即将结;， 

其1988年12月7B第43/78 L号决议，其中决定宜布1990年代为第三个截军 

十年， 

90-36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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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频其1，年12月15日第44/119 H号决议，其中责烕敎军审议委员伞于其 

1990年实质性会谈上完威拟订題为"笪布1990年代为苐=个戰年T年"的决议辈案 

的工作，并将其提交i:会笫四十五虽会议审议通过， 

i j t l联合 g对实现截军负有贵任， 

^^苏维埃钍会主义共和 S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限制军备谈判和裁军 

谈判取得的进展，IffE^关系上其他一般性的最近正面发展以及其对实现全球和平 

与安全所产生的妖椴彩咱， 

^保持 g詹饑军遴程的势头， 

皿第三个義军十年将加速裁军逬程， 

1. MJLii^截军审议委员会在其1990年会议所傲的工作，委员会在该届会 

议上顺利宪成了一項《重布199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宣言》革案;1 

2. 本决铽附件所载歡军审议委员会通过的《宜布199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 

十年直言》； 

3. 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 

4. ！i，所有理家支持"十年"的各项自标,并参与《第三个教军十年直言》 

所制订的各項活钕； 

5. 盘!^书长'視需要tt时就《宜布1990年代为第三个截军十年直言》的执行逬 

度向大会提出报告。 

一 ia|0¥j2j4_B 

" 第54次全体会议 

《大会王式id录，第四十五S会议，补编第42号》（A/45/42).第35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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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官右1990年化为三小裁军十年宣言 

1. 本《直布1990年代为第三个截军十年直官》是向璺个国际社会直布,表达 

人民对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希2和愿望。 

2. 经过一段紧张局势加剔的时期后，在1980年代后期，许多国家处理彼此之问 

关系的方式有显著改善。尽管出現了这种有利的趦势，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各项具体 

目标仍未芫全实现。 

3. 在这个B益相互依輕的世界，国际社会有必要促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我们 

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我们对实現裁军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營遍关切。国际 

社会今天面临巨大的挑战。E此，要解决这些困雉和镨综复杂的问題,各国必须拿出 

政治决心，进行对话和谈判，從进国际合作，包括釆取旨在缓和各国紧张局势和军事 

对抗危险的建立信任措施，同时要考虑到有关区域的具体情况。另外还需要确认,截 

军，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环境保护问題之问有深切的相互关系。 

4. 国际社会的共同立场是，坚决谋求裁军并进行实现真正和平与安全所需要 

的其他工,，决心在1990年代取得进展。作为国际社会的成虽，我们确定了下到共同 

目标-。t核领域，我们必须继续紫急谋求早曰裁减和最终消«^核武并为全面核禁 

试而进行工作。为了实現不扩傲目标的一切方面,鼓励所有国家尽一切努力，进一步 

加S不扩散制度，并采取其他措施以防止核武扩散。a际社会的目的应当是根据 

议定的适当国际保陣制度无歧視地促进和卒利用核能的合作。防止外空军备竟赛仍 

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重要领域。许多国家还看到需要审议军方面建立信任的播施 

和截军问題。在常规武器领域,我们必须谋求裁减世界各地的武S和军队，先其是军 

备密度最离的地区。在这方面，我们迫切谋求Bli«结来关于欧洲常规力i的谈判。 

我;,：:要继续审议武器转让的一切方面。在化学武S领域,我们必须为早B締结关于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一切化学武器和关于销毀化学武S的公约而努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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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呼吁必须严格遷守192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签订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室息 

性、毒231其他气体和细豳作战方珐的议定书。"为向前再迈进，必须促进一切有关 

军事情.尺力公开性和透明性，促进核査的范围和技术、il^逬科学和技木用于和平目 

的和审V.对安全的非军事威J^。赓有其他在质i和数量上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t 

其是核S备竟赛的fi议，都雔得仔细审议。这些佴议包括按iS有关区蜮各国自由达 

成的安？iJ|立无核武器区，和桉照2域有关国家自由界定和决定的适当条件建立和 

平区。《谋求实现上述目标方面，国际社会碗认拥有最大军事武库的国家负有特剔 

责任。遴::i截军胰出的资可用于從进平衡的世界发展。这些目标应列入将在适当 

时侯宪成的绛合截军方案。 

5. 联合国将继续促逬截？方面的多边合作，这种多边合作同双边和区域夯力 

可以相辆,成，以实現联会.S的宗g和原则。国际社会可邇过联合国进一步促进截 

军，其方:£是加S联合国在这方面已取得的成續，例如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大会第 

