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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大会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的第二o 四四（二 十 ）号决议，除其他事项外, 

请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 ) 执行主任就该所业务按年向大会报告。 依照这决 

议，执行主任提出本报告书，其叙述的期间是从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起，到一九七 

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但是提到的活动有些不一定只暇于这期间内，有时会越出这 

期间以外。

2 . 德维森。尼科耳博士是位非洲的科学家、 外交家和教育家，曾先后作过塞 

拉勒窝内大学校长和塞拉勒窝内常驻联合国代表，他于一九七二年九月就任为训研 

所的第三任执行主任。 他是由伦敦来到此地，在伦數时他是塞拉勒窝内驻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高级专员和驻丹麦、挪戚及端典大使。 在尼科耳博士担任 

常驻代表期内，他曾代表塞拉勒窝内出席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同时也 

曾任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鹿。

3 . 尼科卑博士的前任是斯，欧 . 阿迪博首他曾任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 

表。 训研所董事会和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都曾向阿迪博首长在训研所发展上的卓 

越贡献热烈致敬 . Ü执行主任澳斯卡. 沙充特先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至九月间承 

担了执行主任的职务；他在这繁忙时期内欣然承担起职务，应当受到感谢与赞扬。

4 ) . 执行主任向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提出了报告。 大会在第二九五0 (  二十 

七 ）号决议中满意地注意到训研所执行职责效率日增，同时表示希望训研所能得到 

更多和范围更广的财政★ 持。 代表们掠出的建设性意见受到了仔细的注意，对训 

研所将来的政，会有影响。

5 . 大会也审议了训研所关于设立一所联合国职员学院的建议。 基于第五委 

员会的报告①，大会决定待牧到进一步的资料后再采取行动。 大会请秘书长，以 

行政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和训研所执行主任嗟商后就这个问题向大会第二十八

①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附件, 议程项目8 1 , 文件A /8 98 0。



届会议提出报告。 鉴于大会辨论中各方提出的意见，执行主任考虑了若干原提议 

以外的挟择办法。 预计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尽大会第五委员会将会讨论订 

正后的提议（详情见下文第2 3 段 ）。

6 . 联合国秘书长在大会主席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嗟商后，为训研所委 

% 了新的董事会 ®。 训研所愿正式地向退职的靈事们表示深擎的感谢》 经秘书

长修正后的训研所规约规定靈事会将由二十四位而不是十八位董事组成。

7. 新任执行主任的到任激起了对训研所的目标与活幼作进一 的内部评佑， 

因此训研所的各项研究也就更加集中于联合国的能力结构、职务与程序，包括在决 

议和决定执行上面临的问题 a 审核的期间内，训研所发行了八种研究报告，使 

本所出版物总数迷到四十三件。 基于一项五年计划所作的几小主要研究方案,现 

在不是已经完成了，便是接近于完成阶段。 执行主任和高级职员特别注意到要尽 

可能广为传播本所各项研究报告。 因此训研所作了更多的努力去接触到有关医师、 

外交人员和学者；这不仅服于在东道国，也包括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这国家，并且是 

在各种国家的和国际的会议场所。 训研所的出版物曾在二十八小展览会与国际会 

议中展出，它的研究报告也曾是专门性杂志中二十八篇以上评论、论文及书目的主 

题。 由于认识到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推广，执行主任特别注意如何能更有效地应 

用传播技术来推展训研所工作。

8 . 训研所增加了训练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并且试困去改善它们。 遵照训研 

所负的使命，他的训练方案主要是为各国和国际官员而设。 本年度中训研所曾做 

了相当大的努力去为外交人员和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员提供实际的训练.对训 

研所训练活动的评价显示出由本所組织的各项专门课程和研讨会有其实际的益处。 

最近的一项革新是采用了某些专题课程，以便由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秘书处选 

出的人贾能够在某一最近跟联合国体系有关的题目上取得更深入彻底的知识。 在 

本年度内，训研所举办的专题课程的题目有：在联合国主持下解决争端的程序，联

② 董 事 会 的 组 成 ，见下文附件一。



合国的区城性结构和在经济与社会事务上同非联合国区城性组织的关系。

9 . 在训练国际公务员方面，本年度的主要努力是发展计划和方案，以便在一 

小机构间的基础上建立职员学院形式的活动。在经济发展行政方面也作了设立新方 

案 的 初 工 作 ，这将有益于各国的官员、国廝专家和贞责执行联合国发展活动的人 

员。

10 .训研所为各国政府和学术机构推荐参加驻所训练的受训人员与外来学者提i 

供了更大的便利跋也就加强了训研所对那些正在研究和联合国有关问题的人的协助。 

该项方案对发展联合国各组织与学术界的进一步联系上也有其作用。

1 1 .第二章和第三章详細叙述已经得到圆满结论的各项研究计划与活动，其他 

计划与活动的进展，采取的新方向以及在其他 I计划上采取的新重点。突出部分是发 

表了下列研究报告:《联合国和新闻媒介》③ , 《联合国内的妇女情况》④和 《欧洲 

理事会同联合国的关系》⑤。 此外，还有国际经济及社会行动协调研究的发起和 

处理冲突的科学分析为了训练目的发展计划所受环境的影响的评价，以及与国际和 

平学会合作召开了两个关于和平解决争端问题的会议。

1 2 .训研所筹备设立一个将来问题委员会和支助工作方案，这件事获得了新的 

强调。 这涉及了由董事会所委派指导委员会举行一次会议来发动将来问题委员会 

的工作，也涉及了为指导委员会筹备若干次讨论和一些实质性文件，并涉及详拟指 

导方针建立一个全球性专家知识与意见网络来帮助将来问题委员会取得关于世界趋 

势与发展的资料和传播它的研究结果， 目前正在积极地筹暮经费，筹备工作与研 

究工作在继续着，适当的职员安排也正在考虑中，在全球性基袖上出版的有关书籍、 

杂志及文章的框案已经建立了，同时，训研所也已开始查明联合国体系内针对着将

③ Ü1JITAR ST/7。 关于本书及其他训研所出版物的作者，见下文附件二。

④  raiTAR RR/18,

⑤ 训 研 所 区 城 研 究 第 1 号。



来正在做的工作是什么。

1 3 .训研所除了同行政协调委员会联系外，又经常同联合® 体系内的各研究， 

训练与规划机构保持接触，行政协调会是由联合国各01体与机构的首长组成，主席 

是联合国秘书长。 训研所在选择具体的工作范围和实施其活动上都同联合国其他 

机构与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训研所主办的研讨会、讨论会和谈话会都有联合 

国体系内适当成员代表参加。 训研所和联合国体系其他成员的密切沟通又因为训 

研所和学术界保持密切和日益增加的接触而相得益彰。 训研所同世界各地六十个 

国家中大约三百五千个大学、研究所、学会和研究中心有过合作。 这包括了各有 

关机构为训研所进行研究或调查，向训研所提供合作，以及与训研所计划或方案联 

系。 训研所由这些机构提供的合作上，无论从它们直接地或在训研所支持下为训 

研所从事的各项研究方面来说，或从它们为训研所提供一种或他种专家意见或协助 

方面来说，都得到了好处。



^ 研究，训练和调查 

A, 政策和重点

1 4 .训研所的目的在于对联合国体系取得更多的了解，其方法是作各项研究， 

举行研讨会，此外或许更重要的是批判性地审查目前的各项实践以便于达到合乎需 

要的改变与更有效的作业， 许多研讨会和调查研究都因此明确地指向有改善和改 

变的需要。 这么作便需要参与者和研究工作者具有批判性的态度和尖锐地提意见。 

它一方面试图提出新鲜的观念，一方面又要探讨这些观念的可行性与可接受性。

1 5 .训研所的主要宗旨是：各项研究工作、会议和研讨会应当在联合国大家庭 

里能启发思想和规划，包括各国的常驻代表、秘书处的最高阶层、新闻界以及与国 

际组织有关的学术专家们。 多年来，各项课程^研讨会和会议涉及了数百位外交 

人员、 官员和学者。 研究报告不仅在联合国各机构中予以提及，它们还达到了世 

界各国有关的官员和学者。

1 6.训研所各项研究的统一主题与重点仍然是联合国在达成其主要目标上的有 

效性。 因此重点是那些直接关系到联合国的能力、结构、职责与程序的问题，以 

及在执行决定上面临的问题。⑥

1 7 .这种作法使联合国的有关委员会或其他团体在拟定政笨和作成决定时，可 

以按照训研所各项研究结果的可行性而加以利用。 研究工作的每个阶段都有关鍵 

性人员的参与，这包括了研究的开始，报告初稿和拟议的训练方案的编拟与批评， 

以及在训研所和他处举办的研讨会和小组讨论研究的结论与结果。 训研所的行动

⑥训研所研究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由董事会第四届（一九六六年）和第六届（一九 

六九年）会议根推执行主任提出的各项报告通过的（参看大会正式记录, 第二 

十一届会议 , 附件，议程项目4 8 ,文件V B 5 0 0 , 附件二；以及大会正式记录 , 

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 5 号 （A / 7 6 1 5 ) , 附件六）。



并不因研究结果发表而告结束，有关的官员、外交人员和学者在发表以后阶段还有 

种种后继工作要做。

1 8 .随着研究工作在数量上和种类上的增加，训研所在各项训练活动中也能够 

应用这些研究报告， 这样子反过来又为研究工作提供新的慨念，训研所的研究人 

员能够通过从事训练工作而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带来关于联合国所面临问题的更广泛 

