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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7 9(a)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货易和发展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第二部分)

报告员: 鲍里斯。古季马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一、导言

1 . 第二委员会对项目7 9 进行实质性辨论（见A / 4 1 / 8 5 7 ,第2 段 ）。 在 

1 9 8  6 年 1 0 月2 4 日和1 1 月4 日、 1 2 日、 1 9 日、2 1 日及2 8 日举行的 

第1 9 次、第2 7 次、第 2 8 次和第3 3 次至第3 5 次会议上就拟对分项目(a)采取 

的行动进行了审议0 委员会对本项目的一•般性讨论情况载于有关的简要记录(A/ 
C，2 /41/SR* 19, 27、 28 和 33̂  3 5 〉。

二、提案的审议 

A.  A/C. 2y4lyL- 12 和 A/C. 2X41 /L ,  31 号决议草案

2 , 在 1 0 月 2 2 日第1 9 次会议上，南斯拉夫代表代表属于7 7 国集困成员 

的联合国成员国提出题为"有利于发展中岛峰国家的具体措施" 的决议草案（A /

C. 2X41/1. .  12)如下：

" 大会,

" 回顾载于其1 9 7 4 年 5 月 1 B第 3 2 0 1 ( S - V I )命 3 2 0 2 ( S - V I )号决 

议中的《建立新的国睹经济秩序宜言》棄I 《行动纲领》， 1 9 7 4 年 1 2 月 12

86-35051



A/l+l/857/Add.]
Chinese
Page 2

日第3281  ( X X I X )号决议中的《各国经济权利卸义务宪章》、关于发展命国 

际经济合作的1 9 7 5 年 9 月 1 6 日第3 3 6 2  ( S -V 工工）号决议以及1 9 8 0 

年 1 2 月 5 H第 3 5 /1 5 6 号决议附件中所载的《联合国第三小发展十年国际发

展战略》，

" 又回顾其有关发展中岛峰国家特殊需要勃问题的1 9 7 6 年 1 2 月 2 1 日 

第 3 1 / 1 5 6 号决议、 1 9 7 7 年 1 2 月 1 9 日第3 2 / 1 8 5 号决议、 1979  

年 1 2 月 1 9 日第3 4 ^ ^ 0 5 号决议、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第3 5 / 6 1 号决 

i义、 1 9 8 2 年 1 2 月 2 0 曰第3 7 / 2 0 6 号和 1 9 8 4 年 1 2 月 1 8 B 第 

3 9 ^ 2 1 2 号决议，

重申联合国货易加发展会议1 9 7 6 年 5 月 3 1 日第9 8 ( 工V)等 决 议 ，、

1 9 7 9 年 6 月 3 日第1 1 1 ( 7 ) 号决议 e 棄1 1 9 8 3 年 7 月 2 日第 138  (VI)

号决议 3 要求进行的有利于发展中岛国家的具体行动，

" 认识到发 展 中 岛 国 家 面 Ife各种困难问题 , 尤其是那些特别 .由于面积小、 

地处偏辟、易受自然灾替袭击、运输勃通讯备受限制、远离市场中心、 国内市 

场极为有限、缺少自然资源、汲取淡水供应问题矣锐、严重倚赖进口命少数商 

品、可再生资源损耗、行政人员不足^^财政负担沉重而遭受困維的国家，

《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第四届会议记录》第一册《报告和附件》（联合 

国出版物，销售编号E. 76 .  K  D 1 0 和更正），第一编， A节。

《同上，第五届会议》，第一册《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销售编 

号 E .  79.  I  D, 1 4 ) , 第一编， A 节。 ^

《同上，第六届会议》，第一册《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销售编 

83 .  D. 6 ) , 免一编， A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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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需要及时作出更多努力来执行所需要的各种具体措施, 协助发展中 

岛国家弥补那些胆碍发展过程的主要障碍，

" 1 . 重申其第3 9 / 2 1 2号决议以及联合国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其他 

有关决议，并呼吁立即有效地执行这些决议，

" 2 -  9 S 6 年6 月2 7 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发展中岛国家的

特别需要的第S 6 / 3 3 号决定

" 3 . 法意到秘书长关于国际社会实行有利于发展中岛国家的措施的报告I，

" 4 . 轰示感谢所有确认发展中岛峰国家的特别需要并已经促进执行各项有 

利于这些国家的决议的国家和组织I

" 5 . 关切地法意到联合国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有关决议,包括贸发 

会议第1 3 S ( V I )号决议，所提出的具体措施仍然没有充分执行，并呼吁各国 

各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在这方面积极响应，并加紧努力来执行有利于发展中岛 

>1#国家的具体行动，

" 6 .  i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与各国政府、各区域机构和其他主管 

机构合作，一继续进行关于岛国经济的共同问题的深入研究方案，并就这方面征 

求发展中岛崎国家和其他关心国家的意见，以便提出具体的轉别行动I

" 7 . 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加紧发挥其在全球范围有利于发展中岛崎国 

家的具体动方面的枢纽作用，并在这方面起到推动作用，除其他外，与区 

械和次区域组织进行充分合作，共同姐织和促进跨区域的资料和经验交流活动，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8 6 年 .补编第 9 号 》（E/1 9 8 6 /  
2 9 ) , 附件一。

A /4 1 /4 9 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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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ij；，联合国系统各主管姐织，特别是联合国贺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开 

发计则j/':、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和各区域委员会，采取 

适当裙加.，，针对发展中岛崎国家的特别需要作出积极的反应；

" 9 .  ^秘书长与联合国系统的各机构、组织和机关合作，接续 1 9 8 3 年 

1 1 月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举办的区城间讲习班，研究是否可能组织一次 

有发展中岛国家和其他关心国家的代表参加的后续会议；

" 1 0 .又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汇报国际社会响应本决议和取^国 

其他有关决议而采取的各项满足发展中岛培国家具体需要的措施，以便大会能 

够在该届会议全面审查发展中岛峰国家的各种间题和需要。"

3 . 在 1 1月 1 2 日第2 8 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芬恩，延克先生根据就 

A/C. 2 /4 1 /L .  1 2 f决议进行非正式协商的结果提出A/C. 2 /4 1 /L . 3 1 号决议 

草氣

4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A/C. 2 /4 1 /L ，31号决议草案（见第6 8 

