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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组织（空间通信组织）的请求， 给予它们常驻观察

员的地位，

19. 申明新建立的卫星系统对已在国际 电 信 联

盟注册的系统所造成的干扰， 不得超出国际电信联盟

无线电规则适用于外空服务的有关规 定所明定的限

度，

20. 请联合国系统所有机关、 组织和机构及在外

层空间领域或为有关外空的事项进行工作的其他政府

间组织共同合作， 以执行外空会议的各项建议，

21. 请秘书长就外空会议各项建议的执 行情 况

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22. 请各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继续、并斟酌

情况扩大它们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合作， 并

向它提交各自有关和平利用外层空间 工 作 的 进度报

告；

23. 请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按照本决 议 继

续进行其工作，斟酌情况考虑举办外层空间活动的新

项目，并向大会第四十一 届会议提出报告， 包括关于

今后应该研究哪些主题的意见。

1985年12月16日

第118次全体会议

40/163. 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

面的全盘审查

大会，

回顺其1965年2月18日第2006(XIX)号、 1965

年12月15日第2053A(XX)号、 1967年5月23日第

2249(S-V)号、 1967年12月13日第2308(XXII) 号、

1968年12月19日第2451 (XXIII) 号、 1970年12月

8日第2670 (XXV) 号、 1971年12月17日 第2835

(XXVI) 号、 1972年12月13日第2965 (XXVII) 号、

1973年12月7日第3091(XXVIII)号、 1974年11月

29日第3239 CXXIX) 号、 1975年12月10日第3457

(XXX)号、 1976年12月15日第31/105号、 1977年

12月15日第32/106号、1978年12月18日第33/114

号、 1979年11月23日第34/53号、 1980年12月11

日第35/121号｀ 1981年11月18日第36/37号、1982

年12月10日第37/93号、 1983年12月15日第38/

81号和1984年12月14日第39/97号决议，

等恃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一届

会议提出报告，

l. 重申大会有关决议给予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

员会的任务， 井延长其任务期限，

2. 决定将题为
“

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 所 有方

面的全盘审查”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一届会 议临时

议程。

1985年12月16日

第118次全体会议

40/164. 有关新闻的问题

A 

大会，

回瞩其有关新闻问题的1975年12月17日第3535

(XXX)号、 1976年12月16日第31/139号、 1978年

12月18日第33/115A至C号、 1979年12月18日第

34/181号和第34/182号、 1980年 12月16日第35/

201号、 1981年12月16日第36/149B 号、 1982年12

月10日第37/94B号、 1983年12月15日第38/82B号

和1984年12月14H第39/98A号决议，

回瞩《世界人权宣言》＠第19 条，其中规定人人有

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

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 及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 寻

求、 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以及第29 条， 其

中规定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 无论在任何情形下均

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又回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

和第20条，

回顺1979年9月3日至9日在哈瓦那举行的第

勃见第2200A(XXI`)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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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和1983年3月 7 日至 12 日在新德里举行的第

七次＠不结盟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的两份《宣言》中的

有关规定， 以及1984 年1月26 日至 30 日在雅加达

举行的不结盟国家新闻部长会议的 《最 后 文 件＂＠和

1985年9月 4 日至 7 日在罗安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

交部长会议所通过的d最后政治宣言》O中的 有 关 规

定， 其中重新强调亟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新闻和通讯

秩序，

回顾其 1974 年 5月 1 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第3201 (S-VI)号和第3202

(S-VI)号决议、 1974 年1？月 12 日载有＂各国经济 权

利和义务宪章》的第3281 tXXIX)号决议和 1975年9

月 16 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3362 (S-V IJ)号

决议，

回顺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1978 年

l1月 28 日通过的《关于传播工具为加强和平和国际了

解、 为促进人权以及为反对种族主义、 种族隔离和反

对煽动战争作出贡献的基本原则宣言”“以及教科 文

组织大会第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和二十三届

会议通过的关于新闻和大众传播的各项决议，

回顾1975年8月 1 日在赫尔辛基签署的欧洲安全

和合作会议q最后文件》 的有关规定， 以及1980年11

月11 日至 1983年9月9 日在马德里举行的欧洲安全

和合作会议与会国代表会议《结论文件》的有 关 规 定，

又回顺 《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

言江＠的有关条款，

意识到所有国家、 整个联合国系统和所有其他有

关各方需要合作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新闻和通 讯 秩 序，

这个新秩序特别以新闻的自由流通和更广泛、 更均衡

的传播为基础， 保证新闻来源的多样化和自由获得新

＠见 A/34/542, 附什， 第·一节， 第 280-299 段。
＠见A/38/132-·S/15675和 Corr.I 及 2' 附件， 第.,节， 奶

J 73 段。
@A/39/139-S/16430, 附件。

＠见 A/40/854-S/17610 和 Corr. l, 附件 ．， 第飞十四
节。

等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记录， 第－ I屈
会议》， 第一卷， 《决议》， 英文本第 100-104 页。

＠第 33/73 号决议。

闻， 尤其是迫切需要改变发展中国家在新闻和通讯领

域的依赖状态， 因为各国主 权平等的原则也适用于这

个领域， 新秩序还旨在加强和平和国际了解， 使人人

都能切实地参与政治、 经济、 社会和文化生活， 促进

所有国家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以及促进人权，

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为帮助澄清、

阐述和应用新的世界新闻和通讯秩序的概念而正在作

出的努力， 并回顾教科文组织大会协商一致通 过 的

1980年10月 27 日第4/19号、急 1983年11月25 日第

3. 1号＠和1985 年11月 8 日第3. 1号决议， ＠

重申建立新的世界新闻和通讯秩序同新的国际经

济秩序息息相关， 是国际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并重申新闻在推动人们了解和支持国际合作促进发展

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

强调新闻在促进支持普遍裁军和增进广大群众对

裁军与发展间关系的认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重申大会对拟订、 协调与调和联合国在新闻领域

的政策和活动应发挥主要作用， 并确认联合 国 教 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在新闻和通讯领域具有核心和重要作

