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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育 

A . 修订计划的法律根据

1 . 现行中期计划的期间是一九八0 - —九八三年。 1 按照大会一九七六年 

千二月千四日第3 1 / 9 3 号决议制定的规划程序，中斯计划虽然为期四年，但每两 

年要改写一次 , 以便四年的前而年的方案予算有个新的基她。 这样的安排使我们 

必须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五年期间的新计划，让大会讨论 

-九八二一  一九八三年的方案慨算时有所根据。

2 .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深入地研究了规划过程，提出了若干关于 

规划程序的建议。 2这些建议都已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 9 7 9 / 6 6号决定和大会 

第 3 4/2  2 4号决议核可。

3 . 方案协调会提出并经大会核可的要求修订现行中期计划的有关建议是： 3

(a) 下一期的中期计划时期应为一九八因一一九八九年，因此目前安 

排在一九八0 年提出的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五年中期计划草案已不再需要。

C b )目前的中期计划应在适当时间加以审查，以便考虑到头两年期间 

与方案有关的所有各种决定。

B . 修订目的和所用程序

1. 修订目的

4 . 既然一九八0 — 一九八一两年期方案慨算# 已经大会审查并且这两年期的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6 号 》（A /33/ 6/R ev , 1 )。

2 同上，《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3 8 号 》（A / 3 4 / 3 8 ) ,第 3 0 4 -  306段。 

" 同上，第 305(b)和(C)段。

' 同上，《补编第6 号 》（A / 3 4 / 6 )。



实际予算已经通过，这次修订一九八0 — 九八三年中期计划的主要目的是要作出 

必要的调整，以便它能为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三两年期方案慨算提供一个基袖,因 

此，修订的焦点是说明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三两年期的战略的次级方案说明案文。

2 . 程 序

5 . 内部指示的修订办法有三类：

( a ) 修订整个方案；

( b ) 修订个别方案；

(0) 稍作文字修订。

修订整个方案

6 . 现行计划于一九七八年上半年编就，经方案协调会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千八 

日至九月十五日第十八届第二期会议审查。 只有当计划编就后方案的法律根据有 

重大变动（例如，因第五届货发会议等等会议而起的变动）时，才会修订整个方案。 

即便如此，现行计划的主要方案和方案类别都仍然保留，而修订方案的方式是拟订 

新的一组次级方案或大事修订现有的次级方案。修订的案文包括；（a) —篇简短的 

导言，说明该方案的新的法律根据与以前根据的的差别，并略为附带说明任何有关 

的组织上的变动；（1 3 )新的次级方案说明。

修订个别次级方案

7 . 如果某一方案的次级方案的法律根据或面对的问题有所改变，足以使它以 

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三两年期为开始的期间内的战略所载的目标或办法夫去意义时， 

那就认为该次级方案必须修订。非因法律根据变动或面对的问题变动而起的组织变

则不认为是修订次级方案的理由。如果面对的问题、法律根据或一九八0 —一九 

八一两年期的战略有所变动，则只当它们是以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三两年期为开始的 

期间的战略的战略变动的原因时，才加以叙述， 关于战略变动的性质的一节略为 

述说了现行计划的战略的要点，这与关于以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三两年期开始的期间



的新战略的一f 内所采取的办法两相对照。

稍作文字修订

8 . 遇到无须变动目标或战略，但对方案管理员来说略力调整现行计划的文字 

似乎仍有必要的情况时才如此调整。 这些调整都已经记录在案可是不在本修订 

计划内提出 , 只有当它们似乎会影响到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三两年期的战略，或是经 

认为甚厲重要应当提请政府间审查机构注意时才提出。新的法律重申现有法律的地 

方只当它导致了某一次级方案的战略变动时，才予提及。如遇到这种情况，该次级 

方案的案文内将予以弓I述。

3 . 不必修订的主要方案

9 . 对一九八0 — 一九八三年中期计划的下列主要方案不必作出重大修订：

5 . 特别政治事务和特派困

8 . 救灾

9 . 人权

10. 国际麻醉药品管制

11. 对难民的国际保护和援助 

U 环境

21. 人口

22.公共行政和财政

2 5 .跨国公司

2 6 .运输

2 7 .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 

2 a 区城委员会特有的主要方案



第 1 一 3 章 

展望和介绍性资料

我们认为这几章没有修订的必要，因为它们提出背景村料供中期计划初步审查

用的目的已经达到。 秘书长按一九八0 ----九八三年中期计划（A /33/ 6/Rev. 1 )

的方案类别提出的慨算细节见一九八0 — 一九八两年期方案概算 1的序言附件二 

表 2。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6 号 》（A / 3 4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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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活动

方案1 : 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部 

(联合国裁军中心除外）

A / 3 3 / 6 / ^ e v  1 第 4； 4段改为

3. 予期完成的工作

( b )—九八0 — 九 八 年

4. 4 就象那些要在一九八0 —一九八一年完成的方案构成部分那样，一九八0 -  

一九年计戈进行的方案构成部分都是持续性的。 它们般包括，对安全理事会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及其技术性附属机构提供服务。 

根据反对种族隔离的工作方案，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千二日大会第3 4 / 9 3 C号决议决定 

于一九八0 年同非洲统一组织合作，举行制裁南非国际会议。 根振联合国外空应用 

方案，我们计划于一九八0 年在上汰尔特、哥斯达黎加、意大利、日本、希腊和苏联 

举办六个讨论会/ 实习班/ 训练班，以便发展中国家的与会者学巧实际应用外空技术， 

其中包括道远感测、卫星直接广播、产生太阳能。 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两年期间， 

有十个这种讨论会按照计划在菲律宾、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巴西、印度、尼H 利 

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根廷举办了。

次级方案1 : 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的决议的更充分执行 

本次级方案的下列案文修改了 A/33/6/Rev. 1的下述各段。

( C )法律根据

加添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第33X183号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十七两日第 

3 4 / 9 3 号决议。



(d) 战略和产出

曰 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三两年期

4. 2 9 予计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将会越来越多负责任去推动国际行动和群 

众运动。 反对种族隔离中心又必须基本上按照本（一九八0 —一九八一）两年期间 

拟订和应用的战略，跟特别委员会协商，加强它在下列= 个主要方面的活动： （a)向 

特别委员会提供服务； 0̂ )反对种族隔离宣传； （0)促进向南非被压迫的难民提供援 

助. 该中心将在特别委员会指导下，对于促进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的执行、促进与 

便利国际反对种族隔离行动的协调、反击南非宣传，都将起积极的作用。 因此，它 

必须跟各专门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保持最密切联系。

次级方案2: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 

下列案文修改了 AX33/B/1lev. 1的下述各段：

(0) 法律根据

4. 3 7 加添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千日第3 3 / 1 6 号、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第 

3 4 / 6 7 号和3 4 / 6 8 号决议。

(d) 战略和产出

t ) —九八0 — '九八•一两年期

4 3 9 予期本两年期将完成工作如下：

a . 如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小姐委员会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0  

年各届会议所核定的，一九八0 —一九八一年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执行联合国外空应 

用方案，需于一九八0 年间开设各种具体应用外空技术的训练课程，并需于一九八一 

年间举行区城和区城间讨论会。 就一九八0 年来说，这包括四个遥远感测技术的各 

种应用方法的训练班，分别举办的H 期和地点是： 一月在上沃尔特，窝加都古；五、 

六月间在意大利，罗马粮农組织总部；四月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瑟；九月在日本东京; 

九、十月间在希腊，雅典；十一月在苏联，巴库。 就一九八一年来说，它们包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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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应用遥远感测技术和卫星通讯于教育和发展的四个区域和区域间讨论会，一 、 二 

月间为非洲举行，地点可能在非洲经委会总部；三、四月间在阿根廷为拉丁美洲举 

行；年底为亚太经社会区域举行， 地点可能在印度尼西亚或印度;最后一季度期间 

为西亚经委会和地中海区域举行；四月权举行一个区城间讨论会，地 点 能 在 法 国 ， 

图A 兹；两个关于遥远感测的国际训练班，一小于五、六月间在罗马粮农组织总部 ，

另一个可能最后一季度在保加利亚举行。
' ，，， . . • . ' .-

b 关于为委员会服务均事,该司将向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和和平利用外

层空间委员会每年举行的各届会议提供服务 , 而它们也在一九八0 和一九八一年期
'■ - • ■

间分别担任一九八二年下半年举行的第二次联合国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的 

咨询委员会和筹备委员会。 这种工作，除了实质性服务以外，还包括各种必要的 

研究报告的编制。 为筹备第二次联合国外空会议而必须完成的活动和方案包括：

散发国家文件及其摘要给各成员国；在各个阶段协助会议秘书长根据各成员国按照 

筹备委员会的建议1提出的国家文件编制会议的主要文件；编制秘书处的背景研究 

报告；辅导选定的诸如外空研究委员会和国际宇宙航行联合会等国际组织以及其他 

政府间或科学组织编写研究报告；跟各专门机构共同进行或合作，编写关于外空技 

术和应用的各个领域的研究报告；协助安排各区域与会议有关的讨论会。

(H) 一九八二 九八三两年期

4  40 ( a ) 将按照大会第三十四届和其后各届会议通过的决议，为向委员会

提供服务和为执行联合国外空应用方案所应进行的各种活动和方案，均将进行。这 

将包括实际应用外空技术于发展的训练班，以及各种外空活动与探索—— 其中包括 

遥远感测、卫星直接广播和产生太阳能—— 方面的研究和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2 0 号 》（A / 3 4 / 2 0 ) ,第 101段,



0)) —九八二年上半年的活动与方案还将包括，行政和会议事务安排—— 其 

中包括与东道国共同作出的安排，协助筹办展览会，安排一连串的夜间演讲。 这 

是筹备一九八二年下半年举行的第二次联合国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的最后 

阶段的工作之一。 因此，除了正常工作方案以外，该司的活动将包括执行可能由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通过的外空会议建议所需的各种活动和方案。

(e) 予期的影响

4 4 5 在这个期间举行联合国外空会议予期会在和平利用外层空同方面改善 

国际合作的方式，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有意义的协助，帮助它们在自己的发展 

方案中利用外空技术。

次级方案3 : 关于海事方面的国际政洽和安全问题 

本次级方案下列案文J I 藍了 A /3 3 /B /R e v . 1的下述各段：

(a) 目标

4. 4 6 这个次级方案的目标在于协助各国处理关于海事活动方面的国际政治 

和安全问题。 这个次级方案关系到和〒解决成员国间的争端以及加强各国之间在 

与海洋有关的活动方面的合作。

(b) 面对的问题

4. 4 7 海洋和海洋区域各种各样的使用越来越多，以及范围越来越广，显示 

出有必要和平地、有条不棄地管理一切与海洋有关的问题，包括军事用途、海洋区 

城的划界、和平分配海洋资源等。 由于各国越来越趋向于向海洋寻找新的能源和 

食物，新的民用和军用的通讯方法，由于它们正在确立国家海事管辖的新领域，因 

此国家间紧张局势可能会以新的形式出现。 我们要监察海洋区城内可能有的紧张 

地区。 我们要分析国家间对海洋问题的分峡所导致的政治和安全问题的背景与性 

质，并向秘书长提出适当的资料和意见。

(C) 法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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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8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第3 2 / 1 9 4 号、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十日第3 3 / 1 7 号、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第3 4 / 2 0 号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 

日第3 4 / 8 0 号决议。

(CL) 战略和产出

( - )一九八一年年底的情况

4. 4 9 本次级方案的一小主要目标是要监测可能引起国际冲突、从而危及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海域 , 分析和评价这种冲突的性质和可能对国际社会产生的影响。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将于一九八0 年举行两期会议，打算结束会议的工作，并 

且可能通过一项《公约》的案文（A//34X479 ) 。 若是这样，该科可能需要进行 

改组。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将于一九/VO年举行一连串会议。 印度洋会议予定于一九 

八一年在科伦彼举行。

该科将向这两个机构的会议提供实务性秘书处服务。

( = )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三两年期

4 5 0 本科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三年关于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未来活动 

将视会议是否胜利结束而定。

本科将于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三年提供实务性秘书处协助给印度洋会议，关于禁 

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2缔约国审查会议 , 

以及关于军备竞赛扩展至海床的问题.

本科将进行研究海洋政治和安全问题的最重要的题目，其中包括和平利用海洋、 

可能弓I起冲突的地区和和平解决争端。

关于海洋事务的其他活动如下：

( a ) 维持和发展海洋事务图书馆，设立范围广大的海事问题专题档案；

( b ) 编写海洋事务的发展的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每月摘要和年度评论；

大会第2660  ( X X V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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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安排关于海事问题的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讨论会和坐谈会；

( d ) 同与海洋事务方面的问题有关的各专门机构、联合国其他规划署和计 

划署、各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和团体维持工作联络。

方案 2 : 联合国裁军中心

本方案及次級方案1、2、3 和 5 的下列案文取代A//33X 6yl^ev; 1 的第4  53 

至 4  1 0 1 段和第4  1 1 1 至 4  1 1 8 段。 次级方案4 , 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 , 

不必修订。 由于晚近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三十三届会议和第三十四届会议的 

授权，对上面所说的总方案和四个次级方案都大事修订。

A

1. 政府间审查

4. 5 3 秘书处关于本方案的工作由大会、特别是第一委员会进行审查。 最 

近的一次全面审查是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至六月三十日举行的专门讨论裁军问 

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期间进行的。 在特别会议期间，大会在其最后文件中除了别的 

以外，通过了一个包括各种优先安排的裁军行动纲领、并审查了联合国在裁军方面 

所起的作用以及国际裁军谈判机构的作用（&一 10/ 2 号决议）。 大会已决定宣布 

八十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予期要通过一项决议，指出第 

二个裁军十年为完成裁军各大目的所要达到的指标，以及动员这方面的世界舆论的 

途径和方法。

4. 5 4 裁军审议委员会是大会的附属机构，每年向大会提出报告。 它也审 

议各种裁军问题，其中包括综合裁军方案的要素，并提出建议， 裁军谈判委员会 

每年开会时间最多为六个月左右，谈判导致全面彻底裁军的各小方面，同时也谈判 

有限裁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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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5 研究方面的工作将特别由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进行审查. 该委员会每 

年举行会议两次，向秘书长提出意见。 此外，一些专家小组也就裁军领域的某些专 

门研究每年举行会议，他们的报告载有就进一步进行这些研究向秘书长提出的意见。

4. 5 6 因各立法机关最近的决定和建议而产生的方案方面的问题对于各个次级 

方案的战略、产出和作用都有重大的影响。

4 . 予期完成的工作和随后的方案重订

(a) 予期完成的工作

H —九八0 ---- ■九八一两年期

4  57 次级方案3: 裁军问题研究所谈判的研究工作（A/33/6/Rev. 1,

第4» 9 4 段 ）予定在这段期间内完成。

(= )一九/V二一一九八三两年期

4. 5 8 对大会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和特别会议本身提 

供服务工作将予完成。 因特别会议的决定而有的一些后续工作也可完成。

B m

1. 秘书处内的协调

4. 5 9 裁军中心协调联合国范围内裁军方面的方案活动。 助理秘书长办公室 

监督和协调裁军工作的规划、执行和后续行动. 除其他机构外，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对学习和研究方面的活动提供合作，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和开发计划署则参与关于 

裁军与发展间关系的研究活动。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又协助安徘讨论会和有关次级方 

案5 截军训练的讲演.新同部通过它的各种传播媒以视升资料和印刷品宣传裁 

军，其实质内容由裁军中心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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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

4. 6 0 《宪章》规定，联合国在裁军方面负有中心任务和主要责任。 裁军 

中心专协调联合国系统内裁军和限制军备方面的一切活动，特别是同下列各组织协， 

调：

国际原子能机构. 直接或通过该组织驻联合国总部的联络处，利用通讯、个 

人接触和出席该机构的会议，就不扩散核武器方面的事项进行协调。 裁军中心曾 

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国除燃料周期评价（燃料评价）理事机构的会议，由原子能机构 

充作会议的秘书处。 对于以后因燃料评价或其后继行动而有的机构会议，予期也 

将以相似身分参加；

教科文组织。 特别是就关于军备竞赛各方面问题及其后果的研究和出版物进 

行协调；

环境规判署。 就军备竞赛和裁军的环境方面进行协调;

卫生组织。 就使用某些武器和遗传操纵可能有的有，作用所引起的影响人类 

健康的事项进行协调；

气象组织。 就有关大规模效灭性武器对天气状况所产生的影响的事项进行协

调。

原子能机构、教科文组织、卫生组织和气象组织都经常投稿给《裁军年鉴》。 

各专门机构和原子能机构的代表都掛酌参加联合国主办的裁军和军备限制方面的各 

种会议和研究。 裁军中心密切注意这些机构的有关活动。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的《最后文件》曾特别提到教科文组织的活动（第 ^ 1 0 / 2 号决议，第 103和 107 

段）；后段谈到教科文组织计划举行一次世界裁军教育大会，并请该組织加紧执 

行这个领城的方案）。

3 . 予期在一九八0 —一九八三年期间 

共同进行重要活动的各单任

4 6 1 执行不扩散条约方面的活动将同原子能机构联合进行， 原子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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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将象参加不扩散条约第一次审查会议一样，参加第二次审查会议，并将继续提供 

关于它在整小不扩散核武器领城方面的 #̂动的资料。

4  6 2 就次级方案3 裁军问题研究来说，作为临时安徘、在联合国训练研究 

所的范围内成立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 3 4 / 8 3 M f决 议 ）。 裁军中心和裁军研究所之问彬 I 持良好有效的联系以免工 

作重复。 在秘书处范围内，将在次级方案2 裁军新闻下进行的一大部分的新闻工 

作，须同新闻部一起进行。 同教科文组织和训练研究所也将合作进行新闻方面的 

活动，

D . 次级方案说明

次级方案1 : 审议和谈判

(a) 0 #

4. 6 3 本次级方案的目标是协助拟订一小全面的裁军方案，以便在有效国际控制 

下进行全面彻底裁军。 短期目标是，按照大会专门讨论裁军第十四届特别会议最 

后文件所具体规定的优先事项，协助审议，以达成裁军和限制军备的协定，并协助 

创造有利条件，以促进谈判和缔结协定。

(T3) 面对的问题

4. 6 4 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指出，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的谈判缺乏实际进展。 

国际机构必须详细拟订全面裁军方案的因素并遂渐加以执行。 军备竞赛所消耗的 

大量人力和物质资源只会增加国际紧张，而不会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 因此必须 

采取措施，以期在遂渐降低资源消耗量的情况下加强和平与安全。 这样卞省下来 

的资源就可以重新分配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上面，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方面。

( C ) 法律根据

4. 6 5 除了《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之外，每年都通过关于具体事项的法定任 

务。 在大会根据第三十届会议的决定，普遍审查联合国在裁军领城所起作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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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通过了关于加强联合国在裁军领城作用的第3 1 / 9 0 号 

决议。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于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通过了一项关于重新恢复国 

际裁军谈判和审议机构，并提供来来行动的基础的最后文件，列为第S—1 0 / 2 号 

决议（特别参看第117—120, 1 2 2和 1 2 3段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活动的根据是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的第2 9 9 2 (X X V I工）号决议以及后来大会每年关于这个 

问题所通过的决议，最近一项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 V 8 0 A ^  B 号决议。 

世界裁军会议特设委员会活动的根据是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第3183 ( X X V I工工） 

号决议以及后来大会每年关于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决议，最近一项是一九七九年十二 

月十一日第3 4 / 8 1 号决议。 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能被认为引起过度伤 

，或具有滥杀温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的根据是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曰第 

3 ^ 1 5 2 号决i义，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第3 3 / 7 0 号决议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 

一曰第3 4 / 8 2号决议。

(d) 战略和产出

4, 6 6 大会是裁军领域的主要审议机关。 它的第一委员会专门处理裁军和相关 

的国际安全问题；它的附属机关，裁军审议委员会，审议裁军问题并作出建议。审 

议委员会也贯彻执行大会的有关决定和建i义。 审议委员会审议全面裁军方案的因 

素，作为建议，提交大会，并通过大会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 为协助这些机构，

秘书处提出背景说明和文件以及实质性报告和摘要。 此外，还协助各机构的主席 

团和报告员，通过编制议程和分析会议上所产生的材料，为评价，未来工作方案和 

出版莫定基础。

4. 6 7 大会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4//83&^决议中表示确信，裁军谈判

委员会作为多进谈判的单一机构，应以紧急和最直接的方式参与关于优先裁军问题

的实质性谈判，并发挥中心作用，以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三节所列

的行动纲领。 大会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于一九八0 年开始进行关于全面裁军方案

的谈判，以期在一九八二年召开大会关于裁军的第二届特别会议以前完成其傳细阐

释的工作，而且在进行这项工作时采用裁军审议委员会所通过的建议，作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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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8 依照一九七九年通过的议事规则第十四、十五、二十九和四十四条的规定，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处已经分配到许多实质性的任务，这些任务实际上表示出谈判 

