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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 , 经常预算项目下按支出用途开列的救灾组织1980—1981年订正经费细目

二、救灾援助基金：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日资产、资债和未支配经费余额、 

收入和支出表

三、救灾援助信托基金： 1 9 8 0 年 1 2 月 3 0 日的认捐状况

四、为救灾和与救灾组织有关的其他行动提供的国际援助筒表， 1月 1 日一 

1 2■月 3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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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 本年度报告载述至1 9 8 1年 3 月 3 1 日止期间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 

处 （救灾专员办事处）根据其任务规定所起的作用加进行的活动。 报告内载述大 

会第 2816 ( XXVI ) 和 3532 ( XXX )号决议所特别要求的资料。 此外，报告第一 

次试图借叙述这一•年度内的活动同大会为办事处所制定的通盘目林之间的关系来加 

强其分析性内容。 欢迎各有关政府间机构就今后如何进一步改进救灾专员办事处 

的报告提出意见。

2 . 除了本报告外，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加大会将故到下列文件：由一位顾问編 

写的关于 " 为满足紧急情况下人道主义需要約国际努力"的报告

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会）关于应付特殊和复杂'的紧急情况所需采取的行动的 

结论（参看A G C / l9 81 /D i](va - lO ,第 1981/2号决定）；联合檢查组（联检组） 

关于救灾专员办事处的评价报告（A//36^3 )和秘书长对该报告的意见（a/36/^ 

73/Add. n  。 关于本报告对未来的展望，它将不服离这些文件所提出的问题 

和办法，特别是秘书长对联检组评价报告所表示的意见的范围。 着望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加大会对这些报告所采取的行动将导致加强联合国系统在有关救灾活动方面 

的能力，以及在这些范围内提高作力联合国系统内救灾事务重心的救灾专员办事处 

的效能，以便更好地为所有受灾人民服务。

二、主要方案记录

A . 救灾协调

3 . 在审查的1 2个月期间，救灾专员办事处曾参与1 5件重大灾害的救灾工 

作。 这些灾害严重地影响到2 0 多个国家。 按照救灾专员办事处的任务规定， 

它必需执行下列几项职责：（a ) 征集情报（特别是依靠驻地协调员开发计划署驻 

地代表来担任救灾专员办事处驻该地的代表），并且立即将情报散发给各成员国政 

府以及政府间和非政府部门的可能捐助者；0 > )与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的代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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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与自愿机构的代表，联合组织加领导佑计灾情特旅团；（C) 发表灾情报告和发 

出普遍呼吁、与可能的捐助者直接联系、发动现金加实物方面的救灾捐助、 以及保 

证用最少的费用将救济品迅速地运到受灾国家；（â) 调派救灾协调专门人员到驻地 

协调员/ 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的办事处，协助他们佑计需要、协调救济品如监测紧 

急阶段的每日事态发展：( e ) 在紧急阶段过后期间保持联系，以期向受灾国政府就 

如何将预防灾难的慨念并入各该国复兴命重建方案加改进一般备灾规划工作提供意 

见。

4 . 救灾专员办事处在1 9 8 0 年内还行使任务，从大会为本两年期拨给的紧 

急 基 金 720, 0 0 0中拨出1 4 项直接赠敦，总 数 共 245, 6 0 0。 象过去一样 , 

这些赠款对每项灾害的最高暇额为S 30, 0 0 0 ,此数尽管在金钱上讲价值有限，不 

过对推动国际教灾工作,以及提供运输救生设备或医药的资金等重大应急事项方面 ,

都是最有价值的。 救灾专员办事处的赠款通常都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一笔数 

字相等的类似赠敦。

灾情佑计

5 . 过去一年中，救灾专员办事处进一步加强了在组织灾情f古计现场调查闭工 

作上所起的作用。 灾情 'f古计是一个特别敏感的方面，国际社会希望作到对下列各 

方面的客观佑计: ( a ) 灾难对人民的影响以及宏观和微观一级的经济影响；(b) 所 

需救济的类别命数量。 救灾专员办事处由于其部门间的作法，而且又不是一个筹 

资机构，所以最适宜于担任这种客观佑计的工作。

6 . 救灾专员办事处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是与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组织紧密合 

作进行的。 通常，如果要使係计结果有真正的价值，如果要适度地佑量灾害的影 

响 , 报告就必须越过即时紧急救助的范围，包括或至少评述复兴重建工作的预期需 

要、以及由于灾害的后果所可能需要的全盘重新发展。 例如，在"一揽子救济办 

法 " 中也许必頻包括种子和思料, 特别是在遇有受灾地区的种植季节很短如 (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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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和收获周期很短的时候。 不过，最即时和主要的关切是—— 不管灾害的原因 

是什么—— 灾害对人民的直接影响，以及该国政府及时而恰当地向受灾人民提供或 

发放教济物资的能力。

7 . 在审查期间内，救灾专员办事处同其他联合国机构、红十字会协会如其他 

主要非政府组织一道，参与了大约2 0 小灾情倍计现场调查团。 其中最重要的几 

小是前往非洲（阿尔及利亚、吉布提、埃塞饿比亚、索马里、苏丹命乌干达）、中 

国湘加勒比地区的调查团。 本报告第三节载有更多关于这些活动及其结果的资米k

救灾援助

8 . 除了第4 段所述从紧急基金提供的赠敦以外，捐助者对第3 段所提到的15 

个灾难事件共提供了价值超过⑨21, 000万的现金和实物援助。 这些捐助者包括 

联合国系统内的成员、各国政府、政唐间组织禾P自愿机构。 其中有$ 1, 6 0 0 是 

向受到 " 文伦 " 台风灾事的加勒比国家提供的。 捐给非洲的敦项总额超过⑨17, 

000万，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提供的援助款额则为《 2, 4 0 0 万。 救灾专员 

办事处发动这项援助所起到的作用虽然很难以数量佳计，但是可以断言的是，救灾 

专员办事处在下述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提高国际了，，认识到国除社会需要有协同 

一致的救灾援助 ; 以及帮助使尽可能多的资源运送到实除需要地点。

救灾专员办事处协调中心

9 . 协调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全世界协调救灾的通讯中心。 当接到一项紧 

急灾情的报告后，立即将其列入救灾专员办事处的灾情警报单，直到决定是否需要 

救灾专员办事处采取行动并采取哪种行动时为止。 关于提供详细灾情佑计、和评 

价是否需要国际提助的要求，都是由协调中心主动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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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在本报告所涉期间, 破灾专员办事处协调中心堂明和处理了这类灾情警报 

共 1 9 2 件，即平均每月1 tM牛。 在这些事件中，后来大约有2 0 件成为重大紧 

急灾事。 救灾专员办事处通过协调中心在这些紧患灾 î t 方面所发禅的作用包括将 

灾害佑计、救济需要、捐款等的资料收集、记录在电子计算机内并加以散发。 共 

有 9 2 件救灾专员办事处的灾情报告经由电子计# 机传达到全世界各处，平均每项 

灾情有 1 2 0 个接阅报告者。

1 1 . 在 1980年后期，救灾专员办事处组成了一个组级间小组，其自的在于促 

进灾情技木数，的交流，而且侧重于交流可由电子计算机处理的数据。 小组* 若 

干联合国实体、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系统以外的灾吾研究机构的代录组成，其目前 

的工作是编暮每个组织内部现有资料的清单，包括电子计算机方案和系统。 小组 

的目的是避免资料的重复、在可行时将资料合并和标准化、以及使一切有关救灾工 

作的组织可以立即取得所需资料。 用意是使救灾专员办事处的数振库成为这个联 

合系统的中心。 为了加強应付紧急灾情的速度和提高这段期间所取得的资料的准 

确性，所以数据库包括下列组成部分：救济品的供应者；救济品的库存；国家剖面 

资料；对等政府单位；顾问名册；救灾捐敦/^需要；灾事事件 ; 灾善历史。

1 2 . 协调中心除了担任全世界协调救灾的通讯中心的主要任务外，还担任一些 

其他工作，想括：新闻筒报、放映參片、收发用户电报电文、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应 

