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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说明

贸易和发展理♦ 会第十六次年度报告，是按 照 1964年 1 2 月 3 0 曰大会第

货易和发展理♦ 会的前十五次年度报告载于《大会正式记录》的补编如下：

大会 补编

年度报告 起 途 日 期 届会 号数 文件号巧

第 1次 19 6 5年 1 月 1 日至 

1 0月 2 9 日

20 15 A/6023/ï^ev  1

第 2 次 1965年 1 月 3 1 日至 

1966年 9 月 2 4 日

21 15 A /6315 /^e v  1 
和 C 0 r r. 1

第 3 次 1966年 9 月 2 5 日至 

1967年 9 月 9 日

22 14 A/6714

第 4 次 1967年 q 月 1 0 日至 

1968年、9 月 2 3 曰

23 14 A/7214

第 5 次 19 68年 9 月 2 4 日至 

1969年 9 月 2 3 日

24 16 A/7616  ^COrr  2

第 ê 次 196脾 9月24日至 

1970年 1 0月 1 3 曰

25 15 A /8015 /^ev  1 
和 COrr. 1

第 7 次 1970年 1 0月 1 4 日至 

1971年 9 月 2 1 曰

26 15 A/841 5 /^ev  1

第 8次 1971年 9 月 2 2 曰至 

1972年 10月 2 5 曰

27 1 5 A/8715 /R ev  1 
和 COrr. 1

第 9 次 1972年 1 0月 2 6 日至 

1 9 7 3年 9 月 1 1 曰

28 15 A/9015 /R e  V. 1

第 10次 1973年 9 月 12日至 

19 74年 9 月 1 3 日

29 15 A /9615 /R ev  l

第 1 1次 1974年 9 月 1 4 日至 

1975年10月 2 日

30 15 A /10015 /^e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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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X IX )号决议的规定向大会提出的，这份报告g的起讫日期是197碑 11月 

2 4日至1980年 9 月 ...，日，内载 1980年3 月 1 4 日和2 0 日举行的第十一 届特别 

会议的报告，、 1980年3月17日至2 6 日和1980年 9 月 15日至2 6日举行的第二 

十和二十一届常会的报告、

在理事会第十一届特别会议和第二十届常会举行以前的这段期间，理事会的下 

列附属机构举行了会议，俘情如下：

名称 届次 曰期 报告文件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組 第一届会议 1980#3月3£^-12日 TD/B/800

， （续 ）

年度报告 

第 1 2 次

第 1 3 次

第 1 4次

第 1 5次

大会  补编 

起 讫 日 期  届会  号数

1 9 7 5 年 1 0 月 3 日至 31 15

1 9 7 6年 1 0 月23曰

1 9 7 6年 1 0 月 2 4日至 32 15

1 9 7 7年 9 月 1 0 日

1 9 7 7 年 9 月 1 1 日至 33  15

1 9 7 8年* 9月 1 7 日 

1 9 7 8年 9 月 1 8 曰至 34 15

1 9 7 9年 1 1月 2 3 日

文件号妈

A /3 1 /1 5第一卷和 

GOrr 1和第二卷

A /3 2 /1 5第一卷和 

COrr 1和第二卷

A / 3 3 / 1 5 第一卷和 

COrr 1和第二卷 

A /3 4 /1 5第一卷和 

第二卷

为了技术上的原因，本报告分两卷印发—— 第一卷载有理事会第十一届特别会 

议和第二十届会议的报告，第二卷载有理事会第二千一届会议的报告。

原编以 I D /B / 7  97 -f文件印发》

原编分别以T 7 98fPT23/V....号文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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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的下列附属机构定于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之前开会 :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二届会议；

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第九届会议；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第一届特别会议；

无形货身和货易资金委员会，第九届会议，第一期； 

制成品委员会，第九届会议；

航运委员会，第九届会议。

这些会议的详情将在第二卷的卷首语中列出 .

xiii



第 一 部 分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十一届 

特别会议的振告

1980年 3月 1 4 日和2 0 曰在日内瓦万国官举行



导 言

1 . 联大在其关于筹备制订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1979年 1 
月 2 9 日第3 3 /1 9 3 号决议中，规定了制订八十年代新战略的程序，联大在第321/ 
1 9 3号决议的第一节第1 段中，确认新的国际发展战略 应该按照新的国除经济

秩序的纲领拟订，以达成它的目标为方针，联大在第二节■第 1 0段中除了别的以外， 

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对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筹备工作作出切实的赏献，按 

照该决i义所述目标提供技术投入，包括有关的文件，

2 . 联大張据第3 3 /1 9 3 号决议设立的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在1979

年 9 月 1 7 日至2 1 日举行的第三届会议上，请贸发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就对于制订 

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贡献作出必要安排，并将该项贡就送交委员会下届会议，

3 . 贸身和发展理事会关于货发会议对于制订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赏献的1979 
年 1 0月 2 0 日第189(x：I X )号决议，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召集一个开放给贸发会议 

全体成艮国参加的政府间商级小组，就贸发会议对于制订新的国除发:展战略的貢献 

拟订一个草案，并决定由贸发理事会第十一届特别会议审议和翁情通过该项貢献， 

理事会还决定，在拟订贸发会议的貢献时应根据贸发会议的职权范围和联大第3 3 /  
1 9 3号决议、特别是其中第一节的目标范围和方针，

4 . 联大在其1979年 1 2月 1 9 日关于对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提议的第3 4 /  
2 1 1号决议中，重申其第3 3 /1 9 3 号决议，特别是其中一项决定， 即认为新的国 

际发展战略的一个优先目标是在可以预计、趣续不断和日益可本的基础上，大幅度 

增加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资源，

5 . 根振货发理事会第1 8 9 U IX ) 号决议召开的货发会议对于制订新的国际 

发展战略的赏献的政府间高级小组于1980年 1 月 2 8 日至2 月 5 日举行了第一届 

会议， 1980年 3 月 1 0 日至1 3日举行了第二届会议，

6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十一届特别会议于1980年 3月 1 4 日由贸发理事会 

十九届会议主席法农先生（新西 兰》主持召开，第十一届特别会议維后于1980年 

3 月2 0 日举行会议，由当选贸发理事会第二十届常会主康淫尔吉斯先生（ 牙利） 

担任主席，



第 一 章

贸发会议对于制订联合国第三♦发展十年 

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货談

( 议程项目2 )

7 . 主席在开幕词中指出，召开贸发理事会本届特别会议的唯一目的在审议贸 

发会议按照联大第3 3 /1 9 3号决议对于制订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赏献*
8 . 贸发会议对于制订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贯献的政府间高级小组主库介络了 

高级小级第一和第二届会议的报告（T D /B /785和 ÏD /B/791 ) , * 他说，高级 

小组在其全体会议和联系组中都讨'论了贸戾会议对于拟订新的圓赌发展战略的赏献 

的本案， 由于时间不够，讨论没有取得结论* 不过，高缓小组赞同政府间最不 

发达国家问题小组通过的建议，并同意这些建议应成为贸发会议对于新战略的赏献 

的一部分， 高级小组还同意，贸发会议就各项问题正在进行的政府间谈判应该避 

续 , 并必须使其尽早顺利结束*
9 , 政府间最不发这国家问题小组主席介紹了该小經第三届会议的报告（TD/ 

B/Y87 ) / 他指出该小组第三届会议非常成功* 小組听取了援助国和最不发 

达国家许多令人鼓舞的发言，其中谈到它们正在采取什么步骤执行《应急行动方案》 

( 1 9 7 9 - 1 9 8 1 ) ,并谈到它们对于《八十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的支持，小 

里的这一届会议充满了合作而具有建设性的精神，最后一致通过了四项重要的决议 

( T D /B /7 8 7 ,附件一），

1 0 . 题 为 " 列入联合国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建议"的 

第 6 ( 工1工》号决议的案文与贸发理事会本届特别会议特别有失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一届特别会议，附件》，议程项目2 ,  
文件 T D / B / 785 和 T D / B / 791。

同上，议程项目2 , 文件T D /B /787。



11，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介绍了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新的综合性新行场纲领 

高敦专.家级的报告（TD/ B/ 775— 17/ 13  ) ,  ’ 他指出贸发会议关于 

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综合性新行动纲领的第122 00号决议第三卞曾要求贸发理事会 

审议高敦专家组的建议，并审议核准的支援爱不发达国家的战略的背棄研究报告、 

需要、特别措施和其他要素• 高级专家à 的报告具有重要的实质性内容，在进一 

步拟订综合性新行动纲领和筹备联合国最不发达厘家间题会议的工作中，将趣续发 

挥有益的作用， 背棄研究报告 ( 清单载于T D / V 7 7 5 ,附件四）也同样有用，

区域集a 的发言

12. B组发言人说，政府间高级小缴开始工作时，B组就曾经指出，它非常重 

视制订新的国际发展战略， 他感谢七十七国集团和D组提出的明确的文件（TD / 
B / 7 9 1 ,附件一和二）， 在介绍B组提出的文件（T D /V 791 , 附件三）时， 

他说，新的战略必瘦为促进合作努力提供一小共同的基础，以便加速发展，减轻世 

界的資穷，为建立一小更有效、更公正和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贡献， 为了实 

现战略的目的和目标，必瘦就这些目的和目标的性质以及达到它们所需的政策措施 , 
达成广泛的协议， 在这方面，必须仔细阐明对内政策努力和对外政策措族之间和 

这两者与上述目杨之同的联系和机制，

13. S组有鉴于此 , 认为必嚴指 ffi, —个有效的、不断增长的和日益稳定的世 

界经济可大大促进发展中画家的努力，使它们能够在第三个发展十年内加强它们的 

经济并使其多样化，提高其人民的生活水平， 为此，国际社会应当集中注意促进 

必要的结构变革，以便建立一种有效的和不断场长的世界经济、扩大发展中国家在 

国际体系中所起的经济作用、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能够真正有所改善，

B组还认为，要终全任何一个SI家的经济都不能海开其他国家而独立地进行，并认 

为必嚴加强所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援助一 按各国本身的能力对此作出赏献，

同上，议程项目2 , 文件T D /B /775。



是改41世界经济关系以及在# 界经济的结构和平街方面实现对俊此有利的改革这个 

共闻目标所必不可少的 .
1 4 . 在贸发会议职权范围内，新的战略必须以下列原则为指导：

( a ) 战格的各项目标必须宏伟而又实除可行，彼此连贯，考虑到日益相互 

依存的国除经济所面对曲问题，例如：在资金、商品、贸易和制成品 

等方面；

( b )在经济横长目标和人类福利目标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应特别注意增 

加有生产效率的就业机会；

( C ) 在参加度展过程和国膝经济制度的所有伙伴的承诺和任务之间取得适 

当的平衡Î
( d )发展中国家对它们本国的发展负起主要的责任；

( e ) 作出有效的努力，便利资金（包括官方发展援助在内）流入发展中a  
家；

( f ) 实♦ 求是地承认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别以及它们的不同需要，特别注 

意使低收入国家进展更快；

( g )作出有效的努力，使发展合作及援助能够符合具体的、国除议定的优 

先目振；

( h )承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和资金流动，以及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货易和资金流动，对这西组国家彼此有利；

( i ) 所有国家都有责任趣续努力，加强和保持开放的世界贸易制度Î

( J )作出有效的努力，扩大制成品和以资源为基袖的产品的出口，执行贸 

发会议第93 ( IV )号决议所议定的商品综合方案；

(1 ^承认市场力* 在持续不断的调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1 5 . 印度代表以七十七国集团名义发言，对 B组提出的文件（T W 7 9 1 , 附 

件 三 ），表示感谢， 他感避D 组在政府间高級小组第一届会议提出了文件（T D / B /  

7 8 5 , 附件三），在第二届会议又增添了文件的内容（T D /V 7 9 1 ,附件二），以



及表示愿意进行有意义的谈判， 他感谢中国代表团对七十七国集因的问题表示了 

解 ，以及表示愿意参加谈判，最后拟定贸发会议对于新战略的貢献 .
1 6 . 七十七国集团提出的文件 (TD/B/791 , 附件一 ) 载有该集团认为联合国 

第三个发展十年所必需的一» 方案 . 他在列举该文件的若干重点时指出，文件 

分析了联合頭第二个发展十年的成果，认为这小十年的目标并没有实现，结果是世 

界上的问题更为严重， 在第二个十年结束时，不均衡现象更为显著，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比在十年开始时更加 !̂"大. 因此，同第二个发展十年时相比 , 
必绩用更大的速度、更大的注意力解决这些问题 . 七十七国集因认为，当前困扰 

世界经济的问题不是周期性的，而是世界经济制度严重失调及其基本缺陷所造成的>

消灭資穷固然是很崇高的目振，但更重要的是整♦ 国际社会、各国家集团和各个国 

家应该认真设法缩短差距，消除世界制度中的失调现象，以期在第三个发展千年结

束时能够造成比较公正、比较平等的形势 . 只接袖迷缘性问题是不够的，真正需

耍的是彻底调整体制，彻底改变世界经济基础 .这个调整改造过程应该钟对七十

七国集因文件提出的目标.这份文件就贸发会议所厲各部门以及与这些部门密切

相关的其他部门的方案， 目标和准则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例如，文件具M 议要

调整商品市场，增加商品在发展中国家的加工，保证发展中国家能够更有效地控制

商品的加工和加工后的产品 . 文件还强调，必翁大幅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制成品的

生产和贸易中所的比重，在货市和金殺方面，七十七国集团的分析指出，问题在

制度本身而不只是程序的问题， 因此，虽然应要改善程序，但基本上应该改草制 .

度本身•
1 7 . 七十七国集因认为，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是第三个发展十年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环虽然这方面的务力主要应由发展中国家本身承担，但塞小国际社 

会必须创造使这种努力得以成功的气氛，

1 8 . 七十七国集团感到遗憾的是，政府间高级小组无法以协商一致意见的方式 

向贸发理事会本届特别会议提出最后的建议* 七十七国集团尽了嚴大的努力来徘 

除一切困难，因为这项貢献是七十七国集团极为关注的问规• 七十七国集团在会



议开始时提出了一个文件，但液后并无法按照希望进行切实的谈判， 不过，三个 

集团提出的文件是很重要的贡献，他希望以后可以好好利用，

19. 他建议把政府间高级小組的报告及其附件送交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 

会第五届会议 .
2 0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以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却牙利、蒙古，波兰和乌充兰的名义发言时说，鉴于货发会议 

能够并且应该对制订八十年代国际发展战略作出切实的贡献，社会主义国家尽力以 

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了这项工作，

2 1 . 为了协助贸发会议对此问题作出有效的貢献，社会主义国家各代表 ®早  

在 1980年 2 月 1 日就已向政府间小组提出关于知何拟订这项贡献的具体建议( Ï Ü /  

B / / 7 8 5 ,附 件 三 在 随 后 审 议 该 问 题 时 ，它们所采取的行动也都以此目的为根 

据，

2 2 . 政府间小组的工作成果反映了三个国家集团对于审议中问题所采取的态度。 

在 提 出 的 文 件 之 中 有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代 表 团 详 细 陈 述 其 立 场 的 文 件 , 附

件二 ），该文件是有关国家在小组第二届会议期间提出的•
2 3 . 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仔细地研究了七十七国集团提出的建议，并且注意到那 

些旨在合理地真正调整现有 .国际经济关系的建议。在这方面，必须指出的是，这些 

建议中有些，段落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当世界中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制 

度以及根本不同的处理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途径和办法，社会主义国家深信，贸发 

会议对新战略的贡献应决定于它作为世界性机构的职权，其主要任务是Æ进国际贸 

易在一切流通方面的发展及有关领域的发展，

2 4 .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认为， 新战略座旨在促进所有国家—— 不管其社 

会和经济制度如 何 一 之间基于平等互利的国际贸易一切流助的正常化和发展，作 

为加速世界经济发展、起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 它座旨在消除国际 

货易中的校视和任何其他人为障碍，以及国碌经济关系中任何形式的独裁和:剥削，

2 5 . 他强调, 企图以强者和支配者的地位用非法的经济抵制和封销方法解决国 

除经济关系中的问题，是不得合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国除贸易和经济合作的目标 

的， 这一点必须反映在专门讨论八十年代战略问题的文件中 .



2 6 . 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八十年代战略应该包括在国际一级和国家一级拟订管 

制跨国公司活动的播施，以消除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经济、社会和政治情况 

以及对整个国际经济关系的有害影响，

2 7 . 他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新战略也应旨在加强国际 

合作，以期解决国际贸易中各小贸易部门现有的问氣

2 8 . 提倡国际贸易正常化和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设法使这 

一̂ 程得到全面执行，即把它扩大适用于主要的国际贸易流动和经济关系，包括社 

会和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 

础上，摆脫艘视和一切人为障碍，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 

应以下列需要作为起点：给予它们之间互利的合作新的推动力，继续护*大这种合作， 

加强相互的联系，对它们在长期和稳定基础上发展国际分工作出贡献*
2 9 . 联合提出文件的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八十年代可能标志着在公正民主基础 

上调盤国际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和在加速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 

展方面的一小重要阶段， 它们准备为这些目标的实现以及为《联合国第三个发展 

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制订继续努力，

3 0 . 中国代表说，政府间高级小组虽然举行了两届会议，但未能就贸发会议对 

制订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贡献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令人雄到失望。各个集团提出的 

文件，只能代表各自的立场。但就贸发会议的赏献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制订新 

发展战略是八千年代的一•件大只有在有关各方真诚合作的情况下才能有良好的  

结果，中国代表团的立场已在两届政府间高级小组会议上作了说明，中国准备对下 

一•步的任何行动采取积极参与的态度，

在辩论时的发言

3 1 . 西班牙代表说，西班牙政府深信技术是所有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支 

柱，它本国最近的经验表明，技术转让是自力发展过程所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 

因此，它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努力，以便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加速它们 

的技术改革，总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新的和相互同意的基础，确保技术转让能够较顺



利地进行，并提高其明朗度，在这方面，他本国政府认为，应扩太区域一级和国际 

一级的合作，审查由于技术人员外流所引起的间题，因为人材外流的实际后果，就 

是他们并不是为他们本国的发展作出赏献。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渐 

进办法，这不仅仅是一种表面性改变现状的办法，而座当利用国际社会在联大和其 

他会i义上通过的许多决议所提供的机会，采取行场，他本国政府认为，在斩的战略 

中列入这种 3̂ 法̂不但是适当的而且是应该的，不充务考虑i 技术问题是不现实的， 

也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这就是为什么西班牙代表团不能支持B想文件 

( TD/B/791 , 附件三）第三节的原因，

32 . 土耳其代表说，各国的不同发展水平，很自然地反映在分折经济问题和采 

取解决办法上面。因此， S 组提出的文件（T D /V Y 91 ,附件三）并没有谈到土耳 

其认为重要的某些问题。

3 3 . 最近的经验表明，世界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并不能单纯地用当前不利情 

况的暂时性影响来加以解释。造成这种因难的是更深一展的结构性的原因，因此需 

要对世界经济作出公正的、平衡的和互利的变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这应 

得到特别的优先一对塞个世界的经济包括工业化® 家的经济会起有利的影响•. 
应在八十年代加强这方面的努力。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是解决国际经济问题所必 

不可少的，国际社会应为此作出赏献；土耳其非常重视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方案，

3 4 . 初级商品出口收入对发展中国家至力重要* 在制订新的战略时，应特别注 

意补偿性资金供应，以稳定商品价格和弥补发展中国家收入方面的赤字 *加强发 

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极其重要。这需要度展中国家本身之间 

的协调行动，并特别需要工业国家的合作•在这方面,战略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技术 

反向转让方面所蒙受的损失。

3 5 . 利比里亚代表说，他希望把这一点列入记录：利比里亚政府对七十七廣集 

a 提 案 （T D /T 9 1 ,附件一）第 86 (0)段表示保留， 虽然它完全雙成七十七国集团 

在提案中所表示的其他意见， 该段谈到开放登记业务的问题，利比里亚政府表示 

保留的主要理由载于高级小组第二届会议报告的第8 段 （T D ^y791) . 利比里



亚代表团在讨论开放登记业务和一般性航运问题的避当机构内过去和将来都要趣续 

说明它表示反对的技术性理由，

36，巴舍马代表回顾说，巴拿马代表团曾表示对七十七面集团立场文件（TD/ 
sy791 , 附件一)第六节 " 运输 " 中的第86 (C)段有保 留 . 巴拿马代表团已在七 

十七国集团的全体会议上说明了作这项保留的若干理由，在政府间高级小组第二届 

会议上又曾加以补充(TD/Bx^9l) , 今后会继续在适当机构的会议上提出更多的 

理由，

3 7 . 菲律宾代表赞同七十七国集a 发言人的发言。他对B组提出的文件表示感 

谢，并指出B组提出的慨念中，有一项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它们本国的发展负主要 

的责任。其实发展中国家代表早在1967年 10月便在阿尔及尔会议提出了这个慨 

念，事实上也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在谈判努力中所遵循的最重要原则，他认为B组提 

出的所有慨念，在拟订新的战略的共同努力中，可作为有用的指导原则*
3 8 . 他指出政府间高级小组的任务是制订贸发会议对新的战略的赏献，而不是 

提出各♦ 区域集团的赏献—— 这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此外，除了 D组之外，各个区域 

集a 的赏献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不知道大家是否应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就货发会议

的赏献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而不是未能运成协议就算了•
3 9 . 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南斯拉夫、埃塞饿比亚、苏丹、中国、加纳、新加 

坡和伊拉克的代表支持菲律宾代表的看法。他们对政府间高级小經的工作未能达成 

一致意见感到非常失望，并认为座当花更多的时间设法达成协议。

4 0 . 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萨尔瓦多、墨西齋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代 

表认为，问题不在于缺乏时间，而在于S组缺乏在政府间高级小組两届会议上进行 

切实谈到的政治意愿• 他们认为， 各区埃集团的立场文件应该按现有形式送交 

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

41 . B级发言人说， B组在政府间高级小组进行辨论时，曾提出一份文件， 

其中载有B组国家对于贸发会议职权范围内某些领楼的般性看法，不过，正如政 

府间高级小组的主席指出的，由于跌乏时间，无法进行切实谈判，因此，他赞成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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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国集团发言人的建议，把提交政府间高级小组的所有立场文件送去组约。不过 , 
如果有关各方愿意 , B组也不反对继续在日内瓦进行工作，

4 2 . 联合王国、 比利时和奥地利的代表认为，所提出的各点需要进一■步考虑， 

必缴给他们一些时间，才能对今后的行动作出最后决定，

4 3 . 菲律宾代表建议，理事会应同时作出两项决定：H 把七十七国集团、 B组 

和 D组的文件送去组约，并说明高级小组将继续进行工作；(=)决定再召开一次高统 

小里的会议，由贸发会议秘书长同有关各方进行适当的协两，决定下一次会议的时

理事会第十一届特别会议第二次会议

44. 1 980年 3月 2 0 日，理事会第五三二次会议（第十一届特别会议第二次 

会 议 ）上，车席询问，由于对如何进行贸发会议对制订新战略的贡献这件工作一事 

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有无任何集团建议"货发会议对于制订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赏 

献的政府间高级小组 " 再开一届会议？

4 5 . 萨尔瓦多代表以七十七国集团的名义说，鉴于无法就各区域集团提出的文 

件进行谈判，七十七国集团要求把这些文件正式送交筹备委员会，作为贸发会议对 

制订新战略的貢滅，这样也有助于执行一星期前在组约举行的七十七国部长级会议 

所 决 定 •

瑰事会采取的行教

4 6 . 理事会根掘主席的建议，注意到贸发会议对于制订新的国膝发展战略的貢 

献的政府同高级小组第一、二两届会议的报告及其附件[ 文号分别为TD/B/785 , 
T D /B /7 9 1和 Add.l } . 决定把这些文件和理事会第十一届特别会议的报告一 

同送交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作为贾发会议对制订新战略的貢

t .
4 7 . 理事会注意到政府间最不发达国家问题小组第三届会议的报告（T3VB/ 

7 8 7 ) 和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综合性新行动纲领高级专家组的报告（T3VB/775) , 

并决定把这两份报告也送交筹备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作力背景文件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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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 菲律寒代表说，他希望记录下这件事实：各区域集团的文件在形式上和实 

质上都互相矛盾，菲律宾代表团很怀疑是否能把这些文件称为贸发会议对于制定联 

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战略的贡献， 他完全同意把这些文件送交筹备委员会，以表 

明各方面至少曾试图傲出赏献，使他担心的是，是否把这几份互相矛盾的区域集团 

文件视力贸发会议的貢献》 至于理事会决定中的措词，他以为最好只说把这些文 

件提交筹备委员会，如果该委员会讨论到贸发会议所做貢献问题 , 则供其审议*
49. _如纳代表说，加纳代表团并不想風止关于结束贸发会议对新战略的赏献这 

项工作的一致决定，但对于这种把各区城集团的文件收集起来，既不说明也不认真 

讨论就寄往组约的做法，加纳代表团有保留，而且要把这种进行拟订贡献工作的方 

式，通知纽约的加纳代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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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组 织 事 项  

A. 会议开幕

5 0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十一届特别会议于1 9 8 0年 3 月 1 4 日由货发理事会 

十九届会议主廣法农先生（新西兰 ) 主持召开，第十一届特别会议隨后于1 9 8 0年 

3 月 2 0 日举行会议，由当选贸发理事会第二十届常会主鹿淫尔吉斯先生（Mr. J.  
Hyerges  , 却牙刑）担任主鹿 .

B. 通过议程和会议的组织安排 

(议程嗔目 1(a))

51 .  1 9 8 0年 3 月 14 H , 理事会第五二七次会议通过了理事会第十九届第一 

期会议核准的临时议程 / 作为本届会议的议程。通过的议程（T D / ^ / 7 9 3 )如下 :

1 , 程序事项：

( a ) 通过议程和会议的嚴织安徘：

( ^ ) 划分贸发会议新成员国的选举組别；

( 0 ) 公布理事会成资的变动；

( d )通过全权证书的审查振告•

2 . 贾发会议冗于制订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新的®际发展战略的赁献。

3 . 其他事项，

4 . 通过理事会提交联大的报告 ，

5 2 .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同意在全体会议上审议议程项目2 ,

参阅《大会正武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 5 号 》（A / 3 4 / 1 5 , 第 . 

卷，第一部分，第 3 4 9 段和附件四 .

- 13 -



C. 划分贸发会议新成员国的选举组别 

~ ( 议程项目 1 ( …

53. 1980年 3 月 1 4 日， 理事会第五二七次会议决定这一事项应由理事会第 

二十届常会在其临时议程项目8 (a)下加以审议•

D. 公布理事会成员的变动 

( 议程项目 1 (0一)

54. 1980年 3 月 1 4 日， 理事会主席在第五二七次会议上确认载于理事会第 

十九届第一期会议报告的理事会成员名单（121个成员国）/

E , 通过全权证书 的 ,查报告 

( 议程项目m )

55 . 1980年 3 月 1 4 日， 理事会第五二七次会议通过了主席团关于全权证书 

的报告（TD/B/T92 ) 。

î * .成员和出席情况6

5 6 . 理事会下列成员国浪代表出席了第十一届特别会议：阿尔及利亚、阿根廷、 

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 比利时、贝宁、破利维亚、 已西、保加利亚、布隆 

迪、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智利、 中国、資伦比亚、古巴、捷 

克斯洛伐克、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埃塞饿比亚、 

芬兰、法国、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 

拉、圭亚那、洪都拉斯，却牙别，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 

意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肯尼亚、科•威特、黎已嫩、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 

马来西亚、马耳他、墨西哥、摩洛哥、荷兰> 新西兰、尼 H利亚、挪威、阿曼，Ë基斯坦、

同上，附件六。

与 会 者 名 单 见 •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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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游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罗马;^亚、沙特阿拉 

伯、塞内加尔、新加被、索马里' 西班牙、斯里兰卡、 苏丹、苏里南、墙典、墙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春国、特立尼达和多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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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联合首长国、大不 

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落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 美利坚合众 

国、上汰尔特、乌拉圭、委内墙拉，南新拉夫，札伊尔•
5 7 . 下列贸发会议其他成负® 派代表出席了本届会议：教廷，纳米比亚，

5 8 * 非洲经济委贾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嚴代表出摩了 

本届会议，

59- .下列专门机构滅代表出库了本届会议：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税及贸身总协定也浪代表出席了本届会议，

6 0 . 下列政府间组织滅代表出康了本届会议：非洲开发報行、. 经济互助委员会、 

阿拉伯经济统一■理事会、海关合作理事会，改洲经济共同依阿拉伯国家联盟、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非洲统一组织，美洲国家组织、 中美洲经济一体化总条约常设秘 

书处，

6 1 . 下列非政府组织浪代表出席了本届会议：

普通类 : 阿拉伯国家工农商会总联盟、 国际律师协会、 国际商会、 国际基 

有•教商业行政人员联合会、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国际法协会、 

世界劳工联合会、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和平理事会》

特别类 : 改洲和日本国民船东协会理事会*
6 2 . 非洲人全国委员会和爱国统一阵线浪代表出席了本届会议 /

根振联大第3280 ( XXIX)等决议邀请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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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通过理事会提交联大的报告 

( 议程项目4 )

63, 1980年 3 月 2 0 日，理事会第五三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十一届特别会议的 

振告，稿，并授权报告员掛翁完稿，

H . 会议闭幕

64. 1980年 3 月 2 0 日第五二三次会议上，主席宣布贸易和发展理亭会第十 

一届特别会议闭幕,

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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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贸发会议秘书处已向第十九届会议提出一报告，并且向本届会议提供了进 

一 步 资 料 （T D /B /7 5 7 /A d d . 1 ) /

13 . 理事会已收到秘书处关于多这货易谈判结果的报告（TD/5/77S和 Add.l和 

Add. 1(Summary)和 Cert. 1 )。这些谈判作出的决定，已经在总协定内开始执行，’他已经 

写信给总协定总干事，强调贸发会议参与该项工作的必要性和有用性。

1 4 . 他指出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是理事会的# 一个议题，并指出，讨论这 

方面若干优先领域的发展中国家区填间会议原来定在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之间举行， 

现在是和理事会同时举行。

1 5 . 议程上的月一个重要问题是贸发会议工作合理化的问题。货发会议机构合 

理化问题特设政府间委员会的报告（T D //B /7 8 6 r载有各集团提出的宝责建议，但 

是没有1 必要的确切¥ ；É送成协商一致意见。这个问题值得详细审议，可能需要第 

二十一届会议进一步审议，但由于某些决定可以立即作出，理事会不访这么做 一  

个有关问题是要求他同联合秘书长协商，看看如何使贸发会议在会议服务、预算、 

財政、工作人员和行政等事项上能够有更大的灵活联合国秘书长表示，他赞成 

在这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 在纽约举行了一次高阶层会议，比较技术性的讨论 

目前正在进行中。他希望能够向理事会下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协商结果的报告。

1 6 . 本报告记载了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的经过情况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千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4 , 文件TD/ 
B /7 5 7 /A d d  1。

同上，议程项目7 , 文件 t ；d / b / 7 8 6 。

理事会全体会议的较详细记录，参闻第五二八次至第五三一次和第五三三次至 

第五三六次会议的筒要记录（TD/'B/SR. 52S — 5 3 1 和 sr. 5 3 3 -5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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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以 各 区 域 集 团 名 义 作 出 的 一 般 性 发 言 和 其 他 发 言

1 7 . 在本届会议期间，各区域集团的发言人和某些代表团对理事会议程±的几 

个或所有的实质性项目作出了一般性的发言。以下 1 8至 5 5 段刊载了这些发言。

A . .以各区域集团名义作出的一般性发言

1 8 . 七十七国集团的发言人指出，议程上的实质性项目体现了世界社会在目前 

和在较长的时期内很多基本的关心事项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面临的 

主要问题， 特别由于它们目前的经济困难同当前国际分工和当前国际贸易，货币 

和金融系统的基本结构不平衡之间的关系，这些项目也体现了与发适国家有重大关 

系的问题 .
19 . 联舍国第一个发展十年和第二个发展十年没有达到主要的目标;这是众所周知的 

事实 . 过去两个十年期的国际经济政策缩短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和这到长期增长的可能目前特别受到了当前畴形的 