十岳特务.会议《最后文佴》 (第S~l《)/2号决议）。 

6. 国际社会璃认，了解情况的公众可推动关于截军问題进行踺设性和現实的 

对话，在《军进程中起积极作用。在这方面，举办世界裁军直传和庆視截军周将继续 

起有益6：化用。国际社会确认非政府组织起着宝贵的作用，这反映了在处理全球和 

平与安全-1題上日益增进的了解和决心。国际社会还支持妇女更多地参与为持久和 

平創遴条件。 

7. 在世界迈向二十一世纪时，后代的人显然需要对地球上生命的相互依耧有 

更多的4:-卫和了解。关于国际和寻与安全问题的教育将Igjf根本作用,可使每一个 

人都认识到他或她作为S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成员所起的作用。 

a~国际联Jfi,《条约汇编第it十四卷(1929年)，第21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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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截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 

审议了截军审议委员会的年度报告,2 

IL^M对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即第一届,门讨论截军〖可題的特射会议的《最 

后文件》3内所载各项有关建议和决定采取有效后续行动的重要性，. 

大会第十二届特別会议即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甩的特别会议的《结论 

文传》4的有关章节， 

ILl_^大会第十五g特剔会议即第三届专门讨论截军 I可题的特荆会议期何广 

泛表示的各种观点， 

要求截军审议委员会在审査和提出关于截军领坆各項題的建议和在ill 

进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有关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和‧£所应作出的贡献， 

回顾其1978年12月14日笫33/71H号.1979年12月11B S34,/83H号，1980年12月 

12日第35/152F号、1981年12月9B第36/92B号、1982年12甩9&第37/78H号、1983 

年12月20日第38/183E号，1984年12月17日第39/148R号、1985年12月16日笫40/ 

152F号，1986年12月4日第41/86E号，19S7年11月30日第42/42G号，1S68年12月7B 

笫43/78A号和1989年12月15 B第44/119C号决议， 

1. ^ ^截军审议委员会的年度报告， 

2. —赞霣了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掇的項 g之外，截军审议委 B会 

已经f§朿对其议程上所有实质性項目的审议； -

《大会正式记录，第匹十五§会《.补编第42号》（A/45/42)'。 

第S-10/2号决i义C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特§'】会议，附件》，^^程«&4«3^^.'5"121'32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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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_鱼军审ijl委£.会Si协商一敎方式通过对下列i义題的具体建议：（a)南 

非的核能力，<fri)联合還在裁军领域所起的作用，（c〉常规截军和(d)笪布 

193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堇言萆案； 

4. 齦军审议委员会主席就海军军备和截罕的项目提出的报告中所栽的 

结论和建议"已获所有与fttfe"商的人士的核可； 

5. 对军备楚赛特剁是核军备竟*及核裁军的各个方面和关于核裁军 

和常規敎军谈判6^—鷇办法》^项si!出的具体建议未能达成协商一 It意见, 

6. 1匯我军审议娄爵会作为眹合国多边裁军机构内专门从事审议的机关，能 

对具体Ife军问題避行深入审W ，从而提出对这些问題的具体)!议； 

7. _^栽萆审议要员会^裉据截军问题的有关议程进行工作，使截军审议委 

&会能依照第号决 i t集中力量；^而取得对各项具体问超的最大进展， 

8. 满意边注意到羞军审^委员会在其1990年的实质性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 

通 过 了 一 套 " 加 籙 裁 军 审 会 执 行 职 责 的 途 径 和 方 法 " ； 

9. 截覃审《委廣会搌据大会笫十届特剁会议《最后文件》第118段中为 

委员会规定的任务种按夏笫33778H号决议第3段继续工作，并为此目的，考虑到通过 

的-加强裁军审委员会执行取责的途径和方法"，作出一切努力,就其议程项目提 

at具体建议， 

10. ^我军,议委会在协商之后，在其 1 9 9 0年组织会议上通过下列实廣性 

項習，并把它们55入委员会1991年会议的工作议程， 

(1) II于军事慘况4^客现情报； 

(2>圔际和平与安全范畴中目的为消除核武器核裁军逬程， 

(3) 全球安全It理内的区域裁军方法， 

(
4) #4学4b技隶在S际安全、截军及其它相关领域的作用； 

"《同上，第E十玉搔会议，补鳊第42号》（A/45/42),第33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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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又要求截军审议委员会1991年的会期不超过四星期，并向大会第四十六岳 

会议提出一份实廣性报告： 

12. 盘秘书长向裁军审议委员会转交截军谈判会议的年度报告、乂及大会第四 

十五届会议有关截军的所有正式记录，并向委fi会提供它为执行本决议所需的一切 

协助I 

13. it秘书长向截军审议委员会及其附爲机关充分提供各正式语文的口译和 

笔译设施,并作为优先事项，为此调拨一切必要的资源和甩务； 

14. 决定将题为-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拫告-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 

