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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臼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部指聯合國之某 

一文件而言。 

各項決議案均經編號，以資識別。括弧外之數字係指決議案號數，括弧內 

之數字係指通過各該決議案之屆會次數。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決議案係依通過之先後次序編號。第四十四屆會所通過 

決議案一覽表載於本卷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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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屆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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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住宅、建築及設計委員會報告書。 

十二．麻醉品。 

十三．人權委員會報告書。 

十四．婦女地位委員會報告書。 

十五．人權方面之諮詢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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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第四十四屆會通過之決議案 

經濟問題 

一三0四(四十四)．統計委員會報告書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一．備悉統計委員會第十五屆會報告書;' 

二．核可其中所載之工作方案。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二九次全體會議。 

一 三 0 五 ( 四 十 四 ) ． ^ 九 七 三 年 

工業調查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深知有取得全世界工業組織及活動之資料，以利 

經濟及社會發展之必要， 

鑒悉統計委員會業已建議一種工業統計制度，以 

供會員國應用， 

建議聯合國會員國或各專門機關成員盡量計及關 

於此事之國際建議編製一九七三年或接近一九七三年 

某一年度關於工業之基本資料。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二九次全體會議。 

- - 一 - 一 -

一三^^六(四十四)．國際統計工作 
一 - - " 

方案及其協調事宜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計及統計委員會第十五屆會就聯合國及各專門機 

關統計工作所作討論， 

備悉目前許多國家運用適應經社政策、行政及發 

展上種種需要之綜合制度，將資料加以統整及協調，均 

有進展，認為國際上亦需有相應之進展，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四屆會，補編第十號 

^E/447^^. 

鄭重指出，各國統計機關為多種目的，均唯國際 

機關之統計方面工作是賴， 

深知各國經濟互依互賴，因此需有表明各國在世 

界經濟上所發生作用之系統國際統計， 

」．請秘書長與各專門機關行政首長合作: 

^a)採取步驟，促進各種安排，務期發展二種統 

整協調之國際統計方案，所根據之設計時期較現時為 

長，藉此增進已發展及發展中國家統計制度之效率，以 

及國際上對各種資源之有效利用; 

(b)安排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代表以及統計委員 

會主席與另外兩位代表組成之工作小組舉行會商，以 

便由該工作小組在該委員會第十六屆會以前就訂立整 

體方案並確保該委員會最鮮參與各方面之必要協調所 

獲進展情形向該委員會各代表提具報告書; 

二．並請秘書長經由方案及協調事宜委員會將所 

獲進展情形隨時通知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三．請方案及協調事宜委員會檢討上文第一段 

(b)所規定會商之結果，並就以後統計委員會協調方面 

工作之方針發表意見。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二九次全體會議。 

一三0七(四十四兀@改善生命統計之 
世界方案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鑒悉人口委員會第十四屆會報告書、'統計委員 

會第十五屆會報告書，及統計委員會第十三屆會所通 

過之決議案十四C十三)。。 

，同上，補編第九號(E/44S4)0 

，同上，補編第十號^E/447^^^ 

八段:同上，第三十九屆會，補編第十三號(E/4045)^第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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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按大會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關於聯合國發 

展十年之決議案一七一^C^六)，內請秘書長擬訂提 

案，以便加緊經濟及社會發展方面之行動，特別注意 

對記錄經濟及社會發展並隨時測量十年目標進度所需 

統計及其他資料之搜集、整理、分析與傳播利便進行檢 

討之必要， 

並覆按其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決議案四六九 

DC十五)，其中建議各政府對於發展生命統計，以應 

人口、經濟、公共衛生及社會之需至為重要一點，加以 

注意，以及其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日決議案^^A四 

(三十九)，該案核可人口委員會關於人口方面長期工 

作方案之建議，包括增加並改善人口統計之建議，並 

請統計委員會注意人口委員會關於其所注意各方面之 

工作之建議與提議， 

鑒於生命統計極端缺乏，尤以發展中國家為然，又 

此種統計之範圍與質地之缺欠成為為分析人口多寡及 

特性趨向所需世界人口學知識上之嚴重漏隙， 

深知必須由聯合國、各專門機關、各區域經濟委員 

會及各會員國積極努力，推廣生命事故之可靠民事登 

記，不但備供此種紀錄之統計用途，亦因此等統計可 

充下列目的之法律文件: 

