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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所述期间，理事会下列附属机构曾举行会议如下: 

名 称 

中期计划湘方案预算 

工作组 

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 

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 

委员会 

无形贸易及贸易资金、 

问题委员会 

制成品委员会 

航运委员会 

会 议 

第一、二届会议 

第 姚 

第一届特别会议 

第九届笫一期会议 

第 A ^ 会 议 

第九届会议 

曰 期 

1 9 8 0年 3月 3 — 12日 

1 9 8 0年9月8—16 B 

1 9 8 0年5月27日— 

6月 4日 

1 9 8 0车6月23日一 

7月 2日 

1980年7月3—11日 

报告的文件编号 

TD/B/800 

TDyB/826 

твуву802 

TD/B/821 1 9 8 0年7月14- 2 5 B TD/B/822 

1 9 8 0年 9月 1 一 12В ТоувУ825* 

航运委员会第; ^ M 报 告 舞 于 1 t P 1 年鍉禽理事会笫二十二届 ^ 

" 省 ， 



导 言 

1.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i义（1 9 8 0 年 9 月 1 5至 2 7日）由即 

将卸任的主席恩尔盖什先生（匈牙利）主持开幕， 

2. 乌雷里比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当选后就任主席，他说，贸发会议 

是增加各国间相互了解的一个最重要的国际会议。在贸发会议理事会和贸发会i夂 

其他会议上，各国代表团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对话。贸发会议所有成员国，不论 

是穷的或富的、小的或大的、弱的或强的，都希望创造一个普遍体现和平和正义的 

更美好的世界。 

3. 在所谓的全球性谈判中，国际社会一直努力促进和平了解，这是贸发：H义 

成立以来一直自彖地寻求的一项工作.刚刚结束的联大特别会i义已经确认，全球谈 

判不准备打断各处正在进行着的对话。因此，他催促理事会针对本届会议的程 

项目，着手进行严肃的谈判。面对会议议程上这样内容广泛和重要的项目，理事 

会必须审慎地使用非常最有限的时间。他认为，目前会要觯决的一个重要的项 

目就是使贸发会议常设机枸合理化 审慎地使用安排给理事会的时间可以是实现 

贸发会议合理化过程中的第一步* 

4. 在 1 9 8 0年 9月 1 5日的第5 3 8次会议上，贸发会议秘书长作了介绍发 

言，审查了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面前要完成的任务。'他说，理事会是在贸发 

会议取得重大成缋的背景下迎接第二十一届会议的各项任务的。自从上届会议以 

来，贸发会议厨满完成了委托给它进行的三项重大谈判任务，即关于限制性商业惯 

例、关于il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和关于商品共同基金的谈判。 

5. 这些事态发展表明参加贸发会议的各国政府有能力圆满实现它们提出的目 

标。这也表明贸发会议具有谈判能力。这对于贸发会议未来的工作，以及联合 

国内将要展开的各项重大活动来说，是一个鼓舞。 

6. 虽有这些令人鼓舞的积极因素*但也应特别注意到国际经济形势一片阴郁 

的背景。国际经济危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危机，无论就深刻程度还是持； 

久程度而言，都是战后以来未曾有过的。贸发会议一贯的主张是：这一危机并不! 

随后分 



单是一些假以时日便可自行克服的短期性困难，而是反映着一种更严重的疾病，影 

响着迄今为止普遍存在着的许多制度和结构。 

7. 贸发会议秘书处关于世界经济前景的报告（TD/^/803/A(id. 1 )阐述 

了目前危机的一些主要方面。我们正面临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 

减缓，而对国民经济和世界贸易有破坏性影响的通货膨胀有增无已的情况。作为 

权宜之计采用的短期解决办法往往反而妨碍了更基本更长久的解决办法。当真正 

需要促进世界贸易时，却采取了保护主义和限制性措施。尽管第三世界的增长和 

繁荣会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却缩减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当商品市场比以往 

更迫切需要稳定和加强时，却允许商品价格暴跌。工业化国家克服通货膨胀和失 

业所采取的措施常常妨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就业，结果是有害于世界经济平衡。 

8. 发,中国家面临的向题确实是无比的严重。 1980年，发展中国家国际 

收支逆差达720亿美元，1981年将增加到900亿美元。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不能 

保证能为这样巨额的收支逆差提供资金。而如果不能为这些逆差取得贷款，发展 

中国家将不得不大大削减进口。 在许多情况下，正常经济生活将会受到破坏，而 

物资日减，物价上涨，失业增加，会使政治和社会的不满火上加油。国际社会不 

能对这一形势处之泰然。如果允许这些后果长期继续下去，那么不只是发达国家 

会受到影响，全世界必定都会受到影响。 

9. 形势要求我们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步骤帮助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需求。 

除了扩大官方发展援助外，必须寻求新的方式调动货币市场上大大增加了的流动资 

金使其流入需要资金的发展中国家。这些立即行动只是帮助我们争取时间。紧 

急资金通融只是部分解决办法，当然不是眼前时期以外的最根本的补救办法。 

10.真正能解决发展中国家进口费用增加的办法是增加它们的外汇收入。它 

们的进口品价格不断地猛涨。此外，在许多对它们很重要的生产领域中，它们寻 

找市:^的努力一直受到挫折。发展中国家在贸易领域的弱点是它们目前问题的根 

本。任何解决当前危机的办法都不会有效，除非把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大大改善发 

展中国家的贸易前景，甚Ж改变€们祯资易结构。 

一 2 — 



11. 马尼拉会议对我们最近未来必须建立和作出进展的四个主要领域作出了决 

定。'所有这些领域都与我们讨论的问题直接有关。这四个领域的第一个是商品 

贸易，第二是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问题，第三是货币和金融问题及其与贸易和发展 

的关系，第四是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理事会对这些问题采取的行动对帮助 

国际社会解决当前一些关键问题可能是十分重要的。 

12. 许多初级商品的价格急剧下跌是当前世界局势令人不安的迹象之一。扭 

转目前的价格趋势是实际解决发展中国家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的基本要素。我们在 

商品综合方案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在共同基金方面。伹我们在促使各国 

政府就单项商品签订协定的工作上，未取得足够的进展，这是贸发会i义未完成任务 

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必须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完成重新谈判现有协定的工作，并 

签订新协定。否则发展中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仍将处于薄弱、不稳且不 

受人关注的地位。 

13. 在商品领域，贸发会议今后,工作可归纳为五项主要任务：使共同基金开 

始经营；締结更多的商品协定；采用支助性的补偿资金供应制度；促进农产品更自 

由地进入市场；建立一个新的关于商品销售、经销^加工的新国际合作体制。我 

们在马尼拉一致决定，各国政府将在贸发会议内设立一个国际合作体制，以处理商 

品的销售、经销和加工问题。贸发会i义秘书处目前正在为这方面进行筹备工作。 

14. 保护主义的抬头是当前危机的另一个不幸的反映，而保证发展中国家的产 

品能够进入市场是解决当前危机的一个根本要素。仅仅赞同或重申一下自由贸易 

和不歧视的原则并不能挡住保护主义的浪潮，也无法解决需要撤除现有壁垒的问题。 

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将需要在基于承认下列事实的基础上釆取更全面的办法:工业 

国家是否能够提供进入市场的机会,在增加本国人民就业机会的基础上，同它们经 

济的变革过程有着密切关系。 

见《联合国贸易湘发展会议第五届大会会议记录》一卷《报告湘附件》（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9. I ； D. 1 4 ) ,第一部分， A节， 



15. 最近编写的许多研究报告说明，发展中国家可能因限制主义而蒙受的损失 

是很大的。甚至在加工商品出口壁垒这个特殊领域中，贸发会议秘书处自己估计， 

在1975年发展中国家本应可以从1 0项商品中多赚取2 70亿美元，而且只需做到 

半加工品的程度。 

16. 他说，按照马尼拉会议的决定，已经设立了审议货币制度根本改革的政府 

间专家组。专家组与会者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国际金融机枸派 

了观察员加以协助。他希望，В组国家将同意参加今后举行的会议，专家组本身 

也表示了这种希望。 

17. 他认为贸发会议的政府间专家组不是对货f问题的具体方面做出决定的机 

构，但他希望见到政府间专家组讨论不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决策范围的基本 

问题，并特别重视这些问题与贸易和发展问题之间的关系。专家组有更多人参加 

会有助于取得更一致的意见。必须避免任何导致两极分化的办法。 

18. 目前有很多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本身进行更多的贸易和其他的联系，是解 

决世界经济面临危机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办法。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这些国家 

能够减轻它们本身的问题，同时也有助于全球的经济复苏过程。这也是贸发会i夂 

参加历史较久的一，:而且贸发会议最近在这个领域的工作方案已经大为加强。 

贸发会议帮助提出了经济合作和集体自力更生的概念，现在可以帮助使概念实现。 

要实现这些构想显然需要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进 行越来越多的协商和谈判。对于 

这一个工作，不M贸发会i义，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机构都应当作出贡献。发展中 

国家应该自己确定它们的合作方案，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个领域的进展是有利于整 

个国际经济的。 

. 1 9 .这些是贸发会议今后要建立的四个主要领域。对于彻底解决世界经济的 

危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危机，每一个领域都具有关鍵的作用。这些问题不可以作 

为所谓"部门的"问题分开处理。必须把每一个问题从一个整体来考虑，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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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显然是相互关连的，对于这些问题采取的办法必须是一致的，相辎相成的。 

这点说明了为什么相互依存问题长期成为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议程上的一个经常项目. 

虽然如此，他认为理事会不可能在常会上对该问题给予充分的审ii»并认为理事会 

本身应当考虑怎样能够改善对该问题的审议。 

20. 关于这点，他说，第一，秘书处本身能够对当前的经济情况和趋势提出比 

现在更为详细的分析。除去体现编写报告的机构的特殊问题和关注事项的现 

有研究报告之外，尚可以特别就贾易和发展方面的问题进行项分析，分别说明发 

达巿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和经验。 

21. 第二，各国政府不妨考虑一下，理事会本身怎样能够每年对当前的经济情 

况进行更有组织更详细的讨论。所需要的是基于问题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每年 

对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根据资料进行高级别的审查。 

22. 关于贸发会"iJj;常设机构的"合理化"问题，理事会关于这个问题的特设委 

员会作出了积极贡献，起到了让各区域集团提出建议的作用。 

23. 对于文件的编印分发已做了新的安排，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虽然在这方面仍有些困难尚待克服。他并不认为已经作出了最妥善的计划，他愿向 

理事会保证这个问题今后会得到秘书处更加有计划地注意。 

24. 问题不仅在于减少会议的次数和加快文件的流程，而且还涉及贸发会议作 

为联大的一个工具如何更有效地处理在其广泛职权范围内的许多实质问题。这不是 

单靠改进机构就能解决的问题。他在特设政府间委员会的发言中提出一种可能的改 

革:如果能作出一种新的安排，使贸发会"^义的许多委员会在每年一定的时间同时开会， 

而在这些会议以后或以前理事会本身也举行一届会议，这样可能会大大改进工作。 

«是说一年中有三、四个星斯专用来从事贸发会议的主要工作——理事会及其许 

多委员会的会议——而其余时间可用来进行专门谈判、特设小组会议和执行贸发会 

议本身的工作计划。这种办法会产生一些卖质性的好处，就是说由各委员会就同 

它们职权范围有关的问题作出决定的同时也考虑到各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考 

虑到分出轻重缓急的必要性。这样,各委员会的工作就比目前更能在实际上提供 



资料，让理事会对全面政策作出决定。这个建议也会给后勤工作带来好处， 

因其有利于文件的计划工作，并从而提高各国政府为会议做准备的效能。这也有 

助于减轻各代表团的劳累，它们要参加一连串的会议，但很少有时间在区域集团中 

进行准备工作。我还感到这项建议有助于使更多国家的政府参与贸发会i义的工作， 

因为这种类型的贸发会议的会议要求一国政府的几个部门每年同时地、也可能是相 

互协调地进行筹备工作。或许理事会本届会议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不可能作出决 

定，但这是各国政府可以伃细考虑的建议。 

25. 还有一些他没有谈到的重要问题，已在理事会收到的文件中有了详细说明。 

然而，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依照联大I 9 7 9年1 2 月 1 9日第3 4 / 

203号决议将在19 8 1年召开的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此外，在技术、航运、 

保险，以及经济zfP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易关系等领域，贸发会议还有大量的工 

作需要加以注意， 

26. 总之，他说，关于拟议中将在1981年初举行的全球谈判回合，他深信如 

果贸发会议按照其职权范围所规定的若干领域负起全部责任，就是对全球谈判提供 

最好的服务。联大自己已经决定，拟议的谈判无论如何不应当干扰正在进行的工 

作，反而应该加强和利用这些工作。贸发会议是联大的一个工具，它所作的一切， 

对联大的工作都会有所贡献。所以，充分执行贸发会i义的工作方案和谈判责任， 

就是对全球谈判回合服务，并加强其成功的前景。 

27. 本报告记载了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的经过情况。3 

理事会全体会议的较详细记录，见第 5 3 7至 5 4 4各次会议的简要记录 

( T D / B / S R . 537 - 5 4 4 ) . 

6 一 



第 一 章 

以各区域集团名义所作的一般性发言和其他发言 

A.以各区域集团名义所作的一般性发言 

28. 会议期间的一般性发言涉及理事会议程的一些买质性问题或者说所有的买 

质 性 问 ^ 本章简介这些发言。 

29. 七十七国集团的发言人说，在世界经济呈现出空前未有的危机的十分阴暗 

的fi下开始了八十年代的新的十年.世界经济处于结构上的不平衡状态，其特 

点是墙长速度缓慢，伴以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持续上升，货帀的长期不t.定，国际 

^的经常失调，保护主义压力的加强，结构问题和调整的不当以及摸不定的长 

期增长的前景. 

30. 世界经济方面的这些消极趋向的恶化带来了十分不相称的影响。由于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具有更大的脆弱性，所以发展中国家受打击最重，它们在经济方面的 

艰难和拮据到了令人震惊的危急地步• 尽管它们的贸易条件齡续在恶化，出口品 

的购买力在下降，但汔们还面临一些新的限制，诸如出口收入能力的低下，买际资 

源转移水平的不高，对外支付的进一步失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外偾负担的曰益加 

重。发展中国家在往来帐户方面的总赤字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而且在1981年 

很可能还会增加.预料，它们的外债在1980年会达到大约45001乙美元的令人惊 

愕的数字，1980年需要大约88Ô亿美元用来偿债。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中的 

H益高涨的保护主义潮流中以及为角决这些冋题而釆取的临时政策决定方面反映出: 

来的市场缺乏的弹性造成了调整的困难，而这些调整的困难又在转移给发1中国家.: 

31. 世界经济方面的这些和有关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其; 

中多数国家，1974年以后,经历了贸易条件的急剧恶化和减缓的经济增长.在: 

为适应持续的经济危机而进行的全面的重新调整中，它们承受了一部分不适当的负i 

担，其中多数国家的1980年和1981年的每年增长速度不大可能会超过5%. 



鉴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的恶化——这些国家经常面临着一个结构问题一 

以及鉴于它们的工业原料的出口衡求的下降和它们的出口制成品遇到保护主义措施 

的反对，因此，为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去弥补空前未有的庞大的对外支 

付的赤字，其结果不得不削减一些发展项目或者不得不以很高的利率向私人资本市 

场增借外资一经常是到期期限相对短的外资. 

32. 目前这种困难的и际经济环境使ж不发的Ш)家il临的那些具体冋题更,恶 

化了：在整个七十年代，它们总的情况并未得到改善，《^二个联合g)发展十年的 

国际发展战略》的目标几乎在任何一方面都没有实现。 

33. 因此，持续的经济危机对发展过程的影响使现存的国际经济制度更不能为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提供足够的支持.此外，二次大战之后很快建立的ii际经 

济关系的体制结构显然处于混乱之中。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因素破坏了，现存的 

国际货币和金融结构通常无法应付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深重危机。再 

有，国际贸易制度也处于艰难之中；正如贸发会 议秘书长在理事会的早些会议上所 

強调的那样，如果不釆取积极的政策和行动以进iJ际分工的结构改革，那,不可 

想当然地认为相对开放的贸易制度能维持。 

34. 同时，近几年来，发展^程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阪制，而且几乎可以肯定. 

地说，这些限制会支配八十年代的世界经济现买.首先是，主要工业化经济国家 

的增长5*度减缓了，就是连最乐观的预测也表明了本十年内的增长速度将会大大低 

于早些年的增长速度，这Ш必然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口收入和贸易条件. 

其次是，可以设想，石油还将是一种稀有的商品，这可以从它的价狢水平反映出来. 

因此，理所当然的要釆取更为积极和有效的措施以节省石油的消费和开发新的能源, 

而发达国家尤其需要釆取这样的措施。再次是，近年来的经验有力地说明了，世 

界经济已经进入了 一个十分动荡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因素就是变化无常. 

35. 世界经济的全面的持续混乱和发展过程方面出现的新的限制更需要釆取紧 

迫的行动，对现存的国际经济结构实行根本的改革，以便加速发屉中国家的发展和 

确保世界经济的有效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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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 因 此 ， 贿 联 大 1 9 7 4年б月1日第3201(S—VI)^3202(S—V工） 

两决议中《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ш>〉中提出的结构改革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和紧iiti 在这方面，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在决策时迫切驁要对发 

展的问题和与结构改革有关的问题给予最优先的考虑-七十七国集团认为，鉴于 

目前经济危机具有的结构性质，所以，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而对国际经济制度 

进行改革要釆取的政策也将有助于克服发达в家目前面临的经济困ж就此而言， 

利益是相互的， 

37.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的问题不再是如何确保il:些国家能通过"点滴" 

的效果去分享可能会在：С业化国家中出现的自然增长和扩展的利й« 根据对在发 

展过程方面出现的一些严重限制的新的认识，主要的问题该是如何创造一个有利的 

11际环境以确保在一个日益增长的自发和自力不懈的基础上能维持和俱进发展中国 

家的加速发展。这就需要在为发展而进行的国际经济合作方面釆取新的政策措施, 

38. 理事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一个日益恶化的国际经济环境的范围内， 

需要去处理各个实质性的议程项目，而:些议程项目毫无疑问会包括与国际社会面 

临的那些困难和问题有最直接联系的题目。如贸发会议秘书长所指出的，理事会 

本届会议是以贸发会议已取得了相当有意义的成就为背景来面对其任务的，这是一 

件令人满意的事。具有法律性质或半法律性质的复杂文件的締订，意味着贸发会 

议的谈判能力日益加强。 

39. 本十年内的1 1际经济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È该是增加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 

成品生产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在这方面，有迫切需要釆取积极的政策和行动， 

制订一个Й际合作的体制，以促进国际分工的结构改革。因此，七十七国集团认 

为保护主义和结构调1的问题应是本届理事会审议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他早 

已说过，保护主义措施对于发展中®家的经济具有特别严重的影响；此外，令人遗 

憾的是，发达il家中釆取的许多贸易限制措施都是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的. 

40. 发达国家中结构调整速度的缓慢和它们的保护性和其他贸易PR制性政策阻 

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贸易的增长。这些措施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制造业邵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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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出口产品，特别是农产品。尽管发达国家对遵守 

维持现状的条款作了保证，伹是它们很少重视这些条g:» 七十七国集团再次强烈 

地要求 严格遵守维持现状的条款并要求通过一项受时间约束的方案以便逐步取消针 

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品的各项贸易限制措施。 

41. 只有通过结构改革才能找到消除保护主义压力的永久性觯决办法。贸发 

大会笫131 00号决议直申了为抑制保护主义和实现公平的Й际分工而进行结构调整 

的篁要性，il际分工的目的是要促进工业间和工业内部的专业化，專致发展中ii家 

的更大程度的商品加工并使发展中国家增加其在世界加工产品和制成品贸易中的比 

重.他希望理事会能就在这方面进行谈判商定一个行之有效的纲领.此外，有 

迫切需要着手对国际贸易的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以确保这种体制能按照发展中国家 

的日益增长的工业潜力和正在变化的相对优势促进国际分工的结构改革.建立新 

的贸易体制也需要议定新的贸易规则和原则，这些规则和原则除了别的事项之外应 

涉及诸如保护主义、结构调整、给发展中11家的优惠待遇.、对跨围公司活动的管制 

以及取消和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等问题。这种新的贸易体制还应包括用以管理经 

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易和其他经济关系的规则和原则，而且要在一定程 

度上能促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展和贸易的多样化* 这神改革必须包括初 

级商品，还应涉及工业和服务部h' 

42. 本届理事会会议应该就最近在贸发会议内有关货币和金融问题召开的两次 

重要会议所引起的那些问题釆取具体的行动，那两次会议就是，国际货币制度 

演变问题特设政府间高级专家组的会议及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第九 

届第一期会议。理事会会议也应处理发展中匿家的外债问题。 

43. 七十七国集团对于特设政府间专家组会议的结果很为满蕙。然而， 

七十七国集团对于一些В组成员国作出不参加这一会议的决定深表失望——唯掷威 

除外，它派有观察员与会.他对于D组成员国和中国参加会议表示感谢，同时呼 

吁В组的各个成员国能以单独的身份出席该专家组的计议中的下届会议并就这个主 

要问题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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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至于最近举行的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的会议，会议只是取得了 

一般的结;^ 原来希望该委员会首先能根据贸发大会第129 (V)号决议就增加资源 

转移的问题釆取一些重要的实质性决定，也利于加强委员会的监测作用，也希望委. 

负会能就设立一个出口信贷担保设施以及为制订一项有效的il际金融合作制度 

莫定初步的基础而采取一项原则决定，但是这些希望都落空了. 因此，七十七国 

集团认为，如果委员会能在1981年再举行一次会议，那将是十分有益的，以便进 

行未了的任务，特别是制订一项有效的国际金融合作制度。 

45. 关于偾务免除的问题（理事会第165 ( S—工X)号决议A节），他说,放贷 

国家必须大大放宽它们所采取的行动的地区范围，因为这个问题不再限于少数国家* 

釆取的行动应该是真正的减免行动，能增加预期的资金流动。此外，那些还未釆 

取任何行动或者釆取的行动尚不完全的政府应该加快釆取必要的措施。 

46. 七十七国集团认为，必须认真考虑釆取更多的措施以便全面处理债务的问 

题.发展中国家的大部的现存债务——比如，出口信贷债务以及欠多边机构的债 

务——并未包括在第165 ( ^ I X )号决议中。七十七国集团仍认为，解决债务问 

题的办法不能同资源转移的整个问题分开.如果足够的资金流动额，特别是减让 

性的资金,能垂手可得，那未债务问题就会大大减轻，但是，这方面的前景并不令 

人鼓舞，这就增加了对债务釆取单独行动的重要性。 

47. 关于指导原则和体制结构的问题，七十七国集团认为，现在比1979年更 

有需要签订一项协定.七十七国集团在阿鲁沙提出了一项建立一.个国际债务委 

员会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建议/该项建议已列入提交理事会的决议草案（TD/ 

ь. 196)。理事会应就如何能对这项决议草案达成一致的意见去探求方式方法，包 

括指导原则和体制安排。 

*见《联合国贸易湘发展会议篱五届大会会议记录》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Е. 70.工1. D. 1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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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他强调了他所提到的那些主要领域内的困难和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为 

了使贸易、货币和金融领域内的那些趺策起到有效作用，有必要确保这些政策的一 

贯性以及短期和长期政策之间的一致性。因为这个道理，所以有关互相依存的项 

目成了理事会每届会议讨论的一个经常项目.在马尼拉，互相依存的问题也同结 

构改革的这个范围更广的问题联系了起来，伹是迄今为止，对此项目釆取的行动还 

是停留在对世界经济前景的一般性辩论的范围内。因此，他高兴地提到贸发会议 

秘书长提出的要求对世界经济发展以及对贸易、货币和金融这些相互关联的领域内 

的政策进行更为全面的讨论的建议，这样不仅仅可以审查这些政策之间的相互依存 

关系，也可以审査它们同长期发展目标和结构改革的关系。如贸发会议祕书长所 

指出的，这些问题不应与所谓的邵门性问题分开处理，但必须以一个较为广泛和一致 

的角度来处理，因为它们是有着相互关系的，探讨它们的方法必须一致而且相辅相 

成. 

49. 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问题，他指出，1980年8月2 1日和2 2日 

在纽约举行的七十七Й集团的部长级会议强调了为要逐步和迅速实行它们在这一领 

域内的方案而去努力工作的决心。他们深信，如果在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和技术 

合作方面出现新的局面并制订出能反映它们的集体利益的办法，那未它们之间的团 

结一定会得到加强和巩固，这样不仅有利于它们的集体自力更生，也有利于大大改 

善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是加强发展中ii家 

在实行新的ii际经济秩序方面的作用的一个关键因素. 

50. 理事会还必须深入研究经济和社会制廋不同的国家间的问题。他强调说, 

发展中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11家间的关系应该为早日建立新的Ш际经济秩序而发挥 

更加积极的作用.它们还应该除了在它们的双边范围内所作的明显的努力外，在 

多边范围内承抠支持新秩序的义务。亳无疑问，发展中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可以大大增加并得到改善，而且应该更充分地利用这方面的巨 

大潜力。理事会可以i每过制订^边的和多边的适当办法和模式为^进这些贸易流 

动提供进一步的推动力。在这一点上，他表示了他的集团对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谢 



意，感谢贸发会议秘书处为侷进发展中il家和东欧社会主义s家间的贸易和经济关 

系而制订了训练方案，组织了讨论会和讲习îifeo 这些方案不仅应该继续而且应该 

加强。. 

51. 尽管联合国通过了许多有关最不发达国家的决议，伹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景 

况不仅继续萧条，甚至进一步恶化了。 在il内生产总值、农业生产、制成品生产 

出口品的购买力、进口值，以及社会和经济的基本建设的发展这些关鍵领域内，这 

些国家在七十年代的总的情况并未得到改善，甚或比六十年代更差了。 在《第二 

个联合国发展十年的BJ际发展战略》中制订的目标没有一个在任何一个最不发达国 

家中实现的。过去为这些最不发达国家所作的努力是十分不够的，因此需要更大 

的支持和援助。七十七国集团完全同1：高级专家组的！:见，即不能容忍最不 

发达a家中的这种十分低下的生活水平今后继续出现了。 

52. 他要求发达国家和йВ!^社会立即釆取步骤，优先执行为最不发达а家商定 

的载于贸发大会第122 00号决议中的那些具体措施。同样重要的事情是，为确保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的成功，应釆取适当的步骤；该会议的目标是，最后 

磁下、通过并支持八十年代实质性新行动纲领。指定为该会议秘书长的 

贸发会议秘书长需要所有成员的充分支持。 

53. 关于面临着空前未有的经济问题的发展中内陆和岛国家，他强调了 

必须就已经商定的揞施，特别是贸发大会第123 ( V )号决议和第111 ( V )号决议 

中所述的措施，采取迅速的后继行动，以减轻它们的问题.应考虑如何消除在个 

别发展中国家里由于是发展中内陆国家的地理上的障碍而在经济,口社会的进一步发 

展方面受到的限制.他也提到了贸发大会第llO(v)号决议，关于扎伊尔面临 

的运输、过境和进入外国市场的特殊问题.贸发大会在这一决议中注意到扎伊尔 

特别关注的关于其外贸在运输、过境^进入外国市场方面所遭遇的问题.此外， 

也应考虑发展中岛国家的地理环境引起的特珠经济问题.这些国家遭到许多障 

f,如运输通讯的不足、远离外国市场、自然资源贫乏以及外汇收入过于依赖少数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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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关于技术反向转让问题，他指出，理事会]：届会议未能按照联大1 9 7 9 

年1 2 月 1 9日第34/200号决议提出的要求"在理事会二十届会议上考虑作出适 

'当安排，包括召集一个专家组来审查是否可能计量人力资源的流动情况".他 

強调，本届会议必须就召集专家组的问题釆取紧急的行动. 

55. 七十七国集团对于贸发会i姓持«ii过国际货物多式Ш公约表示满意，并希 

望该公约马上就能生I 七十七国集团强烈认为，现在该是斑轮公会行动守则 

公约付之生效的时候了. 目前在这一领域内要作的进一步工作应该集中在政策措 

施方面，以便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航运中取得越来越大的比重，特别在散装货方 

面.他满意地指出，刚刚结束的航运娄员会会议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特别在商船 

P人发展、开放登记、散装货运输^关于国际多式联运的委员会工作方案等方面，以 

及在港口和技术援助这些对发展中国家都十分有关的领域内取得了重大进展. 

56. 他还提到贸发会议秘书长所作的进展报告（TD/B/820 )；该报告称， 

有关在新的国际发展战略范围内援助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援助纳米比亚和南非人 

民以及巴勒斯坦人民的贸发大会第109 ( V )号决议所要求的研究报告正在编写之 

中，预料会在19 8 1年初完成.七十七国集团对这些研究报告十分重视，并希 

望理事会下届会议能取得这些研究报告的结果‧ 七十七11集团还希望它在理事会 

第二十届会议上提交的并已被交回本届会议的决定草案（TD/B/JL. 562 ) ( " 各 

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il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相人民独立宣言》的 

情况"）能在本届会议上通过。 

57. 他也表达了他的集团对于最近在贸发会议内就商品共同基金举行的谈判的 

顺利结束感到的满意，伹同时强调说，共同基金是否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 

何执行那个协定以及如何就个别的商品协定进行谈判• 应采取适当的步骤就商品 

综合方案的其他方面问题进行谈判，特别就建立一个能增加发展中囿家的商品加工 

和忙展它们对销售和经售的参与的国际合作体制进行谈判. 

5 8 .七十.七国集团十分重视贸发会议机构合理化的问题。 它认为这 

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改善后勤的问题——尽管改善后勤的问题可能很有必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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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如何使贸发会议变成一个更为有效的工具的办法，以便实现联大为其确定的 

特别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范围内的各项政策目标.由于七十七国集团采取了 

主动性，所以有关这一问题的特设政府间娄员会才得以设立.七十七国集团为就 

各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用了很多时间.当然，其他区域性集团也这样做了-

他高兴地看到，在理事会,二十届会议期间经由分别讨论产生的三项决议草案载列 

了许多互相接近的想法。秘书处对于审议这一问题也作了有益的贡献. 

59. 如果在各方对合理化问题的辩论所示的关心方面有某种共同的东西的话， 

那就是一致认为，必须自始至终保持政策揞施的连贯性，以及同时需要进一步协调 

贸发会议机构和秘书处的活动.很显然，这一主题思想产生于提交理事会的那三 

项决议箪案，他高兴地指出，贸发会议秘书长在其介绍性发言中阐明的那些思想主 

旨基本_Ы:与此一致的。他的集团认为，这种连贯性和协调的统一的主题思想能为工 

作组本‧会议进行建设性讨论提供基础，能为理事会釆取行动提供条件，以便使贸 

发会议的工作更有效以取得实质性的结果. 

60. 最后，他提到了联大特别会议期间发生的重大发展，特别是与国际发展战 

略和全,谈判有关的发展.现在对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囿际发展战略的案文 

已达成协商一致，这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不过，遗憾的是，未能就全球谈判达 

成一项协商一致的意见.特别会议的那些有关为发展而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全球 

谈判的文件正在提交联大第三十五届常会作进一步审议.他高兴地提到贸发会议 

秘书长在其介绍性发言中有关贸发会议的活动与全球谈判的关系问题所说的一番话， 

大 意 是 ， 贸 发 会 议 为 全 球 谈 判 的 成 功 作 出 贡 献 的 最 好 办 法 就 是 在 其 职 

权范围内充分相有效地履行其职责.这就显出了本届理事会的重要性.在本届 

理事会的议程上列有与и际社会相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那些困难和问题有直接关系 

的题目• 这也就显出了贸发会议在政府间一级和在秘书处范il内为全球谈判作出 

t献的重要性‧ 他毫不怀疑，拟议中的全球谈判会借鉴贸发会议的工作相取得的 

，步，反过来，也会加强贸发会议正在进行的活动. 

61. 中 国 代 表 说 ， 1 9 8 0 Ш 来 对 魏 易 f p ^ 的 一 些 问 题 的 取 得 了 一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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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对一些争论已经取得了协商一致的意见，通过建立商品共同基金协定、国际货物多 

式联运公约和管制限i»j性商业惯例的一套共同商定的公平原则和规则体现了这一点。 

这是贸发会议成员国经过多年的艰苦谈判，共同努力冲破重重障碍所取得的成果. 

当然，不能忽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协商相谈判进展缓慢.他指出的成果只 

是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部分愿望和要求，还要作出很大的努力.还有许多迫切重 

大的问题，需要有关各方作坚持不懈的努力，以求得解决， 

62. 进入新的十年期，主要发达国家仍然面临经济增长迟滞，通货膨胀加剧， 

失业增加，贸易战日趋激烈.因此，新的经济危机迫在眉睫，发展中国家的贸易 

条件更加恶化.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妨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发展中国 

家的国际收支逆差大量增加，外债负担越来越重.贫国和富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在 

继续扩大， 

63.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说明了现行的国际经济关系是不合理的，这些 

关系本身是不公平的a 改革现行的国际经济结构是当务之急.他高兴地看到， 

一些发达国家*1不少有识之士越来越认识到这个道理.他们继续同发展中国家对 

话，愿意就改革现存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讨论和磋商，并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来改 

善发展中S家的境遇.但是，某些发达国家在同发展中国家的谈判中仍持僵硬态 

度，甚至把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这种行动无助于解决当前的 

握际经济问题‧ 中国一向认为，改革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不单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经 

济的发展* 

64.近年来，一些发达Ш1家推行保护主义,特别是实施逬口限制或所谓的自愿 

出口限额，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这不能不引起发展中 

国家的严重关切.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其制成品的生产和 

出口在世界制成品生产和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这种不公 

平的情况和为加速工业化进程、发展民族经济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迫切要求发达 

国家取消或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少数发达国家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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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执行不增加新的壁垒的有关决议，反而还加强了它们的保护主义措施.这种状 

况应当尽速改变。对发展中国家实行保护主义，阻碍它们的产品出口和减少其外 

汇收入，同时也就降低了它们从发达国家市场的进口能力，结果必然是减慢世界生 

产和贸易的增长。贸发会议应当釆取措施，取消或限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的保护 

主义，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生产相出口以及世界贸易的扩展. 

65.他说，在商品领域，商品共同基金协定虽已达成协议，但仍有许多工作要 

做.他希望有关各方应继续努力，使基金能早日开始经营，在稳定初级产品价格、 

增加出口收入方面使发展中国家获益，贸发大会第93( IV)号决议指出的十八 

种商品的谈判除少数外，进展缓慢，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应当加速进行谈判.同 

时，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谈判，困难较多，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国际货币制度， 

稳定汇价，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入，和充分、有效地参与这方面的决策.这 

些合理要求应当得到解决。发达国家应当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并减轻发 

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 

66. 贸易、发展和金融货币问题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一切发达的工业国 

家都应作出必要的让步，承担相应的义务。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对南北^方都 

67. 贸发会议是国际经济谈判的一个主要场所，日益发挥着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中国代表团愿意和大家一起，在贸发会议内，为推动各项国际经济贸易问题的谈判 

取得成果，为建立新的1际经济秩序作出自己的努力。 

68. В组发言人说，自从第五届贸发大会以来，对发展问题进一步采取了主动 

行动，他还提到发起全球性谈判的决定——全球性谈判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联大 

特别会议就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取得的协商一致意见以及勃兰特委员 

会的报告。他同意，在贸发会议范围内进行的谈判和磋商，决不能取决于全球性 

谈判筹备过程的最后结果但无论如何很明显的是，在开展谈判中，以及在实 

现新战略目标的努力中，贸发会议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作为继续执行贸发大会决 

议的贸发会议的常设机构，理事会根据贸发会议秘书长提出的新的概念，去审査它 

的工作的方针，这将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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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理事会本届会议是在世界经济的前景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召开的。在新的 

十年开始的时候，世界经济:的长期实绩不稳定，而其短期前景也不是乐观的。通 

货膨胀和失与能源危机交织在一起，与贸易中的逆差和顺差交织在一起。要适 

应更高的能嫘費用，必定要经历一段痛苦的时期，这需要控制国内的消费、提高生 

产力、改进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创造更有利于投资的条件、合理使用能源、以及 

增加新资源的生产量。对很多不产油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问题，有必要额 

外采取措施，要求国际金融机构在更大的程度上，协助资金的周转，以维持增长率。 

70. В组认为，贸发会议应该通过定期审查和评价贸易和贸易有关的问题，对 

减少世界经济中不稳定的因素，作出有益的贡献。这种作法将为就相互依存问题 

进行积极磋商一事铺平道路。 

71. 关切地注意到贸发会i义秘书长就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所表示的观点, 

他说，维持一项开放的、扩大的贸易制度，所有的国家对此都负有责任。发 

达国家已决定在这方面，尽其努力,经合发组织的贸易.政策宣言已经明确地表示 

过，В组国家.尽管处于国内现存的和世界经济的困难境况下，仍然继续努力进 

一步放宽它们的贸易政策。它们遵守已经接受的维持原状的规定，并努力进一步 

降低现存的进口限制。 

72. 结构调整是一个不变的全球性现象，所有国家都应该加以推动，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最大的全面增长和进行有效的国际资源的分配。В组认为,•贸发会议在 

这方面已经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准备按照贸发大会第131 m号决议的要求，对年 

度审査作出贡献《« 本届会议的一项主要任务是，确定贸发会议在这一领域内今后 

的工作方针，并铭记上述决议、理事会以后通过的有关决定，以及制成品委员会第 

九届会议一致同意的有关这"H'pl题的结论。同时,他说，其他国际组织也正在进 

行关于结构调整和保护主义的重要工作。在这一领域内，必须尽量避免:t作的重 

73.谈到多边贸易谈判时*他说，有一大批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加 

入締结的守则和协定。В组重视充分执行谈判取得的成杲和关贸总协定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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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这一过程能够推动最大多数国家参与守则、协定和各项安排，也能为这种参 

与推动。一些守则、协定和安排包括进一步放宽的因素，这些因素有助于保持贸 

易自由化的势头。发达的布场经济国家已经准备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进程 

中的利益。同时，共同的努力能否取得成功，在â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发展中国家 

的支持。 

7 4.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偾务问题，他说有必要区分理事会第165 (S—IX)号决 

议的A节和В节。各方对决议А节中所载任务的性质一贯存在显著不同的看法， 

В组对此表示关切。А节的决定是独立的决定。这一节规定了对其执行情况的审查 

办法，它无须规定对实质性事项，达成新的辅助性协议。此外，决议第5节明确 

规定，每一个发达的援助国，在其援助政策的范围内，必须确定有关的分配额和净 

流动额.另方面，决议的В节要求，关于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偾务问题，必须详尽 

制订今后工作的特点。他回顾说，197 9年1 0月，在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期间， 

区域集团已经快要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如果在本届会议上，这次讨论能取得 

最后鲜果，В组将感到高兴。 

75. 关于货币結融问题,他说，大多数Б组成员^:;;f以未出席国际货币制度演变 

问题特没政府间高级专家组会议，是它们在通过贸发大会128( v^)号决议时所采取那 

种立场的结果。注意到，应三十五届联大的要求，该小组的报告连同理事会就这 

一报告提的意见，将一并交与该届联大，他说，如果今后仍在贸发会议秘书长在 

其开幕R言中提出的同样范围内继续工作，关于联合国系统的职权问题的基本分歧 

仍将存在下去，并将影响今后发展的进程。 

76. 他重申，В组认为，所有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密切合作，并增加彼此之间的 

交流，这是在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很明显，这种认识落后于该组对在马 

尼拉通过的贸发大会第l27Wf决议的认可。所以,感到特别遗憾的是,」，届理事会 

会议不得不对有关这一事项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因而随后召开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 

作委员会特别会议，未取得结果就结束了。 如果马尼拉决议中规定的体系和程序 

能够忠实地保持和执行，就不会象这样发展下去，所以，：В组认为，在这：領壤 



内今后所有的工作，应严格遵照该项决议提出的基本办法。如果这项工作按照贸 

发会议所有成员国应享有普遍性和主权平等的原则进行，则只对今后的工作作出规 

定就可以了。 如果这项工作是在贸发会议范围内进行，就必须遵守这些基本原则。 

77. 他最后说，理事会本届会i义最重大的职责之一是,就一系列使贸发 

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措施达成协i义。В组非常重视政府特设委员会对这一问 

题进行的工作。该委员会已将其总结报告交给了笫二十届理事会会议。我们希 

望目前能对一系列合理化措施达成协议•这些措施一部分是根据提交给本屉会议三 

个决议草案中七十七国集团В组和D组共同得出的结论作出的，也希望对尚未达成 

协议的一些问题达成协议。依照В组的看法，需要就多种措施达成协议以便实现共同目 

标,并保证贸发会议在其妥善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能有效地处理八十年代的贸易和 

发展问题。 

78. D组发言人说，理事会本届会议是在近年来世界经济发生困难的情况下召 

开的。资本主义经济严重和长期的危机已经成为结构性的，资本主义主要中心的 

经济情况的不稳定,日益增加的通货膨胀和失业，资本主义国际货!]5制度的混乱剥 

削和专横的表现对很多国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情况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很多代，Й在联大第十一届特别会议上和七十七国集团的发言人在本届会议上都 

提到了这种情况，特别是提到所谓的布雷顿森林制度的解体，但是单是指出这些事 

实是不够的。和前几年一样,必须了解到，引起世界当前的混乱和经济动荡的不 

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企图在所谓的"相互依存"这种概 

念的范围内，谋求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办法是亳无根据的。要对世界经济现状负 

责的是那些处于世界经济动荡中心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另一个应当指出的因素是, 

自从七十年代结束以来，北约组织组成的军事集团的领导人采取了加紧军备竟赛的 

途径并对独立的国家进行挑蚌。 

79. 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不但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也影响到各国和各囿人民的利益。最近几个月，全世界已经看到，帝国主义怎样 

为了夺取经济和原料资源的控制权，曰益加紧和公开对发展中国家使用武力或威 

胁使用武力，并公然千涉民族觯放斗争的事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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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第五届贸发会议以后的事件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尼拉的联i声明（ 

249)5及其代表团团长的发言对世界经济形势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不幸的是, 

对目前危徘负责的一些国家没有作出必要的努力克服危机。但是，这些国家继续 

对于在公乎和平等的基础上改革国际经济关系设置新障碍;它们不但没有扩大p 

际合作反而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和各种各样的歧视和限制。贸发会议必须更加重 

视贸易政策、保护主义和执行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果对世界贸易及其参加者产生的影 

响等问题。 

81. D组国家在第五届贸发会议上作出的联合声明中（:rD/257r已经对日益 

增加的保护主义趋势作出警告，现在，绝大#的国家承"iUt是国际贸易的重点问题之 

―, 保护主义的加强特别促使了发展中国家严重的经济和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和 

升债增加。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加强保护主义，从而损害了国际经济关系大多 

攀参加者的利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贸易和政治问题，需要采取适当的全面的.解 

决办法。在这方面，它强调贸发会议本身可以而且应当更加积极地注意世界贸易 

羝所有滴量，同时考虑到所有参加者的利益。 

I 82»:，组赞成七十七国集团的看法，认为贸发会议应当更加重视经济和社会制 

度不同0^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限制或损害这种关系的任何企图也必然会对国际 

经济关華的其他领域及其改革过程产生不利的影响，并且动摇已经建立起来的国际 

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某些西方国家采取的行动使人特别震惊：这些国家对 

其他国窣:采取禁《抵制和利用经济关系作为敲诈和施加政治压力的一种手段。 

因此,必'縛一再强调的是，以这种手段解决国际经济关系问题是不符合新的国际经 

济秩序é|原则和公平、互惠地发展贸易和经济关系这个目标的， 

83.为了扩大国际合作，社会主义国家本身作出了而且正在作出不懈的努力。 

根据议程项目7向理事会提交的文件TD/B/808和其他文件明显的证明了这一点。 

' 同 上 ， 附 件 七 , A . 

, 同 上 3 附 件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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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提请会议注意，在1980年，经耳会成员国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之 

间的贸易量迅速增加。他指出，D组和优惠给予国为了在1980年最初几个月执 

行贸发会议通过的建议，已经成为最先按照普惠制原则采用标准和相当简化的原产 

地规则办法的国家之一。这些国家还成功地进行了其他方式的经济合作。经互 

会的成员国向八十六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和技术援助；在六十年代初期只向三 

十四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这种援助。在这段时期内，援助量增加了九倍,已建立 

或正在建立的经济单位大约有4， 4 0 0个。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在第五届贸发会 

议上和在联大第十一届特别会议上阐明了它们对于公平和互惠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合 

作问题以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问题采取的建设性原则立场。 

84. 对于改革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以促进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平 

衡的发展和更高的生活水准这个概念，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种积极的态度。但 

是，只有在缓和和各国以及各国人民相互信赖的情况下，采取适当的内部改革以及 

由国家发挥积极的作用，才能够进行彻底的结构改革。改革必须以各国的社会和 

经济发展利益为基础，不得对跨国公司将来的扩展提供机会。经互会成员国之间 

实行的经济合作以及它们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证明这种改革是可行的。 

这些合作是这些国家;«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的具体贡献。 

85. D组国家和蒙古在贸发会议内釆取这种办法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目前， 

他想单就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这个问题谈谈。D组对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采取 

的措施表示同情;它们认为这种合作主要是它们进行经济非殖民化的一种手段，并 

认为促进这种合作是这些国家的主权事项，必须通过加强它们的经济潜力和加速经 

济发展以及克服它们对外经济关系的片面性，来进一步促进这些国家间的公平经济 

合作《 

86. 国际和各国必须继续努力，把缓和作为国际发展的主要趋势，限制和停止 

军备竟赛以及实行裁军。社会主义国家一贯要求加强和平，停止军备竞赛和采取有 

效的裁军措施，因为这样作可以把数十亿美元转用于实现各国、售括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并扩大国际贸易各方面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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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他一再强调，今后在调整国际经济关系方面能否取得真正的进展，取决于 

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在为了巩固缓和、作为世界政治的主要趋势的斗争中作出多 

大的努力和取得多大的成功。1980年5月华沙条约締约国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 

议^的、关于加强国际关系上的信赖和相互了 行动纲领（АУ35У237— 

13948,附件二），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提出的。会议通过的宣言特别指出， 

克服各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在公正和民主的基础上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问题具 

有特别的意义。 

Б.其他发言 

8 8 . 肯尼亚代表完全赞同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的发言。他指出，在过去十年 

内'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官方发展援助每年实际只增加1. 5%,作为国民总产值 

Ô#@"分比，官方发展援助从1970— 1 9 7 1年平均0.3 4 %降至197 7— 1978年 

的0.31 % » 同时，由于通货膨胀率高和严重缺乏外汇，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t#：况进一步,f化。如果没有更多的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案会受到很大的打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炉大。因此，必须执行联合国第 

二个国际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商定的0.7 %这个官方发展援助指标。 

89. 尽管联大特别会议没有正式通过第三个发展十年战略，但是他敦促发达国 

家充分执行战略的案文条款，因为战略已经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它希望联 

大本届常会能够正式予以通过。必须对改革国际经济结构的问题开始真正的全球 

谈判。在这个范围内，发达国家不但应该同意参加所有的全球性谈判，还应当作 

为紧急的事项通过最终商定的措施。 

90. 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问题，他满意地指出，按照'《阿鲁沙集体自力 

更生^领湘谈判纲要》«定，发展中国家已经拟订了一个完整的行动方案，其中包 

括特别就发展中国家间的全面贸易优惠制设立的一个政府间谈判小组。但是，在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i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上，发达国家没有答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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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非常可惜的。他敦促这些国家、不管是в组的还是!)组的，从新考虑它们的立 

场，并对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努力给f充分的支持。 

91. 关于商品贸易方面,经过多年的谈判，现在已经拟定了建立商品共同基金协定. 

