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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的报告

1 . 大会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第2951 (XXV I I )号决议中决定设立联 

合国大学，一年后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H第 3081 ( X X V I I I )号决议中通过了大 

学章程。 （A/9149/Add. 2 )  — 九七五年九月，大学在东京总部开始成立，到 

一九八0 年已进入了第五年。 因此，理事会在本年度报告中首先要对大学的头五 

年作一个总的检查。

2 . 总地说来，本报告还是集中于一九七九年七月至一■九八0 年六月这段期间。 

应大会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第A/RES/34/1 12号决议第6 段的要求，本报告 

载有理事会对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题为 " 联合国大学基金筹暮工作"的报告 

( A/34/654 )内的宝责建议所提出的结论和意见。 上述报告已由秘书长和联合 

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递交大会。 以下第4 6 至 5 2 段直接响应了该报 

告内载于筹暮基金的可能办法的建议。

A . 开始的五年

3 . 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大学在其首任校长詹姆斯，赫斯特先生任期的 

短短期间内所取得的进展。 大学已成为一小可发挥作用的机构，包括一小中心和 

一个大规模的国际体系，有十八小面向问题的学者和学院联络网，从事于研究、高 

等训练和传播知识等工作。 大学的各项方案已开始取得有目共睹的成果，这些方 

案集中于一些最迫切的全球性问题，有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许多学者和学院 

的参与，代表了各种各样的学说和文化传统。 除了东京总部的一百名左右服务于 

中心的工作人员之外，大学发展了外地组织，计 有 2 :5间有联系的机构和近100个 

研究和训练单位设于世界各地。 计有近 500名学者和科学家曾合作进行大学的研 

究和高等训练活动》 大学动员了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的专门知识--•…大 

学的章程中规定大学要吸收这些人作为它的成员加入国际学术界，以邦助大学应付 

" 人类生存、发展和福利方面迫切的全球性问题 " （A/9149/Add. 2 , 第一条， 

第 二 敦 ）。 大学现有240名研究员， 他们在同大学有关的各学院中接受或进行多



学科的研究和管理训练，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他们自已的学院和国家。 大学出版了 

约 140份出版物，其中包括两份科学期刊》 大学有一笔捐赠基金，力数约14, 000 

万美元，由曰本等国懷慨捐助或认捐，增强了大学未来的财政能力，并提高了它的 

自主权。 大学同下列方面进行了收获丰实的合作活动：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联合国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机构、 

男外还同一些科学性组织进行了合作g

4 . 在不断的鞭策下，大学要根据它深入的工作检查的结果，以及它在迅速变 

化的世界中所面胳的新的机会，对即将到来的发展作慎重周密的研究。

B. 理事会会议

5 .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在一九七九/ 八0 年期间内召开了三次会议：一•九七九 

年十月八日至十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十三届会议；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至七日在 

在东京举行了第十四届会议；一九八0 年六月二十三至二十七日在东京举行了第十 

五届会议。 理事会在这些会议上审查了大学的进展情况；审议了关于如何增进对 

大学及其各项方案的认识和了解的问题，以及如何行使它的基金筹暮工作更加有效 

的问题；通过了一九八0 年的予算；并开始中期计划的进程。

C. 新校长的任命

6 . 理事会在其第十三届会议上拟了一小校长候选人名单，以便第一任校长詹 

姆 斯 . 赫斯特先生五年任期于一九八0 年八月届满时接任。 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 

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总干事的同意下，从名单上选出了苏贾特莫科先生，印度 

尼西亚在国际友展方面的一位杰出学者，担任新校长，自一九八0 年九月一日起上 

任„



D. 选举主席团成员

7 . 理事会在其第十四届会议上选出英内斯 . 韦斯利•达纳斯科维克先生连任 

主席，埃斯特法尼亚 • 阿尔达巴一利姆先生和卡洛斯 . 查格斯先生连任付主席。并 

选 出 沙 姆 . 埃瓦基先生、让 . 库隆先生和马鲁，瓦 • 卡连加先生首次任付主席。关 

外选出了阿布德尔 . m 姆 . 马贾利先生担任财务和予算委员会主席。 理事会第 

十五届会议选出赖木特 •乔基姆森先生担任方案和机构关系委员会主席，并为财务 

和予算委员会的委员。 以上所有理事会的主席团成员任期至一九A O 年十二月三十 

— 日届满。

E . 任命新的理事会成员

8 . 一九八0 年五月和六月间，联合国秘书长连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 

织总干事与有关机构包括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在内协商后，任命了十三名理事会的新 

成员，以接替一九八0 年五月二日任期届满的十二名成员和一名辞职的成员。 （理 

事会的理事、主席团成员和各委员会的名单见附件一）。

校长的五年回顾

9 . 校长赫斯特先生在一九八0 年六月第十五届会议上回顾了在他担任校长的 

五年内大学的发展，他列举了他认为大学至今为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未完成的事 

务、所遭遇的困难、 以及未来r 展的各种可能性。 然后，理事会一致通过了一项 

感谢赫斯特先生的领导的决议。 在该决议中，理事会表示，第一任校长"自一九 

七五年大学成立起，即作为大学的学术和行政主管人员以及理事会的理事，进行了 

卓越的领导 " ，理事会并表示"深深地感谢他对大学在形成的几年内的组织和发展 

所作出的宝责贡献，向他对大学所进行的热诚不 '解的服务表示最高的敬意，并祝愿 

他未来的事业成功。 "



G. 一 九七九 / 八O 年的成就

10.在审查校长向理事会提出的报告（附件二）时，理事会再次提请注意大学 

在过去一年内取得的进展：方案活动有所扩充，方案间的相互作用继续维持，捐贈 

基金已有扩大。 特别是，在一九七九/ 八0 年期间内：

( a ) 又有两小高等教育学院同大学挂钩，以进行高等训练和研究使有联系的机 

构总数达到2 5。 其 中 1 7 个在发展中国家， 8 个在工业化国家。 在这一点上， 

校长通知理事会，他将于一九八0 年七月初访问中国北京，以便签订一项大学同中 

国科学院的合作总协定。 理事会核可了大学在未来几个月同另而间学院建立联系 

的计划》

( b ) 近 1,370位科学家、学者和决策人员参加了大学各方案下组织的讲习会、 

讨论会和其他科学会议。

( 0 研究金方案有粮大的增加， 六十名联合国大学的研究员在过去一年内完 

成了训练，使大学训练出的研究员总数达110人。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些研 

究员中绝大部分回到他们原来的机构或他们本国的其他科学性或决策职位上„ 至 

一九八0 年六月底止，八十名联合国大学的研究员已接受了训练和进行研究中或正 

等待在同大学有联系的机构内开始训练和研究。 至今为止授予的特别研究金名额 

计有五十名》

( d ) 大学三项方案间的相互作用达成了下列结果：

H 世界防饥方案与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在五个国家内主办了一系列的讲

习会和个翁?f究,以研究妇女在收成后保存粮食方面所起的作用问题；

a 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与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方案主办了一系列科学

会议，对农村发展所需的技术进行了•分析；

B  一九七九年九月，三頂方案联合主办了一次会议，对教育促进发展方

面的水平状况进行了分析，这是大学本身在这方面的活动的基础；

0 ) 世界防饥方案与自然资源方案联合主持下继续进行关于农村地区有机



残余物的生物转化方面的研究和训练活动。一九A O ^ —月

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探讨了未来可能进行的联合方案活动，例如关于世界饥# 口.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以及关于能源和生态发展方面的问题。

( e )增加了两个新的研究和训练联系网，总数已达 18 : 4 小属于世界防饥方案，

5 小属于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 9小属于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方案。

( f ) 各方案所进行的研究在过去一年内取得了成果，因此，一九七九 / 八0 年 

的出版物有很大增加。 大学共出版了 115种书籍，期刊和论文： 《粮食与营养公 

报 》共 4 期 ；《特选太阳能技术摘要》期刊共 1 1期 ；关于單地的分析和管理，水 

土保持旦白质与能量的需要，生物转化，农业、菅养和粮食科学间的相互关系，可 

再生能源的前景等问题的6 份技术性出版物等； 9 2份研究报告；和 2份内部方案 

出版物。 '

大学过去一年内出版物一览表见校长向理事会提出的报告（下面附俘二）中关 

于每个方案的各节：世界防饥方案，第 7 7 段，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第 119 

段， 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方案，第 186段。



H , 三个方案

11， 理事会注意到各项方案的发展，并提请注意调査中的主要问题以及从大学 

的合作性多学科研究中不断地显现出来的关于全球性问题和情况的知识和前景。

1 ，世界防饥方案I II I "I

1 2 . 世界防饥方案的业务始于一九七六年。 至一九八0 年六月，这个方案已 

有 1 1小有联系的机构；这一年间签订了联系协定的机构有哥伦比亚卡利的山谷大 

学和泰国曼谷的马希多大学营养研究所。

1 3 . 至一九八0 年六月止，计有 6 4 名正规研究员在训练中或等待开始训练。

已接受训练和训练中的正规研究员的总数为190人。 此外还有5 0 名特别研究员， 

其 中 1 9 名已完成了训练。 已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方案设立了一些联合研究金 , 

其他同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的联合研究金正在商讨设立中。

1 4 . 关于下列各方面的研究和训练活动正在各国进行之中：国家计划和发展中 

的粮食和营养目标，八个国家；收成后的根食保存，九个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蛋白 

质和能量需要，千五个国家；缺乏4失质的資血及其预防，三个国家。 （参与国的名 

单见附件四。 ） 举办的科学讲巧会共有千一个，參加的学者约500人。

1 5 . 同粮农组织、卫生组织、教科文组织和儿童基金会继续保持密切合作。 

同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以及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签订了合作协定。联合国大学/  

卫生组织X 粮农组织联合举办的一次重新审查蛋白质能量适当需求的全球性标准的 

会议预订于一九八一年举行。

16. 世界防饥方案继续充分參与联合国行政协调委员会菅养小组委员会的工作。 

在过去一年内，本方案安排了一些访问团代表该小组委员会往访非洲， 目 的 是  

找出粮食和菅养方面的机构训练需要，访问的国家有苏丹、埃塞俄比亚、坦桑足亚 

和肯尼亚。 本方案还接到要求，安排同样的访问团访问塞内加尔、落麦隆联合共 

和国、象牙海岸、扎伊尔、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1 7 . 最后，本方案于一九八O 年四月二千八日至五月二日在意大利的贝拉焦举 

行了一个讲巧会以审查它的慨念基础。 会议上同意，饥饿不仅应视为生物和技术 

上的问题，而且应视为是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问题。

1 8 . 特别重要的是在联合国大学支助下进行的关于营养需求方面的研究，所用 

的方法是一个由大学提供经费的国际营养科学联合会工作小组提出的。 遍及千一 

小发展中国家的一个联络网正在搜取资料，以便于一九八一年在联合国大学參与下 

进行一次对现有的粮农组织/ 卫生组织关于蛋白质能量的各项建议的订正工作。调 

查结果a 禾，当前成年人的安全蛋白质供应量不足以维持全世界成年人口中的很大 

部分。 此外， 目前因蛋白质质地的差别而调整蛋白质需求量的生物方法，似乎低 

估了从较差饮食中获取蛋白质的需要量。 至于儿童的需求量，一个由大学提供经 

费的研讨会後集的原始资料显示， 目前蛋白质和能量的供应不能满足传染性疾病后 

补充的发育所需的量。 这些重要结果正作为专题报告出版中。

1 9 . 在卫生组织的协助下，大学和其他来源，以及与大学有关联的机构首先进 

行了研究，说明铁质的缺乏减低工作能力和由细胞引起的对感染的免疫力，并降低 

了学童测验的成绩。 由大学提供经费，在委内瑞拉科学研究院和在营养和粮食技 

术学院进行的研究，其中心题目是关于以增加主食的含量来预防铁质缺乏的实际 

办法。 危地马拉的中美洲和巴拿马营养学院正在大规模地实验一种很有发展前途 

的方法一 即在德糖中加入一种稳定、无味的秩质，通 称 E D T A佚质。

2 , 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

2 0 . 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是在进行业务的第四年，其业务仍然分为两个主要的 

次级方案：发展问题，和技术促进发展。 这个方案提供了一个批判的场所，来让 

各种不同的学说互相作用，对影响发展过程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动力进行分 

析，以便制订出可供选择的一些发展途径。

2 1 . 关于五小主要项目的工作仍在进行。 关于发展的目标、过程和指标的研



究正在十九个国家内进行；关于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上，社会文化发展的备选办法的 

研究，在千七国内进行；关于传统技术所份量的研究，七个国家；关于乡村环境 

的研究和发展系统，四个国家；鉴于日本的经验而在技术转让、改革和发展方面的 

研究，在日本进行。 （参与国名单见附件四）。 一九七九/ 八0 年内，这五个 

进行中的项目共举行了  2 8 个科学讲巧班和讨论会，參加的学者约有420人。 阿 

拉伯地区的一个工作队采用一般性的题目，研究未来的不同可能；理事会一九八0  

年千二月的第千六次会议上将收到一份详细的计划提案。 一九八0 年六月二日在 

古巴哈瓦那举行的一个区域工作队会议研究了拉丁美洲对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态度。 

本方案正在考虑是否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在非洲和中国举行同样的区域会议。

2 2 , 本方案继续同联合国其他各组织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其中住括教科文组 

织、训研所、卫生组织、粮农组织、环境规划署和社发研究所。 大学和教科文组 

织的社会科学部门间为进行协商而设立了一个机构，其第一次会议于一九八0 年四 

月二千八至二千九日在巴黎举行。 大学和教科文组织将联合举办一小关于新的理 

论慨念在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讨论会，将于一九八0 年八月千九日至二十三日在 

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举行。

2 3 . 在技术促进发展这个次级方案内的项目，正在审查和重新评价目前流行的 

主要基于从工业化国家间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而进行的技术发展办法。

24， 关于乡村环境中的研究和发展系统这个项目正在制订一种方法, 以找出通 

过自然和社会科学家同农民间的相互交流来解决农村社区的问题中的研究与发展的 

成分。 关于妨碍农民參与选择其社区内所用技术的一些社会经济条件方面, 已取 

得新的知识,，

25， 传统技术所占份量这一项目对于假设现代技术是唯一的发展工具提出疑问， 

它研究了传统技术如何在现代技术和文化影响的冲击下变得较不理想，并寻求利用 

和改进传统技术的先决条件。 研究的问题有：传统捕鱼技术与现代拖网渔船？I起 

生态问题相比较下的积极功能；传统建筑与现代的对气候条件不敏感的建筑相比下



的生态价值，以及建筑材料的赛用等。

2 6 . 关于技术转让、改革和发展：日本的经验，这个项目的学者们正在研究转 

让和吸收利用的技术如何溶入日本的文化、经济和组织结构，并研究这种技术如何 

影响其本身的创造力的问题。 一项重要的研究结果是，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钟表 

工 业），日本虽然从西方传入了硬件技术，但并未接收西方所实行的那种程度的劳 

力分工。

2 7 . 关于发展问题的次级方案调査了现有的理论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导致 

一些备选的发展战略， 它的西个项目已制订出一些提案和一系列的个案研究，对 

当前发展计划方法所根据的主要假设进行了审查。

2 8 . 关于发展目标、过程和指标的项目，除其他事项外，致力于决定"需要研 

究 " （一种新的领域，目的在满足发展规划者越来越关心的一个问题）的參数；并 

在制订一个架构，以对生活素质问题、备选的生活方式以及发展研究和规划方面的 

其他许多重要概念进行比较分析。

2 9 . 关于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上社会文化发展备选办法的项目，进行了若干个案 

研究在非西方国家内智能创造力增长的条件。

3 0 . 另外还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以便计划未来可能进行的项目：教育促进发展、 

发展方面的人权、和平与发展，以及关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各区域前素的两次会 

议等。

3 . 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方案

3 1 . 自然资源方案是在进行业务的第三年，研究的问嚴有：潮温热带地区的农 

衬发展的生态学；评价对贪，土地问题的知识的应用情况；以及农村社区的能源问 

题。

3 2 . 这个方案所进行的研究和训练活动如下：在两个国家内的综合能源项目， 

另三个国家也计划进行这个活动；地热能源，两个国家；木柴，两个国家；’干阜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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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四个国家，另四个国家也计划进行这方面的活动；农村系统，两个国家，另有 

一国也计划了这方面的活动；高地一低地相互作用系统，四个国家，另有两个国家 

也计划了这项活动；海岸资源系统，两个国家，另两国也计划了这项活动；资源系 

统理论和方法学，两小国家，另三国也计划了这项活动， （所涉国家名单见附件四）.

3 3 , 这项方案在研究项目、研究员的训练和出版物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 它 

同九个有关机构（中国北京的中国科学院也将于一九八0 年七月加入）之间的合作 

活动已全面展开，其中某些研究项目已接近第一阶段的尾声， 四千五名研究员中 

已有二千六名在这一年中完成了训练，另千六名于一九/VO年六月时仍在训练之中. 

这小方案还举行了千六个讲习班，参加的科学家和学者计有350人，

34， 这个方案下出版了八个主要书刊；《太阳能技术文摘》免费分发给发展中 

国家的太阳能科学人员并分送工业化国家付款的订阅者，

3 5 . 这小方案同下列各机构进行了合作：教科文组织、根农组织、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薛赫勒办事处、以及其他机构，其中包括国际 

林业研究组织联合会、国际地理联合会、和国际科学联合会协进会的环境问题科学 

委员会等。

3 6 . 在农林业方面，讲习会和研究导致了对旧有土地利用系统的重新评价；旧 

的系统本来被视为是" 原始的，’ ，但事实上部显示了很有可能长期地维持高生产量. 

联合国大学在中美洲和亚洲进行的工作有个完蹇的训练项目，以便把农村系统传布 

到许多国家，使它们能从新的方法中获益。

3 7 . 尼泊尔自然灾香 ( 振方、洪水  ̂ 土壤侵蚀等等）的勘侧项目第一阶段已经 

完成，并首次地研究了当地人民对灾善的知识， 勘测的结果对土地利用规划提供 

了科学的基袖，并可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座付同样灾香的典里。

38， 关于水土相互影响系统方面的工作确认了 " 咸水鱼池" 是增加农村人口的 

蛋白质供应量的一种可接受方法，杯境上也是健全的。 研究工作是设法了解这种 

传统的系统，以便改进对咸水鱼池的管理，并在其他国家内适情况而吸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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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 能源次级方案的研究工作集中在农村能量需求和前景这方面。这个方案是 

打算提供研究和技术支援，以帮助阿尔及利亚政府建设一个宪全靠自然环境（太阳、 

风力、有机废料等）提供能量的村镇；目的是要探讨适当的方法来促进发展，并向 

农村引进一体化的、分散的、自给自足的能源系统，这种系统必须是可靠的，而且 

可以利用当地的材料和技术来建设和操作。对目前湿热地区能量的供应和消耗方式 

进行的详细研究显示了都市和农村地区人民几乎全靠木柴提供能量，以及依靠木柴 

地区对环境恶化的敏感性。

4 0 . 在干專土地次级方案下，出版了若干重要的评价研究报告，一些正在印行 

之中，这些报告指出 , 在解决沙漠化问题时，对问题的认识、受影响的人民是否能 

接受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以及姐织或计划上的缺陷等，要比已有的对生态可行性的 

条件和需要的知识更为重要。

4 1 . 同世界饥饿方案联合进行的关于生物变换方面的工作，集中于研究利用现 

有的在粮食和纤维生产中产生的未利用的有机废料作为能量来源和动物甸料的必要 

性，这方面已出版了两份重要的关于当前技术的出版物，并致力于新的研究结果以 

散发到各种不同情况的农村加以试验 。 予计乡村系统和全国系统在政策分析方面的 

联系将予探计和加强。

4 2 . 最后，在自然资源这小总的领域肉，刚刚完成了一项综合处理的重要工作 

—— 鲁德尔和曼沙德的研究， 〈<可再生自然齋源和环境:发展中世界的迫切问题》。

工 .方案的相互作用和协调

4 3 . 理事会认为过去两年内，大学的三个方案间虽然已有相互作用，但仍有很 

大的改进余地。理事会非常重视大学的各小方案和次级方案间的相互关系，以便如 

大学章程第一条所规定的，对大学所关切的全球性问题取得更全面的知识。理事会 

相信，高度的协调和强调大学的各个面向问题的方案和网状系统在方法上曰益加深 

的影响，对于其发挥效用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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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财政和基金的筹措

4 4 . 理事会注意到捐赠基金和业务经赛在审查期间内付出的捐款增加了 1, 560 

万美元。主要的捐款国是日本（1, 0 0 0 万美元）、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230万美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 1 0 万美元）和沙特阿拉伯（100万美元）。 

理事会还注意到，审查期间内对捐赠基金，对业务经费或对二者的认捐总数达326, 

839美元，至今力止，联合国会员国仅有二十九国向大学提供了财政支捷，

4 5 . 至一九八0 年六月底止，捐赠基金总数达139, 169, 0 8 2 美元，其中 105, 

036, 189美元已付给大学。此外，各国政府方面已向大学的此务经费认描或付出了 

2, 936, 896美元，其他来源也提出了 378, 9 8 0美元作为项目支助赛用。大学参与 

了关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临时基金的大量协商，以求取得支援来进行一小扩大的研 

究员方案。

4 6 . 理事会在多数会议上审议了大学的财政和基金筹措的事项. 因此，理事会很 

高兴见到大会在一九七八年第三十三届会议上通过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第3 3/  

1 08号决议，决议第4 段说： " 大会…•，…注意到筹*所得款额不足以支持联合国大学 

的方案，请秘书长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同联合国大学校长及理事会 

协商，研究如何使进各方面对联合国大学的方案和活动的注意与了解，…•.…并向大会 

第三千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 一九七九年十月在H 内瓦举行理事会第十三届 

会议时秘书长顾问乔治• 戴维森先生 ( 原任主管行政和管理事务副秘书长）和总干事 

顾问，马赫斯瓦尔，达亚尔先生（印度政府科学和技术郁顾间）收集了资料，以便按 

照大会决议来进行要求他们进行的研究工作。

4 7 . 同样地，理事会欢迎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向它提出的邀请，即： " 审议 "一  

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题为" 联合国大学基金筹暮工作" 的报告（A/34/654 )

“ 所载的宝责建议 "，并将其所得的结论和意见提送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作进一步的 

审议。理事会充分审议了上述报告和秘书长的说明，并认识到联合国秘书长和教科文 

姐织总干事所委浪顾问在进行该报告的研究时的任务规定是"研究如何保证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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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筹措充足的经赛，，，并为此目的 " 提出其他方法，…，，…以及"研究如何使 

各国政府、国际学术社会和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其他组织认识联合国大学的目标。 ’，

