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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安全理事会依照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三段和第十五条第一段的规定向大会提出本

报告。

2 . 和历年一样，安全理事会并不打算用本报告來代替安全理事会的记录，记录是 

安全理事会审议经过的唯一详尽的和权威性的记述，而本报告只是作为所报告的期 

间内安全理事会各项活动的指南。 关于这点应加注意的是，理事会于一九七四年 

千二月决定将其报告缩短篇幅并更求筒洁，但不改变其基本结构,象一九七五年时一 

样，本报告就是这样编写的。

3 . 关于本报告所述期间内安全理事会的理亭国，查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日和二十 

三日大会第二三八四和二三/V七次全体会议选举了贝宁、阿錢伯利比亚共和国、巴 

基斯坦、巴拿马和罗马尼亚为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以填补白饿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齋斯达黎加、伊拉克、毛里塔尼亚和落爱隆联合共和国于一九七 

五年千二月三十一日任期届满的空缺，

U .本报告所叙述的期间是从一九七五年六月千六日到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安 

理会在此期间举行了九十七次会议。

这是安全理亭会向大会提出‘的第三十一次年度报告。 这些报告作为每届大会 

常会《正式记录》的补编第2 号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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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编

安全理事会按照其维持国賭和平与安全的职责 

审议的问题

第一章 

中东问题

A 中东局势： 停火情况

1 . 联合国紧急部队（紧急部队 )
(^>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期间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

5 . 秘书长于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的一•伤 免̂ 明（S / 1 1 7 5 7  )中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埃及副4、理兼外交部部长于七月十四日写给他的一封信，其中提到，尽管由于以色 

列的偏强和施延政策，达成进一步舰离接勉协定以便为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铺路的 

努力失败了 , 埃及政府1：̂于四月间同意延长紧急部队的任务期辰至七月二十四日，

1旦强调了该部队的智时性质，和它的职务是作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38  ( 1 9 7 3  )和 

2 4 2  ( 19 6 7  )号决议的第一个步驟。 以色列利用目前的相对" 平 静 " ，

来推进它的占领，而不协助旨在实现诗久和平的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埃及 

并不反对紫急部队的适当使用，1旦它不能够同想它的领土继续被占领，并且不同意 

再延长紧急部队的任务期 !疫。

6 . 以色列代表于七月十六日的一•封 信 （S / 1 1 7 5 9 沖 提 到 上 述 信 件 时 注 意 以  

色列总理在同一天所作的声明， 其中他指出，以色列政府已同意延长黎急部队的任务

期限，并说明以色列在相互基袖上遵守按照部队脱海接融协定所承担的义务。 如

果埃及不想破坏服离接触协定，它也应该尊重策急部队的继续维持和权威，并且不

要采取任何足以增加该地区紧张情势的行动。



(to) 延长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至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四曰 

H 秘书长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六日的报告

7 . 由于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将于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届满，秘书长于七月十 

六曰提出一份关于该部队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五日的活动的报告（S /
I 1 7 5 8 )。 他说，在这段期间内，紧急部队活动地区内的军事情况保持稳定。到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为止，该部队人员总数为3, 9 1 9 人 ，不包括派给联合国服 

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的加拿大和波兰的后勒部队。 报告指出，该部 

队的任务和指导方针以及指定给部队的具体任务都没有什么变动。 秘书长说，虽 

然他和部队司令都作出了努力，但是某些特遣队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的问题， 

仍然存在，他仍然主张，紧急部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有效的军事单位来执行职务， 

各特遣队必须在部队司令指挥下以平等地位服务，各特遣队的联合国地位不能有任 

何区别。 他又说，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不曾发生重大的破坏协定事件。

8 . 由于安全理事会第3 6 8 ( 1 9 7 5 ) 号 决 议 请 他 就 执 行 第 3 3 8  ( 1 9 7 3  )号决议 

所采取的措施提出报告，秘书长已在其关于联合国服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报告（S /
I I  6 9 4  )中指出，他已在好几个阶层上作出努力来推动工作，并振住一切机会以求 

对这一进程作出贡献。 各有关方面，包括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联合主席在内仍继 

续举行高层会谈从事这种努力，但目前他仍不能把这些结果通知安理会。

9 . 总之，秘书长认为，虽然紧急部P人活动地区的局势仍然平静，但整个中东的局 

势基本上仍是不稳定的。 能否维持当前的平静将取决于能否在寻求中东问题的公 

正持久解决办法方面取得其他进展。 他认为紧急部队的留驻仍是必要的，这不但是 

为了维持这个地区的平静，而且为了造成有利的气氛，以求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并 

协助此种努力。 在这方面，埃及政府已经通知他说，虽然它不同意进一步延长紧 

急部队的任务期限，它不反对适当地使用紧急部队。 以色列政府表示赞成再将紧 

急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六个月。



( = ) 第一八三二次和第一八三三次会议（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 

^ 日 ）的审议经过

1 0 .七月二十一日在，一八三二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下列项目无异议列入议程： 

"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报告（S / 1 1 7 5 8  )。"
11 .安理会主席提到事先协商的情况，并宣读安理会将寄给埃及总统的一项呼吁 

草案全文。 在主席将该呼吁案文付诸表决前，中国代表和伊拉克代表发了言。

决定 :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会第一八三二次会议，以十三票对零票 

通过这项呼吁电文。 两小理事国(中国和伊拉克)没有参加表决。

12. t 项呼吁电全文如下：

" 根据我与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讨论，并考虑到中东局势 

的严重，我认为再度延长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在目前情况下，将能对 

创造一种有助于导致该地区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协议的气氛，作出重大贡献。因 

此，我代表安全理事会吁请你  '重新考虑埃及对当前局势的态度。 我部重向 

你保Ü E ,安全理事会赞赏为导致和平已经采取的建设性措施，非常密切地注意 

局势的发展并强调谋求达成公正和持久和平的进一步进展和防止中东局势陷 

入僵局的重要性。"
1 3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三曰的一份说明 7 7 1 )中说，他 

于七月二十一日会议结束后立即将这项呼吁电文致送埃及总统。 ’说明中还印出了 

安理会主席于七月二十三H所收到的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答复。 这项答复指 

出，埃及政府注意到安理会对中东局势所表示的关切，并注意到安理会强调在该地 

区朝着达成公正持久和平的方向再有进展的重要性，接受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 

再延长三个月，即到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止。

11 .̂在七月二十四日的第一八三三次会议上，主席应埃及代表和以色列代表的要求 , 
征得安理会同意，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1 5 .安理会收到了一份决议草案（S / 1 1 7 7 4 / R e v .  1 ) , 主席说这份决议草案是安 

理会所有理事国在协商过程中草拟的。 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第i s 8 (  1 9 7 3 )号 、十月二十五日第3 4 0  ( 1 9 7 3 )  
号 、十月二十七日第341 ( 1 9 7 3 ) 号 、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第3 4 6 ( 1 9 7 4 ) 号 、十 

月二十三日第3 6 2 (  19 74  ) 号和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第3 6 8  ( 1 9 7 5 ) 号决议，

“考虑到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 

( V I 1 7 5 7 ) ,
"念及安全理事会主席于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向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所作 

的呼吁 ( S / 1 1 771  )并对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对呼吁（S / 1 1 771  )的答复表示满 

意，

"审议了I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报告（S / 1 1 7 5 8  ) ,
在这个地区仍然存在的紧张状态和未能为达成中东的公正和持久和平取得进 

展表示关切，

'‘ l e 要求有关各方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 3 8  ( 1 9 7 3  )号决议；

" a 决定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三到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为

.止；

"3. ;^秘书长在上述期间终了时或在期间内的任何时间提出关于中东局势和执 

行第 33 8  ( 1 9 7 3  )号决议所采取的步驟的报告。"
16. 按照在协商过程中取得协议的程序, 安理会就这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决定: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第一八三三次会议以十三票对零票通过本决议章 

案 （S / 1 1 7 7 4 / R e Y  1 ) , 成为第371  ( 1 é 7 5  ) 号决议。 两小理事国（中国和伊 

拉 克 ) 没有参加表决，

17• 表决后，秘书长和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 埃及、以色列、中国、伊拉克、美



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哥斯达黎加、 日本、瑞典、落麦隆联合 

共和国、圭亚那、毛里塔尼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法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t 主席也以意大利代表的身分发了言 ( 
埃 及 、中 国 、以色列和苏联的代表行使答辨权，发了言。

( C ) 任命停火监督组织、'紧急部队和联合国观察员部队在中东的行动的首 

席协调员

1 8 .安全理事会主席于八月十九日的一份说明（S / / 1 1 8 0 8沖 说 ，他于八月四日收 

到秘书长的通知：秘书长认为设立一个协调机构来促进驻在中东的三种维持和平行

动 组 织  即联合国巴勒斯坦停火监督组织（停火监督组织）、紧急部队和联

合国观察员部队一 的活动和管理，对于所有有关方面都是有益的。 因此，他建 

议如果安理会同意，就任命紧急部P人现任司令恩肖。西拉斯沃中将为停火监替姐织、 

紧急部队和联合国观察员部队在中东行动的首席协调员，并任命现任停火监督组织 

参谋长本格特，利尔耶斯特兰德少将为紧急部队司令。 西拉斯汰将军将视情况需 

要 ，继续执行他在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的军事工作小组中的职务，并将负责就有关 

维持中东和平的重要实质问题，与当事各方保持联络和接触。 同安全理事会各理 

事国协商后，安理会主席于八月十五日通知秘书长说,安理会已同意秘书长信中所 

慨要叙述的提议，同时指出中国和伊拉克的代表团不参与这个问题。



(d) 秘书长关于埃及和以色列的协定的报告

19• 秘书长在九月二日的报告（S / /11 818  ) 内就他对埃及和以色列双方在九月一 

日草签并将于九月四日在日内瓦签字的新协定所采的初步行动通知安全理事会。他 

已指示西拉斯汰中将前往日内瓦，以便主持将要举行的日内瓦和平会议军事工作小 

组会议，该会议将草拟一项履行该协定的俘细议定书*
20,秘书长在同日发出的增编（S / 1 1 8 1 8 / A d d 。1 和 C o r r  1 ) 中把埃及和以 

色列的协定全文转递安全理事会，他又在九月四日的进一步报告（s / 1 1 8 1 8 /
Add .2 ) 中告诉安理会说，九月四日双;^代表在日内瓦签署该协定时，由西拉斯 

汰中将作证。 他在九月八日另一个增编（S / 1 1 8 1 8 / A d d 。3 ) 中将协定所提及 

的地图复印分发。

21•埃及和以色列的协定共有九条和一个附件双方同意两国之间的冲突和中东的冲突 

不得以武力解决，并 且 决继 续努 力，在日内瓦和平会议的范圃肉，以安全理事会 

第 3 3 8  ( 1 9 7 3 )号决议所要求的谈判方式达成一现最后的、公正的解决办法。此外， 

它同意途续遵守停火， 并避免对'对方采取一切军事和准军事行动。 协定第四条 

规定了双方军事部队进行新部署的原则，并列出有关军事部队重新部署和一切其他 

有关事项的细节，其中包括关于界线和地区的划定、.缓冲区、武器和部队的限制、 

空中侦察、预 先 警 报 和 监 视 设 施 及 联 合 国 的 职 责 ，这一切都要遵守附件和地 

圏中的规定，而附件和地图都是协定和执行协定的议定书的組成部分， 协定又强 

调联合国紧急部队必不可少，应该继续其职务和遂年延长其任务期限， 协定规定 

设立联合委资会，在联国中东维持和平特滅团首廣协调長的主持下进行工作，以 

审议协定产生的任何问题和协助紧急部队执行其任务。 ’
2 2 .除了附件和地图外，协定还附有一份与第四条所列的顶先警报系统有关的文件 , 
其中美国建议：( a ) 设立两座监视站，以提供战略性的预先警报，一座由埃及人员



操作 . 一座由以色列人负操作；（b) 在米特拉和吉迪两个通道设立三座由美国人员 

操作的了望祐 ,以提供战术性的预先警报;(0)在每条通道的两端和每♦站的附近建立 

三处无人操作的电子感测场。 这份文件列出有关参与工作的技术人员的数目、地 

位和将要担任的职务等其他方面的细节。

2 3 .秘书长在九月二十三日的报告（S / 1 1 8 1 8 / A d d .  4 ) 里告诉安全理事会说， 

军事工作小组已于九月二十二日完成它关于埃及和以色列协定的议定书的工作，议 

定书已经埃及代表签字和以色列代表草签，他在十月十日另一个报告（S / Ï  1 8 1 8 /  
Add 5 和 Corr。1 ) 中说明以色列代表也已签署了议定书，因此它已生效。 议 

定书全文和有关地围载于该报告附件中。

(e) 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延至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曰

, (-）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七日秘书长的报告

2U，鉴于，急部队的任务期限将于十月二十四日届满，秘书长于十月十七日提出一 

个报告（S / 1 1 8 4 9  ) , 这个报告叙述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至十月十六日期间内 

紧急部队按照安全理事会规定的任务所进行的活动的全面慨况。 他说明了紧急部 

队的组成和部署以及营房和后勤后，就扼要叙述它在报告所审查的期间内的活动。 

他表示紧急部队已根据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埃及—— 以色列部队脱离接触协定继 

续执行其具体任务。 他提及尽管他和紧急部队司令都曹努力设法，可是，某些特 

遭P人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的问题继续存在，并且重申紧急部队必须作为一个完 

整的有效的军事单位来执行其职务和紧急部从司令所属所有特遣队地位平等的立场。

2 5 .关于九月四日埃及和以色列签订的协定托付紧急部P人并经九月二十二日的议定 

书详细规定的任务，秘书长说明这些任务比嚴急部P人按照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曰埃



及—— 以色列部队脱离接触协定执行的任务更为广泛，它新的活动地区将会大得多。 

为了使紧急部队充分執行其职务，必须增派军事人员和设备，愈括紫急部队的非后 

勤特遣队各级官兵约750人 ，波兰后勤特遣队官兵5 0 人和加拿大后勤特遣队36  
人，航空单位直升机四架、水牛式飞机一架和短距起落飞机两架及机员以及设立一 

个由四艘船组成执行沿海巡還任务的海军单位。

2 6 .关于经费情况，他表示紧急部队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止的一年费用增加 

数额暂时佑计比去年所核定的6, 5 0 0 万美元增加3, 2 0 0 万美元。

2 7 .关于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第3 3 8 ( 1 9 7 3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秘书长说上一个报告（S / 1 1 7 5 8  ) 曾提及为了促进这项决议的履行，已在数个层 

级上展开努力在报告所审查的期间内仍然继续展开这种努力。 在这方面，他特别 

提到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埃及和以色列的协定第一条，其中两国政府同意应以和平 

方法解决两国的冲突，并且表示决心按照第338  ( 1973  )号决议的要求以谈判的 

方式来达成一项最后解决办法。

2 8 .最后，秘书长提出警告说，虽然当前这个区域很平静，而且一九七五年九月签 

订的协定也是一项重大发展，但是，在未来数月内，如果放松寻求全盘决的努力，. 
将极为危险。 因此，他表示希望所有有关各方急切努力，解决中东所有各方面的 

问题，并重申紧急部队的派驻仍必不可少的信念。 所以，他建议延长其任务期限。

口 第 一八五一次会议（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三日）的审议经过

29. 安全理事会在十月二十三日第一八五一次会议上无异议将下列项目列入议程：

“中东局势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报告（S / 1 1 8 4 9  )。"
3 0 .主席宣布安理会已有一项由各理事国协商拟定的决议草案（S / 1 1 8 5 6 ：̂各理事国 

同意在表决后再就这项决议草案发言。 决议草案内容如下：

- 10 -



" 安全理事会，

" 回顾其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曰第3 3 8  ( 1 9 7 3  )号 、十月二十五日第3 4 0
( 1 9 7 3 )号 、十月二十七日第341  ( 1 9 7 3 ) 号 、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第3 4 6
( 1 9 7 4 ) 号 、十月二十三日第3 6 2 ( 1 9 7 4 )号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卡日第3 6 8
( 1 9 7 5 ) 号和七月二十四日第371  ( 1 9 7 5 )号等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报告（S / 1 184  9 ) ,
" 注意到中东局势的发展,
" 义注意到秘书长的意见认为; 未来几个月内，如果放松寻求中东问题各方面的 

全盘解决办法，将是特别危险的；因此他希望，有关各方作出紧急努力，处理中东 

问题的所有各方面，以期维持该区域的平静，并达成安全理事会第3 3 8 ( 1 9 7 3  ) 
号决议所要求的全盘解决办法，

" 1. 决定

" ( a ) 要求所有有关各方， 立即执行安全理亭会第3 3 8 ( 1 9 7 3 ) 号决议； 

" ( b ) 将联合国，急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为止； 《
( ° ) 请秘间期满时提出关于局势的发展和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3 3 8  

( 1 0 7 3  )号决议所采取‘ 步骤的报告；

" 2 . 确信定能以最高效率、最少费用维持紧急部队。"

31.秘书长在表决前说明了紧急部按照埃及和以色列的协定执行其任务时在人员 

和装备方面所需要的增援，以及这种增援对于本组织所加添的新的经费负担。 他 

向安理会保证，在审查从现场来的关于这方面的建议时，已注意到在，急部队有效 

地执行其任务时，必须尽可能地搏节费用。

32. 随后主席宣读埃及外交部长十月二十三曰的来信，其中说明埃及政府同意再延 

长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一年，至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为止。



决定：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一八五一次会议以十三票对零票通过_________
决议革案（S / 1 1 8 5 6  ) , 成为第3 7 8 ( 1 9 7 5  ) 号 决 议 两个理事国（中国和伊

拉 克 ）没有参加表决Ç

33• 在表决后，安理会升取了伊拉克、法国、联合王国、日本、苏联、美国、中国、 

毛里塔尼亚、圭亚那、落麦隆联合共和国、意大利、白饿罗斯、哥斯达黎加、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等国代表的发言，主席以端典代表的身分发了言。

(f)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一九七六年 

六月十五日继续收到的来文

3^，秘书长十二月一日的信（S / 1 1 8 9 6  ) 提及他十月十七日有关紧急部队的报告 

( 3 /1  1 8 49  ) , 其中说明由于紧急部队按照九月四日埃及和以色列的协定担负了 

新的任务，必须增加一个海军单位，以执行沿岸的巡遮任务。 他告诉安理会说， 

就这个问题进行嗟商后，伊網政府已表示愿意派出一个海军单位为紧急部P人服务。

他建议接受这项提议。

35•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一项备忘录（S / 1 2 0 8 9  ) 中说 

明，秘书长在五月二十日通知他，关于紧急部队需要四架直升飞机和人员的问题， 

在加拿大政府表示不能答允秘书长的请求后，澳大利亚政府表示愿意提供直升飞机 

和人员，秘书长又说由于当事各方不反对以澳大利亚直升飞机配属紧急部队，因此 

建议接受澳大利亚政府的提议。 五月二十七日，安全理事会主席告诉秘书长说， 

安理会已充分注意到秘书长接受澳大利亚政府建议的意向，不过，苏联对于任何支 

出增加表示保留，中国和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则不参与此事。



2. 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

(a) 一九七五年七月安全理事会收 |ij的寒文 

3Ô.安全理事会主席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九日的一项说明（S / 1 1 7 5 0 )中说，秘书长 

于七月七日 I, 通知他， 如果安全理♦会同意， , 打算任命汉尼斯。菲利普上校为观 

察员部队的司令，并说他与安理会各理事国协商之后，于七月八日通知秘书长，安 

理会同意了提议的这项任命，中国不参与此事。

37. 主席在七月二十二日的一项说明（S / 1 1 7 6 8 )中说，秘书长于七月三日通知他， 

秘鲁政府希望于七月二十日从观察员部队中撒出其特遣队， 由于从拉丁美洲国家 

4 找出一小接替的特遣队的努力未获结果，秘书长现正同其区域集闭各国政府接 

触， 在七月二 ■"一 H的协商中，秘书长通知安理会，伊朗政府已表示愿意提供一 

♦特遣队。 同日，安理会主席通知秘书长，安理会考虑到维持部队效能的必要同 

时顾到公平地理分配的公认原则，同意了这项接替的提议，中国不参与此事。

Cb) 拝f v 的任务期暇延长到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曰

H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秘书长的报告

3 8 .十一月三十日观察员部队任务期限届满之前，秘书长于十一月二十匹日向安全 

理事会提出一 Ï貝报告（S / 1 1 8 8 3 ) , 叙述了部队从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至十一 

月二十四日期间的活劲 。 教，书长说，在这段族间，观察员部队执行任务地区的局 

势大体上保持平靜，双方大致都继续遵守停火和部队脱离接触协定， 尽管为了部 

队行动自由而作出的安排仍然没有达到舰离接触协定议定书的叙定，现正继续作出 

矣-力 ，以便使这項原则得到充分接受， 此外，观察员部队担雷队继续进行工作， 

已经扩大了徒步和车辆巡遷队可以进入的地区， 他又说，在好几小级别上继续作 

è 务力，以求使安趣会第3 3 8  ( 1 9 7 3  )号决议得到执行，这些努力中包括日内瓦中 

东和平会议的两位联合主席间以及他们与有关各方间所作的接触， 他指出，他仍 

然在进行这和努力 , 目前正在进行的对该地区的访问便与这种努力直接有关 .



3 9 .秘书长注意到目前的平静是不稳定的，因为脱离接触协定不是一项和平协定， 

只是在安全理事会第3 3 8 ( 1 9 7 3 )号决议的基础上朝着公正、持久和平的方向迈出 

的一步， 他认为观察员部队的继续留驻仍然非常重要，不仅是为了在以色列——  
叙利亚地区保持平静，而且为了要提供一种有利的气氛，来推动和平努力，并于必 

要时协助这种努力。 他目前正在访问该地区，同有关各方讨论局势的全面问題， 

并将就延长观察员部队任务期暇的问题，尽快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U0• 秘书长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进一步报告（S / / i i 8 8 3 / A d d .  1 )中说，他于一九 

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H在中东同阿拉伯愈利亚共和国、以色列、埃及、 

黎巴缺和约旦各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

^ 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对一九七四年设立观察员部队以来，关于他的国家的 

谈浏进程毫无进展， 表示非常失望* 叙利亚政府认为，在谈判进程没有希望获 

得进展以前，难以赞同爽长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 它希望安全理事会处理中东 

问足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实质，但将不参加没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 

参加的H内瓦会议或任何其他谈判* 在广泛讨论之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 

声明他准备同意将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败再延长六小月，但安全理事会须在一九七 

六海一月再召开会议，对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趣在内，进行实质性辨论，并 

须有巴. 代表参加会议。

h 2 .以色列已通知秘书长，它认为观察员部队为一九七匹年五月以色列和叙利亚部 

队税离接触协定的组成部分 ,所以仍然反对将观察员郁从任务期俠的延长同进一步谈 

判 联 系 起 来 。 它愿意随时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举行谈判，但不愿意与巴

角M炎判， 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P艮获得延长之后，以色列就准备参加再度召开的日 

内瓦和平会议，但以只准原来的参加方面出席为条件， 它认为安全理拳•会， 3 3 8  
( 1 9 7 3 )号决议是谈判的基础， 但不接受安全理♦会为中东问题的谈判机构，

约旦和黎巴嫩各国领导人的会谈极有用处，并且对于他

« llv •



对中东全局的了解很有帮助 .
最后，秘书长重申他的信念说，观察员部队的留驻不但;?维持以色列叙利 

亚地区的宁静，而且对创造一种有利的气氛，有助于从事进一步谈判的努力，都是 

必不可少的， 参照他所进行的协商，他建议将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小 

月，这是假定安理会将妥为顾到各方表示的立场，就相应的决定会达成协议》



(r) 第一八五六次会议 (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的审议经过

1^5.安全理事会在十一月三十日第一八五六次会议上将下列项目列入议程：

“中东局势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服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报告（S / 1 1 8 8 3 和 Add. 1 ),
1^6.主席提请注意圭亚那、毛里塔尼亚、落麦隆联合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提出的一个决议草案（S/1  1 8 8 8  ) 。 以及这些提案国男外提出的一项声明革案

( S /1  1889  ),关于这项声明，已经协议在安理会表决了决议草案后由他宣读列入会 

议记录。

于是圭巫那代表提出决议草案（S//11888  ) , 内容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报告( S / /11 8 8 3 和 

Add.  1 ) ,
'‘ 注意到秘书长同所有有关方面就中东局势所作的讨论，

“ J t i i 地区持续的紧张状态表示关切，

" 决定 :
( a ) 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再开会继续辩论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在内，辨论时考虑到联合国所有有关决议；

( b ) 将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

( C ) 请秘书长随时向安全理事会报告进一步的发展。• "
U 8 .美国代表作了筒短的发言，接着，安理会就进行表决。

决定：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一八五六次会议以十三票对參票

.通过决议草案（S / l l  8 8 8  ) , 成为第381  ( 1 9 7 5 ) 号决议。 两小理事国 

( 中国和伊拉克）没有参加表决。

U9 .根据各理事H 之间协商达成的协议，主席宣读了下述声明（S //11889  ) :
- 16 -



" 根据安全理事会多数理事国的了解，当安全理事会按照其一九七五年千-  
月三十日第3 8 1( 1 9 7 5  )号决议(a)段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再开会时，将邀请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辩论。"
50. 表决之后，秘书长、中国、毛里塔尼亚、傘麦It联合共和国、伊拉克、哥斯达

黎加、日本、法国、联合王国、意大利、白饿罗斯、美国、瑞典、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等国代表发了言，主席也以苏联代表的身份发言。

(G)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牧到的各方来文

5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普通照会（S / 1 1 8 8 5  ) 中附来以色 

列—— 叙利亚混合停战委员会叙利亚代表给联合国服离接触观察员部队指挥官的信 , 
信中控告以色列两度迷犯日内瓦脱离接触协定，造成两人死亡，并要求采取措施防止 

这种行为再度发生。

5 2 .在十一月二十一曰信（8 / 1 1 8 8 2  ) 中，以色列代表叙述十月二十八曰和十 

一月二十日发生以色列非军事目标遭受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恐怖分子攻击的 

事件，并强调叙利亚政府对这种严重透犯脱离接触协定的行为应负特别责任。P可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在千一月二十六曰来信（S / 1 1 8 8 6  ) 中，驳斥了这些指控，他 

在信中宣称脱离接触协定中，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解释为规定叙利亚政府对巴勒斯坦 

解放战士的斗争负有任何责任。 以色列代表又在十二月三曰来信（S / U  8 9 4  ) 
答复说，根据脱离接触协定，双方都有责任防止起源于各自领土的任何透反停火的 

行动。 -

(d) 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延至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四曰秘书长的报告

5 3 .由于联合国脱离接触部队六个月的任务期暇将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日届满， 

秘书长提出了该部队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期间

- 17 -



执行任务的详细报告（S / 1 2 0 8 3 和 Add. 1 ) 。

• 秘书长说，该部队继续监督隔离区，并拾查军备和部队暇制区，对维持停火作 

出贡献。 恩肖 . 西拉斯沃中将以联合W中东维持和平特派团主任协调专员的身分， 

继续参加高阶层的接触，并于情况需要时，参加以色列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双方 

军事代表关于执行观察员部队任务的会议。

5 5 .关于经赛问题，他指出如果安全理事会将任务期限延长到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 

- 日以后，观察员部队截至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的维持赛用将在大会授权承付

的数额以内。

5Ô.秘书长去了大马士革一越之后，于五月二十七日提出了劣一份报告。 他在报 

告中说，联合国脱离接激部P人执行任务的地区内保持平静，没有发生严重的事件。 

但是整个中东的局势仍然，张而不稳定，除非能够朝着公正持久的和平进展，否则 

这个地区的局势将愈加危险。

5 7 .他报告说，安全理事会第3 3 8 ( 1 9 7 3 ) 号决议继续在若干层次努力执行，包括 

他同一切有关方面和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共同主席保持联系，他还打算继续努力恢 

复安全理事会所要求的谈判程序。 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观察员部队的继续留驻 

是必要的；因此他建议将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到十一月三十日为 

止，以色列和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已表示同意这项建议。

t = ) 第一九二三次会议（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审议经过

5 8 .安全理事会于五月二十八日第一九二三次会议上，将下列项目列入议程：

" 中东局势：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服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报告（S / / 1 2 0 8 3和 Add. 1).
59 .秘书长发了言。

60• 圭亚那代表提出一项决议草案（S / /1 2 0 8 8  ) , 提案国为贝宁、圭亚那、巴基



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内容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报告( S /1  2 0 8 3 和 

Add. 1 ) ,
" 注意到为建立中东地区持久和公正的和平所作的努力，和该地区局势的 

发展 '
"进该地区目前的紧张状态表示关切 ,
" 决定 :
" ( a ) 要求有关方面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第3 3 8  

( 1 9 7 3 ) 号决议；

" ( b ) 将联合国脱离接雜观察员部队的任务再延长六个月；

" ( e ) 请秘书长在这六小月期满时，提出关于局势发展和执行第 338  . 
( 1 0 7 3 )号决议所采措施的报告。

决定: ,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第一A 二三次会议以十三票对

零票通过六国决议草案， 成为第3 9 0  ( 1 9 7 6 ) 号决议。 两个理事国（中国和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没有参加表决Ç

61. 表决之后，中国、苏联、美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罗马尼亚、联合王国、瑞典、意大利、 日本、巴基斯坦、贝宁、巴拿马等国代表发 

了言，主席也以法国代表的身分发了言。 苏联和联合王国代表又再度发言。



3 , 以色列一#巴微地区的情况

(a) 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的报告

62. 在审议期间内，以色列一黎巴嫩地区的情况依然是停火监督组织參谋长提请秘 

书长转交安全理事会的关于这小地区的停火状况的报告的主题。 从一九七五年六 

月千六日至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參谋长每月提出报肯说明该地区内事件发生的 

次数、停火监督组织观察所报告的越过停战分界线相互射击或是越过停战分界线的 

事件的数目、喷射机飞越黎巴嫩领土上空的次数、各方提出的控诉和停火监督组织 

的调査结果。 这些报告都编作第S / 1 1 6 6 3 号文件的增编印发。 有需要时，

參谋长也就个别事件或各方的控诉提出特别报告。

63. 六月十六日和七月一日的报告（S / 1 1 6 6 3 / A d d 。5 和 6 ) 叙述了一九七六年 

六月份的情况，參谋长在其中指出，这个地区的活动保持着低水平。 六月十五日， 

以色列喷气式飞机以炸弹和火箭袭击黎巴嫩的一个村庄，造成了物质损事。 黎巴 

傲就以色列以大炮射击黎巴嫩领土、以色列喷气式飞机飞越和以色列军舰侵入黎巴微 

领水，提出 5 5 次控诉。

七月间，参谋长提出了三份特别报告（S / 1 1 6 6 3 / A d d .  7至9 ) , 其中指出特 

别是在七月六日至七日、十九日至二十日和二十三日，该地区的活动有了增加。七 

月份的总振告（S / 1  1 6 6 3 /A d d .  1 0 ) 指出越过停战分界线或黎巴缴和以色列占领 

的叙利亚领土之间的界线相互射击的事件有7 9 次，向黎巴嫩领水或在黎巴微领水 

内射击的事件有4 次，擅自越界事件有5 次，以色列喷气式飞机飞越黎巴嫩领土有 

4 3 次。 黎巴， 当局提出了9 1 次控诉，停火监督组织对其中一些曾经进行询问 

和调查。

65. 八月间，关于八四日的一次封击事件，八月二十日一架喷气武飞机袭击两个黎 

巴嫩村庄和八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曰的互相射击，有三份特别报告提出I S / 1 1 6 6 3 /  
Add. 1 1 至 1 3 ) 。 整个月中，据报告《S / 1 1 6 6 3 / A d d ，1 4 ) 活动相当多，但



主要发生于地区的西部。 报告显示出，越过停火分界线或黎巴嫩和以色列占领的 

叙利亚领土之间的分界线相互射击的事件有111次。 报告还指出，以色列飞机飞 

越黎巴嫩领土3 7 次，男有国籍无法辨别的飞机的飞越事件。 在这段期间，黎巴， 

提出了关于以色列空中和地面各种侵犯的9 5 项控诉。

6Ô.九月间，有一份特别报告（S / l l 6 6 3 / / A d d *  1 5 )是关于黎巴嫩控诉以色列喷 

气式飞机于九月三日袭击沿海的两个城镇。 整个月的报告（S / l l 6 6 3 / / A d d ,  16 )  
指出，上半个月，活动仍旧相当多， 下半个月稍有减少。 联合国观察员记

录了越过停战分界线的射击事件101次。 在这段期间，黎巴嫩提出了 8 0 项控界， 

指控以色列喷气式飞机飞越、以色列军舰侵入黎巴，领水和射击黎巴傲领土内的目 

标。

6 7 .十月份和十一月份没有特别报告提出。 根据每月的报告（S / 1 1 6 6 3 / A d d ,  17 
和 1 8 ) , 该地区内的事件同前几小月的方式差不多，越过停战分界线相互射击的事 

件有 115次，以色列飞机飞越黎巴微领土有好几次，和黎巴，控诉以色列违反停火 

135 次。

68• 十二月二日的特别报告（S / 1 1 6 6 3 / A d d 。1 9 ) 指出，以色列飞机袭击了纳巴 

蒂耶城附近。 有关十二月份事态发展的报告（S / 1 1 6 6 3 / A d d .  2 0 ) 指出，以追 

击炮、 自动武器和大炮越过停战分界线射击的事件共4 2 次。 以色列飞机飞越事 

件 2 6 次。 黎巴嫩当局就以色列部队向黎巴嫩领土射击、以色列喷气式飞机飞越 

黎巴傲和以色列部P人巡還队侵入黎巴嫩境内提出控诉6 0 项。

69. —九七六年一月和二月的报告（S / 1 1 6 6 3 / A d  d. 2 1 和 23  )指出这两个月的 

活动较少•：! 月二十七日的一个特别报告( S / 1 1663/Add.22 )是关于黎巴姻ê 诉以色列 

部P人于二月二十六01曼入黎巴嫩领士，用炸药炸毁了一幢房屋，造成一名黎巴嫩人死亡和 

物质的損失。 三月三日的另一份特别报告（S / 1 1 663/Add.24  )是关于黎巴嫩控 

诉以色列部队用炸药炸毁了另一小村庄的一所房屋，造成物质损失，并劫持了三名 

黎巴嫩公民。



70.三月、四月和五月关于事态发展的报告（S/11663//Add. 25至27)指出，活 

动仍然比较少，越过停战分界线射击的事件和黎巴嫩当局提出的控诉也比较少。但 

是，以色列部队趣续每天在白天占领停战分界线黎巴嫩一方的五个据点》

(b) 载有各方控诉的来文

71 . 六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间，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给秘书长写了一些信，载有 

指控对方违反一九四九年的停战总t办定和联合国决议的控诉和反控，

7 2 .以色列在六月十五日和十六日的信（S / 1 1 7 2 6 和 S / 1 1 7 2 8 ) 中 ，控诉一个四 

人小组从黎巴嫩潜入以色列领土：在上加利i利一小村庄占领了一间房屋，杀死两个 

人并且伤了三个人， 四个恐怖分子都被以色列士兵射杀了。 以色列说：自承

从事这次袭击的已解组织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黎巴嫩的一部分领土，黎巴微政府对这 

种事实负有很大的责任。 此外，巴解组织恐怖分子曾经从黎巴嫩领土向那哈里亚 

市、梅图拉市和克法基拉地村射击。

7 3 .黎巴嫩在六月十六日的信（S / 1 1 7 2 7 ) 中，指责以色列一个很大的喷气式机群 

在前一天两次袭击克法楚巴村，使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和许多房屋被毁。

7U•黎巴，在七月七日的信（S / 1 1 7 4 7 ) 中，指责以色列大炮在前一天晚上轰击黎 

巴嫩南部的许多村庄> 使一名妇女被杀，，另有两人受伤。

7 5 .以色列在七月八日的复信（S / 1 1 7 4 9 ) 中说，黎巴，混清事实^妄称和平的村 

庄曾经遭受袭击，而事实上以色列是对这些地区中曾对以色列村庄进行谋杀任务的 

巴解组织恐怖分子采取行动。 .