看法 . 这种互相补助的活动的例子是为各国代表举办的下列课程，诸如：联合国 

区域性组织和在经济与社会事务上同非联合国的区域性机构的关系（见下文第 51 
和 5 2 段 ），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见下文第 5 8 和 5 9 段 ）。

1 9 .依照一■九七二年九月董事会第十一届会议所作决定，现在正尽先设法实施 

董事会先前的一项决定 , 即训研所应当着手一个方案，不断审查关系到人类前途而 

可能需要联合国体系有所反应的主要趋势和发展。 下文B敦中载有关于董事会为 

将来问题委员会而委派的指导委员会所作审议和训研所嗣后工作的说明。

2 0 .董事会第千一届也审议了关于建议的联合国职员学院的问题，重申了它过 

去赞成遵照训研所规约设立职员学院的决定，该规约中赋予职员学院训练国际公务 

员的责任。 靈事会董事们也极力主张如果大会再度延迟为一所正式学院提供经费 

的决定，早日提出职员学院式的课程，

2 1 .行政和® 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和大会第五委员会嗣后对设立职员学院的提议 

进行了讨论， 大会决定延迟作出明确的决定，而在第二十八届会议审查这小问题。 

大会请秘书长以行政协调委员会主库身份并同训研所执行主任合作，参照咨询委员 

会的评论和意见^第二千七届大会第五委员会内各方所表示的意见和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理事会的意见，对职员学院计划一事再提出一份报告，包括这事所涉的经赛、 

行政和頭算问题。

2 2 .参照大会的讨论和一九七三年一月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的讨论，执行主任的 

结论是认为这目前不适合著手于设立职员学院成为一所自治性机构的提议， 他把 

这个看法向行政协调委员会在其一九七三年四月的会议上作了说明。



2 8 .然而，正如大会和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所公，认，只要在可以接受的经赛服度 

内能够开设课程，联合国体系内清楚地需要有职员学院式的课程的。 执行主任因 

此探讨了以训研所活动组成部分之一的方武提供训练课程的可能性。 不幸地，除 

非训研所的预算经赛有所增加，这么作是不可能的。

2 4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六月至七月的会议中讨论了修改后的提议，同意开发计 

划署在一九七四年预算中拨敦五万美元作为对建议的训研所国际职员训练司的捐款, 

其条件是其他的机构也按比例捐敦，并且要署长就开发计划署的参加情形向理事会 

将来的会议提出一份完备的分析。 训研所希望联合国会作出配合的捐款，也希望 

各专门机构提供财政支持。

2 5 .本报告书叙述的各项活动关联到五个主要的活动范围和千三小研究计划， 

以及这些方面的研讨会和课程。 按照董事会审定的政策和重点⑦，五个主要的活 

动范围到目前为止大致上没有什么改变。 在这些研究范围之内有三种研究计划， 

即：长期的、短期的和佳化性的， 长期延续性的计划一般为期三年至五年，比方 

象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联合国和新闻媒介》⑧。 训研所多数的研究计划厲于这 

一类型。 训研所有时也作些短期研究计划，比方象关于海洋污染问题及其补救办 

法的研究. 最后，训研所也发挥其催化作用，促成针对着联合国的学术性研究和 

国际在这种研究上的合作， 这种活动的一个例子便是研究关于“ 人才外流"，发 

展中国家的专门人员流往外国与返回本国的动机与因素。 在这件工作上，有二十 

多个国家的研究中心已在或正在提供合作。 这三种不同的研究计划的每一种都可 

以由若干个单独的研究计划所组成，比方象训研所关于联合国各组织同其他国际姐 

织间的关系的研究便是由六项单独的研究组成的。

⑦ 参 阅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二千一届会议 , 附件, 议程项目 4 8 , 文件A / 6500, 

附件二； 1 5 ± , 第二千四届会议 , 补 编 第 1 5 号 （A / 7 6 1 5 ) , 附件六。

⑧  UIIITAR ST/7a



2 6 . 由于财力有限，训研所只能在全时的基袖上雇用比较少的合格职员，但是 

有许多方法可以弥补这些暇制而使训研所的活动相应地增加。 训研所在联合国内 

的地位独特，它的作为联合国同学术界间主要桥梁之一的功能和所内高级职员在他 

们研究领域内的经验，都使训研所能够把它的工作及其效能提高许多倍。 这是通 

过各种方式达成的，诸如：由政府或非政府方面取得别无它法拿到的实物捐敦，以 

非全时方式委滅咨议去编拟研究报告和协助研讨会，透过愿意在国际气筑中和国际 

闻名的学者工作的外来学者，透过不需训研所出费用的实地调查，就象为关于联合 

国和新闻媒介的研究而在五十个国家作的那些实地调查，以及就技术转让问题而从 

事的一系列研究 .

B. 关于将来问题的计划

2 7 . 由于羞事会上次，会议 . 中决定优先实施其先前的一项决定，即训研所应该 

着手进行一个方案，继续检查可能需要联合国体系响应的涉及人类前途的主要趋势 

和发展，董事会委派来都助发动训研所将来问题委员会及辅助它的工作方案的指导 

委员会已经开了一次会议。 由董事会六位董事组成的指导委员会于一九七二年十 

二月十八日至二千日在伦敦开了会。

2 8 .为了协助指导委员会进行审议，训研所编制了若干讨论文件，其中论及： 

训研所的主要职务和支持将来问題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将来问题委员会本身的组织 

和程序，以及预计的人员与预算情况。 训研所也编制了实质性文件，其中涉及成 

长问题及其所受暇制的四个方面，即；世界粮食问题，自然资源，能源，以及生活 

的素质，加上交通技术近来的进展对将来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份关于 " 脱离 " 与 

" 参与 " 成为未来问题的初步文件。

2 9 .指导委员会要求进行为建立将来问题委贾会的筹备工作，在开始时这委员 

会的成员不应超过二十人。 指导委员会并请求订下指导方针以建立一个全球性专 

家知识与意见网络，帮助将来问题委员会取得关于全世界趋势和发展的资料及传播



它的研究结果。 指导委员会表示应该积极地去筹措经费。 为达到这，个目的，播 

述性的资料已经编制好了，同时也已接洽了若干可能的经费来源，政府方面和私人方 

面都有。

3 0 .筹备工作正在趣续着，适当的人员安排也在考虑中。 训研所已建立了一 

小收罗世界各地有关这方面的书籍、杂志和文章的'挡案。 训研所也已开始编暮联 

合国体系内所从事有关未来工作的注释调查。 将来问题委员会年度报告的内容慨 

要已经编制了。 意见与专家知识网络的指导方针也已拟定。 此外，在委员会可 

能关心的一些领城中，实质性工作已经开始了，诸如：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在 

将来的任务，技术方面的转变对于联合国的影响联合国的派测，通讯和资料报导 

技术方面的进展在国际上的影响。

。， 联合国的结构与程序

3 1 .这方面的研究在训研所的各项努力中显然居于中心地位，它涉及关于联合 

国各机构工作的调查和所提建议，并涉及对既定程序效率有见识地批评并为改进这 

些程序提出建议。

1. 研究

(a) 联合国各团体与其他国际组织间的关系

3 2 .训研所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其名称为《欧洲理事会同联合国的关系》^  

作为训研所关于联合国同区城性政府间组织关系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之一。 训研所 