用、教灾专员办事处数振库和救灾专员办事处书馆的地图室。

救济物资的运输

1 3. 已经采取新的主动来旷大救灾专员办事处取得低价或梵赞的空中、海上或 

陆路运输救济品的能力。 第一优先的事项是执行关于紧急灾情优惠空运的SI际空 

运协会第7 8 8号决议。 为此，已经与国际空运协会和各航空公司以及後民问题政 

府间委员会（该安员会在运送难民方® 同包机航空公司有特别的安徘)和红十字会 

协会扩大了联系。



a/36/259
Chinese
Page 7

14. 最终目的是借助于电子计算机来安排最适当的运输路线和同航空公司的联 

系 , 从而确保紧急救济品的巡速运送。

15 . 这些新的发展不仅对救灾专员办事处有好处, 并且对组织I司小组的所有成 

员也都有好处。

B. 灾前规划及有关活动

I f i . 救灾专员办事处的任务之一是由协调专员帮助各国政府进行灾前规划、更 

一般地说，是要求促进关于自然灾害的研究、予防、控制和测报，以及牧集和散发 

这方面的情报。

1 7 . 力履行这项任务所采取的行动可以分成六大类：（a) 救灾专员办事处工作 

人员的调査访问和（或 ）咨询访问，以便评价该国备灾组织的状况或检査该国所面 

條的特殊威， ； ( b ) 以调滅任期较长（通常为3 至 6个 月 ）的专家的方式来提供 

技术後助，以帮助现划SI家或区域救灾计划，或解决如同最好的防洪方法等具体问 

题； （C )调动开发计划署等多进来源或双进来源的资金，执行专家报告所建议和 

( 或 ）受灾政府所请求的实除项目； （( 1 )组织或参加机构间会议、讨论会、技术 

会议和有关灾害事务的同类会议，以便提供专门知识和提高公众对这些事项的了 1释 

( e ) 组织或协助向多灾国家的地方官员提供训练和简振讨论会和讲习班； （f ) 收 

集和散发有关資料，包括出版技木手册及其他供专门人员和一股读者阅读的文件。

1 8 . 为这些目的向救灾专员办事处直接提供的联合国資源，除了工作人员资源

和经窗予算下的一些旅養以外，还包括： （a) 救灭专员办事处信托基金的技术後 

助分帐户； 0 3 )偶而由国别指示性规划数字（指规数）跋供经:赞支付专家特派团 

的赛用； ( C )联合国环境规划着（环境观划署）特别为某些出版物提供的資金， 

此外， （d )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也对香灾项目的经赞作出了冗献。

1 9 .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认识到在这方面提供援助的重要性，要求着长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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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各国政府在国家一级和区域一效的备灾和防灾工作上提出技木後助的请求。 ，

2 0 . 同时也应指出，除了救灾专员办事处专门为了防灾和备灾制订的技术捷助 

项目外，越来越多的发展项目最近已直接或间接地将防灾因素或效果归并入项目内。

特派a

2 1 . 在审査年度内，救灾专员办事处应六个国家的请求，曾派出高级工作人员 

前往各该国访问，以提供专门意见；其他七个国家和三个区域方案则接待了有救灾 

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参加的机构间特旅团；七个国家和一个区域项目得到救灾专员 

办事处选择和资助的关于f 灾规划和备灾的专门人员技术援助。 其中有些是由国 

家指现数提供资金的，另外一则同其他机构分摊後助项目的赞用。 关于这些活 

动的细节载述于本报告以后各节。

会议和讨论会

2 2 L 救灾专员办事处组织或协助组织了几个关于灾前规划的区城方面的会议和 

讨论会（拉丁美洲、巴尔干、西 南 度洋地区、气象组织X 亚太经社会台风委员会 

成员国和热带旋风小组）。 救灾专员办事处参与其事的其他会议所涉及的则是全 

球性问题，并有几个联合国机构、政府和科学机构及学巧机构参与。 同时也应该 

提到由国际民防组织安排于1980年11月5日至10 H在拉巴特举行的第九届世养民 

防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 " 保护人类免受自然和技术灾， " 。 除了联合国秘书长 

和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的文告以外，救灾专员办事处还提出了关于救灾规划和防灾 

的原则和实际应用以及关于防灾方面的土地使用和建筑规，的两篇实质性论文，作 

为讨论的依糖。

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7 9 年，补编第 1 0 号 》（E/1979/ 

40 ) , 第二十一章，D节，第 79/17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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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报

2 3 . 同过去一祥，：狂地协调员/ 开发计划署驻地代录也担任救灾专员办事处在 

该駐在国的代表，他们经常有系统地接受关于其持续性取务的性.质的倚报„ 他们 

取务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了解一国应付棄急灾情的备灾情况，并在需要派遣佑计或各 

询特激团时向救灾专员办事处提供意见。 除了区域会议所提供的机会以外，到日 

内瓦访问的驻地代录也到救灾专员办事处同协调专员及其工作人员会晤，审査驻在 

国的具体资料；在审査年度内共安排了 1 4个这类 '间振会议。

技术刊物

2 4 . 技术刊物方案的一个主要项目是救灾专员办事处/ 环境规划署的《防灾和 

救灾事项汇编》。 此份《汇编》是环境规划署资助编制的，完成后将包括1 3 篇 

专題文享，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各部门官员提供指导，以堂找关于各种自然灾害 

的f 因和影响的现有知识和专门学问，以及制订予防和减轻灾情的政策。 初步分 

发的对象大约有4, 000个研究机构和个人。

25， 在审査期间，以三种语文继续出版了两小专题研究，一个是关于法律问题, 

另一个是关于新闻报道问题，使出版的专题研究总数共达八种。 关于结构工程问 

题的另一种专题研究现已编写完成。

国际防灾战略

26， 按照大会第3440 ( XXX)号决议第5 段，救灾专员办事处的任务是同其他 

机构合作拟订灾，领防国际战略。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第 

八届会议对人类活动加速自然灾，恶化的重视。 环境规划理事会支持有关这个问 

题的以往各项决定和建议，并强调有必要制订预防自然灾善的国别和国际战略。件 

多国家的自然环境中都有发生自然灾，的危险，因此必须采取国际行动，对不受管 

制的人类活动所涉影响提高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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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当救灾专员办事处开始这个计划项目的工作时，有人期望"关于预防和减 

轻灾. 的最新技术慨要" 和 " 世界灾，破坏调查"这两个重要投入会成力拟订战略 

的基础。 如在别处已指出，由于发现不容易—— 但并不是不可能—— 从所有有关 

国家索取在类似基袖上算出的正确数据， " 世界调査 " 现已不再继续。 关于 " 最 

新技术 " 辑的出版物，如本报告另一节所述，将继续出版，但在目前，工作还没完 

成。

2 8 . 今后本领域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将是制订评价灾，破坏的方法学，以提供 