( A/34/654,附件，第 4 段理事会感谢两位顾问按照其任务规定，研究了大 

学以及各提供经费的組织所面格的问题而编写了报告。

48 . 尤其是 , 理事会对秘书长的报告“ 联合国大学基金筹暮工作" 第 3 9 段所 

载的声明2 以及第4 0 段提出的各种筹措经费的办法，表示欢迎；报告之前，秘书

3 9 . 应该确认，联合国大学校长和主管发展事，务的副校长都按照上述方式努 

力不僻地为联合国大学筹集资金。他们这样做，功劳是很大的；这件工作使他 

们身心交疼，需要他们花费许许多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筹款，要不然，他们便 

可以专心致力于行政和学术方面的重要职责了。要求联合国大学的两位最高级 

学术人员负责筹措大学业务活动所需的资金是不很公平合理的，要求理事会成 

员承担这种责任也是不适当的，他们在大学理事会任职主要是由于他们具有学 

术上的领导能力而不是因为他们具有筹敦能力。事实上，各国政府本身，特别 

是投票赞成设立联合国大学的各国政府，应该不待别人 " 鼓吹 " 劝告便晓得至 

少要提供初期捐献，以证明他们对联合国主办的联合国大学的信任和支持。为 

了使联合国大学开办起来，并且有机会显示它的成就，大家输有必要濟作出初 

期捐献，随后如何捐献则视其表现和具体成果而定。 "

为阅读本报告方便起见，第 4 0 段所载的关于各科筹措经费的办法的具体建议

摘要如下：（a ) 大会定期地硬性分摊；( b ) 就捐赠基金的一部分（1亿美元、

21乙美元或更多）一次进行分摊；(C) 联合国和教科文组织在各自的予算中在

每年经常开支的基础上列入一小适中的数额；（d) 各国政府承诺每年向捐贈基

金缴付一笔 " 利患当量 " （百分之千）；（® ) 各国政府发行特殊目的的"永久

债券，以各国向基金捐献的数额为准，然后则仅付利患；(f) 各国政府让出它

们持有的联合国为筹措剛果行动所需赛用而发行的债券（目前联合国每年付出

850万美元，于一九九0 年还清）；（ê) 利用各国政府为海外发展所拨出的经

赛；（h ) 政府间机构，特别是为研究金所提供的财政援助；( i ) 来自各基金、

大学、研究机构和个人的支助（各机构可以让大学，用教职员或研究或训:练工

作人员》；Ü ) 参加使用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所设的一绝为数25,

0 0 0 万美元的科技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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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说明第1 1 段中指出，秘书长和总干事大体上支持所提出的这些办法。第 4 0 

段(d》、（e)和(f)分段所提出的各项建议是由会员国向联合国大学提供经费的新办法， 

这些办法直接向大学的捐赠基金提捐献款项，因而不致对其学术自由或自主权有任 

何削减，理事会相信，第 3 8 段所载建议提供了一个基础，使各会员国可据以交换 

意见，以便充实大学的捐赠基金，

4 9 . 但是，一如说明第1 1 段中秘书长和总干事所承认地，理事会认为第4 0 

段内的某些建议可能同大学章程中关于学术自由和自主权的规定不符《理事会还认 

为现在不是执行第(a)和(13)分段的建议的恰当时候。理事会认为，向大学提供经费应 

在自愿基础上进行。

5 0 . 最后，理事会表示它已采用了{gl、（h)、（i )和Ü)等分段中所建议的同样办法 

作为它的政策。

51 . 大会在第34/112号决议第4 段中注意到“过去一年内在筹暮资金方面虽 

然已有满意的进展，但所筹到的资金还不足以充分支持联合国大学的各项方案"。 

这是大学以及提供经赛的各组织所面格的根本问题。多数会员国尚来向大学提出财 

政支助，尽管绝大多数会员国当初是投票赞成设立联合国大学的。理事会深深感谢 

大会的关切以及顾问所作研究的有益含义，并促请大学的各提供经费的组织积极响 

应上文第4 8 段中理事会所支持的各项建议。理事会还希望联合国各会员国响应大 

会在上述决议中的呼吁，向 " 捐赠基金和/ 或特定方案提供大量捐款，使其工作能 

够趣续不断取得进展 " （第 34/112号决议，第 8 段 ）。

5 2 . 至于联合国大学本身，应该指出的是，除了对基金筹措方面深切的关心之 

外，大学还充分了解并尽一切力量以促进各国政府和全世界学术界对它的认识和了 

解。在这一点上，大学已扩大了它面向间题的联络网，并举行了许多科学会议。它 

还大大加强了它的出版物方案（参看第1 0 段 ）。

lU



K . 中期计划的开始

5 3 . 理事会在过去一年内开始中期计划的进程。理事会在第十五届会议上讨论 

了一份题为 " 关于制订联合国大学中期计划的报告，，的文件，这是由理事会的一个 

特设委贡会编写的，理♦ 会认为，中期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根据对大学活动的有系 

统的审查，并按照大学章程及其方案目标而向大学提供一个全面的有效的政策方针.

5 4 . 鉴于新校长苏贾特莫科先生和理事会1 3 个新成员的任命，并为了使新校 

长能够资责计划过程起见，理事会决定于一九八0 年千二月第十六届会议时再重新 

进行对中期计划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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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理事名单

-九/VO年六月三十日的理事 

委任理事

Inès Wesley Tanascovic ( 夫 人 ）博 士 ， 教科文组织南斯拉夫国家委员会，

医学院信患学教授，南斯拉夫贝尔格菜德（理事会电席）

Estefania Aldaba-Lim ( 夫 人 ）博 士 ， 儿童基金会国际儿童年前任特别代

表，美 国 纽 约 ；社会服务和发展部前部长，菲律宾马尼拉；菲律宾女子 

大学前任副校长（副主席）

TJngkvx Abdul A z iz 教授，马来亚大学副校长和经济学皇家教授，马来西亚吉隆

坡

Daniel Adzei Bekoe博士，加纳大学副校长，加纳阿克拉勒贡

Elise M. Boulding ( 夫 人 ）博 士 ， 达特默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和系主任，美 

国新罕布什尔汉诺佛

Pavel B o zyk博士，中央规划和统计学校经济学教授，波兰华沙

Carlos C hagas博士，里★ 热内卢联邦大学生物物理研究所斯长，巴西里约热 

内 卢 （副主席）

mibert Sranalida Chagula博士，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大使 ;

大学学院前任院长，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 

Saxish Chandra 博士，大学助学金委员会主席，印度新德里；贾瓦哈拉尔 .

尼赫鲁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和前任院长 

Jean Coulomb博士，科学院前任朦长，法国巴黎（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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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3y Charles Blarrassouba 博士，象牙海岸国立大学校长，象牙海岸阿比让

Shams E. EL-Tfakil博士，大使 ,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常驻教科文姐织代表，法 

国巴黎；贝鲁特阿拉伯大学前任校长（副主席）

Dennis H， Irv in e博士，圭亚那大学副校长和负责人，圭亚那乔治敦

Andre Louis Jfauinotte教授，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理事会主席，比利时布鲁塞尔

Rdraat JocMmsen 博士教授，北菜因一威斯特伐利亚经济和交通部长，迪

塞尔多夫；基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科学研究部前部长；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前任理事（一九七四一一九七七）（方案和机构关系委 

员会主席）

P.S.C.P. Kalpage 博士，高等教育部部长；大学助学金委员会电席；国家

科学院副主席，斯里兰卡科伦坡

John Kendrw 爵士，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秘书长，法国巴黎；一九六二年诺 

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Karl Eric Xmtsson 博士，输典与发展中国家研究合作机构秘书长；斯德哥 

尔摩大学教授，端典斯德哥尔摩

Felipe E，Màaîî?egor博士，天主教大学前任校长和伦理学教授，秘鲁利马

AMelsalam M a d a Ü 博士，约旦大学董事会董事；约旦大学前任教授和前任校 

长 ；前任教盲大臣、 内阁事务国务大臣和卫生大臣，约旦安曼（财政和预 

算委员会主席）

Malu wa K a lenga教授，核科学专员和扎伊尔国立大学核研究金沙萨区域中心 

主任，札伊尔金 沙 萨 （副主席 )

Shizuo Saito 先生，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理事会理事，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 

委员；日本外国新闻协会会长，日本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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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tor ïïrquldi 博士，墨西哥大学校长，墨西身墨西哥城；联合国大学理事

会前任理事（一九七四一一九七七）

Stephan V e ro s ta博士，维也纳大学国际法、 国际关系和法理学教授，奥地利

维也纳

校 长

詹姆斯，赫斯特博士 

当然理事

库 尔 特 ， 瓦尔德海姆先生，联合国秘书长，美国组约

阿马杜 . 马赫塔尔 . 恩布先生，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法国巴

黎

戴维森，尼科尔先生，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执行主任，美国纽约 

一九八0 年五月二日任期届满的理事名单

Jacob Festus Ade-Ajayi 博士，伊巴丹大学历史教授尼日利亚伊巴丹；拉

各斯大学前任副校长

B r i g g s 爵士，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院长，联合王国牛津

Roger Gaudry 博士，大学国际联合会会长，加拿大蒙特利尔；蒙特利尔大学

前任校长

Hansl»wbeer 博士，全国公共建筑委员会总干事，瑞典斯德身尔摩；端典大

学前任校长

Yoshinori Màeda 先生， 曰本广播公司前任总裁，曰本东京

Aaitonio E. Marossî 博士，的里亚斯特大学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研究所大地 

测量学教授，意大利的里亚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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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odidRahnema博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马里巴马科

Marcel Roéhe博士，首席研究员，委内墙拉科学研究所前任主任，委内瑞拉加 

拉加斯

Seydou Madani Sy 博士，达落尔大学校长，塞内加尔达落尔 

Edward W. W eidner博士，威斯康辛大学校长，美国威斯康辛州格陵湾

Keniz mima Yusuf ( 女 士 ）博 士 ， 教育部全国教育理事会前任秘书，巴

基斯坦伊斯兰，

理事会主席团

工nés Wesley Tanascovic ( 夫 人 )博士 

Estef&nla Aladaba-Lîm ( 夫 人 ）博士

Carlos Chagas 博士

理事会主席 

理事会副 i 席 

理事会副主席

Jean Coulomb 博士 - 理事会副主席

Shams E. El-Wakil 博士

Wblu va Xalexiga 教授 

Abdelsalam Màjali 博士 

Beimut Jochlmsen 博士教授

JlGDes M,Hester 博士 

Kurt Waldheim 先生 

Aoaadou Mahtax M’Bow 先生

一理事会副主席

- 理事会副主席 

一财政和预算委员会主席

一方案和机构关系委员会主席

— 校长

-  当然理事 

- 当然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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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和预算委员会

Abdelsalaxn 他 ;} a li 

Tngku Abdul Aziz 教授 

Daniel Adzei Bekoe 博士 

Pavel Bozyk 博士 

Karl Eric Kmitsson 博士 

Shlzuo Saito 先生 

方案和机构关系委员会

Reiraut Jochimsen 博士教授

理事会全体理事为本委员会委员

规划中期计划特别委员会 

Hans lîSvjbeer 博士

Felipe E« MacGregor 博士

Malu wa Kalenga 教授

Edward W，Weidner 傅士

工nes Wesley* Tanascovic ( 夫 人 ）博士

James M. Hester 博士

Henri Durand 先生

Rene Ochs 博士 

理事会秘书

Jose V. Abueva 博士

委员会主席

委员

委员

委员

- 委员 

~ 委 员

委员会主席

一 姿 员 会 主 席

一 委 员  

- 委员

一 委员 

一 理 事 会 主 席  

一 校 长

一 委 员 （代表秘书长） 

一 委 员 （代表总干事）

一联合国大学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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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联合国大学校长向联合国大学理事会

( 一九七九年七月至一九八0 年 六 月 ）

目 ,

段次 冗次

- C 联合国大学：研究、高级训练和传播知识的联系网  1 - 26 22

^ 世 界 防 饥 方 案  ................................................................... 27 - 77 28

^ 人 类 和 社 会 发 展 方 案  ......................................................... 78 - 120 h2
H  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方案  .............................................121 - 186 65
^  方案同的活动  ............................................................. 187 - 200

^ 方 案 支 助 活 动  ..................................................................201 - 21«). 87

卞 筹 敦 、财政和预算  ........................................................... 2U1 - 26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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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学：研究、高级训练和传播知识的联系网

1 . 联合国大学是一个国际性学术机构，其创办是要在为了研究关于"人类生 

存、发展和福利的迫切世界问规 " (A / 9 1 4 9 / A d d .2 ,第一条，第 2 段)一- 关怀 

这些影响到全世界各地人民的日常生活。 在现今相互依赖的世界，找出解决这些 

问题的办法与每个社会的利益都利香敝关。

2 . 虽然这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最为明显，但它们的根源却可追溯到全世界各 

地，他们的影响也无所不在。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妨碍工业化世界与发展中 

世界公平人类发展的那些相互关联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力量有一个更佳的了 

解 。 这需要将许多种文化和地区的看法结合起来—— 这是联合国大举的一个十分 

重要的任务。

3 . 发展联合国大学方案的人认识到，在试图解决这些世界关切的问题时，这 

个新机构必须应付三个特别迫切的问题：

( a ) 必须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问题和愿望有较多较深刻的了解；

( b ) 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培养更多受过训练的人员，他们了解到所面胳问题有 

多学科的复杂性；

( C ) 需要在下列几方面改进在全世界科学家和决策人员间传摘知识的方法：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知识交流；发展中国家更易于获得发达国家新知识； 

在工业化世界更为广泛地传播在发展中世界产生的知识和看法。

4 . 以上的需要形成了联合国大学对其《章 程 》所作的反应， 《章 程 》规定从 

事研究、研究所训练和传播知识。 大学联系网遍及世界六十多个国家。

5 . 联合国大学现已接近其买五年的尾声 。 虽然这在一个机构的生命中为时 

不算长，却是一个审査大学最切经验的适宜的里程碑。 关于各项具体方案活动的 

较为详细的论述，见本报告以后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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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研究

6 . 联合国大学的研究是通过其全世界各机构及学者的联系网而得到发展。现 

有十九个联系网在进行工作，每一个都专研究特定的问题， 研究目的不仅在提供 

技术解决办法，而且也极关心人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价值问题。

7 •联合国大学研究的主要重点是要对胆碍第三世界农村贪困阶层向前发展的 

各种因素敢得较清晰的了解。 当前世界4 (H乙人口有6 0 %左右居住在农村地区 , 

其中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许多人仅能勉强维持生存，如农作物突然歉收或 

有其他意外的自然灾察，即意味着生死做关。 人们对农村贪画阶层的问题和愿望 

的实际程度，以及对他们可能自己协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缺乏了解。 如果缺乏 

这种了解，无论有多少外来资金和专家的援助，都不能解决问题，联合国大学就是 

基于这一种看法，通过其科学家和学者合作的联系网，发展了它的研究办法。

8 . 联合国大学目前方案拨敦的百分之五十二用于研究工作（ 外百分之三十 

四用于训练，百分之十一用于传播知识）• 大约百分之八十的研究经费用在发展中 

国家本身， 剩余的大部分用于研究与发展中世界直接相关的问题一 例如，正在 

进行的关于曰本现代化经後的研究（参看下文第111一 115段 ）一 这项研究寻求 

为世界其他地区发展规划者取得有益的经验教训。

9 . 研究也是联合国大学研究员训练的一个组成部分。 联合国大学个别研究 

员的研究项目虽然是按其本国的需要特别制定,但是它们也对联系网的成绩作出了 

贡献。 例如，世界防饥方案一些研究员进行的研究工作，就为研究热带地区人类 

营养需要的联系网提供了宝责的资料， 该联系网在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旦白质和能 

1：需要这个被人忽视的问题上的研究，已经取得大* 斩资料。

1 0 .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是从事一种不同的研究：即对由代表各种文化、学科 

和思想学滅的学者们提出的各种发展慨念、战略和其他方法广泛进行重新审查。其 

目的是协助制定过去更为有效的发展政策， 该方案就代表许多不同经验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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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问题组织了有系统的对话。 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在这过程中已出现了 

许多宝责的灼见。 方案也对在农村社区的一些实际研究项目中出现的技术和发展 

问题进行重要的研究。 例如，在七个亚洲国家的二十三个村庄的研究单位的联系 

网，正在发展各种利用现代科学的投入来改进传统技术的方法。

1 1 . 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方案研究网的工作早已对关注环境和能源问题的 

科学家和机构产生了影响。 这个方案已经在全世界传播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农村社 

区的太阳能技术的知识的机构中起领导作用。 它的基于资源系统慨念的研究方法 

弓I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并使其研究工作从潮湿的热带ÿ ■大到世界的温带地区——  

例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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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高等训练

1 2 . 许多年来人们即普遍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争取走向自力更生的道路时， 

需要较多的受过高级训练的人员。 但是，人们并没有同样认识到，遇需要进行多 

学科的以及专门的训练0 诸如营养不良、資困和环境破坏等问题是更广大的涉及 

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整个问题的一部分。 如要制定有效的政策，就 

需要有全盘的了解。 联合国大学的高等训絲活动正是基于对发展问题的这种相互 

关联的认识，它强调采取多学科的解决方法。

1 3 . 到目前为止，联合国大学共发给T  190名研究金，其中 145名是给世界防 

饥方案，4 5 名给自然资源方案，它的训练工作晚一年开始。在本报告审议的这一年, 

大学有6 0 名研究员完成了训练。 外世界防饥方案还发给 5 0 名特别研究金。 

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将于明年开始在其联系网之间交换青年学者，作为使其研究人 

员扩大视野的方法0

1 4 . 联合国大学选择研究员进行应用性的高等、多学科的训练，以满足各机构 

和国家的需要。 研究员的年龄不等 , 从接近而立之年到四十多岁都有，大多数是 

在大学任教和做研究。 有些人拥有相当高的行政和政策的职位0 大多数人至少 

有一个项士学位，一半以上的人有博士学位0

1 5 . 至今已任命三十名妇女研究员。确定候选人和挑选研究员的工作是由联合 

国大学和可能的研究员本机构联合仔细进行的0 在挑选过程中重要的是要保征研 

究员在完成训练后将由本机构聘用。 而承认研究员在返国后能对有影响力的政策 

的决定起作用也是重要的。 联合国大学的大多数研究员是教师的教师，他们将训 

练教育人员，从而增加他们本圓研究机构的知识分子资源。

1 6 . 大多数研究员在与联合国大学有联系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机构接受训练0 

^ 过，其他研究员则在工业化国家具有能够满足特殊训练需要的设备的机构受训。

1 7 . 联合国大学研究金已见成效◊对完成研究训练的世界防饥方案研究员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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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所作的第一小全面评价表明，他们认为，通过训练，他们协助解决本国问题的能 

力大为提高。 完成训练的研究员中有四分之三已在本国担任能够影响粮食和菅养 

政策的职务。

C. 传播知识

1 8 . 《大学章程》规定大学这项职能是" 增加世界性学术和研究团体内蓬勃有 

力的交互作用 " （第一条，第 4 段 ）。 要发挥这个职能，必然有待研究活动的结 

果，但在过去一年里出版物的流传显著增加，有 115种新书问世。

1 9 . 大学现在出版两种期刊， 旨在解决各自领域的具体需要。 《粮食与营养公 

报 》是世界防饥方案主办的季刊，得到联合国系统在营养领城的中类协调机构 —̂  

行政协调委员会菅养问题小组委员会—— 的合作。 期刊报告全球菅养问题的各个 

方面和与世界饥饿问题资料有关的其他专门知识，以供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参考。

2 0 . 《特选太阳能技术搞要》（《大阳能搞要》）是由自然资源方案主办的月 

刊。这个刊物免费供给发展中国家与太阳能技术有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向他们介 

绍适用于他们本地情况的可再生能源的最新情报0 现在 8 0 个 发 展 中 国 家 约 有  

5 5 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收到《太阳能搞要》；他们又向《太阳能捕要》办公室提供 

他们自己科研成果的文本以供选搞，从而造成了一种自生的情报联系网。

2 1 . 现在也出现许多其他的技术出版物和研究报告( 本报告关于方案的各章载 

有出版物全部目录—— 参看下文第7 7、119和 1 86段。 出版物涉及范围的广泛， 

反映出 ‘‘ 正在进行 " 的大学方案活动的广大多样化，和在主要世界问题方面产出新 

的知识。

2 2 . 联合国大学去年在知识传播工作方面的一项重要进展是成为《发展论坛》 

的共同出版人，这是联合国系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械的唯一定期出版物。 《发展 

论 坛 》由于成功地直接明了向各种不同读者阐述发展问题， 已得到国际社会高度重 

视。大学与《发展论坛》的联系将大有助于将知识从大学的学者和机构联系网传送 

给决策者和舆论形成者。 6广



2 3 . 大学的知识传播工作不仅限于出版物。远为珍责的资料在由联合国大学在 

世界各地举办的各种讲习班、专题讨论会和其他会议上形成和散播。 过去一年召 

开了 7 8 次这种会议，共 有 1370位学者、科学家和决策人参加。

2 4 . 从一开始，大学便在其三个方案之间促进了交互作用。虽然几个方案间项 

目的最初阶段令人欢欣鼓舞，但很难做到真正的多学科研究。 国家机构的情况如 

此，而涉及许多种文化传统和思想学派的学者参加的研究项目更是这样。 这个领 

域的进展比单♦ 方案较为缓慢。

2 5 . 三个方案的方案咨询委员会联合年会助长了形成学术的酵素，大有利于方 

案间项目，例如世界防饥方案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方案合作进行的生物转化研 

究，世界防饥方案同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所从事的对妇女在粮食牧获后保存工作中 

的任务的研究。 三小方案关于促进发展的教育方面的合作也正在研究中。

26 . 大学在头五年所遇到的最大接折来自难于使国际社会获知这个新机构的宗 

旨和工作。 大学结构和作业方法的与众不同的性质，和在此最初阶段较小的活动 

规模，使得它难以在公众意识上造成重大影响。 然而，现在联合国大学的声音已 

传到联合国系统的许多部门。 它正在被承认是联合国系统的学术重镇。 虽然大 

学在国际学术界仍是一个新手，但它现在可以宣称，通过它专对全人类现在和今后 

所深切关心的各种特殊问题，为进行持久和实际的国际学术合作提供不寻常的机会 , 

它在国际学术界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世界防饥方案 

A. 导言
■ ■111 II ■

2 7 . 世界防饥方案的工作是从以下假定出发的：精食和菅养问题使人类的潜 

力得不到充分发挥，若想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澄清影响全球和各地粮食供应、 

分配和消费等方面的公共政策问题， 方案务求纠正在知识、专门学识以及研究和 

训统资源方面的严重不足，以免防碍发展中国家为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作出的努 

力，

2 8 . 众所周知，营养不良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全球性问题：据佑计，在目前， 