世界经济的限制， 目前国际经济政策的各种限制以及国际经济系统实行方面的  

不乎等和不平街，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障碍，

2 0 .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说，国除社会认识到世界经济的结构和国际经济关系 

的体制基础需要作根本的改革， 这一认识反映在19 74年联大通过《建立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宣言》和 《行动纲领》第 3201 ( S-VI  )和 3202 ( S—VI )号决议一事 

_ h 不过，关于评价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的进展，七千七国集团只能表示深切的 

不满。 虽然发展中国家在关于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谈判上曾作出很大的努力， 

但由于发达国家方面缺少政洽意志，未能取得任何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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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他指出，在内罗毕举行的第四届货发会议开始了关于新国际经济秩序的若

干重要方面的谈判过程，如商品综合方案和共同基金、技术转让行动守则和制订公

平的原则和规则来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 不过从那时候以来，大家、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普遍对这些谈判的缓慢进展感到不满，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姨少政治意志。

不过他承认有少数庚达国家已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已在某些指标、主要是数量指

标方面采取建设性行动。 七十七国集团很政實这种积极态度，希望这些国家对结

构改革需要也采取这种态度，同时希望其他发达国家仿效这种态度。 他表示， 目 

前进行的谈判得到圓满的结果是不足以令人满意的，但可以提高信心。 还需要在

国碌经济关系的其他领域中取得进展，才能保证国际经济合作领域中新的比较建设

性阶段的开始， 第五届贸发会议通过的补充措施和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制订，为

国际社会更决定性地朝向实现新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提供了极难得的机会0

2 2 . 在七十年代后期，国际经济气氛变得很恶劣，发展中国家受到持续的经济 

危机的影响最严重 ;这种危机的特点是发生重大的结拘混乱，国外支付能力出现空前 

的不平衡，货币领城发生很大的波动和非常不稳定， 危机对发展过程产生的不利 

影响，突出了现有的国际经济制度不能够向发展中国家的发畏工作提供适当的支缓。 

这些国家的贸易条件继续恶化，因此，它们的出口收入的购买力下降了， 同时， 

它们对发达国家出口的价格有很大和很持续的波动， 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还要应 

付日益增加的外债负担，而且它们的国外支付面临严重和越来越大的不平衡.市  

场缺乏薄性表现于发达国家日益高涨的保主义 . 此外，为减轻各种问题而特别 

通过的政策性措施结果将调鉴问题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使情况进一步恶化的是，

在所有的国际经济合作鄧门，发达国家并没有按照非互惠原则向发展中II家提供优 

惠待遇•

2 3 . 最近，军备竞赛越来越厉害，每天花在武器方面的费用已经超过十亿美元， 

可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外提反而减少了 . 这点不但使人关注、还使人担忧， 如果 

将用于购买武器的那一大笔赛用转用于支捷不新消除较贫穷ü 家遭受的不幸的方案， 

在几年内就可以根除饥饿、营养不良，疾病、愚昧和失业等等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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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 困难的国际经济局势特别加剧了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和 岛 发 展 中  

国家以及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面临的特殊间题。

2 5 . 多速货易谈判的成果并没有充分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愿望，对这些成 

果加以审查，考虑到这些利益是绝对必要的。 在这项新的评价中，贸发会议最好 

对每一项的协议进行深入的研究。 必须在相同的范围内，对发展目林之间的矛盾 

和发展目标同保主义之间的矛盾加以分析。

2 6 . 国际经济结构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必须采取意义深远的措施来管制国际贸

易制度的度展。 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是：增长的前景不稳定、国际分工越来越不

正常和结构缺乏弹性、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采取保护主义日益增加， 当前的经济 

危机不是一种周期现象，而是结拘不平街和混乱的一种征象。 因此， 改革国除

分工，并以适当地改变国际经济关系的体制结构作为一种辅助，就无法解决世界经

济一^史面临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 为了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发展和恢复世界经济整体的长期增长能力，对世界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是必要的。

因此，新的国碌经济政策必须侧重展开认真的行动和谈判，力求改革现有的国际经

济结构，使其能够充分支援发展过程》

2 7 . 由于这个原因，发展中国家在它们关于執订贸发会议对制定第三个发展十 

年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贡献的建议中曾强调，如果要取得真正和重大的进展，争取 

建立一个新的国除经济秩序、包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实现世界经济作为整体 

的增长能力以及按照所有国家集团的利益使世界经济制度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必 

须对当前的国除机构、制度和程序，更具体地说，必须对三个相互密切有关的领 

城进行根本的改革。 第一，必须对进行国际货易的机构作出重大的改革以及加紧 

努力、改革商品市场和货易。 第二，必须采取行动改革国际货币制度和建立新的 

国嘛经济秩序，这两项工作至今还没有做到。 由于发展中国家使用发达国家的一 

些货币作为贸易和储备货市，所以仍然受到发达国家出口的通货膨服的影响。 国 

际货市制度的改革必须帮助扭转这种情况并使汇率更加稳定；必须采取一种办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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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加国际货市基金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 因此，必须紧急地 

执行大会和贸发会议有关的决议，特别是大会第3 2 /1 7 5 、 3 4 /1 9 7 ^ 3 4 ^ 2 1 6  
号决议，贸发大会第128(v》号决议和理事会第144(X V I)号 决定， 第三点与

发展中国家本身有关、. 那就是，这些国家必须按照集体自力更生的原则加强它们之 

间的经济合作*
2 8 . 他又说，七十七国集a 非常重视技术反向转让的不利方面* 加强发展中 

国家的技术能力和这些国家的技术改革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支援 

必须在这方面作出补偿性的安排，

2 9 . 关于国际运输问题，必豕进行结构改革，以便在国际货易的货物运输方面 

就产生的货运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更大的份额，使这些国家能够将外汇开支减至最低，

3 0 . 在改革世界经济结构的范围内，有两件事情是需要本届会议加以特别注意

的， 第一件是，在贸发会议内设立一个道当的机构、保证发达国家在贸易、货市 

和资金的相互有关领域采取的经济政策得合国际商定的长期发展目标和国际经济关

系的改革， 第二件是制定管理国际贸易和货币及财政关系的新规则和原则《

3 1 . 关于这点，已经对各项有关的间题提出了相当多的建议，如果世界社会通 

过这些建议，可以对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取得一些进展。 很多人不满意债权国 

按照理事会第165 (^ 1^：)号决议的规定、为嚴行它们作出的明确承诺至今采取的 

措旋。 在理事会上一届会议以后，尽管有些债权国表示了愿望，值是主要的债权 

国缺乏必要的政治诚意来执行它们对该决议承担的义务， 因此，他本集团愿意重 

申和强调，在峡视性基础上给予减让的发达国家被坏了决议À部分的精神，无视了 

就该决议对于 " 较穷的发展中国家 " 的解释而诚意地达成的谅解，

3 2 . .当然，债务减免措施与今后重新安排债务的任何特点协定的可讓性有间接 

的关系， 他希望大多数的发达国家能够对第165 (S—IX )号决议称为 " 较穷的 " 

国家的使务国表示最大的善意，

3 3 , 该发言人又说，七十七国集S 非常重视拨出充分的资金，来执行贸发大会 

关于对纳米比亚、G勒斯坦、南非和津巴布韦民族解放阵线提供援助的第109(v)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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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 最后，他说，如果要使国际发展合作这个非常的慨念有任何意义、如果要 

防止发展中国家闭关自守和采取一种相当自足的发展方式、因而引起世界经济的严 

重混乱，发达国家必须表现充分的政治诚意，采取认真的措施和谈判，以期建立新 

的国际经济秩序， 关于这点，他本集团感到欣慰的是，为研究世界经济和社会问 

题而设立的最重要委员会之一和他们感到同样的关注；这个委员会刚完成了它的工 

作， 所以，他们和这个委员会一样希望工业化国家能够了解到自身的生存面临危 

险，它们以及发展中国家必颜避免日益逼近的险恶前途* 所以，他们弓I述委员会 

的话说， " 谋求解决办法不是一项善举而是一项相互生存的条件，’。

3 5 . 中国代表说，回顾七十年代，国除经济领域中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 

霸权主义的斗争深入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坚持第六届特别联大《宣言》和 《行动 

纲领》（第 3201 (S—V I ) 和 3 2 0 2 (S—V I ) 号决议）的正确原则，在国际贸易、 

货币金融、技术和航运等重要方面，掉卫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剥削、掠 

夺和垄断，为破除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 

展望八千年代，这种破旧立新的斗争必将继续向，深发展并取得新的胜利。

3 6 . 第五届贸发会议以来，贸发会议主持的各项谈判进展有限。关于共同基金 

# 定的起草工作，有些条敦达成了协议，但一些关鍵条敦还有待进一步封论解决； 

单项商品的谈判除橡胶达成协议，黄麻和硬纤维有所进展外，其他商品谈判远滞不 

前 i . 限制性商业惯例的谈判遇到不少困难；技术转让行动守则已经谈了几年，尚无 

结果；多种方式联运公约至今未达成协议。总之，广大发展中国家关心的这些重要 

谈判仍在缓慢地进行。在审议执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进展情 

况时，ài不能不令人感到失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继续上升，贸暴情况继续恶 

化，购买力下降，制成品出口贸易受到保护主义的不利影响。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 

平等和不平衡是访碍发展的主要障碍。就发达国家的情况而言，经济持续不振，通 

货膨胀，失业情况依然严重。这一切进一步证明，旧的经济结构不仅损香了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胆碍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新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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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秩序更为迫切。中国代表团认为，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速建立新秩序的步

伐 ，不单是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需要，就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来说也有重要意义。

3 7 . 贸发会议是处理国际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讲坛，应在推劫建立新秩序中发

挥更积极的作用。贸发会议在1 9 8 0年召开特别联大以前应该完成共同基金、技

术转让行动守则、限制性商业惯例的谈判工作。本届理事会还应该报据五届贸发会

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就保护主义问题和机构合理化采取有力的后续行动。对不平等、

不合理的经济结拘进行根末改草，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步骤。发展中国

家主张首先就贸易、发展和金融货市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着手进行讨论，使发达国

家采取的政策措施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目标。这一议题过去作了长时间的讨论 ,

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是结构改革的第一步，本届会议应该努力

予以促成。贸■̂ 会议的谈判同今年秋季将在组绝举行ôi全球谈判有密切的关系，它 

们应该是相 '辅相—成的，应当使其彼此协调，相立促进，对解宾南北经济关系'中的问

题作出有益的贡献。

38 . 他强调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要顺利地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就需要有一 

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同时，还必须反对外国侵略、 

扩张、控制和在领。 当前特别是要反对那个自封为 " 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的侵略 

和干涉。中国一贯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 

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建 

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应当紧密团 

结起来，反对垄断和控制，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

3 9 . 中国代表团愿意和大家一道，为 当前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城中存在的问题寻 

找解决办法而共同努力。

40 .  B组发言人指出，国际社会面临的困难非常严重，胆碍了世界经济各部门 

的增长。目前形势的特点是情况高度不稳定，似乎越来越难为通货朦胀，失业、货 

市制度和能源危机等极为困难的问题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



4 1 . 虽然未来的发展尚不明确，寻求解决问题的切实办法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但必须承认，在货发会议内，最近已在若干领械取得一些进展，在终方面，他提到 

贸发会议正在进行但希望不久能够圆满结束一些最重要的谈判， 其中一项是关于 

共同基金的谈判，大家在谈判中都十分努力地工作，希望能消除最后障碍，达成最 

后协议，关于技术转让行动守则和限制性商业惯例的谈判，以及在政府间最不发达 

国家问题小组的谈判，都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已采取了 

一些非常积极的步骤，同时，关于某些商品的谈判也正在向前发展。 B组相信，在 

这些领域可以取得进一步进展，并且贸发会议将能对新的全球谈判作出适当的贡献。 

不过，总的经济形势仍然令人十分担心，当前变化不定的不糖、定情况，使大家对世 

界经济的未来以及对是否能恢复平衡的增长和贸易的扩展，产生了报大的疑虑。

42 . S组知道 ， 许多戾展中国家都因目前不平衡伏况而特别受到打击；其中许 

多国家的国际牧支经常项目出现了严重的逆差，外债日益增加，增长率很低，特别 

是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很低的发展中国家* S组也知道沈其是最不发达国家，长期以 

来都面牆特殊的困难。 因此， B组赞成要推动实现一个有效率的、增长的和日益稳 

定的世界经济，并同意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目标，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使所 

有国家都能发挥其潜力。 S组深信，这个目标可以用平衡的、有条不条的办法加以 

实现。

43. B组相信，在不断变动的世界经济的若干部门中，由于生产、消费和贸易 

格局的改变，正在发生变化，而各国为了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其国内资源，都必须 

进行结狗改革。 B组认识到，国膝贸易、货 .市和金融事务、商品、农业、能源和资 

源转移等各项问题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日益增加，各国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也是 

如此。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方面地或与其他国家丝奄不发生关系地增进其经济福利。 

必须根据各国的能力，加强所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援助，才能增进大家的共同 

利益。 ：B组成贾国相信，发展中国家对于其本身的发展贞有关键责任，但也认为发 

展中国家要加强它们的经济并使其多样化，改善其人民的生活水平，只有在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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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作的环境中才能成功。国际社会必须减少变动不定的不稳定情况, 减轻社会调 

整所带来的困难，以帮助进行必要的结构改革，推动实现一个有效率的、增长的世 

界经济，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经济作用。 S 组国家愿意重申它们要帮助 

实现这些目标的政洽意志和决心。

4 4 . 关于理事会第1 6 5 ( S - I X  ) 号决议， 他指出，决议的A部分、特别是第 

5 段规定， " 每个发达的援助国采取这种措施时，将按照其本国的援助政策，决定 

其援助数额及其分配办法 " 。 S 组的发达援助国在执行该项决议时，根据这个精神 

规定了哪些受提国可以适用追补性调整措施。这种措施表现了 B组对于这一敏感问 

题的明确的政洽露志, 也大大改善了组国家提供给有关发展中国家捷助的质量和数量。

4 5 . 他强调指出，根推在拟订第165 (S—I X ) 号决议时的合作精神，该决议的 

S 部分非常重要。 B组认为，就这个问题进行工作的目标在加强现有机拘的能力， 

使其能有效而前后一致地解决个别国家的使务间题。在这方面，他指出贸发会议秘 

书长应G黎俱乐部主席的邀请，最近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了债权人协会的会议。

4 6 . 根掘上述情况，并考虑到各方对发展中国家倩务问题的关注，B组国家认 

为，这个问题应该继续留在理事会的议程上 ; 理事会已经在197 8 年 3 月通过了第 

1 6 5 ( S ~ I X )号决议， 因此，应该是讨论这个问题的适当场所。

4 7，波兰代表以1^且和蒙古的名义发言。 他说，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后的国 

际经济关系发展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五届贸发会议提出的联合声明（TD/249)  

指出的主要趋势，仍然决定着世界经济事件的进程。

4 8 .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紧急的结构危机，贸发会议秘书长的开幕词和秘 

书处的 " 世界经济展望 " （T D / 3 / 7 8 3 )体现了其中的很多方面。 发展中国家和 

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本身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曰益增加以及最不 

发达国家的严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危机的产品。 正如秘书长指出的，这种 

危机也是一种贸易制度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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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的保护主义壁全进一步增加，对贸易关系的正常进 

行带来了风险和不稳;定的因素。 此外，现有的硬视性贸易壁全和最近执行的新的 

壁全破坏了贸易和经济关系上非常必要的信赖气氛，对它们的前途投下了阴影，

5 0 . 社会主义国家对目前的情况和不久的将来表示关注， 它们曾多次解释世 

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延长的真正原因，并指出了现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缺点。它们 

对调整这些关系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并支持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调整方面提出的建设性 

和进步的建议，它们认为这些建议是达到调鉴的正确手段。 遗憾的是，至今还没 

有消除对这些调整的基本障碍。 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参加了贸发会议对重大问题的 

讨论和谈判，例如贸发会议对新的国际发展战略作出赏献的间题和贸发会议机构合 

理化问题，

5 1 . 虽然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进建议和愿望，社会主义国家的代 

表团也提出了它们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了它们对调整国际经济关系采取的立场以及 

它们国家的正当权益；它们是根据它们国家的正当权益评佑共同努力的成果的♦

5 2 . 鉴于国际经济关系局势严重，它们认为，作为处理贸易和发展问题的一个 

主要的世界性经济机构，贸发会议必须比过去更努力地进行工作。这些工作是指审查 

间题和适当的解决办法，包括确定采取必要的行动。 必须按照目前的形势，侧重 

主要的问题，更积极地进行大会第1995 OCIX)号决议规定的贸发会议的主要职责。 

社会主义国家赞成贸发会议秘书长的意见，认为适当地了解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先决 

条件， 作为贸发会议主要机拘的理事会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 最近的一些重要

问题，例如保护主义、消除贸易方面的峡视、管制跨国公司在世界贸易方面，包括 

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商品市场和商品部门的活动等问题，应当成为理事会注意的重 

点。

5 3 . 它们认为，贸发会议必须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最近趋势进行经常的观 

察，并适当地考虑到不断改变的情况，决定怎样采取最有效的行动。， 这样做丝毫 

不损事在别的地方采取的任何行动，反而还有助于这些行动》 正如贸发会议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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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指出的，它们已注意到贸发会议在某些领域的活动取得了一盛进展，但是不能忽 

视，由于谋求的解决办法的性质和方向方面的矛盾，使贸发会议的效率减低了， 

举个例子，贸发会议处理特定的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机构和会议遂步增加、膨服， 

如果它们特别病少理♦ 会的职权和访碍对重大的问题进行全球性的分析，社会主义 

国家怀疑这种增加是不是常常是富有成效的《

5 4 . 它们敦促理事会本届会议设法解决真正的问题，并保证为此和其他代表 

共同努力。

B. 其他发言

5 5 . 伊拉客代表赞同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关于国除贸身条件恶化间题的发言 , 

这是參响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间题之一。 伊短克代表团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 

办法是改革国赌经济制度。他提到联大第2626(XXY)号决议规定,发展过程是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项相互依存的任务。 因此，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不会解 

除发达国家在国碌发展过程中的责任。他谈到，世界報行的《1 9 7 9年世界发展报告》 

显示， 石油组织国家给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已超过经合发组织所提供的援 

助的几倍，在这方面，他愿重申伊拉克总统贾达姆•胡森先生阁下就设立一项国际 

长期基金来援助发展中国冢的建议。 发达国家应参加该项基金，以认捐一项金额， 

相当于它们转嫁通货膨服出口所获的差额，而石油生产国家以认捐一项金额，相当 

于它们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石油油价上涨所获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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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评价世界贸易和经济形势并审议有助于国际经济结构变革的问题，政策和 

适当的措施；同时要考虑到货易、发展，货币和金融领坡内各项问题之间 

的相互关系，以期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铭记着指导国际经济关系的 

规则和原则可能需要进一步发展以及贸发会议必须对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 

年的新的11际发展战略作出贡献（议程项目3 )

评，佳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议程项目4 )

贸易，发展资金和国际货市制度等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议程项目5 )

A. i f价世界货身和经济形势并审议有助于国际经济结拘变革的问题，

政策和适当的措施Î 同时要考虑到贸易、发展，货币和金融领城 

内各项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期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铭 

ü i •指导国际经济关系的观则和原则可能需要进一步发展以及货 

" Ü ■议必须对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新的国际发展战略作出贡献

5 6 . 理事会第十九庙会议决定将本议程项目移交第二十届会议审议》

5 7 . 本项目交由主席联系组审议，

5 8 . 上文第一章所载的一般性发言中也有提到本项目的地方《

5 9 . 在 1 9 8 0年 3 月 2 1 日第五三三次会议上，主鹿报告了联系组内的协商情

况 .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6 0 .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根据主席的建议决定将本议程项目移交第二十一届 

会议审议，并将措词经适当修改过的本议程项目列入该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理 

事会通过的临时议程，见附件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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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评佳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所取得的进展C议程项目 4 )

6 1 ， 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决定将本项目移交第二十届会议审议， 理事会第二 

十届会议为了审议本项目，收到了贸发会议秘书处为第十九届会议编写的一份报告

和一份叙述进一步发畏的该报告增编（T I l /B /7 5 7 /A d d . l  ) •
6 2 . 本项目交由主席联系组审议a

6 3 . 上文第一章所载的一般性发言中有提到本项目的地方 .

6 4 . 在 1 9 8 0年 3 月 2 1 日第五三三次会议上， 主席报告了联系组内的协商情

况 9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6 5 . 在同次会i义上，在主席的建议下，理事会注意了货发会议秘书处的报告

C：TD/b/757和 Add. 1 ) , 决定将该报告连同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报告的有关部分 

一起提交联大讨论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见下文附件一 , 其他决定(f) )。

6 6 .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说，虽然该集团養同协商一致的意见，将文件 TD /  
B/757和 A d d . l提交联大特别会议，但也希望向联大转这，该集团对各领城执行 

新的圓际经济秩序的缓慢进展表示关注和大为失望；认为主要 !13些于发这国家方面 

缺少政治诚意，

C . 贸易、发展资金和国际货市制度等间题的相互依存关系

( 议程项目 5 3 ~

67. ^£?会第十九届会议决定将此项目转交其第二十届会议，为了审议该项目， 

理事会受到了贸发会议秘书处^ 题力 " 1980—— 1981年的世界经济展望 " 
By783)6和理事会第千八届会议及第十九届会议留交的、关于 " 货身、发展資金和 

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 " 的一份决议韋案（TD/B/I*.360 ).

本文件的订正本（T D /V 7 8 3 /R e v .  1 )已在本届会议闭幕后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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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 又提请理事会注意联大第3 4 /1 9 7号决议；该决议除其他事项外，还请理 

事会在审议本项目时，讨论抑制世界通货膨胀现象的种种措施，并请贸发会议秘书 

长根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144 (XVI)号决定的现定，必要时在专家的协助下，编 

写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以供联大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 这份报告将先提交 

理事会第二千二届会议审议》

6 9 ，关于本项目的发言除了载于下文7 1 段至第 8 1 段外，上文第一章报告的 

一;t 性发言也谈到该頂目>
7 0 . 本项目被发交会议主席的联系组。

7 1 . 沙 特 阿 拉 伯 代 表 指 出 ， " 世界经济展望"予测在 1980— 1 9 8 1年 

期间，出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会有大笔的收支顺差，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不出口 

石油的发展中国家会有逆差。 他又指出，该份报告将198 0 年予期的通货膨胀率 

的恶性增加主要答于这一年内石油进口价格予期增加60 %, 这种予测是不正 

确的，因为世界通货膨胀率的急剧增加是在石油价格增加很久以前已经发生的，

所以，石油价格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后果而不是通货膨胀的起因， 某些发达国家 

在 1 9 7 1年采取了一些措施，声称要通过抑制通货腐服来纠正它们的经济失调，后 

来并将它们的货币贬值以及浮动货币市场，当时•的石油价格低得很* 1 9 7 4年，

也就是发这国家采取措施之后的三年，石油价格才增加，石油价格虽然明显增加了， 

但是由于美元汇率下降和由于制成品及半成品和包括食品在内的商品价格增如、使 

卿买力减少，石油价格实际上下降了。

7 2 . 因此，他无法同意上文报告的说法，认为石油价格引起了通货膨胀；相反 

的是，是通货膨胀引起了石油价格的增加， 通货騰胀率增加的真正原因是发达国

家没有真正愿意和没有诚恳的政治诚意去解决间凰  这些国家采取的措施只不过

是临时的解决办法而已，并没有产生任何积极的成暴月一个原因是军备竞赛有  

关的开支庞大和进行诸如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等的军事冒险，

7 3 . 关于他本国的收支顺差问题，他说》顺差的原因是，他本国生产的石油超 

过本身的需要，以便满足世界经济的需要和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他本国石油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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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这种需求是由于他们本身无法适应合理和适当的消耗量以及有一些消赛者 

炉存大量的石油， 虽然如J i h ,他本国还是.'冒着石油资玩用尽的风险， 增如石  

油生产量来满足世界需求》 他本国这样做正值石油收入受到汇率波翁和购买力不

赛定影响的时候这些石油收入没有保证的安全。 为了指出这个事实，他本国设想 

作出的贡献可以让发达国家有机会减低他们的石油消耗量并道应新的现实。

7 4 . 关于官方发展缓助问题，他强调，他本国已将双这和多这援助增加到国 

民生产总值的5 % ; 与所有发达国家从未达到过0.7 % 的比例比较，这个百分比是 

非常优厚的。

7 5 . 阿控伯联舍首长国代表表示赞赏上述的评论以及贸发会议秘书处为编写 

" 世界经济展望 " 所作的努力。他认为进一步说明上一个发言人提出的几个问题会 

是有用的，在这方面，他想弓I用 T W 7 8 3 号文件所载的资料。 他指出发达市场 

经济国家经常项目国际收入的突然变化，从 1 9 7 8年的 3 0 6亿美元顺差变为1979 

年的 6 6 亿美元逆差。 他强调了变化的突然性，因为如考虑到美元贬值10% 、工业 

产品价格增加8 % ,  1 9 7 8年石油价格的实际增长率只有2 % 。他相信他所弓I用的 

这些数字是正确的，并且实际地描述了情况。

7 6 . 他在继续分析时提到该报告表6 所载的经合发组织国家的经济活动和通货 

膨胀指示数，并说，从这小表可以看出经合发组织国家在石油价格上涨空前快速的 

时候仍然达到很高的增长率，他强调，从表 6 可看出，国内总产值平喊指数的动态 

和消赛价格指数的动态很相近，不过指出，有些情况消费价格指数比国内总产值平 

减指数增加得快些。这意味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 而不是石油价格上涨一 是使 

发展中国家、 包括生产和出品石油的发展中国家遭受困趣的主要而且确实是唯一原 

因。换句话说，经济指示数、包括失业指示数动态的相似性，一方面是由于工资和 

价格的螺旋形上升、另一方是由于经合发组织国家的征税和财政政策所致。

7 7 . 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场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于出口，从该报告表1 以及 

表 1 所示的贸身差额和经常项目差额可看出这些国家的消极因素自然地对发展中国 

家的国际收支有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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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 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收支逆差决不是、也不可能是由于石油生产和出 

口国的价格、生产和出口政策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下列原因所造成的：

( a )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成品和卓制成品适用限制性贸易愤例； 

C b )这些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品实行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

( C ) 发达国家对石油和石油产品增加征税的政策，目前这种税已达石油输 

出国组织基价的60 % . 这反过来又导致它们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商 

品和制成品价格的增加。

( d ) 发达国家实行的工资政策，即工资水平每年增加，特别是工业部门，

尤其是高度依赖出口的那些工业部门；

( e ) 最后但# 不是最不重要的i , 跨国公司实行垄断政策，这可从它们在

1 9 7 3年、即从所请的石油危机以后所获得的巨额利润看出，所请危 

机完全是假造的、躺人的，

79.  塔 尔 代 表 说 ， 他 不 能 接 受 该 报 告 第 9 段中

的结论，即颈期1 9 8 0年通货膨服会加剧的主要理由是进口石油价格预期会提高 

6 0 % ,  他认为这个结论不是根推专业的分析作出的。 他请贸发会议秘书处提

供作为该烦结论的根据的投入 / 产出分析， 用以衡量通货膨服的是国民生产总值 

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减指後，这小平减指数是以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除以 

一定的物价指数计得的，而物价指数的计算根据是一组货物（投资货物、家庭户和 

政府消赛的货物和劳务）. 因此， 街量通货膨胀的尺度取决于对这种货物的选择。 

算出的通货膨服率或高或低，全看选了什么货物而定 ,

8 0 . 发展中国家把贸发会议看作代表它们的利益的论坛，然 而 贸 会 议 秘 处  

编写文件—— 尤其这本《世界经济展望*» — 时似乎想利用创造新名词、划分新类 

别的_ ^ 式。 他本国代表团对新近这种趋势感到遗憾。 其他国际组织就通货膨服 

问题进行客观研究的结果，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也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他指出， 

总 播 定 秘 ，书处关于国际贸易的最新报告中说： " 一开头就必须强调的是， 1978  

年 1 2 月至 1 9 7 9年 6 月期间石油数度提价，但这并不是工业国家目前又有通货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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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原因，也不是美国现在开始经济衰退的原因。 " 7 报告中列有证明这项结论的 

图表，他也弓I述了货币基金组织的话，发展中国家认为该组织是一种为工业国家所独 

占的禁区，然而即使该组织也说： 从那时（1974年 ）起，原油的名义价格年

年上i张，只有 1 9 7 4 /1 9 7 5 年是例外，但从 1974年 2 月至 1979年 7 月这段期 

间，实际价格大致没有变动，

8 1 . 《世界经济展望》（T D / B /7 8 3 )还同贸发会议秘书处其一份文件相抵触：

即为世界通货膨服现象对发展进程的影响问题政府高级专家组的会议编写的一份文

件，8 其中对通货膨服现象.的研究追溯到1956年。 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经验

中可以清楚看出，石油提价同通货廣服率上升之间并无关联。 该国始终要靠进口 

石油，其通'货膨服率却并不高， 实际只有3 %左右。 联邦总理最近还证实了这一

点，

8 2 . 萨尔瓦多以七十七国成员国的名义就这项目提出了一份决定草案（T D /B / 
5 6 0 )。

83. 1980年 3 月 2 1 日第五三三次会议上， 主席提出了一份决定草案（

B/L. 5 6 3 ) , 这是他在联系组中进行协商的结果。 原提案国撤回了 560

号文件中的决定草案。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8 4 . 理事会同一次会议通过了主席提出的决定草案（全文见下文附件一，第 208 
( X X ) 号决定）。

1979年 9 月 4 日总协定第1243号新闻稿中转载即将出版的《1 9 7 8 /7 9年

国际贸易》导言一章。

《世界通货腺胀指示数选辑》 ( T W A C .  26/R. 2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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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贸发会议第五届会议通过的决议、建议及其他决定所弓I起的 

需要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加以注意或采取行动的具体事项

( 议程项目2 )

8 5 . 本议程项目交给会期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报告. ,
A . 贸发大会第102(V》号决议 

( 技术反向转让弓I起的发展问题）

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86 . 关于货发会议教书长就技术反向转让引起的发展问题提出的说明（TD/ 
B/L. 554 ) . 主席促请注意说明篇三节，其中载有理事会可采取的行动的建议， 

尤其是召开一个专家组来审查计量人力资玩流动的可行性的建议 .
8 7 .  组发言人以D组和蒙古的名义发言说，他的集团愿意继续邦助发展中国 

家行使它们的合法权利，补偿 " 人才外流 " 所弓I起的捕失 . 他说，鉴于联大规定 

的职权范围，贸发大会第102 (V )号决议的措词，实际上可以更强硬、更具体和更 

有意义， 他的集闭赞成召开一个专家组来审查技术反向转让所弓I起的发展问题的 

建议• 他认为该专家組最好能够在技术转让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期间召开力期五天 

的会议 . 不过，他并不同意关于专家的人数以及这些专家应当以个人名义委m 
建议 . 他认力专家组应当是一个政府间小组，其成员应按通常的地域分配原则组 

成 . 他建议该小组应当考虑到其他组织就这个题目进行的研究，以避免工作上的 

重复和节省时间 .

貧 三 章

有关贸发大会第110(  V ) 号决议的问题（参 看 下 二 节 ■)直接由篇五三三次 

和第五三五次全体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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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  1 9 8 0年 3 月 2 4 日，主席在第六次会议上介绍了他作为非正式协商结果 

提出的决定韋案（TD/B ( XX ) /S C /L .  1 1 ) 。

8 9 . 在同次会议上，会期安员会建议理事会通过决定韋案 .

9 0 .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说，他的集团原则上同意Ü组发言人提出的建议，认 

为拟议的专家组应该是一个政府间小组， 然而，七十七国集团将保留在理亭会第 

二十一届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 他补充说，他的集团虽然接受TDX 
B (X X )/SC /L .  1 1 号决定草案，但并不意味着就同意在进行辩论时就贸发大会第 

1 0 2 ( 7 》号决议篇6 段所作的某些解释 . 他认为，对该段的解释应等到理事会第 

二十一届会议再来决定 .