段决议草案一）。

5 . 新西兰代表在该决议草案通过后发了言。

6 。由于A/C。2 / 4 1 /L .  71号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A/C. 2 /4 1 /1 .. 1 2 号决 

议草案的提案国毁销这项决议草案。

B . A/C. 2X4lyl<» 29 号决议草寒，载于 A/C. 2 /

4 1 / X 。4 3 号文件的对该决议草案提出的修正案，

载于 A/C。2 / 4 1 /X ，5 7 号、A/Ü. 2 /4 1 /X .5 8  

号、A/G' 2 X 4 1 ^ -  59 号、 Aye, 2 / 4 1/X^O  
'■号和A /c，2 /4 1 /^ .  61号务文件的对A/C，2 /

4 1 /  4 : ;  j  乂件尸力载1邊化襄提出的巧修 Ü

7 ‘在 1 1 月4 日第2 7 次会议上，Æ加拉; 代表代表阿尔及利亚、剛果、民



主也门、墨西哥、尼加拉瓜、秘鲁和津巴布韦提出题为" 对尼加拉瓜的货易禁止"  
一的决谈韋案( A/C. 2 /4  1 /^ 。29 )。 后来安哥拉和布尔基纳法索加入为提案国。

8 。在同一次会议上，美利坚全众国代表提议, AXC。2 / 4 1 /工。2 9 号决议草 

案和A /4 1 /5 9  6 和Add。 1及 2号文件所载秘书长的报告应提交大会全体会议在议 

程项自4 2  ( 中美洲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和平提议）下加以审议，并根 

据议事规则第1 3 1 条动议委良会应对这项提案给予优先审议。

9 。墨西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津巴布韦和阿拉伯教 

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发了言。

1 0 . 委员会以6 5 票对3 3 票、 2 1 票弃权否决了美国的动议。

1 1 . 已布亚新几内亚、乌干达、中非共和国和也门的代表在表决后发了言。

12， 在 1 1月 1 2 日第2 8 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对A/C. 2 /4 1 /L .2 9  

号决议草案提出修正案，这些修正案载于A /C。2 /4 1 /1 .  4 3 号文件，全文如下：

" 1 . 在序言部分第二段之后增添下列各段：
i

" 又回顾其1 9 8 4 年 1 0 月 2 6 日第3 9 / 4 号决议, 其中大会款励孔塔 

多技集团的努力，并且紧急呼吁该区域内外一切有关国家通过坦诚和建设胜的 

对话同该集团充分合作，以求解决彼此之间的救见，

" 重申每一个国家有主权决定本国的发展政策和伙伴.

" 2 . 在序言部分第三段之后，增添下列各段:

" 还深切关切1 9 8 5 年 1 0 月 1 5 B宣布中止尼加拉瓜境内的公民自由， 

将无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合作，或达成孔塔多拉进程谋求的民族和 

解的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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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和货易总协定》第2 1 条，其中明文规定准许缔约国采取其 

认为保护其重大安全利益所需的货易措施，

"注意到货身总协定小组的结论, 该小组审议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控诉, 但 

最后认为，根据《总协定》，禁止货易不得视为剥夺或访碍尼加拉尼的利益-

" 3 • 在序言部分第5 段末了增添下列字样：

‘其中仅载有十一个国家对秘书长请求提供资料的复文’。

" 4 . 在执行部分第2 段之后增添下列案文：

‘还;^在尼加拉Æ境内逢反《世界人权宣言》，继续停止公民自由,
m  I I  1 .

表示遗憾，并要求立即取消停止公民自由和基本自由，开始同尼加拉瓜国

内的反对派进行真正的对话 "

1 3 . 墨西哥和美国的代表发了言。

1 4 . 尼加拉瓜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询问A/C. 2 X 4 1 /L .4 3 号文件的案文究 

竟是修正案还是构成新的提案。

1 5 . 美利坚合众国、尼加拉瓜、墨西哥、以色列和新西兰的代表发了言。

16， 在 1 1月 1 9 日第3 3 次会议上，主席就程序问题以及尼加拉瓜代表在第 

2 8 次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发了言。

17， 墨西哥、美利坚合众国和尼加拉瓜的代表发了言。

1 8 . 美利坚合众国发了言，他要求邀请法律顾问就A/C. 2 /4 1 /1 .  43 号文件 

的案文在议事规则第1 3 0 条的规定范围内是否是修正案问题提出意见》

1 9 . 秘鲁、尼加拉爪和摩洛哥的代表发了言。

2 0. 墨西齋、尼加拉瓜和秘鲁的代表也就桂序问题发了言。

'la/857/A，
Inese
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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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法律顾旧发了言。

2 2 . 秘鲁代表提议委员会按照议事规则第1 2 9 条的规定对义/ 0 .  2 / 4 1 /^ .4 3  

号文件所^ 正案逐项进行表央> 由于没有人反对，委员会同意进行表决。

2 3 . 秘 :t 、以色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拿大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就程序间题 

发了言。

2 4 . 在同一•次会议上，在主席发了言后，秘鲁代表对^ /0 .2 / 4 1 /1 « ，4 3 号文 

件所载美利坚合众国的修正案口头提出下列再修正案（后来以A/C. 2 / 4 1 /1 .  57  

号文件印发）：

" 1 . 第 1 项修正案，第 1 段

以 ‘安全理事会1 9 8 3 年 5 月 1 9 日第5 3 0 ( 1 9 8 3 )号决议，取代 

‘ 1 9 8 4 年 1 0 月2 6 日第3 9 / 4 号决议\并在该段末尾增添下列字 

句： - 以及安全理♦会1 9 8 5 年 5 月 1 0 日第562  ( 1 9 8 5 )号决议，其

中呼吁所有国家避免进行、支持或推动任何反对该区域任何国家的政治、 

经济或军事的行动，因这种行动可能访碍孔塔多拉集团和平目标的实现"。 

" 2 • 第 1 项修正案，第 2 段

将 - 黄易政策和伙件‘ 改为，发展政策和战略 

" 3 。第3 项修正案

将 ‘仅 1 1 ♦ 国家 ‘ 改为，各成员国政府，。

2 5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y c .  2 / 4 1 /1 . 4 3 号文件所载美利坚合众国的修正 

