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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 本报告是继联合檢查组以前就联合国系统各成员间的协调和合作而提出的 

研究报告编写的。这种报告第一次是在若干非洲中心进行调查以后于1968年提出 

的。 ，后来又就一部分涉及协调和合作问题的个别项目编制了一些报告。本报告只 

败于讨论新闻领域中的协调问题，根据新的新闻秩序,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会员国非 

常关心的事项。

2 . 联检姐关于区域结构2 的报告已经提出要注意在新闻领域中有必要进行更 

好的协调，并在其最近关于新闻中心的报告 (J lU /4o：P//79/rO)中再度提到有必 

要在这方面进行机构间的协调和合作，有必要使联合国系统各成员的新闻活动资金 

得到更好的协调。

3 . 1 9 7 4 年，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会）考虑到加强各组织间在新闻 

領埃中进行协调的重要性，设立了机构间新闻方案委员会，后来改名为联合国新闻 

事务联合委员会（新闻联委会），主要负责制定一套共同的联合国新闻制度，要涉 

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活动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动员舆论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

4 . 检查专员将另外更详细地讨论新闻联委会的工作。但是这里应该强调指出， 

新闻工作极其重要，以至于每一个组织都几乎必须有它自己的新闻部门（部、司、

股、新闻干事、地区新闻干事等）来负责发表和协调与其活动有关的新闻。在新闻 

传播方面，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用过种种不同的办法，从分布四面八方的新闻中心网 

络到地区新闻干事，从区域新闻干事到国家代表。结果在世界各地设立了许多新闻 

点。

5 . 新闻联委会一•个关于协调事务的工作小组向其各成员组织发出了一个调查 

表，收到的资料，显示鉴个联合国系统1977—7 8年在全世界7 4个城市设有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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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由于在许多城市中有不止一个组织设有新闻处，因 此 总 共 有 新 闻 点 。

6 . 但是应该指出，这 148^新闻点并非均々地分布在全世界。二十五个城市 

有 9个新闻点，即新闻点的67% , 其中有一个城市竟有1 4 个， 占全部新闻点的 

10% 。

7 . 这样多的新闻点不但需要相当多的财政资源，而且需要有很大程度的协调 

和合作才能有条有理地切实进行工作。联检组进行这一研究的目的是希望能有助于 

目前为调整和改善联合国系统新闻方案和业务而进行的努力。

8 . 为了取得本报告所需资料，联检组要求联合国 ( 及其各附属机构）、粮农 

组织、原子能机构、民航组织、劳工组织、海事组织、电信联盟、教科文组奴、万 

国邮盟、卫生组织和气象组热提供关于其新闻事务的资料。本报告所有调查结果和 

统计数字都是涉及这些组织。后来又振人前往某些组热讨论其新闻活动。接着就将 

收集的资料加以分析, 然后编写了本报告。检查专员表示感謝为本报告提供资料和 

建议的所有各方。



二、联合国系统新闻活动的经费

9 . 整个联合国系统新闻活动的经费报少由有关的政府间机拘或经社理事会讨 

论过。每一姐织的立法机构小别审查和核可作为其组织经常颈算程序而提出的新闻

1 0 . 最近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审查了新闻方面的经费问题。该委员 

会收到新闻联委会秘书处和机构间事务和协调厅就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 包括各 

专门机构一新闻经费所编制的一个非正式文件。

11.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成员在讨论秘书长所提出的这个文件时遭遇的因难是该 

非正式文件中所载的资料" 不完全，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反映着不同年度的支出。" 

因此，方案和协调委员会要求提出一，份新的正式文件，其中应将所有资料合并起来 , 

并以可以相互比较的方式提出， 4

1 2 . 秘书长就联合国系统新闻活幼的经费提出一份新的正式文件,其中指出为 

该文件的目的， " 联合国系统新闻活动是指在宣传本组织的目标、工作和成就的活 

动—— 无论用什么组织安排使这种活动获得执行。 " 秘书长进一步指出在收集1977、 

1978和 1979年的数振时遭遇到两小主要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在新闻活动同其他 

活动，之间没有清楚明确的分界线，因为有些活动既具有实质性的方面，但也涉及 

新闻方面。第二个困难是必须尽可能确保以前后一贯的方式将可以适当地归入这种 

活动的经赛成分集中起来。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经费成分通常都是分散不集中 

的，并经常合并在本组织财务记录中的其他数据中。显而易见，作为行政协调会的 

附属机构，新闻联委会和行政协商会都没有注意到有必要清楚说明联合国系统中新 

闻活动的经费成分应该是什么，或确保在这种成分的确定和费用提供方面能前后一 

致。它们没有为这些经费的编列方式详细拟订标准化的格式。结果在编制一•个以明 

确分类列出各项费用的财务报表方面出现了混乱和困难。

▲/33/38，第 4 .5 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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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这点从设法在资金主要来源之间分列这种经费的意圏可以得到证明。秘书 

长指出，就联合国而言，之所以需要一个明确的定义，主要是与联合国各单位、计 

划署和基金的支出有关， 其中有些单位在联合国方案预算以外另有預算。因此， 

在编列頒算时，这些机构的开支凡是联合国方案预算或有关的追加慨算中没有编列 

的都被视为预算外开支。

U 检查专员认为，显而易见，这种编制办法将使他无法充分了解开支的分类 

帐目和决定实际花在新闻活动上的数额。因此，检查专员向各组织和联合国系统各 

成员发出一份他自己编制的调查表，其中附有各种表格，要求它们填上更详细的资 

料。尽管要求提供这种数据的信已于1 9 8 0 年 2 月 2 2 日送出，但是有些组奴在 

五小月以后仍然无法答复。这就拖延了报告的编制。

1 5 .秘书长提出的数据（见附件一）包括三个表，其中显示每一提出报告组织 

在 1977、 197S和 1979年的新闻费用（表 1 ) , 并载有依照主要开支种类（人 

事费、旅费、其他费用）和主要活动目的（出版物、视听材料、为新闻界提供的服 

务 ，为大众提供的服务，其他活动）分别作出的经常预算数字的分析（表 2 ^表3 )。‘

1 6 .如果将秘书长提出的数推加以tk较， 就可得到一些有用的指示性数字。

例如联合国系统新闻活动的全部开支（不管是由经常预算或是由预算外资源提供资 

金 ）大体说来是 1977 年 $38 , 496, 000, 1978 年 $ 47, 119, 000 , 1979 

年 》52, 114, 0 0 0。联合国（不包括儿童基金会、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大学）的 

支出无疑是最大的—— 1977年⑩ 21, 647, 000 , 1978年 $ 26, 073, 000 , 

1979年⑩ 29, 335, 0 0 0。如果将儿童基金会、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大学包括在 

内，那未联合国新闻活动的费用为1977年 S 26, 652, 000, 1978年 《33, 

231, 000, 1979 年卸 36, 901, 0 0 0。

1 7 . 这些教字显示经费每年都在不断增加3 虽然这种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Ë/A C . 51/19 8 O/S 号文件。



通货膨胀，但是实际增加的数目相当大，应该足可使效率提高，

1 8 .第二个很有意义的指示性数字是按主要开支种类计算的开支分配情况。主 

要的费用组成部分是一般工作人员的薪金。表 2 载列 1977、 1978和 1979年的 

数字。 /

1 9 . 将这些费用加以分析后，可以看出：对经常预算而言，联合国系统规模较 

小组织的新闻费用总额中 , 人事费所古的百分数比规模较大组织的高很多（联合国 

—— 1977年 7 4 % ,  1978年 7 2 % ,  1979年 7 3 % ; 劳工组织—— 1977年 

8 1 %, 1978年 8 7 % ,  1979年 8 0 % ; 万国邮盟—— 1977年、 1978年和 

1979 年 9 2 % ; 电信联盟-一  1977年 8 8 %、 1978年 7 8 %、1979年 89%; 