(a)依照一九四八年所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第十 

五條規定，證明國籍， 

^b)依照一九五九年所通過兒童權利宣言6原則 

三之規定，證明姓名及國籍， 

^C)依照一九六二年公諸各國簽署之婚姻之同 

意、結婚最低年齡及婚姻登記公約'規窄，證明婚姻、 

婚姻之同意及結婚年齡， 

^^)依照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六日理事會決議案一 

O六AFC三十九)之規定證明離婚， 

此外亦因此等統計有助於提供衛生與社會事務與政府 

協 助 ， - -

一，請秘書長舉辦改善生命統計之世界方案，利 

用其所能支配之一切手段，包括枸請依據聯合國發展 

方案提供技術協助在內; 

二 ， 建 議 : 

(a)聯合國會員國設法成立生命紀錄與統計之制 

度，或改善現有制度至相當水準，尤要者，在有出生 

5大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決議案二一七AC三)。 

6大會一九五九尹十一月二十日決議案一三八六C十四)。 

'大會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七日決議案一七六三A(十七)，附 

件。 

及死亡之可靠統計，除其他用途外，應足以應付經社 

發展設計之種種需要，並提供依照理事會」九六七年 

八月四日決議案一二七四(四十三)之要求，籌劃如何 

發展並利用人力之統計基礎; 

(b)在發展此種制度時，力求遵循國際標準，僅 

作為應付特殊國家需要起見之必要更改; 

ĉ)注意將所建議之生命統計制度併入一般統計 

制度，並使生命統計與人口普查發生聯繫，俾能以一 

定代價得到最大效用。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二九次全體會議。 

一三0八(四十四)．應用科學及技術促 

進發展問題諮詢委員會第五身哨眨告書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一．欣悉應用科學及技術促進發展問題諮詢委員 

會第五次報告書.8 

二．核可該諮詢委員會第五次報告書內所載之工 

作方案。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二九次全體會議。 

一，三0九(四十四)．應用科學及技術促 

進發展問題諮詢委員會:關於荐H拳教 
育之報告書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一．欣悉應用科學及技術促進發展問題諮詢委員 

會所編關於科學教育之第一次報告書;。 

二．推薦該諮詢委員會關於科學教育之第一次報 

告書所載各項建議與適當機關，特別包括聯合國教育、 

科學及文化組織，加以審議。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二九次全體會議。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四屆會，補編第八號 

( E / 4 4 6 ^ 及 E / 4 4 6 1 / A d d . l ) o 

。同上，第四十四屆會，附^^，議程項目五，文件E/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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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一．^^四十四)．關於奉伴諄及技術之 

各種問題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一．備悉關於其議程項目五(c)分項"環境污濁"1。 

及Cd)分項"環境之保持與合理應用"^1之報告書; 

二．決議在理事會的後一次屆會繼續審議此等報 

告書。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二九次全體會議。 

一三一一(四十四)．實用工業技術轉讓 

與發展中國家之辦法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覆按大會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二0九 

一(二十)及理事會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決議案一 

二 0 一 ( 四 十 二 ) ， 

業已審議秘書長報告書，"以及應用科學及技術 

促進發展問題諮詢委員會之意見，" 

重申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確能取得外國技術並促 

進其本身之研究與發明能力實屬重要， 

』．鑒悉秘書長報告書; 

二．決議秘書長應繼續進行關於轉讓實用技術之 

詳盡實地研究; 

三．請秘書長進行此等研究時，計及各方在理事 

會就此事舉行辯論時所表示之意見，並考慮能否在區 

域基礎上使此等研究適應各發展中國家之種種需要與 

問題; 

四．並請秘書長諮詢聯合國訓練研究所，並斟酌 

情形，與其他聯合國機構與專門機關商榷，完成所已 

進行關於方法學之研究，並就此事以及各種實地研究 

工作之進展於理事會續開第四十五屆會時具報; 