一般准则，对灾，的经济，响作出可供比较的分析。 " 最新技术" 辑将继续作为 

这项工作的主要基础„

C , 新闻报道

2 9 . 除了上述针对该领域专业人员的技术出版物方案外，救灾专员办事处还着 

手一项新闻简报方案，和出版一份针对一般读者的通讯。 向日内瓦和组约的新闻 

代表提供有关新近发生的灾， 以及救灾活动进展的情报。 当进行特别重要的救灾 

活动时，还在救灾专员办事协调中心举行特别新闻简报。

30. 1 9 8 0 年第二季度开始采用費用节约安排办法后，救灾专员办事处的新

闻报道通讯， 《救灾专员办亭处业务通迅》的出版次数加倍了，目前每年出版六次, 

每次印发5» 5 0 0 份。 《救灾专员办亭处业务通讯》经常审査新近发生的灾，情 

形和联合国系统提供的援助，登载关于灾寧管理各个方面的文章，并提供有关救灾 

专员办亭处活动的情报。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印刷和分发部门提供的服务得到充 

分的利用。

D , 加强业务效率

3 1 . 就到目前为止已提供的活动而言，特别是救灾协调业务方面的活动而言， 

有若干因素对业务执行的效率和速度均具影响。 这些因素现已被查明，并正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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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予以审查。 以前各年度报告中曾陈述这些因素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A /32/ 

64 ,附件二； AX33y^82, 第 25-27  段；A/34力 90,第 37—45 段；A /35/  

228, 第 6 5 -  6 8 段 ）。

政府的同意

3 2 . 按照目前的惯例，联合国各组织在收到遭受灾事国家政府的正式提助要求 

后才能介入救灾。 因此，担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职责的机构有时来不及立即作出 

响应，而受到指称迟退不采取行动的批评。

33， 特别是在救灾专员办事处方面，教灾专员的了解是，就动员和协调联合国 

的救灾活动而言，他只能在当任何一个联合国组织收到要求的情况下才采取行动。 

此外，他在政府作出任何正式援助要求前也能派遣代表向该政府表示愿意提供救灾 

专员办事处的服务，帮助该政府査明需要，传播有关这些需要的情报和作力外来援 

助的转递祐。 现发现这种 " 释旋 " 式的非正式建议通常受到欢迎和接受。

对需要和初步投入的评价

3 4 . 如果一小国家内的救急组织在正确评价所需方面需要接助，或如果有关的 

个别政府组织不想依赖它们自己的专家评价，在联合国方面最为实际的行动是派遣 

一个机构间特派团以调査对外来援助的需要。 不过，在任何灾替情形下所需的基 

本物资可迅速予以发送，但是如果为了在稍后阶段节省时间、人力和费用起见，则 

作出适当评价是千分重要的。 在突然发生灾事的情形下，可由已在该国的机构代 

表组成联合评价特滅团。 特游小组是否需要总部的支提，以及当有此需要时如何 

尽速提供支提，这些都是救灾专员在审查年度期间向各机构执行首长提出的问题。 

救灾专员办事处早已放励组成这种特遣小组, 与双边援助国的代表取得联系。 关 

于这.些事项的指导载于分发给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的指示中。

35， 虽然一般地说，联合国机构能十分迅速地作出必要的决定，对灾，作出响 

应，但是救济的到达，除供当地采购用的现金援助外，往往比双边援助国提供的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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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缓慢。 这涉及许多原因，其中有许多原因是由于最终所提供援助的数量。 当 

存货不足时，则必须按照投标和承包程序；而由联合国系统组织管理的存货大体上 

是#■有限的。 当需要安排国际和国内运输时，并不常常都有着落。 因此，向受 

灾地区分发必需物资时常常发生延误。

3 6 . 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评价都是需要时间的。 当大批物资的运输安排受到延 

误，则发生到达时间过晚的弊病。 需要救济的时间长短是同形成灾香情形的时间 

长短成比例的。 比方说，地震后的紧急时期，两星期或许就结束了，但是旱灾紧 

急救济方案必须继续几个月，如果不需要继续几年的话。 根据国际灾，流行病学 

中心的主任：

" 关鍵是如何配合介入救灾的速度以作出明智的决定。 换言之，是应赶 

快提供援助而不顾部分行动不切要，的弊病，还是应延缓采取行轨而不顾救济 

到达过晚的弊病？过去十年中收集的实地数据显示，如果在速度和取得更好情 

报之间，以后者为重，事实上可改进救济的全面效率" 。 2

3 7 . 无可置疑地，联合国对各种紧急情况作出响应的能力，现在要比十年前强。 

虽然一般地说，首先作出响应的是国家一级，其次是双追一级，再其次是多进一级, 

但是这不应当引起过分忧虑，当然，救灾专员办亭处应设法改善多边响应，尤其是 

应改进灾，评价方法的工作。

清除对国际救济交货的法律障碍

38. 1 9 8 0 年 9 月在意大利圣雷莫由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研究所主办的国际团

结和人道主义行动会议上，国际社会最近被提请注意这些问题和賓关的问题。 救 

灾专员办事处在会上提出了一份讨论文件。 文件审查了国别和国际律师在处理影 

响灾事救济交货的法律问题上所作努力，其中包括应用现代技术造成的问题，特别 

是避感对救，工作所涉问题。

勒夏， " 自然灾，与医疗 " ， 《救济专员办事处业务通讯》 1 9 8 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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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会议的结论强调国除社会在救灾行动上必须团结一致的根本重要性，并重 

申国际禾D非政府组织在对遭受灾善国宏动员和护•大援助方面所采取的实效办法继续 

有效， 会议还指出，在推行这些办法的同时，最好探讨加强国际法律文书的可行 

性如进一步拟订国碌人道主义法律的有关原则以确定国除社会的义务，协助遭受灾 

事的国家获得国际援助和便利教灾工作》

40。 救灾专员办♦ 处在努力拟订关于提供救济的国际协定，案时，将会注意到 

这些结论， 关于这个计划项目的工作是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 ) 以及红 "h 

字会协会、宇利。迪南开研所和国断法协会一并进行的，

E 。机构间合作

谅解备忘录

41。 在宙查年度期间，救灾专员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如联合 

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执行生任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在救灾专员办♦处的要求 

下，同国际民航姐织（民航姐织）举行了讨论，结果是订正愈补充了民航组织给区 

域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指示，这些指示涉及同救灾专员办事处的合作和在备灾及教灾 

方面提供援助等事项， 应指出的是，在这些指示中不但讨论到1 空灾事，而且讨论

到其他各种灾难，例如在当地通设备齐全的机场设施的地方需要为空运救济作  

出例外安排的其它各种灾难，

42。随同这些谅解备忘录签订，救灾专员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2 5 3

( L X 工工工）号决定命第1 9 7 8 / 4  1号决议中向他提出的要求，继续作出努 

力 .间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迅速签T签订合作协定， 在这个问题上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救灾专

员办事处加联合国系统各所关机构之间签订的这些谅解备忘录对小别机构间职务如

活动的协调提供了有用的程序，从而能有效地分配责任，在应付灾善引起的紧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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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时作出迅速禾口协调一致的响应。

联合活动

43. 在国宏一级的救灾活动协调中诚然可看到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如组织间工作 

关系上许多成果。 同各机构的其他联合活动，例如同世界气象组织 ( 气象组织） 

的联合活动，大体上是区域协作。 但是，也有其他活动具有全球特性，在有些情 

形下包括联合国系统外的组织。 下述各段将举例说明救灾专员办事处所参与的一 

些联合活动。

教科文组织/ 教灾专员办事处国际地震危险各请委员会

4 4 . 按照谅解备忘录，救灾专员办事处正在评价加减轻地震危险4页域同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进行合作。 该委员会于1 9 8 0 年 4 月在H内瓦 

举行了第三届会议。

45。 委员会的建议包括：为促进地震予测研究及 '其应用采取必要行动；区城 

地震危事研究；促进评价和减少地震危险的措施；和推广地震知识。

4 6 . 在本报告的别处已述及按照或考愿到这些建议而采取的一些行动。 为 

了筹备提议的地震予测实例历史讨论会，救灾专员办♦处已向若干国家当局索取有 

关予测的实例历史或（可能显示予兆的）异常地震活动事件的出版物禾n尚未出版的 

资料， 目前已从中国、希腊、墨西哥、新西兰、尼加拉71̂和极♦ 牧集到新资料。

47。 在普及地震知识方面，救灾专员办♦ 处的工作人员同政府的如/ 或联合 

国的实地官员举行了协商会议，并在前往诸如阿根廷、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和 

委内端拉等国出差时参加记者招待会，目的是提高一般★众对地震及其他危险矛口减 

轻这些危险的现有办法的了解。 教灾专员办事处已收集相当数量的出版物，例如 

关于备震如防震的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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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新闻报道方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数励当地或区城公认的专家贡献出 

