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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Ô年9 月在纽约举行的7 7 国集团部长级会议同意"在1 9 8 1年召开 

一个发展中国家高级别会议以加强和保证具体而协调地执行有关发展中国家间经济 

合作的各种方案和决定"。

召开这个高级别会议以前举行过下列一些主要会议： 1 9 7 6 年 1月2 6 日至 

2 月7 日在马尼拉举行的7 7 国集团第三次部长级会议； 1 9 7 6 年 9 月 1 3 日至 

2 2 日在墨西齋城举行的7 7 Æ集团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会议； 1 9 7 9 年 2 月 

1 2 日至1 6 日在阿鲁沙举行的7 7 国集团第四次部长级会议； 1 9 7 9年 9 月 3 
日至9 日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1 9 8 0 年 3 月 1 1 
日至1 4 日在纽约举行的7 7 国集团部长级会议；以及1 9 8 0 年 6 月 3 日至7 日 

在维也纳举行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特设政府间小组会议，此外，与这个问题有 

关的其他会议有1 9 7 8 年 8 月3 0 日至9 月 1 2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联合 

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会议以及在联合国范围内就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问顏举 

行的各次会i义

部长们委托在纽约的7 7 国集团代表作出必要的安排筹备这个高级别会议》筹 

备工作包括在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活动方面负责国家一•级合作问题的工作人员举 

行特设技术会览

为了执行这项任务，在纽约的7 7 国集团代表为1 9 8 1年 3 月 1 6 H至2 7 
日在日内瓦、维也纳和萝马举行的专家技术会议规定职权范围》专家们受权负责在 

一定时暇☆ 以虫务用语提出实际而具体的建议, 以便于有效执行《维也纳报告》的 

各个部份。为此目的，建议将包括提出必要的后续行动。

1 9 8 1 年 4 月 1 3 日至1 6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高级工作人员会议为筹备这个 

高级别会议审议了专门技术会议的各项建i义 按 照 7 7 国集团规定的职权范围，这 

个会议审查并综合这些建议，同时还讨论了一些具有部门间性质的问题，例如某些



范围较广的技合问题以及关于执行的水平、关于协调、监督以及后续行动和评价的 

问题。

这个会议的筹备工作主要以1 9 8 0 年 6 月3 日至7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发展 

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特设政府间小组会议的报告为基袖，7 7 国集团在1 9 8 0 年 9 
月举行的部长级会议核可了这份报告，其各项结论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方面 

具体而平街地执行各项行动的进程已达到一个重要的阶段。

高级工作人员会议的结论已提交给1 9 8 1 年 5 月 1 3 日至1 9 日在加拉加斯 

举行的高级别会i l



一、导 言



7 7 国集团于1 9 8 1年 5 月 1 3 日至1 9 日在委内墙拉加拉加斯举行了个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高级别会议。

会议深信，在当前世界局势所引起的种种困难和变化不定的情况下，现在正是 

在互利和更合理地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更新、加速和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努 

力和团结的适当时刻。在这方面， 7 7 国集团重申坚决维ÿ«集体自力更生的原则， 

并强调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是7 7 国集团为改变国际经济关系和建立新的国际经 

济秩序而采取的集体行动的组成部份。

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反映出潜伏性的结拘失调以及国际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不公 

平现象。重组国嘛经济关系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的谈判缺乏进展是因为某 

些发达国家采取了顽面的态度，它们缺乏政治意愿，这是令人遗憾的，为国际经济 

合作促进发展发起新的全球性谈判而进行的讨论的进展情况特别明显地表现出这 

一点。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一期会议中也有一个发达国家采取同样的态度。 

在这种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间加强团结就显得更加合时和需要了。

会议重申，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并不能替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全 

球性经济告作。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代替或减轻工业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承担的 

责任和承诺。只要工业化世界仿然坚持其现行的不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态度和政 

策，目前这种基于不公平、不平等、剥削和依赖的国际经济秩序将继续危害发展中 

国家的发展前景以及整小世界的前途。

世界经济危机给发晨中国家的发展前景带来严重的眼制。发达国家的政策在于 

设法通过把调整的代价转移给发展中国家来克服其长期存在的经济困难，这使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不稳定和分襄的情况并追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各种措施，特别是 

寻求额外的繁重债务来谋求生存。

同时，大多数发达国家坚决拒绝从结构上改变其经济，而这种改变正是消除现



有危机根源的必要措施> ■

大国之间关系的恶化、国际紫张局势的加剧、军备竞赛的激烈化、殖民主义、 

干涉内政、种族陽离、种族主义、种族破视以及一切形式的外国侵略、占领、统治、 

霸权、扩张主义和剥削都使危害及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严重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恶化。

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使它们有机会在经济上充分利用现有和潜在的条件以 

取长补短。合作方案显示出可以在货易、技术、粮食和农业、能源、原料、财政、 

工业化和技术合作等领域内互‘相补足。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应该能够从真正的团结中 

获得平等利益。在这方面，应特别注意比较上更資穷的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 
以便它们可以有效地在各个领城参加发展中国家间经济方案并从中获得利益。因此, 
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的成功对于7 7 国集团来说将有特别的重要意

X.

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努力绝不是新鲜的事物。从不同的次区域、区城和区城间 

集团所采取的行幼可以看出，某些方案已经获得协议并已在不同的程度上着手进行。

现在需要采取坚决的行动以保证在一定时限内具体^协调和统一地执行这个 

会议所通过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方案，这是7 7 国集团所有发展中成员国都可 

以从中互相获利的方案。

力了保证有效地执行协定的行动纲领，会议已决定制定本文件所详述的适当的 

协调、监督、后续工作和评价方法。

这些工作以及7 7 国集团现在正给予新的持继性动力的业看来同样是雄心万 

大。这个会议表明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本身之间合作的潜力。确有许多极 

其重要的领域，有利于它们在次区城、区域和区域间各级采取富有成效的行动。会 

议所协议的方案的执行工作和后续行动会使发展中国家更了解到可能从那一方面获 

得实际而平街的成果，以及它们的国家取得平街的发展并改善其人民的经济及社会 

坏境。





部门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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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________

发展中国家间货身的扩展

1 .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高级别会议注意到，近年来发展中国家间的贸身比 

它们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增长得快。因此，会议在这方面建议发展中国家本身应作出 

努力，使它们之间的货易以显著的速度趣续发展，并在国家以及区城和区械间各级 

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以保证充分实现这一目的。会议在欢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继续 

发展的同时也认识到为货身发展制定适当目标的重要性，并为此目的建议贸发会议 

在这方面进行的研究应尽快完成，无论如何也要在1 9 8 1年内完成。会议还建议 

应定期审查关于发展中国家货易发展这项目标的执行情况。

2 . 会议认为，通过散发货易流动和销售机会方面的充分数播以及促进必要的 

贸易资助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间贸易#■展和对有关问题的审议。会议注意到《阿鲁 

沙行动计划》关于建立一♦初次把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间互相进行贸身上的货易资 

料系统的建议。会议建议，通过更有效地利用次区城、区械和区城间机构的现有货 

易资料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协助这个贸易资料系统。因此会议建议应采取必要的 

行动以保证早日执行贸发会议所制订的关于货易资料系统的拟议方案。

3 . 会议建议通过设立分行、技术和商业办事处、展览、百货公司、仓库以及 

销售方面的其他合作形式，在有关国家互利的情况下按照其国家法规进一步在销售 

系统领城内提倡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

4 .关于加强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和发展它们之间的互相货身方面长期协定的 

作用，会议建议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其经济政策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协助绪 

结这样的协定。

发展中国家间全球贸易优惠制度（全球贸身优意制）

5 . 会议注意到，尽管最近以来发展中国家间的货易有了有利的增长率,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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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这些国家本身之间只输入27. 5% 的商品和101 m 制成品，其中区域间的货 

暴份额分别只占9 .-9%和 3 ，3%。由货发会议:în编的按国家分和按产品分的发展中 

国家间贸易统计显示出，在与农产品和制成品有关的一些标准贸易分类标题（4 位 

数 ）下，尽管发展中国家间现在已有生产能力和出口潜力，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输 

入其大部分需求0 因此，会议总结出，贸发会议内的贸易数振已充分证实了各国部 

长们在阿♦ 沙提出的建议，即发展中国家间的全球贸易优惠制度。 （全球贸暴优患 

制 ）将成为促进发展中国家间货身、生产和就业的主要工具。不过，会议强调说， 

全球货易优惠制一旦建立起来，就会给所有参与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公平的利益。此 