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的饮食缺乏营养。 但有一点尚未获得普遍了解，即粮食的 

分配和消费不均是今日世界上存在着饥娘和营养不良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造成 

这种不平均的因素错综复杂，若非具备了关于粮食和营养政策及规划方面种种问题 

的基本知识，便无法加以掌握， 这是世界防饥方案一小努力的方面， 各位专家 

在协助制订方案时指出，其他机构和组织在这方面的努力不够， 因此，这个方面 

就成为世界防饥方案的研究和训练重心，

B. 年度纪要

2 9 . 截至一九八0 年六月三十日为止，联合国大学有6 4 名正规研究员‘他 

们有的正在受训，有的轮候在最近的将來受训， 目前有将近2 0 0份研究金申请书 

正在接受审查* 这一年中有3 4 名研究员受训完毕，使防饥方案训练的研究员的 

全部人数达到8 1人， 此外，还有 5 0 名特别研究员，其中 1 9 人已完成训练。 

这一年中，方案以联合国行政协调委员会菅养间题小组委员会的名义组织了几个规 

察团到非洲去查明苏丹、埃塞饿比亚、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各国在粮食和营养方面的 

机构训练需要《 塞内加尔、傘走隆、象牙海岸、札伊尔、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也都 

要求防饥方案想织类似视察团到它们国家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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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 审查年度中，在加拿大、日本和联合王国的联系机构已开始训练首批研究 

员。 大学并同哥伦比亚卡利市德尔瓦列大学和泰圓曼答马希多大学营养研究所签 

订了合作协议。 理事会并已批准同西印度大学建立合作关系，这家大学在牙买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奇和巴巴多斯都设有校园。

31 . 世界防饥方案目前同下列十一小机构建有合作关系:

- 印度迈索尔，中央粮食技术研究所 

- 加拿大魁北克，赖伐尔大学营养研究中心 

- 加纳勒15̂ , 加纳大学营养和粮食科学系 

一 泰 国 曼 谷 ，马希多大学营养研究所（今年新建立合作关系）

- 危地马拉危地马拉市，中美洲和巴拿马菅养研究所 

- 智利圣地亚哥，智利大学营养和粮食技术研究所 

一 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麻智理工学院及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国际粮食 

和营养政策方案 

- 菲律宾马卡蒂，菲律宾营养中心 

- 英国伦敦，热带产品研究所

- 哥伦比亚卡利，德尔瓦列大学（今年新建立合作关系）

- 委内端拉加拉加斯，委内瑞拉科学研究所

3 2 . 方案还包括设在日本筑坡国立粮食研究所的一个训练单位，属收获后粮食 

保存问题次方案所管。

C . 各个次方案的前景和活动

3 3 . 世界防饥方案有三小工作上紧密联系的次方案。 粮食与营养政策和方案 

规划次方案结合其他两个次方案一收获后粮食保存问题次方案和人类营养需要及利 

用当地食物满足此种需要次方案一的研究和训练经验，但也进行本身的特定研究和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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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粮食与营养政策和方案规划

3 4 . 在市场经济和自给经济的商业部门中，粮食的实际需求和人类粮食需要之 

间的差距可以各种不同办法解决。 倘若粮食价格因管制价格，发补助金、减低分 

销费用等办法而下降，人们就可以购买较多粮食；而通过提供较好工作、规定最低 

工资、削减税务等办法提高购买力，也同样可使人们有能力购买更多粮食。 就某 

些家庭而言，增加家庭生产有助于拉近差距。 不过，这些措施各有利弊，政策规 

划者必须一一加以考虑。

3 5 . 营养不良问题有时还可以借助改良粮食营养价值的方法加以克服，至少可 

以部分加以克服，例如，在食盐中加拂或在某些选定食物中增加铁质或维生素含量 . 

提供免费的食物或大量补助食物分配也可以帮助最實穷和处境最差的人。 总之， 

负责确定粮食和营养政策和发展政策的人可有若干政策选择,但他们必须仔细平衡 

这些政策的后果。

3 6 . 这小次方案是为了了解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成因，以便确定，为了帮助消除 

这些成因，哪些行动是必要和可行的。 为此，必须采取多学科的途径，并须顾及 

个别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各种限制和可能性。 为了进一步了解为减少饥饿和营 

养不良而涉及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次方案把多种学科，诸如经济学、政治 

科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系统分析、以至营养、农业和保健科学，都列入研究和训 

练课程。

37 . 现已确定有五小具体粮食和营养政策问题需要立即予以注意：

( a ) 将大规模国家粮食补助现目和目标较狭窄的项目（例如以某一年龄组为目 

标的项目）在宏观和微观两级上的经济、营养和其他影响作比较；

0 3 ) 建立社区组织以实现粮食和营养目标在政策和财政方面的影响及其他影响。 

为此有必要进行国别经验的比较研究；

( C ) 选定一些国家，比较和分析它们的保健和（或 ）营养方案的成效。 在这 

里必须强调因地制宜的评价方法，和分析 " 成功 " 或 " 失 败 " 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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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谷物贸易的通行办法、资本流动或能源价格等因素远非个别发展中国家所 

能控制，这些因素可称为 " 干预性，，或 " 全球性势力" ，分析它们对粮食消费的影 

响；

( e ) 评价目前据以进行粮食和营养政策分析的现有数据。 为了在不同情况下 

进行政策分析，有必要评价可应用的方法，并确定最起巧的适当数据库。

3 8 . 这个次方案最初有下列训练中心：在危地马拉的 (中美洲和巴，马营养研究 

所 ）；菲律宾营养中心以及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合办的 

国际粮食和营养政策方案（国际粮食营养政策方案）。 加拿大赖伐尔大学和智利 

营养和報食技术研究所都已参加次方案作力训练中心。

39 . 有些在国际粮食营养政策方案受训的研究员前往菲律宾营养中心进行关于 

规划和政策执行的实地工作 • 今后，还会液研究员到发展中国家其他合作机构工 

作 * 加纳大学和普伦比亚卡利德尔瓦列大学也都将在一九八0 年秋天开始进行训 

练工作。

4 0 . 颗期不久将同在牙买加、 巴巴多斯和特立尼达的西印度大学签订合作协议。 

这个机构建议进行的工作目标是，提供关于农业、粮★科学和人类营养学在社会经 

济和技术方面的共同问题的高级训练，并探讨这些共同问题对各国和区城粮食和营 

养政策规划的重要性 * 在迄今为止建议同次方案建立合作关系的各机拘中，这是 

唯一一小拥有强大农学院的机构。 这项合作关系被认为有助于训练非洲英语圓家 

和加勒比区城的研究员。

4 1 . 到巴西累西，伯南布哥大学进行了初步访问，以探讨是否可能同该大学就 

这个次方案和人类营养需要次方案进行合作 - 在讨论正式提出的合作建议之前， 

将进一步制订计划中的训练方案， 不过，掘认为 , 在尚未调查非洲葡萄牙语国家 

的训练和研究设施并同它们建立联系以前，在这小机构进行训练方案对这些国家的 

研究员有帮助。

4 2 . 过去一年中，这小次方案有六个研究项目得到联合国大学支持。. 其 中 两



小项目在哥伦比亚进行：一个是调查小农生产制度，另一个是研究使用数学模式、 

以菅养水平为指标的发展规划办法的价值。 两个项目在智利进行: 分别研究如何 

在城市穷人区提倡母乳哺儿和调查智利城市低收入家庭的购买力。 一小研究项目 

在委内瑞拉进行，主题是在南美洲若干国家提高当地一种主要食品的含铁量，防止 

当地人民在营养上缺乏故质。 在该领械还进行关一个项目，即从多学科出发分析 

东印度的粮食系统和粮食安全；这是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正在进行的关于粮食系 

统和社会的国际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43 . 一九七八年举行的关于拉丁美洲的价格政策和营养的研习会的讨论记录已 

出版，并将分送所有同这小主题直接有关的人。 目前正在计划改编某些材料， 以 

便扩大散发范围 , 使参与制订政策和规划的人都能陶读到这些材料。

4 4 . 今年这小次方案到现在为止举行了四小研习会：

( a ) 营养政策及其执行的共同问题，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举行„ 参加研习会者都是粮食和营养政策方面的专家，会议记录将予出版并尽可 

能广为散发给所有同规划和政策制订有关的人士；

( b ) 萨赫勒农村人民的营养情况，一九八0 年四月在法国巴黎举行。 研习会 

审查关于半干单热带地区长期和周期发生营养缺乏情况的现有资料，查明萨赫勒特 

有的粮食问题，并提出关于一些多边和双边机构今后在半干阜热带地区应进行何种 

方案的建议；

( C ) 拉丁美洲穷人的菅养情况，一九八0 年五月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 研习 

会分析拉丁美洲城市和农村穷人收入的趋势，以及我种收入政策对当前粮食和营养 

状况的影响。 它着重收入政策中对改良穷人营养状况最重要的那些方面；

( d ) 营养需要估计数对经济规划和农业政策的用途，一九八0 年五月在美国马 

萨诸塞州坎布里奇举行。 这个研习会是同人类营养需求次方案联合举办的；研习 

会提议了一些关于决策人员和规划人员，特别是经济学家和农学家如何使用关于能 

量和蛋白质需要量的建议的指导原则。讨论以关于蛋白质一能量需要量的研习会的 

结论为根据。后者则主要以世界防饥方案蛋白质一能量研究例的各个项目的研究结 

果为根据。 - 32 -



4 5 . 实现这个次方案的目标的困难之一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少适当的训练中心 . 

在哥伦比亚增添了  一小合作机构和在加纳的合作机构开始了训练工作之后，次方案 

在较不发达国家内的业务是扩展了，它将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下一小同这个次 

方案内的方案建立合作关系的机构将是西印度大学。 这个机构特别适宜训练非洲 

英语国家的人。

4 6 . 男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响应五个优先研究领域的确定方面所提出的 

研究提案很少。 若干提案素质不够高，大学不能支持；在有些优先领域则完全没 

有提案。 有一项障碍是，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的人员人数有限，其一项障碍也许 

是大学只能提供有限资源作为支持。

2 . 收获后粮食的保存问题

4 7 . 在发展中国家，收获后损失的粮食达百分之二千至四十；在某些热带发展 

中国家，水果和蔬莱损失的数字更高。 不论确切数字是多少，这种损失对发展中 

世界生活勉能维持的农民和粮食短缺农村地区可能造成严重菅养后果。 截至最近 

为止，这个问题很少受注意；目下的努力至少一部分是由于世界防饥方案的推动。

4 8 . 收获后粮食的报失有很多种：总重量的描失、营养价值的损失、味道或气 

味变坏使食物的美味减少的报失、以及烹任特点的损失。 每一种损失都减少粮食 

的分量如（或 ）对消费者的营养价值。 损失的原因包括腐坏、处理不当、虫姓、 

鼠咬、发奪等等。

4 9 . 这小次方案的目标是为在数量和质量上保存生产所得粮食作出贡献，使人 

类有更多粮食可消费，并通过发展和应用适当技术，保存或增加粮食的菅养价值。 

目前的努力集中于改进收获后粮食的使用， 以增加粮食的分量和营养。 动物产品 

和渔业产品也在保存之列。

5 0 . 次方案的范围包括从生产到消费的所有阶段，即：装卸、储藏、加工、包 

装、运输、分销、销售和最后的家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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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 这小次方案特别强调一点，即必须调查和了解现有的各种传统保存粮食技 

术，力求把它们改良成比较实际有效的技术。 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技术应该是 

从社会和生态观点而言最适当、并为最多数消费者所接受的那些技术。为此必须作 

出多学科努力。 据了解，在发达国家内有效的技术在发展中世界可能无用、不能 

接受，甚至产生相反后果。 方案的重点放在通过训练加研究—— 这方面的训练和 

研究向来缺乏—— 发展出来的既筒单又容易使用和取得的技术。

5 2 . 这个次方案最著重的是训练。 它正在努力使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机构有更 

好的工作人员来处理家庭和乡村的粮食保存问题。 它同大规模商业加工没有关系。 

世界防饥方案迄♦ 为止颁发的研究金有百分之四十五是属于这个,次方案范围。 研 

究主要作为一种训练工具，得到支持的研究提案都是对训练有所贡献和能增加机构 

办事效率的提案。 在哥伦比亚德尔瓦列大学进行的关于收获后粮食损失问题项目 

便是一个例子。 该大学去年同联合国大学正式建立了合作关系，在此之前，鉴于 

即将建立合作关系，曾作出努力协助该大学扩大其能力。

5 3 . 联合国大学研究员在工作开头阶段需要帮助的也得到优先照顾。 实例之 

一是，维纳尔诺博士一九七七年曾在印度运索尔任大学特别研究员，他所进行的关 

于印度尼西亚谷物储存传统包装技术现代化项目得到了支持。 a

54 . 印度迈索尔中央粮食技术研究所和危地马拉中美洲和巴拿马营养研究所向 

为这个次方案研究和高级训练方面的主要合作机构。 不过，去年也向工业化国家 

内三个机构提供了关于收获后保存问题的训练的研究金，这三小机构是：加拿大魁 

北克赖伐尔大学菅养研究中心、联合王国伦敦热带产品研究所加日本筑被国立粮食研 

究所。 大学同现有机构的联系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但若认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机构 

所执行的研究如实际训练方案直接配合某些特定项目的寄要，大学也同它们建立合 

作关系。

关于特别研究金方案见第7 2 段的说明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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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 加拿大魁北克赖伐尔大学合作机构同塞内加尔达落尔粮食技术研究所继续 

进行密切合作，它们共同进行研究项目，颁发研究金让粮食技术研究所的人员到魁 

北克受训。 一俟粮食技术研究所的训练能力获得充分发展，即考虑同它建立合作 

关系。

5 6 . 这个次方案碰到的困难之一是，从事收获后保存问题研究的机构现有的方 

« 有高度专门技术性，难于适应研究员特定的训练需要。 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正在 

作出努力，一面在各合作机构制订特别训练方案，一面寻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机构 

建立合作关系。

5 7 . 次方案去年主办了四个研习会。 其中一小是一九七九年九月在东京同人 

类命社会发展方案联合举行的会议，主题是妇女在收获后粮食保存方面的作用。这 

小研习会讨论了关于这小主题的五项个案研究的范围^— 这五项个案研究目前正在 

进行，作为 • -个方案间项目。 其他三个研习会分别在印度迈索尔（一九七九年七 

月 ）、溶麦隆联合共和国雅温得（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印度尼西亚茂物（一九七 

九年十二月）举行。

58 . 迈索尔会议讨论粮食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研究与发展机构的管理。 溶麦 It 

会议是部分或全部使用法语大学协会举办的，联合国大学充当联合举办单位；与会 

人士来自非洲法语国家各大学。 会议韻助确定研究的优先次序，特别是着重这些 

国家乡村一级的保存技术。 茂物研巧会则讨论利用发酵作为发展中国家内食物保 

存办法的各个实际方面。

3 . 人类营养需要及利用当地食物满足此种需要

5 9 . 关于营养需要的资料仍然非常不够。 现有的数据主要是对工业化国家年 

青健康的大学生进行研究所得。 在发展中国家，关于饮食需要的资料非常不完全 , 

这些国家的人民日常忍受环境的各种压力，这些压力在较先进国家是不存在的。

6 0 . 这个次方案有双重目标：（a )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如训练机构，帮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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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国家取得本国人民营养需要的资料；（b ) 收集必要资料，编制国际公认适用于发 

展中国家人民的营养需要和安全饮食量係计数。

6 1 . 这小次★ 案的首批分析结果已于一九七九年七月由大学发表，这些分析建 

立了确定蛋白质一能量需要的标准方法，为这个问题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准则 . 

报告指出，国际上关于这些需要的现有建议不适用于热带发展中国家，因其没有充 

分考虑到，这些国家经常发生急性和慢性传染病，人民病后需要一段复元和赶上发 

育时间，而且当代饮食对营养的使用不一样。

6 2 . 过去一年中，持续不断的努力使发展中国家蛋白质一能量需要的知识有了 

增加。 关于当地饮食的含故量和是否可能增加主要食品的含铁量的研究也都得到 

了支持 .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缓质的缺乏同工作表现、对传染病氏抗力和知识  

测验成绩之间已证明确有因果关系。 现有一批拉丁美洲利学家组成一个研究网合力 

进行关于缺质缺乏的研究；该研究网的成员并于一九八0 年四月在加拉加斯举行研 

习会评价了企今取得的进展。

6 3 . 在审查时期 1̂ , 蛋白质一能量研究网正在进行的或已完成的研究项目共有 

十三项。 研究项目是在下列地方进行：巴西、智利、母伦比亚、埃及、危地马拉、 

印度、墨西哥、菲律宾、大韩民国和泰国。 另设有研究单位在日本、联合王国和 

美 国 （一个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一个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这些单位是研 

究网的一部分，但 不 受 大 学 财 政 补 助 。

64 . 这个研究网的研究成果对这个次方案去年间举办的三个研习会是一项重要 

的投入。 这三个研习会一个在九月举行，两个在五月举行，地点都是在美国马萨 

诸塞州坎布里奇合作机构，即国际粮食菅养政策方案；头两个由国际营养学联合会 

各委员会主办。 .这三个研习会是：

( a ) 蛋白质素质的评价，一九七九年九月。

( b ) 蛋白质一能量需要：最近研究成果的意义，一九八0 年五月。

( C ) 营养需要佑计数对经济规划和农业政策的用途，一九八0 年五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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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习会是同粮食和营养政策和方案规划次方案联合举办的。 许多经济学家和观划 

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寻求为政策执行制订准则

6 5 . 三个会议的记录正在整编以便出版。 对于联合国大学、粮农組织如卫生 

组织订于一九八一年联合举办的蛋白质一能量需要会议的讨论，这些记录必然构成 

重要贡献。

6 6 . 研究是这个次方案最重要工作方法，因此，颁发研究金训练的人数比其他 

两小次方案少。 不过，智利营养和粮食技术研究所已开始从事训练工作，新近建 

立合作关系的两小机构，即泰国曼谷马希多尔大学营养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卡利德尔 

瓦列大学，也都将在一九八0 年下半年提供高级训练课程。 这两个机构都在一九 

七九年十二月得到大学理事会的批准。 同马希多尔大学的协议于一九八0 年七月 

生效，同德尔瓦列大学的协议于一九八0 年四月生效。

6 7 . 这个次方案的训练重点放在研究的设计加方法以及数据分析上，目的是加 

强受训人的研究能力，使他们能在研究金期满后回到本国机构继续工作。 由于研 

究员回国执行研究方案，这就扩大了适宜从事这个次方案研究工作的机构网。

D . 研究金

6 8 . 在审查年度中，有 3 4 名研究员完成训练。 截至一九八0 年六月底为止 , 

共有6 4 名研究员正在受训或等着到方案各合作机构接受训练和进行研究。 世界 

防饥方案迄今共有研究员145名。 目前有接近200̂ !1̂ 申请书正在接受审查。

6 9 . 研冗员的地理分配情况如下：非洲、狀洲和中东： 3 1人；亚洲： 5 4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6 0 人。

70 . —九七九年间，世界防饥方案高等方案专员审查研究金方案并提出若干改 

良该方案的建议，这些建议得到方某咨询委员会的核准。 有些非洲国家因为没有 

受过适当学科训练人选而无法参加经常举办的研究金方案，为此，已开始推行一项 

特定政策以满足这些国家的特殊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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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 作为审查过程的进一步措施 ， 计划从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一日在哥伦比亚卡 

利举行一个联合国大学，研究员会议，讨论拉丁美洲的训练方案和如何修订或改良 

这小方案。

E . 特别研究员

72 . 特别研究员选拔自发展中国家机构的宣要人员，给予不超过四个月的研究 

金，让他们同某一合作机构的学者在特定顿域内互相交流经验。 选今为止已颁发 

了 5 0 个特别研究金，其中有 1 9 名研冗员已完成学习课程。

会议

73 . 世界防饥方案于一九八0 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日在意大利贝拉焦举行 

会议审査方案的理论基础。 会议同意，不仅要把饥饿看为生物学问题和技术问题 , 

而且要眷为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问題。 方案咨询姿员会于一九八0 年一月在 

东京举行会议，其指导委员会则开了两次会（一次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在维也纳举行 , 

一次于一九八0 年一月在东京举行•）。 各个次方案的工作队也都在去年开了商次 

会；每个工作队都向校长的高级顾问提供关于如何执行各次方案的具体活动的指 

导。

G . 同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合作

74 . 一九七五年秋天协助拟订世界防饥方案的专家小组内有若干人熟悉联合国 

系统各机构在粮食和营养领械的活动。 方案的设计经过审慎考愿，以求补充其他 

机构在世界防饥优先领域内0^活动。 方案工作适应《大学章程》规定透过研究金 

的提供，从事研究、高级训练和传，知识的具体任务。

7 5 . 例如，在收获后粮食保存方面，粮农組织在这领械为後助各国能提供的资 

源越多，训练这些国家的研究员使其能最好地利用这种支持的需要就越大。 又如， 

在人类营养需要方 f f l ,大学的工作经过审惧设计，以求补充和超越粮农组织和卫生 

组织能支持的研究工作。 在粮食营养政策相方案分析领城，大学是唯一提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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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士和博士级更高水平的高深多学科训练方案的联合国机构。

76 . 除了间報农組织和卫生组织进行合作於，世界防饥方案还在营养教盲领域 

同教科文组织保持，密联系。 方案曾以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会）营养同题 

小姐委员会的名义组织几个特m 到非洲去查明辕食营养方W 的机构训练》要，并 

被要求在今后组织类似特派团到其他非洲国家去。 世界防饥方案出版的《根食和 

营养公报》被用来发表几个行政协调会工作组的报告。 上述小组委员会的营养问 

题咨询组的两名成员同时也是世界防饥方案各询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的成员，有助 

于确保方案的各项活动在最大程度上既相辅相成又各有特点。

H . 出版物

77 . 《粮食和营养公报》季刊现已出到第二卷。 去年出版了两份《公 报 》补 

编 ：一九七九年七月出版《发展中国家当前情况下的蛋 白 质 能童需要》；一九 

七九年十一月出版《有机残余物质的生物转化》。 计划在一九八0 年下半年出版 

多三份补編。 世界防饥方案在审査年度中出版的刊物清单如下：

( a ) "友展中国家当m t 况 下 的 蛋 白 质 能 童 需 要 ：现有知识和研冗需要"(《報 

食和营养公报》补 编 ）

o r ' 农业、营养和報食科学的共间问题：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日 

在马尼拉举行的研习会记录 ’’ （由联合国大学和罪， ^#洛斯巴诺斯国际稻 

米研究所联合出版）

(C) '‘ 为农村社会进行的有机残榮物质的生物转化，，（同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管理 