一部分时间编写与当地有关的地震材料—— 例如涉及区城历史经验的地簾材料——  

以便列入电视 ■目、公开演讲和报刊。 救灾专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出差时尽量 

利用各种机会强调有必要促进这些活动。

关于处理火山紫急情况的专家会议

4 9 . 教灾专员办事处还在火山应急准备领域同教科文组织积极进行合作， 1 

9 8 0 年 5 月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包括了各国灾，管理当局禾口科学家。

50。 议程包括对近来发生的火山紧急情况的调查如分析以便研究加比较：

( a )对危善及危险是如何评价的；

( b ) 在执行保伊措施方面，其中包括发出疏散通知和疏散停止通知等措施，曾 

采取什么准则；

( C )向★ 众报道未来危险加使他们保持镇静方面，曾采取什么程序。

51。会议宙查了关于上述主题的一本资料参考书初稿，目的是供各国当局以及 

科学家在制订營理未来火山紧急情况准备计划时作为参考。

5 2 . 教灾专员办事处代表在会议上担任报告员并着手在1 9 8 1年底前将这本 

参考书定稿。

国际残废者年

53。 国际残废者年最关心的问题是防止残废；其次是改善残废者的条件—— 例 

如车躺、待遇、就业等等。 救灾导员办事处对残废者的任务目前为：

( a )鉴定当发生紧急情况时残废者的各种特别需要；

( b ) 公布这些需要，以便负责备灾和救济工作的人员能采取充分如适当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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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减少已残废者因灾事遭受其他残废的可能性。

54。对防止体格健全的人免遭残废而言. 必须采取的行动都属于一般的备灾防 

灾领城—— 例如安全的住房、充分医疗设施、训练有素的急救人员等等。 这些方 

面的考虑还必须注意到正在照顾已残废者的那些人， 为了确保提出的防灾劝告切 

合实除，有必要在世界不同地区继各种灾，后查明实际遭受残废的事件，

55。 为了把有关灾善加残废者的现有意见加知识集中起来，必须进行★量综合 

分析工作，这还不包括协调工作在内，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世界 

卫生组织（卫生组织）如国际劳工姐级 ( 劳工组织 ) 在这方面都具有特别兴趣加负 

有特别任务； 人权司、经济及社会资料司、教科文组织加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都可作出重大贡献， 教灾专贾办事处会同自然灾寧中受，的残废者以及在灾区工 

作过的医疗人员开始了一项比较研究项目。 城市和乡村实例现已列于四个国象之 

下：阿尔及利亚如危地马拉（地篇）；多米尼加共如国和海地（照 风 ），

56。这项研究项目的数据将有助于弄清楚备灾，教灾活动和后继程序及其成效 

的各个方面。 此外，研究结果应显示，是否能防止造成永久残废，如果可能的话, 

则可能防止的程度如何，目的是为了制订今后关于防止灾寧中造成残废的准则，该 

研究还要调查灾害发生时业已残废的受害者是否已获得必要的特别援助；并提供资 

料，以便在社区拟订特别程序，在发生危机时韻助那些残废者，

57。调查结果，查明有必要在身体如职业两方面帮助成为残废的那些人恢复正 

常生活以及改善他们的福利和获得照顾的情况， 向医疗人员提出的问题是，如何 

从时间和是否有急救设备的观点评价发生灾害时医疗服务的效率。

58。 救灾专员办事处打算把这小计划项目的结果以及切合实际的形式愈内容出 

版，向残废者、照顾他们的人员以及负责防灾、备灾加教济活动的人员，提供关于 

应采取何种行动以保护残废者免受灾寧影响如防止灾善造成残废的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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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方面

经常预算

5 9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核定救灾专员办事处1980 — 1981两年期的订正领 

算经费为4, 830, 100美元，比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原来核定的经费多出67,900 

美元。经费略有增加，部分可归因于执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需的额外经费（见下 

面第 9 0段 ），部分可归因于1980 — 1981年方案预算的第一次执行情况报告。

6 0 . 附件一载列按支出用途分类的经费细数。

信托基金

6 1 ; 大会第35^107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 段决定自1 9 8 2 年 1月 1 日起，

救灾专黄办事处信托基金将继续维持西年。秘书长将继续设法使这个信托基金的各 

组成部分更为合理化，并使其目标更为清楚明确。

办事处的加强

62. 加强办事处张户目前支付了 3小专业人员员额、 1 1小一般事务人员员额 

和一小外地事务人员员额的经费。此外，本帐户还支付很大部分的业务费用—— 特 

别是通讯貴，包括同发表灾情报告有关的费用一一并为下列用途支付一定数额的旅 

赛：前往灾区进行救灾协调；以及前往易受灾害国家进行备灾方面的活动。附件二 

载有本信托基金分帐户在 I g 8 0 年的开支慨况。

紫急援助

6 3 . 经常预算的经费是每年360, 0 0 0美元，每小国家和每场灾事的最高赠款 

限额为30 ,000美元。附件四载有赠款的细节。应予指出的是，有几笔赠款的数额 

比最高限额少，而赠款次数也比前两年的平均数略低0 没有利用本信托基金分帐户 

来补充经常预算的经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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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 按照关于为满足紧急情况下人道主义需要的国际努力的报告（23/1981/ 

1 6 )所载的意见，即关于设立一•个没有 " 指定的 " 救灾用途的一般性基金的重要性 , 

秘书长希望救灾专员办事处将继续收到没有" 指定的 " 教灾用途的自愿捐款。

技术合作

65. 联合国开发计划暑理事会决定考虑将备灾和防灾领域的活动编入国别和区 

城方案内。在审查期同，由救灾专员办事处顾问负责的两个备灾问题咨询a , 实际 

上是由国别指规数出资的。

6 6 . 秘书长认为，如要进一步拟订在备灾和防灾方面的技术合作政策，以及进 

一步说明救灾专员办事处信托基金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则应特别考虑到大会关于 

向各国政府提供援助以拟订有关防备自然灾害的国家计划的决议(第 3440 (XXX)号 

决议第 10：))段 ）的规定，以及大会关于筹措防灾和灾前规划的技术援助的方案赛用 

的决议（第 3532 (X X X )号决议第1(b)段 ）的规定。

G . 未来的展望

特殊和复杂的紧急事件

67. 行政协调委员会审议了加强联合国系统应付紫急事件的能力这小一般性主 

题，并达成结论，鉴定了在重大而复杂的紧急情况下进行业务的形式（第 1981 /  

2 号决定）。

6 8 . 尽管行政协调会承认联舍国系统各组织在总体上均能按照其任务规定，并 

在彼此进行有效合作的情况下，对紧急事件作出有效的响应，但它也认为，对于秘 

书长或某一组织的行政首长根据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等提供的资料和评价，经过主 

动进行充分的协商而确定情况系属特殊的事件，也必需作出特别的格时安排。

6 9 . 为了满足上述的需要，并为了满足其他捐助国再三表明需要更经常地获得 

更充分的资料的要求，如 A /3 5 /2  2 8 号文件已经表明那样，协调专员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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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救灾专员办事处在下列方面的能力：提供有关鼻受灾事的国家的情况和需要。 

