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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部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 

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编 号

兹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及其主要附属机构文件采用的 

编号开列如下：

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第一届会议  ..............................uycoNF. 4 6 X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其后各届会议 .............................. TD/ —

« 和 发 展 理 事 会 ..............................................................T V B /_
商 品 委 员 会 ...........................................................................T D /S /C . 1 /—

制 成 品 委 员 会 .......................................................................T

无形贸身和贸易资金委员会 ...............................................T D /B /C . 3 / —

航运姿M会 ...........................................................................T D /B /C . 4 / —

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 ............................................................TDy^B^C.

技术转让委员会 ................................................................... T D /S /C . 6 / -

发 展 中 国 家 间 经 济 ^委 员 会 ...........................................T D /B /C . 1/一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 ...............................................T D /B /W P /-

限制性商业惯例问题政府间专家組 ....................................T D /B /R B P /—

理事会资料文俘 ................................................................... T D /B /IN ；F. —

理事会非政府组织文件 ........................................................ ïD /VTSfG O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会议记氣第六届会议》分为下列三卷：第一卷，《报 

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83 . IE. D. 1 6 ) , 载有贸发会i勉 决  

议和决定等 Ï 第二卷， 《各国代表团团长发言搞要和全体会议悔要记录》（出售品编 

号：E, 83 . IE. D. 7 ) , 银三卷， 《基本文件》（出售品编号： 83 . IE. D. 8 )  •

贸发会议各届会议的决议和决定的编号，都用阿拉伯数字后面嚴接着一小罗马 

数 字 " （IE )，，、 " （m ) " 、" ( w ) " 、 " 0 0 "或 " （YE) " ,例如  1 (IE)、 3 6 (  m )、 

8 5 ( i n 、 10100、 1 3 6 (见 ）等 .



贸发理事会决议和决定的编号，也用阿拉伯数字和括弧内的罗马数字，阿拉伯 

数字系指决议或决定的号数，括弧内的罗马数字则指采取行动的那届会议.

附 件

经选定载入理事会会议记录内的文件，都编为理事会《正式记录》的附件，按 

有关议程项目印成单行本.

补 编

理事会《正式记录》包括有号次的补编如下：

补编号次 第三十二届会议（第一期） 文件编号

1 理事会的报告，第 部 ：决定
Y TD/B/1096

1A 理事会的报告：会议记录 ;
2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十届会议的报告 T D /V 1079
3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报告 TD/B/1083

4 商品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报告 TD/B/1085

5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組，十一届会议的报告 TD/B/1089

第三十二届会议（第二期）

1 理事会的报告，第一部分：决定

1A 理事会的报告：会议记录

第三十三届会议（第一期）

1 理事会的报告，第一部分：决定

1A 理♦ 会的报告：会议记录

2 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的报告

3 制成品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报告

TD/B/1098

TD/fe/1118

TD /V 1105
TD/B/1 106



( 原件：阿拉伯文）

( 1986年 11月 1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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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说明

贸易和发展理♦ 会第二十二次年度报告，是按照1 9 6 4 年 1 2 月 3 0 日大会 

第 1995 (X工X)号决议的规定向大会提出的。这份报告g 的起讫日期是1 9 8 5 年 

9 月2 8 日至1 9 8 6 年 1 0 月3 曰，内载分别在1 9 8 6 年 3 月 1 0 曰至3 月26 
曰和1 9 8 6 年 6 月 1 6 和 1 7 日召开的第三十二届常会第一和第二期会议的报告， 

1 9 8 6 年 1 日至1 0 日以及1 9 8 6 年 1 0 月 5 日召开的第三十三届常会第 

一期会议的报告。

在理事会第三十三届常会第一期会议开会以前，理事会的下列附厲机构曾举行 

会议如下：

名 称 会 议 曰 期

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 第十四届

制成品委员会 第十■-届

198時 5 月 2 6 - 3 0 曰 

和 6 月 4 日

1986年 6 月 2 — 11曰 

和 2 0 日

报告的文件编号

TD/B/1105

TD/B/1106

注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前二十个年度报告载于《大会正式记录，补编》如下:

年度报告 起送曰期

第 1个 1965年 1月 1 曰至 

1 0月2 9 日 

第 2 个 1965年 1 0月 3 1 日至 2 

1966年 9 月2 4 日

大会届会补编号数  文件号妈

2 0 1 5 A/6023 /R ev .

5 A/6315 /R ev .

和 Corr . 1



' 《樣窗)

年度振舍 起i乞曰期 大会届会 补编号数 文件号妈

第 3 个 1966年 9 月2 5 日至 

1967年 9 月 9 日

2 2 1 4 A/6714

第 4 个 19 67年 9 月 1 0 日至 

1968年 9 月 2 3 日

2 3 1 4 A/7214

第 5 小 1968年 9 月2 4 日至 

1969年 9 月 2 3 日

2 4 1 6 A /7 6 1 6和 Corr.2

第 6 个 1969年 9 月 2 4 日至 

1970年 1 0月 1 3 日

2 5 1 5 A /80 1 5 /R e v . 1和 

Corr. 1

第 7 个 1970年 1 0月 1 4 日至 

1971年 9 月 2 1 日

2 6 1 5 A /8 4 1 5 /R e v .1

第 8 个 19 71年 9 月 2 2 日至 

1 9 7 2年 1 0月 2 5 日

2 7 1 5 A /8 7 1 5 /R e v . l

和 Corr . 1

第9 个 19 72年 1 0月 2 6 日至 

1973年 9 月 1 1 日

2 8 1 6 A /9 0 1 5 /R e v .1

第 10个 1973年 9 月 1 2 日至 

1974年 9 月 1 3 日

2 9 1 5 A /9615 /R ev .1

第 11个 1974年 9 月 1 4 日至 

1 9 7 5年 1 0月2 日

3 0 1 6 V l 0 0 1 5 / R e v . 1

第 1 2个 1975年 1 0月 3 日至 

1976年 10月2 3 日

3 1 1 5 A /3 1 /1 5 第一卷和 

Corr . 1和第二卷

第 1 3个 1976年 1 0月 2 4 日至 

1 9 7 7年 9 月 1 0 日

3 2 1 5 A /3 2 / 1 5第一卷和 

Corr. 1和第二卷

•

- viij



• 《续前）

年度报告 起 i乞曰期

第 1 4个 1977年 9 月 1 1 日至

19 78年 9 月 1 7 日

第 15个 1978年 9 月 1 8 日至

1979年 1 1月2 3 日

第 16个 1979年 1 1月2 4 日至

1980年 9 月2 7 日

第 17个 19 80年 9 月 2 8 日至

1981年 1 1月6 日

第 18个 1981年 1 1月 7 日至

1982年 1 0月 2 8 日

第 1 9 小 19 82年 1 0 月 2 9 日至

1983年 1 1 月2 日

第 2 0 小 19 8 3年 1 1月 3 日至

1984年 9月 2 7 日

第2 1小 1984年 9 月 2 8 曰至

1985年 9 月 2 7 曰

大会届会补编号数

3 3

3 4

3 5

3 6

3 7

3 8

4 0

5

5

5

5

51

5

5

文件号巧

A / 3 3 / 1 5 第一卷和 

第二卷

A / 3 4 /1 5 第一卷和 

第二卷

A / 3 5 / 1 5 第一卷和 

第二卷

A / 3 6 / 1 5 和 Corr.