外，这个制度将补足而不会取代现有和♦ 后的次区域和区域特惠安排，这种安排也 

需要加强。

6 . 会议注意到，为了能够采取必要的步驟以早曰建立起全球贸易优惠制，贸 

发会议已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筹备工作。会议同意现在有必要设计出详细的摸式、 

规则和程序以开始进行谈判。这些规则必须基于《阿♦ 沙行动计划》内为全球贸暴 

优惠制制定、并经1 9 8 0 年在曰内瓦举行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同经济合作的发展中 

国家政府间专家区城间会议进步精心振制的原则和方针。会议还同意，这种谈判 

摸式和规则应倚单而灵活有效，以便保证尽量多的国家参加谈到。会议又注意到， 

为了趣续进行等备工作，还安徘于1 9 8 1年 7 月在货发会议内举行另一次政府间 

专家会议0 会议相信，凭借着已进行的筹备工作，这个会议上有可能在完成起草各 

项规则的工作方面取得巨大的进展。会议建议,筹务工作一完成就应尽快在适当高 

级别上举行另一次会议以最后确定和核可这些规则并尽早进行谈判。

国家贸易组织（国贸组织）

7 . 会议强调各国贸组织间应经常交换资料以便促进这些组织间有效的贸易合 

作和其他形式合作。会议还注意到货发会议秘书处在编写国货组织手册方面进行的 

工作。会议建议应尽快编印好和分发这本手册，而各国货經织则应向货发会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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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资料以便经常刷新和改进手册。

8 . 会议欢迎贸发会议与国际贸身中心和公菅企业国际中心于1 9 8 1年 1 1 
月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公营企业国际中心总部举办的研讨会，研讨会提供机会让 

发展中国家国货组织负责人除其他外，还讨论制订方案以促进国贸组织间相互货易 

发展和其他合作形式，例如建立长期供应和购买约定。会议还欢迎亚洲集团各国家 

货身组织与货发会议秘书处合作安排将于1 9 8 1年 1 0 月在雅加达举行的会议。 

在制定国贸组织同合作方案时卢布尔雅那研讨会应特别注意从发达国家入口采购方 

面的合作，例如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购买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由较大的出入口发展 

中国家代表有意购买小量物品的国家进行活动。会议建议应由发展中国家在次区城、 

区域和区域间各級上经常举行这些旨在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会议, 以及审 

查其共同从事的工作并指导国际社会为促进国货组织同合作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同经 

'济合作其他领城内的工作。

多国销售企业

9 . 会议注意到为了按照《阿鲁沙行动计划》（C )款的规定在区城和区域间 

各级促进多国销焦企业。而经7 7 国集团同意并经发展中国家政府专家区填和区城 

间会议选择的产品组别清单，会议并建议应广泛宣传这些清单以方便有关各方的接 

触0 会议又建议,应提供紧急的技术和财政协助以加强进行中的筹备工作并支助为 

建立这一类型企业在区城和区域间进行的部门谈判的程序0

1 0 .会议建i义生产— 出口者协会应充分投入将要在多国销售企业方面进行的 

推广工作。

1 1 ,关于在阿♦沙所通过的使进多国销售企业行动纲领， 会议强调有关国家的 

政府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发动它们的公营和私菅生产商和出口商参加这项部门性谈判。



国营企业、联合企业以及在服务领域内对现有能力的改良使用

1 2 .会议建议, 服务领械内的行动要分两个级别进行。首先是在次区城一级和 

区城一级，这一级上的工作主要在于协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内陆和岛 

崎发展中®家，协助它们建立起国营dMk或采用任何其他有关措施以解决其具体问 

题。由于次区械一'级和区城一级设有发展中国家专门机构，有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 

这些机构间的合作关系、发展它们之间的经常性资换并银所有有关方面，包 

括讨论中各种服务的供戾者和使用者参加其合作努力，除了à 方面的行动外，由于 

有了这种联系，会议建议还应该通过专家小组进行工作，以便鉴定现有的能力以及 

在需要时可利用来支持这些国家的水平，由专家小组提出来加以通过。在日内瓦的 

7 7 国集团应采取步戰进行筹备工作和召集这些专家小组。

1 3 .设想的第二级行动具有区城间性质。这一级行动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潜 

力特别重要，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运输、交通、海运和保险的便利，这种潜力的发挥 

和发展受到阻碍。会议认为，应付这方面现有障碍的一个最有效办法是在有关部门 

内负责的次区塌和区城组织在区械区一级上建立联系。 会议建议, 在这一级i l ,  
在日内瓦的7 7 国集团应于1 9 8 2年以前召集各专家小组，以便查明碰到的各种 

问题、确定优先次序并建议可行的措施以便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

贸易领城内的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技合）

1 4 .关于在贸易领域内加强技术合作问题，会议指出了采用布宜诺斯艾利斯技 

合会议所指定的多国范围研究和训练中心一类的办法的重要性0 会议在这方面建议 

不同次区城和区域发展中国家经济集团秘书处之间更积极地进行资料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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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国家、分区、区域加区域间技术机构

1 5 .会议重申发展中国家在技术领城内进行合作的极其重要性，因为它是推动 

发展中国家在其他经济合作领域制定健全的行动纲领的一个主要因素。

1 6 . 会议强调执行《关于科学加技术促进发展的维也纳行动纲领》的重要性， 

该纲领包括关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领城进行合作的各方案》 为此，会议指示在纽 

约的7 7 国集团在这方面采取积极行动，以期在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方面发挥 

它必须发挥的重要作用。

17 . 会议关切地注意到，尽管7 7 国集团已一再呼吁，但是《关于科学和技术 

促进发展的维也纳行动纲顿》附件一加二中的重大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而谈判仍未 

展开。 因此，会议认为，如果问题的解决不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那 

么，《维也纳行动纲领》也不会得到充分的执行。 为此，会议要求尽快开始谈判 

并指示在纽约的7 7 国集®采取相应的行动。

1 8 . 为了提供目前已经拥有而又需要的工程技术能力资料以及拟订发展中国家 

间合作方案，会议建议采取下列行动：

( a )就发展中国家国家、分区、区械和区城间技术机构的现有技术能力编制一 

份清单，并不断地加以更新。 在维也纳的7 7 国集团应编制一份详细问题单，分 

送所有发展中国家，在这份问題单中每个国家可以列出其现有的研究和发展设施。

(b )根据这样取得的资料，拟订一些办法，使各国的技术研究和发展机构可在 

某些领域进行合作。 为此，现建议设立某些专家小组以便查明共同关切的间题及 

选出联合行动加合作的项目。 这个问题应由第2 6 段中提到的国家科学和技术机 

构的首长会议来讨论。

(C )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资料，在国际一级上利用现有国际资料系统，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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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拉丁美洲的拉丁美洲技术资料网、工发组织、贸发会议、教科文组织、开发计划 

署和知识产权组织等系统以及可能建立的其他系统，以便收集、分析和传播关于各 

机构中现有工程如技术能力的资料，供其他国家利用。

(d )加强现有的国家科技机构，必要时得建立这些机构。

( e )放励发展中国家主动地在这些机构建立协作安徘。

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流动

1 9 .为了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某些发展中国家取得的特别技术命能力，会议 

建议采取下列行动：

( a )每小发展中国家应对各种技术( 包括硬件和较件技术）的现有资料加以汇 

编，敦件技术包括体制知识、试办公厂或半商业性工厂的作业经验，专门 

技能以及提供训练的设施等。

( b ) 应向各国和负责特别部门的各机构以及国际组织、区域组织（例如技术转 

让中心）和有关的经济委员会提供一份有系统的资料汇编。

( C ) 应安排政府组织加特别工业部门技术、机构的专家访问其他发展中国家， 

以便在双进加多进基袖上便进和推动特别合作项目。

(d》 应查明推动发展中国家科学和技术合作的必要行动，并应在不捕事国家法 

律的情况下订定适当的相互优惠待遇办法。

( e )各国际组织必頻促进、安排加支助这些国家间设施湘资料交流，以及双方 

同意的项目。 根据合作的程度，它们还可以在不逢反国家法律的情况下， 

取得条件有利的以及待遍优惠的技术转让。

通过共同努力湘建立科技机构系统来解决某些技术间题

2 0 . 为了在某些工业部门有特别经验和专门知识的国家之间拟定联合方案、为 

了协助其他国家进行原料试验、向它们提供生产和加工所需的知识和设计，拟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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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射发展工作联合方案，包括政策协调，会议建议采取下列行动：