机构工作的敏感性的任务正在增加 , 例如年度议程、工作纲领、谈判过程的专业协 

助和起草委员会向大会提出的年度报告，或按照委员会的决定，更经常的报告。在 

不久的将来，要求秘书处的工作量报可能继续增加，因为委员会继续进行深入审查 

-■些特别重要的问题，例如核禁试，核军备竞赛及核裁军, 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 

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化学武器，大规模敦灭性武器的新形式和这些 

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全面裁军，以及不久将来可能列入年度议程的其他裁 

军问题。

4. 6 9 大会第3M 0A号决i义表示希望及早执行《印度洋和平区宣言》并延长印 

度洋特设委员会的一般性任务。 同时，第 34X80B号决议决定，除了别的以外， 

扩大特设委员会的成员，并按照印度洋沿岸和内陆国家会议的报告，第 1 2 (c)段所 

提到的，请还没有这样做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印度洋主要使用者参加扩大的 

特设委员会，并于一九八一年召开一次印度洋会议。 大会还请特设委员会负责会 

议召开的筹备工作，其中包括，在为维持印度洋作为和平区而最后可能达成的任何 

国际协议方面，审议一切适当安排。
y

H  —九八一年底的情况

4. 7 0 预计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和印度洋会议的筹备工作能够完成。 同时还Ü 计 

裁军谈判委员会、裁军审议委员会和第一委员会的工作方案，特别是关于大会专门 

讨论裁军的第二届特别会议的筹备方面会有更多的议程项目。

4. 7 1 此外，关于裁军的第二届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方面将有更多的活动。

4. 7 2 大会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4/^81号决议延长了世界裁军会议特设 

委员会的任务。 大会在其第十届特别会议上决定应及早在适当时间召开一次可以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4 5 号 》（a / 3 4 ^ 4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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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参加并且经过充分筹备的世界裁军会议。 同时要求特设委员会与拥有核武器 

的国家的代表保持密切联系，以便经常获知它们的态度，并与所有其他国家保持联 

系，并审议可能提交委员会的任何有关提议和意见。 秘书处在这方面的工作将予 

继续。

4. 7 3 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能被认为弓I起过度伤，或具有滥杀滥伤作用 

的常规武器会谈将于一九八0 年末举行第二届会议。

( = )—九八二----- ■九八三两年期

4. 7 4 裁军审议委员会将继续审议各种裁军问题。 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全力以赴， 

从事于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和此后常会的决定，以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第二届 

特别会议可能作出的决定的工作。 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处理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以 

及下列各方面的其他有关事项：（a ) 有关核裁军的一切问题；（b ) 化学武器；（e)其 

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5 ) 常规武器；（e ) 削减军事颜算；（f ) 裁减军队；（g) 裁 

军和发展；（h ) 裁军和国际安全 ;(i)并行^ 施;建t 信心措施;有关§方可受的适当裁军措 

魏方面的有效核查方法；Ü ) 有效国际监督下可以促成全面彻底裁军的全面裁军方 

案。 由于大会第二届特别会议所将作的决定，第一委员会，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裁 

军审议委员会的工作方案中可能会增加新的项目。 这个期间的一个主要进展也可 

以用世界裁军会议筹备进度来作代表。 审议禁止或限制使用特定常规武器的措施 

将予继续并可能在一九八0 年该会议第二届会议之后予以加强。 裁军中心也将出 

席联合国和专门机构讨论到裁军事项的其他会议。

(e) 预期的影响

4. 7 5 裁军中心在裁军和限制军备方面的贡献颗计可以推进成员国间审议和谈判 

的过程。 预计在与次级方案3 : 裁军研究合作之后可以查明并研制政治、经济和 

社会领域内可供选择的办法以便更为建设性地利用目前消耗在军备上的资源。 希 

望在减轻本次级方案所面对的一些问题的方面取得一些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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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2 : 裁军情报

(a) 巨标

4. 7 6 ,本次级案的目标是向各国政府、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和其他组 

织提供情报，并告知一般大众，以期动员舆论并被场对裁军的支持;同时研制并维 

持一个全面有效的情报系统，以便促进加强理解和解决裁军问题。

(b) 面对的问题

4 . 7 7 .裁军.和限制军备的讨论需要彻底理解所涉问题，包括认识各种大视模毁灭性 

工具和常规武器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使用这些武器的影响。 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 

的许多声明和决议所表示的意见都确认国贿社会对需要关于裁军有关问题及其发展 

的定期和扩大情报。 这种需要已具体地载于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的文件中 

( 第S - 10//2 号决议）。 大家广泛同意，这种情况有助于加强理解和解决这些问 

题。

(c) 法律根据

4. 78,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第3 1 / 9 0 号决议，所核可的提议中有一项是

提供裁军领城的情报，包括出版联合国《裁军年鉴》•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在一九fc.
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第3 2 / 8 7 ^号决议中也决定出版一份裁军期刊。 第十届特别会 

议的最后文件第99一 104 , 和 1 2 3段强调需要一项有利于裁军的有效情报方案, 

并建议具体执行的方法。 大会第33/71D和G和 3 4 / 8 3工号决议也重申第十届特别 

会议关于宣布裁军周，专门促进裁军目标的决定；第 3 4 / 8 3 1 号决议强调有迫切 : 

需要和必要广泛和继续动员世界公共舆论来支持停止和撤消军备竞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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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j 战备和产出

4. 7 9 .本次级方案所包含的进行中的活动如:编制和发行《联合国裁军年鉴〉湘裁军期刊，编写 

生的m 合国年鉴》的稿件，投》 ^ 国其他刊物的稳件，并通过名个国立出版社、 电影和电 

视等其他大众媒介传播有关军备和裁军的情报。 在与新闻厅协调下将集中使用诸 

如小册子、刊物、电影和其他视听材料等大众媒介，以便特别在裁军十年和纪念裁 

军周期间内更有效地传播有关裁军的情报。 所有这些材料的实质内容绝女部分由 

裁军中心来决定和提供，作为它工作方案的一*部脅由纽约和日内瓦主持有关裁军参 

考材料的收集，并通过电算机处理资料，加以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以便促进资料的 

回收和传播。 裁军中心将继续通过与纽约，日内瓦或其他地方的非政府组织代表 

的协商，执行目前和未来合作的具体实际方面的工作。 此外并鼓励非政府姐织协 

助各裁里机构的工作。 裁军中心的工作人员和政府代表都积极参加由非政府组织 

安排的座谈会、会议、讨论会和其他会议。大会，除了别的以外，，请有意在裁军周 

执行地方一级的方案的国家考虑到秘书长所制定的模范方案的因素，并请各国际非 

政府组织积极参加裁军周的活动。 裁军周方案的制订和执行是与非政府组织合作 

进行的。 大会还决定将在其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关于" 宣布一九八0 年为第二 

个裁军十年 " 的决议，应载有，除其他事项外，动员世界公共舆论以支持裁军主要 

目林和指标的方法和途径，

( - ) 一九八一年底的情况

4. 8 0 ,将要发行五册《联合国裁军年鉴》和十二期裁军期刊，刊名为 " 裁 军 "。组 

约将开设电算机处理数据收集和回收系统，并在日内瓦设一墙点。 同时继续坚决 

努力，维持第十届特别会议所产生的动力，以制造有利的公共舆论，并与研究机构 

和非政府组织进行积极的合作。 同时还并与新闻厅协调，进行一个全面的活动方 

案，包括出版反映出专家组研究和联合国各主要会议结果的材料。 同时也应探索 

新的渠道和倡议，以便尽最大可能落实大会所交付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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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一九八二—— 九八三两年期

4. 81,由于一九八二年.大会专门讨论裁军的特别会议期间可能通过决定,可以予计 

在第二个两年期间内，就处理的项目的数目和接触的民众的增加两方面，情报活动 

都将扩大. 《联合国裁军年鉴》和期刊对新问题的稿件也会有所增加；期刊和刊 

裁当前裁军努力有关资料的定期特刊的文献录目部分也会扩大。由于削减军事予算特没 

组的工作，关f•军事支出、军队和军备、军事生产、军火贸易和军事外交援助等这些问幾 

的数据，都必须列入《联合国裁军年鉴》。 同非政府趙织和研究机构也加强合作 

以便更直接参加国除裁军努力。

(e) 予期的影响

4. 82,加强认识和理解裁军道程所涉及的复杂问题将促进各会员国在审议和谈判过 

中所发挥的有效作用。 提高一般民众对问题的认识，特别是通过有了更多了解的 

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将改善讨论裁军和限制军备的气氛。

次级★案 3: 载军研究

(a)

4. 83.本次级★案的目标是通过深入和全面研究裁军的具体问题，促成更彻底地理 

解裁军过程所涉及的复杂因素。研究的进行是为了确定战备和措施，以限制军备竞 

赛并协助这方面的谈列。

(b) 面对的问題

4. 8 4 裁军涉及许多不同的可能措施，它们之间大部分彼此相关，而且每一项措施 

都有多方面的政治、军事、技术、经济和社会意 义 . 认识这些方面对理解军备竞 

秦和裁军以及促进审议和谈判的过程都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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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法律根据

4. 85,裁军中心一般性研究活动的立法根振来自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 1 / 9 0 号决议，以及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 S—10//2号决议，第 9 6 和 

9 8 段 ）。 大会在下列各决议和决定中要求进行具体研究。

第 S—1 0 / 2 号最后文件，第 9 4 一 9 5 段，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第3 3 /7 1工 

和 M号决议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十 一 日 第 3 4 / 8 3 K号决议；

一九七七十二月十二日第3 2 /8 7 0号决议，第 S _ ia / 2 号决议，第 9 7 段，一 

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第3 3 / 9 1 工号决议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4//83A 号决 

议；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3 3 / 6 Y 号决议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 ^ 3  

F 号决议；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3 3 /7 1 J 号决议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 4 /  
8 3 E 号决议；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第3 3 / 9 1 Ü 号决议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4/  
8 3 J号决议；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第3 3 / 9 1 E号决议 ;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 H 第 3 4 / 8 9号决议；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4/187B号决议；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 EI第 3 4 / 8 7 ® ^决议；

— 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 4 / 7 6 B号决议；

- ■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 4/4 2 2号决议

( d ) 战备和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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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6. f 年开会两次的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就联合国主持下进行关于裁军和限制 

军备的研究的各方面问题，包括这种研究的方案，向秘书长提出的意见。 委员会同 

意这种方案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方案并应联'系到裁军战备和执行该战备的谈判。 委员 

会仔细考虑到已经进行和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 它适当注意各种有关的政治、社会 

经济，国家安全和区域考虑，为个别研究可能采取的方针提供指导并提出如何执行的 

意见。 委员会还提出关于应进行研究的提议。 在筹备关于裁军的审查会议和其他 

会议时还进行背;!：研究。

4. 87,在计划期间的前半阶段应该进行十一项具体研究。 大会要求秘书长在适当 

专家协助下进行这些研究：

( a ) 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 关于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的专家研究报告，此 

报告应照顾到裁军如何协助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m 裁军与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 关于裁军与国际安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 

究报告Î

( C ) 削减军事予算一 在编制军事予算方面实际经验人员特设小组的协助下推 

行一项关于会员国军事予算的标准化报告拟议方法的实际试验，评价结果并制订进 

一步修订和执行报告方法的建议；

( d )设立一小国际卫星监测机构的问题—— 设立国际卫星监测机构所涉技术、

法律和财务问题的研究Ï

( e ) 核武器的综合研究一 提供目前核军备、核武器系统技术发展趋势、使用 

核武器的影响和所涉国际安全以及裁军谈剑问题的资料的综合研充；

( f )裁军的区城方面一 区城裁军一切方面的有系统的研究报告；

( g )以色列的核军遂一在合格专家协助下编制一份关于以色列核军备的研究；

(h)建立信心措施一 关于建立信心措施的综合研究，要考虑到V 3 4 / 4 1 6  

号文件所载秘书长收到各国政府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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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裁军过程有关的体制安排—— 关于评价联合国管理裁军事务目前体制要求 

和未来佶计需要的综合研究，其中列出包括所波法律和财务问题在内可以满足这些 

要求和需要的可能职权、结构和体制并拟订可能作为对这些事项的决定的建议；

Ü ) 南非的核能力—— 关于南非在核领城的计划和能力的综合报告；

Oî) 全面核禁试一 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和秘书长自己所建议的关于全面核禁 

试问题的研究报告，

大会在计划期间结束以前可以核准更多的研究。 按照既往惯例，这些研究由秘书 

长指定的政府专家组、顾问团和秘书处自己进行， 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招聘具备适 

当专门知识的顾问在有限的期间内，协助编制背景材料并邦忙起草报告。秘书处关 

于专家会议的活动，除了编辑文件、提供服务和起草报告之外，经常还需要编制实 

质性的青景文件》 —九八0 年在这些研究方面予定在组约和日内瓦召开二十五个 

专家小姐会议，约有1 4 0 名政府和其他专家参加。 此外，有三十名成员的裁军 

研究咨询委员会一年召开两次会议。

H  一九八一年底的情况

4 8 8 上列所有研究都必须在一九八一年以前完成。 不过，咨询委员会将继 

续详细拟订一项裁军研究的综合方案S 并将其执行情况通知秘书长。 根据★会的 

建议和决定，予料一九八0 和一九八一年将开始一些新的研究。

( = )一九八二 — 九八三两年期

4 . 8 9 前一个两年期内开始的若干新研究将继续进行。 这个两年期内将进一 

步详细拟订研究方案。 大会主动并且根据咨询委员会所提出的提议，可以决定要 

求对若干问题进行新的研究。. 这普活动的详细规定和时限将由适当决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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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予期的影响

4 . 9 0 裁军和眼制军备方面的研究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大会或谈判机构根 

据目前关于选定的裁军措族的谈判而要求的研究。 此类研究的结果在促进这种谈 

判的过程上可以起重要的作用。 第二类是各种全面研究，其目的为查明可能产生 

或有助于达成缔结国际协定的谈判的有关军备或军备或裁军的新发展。 因此予计 

这些研究的结果将有助于次级方案. 1 ;审议和谈判。

4 . 9 1 此外，这些研究结果，联同次级方案2 : 裁军情报的各项活动，将成为

旨在动员公共舆论和支持裁军的新闻的宝责来玩•
' - ' ■ . ■ ■ • . •

，‘， ‘ . ,

次级方案5 : 裁军训练
• • ■ . . ■ . . ■ . .

(a) g #

4 . 1 1 1 本次级方案的目标是协助国家公务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公务员的训 

练和专业化，以促使他们更有效地参加国际审议和谈判讲坛,并向国际一级提供专 

门知识。

Cb) 面对的问题

4 . 1 1 2 在审议机构和参加谈判处理裁军事项的政府官员，特别是外交官需要 

对所涉问题和程序彻底理解9 本方案就是为了满足这些需要•

(0) 法律根据

4 . 1 1 3 大会第千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0/2 ) 第 1 0 8 段决定 

设立裁军研究金方案，由联合国经常予算提供资金，并要求秘书长编制方案准则。 

大会一九七八年千二月千四日第3 3 / 7 1 E 号决议核可了这些准则（A/33/^05), 

大会第三十四届常会第3 4 ^ 3 1 > f决议，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第一个（一九七 

九年）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的报告，并决定继续执行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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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战略和产出

4 . 1 1 4 根据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上述决定每年提供二十名裁军研究金。每 

一个训练班的期限最长为六个月。 在这期间内通过演讲、坐谈会、起草课程、模 

仿练习和实地观察包括联合国的裁军审议委员会和第一委员会在内的裁军机构，在 

联合国总部、：日内瓦和其他地点，对方案参加人员施以裁军一切方面的训练本 

方案由联合国裁军中心安排和管理。 裁军中心在安排这个方案时依靠联合国系统 

—— 特别是训研所—— 和各会员国各有关研究所的专门知识。 在每一个年度方案 

结束前，将由参加人员填写调查表等方式加以评价。 许多研究员和其他参加人员 

对一九七九年方案所作的一项非正式评价显示，方案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并 

将完成它的目标。

(一） 一九八一年底的情况

4 。115 —九八0 —一九八一年期间，灼有六十名官员，其中大部分来自发展 

中国家，将接受裁军方面的专门训练。

«  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三年两年期

4 . 1 1 6 虽然可以设想，本方案将继续按照目前既定方针进行，但是也还须继 

续努力，改进课程的安排和内容。 到一九八三年底，参加本方案的官员将大釣有 

一百名。

(e) 予期的影响

4 „ 1 1 7 研究员将向国家一级提供专门知识，他们大部分也将成为国际裁军会 

议的参加人员。 他们对裁军问题的良好认识和理解无疑将加强他们代表各自国家, 

有效地进行裁军过程的谈判和审议的能力。

24



第六章 

国际司法和国际法

方案5 . 国际贸身法的遂斯协调和统一（法律事务厅，国际贸易法组） ：

A.
.

4 . 予期完成的工作

以下列文字代替A/33/6/Rev. 1 号文件的第6. 1 3 6段。

6. 136 —九七八- 一九七九两年期方案慨算第20. 6 和20. 15段中提到的下 

列方案构成部分已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完成：海上货运和合约保证。 予计在下列 

时期将完成下列方案构成部分：

—九八0  — 九八一年

通过关于国际请售货物合同公约以及关于调解国际货身争端的规则。

一九八二 ■" 一■九八二年

一九八0 - - 九八一方案予算第2 6. 3 0 段所列的一小或两小方案构成部分n.i

(a)起草有关清偿损，和罚则条款的统一规则以及(助起草有关备用信用证的统一规则）

次级方案1 : 联合国国际贸身法委员会范轉内的国际贸易法的协调和统一

下列次级方案的案文是对引述的A /33/ 6/ R e v . 1号文件内的各段的修订。

(a) 目标

6. 1 4 0 这小次级方案的目标是协助贸易法委会草拟有关国际贸易的条约和 

其他法律文书。

(b) 法律根据

6. 1 4 2 这个次级方案的法律根据基于大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第2205

( X X I ) 号决议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第3 3 / 9 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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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战略和产出

H

6. 143 ( a ) 货易法委会一九七八年第十一届会议通过了一小新的工作方案， 

载有下列的优先项目二

关于国际贸易合同的项目：（a ) 国际鼻货贸易或汇兑；(b) 研究 

国际合同惯例，光其是 " 艰难 " 条款、不可抗力条敦、清偿损， 

及罚则条款和保护当事各方免受币值波动影响的条款；（C) •-九 

五五年《关于国际销售货物适用法律的海牙公约》，委员会必须 

等到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完成了它对该项公约的修订后才审议该项 

公约；

有关国际支付的项目：（a ) 备用信用证，将协同国际商会研究；

( b ) 电子处理资金转移，但在优先顺序上应该次于项目(a)。

决定国际公约中使用的统一记帐单位

国际商♦ 仲裁：调解国除货身争端以及它同仲裁同贸易法委会 

《仲裁规则》的关系。

产品责任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涉法律问题

制说明迄今国际组织在多种运输方式协调联运、祖船合同、 

海上保险、集装箱运输和货物运送方面已完成的工作的研究报告。

关于所有上述项目，秘书处首先应该进行初步研究，必要时并应 

同有利害关系的国际组织协商。 秘书处可以自行掛酌决定编制 

这些研究报告的顺序，但应考虑到委员会指定的优先次序。

委员会审查了秘书处编制的研究报告后，应就有关这些项目的进 

一步的工作范围以及要不要将它们分配给各工作组问题作出决定。

一般说来，委员会在将主题分配给工作组之前，秘书处事先已经 

作了研究；委员会对这些研究的审议显示，不仅就法律的统一和

t)

(3

(P)

©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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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方面来说，该主题是一个适当的主题，而且在筹备工作方面 

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足以使工作组以有效的方式开始工作。

( e )秘书处在制订新的工作方案后，完成了对下列项目的研究：

H 国际易货贸易或汇 

« 清楼摘，及罚则条敦 

曰保护当事各方免受币值波动影响的条敦 

m 备用信用证 

© 国际商业仲裁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涉法律间题 

运输

为了讨论有关电子处理资金转移和决定一小统一的记帐单位而举行了几次会议，并 

且外来的专家也向这些会议提出了研究报告。

t) 一九八0  — 九八一两年期

6. 1 4 4 草拟关于国际汇票、国际商业仲裁和货物保证金利息的公约草案的工 

作趣续进行。 国际货易法组承筹备定于一九八0 年三月十日至四月十一日（可能 

延至一九八0 年四月十八日）由大会召开的旨在缔订关于国际销售货物合同公约的 

全权代表会议。 在一•九八0 -  —九八一两年期间，贸易法委会将继续致力于国 

际贸易法的统一和协调并将经常审查大会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各项决议对 

该项工作所起影响的程度。 如同过去一样，货易法委会除了每年举行它的会议以 

外将利用三个闭会期间工作组并通过特别研究小姐继续同国际贸易和金融机构进行 

协商。

6. 1 4 5 国际流通票据工作组将完成其目前有关国际汇票和国际期票的工作， 

接着还要草拟管理国际支票的规定。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工作组将就能适当地构成 

委员会工作方案的一部分的具体现目提出建议，并且承担委员会交付的任何其他工 

作。 国际合同惯例工作组将研究能否草拟适用于各种国际贸易合同的有关清偿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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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及罚则条敦的统一规定。 国际付敦问题研究小组将审议有关统一的记败单位的 