所有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应当尽速批准共同基金的地位，使其 

能够早日执行。对单项商品的谈判也应当尽速完成。 

92. 在制成品和半成品方面，向制成品第九届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发展 

中囿家进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只占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总额的3%。他本国 

的份额是徽不足道的。非洲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1978年向发达国 

家供应的制成品不到后者制成品进口的9%,与此比较，197 0年占19%。 这 

些国家的份额大幅度下降是由于未加工的非有色金属价格急剧下降。他促请贸发 

会议拟定措施增加非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象肯尼亚那样遭受特珠困难的国家的出 

口。 

93. 尽管过去十年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已经在稳步扩 

大，但是仍然有大量增加的余地。他本国代表团支持贸发会议带头拟订一个纲要， 

来改善这两个集团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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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评价世 界贸易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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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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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需要进一步发藶 

(i义程项目3 ) 

贸易、发展资金和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 

(议程项目4 ) 

94. 为审议这两个项目，理事会收到以下几份关于议程项目4的报告： 

(a) 贸易、发展资金和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贸发会秘书长 

的 报 告 （ ) ; 

(b) 1 9 8 0 - 1 9 8 1年世界经济展望：贸发会议秘书处的报告( T D / B / 8 0 3 / 

A d d . 1 ) ; 

(c) 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内全球资金流动展望的几个方面：贸发会i义秘书处 

的 报 告 （ d . 2 ) о 

95. 理事会按照其第208(ХХ)号决定，也收到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其第十四届 

第一期会i i U i所提出的工. 3 6 0号决议草案。 

96. i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在介绍性发言中指出，理事会所收到的文件审査了 

有关世界经济的短期展望和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前景的问题* 关于后者， T D / B / 

803/A(id.2号文件分析了如果要发展中国家达到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 

战畴可能为八十年代规定的最低增长率7 %，需要向它们转移多少净资源.假设 

发展中国家要对它们的国内经济实绩作出重大改进，包括缩小进口趋势，所必需的 

净资源转移要占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到1990年的国内总产值的大约2 %，这是按目 

一 25 一 



前趋势计算同时估计到它们的增长缓慢。而最近净资源转移只占发达市场经济囿 

家的国内总产值的0. 4 3 % . 这种需要额不能也不应单靠资金转移来满足，如 

果发展中国家要达到每年1%的增长率，还需要国际社会在许多领域同时采取措施。 

特别需要在初级商品和制成品、资金和改革世界贸易体制等方面的措施，因此理事 

会可能要注意如何将各项政策适当地结合起来以达到这一目标的问题。相互依存 

概念的好处在于把部门一级的所有政策问题都集中到一起并审査彼此补充和相互间 

的关系，以有助于采取包括所有有关部门在内的适当的一揽子政策.可以采取措 

施的其他两个领域是有关发展中国家集体自力更生的政策和发达国家发展合作的政 

策， 

97. 秘书处提供的文件也说明世界经济有更加不灵活的迹象，从而也具有不稳 

定和难于应付外来冲击的迹象因而在执行八十年代的发展战略时，必须运用更灵 

活的政策，并须经常予以修正。他怀疑各国政府对短期政策的政策反应是否符合 

国际社会在世界贸易和发展方面建立的标准。 

98. 他在扼要介绍当前世界经济展望时说，估计世界贸易和生产的增长率低， 

通货膨胀率高，这一切将对发展中国家有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非常低的增长率减少了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品的需求，也为它们出口品的价格带来不 

利影响，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使它们进口品的成本上涨了' 迫使发达市 

场经济国家釆取保护主义措施的压力是阻碣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又一因素。结果是， 

发展中国家预期在1980年叙1981年遭受空前的国际收支亏损，粗略计算1981 

年或许会达到900亿美元。 

99. 这种数额极大的Si际收支赤字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其经济:(1长速度将 

缓慢下发展中 l i 家 1
9 8
0 年和 1 9 8 1 年的年增长率预测为 5 远远达不到 

7%的指标* 此外，尽管预测的增长率并不高，伹是要达到这种增长率，还必须 

提供足够的资金来弥补有关的经常项目的巨大赤字，这种情况对发展中il家的债务 

负担有着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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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他指出，世界贸易和生产出现这种暗淡的前景主要是由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所釆取的反通货膨胀政策造成的.他怀疑，这种不伹需要发达II家而且需要发展 

中国家付出较大代价的政策是否符合"战略"的长期目标，这种政策并未能大幅 

度地减低通货膨胀率，同时也看不出失业和通货膨胀一定可以相互取代.整个问 

题极为复杂，需要由专家进行讨论，并值得理事会注意。 

101. 七十七s集团的发言人回顾了联合国从全体委员会起至第十一届特别联大为 

止，在讨：沦这些问题上的进展.他指出理事会定期审议了各项问题的相互关系和 

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表示七十七国集团希望理事会能够在联大第1995 

(XIX)号决议所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分析各种问题，并建议有助于使目前这种暗 

淡的经济局势复苏的政策和措施.七十七国集团愿！:讨论四个问题：H评价世 

界资易和经济形势；口审议有利于国际经济结构变革的措施，"要考虑到贸易、 

货币和金融以及发展问题的相互关系"，以期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曰初步讨 

论指导国际经济关系的规则和原则的演变；<Й)贸发会议对执行新的国际发展战略 

102. 关于议程项目4,他说，七十七国集团虽然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项目，但 

是认为它的主题基本上与议程项目3相同.世界经济目前这种相互依存结构是不 

公平的，而且没有效率，新的结构就所有国家的需要和潜力来说应是公平和平等的, 

103. 他在提到贸发会议秘书处所编写的文件时说，七十七国集团愿葸按照所建 

议的方针逬行讨论，同时考虑到由其他Й际机构所编写的研究报告，关于这点，. 

他指出，这个问题已提到理事会上，现在迫切需要在Щ际一级来讨论这个问题，因 

为过去十年来少数几个а家一直未能令人满意地处理这个问题.他，指出，联大已 

要求贸发会议秘书长提出具体措施和建议，以佼根据对贸易、发展资金和SI际货币 

体制等问题相互依存关系的分析，处理通货嘭胀问题. 

104，最后，他请其他集团釆取具有建设性的态度，根据下列观点，取得共同了 

觯，即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完全属于结构性的，需要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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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础上加以解决。他欢迎大家取得了新的谅解，认为贸发会议实际上有资袼进 

行全球性协商，因此不需要再对它在这方面的职权范围进行讨论. 

105. 法国代表同意议程项目3和4大体上包括了同样的问题，他说，贸发会议 

对议程项目4内相互依存问题的审议可追溯到1971年8月布耆顿森林制度崩溃后 

的第三届贸发大会，回顾其后直到列入第五届贸发大会议程项目期间相互依存概 

念的演变过程，他说，1978年贸发会议祕书长进行後商时，主要考虑的是贸发会 

议内适于讨论哪些问题，而1980年逬行的磋商内容就大为丰冨了，参与搓商的各 

方都愿蕙考虑世界经济形势的所有方面及其与所有il家和11家集团的关系. 

106. 关于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提到的要审议的问题，他说,指导Й际经济关系 

的规则和原则的演变中所涉及到的问题最终都同全球性谈判相肤系.至于评价世 

界贸易和经济形势，则ft要对问题有一个客观和全面的看法. 

107. 他补充说，他并不反对审议某些特定国家的Щ内政策.另一方面，他对 

秘书处就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制止通货蟛胀的现行财政和货帀政策所做的结论持保留 

态度‧ 他认为该分析没有考虑到发达国家需要制止通货膨胀，发展中囿家也要求 

它们这样做。他还觉得不妨估计一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需 

求产生的反馈作用， 

108. 结束发言时，他说，在贸发会议中就这方面逬行磋商是有益的,并不需要 

理事会作出什么结论或通过什么建议.他举出在其成员国间进行类似磋商的经合 

发组织经济政策委员会的经验为例，认为贸发会议进行类似的搓商会使贸易和发展 

理事会的工作恢复生气，在这个限度内他同意七十七国集团的看法：理事会可有效 

地审议相互依存问题。 

109. 挪威代表注意到了《世界经济展望》以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秘书处所编写 

的类似评论的结论，他说，对于目前形势的分析，大家似乎Ж见一致，但对于世界 

经济复苏的可能性，显然有不同看法；即使最乐观的估计，也认为前途不能确定. 

这方面他汪意总协定秘书处的看法，认为当前的经济形势是过去10Ш 5年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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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枸问题造成的。7 

110. 对于大多#^展中国家来说，形势尤为,难,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与1974— 

1975年期间的形势相Hi 但是，有两—点重要的不同之处。第一，许多发展中 

Й家的债务负担大大加重，结果重点从筹资转向调整贷款条件。第二，当前经合 

发纟且织成员11经济增长前景不如1974—1975年间那么有希望,这必然会影响到发 

展中Ш1家的经济增长前景. 

111. 他着重指出了许多这类问题间的相互关系，对现有国际机构是否足以处理 

这些问题彔示怀疑.尽管区域集团内邵已进行槎商,但却没什么全球范围的瘥商。 

各国经济的互相依存日益加强,使个别IS)家更容易受到外部事件的影响。显然需 

要玟进Й际经济合作，贸发会议有责任就此建立磋商机构，揶威代最团及整个S组 

国家在第五届贸发大会和第十九届理事会上都曾对此给予积极支持。在他看来， 

这个机构应有两个基本目标:第一，协调对当前经济问题的不同看法，19,80年7 

月在掷威雷夫斯内斯举行的雷夫斯内浙会i义的报告已强调指出其必要性；8第二， 

提供常设的磋商程序，这是与全球谈判中所追求的目标截然不同的。在这方面， 

他赞同法国代表针对经合发组织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工作提出的比拟。 

112. 荷兰代表说，主要由于国内发展和国外经济关系之间的密切关系发生了新 

荧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基础已有改变。关于这点，他指出发展 

见总协定1980年9月9日分发的第1271号新闻稿，其中载有即将出版的 

《1979 — 1980年国际贸易》的序论部分。 

参阅海勒曼《关于新经、济秩序的经济理论和南北对话：1980年7月雷夫斯 

内渐会议的报告》，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HU:PI报告第49号。 

-29 -



中国家各集团的立场发生了变化，穷国与富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增强，私营 

部门的11际化，国际收支地位发生变动等等，所有这一切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谈判都有所影响。他扼要说明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当前经济形势中的 

一些特点。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钐响并不一样，.西此必须 

拟订一种协商概念，就彼此同意的解决办法进行协商，使每个国家都能按照其本身 

的经济能力作出贡献，同时又能尊重各11家集团内部的政治团结一致。 

113. 他在谈到相互依存关系的概念时，指出国民经济的相互依存与贸易、发展 

'和金融问题的相互依存不同。他也同意议程项目3和4的内容很相似，并且各国 

代表团在其发言中把这两个项目放在一起的事实说明了大家对此的看法越来越一致， 

认为这两个概念对今后讨论这两个项目的工作大有帮助。他认为，有三个主题需 

要加以审议：有助于国际经济改革的措施，要考虑到各项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指 

导И际经济关系的原则和规则；评价世界贸易和经济形势。 

114. 关于结构变革，他说，必须区分实际上因市场情况和技术进步而不断发生 

的经济变革，以及在体制方面的变革。就后者来说，他指出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并认为国际经济合作体制改革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而是在市场功能无法实现充分 

发展时可以使用的一项手& 他指出穷国与富国之间的经济利益日益密切相矢， 

荷兰政府认为，可以用这种矢系为手段，既增加穷国的发展机会，也克服富国的经 

济停滞问题。他指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曰益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只限于少数几个发 

展中国家，因此拟订的新政策应该是优惠性质，而不是互惠性质。他还指出，即 

使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直要地位的发展中11家，大多数也不能与工业化11家相提并论。 

在使用相互依存概念作为政策指导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拟订政策肘，目标 

应该是缩小现有差距，而不是维持传统的不平衡关系。 

1 15.他指出尽管对于造成当前暗淡世界经济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不同机构和 

组织的报告明显指出，迫切需要制订共同i义定的不同政策，以及设立执行机构。 

应根据在纽约联合国内进行的讨论和协商结果来决定贸发会议所能作出贡献的确切 

性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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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新西兰代表指出，由于每个集团的国家之间经济情况不一样，不同的国家 

对相互依存的概念，就有不同的理解.这意咮着，对于什么是问题和什么样的措 

施应当予以优先注意，将会有各*不同的意见。在这一点上，他同意七十七国集 

团发言人的意见，认为应当优先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贸易和结构调整。新西兰曾 

经化了十年多的时间，设法使相对优势和公平贸易的原则适用于草原农业产品，但 

没有取得多大成就,.因此，其经验表明了在结构调整和贸易方面接受互相依存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得不对结构调整是一种不断进化过程的看法产生了怀氣 

117. 他还说，虽然秘书处曾经作出了真正的努力提出这些问题并促进了对话， 

但对能源问题还可以谈得更多些。在七十年代里，象新西兰那样在贸易条件方面 

迅速下降的国家还不多。 

118.关于体制安排，.他说，全球性谈判从来不可能完全代替在专门性国际会 

议上进行的谈判和对话，因此贸发会议和其他机构对于相互依存问题，都可以发挥 

作翔。他特别想到总协定和货币基金组织，为了配合世界上改革的呼声，这两机 

构à必须进行调整。要实现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政治诚蕙。 

119. 加拿大代表认为，关于相互依存的讨论，几乎已经变得亳无结果，因此他 

录示同意针对贸发会议秘书处关于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建议的发言，关于这些建议对 

这翁辩论是否能起到有益的和平衡的作用，他最示怀氣 

120. 由于在纽约迸行全球性谈判的时间有限，他并不认为这些谈判同贸发会议 

在这方面所担负的任务必定会发生抵氣 

121. 关于法国代表建议理事会不妨对个别国家的经济政策和计划进行审查伹不 

提出任何建议的问题，他说，该建议引起了下面的一些问题：是否所有贸发会议成 

员Й的政策和计划都要受审查；是否由贸发会议秘书处或者由这些国家本身准备有 

关的文件与报告;要选择哪些具体问题以供审査，比如，粮食、能源、и际收支、 

投资或者人力问Д1« 他觉得，除非这些问题完全得到了解决，否则就不可能确定 

采用什么方式，而本届理事会所能做的，顶多是象他这样提出问题而已。 

122. 意大利代表说，在解决贸易和发展的问题方面，成员国必需基本上承认， 

要认识到贸易、货币与金融、能源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发展中国家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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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可能有效地觯决.由于日益意识到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各种问题之问存 

在着互相依存关系，因此，为了克服当前的各种困难，就需要大家釆取一种新的全 

面经济合作的办法。要使世界生产和贸易重新迅速而平衡地增长，存在着一些重 

要的幛碍，大家都希望能克服这些障碍。 

123. 他还说，要进行结构变革，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创造先决条件，就必须减 

少各种不可靠的和不稳定的因素。然而还要优先注意国内问题,因为如果这些问 

题不得到解决，会使结构调整更加困难，在这方面他指出通货膨胀是最严重的问一二。 

无论对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展来说，保证能源供应都是必要的，而这 

种供应的继续和可以预估是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关键。 

124. 然而，意大利政府仍然认为，需要用一些新的方法来实行必要的结构改革， 

以实现比较平衡的世界经济结构。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准备接受自己份内的责任，那 

就可以取得较好的谅解，从而帮助找到最好的觯决办法。因此他希望全球谈判将 

会取得成功。贸发会议要对这些谈判作出贡献，必须在其职权范围内继续工作， 

找到解决一些单项具体问题的办法。 

125. 土耳其代表说，鉴于腹际社会要寻求共同的办法来应付日益增长的经济不 

稳定和收支不平衡状态，理事会本届会议特别重要。虽然大家日益认识到危机的 

根源是结构性的，但为建立更公平有效的世界经济而进行的谈判似乎没有出现任何 

进展。需要釆取明确而具体的行动来对付世界经济中暴涨暴跌和价格不平衡以及 

H益僵化和不稳的情况.有必要更详细地审议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并从全球的角 

度通过国际贸易关系方面的彻底改革来解决整个问氬 

126. 他认为改革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障碍是牺牲长远的增长来解决当前的短期 

问题的倾向。前一个十年的经验证明，交替釆用紧缩和扩张方案,实行保护衰退 

的工业的政策，并不能解决世界经济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反而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 

因为这样作推迟了执行工业国家采取结构调整措施所必需的灵活政 

127. 他说如果可以对各种办法实事求是地进行公开讨论，如果存在着必要的政 

治诚意，在把一般性的讨论转变为具体行动方面贸发会议能起有益的作用。在这 

方面，他同意应在贸发会议内部建立协商并给予明确的指导原则以保证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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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经常对贸易和发展的所有领域的相互依存问题进行适当的审查. 

128. 曰本代表欢迎这样的讨论，并希望此项讨论能导致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作 

出公正而全面的认识和评价。他指出，正象秘书处文件以及《经合发组织经济展 

望》（1980年7月）所描述的，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S家，前景都不乐观， 

因此经合发组织国家不得不为适应高涨的能源费用和伴隨的贸易条件降低而经历一 

番痛苦的调磬.他指出，不出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来资金的需要已大为增加， 

这些国家的进口能力也需要加以维持。 ' 

129. 经合发组织国家除执行了f格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外，一直在提高生产率， 

鼓励正当竟争、保持开放市场和推行积极调整政策方面采取长期的政策措施.贸 

发会议秘书处对限制性财政和货帀政策的批评以及关于这些玖策不符 合长期目标的 

说法,应对照这些国家的政府的政策意图来看待.尤应看到，经合发组织各国政 

府认为，除了继续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优先事项之外，别无现实可行的替代办法， 

不过一旦贸易条件的损失得到弥补，就会采取限制性较少的政策. 

130. 他回顾了日本的经济形势，指出通货膨胀的最糟阶段看来差不多已经过去， 

目m官方政策是使需求总额与长期稳定增长保持一致，以巩固价格的稳^^ 由于 

最近釆取了一些具体政策，在这个财政年度中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4. Ш,而到 

1985年为止的长期目标是每年增长5. 5%,他强调，经合发组织各1 1政府正在执 

行一系列以结构变革为目标的政氣 他本II政府虽然主要依靠市场作用，但在某 

些情况下也采取具体措施来促进工业的合理化，向更有利的生产行业转移，同时也 

帮助劳工转业从而保证有一个更为顺利的调整过程.对此，他的政府强烈支持最 

34经合发组织部长级会议所通过的新的贸易政策宣言. 

131. 他指出，根据贸发会议秘书处的结论，鉴于发达市场经济И家的增长预计 

很慢，每年只有1 . 5至 2 . 5 %，发展中国家а内^总值要达到每年7 %的平均 

增长率，其所需外来资金要超过发达市场经济S家在1990年的li内生产总值的 

2 %.在他看来，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结论以及所有国家正在执行的长期结构调整 

政策，前述估计未免太过悲观；如果能较明确地估计能源供应情况，就会推动这些 

政策的执行。日本代表团相信，贸发会议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在贸易、货币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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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能源等问题相互依存的范围内，不断审査和评价世界经济形势，就可以作出 

有益的贡献，减少不可靠和不稳定的情况， 

13 2.比利时代表评述了造成七十年代世界经济演变的那些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他强调国际社会对于恢复世界经济和调整国际关系使之更加公平负有重大责任. 

因此，贸发会议应特别注意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问题，尤应更多考虑已经出现的变 

化，避兔重复六十年代的老一套做法. 

133. 他说，在谈到相互依存问题时，分担责任的概念既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 

要求大家一样出力。实际情况比较复杂.虽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 

互依存关系往往对前者有利，伹也有相反的情况，比如石油生产国与石油消费国之 

间的关系便是。另一方面，最贫穷国家的情形只能说是一种依存关系. 

134. 比利时政府主张，必须在现有的不均衡关系上建立一种平衡的相互依存关 

系，并认为相互依存的概念并不是工业化国家规避其责任的办法.在共同实现经 

济增长的条件下促进更加平衡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一个途径，是把工业化国家的购买 

力大量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此种转移能够刺激全世界的需求，伹如果要发挥长 

久的作用，应使其投入生产性投资和改善农业生产率.伴随着此种转移,工业国 

应同时进行适当的结构改革. 

135. 在这方面，比利时政府曾在第十一届特别联大提出过若干建议（A/S~U/ 

A C . 1/5).这项称为相互依存增长公约的建议，目的在于通过扩大外国援助所产 

生的刺激作用及其反馈效应，促进发达111家和发展中SI家经济的积极的、相辅相成 

的结构改革。 

136.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指出目前世界经济情势的特点是发生了若干不利的 

发展，因此有必要进行国际协商以便改善对世界经济问题的分析.他承认现有国 

际机构如国际货帀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这领域里的职钇 但是，他同翥七十* 

国集团的蕙见，即贸发会议可在其职权范围内负起一项特珠的任^ 匏词顾 Î第 

五届贸发大会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他感到遗憾的是进行这项工作的尝试失败 

了；他并指出在此期间联合国内已开始进行全球谈判的筹备过落尽管錄些谈判 

即将举行，但并不妨碍现有国际机构改善其工作方法和履行其职枕 

-34 -



137. 德葸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愿蕙考虑有关在贸发会议内进行协商的新意见，但 

必须具有某些先决条件，以保证这方面的努力取得成果.首先，秘书处编写的研 

究必须客观、简明、没有意识形态性的评价，也不专门针对一组国家.在这方面， 

秘书处在TD/E/SOS/Add. 2号文件中，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反通货膨胀政策所 

釆取的立场并无助于事。其次，文件必须在审议这些文件的会议召开之前及早散 

发，以便各国政府的有关部门能作出充分的准备.最后，理事会应进行开放的和实 

质性的讨论.对特定题目的讨论不应加以约束，也不一定要为了作出决定或通过 

决议才进行交换意！ 

138. 联合王国代表说，讨论中的两个议程项目的措辞显示这两个项目已经太陈 

旧了. 贸发会议虽é开创了在这个领域里的讨论，伹要讨论的问题现在已超越了 

它的权 I 在这方面，他指出联大自1974年第六届特别会议以来对经济事项已 

予以更大的汪意，而贸发会议本身也是联大的一个机构.他认为建立贸发会议根 

据的基本假定是：发展过程的外在因素主要是贸易，而发展责任主要应由发展中国 

家负起，并应由它们本国的政策、优先次序和选择起这方面的作用. 1964年设 

立贸发会议时的气氛是相当乐观的，对于发展途径的性质的1；见比现在更一致。' 

139. 他认为这两项基本假定在六十年代比现在或可预见的将来有着更明确的定 

义.这就是说，在八十年代将更难于建立一个足够全面的、而同时又能够提供团 

结力量的概念结构.因此贸发会议在未来必须追求一个较实际和更具选择性的方 

式,目前在议程项目3和4下讨论的这类问题应作为贸发会议工作的背景而不是讨 

论主题. 

140. 他对于秘书处为项目4提出的文件感到有些困惑* 他同其他代表团一样 

不能接受秘书处对于通货膨胀的观点，而且逬一步怀疑应该提出哪一类文件才适当。 

他指出在联合国系统内、在其他玫府间机构和私人组织中有许多可供釆用的资料， 

但并没有所有工作语文的译他想是否可请秘书处提供一份关于这些资料的概括研 

究报告；如果有必要的话，可附加贸发会议秘书长的评逸 这种文件构成讨论这 

些问题的有用基础，他并认为讨论应是非正式的，不作记录，以便能更坦诚地交 

换！:见.本届会议能取得的一个成果是确定为要讨论的问题提供那一类文件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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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同意在理事会下届会议上决定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 

141.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说，他怀疑贸发会议内的全球谈判是否应与纽约举行的 

全球谈判同时进行， 

14 2.伊拉克代表说，他本国代表团感到遗憾，В组各国代表团并没有说明纽约 

全球谈判失败的原因，而只为不出t?石油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辩护，以及提出一些不 

属于议程项目3的问题。议程项目3要谈的是评价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形势。贸 

发会议一向不是而且将来也不会是讨论和谈判能源问题的适当场所。矢于这点， 

他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В组国家未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胡赛恩在第五届贸发大 

会所提出的关于设立一个国际长期基金来补偿通货骖胀的建议，作出任何答复.根 

据该建议，所有发达国家，不管其经济和社会制度如何，都应向基金进行捐献，捐 

献额相当于它们输往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和技术的价格中属于通货膨胀的部分， 

与此同时，发展中石油输出国应捐献相当于输往发展中国家石油价格中的涨价部分. 

伊拉克政府已在双边基础上执行了上述建议，此外，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占其国民 

总产值约5%的发展援助，这与发达国家适成鲜明对照，它们连0.7%的指标都拒 

不接受。伊拉克多次最示，愿意在联合国等适当场合同贸易J:革国,货币制度、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等其他重大问题一起讨论能源问题。但是В组 

国家缺乏必要的玖治意愿，似乎只是热衷于提出一些对谁也没有好处的问IS^ 最 

后他提到由贸发会议委托的一位顾问所作的分析，该分析显示通货膨胀对石油输出 

Ï组i成负国和其他发展中il家的影响（TD/B/C. 3 / 1
4
5 ) 。 ' 

143. D组发言人指出，在七十年代的整个十年中，一种极其复杂的形势发展起 

来了。 常常被称为世界经济危机的，改为叫做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1能更加确饥 

仅仅确认&前形势的各种事买是不够的，还须明确指出，其原因不是来自社会主义 

国家，也不是来自发展中1 1家。这些原因也不是由于经济上的互相依赖，而是由 

于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Ml家的状况. 

国组织的发展情况及其成员"，阿卜德勒卡德尔.西德•艾哈迈德 

顾问应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要求所编写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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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目前形势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军备竟赛的恢复，这是世界各国和人民都担心 

的.确实，最近几个月来已发生对发展中国家的武力威胁‧ 第五届贸发大会以 

后所发生的事件已证实社会主义国家在会上的分析（见第80段）.：不幸，对目 

前形势负有责任的国家并不设法i克取它，反而在制造新的障碍，其中包括釆取新 

的保护主义措施.贸发会议应对保护主义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并审査多边贸易谈 

判的结果.保护主义措施的加强，尤其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严重影响，其结果，除 

其他外，加重了这些国家的倩务负私 

145. 他说,各种全面性的问题需要有一个适当的答案，；?!f此贸发会议应当处理 

各种的贸易流动，接着他又说,各种封锁都是妨害国际经济合作的.他同S七十 

七塑集团的意见，应当更多地注意发展中Щ家与社会主义a家之间的贸易. 

1 4 6 . D组进行了认真的努力去发展国际合作，理事会在议程项目7项下收到经 

济 会 制 度 不 同 国 家 间 的 贸 易 回 頋 中 已 经 概 述 （ 和 А а 《 1 ) , 这 方 

面经互会国家的贤易已在迅速增长，特别是同发展中囿家的贸易.经互会中有五 

个讀家成功地为发展中国家设计湘通过了一种简单、协调的贸易优惠制度.它们 

还 i其他领域扩大了它们的经 M作，并脑 8 6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援助，其中 

包括 4 0 0个单独的项目， 

1 4 7 .他说经互会社会主义®家成员在联大第十一届特别会议上已发表声明，说 

明他们对完成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目标与任务作出了贡献（A/S—ll/AC. 1/4 ) ， 

要取番成功，就需要有增加信心减少紧张的气氛.在这方面，经互会国家*ï发展; 

中国家的经验，指出了有此可能， 

14 8. D组理解发展国家间进行经济^作作为经济非殖民化手段这一概念，因 

此对这些国家来说，这是一种至S无上的事情‧ 在这方面所遵循的政策必定能改 

善国际经济状况. D组对世界经济的调整很感兴趣,并认为，为达到这个目的而 

逬行的必要国际合作，:需要作出，努力维持世界和平"对这一点他指出，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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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好几十亿美元的资源，转用于发展中Ml家的各种社会用途。他在最后请 

大家注意19:79年1 2月华沙条约成员国外交部长委员会的联合公报（A/34/82 

一 3/13686，附件)，公报指出，有要公平、民主合作地加强各国的经济联系 

149.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在谈到对这两个议程项目的讨论的意见时说，七十七 

国集团特别â谢贸发会议秘书长伃细、全面地审査了理事会要讨论的问题，特别尧 

把具体问题放在结构改苹的范围内加以审査。秘书长的代表详细说明了一个具偉 

方面，即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前景以及这些前景与转让实际资源的关系，对这些评论 

作了孝1^充，七十七国集团欣赏D组、中国以及某些В组成员国对讨论所作出的f 

献，但是对于某些主要В组国家没有能够在理事会上发表他们的看法，自然感到失 

望. 

150. 他代表七十七国集团希望强调某些要点： 

(a) В组集团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即在纽约联大特别会议上未能就发起关 

于原料、贸易、能源、货币、资金和发展的全球谈判回合取得充分一 

致意见后，他们可以把这些谈判转交给贸发会议。七十七国集团的 

立场仍然同它在特别会议结束时所阐明的立场一样。 

(b) 应在贸发会议内继续对世界经济的结构变革进行分析和审议.发展 

中II家打算大力推行他们本身的工作方案，这将明显地有助于建立新 

的国际经济秩序. 

151. 关于评价世界贸易和经济形势以及有助于结构变革的问题、政策和措施， 

七十七国集团期望贸发会议祕书处继续从事分析工作。贸发会议秘书长表示编写 

这样一份分析报告的工作正在进行中，七十七a集团要求该报告特别把重点放在贸 

易、货币及资金和发展等问题的相互关系上，因为这些问题彭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前景.该分析报告应把重点集中在这些问题上，同时要促使人们汪蕙如果发展中 

il家要想达到新的Ш际发展战略上规定的增长目标以及国际经济关系要建立在公正 

主权平等和正义等原则基础上必须采取的具体政策措;^ 

152. 贸发会议秘书长和各国代表团一致认为当前世界贸易和经济形势是危险的 

严重的，发展前景甚至更坏* 因此没有必要对预测的今后两年大为降低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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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加以详细重复，也没有必要无止境地谈论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庞大赤字问题 

或谈^日益加重0^#务负担和失业问«辱，这些问题象通货胀一样现在已是世界性 

现^« 全世界 ; ? ^ 3 1：种危险形势已经并分析轉够多了，但遗憾的是釆取适当补 

教措施的行动却是太少了。 

153. 七十七国集团认为主要工业化国家应对这种形势负主荽责任，因为它们在 

全球经济方面历来占有重要地位。都种"全球"经济基础巳经破坏而这些国家， 

一直一无所成地，釆用排他主义和区域性办法在寻找解决办法.发展中国家希望 

主要工业化国家放弃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在贸发会议内同发展中国家一起用合作 

方式来寻求解决办法。实际上，它们在过去几年中所制定的政策，不管是个别的 

还是集体的都没有使世界经济恢复任何形式上的稳定和秩序.它们的短期解决危 

机的办法不止一次地由于不切合实际被迫放弃。尽管其他力、法媸持时间稍许长久 

一,，例如它们不断寻找的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其结果却是通货膨胀率日益上升， 

本》失业人数日益增加，把世界推进到严重的衰退，引起其他II家经济的大混I 

它！^所釆取的每一个措施与其他措施有着直接的联系。釆取反通货膨胀的限制性 

货f和财政政策增加了失业，而当失业增加时，他们就釆取进一步的保护主义措施， 

这^措施不仅适用于它们本身之间，而更严重的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发展中 

国家最经受不起它们的生产和出口受到辣坏所带来的损失, 

154. 由于贸易条件的明显恶化造成了他们出口收入的减少，导致了发展中国家 

通过求助于私人资本市场来资助调整过程.那些没有办法进入资本市场而且官方 

发展摸助所给予资金转让不足的а家只得削减他们的发展项目.尽管如此，发展,: 

中Щ家作为一个集团还是通过他们吸收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出口维持了世界经济中仅 

存的一点活力。一个人不管站在什么观点上来开始分析发达il家的经济形势一 

是通货膨胀、保护主义、Й际货帀混乱、生产力低落、消费过量或者是投资呆滞等 

等，这一切s味着它们经济结构的僵化和不平衡。再多的短期政策措施也不能 

决这些基本问题。这一点已曰益被人们所共认，但是，寻求和执行长期解决办法 

的必要性却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几个较大的工业化经济国家在世界 产量和 

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可避免地使他们 »身的问题输出 1 1 外, ^发鹿中国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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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重重.由于这个原因，七十七国集团一直要求更多地参与国际机构的决策活 

动，以便协助制定适当的;^期政策§对.其发挥应有的影响. 

155.如果他特别着重'通货膨i,那是因为许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是国际社 

会面临着的重大：问题.i联大要求资发会议秘书长就如何克服通货膨胀提出建议， 

七十七国集团也要求他1^$、优先处理这个问题，以便这些适当的建议意见有可能 

通过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幾:交联大第3十六届会议。 

15 6.审查:Ht据议稞項貝4提交的文件和贸发会议秘书长的发言之后,七十七 

国集团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没有充分的实际资源转让以及必要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变 

革，发展中国家经济前景不会是特别引人的。它们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基本 

问题不一定是发达国家的增长减慢，甚至是没有足够的实际资源转化 它们希望 

不仅在理事会审査关于有效的国际金融合作制度的各种建议时，而且在理事会得到 

贸发会议秘书长编写的分析报告时，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157. 七十七国集团继续U请D组成员国同它们一道共同建设性地寻求一种新的 

相互依存关于,而这种相互依存关于要承认各种不同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合法' 

与此同时，它们注蕙到了一贯支持它们的合理要求的中国代表的发,。包括掷威、 

荷兰和法国在内的В组中一些发达成员国在讨论期间发最了 一些建设性蕙3L 因 

此，他想鼓励这些国家利用在它们作为в组成员的身分，保证在促进经济和体制的 

结构变化中，在客观、公开处理面临着的问题上迅速地取得成缋.他邀请в组同 

七十七国集团一道在贸发会 议中共同改革采取补救行动的办法，承认结枸的改变不 

可能只停留在语言修辞的水平上。假设开始的情况是不平等的相互依存关系，那 

么很显然，必须采取步骤来改正这种状况。 

158. 七十七li集团盼望召开理事会下届会i:^ 届时，将根据贸发会议秘书长 

编写的文件，讨论这两个议程项目‧ 秘书长的文件将明确指出并集中讨论中心问 

IL 他希望当审议这些问题时，其他集团会同意七十七阖集团的意见Г即在发展 

指导â际经济矢系的新规则和新原则上，有必要作出进一步的工作。 

159. 他相信，大家会同！:将项目3和项目4保留在理事会下届会议议程上。 

项目4是理事会会议议程的一个固定项目，但是有必要釆取一项适当的决定来保证 

项目3也列入下届会议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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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60. 1 9 8 0年 9月 2 7日，理事会第5 4 4次会议决定按照主席的建议将议程 

项目3移交第二十二届会议审议，因此决定列入该届会议临时议程中. 

161.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决定将关于贸易、发展资金和Ш际货币制度等问题 

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决议草案"移交第二十二届会议审议并采取适当动， 

'。 T D / B / L . 360,转载于《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 5号》 

1),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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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由于贸发会议第五届大会通过的决议， 

建议及其他决定所引起的窬要理亭会 

第二十一届会议加以注意 

或采取行动的具体事项 

(议程项目2 ) 

162.除了关于贸发大会第131 (V)号决议和贸发大会第114 (V)号决议第二节 

第4段分别由第三会期委员会和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问题工作组审议外，本议 

程项目已发交第一会议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报告‧ 

A . 第 1 0 2 (V)号决议 

(技术反向转让引起的发展问题) 

第一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163.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说，秘书处已向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提交了一份 

文件(TD/B/La54 审 査 了 贸 号 錄 和 狱 1 9 7 9 年 1 2 月 1 , 3 4 / 2 0 0 

号决议拟想的专家组问题一尤其是计量资源流动所使用的方法问题的背景一并 

简述了理事会的可能行动。该届会议的讨论表明关于这 个问题还有一些含糊不清 

的地方，为此秘书处向本届理事会提交了一份该文件的增编供审议，说明拟议的专 

家组将要审议的问题的技术性质. 

164. 他补充说，在同联合国 ‧ ̂就贸发大会第102 00号决议第6段和联大第 

34/200号决议第3段中请联合国秘书长采取后续行动问题进行协商以后，决定： 

考虑到联合国大会采取的行动中特别要求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对这个问,进行审议， 

理事会如果着手审议是否必须召开有关这个问题的专家组，那么它这么做决非过早 

或不当。不言而喻，在联合国秘书长就联合国系统内部协调处理马尼:#贸发大会 

和联合国大会委派他的关于人才外流问题与有关机构进行协商后，他将要采取必要 

措施的权利和责任决不会受到理事会采取行动的影响，而且理事会的行动也不会干 

扰正在进行的协商将会产生的职责分工.根据贸发大会第102(V)号决议提出的 

要求,秘书处间协调机构已在全力处理这个问题，这问题已列入行政协会的方案 

事项实质问题协商安员会的议程‧ 尚不知委员会何时可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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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说，该集团极为重视这个问题，并提议就此问题搞出 

一份决议草案。1980年9月23日，他在会期娄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介绍了该决 

议草案（ T D / B ( X X I ) / S C . I / L . 2)认为，该决议草案既涉及到体制的方面，也 

涉及到实质性的方面.关于体制方面，七十七国集团理解，理事会在本届会议上 

召开专家组会议将不会对联合国秘书长针对联大第34И200号决议第3段所作的 

最后决定作过早的判断。最后他说，专家组将要对计量人力资源流动的可行性作 

出决定， 

166. В组发言人Б组国家对七十七国集团采取主动，提出一项决议草案表 

示赞赏，它们认为，这将有助于推动该事项的审议。根据贸发会议秘书长代表的 

发言，由联合il秘书长按照贸发大会第102 (V)号决议第6段和联大第34/200号 

决i义第3段，采取必要措施，协调处理这个问题一事，显然仍在联合国系统内进行 

审议。秘书处间协商的初步结论同样表明，理箏会"不会过早考虑是否需要召 

集有关这一问题的专家组"。但这些初步结论，对于理事会如果在联合国秘书长 

#未采取必要措施之前，便率先就有关安排问题作出决定，是否行之过早或不甚妥 

i, ‧明显地未置一词。结论的第二部分使他的集团确信，理事会最好推迟对该 

一问题采取任何决定，直至实质性问题协商委员会和其他主管机构审议了这一问题, 

弃且È经作出了必要的协调决定. 

167. В组国家建议理事会请联合国秘书长就联大第34/200号决议第3段所涉 

问题早日作出决定，以便着手进行这一领域的工作。同时，В组国家建议理事会 

把本项目移交第二十二届会议审议，因为到那时，联合国秘书长或许已就协调问题 

作出了决定。 

168. 关于秘书处的说明（ T i y ^ . 5 5 4 / A d d * l ) , Б组国家在初步讨论中提 

出了卞意见。该说明似乎认为，计量人力资源的流动是有益的。然而，联大 

本来是荽求对审査计量这种流动的可行性的适当安排进行审议。换言之，是要求 

理事了任何有益的目的确定进行这种计量实际上是否可能和可行.秘书处的 

说明看来没有圆满回答这个冋题.В组国家希望，秘书处根据技术转让委员会第 

7 (И)号决议、贸发大会第10200号决议第7段和联大第34/200号决议第6段的 

要求进行的其他经验研究报告的编写工作正在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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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D组发言人说，正如许多代表团在联大第十一届特别会议上所强调指出的, 

采取措施以克服《Л才外流"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已 

在实现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各项目标的一系列措施中进一步显示了其重要性。 

他建议贸发会议在今后的工作方案中考虑该届特别会议上提出的提案。在第五届 

贸发大会和理事会笫二十届会议上,他的集团均曾表示，支持发展中国家行使其要 

求补偿因"人才外流"而招致的损失的合法杈利。他表示支持以七十七国集团名 

义提出的决议箪案，并表示应当在广泛和公平的地理分布的基础上，召集一个政府 

间专家组，他还i议，该专家组在工作过程中,.应当考虑到其他组织进行的研究 

工作，以免发生不必要的重迭. 

1 7 0 . 1980年9月25日闭幕会议上，主席介绍了他作为非正式协商结果提出 

的决议草案（ T D / B ( X X I ) / S C . 1/Я 4 ) 并 擻 销 第 T V B U X I ) / S C . 号 

m 萆 案 . 

1 7 1 . 在同次会议上，第一会期委Й会建议理:会通过第TD/B(XXI)/SC. I/ 

h 4号决议萆茱. 

1 7 2 . D组发言人说，D组对该决议萆案同意协商一致的意见，条件是专家组将 

根据广泛和公平的地 理分布的原则召开. 

1 7 3 . 主席确认，在备集团之间有一项该解，即政府间专家组应根据广泛和公平 

的地理分布的原则召开. 

全 会 的 审 议 

理 采 取 的 行 动 

174. 1 9 8 0 年 9 月 2 7 Й,理事会第 5 4 4次会议通过了由第一会期突员会建 

议的决议萆案（案文见第219(хза)号决议，附件一 ) ‧ 

В* t发大会第 1 0 900夸决议 

(援助各区域政府间组织Ш认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一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1 7 5 . 主席提请注意贸发会议秘书长所作的关于援助区域政府间组织所承认的民 

族解放运动的进展报告（ î V B ^ 2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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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尼日利亚的代表认为,该报告太短了，似乎与109(V)号决议有关的事实 

际做的不多。他希望秘书处能为理事会第il十二届会议提供一个更全面、更详细 

的报告，并希望贸发会玟秘书长为此目的而加倍努力" 

177. 中国代表表示希t秘书处能尽快完Й这些研Ш|告，并饔同尼日利亚代表 

的意见。： "：、 

178. D组发言人注意到了该报告并赞同这样的意Jfe,即认为在这一方面所做的 

工作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D组认为有必要滅调，编写有关仍然生、法在殖民统治或 

外国占领下的人民和国家的研究报告,包括有关巴!的研究t告，可以加快实 

现联大制订的尽早、全面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目标.他强 

调了社会主义国家对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特别对纳米比亚、南非和巴勒斯坦人民 

的斗争始终一贯的坚定不渝的支持的原则立场；他还强调了这些国家对最近获得伟 

大胜利的津巴布韦人民在为自由和独立进行英勇斗争的肘候所给予的坚决支持.D 

组相信贸发会议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非常懂得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将及时提 

出上述的研究报告,以便理事会下届会议采取进一步措施， 

179. 阿扎尼亚的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观察员代表她的组织向坚决支持南鄧非洲民 

族解放运动的非洲各国以及其他进步国家和组织表示赛谢.她欢呼津巴布韦的经 

验对于纳，比亚和阿扎尼亚水民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的正义斗争来说是一种鼓 

午.重申她的组织支持纳米比亚、巴勒斯坦、西撤哈拉、拉丁美洲和亚洲人民为 

争取独立和自决的正义斗争‧ 

180. 她提if大家注意她的几百万同胞被种族主义移民者的殖民主义制度剥夺了 

取得独i和自决的权利的冋题，这种殪民主义制度所买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和白人 

至上主，全人类震悚并受到全世界的谴责 .它是这样一种制度 ,企图毁灭 

非洲人民人类尊严，并打算从遭受压迫的阿扎尼亚劳动大军中建立一支为了少数 

殖民种族主义分子以及它的盟友的好处受尽剥削的市场经济机器人.这些种族主 

义分子的盟友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美利坚会众国、法国和日本（^例 

举这几个就够了），它的这些盟友应对南非无视联合国再三作出关于禁运武器和贸 

易往来等决议,仍在运转种族隔离政策的机器并继续压迫和剥削非洲人民和她的国 

家负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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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v殖民主义是一种怪物，全世界必须为消灭这一怪物并把P=：扎尼亚和纳米比 

亚从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控制下全部解放出来而努力，这是有利于南部非洲和整个非 

洲大陆为争取和平寿安全创造条件的唯一保I 

182. 她的组织:t望理事会了解阿礼龙亚目前的形势，那里正在进行斗争的群众 

—特别是青年'和工人——正在同南非殖民政权的统治者誓死搏斗，那里野蛮的屠 

杀是天天都有.： 

183. '她的组织主要任务之一是开发她的国家人力.以便漭足当前的需要以及将来 

使 她 能 把 4 ^ 从 目 前 д а 解 放 阶 段 转 变 到 重 新 建 设 № 的 需 艮 睪 实 现 这 一 

目标，它需要贸发会议的援助.她希望贸发会紧接研究报告的完稿m立即实际 

执行锾助民族解放运动的方案并对贸发会议迄今所作工作表示感谢。 

1 84.暈后，.重申她的组织为把阿扎尼亚从殖民统洽下鮮放出来的决心。 

185. 主席建议，会期委员会应注意贸发会议秘书长的进度报告（TD/B/820) < 

186. 尼日利亚代表在回顾他早些时候对该问题所作的发言时说,尼曰利亚代表 

团同意会期委员会注意到了这个进度报告，条件是秘书处将向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 

议提出关于该问题的全面报告. 

187. D组发言人支持这种谅解， 

188. 马达加斯加代表询问主席，他的提案中的措词是否意味着秘书处将加强和 

完成按照贸发大会第109 (V)号决议进行的研究. 

189. 主 席 回 答 说 ， 他 建 议 的 措 词 只 是 指 出 会 期 娄 员 会 已 经 收 到 号 

文件并予以注意.他认为马达加斯加代表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可在各区域集团，包 

括七十七国集团的发言人的发言中找到.因为他们曾敦促秘书处加强其努力并保证 

尽可能向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提出有关的研究报告.据他的了解，这孥载在委 

员会报告里的发言充分反映各区域集团的立场，秘书处已充分考虑到其中的意见。 

190. 马达加斯加代表说，考虑到主席所作的明确澄清，马达加斯加代表团以妥 

协精神接受该项提案， ' 

191. 中国代表说，中国代表团期待秘书处尽早完成第109 (v)号决钕食,定的各 

项研究工作. . 

192. 比利时代表说，比利时代表团曾在马尼拉以欧经共同体成员国的名义，对 

第 1 0 9 (V)号决议作过一次发言• 对此,他愿重新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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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в组发言人说，Б组支持主席的建议，会期娄员会应注意秘书长的进度报 

告（T]v:^/820 ) ‧ 

194. 以色列代表回顾说，以色列表团同若干其他表团"起,曾投票反对第 

109( V>f决议，以色列代表团坚持贸发大会报告中所反映的立场，因此他反对进 

度报告中所提到的设想派人外出调查的作法： 

195. 美国代表说，美国代表团支持有关注意进度报告的建议，其条件是该建议 

不损害美国在同若干Б组成员国一起投票反对第109 Of )号决议时所釆取的立场‧ 

196. 在198 0年 9月 2 5日的闭幕会议上，美国代表还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囿、 

法1 1、日本和联合王国的名义发言说，他们不得不遗憾注意到,某一非政府观察 

员在会期委员会的一个早先会议上所作的插话‧ 很遗憾，按照议事规则第七十九 

条应邀作口头发言的这位非政府观察员，竟然利用这个机会对贸发会议的某些成员 

进行政洽攻击* 他们不打算对这些他们认为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指责作出任何回答, 

因为如果这样作，只能会分散本Й织的重要和实际的任务. 

全 会 的 审 议 '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97i 1 9 8 0年9月27日理事会第5 4 4次会议，在注意第一会期娈员会的报 

告时,也注意到了贸发会议秘书长的进度报告（T W 8 2 0 ) . 

C . 贸发大会第1 1 4 ПО号决议 

(体制问题） 

198. 这:个分项目在审议项目6时，由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问题会期工作组一 

并审议（见下文第九章）： 

D. 贸发大会第1 1 900号决议 

( 服 务 部 门 的 保 护 主 义 ) ~ 

第一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199. 委员会注意到了贸发会议秘书处关于审查和分析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 

空运发展，包括对货物空运和旅游的发展所实行的歧视性和不公正的民航惯例的说 

明 （ T W S 0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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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会 的 审 议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00. 1 9 8 0年9月27 H ,理寧会第5 4 4次会议，在注意第一会期委员会的 

报告时，也注意到了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TD/B/804). 