同时也正在发表一项主要研究报告，称为《非洲统一组织同联合国的关系》。 ®  

另外四项关于联合国同美洲国家组织^ 改洲共同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亚洲政

⑨  ÜHITAR RS//!。

⑩  UlfITAR RS/2。



府间姐织的关系的研究报告已在一次特别的训研所小组讨论会中讨论过了 . 这些 

研究报告评估了现有的合作方式与程序并建议了改善关系的方法， 除此以外，就 

那些由于全球性和区城性政府间组织倍增而产生的问题，以及就那些可以造成一个 

比较合理有效的組织制度的形式，训研所从事了研究。 一九七二年七月于列支敦 

士登举行的一个周末会议讨论了欧洲理事会前任秘书长所作的关于此题目的综合研 

究报告。⑩

(13) 国廝经济与社会行动的协调

3 3 .遵照靈事会一九七二年会议所作的一项决定，关于国际经济与社会行动的 

协调问题的研究工作已经开始了。 这项研究将会检查那些对各个方面和各个组织 

间协调有着不良影响的关鍵问题，并且将根据经验和法律上及历史上的含义，就最 

能找到解决办法的方向，提出建议。 它将尽可能辨别什么是秘书处（包括行政协 

调委员会及其咨询机关）可以作的和什么是各国政府可以作的，虽然这种区分常常 

是模糊不清的。

3 4 .从事于这项计划的是秘书处主管机构问事务厅前任助理秘书长，他有二十 

多年之久是在各任秘书长下，负责有关协调和有关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及其他政府 

间组织之间关系的事务。 对于秘书处内部协调方面的实际困难的经验，并对于秘 

书处内现有关于发生过的各种具体问题的资料，包括各政府间机关所作的种种不一 

致的决定将会予以特别注意，不过，这项研究的重点将是关于将来和关于制定可以 

导至国际经济和社会工作的协调上的实质改进的提议的，这整提议中有的厲于结拘 

性，有的则厲于实际和行政性质。

3 5 .训研所计划组织和往常一样的外交人员、国际官员和学者的研究报告发表 

前 小 组 讨 来 审 议 研 究 报 告 的 切 稿 和 提 出 意 见 ，然后再发表和传播最后成品。 

这项研究收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特别补助金，

@ 该次会议的报告，参i ■训研所出版物，题为《联合国同非联合国的区城性政府 

间组级的关系 》。



(c) 联合国和新闻媒介

3 6 .在本报告书审查的年度内，训研所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其名称为《联合 

国和新闻媒介》，去年给大会的报告书曾予以描述。

3 7 .联合国秘书长在训研所董事会第十一届会议上讲话时曾说，这份研究报告 

证明在试圉改善联合国新闻方面努力的效果上有着实际的和工作上的用处。 主管 

新闻厅助理秘书长阿卡塔尼先生证实了这个看法。

3 8 .当研究报告出版时，执行主任为新闻记者举行了一个新闻倚报会，让他们 

熟悉该报告的内容与发现 .这导至了若干出版物的弓I证此项研 究 . 学 者 们 不 新  

表示感到有兴趣，他们要求取得载有作为分析报推资料的计算机磁带副本.

(d) 联合国的文件

3 a 如去年报告书中所述，训研所和国际图书馆协会、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及国际文献联合会共同致力于举办联合国和其他政府间组织文件问题国际座谈会。 

该座谈会已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于日内瓦举行了。

4 0 .对于国际组织的文件有着永久性^ 职业性兴趣的各行各业文件使用者，在 

这个座谈会上一起讨论了与这方面有关的实际问题和知识上的问题。

4 1 .参与者来自五十一个国家，包括了档案圏书馆的文件工作职员、大学生、 

外交人员、历史学者、国际公务员和圏书馆管理员。

4 2 .该座谈会的报告已经发表了（UmTAR/EüR/SEM. l /RU P) , 提到六千 

四项关于下列问题的建议：文件编制者和使用者间的关系；文件的量与质之间的关 

系；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以及文件使用方法和技术的相辅相成性；文件问题在目前和 

将来的重要程度；国际文件的使用作为国 P示生活的一个元素；国除文件编制的基 

本原则；文件内容；在文件编制上收件者的重要性；资料分发系统对文件编制的重

@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 4 号 （A / 8 7 1 4 和 C o r r . l ) ,第 

81—9 1 段。



要性；文件的处理；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资料系统；对于文件供应情况的认识；因书 

馆以及其他积文件的中心的结构和业务；文件使用者的种类和性质；对于文件的 

接受程度和改善其使用的条件；文件选择使用的指导；以及文件对于民族和国际生 

活的影响。 有人在座谈会中请求训研所为图书馆管理员和其他需要了解联合国文 

件的人举办训练课程。

dl)
(e) 联合国内妇女的地位

4 3 .根振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至六日在训研所主持下在赫恩斯泰因， ( 奥地利） 

举行的联合国高级职员谈话会记录，训研所出版了一份研究报告，其名称为《联合 

国内妇女的情况》。

4 4 .报告中除了复制谈话会期间一个小组委员会草拟的诸项建i义外，并依据目 

前对联合国内妇女处境的注意，提出了对于现况的分析。 报告中载有联合国人事 

方面的統计资料，联合国职员服务细则和条例的资料，以及国际组织体系中有关妇 

女的征聘、安置和工作分配^ 工作环境和离职等方面的办法。

4 5 .训研所可能在一九七五年就此题目再举行一小谈话会，联合国已指定该年 

为国际妇女年 . 会议的重点将是由一九七二年会议以来所达到的进展。

(f) 非政府组织在实施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的决议上的作用

4 6 .训研所同一位外来学者合作，着手于一项研究工作，即检查非政府组织在 

实族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的决议上所发挥的作用。

2. 研讨会与课程

(a) 大会的职务与程序

4 7 .就在大会第二千七届会议前，训研所举办了一系列关于大会织务和程序 

的研讨会。 这些研讨会旨在提高大会期间的工作效力，出席研讨会的有七十五位

(g) UEITAR R R / 1 8 。



以上的各国代表团团员.这项方案是每年按照大会程序和组织合理化问题特设委 

员会的建议而实施的。⑨

4 8 .研讨会谈论的题目有：大会的目的和工作，大会及其主要委员会的工作方 

法和程序，以及诸如支持和草拟决议之类的实际问题。

(b) 联合国体系的职务和程序

4 9 .依照惯例，训研所在本报告书审查的年度内举办了一系列十小关于联合国 

体系的职务与组织的研讨会。 这门课程主要是为各国常驻代表a 的新团员而设， 

涉及的题目包括了各主要机构的工作和联合国在反殖、发展、人权和国际法方面的 

活动。

( C ) 外交人员特设方案

5 0 .训研所为外交人员，特别是为刚开始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提供了专设专 

门训练设施。 一九七二年八月和一九七三年六月曾为墨西哥外交部门新聘人员举 

办了这种方案，其中有演讲和研讨会，也包括参加由新闻斤为其署期实习生举办的 

倚报会议。 类似的援助也曾提供给莱索托和苏丹的外交人员。

(d) 联合国的区城性结构和在经济与社会事务上 

同非联合国区城性团体的关系

51. —九七三年五年二千一日至二十五日，训研所举办了一门专门关于联合国 

的区域性结构和在经济与社会事务上同非联合国区城性团体的关系的课程。 这门 

课程的目的是要使由各常驻代表团和秘书处选出的人员能够对此题目有更精深的知 

识。

5 3 .这门课程讨论了联合国体系内的区城主义—— 各种不同区城组织和a 体的 

起源、宗旨和结构，以及联合国体系内区城性a 体的职务和工作表现。 该门课程 

也讨论了各区城经济委员会(a)同其他联合国a 体的关系，包括分权制和协调等问题 ,

⑩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届会议，补编第2 6 号 （A / /8 4 2 6 ) , 第 355—3 5 6 段。



和(13)同各专门机构的关系，以及各区城经济委员会在联合国发展系统内的作用。

该门课程也审议在诸如区城经济一体化和科学与技术等部门，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 

同象美洲国家组织^ 非洲统一组织等非联合国区域性组织的关系（比方：非经会同 

非统组织之间或拉经会同美洲组织之间）；以及在人权方面联合国组织同非联合国 

g 城性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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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争端的和平解决