方案联合出版） '

(⑦ 《報食和营养公报》

一九七九年八月份第一卷第4 期 

内容包括：

一 粮 食 消 费 和 菅 养 指 标 ，一九八0 年代的報★和营养问题 

一提高国际机构在营 #领織制订政策加筹香方案或項目的能力 

- 智利毋乳哺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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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食用豆类的营养素质

木质纤维性残余物M : 关于解放纤维物质的一项建议 

一閃比亚农村婴儿嗓养巧愤和营养不良的形成 

— 在新机构安排下在营养领域取得的进廣

- 行政协调会/ 营养问题小组資员会关于地方性甲状朦I中和营养不良性 

贫血症的营养问题摘要 

- 关于把营养问题纳入保健和农业规划以促进国家发展讨论会 

— 医科、药科和牙科学院中的营养教育和训练 

— 评 《粮食、气候与人 》一•书 

一九八0 年一月份第二卷， 1期 

内容包括：

- 利用生物量作为促进农村发展的一种办法 

一 毋 .fl/畏儿的心理一社会方面,包括结舍关系 

一 如 何 把 营 养 方 的 优 先 ，项纳入作物改良方案 

一改良高梁和 御 谷 的 营 养廣量 

- 改良玉米和#西诛小麦营养价值的进展  

一 - 以粮食的使用和加工研究朴充营养评价的需要 

一 -从饮食中缴取纤维质对蛋白质消化率的功用 

- 如何解释关于人类精食的有无和菅养的摄取的数想 

— 维生素 À 的缺乏

— 可食用的热加工的且饼和面粉的生产准则 

- 评论纪念瑪格丽特 . 米德的《哺乳问题评论》特刊 

一九/VO年四月第二卷第3 期 

内容包括：

- 危地马拉因卡袖里纳经验谈 

- 加勒比英语国家二十世纪中母乳哺儿习惯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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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母乳嘱养的婴儿及时提供适当补充食物概论 

- 在变化中社会经济情况下，新考 if、粮食和营养教育 

— 在乡村一级生产豆莱湘互腐的准则

一九八0 年六月第二卷弟3 期

内容包括：

- 粮食拔.助政策和方案：关于粮食拔助问题研究的调查 

- - 粮食援助在受捷国一级引起的业务冲突

— 把低营养价值主★ 的生产列为高度优先事项的项目在营养方面的后果 : 

西非洲潮湿热带地区的木誉个案 

- 关于世界防饥问题的学科间对话：关于粮食和营养政策的目标、进程 

和指标的研习会记要 

- 卫生组织/ 儿童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婴儿和幼儿饮食问题会议的声明和 

建议

一 菅 养 和 教 盲 的 成 就 ：第一部分。 官养不良和行为测验指标 

- 综合生物系统生产的诏气 

- 母乳喂养不当的婴儿的饮食管理 

一可食用含蛋白质棉料粉及有关产品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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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 

A . 导 言

7 8 . 这个方案工作的基本前提是，如想促进人类和社会发展，必须创立一个批 

判性的世界论长，以便来自不同文化、学浪和社会制度的研究人员进行对话，研究 

基本的全球问题。这个方案是要处理发展的广泛结构问题以及技术与社会可以发生 

交互作用来为发展中国家农村贫穷人民带来最大利益的具体方法，

7 9 . 过去的发展策络频向于iM/经济增长就等于人类生活全部素质的改进，结果 

令人失望，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以此为它的出发点* 发展策格多半失败，就第三世 

界农村居民的情形来说头败尤为显著，农村居民占了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大部分，但 

乡村没有从国家经济增长受到多少益患，因现代通讯的进步而形成的" 全球农村 " 

不仅提高了这些乡村居民的期望，并且使他们更深切地了解到他们本身的不公平遭 

遇。

8 0 . 方案发现报可能作出安排，使不同学滅的人们就发展问题进行有系统的对 

话，通过这个过程取得宝责的新见识。虽然这是一坂困难的措族，不一定导致各方 

的协议；可是根据经验，人们可以对自己立场加深认识，有时候导致一种完全新的 

展望。

8 1 . 方案有五个初步项目，两个是关于发展问题的，三个是关于技术与发展的 :

(a) 关于发展问题的次级方案 

H 发展的目标、程序和指标 

« 在转变的世界中社会文化发展的各种途径 

《功关于技术和发展的次级方案

(一） 农村背*棄的研究和发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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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传统技术的分享 

B  .技术转让，转变和发展：日本的经验

8 2 . 这五个项目已发展了系统网，现在涉及约八十个研究单位和以下五个联系 

的机构 :

—— 墨西齋，墨西哥城，墨西哥学院；

—— 日本，东京，发展经济研究所；

— 墙士， 日内瓦，发展研究所；

= 斯里兰卡，科伦披，乌尔加研究所 ;

—— 墨西哥，墨西哥城，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学院。

年度倚报

8 3 . 在本报告年度的头六个月,五个初步项目的实验阶段均已结束。在下半年， 

研究活动继续进行，而方案咨询委员会则在同项目协调专员和研究单位密切合作之 

下，对试验阶段的经骑进行评价。

8 4 试验阶段的目的在于产生一些初步结果，以便指导方案规划者如何确保研 

究的科学性质，如何发展有效的系统网协调，以及如何将初步项目同其他提议的研 

究活动联系起来。总的目标一直是更有系统地了解广泛的发展问题以及技术在促进 

发展方面的具体作用。

8 5 1 试验阶段既已结束，按照计划，方案将开始试行交换大学研究员—— 开头 

在初步项目网内，接着在各个项目网之间。

86. 研究员的活动所以推迟开始进行是由于方案的初步专家会议以及在其后的 

方案咨请委员会会议和工作队会议上所表示的关切。有人认为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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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当建立它的研究网，以求反映出对发展的各种途径的最新展望；当方案着手 

进行有关研究员的活动时，便可以避免重复传统的训练方案。有人指出，首先应当 

在一国之内设立由该国学术界的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单位。在这个步驟以后，可以 

接受来自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作为对话的合伙人，而不是作为传授专业知识的外 

国专家，也不是作为前来受教导的外国受训人员。

8 7 . 初步的试验阶段既已结束，由国家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单位经已设立，交 

流研究人员将访问同一计划的其他研究单位，为期三个月至六个月。现正就执行交 

流计剑的具体细作出最后决定。方案咨询委员会将于一九八一年初讨论这些计划。 

不过，作为一个开始，将在一九八0 年内将对年轻的研究员发给交流奖学金，偏重 

从事实地研究的研究人员。如果试验结果成功，就要把这交流计划扩大到其他项自。 

予料也许可以接受来自研究网以外的年轻研究人员在各个不同的研究单位内工作。

C. 次级方案的展望和活动

8 8 . 两个次级方案—— 发展问题，技术和发展—— 是以相辅相成、互相加强为 

目的的。这两个次级方案愈来愈互相起作用。互相起作用的一个实例是在五月于埃 

塞饿比亚亚的斯亚巴举行的关于技术和发展的专题讨论会，集合了同发展的技术 

方面的三个项目的有关研究人员，就是：(a) 负责研究日本现代化过程以便将其经 

验提供其他地区的发展规划者的日本研究人员；（to) 审查传统技术的作用及其转化 

的潜力的其他亚洲国家的研究人员Î ( « )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研究和发展系统间的 

联系以及传统部门的技术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研究人员国际队。

1 . 发展问题

( a ) 发展的目标、程序和指标

8 9 . 这个项目设法推进正在趣续进行中关于发展的辩论，特别是在联合K 系统

UU



内外，加深和进一步展开讨论何以过去二十年的发展策略产生了如此令人失望的结 

果，又应当考虑采取那些备选的办法。

90. 这个项目的实际价值在于促进新见识来从事于解决问题的进程和协助建立 

将来世界的新形象。为此目的，这个项目有创新的三重任务：

( a ) 概念方面—— 网状组织的理论和方法

( b ) 组织方面—— 通过网状组织的办法，又通过学术人士同民众的合作，民众 

的例子是农村和城市工人、农民、妇女等，通常被视为研究对象而不是研究合作者 

的人。

( 0 ) 方法方面—— 通过使用多方面、互为例证的对话作为研究方法—— 这是关 

于趙织上的革新。

9 1 . 这个项目有三个组成部分 :

( a ) 由网状组织的二十个单位中的每一单位各自进行研究（九个单位在工业化 

国家、八个单位在发展中国家和三个单位在国际组织）。这项拼究工作已 

搞出若干研究报告，其中有二十六个研究报告已于去年发表。

( b ) 由于次级项目举行会议，那些就类似题目，例如，合意社会的构想，其他 

的各种生活方式、发展指标，进行研究的各组研究人员就能够从事集体考 

處 在这一年中，有十三个这样的次级项目会议已经举行过了。

( 0 盤个网状组织每年举行一次会议，提供一个论i s , 以便将各个题目综合起 

来，协力合作来产生协作的新见识。

9 a 项目的基本 " 工具 " 是研究报告。从下列标题和作者的抽样大致可见进行 

中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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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化认同、 自力更生和基本需要》

罗 伊 ，普赖韦克

《从社会的反映看发展理论：从理论到 " 发展 " 的一些看法》 

吉尔伯特，里斯特

" 《需要慨念及表现：斯里兰卡的经验》

维杰曼内 . 瓦尼加塞凯拉和厄尔.瓦尼加塞凯拉

《非洲人格》

本尼.霍亚帕

《人类的基本需要：方法与动员》

帕特里克 .希利

《波兰生活方式的主要形式的和其他各种形式》

安德烈 .西辛斯基 

《为人类成长寻求一个范式》

特尔冯 . 努特勒尔

《新西兰发展的性质和未来》

戴维.皮特

《全球的社会民主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福 齐 . 曼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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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 方案咨询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决定应该有一个四人小组，代表咨询委 

员会、方案工作人员湘项目网，对项目进行全面审查。 审查小组成员所编制的报 

告，已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于东京举行的咨询委员会上提出，并加以讨论。

9 4 . 发展的目标、程序和指标的这小项目是由日内瓦的发展研究所协调的。

03) 转变的世界中社会文化发展的各种途径

9 5 .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地区的发展形式各不相同。 不过，在今 

天 ，所有区域都遭遇到发展工作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举例来说，现在大家认识， 

无限的生产如消费，长期以来一直是工业化社会的标志，这种无限生产和消费现在 

都面临暇制和控制。 世界目前正处于主要的转换点，面向增长的文明的这种先见， 

现在却有人怀疑。 很明显地，将一种解决发展的办法强追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接 

受，这种做法忽略了各个民族所走的经济社会路线是不能同它们的历史和地理政治 

状况断绝关系的 *

9 6 . 这小项目设法将世界各地的策划人士集中起来，研究在转变的世界中社会 

文化发展的各种途径。 这个项目所关心的中心问规是内源的才智创造力，而在所 

谓 " 西 方 " 型式的发展中，这种创造力却一直受到压制。

97 . 在以前两次区械性的专题讨论会上 ----------次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在H本京

都举行亚洲的专题讨论会，另一次是一九七九年四月在墨西哥城举行的拉丁美洲的 

专题讨论会—— 曾探讨这种本地的创造力的性质。 这两次讨论会的研究报告帮助 

了决定本报告期间各种项目的科学方向。

98 . 次级项目另一个组成部分是举办关于《转变中的今日世界》问题的国际坐 

谈会，以补充区城性讨论会的方法。 这种国际坐谈会第一次是同布尔格菜德大学 

联合主办，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在南斯拉夫布尔格某德举行，题目是《世界转变中的 

科学与技术》。 提出的研究报告一共有二十个，讨论了在科学与技术方面促进内 

源的才智创造力的各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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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 由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担任协调工作的项目网目前包括二十个研究单位。 

它们的研究设法使两小次级项目的对话更加深堪加丰富。 每个研究单位研究一个 

特定的次级题目，作为对已举行过的会谈的后继行动或者作为将来会议的筹备工作。

100. 关于两小区域性专题讨论会的报告加关于布尔格某德坐谈会的报告将通过 

出版商提供英文本及其他语文本（拉丁美洲专题讨论会的西进牙文本如亚洲专题讨 

论会的日文本）。 此外，联合国大学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发表了二十小项目研究报 

告。 这些报告中有：

《现代化H本的民间宗教写精神解服》

安丸义夫

《社会科学方面的内源才智创造力》

拉特纳姆

《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变革》

费孝通

《传统与现代》

伊 夫 . G 雷尔，克里斯蒂昂 . 阿巴里和雅 *德索

《新共性论 - 新的社会群体性》

米罗斯拉夫•佩楚杰利奇

《内源创造力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黎成魁

《亚洲主要思想源流的哲学和创造力》

萨奇达南达•穆蒂

2 . 技术与发展

( a ) 农村青景下研究如发展的系统

101. 这个项目的目标是把发展中国家中研究和发展的系统同农村社会的经验加



知识综合起来，以便设法解决农村发展的技术问题。 因此，重点在过去几十年发 

展中令人最不安的事项之一：第三世界国家中研究和发展的现代系统任用大批西方 

7见念的优秀分子，种种演变，都脱离了农村地区群众的实际需要。

1 0 2 . 这个项目由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协调，由下列各机构的研究小组参加： 

-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科学如技术委员会

- 菲律宾，黎刹，经济发展基金会 

一 墨 西 哥 ，墨西哥城， " 马雅社团 " 农村发展研究所。

1 0 3 .这个项目试验阶段的工作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完成（在埃塞饿比亚、墨西哥 

加菲律宾进行实地研究），以后已对其初步经验进行了深入的审查。 一九七九年 

十一月在马尼拉的一次会议上，对截至其时止的研究工作进行广泛的分析，又于一 

九八0 年一月在东京举行的方案咨询委员会会议上作进一步的审查。 这两次会议 

上，均集中审查在试验阶段中试验过的方法。

1 0 4 .马尼拉会议审议了五个问题：（a ) 技 术 " 空 间 "，也就是当地情况对某项 

技术的使用所加的暇制；（幼农村社区在协助界定这种空间上的贡献；（C) 对本地 

的技术的分析，包括将其分成科学性的组成部分，以便增进认识；( d ) 社区对弓I进 

技术的反应；（e ) 传统部门对国家研究和发展系统的，响。

(^)传统技术的分享

105. 这个项目包括在七个亚洲国家的二十三个乡村对传统技术所进行的深入研 

究。 研究小组评佑这些技术所满足的需要，在现代科学的投入之下，这些技术在 

改善乡村生活素质上的潜能为何。 研究小组的活动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在生活方面 

的下列五个基本领域：粮食、能源、住房、渔业如卫生。

1 0 6 .对于这些乡村试验研究的结果，加以仔细审查（一九七九年春天在印度尼 

西亚日惹举行的项目网会议上）以后， 已决定将初步的重点从传统技术及其应付农 

村需要的潜能转移到一种适当的技术，不论这种技术的来源为何。 从试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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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可以明确地看出这小问题的一个更直接的解决办法是指出那些是在现代科学投 

入的改造之下或许最能为村民的需要服务的当地技术。

107. 掘在试發研究以后发展出来的这个观点现代技术大都忽视了农村的贫穷人 

民，而他们依赖的传统技术大致上不足以应付现代世界的农村需要，传统技术是丰 

富的资源，应当将它们视为设计适当技术的基袖。 不过，在设计适当的技术时， 

应当考虑到全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 只有在符合这样的投入的条件下，适 

当的技术才能同输入的现代技术竞赛，而且在基本上也比输入的现代技术更实用。

1 0 8 . 这小项目有三小初步阶段：（a ) 对传统社会背景下的传统技术进行研究； 

(切对传统社会背景下的传统技术进行评价，以决定是否适于作为发展的工具；（C) 

这些技术的实际转变过程。

1 0 9 . 项目网会议曾界定，将来工作的业务策略将包括以下各个步骤：（a) 将个 

别农村的研究加以分析所得的资料分发给项目网的每个单位；（fe) 接着在这些资料 

的使用方面进行现场监测；（《) 根据从监测进程所得数据提出的行动建议；(d) 创 

造一小适合项目需要的通讯系统，即是说最后有一种能作直接、实际使用的各村互 

通信息的资料传递办法。

11 0 . 这个项目是由斯里兰卡于一九七二年设立的马尔加研究所担任协调工作。 

这小研究所对斯里兰卡的发展问题特别感到兴趣，同时与那些对亚洲及世界其他各 

地发展问题 .感到兴趣的学者维持一个有效的联络网。 除了斯里兰卡以外，这项目 

所研究的乡村分布宁马来西亚、尼泊尔、印度尼西亚、 日本、菲律宾如泰国。

( C ) 技术转让、转变和发展：日本的经验

1 1 1 . 这个项目在联合国大学项目中是独一无二的，只集中于一个国家。 可是 

这项目认识到日本是唯一列为工业化国家的一个非西方国家，地位特别，于是第三 

世界发展策划者对日本经验感到兴趣。 这个项目基本上是要回答他们的问题：从 

这个非西方国家令人震惊的经济成就中有哪些可以供发展中国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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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 所以决定将联合国大学的网状姐织中之一集中于单独一个国家，其背棄是 

迄今大多数关于日本经验的研究倾向于将该国的成败同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绩效来 

比较。 因此这些分析研究几乎不能供发展中国家的规划者作参考。 所以，数据 

虽然在日本由全国三十六个机关的研究单位网进行收集加作初步评价，但在去年却 

由愈来愈多的非日本学者参加评价。

1 1 3 . 在本报告的年度内举行过两次会议，参加者包括曰本学者如发展中国家的 

学者。 一次是二月在日本东京举行，另一次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举行（后 

者是关于传统技术的分享的项目和关于农村背景的研究和发展系统的项目的联合会 

议 ）。 曾将注意力集中于比较鉴别，指认日本现代化中为那些主要是用西方国家 

的标准来衡量日本成败的调查研究所忽略的一些方面。

1 1 4 . 这个项目第一个阶段的研究现在已经完成，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 

十世纪初期日本发展的 ‘‘ 硬技术 " ，例如国有毅路系统的创立或钢铁工业的发展。 

这个项目现在进而审查 " 款技术 " ，根据原有的数据，更仔细地研究那些使某一项 

技术解决办法成功或失败的特定社会和文化气氛。

1 1 5 . 选今一共完成了二十四小日文的研究报告；其中十四个报告已有英译本， 

这个项目是由东京的发展经济研究所担任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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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计划阶段中的项目

11 6 . 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有两个项目目前在计划阶段。 去年召开了计划 

会议。 这些会议是：

( a ) 人权，和平与国除法. 一九七九年秋季在荷兰海牙和日本东京举行了会 

议 ，讨论这个项目究应具备何等规模的问题。 参加这些会议的人强调有必要从多 

文化的角度考虑人权的问题，特别强调如何确定和执行这个项目时，才能在讨论新 

国际经济秩序时适当地考虑人权所应起的作用。

0) ) 发展中国家间进行技术合作： 区械情况。 这个项目的宗旨在于使世界 

上主要区械的研究人员在从♦研究工作时为今后在国际结构中所起的变化制订出其 

他方案。 在阿拉伯区域的一小工作队采取了对今后各种可能性进行研究的总题材 ; 

将在一九八0 年十二月向理事会递交一份详细的项目提案。 一九八0 年五月二日 

至六日在古巴哈瓦那召开了一个区域工作队会议 , 研究拉丁美洲对新国际经济秩序 

的态度。 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正在研究是否有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在非洲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召开类似的区域会议。

E. 方案驻外机构 

1 1 7 . 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的研究单位设立在下列各机构中：

1 , 关于发展目标，过程和指标的项目

( a ) 瑞士日内瓦发展研究所（协调机构）

( b ) 塞内加尔，达落尔，非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 

( C ) 阿根廷， 巴利要切的圣卡洛斯，巴利罗切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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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撰柳崎，马来西亚科学大学，政策研究中必 

印度，新德里，发展中国家社会研究中心 

挪威，奥斯陆，奥斯陆大学冲突及和平研究所 

波 兰 # 沙，波兰科学院 " 2000年波兰"委员会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布加勒斯特大学，制度研究处 

墨西哥，墨西哥城，墨西哥大学 

加拿大，蒙特利尔，蒙特利尔大学GAMMA 

曰本，广岛，广岛大学和平科学研究所 

牙买加，金斯敦，西印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 

斯里兰卡，科伦坡，玛尔加研究所 

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域，俄亥饿州立大学梅尔尚中心 

瑞典，哥德堡，瑞典和平研究所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施塔恩贝格，马克思普拉安克研究所"发展与发展不 

足/ 世界经济"方案小组

联合王国，布赖顿，苏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室 

比利时，布♦ 塞尔，国际协会联合会 

端士， 日内瓦，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

意大利，罗马，世界前途研究联合会

2 . 关于变动中的世界社会文化发展其他途径的项目

( a ) 法国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协调机构）

n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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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n)

r

t

特立尼达和多巴署，西班牙港，加勒比发展及合作委员会

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大学发展研究中心

加拿大，蒙特利尔，走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突尼斯，突尼斯大学，经济及社会研究中心

墨西哥，墨面哥城，国立人类学及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中心

印度，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中心

法国，格勒诺布尔，格勒诺布尔大学，社会经济变革实践及表现研究中心

孟加拉国，奇 塔 奇 塔 大 学 , 孟 加 拉 语 文 系

西班牙，马德里，马德里康普鲁丹先大学，政治及社会科学系

尼曰利亚，伊巴丹，伊巴丹大学，社会学系

联合王国，剑桥，剑桥大学，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美国，宾厄姆频，宾厄姆顿组约州立大学，经济历史制度及文化费尔南伯 

劳代尔研究中心

埃及，开罗，P財È伯研究所

叙利亚，阿拉颇，阿拉颇大学阿拉伯科学史研究所

曰本，东京，索非亚大学，亚洲和平与发展高深研究探讨国际关系学院

埃及，开罗，国家计划研究所

斐济，苏瓦，南太平洋大学，太平洋研究所

泰国，曼谷，坦马萨大学，太卡第研究所

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贝尔格莱德大学

5U



3 . 农村环境研究及发展制度项目

a ) 巴西，圣保罗，故皮纳斯，坎皮纳斯州立大学（协调机构）

b ) 菲律宾，黎刹，经济发展基金会

C )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科学与技术委员会

d ) 墨西毋 ， 墨西哥城，农村发展 " M a y a  A c , "研究所

e ) 巴西，圣保罗，坎皮纳斯州立大学

4. 关于分享传统技术的视目

5.