用， 整个联合国系统和所有其他有关各方应在新闻和

通讯领域给予教科文组织充分的支持和协助，

确认秘书处新闻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

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和国际通讯发展方案为促进建

立新的世界新闻和通讯秩序而进行协调和合作的重要

性，

充分意识到和认识到全世界的传播工具在增进和

加强和平、 加深国际了解、 促进正义、 平等、 国家独

立、 发展、 人权的行使和建立新的世界新闻和通讯秩

序方面可以作出重大贡献，

满意地注意到在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期 间，

已重新确认 《联合国宪章》 各项宗旨和原则的永恒价

值， 反映出世界各国人民继续对联合国寄于厚望， 视

其为进行多边合作及追求共同目标的最适当组织，
-

＠见联合国教行、 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记求， 第二1
届会议》， 第一卷，Q决议>, 第二节。

＠同上， C第＿一十二届会议>, 第一-11:, <决议), 笫－ i1

1 。
＠同上，（第二卜二 三届会议), 第一卷， Q决议）， 第＿叫

。,
1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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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地回顾大会作为联合国国际青年年世界会议

所通过的决议，＠

强调充分支持国际通讯发展方案， 该方案对在发

展中国家发展通讯基础结构大有帮助，

意识到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新闻和 通 讯 方 面 的技

术， 对加速努力建立以正义、 自由和公平为基础的新

的国际新闻和通讯秩序 至关紧要，

对新闻部同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营组织及其他发

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通讯社成功地 进 行协 调 和 合

作， 裹示满意， 并深信这种努力已大大推进了朝向新

的世界新闻和通讯秩序的进展，

注意到新闻部执行«关于纳米比亚的巴黎宣言和

行动纲领＂＠中有关新闻的部分， 以及1985年6月3

日至7日在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非常

全体会议所通过的 «最后文件》所载 «宣言和行动纲

领声中的有关部分，以推展和进一步加强传播有关纳

米比亚人民独立斗争的新闻， 以期用更有系统和更加

协调的传播方式使尽可能广泛的公众获得新闻，

又注意到新闻部依照大会1984年12 月11日第

39/ 49C号决议的规定， 执行《实现巴勒斯坦权利行动

纲领》＠中有关新闻的部分，

对新闻委员会报告＠中所叙述的委员会的工作，

褒示满意，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有关新闻问题的报告，＠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

事的报告，＠
-

＠第40/14号决议。
＠见《支援纳米比亚人民独立斗争国际会议的报告，巴黎，

198 3年 4月25 日至29日)(A/ CONF.12 0/13 ), 第三部分。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 补编第2 4号> (A/ 

40/24), 第5 13 段。

＠（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的报告， 日内瓦，198 3年 8 月
29 日至9 月7日｀（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E.8 3 .  I. 2 1) 
第一章，B节。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 补编第2 1号� (A/ 40/ 
2 1)。

®A/ 40/617" 

@A/40/66 7, 附什

I. 认可新闻委员会的报告及该报告第139段所

载并经通过后载入本决议附件的各项建议， 同意附件

中抄录的各项要求和呼吁及大会第39/98A号决议的

规定， 并促请予以充分执行，

2 .  重申大会第3�/182号决议交付给新 闻 委 员

会的任务，

3. 请新闻委员会铭记着它的职责， 其主要任务

是继续审查秘书处新闻部的政策和活动， 继续促进建

立 一 个新的、更公正和更有效的世界新闻和通讯秩序，

并继续寻求联合国系统所有组织、 特别是 联合国教

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和国际电信联盟的合作和积极参

与． 同时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以避免这方面活动的任何

重复：

4 重申强烈支持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支持其规约和规约中反映的理想， 支持其活动， 并支

持其为促进建立新的世界新闻和通讯秩序而进一步提

高其能力的努力；

5. 再次呼吁各会员国、 公营及私营新闻和通讯

机构以及各非政府组织更广泛地传播客观和持平的新

闻， 报道联合国的活动， 以及特别是报道发展中国家

为促进其经济、 社会和文化进步所作的努力， 报道国

际社会为实现国际社会正义和经济发展、 国际和平与

安全所作的努力， 报道促进裁军及逐步消除国际上的

4吆公平和紧张局势的情况， 报道促进人权及各种基本

自由和民族自决权的工作的这类新闻，这种传播的目

的是使人更全面、 更实际地了解联合国系统按照其宗

旨在各方面努力进行的活动及其潜力，

6. 戛求新闻部继续作为高度优先事项， 充分支

持宣传和公布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和成就， 表明联合国

是进行多边合作以及各国合力促成互信气氛、 政治对

话、 以谈判方式解决悬而未决问题的最适当的机构，

7. 促请新闻部尽可能广泛传播关于世界严重经

济问题、 特别是非洲危急经济情况、 最不发达国家的

严重经济困难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债以及国际经济环境

对这些国家的不利影响的新闻， 并应考虑到第四十届

会议期间各方对这些问题发表的意见，

8. 促请新闻部加强同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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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合作， 特别是确保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联合国

纽约总部收到其每日电讯；

9. 促请新闻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传播关

千青 年领域的进一步规划和合宜后续行动的指导方针

的适当新闻；

10. 促请新闻部在其方案和新闻活动中 充 分 传

播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 年： 平等、 发展与 和平成

就世界会议舍的积极成果， 旨在消除歧视和提高全世

界妇女地位；

11. 请新闻部继续落实其后续方案， 以进一步

执行《关于纳米比亚的巴黎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联

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所通过的«最后文件 ）所 载《宣 言

和行动纲领》＠中有关新闻的部分， 并就此事向 新 闻

委员会1986 年实务会议提出报告；

1 2. 请新闻部充分报道违反与战时占领有 关 的

国际法原则， 特别是违 反1949 年8月1 2日《关 于战

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沁）的政策和行径，无论其发

生在何处， 尤其是那些阻挠巴勒斯坦人民依照联合国

各项有关决议实现和行使其不可剥夺的合法民族权利

的政策和行径， 并就此事向新闻委员 会1986 年 实 务

会议提出报告；

13. 促请新闻部和全世界的传播工具，按照大会

第34/18 2号和第35/ 201 号决议， 加紧进行其传播关

于种族隔离政策和行径的新闻的活动， 并应适当考虑

到在此 问题的所有方面强加于当地和国际传播工具的

最近各种措施和官方审查制度；

14. 重申其第35/ 201 号决议所载的建议， 即新

闻部的额外资源应同它需要向公众报道的联合国活动

的增长相称， 秘书长应在有需要时为此目的向新闻部

提供这类资源；

16. 重申联合国新闻方案在促进公众对 联 合 国

各项活动的了解和支持方面所起的迅速增长的作用的

重要性， 请新闻部考虑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系统的

出版政策和实践的报告，＠并就此 事向 新 闻 委 员会

1986年实务会议提出报告，

17. 请秘书长向新闻委员会1986 年实务会议就

载于该委员会报告并列入本决议附件的所有建议的执

行情况提出报告 ；

18. 又演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就本 决

议的执行情况， 特别是本决议附件所载所有建议的执

行情况， 提出报告 I

19. 注意剃秘书长关于改组新闻部无线电和视

觉事务司的报告，＠并请向新闻委员会1986 年实务会

议提出更多的资料，

20. 溃新闻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 议 提 出

报告；

21. 决定将题为
“
有关新闻的问题”