1, MÈ
(a) 联合国翰旋协助的程序方面

5 3 . 训研所的和平，决争端研究报告汇编即将出版一份题为《和解人之道》的 

研究报告。 该研究报告审议了提出翰旋程序的各有关方面取得同意的问题，并分析 

了为什么连非正式的第三者程序也会被反对和为什么协调问题会产生的一些原因。 

在审议机关性协助封于解决国际争端的作用时，该报告拾查了诸如权力、效力和采用 

程序的恰当性等实际问题，以及关于主权和非主权ffl体在谈判中的参与问题。 这份 

报告在讨论到调解人提出建议供各关系方面考虑的任务时，研究了便利于调解工作的 

一些因素，例如：关系方面要求采取暂时解决办法； 谈判中的保密工作等。 研究 

报告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式和透过联合国体系的协助达到 " 和平的改变" 的种种可能 

性，作为通过联合国解决争端的一项重要因素。

m 联合国同美洲国家组织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关系

54. 一九七三年三月一个外交人员和专家的小组讨论会讨论了关于联合国同美 

洲组织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关系的研究报告草稿，目前正在按照收到的意见予以订正。 

除了其他事情外，该报告讨论了发展美洲组织在和平与安全方面自主和权力的构成因 

素，联合国和美洲组织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上各自的任务的宪法问题，以及改进联 

合国同美洲组织在这方面的关系的种种可能。 该研究报告不久将以英义和西班牙文 

出版。

( ° )冲突处理的科学分析一一审查最近学术上的贡献和 

计算机帮助计算的地方冲突控制系统的数据库的使用

5 5 . 训研所的研究部作为它拒任联系学术界和联合国任务的一部分，审查了近 

来关于解决冲突的学术文献，以便编制一份关于各种理论与方法在发展上及应用上进 

展的研究报肯供联合国、各会员国和其他有关方面使用。 关于国家间冲突与和平问



题在数量上和行为上的处理方法，目前正予以特别的审查。 这项研究也论及在国 

际阶层以下社会社会相互作用阶层的冲突处理和解决的典型，以及国际和跨国一体 

化的理论。

5 6 . 训研所也审查了一个计算机帮助计算的处理地方冲突资料的系统，它的 

根据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五十多个危险局势对冲突爆发有影响的几百个因素。 

这个系统叫作 " 计算机帮助计算的地方冲突控制系统，’，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 

中心的学者发展出来的，经过一些国家的几个学术中心审议过。 那些发明这个系 

统的学者建议训研所把这个系统改善、Sà合和试验在联合国内使用，以便这个系统 

可以帮助训研所自己的研究和训练系统，以此类推，或许也能帮助联合国官员分析 

当今的冲突情况和探讨各种可能的补救行动。

2. 研讨会和课程

(a) 关于和平解决问题与国际和平学会的会议 

5 7 . 训研所同国际和平学会合作，探讨联合国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工作和 

促进这些工作效能的方法及途径。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日至四日于莫洪克湖会议中 

心举办了一个周末会议，有高级外交人员、国际官员和学者出席，非正式地讨论联 

合国在涉及解决冲突上的程序方面和与联合国在达成和平解决国际问题上所起 

作用的有关事项。 这个会议遵循了训研所在联合国总部为各国常驻代表团成员关 

于同一题目所举办的专门课程的榜样( 参看下文第 5 8 段 ）。 讨论的一般主题在 

另一次由训研所和国际和平协会于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共同举办的会议 

中继续进行，会谈中讨论了联合国体系在停战监督、和平观察和报告工作等程序方 

面，作为维护和平的因素。 训研所愿意正式对国廝和平学会会长和职员的发起组 

织这些会议表示感激。

(b) 为驻联合国代表举办的关于和平解决程序的课程

58. —九七三年二月，训研所举办了一门关于在联合国主持下解决争端程序



的专门课程，目的是要使由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a 和秘书处中选出的成员能够对这 

个问题取得更加深入透彻的认识。

5 9 . 讨论到的题目有：争端的范围和大慨会产生可能要由联合国处理的争端 

的情况； 冲突分析上学术性的贡献； 联合国各机构的任务； 停火的程序与机 

构和停战监，与观察； 通过联合国体系第三者在解决争端上的努力； 在联合国 

体系内的滅默外交； 常驻联合国代表和代表a 日常在联合国各机构会议以外协 

调各国行动上所起的作用； 以及对于联合国'解决争端的过程与程序的评价。



E. 经济和社会发展

1.

( a ) 发展中国家在:外国留学的专门人员的国际迁徒与回!的动机和因素

6 0 . 训研所的这项多国比较性调查实质上已经完成，一份初步报告— 已经 

分发给联合国体系内各有关机关。 该草稿中载有资料和研究结果，其根振是取自

在法国和美国» ! ^ 1 在该两国的发展中国家学生和六个发展中国家（G西、哥伦比;
亚、加纳、印度、大韩民国、斯里兰卡）出国留学而又回到他们祖国的专门人员对 

调查表所作答复的总合与分析。 在报告书脱稿之前可能还会男有几项调查的结果 

编入预期将于一九七四年出版的印行本中。

6 1 . 如同前次给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这项研究的重点是在于发展中国家在 

外国留学的专门人员的国际迁徒与回归的动机和因素。 报告中叙述迁徒的范型， 

社会根源的，响，决定出国留学的因素，在国外的遭遇；在学成后决定暂时或永避 

留在国外还是0 到祖国的因素，影响到后来决定重新定居的因素，以及重新定居的 

得失利弊。

(b) 评佑发展计划对环境的影响

6 2 . 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指出，发展中国家需要训练国 

家公务员，使他们能够评Ï古发展计到对于环境的影响。 开发報行和开发计划署已 

经采取步骤要有这种评佑，但是目前在所可使用的技术方面既缺少教材，同时也缺 

乏有训练的人员。

6 3 . 为了帮助满足对训练的需要，训研所预备发展适当的训练方法，同时刺 

激这种训练教材和方案的编拟。 如 向 靈 事 会 第 义 所 联 合 国 人 类 环 境 会  

议秘书长已经赞同了训研所采取此一行动，环境会议中也普提及此事 。

6 4 . 已经着手的准备工作包括审查现有的训练课程，诸如全印度保健和公共



生研究所、亚洲理工学院及其他地方开设的种种课程，同时也将研究相关的训练 

教材，比方卫生组织所开设环境卫生工程师的教育和训练课程所用那# 教材。 

训研所目前正在调查可能会被邀请参加关于这问题的会议的合适专家，一份能够 

为负责环境评佳的人员提供实际指导方针的书目单也正在编拟。 希望可以安排一 

个专家会议来帮助发展出一些指导方针，以便训研所能够根振这些方针在区域性基 

础上开设特别的训练课程。

(0) 有关发展专家有了解情况和预作准备需要的调查

6 5 . 关于发展专家的了解情况和预作准备间题，训研所已同开发计划署、国 

际報行和印度尼西亚政府进行了讨论。 试验性计划的目的是要研究国际组织委浪 

的专家怎么样能够了解他们浪驻国家的情况，以便他们能银更切实和能适当的 

方式，把他们的专门知识转用于某一国家和更有效地训练当地的专门人员。

(d) 新的技术合作方式

6 6 . 关于新的技术合作方式问题，训研所已经审议了几年了，一九七二年六 

月间的一个训研所周末会议也讨论了这小问题。 最近即将分发一份新的报告，其 

中将分析现有技术援助方法的种种缺点，例如缺乏有效的分工和双边与多边方案间 

的协调，以及对世界性和多国性计効的支持有限等。 该报告将审查几项建议的 

或已实际提出的革新，其中包括：利用自主的居间组织； 由政府支付某些特殊的 

技术服务的观念； 在 " 非专家性 " 技术合作方面作各种试验，包括利用自愿工作 

者； 以及训练专家的新方法。 虽然这些及其他革新办法似乎有利于补救某些小 

别问题，可是这些办法大慨不足以克服现存技术合作方法上的某些基本限制。

2. 研讨会和课程

6 7 . 关于国际采购问题的区城研讨会曾于内罗毕、曼谷、达落尔和圣地亚哥 

( 智 利 ）举行。 这些研讨会使得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七十六位政府官员 

能够研究国际采胸问题的技术方面，包括政策问题以及关于投. 、订约和与外国供 

应商谈到的问题。 这项训练方案的筹办曾受到端典国际开发局和各区域经济委员



会的懷慨财政援助和国际報行的专家援助。

6 8 . 最后一次研讨会预期将于一九七三年后期在贝鲁特举行。 然后将会草 

拟一份关于这些研讨会的影响与价值的报告。 由这一系列研讨会所编印的训练 

教材也*将会出版。

冗 国际法

6 9 . 下面所说的各项研讨会和课程是遵照联合国对国际法的教学、研究、传 

播和广泛了解的协助方案而进行的，这项方案是大会依据第二0 九 九 （二十）号决 

议， 并在联合国的财政援助与合作下所制定。

1 . 联合国/ 训研所国际法训练和复巧课程

7 0 . 依照大会第二0 九 九 （二十 ）和二八三八（二十六）号决议，训研所于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二日至三十一日在加拉加斯为拉丁美洲举办了一门国际法区域复 