案口头提出下列再修正案（后来以A/C，2 /4 1 /L .  5 8 号文件印发）：

"在 資 1项 修 嚴 ，将 ‘每一个国象有主权决定本国的发展政策和伙伴， 

等字改为‘每一个国宏有主权按照国际义务决定本国的发展政策，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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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 墨酉哥代表对A /c，2/A\/L> 4 3 号文件所载美利坚合众国的修正案口头 

提出下列再修正案( 后来以A/C，2 / 4 1 /X . 19号文件印发）：

" 1 . 第2项修正案，第 1 段 

将该段改为：

- 还深切关切对尼加拉瓜的货易禁运将无助于促进其经济和社会发展、 

国际合作. 或孔塔多拉进程所体现的各项目杯•’

" 2 ‘ 第2 项修正案. 第2 段 

将该段改为：

‘回顾《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所有有关条款，

" 3 . 第2 项修正案，第3 段

将 ‘ 控诉’  一词后的案文改为：

‘ 除其他事项外. 该小组指出象美国强加的这种货身禁运违反了《关 

税和贸鼻总协定》的基本目标，即实族非歧视性和开放性货鼻政策，促病 

较不发达缔约国的发展，并减少货鼻关系中的不^ 定状况’， 一

" 4 . 第4 项條正案 

将该段改为：

‘还痛惜继续资助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爪的军事活动和其他活 

动的作法. 这些活动祖碍了该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侵犯了尼加拉瓜A 民 

的基本权利’ • "  —

27， 加拿大代表对AXCV2X41/T,. 4 3 号文件所载美利坚合众国的修正案口头 

提出下列再修正案（后来以A/ 力，2X4 6 0 号文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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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项 修 s a 中删去, 该小组审议了尼加拉瓜关于这个问题的控诉，

但认为不得将禁止货易视为剥夺或访害尼加拉瓜在《总协定》下的利益％，

2 8 . 加纳代表对A /g  2 / 4 1 /1 ，4 3 号文件所载美利坚合众国的修正案口头提 

出再修正案（后来以AXC. 2 / 4 1 /X . 6 1 号文件印发），该再修正案提议侧去第4 

须修正案。

2 9 . 大不列顧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根框议事规则第1 1 6 条提议暂停辩论P

3 0 . 秘鲁和墨西哥的代表发言反对关于智停辨论的动议0 摩洛哥和加拿大的 

代表发言赞成该项动说>

3 1 . 委员会对该项动议进行记录表决，并以5 6 票对4 8 票、 2 4 票弃权通过 

该项动议《 投票结果如下：

赞成: 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巴多斯、比利时、博茨瓦纳、额旬、

' '  布隆迪、加拿大、中非共和国、卞得、智利、科摩罗、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丹麦、 尔瓦多、赤道几内亚、斐济、芬兰、法国、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希腊、格林纳达、几内亚、洪都拉斯、冰岛、爱尔兰、 

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科威特、黎巴缴、利比里亚、卢森 

堡、马来西亚、马里、摩洛哥、荷兰、新西兰、挪威、菲律宾、葡荀 

牙、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沙特阿拉怕、塞内 

加尔、西班牙、斯威士兰、端典、突尼斯、土耳其、大不列顧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 :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贝宁、坡利维亚、巴西、 

保加利亚、布尔基納法索、白俄萝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 

哥伦比亚、剛果、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圭亚那、匈牙利、印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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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肯尼亚、老抽人民民主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 

加斯加、墨西哥、蒙古、尼加拉Æ、尼日利亚、巴拿马、秘鲁、波兰、 

罗马尼亚、苏里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鸟拉圭、委内端拉、越南、南斯拉夫、赞比亚、津巴布韦。

弃权: 巴林、孟加拉国、落麦隆、厄Æ 多尔、埃及、加蓬、閃比亚、危地马 

拉、印度尼西亚、约旦、马拉维、马耳他、莫桑比克、尼泊尔、尼日 

尔、巴基斯坦、巴拉圭、卢旺迪、塞拉利昂、斯里兰卡、苏丹、多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扎供尔。

3 2 . 在 1 1 月 2 1 日第3 4 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撤销V C . 2 / 4 1 /

!«• 4 7 号文件所载的修正案，并声称美国代表团不参加对这小问题的审i义》

3 3 . 墨西哥、秘鲁、尼加拉瓜和波兰的代表发了言。

34. 大不列顧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要求对A/C. 2 / 4 1 /L . 1 9 号决议韋案 

进行记录表决》

3 5 . 委员会对A/C , 2 /^41/L ，2 9 号决议草案进行记录表决，并以8 6 票对 1 

票 ， 4 3 辨弃权通过该项决议草案（见第6 8 段决议草案二) 。  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阿富汗、拉阿尔及利、安哥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 巴哈马、 

巴巴多斯、贝宁、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布尔基纳 

法索、额甸、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疼麦條、佛 

得角、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剛果、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 

也门、丹麦、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 

着腊、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 匈牙利、冰岛、印度、A 
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肯尼亚、料威特^秘人 

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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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里、岛耳他、墨西哥、蒙古、莫桑比克、新西兰、尼加拉瓜、 

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r、秘鲁、菲律宾、波兰、梦為尼 

亚、卢旺达^ 西班牙、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首长国、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鸟拉圭、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拉夫、赞比亚、，巴 

布韦。

R M ： 以色列

弃权: 巴林、孟加拉国、比利时、不丹、布隆迪、加拿大、智利、哥斯达黎 

加、科特迪瓦、屁爪多尔、埃及、赤道几内亚、法国、加蓮、 比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格林纳达、：! :地冯拉、意大利、牙买加、日本  ̂

约旦^ 黎巴嫩、利比里亚、卢森，、马拉维、尼泊尔、荷兰、尼日尔、 

阿曼、巴拉圭、葡寄牙、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沙特阿拉 

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斯里兰卡、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大不 

列難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扎伊尔。

36，下列国家的代表在A/C. 2 /4 1 /1 .  2 9 号决议草案通过后发了言：以色列、 

日本、澳大利亚、大不列顧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欧洲共同体成员国）、捷克 

斯洛伐克（代表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匈牙利、蒙古、波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丹麦、挪威、加拿大、奥地利、厄瓜多尔和新西兰0