的项目 列入

大 会第四十 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1985年12月16日

第118次全休会议

附 件

新闻委员会的建议

1. 应该重申大会1 984 年1 2月14 日第 39/ 98A号决议核IIr

的新闻委员会的各项建议和该决议的所有规定， 并考虑到人

会第三十九届会议1 984 年1 2月14 日第100次全体会议上各代表

闭所表达的意见。 应该充分执行这些建议， 并应请秘书长就

执行这些建议和尚待执行的规定所采取的措施向新闻委员会

15. 请新闻部， 通过其训练方案， 更有效地协 1 986年实务会议提出报告。

助发展中国家培养传播机构的人力、 管理 和技 术资

源 ；
2. 新闻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应照大会1 97 9年1 2月 18日第

34/1 8 2号决议所载并经大会1 980年1 2月1 6日第 35/ 201号、1981

＠见＜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 年 1 平等、 发展与和平成
就世界会议的报告， 内罗毕，1 985年7月1 5日至 26日》（联合同 SA/39/239。
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E. 85. IV _ 10) o �A/4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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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16日第36/149B号、 1982年12月10日第37/94B号、 1983 7. 新闻委员会认识到国际新闻分配结构上存在 的不平

年12月15日第38/82B号和1984年12月14日第39/98A号决议币 衡现象影响到双向新闻流通， 建议亟需注意消除在新闻、 思

申的规定予以延长。 想和知识的自由流通和更广泛、 更均衡的传播方 面 现 有的小

促进建立 一 个旨在加强和平和国际了解、 以新闻的自

由流通和更广泛、 更均衡的传播为基础的新的、 更

公正、 更有效的世界新闻和通讯秩序

3. 所有国家、 整个联合国系统和所有其他 有 关 各方都

应该合作建立一 个新的世界新闻和通讯秩序， 这 个新 秩 序特

别以新闻的自由流通和更广泛、 更均衡的 传 播为基础， 保证

新闻来源的多样化和自由获得新闻， 尤其是迫切需要改变发

展中国家在新闻和通讯领域的依赖状态， 因为 各 国 主权平等

的原则也适用于这个领域， 新秩序还旨在加强和 平 和 国际了

解， 使人人 都能切实地参与政治、 经济、 社会和文化生活，促

进所有国家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以及促进人权。

4. 应当注意到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为帮助橙

清、 阐述和应用新的世界新闻和通讯秩序的概念而正在作出

的努力。 关于这一点， 应当回顾联合国教育、 科 学 和 文化组

织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的1980年10月27日第4/19号＠和 1983句

1 1月25日第3.1号＠决议。

5. 在当前国际政治冲突和经济混乱的环境下， 新 闻委

员会充分意识到和认识到世界各地传播工具 在增进 和 加 强和

平， 加深国际了解， 促进正义、 平等、 国家独 立． 发展、 人

权的行使和建立新的世界新闻和通讯秩序方面可以 作 出用大

贡献， 建议大会发出下列呼吁，

(a) 呼吁国际传播工具， 争取其支持国 际社会为促进个

球发展所作的努力，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达成经济、 社会和

文化进步所作的努力，

(h) 呼吁整个联合国系统协力合作， 通过其 新闻机构促

进联合国的发展活动， 特别是促进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

活条件。

这些呼吁的目的是使人更全面、 吏切实地了解联 合国系统按

照“联合国宪章＞载列的宗旨在各方面努力进行的沾动及其沿

力。

6. 应当回顾＜世界人权宣言凶＠第19条，其中规定人人钉

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

受干涉的自由， 及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J求、 接受和传

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以及第29条， 其中规定这些 权 利和I,i

由的行使， 无论 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

则。

干等和所有其他障碍， 特别是使新闻来源多样化， 向达成fl

由和更均衡的新闻和促进新的世界新闻和通讯 秩序 的建立边

进七一步。

8 新闻委员会建议， 应强调必须确保并促 使 发 展中因

豕有机会利用通讯技术， 包括通讯卫星、 现代电子信息系统、

信息学， 及其他先进新闻和通讯设施， 以期按照每个国家的

具体悄况改进其新闻和通讯系统。

9 新闻委员会 对秘书处新闻部同不结盟国 家通 讯社联

背组织及发展中国家区域通讯社成功地进行协调 和 合 作表不

满意， 建议新闻部继续加强此种合作， 因为这种 合作 是迈向

更公正、 更公平的世界新闻流通的一个具体步骤， 从而有助

于建立新的世界新闻和通讯秩序。

10. 应敦促新闻部酌情监测不结盟国家运动 以及各区域

政府间组织专门讨论新闻和通讯问题的重 要 会议， 特别是订

f1986年 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四届不结盟国家通 讯 社联营组织

会议。

11. 关千同不结盟国家通讯杜联营组织和发 展中国家的

区域通讯社合作方面， 新闻部应酌情与联合 国 教 育、 科学和

文化组织合作， 在现有资繇范围内协助该组织进行下列活动，

(a) 制订和执行一项综合通讯网和区域数据及 通讯中心

寸划l

(b) 为不结盟国家新闻机构数据和通讯交流会议提供设

恰，＂

12. 应敦促整个联合国系统及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协

力合作， 按照发展中国家对这些领域所订的优先次序加强这

些国家的新闻和通讯基础结构， 使它们能够自由地和独立地，

井根据它们的历史， 社会价值和文化传统， 制订本身的新闻

和通讯政策。 在这方面， 应经常强调充分支援国 际 通 讯发展

方案， 这个方案是发展上述基础结构的一个重要步骤。

13. 联合国系统应经常推动在国家间关系上建 立信任的

冗氛， 作为缓和紧张局势和促成建立新的国 际 新 闻和通讯秩

If的打法。

14. 重申大会对拟订、 协调与调和联合国 在新闻领域的

政策和活动应发挥主要作用， 并确认联合国教 育、 科 学 及文

化组织 在新闻和通讯领域具有核心和重要作用， 新 闻 委 员会

建议应敦促整个联合国系统和所有其他有关各 方在 新 闻和通

讯领诫给予教科文组织充分的支持和协助。 特别是新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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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更经常地同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合作， 尤其在业