( a )在选定的部门设立行动委员会，以便推动技术发展，召集有关机关、机构 

和国家举行会议以及就这些部门中的技术问题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般 

的参考材料。

0 > )为了利便上述工作的实行，有关国际组织应提供适当援助来便进发展中国 

家间的技术合作。

(C )设立互利的的科学和技术机构系统，通过科技发展资料和经验的交流促进 

战略和方案的协调。 这个问题应由第2 6 段所说的国家科学和技术机构 

首长会议来审议。

技术资料和经验的交流

21 . 为了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某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深入探讨与吸取、改革和 

改进技术有关的技术问题而收集到的资料加经验，会议建议采取下列行动：

( a )请有关的联合国机构及国家、分区、区域和区城间技术机构优先注意与检 

查技术吸取、改革和改进等经验有关的工作方案并向其理事机构提出报告 

以便采取进一步行动。

( b )鼓壞交流这些方面的技术人员，其中可由有关的区域组织和其他国际组奴 

进行。

(C )召开专家会议，交换在这一阶段检查某些部门时所得的经验，特别是要讨 

论所作的各项调查。

( d )鼓助利用有关经验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内在技术能力，包括维修基建设备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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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革新和先进技术研究方面进行合作

2 2 . 为了检侧和分析遗传工程生物技术和微处理器等技术进步加突破的潜力和 

影响，以便提醒发展中国家采取适当措施，作好准备按照其基本发展目标，来处理 

这方面的技术选择加技术利用问题，会议建议采取下列行动：

( a )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加区城机构应经常检侧、评价和分析先进技术的潜力斤 

影响。有关的国际组织亦应经常分析和评价这种技术的潜力和影响。

( b )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应审查先进技术的潜力和參响使发展中国家有所得益， 

并拟订行动计划，以发展所需的技术能力。

(C )在这些领械具有某种技术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必须传播有关资料并协助，向 

别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它'们自己发展起来的技术训练、发展、咨询服务和有 

关资料。

( d )工发组织、教科文组织、贸发会议及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等国际组织 

应通力合作，促进和建立研究发展设施以及体制结构通过这些设施，发展 

中国家可从发达国家取得专门知识，从而学到必要的专门技术。

( e )应作出共同努力预先确定发展中国家今后所需技术能力的种类和程度。 

加強发展中国家同技术供应者的谈判力量的合作努力

2 3 . 鉴于发展中国家现有技术转让经验的重要性以及为了加强发展中国家以别 

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为基細的谈判能力和使它们能够以公正和公平的条件 

取得发达国家的技术，会议建议采取下列行动：

( a )加强下列领域的合作：工业产权，有关技术转让的国家规章，这些规章的 

分析和汇集，资料和经验的交流以及在负责这方面的国家，分区湘区城组 

织间的合作关系的建立。



(fe)牧集关于发达国家转让技术条件的齋料并向有关国家政府传播，然后拟制 

发达II家转让技术的合同模式。

(C )办理训练方案。

( d )汇集和分析有关发展中国家输入、吸收和使用技术的法律和规章。

(e) 鼓励利用发展中国家有关技术协齋姐织的服务以便评价加檢査别的发展中 

国家如何执行与发达国家技术供应有关的项目。

此外：

( f ) 发展中国家应在适当时侯举行共同协商，以便向工业国家购¥ 或由这些国 

家转让所需的特别技术，包括为化目的设立多国组织或协会。

(g) 工发组织主持的技术资料交换系统应予加强和扩大以便包括其他发展中国 

家。

( h )发展中国家的现有国家技术登记处协会应予扩大。

t u 工发姐织、贸发会议^ 教科文组织、产权组织、科学如技术促进发展会议 

以及其他有关组织必须提供必要的秘书处设施、举办发展中国家技术会议 

和根据所得经验促进这些国家间的森料交流。

Ü ) 应在 1 9 8 2 年年鹿以前召开有关国象组织的专家会议来审查在处理技术 

购置问题方面的经验。

消除发展中国家间技术转让障碍的步操

2 4 . 为了拟订消除对发展中国家间大量技术流动的障碍的各项措施，会议建议

采取下列行动：

( a )发展中国家应编写将对别的发展中国家有利的产品和流程技术倚介。

( b )应该定期出版载有技术调查和研究资料、技术转让合约和法律以及现有技 

术的公报。



( e )发展中国家和国际i 织必须提供协助以便比较在查明它们各自比较利益方 

面的经验。

( e )应在区城间、区域、分区和双进各级上通k 协定或其他安排采取具体步操
‘ ' 'r-.- , . . .  ■ .

和播施来促进拭术转让和从发M审S家购买更多的技术。

( f ) 应加强有助于加à 发展中国家间技术转让所需的财政投资和服务。

新的能源技术研究和发廣:女面的合作 ; V ’
.... . . . . .  ....；..'-•， . . . . .  ---  : . .. .

2 a 为了组我和推究 — 展的合束以族发â 新能源技术，％括有助于发展中 

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的能源ÿ 集 利 用 的 备 本 ，为了促进发展中ÿ 寒在技术基本 

设施方面合作推行这一发展，会议建议发展中国家英同从事研究和发展:Ï；作，筹组 

'有效利用能源和交换技术专家时方案。

2 6 . 为了保证和加强执行上面商定的有关措施, 包 ^第 1803)、 l è (d )、20(a) ,

2 0 (c) , 2 1(0咏 2^3 Ü)各à 申提到的郝些惜施，会议建议举行发展中国家a 家科 

学和技术机构首长会议。国家技术机构首长将根振会议的结果，领导由7? 
国集B所制定的行动。在维也纳的7 7 国 寒 团 2 年率i 筹备和召开国家 

科学和技术机构首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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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和农业 

粮食和农业生产方面的合作行动

2 7 . 会议关切地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情况非常危急。件多国家的情况是， 

实际外汇收入减少，而粮食进口却有快速增加的趋势，从而使债务加重。其他一些 

国家则一直不能从发达国家中得到可靠的供应来源，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情 

况更加恶化。会议还对某些发达国家愈来愈将粮食用作政治武器表示忧虑。就连同 

渔业在内的梭食和农业情况所作的颁测显示，目前十年和其后的展望很不乐观。会 

议敦促国际社会采取紧急和一致行动。

2 a 会议重申精食和农业部门的合作应在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方面得到优先 

注意，因此建议采取紧急和具体播施，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潜力，以期加速 

精食生产，实现国家和集体的自力更生。 .

2 9 . 会议建议通过互利的合作安排，包括陆上、水上和人力资源等领域的联合 

事业，提高发展中国家联合生产根食的能力。

(a) 分享水资源的国家应在充分尊重彼此利益的情况下开始从事旨在最适当和 

合理利用和保存水资源的合作行动。具有必要知识、技术和/ 或财政资源 

的发展中国家应与别的发展中国家合作规划、设计和执行这种联合事业。

0 ) )应鼓厥拥有广大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国家及具有必要专门技能、管理能力和 

资金的那些国家进行合作，以便对土地进行最适当和合理的利用，大量生 

产à 食和其他农业商品。

粮食安全方面的合作行动

: 3 0 .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是增加农业生产和生产力进一步实现報食供应的国家 

和集体自力更生，减少依赖世界粮食市场和粮食捷助以及减少用于进口粮食的外汇 

收入份额的最重要工具，除此之外，会议建议：

( a )发展中国家应按照它们的国家政策，采取合作行动，订定如何取得和保持 

精食储备，包括基本设族安排（即粮食储藏、市场供销、运输和港口设施



以及粮食储备管理和分发机构) 的计划，并尽可能利用当地现有建筑材料 

和图样。

( b )上述计划应包括一个分区和区域粮食储备系统以及财政办法。在建立这些 

储备时可以利用已经建立的某些区坡储备的经教，例如东盟在这一方面的 

经染或萨赫勒在这一方面的现有经發》

( C ) 为了满足常常缺粮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需要，有能力的国家应向它们提供 

现金、实物和专门技术，以改善其基本设构，扩建藏和市城供销设族， 

改善通讯、内陆运输和储备管理机构。:最不发达国家应条件宽减的拔助。

( d )应召集一组专家，就取得和维持精食储备计划拟订一个项目，这个计划其 

中得包括体制和财政安排，该专家小组应在1 9 8 1年年底以前将其结论 

提交7 .7 国à 团。 '

生产和供应农业投入的合作行动

3 1 . 会议建议，生产和供应主要农业投入的合作安排其中应包括下列各点：

(a) 联合评价发展中国家对主要农业投入的需要和查明有生产这些投入的潜力 

的国家。

0 ^ )为农业投入的生产和市场供销方面建立联合事业和制定其他合作措施，这 

些农业投入为肥料、杀虫剂、农业机械和工具以及改度的种子和甸料。可 

以利用区城经济组织中已经设立的某些行动机构的经验。

(°)别的发展中国家应给予有生产农业投入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以取得农业投入 

的优先，这样可以鼓厥它们开始制造或生产大量农业投入。生产和消费国 

家应就在互利基础上生产和提供农业投入的条款和条件达成协议。

( d )应安排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就特别问题进行协商，并特别讨论生要农业投 

入生产和市场供销方面合作措施的执行情况。

法业方面的合作行动

32. 渔业方面的合作应以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产生的新海洋法为基袖。发

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会议认为渔业方面的合作旨在迅速增加鱼类和鱼类产品的生产



和供应, i作为增如整个報食供应的■-种方法。在这方面，会议建议此一合作可以包

- .....  . V . . .
... 二 I.. •

(a )联合生产渔业设备， 建造渔船/
■-；,  . . ' - }'-■ • . . . . . .