76. 以色列在七月十四日的信（S/ 1  1 7 5 5  )里指控驻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恐怖主 

义分子于七月十三日向以色列的纳哈里亚镇和其他地方轰击，西名妇女受伤。

77• 黎巴嫩在七月二十四日的信（S / 1 1 7 7 6  )里指控以色列部队于七月二十三日 

越过黎巴嫩南部边界，摧毁房阜两间和劫持七人，同时以色列兵士越界开火，有两 

人死亡，另十人受伤。

7 8 .以色列在八月五日和六日的两封信（S / 1 1 7 9 0 和 S / 1 1 7 9 2  ) 里提出控诉说, 
七月十五日至八月六日之间巴解组织分子从黎巴嫩境内对以色列采取一系列暴力行 

动，造成一名士兵和一名恐怖主义分子的死亡，另数人受伤。 以色列指控说，巴 

解组织吹虚它的活动得到大会最近各项决议的认可，这种★睡证实了以色列的警東 

以色列曾提出警告说，这些决议已成为放励和支持巴解组织恐怖主义分子的活动的 

根源。

7 9 .黎巴嫩在八月六日的信（S / 1 1 7 9 1  )里指控以色列部队于八月五日对黎巴嫩 

南部海岸的蒂雷械发动陆、海、空攻击，以色列空军更对黎巴嫩南部沿岸四个市镇 

展开轰炸。 结果杀死黎巴嫩军官四人、平民七人，十二人受伤，十五所房屋被毁 .
80. 黎巴嫩在A 月二十一日的信（S/ 1  1 8 1 0 和 Corr.  1 )里控诉以色列飞机在前 

一天袭击而个距离边界超过1 5 0 公里的村庄，杀死平民三人，另十五人受伤。 袭 

击发生于美国国务卿前往中东执行和平使命的前夕，表明以色列不愿为这个地区的 

公正、持久和平创造必要条件。

81• 以色列在八月二十六日的信（S / 1 1 8 1 7  )里控诉巴解组织恐怖主义分子在八 

月七日至二十日之间从黎巴嫩境内对以色列进行六次攻击，并且指出这几次攻击是 

在以色列同埃及进行谈判一项临时协定时发动的，目的在于破坏美国国务卿的和平 

使命。

82• 黎巴缴在九月四日和十二日的信（S / 1 1 8 2 1 和 S / 1 1 8 2 2  )里控诉以色列在 

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十一日之间发动五次侵略行动，以鬼怪式飞机攻击几小地方， 

包括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 这些攻击使许多房屋被毁， 其他财产遭受大量损失，



两个儿童丧生，另有六人受伤。

( C ) 召开会议的请求和第一八五九次至一八六二次会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 

日至八日）的审议经过

83• 黎巴嫩代表在十二月三日的信（S / 1 1 8 9 2  ) 里要求安全理事会举行紧急会议,  
以便审议十二月二日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难民菅和村庄发动的大规模空袭事件，这 

次空袭造成重大的平民伤亡。

埃及代表在同日的信（S / 1 1 8 9 3  ) 里也要求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以色 

列的攻击，并要求让巴解组织参加辨论。

85. 阿尔及利亚代表以十二月四日的信（S / 1 1 8 9 7  )转达了不结盟国家协调局 

通过的声明全文，其中要求遭责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并采取步骤，制止该国对邻 

国发动攻击和恐吓巴勒斯坦难民。

86 .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第一八五九次会议上将下列项目列入议程: 
" 中东局势

"(a) —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 （S / 1 1 8 9 2  )
"(b)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 / 1 1 8 9 3  ) 。，’

8 7 .主席征得安理会同意.，应埃及、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请求，邀 

请他们参加讨论> 但无表决权。



88 .主席提请注意埃及代表所提让巴解组织參加辨论的要求，和圭亚那、伊拉克、 

毛里塔尼亚、容麦隆联合共和国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在协商时提出的类似建 

议。 他指出该项建议并未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或三十九条的规定提出， 

但是，如获安理会通过，对巴解组织参加辩论的邀请，将以会员国根据第三十七条 

的规定被邀请出席时的同样参加权利给予该组织。

8 9 .在安理会进行表决前，法国、美国、意大利、 日本、伊拉克、苏联、白俄罗斯 

和毛里塔尼亚的代表就这个建议发了言，主席也以联合王国代表的身分发了言。

决定：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安全理事会第一八五九次会议以九票赞成，三 

票反对（哥斯达黎加，大不列额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三票弃权 

( 法国、意大利、 日本），通过五国建议。

9 0 .表决后，哥斯达黎加代表发了言。

9 1 .根据安理会的决定，邀请了巴解组织代表参加辨论。

9 2 .安理会开始讨论该问题，黎巴嫩、埃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巴解组织的代 

表发了言。

9 3 .十二月五日第一八六0 次会议上，美国、苏联和日本的代妖友了言。

9U..十二月八日第一八六一次会议上，容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介结了由圭亚那、伊 

拉克、毛里塔尼亚、落麦 I t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联合提出的决议草案 

( S / 1 1 8 9 8  ) , 案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审议了列入第一八五九次会议议程的问题，

"注意到黎巴嫩常驻代表的信 ( s / 1 1 8 9 2  ) 和埃及常驻代表的信（S//1189 3  ) 
的内容，

"听取了黎巴，、埃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常驻代表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 

表的发言，

"回顾其以前通过的各项有关决议,
"对以色列蔑视这些决议表示惋惜 ,
"对以色列大规模避肆空袭所造成的惨重人命损失表示悲痛 ,
"严重关切以色列破坏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和破坏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所造成 

的曰益恶化的局势，

"深信以色列对黎巴，的大规模空袭具有顶谋的性质，

“ 1 。 强烈遭责以色列政府连背其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应负 

的义务，对黎巴傲进行预谋的空袭 ;
" 2 .  促请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巴嫩进行的一切军事攻击;
" 3 。 再度严重警告以色列 , 如果再有这种攻击发生，安理会就要考虑采取适 

当步骤和措施，以落实它的各项决定，"

9 5 ,在同次会议上，安理会听取了圭亚那、瑞典、法国、中国和毛里塔尼亚的代表 

的发育。

96. 在也是十二月八日举行的第一八六二次会议上，主席征得安理会同意，应沙特 

P可拉伯代表的要求，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97,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伊拉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美国的代表 

发言后，安理会结束了这小问题的讨论。

98• 美国代表在发言时提出修正案（S / 1 1 9 0 1  ) , 在决议草案中增加下列两段： 

" 4 .  遵责一切暴力行为，特别是使无辜平民不幸丧失生命的那些行为,
并促请所有有关方面不再采取任何暴力行为；

" 5 。 要求所有各方不采取任何可能危及旨在实现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的

谈判的行动。"

99. 就美国的修正案表决以前，落麦隆联合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发了言》

100.意大利代表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 3 条第三段，提出休会的动议， 伊拉克代 

表发言后，就休会的动议举行表决，结果六票赞成（哥斯达黎加、法国、意大利、 

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八票反对，一票弃权（日 

本 ），动议未得到必要的多数票，未获通过。

101，伊拉克代表发言后，安理会就美国的两项修正案（S / 1 1 9 0 1  ) 分别进行表决， 

然后就五国决议草案（S / U 8 9 8  ) 进行表决。

决定：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第一八六二次会议上美国的两项修正案(S力 1901洛得 

七票赞成，无反对者，六票弃权（白饿罗斯苏维埃社¥ 主义共和国、查亚那、毛里塔尼 

1 7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疼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  
由于未得到必要的多数，两项修正案均未获通过。 两个理事国（中国和伊拉克）没 

.有参加录决。

五国决议草案(S /11898 )得到十三票赞成，一票反対(美利坚合众国)r ■票弃权（哥斯 

达黎Ï p _ ) , 由于一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 决议草案未获通过。



lO2• 表决后，意大利、哥斯达黎加、瑞典、美国的代表和主席—— 以联合王国代表 

的 身 份 作 了 解 释 投 票 的 发 言 。

•黎巴嫩、埃及、阿拉伯叙利亚和巴解组织的代表又发了言，

(d) 其他来文

10U.阿尔及利亚代表以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的信（S / 1 2 0 8 4  )转达了阿尔及 

利亚外交部长就法国政府所采取的立场给秘书长的来文， 外交部长认为法国调派 

诚遣军前往黎巴嫩很可能使黎巴嫩危机更加恶化，并会在国际关系的愤例上造成一 

个危险的先例，速反联合国关于尊重政治独立，领土完鉴和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 . 
他进一步表示，希望秘书长努力制止这种不符合任何国际道义守则并可能破坏联合 

国宪章根本基細的冒险行动。

105. 法国代表在五月二十七日的覆信（S / 1 2 0 8 7 ) 中，对于法国'-1•关黎巴嫩的政策 

的指控斥为虚构，他说，法国对黎巴嫩的政策的动机是对它的关心，是为了维持黎 

巴嫩的统一，完整和主权。 如果黎巴嫩共和国总统和内战有关各方，包括黎巴嫩 

的各党各滅和有关的阿拉伯，国家，认为设立一个必要的机构有助于停火,法国愿意 

对这种机构作出贡献以巩固停火。 只有在合法当局提出请求，并且在所有与冲突 

有关的各方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法国才能实现它的提议， 法国的f昌议是表示法 

国愿意对恢复和平的进程作出短时期的、有限度的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把法国说 

成有在黎巴嫩进行军事干波的威胁的说法，光其不恰当，



B。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局势

1 C —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至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二日安全理事会牧到的来文

100.安全理事会在审查期间，曾收到许多关于被领阿拉伯领土的来文，其中特别 

涉及耶路撒冷及其圣地的局势和恐怖暴行。

107 ,秘书长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七日的说明（s / 1 1 7 6 2  ) 中，提请安全理事会各 

理事国注意二月二十一日人权委员会第6 A ( 工）号决议，括题为" 中东敌对行 .
为造成的占领领土内侵害人权问题。"

10S.以色列代表在七月二十九日的信（S / /117 8 0  ) 中说，基于紧急的军事上和安 

全上的理由，已经将4 0 0 户伯都安人由西奈的某一地区迁移到另一个他们所选择的 

地区，那里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都比较良好。 埃及代表在七月三十一日的复信 

( S /1  1 7 84  ) 中指出以色列承认强迫一部分西奈居民集体迁移，并且拒斥以色列 

以军事上的必要和安全为理由来为这种行动辩护的企图。 以色列代表在八月八日 

的复信（8 / 1 1 7 9 7  ) 中，指控埃及在加沙地带煽动一次恐怖运动的行动制造了需 

要将伯都安部落的一些居民迁移到较安全地区的局势。

log.约旦代表在八月七日的信（S / / l l 7 99 ) 中传达约旦首相兼外交大臣给秘书长 

的电报全文，其中指控以色列犯了许多裹读的行径，胆挽信徒祷告，并将希伯仓的 

易卜拉欣清真寺的大部分交由犹太人使用，因而破坏了该寺庙的神圣性和完整性 

以色列代表在八月二十日的信（S / /11809  ) 中说，同约旦在一九六七年以前对于 

这个问題的记录相对照，以色列关于一切圣地的政策一向是保证一切信仰的信徒自 

由出入，并确保每一种宗教的信徒能够有秩序地进行崇拜。 因为麦比拉洞对犹



太教和伊斯兰教都是神圣的，因此已经作了安徘，以便回教徒和犹太教徒都可以有 

秩序地在那里进行崇拜。

110,以色列代表在十一月四日的信（S //11 87 8  ) 中，指控巴畔组织恐Ï市分子在耶 

路撒冷的中心锡安广场附近引发了一顆炸弹，炸死了六人，男外还炸伤了 3 0 多人。 

以色列代表巧指控说发现了第二颗炸弹，但经立即将其信管移去。 以色列代表认 

为大会最近通过的决议，.包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在内，鼓励了巴解组织实施 

进一步的恐怖暴行。

111，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的信（S / 1 2 0 0 0  ) 中，要求 

分发二月二十三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代理观察员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信中指控在耶路撒冷某一地方法院裁决犹太人有权在阿克萨清真寺析祷之后，某些 

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宣布了它们在清真寺内搞"祈祷示威" 的计划。 巴解组织的代 

表说，这项裁决速犯好几项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包括第2 5 2 ( 1 9 6 8  ) 号决议在内。 

此外，这项裁决在西岸的大多数主要市镇和东耶路撒冷振起了狂暴的示威浪潮，这 

种示威浪潮转而使以色列当局实施镇压性行动，结果使许多巴勒斯坦人或死或伤。

112.沙特阿拉'泊代表在三1!二日的信（S / 1 2 0 1 2  ) 中传达伊斯兰会议发表的声明 

的全文。 伊斯兰会议曾开会审议被^ 领阿拉伯耶路撒冷的严重局势，这种局势是 

最近以色列迷反安全理事会关于圣城的地位和阿克萨清真寺被，读的各项决议所造 

成的。 该会议的成贞国将最近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的裁决，看成是以色列占领当局 

逢犯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使耶路撒冷城的回教和基ÿ 教传统慢慢涯没所执行的 

长期有计划的政策的，一部分。 该会议的成资国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所作的努力， 

并请他和安全理亭会主席立刻采取步骤制止以色列透反联合国决议的行径， 并迫 

切注意圣城和其他被占领地区的局势。



112.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代表在三月十九日的信中（S / 1 2 0 1 7  )要求 

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审议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的最近发展所引起的严重局 

势。 他们指出耶路撒冷和其它被占领的西岸地区的局势正在趣续恶化，战争有一 

倘 Êip发之势，因此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沮止局势继续恶化下去， 

并使以色列不再遗犯目前安理会关于耶路撒冷的各项决定。 他们还请求和前几次 

一样邀请巴解组织的代表参加辩论。

11U.安全理事会在三月二十二日第一八九三次会议上，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把下 

列项目列入议程。

"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请求审议被领的阿拉伯领土内最近发 

.展所引起的严重局势：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 

代录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017  ) /

115.主席征得安理会的同意，应埃及、以色列、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南斯 

拉夫的代表的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主席又请大家注意阿拉伯 

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代表的要求： 即邀请巴解姐织的代表参加会议对议程上 

项目的辨论，并指出一如过去几次的情形，这项邀I f并非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 

七条或第三十九条提出，但是如获安理会通过，则这项邀请将把会员国根据第三十 

七条的规定被邀请出席时的同样参加权利给予该组织。 美国和巴基斯坦代表就此



决定：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第一八九三次会议以十一票赞成、一 

票反对（美利堅合众国）、三票弃权（法国、意大利、大不列趣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 ）通过了提案。

116,表决后，法国和意大利代表发了言。

117.安理会然后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并听取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埃及的代 

表，以及巴解组织的代表的发言。

l i s .在同于三月二十二日举行的第一八九四次会议上，主席狂得安理会的同意，应 

沙特阿拉伯代表的要求，邀请他参加辨论。 安理会继续进行讨论，约旦、 P可拉白 

叙利亚共和国、以色列、南斯拉夫、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发了言。 在同 

次会议上，巴解组织代表和联合王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了言。

119.安理会在三月二十三日第一八九五次会议上继续进行讨论，苏联、法国、中国 

和埃及代表发了言。 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以色列的代表，以及巴解组织 

的代表行使答辨权发了言。

120.在同于三月二十三日举行的第一八九六次会议上，主席征样安理会的同意，应 

伊拉克代表的要求，请他参加辨论。 美国和罗马尼亚代录友了言。 沙特阿拉伯、 

南斯拉夫和苏联代教行使答辩权发了言。

121.安理会在三月二十四日第一八九七次会议上继续进行讨论。 主席征得安理会



的同意，应孟加拉国、印度、毛里塔尼亚和突尼斯代表的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辨论。 

下列代表发了言： 意大利、巴拿马、日本、孟加拉国、伊拉克、印度、突尼斯和 

毛里塔尼亚。 下列代表行使答辩权发了言： 以色列、伊拉克、印度、阿拉f白利 

比亚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以及巴解组织的代最。 巴解组织的代表和美国、苏联 

的代录就程序问题发了言。

122•安理会在三月二十五日第- ‘八九八次会议上继续进行讨论，圭亚那、瑞典、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发了言。

123.在同于三月二十五日举行的第一A 九九次会议上，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约旦 

的代表发了言，主席也以贝宁代表的身份发了言。

12k.在这次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提出了一个由贝宁、圭亚那、巴基斯坦、巴拿马 

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为共同提案国的决议草案（S / 1 2 0 2 2  ) , 案文如下：

" -g全P 事会，

" 考虑到被领的阿拉伯领土内最近的发展，

" 深切关怀由于以色列继续领这些领土而弓 I起的严重局势 ,
“ 更深切关怀以色列当局所采取的导致当前严重情况的各项措施 , 包括：目 

的在改变被占领领土特别是耶路撒冷市的物质环境、文化、-人口和宗教特征的 

各项措旅，在这些领土内建立以色列人的殖民点及其他违犯这些领土居民的人 

权的情事，

“ 強调不容许以战♦取得4页土，

"回顾并重申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其中安求以色列取消一切已经 

采取的措施，并不再采取足以改变耶路撤冷市的地位和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本/



征的任何进一•步行动，

‘‘ 注意到虽然有上述各项决议, 以色列仍坚持执行其目的在于改变特别是耶 

路撒冷市的物质环境、文化、人口和宗教特征的政策，

" 重申在中东建立公正及持久和平的迫切需要，

" 1 。 惋惜以色列还没有停止妄图改变耶路撒冷市的地位的行动和政策，

也没有取消为这到这项意圏而业已采取的措施；

" 2 。 要求以色列在迅速终止其占领以前,不冉朱取一切对被领领土居 

民不利的措施；

" 3 .  要求以色列尊直和维护在它占领下的圣地的不可侵犯, 不再在被 

领的阿拉伯领土内没收或侵占阿拉伯人的土地和财产，或在其上面建立以色列 

人的殖民点；不再采取目的在于改变耶路撤冷市的合法地位的一切•其他行动和 

政策，并取消为达到上述目的而业已采取的措施；

" 4 .  决定经常注意这个局势 , 以便在情况需矣时再举行会议。"

125.美国、意大利和法国代表发了言，随后安理会对这项决议草案进行录夾。

來定： 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一八九九次会议上，五国决议单案（S / / 1 2 0 2 2 ) 
得到了十四票赞成、一票反对（美利坚合众国），由于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

因而未获道过。 、

126. 录决后，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苏联代表发了言。 巴解姐织代表、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和埃及代表也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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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以色列代表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的信（S / 1 2 0 2 0  ) 中转来耶路撒冷委 

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通过的决议全文，该委员会是由耶路撒冷 

市长设立的，参加的有七十位® 际知名人士，是就有关该城市的重建和美化问题提 

供意见的一小世界咨询委员会。

128.以色列代表在三月二十九曰的信（S / 1 2 0 2 8  ) 中引述阿拉伯利比亚代表在安 

理会第一八九七次会议上的发言说： " 中东的这个种族主义实必须把它消灭摔， 

而且总有一天会被消灭掉" ，并引用《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和二十四条关于选举 

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规定说，他的政府抗议毁灭安全理事会中的一个联合国 

会员国的主张。 P可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在四月六日的回信（S / /12 03 8  ) 中说, 
以色列代表故意把毁灭" 中东的种族主义实体" 解释为主张毁灭一个会员国。 无 

论如何，消灭种族主义是联合国的一项主要原则。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在三月三十日的信（S / /12 029  ) 中，转来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代理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的信件全文，控诉以色列占领当局对所占的巴勒斯 

坦，内的巴勒斯坦人民一贯施行残暴的镇压政策，信中提到被占领领土内三月二十八 

曰发生的两项事件，要求安理会立刻采取有效措施，以终止这个;t 炸性局势并解决 

长期占领的问题—— 这个问题正是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领土日益扩大的反抗的真 

正原因。

13。，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在四月十四日的信（S / 1 2 0 5 2  ) 中要求将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代理常驻观察员控诉以色列通过购买或没收取得了广大的已勒斯坦土地的 

信件分发，要求安理会制止这种行为并郑重考虑终止以色列的占领。

131 .阿曼代表，以阿拉伯集团主席的身分，在同日的信（S / 1 2 0 5 3  ) 中向秘书长表 

达对以色列不断逢反联合国许多决议和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有关战时保护平民的 

H 内瓦第四公约，在其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暗中取得土地的事情，深表关切。该



信要求秘书长派遣他的代表或是调查以色列侵香占领领土内居民人权的措施特别委 

员会的一位代表前往该地区调查此事。

4 . 召开会议的请求和第一九一六次至一九二二次会议(一九七六年五月四日 

至二十六日）的审议经过

132.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于四月二十二日和五月四日来信（S / 1 2 0 5 8 和 S /
1 2 0 6 7  ) 要求散发巴勒斯坦解放姐织代理常驻观察员的两封信， 该代理观 

察员指控犹太复国主义示威者曾于四月十七曰进军被占领的西岸，以支持以色列的 

领土扩张和建立犹太殖民点的政策。 反示威行动造成了与以色列军队的冲突，许 

多巴勒斯坦人非伤即亡。 五月一日以色列军再度向反对以色列非法占领的手无寸 

救的巴勒斯坦示威者开火；巴勒斯坦人一名死亡，多人受伤。

I33•埃及代表于五月三日来信（S / /1 2 06 6  )要求安理会注意由于以色列的继续 

领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决抵抗以色列侵略而在西岸和加沙地带造成的情况。 他要 

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审议不断恶化的局势，并要求邀请巴解组织参加辩论。

134.安全理事会于五月四日第一九一六次会议中，无异议将下列项目列入议程：

‘‘被占领P可拉伯领土内的局势：

"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  
1 2 0 6 6 ) 。"

135.在这次会议中，主席应埃及、以色列、约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要求 , 
征得安理会的同意 , 道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136.在同次会议中，主席提请注意埃及常驻代表来信（S / 1 2 0 6 6  )要求邀请已解 

姐织代表参加辩论，并一如往常指出这个提议并非按照暂行议事親则第三十七条和 

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提出的，但是安理会如果通过这个建议，对已解组织代表发出邀 

请就贼予他按照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赋予一个会员国的同样参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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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美国代表曾就这个建议发言。

决定: 一九七六年五月四日安全理事会第一九一六次会议以十六票赞成一票反对 

( 美 国 ），三票弃权（法国、意大利、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通 迷 这 I
建议。

13«，安理会隨即开始讨论这个项目，首先由埃及代表发言。 苏联代表和主席曾就 

程序问题发言。

I39•在五月五日第一九一七次会议中，主席应沙特阿拉伯代表的要求，于征得安理 

会同意后邀请他参加讨论。 巴解姐织代表和约旦、P可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色列 

以及沙特阿拉白等国代表发了言。 埃及和约旦两国代表以及巴解组织代表曾为行 

使答辩权而发言。

1W.在五月十日第一九一八次会议中，生席应科威特、索马里、苏丹和也门等国代 

表的要求，于征得安理会的同意后，邀请他们参加讨论。 安理会接着听取了科威 

特、苏联和中国代表的发言。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美国和苏联代表曾为行使答 

辩权而发言。

在五月十二日第一九一九次会议中，安理会听取了苏丹、索与里、以色列和埃 

及代表的发言。 阿掠伯叙利亚共和国、苏丹、苏联和索马里代表以及巴解组织代 

表曾为行使答辩权而发言。

142•在五月十四日第一九二0 次会议中，主席应卡塔尔代表的要求，于征得安理会 

的同意后，请他参加讨论。 安理会继续进行辨论，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卡塔尔 

和 贝 宁 代 录 发 B*。
1旧•五月二十日安理会第一九二一次会议中继续讨论这个项目，并听取了罗马尼亚、 

已基斯坦、巴拿马和埃及代表的发言。

五月二十六日安理会第一九二二次会议结束了对该项目的讨论。 在这次会议 

中，主席宣布根据同安理会全体理事国进行的协商，他受权发表下列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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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埃及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提出请求后，安全理事会于一九七六年五 

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举行了七次会议 , 审议了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局势。 安 

全理事会主席在与全体理事国进行协商之后，断定大多数理事国同意如下：

" 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目前局势表示深切恍虑；对于这些领土人民的 

福利也表示关怀。

"第四项日内瓦战时保护平民公约适用于自一九六七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 

的阿拉伯领土。 因此，要求占领国严格遵守该公约各项规定，而且避免采取 

并取消迹反这些规定的任何措施。 从而，对以色列在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 

采取变更人口组成或地理特性的措施，特别是殖民点的建立，表示遗憾。 这 

些措施构成了对和平的障碍，不得有损于谋求建立和平的结果。

" 安全理事会应继续密切注意上述局势。"
•在主席发表了声明之后，圭亚那、日本、P可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美国、中国、 

巴基斯坦、贝宁、以色列、约旦、埃及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等国代表以及巴解组 

织代表也都就这个问题发了言。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曾为行使答辩权而发言。 

主席也发了言。

5. 安全理事会随后收到的来文 

1恥•阿掠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于五月十三日来信（S / /12073  )要求散发耶路撒冷 

圣據卫士会尤里。布劳教士的一封信，该信抗议以色列官员关闭耶路撒冷的宗教仪 

式屠宰场，侵替宗教自由。

1U7.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于五月十八日来信（S / 1 2 0 7 8  )要求散发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代理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的一封信，该信指控以色列占领军在那布卢斯城杀 

害了一个少女并表示该组织对于安理会没有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非法占领，深感

忧虑。



__________ 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

1 . 向安全理事会递送的关于大会第 

三十届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的来文

1J+Ü，秘书长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给安全理事会的信（S /1  1 9 08  ) 中转递了一 

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题为" 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为中东和平所作的努力" 的 

大会第3 3 7 5  (X X X )号决议的全文。 秘书长提请安理会特别注意第1 段，大会在 

这段中请安全理事会考虑通过必要的决议和措施，以便巴勒斯坦人民能按照大会第 

3 2 3 6 ( x x i x ) 号决议的规定，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

1H9.秘书长在十二月十八日给安全理事会的信（S / 1 1 9 1 9  ) 中转递了题为"巴勒 

斯坦问题" 的十一月十日大会第3 3 7 6  ( XXX ) 号决议的全文，大会在该决议第8 段 

中请安全理事会于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以后尽快审议关于巴勒斯坦人民行使第3 2 3 6  
( X X I X )号决议的第1 和第 2 段所确认不可剥夺的权利的问题。

秘书长于十二月十A 日又给安全理事会一封信（S / 1 1 9 2 0 ) , 信中转递了题为 

" 中东局势" 的十二月五日大会第3 414  ( XXX )号决议的全文。 他提请安理会特 

别注意第4 段，大会在这一段中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速执行大会和安 

全理事会的一切有关的决议，目的是由有关当事各方，包括巴解组织在内，参加拟 

订办法，以便在该地区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

151.苏联代表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的信（S / 1 1931)中递送了苏联外交部长就有 

关大会第3 3 7 5 (X X X )号决议给秘书长的信的全文。 苏联外交部长说，苏联政府 

一贯主张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同时相信达到中东问题的根本解决的唯一可 

靠途径是通过所有直接有关方面，包括由巴辦•组织代表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联合 

和集体的努力。 十一月九日，苏联向美国提议，作为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的共同 

主席的苏联和美国应该共同发起重新进行它的工作。 苏联政府仍然坚决认为，曰 

内瓦和平会议是基于联合® 各项有关决议订出解决中东问题的基本决定的最适i 机



构，并且坚决主张尽快重新召开这个会议，让巴解组织充分而平等地参加。

2 . 第一A 七0 次至第一八七九次会议 

(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的审议经过

152.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第381  ( 1 9 7 5 ) 号决议中，延长了联合 

国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还决定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再开会继续辨论中东问 

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辨论时考虑到联合国所有有关决议。

153.因此，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举行的第一AfeO次会议，无异议地 

将下列项目列入议程：

" 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
15U.在该次会议上，主席应埃及、约旦、卡塔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阿拉伯联 

合首长国等国代表的要求，征得安理会同意，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155.在同次会议上，主席提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一八五六次会议通过了第 

381 ( 1 9 7 5 ) 号决议后，安理会主席所作的发言，安理会在第381  ( 1 9 7 5 ) 号决 

议中决定在一月十二日再开会。 在那次发言中，主席表示安全理事会多数理事国 

的了解是，依照第 381  ( 1 9 7 5 ) 号决议(a)段的规定，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曰再 

开会时，将邀请巴解组织的代表参加辨论。 本着那次发言，主席提议邀请巴解组 

织的代表参加这次辩论，主席指出，这项提议不是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或 

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提出的，但是如获通过，这项邀请所给予巴解组织的参加权利就 

和给予按照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应邀参加的会员国的权利一样。

156.美国、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苏联、巴拿马、罗马尼亚、联合王国和巴基斯坦 

代表曾就主库的提议发言。 美国和苏联代表在这项提议付诸表决前又作了发言。

决定：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第一八七0 次会议上，以十一票赞成、

一票反对（美利坚合众国）、三票弃权（法国、意大利、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 国 ）通过了这项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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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表决后，法国和意大利代表都发了言。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也发了言， 

美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了言。

158.安理会然后开始审议这个问题，巴解组织代表首先发言。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 

国代表再次发言。

159.在一月十三日第一八七一次会议上，主廣应南斯拉夫代表的要求，征得安理会 

的同意，邀请该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安理会听取了埃及、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约旦和阿拉伯联合首长国代表的发言。



160. 在一月十四日的第一八七二次会议中，主席应毛里塔尼亚代表的要求，征得安 

理会同意，邀请他参加讨论。 卡塔尔，圭亚那、 日本、法国和瑞典代表发了言，

161. 在一月十五日的第一A 七三次会议中9 主席应沙特P可拉伯和科威特代表的要求， 

征得安理会同意，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安理会听取了巴基斯坦，苏 

联、联合王国、贝宁，沙特阿拉伯代表的发言。

162.在同一天的第一八七四次会议中，主席应伊拉克代表的秉求，征得安理会同意， 

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科威特、南斯拉夫、中国代表发了言联、中国、 

阿拉伯利比亚其和国行使答辩权了言。

162. 在一月十六曰的第一八七五次会议中，主席应圭亚那代表的要求，征得安理会 

同意，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安理会继续进行讨论，毛里塔尼亚和罗马 

尼亚代表发了言。

16U.在一月十九日的第一八七六次会议中，主席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摩洛 

哥、苏舟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等国代表的要求，征得安理会同意，邀请他们参加讨 

论，但无表决权。 美国、意大利、巴拿马、伊拉克、印度、摩洛哥、几内亚、德 

志民主共和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代表发了言。

165.在一月二十一日的第一八七七次会议中主席应阿尔及利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 

伐克、民主也门、却牙利、波兰和突尼斯代表的要求，征得安理会同意邀请他们参 

寸论，但无表决权。 安理会继续进行辩论，并听取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苏 

丹、保加利亚、突尼斯、却牙利、阿尔及利亚、波兰代表的发言。

1ÔÔ• 在一月二十二日的第一八七八次会议中，安理会结束了一般性辨论，民主也门， 

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和主席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的身份发了言。



斯 ，在一月二十六日的第一八七九次会议中p 巴基斯坦代表提出了一项以贝宁、圭 

亚那、 巴基斯坦、 巴拿马、罗马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为提案国的决议革案 

( S / 1  1 9 4 0 ) ,案文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 按照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第3 8 1 ( 1 9 7 5 ) 号决议的规定，审议了题为

‘ 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项目，

‘‘ 呀取了有关各方的代表的发言 , 其中包括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 

放组织代表的发言，

“ mm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核心，

"对于中东局势继续恶化，表示关切 ; 并对于以色列固执地占领P財È伯领土 

及其拒绝执行有关的联合国决议，深表遗憾，

" 重申不许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并吞领土的原则，

"又重申必须在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 y 以及其关于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 

问题在内的各项决议的基础上，在该地区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

“ 1 •
"(a) 应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按照《联合国宪章》，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

族自决权利，其中包括在G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fe) 愿意回到家园和邻居和乎共处的巴勒斯坦难民有这样做的权利，以

及那些不愿回避的难民有得到财产赔偿的权利；

"(Û) 以色列应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所占领的一切阿拉伯领土撤出；



“ (d) 应作成适当安排，以求按照《联合国宪章》，保障该地区所有各国

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在安全与公认的疆界内和平生存的权利；

"12. 决定为了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平而作出的一切国际努•力和在联合 

国范围内召开的国际会议 , 应充分顾到第1 段所载的规定；

" 3 。 i 秘书长尽快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执行本决议的规定，并就所获 

进展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 4 。 决定在六小月的期间以内 , 召集会议，审议秘书长关于本决议执行 

情况的报告，以便趣续执行关于实现这项决议的责任。"
成 •联合王国代表对六国决议草案提出了一项修正案（S / 1 1942 ) ,建议在执行部 

份增加下列新的一段：

" 3 重申其第2 4 2 ( 1 9 6 7 ) 和 3 3 8 ( 1 9 7 3 ) 号两决议中的原则和规定 ,
并声明本决议以上两段的规定，绝不取代该两决议。"
169«根据巴基斯坦代表的建议，会议随即暂停。

170.会议恢复进行后，主席指出 , 他要将联合王国修正案（S / 1 1 9 4 2 )先行提付表 

决，然 后 表 决 六 国 决 议 草 案 1 9 4 0 )。

171.在表决修正案以前，美国，法国、 曰本、苏联、意大利、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联合王国、巴基斯坦代表发了言。 苏联代表和主席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 