气象组织—— 1977 年 8 6% , 1978 年 8 7 % , 1979年 8 1 % ) 。

20. 虽然联合国系统各成员之间比较密切的合作和协调不一定就会使人事赛减 

少，但是如果将一些资源集中起来执行与全系统有关的具体项目,并使分布四面八 

方的新闻中心网在更大的程度上参加工作，那未这些资源就会获得更有效的利用。

2 1 . 如果把人事费和旅费加在一起，那未它们同全部费用之间的比率就更能说 

明问题。表 2 显示相当大的数额用在新闻活动方面的人事费和旅费上。这种高额人 

事费和旅费使真正的新闻事务活动没有很多经费可用。如果能比较合理的利用人事 

费和旅费，那未就会有较多的资金用来进行业务（生产性）活动。

2 a 秘书长在他向方案协调会提出的文件中按照1977、 1978和 1979年活 

动种类分配经常预算资金，这份文件没有全面说明情况，而且有点容易使人误解， 

因为在有些个案中该文件只列了人事費。因此》从这些数据中无法决定有多少资金真正 

花在所请的业务活动即生产性活动之上。检查专员设法从各组织针对调查表提供的 

数字和答复中自行算出有关数额（见附件二）

2 3 . 将这些数据加以分析以后，可以看出全部新闻开支中人事费和旅赛所占份 

额的百分比从1978年的5 7 %增为 1979年的 6 5 %。根据各组织的佑计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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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事费和旅费约占总开支的6 1 % 。但是，如果加上货发会议、环境规划署、卫 

生组织、海事组织和气象组织—— 这些组织在本报告起草时未能提供1980 年的概 

算—— 在这些巧目方面的费用，那 未 19S0年总共就可能超过7 0 % 。

2 4 . 如果人事费和旅费减少 ,，那未生产和分配方面的开支也会减少。下面表 1 

显示按照四个主要活动种类开列的人事费和旅费同生产和分配费用之间的比率：

表―

人事费和旅费同生产和分配费用之间的比率

年度 出 版 物 视 听 材 料 I f f I l i â t
人事费 生产和分 人事费 f生产和分 人事费 生产和分 人事费 生产和分

和旅费 配费 用 和 i # 配费用 和旅费 配 费 用 和旅费 配费 用

1978 62% 38% 63% 37% 737。 21% 74% 26%
1979 60*7。 40% 73% 2 7% 807。 207。 78% 22°,.
il 980
職 )

70% 30% 69;。 3l7o 1TL 23% 817o 19%

下面表2 显示 1978和 1979年全部新闻开支中生产和分配费用所占的百分比 

和 1980年的佑计百分数：

表二 .

全部新闻开支中生产和分配费用所占的百分率

年度 出 版 物 I 视口斤材料 .
为 新 闻 界 提  
供 的 服 务

为 大 众 提  
供 的 服 务

i 1978 
1. 1979 
1 1980

13%
11%

 ̂ • ; 97o
1 7.47c

3.57.
37o

31.
3.5%

1 (1̂甘数 )
8,3% ! 8.37o î

.ii
3.37。 2.8%



2 5 . 因此，拾查专员不出所料，发现四小主要活动领城的全部生产有下面的减 

缩情况：

录二

生 产 份 数 总 额

年度 出 版 物 视 听 材 料
为 新 闻 界 提  
供 的 服 务

为 大 众 提  
供 的 服 务

生 产 份 数 生 产 份 数 生 产 份 数 生 产 份 数

1978 5 672 390 305 867 , 2 105 157 20 000

1979 5 129 690 266 803 1.662 851 Nil

2 6 . 从上表可以看出，就产量来说，联合国系统可以同世界上最大的出版社比 

较。但是，费用效率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待改善。虽然每一机构都必须宣传其自己的 

活动，但是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在合作的基础上来进一•步促进谅解的气氛，支持通 

过新闻联委会推动的整个联合国系统的目标。

2 7 . 检查专员认为秘书长作为行政协调委员会主席应该研究以何种方式集中联 

合国系统各成员在新闻方面的资源，以避免工作重复的现象，并推行全系统的联合 

活动。



三 . 联合国新闻事务联合委员会（新闻联委会）

2 8 . 联合国系统内的组织H益增多，都各有自己的新闻服务如活动、因此联合 

国系统各组织有必要在新闻领城中设法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湘协调。 为了使其附属 

机构合理化， 1 9 7 4 年 9 月行政协调会核可将经济及社会资料中心方案委员会同 

新闻协商委员会加以合并，称为 " 组织间新闻方案委员会" ，后来称为联合国新闻 

事务联合委员会（.新闻联委会）。 其目的是使新闻方案重新面向具有机构间性质 

的问题斤主题，而不是专门致力于部门或机构方面的工作。 因此，新闻联委会的 

职责如下：

" 联合国新闻事务联合委员会（新闻联委会）应在行政协调会下面负起发展

一套联合国共同新闻制度的主要责任，这小制度涉及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纽的

活动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动员舆论来支持经济加社会发展。

为此目的，委员会应：

( a ) 就盤小联合国系统的一般新闻政策如协调向行政协调会提供意见；

(b) 通过总部如外地的联合国大家庭提供新闻事务方面的一般政策指專如协 

调；

(C)共同计划新闻方面的行动，包括为特别项目和活动制订合作安排。 7

2 9 . 可以看出 . 新闻联委会的职责相当广泛，足可以使新闻方面能展开真正得 

到协调而且比较有成果的工作，从而可以卞省经费，并提高效率。

30 . 在行政协调会新的组织结构（ 1 9 7 8 ) 下面有两小协商委员会：实质问 

题协商委员会（实质问题协商会）& 行政问题协商委员会（行政协商会）。 实质 

问题协商会有而个组成部门，一个负责方案斤有关的政策事务方面的工作，月一小 

负责业务活动工作。新闻联委会作为实质问题协商会X 方案事务这小系统的一部分，

同行政协调会有关系。

CO-ORDINATION; uyR 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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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联合检查组收到粮农组织，原子能机构、民航组织，劳工组织、海事组织， 

电信联盟，教科文组织，万国邮盟，气象组织命联合国大学就其参加新闻联委会主 

持的活动一事所提供的香料显示新闻联委会的工作进展相当缓慢。 工作进展的第 

一阶段包括 1 9 7 4 ,  1 9 7 5 如 1 9 7 6 年，主要着重于交换有关新闻联委会成 

员各自的工作方案的资料。 但是在这三年中，在有限的几小新闻联委会成员的合 

作下（包括工作人员斤财政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经社新闻中心的工作方案范围内 

( 该中心的职责中包括对联合国系统诸如工发组织和贸发会议等机构负起具体的 

新闻责任）已经执行了类似" 联合新闻项目 " 的工作。 这些项目中包括新闻工作 

人员.的定期专题讨论会斤园桌讨论会，工会工作人员的讲习会命关于国际发展战略 

叙第二小发展十年的全国性座谈会

3 2 . 在这小阶段，新闻联委会几乎完全是在新闻主任细主管干#级别上交换资 

料的工具，但是在联合国系统新闻活动的协调方面却并没有效率，尽管这在它的职 

责中规定为主要工作。 有人表示希望工作能有更好的协调，但这方面的成就不够 

大，尽管它已遂步使联合国系统对世界各大问题及其对不同机构的新闻方案的影响 

有了一种看法。

'3 3 .，在 1 9 7 7 ,  1 9 7 8 和 1 9 7 9 年，各会员国如政府间机构表示日益关 

切新闻活动的结果、效率和影响。 8 它们并强调指出有必要找出并取消无关重要 

而且效率较低的活动，将可用的资源集中用于最优先的事项。 但是政府间机构和 

有关纽织都没有定出优先次序。

34 . 方案湘协调委员会（方案协调会）第十八届会议的报告，中指出缺乏整个 

系统的协调。 委员会强调通过新闻联委会这个机构来达成协调的必要性，因为联

大会关于 “ 有关新闻的问题 " 的决议， 1 9 7 9 年 1 1月 3 0 日A/^SI>c/34X 

工. 1 8 号文件。

A/33y^8号文件，第 4 6 9 段 . 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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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系统内各组织在新闻活动方面应该合作以免工作重迭或重复。行政协调会并强 