务方面， 以便新闻部尽量协助该组织促进建立新 的 世界新闻

和通讯秩序的努力， 并尽可能广泛地传播该组 织在 这方 面活

动的新闻。

15. 应注意秘书长 的报告＠所载关千联合 国开发计划

署、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其国际通讯发 展方案和国

际电信联盟之间在支援发展中国家发展新闻 和通 讯 基础结构

方面的协调程度及其贡献和影响的综合研究。

16. 回顾大会第39/98A 号决议所核可的新闻委员会的建

议， 新闻委员会兹建议应请秘书长尽快与联合国教育、 科学

及文化组织共同召开关于新的世界新闻和通讯 秩 序 的圆桌会

议。

17. 联合国系统， 特别是联合国 教育、 科学 及 文化组

织， 应在现有资源范围内， 顾及这些国家在新闻领域的利益

和需要以及联合国系统所已经采取的行动， 设法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和协助， 特别是1

(a) 协助发展中国家训练记者和技术人员， 建立适 当 的

教育机构和研究设施，

(b) 给予优惠条件， 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取得建立国家 新

闻和通讯系统所必需的并符合有关国家具体情况的 通讯技术，

(c) 创造条件， 逐步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自己的资枙

来产生适合本国需要的通讯技术以及制作必要 的节目， 特别

是用于无线电和电视广播的材料；

(d) 不附带任何条件地 协助在分区、 µ域和区域间各

级，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建寸电信联系。

18. 新闻部 的 一 切新闻活动的方针和执行应 符合＜联合

国宪章凶的原则和对新的世界新闻和通讯秩序的期望， 并遵照

各国在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1980年10 月 27 日 通过的

第4 /19 、 4 /21和4 /22 号决议＠和1983年11 月 25 日就重大计划

III 所通过的第3 . 1 号决议＠里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

19. 应请秘书长确保作为联合国新闻工作中心点的新闻

部的活动， 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大会 有关决 议确定的

方针及新闻委员会的建议予以加强， 以确保联 合 国 及其工什

获得更有条理的报道和更清楚的认识， 特别是 在诺如大会第

35/201 号决议第三节第1 段所列的那些优先领域， 包括国际

和平与安全、 裁军、 维持和平与谋求和平行动 、 非殖民化、 促

进人权、 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 斗争， 经济、 社 会与发

展问题， 妇女参与促进和平与发展的斗争， 建立 新 的国 际纤

@A /AC.198 /96。

济秩序和新的世界新闻和通讯秩序，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书会

的工作及有关妇女和青年的方案。

20. 应回顾1975年8 月 1 日在赫尔辛基签署的欧洲安全

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的有关规定， 以及1980年11 月11 日至

1983 年9 月 9 日在马德里举行的欧洲安全和合作 会 议与会困

代表会议的＜结论文件）的有关规定。．

2 1. 应回顾1984 年1 月26 日至30 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不结

盟国家新闻部长会议的＜最后文件>.@

22, 应要求新闻部继续与不结盟国家运动及政府间 组织

和区域组织合作以期促进新的世界新闻和通讯秩序。

23. 应注意1985年 3 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 非洲统－

组织成员国新闻部长会议表示深信新的世界 新 闻 和通讯秩序

的重要性。

24. 鉴于非洲目前的严重经济情况， 应请秘书长确保新

闻部竭尽全力促使国际社会注意非洲人民的困境的真正严币

程度和非洲国家作出的巨大努力， 以期国 际社会增加捐献来

减轻此一人类惨况。

25. 应回顾1984年1 月16 日至 19 日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

第四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关千新闻方面问题的有关决议。＠

考虑到特别是过去二十年来国际关系的溃变以及建立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新的世界新闻和通讯秩序的迫

切需要， 继续审查联合国的新闻政策和活动

26. 关于联合国创立四十周年纪念， 应促请新闻部 对联

合国四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给予适当支持， 以宣传和公布

联合国作为各国合力解决草大世界问题的卞要论坛的崇高H

标和成就。

27. 新闻委员会再次强调， 新闻部制作的 所有材料应保

持编辑的独立性和准确性， 井应尽最大可能促进 世 界各国人

民对联合国工作和宗旨的深入了斛。 新闻部应确 保 其产出报

道有关本组织面前各项问题的客观公平的消息． 并在出现不

同意见时加以反映。

28. 新闻部应该继续保证在执行联合国新闻工 作时， 还

甘地利用每日所收到的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营组 织的新闻稿，

(a) 为了进一步促进和发展新闻部和通讯社联营组 织之

间有实效的互利合作， 应该在更固定的基 础上确立新闻部关

于进行这种合作的现有安排，

@A/39 /131-S /16414 和Corr,1, 附件二， 第 15/4-P(ISl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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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鉴 千通讯社联营组织和新闻部在联合报道联合困系