E . 贸 发 大 会 第 1 2 秦 号 决 议 

(国际贷币改革） 

201. 这个分项目在审议项目9时一并审议，（见第六章，В节） 

> • 贸 发 大 会 第 1 3 号决议 

(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 

第三会期委员会的审i义 

202. 在开始讨论本项目时,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说，如贸发会秘书处题为 

" 与 贸 易 有 关 的 结 构 调 整 ： 问 题 和 政 策 " 的 报 告 （ 所 显 示 的 ， 发 展 中 

国象在制成品总生产量和出口量中所占比重过去很小而且一直很小，尽管这些国 

家的增长率比发达国家的增长率高，但增长速度仍不足以达到要求的目标。I960 — 

1978年期间的总特点是世界工业生产发展很快，且少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甚为 

惊人，但是，由于贸易上现有障碍或新的障碍，使发展中国家不能发展一大批有利 

可图的产品，尤其是本国原料的加工产品,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相对优势是劳力密 

集产品，但这种产品又正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传统上大加保护的领域， 

203. 他说,发展中匿家的工业化过程不应完全被看作是一种结构调整，并通过 

调整发展中国家只把一向由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拿过来"生产就可以工i化了, 

由于先进技术不断涌现，在某种条件下，发展阶段已缩短，甚至质相量上都可能出 

现跃进,这会使得相对《tt势的变化更为剧烈,更为复杂，也更加捉摸不к,从而 

需要对贸易和工业调整作出更迅速更灵活的反应. 

204. 鉴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賴向于把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的增长看#是对其 

优势工业结构的潜在威胁，它们的国内工业政策中，既有着眼于未来的调i，也有 

匿内保护措;il» 对积极调整政策的概念和国内保护措施同贸易政策的关系,尤其 

是姿行M行积极调整行动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产生的影响，都需用更 

明确的语言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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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关于阆东欧社会主义il家D组成员的贸易，他说,同它们努力加—驿东西方豊— 

易一样,这些国家一直努力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合作，特别是工业领域中的贸 

易和合作。迄今为止，这类合作的贸易效果还不如东西方贸易，但是由于有了东 

西方贸易中取得的经验,:只要使这些经验能按发展中国家的条件^要求适应调整， 

工业合作安排亦可能成为东南方制成品贸易的有力工具。《： 

206. 他认为，秘书处报告的主要结论是：结构调整不仅同贸易政策，而且同与 

之联系的、连贯的世界贸易体制构成有密切联系。在这一构架内，通过对工业化 

国家的经济进行积极有力的适应调整，发展中国家不断增;(IP的出口能力才能得到促 

进-

207. 关于秘书处的报告"审査涉及诞易限制的发展"（TD/B/805/Supp. 3 ) ， 

他说，许多有关资料都是不能公开得到的。因此，如果审査报告中提到一些国家 

的措施多于#他国家，不应把这看作是同其贸易制度方面限制程度有关。鉴于直至 

1979年底仍有各种非关税壁垒影响着对发展中国家有出口利益的工农业多种产品， 

审査报告if需要为便利放I这类措施而制订一些准则,并特别考虑到{al需要为 

消除和减少贸易限制订立明确的时间表；（Ъ)消除或逐步消除这类限制的方法；（С) 

在最后消,贸易限制以前，采取措施增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包括新的和小的发展中 

国家供应考的现有配额;及(d)需要消除贸易限制上的峻视作法。 

208. ^^fm处题为"处理与贸易有关的结净斓整的专题研究"(TD/B/805/Supp. 1 ) 

的损告，他说，经验清楚地表明，减少贸易壁垒会通过内部工业更加专业化而导致 

贸易扩大，而不是象国际贸易传统解释方法所预言的那样消灭整个衧业.此外， 

同需将生产扭素从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大量转移，可能还涉及到地理上重新布局 

的结构调if用相比，内部工业结构调整的短期费用会大为降低（因为生产设备和 

劳力重新调|6使用的可能性高，以及行业内部劳工维持费用较低）.鉴于这些考 

虑，秘书处正对内部工业专业化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此作为扩大发展中国家工 

业品出口的,段和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势头更加和谐的可能办法• 

这项研究包f一系列的专题研究，这些研究是关于具体工业都门中与贸易有关的结 

构调整、保》主义趋势和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工业贸易之间联系的.一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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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专题研究这种方法是要为同影响工业结构的政策有关的未来工业发展在政府、 

劳工和工业方面的决策者提供较好的;燎报和某些深刻的见解，关于这方面问题， 

他说，秘书处题为"内部工辈贸易和舉，分包"（ T 3 V B / 8 0 5 / S U P P . 2 )的扭告 

应看作是对专题研究这种作法的补充.似乎可以说，国际分包及类似的安排作为 

能便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泉"^道参与；肉部工业，易的手段，是具有很大潜在发展能 

力的， 

209. 七十七国集团发,人说，尽管近年来大量注意力集中在保护主义上，但解 

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方面做搌甚少.尽管保护主义普遍影响所有国家贸易，不,于 

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和农产品出口，但贸易限制性措施应用日增，由于无力使产品 

多样化，发展中国家依赖很少几种出口产品增加出口收入，正是这些都门正日益受 

到发达国家的束缚.七十七国集团表示对发达国家限制性措施加剧和扩大极为关心. 

这些措施拖着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后腿并对它们的经济造成严重威]1！^ 

210. 关于制造部门，他说，如果发展中国家要达到在《利马宣言和行动计划》里商 

定的到2000年占世界工业生产的2 5%份额的指标和占世界制成品贸易3 0 % 相 

应份额的指标，发展中国家生产和出口都必须更加迅速地发展.尽管发展中国家 

制成品出口增加了，它们在1978年只占世界出口的8.36%份额，许多发展中国家仍 

然主要依靠农产品出口， 除非工业化国家束缚发展中国家在有潜在优势部门生产 

和出口增长的那些贸易和经济政策进行修改，除非做出自觉努力鼓励发展中国家生 

产和出口，否则发展中 i l家经济发展^靠不住， 

211. 他认为，在证买需要保护主义政策中常常提出的主要论据即需要职业保护， 

不能继续成立.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完全消除从发;^ f国家进口的障 

碍将在5至1 0年阶段在发达国家制造界就业里只造成Ь 5%的下降，而由于技术 

变革而it^的每年劳动替换量占3 % 至 4 % . 

212. 他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克服保护主义中有着共同利益.发达市 

场经济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仅在1978年就有约1，700亿美元，或者说它 

们这些产品向世界出口占其总出口的25%。 与此相反，反向贸易只有430亿美 

元。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产品提供的相当大的市场，在1973年以来的衰退时 

期是有利于后者的重大因素.如果发达国家同意抑制保护主义和放宽发展中国家 

感兴趣的产品的贸易，这不，有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发4袢樣，而且有助于它们本 

身克服仍使其苦恼的衰退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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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在劳动密集和低玟木项目甲发展甲国冢&升始Д«为竟争者和直要出口者， 

针对这种对它们有利新的相对优势，必须进行适当的结构变革，才能从国际分工中 

获得最大利益。结构调整是对抗保护主义压力的可靠办法.限制贸易的措施只 

能阻碍结构调整，不利于世界贸易和生产的,展.在过去讨论中，每个人都抨击 

保护主义，并且都同意衡要采取适当的结构调整措施。贸发大会第131 ( V )号决 

议重申，为了遏制保护主义，进行有效的分工和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必须 

进行结构调整.但尽管大家有着共同目标，解决这一问题№具体行动计划却没有 

认真地进行. 

214. 七十七国集团感到遗憾，尽管发达国家作出承诺要维持原状，却对来自发 

展中国家的进口品继续适用新限制。七十七国集团重申，维持原状条款应严袼遵 

守.当由于强有力的和未预见到的原因不能不背离维持原状条款时，应根据国际 

议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协商，受到多边监督和给予补偿。 

215. 发达国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进口品在贸易上的一些壁垒已维持了相当长的 

时间，好象成了国际贸易制度的一部分。伊除贸易上的这种壁垒应得到优先注意。 

应该可能我出几种方式，在限定时间表内伊除这种壁垒。 

216. 在审议克服保护主义的政策措施时，必须寻根究底，解决根本的结构冋题。 

七十七国集团相信，要就结构改革进行有意义的对话，首先需要拟订和建立谈判大 

纲，然后对具体部门结构调整的问题和可能性进行协商， 

217. В组发言人说，Б组同意贸发会议秘书长在理亭会开幕词中所表示的囂见, 

认为侏护主义和结构调整问题是本届理事会要优先审议的四个领域之一。В组国 

家极感兴趣地研究了题为"与贸易有关的结构调整：问题和政策"的秘书处报告 

( T D / B / 8 0 5 )，认为这是一篇很有见解也很有益的报告，不过в组国家未必完全同 

意其中的评价和结论.他同意越来越有必要实行积极调整政策.В组在这方面 

所持立场已经在1978年举行旳经合发组织部长理事会的结论中作了明确的表述， 

秘书处报告Д其他许多场合均已对此有详尽的叙述.不过，秘f处报告存在一个 

重大!可题，鞔是对于近年来制成品生产和贸易方面实际上已经出现并仍继续进行的 

结构改变的意义，有尽力予以m低的倾向.其实秋书处报告里就有一节足以说明上 

述的改变,Д该节看来，1 9 6 0年到1 9 7 7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制成品产暈的实际增 

长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高1 ‧ 4倍，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出口就数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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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增长 1 1 % , 高于 8 . 8 %的世界平均水平。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 

成品贸易中所占份额也有可观的增加，制成品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品中所占比例从 

I 9 6 0年的 1 4 %增加至1 9 7 8年的 2 3 % , 

218. 对于这些进展当然没有沾沾自喜的理由，尤其是要看到：世界生产和贸易 

的结构变化带来的好处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配是极不均衡的.因此，有必要在 

贸发会议内就如何促进结构调整进行对话.就此，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向35组东欧 

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工业品，其数量仍然订留在极低的水平上。в组同意桥书处 

报告所表示的零见，即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提高发展中国家工业品出口的贡献尚未 

达到预期的程度。他又根据秘书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间的制成品贸易近年来 

相对而言有些订滞，甚至略有下降，他说в组欢迎为扭转这一趋势而努力。 

219. 关于与结构调1；二问题有密切联系的保护主义问题，他说，虽然普遍一致地 

认为保护主义有消极的影响，但对当前保护主义的规模和影响的估价是各不相同 

的.尽管必须承认在当前经济困难的时日，许多S家买行了保护主义措施，但В 

组不能同意说当前发达国家贸易政策的特点充满了保护主义倾向。亭实上， 

经合发组织il家在其1980年6月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一致同意了一项既包括工业 

也包括农业的贸易政策宣言，宣布决心避免在贸易中买行限制措施.В组认为应 

当承认，尽管发达囯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时期和大规模失业，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开放贸易制度实际上还是坚持下来了。此外，总协定举办的迄 

今最全面的一轮贸易谈判也取得了结果.В组认为，秘书处大大低估了多边贸易 

谈判达成的协议和总协定为保证其贯彻执行而刚刚建立的体制所能发挥的潜在作用, 

有好几个发展中国家加入了多边贸易谈判协议，这必将有助于使其执行机构成为反 

对保护主义的有力武器.如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该协议,则此种作用还会进 

一步加强. 

220. 他接着说，总协定业已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进行关于保障办法的谈判，而且 

总协定已响应了贸发大会第131 (V)号决议的邀请，成立一个机构来审査,舉针对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品而采取的保护主义行动. 他回顾说，1979年通过的 

总协定工作计划的意义在于，该计划的目标实质上新是维持并加强开放贸#制度， 

最后谈到贸发会议和总协定各自在贸易领域的作用时，他说В组希望这两个机构 

的工作互相支持,而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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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中国代表在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时说，近年发达国家已加强了妨碍 

国际贸易正常发展的保护主义措施。发展中燈家理所当然地对它们的一些传统产 

品受到严重影响和它们的出口收入下降表示忧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持续发展对 

其本身的工业化、经济多样化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目前,发展 

中国家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只是很小，而且这个份额在不同的发展中国 

家中的分配也很不平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额不是,小就是等于零《^ 然 

而即使这样小的出口额也受到了发达国家的限线发舉中国家的农产品ff^加工产 

品也受到了限制。同时，发展中国家又是发4囿家制成品出口的重要市：场。.在 

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制成品总额正在逐渐^^时，它们出口!^制成品 

和加工产品的徽小份额却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it就使得发展中国家Й世界制 

成品贸易所处的地位极其不利""这样一种状况不仅影è到其经济的发展而且削 

弱了它们支付发达|1家制成品进口妁能力。 

222. 因此，中国认为国际社会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结束保护主义并设涂改革目 

前这1»不合理的和不公正的^济结构。i发达囿家应当禽面执行和严格遵年它们已 

经^Й的关于维持原状的规定》并且应当对逐步结束妨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限制性 

措施|L定一 f定的时限，以便于发展中国姚的产品能够进Л市场,从而加快*们在加 

工产è和制成品方面的工业发展。中国认为，结束保护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进一 

步发к不但对发展中国寧有利而且也有助于世界经济更好的发展。因此，发达 

国家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和31当的可行措施。 

223. 他在结束发言时说V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对贸易限制措施应当发挥更好的 

指导作用，同时还要研究并制定措施来削弱和取消保护主义。理事会也应在其对 

世界生,和贸易格局的年度审查申提出有关结构调簦的各种提议和建议，以期达到 

觯决保护主义问题的目的。：、 • 

224. : D组发言人说，D组画家对保护主义措施的增多与加强深感忧jti因为这 

些措施严重地影响了 D组国家的出口利益，限制了它们进入市场的可能性，并且威 

胁到整4^国际贸Jr. D组所忧虑的不仅是所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的数字而且还有 

这些猎施越来越复杂的形式.一方面,一些本来是合理的贸易政策，例如反倾销 

和反净卜贴程序，被濫用来为il*的保护主义目的服务；另一方面，在基本i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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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以外越来越采甩有秩序的销售协定和自动出口约束等措旅.D组相当忧虑地 

注意到，在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时，政治因素起着越来越大的#用，而且这些措施的 

歧视性在逐渐增加a 

225. D组认为由于贸发大会第131 (V)号决议,贸发会议已朝正确的方向迈出 

了可喜的一步.理事会的任务就是找出各种方法去执行该决议的建议。D组认 

为，贸发会议的各种活动应当进一步加强，并扩大到同制成品贸易和基本商品（包 

括农业部门在内）贸易有关的保护主义问题的各个方面。在这样的活动中，应适 

当考虑到保护主义是一个需要进行全面解决的普遍问题。D组坚定地认为,局部 

的解*办法不可能彻底解决冋鼠 

226. 最后,针对В组发言人所说，D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在发展中国家的 

制成品和半成品出口中只占很少份额的问题，他指出D组国家已在第五届会议上针 

对此问题作了回答（TD(V)/I3G. ÏÏ/CRF 17).在对制成品贸易数字进行比较时， 

不能忽略了两个基本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属于经济性质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到发 

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去的制成品，有一大部分甚至很大一部分是跨国公司的公司内部 

交易，这样一种特珠的制成品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有多大的好处是很 

值得讨论的，第二个因素涉及这个问题的历史和政治方面。D组东欧社会主义 

国家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同发展中国家建立贸易关系，这同大多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早已长期存在的传统贸易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评价D 

组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数额时，应当考虑到这个时间因素.他以他本国为例 

说，在过去的十年中，他本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增加了三倍，而来自发展 

中国家的进口总额中，将近20%的份额属于制成品或半成品。按照他本国目前 

的经济和贸易情况，他认为这已经是相当高的份额了。 

227. 苏联代表说，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矿大保护主义措施的做法正在对各国 

间的经济关系造成严重的损害，也必然引起人们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最近的前景的不 

安.新保护主义措施尤其使苏、联的一些出口货物受到限制和迂到困难。进行工 

业合作和执行大规模合作方案的条件已经恶化。各种贸易限制正在扩大公布的贸 

易法规与实际上采用的贸易法规之间的差距.这些贸易限制导致背弃商定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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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特别是最惠国待ад则。这些做法对f作为建立平等关系的基础的国际准 

则是一个威胁。自从贸发大会第isiiv)号决议通过以来，国际贸易的演变要求 

贸发会议提出新的倡议，从一般的讨论转为釆取较为具体的行动来反对扩大保护主 

义措施的做法。这种措施在1979年和1980年头三个季度期间日益增多，歧视 

性日益显著。受到影响的产品数额日增，范围日广。，些西方国家机构和国际 

组织的研究表明，保护主义的抬头不仅是周期、而且也是结构因素造成的，而且指 

出在八十年代的头五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这种趋势可能比前十年更为加强。 

22 8 .关于《总协定》在197 9年1 1月成立的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措旅 

的特别小组委员会，他说许多因进口限制日增而遭受损害的国家都没有参加《总协 

定》，因此不能为它们的利益说话。此外，七十年代后五年极为盛行的贸易壁垒 

并不在总协定规则的管辖范围内,而且新的小组委员会只打算讨论范围有限的传统 

保护主义措施。 

2Щ.他说，最好规定贸发会议一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国际贸易组织——在反对 

保护à义抬头的共同斗争中应该作出什么贡献，在这方面，他回顾了社会主义国 

家在第五届贸发大会提出的详细联合声明(TV257)其中阐明它们对这个问题的 

原则|с场，并呼吁采取一致步骤，反对保护主义措施的蔓延？ 联合声明中的某些 

蘧议已载入贸发大会第131 (V)号决议，这项决议可视为反对侏护主义蔓延斗争必 

要的第一步。 

230.他认为在反对保护主义斗争中，贸发会议的任务应是加强和协调这一斗争 

并把它到更高的水:平。在贸发会议范围内，下列行动方案的要点可为在全世 

界范围内反对保护主义活动提供必要的新的推动力：第一，某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所采取的反对保护主义蔓延的斗争应针对所有的互有联系的国际贸易，因为仅把这 

种斗争限于贸易的一个方面只能鼓励其他贸易也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其结果为世界 

''《联合园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大会会议记录》，第一卷，《报告和附件》 

(联合园出1：物，出售品编号：E.79.工!: . D . 1 4 ) ,附件V I I， 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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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带来更大的专断、不平等和岐视.其次，应该动员所有力量特别反对不受现 

有国际法准则管辖的使用最广泛且最具歧视性的措:^ 他指出多种多样的所谓 

"自动出口约束"就是这样的措施，第三，在八十年代总的国际发展战略中使反 

对保护主义的迫切任务具体化，详细制订措施，反对国际贸易中限制办法的增加。 

举例来说*他指出有必要对日益抬头的所谓反倾销程序加以调査，这个反倾销程;^ 

经常充满实施者蓄意采取的偏见，尤其是词时指责同一国家集团同类产品的所有供 

应者进行倾销，而在比较价格时又任意选择资料来，实这种指责，只考虑对进口国 

家最为有利的情况.为了在贸发会议内实行这种广泛而重要的行动方案，有必要 

尽快执行贸发大会第1 31 (V)号决议中的建议，编制最近几个蔓延的保护主义措施 

的清单，制订评价和比较的客观标准和方法，换句话说，对于保护主义措施的发展. 

原因和后果以及克服贸易政策中持续的不利趋势的办法，要进行一系列基本的具体 

研究. 

231. 最后,他说，他的国家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对世界经济的结构调整 

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已特别在D组发言人的宣言中详细阐 

明了，然而，在许多况下，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庞大跨国公司在结构调整的 

幌子下正在阆其 他这类国家的跨国公司争夺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 跨国公司的活 

动，最重要的是追求他们本身的狭隘自私目的，瓦解了国内市场，对其他公司造成 

损失，因此引起各国馼府釆取防卫措；^^ 在七十年代笫二个五年,"贸易战"变 

得更为频繁，并采取了新的形式*造成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本身之间不断发生一连 

串的经济冲突。贸发会议不应忽视这一方面的冋题，为制止保护主义措施,大所 

作的努力不仅应该针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冋题，而且还要对跨国公司的活动建立 

较为严格的国际控制， 

232. 9 月 1 9 日 ， 在 第 三 会 期 委 员 会 的 第 三 次 会 议 上 ， 七 , 七 国 

集团发言人介绍了由印度尼西亚代表七十七画集团成负国提出的决议草案（TD/B 

( X X I )/SG. M/L 1和 С or г. 1 )并请大家注意对草案的更正.在对决议草案 



发表意见时，他说，七十七国集团设法提出反对保护主义的祸害和促成结构调整的 

具体建议.七十七国集团认为必须采取具体行动，提出决议草案正是具体行动的 

第一步. 

233. 9 月 2 2日，В组发言人在第三会期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介绍了 

由丹麦以В组成员国名义提出的决议草案（T])/B(xxi)/SC.，工.3).他说， 

Б组看到单单根据七十七国集团先前提出的决议草案（TVB(X:XI)/SC. Ш/L. 1 

和 C o r r 1)进行谈判，将会迂到许多困难，因此В组感到不妨提出自己关于保护 

主义和结构调整的草案，Е组的草案重点放在必需作进一步的研究和秘书处就研 

究提出建议的上面，因为В组感到秘书处为本届理事会所编制的报告可以进一步改 

善，以按照贸发大会第131 (V)号决议将舰行审查.Б组认为，文件TD/B/805和 

Supp.1-3并没有完全符合贸发大会,13100号决议的要求，因为这几份文件过份强调在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各种措施和政策.В组感到，进一步的审査要充分发挥作用， 

秘书处也应当在其文件中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有关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的各种政策. 

他还说，文件中还可以更广泛地研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政策与措施.秘书 

处文件約一个特别令人怃虑之点是它没有清楚地区分威胁实行保护主义和实际实行 

保护主义的措施.这种区分是重要的，因为经常出现的情况在工业化国家进行调 

査的结果要求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而政府当局不予批准* В 组 现 收 集 的 限 制 

性措施有许多不准确之处，关于自由化措施方面有些遗漏，В组的个别成员可能 

要为此直接与祕书处联系。最后，他重申В组的看法，认为只要有实行对抗补貼 

和反倾销税的爺件，这种贸易措施本身并不算是侏护主义. 

234. 9 月 2 4日，第三会期委员会笫五次（闭幕）会议决定在会期委 

员会内对提出的两项决议草案继续进行非正式协商，并同意将非正式协商的最后结 

杲直接向理事会全体M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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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会议的审议 

235. 在 1 9 8 0年 9月 2 7日举行的第5 4 4次会议上，第三会期委员会主席报 

告了关于非正式协商的情况,他说，由于未能就两项决议草案达成协议，大家一 

致同意将这两项决议草案列为理事会报告的附件，由第二十二届会议再次审i义这个 

问题。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36. т.^е'Щ)ке^ШШЩт1)увХХХ1)У8С,ЖуЪ^ l ^ C o r r . 1 ^ T D / 

Б(ХХ1)/ЗС.Ж/1«. 3号文件中的决议革案列入其报告的附件，以供第二十二届会 

议进一步审议。（上述两项决议草案的全文，见下文附件二)。 

237.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说，他的集团对于因为没有得到发达巿场经济国家充 

分反应而使他们提出的决议草案未获通过感到失望。这项决议草案是为反对保护 

主义促进结构调整而采取的具体措施，以便使按照贸发大会第131 (V)号决议所追 

求的目标，得以实现贸发会议各成员国所承抠的义务得以履行。在就决i义草案进 

行谈判时，七十七国集团作出重大努力，表示愿意搞妥协案文，以弥合他们原来立 

场同в组立场之间的巨大分歧。D组和中国也表现出合作态度，但是Б组却一点 

商谈余地也没有。В组不愿在最近的将来采取有效措施贯彻第13100号决议是令 

人失望的。 

238. 七十七国集团还对企图偏离贸发大会第13100号决议精神的种种作法深感 

关切.竟然有人说发展中面家也采取了保护±Я措施，这实在令人惊异。一些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还结构调整同所有国家都有关系，不能单由发达国家在这方 

面采取措施。这些说法忽略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存在着巨 

大鸿沟。 

239. 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采取进口限制是因为国际收支困难或需要保护其 

新办的工业。因此，这种限制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也是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 

尽管大多数发展中囿家国际收支困难，为了满足发展需要，它们从发达国家进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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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额仍然日益增加，这也是事实。囡此，侈谈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保护主义是没有 

意义的，这种作法不外乎是想转移对实际问题的注意。 

240. 他强调说，几乎占世界入口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1978年在世界制成品 

生产中只占到8.8%，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只占到8. 3%。 更令人抠忧的是，世 

界经济体系并没有朝着纠正这种不平衡和促进更大平等的方向前进。 

241. 尽管存在着令人惊愕的不平衡现象，国际社会却必须作出具体有效的反应， 

以期现状有所改善。发达国家日益抬头的保护主义会使不平衡^不公正的现象进 

一步恶化。发达国家不能便进结构调整，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发展进程更 

加困袭 发达国家必须通过促进结构调整和取消保护主义措施的自觉努力，来对 

参加消除不公正现象的进程表现应有的政治意愿 * 一方面，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被 

用来当作政府对于采取任何行动都无能为力的借口，另一方面，在采取管制贸易措 

施，限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时，却绝口不提同样的难处了， 

242. 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应该看到有必要就贸发大会第131 (V)号决议采取行动. 

发达国家有义务充分执行、严格遵守保持原状的规定，并应趋向于减少和取消数量 

限制及具有类似作用的措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尤应这样做.这些义务尚 

有待履行。 

243. 如果说他对第131 00号决议谈得较多，那只是为了强调：该决议在保护主 

义和结构调整方面给予发达国家的责任并无楔棱商可之处.В组成员国甚至对准 

备按该决议要求执行一项实行结构调整和取消保护主义的行动纲领也表现了引人注 

目的迟疑态度。虽然本届会议不可能就此问题通过一项决议，七十七国集团希望 

理事会下一届会^议的讨论将能对他提到的问题和采取紧急具体行动的必要有更充分 

的 舰 。 

24 4. В组发言人说，在本届会议的闭幕会议上她要讲一些原来并不想讲的话‧ 

В组参加讨论时本来希望最后一次发言能够欢迎所有国家就贸发大会第131 m 号 决 

议中一致同意的行动纲领付诸实行的步骤达成一致意见。本届会议自始至II» в ： 

组一直积极而建设性地致力于使马尼拉达成的谅解得到实现。马尼拉谅解没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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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实的确使в组成员感到失望。 

245. 第131 (V)号决i义处理的问题复杂而且困难，这是各国Ж集团的共同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迄今还不存在所有国家都一致同意的看法。因此，马尼拉达成的 

一致意见是一个重大的成就，В组愿意在理事会下一届会议上继续以该决议为根据 

寻求共同立场。 

246. 从讨论情况相为寻找解决办法而做的工作看来，В组的印象是道路已经开 

始打开。в组对于未能达成协议表示惋惜，尤其是在会议最后阶段本来已经接近 

达成协议而终于没有达成，更加令人惋惜。.假如能更多地讨论，更充分地交换意 

本来是有可能在本届会达成协议的，в组希望理事会能从已有的开端继 

续前iS»以期理事会下一届会议达成谅解。 

247. D组发言人以D组和蒙古名义发言，对于执行贸发大会第131 00号决议这 

样一项十分重要的决议未能取得任何真正进展表示严重关切。当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越来越普遍地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影响着国际贸易所有参加者的利益的时刻，贸发 

会议，尽管其职权范围本来就是制定措施克服贸易障碍，却对因保护主义抬头造成 

的紧迫问题的解决和结构调整问题的解决失去了有所建树的机会。 ' 

248. 由他代表发言的各国本曾准备在本届会议上，在七十七国集团所提建议的 

基础上作出一项决定。但是，由于В组国家采取的态度，这一届会议已证明不可 

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迫切需要理事会下一届会议应能为在贸发会议范围内 

突破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问题上的僵局找到办法，并应使这一重要领域的工作从一 

般性讨论走向具体行动。 

G .贸发大会第1 3 2 00号决定 

(多边贸易谈判） 

第一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249.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在其介绍性说明中指出，贸发会议秘书长编写的报 

告 ( T D / B / 7 7 8 ^ C o r r . 1 ^ Add^ 1和 A d d . 1 ( Summary)和Согг. 1 ) 和 

关贸总协定总千事关于多边贸易谈判东京回合的说明性报告（TD/b/788)已在前 

些时候分发给理事会成员。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以及后来的制成品委员会第九届 

会^>义都较详细地介绍了贸发会秘书长的报告，并根据报告进行了一些初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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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讨论说明七十七国集团的成员认为，根据东京宣言'2来看， 

多边贸易谈判的全面结果辜负了他们的期望6 他们特别感到失望的是在他们所特 

别重视的保障问题、数量限制、热带产品方面让步有限、关税率的继续提高，普惠 

制给予的利益逐渐减少等问题上未达成协it 因此，他们希望立即加紧努力完成 

东京宣言的目标，尤其是因为这些与发展中囿家有关。 

250. 另一方面，В组国家认为虽然没有人对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果完全满意，然 

而这些结果却是致力于维持湘改善开放世界贸易制度的重要里程碑，所以总的说来 

结果是令人十分满意的，当人们回忆起这种全面的复杂性质的谈判一直是在不利的 

经济环境中进行时，情况更是如此。他们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加入新协议使其圆 

满成功。 

251. 他提出，虽然理事会对多边贸易谈判结果的每一种因素会作出有益的分析, 

伹似乎只能根据其执行情况来评价其真实含义.关于非关税措施的所有协议，除 

政府釆购协 议和海关评价协议外（矣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也执行了后一协议)均已 

生牛肉和奶制品两协议也已生效。同样，关税缩减也按大家同意的那样付 

诸实行.已参加各种协议的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仍然无足轻重。但是，它们当中 

有许多已经作为观察员列席根据多边贸易谈判协议所设立的各种委员会的会议。 

252. 理事会在其第214 (XX)号决定中请求贸发会议各主管委员会在它们的职 

权范围内审查实现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果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 

家贸易的影响，要考虑到需要进一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253. 他指出同实现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些协议是否根 

据最惠国原则来加以实施。协i义的措词似乎指明，执行协议的好处将只能归于协 

议的缔约国。另外，締约各方在1979年1 1月举行的第三十五届会议.上指出，没有 

加入那些协议的締约各方根据总协定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不受那些协议的影响。 

该决定显然同协议的"附有条件的"条款和一些实现多边贸易谈判成果的国家立法 

产麵了矛盾，它的实际效果只有在具体问题发生肘才能知选 

254. 他还回忆，制成品委员会在最近结束的第九届会议上一致达成的结论中要 

求所有有关国家以灵活的精神致力于完成下述目标:使尽量多的国家参加多边贸易 

12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基本文书与选件，补编笫二十卷》（出售品编号: 

，‧ 1 / 1 9 7 4 - 1 )，英文本第1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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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守则和协议，特别是促进发展中й家参加以及保证在字面和精神实质上适当地 

履行守则和协i5L 在这方面，委员会也确认了最惠国原则的重要性。委员会强 

调要最大限度地保证负责详细履行个别守则和协i义的委员会和理事会的工作的明确性。 

委员会进一步要求所有有关国家的工作要优先照顾大家关心的地区，特别是总协定 

工作计划已指明的发展中国家。委员会特别强调了履行总协定贸易与发展委员会 

的工作计划，大力推行多边贸易谈判后贸易自由化的重要'& 在进行这项工作时， 

要特别注意最不发达国家的问题。 

25 5.他强调要忠买地在字面上和精神实质上实现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果，特别是 

有关对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待遇和更优惠待遇，并且继续涂入冥诚地努力觯决特别关 

系到发展中1 1家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如象已经为大家认别的保障等问题。这两点 

似乎是所有有关Й家以合作和谅解精神积极从事的两个并行的目标* 贸发会议秘 

书处方面将根据理事会第214 (XX)号决定，继续密切注视总协定在多边贸易谈判 

后体制上所进行的工作，并协助发展中国家槎商与谈判未解.决的问题。 

256. D组发言人指出,该集团在制成品委员会第九届会议以及贸易和发展理事 

会第十九届和二十届会议上就多边贸易谈判录示的立场仍然有效。他强调说，国际 

贸易现状需要贸发会议在审查当前贸易政策的问题，特别是旨在制止保护主义的抬 

头、歧视性贸易壁垒，新形式的国际贸易限制的措施方面以及在审查执行和解释由 

于多边贸易谈判产生的新规则方面加强活动. 

257. 他指出，尽管贸发会i义秘书长的报告载^了一些重要资耗但该报告是将 

近半年以前编写的，因此不能反映自1980年1月以来执行多边贸易谈判协定的最 

新情况。因此贸发会议的任务是根据国际贸易中所有参与国的利益继续对多边贸 

易谈判协定及其执行情况作出评价，这种协定的締约国正在制订和通过有关的国家 

法律，因此尤其需要进行这种评价。这种评价应回答下述问题：许多国家执行多 

边贸易谈判协定怎样对所有国家的贸易利益和所有贸易流动产生影响；它是否会导 

致损害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从而增加国际贸易方面的歧视性待遇和选择性待遇；这 

些协定会不会被某些国家用来追求它们本身利^而不是为了使贸易自由化并造成有 

利于贸易扩展的气氛。他希望秘书处在今后编写的文件中将提供上述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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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他又说执行多边贸易谈判协定的最初步骤以及紧接着签字11方面本国立法 

的发展情况证明了， D组国家在第五届贸发大会以及第十九届和第二十届贸易和 

发展理事会中它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所阐明的评价多边贸易谈判所釆取的方法是正 

确 的 . 在 执 行多边贸易谈判过程中以及新委员会工作期间存在着为数有效的签字 

国所釆取的决定将使多边贸易协定有进一步背离《东京宣言》的目标的这种危险‧ 

他强调说执行多边贸易谈判协定不应导致损害最惠il待遇的原则.因此他建议贸 

发会议应把注葸力集中在执行协定和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员会普遍基础上的工作。 

他进一步建议这种活动应成为贸发会[今后工作的主要方向之一，并且进一步评价. 

多边贸易谈判仍然应该是今后理事会和有关委员会的常会的一个议程项目。发达 

市场经济国家农业部门的保护主义措施并未因多边贸易谈判而减少。最后他强调 

说应该站在国际贸易所有参加国的立场上来执行第201 ( X I X ) 号和 2 l 4 ( x x ) 号 

决定。 

259. В组发言人指出，第214(ХХ)号决定要求"贸发会议主管委员会审议由 

于#1行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果所引起的国际贸易‧‧‧‧‧‧‧‧的发展情况".В组认为由于 

制戚品委员会已着手审査，部分审査工作业已完成.如果其他主管委员会（商品 

委员会）在紧接着理事会之后的几星期内进行审査，那末这种审査就会完成了. 

国家在以前几届理事会上个别地或集体地发言时已详细说明了Б组对这问题的 

立翁，他认为无需再重述了. 

260. 有几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参加了多边贸易谈判的守则和协^这是一种十分 

可喜的迹象。В组认为尽可能广泛地参加这些守则和协定是合乎世界贸易制度的 

需要的。в组国家仍将优先地致力于总协定工作方案中早已确定的对发展中囪家 

具有特别利益领域中的工作。 

261. 最后，他同蕙在适当场合中将定期审议由于执行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果所引 

起的国际贸易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以及进一步为他们谋利益 

的必要性， 

262 . 中国代表指出，中国虽然没有参加多边贸易谈判，伹对谈判的结果表示关 

心，这项谈判在一些领域中达成了有益的结果，伹还有一些领域中没有达成协议， 

例如保障措施、热带产品和数量限制方面.他说，非关税壁垒领域的多边贸易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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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协定，有些在边基础上实施，明显背离最惠国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应当 

得到遵守，多边^ i谈判协定应当在最惠s待遇原则基础上实氳他进一步强调 

说，谈判中的多保障协定必须对保障措施的使用规定吏严格的纪律和公平平等的 

规则，普惠制应，到改善，应采取措施减少以至取消数量限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 

最后，他指出，贸发会i义及其附属机构应当隼续对多边贸易谈判作出评价。 

263. 七十七,集团发言人介绍了关于多边贸易谈判的决i义草案（TD/BCxxi)/ 

sc. I / L . 3)，该草案已经由印度尼西亚以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国名义提出。 

264. В辑发言人指出，制成品委员会第:届会i义，通过了关于多边贸易谈判的 

议定结论。В组国家赞同这些结论并愿意在本届会上再这样做。这些结论是 

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辩论后才取得一致意见的，因此в组认为本 届理事会没有必要就 

这个问题重开谈判。他表示怀疑近两个月内这些问题或其协商一致的基础已经变 

化。他进一步指出七十七国集团的立场是：在制成品委员会里已部分地完成这项 

工作，一俟其他主管委员会——商品委员会紧接着本届理事会结束后几星期内进行 

审査，这项工作就会全部完成。他还回顾了 в组集团曾经说过，它同意由于执行 

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杲所引起的国际贸易的发展情况，特 别是它对发展中国家贸易的 

影响以及有必要促进他们的利益方面将在适当场合予以定期审査。 

265. D组发言人指出，D组集团抱着很大兴趣对七十七国集团提出的决议草案 

进行了审查，他感到整个来说这个草案反映了与多边资易谈判结果及其执行情况有 

关的悬而未决的主要问题。他的集团认为这项工作没有结束，应象制成品委员* 

已一致同意的结论第1我中所宣布那样继续这项工作，在委员会的结论中委员会Р 

致同意审议由于执行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杲所引起的国际贸易发展情况。他进一步 

指出他的集团希望理事会根据会期委员会的建议将睪通过的决议中会提及继续进行 

这件工作。他强调说，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尚未解*的悬而未决的尖锐问这一: 

情况已在决议草案中陶明），将引起许多D组国家我其他国家的很大兴趣。他的 

集团愿意遵守制處品委员会议定结论第 â段&接受文本的该决议草案第3& 最 

后他说，决议草案对加强评价多边贸易谈判工作是一 +重要步因为这项工作应 

该是贸发理事会以及制成品委员会湘商品委员会今后工作中一个单独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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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6.中国代表指出，中国代表团正在研究七十七国集团捷出的决议草案并注意 

到它反映了多边贸易谈判各方所关心的事项。他表示希望在问题未解决各领域里 

继续进行谈判。他指出，制成品委员会的议定结论和理事会审议的决议草案基本 

上相同，中国支持七十七国集团提供大家讨论的提案。 

全体会议的审议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67. 1 9 8 0年 9月 2 7日，理事会第5 4 4次会议指出，它不可能在第一会期 

委员会上达成协议，原因之一是时间不够；鉴于理事会第214UIX)号决议的规 

定，决定在第二十二届会议上再讨论多边贸易谈判问题（见下文附件一，其他决定 

(e))。 

268.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说，该决议草案代表了七十七国集团在贸发大会第 

132(7)号决议的前提下提出的一个倡议，第13 2 00决议请理事会对多边贸易谈 

判作全面的评价。他对无法就这个主题通过决议表示遗憾。发展中国家对这些 

谈判结果感到失望，这是众所周知的，不必重述。单项协定和在东京回合中相互 

给予的关税削减是走向自由化目标中的一个小成就，但远远不能达到东京宣言的承 

诺，特别是没有达到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获得额外利益的目标，关于此点要 

考虑到它们的贸易、发展和资金需要以及它们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很小• 这 

样一来，七十七国集团在马尼拉所表示的不安在很大程度上并未消除。虽然谈判 

已结束，但是他希望能加强和扩大执行谈判结果的工作，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 

要，以便它们能够一起创造一个较能满足发展中国家需要的贸易制度。 

269. 东京回合结束后的期间，各国需要最注意和最优先注意的工作领域是，保 

证多边贸易谈判协定在内容和在精神上得到适当而有效地执行，以便只要有成杲， 

不管如何
7
h都能保住成果，特别是在这些成果涉及发展中国家关于特别待遇湘差 

别待逷的不过分的要求时。 

270. 关于发展中国家参加协定的问题，他指出，在诸如发展中国家有权利用出 

口和其他津貼来促使其经济多样化以便达成其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克服其经济 

和出口部门所面对的在结构上所处的不利地位的关键性领域中，这种权利虽受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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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多边贸易协定的保护，但也往往已经受到协定本身范围以外某些方面的任意和 

单方行动的影响。下面这种情况是有点不正常的：虽然发达国家谈到应有尽可能 

多的发展中国家参加协定，但是有一个发达国家宣布了一项政策性决定，即除非发 

展中国家承担协定规定外的额外义务，否则不给予发展中®家签字国以其中一个协 

定的利益。曾经有的国家试图从若干发展中国家取得这种承诺，而在这方'面采取 

的揞施已严重地打击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部门的出口。 七十七国集团对这种 

发展深感遗憾。 

271. 他还说，大家已知道了多边贸易谈判结束后期间的其他优先领域。这些 

领域的谈判必须按议定的时间表开始进行，以保持并加强贸易自由化的势头。工 

作计划业已议定的领域是热带产品、农产品、数量限制、关税升级、适当时提早执 

行关税削减、结构调整等等。词时必须尽快结束关于多边保障制度的谈判，以便 

国际贸易制度取得较大的纪律性、客观性、明朗度和受到更佳的监督，推动贸易自 

由化并实现其成果，促使结构的稳步变革，以便发展中国家能够发展其经济并使之 

多样化， 

272. 七十七国集团还希望，世界贸易规则会考虑到有必要加速发展中国家贸易 

的增长，以便走向缩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差距的目标。 

273. D组发言人以D组和蒙古的名义发言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经常对贸发会 

议在评价多边贸易谈判中的作用和任务的重要性表示态度，这种谈判应顾及参加国 

际贸易各方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已准备投票支持以七十七国集团名义提出 

的决议革案，因此它们对阻止通过该决议草案的国家的立场表示极大的失望。 D 

组国家打算作出必要的努力，以保证贸发会议能够继续进行其评价多边贸易谈判的 

这项富有成效的工作。 

274. В组发言人说，他不愿对由多边贸易谈判所取得的发展的实质内容进行评 

论，因为В组的观点已在前几届理事会、本届会议第一会期委员会以及最à»行的 

制成品委员会第九届会议上表明过，в组的上述观点已列入记录。事实上，只 

不过几星期前，制成品委员会才谈判并通过了议定结论，作为执行贸易和发展理事 

会第214(хх )号决定的工作的一部分。当另一个主管委员会——商品聲员会一 

在本届理事会结束后立刻进行审查工作，这项工作即告完屁 в组认为，制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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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达成的i义定结论是考虑封各方利益的，正确地反映了它们对这个领域中的当 

前情况的评价。因此，в组对于本届理事会无法以议定结论为基础就一项决i夂达 

成协议，表示失望。 

H.移交给贸发会i义常设机构的事项；题为 

"跨国公司和国际商品贸易"的决议草案 

( T D A 195) 

第一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275. 主席回顾说，这份决议草案是理事会第十九届和第二十届会议移交下来的。 

276. D组发言人说，社会主义国家特别重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商品生产湘 

外贸部门的活动，为此原因它们在第五届贸发大会提出了决议草案TD/:b. 1 9 5。 

在该届贸发大会和理事会上届会i义上，发展中国家大体上表示了这样的意见:这一决 

议的通过将符合它们的利益，贸发会议秘书长在本届会议上及时并明智地提请注 

意，应特别重视商品加工和销售方面的尖锐向题，D组国家多次表明，应把适当 

考虑跨国公司的活动包括在贸发会议关于商品的工作范围内，这将有助于深入和全 

面地认明现存问题，并有助于就这一重要领域作出有效决定。 

27 7. В组发言人在答复中回顾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13(:LVII)号决议 

说，跨国公司委员会将通过作为全面地深入地审议跨国公司的问题的机构来协助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履行其在跨国公司方面的职责。他认为，处理可能是私人的、合 

营的或国营的企业的跨国公司的问题的主要职责在于跨国公司委员会，这一问题应 

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交给跨国公司委员会。他说，这一问题已经在理事会第二 

十届会议上讨论过，自那时以后В组未曾改变其信念* В组不同意D组把这一问 

题交给商品委员会的意见， 

全体委员会的审议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78. 1 9 8 0年 9月 2 7日，理事会第5 4 4次会议决定根据主席的建i义将题为 

"跨国公司和国际商品贸易"的决议草案（TD/X. 195 )移交第二十二届会议审 

议（参阅附件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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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 s —工X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议程项目б》 

279. 为审议本项目计，根据理事会第209 (XX)号决议，理事会收到了七十七 

国集团在第五届贸发大会上提交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决议草案（TD/ 

L 1 9 6 )以及于 1 9 7 8年 1 0月举行的政府间发展中国家债务和发展问题专家组的 

报告（TD/B/730)。此外，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TD//B/810和Corr. 1和 

Add. 1)载列了对贸发会议秘书长向摄助国发出的关于依照理事会第1 65 ( S—工X) 

号决议所釆取的偾务减免措施调査表的答复的实质内容。 

280. 贸发会议祕书长的代最说，理筝会第209 U X )号决定要求对执行第 1 6 5 

(』 I X )号决议 A节所釆取的行动作彻底的分析。然而，因答复来得很迟，所以 

秘书处不能为本届会议编写一个全面的报告。秘书处希望能为理事会的下届会议 

编写这样的报告。此外，秘书处将向理事会提供有关贸发会议秘书长进行的协商 

的结果。 

2 8 1 . 七十七国'集团的发言人强调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成了几年来日益令 

人关注的问题，在国际金融界目前进行的讨论中，这些问题也是最受注意的问题， 

1971年，发展中il家的外偾总额为870亿美元，1980年增至4， 510亿美元， 

在同一时期内，每年偿债的数字从110亿美元上升到880亿美元。目前的国际 

经济情势导致了许多发展中il家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对这些国家来说，贸 

易条件的恶化、惨淡的出口前景以及发达国家中的保护主义的抬头预料会引起甚至 

更大的支付赤字。减让性的资金流动量不是停顿不动就是下降了，因此发展中国 

家的外债中短期的、非减让性的、要付很高利息的债务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282. 尽管一些发达国家履行了理事会第165 ( S — IX)号决议A节规定的有关追 

溯调整以前的援助条件的义务，但有些发达&家釆取的措施：（a)范围非常有限而 

且只限于少数几个国家，这样，无论在形式和精神实质上都不能充分执行：理事会部 



长级会议通过的决议；（Ь)地区范围不全面；（С)与已执行该决议的债权国所釆取 

的行动有很大的差别；以及(d)比不上其他偾权国釆取的行动. 

283. 因此，他愿忆及，在第五届贸发大会上，发展中国家的部长们要求全国 

家釆取必要的步骤以执行该决议的A节，在无歧视的情况下提供A节所确定^剩I 

七十七国集团理解，因为发达国家的答复很迅，所以不可能对所釆取的行动#彻底 

的分析；但是初步的分析表明，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还未履行该决议所规定的它 

们的义 

284. 鉴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重形势，因此必须全面考il将该决议A节所包括 

的发展中国家的范围扩大.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并未归入"较穷的发展中囿家" 

一类，在这些国家中预计会出现较大的赤字，而偿债的义务又将是构成这些赤字的 

很重要的一部:^ 

285. 就该决议的В节而言，七十七国集团同意一般的看法，即认为在为有关的 

发展中国家的今后债务工作拟订详细要点方面取得了进展.然而，令人失望的是,: 

并未齡为执行议定的要点建立一个工作体制的问题达成任何协议.因此，七十七 

国集|l希望理事会本届会议能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在这一方面，他提到了一些 

可以作为详细要点的目标的指导原则：" 

)必须在全面发展目标的范围内釆取措施以解决尖锐的、长期的国际收：: 

支问题,两且睪照顾到有关国家的基本结构特点; 

(b)各种安排必须果能提高发展中国家调动额外国际资源的能力； 

(C)执行这些措施的ФМ^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应能博得债权国和债务国的信 

： 任 ； 

(d) 这一机构应该置于发展考虑的指导之下，以使其能够作出政策建议,: 

用来支持本M为促进自己的经济和社会迸所作的努力； 

(e) 它应该为道当的专家评价提供i排，这种评价应得到各方的尊重并且: 

目的在确保能在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 行和贸发会议这样的 

，，参阅《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化录，第十届特别会议，附件》，议程项目3 ， 

TD/B/?30号文件（发展中国家债务和发展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的报告），附 



国际机构协助下采取及时的行动; 

(f) 它应该是多边的，而且它的組织方式应该能鼓励债务国在它们的债务 

负担到达危机程度之前就早早通知该机构; 

(g) at—机构必须具有连续姓和长期性，以确保指导债务重新安排的详细 

：荽点能完全地得到实施，并确保安排的执行情况能受到监督，这样就 

能充分考虑到债权国和债务国双方的利益并使这种利益得到保障. 