调指出在新闻活动方面有必要进行协调禾加强合作。 各新闻主任也开始关切这小 

问题，因此有必要改变新闻联委会的工作方法，以便使联合S 系统新闻活动经常获 

得协调，经常进行规划。

3 5 . 为了满足新闻联委会在改善规划和更加协调地处理问题方面日益增大的需 

要，已设立了几小新闻联委会的附属机构，负责在全系统的基础上处理新闻活动各 

领城的工作。 例如视听材料特设工作组命发展教育特设工作组。 这两+工作在 

1 9 7 8 如 1 9 7 9 年都定期讨论了一些建议，有些建议提出了一些具体行动。

3 6 . 新闻联委会国际新闻界关系特设工作组命新闻联委会外地新闻活动协调特 

设工作组也开过会，但是它们的审议结果并没有导致具体的行动。， 不错，新闻活 

幼协调特设工作组就某些城市外地新闻处的情报发表了一♦ 报告, 但这只是准备性 

工作■~ : 一种调查研究并没有任何后继行动。 关于该工作组的职责，有不同 

的意见。 因此，新闻联委会对于1980年会议的议程如日期方面都没有这成协议。

3 7 . 新闻联委会设有负责国际儿童年（儿童年），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和 

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的各个工作队，这指出了新闻联姿会劣外的活动领城。

3 8 . 一般可以说这些工作队的审议确定了一些新闻联委会成员可能参加的具体 

项目。根据检查专员的分析，这些工作组的成果可以搞要说明如下：

(a) 1 9 7 8 加 1 9 7 9 年中新闻联委会两小特设工作组(视听事务命发展教

盲 ) 曾定期开会讨论一些建议。 其结果是新闻联委会成员联合执行一些具体 

项目。 其他工作组（例如外地新闻活动工作组）也开过会，但是它们的审议 

结果没有在新闻联委会方面导致具体行动, 尽管外地新闻活动工作组作了  

狠好的准备工作。

( b ) 另一方面，为了协调关于联合国系统内安排的特别活动威会议的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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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准备工作而成立的新闻联委会工作队在 1 9 7 8 如 1 9 7 9年经常进行 

工作。 结果是有条有理地最后制定了一些新闻方案，从而常常使某些具体新 

闻项目获得联合拟订和执行，但是只有几个新闻联委会成员参加。 在这些工 

作队中，最活跃的是负责国际儿童年（儿童年）、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斤 

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的工作队。

3 9 . 新闻联委会有这么多的附属机构，我们应该期待它的工作更有成果，更有 

效率。 检查专员认为这些机构之所以不能更有效地进行工作，基本问题是参加新 

闻联委会工作的联合国系统成员很少有权为它们的组织作出承诺，尤其是当共同项 

目涉及财务问题的时候。 并不是联合国系统所有成员总都参加新闻联委会的届会， 

参加时也并非总是由新闻处处长代表。

40 . 新闻联委会自成立以来已经举行过七届常会如几届特别会议。 上面说过， 

关三届会议的重点在于交换新闻联委会各成员的工作方案方面的情报。 因此检查 

专员决定只分析以后四届会议的工作。 显示新闻联委会第四，五、六禾0七届常会 

工作的分析表载于附件三中。

41 . 为了避免使本报告过于冗长，检查专员只集中分析了主要的项目。 一共选 

定了七小项目。 附件三显示新闻联委会成员所得出的结论。 例如，项目 1——  

新闻方面最近的发展这个行动的结果是向参加者提供关于新闻方面最近的发展 

情况筒报。 这种情报可以用书面方式通知新闻联委会成员，不必在会议上化费时 

间，因为并不需要采取行动。 项目2 不结盟新闻社联合会—— 结论中包^括决 

定另外再成立一个国际新闻界关系的工作组来考虑斤提出国际新闻界关系方面的技 

术性处理办法。 项目5 是关于1 9 7 8 年新闻联委会行动计划。 食物问题被认 

为非常重要，而且是新闻联委会成员在其将来方案中应该更密切合作的问题。 新 

闻联委会成员第五届会议讨论同一项目时得出的结伦是无法确定1 9 7 8 年活动的 

共同主题。 将新闻联委会各成员的新闻计划加以分析以后，确定了一些有可能采 

取联合行动的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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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新闻联委会第六届会议（ 1 9 7 9 ) 讨论了其1 9 7 9 年行动计划。 这 

项计划业已编订，其中照顾到新闻联委会成员自已就其在合作和协调方面的需要所 

作的其体表不。

4 3 . 可以看出，达成的结论相当含糊不清。 这些结论应该更加注重行动才对。 

就几乎所有项目举行的所有其他几届会议的情况也是一样。 因此联检组决定作为 

观察员参加在内多毕举行的第七届会议（ 1 9 8 0 ) 如 1 9 8 0 年 7 月在H内瓦举 

行的特别会议。 尽管联合国系统中几乎所有成员的新闻处都有代表参加，而且有 

的参加者作了一些有价值的发言，但是审议结果并没有得出所有参加者都能接受的 

建议。 其原因仍然是没有给主要代表明确指示或授权他们为各自的组织作出承诺。

通过新闻联委会进行协调如计划

44*新闻联委会为更积极地进行联合计划而作的第一次真正的规划方案行动是 

在 1 9 7 8 年，所根据的是1 9 7 7 年新闻联委会中比较直接有关的少数成员所编 

写的初步研究报告。 结果新闻联委会决定每年制订一 4 ^ 千戈i 其内容来自对新闻 

联委会各组织成员的个别方案和计划所作的综合性研究报告，这小报告是以标准格 

式提交新闻联委会秘书处的，这个标准格式显示了活动类别〔经常X 现 有 （目标如 

主 题 ）；每年优先事项（主题加活动））和活动形式〔报刊Z 出版物；无线电/ 视 

斤；新闻报导特滅团X 实地访问X 专题讨论会/ 园桌讨论会/ 座谈会及其他（对外 

关系，发展支助通信，非政府组织等） 目前新闻联委会用于行动计划—— 现 

在每两年编制一次—— 的标准格武中有一个筒短的序言，其中指出行动计划在未来 

两年中的一般趋势以及为同一时期选定的共同主题如次主题。 例如新闻联委会为 

1 9 8 0 / 8  1年选定的共同主题是新11际发展战略加建立新的世界新闻加通信秩 

序；次主题是国际饮水供应和卫生十年激国际残废者年。 行动计划的主要部分叙 

述按活动（例如联合国新能源如可再生能源会议 ) 和按主题（例如的世界新闻秩序） 

分类的时间不长的具体联合项目和诸如发展教育、 《发展论坛》报和非政府联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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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已经在新闻联委会赞助下建立巩固基础的现有联合项目。 最后，行动计划中并 