A / 3 7 / 1 5 第一卷和 

第二卷

A / 3 8 / 1 5 第一卷和

Corr. 1 和第二卷和 

Corr . 1,

A/3 9 / 1 5 第一卷和 

第二卷，

A /4 Q /1 5第一卷和 

第二卷。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这份报告分为而卷：第一卷载列理事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的 

报告，第二卷载列理事会第三十三届第一期会议的报告。





一、 导言

1 . 提交联大的本报告是按照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 9 8 4 年 9 月 2 1 日第302 
(XXIX)号决定附件中所载述的准则编写的，' 依照这些准则第1段，振告全义 

将编为《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净life第 1和 1 A号》印友,

2 . 贸易和友展理事会第三十三届第一期会议于1 9 8 6 年9 月 1至 1 0 日和 

1 0 月 3 日举行（第 6 9 1至第7 0 2 次会议) , 届会于1 9 8 6 年 9 月 1 日由理 

事会即将卸任的主届Wit old Jurasz先生（波兰）主持开

A. ____ §_

3 . 理事会第三十三届第一期会议议程载于附件一，

B . 选举主原团成员

4 . 在开幕（ 

主 席 ： 

副主席：

第 6 9 1 次 ）会议上选出主席团成员如下：

Saad Alfarargi 先 生 （埃 及 ）

Ronald D. F l a c k先 生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

Erich Hochleitner 先 生 （奥 地 利 ）

Gal。Leoro F r a n c o先 生 （厄 瓜 多 尔 ）

Âlan 0x1 e y 先 生 （澳 大 利 亚 ）

Mikhail P a n k i n e先 生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取 盤 ）

Gerald P h i l i p p 先 生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

John A. S a n k e y 先 生 （大 不 列 颠 及 北 复 尔 兰 肤 合 王 )

Enrique Ter H o r s t 先 生 （委 内 瑞 拉 )

Benson 0. T o n w e先 生 （尼 日 利 亚 ）

Kazimir V i d a s先 生 （南 斯 狂 夫 〉

报 告 员 : Lina T u k a n 小 姐 （约 旦 ）



5 . 両 个 会 期 机 构 的 主 席 团 成 员 如 下 ：

第 一 会 期 委 员 会

主 席 Koyoiiiko IT an a o 先 生 ( 曰 本 )
副 主 席 兼 报 告 员 : Miroslav Sorcol 先 生 （捷 克 射 洛 伐 克 ）

第 二 会 期 委 员 会

主 席 ： Mari an Pas z ynski 先 生 （波 兰 ）

6 .
安 哥 拉 、

副主席兼报告员: «Julio Mu R 0 Z Deacon先生（秘鲁）

C . 成员与出席情况2

下列货友会议成员国和起 亭̂会成员国出愿了会议：阿嘉汗、闷尔及利亚、

P巧根廷、漠大利业、奥地利、巴林、孟加拉国、比禾j时、不丹、教利维业、 

巴西、保加利亚、铜甸、布隆坡、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落受隆、加拿 

大、智利、中国、哥 伦 业 、哥斯这，加、科特挺瓦、古巴、塞消j報斯、★宽斯洛 

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fe、民主也门、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 多尔、 

埃及、萨尔瓦多、埃塞饿比亚、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洪都在斯、匈牙利、印度、印展尼酉业、伊 

朗 （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头加、日本、约旦、

肯尼亚、科威特、， 巴嫩、利比里亚、PS担伯利比亚民众国、巧支敦士登、卢森，、 

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耳他、查西奇、象古、摩洛奇、尼泊尔、荷兰、新西兰、 

尼加拉瓜、尼曰利业、挪威、f弓曼、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有

菊牙、卡塔尔、大韩民国、罗马尼亚、沙特问扭伯、塞内加尔、新加埃、索马里、

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瑞典、瑞士、 扭伯叙利业共和国、泰国、特立尼达和 

多&哥、突尼斯、土耳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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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首 长 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马拉圭、染内瑞奴、越南、也门、南斯扭夫、扎伊尔、津 

巴布韦 •

7 . 以下非为理事会成员国的贸发会议其他成员国參加了会议：民主.束捕寨、 

教廷、莱索托。

8 . 根振联大1 9 7 4 年 1 ] 月2 2 曰第3237 (XXIX )号决议， 巴勒斯坦解 

放组级振员参加了会i义， 根据联大1 9 7 4 年 1 2 月 1 0 日第3280(XX工X )号 

决议，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札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浪员参加了会议。 西南非 

洲人民组奴按照联大1 9 7 6 年 1 2 月2 0 曰3 1 /1 5揚 决 议派员参加了会议，

9 . 联合国开友计划署搬代表出席了会议。 货发会议和总协定合设国际贸易 

中心也派了代表出席会议.

1 0 . 以 下 专 门 机 构 浪 代 表 出 席 了 会 议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盲、科学和文化趙织、国际民航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市 

基金组织、世养知识产权组织、肤舍国工业友展ti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关税及 

贸易总协定浪了代表出席会议。

1 1 . 下列政府间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铁矿妙出口 协会、英联邦秘书处、 

经济互助安员会、欧洲经济共向体、欧洲自由货身肤盤、 扭伯国象联盤、经济友 

展和合作组织、非洲统一组织、中美洲经济一体化总条约常设粒'书处•

12 . 下列非政府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普通类: 公谊会世界协商委员会、国际粒 师̂协会、国际两会、国际令作社 

联盟、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国际妇女理举会、国际发展遂径if 
金会、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退伍军人联合会，

特别类：国际空运取合会、国际伊斯兰钱行联舍会。



D. 需要联大予以注意或采取行动的各项决定
*

1 3 . 提请联大注意下列决定，这些决定案文载于下文第二节"„

决 定

页次

338(xxxEi),

3 3 9 ( X X X 1I ! ) ,

340(xxxm)
4

3 4 K X X X 1II).

342(xxxni)^

货易和发展理♦会常会的合理化 

不同经济社会制度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以及由此 

引起的一切贸易流动

审查及时以所有正式语文分发贸发会议文件和 

合理使用会议资源问题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七届大会牆时议程、

地点、 日期和会期

审查会议日历

* 所载案文均未经表决获得理事会通过。



二、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三届第一期会议 

所通过的决定和所采取的其他行动

A. 决定

页 次

338(xxxm).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常会的合理化............................. 9
339(xxxiii). 不同经济社会制度国家间的贸易

关系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贸易流

动 ...........................................................................  11
340CXXX1II). 审査及时以所有正式语文分发贸

发会议文件和合理使用会议资源

问题 ........................................................................  12

341 ( XXXIII ). 联合国贸易和友展会议第七届大

会临时议程、地点、 日期和会期...........................  13
342(xxxm).  审査会议日历...........................................................  15

B . 其他决定

为了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 9 条的目的指定非政府組织并将其分类 17
1 9 8 7 年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成员 ...................................... .，，.V-'
宣布理事会成贾的任何改动并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成员..................... 18

利用会议事务资源 ..............................................................................  19