的身份再次发言，

决定 ; 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第一八七九次会议上，联合王国修正案获得四票赞

成 《法国、意大利、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两票反对（中国、I阿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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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伯 利 亚 共 和 国 ），九票弃权，由于没有获得必要的多数，没有通过。

172• 安理会就六国决议革案（S / 1 1 9 4 0 ) 进行表决以前P 中国和联合王国代参发了

言。

决定: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曰第一八七九次会议上。六国决议韋案《S / U 9 4 0 )  
获得九票赞成，一票反对《美 国 ），三票弃权《意大利、端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由于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因此没有通过。 而个理事

国 （中国和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没有参加表决。

173•随后，秘书长发了言。 美国、法国、 日本、苏联，罗马尼亚、巴拿马，瑞典、 

意大利、贝宁和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发了言，主席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 

的身份发了言。 埃及、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巴解组织的代表也发了言。



17^，苏联代表在一月九日的信件中（S /a  1 9 2 8 和 Corr. 1 ) 递送了他本国政府说 

明其对中东局势的露见的声明文本。 它特别指出，虽然达成全面解决的条件遂渐 

有利，但是以色列长久以来在某些继续回避日内瓦和平会议另求单独安排的国家.的 

鼓励下，继续反对任何朝向解决的真正发展，他们拒绝从占领领土撤退，拒绝承认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 为了要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必须解 

决三个在本质上互相关联的根本问题：以色列军队必须撤离它在一九六七年所占领 

的一切阿拉伯领土；巴勒斯坦网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创造自己国家的不容剥 

夺的权利在内，必须予以确保；所有中东国家的安全及其独立生存发展的权利必须 

加以保证。确认必须在中东解决办法的范围内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人多。 

这个认识在联合国大会最近的各项决议中已清楚地反映出来，这些决议明白地说明 ,
已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是解决中东旧题的主要当事方面之一 ,而巴勒斯坦解放組级是

.他们的合法代表。苏联政府相信安全理事会必须以其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三年的决 

议和 大 会 的 决 议 为 讨 论 中 题 的 而 这 些 讨 论 必须 为 日 内 瓦 会 议 的 恢 复 创 造  

必要的条件。

175•墨西哥代表在一月十日的信中（S / 1 1 9 2 9 ) 宣称，墨西哥认为中东的现况对 

世界和平构成最严重的潜在威胁，因此必须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的范畴内寻求问题的 

全面解决办法。 墨西寄也认为安全理亭会常任理亭国应当以行动表现它们愿意看 

到这些决议得到执行。

r r ô .以色列代表在一月十四日Eg信 中 （s / 1 1 9 3 2 ) 递送了由哈尔卡比所写，题为 

" 巴勒斯坦民族盟约，一个以色列人的评注" 的一篇文章。 以色列代表就巴解组 

织 Era政治纲领及其领导人的各次友言作了评论，他说这可以看出来该组织原则和 

目的同《联合国宪章》Era原则和宗旨是不相容的。 '



苏联和美国代表分别在二月十七日和二十日（s / 1 1 9 8 5 和 S X 1 1 9 9 1 )递送了 

你们的政府对秘书长一月二十七日的信的答复，秘书长为了同中东和平会议的两位 

共同主席保持联系，在那封信中就解决中东问题作出进展的途径，征求了他们的意 

见。

178• 苏联外交部长在答复中（S / 1 1 9 8 5 )说，以色列继续占领网拉伯领土，漠视巴 

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使新的军亭冲突的危险持续下去。 安全理亭会最近辩论的结 

果证明，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仍然拼命使整个中东问题的解决陷入僵局,这不能不叫 

人担心。 虽然安全理亭会绝大多数的理，国表示赞成采取具体措錄以促成全面解 

决，但由于一个常任理亭国所持的立场，使安理会不能作出决定。 联合国会员国， 

除少数例外，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里都表示它们认为，除非以色列部P人撤出一九六 

七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除非保障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 

并保i正该区域所有国家独立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中东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越 

來越明f ，经过安善筹备后重开日内瓦和平会议的工作，并由所有直接有关方面包 

挥巴解组织以及会议的共同主席参加，是在解决所有中东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唯一可 

# 办法。没有已勒斯坦人参加，日内瓦会议就不可能成为实事求是的谈判场所，而 

只是装装样子的铁判伪装而已，

179.美国国务卿在其答复中（S / a  1 9 9 1 )说，他同秘书长一样认为急须达成和平解 

决中东问题的目标，并决心趣续作出努力，促成有意义的谈判。 但是，他说如果 

谈判架构遭到破坏，就绝不可能再有进展。 这个架构具有充分的变通性，它可以 

为合理和持久解决有关的一切间题提供一个基础。 而且,美国再三重申如果没有 

将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利益考虑在内的各种安排，就无从建立持久的和平。 美国 

认识到在一些特别的程序上，保持某种程度的变通性是必要的，这样才可以维持在 

谈判进展中作出实际进展的那种动力，美国同意经过妥善筹备后重开日内瓦和平会 

议 ，将有助于达成这种进展的目的。 作为进行工作的实际方式，美国建议召开一 

次筹备会议，由到目前为止参加过谈判的各方参加。 美国也准备考虑在召开这种 

筹备会议之前同苏联进行双边的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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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0 .苏联代表在四月二千九日的信中（S / 1 2 0 6 3 )递送了苏联政府四月二十八日的 

声明，该声明主张中本问题Eig全盘政洽解决，解决的基础为：以色列部队撤出一切’ 
阿拉伯领土；实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民族要求，包括建立自己国家的不可 

劍夺的权利在内；对所有中东国家的安全和领土的不可侵犯提供国际保证。 苏联 

主张重新召开日内瓦积平会议，由巴解组织参加，会议可能分为西个阶段，以便在 

最初的阶段解决所有的组织问题，并设置适当的工作机构。 苏联准备立即服代表 

参加这些会议。声明中强调说，如黎已嫩事件证明的，去年曾通过把解决中东局势 

的主要问题撒在一边而就若干小部分的以色列占領领土分别地作出的一些安排，不 

但没有减缓局势，甚至进一步使之恶化。

181.保加利亚代表在五月十九日的信中（S / 1 2 0 8 0  )递àâ了保加利亚政府关于中东 

的声明，它在声明中表示完全同意苏联四月二十八日的声明并支特声明中就解决中 

东冲突所提的各项建议。



4 .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报告

182 .按照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大会第3 3 7 6  ( XXX)号决议第7 段的视定，秘书长 

在五月二十九日的说明（S / 1 2 0 9 0 沖将根据上述决议成立的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

♦权利委员会的报告转送安全理事会。

183.委员会在报告中搞要叙述其评议的力容。 委员会评议的中心问题计有：重避 

家园的权利、 自决权利和国家独立及主权权利、耶路撒冷的地位、巴勒斯坦人民不 

可剥夺权利的执行方案的要素、巴辩斯坦问题和中东问题的相互关系。

18U.委员会强调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不可刺夺的权利，并且提出了分成两个阶段 

执行这种权利的方案。 第一t 阶段是关于让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巴勒斯 

坦人重返家圉的问题。 委员会建议安全理事会应要求立即执行其第2 3 7  ( 1 9 6 7 )  
号决议，此种执行不座与任何其他条件发生连带关系。 委员会又建议可动用红十 

字会国际委员会和（或 ）联合国近东g 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资源，以协助解 

决同那些重避家园的巴勒斯坦人的#：新定居有关的任何供应支援问题。关于处理一 

九四八年至一九六七年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重避家园的问题的第二个阶段，委员 

会建议联合国同直接有关各国和巴解组织合作，按照大会第194  ( I I I ) 号决议， 

开始作出必要的安排，让那些巴勒斯坦义行使重返其家园和重获其财产或获得 ! 
公正的赔尝的权利。

185.为了执行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和国家独立及主权权利，委员会建议安全理 

事会应拟订一个以色列占领军应在一九七七年六月一日以前,完全撤出一九六七年 

所占的那些地区的时同表。 安理会于必要时应提供暂时性的堆持和平部队，以便 

利撤离的过程。 委员会还建议安理会应要求以色列停止建立新的殖民点，同时在 

这段期间撤出一九六七年以来在其占领领土上建立的各殖民点。 此外更应要求以 

色列遵守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的《日内瓦战时保护平民公约》的规定，并宣布承 

m 公约的适用性。 撤出后的领土应由唉合国接管，然后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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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下，移交给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解组织。 委员会还建议，一俟独立的巴勒斯 

坦实体成立，联合国在同直接有关各国及该实体的舍作下，应立即考虑到大会第 

3 3 7 5 (XXX)号决议，作出进一步的各种安排，以使按照所有有关的联合国决议， 

充分实施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容剥夺的权利，解决各种未决的问题，以及建立该区域 

的公正与持久的和平C

5 。第一九二四次会议（一九七六年六巧九日）的审议经过

186. 安全理事会在六月九日第一九二四次会议上无异议地将下列项目列入其议程：

“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问题：

" 依照大会第3 3 7 6  ( XXX)号决议的规定而设立的委员会的报告（S / 1 2 0 9 0  ):，
187 .主岸宣卖六月九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要员会主 .席的一封信的全文， 

信上要求让他以该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以及同该委员会的报告员一道向安全理事会发 

言。

l æ •主廣征得安理会同意，根据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该委员会主席报告 

员和其他成贞发出邀请。

1S9•主席也宣读了六月九日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两国代表的一封信的全 

文，信上要求如前几次一样邀请巴，组织代表参加关于这个议题的辩论。 他指出 

该提案不是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或第三十九条规定提出的，但他说如果安 

理会通过了该提案，郭么邀请巴解组织参加这个辦论时所给与它的参加权利，同报 

播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一个会员国参加时所给与的权利是一样的。

190•美国表对该提案发了言。

决定：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九日第一九二四次会议上以十一票赞成、一票 

反对 (J ^利坚合众国）和三票弃权（法国、意大利、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通过ÿ ÿ ÿ '



191. 应古巴、埃及、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首长国各国 

代表的请求，主廉于征得安理会同意后也邀请他们参加辟论，但无表决权。

192.安理会在同一次会议上开始审议该项问题，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 

员 会 主 席 发 了 言 ，并提出该委员会的报告。 该委员会的报告员及其剖主庸之 

一和古£ 代表，也先后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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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关于西部撒哈拉的局势 

A.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和召开会议的请求

193•西班牙代表在一;^七五年十月十八日给安全理建:会主席的信（S / 1 1 8 5 1  M m  
〈<̂ 给 第 三 十 五 条 的 规 定 ，提请安全理♦会注意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关于要发动 

3 5 万 人 ;鋪 进 军 的 声 明 ，这件♦已造成一小摩探的局面，并已威胁到国际 

和平与安全 . 西班牙代表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以审议这种局势，

191̂ •摩洛哥代表在同一天的信（s y i  1 8 5 2 )中答复说，西班牙把和平进军称为入侵， 

是歪曲，实，其目的是要歪曲摩洛哥的权利主张的性质，. 曲解摩洛哥-向以和平方 

法争取其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权利的本意， 他说，所宣布的进军将由无武装的 

平民趙成，他们已舉命在遭受西班牙军队攻击时不予抵抗 .
E .第一八四九次和一八五0 次会议（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日和二十二日) 的审议经 

过

195 .安全理事会在十月二十日第一A 四九次会议上无异议通道了以下议程:
" 关于西部撒拉的局势：

"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八日西班牙赏駐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 / 1 1 8 5 U "
196. 应西班牙和摩洛齋代表的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

1 9 7 .安理会口；f取了西班牙、 洛哥和毛里塔尼丑代表的发言后，开始对这个问题的 

审议， 哥斯迷黎加代表提出了其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S / 1 1 8 5 3 ) .酉班牙代 

表行使答辩权也发了言。I
198•哥斯达黎加提出的决议革案，后 来订正 （S / U 8 5 3 / R e v .  1 )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在不影响安理会在适当时可能采取的措施的条件下 ,
" 作为紧急事项，请求摩洛齋政府停止其所计划的向西部撒哈拉的进军 , "

199 .安理会在十月二十二日的第一八五0 次会议上趣续审议这小项目，并应阿尔及 

利亚代表的要•求，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200.主席说，在非正式协商的过程中，安理会的理事国同意了一小决议草案（S /  
1 1 8 5 8 ) , 准 备 以 共 同 ÿ 见通过该决议草案 . 其内容如下：

"安全理事会 ,
"审议了关于西部撒哈拉的局势，并审议了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八日西班牙常驻代 

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 1 1 8 5 1  ) ,
"重申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大会第151 4 (XV)号决议和关于该领土的一切其 

他有关的大会决议的规定 ,.|
" 1 . 按照《联合圓宪章》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在不访碍大会根据其一九七四年 

十二月十三日第3 2 9 2  (X XIX)号决议的规定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以及不访碍有关和 

关心的各方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可能进行的谈判的条件下，采取 

行动，要求秘书长同有关和关心的各方，立即进行协商，并尽快将协商结果向安全 

理事会提出报告，以便安理会能够采取适当措施，处理西部撒哈拉目前的局势；

, " 2 . 吁请有关和关心的各方实行谨慎与市制, 并使秘书长能在良好的条件下执 

行他的任务。"  广

201.在通过该决议革案之前，安理会听取了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

决定：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第一八五0 次会议以共同意见通过决议草案（S /  
1 1 8 5 8 ) , 成为第3 7 7 U 9 7 5 )号决览



202 .主席又宣布，哥斯达黎加提出的订正决议草案（ S / / 1 1 8 5 3 / S e v .  1 〉已经撤回，

203. 其后，圭亚那、中国、法国、大不列顧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哥斯达黎加、 曰 

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意大利、银麦隆联合共和 

国、美利坚合众国和白饿罗斯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都发了言，安理会主鹿以 

瑞典代表身分发了言，毛里塔尼亚、摩洛哥、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代表也发了言。

C,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期I’g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和振告 

201|•秘书长千月二十二日的说明（S / 1 1 8 5 7 〉，按照西班牙代表在一八四九次会议 

上提出的要求，散发了西班牙代表就摩洛哥国王关于撒哈拉非殖民化问题所作的声 

明而于五月六日、七月十四日及八月二十五日写给他的三封信的全文，

205.阿尔及利亚代表十月三十一 H的信（S / 1 18 62  )递 送 了 非 洲 统 一 组 织 主 席  

和 阿 尔 及 利 亚 主 席 ！就撤哈拉的事态发展互相交换的电文的全文，

206.秘书长按照第3 7 7 ( 1 9 7 5 )号决议对他提出的要求，于十月三十一日向安全理 

会递送了一份报告（S / 1 1863  L 他说，在纽约同有关各方的代表进行了协商之 

后，他于十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二十八日依序访问了摩洛哥、毛里塔尼巫、陶尔及利 

亚及西班牙，同各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四国政府的立场 

载于该报告中， 秘书长说，虽然并非所有方面都已达成了最后的块定，但是他觉 

得它们会承认，在寻求一小可接受的解决方面，联合国是一小必要因素。 在这样 

一•个 夹 范 围 内 ，有可能请联合国来担当一项适当的任务， 他将继续与各方协南。 

i巧时，该地区的局势仍然很严重，他认为最重要的事便是避免任何可能增加紫张的

207 .西班牙代表十一月一日给安全理♦会主席的信（S / 1 1 8 6 4 )要求召开安理会， 

急会议》 他说，由于M洛哥政府拒绝停止所宣布的向该领土的进军，西 部 撒 、拉 

的局势已经恶化，



D . 第一八五二次会 议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的审议经过

208. 安全理事会在十一月二日弟一八五二次会议上无异议通过了以下议程：

" 关于西部撒哈拉的局势：

" (a) 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关于西部撒哈拉的局势的第3 7 7 ( 19 7 5 )号 

决议所提出的报告 ( s y i  1 8 9 3  );
"(b)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S / 1 1 8 6 4 ) /
209, 主席说，十一月一日在分发了秘书长的报告后安理会的理事国曾进行广泛的 

协商，秘书长也参加了协商。 结果，拟订了一个决议草案（S / 1 1 8 6 5 ) , 安理会 

的理事国同意应以共同意见通过该决议草案。 它的内容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审议了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关于西部撒哈拉的局势的第3 7 7  ( 1 9 7 5 〉号决议’ 
所提出的报告（S / 1 1 8 6 3  )，

"又审议了 一■九七五年千一•月- 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胳时代办给安全理事 

会 主 席 的 信 1 8 6 4 )，

其一九七五年千月二十二日的第3 7 7 (  1 9 7 5 ) 号决议，

"关切地注意到该地区的局势仍然严重 ,
"赞赏秘书长为了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 7 7 (  1 9 7 5 ) 号决议作出的努力，

"重申U-九六Q 年十二月十四日，大会第 1 5 1 4 ( x v ) 号决议和有关该领土的大会 

其他一切决议的规定，

"注意到西部撒哈拉的问题在大会第主十届会议处理之中 ,
" 1 .  促请所^ 关和关心的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单方面或其他行动, 致使该地区

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2 . , 度秘书长继续和加强同有关和关心的各豹4行协商,并尽快将协商的结果向 

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以便理事会能够采取可能需要的任何进一步适当措施。"

决定：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第一A 五二次会议■以共同意见通过决议草案（8 /  
1 1 8 6 5 ) ,成为第3 7 9  ( 1 9 7 5 )号决议。

210.秘书长发了言， 理事会继续讨论，西班牙、中国、哥期达̂黎加、 日本、美国、

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法国、圭亚那、坦桑尼^ 联合共和国、瑞典、毛 

里塔尼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代羡、安全理事会主席以苏联代表身分，也都发了言。

西班牙、摩洛每和阿尔及利巫代表行使答辨权发了言。

E.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和召开会议的请求

211.西班牙代表十一月六日的信（S / 1 1 8 6 7  )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 他 

说，，洛哥人，包括武装部队的官员和政府官员，成群结队侵犯西部撒吟拉的疆界。 

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紧急地采取适当措施，使参加进军的人撤回摩洛哥领土，

第一八五三次和一八五四次会议 (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的审议经过

212 .安全理事会在十一月六日非公开地举行了第一八五三次会议，并按照暂行议 

规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发表了公报（̂ 1 1 8 6 9 ) , 其全文如下：

"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安全理事会非公开举行第一八五三次会议，继续 

审议关于西部撒哈拉的肩势《 摩洛哥、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作为有关和关 

心的四方中的三方，经理事会决定的邀请，各派代表参加会议。

" %，会的理，国向有关和关心的各方的代表们提出问题并从他们得到答

复。

" 理，会于暂停会议后，决定授权主席代表理事会向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

陛下发出如下的呼吁；



" ，安全理事会授权给我向陛下紧急请求立即停止所宣布向西部撒哈 

拉的进军。，"
213.由于主席的提议及美国代表的支持，理♦会还决定，一八五三次会议的逐字记 

录应象公开会议的记录一样编写及分发。

21U.安全理事会主席十一月六日的说明（S / 1 1 8 6 8 )散发了他按照理事会的决定向 

摩洛身国王哈桑二世陛下发出的呼吁的全文及同一天收到的答复的全文， 摩洛哥 

国王在答复中说，进军已经开始了，并重申摩洛哥政府的保证，即这次进军绝不改 

变这小行动的和平本质，

215.理事会在十一月六H第一八五四次会议上无异议通过在议程上列入以下分项，

"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S / 1 1 8 6 7 V ，

216.理事会主席发了言，他 提 请 各 理 事 国 注 意 1 8 6 8 号文件的内容和十一月六 

曰西班牙代表的信（S / 1 1 8 7 1 ) , 信内有关于局势的今人不安的消息， 他又说， 

在盤整一天的非正式协南中，已经拟订了理事会各理事国同意将以共同意见通过的 

一，个决议草案（S / 1 1 8 7 0 ) .  该决议草案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西都撒哈拉的局势已经严重恶化 , -
" 遗憾地注意到尽管有安理会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第3 7 7 ( 1 9 7 5 ) 号 决 ， 

议 和 十 一 月 二 日 第 3 7 9 ( 1 9 7 5 )号决议，并有安全理事会主盾经安理会授权 

，急请求摩洛哥国王立即停止所宣布的向西部撒除拉和平进军的呼吁，上述和平进

军仍已进行，

"根推上述各项决议 ,



u . 对和平进军的进行表示遗憾；

" 2 . 促请摩洛哥国立即从西部撒☆拉领土内撤出所有参加进军的人;
" 3 . 促请摩洛哥和一切其他有关和关心的各方 , 在不访释大会根振其七四 ^  

4 - ^ = 4 t E H S 3 2 9 2  号决议的规定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或不场碍有辩咲心

的各方按照《f 洽国宪章》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可能进行的谈判的条件下，同秘书长充分合 

作，执行安全理事 会第 3 7 7  ( 1 9 7 5 )号和第3 79  ( 1 9 7 5 )号决议委托给他的任务

决定：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弟一八五四次会议以共同意见通过决议草案（SX 
r i  B70  ) ,成为第 3 8 0  ( 1 9 7 5 ) 号决议。

217.安 全 理 然 后 取 了 毅 ^跟 摩 洛 哥 和 阿 尔 及 利 亚 代 表 及 理 ♦会主席的发言， 

西班牙、摩路哥、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代表行使答辩权发了言。 主康 

然后以苏联代表身分发了言，

G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其他来文

218. 阿尔及利亚代表十一>^六日的信（S / 1 1 8 7 2  )递送了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十月 

二十四日和十一月四日给秘书长的电报，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在电报中重申他的国 

家对于西部撒☆技问题的立场，并表示阿尔及利亚不愿采取可能使该地区产生紧张 

局势或使局势恶化的任伯单方行动，同时重申阿尔及利亚会严格执行大会各项有关 

决议，

21 9 .西班牙代表十一月六日的信（8 / 1 1 8 7 1 )说，根推西班牙驻拉巴特大使知得到 

的官方消息，，洛哥政府打算继续进军，除非面班牙同意进行，急双进谈判，解决 

将撒哈拉的主权移交给摩洛哥的间题， 而且，摩洛哥不排除参加进军的人将同西 

班牙部队对抗的可能。 它还拒绝联合国的★入，以及截至目前为止就秘书长的访 

问所讨论到的一切可能计划和建议，

220 .摩洛哥代表十一月七日的信（S / 1 1 8 7 3  )提到十一月六日西班牙的信(S/1187U.



并说西班牙驻拉巴特大使已否认该信中所说的一切。

H . 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的进一步报告

221.秘书长依照第379  ( 1 9 7 5 )号决议于十一月八日向安全理♦会提出一份报告 

( S / 1 1 8 7 4 ) .  他在报告中说，他同有关各方的代表在联合国举行了协商，他的 

特使安德烈。卢因先生曾到摩洛哥、毛里塔尼业、阿尔及利亚和西班牙访问。在救 

告名•方的立场后，秘、书长说，进入西部撒哈拉的" 绿色进军"严重地增加了该地 

区的紧‘张局势，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就会严重影响能够达成满意解决的机会•- 
他要求实行最大的克制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并继续敝开和平解决的通路。

222. + —月十二日，秘书长的第二次报告（S / U 8 7 6 ) 说，哈桑国王已于h—月九日 

在问加迪尔宣布要求" 绿色进军" 的志愿人员回到他们的出发地，这小决定有助于 

消除该区城的紧张气氛* 联书长深信，虽然各方立场继续分歧，但是在联合国范 

围内的無决仍然是能够获得使各有关方面都满意的和平解决办法的唯一途径。

22、十一月十九日，秘 书 长 拒 告 （7 1 1880)说参加进军的人邀出之后，西班f i 験 Î 
他, 牙 已 洛 哥 、毛里塔尼亚达成一小原则宣言，根据这小宣言，西班牙最迟于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撒出西部撒哈拉，在过渡期间，它作为管理国的责任将移 

交给一'个由三方组成的临时行政机构，该机构由现任的总替和由摩洛哥和毛里塔尼 

亚分别提名委振的两位副总督组成。 新的行政机构将同代表撤哈拉民意的撒除拉 

大会合作进行工作， 秘书长又说，阿尔及利亚已经正式采取却下的立场： 该宣 

言连反了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因此是无效的。 报告附件有：十一月十四日西 

班牙、摩洛長和毛里塔尼亚在马德里发表的联合公报的全文；十一月十八H西班牙 

代表向秘书长递送西班牙、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通过的原则宣言的信；宣言全文； 

十一月十九日问尔及利亚代表向秘书长递送的阿尔及利亚政府对于西部撒哈拉事态 

发展的正武立场的文件全文，



I . 安全理事会随后收到的来文

阿尔及利亚代表十二月九日的信（S / / 1 1 9 0 2  )转送了十一月二十八日撤哈拉临 

时国民议会就联书长的报告（S / /1 1 8 8 0  )而发表的一份公报，内容包括解散撒哈技 

大会，因为它不是以民主方式选出，也没有真正的权力；成立撒哈拉临时国民议会 ; 
宣布让撒哈拉人民要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和获得独立；重 

申支持萨基亚里奥民解阵线为撒♦拉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22*î.阿尔及利亚代表十二月十日的信（S / 1 1 9 0 3 和 G o r r .  l  ) 转送了撒☆拉国民 

议会秘书长的声明，说瓜分西部撒哈拉的阴谋诡计正在当地进行，摩洛哥已在西班 

牙和毛里塔尼亚的串通之下侵入西部撒哈拉， 西部撒拉人民成了可怖的种族唐 

杀的冤鬼，成千的难民纷纷逃避摩洛哥的军队。 面对着这种凶残的侵略，-萨基亚 

里奥民解阵线同撒哈拉人民的其他代表，重申其继续为自决和独立杳斗的决心。

226 .网尔及利亚代表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的信（S / 1 1971  )递送了阿尔及利亚政府 

的备忘录，其中提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西班牙、摩洛哥和毛里舉尼亚在马德 

里签订的协议，并说在协议发表之后，西部撒哈拉的事态发展对于撤吟拉人民未来 

的国象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对该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都有严重的影响， 问尔 

及利亚宣布该协议完全无致，因为它完全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 

特别是一九七五年千二日十日大会第3 4 5 8A ( X X X 》号决议， 对撤赞拉人民的明 

目张風的侵略行动正在发生，绝对要制止这种危险局势恶化下去，要恢复国际法律 

秩序， -
22T.西班牙代表二月二十六日的信（S / 1 1 9 9 7 )提请注意西班牙政府为了在和平情 

况下迅速实现该领土的非殖民化所作的一切努力， 关于一九七五年千一月十四日 

马德里《.原则宣言》第 2 段的规定，他说，二月二十六日，西班牙已完全撤出撒哈 

拉领土，西班牙认为今后对该领土的管理已无任何国廝责任 . 但是，西班牙的立



场是： 西部撒哈拉的非殖民化将于撒哈拉人民的意见获得真正的表达时始告完成。

228 .阿尔及利亚代表三月八日的信（S / / 1 2 0 0 2 )转遵了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发言人的 

声明，指出二月二千三日至二千九日在亚的斯业巴开会的非洲统一組织部长理事 

会的主席说，撒哈拉人民跟所有其他人民一样，有权行使自决权；因此，部长理事 

会承认了萨基亚里奥民解阵线为解放运动， 又说，阿尔及利亚无条件支持所有解 

放运动，特别是非洲的解放运动，因此它和布1 :迪与马达加斯加一起承认了撒吟拉 

阿拉伯民主共和国。

229 .阿尔及利亚代表五月千七日的信（ 2 0 7 6  )转递了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给秘 

书长的信，外交部长在信中提到四月十四日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签订的两个协议： 

一个是关于划定毛里塔尼亚和摩洛哥之间过界的协定，男一个是关于两国在西部撒 

哈拉进行经济合作的协定， 阿尔及利亚认为这些'协定完全是两国政府在西部撒哈 

拉推行其侵略和造成既成事实的政策的一部分；因此，阿尔及利亚不承认这些协定 

具有任何效力》而认为它们是全然无效的 .
230.毛里塔尼亚代表六月千四日的信（SX 12095  )说 ，好些日子以来，阿尔及利亚 

对毛里塔尼亚在进行一项有系统的侵略和威吓政策* 由阿尔及利亚组织，武装如

资助的佣兵部队袭击了位于毛里塔尼亚一九六0 年疆界之内的非军事目标* 五月

份 内 ，有两个地区i t 到迫击炮的轰击，造成无辜人民的伤亡， 六月八日，一个为 

数几百人的風队—— 包括所谓撒哈拉傷放运动的总书记和副总书记在内—— 抵达努瓦 

克肖特附近地区，奉命要推翻毛里塔尼亚政府• 虽然他们的计划被毛里塔尼亚安 

全 部 队 粉 碎 了 ，然而这事件却构成一件严重影响整个地区的如平与安全的极危 

险的先例，



第三章 

塞浦路斯局势

A. 一九七五年六月千六日至千二月三千一日期间的事态发展

1.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秘书长报告和其他来文

231.秘书长按照一九七五年六月千三日第370  ( 1 975  )号决议请他继续执行三月千二 

日第367 ( 1 9 7 5 )号决议交付给他的粋旋任务的要求，同塞浦路斯的希族塞人和土 

族塞人的代表进行了第三、第四回合的会谈，分别从七月三千一日到八月二日在维 

也纳和从九月八日到千日在组约举行 .
(a) 秘书长八月五日的临时报告

232, 八月五日，秘书长就第三回合的会谈提出了一份临时报告（S / 1 1 7 8 9 ) ,并附 

载八月二日维也纳会谈结束时协议发表的一颂新闻公报全文 .
233•公报注意到会谈初步讨论了联邦政府的权限和职能、和将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时所涉及的地理方面，并显示会谈者将就后一事项作私下商谈，为九月在组约举行 

的第四回合会谈作好准备 . 除了别的以外，还就下列各点达成了协议：塞岛南部 

的土族塞人假如愿意，得在联塞部队的协助下，移居北方；一些希族塞人将转移到 

北方 ; 北方的希族寒人可以自由地定居下来，并将获得援助，以便过正常的生活$ 
包括在北部自由迁移；那些愿悉移居南部的希族塞人可以g 由迁往南部，联塞部队 

在通常情况下可自由进入北部的希族塞人村落• 双方声明它们没有禁押未经宣布 

的战俘， 但是同意提供便利以进行搜査 . 双方宣布，作为第一步，尼科西亚国际 

机场得由联合国按其需要使用 .