包括与整个系统有关或比较一般性的活动,例如在视货方面进行的联合活动。

45.新闻联委会还没有对其行动计划和新闻联委会成员参与执行具体联合项目 

所导致的结果如发生的影响加以评倘。 但是，应检查专员的要求，新闻联委会秘 

书处设法作了附件四中所载的初步评倘。 这个评倍是根据新闻联委会参与执行联 

合项目的各成员提供的资料作出的。 将这第一次评佑加以分析以后，可以看出大 

多数项目是以协调方式而非联合方式执行的。 新闻联委会已经向正确的方向开始 

迈步，但是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率。 这里的困难是，在当前的大多数个案中，新 

闻联委会成员愿意承诺参加联合工作，但条件是这种工作不能过于仿碍它们自己的 

新闻方案。 而任何联合行动如果要名符其实，而且有益于鉴个系统，就必须以联 

合方式加以确定、计划和筹措资金，这种联合办法必须在方案拟订一开始就使用， 

直到对执行作出最后评价为止。

4 6 .从教科文组织、万国联盟、电信联盟、海事组织、 民航组织、原子能机构、 

联合国大学、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工发组织、生境会议如贸发会议收到的资 

料显示，新闻联委会所通过的决定不一定对它们适用。 检查专员将弓I述一些这种 

决定来说明真实的情况如新闻联委会成员对于执行新闻联委会各项决定的态度》

47 .举例说，万菌邮盟表示它是一个技术性组织，它的新闻政策是1969年东京 

世界邮政大会第C1 1号决议的大纲里所制定的，它没有参加过新闻联委会的届会； 

但是它已经采用了符合第C 1 1 号决议所定政策的那些新闻联委会的决定。

48 .联合国大学表示，由于它与其他成员不同，因此它不认为新闻联委会的决 

定对它有约束力。 气象组织说阜然在有关气象组织职权范围内主题的会议的新闻 

协调方面没有实际性的困难，但是气象组织能作出何种厢多少贡献，将受到其新闻 

工作人员的人数糸Î予算多寒的暇制。 关于行动计划，气象组织进一步指出，实际 

上专门机构很难为关于纯属经济如社会部门的事务的新闻方案如活动作出赏献。 国 

际原子能机构说该机构只有在费用最低而且它能对其他专门机构有所祥益的时候才



参加新闻联委会的活动。 工发组织说： "这三年中本组织没有向新闻联委会赞助 

的任何机抱间项目作任何财务捐献"。

49 .新闻联委会的决定对民航组织也不适用。 教科文组织以更坦率的方式告 

诉联檢组说，每一机构都有其自' 己的目标如方案，其新闻工作大部分必须专门宣传 

这 些 目 标 方 案 。 这样，机构间合作便有其局暇性。 教科文组织接着说： "我 

们认为最有效的合作是在双进而非多边的基袖上进行的，而且在报大程度上是在临 

时基袖上进行的 " 。 这说明在执行新闻联委会的决定时所遭遇的一些因难。 问 

题是各会员国是否会接受合作方面的这些困难，还是会采取措施来加强合作，以便 

达成必要的节省，使联合国系统更有效地进行工作。

50.各方就联合国系统新闻活动向联检组提出的答复很少提到各专门机构参加 

的新闻联委会赞助的联合项目，只有：

1 9 7 7 ：发展论 i è , 纽约如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联络处和世界报纸副刊

1 9 7 8 ：发展论坛，纽约愈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联络处，世界振纸副刊，编 

制联合国系统影片目录。

1 9 7 9 ；发展论坛，纽约如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联络处，世界报纸到刊，编 

制联合S 系统影片目录如为第五届贸发会议安排座谈会。

51 .各机构花在新闻联委会赞助的联合活动的开支是： 1 9 7 7年总开支《

3 8 , 4 9 6 ,  0 0 0  中占⑧ 190, 0 0 0  ( 0 . 5 % ) , 1 9 7 8 年总开支雄

4 7 , 1 1 9 , 0 0 0 中在 $ 3 7 7 , 0 0 0 ( 0 . 8 %  ) , 1 9 7 9 年总开支热 

5 2 ,  1 1 4 ,  0 0 0 中占$ 3 8 7 ,  0 1 9 ( 0.  1 % )。 这些很小的数额明

确显示它们给予联合新闻工作很低的优先次序。

5 Z 但是，如果考虑到1 9 7 7 年花在新闻联委会赞助的所谓联合项目上的漆 

1 9 0 ,  0 0 0 中 有 1 4 5 ,  3 4 9 专门用于进行两个机构性活动:发展论坛愈 

纽约及H内瓦的非政府组织联络处，那末就连这些很小的数额也是言过其实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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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1 9 7 7 年就只剩下® 4 4,  6 5 1用于其他联合行动上，而新闻活动的总费 

用却达$ 3 8 ,  4 9  6,  0 0 0.  1 9 7 8 年，各组织表示用于联合项目的想

3 7 7,  0 0 0 中，有 $ 1 9 3 , 0  0 0用于发展论Jé、世界报纸副刊如纽约及H 

内瓦的非政府组织联络处，只有$ 1 8 4,  0 0 0 用于联合行动，而联合国系统新 

闻活动的总费用达$ 4 7,  1 1 9,  0 0 0。 1 9 7 9 年，各机构集体用于联合

项目的银3 8 7,  0 1 9 中，有 《 2 9 3 ,  0 0 0 用于发展论坛、世界报纸副刊如 

组约及H内瓦的非政府组织联络处，只有$ 9  4,  0 1 9 用于其他联合行动，而新 

闻活动方面的总开支是部5 2,  1 1 4,  0 0 0 ( 见附件五）。

53 .将来自新闻联委会成员的资料加以分析以后，检査专员很怀疑新闻联委会 

在实现它的真正目标。 关于新闻联委会的构想和交付给它的职权是好的，但是新 

闻 联 委 会 从 步 难 行 ，因为那时即发生了联合国系统各成员间更密切合作愈 

协调工作的问题。 新闻联委会的届会成了联合国系统内从事新闻活动的所有成员 

聚会互相说明自身工作如详细讨论新闻活动方面某些问题的良好机会。 新闻联委 

会花在交换意见上的时间太多,而各成员却没有必要的权力一一特别是在财政方面 

一一来承诺执行新闻联委会的决定，以致连好的建议也常常没有获得执行。

54 .检查专员认为新闻联委会既然在理论上是协调新闻活动的一个工具，就应 

该在实践上更加有效率，其决定也应更有约束力。 为了作到这点，它的方案加文 

件应该在每届会议以前同其他成员密切合作编制，并送交所有成员，以供各组织的 

决策者研究如讨论，并就每一议程项目求取明确的指示。 新闻联委会的活动情况 

应按时通知方案协调会。 这样方案协调才能提供政府间的指导，当前没有这种指 

导，但是这种指导在敦午和调整新闻联委会工作以及协助解决检查专员在本报告所 

述各种问题方面却非常重要》 为此目的，新闻联委会应每年向行政协调会/ 方案 

事务提出报告，行政协调会应将报告连同其关于报告的意见一并递交方案协调会。



55.只要联合国系统各会员国继续容许进行关于个别组织或其主管人员的宣传 

—— 容许建立独立王国—— 而不使这些组织互相协调努力去达成新经济秩序所设想 

的全球发展目标，那末新闻联委会的作用如新闻联委会成员的赏献就仍然名不符实。 

检查专员认为，如果新闻联委会要成为联合国系统各成员间新闻活动协调方面的有 

效工具，就应通过让联合国联合S 系统所有成员参加工作来予以加强，并接受一个 

政府间机构—— 方案协调会—— 的指导。 新闻联委会的良好决定不应该因为有些 

组织不愿合作和资助一个全球性努力而毫无成效。 檢查专员认为在这方面的资金 

很容易从大多数组织数额颇大的新闻予算中提供。 因此问题只是在联合国系统内 

确定这种全球努力应有的优先次序。 然后才能实际地设想新闻联委会可以充分发 

挥作用，成为进行联合行动的一个有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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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发展论坛》

5 6 .由于《发展论;f e》的宣要性, 所以决定 ;^辟一章分别讨论。

5 7 .《发展论坛》是在 I 9 7 3 年由经济和社会新闻中心（经济新闻中心）创 

办的，并由一个信托基金提供资金，

58.经社新闻中心的用霉是要把它成为一■份月刊，作为中心代录联舍国第二个 

发展十年的目标和政策对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与大会关于动员公众舆论的一系列决议 

的响应的一部分。 《发 展 论 》的目标是要把关于国际经济和社会状况的重要发展 

同题告诉和启发具有影响力的集团和一普公众。

59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行政协调会 I 9 7 9 年 4 月会议通过的决定体认《发 

展论坛》为联合国系统内关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唯一定期出版物。

6 0 .由于经济新闻中心是在没有工作資金的情况下操作，所以它的方案制定和 

现划工作只能按年执行。 由于它只得到志愿捐敦的支持，致令经济新闻中心的前 

途未卜。 难怪《发展论坛》的情况目始便不稳定。 瑞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 

( 1 9  7 6 年赠了一次敦）法国向《发展论坛》捷供了金钱，主要是作为在它们国巧

分发该刊物之用。 主要捐助国为丹麦、芳兰、 日不、荷兰和挪威。

61 .资金的递减，主要是由于美元价值下跌，这便经社新闻中心处境® 难，它 

需要找到其它的資金措筹办法。 供经社新闻中心选捧的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直接 

要求联舍国系统的各组织和各国政府 ( 并非全是经社新闻中心信托基金的捐助联 ) 