全会的审议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9 1 .  1 9 8 0年 3 月 2 5 H , 理事会第五三四次会议通过了会期委员会建议的决 

定革案（决定全文见附件一，第 212 ( X X )号决定•

B . 贸发大会第103 (V}号决议 

C限制性商业懷例 )

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9 2 . 在介结这一项目时，主席提到了联合国暇制性商业惯例问题会议1 9 7 9年 

1 2 月通过的一项决议，其中请贸发会议秘书长为召开该会议第二期会议采取必要 

措施 . 联大在其 1 9 7 9年 1 2 月 1 9 日第S 4 / /4 4 7号决定中，决定在1 9 8 0年 4 

月 8 日至1 8 日召开该会议的第二期会议，为期两周 , 因此，限制性商业惯例问 

题会议就限制性商业惯例的进一步工作的体制方面所提出的m 义,将提交联大第三 

十五届会议 . 所以，理事会只能在1 9 8 1年第二十二届会议上才能审议这个问题《

9 3 . 会期委员会赞同地注意到这个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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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94.  1 9 8 0年 3 月 2 5 日，理事会第五三四次会议注意到会期委员会的报告， 

认识到理事会只能根据联合国限制性商愤例问题会议将向联大第三十五 ;I会议提 

交的建议，在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上审议贸发大会第103 on号夾议的执行问题，

C . 贸发大会第104  C7)号决议 

( 舞砂 ）

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全会的审议

9 5 . 主席指出，按照理事会第1 9 8 U I X ) 号决议第2 段的观定，编砂委负会 

在 1 9 8 0年 2 月 2 5 日至2 9 日举行了第十二届会议，

9 6 . 会期委员会同意将鶴砂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的报告提交商品委员会第九届 

会议,
全会的审议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97.  1 9 8 0年 3 月 2 5 日，理事会第五三四次会议注意到会期委贞会的报告，

同意将锋砂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TÜ/B/G. 1X21 1 )提交商品委员会第 

九届会议

D . 贸发大会第109 00号决议 

( 援助区域政府间组织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

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9 8 .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说，根振贸发大会第109(V)号决议中所载的要求 :

- U0 -



贸发会议秘书处已协同各民族解放运胡，在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新的国际发展

战略的范围内，采取了行參^ 并开始提供短期顾问以郁助进行研究工作。他希望这

项工作能够及时完成，供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审议，这样理事会才能根掘这些研

究的审查结果，在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范围内采取适当的行动。

99. D组国家发言人以Ü组和蒙古的名义发言说，贸发会议第109CV)号决议请

贸发会议秘书长在贸发会议的职权范围内，就仍然处于殖民统治和外国占领下的人 

民和国家的问题开展研究，并定期提出报告。 Ü组国家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

表就执行这项决议的进展情况所作的发言。他说，执行这项重要决议，特别是完成

所要求的研究报告，包括关于巴勒斯坦的研究报告，将有助于实规联大所订的关于

确保迅速确实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目标(第1514  (XV)号彬义)。

1 0 0 . 他重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立场，表明它们坚决支持各国人民尤其是纳 

米比亚、南非和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他对津已布韦爱国力量 

在该国最近普选中取得伟大胜利表示热烈祝贺，这是多年来津巴布韦人民在爱国阵 

线的领导下为消灭种族主义制度和争取他们本国的自由和独立而作出的英雄的努力 

的自然结果。

101. 1 9 8 0年 3 月 2 4 日，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将这一间题连同萨尔瓦多 

以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国名义提出的决议草案（TD/B ( X X ) / S C / L  8/REV 1 ) 

一起提交理事会。

全体会议的审议

1 0 2 . 在 1 9 8 0年 3 月 2 5 日第五三五次会议上，萨尔瓦多的代表介绍了他以 

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国的名义提出的决议草案TD/B ( X X ) /S C /L  8/REV. 1 ; 这 

项决议革案是对原有案文的修正，他指出，原来的革案（TD/B (X X ) /S C /L  8)  

和修订后的革案都曾在会期委员会中经过了深入的嗟商。 对于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以至需要把这项决议草案付诸表决，他的集团感到非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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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3 . 阿尔及利亚的代表支持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的发言，指出联大已经以协商 

一致的方式通过了有关这-•问题的类似决议，她促请理事会同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 

通过该项决议草策

1 0 4 . 以色列的代表说，他的代表团对于有人不时企图使贸发会议卷入与它毫无

关系的敏感的政治问题表示遗憾。决议草案的序言部分回顾了贸发大会第109(V)

号决议，这项决议是他的代表团曾在马尼柱投票反对的，很明显，该决议以及目前

理事会所面临的这份决议草案的某些部分是由所请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倡议和授意

提出的，此外，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2 段建议联合国系统，包括开发计划署，应当

向区械政府间组织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捷助，就此而言，以色列强烈反对向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提供任何方式的援助。该M织毫不诗言地在其章程中公开宣称，

其目标是摧毁作为联合国成员之一的以色列。他的代表闭坚决反对该项决议草案，

并将投票反对之

1 0 5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说，决议草案目的在于保ÿ«仍然处于殖民统治 

和外国在领下的人民一 无论是近东还是南非的人民—— 的利益，而提供这类保护， 

就应当在制订新的国际发展战略时，明确承认他们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既然决议草 

案所指的是区城政府间组织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自然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 

内。

1 0 6 . 阿尔及利亚的代表就以色列代表的发言答辩说，她在发言中仅仅提到了区 

域政府间组织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既然提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她愿意指出，

该组织是受到联合国系统所承认的。

1 0 7 . 卡塔尔的代表指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阿 ’拉伯国家联盟、七十七国集团 

亚洲姐、七十七国集团本身和不结盟运动的成员之 -*■ .这一S 际成员资格使巴勒斯 

坦解放组织具有其国际合法性。—些改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最近所采取的行动，使 

这种合法性明朗化了。他希望这些新采取的行动的结果将会在表决结果中反映出来，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 0 8 . 在同一次会议上，理事会用唱名表决方式，以 6 3 票赞成、 1 3 票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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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票弃权 ， 通过了该决议革案• 1° ( 决议案文见附件一嚴215 ( XX)号决议）。

1 0 9 . 巴百代表指出，巴西在马尼拉投票赞成贸发大会第109 ( V ) 号决议时，曾 

经对第 1 0 9 ( v ) 号决议序言部分第六段作出保留，该项保留对目前的决议同样有效。

1 1 0 . 每伦比亚和奇斯达黎加的代表说，他们两国的代表团在表决中弃权，是由 

于贸发大会第1 0 9 ( v )号决议要求贸发会议秘书处在各民族解放运动的协同下进行 

研究工作，但理事会迄今还未收到这些研究报告，所以他们的代表团无法采取立场。

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较利维亚、 巴西、保加利亚、 白饿罗斯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智利、中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

圭亚那、 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明、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 

加、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马达加斯

加、马来西亚、马耳他、墨西哥、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巴拿马、秘鲁、

菲律宾、波兰、卡塔尔、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新加挟、

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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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南斯拉夫、礼伊尔。

反对：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色列、

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墙士、大不列颠及:ih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

合众国，

弃权：奥地利、齋伦比亚、哥斯达黎加、芬兰、希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

爱尔兰、 日本、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墙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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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贸发大会第1 1 2 m号决议

( 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

也括加速这蓮国家的技术改革）

111 . 理事会收到了贸发会议秘书处提出的关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改革战略纲要的 

建议的说明（T D /B /Y 7 9 ) ,

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112 .  B组发言人以B组成员（土耳其除外）的名义发言说， B 组对贸发大会第 

1 1 2 m 号决议达成一致意见表示欢迎，因为它认为加强技术能力是发展经济不可缺 

少的一个要素。 12 00号决议经过仔细拟订和商谈， 已成为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 

改革的一项均街的综合方案，这种均衡反映在该决议的第8 和第 1 2 至 1 7 段。 但 

是 B组并不能赞成联合国货发会议秘书处第T D /B /7 7 9号说明里所提出的纲要， 

因为其中载有许多有争议的提案，这些提案在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便进发展会议上并 

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联大已把这些问题交给新设立的政府间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 

员会审议，

1 1 3 . 至于货发会议秘书处的作用，第 11200号决议第2 5 段谈及一系列具体的 

技术领域的研究，集中于实际的与发展有关的问题。 维也纳行动计划和贸发会议 

第 112 m 号决议一起，为发展中国家技术改革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纲领„ 贸发会议 

秘书处应以这些文件为指导，并应集中于：完成第112 00号决议第2 3 、 2 6 和 27 

段中所要求的研究；经技术转让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核可后，在特定的领域召开专家 

组会议；加强它的技术转让咨询服务；为关于技术转让行动守则的谈判提供支助， 

并同跋府间科学和技术便进发展委员会合作，以落实维也纳行动计划。"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报告 ， 维也纳 ,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日至 

三十一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耳79. 1. 2 1 ) , 第七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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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4 .  D组发言人以D組和蒙古的名义庚言说， D组国家认为T D / B / 7 7 9 号文 

件中所载的发展中国家技术改革战略纲要针对一些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问题 , 
有助于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独立。 D组完全同意文件中提出的许多看法，例如:必 

须使ÿ 术规戈！1同社会和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以便满足大多数人民的需要；必须挖掘 

本国的技术能力；在建立国际技术交流系统时必须利用现有的机构等，

1 1 5 . 但他也有两点意见：第一，正如文件指出，D组不能同意使技术转让"非 

商业化 " 的主张，即在无僮基础上转让♦ 社会主义国家认为，技术转让领城的首 

要目振是保证这种转让基于平等、互利，没有任何形武的峡视• 第二， 国家 

不赞成原则上规定它们的研究和发展开支中有一定的百分比要专门用来解决发展中 

国家的特珠问题，

1 1 6 . 他指出，货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针对的不少是联合国其他机构职权范围内 

的问题。 贸发会议应当集中注意技术转让的商业问题。

1 1 7 .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强调说，贸发会议秘书处做了很好的工作，制定了发 

展中国家技术转让战略纲要，是值得全面深人研究的。 七十七国集a 将在技术转 

让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上提出它对该文件的内容的看法。

1 1 8 .  1 9 8 0年 3 月 2 0 曰，主席在第五次会议上提出了非正式协商结果产生的 

决定草案（TD/B ( XX ) /S  C/L. 0 ) 。

1 1 9 . 同一次会议上，会期委员会建议理事会通过这项决定革案。

全体会议的审议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20. 1 9 8 0年 3 月 2 5 日， 理事会第五三E?次会议通过了会期委员会建议的决 

定草案，包含了坦桑Æ亚联合共和国代表所建议的修正（决定全文见附件一，第 

211 ( X X )号决定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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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会议第114 (V)号决议 

( 体制问题）

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1 2 1 . 在介结这一项目时，主席说，根据贸发大会第1 1 4 0 0 号决议第二节第3 

段的要求，货发会议秘书长已就他同联合国秘书长协商的结系向理事会第十九届第 

一期会议提出了报告（T D / B /7 5 9 )。 在本届会议上，贸发会议秘书长在他的开

幕词中又对协商的结果作了更进一步的报告（参闻上文第十五段）•
1 2 2 . 关于贸发大会第11400号 决 议 第 三 第 1 2 段，根据i i l 成立的贸发会议 

机构合理化问题特设政府间委员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工作，它的最后报告现已根摆理 

事会第 1 9 4 ( ^ 1 ；̂)号决议提交给本届理事会（1 © / 8 / 7 8 6 ) 。

123 . 货发会议机构合理化问题特设政府间委员会付主席介绍了该委员会第一届 

会议和第二届会议的报告，文号分别为T D / B / A C 。 30/H. 1 和 Add. 1 和 T D / B /  

AC 3 0 / 4 , 这两份报告现已作为T W 7 8 6 号 文 件 分 发 他说,虽然特设委  

员会由于时间限制，未能就所涉及的所有问题达成一个单一的文本，但委员会的工 

作在两个方面是有积极成果的：第一，三个区域集® 都提出了立场文件和（或 ）建 

议革案；第二，这些文件在许多方面都有共同立场。

1 24 .  1 9 8 0年 3 月 1 8 日，会期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设立一个成员有限、但对 

贸发会议所有成员国开放的非正武小經，将贸发会议成员对贸发会议机构合理化问 

题的共同看法， 5&纳在一个文件中，提交会期委员会。

1 2 5 . 在会议期间，三个集困就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问题提出了决议革案：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B 组 .成员国提出了决议革案（：ÜD/B(]a：) /B C /L ,  1 /Rer,  1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D组和蒙古提出了决议草案（TD/B(X2：) /BG/L.  • 2 )； 

埃塞俄比亚代表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国提出了决议草案（TD/B (X X ) /S G /X .  3 和 

Corr. 1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 , 文件 

T D /V 7 8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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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6 ,  1 9 8 0年 3 月 2 0 日，非正式工作组主库在会期委员会第E?次会议上说，

工作组已达成下列结论（载于T D / 3 ( 3 a x ) / s c /工. 5 号文件）：

" 1 . 确认货发会议机构合理化问题特设政府间委贞会对于确定和丰窗与合 

理化问题有关的得多^^项的讨论，作出了非常积极的貢献，委资会休 

会期间工作组及委员会各工作组进行了大的极为有用和细致的工作 , 

对一系列广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和交换意见；有些问题迈是 

首次提出来讨论的，

“ 2 . 特设委资会的工作男一项积极貢献是，三个集a 能够以提案或立场文 

件的方武提出它们对不同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列为委贞会最后报告 

(TD/B/AC. 3 0 / 4 ) 的附件， 经过一些修改后，这些意见已载入 

各集因提出的三项决议革案（TD/B(XX)/SG/L„  1 -  3 ) .

" 3 . 非正式小组认为，提出的三项决议革案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的意见，表 

明了观点的一致， 由于时间不足，非正式小组没有能够备好一份陈 

述各集综合意见的最后案文， 但是，鉴于上文指出的Ejît许多问 

题取得一致看法，认为最好朝着理事会二十一届会议这一目的继续工 

作，"

他说，非正武工作組也拟出！ 一个决定革案（同样载于TD^(]C2：VTSC/L. 5号文 

件 ）, 会期委员会不议理事会通过这项决定，

1 2 7 . 同一次会议上，会期委贞会注意到非正武工作组议定的结论，并决定建议 

理事会通过11> /8(200/5 (3/1：. 5号文件中的决定享案，

全会的审议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28  . 1 9 8 0年 3 月 2 4 曰，理事会第五三四次会议根据会期委员会的建议（TD /  

B (X X )/S C /L .  5 ) , 决定把已由会期委员会审议过的三个决议草案提交给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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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议（见上文第 1 2 5 段 ），并决定在那一届会议上设立工作组来审议这三项决议 

革案这三项决议草案案文，见附件二，编写供理事会采取行动-的最终案'文- ( 见附' ‘  

件一，第 2 1 0 (x x )号决定），

1 2 9 . 货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说，秘书处的理解是，工作组将利用理事会会议的 

通常服务结构，所以这项决定不涉及财政问题 ,

1 3 0 . 荷兰代表说， 2 组提交的决议草案（TD/B ( XX ) /S C /L .  1 /Re  V. 1 >的某 

些段落没有充分地代表荷兰代表团的观点，

1 3 1 . 菲律宾代表表示满意地说，理事会能够利用有限时间通过了一项决定，是 

向前迈进了一步， 贸发会议机构合理化不仅关系到政府、关系到秘书处 ， 而且也 

关系到一般公众，能使货发会议成为更负责、更有效力的联合国大会机构 ，

1 3 2 . 他因此希望,不要象理事会的决定所要求等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设立工作 

组，货发会议秘书长可以本着特设政府间工作組进行工作以及本届会议进行会谈的 

精神，落实那些已大致达成一致意见、凭秘书长本身职权所能执行的措施。 他指 

的这类措施不需要咨询理事会，包括：文件及时分发 ( 例如：遵守六周期限的规定 ) , 

编排理事会日程提案时避免会议重叠，秘书处和代表团之间进行较密切的协商，等 

等， 他注意到，在这方面，联合国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货发大会、贸发理 

事会等的决议都已规定了一般的指导方针秘书处的任务只是在其资玩范围内，较 

彻底地执行这些方针而已0

1 3 3 . 埃塞俄比亚代表支持前述意见，并说，照他的看法，如果秘书处能充分落 

实现有决议和决定的那些规定，货发会议机构合理化方面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 

解，尽管他也承认，政府在这方面也要负起一部分的责任。 他指出，贸发会议的 

常设机拘分两部分： 一方面是政府间机构，起决策作用；男一方面则是贸发会议 

秘书处，在技术上责责编写研究报告，以及为决策机构提供必要的服务，七十七国：

集g 说过它愿意在理事会二十一届会议之前进行非正武协商, 继续本届会议开始的

这份说明随后以 ï D /B ( X X ) ^ C /L .  5/Add. 1号文件分发（见附件四， B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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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他理解其他集团也愿这样做j 这样为第二十一届会议莫定了建设性地审议这 

一问题的基础，他因而敦促各集团赞助菲律宾代表的意见和他自己补充的建议，在休 

会期过本届理事会会期委员会设立的非正式工作组就三个决议草案进行协商。

134  . 利比亚阿拉伯民众国代表说，特i駐A府间委员会取得的成果是很重要，时 

间紧，成果大 , 清了各集团对不同的育关问题的看法，认明了意见一致的领域 , 

作为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说，他感到，最重要的成就是 : 第一次认真审议了有关问题， 

认真设法去解决这韭问题，使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有希望取得积极结果。 他强 

调说，如果没有适当的心理准备，不下决心少空谈、多实践的话，货发会议机拘合 

理化的工作是不可能成功的。

1 3 5 。贸发会议秘书长说，秘书处将认真考虑前面三位发言人的评论，将它对合 

理化建议的意见，汇报理事会第二十一届大会， 同时,秘书处将努力落实可以实旋 

的那些建议。

G . 贸发大会第1 2 0 ( v )号决议

( 发展中国家參加世界航运以及这些国家商船队的发展 )

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136 . 按照本决议第1 1段的规定 .理事会收到了船舶和船籍之间有或没有真正 

联系的经济后果问题特设政府间工作组的报告（T D /B /7 8 4和 cor r. 1 ) , 会期 

委员会在讨论议程项目7 时审议了这份报告（参阅第五章， C节

H . 贸发大会第1 2 7 ( V )号决议

( 友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137 . 主席指出，理事会在 1 9 7 9年 1 0月 20 H第 202(  X工X ) 号决定中，决定 

将贸发大会第1 27 ( V )号决议第 1 5段中设想的日后召开和安排发展中国家和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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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的国家的政府专家会议、以讨论发展中国家区域间经济合作的具体问题一事， 

交给理事会當二十届会议审议•
138 .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说 . 贸发大会第127 ( V ) 号决议决定在1 9 8 0年 

召开一届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的特别会议1 以审查发展中国家在七十七国 

集团第四次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全球性优先事项的第一个 

中、短期行动计划》中提出的建议，并按照这项任务，在下列三个优先领域采取适 

当的行动：建立发展中国家全球性贸易优惠制度；国营贸身组织之间的合作；建立 

多国销售企业• 该决议还要求贸发会议秘书长为政府间专家组举行筹备会议提供 

必要的技术支助，会议服务和秘书处服务，以便在特别会议前四个月中完成这些优 

先领域的筹备工作 .
1 3 9 . 贸发大会第1 2 7 ( v ：) 号决议通过以来，发展中国家已经采取了若干措施 

执行这项《行动计划》. 例如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举行了政府专家组的区域 

会议。 继这些区域会议之后. 发展中国家现在正在执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方 

案的下一步工作，即召开发展中国家政府专家筹备会议，就上述三个优先顿域拟订 

提案和作出建议 .

140 . 1 9 8 0年 3 月 2 4 日，会期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萨尔瓦多以七十七国 

集团成员国名义提出的决议草案（t d / b ( x x ) x s c / l .  12 ) .

1 4 1 .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说，理事会不能审议当前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区域 

间会议的结果 . 也不能据此通过任何决定，在贸发会议范围内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 

在此领城中所作的努力，这是令人遗憾的.他不愿对区域间会议的结果作过早的  

判断—— 这些要在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第一次特别会议上审议—— 但认为 

其结果将增添许多活教，使贸发会议在这一领域的工作能够继续进行， 在本届理 

事会与第二十一届会议之间，必须按照贸发大会第127 ( V ) 号决议第 1 5 段的规定 

组织政府专家会议，以便按照这个决议、联大通过的其他决议—— 如联大第3 4 ^  
2 0 2 号决议—— 以及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哈瓦那宣言》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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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 5 4 2 , 附件，第五m 的'精神与规定，履行为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提供支助 

措施的承诺 . 因此，七十七国集闭认为理事会应当采取适当行动， 理事会尤其 

应当决定安排四周的会议来审议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问题，以便确保下列三个已 

确定的优先领域的工作，在當二十届和第二十一届会议之间能继续进行：建 i ：发展 

中国家全球性贸易优惠制度；发展中国家国营贸易组织之间的合作；建立发展中国 

家多国销售企业， 其后，理事会可参照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通过的决定， 

在第二十一届会议上通过任何其他必要的决定，以便在1 9 8 0至 1 9 8 1年期间进 

行其他的活教，

1 4 2 .  B组发言人以土耳其以外所有B组成员国的名义发言时说， B组不可能比 

其他区域集团对区域间会议将取得什么结果知道得更多 . S 组认为在本届理事会 

通过一项决定尚为时过早，包括授权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商定今后召开所 

需政府专家会议的决定在内， 可召开贸发会议的时间是极其有限的，贸发会议职 

权范围内其他领城还有其他重要的谈判在进行 . 因此， B组认为除非理事会对其 

他领城所需的时间给予适当的考虑，否则不能对此再作进一步的决定 .
1 4 3 .  D组发言人说， D组认力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解 

放的重要手段 .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基本上是这些国家自己的事，贸发会议在 

这个领域进行的工作不应超出其职权范围 . 他指出Ü组对贸发大会第127(V)

号决议第1 3和 第 1 5段曾作出保留；这两段提到了贸发会议今后在友展中国家间经 

济合作方面的工作，但对这项工作的具体性质和范围，未作任何明确的解释， 因 

此，在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并通过适当的决定之前， D组坚 

持这项保留 .

1 4 4 . 中国代表强调了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作为加速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的重 

要性 . 中国一贯支持七十七国集团在这方面所提的建议，现在也支持该集团提出 

的建议 .
1 4 5 .  土耳其代表说， B组友言人所作的声明与他本国无关，土耳其支持七十七 

国集S 提出的建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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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 会期委员会在同一次会议上决定将决议草案TD/B(X2：)XSC/L. 1 2提交 

理事会作进一步的审议 .

全体会议的审议

1 4 7 .  1 9 8 0年 3 月 2 5 B , 七十七国集S 发言人在第五三五次会议上对决议草 

案 1 2作了介 紹 . 鉴于会期委员会的工作结束以来所进行的 

非正式协商，他建议对韋案作某些修改.并促请理事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经修 

订的案文 . 如果这项建议不被接受，七十七国集团愿将该决议草案交付表决，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 4 8 . 同一次会议上，理事会在注意到秘书处就所涉行政々经赛问题所作的口头 

声明，4 后，用唱名表决的方式，以6 0 票赞成、 2 3 票反对、 8 票弃权，通过了该 

决议草案，，， （决议案文参阅下文附件一，富 2 1 6  ( X X ) 号决议 ）g

149 . D组发言人重申其在会期委员会提出的看法（参闻上文第 1 4 3段 》，他 

说，如果对决议草案的表决票数均等， 组国家会投票反对执行部分的两段案丈》 

1 5 0 .  B 组友言人以投票反对决议草案的S 组成员国名义发言说，不应当把它们 

的投票理解为对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缺乏兴趣， 它们对此慨念极其重视并看作 

是贸发会议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们愿同其他所有成员国并肩工作，以在这一 

方面进一步作出共同努力， 它们也十分重视主权平等和普遍性的原则，而正是由 

于这一原则，它们在马尼拉才同意召开发展中国家政府专家的三个予备会议，为发 

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作好准备• 它们所以这样做，是希望这些 

会议会使特别会议开得更有成效，

随后作为 î D /B ( X X ) /S C /：L. 12 /Add.  1 号文件分发（参阅下文附件四 . C 

节 》.

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较利维亚、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 

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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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1  . 在对目前按照货发大会第 1 2 7 ( V ) 号决议举行的各种会议的结果进行审查 

之前，他代表发言的那些国家无法决定再召开这类会议• 至于剛剛通过的决议第 

2段，它们趣续认为，贸发会议在这方面的任何工作方案的拟订，均应由友展中国

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讨论和批准 . 它们对决议韋案必须投票表决感到遗憾，因为 

它们本来认力应当可以按照他所提到的原则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 它们对决议所 

规定的今后会议由经常予算提供资金，也有很大的保留。

1 5 2 . 以色列代表说，他本国代表团十分重视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并认为 

这是改善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状况的一个主要先决条件， 友展中国家间进 

行经济与技术合作的慨念，符合其本国关于发展合作的宗旨，以色列也是一个发展 

中国家，因此二十多年来在这方面曾经同几个洲的发展中国家一起，参加了各种不 

同的活劾. 并曾读图向贸发会议和联合国的其他会议提出自己的想法， 第 127 00

比亚、加蓬、加纳、危地马拉、圭亚结、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亚亚 , 

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约旦、肯尼ÜE，科威特、黎巴缴、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1 L 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耳他，墨西哥、尼日 

利亚、 已基斯坦、 巴拿马、秘鲁、菲律宾、卡塔尔、罗马尼亚、沙特阿 

拉伯、塞内加尔、新加被，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太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 

合首长国、坦桑尼巫联合共和S 、与拉圭、委内瑞拉、也门、南.斯拉夫， 

札伊尔•

K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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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曰本、卢森堡，荷兰、新酉 

兰，挪威、荀萄牙、西斑牙，瑞典，端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H , 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 : 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充斯洛伐克、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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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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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议在马尼拉以协调一致的意见通过时，他的代表团的理解是 . 该决议第1 3 和 

第 1 5 段规定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专家会议，应根据主权平等和普遍性的原则，向所 

有贸发会议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开 放 . 这些原则曾经在第五届贸发大会第四谈判 

小组的讨论中反映出来， 他的代表团认为，贸发会议秘书处贯彻该决议的程序， 

是同最后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的精神相逢背的，也是无视他所指，并在联合国宪章 

里规定的那些基本原则的， 以色列和其他一些国家认力，贸发会议的发展中国家 

间经济会作会议，包括剛通过的决议所设想的那些会议，应向一切有关的发展中国 

家开放， 在他本国代表团有机会对目前的区域间会议最终得出的结论进行研究， 

祐价和表示赞同之前，它无法支持决议第2 段所提的关于进一步工作的要求. 由 

于这所有种种理由，它不得不投票反对该决议草案*

工. 贸发大会第131 (力号决议 

( 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查 )

153 . 为了审议这个项目，理‘事会收到了贸发会议秘书处提出的下列报告： "关 

于組织世界经济的生产和贸易格局的年度审查的建议 " （T D / V 7 8 1 ) 和"保梦  

主义和结构调整：审查涉及贸易限制方面的发展情况 " （t D / ^ / 7 8 2 )。

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154 . 主鹿说，理事会在第199(XIX)号决定中，針对贸发大会第131 ( V )号决议 

第 5 段决定：理事会在其第二十届会议上，及有关的附厲机构在其下届会议上，继 

续审查涉及贸易限制方面的发展情况，以期研究和拟订有关保伊主义一般问题的适 

当建议，

155 .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说，贸发大会第131 (V)号决议可分成两小部分， 

分别谈到了有关贸易的结构调整政策和措施，以及对付保ÿ«主义问题的政策和措施。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决议，因为在这项决议中，货发大会将结构调整和保主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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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分不开的问题连在一起 . 他说，贸发会议秘书长在向理事会本届会议致开幕 

词时 , 曾经指出第131 ( V )号决议的范围很广，内容很重要，值得贸易和发展理事

会继续关心（参阅上文第8 段 ），

1 5 6 .  B组发言人代表除西班牙和土耳其以外的B组国家友言，重点地谈到B组

感到有若干问题的T D /B /7 8 2号文件。 不过， 2 组欢迎在多边会议上就保护主义 

和结构调整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换资料，并希望这有助于在贸发会议内，按照第 131 CV) 

号决议》就这些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切实对话；S 组认为富131 ( V )号决议是 

富五届贸发大会的一项重要成系 . 2 组认为，贸发会议和总协定之间具有适当的 

分工，希望两者在履行各自的职责时能彼此合作 . 这两个机构是相辅相成的，不 

应该重复彼此的工作，也不应该干涉彼此的职权范围 . 按照第 131 ( Y )号决议 

的规定，贸发会议座该处理保护主义的一般性问题，而总协定也应该按照富五届贸 

发大会的协议，集中处理今后保护主义行动的具体问题 . 总的来说 . B 组不能同 

意 T D / B / 7 8 2 号 ;^件中的许多结论，认为这个文件没有就贸易限制的发展进行公 

平的审查 , 例如，从丈件中的数据看不出来，背离现况的事例 " 很 多 " ，也看不 

出来这些事例都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品的•

1 5 7 . 对于发达国家所采取的贸身自由化措施与贸易限制措施的总的效果，秘书 

处的结论缺乏根据. 在发达国家贸易限制措施与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份额之间的 

所谓直接因果关系，并没有得到证实， S 經并不认为，按照总协定的现定征收反 

傾销和对抗关税来抵消不公平的贸易办法是一种限制性措施， S 级认为，并没有 

任何证据证明 " 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工作已全面倒退" ，并指出秘书处完全忽视了最 

近一轮多这贸易谈判的成果。 尽管有保护主义的压力，发展中国家对经合发组织 

国家的出口正不断增长，在 1971 —.19 7 8年期间，经合发组织同发展中国家的贸

易比整个经合发姐织的贸易要增长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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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8 . 在 T D /S /7 8 2号文件第2 0 段中，秘书处只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看法；如 

果能列入其他区城集团的看法，这份文件就会较公平 • 第 2 1 段指出，对于许多 

发展中国家因相对竞争优势而具有新的出口增长机会的部门买行了进口限制• B组 

并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已经在所有这些部门取得了相对竞争优势• 关于第2 4 段，它

指出发达国家所接受的现状，在有必要时是允许有例外的。 发达国家已作出很大 

的努力来履行它们所接受的承诺，并将继续这样做。 发达国家还将继续努力，进 

一步放宽数量限制和具有类似影响的措施，不过，为此目的而制订一项具有时限的 

方案是十分不合适的。

159 . 对于第2 6 段的其他具体建议， S组国家同意，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及其附 

属机构应该邀续按照第1 31 ( V )号决议第5 段的规定，审查贸易限制的发展情况， 

然而，它们认为贸发会议只应该处理保护主义的性问题。他指出总协定正在编 

制关于非关税措施的最新清单，贸发会议的工作最好等清单拟订后再进行。 关于 

贸友会议秘书长应当参加总协定工作的问题， B组指出总协定在多适贸身谈判结束 

后设立的各委员会已力政府间组织观察员参加工作一事作出规定，并会对贸发会议 

秘书长的要求根据这种程序加以审议 .