A/Ul/85T/Add.l 
Chinese 
Page 12

c . A/C. 2 ^ 1 / 1 .  3 0 号决议草案

3 7 . 在 1 1月4 日第2 7 次会议上，南斯拉夫代表代表属于7 7 国集团的联合 

国会员国提出了题为" 采取经济措施作为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手段，’ 
的第A/C. 2 / 4 1 /L . 3 0 号决议草案。

3 8 . 在 1 1月 1 9 日第3 3 次会议上，以色列代表对决议草案提出的口头修正 

如下：

( a ) 执行部分第2 段，删除 " 发达 " 两字，

( b )执行部分第3 段，将 " 发达 " 改为 " 所有 "。

3 9 . 在进行投票之前，南斯拉夫代表代表7 7 国集闭的会员国发了言。

4 0 . 经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要求，委员会随即对执行部分第2 、 3 段提出的修 

正进行了记录表决。

4 1 . 执行部分第2 段的修正案，以 1 0  6 票对3 票， 2 7 票弃权，被否决。表 

决情况如下：

赞成: 加拿大、以色列、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奥地利、巴哈

—~  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多斯、被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加

利亚、布尔基纳法索、编甸、布廣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佛得角、中非共和国、卞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 

剛果、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吉布提、屈瓜 

多尔、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巫、加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加纳、危地马拉、几肉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

部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 

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M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利 

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马里、马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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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毛里塔尼亚、墨西寄、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 

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

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 

加被、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乌干达、鸟克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首 

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 

拉夫、札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弃权: 漠大利亚、比利时、落麦隆、丹麦、萨尔瓦多、斐济、芬兰、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格林纳达、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曰未 

卢森堡、马拉维、尼消尔、荷兰、新西兰、挪威、巴拉圭、葡萄牙、

西班牙、端典、土耳其、大不列额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4 2 . 执行部分， 3 段的修正案以1 0 4 ^对 3 票， 2 9 票弃权，被否决。 表决情 

况如下：

赞成： 加拿大、以色列、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 :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安提；1和 &布达、阿根 

廷、巴吟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破利维亚、博茨瓦纳、 巴 

西、保加利亚、布尔基纳法索、细匈、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

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吉布 

提、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 

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 

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约旦、肯 

尼亚、科威特、老姆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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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马里、身耳他、毛里 

塔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亚、Æ加拉Â 、尼日尔、尼 

日利亚、阿曼、已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卡塔尔、 

罗马尼亚、卢旺达、沙特阿拉# 、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新 

加彼、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乌千达、乌克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首 

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端拉、越南、也门、南斯 

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澳大系i亚、奥地利、布隆迪、丹麦、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斐济、 

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格林纳达、冰岛、爱尔兰、 

意大利、日本> 卢森I 马拉维、尼泊尔、荷兰、新西兰、挪威、 G 

拉圭、葡翁牙、西班牙、瑞典、土耳其、大不列额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

304 3 . 委员会随即以1 1 3 票对2 1 票， 4 票弃权通过整个第V C .

号决议草案（见次议草案三，第 6 2 段 ）。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巴哈马、 Ç# 、 

一 '"  孟加拉国、巴巴多斯、坡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文莱国、保加利:

亚、布尔基纳法索、额甸、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落麦隆、，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 

罗、剛果、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充、民主也门、吉布提、 

厄；1 多尔、埃及、伊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閃比 

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 

业th幼、 f 、1?那、海地，洪都技斯、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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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灼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材人 

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 

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消尔、尼加粒瓜、尼日 

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 

波兰、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沙特阿拉# 、塞内加尔、塞拉利 

昂、新加波、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P可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乌干达、马克兰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端拉、越南、也门、南斯拉夫、

札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

新西兰，挪威、. 葡牙、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 

坚合众国。

弃权: 斐济、希腊、西班牙、土耳其》

44. 第A//C. M 1 / L .  3 0 等决议草案通过之后，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奥地 

利、新西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波兰、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維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斯威士兰、加拿大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改

洲共同体各成员国）

第A/C. Z/A 1 /L . 3 7 号决议草案

4 5 . 在 1 1月 1 9 日第3 3 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芬恩，延克先生（丹麦） 

根振非正式嗟商结果提出了题为" 技术转让国际行为夺则"的第A/C. 2 ^ 4 1 /L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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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议草案。

4 6 . 委员会在同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第A /c . 2 /4  1 /1 . 3 7 号决议草案（见决议 

草案四第6 8 段 ）。

47. 第 A/C.  2̂ 4. \/h 3 7 号决议草案通过之后， 加拿大代表（代表漠大利亚、 

比利时、卢森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荷兰、新西兰、大不列频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发了言。

E . 第 A / G . Z/Al/L, 4 4 号决议草案

4 8 . 在 1 1 月 1 2 日第2 8 次会议上，南斯拉夫代表（代表属于7 7 国集a 的 

联合国会员国)提 a i 了题为“ 限制性商业惯例，’的第A / C . ^ 4  L/L. 4 4 号决议草 

案。

4 9 . 在 1 1月 1 9 日第3 3 次会议上，委员会通了第 A/C. a /4 1 /L . 4 4 号

决议草案（见决议草案五第6 8 段 ）。

第A/C. ^ 4 1 / L. 4 5 号决定草案

5 0 . 在 1 1月 1 2 H第2 8 次会议上，南斯拉夫代表( 代表属于7 7 国集团的 

联合国会员国）提出了题为" 《联合国船■舶登记条件公约》" 的第A / G . V 4 1 /

I*. 4 5 号决定草案。

5 1 . 在 1 1月 1 9 日第3 3 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芬恩. 延克先生（丹麦） 

代表各提案国口头订正了决定草案，将0>)段的 " 敦便 " 两字改力 " 请 " ，

5 1 . 委员会在同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第A/^c. a /4 1 /L . 4 5 号决定 

草案（见决定革案一第6 9 段 ）。

53. 决议草案通过之后，大不列顧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代表欧洲共同体

会员 l i U 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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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第 A/C. 2/A 1 /ïi. 47 和第 A/C. V 4  1/L . 70 号决议草案