'。世界衛生組織所提報告書(E/4457 and Add.^)及應用 

科學及技術促進發展問題諮詢委員會對世界衛生組織所提報 

告書CE/4482)所作評議。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與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所提報 

告書CE/44^^)o 

^ ^ ^ / 4 4 5 2 a n d A d ^ d . l a n d 2 , E / 4 4 S 2 / A d d . 3 a n d 

C o r r . l o 

" 參 閱 E / 4 4 6 1 / A d d . l 。 

五．同意為協助擬訂原則與標準，以便據以達成 

有彈性之新安排，俾可更有效轉讓並應用實用工作技 

術，並就有關之政策措施與辦法擬具建議起見，應由 

秘書長召開區域間專家會議，參照各種研究，評定各 

種企業(公營及私營)間轉讓技術之各種安排之功效與 

費用; 

六．決議此等研究工作，召開區域間專家會議以 

及為此目的之任何其他必要工作之經費均應從聯合國 

經常預算內籌措，同時並不檳除從其他方面獲得財源 

之可能，包括已發展國家之自動捐款在內，但須確知 

此舉可行，而且並不妨礙此等工作之順利完成。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洞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二九次全體會議。 

一三一二(四十四)．工業技術之轉^讓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鑒悉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第二屆會曾決定向貿 

易及發展理事會遞送決議草案^4」件，該案建議該理 

事會於得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之意見後，在其第七屆 

會考慮設立一政府間委員會，負責研究工業技術轉讓 

與發展中國家之整個問題。 

並備悉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秘書長在該會議第 

二屆會以及應用科學及技術促進發展問題諮詢委員會 

在其第九屆會所發表之意見，認為設立此種委員會可 

能引起現有機構工作餅疊之情形， 

認為須對此等機構之任務規定以及目前與計劃中 

之工作方案獲有充分情報，以便理事會能對此項提案 

表示意見， 

一．決議將此事之實體審議延至理事會第四十五 

屆會舉行; 

二．請聯合國秘書長諮商聯合國各會員國政府、 

各專門機關成員、適當之專門機關及其他有關國際組 

織，編製研究報告一件，以備向理事會第四十五屆會 

提出，除其他目的外，旨在決定該決議草案所述職務 

之全部或二部究已包括在確定聯合國、各專門機關及 

處理此事之其他國際組織任務規定之案文內以及其目 

前與計劃工作方案內至何程度。 

一 九 六 / L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二九次全體會議。 

。̂ E / 4 4 5 2 / A d d . 4 ， 附 件 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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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一、三(四十四)．召開第六屆聯合國 

亞洲及遠東區域輿圖會議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業已審議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坎培 

拉舉行之第五屆聯合國亞洲及遠東區域輿圖會議報告 

書，'。 

體察該會議促進該區各國輿圖工作，以利其經社 

發展計劃之可貴貢獻， 

鑒悉該會議主張不遲於一九七0年第四季召開第 

六屆聯合國亞洲及遠東區域輿圖會議之建議， 

並悉伊朗政府業已表示願充任預定於一九七0年 

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七日在德黑蘭舉行之該會議之 

地主，並在此方面充分合作， 

一．請秘書長遵照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決議案二二三九(二十一)進行必要安排，俾於一九七 

0年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七日在德黑蘭舉行第六屆 

聯合國亞洲及遠東區域輿圖會議，包括向聯合國會員 

國政府或各專門機關成員，以及各有關專門機關與其 

他注意此事之國際組織發出邀請在內; 

二．並請秘書長採取實際措施，斟酌情形，執行 

第五屆聯合國亞洲及遠東區域輿圖會議之建議。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二九次全體會議。 

一^三一四(四十四)．地理名稱標準叫匕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業已審議秘書長關於國際輿圖合作問題之報告 

書了'。以及聯合國地理名稱標準化會議之報告書，" 