C . 理事会采取的其他行动



A. 胜

. 3 3 8 ( x x x i i i ) .贸易和友展理事会常会的合理化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铭记联大经修订 1 9 6 4 年 1 2 月3 0 日第1 9 9 5 (x ix )号决议以及此后的 

1980#*11月 3 日第35^/1(^号决议、 1983年 1 2 月1 9 日第^ 8 / 4 2 9号决定和 

19 85年 1 2月 18 H第 40/243号决议，除其他外，联大请理事会修订其时间安排

以便能够及时向联大提出报告，

并4g记经济和社会理事会1 9 8 2 年 1 1 月 1 0 曰第1 9 8 ^ 1 8 9 号， 1983

年 2 月 4 日第 1983 /101 号、 1 9 8 3  年 7 月 2 9  曰第 1983 /184  号、 1 9  8 5 
年 2 月8 日第1 9 8 5 /1 0 6号和 1 9 8 6 年 2 月7 曰第1 9 8 6 /1 0 5号决定，除其他

外，均谈到贸发理事会能否就其届会时间作出安排，以便能够通过经社理事会第二 

届常会向联大提出其报告，

回顾理事会据以设立一个由理事会1 9 个成员国组成的非正式工作组以审议理 

事会常会时间安排的一切有关问题的1 9 8 5 年 3 月2 9 日第3 1 4 ( X 7 j O 号决定 

和非正式工作组主席向理事会第三十一届和三十二届会议提交的关于工作结系报 

告, *
并回顾理事会1 9 8 6 年 3 月 2 1 曰第3 3 4 (x x x工工）号决定， 其中授权非正 

式工作组继续在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主持下，进行关于理事会会议合理化的工作并向 

理事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铭记应避免工作上不必要的重复,

1 . 赞赏地注意到非正式工作组主席的报告, ’

2 . 决定从第三十三届会议开始改变会议时间分配办法: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通常应每年举行一次常会，为期四周，分两期举行，



商 .

第一勘在9 月份举行，第二期在次年3 月和（或 ）4 月份举行，每期会议

的会期由秘书长与各地区小组协调员嗟商决定。通 1；̂ 第二期会议会期应

稍长于第一期会议； ,
3 . 悠 ：

( a )报摆贸发大会1976 年 5 月3 1 日第95 (IV)号决议和理事会1979 
年 1 0 月 1 7 日第1 8 6 ( x i x ) 号决定，将有关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 

国家间贸易关系的议稚项目分配给第二期会议的一不会期委员会Î

Cb)根据理事会1981年 3 月 2 0 曰第226 (XXII)号决议，将有关保护主 

义和结构调鉴问题的议程项目分配给第二期会议的一♦ 会期委员会；

(C )其它项目的分配则由秘书长同各地区小组协调员嗟商决定，有一项理 

解是，有关这些项目的重大事态发展得交由事发当时那期会议审理； 

通常，关于贸易、发展资金和国际货市制度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关 

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和发展问题的项目（议程项目3 和 4 ) 由届 

会的第一期会议审理；

4 . 并决定主席的任期为常会的会期,通常在常会第二期会议结束时任命主

5 . 建议联大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作出决定，需由联大及时予以注意的理事会

决议和决定可直接递交联大。

6 . 还决定通过对于理事会某些议事规则所作的如下叙、正 . 
《a ) 规则 1修订如下：

" 规则 1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通常应每年举行一届常会，分而期举行, 
( b )规则2 修i7如下：



“ 规则2

理事会每一届常会应按照親则3 的规定，在理事会前一届会议所 

规定的日期举行，以便使联大能够及早审议理亭会的报告。 "
《0》 对于规则1 8 附加以下解释性说明：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议定，理事会宜在每届常会结 

束之前确定将在下届常会上当选为主席的人选，使他能以咨询身份参 

加由他担任主席的下届常会的第备工作.但如果无法在这个时间指 

定主席，则可以在此后通过殖商指定，

7 • 进一步决定参照第三十五届会议的经脸和事态发展来审査这些安掠，

1 9 8 6 年 9 月 9 日 

第 6 9 9 次会议

3 o 9 ( x x x i i i ) .不同经济社会制度国家间的贸易关系

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贸易流动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决定将货发大会1 9 8 3年 7 月 2 日第1 4 5  ( V I  ) 号决定所附非正式案文 

移交给处理不同经济社会制度S 家间的货易关系等问题的理事会下届会议做进一步 

协两，

1 9 8 6 年 9 月 1 0 日

第 7 0 0 次会议



3 4 0 ( x x x i l l  ) . 审查及时以所有正式语文分发贸发

会议文件和合理使用会议资源的问题

t

贸暴和友展理事会，

铭记联大1 9 7 8 年 1 2 月 1 4 H 第 3 3 / 5  6 号决议、 1 9 8 1年 1 2 月 10 
日第3 6 / 1  1 7  A和 B号决议和1 9 8 5 年 1 2 月 1 8 日第4 0 / 2  4 3 号决议 

第二市. 第 3 段；

回顾其1 9 8 4 年 4 月 4 日第2 8 2 ( x x v m ) 号决议，其中决定年年审査 

关于及时以所有正式语文分发文件的问题；

意识到预算限制对筹备会议所造成的影响；

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的报告, ®
1.  i 贸发会议秘书长继续努力控制贸发会议文件的编制，并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以便所有文件、特别是《贸易和发展报告》能以所有正式语文及时分发；

2.  i 贸发会议秘书长会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核査有关安排以确保所 

有会议均配备有口译服务.

1 9 8 6 年 9 月 1 0 日 

第 7 0 0 次会议



341 ( X X X I I I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七届大会：

临时议程、地点、 B期和会期7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回顾联大第1 9 9 5 ( X I X  ) 号决议第二节第2 段和联大1 9  8 5 年 1 2 月 

1 7 日第4 0 / 1  8 9 号决议并回顾理事会关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七届大会 

筹备工作的第3 3 6 ( x x x 工 工 ）和 3 3 7 ( x x x 工 工 ）号决定，

1 , 通过本决定所附载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七届大会临时议程( 附件一） 

及附件二所载的谅解；

2 , 向联大建议，在 1 9 8 7 年 7 月 6 日至3 1 曰乏间于曰内瓦总部召开第七 

届贸发大会，会期约三周，其中包括由部长们结束会议工作的最后阶段，为期一周；

3 . 注意到拉丁美洲集团希望在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举行第八届贸发大会,并将 

在适当时候最后决定在拉丁美洲开会的地点。 在这方面，理事会注意到古巴有兴 

趣担任第八届贸发大会的东道国；

4 •建议联大给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七届大会以优先于日内瓦其他联合 

国活动的地位。

1 9 8 6 年 1 0 月 3 日 

第 7 0 2 次会议



附件一

联合国贸易和友展会议第七届大会，

临 时 议 程

1 . 贸发大会开幕。

2 . 选举主席。

3 . 成立会期机构。

4 . 选举副主席和报告员。

5 . 出席会议代表的全权证书：

( a )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

( b i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6 . 通过议程。

7 .  一般性辩论。

8 . 进行多这合作，在较可预测和较依靠的环境中恢复友展、增长和国际货易 

的活力：针对下列相关领域的主要问题，评估有关经济趋势和全球结构变革，适当 

拟订政策和措施：

( a )友展资源问起，包括资金和有关货市问题；

( b ) 商品 Î

(C) 国际货易多

( â i 最不友这国家问起，铭记《1980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新的实质性 

行动纲领》。

9 • 其他事项。 -

10 • 通过贸发大会提交联大的报告。



附 件 二  

谅 解

一、 在评佑有关经济趋势时，应充分注意私营部门在发展中的作用。

二、 '‘ 较可预测和较可依靠的环境" 的提法旨在总括各方所表示的对以下各点 

的关心：世界经济环境需要安全，可靠和建立信任，国际经济关系需要公平合理。

三，货币问题将在贸发会议职权范围内审议而不损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它 

国际金融机构的权限。

四，分項8 ( c ) ( " 国 际 贸 易 " ） 包括不同经济社会制度国家间贸易关系中 

产生的旧题。

342(XXXIII ).审査会议日历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通过订正的1 9 8 6 年余下时间会议日历，附载于本决定之后.