协调专员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将充分利用他可以支配的通讯设施《为此目的，同联 

合国系统在总部和外地的各有关组织—— 特别是那些在其职权范围内操作早发警报 

系统的组织—— 的合作和通讯联系，将予加强。

三、 1980 — 1981年救灾业务

和其他活动的情况

A . 拉丁美洲

1 . ，急灾情

加勒比区域

7 0 . 本区域今年度的主要灾事是愿风" P可伦"—— 历史上最猛烈的一次一 所 

造成的灾害。这场題风在1 9 8 0 年 8月 4 日至8 H横过加勒比区域和墨西哥湾。

受影响的岛国有1 1小。约有250人死亡。照风过后四周，仍约有230,000人没  

有永久宿所，超过 500, 000人没有生计。损失总额倍计为5 .3亿美元，其中 90 % 

为农业方面的损夫。加勒比区城中部的风速最高达每小时270公里，为该区域的最 

高记录。尽管风势如此强劲，而云旋满的直径竟长达900公里，没有造成更大的损 

失是出人意外而且饶幸的。其理由有二：第一，縣风在横a i小安的列斯群岛后才达 

至最高风力，而且没有直接在大安的列斯群岛登陆；第二，由于有关政廣—— 它们 

在前两年间得到救灾专员办事处及其他机构的积极鼓励—— 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因此大大提高了它们在鉴定并执行有效备灾措施方面的能力。 由于修订了国家，急 

计划，因此它们能及时保护各项基本服务，并能大规模疏散在古巴、牙买加和墨西 

哥海岸地区受威助•的社区。

7 1 . 灾情最重的■ 家是海地、圣卢西亚和牙买加。尽管海地全国只有五分之一 

地区遭受觸风最强烈的袭击，但以数量计算，海地的描关则最大，约有 2 0 0 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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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200, 000人无家可归。

7 2 . 以面积和人口比例计算，圣卢西亚是风灾最严重的岛崎。整小岛上的农作 

物，光其是香蒸，均被赐风摧毁，损失总额佑计超过年度国内生产总值。

7 3 . 在牙买加，北岸所受的破坏十分严重，尤其是那里的渔业和家倉业；岛上 

许多地方的香蔡作物也受到严重破杯。 多米尼加、马提尼克、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格林纳达、南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古巴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类似的影响。在巴 

巴多斯和开曼群岛，主要是建筑物和公用事业遭受损夫。

7 4 . 办事处派遣了一名工作人员到圣卢西亚和巴巴多斯，以及一名工作人员到 

牙买加和海地，以协助协调国际救灾工作，并收集有关曰常紧急需要的资料。在风 

灾过后四周内，救灾专员办事处曾发表了1 1辑灾情报告，提请捐助者注意上述需 

要。根据救灾专员办事处的记录，有 2 1小不同的国家或机构作出了8 G多次捐助 

或认捐，据报这些捐助的价值总额达1, 590万美元。

2 . 灾前规划 

智利

7 5 . 应圣地亚寄的开发计划署办事处及国家当局的要求，救灾专员办事处于 

1980年 1 0 月派了一小特派团前往智利，协助拟订一小备灾项目 .进行了料学 

如技术方面的讨论后，特嚴团鉴定了一些具体的目标，其中包括。.防备堤项缺口 

海嘯 Ï 改善无线电通讯及地震命火山监测网，以及提高予报能力，根振观察资料对 

危险程度迅速作出佑计g 从而使行政当局可以报据这些佑计作出决定，

厄瓜多尔

7 6 . 办事处于1981年 1月如 2 月参加了一小前往厄瓜多尔的多机构特浪团， 

以确定该国在防灾和备灾方面所需要的国际援助• 经鉴定为可能进行的活动包括: 

风险分析、训练、遭受灾事时的用水供应、紧急规划如程序、以及设立地震监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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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买加

77. 1980年 8月愿风 " 阿伦，，横过之后g 牙买加政府请求救灾专员办事处提 

供技术合作，协助新设立的备灾如紧急救灾协调处（备灾救灾协调处）加强如规划 

活动， 这一协调处是在1979年的水灾之后在救灾专员办事处的參助下设立的《 

1981年 1 月前往牙买加的第二小联合特浪团为备灾救灾协调处的活动制订了优先 

次序 . 这♦特激闭所提的一些建议—— 特别是有关将备灾救灾协调处在组织上设 

于总理办公室及提供适当房地方面的建议一 已予执行，

墨西濟

7 8 . 应墨西齋政府的要求，救灾专员办事处于1981年 1月如 2 月激遣了一名 

工作人员同一名生境会议顾问一起前往墨西哥，就制订一项备灾如防灾业务方案向 

人类住区如公共工程部 ( 住区和工程部）提供意见。 这个特激闭为住区和工程部 

振订了一项适当的工作方案，并鉴定了住区如工程部同主要负责救灾行动的国防部 

可能联合进行的活动。

尼加拉瓜

7 9 . 在尼加拉瓜，卫生部愈责处理近期发生的、规模不大的灾害 .尼加拉瓜  

从应付这些灾事—— 如 1979年 1 2 月的水灾（救灾专员办事处对这场水灾提供了 

援 助 ）—— 中得到经验，认识到必须设立一>1"中央机构，负责促使所有能够对防灾 

或教灾工作有所贡献的政府机构湘志愿机构参与这种工作，并愈责协调这些机构的 

行动， 1981年 1 月，救灾专员办事处浪遣了一名工作人员，负责与一名卫生组 

织/ 泛美卫生组织顾问共同协助尼加拉瓜政府制订全国民防办公室的组织结构，并 

力该办事处拟订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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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

8 0 . 巴拿马政府要求协助设立一个全国应急办公室. 应这项要求，救灾专员 

办♦ 处 于 1981年 1 月浪遣了一名高级工作人员，同& 拿马政府讨论这一办公室的 

适当职务，并就其组织结构及工作方案提供意见.

秘鲁

81. 1980年 1 0 月，救灾专员办事处派了一个特滅团前往秘鲁9 协助全国民 

防办公室审查各种优先事项，并展开各种旨在提高备灾—— 特别是地震如海嘯一  

能力的项目。 有两名外国科学家曾作出一项非常具体的予测，指出 1981年 8 月 

可能会发生一场破坏性极强的地震；这项予侧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救灾专员办事 

处同民防办公室及其他有关当局举行了会议，鉴定了六个应予优先注意的项目*

82. 1981年 1 月，救灾专员办事处参加了一小多机构特派团，为秘鲁拟订一 

项全国性备灾如昧灾综合方案.这小特激团鉴定了几个可由有关机构联合进行或 

单独进行的长期和短期项目。 作为第一步，救灾专员办事处决定资助一项研究， 

以评价利马的港口卡亚俄遭受海嘯灾险的程度.卡亚俄在历史上曾几次为海嘯所 

破坏。 在 1746年发生的一场地震中，卡亚俄的5, 0 0 0 名居民中仅有2 0 0 人 

幸免死于海嘯。 现在，住在同一个极易受海潇袭击的地区的居民却超过250,000 

人。 其他项目，例如予报地震即将发生后疏散利马中部的项目，以及在一次重大 

地震发生后提供饮水供应的项目，无疑将进一步推动各种技术合作活动。

委内瑞拉

8 3 . 救灾专员办事处于1 9 8 1年 2 月旅遣一小特派a 前往委内瑞拉，以便讨 

论各种技术援助需要，以及委内瑞拉参与加勒比区城的共同备灾活动的可能性. 特 

激团鉴定了若干技术合作项目，其中包括进行一项有关加拉加斯市区灾险的综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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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及向民防办公室提供有关一般备灾工作及予防水灾湘控制森林火灾方面的咨 

询服务 . 此外还作出了安排，以便委内瑞拉能进一步参与国际救灾行动。

加勒比区域

8 4 . 应予回顾的是，大会第3 4 / 1 8号决议资同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全体委员 

会关于要求设立特定机构以应付加勒比区城的灾事的决议.有关为执行上述决议 

而采取的柳步措施的说明见A / 3 5 /2 2 8号文件第94 — 9 6段 .