a ) 斯里兰卡，科伦谈，马尔加研究所《协调机构） 

马来西亚，撰挪崎，模御消赛者协会  

C ) 尼泊尔，加德满都，发展研究和协商小组

d ) 印度尼西亚， 日赛，迪安村

e ) 日本，东京，学巧院大学

f ) 菲律宾，查松，菲律宾文化学院

g ) 泰国，曼谷，坦马萨大学，太卡第研究所

关于技术转让、改革和发展： 日本经验的项目

a ) 日本东京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所（协调机构） 

东京文京女子大学 

C )东京，东京大学，农学院 

d ) 东京，东京技术学统，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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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波，筑波大学，人文学院 

名古屋，爱智大学，法律经济系 

东京，立教大学，文学院 

京都，花园大学，文学院 

东京，专修大学，商业和经济学院 

东京，一桥大学，商学院 

东京，辅清大学，经济学院 

金泽，金泽经济大学, 经济学院 

东京，东京大学，经济学院 

n ) 新浑，新海大学，教育学院，

水户茨城大学，人文字学院 

金泽，金泽大学，法律文学学院 

广岛，广岛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r ) 东京，东京市立大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学院 

东京，一桥大学，社会学院 

大阪，关西大学，社会学院 

U ) 东京，东京大学，技水学院 

V ) 东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

燕市，日本出口金属扁平餐具工业协会 

X ) 东京，国立农业科学研究院，农场管理及土地使用研究室，土 地 «且  

东京，三井社会和经济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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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新津，新津高等学校 

( a a 》鸟取（E u t t a r i ) , 乌取高等学校

(&^ ) )东京，东京市政府，制订政策办公室 

( c e ) 东京，国家土地局，计划和协调局计划科 

( d d ) 三条，三条市图书馆 

( e e ) 仙台，仙台第一高等学校 

( ) 三条，东荣五金有限公司 

( g g ) 东京，东京学艺大学 

( h ü ) 燕市，燕市高等学校 

( i i ) 燕市，燕市高等工业学校 

( j J ) 东京，和光大学

会议和工作组会议

l i a  在审查的这一年中，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共举行了下列科学会议和工 

作组会议：

1. 发展的目标、过程和指标

(a) 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至七日 关于对话的分项目会议，马来西亚，撰

柳

03) —九七九年十月十日至十二日 广岛大学研究和平问题第四次学术讨论

会，曰本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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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九八o 年一月二十八日至 

二十九曰

一九八0 年一月'三十一*日至 

二月一曰

e) 一九八0 年二月二十二日至 

二十四日

一九八0 年二月二十五日至 

二十七曰

一九八0 年二月二十八曰至 

二十九曰

一九八0 年四月五日至十三 

曰

一九八 0 年五月九日至十一 

曰

一九八 0 年五月三十日至六 

月一日

一九八 0 年六月二日至四日

一九八0 年六月五日至七日

一九八0 年六月十九日至二 

十二曰

关于权利问题的分项目会议，瑞士，日 

内瓦

关于联合国系统过程问题的分项目会议, 

瑞士，日内瓦

关于其他生活方式的分项目会议，瑞士/

曰内瓦

关于其他策略和方案的分项目会议，瑞 

士， 日内瓦

经济研究小组分项目会议，瑞士， 曰内 

瓦

关于其他生活方式以及对合乎要求的社 

会、对合乎要求的世界和生态的想法 

的联合分项目工作组会议，西班牙， 

阿尔法•德尔皮

能玩研究小组分项目会议，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

字典小组分项目会议波兰，华沙

关于发展的慨念/ 理论分项目会议，瑞 

士，日内瓦

关于表现形式的会议，瑞士，日内瓦

关于非领土制度分项目的会议，比利时 

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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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变动中li:界的社会—— 文化发展其他途径的项目

(a)

(b )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至二十六日

一九八 0 年三月十二日至 

十三日

关于在变动中世界的科学和技术第一次 

国际讨论会

分项目工作组会议：技术解释欧洲资本 

主义的兴趣和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 

比较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联合王国  ̂

剑挤

(C) -九八0 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一日

分项目会议：南欧文化创造所必须具备的社会/ 文化、政治和经济先决条 

件 西 班 牙 ，马德里

(d) 一九八0 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一曰

第二分项目工作组会议：现代化及其特定地位，法国，格勒诺布尔

3。农村环境中的研究和发展系统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二日至十六日

项目会议，菲律宾，马尼拉

4 。分享传统技术

一九八0 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曰

组织系统会议，马来西亚，摸挪崎

5 。人权

(a) —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至十八日

在国际范® 内发展的权利，荷兰，海牙

(b) •九七九年十一月七日至九日

关于人权问题的工作队会议，日本、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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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项目联合会议

(a) 一九八0 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吸收外国技术问题专题讨论会，日本，东京

(b) 一九八0 年五月五日至九日关于技术和发展问题的项目间联合会议，埃塞 

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7 。方案咨询委员会会议

(a)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至六日 第四次会议，日本，东京

Cb) 一九八0 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 弟 五 次 会 议 , 日本，东京

8. •般性会议

( a ) ―九七九年七月二日

和曰本学者一起协商的会议 

曰本，东京 

(D) 一九八0 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

联食国大学一 和平科学研究所关于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的会议，日本， 

东京

G.

119。在检查的一年中，发表了下列研究论文： g

1。关于发展目标、过程和指标的項自

( a ) '‘ 帝国衰落：比较罗马帝国和西方帝国主义" Johan Qaltxmg, Tore Heiatad 

和 Eric Ruge 合著

( b ) "食物研究小组提出的问题论文" Susan ûewg® 著

研究论文由参加联合国大学的一项特殊研究项目的顾问、参加学者或方案制定 

人员写出。 这些论文在有暇的范围内分发，送请各方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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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 在社会的镜子里的发展理论：从理论到 ‘ 发展，的几点回忆 " Gilbert 

Rist 著

( d ) " 走向人类成长的典型 " TelraaNudUr著
e) “ 文化上的特性、自力更生和基本需要" Hoy Preiawerk著

f ) " 人类基本需要：方法论和胡员 " Patrick Itealey著 

" 全球性军事化及其补救办法 " Hiroharu œ k i著

il) " 全球性社会民主和新国际经济秩序" Fawzjr Waaaour 著

i ) " 正体主义的认识论注释 " 08«arNudl«* 著

“ 科学革命和不同例证对话 " Kinnide Mushakoji 著

k ) " 伊朗革命慨貌 " M.Taghi Farvar 著

"对生活质量的各种看法的切步比较分析 C，Botaz, I， lonescu Slsesti, 
A. M, Sandi '和 A« Vasilescu 令著

" 发展的组织范围：有更多人参加的光明路程" Chadwick F* Alger著
“ 关于分组的临界大小 " Yona Friedman 著

" 需要一 它们的慨念和表现：斯里兰卡经验 " L， Wljemanne 和 

Sari Wanigaaekera 令著

" 集的表达、理解和传播：数字的作用 " Anthony J，N. Judge 著

" 经济指示性数字和坐标" Kimon ValaskakiB和 Ijris Martin 合著

" 在现代世界体系代表性国家的谬论范围内探讨加勒比困横;的独特性 "
Herb Add。 著

" 非洲的个性 " Bwmie A.Khoapa 著

t ) " 挪威生活方式的正反两面 " Dag PolesiBynàki 著 

" 荷兰居民对不同生活方式的态度，’ Petw SBter 著

" 波兰的主要生活方式及其他生活方式" Andwej Sicinaki著 

" 一九七九年的奥地利 " Lore Sch®M* 和 FJrod P m g e r 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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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 ) " 芬兰的生活方式 " B arbara和 J. P. R o o s合著 

y ) " 四分之一■部分 " ïona Ffieditian 著

I " 新西兰发展的性质和前途 " David C. Pitt

夫于变动中世界的社会文化发展其他途径的项目

著

a ) " 内原文化的智意创造力" Takeo Kuwabara著

h ) " 社会科学中的内原智慧创造力 " J. Ratnam 著

C ) " 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改革" 資孝通著

d) “ 内原創造力和新国际秩序" Le Thanh Khoi 著

e ) " 内原智慧创造力：印度复合文化的精神气质" Kash0«duddin K h a n著

f ) " 特定化的慨念：地位 " Anouar Abdel-Malek 著

g ) " 现代化日本的民间宗教和精神宽慰" Yoshio Yasumaru著

h ) " 印度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对外生革新和土生革新的反应之间的辩证关 

系，特别提及现代孟加拉 " Barun De 著

i ) " 新涌现的世界在聚集和重新组合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創造力" Takdir S. 

Alisjanbana 著

J ) " 传统和现代化 "Ywb Bàrel,Christiane i^rbaret和 jan Deseau 合著

k ) " 城市家庭结构改革的研究" Bruno Rib68 著 

1 ) " 内原智慧创造力的社会问题：各种障碍：研究方针 "Hussein S. Alatas著 

m ) " 内原智慧創造力的社会问题" Anisuzzaman 著 

n ) " 走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原智慧創造力：菲律宾的历史见证，’HoUisteiiwr#

0 ) " 内原智力创造力和涌现出来的新国际秩序" 林这光著 

P ) " 巫洲主要智慧传统：它们的哲学和创造力 " K. Satchidanauda M urty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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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q ) " 日本小组构成的原则" Keiichl Sakuta 著

r ) " 丹龙•拉卞努炮王子（1862—1 9 4 3 )的生平工作是泰国内原智意创  

造力的历史见证 " Sulak Sirarakaa 著

S ) " 传统哲学的思考方法—— - 前景及限度 " ïtoiji ï««ula 著

t ) " 新普遍性一 新的交往 " Miroslav Pecujlic 著

关于技术转让、改革和发展：日本经验的项目

一） 英文本和日文本

a ) " 日本开采金属矿的现代化" Fumio Yoaihilci 著

b ) " 战前东京的城市组织 " Hachiro Nateraum 著

C ) " 传统工业技术和手艺人的作用" ShogoKoyano 著

d ) " 本地文化的发展和梓流械的灌源系统 " Akira Twaaki 著

e ) " 日本的灌源用水权的争论一 梓川河系统的调查" 工 H a ta U 著

f ) " 日本的土地改良、投资和耕作一 梓川河系统的调查 " Narao»!

工mamura 著

g ) " 日本铜钱技术的起源和发展" Lida 著

h) "日本的发现，进口和掌握铁路技术 " Kataunaaa Hamda 著

i ) " 从本地社会看佚路建设 " Biichi Aoki 著 

j ) " 日本眼镜业的发展" Tatsuzo Ueda 著

k ) " 日本开采媒矿技术和劳力" Niaalmro Murakuani 著

1 ) " 日本技术转让、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OWMàhl 著

m ) " 北海道种植水稻的历史和前途" Mim’OTKMr Takahaàhi 著 

rù " 日本棉纺织业的技术改革和发展" Tak，oI»umi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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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日本文（附英译文标题）：

" 曰本的工业化和运输" Hirofum i Yamamoto 著

" 曰本筑寒技术的发展，’ le h iro  Is h ii 著 

" 经济积累和社会变化的变形" Takaàhi Tomosugi 著

** H a t a 运河的组织和灌就系统" Kenzo H o rii 著 

" 日本棉纺业的技术转让" Kozaburo Kato 著

" 梓jl|河系统的灌瓶及本地领袖" laao Hatate 著 

" 明治初期的敬觸业史" Shige© Kikuura 著

"北海道的发展和技术转让"Kiyohide Seki, Tatsu Taniuehi, ,和

Takahashi 合著

" 土地改良投资的变化和农业企业的结构" Naraorai ImRmurR 著 

" 曰本明治前的开采金属矿传统技术" JtumoBulw Sasaki 著

H .和联合国的其他机构合作

120. 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果继续和联合国的其他组织保特密切联系。 在联合国 

大学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之间建立了一个协商机构，于一九八0 年五月 

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将在八月九日至二十三日在蒙古 

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由联合国大学和联合国教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召开一次讨

论会，讨论在发展过程中新的理论慨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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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然资源使用和管理方案  

A  .

121 . 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方案工作的基础是，刺激把地球有败资源加以有远 

见的而且在生态学上无替的使用，有两种需要：（a) 发展可再生资源有关的知识和 

技术；（b》 传播和应用资源使用上选定紧急问题的现有知识，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1 2 2 . 在第三年工作期间，这个方案不仅趣续迅速扩展，而且开始产出有形的结 

果 * 已经选出4 2 名联合国大学研究员， 并指定地点、出版了八篇主要论文、举 

行过 1 6 个讲习会和会议、 6 个研究和训练单位开始工作、跟中国北京中国科学院 

的合作总协定将于七月初生效。

123 . 就地理上讲，这个方案的作业范围达到另外八个国家:中毕人民共和国、墨西 

署、坦桑尼亚、印度、;^韩民国、日本、尼泊尔和马来西亚。 通过这些更广阔的 

展开湘各机拘间加强联系，本方案开始在它选定的集中领域里发生影响。 但是， 

从研究和训练上的这种进步来推断资源管理方面和生活质素方面的进步，必觸慎重 

其事。 方案人员深切明白学术和实际情况之间的距离， 正在努力设法保证每一 

个计划项目最后都有实际用途；同时按照大学章程的规定，将所获知识以能产生最 

大影响的方式传播出去。

B . 一年慨况

1 2 4 . 方案在过去一年没有象头两年那样采取了较实用的战略，而把努力集中在 

为各种计划项目确立慨念上的基础，然后进而付诸执行。 这个做法已经导致地理 

上更大的平衡，增加了不同地区间互相交流的可能性。为了这些理由，能源次级方案 

的名称 " 乡村能源系统 " 改为 " 乡村社区能源系统，’，跟木材燃料有关的活动已经 

同它挂上了钩。 由于中国和大韩民国等国家对资源系统的观念特别感到兴趣，所 

以第一个次级方案（农村发展的生态基 ïiÜ ) 已经扩大, 除了湿热带以外，还包括亚 

热带，甚至逐包括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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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 . 过去一年来最显著的友展也许是各种计划项目和次级方案的会聚。 尽管 

这个方案的九小主题各不相同，其间的联系部越来越显著生动。 从合作机构当中 

举♦ 例子，茂物农科大学不但集中研究水土相互作用系统，而且还在帮忙沿岸区城 

训练计划。 同样，农村系统和木材燃料问题有关，因此也就与能源系统的研究有 

关，和高地低地相互作用系統的实际方面有关。

126 . 主办讲习会、选滅联合国大学研充员、和交换研究员等，这是建立这些联 

系的方法，也是創造方案计划项目多科性的办法。方案同时继续探讨它同世界防饥方 

案以及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联系起来的办法。 自然资源方案同世界防饥方案合办 

的生物转化计划项目正在迅速发展，目前已经有一. 讲巧会记录出版，另一香正在 

排印，有两小研究和训练单位在工作。 自然资源方案同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合办 

的许多讲习会正在规划中， 在菲律宾进行中的一小联合计划项目正从事研究现有 

资源使用系統，以便分析经过小心选择的新技术的使用可能带来的影响。

1 2 7 . 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合作， 随着本方案的扩大而加强。 教科文组织正 

在协助支持在Æ泊尔一项土崩地图绘制计划。 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环境规划署） 

合作的问题正在讨论中。 跟联合国苏丹一撒赫勒办事处 { 联合国苏撒办事处）的 

协议备忘录已经谈判。 联合国大学还跟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一起，主办了一次加 

勒比海地区沿岸管理讲习会。

1 2 8 . 就某一种意义来说，自然资源方案的唯一正确定义是它所有活动的总和。 

我们无法用一个字或一个片语来界定这♦ 方案的特点或性质，因为正是这种种特性 

的组合才使它成为独一无二。 最重要的是三个方案都享有的联合国大学的特性： 

联合国大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把联合国大学看成孕育理念的机构，看成学者专家 

们的全球性大家庭，看成不通过政府渠道直接同各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的接触。还 

有就是有特性的作业态度，包括重视科际整合的研究和训练方法、建立网状组织、 

交换学者，小心选择联合国研究员等在内。 从符合实际的眼光看，这些特性当中 

最重大的好处就是这个方案的伸缩性，以及联合国大学执行职责的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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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9 . 很明显的，目前有很多机拘在主动跟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问题有关的研究和 

训练。 然而训练通常在工业国家进行，很少有机构会重视成立网状组织以及各个 

研究类似问题的中心间的交流 . 虽然常常听到工作重复的批评，但是种种问题都 

如此庞大，例如缺乏经费、低效率的资源利用，不周到的计划，这些因素的每一种 

都比各研究机构正在同复杂的全球性缺乏知识和专门技能的现状香斗时工作可能会 

重复的这个潜在的可能性要严重得多。 通过同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各研究机构不断 

协商，这个方案可以充分利用它的伸缩性把注意集中在资源使用的具体重要问题。 

如果不这样做，这些重要问题就很可邀会被忽略了。

。。次级方案的展望和活动

13a  本方案的活动分三个基本次级方案Î ( a ) 农村发展的生态基础 ; . 03) 知 

识应用于干单土地问题的评价;(C )农村社区的能源系统。

1 . 农村发展的生态基袖

1 3 1 . 这个次级方案所关心的是在人口迅速增加I 本地人民期望更高、 以及经济 

要求日並增加的情况下管理可再生资源的问题。 这个方案最切注意集中于湿热带， 

由于工作关系密切，大家兴趣增加，不得不把地理范围扩大到包括尼泊尔、 中国及 

大韩民国等。 .

1 3 2 . 尽管执行的进度不一样，在三小计划项目领城里正在遂渐形成网状组级 

的轮廊S ( a ) 农林系统》（b ) 水陆相互作用系统和 ( e ) 高地低地相互作用系统。 

有关沿岸地区资源领城的活动也遂渐成形，表示这小计划项目对于这小次级方案所 

关切的事越来越有系统。

133. 每一个计划项目都采用一小吳同的方法，就是以资源系统的这观念来  

处理问题。这些资源系统可以粗略地说是，收集原料并把它转化成一种最终产品或 

一种服务的一连串事情。 这个方法已经证明对于研究和训练都有用处，因为它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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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保证对各种问题有一个全面的看法,又促进科际合作。 正如过去而年来的发展， 

除了上述方法上的共同基础以外，越来越认识到各计划项目之间是有关连的。 这 

是表示本方案工作生动活渡较令人兴香的几件事之一；继续數励这种相互作用当进 

一步加强网状组织并在研究和训练方面抱着整体的看法。

134 除了上述四个计划项目领域以外，自然资源方案一直在尝试应用和推厳 

资源系统这个观念，就在审察的本年度里， 已经出版了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举 

办的关于资源系统的理论和方法的讲习会记录，又已经委托人作一系列个案研究， 

来检证资源系统这♦观念在许多研究和资源管理问题上的应用。 头几小个案研究 

已经完成，予料在今后两年内将会编写和出版大约15份♦案研究。

135. 本方案正在提供支助，在大韩民国汉城中央大学设立资源政策研究所，

和从事初步工作g 正在进行的研究包括Ï边缘地区资源系统调查、進民家庭资源 

使用的详细调查、 以及高地开&等。

136.最后，联合国大学正在同中国科学院合作，在中国东北建立一所研究农 

业一生态系統的研究所， 使它成为联合国大学合作机构的谈判已经差不多完成， 

省地的研究和训练工作予料将于一九八0年下半年开始。

(a) 农林系统

137.遥热带许多地方，传统系统主要是为满足生活需要和当地交易而演进出 

来的，但因人口增加、 出口粮食和原料的需要扩大，对它压力也大了。 结果加强 

农业，常用对温带情况不适合的外来技术，这样几乎总是造成了环境劣化和生产能力

减低的恶性循环。

138.要持续高生产力同时又把社会和环境损，减至最小的最有希望的方法之 

一便是农林系统。 它结合树木、农田作物，有时并结合牲言。 研究传统土地利 

用办法就可以得到许多所需资料。 可以用于发展对不同的文化和地点都能落实的



适当农村技术。

139.作为联合国大学合作机构之一，哥斯达黎加图里亚尔巴的热带农业研究 

训练中心是关于农林系统这一项目的主要中心。 作为一♦典型的合作机构，图里 

亚尔巴的热带农业研究训练中心在大学主持下进行研究和高级训练工作。 联合国 

研究员来自泰国，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委内墙拉，有 的 已 教 到 达 中 有 的 已 经 选  

定正在进行的研究，有关于传统的农林系统的，和关于新的农林系统的，包括在牧 

地使用树木，加上使用多年生的作物作为活的屏障及稳定的被地。

140.还有一个关于树木和作物组合的研究工作正在泰国清迈大学进行。 几 

小来自泰国的联合国研究员也到了热带农业研究训练中心，来加強这项工作•研究和 

训练的进一步可能性，已在傘麦隆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加以调查。 正在同国际森林 

研究组织联盟和国际农林研究理事会保持密切联系。 正在同国际农林研究理事会 

计划于一九八一年初举行一次非洲农林系统讲习会—— 这是关于这♦问题的第三次 

讲习会。 第一次这样的讲巧会是关于拉丁美洲的讲习会，记录已经以英文和西班. 
牙文发表》 第二次讲习会于一九七九年千一月召集了东南亚的科学家，记录正在 

印刷中。

141.由于最近全世界对农林兴趣大增，所以急切需要在这个科技间领域受过 

训练的科学家。 本计划项目的训练目标正是为了应付这种需要，可是只有少数机 

构能提供这种训练。 这小消患和资料方面的差距，也意味着本方案出版物潜在的 

影响力是很大的。 这个研究被认为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对于农业和木材燃 

料两种需要的关鍵，可是关于农林系统的有限经费无法应付这方面研究和训练的需 

要。

(b) 高地低地相互作用系统

142.很多湿热带高地往往比低地有较合卫生条件的环境，因此也就有养活较 

多人口的倾向P—— 但是所依赖的资源却是相对的赚縣的。 高地资源所受压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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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往往导致森林破坏，而其连锁反应的结果侵蚀、洪水和沈积，就会对高地和 

低地的居民的生活产生严重的后果。 可是除了物质上的相互作用以外，这两个地 

区之间在社会的和经济上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必须先了解清楚这些关系然后方能有 

效管理这两个地区的资源。

1 4 3 . : 清迈大学在泰国北部进行的切步工作，是先集中在建立农林系统小块试 

验地和测量有关的土壤侵蚀度和土壤肥汰度。 然而，在计划项目地区引进新作物、 

兴建公路、学校和医辽站等，却是目前正在发生的范围广泛的变化典型。 这些改 

变的影响，正在通过社会经济的调查加以详细的蓝测。

144 本计划项目在过去一年的主要发展就是执行在尼泊尔绘制山脉危险地圏 

外地工作的第一阶段。 一个科技间工作队正在利用在端士阿尔卑斯山脉和美国落 

机山脉开发的技术，企图为加德满都山谷边缘的非常密集的梯田地区绘出一份由山 

崩、水冲成沟以及洪水等自然过程造成危事程度的地图。 除了实际绘制地图以外， 

为了了解与此有关的各种地貌过程，正在进行相当份量的与此有关的科学工作。

人类学家们同时正在根振当地居民怎样看待来决定这些危害和危险程度的等级，因 

为这种了解可以说是任何管理政策想要执行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这个计划项目将 

有三小重大利益S ( a ) 发展出一种对于土地使用规划和公路选地等很有用的山岭危

险地图的原始典型；fD) 了解山崩和其他山岭危险的原因，并发展出一奈管理技术把

这些危，减至最低限度；( C ) 通过联合国大学研究员和实地经验，训练出一批能够 

自己继续进行这些工作的尼泊尔科学家。 蕃于（瑞士的）伯尔尼大学已经在这个 

计划项目起关鍵性作用，予料在一九八0 年内建立正式联系。

(C)水陆相互作用系统

1 4 5 . 由于一方面要考虑发展和扩大生产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常有环境上限制， 