问题，以及能否拟订管理电子处理资金转移的统一规则。

6. 1 4 6 此外，一九八0 - —九八一两年期间的产出将包括关于工作方案中各 

项目的予备研究报告和条文草案以及贸易法委会关于其年度会议工作的报告。 这 

些报告主要是打算供给各国政府( 贸身法委会和它的各工作组的成员是由各国的政 

府组成）之用，其次是供各国际组织j E i i î司雜辩啡政府组I只之用。货身法^面的训练和援 

助工作，仍将继续进行。 如果能取得所必需的予算外资金便将举行货身法委会关 

于国际货易法的第二次坐谈会。

0  一九八二--- 九八二商年期

6. 1 4 7 在 一 九 八 二 九 八 三 两 年 期 间 ，除了一九八0 - —九八一年完成的 

项目以及可行性研究显示没有必要和不可能取得统一的项目之外，工作方案中的工 

作会继续进行。 特别是，予计有关下列项目的研究工作和草拟法律文书的工作会 

继续进行。

( a ) 国际流通票据所导致的全权代表会议，用以缔结一项国际票据公约；

0 3 )国际商业仲裁，导致草拟有关国际商业仲裁的法律范本；

( C )国际贸易合同惯例，可能导致草拟有关 " 艰难 " 条款，不可抗力条款，货 

币条款以及值得草拟条款范本的任何其他条款的国际合同条款范本；

( d ) 管理电子处理资金转移的统一规则；

( e ) 决定一个统一的记败单位的法律文书；

( f ) 产品责任，可能导致一项公约草案，或者草拟有关国际货易中产品责任的 

法律范本；

( g )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涉法律文书。

(e) 予期的影响

6. 1 4 9 贸易法委会的工作予期是经由订立管理国际商业关系的国际公约、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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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或规则、一般条件和贸易条件来促进国际商业关系。 国际商业合同的当事 

各方引用新近制定的贸易法委会仲裁规则的次数愈来愈多，作为解决它们的纠纷的 

程序。 由一•个全权代表会议通过的.《海上货物运送公约》（汉堡规则）得到足够 

数目的国家核可之后，将开始生效。 该项公约规定了作为海上货物运送各方的承 

运人和托运人的一定权利和义务，对国际贸易将有重大的影响。

次级方案2 : 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货身法方面工作的协调

下列案文是对引述的A/33/6/Rev. 1号文件内的各段的修订。

( a )目标

6. 1 5 0 这个次级方案的目标是协调贸易法委会和积极参与国际货身法领域的 

其他組织的工作和鼓助它们之间的合作，以促进国际货易法的遂渐协调和统一。

(0) 法律根据

6. 1 5 2 这个次级方案的法律根据是大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第2205 

( X X I ) 号决议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第34/142号决议。

( d )战略和产出

曰 —九八二 九八三两年期

6. 1 5 6 关于上面第6. 1 4 3 段所载列的工作方案中的各方案构成部分的工作, 

除了一九八0 - —九八一两年期已完成的方案构成部分外，都将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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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托管和非殖民化 

方案1 : 政治事务、托管和非殖民化部

7. 3 以下列案文代替A/33/6/Rev. 1的第7. 3 H 分段：

3 . 颜期完成的工作和随后的方案重订 

(-） 一九七八------九七九年

在这小期间有六个领土（多米尼加、吉尔伯特群岛、所罗门群岛、图瓦卢、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达）获得独立。

D . 次级方案说明

次级方案1 : 非洲和其他领土#

下列案文是对引述的A/33/6/Rev. 1 号文件内的各段的修订，

(a) 0 #

7. 1 8本次级方案的目标是协助实现非洲三个领土（纳米比亚、南罗得西亚和西 

撒哈拉）以及非洲地区以外的三小领土（东帝坟、直布罗陀和圣赫勒拿）的非殖民 

化。

(to) 面对的问题

7. 1 9归属本次级方案下的非洲领土波及到联合国所面临的利现正面临的最严重而 

且困难的非殖民化问题。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许多决议中强调亟需结束这种情况, 

达成以多数统治为基細的自由和独立。

* 修改次级方案的名称以反映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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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根据

7. 2 1 # ]掉所提到的大会第 3 ^ 4 2 、3 ^ 9 、32/116、3^/22, 3 ^ 2 4 ,  32/^410

和 3 ^ 4 号决议，并以下列决议代替：第 3 4 / 9 4 号决议（特别委员会的工作）；

第 3 4 / 9 2 号决议（纳米比亚）；第 34X192号决议 ( 南罗得西亚）；第 3 4 / 3 7 号 

决i义 ( 西撒哈拉 ) ; 第 3 4 / 4 0 号决议 ( 东帝汰 ) ; 第 34/411号决议 (圣赫勒拿）； 

和第3 4 /4 1 2号决议（直布罗陀）。

(d) 战略和产出

7 . 2 2以下文代替第7. 2 2 « 分段：

通过研究和分析查明非洲以及本次级方案所包括的其他领土对非殖民化有 

影响的政治. . 军事、经济和社会情况。

7. 2 3在这些领土的非殖民化工作完成以前，所有现有活动仍属.重要。

次级方案2 : 加勒比和亚洲/ 太平洋

下列案文是对引述的A//33X 6/ R e v .  1号文件内的各段的修订。 

m 面对的问题

7. 2 6 将 " 十一个领土 " 改为 " 十个领土 " 。

在脚注3 中，删掉所提到的多米尼加、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

7. 2 7 亚洲/ 太平洋。 在亚洲/ 太平洋区，本次级方案与尚未获得自决和独立 

的八个岛崎领土有关。

在脚注4 中，删掉所提到的吉尔伯特群岛、所罗门群岛和图瓦卢。

( C ) 法律根据

7. 2 9 删掉所提到的大会第3 2 X 4 2 号决议，将大会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 4 X 9 4号决议加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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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摔该段最后西句，并以下列案文代替：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还通过了有关在加勒比和亚洲太平洋区的十三个领土的 

第 3 4 / 1 0 号决议和第3 4 / 3 4 至 3 4 / 3 9 号决议。 它还通过了有关文莱、皮特 

凯恩、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群岛）、安提瓜和圣基茨一尼维斯一安圭拉的第3 4 /  

413至 34/416号决定，并对两小领土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第 34//409和 34//410 

号决定 ) 。

(d) 战略和产出

7. 3 2 将 " 十一小非自治领土 " 改为 " 八个非自治领土 " 。

方案 2 : 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办事处

以下文取代V ^33X 6/ R e v . 1号文件的第7. 42 段。

3 . 顶期完成的工作和随后的方案重订

7. 4 2 b 由于不寻常的政治情况，很难确切说明下列各项方案在一九八0 -----

九八一•年或一九八二 九八三年期间可能完成的日期。 纳米比亚独立的日期

同样也很难指出。 在一九八0  九八三年期间将会进行或继续进行下列各方

案：

H 教育和训练 

« 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所 

Q 纳米比亚建国方案 

(四） 纳米比亚人旅行证件方案的执行 

⑥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第 1号法令的执行 

资料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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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纳米比亚*

下列案文是对引述的A /33/ 6/ R e v .  1号文件内的各段的修订。

(a).目标

7. 4 5 在本段第一句中将 " 执行 " 改为 " 实施 " 同时将第7. 45 (H)段的原文 

改为下文：

(四） 作力执行纳米比亚建国方案的协调当局；

另外再增添下列一行作为第7. 45(7^)段：

传播资料。

(C) 法律根据

7. 4 7 在第 3 2 / 9号决议后面加添大会第3 3 / 1 8 2号决议。

(d) 战略和产出

t ) —九八0 — ■九八一*两年期

7. 4 9以下文代替本段的C 项：

通过指导和协调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和机关对在本领土外面的 

纳米比亚人提供的棱助，来执行纳米比亚建国方案。

( e ) 顶期的影响

7. 5 2 以下文代替本段的第(=■)、曰和⑥项：

P 开发计划署已为纳米比亚订出了指示性规划数字；

* 本次级方案的名称从 " 对纳米比亚的援助 " 改为 " 納米比亚"，更能反映其内 

容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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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已在卢萨卡设立了纳米比亚研究所以便进行训练和研究；

⑥ 开始实施建国方案，通过这一方案，各专门机构在纳米 It 亚理事会的指导 

下以及与西南非民组进行协商后，已增加它们对纳米比亚人的各项援助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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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新 闻 

★案： 新闻部*

下列案文是对引述的A/33/6/Rev. 1 号文件内的各段的修订。

A . 姐 织

1 . 政府间审查

12. 1 按照大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第3 3 / 1 1 5 C号决议设立了政府间审查 

机关，这就是由四十一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新闻政策和活动审查委员会。 大会 

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第3 4 / 1 8 2号决议中决定保察这个委员会，今后称之为 

"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并将其成员数目从四十一廣增至六十六国。. ，

12. 2 联合国新闻委员会每年对新闻政策和活动进行审查，大会再参照第五委 

员会对提出的予算进行的辩论，作进一步的审査， 其他实务性政府间机构也视需 

要评价各自领域内的新闻活动。

次级方案2 ; 深入的新闻报道

(d) 战备和产出

m 经济和社会新闻中心

12. 5 0 增添两个分项如下;

e,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1981)

f  . 关于跨国公司在南罗得西亚的活动座谈会（ 1980 — 1981)

(e) 法律根据

12. 6 1 撞f 大会第3 3 / 1 1 5和 3 4 ^ 1 8 2号决议‘ 

~ 1 1 ^ ^案名称以反映该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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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发展问题和政策 

方案 1 : 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次级方案3: 财政和国内金融问题

以下文代替A / 33/ 6/ R e v 。1 号文件内的第13. .37段 。

(d)

H 战备改变的性质

同先前的战略相比，下面所拟议的战略更加强调必须动员发展中国家的私人储曹 

以便槽加这些国家的财政自力更生，并利用这些储蓄来促进基层发展。，先前战略和 

下面所拟议的战略之间的另一差别是有关国际税收的工作：联合国发达国家和展发 

中国家间双重征税公约模式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税务条约专家组所制订的， 

其中指出一九八0  — 一九八三期间的工作将集中在国际逃税问题。 这个问题在 

发达国家和友展中国家内都造成了巨大的收入损失。

口 ~~~九八0  — •九八三年期间的新战略

13. 3 7 按照一九八0 年二月在牙买加的金斯數举行的关于动员发展中国家私 

人储蓄国际座谈会的调查结果和结论，动员私人储蓄的研究方案的目的是为研拟更 

有效的储蓄手段和被励办法以及制订政策性建议g 以扩大对农民和中、小型工业家 

提供的贷敦业务等事项提供基础。 予定在一九八二年初举行的第二次国际储蓄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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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会将制订这些政策， 国际税收工作的目的是为制订政策性建议或准则以加强国 

廝合作对付逃税问题等事项提供基础。 这项工作将包括：对国睹交易中使用的逃 

税办法进行调查，对解决逃税问题的可能办法进行研究，以及研究能否统一国际税 

收的观念、原则和解释标准，作为起草一项交换情报的国睹公约防止逃税的第一步。 

这些调查和研究将提交税务条约专家（将改称国际税务专家组）。 为了补充研究 

发达国家在前一个两年期对从发展中国家投资取得的利润征税的问题，一项深入的 

评价将包括：有效的投资鼓励办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给予的谋税优待。

方案2 : 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

将次级方案4 "提供社会福利服务"和次级☆案 5 "人民在当地和中间一级上 

参与发展的努力" （A/^33/B//Rev. 1号文件的第13. 9 7 至 13. 1 1 5段 ）改

为下列案文。

次级方案4 : 综合农村发展

(a) J #

13. 9 7 本次级★案的目抹是协助发展中国家规划和执行更有效的综合农村发展 

方案，以消除贫穷。

(b) 面对的问题

13. 9 8 面临大量的使农村更加贫穷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以及为了加速国家发展 

追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愈来愈认识到采用完全属于单一部门或 

地方一级的农村发展方式具有太多的限制。 由于工作分散、政府各级的活动不能 

协调, 而且农村发展计划和方案内的各部门活助缺乏综合性重点，这些服制往往使 

各国资源和国际资源都无法有效地加以动员。 许多国家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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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新的方案，这些★案都是跨部门的，并且是在多层次的构架内执行。 但是， 

这种综合农村发展★案执行起来往往遭到困难，因为如果要选择多部门、多层次的 

办法，现行的发展规划、行政和管理制度通常需要作出大幅度的改变。 此外，也 

没有进行有效的營理控制和加速执行这些案所需的资料系统。 即使某一国家或 

区城在成功地执行这些综合农村发展方案上已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也很少为 

面临同样间题的其他国家所知， 在协订监测和评价系统来加强对各阶段发展的全 

面规划、执行和管理方面, 情况尤其是加此。 此外，联合国系统提供的技术合作 

往往在国家一级上造成困难，因为援助的本身，特别是就★案规划和执行方面来说

只作出以机构为主的部门性考虑，缺乏所必需的综合性重点。

• . . . .

(c) 法律根据

13. 9 9 本次级方案的法律根振是大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第3S48 (XX 

工X ) 等决议所核可的世界粮食会议决议二，第 5, 6, 7 段；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 

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第1 7 0 7 U I I I )号决议，第 5 段和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三日 

第 2 0 7 3 ( L X I I )号决议，第2 段；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六年八月五日第175 

U x ；0 号决定和一九七九年八月三日第1 9 7 6 / 6 7号决定。

(d) 一九八0 —— 九八三年期间的战略

13. 1 0 0 本次级★案的战略是通过对国家综合农村发展方案的制订和执行，直接 

提供咨询服务，即采用多层次和多部门性方法，来支持机构间在技术合作方面作出 

的努力。 本次级方案所涉及的技术合作项目本身就是面向多部门的，而且就规划 

方案编制和方案管理来说也是多机构性的《 为了在国家一级的技术合作方面采用这种 

协调的一体化方法，将对行政协调会农村发展工作队所作出的机构间努力给予实务 

支持，予期这项努力将进一步得到加强，以作为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世界会议的后 

继行动的一部分.

- 38 -



(e) 予期的影响

13. 1 0 1 本次级★案予期可使若干国家采取更好的综合农村发展计划和★案，

在多部门、多板构性的技术合作的基础上，来消除贪穷。 予期一些国家会采用更

好的程序，对农村发展方案进行系统地监测和评价，以促进农村发展规划和执行过 

程。 这样做应导致更有效地利用农村发展资源包括吏有效地实行多部门的技术合作。

☆案 5: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
; ； . ，，. . . .， ■........ '' ..

在一九八0 —— 九八一•两 年 寒慨寒^ 1 2 .  1 4段中, 次级:èr案 3 , 拉丁美洲 

经济政衆和规划(A/33/6/Rev. 1 , 第 13. 1 8 5 至 13. 1 9 0 段 )/1'以乎不是一个 

单独的次级方案，而是作为★案构成部分2. 2 并入次级方案2 , 战略和政策设计

之内， 这一情况在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三两年期内将继续存在。 ,
，. ■ •• • • . '

. • • . ，‘ ' ■

次级方案4 , 墨西哥的公共部门政策分折（《同上》，第 1 3 . 1 9  1至 13. 

19織 )和 次 级 案 5 , 长期经济分析'(《同上》，第 1 3. 1 9 9 至 1 3 . 206 

段 ），并没有在提议的一九八0 , 一九八一两年期方案慨算中列出。 这两个次级 

方案由于优先次序低，已经停止进行。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 补编第6 号》（a / 3  4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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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十五章 

艘食和农业 

方案 1 : 世界粮食理事会

下文剑有底线的是A/33/6/Rev. 1号文件的订正部分，现将全文载列如下：
; ■

3 . 颁期在一九八0  九八三年

期间共同进行的重要活动
■■ I，》n— — — ............. Il ......... .

15. 7 除了继续进行正式协调外，还要在中期计划阶段特别强调以下几项共同活 

动：

同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各区械報行和开发计划署共同制订有关增加粮食 

生产的特别方案,并且支持制订和执行国家粮食部门战略；

同世界精食计划署、精农组织、粮食安全委员会、国际小麦理事会共同制 

订粮食安全方面、包括谷物储存的特别方案；

同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国际小麦理事会和各双这组织共同制订和 

改进进行粮食援助的政策纲领；

同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Æ 生组织、世界報行和粮农组织共同制订特 

别营养和精食分配方案；

会同粮农姐织和货市基金组织设立特别粮食经费筹措机构;

会同粮农組织、世界報行、区城银行、国际小麦理事会、货市基金组织和

贸发会议制订应付粮食危机的紧急计剑。
-     -  - -  ______________

G . 次级方案说明

次级方案：全世界反饥饿行动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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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目标

15. 8 本次级方案的目标如下：

(一） 通过制订粮食部门的战略和支持其他进行中的计划和方案, 提高以精食为 

优先生产项目的国家的粮食生产，以每年增加百分之四为目标；

0 通过现有机构和政府的参与，在发展中国家发动营养计划、营养补给和消 

灭微生素缺乏等方面的专门方案，制订将粮食直接发给饥民的体制，以进行大规模 

防饥活动;

根据适当的审查 , 争 取 连 禾 》 食援助供> & ;至 少 要 万* 

吨，并且制订和改进粮食援助的政策纲领；

W 按照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提议，每年建立五十万吨国际紧急谷物储存； 

伍） 达到有效和充分的谷物储存’并作出安排特别使缺粮的发展中国家能在 

粮荒和粮价飞i张时利用谷物储存，包括以优厚条件给予贷款的便利。

内 预先制订应付粮食危机的紧急体制 ;
旧开展具体方案以增进发展中国家粮食货易的可能性，并使供应来源多样 

化，以防止供应集中所固有的危险；

( / V ) 通过特定范画的努力来加强与其发展需要相应的额外投资能力和主要的农 

业投入，从而增加发展中国家增进粮食生产的资源流动量。

(b) 面对的问题

15. 9 需要监测世界粮食情况的各方面，其中包括监测各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对 

于制订短期和长期粮食问题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以便了解全盘的粮食情况，决定 

全査的世界粮食策略是否合理，认定各种缺点、差距和有问题的部门，并向大会提 

出建议以实现所期望的结果。

(C) 法律根据

15. 1 0 这个次级方案的法律根据来自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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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世界粮食会议的《世界消灭饥饿和营养不良宣言》和二十二项建议； '
«  — 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大会第3 3 6 2  ( S —V I I ) 号决议关于粮食和农业方 

面的规定；

曰世界粮食理事会的建议，特别是它的马尼拉公报：消灭饥饿和营养不良行 

动方案， 2这一方案已由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大会第3 2 /5 2号决议通过；-九  

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大会第3 3 / 9 0 号决议予以通过的《世界粮食理事会墨西哥宣 

言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大会第3 3 / 9 0 号决议予以通过的世界粮食理事会 

的结论和建议; ，世界粮食理事会第五届部长级会议的结论和建议; * ' '

m  一 九七五年六月三十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 9 6 9 ( i i i x )号决议；一九七 

六年八月十H 第 3 0 3 7  ( 工)号和第2 0 3 8  ( 工)号决议，一九七七年八月九日第 

2 1 0 7 ( I Æ 工 工 工）号决议;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曰第2 1 1 4 ( l ^ x : ;工 工 ） 号决议;一
> ■■I'   — n i l » — — — — - . '___ _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七八年八月十六日第1 9 7 8 /6 9号决议 ;

⑥ 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31/121号决议；r *九七八年一月千一日 

第 3 2 / 5 2 号决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 3 / 9 0 号决议；一九八0 年^  

二十八日第34/11  O f决议。

( d ) 战略和产出 

H  一•九七九年底的情况

， 见 《世界粮食会议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風75. I I .  A 3 )。

2 《大会正武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 9 号 》（A / 3 2 / 1 9 ),第•-部 

分，第 1段。

《同上》，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 9 号 （A/33/1  9 ) , 第一部分，第 1 段。 

^ 《同上》，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 9 号 （A / 3 4 / 1 9 ) , 第一部分，第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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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1 所有与本次级方案有关的问题都是经常性的，并且只要有所进展，就在较 

高层级采取进一步行动，来处理这些问题。因此，预期完成的工作所采取的形武是 

以中级的进度来還，解决主要的粮食问题。理事会与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各机构合作 

下的努力，预期会在一九八0 至一九八一年达成如下成果:

(a) 通过一项新的粮食援助公约来认捐七百五十万纯而不是较早的四百二十万 

吨，以便接近一千万吨粮食援助的目标。但实际承诺可能达一千万吨;

(b) 通过谈判订立一个新协定以代替一九七一年的小麦协定来建立一个适当的 

谷物储存;
(C》在每年添补的基础上实现五十万吨国际紧急储存的目标;

(d)本次级方案须期会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其他方面是：发展粮食增产、分配和 

营养，以及粮食资金，措机构等领域, 增进展中国家和其够国家货鼻的可能性， 

制订应付粮食危机的体制及其他;

(e) 频期投入粮食生产的外来资源和供应的增加达成更高水平将会继续获得进

展,
«  一九八0 ----- 九八三年期间

15. 1 2 世界粮食理事会一九八0 -----九八三年期间的战略可分为四个基本部分:

( a)探讨一切可能的渠道，以便加速旨在一九八0 年代大规模减少饥饿的国际 

努力, 以最终消灭饥饿为其目的；

( b )理事会部长级成员、理事会主康和主席团、以及执行主任共同在最高的政 

府层级进行协调和政治游说；

(0》在理事会会议或其他地方，包括在全球和区城性政治和经济论坛上，公开 

提出理事会的建议；

( d )由世界粮食理事会秘书处与其他国际组织秘书处和个别国家政府进行协商。

(e) 领期的影响

—43 -



15. 1 4 世界梭食理事会的影响预期可以从上文第15. 1 0 段中各项决议所载建议 

中联合国系统的目标的达成中表现出来。理事会的影响也可从经社理事会和大会对 

世界粮食理事会第三届会议马尼拉公报：《消灭饥饿和营养不良的行动计划》2至  

墨西哥城举行第四届会议通过的《墨西哥宣言》'的一致支持加以街量。初步影响 

也已非常明显，因为理事会成功地使各国对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拟议的紧急谷物储 

存作出的捐献数量增加到五十万咕；理事会在進太华举行第五届会议后，二十九个 

发展中国家采用了粮食部门战略；理事会该届会议以后的努力已使各国就缔结新的

粮食援助公约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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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千六章 

人类住区

方案1 : 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

一九八0 —一九A 三年期间中期计划关于人类住区一章的方案1 ，虽然是按 

照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所订的准则编制的，但委员会直到第二届会议才有机会审查该 

项计划的全文。 对 方 案 1 虽然不必作大幅度的订正，但是为了反映委员会的意 

见必须按照第2 / 1 号决议作出某些更改。第2 / 1 号决议第2 段请人类住区（生 

境 ）中心执行主任充分计及各方对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所表示的意见、相对优先次序 

和项目选择准则；项目选择准则见第2 /  1 号决议附件。

委员会就辩论作总结时，表示在制订中心的活动时应注意下列各点：'

( a )中心的工作成果应是实用的、具体的和实际的，而不是理论的和学术的研 

究；

C b )希望中心集中注意农村地区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改善；

(C )  一般认为方案3 (住所、基本设施和服务）应包含中心的主要工作，光其 

是在技术合作领械，委员会认为这是最优先地位的领械；2

(d)需» 的地方性的建筑技术，并且由适当的法规和章程以及建筑方案和基 

本设施的维修和修复来支持；

( e )训练各国工作人员担负人类住区方案的责任；

( f )加强努力，使公众参加包括加强含有视听活动在内的资料传播方案。

， 《人类住区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补编第8 号》， { A / 3  4/8), 

第6 1 段。

2 《同上》。第 7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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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是对下述A/33/6//Rev. 1 号文件各段的修订。

次级方案1 : 住区政策和战略

(a) g #

161 1 5 本次级方案的目标是设法使处理人类住区问题的决策者进一步认识和理解 

到采取全面方法的必要性，以及指出需要采取政策行动的各项优先问题。

(b) 一九七八年一月以来针对的问题的变化

la 1 8 由于决策机构与工作一级相互服节，因此人口迅速增长、无计划的城市化、 

住区生活条件不理想以及城乡差别等问题继续存在。 目前，由于政治和立法当局 

没有充分参与解决一系列范围广泛的基本上具有政治性质的人类住区问题，并为此 

争取有力的政治支持，因此各机构的工作能力遭到削廣。 在最近，已努力设法促 

使各国注意采取全面的方法来，决人类住区的发展问题，以及发动二个政治过程来 

促使决衆者着手处理人类住区问题， 但是这些努力都是短暂的，临时的而且是不 

充分的。目前对能源问题的关注和能源问题对人类住区发展的影响，以及大会关于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决定，都要求对人类住区政策重新进行评价。

(C) 一九七A ■年一月以来条文根据的变更

16. 1 9 增添人类住区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提出的方钟和准则 ,第 2 / 1 号决议，附 

件。

( d )战略

(一) 战略改变的性质

16. 2 1 新的战略将比从前更为强调国家和区城两级的研究、培训和资料传播活动。 

这些活场将与全球一级的工作有所区别。 新的战略目标是在人类住区方面争取有 

力的政治和立法支持，并在立法和行政当局之间建立联系。

« 从一九A 二一一九A 三年中期计划开始的规划期间的新战略

la 2 7 - 1 6 -  2 9 由于在分区城/ 区城一级比在全球一级更有机会影响国家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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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拟订工作，因此方案活动应交由高展决策者分区城/ 区械会议拟订，以便一 

系列的支助性活动获得一个重心，从而加强高层决策官员对城乡住区经济社会现状 

的认识和注意。 本次级方案还旨在协助委员会作力一个决策机构执行任务，提供 

委员会所需的资料。在资料传播活动方面，工作的重点是在一个全球性系统的支助 

下在国家和区城一级建立适当的资料系统，以及散发现有的视听材料和提供财政和 

技术上的支持，特别在发展中区滅鼓励印发新的有关材料， 以使国家决策者注意并 

分析其中所涉的问题。

( e ) 予期的影响

16. 3 1 政府官员在国家和区城基础上泰与，可能会使政策和战略的拟订工作更为 

有效。对问题如有深一层的了解，对拟订政策的迫切重要性如有进一步的认识，发

展中国家的发展政策就会比较优先重视改善人类住区的问题。.
' ,■ ■ . . . ■ ■

次级方案2 : 住区规划

(a) 目标

16. 3 2 本次级方案的目标是研究趋势，评价研究工作和培训设施，并对国家和区 

械认为需要采取优先行动的项目给予援助。

(b) 自一九七八年一月以来针对的问题的变化

la 33 ^ 人类住区规划必须视为国家全盘发展靓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便在 

发展各个经济部门及其所需的基本设施组成部分时会适当地考虑到人口的分布情况• 

这种全面规划的范围包括城市、郊区或与城市有密切经济和社会联系的卫星社区、 

农村。多数国家还没有实行这种规划。

(C) 条文根据的变更

16. 36 W 人类社区委员会，第 2 / 1 号决议，附件。

(d)

H 战略改变的性质

16. 3 8 除了力求促进并执行大都会和城市规划两级的住区规划活动以外，还须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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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农村住区的规划„ 能源需求情况必须重新予以评价和审査，以便通过较合理的土 

地使用办法，尽量节省能源的消费。 这方面如有成效，由进口石油产生的国际收 

支逆差就会减少。

C= ) 从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三两年期开始的规划期间的新战略

16. 4 1 由于现在资源不足，住区规划工作必须集中注意向各国提供迫切需要的支 

援，如协助各国政府( a ) 在现有或即将产生的政府机构内实行规划过程的制度化； 

0 ) ) 协调部门活动和确定住区规划方面的各种选择办法；（0) 培训国家干部，以便 

编制区域和大都会计划，设计新的城乡住区和维持人类住区方面的资料系统；（d)协 

助各国政府设立国家、区域和地方三级的较好的住区规划数据库；（e) 支助各种规 

划方案，特别为了改善城乡住区居民最穷价层的生活条件和就业机会。

(e) 予期的影响

16. 4 2 予期更多国家将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范围内向规划过程制度化迈进， 农 

村住区也将分享较合理的规划成果和发展资源，从而可以适当地评价和规划农村住 

区吸收较高比重的农村人口增长的可能性。

次级方案3 : 住房、基本设施和服务

(a) 巨标

16. 4 3 本次级方案的目标是协助各国政府发展政策、方案、财政体制和机构，以 

加速提供充分的住房、基本设施和服务，特别着重于城市和农村地区收入较低的住 

区，以及促进有关建筑材料的采用和技术革新的发:展。

(b) 自一九七八年一月以来面对的问题的变化

l a  4 4 目前能源危机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的严重影响斤仅进一步拖延了 

住区政策的执行和基本服务的提供，而且特别由于建筑材料和运输成本的增加而使 

能源短缺对人类住区造成更广泛的影响。 人类住区规划克其是土地使用规划是节 

省和缩减能源消费的一个极好的办法。 目前所应强调的是尽量减轻居民和货物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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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为了 營能源和成本，运输系统、公共事业设备和造房技术必须重新评价。

(C) 自一九七八年一月以来条文根据的变更

16. 4 7 人类住区委员会，第 2 /  1 号决议，附件 

(d) ^

H 战略改变的性质

16. 5 0 人类住区委员会已对这个次级方案予以最优先的考虑；并将投入更多的人 

力，建筑材料、基本设施和能源的技术方面将会大大扩展。 在提供住房、基本设 

施和服务方面尤其在城乡穷苦大众的需求方面能源问题将获得更大的重视，中心的 

活动集中于下列几小领城：

( a ) 住房政策和方案，特别是面向贫民区、透章建筑区和农村牧入最低阶展的 

住房政策和方案；

( b ) 造房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的组建和技术；

( C )基本设施和服务标准和技术，特别注意能源的需求和节约, 运输和供水、

污水和废物的处理等。

( d ) 提供住房、基本设施和服务所需的财源。

a 从一九A 二一一九八三两年期开始的规划期间的新战略

b . 区城一级:

16. 6 1 予期区城一级的技术援助将以该区国家政府所指的优先领城为目标，并将 

按照人类住区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所订的准则予以选择。 这些准则强调(a) 改善資 

民区和逢章建筑区；（f c ) 调动资源和建立新的财政体制；（e) 支助造房行业的发展1 

( ^ ) 发展有关技术 i ( e ) 促进基本设施的提供特别是运输、供水和汚7X处理等方面，

( f ) 促进能源的节省措施和增强使用的效率，以及确定革新技术。

(C) 全球•一级 :

l a 6 3 全球一级的工作将以支助委员会的工作为目标，以技术投入的形式协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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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制订和执行住房政衆和方案，其中包括举办一系列区城和区械间讨论会；以及 

展开下列各方面的研究：（a ) 非正式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改革市内資民区； 

m 关于建立当地造房工业的政策问题；（0) 对提供低廉住房的准则和技术进行区 

城间分折；( d )农村住区和城市資民的能源需求情况；（e) 造房的能源节约问题 

(与欧洲经委会合作进行）；( Æ )为住房、基本设施和服务筹供资金，以协助非正 

式部门展开活幼。 M 外还将展开其他活动来协助有关政府保#■住房资金储蓄机构 

和财政机构，使这些机构免受通货膨服的影响。试验性示范项目将在建筑部门着手 

进行。

(e) 予期的影响
' '  ‘

16. 6 5 予期在发展财政体制以便提供住房、基本设施和服务，以及通过发展建筑 

材料以便减轻成本和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产量这两方面，经修订的次级方案将比原来 

的计划产生更大的影响。 予期该项战略会协助更多国家中心制订造房和基本设施 

设计的适当标准，以及制订关于使用其他能源的准则，并在人类住区方面引进有效 

使用能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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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工业发展

方案1 、 2 和3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第三次工发组织大会（一九八0 —月至二月于新德里）对计划的修订内容，由 

于赶不上翻译和复制的截止日期而没有及时载入本文件中。 有关修订内容将作为 

增编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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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国际货易

这一订正考虑到一九七八年上半年以来有关执行机构所作的决定（第五届货发 

大会和货身和发展理事会各届会议) , 也考虑到从那时起大会或联合国各种会议， 

其中包括在贸发会议主持下召开的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载列的对货发会议的工作 

有所影响的指示或建议。 以下的案文取代A / 3 3 / 6 / R e v .  1 中相应的方案和次 

级方案的案文。

方案2 ; 贸发会议：商品 

A . 组 织

1 . 政府间审查

1 8，48,秘书处在本方案下进行的工作由下列机构审议：贸 易 和 发 展 理 事 会 .

及 其 有 关 附 属 机 构 （特别是商品委员会和商品综合方案特设政府间委员会 

商品委员会的附属机构在商品综合方案范围内外召开的商品会议以及等备性质和 

其他性质的商品会议，

, 1 9 7 5 # 1 2 1 , 秘书处的工作主要由商品委员会及其附厲机拘审议，1976 

年 1 0 日，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十六届第-期会议通过第140 (XVI )号决定，决 

定依照贸发会议第93 ( IV)号决议的规定设立一个特设政冊间委员会来协调筹 

备工作和谈判、处理可能发生的主要政策性问题、协调执行商品综合方案下的 

种种措施。在 1976至 1979年期间，商品委员会不曾开会，贸易和发展理亭会执 

行了该委员会的一些职务，特设政府间委员会则举行了九箱会议， 1 9 7 9年 10 

月，货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通过第200(XI；X)号决议，决定将特设政 

府间委员会继续到1 9 8 0年底，并把此后报据商品综合方案进行进一•步工作的 

责任委托给商品委员会。 特设政府同委员会和商品委员会都安徘了在1980 

年举行会议。

2 商品委员会的附属机构包括商品常设小组委员会【上一•次会议在1 9 6 7年举行 ) 

和合成品和代用品常设小组(上一次会议在1 9 7 4年举行) 。这两个机拘的下 

次会期尚未定。 也向商品委员会提出报告的藥砂委员会订于1 9 8 0年 2 月举 

行第千二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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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秘书处

秘书处负责本方案的单位是商品司， 1 9 8 0年 1月 1 日，该司有专门人员43 

人，其薪给都不是由予算外经费支付。 1 9 8 0年 1月 1 日，商品司设有下列各组：

组织单位
专 门 人 员

经常予算 予算外资玩 共 计

司长办公室a 6 一 6

发展和一般研究组 14 一 14

矿物和金爵组 8 一 8

农业产品組 15 一 15

共 计 43 一 43

a 包括商品综合方案谈判股（参阅1 8 . 5 0段 ）。

3 . 现有的行政结构和提议的方案结拘之间的差异

1&5Q.上面所示的商品司基本行政结构是符合提议的方案结构的，因为提议的方 

案中主要要素仍然是执行商品综合方案。 1 9 7 7年 9 月至1 9 7 9年 9 月期间，在基 

本行政结构之上勇外设立了若干特别工作组【关于农产品的有四个，关于矿物和金 

属的有二个，关于共同基金的有一个）；以加强秘书处在综合方案方面的活动，特 

别是综合方案执行初期所需的比较技术性的活动。 1 9 7 9年 1 0月，当综合方案的 

执行已进入，备和谈判阶段的较后期时，这些特别工作组即结束工作，有些工作人 

员回到各实务组，另一些工作人员则分配到新设立的谈判股，该股附厲于司长办公 

室，旨在灵活地对谈判过程提供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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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予期完成的工作和随后的方案重订

(a) 予期完成的工作

H 次级■方案 1 : 商品综合方案

1 8 . 5 1 ^发会议第9 3 (r r )号决议原来规定的执行商品综舍方案的时间表，要求 

在 1 9 7 8年 2 月以前完成单项商品的筹备会议，在 1 9 7 8年年底以前完成单项商品 

的谈判工作。 1 9 7 8年 8 月一 9 月间举行的贸发理事会第十八届会议将该时间表 

絶至1 9 7 9年年底。 1 9 7 9年 5 月一 6 月间举行的第五届贸发：会议在第124 00号决 

议中，决定在商品综合方案的时限结束后，为履行贸发会议第93 (IV)号决议而举 

行的筹备会议和谈判，应当同商品工作的其他方面一起成为贸发会议在商品领域的 

经常工作方案的一部分。

1 8 . 5 2由于已在1 9 7 9年 3 月就共同基金的基本要素达成协议，予期关于共同基 

金的谈判可在1 9 8 0年上半年完成。

18*52A‘.到目前为止，有一项新的商品协定，即天然胶协定的谈判是在商品综合方 

案范围内完成的。综合方案包括的、还没有适用的国际协定的其他商岳的谈列工作 

的完成要看各国政府如何决定，目前无法予测, 不过茶和黄麻的谈判会议可能在 

1 9 8 0年内召开。关于商品综舍方案包括的、已有适用的国际商品协定的商品，予 

期在贸发会议主办下为签订新协定而进行的i炎判工作，锡协定可在1 9 8 0年完成， 

糖协定可在1 9 8 2年完成，可可谈列会议于1 9 7 9年 1 1月休会；该会议要求作出 

努力以便重新召开会议，可能的话于1 9 8 0年年底以IT召开，

18,52B， 品综合方案的其他主要方面有：稳定出口收入、销售和分销、加工和其 

他发展措施，如研究与发展、市场推销、多样化和提高生产力。 若干关于这些项 

目的单项研究已在进行中，可在1 9 8 0年内完成。 不过，有关这些领城的进一步 

工作在什么时候进行、期间多长的问题要看各国政府如何决定，因此目前无法予测 

哪一方面的工作可能在什么时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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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次级方案2 : 商品综合方案范围以外的活动

1 8. 52C.本次级方案下进行的活动哪些方面会在什么时侯完成，目前能够予测的很 

少。货发会议第126 00号决议要求尽早重开谈判会议，商订一项取代《1 9 7 1年国 

际小麦协定》的国际安徘；但是，还没有确定重开谈判会议的日期， 同样，贸发 

会议第1 04 00号决议规定的妈砂谈判会议，日期也迁没有确定（需报据筹备会议的 

建议），政府间筹香讨论还避续进行， 秘书处参与联舍国海洋法会议的活动将因该 

会议结束而灯止。 本次级方案下的其他活场大部分是持续性的。

a 次级方案3 ; 统计和其他共同服务

18,52D„支助开发计划署资助的、为使发展中家能够准备和统一它们对单项商品 

的筹备工作和谈判的立场而举办的讨论会等活动，对每嗔商品来说，将因该商品的 

谈判完成而结束《不过由于第18.5 2 A段提出的理由，完成日期目前无法予测。目前 

正在进行的关于个别国家的商品经济的一系列研究，大体上可在1 9 8 2年年底以前 

完成；不过，原来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予期将需要不新地审查和修订。 本次级方案 

下的其他活动大部分是持续性的。

(b) 随后的方案重订

18.5 3.分配给上戈第18 «3C暇提到的谈判股的人力资玩将因商品综合方案下的筹备工 

传和谈判工作量随时间变化而有所变动。 当方案的其他部分完成，或当有关各部 

分的活翁因各国政册所作的决定而有增减时，人力資玩也需要在商品司的基本行政 

结拘内重新加以部署。

55



B . 协 调  

1 ‘秘书处内的正式协调

1 8’54'无。

2 . 联舍国系统内的正式协调 

18*55,(见下文第3 分市 )

3 . 予期在1980 — 1 9 8 3年期间共同进行重要活动的单位

18. 56^予期贸发会议秘书处在农产品问题上会继续得到根农组织秘书处积极，有 

用的合作，特别是在执行商品综合方案方面的合作。 予期同各区域经委会进行的 

有用合作仍会继续，特别是在编写国别研究报告和举行与.商品综合方案有关的区城 

讨论会方面的合作， 贸发会议第125 ( V )号决议观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 

协商准备一份详尽的研究报告，内容是如何运用一种补充设施来补偿商品出口收入 

的不足， 贸发会议第124 (V)号决议规定，同有关生产者/ 消费者机构以及有关 

国际组织，愈括艘农组织，工友组织和世界钱行协商进行有关下列问题的研究：商 

品的销售和分销结构；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商品加工的前景；研究与友展，市场 

拓展和横向多样化等领域的需要和费用a 同样，贸发会议第105 (V)号决议现定, 

关于粮食贸易的研究应同有关is际組织合作，包括同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理事会合 

作进行，

C. 次级方茶的资源分配

18.5 7,予期资源分配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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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的资源分配 

(百分率）

1978 - 1979 1980 - 1981 1982 - 1983

次级方案

经

常

予

算

予
算

资
源

共

计

经

常

予
算

予
算
外
资
.源

共

it

经

常

f
算

予
算
外
资
源

共

计

1 . 商品综合方案 60 60 60 60-i
a 综合方案范围外 10 ■ 10 10 .«■ 10 J

10 70
的活动

3 . 统计和其他共同 20 - 20 20 - 20 20 — 20

服务

4 . 方案规划和管理 1C - 10 10 - 10 10 - 10

共 计 100 - ICO 100 - ICO ICO - ICO

次级方案1和 2 之间的未来资源分配将取决定于综合方案的执行进度。

^次级方某说明

次级方案1 : 商品综合方案

(a) 目 标

18.58.贸发会议第93 (工V)号块议规定的本次级方案的基本目标可慨括如下：争 

取使商品贸易稳定的条件，包括避免价格过分波动；通过提高个别发展中国家的出 

口收入来改善和维持它们的实际收入，并保障它们免受出口收入尤其是商品出口收 

入波动的影响；设法改善初级产品及其加工产品进入市场的机会，并改善产品的可 

靠供应，要铭记发展中国家的，要和利益；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多样化，并扩大初 

级产品在发展中国家里的加工；提高与合成品和代用品竞争的自然产品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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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鼓励对其问题进行的研究与发展工作；改善对发展中国家有出口利益的原料和商 