8 5 . 此后，救灾专员办事处经常加其他有关机构的代表一起参加加勒比备灾规 

划小组的会议. 由救灾专员办事处联合主办的备灾项目会议于1 9 8 0 年 5 月在 

多米尼加共如国举行.

8 6 . 有关泛加勒比备灾如防灾项自的一个计划现已遂渐形成，这项计划的前身 

主要是救灾专员办事处先前计划为东;Î/P勒比各国执行的一小项目。 这个项自的长 

期目标是发展参加国个体和集体的能力，以便防备或减轻可能是灾难性的情况的影 

响，以及应付灾害的发生. 这样，它们可以减轻灾事所造成的损失，从而促进它 

们本身的发展。

8 7 . 上述项目的执行期予定为至少两年， 第一小执行阶段定于1 9 8 1年夏天 

开始。

3 . 会议和讨论会

88. 1 9 8 0 年 1 0 月，在阿根廷圣胡安举行了一小关于地霞予报^̂0危险评价 

的区域讨论会。 这个讨论会由国家地霞予防研究所如南美洲区域地震中心主办， 

并得到救灾专员办事处在财政上的支助如积极参加.由于现有的各种技术不仅可 

用于予报地震和评价灾险，而且也可用于处理负责执行防备措施的科学家、工程师 

和政府当局所面对的广泛问题，因此这次会议力讨论这些技术的优点斤适用性提供 

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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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非洲、中东如欧洲

1 。紧急灾，

埃塞饿比亚

( a ) 向遭受軍灾地区提供，急教灾援助

89 . 应埃塞饿比IE政府的要求，救灾组织于1 9 8 0 年 5 月 2 7 日至6 月 7 H 

率领一小机构间和多边捐助特滅团前往埃塞俄比亚，以便审查连年发生翠灾所引起 

的问题，评价政府教灾工作和佑计出应付紧急救灾需要禾P长期重建需要所需的外来 

资源，特振团建议，在若干紧要部门，即粮食，运输，卫生、供水、避难所和衣物 

等方面，应当提供紧急国际揚助。 协调员于1 9 8 0 年 6 月初发起了一项呼吁，

( ^ ) 向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援助

90 . 依照经社理事会第1 9 8 0 X 8 号决议的规定，秘书长请协调员率领第二 

个特振团前往埃塞饿比亚，评价特别是流离关所民众所需要的人道主义援助。 这 

♦ 机构间特振团于1 9 8 0 年 7 月 6 日至1 5 日前往埃塞俄比亚访问， 并把注意力 

集中在锡达莫、巴莱斤哈勒尔盖等番，据倘计，在这些省里约有2 4 0万人流离失 

所 , 其中有一半以上聚居在临时营帐里或聚居在粮食分配点四周。 特派团确定 

了即将向I I 际社会寻求的最低暇度紧急需要湘重建需要。 协调员把特派团调査的 

结果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 年第二届常会如大会提出报告（AX 35X360和 

Corr. 1—3 ) 。

向吉布提，索马里、苏丹加乌干达遭受阜灾地区提供拔助

9 1 。为了响应经社理事会关于向吉布提、索马里，苏丹如乌干达遭受軍灾地区 

提供捷助的第1 9 8 0 X 701■决议，秘书长指旅联合S 救灾协调专员率领一多机  

构考察团，评价軍灾其他自然灾，的，响以及所需援助的数量。 考察闭于1980 

年 8 月 3 1 日至1 0 月 1 4 日访问了上述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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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 关于每一小国家灾情和救灾所需行动的报告载在下列文件内：A/35/^ 

5 5 9 (吉布提）； AX35X560 ( 索马里》； ^^35X561 (苏丹》；加 A/35X 

562 (乌干达 > . 大会在审议过这些报告后，通过了第3 5 / 9 0 号决议，其中赞

同考察团所作的建议，《̂吁各捐助者提供捷助；并请秘书长调动国际救灾搜助如作 

出安徘，以倍计中期湘长期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大会也建议有关的四国政府 

设立一个政府间机构，负责协调和支捷各国为消除軍灾加其他自然灾香影响如为处 

理较长期复原与重建问题而作的努力，

阿尔及利亚

93 . 1 9 8 0 年 1 0 月 1 0 日，星期五下午，阿斯南市及其附近发生了两次严 

重地震，震幅高达里克特7 . 3 加 6 . 4 级，造成近3, 0 0 0 人死亡，8, 5 0 0 多 

人受伤，阿斯南市有一半以上彻底震毁，四周的神庄也受到损害.阿尔及利亚政  

府立刻吁请提供国际紧急援助，国际社会也迅速响应，懷慨捐助，救灾组织浪遣一 

名代è 前往阿尔及利亚，协助佑计醫要如协调救灾工作，救灾粗织每天提供的灾情 

报告使国际组织得以在鉴小紧急时期都能知悉当地情况的发展加需要， 从那时起， 

救灾组织就在该国政府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合作下，研究阿斯南所需的重建援助， 

并特别注意未来的备灾防灾工作，

意大利

94 . .1 9 8 0 年 1 1月 2 3 日，震幅高达里克特6 。8 级的一次严重地震夷平 

了意大利南部广大地区，造成约3, 1 0 0 人死亡， 1, 5 7 5 人失踪，约 8, 0 0 0 人

受伤湘334, 0 00人无家可 !13。 地震震央位于波坦察地区. 那不勒斯、萨莱诺， 

阿韦利诺和埃博利等城市受到严重损替， 雪，雾湘零度以下的气温都严重访碍救 

灾行动。 当国际援助大量涌至地震灾区之际，救灾组织印发了关于情况发展、救 

灾普要和捐敦的灾情报告*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在救灾组织主任的陪同下，



a/36/259
Chinese
Page 26

访问了灾区，并同罗马如那不勒斯的意大利当局进行了协商，以便提供和审查联合 

国系统的援助。

希腊

95 . 1 9 8 1年 2 月 2 4 H , 雅典和科林斯地区发生了震幅达里克特6 . 6 级 

的地震。 造成巨大的物质损事，而若干剧烈的余震更加重了灾情。 地 震 造 成  

2 2人死亡，约 80, 000人暂时无家可归。 希腊政府如陆军提供了初期援助。在 

政府提出要求后，救灾组织印发了一系列灾情报告，其中寻求更多的援助，所开列 

的需要后来多半由各种国际捐助来源提供。

2 。灾前规划

坦桑尼亚联合共禾国

9 6 . 应政府的要求 . 救灾组织一名顾问于1 9 8 0 年 9 月 至 1 2 月前往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访问，审查自然危善的影响，并提出建议，以便在国家、区城禾n地方 

各级改善备灾防灾的工作。 顾问协助政府确定眼前行动的优先顺序.如在该国编 

制灾前规划准则。

索马里

9 7 . 办事处提供了专家意见，协助索马里政府修订如刷新® 家备灾计划。 这 

项工作在1 9 8 0 年 1 2 月至 1 9 8 1年 1月间进行，其工作报告已提交开发计划 

署和该国政府执行。

埃及

9 8 .办事处继续同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合作，提供规划和防灾援助，

以便重建1 9 7 9 年年底被洪水损毁的3 1座上埃及村庄和市镇。 这项援助于

1 9 8 0 年 1 2 月完成。 应政府的要求，一小项目评价和后继行动特派团在1981 

年 3 月中访问了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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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