ÿ à 和转让内河鱼类生产和举举水养殖的f ■代渔业技术。 ％

(C) 合作研究改进鱼类产品的工业加工和利用技术化 

, (d)： # 制建立涂 ik资源的全盘处理和管理以及训练渔民和技术人员的技术合

(e )合作发展已经改进的小规模捕鱼技术以及合作组织渔ik部门以期增加它的 

生产和利益。

( f ) 联合行动促进国f e f 场中i 类和鱼类产品的货易。
S . .C ,  .. ，;. .... . C  . . . . .

〜 i ë ) 合作应付海洋环境、湖道和河流的污染。

管理自然ÿ 源方W的冶# 行动 :

3 3 .::会 议 建 铁 推 动 É经改善的生态管理方面的合粮，以期保证自然资源， ; 
尤其是激饮地、濟林和野生动的合理开采和发展,以及利用森林作为一种可再 

生能源。
, ------ ■■ >■' -  ^ V ' -  - . > ：■■ /  ■■■■■ ；■ ' .;■■■： ■ ---'--3

粮食和农业技术^ 确究,发展和转让方面的合作行动
■ -, ■■—III——■ 1 lyi 11 . 11 . . . . .

、 3 4 . 会议建ii发展中国家间技术研究、发展和il让方1 的合作应包括下列领坡:

(a )为已经增加的粮食和农业生产作出规划，并着重在区械和分i 两级上评价 

中期至长期前景以及由发展中国家经济结合团体来安食和农业合作活 

动。 . . . .  . '： .
土壤和水的管理。

(C) 最 适 当 利 用 肥 料 和 其 凝 人  :
( d )发展新技术并使它们适应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情况„

(e) 发展人力资源， 包镜作 _̂ 一种优光事项的经常性训练方案来保ÜE国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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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工作人员配备充足以及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力。

( f ) 防止根食損耗，制定国家间巧目，以发展高产品种，生产和分配改良的种 

子和交换种质。

( g ) 控制虫害和病事，特别是加强扑灭非洲.体虫和盘丝虫病的联合工作和方 

案，以及加强控制植虫、牛 瘾 、非洲猪霍乱和其他疾病的区城方案和项目。

0 1 )通过加强对土壤腐蚀进出评价的现行方案和项目，来控制沙漠化、减少在 

已遭滥牧的牧场上放牧以及干单和半干翠森林地区的生态管理。

(1)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和发展以及这两种能源在精食生产和农村综合 

发展方面的商业性应用。

Ü ) 上述合作是由各国共同出力，共同分担财务以及共同分享成果的，它还包 

括发展中国家间国家或É域机构的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合作研究 

以及合办训练设施包括农民研究旅行、交换专家及研究和科学家的结合。

农村发展方面的合作

3 5 . 除其他事项外，会议回顾到1 9 7 9 年在罗马举行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发 

展世界会议》通过的目标和行动纲领，并建议发展中国家采取下列方法推动在农村 

发展活动方面的经济和技术合作: '
( a )交流在规划和执行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方案时取得的经验和专家知识。

(幼交流关于人民参加农村发展、农村组织和妇女参加取村发展的经验和资料。

(C )建立有关发展中国家间农村综合发展区城中心。

货易方面的合作行动

3 6 . 鉴于发展中国家间艘食和其他商品货易的增加，会议建议：

( a )加强货易组织之间的合作。

(b) 出口梭食的发展中国家应在不损香它们的国家利益或它们的现有承诺的情 

况下采取具体措施，使进口粮食的发展中国家优先得到它们的粮食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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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满足它们基本的国内需要。

(C )亦应探讨有无可能在交换农业投入供应品方面进行合作以便换取原料。

( d )发展中国家生产者协会应在促进多国生产企业方面发挥作用,除其他事项 

外，设置行动委员会，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组织所有有关方面举行座 

谈会和其他会议。 -
( e )经常举行第3 1(d)段中建议的那些协商会议来审查報食和农业领域货身合作 

的各个方面。

(f) 评价发迷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tr粮食的情况以衡量是否可能由其他有生产 

和供应精食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取代。可能生产粮食的国家得善同粮食进口 

国家拟订能满足后者需要的各个项目。这些项目应查明财政和技术资源的 

需要。

3 7 . 委托在罗马的7 7 国集团在1 9 8 2 年间或该年以后的尽早日期召开一次 

会议，这一会议将分析上面商定的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有关的粮食和农业措施, 
以期加强这些措施的执行。



能 源

3 8 . 国际社会已经承认，现在不再过分依赖碳复化合物作为能源，已经进入了 

一个向能源消费形式较为多样化过渡的时親工业化国家能源消费的过度和浪费， 

同时由于人为压低价格，使用石油多于任何其他能源，这就导致了石油资源的迅速 

枯竭以及破宣化合物的相对稀缺。

3 9 . 能源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为了保证上述有组织的和 

有次序的能源过渡时期，并给发展过程以必要的支持9 发达国家因为是8 G % 以上 

能源的消费国自应负有节■约的责任，发展中国家尤须在能源领域加强合作。

4 0 . 在不损，国家利益和承诺的情况下，报据各国对其自然资源拥有完全的和 

永久的主权原则，在下列诸方面必须采取一整香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措施和步朦： 

国家能源亏细，新能源的发展，勘探方面不平衡的地域分配和资源评佑工作9 有效 

地使用能源，发展适当的技术，加工及下续活动，资料和训练，以及本节所涉有关 

能源的其他措施。

优先向发展中国家供应能源

4 1 . 会议欢迎下列建议正在执行之中，这个建议是, " 出口能源的发展中国家, 
座该采取具体措施，在不损害其国家利益或现有承诺的情况下，给其他发展中国家 

以优先考虑，通过进出口国家政府之间或其代理机构之间的直接契约，按官价保证 

它们的能源供应，以满足它们的纯国内需要"。 ’

4 Z 会议建议, 将于1 9 8 2 年上半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一次有关的国家机构和 

dÈ̂业会议，应探讨在能源发展、供应和能源消费的合理化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发展中 

国家间协调的方式和方法，并推动政府对政府的直接来往0

4 3 . 会议域议 , 为了探讨发展中国家T 大实现经济合作的领域，这次会议座 

着眼于下列诸方面：

( a ) 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现有提炼能力的方式和方法，便于提炼厂之间交换 

产品，以求适应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形式，但不得损及国家利益、承，和 

全面的提炼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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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提炼业目前的能力和产品品种，并佑计到它们未来提 

炼业的不平衡，阐释将在一年之内完成的关于利用过剩提炼能力的可能 

性及建立区域性提炼厂的研究。在进行这些研究时，必须特别注意最不 

发达国象

( C ) 采取适当步驟建立发展中国家能源分配和消费的连锁关系，以便把全面 

的运输费用减至最低限度，并避免发展中国家能源供应中断。

4 4 建议，在需要和可能的范围内，緯源可在下列领域内， 情在分区域、区 

域和区域 Ü Ï 础上，从一种形式换成另一种形式Ï
( a ) 电力（能源和负特量)

用各国电力网之间建立国际电力网的办法，把投资和开发费用减至最低 

限度。此外，必须有系统地发展这些国际电力网，以便进大型电力厂的 

发展。 '

( b ) 其 他 能 源 . '

应该把能源的调换r 大至其他的能源形式，诸如煤、核和核材料、气、 

太阳能、地热和风力、潮汝能、波力和海温操度、生物质转化、木柴， 

木炭、源庚、挽畜动力、油页岩、焦油砂和水力。

评佑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潜力。进口能源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勒探和开发更多的能 

源0

4 5 . 会议认为，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即技术方面和财政方面。因此，会议强 

调加强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和财政合作的重要性，并建议:

(a) 可以使某些发展中国家现有的技术专门知识让其他发展中国家按优惠条 

件利用。为此目的，应该在不摘害国家利益和法制的情况下编制现有技 

术的目录。关于技术一章第2 6 段中所设想的国家科技机构负责人会议 

应该考虑处理这个问题，而且应该商定一项行动方针。

( b ) 在不损，国家利益和法制的情况下，并在鼓厳投资的基础上，应该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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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关于各种不两计划和项目的有关资料，目的是秀了:降低费用，有利 

廣^ 国^ 的i 源都n 进行投资b 这个问题应由， 5| :#i5  3(b肤 

中建议的专象会议考虑处塞。
. .  國 : '

( C ) 应该研究交族关于勘探和开发常规輯源新储藏量的合作问题:T面的资料 ' 
和现有经验的可能性0

• . . . . . . . . .  r. >-■ . . . .