286. 他尽说，七十七11集团感到高兴的是，多数发达国家已认识到目前的临时 

去#在许多方面是不完善的;并说，七十七国集团希望 T D / i . 196号决议草案的 

谈，j，能在;è达国家表现出必要的政治蕙志的情况下，在理事会本届会议上正式结 

287. В组的发言人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有两个方面.关于第165 

(S-IX)号來议А节，В组关心的是那种对部长级会议上达成的协议的性质所持的 

分 歧 意 Б 组 认 为 ， А 节 不 要 求 补 充 协 议 * 此外，按照该决议的第5段，各 

个援助国在对于所釆取的债务减免行动的性质做出决定时，享有灵活性/就В节 

而言，理事会的上届会议差不多就要达成一项协议，В组愿意在本届会议上将协议 

最后定下， 

288. 在 1 9 8 0 年 9月 2 7日第 5 4 4次会议上，±席提出决议草案 T D / B / 

L 580和Согг. 1 ，这是他在非正式协商之后提出的，因此撤销了决议草案TD/ 

Ь 196.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289.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主席提出的决议草案（案文见下文附件一， 

第2 2 2 ( X X I〉号决议）. 

29 0.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说，贸发会议成员国向解决国际经济关系中大家都认 

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集体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但同时他不能不指出刚才通过的决 

议的范围同七十七国集团期望的、也是愈来愈严重的债务危机所需要的彻底觯决办 

法还相差很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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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在部长级（第九届特别）会议上，理事会以妥协的精神通过了第165 

( S—工X)号决议，虽然该决义设想的政策措施距离发展中国家的目标还很当 

时，大家的理解是，该项决议的执行是全面的.公正的和不带歧视的，并且会及时 

执行，为该决议针对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迅速的 t援.从后来的发展着来，发展中 

国家很惊愕地发觉，在执行该决议"^关于追溯调整援助条件的规定时，个别债权国 

对受益国的选择和所答应的调整程度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一些国家采取 

了有利于受影响最严重国家的行动,另一些国家只以最不发达国家为;ft象，还有一 

些国家则一无行动。1979年2月在阿鲁沙召开的七十七国集团部 • ̂ 级会议，根 

据这些不同的表现,得出下面这个结论，即那些只对一组有限的国家提供减免措施 

的发达援助国不能算是已执行了第1 65 (S—IX)号决议， 

292. 七十七国集团认为，刚通过的决议的A节进一步鼓励进行在第165 ( S — I X ) 

号决议通过后应该执行而未执行的事项* 他希望该决议能为一些发达援助国的决 

策者é按照第1 65 ( s — IX )号决议A节继续釆取il溯调整援助条件或类似措施时提 

供具体的指导。在这方面，他强调了向贸发会议秘书长提出的荽求，g|î继续密切 

审査和评价这个问题；并期待看到向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提出的报告.因此， 

七十七国集团十分重视决议中呼吁所有发达援助国向贸发会议提供这项审查所需资 

料的男一部先 '； 

293. 根据七十七国集团最近在联大第十一届特别会议表达的、关于包括的发达 

接助国的！:见,他认为刚通过的决议所要求采取的措施，同样地适用于发达市场经 

济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S I家.七十七国集团在过去已对东欧社会主义a家没有釆 

取必要步骤，执行第165( s—IX)号决议的任何部分录示失望。虽然七十七国集 

团充分理解社会主义Й家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处，不过他强 

强社会主义国家已在国际经济事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应该的)，并成了发展 

中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和长期资金的来源.在1979年底，发展中Щ家报导的欠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未偿还债务额虽然与未偿还债务额总数比较起来很少,但也达： 

160亿美元，为此，发展中国家每年必须向社会主义国家付出约1 6亿美元的债务： 

偿 付 开 t 七十七国集团发觉社会主义国家在个别情况下作出的债务减免常常具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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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好的效果.因此它希望社会主义国家会釆取必要措施，执行第165(S—工X)号 

决议. 

294. 关于该决议的В节，他说虽然这是很重要的一项进展，却反映了七十七国 

集团作出很大的妥协，因为该节的内容距离各国部长在阿鲁沙纲领中要求在这领域 

里设立一个独立体制机构的愿望还很选 在这方面，目前的决定只是很小的进展, 

其重要性在于国际社会首次议定了作为今后有关发展中亂家债务问题的工作根据的 

详细要点.这些要点包含了债务减免的目标，列出了工作构想如:发起的程序、 

债务问题的分析和应釆取的行动。因此,该决议规定了把债务减免工作放在债权 

国和债务国关系协调和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初步努力.七十七S1集团希望这些工 

作要点可以促进协调和改善现有的临时办法* 同时，它会小心评估和审查实际上 

呈现的议定要点的执行情况。事实上，七十七国集团同蕙该决议в节的主要原因 

是，它认为它是探测现有体制结构能否适应一个有效的债务减免机构的条件的努力。 

七十七国集团因此希望在理事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对同в节有关的一切问题进行全 

面和彻底的审查，看它对改革现有机构的努力所抱的信心是否值得. 

295. 他指出理事会第132(XV)号决议里关于邀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在与其他国 

际组织同样的基础上条件下参加巴黎协会会议的建议拖了一段时间才付诸实 

现在对贸发会 议秘书长在现有债务重新安排多边机构里的作用已作了明确的规定， 

七十七国集团希望他能以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名义，确保各项议定的要点能得到充 

分和有效的执行. 

296. В组发言人说，在表示赞成时，В组国家对该决议作了以下的解释。关于 

下面的 ( ь )段，他强烈支持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向社会主义S I家发出的呼吁： 

(a)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165(S—IX)号决议A节吁请发达的援助1 1 ,对 

当时尚未偿还的官方发展援助偾务，设法采用事后调整贷款条件或相 

等的措施.В组认为，刚通过的决议А节第7段是继续执行第1 65 

( S - I X )号决议。 

(b) Б组认为，这项决议A节第6、 7、 8和9段提到的发达援助国，包 

括所有的发达国家，不管其经济和社会制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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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虽然很多в组国家已经直接答复了贸发会议秘书处,但该决议А节第 

9段并不排除经合发组织发展锾助委员会各成员国通过该委员会提供 

所需要的资料. 

(d) 该决议В节并未暗示就贸发会议对其正式结构以外的其他组织的活动 

负有监督责任一事达成任何协议. 

(e) В组囿家认为，偾务问题是一项金融问题，在联合国系统内应该仍旧 

属于布雷顿森林协会的职杈范围， 

(f) В组汪意到布雷顿森林协会和联合国之间订有关系协定，并认为这些 

协定应该指專贸发会议秘书长的行动， 

297. 此外，В组认为，所有援助国应该承担与第165( S — IX)号决议中规定的 

承诺同样的承诺。 

298. D组发言人也以蒙古的名义发言时说，刚通过的决议是理事会第165 

(S — I X )号决议的自然发展.在通过该项决议时， D组国家已明确阐述了它们对 

发展中国家的偾务和发展问题的立场.它们对本决议仍然釆取这一立场。 



第 五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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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流动 

(议程项目7 ) 

299. 这个项目发交第二会期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报告. 

第二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300.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介绍了议程项目7. 秘书处为这个议程项目编写 

的文件，特别是"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易趋势和贸易政策的回顾" 

(ТД/Ц/808)，表明尽管il际经济形势恶化，由于扩大了长期贸易协定，加强了 

经济合作并采取了旨在开辟新的出口和进口的机会的创造贸易的政策措施，社会主 

义11家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贸易在1979年仍有迅速的发展。 

301. 他指出，发展中国家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贸易的特点是进一步扩大了 

地理基础并璲立了较为复杂的经济关系，诸如生产合作和专业化，在第三国进行联 

合投资和合作等.来自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先进工业和投资产品的进口日益增加， 

在它们相互贸易的商品结构方面也缓慢但明确地开始多样化。预料最近几年中签 

订的协定一旦实施，将会进一步促进这种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发展.尽管社会主义 

il家出口到西方贸易额的增加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某些原料和燃料fi^格的上涨， 

1979年东西方贸易增加的速度仍比1978年快.出口和进口的不平衡造成社会 

主义И家偾务的增加.同社会主义Й家工业生产的增加速度相比，可以预料在 

1981年至1985年期间，它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市场经济а家的贸易#高速增长. 

302. 他请大家注蕙提交给理事会本届会议的两个决议草案（TD/L. 1 8 9和 T D / 

L. 1 9 0 ) . 他还提到，如同前几年一样，秘书处将在贸发会议为此目的设立的协 

商机构的范围内，向举行双边或多边碰商的有关国家提供买质上和组织i的支 

303. 关于贸发会议秘书处为发展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向贸易所提 

供的技术援助，他报告说，在同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以及贸发会议和总协定合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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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中心密切合作下，一项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贸发会议制定的综合方案正 

在区域间、区域和国家各级执行。一个区域间讲习班和两个讨论会（一个是拉丁 

美洲，另一个是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将在1980年底以前举行，并正打算为非洲国 

家在1981年举办两个区域间讲习班和两个讨论会.该方案包括在有关国家提出 

请求时，向它们提供实际资料和咨询服务.预料执行这个方案将帮助发展中圓家 

的有关当局增加了解，知道如何同东欧社会主义11家贸易并使经济合作多样化* 

304. 根据这个工作方案，已同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和专门机构加强合作。例 

如，一个同拉美经委会的联合研究项目正在完成中，并且在秘书处一级正在作出安 

排着手同非洲经委会和亚太经社会进行类似的活动。同欧洲经济委员会的密切合 

作将继续下去， 

305. 各个区域集团的发言人都强调各个集团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并且很重视 

这个项目的审议* 他们强调贸发会议在促进和帮助各个成员国采取措施和行动以 

进一步发展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易关系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 

轰示愿意本着建设性的态度来审议理事会发交的两个决议草案。发展中国家和东 

砍社会主义®家的代表对秘书处进行的旨在进一步发展两个集团国家间的贸易关系 

的技术.援助活动给予好评，并希望继续进行和加强这些活动. 

306.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说，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以及 

由此引起的一切贸易流动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重要的，他认为促进发展中 

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达市场经济11家之间这种贸易流动 

将是有益的* 他重申在第5 3 9次全体会议上该集团所表示的立场（见上文第 

5 0段），希望本届理事会将采取多边行动，进一步促进不同制度的11家间的贸易， 

来补充发展中Щ家和社会主义a家间建立在Ж边基础上的现有的良好关系.七十 

七国集团对贸发会议秘书处以讲习班、讨论会、考察旅行、咨询服务等形式给予发 

.展中国家的可观的技术援助活动录示感谢，并要求今后不但继续而且加强这些活动, 

七十七国集团认为提交本届理事会的两个决议草案是第二会期委员会工作的核心， 

他回顾在第зр:届贸发大会无法就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达成协议并取得一致同意的文 

本，他保证；;trh七国集团准备并乐意就这两个草案迸行谈判并持灵活的态度,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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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集团对序言部分没有什么意见，也不反对把东西方贸易载入最后决议中去.此 

外，两个草案论述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部分出入不大，因此达成协议 

应该是可能的.他强调七十七国集团要求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拿出面民生产总 

值 k o . 7 %来资助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还强调其他载入七十七国集团提交的决议 

草案中的条款的重要& 

307. 关于理事会就这个议程项目收到的研究报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说， 

他感谢贸发会议秘书处的工作以及在《阿根廷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间贸易和经济合 

作 的 趋 势 、 政 策 湘 前 景 》 文 件 （ ) 中 对 他 本 国 与 东 欧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的 

贸易经济关系的说明，这对于促进经济合作湘扩大上迷国家间的贸易是有益的. 

308. 另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提到《哥伦比亚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间贸易和经 

济合作的趋势、政策和前景》的研究报告（ТЗ)/В/814)表示她本il政府赞赏贸发 

会议秘书处的这项工作* 她指出，尽管最近十年中由于^方作出努力使经济合作 

得到了加强，她的&家与东欧社会主义il家的贸易有所增加，但就数量来说,此项 

贸易仍然是很有限的.她认为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结构和制度上的差异所引 

起的，她的看法是这使计划经济国家很难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中去.在这方面， 

贸易代理的质量、部件的提供以及财务设施等都非常重要，可以决定进口者的取舍. 

因此,研究报告中需要多讨论这些问题.她注意到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商业关 

系是建立在补偿制度上，在某些情况下这就相对地冻结了她的国家的贸易顺差. 

她建议秘书处应把她的a家贸易顺差的数字以及对其分析列入有矢的研究报告中去. 

此外，她认为祕书处编写的这类研究报告的方向应该是提出建议和具体措施来促进 

建立密切的合作，而且秘书处在完成最后研究报告以前应征求报告中提到的各国政 

府的葸Ж« 

309. 中国代表支持七十七国集团代表的发言，支持以七十七国集团提Й的决议 

草案为讨论基础；因为该决议草案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出发，为改善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状况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措施和要求.这些要求包括扩大 

和改善普惠制、改善支付安排、忙大发展中家的出е、使官方发展狻助达到0. 7% 



的指标。他认为，只要D组1 1家具有诚意，这些要求是可以实现的. 

310. в组集团发言人表示他的集团愿意本着建设性态度参加对决议的讨论和拟 

订.尽管в组集团坚决认为东西方贸易问题不应在决议中占据任何地位，但它仍 

拟考虑接受在决议中提到东西方关系,以期大大有助于会期委员会的工作. 

311.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代表说，他们十分重视贸发会议在不同经济和社会制 

度国家伺贸易方面的活动.他们强调对此议题应进行全盘审议，包括所有的贸易 

来往在内，包括东西方贸易以及发展中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正如贸 

发大会第15 (H)号、第53 СШ)号和第9 5 ( IV)号决议所规定的那样。 

312. 他们向会议报告了最近同发展申it家和发达市场经济а家的贸易和经济合 

作情况，指出尽管世界经济形势有困难这种合作仍在日益稳步进行，不同经济和 

社会制度а家间的贸易已成为世界贸易最有力的湖流之一。长期政府间贸易和经 

济合作协定和方案以及现有的包括混合委Й会在内的政府间机构的活动在推动这一 

过程中起,特别积极作用。 

313. é们满意地指出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合作出现了新的形式， 

4#别是在:t业合、第三市场合作、联合企业和科学技术合作等方面.他们认为这 

些经济合#形式可以在促迸不同经济和社会制度国家伙伴间的贸易方面起更大的作 

用' 

314. 与Й同时，他们感到怃虑的是有些发达市场经济&家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的货物采取É视措施，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妨碍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增加对发达市 

场经济il家â口并使其多样化的努力，他们也指出，如果消除现有贸易流动不平 

衡现象以及‧一步使商品结构多样化将有助于促进同西方的贸易. 

315. 一>^东欧社会主义a家的代录说，在七十年代，缓和的发展，限制军备竟 

赛的措施，f际政治气氛的改善和ii与国之间信任的增长，都有助于增加世界贸易 

和扩大各国I集团间经济、科学和技术的合作.伹是，他遗憾地指出,由于某些 

集团企图恢f"冷战"，加速军蚤竟赛，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来解决包括经济领域 

问题在内的，际关系问题，以及使用非法抵制和禁运来逬行控制，从而使近年来世 

界政治环境日益恶化.这些威胁着缓和政策的消极事态的发展不仅对东西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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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不良影响并且对改组整个国际经济关系造成更多障碍.某些发达市场经济 

®家的贸易政策中的保护主义倾向和歧视措施也是如此，这既不符合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的原则，也不符合有利于所有1)家的公正和互利的国际贸易和经济責作的目的。 

在当前倩沈歐洲安全湘合作会议《最后文件г的原则湘基本规定对国际经济关系 

日益簟要了..他强调他的国家继续严密注意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互 

利#系的发展.1 9 8 0年上半年同西方的贸易比19 7 9年同时期差不多增加了三 

分之一，尽管由于美国政府#止许多商品出口到他的国家而使对美贸易有所下降。 

在与发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额增"К:的同时，通过加强法律和体基础与发展新形 

式的^作，贸易的质量也有许多变化.虽然东西方贸易关系已经扩大，他指出， 

但所取餐的合作并未达到双方的经济潜力‧ 

316. 他又说，他的国家+分注意扩大同发展中1 1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1979 

年同这些1 1家的贸易比1971年至1975年的平均水平增加了一倍多。他强调他 

的Si家特别汪蕙同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预期同这些国家的贸易量到1980年底比 

1975年要增加三倍.近年来，他的国家从最不发达il家进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 

向它们的出口， 隨着同发展中ffi家的贸易的^大，在七十多个政府间协议的基 

础上，同这11)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也有所增加。198 0年底同197 5年比,预期 

合作量要增加两倍，同最不发达a家的会作要增加三倍.締结1 0至1 5年的长 

期协议日益增加，补偿安排、工业合作以及合作制订计划等，都有助于执行同发展 

中国家的新形式的合作* 迤过釆取旨在增加进口传统货物和制成品与半制Д品以 

及加强伙伴间的劳动分工的措施，会更加促进他的 i l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他 

：相信他的国家的计划委员会同发展中 is家的计划机构之间的合作会在这一方 f日益 

发挥作к 

317. 号一个东欧社会 i义国家的代表指出,东钦社会主义1 1家与发展中，家的 

贸易同东西方贸易之间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贸发会议应继续审议这两种贸易来仏 

她指出自从1970年以来，他的S I家同发展中1 1家的贸易已扩大了三倍多，g于采 

取了新的和更现代化的经济合作形式，这项贸易已成为她的 i l家的外贸方面最有力 

的因素,通过提供全套厂房和其他资本货物，她的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г相当 

" 6于1 9 7 5年 9月2、日以普通照会分发各会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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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技术援助a 将来通过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建立能够有助于解决粳食问题的农用 

工业项目，这种援助可能会扩大。由于她的国Ж的经济潜力的增长和，中^用好 

几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她6^国家同西方的贸易经济奋作也加强了. 她的国家蕞近 

通过的立法措施也增了从事这种合作的机会，然而，一些发达市场经济 

取的保护主义措施，妨碍了她的国家同西方的贸易.将她的国家纳入欧洲经济共 

同体普惠制的范围以内，对它的贸易会起积极的影响.她指出她的阖家最根据 

开发计划署和贸发会议计划，为发展中国家举办了贸易代表的讨论会，并准备在将 

来还要为进行类似活动做出贡献。 

318. 另一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代表指出，在他的il家的外贸方面同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占40%以上，他的li家有兴趣进一*发展这种贸易。 

他说他的国家同两个国家集团的大多数伙伴发展贸易没有什么困难，但与某些发达 

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却因这些国家违反国际规则，实行新老形式的保护主义f&施而 

严重地受 i 妨他建议理事会本届会议应集中讨论这 +问题，以便为解决这类 

问题作出，献。他的国家特别关心的是在所谓有选择的基îi^l釆取隈制性措施的 

倾向，换,话说，就是对社会*义国家的出口品釆取歧枧办法.他感到遗憾的是 

他的国家â参与的多边贸易谈判未能改善条件使农产品能进入西方市场，也没有在 

消除许多#关税壁垒方面未取得霣大进展* 在出口农产品和纺织品等商品到西方 

Й家去，特别是到欧洲经济共同体去时,他的и家还继续有困5t« 

319. 另一个东欧社会主义il家的代表说，在七十年代他的il家同发展中国家的 

贸易的发展比它的整个对外贸易要快，1980年上半年与1979年同期相比已增加 

了 3 8 % . 他的Й家赞成根据贸易、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的政府间协议同它的伙 

伴建立长期关系。在19 7 0年至1 9 7 9年，他的国家同5 9个发展中11家締结了 

140多项这类协议‧ 他认为这类关系为发展中国家执行长期发展计划打下可靠基 

础.在同S时期，他的11家在发展中Ml家进行了 6 5 0多个项自，它也促进了发 

展中国家出的多样化。因而，他的ffil家从发展中国家逬口总额中半制成品和制 

成品已占3 5%,关于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贸易问题，他说虽然这方面发藶很快， 

但这类贸易仍有其他社会主义Ш家代表所指出的那些严重障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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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另一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强调，在过去十年中，他的国家已加强参 

与国际劳动分工，努力使其经济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成为一个积极因素.这项 

政策在最初阶段所取得的结果是，进口大大增加超过了出口. 近年来，已做出努 

力扭转他Й国家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贸易中的这种倾向,但是种种障碍在妨碍着这 

种努力，其中包括某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的各种保护主义 同发展中国家的 

贸易正快速增长，首先是通过加速,大他的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包括工业 

合作、联合企业和三方合作在内的各种经济合作形式均S益得到釆用.他认为， 

有关的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努力使用现有方式，更充分地利用许多未发掘的潜力,以 

便进一步扩大这种杏作. 

321. 经济互相委员会(经互会）的代表说，鉴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 

的经济危机严重地影响整个国际经济关系结构，作为主要的世界经济组织的贸发会 

议需要发挥主要作用；寻求改善1 1际经济关系的方法.1980年б月召开的经互 

会成员国政府首脑会豫重申，经互会及其成员国准备为了在公平、合理和互利的基 

础上加强国际劳劫分工而进一步与第5国发展合作* 经苴会成员国通过其经济活 

动,积极为解决全球能源、原料和粮食等问题作出贡献.它们之，一体化的加强 

为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创造了又一个先决条件.经互会成员国正作出贡献在民主公 

正的基础上重新改组il际经济关系，并主张消灭一切形式的剥削、不平等和歧I 

它们反对某些西方il家实行的保护主义措施和歧视性措施. 

322. 他指出经互会成员国整个贸易额在1979年已增加T夭!И 3 % . Ш7 

3« ООО亿美元，而与发展中SI家贸易额上升了 1 7 %以_^.经互会成员国继续 

扩夫和加强它们同发展申Й家的经济和技术合作,1979年，它们同3 9个发展中 

国家締结了 100项经济技术合作长期协议* 周期性的五年经济合作计划于1980 

年结束,成员SI目前正为1981年至1985年的发展计划进行协调。 

323. 经互会秘书处积极参与执行有关发展中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11家之间的合 

作的贸发会议和开发计划署技术援助项目，并要为拉丁美洲专家举办有关经互会成 

员国一体化向题的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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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讲到他的国家在忙大同东欧社会主义il家贸易和经 

济合作的经验。他i}#别强调最近几年内，贸易额增加很快，他的国家自东欧社会 

主义国家进口的制成品份额已超过了他的国家总迸口中这类产品的份额。他认为 

it些国家应作出更大努力使它们从他的国家进tf的产品多样化，迄今为止他们的主 

要进口产品是石油。他希望今后社会主义国家将更积极地参与他的国家工业化的 

活动，他相信极有机会大大^"大和改善它们.目前的关系。 

325. 另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提到本届理事会组织的双边和多边协商时说， 

他感到满意，尽管他的政府所要求的协商很晚才宣布进行，但是有七个东欧社会主 

义国家的代表积极响应并同意参加这些协商。他认为协商非常有用，因为参加各 

方能够就他的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资易和经济关系以及对今后扩大这种关系 

的前景和方法交换意见。在这方面，他还对贸发会议秘书处在这些协商中进行组 

织和提供帮助表示感谢。他强调今后有必要继续进行这种协商，因为两个国家集 

团、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获得了重要成果。 

326. Û组发言人说，许多代表团对所讨论的问题表现出建设性态度，这一点再 

次着重说明了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易关系方面，贸发会议发挥了贸 

发会议基本文件中规定的作用。他建议贸发会议秘书处审査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 

的国家间贸易在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包括总协定）中的现况，以及在这方面所取得 

进展，以避免曲解贸发会议在这个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 

327. 到会期委员会的讨论使各个11家集团对理事会所讨论的问题看法更 

加接 D组成员国相信贸发会议所有成员国将根据所有参与国的利益继续作出 

努力，进一步扩大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间的贸易，同时要铭记必须促进发展中 

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Ш1家的经济发展。 

328. 会期委员会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目前的贸易技术援助活动表 

示赞赏，并裝为贸发会议秘书处应继续进行这种活动，以保证对技术援助项目提供 

支助，包括对开发计划署下个周期（1982—1986年）的综合方案提供支助，这些 

项目将由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以及贸发会议和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贸易中心合作执行， 

特别是在扩展和改善对发展中国家的咨询服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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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在会期委员会第五次(闭幕）会议上，各区域集团发言人表示，希望并愿 

意继续积极工作，以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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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贸易流动通过一项大家都能接受的决i义，他们强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各区域 

集团都必须具有诚意， 

330. 会 期 委 员 会 决 定 以 非 正 式 协 商 的 方 式 继 续 审 议 1 8 9 和 1 9 0 

号决议草案，并由委员会主席洵全体会议汇报协商结果（理事会所釆行动见第340 
—346段）。 

关于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协商 

331. 主席报告说，在理事会本届会议期间，成员国充分利用了贸发会议为就相 

互关心的问题逬行^边协商而建立的机构。：这些协商根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历次 

有关决定是秘密的、自愿和没有拘束力的,并且按照贸发大会第95( I V )号决议, 

贸发会议秘书处必须参加这些协商的技术筹备工作和随后各个协商阶段，还要向贸 

易和发展理事会汇报所取得的实质性成果. 

332. 主席说，根据秘书处的报告，秘书处按照有关各方的要求，已在六个发层 

中国家和七个东欽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组织了十七次Ж边协商* 贸发会议秘书处对 

这些协商的筹备工作提供了大量支助，对其中某些协商还给予具体协助. 

333. 关于这些协脔所讨论的实质性问题，有关成员国就如何,大双边贸易关系, 

包括新形式的经济合作,交换了蕙一些已締结贸易协定的国家汪意到了是否 

可能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和体制机构（如现有的混合政府间委员会以及由社会主义 

国家在发展il家设立贸易代录)来充分使用现有手段以促进相互间贸易和经济关 

系的建议，并且答应将这些建议转交各自的主管当局审议和采取可能的行动. 

334. 有些协商审查了建立农业、渔业和矿业的联令企业以及在这些,域转让技 

术的可能il 在另一翁协商过程中，一些国家提出了Ш口商品清单，并讨论了如 

何使贸易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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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有些国家说，关于贸易的各种可能性以及经济与财政锾助，譬如信贷和支 

付方法，资易惯例，为建设各种特定基本设施顼目提供资金等,还缺乏资料.在 

这方面，已经向它们作了一些必要的澄清.有些协商重点讨论了有关各方的贸易 

与经济关系的未来前景. 

336. 在一些协商中，某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提出了是否可能通过互派经济代表团、 

举办商品交易会、由国家规定经济纪念日等方式、在两国家间建立直接联系的建 

议.该建议受到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赞赏，认为是促进和发展贸易与经济关系的 

另外一种极好的方法.在另一些协商中，则决定通过在日内瓦的代表团与社会主 

义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外交代表团进行接触，以期达成:^些目标， 

337. Ж边协商使有关各方能够就相互间的贸易交换意见，并注意到彼此提出的 

各种不简建it 

338. 在这些协商过程中，两个国家集团的代表团都对贸发会议的技术援助方案 

最示感谢，认为该方案在传播实用资料和训练发展中国家官员方面是一个有效的工 

具，其目的在弥补这个领域资料的不見 参加这些协商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请秘书 

处说明上述方案所设想的各种活动.参加协商的各国对贸发会议的这种协商机构 

的作用和好处彔示赞赏. 

339. 最后，主席提醒各成员Й,按照第95(IV)号决议，在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会议之外也有可能进行协商。贸发会议秘书处愿意随时根据贸发会议成员国的要 

求，继续组织这样的协商， 

全体会议的审议 

340. 1 9 8 0年 9月 2 7日，在第5 4 4次会议上，第二会期委员会主席介绍了 

一份决议草案( T D / B / L . 581 ),该决议草案是他在会期委员会结束后进行了非正 

式协商提Ш的，因此TD/L..189和TD/г. 190号决议被撤回，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341.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由第二会期委员会主席提出的决议草案（案 

文 见 附 件 一 ， 第 2 2 0 ( x x i ) 号 决 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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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七十七国集团的发言人说，七十七国集团认为议程项目7已经取得了很大 

的进展.通过的决议所附案文第二节除了两点以外，是一个议定的案文，而七十 

七团集团认为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七十七国,团虽然对于尚待 

解决的难题、特别是附件的序言部分和第一部分表示关切，但是认为序言部分的问 

题分歧不大，是可以解决的、七十七国集团偎请直接参与的各集团拿出必要的诚 

Ж,在理事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上达成一个议定案文。但是，七十七国集团对第一 

节一东、西方贸易——未能取得进展特别表示关切，这是由两个主要有关集团的 

概念问题引起的.七十七国集团衷心希望能够尽快解决这些困难，因为这些问题 

的获得解决，最终达成决议，对发展中il家的关键性贸易和发展利益都是有利的. 

343. ：В组发言人说，В组认为议程项目7具有重大意义，因为В组认为改善经 

济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对于实现更加和谐而日益扩展的世界经济关系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В组充分认识到，整个国际社会有必要更加有效地协调 

政策措施,以便在建立更公正的国际经济结构这一宗旨下改善世界经济的活动。因 

此,в组认为所有发达国家，无论是市场经济国家还是中央计划经济s家，都应积 

极参与重大的贸易和经济措施，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真正的经济进步， 

344. В组以积极精神对待会期委员会的工作并怀有为取得建设性成果作出贡献 

的明确意愿.因此В组对于业已取得的某些进展感到愉快并希望到理事会下一届 

会议再度讨论这一问题肘，上述逬展将有助于此问题的进一步解先 至于D组发 

言人提到的东西方贸易问题,В组的立场已有明确阐述，是众所周知的。В组希 

望将来能对这一问题上的分歧观点有逬一步的澄清,以便根据贸发会议的作用，取 

得一个正确的看法,因为贸发会议乃是讨论促进发展中И家经济进展的途经和方式 

的Г-个联合国主要机抅， 

345. D组发言人以该组和索古名义发言，强调该组对第二会期委员会的工作所 

作的积极贡献,这说明D组理解其他国家集团的利益和主5^ D组赞赏七十七国 

集团为这一问题取得进展而作的努力.就议程项自7进行的讨论再一次表明，贸 

发会议在审议不同经济和社会制度国家间贸易问题的各个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此点也反映在附刚通过的决议中.建议，为了避免对贸发会议在这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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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误解，贸发会iil秘书处应就不同经济和社会制度国家间贸易问题在包括总协定 

在内的^合国系统各机构中的地位和这方面e有的进展i写一份审査报告。理事 

会通过的决议及其附件是贸发会议审议这些问题的过程4=»向前迈出的明确步歡 

34 6. D组认为，决议附件为就议程项目7所涉问^通过一项内容广泛全面的最 

后决议à供了基本要点。附件文本中商定的内容表明了发展中国家与东欧社会主 

义国家向贸易关系方面业已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D组认为，在东西方贸易问 

题和i后决议的序言上，是能够找到可以接受的觯决办法的。为达到这个目标， 

D组的伙伴，尤其是Б组的某些国家，应当表现起码的诚蕙。Б组在谈判开始之 

际曾只要其他方面有进展，В组将在东西方贸易问题上籴取建设性态度， 

然而В组并未朝此方向釆取任何步骤，他对此表示遗憾.D组准备在理事会第二 

十三届4议上，如有可能并在该会议开会之前，为使各国家集团的立场趋于接近而 

继续努I。 



第 六 章 

由于各附属机构和其他机构的报告和活动所引起的或与它们有关的 

需要理事会釆取行动的事项 

(议程项目 9 ) 

347. 这个项目发交第一会期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报告。 

‧ A .制成品和半制成品 

(议程项目 9 (a)) 

1 ‧制成品 

第一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348. 制成品委员会主席在介绍该委员会第九届会议的报告，，时说，大家已就该 

委员会四个重大议程项目的每个议程项目，即审査制成品和半制成品最近趋势和发 

展情况、多边贸易谈判、工业发展和贸易的国际合作以及与制成品和半制成品贸易 

有关的环境政策的影响，取得了一致的结论。 

349. 他说，关于审查制成品贸易最近趋势和发展情况取得了一致结论，委员会 

特别重申贸发大会矢于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的笫131 (V)号决议。委员会注！:到迫 

切需要作出一致努力来增加发展中国家制成品部门的生产和出口能力。委员会请 

贸发会议秘书处考虑到其他会议正在进行的工作，继续研究制成品的国际贸易，特 

别是对发展中&家具有很好出口远景的领域，包括石油化工产品和化肥在内。这 

项工作还应包括纺织品的Ml际贸易问题，尤其是发展中Ш1家面临的问题，同时要把 

其他会议正在进行的工作考虑进去，并且把研究的结果提交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350. 至于多边贸易谈判，委员会的议定结论特别回顾了理事会第214 ( X X )号 

决定，同意审查在执行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果后引起的国际贸易发展情况，尤其是对 

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影响以及促进它们的利益的必要& 委员会还敦促各有关国家 

T D / B / 8 2 2 - T D / B / C . 2/207 (临时以 T D / B / C . 2 ( I X ) / M i s c . 3编号分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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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灵活变通的精神，努力使大家尽量参加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守则和协定，特别 

为发展中国家的加入提供方便并保证在形式和内容上忠实执行守则和协定。 

351. 至于工业发展和贸易的国际合作，委员会注意到关于该问的专家组的报 

告（TD/B/774)并对贸发会议和工发组织在这方面所作的共同努力表示欢迎。 

委员会还注意到专家组将再次开会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并同意如果可能的话在委 

员会第十届会议审议专家组的最后报告。 

352. 最后，关于与制成品和半制成品贸易有关的环境政策的影响，委员会注意 

到正着手进行的各项研究报告，对贸发会议和环境规划署在这方面所作的共同努力 

表示欢委员会还同意这种努力应继续下去，同时要把其他会议目前正在进行 

的关于这方面的工作考虑进去，并应将其结果提交委员会第十届会议详细审査。 

353. В组发言人说，他欢迎制成品委员会的报告，这有三点理由。第一，报 

告表制成品委员会已恢复工作。第二，这是参与国本着合作的精神进行工作， 

在一i列非常重要的领域内达成协议的结果。第三，对制成品贸易作全面分析有助 

于理解世界贸易中的重大发展，促使注意有问题的领逸 贸易对经济增长和发展 

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所有国家都应当鼓励贸易的扩展，而这可以通过保持并改善开 

放的、多边的贸易制度来实乳 这是保证经济增长的一项办法，是对所有国家有 

利的一项办法。他指出，第三会期委员会更加详尽地讨论了报告中提出的若千问 

题。 

354. D组发言人说，制成品委员会最复要的工作成果是该委员会非常注葸关鍵 

的贸易政策问题。报告中反映了贸发会议成员国对所讨论的问题的±场，尤其是 

D组的立场.委员会在其关于圔际贸易中保护主义措施的议定结论中，在按照总 

协定对多边贸易谈判进行评价时，是可以取得较大的成果的。关于这点，他提到 

委员会报告附件中所载的D组提出的决定草案（TD/B/C. 24)。他说，制 

成品委员会今后有很多重要工作要做，并祝愿其所有工作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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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会议的审议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355. 1 9 8 0年 9月 2 7日，理事会第544四次会议注意到第一会期委员会的报 

告，同时注意到制成品委员会第九届会议的报告，对该委员会的议定结论表示t同。 

2 . 优惠 

第一会期,员会的审议 

356. 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介绍了委员会第九届会议的报告'6,他说，特别 

委员会成功地完成了第五届贸发大会和第十九届贸发理事会委托给它的任务，g卩对 

普惠制实行第一个十年进行通盘审査和评价，以便对其未来达成协"î^ 

357. 他请大家注意特别委员会达成协议的主要领域，这些领域已载入委员会通 

过的第б ( I X )号决议中，决议首先肯定为了,展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并使其 

多样化，为了加速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必须具有普遍的、非对等的和非歧 

视性的优惠制度。决议也承认，普惠制对改善发展中国家进入优惠给予国市场的 

机会起了积极作用，从而为达到这一目标作出了贡献。决议同意，贸发大会决议 

21(11)规定的普惠制目标，不可能在1980年充分实瑰，所以要求在第一个十年 

以后，把普惠制再加以延长，到1990年对普惠制进行通盘审査。此外，优惠给 

予国重申它们要继续改善它们的优惠办法的承诺，在进行改善时，对有利于最不发 

达国家的产品给予更为优先的地位。决议重申，优惠给予国应该继续努力，对受 

惠国提供技术援助，使这些1 1家能够从其优惠办法中得到最大的好处.在这方面， 

委员会一致建议，贸发会议和开发计划#的技术援助项目，1980年后还应继续进行。 

358. 他指出，特别娄员会第九届会议提供了第一次机会，来实行1978年12 

月 1 7日理事会第179(ХУШ)号决定规定的改进了的新协商程序。实际上* 

除了在全体会议讨论一般问题外，是有关优惠接受国和个别的优惠给予国还就如何 

具体改进各项优惠办法，同时举行了一系列非正式协商。在这方面，特别委员会 

同《,在贸发会议内进行这些多边的和秘密的协商是一个新步骤，使优惠给予国能 

更深入地了解个别受惠国的具体需要，并使受惠国能更好地利用各种优惠办法提供 

" T D / V S 0 2 — T D / B / C . 5 / 7 0 (临时以 T D / B / C . 5 ( I X ) / M i s e . 2编号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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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 

359. 最后，决议建议，在1981年初重新召开原产地规则工作组会议，继续进 

行普惠制原产地规则的纟天一和简化工作， 

360. 关于特别委员会第九届会议召开以来的情况，他请大家注意联合国秘书长 

对制成品领域内方案评价的报告。"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以及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 

作组审查了这份特别包括贸发会议关于普惠制活动的报告。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 

报告载有很多意见和建议。该报告第70段ijî«'7 "委员会赞同关于扩大贸发会议 

在该领域展开技术摄助活动能力的建议，尤其要使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能够从好几 

种普遍优惠制度的可能办法中获得更多惠益，并借以把有关优惠办法的资料有效提 

供给发展中国家出口业的所有潜在用户"。他问贸发会议秘书处是否已作出安排， 

继续并扩大贸发会议和开发计划署的普惠制项目。他又请贸发会议秘书处和发展 

中il家的代表对如何更有效地提供普惠制资料提出意见。 

361.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代表回答说，开发计划署已表示，该署将继续对有关项 

目提供财政援助，至少到1981年底止,并表示在最近将来，可能对这一问题作出 

正式决他又说，在贸发会议和开发计划署项目组织的国家讨论会，经常讨论 

的主题就是如何提供普惠制办法的资料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分两种：机构 

的和资料的.机构问题牵涉到建立收集、分析和散发普惠制资料的联络中心， 

很多受惠国已经建立了这类中心，伹是其他很多国家由于种种理由，还没有这样 

362. 第二个问题牵涉到散发优惠办法的最新资料。项目和很多优惠给予国编 

写的手册，在这方面是非常有Ж的，然而，如何保证这些手册能够分发到最大多数 

à口国和最后用户的问题，还未解先 这些手册提供了关于优惠机会的资料和申 

请优惠待遇的条件，伹是，更为重要的是及时散发优惠办法实际执行情况的资料. 

如果优惠办法以配额、最高额、最高11家数量等形式来实行预定限额的办法，受惠 

国必须立即得到有关这类配额满额的资料.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优惠给予国最好 

能定期将配额使用情况通知它们驻在受應国的外交机构和贸发会议秘书处，由设在 

" E / A C . 51/1980/2 ,送交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时以贸发会议秘书处 

的 说 明 为 封 面 （ )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3 8号》（ A / 3 5 / 3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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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国的联络中心,并在可能情况下由贸发会议秘书处将配额使用情况广泛散发. 

一个主要的优惠给予国已经实行了这样的早期警告办法， 

363. 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对于开发计划署愿意支持普惠制技术援助项目， 

至少直到1981年底，表示满意，并回顾说，在特别委员会第九届会议上，很多代 

表团对于贸发会议秘书处的普惠制技术狻助活动表示满意. 

364. 保加利亚的代表谈到他的国家的特殊情况，保加利亚既是普惠制的优惠给 

予国，又是受惠国，他的国家的普惠办法的性质和范围，是众所周知的.他的 

国家对于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保加利亚的优惠给予国所给予的优惠，表示感谢,伹 

是，他的国家愿意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得到优惠，对此已经一再提出要氣 在双边 

接触中，包括在高阶层政府会议上，几乎所有的欧经共同体国家都保证支持保加利 

亚对欧经共同体理事会提出的要求，但是，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几年来都以不同的 

借口拖延将有关提议提交欧洲共同体理事会，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再度决定不提出 

建议，将保加利亚列入1981年享有#同体普惠制办法的国家名单中，对此他深感 

遗憾.他对共同体委员会无视他的国家的请求的态度，感到困惑，因为共同体同 

时又将优惠给予比保加利亚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其他欧洲S家。他怀疑这种态度， 

是否出于政治上的动札 他希望，对他的11家提出的请求，应该本着赫尔辛基协 

定的精神，并依照普惠制的目的和宗旨，予以充分考虑，并加以解决， 

365. D组发言人说，D组的优惠给予成员国非常关注原产地规则工作组的活动， 

而且做了大量的划一这些规则的工作以使它们更简单、更适用，这方面的工作已 

经完成,目前由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苏联实行的原产地规则 

规定：（a)增值标准最多不得超过进口值的5 0 % ; (b)只以离岸价格作为出口价 

格；（C)实行完全全球性累计；以及(d)使用划一的原产地证书， 

366. ；В组发言人说，Б组认为优惠问题特别娄员会第九届会议对普惠制的全面 

审查是普惠制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В组满意地注意到，特别委员会第九届 

会议结束时取得了一项大家都同意的肯定意见，即贸发会议第一任秘书长保罗‧普 

列比什博士的心血结晶，他设想的作为促进贸易和发展的讲求实效的政策工具，正 

在稳步成长，完全有把握臻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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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在第九届会议上，В组的优惠给予国报告了它们的普惠制办法的执行情况 

和积极作用，并报告了它们对各自办法所作的改进.它们的普惠制办法所起的积 

极作用充分表现于优惠进口品的显著增长，此种优惠进口品总的来说其增长速度比 

来自受惠国的其他种类进口品的增长速度快得多.事实上，普惠制实施七年来已 

有的统计资料表明,经合发组织优惠给予国的优惠进口增加了1 5倍，而它们从发 

展中国家进口的总额只增加了 5倍。此外，这些经合发组织国家的优惠进口额从 

1972年的1 0亿美元增加至I 9? 9年的1801乙美元左右. 

368. 他回顾说，普惠制执行的头一个十年中所作的改进不仅包括扩大产品范围 

和提供更大幅度的关税减让，也包括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特别优待和原产地规则的 

统一、简化和放 

369. ：В组国家确认普遍的、非互惠的、非歧视性的优惠制度对于推动发展中国 

家的贸易和发展！:义靈大，故希望优惠给予国和受惠国共同努力使普惠制办法得到 

更有效而广泛的利用。按照该委员会第6 (IX)号决议第4段，Б组优惠给予国 

继续承诺根据取得的经验对各自的办法不断予以改进，在改进过程中适当注意迄今 

从优惠待遇中获利较少的国家的需要.S组认为，受惠国方面应继续向本国生产 

者和出口人介绍普惠制提供的机会，并协助他们办理行政手续.就此，В组赞许 

特别委员会提出的将贸发会议和开发计划署合办的普惠制技术援助项目在1980年 

后继续延长的建议，该项目的成缋已获广泛承认* 

370. 他最后说，В组虽然承认就普惠制事宜在优惠给予il和受惠国首都迸行双 

边协商的重要性，但是希望特别委员会第九届会议开始实施的多边秘密协商的新制 

度将来能有更多国家参加。 

371. 七十七Й集团发言人说，该集团在优离问题特别委员会最近一届会议上作 

过全面发言，该委员会报告第1 9段至第2 9段对此有详尽介绍.该集团对上述 

发言中提出的建议极其重此外，该集团认为特别委员会最近一届会议在执行 

理事会第179 (XVIEE)号决议方面还出了重要的一步，即在特别委员会一年一度的 

会议期间可就各个优惠办法安排非正式的多边协商.该集团认为此种多边协商尚 

有进一步加强的余地，为此，该发言人要求贸发会议秘书处和优惠给予国做好应有 

的 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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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中国代表回顾说，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最近一届会议确认贸发大会第2 1 

(IL)号决议确立的各项目标尚未完全实现，但就延长普惠制并于1990年再度进 

行全面审查取得了协议.尤其令人高兴的是特别委员会指明了为实现普惠制的目 

标而必须实行的改进.这类改进包括扩大受惠国名单、扩大受惠商品范围和关税 

减让幅度.他希望优惠给予国和贸发会议同开发计划署合办的项目都继续努力， 

协助受惠国从普惠制取得更多的好处a 他还希望，运用起来相当复杂困难的原产 

地规则应能继续简化;为此，他支持重新召开原产地规则工作组会议，以便继续其 

进一步统一和简化原产地规则的工作。 

全体会议的审议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373. 1 9 8 0年 9月 2 7日，理事会第544四次会议汪意到第一会期委员会的报 

告，同时注意到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第九届会议的报告，并对该委员会通过的第 

б(1Х)号决议表示赞同. 

В . 贸 易 资 金 

(议程项目9(b)) 

1.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第九届第一期会i义的报告 

第一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374. 在介绍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第九届第一期会议的报告时，'，贸发会 

议秘书长的代表说，该委员会讨论了四个主要项目:,际货币制度改革；^资金一 

集中注1：对根据贸发会议第129 (V)号决议中的建议而采取的具体政策措施进行总的 

监测；建立出口信贷担保设施；国际金融合作有效体制的必要条件. 

375. 关于国际货帀制度改革问题，他说,委员会概括地审议了国际货币方面的 

主要发展. 

' ， T D / B / g a i - T D / B / C ^ ЗЛ7 2 (临时以 T D / B / C . 3 (工 X ) / M i s c . 3编号分 

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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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关#总的监测，委员会首次对根据第129Л0号决议釆取的政策措施进行了 

深入的审查,歡审查达成的广泛协议载于委员会报告第4 6 a 议定结论表明， 

#有少数发达国家完全实施了第12900号决议建议的措施；另一方面，委员会认识 

若千政府没有足够时间考虑所提的建议，也没有足够时间实施要求釆取的适当 

措施。委员会同意在取得更全面资料后继续审査,并建议在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 

秀苏会下一届会议为此目的设立一个会期委员会. 

377. 关于增加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机会的问Д卩，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 

表说，委员会讨论了一份关于建立多边担保设施，以供进发展中国家进入私人资本 

市场的提案。委员会第16(IX)号决定要求贸发会议秘书长准备必要的研究报告 

并提出建议，同时同意对此继续审议。 

378. 第三个实质性项目：出口信贷作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手段的问题，多 

年来委员会和理事会一直在审议，且有关这方面的一项具体建议，即建立多边出口 

信贷担保设施的问题，已经由专家和政府间小组进行过深入审查。审议这项建i义 

的会期委员会提出了若干技术性问题，委员会决定在就此作出政治决定之前，该问 

题应先在技术方面再次审查。委员会第17 (IX)号决议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在金融 

；，家的协助下，提出拟议的出口信贷担保设施可能的详细经营情况，以供贸易和发 

：展理事会召集的政府间专家组审査。 

379. 国际资金合作有效体制的必要条件问题，委员会审议了贸发会议秘书处和 

专家们编写的一些报告，这些报告对第五届贸发大会期间首次提出的某些想法和问 

题作了阐述发挥。特别是委员会审査了关于资金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与发 

达il家的经济活动和就业水平的相互关系的工作。委员会又审议了在国内经济和 

g外环к的不同假设下，发展中il家的长期资本需氣 最后委员会还审议了若干 

关于为发展目的使调动国际资源更具自动性而可能釆取的SI际措施的建议和想法， 

其中包括为发展资金征收国际税问题.委员会未能完成对此项目的审议，但在第 

18(ix)号决议中，它同意将其未来工作的一大部分，用来对此项目作进一步审议. 