(b) 秘书长九月千日的临时报告

•九月千日，秘书长递交了第二次临时报告（S / 1 1789 /A dd .  1 ) ,其中转载了



在联舍国总部举行的第四回合会谈结束时协议发表的新闻公很。 新闻公报说，秘 

书长同克某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进行了广泛的嗟商，并在九月千曰举行了一 

次正式会议。 由于没有具体提案，会议延期举行，但同焉秘书长将就未来行动同双 

方保持联络。

( C ) 秘书长九月千三日的族时报告

235 .九月千三日，秘书长递交了第三次临时报告（S / Ï  1789/Add. 2 X 内容是关于他 

的錄旋任务，包括八月二日维也纳公报各项协议的执行情况。 执行情况可捕要叙 

述如下：至九月七日，有 8, 0 3 3 名土族塞人经联塞部队的协助迁至北部； 2 9 6 ^  
希族塞人回到北部，，1 4 9 ^ 迁至南部， 北部希族塞人生活条件的改善，进展很有 

限； 但安排由联塞部队在北部希族塞人村庄设置若干联络站并进行访问， 会谈 

者之间还未举行私人商谈。 也未收到克莱里季斯先生所顶期的各项提案。 尽管 

第四回合没有取得进一步的进展，但是秘书长依然相信，依照安全理事会第3 6 7  
( 1 9 7 5 )号和第3 7 0 ( 1 9 7 5 )号决议举行谈判，仍旧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他 

还进一步向有关各方呼吁，不要采取任何可能颗断谈判进程或使它更加困难的行动，

(d) 秘书长的其他信件

236.秘书长在七月千四日给联合国会员国政府和各专门机构成员的信（S / 1 1 7 6 6 )  
中，再次呼吁提供自愿捐款充联塞部队的经赛。 他指出，到一九七五年六月千五 

日为止，累积的亏础额共计3, 3 8 0 万美元；佑计在到一九七五年千二月千五日为 

止的六个月中，维持联塞部队的费用约需1, 3 4 0 万美元。 他呼吁各方作进一步 

的捐款，鉴于安全理亭会第367(1975)^决议植求，谈判过程应该维持，秘书长的释 

旋任务应该继续，各方捐献就显得更为重要，

237.秘书长在九月十八日的备忘录（S / 1 1 8 2 4 )中，通知安理会说，他已经接受他 

的特别代表路身斯•韦克曼一穆尼奥斯先生辞去他的职务以便回国从事外交工作的



要求。 秘书长已经指派了秘鲁大使哈维尔，佩雷斯 • 德 ，查利亚尔担任他的新任 

特别代表， 后者将于一九七五年千月千五H就任新职.
238,秘书长在千二月千日的信（S / 1 1 9 0 6 )中，应大会的请求，向安全理亭会转递 

了大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千日第二四一三次全体义上通过的关于塞浦路斯问 

题的第 3 3 ^ 5  ( X X " 号决议全义，

2.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有关各方的来文

239.从六月中至年底，塞浦路斯和土耳其就塞浦路斯局势的军事、政治、宪政，社 

会、人道和其他方面向安理会发出了一系列的信件。

2U0.关于军事方面，塞浦路斯代表递送了六月千六日、二千日、二千三日、二千六 

日和二千七 H 的信（S / U 7 2 A  SX11731,  SX11732 ,  S/^l 1 7 3 6  fP S ^ l  1 7 3 9  ) 
和七月三日、九日和千七日的信（SX11744 ,  S / 1 1 7 5 1 , 和 S / 1 1 7 6 3 ) , 在信中

他指责土耳其军机在六月二千日至七月千六日期间内多次侵犯塞浦路斯领空， 

使塞浦路斯人民生活在恐惧不安的气氛中，

•土耳其代表在七月二千二日的信（S / 1 1 7 7 2 )中，递送了腊与夫.登克塔什先

生的信，说土耳其债察机飞过"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 的领空，是完全得到该邦同 

意积认可的， 土耳其代表在七月八日的信（SX11 7 4 8  )中否认希族塞人行政当局 

对于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部队正在准备采取进一步军，行动的指控，并说土耳其军 

队将继续自行约束*
2 2̂• 关于政治和宪政问题，塞浦路斯代表在六月千五日的信（S / /1 1 7 3 0 )中，指责 

六月八日在塞遗路斯北部土族领地区举行的全民投票，和计划在该地区施行的宪 

法规定，目的都是在于破坏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2^3, 土耳其代表递送了，乌 夫 ，.登克塔什先生关于同一些问题的六月二千四日、七 

月二千一.日、二千二日积八月二千四日的信（S /1 1 7 3 4 »  S / 1 1 7 7 0 ,  S X 1 17 73； 
f P S X l l 8 1 5 ) , 在信中后者提出土族塞人七月千八日关于过渡时期联合舉邦政府



的提案、其基本原则、及其拟议中的结构和职责；拒绝了塞浦路斯关于全民投票的 

指控，说全民投票是宣告成主"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 的自然和合法结果；并表示 

反对希族塞人社区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说这是透反而族会谈的规定的

2UU.关于因大会审议塞浦路斯问题而引起的各种事项，土耳其代表在九月千八曰、 

千月二日、六日和千八日的信（S / 1 1 8 2 5 ,  S / 1 1 8 4 0 ,  S / 1 1 8 4 4  S / 1 1 8 4 5 ,和 

S / 1 1 8 4 7 ) 中，附上奈尔 • 阿塔莱先生、维达特 *切里克先生和腊乌夫.登克塔 

什先生的来文。 在这些来文中，土族寒人的代表否认齐农•罗西迪斯大使在大会 

上有代表塞浦路斯的合法权力，对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大会的发言提出抗议，并拒 

绝希腊对于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政策的指控。

塞浦路斯代表关于社会和人道事项的来文的日期是七月一日、二日、千一日、 

千二日、千八日、二千一日，二千五日和二千六日（S / Ï I 7 4 1 ,  S / Ï 1 7 4 3 ,  S /  
11753 ,  3 / 1 1 7 5 4 ,  S / H 7 6 5 ,  S / H 7 6 7 ,  S / 1 1 7 7 7  和 1 7 7 9 ) 、 八月一

日（S / 1 1 7 8 5 )、千月千七H和二千七曰（S / 1 1 8 5 4 ,  S / 1 1 8 6 0 ) 及千二月三日 

和三十日（S / 1 1 8 9 5 ,  S / U 9 2 6 ) . 这些来文指控土耳其在该岛北部.强行驱遂

土著的希族塞人并大量从土耳其输入人口，来加强殖民化过程《 此外，还就希族 

塞人在土耳其占领区的生活情况提出抗议。

21̂ 6.土耳其代表在七月一■日、三日、九日积二千二日（S /1 1 7 4 0 ,  3^ 11746 , S /  

1 1 7 5 2 和 S / 1 1 7 6 9 )、八月四日（8 /^11787)、千月二千四日（S / Ï I 8 5 9  )积千 

一月八曰和千七日 ( S / 1 1 8 7 5 和 S / 1 1879  )的信中， 递送了腊乌夫 .登克塔什先 

生，维达特，切里克先生和奈尔 • 阿塔菜先生的来文，拒绝上^ 指控，并说人数不 

多的一些希族塞人被遣送到南方去， 是因为他们早些时候曾申请要到南方去;并未 

将大量土耳其国民运入塞浦路斯；暂时分配在北方的财产，完全是因为有必要保全 

并维持这些被遗弃的财产；在南方， 大约有8, 0 0 0 到 10, 000  土族塞人希望同他 

们在北方的家人团聚，但却被阻止， 无法团聚；对一些想到达北部土族塞人地区的 

土族塞人还犯下了暴行，



3- 秘书长千二月八日的报告

2i^7.在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在千二月千五日届满以前，秘书长在千二月八日向安全 

理事会提出了 一份关于自六月千日至千二月八日期间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 

告 （S / 1 1 9 0 0 ) ,
•秘书长指出，自从大批土族塞人移居到北方之后，就在土耳其部队积塞浦路斯 

国民警卫队对特地区重新部署了联塞部队，并开始计划把联塞部队的军力裁减士兵 

5 3从 和 民 警 6 2 人 。 联塞部队在进入北部希族塞人村庄时要受到土耳其部队的 

限制，在该地区的人道工作也只限于护送补给品， 对需要救济的塞浦路斯人、包 

括被迫离开北方的塞浦路斯人，联合国的人道援助經续由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来协调 

进行， 秘书长继续同两族代表保持接触，以便在他的主持下恢复两族间的会谈， 

他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为解决争端求取进展的最好方法是由而族鍵续进行会谈， 

联塞部队的继续驻留对维持停火是绝对必要的，而且还将有助于继续寻求和平解决 

的方法。 他再次提请注意联塞部队日益严重的财政情况。

• 秘书长在千二月十三日的增编（S / i  1 9 0 0 /A d d .  1 )中说，经过进一步协商后，

有关各方已表示同意把联塞部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

4 . 安全理事会第一At^三次会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审议经过

250. 安理会在千二月千三日举行第一八六三次会议，无异议通过下列议程：

" 塞清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 / U 9 0 0 和 Add. 1 ) ，，0

251，应塞清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代表的请求，安理会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的讨论， 

但无表决权，

25?*主席说他收到了土耳其代表千二月九日的信，要求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千九 

条邀请维达特 . 切里克先生参加会议。 按照以往的惯例，又因为没有人反对，就 

这样决定，



253. 主席提请注意安理会理亭国在协商过程中草拟的一项决议革案（S / 1 1910  )， 
25U•决议草案（S / 1 1 9 1 0 )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
" 注意到一九七冗年千二月八日秘书长的报食 ( S / 1 1 9 0 0 和 Add. 1 ) 认为， 

在现况之下，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仍有必要，不只是为了维 . 
持停火，而且为了有助于继续寻求和平解决办法，

" 注意到报告所述岛上的现状 ,
" 又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第6 8 段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要在寻求解决办法 

方面取得进展，最可用的方法就是由两族代表继续进行会谈，而且只有对话者 

都做好准备，并经投权就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一切根本方面进行有意义的谈判， 

这种会谈才能有圆满结果，

" 还注意到有关方面同意秘书长的建议,即安全理事会把联合国駐塞浦路斯 

维持fP平部队的留驻斯限再延长六个月，

" 注意到塞浦路斯政府业已同意 , 鉴于岛上的观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千五 

日以后该部队仍有留驻塞浦路斯的必要，
- ■ t

" 注意到一九七五年千一月二千日大会第3395  ( x x x  )号决议重申急需继续 

• 努力以有效执行得.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千三日安全理事会第365  ( 1 9 7 4 )号决 

议赞同的一九七四年千一月一日大会第3 2 1 2 ( x x i x ) 号决议的所有部分，

" 1. 重申关于成立和维持联合国駐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和关于塞浦路斯 

局势其他方面的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1 8 6 ( 1 9 0 4 )号决议以及其后各项决议 

和决定的规定；



" 2 . 重申其一九七四年千二月千三日第3 6 5 (  1 9 7 4 )号决议积一九七五年 

三月千二日第3 6 7 ( 1 9 7 5 )号决议，并要求紧急而切实地执行这些决议；

" 3 . 促 请 有 关 各 方 务 须 极 度 谨 慎 .行动，并趣续加快进行肯定的合作努 

力，以达到安全理事会的各项目标，

" 4 . 再度延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186  ( 1 9 6 4 )号决议成立的联合国驻塞清 

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限至一九七六年六月千五日为止，望那时在取得最 

后解决办法方面会有相当的进展，从而可以撤出或大量削減该部队；

" 5. 再度呼吁所有有关方面对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给予充分合作以便该部 

队继续执行其任务；

"6. i 秘书长继续进行第3 6 7  ( 1 9 7 5 )号决议交付给他的幹旋任务，随时 

将所获进展通知安全理亭会，并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千一日以前提出一项报告 i
255•由于没有人反对，主席把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决定： 一九七S 年千二 月十三 日 第 一 八 六 三 次 会 议 以十 四 票 对零 票 通过  

决议草案（V I I 9 1 0 ) , 成为第 3 8 3 ( 1 9 7 5 )号决议， 一个理事国（中国）没有

参加表决。

2%•在表决后，秘书长和圭亚那、法国、日本、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美利坚合众国、中国、i f 大利、溶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毛里塔 

尼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哥斯达黎加的代录、主席以大不列颠及北 

尔兰联合王国代表的身分、还有塞浦路斯1 希腊和土耳其的代表都作了发言。 安 

理会按照会议开始时的决定，还升取了切里克先生的发言。 希腊代表，秘书长、

主席和塞鴻路斯代录还再次作了发言。



B . 一九七六年一斤一日至六月十Æ 日期间的事态发展

1 .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秘书长报告和其他来文 

■ ( a ) 秘书长二月二十四H的临时报告

257. 二月二十四日，秘书长根据安理会第3 8 3  ( 1 9 7 6 )号决议，就二月千七至二千 

- 日在维也纳举f i的第五回合塞浦路斯会谈向安理会提出了临时报告（S / 1 1 9 93  )。 
该临时报告附有会谈结束时双方同意发表的新闻公报，指出两族代表已就领土和制 

宪问题进行实质的讨论。 双方同意在未来的六星期内，通过秘书长特别代表在塞 

浦％斯互相交换书面提议。 双方又同意于五月间在秘书长主持下两族代表在维也 

纳再度举行会谈 , 以便在该两题提交塞浦路M挺合委贞会以前莫立一项共同基袖， 

塞浦路斯两族代表也同意在塞浦路斯与秘书长特别代表会晤，以审査若干人道方面 

的问题。

(b) 秘书长三月三十一日的报告

258 .三月十一日，秘书长报据安理会第3 8 3  ( 1 9 7 5  )号决议和大会第3 3 9 5  ( XXX) 
号决议向安理会提出报告（S / 1 2 0 3 1  )。他在报告中回顾了一九七六年头三个月的 

发M情况。 他的 ;<r(告说，维也纳会谈已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七日在未附有先决条 

件的情况下恢复举行，以期就塞浦路斯问题达成全面协议。 他曾密切注意与二月 

二十一日新闻公报所载的各项协议有关的塞浦路斯局势的发展，根据这些协议，他 

的特别代录已于三月五日至三十一日就人道方面的各种问题同两族的代录举行了七 

次会议。 他的特别代表一直就维也纳公报所预期的交换关于'领土和制宪问题的书 

面提议与这两位对话者保持密切接确。

259.秘书长进一步报导说，从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起，已有1，1 0 3 名希族塞人从 

北方迁至南方，其中包括从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以来迁移的2 6 4 ^ 。 预料两 

族代表今后在努力寻求全面协议的过程中也将处理到领土和制宪问题以及人道方面 

的问题。



(。) 秘书长的其他信件

260.秘书长在一月三千H绝联合国会员S 和各专门机构成员国政府的信（ 1 9 7 6 )  
中再次呼吁各国提供自愿捕敦，作为联塞部队的经费。 他说，到一九七五年十二 

月十五日为止的期间内，累积的亏细额共达3, 4 6 0 万 I I元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 

五日终了的六个月期间，部队的维持费估计需要1, 1 8 0 万美元。 开支減少的原 ’ 
因是联塞部队的人数已从一九七五年七月千四日的3, 5 4 8 人裁减至一九七六年一 

月底的2, 9 5 0 人 。 由于捐款不联合国对各出兵国家要求偿还的额外费用和律 

别费用，只能付到一九七二年六月。他认为，只有各 ®政府对肤合国这项持袖平 

的 妥 ■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他才能媳行对联塞部队的职赏。

2 .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有关各方来文

26工，在一九七六年头六个月内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继续就塞浦路斯军事、政洽和制宪、社 

会和人道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向安理会发出一系列的信件。
■in

262 .在军亭问题方面，塞浦裕斯代表在二月十日和三月五日和十六日的信（S /1  1975 ,  
S / 1 2 0 0 3 和 S / 1 2 0 1 4 沖糊耳其部队为了占领法玛古斯塔新城所发动的日益频 

军 活 动 ，和土耳其准备在圣埃皮克特托斯地区兴建军事基地的行动。

263•土耳其代表在二月十七日，三月十日和十八日和四月一日的信（S / 1 1984,  
S / 1 2 0 0 6 ,  S / 1 2 0 1 5 和 S / 1 2 0 3 4 ) 中传达了奈尔，阿塔莱先生和腊乌夫.登

冗塔什先生对上述指控的答复，称之力乞灵于宣传的技M , 并斥之力徘廣性的指殖。 

阿塔莱先生在一份答复中指出，在土族人枉制下的地区是不会有透反该不结 Ü  
地 位 的 行 动 的 他 认 力 ，可能危替不结盟地位的战略基地是在该岛的南部。

26¥，在政治和制宪同题方面 , 1 ^ 桐^#斯代表在一月十五日、二月二日、三月三十一 

日、四月千七日和五月十一日（S / 1 1 9 3 3 .  S / 1 1 9  56 S / 1 2 0 3 2 ,  S / 1 2 0 5 4 和 

S / 1 2 0 7 1  ) 的信中指控土族塞人的领导人宣称塞浦路斯非领 t也区为" 未解•放的土 

族地区 " 的公开声明是蓄意破坏力了恢复有意义和建设性会谈而作出的任何积极努



力；他驳斥土族塞人在信中的说法，认力磁浦路斯并无联合邦。 他也指担登克塔

什先生拒绝接受载有希族塞人提案的一部分的文件走转移注意力的伎M, 而土耳其 

总理五月九日的谈话则等于是公开承认土耳其武装部队正侵略性地占领了一大部分 

塞清路斯的领土。

£65•土耳其在二月十八日，四月七日、十二日和十三日，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十一 

日的信（S / ]  1990 ,  S / 1 2 0 4 2 ,  S / 1 2 0 4 8 ,  S / 1 2 0 5 L  S / 1 2 0 8 5  和 S / 1 2 0 9 4  )
中 ★达了腊乌夫 . 登克塔什先生和奈尔 . 阿塔菜先生的信，指控基浦路斯大使齐农 . 
罗西迪斯向安理会递送一系列不必要和-ïâ人的信件。 阿塔莱先生在一封信中援弓I 
了格拉弗斯，克某里季斯先生关于第五回合两族谈判所作的声明，以表明土族塞人 

代表在这些谈判中所碰到的种种困阿塔莱先生在男一封信中援弓 I了腊乌夫， 

登克塔什先生在该信中解释他本人为什么拒绝希族塞人的部分提议，因为他不可能 

接受其中载有任何误述秘书长在维也纳的任务的文件,他还表示打算在十天之内提 

出土族S 人的提议。 阿塔莱先生在男几封信中转录了维达特，切里克先生的意见 , 
表示土族塞人愿意开始进☆有意义的谈判；又转录了第七次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会 

议 一 致 过 的 全 X ; 并转录了登克塔什先生的另一封信，申言希族塞人企图在安理 

会会议上代表 lè个塞浦路斯是缺乏任何法律根据的。

266. 在社会和人道问题方面塞浦路斯代表在一月二十九日、二月二日和十四日、三 

月千八日、四月千二日和二十九日和五月十七日的信（S / 1 1 9 5 2 ,  S / 1 1 9 5 6 ,  
3 / 1 1 9 8 2 ,  S / 1 2 0 1 6 ,  S / 1 2 0 5 0 ,  S / 1 2 0 6 5  和 S / 1 2 0 7 7  ) 中指桓说，基浦路

斯北部又发生希族塞人被骑扰和被遂的事件，并说土耳其这种行动逢反了它过去的 

承诺，即：让希族塞人自由地定居北部和希族S 人家庭重新团聚。 他又对土族塞 

人提出的关于离塞浦络斯的人数表示怀夢，并说正确的数字是1 7 , 1 6 4 人 。

267•土耳其代表在一月十二日、二月三日、三月十一日、四月一日和二十二日和五 

月二十一日的信（ S / 1 1 9 3 0 ,  S / 1 1 9 5 7 ,  S / 1 1 9 5 8 ,  S / 1 2 0 1 0 ,  S / 1 2 0 3 4 ,  S /  
1 2 0 5 9 和 S / 1 2 0 8 2 ) 中转录了奈耳，阿塔莱先生的信，其中斥责上述指控是毫



无根据的。P輔 :莱先生在驳斥这些指控时引述了土族塞人发言人的谈话，大意说北部 

已不再需要希族塞人的教师、医生和牧师，因此拒绝这些人申请迁往北部；又引述 

希族塞人日报《黎 明 报 》编辑的文章，其中指出自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希族一方 

政变后自由斗争民族组织激进份子所犯下的罪行；并引述希族塞人教士的谈话，说 

有一卡车一卡车的希族塞人尸体被埋在尼科西亚的无名公墓内。 他又指控说，支 

持希塞统一的活动，特别是一月二十五日在利马索尔的行动不能为塞浦路斯问题的 

和平， 决创造必要的友善气氛，克其是在重新召开两族会谈之前。 他又宣称，希 

族塞人是根据他们自已的书面申请或通过联塞部队提出的申请而被送往南方的，并说 , 
重新定居的人都是来自南方和世界不同地区的土族塞人难民。

3 . 秘卞长六月五日的报告

268.在联塞部队任务期限届满以前，秘书长于六月五日提出了在一九七五年千二月 

九日至一九七六年六月五日期间的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 / 1 2 0 9 3  )。 
他指出，联塞部队由于行动自由受到种种的限制因此它不能象以往对土族塞人的那 

种做法一样，对住在岛上土著控制地区的希族塞人的安全、福利和幸福作出任何有 

效的贡献。 因此，联塞部队只能有败度地执行人道方面的工作。 ’ 秘书长认为， 

这些希族塞人的处境令人极为忧虑，不只是基于人道的理由，同时也因为它可能对 

寻求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有不利的，响。 他认为，如果联塞部队获准同该区城的 

希族塞人居民有自由和正常的接输，这种忧虑就会大大减少。

在执行安理会交付给他的翰旋任务的努力方面，秘书长提到他关于两族代表第 

五回合维也纳会谈的报告（S / 1 2 0 3 1  ) 以及在二月二千一日维也纳公报预定交换 

关于领土和制宪问题的书面提议的过程中所引起的问题（S / 1 1 9 7 3 )。 他 说 .他  

本人和他的特别代表仍然同各方面保持密切的联络，并继续作出努力，以便排除访 

碍恢复进行谈判的各种障碍。 秘书长深信* 尽管困难重重，但最有希望使塞浦路 

斯问题达成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是两族代表之间进行谈判。 双方虽然提出一些保 

留，但却公开表示他们同意秘书长在这方面的看法。 不过，秘书长认为 .为了使



这些谈判产生有用的效果，双方必须愿意泰现出必要的灵活性，并且尊重和执行前 

几个回合达成的协议。

270. 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联塞部队必须继续留驻，不仅是为了维持岛上的平 

同时也为了有助于继续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 因此，他建议安理会fG联塞部队留 

驻塞浦路斯的期间再延长六个月。 他还请安理会注意联塞部队日益严重的财政情 

况。

4 . 第一九二五次至一九二七次会议（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一日至十五日）的审议

经过

2 7 1 .安理会六月十一日第一九二五次会议无异议i t 过下列议程：

"塞浦路斯局势Î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âs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 / 1 2 0 9 3 ) 。，'

272. 应塞治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代表的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投票权，

273• 主席说，他收到了土再其代表六月十一日的来信，要求根据暂行议事親则第三十 

九条向奈耳，阿塔菜先生发出邀请， 根掘已往惯例，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27W安理会开始讨论，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的代表发了言。 安理会也根据会 

i m s i i 的决定听取了阿塔莱先生的发言，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的代表又发了言

•六月十四日安理会第一九二六次会议，升取了下列各国代表团的发言：土耳其，

.苏联、联合王国，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和塞浦路斯。 安理会还听取了 

奈 耳 . 阿塔蒂先生放发言。 土耳其代衰又发了一次言， .
276.六月十五日安 i 每会第一九二七次会议，链续审议该议程项目，

277•主席 i t 安理会理與国注意在理喜国协商过程中所拟定的决议韋案（8 / 1 2 0 9 6  )， 
并发了言， 决议草案（S,，/ 1 2 0£?6 》的内容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注意到一九七六年六月五日秘书长的报告 ( S / 1 2 0 9 3 )认为在现有情况下，联 

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仍有必要，这不仅有助于维持阜上的平静，而 

且有利于继续寻求和平解决办法，

"注意到报告所述岛上的现况 ,
"又注意到报告所述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 P人 和 它 的 民 警 在 该 岛  

北 部 的 行 动 自 由 仍 受 暇 制 ，就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部署、 

和活动而进行的讨论有所进展，并希望这些讨论会迅速导致消除现有一切困难，

"还注意到秘书长报告， 7 0 段认为，通过两族代表进行谈判，最有希望对塞浦 

路斯问题达成公正持久的，决办法，而这些谈判是否有用，取决于有关各方是否愿 

意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不仅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而且考虑到对方的正当/愿望和需 

挺，

"关切使而族之间的局势更见f 张和有可能对在寒丸ÎC■斯寻求公正持久和平的努I ■ I

力有不良，响的行动，

"强调有关各方必须道守在秘书长主表:下& 行的早先乂个回合的谈判所达成的协

议，并希望将来的会谈会是有义的和有成果的 , ,
"又注;!：到有关方面同秘书 长的建议 , 即安全理 ：̂5会|^联合国驻基沿路斯维持 

和平部队的驻留期辰再延长六个月 , ■

"注又; 到塞滿!路 斯 政 府 于 岛上的现状, 业已同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以后

致部队仍喻留驻I I沫i i M f的必要， . . '
, • • ■ ■ ■' ■ '

"1 . 1 迁关于成立和维持联合国驻I I浦 斯 维 # 和 平 部 队 和 关 于 期 ; . 

他方面的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i n  86  ( 1 9 6 4  ) 号决议以及其后各明☆谈和决定

的规定；



" 2 . 再度重申其 -一九七四年千二月十三日第 3 6 5 【1 9 7 4 )号决议, 该决议赞同 

大会于一九七四年千一•月一日一致通过的第3 2 1 2 【̂ 1 1 1 )号决议，并再度要求紧 

急而切实地执行这些决议和安理会一九b五年三月十二日第307 ( 1 9 7 5得决议 ;
" 3 . 促请有关各方行动务须极度谨慎,避免采取可能不利于谈判前途的任何片 

面或其他行动，并继续加速进行f 定合作的努力以达安全理事会的各项目标；

" 4 , 再度延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1 8 6 U 9 6 4 )号决议成立的联合国驻塞浦路斯 

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限至一九七六年千二月千五日为止，希望那时在取得最后解 

决办法方面会有相当的进展，从而可以撒出或大量削减该部队；

"5 . 再度呼吁所有赛关方面对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给予最充分的合作以便该部 

队有成效地执行其 任̂务 Î
" 6 ,  书长趣续进行第3 6 7 U 9 7 5 )号决议第6 段交付给他的翰旋任务，随

时将所获进展通知安全理事会，并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日以前，就本决议的执行 

情况提出一项报告。，’
278 .主席然后把决议草案提付爱决。

被 : 一 九 七 六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第 一 九 二 七 次 会 议 以 十 三 票 对 零 票 遍 过 决  

决议草案（8 / 1 2 0 9 6 ) ，成为免 391  ( 1 9 7 6 ) 号决议• 两个理事国（中国和贝

宁 ）没有参加表决。

S79.投票后，秘书长如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中国，巴拿马，瑞典、 巴基斯坦，贝 

宁，坦桑尼亚联合共如国、 日本、美国，主席（以圭亚那代表的身份发言），苏联, 
塞路斯加土耳其》 阿塔莱先生也发了言， 中H1加苏联的代表于行使答辨权时 

发了言。



第四章 

帝汰局势

A.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來文和召开会议的请求

280.葡翁牙代表以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千三日的一封信（S / 1 1 8 1 3  ) 转递了荀翁牙 

外交部长在同一天给秘书长的信。 葡 . 牙外交部长提请注意已于早一天以大会V" 
1 0 2 0 8 号文件分发的他的关于帝狡局势的信，并声明帝狡的局势已经哭为恶化。

菊葡牙、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当局已安排了交通工具，开始从帝力港地区撤走 

1, 4 0 0 名人员。 可是，介入武装冲突的一个政洽团体东帝汝革命阵线  

对撒退工作加以眶授，用迫击炮轰击港口地区。 首都的情况遂渐混乱，有数百人 

被杀，。 帝汰总督请求国际武力立即从亭干頸。 荀翁牙政府促请秘书长运用他 

对国际社会的一切影响力，以避免更多的人命伤亡，并使摄退工作得以恢复。 葡 

荀牙政府将继续同秘书长保持直接连系，让他经常知道局势的发展„ 如果不能找 

到协商解决的办法，可能需要采取国际行动，到那时秘书长的餘旋将是必不可少的。

281•荀萄牙代表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千八日的一•封 信 （S X 11887  ) 中告诉秘书

长，东帝汰革命阵线打算在同一天发布宣言，片面宣布德厲帝狡领土独立。 鉴于 

荀萄牙希望在几天之内同东帝狡革命阵线、反共运动和帝汰民协三个领土内的政党 

进行会谈，以期为带狡人民自由行使自决权利创造条件，东帝技革命阵线所宣布的 

企图使寻求协议的工作变得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已很困难。 由于当地政府无力 

保证局势的正常化，所以W41斤把这个旧题提请联合国注意 ,
282•荷萄牙代衰以一九七五年千一月三千日的一封信（S / a i 8 9 0  ) 把荀翁牙国家 

非殖民化委员会在前一天发布的一份公报送交秘书长。 该委员会注意到千一月二 

十/ \ 日东帝汰革命阵线关于帝汰独立的宣言，对该领土的另外两个政党—— 反共运 

动和帝汰民协—— 也已宜布帝狡独立和立即并入印度尼西亚这项未经证实的报导表



示关心。 委员会声明，荀荀牙已尽了一切努力，召开一个所有有关各方都参加的 

会议，以寻求行使自决权利的和平办法。 普荀牙是管理国，不能接受不符合联合 

国非殖民化原则的独立主张或并入第三国的主张。 鉴于情况严重，葡葡牙只有求 

助于有关的国际机拘，希望达成和平解决办法。

283.葡萄牙代表在一九七五年千二月七日的信（S / 1 1 8 9 9  ) 中要求主席召开安全 

理事会，急会议, 以审议因印度尼西亚陆、海、空军部队当天对葡属帝汰领土采取 

攻击行动而造成的局势。 葡葡牙认力，这是一项侵略行为，侵香了和平，胆碍了 

该领土的人民行使自决的权利。

•秘书长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千二日的一封信（S / 1 1 9 0 9  )把大会在同一天通 

过的关于葡管领土问题的第3 4 8 5  (XXX)号决议的全文送★安全理事会主席。 大 

会在该决议的第6 段中请安理会注意帝汰的危急局势，并建议安理会采敢繁急行动， 

维护葡属帝汰的领土完整及其人民不容剥夺的自决权利。

第一八六四、一八六五、一八六七至一八六九次会议（一九七五年千二月千五

日至二千二曰）的审议经过
，’：

285•千二月千五日，安全理夢会第一八六四次会议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把下列项 

目列入议程：

" 帝汰局势 !: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七日葡葡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 

廣的信（S / 1 1 8 9 9 ，) 。 •
2 8 6 . 安全理亭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千五日至二千二日举行的五次会议上审议了这 

个项目。

287.在第一八六四次会议上，主席征得安理令的同意，依照葡前牙、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的要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千七条的规定，邀请上述HI家 

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他也提请安理会注意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千二日几内 

亚比绍代表的一封信（S / 1 1 9 1 1  ) 和印度尼西亚代表在同一天的信（S / 1 1 9 1 2 ) ,  
其中要求安理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千九条的规定向该领土各政党的成员发出邀 

请。 因此，安全理事会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决定向上述两信所列的人发出邀请。

288• 安理会开始审议这个问题，升取了荀葡牙，印度尼两亚和马来西亚代表的发言。 

发言的还有若泽 . 拉莫斯，奥尔塔先生，他是经几内亚比绍代表要求，按照暂行议 

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获得邀请的。

289 ,十二月十六日，安理会第一A 六五次会议升取了中国、澳大利亚和葡荀牙代表 

的发言。 发言的还有马里奥 • 卡拉斯卡拉奥先生、吉列尔格 • 玛丽亚 . 贡萨尔维 

斯先生和若泽* 马丁斯先生，他们是经印度尼西亚代表要求，按照第三千九条的规

定获得邀请的。

290•在十二月十八日第一八六七次会谈上，主席征得安理会同意，依照几内亚和几 

内亚比绍代表的要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 

无表决权。 安理会接着继续进行审议，升取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几内亚比紹、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日本和荀葡牙代表的发言。

291. 安理会也在十二月千八日举行的第一八六八次会议上口;f取了印度尼西亚代表的

发言。

292•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的第一八六九次会议上，安理会收到一份经各理事国协商后 

提出的决议草案（S / 1 1 9 1 5  ) 。 草案全文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注意到葡萄牙常驻代表来信的内容 ( s / 1 1 8 9 9  ) ,
" 口;f取了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发言 ,
" 听取了东帝汰人民各代表的发言，

"确认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大会一九六0 年千二月千四日第1 5 1 4 ( X V )  

号决议所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东帝汉人民享有不容剥夺的自决 

' 和独立的权利，

'‘注意到大会一九七五年千二月十二日第3 4 8 5  (XXX)号决议 , 除了别的以外，

请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派遣一个调查团前往东帝汰，

"严重关切东帝攻局势的恶化 ,
"也严重关切人命的損失 , 并且认识到迫切需要避免东帝汰继续流Jk,
"对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干预东帝汰，表示惋惜 ,
"对葡葡牙政府没有充分履行其根据《宪章》第十一章作为东帝汰管理国的责任 , 

表不遗憾，

" 1 . 要求各国按照大会第1514  ( X V )号决议,尊重东帝汰的领土完整及其人民 

不容剥夺的自决权利；

" 2， f j t 印度尼西亚政府从该领土不拖延地撤出其一切部队；

，" 3 . 要求管理国葡葡牙政府同联合国充分合作 , 使东帝汰人，民能够自由地行使 

其自决权利；

" 4 . 敦促各圓和其他有关方面 , 同联合国所作的努力充分合作，以使当前的局 

势得到和平解决，并促进该领土的非殖民化；

" 5， ÿ 秘书长速派一位特别代表前往东帝汰，实地佑量当前的局势和同该领土 

各方以及有关各国建立接触，以便确保本决议得到执行；



" 6， t 遵秘书长密切注意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并根据他的特别代表的报告，尽 

早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

" 1 ,  继续处理这个问题。"
293•安理会在就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以前，升取了几内亚代表的发言。

决定: 一 九 七 五 年 千 二 月 二 千 二 日 第 一 八 六 九 次 会 议 无 异 议 通 过 决 议  

草 案 （S X 11 915  ) , 成为第 3 8 4 ( 1 9 7 5 )号决议。

29U•表决之后，中国、落麦隆联合共和国、圭亚那、瑞典、日本、哥斯达黎加、毛 

里塔尼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意大利、法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的代表都发了言。 主席以联合王国代表的身分也发了言。 发言的还有奥尔塔先 

生，日本代表行使答辨权发了言，葡菊牙和印度尼西亚代表也发了言。



c, - - 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期间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和 

秘书长的报告

295 .印度尼西亚代表以一九七五年千二月二千二日的信（SX 119 23  )向秘书长递送 

了东帝汰领土四个政党，帝汰民协、帝狡民盟、帝汰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于一九七 

五年千二月千七日发布的一份《成立东帝狡领土临时政府的声明》的全文。

•菊荀牙代表在一九七五年千二月二千四日的信中（SX11 9 22  )提到千二月二千 

二日通过的第3 8 4 ( 1 9 7 5 )号决议, 他重申荀葡牙政府准备同联合国合作，使荀属 

帝汰的人民能够自由行使他们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并重申愿；！同秘书长的特别代表 

进行协商，并提供协助。

297•葡荀牙代表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千六日的信中（S / 1 1 9 3 4 )指出，印度尼西亚外 

交部长在一月九日访问了东帝汰。 他说该领土是非自治领土，而且其中一部分地 

万还被印度尼西亚用武力占据，所以这种访问不仅构成对该领土内部事务的一种干 

预，而且也违反了联合圓的决议。 在特别代录的任务已临最后阶段之际，祷荀牙 

敢于相信印度尼西亚政 ,府不管怎样总会避免作出违背联令国决议的其它行为，而且 

会执行这些决议，从该领土不拖延地撤出其部队。

298•印度尼西亚代表在一月二千二日的信中（S / 1  1 9 3 7 )指出，由于荀葡牙的不负 

责任，造成东帝坟权力的真空状态，因此成立了"东帝汰脑时政府" 以恢复法律和 

秩序。 他说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的这次访问是应" 临时政府" 的邀请而进行的， 

以使劝促该政府Eg当叔者对秘书长特别代表的访问的提议作出积极的反应， " 临时 

政府 " 最初拒绝接受特别代辰的访问，但却随后同接待他，

• 荀萄牙代最在一月三千日的信中（S / U 9 5 5 ) 指出，曾在帝汰的南部海岸债测 

到两只印度尼西亚的战舰，并据说曾在该地卸下一些车辆和直升机* 这种行径不 

仅是非法的，而且就特别代录访问东帝汰的某些区城而言，这些行径也引起了新的



300. 印度尼西亚代表在二月千七日的信（S / 1 1 9 8 6 )中，转递了 "东帝汰临时政府 

的来信全文一件，内中指出印度尼西亚正在向东帝纹人民提供广大的人道援助，而 

" 临时政府，’ 正在竭尽全力使该地的生活恢复正常， 但是东帝汰革命阵线的武装 

残余仍在从事恐怖行动，迫 使 " 临时政府 "对之进行扫荡。 在这段期间内,，不可 

能保证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安全，但 " 临时政府 " 仍准备欢迎他。

301，三月千二日，秘书长根据第3 8 4  ( 1 9 7 5  )号决议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了一件报告 

( S X 1 2 0 1 1 ) ,他以这件报告转递了他的特别代表维托里奥 . 温斯拜阿雷，圭恰迪 

先生的报告， 秘书长在一九七五年千二月二千九日任命他前往东帝汰，实地佑量 

当地局势并同该领土所有各方以及有关各国建立接触， 以便确保这项决议得以完全 

执行 . 秘书长希望这件报告能成为安理会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的有用基?!{}, 并建 

议继续进行他的特别代表同有关各方之间的协商工作。

302. 特别代表在报告中叙述了东帝狡的地理积巧史背景，以及该领土在安全理亭会 

举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的会议积通过成立他的视察团的第3 8 4 (  1 9 7 5 )号决议以前 