议程。 

1990年12月4 B 
笫54次全体会议 

C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及防止核战争 

大会, 

M:核截军谈判同所有国家休威相关，B为核武器的存在同桿危及核武器国家 

和无核武家的重大安全利益， 

其1989年12月15日第44/119E号决议， 

国际社会邇过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即第一届专门讨论截军问題的特别 

舍议的《最后文件》3同意，核军备竟赛非但无助于加强各国安全，反而增加雕发核 

战争的危险， 

《同上，第四寸五届会i义，补编笫27号》"/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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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989年9月4日至7B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九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和政 

/^T脑会议重申，核截军是所有国家应当参与的进程，并欢迎其看法,认为通iiII个 

匡^社会的共同努力可以加快正在进行中的截军进程并扩大其范ffi,T 

±^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拥有最重要核武库的 a家对实现核截军目标的 

€ +负有特剔贵任， 

AEi!防止核战争和减少核战争危险是敌关世界上所有人民重大利益的最离优 

先事项， 

欣慰地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a和美利坚合众g继续确认核战争中没 

有1.家,也决不应发动， 

皿it防止核战争和减少核战争危险同停止核军备竟*和核截军有着不可分割 

frt!^系，并最终应当在其相互关系中把它们看作是全面彻底裁军进程的基本组成部 

应当寻求一切途径，确保在这两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取将进展，并i5R信迫切 

雷？采取建设性的多边行动来补充和加强王在进行的双边逬程， 

1. 直豈关于核问题的多边和双边谈判是相辅相烕的； 

2. 应加紫努力，以便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別会议的《最后文件》笫50ft的 

？开展多边谀判, 

3. ：甚于这个事项的重要性，B此同样有必要制订适当步驟以加快采取防 

止5战争的有效行动， 

4. ：*截军谈判会议在其1991年的会议开始时设立关于停止核军备和核截军的 

特X委员会和关于防止核战争的特设委员会，并授以充分，、权,以便就裁军谈判会议 

歹最能從逬这两个迫切事项的进展问题进行按部就班的实际分祈； 

A/44/551-S/20870,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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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并请截军谈判会议就其对这些题目的审议情况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 

报告， 

6. _ ^将題为"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截军"和"防止核战争"的项目列入大 

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1990年12月4日 
第54次全体会议 

D 

截军谈判会议的拫告 

大会， 

回顾其1979年12月11日第34/83B号、1980年12月12日第35/152J号、1981年12 

月9曰第36/92 F号、1982年12月9B第37/78 G号、1983年12月20日第38/1831 

号、1984年12月17B第39/148K号、1985年12月16日第40/152M号、1986年12月4日 

笫41/86M号、1987年11月30 B第42/42L号，1988年12月7日第43/78M号和1989年12 

月， 15B第44/119D号决议， 

MX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截军谈判会议作为截军问題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应在各项优先截军问超 

的实廣性谈判方面起主要作用， 

表示恍憎裁军谈判会议在1990年未能就其议程上的各项核问題开始进行谈判， 

11截军谈判会议在截军一些重要领域目前正积极0的愤况下，能够就其审 

议多年而且又是联合国定为最离优先和最迫切事項的截军问題达成具体协议， 

iLi目前的国际气氛比以往55追切需要向各级的裁军谈判提供新的推动力，并 

在最近的将来取得真正的进展. 

« . S地法截军谈判会议报告中有关改进本会议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牟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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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有关希望其工作的所有方面继续取得进展， 

1. 截军谈判会议作为S际社会唯一多边截军谈判论坛的作用； 

2. ^ ^在制订一項关于全面有效禁止一切化字武器的发展，生产，储存和 

使用以及这些化学武 g的公约革案的谈判工作方面的进展，并促请截军谈判会 

U加紧工作，以期尽快宪成有关这一公约单案的谈判， 

3. 重斩设立了关于禁止核试验的特设委员会， 

4. ：t裁军谈判会议加紧工作.在作为最适当机构的各特设委员会的范围内，更 

加认真地通过实质性谈判来展行其职责，并按ffi大会第十届特剔会议《最后文佴》3 

第三节所列《行动纲领》，就其议程上有关裁军的特定忧先问题，釆取具体措施； 

5. 裁军谈判会议按照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所规定的裁军谈判会 

议的基本职贵，给于各特设委员会就所有议程项目进行谈判的职权； 

6. 笪*军谈判会议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其工作报告； 

7. M将題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的项目列入大会笫四十六届会议临时 

议程。 

1990年12月4日 

第54次全体会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五届会议，补编第27号》（A/45/27), »16-1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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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锌合截军方案 

tk， 

回顾其1969年12月16日第2602E(XXIV)号决议，其中直布1970年代为截军十年， 

并特剁请当时的截军委员会会议拟订"一項综合性方案，处理停止军备竟*及在有 

效E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问題的所有各方面，以便为该会提供指导方针用以 

计划其进一步工作与谈判的途径"， 

又回顾其1980年12月3日第35/46号决i义，其中通过《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 