160 . D组发言人代表D组国家和蒙古发言说，西方许多工业化发达国家普遍实 

施的保伊主义措施和各种形式的贸易暇制妨碍了工i l贸易的发展，影响到社会主义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贸发会议对于制订联合国第三个发展 

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所作贡献的大纲中，要注意保#»主义措施问题的原因，要想利用优

势地位和强制办法，非法地实行经济抵制和封锁来解决s 际经济关系的问题，并不 

符合发展公平互利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的目标， 在消除第131 (Y )号决议所列 

举的贸易限制措族方面，贸发会议应该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 因此， I)组支持贸 

发会议秘书长的建议， 应该由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每年审议关于消除保ÿ«主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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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执行第131 (V)号决议的问题。 贸友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特别是制成品委 

员会和商品委员会，也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努力，提出适当的建议a 任何反对日益 

t台头的保伊主义措施，特别是新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的行劫，都应该视为遂步调整 

国际经济关系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161 . 对于T V ^ / 7 8 1 和 号 文 件 ，他说， 1>组支持贸发会议秘书处 

按照第 1 3 U V )号决议的观定，编制关于影响制成品和半成品贸易的非关税壁鱼的 

最新清单，并对这种壁全的影响进行分析， 他还指出，贸发会议秘书处尤其应该 

注意所有受到保护主义措施和其他形武贸易壁全影响的国家所提出的报告g 他重

申D組的坚定立场，认为反对保护主义措族的国际行新如果只照顾到一个国家集团 

的利益，就不可能切实有效。 耍维护受到货易限制影响的国家的利益，必须在所 

有行动上适用普遍一致原则•

1 6 2 . 日本代表就T W 7 8 2 号文件发言指出，该文件提到的日本最近实施的 

一些贸易措施并不正确，因此请秘书处根据他要提出的修订，就 第 1 3和 1 6 段发 

出更正.
1 6 3 . 澳大利亚代表表示同意S 组发言人的意见* 此外，他希望纠正 Î W  

7 8 2 号文件第1 4 段列举的澳大利亚贸易限制措施所可能造成的错误印象，澳大利 

亚的措施所以这样引起注意，是因力实行保护措施所用的行政办法，包括公共听证 

会在内，要保证大家对这种拾施有彻底的了解 . 但是，他指出，认为该段列举的措 

施是为了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是错误的推论 . 许多上述货物，包括安全照相 

机，阳♦ 及其部件，都继续由发展中国家免税进口， 大多数其他货物，包括栽誠 

地德在内，在澳大利亚关税优惠制度下仍然给予发展中国家相当大的优惠。

164  . 澳大利亚政府对于保护主义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生产和贸身前棄的影响的看 

法，已在好几个场合以及在贸发会议中提各国政府都必须根据多边贸易谈判  

所达成的数目有限但很实际的贾易自由化措施，趣续努力* 主要贸易国只是同意 

不进一步实行保护主义是不够的，因力保护主义壁鱼，特别是不符合总协定的保护 

主义壁全，必须遂步取消。 在遂步取消保伊主义壁全的同时，还必须对所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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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结构，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业结构，积极进行调整。 如果主要贸易国 

同时进行积极调整，使世界贾易额增加，将可大大减少进行此种调整在短期内所迁 

到的困难。

1 6 5 . 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说。 Ï I V B / T 8 2 号文件第 1 2 和 1 7 段的内容必须 

稍加修改。 他将向秘书处提供必要的资料，作为该文件的更正分发

166 .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言人说，贸发大会第131 ( V )号决议要求贸易和发展 

理事会和贸发会议秘书长进行的工作，应该与总协定根据同一决议进行的活动相一 

致 . 欧经共同体已经在好几个场合表示，在发展中国家出口品的间题上，将遵守 

保持现状的规定， 他指出，在总协定内，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的作用已经显著加强； 

贸易的非关税壁全清单以及关于贸身P艮制和热带产品贸易的文件都将槽添最新资料， 

在适当时候送交贸发会议 ; 对于关税升级问题也将进一步加以研究. 总协定正在 

进行研究，用什么方法对国际贸易体系的变动情况定期加以有系统的审查 . 此外， 

总协定的贸易和友展委员会已经设立一个开放给成员国参加的小组委员会，对影响 

发展中国家出口品的保护主义措施进行研究；还正在进行协商，准备设立身一个小 

组委员会，特别注意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问题；而欧经共同体也同意设立这样一个 

小组委员会 .

1 6 7 . 贸发会议在这个领域里的总任务是，审查保主义趋向对发展中国家出口  

的扩展以及从而对这些国家的发展前景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 在这方面，必须回顾 

贸发会议对于普遍优惠制的基本贡献；贸发会议;?t于普惠制下各种措施影响的研究 

应该使优惠给予国趋向于更好地利用普惠制的优惠待迁，特别是向最不发达国家提 

供的优惠。 欧经共同体已决定把普惠制再廷长一段时间，并特别增加对最不发达 

国家的优惠。 从现在开始，欧经共同体的普惠制将允许一大郁分来自最不发达国 

家的工农巫产品免积进口， 欧经共同体已经尽可能努■力，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能够获得欧经共同体普惠制所提供的利益， 贸发会议应该 

继续对愿意利用欧经共同体普惠制的发展中国家给予技术缓助，使它们能够更好地 

保护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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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 对于结狗调整问题，他说，这是一个所有国家都关心的复杂而敏感的问题， 

牵涉到社会、政治和经济各方面， 这个问题已在好几个国际会议上进行研究和讨 

论，总协定和贸戾会议都曾发挥了作用* 在贸发会议内，制成品委员会应该每年 

研究世界经济的生产和贸易结构 . 在这方面，他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长在TD/ 

B /781  1号文件内曾经建议，就世界生产和贸易编写一份分析性的研究报告 .
169. 1 9 8 0 年 3 月 2 4 日，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薛尔瓦多以七十七国集团 

成员国名义提出的决定草案（t d / b ( x : x ) / s c / : l .  9 } 以及匈牙利以Ü组成员国名 

义提出的决定草案（T D /B (X X ) /S C /a .  14).

1 7 0 .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指出，经一致同意通过的贸发大会第13MV) 号决议 

承认贸易对所有国家、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令人 

遗憾的是，最近几年来发达国家不断扩大坡视性保护主义办法，阻碍了世界贸身 

的增长，而第 13100号决议已经认识到，保护主义措施并不能解决世界的经济问题， 

发展中国家扩大生产和出口的努力迁到了人为的障碍，便它们无法正常发展* 抵 

有采取政策和措施，改善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情况，协助调養世界工业和贸易的结 

构，才能消除这一障碍， @ 此，必须采取•^系列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销售 

基础的政策和措施,从而增加它们在世界贸身中的份额 .

1 7 1 .他重审七十七国集团的看法，认为在结构调墓与保护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关 

系， 消除保护主义是达成结构调'查以及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在短期内发嚴生产并使 

其国际贸易多样化的必要条件， 就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通过建立銷售组织，发 

展商业基本设施，促进彼此之间的贸身等措施，正在不断努■力，建立和增加它们的 

生产能力， 它们要求发达国家为进入其市汤提供方便， 并为实现结构调整采取 

适当的政策， 假如发展中国家想在2 0 0 0 年时实现其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额 

的 2 5 %、 贸易占世界贸身额的3 0 % 的目标，那么这是必不少的条件， 七十 

七国集 ®关于贸发会议对新的国际发展战略所作贡献的基本文对这些想法有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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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阐述

1 7 2 . 为了执行第I S I O O 号决议的规定，七十七国集团提出了一项关于结构调 

整和保护主义的决定军案（TD/B(]a：) /S C /L .  9 ), 尽管享案宪全是程序性的， 

但仍未取得一致同意。 七十七国集团希望，在理事会金体会议上讨论这一议题时， 

将会找到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因为这对国际经济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七十七国 

集团在其决定革案中只要求贸易和发展理寒会在每年的第二期会议上审査关于执行 

第 1 3 H V 1号决议的具体建仏  同时，七十七国集团建议这种审査应在理事会的 

一个会期委员会内进行，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而理事会的议程又太多。 决定草 

案还要求贸发会议秘书长进行必要的研究。 这些研究应包括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 

所有部门所采取的一切保护性措施。 在这一点上，他表示该集因同意在联系小组 

中提出的提议：首先，这些研究应考虑到各国政府提出的资料；其次，贸发会议有 

关机构应该经常审査保ÿ«主义和结构调整的同题，并应作出具体建议提交贸易和发 

展理事会审议。

173. 3)组发言人说，结构调查和保护主义是两个密切关连的问题，不能把它们

分别处理  ̂ 从国际贸募的观点来看，假如国际上为反对保护主义措施所作努力只

局限于某一个国家集a 的利益，这种努力不会有效，也不会具有积极意义， 他指 

出，他的国家代表组成员国和蒙古普提出一份关于保护主义和结构调签的决定草 

案 （ T1}/B(X；X ) / S C /：L. 1 4 ) , 这份軍案与七十七国集团提出的决定军案（TD/  

B (X X ) /S C /L  9 } 并无任何冲突，而是进一步推广了那个决定草案的意义4 象

保ÿ*主义和结构调查这样的重要问题，不仅应在理举会一级处理，而且应由贸发会 

议的有关机构经常审査，并提出具体建议交给理寧会审议《 D组提出的决定享案

第 2 段建议，货发会议秘书长力促进理事会工作而进行必要的研究时，应考虑到贸 

发会议成员国可能作出的貢献。这一工作与贸发大会第1 3 1 0 0 号决议的通盘执行 

工作都有关系。

參阅附件一 ，贸发会议对于制i丁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赏献的政府间高级小组第 

二届会议的报告（T D /B /Y 9  1 /A d d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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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B组发言人说，结构调荃和保护主义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当然，结构调 

整可以减轻保护主义的压力，但是也应考虑到其他因素，例如能源价格的上涨。许 

多政府的看法是，贸发大会第13 UV)号决议所包括的两个任务应由不同机构来处理  ̂
那个决议有二小部分：A节谈到结构调養， BiT谈到保ÿ«主义。 决议第2 段和第 

5 段的办法和措词是绝然不同的。 关于结构调整问题的讨论应有充分准备。 秘

书处编写的报告（T D /B /7 8 1】令人不能满意，它只提出一项不明确的、模糊的大 

纲，寄要加以进一步改先他请贸发会议秘书长与各区域集团协商，对大纲作进一 

步改进。

17 5 . 贸发会议 /秘书长的代表表示，保伊主义和结构调塞是相互依存的两个问题， 

并弓I述了贸发大会第1311V)号决议序言部分中与这两个问题都有关的西段。 他 

接着说，第 1 3 1 0 0 决议设想的 " 年度审査"是由一个政府间政治机构来讨论一般 

政策和全球趋势。 在执行这项职责时，政府间机构要考虑到所有"相关的现有资 

料 " ，包括秘书处提供的背景资料，但绝不仅限于这种资料。 因此，秘书处编写 

的任何研究报告绝不会事先影响政府间机构的决定。 似乎没有理由不采取过去的 

做法，使各国代表在秘书处文件尚在编写时先讨论文件的大纲《但是秘书处要尽可 

能考虑到各国政府的建议 。

1 7 6 .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针对贸发会议梭书长代表的发言说，他不同意秘书处对 

货发大会第1 3 im号决议的解释。 ' 此外，他也不同意发言的最后一句话，因为他 

认为秘书处通常没有考虑到B组的看法。

1 7 7 . 在同次会议上，会期；员会决定把TD/B(XX)/SC/L .  9 和 T IV B (X X ) /  

SC. / L  1 4 号决定草案提请理事会作进一步审议。

金体会议的审议

178. 1 9 8 0年3 月 2 5 日，代理主席经非正式协商后在第五三五次会议上提出了 

一份决定草菜（ 5 6 6) ,  T D /B {X X ) /S C /L  9 和 L. 1 4 号决定革案则予

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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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 7 9 .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代理主席提出的决定草案，同时注意到关于 

所涉行政和经赛问题的说明 '7(參阅下文附件一，第 217(X ]C)号决定 K
180. Ü组发言人代表13組成员国和蒙古发言说，它们那些国家认力，决议第4 

段并不访碍贸发会议秘书长依照贸发大会第131 IV)号决定考虑到各成员国可能作 

出的贡献。

1 8 1 .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声明，刚才通过的决议，尽管没有充分反映七十七国

集团关于贸发大会第131 P/)号决定的愿望，却是经过艰巨谈列后才达成的折衷办 

法。 根据七十七国集团的了解，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将要设立的会期委员会工 

作方案必须经理事会本身批准，其中只包括决定第2 段所述问题，而不包括任何其 

它问题。

182. B组发言人说，尽管对贸发大会第I S l O n 号决定有不同的解释，但对 B 

组来说，刚才通过的决议意思清楚而明确。 不过， B组对决议可能涉及的经赛问 

题表示关切，将尽最大努力来加以限制。

贸发大会第132 C0号决议 

( 多速贸暴谈到）

1 8 3 . 为了讨论这小项目，理事会收到了贸发会议秘书长提出的一份报告，题为 

" 评价多这贸易谈判的成果 " （T D / V Y 7 8 和 Add. 1 以 及 Add. 1 ( 搞要）和 

corr  1),并收到了总协定总干事份关于多这贸易谈判《东京回合》的补充报告 

( 作为 T W 7 8 8 号文件提供）。

关于所涉行政和经赛问题的说明（TD/E/L. 556/Add  1 )參阅下文附件四 : 

D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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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期委员会的讨论

1 8 4 .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提请与会者注意联大第3 4 / 1 9 9 号决议，根据该项

决议，关于多这贸易谈判成果的报告18,应特别注意多这贸暴谈判的成果没有充分考

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问题的那些领城。该决议还要求理事会确定可能采取的行

动方针，使发展中国家能够达到它们在多进贸身谈判中所要实现的目标。关于多这

贸易谈判的成果，他说，如果这些成果能够积极有利地予以落实，那么就是解决国

际贸暴中许多重★ 的问题的重要一类但若从一九七三年〈沫家宣言》" 的目标的意义h » " ,
所取得的总的成果似乎并不多，在许多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还远远不够，对发展中国

家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它们提出的许多关于差别待遇和较优惠待遇的要求还没有充 

分得到满足。 多这货易谈判所弓I起的关税削减，将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目前在许多对

它们有出口利益的产品方面所享有的优寒差额。此外，将条件限制和按国分级的慨

念制度化，对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造成极其深远的影响 ， 并可能会使这些国家受到任

意的和坡视性的待遇。

1 8 5 . 他说，目前最令人关切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最关切的一个问题， 

就是怎样把多进货易谈判的文书落实的问题。他希望发达国家在拟订有关的法律和 

程序以落实多这贸暴谈判的成果时，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及其关心的问题。

1 8 6 . 他说，还没有充分谈判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保炉问题。参加谈判的许多 

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认为，谈判未能就这个问题迷成协议，意味着现在还无法逼 

制国际贸易中保炉主义的曰益抬头。不过，总协定缔约各方已决定继续谈判，拟订 

有关适用总协定第十九条的补充规则和程序，以便更一致和更有信心地执行总协定 

的规定。缔约各方予期可在1 9 8 0年 6 月 3 0 日之前收到一份有关这一问题的报告。

关税及贸身总协定，多进贸易谈判，东京回合：总协定总千事的报告（日内瓦， 

—九七九年四月》。

参阅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基本条约及有关文件，第千二次补编（出食品编号： 

G A T T /1974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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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7 . 他认为，按照其职能和责任，理事会及其附厲机构应当继续密切注意多遠 

贸易谈判成果的落实情况以及就未决问题进行协商或谈判的发展情况。理事会还应 

当赛助发展中国家究分有效参与♦ 后的谈判，以便实现它们的目标。贸发会议若要 

有效地履行其责任，贸发会议秘书长就必须浪代表参加总协定的有关机构的会议， 

并应当及时地取得所有有关文件。 贸发会议秘书长本身则负责向这些有关的机构提 

供贸发会议的文件，供这些机构使用。贸发会议秘书处也应当趣续向发展中国家提 

供技术援助和支助，帮助它们从多这贸易谈判的成果和任何令后的谈判中取得充分 

的利I

1 8 8 . 最后他说，为了促进就未决问题进行进一步协商和谈判，为了促进实现多 

这货身谈到在发展中国家方面的目标，理事会本届会议不访考虑T：d /B / /7 7 8号文  

件第 2 5 1 至 2 5 2 段中所建议的准则或原则。

1 8 9 .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说，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立场，同它们在第五届贸发会

议上、其后在总协定缔约各方最后一届会议上和在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

上所表明的立场，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他重申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视为保护问綴找

出适当的解决办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不找出这样一种办法，那么多遠货易

谈判的总成果便会失去平衡。 他还指出，在数量限制上还未能达成协议，在热带 

产品方面的减让也极有限；关税升级问题以及《东京宣言》第 6 段中与最不发达国 .

家有关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就关于非关税措施的协议而言，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仍然正在研究这些协议将引起的问题，以便最后决定是否要遵守这些协

议。

19 0 . 关于最近在总协定发生一些事情，即：各缔约方就非签字方以观察员身份 

参加各个委员会讨论的问题作出的决定；设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讨论和谈判保护问题、 

贸易和发展委员会决定在若干领域中继续货易宽放的问题（例如数量限制、关税升 

级、热，产 品 ）。 他对未能就设立一个小组来审议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问题一事 

作出决定感到遗憾，希望总协定贸身和发展委员会下一次会议能够作出这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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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1 . 他强调说，理事会本届会议的工作应向前看，看在多这贸易谈判中没有讨 

论的问题方面究竟能够作些什么，或看由于多边贸易谈列的结果还有什么事情需要 

做。 在这方面，七十七国集团认为贸发会议的常设机拘，特别是制成品委员会和 

商品委员会，应在它们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详纽审查多这贸暴谈判的结果对国际贸 

易、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的影响，并将审查结果向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提 

出报告，由理事会来评价。这些委员会今后座当密切注意总协定内的发展，以便确 

保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到充分的保^ ^ 为了使发展中国家能有效地参加这项工作， 

贸发会议秘书长应在开发计划署的协助下, 在就发展中国家有特别利益的未决问题 

进行协商和谈判时，向这些国家缠续提供帮助。 此斤，为了使贸发会议秘书长能 

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这种援助，应要求贸发会议秘书长密切注意总协定在多这贸易 

谈判以后的工作，并同总干事协商，以便作出适当的安徘，使货发会议秘书长能够 

出席由于多进贸易谈判的结果所设立的总协定有关机构的会议，并使其能够及时得 

到必要的文件。 贸发会议秘书长应视情况向这些机构提供有关的贸发会议文件供 

其使用。

192, Ü组发言人说， 13组国家认为国际贸易现状需要加强贸发会议审查当前窗 

易政策问题的活动，同时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利益，并取得所有国家的参加。 社会 

主义国家就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来在货发会议上审议多这贸易谈判的结果的。

1 9 3 . 为了说明Ü组对关于多进贸易谈判问题采取的立场（已在理事会第十九 

届会议上特别指出了这一个立场），他回顾说，多这贸易谈判是根据东京宣言举办 

的。 该宣言强调，谈判的目标是为了根据最惠国的原则，通过遂步取消国际贸易 

发 展 的 障 碍 争 际 货 易 的 自 由 化 ，并改善进行世界窗易的国际结拘。 同时，为 

了审议多这贸易谈判的结果，贸发会议必须从更广的基細上进行对它们的评价，即 : 

多这货身谈判对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和工作有多大的贡献，对消除国 

际货易方面的不平等和坡视现象帮了什么忙，最后，谈判结果有多少是符合国际贸 

易所有参加者的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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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 在贸发大会第四届会议作出的联合声明（T D /2 1 1 )中，社会生义国家已经 

指出了它们对多进贸暴谈判采取的立场。 他们曾经强调，这些谈判必须不论社会 

和经济结构以及发展水平的差别，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利益。

1 9 5 . 参加多速贸易谈判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立场的基是，必须取消对契约 

权利一切形武的破坏以及国家或某一个国家集团的活动引起的坡视性措因此 , 

他们作出的让步以及对谈判采取的立场取决于他们的权利是否得到充分的尊重。

19 6 . 考虑到一些市场经济国家的徘斥和作出的保留、包括对社会主义国家作出 

的保留，作为一项初步的意见、可以这么说：对于在■年期内削减关税取得的协议 

根本不能视为减少关税壁全的一项重大措施。

1 9 7 . 参加多遠货易谈判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关税谈判的评价是根据以下的标准：

削减关税对于他们货品进入西方国家市场的条件有多大的改善。

198. —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画家的大批出口货品仍然保持保护主 

义产生的付产品一 所请 " 志愿出口限制，’以及透反总协定第十三条规定的数量限 

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甚至取消了削减关税的作用。 D组国家对这些限制的使 

用再次加以道责，并要求有关的国家取消这些限制。 关于这一点，必须指出的是， 

多这贸易谈对于取消数量限制实际上完全没有采取行动。

1 9 9 . 在多边贸易谈判结束以后，最近几个月涌现的很多事实是与实行新壁全有 

关的，贸发会议秘书处关于 " 保伊主义和结构调整 " 的报告（T D / V T 8 2 ) 列举了 

其中的一些新壁鱼。 这些事实显示，多这贸易谈判不能制止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保 

ÿ«主义措施的蔓延，国际贸易受到保护主义新浪潮的严重威脉。

2 0 0 . 关于农产品、特别是温带农产品的谈判，大部分没有得到总协定的审议， 

某些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农业保資主义及其附带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第三国供应的 

不利，响，仍然是在总协定审查的范围以外。 参加多进货暴谈判的一些社会主义 

国家对改善这些产品进入西方国家市场的条件和稳定这些产品的供应感到很大的兴 

趣。 他们充满希望地期待总协定报银工传方案在这方面的活动成果。 必须凌善 

农业贸易方面的合作，同必领尽早这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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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参加多这贸暴谈判的社会主义国家感兴趣地期待对于保障条款进行中的谈 

判的结果0 —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这些谈判采取的立场拘成了而且仍然构成 

一种真正的威脉：将要拟订一种新的保护主义措族、甚至坡视性的措施。 对该问 

题的谈判不得以損害总协定和国际货易的一个基本原则— 最惠国原则而结束。

2 0 2 .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报告（T D / V t 7 8 ) 强调，贸发会议 1 6 0个成员国中， 

有 6 0个以上的国家没有参加多这资易谈判，也就是说，它们没有参加拟订到头来 

可能影响它们贸易和经济利益的准则和条款。

2 0 3 . 社会主义圍家正在研究多这敦易谈判制订的各项守则。 他们非常重视以 

保证充分遵守最惠国原则的方武执行这些守则。 执行这些守则可能要对影响所有 

国家、包括没有参加多这贸易谈判的或没有参加这枚协定的国家的利益的、各国适 

用的贸易关系立法加以审查。 不容许守则的签字国的国家立法对守则的赞成国家 

采取任何带有硬视性的限制；此外，国家立法不得对参加多这贸易谈判的国家和不 

参加多这贸易谈判的国家采取一种双重的标准。 在多这贸身谈判结束以后的时期 

进行世界货易的唯一基础仍然是充分执行最惠国原则。

2 0 4 . 他最后说，贸发会议必须继续审查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果以及在谈判期间尚 

末解决的问题。 此外，贸发会议必须从国际贸易所有参加者的利益出发，研究多 

遠贸易谈判制订的协定的执行过程。 为此目的，贸发会议秘书长必须能够出/帝总 

协定各个机构，包括多迫贸暴谈判以后设立的机构的会议。 13组国家对发展中国 

家的意见表示同情，认为多这贸易谈判的结果既没有达到发展中国家寄予的期望， 

也没有实现部长级会议在东京作出的诺言。

2 0 5 . 欧洲经济共同体发言人说，多进贸易谈判的园满结束对于维持和改善开放

的货易制度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最不发达国家不仅从整个多这贸易谈判得到很大 

的利益，也从欧经共同体给予的具体减让得到很★ 的利益。 上述两种利益都是关

税方面的，特别是•热带产品的关税，也来自规定法律保障和更大的经济稳定性的协

定。最不发'达国家并没有得到它们想要的一切，不过如考虑到发达国家受到的经济

和社会压力，进展是相当可观的。 某些最不发达国家曾积极参与谈判并提供具体

支持。 欧经共同体希望其他最不发达国家学习这种榜样，根据它们的发展水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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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情况对总的结果作出貢献0

206. 他说，欧经共同体已于1 9 7 7年 1 月 1 日开始单方面实施对热带产品的关 

稅和非关税减免，这些减免价值已达4 0 亿美元。

2 0 7 . 在关税方面，工业国家把关税削减三分之一是取消关税过程中的一♦重要 

新阶段，发展中国家要么会立即受惠，要么将来会得到好处。 欧经共同体的关稅 

削减适用于价值约5 0亿美元的贸易。 在这方面，欧经共同体遭遇到基本上互相 

矛盾的要求，有些发展中国家要求较迅速的、范围较广的对它们出口产品的关税削 

减，另一些国家则要求较慢的、范围较小的对相同产品的削减以便维持它们根据普 

寒制享有的优惠差额。 这表明了要对普惠制差额减小现象进行全面的分析是很难 

的，因为情况因产品而不同，也因国家而不同。 关于非关税壁鱼，发展中国家将 

会得到各种差别待遇观定的好处，如更大的灵活性、免受守则规定的某些义务的限 

制、技术和资金援助，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特别措旅等。 此外， " 体制组 "的  

谈判结果对最不发达国家具有特别重要性，特别是在总协定内明定关于普惠制的法 

律条文的 '‘ 授权条款 " 。 它也可作为发展中国家间交换优惠待遇的基細，和作为 

其他形式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待遇的基袖。

自从缔约各方在1 9 7 9年 1 1 月通过多这贸易谈判的结果以来，欧经共同体已采取 

必要的内部决定和规章，以便使这些文书能够在1 9 8 0年 1 月 1 日开始生效。 总 

协定缔约各方也已制订了关于非签字国参加根据商定的文书设立的委员会或理事会 

的程序。 欧经共同体希望这会鼓励和方便这些国家加入这些文书。 关于保护措 

施，欧经共同体决心遮续在总协定内设立的委员会范围内进行讨论和谈判，以便找 

到彼此满意的解决办法。

2 0 8 . 日本代表说， 在多这贸易i炎判过程中未能就保护措施达成协议是令人遗 

傳的，应当把此事作为紧急事项继续抓紧。 不过，这不应减低多追货易谈判巨大 

成果的重要意义，考虑到这些漫长而艰苦的谈判是在各参加国国内经济处于失业增 

加、通货膊服、能源危机这样一些世界性问题的压力之下而造成的旷日持久的不利 

环境之中进行的，情况就更是如此》 多« 易谈判的成功会有助于通过扩大的、



宽放的国际贸易来提高各国的生活水平和福利。 通过消除贸易壁全，包括在多这 

贸易i炎判范围内谈判的削减关税，发展中国家的货身也会得到很大好处。 此外， 

多这贸易谈判的各种协定由于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普要，都载有对发展中国家 

有利的特别待遇和差别待遇条款。 正如S 组发言人在第五届货发大会上指出的， 

这是多这贸易谈判回合中第一次为发展中国家专门拟订了特别条款。 他衷心希望 , 
尽可能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这些附带的好处，会参加多这贸暴谈判的各项协定。 

他本国政麼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和参加多这贸身谈舆1准则的其他国家一起行动， 

这就最符合前者的利益。

2 0 9 . 最后，他指出TD/B/778_/Add. 1 ( 捕 要 ）第 8 段所载的资料不准确，他 

说，东京回合的总协定报告（第二卷）显示： 日本对工业产品的关税平均削减幅度 

和多这贸易谈判后的关税平均值，比日本的主要贸身伙伴的同类数字都要好。

2 1 0 . 加拿大代表说，他本国代表团没有足够的时间就T D /B /7 7 8和 Add. 1号 

文件的内容作一番详尽无遗的评论，因此他只想对评价多过货易谈判成果的过程发 

表一般性的意见》 他觉得，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多《 易谈判的成暴  

首先，不访对谈判取得的所请 " 初步 " 成果作一番评价，要讲求实际，这一评价就 

得兼顾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一评价要列举每一方的谈判目标 

和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事例，并要举出不满足的程度；另一方面，这一评价也不访 

在当前经济形势允许傲到那些事情的背景下，对各项积极成果作一番叙述。 多这 

货易谈判的某些结果，例如未能消除或大幅度地削减对一系列资源产品的关税升级 , 

又知有关保护问题的谈判未能取得结果，使发展中国家感到关切，加拿大对此也有 

同感。 另一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成绩，其中包括：对 

热带产品提前实行非互惠关税减让、实现在多数情况下不要求发展中国家互惠分摊 

的约束性的、亦即安全的最惠国关税剖减、以及通过基础协定的授权条款如强了优 

惠待遇的法律基础和进一步的保障。 评价多这贸易谈判时汪应该考虑到的第二个 

方面是起革东京宣言时未能预见到的因素：谈判进行时遇到的国际经济困建和保护 

主义压力。 在这样的情势下多这贸易谈判的结局是一项重大成就，它强有力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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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方的利益，决心要保持并改善一个开放稳定的世 

界贸易环境。 这是对保护主义势力的有力反座， 最后，还应该从承担的诺言的 

落实情况以及各项协定的执行情况，来考察多这贸易谈到的成展任何评价应包  

含谈判成果在一段时期内带来的实际开辟贸身的效果，而不应当只是列举那些没有 

实现的谈判要恭多进货易谈判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包括发展中国家 

在内的各参加国积极参与其事的程度，以及它们贯彻落实的决心，

2 1 1 . 他对秘书处的报告发表评论说，该报告缺乏平衡，这种不平衡一部分是来 

自这样的一种倾向，即根振最大限度的谈判要求来衡量成绩，而对更广泛的谈判背 

景和经济背景缺乏认识；一部分是由于对普惠制的削騎现象抱着不恰当的，甚至可 

能是错误的专注》 加拿大代表团不同意报告中暗含的以下提法：由于最惠国关稅 

自由化据说使普寒制差额削舞，因而争取这种自由化方面的进展肯定对发展中国家 

不利。在规定总协定对普惠制的放弃办法时，明白确认，优惠安排不会纺碍最寒国 

关税的削減。 此外，考虑到某些现行普惠制办法的限制、许多发展中国家充分利 

用最惠国关税削减的能力以及由约束性最惠国削减保证的扩大了的长期进入市场机 

会等因素，关税削减可能对最不发达国家的货易起着的有利作用，至少本报告的搞 

要和结论没有对此作出全面的评价。 一系列研究表明：最惠国削减给发展中国家 

带来的好处抵消了普惠制削弱造成的任何损失。

2 1 2 . 他在发言最后部分谈到1 1 ^ /6 /7 7 8第五章提出的令后行动方针时说,他本 

国代表固固然可以同意: 贸发会议可以通过许多途径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充分取得多 

速贸易谈判的成果带来的好处，但看来发展中国家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最有效途径还 

是积极参加总协定范围里的一查新办法。 就加拿大方面而言，该国将 ' f 助多这贸 

易谈到的各项协定，以及根据各项协定成立的委员会，使其活动能为发展中国家的 

参加提供便利并注意这些国家的特珠贸身需要。

213. 瑞士代表说，多适贸易谈到表明国际社会有保持并改善开放贸身制度的意 

愿。 多这货易谈判虽然未能实现某些目标，但其成果是一个真正的进步。 他认 

为对多这贸易谈判作世界性的评价似乎是一件十分徽抄的亭情，因为每一参加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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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都要从它自己的具体利益出发来进行评价。将来有必要照顾到世界贸易中的 

新伙伴不断改变情况，进一步努力改善开放贸身制度。 他回顾说，瑞士已经签署 

了多边贸易谈判产生的所有文件，瑞士议会已经完成了批准19 7 9 年东京回合谈判 

结果的程序，接着他表示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参加多这贸暴谈判的国家，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都来尽量参加多这贸易谈判的各项文书。 他表示，瑞士将继续在一切有 

关的讲坛上，为各方的利益努力争取世界贸易方面的进行 .