品方面的市场结构；汝善发展中E 家商品出口的销售，分韻和运输系统，包括增加 

发展中国家参与这些活动的机会以及提高它们在这些活动中的收益， 贸发会议第 

1 2 4 (V)号决议在某些方面扩大和阐明了本次级方案的目标,其中包括为扩大发展中 

国家的初级商品加工及其加工产品的出口建立一个国际合作体制，以及在发展中国 

家出口商品的销售和分销领域建立一个国际合作体制，

( ^ )针对的问题

18,59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益, 平均70 % 以上来自初级商品的出口.对有些国家 

来说，这比率甚至超过90 % ， 商品市场的特点是不稳定，供求和价格波动大， 

因此，发展中国家难以予料它们出口收益的水平和稳定程度，也难以安排它们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 商>5市场不稳定对发这市场经济国家也是一个间题，特别是它 

对通货膝服和商业周期的影响所？I起的问题《 除了市场不稳:定问题，发展中国家 

参与加工、销售和其他与商品有关的经济活动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大多数情况, 

这种参写同有关国家的发展需要比较起来是非常地不够。 针对的其他问题有因 

发展中国家在研究与发展、市场拓展和横向多祥等领域的需要而弓I起的与其商品经 

济有关的问题。

(C) 条文根据

18.60,条文根据主要是联大第1 9 9 5 ( X I X )号决议，贸发理事会第7 ( I )号决定 

和贸发会议第93(IV)， 1 2 4【V ) 和 1 2 5 ( V )号决议，

(d) 战略和成果

H  1 9 7 9年终的情况

18.61,上文指出过，共同基金的谈判在1 9 7 9年年鹿已达到后期阶段，予期可在 

1 9 8 0年内完成谈判，商品综合方案项下的各单项商品的筹备工作和谈判将达到各种 

不同阶段：例如，已在1 9 7 9年 1 0月签订一项国际天然胶协定，而香蔡和结土则 

还未成为综合方案下的筹备会议的主题。 贸发会议第124 (V)号决议第三节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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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加工、鋪售和分销，综合方案的其« 展方面）和贸发会议第125 (V)号 

决议观定的活场C弥补商品出口收入不足的补充设施）斤在相当早期的执行阶段上。

C=) 1980-1 9 8 1两年期和1 9 8 2 - 1 9 8 3两年期

1 8 . 6 2予期通过共伺基金协定条款到共同基金本身开始经营之间大约需要12个 

月， 还不清楚会设立什么临时机构来使基金开始经营，不过，无论如何，予期将 

需要货发会议秘书处提供行政和实务支助，包括就基金第一和第二败户的业务提供 

捷助和意见，

18. 63,综合方案包括的商品中，述没有择合综合方案目林的国际协定的有香蒸、棉 

花和捕纱、梗纤维及制品、黄麻及制品，肉类，茶汁、热带木材、植物油和油子，结土， 

铜，缺矿砂，# 和# 錢盆* 有关这些商品的活动将包括：为筹备会议編写研究报 

告，必要时i炎判会议草拟商品协定或安徘的条款，谈判完成后则有支持谈判会议设 

立的筹备机构的后续活动，随后则是对11际协定或安徘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价，

18, 64.关于综合方集包括的、已有适用的国际商品协定的É 品 （可可，伽 振  

植油、糖和锡），活动将视情况包括：编写研究报告，包括分析协定的施行情况和 

有效性及其改善的可能性，以及研究协定同共同基金的联系关系；同适当的国际组 

织进行协商，包括参与有关协定的理事会和其他机构的会议；为谈判会议提供实务 

服务.

18. 64A,在共同基金的谈判结束和各单项商品的谈列相继完成后，资玩将遂渐转用

于加强商品领域的其他活动，特别是贸发会议第124 ( V )号决议第三节包括的综合

方案发展目林. 该决议规定，要把力量集中于建立一个国际合作体制，以扩大发

展中国家的初级商品加工及其加工产品的出口；为此将对下列问题进行研究'：单项

加工产品的世界生产和贸易的结构、特点及前棄；扩大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加工对经

济可能产生的影响；投资需要、技术、进入市场和通行的商业惯例等主要因素；通

过国际合作采取切实行动改善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可能性， 第 1240/)号决议第三

节还要求在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的销售和分销领域建立一个国际合作体制，以便增

加发展中国家对这方面活动的参与，提高它们从这些活纺中取得的收入， 予期为

该决议这一 1T进行的研究将包括有关单项两品在下列方面的详细资料：销售和分销

链的主要特点；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写销'售和分售的各不同阶段对经济可能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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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物质和金融基本设施、管理和資料系统的适当性等主要因素；通过国际合作 

采取切实行动改善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可能性， 最后，该决议要求对综合方案所包 

括的商品在研究与发展、市场拓展和横向多样化等领域中的中期需要和费用进行研 

究；予期对每项商品进行的这种研究将包括：初步确定各个领域内的计划和项目； 

佳计所需费用和可能的资金来玩；国际合作制订和执行计划和项目的可能性，上述 

所有领域中的研究将在同有关国际组织以及有关生产者/ 消费者机构协商下进行， 

18.64B,根据贸发会议第125(V)号决议的规定，将同国际货市基金组织协商就每 

种商品的稳定出口收入的可能办法进行一项详细的可行性研究》

( S ) 予期的效果

18 ,65,商品综合方案的执行将会有助于实现上文第18*38段所慨括的目'标、特别是 

对发展中国家有出口利益的许多商品，这会改善其市场条<牛的稳定性，因而对实现 

整个国际经济的较大稳定性作出贡献，并且可为发展中国家吏多地参与其商品经济 

提供条件。 实现综合方案的目标，将是对执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行參 纲̂领》 

(联大第3202 (S—V I )号决议)的一大贡献。

次级方案2 : 商品综舍方案范围外的活动

(a) 目标

18.6 6本次级方案的目标包括：改善每等商品综合方案不包括的商品的市场条件， 

并使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这些商品的加工、销售和其他与这些商品有关的经济活 

场；协助改善国际粮食贸易的条件，从而对世界粮食安全作出贡献；协助解决因海 

底矿物生产弓I起的某些矿物和金属市场的问题，弁协助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有这 

种生产带来的利益；对于增加对世界商品经济的知识和理解作出普遍贡献。

( b )针对的1’巧题

18.6 7上文第1 6段列举的商品综合方案包括的商品所面临的问题’也是综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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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不包括的大多数商品所面临的问题， 关于粮食商品—— 不管是否包括在综合方 

案内，需要特别注意s 际贸易在协助'解决饥饿、营养不良和粮食安全等问题上所起 

的作用。 同样，关于矿产品—— 不管是否包括在综合方案内，需要特别注意确保 

不使某些矿物和金属市场受到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底矿物生产的不利影响问题，以 

及注意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有这种生产带来的利益问题， 除了这类具体问题外， 

还有对世界商品经济的作用缺乏知识和理解这个tb较一般性的问戴，

( C ) 法律根据

18 .6 8 , 条义根据主要是联大第199 5 ( X I X )号决议和赛要会议第51 ( m )

78 «  、 1 0 4 (工V ) 、 1 0 5 ( V )和 1 2 6 ( V )等号决议，和商品委员会的职权范

围，

(d. )战略和成果

H  1 9 7 9年终的情况

18.69.不包括在商品综合方案内而曾是1 9 7 9年贸发会议政府间审议对象的商品 

只有小麦、粗谷物和舞砂。 贸度会议主办的、为商订一项取代已延长的《1971 

年国际小麦协定》的国际安排而举行的谈判会议，在 1 9 7 9年 2 月休会，一直还没 

有复会； 1 9 7 9年 6 月通过的贸发会议第1 2 6 ( V )号决议承认迫切需要审查各项 

未决问题，以便一旦确有成功的可能时即重开谈判会议。 贸发会议积极审议碧砂 

问题已有很多年，若干决定和决议，包括贸发会议第104 ( V )号决议，曾设想召 

开谈判会议以便商订一项国际协定的可能性，但是还没有作出召开谈判会议的明确 

决;定，不过政府间协商目前还在镑砂委员会的范围内继续进行，贸发会议对国际粮 

食贸务问题的参与因货发会议第105(v)号决议而更深入，该决议要求贸发会议秘书 

长同有关国际组织合作，经常审查所有与国际粮食贸易有关的事项，并研究粮食货 

身对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和消赛以及粮食安全的影响， 关于海底矿物生产，贸发 

会议秘书处继续参加了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各届会议， 由于本方案其他方面的需要， 

近年来必须将用于编写商品情况的一般回顾和分析的资玩减到最少。

a  1980 -  1 9 8 1两年期和1982 -  1 9 8 3两年期

18. 70,谈判一项新的国际谷妆安徘的工作会继续送行，旨在扩大在每砂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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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在其他商品综合方案不包括的商品问题上的国际合作范围的努力也会继续， 

将按照贸发会议第1 0 5 ( V )号决议的规定， 并同有关国际组织合作，经常审查所 

有与国际粮食贸易有关的事项，研究粮食贸身对发展中II家粮食生产和消赛以及粮 

食安全的影响，并且将审查和研究结果向贸鼻和发展理事会或其附属机构提出报告. 

也会继续研究海底生产某些矿杨可能引起的问题，以便制订有效的解决办 法 . 如 

有足够资玩，将定期编写报告，全球性地审查主要商品的一般情况和展望，包括国 

际贸易趋势和国际一级的政策发展.

(e) 予期的效果

1 8 . 7 1本次级方案下进行的有关单项商品的活动所产生的效果, 予期会与次级方 

案 1下进行的有关商品综合方案包括的商品的活动所維賊样(参i第18.651^1 与国 

际精食贸易有关的活劫予期会有助于提高世界粮食商品市场的稳定性、增加发展中国 

家的粮食生产和出口、加强世界粮食安全.与海底矿物生产有关的活动予期会有 

助于保证这种生产在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不会对它们的有关矿物出口贸易产生不 

利影响的条件下进行， 编写商品情况的一般回顾和分析报告，予期会有助于对世 

界商品经济的更广泛、更深入的理解.

次级方案3 : 统计和其他共同服务

(a) 目标

1 8 . 7 2本次级方案的目标是提供统计和其他共同服务，支持次级方案1和 2 须下 

进行的活动.

(，。> 针对的问题

1 8 . 7 3次级方案1 和 2 下进行的活动需要统计方面和其他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 

可以最有效、最经济地在共同基袖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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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条 根 据

18.73A与次级方案1和 2 相 同 （参看第18,60和18.68段）

(d) 战略和成果

H  197 9 年终的情况

18.73B提供共同统计和数量分析支助服务，包括不断搜集和分析有关所有初级商 

品的资料，以及定期编写《商品价格月报》和 《每砂统计》季刊， 主办由开发计 

划署资助的讨论会方案，为的是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生产II能够准备和统一它们 

对单项商品筹备会议和谈判的立场. 还进行一系列关于商品问题的国别研究，作 

为单哦商品筹备工作的一部分，以及作力有关商品政策这个较广泛的问题的工作的 

一部分， 这些研究也有助于国际商品政策的制订，因为它们.保证了这些政策会适 

合个别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情况，

C=) 1980 -  1 9 8 1两年期和1982 -  1 9 8 3两年期

18.73C第18.73壤列举的活劫将会继续进行并得到加强，只要有足够资玩容许这么 

做，同时会根据单须商品筹备工作和谈判的友展和次级方案1 和 2 项下的其他发展 

所引起的需要方面的变动，不断加以调整.

( e )予期的效果

18 .73D本次级方案是为了提高次级方案1和 2 的效率，以便增强它们的予期效果 

(参看第1 8。65和18.71段)。

63



方菜3 : 贸发会议：制成品和半成品

组织

1 . 政府间审查

18.74 秘书处在本方案下的工作，由制成品委员会和化惠问题特别委员

{会审议；制成品委员会通常在每两届贸发会议之间举行两次会议优惠问题特别委员. 

f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 制成品委员会的最近一届会议在1 9 7 7年 7 月.4日至8 日 

洋行 , 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最近一次会;^在 1 9 7 7年 6 月2 7 曰至 7 月 1 曰举行。

2 . 秘书处

18*75 秘书处负责本方菜的单位是制•成品司， 1 9 8 0年 1月 1 日起，该

司拥有专门额2 5 个。 1 9 8 0年 1月 1 日起，制成品司分以下各科：

组织单位
专 门 人 员 1

经常予算 予算外资元 共 计

司长办公室 3 — 3
普遍优惠和关税科 5 — 5
非关税壁鱼科 4 — 4
限制性商业惯例科 5 - 5
经常贸易和数量分析科 4 4
出口政策、国别和部研究科 4 - 4

.共计 25 25

3 . 现有的行政结拘和提议的方菜结构之间的差异

18.76 一般而言，次级方菜1 (放宽政府的贸易壁全）包括普遍优惠和关 

税科及非关稅壁全科的工作，次级方案3 ( 出口发展和改组世界制成品贸易）则包 

括经常贸易和数量分析科及出口政策、国别和部门研究科的工作。现行行政结拘和提 

议的方案结构之间的差异，并不会纺得方菜的奴订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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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予期完成的工作和隨后的方案重订

(a) 予期完成的工作

18.77 关于《1 9 7 8 -  1 9 7 9年两年期方案慨算》，第 U A .  28(d)段 

:所载的方案持成部分，在 1978 — 1 9 7 9年完成的各项目如下：

a . 对多进贸易谈判的支援活动；

b . 研究发展中国家内属于工发组织协商制度所审议的各部门的工业化在 

贸易方面的问题。

予期在198 0 — 1 9 8 1年完成的各项目如下：

a . 评价多迫货易谈判（东京回合 ) 的成果；

b . 对普遍优惠制的全面审查，供政府间一级的审议；

C . 谈判一套多遠议定的、管制限制怪商业惯例的公平原则和规则；

d . 拟订发展中国家的限制性商业惯例法范本，供政府间一级的审议；

e . 继续研究发展中国家内属于工发组织协商制度所审议的其他部门的工 

业化在贸易方面的问题。

(b) 随后的方案重订

18.78 尽管完成了多这货署谈判，速成了关于削减最惠国关税的协议 

和关于非关税壁金的措施，关税和非关稅壁全仍然特成了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要障 

得。 因此，特别鉴于保护主义压力日益增如，贸发会议必须继续再接再厉地进行 

这方面的工作。 顺利地谈判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原则和规则,只不过是走向废除 

和控制这种惯例的第一步，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来达成这个目的。所有次级方菜都继 

续进行，不予备重订。

《大会正武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6 号》（A / 3 2 / 6 和 Corr. 1和 

2 ) , 第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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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 秘书处内的正式协调

1 8 . 7 9  贸发会议秘书处同环境规划署秘书处已经签订了一♦ 协定， m
研究由环境政榮所引起的贸易壁全和限制• 贸发会议秘书处为此所编的各项研究 

报告，都已提交制成品委员会，以供它在相关的议程项目下审议贸发会议同工发组 

织还签订了一项谅解播定，要求贸发会议参加并大力支持工发组织的协商制度。 

此外，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和工业发展理事会又合设了一个货发会议和工发组织联合 

专家组, 专门研究工业协作安徘中的贸易 i f 题及有关货身的问题这♦ 专家组于 197  
9 年 1 0 月 2 2 日至2 6 日开会，由这两个组织共同提供服务。两个秘书处并将合作 

对专家组的结果采取后续行动。

2 . 联合国系统内的正式协调

18 .80 .  按照货发会议第7 6 ( 0 1 ) 、 82  (ni) 91 ( 工 v ) 各号决议，以及制成 

品委员会第6 0 ^ 1 ) 号决议，货发会议的报告和秘书处的研究报告都转送关税及贸 

易总协定的总干事，以便总协定的各部门从事多这贸易谈判工作时利用。 此外， 

贸发会议第 131 (V)号决议请货发会议秘书长继续编制和修 i丁非关税壁金清单的工

,作，同时 "考虑到总协定已提供的资料" ，

3 . 予期在 1 9 8 0 -  1 9 8 3年期同共同进行重要活动的单位

18 .81 .  贸发会议同关税合作理事会将趣续就下列事项密切合作：重订海关 

稅则类别；国际关务手续筒化及一致化公约及其相关的事坂；参加国除标准化组织 

有关标准化的工作，
C. 各次级方案的资玩分配

1 8 . 8 2， 各次级方案资源分配的百分比，其趋势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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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次级方案的资玩分配

( 百分比）
a

1978-1979 1980-1981 1982-1983

次 级 方 案

经

常

予

算

予
算
外
资
元

共

计

经

常

予

算

予
算
外
资
玩

共

计

经

常

予

算

予
算
外
资
玩

共

计

1 . 放宽政府的货易壁全 44：
— . 44 46 46 43 - 43

2 . 限制性商业惯例、市场 

结构、销售和分销 - 22 21 • 21 23 • 23
3 . 出口发展和改组世界制 

成品货易 2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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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3 22 — 22 24 - 24
( 方 菜 管 理 ） 11 11—111

11 10 - 10 10 - 10

共 计 100 i■ f10C 100 , 1ICO-丄
100 - 100

a 由于略去尾数，各项狗成部分数字的总和，可能够不上共计数。

D . 次级方案说明

次级方案1 : 放宽政府的贸暴壁全4 

(a) 目标

18 . 83 本次级方案的总目标除其他外，是要拟订解决与此有关的问题的

具体措施，以期邦助^ 大世界贸身，协助放宽特别影响到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产tS出 

口贸身的政.府壁全， 更具体的目标是：

H 放宽和废除发达国家中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和半成品—— 包括半如工 

和加工的农产品—— 出口贸易的关税壁鱼，特别顾到最不发达國家的利益，

扶照 1980 -  1 9 8 1年方案予算，本次级方案合并了以前的次级方案1 ( 关我 

壁全 )和次级卞案2 (非关税i 易壁皇及盲关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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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保留并维持已经取得的族宽关税壁鱼的成绩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要保留 

和改进普遍优惠制；

逐步削減或消除非关税壁全，对贸易数量和有关的限制维持现扰，改进政 

府采购政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的采购政策；

通过适当的工业调整，，包括调整援助措施，提高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 

市场的机会和促进贸易扩展的机会；在贸身自由化的范围内，促进货易和 

工业合作安徘；

协助采取适当的补救行动，削减或消除环境策弓I起的非关税壁全，协助 

发展中11家利用这方面的相对优势产生的贸身扩展机会；

在分区、区坡和区域间各级，协助促进和执行发展中国家间在非关税壁全 

方面的经济合作方案。

(0) 针对的问题

H 发达国家的关税壁全

18. 84 '发达国家的关税结拘，特别是按产rfnr加工程度而考加关税的制 

度，仍继续•阻碍着发展中国家扩大其对发达11家制成品和半成品出口并使之多样化 

的工後， 由于执行了普遍优惠制（普惠制），给予优惠待迁的国家对于发展中国 

家出产的海关合理事会税则名目第2 5 至 9 9 类的大部分工业产品、以及第1至 

2 4 类中若干农产品，都已经消除或削减税率* 其中/育些发达国家并通过特别安 

徘，对发展中国家的手制品和手工产品给予优惠的或较有利的关税待迁， 但是， 

尽管普惠制和对手制品、手工产iS的特别安排都产生了良好结果，它们还是不足以 

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贸身和发展需要，因此必须进一步大大加以改善此外，发达国家 

相互给予优惠或惠国待迁 例如总协定衷近完成的多进贸易谈判所订— ，彼

此削减关稅，在某种程度上会損及、甚至于会抵销发展中国家在普惠制下所应享有 

的优惠关税率, 减少它们在特别安徘下所取得的利益。

18. 85 对发襄中国家有出口利益、并在关税分类上能够同发达国家出

产的同类产品分开的产品，通常都没有在现行的国际贸易分类中明显地加以区别和 

分别。 在技术上，将这些产Æ 另行分类，会有助于使发达11家对这些产品给予特 

别而较有利的关稅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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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发达11家的非关税壁全

18.86 .由于关税遂步降低，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非关税壁全和放宽这些壁皇的措 

施对国际贸易越来越重要， 国际贸身上的非关税壁皇访碍了世界货易的扩展，特 

别访碍了发展中国家扩大其制成品和半成品出口弁使其多样化的工作•遂步削减或 

消除这些壁全，可以让友展中国家能够大量地增加出口. 但是，保护主义压力访碍 

了非关稅壁全的放宽，企图趣加限制或加紧现有的限制* 为了避免保伊主义括头， 

必须严格遵守对数量限制和有关的非关税措施保持现状的协议， 在发达国家拟订 

适当的协助调整政策、鼓励国内生产要素逐步脱离在国际上竞争能力较差的生产行 

业，可以大大地有助于非关稅壁全的放宽， 一旦某些部门时相对优势开始偏向发 

展中国家的出口，发达国家的进口壁全就有抬头的趋势， 在这一方面，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II家之间的贸易和工业合作安徘，可以邦助将工业重新布署到发展中国家 

去 （见次级方案3 ).