9 9 . 1 9 8 0 年下半年，救灾經织向莫桑比文政府提供了专家意见，以便加强 

其国家紧急救灾组织和使之系统化。 本项目的一小重要部分是训统本国的救灾工 

作人员。 为了在番如地方各级进行更广泛的后继援助活动而提出的建议，目前正 

由开发计划署（研究是否可能由国别计划筹供资金）、救灾组织加该国政府研究中。

塞内加尔

1 0 0 。 目前正向塞内加尔政府提供顾问服务，以期根据萨赫勒翠灾最严重期间所 

拟定的特别安排，建立统一的备灾体系。 在编写本报告时，这项援助仍在进行中。

南斯拉夫如Ë 尔干地区

1 0 1。办事处继续同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合作，提供重建门的内哥罗的 

物质规划援助，并在这小项目和教科文组织在巴尔干地区进行的减轻地震危险项目 

之间进行联系。 救灾组织同后一个项目也有关系. 这两小项目都是将在1 9 81  

年如 1 9 8 2 年进行的活动。

印度洋西南部

1 0 2 。 1 9  8 1年 2 月，气象组织/红十字会协会救灾组织联合考察团访问了塞 

舌尔、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留尼汪、毛里求斯、科摩罗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考察团是被据且生组织西南印度洋热带气旋委员会的建议派出的，目的是审查成员 

a 的国家备灾安排，以期必要时在一个或多个参与机构的协助下，改善加加强这些 

安排。 考察团提交了国别报告，目前正在编写提交委员会的一般性报告如建议。

C 。亚洲和太平洋

1 。紧急灾寧 

阿富汗

1 0 3 。 1 9 8 0 年 3 月底，三小省'份发生水灾，毁损45, 000所房屋，造 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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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亡，牲畜和农业的严重损失。 农业损失为68, OOCXA吨小麦加25, 0001^果 

村 . 受到影响的灾民几达100, 000人。

104 . 四月初，政府要求救灾组织振出一名代表，协助佑计灾情加对国际援助的 

需要。 根据这项佑计，救灾组织吁请提供襄急避难所的材料，衣物如基本粮食， 

并建议政府采取某些长期性防治水灾措施。

孟加拉国

105. 1 9 8 0 年，孟加拉国的雨季比往常来得更早。在整个雨季期间，驻达卡

的联合国机构间工作组都向救灾组织提交定期报告。九月间 ， 恒河集水地区暴雨在 

拉杰沙希一库什蒂亚、帕布纳、法里德普尔和杰索尔的几部分都造成了问题。政府 

采取了必要的救灾行动，它最初希望能够用本国的资源来应付灾情，然而，事实证 

明医疗需要过于庞大，因此政府要求救灾组织提供援助，为了响应救灾组织发出的 

呼吁，有几个国家政府和自愿机构，包括红十字会，都迅速提供了必要的药品。

尼泊尔

106. 1 9 8 0年 7月 2 9 日，极西地区发生了里充特6. 缴的地震，造成 9 9 

人死亡， 155人受伤， 26, 000所房屋和公共建筑倒塌或严重损毅，无家可归的民 

众多达30, 000以上。

1 0 7 .恶劣的气候和多山的地形妨碍了政府和红十字会的佑计和教灾工作。紧急 

粮食需要已由向世界粮食方案现有项目借调来应付。避难所材料是主要的需要。为 

了协助应付这些需要，救灾组织为捐赠的470座帐蓬安排了国际运输办法。然而， 

某些帐蓬，以及其他用品最后仍只能利用搬运工人运抵现场。

1 0 8 .救灾组织调动的其他援助来自联合国四个机构、八个国家政府和六个自愿 

机构，其价值超过》 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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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109. 1 9 8 0 年，一系列台风和水灾侵袭越南。七月第4 号台风（乔 ）带来豪 

雨，在红河三角洲七省造成巨大损，。九月，第 6 号台风（鲁 思 ）严重影响清和省 

和邻接的两省。随台风而来的暴雨在越南中北部带来洪水。后来，接连不断的热带 

低气压导致豪雨，使灾情更加严重，最后， 1 1月间，越南中部三者上空的一个极 

低气压造成该地区严重水灾。

1 1 0 .总计有450多人死亡。财产损失十分严重。据供计有133, 000所房屋和 

建筑被冲毁。在农业部门，有 534, 0 00公顷稻米被完全冲走，根食捕关达200万 

公吨。

1 1 1 .在这一系列天灾发生之初，越南政府就要求救灾组织调动和协调国际社会 

的援助。在救灾行动进行期间，救灾组织曾三次派代表前往越南。

1 1 2 .联合国六个机构、九国政府和1 1个自愿机构都报称提供了援助，其总值 

起过翁3, 000万„

Ü

1 1 3 .中国每年都遭到诸如水灾、单灾、台风和地震等许多自然现象的严重响。 

1 9 8 0 年，反常的气候带来湖北省2 6年来最严重的水灾，也带来河北省3 7 年 

来最严重的早灾。恶劣的气候同时也影响到其他省份，但程度较轻。接连不断的天 

灾使得政府必须特别是向湖北和河北两省民众提供大量救灾援助。此外，政府首次 

要求救灾组织协助，以佳计这两有所受的损香和对国际授助的需要，并以此为根据， 

寻求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社会的援助。因此，联合国各组织的代表组成了一个由救灾 

组织率领的佑计特派团，于 1 9 8 1年 1月 1 2 日至3 1 日前往中国。这两个灾区 

比到目前为止境内已执行过救灾计划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积更广。湖北人口4,633 

万，河北居民5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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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4 .水灾和軍灾都不局限于一隅，它们还影响到其他五者和内蒙古自治区的 

13, 000民众。据佑计，国家谷类生产方面的损夫高达1, 5 0 0 万公吨。就财政而 

言，这些损失，再加上政府所提供教灾援助的费用，约达国民生产总值的3 —4 %, 

同时， 1 9 8 0 年度，人口却增长了大约1, 1 0 0 万。

1 1 5 .据官方倘计，这两省农业上的损失相当$ 1 6亿，另外还有700人死亡，

6, 0 0 0 人受伤。在受到影响的所有其他省份，有 5, 5 0 0 人死亡， 21, 0 0 0 人

受伤。

1 1 6 .虽然政府的教灾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天灾所带来眼前困难，它对经济 

的影响将延续更久。在恢复农业生产能力和在1 9 8 1年第三季增加粮食供应两方 

面，也需要外来援助。

1 1 7 .特派团同政府代表进行的商谈也有一部分波及复原和重建工作。诚然，所 

需的救灾项目当中，有一些也可以认为是属于复原阶段的工作，例如，种好、肥料 

和杀虫剂。一般认为，鉴于这些项目具有长期防灾的效益，把它们列入救灾援助是 

合理的。这两省的土壤都需要大量养料，才能抵消水灾和阜灾的影响。特派团的报 

告已在1 9 8 0 年 3 月间散发给可能提供捐助的来源。

118. 该报告也包括防灾项目的建议大纲，诸如加强荆州长达1801、里的长江防 

洪提防系统。 目前设想的一个开发计划署援助项目由该署计划储备金提供资金，目 

的是兴建一座模范排水站，和加强尚待兴建的其他排水站的效率。政府也寻求开发 

计划署的援助，以便把已核可的开发计划署X 气象组织关于水灾頭报的项目（ 

8 0 / 0 1 9 )活动推广到长江流域。这个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在黄河流域中段建立一个 

自动颈报系统。

1 1 9 .就在机构间特振团访问中国期间，四川者道半镇在1 9 8 1年 1 月 2 4 日 

发生了一次震幅高达里克特6. 9级的地震。教灾组织同政府协商后，对 25, 000灾 

民所需提供了《 30, 000赠敦，这笔敦项有三分之二用来提供临时避难所，余款用 

来应付医疗需要。政府并没有要求提供其他国际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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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120。 1 9 8 1年 1 月初，台风过境后在中; ] 几个地区造成严重水灾。，接着 , 