5 4 . 在 1 1月 1 2 日第2 8 次会议上，南斯拉夫代表（代表属于7 7 国集团的 

联合国会员国）提出了题为" 商品，，的第A/G. Z/% 1 /L  4 7 号决议草案如下：

“ 大会,

" 回顾其1 9 7 4 年 5 月 1 日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

纲领》的第3 2 ( U ( S - V I )号和3 2 0 2 ( S - V I )号决议、 1 9 7 4 年 1 2 月12 

曰关于《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3 281 (X X；n O 号决议、 1 9 7 5 年 

9 月 1 6 H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3362 ( S—V I I )号决议以及1 9 8 0 

年 1 2 月5 H其附件中关于《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第3 5 /  
5 6 号决议,

" 又回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通过的关于《商品综合方案》的1 9 7 6 年 

5 月 3 0 日的第9 3 ( I V )号《、 1 9 7 9 年 6 月 3 日第1 2 4 (V)号 7和 1983

年7 月 2 曰的第1 5 5 ( V I )号决议《和关于商品共同基金的1 9 8 3 年7 月2 

日的第153C V I)号决议》,

"对世界商品贸易的现状深感关切,

" 铭记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 9 8 6 年 1 0 月 3 日关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第七届会议的暂订议程、地点、日期和期限的第3 4 1 U X X I I I )号决定

参看《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记录，第四届会议》， 第一卷， 《报告和附 

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 6 .工工. D. 1(^1更正），第一部 

分， A节。

同上，《第五届会议》，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E, 79. I I .  D. 1 4 )第一部分，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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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强调必须尽早采取适当行动, 以对付发展中国家在商品领城里所面條 

的日益恶化的局势I

" 2  . 吁请所有国家为解决商品间题,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不利 

影响的问l ï r 为充分执行《商品综合方案》，在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第七届 

会议上作出最大努力，以协助取得积极成果，包括采取具体和面向行动的措施Î

" 3 . ^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依照会议的职权继续密切监测国际商 

品贸易的动向，包括初级商品的长期趋势和前景，

"4  • 决定在其第四十二届会议时审查联合国货身和发展会议第七届会议的 

有关成果，并推动商品领域的后续行动。"

5 5 . 在 1 1月 2 8 日第3 5 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芬恩，延克先生根振就第 

A/C. 2 /U /L .  4 7 号决议草案进行的非正式邊商结果提交了第A /t：. 2 /4 1 /1 . .70 

号决议草案，并提出了口头订正，在第四段序言部分将" 第七届会议的暂定议程、 

地点、 H期和期暇的第3 4 1 ( x：0 ；工I I ) 号决定 " 改为 " ，七届会议就暂定议程、 

地点、日期和期限通过的第341(x ;xx工工I ) 号决定"。

5 6 . 委员会在同一次会议上通过丁经口头订正的第A/C. 工. 7 0 号决议 

草案（决议草案六第6 8 段 ）。

5 7 . 由于第A/C. a /4 1 /L . 7 0 号决议获得通过，第A/C. V 4  1 /工* 4 7 号决

议的提案国撤回了其提案。

同上， 《第六届会议》，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E. 8 3 ,工I. D。6 ) , 第一部分，A to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 5 号》（A / 4 1 / 1 5 ) 第二卷, 
巧二部分Â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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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文件A / C . 2 ^ 4 1/L. 5有关 " 商品" 的决议草案

5 8 . 大会按照，二委员会的建议，在其 1 9 8 6 年 6 月 2 0 日第4 0 /4  74号决 

定中决定将题为"商品 " 的第A/C. ^ 4  1 /L  5号决议草案的审议工作推迟到第四 

十一届会议进行。

5 9 . 在 1 1月 2 8 日第3 5 次会议上，委员会依照主席的提议，建议大会决定 

推迟到第四十二届会议审议题为" 商品 " 的第A A ：. 2/AI/L. 5号决议草案（见决 

定草案二第6 9 段 ）。

6 0 . 阿根廷、南斯拉夫（代表7 7 国集团会员国）和大不列额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代表改洲共同体会员国）发了言。

工. 第 ^ 4 1/L 5 3 号决议草案

6 1 . 在 1 1月 1 2 H第 2 8 次会议上，南斯拉夫代表（代表属于7 7 国集闭的 

联合国会员国）提出了题为" 联合国货易和友展理事会第七届会议) " 的第A//C.2 

/Al/h 5 3 号决议草案。

6 2 * 在 1 1月 2 8 日第3 5 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芬恩，延克先生（丹麦） 

代表各提案国订正了决议草案，删除了第三段序言部分" 其中期待货发会议第七 

届会议提供机会,以便在国际贸易方面及与此有关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领城的关 

鍵问题上取得进展" 等字；在第四段序言部分将" 发展理事会关于贸发会议第七届 

会议临时议程、地点、日期和会期的1 9 8 6 年 1 0 月 3 H # 3 4 1 ( ：x；xx工工工）号 

决定 " ，改为 " 发展理事会1 9 8 6 年 1 0 月 3 日关于货发会议第七届会议就临时 

议程、地点、H期和会期通迪的第3 4 1 ( x x x i l l ) 号决定" ；并将执行部分第2 

段的日期" 1 9 8 7 年 7 月3 1 日" 改为 " 1 9 8 7 年 7 月 9 日至3 1 日 "。

6 3 . 委员会在同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第V C . ^ 4 1/L. 5 3 号决议 

草案（见决议草案七第6 8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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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文件A //C . a / 4  l / L .  7 所载的决议草案

6 4 . 大会在其1 9 8 5 年 1 2 月 1 7 日第4 0 / 4 3 决定中决定推返到第四十

一届会议审议题为" 保拍主义和结构调整" 的第A/C' 2 /4  1 /L . 7号决议草案。

6 5 . 在 1 1月4 日第2 7 次会议上，委员会依照主席的提议，决定建议大会推 

迟到第四十二届会议审议文件A/Ü. ^ 4 1 /L .  7所载决议草案的案文（见决定草案 

三第6 9 段 ）。

K. 决定草案

6 6 . 在 1 1月 2 8 日， 3 5 次会议上，委员会依照主席的提议，决定建议大会 

注意秘书长有关" 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优惠货身地区" 的报告（A /4 1 //6 9 8 ) ,秘 