Q 环境政策

18.8 6 A环境策可以导致施行影明国际贸易的措施， 贸身限制措施的施行除 

其他外，可用以保护国内由于环境政策而成本加重的工业• 从短期来看，环境措 

施对制成品和半成品贸易的主要影响在于形成新的关税和非关税壁鱼• 但是从中 

期和长期来看，影响污染工业所在地的政策，会产生更深远的后果• 在这方面， 

贸友会议协同环境规划署在1 9 7 4年初开始进行了 一个全球性的联合项目，当横目 

进入第二阶段时，将为制成品委员会拟订若干关于环境政策导致的贸易壁鱼和限制 

的研究报告.

(C) 条文根据

18 . 8 7 . 本次级方案的条文根播是下列各项决议：，

H 普遍优惠制

贸发会议第21 ( m ) 号决议；第 9 6 (工V ) 号决议，第一 i r  A和 C ;.第 

91 ( I V ) 号决议；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的议定结论（理事会第75 ( S - V I  ) 

号决定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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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订海关税则类别

贸发会议第96 (工Y )号决议， 第一节G ; 制成品委员会第7 ( Y H )号决议》

( 3 非关税壁全，协助调签的措施

贸友会议第7 2 (皿）号 、第 76 (皿）号 、第 82(]Œ)号 、第 9 1 (工"V)

号、第 96(i v ) 号第一节C，D，E , 第 I S H ' V )号决议；制成品委员会第10 

(VII)号、第 6 ( v i )号 ' 、第 1 ('H 、第 2(21)号 决 定 ，

m 环境政策的贸身和有关方面

贸发会议第47(11)号 决 议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及制成品委员会后来的 

行动‘

( d )战略和产出’

H  1 9 7 9年鹿的情况

18 . 88 ' 按照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的议定结论，在1979 .年第五届贸发大会

时进行了综含审查，以确定普惠制就第21 ( E )号决议的目标， 在初步予定的十年 

过后还应继续实行多久。 这个问题已交给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将由优惠问题特别 

委员会第九届会议审议。 由于在1，9 8 0年底的时候，开发计划署和贸发会议合办 

的工in:/77/002号技术缓助项目将還步结束，所以本方案里所提供的关于普遍优 

惠制的技术援助会有所增加。

18 . 8 8A贸身和发展理事会将于198力年3 月举行第二十届会议，审查 1 9 7 9年完

成的多进贸易谈判的成果， 贸发会议秘书处将向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提交其评价结 

果，包括对著惠制的最惠国关税减让、对发达国家关税结拘的，响，以及庄非关税 

方面议定的措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影响。 此外，并将继续进行研究报告，以期 

进一步削减和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鱼、特别是影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那些壁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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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9 8 0 -  1 9 8 1两年期和1982 — 1 9 8 3两年期

18. 89 放宽关税的活动, 在改善和维持％^惠制、手制品和手工产品特别安 

‘排，最惠国关税减让这三方面，都是继续不断的， 在中期计划期间，每年仍继续 

进行关于普惠制的作业和贸易影响的政府间级年度审查， 为了审查工作，将编写 

有关下列各事項的报告：各国普惠制办法的变动和改进；各国普惠制办法的行政管 

理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为更佳地利用普惠制所采取的措旅。 

如同过去，这些研究与报告将提出具体的建议，以便改善和维持普惠制。 按照理 

事-会第 179(XYJII)号决定,如有关的成员圓要求，贸发会议秘书处还会准备其他的 

文件, 供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举行年会时就个别办法进行多边协商之用。 如果参 

加者要求，秋书处也会协助他们进行这些协商， 关于手制品的特别安排和最寒国 

关税的放宽，将每两年在政府间一级予以审查，

18. 9 Q关于非关税壁全的活教，在确定、分析和放宽这些壁全等方面，都是继续 

不断的， 贸发会议第131 (V)号决议第5 段请贸易和发展理亭会及其有关辅助机 

构趣续审查涉及贸易限制的发展，以期研究和拟订有关保伊主义一般问题的适当建 

议。第18.78段又请贸发会议秘书长继续编制和修订影响发展中国家贸易的非关稅壁 

全清单的工作，以及继续进行这种壁查的影响的分析工作，同时考虑到总协定已提 

供的资料， 关于这方面，将注意可部助放宽非关税壁全的措施 ,如协助调整的措 

施和其他促进工业重新鄧署的措施• 为此，除了一如既往地邦助不断修订电算机 

处理的进口和贸易壁全情报系统之外（见 方 案 1 的次级方案 4 ) , 在开 

发计划署 i和货发会议合办的多进贸易谈判技术援助项目遂步取消后，该次级方 

案将需要承担该项活动，

( e )予期的影响

18. 91 普惠制无疑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这国家在贸易政策上为全体

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 优惠给予国子期将会在中期计划期间继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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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各自的办法。 这种做法应当可以作为制止新的保伊主义趋势'的一种有效办法。

但是，从 1 9 8 1年起（即最切千年期告满之后），由于受惠的发展中国家的优惠 

待迁分级和差别的趋势，这个办法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 关于延长普惠制期间的 

问题，应当注意到第四届货发大会对于普惠制应在原订十年期间届满之后继续实行 

, 已经取得了共同意见，但没有决定应延长多久。 此外，关于手制品的特别安排 

予期将能改善或至少维持下去.

18. 91A； 象对关税壁全那样对本次级方案在非关税壁查方面的影响作出数 

量化的评价，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上述活幼予期将可减低对某些出口、特别是对发. 

展片国裏出口的非关税壁全，在若泰餘珠憎源下，甚至可能-消除这些壁全， 进行 

的实务工作最后可以确定和分析影响国际贸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的现: 

有和可能的非关税壁查，从而协助采取放宽这些壁全的行动。

(由于次级方案合并，第 18 . 9 2至 1 8 . 9 9段被删除。 ）

次级方案2 : 限制性商业惯例、市场结构、销售和分销 

(a) @ #

18.100本次级方案的目标是采取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行动：

一消除或切实对付不利于II际货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和不利 

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限制性商业惯例，包括跨国公司的限制性商业惯 

例； 善市场结构和销售分销制度，以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贸 

易额•

W 针对的问题

1 8 . 1 0 1 本次级方案针对的问题如下：

H 各国政府很少对如何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达成协议，因此，有必要在这方 

面进行S 际合作；

P 有必要逐步收集资料，以便有效地管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贸易和发展的It 

制性商业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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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发展中国家没有或缺乏有关限制性商业惯例的法律，这些地区也缺少训练 

有素的人员；

(四）发展中国家没有进出口的销售分销渠道，即使有，也很不健全，或者对它 

们的管制有眼；

伍）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世界市场中没有市场力量，不能和发这国家的企业竞 

争。

(e) 条文根据

18. 102 本次级方案的条文根据是：大会第3 3 / 1 5 3号决议；联合国

货易和发展会议第96 (工V)号决议第三f 第 97 C工V)号和第103 (Y)号决议。

(d) 战略和产出

H  1 9 7 9年底的情况 

18.103 贸发会议第96 (工号决议第三节要求进行谈判目的是拟订一组多 

这商定的公平原则和现则，来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制订办法， 以改善关于不利于. 

发展中国家贸易和发展的暇制性商业惯例的资料供应和交换；由贸发会议秘书处同 

跨国公司中心密切合作，.普遍地收集和散发关于限制性商业惯例的资料；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特别是在培训方面的技术援助；拟订关于限制性商业惯例的法 

律范本，以便协助发展中国家制订适当的立法。 为了便于达到这些目标，贸发会 

议设立了第三个限制性商业惯例问题特设专家组，该组在第四届和第五届贸发大会 

之间举行了六次会议，

18. 1 0 4根据贸易和发展理亭会的建议，联大第3 3 / 1 5 3号决议决定在1 9 7 9年从. 

9 月到1 9 8 0年 4 月之间，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主持召开一次联合国限制性商 

业惯例问题会议，以便根据第三特设专家组的工作进行谈判，并为通过一系列多边 

协议的公平原则和规则作出一切必要的决定，以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 释照联大 

的要求，第五届货发大会定下1 9 7 9年 1 1月 1 9 日至1 2 月7 日为举行限制性商业 

惯例问題会议的日期。 同时，它通过第103 (Y)号决议， 就今后关于限制性商业 

惯例问题的工作作出了几项决定，特别要求在贸发会议内继续采取行胡，收集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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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关于限制性商业惯例的资料，拟订关于限制性商业惯例的法律范本；要求贸发会 

议采取行劾，进行技术缓助；要求它进行研究，特别是关于进出口和专销安排方面 

的销'售和经销安'徘， 此外，货发会议请限制性商业惯例问题会议通过联大，就限 

制性商业惯例今后工作的体制方面向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提出建议，

( = ) 1 9 8 0 -  1 9 8 1两年期和1 9 8 2 -  1 9 8 3两年期

18. 105联合国眼制性商业惯例问题会议通过一杳原则和规则后，贸发会议在这方 

面的行功就将是执行议定的国际措族，通过有待设立的机待监督其执行。 国际措 

旌包括：协商程序、技术捷助、咨询和训练方案、„_資教的收集和散发等， 贸发会 

议将继续编写关于限制性商业惯例立法和其他情况的年度报告，对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执行服制性商业惯例法律所取得的经验以及在这方面所产生的问题，作进一步的 

研究。 在技术合作方面，贾发会议可能举办研讨会，组织外地视察团，支持在区 

域一级和分区域一級所作出的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努力。 为发展中国家拟订的 

关于限制性商业惯例的法律范本在政府间一级定稿以后，将作为提供技术援助的一 

份文书. 此外，贸发会议还将作出有关市场结狗的部门性研究，并就可能采取的 

补救行动编写进一步的政策性报告，

( e )顶斯的影响

18.106 本次级方案所订的目标属于长期性的，为了最后实现这盤目标，必

须采取按步就班的办法，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前面所列出的活纺基本上是初步的 

步朦，每个步骤的结果都是谈判的主题， 因此，不可能准确地预言何时可以完成 

这些步驟。 由于这些步讓都涉及政府政策的重大变动，所以龙其是如此。 顶期 

的行动可能会改善国际贸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贾易和经济发展。 可以断言，

在 1980 — 1 9 8 3年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关限制性商业惯例的 

立法，一些已有这种法律的国家将会修订这些法律，使它们更具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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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3:出口发展和改组世界制成品贸易'

(â) 巨标

18. 1 0 7 本次级方案的目标是:

H 协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拟订各项关于货易的措施，排除访碍发展 

中国家制成品和半成品出口的供应约束；

( = )便进国际工业发展合作安徘的拟订和执行，力求便利发展中国家制成 

品和半成品的生产和贸易； 

a 对世界的制成品和半成品的生产和进出口的全球性趋势提供一项全面 

的、真实的、分析性的背素資料，以期按照不断变动相对优势，协助 

认明与这到有效的国际分工最有关的基本要素。

r。）针对的问题

181 1 0 8 本次级方案针对的问题是S

( - )发展中国，政府在拟订和执行符合它们具体需要的出口政策时，所迁 

到的工业供资；直接出口津贴；为出口工业所用的进口品提供津贴；

出口信贷设施；出口信贷保险；以及进口税和关税的豁免等各种困 

难；

« 加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和货身的必要；

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通过出口的多样化，增加其所占世界制成品贸易 

的比重的必要；

m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越来越多地根揚专门工业产品的互相交换, 

对国际分工进行结构改革的必要. 、

按照 1980 — 1 9 8 1年方案预算，本次级方案取代以前的次级方案4 C工业发 

展和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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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条文根摆

18. 1 0 9 本次级方案的条文根据是；联合国贸身和发展会第96(1^)号决议第： 

二节、第 131 (V)号决议Air,

(d) 战略和产出

H  1 9 7 9年底的情况

la. i 1 0 在本次级方案下进行的行动，除其他外Ï 处理了有关发展中国家出口 

发展和多样化、及与有关改组世界制成品贸易的各项问题》

a . 有些研究报告可能产生可行的政策性措施，研究的题目计有：分m  

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现有的供应约束、出口政策和奖励、工业資金供 

应、出口信贷保险等， 这些一般性研究，又辅以特别注重发展申国 

家工业化的贸易问题的部门性研究，为贸发会议的参加工发组织协商 

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实务支助，

b. 贸发理事会和工发理亭会合办了一个工业协作安徘的货易和贸易相关 

问题特设专家組，于 1 9 7 9年 1 0月举行了会议。

C . 秘书处编写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制成品贸易的年度审查报告，分析了它 

们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商业流动以及对发展中国家 

本身之间的贾易。 此外，还研究了为迷到利马指标所需的结消改革 

等题目•

d . 本次级方案的另一重要构成部分，是特别对出口資金、出口信贷保险、 

国际分包合同等方面的有关出口笑励的技术合作活动和训练方案，提 

供国家、区域或区域间冬级的实务支助；此外，对于在亚太地区制订 

一个出口信贷保险办法的项目，也将提供区域一级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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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80 -  1 9 8 1两年斯和1 9 8 2 -  1 9 8 3两年期

18. Ill上文所列的工作基本上是长期性的，将在養个中朝计划的期间进行，

a . 重点将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政策以及友达国家，响发展中国家制成 

品出口的工业政策。 贸发会议将继续进行部门研究，以便认明哪些 

部门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有实际或可能的利益， 贸发会议还将针对 

个别国家进行研究，以期评价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的中期和长期的 

則景。

b. 1 9 7 9年 1 0月贸发会议和工发组织合办的工业i■办作安排的货易和贸

易相关阿题特设专家组开会，建议贸发会议秘书处和工发組织秘书处 

进行一个工作方案，协助和便利对有关问题的进一步审议，并审查是 

否必要召开第二次专家組会议*

C . 贸发会议第131 (V)号决议A f•委托贸身和发展理事会在一适当的现 

有机构内，组织一次关于世界经济的生产和贸身格局的年度审查。

1 9 8 0年 3 月的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将就此事作出最后决定，然后为 

这项年度审查立即开始进行筹备工作。 在中期计划期间，秘书处将 

进行工作，提供制成品方面的综合的、真实性的、分析性的青景資料。 

秘书处的这项工作，部分是缝续在过去对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贸易的 

年度审查范圓内所进行的活动以及关于改革制造业生产和贸易的结构 

的研究， 这项工作也将包括与世界工业生产有关的新要素以及影响 

世界工业生产格局的变化的基本要素，

<1.贸发会议还将进行其他的研究：认明和分折动态和静态中的发展中国 

家出口制成品；利马指标所涉的贸易问题的区域分散。

(e) 颈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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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 1 2 本次级方案所定的目标是长期性的。 在本次级方案下所采取的行动预 

期可遂步減少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拟订和执行例如出口奖嚴、 工业供资、出口信贷保 

险等方面的便进工业化的出口政;策时所面对的种种困难》至于工发组织协商制度所 

审议的工业部门，本次级方案下的有关活动颈期将有助于被订各种商业政笨和有关: 

措施，协助发展中国家按照上述协商中所作的建议，建立新的工业设施，列入本国 

的发展方案内，

18. 1 1 3 此外，有关贸易的结构调盤的行# 方案、包括对世界经济的生产和货易格 

局的年度审查以及这些年度审查提出的任何一般性建议，颈期能提供基础，建立一 

个国际合作拘架，帮助争取最大的全面增长，包括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并使之多 

样化，又争取有效的国际分工，这种分工将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增如在世界加工产品 

和制成品中所占的比重。

方案6 ; 货发会议：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A . 修改的条根据

联合国贸暴和发展会议第五届会议通过的第1 2 7 ( V )号决议是对本方案的 

新的主要推动力， 第一，贸发大会同意货发会议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工 

作方案应适当地注意到1 9 7 9年 2 月在阿鲁沙举行的七十七国集团第四次部长级会 

议通过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第一个中、短期行动计划》的有关建议和决定， 

第二，该决议提出和说明了新的方案因素，从而扩大了货发会议工作方案的优先领 

域。 第三，由于该决议赋予的新任务，也由于1978 — 1 9 7 9两年期中所完成的 

慨念和分析工作，本方案在1980 -  1 9 S 1两年期中的活动进入了侧重行教的第二 

阶段。 第四，该决议中决定在1 9 8 0年初召开-•届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委员会的 

特别会议，予期该届会议的建议和决定可对这个领域的工作方案给予进一步的指导* 

必须注意到，根据同一决议，在召开委员会特别会议前几个月，将举行发展中国家 

政府专家筹备会议，以及其他区坡集® 可能要求的政府专家会议• 最后，货发会

- 78 -



议第127( Y )号决议要求贸身和发展理事会就召开和安徘发展中国家和任何愿意的

国家类似的政府专家会议、以讨论友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具体问题一事作出决定。
• ■ : . • ■

贸发会议秘书处予期将为这些会议提供服务， 因此，必须修订本方案，以便弓I进导 

自贸发会议第1 2 7 ( 7 )号决议的新方面和方案要素。

B . 秘书处

18, 185 秘书处负责本方案的单位是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司。 1980

年 1 月该司有18个专门人员，其中一人的薪给由予算外经费支付。 司里并没有 

'分设任何科或其他行政单位，

C . 次级方案说明

次级方案1 : 贸易的扩展和促进

(a) g 标
18. 192 本次级方案的目称，是协助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货易合作，提高它

们的贸身地位，减少它们对发达国家的依赖。

r。）针对的问题

18.193 本次级方案针对的问题如下：H 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发展中国家间

的全球性贸易优惠制度而进行的贸身谈判及其以前的谈判的筹备活动，包括支助活 

教； a 建立、管理和维持-•个贸易情报系统； 白促进国营贸易组织间在下 

列方面的合作：进口对大家都有利的产品；共同促进出口；共同进行销售活动；通 

过长期的采购和供应承诺来促进相互间贸易； 确定和提倡联合进口采购政策 

和；f 关的体制安徘，

18, 1 9 4关于建立全球性贸易优惠制度的建议载在1978 -  1 9 7 9年两年期中编写 

的研究报告中， 但是，要建立这种制度需要解决若干复杂的问题，为此必须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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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调查， 这种问题包括：保证对所有参加国都有利的基本办法和原则；视情 

况制订适当的谈判技术和确定谈判阶段；制订具体的优惠措施和其他贸易措施，要 

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所使用的各种政策性工兵；使发展中国家间的全球性贸易优 

惠制度与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分区域和区域一体化办法取得协调；确保该制度有助于 

改善国际贸身架钩。

la 1 9 4 A贸易情报系統将通过下列工作对发展中国家间全球贸易优惠制度的谈判作 

出贡献：认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流幼和贸易机会; 分析运输、資金和销售方面个别 

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全、贸易技术和需要，

18. 1 9 4 B 国营贸易通过统购统销，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多促进商业的机会， 在 

建立这个提议的制度Ht，必须解决下列的问题：不同的法律和行政程序、不同产品 

的不同供需型式、发展中国家的11营贸易组织之间缺乏适当的联系等•

( C ) 条文根据

18, 195一一这一次级方案的条文根据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48 ( m ) , 

9 2 (工V )和 1 2 7 ( V )等三号决议；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第1(1)号决议第 

2(a) H 、 a 段；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核可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通过的工作方 

案的第1 6 1 ( X Y I )号决定，

m 战 略

(一） 1 9 8 1年终的情况

18. 1 9 6 将完成关于上文段所述的复杂问题以及关于建立全球贸易优惠制度的进 

一步研究工作。 予期在召开筹备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特别会议的发展中 

国家区城间会议之后，并按照该委员会关于执行《阿鲁沙行动计划》的支助措旋的 

决定，七十七国集因在拟订全球性制度的谈判前工作和谈判工作最后方面已大有进 

展。 贸易情报系统的基础应已建立，包括一个将不断刷新的发展中国家外贸制度 

的数据報行* 如此，就能够按国家拟订关于外贸和贸易制度的研究报告，以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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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发展中国家间当前贸易潜能的产品研究报告，应已建立服务，来响应发展甲国家 

的具体要求• 贸易情报系统将包括国营贸易组织以及多进销售企业和生产企业的 

数据（参阅下文次级方案2 )，

18. 196A 1 9 8 0年初召开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专家会议以及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 

贾会特别会议，将根据1978—19 7 9年而年期中进行的研究作出建议和决定，确定 

为加强国营贸易组织间的合作而须进行的具体活场， 将编写一本关于国营货易组 

织的手册， 并将进行技术合作活动，与国家或多追援助组织共同为国营货易组织 

的工作人员举办讨论会和训练课程，

P  1 9 8 2 - 1 9 8 3两年期开始的期间

18. 197 有关全球性货易优寒制度的洁纺将进入另一阶段，在这小阶段中，需

要对发展中国家间的新谈判给予支持。 这种支持包括： 确定一系列适宜谈判的产 

品和针对这些产品的贸易壁全；对那些特别具有贸易潜力的切级商品和制成品进行 

个案研究，分析各种谈判方式和提案对个别国家和产品情况的影响。 为此目的， 

已有許多谈判会议予定举行• 首轮谈判的结果将作为新谈判的基础，以扩大和巩 

固所取得的成果。 从积极谈判阶段到首轮谈判结束的期间内，在各种协定的执行 

期间，在将来推动谈判的工作中，都需要秘书处的大力支援，因为，从本质上来说， 

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长期工作，

18. 199 在关于II营贸易和联合进口采贿的研究和有关的活助完成以后，需要

按照国营贸易企业的建议采取后续行动，建立起一些体制，使国营贸易企业能够通 

过这些体制互相展开贸易往来，并且建立一些专门采购某种产品的多国机构，提供 

区域间一级的援助，来邦助国营货易企业打开市场，克服业务上的其他限制，进行 

联合活动，

(e) 予期的效果

18. 201 发展中国家间贸易优惠的谈判如果能够胜利结束，它们之间的贸易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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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扩展，它们的工农业生产也将受到刺 激 . 这也应有助于它们通过集体自力 

更生来满足它们的基本需要，提高它们的购买力. 从长远来说，也应会刺激发展 

中国家配合其本身需求结构的生产投资. 如果促进了国营贸易组织之间的合作， 

并且采取了联合进口采购政策，那么，利用公共部门直接或间接控制的贸易渠道， 

将有助于大大扩展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提高这些国家对发这国家的谈判堆位，

次级方案2 : 建立多国企业和它们之间的合作""

( a ) 目 标

18. 201A本次级方案的目标, 是协助发展中国家设立和加强多国销售企业，并通过 

设立多国生产企业来加强它们在生产方面的合作.