380. 在结束其发言时，秘书长的代表指出,委员会认为分配给它的时间太短了， 

使它不能完成对所有项目的深入审议讨论，钕要求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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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在考虑会议日历时，为尽快恢复委员会的工作确定一个曰期，最好在1981年。 

381.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提到了关于国际货币改革的贸发大会第128 00号决议 

第7段，其中请秘书长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保持联系，并尽早将这个领域的进 

展情况向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报告，供其审议。他请秘书处向委员会提供根据第 

12800号决议第7段所做的报告；他认为，该报告可放在议程项目9关于国际货币 

问题那部分下审议。 

382. 至于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恢复工作时附有说明的议程，七十七国集 

团的理解是委员会最好于1981年恢复其已开始但尚未完成的工作。该集团希望 

明确规定，秘书处在TD/B/^L. 5 6 7号文件会议日历中暂定于 1 9 8 1年 6月 2 9日 

至 7 月 1 0日举行的会议为第九届会议的续会。 

383. 至于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国际金融合作有效体制的第18 (IX)号决议，他说， 

七十七国集团认为继续就此问题紧急进行工作意义十分重大，正因为考虑到这点， 

委员会才同意召开续会。他还提及要求就这个项目的进展情况提出报告的联大 

1 9 7 9年 1 2月 1 8日笫 3 4 / 1 8 9号决议。 

384. 关于进入资本市场问题的第16( IX)号决议，他录示希望委员会续会将能 

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 、 

385. 根据关于建立出口信贷担保设施政府间专家组的第17 (IX)号决议的要求， 

他说，贸发会议秘书长应在金融专家的协助下，提出拟议的出口信贷担保设施的详 

细经营情况，以供政府间专家组审议。他的集团希望正式表示，感谢；В组的谅解 

和同1；迅速觯决该问艮 

386. 至于临时议程，他的集团认为报告中的议程即可作为第九届会议续会的议 

程。 

387. 他认为委员会关于总的监测的议定结论无须再进一步审议。 

388. 谈到委员会报告的第4 9段，根据在其他会议进行的讨论，他说，七十七 

国集团认为1按照他的集团内部达成的谅解，发达债权国一词既是指发达市场经济 

国家，也是指东欧社会主义Й家。换言之，该集团在谈到官方发展援助指标为国 

民生产总值0. 7%时对：В组和D组国家不作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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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结束发言时，他说，贸发会议秘书处缡写并提交到第十一届特别联大的关 

于实际资源转移问题的分析报告（A/S — ll/5/Add. 2)亦应在无形贸易和贸易资 

金委员会恢复工作时，提交给委员会。 

390. В组发言人欢迎巳能对发展中国家中的最穷国提供锾助的发展中国家'所做 

的努力，并希望今后增加援助数量和改进援助质量。В组还希望看到东欧社会主 

义国家按照贸发大会第129 (V)号决议做出更大努力。在这方面，他欢迎七十七. 

国集团发言人关于就官方发展援助指标0. 7 %而言、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东欧 

社会主义国家不作区别的声明。 

391. 关于为所有发展中国家设立出口信贷担保设施的建议，无形贸易和贸易资 

金委员会第九届第一期会议的讨论已帮助澄清了一些问题，并就拟议设施的某些目 

标和特征取得某种程度的协议。但是，В组认为，还有不少技术问题尚待解决， 

在就原则问题作出决定之前，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好才成。他强调拟议的出口信贷 

担f设施政府间专家组应对所有贸发会议成员国开放。他还欢迎无形贸易和贸易 

资金委员会达成的协议，其中规定委员会应全面审査发展中国家各种不同的资金流 

动，并承认这些流动对扩展国'际贸易和加快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的重要意义 这 

种审查还有助于就增加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流动问题编写研究报告，其中对这种流 

动给予世界经济活动的刺激会予以适当注蕙。.他又说，关于委员会下次会议的日 

期问题，需要在各区域集团之间作进一步协商。 

392. 关于发展资金问题（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第九届第一期会议的议程 

项目4 )的议定结论，D组发言人请大家参看委员会报告第47段和第五届贸发大 

会报告第二部分的第131段，其中载有D组对援助指标的数额和条件所持的立场f 

393. 中国代表说，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要求所有发达国家遵照第129 00号决 

议努力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资源转移。制定一项公平的国际资金合作制度是 

必要的，这将有助于加强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方面的合作，并有利于 

各有关方面工作的协调。关于出口信贷作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一种手段这个 

2。《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大会会议记录》，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Е.79.Я. 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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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Д5，他希望贸发会议秘书长在金融专家的协助下尽早锾出出口信贷抠保设施的详 

细报告，以供专家组审议。 

394. 9 月 2 5 日 ， 主 席 在 闭 幂 会 上 说 ， 关 于 如 何 觯 释 无 形 贸 易 和 贸 

易资金委员会报告的第148段出现了一个问|§。 经同各集团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之后，他的理解是，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关于货币和资金问题的下届会议将 

是第十届会议,而且根据委员会第九届第一期会议报告的要求，将于1981年召开。 

此外他还理解，对于1981年会议日历中所载的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下届会 

议的0期以及委员会报告附件四所订的议程必须要给予考虑。第十届会议的议程 

必须考虑到，关于国际资金合作有效制度的必要条件的第九届会议议程项目6还未 

能得到详细的审议。另外，也有必要考虑到根据贸发大会第128 W号决议已经完 

成的工作。这类更动将在贸发会议内为筹备委员会下届会议进行通常协商时讨论。 

贸发理事会在适当的时候也将就委员会要不要在1982年举行第十届第二期会议的 

问题做出决定，以便委员会在第六届贸发大会召开之前完成其工作。 

395. 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会期委员会注蕙到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第九 

届第一期会议的报告，并衰示赞同关于建立有效的Ш1际资金合作体制的第18 (ЗХ) 

号决议，关于进入资本市场问题的第1 6 (К)号决定和关于出口信贷作为促进发 

展中II家出口手段的第17 ( ж)号决见会期委员会还注意到该报告附件二所载关 

于第17 (工X)号决定的所涉经费问题， 

全体会议的审议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396. 1 9 8 0年 9月 2 7日，理事会第544次会议注！:到第一会期委员会的报 

告，同时汪意到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第九届第一期会议的报告，对该委员会 

通过的第16(IX)和17(ГХ)号决定以及第18(IX)号决议表示赞同，并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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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IX)号决定所涉经费问题，关于经费问颞的说明，见附件四。 

2.国际货币制度演变问题特设政府间高级专家组的报告 

第一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397.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在介绍本项目肘说，根据贸发大会第128 (V)号决 

议为审议这个领域的根本问题而设立的特设政府间高级• ̂ 组于19 8 0年7月2 8日至 

8月5日在日内瓦召开了会议。这就是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第九届第一期 

会议未详细审议货币问题的原因.这些Й题目前已提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银行的有关机构，不久这些机构将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398. 国际货帀制度今后演变问题特设政府间髙级专家组了该组的报告 ( T D / 

В/823),他请大家注蕙В组国家未参加该组的会议(#威除外，该国派观察员出 

席），因此专家们对此一致表示遗憾。他对中国专家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 

表示赞赏。专家们对于在这个领域中已完成了很多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良；他 

特别提到：七十七国集团的国际货币事务二十四国委员会编的"国际货帀改革行动 

计划纲要"、1980年6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布扎比举行的发展中国家专家组 

关于国际货帀制度改革的报告，以及由D组il家专家向特设专家组提出的立场文件. 

专家组也提到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举行的国际货帀制度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南北会 

议的报告（阿鲁沙倡议）。 

399. 专家们对下列各点取得了一致的看法:H目前的S际货币制度既不平等 

也没有效率，迫切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a改革后的il际货币制度应能促进 

世界贸易和有助于经济发展，能保证向发展中a家充分转移资源；Ê)该制度应使 

各国普遍参加；Ш该制度应以a际社会设立的流动资产为基础，任何II家的货帀 

都不能作为国际资产； ®改革后制度应能改正现有制度这种忽视发展中国家和 

社会主义и家的需要的现象。 

400. 专家组认识到最不发达国家存在着的特殊问题及其严重性，认为应适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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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到这些问д§。 专家们强调了维护发展中il家财政资产的实际价值的问题. 

他还提到该报告所列的下列应优先审议的问 H щ际收支支助；а多边金融 

机构的资本基础的增加；曰国际流动资金的建立和分配；<и)向发展中,家转移 

实际资源.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总的来说同意上甘:各点中的大部分，但是 

他们认为提议主要是针对以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的货币制度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他认为专家组的工作十分有助益，期望联大会审议专家组的报告，并希望能够迅速 

进行该报告第102段所要求的进一步研究， 

401.七十七II集团发言人注意到秘书处建议专家组于1981年2月2 3日527 

日重新举行会议，因此要求订下确定的日期，并将会议日期列入会议时间表，提交 

理事会核>!‧ 七十七国集团il家极为重视в组国家参与讨论货帀问题，他希望, 

专家组报告所要求的进一步研究报告能迅速编写，并有助于七十七国集团所通过的 

一般称为"蓝皮书"的方案的进一步阐述工作。七十七国集团在接到в组国家的 

蕙见之后，将作出进一步的评论，并按联大第34/216号决议提交联大. 

4 02.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说，该集团赞赏地注意到国际货币制度今后演变问题 

特设政府间专家组的报告. 

403. D组发言人闳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一样,也对目前的Щ际资本主义货帀制 

度对国际经济关系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最示关切.在联大的讨论强调，目前的货 

币制度基本上是按照В组а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利益建立的，因此迫切需要进行大刀 

阔斧的改革，以萨除S I际经济矢系中的一切形式的不平等，他强调指出，世界经 

济正面对看极为严重的问题，例如各a普遍逝货膨胀、®际收支不平衡不断加剧、 

发展中国冢的外债不断增加.D组Й家认为，贾发会议作为一个成员普及的Й际 

组织，应将传统贸易和发展问题连同货币问题一起处理。它们也认为，所有 I I I家 

都应参加在贸发会议的S i际货币制度演变问题府间高级 t家组内汫行的矢于货币 

问题的讨论。 

404.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答复七十七а集团发言人说，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 

贸发大会第12800号决议与货币基金组织侏持了联系，该决议除其他外，请Й际 

货币基金组织考虑贸发会议的这些建议：设立一个期限较长的基金，目的在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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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订长期调整方案时所需的国际收支支助* 提交第五届贸发大会的资发会议秘书 

处的报告 2，以及贸发会议和开发计划署合编的关于发展中国家il际收支调整的研究 

报告 2 2具体地列出了这些建议的内容.二十四国委员会和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 

曾经拿议了贸发会议和开发计划署合编的报告. 

405. 贸发大会第128 00号决议通过之后,二十四国委员会提出了"国际货f改苹 

行动计划纲要"，经七十七国集团在贝尔格茱德核可（"蓝皮书"），这个文件曾 

提交联合国和其他组织，包括货帀基金组织，文件中并列入了第128m号决议的各 

项建议. 

406. 他又说,若千组织审议了^些文件所载的关于长期资金设施的建议，这些 

建议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主题.贸发会议关于长期基金设施的建议具体 

地谈到下列问题：H满期的期限；СГ)修改使用设施的限制；曰规定条件要頋 

及收支不平衡的原因；(И)改革和增设补偿性资金供应设施；®为发展中国家设 

立一个利息补贴帐户.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这些问题及其有关问题所作的报 

告将提交临时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在此之前,二十四国委员会将召开会议，以审 

议这些问题.贸发会议秘书长将参加这些会议，并向理事会汇氣 

407. 卡塔尔代衰说，他本国虽未参加国际货币制度演变问题特设政府间if级专 

家组的会议，但完全支持专家组的报告中七十七国集团的立场，卡塔尔的专家所以 

未参加上述会议，是因为贸发会议没有编写文件，特别是矢于维护发展中Ë1家资产 

实值问题的文件。贸发大会第128 00号决议提到了这个问题，他深信贸发会议秘 

书处会合作进行研究，就这问题提出具体建议，以使卡塔尔能参加今后举行的关于 

货币问题的会议* 

2， "Й际货币问题：贸发会议秘书处的报告"（TD/233),载于《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第五庙大会会议记录》，第三卷，《基本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 

号：E.79.1. D . 1 6 )。 

"《发展中国家的a际收支调整过程:提交二十四国委员会的报告》（纽约:倮加漦 

出版社，1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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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中国代表说，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是许多,家极为关心的问Д？。 自从布 

雷顿森林会议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第三世界国家取 

得政治独立以后，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已经成为推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三十多年前建立起来的国际货 

帀制度，并不能反映这种变化了的形势，也不能适应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 

这就需要对现有的il际货币制度加以改革，以利于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4 09.他认为，国际金融货币形势稳定与否^于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有着重要 

的影响。当前Ш际金融货币形势的动荡不定，给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带来极为不 

利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改革国际货币制度就是要建立一个反映变化了 

的世界经济形势，适应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Jf的较为稳定的国际货币制度。创立 

和分配流通手段，应当服务于发展的需要，以更多的资金支持和俣进发展中国家的 

发展， 

410. 国际金融机构决策过程的民主化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这方面的决策过 

程不能反映当前的形势。他认为，有关国际金融货帀的重大问题,都应由所有有 

关1 1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同商量，作出决定。要改革国际金融货币机构的不 

合理的规章制度，发展中国家应充分^与这些问题的决策。 

411. 沙特阿拉伯代表说，该 1 1 代表团未参加政府间专家该 i l代表团一直 

希望得到关于维护发展中li家资产的实际价值问题的研究报告，但迄未得到。他 

要求贸发会议秘书处按上述专家组报告第102曰段编写此项报告. 

412.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对贸发会议秘书长代录根据第128 00号决议所作的口 

头报告表示赞赏。他希望今后在理事会开会前以书面形式散发此类报告，并附有 

秘书处自己对情况的分析。 

413. 会期委员会闭幕舍议注！:到国际货币制度今后演变问题特设政府间高级专 

家组的报告（TD/B/823)，根据联大第34/196和第34/21 6号决议，该报告将 

将提交联大第三十五届会议。 

414. В组发言人说，在马尼拉通过第128 (V)号决议时，以大多数В组成员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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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所作的发言以及一些个别的в组国家发言都提到了特设政府间高级专家组â^'Pl题。 

в组成员国在后来的资发会议会议上重申了它们的立场，这个立场基本上没有改变. 

多数в组成员国认为该决议的某些条款影响到国际货币基金組织的自主性、权限和 

章程。в组的多数成员国不能支持政府间专家组工作的继续进行，也不能参加其 

工作。多数в组成员国对于贸发会议秘书处就国际货币制度ж作的研究，特别是 

就黄金在国际货币制度方面的作用以及使用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资产这样一些题目 

所作的研究，能有多大用处，表示怀氣 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已超出贸发会议的 

职权范围，而且重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在这 

一点上，：в组指出，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有关的这方面问题正得到有关机构的积极考 

虑，准备在本届会议后一周召开会议的发展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将讨论有关审査 

二十四国委员会的应急行动方案的进展报告，大家伺意，某些有关贸易和发展的 

货币:问题将继续在贸发会议内处理，但是，几个в组成员国指出，在国际经济问 

题的多方面之间存在着繫密的关系，包括货币问题在内;既要充分尊重国际货1^ 

基金织的作用，同肘贸发会议也要对这些较为广泛的问题进行考虑。 

41.5.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说，В组集团发言人的声明使七十七国集团深感遗憾. 

七十步1)集团深为遗憾的是，В组集团的立场仍然基本上没有改变，而в组的大多 

数Ш家将不会支持继续进行这项工作并且参加讨论。他的集团希望в组留有余地， 

逬一步作出考氣同时，它们也不能同1:认为要求$义府间专家组逬行的研究工作是 

徒劳无益的。 

416, 他的集团相信，在有关机构积极审议对发展中il家具有特殊利益的各项问 

II的过程中，亶大问题均需在贸发会议中进行审议，在这一点上，他的集团赞同以 

в组集团若干щ家名义汆示的需见，即a际经济问题，包括货帀和资金问题，在《艮 

多方面都存在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要充分尊直111际货帀基金组织在其职权范極内: 

的作用，同时也要由贸发会议来继续审议涉及贸易和发展的那些直大问艮 

417. 因此，他的集团希望就重新召开政府间专家组会议的会议曰历问题，在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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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会议内进行协商，并确信政府间专家组的报告，一俟编写完毕，必将对全球性经 

济结构改革作出重大贡献,并大大进货币和资金问题在这种结构改革过程中发挥 

的,要作用。 

4 1 1 3 .他回顾美国一位箸名人士一现为政府的高级官员一】 9 6 4年在美国 1 1 

会就贸发会议内部设立一个国际货帀改革问!^专家组这个问题的证词。他指出， 

该官员当时认为在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主持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代录进行 

的周密研究，对于少数1 1家集团（不管是通过经合发组织第三工作组还是通过十 I I 

委员会）迸行的一切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该人士又说，他同意为国际货帀会 

议设立一个筹备委员会，贸发会议可以作为筹备工作的基础。他提请大家注意以 

上蕙见，因为七十七й集团觉得所谓"в组大多数成员Ш ) "这些阖家也许误解了七 

十七国集团在贸发会议内的主要Ж向，七十七国集团是想在贸易、货帀、资金和 

发展等领域进行广泛的改革，并认为贸发会议应该在职权范围内履行其职责。 

419.他还说，自贸发会议成立以来，国际货币问题就是其审议工作的一部分。 

1964年，贸发会议通过了第十一项一般原则，其中除其他外，认为拟订Щ际金融 

及货币政策，应充分顾及发展中В家的贸易和发展需要，当时,对国际货币问题, 

货帀基金组织的补偿信贷办法、补充性资金措施和发展中S家参加国际、金融及货 

币机构的活动等问题作出了一些建议；此外，会议确认贸发会议的讨论有助于国际 

货帀制度的拟订和有助于该制度的执行。他回顾到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曾 

就国际货币改革问题一致通过了第2208(xx::)号决议（1966年1 2 月 1 7日）。 

该决议除其他外，请贸发会议祕书长就有矢国！^货币改革问题的活动进展情况同a 

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进行协商，并向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汇报。他还回了几届贸 

发大会在各种货帀和赘金问题上通过的决议。贸发大会第二届会议通过了第30 

(II)号决议（补充财政措施）和第31 ( II)号决议(补偿性资金供应设施）。 

随后，理事会第八届会议于1965年2月7日通过第55 (УШ)号决议要求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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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i)家的发展资金和贸易问题召开以个人身份出席的专家组会议。专家组在1969 

年举行会议并缟制了为促进发展而进行国际货币改革和合作的报告"贸发大会第 

三届会议于 1 9 7 2年 5月 2 1日通过了矢于国际货币形势的第84(Ш)号决议. 

该决议除其他外，提出了相互依存的概念，并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总裁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千事协商，研究协调解决在货币、贸易和金融领域内 

各项问题的方法。第三届贸发大会还于 1 9 7 2年 5月 1 9日通过了关于补偿主要 

货币重新调整所引起的损失的第 58(Ш)号决议。他并回顾，七十七国集团在第 

四届贸发大会提出了若千决议草案，以供谈判货币问题，其中包括"发展中1 1家的 

巨额国际收支赤字"（TD/i. 126),以及"4#别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货币改 

革"（ T D / L . 1 2 7 )。 В组在第四届会议上也提出了题为"釆取措施，改善国际 

金融和货币的情况"的决议草案（TD/l. 1 34)。可惜的是，在第四届贸发大会上 

未能达协议。" i 后，他回顾，第五届贸发大会在议程项目 1 2 "货币和资金问 

题"下；通过了关于国际货币改革的第128(V)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设立了国： 

际货币制度今后演变问题特设政府间高级专家氣 最近，联大第 3 4 / 2 1 6号决 

议要求完成政府间专家组的研究工作。 

420. ：他向В组保证，随时欢迎在政府间专家组内充分而坦率地交换意见.若政: 

府间专家组能够获得В组国家专家的参加，一定对国际社会有好处. 

全体会议的审议 

~ ：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421. 1 9 8 0年 9月 2 7日，理事会第 5 4 4次会议注蕙到第一会期委员会的报 

告 ， 同 时 注 意 到 Й 际 货 币 制 度 演 变 问 题 特 设 政 府 间 高 « 家 组 的 裉 告 并 

将按照联大第34/196fP34/2l6号决议，把报告送交联大第三十五届会ii« , 

"《为俊进发展而进行1 1际货币改革和国际合作，1 1际货币问题专家组的报告》 

(TD/B/ S S S/^Rev. 1)，(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0. 1. D. 2 )。 

"三项决议草案的案文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四届大会会议记录》，第一卷， 

《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6.ILD.10和更正），附件I. 

一 103 -



с.航运 

(议程项目9(e)) 

第一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4 2 2 . 航运委员会主席说，刚结束的该委员会第九届会议的议程是繁重的，议程 

共有 1 4个项目，涉及具有复杂、多样、困难性质的专题，但是该委员会能够在 

发展中国家主要关心的一系列领域内，采取积极的步歡一致通过了五项决议和 

两项决定。还有一项关于港口问题的决定（第 3 5 ( IX)号决定），按表决方式通 

过了.只有一个il家基于可视为技术性的理由而弃权，但无一今国家投反对票. 

他提请注意贸发会议秘书处关于委员会第九届会议所引起的需要理事会釆取行动的 

事项的说明（TD/B_/L. 5 6 8 ) 。 

4 2 3 . 会期委员会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TD/B/L. 5 6 8 ) ,并同意载 

于该说明附件的航运委员会第九届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委员会也注意到其中 

两项决议所涉的经费问题（该说明附件五)。委员会注意到航运委员会第九届会议 

的报告将送交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 

全体会议的审议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4 2 4 . 1 9 8 0 年 9 月 2 7日，理事会第 5 4 4次会议注意到第一会期委员会的报 

告，赞同航运委员会第九届会议通过的第40(IX)、 41(工义）和42(工1)号决议和 

第36(IX)号决定并注意到所涉的经费问题（咐件四），还注意到航运委员会第 

九届会议的报告将提供给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 

"是关于开放登记船队的第 4 1 (IX)号决议；关于商船队的发展的第42(IX)号决议; 

关于选举国际航运立法工作组的成员的第40( IX)号决议；关于多式联运的第 

Зб(1Х)号决定。 

2 6 航 运 委 员 会 第 九 届 会 议 的 报 告 — T I t / B / C . 4 / 2 1 6 )将暂时作为 

4 ( I X ) / M i s c . 3号文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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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 

(议程项目9(d)) 

第一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425. 由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缺虏，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介绍 

了该委员会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报告V他回顾说，#员会第一届特别会议是遵照贸 

发大会第127 00号决议第1 2段召开的，以审查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委员会1(1) 

号决议所编写的研究报告并评价这项工作，特别是关于贸发大会第127 m决议 

第13段所提到的优先领域的工作，以及审议发展中II家关于这些优先领域的建议 

并在其职权范围内釆取适当行动.他提到载于委员会报告附件的七十七国集团提 

出的决定草案和Б组提出的决议草案, 

426. 他还提请大家注蕙贸发大会第12700号决议第15段，该段除其他外要求 

理事会就今后召开发展中国家和其他愿意的国家政府专家会议、以讨论发展中国家 

间经济合作的具体方面一事作出决 

427. 在讨论这一项目时，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谈到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 

会的报告及其附件，同时,提请大家注蕙联大197 9年12月1 9日第3 4 / 2 0 2号 

‧承认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为集体自力更生战略的关键因素.他强调指出七 

十七国集团成员国很重视发展中а家间经济合作，把它当作是它们努力建立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的基本组成部分* 他重申七十七国集团给予的最优先事项是，彻底完 

成基于墨西哥械刚领、《阿鲁沙集体自力更生纲领和谈判纲要》和联大，大会、理事• 

^li犹，发大会第12 700号决议、理事会第1 42(XVI)号决定、发展中Й家И 

经济合作委员会第1 (工)号决议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目标. 

428. 他指出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第一届特别会议的召开是为审査贸发 

会议秘书处遵照委员会第1 (工)号决议编写的研究报告和审议发展中国家的建议，并 

在其职权范围内釆取适当行动,发展中il家政府专家矢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 

问题筹备会议报告（TD/A/c. 7/39 )第二章所载的七十七国集团有关提案和建议 

因此交给了委员会第一届特别会议,以使它能够制定一套关于在下列三个优先领域 

" T D / V S l 8-T Д/В/С. 7/4 4 (暂时作为T D / B / c . 7 ( s—工）/Isa s с. 2 $J 

C o r r 1錄）。 

-105 -



釆取进一步行动的具体建议：发展中il家间全面贸易优惠制，发展中ai家的国营贸 

易组织进行合作，建立发展中1 1家间多国销售企业.在筹备会议之前举行的非洲、 

亚洲、拉丁美洲等区域会议的报告提供了基本背景材料。 

4 29.正如其报告所反映的，筹备会议倾力于三个优先领域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 

经济合作纲领所需的支锾措施。关于体制安排问дз，筹备会议同意建立全面贸易 

优惠制委员会并请贸发会议秘书处继续为执行全面贸易优惠制提供研究报告和面向 

行动的建议以及技术支助，包括会议和秘书处设施，还同蕙建立国营贸易组织和多 

国销售企业。委员会特别会议曾收到关于建立全面贸易优惠制委员会、其职权范 

il和会议时间最的资料，在这方面还要求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总协定、贸发会 

议和总协定合设的ii际贸易中心和其他组织在各自职权范围内给予技术支助。 

43 0.七十七圔集团还在委员会特别会议上强调，尽管筹备会议主要倾力于三个 

优先领域，伹这不能觯释为它不重视贸发会议秘书处正在继续认真逬行的委员会第 

1 (I)号$^义和贸发大会第127 (V)号决议第1 6段所列举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 

其他领域的工作.他宣申了七十七国集团在筹备会议上对通过理事会第21 6 (X X ) 

号决议所表示的满意，该决议决定"在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届和第二十一届会 

议之间为发展中国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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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区域集团、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专家会i义，"这些会议将用于讨论开始执行有 

关建立全面贸易优惠制的措施。 

431. 他还篁申七十七ii集团在娄员会第一届特别会议上最示的看法，即自从遒 

过第1(工)号决议后，贸发会议祕书处在全面贸易优惠制、a营贸易组织、多ill销售 

企业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计划，这些研究非常有用，并且大大有助于阐述说明有 

关问题和形成发展中ill家间经济合作应如何逬行的构，vE、发展中й家能够在制定和买施 

它们经济合作计划中取得的重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研究报告的全面性和 

正 确 & 

432. 他回顾说，七十七国集团录示感谢贸发会议祕书处很有价值的全面的研究 

报告的同时，还强调贸发会议秘书处充分响应了委员会第1(工)号决议、贸发大会第 

127 00号决议和联大有关决议的要礼 他重申了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当时对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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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署给予顾问的研究财力支助所表示的感谢，这,对发展中1 1家间经济合作优先 

领域研究计划的有价值的贡献，并重申七十七ii势团愿意以建设性精神参加委员会 

的审议和欢迎发家在支助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中愿桡供的任何贡献。他回 

顾了该集团在委员会闭幕会议上所表示的深深遗憾，因为委员会审议以失败而告 

终. 

433. 谈到委员会第一届特别会议之后发生的事情，他深深遗憾推迟原安排在 

1 9 8 0年 8月 1 8日至2 9日的会议，因为秘书处承担为该会议编写的文件没有适 

时提供,以及因为七十七集团很重视这一文件并强调在会议前各国政府必须收到。 

他说,在七十七国集团要求下贸发会议秘书处已同意在会议日历上重新安排这四星 

期会议，但须经理事会本届会议批准. 

434. 他又说，七十七11集团暂时不希望Й理事会要求更多的支助，因为贸发大 

会第127> > t决议和联大、理事会其他有关决议、决定，尤其是联大第34/202 

号决议已对七十七国集团充分执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计划给予广泛彻底的支持, 

一旦全面贸易优惠制委员会建立而需要新的具体的支助以执行全面贸易优惠制的某 

些部分时，七十七1 1集团将向理事会要求更多的狻助。根据上述事实，他录示七 

十七国集团相信会得到积极响应。 

435. 会期委员会在其结束会议上注意到发展中Й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第一届特 

别会议的报告。 

436. 七十七Й集团发言人说，七十七11集团矢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问题的 

立场仍如上文第427至434段所述，并要求将来对此问题进行任何审议都要考虑 

到这一立场. 

437. В组发言人以土耳其以外的Б组所有11家的名义发言说，Б组lu家以很大 

的兴趣注鬵到了贸发会议祕书长在本届会议上所作的开幕词;他说到，他预期发展 

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将是贸发会议今后几年内的工作的一个优先领:a В组成员 

I I I同囂，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确实是一个应该受到重视的工作领域。它是一个 

对于发展中Ш1家的发展来说有着很大希望的领域，胬要贸发会议所有成员和集团的 

积极支持.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一即需要所有的成员和集团的支持一 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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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目前情况的发展并不顺利。в组曾在本届会议上表明过,Б组必须在贸发会 

议的所有成员国都参加并且参与决策过程的基础上，才对发展中11家间经济合作这 

方面的今后工作提供支持。В组不能同意都种试图把就有关实质性问题逬行的讨 

论和提供的文件限于某一槟心集团成员的做法，或者必须裰据该集团的定义来决定 

发展中国家能否参加的做法,В组必须强调，Б组是坚决遴守主权平等和普遍性 

的原则的，而贸发会议的所有活动必须基于这些原则之上.В组感到遗憾的是， 

有关这些基本原则的一些问题最近妨碍了在普遍的基础上进行的有关发展中国家间 

经济合作的实质性工作，如果能适当遵守联合国的这些基本原则，那么，有关发 

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工作应该能继续进行.因此，В组建i义，发展中国家间经 

济合作委员会应在1981年年底之前举行一届常会。 

438. 土耳其1^々袠说，关于发展中li家经济合作问题，他本ii家已经在早些时候， 

贸>^会议秘书处处理这一问题的工作过程中,几度申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希望再 

次明确载示，他本握#为重视这种合作，并乐于为之继续作出积极的贡献.本着 

裤^積神，他本国代表团准备支持任何提案，只要它与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贸发 

》议第127 00号决议保持一致.在这一点上，他特别提到该决议第2(b)段，其中 

申明经济合作应由发展中11冢研订和执行，和第1 5段，其中规定召开和安排未来 

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专家会议。 

439. D组发言人回顾过去三年来，贸发会议秘书处在以下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 

究：全面贸易优惠制的建立、11营贸易组织之l'tâ^合作和多国销售企业的建ic* 

这项研究是令人满意的.尽管在发展中翻家Й经济合作委负会特别会议上对发展 

中M家间经济合作的前景及其各种要素有一些分歧的意见，尽管该届会议确实无法 

对审议的Й题作出商定的决定是可以继续逬行该领域的工作,因为 D组认为， 

发展中国家能否增加在公平基础上参加国际分工的机会，能否利甩这种分工帮助经 

济发展，进行社会、经济改革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联合国系统内对发展 

中国家Й经济合作问题取得正面的解决办法. 

440. 他还35组国家已经表明了它们对所有审议的问题釆取的立场，并且再 

次声明社会主义国家过去一向支持、仍将继续支持发展中鎖家争取加强相互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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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活动，包括它们之间进行的一体化过程的进步方向，但有一个条件，即这些 

过程不得使发展中国家变成孤立，使向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贸易条件差于向第三国 

提供的贸易条 

441. 虽然认识到有必要继续寻求新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方式，但D组国家 

认为必须在既定的组织结构范围内展开这项活动，同时要严格遵守联合国的普遍性 

原则以及避免不必要地增加贸发会议的预算经费， 

442. 以色列代表说，以色列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支持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 

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它认为，应该在主权平#原则和普遍性原则的基础上，让所 

有的发展中国家参与贸发会议内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活动和方案. 

全体会议的审议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443. : * 9 8 0年9月2 7日，理事会第544次会议注！:到第一会期委员会的报 

告时，注！:了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第一届特别会i义的报告.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 

(议程项目9(e)) 

第一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444.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主席介绍了工作组第二届会议的报告（ 

W P / X . 3 ,由 T D / B / i . 5 7 0补充修订) f t«指出，工作组首次对有关贸发会议工 

作的方案评价的可行性及程序和方法问题进行了研究.审议此议题时，工作组由 

于联合国总部方案规划和协调办事处评价股股长和贸发会议秘书处代表参加审议而 

得到帮助.由于工作组会议不能延长，因此决定将В组提交的结论草稿（TD/B/ 

W i y ï v 4 )和七十七国集团提交的结论草稿（T W 1 P P / 1 « . 5 )都列为其报告的附 

# . 

2 8工作组第二届会议的报告将暂时作为 T D / B / W P C E O / M i s c . 2号文件分发，以 

后将作为理事会正式记录（TD/3B/^26 )的一邵分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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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5.他个人认为工作组为保持合理和恰当地使用资源而进行方案评价的时刻巳 

经到来.虽然他承认还，有普遍接受的方案评价方法，而且贸发会议秘书处在这 

方面也缺乏经验，但他认工作组可从评价股和国际劳工组织等一些组织的有关经 

验中得到帮助。方案评lb*—项应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开展的活动。 

446. 关于同未来中期划有关的工作组议程项目4，他说工作组已审查了方案 

和协调委员会根据商品计à范本提出的建议。尽管工作组在其可用时间内未能就 

这个项目达成全面协议，但已就联大第34/224号决议确立中期计划的原则和 

准则达成了某些协议.工作组还认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建钹如被采纳,会使贸 

发会议中期计划工作得到加强。 

447. В组发言人强调指出，对于进一步发释作为决策机枸和贸发会议秘书处方 

案管理的组成部分的方案评价的重要意义，工作组普遍达成了协议。В组成员国 

曾提请秘书处注意，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成员国和工作组对下列事项最示的意见：贸 

发会议范围内以及贸发会议和其他联合国机构之间就制成品司的活动进行协调的问 

题；制订贸发会议内部评价制度应采取的步骤；以及今后中期计划的准则，其中应 

В月白确立中期计划与方案预算的密切联系和优先次序，也应指出效用有限的活动。 

448. 关于结论草稿，他说，.：В组认为，七十七国集团和Б组提出的文本彼此的 

差异很小.此外，据了解，D组的蒽见和中Й的！:见也很相近，在工作组会议快 

结束时，已出现了一致《JL 所以，他希望，会期委员会有可能将两份结论草稿 

中的共同因素合并在一起,编写一份决定草稿,供理事会逝过。 

449. 七十七Й集团发言人对有人建议就工作组所审议的各项问题继续进行谈判 

一事，表示赞赏. 

450. D组发言人说，工作组审查过的方案评价报告中使用的方法，似乎象是方 

案审査中使用的方法，这最明有必要进一步改进方法，虽然贸发会议内的评价活动 

应该同时继续进行.这包括同纽约的方案规划和协调处进行密切合作，进一步改 

善对某些方案活动的评价方法* 他又说，在方案评价中，尤其要注意费用和成果 

的乎衡问题，并要评价政府间机构的决定变成方案活动的效果。 

451. 关于商品计划范本，他重申，方案一级的计划案文开始时应该载明方案的 

一 110 -



总方针和主要特点；次级方案的结构，应以方案的目标为基础，而不是以秘书处的 

行政结构为基础；政府间行动的目标应与秘书处行动的目标明确地区别开，要具体 

而有时限；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之间要有密切的联系；必须明确规定次级方案计划 

的优先事项.他强调指出，应该重视指明工作的主要方向，例如，在制成品领媸 

内，是消除贸易障碍和保护主义，并取消限制性商业惯例.D组对工作组到了快 

召开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之前才举行会议，表示遗憾.幸地，这 

使得各国政府无法彻底研究其报告。D组愿意在探索就结论草稿的单一文本达成 

协议方面，进行合作， 

452. 会期委员会在闭幕会议上注意到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二届会议的 

报告。 

453.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说，他想强调七十七国集团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然而 

遗憾的是，工作组未能取得更大的进展.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这是一个比较 

新的问题，还需要作大量工作。希望各代表团更积极参加审议这一问風 七十 

七国#团坦率地并本着积极进行合作的精神，来处理这一问题.它的立场在列入 

工作组：报告附件的TIî/VWiyl<. 5号文件中，已经表明， 

454. Б组发言人在答复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肘说，Б组成员国完全赞同七十七 

国集团表示的希望，即有关方案评价的进一步工作将会取得成功，也完全赞同七十 

七国集团对这一工作的重他说，方案评价的问题也列入理事会议程项Щ 6下， 

由合理化问题工作组审议。В组希望，关于方案评价的一段，能达成有益的协议. 

视正在进行的关于贸发会议«合理化工作取得的成果如何，特别是方案评价问题 

取得的成果如何，在理事会全体会议审议第一会期委员会的报告时，В组可能会在 

同其他区域集团协商后再回头提出这个问齓他希望，这一事项会在工作组内得到 

园满解决. 

全体会议的审议 .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455. 1 9 8 0年 9月 2 7曰，理事会第.544次会议注意到第一会期委员会的报 

告肘，注意了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二届会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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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贸易和发展领域的其他特殊事项： 

(i义程项目10 ) 

A.促进出口：贸发会议和总协定合设的ii际 

.贸易中心联合咨询组第十三届会议的报告 

、议程项目10 ( â ) ) 

456. 挪威代表以贸发会议和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咨询组主席的身分， 

介绍T咨询组第十三届会议的报告（工TC/AG (Xm) / 6 8 — 以 Т 1 9 号 文 件 

散发）。他说，在该中心第一个中期计划（1979— 1981年）的头一年内，1979 

年计划抆行的全面指标已经超额了，实际交付额达1,360万美元，而指标为1，330 

万美元'其中信托基金占WfâÛ万美元,开发计划署基金占330万美充 1979年 

同所有区域的技术合作有所增加，同欧洲、地中海和中东的合作增加最多，其次是 

*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也增加了. 

457. 开发计划署在总的计划中所占的份额增加了,但是大部分活动仍然由信托 

基金资助。主要捐赠国敦促中心寻求更多的开发计划署的资金，并建议中心积极 

参加下一个开发计划署计划拟订周期的计划拟订任务。所以对于中心说来，重要 

的是要了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计划利用由它们支配的开发计划署资源时，把促进 

贸易放在什么优先地位。 

458. 中心继续努力遒过其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方案，协助这些国家的出口销 

售。中心与各国商会进行技术合作的计划在19 79年经过筹备工作之后，包括中 

心国际商会联合在新德里举办的国际座谈会，已得到联合咨询组织的同意，中心 

继续贯彻执行座谈会提出的建议。1979年貢新提出进口业务和核术计划，中心 

希望在今后数年中发展这项计划。这项计划不包括协助散装商品的进口，然而打 

算对进口程序和技术提供指导;加强办理进口的机构；训练有关人员，并後供有关 

购买对发展中国家有,要进口利翁的产品来源的资料。 

459. 中心得魏了在商品交易会、展览会、出口宣传、出口费用、作价和质量控 

制等方面的新顾问提供的服务。根据在提供技术委员会《人力发展）第九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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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主要问题方面所进行的工作，中心的训练活动事务处制订了一项新的研究和 

发屉战略，并经联合咨询组批准，该战略包含一项转变，即由直接训练活动转为训 

练方法和训练资料的研究和发展。中心与处理辅助活动的联合国机构，特别是髌 

农组织和工发组织，继续密切合作。1978年和欧洲共同体娄员会建立的关系， 

一直继续着，以便保证更好地协调两个组织之间的技术猨助活动。 

460.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说，在过去几年中，中心在锾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其出 

口基本建设中，取得了成功，并希望这些活动能继续加以矿大。特别是，他认为 

中心有必要就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甸发达国家市场出口的可能性问题提供最新的指导 

和 研 究 。 . 

461 ‧芬兰代表（代表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发言说，北欧! 1家认识到出口增 

长对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的:t义，并认为，促进贸易的活动是对扩大出口的贸易政 

策措施的重要补充。他强调中心在联合国系统内进行进贸易的技术合作方面， 

所起的关Ш用，并对最不发达国家，包括进口业务和技术计划，得到越来越高的优 

先注意表示满意。谈到最不发达国家仍然不能从贸易自由化中充分得到好处时, 

他提到Y总协定举办的、中心也参加的训练班，该训练班对这方面是有助益的。 

他又提到中心与逬口机会事务处每年联合在北欧国家为驻在这些国家的商务专员举 

办的训练活动，这一活动是为纠正这种情况的。 

462.他又说，北欧国家对开发计划署向中心的计划提供的资金所占份额不断增 

加，表示满意，尤其因为他们是中心信托基金的最大捐助国，也是开发计划署的主 

要捐助国。然而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使信托基金捐助国向中心计划提供资金的 

兴趣有所下降，而是使中心的财政情况得到全面加强，以便使它更为有效地履行其 

作为联合国促进贸易技术合作联系中心的责任。 

463. 9 月 1 9Й,理事会第5 4 2次会议注意到贸发会议和总协定合办国际贸 

易中心联合咨询组第十三届会议的报告及各方对该报告提出的评论。 

理筝会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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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国际贸易法的逐步发展：联合国Й际 

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三次年度报告 

(议程项目10(bU 

464. 为审议此项目，潘事会收到!联合S®际贸易法委员会关于其第十三届会议 

的工作报告 . "该报告 »为 T l l ^ ; < ^ 2 4 号文件分发。 

采取的行动 

465. 9 月 2 4日，理攀会第5 4 3次会议注意到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的 

报告‧ 

C .裁军的贸易*发展方面 

(i义程项目10(сп 

4 6 6 .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开始对这一分项目进行讨论时，回顾了贸易和发展 

理事会第1 7 0 1 X V M )号决议，其中理事会建议贸发会议秘书长尽快与联合屆裁军 

和发展间关系政府专家组建立紧密的工作接触。按照这一决定，秘书处开始并保 

持了与该专家组的接触，而且还派代表参加了读专家组的会议。贸发会议秘书处 

还参加了联合国系统内协调与裁军有关的活动的特设机构间会议。政府专家组目 

前正在日内瓦举行第七届会议，审议它的有关裁军和发展间关系的最后报告的初步 

大纲的萆稿。该专家组打算就受娄托的4 5个研究项目中的大约2 4个项目进行 

讨论，以便为其向联大第三十六届会议提交的最后报告提供一个基础。贸发会议 

秘书处将继续参加该专家组的届会并视情况向理事会提出报告；该专家组将于1981 

年再召开三次会议。 

4 6 7 . 七十七国集团 i l发言人说，为了遵守联合1 1宪鞏和为了 i l际和平及安全， 

如何能为裁军问题提供一个迅速的觯决办法乃是联合国的任务。联大应关注那种 

妨碍发展申麵家的发展过程的世界军费文增加。此外，,果世界经济形势得 

不到很大的改善，国际和乎和安全也就不可能得到维护。联大第十届特别会议确 

实认识到了军备竟赛和经济发屦之间关系，'S是大量的资金却仍花在军火方面， 

这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完全背道而鞔的。按照联大第32/88 A号决议， 

" 印本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S眉会议，补编第17号》（A/35/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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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专家组的首要目的是在其取得的结果中考虑到安全 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的军费 

支出、裁军和军费预算削减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影响。这样节省下来的资金将提供 

给发展中国家‧联大并未就如何将节省出来的资金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冋题制订出 

一项指令，而这样的指令是应该制订，而且应该予以充分执行的.在协助专象组 

进行特别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关的工作方面，贸发会议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因此，贸发会议秘书处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不应只是参加专家组的会议以及向理事 

会提出报告而已* 它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并同专家组合作，以便为实现专家 

组的目标作出贡献。 

468.中国代表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霸 

权和侵略。真正的裁军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对于发展来说是必要的，而 

从军备竟赛中节省下来的资金应该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超级大国应该采取主 

动，削减自己的军费支出，但是其中的一个超级大国尽管年复一年地宣称自己支持 

裁军，却在肆无忌惮地加速军备竟赛.它侵略一个主权国家，这是对国际和平和 

安全的严重威胁，也是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障碍. 

46 9. D组发言人说，众所周知，军备竟赛耗去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智力，对 

多国家的人民来说，包括发展中国家，是个沉重的负担。它进一步加^了资 

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引起了税收的增加，降低了群众的生活水平。军费支出 

的增加妨碍了各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军备竟赛是与国际经济关系的结构改革 

背道而驰的，妨碍了外贸的发展，加重了国际收支的Ш难.把军费支出方面的资 

金转移到生产用途方面去不仅为加强和平和II际安全，也为所有国家的、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的更迅速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样做还可以为解决与 

国际经济关系结构的根本改革有关的那些问题以及为大大扩展世界贸易创造必要的 

条件. 