備悉國際合作上所獲之進展，尤其該會議就各項 

問題之性質，解決之種種條件，以及合作行動之可能 

途徑商得協議之情形， 

確認國際合作方案係以各國行使本國地理名稱標 

準化之特權為基礎， 

復確認有由該會議所設地理名稱專設專家小組一 

類機構進行協調之必要，" 

一．鑒悉聯合國地理名稱標準化會議之各項建 

議; 

二．請地理名稱專設專家小組對各國在此方面之 

工作，進行必要協調; 

三．核准以該會議發交該專設專家小組審議之特 

定事項為其任務規定，並看令進行該會議所議定之合 

作行動方案; 

四．請秘書長諮商該專設專家小組考慮宜否召開 

第二屆聯合國地理名稱標準化會議，並就此事向理事 

會之適當屆會具報，同時注意秘書長本人所提不應於 

一九七一年以前舉行該會議之建議。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二九次全體會議。 

一三．一五(四十四)．空中J聶影及 

巧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 E.68．1．2。 

仍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四屆會，附件，議 

程項目十七，文件E/4477c 

打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 E.68．1．9。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鑒於第五屆聯合國亞洲及遠東輿圖會議建議儘速 

召開關於空中測量方法與設備之第二次講習班， 

鑒於空中攝影對現代輿圖可能有舉足輕重之貢 

獻， 

念及現代空中攝影製圖學對在此方面活動之任何 

技術人員、小組或團體之工作，不論係地方、區域或世 

界性質，均有價值， 

深知對所有國家，主要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應有 

關於其本國地理之最精確資料，可資利用，作為更迅 

速、經濟並有效發展其自然資源與交通系統之一種促 

進媒介， 

憶及已發展國家曾在各種場合重申願以一切可能 

方法合作，促進發展中國家之經濟發展， 

查悉在若千情形之下，已發展國家已在此方面向 

發展中國家提供合作， 

一．請擁有前進空中攝影及攝影製圖技術之會員 

國循發展中國家之請並經雙方同意，盡量與後者在此 

^8同上，第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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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合作，俾可聽其使用關於發展中國家領土之所 

有可用資料，而便協助解決關於開發其天然資源並擬 

訂交通運輸系統改善方案之各種問題; 

二．請以後致力於輿圖之會議與座談會，包括第 

六屆聯合國亞洲及遠東區域輿圖會議在內，在其議程 

內列入上文第一段所稱之合作問題。 

一 九 六 ^ L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二九次全體會議。 

一、三一六(四十四)．非農業資源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覆按其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四日決議案一0三三C 

(三十七)及一九六六年三月七日決議案一一一三(四 

r tO ) , 

深知非農業資源之發展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均已成 

為一項重要外匯收入來源，亦郎國內資本形成之有力 

手段，並已成為發展農業、工業、運輸及交通與建築工 

作之一種重要工具， 

欣悉由於聯合國之活動，發展申國家業已發現額 

外新礦、水與能力資源，從而提高此等國家之增長希 

望， 

相信聯合國應繼續擔任重要任務，支持各國政府 

發現、勘察並發展非農業資源之努力，以及有關基層組 

織之發展， 

覆按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重申所有國 

家對其天然資源行使永久主權之不可移讓權利之決議 

案 二 一 五 A C 二 十 一 ) ， 

業已審議秘書長就發展非農業資源方面進行工作 

情形所提報告書，'。備感興趣，尤其注意其申所載各 

項提議， 

』，讚許秘書長經由經濟及社會事務部致力發現 

並發展重要非農業資源所獲之進展; 

二．請秘書長參考經社制度不同之國家之經驗， 

就其發展非農業資源，作為國家發展計劃之完整部分 

之設計方法與範圍編製一般研究報告;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四屆會，附^$，議 

程 項 目 三 ， 文 件 E / 4 4 7 8 a n d Add．l。 

三．並請秘書長向理事會第四十六屆會提出報告 

書一件，討論宜否採用一種新制度，藉以最有效而合 

理之方式，蒐集、提取．整理並利用聯合國會所內由於 

技術及業務活動正在堆集之天然資源資料，以便協助 

執行將來計劃以及發展天然資源調查方案; 