钟对的问题 

IS , 201 B 本次级方案所面对的问题如下：

H 设立和加强多国销售企业，确定和倡设新企业，支持和援助已有的企业；

a 设立多国生产企业C 

18. 2 0 1 G发展中国家极端依赖数目比较、有限的产品取得的出口牧入，而这些产品的 

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往往波教很大。 多国销售dir业的设立将协助发展中国家进行有 

效的销售，从而促进有条不条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生产合作方面极度缺乏播 

调，因此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处境不如应有的那样顺利, 多国生产企业的设立，若 

要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令人满意的生产和出口条件，需在不同的方面作出努力，进行 

大量的和复杂的工作。

(0) 条文根据

l a  2 0 1  D 本次级方案的条文根据是：联合国贸身和发展会议第4 8 ( 工 工 工 92

(IV). 1 2 7 ( V )等三等决议；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第1(1)号决议（第 2

* 一项新的次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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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和 2(bHA)段;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核可该委员会所通过的工作方案的第1 6 1 

(X V I I )号决

(d) 战略

H  1 9 8 1年终的情况

la 2 0 1 E按照将于1 9 8 0 年召开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间专家会议所作的建议，以及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委员会根据贸发会议秘书处在1978 — 1979两年期中所进 

行的工作而作出的决定,将在建立和加强多国销售企业的工作上视需要作进一步的 

研究》 到 19 81年年底，关于建立和推动这种企业的业务活动应已大有进展，同

时在同七十七国集团适当的机构协商后，将就贸发会议秘书处完成的进一■步工作采 

取后续行动。 同时将为已有的多国铺售全业提供促进性的提助和其他援助。

18. 2 0 1 F按照贸发会议秘书处在1 9 7 8— 1 9 7 9两年期中所编写的研究报告, 予期 

在 1980 — 1 9 8 1两年期间应可采取新的政府间措施, 以在贸发会议秘书处的适当 

协助下执行关于建立发展中国家间联合销售金业（包括联合进口采购) 的建议。

18. 2 0 1 G对贸发会议秘书处在1978 -  1 9 7 9年期间编写的三份关于多国生产企业 

的部门性研究报告，应已按照发展中国家《 协商作出的决定，采取后续行动。关 

于这点，应已审议了各种已达到初步可行和可行阶段的提案，多进金融机拘同分区 

域和区域秘书处应已进行协商，审议这些提案并决定后续行动。 关于新部门、慨 

念性标准和基本政策准则应已视情况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以确定、提倡和发展多国 

生产企业。

C = )从 1982 — 1 9 8 3而年期开始的期间

18.201 H 将继续对发展中国家已设立的多国销'售企业提供援助。 并将对新的 

多国企业的设立提供促进性的援助。 这种形式的业务工作将以新的深入研究为基’ 

础。 由于纳入考虑范围的产品数目日增，又由于多这金融机狗同分区域和区域秘 

书处根据具体提案决定了后续行动，因此，有关确定、促进和发展多国生产企业的 

活动将继续进行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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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予期的效果

18, 2 0 1工予期发展中国家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它们一大部分的出口品的加工、分销 

和销售；大量增加它们无形贸易的外'ü收益；扩大它们基本商品出口贸易的舍作涯 

ÿ t M i最后，由于有关的生产活动的投资和联合企业都有可能增加，它们之间在商 

业、技术和资金方面的舍作世会加强。 由于在生产方面的分区域、区域和区域间 

各级的令作已有加强，予期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資玩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

次级■方 案 3 ; 分区城、区域和区域间经济合作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一体化6

(a) g 标

18. 2 0 2 本次级方案的目标，是协助发展中国家分区城和区域经济会作一体化集 

团 H 克服它们在执行各自方案时所碰到的各种不同性质的障碍； c=)提出扩大这： 

些方案范围的各种方法，掛酌情况增列经济部门，增如参与国数目；曰建立这些 

办法之间的区域间联系，

(b) 针对的同题

18.203 发展中国家曾倡议了许多分区域和区域各统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方

案， ：参 加 的 有 十 七 ‘多个发展中国家* 这些方案的主要目标是，减少货物、劳 

务和生产要素流动的现存障碍，积极促进各方面的经济合作， 但是,在这些方案的 

执行过程中，遭遇到许多经济、体制、法律、技术和政治性的障碍， 需要它们的秘 

书处和其他国际组织（首先是联合国国际机构和金融机拘) 继续支缓，

ic) 条文根据

18.204 这一方案的条文根摆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48(21)*、92 (工Y )、

1 2 7 C V )等三号决议；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第U I)号决议（第 2 段 ）

取代原来的次级方案2 ,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除了题目改变之外，所指各 

段案文中只有划底线的部分有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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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核可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所通过的工作方案的第 

(XVII)号决定，

(d) 战略和成果

18.205 本次级方案包括下列活动：H 加强分区域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困，

通过援助它们的秘书处和这些秘书处之间的合作，建立它们之间的区域间联系，作 

为冬圓政府采取行场的先决条件； C=)研究、收集、传播和交换在经济一体化方面 

的情报和经验； a 同冬该秘书处合作，编制同冬区坡和分区域一体化集团有关的• 

详细多国项目，提交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审议•

H 1 9 8 1年终的情况

18.206 1 9 7 8年 4 月召开了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工作组会议,7各分区械和

区域经济集团的秘书处希望在会上为本次敬方案就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分区域和区械 

一体化制订各项指导方针* 按照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会议的 

建议，这次会议拟订了下列各方面的指导方针：H 为支提因上述建议而产生的区 

坡间行动，全体发展中国家所必须执行的措施；《 建立这些集团间的联系；Q  

推动目前尚未加入这些计划的国家加入；‘四）考虑建立一个可能的机构或咨询机待， 

掛酌情况任择其一，来协调和促进它们在上述方面的活动， 各分区域和区城经济集 

.团的秘书处应已举行过会议，审议了使工作组建议的秘书处间协商组制度化的问题, 

并拟订了秘书处间协商组•采取行动的指导方针， 备经济合作和一ü T i i a秘书

处应已同发展中国家多边金融机构举行过会议，审议了因本方案其他活场产生的具

体国家间项目，

18.207 有关研究、收集、传播和交换这方面的情报和经验的活场，基本上将

是面向行幼的，都是为了实际解决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与大多数现有

参看a/33/^367,附件，第 2 -  4 段和" 复t 中国家间贸易扩展和区域经济一 

化工作组的报告" ( T D ^ X 7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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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利益仗关的具体间题.至1 9 8 1年终以前，这些活动将包括： (a) 一体化过 

程中的费用利益译价的方法，和找出可能的补偿撞施；Ce) 在发展中国家间经济一 

体化的范畴内看跨国公司的作用，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C)全球性、区域性和分区 

城性金融机构对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一体化的跋策； (d)分析区域集g 和分区填集 

团中成贞国之间的贸易*

C = )从 1982 -  1 9 8 3两年期开始的斯间

18.208 预期发展中Ü 家间经济合将趣续动用一大部分的资源，向加强发

展中国家分区城和区城经济一体化集团的技术合作提供实务支助。 事实上，这些 

办法同分区城和区域经济合作办法一起，特成了执行关于经济合作的墨西奇城纲领 

^ 阿鲁沙行动计为]的基本体制， ® 期许多政府间会议所产生的工作，到时将有很 

.大的进展，其中包括有关区城间一级的具体合作领域，特别是商业、工业和资金方 

面的谈判会议. 隨着这个方案的展开，预期所有这些活动都会大为加强，各种区 

域间安排将相继出现，补充现有的分区域和区域办法，

(e) 颈期的效果

18.210 经济一体化和合作办法，对这种集团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量和发

展影响甚大， 因此，由于这些办法和方案的加强和扩大，由于参加的国家不断增 

加，顶期参与圓的经济结特可能会還步进行重大的改革，它们之间的贸易也可能以 

较快的迷度增长，

次级方案4 : 货币和金融合作A

(a) 目标

18.211 本次级方案的目标，是通过加强研究和技术支援活动，在分区城、 区 

械和区坡间各级上，帮助发畏中国家加强在货市和金融方面的合作。

* 取代原来的次级方案3 。



03) 奸对的问题

18.212  根猎发展中国家间经赤合作委员会禁 i (I ) 号决议和贸发会议第 127
(V)号决议所规库的优先次序，本次级方案特别针对下列问题:H 加强和改善现有 

的结算和支付安徘，促进分区域、 区域和区域间各欲的新安徘,建立这些安徘之间的 

联系； 口促进和方便发展中国家间的资本流通》

18.213 发展中国家间在支付和结算安徘方面的联系一般都十分薄弱，区域间

一级尤其如此。 但是，这种适当联系，对于有效地促进贸易,对于它们经济合作的 

其他方面，包括建立全球性贸暴优惠制度，都十分重要， 因此，必须在体制上建 

.立冬种联系，把全部这些复杂问题贯串起来， 发展中国家互相供应资金，前景远 

大，现在不过初见成效， 建立适当的体制，促进、传送和加强这些资金流功，将 

需要在金融和有关方面积极努力， .

( C )条文根摆

18.214 这一次统方案的条文根据是：联合国贸暴和发展会议第48(ni)：r 92 

(工Y ：)和 127 (，/•)等三号决议；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第H 工）号决议（第 

2 眺 1C)段）；货身和发展理事会核可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通过的工作方案 

的第161(XVII)号决定*

(d) 战略和成果

( - ) 1 9 8 1年终的情况 

18.215 在 1 9 8 1年终，货市合作方面的一系列研究和支助活场应有很大进 

展，其中包括H 本区域（或）其他区械的新成员已加入结算和支it安徘； a 建立 

一个关于结算和信贷安徘活纺的資料系统； ( 3 冬种支付安排面临的共同特点和障 

碍; 卸）确定名■具体支付安徘之间的可能联系，以及使这种联系发挥作用的办法和 

手段； © 调查现有的发展中国家间有关贸身的財政手段和办法； 现有信贷 

安徘的联合行场；旧建立一个发展中国家級行• 度展中国家间多边支付安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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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合作协调委员会已于1 9 7 8年成立• 因此，将有很多机会促进和建立这鉴安 

徘之间在区域一级和分区域一级的廣系，， 1 9 7 9年 1 0月在达落尔举行的该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请贸发会议作为该委员会的技术秘书处，直到1 9 8 2年年鹿为止。

18. 2 1 6对促进'資金流入发展中国家和促进发展中国家间资金流动等措施的检查工 

作，将取得进展。 将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进行研究，以便确定措施，改善其 

他发展中国家从这些市场取得资金的机会，从而协助资源的调动， 将继续协助现 

有的发展中国家多这金融机拘，以提高它们确定、拟订、监督和资助所有部门中的 

发展中0 家间经济合作大型项目的能力.

a 从 1 9 8 2 -  1 9 8 3两年期开始的期间

18。2 1 7将对现有的结算和支付安徘和建立新的安徘迷续提供缓助. 上文(0-)项下 

提到的各项研究和活动，必要时将继续进行，特别是关于确定各具体支付安徘之间 

的可能联系以及使这种联系发挥作用的办法和手段的活动. 可以Ü 期关于确定发 

展中国家的支付安徘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支付制度之间的可能联系的活动也会继 

续进行， 也会遮续研究资本市场以及发展中援助国的机拘和政策*

(e )顶期的效果

18.220 由于在货市和金融等方面的分区域、区域和区域间各级的合作已有加

强，预期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资源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它们之间的经常交易和资本 

交易（包括无形贸易）也得到扩展，



方案7 : 贸发会议：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易

A.

1 . 政府间审查

18.221 秘书处在本方案下进行的工作，由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负责审议。 贸 

发理事会现在每年举行两次会议, 在常会上（从 1 9 8 0年开始, 在每年第二次常会 

上 )设 立 了 期 委 员 会 ，专门研究这+ 领域的问题，

2 . 秘书处

18.222 秘书处负责本方案的单位是同社会主义国家贸易司。 1 9 8 0年 1 月 

1 曰起，该司有专门人员十名，其薪给都不是由于予算外经费支付。 1 9 8 0年 1 

月 1 日起，同社会主义国家货易司没有分设任何科或其他组织单位。

3 。予期完成的工作 ,

18.223 本方案的活动基本上是持续性的。 不过，下列方案拘成部分，已在 

或予计可在下列期间完成：

(a) 1 9 7 8 -  1 9 7 9年:为第五次货发大会编写的一份关于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

国家间货易关系中主要政策性问题的报告；一份关于1 9 7 8和 1 9 7 9年所有这

种贸易流动的趋势和政策的年度审查报告，并附加统计审查报告；若干份关于»

这种货易流动的各个方面 例如：法律和体制结构、三方联系和在第三国进

行协作、工业"i举安排、规划方面的合作等—— 的研究报告；若干份关于个别 

国家和国家集团（保加利亚、印度、摩洛奇、龙日利亚、波兰）的贸易经验和 

展望的研究报告；若干份国别研究报告以及在货发会议和拉美经委会合办的研 

究项目范围内编制的一份关于"拉丁美洲国家和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的 

经济关系" 的全面性研究报告；1 9 7 8和 1 9 7 9年理事会会议期间，在为此特 

地设立的贸发会议协商机拘范围内组织有关国家间的双过和多速协商，提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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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质性支援；拟订货发会议和开发计划署在这个领城合办的全面技术提助方案， 

应个别国家政府的要求提供实质性支援和咨询服务，等等。

1 9 8 0 -  1 9 8 1年：这段期间的工作将集中于1980 — 1 9 8 1两年期方案慨其

所提及的各种活动：编制关于这种贸易趋势和政策的审查报告；编写关于贸易 

经验和展望、各种付款安排的方式、经济和技术合作、统计服务和分析等方面 

的研究报告；协同改洲经委会研究东、西方货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并协同联 

合国其他区域经委会研究发展中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间贸易所涉及的区域性问 

题；在贸发会议已有的协商机拘范围内组织双这和多这协商，为这种协商提供 

实质性支助；为执行各种技术合作活动提供实质性支助；同有关国家、区域和 

分区域组织、联合国其他机构协商和合作。

D . 次级方案说明 

次级方案1 : 扩大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一切贸易流动

(a) 目标

18.228 这项次级方案与由第五届货发大会审议的一个议程项目相同，今后将

由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定期审议。 次级方案的目标是：在稳定、长期和广泛的基础. 

上，用包括各种方式的货易和经济合作在内的通盘方法，促进互相关联的政策，从 

而促进有助于扩大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一切货易流动并使其多样化的政 

策和措施。

(b) 针对的问题

18. 229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间的贸易流动正 

在迅速扩展，但还有不少机会未被利用。 在分析这些贸易流动的发展情况时应者 

虑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此外还需要采取措施，在参与东、西方贸易的国家之 

间建立起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包括有助于改善商品结构达到贸易平衡和消除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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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访碍这种贸易的货易政策障碍和保护主义措施- 签订长期协定，使贸易的地理 

分配形式和商品贸易结构多样化，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同东改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 

易。 应当对成员国的贸暴体制和法律结构作出评价。 为创造贸易机会进行工业 

专门化和合作，可促进发展中国家全面经济增长，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转让不断 

增加，

w 战略和成果

H 1 9 7 9年终的情况

18.232 1 9 7 8和 1 9 7 9年期间举行的贸发大会和理事会会议讨论了上述问.

题， 对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收集有关资料。 为了扩大这种货身流动 

的地理基础，对个别国家和国家集团的经验进行了分析， 扩大彼此间货暴是在已 

有协商机构范围内进行的双这和多这协商的主题，贸发会议在这方面的技术援助活 

动也有所加强， 还同拉美经委会联合执行了一项关于拉丁美洲国家和经互会成员 

国之间货身和经济关系的研究项目。

a  1 9 8 0 -  1 9 8 1两年期和1 9 8 2 -  1 9 8 3两年期

18.234 由于在这领域的职权是持续性的，因此，前两年期间的主要活动将趣

续进行，以便通过编写关于贸易趋势和政策的审查报告、研究和分析可促进货易稳. 

定扩展和多样化的方式方法、改善政府间法律和体制结构、为执行货发会议和开发 

计划署在这一领域合办的全面技术合作活动方案提供实质性支助等方法，邦助理事 

会审议与这种货易流动有关的问题。 并将座要求向个别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组织提供咨询服务。

…） 予期的效果

18.236 本次级方案的活动予期将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发展

中国家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长期、稳定和平衡的贸鼻这样，贸易将能不断的 

扩展，贸易的地理分配和商品结构也将继续多样化，包括由发展中国家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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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出口更多的制成品， 还可通过贸发会议的双迫和多进协商机构和各种业务活 

动，辅以贸发会议秘书处的实质性支助，解决货易政莱问题和实际问题。

次级方案2 : 促进各种方式的经济合作*

(a)

la 2 3 6 A 这项次级方案的目标是为了促进成员国之间建立起技术合作和工业合作一 

类的各种方式的经济关系，以有助于扩展贸易和加强政府间经济合作的法律基袖和 

经济合作的体制结构。

(b) 奸对的问题

181 2 3 6 3近年来，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易出现了新的合作方式。 发 

展中国家、东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正在实行多途贸易和付款安排， 

建立联合企业和各种多进的联系，例如三这工业合作和在第三国市场合作。 在这 

方面将协同改洲经委会研究东、西方贸身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协同联合国其他区 

域经委会研究发展中国家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间经济合作所涉及的一些区域性问题， 

还将进一步研究经互会成员国所实行的多边计划，以便找出可能的贸易机会。 应 

努力通过规划方面的合作扩展贸易和经济关系。

(d》 战略和成果

H 1 9 7 9年终的情况

18, 2 3 6 C已经就上述各种合作方式编写了研究报告，包括关于现有合作方法以及贸 

易和经济合作的法律基础和体制结构方面的研究报告。 进行的业务活场都是以更 

好地了^ 作机会和方法为目的。 并在活动方面加强了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 

( 工发组织）和各区域经委会的协调。

，项新的次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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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 9 8 0 - 1 9 8 1 两年期和1 9 8 2 - 1 9 8 3 两年期

18„ 2 3 6 D由于这些问题是持续存在的，因此,本次级方案前两年期间的主要活动将继续 

进行。 这些活动将愈括研究和分析积累的经验和安排，以便介雜各种新的合作方 

式。 业务活动将包括向个别发展中国家，国家集a 以及它们的区域和分区械经济 

团体和组织提供资料和咨询服务。 继续为在已有的贸发会议协商机构范围内进行 

的经济合作问题双这和多进协商提供实质性和组织方面的支助，

( e ) 予期的效果

18. 2 3 6 ®这些活动予期将有助于贸发会议政府间机构通过各种建议，从而加强有关 

国家间相互有利的长期经济合作。 发展中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予期也将在 

较新的合作方式基础上得到加强。 政府间和企业组织一级在合作办法范围内进 

行的活动也将进一步增加，

方案8 : 货发会议：最不发达国家、其展中内陆国家和皮展中岛国家

A . 案文修订的条文根振

18. 2 3 7 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大会第122 00号决议决定，作为它的最优先 

次序之一，发动一个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全面的、大为扩大的方案，分而个阶段执 

行，即《应急行动方案（1 9 7 9 -  1981 ) 》和 《八十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 

贸发会议要求货发会议秘书长继续为最不发这国宏详细制订《应急方案（1 9 7 9 -  

1981 ) 》和 《八十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 这项决议就是为最不发达国家 

修订方案的条文根据，

秘书处

18.238 秘书处负责本方案的单位是发展中的最不发运国家、内陆国家，岛崎

国家特别方案• 截至 1 9 8 0年 1 月 1 日，它有专门人员十人,其薪给都不是由予算 

外经赛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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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次级方案说明 

次级方案：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家和度展中岛崎国家

(a) 巨标

18.244 本特别方案的目标是：通过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应急行动方案（ 

9 7 9 -  1981 ) 》和 《/、十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协助最不发这国家的发展 

努力，并通过具体行动，协助发展中内陆国家和发展中岛崎国家克服访碍它们贸易 

和发展的地理障碍.