支持，另一个就 " 另外开办一份两业版，这在长期而言，可能得到盈余来弥朴其赤 

字。

62 .在联舍国系统巧，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环境规划署、儿童基金和联合 

圓大学都录示准香支持《发展论坛》。 世界報行及两家区城开发報行都承诺在一 

定 范 围 支 付 《发展论坛》两年总经费的赤字（以贷款方式提供



63. I 9 7 9 年，行政协调会对《发展论坛》的财政状况深录关注，认为它是 

" 联合国系统反映公众新闻服务的宗旨的唯一定期刊物，’ 。 f t 政协调会的1079/ 

7 9号决定建议在联舍国系统各組 奴̂各自的政府和财政资源允许的范圓|^,由它们来 

分担晋通版的财政需求。 此外，行政协调会又指令新闻联委会立刻就《发展论坛》 

普通版的长期状况进行研究，并向行政协调会提出旨在加强该刊物的财政和组织结 

构的提议，包括建议由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其政策及财政資源的范围內尽可能作出 

财政捐款。 检査专负认为这项指令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建议一个为该刊物筹猎资金 

的有效制度，因为各组织不负任何遵守这项决定的责任。 这造成各组织对是否准 

香给予《发展论 i è 》真正支持的问题抱有许多保留意见。 梭査专贞在访问一个大 

组织的总部时就获悉它的负责人员坚决拒绝在财政上支特这份刊物。 这个斤政协 

调会的决定有什么重要呢？

64 .值得注意的是：大会特别政洽委贞会讨论了新闻问题，而大部份会员圓，

克其是发展中国家，都要求从正常予算拨敦来支特《发 展 论 》。 特政委员会的 

第 A/SPC/34/工. 5/Rev. I 号 决 议 一 随 后 成 为 大 会 第 （A/34/I82  ) 号决 

议一就肯定" 《发展论坛》期刊在传播新的1Ü际经济秩序的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决定必须把《发展论坛》作为机构同视目继续发斤，并且保证联合国参加其发行" 。

6 5 .因此，大会决定在 I 9 8 0 年增予《发展论坛》邸200, 0 0 0。 这是一

个良好的开端，但现在仍未有一个联合国系统普遍接受的方式。

66 .较早时候过及的斤政协调♦ 第 1979/9号决议, 除其它事项外，指令新闻 

联委会 " 立刻就《新闻论坛》普通版的长期状况进行研究，共向行政协调会提出旨 

在加强该刊辆的财政和组织结构的提议和…，，…" 等。

67 .新闻联委会在它给行政协调会的报， •中对《发展论；fe〉> 的状况作了一项 

详尽的调查 . 检查专员只想谈及与財政状况和予算提议有关的提议。

6 8 .新闻联委会认为具备一个健全的年度予算, 确保必要資金的来源是很重要

1。 第  ACC/1979/82 号 文 件 。



的。 新闻联妾会提出警告，单单维持现状，只求该刊物在现有页数和友行量下继续 

存在是不够的，这使刊物既不能具备在北半球提高其产生收入的发行量的手段，又不 

能对其在南半球的发斤量予以相称的补助。 n 梭査专贞完全同意这种看法。

69 .新闻联安会提议下列为可能的收入来源：阁各国政府对经社新闻部信托基 

金的捐敦；（切个别联合圓组织的捐敦；（C ) 对 《发展论坛》兩业版征收 " 服务费 " ;  

和(d) 每年定阅收费 ( 批发或个人定产戶 ) 。 予期可能性 ( a ) —— 经社新闻邵信托 

基金一 到 I 9 8 I 年后基本上不会成为主要的予算来源，到时有必要从其它属项下 

确保递槽的收入。

. 7 0 .  I 9 8 0 年 I I 月行政协调会重申继续需要联舍a 对 《友展论坛》予以长期 

的提供資金以及系统內其它組织予以补助性支待，并敦促联合a 系统內有能力支待 

《发展论坛》的各组织的行政首长考愿到新闻联安会的建议，即系统內各组织应该考 

愿对唯一的关于发展的机构同刊物《发展论坛》作出长期财政支待的承诺，在他们的 

1 9 8 2 - 1 9 8 3 年的予算中开列适当的拨敦。

AC C/19 7 9 / 8 2 ,第 2 9 段，英文第1 8 页*



7 1 . 新 闻 联 委 会 就 予 期 的 牧 入 和 开 支 提 出 的 提 议 开 列 如 下 :

录

发展论坛： I 9 8 0 - I 9 8 1年牧入

慨算报录 *

( 以美元计）

联合国 

联舍国大学 

经济及社会新闻 

信.托基金 

人口活动基金 

世界報行 

儿童基金会 

环境观划署 

卫生组织 

贸发会议 

总协定 

劳工组织 

农发基金 

气象组织 

亚洲开发钱行 . 
非洲开发银行 

商业版定阅赛

共计

1980 1981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180,000 90,000

80,000 80,000

60,000 60,000

50,000 50,000

25,000 25,000

10,000 10,000

7,000 7,000

6,500 6,500

1,300 1,300

- 15,000

- 10,000

— 2,000

25,000 20,000

20,000 15,000

580,000 al 900,000

1,552,800 1,691,800

a 以 1 9  8 Ü年 1月至7 月已收到的$460, 100和予期到 I 9 8 0 年底再牧到 

的 $ 227, 900合计数字。

* ACC/198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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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发展论坛： 1 9 8 0 -  1 9 8 1年开支慨算报表

常设员额 

臉时助理人员 
一;^人事赛

旅赛

订约承印费

其它订约承办事务

分发费用.
电信费 .
用 品 和 设 备 ■

( 以美元计）

普通版

1980^
商业版 总计 普通版

1981^
商业版 总计

362,000 240,000 602,000 374,000 312,000 686,000

58,000 36,000 94,000 61,000 38,000 99,000

85,000 63,000 148,000 95,000 69,000 164,000

28,000 11,000 39,000 29,000 11,000 40,000

155,000 145,000 ' 300,000 162,000 152,000 314,000

46,000 18,000 64,000 49,000 19,000 68,000

170,000 37,000 207,000 179,000 38,000 217,000

16,000 53,000 69,000 17,000 56,000 73,000

11,700 17,000 28,700 12,000 18,000 30,000

931,700 620,000 1,551,700 978,000 713,000 1,691,000

a 即联合国预算司1 9 8 0 年核准的拨象。• • ' . - ■ ; • ■ .

b ü 率和通货膨胀率是以提议的1 9 8 0 -  1 9 8 1 两年期方案预算 ( A/34/6, 

. 附件四 r 中预测的数字计算。

7 2 . 自创办以来, 《发展论坛》的问题就一•直是新闻联委会各届会议的议程项. : . . . . . . . .  • .... . . . . . .  . • .
目之一。：：

. • - . ' . • . . . .  ■ ...

73； 新闻联委会19  8: 0年 2月的会议和同年7 月它的特别会议都特别讨论了 

财政捐款问题曲于这是各国关心的问题 ,检查专员把讨论时就这个问题提出的

AC C/198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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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议 全 文 转 录 如 下

“ 在大会决定于1 9 8 0 年为此拨款《200, 0 0 0 以及由联合国大学出任

共同版机构后，《发展论坛》朝不保夕的情况似乎略有转机。.现在仍寻求 

其它极构的捐敦。 不过，在这方面，新闻联委会秘书处提出关于《发展论坛 : 

的机构间筹措资金的文本如下：

( a 行政协调会请新闻联委会对其第9 X 1 9 7 9号决定—— 内中宣布《发 

展论坛、为联合国系统中关于发展问题的唯一定期出版物采取后继行动， 

提出一个由联合国系统各组织负责的提供资金的制度, 支付联合国正常预算的 

捐款戾、发展论坛》商业版的服务费和津贴均不足应付的部分。

( t 已经要求并已得到行政协商会答光予以接助。 但至今行政协商会仍 

未能草被一个提议。 因此，新闻联委会决定自己为行政协调会拟定提议。

( C 新闻联委会考虑到大会将以r 9 8 0 年的J200, 0 0 0 败户以及由于 

通货膨张而每年决定的百分比为基础，继续每年从联合国正常颜算中为《发展 

论坛》拨出补助金。

(Û 1980/1981年期间取得的进展显示自1 9 8 0 年开始， 该刊物的商 

业版得到的财政支持有所增加„ 预料它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取得的预期财政 

支持在1 9 8 2 和 1 9 8 3年将为《4,20, 000,这不包括上述自联合国正常预

算为.1. 9 8 2年拨出的S450,. 0 0 0 在内。
' ' ' ' ■

( e V 新闻联委会发觉，按照其参予发展活动的程序以及其新闻方案的预算， 

大小, 可以把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分为三组。 每一组将被要求支付联合国系统. 