四，請秘書長於理事會第四十五屆會復會時向其 

提出報告書一件，對於主張出版一種期刊，除其他事 

項外載論發展非農業資源之實際問題之提議，參考 

理事會經濟委員會對此事所作評論，提具更詳盡之情 

報; 

五．請方案及協調事宜委員會在其第二屆會第二 

期會議提出所願發表之意見，以備列入上文第三段及 

第四段所稱之報告書; 

六．請秘書長在聯合國經常預算及技術協助與投 

資前方案範圍以內增強發展非農業資源方面之諮詢與 

技術事務。 

一 九 六 ^ L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 一 五 ^ L ^ 次 全 體 會 議 。 

- 一 三 ^ 七 ( 四 十 四 ) ． 水 力 發 展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一．欣悉關於水力發展之第五次雙年報告書.20 

二．強調水力方面協調行動之重要性; 

三．請遵照理事會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決議案一 

一五四(四十一)，每三年一次，繼續刊行此種報告書。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 ? ^ 三 ^ 次 全 體 會 議 。 

一 三 - A C 四 十 四 ) ． 石 油 及 天 然 

煤氣資源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鑒悉秘書長關於石油及天然煤氣資源之報告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三0次全體會議。 

20同上，第四十四屆會，補編第三號(E/叫47)^Q 

2^同上，第四十四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三，文件E/叫65^ 

@
 



其 他 決 定 運 輸 發 展 

經濟發展專家會議問題。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一日舉 

行第一五二九次會議時，鑒悉秘書長所提題為"經濟 

發展問題專家會議問題"之節略。" 

"同上，議程項目七，文件E/44840 

一^二八九(四十四)．麻醉主品委員會報告 

書及常設中央刀沅醉品委員會及麻醉圭品 
監察團最後報告書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欣悉麻醉品委員會第二十二屆會報告書24以及常 

設申央麻醉品委員會及麻醉品監察團一九六七年工作 

情 形 之 最 後 報 告 書 。 " "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 三 日 ， 

第一五二^次全體會議。 

-一二九^^四十四)．近東及中東查禁 

俯酒萃品非法販賣運動之區域合作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深知近東及中東非法販賣麻醉品之情形仍然嚴 

重， 

鑒於有關國家政府個別所作努力均嫌不足， 

念及有共同邊界國家必須密切合作， 

一．建議該區關切此問題之國家召開其合格代表 

會議，對查禁該區麻醉品非法販運運動之所有方面切 

實加以研究; 

二．請秘書長在現有預算資源範圍以內，對此會 

議提供任何必要之意見與協助。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 三 日 ， 

第一五二^次全體會議。 

"經濟蛙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四屆會，補編第二 

^ ^ E / 4 4 5 5 ) ^ 

^̂  E / ^ B / 2 3 (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 E .68 .XI .3 )0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一日舉行第一五二 

九次會議時鑒悉秘書長關於應用最近科技進展，以謀 

發展中國家運輸發展之報告書"並決定斟酌情形進一 

步審議該報告書內之具體建議。 

舛同上，議程項目四，文件E/叫64 a n d A d d . l ^ ^ / 叫 6 4 / 

A d d . 2 。 

一 二 九 ^ ^ - ^ ^ 四 十 四 ) ． 大 麻 之 濫 用 及 

繼續嚴加管制之必要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覆按一九六一年麻醉品單一公約26責成締約國將 

大麻置於嚴格管制之下，以防濫用， 

念及販運及濫用大麻問題在早有此問題之許多地 

區均仍嚴重， 

查大麻之販運與濫用似正延至以往尚未遭遇此問 

題之區域， 

查悉有若千毫無根據之言論，大受流傳，鬍大麻 

之有害影響甚為輕微，並主張許可為非醫藥目的加以 

使用， 

深認:人所熟知除其他弊害外，大麻可歪曲時空 

觀念，改變情緒並妨害判斷，可能造成反常之行為、 

暴亂及對健康之不良影響，故可與其他麻醉品，諸如 

LSD、各種與奮劑及嗎啡等等之濫用相提並論， 

深信由於對大麻之危險及繼續濫用情形管制鬆 

懈，各方不聞不問，公眾復鮮覺察，因此引起執法問 

題，並妨害國民健康、安全與福利， 

一．建議所有有關國家倍加努力，掃除大麻之濫 

用及非法販運; 