统内的重要会议和其他活动方 面 的 成功， 应该继续和进一步

加强这种作法1

(c) 新闻部应考虑能否利用从通讯社联营组织收到的通

讯稿， 建立关千不结盟国家的新闻和通讯设施的数据库。

29. 关千新闻部每年举办的发展中国家新闻工作者和 广

播员训练方案， 新闻部应继续把训练方案的最后 一个星期用来

安排学员访问 一个表示愿意接待他们的发展中国家，让他们了

解收取和使用联合国新闻的方法。

30. 应再次请求秘书长尽快就国际电信联盟纪念世界通

讯年活动的结果向新闻委员会提出一 份全面的报告。

31. 应再次鼓励新闻委员会和跨国公司委员会就新闻 委

员会任务范围内的 事项交流情报。

32. 应该注意到秘书长按照新闻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七

届会议提出的建议 36＠ 所提报告＠内关千联合国取得自己的

通讯卫星的评估， 如果情况许可，并应重新审查取得这一下． 星

的准则。

33. 应促请大会和整个联合国系统的有关机关注意到国

际电信联盟报告＠内所载的调查结果， 特别是该报告主要在第

33和49段中， 反映的关于静止轨道同题的调杏结果，同时考虑

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34. 新闻委员会建议反对使用传播工具，特别是无线电广

播来散播不实或歪曲报道，作为对别 国主权进行敌意宣传的手

段。 在这方面，新闻委员会强调传播工具应帮助促进和平、 互

相尊重、 互不干涉和自决。

35. 在改善通讯基础结构方面，新闻委员会提请注意旨在

促进国家和区域一体化的ARABSAT、BRASILSAT、INSAT-IB、

MORELOS和PALAPA等卫星系统取得的成就。 在这方 面，新

闻委员会还核准安第斯国家集团执行诸如CONDOR之类的l!

星项目。 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 尤其是财政部门的机构，应该

支助这类活动和倡议。

36. 新闻部应当与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 文化组织 和不结

盟国家通讯社联营组织密切合作，在现有资源范围 内， 于1985

年组织一个讲习班，使发展中国家的通讯社熟悉与通讯社有 关

的现代技术， 使教学法和教学大纲标准化，用各种语文为通 讯
．眉 .－值'眉-，一-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1号）（A/

37 /21和Corr.1), 第四节。

@A/ AC. 198/95。

＠见A/AC.198/7 3。

杜联岱组织各训练中心编'li上＄训手册，并应就这方面所获进展

向新闻委员会1986年实务会议提出报告。

37 . 为了提高对联合国崇高目标的认识和理解， 新闻 部

忖按照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努力促进会员

国各教育机构关于联合国的结构、原则和目的的教学。 为了执

行这项建议，新闻部应继续每年为教育工作者安排一项研究金

方案。

38. 应按照联合国有关决议， 请新闻部继续充分报道以

色列在1967年 6月以来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和

戈兰高地在内，违反和侵害居民人权的政策和行径，尤其是那

些阻挠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和行使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的政绞

和行径， 并就此事向新闻委员会 1986年实务会议提出报告。

39. 应当再次请秘书长维持中东／阿拉伯股作为 阿拉伯

语电视和无线电节目制作者的职能， 并加强和扩大该股，使它

能够有效地履行职责， 并就执行这项建议所采取的措施向新

闻委员会 1986年实务会议提出报告。

40. 鉴于联合国广播对欧洲区域的重要性， 应在现有资

源范围内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维持和加强无线电事务处欧洲股

的职能。

41. 考虑到许多以法文为工作语文的无线电广播制作 者

和新闻工作者的需要，又考虑到“蓝色记事本“对联合国无线电

节目制作的作用， 新闻委员会清秘书长指示新闻部无 线 电和

视觉事务司每日制作这种有关联合国活动的消息的 法文本。

42. 应再次请新闻部在各种文件和听视材料中充分使用

大会正式语文， 并相应安排适当数目的工作人员，以便让公众

更好地了 解联合国的活动。 新闻部还应当在其现有资渊范 围

内向其新闻和出版司的法文编制科提供经费， 使其得以纾常

分发足 够数景的新闻稿， 以满足以法文为工作语文的众多新

闻T作者和代表团的需要。

43. 联合国新闻中心应按照大会交付的任务， 继续援助

其驻在国的新闻机构， 特别是促进建立新的国际新闻和通讯

秩序。

44. 虽然应当最大限度地促进新闻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在外地的合作，但也必须记住联合国新闻中心和联合国的发

展活动负有不同的任务。 新闻中心应加倍努力宣传促 进 发 展

的业务活动和成就， 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活动和成就，宣

传时考虑到大会确定的优先次序。

45. 应当进一步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改进联合国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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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效的措施的报告， ＠ 并应鼓励 秘 书 长在现有资濂范围 内执行