扩★ 发展申国，的ai输、提炼、加工和其他下续活场的能力Ç .

4 a 会议同意需要增多技术资料的交统和，t 采展中国家间的协调，以求顺利 

成立和推展与能源有关的活动的联合企业。 ’
* . . . . .  -n,, ., .

4 7 . 会议建议，这些项目或联合金1 应 该 在 J E '的 考 處 塞 础 之 上 ，

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参加这些项目或联合企业遂提 ÿ 保证^ 会议建议，在 .
...... ....  . ，. . . .  . . . .

发展中国家正提供财政资源和( 成)专门知识的项目方面， 在这^国家抽行这些项••   V- ■
目时，应给予不1 及国家法制的优惠待遇。 为此目的，会议认为，第5 2 段所载建

议 , 能为监测这方面M 展情况提供有益的基础。
. • •  ■ .；• . .... ,；■

在能源和与能源有关的基本谈备方面建立多国企业Ç&  -r
... -，.： - 二" .-.,

4 a 会议建议：
aÉHBMÜMaaM

粒） 应该编制一份关于下述发戾中国家的资料具录，这 #发廣申国已能生

产与1 源 有 关 的 资 本 货 物 生 ) ^ 和 存 设 备 , 管道扣è » 备 ,
. . .  ...

以及提炼厂和石油化工厂的设备和部件;
. :：■ .  . • .

( b ) 为求发展中Ï 家互惠起见，应该最分地和利用发廣中国家生产资  

本货物的现有能力;

(C) >É该建:£提供用子能源部门3：程设计、# 请 和 有 关 ♦ 务 的 物 的 多  

国企业。有关国家应该协调它们旨在建立这些多国企业的^ 力^ 为了鼓 _
助这项活动，应该对其他发废中S寒建立这种企业给予优惠待遇0

- , ; ■ .... •. ...... ......

开发和利用新能源和可冉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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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a)

(b)

(c)

(d)

(e)

会议建议:

应该召集一个专家小组开会，研究这些问题，并参照发展中国家在国家 

一毅和区械一级已取得的经驗，介绍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开发和利用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特别是在研究和发展方面，进行合作的方式 

和方法，以及对这些能源短期地和长期地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出 

的贡献提出评倘。这个专家小组还应对发展中国家训练和发展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赛方面的人员问题，编制一整秦建议。这应该包括，除了别的 

以外，交流人员，分享经验，并建立可供多国活动的国家训练和研究中 

心；还将克分考虑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提议，把联合国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会议区械筹备会t义上提出的有关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技术进 

展，交由其他发展中国家自由使用，以及充分考虑到这些会议提出的区 

城性行动计划中所载的合原则；

下文(e)段中提及的高级别会议应召集上述那个专家小组开会；

发展中国家应该在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上协商，除别的以外， 

发达国家和国除组织提供适当的支持和捷助，以便执行一项研究和发展 

方案和传布可再生能源技术；

发展中国家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会议，提出适合它们迅速经济发展的建议；

在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之后，应组织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 

以便在利用诸如生物质、水力、太阳能、风力和潮'次能等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方面，商定一项发展中国家间合作的行动计剑。这次高级别会议 

应由组约的7 Î 国集团召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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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进钻探、水库工程和提炼技术的生产能力方面的合作，提供碳Ü 化合物Ç 
5 a 会议建议，第4 2段中所述拟定的有关的国家机构和企业会议，应商定编 

制目录的步骤，制定适当的方法，以便推动和加强发展和合作，在诸如改进姑歡 

水库工程和提炼技术的生产能力以及其他有关的活动方面, 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现 

有的和潜在的能力，并为此考虑设立一小体制机构。

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

51、 会议建议:

( a ) 在双边、区埃性和多进的基础上，就核能的各小方面，加强发展中

国家间的合作和核资料的交换；

m  7 7 国集旧应该制订其准备参加将于1 9 8 3 年上半年召开的联合

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以利经济和社会发展会议的立场，以保证促使该 

会议讨论对发展中国家利事相关的核能发展的各个方面，以及努力争取消除在 

核能领城国际合作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坡视性待遇0 纽约和维也纳的7 7 国集 

团座该为实现上述目标而继续努力。

交流能源部门的资料和经發Ç

5 2 .会议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经常交流同发展中国家能源生产和利用有关的 

各方面的资料，特别是有关供术、技术问题、能源使用、节者以及与能源有关的各 

种技术方面的资料。为此目的，应于1 9 8 1年下半年在维也纳召开一次讨论能源 

资料系统的专家会议，以期审查这小问题，并考虑到现有的国家资料中心和区域性 

资料中心，就此问题提出实际的资料程序和工作网的各种方案。委托纽约的7 7 国 

集团筹备这次会议。

能源各部门人员训练方面的合作。

5 3 1 会议建议:

( 9 ) 应该扩大发展中国家现有训练机构设施，并在主管组织的合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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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情在发展中国家建立新的设施，以满足发展中国家为发规和开发本国能源而 

日益增多的训练需要，特别是在谈典i和管理能源勘探和开发项目所需的技术人 

员方面。在这方面，会议认为在下列方面应采取必要的行动:

H 交流专家和

交换资料[

. m  在N 'I练设施；
二 t ，.:-.'. .. , — ，. ■, '  .. • . ■

: ( P O其他有利于在这，加運发廣中菌家间经# ♦ 作和技术合# 的行
. ' ' . .  ....—: ■

动；
-• ■ -  • . . . .  - -

伍) 编制一份发展中国;家有兴机构的自录,
(b) 1982 年初应召寒次专家会议，审查发展中国家在上述各领城的技术 

合作，包括：训练和人才发展情况，分 区 辣 i 域性和区域何杰出技术中心的 

发展情况，友展中国家从事同样活动的机构间的合作，协商和技术咨询服务方 

面的集体合作以及对研究和发展组织的共同貢献V 包括共同等措经费, 分享研 

究和发展的成果> 安播召开这‘?̂ 会议的事宜，应由纽约的7  7 国集团筹备V

支援发展中国家反对种族購离，种族艘IM NNi行熟^

5 4 尽管由于缺乏船只和船旗登记之间真实联系的ÜE# 而难以完全执行对南非 

弗石拷榮运，会议还号同S意完全地和有效地执行对南非的石油榮运+ 并请7 7 国集 

团采取适当步骤0

：1 1  5 5 .会议注意到，许多发展中国象遵守对以色詞的全面本油禁运作为对以色列在

丄缴在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所拳行的政策和做法的一种制裁，会议同意， 7 7 国集团作

二身一小整体，不应破坏那些国家的#■力，并请那些对以色列还未实旅石油禁运的发 

展中国家，考虑采取各种方式和方法，积极有效地支持那É 遵— 以色列进行本油 

禁运的发展中国家的行动。
-V - ■ .