的政治发展以后Î 报导了他在接受任命以后的活动， 他详尽地叙述了他在一月五 

日至十五日之间在纽约、里斯本、 日内瓦和雅加达同有关各方进行的会议， 一月 

千九日至二千二日之问，他曾访问了西帝汰，也访问了东帝汰的五个地区， 他在这 

些地区会见了" 东帝沒临时政府" 的成员以及帝狡民协、东帝技革命阵线、帝坟战 

士子弟党、劳工党和帝汰民盟的代表， 由于安全03原因，他不能前往东帝汰的其 

它地区进行访问, 这些地区本来是"东帝狡民主共和圓" 的代表提议的， 特别代表 

在 二 月 日 至 角 é 之间曾与他在达尔文举行过几次会议。 .
303V#别代表在他的调査结果中指出，他只访问了某几个地方， 除了交通困难以 

外 i " 临时政府 " 和 "东帝：/文民主共和圓政府" 的代表所提出的安全原因，也胆止 

了他前往其它人口中心进行访问或在农村走动， 地区的控制权一再易手，要对整 

个局势作出精确的估计，仍然不得要领， 一般的地形看来是有利于游击战， 但是 

他却能够同有关各方和各国就执行第3 8 4 ( 1 9 7 5  )号决议一事进行了有用的接倾，



他同印度尼西亚积德萄牙的代录，以及 " 临时政府"和东帝汰革命阵线的成员都进 

行全面的谈话，

30U• 关于决议第2 段所载的立刻撤军的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曾指出：怒是应帝改 

民协、帝汰民盟、帝汰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的要求，后来又应"东帝狡临时革命政 

府 " 的要求而派遣印尼志愿军前往该地的，因此只有在临时政府提出要求时才会撤 

退军队。

305.特别代表在相当详细地列举了各方向他提出的关于东帝汉的前途的提议和立场 

后，达到一个结论，即虽然有关各国政府及各方都各持己见，但他们之间却有一个 

共同因素，就是必须进行协商， 但大家对协商的范围和程序却有千分不同的解释， 

作为第一步，他提议可以根据一个共同的假定来进行，即关于该领土将来地位的问 

题应当同帝坎人民进行协商。

306 .印度尼西亚代聚在四月五日的两封信（S / 1 2 0 4 0 和 S / 1  20 41  )和四月八日的 

一封信（S / 1 2 0 4 4 ) 中，转达了下列消患：印度尼西亚红千字会为追査东帝汰失踪 

人士作出了努力，以及"东帝坟临时政府"提出的对东帝狡革命阵线所犯暴行的指 

控，还附有一张据称是被俘人质的名单。

第一九0 八至一九一五次会议（一九七六年四月千二日至二十二日）的审议经

A
307. 一九七六年四月千二日，安全理亭会第一九0 八次会议无异议通过下列议程：

" 帝攻局势： ■
"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3 8 4 ( 1 9 7 5  )号决议所提的报告（S / 1 2 0 11 )，，«

308.安理会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千二日至二十二日之间举行的八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 

项自C
309•在第一九0 八次会议上，主届征得安理会的同意，应寄荀牙、印度尼西5E、澳



大利ÜE和菲律宾代表的请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千七条的规定，邀请他们参加 

讨论，但无表决权， 他还提请安理会注意印度尼西亚代表四月九日的信（S /
1 2 0 4 3 )、几内亚比绍代表四月千日的信（SX12 0 4 5  )和莫嚴比克代录四月千二日 

的信（S / 1 2 0 4 7 ) ,这些信内请求安理会按照暂行议亭规则第三千九条邀请其中提 

到的人參加。 安全理事会无异议决定邀请信内提到的人参加。

310. 然后安理会开始审议这个问题，听取了若泽 / 拉莫斯先生的发言，他是经几内 

亚比绍代表的请求而获得邀请的。 安理会又听取了葡荀牙代表的友言，然后听取 

了吉列尔梅。玛丽亚。贡^ 尔维斯先生的发言，他是经印度尼西亚代表的请求而获 

得邀请釣，

311. 在四月十四日第一九0 九次会议上，主席提请大会注意印度尼西亚代表四月千 

二日的一封信（S / 1 2 0 4 9 ) , 信内请求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千九条的规定， 

向其中提到的人发出邀请， 由于没有人反对，安理会决定按照请求发出邀请，然 

后继续进行讨论，由印度尼面iE、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代表发言。 安理会接着听取 

了肯。费赖伊先生的发言，他是经莫桑比克代录的请求获得邀请的。 安理会义听 

取了贡萨尔维斯先生的发言和经印度尼西亚代表请求而获得邀请的雷克斯.西德尔 

先生的发言，

312, 在四月十五日第一九一0 次会议上，主席征得安理会的同意，应几内亚比绍和 

沙特阿拉伯代表的请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千七条的规定，邀请他们參加讨论 , 
但无表决权。 然后继续进行讨论，由沙特阿拉伯和日本的代表发言。 奥尔塔先 

生又发了言。 .
313,在四月二十日第一九一一次会议上，主席征得安理会的同意，应马来西亚代表 

的请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然 

后几内亚比绍和马来西亚的代表发了言。

3；Uu也在四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一九一二次会议上，应几内亚和莫桑比克代表的请求



邀请他们參加讨论。 安理会继续进行讨论，莫桑比克、几内i ï 、翁翁牙和意大利 

代表发了言。 1
.SIS•在四月二十一日第一九一三次会议上，圭亚那的代表发言，并提出了一份由圭亚 

那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发起的决议草案（S / 1 2 0 5 6 ) , 全文知下：

"
安全理事会，

. " 回顾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巧 4 (  1 9 7 5 ) 号决议 ,
" 审议了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二日秘书长的盘告（S / 1 20 1 1  ) ,
" 听取了葡葡牙和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发言 ,
" 升取了东帝汰人民各代表的发言 ,
"直度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大会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千四日第1 5 14  ( X V )号决 

议所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东帝汰人民享有不容剥夺的自决和独立ét/ 
权利，

" 深信应作出- - 切努力来创造条件 , 使东帝坟人民能够自由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 ,
" 注意到东帝反问题正由大会处理中， '
" 认识到急相普要结束东帝次继存在的，张局势 ,
"注意到印龙西亚代表的发言 ,
" 1 . 要求各国按照大会铭1 5 1 4 ( X V )号决议, 尊重来帝汰的领土完盤及其人民不

容剥夺的自决权利；

" 2 . 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不再拖廷地从该领土撤出其一切部队；

" 3 . 道秘书长责成其特别代表继续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 8 4  ( 1 9 7 5  ) 号决议第 

5 段交付给他的任务，并同有关各方进行协商；



" 4 . 又请秘书长密切注意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 并尽快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5。 數促各国和其他有关方面同联合国充分合以使当前的局势得到和平，决， 

并促进该领土的非殖民化； ’
" 6 . 决定继续处理这小问题。"

31Ô• 在四月二十二日第一九一四次会议上，安理会继续对这个项目进行讨论，并 

取了巴拿马、 日本、贝宁和罗马尼亚代表的发言。

317 .日本代表在发言的过程中，对两国提出的决议革案提出了一份修正案（S /  
1 2 0 5 7 ) , 提议在执行部分第2 段中，在 " 一切部队" 字样之前，加添 " 所余"字 

样。

318•在同一会议中，安理会对日本的修正案（S / 1 2 0 5 7 )和两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 S / 1 20  5 6 )进行表决。

决定：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第一九一四次会议上，日本的修正案（S / /1 2 0 5 7 )  
得到 8 票赞成、 1 票反对（贝 宁 ）、 5 票弃权（圭亚那、罗马尼亚、端典、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因为没有得到法定多数，所以 

通过。 一个理事国（中国）没有參加表决。 ■

接 着 以 1 2 票 对 零 票 、 2 票弃权（日本、美禾i坚合众国）通过两国提出 

的决议草案（S / 1 2 0 5 6 ) , 成为第3 8 9 ( 1  9 7 6 )号决议。 一个理事国（贝 宁 ）没

有参加表决。

319• 在表决后，巴基斯坦代表和巴拿马代表发言。 后者希望在记录内说明，虽然



巴拿马代表团未能及时要求发言，但它本来是打算共同提出刚剛通过的决议的。

3 ? 0 .同一天，在第一九一五次会议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法国、苏联、联合王 

国、端典、美国代表和主席以中国代表的身份作了解释性发言。 贡萨尔维斯先生、 

奥尔塔先生和印度尼西亚的代表也发了言。

風 安全理事会隨后收到的来文

3?1•几内亚比绍代表在四月二十日的一封信（S X 1 2 0 5 5 )中，转交了 "东帝狡民主 

共和国 " 的来信，请秘书长进行翰旋，以便说服印度尼西亚政府自动立即从东帝汰 

撤出其部队，并宣称东帝汰革命阵线部队控制了该领土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3?2,几内亚比绍代表以四月二十八日的信（S y l 2 0 6 0 ) , 转交了 "东帝汰民主共和 

国 " 来信的全文，信内请秘书长从事轉旋，以便让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和其他组织 

包租的进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船，能够载着医务人员和物资进入东帝汰。

3?3,印度尼西亚代表以五月四日的信（S / 1 2 0 6 9 )转交了" 东帝汰临时政府，，的来 

信，指出前战士子弟党主席东帝坟临时政府出席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安全理事会代 

表团成员若泽 • 马丁斯先生2 已无权代表战士子弟党发言。 这小党现在已经解散 

并加入一个叫做" 民族阵线" 的民族统一党。

32V.印度尼西亚代表以五月七日的信（S / 1 2 0 7 0 )向秘书长转交了一份关于印度尼 

酉亚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共同执行欧洲经济共同体捐赠救济东帝汰的谷物 

和脱脂牛奶的分发工作的协定全文。

s b . 莫桑比克代衰以五月十四日fiM言（S / 1 2 0 7  4 )转交了 " 东帝汰民主共和国"的 

来文两件，促请秘书长接纳邀请，派遣特别代表乘坐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及其他组 

织包租的船；报告了印度尼西亚要击沉该船的威胁；和重新请秘书长运用翰旋，促 

成这一项任务。



第五章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曰

冰岛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A.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和召开会议的请求

32^-冰岛代表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的信（S / 1 1 9 0 5  )上说，大不列颇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的军舰非法在冰岛水域内活动。 一九七五年十月^ 五日，冰岛规定 

捕鱼的界线为2 0 0海里，这完全是依照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发展而制定的。 冰岛 

在这些捕鱼界线的重大利益正面临一种重要关头，因为冰岛水城内的错鱼和其他鱼 

种正面临过量捕榜的重大危险。 联合王国在冰岛水域部署海军舰队，使用武力脉 

迫冰岛政府，并胆止冰岛人民对其海洋资源行使主权权利，公然逢反大会有关各国 

对其自然资源行使主权权利的各项决议。 '
327.冰岛代表在十二月十二曰的信( S / 1 1907 )上 指 控 月十一曰英国船只深入无可争辨的冰 

岛领海范围内，一再冲撞一艘冰島海岸防卫队船只，造成严重的损香。 冰岛政府 

认为这种攻击是对冰岛主权的公然侵犯，危香了和〒与安全，要求主席召开一次安 

全理事会，急会议。

328. 联合王国代表以十二月十五日的信（S / 1 1 9 1 4 ) 答复了十二月十_日 

冰 岛 代 表 的 信 （S/1  1 9 0 5 ) 。 联合王国的答复说，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五

曰, 国际法院裁定冰岛政府无权片面地把英国迪船从冰岛四周水城排除出去或对这 

些船只强加眼制。 英国指控，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间，冰岛海岸 

防卫船队和飞机对英菌拖网渔般进行攻击 , 至少掘坏了其中七艘船只。 联合王国 

海军船只隨即舉令教往该地区保护渔船。 联合王国一再努力想 iiï过谈判来解决冰 

岛四周捕鱼权的问;11。 目前，这个问题应依 ill际法院的裁决来处理，但是英国政 

府D劲然准备飽时位复谈判。

B . 第一八六六次会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审议经过



329.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斜一八六六次会议上无异议地通过了 

下列的议程：

"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冰岛常驻联合国代☆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 / 1 1 9 0 7  V，

330. 主席经理事国的同意，照冰岛代表的要求，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331.主 席 ( 联合王国代表 ) 引用暂行议亭规则第二十条，请溶麦隆联合共和国的代 

表在审议该项问题这段时间内担任主摩。

332. 冰岛和联合王国的代表都就这个问题发了言。 主席说安理会将 i ；i续处理这个 

问题。

(，. 安全理事会继续收到的来文

333• 冰岛代表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三日（S / 1 1 9 4 4 )和一月二十九日（S / 1 1 9 5 4 )
的信上驳斤了联合王国代表在安全理Lÿ会所作的发言，并提出新的证据来支持冰岛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在第一封信上，他说在冰岛就曾经对成为安全理事会十二月 

十六日会议的议题的十二月十一日事件进行了海亭调查，因而获得更强有力的理由， 

可 . 新定所涉英国船只驶进国际上公认的领水，公然以滋， 为目的，可能还企图击 

沉一艘冰岛的海岸，卫舰。 调 查 所 得 的 证 据 ，也可以显现英国代表在安全理事 

会上的陈述是毫无报振的指责或完全是编造的故事。 在第二封信上, 冰岛代表提 

出证据，敬斥了英国代* 认为珠岛渔民严重地过量捕镑珠岛沿岸的鲜^鱼藏量的指责。

33^，联合王园代衰在二月十八日的两封 ( S / 1 1 9 9 5 和 :V 1 1 9 9 6 ) 上对上述冰 

岛 的 信 表 示 不 能 同 他 提 出 新 的 证 银 ，重申联合王国在十二月十六日安全理^会 

上所表明的立场。 在第一封信上，他说联合王国政府不准备对联合王国代表在那



次会议上的声明作任河更改。英国船只都是没有武装的，而受到冰岛警卫队的轰击。 

英国船只绝未挑辟造成这次事件。在第二封信上，他说联合王国支持联合王国代表的 

声明，认为在一九六0 年代，冰岛渔民对冰岛沿岸的到k â 确实作了过量的捕i i 。
335.冰岛代表在四月一日的信（S / / 1 2 0 3 5 )上说，英国海军在冰岛渔业管辖区内仍 

象以前一样继续展开广泛的、侵略性的部署，最近更是变本加厉。 冰岛代表指 ,A , 
三月二十七日英国海军快速护:E舰攻击一艘冰岛海岸警卫队船只，严重危兽冰岛海 

员的生命及其船只的安全。 冰岛对此攻击提出强烈的抗议，并保留要求充分赔偿 

损失的权利。 他还提到三月三十日, 一艘英国的快速护卫舰破入国际承认的冰岛 

水城，炮制了男一严重事件。

33Ô• 联合王国代表在四月九日的信（S / 1 2 0 4 6 )上说，联合王国政府完全驳斥了上 

述冰岛信（S / 1 2 0 3 5 )上的指控。 英国快速护卫舰的任务純梓是防工性的；采取 

攻击性恣态的正是冻岛海岸警卫队船只，曾多次蓄意碰撞英国快速护卫舰。 截至 

四月六日为止，共碰撞三十一次之多。 联合王国政府完全否认英国快速护工舰和 

冰岛海岸警卫队般只約碰撞是由于英国船舰蓄意撞击政策而造成的。

337.冰岛代表在五月十一日的信《S/① 072)±说，英国军舰和拖船继续协助英国拖网逢船侵犯 

冰岛的捕鱼权管辖权，严重透反国际航行规则。 英国海军船只已经增加，而它们 

的行动也越来越放肆。 五月六日发生了六次撞击事件，五月十日义企图攻击冰岛 

海岸替卫队船只。 冰岛政府对这些攻击事件已经以最穀烈的播词提出了抗议，

338.联合王国代表在五月二十五日的信（S / 1 2 0 8 6  )上说，联合主国政府否认冰岛 

的指控。 英国的防护部队纯释是担任防卫任务，并没有要该部队撞击冰岛沿海警 

卫队船只的命令。 而且，联合王国政府对于五月十二日冰岛沿海警工队"艾吉尔 " 
号企图拘捕英国" 普里楊投" 号拖网渔船的行动， 并 向 " 營里梅拉"等的般头和 

船尾开检，认为是最严Ê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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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纳米比5E局，

A.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和召开会议的请求

339.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在一九七五年六 

月二十七日给安全理，会主席的信（V I 17 4 5  )中随函递送了六月十八日特别委员 

会通过的关于纳米比巫问题的共同當见案文；特别委员会在该项案文内曾數促安全 

理事会考虑依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妥当措篇，包括第七章所规定的办法，以 

期使南非彻底而迅速地遵守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的决定，光其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十七日安全理事会第3 6 6  ( 1 9 7 4  )号决议。

3U0.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在九月十一日给安全理亭会主席的信（S / U  8 3 4  ) 
中隨函转递了八月二十九日该理事会发表的有关所请制宪会议和有关纳米比亚境内 

镇压行为的声明全文。 该项声明宣称，那个所谓的制宪会议不让真正的纳米比亚 

人民代表，即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参加，而且那个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想 

离间纳米比亚人民，从而延续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统治。

ÿ a ，秘书长在十二月千六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 1 1 9 1 8  )中曾随函转递了十 

- •月二十六日大会过的第 3 3 9 9 (x:x:x)号决议案文，并特别提到该项决议第11 
段；大会在该段中促请安全理亭会再度，急处理纳米比亚问题，并采取行动执行安 

全理，会第 3 6 6  ( 1 9 7 4 )号决议；

3^2 .阿柱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在一月二十二日给秘书长的信（S / 1 1 9 3 9 )中曾随函 

转递了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至八曰纳米比IE和人权问题达溶尔国际会议所通过的 

《关于纳米比ÜE和人权 fô这媒尔.宣言》全文，以及该会议所避过的作为用以保证纳 

糸比亚人民行使其自决权的- ，套措錄的《行动结领》。

3^3.荷兰代表在一月二十六日給秘书长的信（̂ 1 1 9 4 5 )中曾应目前担任改洲共同 

体主席的卢森堡政府的请求，I !函转进了荷兰大使代表共同僻:九国所采取的关于纳



米比亚局势的新外交方针的要点。

乌干达代表在一月二十六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 1 19 4 6  )中曾随函转递 

了反映出非洲统一组织对即将举行的讨论纳米比亚局势的安全理事会会议所持正式 

立场的函件。

3i>5.南非代表在一月二十七日给秘书长的信（S_/l 1 9 48  )中曾提出南非政府关于西 

南非洲问题的立场。他说，南非不承认联合国有权监督该领土的事务，而且指出，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顾名思义只是咨询而已。 在南非 

政府的鼓励下，该领土所有人民圓体代表都自动共同合作草拟宪法。 南非认为这 

种行动方针正反映出自决这小慨念的真实意义。 南非政府再度提议同秘书长的双 

方都接受的私人代表谈判，以期使他可以熟悉该领土自决过程的发展情况，并且以 

观察员的资格出席制宪会议，它又再度提议同非洲领袖、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主 

席、非洲統一姐织特别委员会讨论进步和发展的情况。 还欢迎他们访问西南非洲„ 
标题为" 一九七四年西南非洲调查报告" 的附件提供有关该领土的其他情报。

S . 翁一八八0 次至一八八五次会议（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曰.) 的审议

经过

3U6.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安全理察会第一八八0 次会议无异议通过了下列议程: 
" 纳米比亚局，

"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 1 1 9 1 8 ) 。"
3^7 .安理会在一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之间举行的六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3US，在讨论期间，下列国家的代表经请求后，被邀请参加了讨论，但无表决权：阿 

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布隆迪、古巴、埃及、几内巫、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 

约旦、肯尼亚、科威特、利比里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波 

兰、沙特阿拉伯、南非、突尼和南斯拉夫。

3^9.主席在第一八八0 次会议上曾通知安理会说他收到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三日联

- 9  ̂ -



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信，信中要求邀请由该理事会主席（赞比亚代表）和芬 

兰、印度尼西亚、波兰和墨西哥代表组成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 按照 

惯例，主席提议根振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库和其 

他成员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安理会就这样决定。 主席在同一次会议上还请 

安理会注意一月二十六日贝宁、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的 

信 （S / 1 1 9 4 3 ) , 信中要求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尚西南非民组的摩西.加 

罗布先生和他的代表团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安理会决定按照信中要求，发出 

邀请。

350•—月二十七日安全理事会在其第一八八0 次会议上开始审"̂；5̂本项目，口; f取了联 

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发言，并按照那次会议的决定，听取了加罗布先生的发 

言，还听取了几内亚、阿尔及利亚和毛里求斯代表的发言。

351.主席在一月二十七日第一八八一次会议上通知安理会牧到了同一天反对种族隔 

离特别委员会报告员（菲律宾代表）的信，信里要求向他发出邀请，以使在安全理 

事会内提出特别委员会关于纳米比ÜE问题的意见。 主席建议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 

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员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 

对，就这样决定。 然后，安理会继续讨论，听取了埃及、南斯拉夫、大不列M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毛里塔尼亚和南非代表的发言，并按照该次会议的决定，升取 

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员的发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和主 

席—— 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的资格发了言。 加罗布先生也发了言。

352• —月二十八曰安理会每一八八二次会议听取了罗马Æ亚、中国、 日本、利比里

亚、波兰、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代表的发言。 苏联和中国代表行使答辨权发 

了言。

353• —月二十九日第一八A 三次会议听取了苏联、法国、贝宁、科威特、巴羞斯坦、 

美利坚合众国和沙特阿拉伯代表的发言。



一月二十九日安理会第一八八四次会议还听取了尼日利亚、巴拿马、意大利、 

圭亚都、阿粒伯利比亚共和国、瑞典、肯尼亚、约旦、突尼斯、孟加拉国、布塵蚀 

和印度代表的发言。 、

355.圭亚那代表在其发言中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  （S / 1 1 9 5 0 )—— 共同提案国

为贝宁、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 £ 拿马、罗马尼亚、瑞典和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案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口;f 取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发言，

" 审议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 西南非民组）行政书记摩西，加罗布先生的发言，

" 回顾大会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曰关于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委任统治的 

第 21 4  5 ( x x i  )号决议，和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设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第 

2 2 4 8 ( S —V)号决议，以及其后所有其他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特别是一九七四年 

十二月十三日的第3 2 9 5 ( X X I X ) 号决议和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第3 3 9 9  
( X X X ) 号决议，

" 回顾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曰第2 4 5  ( 19 6 8  )号、三月十四日第 

2 4 6 ( 1 9 6 8 )号、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日第2 6 4 ( 1 9 6 9 )号、八月十二日第2 6 9
( 1 9 6 9 )号、一九七0 年一月三十日第2 7 6 ( 1 9 7 0 )号、七月二十三曰第2 8 2
( 1 9 7 0 )号、七月二十九日第2 8 3 ( 1 9 7 0 )号和第2 8 4 ( 1 9 7 0 》号、一九七一年十 

月千二日第3 0 0 ( 1 9 7 1 )号、十月二十日第3 0 1 ( 1 9 7 1 )号、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 

第 301  ( 1 9 7 2 ) 号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第3 6 6 ( 1 9 7 4 )号等决议，

"回顾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认为南非有义务从该领土撤

走，

"重申联合国对纳米比JE所负的法律责任，

"对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坚持拒绝遵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和 

决定以及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腕的咨询意见，表示关切 ,
— 6̂ -•



"对南非残赌地镇压纳米比亚人民和持续侵，他们的人权，以及南非破坏纳米比 

亚的民族团结与领土完整的行径及在该区域增强侵略性的军事力量，表示严重关切 ,
" Ü f 从事非法占领的南非政权将纳米比亚予以军事化，

" 1 . 递责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
" 2 . 遮责南非在纳米比亚专横非法地实施种族彼视性和镇压性的法律和惯例‘;
" 3 . 遮责南非在纳米比亚增强军事力量及利用该领土作为攻击邻国基地的任何行动;

" 4 . 要求南非立即终止其目的在于破坏纳米ttJlE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班图 

斯坦及所谓的本土政策；

" 5 . 进一步递责南 非 没 有 遵 行 安 全 理 事 会 第 3 6 6  ( 1 9 7 4  ) 号 决 议 的

规定；

^"6. 进一步遭责南非旨在规避联合国关于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在纳米比 

亚举行自由选举的明确要求的一切企图；

" 7 . 宣布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之下的自由选举必须在把整个纳米比亚当作一 

小政治实体的情况下来举行，以便使纳米比亚人民可以自由地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 ,•
" 8 . 又宣布在按照上文第7 段决定选举的日期、时间表和方式时，应由安全理 

事会规定充分时间，使联合国可以在纳米比亚设立必要的体制以监督和控制这种选 

举以及使纳米比亚人民可以为了举行这种选举而在政治上姐织起来；

" 9 . 要求南非立即庄严声明接受上述关于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在纳米比 

亚举行自由选举的规定，并承诺遵行有关纳米比亚的联合国各项决议和决定和一九 

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以及承认纳米比亚作为一个民族的领土 

完整和统—*i .

" 1 0 . 重新要求南非采取必要步凝，按照安全理事会第2 6 4  (1 9 6 9 ) t、第269(  1969)
号和第3 6 6  ( 1 9 7 4  )号决议的规定，实行撤退它在纳米比亚所维持的非法行政机构 , 

并在联合国的协助下将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



" 1 1 . 并要求南非在按照上段规定移交权力之前:
" ( a ) 在精神上和实践上完全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

^ ( b ) 释放所有纳米比亚政治犯，包括一切因透犯所谓国内安全法而被监 

禁或拘留的郁韭人，不论这些纳米比亚人是否已被控诉或审判或未经控诉而被 

拘留，也不论他们被拘留在纳米比亚或南非

" ( C ) 废除在纳米比亚实施的一切种族彼视性和政治压迫性的法律和惯例， 

特别是班图斯坦和本土法；

" ( d ) 无条件给予所有目前因政治原因流亡在外的纳米比亚人充分的便利， 

以返回他们的国家，不受遂捕、拘留、威胁或监禁的危险；

" 1 2 . 决定继续处理本问题^并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该日以前举行会 

议，以便审查南非遵守本决议各项规定的情况，如南非不遵守本决议，则考虑按照 

联合国《宪章》所应采取的适当措施。 "
356. —月三十日安全理事会第一八八五次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听取了古巴、牙买 

加和马里代表的发言，也听取了主席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的身分所作的发言。

357.意大利代表在表决前曾对表决作解释性发言。

358. 然后，安理会就八国的决议草案（S / 1 19 5 0 ) 进行表决。

决定 :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第一八八五次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草案（S//11 9 5 0  ) , 
成为第 3 8 5 ( 1 9 7 6 ) 号决议。

359.法国、 日本、中国、联合王国和美国代表在表决后曾对投票作了解释性发言。

360.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加罗布先生按照第一八八0 次会议的决定，又作 

了发言。

C. 安全理事会随后收到的来文

3Ô1• 南非代表在因月二十九日给秘书长的信（S / 1 2 0 6 2 )中曾隨函转递了南非总理



四月二十三日在南非国会发言的搞要。 除其他事项外，总理曾说南非应该严，考 

虑撒消规定将汰尔维斯湾的行政权移交给西南非洲的一九二二年法今因为汰尔维斯 

湾是属于南非的。 关于西南非洲，该领土具有不能忽略的特别的国际性质；它的 

领导人应该安排自己的前途。 南非只是该领土的管理国，而 非 领 国 ，对法律、

I秩序和它的人民的安全负有责任。 南非行政机关对有关该领土前途的会议的组成、 

议程或讨论，绝对没有做过直接或间接的干涉；南非也不准联合国干涉,。

362,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在五月十五日给秘书长的信（S / 1 2 0 7 9  )中曾 

驢函转递了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三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核可的一项声明文本。理 

事会强烈遗责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非法行政机关判处西南非民组两名成员死开j并分别 

判处两名妇女七年和五年徒开i一事是公然抵触了安全理事会第3 8 5 ( 1 9 7 6  )号决议 

精神的行动。 理事会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这些犯人，并宣称南非没有任何权利可 

企图在纳米比亚行使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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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科摩罗局势

A ,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和召开会议的请求

363,科摩罗国家元首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報（S/11953)
中指出法国政府打算于二月八日在马约特举行一次公民投票，而马约特是一九七五 

年十一月十二日被联合国接纳为会员国的科摩罗国的一*4^组成部分。 鉴于这小傳 

然的侵略行为，科摩罗国家元首要求安全理事会，急召开会议。 ■
Sôli*几内亚比绍代表在二月三日的信（S / U 9 5 9 〉中&代表非洲集因要求安全理事 

会就这♦问题召开会议《

365.乌干达代表二月四日的来信（S / 1 1 9 6 0 ) 中载有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主. 
鹿的电文。 非统组织主席说，他要澄清非统组织对法国在马约特举行一次公民投 

票的计划的立场， 马约特是科摩罗共和国的一♦组成部分，法国在当地举行公民 

投票的任何图是严重干涉非统组织一小独立的成员国的内政，必须当作一种侵 

略行为来看待• 主席以非统组纽名义，要求法国停止对科摩罗采取这种存心不良 

的政策，呼吁世界大家庭帮助这小新成立的共和国巩固它的得来不易的独立。

366. 二月五曰，安全理事会主席发出了一份照会（S / 1 19 64  )说明他就科摩罗国 

家元首的电报 ( S / 1 1 9 5 3 ) 进行了协商之后，打电报给科摩罗国家元首，宣布安 

全理事会将于二月四日就这小问题举行一次会议。 主席还复印了一份复电，电 

文宣布科摩罗的位代表抵达此间出席安全理事会的会议。



B . 第一八八六次至一八八八次会议（一九七六年二月四日至六日）的审议 

经过

3Ô7.安全理事会于二月四日、五日和六日举行第一八八六次、第一八八七次和第一 

八A 八次会议，审议这个问题。 安理会在第一次会议上无异议通过了下述议程：

" 科摩罗局势：

" (a)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科摩罗国家元首给安全理祭会主席的电报 

(S/1 1953))
" (財一丸七六年二月三日几内亚比绍 f 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S/11959 V ，

3Ô8*在讨论过程中，主席应阿尔及利亚、科摩罗、赤道几内亚、几内亚、几内亚比 

绍、肯尼Ü L 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和索马里的代表的要求，征得安 

S 会同意，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3Ô9.安理会开始辩论这个项目时，科摩罗、法国、几内亚比绍、阿拉伯利比亚共和 

国、索马里、阿尔及利亚、赤道几内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相趣发言。法 

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后来又发了言。

370.在二月五日第一八八八次会议上，圭亚那、坦桑危亚联合共和国、中国、 巴基 

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罗易尼亚、大不列颇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日本、 

黏大利、马达加斯加、沙特阿拉伯、尼日利巫和法国的代表先后发了言。

371.坦嚴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在发言时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S / l l £ # 7 ) , 提案国 

为贝宁、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拿马和坦桑尼巫联合共和国。 决议草

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 审议了科摩罗国家元首的来电（S / 1 1 9 5 3 号文件 ) ,
" 呀取了科摩罗代表的发言，

" 回顾大会一九.七四千二月千三日 f ;  3 2 9 1  ( XXIX )号决议, 其中除其他联项 

外重中科摩罗群岛的统一和领土完整，i
" 回顾大会一九七五年千一月十二日第3 3 8 5 ( X X X )号决议接纳科摩罗力联合国 

会员国，并重中必须尊重科摩罗群岛的统一和领土完慈，而科摩罗群岛包括昂儒昂 

岛、大科摩罗岛、马约特岛和莫埃利岛，

" 关切到任何迷反或可能违反科摩罗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行动或行动的威胁， 

对法国政府宣有打算于 一 九七六年二月八日在马约特岛举办一次公民投赛表不 

关切, ’ 一
" 1 .  j y ^ 法国在马约特举行这种公民投票是干涉科摩罗的政；

" 2 . 要求法国政府停止在马约特举办公民，投票；

" 3 . 要求法国政府尊重科摩罗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不要 

采取可能摘及科摩度国家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任何行动；

" 4 .  ÿ 法国政府立即与科摩罗政府进行谈判，以便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由昂儒 

昂、大科摩罗、■̂约特和莫埃利各岛組成的科摩罗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5. ÿ 所有的国家忠实地尊重科摩罗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 6 . 请秘书长注视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尽快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372*巴基斯坦、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行使 

答辨权发了言。

373.瑞典和日本的代表在表决前发了言。

然后，安理会对五国决议草案（S / 1 1 9 6 7 ) 进行了表决。

决定 : 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第一八八八次会议上，决议草案（S / 1 1 S 6 7 ) 获得十 

一票紋成 , 一票反对（法国）和三票弃权（意大利、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和美利坚合Â 国 ），由 手 一 个 常 任 i 事国~投 反 对 票 ， 因此 

没有通过。

375, 表决之后，法国、贝宁、阿掠伯利比亚共和国、巴，马、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和科i ÿ罗的代表先后发了言。 法国、贝宁、 巴☆马和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和 

安全理事会主席后来义发了言。

lOU -



第八章

法国和索马里关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四日

' 亭件的來文

A . 安全理亭会收到的来文和召开会议的请求

376. 法国代聚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四日的信（S / 1 1961  )里要求安全理亭会召开紫急 

会议，审议同日在法属阿法尔fP伊萨领土与，马里之间的这界地区的洛亚达迫防姑 

发生的严重亭件。' 亭件的起因是由于法国部队正在营救被虑作人质的三千一个儿 

童所乘坐的一部公共、汽车时受到索马里境内的射击。 他们为了自卫和保护这些儿 

童，不得不还击。

377•，马里代表在二月五日的照会（S / 1 1 9 6 5 )中转递了一月二千六日家马里民主 

共和国最高革命赛员会主席给秘书长加电报。 电报提请注窓法属累马里的严重局 

势及其对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影响。 革命委员会主席呼吁秘书长过河这个问题， 

以截助该领土人民实现无条件的独立。

3?8•索马里代表在二月五日的另外一封信（S / 1 1 9 6 9 )中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 

作为紧急亭项审议法国对索马里进行Era明目张胆的、无缘无故的侵略行为。 这个 

严重亭件是在二月四日发生的，当时驻在法属索马里的法国武装部队对索马里这界 

城市洛亚达发动攻击，杀死二十二人，其中包括十一名妇孺，并且摧毁了所有的廷 

筑物。

379•霖马里代表在二月十日的信（S / 1 1 9 7 4 )中提供了冢马里在二月四日亭件中遭 

受伤亡的人员名单。

380 ,法国代表在二月千一日的信（S X 1 1 9 7 7和 Corr.  1 ) 中指出，由于亭件没 

造成什么直接后果，而且情况已恢复正常，所以他的政府认为安理会无需立即开会。



力了反驳索马里代表指控法国进行侵略，他详细叙述了祭件发生的经过 , « ' 后说, 
严重地声称法国部队曾攻击洛亚达村，是没有根振的;他们只不过是对部署在紫马 

里这界方面的部队向他们所作的扫射实行还击而已。 法国对任何索马里平民的死 

亡或受伤感到遗f ê , 并对二月七日交^一名被恐怖份子劫待到索马里的法国儿童表 

示赞赏。 法国代表在一份^̂ 1编 （V1197*iV^Add. 1 )中提供了一张件发生地点 

的筒明地图。

381•索马里代表在二月千三日的信（S / 1 1 9 7 9 )中要求将他在二月千一日给安理会 

主席的信分发。 他在千一日的信中指出，虽然他所提出的召开会议的要求仍然有 

效 , 他的代表团将不坚持在下星斯以前召开会议,因为第三方面已采取主动对该竊 

进行调停。

382 .索马里代泰在二月十八日的信（Syn 1987  )中说，他在二月十一日娶求延期一 

个星期召开会议，在这段期间 , 另外一方并未相对地作出认真ffü、有意义的努力。 

因此，他要求安理会主原召开安全理亭会紧急会议，审议他的政府对法国侵略的控 

诉。

B . 氣一八八九次会议（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的审议经过

383.安全現亭会在二月十八日第一八八九次会议上无异议i t 过将下列项目列入议程: 
" 法国和索马里关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四日亭件的來信：