军十年直言》，该窒言特剔要求最迫切地制订^合裁军方案， 

还Eg其1989年12月15日第44Z119A号决议，其中大会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在1991 

年会议开始时考虑恢复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以便鱗决悬而未决的问題， 

完成纤合裁军方案的拟定工作， 

JLU:载军谈判会议的报告其中栽有一项协议的部分，该协议议定应在1991年 

会议一开始便审议关于练合裁军方案的组织纲领，就象其他议程项目的组织纲领的 

审议一样` 

合截军方案特设委员会在其1989年报告中作出的结论，大意说，"它应该 

在最近的将来，当情况有利于在这方面作出进展的时侯恢复工作，以便解决而未决 

的问题-1。， 

‧《同上》，第三.H部分，第133K。 

同上，《第四十四岳会议，补编第:?7号》（A/44,/27〉，第lOOG (引文第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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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目前东西关采酌改善给重新努力拟订练合截军方案提供一个适当的图 

景， 

完成综合栽军方案的拟订工作将成为对第三个敎军十年和对眹合国在 

截军领域的作用的一墁重饔贡歉， 

1. i教军谈判会议在其1991年会议一开始时再度设立练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 

会： 

2. ^锌合截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继续其工作，在已绿达成协议文本的基础上 

展开工作，以«解决悬ffi来决的问題和从而结束有关的谈判； 

3. ^ 将超为合裁军方案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第 5 4 k ¥ S ^ " 

F 

制订适当类型的建立信任掊施指导方针的执行情:兄 

亘1988玍12月
7
 E来经表决邇过的第43〃8H号决仏 

i _ ^ ^该决议核可的制关于适当类型的踺立信任搢施以及在全球或区域范 

ffl执行这*棺施的指导方樹," 

，举义书长鞔会员B叛告的关于执行信任措施的经验提出的报告,12 

it立信ft是一种与时转栘的动态过程，因此根据取得的经15逬行中期评 

价极具价值. 

同上，《51 ：；十五S特^会议，补编苐3号》（A/S>15, 3)，第4Uh引文第6&)。 

A/45'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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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意地注意到有些区坡i义定并执行的具体建立信任措施取得令人鼓舞的结果， 

在政治紧张和处于危机之时特别S要建立倌任搢施以及踺立信任措施 

在防止这种愤况发生方面的潜力， 

^MJt在区域范ffi进行的建立倌任播施有助于促进全球安全， 

^LAli各种建立信任指施先其在整体的tt况下进行的建立体任憎施有助于达烕 

以合作和公开为基础的安全结构， 

M在执行1986年在斯德哥尔摩通过的建立倌任和安全拌拖方面取得进展的实 

例，这项进展有助于使欧洲建立更加我.定的关系.增进安全，并减少军事冲突的危 

险， 

£111某些区域的特殊情况会彩响到在这些区域可行的建立倌任攢施的性质， 

1. g所有面家本着主动精神并在有关区域内各国的同意下执行指导方针, 

同时充分考虑到区域内的具体政治，军事和其他情况， 

2. £^已经开始执行建立信任措施的所有国家逬一步落实这项工作和加S 

这项过程； 

3. ！Li所有国家在其a际关系上,包括双边，区域和全球谈判中，而光其在政 

治紧张和处于危机之时，考虑最广泛地使用建立信任播施， 

4. 直秘书长继续从所有会员国收集有关资料； 

5. it所有未向秘书长提交振告的国家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6. ：M将題为"制订适当类型的建立倌任推绝的指导方针的执行情况"的项 

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 

1990年12月4日 

第54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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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联合国栽军砑究所成立十用年 

困顾其1979年12月11B笫34/83M号决议,其中请秘书长根据他的报 

告"的踺议,设立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Jt^其198«年12月17 8笫39/148H号决iJU其中核可《联合国截军研究所章種》， 

再度逸请各面政府考虑向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提供自愿捐助，并请衽书长继续向联合 

国截军研究所後供行政支助及其他文助， 

A f J i其 1 被年11月308第42/42J号决议,其中赞赏地注意到裁军砑究咨询委 

员会的报告"，并注意到联合S截军研究所的成立为裁军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机 

会， 

^^iJ[19«9年9月4日至7B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九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和玫 