Æ. A
s a 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严重地压制了它们的发展努力。发展中 

国家依靠原料A 口的收入而拥有的购买力长期受到侵香，除此之外，它们还受到： 

原料价格广泛持续地发生短期波动的不利影响，这主要由于投机，包括发达国家抛 

售战略储备物资；缺乏财政资源，使发展中国家无法保持它们自己的国家储备；消 

费抵制行动；国际市场上的混乱；以及原料跌价，有时跌到生产成本以下，而最终 

产品的价值中也不能反映原料应占的份额，原料生产者无法取得应有报酬。

57、 为了解•决各种与原料有关的问题，特别是在商品综合方案的范围之内，已 

经进行了持续的努力。虽然就建立共同基金的问题已经达成协议，但在商品协议的 

谈判方面，同解决商品综合方案的其他问题一样，也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

58、 为了对发展过程提供充分的支持，必须加强发展中国家间在原料领域的经 

济合作，特别是要采取一鉴參的措旅和步驟，这些措施和步凝的目的在于，除别的 

以外，稳定原料价格标准，使生产者实际取得报酬，改善依靠原料出口收入而拥有 

的购采力，以及增加发展中国家参与初级产品（原料和加工制品) 的加工销售、 

分配和转运活动。

防止原料价格的波动。

59、 会议建议:

f a ) 发展中国家应尽快签署和批准建立共同基金的协i义，使该协议能按

其规定不迟于1 9 8 2 年4 月生效0 会议决定赞同新德里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 

所达成的协议，商品共同基金的总部应设在某个发展中国家0 会议注意到菲律

宾表示愿意提供共同基金总部的常设会址；

m 虽然采用了遂项商品的办法，因而适当考虑了国际市场上每项商品的

具体情况,有关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应该优先考虑能得到歡存安排补充的供应管

理措施，包括设立适当机构，以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出口有利可图和稳定的 

.出口牧入0 日内瓦的7 7 国集® 应该趙织有关生产国的会议，考虑适当的供应

曾理措施，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产量中所占比重大的产品。凡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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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会议应由个别的生产国作为东道国举办；

(G )为了促进生产原料的发展中国家间进一步的合作，应该加强现有的发 

展中国家生产国协会，酌情建立新的协会。现有生产国协会的秘书处，应该对 

建立新的生产国协会提供技术援助。有关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它们的生产国协 

会范围内，采取緊急步骤，促使生产国协会理事会章程生效；

(â)关于马达加斯加提出的建立稳定基金的建议，应该充分考虑由不结盟国 

家的专家组编制研究报告；

( e )在上文(fe)段所作的任何安排中，以及在考虑已经提及的各项措施和行 

动时，应该适当注意缺乏商品的发展中进口国家的地位；

( f ) 虽然承认了加强发展中国家间初级商品货易的重要性，但由于制成品 

货身对IT大贸身和经济发展有潜力，因而也应该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间的制成 

品贸易。

发展中国家原料资源开发、利用和加工方面的相互援助。

6 0 . 会议建议，应由日内瓦的7 7 国集团召集一个专家組，进行一项研究，对 

为进一步开发、利用和加工发展中国家的原料资源制订联合项目和其他适合的形式 

而可能作的安排问题进行研究。会议还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加紧努力，以便参与 

初级产品（原料和加工制品）的加工、研究和发展新用途、分配和销售以及转运等 

活功。

优先向发展中国家供应原料 Ç

6 1 . 为了实现发展中国家间更好的协调，以便保障它们的利益和在优先基础上 

取得它们的原料供应，会议探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和方法。为此目的，会议建议:

( a ) 关于同发展中国家销售本国原料有关的措施问题，出口原料的发展中 

国家应采取具体措施，诸如凡实行限额分配的原料，在限额分配方面给予优惠 

在不损，其国家利益或现有承诺的情况下, 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取得其原料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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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方面以优先考虑，以满足这些国家的纯国内需要。进口原料的发展中国家在 

哈购原料以数进口需要时，也应在不损害其国家利益或现有承诺的情况下, 给 

发展中国家以同样的优先考虑；.

(b)发展中国家在采购商品时，应同发展中国家的供应者建立直接的联系， 

以避免发达国家包括跨国公司的中间插手。在这方面，应该酌情制订有关的安 

排。上述专家姐应在这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 ° ) 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措施促进发展中国家产品的消费，包括非持久商 

品在内。

6 a 会议建议，7 7 国集团应在商品综合方案范围内增进协商和协调，以加骚 

相互的支持。

6 3 .会议建议，促进发展中国家间财政合作的机构和安排, 除别的以外，应该 

为旨在增加发■ ^ 国家参与原料的加工、销售、分配和转运的项目提供充分的经 

费。

6 4 会议为了詞正发达国家在国际商品市场泄漏出来的歪曲情报- 日内 

瓦的7 7 国集因应该为发展中国家审查和提出建议，以改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市场 

上的地位；在这方面，会议认为进行密切蓝视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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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务

协助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牧支问题

6 5 . 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缺少基本的基础结拘，由近i■年来其贸易条件的恶化， 

在世界经济市场上所左比例增长缓慢等原因，现在面临着严重的国际收支问题。

要全面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全球一级采取行动，并且全力以赴， 在这方面，会 

议建议发展中国家在有关的国际机构中采取协调一致的立场. 并建议发展中国家自 

身本着团结精神，按照自力更生的原则，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各种机构，在这方面采 

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6 6 . 会议建议:

( a ) 扩大一些发展中国家管理的现有金融机构，并

( b )在第7 9 段的范围内，审査可否设立一个金融机构，来解决国际牧支 

问题，这小机构由有关的发展中国家捐款，并由它们管理。

6 7 .会议认识到这一方面的努力绝不应暇制或取代现有多这机构的扩充原有资 

源。 建议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机构中加強集体努力，确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协 

力制订办法，来病轻发展中国家因石油价格调整又因从发达国家进口的货物和服务 

价格不断括高而承受的财政负担，弁建议成立一个专家小组，于 1 9 8 1年下半年 

在巴格这开会商讨这个办法的形式。

6 8 . 会议建议有关的发展中国家要求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加的现有区域 

和分区开发傲行增加資本。 在这方面，它们应增加資本的股份，从而更积极参与 

这些金融机构的决策过程• 这些儀行的成负应予扩大，以包括该地区一切有关的 

发展中国家，以及愿意出资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其结构和借款方案应更密切地适应 

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除其他外，包括它们的投资前计.划项目所需的资金。 而 

且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区城和分区的开发资金筹供机构中，应支持建立设施, 专门. 
负责合股投资，并鼓励集资进行合股投资，，尤其是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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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 会议同意应当根据各个机构的特殊情况和程序来审査各项建议，

7 0 . 会议建议应当以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来刺激发展中国家间公私资金的流动, 
其中包括值得立即注意的下述各点：.

( a )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机构和半政府机构应增加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钱行光 

其是在国际市场展开业务^ 報行的存款• 发展中国家应鼓厥其机构按照商业 

惯例，更积极參与发展中国家的儀行；

(fc)应特别重视建立区姨和区域间货易发展銀行，并巩固现有区域钱行， 

扩大业务范围, 并鼓励该地区一切有关国家参加。 会议建议在贸发会议范围 

内继续致力于制定出口信贷担保措施；

( C ) 应加強双适、分区和区械牧支安徘，并设法将其联系起来，以利区域 

间的收支安排；

(d) 发展中国家应鼓励其机构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中现有的金融如资本市 

场的机会，包括议定信贷和合股投资；

( e )发展中国家应按照商务惯例多多參加购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政府， 

中央報行、公司营公司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的金融证券•

还建议在®际资本市场上有力量的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当局以辛迪加联合贷夢等 

方式，协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使它们更有机会从这些来源获取财政资课•

7 1 . 会议建议有关的发麽中国家报据本国的立法、政策和经济体制,维持一种 

有利的经济环境，以促进彼此之间的双这和多这合作，其方法是利用各种投资刺激,  

:&括联合金业协定，并拟订其他文书提高其稳当程度和吸引力， 以增加相互间资本 

的流★  避免双重税制的条约会大大便利这种流动的增加, 建议为达上述目标,

由一个技术专家组来拟订有关措施》" ..  •

: 7 2 . '会议建议改善发展中国家间的体制结构，以保证能更深刻了解投資机会，

并提议适当的主管当局早日开会交换资料和阐述细节,



7 3 . 会议确认2 4 国集团和7 7 国集团的专家所进行的有价值的工作，建议这 

项工作应当继续下去， 2 4 国集团尤应更加注意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方案的货币 

和金融万面。

发展方面的财政支梭

7 4 . 会议建议设立技术专家小組■,研究如何向发展中国家散发有关发展中国家 

进行的发展项目的资料，使其他发展中国家能通过国际竞标方式，参加这些项目的 

投标.