"(a) —九七六年二月四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亭会主席的信 

( S / 1 1 9 6 1 )；

" (̂ ) 一九七六年二月五日霖马里當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会主席的信 

( S / 1 1 9 6 9 ) 。’’
38if,安理会主席得到安理会的同意，应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代表的要求，邀请他 

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385.安理会在同次会议开始审议这个问题，首先由法国和索马里代表发言。 法园、 

累马里、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以及安理会主席就一项 

程序问题发了言。 法国和象马里代表行使答辨权也发了言。 发言结束后，安理 

会主席在宣布散会前说，关于就这一祭项进一步举行会议或从亭协商的问题，他将 

同安理会各理亭国保持联络。

C . 安全理事会随后收到的来文

386.法国和蒙马里代表在二月千八日分发的义件（S / 1 1 9 8 8 和 S X I 1 9 8 9  )中分别 

递交了他们各自在安理会第一八八九次会议上提及的两春照片》

3S7 .索马里代表在三月三曰的照会（S X 1 2 0 0 1 )中转递了一份关于法属索马里（圭 

布 提 ）当前亭态发展的立场文件。 索马里政府在文件中对法国当局在法II索马里 

采取压迫措施，因而造成日益紧张和危险Era局势表示关切，并对法国竟在正式宣告 

了打算给予该领土充分独立的露向之后采取这些措許表示失望。 它推控法国决定 

给予该领土名义上的独立，同时要保有在吉布提基地。 它还指控法国竭力使一 

个亲法的愧偏政权继续当权。 这些步骤是法国玩弄的花招，其目的在保持一科新 

的殖民主义觉略，置非洲组一组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决议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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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莫桑比克就该国为充分执行安全  

理事会的各项有关决定而决定对南罗 

得西亚实施制裁后所发生的情况按照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条提出的请求

A .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和召开会议的请求

388.秘书长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八日的一份说明（S / 1 2 0 0 4 ) 中通知安全理事会说 

他收到了关于莫桑比克政府为充份执行安全理，会的各项有关決定而次定对鹿對颗亚 

实施制裁后所发生情况的资料。 他提请安理会注意莫桑比克总统三月五日的电 

报和英联邦秘书长三月六日的电报。 莫桑比克总统在电报中通知联合国说，为 

了支持津巴布韦人民反对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莫条 

比克人民共和国，遵照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有关决定，自一九 

七六年三月三日起，对南罗得西亚实施制裁。 英联邦秘书长在三月六日的电报 

中，把英联邦制裁委员会根据目前南罗得西亚和莫桑比克的情况考虑如何执行英 

联邦各国政府首脑于一九七五年五月在金斯敦举行的会议的各项决定后所得结 

论，通知秘书长和按照安全理事会关于南罗得西亚问题的第2 5 3  ( 1 9 6 8 )号决议 

而设立的委员会的主席。 关于这一点，电报中引述了金斯敦公报有关的一段， 

其中英联邦各国首脑赞同一项建议，即由他们各圓政府按照宪章第四千九条和第 

五十条的规定，发动在联合国设立一个提助莫桑比克方案。

3S9.莫桑比克外交部长在三月八曰的来信（S / 1 2 0 0 5 ) 中，递送了莫桑比克总统 

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发表的演说的全文。 在这项演说中，莫桑比克总统宣布 

按照联合国的各项决定，对南罗得西亚的非法政权实施制裁。



390，尼日利亚代表也在三月八日的来信（s / 1 2 0 0 8 ) 中，递送了联邦军政府发表 

的声明的全文，其中联邦军政府对津巴布韦人民的斗争表示敌汽同仇，并且宣布 

支持莫桑比克政府和人民所担负的重要任务。 在这方面，该声明宣布联邦军政 

府不久将败遣特使访问莫桑比克，查明尼日利亚在那些方面可以对莫桑比克和津 

巴布韦的人民有所帮助。

3 9 1 ,三月十日莫桑比克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S / 1 2 0 0 9 ) 中，按照. 
联合国宪襄第五十条，请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来审议莫桑比克为充份执 

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有关决定而决定对南罗得西亚实施制裁后所发生的情况。他 . 
还提请注意非法政权的部队在飞机的支援下，在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的夜 

间，对莫桑比克的两小村庄发动侵略行为，并吁请安全理事会架取必要步骤，帮 

助莫桑比克人民自卫。

3 9 2 ,秘书长在三月十五曰的说明（S / 1 2 0 0 4 / A d d ,  1 ) 中，提请安理会注意非统 

组织秘书长三月十二日和十五日的两封电报。 非统组织在电报中通过联合国呼 

吁整个国际大家庭向莫桑比克人民和政府提供大量援助，使该国政府及人民能够 

克服它们为了严格实施国际制裁而决定断绝同南罗得西亚的一切公路、航空和缺 

路交通后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 此外，非统组织认为非法政权对莫桑比克皮 

动的侵略行为使这种局势更加恶化，威胁到该地区的安全与和平，安全理亭会应 

该加以避责。

B ,  第- ■ /UP次至一八九二次会议（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六日至十七日）的审议

Ü ~

3 9 3 .三月十六日，安全理事会在第一八九0 次会议上无异议地把下列项目列入议



" 莫桑比克就该国为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有关决定而决定对  

南罗得西亚实施制裁后所发生的情况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条提出的请求：

"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莫桑比克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S / .  
1 2 0 0 9 ) 。"

39k,安理会在三月十六日和十七日举行的三次会议中审议了这一问题。 在审议 

过程中，应莫桑比克、埃及、牙买加、肯尼亚和紋比亚的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 

參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395,三月十六日，安理会在第一八九0 次会议中，听取了莫桑比克、牙买加、肯 

尼亚、赞比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埃及等国 

代表的发言。

39Ô•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在发言时，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S / 1 2 0 1 3 ) ，提 

案国为贝宁、圭亚郁、意大利、 日本、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 

罗马尼亚、瑞典、联合王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397• 三月十七曰第一八九一次会议中，圭亚那、巴基斯坦、端典、意大利、罗马 

尼亚和中国的代表发了言。 ’
396. 三月十七日又举行了第一八九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 日本、美利坚合众国、巴拿马的代表发了言，安理会主席也以 

贝宁代表的身份发了言。 中国和苏联的代最行使答辩权发了言。

决定: 一 九 七 六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第 一 八 九 二 次 .合议一 致 通 过十一国 

决议革案（S / T 2 0 1 3 ) , 成为第 3 8 6 U 9 7 6 ) 号决议。

3 9 9 .第 3 8 6 ( 1 9 7 6 ) 号决议全文如下：



" 安全理事会 ,
" 注意到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总统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的演说（s / 1 2 0 0 5 ) ,  
" 听取了寞桑比竟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发言，

" 严重关~切由于南罗得西亚的非法少数政权侵，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圓的安全和领

土完整的挑畔和侵略行为所造成的局势， .
" 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人民根据大会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H第 1514  

( X V )号决议-享有不容刺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他们依照联合国宪章为争取这些 

权利而进行斗争是合法的，

" 回顾安理会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关于对南罗得西亚突施制裁的第 2 5 3  
( 1 9 6 8 ) 号决议，

‘‘ 又回顾其一九七0 年三月十八日第2 7 7 (  1 9 7 0 ) 号及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A  
日第3 1 8 U 9 7 2 ) 号决议，

"赞 赏地注意到莫桑比克政府依照安理会的决定, 严格履行经济制裁，而决定立 

即同南罗得西亚断绝一切贸易和交通的联系，

" 认为这项决定构成报掘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在南罗得西亚实现联合国目 

标的盡大贡献，



丞 莫 桑 t匕克政府的行动是符合第2 5 3 (  1 9 6 8 ) 号决议的，

铭记稳联合!ü 宪f 第四十九和第五十条的规定,
. 赞扬莫桑比克政府同南罗得西亚断绝一切经济和货易关系的决定；

"2 .  g f 南罗得西亚非法少数政权所有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的包括军事侵 

犯的挑轉和侵略行为；

" 3 . 注意到莫桑比克外交部长声明中所表示的孩I ；在执行第2 5 3  ( 1 9 6 8 )号决议 

时会有的紧急而特殊的'经济需要；

" 4 .  ^ 所有国家立刻向莫桑比克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使莫桑比克能 

正常地执行它的经济发展方案和加强它充分执行制裁制度的能力；

" 5 . 藍联合国和各有关组织和方条，特别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世界粮食计戈悟、世界钱行JS际货市基金想只##力有其他的嗽合国专门机构，提助莫桑 

比克目前的经济状况，并定期审议依照本决议的规定向莫桑比竟供经济拔助的问 

题；

" 6 . 请秘书长协同联合国系统内的负责机构立卯作出安排向莫桑比克提供一切形 
一 》

式的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使它克服由于对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实施经济制 

裁所产生的经济困难。 "



IfOO.在表决后，秘书长发了言。 莫桑比克代表也发了言。

C . 安全理事会随后收到的来文

iK)i，卢旺达代表在三月十七日的来信（s / 1 2 0 2 1 ) 中，递送了三月十二日卢旺达 

总统给莫桑比克总统的电报全文，保证卢旺达政府和人民无条件地支持莫桑比克 

政府和人民反对南罗得西亚少数种族主义政权的正义斗争。

★•阿尔及利亚代表在三月二千五日的来信（s / 1 2 0 2 5 ) 中，递送了两封信，一 

封是阿尔及利亚主席的信，另一封是阿尔及利ÜE外交部长的信，分别写给所有不 

结盟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外交部长，这两封信是关于莫桑比克决定对南夢 

得西亚实施制裁后所发生的情况，呼吁不结盟国家给予援助和有效支持，确保莫 

桑比克人民进行的斗争成功。



第十章

肯尼亚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的名 

义控诉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A.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和召开会议的请求

k，03. 葡苟牙代表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的而封信中，传递了同日荀萄牙外交部 

长给秘书长（S / U 8 11 )和安全理事会主席（8 / 1 1 8 1 2 ) 的两封信。

第一封信（s / l l  8 1 1 )回顾了葡荀牙政府自一九七四年四月的革命以来在其殖 

民领土上所进行的非殖民化过程，在这小过程中，莫桑比克、佛得角及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已经获得独立。 外交部长说，但是安哥拉的局势使葡荀牙政府深为忧虑。 

阿尔汰尔协定制定了获得独立以前过渡时期的政治纲领，可是各解放运动一再违反 

该协定，他们在安哥拉制造政治对抗和名符其实的武装冲突，并且几乎使得该领土 

淑條崩濟边缘。 葡翁牙政府被迫采取包括宣布戒严和全部或局部传止宪法保障在 

内的紧急措施。 对撒离那些希望离开该领土的人也提供了援助。 在这样的情况 

下，赛萄牙政府希望继续得到联合国的支援，并且希望增加这种後助，使葡萄牙政 

府能够应付安奇拉的局势，并按照预定的时间转移政权。

405.第二封信提到第一封信，并说明葡翁牙政府认力它有责任将这件事情提请安全 

理事会注意和參考。

札伊尔代表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九日的普通照会（S / 1 1 9 3 6 ) 中，转递了扎 

伊•尔国务委员给秘书长的信，其中控诉一月十日在安哥拉境内同安哥拉人民解放 

运 动 （人 运 ）一道作战的苏联和古巴军队，炸毁了连接迪洛洛 ( 札伊尔 ) 和太谢腊 

德 索 ( 安寄拉）的钱路和公路桥梁，并且对迪洛洛的城市中心进行剧烈的轰作。 

国务委员义说这些行动威胁到他的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



U07.古巴代表在一月二十三曰的信（S / 1 1941  )中否认这项控诉，并否认古巴军队 

来到安母拉是由于对札伊尔怀有敌意。 古巴代表在信中指控扎伊尔帮助侵略部队 

破坏安哥'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08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的信（S . /1 1 9 4 7 )  
上 ，断然拒绝扎伊尔代表信中所提到的一切徘诗性道言，并且说.，实际上正在对安 

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的是南非种族主义者和由雇佣兵组成的单位。 他们 

正在恢复从前在安齋拉的確民^ 序，并企图分裂已被大多数非洲主权国家所承认的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他着重撥B,没夢一1̂ 携« 器的t 联公民在安哥拉领土上作战。苏联并 

未在安哥技寻求任何经济、军事和其他的好处》 它唯一关注的是都助安哥拉人民共 

和 ü 挥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振抗在其境内的南非部队和崔佣军单位。 苏联新然 

道责南非种族主义者对安哥技人民共^ 国的侵略，它同非洲大多数国家一道坚决主 

张南非武装部P人和法西斯雇佣军单位立即无条件从安寄拉撤出，

1̂ 09.南非外交部部长在一月二十二日和二月六日及十三日的三封信（S / 1 1938 ,  
S / 1 1 9 7 0 和 S / 1 1 9 8 0  ) 中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对目前南非当局照顾的安 

哥拉难民和无家可归的人，提供紧急援助。

1+10,秘书长在二月十一日和千七日的答复（S / 1 1 9 7 8 和 S / 1 1 9 8 3 )中表示，根据 

南非提供的资料，有关的难民分为两类：在安寄拉南部接近纳米比亚边境的四个营 

地是一类；想要在纳米比亚的汰尔维斯灣港口入境的是第二类。关于生活在设于安番 

拉领土内的营地的第一类难民嚴合国不能够答应制酌请求，因为它只能够与有关国家的 

主管当局合作，承担人道援助的方案。 至于第二臭的难民，秘书长指出，他和联 

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已经呼吁给予人道的考虑，在这类难民的问题尚未解决以前， 

允许他们上岸。

U11,古巴代表在二月二千三日的信（S / 1 1 9 9 2  )中批评南非的请求时表示，南非试 

图乞灵于所谓的人道的目的，来混清舆论 , 和掩饰它的侵略行动。 他又说，南非所



提到的难民和无家可归的人是在安哥拉的领土上，南非没有权利在那里驻扎军队。

^ 2, 肯尼巫代表在三月十日的信（S / 1 2 0 0 7 ) 中，代表联合国中的非洲集团请安全 

理事会开会审议" 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的侵略行为"。

^13,南非代表在三月二千一日和二千三日的两封信< S / / 1 2 0 1 9和 S / /a 2 C U 9 /  
Add.  1 ) 中转递了南非总理和国防部长关于南非的军队撤出安哥拉的声明的文本。 

南非的总理在他的声明中出，南非军!队进驻卡卢查水现地区只是为了保伊工人的 

生命和防护水项的设施。 他们将继续驻扎在那里，直到获得保证工人们将不会受 

到伤，，工程将继续进行，水继续不断地流入奥万博为止。 他又说他的政府正在 

考虑通过第三方面所获得的保证。 如果这些保证可以接受，南非至迟将于三月二 

千七日把它的部队撤离该地区。

化[!".南非代表在第二封信（S//；1 2 0 1 9 /A d d .  1 )表示，南非总理声明中所指的卡卢 

查地区，适用于鲁阿加纳工程地点位于安寄拉境内的北方部分，以及安哥拉的任何 

其他部分。

•葡萄牙代表在三月二十三日的信（S / 1 2 02 3 )中提到南非的信( S / 1 2 0 1 9  ),并
表示所称荷萄牙政府曾经要求南非留在卡卢查地区并继续保护在水项进行的工程的 

安全是毫无根据的。 葡翁牙政府事先并未授权南非政府采取这种行动，而且它一 

旦知道这事，也未忽略提出抗议。

址6• 南非代表在三月二十五日的信（S / 1 2 0 2 4 )中载述南非国防部长在该日发表南 

非政府已经决定将它所有的部队在三月二十七日以前撤出安哥拉的声明的摘要。

•南非代表在三月二千八日的信（S / 1 2 0 2 6  )中证实南非的军队已在三月二十七 

日完全撤出安哥拉。 ’
1Æ8• 南非代表在三月三十一日的信（S / 1 2 0 3 3  )中提到葡萄牙代表在安理会第一九 

0 五次会议上的发言，他重申已经作出双边安排，由荀葡牙当局承担保护卡卢查水 

项的工作，并在它们到达以前由南非执行这项任务。

- n r  -



^19.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千六日第一九0 0 次会议上无异议通过下列议 

程 ：

" 肯尼亚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控诉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1 2 0 0 7 ) ；*

lt20,主席请安理会理事国注意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三月二十四日给秘书长的 

信，要求向安哥拉政府专使发出邀请，以便参加讨论。 主席请安理会理事圓注意 

《宪章》第三千二条的规定，建议向该代表团发出邀请。

i f 2 X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就这方面皮了言。

U22.主席然后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安哥拉代表参加辨论。

^̂ 23.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千七条的规定，应古巴、埃及、几内亚、肯尼亚、马达 

加斯加、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索马里、赞比亚和其后的南斯拉夫等国代表的要求， 

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U2I1■，安理会开始审议本问题，安哥拉代表首先发言，肯尼亚和中国的代表其后也发 

了言。 主，席及苏联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圓的代表就程序问题发了言。

2̂5 ,在三月二千九日第一九0 —次会议上，应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要求， 

邀请他们参加讨论 , 但无表决权。

^26,安理会继续审议本问题，几内亚代表以她本11代表和反种族照离特别委员会主 

席的双重身分发了言。赞比亚和埃及的代表也发了言。

ÎÆ7,在三月二千九日第一九0 二次会 i i ü i , 应缕麦隆联合共和国和印度代表的要求， 

邀请他们参加辨论，但无表决权。

1^58,波兰、索马里、古巴、落麦隆联合共和11和印度等国的代表发了言。 中II和 

古巴的代表行使答辩权发了言。



L̂29 ,主席通知安理会说他收到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三月二十九日的来信，要 

求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一个代表团发出邀请。 按照过去的惯例，主席建议 

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千九条的规定，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其他成员发 

出邀请。 由于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30,在三月三千日第一九0 三次会议上，应 马 里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鸟干达 

等国代表的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1̂31. 安理会继续审议本问题，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及塞拉利昂、足日利亚、 

南斯拉夫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代表发了言。

在三月三千日第一九0 四次会议上，应剛果、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等国代表的要 

求，邀请他们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1̂ 33• 安理会听取了马达加斯加、苏联、乌干达、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南非和沙特 

阿拉伯等国代表的发言。

傳 [ •大不列颇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沙特阿拉伯、中国和苏联等国代表行使答辩权 

发了言。

î^35.在三月三十一曰第一九0 五次会议上，应保加利亚、几内巫比紹和葡萄牙等国 

代表的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辩论 , 但无表决权。

3̂6, 安理会继续审议本项目，在安哥拉代表发言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巴基斯 

坦、意大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葡萄牙等国代表也发了言。

Î67• 在三月三十一日第一九0 六次会议上，应莫桑比克代表的要求，邀请他参加辩 

论，但无表决权。

安理会听取了下列各国代表的发言：刚果、马里、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 日 

本、圭亚那、巴拿马、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联合王国、主席（以贝宁代表的身分 

发 言）、美圓和法国。 古巴和美国的代表行使答辨权发了言。

169•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在发言中介绍了以贝宁、圭亚那、阿掠伯利比亚共和



園、巴拿马、罗马Æ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力提案国的决议草案（s / 1 2 0 3 0 )。 

h k o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说，决议草案（S / 1 2 0 3 0 )的提案国希望当天晚上对 

决议草案作出表决，并提议会议暂停。 由于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在继续开会以后和在表决之前，瑞典和中国的代表发了言。

主席然后把六国提出的决议草案（S / 1 2 0 3 0 )付诸表决。 *
决 定 ： 一 九 七 六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第 一 九 0 六次会议以九票对零票、

五票弃权（法国、意大利、日本、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通过决议草案（S / 1 2 0 3 0 ) , 成为第 3 8 7 ( 1 9 7 6 )号决议。 •一个理事国（中国） 

没有参加录决Ç
Î+略 ，第 3 8 7  ( 1 9 7 6 )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 ,
" 审议了肯尼亚常驻代表以联合国内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的来信（S / 1 2 0 0 7 ) ,
" 口;f取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发言 ,
"111顾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 , 无论为何原因，都无权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 . 

家内政或外交的原则，

"又回顾每一国家都有行使主权,向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要求振助的固有合 

法权利，

" 铭记着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为侵，任何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目 

的，或以与联合国宗旨I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以武力威脉或使用武力，

" 严重关切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侵略行为以及对其主我和领土完整 

的破坏，

" 谱责南非利用纳米比亚这个国际领土发动这次侵略 ,
" 并严重关切南非入侵部队使安母拉遭受的损失和破坏及其对安哥拉的设备加物 

资的掠夺，

" 注意到南非常驻代表关于南非部队撤退的来信（s / 1 2 0 2 6 ) ,
■ 120 -



" 1 . 遭责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的侵略;
" 2. 南非严格尊重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 3 . 又要求南非停止利用纳米比亚这个国际领土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

他非洲邻国发动挑轉或侵略行为；

" 4. 责成南非政府实现安寄拉人民共和国所提充分补偿该国遭受的损失和破坏 

并将入侵部队所掠夺的设备和物资交还该国的正当要求；

"5 .  ÿ 秘书长密切注意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下列各国代表在投票后作了，释性发言：日本、联合王国、法国、意大利、苏 

联和巴基斯坦。安哥拉和肯尼亚的代表也发了言。古巴、中国和苏联的代表行使答 

辨权发了言。 •
缸主席及中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就程序问题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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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千一章

关于南罗得西亚的局势问题

W6.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千七日给秘书长的信 

( S X 1 1 7 3 8 ) 里说，鉴于莫桑比克已于一九七冗年六月二千五日取得独宜，联合 

王国政府已经终止了皇家海军船只一向在莫桑比克海岸外维持的经常性逃選( 通常 

称为 " 贝拉港巡遷队 "）。 信里指出，九年多来，逃還队成功地風止了利用油管 

从贝拉港抽取并输送石油到南罗得西亚，但是独立的莫桑比克政府执政后，已不再 

需要进行这种巡邀。

u v r .给予殖民地国家积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在七月一日的#件 

( S / 1 1 7 4 2 ) 里向安全理事会转交了该委员会六月千七日所通过的一项决议的全文， 

其中建议安全理事会应念及宪章第四千九条和第五千条的规定，尽快发动一个在双 

这 和 ( 或 ）多这的基础上对莫桑比克提供援助的具体方案，使它的政府能够充分而 

有效地执行对该非法政权的制裁„ 该委员会并重申其信念，认为必须扩大制裁该 

非法政权的范围，使其包括宪章第四千一条所规定的一切措施在内，并建议安全理 

亭会作力紫急亭项考虑在这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在八月二千五日的照会（S / 1 181  6 和 C 0 r r. 1 
里转达了关于苏联对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所采取的立场的报导，特别是对前往南罗 

得西巫旅游和南罗得西亚人出国旅行问题的立场。 苏联不承认并坚决遗责南罗得 

西亚种族主义政权，该政权的目的是要确保其对津已布，人民的统洽并对他们进行 

种族压迫和殖民主义剥削。 苏联一贯坚决不偷地执行并将继续执行大会和安全理 

亭会关于南萝得西亚的各项决定；苏联业已采取必要措施，严格遵守对于南罗得西 

巫的制裁，此外它并不允许南罗得西亚游客入境，也不准苏联公民为了旅游或任何



其他目的前往南罗得西亚旅行。

IA9.千二月千五日，安全理事会依照关于南罗得西亚问题的第2 5 3 ( 1 9 6 8 )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一个关于扩大对南罗得西亚的制裁的特别报告（SX 
1 1 9 1 3 ) 。 在报告中该委员会对非法少数政权在片面宣布独立千年后，尽管安全 

理事会订定了制裁办法，仍然继续，权，至表遗憾，认为南部非洲的变动局势，特 

别是津巴布韦人民争取民族鮮放的斗争的激化，为消灭南罗得西亚的非法政权开展 

了新的前景。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应当是安全理事会再次表明国除社会反对该非 

法政权并愿意对它加强压力的时候了。 为此目的，委员会在原则上同意扩大制裁 

以后，审査了一些提议，这些提议是关于来往南罗得西亚的货物和乘客的保险；交 

通通讯；商号名称和商业特许权；各航空公司与罗得西亚航空公司间的协定；要求 

会员国对于它们认为是在南罗得西亚居住的国民不发给伊照或延长护照，并拒绝航 

线包括在南罗得西亚作中途停留以装卸来往南罗得西亚的旅客和( 或 ）货物的班机 

在其境内的着陆权；涉及南度得西亚的移民、旅游亭业和体盲活动；以及《宪章》 

第四千一条所规定的措施在南罗得西亚和南非完全适用。 该委员会报告说，它无 

法就委员会中提出的所有措施速成协议。 因此，在其特别报告附件中的讨论经过 

摘要反映出大家同意和不同意的各点， 以及委员会各成员对这些问题的立场说明， 

最后，委员会考虑到该附件所慨述的一些代表团所表示的保留， 向安全理亭会建议， 

把保险、商号名称和商业特许权列入对南罗得西亚的强制制裁范围内。

1̂ 50.秘书长在千二月千六日的信件（S / 1 1 9 1 7  )里向安全理亭会转交了大会第3 3 9 7  
( X X X ) 号决议的全文，其中大会重申其信念，认为必须扩大制裁该非法政权的范 

围，使其包*括宪章第四千一条所规定的一切措施在内；请安全理亭会考虑在这方面 

紧急地采取必要措施；并请安理会制裁委员会继续在有关工作上与给予殖民地国家 

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合作。

卿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安全理爭会依照关于南罗得西亚问题的第2 5 3 ( 1 9 6 8 )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出其第八次报告（S/^11 9 2 7 ) , 其期间包括一九七四年千二月



千六日至一九七五年千二月千五日。 该委页会报告说，在一九七五年所举行的三

千七次会议中， 委员会继续审议先前各次报告所列的涉谦违犯制裁的案件8 1 件和 

提请它注：t 的新案件4 2 件。 该报告载列各国政府为确保实施制裁所采取的行动 

和委员会、秘书长和各圓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 3 3  ( 1 9 7 3 )号决议各有关规定所采 

取的行动的经过。 它进一步审査了委员会为促进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 )和 

各非政府组织间合作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根据这个报告，委员会也审议了有关南 

罗得西亚的和驻在南罗得西亚的领亭、体育和其他代表机构以及南罗非法政权驻在 

其他国家的代表机构的票项。 委员会审议的其他亭项包括经菅来往南罗得西亚业 

务的航空公司、移民和旅游亭业和扩大对南罗得西亚的制裁，由于扩大制裁问题特 

别重要， 委员会还向安全理亭会提出了特别报告（S / 1 1 9 1 3 )  „
4 52,委员会在这些会议上也讨论了一般性的问题，并且在这个范围内，若干代表团 

着重指出需要扩大对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的制裁。

H53.委员会的第八次报告包括七个附件，四个附载在报告后面，两个载在一九七六 

年二月六日发布的增编（8 /1 1 9 2 7 /^ (1 (1 .  1 )中。 载列秘书处所编制关于一九七 

四年南罗得西亚贸易的说明和数据的附件七正在编制中。 . 附件一载有向委员会提 

出有关工作组织和工作计划的提议以及接着进行的讨论摘要。 附件二至五载有关 

于以前各次报告中尚未处理完毕的涉嫌违犯制裁的案件和新案件的报告，和与各国 

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关于所有已经审议的菜件所进行的通信联络。 附件六载 

有收到各国政府关于据报从南非、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进口的某些商品数量积据报这 

些国家出口数量之间的差额的进一步答复，

.卢森堡代表在四月五日的信（S / 1 2 0 3 9 )里，以当时担任欧洲共同体理事会主 

席的国家的代表资格， 向秘书长转交了欧洲理事会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和二日在 

卢森堡举行会议以后所发:布的关于南罗得西亚的声明全文。 在声明中，欧洲共同 

体九国特别重申南罗得西亚人民的自决积独立的权利；向目前反对在南罗得西亚施 

行多数人统洽制度的少数人发出呼吁，请他们接受一项迅速而和平的转变到这种制 

度的进程；并重申它们将继续严格执行安全理会有关南罗得西亚的各项决定。



B . 第一九O 七次会议（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的审议经过

^55.在四月六H举行的第一九0 七次会议上，安全理亭会无异议地通过下列议程：

" 关于南罗得西亚的问题：

" 安全理事会根据有关南罗得西亚问题的第2 5 3 ( 1 9 6 8  )号决议设立的委 

员会就扩大对南罗得西亚的制裁问题提出的特别报告（S / U 9 I 3 ) 。"
^56.安全理事会主席宣布，由于对特别报告中所作某些建议进行积极协商的结果， 

已就安全理事会所有千五个理亭国所赞助和提出的下列决议草案（S / 1 2 0 3 7 )的案 

文达成协议：

安全理事会,
患 其 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第 2 1 6 ( 1 9 6 5 ) 号、十一月二十日第 

2 1 7 (  1 9 6 5 )号、一九六六年四月九EI第 221  ( 1 9 6 6 )号、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第 2 3 2  ( 1 9 6 6 )号、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第25 3  ( 1 9 6 8 )号和一九七0 年三 

月十八日第2 7 7  ( 197 0 )号等决议，

"重中这些决议所规定的措施,以及各会员国在执行这些决•议时所开始采取的措 

张，应继续有效，

"考虑到安全理事会按照关于南罗得西亚问题的第2 5 3  ( 1 9 6 8 )号决议设立的委 

员会在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的特别报告（S / 1 19 1 3  )中 所作的各项议，

南罗得西亚当前的局势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
" 1 . 决定各会员国应采取适当措悠,确保它们的国民和在其领土内的人不对下 

列物品予以保险： .
" ( a ) 本决议通过之日以后、他们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是迷反安全理事



会第 2 5 3  n  9 6 8  )号决议、 自南罗得西亚出口的任何商品或产品；

" ( t o )本决议通过之日以后、他们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是迷反第- 2 5 3  
《1 9 6 8 )号★议，频定或企图进口到南罗得西亚的任何商品或产品；

" ( e ) 违反第 2 5 ^ ( 1 9 6 8 )号决议在南罗得西亚进行的任何工 ,、商企业、. 
或公用事业的商品、产品或在南罗得西JE的其他财产；

" 2 . 决定所有会员国应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它们的国民和在其领土内的人 

给予在南罗得西巫进行的任何工、商金业或公用祭业使用任何商号名称的权利，并 

防止订立让上述南罗事业在销售或分配任何产品、商品或服务方面使用任何商号名 

称、商标或注册图案的任何商业特许权的协定；

" 3 . 敎促非联合国会员国的国Ê , 顾到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所述的原则，遵守本 

决议的各项规定。"
决定：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第一九0 七次会议无异i义通过决议草案（S / 1 2 0 3 7 ) , 

成为第3 3 8 ( 1 9 7 6 ) 号决议。

• 表决以后，坦桑足亚联合共和国、已基斯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苏联、圭亚那、罗与尼亚、 

贝宁和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的代表发了言，

法国、巴拿马、意大利、日本、瑞典、 

主席也以中国代表的身分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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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安理会审议的其他亭项

第千二章

接纳新会员国

K 越南南方共和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申请

1 安全理事会收到的来文和第一八三四次至一八三六次会议（一九七五年八月

六 日 至 千 一 日 ）的审议经过

巧S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草命政府主席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千五日的电报（s / 1 1 7 5 6 )  

里提出了越南南方共和要求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申请，声明越南南方共和接受 

' 《联合国宪章》所载的义务并庄严系诺履行这些义务。

1^59.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在七月千六日的电报（S X 1 1 7 6 1 )里提出了越南民主 

共和国要求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申请，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接受《联 合 国 宪 章 》 

所载的义务并庄严承诺履行这些义务。

K o . 大韩民国外交部长在七月二千九日的电报（S / 1  1 7 8 3 ) 里提到一九 Ef九年一月 

千九日大韩民国申请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并声明接受《联合国 宪 章 》所载的义务的 

信 （S / ^ 2 3 8 ) 。 这 .封电报请求安全理亭会尽早在适当时机进一步审议大韩民国的 

申请。

1̂6 1 .在八月六日的第一八三四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面前有下列的條时议程 ( S/4义程/  

1 8 3 4 )；

" 1 . 通过议程>»

" 2 . 秘书长递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草命政府主席--九七五年七月千五日来电 

全 文 的 说 明 （S / 1 I 7 5 6 X  

" 3 . 秘书长递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一九七五年七月千六日来电全文的 

说 明 （S / 1 1 7 6 1 ) ,



" 4 . 秘书长递送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千日來信和大 

韩民国外交部长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千九日来电全文的说明（S X 1 1 7 8 3 ) 。" 
主席提到以前的协商经过后，把临时议程项目 2̂  3, 4 列入议程的问题提付表

决。

决定：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六日第一八三四次会议上用分别表决的方式，

以 1 4 票赞成，零票反对，一票弃权（美利坚合众国）将项目 2 和 3 列入议程。项 

目 4 列入议程的问题经表决， 1 票赞成， 6 票反对（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中国，伊拉克、毛里塔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坦桑Æ亚联合共 

和 国 ）， 2 票弃权（圭亚那、傘麦隆联合共和国），因未获得必要的多数，没有通 

过 。修正后的全部议程,（仅包括项目2 积 3 ) 经表决 1 2 票赞成， 1 票反对（美利坚 

合众国 ) , 2 票弃权（哥斯达黎加、大不列颤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获得通过。

h 6 3 .à 于没有人反对，主席就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五千九条将列入议程的这两个项 

目送交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报告。

U6U. P称及利亚代表给安^ 里事会主席八月七日的• ^ 信 (S /11793);iM  了 ^盟 国 家协網委 

员会于同一日期通过的一项声明的全文，表示支持越南南方共和及越南民主共和国 

的中请，并对企图P且止它们加入联合国的一切伎俩如以遭责。

1465.八月八日，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了关于它审议这两份要求成 

为会员国的申请的报告（8 / 1 1 7 9 4 )。 委员会说明它向安理会作出一致的建议，因 

此它向安理会提出一件表明各国代表a 对这两项申请的态度的报告。 报告指出在 

委员会八月七曰第四十七次会议上，白俄罗斯、中国、法国、圭亚那、伊拉克、意 

大利、 日本、毛里塔尼亚、瑞典、苏联、联合王国、络麦隆联合辦口国和坦桑尼3E联 

合共和国代表表示支持这两项申请。 哥斯达黎加和美国代表说他们不能参加一起 

支持委员会议程上的这两项申请。—
U66.坦桑Æ亚联合共和国代表提议，委员会应向安全理亭会建议通过下列的决议革 

案 <> 此项决议草案的共同提菜国计有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圭



亚那、伊拉克、毛里塔尼亚、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落受隆联合共和 

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兵和国：

" 安全理事会，

‘‘ 审议了越南南方共和要求加; 员国的申请（S / 1 1 7 5 6  ),
" 建议大会接纳越南南方共和为联合国会员国。，’

1v6t.圭亚那代爱提议，委员会应建议安全理事会通过下列的决议草案。 此项决议 

草案的共同提霖国计有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圭亚那、伊拉克、 

毛里塔尼亚、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傘麦隆联合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

" 安全理事会，

" 审议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要求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申请（S /^  1761  ),
" 建议大会接纳越南民主共和圓为联合国会员国。"

1̂ 68.安理会在八月千一日第一八三五次会议上无异议地通过了下列的议程：

"安全理事会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关于越南南方共和及越南民主共和国所提 

申请的报告（S / 1 1 7 9 4 )。，，

主 席 经 安 理 会 的 同 意 ， 应 古 巴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甸斤利、 

印度、波兰、罗马尼亚、索马里和南斯拉夫代表的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UTO.圭亚那代表发了言，他提出内容与载于委员会很告内的决议草案完全相同的两 

项决议草案（S X 1 1 7 9 5和 S X 1 1 7 9 6 ) , 白俄罗斯、中国、圭亚那、伊拉克，毛 

里塔尼Ü L 瑞典、苏联、摩麦I t联合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为共同提案国。

Vri.瑞典、苏联，中圓、落麦I t联合共和国、法国、意大利、联合王国、伊拉克、

白俄罗斯、南斯拉夫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都发了言。

î T2.在同日的第一八三六次会议上，主席经安理会的同意，应阿尔及利业、保加利 

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v n .安理会继续审议这个项目，发言的有罗马尼亚、印度、却牙利、波兰、索马里， 

古巴、几内亚、阿尔及利亚、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主席以日本代表的身 

分也发了言。

在同一次会议上，安理会把它面前的两项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决定：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千一日的第一八三六次会议上， 载于 S X 11 7 9 5 号文件的 

决议革案经录决获得13票赞成 , 1 票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1 票弃权（哥斯达黎加）, 
由于一个常任理亭国投反对票，因此没有通过 .