的支持? 部分。 其实际款额将反映出各组织间的财政能力和参予程度的分 

.别。 … ， '  .

( f： 属于第一组的有: 粮农组织、世界振行、劳工组织、货市基金、开发 

计划署、教科文组织、人口活动基金、儿童基金会、酵合国，大学和卫生组织。

新闻联委会/Ï 980/SS 5. 1980年 7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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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组将被要求提供百分之六十五分的所需款额，补助金额自Îfe25, o o a至 

ffi45, 000不等。

( g ) 属于第二组有：有原子能机构、农发基金、贸发组织、环境规划署、 

难民专员办事处、工发组织和粮食计划署，它们将被要求提供百分之二十五， 

敦额自《15, 000至《25, 000不等。

(H )第三组由下列机构组成：总协定、民航组织、电信联盟、人类住区中 

心、训研所、万国邮盟、粮食理事会、知识产权组织、气象组织和旅游组织； 

这一组的负责百分之十；补助金自》2, 000至》6, 00杯 等 。 .

7 4 .就本项目进行了十分激烈的辩论后，新闻联委会把提议的文本修改如下 

"机构间提供资金

( a ) 行政协调会第1979/19号决定指今新闻联委会，从速制定一个可以 

预测1 9 8 2 年及以后的志愿捐款的制度。

( b ) 新闻联委会在决定提出这样的制度时考虑到大会的在1 9 8 0 年向 

《发展论坛》拨出》200, 0 0 0 补助金的决定，它的提议是以假设大会继续这 

项捐敦为基础，其中包括每年由于通货膨张而作出的调整为基础，并以该刊物 

的发展以及执行行政协调会第1 979/18号决定所接受的发展计划为基础。

( C ) 新闻联委会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大学出任为期而年的共同出版机构， 

并希望它在持续和提供资金方面，到了 1 9 8 1年后1)?然继续这种参予。 在 

注意到联合国大学对这个问题的决定时，新闻联委会对大学可能被视下面(h)段 

第(i)组的可能捐款者表示欢迎。

(d) 1980/1981年期间的预测显f 从 1 9 8 0 年开始商业版的出版得到

的财政支持有所增加。 这些预测显示1 9 8 2 年需要有$450, 0 0 0 左右的 

财政支持来自联合国系统的组织， 1 9 8 3年和 1 9 8 4 年则需要⑩420, 000,

新闻联委会/1980/SS. 5/Revv 24 9 8 0年 7月 3 日



此外还要加上上述来自联合国正常预算的支持。

( e ) 新闻联委会提议，可以按照其对发展活动的参予程度以及它们的新闻 

及其它有关方案的规模大小，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分为三组。 可以请每一组 

里的各组织志愿捐款，支付联合国系统必要支持的一部分。 至于将会捐款的 

各组织的实际捐款数额则留待每一小组织考虑到下面第 (H)段的指弓I后决定。

( f ) 新闻联委会表示，希望在可能与可取的情况下，联合国系统内其方案 

对世界发展或人道问题有直接影响，并参加联合委员会工作的各组织可以作出 

志愿捐款。

(g) 新闻联委会考虑到不同组织内在决定向该刊物捐款时必须遵照的各种 

程序，并假设如果行政协调会认可其可预测志愿捐款的提议，那些有能力捐敦 

的组织将会在合理的时间内, 在考虑到行政协会对需要长期提供资金的认识下, 

决定其捐敦的形式和数额。

W 在每个新闻联委会成员组织将决定是否捐款及所捐数额的同时，新闻 

联委会提议下列的分组二

H 厲于第一组的有：粮农组织、世界報行、劳工组织、货市基金、开发 

计划署、教科文组织、人口活动基金、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大学和卫生组织、 

这一组的组织将被邀请以辅助金来提供所需敦额的百分之六十五；虽然没有硬 

性最高限额，但大多数的捐款将为每年 5̂25, 0 0 0至 $80, 000不等。

P 第二组的有：原子能机构、农发基金、贸发会议、难民专员办事处、 

工发组织和粮食计划署，它们会被邀提供百分之二十五，款额自S15, 000至 

$25, 000不等。

曰 第 三 组 的 有 ：总协定、民航组织、海事组织、电信联盟、训研所、近 

东救济和工程处、万国邮盟、粮食理事会、知识产权组织、气象组织和旅游组 

织；这一组负责百分之十，补助金数额每年自《2, 000SS6, 00 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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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委员会对上文的认可并不意味着它们各自的组织必须对机构间提供资金的 

提议作出捐款的承诺。 "

7 5 .检查专员认为新闻联委会成员在经过激烈、冗长的讨论后过的这盤份文件 

可谓弱得近乎一无用处，很不幸新闻联委会的讨论与决定一向都是这样徒劳无功的。 

如果大会的任何加强《发展论坛》财政情况的提议可以轻易任由系统内的一些成员 

弄得支离破碎，那么它的建议还具有什么力量呢？

7 6 .检查专员认为，假如不明确指示和授权新闻联委会的成员力其组织作出承 

诺，那又为什么要进行讨论湘提议呢？ 将来任何建全的提议都要取决于这些组织 

首脑的好意，就象他们根本不属于同一系统 .，同一个国际组织大家庭似的。 现 

在是会员国对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成员的行政工作严加注意的时侯了。 花在行政 

协调会各附属机关身上的资金来自正常预算或预算外捐敦。 因此,会员国理应查 

核这些资金的运用是否合理，以及是否有为了节省、更有效率而进行更密切合作的 

办法。

7 7 .上届大会已经表示, 有一份专门讨说发展的定期刊物，并使之具备真正的 

代表性是符合各会S 国利益的。 它们应该强制执行一个解决办法，不应把利物任 

由一些组织的首脑取舍。

7 8 . 检查专员认为： 《发展论坛》已面世达十年之久，大会也承认其重要性， 

现在必须对系统的一份真正具备代表性的利物采取决断性的步暴。 考虑到没有其 

它全系统性的专门讨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刊物，检查专员认为一定要维持这份刊物 

加强其財政并改进其结构,和它的編辑局的组成。 检查专员对行政协调会的最近决 

定表示欢迎，并希望能得到充分执行。

7 9 . 检查专员提议把向其它组织间活动，诸如斤政协商会、联检组或公务员制 

度委员会等提供资金的制度也用来提供《发展论坛》普通版的资金, 并由联合国系 

统的所有成员在一个予先决定的方式下从它们的予算拨敦参予。 这个方式可以基

ÀCC/1980/37 号文件。



于新闻联委会提出的分组，但捐款应该加以硬性规定，不应只是志愿性的, 并只能 

由每一个组织的立法机关核准。

8 0 . 当然，在采用这样的方式后，就必须有一小具备充分专业资格的编辑结构。 

编辑队伍应该反映联合国的会籍’成员

81 . 以后，其内部结构在选择作者时应以下列四小方法之一进行：

( 1 ) 以有名气的作者以往已经出版的材料力基础，显示出他们有能力撰写《发 

展论坛》关注的题目。

( 2 ) 其商业版负责人应与专题报利搞好连系。

( 3 ) 利用联合国大家庭的资源：例如贸发会议、卫生组级、劳工组织等—— 找 

出已经力联合国组织提供过优秀材料的有资格作家。

(4) 起用日内瓦联合国各组织和专门机构有代表出席的编辑会议提出的名字。

8 2 . 目前，大部分的作者都是来自发达I I家。 应该努力从发展中国家罗致更 

多作者。 各组织的高级官员应该时常为普通版撰写文章，以表示他们认识到该刊 

物的重要性以及它是符合各组织的利益的。

8 3 . 检查专员对编辑咨询局的创立表示欢迎，它是由新闻联委会提议并由学术 

界、发展如通讯界具备专业青景的杰出人士组成，他们将按各自的特长出任该局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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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同'设施