7 5 . 会议建旦凡在发展中国家境内进行或由其出资进行的发展项目举行国际竞 

称时，发展中国家应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发展中国家投标者与发达国家投标者相比所 

面临的不利条件。 这些措施座当包括及时迅速地提供关于投林条件的情报以及根 

据各国惯例的特殊待迁等等。

7 6 . 会议建议在政府采购范围内, 考虑了赛用、质量和时间因素后，也应给予 

发展中国家的供应者以优惠待迁。

7 7 . 会议认为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在筹供开发资金方面的贡献不限于转让资 

源，应当看成一个互利的进程，除其他事项外，会议还讨论了下列各点：

( a )发展中国家也应当在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范围内，讨论需要充分 

資源流动作为开发资金的问题。 如果要实现《第三个国际发展战略》所订的 

目标，则发展中国家所需资金意味着工业化国家必须承诺转让更多的资源。 

发达国家提供发展资金的数量和方式的不充分。 前十年中，发展中国家同在 

开发方面的财政合作有显着增加。 不过还提到有更多机会可以在双进和多这 

基础上进行合作。 这方面，已注露到过去提出的几项建议。

( b )认为财政和其他资源应按照各国的计划和方案，使用于发展中国家的 

能源、基础结构、原料、农业、资本货物、贸易和运输等重点部门。

( C )有几à 财政活动可能有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 体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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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灵活性会有助于适应各种行动机会*

7 8 . 会议建议应当提供资金给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项目 

和活动，如果加強现有区城或分区机构间的联系，可以便利提供此种资金，

7 9 . 会议建议设立专家小组审査不结盟运劲和7 7 国集B 的各项提议, 并于 1 
9 8  1年鹿以前提出筹措发展资金方面财政合作的具体措旅，包括开办不结盟国家 

因结基金和7 7 国集团于1 9 7 9 年在阿鲁沙举行部长级会议时提议的发展中国家 

钱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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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和散发资％，

8 0 . 为使彼此的能力与需要联系起来，以利便发展中国家间在具体部门和项目 

上进行技术交流和工业合作，会议建议采取下述行动：
«• I "

-,: {a}在有关Ü 际组织或机檢f i 助下，定期IB版工业公报，内容除其他事项 

外包括以下资料:

, H新的工业能力以及所t 协助或合作的种类的译情;

a 需要现代化和加:强的现有工业单位（货物、服 务 技 术 ）的详情；
. . . r.， . . . .

曰技It、 业设备和漠g 换入的来源V

側考德差茶应当创立全国性商会及( 或 ）工业联合会或类似的全国性机构 

的协会，并定斯召开此种弗联合会或机构的会议，借以促进新：c业项目建 

; 设和现有单现代化方商的资交流和合作广

(C)建立卞ÿ 资料交换制度V

: H 国家工业化夢策, -Ë 括重点、目翁、人力培训和适当筹措资金办法;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业务的跨国公司，尤其是参与工业制品生产的跨 

国公司的活动；

© 与发达®家订立的合同在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有关规定，以便降低成 

本和加强友展中国家的谈l ü f力。
; - ÿ .  .

合作建设新工业项目并使现有单位现代化。
-  ^ ~ ^ ， ‘ I - ; .-------------------- -

S 1 .为x t •助创造有利条件促进联合企业、多国生产业或有关的发展中国家 

可能决定在某e 工业部门采用的切实可行的其他合作方法， 会议建议采取以下行动:

建立:nil合 作 项 貝 术 转 让 ' 建立联合企业以期利用技术、能力和 

市场以及其他有关资源上互通有无的办法，来促进自力更生，并适当考虑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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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如：

H原料

(=)遗业、农业和农用工业 

曰采矿和矿产加工业 

勉)石油化学产品、化学品、肥料和药品 

伍)中级工业和资本货物工业 

纺织品 

Hi林区工业 

(/V)建筑材料 

W发电

0))特别考虑进一步贯彻区城间制药方案和其他类似性质的项目。

(e)采用技术，以增加工业流程和设备的能源效率；

(â)促进和數励在双进、分区和区域各级办理联合企业并订立协议， 以增加 

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潜力；

(e)订立一个适当的办法，来鼓励交换发展中国家进行的项目的经發和资料, 
以便其他发展中国家建设类似项目；

(f)推动举办商品交易会和工业展览会，来宣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重点部门 

的生产能力。为此目的，建议下列各点：

H1Ï何发展中国家如专为一♦ 或几个工业部门，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 

部门经常举办国家博览会，就应考虑让7 7 国集团其他国家参加此种博览 

会。

(=)至少在1 8个月前，通过外交或其他途径，宣布这种办法；

(3东道国应通知其负责有关工业领城的现有任何国家研究和发展积拘》与



发展中国家的相应机构合作，在博览会期间，适当地组织座谈会或讨论会。

(®)对愿意参加这类博览会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给予国际博览会通常 

的各种便利。

(Ï)发展中国家应浪代表参加, 以利进行关于联合企业的探讨性谈判。

(g)指明哪些部门内的联合企业可在双边、分区、区城和区城间各级响应发 

展中国家的紧急需要，并确立重点，进行相应的可行性研究，以便促进和执行 

具体项目。

共同努力提高工业生产能力

8 2 . 为了协力进行各方面的工业化，特别是进行个别国家资源不够充足的领城 

或协力合作更可能促进发展中国家全面发展的领域的工作，会 建议采取下述行动:

(a)协调负责项目筹备，包括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而进行培训的现有 

国家、分区、区域和区域间机构的潜力。此种机构之间如订有一个协调办法，

就可以；

H使贞责投资前活动的国家组织的工作更能相互配合起来；

C=)交流这个领城的资料和经验，借以改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前程序；

(3加强发展中国家在有关工业项目各个方面的谈判能力；

烟)增进关于可供选择的各种技术的知识，以便更好地利用资源；

伍)协调投资前政策，以便利发展中国家創办联合企业；

提高负责资助工业研究的姐织的人力资源行政能力和业务能力，使 

之取得更高的效率；

(13)建立发展中国家间具体工业部门的区械、分区和区城间合作和协调制度。

这种会i义可以按工业部门，使参加生产的人员聚集在一起。会议应定期举 

行，可以协助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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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不同工业部门的当前情况；

—— 了解各国的能力和需要。

会议的结果应当是：

—— 起草关于交换制成品和半成品的协议;，

—— 为联合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

( 0 )利用其他发展中国家现有的专业知识，协助提出要求的发展中国家， 

光其是最不发达国家，i 行关于确定、筹备和评价工业项目的具体任务。为此:

H 有关发展中国家可直接在纽约向1 7 国集团的其他国家讲明需要 

什么咨询或其他服务，， 来确定工业机会、筹备和评价具体项目；

« 有此能力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可通过其驻組约的代表团，向申请国 

提出本国专家、组织和企业的名单，供其作出适当选择；

(d )成立全国专家或组织的工作跃，来支援具体工业项目。这种办法应在 

实施两年后审查功效；

( e ) 由发展中国家汇编一本指南，以便利它们间在具体工业部门进行工业 

合作，使相互合作和能力与其需要相联系；

( f ) 在出，工发组织协商系统所组织的会议前，发展中国家互相讨论并协 

调共同关心的事项；

( g )在进行可行性研究和为新工业基结构提供资金方面，由联系中心和 

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协调。

告作发展人力资源促进工业化

8 3 .在合作发展人力资源促进工业化方面，会议建议采取下述行动；

( a )寻求与工发组织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出版关于发展中国家自



1 9 8 2 年起可能提供的培训设施的资料以及它们当前需要而当地又无法提供 

的工业技术培训的资料。

( b )于 1 9 8 2 年切举行负责工业人力培训官员的高级别会议，确定合作 

的具体领域，以便：

H 缔结分区、区城和区城间各级发展人力资源的安排协定；

C=)制定交流经验与技术的长期合作方案，并改善和协调各国最佳的 

工业培训与管理中心；

Q 在重点领城，加强现有机构并设立新的机构，并为此夢求开发计 

划署及区城性和区城间金融机构提供资金。

《0 ) 在国家和国际级别采取其他面向行动的措施，以便：

H 设立一个机构，最好是通过区域经济委员会或其他有关区械性组 

织、工发组织以及教科文組织的合作，便利有关国家的适当机构互相安置 

人才；

( = )通过有关国家间的互利安排，教励多余的经过培训的人力在发展 

中国家间自由流动。

( 3 设立奖学金和补助金来支付对应人员培训的费用；

W 加强和统一管理技术人员培训的研究金和奖学金方梁；

© 鼓励区域或多国专业培训和研究机构；

尚 组织课程、座谈会和其他培训设施，目 的 是 捉 外 理  

工业发展内在问题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为此，应和nü家. 分 KW,和区 

城间机构作出安排。

8 4 . 委托驻维也纳的7 7 国集团在1 9 8 2 年或以后尽Y-YOI ^；： , ★.分

析 上 述 同 意 的 有 关 在 工 业 化 领 械 进 行 发 展 中 国 家 间 经 济 合 作 的 K 
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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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 . 会议重申发展中国家间的ft术合作的重ÿ 作用、是促进和貫彻发展中国家间 

经济合作的工具在这亥面还，申了《布宜诺斯艾潮斯行动纲牛辨载有关建议。

- , 8 6 . 为促进加强发展^̂*富家闻^̂ /技来合作,!；,会铁^ 建议: 、
- > " ；  ̂ •- 一  . 'v'-i...