所以考察水陆相互作用对湿热带特别是对沿海地区的未来发展便极其重要。 在若 

干很大的地区上，活水沼泽地，河流、三角洲等都是常常只有起码饮食的人口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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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白质的重要来源在这些区域的流城的变迁,不论是因为发展项目的关系还是因为森 

林攻伐引起的， 都会严重地扰乱地方经济和社会制度，并减损其资源基袖， 水 

陆相互作用系统计划项目的目的在于了解将以水和陆地力^础的生产结合在一起的一 

系列传统的系统★ 然后发展出可以导致更有效管理的政策和训练方案，

1 4 6 .这个网状组织的合作机构是印度尼西亚的茂物农科大学，初步工作集中在 

亚洲。 这里正在进行关于盐水鱼塘的分析工作。 希望从了解盐水鱼壤内的复杂 

的生态学上的相互作用，也了解这种鱼塘同高地农业活动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进 

而规划出更好的管理政策，以供该地区其他国家也应用的危险在于这些报敏感的地 

区很容易为集水地区或邻近沿岸地区的不小心的管理政策所破坏。

1 4 7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附近的珠江三角洲上，也有à 塘徘水沟、桑树和养 

香等一个差不多一样复杂的系统；现在已经初步着手开始与此有关的研究， 目前 

正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合作，就抽样鱼塘的营养和能源的流动加以监测，’作为 

增加了解和现代化的第一步。

148. 菲律宾的国际水生物资源研究中心和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也在安排办理盐 

水鱼塘和沿岸渔业的支持工作。 日本的鹿儿岛大学正在作为联合国大学研究员的 

训练中心以及作为有关以陆地为基础的农业系统对沿岸進业的影响的一小小研究项 

目的基地。 予料在研究计划项目产生结果以后，希望茂物农科大学在训练联合国 

大学研究员方面越来越起更重要的作用。

149. 总而言之，这个计划项目正在邦助发展出一套基本了解，就是在高地的发 

展和改变中的» 法对许多东南亚的逢类生产系统的拳响的基本了解。 在一九八 

一年，将探讨把网状组织扩张到南部亚洲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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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沿岸地区资源系统

1 5 0 .鉴于同海洋资源有关的联合国机构很多，而工作人员和经费有限，所以把 

沿岸地区方案的执行故意地延缓下来，直到成立了头三小次级方案。 工作队的第 

一次会议直到一九七八年才举行。 工作队第一次会议建议先把工作集中在浅水沿, 

举地区，第一步先在发展中国家设立一系列为期一年的训练班。

1 5 1 .头一个这样的训练班于一九七九年年中开始，实地训练地点在部近盐水鱼 

塘研究地点的三角洲。 六名印度尼西亚的青年学者正在受训，学习有效管理沿岸 

资源所需的技术，以便从事关于研究、调查和解决问题。 他们以非正式的方式， 

经常同水土相互作用计划项目研究员碰头。 这个训练班的开始和结束都采取讲习 

会的方式。 第一次举行的这种讲习会的记录正在付印，将以印度尼西亚文和英文 

两种语文出版。 计划项目企图在几年中持续和扩张训练班，从而创立一个不断自 

己加强的网状组织，联系在沿岸资源管理和研究方面工作的受过训练的人员，并从 

事对沿岸地区所受某些特殊人的，响的一系列研究。 正在努力想在中东和拉丁美 

洲设立类似的方案。

2 . 将知识应用于干軍土地问题的评价

1 5 2 .世界上的干旱地带（定义包括超干单、干旱和半干单地带）约 地 球 全 部  

面积的三分之一。 至少有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十四住在这些地区，其中很多是 "最  

穷的穷人 " 。 最大的干单地带在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但也包括南北美洲的重 

要部分。 许 多这些地区的发展规划项目往往忽略了住在干单地带的人们。 土地 

所受的压力越来越重，一•部分是由于人口增加，又由于传统资源分配的系统崩清。 

由于这种日益增加的压力，所以在降雨量少的时候，便没有什么其他选择。 过度 

放牧、欢树当燃料或例料，这些活动可能实际减低生物学上的生产能力，导致一种 

恶性循环，使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剧降，又使类似沙漠的状况扩大。 这种过程叫 

做沙漠化。 一九七七年的联合国沙漠化会议使人们的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全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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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那次会议明白表示，过去几十年来所累积的丰富的科技知识，对干单地带 

各种问题的解决并没有什么重大贡献。

1 5 3 .因此，这个次级方案的基本假设是，消除干早地带最迫切问题的充分知识 

是在目前存在的，只有能对这种知识加以有效的应用。 长话短说，我们需要更清 

楚地了解现在正在进行的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 因为过去忽略了这些因 

素的知识已经证明是不够用的。

1 5 4 .这个次级方案开始时是从事一系列研究，来评价知识如何从科学家和学术 

机构向规划人员、决策人员乃至本地人民流动。 现在，这个次级方案正在进而发 

展一些建议，例如为重新拟定发展规划项目提出建议，以及为创建更有效的沟架来 

应用技术上的知识提出建议。 这个次级方案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干单地带居民 

的生活素质。

1 5 5 .各种委托研究的结果，有的正在准备出版，或者不久就可供给正在从事于 

有关干軍地带问题的科学家们。 有五项研究的结果已经出版，其中一个研究阐明 

了在阿曼苏丹国和阿拉伯联合首长国推行" 发 展 " 的各种困难，还有而个讲习会的 

记录。 第四个是检验在苏丹推行的经选定的几个发展规划项目，不仅提供跟干軍 

地带发展规戈!]项目的规划和执行有关的宝责的见解, 而且，还提到研究和训练的影响 

由于它的重要性，这个报告已被选定作为将于一九八一年初举行的讲习会的根据。 

这个讲习会将由部分已经审查过的各发展规划项目的项目主持人参加。 希望通过 

这个做法，能够切实指出应用科学知识的障碍，并建议一些行动方针，不仅适用于 

在苏丹境内进行过研究的地区，而且适用于其他任何地方。 第五个报告是关于对 

沙漠化的一系列观察研究。 这个研究将是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过去不太被人了 

解但部属于在干軍地带执行发展规划项目的基本的领域，也就是在直接受到影响的 

人们怎样看待沙漠化和建议解决办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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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6 .这个次级方案的第一个合作机构，苏丹的落土移大学，关于评价知识应用 

问题的五项研究已近完成。 这些研究结果将作为一九八0 年底或一九八一年初举 

行的评价讲习班的基細。 此外，同斯旺西大学（联合王国）和汉堡大学（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的联系正在协助加强联合国大学在苏丹的各种活动， 一九七九年十 

月在汉堡举行了一次关于方案的讲习会，讨论了次级方案工作的演进、考虑未来研 

究工作的优先次序，检讨了关于非洲一个网状组织的构架和作业，并提出了训练方 

案课程的意见。

1 5 7 .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斯大学是这个网状组织的第二个合作机构，随着次级 

方案的扩大，成为对联合国大学研究员越来越重要的训练设施。 关于这一点，该 

大学同〔英 〕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之间的紧密联系特别有价值，因为在新南威 

尔斯大学的联合国大学研究员可以参观联合王国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其他部门，并 

同它们一起工作。

158. 印度乔德普尔中央干軍区研究所在这个审议年度成为一个研究和训练的机 

构。 研究工作集中在把研究成果转移给当地农民，第一批联合国大学研究.员将于 

一九八0 年底到达。

159. - •九八0 年二月在墨西哥举行了一次讲习会，讨论了正在拉丁美洲继续进 

行中跟次级方案有关的工作，以及合作的可能性。 由于这个讲习会和随后的一系 

列现地访问的结果，正在墨西哥的沙地洛和秘鲁的利马两处的农科大学设立研究和 

训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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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农村社会的能源系统

1 6 0 .全世界越来越注意到能玩决定生活品质的重要地位，报明显的，发展中国 

家多数农村地区平均每人能玩消费一直极低。 世界人口有百分之六十在农村社会 '  

所以这个次级方案设法向他们提供能玩，这是恨恰当的。 由于向农村社会提供大 

量能量，农村社会就享有许多机会：改善当地生态系统的保护，特别是植被的保护  ̂

总之，增加当地农工生产、增加儿童宇习和母亲照顾家庭的时间，使乡村社会有机 

会扩大其眼界，从而能够从事自己的技术和文化发展。

1 6 1 .这个次级方寒注重利用可再生的分散能玩。 多数农村社会分散所以这是 

很■合适的。 大家的看法是必须把能玩看做一项可靠的、可再生的综合系统，它可 

以最大限度地尽量利用当地的人力资玩和物质资玩。 最近有人对于如果一旦安装 

上电气设备，农村社会比较贫穷的部分在经济上能否利用电气设备，提出了许多问 

题， 加上化石燃料一般对大多数这部分人来说也太昂责，就更加有必要寻找一种 

可行的新办法， 因此，这个次级方案的主要目标是进行多学科研究和高级培训， 

以便研究制定一种方法，保证成功地采用以最佳利用现有太阳能、生物转化能、风 

能和其他对环境无害的可再生能玩为基础的能玩体系。

162. 自然资玩方案原来设想把集中注意发展中国家木柴利用的农村能玩消耗模 

式研究，做为研究第三世界生态考虑的工作的一部分。 不过，由于愈来愈重视能 

玩系统，似乎要把对于木柴的研究列入这项能玩次级方案更为适当一些。 自前正 

在进行工作，把这个项目从原来在非洲的基地扩大到其他地区，特别是东南亚。

163. 通过现有机构，联合国大学正在加强发展中国家从事能玩系统的研究和培 

训的能力。 这些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是资料传，工作， 向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和 

工程师提供适用于其他当地条件的最新资料，和让他们接触其他发展中国家研究类 

似问题的同行， 同时还设法让工业国家的研究人员和决策人员了解发展中国家需 

要什么类型的研究工作，同时希望工业国家的研究机构也注意从事一些这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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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综合能玩项目

1 6 4 联合国大学采取的主要做法是研究如何通过对传统能玩消耗模式和需要的 

多学科研究向农村社会提供能玩，采用哪些方法改善传统技术和使新技术适用于当 

地条件， 以及采取傅些有效措施把这些革新弓I进农村社会。 目前正在设立一系列 

的综合试办能玩项目。

1 6 5 ^ 由于联合国大学人识到不同国家和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优先事项和 

动机价值，以及拥有不同的自然资玩、人力资玩和经济资玩，因此必须在各.种不同 

的地理、文化和经济环境里设立试办项目。 这项工作的目标是制定一种规划和实 

行可以成功地运用于全世界农村社会的能玩系统的方法。 这件工作需要对当地条 

件、各种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卫生和环境等问题，以及对所涉及的技术问题有 

通盘的了解， 强调的重点是把所有能够取得的可再生能玩结合成一个单一的能玩 

系统，然后又使这个系统同当地社会结构结合起来。 各项试办项目不论在使技术 

适应农村社会的过程中，还是在为农村社会选择、结合和引进新能玩系统和经过改 

善的传统系统的各部分的过程中，都要把培训工作当作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

1 6 6 .第一个综合能玩项目是一九七八年九月在阿尔及利亚开办的。 该国的国 

家科学研究组织是一个协作机构，负责规划并执行该项目， 该组织的建筑和都市 

规划研究中心正在姆西拉的威拉亚所厲的改勒德西利布拉赫因村的艾因赫纳奇规划 

和建造一个综合太阳能村。

1 6 7 .阿尔及利亚项目主要关系到建筑、建材和能玩使用，包括把太阳能应用于 

抽水、加热、以及咸水淡化等工作。 已设立了一•个轻便型的气象站，收集关于当 

地的太阳福射、盛行风和降甫情况的基本数据。

1 6 8 1 第二个项目正在坦桑尼亚进行。 它的着重点是改善可再生能玩系统使之 

适用于传统村庄及其他社会结构，而不是象阿尔及利亚项目那样，建设一个新村， 

正在新首都多多■̂建造一个农村能玩研究中心；因为人们涌入新首都会剥夺该地区 

村庄目前的很多能玩，该中心降研制一些能玩系统向不同地区的六个村庄提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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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玩。 将利用沼气、风以及适当的太陶能技术。

1 6 9 .除了这些活动外，一个评价特派 ffl视察了南亚、东南亚和东亚； 目前正继 

续讨论在这些地区以及其他非洲地区还可能进行譯些项百。

170.在一九八0年三月在坦桑尼亚阿鲁沙举行的次级方案工作会议上来自世界 

各地十多小农村能玩系统项目小组的与会者互相交换了资料。 这个工作会议提供 

了这种项目的技术细节和一般方法的珍责资料和为今后扩展次级方案网进行了多次 

接融，

171.目前正在讨论设立太阳能训练班，重点是印度和法国的农村技术Î予计一 

九八0 年底和一九八一年初可以设立几个训练班。

172. •-九七九年五月底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联合国大学与国际太阳能会 

议联合开办了一期关于农村地区太阳能技术的讨论会。 会议的目的是编制和收集 

把太阳能技术引进发展中国家农村社会的十二个案例研究的资料。 这两个会议的 

记泰将公开发表；它们将是阐述农村社会采用可再生能玩技术所取得的成果的第一 

批完塞的出版物，

(to》 木柴项目

173.在几乎所有友展中国家农村地区，木柴是最重要的能玩。 这就使得世界 

上许多地方迅速地攻伐森林，甚至造成沙漠化。 即便在利用太阳能方面有了料想 

不到的技术突破，在今后许多年内对世界大多数人口来说，木柴仍然还是最常用的 

燃料。 此外，必须对现有农村能玩系统有所了解才谈得上进行技术革新， 由于 

这些原因，这个项目正进行一些关于地方和全球范围内木柴便用和消耗的研究，

1 7 A 尼日利亚西南部伊费大学对于木柴和其他能玩生产、分配和利用的广泛研 

究已接近宪成。 为了从伊巴丹、伊费和奥博莫绍等城市中心到农村地区对能玩系 

统进行横断面研究，这个项目正在收集有效地制订能玩政策和可能采用木柴种植园 

和太阳能所必需的丰富调査数据。 来自条件类似国家的联合国大学的研究生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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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时间从事这个项目的研究，然后返回本国运用他们取得的经验。 福特基金会

也一直对这个项目提供支助。
. . . .

175. 一个类似的，值规模较小的项自也剛剛在马来西业开始进行。 这个研究 

项目将比较马来西亚东海岸和西海岸的能玩系统，同时予期同伊赛项目交换联合国 

大学研究生。

1 7 6 .在全球范围内，对东半球发展中地区的木柴和木炭使用进行的综合研究正 

接近完成阶段。 发表研究结果的论文应该清楚地表明发展中世界农村地区对木柴 

的依赖性，以及由此造成的环境后果。 计划对拉丁美洲也进行类似的研究。

177. 一丸七A 年在伊费大学举行的工作会议记录今年已经出版。 一九八0 年 

五月在法国波尔多举办的另一个工作会议汇聚了农村能玩和木柴利用方面的许多专 

家，这次会议的记录也正在整理，准备出版。

(C) 地热能

1 7 8 1 由于全世界都较前更加强调能源价值，拥有地热能的发展中国家愈来愈重 

视这种能玩。 鉴于这些国家大力重视地热能，也由于在某些国家地热能是一种对 

环境无，而又在经济上合算的非常重要的能玩，联合国大学同冰岛政府 的 ®家能玩 

局合作，在冰岛大学的协助下设立了一个切合实际的地热能高级训练方案。

1 7 9 .这个方案包括地热学各具体方面的八个短期保程。 一九七九年开课时， 

有商名来自菲律宾的联合国大学研究生和而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研究生。 

参加一九八0 年课程的有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圓、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菲律宾的六 

名研究生。

1 8 0 .联合国大学也主持一个地热能训练常设各询委员会，每半年开会一次交狹 

现有国际训练方案的资料并审査这些训练方案9 各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计划于一 

九八0 年十一月在意大利比萨召开。 会议出席者来自有关的联合圓机构—— 诸如 

开发计划署和教科文组织一母合国在意大利、 日本和新西兰主办的其他训练班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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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地热开发项目的经理.

(d) 新闻传播

1 8 1 .联合国大学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展开了一项新闻传播方案，目的在于打破发 

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在太PH能、生物能转化、风能等技术领域内的孤立状态，办法是 

发行《资产—— 精选太阳能技术摘要》月刊。 来自八十个发展中国家的约五百名 

科学家和工程师目前正在參加这份月刊的情报交换网，这一交换网除了便每一参加 

者免费得到月刊外，还接受参加者自己的科学论文的劃本，以便摘要载入月刊， 

因此，每期都摘录了同发展中国家农村社会有关的最新书籍、刊物、报告和会议记 

录，以及參加情报交换网的各小科学家的许多论文。 目前正在采取步操探讨是否 

可能出版月刊的法文本. 目前还正在设法通过月刊的散发使工业国家的研究人员 

和决策人员了解友展中国家需要哪种类型的研究工作；予期工业国家的研究机构可 

能有兴趣进行某些方面的这类研究工作，

1 8 2 »现在正进行编写一系列关于可再生能玩及其利用的专著，就下列各方面提

供最新资料：

( a ) 这些能玩技术的现阶段友展水平及其对友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13) 过去 

被忽视的传统技术以及它们操作时所依推的原则； （e) 在发展中国家采用这些技 

术所牵涉的社会、文化、经济、 *̂ 、境和制度上的问题， 第一批专著将于一九八0  

年下半年发行。

183. 应当提到的是躲玩次级方案的一本名为《可再生能玩展望》的出版物， 

这是联合国大学举办和主持的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在美国夏咸夷州權香山召开的非化 

石燃料和非核燃料就玩战略会议的记录， 由于网罗了能玩领域许多杰出科学家參 

加，这小会议十分重要。 这本书（由联合王国牛津雜格蒙出版社出版）所载的论 

文应当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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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方案外地机构的组织

184 自然资玩利用和管理方案遍布世界谷地的外地机构的组织情况如下:

1 . 协作机构

H 现有的

(a》 茂物农业大学，印度尼西亚茂物

( b ) 清迈大学，奉国清迈

(C)国家能玩局，冰岛雷克雅未克

( d ) 国家科学研究组织，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

( e ) 热带农业研究训练中心，哥斯达黎加图里亚尔巴 

t f ) 科罗拉多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

( g ) 伊费大学，尼日利亚伊费 

( i l ) 落土穆大学，苏丹落土穆 

( i ) 新南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悉尼

P 予期的

( a ) 中国科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

( b ) 伯尔尼大学，瑞士伯尔尼

2 . 研究和训练单位

H 现有的

• 中央干軍地区研究所，印度乔播普尔 

中央大学，大韩民国汉城 

C )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圓广州

d ) 国际航空测量和地球科学研究所，荷兰恩斯赫德

e ) 鹿儿岛大学，曰本鹿儿岛

f ) 印度尼西亚科学院国家海洋学研究所，印度尼西亚难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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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国家科技研究所，菲律宾马尼拉

01》 国家规划委员会，尼泊尔加德满都

( i ) 坦桑尼亚国家科学研究理事会，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

Ü ) 九州大学，日本福

0 0 马来西亚大学，马来西亚吉隆坡

( 1 )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巴布亚新几内亚吴尔兹比港

(m )斯旺西大学，联合王国斯旺西

a 予期的

( « 0 农业大学，秘鲁利马拉其利纳

( b ) " 安东尼奥 • 纳罗 " 自治农业大学，墨西哥萨尔•蒂略

( 0 ) 东西中心，美国夏威夷州擅香山

( d ) 东南亚逢业发展中心，菲律宾马尼拉

(®》 汉堡大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汉堡

会议和工作会议

1 8 5 1 在本报告所述年度内，自然资玩利用和管理方案除其他事项外举行了下列 

科学会议和工作会议：

(a》 一九七九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 海岸区城管理会议，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b) 一九七丸年九月十二日至十八日 海岸区域管理讲习班，印度尼西亚雅

加达

( C ) —九七九年九月+ 日至三十日

(d)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至十月 

五 B

海岸区城管理训练讨论会，印度尼西 

亚雅加达

加勒比区域海岸开发和管理讲习班， 

基西哥城（与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合 

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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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至 

十一月一日

f ) 一 九 七 九 年 月 三 日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二日至 

十六日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至 

十四曰

丸八0年一月二十一日至 

二十五日

一九八0年二月二十五曰至 

二十九H
一•九八0年三月三日至七曰

-九八0年三月二十四曰至 

二十八日

一九/VO年五月五日至十日

(n) 一九八0 年五月十一日至十 

四H

干軍地区训练和管理讲习班，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汉堡

发展中国家资玩开发和管理数挺系统会议,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汉堡

农村社会农业林业讲巧班，奉国清迈

有机残♦物生物能转化的世界饥饿与自然 

资玩讲习班，印度尼西亚巴厘 

联合各询委员会会议，日本东京

干翠地区管理讲巧班，墨西哥萨尔蒂略

能玩气候相互作用讲习班，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蒙斯特

农村社会能玩讲习班，坦桑尼亚阿鲁沙

第三世界农村社会烧料和电力讲习班，法 

国波尔多

法语非洲干軍地区特别工作组，法国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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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出版物

1 8 6 . 自然资玩利用和管理方案在本报告所述年度内发行了下列出版物：

( a ) " 苏丹的发展项目：对各发展项目报告的分析兼论对干草地区管理的研究 

与训练的影响 " ，海因茨一马尔里希•蒂姆著

" 苏丹干單地区管理讲习班" ，梅布巴特编辑

" 泰国北部的养护和发展：农业林业相互作用和高地低地相互作用系统的 

方案讲习班记录 " ，艾夫斯，萨布哈斯里和汰拉乌雷伊编辑

" 可再生能玩的展望：非化石燃料和非核燃料能玩战略会议记录" ，巴赫、 

曼斯哈德、马修斯和布朗编辑（牛津和纽约帕格曼出版社出版）

" 满湿热带的农村能玩系统"，摩根和莫斯编辑

" 沙漠化造成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梅布巴特和威尔逊编辑

" 海岸资玩管理雅加达讲习班记录" ，伯德和索几亚陀编辑

" 贝督因人，财富和变迁：阿拉伯联合首长国和阿曼苏丹国农村发展的研 

究 " ，雷纳，科德斯和弗雷德•肖尔茨著

" 农村社会太阳能讲习班 "