书长关于札伊尔在运输、过境和进入外国市场等方面所特有的问题的报告（A X 4 1 / 

734 ) 及货易与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 见决定草案四第6 9 段 ）。

6 7 . 蒙古代表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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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委员会的建议

6 8 . 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面项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一

有利于发展中岛崎国家的具体措施

大会，

回顾载于其1 9 7 4 年 5 月 1 日第3201 (S—V I ) ， 3202  ( S - V I )号决 

议中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衡 《行动纲领》、 1 9 7 4 年 1 2 月 12 

H第 3281 U X I X ) 号决议中的《各国经济权利命义务宪章》、关于发展翁国 

际经济合作的1 9 7 5 年 9 月 1 6 H第 3362  ( S - V工工）号决议以及1 9 8 G 

年 1 2 开 5 日第3 5 / 5 6 号决议附件中所载的《联合国第三♦发展十年国除发 

展战略》，

又回顾其有关发展中岛崎国家特殊需要如问题的1 9 7 6 年 1 2 月 2 1 日 

第 3 1 / 1 5 6 号决议、 1 9 7 7 年 1 2 月 1 9 日第3 2 / 1 8 5 号决议、 1979  

年 1 2 月 1 9 日第3 4 ^ 0 5 号决议、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第3 5 / 6 1 号决 

议、 1 9 8 2 年 1 2 月 2 0 日第3 7 ^ 0 6 号和1 9 8 4 年 1 2 月 1 8 B 第 

3 9 / 2 1 2 号决议，

重申联合国货易来Î发展会议1 9 7 6 年 5 月3 1 日第9 8 (工V )号决议"、 

1 9 7 9 年 6 月 3 H 第 U 1 ( V ) 号决议，2舶 1 9 8 3 年 7 月2 日第138 (VI)

《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第四届会议记录》第一册《报告和附件》（联合 

国出版物, 销售编号E. 76. ÏÏ. D 1 0 和更正 ) , 第一编，A节。

《同上，第五届会议》，第一册《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销售编 

号 E.  79. II. D. 1 4 ) , 第一编， 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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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议要求进行的有利于发展中岛国家的具体行动, _

认识到发展中岛国家面临各种困难问题 , 光其是那些特别.由于面积小、 

地处偏辟、易受自然灾善袭击、运输命通讯备受膨制、远离市场中心，国内市 

场极为有限、缺少自然资源、谈取淡水供应问题央锐、严重倚赖进口愈少数商 

品、可再生资源損耗、行政人员不足加财政负担沉重而遭受困难的国家，

注意到需要及时作出更多努力来执行所需要的各种具体措旅，协助发展中 

岛崎国家弥补那些胆碍发展过程的主要障碍，

遗憾地注意到在大会第四千一届会议期间未能按第3 9 / 2 1 2号决议的要求 

全面审查发展中岛崎国家的问題和需要，

1 . 重申其第3 9 / 2 1 2号决议以及联合国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其他 

有关决议，并呼吁立即有效地执行这些决议*

2 .  9 S 6 年6 月2 7 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发展中岛崎国象的

特别需要的第S 6 / 3 3 号决定

3 .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国际社会实行有利于发展中岛楊国家的措施的报告

4 . 查示感谢所有对发展中岛》i#国家的特别需要作出反应并已经促迷执

行各项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决议的国家和组织； …

5 . 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有关决议,包括贸发 

会议第1 3 S ( V I )号 ^议 , 所提出的具体措施仍然没有充分执行,并呼吁查

《同上，第六届会议》, ，•-册 《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销售编 

号 E. 83 . 1, D 6 ) , ，一编，A节。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6 年 ，补编第9 号 》（S /1 9 8 6 /  

2 0 ) , 附件一。

A, 4 1 / 4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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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在这方面积极响应，并加紧努力来执行有利于发展中岛 

崎国家的具体行动；

6 。 i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与各国政府、各区域机构和其他主管 

机构合作，继续进行关于岛国经济的共同问题的深入研究方案，并就这方面征 

衆发展中岛国家和其他关心国家的意见，以便提出具体的特别行动i

7 .  # 联合国贾易和发展组织加紧发挥其在全球范围有利于发展中岛国 

家的具体^ 动方面的枢纽作用，并在这方面起到推动作用，除其他外，与区 

域和次区域组织进行充分合作，共同组织和使进跨区域的资料和经验交流活动，

8 .  i 联合国系统各主管组织，特别是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和各区域委员会,并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采取

适当措施，针对发展中岛崎国家的特别需要作出积极的反应；

9 . 遭秘书长与联合国系统的各机构、组织和机关合作，接续 1 9  8 3 年 

1 1 月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举办的区域间讲习班，研究是否可能组织一次 

有发展中岛崎国家和其他关心国家的代表参加的后续会议；

1 0 . 又请秘书长起草一•份全面的分析性报告.其中应利用联合国货身和发 

展会议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在进行的工作；并应包括具体建议 . 以确保大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能彻底审查发展中岛国家的问题和特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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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二 

对尼加拉的贸易禁止

大会，

回.顾 其 1 9 7 0 年 1 0 月 2 4 日第2625 (XXV)号和1 9 8 5 年 1 2 月 

1 7 H第 4 0 /^ 8 5 和第4 0 / 1 8 8 号决议，

Ü 尼加拉Æ和中美洲其他国家具有主权和不可剰夺的权利，决定它们自 

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按照它们的人民的利益，不受外来的干渉、颠 

覆、直接或间接的助《迫或任何形式的威胁，发展它们的国际关系，

深为关切对; 加拉; 的贸鼻禁止仍在持续, 且于1 9 8 .6年 5 月获得延长 

和扩大，

考虑到国际法院1 9 8 6 年 6 月2 7 日的判决书，法院在其中裁定对尼加 

拉Æ 强加贸易禁止的国家负有责任立郎停止并避免采取上述行动，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对尼加拉瓜的贸易禁止的报告, ’6

1 . 里国际社会所有会员国继续在中美洲促进具体方式的合作，特别是帮 

助减轻对尼加拉尼采取贸易禁止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2 . 对继续贸易禁止，违 反 其 -第 4 0 /1 8 8号决议和国际法院的判决表示 