伊里安查亚又在1 9 8 1年 1月 2 2 日发生了一次震幅高达里克特6。8级的地震， 

损毁了大约1 6 座村庄。

121。 政府要求救灾组织对这两次天灾提供有眼的具体援助，救灾组织因而提供 

了《 5, 000和 £ 10, 000 的赠敦。

2 . 灾前规划

印度尼西亚

122。 儿童基金会驻印度Æ西亚的代表负有在紧急灾难发生期间，对母亲和儿童 

提供更妥善保护的责任。在这个范围内，他同社会事务部（负责救灾和备灾的政府 

机 构 ）一起工作，拟订了与灾前规划几个方面有关的省级项目。救灾组织向这项计 

划提供了专家意见。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的初期，救灾组织在红十字会协会的邀请下， 

参与评价和审查印度Æ西亚红十字会备灾计划，这个项目的一部分资金是由瑞典国 

际发展机构提供的。

所罗门群岛

123。 1 9 7 9 年，所罗门群岛政府要求联合国提供援助，以便拟订国家和省级

灾事处理计划。救灾组织提供了一名顾问，其服务费用由该国指规数经费负担。顾 

问同所罗门群岛政府一起工作了两个月，拟订出灾香处理计划，这份计划随后由政 

府正式通过。

纽埃

124。 纽埃政府在充分了解1 9 7 9 年 1 2 月来袭的 " 奥法"台风所造成的损善 

之后，要求敦灾组织派出一名顾问前来该岛，就防灾、备灾和救灾工作提供意见和 

就这些问题编写一本手册供政府利用，特派团在1 9 8 0 年 10月间访问该岛，调查 

结果和建议已提交政府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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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气象组织和亚太经社会的合作

1 2 5 .有两小政府间机构在积极进行防治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热带风暴灾， 的工作。 

头一个计划是卫生组奴/ 亚太经社会热带气旋小组, 它定期召集孟加拉国，额甸， 

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太国脱府代表聚会。 目前以新德里为基地，弁由澳大 

利亚政府支助的一名首席技术顾问主持的一小技术支後队向该小组提供了协助。在 

小姐工作方案的范围内，依照该小组1 9 8 1年 2 月在科伦彼举行的第八庙会议所 

提出的要求，救灾组织和红十字会协会提供了一名顾问同技术支拔队一起工作。顾 

问的取责是加强防灾和备灾计划，特别是通过同气象人员，水文人员以及灾前规划 

和救灾工作的负责当局加'强联系。红十字会协会同救灾组织共同负责该小组防灾救 

灾方面的工作。

1 2 6 .协调和分担责任的办法对第二个政府间小组，气象组织/ 亚太经社会台风 

委员会也同样适用。委员会第十三屈会议于1 9 8 0 年 1 2 月在曼谷举行，救灾组 

织积极参加这届会i l 它也参加了同一月份在曼谷举行的台风业务试验管理委员会 

第二届会议，这项重要的工作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分别同社区防灾、传播警报及相 

应行动、交换业务资料有关，恰好属于救灾组织和红十字会协会职权范围之列。參 

与台风业务实验的各国和地区政府（中国， 民主束捕寨，香港， S本、老树人民民 

主共和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大 民 国 ，太国和起南）f 建议，在尚未作出诸如成 

立协调委员会和建立紧急行助中心等机构安排之处，作出若千安徘。救灾组织会同 

卫生组织和红十字会协会.，以咨商的地位参与工作，协助制定规划和评价警报的有 

效性。

1 2 7 . 號灾组织也参与了台风委员会成员审查亚太经社会/ 气象组织/ 红十字会 

协会 / 救灾组织以往各届会议所提出各项防灾备灾建议执行进展的工作，

1 2 8 .救灾组织应热带气旋小组的要求而进行的其他活动包括，安排技术後助， 

以便为司缴以下职员筹办一次备灾训练讨论会。在这方面，救灾组织协助孟加拉国



和細甸政府在其国内筹备和举行讨论会。

1 2 9 .办亭处也提供经赞，资助孟加拉国，印度加巴基斯坦三国要求提供的备灾 

研究金。这些研究员出席了 1 9 8 0 年 1 0 月 2 H至 1 2 月 1 6 日由日本政肝举办 

的防灾技术讨论会。

区城性备灾讨论会

130. 1 9 8 1年 3 月 5 曰至2 8 日，在维多利亚马科登澳大利亚灾專防治学院

举行了区城性备灾讨论会》漠大利亚政府为2 7 个代表团提供了经赛。代表们分别 

来自新西兰 '  救灾组织和卫生组织。

1 3 1 .这小课程的制订也考虑到长期的目标。虽然眼前的目括在于审查区城性自 

然灾寒，以期决定训练需要，但长期的目标在于决定，为了满足这些需要，究竟必 

须, 郑些工作。

1 3 2 .虽然训练需要自然会因国而异，但仍依照备灾组织的现况和现有的设备， 

确定了某些共同需要，事实上也给予报为相近的优先次序。有几位代表表示，希望 

更加宣视如何防备意外灾香和不管原因何在的重大城市灾祸。教灾组织现在正在考 

虑采取行动来满足这小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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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经常预算项目下按支出用途开列的救灾组织 

1 9 8 0 -  1 9 8 1年订正经费细目

( 以千美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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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用途 1980-1981年

订正经费

薪金：

常设员额 2, 053. 7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134. 6

顾问 13, 4

加班费 11. 5

特设专家小组 20, 4

一般人事费：

公费 9, 2

其他一般人事费 755, 0

工作人员旅费 234. 7

外部印刷和装订 9. 1

一般业务开支 67. 0

招待费 0, 7

赠款 720, 0

合计 4 0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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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救灾援助基金： 1 9 8 0 年 1 2 月 3

资产，负债和未支配经费余额、牧入和支出表 

( 以美元计算）

加强救灾 

组织分帐户

紧急救灾 

援助分帐户

防灾和灾前
共 计

资产

锻行现敦，库存和运转现金

锻行计患存敦 1,050,39^ - 808,062 1,858,1+56
应计利息 16,038 - 6 ,k 36 22,k7h
应牧帐敦 - - 2,838 2,838
递延费用 « _ .
联合国普通基金久敦 - 5,607 - 5,607

资产共计

负债和储备金

1 ,066, if32 5,607 817,336 1 ,889,375

应付帐敦 2,308 — 301,710 30U,018
未清偿债务 33,2h6 - 97,269 130,515
应付联合国普通基金 58,U28 - 2l+,835 83,263

负债和储备金共计 93,982 - U23,8iU 517,796
# 支配经费余额

■■- • ■ ■

1 9 8 0 年 1月 1 日结存 817,118 1,123 3^1,792 1 , 160,033
初期余额调養数 — ■

收入超过支出的溢额 155,332 M8U 51,730 211,5U6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日结

存 972,U50 5,607 393,522 1 , 371,579

负债和未支配经费余额共计 1 ,o66,U32 5,607 817,336 1,88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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咐件二（续 )

牧入共计

支出

人事费X 薪金 

旅赛

订约承办事务

训练金、研究金、赠款和其 

他费用 

设备，用品和采购 

其他业务赛用

支出共计 

收入超过支出的溢额

加强救灾 紧 i 救灾防灾和灾前

牧入和支出表

各国政府的捐敦 

公共捐款

联合国机构补助金 

報行利.息 

养恤金退款 

杂项牧入

上一年债务的节余流动资金

550,937

112,29̂ +

M17

667,5^8

382,7^3
50,056

6,071

15,500

37,8k6

512,216

155,332

组织分败户援助分帐户规划分帐户

14-6,820

100,023

95,125

2̂ 1,968

11 ,̂959
23,178

52,101

190,238

51,730

共 计

602,2Ul

212,317

99 M 2  

9 i h ,œ o

U97,702

73,239
6,071

52,101
15,500
57>8k6

702 , k3k

211,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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