习课程，东道国委内潘拉政府为这门课程提供了设备。 许多高级国际官员和学者 

担任讲师参加了这门课程，课程中讨论了海洋法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方面近来的发 

展上这门课的是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二十四个国家的政府法律人员和 

国际法教师。

2, 联合国/ 训研所国际法爽学金方案

71 . 在本报告书审查的年度内，训研所进行了联合国/ 训研所国际法奖学金 

方案，透过这个方案，有二十一个多丰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国际法公务员和教 

员参加了训研所举办的各种课程和研讨会，在海牙国 斤 完上了国际公法课程和出 

席了日内瓦国际法研讨会，并在训研所和联合国体系内若干国际组织的法律部门作 

了实习。

a 亚洲海洋法区域座谈会

7 2 . 依照大会第二0 九 九 （二 十 ）号决议的规定，目前正在筹备一个将在一

® 参看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0. V. 5 , 第 2 8 7页。



九七四年二月举行的亚洲国际法区城座谈会。 根据与该区域各国政府所作的嗟商， 

座谈会将审议亚洲区域海洋法方面的问题。 印度政府已懷慨地表示了愿意提供东 

道国设备。 参加这小座谈会的将有来自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的高级政府官员和学者。

G. 与其他方面的合作

1. 同联合国体系和学术界的合作

7 3 . 在本报告书审查的年度内，训研所曾继续同联合国体系内的各组织和机 

构以及同学术界进行了合作。

7 4 . 如前所述，训研所同六千小国家中大约三百五十个大学、研究所、学院 

和研究中心保持着工作上的关系。 关系到a 家遍及世界各个区城一一南、北美洲、

东、西改洲、中东、非洲、亚洲和远东、以及澳大利亚洲。

7 5 . 在 " 人才外流计划 " 、国际法方案、技术转让研究和和平解决争端研究 

的进行上，各4 的大学提供了宝责的协助。

7 6 . 与其他组织合作的一个例子是联合国文件座谈会(参看第 3 9 至 4 2 段 ）。

这Î # 給是海jil研所同两1哺'1机关一一国际图书馆协会和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共
同举办的。 会议是由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主持并与之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也供 

应了设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协会联合会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

中心的职员都写了介绍性报告，由意大利国時组织协会主任担任了总报告员》 与 

会者来自五十一个国家，其中有外交部的文件工作人员、个别的学者、档案图书馆 

的馆员、大学生、外交人员、历史学家、国际官员和图书馆管理员。

7 7 . 训研所对 " 人才外流"的动机与因素的多国性比较研究为一种不同形式 

的合作提供了例子。 十八个国家的大学和研究中心正在从事或已经从事了调查工 

作，这些调查可以作为比较性分析的根据。 另外十五个国家的大学、研究所和研 

究中心已经表示如果它们能够获得必要的经费和支持，它们也馬意加入这个计划。



7 8 . 除了上述两种不同的合作范型外，训研所同联合国体系及学术和^激目 

前的工作，将来的计划和从训研所的会议与座谈会并从训研所出版物提出的调查与 

研究成果中所得到的知识的利用问题，保持着日常的接触。

7 9 . 此外，许多训研所人员曾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协会的工作。

80. 男有其他的合作方式使得训研所能够作为学术或国际团体的主人并向它 

们作倚报，比如国际报行经济发展研究所的国民经济管理课程。 训研所继续进行 

一项请卓越的滨讲员和专家来所进行讨论的方案，训研所的外来学者也参加这些讨 

论。 去年讨论到的题目有：可预测的关于未来裁军和军备控制问题，增长问题， 

以及从事社会研究问题，滨讲员中有罗马社的奥雷略。佩塞伊博士和端典的英格。 

托尔森大使。

2. 联合国大学

81 . 训研所的代表出席了联合国大学剑办委员会一九七三年于纽约和巴黎举 

行的会议。 大学的组织章程草案现已拟定，其中规定训研所执行主任为大学理事 

会的当然理♦ 之一，训研所也是联合国秘书长和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指浪大学理事 

会二十四位理♦ 时的协商机关之一个。 大学和训研所间将会透过建议中的大学中 

心，保持密切的合作。

3. 联合国体系内各机关主管的会议

8 2 . 可以忆及的是：这些机关的主管经联合国秘书长以行政协调会主席的身 

份所作邀请，自一九六六年七月起便举行了会议。 这是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 三八（四十一）、和一一七五（四千一）号决议举行的，这些决议强调了各方 

案与活动协调的重要。 训研所的执行主任是这些年度会议的主席, 这些会议讨论 

了许多关系到共同利益的重要问题，包括各机关工作方案中出现的新趋势。 第八 

届年度会议是于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了有关



共同利益的项目，其中包括：各机关同国家和国际机关间的关系，联合国大学，以 

及联合国体系内使用计算机的影响。

4 . 外来学者，实习生和驻所官员

83. 训研所提供了更多的设备来让各国政府和学术机构推荐的实巧生和外来 

学者在训研所接受驻所训练。 除其他事项外，这件工作加强了训研所的未来国除 

公务员的训练工作，并且帮助学者从事于研究对联合国有兴趣的问题。 这项方案 

也促进了发展联合国各组织同学术界间的进一步联系。



三. 通讯、新闻与出版物

A . 通讯

8 4 . 目前世界各地正广泛地在试验出各种新的通讯技术方式，其目的非但是 

为了用于新闻，而且也用于训练和研究。 训练所应当探讨下列事项是相当自然 

事，即用一*种多媒介的办法来解决它的某些工作问题—— 视口；f技术和印刷品以及各 

种面对面的会谈形式—— 是否会增它的效率。 当处理目前面胳联合国的某些更 

为复杂的事件时，上面的事项就显得特别重要。 诸如各专门性质的联合国委员会 

的工作和各种学者的发现应当以一种非技术性的方式来表达，以便本组织之内的以

及它和各会员国及世界社区各不同部门之间的通讯变成更为有效。

8 5 . 为了作为一种开始，决定应当使《训研所新闻》更直接地迎合新的代表

和较小的常驻代表团的成员之需。 已经分发的特刊共有两种，一种名叫《做代表 

的条件》据说已由各特派团广为采用作为向他们的代表简述之用；另外一种是关于 

和乎的维护与制造的。 除了训研所平常的邮寄名单之外，还有许多人索取这些刊 

物：有人订购了五百份后面一种刊物以列入联合国协会的成杳读物内；有人为联合 

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定购了五千份；并且有人为了各大学保程之用而定购了 

各种数量的这两种刊物。

8 6 . 关外在筹备中的一期是关于《联合国与外空》，它将强调太空技术对发 

展中国家的含义。 关于这方面，接连三晚安排了三次小型的小姐会议，两次用英 

文一次用法文；会中非正式地聚集了大空专家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一起，就发展 

中国家太空技术上的潜力和问题作出无拘束的意见交换。

8 7 .《新闻通讯的以后几期将涉及在联合国之内的长期计划和预测，并且有几 

期是关于海洋的。

88 .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董事会的指导委员会在伦敦开会讨论训研所将来问题 

委员会的事务，会后执行主任建议，特别计划人员（通 讯 ）应当到欧洲作一次简短



的旅行以便同在为教育用的实验性多媒介方案方面有经验的人谈一谈。 基于这次 

旅行所收集的知识，决定在训研所之内设立一々小的、单独的通讯单位。 该单位 

负责发展可能适宜于训研所担任的计划。 这些计划会具有革新性的，并且会提供 

一♦范畴使得通讯技术的各实验能在此范畴内试一试， 以便测验它们在训练、研究 

和新闻方面的可能用途。

8 9 . 目前正在策划一些这样的多媒介计划。 他们会把下列的人士聚在一起 : 