二．並建議各政府提倡關於大麻之研究，提出醫 

學及社會學方面之額外情報，並切實對付主張視大麻 

為無害藥品、規定其非醫藥用途為合法或予以寬容之 

公開報導。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 三 日 ， 

第 一 五 二 ^ 次 全 體 會 議 。 

"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 62.XI．1。 

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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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二(四十四)．黎巴棘跆莞內大麻 

種植之更代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念及黎巴嫩境內種植大麻問題業已引起國際主管 

機關注意達數年之久， 

深知黎巴嫩政府如能掃除此種種植情事，則對取 

締該區大麻及大麻樹脂之非法販運將有重要之功效， 

獲悉黎巴嫩政府之計劃，擬資助種植向日葵種子 

及其他作物，以代大麻之種植， 

一．祝賀黎巴嫩政府此種富有希望之有益策劃; 

二，希望黎巴嫩執行取締種植大麻之計劃，獲得 

成劫; 

三．促請黎巴嫩政府續予此計劃應有之優先地 

位; 

四．建議用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尤其聯合國糧 

食農業組織技術協助方案資源及標準範圍以內之一切 

可能技術協助，支持該政府之努力; 

五．請秘書長與黎巴嫩政府就其努力之演進情形 

保持密切聯繫，並於必要期間內，就此按期向麻醉品 

委員會及理事會具報。 

一 九 六 ^ L 年 五 月 二 + 三 日 ， 

第 - i ^ ^ 次 全 體 會 議 。 

一二九三(四十四)．管制不在國際管制 

下之影響精神物質之國家立法措施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關切濫用不在國際管制下之影響精神物質(安非 

他明、巴比妥酸鹽、幻覺激素、安靜劑)不斷引起之問 

題， 

覆按麻醉藥品委員會第二十一屆會就此等物質之 

管制措施"所通過之各項建議， 

並覆按第二十屆世界衛生大會關於此等引起依賴 

性麻醉品之管制措施之決議案WH^^0.43，'。 

"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二屆會，捕編 

第二號(E/4294^，第二九六段及附件貳，第二十段。 

"參閱世界衛生組織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七年世界衛生大 

會及其執行委員會決議案及決定手冊C-九六七年，日內瓦)， 

第 一 0 九 頁 。 

欣悉麻醉品委員會在世界衛生組織及國際麻醉品 

管制委員會合作之下，正在推進其工作，以資決定最 

好採取何種條約行動，藉以對此等物質實行國際協議 

所定之國家措施，以及某種程度之國際管制， 

鑒悉在此種工作進行之際，仍需時間始能實施所 

籌劃之國際行動， 

建議各國政府尚未照辦者通過法令，對上述影響 

精神物質實行下列國家管制措施: 

(a)須經醫生處方，方能取得; 

(b)監督生產至零售分配之一切交易; 

(c)所有生產者一律領照; 

^^)非經特許，不得從事交易; 

(e)禁止未經許可，私藏此等物質，以供分配。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 三 日 ， 

第一五二0次全體會議。 

一二力，四(四十四)．LSD及類似幻覺 

激發物質之緊急管備叮措施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深信濫用LSD及其有類似弊害之幻覺激發物質 

構成一種愈益嚴重之問題，可能招致極危險之後果， 

覆按其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決議案一一九七 

(四十二)及世界衛生大會第二十屆會決議案WHA 

20．羽29促請各政府對LSD及類似物質之使用實行嚴 

格管制， 

獲悉二十二國政府業已通過符合此等建議方針之 

法令， 

對據報LSD及類似幻覺激發物質所造成之嚴重 

健康損害深感關切， 

一．建議業已採取管制措施之政府對此等措施加 

以檢討，以便如有需要，部作更嚴格之限制; 

二．促請各國政府: 