470. 他还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十分重视裁军的问题并坚持不懈地寻求 

采取能制止军备竟赛的措施4 在它们的倡议下，裁军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才 

成为联合国各个机构的讨论题目‧ 

4 7 1 . 他在提到贸发会议秘书处已经和专家组建立了接触并已參加了该专家组的 

会议时说，D组认为贸发会议秘书处应參加该专家组的今后会议并应对专家组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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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作出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对这个问题的贸易和经济方面进行研究方面。他 

深信，贸发会议，作为处理有关贸易和发展问题的联大的一个重要机构，将会继续 

对裁军的贸易和发展方面给予应有的注意;并深信，理事会各届常会将会继续审议 

这一重要的问题。 

472.世界工会联合会的观察员说，他的组织一贯认为军备竟赛是一个沉重的负 

担，它加重了经济的困难，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通货膨胀。每年的军火 

生产消耗了 5 %至 1 0 %的世界最重要的稀有原料，世界上大约有六千万人被雇在 

军事领域内工作* 经验表明，假如有组织地、逐步地实行裁军，那末把工业再 

转变到和平用途方面去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而节省下来的资金可用于经济的发展, 

以及改善劳动群众的社会和经济的条件.根据联合囿专家的估计，如果能有相等 

于世界军费支出10 %的资金,那就足以消除饥饿、疾病和文盲.联大第二十八 

届会议在苏联的倡议下通过了 1 9 7 3年 1 2月7日第3093(ХХУЖ)号决议,该 

决议要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削减军费预算10 %,并把节省下来的部分资金用于援助 

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他深信，贸发会议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把国 

际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促进裁军的必要性方面去，作为觯决与人类利益有关的最重 

要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基础" 

理У会采取的行动 

473. 9 月 2 7日，理事会第5 4 4次会议根据主席的建议 t T D / B / L.578 ) 

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长关于裁军和发展间关系政府专家组会议的进度报告,贸发会 

议派观察员列席了专家组的会议。理事会请贸发会议秘书长继续密切注意专家组的： 

工作，因其关系到贸发会议的目标，并向专家组提供适当锾助（见下文附件一，其 

他决定(f))。 

Я执行与发展中岛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珠需要 

* 和 问 题 有 关 的 具 体 行 动 的 进 展 情 ^ ~ ~ ~ ~ 

(议程项目10 (d)) 

1.发展中岛崞国家 

474.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介绍了贸发会议秘书处关于执行与发展中岛岣国家 

的特殊衡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的进展情况的说明（TD/B/811 ),其中详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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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会议秘书处正在进行的工作。他回顾说，贸发会议倡导了这一领域的工作。 

秘书处同务区域经委会保持了接触，并同开发计划署和其他捐赠者就资助可能的区 

域和区域间项目问题进行了初步接触。 

4 7 5 .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指出，贸发大会第 9 8 ( I V )号和第 1 1 1 4 V )号 

决议强调了发展中岛屿国家，特别是那些因为领土太小、太偏辟、缺乏天然资源和 

缺少行政人员而遭到阻碍的国家的特殊需要":发展中岛国家国微言轻，很难推 

动国际机构承认它们的窬要.因此，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应当特别注意这些国象的 

意见，并,出办法，Й速有效地执行贸发会议在这-^领域的工作方案。 

4 7 6 . 马耳他代表对发展中岛峋国家没有受到重视表示遗憾。他说，他感到大家 

没有提供适.当的支持来执行联大和第四届和第五届贸发大会的各项决议。仅在1977 

年召开了一次会议，而且只讨论了贸发大会第98(IV)号决议各项议题中的一个议 

题。贸发会议应当作出更大努力，向所有发展中岛屿国家和其一般成员S,'广泛传播它 

在这类国家И题上的工作 I他认为 T D / B / 8 1 1号文件第 4段提到的研究工作不 

应当限边远的岛国；贸发大会或联大迄今未对这类国家作出区别。他询问， 

关于这确研究，已经同多少发展中岛^国家进行了逯商，秘书处在这类逄商中，采 

取了什么样的程序，他还询冋对贸发大会第111 (V)号决议第9段准备采取哪些 

后续行动，并促请秘书处加强努力，增加资源，落实发展中岛屿国家支线和岛屿间 

海空运输#务专家组的建议。，°谈到 T W 8 1 1第 9段时，他祝贺秘书处己经开 

始着手商,出口收益问题的研究，但促请把进口的影响也包括进去‧ 有关发展中 

岛屿国家Й深入研究应当考虑到非自然灾害,例如牲畜病害和沙漠化。由于发 

展中岛屿国家面积狭小，这些灾害传播很快' 

4 7 7 . 他指出贸发会议向发展中岛国家提供的技术狻助是极其有限的，同时， 

对贸发会议秘书处和贸发会议和总协定合设的а际贸易中心提供的支援表示感谢。 

国际贸易中心应当进一步得到贸发会议、总协定和其他捐助者的帮助。总的来说， 

贸发会议有利于发展中岛均国家的工作方案由于必须依赖预算外经费，因而受到阻 

碍，这是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他认为，该方案所需经费不多，应当基本来自经常 

预算。 

«参阅《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八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б(с)， 

Т1)/Б/б87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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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8 .中国代表赞赏秘书处为发展中内陆国家和岛国家做出的努力.发展中 

岛国家和内陆国家无论在 «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有它们的特珠问题，衡耍得到国 

际社会的邦助，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娄员会能够较早地就有关这两类国家的战 

略草案各节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这是令人慼到^意的， 

4 7 9 . 苏联的代表说，他本国正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相谅解的基础 

上同发展中内陆国家和发展中岛国家发展贸易和科学技术合作。苏联同十个发 

展中内陆国家和六个发展中岛国家签署了包括提供发展援助的协定，也同其他发 

展中内陆国家和岛屿国家进行合作。他概述了苏联向很多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和 

培训设施，指出其中多数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内陆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岛&家。他说。 

合作活动进行得最积极的领域是贸易和经济、公共卫生、教育、职业训练。苏联 

拟进一步加强它同发展中国家、包括发展中岛峙国家和内陆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经济 

合作。 

480. 秘书处的代表在答复马耳他代表时说， T D / B / B I I第4段中提到的研究 

工作，是为了落实贸发大会第98 ( I V )号决议第61段的要求。他强调指出，秘 

书处认为贸发会议有关发展中岛国家特珠需要和问题的具体行动方案是将这类国 

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他说,关于贸发会议第111 (V)号决议第9段要求的研究 

工作，会议已向国际民航组织发函。 

481. 在 1 9 8 0 年 9月 2 4日第五四三次4^会议上，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回 

答 马 耳 他 代 表 提 出 的 问 题 时 说 ， 号 文 件 第 4 段 所 提 到 的 研 究 就 是 鄧 分 

地执行贸发大会第98 ( IV)号决议第б 1段给予秘书处的任务。关于此议题，同 

许多发展中岛屿国家的非正式协商已经举行或正在举行，在项目要进入执行阶段时 

还要进一步协商。 

482. 菲律宾代表提到象菲律宾这样的群岛SI家的特殊情况并要求受到适当注意。 

贸发会议秘书长代表答复说，发展中岛《Ь^国家支线和岛间海空运输业务专家组实 

际上已注意到这个问题，该组于1977年举行过会议，秘书处准备对个别发展中岛 

屿国家请求猨助一事 f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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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同一次会议上马耳他代表介绍了以七十七国集团名义提出的关于执行与发展 

中岛J#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的进展情况的决议萆案（ 

Ь.573 )„ 他指出，该决议草案集中注意到需要执行贸发大会第98(IV)号和 

第111 (V)号决议所载的工作方案，尤其是后者第4、 5、 6三段。由于发展中岛 

屿国家的具体问题现已#得到识别伹尚未经审査，因此该决议萆案要求于1981 

年召开一个政府间专家组。 

484. 在 1 9 8 0 年 9月 2 7日第5 4 4次会议上，主席提出决议萆案TD/By 

Ь.579,这是他经过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因此撤销了决议萆棻TDyB/L.573。 

理零会采取的行动 

485.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通了主席提出的决议萆案（案文见下文附件一， 

第223(XXI)号决议）。 

2.发展中内陆国家" 

48^.为了审议这一项目，理事会收到了贸发会议秘书处关于贸发会议在发展中 

内陆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方面的工作进展情况的说明（TD/By^812 )和另外一 

份说明（ T 1 V B / 8 1 3和 C o r r . 1 ),提请注意开发计划署署长关于联合国发展中 

内 陆 » 象 特 别 基 金 的 活 动 的 报 告 （ ) 。 

487.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在介绍性发言中回顾1^贸发会议倡导了这一领域 

的工作。他称综合规划办法为觯决发展中内陆国家过境运输问题的根本途径。 

该项办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发展中内陆国家及其过境邻国之间的合作安排。他指 

出，这方面的安排特别涉及到发展新的基础设施，合理化单据筌发程序以及运输部 

门的管理和价袼。他还指出，贸发会议在工作过程中同发展中内陆国家及其过境 

邻国保持了密切合作。这方面的技术合作活动包括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系 

列的区域项目。开发计划署署长的损告（ D P / 4 5 8 )概了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 

基金的资源是如何投入使用的。他指出，署长曾促请各国政府在下届认捐会议上， 

进一步向特别基金慷慨捐款。 

，，一些代表团在其涉及发展中岛"!<^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家的发言中，已经提及发 

t中内te国家。发言见上文第478—47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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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8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说他的集团同意贸发会议关于决发展中内陆国家的 

过境运输问题的政策，该政策强调"综，规划办法"，主要目的在促逬和巩固内陆 

国及其过境邻国之间的合作安排。他指出贸发会议在与开发计划署合作下，大大 

扩大了关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方案。七十七国集团对开发计划署的合作表示赞赏， 

并敦促国际社会遵照联大1 9 7 9 年 1 2 月 1 9 日 第 3
4
/ 1 98号决议和贸发大会第 

ISStV;号决议的要求,加强支持发展中内陆В家解决它们的特珠问题。 

4 89.关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他说七十七国集团赞赏开发计划署署长的 

报告（ D P / 4 5 8 )并称赞了开发计划署在和贸发会议密切合作下为了保证有敖利； 

基金的资源所进行的合作。他对基金所收到的捐款数量有限而感到遗憾，他说化 

的集团想再次敦促国际社会更慷慨地进行捐歙。 

4 9 0 . 他回顾了贸发大会关于扎伊尔面临的运输、过境和进入外国市场的特殊冋 

题的第IICHV;号决议，要求充分执行该决议，包括逬行有关这些问题和将捷出的 

有利该国的买际措施的适当研究，其目的在于减低其对外贸易中高昂的运irt用。 

4 9 1 . 礼伊尔代表指出，贸发大会第 1 2 3 ( V )号决议第 1 0段和贸发大会第 I I O ( V ) 

号决议完全一样，前者要求贸发会 议秘书长继续推进有关发展中内陆国家特殊问题 

的贸发会议工作方案，后者具体地提到礼伊尔面临的特殊问题。提到理事《第二 

十届会议对于按照第iicHv)号决ii所进行的工作的描述"时,他要求被列义多非 

和中非技术Ш助过境运输项目的扎伊尔也应被列入南非类似项目的а冢之中 

参阅《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 5 号 》 （ ) , 第 

-Ш,第二部份，第247段。 

-120 ― 



第 A 章 

各专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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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程项目11 ) 

492 .为了审议本项百，理事会收到了七十七厨集窗在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上提 

出 的 决 定 草 稿 ， 理 事 会 将 该 草 稿 移 交 给 了 第 二 十 一 届 会 议 。 

493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在谈到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收到并提供本届会议继 

续审议的报告（TD/V789)时说，在开发计划署资助的《纳米比亚建国方案》的 

范围内，贸发会议该国对外经济部门规划和政策项目的执行机抅。这一项目联同 

Т1)/Б/Г89号文件中提到的援助纳来1«和南非人民的研究报告，以及联合国为 

纳米比亚进行的其他工作，都对联合国系统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以便协助分析納 

米比亚3电立后将面临的问题，也可协助制订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建议。为该项目 

选择的专^一经联合国納米比亚理事会和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联合囯纳米比亚 

专员的批准,该项目就可开始执行。 ‧ 

494.典说,贸发大会和理事会各届会议，以及在贸发会议主持下召开的其他会 

议的通知,均依照197 4年12月10日联太第328 0 (XXIX)号决议送交了各民族 

觯放运动,并且按照联合国既定的现有程序，规定了对各民族觯放运动代表参加 

会议的旅费和每日津贴的支付办法，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邀请，是在联合国总部法律 

事务厅证实非洲统一组织已在某个时候承认该民族解放运动之后发出的。 

495 .马达加斯加的代表说，他本国对于反抗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民族解放运 

动，经常给予援助，今后还会这样作。 

496.中国代表说，中国一向支持民族觯放运动，及其反对南非政权对阿扎尼亚 

和纳米比亚人民的罪,恶统治、不断争取独立的斗争。南非的种族主义敢权必须结 

束，一切形式的干涉必须予以制止。关于贸发会议的贡献，执行联大1:9 7 9年 

1 2 月 2 1日第34/^42号决议，以及有关援助民族解放运动的方案，应列为高度 

优先事项，开发计划署应该提供必要资源,以便执行援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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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7 . D组发言人说，参照联大第34/^42号决议，D组赞赏并积极审查了贸发 

会议秘书长提出的报告，并认为，与非洲统一组织协商执行该报告提出的建议，将 

是有益的前进的一步。 D组不反对通七十七国集团提出的决定草案，如果开发 

计划署能提供必要的资金以执行该决定草案中所载的建议。他强调说，殖民主义 

的余毒仍然是紧张局势和冲突的危险根源；并重申了D组支持殖民地人民的民族和 

社会解放斗争的坚定立场， 

49 8 . 在 1 9 8 0年 9月 2 7日第5 4 4次会议上，七十七国集团的发言人促请本届 

会 « T D / B / < D . 562号决定草案采取行动。他指出，该决定草案是由理事会第 

二十届会议交回的，因为В组当时要求有更多的时间考虑该决定草案 D组和中 

国表示愿意在；^届会议上通过该决定草案，七十七国集团对Е们的支持表示感谢。 

令人遗憾的是，В组甚至在本届会议上还认为不能同意该案文，并要求再次将它交 

回第二十二届会议。七十七国集团认为，没有任何人信服的理由可以同意这一要 

求，因此他正式提议，该决定草案应以唱名的方式付之表决。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499 .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用唱名表决方式，以64票赞成，1票反对和22 

票弃权，通过了该决定草案，"（案文见附件一，第224(XXI)号决定）。 

"表决结果如下 : 

赞成: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缅甸、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智利、中国、哥伦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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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蓬、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加纳、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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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马耳他、墨西哥、索古、摩洛哥、尼加 

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大韩民国、 

罗马Ж亚、沙特阿拉伯、新加坡JfM兰卡、苏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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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鸟拉圭、委内瑞拉、越南、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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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对其投票解释说，不管有关的解放运动为何，美国政府 

认为联合国的资金,特别是志愿捐款，不应用来支持这些组织，或向它们提供援助, 

501 ，非洲集团的发言人说，联大第34/42号决议要求联合国各机构制订援助 

殖民地领土和人民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具#方案。非洲集团认为这一问题十分重 

要,并认为如果能执行诸如TD/B/789号文件中所建议的那些措施,则将是对殖民 

地人民为争取完全的政治和经济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的一个积极贡献。必须要看清 

那些继续反对执行第34 / 4 2号决议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拥护什么.他们是 

自由和和平的敌人。尽管联大第1514(XV)号决议的通过差不多已过去二十年， 

但是,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继续在猖Ш,特别是在非洲大陆。但是， 

津巴布韦人民最近取得的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压迫的胜利有力地提醒人们，一旦一 

个民族拿起了武器为其自由和尊严进行战斗的时候，没有任何力量能压倒他们。 

非洲集团的成员国坚决相信，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压迫终将会被消灭。 

‧ 502.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说，美贗1诚ffl^得不把非洲集团发言人的发言理解为对 

美国投票的批评。就此，他强调说，美国在津巴布韦进行独立斗争期间，曾积极 

参与对津巴布韦人民提供援助。津巴布韦总理本人最近拜访了美S总统并对美国 

：提供的援助表示了感谢。 

" ( 续 ）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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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马拉、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卢森堡、 

荷兰、新西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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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问题 

(议程项目6 ) 

503. 本项目交给会期工作组审议并提出报告. 

会期工作组的审议 

504. 工作组主席在讨论开始Й"表示希望工作组能完成其职权，将它收到的三份 

决议草案（列为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报告的附件合并为一个草案.因为现在 

已明确知道各集团的意见，不须再作一般性的讨论.工作组应开始实务工作，为 

，发会议内的合理化做榜详.他提请注意贸发会议秘书长在理事会开幕(第五三 

七次)会议上所作的介绍性发言（见上文第2 2至 2 4段）中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建 

议并希t工作组成员表示他们对这些建议的《JiiL 

505. 为了审议这个项目，工作组除了收到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上提出的三份决 

议草案外还收到了下列文件：贸发会议机构合理化问题特设政府间委员会第一届会 

议的报告（TD/<B/AC. 30/R. 1和Add. 1 )和第二届会议的报告(TD/B/^AC. 30/4 ) 

合 编 为 号 文 件 分 发 贸 发 会 议 常 设 机 构 的 合 理 化 问 题 一 贸 发 会 i 义 秘 

书处的说明（TD/"B/I<. 569 )；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制的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上提出 

的 三 份 决 议 草 案 对 照 表 5 6 9 > / A ( i d . 1和согг. 1 ) . 

506.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指出，自贸发会议成立以来,其任务和贲任都有迅速 

的增长，其常设机构也有相应的发展.贸发会议所有成员il都可以参加的主要委员 

会的数目增加了,又设立了各种政府间小组以处理特殊的问题.这些机构的活动 

范围反映了贸发会议的广泛职;^ 贸发会议在贸易和发展领域里提出了许多新的、 

大胆的见解.《国际发展战略》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中 

许多基本概念，已先在贸发会议内讨论过了。 贸发会议除了作为新概念的来源外， 

也为贸易和发展领域里的讨论、谈判和审査提供一个场所，并在这方面取得了许多 

同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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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ТЪ/Ву^86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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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 七十七国集团一向认为贸发会议是联大谈判国际贸易和发展问题，特别是 

谈判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我们必须强调这点,因为经验 

指出，要加强贸发会议的协商能力，需要所有发达国家都具有政治意愿，充分利用 

这个联合国论坛，将概括的政策和指导方针变为各国政府都答应执行的具体协定， 

508. 贸发会议的合理化已成为一个急待解决的严重问题,特别是如果贸发会议 

要在国际发展合作方面发挥作用的话。联大第1995(Xix)号决议第3 0段曾规 

定贸发会议对本身的任务作出评价.自设立以来，贸发会议几乎没有一年不作出 

一些体制变动。但是必须承认它目前的体制是各种情势下的产品而不是来自一个 

合理的计划。贸发会议不能实现某些目标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它在体制上的某些弱 

点。因此必须铭记着，为使贸发会议合理化，以提高效率而作的努力本身不会产 

生零想中的效果，必须要同时努力解决重大的贸易和发展问题。 

5|9.除了这些和其他限制外，贸发会议的发展也同世界经济关系的变化和国际 

社会对这些变化的反应有关系。但是直到七十年代初期，国际经济制度一直没有 

受到5^重的怀疑，因此贸发会议的常设机构或工作方式也不须作出很大的变动。 

伹是;y自七十年代初期发生的事情以来，11际经济一直处在根本的不平衡和危机的 

情况下：不是一种周期性现象，而是内在的结构失调现象。由于现有的经济秩序 

未能充分和公平地支持国际发展过程，使得国际社会决定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并对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社会部门进行新的改组过程，使它能更有效地处理国际经 

济合作的实质性问氬 贸发会议未能按照这些发展作出充分的调整，其所作的调 

整也不合乎需要。事实上，也只在马尼拉会议设立了由能干的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m奥莱比先生担任主席0^贸发会议机构合理化问题特设玖府间委员会以后，才在这 

方面逸行了有用的、细致的工作。他代表七十七国集团感谢奥茱比先生个人作出 

的贡Mo 七十七国集团完全同蕙特设委员会最后报告中的评价，即虽然未能就一 

份包括各种有关问题的单一案文取得协议，它的工作在两个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 

H三个区域集团各自提出了建议草案， a这些建议在若千方面又包含着表现观 

点一氣的共同想法。七十七匿集团希望理事会本届会议通过一项列出各集团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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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的案文。七十七国集团虽然很赞赏已经作出的工作，考虑到所涉问的重要 

性和复杂性，它充分地了解该综合案文，即使获得通过，也仅是不断的合理化过程 

中的一步，这个问题将继续列在理事会的议程项目中， 

510. 最后，他表示七十七国集团深深感谢贸发会议秘书长在发挥和阐明有关问 

是^口在阐述经特设政府间委员会审议的意见方面作出的有价值的和重大的贡献，他 

并感谢贸发会议秘书处其他工作人员的^贵意见和帮助。 

511. 中国代表说，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深为广大的贸发会议成员国所关切， 

中国支持工作组对这一问题继续审议。 中国代表团有兴趣地听取了贸发会议秘 

书长在第5 3 7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高兴地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有关贸发 

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的决议草案已釆取了一些行动。中国一贯主张机构设置要合 

理，要讲究办事效率。同时应加强贸发会议的效率的谈判职能，在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512. 她说，摆在工作组面前的有关贸发会议机构合理化的决议草案，大部分建议 

是积极的。中国认为通过充分协商是可以寻求一个为各方所能接受的决议草案。 

中国代表团愿和各国代表一起密切合作，努力开好这次会议。 

513. В组发言人指出贸发会议自1964年作为联大一个促进国际贸易和处理有 

关的经济发展问题的机构成立以来，已成为研究贸易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的一 

个主要联合国组织。自贸发会议设立以来，世界上有了很大的变化；近年来，蚨 

大和其他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南北的讨论和协商，因为所有Й家都更1：识到，各 

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对各个发展阶段都具有重要作用。 

514. 今日，贸发会议和其他有关机构在协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ii家处理越来越 

复杂的世界经济问题方面，面对着越来越大的挑战。进入八十年代，大家都充分 

意识到南北经济关系与日倶增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建立有效、有生气和能够增 

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了解和合作的国际#L^。 这类机构必须能够应付处 

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才能使人产生信心，协助成员 

国寻求促进发展，使整个世界经济恢复元气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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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В组认为贸发会议在其既定的职权内，具有足够的资源和潜力，在国际上 

为觯决八十年代的贸易和发展问题而作出的努力中，发挥重要的作用。В组相信 

贸发会议在完成未来任务所需的能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理事会本届会议上就 

合理化和其他重要问题作出的决定。第五届贸发大会已认识到，经过十五年的活 

动，现在已到审査贸发会议的体制结构和工作方法的时候了，以便使它变成一个更 

有效和更有效率的组织。贸发大会第114 (V)号决议设立了贸发会议机构合理化 

问题特设政府间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其最后报告提交了理事会第二十届理事会。 

由于该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各区域集团达到了若干共同结论，载在提交理事会本届 

会议的三份决议草案里。В组希望能将这些决议草案中的共同要素，以及一些其 

他未议定的问题，列入理事会本届会议的一项决议里，使合理化的工作能成功地完 

成, 

5lb.经过这一年来的努力，所有各组都了解，合理化工作是贸发会议成员国的 

主要责任，必须与秘书处密切合作。她代表В组感谢秘书处在过去一年内提供的 

援助，以及秘书处为工作组编写的文件。В组很有注意地龄听了贸发会议秘书长 

在第i 3 7 次 会 议 上 的 发 言 ， 并 将 研 究 他 的 意 в 组 欣 然 注 意 到 T I V V 、 569 

号文备中提到秘书处已采取步骤，将三个集团提出的决议草案中的一些共同建ад 

之实行。各成员国在理事会本届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将会决定合理化努力的成功程 

度，对于贸发会议在八十年代的效率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517.提到联大本身就合理化问题进行的工作，即如联大第34/401号决定以及 

目前在这方面的努力中反映的，她指出纽Й所做的工作可供理事会作参考。合理 

化方面的最后成功将决定于理事会是否愿1；通过一系列措施，将贸发会议今曰需要 

在各方面作出的改进付诸实氣 в组认为合理化工作是一项多方面的工作，主要 

目标有五个： 

H精简政府间机构，使会议的工作方式更有效、更经济； 

a进一步审议贸发会议的方案评价程序，考虑到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机构: 

已应用的程序，使秘书处和各成员国能确定贸发会议完成即定目标的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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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改善秘书处和成员国之间的联络； 

m提高各种工作语文本的文件的质量并使文件能及时印发； 

Ш加强秘书处内的管理和协调. 

518. В组在第二十届会议上提出的决议草案中曾建议一些旨在协助达到上述各 

目标的措施。в组认为理事会本届会，：义应议定上述每一个领域里应釆取的措施， 

以便达到合理化的目的，使贸发会议能应付八十年代的挑战。 

519. D组发言人说，D组认为就合理化问题交换意见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因此 

完全同意主席的呼吁，以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移交的三份决议草案为基础，着手拟 

订一份共同的决议草案案文。 D组再三强调， D组愿意看到贸发会议以最有效的 

方法进行工作，并对不论社会经济制度如何的所有国家之间发展公正而互利的贸易 

和经济关系，发挥真正的和越来越大的影响* 因此，D组对于在合理化贸发会议 

的活动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和具体的成果，予以十分重工作组在其工作中应 

严格遵从贸发大会第114 (V)号决议和理事会第194 ( X I X )和2 1 0 ( X X )号决定所 

规定的职权，而它的目的应在保证联大第1995 ( X I X )号决议所陈述的贸发会议 

的任务，能够得到充分而有效地执行。 

520. 他提到D组强烈地认为，合理化工作不应导致额外的经费问题，并要求秘 

书处对 T D / B / L . 569号文件所概括的关于额外的文件事务所涉预算问题，加以澄 

清。D组曾再三对贸发会议秘书处及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的财政和人力资源并非 

经常加以最有效的使用，表示矢切。 

521. D组认为，应通过下列方法解决这个问题:H使常设机构的结构合理化， 

提高已证明有存在价值的现有机构的效率；a最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资源;曰通 

过使工作方案合理化，来避免贸发会议内部及与其他联合国组织的工作重复； 

m采用最有效的工作方法；Ш保证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同的Ë家在秘书处各阶层 

都有适当的代表。 

522. D组对诸如改善贸发会议活动的协调和管理，加强主要委员会，减少专家 

组的数目，缩短会期，和保证及时提供文件等问题的具体建议已列入工作组收到的 

决议草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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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D组感兴趣地听取了贸发会议秘书长在开幕发言中提出的建议，即理事会 

的届会在接连举行的贸发会议各主要委员会届会之前或之后举行的建议，并同他一 

样感到此意见需进一步审查和考虑，尤其是它是否符合贸发大会第114 (V)号决议 

第7 (a)段的规定的问题,即理事会只要有可能均应通过其常设主要委员会来卖现其 

目标， 

524. 最后他感谢秘书处的协助和提供文件,并说D组将尽最大努力争取取得具 

体成果。 . 

525.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提请注意贸发会议秘书长在贸发会议机构合理化问 

题特设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在致本届理事会的开幕词中，他曾回顾了 

这些建iX^ 贸发会议秘书长对移交到本届会议的三个决议草案中载列的三个国家 

集团的观点进行了伃细认真的研究，他的关于每年在理事会会议之前集中举行主 

要委员会会议的想法意在满足各区域集团所表示的关切,它们都要求通过理事会加 

强指导，使各主要委员会取得更大的协调；要求组织机构能顾及到贸发会议戶;f面临 

问题的相互关连和跨部门的性质，并组织好包括文件印发在内的贺发会议活动. 

在这种安排下，各主要委员会的议程将加以协调，以促进互相关连问题的讨论和审 

查,并使之有助于理事会本身的审议.后勤方面，秘书处认为，根据某些业务上 

的设想，这项建议是可行的；这点贸发会议秘书长在其开幕词中已向理事会说明了. 

他现在希望听到各国政府对他的想法的反晚 他和秘书处将会高兴地回答任何问 

艮 

526. 马达加斯加代表提到载有秘书处编写的提交给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的三份 

决议草案内容对照表的TD/B/L. 159/Aa(i, 1和Add. 1 / C o r r . 1 号 文 件 时 ， H 

为什么这份文件只有英文本，对这种作法他表示豳烈不满.阿根廷、法国和苏联 

的代表也分别彔示这份文件应用所有工作译文印发。法国代表强调说，由于内容 

都已翻译过了，因此不涉及翻译服务的问题. 

527.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回答说,秘书处所1^：^决定只提供这份文伴的英文本 

是考虑到打字和印刷服务部门的负担已经过重，也考虑到这三份决议草案案文（载 



于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报告附件）的所有语文文本已在一份会议室文件中提供. 

他对该文件没有英文以外的其他文本表示遗憾，并说这情况是较大的文件问的一 

种表现，这个问正由特设政府间委员会进行伃细审议，并已数次提请理事会注意. 

528. 马达加斯加代表说，他对这种解释不能满意。以往关于合理化的讨论都 

强调了文件及时分发，使各代表团都能得到所籍文件的重要性.由于不是所有工 

作语文的文件都能得到*这已严重地影响了各代表团在审议和决漦中发挥合理的作 

用的能力.各代表团要求秘书处的是技术支持，其中包括起草委员会发出供各区 

域集团审议的决议草案或声明的翻译。只有这样各代表团才能全心致力于贸发会 

议的各种会议，并确保为全人类的利益使其获得成功。因此，他本国代最团不接 

受 用 5 69/Add. 1和Add. 1 / C o r r . 1号文件作为工作文件的提议. 

529. 工 作 组 接 受 了 主 席 的 提 议 ： 鉴 于 各 方 对 1 和 A d d . 1/ 

corr 1号文件只以英文分发表示的Ж见，工作组将根据秘书处编制的一份会议室 

文件中所载的这三份决议草案的案文进行工作， 

530. 法国代表问是否 T D / B / L . 569号文件第6段及其附件中所说的会期急件 

特别服务已于该文件提到的4月1日到6月3 0日期间以后停止了. 

531.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说，这种服务7月间还继续进行，曾于8月份停止， 

因为这期间没有贸发会议的会议召开，9月份这种服务又开始了。 

532. 关于 T D / B / i . 569号文件提到的经费问题，奕国代表问秘书处是否已对 

提供这种服务涉及的全部费用作了估算，并评估了其有效&， 在实行现在的服务 

方式之前，是否考虑过替代额外班的办法，例如特别班或预备班，对这类替代办法 

的费用是否计算过？在他本Ш代录团看来;f艮显然，如果这种新的服务长期槁下去， 

必然会引起额外费用， 

533. 在回答这些问题和D组发言人提出的问题时，行跃事务处处长说，贸发会 

议夜会和周末会议在特别文件服务方面的直接费用同召开夜会和周末会议其他方面 

的费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由于参加晚班特别服务人员只要没有会期急件，就忙 

于正常工作，因此很难估计4月1日至6月3 0日期间提供晚班服务所涉的额外 

费用有多少。到底用多少额外费用，只有联合国进行下期全面预算时才能知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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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在设置翻译、打字、印刷和分发贸发会议会期文件骨千人员特别服务时， 

曾考虑过象两班制或倒班制这样的替代办法* 所以选择骨千人员特别服务办法有 

多种原因，其中包括这么做费用最低这个原因， 

535. 工作组闭幕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同意向理事会建议：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在与贸发会议秘书长：[办商之后，象 

T D / B / L . 569号文件所叙述的那样，釆取了具体步骤去改善贸发会议会议服 

务的某些要素， 

要求上述文件所提到的贸发会议补充会议服务，继续试验性地向贸发会议 

提供， . 

要求贸发会议秘书长就包括一切涉及后勤与经费问题在内的上述服务的结 

果，向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供其审议和作出决 

该报告还 应谈到建立一支翻译人员特别工作组一事是否可行和所涉经费问题. 

这些翻译人员虽然仍受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的管理，但将特别指定为贸发会议 

各项会议服务。 

赞赏地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长在向合理化问题特设政府间委员会第二届会 

议和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的发言中有关理事会各主要委Й会每年集中在一定 

时间开会的建议， 

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参照按理事会第14 3 ( X V I )号决定举行的协商结果， 

对其建议所涉的实质性问题和后勤问题作进一步详细阐述，同时要考虑到与这 

些建议有关的任何其他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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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说，她本国代表团对提供补充夜间翻译II务所涉的经费 

问题愿保留立场。美国十分清楚额外的夜间翻译li^有利于成员周，特剁是有利 

于不讲英语的成员国有效处理贸发会议各机构要审议的题目。美国希望，及时提 

供各种语文的文件将有利于更有效地使用会议的时间机Ж少夜会的次数* 然而， 

她本国代表团的立场是，这些夜间服务所需的资源必须遊过重新规划和重新分配现 

有的贸发会议资源的办法来解决。 

5 3 7 ,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说，七十七国集团支持这项决定草案。它们愿审议 

贸发会议秘书长将向理亭会提交的报告。它们将对该报告阐述的这两项提议的利 

弊逬行讨论，如果他们发现这两项提议有利于加强贸发会议和提高他们工作效率， 

他们愿接受因这些考虑而带来的财政后果。它们也支持第二节中的提议。七十 

七国集团满意地注葛到贸发会议秘书长提出的建议，并愿参加决定草案中所设想的 

协商。 

5 3 8 . 西班牙代表说，西班牙代表团认为工作组决定建议理亊会通过的决定是正 

面的，因为维持现有的特别服务可协助係决过去不少代表团曾经：t遇到的问题，即 

只能及时取得正式文件的其中一种贸发会议工作语文文本 

539 .但是该草案的正面因素还不足以使西班牙代表团满足。自理箏会在第十 

九届会议第二期会议通过第207UIX)号决议以来，迄今还未能为该草案作了有 

限度鉻答的问题，找到一个最后燧决办法。 

―一 540 .西îjte牙代表团十分清楚联大是根据第五癸员会的审议和建议对预算问题 

作最后决定的适当*L#。 西班*代表团一向认为最后的决定Ш于联大，不应受 

到预算问题和备种预先作出的保留的-髟响。 

5 4 1 . 他还说，问题在保证秘书处能够执行理筝会及其主要委员会^贸发会议其 

他机构的议事规则。如果在执行议箏规则时碰到了经费问题，西班牙代《€团认为 

可由各成员国负担，不成问题。 

5 4 2 . 主席建议该工作组应建议理事会注意到工作组的工作。 

5 4 3 .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作出下列建议：工作组同意向理事会建议注意到工作 

自 提 出 的 决 议 草 案 ( X X I ) / W G / L , 2 fP A d d 1 - 3 , 并 在 理 事 会 第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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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届会议上继续和完成合理化问题的谈判。 

544.主席说有关文件已加以散发，但没有正式提出。 

545 ：主席在19 8 0年9月2 7日凌晨一点十五分，由于没有口译服务，宣布会 

议结束。 ' 

全体会议的审议 

546 . 9 月 2 7 曰，第 5 4 4次会议上，工作组主席在介绍工作组的报告时 

说，虽然对理箏会第二十届会议交回的三项决议草案逬行了积极的谈判，但是尽管 

在谈判中取得了一些实际进展，工作组还是不能最后就主席经非正式协茼后提出的 

建i义取得协议。为此理由，他没有在工作组内正式把他的建议提出来。他的韙议 

未能最后取得一致意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可利用的时间有艮 

54%.工作组也未能就有关三项决议草案的谈判的逬一步行动步骤达成协议。 

但是，，工作组同意建议，理亭会应就5 6 9号文件中所述的补充会议服务 

问题Щ友就贸发会议秘书长提出的关于理亭会各主荽癸员会的届会应每年集中在一 

段时Й内召开的建议采ЗД"^ 

54#.他确信工作组所做的努力不会是白费的，而且希望在工作组内已经迸行的 

fi极交换鬵见和谈判会有助于成员国和各区垵集团在理筝会下届会议上最后完成唯 

有它们能完成的托付给它们的任务。 

54 9 .由于在工作组的最后一次会议之后同各代表团和区域协调员进行的非正式 

协商Ш，他建议理事会决定注意工作组的工作继续在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上 

处理这，问题。还有他了#，理亭会希望把提交二十届会议的决议草案和他本人 

在本议上提出的决议草案都作为理亭会报告的附 f i v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550.在同一次会议上，理亭会根据工作组主席的建议，注！:到了工作组的工作 

并通过了工作组所建议的案文。理亭会决定在第二十二届会议上进一步处理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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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的问题，并决定把原提交二十届会议的决议草案和工作组主席 

在理:g会本届会议上提出的决议草案都作为理爭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报告的附件。" 

551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回顾说，他曽在他的开幕发言中指出，三个区域集团 

在贸发理事会第二十届会"正式提出的有关合理化问题的三项决议草案在—些方. 

面证实了共同的思想，表明Ж见的一致。当时他还强调了所涉问M的复杂性和亶要 

tic 可作出的一个评价是，在理亭会本届会议期间所逬行的长时间的谈判过程中， 

所述的那些意见得到了充分的逬一步肯定。 

5 5 2 . 他认为工作组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协议，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 

由于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以及铁少时间，未能达成协议。七十七国集团认真地考虑 

了工作组主席提出的 T : D ^ ( X X I ) / W G / L . 2和 A d d . 1 — 3号文件，并认为它能 

同！:其中所载的大部分段落。对于该文件的许多章节，它们没有任何困难，其中 

包括诸如贸发大会、贸发理亭会和文件等就贸发会议的工作效率来说存在着严重困 

难的重要问题，和会议日历。 

55 3 , 他在解释七十七国集团对其余章节所有的困难时说，有关协商的那一节， 

它们希望区域协调员也晨于那些指定的参加者。有关翻译的分节，存在着一个是否 

要把"尽可能"这几个字列入的问题。就包括五个段落的关于主要委员会的那一 

重要章节而言，七十七国集团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专家组或贸发会议的其他附属机 

构的问题。对于有关专家组的那一节，他们也有一些问题。 

554 ,他作了这一简短的回顾，目的是为了解释七十七囯集团可能对合理化问题 

的谈判结果作出评价的理由。遨憾的是，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使工作组未能就他所 

提到的一些要点或就其他一些在工作组主席提交的文件中所没有提到的问题进行最 

后的谈判。 

参看下文附件一(第221(3ŒI)号决定)；交回第二十二届会议的决议草案 

见附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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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5 . 正是由于这样一些理由，所以七十七国集团已在工作组建议，各种谈判应 

继续在下届理事会进行,七十七国集团真诚地相信,各区域集团将能在使所有成 

员国都满意的情况下结束这些谈判.. 

556. 他对工作组能够对机构合理化问题通过两项重要决定表示高兴.七十七 

国集团认为，补充会议事务和设立笔译人员特别工作队，将会对整个贸发会议机构 

顺利运行有很大帮助，因此希望下届理事会将会对那些问题作出积极的决定，关 

于第二项决定，他愿向贸发会议秘书长保证，七十七国集团将充分参加所设想的各 

种协商。他代表七十七国集团深切感谢贸发会议#书长能够把这些建议提交理事 

会，但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时间有限，妨碍了他们在这些建议中提出应当注意的事 

项。 

557. В组发言人说，Б组国家成员对未能在本届会议达成协议感到非常失望. 

过去两^， В组曾同其他各集团以及工作组主席一起孜孜不倦地工作，他们的目 

标是要—系列措施方面达成协议。些措施将精简和加强政府间机构，改进工 

作方法，对提供文件和翻译事务进行必要的改善,以及进一步提高使用贸发会议资 

源的效#。 

558.1该工作是以在第二十届理事会上分别由В组紘七十七国集团和！)组提出的 

三项决议草案为基础的。鉴于这些决议草茱中的许多共同因素，В组一直很乐观 

地以为在本届会议上能对某项決议取得协商一致的！: JSL 工作组主席在那些决议 

草案和本届会议进行的广泛讨论与谈判的基础上，准备了一项他曾计划在各区域集 

团觉得可以接受的情况下提.出的决议草案,.虽然该决议草案未能满足所有В组的 

目标，并且还包含了一些使в组为难的要点，伹它们认为该草案是一种合理的和建 

设性的折衷办法,并已通知其他集团，如果这些集团认为它们能够接受该决议草案, 

в组也准备接受该文本。当后来в组得悉七十七Й集团愿意在该文本作些更改时， 

в组曾设法七十七国集团准备进行的大部分更改。然而，в组不能同意在这 

样晚的时刻重新进行谈判来讨论可能的更改，因为Б组认为这样做将会大大削弱和 

打乱主席文本中那种脆弱的平衡。因此в组把该文本看作是平衡所有集团利益的 

一种可以接受的折衷办法，伹в组并不认为该文本可以作为进一步谈判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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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 在机构合理化问题特设政府问委员会和两届理事会会议上没有取得结果的 

情况下，В组曾开始对继续进行机构佥理化问I纟工作的效用提出了疑问。然而， 

鉴于该努力的重要性,В纟IL准备继续:努力，以期达成协议。但в组认为，任何进 

一步的机构合理化问题工作都应当以在第二十届理事会上提出的三项决议草案为基 

础。в组还认为，鉴于没有达成协议，各集团都应当在理事会下次审议该项目之 

前，利用时间去进行考虑和.进行非正式的协商。与此同肘,в组希望贸发会议秘 

书 长 将 继 续 贯 彻 5 6 9 号 文 件 所 概 括 的 那 些 措 施 ， 因 为 所 有 的 集 团 都 赞 成 

这些措施为积极的第一步歡 

560. 她还说，在考虑如何与何时恢复机构合理化问题工作时，В组将仍然准备 

考虑对其他集团或者贸发会议秘书长可能提出的任何新ЖЖ» в组对贸发会议秘 

书长所提每年使主要委员会的各届会议集中起来的建议，已经予以伃细的考虑，并 

准备在进行非正式协商时讨论该建议。然而，в组成员对该建议的可行性和实用 

性有很大的怀氣 в组认为，继续进行的更好办法，将是象它们所建议的那样， 

在同详的理事会会议召开前的六个月时间内，安排各主要委员会会议来处理有关议 

氬 

561. 在考虑下一步应当如何做时，她提议所有的成员国都不应当忽略机构合理 

化问题的基本目标。机构合理化问题将使贸发会议作为一个组织得到加强，并使 

它能够更加有效地完成其任务。真正的机构合理化问题应当―正如这个词所暗 

示的——能够使各成员国和秘书处最合理和最有效地利用所能得到的资源。这些 

资源包括专门用于各种会议的时间，笔译与口译事务，文件的提供、和秘书处的协 

助。大家都确信，那些资源并没有得到最有效地利用，因此激励了В组国家对进 

行目前机构合理化问题的努力。所以，除非每个人都献身于这些共同目标，否则 

真正的机构合理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562. D组发言人还以蒙古的名义发言说，大家普遍一致同蕙，贸发会议机构合 

理化的问题是第五届贸发大会所作出的关鍵决定之一。在过去一年半中,在该组 

织范围内作了大量的工作。各区域集团对此问题采取的措施已经列出，而且显示 

了他们立场之间的共同点。直到最后，社会主义国家也确信，已经取f 了一定的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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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遗憾的是现已证明了，就他们协议的方式所取得的结果，等于不超过工作 

组所建议通过的案文.此外，此案文中建议的各项措施并不完全清^» 他指出, 

此案文第一节"中所载的措施，只能作试骀性应用.关于第二节"中所载的建议, 

还需要作逬一步的说明. 

564. 当谈及到工作组主席提交的那份决议草案时，他促请大家注意,为起草此 

决议所作的大量工作以及主席本人对此所作的努力和个人贡献.'尽管D组对此决 

议草案中的一些规定提出了 1：见和看法*但仍然愿意同意对该案文的协商一致！:见。 

D组不完全了解为什么到最后时刻还没有达成协议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它准 

备接受工作组主席所提出的程序性建议, 

565. D组国家和蒙古关于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问題的立场保持不变。他们 

认为，根据已经进行的大量工作和已有的各种案文，尽快地完成有关机构合理化问 

题的工作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 附 件 一 * % 221 (XXÏ)号决定，第二节, 

，8 lt#—，第221 (XXI)，袭定，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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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章 

闭幕发言 

566. 在 1 9 8 0 年 9月 2 7日第5 4 4次会议上,各区域集团发言人和主席作了关 

于会议结果的发言。 

56 7 . 七十七国发言人说，理筝会已处理了许多实质性问题。在某些领域取得 

了一些进展。例如债务问题，其中在理事会第165(S—IX)号决议В节详述的特 

点方面取得了一些逬展；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其中在确定相 

互同意的领域方面取得了进展；及犮展中岛国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根据 

议程项目3和4 ，开始了很有成果的对话，这也是令人鼓舞的。 

568.但在一些重要领域，或者根本没有取得逬展，者甚至在一些情况下， 

若干ИГ家已从它们早些时候达成的协议中或立场方面后退了，这些令人遗憾的亭情。 

在债务方面，某些援助国没有完全执行理爭会第165(S—IX)号决议的А节。会 

议期间，没有可能就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着手逬行认真的谈判。 

569 .七十七国集团充分理解当前发达阖家所面临的问题，但不论谁从哪一点开 

始逬行分析这些国家的形势，不论是通货膨氩保护主义、国际货币混乱、生产率 

下降、消费过度或投资停滞，所有这些，总起釆说旻承认^们经济甲的结构僵化和 

不平銜。应该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冋题吾至更为严宣。很明显，没有什么 

短期政策施能够^决这些根本问题，为此原因，七十七国集团坚持旻求结构大改 

草，包括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机构的决策，以共同制定和:响长期政策。 

570. 正是在这方面，七十七国梨团很重视有关保护主义才口结构调整的问题的审 

议。在本届会议没有就此议题达成一致Ж见，但无论如何不应阻止贸发会议秘书 

处根据贸发大会第1 31 (V)号决议的要求逬行必要的研究，以促逬理亭会第二十二 

届会议的工作。七十七国集团希望，理亭会ж二十一届会议能就此重要问题进行更 

械 效 的 讨 " ^ 

5 7 1 . 关于多边贸易谈判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发展问题，他提到七十七国集团 

发言人在通过关于这些议题的决议时的发言（见上文268 — 2 7 2段和2 9 0 -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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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57 2 .世界经济结构变革的另一s妥方面是关于il际货币制度的m本改革。他 

的It!团同葸会议期间备;Ш表达的看法，即国际经济问题的许多方面之间有内在关 

系，包括货帀和金融问题，还同S在贸发会议范围内审议这些贸易和发展更广泛方 

面有益的看法。该集团希望各国有着共同着法，即特稿级专家组所要求的研 

究裉告和专家组的讨论将对理亭会审议所要求的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根本的和更广 

泛的方面是有益的贡献。 

573 .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议程项目7取得了一些进展。他相信，移交给二 

十二届会议的有关案文序言部分未决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为此他促请直铵有关的各 

Й团表现出必要的ri愿，使二十二届会议上可以达成协议的案文。这种协议有助 

于促迸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lil家间，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与东14^社会主义国家之间 

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多边办法的发展。 

574.在航运领域方面，应强调，急需把未来工作集中在政策措施上，以便加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航运中，尤其在散装部门中的份额。 

575 .鉴于理亭会在会议上对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这一重要问题的详细 

审议，他,调，必须改善工作方法和对贸发会议机构提供»的后勤支助，但这样 

做不应减弱该组织的本身，不论在政府间一级或在秘书处一级的职能。理亭会应 

同意釆取这样的措施，在改善工作方法和后勤支助时，还能同时加强祁提高贸发会 

议的谈判能力祁审议的职 

576.正如他在开幕发言中所说的，最近已就若干领域成功地完成谈判工作，这 

基本上可导致通过在m际经济合作方面的法律文书或准法律文书。这也显示了贸 

发会议的谈判能力，但是，在内罗毕所发起的一些谈判工作尚待完成，因此在最 

近的将来必须以完成这些谈判为目标V 在这方面，埕事会应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加 

紧工作，1^便执行贸发会议秘书长在其开幕发言中所列举的五项任务，以执行茼品 

综合方案的所有事项。同时必须作出努力，以便在下届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 

守则会议上就国际抆术转让行动守则问题达成协议。 

577 . Ь组发言人说,贸发会议常设机构令理化问题工作组所逬行的工作方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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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说明了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问题工作的困难性。他呼吁所有有关各方， 

不要等到最后取得全靣协议后，才开始逬行在目前就可能采取的步歡 в组并不 

想削弱贸发会议钒构，*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浪^资 m в组将清楚地铭记这点， 

特别是在处理今后会议的组织安排时。关于这点，в组受到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 

表的发言的鼓励。但从期待逬展的人们的眼光来智，逬展总是绫慢的。但是， 

在会议期间已在一些重要领域中取得实质性的逬展，其中当然包括通过了关于发展 

中国家债务和发展问题的决议。 

578 .就对议程项目3和4逬行了生动和积极的讨论来说，也是一次实质性的成 

就。В组深信，个别代表团参加这项工作，有助于理亭会大力推动对实质性问题 

的审议。В组希望这个趋势能实际地逬一步具有建设性地发展。 

579 . в组发言人，并以萦古的名义发言，他说，D组国家才Р蒙古将继续在今后 

的各届会议中显示出最大的诚意和Ж愿，逬行积极fP有建设性的合作，以解决贸发 

会议所面对的难题^往往越来越复杂的问题。 

58 0 . 中国代表满意地注意到，理亭会巳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发展问题、抆术 

反向转让、发展中岛翁家、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t宣言》名+议题达 

成了协议，决定了今后要采取的行动。理亭会稱议程项目上的其他议题作出决 

定，这将有助于今后的工m 但是，保护主义问题牙口结构调整问题没有取得进展， 

令人^到遗憾。 

5 8 1 . 大家都很清楚，保护主义是国际贸易中的关鍵问题，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 

关切的问题。就是一些发达国家也 不能漠然置之对于这个问题，贸发会议不 

应该停留在审议和估价阶段；相反地，它应裉据通过的备项决议，找到;^家可以接 

受的办法，并采取有效的行动。仅仅是审议无异于清â。国际经济领域的许多问 

题都涉及南北关系，是前进，还是原地踏步，是需要谷国代表团认真思考的问题。 

国际形势要求人们以大局出发,打破南北对话的僵持局面，发展真诚的经济合作， 

改革目前不平等的经济结构，玟善发展中国家的困难处境。 

582 .注 S到议程项目3和4 ，以及关于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问题的项目6 

都是贸发会议所有成员国所关切的问题，而这些项目均已列入下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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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说、中国代表团希望有关的国家集团能以远大眼^对待这些问题，并为理事会 

创造有牙![的条件，罘取步凝，朝着M立新的国际经济,序Eg方向迈逸 

5 8 3 . 主 席 说 ， 本 届 会 议 所 讨 论 的 议 M 都 是 重 缺 少 的 ， 在 当 前 严 峻 的 形 

势下尤其是这祥，而且议题中包括了世界经济所面临.的大邵分主要问题，这些问题 

又正是阖际社会在各种场所力图加以有效决的。所谓南北或东南对话是在国际 

社会认识到这些问题并Ш到胬要加以鮮决的情况下，一項以同人类逬步水平相应的 

现实主义、良知和娴熟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认真的尝试。 

584 .作为一个爾际讲坛，贸发会议享有一种特珠的地位，即它是最早致力于这 

类问题并唤起人们对之加以认识的讲坛。一个代衮团Й六十年代初货发会议刚刚 

饕立比，！^狹窄、不平的而今它却已变成车水马龙的大道。：情况已经证明， 

贸发会|ш是:^着这条大道前迸的最重旻的因素，并且会继续在抅成人类社会的各 

个集团之间的对话中发挥1:义直大的作用。 

585.,； m^ ,本届理事会通过的决议真鼓少了，许多问题仅仅是交给将来各届 

理亊会^进一步审议。可是，这也不能说理亭会在其工作上失败了，因为它还是 

通过了^些重要夾议的，在其他葶务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迸展，澄清了各方的立场并 

使其分歧有所缩小。因而，本届会议也可以看作是持续对话中的又一个环节。想 

要理箏拿把所有问题都给决了是没道理的，因为议程上的有些议题是自贸发会议 

成立时鬼就一直想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加以的。他深信，只要国际讲坛都充满 

乐观的镇神、只要把各代蓉团联结在一起并反映出其对问题理解的个人关系和友谊 

得以发翁，就会取得更大逬展。他相信，所有的人都希望继续对话，因为这是使 

问题得到#决、困难得以克服S3唯一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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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章 

体锎、组织、行政与有关事项 

(议程项目1、 8、 12, 14) 

A ‧ 会议开幕 

586. 贤易和理事会笫二十一届常会由即将卸任的遝事会主席恩耶尔盖什先 

生Г匈牙利）主持开I 

В .选举主席团成员（议程项目1 (а)) 

587. 1 9 8 0年 9月 1 5日，理事会第5 3 7次会议选出下列主席团成员： 

主 席 ： 乌 雷 里 比 先 生 拉 伯 利 比 亚 民 众 国 ） 

翻主席：阿勒一努艾米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埃克布洛姆先生（芬兰） 

哈尔坦特约先生（印度尼西亚） 

希尔先生（牙买加） 

卡克瓦卡先生（扎伊尔） 

拉卢先生（比利时） 

利隆塔斯先生I希腊） 

柏斯基埃尔.罗梅罗先生（尼加拉瓜） 

斯特拉察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须须木先生（日本） 

报告员‧* 霍恩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С .公布理事会成员的变动（议程项目12(b)) 

588. 1 9 8 0年9月1 5日，理事会主席在第5 3 7次会议上宣布，槺据已修钉 



过的联大第199 5 a i X )号决议第5、 7段，民主也门向贸发会议秘书长提交了一 

份意想成为理事会成员的函件.因此，民主也门现在是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成员国." 