他在报告 中 提 出 的建议。

46. 联 合 国 新 闻 中 心应按照大会所定优先次 序并考虑 到

东道国特别 感兴趣的领域， 以 互惠方式加强 同 当 地新 闻 界 和

教育界的 直接而有计划 的通讯交 流。

47. 大会第39/98A号 决 议同 意 贝 宁政府关于 在科托努设

立联合 国 新 闻 中 心 的请求， 按照该决 议应请秘 书 长继续 同 贝 宁

当 局进行谈判， 以 求在现有资源范围 内 迅速开办该中心， 并 就

此 事 向 新 闻 委 员 会1986年实务会议提出 报告。

48. 考虑到波兰政府请求在华沙设立联合国 新 闻 中 心 ，

应请秘书长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以 求在现有资瀛范围 内 设 立 该

中 心 ， 并就此事 向 新 闻 委 员 会1986年实务会议提 出报告。

49. 新 闻部应传播联合 国决定 打击一切形式的 恐怖主 义

行 为 的 消息。 关于这点 ， 应 回顾联合国各项有关决 议 和 秘 书 长

1985年 6 月 26 日 在 旧 金 山 发 表 的 声 明 。

50. 新 闻部应该考虑到大会制订的优先次序， 特别是 鉴

于联合国 四十周年纪念， 集 中 注意 并更广 泛地报道联 合 国 系

统 的经济、 社会和发展 活 动 ， 旨在使人更全面地了 解 联 合 国

系统的活动和潜力。

51 . 关于从总部每天播放短波无线电节 目 的试验， 在 试

播结果最后报告提交新闻委 员会之前， 应注意到秘书 长 的 报

告 ＠ 内 对此项试验的评价。

52. 秘 二P 长应继续努力拟订办法， 监测和评价新 闻 部 各

种 活 动 、 特别是大会 确定 的优先领域 内 的活 动 的效益。

53. 新闻部将来 向 新 闻 委 员会 提 出 的报告， 特别是关 十

新方案或关于扩大现有方案的报告， 应载列 1

(a) 关于新闻部工作 方 案 内 每一主题的产 出 的更充分 资

料， 因 为工作方案是方案预算的基础1

(b)  就每一主题所进行的活 动 的 费 用 1

(c) 关于新闻部产 品 的 最终用 户—一标的对象的更充 分

资料， 以 及对新闻部收到的反应的分析I

(d) 新闻部对其不同方案和活 动 的效益的评价1

(e) 详 细 说 明 秘 书 长在关于新闻 部 当 前或将来活 动 的 各

项文件内对这类活 动所定的优先次序。

54.  关于传播 界 实 际 使 用 新 闻 部及其新 闻 中 心散发的 材
-

.A/ AC. 198/75。

@A/ AC. 198/88。

料的情况， 新闻部1立在现有 资翼范 围 内 改进其数据收集程 片，

片就这方面所获进展 向 新 闻 委 员 会1986年 实 务 会议提 出 报 告。

55. 应 注 意 到 新 闻 部 为 纠 正其工 作 人 员 的 才罚平撕情况 而

采取的步骤。 新闻 部应继续 为此加紧努力， 并应请秘 书 长 按

照＜联合国宪率＞的有关规定， 采取紧急步骤增加任职 人 数 不

足 的 发展 中 国 家和其他任职人数不 足 的 国 家 集 团的任职人 数，

特别是在高级职等， 并 向 新 闻 委 员 会1986年实务会议 提 出 报

告。

56. 应再次要求会 员 国 向联合国经济和社会新闻信托 基

金提供 自 愿捐款。

57.  应注意到秘书长报告· 内 对有关联合国重要事件 的

录象带、 录音带和新 闻 照 片 向 会 员 国和新闻机构收费 的现行办

法的评价， 新 闻 部应就此问题向 新 闻 委 员 会1986年 实 务 会 议

提 出 报告， 以 期适 当 减低这些材料的最后收费， 并 以 公 平 方

式分摊所需的正当 的 加班费， 使 会 员 国 、 特别是发展 中 国 家

的新闻机构 能够更广泛地宣传联合 国 的宗 旨 和 活 动。

58. 应当 注 意 到 秘 书 长题为
“新 闻 部作 为拟订和 执 行 联

合 国 新 闻 活 动 的 中心点 ” 的 临 时报告， ． 并应请秘书 长参照 秘

书 处 内 正 就 新 闻 部对联合 国 所 有新 闻 活 动 的 作 用进行 的 协 商

提 出 最后报告。 新 闻 委 员 会再次建议， 应该阻止秘书 处 内 不

属 于 新 闻 部 的 新 闻 单位激增。

59. 新 闻 委员 会 注意 到关于新 闻部在纽约制作 的无线 电

节 目 录音带分发情 况 的 审 查报告O 要求新闻部采取步 骤 改 进

分发工作， 井就该报告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 向委员 会 1986 年

实务会议提 出 报告。

60. （ 日 内 瓦和纽约） 非政府联络处的活 动是 由 自 愿捐 款

供资的机构间项 目 ， 以 国 际发展问题为 内 容并 以 工业 化 国 家

特定人士 为 宣传对象。 联合国 应 当 参 与 这些活动使其 能 在 稳

固 的 财政基础上继续进行。 至于＜发展论坛＞， 必须保证联合 国

下个两年期从其经常预算拨款参与。 而 且， 应请秘书长敦促 所

有专门 机 构提供长期捐款资助这些 活 动 ， 从而 突 出 其 跨 机 构

特性。

61. 联合国新 闻事务联合委员会， 作 为 新 闻 领域机构 间

协 调 与 合作的必要机构， 应 予进一步加强， 并在整个联合 国 系

统 的 新 闻 活 动 方面赋予更多的责任。

62. 应 当 进一步提高和改进新闻部用 所有工作语文发 布

的 每 日 新 闻 稿和每周新闻摘要的质哥、 效 用 和报道范围 ， 因 为
-

'DA/ AC. 198/87. 

.A/ AC. 198/82。

(!)A/ AC. 1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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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能担 负 重 要的新闻 任 务 。 新闻部新闻科为新闻机 构 和 各 屈 会 议提 出 书而报 告。 在 提 出报告 并 就 其 作 出 决 定 之 前， 应 延