(a)禁止使用LSD及類似幻覺激發物質，唯有 

醫務及科學機構直接管制下並經其特許之研究人員除 

外; 

b̂)使用此等物質僅限於為已核准之醫藥或科學 

目的; 

2，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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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禁止此等物質之輸入及輸出，唯有各政府間 

以及各政府特准辦理此種進出口之當局或組織之間為 

例 外 ; ' 

三．建議各政府並考慮適當措施，以防使用麥角 

酸及其他可能之中間及先身物質，非法製造LSD或類 

似之幻覺激發物質。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 三 日 ， 

第一五二^次全體會議。 

一二力二瓦(四十四)．投藥問丰通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關切人類之衛生及福利， 

相信運動對於保持個人身心健康實有重要作用， 

鑒於優勝選手之行為對許多青年甚至成人所發生 

之影響， 

鑒悉在若千情形下竟有人不惜使用所謂投藥之辦 

法，部在運動競賽中使用影響精神物質或其他藥物，甚 

至麻醉藥品，個用人為手段，改善競賽成績;此種情 

形，殊可焦慮， 

認為此等辦法危害運動員之健康，不合此等物質 

之正當醫藥與科學用途， 

相信運動，尤其在奧林匹克年內，對全世界定有 

特別影響，因此已屆對此事採取堅定立場之時， 

一．請各國政府注意投藥行為之危險; 

二．建議各政府於必要時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 

資防止此等行為。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 三 日 ， 

第一五二^次全體會議。 

一二九月丈四十四)．但茫琶、建築及 

設計委員會報告書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鑒悉住宅、建築及設計委員會關於其第五屆會之 

報告書。叨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 ^ ^ ^ 

第一五二六次全體會議。 

'0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四屆會，補編第七 

^CE/4440) ;o 

一二力，九(四十四)．世界住宅調查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覆按大會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決議案二0三六 

(二 t̂O)，其中一部涉及會員國為解決其住宅、建築及設 

計問題所採措施雙年進度報告書之編製， 

鑒悉國際勞工組織決定請其會員國於一九六九年 

依據勞工組織組織法第十九條規定，提供關於工人住 

宅之第一一五項建議(」九六一年度)之報告書，盯 

念及一九六七年在委內瑞拉所舉行之鄉村住宅及 

社區利便問題區域間座談會之報告書與建議，82主張 

在進行住宅、建築及設計委員會及住宅、建築及設計中 

心之工作時，多多注意鄉村住宅，因此係發展中國家 

住宅方面所面臨之一大問題， 

計及住宅、建築及設計中心目前人手繼續短缺之 

情形， 

遵守審查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財務專設專家委員 

會關於減少文件數量之建議，" 

一．請大會重新考慮其決議案二^三六(二十)內 

每兩年報告一次之規定，而以一種每五年一次之分析 

及比較性之住宅調查代替; 

二，請秘書長: 

(a)就此事諮商國際勞工組織，確保該組織與聯 

合國體系內所有其他有關機關尤其住宅、建築及設計 

中心合作，務期擬於一九七0年印發之住宅調查對所 

有方面均屬有利; 

Ob)在一九七三年開始，盡量根據當時之詳盡資 

料，並由聯合國體系內現有統計部門及事務單位合作， 

刊印每五年一次之住宅調查，對鄉村及城市住宅同等 

注重，尤其注意發展中國家。 

^ 一 九 木 八 年 五 月 二 ^ A ^ , 

第一五二六次全體會議。 

"參閱國際勞工局，公報，第四十四卷(一九六一年，日內 

瓦)，第一號，第四頁。 

^ ^ E / C . 6 / 6 ^ 0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一屆會，附牛，議程項目八 

十，文^^ A/6343^Q 



一三^OC四十四)．向世界宣揚注意 
住宅問題之運動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業已審議住宅、建築及設計委員會關於其第五屆 

會之報告書，34 

尤其注意該報告書第六十三段及第六十四段， 

欣悉秘書長響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一九六七年六 

月六日決議案一二二三(四十二)所編製之報告書，" 