D .划分贸发会i义新成员匿的选举组别(议程项目12(a)) 

589. 1 9 8 0年 9月 1 5日，理事会第:5 3 7次会议决定，在贸友会议第六届会 

议按照已修订过的联大第1995(XIX)号决议第6段釆取行动之前，已于1980年 

8 月 2 5日成为联合国成员的津巴布韦，应列入联大第1995 (xix)号决议附件A 

都分所列的国家名单（见下文附件一,其他决定(a)), 

590. 1 9 8 0年 9月 1 7日，理事会第5 4 0次会议决定，在贸发会议第六届会 

议按照上述联大同一决议采取行动之前，于前一天成为联合国成员的圣文森特和格 

林纳达应列入该决议附件С部分所列的国家名单.（见下文附件一，其他决定(а)) 

59t各区域集团发言人和其他代表欢迎津巴布韦、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成为贸 

发会议的成员，特别提到津巴布韦人民从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 

592. 非洲集团发言人说，津巴布韦被接纳为联合国第153f成员是对联合国在 

非殖化和反种族主义斗争方面的努力的赞颂.他不怀疑，津巴布韦将成为联合 

国和其各组织积极的有影响力的成员。非洲集团实在感到高兴,尽管殖民主义者 

和种族主义者顽固的凶恶的抗拒和它们邪恶图谋延长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生命，但 

津巴布韦人民创立了自己的自由独立国家.但是，在欢庆津巴布韦的新胜利时， 

非洲人难以忘记他们大陆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纳米 

比亚和南非仍蒙受野蛮的、种族主义的和压迫的耻辱，但津巴布韦的胜利和独立使 

人民有理由希望：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压迫终将依照将近二十年前联合国通过的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在世界每 个角落被消灭千净. 

593. 他又说，殖民主义即将完全跨台使非洲国家想到该大陆面临的同样艰难的 

任务一经济解放的任务，这是一个它们与发展中世界其他部分共有的任务，在 

解决这一任务中联合国系统起着主要作用， 

"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结束时的理事会成员名单,见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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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说，他的集团全体一致地支持非洲集团发言人刚才说 

的话， 

595. 拉丁美洲集团发言人说，他的集团将同津巴布韦在七十七国集团中进行友 

好合作。一个国家取得独立总是令人高兴的，津巴布韦取得独立则尤其令人高兴， 

因为津巴布韦的自由是以战场上的英勇斗争和牺牲以及长期和富有成果的诙判换来 

的，而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场斗争和谈判。津巴布韦的独立是 

自1947年印度独立开始的非殖民化的又一个胜利， 

596. D组发言人说，D组的国家完全同意非洲集团和拉丁美洲集团发言人所表 

示的看法，大家知道，津巴布韦人民的胜利是爱国阵线领导该a争取独立斗争的 

结果。但是，由于比勒陀尼亚政权的政策，殖民主义及其残余仍然是非洲)Ф突的 

严重根源.D组国家重申它们对争取独立的各国人民强有力和坚定不移的支持。 

597. В组国家发言人说，津巴布韦进入S际舞台的方式为В际和平与合作作出 

了重大贡献* 国际社会能够而且必须大力帮助津巴布韦а 

598. 中 面 代 表 在 9 月 1 6 日 第 5 3 9次会议上说，新的津巴布韦共和 

国的诞生结束了将近一个世纪殖民主义的残酷统治.津巴布韦的独立来之不易， 

它是津巴布韦人民进行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津巴布韦人民的胜利对 ‧ f e非种 

族主义势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正在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 

人民则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599. 马 耳 他 代 表 在 9 月 1 8 日 第 5 4 1次会议上说，尽管他的国家小, 

但是与津巴布,人民早在其取得独立前就有 很 友 的 合 作 . 它 曽 向 津 巴 布 韦 放 运 

动伸出援助之手，而这种援助在未来年月还将继续.他还欢迎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达最新成为贸发会议发展中岛屿国家名单中的成员之一. \ 

E .遨议程和会i义的组织安排 

〔议程项目1(b)) 

600. 理事会第5 3 7次会议遒过了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4°核可的、经理事会主 

>"参阅《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5号》（4/35 / 1 5 )第一 

卷,第二都:分,：甜件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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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同 贸 发 会 议 秘 书 长 协 商 后 加 以 调 整 的 临 时 议 程 （ 0 1 和 A d d ‧ 1 )作为 

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议程项目9中加入了一些分项目.il过的议程如下（ 

ВУВ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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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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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2. 由于贸发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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釆取行动的具体事项。 

3. 评价世界贸易和经济形势并审i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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窬要进一步发展。 

4，贸易、发展资金和国际货币制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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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1S — I X )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6. 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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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易 

流动。 

8.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六届会议：会址、日期、会期。 

9. 由于各附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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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理事会釆取行动的事项： 

(a) 制成品和半制成品； 

(b) 贸易资金； 

( C )航运； 

(d) 发展中Ш1家间的经济合作； 

(e)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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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贸易和发展领域的其他特殊事项： 

(a) 促进出口：贸发会锬和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咨询组第 

十三届会议的#告； 

(b) 画际贸 •的遂歩发展：联合 i l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三次年度 

扭告； 

(C)裁军的，易和经济方面； 

m执行下Ш动的«情况： 

H与 «中岛举国家的特殊蘅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 

a与Ш中内陆 i l家的特殊需要和何题有关的具体行动。 

11 . 各专门机构和与眹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E'家和人民 

独立宣言》。 

12. 体制、组织、行政与有关事项： 

(a) 戈!i分贸发会议新成员il的选举组别；. 

(b) 公布理事会廒员的变动和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成员； 

( С )为了议事规则第七十八条的目的指定政府间机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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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査会议日历； 

(f) 理事会行动所涉的经费问题。 

13. 其他事项。 

14. 通过理#^提交联大的报告。 

6 0 1 .理事会第5 3 7次会议还广泛地签署了由秘书处（TVB/801/Add. 2) 

就包括会议暂定时间表在内的会议的组织安排提出的各种建议意见。因此，设立 

了下列四个会期机构： 

第一会期娄员会 

审议议程项目2《由于贸发大会第五届会议i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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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项目9 (由 

于各附属机构和萁他机构的振告和活动所引起的或与它们有关的Ш要理事会采取行 

动的事项），并对此提出报告* 

"关于贸发大会第1 3 1 ( V )号和第1 号决议第二节第4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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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会期委员会 

审议议程项目7(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及由此引起的一切 

贸易流动），并对此提出报告' 

第三会期委员会 

审议关于I发大会第131O0号决议议程项目2 (保护主义和结抅调整），并对 

此提出报告. 

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问题工作组 

审议议程项目6 (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问题）和贸发大会第1140O号决议 

第二节第4段有关的问题，并对此提出报告。 

第一会期委员会 

6 02. 1 9 8 0年 9月 1 6日至2 5日，第一会期委员会共举行了八次会议。 

603. 9 月 1 6日,第一会期委员会开幕会议选出哈里斯先生（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为主席，赛拉米一梅斯兰夫人（阿尔及利亚）为副主席兼报告 

员。 

604. 9 月 2 6 日，第一会期委员会闭幕会议审议了它的报告草稿（ T D / 

Б(Х2)/8С I/L 1 和 A d d . 1)，经修正后予以通过。 

605. 1 9 8 0年 9月 2 7日，第一会期委员会主席在理事会第5 4 4次会议上介 

绍了该委员会的报告（TD/B(XXI)/SC. I/L 1和 A d d . 1，经由TV B / % . 577 

号文件修正和补充）.理事会同次会议通过了会期委员会的报告，酌情附入理事 

会的报告中， " 

第二会期委员会 

606. 1 9 8 0年 9月 1 6日至2 4日第二会期委员会共举行了五次会议,按照 

贸发会议和理事会有关决定，理事会会议期间，除第二会期委员会的讨论外，各有 

关国家之间举行了双边和多边协商。在该会期委员会闭幕会议上，主Ж根!&贸发 

会议秘书处提供的资料就上述协商取得的重要成果作了报告." 、 

-会期委员会报告的实质内容见载于上文第三章和第六章。 

4、见贸发大会第95 ( F )号决议第10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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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 9 月 1 6 日 ， 笫 二 会 斯 委 员 会 开 幕 会 议 选 出 萨 克 尔 先 生 ( 阿 拉 伯 

叙利亚共和国）为主席，若兹维雅克先生（波兰）为副主席兼报告员. 

608. 9 月 2 4日，第二会期委员会闭幕会议审议了它的报告草稿（ T D / 

B U X工 ) / S C . JLyL, 1和 A d d . 1和 A d d . 1/Corr. 1),经修正后予以通过, 

6 09. 9 月 2 7 日 ， 第 二 会 期 委 员 会 主 席 在 理 亊 会 第 5 4 4次会议上介 

绍了该委员会的报告（TD/<B(XX:r)/SC. H/JQ. 1和 A d d . 1，和Add. 1 / C o r r 1, 

经由 T D / B / L . 575号文件修正和补充）并声明他已取得各区域集团协调员的同意 

在会期委员会通过的报告最后增加一段文字；#宣读了这段文字. 

610. 理事会同次会议通过了经修正后的会期委员会的报告，酌情附入理事会的 

报 告 中 ， " 

第三会期委员会 

611. 1 9 8 0年 9月 1 6日至2 4日第三会期委员会共举行了五次会议, 

612. 9 月 1 6 日 ， 第 三 会 期 委 员 会 开 幕 会 议 选 出 哈 拉 米 略 先 生 （ 哥 伦 

比亚）为主席，罗伯茨先生（加拿大）为副主席兼报告员。 

613. 9 月 2 4 日，第三会期条员会闭幕会议审议了它的报告草稿（ T D / 

B ( X X I ) / S C . 2)，绛修正后予以通过。 

614. 9 月 2 7日，笫三会―期委员会主席在理事会第.5 4 4次会议上介 

绍了该委员会的报告<та/Э(хх1)/8С.Ж/ъ. 2，经由TD^ZC4 574号文件修. 

正和补充）.理事会同坎会议通过了第三会期委员会的报告，酌情附入理事会的 

报告中.4" 

贸发会议常设机 构合理化问题工作组 

615. 1 9 8 0年 9月 1 6日至2 6日工作组共举行了四次全议以及若干次非 

正式会议. 

616. 9 月 1 6 曰 /工作组开 ,义逸出西蒙先生（匈牙利）为主席，科 

内尔先生(瑞典）为副赛席#报告员 ‧ 

"第二会期委员会报告0^实质内容见载于上文第五章. 

"1第三会期娄员会报告的实质内容见载于上文第三章F节。 

-148 - i 



617. 9 月 2 5日，:И作组笫三次会议审议了它的报" ^草稿（T l t ^ C X X l ) / 

W G / L . 1 )，经修正后予以通过。工作组决定翌0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以便结束 

其i作并授权报告员在最后一次会i义上向理事会全体会议直接提交有关其会议的记 

录t况。 

618. 9 月 2 7 曰 ，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在 理 事 会 第 5 4 4次会议上介绍了工 

组的报告（TD/B(xxi)/T^(V^ 1，:经*:r:iv^:^/lv576号文件修正并由TJVn^ 

!.. 57e/^dd. X 号 文 件 补 充 ） 理 事 会 同 次 会 遴 过 了 该 工 作 组 的 报 告 ， 酌 情 

附入理事会的报告中, 

g .通过全权证书的审査报告（议程项目1 (О) 

619. 1 9 8 0年 9月 2 4日，理事会第：5 4 3次会议通过了主席团关于全权证书 

的报告（TÈ/B/;828 ) , 

G.成员和出席情况48 

620. 下列贸发会议理事会成员醒溅代表出席了会议：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 

大ЩЗЕ、奥地利、孟加拉国、比利肘、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缅甸、布隆迪、 

白俄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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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多米龙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 

瓦多、埃塞俄比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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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都拉斯、匈牙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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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 

巴嫩、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 

西亚、马里、马耳#4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 

亚、挪威、阿曼、巴基!Ш、巴拿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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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塞内加尔、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渐里兰"^、 

46主席关于该报告的实质性意见见上文第546— 549段。 

47工作组报告的实质内容见载于上文第九章。 

48出席会议的名单，见Tlt/Ïî/INIV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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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瑞典、瑞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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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溶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拉夫、礼伊尔。 

621. 下列贸发会议其他成员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教廷。 

622 . 下列联合国机构出席了会议：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贸发会议和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贸易中心。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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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税 

及贸易总协定也派代表出席了会"î^ 

624. 下列政府间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阿拉伯运输联会、联邦秘书处、经 

济互助婺员会、啤洲经济共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际经济合作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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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下列非政府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普通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世界基督教民主联合会、国际律师协会、国 

际商会、S际基督徒商政人员联合会、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国 

际合作社联盟、国际发展途径基金会、国际妇女和平自由联盟、 

世界劳工联合会、世界工会联合会。 

特别类：欧洲和曰本11民船东协会理事会、国际消费者联合会组织。 

626. 根据联大第3280(XXIX)号决议应邀出席会议的还有:南非非洲Ш民大 

会和阿扎尼亚泛非大会.稂据联大第323 7 ( X X I X )号决议应邀出席会议的还有: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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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c)) 

627. 1 9 8 0年 9月 2 4 0，理事会第5 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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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会议议事规则第八十条规定的机构，"应当照准(见 

*，这个政府间机构的申请以及关于它的历史、宗皆和结构的资料，载于Т3)/В/ 

в. 23号文件(已取消分发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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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附件一，其,决定(ъ)): 

国际茶叶促进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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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程项自12((3)) 

50 6 28. 1 9 8 0年 9月 2 4日，理事会第5 4 3次会议批准了下列非政府组织Г为 

理事会议事规则第七十九和贸发会议议事规则第八十一条的目的，申请被指定为i义 

事规则第七十九条规定的机构，并按照贸发会议秘书长的建议（TD/3/8l7)，决定 

把它们分类如下（见下文附件一，其他决定(C)): 

普通类: 

国际发展学会 

对(理事会以外）下列贸发会议机构而言的特别类: 

阿拉伯工程工业联合会 

拉美国际运输使用者理事会联合会 

航运委员会 

技术转让委员会 

航运委员会 

技术转让委员会 

J •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成员(议程项目12(Ъ)) 

6 29. 1 9 8 0年9月2 4日，理事会第5 4 3次会议确认了在其第十九届会议报 

告中所列的主要委员会的成员"，并宣布尼加拉瓜和民主也门选为商品委员会、制 

成品委员会和技术转让委员会成员，使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分别达到97、 9 2和89; 

塞浦路斯和民主也门选为航运委员会成员，使该委员会的成员达到9 3 ;民主也门 

'°这些非政府间组织的申请以及关于它们的历史、结构和职能的资料,载于TD/ 

: ^ 2 2 和 A d d . 1_3号文件(已取消分发的限制）， 

5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Г

5
号》(А^34Л5)，第二卷, 

第一部分，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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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为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成员，使这些委员 

会的成员分别达到9 6 和 9 7 " 

K.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六届会议：会址、日期、会斯(议程项目8 ) 

630. 1 9 7 9 年 1 2月 1 9日联大第3 4/196号决议第2 6 段请理事会箄十 

一届会议,对第六届贸发会試的会址、日期和会期提出建议，词时铭记古ÇJC,府对 

、此提出的邀谦:.：. 

631. 1 9 8 0年 9月 2 4，在第5 4 3 牵体大会上，古巴表重申他的国家邀 

请第六届贸发大会在哈瓦那举行，有关В期和佘期由理事会^定.他说，他的政 

府是本着贯穿在贸发会议工作中的国际合作的精神，发出邀请的.除了对第六 

届会议工作的需要，提#所有的保证和安全外，他的政府已准备接待贸发会议秘书 

处的一个小组，使其熟悉现有的设备和基本设施；该政府也准备适当考虑关于在哈 

瓦那举行第六届贸发大会需要的所有设施的建议。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632. 在同一次会议上，就主席根据与区域协调员和古巴代表协商后提出的建议， 

理事会决定，对联大提出的关f在1983年举行第六届贸发太会，包括有关会址和 

会期的«事项,应该推迟到理事会笫二十二届会" î ^ 在提iB这一建议rf,理事 

会考虑到古巴在笫十次特别会议il提出举行贸发大会的邀请,在第五届贸>É^d， 

以及古巴代表在前一段的发言中,重申了这一邀请（见下文附件一,其他决定(d)). 

Ь . 审 査 会 议 历 ( 程 项 目 1 2 ( c ) ) 

633.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提请会议注意根据m事会本届1^的讨论,必须对 

T D / B / C . 567内的日历单稿附件作出的一些改^, 他又提请会议注意 T I V ^ 

Ь 5 6 7 / ^ d d ; 2内关于Ш的会议В历所 •裤费的说明）他指出，在日历上曾 

列说文件没有包括的一个会议，即联合国菌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会议的协裔会« 

， 2主要委员会成欺国的4^名单i见附件六; 



涉经费，估计为13, ООО美元.他又说,按照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的讨论，秘书 

处致力于拟订的日历曾诛法尽量避免将贸发会议两个以上的会议安排在相同的时间 

内V 19 81年的订正会议曰历，只有三个短暂时期同时举行三次会议的(2月19 

日 至 2 0 日 , 2 Я 2 3日至2 4 日 和 5 月 1 1 日 ) ‧ ffl此，若在日历上再增列任 

何会议，则吏难以遵守上述规则" 

6 3 4 .他又说，在拟订提议的日历时，是1^^联大将决定于198 1年3月/4月 

在组约举行联合屆第三*海洋法会议第十期会议，并假定该项决定以后，不会把盲 

前安#在纽约举行的会议转移到日内瓦举特.但是仍然要谨慎从事，第一是因为 

联大尚未在多方面作出棗后决定，第二是因为如果海洋絲议在纽约举行，产生的 

出 Ж 联 大 ; 庙 会 议 的 同 事 遵 ^ 第 1 8 8 ( X I X > 号 决 的 规 定 ， 必 籴 

避免对日内瓦会议设施造成紧张，以免损害贸发会议排得满满的会议日历的完整性. 

635. 关于会议服务问题，他指出理事会本届会议已提供全体会议和四个会期机 

构 的 服 务 . 由 于 每 个会期机构最多宵能产生五次需要服务的区域会议和联络组会 

议，#以,理事会今后决定其会议的安排时,不妨考虑本届会议的经验.关于机 

构合理化问题工作组讨论过的三项决议草案中的一个共同点，即只有在特珠情况下， 

才在周末和晚上开会的规定，他指出，秘书处曾坚持要在星期六晚上举行本届会议 

这一次(闭幕)会议一显然违Д±述规定——这是因为秘书处认为，除非遵守会 

议日历，不然贸发^"议的工作就毫无秩序.如果理事会在这方面不能以身作则， 

当次要的机构企图效法理事会、把会议延长至安排的闭会日期以后，从而打乱贸发 

会议其他已安排的会议时，秘书处就无先例可援引，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规定一个 

期限:凡是定于暴期ж结束的《I构会议, ‧于星斯四晚完成实质性工作.他很 

高兴地指出，在审查结:^届会议的吋间表时，各国代表团对这一点倒勉念不忘 

的.'：.:： . : 」 . 、 ' 

636. D组集团发言人还以蒙古的名义发言说，如果理事会不能以身作则,则贸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5号》（A/3M5)，第一卷， 

第二部份，第131 — 13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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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会议的工作不可能得到改进.会议日历问题，是和贸发会议机构合理化问题联 

系在一起的。但是，如果每一*议都据理认为应该开，则会议总的次数大量增 

加，就很难使贸发会议的工作提高效率。它还要承抠额外开支，这是 0组#别关 

心的事情. 

637. 他又提到与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各届会议有关的各届理事会会议的 

时间问题，工作组最近这届会议的例子表明，这些会议没有象它们应该准备的那 

样作好准备，因为不能及时提供必要的文件。另外，为了完成其任务，工作组不 

得不从这届理事会会议借用一些会议设施。这一来，实际上剥夺了理事会有条不 

紊地去审议和评价工作组报告的可能性。应该考虑工作组各届会议的时间向题， 

这样代表团才有足够的时间去自行准备，以便在理事会上讨论其报告。 

638. 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回顾说，第五次棉花筹备会议表明，第六次筹备会议 

应该在1980年下半年举行。现在，七十七国集团在同若干生产国逄商后攀议， 

这次会议应该在1981年第一季度举行，其确切的日期，由即将召开的商品‧合方 

案政府间特设委员会第十届会议来确定。 

639. 主席在谈到D组发言人提出的各点意见时说，根据理事会第143 号 

决定，在贸发会议秘书长所举行的协商会议上，应把这些意见提出。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640.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注意到有关的经费问题Г通过了修订后的1980年 

余下时间的会议日历，1981年会议日历及1982年和1983年的会议暂定肘间表 

( 见 附 件 一 ， 第 2 2 5 ( X X I ) 号 ^ ) ' 

641. ：В组发言人说，Б组接受了秘书处提议的会议日历，但此举并不影响它对 

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专家会议及其中评价国际f币制 

度特设政府间高级专家组会议第二届会议采取的众所周知的立场。在本届理事会 

会议的讨论过程中，；В组已经详述了其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见上文第414和第437 

段)。 

见附件四。 

-154 -



M ‧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常会的临时议程和会议的组织安排(议程项目1 (d)) 

6 4 2 .理事会收到了贸发会议秘书处说明 ( T 1 V 3 / L . 558)所载的理事会第二十 

二届常会的临时议程草案。 

6 43.主席提请注意根据本次会议通过的决定需要增列的三项议程——"世界贸 

易 和 经 济 形 势 评 价 ⋯ 一 " （ 见 上 文 该 ， " 贸 会 议 常 设 机 构 的 合 理 化 问 题 

(见i文第550段）和"执行针对^展中岛Ji^国家特殊需要和问题的专门行动的进 

展 情 况 " （ 见 上 文 第 4 8 5 段 和 下 文 附 件 一 ） 。 此 外 ， 需 要 对 5 7 1 : 中 所 

载拟议的议程项目 5的措词作出修改。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6 44; 1 9 8 0年 9月 2 7 0 ,理事会第5 4 4次会议核可了第二十二届常会的临 

时议程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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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情况 

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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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同各国代表团协 

商，并通报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 

.理事会行动所涉的经费问题（议程项目12(f)) 

645. 关于会议日历及由理事会核准其拊属机构通过的若千决和决定的问题， 

贸发会议秘书处极据议事规则第三十一条，提交了关于拟议行动所涉经费问题的说 

明 " 

0.通过理事会提交联大的报告（议程项目1 4 ) 

646. 1 9 8 0年 9月 2 7日，理事会第5 4 4次会议在作出一处修改后，通过了 

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报告草稿（TD/B/L. 5 7 2和 A d d , 1， A d d . 2, A d d . 2(A), 

A d d . 3 - 6 ) ,授权报告员斟酌完稿，并作出必要的校正。样，它通过了其 

向联大的第十六次年度报告，其中包括理事会第十一届特别会议（1980年3月14 

日至2 0日）、第二十届会议（108 0年3月1 7日至2 6日）和第二十一届会议 

( 1 9 8 0年 9月1 5日至2 7日）的拫，。 

"关于理事会行动所涉经费问题的说明，见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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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会议闭幕 

6 4 7 .主席在第5 4 4ШЖ±,宣: ；二十一届会议闭幕. 

- m i 



附 件 一 

ж易和发展理筝会第二十一届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决定 

决 议 

219UX工） 

2 2 0 ( X X I ) 

2 2 2 ( X X I ) 

2 2 3 ( X X I ) 

2 2 1 ( X X I ) 

2 2 4 ( X X I ) 

2 2 5 ( X X I ) 

(a) 

(Ъ) 

(с) 

(d) 

(е) 

(f) 

页 次 

技术反向转让引起的发展问题 15* 

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以及由此引' 

起的一切贸易流动 巧9 

錢中国家的债务和发展问题 165 

与发展中岛J#国家的Ж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 

^ ‧ 170 

决 定 

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问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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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査会议日历‧‧‧‧‧‧‧‧‧‧‧‧‧‧‧‧‧‧‧‧‧‧ ‧...‧‧‧‧‧‧‧‧‧ 

171 

172 

173 

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作出的其他决定 

划分津巴布韦共和国、圣«特、##纳达的选举组别‧‧、 180 

为 了 理 义 事 第 七 十 八 条 的 目 的 指 定 贿 间 机 构 181 

为了理事会议事规则第七十九条的目的指定非政府组织并 

ш т . - ‧‧‧‧‧ ilfil 

联合国贸易和Ш会议第六届会议:钱、日瓶会期••• 

多 « 易 谈 判 ‧‧‧‧‧‧‧‧ ‧ ilea 

裁军的贸易和经济方面* ‧‧‧‧‧‧‧‧‧ 

理事会采取的其他行动： " " • • " « • • • • • • Y " 》 • • 182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决定 

219 ( X X I )技术反向转让引起的发展问题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回顾联大1979年1 2 月 1 9 日关于技术反向转让引起的发展问题的第 

34/200号决议第4段除其他外，请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按照贸发大会 

第102(V)号决议第6段的设想，着手审议适当的安排，包有无必要召集一组专家， 

来研究计算人力资源流量的可行性， 

又回顾理爭会1 9 8 0年 3月2 5日第21 2 ( 3 0 0号决定，决定把联大第3^2 0 0 

号决议第4段中提出的要求移交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审议， 

意识到联合国系统内部正按照贸发大会第102(V)号决议第6段和联大第34/200 

号决议第3段的请求，对处理该问题协调工作的有关职权范围逬行审议， 

1 ‧表示希望#国秘书长能够根据联合国系统内部对处理该问题协调工作的 

有关职权范围问题逬行的审议，按照联大第3i/200号决议第3段.的请求，早日对 

联伶国系统内处理技术反向转让问题的协调工作采取必要的措^ 

2.决定将贸发会议秘书处关于技术反向转让引起的发展问题的说明a发: 

交技术转让委员会第三届会议; 

3 . g技术转让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审议适当的安排，包括有无必要召集一个政 

府间专家组，来研究i十算人力资源流量的可行性，并向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笫二十二 

届会议作出适当的]^议。 

1 9 8 0年 9月 2 7日 

第5 4 4次M 

à TD/B/JL.554和Add.l ，见《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一 

届会议，It件》，议程项目2。 



220(XXI).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间的贸易关系 

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贾易流动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再次确认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贸 

易流动的重要性， 

重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1 9 6 8 年 3 月 2 5日第15 ( 1 1 )号、197 2 

年 5 月 1 9 日 第 5 3 ( 1 ) 号 和 1 9 7 6 年 5 月 3 1日第9 5 (工"号决议， 

并认为有必要努力继续执行这些决议, 

铭记着D组国家b和七十七国集团с在第五届贸发大会上提出的关于经济 

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以及由此Ш起的一切贸易流动的两决议草案， 

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有关这两项草案的有益讨论，因而各成员国 

得以更加明确地阐明自己的立场，对一系列问题的观点更趋接近，d 

1 .请贸发会议各成员国继续努力，进一步扩大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 

间的I易1系，同时铭记着必须促 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2.决定参考第二十一届会议在这一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在笫二十三届会 

议上;酌情根据It于本决议之后的案文，继续审议上述草案案文。 

1 9 8 0年 9月 2 7日 

第5 4 4次 M 
附 件 

贸易祁发展理亭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期间，笫二会期委 

员会联系组讨论得出的关于议程项目7的非正式案文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深信裁军和军备限制特别是核领域的裁军和军备限制，是防止核战争危险，加 

Ъ TD/L / 1 8 9 ，参阅《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大会会议记录》第一卷: 

《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号:E.79. IL.D.U),附件一，A 。 

с T D / L / 1 9 0 ,同上。 

d见上文第3 0 0 - 3 3 9段。 



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和促进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逬步的必要条件，从而促逬新的国 

际经ж序的达成，〕 

〔深信^和军备限制，特别是核领域的裁军和军备限制，是防止核战争危险， 

加强¥S和平与安全和促进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从而促逬新的 

国际经济秩if的达成；在世界各国的参与下，迅速发展缓和、遍及世界斜地区所 

有国际关系的领域，将会创造条件，促进各国为结束全世界所陷入的军备竟赛而进 

行努力，从而减少战争危险；缓和的进展与裁军的进展是相辅相成的，〕 

注意到尽管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取得了 〔很大的〕逬 

展，但这种关系还可以t步扩大和改进。 

回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第15 ( i r )号、第53号和第95 (工 V )号决议 

对这一议程项目的重要性和关联性，需要把这些决议付之实施， 

〔深信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关系，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并 

消除歧视性和人为的障碍，〕 

在所有国率之间，不分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差异，必须确实具有维持正常经 

济关系的适当条件，〕 \ 

参照载于《阿鲁沙集体自力更生纲领和诙判纲要》е的七十七国集团发展中 

国家中的成员国的有关建议, 

考虑到发展中囯家迫切地大量地需要增加和改进它们全面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并 

使之多样化，同时考虑到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以及〔保护主义日益抬头〕〔保护主义 

措施〕〔保护主义压力〕，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必须按照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加以发展和加强， 

，所有国家发挥日益积 I极的作用，促使早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强调除其他外,下面一 可协助在发展中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取得更 

多、，的经济关系的因素： 

一 需 要 ， 过 长 期 合 Ç 来 â 划 贸 ！ 

见^国贸易和义第ьш^ее^ад：》， i ^ ,《报#^附件》(联合国出版 

物，出,品编号:E.79.IE.D. 14 ),附件六，第三节,''МЛМ±ШтЯЩЩ目12 (d]H, 

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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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大能力来拟il*和执行有关对外绎济关岸昀政策； 

―除其他措施外，忙大对发展中属家еИ》互惠关税优惠，以方贸 

易，并扩大利用多边办法; 

C l .要紘西方贸易伙伴乎等互利的基础上，进—步加驿和扩大合作,争 

取消碍这各组国家间的经济关系的歧视性经济、行政、商业和政治因素,不 

容许采取新的P艮制或加强保护主义； 

2.彭义贸易伙伴在这一类国际经济关系中更多地采用长期协定、茼业、经济、 

工业、 ï ¥和技术合作方案等大规模的新式合作，这样作时要确保这些协定和方案 

的执行能够对发展;这两组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产生促进作用; 

3 - 步 三 边 合 作 ， « M l 会 主 义 国 家 、 发 达 市 场 经 济 国 家 和 发 展 

中国家的参加下，着手进行工业、能源、农业、基本设施;和其他部门的三边项 

目； 

4.要求东、西方贺易伙伴努力设法使双方的来往贸易多样化，,以便消除不平 

衡的进出口格局及东西方贸易日益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因为这种不平衡往往对扩大 

；yxt中国家的进口可能造成障碍;〕 

( I . Й发展中国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继续执行贸发大会 

第15(11)号、第 53(III)和第95(,IV)号决议，以期加强它们互相间的贸易与经 

济关系； 

2 . â发展中国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扩大多边形式的经 

於作,并继续研究由发展中国家、东欧社会主义国发达市场辑济国家参加的 

特别是г农业生产、研究和基本建设方面的三边经济和工业合作的可能性，及随后 

执行此种合 f ^，要特别注 t发展中国家的 «问题； ' 

3 . Й参与东西方贸易的国家在扩展它们的贸易和经济关系时,充分地考虑到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便为它们提供确有助益的贸易机会.〕 



1。 要求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彼此间的合作给予新的推动力,并 

进一步巩固它们的相互关系，促进此种关系的发展，从而不断扩大合作的幅度。 

2 . 建议为制订新的或改善现有的关于促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f口发展中国家之 

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的办法而采取的搢施应包括下列规定： 

(a) 在同发展中国家发展贸易的潜在领域，特别是制成品'和半制成品领錄， 

在不损窨发展中国家传统出口的情况下，扩大采用长期政府间协定的 

作法。这样发展中国家会认识它们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潜力， 

使M中国家能实现出口贸易多样化; 

(b) 制订双边的长期经济、苘业和科技合作方案，其中应该广泛包括各部 

门、指明II要执行的项目、除传统的合作领域和方式外还包括新的合 

作 领 域 和 # 方 式 ； 

(0采取措施，确保这类合作方案的执行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彼此间的贸易， 

有助于扩大来往交易的产品范围而使贸易的组成取得更大的平衡，并 

且可以提供机会,努力找出方法，确实做到这一点，包括在发展中国 

家扩大生产当地条件有利的某些产品； 

(d) 在保证合各方事有真正主权以及尊重其合法权利的条件下，扩大援助发 

展中国家开发其自 « 源； 

(e) 按照对发展中国家提供非互惠的关税优惠待遇以至准许优惠免税进口 

等一系列措施，鼓励购买发展中国家民族工业所生产的制成品^半制 

成品；继续努力改善和健全东欧社会主义il家实行的优惠制度，尤其 

，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货物采用统一的原产地规则； 

(f) H发展中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д家之间的支付应视情况经商定后以 

， 搬 币 飾 , 

с=)如清算协定中止，发展中国家原定用产品清偿的信贷之结算应按 

Ж方议定的〔条件和价格〕〔公平和有利的价格〕进行； 



m除其他外，通过使用可转让卢布来改进发展中国家与东欧社会主 

义国家之间支付安排；〔以便如发展中国家需要，它们可将其t 

支盈余用于同其他经互会成员国的易，或将这些盈余转换成可 

兑换货币〕； 

(g) H在合作各方认为有利时，应促进和设立联合企业，尤其是在工业 

农业和贸易领域内； 联合企业应以发展中国家国民的有效 

参与和较多地利用当地原料为基础; 

a这些 ‧企业的百标应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增加这些国 

家制成品和半成品的出口； 

(a) 东欧社会主:国家应加速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以便在1980 

：年年底以前到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规定的0« 7%m 

官 方 发 展 援 助 指 标 ; " 

(b) 东欧社*主义国家应采取各项必要的措施，让国际投资叙行的特别基 

金发挥效力，为发;^中国家提供资源，以便直接地或通过各区娀发展 

银行查明和资助国家、分区和区域一级的项目； 

(c) 通过这个银行，东欧，：会主义国家应安排和改进对援助发展中国家 

的资金的使用 ,略脚他外，可增加其中可兑换货币 #成分，降 

低发展中囿家可兑换货市借款的利率;〕 

(a) 注意到东欧社会主义,家愿意同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经济和技术合 

作,其目的在于发展其国民经济和提高其工业、科学和技术的潜在能 

力;并且这也有利于在*期，稳定和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同东 

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商业和经济关系; 

(b) 建议在Ж_方接受并可行时,将关于利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发展中国 

家援建企业的产品交货偿付贷款和按商业条件购买这些产品的条款继 

续按惯例列入协定和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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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进一步建i义s当具体问题发生时，在双边的基础上，为经济和技术合 

作的规模和条件以及包括信贷偿付在内的有关信贷等问题，寻求Ж方 

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4. 还建i义继续努力改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于商业、经 

济、以及科学技术合作的双边政府Й委i#的工作，以期进一步增强其在合作的组 

^.^тшшм:前景的决定方面的作用；调整和扩大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计划机抅之间以及双方商会之间的联系;在拟订包括对外贸易领域在内的经济发展 

计划和方案方面，向有关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5. 保请鼓励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多边接触,以促^个 

集团的一个或数个国家湘另一集团的一个或数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通过它们各 

自经济集团的秘书处建立关系； 

1.直贸发会议秘书长： ― 

(a) 为了加强贸发会议以联合i开发计划署执行机构资格同联合 

员会密切合作进行的实际技术援助活动，以便更加切实地配合发展中 

国家在这个领域的要求和需要,经由目的更具体的训练班,更广泛地传 

播实际的贸易和经济资料，扩大和改进在发展中国家提出要求时向它 

们提供的咨询服务，以协助它们制订和执行旨在促进和发展词东欧社 

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经济合作的具*策； 

(b) 采取步骤加强贸发会议秘书处的服务，以保证对技术援助项目的支持， 

даш^同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和贸发会议和总协定合设的国际 

易中A哈作执行的、下一个开发划署周期19 8 2— 1986年的开发 

计戈']41/贸发会议综，计划； 

(0)不仅在理事会的常会i而且在理事会范围之外，继续就具体问题安排 

灰 卿 多 边 搓 商 ； 



(d)根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186 ( X I X )号决定的规定，就执行该决定 

所载的各项建议和要求时所采取的行动向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提出报告; 

2 . 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本决议中提到的各种活动给予更多的支持。 

3. 对于执行本决议本节第1(Ъ)分段所提到的技术援助活动，要求东欧社会主 

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参加，同时要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贸发会议、各区域委 

员会和贸发会议和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贸易中心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222(XXI).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发展问题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А 

1 .欢迎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声明按照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978年3月1 1 

日第16 5 ( S—IX )号决议А节采取措施并同意充分执行该决议А节; 

2 .注意到不同的发达援助国家迄今宣布的就第165 ( S—IX)号，中各项规 

定和决定所采措施的性质、规模与范围，以及执行结果不同； 

3 *注意到 1 9 7 9年 9月 2 9日,七十七国集团各国财政部长在贝尔格莱德的 

会议上重申他们在《阿鲁沙集体自力更生纲领和谈判纲要》中所表明的立场，认 

只向有限的少数几个较贫穷发展中国家提供救济措施的发达国家，不能算是充分# 

行 了 第 1 6 5 ( S — I X ) 号 ， , 

4 .还注意到七十七国集团表示赞赏某些发达的援助国所采取的行动，这些^ 

家解释和爰用追溯调整援助条件的方式，就执行第165(S—IX)号决议A,两言， 

完全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期望； 

5 .注意到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发言，认为考虑到第16 5 ( 8 ~ 1 7 )号# ^ 

第5段，它们正在充分执，，决议65 A节:; ： 

f 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屣会议第五届大会会议记录》，第一卷，《报告和附件》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9. 1 ; Ч 14),附件六，第三节，"第^ 

届大会临时议程项目1 2 (d)H,第(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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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促请所有还没有这样做的发达援助国采取必要的步骤,对于调簦过去官方 

发展援助的条件问题，立即充夯执行第1 6 5 ( S—IX)号决议A节； 

' 7 .同意发达的援助国应当设法按照第16 5 ( 5 - I X )号决议A节的规定，继 

续采取追溯调整援助条孙或相等措施，以便目前较好的贷款条件可适用于尚 

的官方M援助债务; 

8 . i贸易会议秘书长继续密切审查和评价此项问题，并将发达国家按照第 

165(S — IX)号决议A节采用鴣溯调整援助条件和同类措施的程度和范围，向贸-

易 和 发 屣 理 爭 0 二十二届会议 ^报告 ; ! 

9. 还请所有发达国家向贸发会议提供这项审査所需要的资料； 

1 0 . 赞同本ШЖ#中议定的详细要点，其中阐述了第165(S— I X )号决议 

в节所包含的基本:思想；并同意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成员国在今后涉及有关 

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工作中应遵循这些议定的要点； 

1 1 . 还同意任何一个发展中属家认为自己面临债务的困难时，可以主动提出由 

一个债务国和债权国商定的适当多边会议审议债务问题。这一工作应遵循并符合 

议定的要点； 

12. 决定这样的国家应能利用有关国际机构的专家，由这些国际机构与该国协 

商,照顾到该国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以及前景，对该国经济形勢逬行客观、全面 

的分析.为此目的，理事会请世界银行行长和国际货f基金组织总裁，同贸发会 

议秘书长协商，尽快考虑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协调一致地处理发展中国家关于逬行 

分析的要求；并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向贸^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提出有关协商的报 

告；：.. 

1 3 . Ш意只有在有关倩务国提出要求时，肴关国际机构才能向多边会议提供 

Jl述的和其他有关的分析，以便协助该会议取得满意和公平的结罘Î 



14. 欢迎巴黎倶乐部主席按楝贸发理事4第13S(xv)号决议'邀请贸发M秘 

书长参加该儇权国集团的会议，其资格与参加会议的，他国际组织的代衰相同;,因 

此Й意贸发会议秘书长会对议定的要点特别重要；：：:：:：：:: 

15. 同意贸发理事会^二十六届会议*查本决"i t :本节中商^的安#;为此 

目的，！贸发会议秘书长以及有关的多边机构和会议的首长提供一切有关的资料和 

文fK'' 

1980年9月2 7日 

第 5 " 次 效 



拟订若干详细要点，作为今后关于发展中国 

债务问题工作的根据 

Ч序言 

1 .按照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165 ( s—IX)号决议的规定，考虑到发展中国家 

债务和发展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的工作,g—致同意下列详细要点，作为今后关于发展 

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工作的根据。 

2 . 还一致同意国际社会面对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找出方法，防止偾务偿付 

困难的出现。如能够在不妨碍发展中国家有条不紊地发展的情况下避免偾务偿付 

困难，对偾权国和债务国及方都有利。 

3. 不过，认识到问题还是可能产生的，因此必须有一套议定的安排,以便及 

时采取行动。 

4.国际行动随偾务国问题的性质而不同，但： 

-应当迅速、及йфг 

一应当在考虑到债夯国的社会经济优先次序、考虑到国际议定的发展中 

国家发展目标的情况下，改善偾务国的发展前景； 

一目的应当在于恢复偾务国的短期和长期的偿债能力，支持发展中国家 

本身加强其基本国际收支状况的努力; 

一应当以国际经济合作为前提，公平地保护债务国和债权国^方的利益。 

二、目标 

三、工作构想 

审议的发起 

国际审议，只有经有关债务国明确要求，才 

t 的报,"(〈〈贸易和^理事会正式报告， 

第十届特别会议，附件》,程项目3，:T3VB/730)。r 



，逬行.因此，有关国家可以在它认为债斜司题已经存在或即将出现时，提前 

要求ад审议‧ 

分析 

6 . 问题的性质可能不同，有严重的国际收支困难，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也有 

较长期的困难，关系到结构、财政、资源转移等方面的问题，需要采取适当的长期 

7. 在所有的情况下，确定适当的国际行动时应考虑： 

(a) 调査有关国家的国内经济情况，包括分析该Й如何利用国内外资源来 

确 保 其 她 ‧ 

(b) 外来因素对债务国的发展和财政问题的影响; 

(C)估计短期和长期的发展资金需要以及予期可得的资金额; 

(d) 预测债务偿付需要，检査有关国家为防止出现债务偿付困难所采取的 

措施; 

(e) 特别注意所有国际收支、汇价、货币政策等项目的结构和前：缭. 

8 . 遇到严重的国际收支困难，分析应特别着重债务顯的短期财经政策、前景 

mm, 遇到较长期的问题，分析则应特别着重筹集长期投资资金和有关的资源 

转移。 

行动 ： ‧ . 

9. 根据上述分析，议定一个全面的行动方案，实现第二节所列的目樣行 

动方案驾括国内、国际措施在内，将随情况有所不同，取决于债务国当前问题éir 

及 其 錢 前 景 ， 

10 . 以ж边和多边来源执行的国际措施甚多，可以是重新安务，也可以是 

以适当条件提供额外资金 

1 1 . 遇到主要因债务偿付开支造成国际收支严重困难、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时, 

债务国应施行经济方案,在考虑到发展前景的同身加强它的基本国际收支状况。这 

个方案应得到有关备方的支持.必要时，这种支持应包括重新安排夂债权国政府 



或由其担保的偾务。 

12. 当遇到较长期的问题、胬要采取适当的长期措施时，有关债务国应在援助 

国和有关国际机构的支持下实行有效的国内政策,援助者将设法以适当方式•锾助 

提高援助的质 * 

13. 两种问题都存在时，便需要采取包括上述两种揞施在内的行动，并确保这 

两种措施能相互一致，彼此呼>Й» 

14. 在多边会议上，经过偾务И和债权国的同意，主席将根据同Ж的目标，公 

Ж而不偏不倚地处理债务问题，以便在国际经济合作的范围内取得公平的结果 

223(XXI).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珠需要和问题 

有关的具体行动 . • 

贸易和縱理事会， 

5^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1976年5月3 1日笫98(ГО ,和 1 9 7 0年6月 

3 日 ^ 1 0 0号輯以及联大 1 9 7 9， 1 2月 1 9日第34/205号决议所载的有关 

后续行动， V 

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处关于执行~^食展中岛国家的特珠需要湘问题有关的具 

体行动的ift^报告,' -;.-

1 ，重申贸发大会第11100号决—议第4段的决定：贸Ж会议应根据该*议前几 

段Й规定与区域机构和其他主管机构合作，以协作方式，在考虑到这方面已做的工 

作的情况下，深入研究分析岛经济的共同问题及阻搿它们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素, 

尤其是在发展中岛屿国家问题中的经济和地理因素、它们同市场中心的距离、它们 

经济和市场的弱小、自然资源的贫乏、外汇收益的过于依赖少数商品和劳务等因素; 

Я ， 发 会 议 秘 书 长 保 证 贸 发 第 9 8 ( I V )号湘第111 0 0号姆所载的与 

发展中岛^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工作方案得到迅速而有效地执行； 

3, !贸发会议与贸发会议和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贸易中心继续并增加其关于发 

展中岛ft^ï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的技术援助方案; 

h-~"TD/B/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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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Щ联合国开发计戈'J署、国际开发机构和Ж边援助机构充分支持贸发会议 

加强其有利于发展中岛国家的技术和咨询服务； 

5 理事会根据各国政府审议上面第1段提到的各项研究的结果，在笫二 

十二届会议上审议今后应采取的行动，其中包括于1981年召开一个政府间专家组 

来审査发展中岛屿国家的具体问题， 

1 9 8 0年 9月 2 7曰 

第 5 4 4次会议 

决 定 

221 (XXI)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问题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1. 决定注意到其会期期间的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问题工作组的工作,并 

在第二十二届会议上进一步处理这一问题； 

2. 还决定把第二十届会议上关于这个问题收到的三个决议草案i连同工作组 

主席在理é会本届会议上提出的决议草案，列为第二十一届会议报告的附件；3 

i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В组成员国提出的决议草案（TD/B(XX)/SC/J^ 1 / R e v 1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в组成员国和蒙古提出的决议箪案（T]3/B(XX)/SC/ 

L 2)»^塞俄比亚代表7 7国集团成员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T D / : B ( X X ) / S C / 

Ii3和Corr.l)。各草案案文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 5号》（A/35/15),第一卷，第二部分，附件二。 

3 T D / B ( X X I ) / W G / ; 2和A<H 1—3。草案案文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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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赞赏地注意到TD / g / J ; 569号文件所述к联合麗H内瓦办事处已与贸发会 

议秘书长协商，采取了具体步，，改善贸发会议会议服务的某些部分； 

5.窭求贸发会议鴉书长就述舨务的结果与影响,包括一切后勤与经费问题, 

向贸易和发屣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供其审议和作出决定;该报告还应 

,建立一个翻译人员特别工作组是否可衧和所涉经赛问题；这些翻译人员虽然仍 

受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旳管理，但将特别指定为贸发会议各会议服务; 

员 会 第 二 届 ^ 1和理事会第二 -Hi^m的发言中有关理事M主要委员会每年集 

中在一定时同牙会的Ш; 

1 9 8 0年 9月 2 7日 

第5 " 次 会 i l " 

2 2 4 ( X X I )各专П机构和与联合厨^的国际组织执行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к TD/B/Ii669, 

1见《贸发会议机构M化问题特设政府向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报告» (TD/B/ 

AC. 30/4)，附件Ш,(已列入《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彔，附件》,议程项 

目7 , TD/B/786). 