2 1 4 . 澳大利亚代表说，因力他本国政府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充分考虑贸发会议秘 

书处就这一项目编写的文件，该政府就贸发会议对多边贸易谈判成果钩评价所持立 

场 将 保留 到 晚 些 时 候 再 发 表 但 是 ，他重申了漠大利亚在别的场合对多进货易谈 

判成果的评价，他说：多这贸易谈判的结束是总协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虽然必 

须承认 ， 谈判成果，尤其是某些领城的成果尚不能满足更高的希望与期待，但可以 

希望：这些成果有可能带来贸易的进一步宽放并在抑制各方都愿意避免的保梦主义 

倾向方面发挥作用。 集中注意于贸易宽放和其他有关措施以促进国睹贸身的增长 , 

此种需要从来没有现在这样迫切。大家都有责任和义务来推动多《 易谈列的成功 

并争取进一步削群保伊主义做法。 这一点如能做到，就会给世界贸易和投资带来 

重大好处。

215. 他本国代表团欢迎在多这贸身谈到结束之后取得的成靖 ， 尽管他认为，和 

总协定以往历次回合一样，工作的重点过份集中在主要贸易国家感兴趣的问题上了。 

鉴于农产品贸易对于漠大利亚、以及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确实重要， 

所以这一领塌未能取得真正进展使他本国感到失望。但是，漠大利亚赞许这方面取 

得的进展，如：国际奶制品协定，这一协定扩大了现有的妨制品方面的安排；关于 

牛向初具规模的安排；以及在双这谈判中达成的对农产品数目不大的减让。

2 1 6 . 总之，他本国认为，就参加总协定各方的权利与义务以及信守这些权利义 

务而言 ， 在农产品货易和工业品贸易之间存在的不平衡状况，多这货易谈判并没有 

加以纠JE 如果稍有不同的话，谈判的结系很可能扩大了这种不平衡拔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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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7 . 最后他指出，漠大利亚已在多这贸易谈判中正式表示支持对发展中国家——  

包括热带产品方面，规定的特别措施和差别措施。

2 1 8 . 美利坚和众国代表说，他本国代表固对秘书处在Ï D / V 7 7 8 号报告中就 

多边贸易谈判所作评价表示失望，这是因为此项评价不符合货发会议第13200号决 

议提出的 " 全 面 " 评价的要求，也是因为秘书处所作结论之中有许多是该代表团不 

能同意的。 秘书处的分析，龙其是关于非关税措施的分析，忽略了包括发展中国 

家在内的所有贸易国家从遵守这些准则中所能得到的真正益处。 一项真正的全面 

评价应当根据盤个《东京宣言》，即根插多进贸易谈判在世界货易环境方面的成果 , 

来考察多边贸身谈判的成果，而不应当仅仅根据《宣言》中的两段。 这样看来就 

很明显，多这贸暴谈判的主要目的是在全世界范围使国际货易宽放，这项任务在世 

界经济形势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功。秘书处还忽视了一个事实：

多这贸易谈判达成的发达国家市场上的关税削减总额平均已达百分之三十；这是一 

项可观的成就，是与保护主义括头的强烈呼声斜锋相对的。对于世界贸易制度的未 

来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改善管理国际贸易的法律体系，其中包括适用于非关税货 

易壁全的具体协定。 这些行动守则进一步规定了参加国的权利和义务，秘书处文 

件指出，这些守则还规定了对未来年代贸易规则的监督办法，这就使这些守则更加 

有效、更加公平、更加明确。 不过，值得重提一下的是，这些协议仅仅提供了一 

. 基 础 ，所有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能否使之具体化并从中获益，主要取决于它们积 

极参加的程度而定。 因此，他本国继续支持所有各国广泛参如多这贸易谈判的各 

项协定。

2 1 9 . 谈到发展中国家从东京回合得到的好处时，他说，与秘书处提出的分析相 

反，他本国代表团认为：发展中国家从多这货易谈判得到了重大的好处，足以弥补 

缩小优惠差额带来的潜在损失而有余。 热带产品小组对热带产品进入市场的条件 

也作了一些改善，但是秘书处报告却没有突出介绍美国作为全面关税减让的一部分 

对热带产品实行的关税削减。 美国已对发展中国家有特殊利益的一系列产品提早 

实行关税削减，还对最不发达国家立即实行了关税削减• 这些减让加在一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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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发廣中国家的大批产品扩大了进入市场的机会。 非关税措施协定也为发展中 

国冢提供了更加优惠的待遇，例如确认了补贴费办法是发展中国家开发计划的组成 

部分。 根摄基础协定规定的新贸易规则，为优惠协定和保伊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工 

业等项特别措施莫定了法律基础。

2 2 0 . 他说，美国代表团认力，继续尝试对多过贸身谈判成果作出一项共同的评 

价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要作出一项在每一点上都能达到一致看法的评价，看来是不 

可能的。 每一国家都是从各自不同的立胸点看待多这贸易谈判，并对其结果作各 

自不同的解释。 他觉得，目前正应该接着讨论多边贸易谈判的落实问题和多追货 

易谈判中其他尚未完成的工作，而每个参加国则可以根据自身的贸易利益去作出自 

己的评价，并执行最符合自身需要的进一步行动方针。在这方面，他指出总协定业 

已通过一项工作方案，其中包括保伊问题、结构调整等许多项目。他本国代表团对 

许多人因多边贸易谈判未能就保ÿ*措施问题达成协议而感到失望的心情很有同感， 

并继续支持为此目的进一步开嚴工作。

2 2 1 . 瑞典代表以芬兰、挪威、瑞典三国名义发言，他说这三个国家对多这货易 

谈判总的结果感到满意，他说，谈到的结果虽然并未能令每一个参加者感到完全满 

意，总的来说这种成果•是一种重要的成就，是往关税领械的贸易宽放和非关税措施 

方面迈进的一大步。

2 2 a 他承认优惠制的削 If可能会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问题，又说他代表的三 

个国家接到的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很不一致。 北欧国家的普惠制总的来说是适用免 

税办法，由于它们的普惠制已经非常懷慨，因此它們对普惠制的削弱问题基本上不 

须再采取什么行动。 关于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特别措施，他说，他所代表的三 

个国家认为必须潮助最不发达国家， 以便它们能够从多边贸易谈判所产生的新规则 

和协定中得到最大的好处。 因此，北改国家已经为总协定在1 9 8 0年特地为最不 

发达国家而设的货身政策课程提供了经费。

2 2 3 , 总协定代表欢迎对多追贸易谈判所作的评价，他说：尽管他对秘书处报告 

(T D /^ /7 7 8 /A d d  1和 Add. 1 ( 搞 要 ）和 Ccrr. 1 )第二部分中的数据和方法不

能完全同意，但他同意该报告强调的下列看法：就非关税措施和其他措施达成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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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协议究竟能够带来多大的好处，要看这些协议怎样落实而定，特别要看怎样理解 

这些协议中关于争端解决等事项的条款和把条敦付请实行。 他说，大家已经就非 

签字国政府作为观察员参加根据每一个协定设立的委员会和理事会的会议的尾则取 

得一致意见，他欢迎发展中国家积极参加这些协定。 他觉得，为了确保这些协定 

能够得到更广泛的执行、确保它们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发挥作用，发展中国家就 

必须积极参如谈判，就是说不只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而是以签字国这种周等 

地位的伙伴国身份参加会议。

2 2 4 . 关于保护问题这个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他说总协定缔约各方已设立了一 

个委员会专门谈判这巧题，委员会必须在1 9 8 0年 6 月 3 0 日之前提出报告，因 

此相信是可以及早恢复谈判的。他说，总协定总干事的报告和贸发会议秘书长的报 

告都特别指出多这贸易谈判所取得的成就没有达到发展中国家最初期望的问题，他 

说，总协定缔约各方在1 9 7 9年 1 1月通过了一个工作方案，现在正根据这方案  

积极研究这些问凰  总协定贸易和发展委员会最近召无的一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今 

后在对发展中国家有特别利益的领城的贸易宽放工作，这些领被包括：数量限制和 

其他非关积措施、关税升级问题、热带产品问题、提早执行多这贸易谈判所作出的 

减让问题以及刷新有关文件的问题》

2 2 5 . 埃塞俄比亚代表赞同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的看法，他指出，里然参加《东 

京宣言》的各发达国家部长对发展中国家作了许多懷慨承若，但是发展中国家实际 

上是被关在主要谈判的门外，受到了言行不一致的发达国家的欺擴。 甚至谈判中 

采取的一寒方法都是有意地坡视参加多进贸易谈判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 

国家。 主要的出口国和进口国在它们自己之间进行谈判，往往以想牲小的出口国 

的利益为代价。 发达国家ér图说服发展中国家，后者从多这贸易谈剑中得到了很 

多好处，其实这是多此一举，因为发展中国家对它们自己的情况了解得最清楚* 他 

同意贸发会议秘书长在他的振告中作出的评价，他认为这种评价是公正的。 美利 

坚合众国代表告诉会期委员会说，他的政府已决定提前执行对最不发达国家产品的 

关税削减。 不过，由于美国还没有按照《东京宣言》第 6 段的规定削减或取消最 

不发达国家产品的关税，因此说美国已开始执行该国还没有通过的惜施，是不合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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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 日本、端典、芬兰、加拿大和漠大利亚等其他国家也还没有按照《东京宣 

言 》第 ©段的规定削减或取消最不发达国家产品的关税。 有人劝发展中国家在落 

实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认为这项建议是不Ë 接受的，因为谈 

判的结果并没有令发展中国家感到满意。 对最不发达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多 

这货身谈判中几乎完全没有谈到它们的问题。 举例来说，最不发达国家利益收关 

的产品，并没有得到关税减让。 事实上，最不发达国家所得到的利益只是一种副 

产品，而不是发达国家有意识努力的结暴至于提前执行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关 

税减让，事实上也只是一种副产品而已他特别提请会议注意最不发达国家提出的 

关于在总协定范围内设立一个小组委员会专门处理这些国家的特殊问题的提案。他 

对一个主要发达国家不肯接受该项提案表示遗憾，并呼吁该国重新考虑它对这个问 

m 持的立场,
2 2 6 . 最后，他对北欧国家对为使最不发达国家代表熟悉多过贸易谈判的措施和 

结果而举行的讨论会提供资金援助，表示了赞赏和感谢。

2 2 7 . 奥地利代表说，秘书处报告（T D /B /7 7 8和 Add. 1 以及Add. 1 ( 搞 要 ） 

和 Corr. 1 ) 就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有关的某些领城内的高度保ÿ«主义现象表示关注 

他本國代表团对此抱有同感。他本国代表a 也和秘书处一样认为，多这贸易谈判协 

定很多条款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货易机会，货易机会对这些国家的价值则取决于对机 

会加以利用的程度。 有很多理由说明为什么参加必须尽量广泛。 关于这点，秘 

书处的报告没有载列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各种采取具体行纺的机会，他对此表示遗 

憾， 此外，他觉得秘书处对多这贸易谈判某盛方面的理解和各签字国的理，不一 

# .  为了鼓嚴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贸易：(a) 这些国家必须充分利用提供的贸易 

机会； 0 » 必须特别注意协定的执行，保证特别和差别措施更加具体和明确；（e) 

必须避续反对保护主义措施、特别是摘，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保护主义措施； （d) 

须审查所有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动机会、包括取消对他们出口的关税壁全，以 

期能够尽早采取必要的措施。

2 2 8 . 新西兰代表说，多这货易谈判的成果就是主要通过谈判一系列准则和其他 

协定来大大地改善国际贺易环境。 他本国代表团特别欢迎在农业方面达成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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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给有关产品的国际贸易带来进一步的稳定。 新西兰还欢迎在多边贸易谈判范 

围内谈妥的关稅削减以及对它进入某些主要市场的机会有了进一步的保障。 另一 

方面，新西兰感到失望的是：东京回合的谈判未能关效地àW主它的贸易的主要部门 

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农产品保护主义和进入市场机会不足。 多这货易谈判对于 

国际贸‘易在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这两方面做法上的差距，大部分没有触动。 在这 

一点上，新西兰对部些未能获致满意的解决办法的国家表示同情。 不过，新西兰 

做证继续参加总协定的业经扩大的机构，并以此作为它的整个贸易活动的重要内容； 

同时新西兰也认为多这货易谈判是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目标的必由之 

路。

2 2 9 . 马来西亚代表对秘书处报告的主张表示完全赞成，并举例支持该报告的下列 

看法：保护主义趋势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产品所采取的保# 主义超势的确在日' 

益高涨，这一事实同有些发这市场经济国家的代表认为过去几年来保护主义趋势已 . 

受到抑制或已经在下降的看法剛好相反》 虽然多这贸易谈判的确使有些物品的关 

税大幅度下降，但应承认，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必须以降低关税、取消和（或 ）放宽 

非关税措施的形武作出互惠的减iL  他特别关心热带产品问题，因为大家都同意 

这是多进货易谈判的一个特别和优先的领城，但谈判中并没有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非签字国参加由于多进货易谈判结果而设立的委员会或机构的问题，他指出这 

是总协定缔约各方以及分担总协定的财政负担的所有国家应享有的权利。

2 3 0 . 他说，发展中国家在多这贸易谈判一开始便准备进入认真的谈判。 但由 

于多进贸易谈判主要贸易国家之间所出现的困难，谈判结果拖延了将近六年，而且 

没有发展中国家积极全力地参加。事实上，许多重要决定并不是在曰内瓦作出的， 

许多代表因甚至并不知道日内瓦会议的情况。 他认为多进贸易谈判的成系偏向发 

达国家，因为最重要的一小问题一 保护措施问题一一并没有解决。 至于有些人 

认为多进贸易谈判的结果使总协定的体制改变了的看法，他认为这种所请的攻变多 

半属于表面tÉ质。

2 3 1 . 他说，货发会议必须发挥作用，确保多这货易谈判的成果有效地得到落实 , 

使发展中国家获益。 为了使贸发会议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必须让贸发会议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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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代表经常参加总协定各机拘、包括由于多这贸易谈判的结果而设立的各个委员 

会或理事会的所有会议。

2 3 2 . 面班牙代表说，由于西班牙的经济发展属于中间水平，它同发达国家不一 

祥，只有在今后才能从多迫贸易谈判的结果得到好处。 他认为贸发会议秘书长的 

报告很重要，应当在货发会议内予以详细审查。 虽然他本国积极地参加了多这贸 

身谈列，希望从谈判的结果获得好处，但是鉴于它目前的经济情况，它还未能立即 

这到这一目振  西班牙打算不久在若干多边货易谈判的协定或安徘上签字，但它 

对其他的协定或安徘则有保留，

2 3 3 . 在 1 9 8 0年 3 月 2 4 日举行的第六次会议上，主席介绍了作为他的非正式 

协商的结果提出的一项决定革案（TD/^(X]0/SC/<L.  17 )。

234， 在同次会议上，会期委员会介绍了供理事会通过的决定革案。

23 5 . 萨尔瓦多撤回了它先前以七十七国集因成员国名义提出的决议革案（TI)/

s ( x x ) / s q / i < .  7 )。

236. S 组发言人说， S ÜL国家在同意决定草案（TD/3 (X X )SC /ia  7 ,)的同时， 

表明以下理解：多这贸易谈判协定签字国业已就观察员参加根据各协定成立的委员 

会会议时应遵循的程序一事达成一致意见；贸发会议代表参加时亦由同样程序决定。

237. 组发言人声明，该 组 接 受 决 定 革 案 1 7是基于以下 

的理解：执行部分第1 段中的 " 全面"一语包括了对于不参加多这贸身谈判的国家 

可能产生的后果问题。 关于执行部分第2 段， I)紙坚决主张，这一段中提到的任 

何活动都不应仅以一小国家集团的利益为限，

全体会议的讨论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 3 8 . 在 1 9 8 0年 3 月 2 5 日举行的第五三四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会期委员 

会建议的决定革案（案文见下文，附件一，第 2 1 4(2 0：)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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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交回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审议的事项；题为 "跨国  

公司和国际商品货易 " 的决议草案( T V L  195)

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239。 主席说，题 为 " 跨国公司和国际商品贸易 " 的决议革案（TD/X。1 9 5 )是 

第五届货发会议交回贸发常设机构审议的一个事项，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决定将这 

项决议草案交给第二十届会议审议。

240, 1 9 8 0年 3 月 2 4 日第六次会议上，主席在经非正式建商后，提出了 一份 

决定革案（t d / b ( x x X / s c / l 。1 5 )。

2 4 1 . 在同次会议上，会期委员会建议理事会通过该决定草案。

242。 部牙利此前以D组成员国名义提出的决定草案（TD//2(XX)/SC/J：，10)  

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2 组成员国名义提出的决议革案（Ï  ( XX ) / S  C/L. 13 ) 

被撤回。

243. 2 级笑言人说， B組一直提请理事会注意有关跨国公司的问题经济和社会 

理事会已分配给跨国公司委员会处理。 在第五届贸发会议和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 

上，S 组已经声明诸如决议草案TD/L. 1 9 5那样的主题应提交给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 至于工VI*,  1 9 5的内容，他说 S 组特别反对案文的不平衡， 该文件完全 

忽视了跨国公司对国际贸易、包括商品贸易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进一步说，由于 

贸发会议秘书处承担着同有关商品因体协商，进行商品加工和销售的研究，因此从 

事贸暴的各种形武的企业的活动都必须考虑到。 2 组因而期望贸发秘书处、各种商 

品会议和商品委员会对包括积营或国营企业，合作企业，多国企业和其它dl:业在巧 

的所有类型企业的活动都要考虑到。 尽 管 同 意 T V B ( X X ) /S C /L ,  1 6 号文 

件内的决定， S 组打算在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审议此事时坚持刚才所表示的观点。

2 4 4 ,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说，他的'集团赞成把决议革案TD/X, 1 9 5送交商品 

委员会审议。 七十七国集团认为，跨国公司参与商品贸易是非常重要的，并对商 

品货易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他对商品委员会下一届会议不能审议该决议草案表示 

遗憾，他希望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能作出决定以使商品委员会下届会议能审议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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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

245。 D组发言人同时也代表蒙古发言时说， I)组會建议把决议草案ÏD/L.  195 

交给商品委员会审议。 力趙对未能就这一拟议的行场步驟取得了办议和对自第五届 

贸发会议以来未能对此项议题进行实质上的处理表示遗憾。 ^ 组国冢认为，这项 

决议革案的实质涉及到商品委员会目前进行的和将来的工作。 任何聰定国际商品 

市场的努力如果没有考虑到跨国公司的活动或其某些部分活參，都不可能腐功。此 

外，D組还认为，关于商品委员会活动的货发会议第124(v)号决议不可视为不包括 

对跨国公司在商品领城的活动进行审议和研究。 因此， 组反对S 组把该决议革 

案直接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企图，并认为商品委员会应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 

组坚持它在决定革案Ï V B (X X ) /S C /IL，1 0 中所表明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

全体会议的审议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4 6. 1 9 8 0年 3 月 2 5 日，理事会第五三四次会议决定根据会期委员会的建议，

把题为 "跨国公司和国际商品贸身" 的决议草案（TD/工. 1 9 5 )移交给第二十一届会议 

审议（见附件二 ) .

贸发大会第1 10 (V)号决议; 扎伊尔面臉 

的运输，过境和进入外国市场的特殊问题

247,  1 9 8 0年 3 月 2 5 日，在理事会第五三五次会议上，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

表在回答札伊 ;^代表在第五三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札伊尔在运输, 过境和进入外 

国市场方面所面临的特殊问题的贸发大会第1 10(v)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问题时说， 

贸发会议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写信表示愿对执行该决议提供全面合作并建  

议了可能的行动步驟，包括向扎伊尔浪遣一个非洲经委会 / 货发会议联合调查团， 

以译细确定该决议中所提到的研究任务的范围。 他筒要叙述了非洲经济委员会正 

在进行的工作，并提到了贸发会议秘书处本身已在进行的一些活功。 他指出这些 

活动包括：

一2。 参阅上文脚注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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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个关于东非和中非过境运输的技术捷助项目，该项目将有益于札伊 

尔东部地区同海洋的交通联系；正在为南部非洲的力陆国家进行的一 

个类似项目，将有益于札伊东南部地区。 

m 考虑扎伊尔政府关于就集装箱管理（筒化单播 ) 提供援助的请求；

( 0 邀请札伊尔派人参加贸发会议举办的港口训练班和讨论会，弁邀请札 

伊尔参加已向开发计划署提出的援助西非和中非国家部长级海运会议 

秘书处的区域项目；

(d) 一项技术拔助札伊尔对外贸易中心的项目，最近正在重新谈判；

( e ) 根据札伊尔政府的请求，就准备和参加巴黎协会内进行的重新安徘札 

伊尔外倩的谈判提供援助。

2 4 8 , 札伊尔代表表示感谢货发会议秘书处所进行的活动和提供的援助，并强调 

他本国和其他中非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的紫适性和严重性》札伊尔将加强同大湖区经 

济共同体范围内的邻国和其他邻国的合作。他强调他本国决心通过同其他国家进行 

双这和多进合作，自力更生解决它的问题。

2 4 9 . 他深信，贸发会议秘书处将会提供技术和后勤援助，以使中非、东非和南 

部非洲国家不仅尽快建成非洲纵贯公路，还要尽快建成该分区域内对这些国家的贸 

易很重要的其他交通设施。 他说礼伊尔常驻代表处将同贸发会议秘书处保持密切 

联系。 他请秘书处在进行上述活动中，不仅把执行货发会议第110 (V)号决议采取 

的步骤和取得的进展通告给他本国代表处，也通告给有关的其他中非、东非和南部 

非洲国家的代表处。 鉴于问题的嚴适性，他的代表® 认为，现在已经是从研究阶 

段进入采取具体行动阶段的时候了。



第 四 韋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 

( 议程项目6(a)和 603))

250。 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将本项目连同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国在货发大会第五届 

会议提出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决议革案TD/L. 1 9 6 发交第二十届会议， 

作进一•步审议并采取适当行动。

251。 会议主席提请注意荷兰政府关于该国政府对执行理事会第1 6 5 ( y  X )号 

决议最近作出决定的来信( T D ^ /7 9 0  ) .

252。 奥地利代表提请注意他本国政府的决定: 在双进S 础上将过去向若干发展 

中国家（加纳、印度、赞比亚）提供的一些官方发展援助贷敦转成赠款》

253。 法国代表说，将官援贷款转成赠款的问题业经向他本国国会提出。 他认 

为必须分开处理第165( S -IX )号决议的执行问题和一*般债务问题的审议，而且必 

须在较为广泛的相互依存范围内审查后一小问题。

254。 七十七国的发言人强调，外债和有关的楼本付息的支付的增加进步访碍 

了 一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 他遗憾地注意到有些後权国没有履行对第165 
( M X ) 号决议的承诺，并要求它们对该决协提出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采取必要的行 

动。 尽管有座債权国表示愿意执行决议的A部分，但是主要的侵极国显然缺少政 

治诚意。 他促请所有发达国家充分执行第165 (S - I X )号决议。

255。 加纳代表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长曾经提请理事会注意发展中国家在持续的 

世界危机当前，财政状况日益恶化。 他说，秘书处编写的" 世界经济展望 " （TI5X 
B /7 8 3 )进一步阐明了这些事实。 他弓1述该文件说，不出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的 

实际增长率在1 9 7 9年降至5. 2 % , 而最不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只有2. 4%而已。不 

出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逆差从1 9 7 8年的3601乙美元增至1 9 7 9年的415  
仏美元，预期在1980—1981年会有惊人的增加、平均增至663亿美元。

256。 所有这些情况突出了必须迅速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提助（官缓 ) 
流动的迫切性按照理想的条件，可以立即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官缓流动的一项措 

施是按照第 1 6 5 ( S - I X )号决议的规定 , 充分调整以前官援的条件。 虽然他本国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 5 号 》U / 3 4 / 1 5 K 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180—18 7段，和理♦ 会第 2 0 4 ( X I X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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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以前曾经对已经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但是对至今还没有对第1 65 ( S -I X )号 

决议A部分内的决定作出适当的反应表示遗i感。 他又说，必须扩大行动范围，使 

所有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官援债务也包括在内，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坡视。只有 

采取这种执行方武才符合该决议的精神。 他相信，七十七国集団并不认为只向几 

个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减免的援助国执行了决议，同时要求尚来执行决议的债权 

国尽早采取必要的措施，充分执行决议的A部分。

2 5 7 . 他认为，理♦ 会必须继续审査这个问题，因此，必须将本项目作为优先事 

项列入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议程， 他还要求贸发会议秘书长对发达国家采取的 

措施编写一份评价报告 3 并向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提出他本人的结论，包括对进 

•-步采取适当减免行动的建议。 必须要求发达国家以及有关的多进机狗与贸发会 

议秘书长充分合作，向他编写的报告提供所有必需的资料。

2 5 8 , 关于第1 6 5 ( S -：EX)号决议的B部分，他指出 ， 七十七国集团已经作出了 

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除了载于TD/L。1 9 6 号决议草案内之外，七十七国集团最 

近就新的国蹄发展战略向理事会第十一届特别会议提出的报告还重审了这些建议。 

七十七国集团非常重视顺利地鮮决关于 " 特点 " 的问题和监，这趣特点的体制安徘 , 

包括设立一个国际债务委员会， 他本国代表团预备一如既往地，以坦率和积极的 

态度和其他集团一起參加谈判。

259。 另一个发展中 国 家 的 代 表 对 文 件 1 9 6 的决议享案和草案内关于容 

许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參加国昧债务委员会的建议表示支持， 他又说，为了使发展 

中国家担当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必须适当地考虑到地坡分配。

2 6 0 . 伊掠克代表也支持设立一个国际债务委员会。 他认为委员会的作用不应 

只限干审査关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赠款和贷款的问题，它还应审查发展中 

国家之间贷款的问题。 他吁请发达国家以较有利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 

并指出发达国家目前的贷款条件差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贷象务件。 他认力秘书处 

必须制定一份关于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问题和债务负担的全球性研究报告。

2 6 1 , 中国代表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不断增加，中国同情发展中国家的关注， 

认为捐助国需要作出更积极的响应，

262, S 组发言人提请注意决议A 部分、特别是第5 段的现定；该段除其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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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 为"每个发达的捷助国将按照其本国的援助政策，决定其援助的净流劫量及其 

分 配 "。 B组的发达援助国正是本着第1 6 5 ( ^ 1 ]^号决议的精神确定调S 以前 

官援条件的受益国。 这些调荃以前条件的措施显示了明确的政治诚意，并有助于 

大大地改善B 组国家对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缓助质量和数量。

2 6 3 , 他说，他本组的国家非常重视决议的B部分，它们认为它的目标是为了加 

强现有机构有效地处理个别国家面临的债务问题的能力。 关干这点，他指出；贸 

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参加了债权人俱乐部的会议。

2 6 4 . 他强调了他本组对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重视，认为理事会的议程必须保 

冒这个问题，因为理事会是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适当机构， .

2 65。 加纳代表评论了 Ï 组发言人就有关债务减免措施的第1 65’（ 号决议 

所作的发言。 他说，该发言人曾提到世界经济每况愈下；而正是为了这个理由， 

并根据他自己以前发言时引述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有日益加重趋势的数字， 

他才怀疑B组所称该组债权国迄今采取的傻务减免猎施已使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在质量和数量方面都大为改善的说法。 当他考虑到发展中债务国在通过第165  
( M X ) 号决议时的情况，和它们目前的情况，这项分析反映出债务负担日益加重 

的趋势。 他认为， 1 9 7 8 年 3 月理事会部长级会议而^起的政治动员是根据这样 

—项假定：债务国的经济会显示出改善的迹象。

266。 他又说，理事会部长效会议曾同意由每个援助国在本国援助政策范围内自 

行决定应傲的贡献，当时的 " 君子谅解 " 是各方自然会表现出一种政洽意志，没有 

想到结果会是各自为政，毫无协调。 他认力，现在正是债权国采取协调的、更有 

效的措施的时机，以便造成恰当的影响，而且不只是当作一种例行公事，也 是 ——  

他愿着重指出这点一一力了对恢复有效总，求一事做出实 '际贡献。

2 6 7 . 埃塞饿比亚代表表示宪全支持七十七国集团关于债务问题的立场，并表示 

感谢芬兰、意大利和墙典等国政府取消他本国的债务，以及曰本政府同意给予最不 

发达国家（包括他本国）" 相当于到期的摊还款项和利患 " 的赠款》 不过，他很 

遗憾美国、联合王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国政府采取坡视 ‘f生措施，即取消某些最 

不发达国家的债务，而拒绝取消他本国的倩务，因此透反它们在理事会第九届特别 

会议上所作的取消所有最不发达国家的倩务的承诺。 除其他外，他指出，较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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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进入私人资本市场而在它们的经济发展工作方面严重地依赖于官 

方发展援助流动。 在这方面，第 1 6 5 ( S - I X )号决议第一部分特别与最不发达国 

家有关。 他对荷兰政府的救济措施表示感谢并呼吁其他国家也能这样做。 荷兰 

的事例明显的表明，执行该决议的第一部分存在着巨大的潜力。 他指出，尽管该 

决议已经一致通过，有些发达援助国家已经执行了第1 6 5 ( S - I X ) 号决议第一部 

分 ，但有许多国家尚未执行。

2 6 8 . 他本国代表团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为什么有些贷款国家不能按照该决议去 

做 ，并呼吁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和加拿大政府没有任何坡视的照此办理• 他 

请那些国家审议它们对待该决议的立场并就此问题向贸发会议秘书长提出报告• 他 

说，日本只是部分地执行了该决议并要求日本代表团促请其政府全部执行。

2 6 9 . 萨尔瓦多以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国的名义提交了一份关干执行理事会第165  
( S - I X ) 号决议的决定草案（TD/B/工. 5 6 1 ) 并已交给主席联系组*

2 7 0 . 在 1 9 8 0年 3 月 2 1 日第五三三次会议上，主席介绍了他在联系组内协商 

的 结 果 提 出 的 一 份 决 定 革 案 5 6 4； 并 缴 销 第 5 6 1 号决定草 

案。

理》会采取的行动

2 7 1 .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由主席提交的决定革案， （其案文见附件 

一，第 2 0 9 ^  U X ) 号决定）

272 .  D组发言人说，ü 组国家对刚才协商一致通过的决定内容的立场已在通过 

第 1 6 5 ( S - I X ) 号决议时说明，并且反映在理事会第九届特别会议的报告中，该 

立场仍然没有 '变。

8U



第 五 章

由于各附属机构和其他机构的报告和活动所弓I起的 

或与它们有关的需要理事会采取行动的事项 

( 议 程 项 目 7 )

2 7 3 . 本议程项目已送交会期委员会审议和提出报告。

A . 商品贸易（议程项目7(a))

商品综合方案

274. 理事会牧到了 T D /^ /7 8 0 f■文件载列的商品综合方案特设政府间委员会第 

九届会议的报告（t d / B / ；E ? c x a c / 3 2 ) ;这一届会议是1 9 7 9年 1 2 月 1 7 日 和  

1 8 日举行的。

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275. 商品综合方案特设政府间委员会主席介绍了特设政府间委员会第九届会议 

的报告（TD/Ï1 /1PC/AC/32 )。他回顾说，贸发会议第1 2 4 m 号决议中决定，

在综合方案的时限届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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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后，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决定将特设政府间委员会延长到1 9 8 0年鹿， 

并把此后综合方案下的进一步工作交给商品委员会。 综合方案的性质在若干方面 

会有所改变，一部分由于时限的届满，一 部分由于贸发会议第1 2 4 (V)号决议所弓 I 

起的范围扩大， 不过,希望程序上的改变不会访碍综合方案的进展和冲淡其迫切 

性，并希望能够使综合方案合理化，即集中更多的力量于现阶段可能采取国际行动 

的那些部分，而把经验已证明尚未宜缔结国际协定和安排的那些部分作为较长期的 

研究和审议的对象。

2 7 6 . 他说，特设政府间委员会第九届会议曾经决定在第十届会议上就商品综合 

方案所取得的进展进行全面审查；第十届会议很可能就是最后一届会议。他希望， 

这项审查会提供彻底评价的机会，从中得出确有利于工作继续进行的结论，

2 7 7 . 他在总结特设政府间委员会第九届会议上的讨论时，指出与会者特别是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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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国集团发言人对于筹备会议未能取得满意进展感到不耐烦。该发言人还指出综 

合方案的综合性似乎在遂步消失。 另一方面，与会者对于1 9 7 9年国际天然胶协 

定的成功缔结表示满意，希望这是与共同基金发生关系的最初一系列国际商品协定 

之一。 委员会广泛承认，共同基金谈判与单项商品谈判之间有密切关系，在目前 

规定的时限内成功地完成共同基金谈判，对整个综合方案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2 7 8 . 至于单项商品讨论，他提请与会者特别注意下列三种商品的进展情况，黄 

麻似乎已进入谈判阶段，硬奸维方面已提出了具体的体制提案，铜方面已经做了大 

量的工作并在认真考虑几小可供选择的方案。

2 7 9 . 最后，他请各国政府特别注意特设委员会第十届会议将要进行的全面审查。 

他认为，力了改善商品市场的结构和条件，有必要避续进行国际合作和谈判。 在 

这方面必须提高警慑和继续努力，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取得进展，也是为了避免若干 

商品方面的倒退，这种倒退对于整小综合方案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

280.  1 9 8 0年 3 月 2 0 日， 会期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注意到商品综合方案特设政 

府间委员会第九届会议的报告（T D /B /1P C /A C /32 ) ,

全体会议的审议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81 .  1 9 8 0年 3 月 2 5 日， 理事会第五三四次会议在注意到会期委员会的报告 

时，也注意到了商品综合方案特设政府间委员会第九届会议的报告（T D /B /I P C /  

AC/32 ).