并再次要求立即撤销该等措施；

3 ,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Q

A /4 1/^596 和 Add. 1 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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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三

采取经济措施作为向发展中国家 

进行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手段

大会，

菌顾《联合国宪章》所载的有关原则，

又回顾其 .1 9 7 0 年 1 0 月 2 4 .日截有《关于各国按照联合国宪章友好相 

处与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的第2625 (XXV)号决议、 1 9 7 4 年5 月 1 日 

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é 序宣言》和《行动銅领》的第3201 { S—VI )号和 

第32 02 ( S —V I )号决议、以及1 9 7 4 年 1 2 月 1 2 日，有 《各国经济权利 

相义务宪章》的第3281 (XXIX)号决议，

重申《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3 2 条，其中声明任何国家不得使用 

或動励使用经济、政洽或任何其他措施，来胁适另一国家.使其在主权权利的 

行使方面屈从，

' _̂ 其 1 9 6 4 年 1 2 月 3 0 日第1 9 9 5  ( X I X )号决议所载关于促进发展

的国际货身和贸易政策的各项总原则，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1 9 8 3年7月2 日关 

于反对胁迫性经济措施的第1 5 2《V I )号决议>7. 和《关税和货易总协定》 . 

的原则和规则，以及《关税和货易总协定》缔约各方1 9 8 2 年 1 1月 2 g 日 

在第三十八届会议通过的《部长宣言》的第7 0 段，

《货易和发展会议第六届会议》，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 

物，出售品编号E.83.31.D . 6 )第一部分A 节，

參看《关税和货易总协定》，《基本文书及文件选编，补编第2 9 号》 

《出，品编号，GATT/1983—n . 工/ 5 4 2 4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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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甲其1 9 8 3 年 1 2 月 2 0  H第3 8 / 1 9 7号决议、 1 9 8 4 年 1 2 月 18 

日第3 9 /2  1 0号决议和1 9 8 5 年 1 2 月 1 7 日第4 0 / 1 8 5 号决议，

g 到秘书长矢于发达国家为胁适目的采取经济措施的彰响• 包括对国际 

经济关系的影响的报告，" 并认为还需要进一步工作来执行第3 8 /1 9 7号、第 

3 9 /2  1 0号和第4 0 /1 8 5 号决议，

深感关切采用JI»道性措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发展努力产生不良影响, 

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措施愈加强化，破坏了国际经济合作，

1 。 呼 吁 国 际 社 会 采 取 紧 急 而 有 效 的 措 施 消 除 向 发 展 中 国 家 使 用 胁 适 措 施 ，  

使 用 这 种 措 施 的 ’1̂ 况 日 益 增 加 ， 而 且 还 以 新 的 形 式 出 现 ；

2。 痛惜事实上一些友达国家继续在运用经济措施.在某些情况下遂扩增 

了范围和程度，其目的在于直接政间接地威适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决定受制于这 

些措施；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f ï 发达国家不得违反《联合国宪章》规定和破坏它们通过多进或双 

这安排承担的义务对发展中国家实行威脉，或实行贸身喉制、封锁4 禁运和其 

他经济制裁，当作政治和经济脉适方式，从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 

社会发展；

4 。 秘书长编写一份综合深入振告. 说明上文第1 段所提及的消除向发 

展中国家便用脉适措施的有效方法，并说明上文第3 段所提及的破坏发展中国 

家发展努力的各种经济措施，要考虑到观有的资料并包括：

( a ) 各国政府提供的有关资料；

C b)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构和组织提供的资料；

( C )关于监测第3 段所提各种措施适用情况的建议；

A / 4  1 / 7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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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组织的现有标准、細则、条例、决议和其他决定的汇编；

5 . J1斤各国政府及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和组织向秘书长提供必要的资料， 

以便他可以编写上文第4 段内所要求的振告；

6。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交上文第4 段内所要求的振告，

A A l/8 5 7 /A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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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四 

技术转让国际行为守则

大会，

回顾其1 9 8 5 年 1 2 月 1 7 曰第4 0 / 1 8 4号决议，其中请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秘书长和联合国技术转让国际行为守则会议主席掛酌情况，同各区城 

集团和各国政府协商，照顾到均衡地理分配的需要，以便针对行为守则未完的 

问题求得解决办法；

1 . 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长就1 9 8 6 年有关技术转让国行为守则谈判 

方面举行的协商所提出的报告；

2 . 注意到协商尚未完成,仍需进一步努力就未完的问题寻求可能的解决 

办法，以便圓满完成关于行为守则的谈判；

3 . 直货发会议秘书长和联合国技术转让国际行为守则会议主席鍾续依照 

更有组织的协商办法, 并在1 9 8 7 年内完成同各区域集团和感兴趣的各国政

府的协商，以便针对行为守则未完的问题求得适当的解决办法；

4 . 又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就上述第3 段中提到的协商的进展情况, 向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5 . 决定在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时,参照协商情况， 就行为守则的谈判问 

熟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最好在1 9 8 8 年重新召开联合国技术转让国际行为 

守则会议的可能性。

A/Ul/857/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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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家五

限制性商业惯例

r
大会,

lË(顾其1 9 8 0 年第3 5 /6 3号决议，其中通过了一套《多这协议的替制限 

制性商业惯例的公平原则和规则》7 并决定在1 9 8 5 年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主持召开一小联合国会议，审查这襄《原则和规则》的各方面问题，

审议了联合国全面审查《多进协议的管制限制性商业惯巧的一妻公平原则 

和规则》各方面问题会议的报告和各区域集团提出的建议， 以及根振大会 

1 9 8 5 年 1 2 月 1 7 日第4 Q /1 92号决议举行的邊商的结果，这些结果载于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的报告

1 . 决定于1 9  9 0 年由联合国贸身和发展会议主持召开联合国全面审查 

《多进协议的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一套公平原则和规则》各方面问题会议；

2 . 还决定由限制性商业惯例问题政府间专家组1 9 9 0 年年会作为该次 

会议的筹备积构。

A /q  2 / 3 5 / 6 ,附件》

建议原文见A/C. 2 / 4 0 / 1 2 ,附件。 会议报告作为td X rbp /co»î\  z/ 
8 和 Corr. 1号文件印发。

A /4  1 /5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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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六 