载于 SX11 7 9 6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经表决获得13票赞成, 1 票反对（美利坚合众 

国 ）， 1 票弃权（是斯达黎加），由于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因此没有通过。

VT5.表决后，美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哥斯达黎加、中国，苏联和霖大利代表 

都发了言.
接着，安理会无异议通过了按照安理会智行议亭规则第六十条第3 段的规定向 

大会提出的特别报告（A / / 1 0 1 7 9 )。

2. 安理会继续收到的来文和第一八四二次至一八四六次会议 

(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千六日至三千日）的审议经过

UTT.越南南方共和常駐观察员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常驻观察员在八月十一日写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里，附有八月十一日的联合声明全文，抗议美国否决两小共和国加 

入联合国。

V78.大会主席在九月十九日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U 8 2 6 )里，转递了大会在九 

月 十 九 日 第 二三四五次会议上通过的第 3 3 6 6 (X X X )号决议的全文，决议的执行 

部分如下：

" 大会，



" 1 . 认为联合国应接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为会员国;
" 2 . 因此请求安全理事会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四条第1 款的规定,立 

刻重新对它们的申请作有利的审议。"
VT9.大韩民圓外交部长在九月二千一日的信（S / 1  1828  )上再庶提出大韩民国请求

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申请，并请求安全理亭会尽早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

1+80.在九月二十六日第一八四二次会议上，安全理亭会面前有下列的临时议程： 

" 1 . 通过议程

" 2 .  一九七五年九月千九日大会主席给安全理亭会主席的信（S//1 1 8 2 6 )
" 3 . 秘书长转送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千一日大韩民国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的 

说 明 （S / 1 1 8 2 8 )。'，

t ô l .安全理事会就临时议程项目2 和 3 这两个项目列入议程的问题进行了分别表决

决定：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千六日第一八四二次会议上，项目 2 列入议程的问题 

经 1 4 票赞成，零舉反对， 1 票弃权（美利坚合众国）获得遗过。 项目 3 列入议 

程的旧题经表决获得7票赞成(哥斯达黎加、法国、意大利、 日本、瑞典，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 , 7 票反对 (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中圓、圭3E那，伊掠克、毛里塔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积圓联盟、. 坦尼亚 

联合共和 !5 1 ) ,  1 票弃权（落麦隆联合共和圓），没有获得必要的多数，没有通过。

482.接着，安理会就修正后的下列整♦临时议程进行表决：

" 一九七五年九月千九日大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8 / 1 1 8 2 6 ) 。 "

决定：修正后的盤个临时议程经1 3 票赞成，零票反对，2 票弃权（大不列颤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获得通过。

安理会无异议地决定重新审议这两项入会申请而不再送交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



主席经安理会的同意，应阿尔及利亚、保加利亚、束捕寨、古巴、捷克斯洛伐克 

贝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印度、马达加斯加、蒙古、波兰、塞内加尔、斯里 

兰卡、和南斯拉夫代表的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U85.安理会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阿尔及利亚、古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贝宁、 

奇斯达黎加、美国和匈牙利代表都发了言，

U86.在九月二十九日第一八四三次会议上，主席经安理会的同意，应老衬和罗马尼亚 

代教頻求邀请他们参加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487.安理会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问题，联合王国，南斯拉夫，蒙古、捷克斯洛伐克、

束捕寨、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代表都友了言。

1+88 .在同一天的第一八四四次会议上，印度、苏联、老抽、中国、瑞典、日本和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圓的代表都发了言。

W'，9.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在发言时，提出两项决议草案（SX11832和 

11833),白俄罗斯，中国、圭亚那、伊拉克，毛里塔尼亚、瑞典、苏联、落麦隆 

联合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为共同提案国。

第一项决议草案 ( S / 1 1 8 3 2 )全文如下：

" 安 全 理 会 ,
" 按照一九七五年九月千九日大会第3 3 6 6 ( ：o : x ) 号决议所载的要求，皇  

新审议了越南南方共和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s / 1 1 7 5 6 ) ,
" 向大会推春接纳越南南方共积力联合国会员国。"

第二项决议草案（S X 1 1 8 3 3 )全文如下：

" 安全理事会，

"按照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九0大会第3366(XXX)号决议所载的要求，g  , 
新审议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S / 1 1 7 6 1 ) ,

" 向大会推荐接纳越南民主共和国为联合国会员圓。"



î 92.在九月三十日安理会的第一四五次会议上，主席经安理会的同意，应 乌 克  

兰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圓 、墨西哥和莫桑比克代表的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辩 

论，但无表决权。

^93.安理会經续审议这个问题，乌克兰、塞内加尔、马达如'斯加、圭亚那、白俄罗 

斯、法国、意大利、伊拉克和溶麦隆联合共和国的代表都发了言。

49̂ ,̂在同一天的第一八四六次会议上，主席读出越南南方共和常驻联合Hi观察员的 

一封信的全文，请求允许他就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向 

安理会发言。 主席又说他收到圭亚那，伊拉克、落麦隆联合共和国和坦桑尼亚共 

和国代表的一封信，要求给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常駐观察员一个机会提出 

他们对议程上的问题的露见。 由于没有人反对，主席说他将请越南南方共和观察 

员在表决后发言。 .
1̂ 95.接着，安理会继续进行讨论，主席以毛里塔尼巫代表的身分发言，莫桑比克和 

墨西哥代表也发了言。

决定：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千日第一八四六次会议上，载于 S X 1 1 8 3 2号文件的 

决议草案获得1 4 票赞成， 1 票反对（美利坚合众国），由于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 

对票，因此没有通过-
载于 S X U 8 3 3 号文件的决议草菜获得1 4 票赞成， 1 票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由于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因此没有通过。

496.表决以后，中国和美国的代表以及越南南方共和的常駐观察员发:了言。

k91 .安全理事会无异议地通过了按照安理会智行议事规则第六十条第3 段的规定向 

大会提出的特别报告（AX10 27 3  )。



1̂ 98.佛得角共和国总统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千一日的信( S / 1 1 8 0 0 )中提出佛得角要

求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申请，并声明佛得角政府接受联合国宪章所载的义务，并庄 

严保证履行这些义务。

1̂ 99,安全理事会主席在八月千八日第一八三七次会议上依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五千九条的规定，把佛得角的申请送交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报告。

500.安理会在八月千八日第一八三八次会议上审议了该委员会关于佛得角的申请的 

报 告 （S / 1 1 8 0 6 )。 该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 安全理事会 ,
" 审议了佛得角共和S 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S / 1 1 8 0 0 ) ,
" 向大会推荐接纳佛得角共和国为联合国会员圓。"

501. 应荷萄牙代表的请求，安理会主席征得安理会同意，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 

权。

决定：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千八日第一•八三八次会议h —致 ip过该决议草案> 
成为第 3 7 2  ( 1 9 7 5 )号决议。

C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申请

502.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圓总理兼外交部长和S 防部长在八月十三日的电报 

( S / 1 1 8 0 4 )中提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要求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申请，并声明圣 

多美和普林西比政府接受联合国宪章所载的义务，并庄严保证履行这些义务。

503.安全理亭会主席在八月千八日第一八三七次会议上依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五十九条的规定，把圣多美和普林而比的申请送交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审议和提出 

报告。



504.安理会在八月千八日第一八三八次会议上审议了该委员会关于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的申请的报告（V I  1 8 0 6 )。 该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
" 审议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 ( S / 1 1 8 0 4 ) ,
" 向大会推荐接纳圣多美和普林而比民主共和国为联合国会员国。 "

505.应荀萄牙代表的请求，安理会主席征得安理会同意，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 

决权。

决定：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千八日第一八三八次会议上一致通过该决议草 

案，成为第 3 7 3  ( 1 9 7 5 )号决议。

P . 莫桑比克的申请

506.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总统在七月三十一日的信（S / 1 18 05  )中提出莫桑比克要 

求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申请，连同他签名的一项声明养示莫桑比克接受联合国宪 

章所载的义务，并庄严保证履行这些义务。

50T.安全理事会主席在八月千八H第一八三七次会议上依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五十九条的规定，把莫桑比克的申请送交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报告。

508.安理会在八月千八日第一八三八次会议上审议了该委员会关于莫桑比克的申请 

的报告（S / 1 1 8 0 6 )。 该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 安全理事会，

" 审议了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 S / 1 1 8 0 5 ) ,
" 向大会推荐接纳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会员国。"

509.应葡荀牙代表的请求，安理会主席征得安理会同意，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 

决权》

决定：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千八日第一八三八次会议上一致通过该决 

议草案，成为第 37 4  ( 1 9 7 5 )号决议。



510.G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在九月千六日的电报（S / 1 1 8 2 3 )中提出巴布.亚新几内亚 

要求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申请，连同他签名的一项声明，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接 

受联合国宪章所载的义务，并庄严保证履行这些义务。

511.安全理事会主席在九月二千二日第一八三九次会议上依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 

第五千九条的规定，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申请送交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审议并提出 

报告。

512.安理会在九月二千二日第一八四一次会议上审议了该委员会关于巴布亚新几内 

亚的申请的报告（S / 1 1 8 2 9 )。 该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 审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 S / 1 1 8 2 3 ) ,
" 向大会推荐接纳巴布亚新几内亚为联合国会员国。"

513.该委员会并建议安理会援用暂行议事规则第六千条最后一段的规定。

5；U ,应澳大利亚代表的请求，安理会主席征得安理会同意，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 

表决权。

决定：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千二日第一八四一次会议上一致通过该决议 

草案* 成为第 3 7 5 ( 1 9 7 5 )号决议。

科摩夢的申请

515.科摩罗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国家元首在九月二千九日的信（S / 1 1 8 4 8 ) 中提 

出科摩罗要求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申请，并声明科摩罗政府接受联合国宪章所载 

的义务，并保证履行这些义务。

516.安全理事会主席在千月千七日第一八K 七次会i义上依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五十九条的规定，把科摩罗的申请送交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报告。



51T.安理会在十月十七日第一八四八次会议上审议了该委员会关于科摩罗的申请的 

报告（S / 1 1 8 5 0 ) .  该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 安全理事会，

" 审议了科摩罗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S / 1 18 4 8 )。
" 向大会推荐接纳科摩罗为联合国会员国Ç "

518.该委员会又建议安理会稷用暂行议事规则第六千条最后一段的规定。 应贝宁 

代表的请求，安理会主席征得安理会同意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决定：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七日第一八四八次会议上以十四票对零票通 

过该决议草案， 成为第 3 7 6 (  1 9 7 5 )号决议。 一个理事国（法国）没有參加表决。

G. 苏里南的申请

519.苏里南总理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的电报（ 1 8 8 4  )中提出苏里南要求加入联合 

国为会员国的申请，连同他签名的一项声明，表示苏里南接受联合国宪章所载的义 

务，并庄严保证履行这些义务。

520.安全理亭会主席在十二月一日第一八五七次会议上依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五十九条的规定，把苏里南的申请送交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报告。

521.安理会在十二月一日第一八五八次会议上审议了该委员会关于苏里南的申请的 

报告（S / 1 1891  )。 该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通过下列决议草案Ï
" 安全理亭会 ,
" 审议了苏里南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S / 1 1 8 8 4 ) ,
'‘ 向大会推荐接纳苏里南为联合国会员国。 "

522.该要员会又建议安理会援用暂行议亭规则第六十条最后一段的规定。

523.应荷兰代表的请求，安理会主席征得安理会同意，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 

权。



决定：安全理亭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第一八五八次会议上一致通过该决议草 

案，成为第 3 8 2 (  1 9 7 5 )号决议。

H . 安哥拉的申请

521̂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的信（3 / 1 2 0 6 4 )中提出安 

齋拉要求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申请，连同他签名的一项声明，表示安哥拉接受联 

合国宪章所载的义务，并庄严保证履行这些义务。

lUo



第十三章 

选举国际法院五个法官

525. 秘书长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的备忘录（SX1 1 8 0 1 和Co rr .  1 ) 中促请 

注意国际法院五个法官的任期将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五日届满安全理亭会和大会必须在大会 

第三十届常会期间选举五个法官，任期九年，从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开始。 这个备 

忘录也慨述了安全理亭会和大会的选举程序。

526•秘书长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第七条的规定, 于八月二十二日向大会和安全理亭会 

提出了各国团体提名的填补法院五个空缺的候选人名单（SX11 8 0 2 )。 联书长于 

九月千五日分发了这些候选人的履历衷（SX11 8 0 3 )
52了•安全理亭会于十一月十七日第一八五五次会议上，对订正名单上所载的候选人 

( S / 1 1 8 0 ^ R e v .  1 和 S /1 1 8 0 2 i /R e v .  1/Add.  1 和 2 ) 进行了无记名投票。

主席说，根据安理会的惯例，如果超过五个候选人获得A ■票法定绝对多数票时，就

就要对所有的候选人重新进行投票，直到所需名额的候选人一不得超过此数——
.

获得安理会的绝对多数票为止。

528 ,在第一次投票时有三名候选人获得了法定多数票：

曼弗雷德 . 拉克斯先生（波兰） ................................................. 1 3 票

萨拉綴，迪 力 • 塔拉齐先生（网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 1 票

小田滋先生（日本） ............... .................... .................. ...8 票

529,第二次投票时，塔斯利姆 . 奥拉瓦勒. 埃利亚斯先生 ( 尼日利亚)获得了法 

定绝对多数票（8 票 ）。 第=次投系时，録尔曼 . 莫斯勒先生（德意志联邦共 

和 国 ) 获得了法定绝对多数票（8 票 ）。

530,安理会主席将在安理会获得法定多数票的五名候选人的名字通知了大会主席。

■ lUl -



会议经过休会以后，大会主席通知安理会说，在大会同时举行的无记名投票中，同 

样的五名候选人获得了法定多数票，因此当选力国际法院的法官，任期九年，从一 

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开始。



第三编 

军亭参谋团 

第千四章

军亭参谋团的工作

531.在报告所述期间，军亭参谋团继续後据议亭规则草案的规定执行其职责。 它 

一共召开了 2 6 次会议，但未审议实质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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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内促请安全理事会 

注意但未经安理会讨论的事项 .
第十五章

关于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的 

南非种族冲突问题的报告和来文

532.秘书长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的一项说明（3 / 1 1 8 4 6 ) 中通知安全理事会说， ' 
反对种族陽离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在九月二十四日写了一封信给他，送上该特别委 

员会于当天无异议通过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依照大会一九七0 年十二月八日第2671  
(X X V )号决议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H ^ 3 3 2 4 ( x x i x ) 号决议的规定提交大 

会和安全理事会的。2
533.秘书长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九日的一封信（S / / 1 1 9 5 1 )中将大会于一九七五年 

十二月十日通过的题为" 南非局势" 的第 3 4 1 1 G (X X X )号决议送交安全理事会。 

秘书长促请特别注意该决议的第1 6 段，其中大会请安全理事会迫切审议南非的局’ 
势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性行动，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措施，以 

消除该地区的严重局势，特别要：（a)保证各国政府充分地执行对南非的武器禁运；

(切要求各有关政府不输入任何南非制造或同南非合作制造的军事物资；（C)要求各有 

关政府终止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订任何现存的军事安排和不再与之订立任何这种 

安徘；（d)要求各有关政府禁止在其国家管綜范围内的任何组织，机构或公司向南非 

运送或供南非使用任何足以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获得核武器能力的设备或裂变物质 

或技术。

531̂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于六月一日随信（S / 1 2 0 9 2  )递送该特别委员会

2 作为《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2 2 号 》（A / / 1 0 0 2 2 )分发。



于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哈瓦那举行的消灭种族隔离及支持解放南非斗争国际 

讨论会所通过的《宣言》和 《行动纲领》，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第十六章 

马达加斯加来文

535.马达加斯加代表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千三日随信（S / 1 1 9 8 1 ) 递送该国总统给秘 

书长的一封信。 该国总统在信中指出，印度洋地区发生的各种花招是紧张局势的 

根源 , 引起了人们的深切关怀。 他说,一九七四年千二月法国在科摩罗群岛上举 

行的第一次公民投票应该已经彻废解决了该领土的前途问题，特别是因为有百分之 

九十六的公民投票" 赞成 " ，而科摩罗已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成力联合国的会员国。 

由法国再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会使科摩罗陷于分裂。 而且，马达加斯加认为，只要 

非洲领土内仍有一些地区受外国统治，他们的独立就未完成，因此它从来没有放弃 

对一向构成马尔加什领土一部分的印度洋上各小岛，包括新胡安岛的权利。 为了 

同样的理由，马达加斯加继续支持为了争取独立和自由而进行斗争的人民。 特别 

是，马达加斯加赞成吉布提人民取得真正的独立，并邀责对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侵 

略。 这种紧张局势的根源应该通过国际合作予以消除，因 如 教 條国主义者故

意拖延，使印度洋无法成为一个既无外 ill军事基地又无外国军事人员驻在的和平区

的企图是有帮助的.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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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关于民主也门和Pg曼之间关系来文

536.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随信（S//1  1 9 2 5 》递送 

设在亚丁的外交部的一项声明 . 声明指出，阿曼政权最近一再査曲一这是卡巴斯 

政权和伊朗军队、男一边是阿曼人民解放阵线交战的事实，企图把民主也门振入争 

端， 十月中句以来，伊朗部队和卡巴斯雇個兵就对也门的东部这境进行袭击- 民 

主也门坚决否认卡巴斯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千三B 在岛斯落特向各柯拉伯国家大 

使提出的指控• ’这种指控说明了伊朗对民主也门如阿技伯湾及阿拉伯半岛人民抱 

着侵略斯心，目的在于使伊朗军队不撤出阿曼，打击阿拉伯人民在这一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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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关于朝鲜问题的来文

531T.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的信（S / H 7 3 7  ) 内提到，在 

共同提出后来经修正后由大会二十九届会议于一九七匹年十二月 - f 七 H通过成为 

第 3 3 3 3 (X X IX  . ) 号决议的决议草案时，美国代表曾表示美国政府愿意，散联合国 

军司令部，同时作好适当安排，维持一九五三年七月二+ 七 H的停战协定。 美国 

政府准备采取符合这一项决议的具体措施。 关于这一点，美国政府同大韩民国政 

府协商后，愿请安全理♦会注意：美国准备结束联合国军司令都，并会同大韩民国, 
指浪美国和大韩民国的军官'，担任一九五三年士月二千七H停战协定第 1 7 段所 

定的继任的司令官，他们将保证遵守和执行停战协定的一切条款，这一任务现在是 

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官的责任。 美国将于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结束联合国军司令 

部，同时会同大韩民国，执行上述的其他安徘，唯一的条件是要得到作为停战协定 

签êr人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事先同意停战协定将继续有效。 大韩民国 

政府和美国政府准备同直接有关的他方在相互同意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就此问题- 
进行讨论，并且，同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讨论，如果各理事国有此意愿。 美国政 

府愿进一步声明，美国政府鉴于大会在第3 3 3 3  ( X X I X )号决议中的建议，将在此 

期间采取措施，使联合国军司令部减少对外的表现，包括限制使用一九五0 年七月 

七日安全理♦会第 84  ( 1 9 5 0 ) 号决议所授权使用的旗帆， 美国政府强调，美国 

对于这小问题的主要关切是，在南北朝鲜达成其他持义协定之前，应当保持停战协 

定，这小协定曾是朝鲜半岛二十多年来和平与安全的基础。

538•美国代表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二 H的信 （S y i  18 3 0 )内列述美国政府考虑到 

一 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H大会第3 3 3 3  (X X IX)号决议要求减少联合国军司令部在 

朝鲜à •内对外表现的建议而采取的各种措施， 从一九七五年A 月二十五日起，除 

了同执行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H 的停战协定直接有关的设施以外，大韩民国境内



军事设施不再悬挂联合国旗帆 . 对悬挂联合国旗帆的暇制，将有助于区别：第 

一、同联舍 lü军司令部执行其停战协定责任直接有关的军事人员（不到三百名非 

朝鲜人）；和第二、根据一九五四年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六年五月八日《联合国 

条约汇编》登记为第3 3 6 3 号条约），应大韩民国政府的要求驻在大韩民国的美国 

部 队 . 对 悬 挂 联 合 国旗映的限制并不改变联合国军司令部根播停战协定所负的 

责任 . 任何关于朝鲜半岛和平的提议，如不规定停战协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生效， 

对 1$1际和平和安全是不会有利的，

539.美国代表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日的信（S / l  1861  )内向安全理事会转递了联 

合国军司令部关于在一九七0 年九月至一九七五年八月期间维持一九五三年七月二 

十七 H停战协定的掘告.报告载有关于联合国军司令部成立及其职责的昔最的回 

顾；关于执行一九五三年停战协定的结构和程序，包括大韩民国政府、军事停战委 

员会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军事停战委员会的活动；以及最近的发展，特别 

是美国政府声明愿意同大韩民国政府协商后，结束联合国军司令部，并指派美国和 

大韩民国的军官担任继任的司令官，唯一的条件是要得到朝鲜人民军和中園人民志 

愿军事先同意停战协定将继续有效 .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军事停战委员会所讨论 

的主要事件如下：联合国军司令部发现北朝鲜在非军事区构筑隨道并提出指控；指 

控北朝鲜空军和海军入侵大韩民国领土；北朝鲜新闻和军事人员于一九七五年六月 

三十日殴打一名联合国军司令部军官 . 报告的结论指出，有关停战的违反事件和 

事故的不断发生，明白显示朝鲜半岛上仍有紧张局势 . 在这种^ 中，停战机构还 

是不可少的，只有它才能提供有关方面进行对话的媒介，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作为 

经得起考验的维持和平的基础 .



关于大平洋岛托管领土的报告

5^0,托管理事会关于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至一九七五年六月七日期间太平洋岛山与 

托管领土情况的报告已经以S / 1 1 7 3 5 号文件提送安全理事会（《安全理事会正式 

记录，第三十年，特别补编第1 号 》）.
5ia.依照安全理事会一九四九年三月七H第 7 0 (  1 9 4 9 ) 号决议， 3 段的规定，秘 

书长分别以一九七五年十月一 H的说明（S / 1 1 8 3 7  )和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的说明 

( S / 1 2 0 9 1  ) , 向安全理事会理事国转递了美利坚合众1Î1政府关于一九七三年七月 

一日至一九七四年六月三十H期间及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十H
期间太平洋岛崎托管领土管理情况的报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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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千章

关于墨西哥请求审议西班牙局势的来文

542.—九七五年九月二千八H墨西哥代表来信（S / 1 1831  ) , 向秘书长递送其本国 

总统的电文，电文说，墨西哥与国际社会一同遭责独裁政权一再严重地侵害人权， 

该独裁政权自从毁灭共和国以来，一直侵犯西班牙人民 „总统请求紧急召开安全理 

事会特别会议，以便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五条如第六条，建议大会停止西班牙政权行 

使其会员国的权利如特权。而 且 ，由于佛朗哥独裁政权在国内产生的后系将会弓I起 

大国的公开或暗中的干涉和对抗，从而构成对世界如平的威肠墨西齊也请求安全理♦会 

会依照第四十一条规定，要求联合国会员国与西班牙完全停止经济关系、铁路、 海 

运，航空、 邮电，无线电厢其他交通工具，并断绝外交关系。 .
5i^3.西班牙代表在九月二十九日来信（S/1 1 8 3 5 )说，上述墨西哥来文是公然如故 ;1 迹 

青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项的规定，因为它蓄意干渋在本质上属于一个国家11内管 

辖的事件。他 说 ，墨西哥政府干^^西班牙内政并不是第一次。他还说，墨西哥埃切 

维里亚总统缺少必要的道德地位来指控联合国任何会员国的政府。一九六八年九月 

二千一、二千二日和千月二日，学生试图在特掠特洛尔科示威，墨西哥政府决定派 

兵镇压，当时埃切维里亚先生就是墨西哥政府的内政部长。众所周知，这一行动造 

成许多伤亡，激起全世界的愤慨。他并且指出，一九七二年墨西哥政府因莱库贝里 

监狱发生的事件被指控犯了颈谋的罪。当时，埃切维里亚总统本人提及这些指控并 

提到埃 德 加 ，胡佛先生在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所说的话。他还说，外国人所做的 

任何分析—— 特别是在国外所做的分析一 - 总是会把复杂的现象说成很简单。西班 

牙代表最后说，他 不 联 合 国 大 会 任 何 成 员 会 相 信 ，墨西哥总统的这种虚妄说法。 

西班牙政府要求提醒墨西哥总统注意宪苹第二条第七项的规定。

544*墨西哥代表在九月二千九日来信（S力 1836  )提及上述西班牙代表的信。他表



示遗憾说，写这封信的人，为了反联九月二千八日电文（SX11831  )中提出的论点 

竟觉得有必要对墨西哥国家元首作出一系列毫无理由的人身攻击和侮辱„墨西哥总 

统对佛朗哥政权的态度绝不是个人的；相反的，它正确地反映出西班牙内战以來墨， 

西寄七任六年制政府的一贯态度，他附寄一九四五年六月千九日旧金山会议第一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的逐字记录中有关部分，作为证据。他认为，根据墨西哥代表当时 

所作的发言，可以充分了解埃切维里亚总统给秘书长的电文绝非基于激动，而是同 

墨西哥对西班牙局势的传统态度一致的。为了更正确地评价这个电文，首先必须注 

意到西班牙境内最近执行的死开I引起了普遍的愤慨i it责 ，其次要注意到墨西哥政府 

一向都是言行一致，始終竭力保证所说的话都有事实根据 

545.西班牙代表在十月二日来信（S X 1 1 8 3 8 )提及S / 1  1 8 3 6 号文件。他 说，墨西 

哥总统所讲的话令人不能容忍，并且是干涉西班牙的内政。他提到大会第二三五四 

次 全 体 会 议 的 逐 字 记 录 2 3 5 4  , 西班牙文本第 9 1 页起）里记载一九五五 

年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千六个国家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情况。他还说，墨西哥在三 

十年前所作的预言是错误的，而墨西哥自称它可以要求一个联合国机构干涉西班牙 

内政，这也是错误的。

5if6,—九七五年千月三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S / 1 1 8 4 3 )中提及墨西 

哥总统九月二十八日的电文（SX11 8 3 1 )。主席说，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进行协商 

后 ，已拟出一个共同自々意见，大意是说：虽不« 断电文中提出自勺事项自々实质，但安 

全理事会不是处理这一♦项的适当论坛。如果墨西哥政府愿意，它可以选择它认 

为适当的联合国任何其他程序，来达成所追求的目标。



大不列颇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与阿根廷的来文

5VT.—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大不列颇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向安全理事会主廣发 

出一封信（S / 1 1 7 9 2 ) , 提请后者注意英国研究船沙克尔顿号在公海上遭受阿根廷 

共和国军舰行动一事。他说，沙克尔顿号为非武装船只，正在从事有关大陆漂移的 

科学研究工作。 二月四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三时三十分（当地时间九时三十分 ), 
沙克尔顿号在福克兰群岛彭罗克角南方八十七淫地区遭受阿根廷驱遂舰第2 4 号海 

军上将斯托尼号的栏截。沙竞尔顿号接到命令，要它停止发动机，接受上船拾查人 

员。 沙克尔顿号船长拒绝服从这一非法命令。阿根廷军舰随即向沙克尔顿号射击 

五次，尽管沙克顿号船长已警告阿根廷军舰说，船上载有用于科学目的的 i f 炸器材。 

联合王国政府拒绝阿根廷在这些行动发生的地区行使任何种类的海上管辖权的要求， 

并说就算是事件发生在阿根廷的领海或它的其他海上管辖范围内，阿根廷，只的行 

动也是非法的。 联合王国政府痛惜这种挑畔事件，要求阿根廷政府彻底避免对公 

海上的和平船只再有任何骤扰, 因为这是与公认的国际法相抵触的。 它还保留要 

求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行动的权利。

5tô. 二月十日，阿根廷代表来信（S / 1 1 9 7 3 )通知安全理事会主席：联合王国船只 

沙克尔顿号从事研究活动，目的显然在于开采阿根廷大陆架上的碳Ü 化合物，严重 

地迷反了阿根廷海上管辖权法规。 鉴于阿'根廷政府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已经 

通知过联合王国在阿根廷管辖下的海域内必须遵守阿根廷有关科学研究的法规，这 

一事件就更见严重。 阿根廷政府的立场曾经在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的新闻稿中

发表，其 后 作 为 大 会 文 件 散 发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八曰的A/AC. 1 0 9 / /4 8 2号
,• •.  •

文 件 ），并载列于那件来信之后。 一九七六年二月四日, 阿根廷驱遂觀海军上

特斯托足号根据指示驶近沙克尔顿号，要它停止发动机，接受上船检查。 联合 

王国船只的船长不理会这一命令，从而危香到船员的生命和该船只的安全。按照现



行规则，曾用轻兵器鸣枪示警；但由于知道联合王国船只载有雄药，Pf报廷的舰长 

得到命令不使用武力。 英国船长这种不贞责任和挑轉性的态度，明白地显示出他 

意图掩饰沙克尔顿号所进行的活动。 阿根廷代表已注意到联合王国的来信（S /
11 9 7 2  ) , 表示联合王国一面拒绝遵守大会关于数促它继续同阿根廷政府进行谈判， 

以期解决对马尔维纳群岛主权的争论的第2065 ( X X )号和第 3160 (XXVIII)号 

决议，一面竟向联合国机构投诉，真是令人惊异。 英国政府的态度和阿根廷一贯 

表示决心继续进行谈判的态度，恰成对比。



美洲国家组织的来文

5^9.美洲国家组织助理秘书长以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日的电报（S / 1 1 7 8 6  )转递 

了美洲各国外交部长协商会议第十六次会议当夭通过的决议全文。 攻议庄严重申 

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促请各国在该大陆普遍遵守这一原则；光许美洲互助条约各 

缔约国自由地按照本国的政策和利益同古巴共和国建立关系，或将这种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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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千三章 

巴拿马关于巴拿马运河的来文

550,巴拿马代表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的一封信（S / /1 2 0 2 7  ) 内指出，运河 

区美国工人的非法罢工严重地阻碍了巴拿马运河的海上交通，对国际货易造成相当 

大的影响。 巴拿马政府希望提请注意：当前巴拿马运河区存在的殖民地状态对该 

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以及这条海洋间通道的正常通航造成了威， 。 美国工人的殖民 

主义态度威脑着巴拿马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为了合理解决运河问题而举行的谈判。 

这项谈判必需承认巴拿马对它的全部领土享有有效主权，对其主要自然资源享有获 

得充分利益的权利。

551.巴拿马的来信附上了巴拿马政府首脑三月二十日发表的一项公报。 该公报除 

了别的以外，声明巴拿马运河的实际关闭是完全由于美国工人作出决定反对管理运 

河的美国当局所造成的。 信件和公报都指出，所有巴拿马人都有高度的责任感，力 

求保持运河通航，力世界所有船只提供国际公共服务，不偏粗任何旗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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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裁军的报告

552. 按照大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关于在中东设立无核武器区问题的第3 2 6 3  
(XXIX)号决 i义第5 段的规定，秘书长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向安全理事会提 

出了一个报告 ( S / 1 1778 )。 四日和二十一日、大月二十五日和十月二十一日分别分发了 

该报告的增编部分（S / l l 7 7 8 / / A d d . l —4 ) .  秘书长指出，他于三月十九日和 

六月十三日发出普通照合，邀请下列国家向他提出它们对于执m 亥决议的 意见：巴林、 

民主也门、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 科威特、黎 巴嫩、阿曼、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首长国和也门， 该报告及其增编 

载录了巴林、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 巴嫩、阿曼、卡塔 

尔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各政府的复文的实质部分，以及埃及对以色列复文的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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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员国间双这关系的来文

553•菲律宾和罗马尼亚两国代表以联名签署的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的信件（S//  
1 1 7 7 5 ) 将菲律宾总统和罗马尼亚总统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二  H在马尼拉发表的《庄 

严联合宣言》的全文送交秘书长。 该 《宣 言 》列出了关于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 