府首fiS会议《^有关国际安全和截军的《最后文件》7赞扬联合国截军研究所进行的 

研究工作.并S调有必要邇过联合国经常预算和自愿认捐提供有保咪的財政支助,从 

而确保该所約翁久活力， 

_^国!^社会有必要获搏独立深入的裁军研究,特别是关于正在出現的问題和 

关于可预期《r鐡军结果的研究， 

在 这 方 面 裁 军 的 经 济 方 面 研 究 的 重 要 性 ， 

A/34/589„ 

.V42/30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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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査了联合国截军硏究所主任的年度报告"和截军事项咨委员会以研究所董事 

会资格提出的报告"。 

1. 注意到联合B截军研究所成立十用年， 

2. 璃认研究所执行其《章程》規定的职责，工作曰益重要，成果11良》 

3. ：t$_深信研究所须继续进行截军方面问题的独立研究，,缀更加激励，,逬 

行专題研究或需要离度专门知识的研究， 

4. ^全体会员国以及公私营机构考虑向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提供捐助，璣保 

其持久活力并实現大会1989年12月21日第44/201B号决议第四节中订定6^各项目标； 

5. M继续使用《联合国截军砑究所章程》， 

6. 瘦联合E截军研究所主ft和截军事项咨询委员会继续氣联会S`裁军研究所 

进行的活动向大会提出年度报告； 

-7.鲨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在独立专家协助下编写关于我军的经济方面的研jSt摄 

告，并通过秘书长提交大会第四十七 S会议而这一研究项費甩由轿合 a经常预 

算和自愿捐歉分械。 

1990年12月4 g 

第54次全体会议 

A/45/392,附件一。 

同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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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EAL 

A/RES/45/83 

14 Deceaber 1990 

第四十五届会 

议程項S62 

大会决议 

(根擔第一委R会的摄告(A/45/784)通过） 

45/63以色列的核军备 

A i l . 

^其以往关于以色列的核军备的各項决议，最近一项为1989年12月15日第44/ 

121号决议， 

皿其1989年12月15 B第44/108号决议，其中«t其他外,畔吁在建立中东无核武 

器区之前,将该区域所有核设施置于B际原子能机构保陣«度之下， 

安全理事会1981年6月19B第487(1981)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安理会聚 

急要求以色列将其一切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保障<W度之下， 

Mil唯有以色列被安全理事会特剁要求将其核设拖置于原子能机构保*剩度 

之下， 

严重关切地注意Ij,虽大会.安全理事会和81际原子能机构一再呼吁，以色列 

仍坚持拒绝承《不制造或取搏核武畧， 

^ftHH际厚子能机构大会1990年9月21B通过的0C(miV)/RES/526号决iSt, 

iMl989年9月4日至7B在贝尔格菜德举行的第九次，不结盟III家的H家和政府 

H"缠会iX通过的关于国际安全和截军的最后文件,I其中第12ft遭责以色列缠续发展 

其核军事方案和大规棋》灭性武器,并拒绝执行联合国和国际*子能机构关于这个 

问題的各项决议， 

£V44/55/-S/2W70,附件。 

90-35908 

联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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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继续在生产、研1W和取得核武器的消患，以及以色列在地中海 

试验其运载系统,从而戚JK!^到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以色到研制和取得核武器以及以色列同南非勾结研制核武II及其运载系 

统危及a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后果， 

l^Mii:垃以色列未承诺不攻击或不威胁攻击保障制度下的核设施， 

1. J L ^ ^以色列拒绝放弃拥有任何核武器； 

2. 以色列同南非在军事领域的合作； 

3. «切关注关于以色列继续生产、研制和取得核武器和试辁这种武器的运歉 

系统的消患： 

4. if_以色列应立即遵守安全理事会第487 (1981〉号决iJU其中安理会其他 

事项外，要求以色列将其一切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杌构的保障制度之下，而且不得 

攻击或威胁攻击核设施， 

5. 所有尚未停止在核领域与以色列合作或向其提供援助的国家和组织侉 

止这样傲，以免提离其核武器能力； 

6. 鲨S际原子能机构通知秘书长有关以色列将其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保障 

制度之下所可能采取的任何步驟， 

7. 直!e书长密切注意以色列的核活动，并就此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扳 

告, 

8. M将题为"以色列的核军备"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六 S会议临时议 

1990年12月4 B 

笫54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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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S/46/64 

17 DecMber 1990 

第四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64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0/46/786〉通过） 