教育方面的广播员、科学记者、对通讯和联合国两方面知识都狠丰富的学者、参与 

科技规划的政府人员、及联合国代表和职员。 这婴新计划当然要看额外基金的有 

着落而定，现正在向各可能的捐赠者接、洽中。

B. 新闻和出版物

9 0 . 训研所日益注意广为宣扬的活动，以期能使一批更广大的群众看到训研 

所的出版物；并且为了这♦ 目的已经作出组织上的改变（参看下面第 9 4 段 K  

训研所的职员失一次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两个重要会议的展览《ê— 一即国际研究协 

会和美国国际法学社 .的会议。 训研所出版物的展览曾在下列各项会议展出： 在 

蒙特卡洛开的国际律师协会的会议；在阿根廷由新闻厅和各非政府姐织所联合组织 

的区械会议；在墨西奇城所举行关于美洲科学和人的会议；及若干在美国举行的其 

他会议，包括美国政治学协会和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会议。

9 1 . 在政府间的和商业分配的网络的帮助之下，分配和销售的安排在进行之 

中，目的是为了非但能达到发达国家的主要首都的政府人员和知识份子,并且能达 

到发展中世界。 由国际通讯社 ( 诸如合众社 ) 及视听网络（诸如齋伦比亚广播系 

统 ）以及其他媒介所举办的访问，提供了一♦推销训研所的出版物和使该所给人的 

印象更为突出的机会。

9 2 . 除了那些应当接到该所出版物的主要人物的名单之外，目前已经编好世 

界各地学术界领导人士的特别名单。 正在用各种新的技巧以达到大学校园里的学



生和教授 , 包括以最低廉的费用用货车装着图书巡游展出。 并且正在接触专门杂 

志的书评编辑，要他们注意到所出版的研究及这些研究和目前时事的关系。 到目 

前为止的结果是令人振香的，然而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 若千通讯社、报纸、无 

线电和电视电台以及专门杂志等曾经评论了名为《联合Ü和新闻媒介》一书® 。 

学术杂志评论了关于下列题目的研究：原子维护的国际鉴定、科学的转让、 "人才 

外流 " 及污染管制。 训研所名力《小国和领土：地位和问题》® 的列.物，曾经是 

加拿大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杂志》所讨论的主题。 专门杂志也评论了和平解决 

纷争丛书。 若干关于一般训研所事务的文章出现在各种报纸上，其中特别有意思 

的是合众社驻联合国首席通讯员所编写关于将来问题委员会的。

9 3 . 该所急于用联合国五种正式语文印制训研所出版物，如果有需要，并用 

其他语文印制。 因此，曾经与法国、中国与苏联当局并与讲西班牙语的会员国的 

常驻代表团保持接触。

⑩ UIIITAR S T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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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和财政

9 4 . 担负新闻以及与常驻代表团、秘书处、联合国各组织与机构联系的责任 

并担负为训研所董事会和各联合国机构的主任年会服务的责任，已经从执行主任办 

公室转到行政部。 在该部新设立了一科以处理这些事项，并且它也担负与出版物 

推销、分配与出售等有关的一切工作。

95 .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千一日训研所的职员组成如下：

执行主任办公室 

执行主任  1

一般事务取、员 1

研究部

主任 

副主任 

专业职员 

一般事务取V员

行政部

主任办公室：

主任

一•般事务职员

1

1

11

11

24

1

1

计划支援：

专业职员

一般事务及劳力职员

5

11



共同♦ 务：

专业职员 

一般事务职员

曰内瓦办事处•:

驻欧洲代表兼主任，采购训练 

专业职员 

一般事务职员

2
1

主任和专业职员总数是二千五人，一般事务和劳力职员总数是三十四人。 一年以 

前的总数分别力二十八人和三千四人。 此外，若干咨议人员、外来学者及实巧医 

生正在该所工作。

96 .  一九七二年订正预算由普通基金项下提供的开支是一，四四九，五0 0  

美元，包括年终时未偿债务在内，全年实际支出计合一，三三0 , 八四五美元。 

上一年这个数字是一，二六七，A 七八美元。 这一年普通基金收入为一，三一六 , 

七六六美元，上一年为一 ;̂ 一六四，四七一美元。 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时可以动 

用的流动资产为六一五，六一七美元。

9 7 . 已经作出一切的努力以尽量减低行政费用，但是某些增加是无可避免的 . 

租金一直在大量地增加，并且维持赞总是在稳步上升。 由于近来国际货币的发展 

结果，日内瓦办事处的美元费用也增加很大。 若认为训研所的行政费用可以进一 

，步大量裁减而不会妨 '害■效率 譬如，财政帐目登记— - 这是不现实的想法。

9 8 . 训研所面临的基本财政旧题是，当费用一直在上液的时候，该所的收入 

则相对地维持不变。 挪威和奥地利增加了它们一九七三年的捐献，意大利新认摘 

了五万美元一年，共捐五年。 新西兰失一次认捐了五千新面兰元一年，共捐五年。 

所有这些捐献都是最受欢迎的，并且该所千分感谢各有关政府。 但是，除非其他



政府也准备作出捐献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按目前水平维持我们关于实体问题的研究， 

更不用说加以千分需要的扩充了。

9 9 . 在该年期间，从瑞典国际发展事务局得到进一步的援助，支持国际采购 

程序的训练方案。



附 件 一

董事会董事名单

秘书长委浪下列人士为训研所董事会董事, 任期三年从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曰 

起生效：

让 ，已尤先生（法 国 ）

字 宁 . 弗里伊斯先生（丹 麦 ）

费利佩，，埃雷拉先生（智 利 ）

约 翰 。霍姆斯先生 ( 加拿大）

尼科 茶 . 伊诺曾策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纳斯法特 . 恩朱古纳，卡兰贾先生（肯尼亚）

许先生（新加彼 )

曼舟雷德，拉赫斯先生（波 兰 ）

布雷德福。莫尔斯先生（联合国秘书处）

A 西 布 ，恩坎札夫人（札伊尔）

格 •帕腊撒萨腊锡先生（印度）

曼努埃尔，佩雷斯 . 格雷罗先生（委内端拉）

哈 维 ，皮竞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沃 尔 特 •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纳吉布 •萨达卡先生（黎巴傲 )

雷梦德，希文先生（比利时）

兴户敏郎先生（曰本）

英 亚 ，图尔森夫人（端 典 ）

布赖恩 . 厄克特先生（联合国秘书处）

阿尔塞纳 •厄谢尔先生（象牙海岸）



皮 埃罗，芬奇先生（意大利）

肯尼斯 •杨格爵士（大不列额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董事会当然董事是：

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

联合国大会主席；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

训研所执行主任。



附 件 二  

训研所的现有和来来出版物目录®

A. 训研所研究报告

1 . 《社会心理技术及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1 9 7 0 , 共 3 9 軒 （绝版 ).

2 . 《种族关系国际研究会议报告》1 9 7 0 , 共 1 9 页 （绝版 h

3 . 《发展中国家高级技术人力的外迁》格雷戈里，字德森著， 1 9 7 0 , 共 2 1 3 页 : 

( 绝版 ）.