B . 制成品和半制成品（议程项目7 (b))

关于工业协作安排的贸易和与贸易有关方面的贸发会议和 

工发组织联合特设专家组的报告 '

282. 理事会收到了关于工业协作安排的货易和与贸易有关方面的贸发会议和工 

发纸织联合特设专家组的报告 ( T W 7 7 4 ) , 该专家组从1 9 7 9年 1 0 月 2 2 日至 

2 6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会议》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 , 文件 

THyBy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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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2 8 3 .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同时以贸发会议秘书长和联会国工业发展组织（工 

发组织）执行主任的名义发言说，专家组主席在提交货发会议秘书长和工发组织执 

行主任的送文函中指出，由于涉及的问题范围广泛、性质复杂，专家组无法在楚促 

的时间内编写更全面的报告。因此，在更完整地审查有关问题之前，这份报告只能 

作为一份初步报告。 在结论和建议中，专家组认为最好能在维也纳再举行一次会 

议，会期由货发会议和工发组织商定。23贸发会议秘书处和工发组织秘书处协商后， 

建议从 1 9 8 0年 1 0月 6 日至 17日在维也纳举行专家组第二届会议。 文件T D /B /  
774/Add.  1载有这项建议所涉经费问题。

284.  1 9 8 0年 3 月 2 4日第六次会议上，， 主席介绍了他进行非正式协商后提出 

的决议草案（TD/B(20；) /S C /L .  1 6 )。

2 8 5 . 同次会上，会期委员会建议理事会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286.  B组发言人在评论TD/B/774号第四章（" 结论和建议 " ）时说，特设专 

家组应集中力量做它授权范围以内的工作，包括计划要进行的研究，应将一般性的 

广泛问题一 诸如有关相对优势慨念及其影响的第34 (a)段和有关调整措旅的第34

(e)段等问题一 留待其他场合处理。 他还说，第 34 (fc)段建议进行的审査应只限 

于回购协定，因为技术转让问题是一个牵涉面广的问题，超出了该组的授权范围，

第 34 (e)段建议要审查金业与企业之间协议的特点，如果这种研究不局限在政府间 

合作协定范围以内的协定的话，这项建议是有益的。 第 34 (d)段的建议意思不太 

清楚。.然而， B组认为，进一步的研究应在第34 (C)段建议的研究取得结果以后再 

继续进行，并且应该针对企业一级各种工业合作的新形式来进行。 虽然第34 (f) 

段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最好能更确切地阐明第34 (g)段中所说的"资料流通和资料 

渠道 " 一词的意思。 最后他强调了正在进行的研究的重要性，这种研究应该予以 

考虑，并说他可以接受在维也纳再举行-■次特设专家组会议，写出最后报告的建议。

2 8 7 .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说他的集团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并在原则上支持TD/  

B / 774号文件中所载的结论和建议。七十七国集团在支持T D /B (X X ) /S C / l .1 6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 , 文件 

T D /B /774, 第 3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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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时有一种了解，即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4 段所提到的最后建

议连同未来行动在内，根据在主席联系小組里所达成的解释，是包括特设专家组所 

采取的行动在内的。

全体会议的审议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88.  1 9 8 0年 3 月 2 5 日，理事会第五三四次会议通过了会期委员会所推荐的 

决议草案（案文见下面附件一，第 213 (XX)号决议）。

C . 航 运 （议程项目7(C) )

船舶和船籍之间有或没有真正联系的经济后果问题 

特设政府间工作组第二届会议的报告

2 8 9 . 理事会收到了特设政府间工作组第二届会议的报告（TD/B/78#JCorr.l),

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2 9 0 . 会期委员会注意到特设政府 间工作 组 在 1 9 8 0年 1 月 2 2 日通过的决定  

( T D / V 7 8 4 ,附件一），决定建议理事会将工作组第二届会议的报告（T D /B /  
7 8 4 和 Corr. 1 ) 送交航运委员会第九届会议。

全体会议的审议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91 .  1 9 8 0年 3 月 25 H 第五三四次会议根据会期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 

船舶和船籍之间有或没有真正联系的经济后果问题特设政府间工作组第二届会议的 

报告送交航运委员会第九届会议。

D . 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问题（议程项目7 (d))

2 9 2 . 分项目 7 (d)和议程项目2 中有关贸发会议第114 ( n f决议的讨论一起审议 ，

参阅第三章，第 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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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贸发会议中期计划和方案颈算工作组的报告 

( 议程巧目9 )

2 9 3 . 在1 9 8 0年 3 月2 0 日第五三一次会议上，工作组主席介结了工作趙的报告 

(T D /VW P/L .  1和 Add. 1 , 增订本为TD/S/X.  556 ) 他表示工作趙成员一 

致认为，工作组会议上所表示的意见和提出的建议，秘书处向组约适当机构、包括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提出中期计划订正慨算时应加以适当考虑，

294. 他指出这是工作姐第一次全面地审查了贸发会议的技术合作活动及其资金 

来源， 秘书处提出的第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年度报告，TD/B/W：P /2 和 Add. 1. 

给了大家进行有效的建役性 讨 论 孤 会 ，因而有若干关于未来年度报告的格式和

内容的建设性建议提出。

2 9 5 . 虽然大家公认提供技术合作并不是贸发会议的主要职责，因此不应该当作 

货发会议的主要工作，不过大家同意这种活动对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如强贸身、生 

产和技术部门的努力以及更广泛的加速发展的努力是很重要的，

296. 他还说，大家也注意到自从货发会议开始进行技术合作活动以后项目支出 

额不断增加，因此有人表示，为适当支持这些活动对货发会议资源的需求不座当访 

碍到贸发会议主要工作的执行， 在这方面，大家也注意到秘书处的研究和分析工 

作同其技术合作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这种联系和反馈能使秘书处的研究工 

作更面向实际，因而有助于改善技术合作*

2 9 7 . 他说，工作组认为，如理事会把工作姐的报告，连同秘书处关于中期计划 

的订正慨算和关于技术合作活动的报告一起送交给纽约适当机拘、包括方案和协调 

委员会，同时也提交给有关的供资机构，如开发计划署，会是有用的。

2 9 8 . 菲律宾代表赞同工作组的建议，特别是关于将文件提交方案协调会的建议。 

他表示，发展中岛崎国家独有的问题，特别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群岛国家的问

工作組报告全文暂时作为TD/B/Wîqo/Mi  S C 2 号文件分发，其后将作为《贸 

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届会议，补编第2 号》 （T W 8 0 0 )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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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过去在贸发会议工作方案内不會得到充分的注意。 在这方面，他涯调了发展 

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发达国家提供提助和采取辅助措施的重要性。

2 9 9 , 马耳他代表支持菲律宾代表对关于发畏中岛崎国家的工作方案的看法，并 

请大家注意资金来源在任何对发展中岛崎国家的缓助中的基本重要性，否则这些国 

家受到的待遇可能不如贸发会议决议产生的方案。 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有限行动 

可以用资金短缺的理由来解释，但不能用来辩伊。

300. D组发言人指出，分配给工作组第一届会议的时间大部分没有加以利用， 

影响到实质性议程项目的审议。 这很令人遗憾，因为组国家很重视工作组的工  

作，特别是鉴于贸发会议第114V)号决议的规定。 他对工作组实质性文件各种正 

式语文文本的返发也感到遗憾，文件返发的结果，使组国家当局无法在会议举行  

前研究这些文件。

301， 关于秘书处编写的技术援助活动的报告，他强调贸发会议在这方面的活动 

也应根振贸发会议第1 1 4 (力号决议经常加以审查。 另一方面， D组国家仍然认为 , 

货发会议的技术援助活动不应当影响联大第1 9 9 5 ( X I X ) 号决议规定的贸发会议主 

要任务的执行。 货发会议进行的技术合作活动不应超出其勒权范围，并应按照联 

大第 3 ^ / 1 9 7 号决议的规定，适当考虑到各区域经委会、贸发会议和总协定合设的 

国际贸身中心以及联合国系统其他有关机构的职权。 贸发会议为技术合作项目征 

聘专家时，座遵守公平地械分配的原则。

302， 他赞同Ü组国家代表团在工作组会议上所表现的意见，并重申了 D組的坚 

定立场，指出贸发会议的计划应按照联大第1 9 9 5 U I X ) 号决议的规定以普遍性原 

则为基袖》

3 0 3 . 虽然組国家很赞赏货发会议为改善规划和方案评价方法所作的努力，不 

过它们希望方案预算和中期计划工作姐会议的筹备工作会有较高的效率和比较及时。

理事会采取的行幼

3 0 4 . 同一次会议上，理事会决定请货发会议秘书长将中期计戈!|和方案预算工作 

組的报告连同对该振告的评论一起送交联合国适当机构，供其审议（见下文附件一 , 

其他决定 (e) )。 ^- 90 -



第 七 章

其他事项 

( 议程项目1 0  )

A , 贸发会议力支持世界农村改革及乡村发展 

会议所通过行动纲领而采取的补充行动

3 0 5. 1 9 8 0 年3 月 2 0 日，在第五三一次会议上，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提到 

世界农村改革及乡村发展会议（罗马， 1 9 7 9 ^ 7 月）所通过的《原则宣言》、 

《行动纲领》郝《关于会议后续行动的决议》 指出，联大在1 9 7 9 年 1 1 月9 日 

第3 4 ^ 4 号决议中已赞同《原则宜言和行动纲领》，促请各国政府在优先虽础上, 

执行该项《原则宣言和行动纲领》内的结论和建议。 联大在其第3 4 / 1 4 号决议 

中还请联ê *国系统内各有关组织、机构和团体，执行《行动纲领》的结论和建议。 

粮农组织大会第二十届会议，请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与粮农组织合作，执行上述行动 

纲领所呼吁的工作，特别是通过行政协调会乡村发展工作队（粮农组织是它的领导 

机构 ) 来完成这种执行工作。

3 0 6 .  I )组发言人还以蒙古的名义发言说，联大第3 4 / 1 4 号决议，力联合国系 

统各组织执行后续行动的决议和《会议的行动纲领》规定了任务。 他代表其发言的 

国家认为，贸发会议不能超越这些任务规定来支持农村发展。 他指出, 经验表明， 

农村改革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改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实现 

这座改革能使发展中国家促进真正经济独立为实现以及解决粮食生产、饥饿和贫穷的 

问题， 還步的农村改革有助于实现消除农；时和农业发展结构的障碍以及调动国内 

资源的目标。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为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提供援助。

3É事会采取的行动

3 0 7 .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注意到後农组织大会邀请它与粮农组织合作拟订和 

执行业经世界农村改革和乡村发展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所呼吁的工作，并同意由行 

政协调会乡村发展工作队这机构来继续研究贸发会议为支持行动纲领的执行而可 

能采取补充行动的问题。 〔见下文，附件一，其他决定(①〕。

" 参阅《世界农村改革及乡村发展会议的报告，罗马，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二日至 

二十日》（W C A R R I V A E P ) , 已由秘书长附在一件说明（A / 3 4 / 4 8 5 )内递交

大会会员国， 》 91 -



B . 对 干 达 的 重 建 、复兴相发展提供 

缓助（联大第3 4 / 1 2 2 号决议）

30 8 .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在1 9 8 0年 3 月2 0 日第五三一次会议上的介绍性 

发言中说，贸发会议作为联舍国系统内关于内陆国家问题的联系中心，普在19 7 9 年按 

照联大第3 4 /1 2 2号决议的规定设法在其财政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对乌干达的紧急性 

情况提供援助。

309. 1 9 7 9年秋天， 在开发计划署的资助下一位顾问按照贸发会议第1220/)

号决议的要求，概括地提出了乌干达的紧急复兴需要和长期援助普季，作为对支援 

最不发达国家的练合性新行动纲领的一项贡献* 1 9 7 9年 1 1 月举行的高级专家

组和19 8 0 年2 月举行的政府间最不发达国家问题小组第三届会议都曾讨论该顾问的报 

告。

3 1 0 . 贸发会议从1 9 7 9年 8 月开始执行一项开发计划署資助的东非内陆国家区 

域项目* 乌干达既是该区坡的一个重要内陆国，也是过境国，因此它一定能够从 

为调动改善该区坡的过境运输网所急需的l â 际資金所不可少的该项目长期现戈!1中得 

到利益。 除了该项目的资源外, 贸发会议秘书处普经两次应乌干达观划部长和开 

发计划署驻乌干达代表的要求服专家进行紧急援助筹备考察。 这進考察工作的目 

的是确定为解决运输瓶颈可在哪些方面提供援助* 货发会议秘书处& 以同国际劳工 

局联系讨论如何进行机构间合作，以便对劳工组织执行的一项援助运输部的项目作 

出贡献。

3 1 1 . 贸发会议有一个两人考察团目前正在乌干达，对為干达外贸部门的问题和 

前棄进行通盘的观察，以便为较早的一份这方面的报告增添新资料， 这个考察团 

的另一项工作是，通过进行一项分析为乌干达提出八十年代的外援寄要作准备，这 

项分析也可作为乌干达政府向按照联大第3 4 / 2 0 3 f 决议的要求在1 9 8 1年举行的 

联合国最不友达国家问题会议提出其^)"大缓助要求的基础， 贸发会议秘书处目前 

也正在征聘而名高级顾问来协助鸟干达政府采卿商品以及管理和分配必普进口品， 

开发计划署驻乌干达代表也要求贸发会议秘书处赶紧征聘一名过境运输经济学家来 

协助观划将大量增加的必需紧急进口品、包括400, 000公吨的粮食在1 9 8 0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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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前通过蒙巴运到乌干达的问题，

3 1 2 . 乌干达代表问 , 如果没有联大第3 4 / 1 2 2号决议，贸发会议对乌干达的援 

助会达到何种水平。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指出，对东非内陆国家的区域援助项 

目（RAîy?8 / 0 1 5 )是在联大第三十四届会议以前开始执行的，而该国政府大多数 

的其他请求是在该决议以前提出的 . /但是，秘书处后来设法重新调整它的项目和 

援助，以更充分地反映第3 4 / 1 2 2 号决议所载列的该国政府的紧急优先次序。

3 1 3 . 乌干达代表提请注意 , 乌干达当前的问题是由于一个法西斯和残暴的政权 

管理不善而造成的。 今天的乌干达，是一个人民在所有必需晶方面面临严重缺乏、 

遭受饥荒威勝的国家 . 由于八小月长的战争，在衣着、住房、i 生和教育设施方 

面的最虽本必需品不是极端缺乏就是破旧不堪。 最基本的商品的定价超过大多数 

人口的贿买能力。未遭战争破坏的公路，由于以前政权八年的失修，也十分破损；

运输车辆由于缺少零件大部分不能使用。 工农业几乎陷于停顿状态, 全国人民情 

绪非常低落。 乌干达今天的情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德国一样。 既然当时有為 

敬尔计划赛助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复兴，乌干达今天就请求国际社会的缓助。 他了 

解到贸发会议提供最迫切需要的物资投入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他觉得有必要向 

国际社会强调，向乌干达提供的援助必须争取早曰实现。 各种机构向乌干达浪出 

的各式各样的视察团，并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成果，目的好象光是力了浪遣视察团。 

他对贸发会议秘书处关于乌干达的活幼表示感谢。

3 1 4 . 联合王国代表说 , 1 9 7 9 年 9 月，乌干达总统曾向联合王国提出特别是保 

安方面的请求。 联合王国政府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并一共提供了600万英镑的资本 

援助赠款，其中 4 5 万英镑拨充向乌干达供应警察车辆和设备。 如果不作为优先 

事项设立支有效的警察力量，对鸟干达的发展前途是不能持乐观的看法的，

3 1 5 . 乌干达代表说, 稳定问题不能和对它有直接影响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分开来 

考虑。 稳定的手段必须作为重建的条件，必须恢复生产部n 作为维持法律和秩序 

的一个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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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各专n 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 联大第3 4 / 4 2 号决议）

3 16 .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提到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对此问题过去的审议情况 

并介绍了秘书长关于贸发会议提供援助的建议，该建议载于秘书长向本届理事会提 

出的报告 (TD/B/789 )内。 他们还对贸发会议作力开发计划署就津巴布韦的经济 

和社会调査和对纳米It亚提供援助这个项目的执行机构的作用以及与非洲统组织 

进行协商等问题，提供了补充资料。

317.  33組发言人同时以蒙古的名义发言。 他捷到联大第3 4 / 4 2 号决议的规 

定，其中要求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拟订援助殖民地领土人民及其民族條放运动的具 

体方案。 他说， 15组国家认为，执行 T D / B / 7 8 9 号文件所建议的措施会成为殖 

民地领土人民以及新解放国家人民为宪全的政治经济独立而进行斗争方面一项积 

极因素， 他说，在这方面，理事会在其职权范围内应加强其努力。 他指出，由 

社会主义国家倡议，目从《宣言》的通过将近2 0 年以来，在消除殖民统治方面已 

经运出了一大步， 已经出现近1 0 0 ^新独立国家。 不过，殖民主义残余继续存在 , 

是构成紧张局势的危险根源， 这种情沈在南非尤其如此，在那里，反动政权正在 

使用一切可能办法来维持其对纳米比亚的控制、由于南非军5/̂公开企图消灭民族解 

放运动，使那里的局势特别严重。 社会主义国家一贯支持南部非洲人民自决和独 

立的合法权利的迅速实行，把全部双利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的代表，即西南非洲人 

民组织，消灭种族隔离 , 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要求运用有效和金面的国际制 

裁反对种族主义的政权《

3 1 8 . 他以 D组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员国和蒙古的名义，对津已布韦爱国统一阵线 

在其为S 由和独立的英勇斗争中最近所取得的胜利表示祝贺，并希望津巴布韦人民 

在加强其政治和经济独立的主要任务中将取得宪全成功。

319.  1 9 8 0年 3 月 2 5 日，在第五三四次会议上，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介绍了

他以该集团名义提出的决定草案（"1^/%^1^ 562),  由于他注意到协商的结果清

楚表示，其他集团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这项决定革案，因而建议把该草案移交 

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审议。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特别以非洲集团的名义，支持 

这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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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3 2 0 .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决定把TD/EXL。5 6 2 号文件内的决定草案移交理 

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审议》
26

2 6 决定革案的金文见下文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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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闭 幕 会 议 发 言

321. 1 9 8 0 年 3 月 2 6 日，在第五三六次（闭幕）会议上，各区域集団的发言 

人以及一座代表就本届会议的结果，特别就上次会议上举行的表决发了言，

322. 危地马拉代表以拉丁美洲集团的名义发言，表达了他的集a 的极大失望，认 

为，原先想使各集团之间的意见统一起来的各种因素日楚消失，以至作为谈判目标 

的各种措旅似乎难于办到。 他呼吁其它集团，特别是对此问题负有很大责任的B 

组，在今后的会议上放弃它们那种显然是虽于私利的态度。 他促请注意，不应让 

本届会议上已经发生的那种明显的立场进一•步向后退的现象再次出现，以便能达成 

导致互利结果的协议。

3 2 3 . 萨尔瓦多代表以七十七国集团的名义发言，支持对拉丁美洲集团发言人的 

发言，对于本届会议取得的有限进展表示失望，认为取得的进嚴够不上在马尼拉所 

作的承诺，也未体现出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愿望。 他的集团对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当着需要他们的实际和积极支提时，对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问题所持的消极态 

度，尤其表示关切。

3 2 4 . 古已代表说，他对于本届会议的结桌以及出现的气氛同其它国家代表一样， 

表示矢切。 缺乏政治意志已经成了在货发会议和其它场所进行的讨询的一个反复 

出现的特点， B组继续坚持的不妥协态度将会造成难于予见的后果，因力发展中 

国家不能因解决他们的适切问题而无限期的等待，

3 2 5 . 菲律宾代表对于就某些问题未能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表示失望。 他回顾 

了七十七国集团在它提出的某些立场最终被接受以前（即使经过修改），为何坚持 

斗争的情况。 他深信，那些还未能接受七十七国集团在本届会议上所提出的立场 

的国家，将会在适当的时候认识到这些立场的正确性.他在这方面还回顾了建立普 

遍优惠制度的建议问题。 那项建议在1 9 6 4年召开的第一届贸发大会上未能得到 

赞同，但是到了第三届贸发大会议在圣地亚哥召开的时侯，谈判已顺利结束并通过 

了普惠制，发达国家最后认识到共同利益的存在* 他还列举了有关对七十七国集 

团的最初的立场所持的反对态度的遂渐消失以及最后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其他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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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班轮公会行动守则，以及就制订一项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而继续进行工作 

的协议。 他对于某些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所作的反应以及对于在贸发会 

议第 127 (V)号决议中得到反映的就发展中国家同经济合作问题在马尼拉达成的协议 

受到鼓舞。因此，他遗憾地注意到在本届会议上就后一小问题进行表决的结果。属

于其它集团的某些国家原来在一些问题上同七十七国集团一致, 而现在在这个发展中 

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重要问题上，却与反对面的那些国家相致。 他对这种情况表 

示遗憾， 如果寻求一致的政洽意志不再存在，他怀疑发廢中圓家还有没有在贸发 

会议内继续他们的工作的任何理由。 七十七国集团始终赞赏其它集团采取的积极 

立场， 他确信，尽管出•现了上次全体会议上所投的反对票，具有政治善意的状况 

将会重现，

3 2 6 . 马达加斯加代表对上述的讲话表示支持。 他在特别提到有关发展中国家 

间经济合作的狹议草案进行的表决时，沮丧地说，反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正当要求 

的总是那几小相同的国家， 尽管缴上说的好升，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某些 

集团为维护特权地位的企图不孝地导致了对特。 然而，历史的进程是清楚的，没 

有任何力量可以胆挡发展中国家在他们的正义事业中前进。

3 2 7 . 埃塞俄比亚代表说，发展中国家代表们的发言反映了要个七十七国集团感 

受到的很•大失望， 南北对话的持续失败现在差不多已成了习惯。 发展中国家力 

调塞他们同发达国家间不合理的经济关系所作的实际努力来能成功。 在贸发会议 

内 , 情况 '变得很糟卷，以至于现在甚至连召开一个贸发会议委员会的会议的曰期也

难于确定》 同样，在 《总协定》内-般 地 称 为 " 富 人 俱 乐 部 穷 国 倚 直 起

不了作用，即使在讨论对他们有重大利益的贸身问题时也是这样。 然而，尽管发 

达@家明显地极力拒绝谈判的这个事实 ， 发展中国家正在集体目力更生的基础上作 

出自己的努力。 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有着巨大的未来潜力，甚至比南北关系 

的潜力还要大。 发展中国家能够发展他们目己的技术和技术块巧，也能够在自己 

的市场上购销自己生产的产品。 与自力更生比较，相对地说，南北关系是最近的 

现象。 发展中国家不能接受那种牺牲南方，有利北方的现存南北关系的继续。如

果向新秩序顺利过渡的目标不受发达国家的欢迎，那么发展中国家会找到他们自 

己的办法， 因此，他呼吁发达国家审査他们的立场，以便确保顺利地向新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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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秩序过渡，这样作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 最后，他认为，发达国家甚至还在 

反对各种力使贸发会议机构合理化，以便使其有效地，顺利地进行工作的尝试。他 

敦促发达国家在便贸发会议受成一个更有效的组织以及在制止其目前的衰退方面进 

行合作，这样，南北谈判才能继续并实现贸发会议的目标。 为此目的，就要求 

对诸如货市和财政，贸易问题以及技术等问题作出孩极的反应，这样才会导致公平 

的国际分工，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问题应尽快结束。

328. B组发言人说，她的集团对于动用表决的做法，特别对发戾中国家间经济 

合作的决议军案这样作也感到遗憾。 贸发会议有着经过协商一致通过决议的传统 , 

但是，由于已经作了说明的以及与这个问题的实质无关的各种原因， B组不能接受 

七十七国集团提出的决议草案，因此，她认为使用" 对特 " 这样的措词是不合适的； 

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B 组准备为克服这些不同意见随时作出真诚的努 

力。

329. D组发言人说，一件令人十分关注的事情是，理事会未能解决与国际经济 

合作主要问题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他的集团认为，贸发会议是联合国系统内一 

个重要的场所，在这里不仅可能而且必不可少地进行各种讨论，同时寻求嚴决的办 

法，来促进以平等互利力原则的，同时又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正当利益的国际贸易的 

协调发艮  D组国家是来准备积极參加理事会的工作的，他们在会议期间提出了 

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为了切实地解决国际贸易所面临的间题，必须采取一个将所 

有集团国家的正当利益考虑在内的晋遍做法，会议的结果证实了 D组这一论点的正 

确性， D組国家深信，上述原则的贯彻将会加快一些重要问题的， 决，也将会改 

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他指出了各代表团由于不能及时得到文件而受访碍的事 

实， 他根信，秘书处今后将会改进这种情况。 他还希望在今后的会议上将有更 

大的相互谅解和合作。 就 D组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他们将缝续避循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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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 . ■ ' . •   •，. ■■
体制，组织、行政与有关事项

( 议程项目 1 、 8 、 11 )

A . 会议开幕

330  . 贸易和发展理亭会篇二十届常会由即将趣任的理事会主鹿法农先生（新西 

兰 》主持开幕 .
B . 选举主席团成员 

(议程项目

331 . 1，9 8 0年 3 月 1 7 曰，理事会第五二八次会谈选出主席@3成员如下：主席 2' 

尼埃格斯先生（却牙利）；副主席 ; 比里杜先生（苏丹）、查古拉先生（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埃韦尔勒弗先生（端典）、加拉伊一阿尔瓦拉多先生（洪都拉斯 、、 

扬尼先生（意大利）、哈拉米格先生（哥伦比亚）、哈尔马先生（黎巴嫩）、萨利 

巴先生（马耳他）、席尔德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务木先生（曰本》；报告 

M j 哈里斯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C. 公布理事会成贞的变动 

( 议程项目8Cb))

3 3 2 . 理 事 会 主 席 在 第 五 二 八 次 会 议 上 宣 布 ， 理♦ 会，十

九届会议以来贸发会议秘书长未曾收到任何有关理事会成货的来苗， 因此，理事: 
会成员仍与第+ 九届会谈结束时一样 ， 即 121 个国家 《

28

D . 划分贸发会议新成.员国的选举想别 

( 议程项目8(a)) ~  '

333  • 理 事 会 第 五 二 八 次 会 议 决 定 ， 在贸发 会 议第 六 届 会

议按照已修订过的联大第1 9 9 5 ( X IX )号决议第6 段采取行动之前，根 担 1 9 7 9年

S7 一主席在i 五 = 四 次 和 第 五三六次会议上缺届时 , 由副主 席哈拉米略先生代理 - 

理 事 会第十九届会议 结束时的 理事会成员名单，见 《大会正武记录，第三十四  

届 会 议 ，补 编 第 1 5 等 》 （A / 3 4 X 1 5 ) , 第 二 卷 ，第 一 部 分 ，附件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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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月1 2 日联大第3 4 /3 2  C 号决议已被接受为货发会议成员的纳米比亚，应列 

入联大第1 9 9 5 ( X I X )号决议附件a 部分所列的11家名草（见下文附件一，其他决 

定 （a)) ,
3 3 4 . 加拿大代表也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和美利坚合众国等国名义发言时说，为了众所周知的理由，他所代表的各HI政府没 

有参加联大第3 4 /^ 2  C 号夾议的表决• 这些国家希望重申它们在联大表决该决 

议时所表示的立场，

3 3 5 . 纳米比亚代表在答复上述发言时说，理事会没有权利对联大通过的决议表 

示异议 .

通过议程命会议的组织安徘 

( 议程现目K 。)）

336 .  理 事 会 第 五 二 八 次 会 议 通 过 了 理 事 会 第 千 九 届 会 议  

核可的，" 经理事会主'帝同贸发会议秘书长协商后加以调鉴的临时议程

7 7 6和 Add. 1 ) 作为其议程 . 通过的议程如下（T D /B /794  ) :

1. 程序事現：

( a ) 选举主席团成员；

( b ) 通过议程和会议的祖织安徘 ;

( 0 ) 通过全权证书的审査报告；

(d) 理事会第二十一届常会的临时议程和会议的组织安徘參

2 . 由于货友会议第五届会议通过的议、建议其他决定所引起的齋要理 

事会第二十届会议加以注意或采取行动的具体事项，

3 . 评价世界贸易和经济形势并审议有助于国际经济结构变革的问题、政 

策和适当的措施；同时要考虑到贸易，发展，货市和金融领域内各项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期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铭记着指导国 

际经济关系的观则和原则可能需要进一步发展以及贸发会议必须对联 

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新的国际发展战略作出贯献，

同上，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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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评佳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秩序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5 . 贸易、发展资金如国际货市制度等间题的相互依存关系，

6. ( a ) 按照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165 (S—工X ) 号决议A部分的规定，审

查执行情况以及可能需要采取的进一步行动； 

m 关于有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今后工作的详细要点（贸易和发 

展理事会第165 (S—I X ) 号决议B部分

7. 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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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 

要理事会采取行动的事项二

(S-)商品货易；

( b ) 制成品和半制成品；

( C )航 运 ；

( d ) 货发会议常设机拘合理化问题。

8 . 体制、组统、行政与有关事项：

( a ) 划分货发会议新成员国的选举组别；

( ^ ) 公布理事会成员的变动和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成负 ;

( C ) 为了议事规则第七十八条的目的指定政府间机构；

☆ ) 为了议事规则第七十九条的目的指定非政府组织并将其分类；

( e ) 审 查 会 议 曰 历 ；

(f) 理事会行幼所涉的经费问题*

9 . 贸发会议中期计划和方案予算工作级的报告，

1 0 , 其 他 料 .