45/64.《紫thjfeHllift用其些可梭认力具有过分伤害力 

或溫杀濫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約》 

±±, 

其1977年12月19日第32/1S2号、1980年12月12日第35/153号、1981年12月 

9日第36/93号、1982年12月9日第37/79号、1983年12月15日第38/08号，1984年12 

月！？ B第39/S6号、1985年12月12日第40/84号、1986年12月3日第41/S0号、1987# 

11月30B第42/30哥和1988年12月7B第43/67寻决议， 

ajMM于十年前1980年10月10日通过了《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 

有it分伤鲁力或溫杀溫伤作用的常规武晷公約》1以及《关fjt法拴测的碎片的议 

定书》（《议定书一》〉\《禁止或限制使用地嘗(水雷〉、辑雷和其他装置的议定 

书》（《钛定书二》〉1以及《禁止或限制使用燃块武晷议定书》 <《议定书三》〉,1 

联合 

1见《联合S截军年甚》第5卷,1980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S编号:C.81.IX.4》,附 

录七。 

90-36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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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其信念，认为就鏃ii或限制使用特定常规武器达成全面协议将可大大减轻 

平民和作^^^员的痛苦， 

漢意地注意剩秘书长鈉援告,' 

1. 漠意地注意!!艇丧趙多的a家已经签署，批准、接受或加入了 1981年4月 

10曰在纽约开放荃署的C桀i:或R剩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溢杀滥伤 

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2. 又浦意地注意到&于《公约》笫五条所规定的条件已经实现，《公约》及 

其所附三项《议定书》已于1983年12月2日生效， 

3. M尚未如免儺國家,作出最大努力尽快成为《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 

的締约 S ,以便使该《公嫩终获得各国的普遍加入， 

4. 强调根据《公對》笫八条规定，今后可召开会议以便审议对《公约》或所 

附任何一项《议定书》6^修IE案，审议增列关于未为現有所附《议定书》包括的其 

他类型常规武器的《《定书》，或审査《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范围和执行 

情况，并审议要求修正《公购》或現有所附《议定书》的任何提案和要求增列关于 

未为現有所附《议定书》包搪的其他类型常规武器的议定书的任何提案， 

5. 盘秘书长以 < 必 § 1及其所附三项《议定书》的保存者身分将各国加入该 

《公约》及其所附《该定书 >的情况不时通知大会, 

6. M将题为"《 t i : * R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 a t杀溫伤 

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砸目列入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1990年12月4日 

«54jfc全<<：4议 

A/4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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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eceaber 1990 

第四十五届会议 

议程項目66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A会的报告(A/45/788〉通过） 

4 5 / 6 5 .合面在核查领域的作用 

a廉其1965年12月16 B第40/152 0兮、1986年12月4 B第41/86 Q号、1987年11 

月30B第42/42 F号和1988年12月7日第43/81 B号决议， 

M根*《联合S宪章》，联合囯应在截军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IM截军谈判的成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所有国家都有义务 

在裁军领域的各项努力中作出贡 

lytil各方營遍承认限制军备和截军协定的核查和遷守至关重要， 

la所有国家都关心限u军备和截军协定的核查和遷守W超， 

联合BB根*《宪章》所规定的作用和责任,可在核查領域,特劃在多边核 

査协定领域作出重要赏献， 

苴1其現点,认为： 一 

(a)截军和限W军备的协定应规定使所有有关各方5«意的充分而有效的核査 

«施,以便建立必要的信任并璃保所有各方都遷守这些协定， 

(b〉任何一项协定中有关核査的形式和方式应取决和确定于该协定的宗&， 

范ffl和性质, 

90-3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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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定中应规定各当事方直接地或通过联合国各机构参加核査过程， 

(d)亡《酌情况结合应用若干种核査方法及其他道守程序， 

MM, 

(a) 在SI际截军谈判中，应进一步研究核查问题,并应审议这方面的适当方法 

和程序, 

(b) ：？：^制订不具有歧視性的适当方法和程序，以免不适当地干预会员国或 

其他国家的巧政或危害其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 

会虽!S在核査领域提出的所有建议'包括加拿大*荷兰、法国和"六国倡 

议"各a提出6^|议,' 

Mii其3?:橹裁军审议委员会拟定的十六条核査原则,' 

皿US际关系的最近事态发展突出了有效核査現有和未来军备限w和截军协 

定的重要性. 