1 9 8 6 年 1 0 月 3 日

第 7 0 2 次会议



附 件

贸发会议1 9 8 6 年余下时间的订正会议日历

曰 期

中期计划和方案預其工作組，第十二届会议 1 0 月6 日一1 0 日

1 9 8 5 年联合国天然胶会议，第三期会议 1 0 月6 日一 1 7 日

限制性商业惯例政府间专家姐，第五屈会议 1 0 月 1 5 日一2 4

能源部门的技术转让，应用和发展问题，特 1 0 月 1 5 日一 2 4
别注意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问题政府问专

家组* ( 理事会第326(xxx ;r)号决议）

铁矿砂政府同t •家组第-届会议
1 0 月 2 7 日一3 1 日

技术转让委员会，第六届会议 1 0 月 2 7 曰一 1 1 月

妈委a 会.第十八届会议 1 1月 3 日一7 日

锡後商会议 1 1 月 1 0 日一 1 2 日

航运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 1 1月 1 0 日一2 1 日

拟订和建议多武联运集装箱收费规则范本专 1 2 月 1 日一5 日

家组第二届会议*

贸发会议和海事组织海上优先请求权和抵押 1 2 月 1 日一1 2 日

权及有关问题联合政府间专家粗，第一届

会议

铜专题审查会议 ’ 1 2 月 8 日一 1 2 日

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第十二届第一 1 2 月 8 日一1 9 日

期会议（贸 易 金 ）

- 13 -



曰期尚未确定的会议

发展中国家间在航运、港口和多武联运领域 

' 内合作问题特设商级官员政府间小组* 
国际讓研究组：成立会议 ’°

会 期  

一星期

一星期

视需要而定（最多12

星期）
按^划举行

各种商品会议 

工作组、研究組和专家组

B. 其他决定

1 . 为了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 9 条的目的指定非政府组织并将其分类 

( 议程项目1 0(en

1 . 理事会在1 9 8 6 年 9 月2 曰第6 9 3 次会议和1 9 8 6 年 9 月8 曰第

6 9  8 次会议上核准了下列非政府組织关于要求根据议事规则第7 9 条指定他们 

为该规则第7 9 条和贸友会议议事规则第8 1条所述的组织，并决定按照货发会议 

秘书长的建议将它们分类如下：

属所指货友会议机构( 理事会除外）的特别类

货友会议机构

国际海洋研究所 航运委员会

伊比利业港岸联合会 航运条员会

多 港 口 船 舶 代 理 机 构 航 运 安 员 会



2 . 理事会在第6 9 3 次会议上根据秘书长的建议核准了对于国际可可贸易联 

合会的重新分类，该组织曾被授以" 特别 " 类地位以便参加商品委员会和发展中国 

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工作，为了议事规则第7 9 条的目的，现按照理事会1968 
年9月20日第43(^工工)号决定第12(a)段的规定将其改划为“ 普通 " 类.

3 . 关于国际学生联合会要求列入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 9 条所述的非政府组织 

名单的申请" 理事会在1 9 8 6 年 9 月 8 日第6 9 8 次会议上注意到，主席团建 

议在理事会将来的某次会议上根据建商情况讨论这个问题。

2. 1 9 8 7 年中期计划和方案颗算工作组成员

4. 1 9 8 6 年9 月 3 日第6 9 4 次会议，理事会决定， 1 9 8  7 年中期计划

和方案颗算工作組应由下列1 9 个成员国組成：

巴林、孟加拉国、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埃及、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爱尔兰、意大利、 日本、尼加担瓜、秘鲁、菲律宾、塞内 

加尔、家马里、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

3 . 宣布理事会成员的任何改动并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成员

5. 1 9 8 6 年 9 月 1 日第6 9  1 次会议，理事会选举赞比JE为制成品委员会

的成员。

6. 1 9 8 6 年 9 月 1 日第6 9 2 次会议，理事会选举津巴布韦为理事会的成

员。

7. 1 9 8 6 年 1 0 月3 日第7 0 2 次会议，理事会选举葡萄牙为技术转让委

员会的成员。

8 . 理事会的成员和各主要委员会的成员数目已确定如下：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1 3  0 个；商品委员会， 1 0  4 个；制成品委员 

会， 9 8 个；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1 0 0个；航运委员会，101小 ; 

技术转让委员会，9 7 个；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 1 0  7 个。



4 . 利用会议亭务资源

9 . 依照联大1 9 8 5年 1 2 月 1 8 日駕4 0 / 2  4 3 号决议，理事会收到一 

份由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的、关于利用会议事务资源的报告，" 理事会在其1986 
年 9 月 1 0 日第3 4 0 ( XXXIII ) 母决定中，除其它外，注意到上述报告，并请 

贸发会议秘书长继续努力管制贸发会议文件的编制工作。

C. 理事会采取的其他行动

10.

11.

告 .
12.

1 9 8  6 年 9 月 3 日第6 9 8 次会议，理事会注意到：

(a) 贸发会议与关贸总协定合设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奢询組第十九届会议报 

告和对它提出的评论；

(fc》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九次报告" 和对它提出的评论。

1 9 8 6 年 9 月 1 0 日第7 0 0 次会议，理事会通过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注意到：

( a ) 贸发会议税书处的两份报告，其标题分别为： " 服务和发展进程：依 

照贸发大会第1 5  9 ( V 工，母决议和理事会第3 0 9 ( X X X )号 

决定所作的进一步研究" 和'‘为依贸发大会第1 5 9 ( V I )号决议 

第 1 4 段和理事会第3 2 0 ( X X X 工 > 号决定进行审查就国际贸易 

体系发展情况所作的说明" ,

( b ) 贸发会议的报告，其标题为： "被占领已勒斯坦领土的最近经济发展 

情况 " n 和补充住文件：关于被占领已勒斯坦领土（西岸和加沙地带》 

经济情况的若干统计表以及 1 9 8 5 至 1 9 8 6 年按年编列被

领巴勒斯坦领土（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若干经济问题和有关活动广’



(C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关于依照商品委员会第2 2 ( X I  )号决议举 