1 1 . 通过理事会提交联大的报告，

3 3 7 . 关于通过议程和会议的组织安徘， B组发言人和奢干代表均指出，本届会 

议的许多重要文件都是新近分发的，有些文件还没有各种语文的 文 未 文俘必须 

早早分发，供各国专国在其本国首都研读。 这一届理事会要在只有一星期的时间 

内完成工作，文件的这种情况就更显得严重《 今后秘书处必须尽力保证按照六星

期规则分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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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8 . 加拿大代表提到货发会议第 114(Y)号决议第1 0 段的规定，要求秘书处就 

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各文件的所有语文文本的分发日期提出报告。 秘书处在其后 

一 次 （第五二九次 ) 会议上提供了这项情况，加拿大代表对此表示感谢。

3 3 9 . 理事会同次（第五二九次）会议普遍赞成秘书处关于会议組织安播éîj建议 

(TD/03/776/Add  2 ) , 包括暂定会议日程表在内，并决定设立一个全体会期委 

负会来审议下列项目并提出报告：项目 2 ( 由于货发会议第五届会议通过的决议、 

建议及其他决定所引起的需要理事会第二千届会议加以注意或采取行动的具体事巧) , 
项目7 ( 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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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会采取行动的事项）。

340. 1 9 8 0年 3 月 1 7 日至2 4 日，会期委员会总共举行了六次会议。

341. 1 9 8 0年 3 月 1 7 日，会期委员会开幕会议选出^ 拉丹先生（墙 士 ）为主 

席，迪亚斯 . 托推先生（靈西哥）为副主席兼报告员。

342. 1 9 8 0年 3 月 1 8 日，会期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设立一个由一定成员組 

成、但对货发会议所有成员国开放的非正式小趙，审议关于贸发会议常设机相合理 

化问题的议程项目7(d)。

343. 1 9 8 0年 3 月 1 8 日，é ■期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決定设立一个主席联系组处 

理某些需要详如审议的分项目。

3 4 4  1 9 8 0年 3 月 2 4 曰，会期委员会第六次（闭幕 ) 会议审议了它的报告草

稿 （T V B ( X X ) /S C /L .  4 和 Add. 1 ) ,经修正后予以通过。

345.  1 9 8 0年 3 月 2 5 日，会期委贞会副主席在理事会第五三四次会议上介绍

了会期委员会的报告（lD /B U X ) /sq /J L .  4 和 Add. 1,经 由 5 5 6号文 

件修正和补充K 理事会同次会议通过了会期委员会的报告，视情况附入理事会报 

告中

30
并参看关于会议第11 oon号决议的脾注6。

会期委员会报告的实质内容见载于上文第三章和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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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过全权证书的审查报告 

( 议程项目 l(û))

34 6. 1 9 8 0年 3 月 2 1 日，理事会第五三三次会议通过了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

告 （TD/B/796X

成员和出席情况 "

347。 下列贸发会议理事会成员国滅代表出席了会议：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 

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 比利时、贝宁、较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 白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 

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尼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 

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如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 

希腊、危地马拉、圭亚那、洪都拉斯、却牙利，印度、印度尼面亚、伊朗、伊拉克、 

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 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 

巴缴、利比里亚、阿柱伯利tL亚民众Ü L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来 

西亚、马里、马耳他、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荷兰、新面兰、尼加拉； 尼日利 

亚、挪威、阿曼、G基斯坦， 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 

韩民国、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 

苏丹、苏里南、瑞典、墙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秦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 

尼斯、土耳其、乌于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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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顏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落麦It联合•共和国，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上沃尔特、乌拉圭、委内墙拉、也门，南斯拉夫、 

札伊尔、赞比亚。

3 4 8 .下列贸发会议其他成员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民主也门、教廷，莫桑比完、 

纳米比亚、G拉圭。

本®会议出席者名单见工V V 1 U Î ：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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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 下列联合国机构浪代表出席了会议：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3 5 0 . 下列专门机构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組织，世界振行、国际货币基金道织、政府间海事协商組 

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级关税及货易总协定也浪代表出席了会议.
3 5 1 . 下列政府间组织滅代表出席了会议Î 非洲开发报行、经济互助委员会、阿 

拉伯经济统一理事会、海关合作理事会、改洲经济共同体，改洲自由贸易联盟、阿 

拉伯国家联盟、袋济合作与发展级织、非洲统一經织、美洲国家组织，中美洲经济 

一体化总条约常设秘书处。

3 5 2 . 下列非政府經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普通类 : 世界基t •教民主联合会、全阿拉伯国家工农商联合会、国际律卸 

协会、国际商会、国际基1P徒商政人员联合会、国际自由工会联 

合会、国际法协会、国际妇女和平自由联盟、世界劳工联合会， 

世界工会联^ 会、世界和平理事会.
特别奥: 改洲和日本国民船东协会理事合

3 5 3 . 根振联大第3 2 8 0 ( X X I X )号决议应邀出席会议的还有：非洲人国民大会； 

爱国阵线.

H , 为了议事规则第七十八条的目的指定政府间机构 

( 议程项目8(e))

354. 1 9 8 0年 3 月 2 0 日，理事会第五三一次会议决定，下列申请被指定为理 

事会议事规则第七十八条和货发会议议事规则第八十条规定的机拘， " 应当照准 

( 见以下附件一 , 其他决定0 » ) :
亚洲再保险公司

阿拉伯航运联合会

33
这些政府间机拘的申请以及关于它们的历史、结构和职能的资料，载于 

S . 2 1和 Add. 1 — 2 号文件（已取消分发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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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为了议事规则第七十九条的目的指定非政府组织并将其分类

( 议程项目8(d))

355, 1980年 3 月 2 0 日，理事会第五三一次会议批准了下列非政府组织"为 

贸发会议议事规则第七十九和第八十一条的目的，申请被指定为议事规则第七十九 

条规定的机构，并按照货发会议秘书长的建议( Ï V V 7 9 5 ) , 决定把它们分类如 

下 （见附件一其他决定 (C)) ;
普通类 :

国际和平研究协会 

对 ( 理事会以外）下列贸发会议机构而言的特别类 :

非洲货市研究中心 无形贸暴和贸身资金委员会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 

美国商标协会 制成品委员会

技术转让委员会 

国际海运业联合会 航运委员会

国际钱路联盟 航运委员会

技术转让委负会

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成员 

(议程项目

356. 1980年 3 月 2 0 日，理事会第五三一次会议获悉，没有收到任何国家表 

示愿意参加理事会主要委员会的新的通知， 因此，理事会确认理事会第十九届第 

一期会议报告所列的各主要委员会的成员名单》 "

39

« 这些非政府间想织的申请以及关于它们的历史、结构和职能的资料，载于 TD/ 
S/H* 2 0和 Ad d, 1 — 5 号文件（已取消分发的限制).

见 T D /B /770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 5 号 》U /  
3 4 / 1 5 ) , 第二卷，第一部分，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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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理事会第二十一届常会的临时议程和会议的组织安徘

( 议程项目 1 (<1))

3 5 7 . 理事会收到了贸发会议秘书处说明（T P /B /L  5 5 8 )所载的理事会第二十 

一届常会的临时议程草案和有关会议组级安排的建议。

358. 代理主席提请注意根据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需要增列的三项议程一"世 

界贸易和经济形势评价•…，…" （见上文第6 0 段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关于发展中 

国家债务和发展问题的第1 65  ( S—工]C)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 （见上文第271段和下 

文附件一，第 2 0 9  ( X X )号决定)和"贸发会议永久机构的合理化问题" （见上文第128 

段 ）。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359. 1 9 8 0年 3 月 2 6 H , 理事会第五三六次会议核可了第二  i *一届常会的临 

时议程（见下文附件三），授权理事会主席在同贸发会议秘书长协商后，根掘情况 

的发展予以调整。理事会还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就会议的组织安徘同各国代表因协商 , 

并通报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

360.  35组发言人注意到会议决定理事会令后每年座当召开两届会议，他说，第 

二十一届会议应当避免重复本届会议已经讨论过的问题。如果理事会希望有效地开 

展工作，最好坚持选择性议程的原则，不要把无法根据六星期现则分发必要文件的 

项目列入议程。理事会主席在根据情况的发展调整临时议程时，除了同贸发会议秘 

书长协商外，还要同各个区域集团进行协商。

L. 审查会议曰历 

( 议程巧目8 (e))

361. 1 9 8 0年 3 月 26 B 第五三六次会议上，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介绍了贸

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T 5 55 ) , 其中载有修订后的19 8 0 年余下时间的会

议日历草案和1 9 8 1年会议暂定Ht间表。他提请注意就此而分发的一份有关经赛问 

题的说明（T D /B /L  5 5 5 /A b b .  1 )。 指出由于理事会在议程项目2 下作出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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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贸发会议第 127 (V )号决议的决定（见下文附件一，第 216(X]C)号决议），需 

要在 1980年日历中增列一项现定，以便安徘四周的区填集闭、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改府专家会议，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问题0 这项规定所醫时间从"其他工 

作翅、研究组，专家组 " 程下余下时间中和除。

3 62. D组发言人说，理事会目前收到的会议H历革案安排得过满，没有考虑到 

齋要确保各次会议取得园满结果。他怀疑秘书处是否能够为各次会议及时准备必要 

的文件。因此，他建议贸发会议秘书长在同各区域集因的代表协商后，取消或推远 

任何预期无法按时提供文件的会议。关于无形货易和贸易資金委员会第九届会议，

D组仍然认为没有必要将会议分为两期进行，并保留今后重新讨论这一问题的权利。 

对于商品综合方案筹备会议日益趋向于召开续会或召开第二期会议，而不是召开新 

的筹备会议，33组同样表示关切。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3 6 3 . 同一次会议上，理事会注意到有关的经费问题，见下文附件四，E节通过了 

修订后的1980年会议日历和1981年暂定时间表.，（见下文附件一，第 218UX)
号决定）•

理事会行动所涉的经费问趙 

(议程项目8 (f))

364. 货发会议秘书处参照各议程项目的讨论结果以及某些决议和决定革案中的 

建议，根据议事现则第三十一条提出了关于拟议的行动所涉的经费问题约说明。 36

饥 .通过理事会養交联大的报告 

( 议程项目1 1 )

365. 1980年3 月 2 6 日，理事会第五三六次会议在作出若干修后，通过 t  
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的报告草稿（T D /B /L  559^Add, 1 至 授 权 报 告 员 抖 菌  

完稿，并作出必要的校正0

96
关于理事会行巧所涉的经费问题的说明，载于附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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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决定

决 议

2 1 3 ( X X )工业协作安排的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方面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注意到贸发会议和工发组织合设的工业协作安徘的贸易和与贸易有关方面

问题特设专家组的报告®• , 同意其中第3 6 段所载的建议，即最好再举行一次会议， 

根据秘书处按照专家组的职权进行的研究结果、考虑到理亭会本届会议所表示的意 

见，进一步审议有关工业协作安排的贸易和与贸易有关方面的问题，但也须经工业 

发展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认可；

2 . 又注意到货发会议秘书处提出的关于行政和经赛问题的说明 , b 但有■一个条

件是所需经费将由这两个组织的现有资源提供；

3, ÿ 贸发会议秘书长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执行主任协商采取必要步骤，一 

旦研究工作完成以及工业发展理事会对召开专家组一事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即召开 

特设专家组会议；

4. i 特设专家组拟订最后建议，必要时包括今后应采取的行动，并将这些建 

议提交 .贸发会议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行政首长，

1 9 8 0年 3 月 2 5 日

第五三四次会议

a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届会议 ,附件》议程项目7 ,文件 T D /S /7 7 4  

b T D / B / 7 7 4 /Add.  1。见下文附件四，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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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 XX)援助区域政府间組织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 ,

回顾联大1 9 6 0 年 1 2 月 1 4 日载有《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第 

1 5 1 4 ( X V )号决议，

又回顾联 大 1 9 7 0 年 1 0 月 2 4 日载有《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的第 26 2 6  ( X X V )号次议、 1 9 7 4 年 5 月 1 曰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 

动纲领的第3 2 0 1 ( S - V I )和 3 2 0 2 ( S - V i )号决议、 1 9 7 4 年 1 2 月 1 2 日载有 

《各 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 2 8 1  ( X X工2：)号决议、 以及1 9 7 9 年 1 月 2 9 日 

关于筹备制订联合II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第3 3 / 1 9 3 号决议，

回.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 7 9 年 6 月 1 日通过的第1 0 9 ( V )号决议，

1 . 建议在制订联合^ 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时,应明确承认并列入在 

殖民统治或外国领下的国家和人民的特殊问题 .
9

2. 并教义联合国系统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应在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期间 

调动充分资源缓助区域政府间組织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幼以及在殖民统治和外国占 

领下的人民，

1980  年 3 月 25 H 

第五三五次会议

2 1 6 C X X )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回顾理事会1 9 7 9年 1 0 月 2 0 日第2 0 2 (：0 ] {：)号决定,其中理事会决定将贸 

发大会 1 9 7 9年 6 月 3 日第 127  (V)号决议第 1 5 段中设想的日后召开和安徘发展 

中国家和任何愿意的国家的政府专家会议以讨论发展中国家区城间经济合作的具体 

问题一事，交给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审议，

回顾联大1 9 7 9 年 1 2 月 1 9 日第3 4 / 2 0 2号决议，其中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在 

贸发会议的职权范围内，考虑到它在辰合国系统内对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所起的 

关鍵作用，加紧努力以支持友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有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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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贸发会议的会议日历中，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特别会议定于 

1 9 8 0年 6 月 1 9 日至2 7 日举行，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千一届会议于1 9 8 0年 9 

月 1 5 日至2 6 日举行 , °

考虑到根据会议时间表 , 如本届会议不作出决定，贸发会议秘书处在1 9 8 0年 

中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友展中国家区域间会议所决定的活动提供充分支助的可能性将 

大为减少，

1. 决定在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届和第二十一届会议之间为友展中国家间 

经济合作问题安排多达四个星期的会期，以便按照需要召开和安排贸发会议第127  

( V )号决议第 1 5 段设想的区域集团、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专家会议，

2. 1 贸发会议秘书长报据贸发大会第127 (V)号决议第 1 6 段的规定和《阿 

♦ 沙集体自力更生纲领》d , 拟订较书处支持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未来工作方 

案，包括执行在日内瓦举行的发展中国家区域间会议得出的结论，供发展中国家经 

济合作委员会特别会议根据其职权予以通过*
1 9 8 0 年 3 月 2 5 日 

第五三五次会议

决 定

2 0 8 U 3 Q 贸易、发展资金和国际货币制度 

等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
1 . 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长按照理事会1 9 7 6年 1 0月 2 3 日第144(X V：n 号

见下文，第 2 1 8 ( x x > !■决定，附件。

参阅《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议事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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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1 4 ) ,附件六 ，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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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和联大1 9 7 9年 1 2 月 1 9 日第3仏 9 7 号决议第3 段的，规定, 将于 i g s o 年 

5 月 2 1 日至2 3 日在各国政府指嚴的高级专宏协助下进行协商，

2, 冬成员国政府同秘书长合作，进行这些协商，

3 ’ 决定将本项目以及关于贸易、发展资金和国际货市制度等问题的相互依举

关系的决议革案®和上述协商的报告一并移交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供它进 

审议和采取适当行动。 、

1 9 8 0年 3 月 2 1 日

第五三三次会议
■<

209  CXX)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发展 

问题的第1 6 5 ( S - I X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

1 • 决定将上述项目以及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的决议草案f 和政府间发 

展中国家债务和发展问题专家组的报告€ 移交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供它进一步

审议和采取适当行动；

2. 色贸发会议秘书长向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提 I# 一份关于第1 6 5 ( S - I X )  

号 决 议 Â"节执行情况的详细报告，还请秘书长分析该决议的执行对有关发展中国 

家债务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并请各国府和有关多迫机构同货发会议秘书长合作，样  

别是在提供有关的现成资料和数据方面合作；

e TD/B/L. 3 6 0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 5 号 》（A /9 6 1 5 /  
Rev. 1 ) ,附件二。

f  t d / b / l .  1 9 6 ,见 《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议事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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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9 .  II. D. 1 4 ) , 附件一 , C节。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千届特别会议，附件》，议卷项目

V 7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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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也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就与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1 65 ( S—130号决议有关的 

事项，同有关政府和多进机构继续进行非正式的协商，并向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 

提出报告，

1 9 8 0年 3 月 21日 

第五三三次会议

2 1 0 C X X )货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问题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T

1 . 决定将第二十届会议期间提tB的关于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问题的三项 

决议|^1移交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 （̂ rD/B(XX)^C/L. ô)h,

2 . 决定设立一个第二十一届会议工作趙来审议这些决议草案，并制订最后案 

文供理事会采取行动•
1 9 8 0年 3 月 2 5 日 

第五三四次会议

211 ( XX ) 加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包括加速 

这些国家的技术改革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

1. 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处提出的关于拟订发展中国家技术改革战格的纲要的 

建议i.

美利坚合众国以B组成贞国名义提出的决议草案（T D / B ( X 3 C ) / S C / ：L. 1 /  
Rev 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D组成员a 和蒙古名义提出的决议革案（TD/ 

3 ( X X ) / S C / L  2 ) , 埃塞俄比亚以七千七国集团成负国名义提出的决议革案 

( T V S ( X X ) / S C / L .  3 和 C o r r .  1 ) . 这些决议草案的案文，见下文附件二， 

T V B / 7 7 9。，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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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决定将建议送交技术转让委员会第三届会议 , 供其采取适当后续行动，要

考虑到贸发大会，一九七九年六月三日第112(v序决议。

1980  年 3 j  25 日 
第五三四次会议

2 1 2 Ç X X )技术反向转让引起的发展问题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 , J

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处关于 " 技术反向转让弓I起的友展问题 " 的'说明

考虑到贸发大会 1 9 7 9年 5 月 3 0 日第 1 0 2 ( V )号决议第6 段和朕大 1 9 7 9年 

12月 1"9日第3 4 / 2 0 0 号决议第4 段，

决定把联大第三十四届会议在其第3 4 X 2 0 0号决议第4 段中提出的要求，移 

交理事会第二千一届会议审议。

1 9 8 0年 3 月 2 5 日 

第五三四次会议

2 1 4 C X X )多边贸易谈判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
! . . 决定在理事■i■第二十一届会议上进行和完成贸发大会1 9 7 9年 6 月 3 日第 

1 3 2 ( Y )号决定观定的对多这贸易谈判的全面评价.；

2 . 适贸发会议的有关委员会在它们的职权范围内审查由于执行多边贸易谈判 

的结果弓I起的国睹贸易发展情况，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影响，要考虑到需要 

促进这些国家的利益；

T D /B /L . 5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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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又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继续後助发展中国家就与它们特 

别有关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协商和谈判，要注意不要同总协定和贸发会议和总协 

定合设的国际贸易中心提供的类似援助重复；

4 . 再请货发会议秘书长密切注意总协定在多边货易谈判以后的范围内进行的 

工作，并就贸发会议秘书长出席总协定有关机构的会议和及时取得有关文件酌情作 

出适当安徘的问题，同总协定总干事进行协商• 贸发会议秘书长必须将贸发会议所 

有有关的大件送交这些机构作适当的利用。

1 9 8 0年 3 月 2 5 日 

第五三四次会议

2 1 7 C X X )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回顾贸发大会1 9 7 9年 6 月 3 日第 1 3 U Y ) 号决议和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979 

年 1 0 月 2 0 日第1 9 9 C X IX )号决定，

- 1 . 决定按照贸发大会第131 00号 决 议 A节 ， 每年对世界经济方面的生产 

和货易格^ 行审查， 为了对生产和进出口的世界性趋势提供综合的真实性和分 

析性的背景资料，这些审查必须参考有关的现成资料，仓■括一般性的政荒，以期按 

照相对优势的动态査明哪些因素或P 题与实现最理想的全面经 ’济增长关系最大，其 

中包括哪些因素或问题与实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多样化以及有效的国际分工关 

系最大；

2 . 又决定按照贸发大会第131 00号 夾 议 B节， 在理事会及其有关附属机 

构的各届会议上审查涉及贸易限制的发展，以期研究和拟订有关保主义一般问题 

的适当建议；

3； 还决定于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时设立一小会期委员会优先审议这些项 

目，作力其工作方案的一部分；

4. 贸度会议秘书长编写必要的文件，

1 9 8 0年 3 月 2 5 日

第五三五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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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发展理亭会，

批准附件所载的1 9 8 0年余下时间的会议日历和1 9 8 1年的暂订会议时间表*

1 9 8 0年 3 月 2 6 日 

第五三六次会议

2 1 8 ( X X )审查会议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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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9 8 0年余下时间的会议日历 

和1981年的暂订会议时间表*

综合方索^第五次棉花和棉纱筹备会议

栽合国限制性商业愤例问题会议，第二届会议

综合方案一联合国商品综合方案共同基金谈判 

会议临时委员会，第五届会议

1 9 8 0 年联合国锡会议

综合案一香蔡筹备会议

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幼守则会议，第三届'会 

议

综合方案一黄麻和黄麻产品谈刹前会议

联合国国际多式联运公约会议，第二期会议

当前援助和流动指林 '慨念问题政府专家组，第 

四届会议 ( 理事会第 197(X IX ’）号决定）

综合方案一第二次肉类筹备会议

贸易、友展资金和国际货市制度等问题的相互依 

存关系专家会议（理亭会第 144  (XVI)号 

块 定 ）

综合方案一装合国商品综合方案共同基金谈到 

会议，第四届会议

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第九届会议

会议日期

3 月 

4 月

4 月 

4 月 

4 月

4 月 

4 月 

5 月

4 日至2 8 日 

H至1 8 日

曰至1 8 曰 

4 日至5 月 

1 日至2 5

1 日至5 月 

8 日至5 月 

日至2 3 日

1 6 曰

3

6 曰 

9 曰

5,月 1 2 白至2 0 日 

5 月 1 9 日至2 3 日

5 月2 - 1 日至2 3 日

5 月2 7 日至3 0 日 

6 月2 日至1 3 H

* 除另有法明者外，所有会议均在日内瓦举行。 

k 与商品综合方案有关的会议前面均注有" 综合方案 " 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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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期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第一届特别会

议 1 6 月 1 9 日至2 7 日

无形货易和货易资金委资会，第九届（第一期）

会议 6 月3 0 日至7 月 1 1 日

综合方案一第五次热带木材筹备会议j 第二期

会议 7 月7 日至1 8 日

制成品委员会，第九届会议 7 月 1 4 日至2 5 日

综合方案一政府间茶叶专家组，第三届会议 7 月2 8 日至8 月 1 日

国际货币制度演变问题特设政府间高级专家组

( 货发会议第12 8 (V )号决议第1 1段） 7 月 2 8 曰至8 月 5 曰

综合方案一第三次茶叶筹备会议 8 月 4 日至8 日

综合方案—植物油和油子专家組会议 8 月 1 1 日至1 5 日

航运委资会，第九届会议 9 月 1 日至1 2 日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筹备委员会，第

二届会议m 9 月 1 日至1 2 日

为了筹备这届会议，将根据有关区域集团的要求召开下列会议：

讨论下列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专家筹备会议:
发展中国家的国营贸易组织进行合作，建立发 

展中国家间多国销售企业、建立发展中国家间

全球性贸易优惠制度 3 月1 7 日至4 月3 日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专家筹备会议 6 月1 7 日至1 8 日

装大已指定政府间最不发达国家问题小组为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筹 

备委贝会。 》 119 -



中期计划和方案顶算工作组，第二届会议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

综合方案一商品综合方案特设政府间委员会， 

第十届会议

无?^贸易和贸易资金委贞会，第九届（第二期） 

会议

商品委员会，第九届会议

贸发会议和工发组织合设的工业协作安排的贸 

易和与贸易有关方面问题特设专家组，第二 

届会议

综合方案一第四次植物油和油子筹备会议

综合方案一第二次猛筹备会议

技术转让委资会，第三届会议

国际航运立法工作组，第七届会议

曰期待定的会议

教合国为取代已延长的《1 9 7 1年国际小麦协 

定》而举行的国际安徘谈判会议，第四期会 

议 （如有需要）

会议日期 

9 月8 日至1 2 曰 

9 月 1 5 日至2 6 日

9 月2 9 日至1 0 月 1 曰

9 月2 9 日至1 0 月3 0

9 月2 9 日至1 0 月3 曰 

( 可能延至1 0 月7H》

0 月6 日至1 7 日

( 结也纳）

0 月 

0 月 

1 月 

2 月

1 3 曰至1

2 7 日至3 

1 7 日至2 

1 曰至1 9

曰

0

a

最多4 星期

n 须经工业发展理事会第千四届会议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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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可可会议，第四期会议 

( 如有需要）

原产地规II!工作组，第八届会议 

综合方案一箱土筹备会议 

综合方案一第三次铁矿砂筹备会议 

综合方案一第三次裤敦盆筹备会谈 ( 如有需要） 

区坡集团、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专家会议

其他商品会议

其他工作组^ 研究组，专家组

会议日期 

3 星期

视需要而定（最多4 星 

期 ）

视需要而定（最多1 0 个 

星期 ）

视需要而定（最多 1 个 

半星期）

1981 年 曰 期 期 间

贸发会议和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贸鼻中心

联合咨询组技术委员会，第十届会议 1 月 1 星期

贸发会议和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贸易中心

联合咨询组，第十四届会议 2 / 3 月 1 星期

中期计划和方案顶算工作组,第三届会议 3 月 2 - 6 曰 1 星期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 3 月 9 一 2 0 日 2 星期

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第十届会议 5 / 6 月 1 ~  2 星期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四届会议 9 月 7 — 1 1 日 1 星期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三届会议 9 月 1 4 一 2 5 曰 2 星期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筹备委员

会，第三届会议 ° 待定 2 星期

参阔上文胸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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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二♦威三个主要委员会的会议 

合成品和代用品常设组，第七届会议 

各种商品会议 

工作組、研究组和专家组P

曰 期 期 间

在養年中，各 为 1一2 星期 2 — 6 星期

待定

视需要而定 

视需要而定

1 星期

最多 4 6 星期 

最多 1 6 星期

在这一题目下，目前可预见的会议：

第二次多这和双这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机构同最不发速国家代表的会议（1981 

年 2 月----------个半星期）

有关国家政府代表参加的散装货运输会议 ( 贸发会议第 i 2 o r o 号决议，第 5 段 ），

工业产权制度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方面所起作用 .问题政府专家会议( 技术转 

让委员会第4 (H)号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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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的其他决议

( a ) 划分纳米比亚作为货发会议成员的选举组别g

1 9 8 0年 3 月 1 7 日，理事会第五二八次会议决定，在贸发会议第六届会议按 

照已修订过的联大第1 9 9 5 C X I X )号决议第6 段采取行翁之前，根据 1979•年 12 
月 1 2 日联大第3 4 /9 2  C 号决议已被接受为贸发会议成员的纳米比亚，应列入联 

大 第 1 9 9 5 ( X I X )号决议附件A部分所列的国家名单4

( t ) 为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议事规则第七十八条的I .的措定政府Æ机构 ^

1 9 8 0年 3 月 2 0 日，理事会第五三一次会议决定，下列机构申请被指定为理 

事会议事现则第七千八条和贸发大会议事规则第八千条视定的机构，应当照准：

亚洲再保险公司 

阿'拉伯航运联合舍

( C ) 为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议事规则第七十九条的目的指定非政府组织并将其分类S

1 9 8 0年 3 月 2 0 日，理事会第五三一次会议批准了下列五个非政府姐织为贸

发理事会议事规则第七十九条和贸发大会议事规则第八十一条的目的，申请被指定为 

议事规则第七十九条规定的机构，并决定把它们分类如下：

普通类 :

国际和平研究协会 

对 （理事会以外）下列贸发会议机构而言的特别类：

非洲货币研究中心

国际海运业联合会 

国际钱路联盟

美国商标协会

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 

航运委员会 

航运委员会 

技术转让委员会 

制成品委员会 

技术转让委员会

A 参阅上文第3 3 3 段 , 

参阅上文第3 5 4 段 , 

S 参阅上文第3 5 5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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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货发会议为支持世界农村改革和乡村发展会议所通过的行动纲领而采取的 

补充行动 t

1980年 3 月 2 0 日，理事会第五三一次会议注意到粮农组织大会第二十届会i义 

邀请它与粮农组织合作拟订和执行业经世界农村改革和乡村发展会议通过的行动纲 

领所呼吁的活动，并同意由行政协调会乡村发展工作队这一机构来继续研究贸发会 

议为支持该行动纲领的执行而可能采取的补充行动的问题。

( ® ) 中期计划和方案予算工作组第一届会议的报告U

1 9 8 0年 ' 3 月 2 0 日，襄事会第五三一次会议决定请贸发会议秘书长把中期计 

划和方案予算工作組的报告% 同对该报告的评论一并转交联合国适当机构加以审议 .

( f ) 评价关于建立新的国除经济秩序所取得的进展W

1 9 8 0年 3 月 2 1 日，理亭会第五三三次会议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处的报告

决定将报告连同货发会议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报告的有关章节一起提交联大新国际 

经济秩序特别会议。

X

t 同上，第 3 0 7 段。

U 参阅上文第3 0 4 段，

V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届会议，补编第 2 号 》（T D /B /8G 0)。 

W 参阅上文第6 5 段。

X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4 , 文件 

T D /B /7 5 7 ,和同上，第二十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4 , 文件 TÜ /B /

7  5 7 / A d d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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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移交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进一步审议的案文

贸发会议常设机构的合理化a

美利坚合众国以B思成员国名义 

提出的决议革案

( T D /3 ( X X ) /S C /L .  lyTElev. 1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回顾贸发会议在实现联大1 9 7 4年 5 月 1 日第3201 ( S -V I )和 第 3202  
(S —V I )号、 1 9 7 4年 1 2 月 1 2 日第3281 ( X i O X )号和 1 9 7 5年 9 月 1 6 日第 

3362 (S—V I ) 号决议的目标上，以及在定期评价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上，必须 

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应采取适当步骤，提高其本身的效率，以便能够更好地发挥 

这种作用，

认识到贸发会议的不断演变中的重要作用, 是作为联大在国际货易领域和有 

关的国际经济合作问题方面的一个讨论、谈到、审查和执行机关，

t J 能采取适当步驟，提高贸发会议的效率和反应能力，以便贸发会议能更 

切实有效地履行其重要任务，

又回顾货发大会 1 9 7 6年 5 月 3 0 日第9 0 ( 工V)号决议和1 9 7 9年 6 月 3 日第 

1 1 4 ( V )号决议，和理事会 1 9 7 9年 1 0 月 2 0 日第1 9 4 ( X I X )号决议，

又回顾联 大 1 9 7 7年 1 2 月 2 0 日关于改經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的第3 2 /  
1 9 7 号决议，

参 阅 上 文 第 1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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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回顾联 大 197 8年 1 2 月 2 0 日第3 3 /1 5 4 号决议3

，议了贸发会议机构合理化问题特设政府间委员会各份振告b

确认各成员国对贸发会议取权所现定的责任非常重视，

一，机构

贸发大会

1 . 贸易和发展m事会决定在不远于第二十四届会议前审查贸发太会的组织和 

任务，以便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组织安排和利用各国部长出席 .的机会，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

2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决定加强其协调作用，以便更有效地指导其附厲机构和 

确保这些机构的各种活动自始至终连贯一致 .

3 . 为此，理 事 会 妓 :

( a ) 每届常会的议程应较有选择性，以便把注意力集中于贸发会议职权范 

围内的重要跨部门性问题上；

(b) 须由理事会每年审议的议程项目应平均分配给春季会议和秋季会议审 

议；

( C ) 可能时应当把处理相互关连问题的各小主要委员会的会议安徘在同一 

届理事会会议前六个月期间内举行，以方便理事会审议各主要委员会 

报告中出现的待决问题，并在适当时就这些问题作出决定；

( d ) 理事会每年两届会议的第一届会议应当用于处理日常事务和对经常出 

现的议程项目的例行审查，理事会第届会议的其余时间和第二届会  

议应当用于审议少数经仔细选定的实质性问题，

T D /B /A G  . 3 0 /R .  1 和 Add  . 1 以及 . 30X4  已编为 T D /V 7 8 6  号

文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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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

4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决定,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除了现有的取责外还 

应该：

( a ) 更详尽地审查贸发会议工作方案的某些方面，并向理事会提出摄告；

( b ) 根据贸发大会 .第 1 1 4 ( V )号决议第 11 (a)段规定的辑告，每年审查贸 

发会议从一切方面得到资助的技术合作活动；

( C ) 审议知何在贸发会议内进行并加强有效的评价工作*

主要委员会

5 .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决定加睦各主要委员会作为贸发会议的主要支柱。 这些 

委员会应定期审查其工作方案的拟订情况和其决定的执行情况。主要委员会只要可 

能，应按照货发会议第114 00号决议第7 (a)段的现定，亲自进行详细讨论和谈判，而 

不应该设立特设小组、专家组或其他附属机构去进行此事。因此只有在委员会及不能 

作出决定时，才把问题提交理事会进一•步审议，

6 . 贸暴和发展理事会决定 , 为了更有效地处理相互关连的跨部门问题，各 

主要委员会和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应：

( a ) 使处理有关问题的委员会的会期彼此邻接，从而使货易和发展理事会 

能在同一届会议中审议各委员会的会议结果；

( b ) 在理事会认为适当时，举行特别襄席会议，集中讨论它们联权范围内 

的具侈跨部门问题，

根据从上述安排取得的经验，货发大会或理事会可在稍后决定，是否应该将各委员 

会调整或合并，

7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决定,所有委员会和方案应在其各自职权范围内处理最 

不寒达国家的特别需要和利益*

8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各主要委员会审查它们各自的体制结构以期提高效率， 

包括考虑是否能够减少附属机特的数目，并把它们的审查结果向理事会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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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和顾问

9 . 贸易和发展淫事会决定，作为如强委员会的一项工具，应该少使用专家组, 并决 

定由专家以私人身分组成的专家组更要尽可能少加利用•

1 0.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1 货发会议秘书处每年编写一份关于顾间及其工作的清 

单，经由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提交货发理事会•

谈判会议

1 1 . 货易和发展垣事会决定 , 只有在有关常设机梭作了彻 ' é的筹备工作并且问 

题似乎已达到可以进行积极审议时，才可以举行谈判会议，以便取得建设性成系•

会议日历

1 2 .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决定通过下列原则便会议日，万合理化, 以期便会议更有 

成果，异有充分时间进行准备：

(a) —般而言，不应同时安徘两>^以上的会议；

0)》 会议日历经核可后，即应尽可能予以遵守；

( C ) 由于整个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需求日增,应考虑每年将最适当最多 

数目的会议周分配给货发会议，然后由理事会根振各有关机构的要求 

予以分配. 还应该考虑是否可能在日历中留下空挡，聲给在缔结协定 

需要更多时间时召开计划以外的会议 .