0 ) 针对的问题

18.245 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问题，设想了下列一蕴工作目标：大大增加援助

流动；提高提助的利用效率、较好的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条件， 标准和程序；扩大出 

口；有效地與买进口品；在资金流动，商业政策方面和在货发会议职权范围内的其 

他领城，拟订适当的特别措施• 关午发展中内陆国家的问题,设想了下列一些工作

目标：减少过境费用，改进过境货易的实质设备、包括管理和维持以及所需新设备 

的增建；筒化过境规则和手续• 关于发展中岛国家的问题;通过适当的经济安徘 

和改善运输设备，扩大和增加同世界经济有效结合的机会.

(C) 条文根据

18.246 这一次级方案的条文根掘是：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第11 en) , 2 4  

Q I )、 62 m 、 63 T O 、 9 8 (IV), 122 00, 123 ( V ]和 lllOO号决议；贸易

和发展理事会第 101 ( X E ) 、 1 0 8 C X I V ) 、 1 0 9 ( X I V )和 I71(rvi[)号决议•

(d) 战略

H  1 9 8 1年终的情况

18。2 4 7到了 1 9 8 1年，《应急行动方案（1979 — 1981 ) 》的执行情况便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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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晓， 在为最不发达国家详细制订《八十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以及全球

一数为此在目的和目标，资金需要，援功的优先领城，体制安徘等方面作出的承诺,
■ . . .

将会完成. 在全，一级为支援最不发这国家的《八十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領》 

的执行、协调和监测制定详细安徘方面，以及在为联合国系统所有机构充分参加这 

些活动作出安徘方面的工作，也将就绪. 特别是将按照联大1 9 7 9年 1 2 月 1 9 

日第3 4 / 2 0 3号决议的规定，在 1 9 8 1年举行联合国最不发运国家问题会议，以便

最后确定，通过和支助这项纲领，并将为货发会议今后在这一领械的工作提供指导
'

原则. 关于发展中内陆® 家和发展中岛11»1国家，到了 1 9 8 1年时，在确定实际步 

驟减少地理位置不利圆家的过境费用和运输费用方面，将会作出大量的工作， 予 

期中，确定访碍小的岛崎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特殊障碍的方案也将完成。 因ib 

届时时机将已成熟，可以扩展和加强特别措施方案，来加快这盐处境不利圓家在八 

十年代的进展.

t= )战略改变的性质

la 2 4 8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八十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釋》首先需要作出全 

球性的努力，以期推动执行纲领和争取国际支持• 与此同时，每一个最不发运国 

家本身必须尽早开始其拟订一个大为扩大的方案的规划工作，争取双追和多这援助 

机构的全力支持，来补充各国本身在查明、拟订和执行这一重大新方案方面所作出 

的更积极的工作，并照顾到其本身的具体需要和优先事项.

1982 -  1 9 8 3两年期开始的期间

18。2 4 9在最不发达国家方面，1982 — 1 9 8 3两年期的主要工作重点是《八十年 

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包括2 (a)进一步在全球一级制订《行动纲领》，协助 

制订和执行个别的国别行动方案； Cb)审査、评价和监测《行动纲领》的执行进度； 

( C ) 找出难关，建议纠正措施; （d) 在商业政策方面和在贸发会议职权范围内的其 

他领域，拟订特别措施； （e )力最不发达国家协调国际努力， 此外，咨询服务和 

在区城间、区械和国宏各级的技术合作活动，也要予以加强，使它们能够跟着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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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有效利用这些服务的能力一起逐步提高• 同时还要卷助执行货发会议各 

政府间会议和专家组所作的廷议、 《八十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以及其他新的 

特别惜施， 在发展中内陆国家和发展中岛国家方面，对于帮助它们克服地理位 

置不利0 难的特别行动的研究工作，也要继续进行， 在对某些发展中内陆圓宏的 

过境运输费用问题进行现划研究之后，便应接着与这些国家的过境邻国密切合作执 

行建议的修建项目-

( e )予期的效果，

1 8 .250 最不发达国家予期可获下列结果：大大tr大技术和财政提助和提

高利用援助的能力；改善援助政策使其适合这些ü 家的需要，如提供更宽厚的条件， 

灵活的援助标准，改善援助的行政和管理，提供可予测的、 连续的和可靠性曰渐增 

加的援助，加快支付；如强推广出口的机构和政策，减少进口费用；改进对最不发 

这国家特别有利的政策措施；满足最迫切的社会需要，关于发展中内陆国家：减少 

它们进出海洋和世界市场的实际费用. 关于发展中岛峰国家：改善在辟这地区的 

发展中岛国宏与世界市场往来的条件并减低其费用•

18。2 5 0 A 予期的其他结果包括：进一步扩大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财政援助和 

提高利用提助的能力；加速发展；改善这些国家的所有人民，特别是乡村地区和市 

区贫民的营养，X 生、运输，通讯、住房、教育以及就业机会等方面条件，增加就 

业机会• 关于发展中内陆国家和发展中岛崎国家，进一步增加进入市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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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自然资源和能源 

方案2 : 圓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次级方案2 : 矿物

执行大会第3 \/\ 97号决议改组后秘书处， A/33/6/Re V. 1号文件第

19. 6 3 段所说的矿物单位的工作，目前已由本部海洋经济和技术处执行。 因此, 

本次级方案已从本章（第 19. 7 7 至 19. 8 4 段 》删除，并入了第二十章方案1 次 

级方案2 的订正计划中。

方案6 : 西亚经济委员会 

下列次级方案1和 2 是对下述A/Ba/6/Rev. 1号文件各段的修订。

次级方案1 : 能源开发

( a ) 自标

19. 2 4 7 本次级方案的目标是：提供关于供应能源和利用能源的资料和前景； 

在各国发展目标和阿拉伯国家间合作的范畴内，协助能源部门的协调发展，及使西 

亚能源基地适当的多样化，特别注意本区的石油输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b) - 九七八年一月以来面对的问题的变化

19. 2 4 8 在面对的问题上没有变化。

(°) 一九七八年一月以来法律根据的变更

19. 2 4 9 增添：大会第33/148号决议。

(A) 从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三两年期开始的规划期间的战略

1 9 . 2 5 3从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三两年期开始的现划期间的新战略，将按照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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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年举行的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的区城一级结果和建议予以制定。该 

项战略将进一步着重西亚区械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因而不把有限的人力用来制 

订关于阿拉伯国家间能M 和後复化合物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和行动纲领。

( e )予期影响的变化

19. 2 5 5 删去： " 予料在一九八一年前，将会通过关于阿拉伯国家间在複复化 

合物和能源方面合作的一项战略，而在一九八二年前将批准执行这一战略的行动纲 

领及有关的国家方案和法律。"

次级方案2 : 矿物资源开发

(a) 目标

19. 2 5 6 本次级方案的目标是：促进勘探和开发矿物资源的区域合作及提供必 

要的可靠资料。

(b) 一九七八年一月以来面对的问题的变化

19. 2 5 7 在面对的问题上没有变化，

(C )  一九七八年一月以来法律根据的变更

19. 2 5 8 法律根据没有变更。

(d) 战略

H 战略改变的性质

19. 2 5 9 提议改变一九八二---九八三两年期战略的内容，目的是要适应该区

矿物开发方面所产生的新的优先需要。 目前的战略是不对某些选定的非金属矿物 

进行研究，而对一般工业矿物展开复杂的经济调查。 予料这种调查将对选定目标 

更详细的后续研究提供基础。 清查各项经济矿藏，也有利于上述综合办法的执行C 

已对该区轉矿展开有计划的研究，其重点是评倍可否从# 盐岩提炼蚀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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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从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三两年期开始的规划期间的新战略

19. 2 6 2 对该区工业矿物开发潜力的调查和经济分析的结果，将由专家加以梭 

查，以便找出经济上有吸引力的目标来作更详细的后继研究。 将通过区域性的咨 

询服务、报告和直接协商以及提供国家一级的援助，来制订有关这方面区城合作项 

目的建议，并对这些建议采取行动。 另外还将研究其他选定的、在经济上有吸引 

力的矿物开发项目，其中特别着重研究有色金属。 将审查从该区碟盐岩提炼轴矿 

的切步评价结果。 另外有关国家也可能需要按照建议中的经济要素采取进一步的 

协调行动，来执行详细的可行性研究。 这个期间的产出包括：向决策着、政府技 

术部门和财政机构提出关于开发特有工业矿物和有色金属资源的项目建议；采取进 

一步协调行动来进行从裤盐岩提炼轴矿的可行性研究。

( e ) 预期影响的变化

19. 2 6 4 预期上关于该区工业矿物和有色矿石开发潜力的研究，将有助于说明 

在勘探、采矿、加工和销售方面展开国家间合作和区域合作的可能性。 一九八三 

年底，将按照这些研究的结果对几个区域项目进行积极的考虑。 关于从该区翁矿 

提炼轴矿的可行性研究也可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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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海洋经济和技术

方案1 : 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下文是对下述V^33/6/Rev, 1号文件中各段的修订。

20。1 2 添加：在执行工作时，特别是在执行这些领域的工f 时，将充分考虑到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范围内正在进行中的各项协商情况，并在必要时计及会议 

的成果，以便确保此等工作符合而不访，会议的发展，成就和后续行动。

次级方案1 : 海洋使用

2 0 . 2 1 侧除下列句子：

预定在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年开始进行的全球性近海/ 近岸矿物 

资源调查，将在区城性的基础上继续进行。 这项长期工作的结 

果将视情况不时以印发正式文件和/ 或联合国出售的出版物的形 

式供应，预期将为两年期内可能进行的关于海洋资源和活动对国 

民生产总值的可能影响的评价提供重要统计的投入。

修改新的一段第一句如下：

在同联合国統计处和联合国各有关姐织协商后，将考虑是否适宜 

于在一九八0 —一九八一年或在其后的一♦两年期进行评价海洋 

资源和活动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可能影巧。

次级方某2 : 矿物资源

本次级方案前以"海底矿物资源" 为标题。 标题和计划说明的变更反映：

( a ) 关于近岸矿物的工作

( b )关于陆地矿物的工作，见上面第十九章方架1 。 这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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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文件第 I 9. 7 8 至 19. 8 4 段编入次级方案有关谷部分，而不加修订的结果。

为方便参考起见，已把次级方案全文转载在下面。 A /3 3 / 6 /R e v .  1号文件第20. 28 
至 20, 3 8 段已被下文代替。

(a) £ #

2 0 . 2 8 本次级方案的目标是：提供资料，以改善资源的分配和国家及国际两 

级矿物部门的决策能力，并确认矿物部门对发展规潮的重要；分析矿物领城在世界 

经济中的发展趋势，并在制订国际战略和政策方面作出贡献。

(b) 面对的问题

20. 2 9 能否取得某些原生金属，包括铜和镇，是经济增长的一项基本条件。 

但是，这些资源的全球储备量的目前借计数几乎全部根据陆地来源，对海底的猛矿 

球一般都没有佑计在内。 这种猛矿球直到几年以前才被认为是一种可能的金属来 

源。 但是，由于最近海底开采技术和在不久将来从海底矿球提炼铜、银、铅、可 

能还有4孟的技术的进展，在佑计矿物资源的现有储备和预测今后储备时不将海底旷 

球计算在内，其影响将会愈来愈重大。 将这项资源列入他计数可以提高资源係计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因而也增加以这些估计为根据的模式、战略和规划工作的效用。 

预期从海底矿球大量生产这些金属将会影响市场价格、r 物出口国的收入和i r 展陆 

地采# 设施的流入投资。 这种情况又进而会，响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长期 

矿物开发政策。 海底矿球生产可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直接或间接参与一种新 

型采矿事业的机会。 不过，这是要考虑到海洋法会议正在进行中的谈判的。 就 

近岸硬矿来说，由于不易取得矿藏的标准数据，以致各国政府以及国家组织和国际 

组织在勘探和开发工作方面的效率将会降低。

(C) 法律根掠

20. 3 0 关于海底采矿工作的法律根据是大会第2 7 5 0 A (x x v：) 号决议、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第1 3 8 0 (x：üV)、 1 9 5 4 A 和 C ( J L IX )号决议。 关于陆地采矿工作 

的法律根据是大会第3201 ( S —V I ) 和 3362  ( S —V I I ) 号决议、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第 1 7 6 1 B U I X )、1 9 5 4 ( L I X ) 和 2 0 1 4 (1 ^ 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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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九八o — ■九八三年期间的战略

20. 3 1 矿物供应情况、采 r 对经济的# 响、矿物价格及价格稳定等问题都对 

国际经济活动产生主要的影响。 本次级方案将审查其中所涉的政策问题，并考虑到 

海底矿物资源的开采潜力，特别是参考下列矿物领城的工作：货发会议在商品综合 

方案范围内的工作、世界報行关于筹资和贷款方法的工作、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 

工作和各区城委员会的有关活动。

H 海底矿物

20. 32 将于一九八0 -- 九八一两年期期间，在一项长期工作方案的范围内

从事各种经济和技术研究。 最初阶段，暂定包括下列几个相关的项目：（a) 监测 

关于财团活动、包括研究和发展工作的新闻资料；（b ) 矿球开来技术；（山 关 于 矿  

场慨念的正确性的批列性评价；（e ) 关于原始地质数振的分折；（f ) 海底采矿的全 

球性影响。 海底采矿仍然是一项未来的活动，从其发展速度来看，一个项目的产 

出都可视作一种进度报告。 因此，每一个项目的活动都将持续进行，而且会定期 

印发报告，以提供最新的资料和分析。

20. 3 3 项目成果将成为任何同新的发展战略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关的部门 

性多学科研究和分析的直接投入，但力一方面，这些产出也将在有寄要时提交给发 

展规划委员会和其他有关机构。 此外，预期其中有些产出可以作为销售出版物发 

行。 本次级方案取得的进展也将在提交给-^九八一年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进度 

报告中加以审查。

20. 3 4 ，为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二两年期拟订的方案构成部分将视为—■九八0 ---

九八一两年期项目的延续, 或者就参照执行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年方案预算的经验, 

和在执行一九八0 —一九八一年方案预算的头九个月所取得的经验，按照各有关政 

府的需要和优先次序来加以修改、改进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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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近岸矿物

2 0 . 3 5 项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关于近岸硬矿存象的统一汇报系统，以及编写 

一个关于存储、检索和反复核对所有f 报数播的计算机程序。

(3 陆地矿物

20. 3 6 对采矿工业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分析工作将于一九八0 —一九八一 

两年期继续进行。 这些分析以及其他关于矿源供应、矿物价格及价格稳定问题的 

分析将视情况需要向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其他联合国政府间机构和专门机构 

提出。 为实现本次级方案的目标及其他组织的目标，还须努力促进联合国系统内 

各有关组织之间在矿物部门方面的协调。

20. 37 預期在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三年期间将继续执行一九八0  — 一九八一两 

年期期间所进行的活动。

( e ) 预期的影响

20. 38 这些活动的派期影响是：

H 各国政府将有更大的能力就参加矿球开采事业作出较正确的判断；就关于 

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开采海洋矿物的国际协议的谈判拟订自己的立场；以及拟订一 

般性的矿物开发政策。

a 制订国际方法，如商品协定和补偿办法，以处理因海底矿物开采而引致的 

对矿物价格和市场、以及对陆地开采有关矿物的出口者的彭响。

( 3 在制订国际政笨和战略时将考虑到矿物问题；加强联合国系统在矿物领城 

的协调活动，从而尽量减轻工作的重复，以及有效利用现有的专长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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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科学和技术

由于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召开，大会通过了第3 4 / 2 1 8号决议， 

其中第三部分第一段请秘书长设立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作为联合国秘书处内 

一个新的、独特的组织单位；

现在秘书长尚未能为该中心拟订一个中期计划。 将来当向有关政府间机构提出中 

心的中期计划和领域中央组织单位计划的修订本（V 3 3 X 6 /S e v。1 0  23. 1 至 

23. 3 9 ) 。

方案6 : 西亚经济委员会 

次级方案： 科学和技术的转让与发展方面的区城合作 

下文是对下述A/33y6/'Rev. 1 , 第四卷各段的修订。

( a ) 目标

23. 1 3 4 本次级方案的目标是： （1 )促进发展技术能力方面的区械合作， （2) 
加强国家和区城机构的发展，以及增强其在发展过程中制订科技应用政策及作出决 

策的能力； （3 ) 支助研究的进行，以便封本区域科技应用政策的制订和决策过程， 

提供指导。

( b ) 自一九七八年一月以来面对问题的变;^

23. 1 3 5 西亚经委会成员国最近在筹备一九七九年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 

议作出努力，进一步认识到政治上的独立并未能减轻技术上的依赖。 这种认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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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认为急需透彻了解科技活动同经济生产活动之间的相互联系。 西亚经委会呼 

吁各成员国加倍努力，以便掌握发展技术能力的途径和方法。

( C ) 自一九七八年一•月以来法律根据的变更

2 3 . 1 3 6 自一九七八年一月以来，法律根据没有改变。

( d ) 战略

(一 y 战略改变的性质

23. 1 3 7 为了实现西亚区城关于减轻技术依靠性的愿望，首先必须拟订有助于积 

累技术能力的政策。 但是，拟订政策的能力，也象技术能力一 样 。 是要培养出 

来的。 为协助西亚经委会各成员国达到这个目标，本次级方案将努力培养本区城 

掌握拟订技术政策的能力。

( 二 ） 从一九八二--- 九八三两年期开始的规划期间的新战略

23. 144 一九八二一一九八三两年期期间，本次级方案的战略是促进和加强本区 

城掌握研究和分析技术政策的能力。 要执行这项战略，本次级方案必须在本区城 

的政策研究方面起支助性作用，而非执行性作用。 因此，通过西亚经委会直接和 

间接的倡议及活动在西亚区域展开的技术政策研究的数量、质量和效率，就成为本 

战略的评价准则。

( e ) 頭期影响的改变

23. 1 4 6 西亚经委会的有些资源是用来促进和支助各成员国的研究的，而不是用 

来执行政策研究的，这些资源很可能会使本区城的政策研究项目为数增加。 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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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成员国研究人员展开的政策研究可能比西亚经委会执行的政策研究更适合其本 

国的具体情况。 各成员国通过本身所进行的政策研究，提出的各项建议，也可能 

比西亚经委会的建议易于执行。 由于上述因素，本区械可能产生一些自力更生的 

技术政策，从而减轻技术依靠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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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统 计

方案2 : 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 

下文是对下面所述的A/3 R e V 1 号文件各段的修订。

次级方案1 : 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能力 

( C ) 法律根据

24. 1 2 7 增加：第二千届会议的报告（第 1 5 2至 2 0 9 段 ），以及与全国户口调 

查能力方案有关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2055  和 1 9 7 9 /5号决议。

( d ) 战略和产出

24 1 2 8 增加：最重要的是由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銀行共同赞助的全国户口调查能 

力方案。 这个方案的目的是协助有兴趣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它们的户口调查能力， 

以及搜集最适合其本国的需要和优先项目的数据。

( 一 ） 一九七九年底的情况

24. 1 2 9 增加：全国户口调查能力方案是在一个小型中央协调单位的协助下由各 

区城委员会提供咨询服务于一九七六年六月在一个协商会议上正式展开的。 国别 

项目将在有关的国家中拟订，由捐助各方提供支助。

( 二 ） 一九八0 — 九八二年期间

2 4  1 3 0 最后一句改为：关于全国户口调查方面，预料将在各区城委员会的协助 

下并在各双这和多进来源的资助下，把技术合作推广到大约三十至四十个发展中国 

家 * 使它们能够建立或加强本国的户口调查能力。

•  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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