` 见《大会5E式记录，第十五届特剁会议，补编第3#
》
（A,/S-15/3),第60段（引文 

第三节2,6g、》 

' l e ^阿根廷*奇膳、印度、璺西哥，璃典和坦桑尼 i联合共和 a s家和政府首脑 

1984年5月22ff酌《联合声明》（A/39/277-S/165ffr,附件,印件见《安全理事会正式 

记录，第三年,1984年四月、五月，六月份补编》，S/165874文件,附件〉，该声 

明经1985年《德里声明》（A/40/114-S/16921,附件，印件见《安全理事会正 

式记录，第匹"MMSSS年一月、二月，三月份补编》；5/16921号文件，附件）、1986 

*-8^7H《璺B哥声明》（A/41/518"S/18277，附件一）和1988年1月21B《斯侓哥尔 

攀寳3弓》（A a^l25»S/19478，附件〉所重申。 

"[《大E式记录，第"h五S特剁会议，补编笫3号》（A/SZ15/3〉第60投（51文i 

一节第6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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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大会在第43/81 B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在一个合格的政府专家组的协助下就 

联合面在核査領域的作用编写一份深入的研究根告，其中： 

(a)璃定并审査眹合国在军备限剩和裁军核査領域的現有活动， 

(b〉评估是否需要改善现有活动并探讨和襯定可能采取的其他活动，同时考虑 

到组织、技术，执行，法侓和费用方面的问题， 

(C)就联合a今后在这方面的行动提供具体建议， 

并就该问題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交一份练合报告： 

1. ig;^秘书长的根告,' 

2. 研究联合国在核查领域的作用合格政府专家组已核"该报告， 

3. i l l该报告给各会员a, 

4. i秘书长尽可能广泛地散发该报告， 

5. ^秘书长按照专家组的建议在现有资源范ffl内采取适当行动， 

6. Itl_各会员E积极考虑报告最后一章中所载的踺议，并斟酌情况协助秘书 

长执行这些建议， 

7. 秘书长就各会员a和联合国秘书'处为执行这些踺议所采取的行动向大 

会第0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8. ^将题为"植査的一切方面,包括联合国在植查领槭的作用"的项目列 

入第四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 

- 1990年12月4 B 

第54欢全体 

A/45/372 ̂Co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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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ES/45/66 

16 Deceaber 

第四十五届会it 

议程项目115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45/?94〉通过〕 

45/66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襯》灭性武器 

和此种武晷新系统 

±±， 

i歷其以前关于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棋玫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各 

項决议，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1第77S, 

^防止破坏作用与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大规摸毀灭性武器定义2所磯定的大 

规摸毀灭性武器的破坏作用相近的斩型大规模珐灭性武器的ib現， 

^！^直截军谈判会议1989和1990年会议期间审议了趙为"新型大规棋毀灭性武 

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驀"的項目， 

截军谈判会议根告中有关这个问题的都分 ,3 ^ 

' 第 号 决 议 。 

'该定义系由常规军备委员会通过(见S/C.3/32/Rev.l〉。 

a《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27号》（A/44/27〉，第三节,G.和同 

上，《第四十五届会议,补编第27号》(A/45/27),第三节,G. 

90-3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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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当釆取有效掊施,防止新型大规镆效灭性武器出现； 

2. it截军谈判会议根据現有优先次序，酌情在专家协助下，继续审查禁止发展 

和制造新型大规棋R灭性武S和此种武S新系统的问題，以期于必要时踺议举行具 

体谈判，讨论已査明的此类武器， 

3. i!i所有81家立即注意截军谈判会议的建议,有利地考虑这些建议， 

4. 鱼！！^书长将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同审议本项目的一切有关文件递交截军谈 

判会议； -

5. i歡军谈判会议在其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中继续报告其审议这些问题的结 

果的作法， 

6. M将题为"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襆教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

截军谈判会议的报告"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1990年12月4 B 

第54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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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Deceaber 1990 

第四十五S会议 

议程項目61 

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45/783)通过） 

45/?7.《宜布印廋洋为和平区宜言》的执行情况 

B頭1971年12月16日第2832(XXVI)号决议所载的《直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宜官》， 

并回顾其1972年12月15日第2992(XXVII)号、1973年12月6日第aOSOOffiVI11)号、 

1974年12月9B第3259A(XXIX)号、1975年12月11B第3468aXX)号、1976年12月14 

B第31/88号、1977年12月12日第32/86号、1978年6月30B第S-10/2号、1978年12 

月14B第33/68号、1979年12月11号第34/80A号和B号，1980年12月12B第35/150 

号、1981年12月9B第36/90号、1982年12月13B第37/96号，1983年12月20B第38/ 

1&号、1984年12月17日第39/149号、1985年12月16日第40/153号` 19864̂ 12月4B 

第41/87号、1987年11月30 B第42/43号、1988年12月7日第43/79号和1989年12月15 

B第44/120号决议及其他有关决议， 

Jtt按照区域内各有关国家明确璃定和自由决定的遣3条件,并考虑到区域的 

特点和《联合a宪聿》的原则以及按*«ffl际法的a定,在世界各区域建立和平区，实 

有助于加S区域内B家的安全和整个a际和平与安全， 

90-3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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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的报告,1 