(d》 应采取适当步骤，特别是通过采取较严格的秩序和纪律，以便最有效 

地利用分配给贸友会议的会议时间 .

二、协商

1 3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试行设立一个由常驻代表团和秘书处代表组成的非  

正式访商小组• 这些协商Ï

( a ) 应每月举行一次，议程最迟应在两星期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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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 应 设 结

(一） 取得关于以后会议和货发会议其他活动的资料；

P 对会议的时间安排作好内部的准备工作，如选举主席团成员、准 

备文件等，以便使会议能够较顺利地开始；

( 0 排定的时间不得与其他会议冲突 ,

三、资料

1 4，贸身和发展理事会遣贸发会议秘书处应《 « 合 国总部许可后,每月公布所有 

人员空缺的清单、包括短期、定期任用人员的空缺 .

四、

1 5 . 贸易和发展§ 事会^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参照货发会议秘书处的意  

见^联合检查组编写的有关文件以及誤合国系统各有关机拘提出的文件，审议如何在 

贸发会议内进行和加！I 有效评价的问题 .

五、秘书处

1 6 . 必须加逢贸发会议秘书长对秘45处 的 管 理 和 调结作用，以便：

( a ) 加强对各司ât政策指导，特别是有关跨部门的问题；

( b ) 更有效地改进和协调冬司的工作成果 ;

( C )鼓励各司在建议中尽可能提出其他的解决办法，并设法照顾到所有国 

家集团的利益；

( d ) 改进秘书处内部的评价方法和效率；

( e ) 更有效地协调各司进行的活劫，包括有关研究的活动。

1 7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重申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霉一条第三项的规 

定 ，征聘贸发会议的工作人员，即：

H 办事人员的雇用及其服务条件的决定，应以求达效率、才干及忠诚的 

最高标准为首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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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征聘办事人员时，于可能范围内，应充分注意地肆上的普及

1 8 . 贸发会议秘书^ 考虑如何改进贸发会议秘书处的成绩时，不访参考以下关 

于工作人员及资源管理的具体意见：

H 向联合圍秘书长提出贸发会议的慨算以前，贸发会议秘书长可以 

就他打算提交的预算的主要办法和方针同成员国代表协商（这种新的 

协商程序将不需要遣背现有的联合国财务条例，这些条例必须達守•） 

a 必须通过重新部署，采取措施来加强对贸发会议职权范围内的长期问 

题的研究*

Q 秘书处拟订的提案涉及经费问题时，说明提案的文件必须将所涉经養 

问题列入

六，文件和翻译

1 9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决定优免注意，决贸发会议日益严重的文件问题、那未 

能按照贸暴和发展理事会议事规则第二千九条的规定在会议举斤以前及早编写和分 

发文件.

2 0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要求对文件编写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作出必要的改善， 

弁特别建议尽早执行下列惜施：

H 应加强% 发会议秘书长办公室和秘书处其他各科在文件方面的盤督、 

协i f和担制作用， 这种监營作用应包括实质性和技术性两方面：

( a ) 贸发会议秘书长办公室应尽量设法在革拟文件的较早阶段监督各 

司并同它们协商；

(切必须拟订一襄改进的办法蓝督文件编制链中每一个阶段的情况， 

并于必要时采取行动加快这个过程；

( = ) 在通过会议日历时，贸发会议秘书长应说明日历中所定会议是否能及 

时收到文件，关于文件的分发时间，语文、篇幅、性质和内容等方 ®的现 

则，必须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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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就会议日历进行协商时，应明确地考虑到文件问题，知果部分文件或 

全部文件显然无法做出,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并经贸发会议秘书长同各 

区域协调员协商后，才能召开会议；

( K )只有在必要时才应要求编制文件，编制文件的要求应在不透反工作有 

效进行的需要下，减至最低限度，不超出秘书处的现有资源； 

m 当需要某文件时，秘书处应指明该文件所有语文文本的大慨最早分 

发曰期；

R 应尝试经常地找出可以减少的、已成为多余的或其编写印发次数可以 

减少的文件；

W 贸发会议秘书长应将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制的所有文件和报告提交货发 

会议各有关机均；

( /V )文件应筒洁、面向行动、篇幅不超过3 2 更、 列有摘要，历史肯景的 

介招应尽量缩短。文件应筒明地指出讨论的要点和（或 ）建议的行动, 
突出特别重要的段次；

(九) 秘书处必须在开会前八个星期分发临时议卷说明时，也分发一份关于 

会议所有文件的各种语文本目前编制情况的报告， 之后，秘书处必 

须报告那些文件没有按照六个星期规则的规定分发，并充分地解释不 

能按照观定分发的原因；

(十）货发会议秘书长在发出会议通知前，应检查必要的文件是否即将准备 

就绪，使会议能按照计划举行, 并应就此问题同各区城协调贞协商；

⑤ 应考虑保ÜE今后還步备置足够的可进行六种语文同声传译的会议室；

由只有在特殊情况下，贸发会议的会议才在夜间或周末举行.若不得不 

举行夜会或周末会议，应提供快速的、所有工作语文的笔译服务；

闺应按照贸易和发廣理亭会议事规则第十八条的规定，在会议开始前六 

星期将会前文件的所有正式语文文本送交各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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嵐负责笔译和口译的单位应经常参加关于贸发会议会议貝历的协商； 

m 应说明文件的分发日期或大慨日期，以及向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提出 

该文件的日期。

.21，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注意到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以保证迅速提供所有语文的 

笔译服务，并建议在其第二十一届会议上参照所需经费多寡和联合国秘书长及货发 

会议秘书长继续进行的协商的报告，讨论上述措施的形式。

使贸发会议机拘合理化并提高其效率e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P組成员国 

和蒙古名义提出的决议草案

(T D ^ (X X )y S C X l - .2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回顾薪大1 9 6 9年 1 2 月 3 0 日第1995 ( X I X )号决议和货发大会1 9 7 9年 

6 月 3 日第1 1 4 m 号决议，

又回顾理事会 1 9 7 9年 1 0 月 2 0 日第1 9 4 ^ 工工)号决定，

重申希望提高贸发会议的效率和反应能力, 以便贸发会议能更切实有效地履行 

联大第 1 9 9 5 ( X I X )号决议观定的重要任务，

认识到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 , 有系统地进行协调和合m化工作，以便尽量提高 

贸发会议的效用，

C 参阅上文第 1 2 8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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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注意到贸发会议机构合理化问题特设政府间委员会的最后报告(T I ) /B /7 8 6 )«

2 . 通过下文第二卞中有关使货发会议机构合理化并提高其效率的建议和结论；

3 . 里货发会议联书长在履行其关于组织和管理秘书处的结构和工作的职责时， 

执行这些对他提出的建议；

4 . 决定经常审查上述建议和结论的执行情况.

A. 政府间机构

贸发大会

1 . 按照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45(VII)号决定，贸发大会各届会议应审査国 

际货易领城和有关的I I际经济合作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和长期趋势，评价前一届大 

会以来贸发大会的建议、宣言、决议和其他决定的执行进度，就常设机拘向其提出 

的建议采取行动，为常设机构随后几年的工作制订新方针.
2 . 为此，各届贸发大会全体会议的作用应予加强，要结记着这些全体会议是贸发 

大会的主要决策、协调机构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3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是在各届货发大会间隔期间执行贸发大会职务的机构， 

应经常审查I I际贸易领城和有关的国际经济合作领城的相互关连的问题.
4 . 应如强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协调作用，以便更有效地指导其附属机构，竊 

保这些机构的冬种活动自始至终连贯一致， 理亭会不应在它的常设附属机构讨论 

其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之前，审议这些问题并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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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需由理事会每年审议的议程项目应平均分配给春季会议和秋季会议审议• 

主要委员会

6 . 各常设委员会是有效完成理事会职能的主要工具，应予以如强 . 因此， 

只有委员会一级不能解决的问题，才应提交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进一步审议；

7. 条主要委贞会的届会应均勿地安排在当前的两年周期内举行，设法使处理 

互相关联问题的各个委员会的会期彼此邻接，以邦助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有效地审议 

这些问题；

8 . 根据贸发大会第114  (V)号决议第7 (a)段的现定，深入的讨论和谈判应由 

各主要委员会自己进行，不应设立特设小组或附属机构来进行 -

中期计划和方案予算工作组

9 . 中期计划和方案予算工作组除其他外应更深入地审査贸友会议的工作方案， 

并向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提出报告•

1 0 . 工作组应参照货友会议秘书处的意见、联合检查组编写的有关文俘以及联 

合国系统内各有关机构提出的文件，考虑用什么方法可以使货发会议的评价工作有 

效并得到加强，

专家组

1 1 . 各种专家组会议、特别是专家以个人身份出席的那些会议的数目以及开会 

次数，应尽量减少 .

谈判会议

1 2 . 唯当贸发会议现有常设机构不足以处理谈判中的问题，有关常设机拘已做 

好充分准备，而且有关问题也已达到可深入审议的阶段时，才应举行谈判会议，这 

样才能取得积极的结果》

会议日历

13. ( a ) 贸发会议应重新制订一小固定的会议时间表，理事会每届秋季常会应

通过次年的会议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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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e)

14. (a)

(b)

(c)
m

会议日历一经核可，即应尽可能遵守，

- 般而言，货发会议不应同时召开两个以上的会议，

应考虑每年规定贸发会议的全部会议次数，由货易和发展理事会根据 

各有关机拘的要求予以分配 .
应设法嚴有效地利用分配给贸发会议的会议时间，特别是通过加强会 

议规種和纪律来实现这一目标 .

B. 秘书处

为了提高贸友会议及其秘书处总的靖效和横襄货发会议的审议取能， 

应该加强 管 理 以 便 ： （a )更好更统一地指导各司的-•般货要政策Î 
0 » 更有效地改进和协调各司的工作成果Î (0) 鼓厳各司在延议中尽 

可能提出其他的解决办法，并设法照顾到所有®家集团的利益和立场Î 
(d )改进秘书处内部的评价方法和效率； （0) 更有效地协调各葡进行 

的研究活动，

按照公平地域分配原则，使货发会议秘书处、特别是秘书处的高展营 

理更具有代表性，帮助秘书处执行联大第 1 9 9 5 U I X》号决议想定的 

取责 .

货发会议的技术援助活动不座访碎该組织执行其主要职责，

秘书处在征聘顾问时应遵守公平地域分E 原姆.

C. 资料和协商

15. ( a ) 货发会议秘书长应采取必要步骤，每月公布人员空缺的总清单•

( b j 关于行政和派其问题的协南，应在货发会议粒书长同成贞â 之间现有 

的协商体制的范围内进行•
(C)凡当秘书处的提案涉及经賽问题时，提案的说明文件应包含经赞问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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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文 俘

16. ( a )就会议日历进行协商时，应明确地考虑到文件问题，如果文件显然无 

法做出，除特殊情况外，不应安徘会议， 因此，遇有文件要求时， 

秘书处应指明该文件所有语文文本的大慨最早分发日期，并公布已有 

的各种会议文件的情况， 在非会议日历的协商会议上讨论•

( b )只有在必要时才应要求编制文件，编制文件的要求应在不违反工作有 

效进行的需要下，减至最低限度，不超出秘书处的现有资源，

(C )各国代表应早日就临时议程做出决定，以便及时确定哪些重要问题需 

要提供文件。

( d ) 所有文件应以3 2 页为限，終免 3 2 页规则的要求应事先提出* 文 

件尽可能 '不应超过1 5 至 2 0 更， 文件应该筒洁、面向行动，历史 

背景的介绍应尽量缩短， 每份文件都应筒明地指出讨论的要点和 

( 或 ）建议的行动，突出特别重要的段次* 所有文件都应如贸发会

议 第 114 0 0 号决议所规定，载有摘要，

贸发会议常设机构的合理化

埃塞俄比亚以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国名义

提出的决议革案 

(TDy：B (X X )yS C y i ,，3 ^  C o r r，l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

回顾货发会议在实现联大1 9 7 4年 5 月 1 日第3201 ( S—VI ) 和第 3202 ( S-VI  ) 

号、 1 9 7 4年 1 2 月 1 2 日第3 2 8 1 (又又工30号和 1 9 7 5年 9 月 1 6 日第3362 ( S—im) 

号决议的目标上》以及在定期评价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上，必须发挥重要作用，因 

化应采取适当步骤，提高其本身的效率，以便能够更好地发挥这种作用，

认识到货发会议的不断演变中的重要作用，是作为联、大在国际贸易领域和有关 

的国际经济合作问题方面的一个讨论、谈判、审査和执行机关，

參 阅 上 文 第 12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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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采取适当步骤, 提高贸发会议的效率和反应能力，以便货发会议能更切 

实有效地履行其重要任务，

又回顾货发大会1 9 7 6年 5 月 3 0 日第9 0 (工V)和 1 97 9年 6 月3 日第114CV) 
号 决 一

又回顾联大 1 9 7 7年 1 2 月2 0 日关于改组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的第3 2 // 
1 9 7号决议，

还回顾联大1 978年 1 2 月2 0 曰第3 3 /1 5 4 号决议,
确认各成员国对贸发会议职权所现定的责任非常重视，

一，机构（贸发大会、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各主要委员会， ^

货发大会

1 . 注意到贸发大会的职能为：提出新的设想，开展新的方案, 为陷入僵局的谈 

判寻求解决办法, 促进、指导和方便整个贸发会议系统的工作，

* 2 .决定深入细致地准备和及时供应文件, 是贸发大会成功的先决条件，但这 

需要在贸发大会召开之前首先在各区填集团内部和各区號集团之间做好充分的协调 

和协商工作，

3 . 决定贸发大会第一周或头几天应留给高级官员,让他们根据上面一段所述 

的筹备工作，编制一份技术上完整无误的谈剑文件，列明需要在部长一级作出决定 

的主要政治和经济问題， 这样，各国部长在发表政策，性声明或任何其他声明时， 

可参照高级官员或专家会议为他们编写的文件，他们也不访根振该文件进行谈判，

这可能便货发大会由各国部长们自己来完成。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4 . 注意到理事会在两次货发大会之间代行贸发大会的职务, 其主要职能之一 

是监测、指导和督察贸发会议的各项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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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夫定货易和发展理事会在履行其决策职能时，应特别注意为在趣续进行的 

谈判或谈判会议中陷入僵局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6 . 决定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协调作用应予加强,以便更切实地指导其附属机 

拘，确保这些机将的各种活动自始至终连贯一致，

7 . 决定一年的两届垣事会会议中, 头一届会议® 应部分用于处理理事会的日 

常事务和审查经常出现的例行议程现目，另一部分和理事会第二屆会议则应审议仔 

细选定的少数几个实质性问题，以及谈判在附属机拘的谈判中陷于僵局的任何特定 

问题，

8 . 决定理事会应通过中期计划和方案予算工作组 ,在贸发会议秘书长的慨算 

提交联合国秘书长以前，审议该慨算，工作组还应审查自愿捐款和信托基金问题， 

使其开支更为明确，并将审査结果报告理事会，

主要委员会f

9 . 决定各主要委员会应恢复作用, 其谈判功能座予加强，它们座定期审查工 

作方案的拟订情况和它们决定的执行情况，

1 0 . 决定应当考虑更改航运委员会的名称，

1 1 . 决定凡与最不发这国家有关的问题,应由所有的委员会和方案根据其职权 

加以处理.

常设主要委员会附属机构和小组委员会

1 2 . 决定各主要委员会应审查各自的体制结构，以便提高效能，包括考虑是否 

可能减少附厲机特的数目，并将审查结果报告理亭会，

理事会每年头一届会议通常于九月初在联大会议前举行,，

关于合并或改组各主要委员会的问题，根据闭会期间工作组及其工作小组对这 

个问题的审査，并未能证明导致设立特设委员会的问题，是因为主要委员会数 

目太多弓I起的. 亭实上，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秘书处译技术上跌乏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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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和顾问

1 3 . 决定减少利用由贸发会议资助,其成员由货发会议秘书长按其个人身分选任 

é甘专家组，较多利用由贸发会议资助、其成负由贸发会议秘书长从各国政府提名的 

人选中挑选的专家組•

1 4 . 决定经常将以个人身分任用的顾问和专家空缺通知贸发会议成员国,征聘 

这盐顾问和专家时应遵守公平地坡分配原则 .

主鹿团

1 5 . 决定贸发会议秘书长应经常同根播公平地坡分配原II选出的贸易和发展理 

事会主席团，理事会各附属机拘主庶团以及各种谈判会议的主鹿团,在它们的任职 

期间，就它们各自职权范围内的事务进行商，

1 6 . 决定货易和发展理事会主鹿应更经常地同其主席团协商, 并为此提供有关 

的服务•

会议a 历

1 7 . 决定拟订贸发会议的会议曰历时, 不应同时召开两个以上的会议，但在特 

殊情况下，可由有关机特明确提出要求，请货易和发展理事会考虑，

：! , 资料、协商和评价

资料

18. 决定公众资料和各国代表进行较实际工作所需的资料应予区

1 9 . 决定应编制每日公报, 用贸发会议的所有正式语文，简单介绍前一天会议 

工作的进尾

(续）f 的准Ï , 从而便各国代表团和国家集团也无法充分准备，以致不能在一次会议 

内这成协议，不得不就同一问题一再开会， 当所有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均度 

生这种情形时》结系是：贸发会议每年会议繁多，便各代表团和秘书处不是无 

法适当地应付就是无法运到这些会议所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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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决定应出版年度报告, 其作用可与世界钱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經织的年度报 

告相似，

2 1 . 决定应每月向贸发会议成员国提供贸发会议秘书处所有空铁的清单。

协商

注意到协两必须是自发性的, 弁更为明确.

2 2 . 决定应建立一种制度, 便利各国代表之间的接触，也便利各国代表同也作 

为货发会^ 书长的代表的各司和各方案负责人之间的接触.
2 3 . 决定除了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143( XVI)号决定所指的播商外,每次会议开会 

之前一 ^ 是前一个月—— 应进行协 商 . 这种播商应在货发会议秘书长或其指 

派的代表、会议主席团、区域协调员和贸发会议有关成员国代表之间进行，以便H  

取得关于即将召开的会议的实质性事项的资料，就之进行非正式讨论， 就贸发会 

议职权范围内进行谈判时出现的具体问题交换意见《 这种协商还应包括选举主席 

团成员、文件工作等与会议安# 有关的内部事务，以确保正式会议能够顺利开始*

i f #

2 4 •决定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应经常评价货发会议所通过的次议和 

决定的执行情

三, 贸发会议秘书长办公室、秘书处、支助服务、资源使用

贸发会议秘书长办公室

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作用应予加强, 以便管理和协调秘书处，确保秘书处 

各組织单位顺利行使瑕责，

人员征聘

2 5. 遵贸发会议秘书长保证征聘贸发会议工作人员时严格遵守公平地填分配原 

则，特别是征聘高级管理人貝要注意这点，因为他们将参与拟订为贸发会议政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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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提供服务的各司和各方菜的敏感政策性问题，

慨算和自愿捐款

2 6 .  贸发会议秘书长在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贸发会议慨算之前，先把概算交 

给方案预算和中期计划工作组》 自愿捐敦和信托基金问题也▲专年提交贸易和发 

展理事会审议》

研究I II

2 7 . 里贸发会议秘书长采取措施，大大加强关于长期性问题的研究，在贸发会 

议职权范围内提出新的慨念，以便贸发会议政府间机构能够教^情况针对这些问题和 

慨念进行讨论或谈判，

文件，口译和笔译

2 8 . 决定应加强货发会议秘书长办公室和秘书处其他各科在文件方面的监测， 

协调和控制作用， 这种监测作用应包括实质性和技术性两方面，

2 9 . 决定在通过会议日历时,贸度会议秘书长应说明日历中所定会议是否能及 

时牧到文件, 关于文件的分发时间、语文、篇幅、性质和内容等方面的观则，必须遵守，

3 0 . 决定就会议曰历^ 行协商时, 座明确地考虑到文件问题》 如果部分文件 

或全部文件显然无法做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经贸发会议秘书长同各区域协调员 

协商后，才能召开会议，

3 1. 决定贸发会议秘书长座将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制的所有文件和报告提交贸发 

会议各有关机构，

3 2 . 决定文件应倚洁, 面向行动，历史背景的介绍座尽量缩短* 文件应筒明地 

指出讨论的要点和（或）建议的行动，突出特别重要的段次，

33. 货度会议秘书长在有关会议开会前八个星期以货发会议所有正式语文分 

发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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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i 贸 发 会 议 秘 书 长 在 发 出 会 议 通 知 前 ，检 査 必 要 的 文 件 是 否 即 将 准 备 就 绪 ，

使 会 议 能 按 照 计 划 举 行 ，并 就 此 问 题 同 各 区 域 协 调 员 协 商 •

35 .  各 个 集 团 的 所 有 文 件 、 特 别 是 贸 发 会 议 七 十 七 国 集 团 成 员 提 出 的 义 件 ，

应迅速翻 Ï Ï , 有 关 各 种 正 式 语 文 ，并 同 时 分 发 ， 以 帮 助各集团就它们面临的问题达  

成 协 议 ，

联 合 国 日 内 瓦 办 事 处 ：编制， 翻 译 、 打字、 复制和分发

3 6 . 决 定 应 考 虑 保 证 今 后 還 备 置 足 够 的 可 进 行 六 种 语 文 同 声 传 译 的 会 议 室 •

3 7 . 决 定 除 了 特 殊 情 况 外 , 贸发会议 的会 议不 应在 夜 间 或 周 末 举 行， 若有必要  

举 行 夜 会 或 周 末 会 议 ，必 须 确 保 提 供 快 速 、 灵活的所有工作语文的笔译服务，

3 8 . 决 定 按 照 贸 易 和 发 展 理 事 会 议 事 规 则 第 十 八 条 的 规 定 ,会 前 文 件 的 所 有 正  

式语文文本 应在有 关会议开 始前六星期送交名 ■Ü政 府 .

会 期 文 件

3 9 -  M 应 向 贸 发 会 议 提 供 一 小 特 别 的 笔 译 " 工 作 队 " 或 " 先 锋 队 " ，其 任 务

是 ，在 誤 合 国 日 内 瓦 办 事 处 控 制 之 下 专 为 贸 发 会 议 的 会 议 提 供 笔 译 服 务 ，

4 0 . 决 定 负 责 笔 译 和 口 译 的 单 位 应 经 常 参 加 关 于 货 发 会 议 会 议 日 历 的 协 商 .

各 专 门 机 构 和 与 联 合 国 有 关 的 国 际 组 织 执 行  

《给 予 殖 民 地 国 家 和 人 民 独 立 宣 言 》的 情 况 g

萨 尔 瓦 多 以 七 十 七 国 集 闭 成 员 国  

名 义 提 出 的 决 定 草 案

(T l ) /3 y i . -5 6 2 )

贸 易 和 发 展 理 事 会 ，

回 顾 联 大 1 9 7 9 年 1 1 月 2 1 日 第 3 4 / 4 2 号决议 ,

，阅上文第3 2 0段.



1 . 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长的报告T W 7 8 9 ;

2 . 承认上述报告所载关于贸发会议向殖民地领土人民及其得到区城政府间组 

织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援助各项建议的重要性；

3 . 建议把这些建议列为高度优先事项 , 并且应向货发会议提供必要资源，特 

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必要资源，以便执行拟议的方案 .

跨国公司和国际商品贸易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牙利、蒙古、

波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的名义提出的决议草案

CTV-L.195D

发展中国家的倩务问题 i

古巴以七十七国集团成负国名义提出的决议革案 

C T D /I .1 9 6 ：!

^ 参阅上文第2 4 6 段， 决 议 革 案 全 文 载 于 T D / 2 6 8 / A d d . l ,附件一， D节 ， 

i 参阅上文附件一，第 2 0 9 U X ) 号决定。 决 议 革 案 全 文 载 于 T D / B / 2 6 8 /  
A d d . l ,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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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发展资金和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

埃塞饿比亚、加蓬、加纳、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 

共和国、k 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卢 

旺达、塞内如尔、 蒸丹、乌干达、上沃尔特、札伊 

尔提出的决议草案

〔T D / < B / L . 3 6 0 〕

參词上；5C附件一，第 2 0 S ( X X )号决定• 决议草案全文载于理亭会第十四届 

第一期会议的报告中，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 5 号 》

( V ^ 9 6 1 5 ^ e v . l  } , 附件二•
现名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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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理事会第二千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1 . 程序事项：

( a ) 选举主席团成员；

( b ) 通过议程和会议的组织安排；

( C )通过全权证书的审查报告；

( d ) 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常会的临时议程和会议的组织安徘 .

2. 由于贸发会议第五届会议通过的决议、建议及其他决定所引起的需要理事会第 

二十一届会议加以注意或采取行动的具体事 项 。

3 . 评价世界贸易和经济形势并审议有助于国际经济结构变草的问题、政策和适当 

的措施；同时要考虑到贸易、发展、货币和金融领域内各项问题之间的相互关 

系，以期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铭记着指导国际经济关系的规则和原则可 

能需要进一步发展，

4 . 贸易、发展資金和国际货市制度 .等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

5.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发展问题的第165 ( S - I X )号决议 

的执行情况。

6 . 货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问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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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身流动，

8 . 联合国贸和发展会议第六届会议：地点、 日期、会期。

9， 由于各附属机稻和其他机构的报告和活动所？I起的或与它们有关的裔要理事会 

采取行动的事项。

1 0 . 贸鼻和发展领裁的其他特殊事项：

( a ) 促进出口：货发会议和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贸易中心薛合 i咨询组第十三届会 

议的报告：

a 1 9 8 0年 3 月 2 5 日理事会第五三五次会议核准（参.阅上文第357—3 5 9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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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国际贸易法的遂步发展：栽合国国际货易法委员会第十三次年度报告；

( C ) 载军的贸身和经济方面，

( à ) 下列行动的执行进展情况：

H 与发展中岛峰国家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 

a 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

1 1 . 各专门机拘和与誤合国有关的国际组织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的情况。

1 2 . 体制、组织、行政与有关事项：

( a ) 划分货发会议新成员国的选举组别；

( b ) 公布理事会成员的变动和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成员；

( C ) 为了议事规则禁七十八条的目的指定政府间机构；

( d ) 为了议事观则第七十九条的目的指定非改府组织并将其分类；

( e ) 审查会议日历；

( f ) 理事会行动所涉的经费问题；

( ) •…•… 〔必要时如以补充：1。

13• 其他事项。

1 4 . 通过理亭会提交襄大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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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理 事 会 行 动 的 所 涉 经 费问 题

根 据 理 事 会 议 事 规 则 第 三 十 一 条 的 规 定 ，理事会在 讨论 期间 已 得 知 同 任 何 波 及  

支 出 的 提 案 有 关 的 行 政 和 经 费 问 题 • 下 面 筒 要 列出贸发会议秘书处分发的所涉经

费 问题说明的内容。

A . 第 213(X3C)号 决 议 关 于 工 业 协 作 安 徘 的 贸

鼻和与货易有关的方面a

1 . 关 于 工 业 协 作 安 徘 的 贸 易 和 与 贸 易 有 关 方 面 的 贸 发 会 议 和 工 发 组 织 联 合 特  

设 专 家 组 认 为 ，贸 发 会 议 和 工 发 级 织 最 好 议 定 一 个 日 期 ，在 维也 纳再 举 行 一 次 会 议 。 

这 两 个 机 拘 的 秘 书 处 协 商 之 后 ，建 议 于 1 9 8 0 年 1 0 月 6 日 至 1 7 日 在 维 也 纳 举 行  

特设专家组第 二 届 会议 ，

2 . 特 设 专 家 趙 第 二 届 会 议 予 期 同 其 第 一 届 会 议 一样 , 需 要 四 种 语 言 的 口 译 、 

一 个 会 议 室 ，总 共 7 5 页文件的服务。 这 祥 ，会 议 的 直 接 服 务 费 用 佳 计 为 6 万美

兀》

3 . 大 约 2 0 名 专 家 将 以 个 人 身 分 被 邀 请 参 加 会 议 ，他 们 有权提 取 旅 费和 生 活  

费 ，佶 计 共 4 万 美元。

4 . 因 此 , 特 设 专 家 组 第 二 届 会 议 共 需 ， 用 1 0 万 美 元 ， 由货发会议和工发组  

织分摊。

B .第 2 1 0 (X X )号决定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问题b

1 . 按 照 T D / B ( X i ) / S C /：L.5号 文 件 内 议 定 的 结 论 ，贸易和发展淫事会块定  

为 其 第 二 十 一 届 会 议 设 立 一 个 工 作 组 - 审 议 这 些 结 论 指 出 的 决 议 革 案 ，弁 制 订 一份

TD/<B/?74/<A.dd. 1 号 文 件 éij 内容。 

T D / E ( X X ) / S C / L .  5/Add. 1 号文件的 肉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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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案文供理事会采取行动。

2 . 设想将在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期间和在理事会的服务结拘范围内，设立 

该工作组，因此毋额外的服务。

C.第 2 1 6 U X )号决议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

1 . 在 TD/B(X；X)//SC/L* 1 2 f 决议草案中，理事会决定在理事会第二十届 

和第二十一届会议之间为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问题安排多达四个星期的会期，以 

便召开和安徘货发大会第1 27 ( Y)号决议第 1 5 段设想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专家会议 ,

2 . 假定上述各会议均在日内瓦举行，需要一个会议室，一组四种语文的口译 

和共计 2 0 0 页文件，则四星期会议的费用佑计为148, 0 0 0 #元*

3 . 如果要在已排定的贸发会议会议日历范圉内召开上述会议，则可能要改订 

别的会议的日期，以便有时间召开这些额外的会议，

D . 第 2 1 7 ( X ：k：)号 决 定 保 主 义 和 结 构 调養 &

1. TD/B/L» 5 6 & f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现定，在货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 

一届会议时设立一个会期委员会，审议有关执行货发大会第131 (V)号决议的具体 

建议•
2 . 在理事会通常会期所需要的各会期委员会之外增设一小新的会期委员会， 

假定需要多用一间会议室， 另液一組六种语文的口译和多编写100页文件， 则佳计 

费用为 114, 0 0 0 ^ 元*

第 2 1 8 U X ) 号 决 定 审 查 会 议 曰 历 0

1 . 贸 发 会 议 秘 书 处 的 说 明 5 5 5 )第 3 (a)段中指出，原产地工作组

T D / B ( X X ) / S C / L  1 2 / A d d  1 的内容。 

T D / B / L .  5 6 6 / A d d  1 的内容。

T D / B / L .  5 5 5 / A d d .  1号文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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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会议表示需要在 1980^年底前再举行另一届会议，因此秘韦处在会议日巧革 

稿中暂时决定在1980年最后一个季度举行为期一个星期的工作组会i l

2. 如果召开这个会议，根据下列假设佶计所需经费约为83, 0 0 0 美元：会议 

将于 1980年在日内瓦举行一个星期，需要两个会议室、有一élL半的六种语文口译 

服务，总共需要8 0 页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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