行的嗟商的口头报告J

(d) 优恩问题特别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报告及其附件一所载该委员会第 

8 ( X I V ) 号决定Î 2。

( e ) 制成品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报告；

( f ) 贸发会议较书处的报告，其标题为： "执行与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 

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的进展情况 "

(ê》 贸发会议较书长题为" 贸发会议内部的方案评价" 的报告及对它 

提出的评论,

(h) 第二会期委员会报告和主席与所有国家表团商定的关于不同经济社会 

制度国家间贸易关系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贸易流动的总结，委员会决 

定将这份总结列为委员会报告附件。

1 3 . 在第7 0 0 次会议上，理事会还：

( a ) 注意到：原定 1 9 8 6 年秋季召开以讨论补偿贷款问题的理事会第十 

五届特别会议不曾举行，因为出口收入不足补偿贷款政府间专家组未 

能完成其工作，而核准其于1 9 8 7 年第二季度举行另一届会议理事 

会将于第七届贸发大会以后召开第十六届特别会议商讨补充贷款问题Î

( h )注意到理事会第十五届特别会议将审理有关第七届贸发大会的事项；

(C )授权贸发会议秘书长依照理事会1 9 8 6 年 9 月 9 日第3 3 8 (x x }a i l )  

号决定嗟商核定理事会第十五届特别会议临时议程。

14. 1 9 8 6 年 1 0 月 3 曰第7 0 2 次会议, 理事会：

( a )核定理事会第三十三届第二期会议临时议程"，授权主席与贸发会 

议秘书长嗟商，参照事态发展情况酌情加以调整。 理事会还请贸发 

会议秘书长就第三十三届第二期会议的工作安徘同各国代表团进行嗟 

商，并分发他的有关建议Ï



參
5t

a

16.

告9

( b )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1 9 8 6 和 1 9 8 7 年会议曰历的建议和1 9 88 -  

1 9 8 9 而年期会议时间表革案。

1 9 8 6 年 9 月 1 0 曰第7 0 1次会议，理事会：

( a ) 决定将主席就全体会议有关项目3 和 4 的辩论所作的总结和结论列为 

理事会报告的附俘》 "
( b ) 赞赏地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长关于依照理事会第3 3 6 ( X X X 工工》

和 3 3 7 ( X X X I  I ) 号决定就第七届贸发大会的地点、日期和会 

期以及筹备工作所作建商情况的口头报告，决定将其列为报告附件》2» 

并请贸发会议秘书长經续就他在第二次报告中所提到的未决问题，即 

筹备过程和第七届贸发大会的工作安徘进行嗟商并就此向理事会第三 

十三届第二期会议提出报告。

1 9 8 6 年 1 0 月 3 日第7 0 2 次会议，理事会注意到第一会期委员会报



三、第 7 0 0 和 7 0 2 次会议上就理事会|/]通过 

各项决定和所采取的其他行动所作的友言

A . 第 3 4 1 U X X I I I )号决定

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第七届大会：

临时议程、地点、 日期和会期

第七届贸友大会的筹备工作 .

1. 1 9 8 6 年 1 0 月 3 日第7 0  2 次会议上，主席介绍了一份决定章案（TD/
8 1 5 ) ,其中载有第七届贸友大会的临时议程和有关谅解，以及向联大提出的 

有关第七届贸友大会地点和S 期的建议。 他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非正式殖商以后 

之后捷交了这项决定.
2.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请理事会就决定草案TD/B/l.  815进行表决，弁直布 

他本国代表团将对这项义件投反对票，

3 . 主席询问与会的其他代表有谁同意受理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提案.没有 

人表示同意.
4. 1 9 8 6 年 1 0 月 3 日第7 0 2 次会议上，% 事会教照主席的提议, 避过 

了决定草案TD/B/L. 815 (Æ ^ 3 4 1  ( X X X I I I ) 号决定）。 主席指示，上文 

所反映的美国代表团的立场应以适当方式载入理事会报告。 决定草案

812已由原提案国撤回。

5 .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说 , 在由美国当局进行了长期資‘俱的，査以后，美国代 

表团认为有必要就TD/VL. 815进行表决，弁在这项表决中妆下反对票，

6 . 美国参加了拟订议程的长期浪苦工作，希皇所拟订出来的议程拓以在第 

七届货友大会上认具审议友展问题, 这样一份议程应能反映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

美国政府认为理事会面前的义件未能做到这一点，



7. 他希望本届会议在有关美国行动的方面不致友生任何错误.它的意思是 

表明美国不同:!：理事会面前这份义件。 它绝不表示美国不再与货友会议及其成员 

国积极改变贸发会议在过去2 0 年来所依循的方针， 美国将继续设法实孰积极的 

改革。 美国将继续与贸发秘书处和其他国家代表团确保贸发会议不致因为无法进 

行将合当今世界潮流的经济改革而从此埋没， 美国将继续为一个合乎潮流、值得 

信任和审慎认真的贸友会议而尽力。 "
8 . 日本代表在对第3 4 K X X X I I I  ) 号决定欲将避过表示欢迎时保证日本将 

继续支持召开蓄有意义而且合乎实际的第七届货友大会。 在这方面，他希望将曰 

本对该决定所附谅紐项目二所抱持的立场列入记录，其中.提到® 际经济安全的概念。 

这一点也与联大1985年12月17日第40 /1 7 3号决议有关,曰本对决Î嫩了反对票。日本目前 

支持第七届货发大会重要议程这一事实绝不应被解释力日本已改变其;?r联大第4 0 /  
1 7 3 号决议的立场。

B.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1. 1 9 8 6 年 9 月 1 6 日第7 0  0 次会议上，中Si代表就阿%汗代表团全权 

证书问起友言时说，中国代表团在联大第十届会议知间所表明的立场保持不受.
2 . 已基斯坦代表说 , 为了已斯坦在肤大所陈述的理由，匕斯坦代表 a 希 

望将巴虽斯坦代表团对于N 富汗代表权所持的保留立场列入记录。

3. F»；]畜汗代表在谈到主海团关于全权证书的振告M第 4 段以义中国和巴基斯 

坦代表的友言时，直申阿％汗政府在取大第四十届会议上在这方面所表明的立场。

，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 5 号 》（A/41X15 ) , 第二 

卷第二市。

2 与会者名单见TlVS/lNï.  154。 理事会第三十三届第一期会议成员、制成



品委员会成员和技术转让委员会成员名单见《货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 和 1 A号》（T D / B / l l l S )附件。

通过第341 ( X X X I I I )号决定时所作发言见三A节，

分别为 TDyB/1075 和 TDylB/1092,

TüXB/1113,
TDXBXL 808 .
关于第341 ( X X X I I I )号决定的通过情况见三A节，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会议均将在日内瓦举行。 标有星号的会议可从“工作组 

研究组和专家组" 的会议时间项下扣除，

为计划的目的而列入，尚待进一步嗟商后确认。

费用可获楼还的会议，列出供参考， 会议曰期尚待嗟商后确定，

TDXB/R. 4 4 .
TDXB/OL. 808 .
工TCXAG(X工X ) /1 0 4 和 Add. 1 ( 分发给贸岁:理事会成员时编号为 

1108 )。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 7 号》（A/^41/17 ) ( 分发给 

贸发理♦ 会成员时编等为TIVU/U09 )。
T D / - B / 1 1 1 7 .中国、&基斯坦和阿富汗在这方面所作的发言载于三B节 

TD/：B/UOO 和 T D ^ /1 1 01  ,
TDXByi 102 和 Corr, 1 。 

üNCTAD/ST/SEU/1 .