商 品

回顾其1 9 7 4 年 5 月 1 日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 

纲领》的第3201 (S—V I ) 号和3 2 0 2 ( S —V I ) 号决议、 1 9 7 4 年 1 2 月12 

日关于《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3281 ( M I X ) 号决议、 1 9 7 5 年 

9 月 1 6 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3 3 6 2 (S—V工工)号决议以及1 9  8 0 

年 1 2 月5 日其附件中关于《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友展战略》的第3 5 /  

5 6 号决议》

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通过的关于《商品综合方案》的1 9 7 6 ^

5 月 3 0 曰的第9 3 ( 工V)号 **、 1 9 7 9 年 6 月 3 目第1 2 4 (V)号" 和 1983  
年7 月 2 日的第155 ( V I ) 号决议，和关于商品共同基金的1 9 8 3 年7 月2 
日的第1 5 3 ( V I )号决议

对商品出产国面对的问题深感关切,

铭记货易和发展理事会1 9 8 6 年 1 0 月 3 日关于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 

第七届会议就暂订议程、地#、、日期和期限通过的第341 (X X X I I I )号决定， "

26

27

参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第0 届会议》，第一卷，《报告和附 

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76 . I I ，D. 1 ( ^ 更正），第一部 

.分， A节。

《同上，第五届会议》，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ü. 79. I I .  P，1 4 ) 第 部 分 ，A节。

《同上，第六届会议》，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1 物，出售 

品编号： E. 83 . I I .  IJ。6 ) , 第一部分，A节。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 5 号》（A / /4 1 /1 5 )第二卷， 

第二部分À节。



1 . 必须尽早采取适当行动，以对付自前在阅品领械里所由临的A々 热，

2 . 吁请所有国家为解决缺期愈长期商品何题,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造成不利影响的问题，在联合国货易如发展会议第七届会议上作出最大努力，

以协助取得积极成果，

3 • f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全^ 秘¥ 长依照会议的职权继续密切盟测la际商 

品贸易的动向，包括初级商品的长期趋势和前景Ï

4 . 决定在其第四十二届会议时审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七届会议的 

有关成果，并推动商品领域的后续行动。

决议草案七

A/l+l/857/Ad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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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货易和发展理事会 

第七届会议

大会，

0 顾其关于设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作为大会一♦ 机关的经过修正的19 
6 4 年 1 2 月3 0 日第1 9 95 ( X IX )号决议、 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宣言》和 《行动纲领》的 1 9 7 4 年5 月 1 日第3 2 0 1 ( S - V I )和 3 2 0 2 ( S -  

V I )号决议、载有《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 1 9 7 4 年 1 2 月 1 2 日第 

3281 ( X X I X )号决议、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1 9 7 5 年 9 月 1 6 日第 

3 3 6 2 ( 8 - V I I ) 号决议,

又回顾其 1 9 8 0 年 1 2 月5 日第3 5 / 5 6 号决议、其附件中所载《联合 

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以及关于该《战略》执行情况审查和评价的 

1 9 8 5 年 1 2 月 1 7 日第4 0 / 4 3 8号决定，

28 参看第2 9 0 4 ( X X V I I，、第 3 1 / 2 A 和 B号、第 3 4 / 3 号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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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回顾其关于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第六届会议的报告的1 9 8 3 年 1 2 
月 1 9 日第3 8 / 1 5 5号决议以及1 9 8 5 年 1 2 月 1 7 H第4 0 / 1 8 9号决议,

审议了货易和发展理事会:198畔 1 0月3日关于货发会议第七届会议就胳时 

议程、地点、日期和会期通过的第34KXXXI工工）号决定，并注意到该项决议中建 

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七届会议比联合国在日内瓦的其他活动优先进行，"

1 . 注意到货易和发展理事会在其第341 (XXXI工工)号决定中通过了联 

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第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并达成多项有关的理解;

2 . 决定于1 9 8 7 年7 月 9 日至3 1 日在H 内瓦召开贸发会议第七届会 

议，最后一周专门用于部长一级完成该届会议的工作Î

3 . i 货易和发展理♦ 会为贸发会议进行必要的政府间等备工作，并在其 

第三十三届会议后半期商定贸发会议離iLâP、安排，以截励部长参加，特别是参加完成 

该会议的工作；

4 。请秘书长确保拨出必要的设施和资源，以便为贸发会议第七届会议进 

行适当的实务性筹备工作和后勤安排Ï

5 . 數促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所有成员国彼此协商，借以继续并加紧为 

货发会议第七届会议进行其筹备工作，以期确保这届会议对振兴发展、增长和 

国际贸易的多边行动作出重大的贡献Î

6 . 注意到拉丁美洲集团希望贸发会议第八届会议在拉丁美洲一♦国家举 

行，但有一项了解，即对拉丁美洲境内开会地点尚需在适当时间作出最后决定, 

并注意到古巴跋府有意担任第八届会议的东道国。

《大会正式记录，第4 1届会议,补编第1 5 号》（A / 4 1 / 1 5  ) , 第二

卷，第二部分，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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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 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定草案：

决定草案一

《联合国船舶登记条件公约》

大会：

( a ) 欣慰地注意到联合国船舶登记条件会议圆满结束^ 在 1 9 8 6 年 2 月7 

H通过了《联合国船舶登记条件公约》；爽

Cb) 请所有仍未加入该公约缔约国的国家采取必要措施成为该公约的 

缔约国。

决定草案二 

商 品

大会决定推迟到大会第匹十二届会议审议题为“ 商品" 的决议草案，，

决定草案三

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

大会决定推迟到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审议题为“ 保护主义和结构调養"的决议 

草案。 "

刘 TD/Rs/COIfF/23. 

" 见 A/C. 2 /4  1 /L  5. 

" 见 A/C. 2 / 4 1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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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草案四

大会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的货易优惠区的报告"，秘书长 

关于札伊尔在运输、过境和进入外国市场等方面所特有的问题的报告及关于货 

易与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55

a/ 4 1 / 6 9 8 o

A / 4 1 / 7 3 4

《大会正式记录，补编第1 5 号》（a / 4 1 / 1 5 》,，一、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