4 . 《海洋污染问题和补救方法》奥斯卡，沙赫特和丹尼尔，塞维合著， 197 0 ,

共 3 2 页， （也有法文和西班牙本）。

5 . 《五小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外流一一落麦蔭、哥伦比亚、黎巴嫩、菲律宾、特立 

龙达和多S 齋 》阿 . 许尔费尔德、伍 •格尔泽尔和亚 . 索赖合著， 1 9 7 1 , 共 

173  页。

6 . 《供发展用的通讯、计算机和自动化系统》伊锡尔，德 ，索 拉 *普尔、菲律普 ' 

斯通和亚历山大，索赖合著， 1 9 7 1 , 共 6 1 页。

7. 《从日本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大泽照友著， 1 9 7 1 , 共 5 0 页。

8 . 《向发展中国家的汽车技术国际转让》杰 克 。G 兰森著 , 1 9 7 1 , 共 9 5 页。

9. 《国际合作控制污染》丹尼尔。塞维著， 1 9 7 1 , 共 7 3 页。

1 0 . 《技术转让和因素比例间题：菲律宾和墨西寄》尔 ，哈 尔 ，梅森著， 1971 ,

共 1 0 1页。

11. 《技术转让：沿海装配的经济学一一半导体工业案》张先生（名不详）著， 

1971 , 共 59 页。

1 2 . 《在发展中国家创设石油化学工业的国际技术转让》罗伤特，布 •斯托博著， 

1 9 7 1 , 共 67 页。

©  除非特别注明，出版物系用英文及乎装本。



1 3 . 《向发展中国家的商业技术国际转让》，沃尔特，埃 ，彻德森著， 1 9 7 1 ,  

共 6 1 页。

1 4 . 《制药工业的技术转让》，劳伦斯，赫 . 沃策尔著， 1 9 7 1 , 共 5 3 页。

1 6 . 《分析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的一•小途径》，马敬尔 . 蔡尔截、哈罗德 .魏 

茨、何 塞 . 格拉塞尔曼合著， 1 9 7 2 , 共 1 1 3 页。

1 7 . 《国际青年组织与联合国》，伯双尼康 . 安迪米凯尔和安东尼，默多克合编 , 

1 9 7 3 。

1 8 . 《联合国内的妇女情况》，亚历山大。索赖著， 1 9 7 3。

在印行中

1 5 . 《苏联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转让技术的经验》，阿 . 恩 ，比科夫、阿 ，符 . 

累膝科和姆。普 ，斯特雷佩伐合著， 1 9 7 3 , 也正在以俄文印行中。

1 9 . 《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一一纸聚和纸工业》，克 . ♦ 迪 ，迈耶著。

训研所和平解决丛书

1 . 《#•端 的 和 平 解 决 ：为研究提供意见和建议》，西德尼 •德 •贝利著， 

1971 , 共 57 页。

2 . 《国际调解的分析和预测》，弗兰克 •埃德米德著， 1971 , 共 5 0 页。

3 . 《第三者解决国际争端的补充体制》，符腊提斯拉夫 . 佩乔塔著， 1971 ,

共 6 3 页。

4 . 《安全理事会的咨商和共同意见》，霍风阳著， 1 9 7 1 , 共 5 5 页，也有 

法文本。

5 . 《和平解决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的任务》，伯汉危康。安迪米 

凯尔著， 1 9 7 2 , 共 6 8 更，将用法文印行。

6 . 《滅默的解决途径：联合国秘书长为了和平从事幹旋的研究》，符腊提斯 

拉 夫 ，佩乔塔著， 1 9 7 2 , 共 9 2 页，将用法文印行。



3

4

5

6

7

8

G. 训研所研究丛书

《联合国的发展援助：评价的标准和方法》，威 廉 。尔 •伦纳德、贝阿特， 

亚历山大。詹尼和澳菲阿。恩瓦利合著， 1 9 7 1修订版，共 1 3 5 更，精装 

本， （阿诺出版社）；复印版， 1 9 7 0 , 有西班牙文本。

《走向联合国条约的更广泛接受》，奥斯卡，沙赫特、马霍梯德•纳瓦兹和 

约 翰 。赫 ，弗里德合著， 1 9 7 1 , 共 1 9 0 冗，精装本（阿诺出版社）。

《小国和领土：地位和间题》, 雅 克 ，腊波波特，欧内斯特，木提巴和约瑟 

夫 ，季 .锡腊提尔合著， 1 9 7 1 , 共 2 1 6 更，精装本（阿诺出版社）。 

《英国种族坡视的防止》，西 蒙 ，阿博特编， 1 9 7 1 , 共 5 0 2 更，精装本 , 

( 牛津大学出版社）。

《原子防f * : 国际鉴定研究》，阿伦，麦竟奈特著， 1 9 7 1 , 共 3 0 1 页， 

也有精装本。

《国际可航河流和运河：关于其发展的财政，法律和制度方面》，格 ，赫 • 

卡格编， 1 9 7 1 , 共 2 5 1 页，只有西班牙文（将用英文印行）。

《联合国和新闻媒介》，亚历山大 ‘ 索赖和玛格丽特•克罗克及伙伴合著， 

1 9 7 2 , 共 323  页。

《为拉丁美洲的发展及一体化的多国家公司》，马科斯 •卡普兰编， 1 9 7 2 ,  
共 3 6 9 页，只有西班牙文（文化经济基金，墨西資）。

在印行中

9 . 《非洲国际法律史》，阿 •门萨一布朗编。

1 0 . 《做经理人员的条件：一项全球性的调查》，西德格 . 迈利觉编（双日出 

版 社 ）。

11, 《三个种族的秘鲁》，季 ，马托斯一马著，只有西班牙文本。



D. 训研所的区域研究

《欧洲理事会同联合国的关系》，阿 . 赫 。罗他逊著， 1 9 7 2 , 共 7 2 页， 

将用法文印行。

在印行中

2 .

1

4

2 .

3.

非洲统一组织同联合国的关系》，伯汉尼康。安迪米凯尔著。

训研所讲义丛书

《联合国宪章和七0 年代的挑战》，肯龙斯。杨格著， 1 9 7 0 , 共 2 6 页。

2 . 《走向一个更好的国际经济秩序》，筒 。廷伯根著， 1 9 7 1 , 共 2 8 页。

3 . 《联合国体系中的国际劳工组织》，威尔弗雷德 . 詹克斯著， 1 9 7 1 ,

共 4 8 页。

《国际教育的前途》，罗伯特，姆 。哈饮斯著， 1 9 7 0 , 共 2 2 页。

2- ,训研所的会议报告

《联合国秘书处的未来》，与人和科学问题学社联合发行，纽约州，伦塞勒 

维尔城， 1 9 7 2 , 共 4 0 页。

《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国际文献座谈会》，与国际图书馆协会、国际图书

协会联合会和国际文献联合会共同发行， 日内瓦，共 2 1 页，也有法文本

( UE工T A R / E U R / S E M  l / R E P  ) 。

《联合国同非联合国区城政府间组织的关系》，列支敦斯登， 1 9 7 3 , 共 1 9页。

G. 训研所训练手册

《联合国技术援助手册》， 1 9 6 8 , 共 9 2 页，也有法文和西班牙文本。

( U M T A R / E X / l  1 ) 。



《外界筹资手册》， 1 9 7 0 , 共 1 2 5 页， （UHITAR/E：X / 1 5  ) , 也有 

法文本。

H . 训研所Ife时文件

在印行中

1 . 《普通管理教育：职员学院的处理办法》，姆 ，布 . 布罗迪和埃 . 阿 .菜夫 

合编。



附件三

-按国籍分类训研所课程参加人员数目表 

( - 九七二年七月至一九七三年六月）

国别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地^■]

巴林

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 

不丹

破利维亚

博茨瓦纳

巴西

布隆迪

落麦隆

加拿大

中非共和国

智利

齋伦比亚

刚果

哥斯达

课程

1 2 3 4 5 8 9

1 2  3

1 1

1 1 7  5



国别

吾巴  -

塞浦路斯  .