UlTCTADy"ST/BEU/2 .
TD/IB/C. 5 (XIV)/M lsc .  2 , 将编为《货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 

十三届会议，补编第2 号 》（TD/B/1105—TIVU/C. 5 /108  ) 以银印本印 

发。



，， TD/B/C. 2 (X工)XM 1 S C .  2 , 将编为《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3 号 》（TD/B/1106_TD/B/C. 2 /22 6  ) 以银印本

印发》

" TD/B/1077 和 Add. 1 ,

" TD/ B 力 110。

* * 第二会期委员会主席的总结载于附件五。

" TDXB/i.  814 , 载于附件四，

«  TDXBXL. 807 .

" 见 二.

见附件三*
* , 第 7 0 2 次会议议定：应将魄后就这项解释提出的补充性说明列为理事会报告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武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 和 1 A # 》 （ÏDX 
B /1 1 1 8 )的附件。

TD/B/1117 .



附件一

理事会1 9 8 6 年 9 月 1 曰第6 9 1 次会议通过的 

理事会第三十三届第一期会议议程

1 . 程序事项

( a ) 选举主席团成员，

通过议程和安排会议的工作，

( C )通过全权证书的审查报告；

( d )理事会第三十四届常会和第十六届特别会议的临Ht议程和会议的工作安播，

2 . 第六届货发大会通过的决议、建议及其他决定所引起的，需要理事会第三十三 

届会议予以注意或采取行动的具体事項•
3 . 货易、发展资金和国际货币制度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

4 .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河题和发展问题•
5 . 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第七届大会：会议的募备*
6 . 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货易流动《

7 . 各附厲机构和其他机构的报告和活动所引起的或与它们有关的、需要理，会采 

取行动的事项：

( a ) 商品J

( b ) 制成品和半制成品。

8 . 货易和发展领城的其它事项：

( a ) 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

( b )促进出口：货发会议和关货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贸易中心联★咨询姐第十九 

届会议的报告J

( 0 ) 遂步制订国际货易法：联合国国际货易法委员会第十九次年度报告.



9 . 货发会议的方案评价工作•
1 0 . 体制、趙织、行政与有关事项：

《a》 划分贸发会议新成员国的选举姐别，

( b )公布理事会成员的变动和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成员J

(C) 1 9 8  7 年中期计划如方案预算工作组的成员J
( d )为了议事规则第7 8 条的目的指定政府间机构J

(e) 为了议事规则第7 9 条的目的指定非政府组织并将其分类I

e n 审査及时以所有正式语义分发贸发会议义件如合理使用会议资金的问题 

( 理事会第28 2 (XXV II I)号决议和大会第4 (K243号决议第2 市•第3 

段 ），

i s ) 理事会会议的时间安排，

叫审査会议日历，

( i ) 理事会行动所涉̂的行政和经费问题• .

1 1 . 其他事项。

12 . 通过理事会的报告，



附件二

主席对议程项目3 和 4 的总结和结论

1 . 第三十八届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对项目3 和项目4 一 一 贸易、发展資金和国 

际货币制度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和发展问题一一进行了 

内容丰富的详細辨论。 《 1 9  8 6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再次受到欢迎，与会者认 

为它对存在于各国之间、存在于各种货市、金融及贸易体制（包括世界两品经济） 

等问题之间以及存在于发展危机与全球经济趋势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性质及程 

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分析。 -

2 . 虽然不同的国家集团对国内外的种种因素所发挥的作用继续分别给予不同 

的评价；但辨论表明，大家普遍认为世界经济条件即便对最大的经济国家也产生了 

重大影响。 特别是，大家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实绩容易受工业化国 

家政策和实绩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是避过其对初级两品的需求、进入市场的机会 

以及利率等方面严生的影响而造成的。 这种情况决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债务累累 

的缘故。

3 . 国际社会提高了对相互依存关系的认识。 这表现在前一年出现的协两一 

致意见：必须把增长问题置于债务战略的中心，还表现在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认识 

到需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协调。 大家感到，尽管这些进步提供了大好机会，但 

是尚未变为行动。 在处理债务问题方面仍然对外部环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而加 

强几个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间的协两这一作法依然局限于这些国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 

各种不均衡问题。

4 . 因此，许多国家认为迫切需要进行更充分的合作，所有各iljS恢复世界增 

长和贸易的话力，改善国际发展的环境， 公平合理地解决债务问题。

5 . 虽然， 1 9 8 5 年发达市场经济的恢复就已比较均勾，名义利率已开始下 

降，但增长率却不升反降， 而且实际利率仍然很高。 尽管有些发展中国家在迅速



增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产量已停止下降，但全部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却在下 

降。 这主要是由于其贸易条件正在进一梦恶化，其出口市场很萧条。 此外，许 

多发展中国家继续遭受因大规模资源外流造成的捐失，收到官方发展援助数目也不 

足。

6 . 大家认识到，友达市场经济国家在通货膨服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 然而， 

许多人认为，世界经济由于通货紧缩所造成的压力而困难重重。 大家特别强调指 

出，商品市场供过于求，非石油产品的价格跃到大策条以来最低水平，而石油价格 

更是一辉千里。 大家指出，这些因素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实现避货收缩的主要原 

因。

7 . 过去一年美元和石油价格急剧下降，有关方面正在采取步驟以减少美国预 

算赤字。 注意到美国预算的削减将降低全面产生需求的.速度，并且至今为止美元 

和石油价格的下降只是改变了收入和支出的地理分配，而并没有提高收入和支出的 

水平。 对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的影响是不平衡的，总的来说是不利的：能源进口 

国的债务负担多少有所减轻，但许多出口能源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却加重了。 

美元的贬值可望有助于减轻保护主义情绪以及往来帐户的避差，但是国际贸易体制 

继续受到损，，而限制性货易措施和保ÿ•主义扩散的威胁仍然严直存在。

8 . 注意到加速无通货膨服增长是主要的政策目标，因而需要灵活运用中期战 

略。 人们广泛地认识到，现在发展不仅有广阔的前景，也有充分的需要。 许多 

发言者呼吁对旨在调整发展中国家间经常帐户逆差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更积极的协 

调，以期促进友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特别是降低利率、加强对初级产品和其他 

两品的需求、并扭转保护主义的势头。

9 . 认识到尽管最近一些主要宏观经济变数所发生的变化改善了若干发展中国 

家的前景，但总的前景，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国家以及能 

源出口国的前景仍然很黯i炎。 未来前景的关鍵取决于国外市场的发展、贸易条件



和利率，也取决于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以及官方和私人資金流入的水平。

1 0 . 因此强调，在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努力进行调整的同时，发达的市场经济 