" 能玩系统的空间因素" ，丹尼斯•龙蒂内里著

" 对沙漠化的看法" ，希思科特编辑

" 资财—— 精选太阳能技术摘要 " ，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七九年七月） 

至第二卷第六期（一九八0 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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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案间的活动 

A , 导言

187， 一开始就鼓励三个方案之间相互促进，作为用学科间方法来解决世界上各 

种问题的必由之路。 联合国大学关心的是寻求实际的解决方法，用不仅是收集专 

门学科的数据而已，所以它必须兼收并養许多门学科的知识。

188.随着各种方案活动间的自然会聚变得越来越明显，一种非正式的学科间活 

动已经成为大学曰常工作的特色。 几乎在三个方案的代表參与的所有会议上都 

出现对学科间活动感兴趣的现象。

189.但是，正式形成三个方案间相互促进的结构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 由 

于大学已经着手执行方案间活动，这个事实越来越明里。 传统大学往往认为走多 

学科这条道路颇为困难;特别是现在正值要努力使属于各种不同文化和学搬的学者 

和科学家的专门知识融力一炉的时候，这些问题往往就变得甚至更加困难和棘手了。

190.虽然如此，头五年的工作还是取得到很大的进展。 联合方案咨询委员会 

召开的三次年会顿果累累。 这些会议大大有助于联合国大学总结和组织用多学科 

间的方法寻求知识，以便阐明各种世界性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

B . 活动

191.大学三个方案相互促进的结果是：（a) 由世界饥饿问题方案以及人类和社 

会发展方案在五个国家的一连串专题讨论会和个案研究中正在展开的，对妇女在收 

获后粮食保藏方面所起作用进行调查研究；0̂ ) 由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和自然资源 

的使用々管理方案组织一连串科学会议，对农村发展所需技术正在进行分析研究；

( C )三小方案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召开了一次会议，对教育促进发展达到的现阶段水 

平作了分析，作为大学在这个领域开展活动的基她；(d) 继续进行由世界饥饿问题 

方案和自然资源方案联合主办的用有机废料生物能转化发展农衬社区的研究和训练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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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妇女在改获后保藏工作中的作用

192. 一九七九年九月在东京召开了一次放商会议，以展开世界饥饿问题方案以 

及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的这个联合计划。 正在编写一份关于妇女在收族后粮食保 

存工作中所起的任务与所处地位的介绍性文件。 按计划在哥斯达黎加、印度、印 

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坦桑尼亚进行一系列个案研究，这项工作由几组妇女研究员 

进行，每一组都有一名粮食技术专家营养专家和一名社会科学家。 鉴小调查研究 

的搞要将利登在《粮食与营养简报》上，总评论、分折和四项个案研究中的每一项 

研究都将以小册子形式发行„

2 . 促进农村发展的技术

193.设在菲傳宾的这t 项目认识到需要由各地自己作出特别的努力发展可行的新技 

术 , 并使现有的技术适合每个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

1 9 4 .这个联合项目的第一阶段于一九七九年开始，由自然资源方案培训菲律宾 

国立科技研究所的六名初级科学家。 这几名学员在物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督导 

下，收集吕宋岛内湖省一个村庄利用可再生资源与能源的数据资料，并加以分析。 

特别注意当地作物间作、传统的刀耕火种以及木染消耗的习惯作法。 这种对农村 

传统的资源使用方法和社会—— 经济參数所作的基細研究，将被用来分析采用技术 

改革的可能性。

1 9 5 .正在巴拉望岛上的一个村庄收集类似的资料，作为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关 

于共享传统技术计划的一部分。 将这两个村庄的资料加以比较，并对谨慎地采用 

的改草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就会对全过程和变革的普及情况获得徽观了解。

3 . 教育促进发展

1 9 6 .这小项目的前提是，教育是社会改革的基本手段之一。 本项目被认为是 

一项方案间活动，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起协调作用，其它两小方案继续参与。 一 

九七九年九月在联合王国苏塞克斯大学召开的特别工作组会议使来自世界各地的与 

会者欢聚一堂，其中包括联合国大学三个方案的代表们。 会议对现有的教育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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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方法以及教育方面的革新实验与学巧过程等进行了审查。 苏塞克斯专题讨论 

会讨论了这种计划在大学章程的规定范围内应该采取的总方针，并建议应在大学内 

对可能达到的各种目标进行广泛讨论，因为报明歷它应当包含所有三个方案的工作 

在内。

4 , 农村社区有机废料的生物能转化

197， 生物能转化是世界饥饿问题方案关心改善营养与自然资源方案关心安善管 

理材料与能源和环境保护的共同基础之一。 生物能转化包括农业生产、精食与甸 

料的加工，以增进消化和安全，以及生产与消费粮食和铜料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料的 

处理。

198, 大学在去年发行了一九七八年在危地马拉举行的生物能转化最新技术会议

的会议录；这本会议录全面地评论了有关农村地区生物能转化的研究工作。/
199,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举行了第二次专题讨论会，题目 

是关于木质纤维与i定粉废料的生物能转化。 这次讨论会使人们注意到东南亚现有 

的大量香蕃、油栋、橡胶树子、挪子壳和其它废料。 讨论会是由大学、印度尼西 

亚和荷兰政府联合主办的。 会上还讨论了开展一项生物能转化计划的可能性，这 

项计划可能得到荷兰政府的支助。

2 0 0 ,在大学支持下，展开了一些项目活动，在印度马德拉斯农村进行生物能转 

化计划。 第二项计划是在智利开展的，目的是研究如何将纤维废料转化为食糖。 

活动网将在一•九八一年扩大，特别是在生物气方面。



六.方案支助活动 

A ，学术事务处

2 0 1 .学术事务处为大学的三个方案服务，传播这些方案及其它方面产生的知识, 

并向这些方案提供其活动所必需的各种资料。 学术事务处的职责包括出版、管理 

联合国大学中心图书馆和资料查阅。

1 .出版

202， 隨着大学研究活动的扩展，其出版计划在过去一年中趣续有所增长。 每 

季发行的《粮食和营养筒报》，及每月发行的《资产：精选太阳能技术摘要》都拥 

有越来越多的读者。

20A 《艘食和营养简报》登载关于世界饥饿问题的科学论文和技术资料及消除 

饥饿的所作各种努特别注意报导世界饥饿问题方案的工作。 与联合国行政协调委 

员会营养问题小组委员会合作，它合并了从前由联合国蛋白质—— 热量咨询组出版 

的《蛋白质咨询组简报》并将后者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精选太阳能技术摘要》载 

有目前可得到的书复、论文、报告和会议文件的搞要，而且重点刊登对发展中国家 

的农村社区有价值的资料。 它在发展中国家太阳能这个广阔领城的科学家和工程 

师之间形成一个资料网基細，如果没有这个资料网基袖，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 

很可能仍旧互相不通消患而且不能获得宝责的资料。

2 0 4 .在本年度，大学还出版了 115#出版物，目的是使科学家和学者了解联合 

国大学进行的各种方案的工作情况。

2 0 5 .世界饥饿问题方案趣续出版《技术丛刊》其中载有方案研究班、会议和其 

它集会的报告。 这个丛刊使这种会议的资料得以广泛传播。

87



2 0 6 .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还以几个新的题目充实了它的三个丛刊（《发展丛刊》， 

《研究，报告汇辑》和 《方案文件汇辑》 K  这三个丛刊的作用是增加国际对话和 

更多地传播世界各地会议上加以讨论和分析过的关于发展的新慨念和有关的作法与 

政策。

2 0 7 .利用和管理自然资源方案沪大出版《技术丛刊》和 《技术报告汇辑》，后 

者发表研究结果会议报告和有关方案♦ 务的题目的现阶段发展情况报告> 这两个 

丛刊的出版物不仅是为了协助生态学家、环境科学家、地理学家和农学家，而且也 

是为了协助社会科学家和关心农村发展的其他发展问题专家，

2 0 8 .在本报告审査的期阿，大学与出版商和出版机构签订合同，由他们出版大 

学的几份刊物，以实现用最低的花费获得最大的传播效果。 这嬰出版商和出版机 

构包括：牛津大学出版社、 帕尔加蒙出版社、国碌水稻研究所和斯吉多•夫与诺尔 

多 . 夫出版公司。 除了这些工作以外，大学还采取步骤，扩充中心内外的编辑设 

施。

2 0 9 .为了配合出版数量的增加，大学改进了分发体制，包括利用图书馆存储和 

指定在全国销售的公司在内， 此外，还努力改善邮寄名单，以供官方分发和方案 

分发之用，

2 . 资料查阅和图书馆事务处

2 1 0 .学术事务处的资料查阅方案继续稳步友展》 大学中心图书馆不断扩充，

直接联机回牧系统已全面运转。 学术事务处的计算机系统正为大学提供服务，特 

别是为颈算记录控制和邮寄名单的工作服务，

B. 资料事务处

2 1 1 .资料事务处工作的目的是" 提高全世界的—— 特别是学术和科学界、政府. 

非政府以及国际社会的—— 舆论界者和决策者，对大学的认识和了解，以便争取他 

们对大学宗旨和活场的支持• "



2 i a 在本报告审查的期间，为达这一目的而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分发印刷品，给 

具有參响力的传播媒介介绍情况，以及发行影片等.

2 i a 《大学通讯》季刊继续出版，并改善其新闻版和 " 进行中的工作"付刊中 

有关大学活动的报导， 特别注意刊载直接了当地解释大学联络网有关研究员实际 

工作情况的文章，

2 1 4 . 在本审查年度末尾， 《大学通 讯 》的篇幅增大，编排也有所.修改. 这个 

改变的意图是报导更多的大学活缔并使忙綠的读者比较容易选择他们特别感兴趣的 

项目， 改用较大篇幅而不增加刊物期数，主要是由于费用的问题，

2 1 5 L 《大学通讯》的印刷量大约是四种语文28, 0 0 0份， 因此，它是大学最 

大的唯一通讯媒介，它必然要照顾到具有不同兴趣和不同态度的读者。

21 6. 今年的印刷量增加了 5, 0 0 0份， 同时分友工作也有所改善， 约有 4, 000 

个无关紧要的寄送对象经过核査，予以取消， 联合国各资料中心和开发计划署某 

些办公室的需要，经过核查后大量增加了刊物的供应量， 对其他组织也进行了类 

似的核查， 试用了一种 " 清理 " 邮寄名单的制度，首先要寄送对象在旨在为电子 

计算机输入而设计的表格上证实他们对刊物确有兴趣，然后，通知那整不回信的人 

如果不把表格填好寄回，就停止寄送刊物 . 在年底以前，对欧洲的大部分寄送对

象已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作。

2 1 7 .改善《大学通讯》寄送名单是个长期任务，但是在本审查年度已经有了好 

的开端，

2 1 8 .为减低从东京邮寄《大学通讯》的费用，试用了分散寄发的方法。 联合 

国大学美国理事会处理所有北美的寄发对象；纽约联络办事处继续向各国代表团和 

联合国各办公室发送刊物；大学的伦敦办事处则处理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发送事务，

2 1 9 . 目前大学资料出版物的种类计有《大学通讯》、附有插图的《年度报告》、 

《联合国大学倚介》（基本资料），关于联合国大学的《谈话要点》- 每一种出 

版物都是要满足一种具体的需要和迎合一批特定的读者， 为了联合国科学和技术

- 89 -



促进发展会议，在接到通知后很短的时期内，就编写并印发了一本特殊小册子，证 

明是各种出版物中颇具用途的一般性刊物.

2 2 0 .在成功地出版了 " 第三年 " 这本附有插图的小册子之后，又出版了 "第四 

年 ，，. 由于印刷方面的延误，它与读者见面的时间比须期的晚了一些， 一般认 

为这种附有插图的年刊可以满足一种重要的需要• 座然正式的年度报告几乎载有 

任何人想要知道的有关大学的所有资料，但不可避免的是这种报告又，又不吸引人； 

大郁分使用年度报告的人都是已经对大学感到兴趣的人• 但是还有许多人应该争 

取，需要以吸引人的编排方式来争取他们的注露》并将事实和图表巧加安徘以保持 

住他们对大学的注意•

2 2 1 .在这一年期阿，经理事会批准大学主动采取一项有关资料工作的重要措施， 

即决定成为联合国期刊《发展论坛》的共同发行人• 这个协议从一九八0 年三月 

一日起生政，为期而年，因此，现在就来判断是否能达到目的尚嫌为时过早， 这 

些目的是：比用其他方法快和可能更经济地使大学在与其利益有关的国际舆论界和 

决策机构中获得一个身于使人赏识与了解的适当的地位；履行大学宪章的义务，传 

播知识 “ 促进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实现" ；使大学本身成为有关发展问题的重 

要论坛•

2 2 2 .在这一年期同，大学在争取有影响的传播媒介报导大学宗旨和活动方面继 

续取得了一些成绩， 利用在贸发会议上所作的情况介绍写成了好几篇文章，其中 

一篇刊载于在各国发行的《新科学家》；此外，有两篇关于大学的有价值的特写刊 

登在读者众多的贸发会议的会议新闻上•

2 2 S I双子星通信社驻纽约联合国通信员所写的一篇关于大学的一般性文章广泛

地为第三世界圆家所利用. 在其它地方， 《伦數泰晤士报高等数育付刊》刊载了

一整版的介绍文章，伦 數 《卫报》刊载了一篇关于大学太阳能计划的特写，这篇文

章引起了六十多封来信，向 各 国 发 行 的 曰 本 英 语 刊 物 刊 载 了 一 篇 访 问 大 学  

校长的长文， 第三世界报业辛迪加登载了两篇有关大学的文章• 英国国家广播 

公司海外服务部用三十分钟的广播节目介绍了大学，特别是介绍了大学的人类，和



社会发展计戈这个广播节目还经过剪辑，变成特写，用好几种语言配音. 许 

多有关对大学的访问、会议和专题讨论会的文章和新闻登载在各地方报纸上；此外， 

方案工作人员的文章也出现在科学刊物及其他专门性刊物上.

2 2 4 .尽管做了上面加以摘要叙述的宣传工作，在这一年期间， IT.目前的发展阶 

段来说，大学的各项活动对更有影响力的传播媒介只有有限的吸引力。 活动的规 

模并未大到足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其质量也只能由取得的成果来加以证明，但 

是结果一时还无法知道。 设立大学这一想法仍然令人感到兴趣，但是这只能由每 

- •家报社报导一次 , 因此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和短暂的。 这个困难就强调说 

明资料事务处有必要更加努力，从各项方案活动里抽取可以称为新闻精华的部分， 

尽可能有效地予以传播，

2 2 5 .在日本，报社对资料事务处的各项活动和予告的报导还算令人满意。 但 

是，在报导大学各方案的实质内容方面则不甚成功。

226. 教科文组织协会全国联合会和联合国日本协会各自都在其月刊上经常刊载 

介绍大学的特写文章或新同，两者的发行量共为52, 000份。 向全日本240个 

教科文组织协会和4 7个联合国协会分会发送了《大学通讯》和 《年度报告》。 

这两个纽织还协助制作日本版的联合国大学影片，在日本各地放映了 5 0 次。 其 

他组织次数虽少（共 6 0 次 ）但部不断要求放映影片。 目前正在作出安徘，由两家 

专门友行教盲參片的公司来推销和发行介绍大学的影片， 想必在许多高中和大学里 

应当广泛地放映影片，

2 2 7 .为了使日本人更多地看到联合S 大学并设法证明大学在日本是一个国除知 

识界的促进因素，资料事务处与联合国资料中心和或儿重基金会共同举办了三次 

关于联合国或发展题目的重要讨论会。 这些会议报有用，但是还需要开更多的这 

类讨论会，规模应当再大些，并且要有计划好的后继会议。 资料事务处还设法为 

理事会和咨询委员会成员提供讲台，他们是根据 " 联合国大学讲座"这个想法到东 

京来的， 这个讲学活动是理事会主席韦斯利博士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发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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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里博士和勒貝尔博士接着就讲了课，但是應意讲课的理事会成员多过了可能邀 

请的人数，因 很 明 显 ，必须在这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2 2 8 .今年完成了一部题为 " 知识之网，，的影片，其中大部分是重新摄制的联合 

国大学影片Ï 影片想括三段，每段介绍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长达三十分钟。

该影片的主要演出对象是愿意比较详细了解大学的自标和活动的观众。 影片用阿

拉伯语、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配音，考贝存放在9 0个国家的联合国资料中心和

开友计为j署办事处，

2 2 9 .今年资料事务处的工作人员并未增加（除了两名笔译及其秘书以外，他们 

是由于调整组织而调来的）， 大学资料事务处驻伦敦的代录和纽约联络办事处主 

任在资料服务处的活动方面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联合国大学美国理事会执行主任 

在某些活动方面也是如此，

C. 行政事务处

2 3 0 .行政事务处向东京的大学中心和在外地的一切方案、司处和工作人员，提 

供管理、法律、会议、征將及人事、财政、予算和其他行政服务与支援。

2 3 1 大学的活动扩大到全世界，给行政事务司各科室增加了愈来愈沉重的负担。 

予算不断增加，所有拨敦主要都是给各项方案活动的。 拨给行政事务司的财政资 

玩从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十五下降到一九七九年的百分之十三和一九八0 年的百分 

之十一，

23 a 由行政主任协调的该司各科室的活动如下：

1 . 会议和一般事务

2 3 3 .本科安播理事会成员、工作人员与顾问參加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各次大学方 

案会议的全球旅行事宜， 它负责提供东京中心的基本服务事项，即收发通讯、电 

传和电话业务的中央登记处，会议室和其他有关的设施与服务爭项。 还包括有效 

管理和利用日本政府向东京中心提供的办公室空间和设备， 在这一段期间增加了 

十名工作人员，使办公室空间分配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2 3 4 .本科还经手印刷大学报告、文件和出版物的合同安徘以及采姆f所需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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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补给品等。 采购活动扩大到代替各附厲机构和联合国其他机构采嫩设备与补给 

品。

2 3 5 .在本审査年度期间，本科为大学理事会的三次会议（二次在东京，一次在 

日内瓦），在东京举行的十二次方案会议以及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作出 

了后勒和行政上的安排， 这些安排包括会议设施、每日津贴、同声传译和文件复 

制等。

2 . 人事事务处

2 3 6 .在本审査年度期间，本科的主要重点有所转变并复杂性和工作量都大为增 

长; 本科工作人员的改组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本科多少宪成了协助大学基本上适 

应联合国人事政策和程序的富有革新精神的任务以后，现在已经成为执行这些适应 

措施的有效的处理机器，有许多例子是在通常不涉及人事处的现场，例如为各附厲 

机构的特定工作任务订立财务合同， 在人事处存有统计资料的十二个基本项目当 

中 , 予计本年将处理6, 0 0 0和 8, 000个单独项目，

3 . 财政

2 3 7 .本科处理捐赠基金的投资有价证卷并支付向世界各地提供服务事项的赛用。 

大学活动的扩充，总部和其他地方的会议次数的增加以及大学工作人员全面增添使 

得财政负担和支付额大力增加，

4 . 予算

2 3 8 .本科成立于一九七九年，已经制订出编制和执行予算的方针，并采用了新 

的财务管理技术。 大学提供了一九七九年核准予算的百分之九+ , 大学組织内每 

个单位都能够在本审査期间不超出核准的予算。

5 . 法律:事务处

2 3 9 .法律顾问向大学所有单位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包括协助草拟议订书，谅解 

备忘录，并与一位顾问合作起草大学的法规。 此外，法律顾问参加在联合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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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召开的关于用通信办法无法解决的各种复杂的行政问题的讨论，

6 . 駐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联合11大学联络办事处

2 4 Q 大学在纽约设有一个办事处，负责处理同联合国总部各单位、各会员国和 

各非政府组织的联络工作。 除了这些任务以外，在审査期间，联络办事处还帮忙 

寄发资料，

9U



七、筹款、财政和予算 

A. ^

2 4 1 .从一九七九年七月至一九八0 年六月，共有十八国政府向联合国大学认 

捐 和（或 ）捐献了敦项，约计 1, 5 6 0 万美元这些捐敦大部分属于缴付前几年 

所认捐的敦额或每年持续捐献的款项， 奥地利政府已将其每年捐敦额提高了百分 

之五十， 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三国向大学的业务基金作出新的 

认捐。 现在二十九国政府向捐赠基金和业务基金认捐的总数为142, 070, 978 

美元，其中实收数为107, 877, 8 5 6 美元.目前尚有其他一些政府正在慎重考 

虑是否可能向联合国大学的工作认捐和（或 ）捐献敦项，

2 4 a 另外，也从非政府和其他来源收到支助具体项目的捐敦，总计 378, 980

美元》

2 4 3 .许多政府、机构及其他方面以现金和实物间接支助有关的会议、讲习班 

和讨论会， 另外也应注意到，由于联合国大学向该大学网内各联系机构、研究单 

位和其他参与者提供支助，邦助这些机构从它们各自的政府和国内其他来源取得更 

多的活动经费g

2 4 4 .校长和负责规划与发展事务的付校长在审查期间共访问了二十一个国家， 

规划和发展司的工作人员在这段期间为了筹敦目的访问了二十五个国家 .

2 4 5 .大学驻伦敦新闻代表也到欧洲各国从事了一些筹备性访问， 大学驻纽 

约联络处经常与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保持联系• 规划和发展司并进一步与各会 

员国驻东京大使馆保持接触，以便动员他们为大学的工作提供合作和支助，

2 4 6 .人们一向认为，筹款工作是与大学方案活动的发展紧密关连的•在最初几 

年，筹款工作大部分凭仗以后将要实现的希望• 现在大学已开办了将近五年，各 

国政府及其他可能的捐助者都在求证大学所取得的进展及其长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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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7 .在这方面应该提一下一九七九年后期的两项发展。 为了进一步执行一 

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所通过的第33/108号决议第4 段，即 

" 研究如何促进各方面对联合国大学的方案和活动的注意了解，建立较为稳定的财 

政 ，使大学更趋健全" ，联合国秘书长和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邀请前联合国主管行政 

和管理事务付秘书长戴维森先生和印度政府科学和技术部顾问达亚尔先生担任顾问， 

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和编制一份报告。 研究工作已在一九七九年八、九月间完成 .