捷 克 斯 洛 航  

达荷美 

民主也门 

多米尼加共和国

1 2

厄瓜i多尔

埃及 1 1

萨尔瓦多

斐济 2

芬兰 L

加蓬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加纳_____________

危地马拉_________

几内亚____________

圭亚那___________

海地

洪都拉斯

印度 一

印度尼西亚 一一

伊朗_____________

伊拉克 一

以色列___________

意大利

1 1 1

2 1

1 2



象牙海岸 ~ ~

牙买如_________________

曰本________________

约旦______________

肯 尼 亚 ___________

高棉共和国

科威特______________

老秘___________________

莱索托

利比里亚___________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 一

马来西亚

马耳他 

-毛里塔尼亚 

養西哥 

蒙古 

摩洛哥 

尼泊尔 

特兰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日利亚

1 2  3 4

A7
, Mu



国名

1 2 ;
课程

3 4 5 6 , f 8 9

阿曼 1 5

巴基斯坦 1 1 14

巴拿马 1 1 1

巴拉圭 2 1 1

秘鲁 2 2 3 1

菲律宾

波兰

荀荀牙

卡塔尔

大韩民国

越南共和国

罗马尼亚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塞拉勒窝内 2

南非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

斯威士兰 1 1

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泰国________________

特立尼达和多巴奇 

突 励 f 

士耳其



A m

1 2  3 4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鸟拉圭

癸内端拉

札伊尔

赞比亚

共计 : 4 1  i l  26 i O  3i 101 ~ ~ Î 8  ~ Ü ^
II ■ li n  I ■ ■■ ■ ，■■■ ■  ■! I ■ » ■ ■■  ■  ■ ■ ■  III ■ '■，

1 . 在联合国主持下解决争鴻程序的课程。

2 . 联合国体系的组织和业务的讨论会。

3 . 联合国内的区域结构和与非联合国区城机构的关系的课程。

4 . 联合国对拉丁美洲技术援助的技术及程序的区域讨论会。

5 . 国际采购的区城讨论会(达略卡及圣地亚哥) 。

6 . 联合国新代表大会的讨论会。

7. —九七三年联合国 / 训研所国际法律研究奖金方案。

8. 国际法的区城训练和复习课程（拉丁美洲）。

9. 专设国家外交人员训练方案。



附件四

按国籍分类训研所方案参加人员数目表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曰

阿富汗....................................... 11

阿尔巴尼亚 ...........................  1

阿尔及利亚  .........................13

安提瓜......................................... 1
P可根廷 ..................................... 16

澳大利亚 ....................................4

奥地利 ....................................... 4

巴哈马 ....................................... 1

已林...........................................1。

孟加拉国 ........................ ，，，. . 1

巴已多斯 ....................................7

比利时*..................................... 7

不丹.............................................8

坡利维亚 ..................................11

博茨瓦纳 ..................................10

巴西 .....................................10

保加利亚 ....................................1

缩甸.............................................5

布隆迪 .......................................8

落麦隆  ................................13

加拿大 .............................................. 4

中非共和国 .............................. ...10

卞得 ................................................ 10

智利 ................................................ 26

中国© .............................................11

哥伦比亚 ....................................... 11

剛果  .............................................. T

库克群岛...........................................1

哥斯达黎加 ..................................... 9

古 巴 .......................  8

塞浦路斯.........................................11

捷克斯洛伐克 ..................................5

达荷美.............................................12

民主也门 ......................................... 5

丹爱 .................................................. 1

多米尼加，......................................... 1

多米尼加共和国............................ 11

东非共同体 ..................................... 2



厄瓜多尔.................................................. 16.

埃及 ......................................................... 21

萨尔瓦多.................................................... 8

埃塞俄 t匕亚......................................... ，，11

斐济… ......................................................9

# 兰 ........................................................ . 5

法国 ........................................................... 1

  • * ** • • .............
风比亚........................................................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4

加纳......................................................... 23

吉尔伯特群岛和埃利斯群岛 ................... 1

希腊........................................................... 8
格林纳达 .................................................. 2

危地4 拉 .................................................. 7

At^iE ...................................................  7

圭亚那 ....................................................11

海 地 ......................................  7

洪都拉斯 ................................................ 13

香 奢 .........................   1

匈牙利 .......................................   ^

冰岛  .........  1

印度     .......................  .21

印度尼西亚 .............................................27

伊朗 ............................................ 14

.伊 拉 克 .......................................

爱尔兰 .............................................1

以色列 ........................... *............... 8

意大利 ............................................. 7

象牙海岸 ......................................... 9

牙买加.............................................12

曰本.................................................1。
约旦   ........................................  6

肯尼亚 ...........................................22

高棉共和国 ................................... 16

科威特 ........................................... 15

老姆，.................................................9

  1

某索托  ........................................... 8

利比里亚 ....................................... 10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 8

马达加斯加 ..................................... 9

马拉维 ........................................... 10

马来西亚 ....................................... 20

马里，...............................................17

耳他 ........................................... 10

毛里塔尼亚 ..................................... 6

毛里求斯 .........................................8



f 西 哥 ...................................................36

t-è- ........................................................7
摩洛哥 .....................................................6

尼泊尔.....................................................16

# 兰 ......................................................4⑨

新西兰 .....................................................6

尼加拉瓜 .................................................7

尼曰尔.......................................................9

尼曰利亚 ...............................................29

挪 威 ........................................................ 2

阿 曼 .........................................................6

巴基斯坦 " ..........................................

巴拿马 .................................................  8

巴拉圭 .....................................................9

秘鲁........................................................ 15

菲律宾 .................................................. 28

â  兰..........................   11

菊荀牙.....................................4
卡塔尔、 ..............................  3

大韩民国  ..................................T

越南共和国 .............................................9

罗马尼亚 ...............................................16

;̂ 旺 达 .....................................................^

圣基$ ..................................................  1

圣路西亚 .................................................2

沙特阿拉伯  .............................

所罗门群岛.................................. .....1

塞内加尔 ......................................... 16

塞拉勒窝内..................................... 12

新加彼 ......................................••••14

索马里 .............................................13

南非 ..................  3

西班牙 ...............................................3

斯里兰卡 ...........................................9

苏、丹 ................................................ 19

苏里南 .................... 1

斯威士兰 ......................................... 15

瑞典 .................................................. 9

瑞士 .......................    . . .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2

泰 l i ..............................   27

錢 ................................................ ⑩

汤加 .................................................. 1

特立Æ达和多巴哥 .........................17

突尼斯 .............................................14

土耳其 ...............................................9

乌干达  ....................................17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1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6

大不列颤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5

UU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23

美利坚合众国 ....................................... 9

上沃尔特 ............................................... 6

乌拉圭，.................................................11

委内瑞拉 ...................  12

西萨摩亚 ....................................，. . ，• 3

也 n .......................................................5

É 斯拉夫 ............................................... 6

札 i f 尔...................................................25

赞比亚 .................................................20

@ 根据一九七一年千月二千五日第二七五八（二十六）号决议，大会除其他事项 

外决定 "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 

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厲一切 

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遂出去" 。

⑨包括一名来自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参加人员。



附件五 

训研所收到的捐敦

A . 政府来源 ( 单位：美元）

普通基金

国别 一九七一年捐敦

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至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捐敦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奥地利

巴巴多斯

比利时

巴西

加拿大

丹麦

厄瓜多尔

埃及

芬兰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希腊

圭亚那

15,000

15,000

500

56,510

60,660 .

25.000 

298

6,899

20.000 

23,925

124,808

7,500

7,000

20,000

25,000



印度

伊朗

伊拉克

象牙海岸

曰本

约旦

肯尼亚

10,304
10,000

10,000

19,841

40,000 40,000

2,000

2,000

利比里亚  3,000

马耳他  -

尼曰尔  7,19爲

尼日利亚  2,800

挪威  30,303

巴基斯坦 -

斯里兰卡  999

苏丹 -

端典  62,860
瑞士  39,063

泰国 4,100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80,00(^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09,66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美利坚合众国 400,000

I委 内端拉 20,000

i南斯拉夫  -

札伊尔 30,000

600

43,860

8,000

9,828

66,262

49,505

4,100

106,061

5,602

200,000

20,000

5,000

 -----------  1,239,895
@ 此外，奥地利向一九七二年七力佳 4 纳举行的座谈会作出约值1,

的实物捐献。

⑨一九七一年及一九七二年的捐献。

8 2 9 美元



国名 一九七二年捐敦

瑞典

非政府来源（单位：

?7 ,，00
97,500

美元）

来源 一九七二年捐敦 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至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捐敦

比尤拉。埃奇财产 50,000

快意 10,000 一

洛克类勒基金 - 15,000

朗特里慈善基金 6,995 一

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国协会 5,000 ■

福尔克斯韦根基金 48,049 24,205

总额

C. 各国货币的捐款

70,044 89,205

国家 一 九七二年捐款 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曰至 

六月三十日捐敦

却牙利（福令特 ) 
以色列（镑 ）

苏维埃社会主义

200,000 

6,118

100,000

共和国联盟（卢 布 ） 100, 000 

- 1+8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 1]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 4̂；店知经《处均有发 « .  
请向书在询旧成写11到纽的Â 曰内瓦的联合固销« 組.

HOW  TO OBTAIN UNITED N A TIO N S PUBLICATIONS

United N ations publications m 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 orld .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 ations, S a le s  Section , N ew  York or G e n e v a .

Lit ho i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Price: $U, S, 2.0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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