( a ) 优先使发展中国家赞•有 的 技 术 和 机 会 ;.：

( ) 进行一项研究，旨在草拟一个标准合同，规定从发展中国家征聘专家

的条件。应在 1 9 8 2>*底前召开一个专^/1^^研究5^—事: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 ，. ——  . . . .  . . . ' .  . . . . .  " ,；

^  与发展中国象ft禁 族 i 中心合作, '在国家一级建Ï 或如强发展 '

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制度，旨在牧集、处理和传播有关发.展中il察间的技术合 

作 事 项 上 已 取 得 的 方 法 和 祭 验 ，以及现有机会的资我；：

(d )加强各国的发展中国家间技术— f i 的合作和协i f 以便研究各种 

: 方法，确保最适当地使用双选、区城和区轉B各é i à f 用予发展审国家间技: 
术合作的人力和财力资源。

二 S7； 会议法意到开发绝划署的象展资我网的项貝, 是为发l ÿ i t 间交流资料 

以 支 持 发 展 中 国 家 间 的 经 各 作 ，并请# 磁约的7 7 国集团♦ 查谈f 目的执

:行进度，以便确保这个提议的项目能有助于达到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目••：>•■• ' ...... - .... 二、.....
Wo

8 8 . 会议建议，为达上述目的, 应按.照本会议所同意的协调办法中所栽规定，\  
' 每 两 年 次 7 7 国集团各国技术合作机构负责人会议。避委托该会议帮助进杆  ̂
味会议在贸易、技术、粮食和农业、É源、原# 、资金和;n业 化 方 有 关 发  

%  .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的建议的后继行动、监测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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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调、监查后续行动和评价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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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 经合方案在分区城、区械和区城间各级进行。 如有区域或分区城的集团 

存在,在加拉加斯会议上通过的全球方案就不重复廣访碍有关集团正在进行的活动， 

而是补充这些活动， 它包括各种活动，需要全球协调办法以确保其有效执行。

因此，应加強七十七国集f f l ,并维持其非正式的性质。 这项办法在后面开列。

一、审查、决衆和一般后续行动

1 . 政府间的后续和协调要负会。

a . 这个委思会将由最好是责责经合的高级官员组成，国家联络中心 

的首长也参加，将：

H 定期审査在热行在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司的方案所得的进1 
展；

( = )定期审査活动方案和日程；

曰在需要时，议定措施，给予更多推动力来执行经合方案内的 

活动；

(K )向年度部长会议建议给予方案较多效力和一致的新政策准则； 

( E )向郁长报告有关方菜的任何宣要事项。

后续和协调委员会一年开一次会。

C. 委员会将特别利用七十七国集团主席和各联合国中心集团的区械 

协调员在一年两次的会议上校对的各种经合活动的资料。

2 . 郁门的, 査会议

a . 这些会议将由有关部门的高级职员组成，将：

H 审查构成经合方案的每小部门所得的实/贞进展；并掛蹄情形 

建议采取必要的行动。

«就这点通过政府间后续和协调磁员会向七十七国集闭部长提 

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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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这些会议一般约隔两年举行。

上面1和2 的会议将尽量视实际情形，根据在其区城集团的轮流，在 

七十七国集团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内举行。 .

3 . 年度部长会议

年度部长会议于联合国大会常会开始时在纽约举行，最好每两年集中 

注意力彻底审査和评价经合方案内的活动，并在需要时就政策问题和 

业务事项及进T 步加強经合提供必要的指导和作出其他决定。

业务•一级— 方式和机构

在业务一级，方案将采取各种方式或机构，如：

H 专家小组和其他类似会议 

C= ) 全国机构首长会议 

曰行动委员会和其他类似机构 

W 多国规模的国家训练研究中心。

其中一些机构是为了确定和方便所需的业务活动。 其他是力了执行这种 

行动。 如果方案无另外决定，这个领城的倡议将根据有关政府的要求。

筹备工作和支持经合的协调活动

a. 七十七国集团在纽约与主办后续和协调委负会下一次会议的发展中国 

家代表及该集团的其他分支机构密切合作和协商，将就下列事项进行 

协调和采取适当行动：

H 职司问题，包括会议的日期和召开，并掛酌情况研议其议程；

( = )有关資料的搜集和散发；

曰文件的复制和分发，及可能需要的其他协调活动。

t ) .七十七国集固将作出必要的安徘，向其主席提供只力经合所需的支持 

援助。 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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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主席应得到各国政府提名的助理组成的一个小" 核心" 的协助如 

下：三个区域集团各派一名，负责七十七国集团的国家派一名g 
后续加协调委贞会举行上一次会议所在国的国家派一名，该委员 

会举行下一次会议所在国的国家浪一名；这种安排将有助于保证 

连续和轮流之间的适当平街。 à 些助理应是在纽约的各常驻联 

合国代表团的官员，完全由各国政府指派和支薪。 必须与七千 

七国集团协商才能选定这些助理。 将指浪他们协助主席处理经 

合领城的工作，包括后续和协调委员会会议的筹备工作。

( = )七千七国集团将协助主席与下列机关联系：

( a )联合国各机构和各区城委员会，以便确保获得最好的支持、 

技术和行政服务。

i n 其他有关的政府间组织。

(C )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和其他有关组织，以便经常获得它们的合 

作和研究报告及搜集七千七国集团关心的数据。

四、经合支助活动的筹资问题

1 . 召开关于经合的专家小组和其他会议所需的费用，如不能由国际组织 

支付，希望主办会议的国家能支付。

2 . 七十七国集团各成负国将有力地采取所需的行动，以确保在联合国系 

统各组织内充分遵守为执行和支持经合活动所作的承诺，并相信这种 

组织的发达国家成负将完全实现自己的承诺。

3 . 而且，七十七国集团应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寻求适当的决定，以 

确保这些组织将一部分予算用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研拟的经合方策

4 . 应倍计由七十七国集团负担的大约年度费用，如专家组会议的文件和 

资料的搜集、核对、印刷和分发所需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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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组约的七千七国集团将授权主席以他的名义设立一个"七十 

七国集团促进经合帐户" ，在需要时，根摆该集团决定的形式，资助

上面第4 段 提 到 的 活 我 给这个Ifc户的捐敦将是自愿的， 由各捐助 

国 自 由 决 定 但 是 ，有人建议最低捐象额应为1, 0 0 0 美元。 可 

以接受特别自愿捐敦，以协助有兴趣承担主办会议的职责的国家获得 

公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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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经合高级别会议最后报告的建议拟议的后续会议及相应

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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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时间表载有暂定会议日期及相应后续行动的目标。 该时间表按季度编 

制 （ 1 9  8 1年第三季度、 1 9  8 1年第四季度. 1 9 8 2年 ），以便给负责会议 

的筹备工作和召开的人伸缩性，这些人即有关的政府或掛酌情弗在纽约和其他联.合 

国中心的七十七国集团。 这与应该举行这些会议的秩序有关, 因为其中一些会议 

可能产生不能予料到的其他会议。

每个后续会议应议定其工作方案，期间应短，以维持实现议定的最后目标所需 

的动力。 视审议中的事项而定，专家小组和其他类似的后续行动一般应在十个工 

作H内结束工作，并尽可簾在一个会议内结束工作。 如有必要可多举行一次会议， 

以便与各国政府进行必要的协商后，确定其议定的结论。

关于这些会议的经费筹措的规定应依照会议的结论，应在实际可行的范围内尽 

量利用联合国系统内可获得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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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会议闭幕会上鼓举通过的致谢决议

会议,
感谢委内墙拉人民和政府的缴勤招待和有礼的欢迎，及为1 9 8 1年5 月 13 

日至1 9 日在加拉加斯举行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高级别会议所作的卓越安徘，

感谢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路易斯. 埃雷拉.坎平斯先生阁下对会议的进行表示 

个人的关心，

对于安播和主办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高级别会议的勤劳和能干, 表示赞赏，

1 . 表示衷心感谢委内墙拉人民和政府的股勤招待和所作的一切努■力，对于会 

议的成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2 . 向委内墙拉共和国总统路易斯. 埃雷拉 . 坎平斯先生阁下致谢，他的开暮 

词对会议工作是很大的鼓舞；

3 . 赞美会议主廣—— 委内端拉共和国外交部长何塞. 阿尔维按. 桑布拉诺 . 
贝拉斯科先生—— 在主持审议工作所表现的技巧和能力；

4 . 决定作为对委内输拉在便进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上所作的贡献的赞扬和 

感谢，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将正式定名为《加拉加斯行动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