^ILM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在1989年7月的筹备会i义上2纪念了 1979年7月13曰举 

的印度洋库和内陆国会议的十用年， 

年9月4日至7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九次不结SIS家和政府首脑会 

ijl邇过的国际安全和截军最后文件第22S,3 

认为达成《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目标的具体行动，将对加强 

a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对区域内各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宪整与和平发展作出重大贡 

欽， 

皿鼓fc可能对区域产生良好影响的国际关系发展应该有利干就这种行动达成 

Mils于大国在对，状态下继续在印度洋地区维持其军事存在，所以迫切需 

要杀取实际步稞，以期早曰达烕《玄言》的目标， 

建立和平区香要区域内各国的合作与协议，以确保《直官》所设想的该地 

区.购的和平与安全条件， 

tliiy^ifi斯垔兰卡政府表示愿意作为1992年在科伦坡举行的印度洋会议的 

东it国， 

a 若 干 成 员 国 决 定 進 出 特 设 委 f l 会 并 希 望 它 们 重 新 考 虑 其 立 场 ， 

1. Mil印度洋特设委ft会的极告，4 

1《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S会议，补编第45号》和更i&<A/34/45和Corr.l〉。 

* VAC.159/SR.357,又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鳊第29号》0/44/ 

29),第二节" 

' £ A / 4 4 551-S/20870,附件。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五届会议,补编第29号》CA/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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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全支持实现《直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各项目标； 

3. 重申和强调其在科伦坡召开印度洋会议的决定,认为这^决定是执行Ign年 

通过的《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直官》的必要步驟， 

4. 按照各項有关决议的规定，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期R,并请该委员会加强 

有关执行其任务的方面的工作， 

5. 肩意地注意到在按照由特设委员会建议并经大会一It通过的各項有关决议的 

要求，执行委员会的任务，包括进行召开印度洋会议的筹备工作方面，已在筹备工作， 

光其是在拟订议程单案和会议议事规則箪案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6. 又淘意地注意到特设委员会工作组于委员会1989年会议"期间在璃定实质内 

容方面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并敦设委员会对实廣性问題和原則如S讨论，以便制 

订在后来拟订会议最后文件革案时可于以考虑的内容， 

7. 盘特设委员会在1991年举行两届筹备会议,第一届为期一周而第二届为期两.-

周，以便宪成有关印度洋会iX剩余的筹备工作，让该会议能够在同东道国协商下于 

1992年在科伦坡举行， 

8. 直特设委员会主席就非委员会成员的联合B会员国参与委炅会工作一事继 

续进行协商，以期使此一事项尽早得到解决： 

9. i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详尽报告， 

10. 鱼秘书长认识到特设委员会进行筹备工作的职贵，继续向其提供一切必要 

的协包括提供简要记录。 

A/AC.159/L.93，附俘 





根据IT—委fl会的报告通过的决定 

45/414.缔结关千不对无核武器B家使 

用成坡俊角核武器以加强无 

應 g | ] f c $ 4 l ^ * * g , 一 

1990年12月4曰，大会第54次全体会议注意到第一委员会的报告。1 

46/415. S际武器转让 

1990年12月4曰，大会第54次全体会议根据第一委员会的建议,"0频其1989年12 

月7曰第43/751号决议并注意到政府专束小组为审议S际武器转让的各方面而正在 

进行的研究,"央定将超为"国际武驀转让"的项目列入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46/418.海军军备和Ift军 

1990年12月4 B,大会第64次全体会议根据第一委员会的建议,其1989年12 

月15日第44/lieM号决议其他外，决定将题为"海军军备和裁军"的项目列入第四 

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决定将题为"海军军备和裁军"的项目列入笫四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 

91-0U70 



46/417.关千g备控和4fe军协定的资料 

1990年12月4曰，大会第54次全体会议根搪第一委员舍的建议,"决定请秘书长利 

用现有资源和自愿祸助，编集有关会员S自愿提供的资料,并根据请求,提供关于多 

边和双边军备控制和截军协定的适当资料，其目的是提供一个关于这些协定的内容 

及其中所釆用的播施的方便资枓来源。 

46/418,区械常规截军 

1990年12月4日，大会第54次全体会议根搪第一委员会的建议，0颗其1989年12 

月15日第44/116S号决议，决定(a)欢迎秘书长关于该问趙的报告，4(b〉请尚未这样做 

的会员国向秘书长表达它们对该问题的意见,（c〉将超为"区域常规截军"的项目列 

入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46/426.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1990年12月12日，大会第66次全体会议注意到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45/773。 

A/46/778,第53段。 

jej^4V363,細。 

A/46/428o 

A/45/7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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