代 表 团提供的服务应 当 改 进 。 新闻部 应 当继续与联合 国 记 者 缓 拟 议的 改 组行动。

协会密切合作， 并提供协助。

63. 新闻部应在 现 有 资源范 围 内 改 善 工 作 ， 及 时 向 订 户

和联合 国 各新闻中心分 发材料， 尤其是以各种语文 出 版的 d联

合 国 记事), 因 为它 是 用 户 获 得联合 国新闻的一 个 重 要 来 源。

64. 应注意到关于联合 国新闻事务联合委员会方案和 活

动的报告， 特别应注意 ＜发展论坛＞是联合国系统 内 专 门 讨论

发展问题的唯一 机构间 出 版 物 ， 秘书长应继续 努力为该期刊 取

得健全和独立的基础， 同时作出必要安排， 利 用 经 常 预 算 保 证

其继续 出 版 。 联合国系统应集中资源支援《发展论坛）和 《发展

事业》， 并应避 免 与这两种刊 物的功能重复的任何做法。 应 敦

促所有专 门 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捐款资助这 两 种 全系

统性的刊物， 从而确认其跨机构特性。

65. 秘书长应继续确保《发展论坛）维持其思想独立的 编

辑方针， 从而使这份刊 物能继续作为一 个可以对经济和 社 会

发展问题自由 表 达各种不 同 意见的世界性论坛。

66. 应鼓励秘书长继续加紧 努 力 ， 探讨为继续进 行 《世

界报章补编＞这 个 项 目 取 得充分资源的一切可能办法。

67. 世界裁军运 动应充分 尊重传播工具的作 用 ， 因 为 这

是在世界舆论中促进一种谅解 、信任和 合作的气氛 ， 以利千 和

平 与裁军， 增进人权与发展的最有效的途径。 在世界裁军运 动

和 裁军周 的范围内， 新闻部应 履行大会交付的任 务， 利 用 它 在

新闻方面的 专 门 知识和资源， 确保发挥最大效力 。

68. 应请新闻部在现有 资源范围 内 充 分 执行大 会 第 38/

82B 号决议有关加勒比股的工作方案的规定， 并请秘书长 向新

间 委员会下 届实务会议报 告 为执行 本 项建议而 采 取的措施 。

69. 应注意到给予 殖 民 地 国家和人 民独立宣 言执行 情 况

特别委员会1985年 5 月13日至17日在 突 尼斯举行 的 庆 祝 《宣

言＞通过二十五周年特别会议所通过的结论和建议。＠ 关 于 这

点， 应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 内加紧 努力， 以动员 世 界 舆

论， 反对南非政权非法 占 领纳米比亚和实行种族隔离政 策 ， 井

继续尽量广为传播有关南非和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的 斗 争 的

新 闻 。

70. 鉴 于 若 干 代 表 团 担 心拟议的改组无线电和 视觉事 务

司 的行动可能影响其产 一眼和效能， 并考虑到有必要加强专业 人

员 队伍 ， 新闻委员会建议， 讷秘书长就这 个 问 题 向 大会 第 四 I
-

＠见《大会正式记录 ， 第四十 届 会议， 补编第23号 )(A/40/ 

23) , 第二敢， 附件-- 。

B 

大会，

回顺其 1979 年 12月 18 日第34 / 181 号 和 第34 /

182号、 1980 年 12月16 日第35/20 1 号 、 1981 年 12

月 16 日 第36/ 149A 号 、 1982 年 12月 10 日 第37/94

A 和B 号、 1983 年 12 月 15 日第38/82A 号 和 1984 年

12月 14 日第39/98A 和 B 号 决议，

注意到联合 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为帮 助澄清 、

阐述和应用新 的世界新 闻和 通讯秩序的概念而正在 作

出 的努 力 ，

回顺1979年 9月3 日至9 日在哈瓦那举 行的第六

次＠和 1983 年 3月 7 日至12 日在新 德里举 行的第七

次＠不结盟国家或 政府首脑会议的两份＜ 宣言》中的有

关规 定 ，以及1984 年 1月 26 日至30 日在雅加达举 行

的不结盟国家新 闻部长 会议的《最后文件》＠和1985年

9月4 日至7 日在罗安达举 行的不结盟国家外 交部长

会议的《最后政治宣言》＠ 中的有 关规 定， 其中重新 强

调亟需建立一个新 的世界新 闻和通讯秩序，

回顺非洲 统一 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 大 会 1981 年

1月 24 日至27 日在 内 罗毕举 行的第十八 届 常 会、 ＠

非洲统一 组织成员国新 闻部长 会议1985年 3月在亚 的

斯亚贝 巴 举 行的第三 届常 会和1985 年 1 1月在 开罗举

行的第一 届特别会议所 通过的各项有 关决议， 特别是

鼓 励 在新 闻领域进行区域合 作和 促进建立一个新 的世

界新 闻和通讯秩序的那些决议，

回顺《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 其中规 定 人 人 有

权享有主 张和发表意见 的自由， 此项权利包 括持有主

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 及通过任 何 媒 介 和不论国界 寻

求、 接 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以及第29条， 其中

规 定 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 无论在 任 何 情形下 均 不

得 违背联合 国的宗旨和 原则，

回顾197 5年 8 月 1 日在 赫尔辛基签署 的欧洲安全

＠ 见A/36 1534, 附 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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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合作会议《最后文 件》 的有 关规定， 以及 1980年 1 1