各自同其他国家的关系的崇高原则，并表示两国有进一步发展它们的双这合作、国 

际友好和进步关系的坚定决心„
55W希腊和罗马尼亚两国代表在一封联名签署的七月三十日的信（S / 1 1 7 8 1  ) 中

提请注意希腊总理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千七日访问罗马尼亚时在布加勒斯特签订的 

《罗马尼亚和希腊庄严联合宣言》* 《宣言》表示两国共同决意使它们彼此的关 

系和它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并决定发展彼此间 

的以及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和合作关系。

555.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两国代表在一封联名签署的九月四日的信（S / 1 1 ^ 9  ) 中 

将土耳其总理于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千九日正式访问罗马尼亚时在布加勒斯特签订的 

《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庄严联合宣言》全文送交安全理事会主席。 该 《宣 言 》宣布 

两国共同决议以一系列崇高原则作为它们的双这和国际关系的基础，决意发展并加 

强彼此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关系，为一些共同的目标通力合作。

556.约旦和罗马尼亚代表在一封联名签署的九月四日的信（S / 1 1 8 2 0  ) 中提请注 

意罗马尼ÜE和约旦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千六日在安曼签订的一项《庄严联合宣言》。

该 《宣言》宣布它们共同决议扩大和鼓励它们之间的合作，把它们同所有国家的关 

系建立在T•些崇高的原则上，并通力合作达成某些共同目标。



55了.法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在一封联名签署的千一月千二日的信 

( 1 8 7 7 和 c o r r .  1 ) 中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一九七五年千月千七日在莫斯科签订的《法国和苏联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宣言》全文 

转交秘书长。 《宣言》表示法苏两国对改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极为重视，决心执行 

会 议 的 规 定 《宣言》又列出了两国对若干世界问凰的共同意见, 并表示了它们 

有扩大和改善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良好关系的共同愿望。

558.保加利亚和土耳其而国代表在一封联名签署的十二月二千二日的信（S / 1 1 9 1 6 )  
中传递了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土耳其共和国总理一九七五年千二 

月三日在索非亚签订的《保加利亚和土耳其间睦邻和合作原则宣言》全文。该 《宣 

言 》宣布它们共同同意彼此的关系以及它们对若干世界问题的政策应基于某些崇高 

原则。



关于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一词的饿文译名问题的来文

559.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千一日的一封信（S / 1  17 6 0  ) 提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九七五年六月五日的来文（SX11721  ) , 指出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拒绝接受苏联对SX11 6 8 0 号文件饿文本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名 

译法所提出的抗议。 根据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联合国每个会员国都有选择其国 

名包括将国名译成联合国各种正式语文的固激又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请秘书长确保 

联合国秘书处继续使用以所有正式语文译成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正确国名。

560, 苏联代表在千月千七日的一封信（S / 1 1 8 5 5  ) 中提到上述来文（S / a  1760  ) ,
并指出苏联坚决主张联合国秘书处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名的翻译方面应当遵守公 

认的惯例。 众所周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俄文为"fedemtivnaya Rcsputalika Gorrnanii", 
夾文为 ’’rederal lîepublic of Germany",法文为 " üé'publique Fédérale D'Allemagne".
这些准确的名称都是一样的，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却只对俄文译名提出异议，这个 

事实清楚证明，它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多么的不讲理，多么的具有偏见。 而 

且 ，在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一切条约和协定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 

的签名承认并确定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俄文译名为 ’’Ferîerativnayn. Reepublika 
- e r m n i i " .那封信还说： "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做法是，容联合国一个会员国 

的单方面不合理的要求，因此必须采取必要的步骤来防止这种行动的发生"。

5Ô1.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在千月二千九日的一封信 ( SX 11 86 6  ) 里提到上述来 

信 （S X 11 85 5  ) , 并重申根据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联合国每个会员国都有选择 

其国名和决定在国际文件上使用的国名形式的固有权利。

562,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在千二月千日的一封信（S//1 1904  ) 里提到



上述来信（S / 1 1 8 6 6  ) , 坚决主张联合国秘书处在翻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名 

为饿文时，应遵守普遍接受的惯例，并要求采取必要步骤来防止联合国秘书处的工 

作人员纵容一个联合国会员国提出单方面的无理要求。



附录

-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安全理事会理事国

1975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

，哥斯达黎加

法国

圭亚那

伊拉克

意大利

日本

毛里塔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落麦隆联合共和国 

坦 桑 尼 联 合 共 和 国  

美利坚合众国

1 9 7 6

贝宁 

中国 

法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曰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端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颜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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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理事国 .委滅出席安全理事会的代表，

副代氣候补代表和代理代表

下列代表、副代表、候补代表和代理代表于一九七五年六月 

十六日至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期间曾出席安全理事会’

托 马 斯 • 博 亚 先 生 ’
罗 敬 ，帕基先生 

帕特里斯。會加沃先生 

伊薛贝尔。舍加沃夫人 

约 瑟 夫 。阿卡克波先生 

阿波利内尔 n 阿敬米先生

.哥斯达黎加 

贡 萨 洛 ，法西奥先生 

费 南 多 ,，萨.拉.萨尔.先 生 .
廣，尔南多 . "德尔 ;卡..斯蒂略先生 

贝尔纳 尔 。巴尔加斯 ^萨沃里.奥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加国b 
阿纳托利 • 耶麦利扬诺维奇•古里诺维奇先生 

格罗多特。加弗里洛维奇。契尔努申科先生 

奥 列 格 。尼，科拉耶维奇，帕什克维奇先生 

博 里 斯 ，瓦西利耶维奇。库德里亚夫采夫先生 

亚历山大 ..。弗拉基米诺维奇•瓦西利耶夫先生

黄华先生 

庄焰先生 

赖亚力先生

周南先生  ,
吳妙发先生

法国

路 易 ，德吉兰戈先生 

雅 克 ，勒孔特先生 

居 伊 。斯卡拉贝尔先生 

安 德 烈 。特拉韦特先生

圭亚那

拉 什 利 。杰，克逊先生 

迈 尔 斯 。斯托比先生 

'约瑟夫。桑德斯先生

诺 埃 尔 ，辛克莱先生

Î白西。海恩斯先生

莱斯利•，宾逊先生



伊拉克 b
阿.卜杜勒。卡里姆•谢赫利先生

维 萨 姆 。札哈维先生 

希 沙 姆 ，胡德里先生 

加 桑 ，阿蒂亚先生 

阿 米 尔 。萨 利 赫 •阿雷姆先生 

阿拉丁塔亚尔先生

意大利

尤金尼奥，，普拉亚先生 

皮 埃 罗 。芬奇先生 

阿尔贝托。卡瓦格利埃里先生

曰本

斋藤镇男先生 

安倍•厳先生 

金i尺正雄先生 

大廣正先生 

山田;中:正先生 

加蔣湾平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a ''
曼苏尔《拉希德。基希亚先生 

杜 。阿里。斯韦丹先生 

阿舒尔，終 德 •本哈亚勒先生 

易卜拉欣苏莱曼 .。扎拉特先生

，毛里塔尼亚b.
穆 拉 耶 。哈桑先生 

马 马 杜 •凯恩先生

艾哈迈德 ，乌 尔 德 ，西迪艾哈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a
伊克巴尔。阿洪德先生 

阿卜杜勒。马丁先生 

纳 塞 姆 。米尔扎先生

巴拿马la
阿基利诺。博伊德先生 

豪 尔 赫 ，伊留埃卡先生 

迪 迪 莫 。里奥斯先生 

胡 安 。安东尼奥。斯塔格先生

扬 •达特库先生 

奥 雷 尔 。格奥尔基先生 

杜米特鲁。塞奥苏先生 

扬 。戈里塔先生 

彼 得 ，弗拉斯"IpE努先生



瑞典

奥 洛 夫 。里德，贝克先生 

凯 。:松德贝格先生 

罗 夫 。埃克尤斯先生 

扬 。斯托尔先生 

彼 得 。哈马舍尔,德先生 

格 伦 。贝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雅 科 夫 。亚历.山德罗.维 奇 V马立克先生 

西 里 。斯捷帕诺维奇。萨弗隆丘克先生 

米哈伊尔 . 阿韦尔基埃伊奇，.哈尔拉莫夫先生 

里查 德 。谢尔格耶维奇。奥文尼.科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艾 弗 。里查德先生 

詹 姆 斯 ，默里先生 

托马斯先生 

字 利 。斯蒂尔先生

略爱隆联合共和国 t .
费 迪 南 。某奥波德 .奥约诺先生

雅克一罗敬，布 .布先生

约 翰 . 乌 马 鲁 。恩迪姆贝先生

古斯塔夫。愈德先生 

让 马 克 .姆佩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_齊 利 姆 . f 利姆先生 

塞巴斯蒂安 .夏尔先生 

保 罗 ，鲁皮亚先生 

法 围 马 . 塔 图 .努鲁女士

美利坚合众国 

丹 尼 尔 。莫货尼汉先生 

威 廉 。斯克兰顿先生 

塔 普 利 ，贝内特先生 

威 廉 。肖赛勒先生 

艾 伯 特 。威 廉 。谢勒先生 

约 翰 。豪伊森先生

任期于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开始。

任期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千一日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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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全理事会主席

下列代表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期间担任安全 

理事会主席

伊拉克

阿卜杜勒 • 卡 里 姆 . 谢赫利先生（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至三十日）

意大利

光金尼奥 . 普拉巫先生（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至三十一曰 )

备藤镇男先生（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至三十一曰）

毛里塔尼亚

穆 拉 耶 • 哈桑先生（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至三十曰）

奥 洛 夫 。里德贝克先生（一九七五年十>^一日至三十一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雅科夫 . 亚历山德罗维奇，马立克先生（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至三千日）



大不列顧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W        ■ 一  ■一  ■■ ■■ . ■ ■

艾 弗 。里查德先生（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至三千一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

六曰第一六次会议除外，由略麦隆联合共和国 .费迪南， 

莱奥波德，奥约诺先生担任主席）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 . . 萨利姆先生（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至三十一日）

美利坚合众国

丹 龙 尔 ，莫伊尼汉先生（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至二十九日）

托 马 斯 . 博亚先生（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至三十一曰）

黄华先生（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至三十日）

法国

路 易 。德吉兰戈先生（一九七六年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

圭亚那

拉 什 利 。杰克逊先生（一九七六年六月一H 至十五日）



ER —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 

期间安全理事会会议

会议 议题 曰期

一八三一次会议

—八三二次会议

一 八三三次会议 

一 八三四次会议

一八三五次会议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 

动的报告（S / 1 1 7 1 7  )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 

报 告 { S / 1 1 7 5 8  )
同上

秘书长递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 

命政府主席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 

日来电全文的说明（S / 1 1 7 5 6 )
秘书长递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 

总理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六日来电 

全文的说明（S / 1 1 7 6 1  )
安全理事会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 

关于越南南方共和及越南民主共 

和国所提申请的报告（S / 1 1 7 9 4 )

- 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

-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曰 

一九七五年八月六日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一曰

一八三六次会议  同上 -九七五年八月十一曰

‘八三七次会议  佛得角共和国要求加入联合国的，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八日

申 请 ： 秘书长的说明（S / / U 8 0 0 )



一八三八次会议

一八三九次会议

一八四0 次会议 

( 不 公 开 ）

一八四一次会议

一八四二次会议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 

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 秘 

书长的说明（S X 11 8 04  )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要求加入 

联合国的申请： 秘书长的说 

明 （8 / ^ 8 0 5  )
安全理事会接纳新会员国委员 

会关于沸得角共和国、圣多美 

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及莫桑 

比克人民共和国要求加入联合 

国的申请的报告（S X 1 1 8 0 6 )
巴布亚新几内亚要求加入联合 

国的申请： 秘书长的说明 

( SX11823  )
审议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出的

报告草稿

安全理事会接纳新会员国委员 

会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要求加 

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申请的报 

告 （S_X11829 )
一九七五年九月千九日大会主 

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X 
11826  )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八曰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千二曰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千二曰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千二曰

•-九七五年九月二千六曰



一八四三次会议 

一 四 四 次 会 议  

一八四五次会议 

一八四六次会议 

一八四七次会议

一八四八次会议

一八四九次会议

一八五0 次会议 

一八五一次会议

一八五二次会 i义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接纳新会员国：

科摩罗群岛要求加入联合国的 

申 请 （S / 1 1 8 4 8  )
接纳新会员国：

安全理事会接纳新会员国委员 

会 关 于 科 摩 罗 要 求 加 入 联  

合国的申请的报告（S / 1 1 8 5 0 )
西部撒哈拉的局势：

一九七五年千月千八日西班牙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S/^11851  )
同上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 

报 告 （S/^11849 )
关于西部撒哈拉的局势：

( a ) 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3 7 7 ( 1 9 7 5 ) 号决议提出 

的关于西部撒哈拉的局势 

的报告（S / 1 1 863 ) ;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曰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千九日 

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千日 

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 

一九七五年千月千七日

‘九七五年千月千七曰

一九七五年千月二千日

一•九七五年千月二千二日 

一九七五年千月二十三日

一九七五年千一月二日



一 八五三次会议 
( 不 公 开 ）

一 八五四次会议

一 八五五次会议

一 八五六次会议

一 八五七次会议

(b) 一九七五年千一月一日西 

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 

时 代 办 给 安 全 理 事 会 主 席 ' 
的 信 （S / 1 1 8 6 4  )

关于西部撒哈拉的局势

关于西部撒哈拉的局势：

一九七五年千一月六日西班牙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X 
1 18 67  )

选举国际法院五个法官（SX
11801,  SX11 8 0 2 / R e v .  1
和 A d d 。 1 和 A d d ,  2, S / 1 1 8 0 3 )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倾观 

察员部队的报告（S / 1 1 8 8 3  
和 A d d .  1 )

接纳新会员国：

苏里南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 

( SX11884  )
一八五八次会议  接纳新会员国 :

安全理事会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 

关于苏里南宴求加入联合国的申 

请的 报告 （s / i i 8 9 n
- l80 -

■-九七五年千一月六日 

一九七五年千一月六日

一九七五年千一月十七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千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

-九七五年千二月一曰



一八五九次会议 中东局势;
(a)

•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

一八六0 次会议 

一八六一次会议 

一 二次会议 

—八六三次会议

一八六四次会议

—八六五次会议 

一八六六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H黎

巴微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自々信（

1 1 8 9 2  )
(b) 一九七五年千二月三日埃 

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1 1 8 9 3  )
同上

同上

同上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 

动的报告（ 190(» iAd d.  1)
帝汰肩势：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七日葡荀牙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S X U 8 9 9  )
同上

一九七五年千二月千二日冰岛常 

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S / 1 1 9 0 7  )

一九七五年千二月五日 

一九七五年千二月八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七五年千二月十三日

■—九士五年千二月千五日

•-九七五年千二月十六曰 

一九七五年千二月千六日



一八六七次会议

一八六八次会议 

—八六九次会议 

一八七0 次会议

一八七一次会议 

一八七二次会议 

一八七三次会议 

一八七四次会议 

一八七五次会议 

一八七六次会议 

一八七七次会议 

一八七八次会议 

一八七九次会议 

一八八0 次会议

帝汰局势：

一九七五年千二月七日葡萄 

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S / a  1 8 9 9 )
同上

同上

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在内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纳米比亚局势：.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千六 &秘  

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信 

( S X 11918  )

-九七五年千二月千八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九七五年千二月二十二日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 

一九七六年一月千四日 

一九七六年一■月千五日 

一九七7^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七六年一月千六日 

—九七六年一月千九日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千一日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千二曰 

—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千七日



一八八一次会议 

一八八二次会议 

一八八三次会议 

一八八四次会议 

一八八五次会议 

一八八六次会议

一八八七次会议 

一 A A 八次会议 

一八八九次会议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科摩罗局势：

(a) —*九七六年一月二十 

八日科摩梦国家元首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电报（S ^ a i 9  53  );
(b)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 

几内亚比绍常驻联合 

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S / 1 1 9  59 )
同上

同上

法国和索马里关于一九七六 

年二月四日事件的来信：

(a) —九七六年二月四日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 （S力  1 9 6 1 ' ) ;
(b) 一九七六年二月五日

索马里常驻联合国代 

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S/^11969)
- 183 -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千七日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千八日 

—九七六年一月二千九日 

一九七;K年一月二十九日 

一九七六年一月 .三千日， 

一九七六年二月四日

一九七六年二月五日 

一九七K 年二月六日 

一九七六年二月千八曰



莫桑比克就该国为充分执行安全理 

事会的各项有关决定而决定对南罗 

得西亚实施制裁后所发生的情况按 

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条提出的请求: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莫桑比克外 

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 

( s / 1 2 0 0 9 )

一八九一次会议 

一 A A•二次会议 

一八九三次会议

一八九四次会议 

一八九五次会议 

一八九六次会议 

一八九七次会i客 
一八九八次会议 

一八九九次会议

同上

同上

阿技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 

请求审议被^领的阿技伯领土内 

最近发展所引起严重局势： 

一九七六年三月千九日阿拉伯 

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常驻联 

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SX12017  )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一九七六年三月千七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千七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千二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千二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千三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千三H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千四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千五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九0 —次会议 

一九0 二次会议 

一九0 三次会议 

一九0 四次会议 

一九Q 五次会议 

一九0 六次会议 

—九0 七次会议

一九0 八次会议

一九0 九次会议

肯尼亚以联合国非洲国家寒团的名 

义控诉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一九七六年三月千日肯尼亚常驻 

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 （S / 1 2 0 0 7  )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的问题 

安全理事会根据有关南罗得西亚 

问题的第2 5 3 ( 19 6 8 )号决议设 

立的委员会就扩大对南罗得西亚 

的制裁问题提出特别报告（S//  
1 1 9 1 3  )

帝汰局势I: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3 8 4  
( 1 9 7 5 ) 号决议所提的报告 

( 3 ^ 1 2 0 1 1 )
同上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千九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曰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H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千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千一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曰 

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千二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千四日



会议 议题 日期

一九一0 次会议 同上 一九七六年四月千五日

一九一■一次会>义 同上 九七六年四月二千日

一九一二次会议 同上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千日

一九一三次会议 同上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一•九一四次会议 同上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一九一五次会议 同上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一九一六次会议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局势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埃及常驻 

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S X1 2066  )

一•九七六年五月四日

—九一 ••b 次会谈 同上 . 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

一九一八次会议 同上 一九七六年五月千日

一九一九次会议 同上 一九七六年五月千二日

一九二0 次会议 同上 一九七六年五月千四日

一九二一次会议 同上’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日

九二二次会议 同上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千六日

一九二三次会议 中东局势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 

察员部队的报告 '（S / 1 2 0 8 3  
和 Add. 1)



—九二五次会议

一九二六次会议 

一九二七次会议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 

权利的问题：

依照大会第3 3 7 6  (XXX)号决 

议的规定而设立的委员会的报 

告 （S / 1 2 0 9 0  )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 

动的报告（S / a 2 0 9 3  )
同上

同上

一九七六年六月千一**日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四日 

—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



Blank page 

Page blanche 



五 一九七五年六月千六日至一九七六年六月千五日期间 

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

决 i义号数 通过日期 标 题

3 7 1 ( 1 9 7 5 )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千四曰 

3 7 2 ( 1 9 7 5 )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八日

3 7 3 ( 1 9 7 5 )  一九七五年八月千八日

3 7 4 ( 1 9 7 5 )  一九七五年八月千八日

3 7 5 ( 1 9 7 5 )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3 7 6 (  1 9 7 5 )  一九七五年千月千七日

3 7 7 ( 1 9 7 5 )  
3 7 8 ( 1 9 7 5 )  
3 7 9 ( 1 9 7 5 )  
3 8 0 ( 1 9 7 5 )  
3 8 1 ( 1 9 7 5 )  
3 8 2 ( 1 9 7 5 )

一九七五年千月二千二日 

一九七五年千月二千三曰 

一九七五年千一月二曰 

—九七五年千一月六日 

一九七五年千一月三千曰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

3 8 3 ( 1 9 7 5 ) -九七五年千二月千三曰 

3 8 4 ( 1 9 7 5 )  一九七五年千二月二十二日

中东局势

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佛 

得 角 ）

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圣 

多美和普林西比）

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莫 

桑比克）

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巴 

布亚新几内亚）

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科 

摩 罗 ）

西部撒哈拉局势 

中东局势 

西部撒哈拉局势 

西部撒哈拉局势 

中东局势

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苏 

里 南 ）

塞浦路斯局势 

帝汰局势



决议号数 通过日期 标 题

3 8 5 ( 1 9 7 6 )
3 8 6 ( 1 9 7 6 )

3 8 7 ( 1 9 7 6 )

3 8 8 ( 1 9 7 6 )  
3 8 9 ( 1 9 7 6 )  
3 9 0 ( 1 9 7 6 )  
3 9 1 ( 1 9 7 6 )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千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千七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千一曰

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 

—九七六年四月二千二日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千八日 

一九七六年六月千五日

纳米比亚局势

莫桑比克就该国为充分执行安全理 

事会的各项有关决定而决定对南罗 

得西亚实施制裁后所发生的情况按 

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条规定提出的 

请求

肯尼亚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的 

名义控诉南非侵略安得拉人民共 

和国

南罗得西亚局势 

帝狡局势 

中东局势 

塞浦路斯肩势



六.一九七五年六月千六日至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期间

安全理事会各附属机构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

会议 日期

第四十七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八月七日，

第四十八次会议 - 九七五年八月八曰

第四十九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八月千八日

第五十次会议 九七五年九月二千二日

第五十一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七日

第五千二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千二月一日

2 . 安全理事会依照关于南罗得面亚问题的第253

会议 曰期

第二四一次会议 九七五年六月千九日

第二四二次会议 —九七五年六月二千六日

第二四三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七月三日

第二四四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七日

第二四五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千一日

第二四六次会议 九七五年八月二千八日

第二四七次会议 - 九七五年九月四曰

第二四八次会议 九七五年九月千一日

第二四九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千五日

第二五0 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日

第二五一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

第二五二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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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五三次会议 

第二五四次会议 

第二五五次会议 

第二五六次会议 

第二五七次会议 

第二五八次会议 

第二五九次会议 

第二六0 次会议 

第二六一次会议 

第二六二次会议 

第二六三次会议 

第二六四次会议 

第二六五次会议 

第二六六次会议 

第二六七次会议 

第二六八次会议 

第二六九次会议 

第二七0 次会议 

第二七一次会议 

第二七二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千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千三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千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千一日 ' 
■-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九七五年千二月二十二.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千三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千三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千八日 

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 

一九七六年五月千三日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一九七六年六月三曰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日



七 . 军事参谋团代表、主席和主任秘书

A . 代 表

( 一九七五年六月千六日至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

中国代表B
林放先生，陆军代表兼代表团团长 

张武堂先生，空军代表

杨明良先生，海军代表 

籍书让先生，代表团团长助理

法国代表团 

格拉塞陆军少将

弗里科德…夏纽陆军准将 

肖兰空军中校 

索瓦热海军中校 

埃尔韦陆军中校

杜布瓦陆军中校 

库尔泰陆军中校

富尼埃陆军中校 

克雷斯潘陆军中校

一•九七五年六月千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五年六月千六日至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至 

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 

一九七六年千月一日至现在 

一九七五年六月千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五年六月千 7̂ 日至 

一九七五年千月九曰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至现在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至 

一九七五年八月六日 

一九七五年八月七日至现在 

—九七五年六月千六日至现在



托夫马陆军少将

沙库金海军少将 

林克维奇陆军上校 

契尔尼舍夫陆军上校 

科瓦尔陆军中校

联合王国代表团 

伊 恩 •伊斯顿海军中将

罗洛•佩因陆军中将 

贝 尔 ，戴维斯海军少将

哈利戴海军少将 

沃森陆军准将 

* 利特空军淮将 

杭利空军上校 

戈德塞尔海军上校 

贝利陆军上校 

莫特拉姆海军陆战队上校 

安斯蒂空军少校

道内陆军少校

一九七五年六月千六日至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四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千五日至现在 

一九七五年六月千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五年六月千六日至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四曰

一九七五年千二月千九日至现在

一九七五年六月千六日至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曰

—九七五年七月千五日至现在 

—九七五年六月千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五年六月千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五年六月千六日至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曰 

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至现在



考尔斯陆军中将

维西陆军中将

勒海军中将

博斯韦尔空军中将 

加拉格尔空军上校 

球斯陆军上校 

利德尔海军上校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至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一曰

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至现在

一九七五年六月千六日至观在

一九七五年六月千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五年六月千六日至观在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至现在 

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至现在



B . 会议主席和主任秘书 

( 一九七五年六月千六H至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

会 议 曰 期 主席和主任秘书 代表团

第七八三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千六H 林放先生，陆军代表兼 

代表团团长 

张武堂先生，空军代表

中国

第七八四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七月千日 格拉塞陆军少将 法国 -
第七八五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千四日 格拉塞陆军少将 

库尔泰陆军中校

法国

第七八六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八月七日 契尔尼舍夫陆军中校 

科瓦尔陆军少校

苏联

第七八七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千一日 托夫马陆军少将 

科瓦尔陆军少校

苏联

第七八八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曰 杭利空军上校  联合王国

第七八九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九月千八日 沃森陆军准将 联合王圓 

莫特拉姆海军陆战队 

上校

第七九0 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千月二日 博斯韦尔空军中将 

球斯陆军上校

美国

第七九一〉) C会议 一九七五年千月十六日 博斯韦尔空军中将 

加拉格尔空军上校

美国

第七九二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千日 加拉格尔空军上校

琼斯陆军上校

美国

第七九三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千一月十三日 林放先生，陆军代表兼中国 

代表团团长 

籍书让先生，代表团团长



第七九四次会议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第七九五次会议 

第七九六次会议

第七九七次会议

第七九八次会议

第七九九次会议

第八0 0 次会议 

第八0 —次会议 

第 /VO 二次会议 

第八0 三次会议

第八0 四次会议 

第八0 五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千三日

一 九 七 六 年 月 八 H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九七六年二月五日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九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四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

—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千九日

第八0 六次会议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三日

张武堂先生，空军代表中国  

杨明良先生，海军代表

富尼埃陆军中校 法国

弗里科德一夏组 法 国 _
陆军准将

托夫马陆军少将 苏联

科瓦尔陆军少校

林克维奇陆军上校  苏联

科瓦尔陆军少校

罗 洛 ，佩因陆军中将联合王国 

莫特f i 姆海军陆战队 

上校

杭利空军上校  联合王11
道 陆 军 少 校

博斯韦尔空军中将 美国

利德尔海军上校

加拉格尔空军上校  美国

琼斯陆军上校

林放先生，陆军代表兼中国 

代 录 团 团 长 ’
杨明良先生，海军代表

张武堂先生，空 军 代 表 中 11 
杨明良先生，海军代表

林放先生，陆军代表兼中圓 

代表团团长 

杨明良先生，海军代表 

舟里科德 一 夏纽陆军准将法国



第八0 七次会议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八0 八次会议一九七六年六月十日

弗里科傷一夏纽陆军准将法国 

肖兰空军中校

林克维奇陆军上校  苏联

科瓦尔陆军中校



八.安全理事会处理中的事项清单

根 据 《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千一条，每一历年年初，编印安全理事会 

处理中的全部项目清单。 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发表的清单载于S / 1 1 5 9 3 号文件 , 
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发表的清单载于S / 1 19 3 5 号文件。

A , 截至一九七六年六月千五日为止，安全理事会处理中的事项清单如下：.
1 . 伊朗问题

2 . 根 据《宪章》第四十三条的特别协定和组织武装部队供安全理亭会调遣

3 . 安全理亭会议事规则

4 . 军亭参谋a 的 《规程》和 《议事规则》

5 . 全面管制和裁減军备，以及关于联合国武装部队的情报

6 . 任命的里雅斯特自由领土总督

7 . 埃及问题

8 . 安全理事会表决程序

9 . 依照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就太平洋岛Ji与战略性托管领土

提出的报告

1 0.接纳新会员国 .
11
12

13
14

巴勒斯坦问题 

印度一巴基斯坦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的里雅斯特自由领土问题



15. 海德拉巴问题

16.  —•九四八年九月二千九日法兰西共和国、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给秘书长的同文通知

1 7 . 原子能的国际管制

1 8 . 台湾（福摩萨）遭受武装侵犯的控诉

1 9 . 中国领土遭受空军轰洋的控诉

2 0 . 控诉伊朗政府不遵守国际法院对英国—— 伊朗石油公司案件所指示的临 

时办法

2 1 . 呼吁各国加入并批准禁止使用细窗武器的一九二五年日内瓦议定书的问

题

2 2 . 请求调查指控的细菌战的问题

23.  —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泰国驻联合圓代理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24.  —九五四年六月千九日危地马拉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

25 .  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26 .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千八日新西兰代表就中国大陆近岸若干海峰地区敌对 

行为问题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九五五年一月三千日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圓联盟代表就美利坚合众圓在中圓台湾地区和其他岛崎对中华人 

民共和11进行侵略行为的问题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2 7 . 埃及政府以片面行动结束一八八八年《苏伊士运河公约》所确认并完成 

的国际管理苏伊士运河制度所造成的局势

28 .  —些国家 , 特别是法国和联合王国，对埃及采取的行动，此项行动危及 

国际和平及安全，而且严重透反联合国宪章

2 9 . 却牙利局势

3 0 . 埃及政府给予阿尔及利亚叛军的军事援助

31.  一九五六年千月三千日埃及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32 .  —九五八年二月二千日苏丹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33.  —九五八年四月千八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中提出的控诉，标题是： "制止美国军用飞机携带原子弹和盡弹

向苏联边境飞行的紧急措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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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 秘书长就老树常驻代表固一九五九年九月四日照会转递的老抽王圓政府 

外交部长来信提出的报告

35 .  一九六0 年三月二千五日阿富汗、細甸、束捕察、锡兰、埃塞俄比亚、 

马来亚联邦、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 日本、 

约旦、老树、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摩洛哥、尼泊尔、巴基斯坦、 

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泰国、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共和 

国和也门等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36 .  —九六0 年五月千八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电报

37 .  —九六0 年五月二千三日阿根廷、锡兰、厄瓜多尔和突尼斯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

3 8. —九六0 年七月千三日联合国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39 .  —九六0 年七月十一日古巴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40.  —九六0 年十二月三千一日古巴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亭会主席的信

41.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日利比里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42 .  —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阿富汗、细甸、束捕察、落麦蔭、中非共和国、 

锡兰、卞得、刚果（布拉柴维尔 ) 、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塞浦路斯、 

达荷美、埃塞俄比亚、马来亚联邦、加蓬、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 

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日本、约旦、老材、， 巴嫩、利比 

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 

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索马里、苏丹、多哥、突尼斯、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上汰尔特、也门和南斯拉夫等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

4 3 . 科威特对伊拉克威胁科威特领土独立所造成的势将危及11际和平及安全 

的维持的局势所提出的控诉。 伊拉克共和国政府对联合王®武装威胁 

其独立和安全所造成的势将危及国际和平及安全的维持的局势所提出的 

控诉



4 4.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古巴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45.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一 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古£ 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一 九六二 

年十月二十三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46. I I 内加尔的控诉

47. 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海地共和国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

48. 秘书长就有关也门的发展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

49. 关于葡管领土局势的间题

50. 南非共和国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南非种族冲突间题
1

51.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的问题

52.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巴拿马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53. 一九六四年© 月一日也门 i l 常驻代表兼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康的信

5 4  关于束捕察的领土及平民遭受侵略的控诉

55. 一九六四年八月K 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库的信

56. 一 九六四年九月三日马来西亚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57. 一九六四年九月五日希腊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 / i f的信及一九六四年 

九月A 日希腊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摩的信

58. 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土耳其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康的信

59.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下列国家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阿富汗、 

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束捕寨、中非共和国、剛 果（布拉柴维尔）、达 

荷美、埃塞饿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难、马 

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及赞比亚

60.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61. 一九六五年五月一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 

主库的信

62.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63.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联合王国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64. 剛果民主共和国的控诉

65. 中东局势

66. 纳米比亚局势

67.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H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68.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海地临时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69.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70.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加拿大、丹麦、法国、巴拉圭、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和M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71. 赞比亚的控诉

7 Z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八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73. 几内亚的控诉

7 4  依照《联合国宪， 》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召开安全理事会定期会议 

的问题

75. 劫持商用飞机事件曰益增多所造成的局势

76. 印度一巴基斯坦次大陆的局势

77. 一九七一年千二月三日阿尔及利巫、伊拉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也 

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78. 非洲统一组织所提安理会在某一非洲国家首都举行会议的请求



7 9 . 审议安全理事会目前处理的与非洲有关的各项问题并实施其有关决议

8 0 . 审议依照《宪章》的规定和原则，维持并加强拉丁美洲国际和平及安全的 

措施

8 1 . 古巴的控诉

8 2 . 召开拟议中中东和平会议的安排

8 3 . 伊拉克关于该国与伊朗边境上所发生事件的控诉

8 4 . 塞浦路斯局势

8 5 . 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8 6 . 西部撒哈拉局势

8 7 . 帝汉局势

88 .  一九七五年千二月千二日冰海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8 9 . 中东问题，愈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

9 0 . 科摩罗局势

9 1 . 法国和索马里关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四日事件的来信

9 2. 莫桑比克就该国为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有关决定而决定对南罗得西亚 

实施制裁后所发生的情况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条规定提出的请求 

9 3.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请求审议被占领阿拉伯领土最近发展所 

弓I起的严重局势

9 4 . 肯尼亚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控诉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9 5 .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

9 6 .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权利的问题



B . 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千六日至一九七六年六月千五日期间，安全理事会处理 

中的亭项清单中增列了项目8 6 至 9 6 如上，并作了下列其他更动：

由于法国和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千九日给秘书长的一 

封信中所提的要求，秘书长于征得安全理事会同意后，从安全理亭会处理中的事项 

清单中删去了下列五小项目：

(a) 一九五八年二月千三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就" 突尼斯对法国于一九五 

八年二月八日在萨基埃迪—— 酉迪—— 优素福对其所作侵略行为的控诉"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b) 一九五八年二月千四日法国常驻代表就" 由于突尼斯对叛军提供援助- 
使他们能从突尼斯领土出动，破坏法圓领土完整和法圓国民人身和财产安 

全所造成的局势"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0)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千九日突尼斯代表就"突尼斯对一九五八年五月千九日 

以来法国在突尼斯领土和阿尔及利亚驻防的军队对其所作武装侵略行为的 

控 诉 "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d)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千九日法国代表就( a ) " —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法圓对 

突尼斯的控诉" ；W) '‘突尼斯破坏自一九五八年二月以来所订立的法国 

军P人在突尼斯领土的某些地点驻防的暂行办法所引起的局势，’ 给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e)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千日突尼斯共和国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亭会主腐的电报。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千日突尼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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