84 . 本报告导言中已经指出，很多诚市里的新闻祐都是重复过多的。 这造成 

赛用增加，光其是人事赛的增加，由于香金有限，剩下供实质新闻工作所用的便所 

余无几了。 这又会造成工作的重叠和重复。 应该质询的是：怎么可能在2 5 小 

城市中各有2小 和 1 4个新闻服务祐。 例如H内瓦就有1 4 个、纽约 1 1个、华 

盛顿7 个、曼谷 4 个等。

8 5 . 虽然联合国系统成员的自主权必须得到尊重，但问题是向系统成员的予算 

捐翁的各会员国是否希望看见这样的资源重叠呢？ 只要把资源集中起来就可以有 

更妥善的方案协调命更密切的合作，各组织就可以得到同样甚至更佳的结果,而且 

更为节省，这正是目前十分需要的。 例如在日内瓦，唯一的共同行动就是每周向 

派驻欧洲联合国办事处的新闻代表进行汇报。

8 6 . 检查专员在访问联合国系统各成员组织的总部时发现，差不多每一小机构 

都有自己的照片幻灯片视觉电影资料室。 所访问的一小大机构拥有狠大的照片 

资料，倚直可以称之为博物馆—— 它拥有1 0 万张复制象片和处理采色与黑白晒印 

和幻灯片的新式设备。 但这祥昂责的设施似乎没有得到相应的利用。

8 7 . 当一小机构在印制幻灯片时通常都有一份目录册。 虽然新闻续委会确实 

有一小为所有组织的幻灯片編制目录的联合计划，但这祥筒单的一项工作经过多的 

努力仍未完成。 有一些组织甚至在自己的目录册中印有大量收集的幻灯片制图，

这些都是十分花钱的出版物。 想到必须有一部映画器才能投放幻灯片，使人怀疑 

这小多的幻灯片不知道有几张曾在外地放映过？ 在目前情况下又有几小发展中国 

家有能力提供一部映画器湘借用幻灯片在学校放映呢？

8 8 . 日内瓦一共有1 4 家齋料服务，每一机构都有自己的图片资料室。 在检 

查专员访问时，一个组织自己的图片资料室正闲置无用，因为该组织正面牆经济a  

难。 联合国资料服务有一小设备现代化的圏片资料室，但所得的图片却少得可怜。 

检查专员的印象是：甚至纽约的图片科也不是定期向其日内瓦服务姑供座图片的。



那么我们怎能够要求其它组织向这个资料室定期提供圏片呢？ 我们到底是不是同 

属一个大家庭的呢？ 我们能否使日内瓦联合国图片资料室成为一小真正具有代表 

性的共同资料室，一个可以轻易找到关于所有组织的基本材料的地方吸？

89 . 新阐资料的分发也存在夢同样的情况。 检查专员认为一旦有两小以上的 

新闻服务就应该有一个分发中心、一个图片资料室。 假如有图片实验室的话，就 

应该由它向市内有代表的其它组织在收取服务费的基础上提供服务。

90 . 在外地的情况也是一样。 由新闻联委会外地公众新闻活动协调问题特设 

工作组进行的一项试办性研究挑选了七小城市来审查联合国系统各成员之间在公众 

新闻方面的合作问题。 从这七小城市收到的答复差不多一致地认为系统内各办事 

处之间在外地的合作都是購时凑合性质的，但还是存在进行有系统如更有成效合作 

的可能领域，足以减少甚至消除所费不菲的重复工作。 这是秘书处发表的声明 , 

检查专员对ih完全同意，他在以前的研究中已经表示联合国系统各成员有必要采取 

一■个较合作糸I较协调的办法。 它又指出差不多所有外地办事处都拥有基本的生产 

设施。 假如能够集合共享则整小联合S 系 统 以 病 少开支 。

91 . 新闻联委会试验性研究指出， 散发公众新闻材料的工作占去一些新闻服务 

很多的时间。检查专员认为要纠正这种情况就应该只设联合国新闻中心为唯一的散 

发点。 目前，很多组织在几小或许多服务地点设有自己的外地办事处并肯发自己 

的新闻资料，礼貌上送给联合国新闻中心儿份。 如果一♦城市内有一个以上的联 

合国新闻办事处，就有必要编制一份联合送发名单以便尽可能协调分发工作。

9 2 . 参考书阅览室的情况也是一样。 例如在曼谷，联合国国际学校、儿童基 

金会、粮农组织和劳工组织都有自己的參考书阅览室。 在新德里，粮农组织、儿 

童基金会、联合国新闻中心加卫生组奴都各自拥有自己的参考书阅览室。

9 3 . 外地还有其它并行活动的实例。 工作重复已经成为惯例，这显示出缺乏 

合作，只要竞争，浪费会员国捐献的资金。

9 4 . 检查专员认为只要有善意和愿意进行较密切的合作，不但可以更有效率地 

完成工作，并可以美化联合国的形象。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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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和 主 要 建 议

9 5 . 加强公众新闻领械行动的重要性是无须强调的了，这方面极为需要联合行 

动来促进鉴小联合国系统的形象。 专门♦ 绍♦ 别组织的行动只能造成损，。

9 6 . 检查专员在本报告内力求对公众新闻领城的真实情况稍加了解，并提请会 

员国注意有必要结束目前系统内各组织不愿意协调与合作的情况。

97 . 虽然以协调之名作出了各种正式的宣告加采取了一些行动，但至今仍缺乏 

密切合作，这反映出一些组织及其秘书处的态度，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们不准备把 

努力联合起来。. 要取得必须的协调，各会员国在其各自立法机构就必须予以坚持。 

♦ 别秘书处认为自己是完全独立的, 可以随意进行它们认为是符合各自组织利益的 

行动，不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全球性决定，各会员国对这种态度是否视而 

不见呢，这是一♦ 重要的问题。 这些组织至令仍企图为自己的立场辨护，一般都 

强调其组织的独特目标如工作，好象这♦世界是可以按部门划分并没有进行联合行 

动的余地似的。 目前甚至没有人敢提及在公众新闻方面进行综合行动或联合方案。

9 8 . 如果不能够改变这种对真正协调的抗拒，从此就可以不谈协调斤密切合作 

了。 上述的一切对联合国系统在公众新闻方面的活动特别适用.因为在类似工作 

如重复努力方面已经花费不少。

9 9 , 至今由于没有足够的权力来讨论和执行已获协议的行动或计划，削弱了新 

闻联委会的效能。 以目前的形式而言它的资金和人力都得不到合理的利用。

100 . 行政协调会承认为整个系统中关于经济如社会发展领城的唯一定期刊物——  

《发展论坛》—— 从一开始就是朝不保夕，有赖一些政府的好意而存在，并且年复 

一年地要克服前途未卜而幸存。 系统内有些成员甚至对之加以敌视，所 以 要 使  

《发展论坛》成为系统性的杂志实在机会甚微。 每当有确保联合支付出版费用成 

为强制性的提议时，都因为有些组织的坚决反对而不得不放弃原意。



101 . 检查专员提出的下列建议应该被考虑为改善目前极不令人满意的情况的初 

步措施二

建议 ,

公众新闻的费用

( 1 ) 为了让会员国充分了解系统内公众新闻的开支状况，新闻联委会应与行政 

协商会合作制定一份标准化报表，开列这些活动的资金开支情况。

( 2 ) 秘书长作为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会）主席应该定期向方案如协调委 

员会和其它有关委员会提交系就这些活动提出的慨算。 行政协调会应该进一步探 

讨把系统成员的公众新闻资源集合起来的办法，从而避免工作重复以及进行联合系 

统性活动。

(3) 系统中具有合作或联合举办性质的公众新闻活动的方案和颁算应该提交方 

案命协调委员会供作指导方针之用。

. 联合国新闻事务联合委员会（新闻联委会）

( 4 ) 新闻联委会是行政协调会在公众新闻方面的唯一附属机构，应该予以加强 

矛口赋予更大的责任。 各届会议应该做好筹备工作，让与会成员有充分时间取得明 

确的指示以及为各É 组织作出承诺的权力。

(5) 新闻联委会的方案和行动计划以及关于方案执行情况的报告应该通过方案 

加协调委员会提交经社理事会。

( 6 ) 系统内所有成员的新闻服务主任都应该出席新闻联委会的会议。 这些会 

议基本上应该在主要组织的总部举行，这样可以避免无谓的旅费开支。

( 7 ) 应该加强提供新闻联委会秘书处的经社新闻司，让它能够适当发挥作用，

持续而有效率地进行各种涉及定期的系统性协调的工作。 为了协助新闻联委会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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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处这项工作，对某一项或多项联合计划负全责的新闻联委会成员应该指定一些工 