月 1 1日至1983年 9月9日在 马 德里举 行的欧洲安全

和 合作会议与会国 代表会议“结论文 件冲的有关规定 ，

回顾联合国 教育、 科学及文 化组 织大会第 二十一

届会议所通过的1980年 1 0月 27日第 4 /2 1 号 决议函 、

以及教科文组 织 大会第 四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1982年

1 2月3日第2/03号决议，＠

又回顾联合国 教育、 科学及文 化组 织 大会所通过

的 1 980年 10月 27日第 4 / 1 9 号 、 函 1983年 1 1月25

日第 3. 1 号 ＠和 1985年 1 1月 8日第 3.1 号 决 议， ＠

对 此再次表示希望教科文组 织 帮助澄清、 阐述和应用

新的世 界新闻和 通讯秩序的概念，

回顺联合国 教育、 科学及文 化组 织大会 1 978年1 1

月28日通过的《关 于传播工 具为加强和 平和 国 际了解、

为促进人权以及为反对 种族主义 、 种族隔离和 反对 煽

动战争作出贡献的基本原则 宣言》，＠

又回顺《为各国 社会共享和 平生活 做好准 备 的 宣

言》＠的有关条款，

认为 通讯发展领域的国 际合作应当在平等、 公 正、

互 利和 国 际法 原则的基础上 进行， 以便 通过特别是在

发展中国 家加强和 加紧 开发 人力及物质 资繇、 通讯网

和 基础结构来纠 正现 有的不平衡状况， 从 而鼓励 更 广

泛、 更 均衡 地 传播 新闻，

强调充分支持联合国 教育、 科学及文 化组 织 的国

际通讯发展方案， 该方案是在发展中国 家开发 人力及

物 质 资源和 通讯基础结 构， 以及建立新的世 界新闻和

通讯秩序的必 要工 具，

意识到解决新闻和 通讯问题需要 多 种 多 样 的办

法， 因 为每个国 家的政治、 经济． 文 化和 社会问题都

有差异，

确认联合国 教育 、 科学及文 化组 织根据其任务范

围 在新闻和 传播 领域具有核心作用并 确 认 其 所获 进

展， 整个联合国 系统和 所有其他有关 各方应在新闻和

通讯领域给予教科文 组 织 充分的支持和 协助，

1.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 教育、 科学及文 化组 织

＠见联合国教育 、 科学及义化组织， «人会 记录， 第 四 届
特别 会议、 ｝．t-卷和更正， «决议》， 第二 节。

总 干 事关 于国 际通讯发展方案的执行情况 、 建立新的

世 界新闻和 通讯 秩序的活 动和 新的通讯技术 对 社会、

经济准 文 化领域的影 响 的报告； ＠

2. 呼 吁 全世 界的传播工 具探讨 一 切 可 能 的途

径， 在 新闻和 通讯领域进行更 公 正的国 际合作， 并以

积 极 的态度把握国 际关 系领域目 前 存 在的大好 机 会，

以期为世 界社会的进步 开拓 新的前景；

3. 强调为执行《关 于传播工 具为加强和 平和 国

际了解、 为促 进人权以及为反对 种族主义 、 种族隔离

和 反对 煽动战争作出贡献的基本原则宣 言＂＠ 所 载的

各项原则作出努力 的重 要性 ；

4.  再次呼吁 各会员国 、 联合国 系统 各组 织 、 各

国 际组 织、 政府组 织和非 政府 组 织 以及通讯专业组织

尽一切努力 ， 通过它们 所掌握 的一切手段， 使公 众更

好地知道需要增进发展中国 家的通讯能 力 作为建 立新

的世 界新闻和 通讯秩序的一个步骤 的各种 理 由；

5. 认为 国 际通讯发展方案是为建立新的世 界新

闻和 通讯秩序创 造条 件 的一个重 大步骤， 并欢迎国 际

通讯发展方案政府 间理事 会 1984年和 1 985年在巴黎

举 行的第五 届和 第 六 届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定 I

6. 满意地注宣 到联合国 、 联合国 教育、 科学及

文 化组 织和 联合国 系统 所有其他组 织、 特别是国 际电

信联盟、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 万 国 邮 政 联盟之间

的现 有合作情况， 后三个机 构的项目 已得到国 际通讯

发展方案政府 间理事 会的核可；

7. 感谢 所有为国 际通讯发展方案的执行捐 款或

认捐 的会员国 ；

8. 再次夏求 各会员国 、 联合国 系统 各组 织和机

构、 其他国 际政府 组 织和 非 政府组 织以及有关 的公营

和 私 营 企 业 ， 响应联合国 教育、 科学及文 化组 织总干

事 的呼吁， 提供更 多 的经费 以及更 多 的训练 资源、 设

备 、 技术 和 工 作人员， 对 国 际通讯发展方案作出更大

的贡献；

9. 吁请会员国 对 联合国 教育 、 科学及文 化组 织

大 会第二 十一 届会议通过的有关降低 新闻收 发 电讯费

率 的 1 980年 10月27日第 4 /22号决议急 给予积极和

有 效 的响应， 并采取 必 要步骤来执行 这 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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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和 联合国教育、 科学 及 任 专 员 关 于 1 984 年 7 月 1 日 至 1 985 年 6 月 30日期

文 化组织将 于 1 986年 4月在哥本哈根 共同 主办 关 于 间 的报告， ＠

新的世界新闻和通讯 秩序 的第二次 圆 桌 会议；

11. 重申强烈 支持联合国教育、 科 学及文 化 组

织， 支持其规 约 和规 约 中反映的理想， 支持 其 活 动，

并支持其为促进建立新的世界 新闻和 通讯 秩序而进一

步 提高 其能力的努力；

1 2. 戴励 联合国教育、 科 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 继

续对 关于建立新的世界新闻和 通讯 秩序 的文件按时序

进行综 合评述， 对 这 一 概念的演变情况 进行分析， 并

将 这 方面的发展情况随 时 通知 委 员 会 ；

13. 戴励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 化组织继续并加

强其各项研究 、 方案和活 动以确定新闻、 通讯、 电传

与信息方面的新技术趋势， 并评价 其在社会经济和 文

化领域对 各国人民的发展的影 响 ， 并为此请 教科文 组

织一 有需要即 提供 有关 这些主题 的分期研究 报告；

14 .  请联合国教育． 科 学及文 化组织总 干 事 在

新闻和通讯 领域继续努力， 并向 大会第四十一届 会议

提出一份关于国际通讯 发展方案的执行情况、 建立新

的国际新闻 和 通讯 秩序 的活 动和通讯技术 加速 发展对

杜 会、 经济、 文 化领域的影 响 的详细 报 告。

1985 年 12月 1 6 日

第 1 18 次 全休会议

40/165. 联合国近东 巴勒斯坦难 民 救 济

和工程处

A 

援 助 巴 勒 斯坦难 民

大会，

回顺其 1 984年 1 2月 1 4日 第 39/99A号 决议 及

其以往 所有关于 这 个问 题 的决议， 其中包 括 1 984年12

月 1 1日第 194 (III)号决议，

注意到联合国近 东 巴勒斯坦 难 民救 济和 工程处主

1 .  十分遗憾地注意到大会第 194 (111)号决议第

1 1 段所 规 定 的难 民遣返或赔偿尚 未实现， 大会1 952年

1 月 26日第513 (VI)号 决议第2 段 所赞 同 的通过遣送

回籍或 重新定居 使难 民恢复 正常 生活 的方案也没 有切

实进展， 因 而难 民情况仍然 是令人深 感 关切 的事 项，

2. 褒示感谢联合国近 东 巴勒斯坦 难 民救 济和工

程处主任 专员及其所属 全体工 作人员， 认识到工程处

正在现 有资源的限度内尽 其最 大的努力； 也对 曾 为援

助难 民做 过宝贵工 作的各专 门 机 构和私 人组织， 表示

感谢；

3. 深切感谢前 主任 专员奥洛夫 · 吕 德贝 克先 生

多年来 对工程处的有效 服务和 为难 民谋福 利的努力；

4.  重申要求工程处总 部在切实可 行范围 内 尽快

迁 回 其业务地 区 内 的旧 址 ；

5 .  遗憾地注童 到联合国巴勒斯坦 和解委员会对

大会第1 94 (111) 号 决议＠ 第 1 1 段 的执行一直未能找 出

取 得进展的方法， 请 该委员会继续努力， 以期执行该

段 的规定， 并根据情 况至迟 于 1 986年9月 1日 向 大

会提 出 报告；

6 .  提请注意桉 ＝仁 任 专员报告所述， 工程处的财

政 情况仍很严 重；

7. 深 为 关切 地注意到， 虽 然 主任 专员值得赞赏

的努力 成功 地募集 了更 多 捐 款， 但 工 程处因 此而增加

的收入仍 不足 以应付本年度的基本预 算需要， 而且就

目 前可 以 预 见 的捐 款数 来说， 每年都 会发 生赤字；

8 .  吁请各国政 府， 特别鉴 于主任 专员报告中预

测 的预算赤字， 作为紧 急 事 项尽量慷慨捐 助， 以满足

r．程处的预 期需要， 并 为此敦 促未捐 助的各国政府 经

常捐 款，已捐 助的各国 政府考虑 增加它们 的经常捐款。

1985 年 12月 16 日

第 1 18 次全体会议

＠《人 会正式 记录， 第 四 十 届 会一议， 补 编 第 1 3 号> (A/ 
40/1 3 和 Corr.I 和 Add.I 和 Add.t/Corr. l ) 。

＠ 见 A/401580 , 籵l i'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