国家也应采取政策以改善国外环境的变数。

1 1 - 同样，尽管外鄧的紧张因素有所减轻，发展中国家应当坚持、或酌情加强 

结构性政策，以符合社会目标（包括生活水准）的方式，提高储蓄和投资水平，提 

高資源使用的效率和加强私菅和公营企业等等。

12. 一致认为，发达国家同样需要采取结构性政策，以保持较高的增长率，针 

对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盤对生产和贸易格局进行调整, 并减少支付逆差等等。

13. 注意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国家一级和在经互会的范围内进行结构调整 

和经济改革。 这一进程将提高其经济的效率，使它们得以更充分地参加国际分工, 
加强互相有利国际经济合作。



附件三

贸发会i义秘书长就其根据理事会第336 ( XXXII)_

和第337 (XXXII )号决定举行的建商所作的口头报告

A . 货发会议秘书长就其根播理事会第336  ( XXXII )号 

和第337 ( XXXII ) 号决定举行的嗟商在198 6 ^  9 

月 1 0 日第7 0 1 次会议■上的第一次口头报告

1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二届第二期会议审议了贸发会议秘书长就他关于 

第七届贸发大会临时议程举行的非正式嗟商所作的口头报告。 理事会第 3 3 6
( X X I I ) 号决定请秘书长就该问题举行进一步嗟商，以及就贸发大会的组织 

工作展开非正式嗟两，并就嗟两结果向理事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2 . 理事会第三十二届第二期会议还通过了第3 3 7 ( X X X I  I ) 号决定， 

其中注意到秘书长就他关于第七届贸发大会的地点、日期和会期举行的非正式建两 

所作的口头报告，并请他就该问题进一举行嗟两并向理事会第三千三届会议提出 

报告。

3 . 秘书长按照这西项决定，于7 月份和自8 月2 5 日以来的期间同各区城集 

团的代表举行了非正式嗟商。 在理事会本届会议期间，理事会主席也作出了安排, 
使各区城集团代表能就这两项决定所述^ 项非正式交换意见，秘书长也参加了。

1 . 第七届会议临时议程（理事会第3 3 6 ( X X X 工I ) 号决定)

4 . 考虑到这些殖两中所出现的集中点，秘书长根据联大第1 9 9 5  ( X 工X ) 
号决议修订本第2 1 段、贸发大会议事规则第4 条和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议爭规则第 

3 2 条提出下列第七届贸发大会临时议程项目表，供理事会审议：

1 . 会议开幕。

2 . 选举主席。



3 . 成立会期机构，

4 . 选举付主席和报告员。

5 . 出席会议代表的全权证书：

( a )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I 

( ^ )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6 . 通过议程，

7 .  一般性辩论，

8 . 进行多进合作，在较可激测和较可依，的环境中，恢复发展、增长和 

国际贸易的活力：针对下列相夫领域的主要问题，评倍有关经济趋势 

和全球结构变革，道当拟订政策和措施：

( a ) 包括资金和其他资源在内的发展資源和有关问题；

( b )荷品； ’

P ) 国际贸易；

最不发达国家的问题，铭记《 1 9 8 0 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新 

的实质性行动纲领》，

9 . 其他事项，

1 0 .通过贸发大会提交联大的报告，

S . 秘书长建议，在阅读和审议上述项目表时，除了他已向理事会第三十二届 

第二期会议汇报的各项谅艇以外，还应考虑到他从参与嗟两者处得到的下列谅解：

M M J：

各代表团团长在一般性辩论中的发言可望主要针对项目8 的主题事项。 

项目8 ( 起句 ) ;

(a》 " 较可® 测和较可依，的环境 ,，的提法旨在总括许多代表团;以下各 

点的关心：世界经济环境需要安全、可嚴和建立信任，国际经济关系 

需要公平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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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 评係 " 将尽可能是参与第七届会议各国的共同评估，也可能包括对 

未能取得协两一致意见问题的各种不同评估的发言。 " 评係"应先 

于 " 适当拟订政策和措施" 。 需要评佑和采取行动的领坡不必是相 

互联系的，即并不一定总是对同一领城既作出评佑也采取行动。

( C ) 主题第二鄧分（" 针对…，…，措施： 的提法使人能对可能有关的国内 

经济因素、政策和措施作出评佑和采取行动。

( d ) 在评係有关经济趋势时，应充分注意私菅部门在符合国家经济体制、

发展目标和政策的前提下所能发挥的作用。

分项S (a)至8(d):

( e ) 分项8 0̂ )------" 国际贸易-------包括不同经济社会制度国家间货易关系

中产生的问题。

2 . 第七届贸发大会筹备工作的组织方面（理事会第336 (X X X II )号决定 )

6 . 秘书长认为，人们大致同意下述指导第七届会议筹备工作的原则，建议理 

事会予以批准：

. ( a )贸发大会的筹备应被看作一个以大会本身为顶点的持续进程。 这个 

进程已经以目前关于制订贸发大会议程的讨论开始了 ；

Cû)秘书长希望在不妨得他对贸发大会文件的实质内容所负责任的前提下, 

就应包括的议题与成员国交换意见，请教各国的意见，并科酌采用J 
( C ) 筹备进程座包括集中于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政府间筹备工作的紧张阶 

段。 各代表因应已根据秘书处的文件在各自集团中完成了它们自己 

的准备工作，能够就各自的观点和提案讨论交流；

( d )不管贸友大会本身采用什么样的组织安排，在最后阶段确保部长们出 

席是极为重要的，这样，他们可以为悬而未决的主要问题的谈判和解 

决作出贡献。 为了方便鄧长级的参与，在为贸发大会提出的主题中



所规定的 " 评佑"和将由贸发大会拟订的改策和播族的主要鄧分都将 

事先得到魅决，只有几个直赛问题留待鄧长们审议.

7 . 秘书长建议，贸发大会会期机构的数目，结构和职能旧题在以后的阶段审

议。

3 . 会议的地点，曰期和会期（理察会第3 3 7  ( X X X 工工）每决索

8 • 根据经修订的联大第1 9 9 5 ( X 工X ) 号决议第2 段和第2 1 段、贸发 

大会议事规则第1条以及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议事规则第3 2 条，理事会应就召开第 

七届贸发大会的适当地点和日期向联大提出建议，

9 . 秘书长已就此向理事会第三十二届第二期会议提出了口头报告， 他还进 

一认识到下述关于会议的H期 、会期以及同其结构有关问题的谅解：

( a ) 会议应分成两个阶段：高级官员阶段，隨后是力期一周的鄧长阶段；

( b ) 两个阶段合计不应超过三周；

( a ) 两个阶段的间隔时期应尽量短；

( d j会议的两个阶段均应在1 9 8 7 年 7 月 6 日至3 1 日之间举行，

1 0 . 关于第七届会议地点问题的後商正继续进行.