作人员由始至终地负责这些工作，以及向新闻联委会秘书处提出对工作的评价。此 

外，工作人员的组成iS该更能代表各组织会籍的组成。

( 8 ) 新闻联委会就象其它机构间组织应该有一个由参加组织交费的适当预算。 

这些捐敦应该来自各组级自己的公众新闻资金，无须为此而另加费用。

« 发展论坛》

( 9 ) 《发展论坛》应该是经济加社会发展领城唯一系统性的定期刊物。

a o ) 《发展论坛》的资金筹措应该以确保每一小组织都作强制性的足够捐敦的 

方式为基她，只取决于各自立法机关的核准。 只有在取得正常和定斯提供资金的 

基础上《发展论坛》再能成为公众新闻断一小有效^0具代表性的工具。

a i ) 《发展论坛》的专组工作人员组成应该更确切地反映联合国系统的地城代 

表而且应该由充分合格的专业人士组成。

(1 3 应该立即设立新闻联委会提议的编辑咨询局，并应由杰出人士组成。

(13) 各组织的首脑和其它高级人员与合格专家应该定期为《发展论坛》撰稿。

共同设施

a i 各新闻中心应该是它们所在城市，而且这些城市是没有一个联合国组织总 

部或区域办事处的唯一新闻分发中心。

a s 在拥有两小或以上新闻服务的城市，应该探讨集合其资源以使联合进行公 

众新闻活动的可能性。 秘书长应该就合并或促进同设于一小城市的新闻服务的 

可行性制备一份报告提交经社理事会禾 13大会，光其是象H内瓦、组约和曼谷等地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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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闻联委会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说明

1 . 值得注意的是， 自 1 9 7 7年委员会决定更为具体地实行联合规划以来， 

新闻联委会仅按目前采用的形式通过了三项行动计划。 新闻联委会在1 9 7 7 年 

没有制定实际行幼计划，然而却制订了一个活动清单，并打算以协调方式以及在可 

能情况下采取联合行动来执行这些活动。

2 . 新闻联委会《1 9 7 8 年行动计划》的主题是"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方面满足人类需要 " 。该 《行动计划》包括：(a) 通过新闻联委会及其特设工作组 

和工作队的活动，经常进行规划；0 > )具体的协调X 联合活动；（C) 整个系统的一 

般活动。

3 . 新闻联委会《1 9 7 9 年行动计划》的主题与1 9 7 8年的相同。该 《行 

动计划》包括：（a ) 通过新闻联委会及其特设工作组和工作队的活动，经常进行规 

划；（b ) 具体的协调/ 联合活动；( c ) 整个系统的一^ 活动。

4 . 对 1 9 7 8 年和 1 9 7  9年的《行幼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价后， 人们 

提出了如下意见：

A , 通过新闻联委会的特设工作组和工作队进行的经常性协调和规划

( a ) 新闻联委会的两个特设工作缀，即视开事务特设工作组和发展教盲特设工 

作组，在 1 9 7 8年和 1 9 7 9年期间定期举行会议，对若干提议进行了 

讨论，从而产生了正由新闻联委会会员联合执行的一些具体项目。 其他 

工作组（如国际新闻关系工作组、外地新闻协调工作组）也举行了会议， 

但它们的讨论没有产生需由新闻联委会采取具体行动的结果。

( b ) 另一方面，为了协调有关联合国系统范围内安徘的特别事件或会议的全面 

新闻方系的筹备工作而设立的新闻联委会各工作队在1 9 7 8 年和 1979 
年期间已经经常开展活动，并且可以最终制定和谐的新闻方秉， 这些方案 

经常导致制定和执行由若干新闻联委会成员參与的一些具体新闻项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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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作队中，开展活动最积极的有新闻联委会国际儿童年工作队、新闻 

联委会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工作队和新闻联委会国际反对种族陽离年 

工作队。

具体的协调X 联合活动

( a ) 新闻联委会《1 9 7 8年行动计划》：

* 联合报道联合国大会裁军特别会议。

* 联合报道联合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会议。

* 联合报道卫生组织X 儿童基金会初级保健会议。

* 背景说明和资料袋；放映配音幻灯片；会议前的新闻界专题讨论会；在联 

合国系統杂志上撰写文章；全都与卫生组织X 儿童基金会初级保健会议有 

关。

* 背景说明和资料袋；关于世界粮食理事会第四届会议的新闻记者碰头会。

( b ) 新闻联委会《1 9 7 9年行动计戈》：

* 新闻记者碰头会；小册子；在 《发展论坛》上撰写文章；联合新闻报导； 

全都与贸发会议第五届会议有关。

* 新闻记者碰头会；在 《发展论坛》上撰写文章； " 大地扫描 " 特写服务； 

展览；联合新闻报导；全都与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有关。 .

* 与国际儿童年有关的项目，；电f》；电视特别节目和唱片；电视广告；成 

套幻灯片；照片宣传；宣传招贴；缩微胶片; 电台1?目；新闻宣传袋；联

在远期现划和协调联合执行方面，应当指出国际儿童年是新闻联委会最成功 

的活动之一％ 在 1 9 7 8年和 1 9 7 9年斯间进行的定斯协商、交换資料和 

协调活动最后导致许多联合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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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系统各杂志的特刊；特写文章；《发展论坛》增刑；关于国际儿童年 

各项主题的小册子；儿童图表集；关于 " 儿童与环境 " 的影片;世界范围 

的摄影比赛；墙报。

* 有关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的活动：电台节目；特写；新闻稿；杂志特刊；

. 在杂志上撰写的文章。

* 有关初级保健的活动：区城新闻讨论会；特制电台节目；关于热带疾病研 

究的电 ,。

C . 整个系统的一•般活动

除了按照新闻联委会《行动计划》在 1 - 2 年内开展的特别活动外，在新闻联 

委会主持下，通过其各个特设工作组，或是由新闻联委会成员个别负责，还开展了 

若干一般性活动。 这些活动如下：

( a ) 视口; f领域

* 以英法两种语文编制了联合国系统，片的联合目录。

*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正在制定影片的共同价格政策。

* 新闻部/ 无线电 fP视觉事务司为新闻联委会成员出版一个关于视听事务的 

时事通讯《播放》。

(b) 印刷材料和出版物

* 正在研究是否可能联合出版一个联合国系统活动的目录/ 指南X 活页手册。 

* 电信联盟正在最后排订一个联合国系统出版物目录。

( c ) 研究新闻材料的对象和目标；分发和邮寄对象名单

* 这个问题已在1 9 7 6 年和 1 9 7 7 年讨论过，并将在开发计划署领导下 

由新闻联委会分发特设工作组于1 9 8 0 年再次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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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外地新闻活动的协调

* 新闻联委会1 9 7 8 年研究过这个问题，新闻联委会外地新闻活动协调特 

设工作组将于1 9 8 0 乎再次进行研究。

( e ) 报道任务、新闻采访和新闻记者讨论会

* 开发计划署日内瓦新闻处现在已成为一个联系中心，用以交换关于新闻联 

委会成员安排的报导任务和新闻采访的资料。

注意：关于新闻联委会《行动计划》所订活动执行情况的这个说明，当然没有提到 

由新《联委会成员单独按自己的新闻方秉所开展的新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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