2 4 8 .除其他外，该研究报告非常清楚地列出了在建立这个新型的世界性机构、 

树立它的地位、向全世界名国政府和学术界领导人介绍大学的情况，以便为捐赠基 

金争取财政支持方面所涉及的独特问题。 理事会和校长及其同僚欢迎研究报告对 

这些问题所提出的新鲜看法。 从大学建校之始他们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 他们 

资赏报告就其他筹资办法和如何改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对大学各种方案活动的认 

识和了解所提出的宝责 :建 议 和 提议。 这些建议现在正在进一步探究中，

249. —九七九年十月，瑞典和挪威政府派遣了一个三人代表团到东京的联合 

国大学总部访问，目的是对大学工作的演变情况进行第一手的研究* 代表团的成 

员为 : 瑞典与发展中国家研究合作机构主任^尔 .埃里克•克努特森博士、挪威教育部研 

究司司长托尔布耶尔恩 . 西雷沃格博士和瑞典研究工作规划和协调理事会的于诺 . 

斯韦丁博士。 他们的研究报告予期将被作为瑞典和挪威政府一也希望包括其他北欧

政府一重新考虑如何趣续支助大学的工作或提供多少新的捐款的基袖.

250. —些其他政府，特别是欧洲和中东国家的政府，目前正在慎重审查向大 

学的捕赠基金和业务基金认捐和（或 ）捐敦的可能性。 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决定它 

们的支持以前正以各种方式自行对大学的进展进行独立的评价《 希望在一九八0  

年下半年内一些政府将宣布它们向大学捐赠基金认捐的款项。

251. 一九七九年的一件重要发展是大学参加了八月在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科 

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 大学出席会议有助于促使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注意到 

大学能够提供一小已证明具有机构和组织能力的联合国系统内的现成工具，可邦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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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执行科学和技术使进发展会议所关心的一些事项。 大学正积极地参与这个会 

议的后继行动* 它与联合国的开发计划署及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主任办公室保持 

密切的接触和合作，并且参与了开发计划署为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临时基金所召开 

的机构间会议， 这个基金是大会根据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建议(一九七九 

年十二月十九日第34/218号决议）而设立的。 大学予期将从这个临时基金直接得 

益，它的规划和发展司正与各方案紧密协作，为争取險时基金的支助而编制大学的 

第一次申请提案；这个提案主要是关于研究金及有关的机构和协调工作。

规划和发展司也加倍努力同一些政府间和非政府机关，包括同各基金会 

进行讨论，以期取得财政支助，

2 5 3 .大学筹款努力的主要方向继续是集中暮集捐赠基金的资金。 该基金的 

长期指标仍然是5 亿美元，其中大约半数希望在一九八0 年代中期筹足。 不过， 

大学现在已到了这样一小地步，各方案正在迅速地发展，所需要的齋源已超过了捐 

赠基金收入所能提供的资源。 因此规划和发展司已开始全力开展一项努力，向私 

人来源，特别是基金会，争取资金，以便支持各个计划。 第一次特浪团已访问了 

欧洲的一些基金会，以后还要去访问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基金会。

2 5 4 不象大多数联合国组织，大学的经费并不是由大会或会员国每年津贴的。 

大学的主要收入来自捐赠基金—— 这一种筹敦慨念使大学各项方案活动的规划和执 

行能德定地进行，确保大学能客观地进行研究并使大学免受他种供资形式所可能附带 

的压力•
2 5 5 .捐赠基金是一种资 « 金，资本来自各会员国的自愿捐款，分为两部分： 

一郁分支持大学的所有活动，另一部分限于支助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活动。

2 5 6 .大学的章程规定，它享有在联合国范围内的自主权，包括享有充分权力 

按照自己的判断为大学的方案活动分配经赛。 它的财务行政是遵照联合国财务条 ’ 

例和细则办理，其基金要经过联合国审计委员会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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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捐数

美元

257. 一九八O 年六月三十日的联合国大学捐赠基金组成如下： &

已缴数

美元

曰本 100 000 000 ( 分五年交付）

一九七三年九月）

90 000 000

委内痛拉 10 000 000 ( 分五年交付）

一九七五年八月）

4 000 000

联合王国 9 784 736 ( 分五年交付） 4 260 799
(5 000 000 英镑 )(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b

沙特阿拉伯 5 000 000 ( 分五年交付）

一九七七年三月）

3 070 000

苏丹 5 000 000 ( 分五年交付）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4 324 324 ( 分四年交付） 1 085 482
(8 000 000 马克 )( 一九七九年四月）

加纳 2 500 000 ( 分五年交付）

一九七六年五月）

1 500 000

塞内加尔 1 028 807 ( 分五年交付） 226 193
(250 000 000 法 郎 )( 一九七七年八月）

印度 750 000 ( 分五年交付）

一九七七年二月）

412 500

泰国 500 000 ( 分五年交付）

一九七九年三月）

200 000

瑞典 231 215 ( 一九七五年八月） 231 215
罗马教廷 50 000 ( 一九七七年二月） 50 000

共计 139 169 082 美元 105 036 189

a 其中一些认捐敦项是以各该国家的可克换货币认捐和缴付的 .
这类认捐敦项的美元值是按认捐时的联合国汇率折算的；不过，这些美元数值 

将视实际支付时的联合国汇率而改变。

b 指定捐给专门支助有关发展中国家方案活动的捐贈基金特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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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36 896

奥地利

瑞典

挪威

i r

扎伊尔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菲律宾 
尼日利亚 
希腊

塞内加尔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加纳

马来西亚

#
项目支助 99

258. 一九八0 年六月三千日各国政府已缴或已认捐 的业务和项目支助款项如下:

1977年 1月 
1977年 1 0 月 
1978年 9 月和 1 1月 
1979年 6 月 
1979年 9 月 
1977年 1 1月 
1979年 2 月 
1976年 4 月 
1977年 5 月 
1978年 2 月 
1979年 1 1月 
1980年 1月
1978年 2 月认捐;已缴185,305美元
1976年 7 月
1977年 7 月
1978年 1 2 月
1977年 7 月
1976年 1 2 月
1977年 2 月
1977年 8 月认捐
1980年 1月
1980年 3 月
1980年 6 月认捐;已缴3a000美元
1978年12^认捐;已缴20,000É元
1980年 6 月
1979年 6 月
1978年 7 月
1976年 1月
1977年 1 2 月
1975年 1月
1978年 7 月
1980年 5 月
1975年 1 1月
1977年 6 月
1975年 5 月
1978年 7 月
1979年 3 月
1977年11月认捐i 已缴5,183美元 
1980年 6 月 
1979年 3 月
1979年11月认捐;已缴U )0 (^ 元 
1979年 7 月 
1978年 6 月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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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7

5

8

1

0

5

9

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

5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3

4

7

5

1

5

8

1

9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8

0

0

9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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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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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9

8

6

0

4

0

8

1

0

2

7

7

7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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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

7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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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2

8

1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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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0

9

4

6

2

1

0

0

0

0

0

0

0

5

5

0

0

5

0

5

0

0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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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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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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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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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财政和预算

1 . 收入

2 5 9 .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千一日终了的千二个月期间，大学可动用的业务经 

赛共计a  167, 369美元，包括捐赠基金所产生的利患收入8, 608, 665美元。

260. —九七九年千二月三千一日，包括捐赠基金和其他基金在内的联合国大学 

资产共计146, 236, 0 1 4 美元。 其中包括各国政府Ê 向认捐基金认捐但尚未缴 

付的款项，计 4& 295, 130美元，

一九八0 年的收入预算如下：

美元

已收到的捐赠基金和其他基金所生利患 9, 243, 000

一九A O 年已认捐并经书面确认的捐赠基金捐款所生利恩 300, 000

业务捐款 450, 000

方案捐款 100, 000

末支配的基金余额 4, 000, 000

共计 14, 093, 000

2 6 1 .业务捐款和方案捐款都是捐款者捐给大学支付当前的业务支出的敦项，而 

不是捐给捐贈基金的款项。

262， 未支配的基金余额是上一个财政年度期间收入超过支出的溢额。 在支用 

以前，它趣续存在報行生患。

2 , 支出

2 6 3 .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千一日终了的十二个月期间，大学业务费用的应付 

敦项总计为9, 281, 660美元，其中 1, 809, 214美元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曰的未清偿债务。 一九七九年的实际支出和一九八0 年的预算支出分列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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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786
560
556
579
280

7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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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PS

 

6

 
6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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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1

 
6

7
/

 
n

 
I
t

10 786 000 100.0

a 包括所有方案活动的费用，但工作人员薪给和一般人事费除外。 

b 包括三个方案的全部工作人员薪给和一般人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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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方案司一九八0 年预算支出的细目开列如下：

100.0

(a) 一九七九年实际支出

II事务司

划M f 司 
事会

(b) 一九八0 年预计支出

美元

6 871 721 
1 307 ^^3 

kks Ilk 
367 510
289 662

9 281 66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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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一九八O 年为三小方案对外和内部费用所分配的资源，开列如下 :

美元

对外

2 722 000 
2 511 000 

2 533 000

7 766 000

内部

379 000  
«♦6) 000 
i»20 000

1 26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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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方案咨询委员会成员次级方案和 

项目协调专员，联合国大学教职员名单 

( 截至一九八0 年六月三千日为止）

A . 方案咨询委员会成员及 '
次级方案和项目协调

. 世界饥饿问题方案

(a) 咨询委员会成员名单

* Guillermo Arroyave博士，西半球区域间协调专员兼联合国大学驻地协调专 

员；

Hoisie B4har博士，世界卫生组织营养股股长，端士,日内瓦； 

sol H. Chafkin先生，福特基金会国家事务和社会发展部，美国,纽约；

FJreda C hale博士，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政策和营养司营养专员（实地 

方 案 ），意大利，罗马；

Wench® Barth E i d e 博士，奥斯陆大学医学院，营养研究所，挪威戾斯陆； 

Yujiro H ayaa i博士，东京都立大学，经济学院，日本东京；

Hou Hsianff-ChTjan博士，营养和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学院教授兼顾问，， 

中华人民共和S , 上海；

Mogen» J t t l博士，皇家兽医和农业大学，食品保藏教授，丹麦哥本哈根；

Piwil Lunven博士，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粮食政策和营养司,根食和菅莽评 

价处处长，意大利,罗马；

H，A，B， Barpia I f i ，高级顾问，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联合国 

根食和双业想铁在业部，研究发展中心，意大利罗，马 ；

— Ï 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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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P ic o u 博士，东加勒比医疗计划，西印度群岛大学综合医院，西印度群 

岛，特 立 尼 达 ；

* h®dT，S a i 博士，非洲、中东和改洲区域间协调专员；

Tasho A. Tashev教授，营养研究所，保加利亚，索非亚；

Roger G• Whitehead博士，剑桥大学与医学研究理事会，邓恩营养实验室主

任_̂联合王国,剑 桥 ；

(b) 协调专员

Quillermo Arroyave博士，联合国大学驻地协调专贯，联合国大学 ------世界

饥饿问题方案西半球区城间协调专员，中美洲和巴拿马营养研究所，危地 

马拉，危地马拉城；

J*C. Dillon 博士，联合国大学驻地协调专贾，拉瓦尔大学营养研究中心，

加拿大岸北克；

lAris Fajardo博士，联合国大学驻地协调专员，巴列大学，哥伦比亚，卡 

利；

Rodolfo Florentine博士，联合国大学驻地协调专员，菲律宾营养中心，菲

律宾,岛 卡 蒂 ； 、
Miguel L ay risse博士，联合国大学驻地协调专员，委内端拉科学研究所，

委内瑞拉，加拉加斯；

Shinji Matsuura博士，联合国大学驻地协调专员，国家粮食研究所，日本,

筑波；

C.P. 1、1&七&1'&0&：11博士，联合国大学驻地协调专员，中央粮食技术研究所，印度 , 

迈索尔；

lOU



R. Orraca-Tetteh博士，联合国大学驻地协调专员，加纳大学营养和粮食 

科学系，加纳，勒贡；

Fred T，Sai傅士，联合国大学—— 世界饥饿问题方案,非洲、中东和欧洲区域 

间协调专员，加纳大学统计、社会和经济研究所，加纳,勒贡；

E，M. Thain 博士，联合国大学驻地协调专员，热带物产研究所，联合

王国，伦敦；

Ricardo üauy 博士，联合国大学驻地协调专员，智利大学，营养和粮食

技术研究所，智利，圣地牙哥；

Barbara Underwood 博士，联合国大学驻地协调专员，国际精食和营养政

策方案，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美利坚合众国，麻萨 

诸塞州，剑桥；

Aree Valyasevl博士，联合国大学驻地协调专员，马希多大学，菅养研究 

院，泰国，曼谷。

2 . 人类和社会矣展方案

(a) 咨询委员会成员

Anouar Abdel-Malek 博士，项目协调专员,

Samir Amin 博士，非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塞内加尔达容尔；

Elise Boulding 博士，达特默思学院教授，美利坚合众国，新罕布什尔

州 ，汉话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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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so Purtado 博士，巴黎大学经济发展教授，法国,巴黎；

* Johan Galtung 博士，项目协调专员；

Hab J. W. Golebiowski 博士，华沙大学，劳工研究所，教授兼主任，波兰,华沙；

Manuel Perezs Guerrero 博士，主管国际经济事务的国务部长，委内端拉，

加拉加斯（直至一九八0 年一月为止 ) ;

* Takeshi Hayashi 博士，项目协调专员；

* Amilcar Herrera 博士，项目协调专员；

J，Ki-Zerbo 博士，国家教育部，前任教育主任，上沃尔特，瓦加杜古；

Rajni Kothari 博士，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印度，新德里；

Michio Nagai 博士，上智大学国际学院教育学教授，日本东京；曰本，

前任教育大臣；

K. Soedjatmoko 博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局顾问，印度Æ

西亚，雅加达；

* Chandra S o y s a先生，项目协调专员；

Rodolfo Stavenhagen 博士，墨西哥学院，墨西哥，墨西哥城；

Alain Touraine 博士，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人文科学研究所，法国，巴黎(直 

至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为止）；

(b) 协调专员

Anouar Abdel-Malekj^士，变动中的世界社会 文化发展其他途径项目，项目

协调员，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人文科学研究所，法国，巴黎；

Johan Galtung 博士，发展目标、过程和指标项目，项目协调员，由训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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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内瓦办事处转，端士，日.内瓦；

Takeshi Hayashi 博士，技术转让、改草和发展 ï 日本经验项目项目协调专 

员，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所，研究规划和协调处，日本东京；

Amilcar Herrera 博士，农村环境研究和发展系统项目项目，协调专员，

坎皮纳斯州立大学，巴西,圣保罗，坎皮纳斯；

Chandra Soysa 先生，分享传统技术项目，项目协调专员，马尔加研究所，

斯 里 兰 科 伦 坡 ◊

. 3 . 利用*g管理自然资源方案

(a )咨询委员会成员

* Eric B i r d 博士，项目协调专员；

Margaret B i s w a s夫人，S 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奥地>利，拉克森堡 ’

*  Gerardo Budowski博士，项目协调专员；

James M. Harrison博士，顾问，加拿大能源、矿物愈资源郁前任助理付部长，教 

科文组织，科学湘技术方案，前任助理总干事，加拿大，涯太华；

Carl-G6ran Hêden博士，国际高深研究研究院联合会，端典，索尔纳；

* Jack D. Ives 博士，项目协调专员；

I .  K o b o r i博士，东京大学，科学院教授，日本，东京；

P. 0. Kwami博士，科学和技术大学，工程学院院长，加纳，库马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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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urice L6vy博士，项目协调专员；

*  Jack A. M abbu t t博士，项目协调专员；

*  G,J. A fo lab i  O j p 博士，项目协调专员；

*  Kenneth Ruddle博士，项目协调专员；

Sanga S a b h a sM博士，泰国国家研究理事会秘书长， 泰国,曼 谷 ；

Didin  S. S a s t r a p r a d j a博士，印度尼西亚科学研究所，自然资源付主席，印度尼西 

亚，难 加 达 ；

Gilbert F. White博士，科罗拉多大学行为科学研究所前任主任， 美利坚合众国， 

科罗拉多州，博尔德；

Michael J. W ise博士，伦敦经济禾0政治学院教授，联合王国，伦敦，

(b) '协调员

Er ic  B î r d 博士，海岸地区管理项目，项目协调专员，墨尔本大学地质系，澳大利亚 , 

维多利亚，帕克维尔；

Gerardo Budowsk!博士，农林系统项目，项目协调员，热带农业研究如训练中心，可再 

生自然资源方案主任，哥斯达黎加 ,S 里亚尔巴；

Jack D. I v e s博士，高地低地相互作用系统项目/页目协调员，科罗拉多大学北极区 

如阿尔卑斯山研究所主任，美利坚合众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

Maurice  Lëvy博士，农村能源项目，项目协调专员，皮埃尔如玛 D  •居里大学理论禾口 

高能物理实验室，法国,巴黎；

Jack A. M a b b u t t博士，应用知识解决干單地区问题评价项目，项目协调专员，新南 

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悉尼；

G.J. Afo lab i  O j o 博士，农村能源系统项目，项目协调专员，伊赛大学地质系，尼 

曰利亚，伊费；

Kenneth RudcHe博士，水土相互作用系统项目，项目协调专员兼顾问，国家人类文化 

博物馆副研究员，日本，大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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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联合国大学教职员

校长办公室

James M. Hester 博士，校长 

Michio ïïagai 博士，校长高级顾问 

Jose V. Abueva 博士，大学秘书 

JTose M a t a先生，大学秘书助理 

规划和发展
Alexander A Kwapong 博士，付校长 

S.ChidamlDaranathan先立，政府和机构关系高级专员 

Vagn Kjellberg先生，政府和机构关系专员 

世 界饥饿问题方案

ièvin S. Scrimshaw博士，校长高级顾问 

Maria A • Tagle博士，方案高级专员 

Urban Jonsson博士，方案专员 

Bazanne Chorlton夫人，方案助理专员 

人文和社会发展方案 

Kinhide Mushakoji 博士，付校长 

Pedro Henriquez 博士，方案专员 

Hossam I s s a博士，方案专员

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方案 

Walther Manshard一 - 博士，校长高级顾问 

Anton C. J. Burgers 
Richard S, Odingo 
Walter C. Shearer 
Lee H. MacDonald 
学术事务处

博士，方案高级专员 

博士，方案高级专员 

博士，方案专员 

先生，方案专员

Shigeo Minowa 先生，处长

ïasuko Tashiro 女士，翻译员

Jame8 E. Ricketson 先生，稿件编辑/ 校对员

Michael Gautrey 先生，稿件编骑/ 校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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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务处 、

R. A. Fleming先生，王任 

John M. Fenton 先生，撰写员/ 研究专员 

Amadio A. Arboleda 先生，出版管制专员

George Y. Somekawa 先生，新闻专员（日本）

Gerard Jacquemier 先生，翻译员

行政事务司
T. Manson 先生，行政事务主任 

Zdenek Seiner 博士’法律顾问 

Leslie S c h e n k先生，人事主任 

KaMnder N. Malik 先生，会议和一般事务主任 

Akio Komatsuki先生，财务主任兼日本政府联络专员 

Babby de Coummere 先生，财务专员 

WaPe C h i n g先生，予算]^处长 

組约联络处

Hironobu Shibuya 先生，联合国总部联络办事处处长 

Edgardo Moguillansky 先生，行政专员

欧洲新闻办事处

C. T. I solani先生，伦敦联合国新闻中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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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联合国大学方案联系网 

( 截至一九八0 年六月三十日为止）

A.

1 . 粮食与营养政策和方案规划

国家规划和发展的粮食与菅养目标: 在加拿大、智利、加纳、危地马拉、菲 

ÿ 宾、美利坚合众国和哥伦比亚都有联系机沟，与印度和菲律宾的机构也有联络。

2 . 粮食收获后的保存

收获后的保存: 在加拿大、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加纳、印度和联合王国都 

有联系机构，与日本的一个训练单位以及印度尼西亚和塞内加尔的机构也有联 

络。

3 . 营养的需要以及如何利用当地食物来满足此种需要

发展中国家的旦白质和能量的需要: 在智利、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奉国、 

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墙拉都有联系机构，与巴西、埃及、印度、日本、墨西哥、 

菲律宾、.大韩民国、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机构也有联络。

缺乏故质性資血症及其予防: 在智利、危地马拉和委内瑞拉都有联系机构。

B . 人类和社会发展方案

1 . 发展的问题

发展的目标、过程和指标 : 由端士的联系机构协调，与下列各国的机构也有 

联络： 阿根廷、比利时、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意大利、牙买 

加、日本、马来西巫、墨西哥、挪威、波兰、罗马尼亚、塞内加尔、斯里兰卡、 

瑞典、端士、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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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变.中的世界里社会文化发展的各种途径: 由法国的一个机构协调，与下

孟加拉国、加拿大、埃及、 （两个机构）斐济、法 

国、印度、日本、墨西哥、尼日利亚、西班牙、叙利亚、泰国、特立足达和多 

巴哥、突尼斯、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南斯拉夫。

2 . 技术和发展

分享传统技术: 由斯里兰卡的联系机构协调，与印度尼西亚、 日本、马来西 

亚、尼泊尔、菲律宾和泰国的机构也有联络。

农村地区的研究和发展系统: 由墨西寄的联系机构协调，与巴西、埃塞饿比 

亚、墨西哥和菲i 宾的机构•&有联络。

技术的转移，改革和发展：日本的经验: 由日本的联系机构协调，与日本国 

内 3 5 个其他机构也有联络。

C . 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方案

1 . 农村社区的能源

综合能源项目: 联系机构在阿尔及利亚，与坦桑尼亚的一个机构有联络，并 

计划同印度、中牟人民共和国、上沃尔特的机构取得联络。

可再生能源资料: 《资产》，联合国大学总部，日本。

地热源 : 联系机构在冰岛，与日本的一个机构有联络。

木材燃料 : 联系机构在尼日利亚，与马来西亚的一个机构有联络。

2 . 评价应用知识解决干单土地问题的情况

干单土地 : 苏丹和澳大利亚的联系机构互相联络，与印度和联合王国的机 

构有联络，并计划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东、巴基斯坦和秘鲁的机构也取 

得联络。

■ 112



3 . 温热带农村发展的生态基础

农业林业系统 : 联系机构在哥斯达黎加和泰国，并计划同傘麦 I t的一个机构 

取得联络。""一

高地一低地相互作用系统 : 联系机构在泰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同尼泊尔、 巴 

布亚新几内亚的机构有联络，并计划同瑞士的一个机构取得联络

水一陆相互作用系统 : 联系机构在印度尼西亚，同日本、马来西亚、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机构有联络，并计划同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机构取得联络

沿海资源系统： 研究和训练单位在雅加达，计划同斐济和努美阿取得联络
  m n»i iwii

4 . 资源系统理论和方法

这是一小高深的训练和研究网，联络在自然资源次级方案下进行的工作。 已 

经在特兰和大韩民国进行各种活动，并计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和美利坚 

合众国从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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