B . 贸发会议秘书长就其根推理事会第3 3 6 U X X I I》号和 

第 337 U X X I I )号决定举行的翻所作的第二口头振告

11.  1 9 8 6 年 9 月 1 0 日，货友会议秘书长向理事会第7 0 1 次会议作了一 

次口头报告（见上文1 一 1 0 段 ），说明他根据理# 会免3 3 6 U X X II) 号和第 

3 3 7 (x x x ;r i)号决定就第七届货友大会的悠时议程、地点、B期和会斯以及有失 

组织事项举行後商的情况. 在向次会议上，主厢要求进一•，进行深入细致的嗟商， 

以期于1 9 8 6 年 1 0 月 3 日召开理事会第二期会议时以协葡一致意见议定这些事



1. 免七届贸友大会时议程

( 理事会第336 (XX XII )号决索 )

1 2 . 秘书长乐于振道这样的情况：理♦会9 月 1 0 日第7 0 1次会议以来所进 

行的後商已就第七届贸友大会临时议程达成协议，其内谷载于主席将于近期巧提出 

的坎定章架，

1 3 . 这些建葡议定：主席在将其提议提请理事会核准以i 应于这次口头报告中 

潘清两点，说明如何处S 提议的llfi时议程所渉及的一些问题.

如何对待围象经济政策

1 4 . 免一成为如对待国象经济政策的问题• 秘书长的理解认为，这些経商 

的参与者已同意：第七届大会在按照提议的临时议程项自8 评价肩关经济趋势和全 

球结构变革时将翔及国豕经济政叙的适切作用， 因此，秘书长能趣 取̂切地指出， 

秘书处将在该填评价的辆助义件中注意这一国家范畴，这样做时将以联大第1995 
(XIX)号决议指定给货友会议的职责为其指导方针. 在这方面，秘书长也要冉 

度提到，审评联合圓，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执行It况染员会于1 9 8 5 年 9 
月避过的议定结论指出， " Il要继续分析 各种灰展政策所渉及的问趣" ，S

如何对待私哲发展部门的作用

1 5 . 秘书长运今所应澄清的第二点是如何对待私营发展部门的作用的问题，主 

席提案附件二中的第一视'•谅解 " 提到这一点• 在这方面，一般的理解是，每一 

国象有权选择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制皮，

a 见 《大会正武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4 8 号》（A /4 0 /4 8  ) , 第2 2 

段。



2. 第七届贸友大会及其筹备工作的组织方面 

( 理事会第3 3 6 U X X I I ) 号决定 )

1 6 . 秘书长认为，在就第七届贸友大会的筹备工作的★排和会议本身的工作安 

徘这成确切决定以前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蕴商，包括第七届贸发大会会期机构的数 

目、结构和职能. 在这方面，秘书长希望再度提请大家注意他在向理事会提出的 

lû 一份口头报告中所指出的关于第七届贸茨:大会筹备工作的一些原则( TD/B/
工， 810/Add. 1 0 ,附件，第6 段 ）.

3 . 第七届贸发大会的地点、日期和会期 

( 理事会第3 3 7 U X X I I ) 号决定）

1 7 . 主席所要提交的决定車条执行卻分， 3 段载远向联大提出的关于第七届货 

友大会的地處、 日期和会期的建i义， 秘书长希望作这样的纪述：在讨论这项建议 

时，参与接荷者已考; 到有人曾关切地指出，第七届货友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牲辜会 

1 9 8  7 年夏季届会的时间和地点能会有相互重查的情况.



附件四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三届第二期会议的订正礎时议程

1 , 程序事项：

Ceo通过本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的订正临时议程》

( b )通过全权证书的审査报告，

《0》理事会第三十四届常会临时议程和会议的工作安排，

( d )任命理事会第三十四届常会主庸.

2 . 第六届贸友大会通过的决议、建议及其他决定所弓I起的，需要理事会第三十三 

届第二期会议予以注意或采取行动的具体事项.

3 . 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

4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七届会议•

5 . 由理♦ 会附厲机构和其他机构的报告和行动起或与它们有关的、需要理事会 

采取行的事项，

6 . 贸易和戾展领域的其他觸：

( a ) 度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友展中国家间的人才合作交流（理事会第 

327 ( X X X I I )号决定）》

(b) 《 1 9 8 0 年代最不发达国家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全球 

性审查和评价的准备工作（理事会第329 ( XXXI I )号决定b

〔待根振理事会第= 十三届第一期会议的决定和其他发展情况而补齐）

7 . 不同的经挤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以及由此弓I起的一切贸易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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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贸发会议对执行联合国1986—1 9 9 0年非调经济恢复和戾展行动纲领所作的

贡献，

9 . 机构、组织、行政和有关♦ 项：

a ) 划分货发会议新成员国的选举组别》

b ) 公布理♦ 会成员的任何变动和选举主要委员会的成员，

C ) 为议事规则第7 8 条的目的推定政府间机构，

I 为议事规则第7 9 条的目的指定非政府想织并将其分类J 
e ) 审查会议日程,

：f ) 理事会行动所涉的行政和经货问题I 
( 待根振理事会第三十三届第一期会议的决定和其他发展情况而补齐）

10.其他事项。

11.通过理事会的报告*



附件五

不同经济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货易关系 

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货易流动

第二会期委员会主席的总结

1 . 委员会依照货发大会第9 5 ( I V ) 号决议第1 4段和理事会第1 8 6 

( X I X ) 号决定第1段所载的权限，对于其审理的问题进行了认寞，广泛的辩论。

2 . 在委员会的辦论和意见交流中，正如委员会报告载列的进考虑到.71发会议 

秘书处报告（TDy5 /1103 )所载关于贸发大会翁1 5 ( I ) 、 5 3 ( m ) 和 9 5

( I V ) 号等决议执行情况的审查以及关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 

货易和经济合作、特别考虎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的播案（TD/B/1104)  •

3 . 普遍认为，这样一个进程应继续下去，即根振务实态度和承认遍过货发大 

会第9 5 ( I V ) 号决议以来这一领域内发生的变化以及1 9 8 0年代后期命1990 

年代早期的前景，通过提案以便促进不同经济和社会制度圓家间的货易和经济合作， 

并特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4 . 在这方面，就召集理事会第3 2 1 ( X X X I ) 号决定翁3段所规定的特设 

专家组问题交换了意见之后议定，专家组于1 9 8 7 年 1月开会，并应首先为审 

议上文第3段所述的提案做好工作，

5 . 专家组应参考提交给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第二会期委员会审议的 

所有文件以及在其审议过程中表达的一切意见，以便找出解决问题的措施， 并给 

与不同国家集团间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护•展以新的动力，要特别考虑发展中国 

家的利益。

6 .工作组的工作结果应向处理不同经济和社会制度国家间货易问题等的理事会下 

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7 . 货友会议秘书处可望趣续进行其按照理事会关于为便进不同经济和社会制 

度国家间货身和经济合作并特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编写提案的策3 2 1
( X X X I》号决定所承担的工作，同时考虑到责暴和度展理事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第 

二会期委员会审议工作中所作的评论。

8. 委员会注意到贸发会议旨在扩大和促进发展中圓家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 

货易的技术棱助方案的发展情况，并确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该方案并扩充其范围 

和内容,
9 . 委员会还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处按照理事会第3 2 1 ( X X X I )号决定， 正 

在同开发计划署嗟商，把在区域间、 区域和国家基础上开展发展中国家同社会主义 

国家间贸身的技术播助业务方案列入开发计划署1 9 8 7年一 1 9 9 4 年第四周期。

10.委员会再次请贸发会议秘书长趣续同联合国开发计制署署长建商，呼吁自愿捐 

敦，以保证为执行方案能取得足够的资金文助，关将结果向理事会下一届会议报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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