Ш Ш5 2 睥 

4 .要求继续 Î 



回顾联大1979年1 1 月 2 1日第34/42号决议， 

1.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长的报告；n 

2 :、 ; i ^ 3上述报告中关于贸发会议向殖芪地魁人民及其得到区域间组 

织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援助的各项建议的重要性; 

3:建议把这些建议列为高度优先事项，并且应向贸发会议提供必要资源，特 

别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必要资源，以便执行拟议的方案. 

1 9 8 0年 9月 2 7 日 

第5 4 4次会议 

225 ( X X I )审査会议日历 

贸易和錢理事会， 

1983年暂定会议时间表 

19 8 0 年 9 月 2 7日 

第б 4 4次会议 

n T D / B / 7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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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 除 作 说 明 ， 所 * 议 # « 日 内 瓦 ， 。 ， 

о与南品综合方案有关Й会议冠以"综合方案"四字。 

Р:條参考。 

视《19 7 9年Й际橡胶协定》于19 8 0年1 0月1 ，或其后生效而定《 

1 9 8 0年余下吋间和1 9 8 1年会议日历 

以及Щ82年和1983年暂订会谈时间表* 

А. 1980年余下时间会议日历 

日 期 

综合方案"^"商品综合方案特设政府间委员 
会，第十届会议 9 月 2 9日至1 0 月 1 日 

商品委员会，第; ^食议 9 月 2 9日Ж1 Q月 7日 

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挺员会，第九届 
第二期会议 9 月 2 9日至1 0 月 3日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筹备委员会， 
第二届会议 1 0月 9日至 1 7 H 

商 品 共 同 碁 錢 备 委 员 会 ， : 0 " ^ ， P 1 0 月 2 0曰至2 4 H 

综 合 : ^ 一 第 二 次 锰 筹 备 M 1 0 月 2 7日至 3 1日 

1 9 8 0年齡国可可会议 1 0 月 2 7 日 至 1 1 月 7 日 

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发展中国家 

政府专家会议，第一届会议 1 1ЛЗ日至1 4日 

ffl际天然胶理事会，第一届Mа . 1 1 月 1 7 日 至 2 1 曰 

技术转让委员会，第三届会议 1 1 月 1 7 日 至 2 8 日 

1星期 

1+星期 

1星期 

1星期 

2 星 i 

2星期 

1星期 

2星期 

期
 

天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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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国际航运立法问题工作组，笫"ЬШ会议г 1 2月 1曰至 1 9日 

1 9 8 0年联合国锡会议，第二期滅 1 2 月 1日至 1 9日 

期 间 

3星期 

3星期 

日期待定的会议 _ Ё . 

联合Ш为取代已延长的《1971年国际小麦协 

定》而举行的国际安排谈判会议,第四期会 

议(如有需要） 最多4星期 

锡砂委贵会，第十三届錄（如有需要） 1星期 

综 合 ; 巩 土 筹 备 会 议 1星期 

综合方§ 一第三次铁矿 ‧ 备会议 1星期 

综合方é一笫三次璘酸盐筹备会议（如有需要） 1星期 

综合方案—第七次(第三期）或第八次'(如有需要） 

铜筹备会iiJr .' 1星期 

, X X X X X 

其 他 商 品 彼 

其他工作组、研究组和专家组 

г会议的最初两周用于专家：t论船舶保险问ж 

：:л: - 1 7 5 - ： 

视需要而定（最多7+星 
期 ) 

视需要而定（最多7 "^星 
期） 



Б. 1981年会议曰历 

1981年联合国黄麻湘黄麻产品会议 

当前援助翱流动指标概念政府专家组，第 

四届会议（理事会第197 ( X I X )号决 

定） 

贸发^和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贸易中к:?联 
合 咨 询 组 技 术 委 员 会 , # 十 届 " ^ . 

综合方案一，间茶家组 ,第 É > i会 
. : 议 ： . 

多 ， Ж ^ 的 资 : M 助 和 技 术 Ш 軌 构 同 

最不发达国家代表的第二次会议(理事 

会第171(ЗПГ1:п:)号决议，第2段） 

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会议的协商 

会议 

综合方案一第三次茶叶筹备 

国 际 货 制 度 演 变 问 题 特 i M 府 间 高 
级专家组，第二届会议 

综 合 方 案 一 第 四 一 ^ ^ 会 议 

发藶中国家在载运散袭货物中所面临的问 

题专家组会i5f ，第一届会议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 

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会议，Ш@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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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方案一政府间热带木材研究和发展问 

题专家组会议 

综合方案一政府间改进热带木材市场情报 

问题专家鈹会议 

日 期 期 间 

1月 5 日至2 3曰 ： 3 星 期 

1 月 2 0 日 至 2 7 日 1星期 

2 月 9 Й至1 3曰 ：】翻 

1 6日至 2 Ô日 : 1 星期 

2 月 1 6 日 至 2 4 日 U 星 期 

2 月 1 9日至2 0日 2 天 

2 月 2 3 日 至 2 7 日 1星期 

2 月 2 3 日 至 2 7 日 1星期 

3月 2日至 6日 1:星期 

3月 2日至 6日 1星期 

3 月 9 日 至 2 0 日 2ММ 

3 月 2 3 日 至 4 月 1 0 日 3屋期 

3 月 3 0 日 至 4 月 3 日 1星期 

4 月 2 1日至2 4日 1星期 

4 月 2 7 日至 5月 1日 1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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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期 期 间 

原产地规则工作组，第八届会议 4 月 2 7日至 5月 1曰 1星期 

政府周出口信贷抠保设施问题专家组 5月 4曰至 8曰 1星期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三届会议 5月 4日至 8日 1星期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二届第二期会 

ж 5 月 1 1曰 1 天 

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第十届会议 5 月 1 1 日至 2 2 日 2星期 

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发展中国家 

政府专家会议，第二届会议 5月 1 1日至2 2 曰 2星期 

综合方案一第五次硬纤维筹备会议 5 月 2 5曰至6月 5曰 2星期 

航运委员会，第三届特别会议 5 月 2 7 日 至 6 月 5曰 i+星期 

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第十届会议 6月 9日至1 9日 2星期 

综合方,一政府间香蕉专家组会议 6 月 2 2日至2 6 В 1星期 

贸发会议和:Е发组织合设的工业协作安排 

的贸à方面和与贸易有关方面问题特设 

专家组，第二届会议 6月（在维也纳) 2星期 

政府间出口信贷抠保设施问题专家组会议， 

第二 M会议 7 月 2 0日至2 4 日 1星期 

综合方案一第六次热带木材筹备会议 7 月 2 0日至2 4 日 1星期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四届会i义 9月 7日至 1 1日 1星期 

贸易湘发展理事舍，第二十三届会议 9 月 1 4 日 至 2 5 曰 2星期 

综合方案一第三次Й1类筹备会议 1 0 月 5日至 9日 1星期 

国际航运立法问题工作组,第八届会议 1 0月 5日至1 6 曰 2星期 

限制性商业掼例向题政府间专家组，第一 

届会议s 1 0 月 1 9日至2 8日 1女星期 

s ймт通过有关控制Р艮制性商业惯例的一牵多边协议的公平原则和规则， 

并且理事会按贸发大会第103 0 0号郷,决角建立紗国限制性商业惯例 

会议所建议的#i安排，则召开此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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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X X X 

其他商品会议 

其他工作组、研究组和专家组 

视需要而定（最多3 5星期） 

视需要而定（最多2星期） 

с . 1982年和1983年暂订会议时间表 

1982年 

贸发会议和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贸易中心联合 
咨询组技术委员会，第十"届会议 

贸发会U和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贸易中心联合 
咨 询 组 ， 第 十 五 届 ， 

中期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五届会议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四届会议 

曰期和期间 

1月（1星 

2 月 / 3 月（ 1星期） 

3月 1日至5日（1星期） 

3月 8日至1 9日（2星期） 

M 中 国 家 间 经 、 委 员 会 ， 第 会 议 

发展中国家在载运散装货物,所面临镏问 

题专家组M，第二届Ш 

工业产权制度在向发展中麝家转让拔求方 

面所起作用问题政府专家会议（，转 

让突员会第 4 ( 1 1 )号决定） 

有关国家政府代表参加的散装货运输会议 

(贸发大会第120 00号决议，.第5段） 

联合国最不发达à家问题会i义筹备委员会， 

第三届会议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锡砂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如有需要） 

合成品和代用品常设组会议（如有需要） 

综合方案—第六次棉花筹备会议 

期 间 

2星期 

1星期 

1星期 

1星期 

曰
 

Ш
 

3
 

1
 

曰
 

2
 

曰
 

о
 

至
 

曰
 

6
 

定
 

^
 

定定定定定
 

待
 

待

 

I
待
.
待
待
待
 

星

星

星

星

星
 

2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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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 曰期和期间 

航运委员会，第十届会议 

优惪问题特别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笫六届会议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 

国际航运立法问题工作组，笫九届会议 

限制性商业惯例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二届 
会议 -

贸发理亊会部长级特别会议一会前先召开高 

级官员会议(贸发大会第90( I V )号决 

议，第二节，第2段） 

*个或三个主要委员会的会议 

锡紗委员会 

合成品和代用品常设组会议 

其他商品会议 

其他工作组、研究组、专家组 

3 月 / 4 月（ 2星期） 

4月（1—2星期） 

9月6日至1 0日（1星期） 

9 月 1 3日至2 4日（二星期） 

1 0 月 / 1 1月（2星期） 

1 0 月 / 1 1 月 （ H 星 期 Г 

如有需要（1一 2星期） 

在整年中（各为1一 2星期） 

待定（1星期） 

待定（1星期） 

视需要而定（最多4 0个星期） 

视需要而定（最多16个星期） 

1983年 

贸发会议和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贸易中心联合 

咨询组技术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 

贸发会议和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贸易中心联合 

咨询组，第十六届会议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七届会议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六届会议 

曰期和期间 

1月（1星期） 

2月 / 3 月（ 1星期） 

3月 7日至1 1日（1星期） 

3月 1 4日至2 5日（2星期） 

一 179 -



1 9 8 3年 日期和期间 

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AMi会议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七届会议 

限制性商业惯例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三届 

会议 

联合国贸易和M会议第大会的会前会议 

两个或三个主要委员会的会议 

锡砂委员会（如有需要） 

合成品和代用品常设组会议(如有需要） 

其他商品会议 

其他工作组、研究组、专家组 

4月（1至2星期） 

1 0月 3日至 7日（ 1星期） 

1 0 月 1 0日至 2 1日（ 2星期） 

1 0 月 / 1 1月（1 +星期） 

X X X X X 

待定 

在筌年中（各为1 — 2星期） 

1星期 

1星期. 

视需要而定（最多4 0个星期） 

视需要而定（最多16个星期） 

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作出的其他决定 

(а)划分津巴布韦共和国、圣文森特-袼林纳达的选举组别 

198.0年9月1 5日，理事会第.5 3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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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5 (XIX)号决议第б段采取行动之前，把津巴布韦列入经 

修正的上述决议附件А部分所列的国家名单。 19 8 0 年 9月 1 7 日 ， 理 事 会 第 

540次会议还决定，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列入该决议附件С部分所列的国家名单。 

t 参看上文第589和5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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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0年 9月 2 4日，理事会第.5 4 3次会议决定，下列申请被指定为理事会 

议亭Ш1Ш七十八#和5贸发会议议事规则第/Д"条规定的机构，应当照准： 

国际茶叶促进协会。 

(С)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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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1 9 8 0年 9月 2 4日，理事会第.5 4 3次会议批准了下列三个非政府组织为贸 

发理事会议事规则第七十九和贸发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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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开发协会 

对（理事会以外）下列贸发会议机构而言的特别类： 

贸发会i义机构 

P可拉伯工程工业联合会 航运委员会 

技术转让委员会 

航运委员会 
拉美国际运输，者理事会联合会 

技术转让委员会 

(d)联合国贸易和M会议笫六届会议：会址、日期、会期W 

1 9 8 0年 9月 2 4日，在第5 4 3次会议上，理亭会决定，对联大提出的关于 

在】983年举行第六届贸发大会，包括有关会址和会期的建议事项，应该推迟到理 

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在提出这一建议时，理事会考虑到古巴在第十次特别会议 

U 参 阅 上 文 笫 6 27段。 

V参阅上文第6 2 8段。 

W 参 阅 上 文 第 6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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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出举行贸发大会的邀请，这一邀请在第五届贸发大会上早已提出过，而古巴代 

表在第二十一届会议的发言中又予以重申。x 

(e)多边贸易谈判У 

1 9 8 0年 9月 2 7日，理事会笫.5 4 4次会议注蕙到不可能就多边贸易谈判问 

题达成协议，原因之一是时间不够，因而参照理事会第214(XIX)号决议作出决 

定：在第二十二届会议上再处理这个问题。 

(f)裁军的贸易和经济方面Z 

19'80年9月2 7日，理事会第5 4 4次会议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长关于裁军 

和发展关系问题政府专家组会议的逬度报告，aa贸发会议派观察员列席了专家组的 

会议。理事会请贸发会议秘书长继续密切注意专家组的工作，因其关系到贸发会 

议的目标，并向专家组提供适当援助。 

理事会采取的其他行动 

1 ‧ 1 9 8 0年 9月 1 9日，理事会第5 4 2次会议注蒽到贸发会议和总协定合 

设的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咨询组第十三届会议的报告。 

f 参阅上文第631段。 

У 参阅上文第267段。 

Z 参 阅 上 文 第 4 7 3 а» 

аа 参 阅 第 4 6 6 段 。 

b b 工TC/AG(:OII)/Ç8，分发时封面文号是TD/B/819 ，（见上文第46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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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1 9 8 0年 9月 2 4日，理事会第5 4 3次会议注意到#国国际贸易法委 

员会第十三次年度报告。с с 

3. 1 9 8 0年 9月 2 7日，理事会第5 4 4次会议注意到下列报告： 

N审査和分析发达国家所实行的歧视性和不公正的民航惯例对发展中国 

家的空运包括货物空运和旅游的影响这种工作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 

(b) 贸发会议秘书长关于援助区域政府间组织所承认的民族觯放运动的进 

度报告：在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年国际发展战略范围内进行的研究；ее 

(c) 国际货币制度今后演变问题特设政府间高级专家组的报告；ff 

(d)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笫一届特别会议的报； 

(e)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二届会议的报告；^^ 

4 . 1 9 8 0年9月2 7曰，理事会第5 4 4次会议还： 

(a) 注意到制成品委员会第九届会议的报告ii并认可该委灵含！议^论； 

(b) 注意到优惪问题特别委员会第九届会议的报告3 J并—认可该委员会通过 

的'第6(IX)号决议； 

CC《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 7号》，（A/35/17)，分发时封 

面文号是TD/B/824，（见上文第4 б 5段）。 

(1(11：0/3/804(见上文第2 0 0段）。 

ее T D / B / 8 2 0 (见上文第19 7段）。 

f f TD/B/823,将作为联合国出版物印行，（见上文第4 2 1段）。 

ëg《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补编第4号》（TD/B/818)(见上文 

第4 4 3段）。 

hli同上，《补编第2号》（TD/B/826)(见上文第4 5 5段）。 

i i同上，《补编第6号》（ T D / B / 8 2 2 ) (见上文第3 5 5段）。 

3 3同上，《补编第3号》（TD/B/802 )(见上文第3 7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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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注意到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第九届第一期会议的报告，认可该 

委员会通过的第16(工X)号和17(ix)号两决议和第18(工x)，决 

议 ， 并 到 第 1 7 ( I X ) 号 决 定 所 涉 的 经 费 问 ^ ; 

(d)注意到航运委员会第九届会议通过的第40(IX)号、41(IX)号、42(IX) 

号等三决议和第36 (IX)号决定以及有关的经费问题，并注意到： 

该委员会笫九届会议的报告11将提供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使用-

同上，《补编第5号》（TD/B/821)，（见上文第39 б段）。 

1 1词上，《第二十二届会议，补编第4号》（ T D / B / 8 2 5 )(见上文第4 2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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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移交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进一步审议的案文 

贸易、发展的资金供应和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的依存关系s 

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1 

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 

苏丹、乌干达、上沃尔特、礼伊尔提出的决议草案 

(TD/B/L 360D 

跨国公司和国际商品贸易e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Ш、白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波兰、乌克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名义提出 

的决议草案 

〔：TD/X. 195〕 

a参阅上文第161段。本决议草案全文载于理事会第十四届第一期会议的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5号》（A/9615/^ev. 1)附件 

― 0 

ь现名阿拉伯利№民众国。 

с 参阅上文第278段。本决议草案全文载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笫五届大会会 

议记录》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Е 79. ÏÏ. D. 1 4 ) 附 # -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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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问题 

美利垒合众国以в组成员国名义提出的决议草案 

〔TD/<B(XX)/SC. А 1〕 

使贸发会议机构合理化并提高其效率d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D组成员国和蒙古的名义 

提出的决议草案 

〔 T V b ( X X ) / S C A 2〕 

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问题d 

埃塞俄比亚以七十七厨集团成员国名义提出的决议草案 

(；TD/^(XX )/SC/'L 3和 C o r r . 1〕 

d参阅上文第SS O段，各决议草案全文载于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的报告《大 

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5号》(A/35/15),第一卷，第二 

部分，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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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会议常设机构合理化问题e 

会期工作主席提出的决议草案 

(ТБ/Ъ(XXI)/WG/X, 2和Add. 1 — 3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联大 1 9 6 4 年 1 2 月 3 0 8第:1995 (XIX)号决议， 

认识到贸发会i义作为联大在国际贸易领域和厨际经济合作的有关问题上进行审 

议、协商、审査和禱的机构所起的主要而不断发展的作用， 

又认识到贸发会议在达到联大1974年5月1日第3201 ( S — VI )、 

3202(S - V I )号决议、197 4年12月12日第328 1 (XXIX)号决议和1975 

年9月1 6日第3 3 6 2 ( S - v i )号决议中所规定的目标以及在这方面定期对所取得 

的进展进行评价所起的主要作用，应采取适当步骤，以提高其本身效率，以便更好 

地发挥此作用。 

^ ^有成国都重视贸发会议使命所赋予的责任， 

^应采取适当步骤，以提高贸发会议的效率，加强其反应能力，以便使贸发 

会议际有效地发挥其重要作用， 

g意到迫切需要有计划地采取措施进行调和、合理化和协调，以便发挥贸发会 

议的最太效率， 

在此方面回顾贸发大会1976年5月30日第90(I V )号决议、1979年б月 

3 В第114(V)号决议和理事会1979年10月20日第194(XIX)号决定、J979 

年11月23日第207 ( X I X )号决定和198 0年3月25日第210 ( X X )号决定， 

还回顾联大1977年12月20日有关重新组织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社会部门 

的第3 ^ 9 7号决议以及联大1 9 7 8年 1 2月 2 0日第3 3 / 1 5 4号决议和1 9 7 9 ^ 

9月21 В、 J 0月 2 5日、U月2 9日、1 2月 1 2曰的第3 4 / ^ 0 1号决定， 

e参阅上文第 5 5 0段以及第 5 4 3 , 5 4 4及5 4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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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了贸发会议机构合理化特设政府间委员会的报告 

一、各届贸发大会的组织安排 

铭记联大第1995 (XIX)号决议规定的贸发大会的职能, 

1 • ,贸发大会今后届会的主要任务是： 

(a) 促进、指导和便利贸发会议常设机构的工作； 

(b) 在贸发会议内举行的谈判陷入僵局时寻求解决的办法； 

( С )审查国际贸易领域和有关的国际经济合作领域内最新发展情况和长期 

趋势； 

(d) 对常设机构向其所提的建议采取行动； 

(e) 提出新的主张； 

(f) 制订新的指导原则和（或）新的方案； 

fe)对执行贸发大会的建议、宣言、决议*其他决定取得的进展作出评价; 

2 . 重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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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重申 

贸发大会召开前应在各区M集团间进行充分的协商和准备； 

3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作为各届贸发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应特别就各届 

大会的组织安排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利用部长们的与会机会提出适当建议。为此，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除了别的以外应考虑下面备选的建议： 

(a)贸发大会的第一周或开始的几天应留给高级官员，让他们根据上面一 

段规定的已完成的筹备工作，编写一份技术上完善的谈判文件， 

列明需要部长一级作出决定的主要政治和经济问题。这样，部长们 

在发表政策性声明或其他有关声明时可参照高级官员或专家会议为他 

们编写的文件，彼此之间谈判文件所列的问题，贸发大会也可由部长 

们自己来完成； 

f 30/4 1和Ad(i。 1和 T D / B / A C 30X4,以TD/B/786号文件 

散发。其铅印本见《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届会议，附件》， 

议程项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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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应为贸发大会作伃细的准备，编写一份技术上无懈 

可击的谈判文件,列明需要部长一级做出决定的主要政治和经济问题。 

在贸发大会期间，部长们发表声明时可考虑到上述文件所列的问题。 

二、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4.，.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在两次贸发大会之间代行贸发大会的职务，其主要 

职能之一是检査、指导和监督该组织的各项活动； 

5 . f，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在国际贸易领域和有关的国际经济合作领域各项问 

题的讨论、协商、审査和执行上，作为贸发大会的主要机构可以在完成贸发会议的 

任务上发挥主要的、日新又新的作用； 

6.决定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在履行其决策职能时,应特别注意为在其附属机构 

和（或）贸发大会或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特设机构中进行谈判而陷入僵局的问题寻求 

解决^法； 

7 .并决定加强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协调作用以便更切实地指导其附属机构， 

确保这些机构的各种活动自始至终连贯一致； 

к.又决定酌情参照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的意见和经验,审议贸发会议评价工 

作的: i序和体制，确定如何进行和加强有效的评价工作，同时考虑到贸发会议的具 

体职责，如谈判工作； 

9 . 此 外 奴 ： 

(a)理事会每年两届会议的第一届会议的头几天应当用于处理日常事务和 

例行审査经常出现的议程项目。理事会第一届会议的其余时间和第 

二届会议应当用于审议和协商少数经仔细选定的实质，问题； 

，（Ъ)须由理事会每年审议的议程项目应尽量平均分配给每年第一届会议和 

第二届会议审议； 

( С )每届常会的议程应较有选择性，以便集中力量处理关鍵问题和重要的 

：；: ， 门 性 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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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 

1 0 . 决定请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 

(a) 审査提高其效率的方式和方法并为此作出建议；以提交给贸发理事会 

第二十四届会议； • 

(b) 审议由贸发会议秘书长编写的年度报告，其中概括了贸发会议所有技 

术援助活动和其来自所有渠道的筹资； 

1 1 . i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审议在其职能中是否需要包括方案评价； 

12. 认为可以进行贸发会议选定各领域内的评价同时应进一步努力制订方案评 

价工作系统。因此， 

1 3 . 建议： 

(a) 贸发会议秘书处应考虑到贸发会i义的活动、尤其是谈判的特点，支持 

联合国方案规划和协调处目前为制订更理想的方案评价方式和方法 

而进行的工作； 

(b) 联合国方案规划和协调处有必要特别就方案评价的工作方式方面取 

得的成果向工作组第四或第五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 

四，主要委员会 

14. ^加强各主要委员会，包括加强其谈判的职能； 

15. ，请各主要委员会定期审查工作方案的拟订情况和执行它们决定的情况; 

1 6 . 又决定各主要委员会应按照贸发大会第11 4 0 0号决议第7 (a)段的规定进 

行详细讨论和谈判,应考虑减少特设小组、专家组或贸发会议其他附属机构的数目。 

在委员会一级不能作出决定时，应把问题提交理事会进一步审议，并谈判和取得解 

17 . 又决定凡与最不发达国家有关的问题，应由所有的委员会和规划机构根据 

其职权加以处理； 

1 8 . Ш: 

(a)可能肘应当把处理相互关连问题的各个主要委员会的会i义安排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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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理事会会议前六个月期间内举行，以方便理事会审i义各主要委员会 

报告中出现的待决问题，并斟酌情况就这些问题作出决定; 

(ь)在理事会认为适当时，举行特别联席会^!^集中讨论它们职权范a内 

的具体跨部门问题。 

： 五 . 附 属 机 构 ： 

19 . 各主要委员会应审査它们各自的体制机构，以期促进它们的效率， 

包括审议是否可能削减它们的附属机构的数目，并应向理事会报告它们审査的结果。 

六、专家组 

20.决定如果准备召集专家组会议，应优先考虑召集政府间专家组会议; 

任职；的专家组，较多利用由贸发会议资助、其成员由贸发会议秘书长从各国政府提 

名的久选中挑选的专家组。 

2 2 . 还决定专家组的设立应首先满足下列条件: 

(a) 对专家组的职权范围，包括所要讨论问题，已经明确规定； 

(b) 贸发会议现有常设附属机构确需专门知识。 

七、会议日历 

2 3 . 决定通过关于会议曰历的下列原则,目的在于使会议获得更大成效并有充 

分时.间进行筹备： 

(a) 除特殊情况和有关机构明确要求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审议外，贸发会议 

不得同时召开两个会议； 

(b) 会议日历一经通过，就应尽一切努力加以遵守; 

(C)应重新制订贸发会议合适的时间表并在理事会每年第二届常会中通过 

明年的会议日历; 

(d)应釆取适当步骤以便最充分地利用分配给贸发会议的会议时间，包括 

制定会议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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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资料 

铭记公众资料和各国代表进行较实际工作所需的资料应进一步明确予以区分。 

介绍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各主要委员会以及贸发会议的各主要会议前一天公开会议 

工作的进展，包括编制公报所涉经费问题，编写一份可行性报告，并提交贸易和发 

展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审议和决定。 

25 ‧并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定期向驻日内瓦的成员国公布所有人员空缺清单、其中 

并包括短期和定期任用人员空缺。这种清車应至少每年公布两次。 

九、协商 

注意到有必要加大协商的自动性和明朗度， 

2 6 . 决定加强和进一步改善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143 ( X V I )号决定所指的现 

有协商， 

2 7 . 还决定，应根据上文所指的现有协商建立一个非正式协商体制，以促进有 

关成员®的代表之间，可能会是官员之间，或他们和贸发会议秘书长之间的联系。 

i此外，这些协商会议最好每月举行一次，而且尽可能谈到下一个月要举行的会议， 

如有可能，这些协商会议的议程至少应提前两个星期确定下来。这些协商会议的 

日程安排不应与其他会议相冲突。协商的目的应是： 

(a) 对未来会议的实质性问题取得更多的资料，并酌情对这些问题进行 

非正式的讨论； 

(b) 就贾发会议职权范围内进行的谈判过程所引起的具体问题交换意见; 

( С )料理有关会议安排的一些事务性问题，比如,选举主席团成员、文件 

管理等，以保证会议能顺利开始。 

十、研究 

28. !贸发会议秘书长在可得资源范围内，采取措施加强对长期问题的研究， 

并在贸发会议职权范围内提出的新的想法，以便使贸发会议政府间机构对这些问题 

酌情加以考虑和（或）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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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文件、翻译和口译 

文件 

29 .，贸发会议秘书长根据议事规则第二十九条和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其他有关 

决定,优先注意尽早在贸发会议的各种会议召开以前，解决提供文件和分发文件方 

面所遇到的越来越大的困难; 

30 .要求提供文件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有重要的改进; 

3 1 . 特别是以下的各项措施能尽快地得到实施： 

(a) 贸发会议秘书长加强贸发会 i义秘书长办公室及秘书处其他对文 

件方面的检查、协调和管理职能。这种检査职能既是实质性的，也 

是技术性的; 

(b) 贸发会议秘书长，除其他外，改进下列安排： 

H检查各司对文件的起草工作； 

a在制作环节的每个价段检查编写文件的情况，并在必要时进行干 

预以加快进度; 

32 . 贸发会议秘书长在通过会议日历之后，针对是否能按日历规定时间为各 

种会议提供文件遵守关于文件的时间、语文以及长短、性质和内容的有关规则，作 

出一项说明； 

33 . ^为会议日历的协商制定计划时应清楚地想到文件问题。如已确知不 

能获得部分或全部文件，则只有在特珠情况下并经贸发会议秘书长及区域协调员协 

商后才可举行会议； 

34.决定,只在必要时要求文件，而这种要求应与有效地进行工作和有效地利 

用秘书处资源两事相一致； 

35 .决定在贸发会议所有场合应力图确定已成为多余的或可以较少经常分发的 

文件； 

36.决定文件应面向行动，简短扼要，历史性的介绍应尽量减少。文件应包 

括简要说明讨论的要点或建议的行动，并且应突出特别重要的段次。按照贸发大 

会第11 400号决议第10段的要求，所有文件应包括一份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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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决定各代表团应尽早就临时议程作出决定； 

38 .，贸发会议秘书长： 

(a) 在有关会议开幕前八星期，以贸发会议所有正式语文散发有说明的临 

ftH义程5 

(b) 在会议通知书发出以前，结合上文第31段ъа分段，审査必要文件 

的编写是否已取得足够的进展，以保证按计划日期举行会议，并在这 

方面与区域协调员进行协商。 

39 .营贸发会议秘书长尽可能保证在贸发会议正式会议筹备阶段和会议期间， 

将需要的文件迅速翻译成其他各种正式语文，并同时分发，以帮助各区域集团就它 

们讨论的问题达成协议； 

40.重申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207(x;ix)号决议; 

41 ， ！贸发会议秘书长保证迅速提供所有正式语文的笔译服务， 

4 2 . 决定只有特珠情况，贸发会议的会议才在夜间或周末举行。如果一定要 

#^夜会或周末会议，必须提供灵活的口译和笔译，而且保证所有工作语文的笔译 

服务能够快速； 

4 3 . 又强调按照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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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 

44. 建议如果可能和可行时,贸发会议秘书长应表明分发文件的日期或大概日 

期，以及该文件提交给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的曰期； 

45 .建议贸发会议秘书长认为需要时,邀请负责笔译和口译的单位经常参加关 

于贸发会议会议日历的协商'. 

口译 

46 . ！贸发会议秘书长考虑保证在一段时间之后作到配备进行六种语文的足够 

的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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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 

印度尼西亚以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国名义提出的 

决议草案 

〔TD/b(XXI)/BC. ША 1和Согг. 1〕 

Ж易和发展理事会， 

回顾贸发大会1979年б月3日第131 (V)号决议， 

关切地注意到发达囯家保护主义措施的加强和巩固, 

又注意到贸发会议报告"审査涉及贸易限制的发展"h在这方面提供的事实， 

其中提到在七十年代末期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保护主义压力增加了， 

M保护主义措施对世界贸易制度有十分不良的影响，对Ш:界贸易，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的出口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 f保护主义措施是结构调整过程的障碍， 

遗憾地注意到尽管屡次宣布决心维持现状,但发达S家施加于发展中国家出口 

品的保护主义措施还在继续增加， 

皿M结构调整对抑制保护主义和对实现发展中国家发展目标的重要性， 

皿靈发达国家迫切需要制定和釆取适当的工业、农业和其他国内政策，以促 

进对发展中国家相对优势的动态作出调整和改进这些国家的产品进入市场的机会， 

需要协调一致地处理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问题， 

注意到在这方面,第五届贸发大会已就有关贸易的结构调整行动纲领和处理贸 

易和保护主义的政策和措施取得协议， 

，贸发大会第13100号决议提到组织关于世界经济方面的生产和贸易格局的 

年度审査，其中指出，这项审査应参考相关的现有资料，包括一般性的政策，以便 

提供有关全球生产和进、出口趋势的综合的真实性和分析性的背景资料，这样做的 

目的是为了按照相对优势的动态査明哪些因素或哪些问题与实现最理想的全面经济 

增长关系最大，包括实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多样化及有效的国际分工， 

S参阅上文第23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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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决定按照贸发大会第131 (V)号决议和贸发理事会第217 ( XX )号决定，在 

理事会的每年第二届常会期间设立一个会期委员会以处理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的问 

题。该会期委员会除了别的事项外应： 

(a) 制订一个有期限的计划，逐步取消发达国家施加的影响来自发展中国 

家进口品的一切贸易壁垒，并对这方面采取的行动进行监督和评价； 

(b) 为具体产品部门的结构调整制订行动计划并对这方面采取的行动进行 

监督和评价； 

-2.决定贸发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应审议并最后决定下在贸发会议内与联合 

囯工业发织、联合国粮食及粮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总协定协作就与贸易有 

关的结构调整进行谈判的纲要； 

3. â贸发会议秘书长对上文第2段提到的谈判纲要提出建议，包括对具体部 

门的建议。还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召集一个政府专家组来协助他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以及根据下文第4段进行的工作； 

4. i贸发会议秘书长与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在发达国家中已存在或很可能出现 

保护主义贸易措施的生产和贸易各个部门进行分析性研究。.这些研究特别要审查 

每一部门的现行贸易政策，包括实行的限制、生产趋势、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竟争、 

就业、保护的程度和费用，以及发达国家釆取的协助调整措施，和审查为促进取消 

贸易限制及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市场的机会要釆取的可能的实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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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主义和结构#』整 

丹麦以в组国家名义提出的决议草案 

〔Т1)/Ъ(ХХ1)ХБС. Ш/Х. 3〕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贸发会议19 7 9年6月3日关于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的第13 1 (V)号决议， 

其中已就有关贸易的结构调整行动纲领及为对付保护主义而采取的政策和措施达成 

协议， 

回顾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980年3月25日关于对世界经济的生产和贸易格局 

进行年度审査的第217 ( X X )号决定， ' 

关切地注意到世界各国近年来的经济困难已导致保护主义措施的压力增加,而 

这是同世界贸易体制的开放性相抵触的， 

回頋减弱全世界的保护主义和便利结构调整的工作对于所有国家的重要意义. 

j>车意到贸发会议秘书处就这些问题编写的各种报告， 

É 一步注意到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其他组织关于这些领 

域的工作计划， 

A .有关贸易的结构调整 

1. 重申关于世界经济方面的生产和贸易格局的年度审查应参考相关的现有资 

料，包括一般性的政策，以便提供有关全球生产和进、出口趋势的综合现况和分析 

性的背景资料，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按照相对优势的动态查明哪些因素或哪些问题 

与实现最理想的全面经济增长关系最大，包括实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多样化以 

及有效的国际分工； 

2. 童贸发会议秘书长在这个范围内提出具体建议，包括详细的职责范围，以 

编写研究报告，作为本年度审査的背景资料。 

B .保护主义 

3. ，发会议秘书长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就所有国家贸易限制的实况 

进行公正;研究，以备贸发大会第131 (V)号决议第5段中所述审査之用。 

参阅上文第23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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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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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Ç)通过全权证书的审查报告； 

(d)理事会第二十三届常会的临时议程和会议的组织安排。 

2. 由于贸发会议第五届大会通过的决议、建i义及其他决定所引起的需要理事 

会第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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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势并审i义有助于国际经济结构变革的问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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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并铭记着指导国际经济关系的规则湘原则可能需 

要进一步发展。 

4. 贸易、发展资金和国际货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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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六届大会：会址、日期、会期。 

7. 贸发会议常设机枸合理化问题。 

8. 由于各附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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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执行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的进展情况。 

10.体制、组织、行政与有关事项： 

(a) 划分贸发会议新成员Й的选举組别. 

(b) 公布理事会成员的变动和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成员 

(C)为了理事会议事规则第七十八条的目的指定政府间机构 

a 1 9 8 0年 9月 2 7日，业经理事会第5 4 4次会议批准，（见上文第642 -64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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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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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审查会议日历 

(f) 理事会行动所涉的经费问题 

( ) ⋯ ⋯ -

〔必要时加以补充〕 

11. 其他事项 

12. 通过理事会提交联大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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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理事会行动的所涉经费问题 

根据i义事规则第三十一条，理事会在讨论期间已得知同任何涉及支出的提案有 

关行政和经费问题。贸发会议秘书处有关这方面散发的说明(TD/B/567/A(iâ.2) 

和口头说明的实质内容已在下文作了概述。 

1 . T D / B X L . 567号文件提出的1980年至1981年会议日历载有由理事会 

附属机构或联合国各种会议提出的建议提交理事会批准的儿个新项目。有关详细的 

所涉经费问题已在作出有关决定时提交给有关组织或会议或理事会，并摘要如下供 

理事会参考， 

2 . 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会议在1980年5月7日第三届会议上通过 

了 载 于 T 0 T / 1 . 9号文件的一项决议，要求贸发会议秘书长与备区域集 

团逄商，以决定贸发会议下届会议的曰期。为了制订计划，会议日历在1981年 

保留三个星期。再次举行贸发大会所涉经费问题已载入 T D / C O D E T O T / L . 9 / 

A d d . 1号文件，估计为51. 5万美元. 

3. 在为 1 9 8 1年 3、 4月间召开的第四届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会i:^ 

确定日期时，理事会考虑在会议召开之前举行两夭的协商会议。假定这些协商会 

议于1981年2月在日内瓦举行并需要一个会议室、六种语文的口译^一共十页的 

文件，则直接的会i义服务费用估计为13» ООО美元。 

4. 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通过第17(IX)号决定，向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建i义召开政府间出口信贷抠保设施问题专家组的会议。有关所涉经费问题，会期 

两周总共会议服务费用估计为1 б万美元，旅费3万美元，详见委员会第九届会议 

第一期会议的报告附件二。 . 

5. 后来根据19 80年6月联合国综合商品方案共同基金谈判会i义第四届会议 

所通过的决议，商品共同基金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列在会议日历草案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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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о月2 о日至2 4日供大家参考。根据联大通过的第34/4 4 6号决定，联大 

现正设法筹措所需预支的180万美元以资助为共同基金开展经营的临时安排。同 

样，联大正设法预支2 0万美元以便在补偿性基础上资助1979年1 0月国际天然 

胶协定締结后建立国际天然胶组织所需进行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国际天然胶理 

事会第一届会议，该会议已列在会议日历草案1980年1 1 月 1 7日至2 1日供大 

家参, . 

6. 航运委员会在19 8 0年9月1 3日结束其第九届会议；需要理事会釆取行 

动 的 事 项 摘 要 列 在 5 6 8 号 文 件 ， 在 其 附 件 五 中 也 载 有 有 关 行 政 和 所 涉 经 

费问题的说明.它们关系到第4 1 (IX)号决议，即有关举行委员会特别会议以处 

理开放登记船队问题，其所涉经费问题估计为17. 6万美元；它们还关系到第 

42(IX)号决议，要求贸发会议秘书长召开两届有关大宗货物载运问题的专家组会 

议,其所涉经费估计为12. 9万美元（会议服务费用6. 9万美元，专家旅费及每曰 

津贴为б万美元）。 

7. 为了符合筹备和审查1982年至1983年方案预算的总时间表的安排，原 

订1981年3月2日至6日举行的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三届会议将需要重 

新安排在5月的第一周举行，这就需要召开一天的理事会第二期会议，以便审议和 

通过工作组的报告。一天理事会会议所涉经费估计需要1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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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成员a 

阿富汗 古巴 匈牙利 

阿尔及利亚 塞浦路渐 印度 

阿根廷 捷克斯洛伐克 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Ж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伊朗 

奥地利 民主也门 伊拉克 

孟加拉国 丹麦 爱尔兰 

巴巴多渐 多米尼加共和国 以色列 

比利时 厄瓜多尔 意大利 

贝宁 埃及 象牙海岸 

坡利维亚 萨尔瓦多 牙买加 

巴西 埃塞俄比亚 日本 

保加利亚 芬兰 约旦 

缅甸 法国 肯尼亚 

布隆迪 加蓬 科威特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共和国 獰意志联邦共和国 利比里亚 

加拿大 加纳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中非共和国 希腊 列支敦士登 

乍得 危地马拉 卢森堡 

智利 几内亚 马达加斯加 

中国 圭亚那 马来西亚 

哥伦比亚 海地 马里 

哥斯达黎加 洪都拉斯 马耳他 

а 见 上 煤 5 8 8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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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墨西哥 

荣古 

摩洛哥 

荷兰 

新西兰 

ж加拉瓜 

日利亚 

掷威 

阿曼 

巴基斯坦 

巴拿马 

巴布亚一新几内亚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卡塔尔 

大 韩 国 

罗马尼亚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塞拉利昂 

» 坡 

索马里 

西班牙 

斯里兰卡 南斯拉夫 

苏丹 扎伊尔 

苏里南 赞比亚 

瑞典 

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湘国 

泰国 

多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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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瞜麦隆联会共^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上沃尔特 

乌拉圭 

委内瑞拉 

越南 

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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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六 

理事会各主要委员会的成员 

南品委员会 

阿尔及利亚 厄瓜多尔 牙买加 

阿 概 埃及 日本 

澳大利亚 萨尔瓦多 约旦 

奥地利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 

孟加拉国 芬兰 利比里亚 

比利时 法国 阿拉伯利 Ь Ь З Е ^ 国 

坡利维亚 加蓬 马达加浙加 

巴西 德意志民主共相国 马来西亚 

保加利亚 德意志联邦共湘国 马耳他 

布隆迪 加纳 毛里求斯 

加拿大 希腊 墨西哥 

中非共和国 危地马拉 摩洛哥 

乍得 几内亚 荷兰 

智利 洪都拉斯 新西兰 

中国 匈牙利 尼加拉瓜 

哥伦比亚 印度 尼日利亚 

哥斯达黎加 印度尼西亚 掷威 

古巴 伊朗 巴基斯坦 

捷克斯洛伐克 伊拉克 巴拿马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爱尔兰 秘鲁 

民主也门 以色列 菲律宾 

丹麦 意大利 波兰 

多米尼加共和国 象牙海岸 卡塔尔 

a 见 上 ; ^ 6 2 9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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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韩民il 南llf拉夫 

罗马尼亚 扎伊尔 

卢旺达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西班牙 

澌里兰卡 

苏丹 

瑞典 

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泰国 

多 哥 ， 

特立Ж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乌千达 

苏维埃社会±Х共湘国 

Ш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麦隆联合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国 

美利坚合众国 

上沃尔特 

乌拉圭 

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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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品委员会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溴大利亚 

奥地利 

孟加拉国-、 

比利时 ： 

玻利维亚 

巴西 

保加利亚 

加拿大 

中非共和s 

智利 

中国 

哥 伦 比 亚 , 

哥斯达黎加 " 

古巴 

捷克斯洛伐充 

朝鲜民主主义人共和国 

民主也门 

丹麦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加尔 

埃及 

萨尔瓦多 

埃塞俄比亚 

芬兰 

法国 毛里求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墨西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摩袼哥 

加纳 荷兰 

希腊 新西兰 

危地马拉 尼加拉瓜 

洪都拉期 龙曰利亚 

匈牙利 挪威 

印度 巴基期坦 

印度尼西亚 巴拿马 

伊朗 秘鲁 

伊拉克 菲律宾 

爱尔兰 波兰 

以色列 卡塔尔 

意大利 大韩民国 

象牙海岸 罗马尼亚 

牙买加 沙特阿拉伯 

日本 塞内加尔 

约旦 新加坡 

肯尼亚 西班牙 

利比里亚 斯里兰卡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苏丹 

马达加斯加 瑞典 

马来西亚 瑞士 

马里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马耳他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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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疼麦隆联合共湘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上沃尔特 

乌拉圭 

委内瑞拉 

越南 

南澌拉夫 

礼伊尔 



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 

阿尔及利亚 埃塞俄比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阿根廷 芬兰 马达加斯加 

澳大利亚 法国 马来西亚 

奥地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马里 

孟加拉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马耳他 

比利时 加纳 墨西哥 

坡利维亚 希腊 摩洛哥 

巴西 危地马拉 荷兰 

保加利亚 几内亚 新西兰 

布隆迪 洪都拉斯 龙加拉瓜 

加拿大 匈牙利 尼曰利亚 

中非共和国 印度 掷威 

乍得 印度尼西亚 巴基斯坦 

智利 伊朗 巴拿马 

中国 伊拉克 秘鲁 

哥伦比亚 爱尔兰 菲律宾 

哥斯达黎加 以色列 波兰 

古巴 意大利 卡塔尔 

捷克斯洛伐克 象牙海岸 大韩民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牙买加 罗马尼亚 

民主也门 日本 沙特阿拉伯 

丹麦 约旦 塞内加尔 

多米尼加共和国 肯尼亚 西班牙 

厄瓜多尔 .科威特 *里兰卡 

埃及 黎巴嫩 苏丹 

萨尔瓦多 利比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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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i 

泰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я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麦隆联合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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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 

南斯拉夫 

扎伊尔 



航运委员会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 

比利时 、 

玟利维亚 

巴西 

保加利亚 

加拿大 

中非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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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民主也门 

丹麦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埃及 

萨尔瓦多 

埃 塞 俄 № 

芬兰 

法国 马耳他 

加蓬 毛里求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墨西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摩洛哥 

加纳 荷兰 

希腊 新西兰 

危地马拉 尼加拉瓜 

几内亚 尼曰利亚 

洪都拉渐 孰и威 

匈牙利 巴基斯坦 

印度 巴拿马 

印度尼西亚 秘鲁 

伊朗 菲律宾 

伊拉克 波兰 

以色列 葡萄牙 

意大利 卡塔尔 

象牙海岸 大韩民国 

牙买加 罗马尼亚 

日本 沙特阿拉伯 

约旦 塞内加尔 

肯尼亚 西班牙 

科威特 浙里兰卡 

利比里亚 瑞典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瑞士 

马 # 渐 加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马来西亚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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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 斯 

土耳其 

乌千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麦隆联合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上沃尔特 

乌拉圭 

委.内瑞拉 

越南 

南斯拉夫 

扎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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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让委员会 

阿尔及利亚 加纳 

阿根廷 希腊 

澳大利亚 危地马拉 

奥地利 '洪都拉渐 

, 时 匈牙利 

玻利维亚 印度 

巴西 印度尼西亚 

保加利亚 伊朗 

加拿大 伊拉克 

智利 爱尔兰 

中国 以色列 

哥伦比亚 意大利 

哥渐达黎加 象牙海岸 

古巴 牙买加 

捷克斯洛伐克 曰本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约旦 

民主也门 肯尼亚 

丹麦 科威特 

厄瓜多尔 利比里亚 

埃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萨尔瓦多 马聴斯加 

埃塞俄ЬЬЗЕ 马来西亚 

芬兰 马耳他 

法国 毛里求浙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墨西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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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日利亚 

掷威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卡塔尔 

大韩民国 

罗马尼亚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塞拉利昂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 

瑞典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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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麦隆联合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湘Й 

美利坚合众国 

上沃尔特 

委内瑞拉 

越南 

南渐拉夫 

扎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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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 

阿尔及利亚 加蓬 毛里求期 

阿根廷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墨西哥 

澳大利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摩洛哥 

奥地利 加纳 荷兰 

孟加拉国 希腊 新西兰 

比利时 危地马拉 尼加拉瓜 

坡利维亚 圭亚那 尼日利亚‧ 

巴西 洪都拉斯 掷威 

保加利亚 印度 阿曼 

加拿大 印度尼西亚 巴基渐坦 

中非共和国 伊朗 巴拿马 

智利 伊拉克 秘鲁 

中国 爱尔兰 菲律宾 

哥伦比亚 以色列 波兰 

哥斯达黎加 意大利 卡塔尔 

古巴 牙买加 大韩民国 

捷克斯洛伐克 日本 罗马尼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国 约旦 沙特阿拉伯 

民主也门 肯尼亚 塞内加尔 

丹麦 科威特 索马里 

厄瓜多尔 黎巴嫩 西班牙 

Ш 利比里亚 斯里兰卡 

萨尔瓦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苏丹 

埃塞俄比亚 马达加斯加 苏里南 

芬兰 马来西亚 瑞典 

法国 马耳他 瑞士 

-214 -



阿拉伯叙利亚共*国 

泰国 

多哥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浙 

土耳其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联盟 

阿 拉 伯 a 酋 长 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瞜麦隆联合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圭 

委内瑞拉 

越南 

南斯拉夫 

礼伊尔 

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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