讚許住宅、建築及設計委員會對此次發起運動之 

提議所表示之興趣， 

覆按其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決議案一二二四(四 

十二)，該案論及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對住宅問題所負任 

務，'以及為改善生活情況，替收入微薄之家庭提供充 

足之適當住宅所可採取之主動， 

一．建議聯合國各主管機關加以必要之注意，檢 

討能否依照住宅、建築及設計委員會關於其第五屆會 

報告書之精神，計及宜在次一聯合國發展十年中指定 

一住宅及城鄉發展國際年之意願，-召開最好屬於部長 

階層之區域會議，並發動此方面之新聞方案; 

二．請秘書長查明會員國對此等提議之意見，以 

及願否舉辦支助此等提議之實際方案，並於徵得協調 

事宜行政委員會之意見以後，就其調查結果，經由住 

宅、建築及設計委員會，向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具報，再 

由理事會據以決定應採何種進一步之行動。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 / L ^ ^ 

第一五二六次全體會議。 

一三0一(四十四)．設立聯合國住宅、 

建築及設計國際文獻社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覆按其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決議案一一六六(四 

十一)，其中在原則上認可在新德里設立聯合國住宅、 

建築及設計國際文獻社， 

業已審議秘書長所派專家小組報告書，" 

對專家小組報告書質地之優良以及編製之慎重表 

示讚許， 

34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四屆會，補編第七 
號(E/4440^^ 

^ 5 ^ / C . 6 / 6 3 ^ 

^ ^ ^ / C . 6 / 7 8 / A d d o l ^ 

請秘書長就實施在新德里設立該社之決定一事採 

取下列行動: 

(a)向會員國洽商經費，以便進行必要之準備工 

作，俾可於其他事項外，在必要情形下並經各政府請 

求，設立國家及區域中心，期於以後設立該社; 

(b)於經費有看時首先設立一諮詢委員會，每年 

至少開會一次，其任務規定首在確定一工作小組之職 

掌，由該小組負責下文(̂ )分段所述籌備階段之詳細 

技術事項，並於該工作小組所負任務完畢時，就該社 

之設立、其常年報告書、其預算、其工作方案以及其工 

作之任何其他方面提供意見j 

^c) â̂ 派下開人士為諮詢委員會委員: 

．聯合國住宅、建築及設計中心主任(主席兀 

住宅、建築及設計委員會主席; 

印度政府代表一人，其任務涉及該所之行政事宜; 

每一區域經濟委員會之代表一人j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代表一人; 

國際勞工組織或世界衛生組織代表一人，按年輪 

流任職; 

在住宅、建築及設計文獻方面具有專長之非政府組織 

代表一人得由該委員會邀請，以諮議資格，參加其會 

議，諮詢委員會得邀請專家，以諮議資格，參加其會 

議，同時注意根據公允地域分配原則，遴選此等專家 

之必要; 

^d)一俟有充分經費時，部在日內瓦成立為期兩 

年或三年之工作小組，主要係由依據公允地區分配原 

則遴選之文獻專家組成，其任務如下: 

(i)與諮詢委員會保持聯繫，最好以書面文件為 

之; 

GD)-擬具現有國家、區域及國際中心一覽表，並 

就設立國家、區域及其他申心事宜提供意 

見，如有請求，並予以利便; 

GH 7̂設立上述各中心與該社間交換文獻之網絡; 

Civ)進行安排，以便由各中心進行關於住宅、建 

築及設計之較重要資料之基本文獻供應，對 

於所用之方法及名詞概予統一，再送交該 

社，俾該社可以發揮全世界此方面知識交換 

所之作用j 

@
 



從各地區所選由以?(a)分段所稱基金撥付費用之該 

工作小組成員不得超過五人。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 ^ L 日 ， 

第一五二六次全體會議。 

一三一九(四十四)．社會發展委員會 

報告書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鑒悉社會發展委員會關於其第十九屆會之報告 

書。竹 

一 和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 ? ^S .三^次全體會議。 

一三二^^四十四)．世界社會狀況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鑒悉一九六七年世界社會狀況報告書，38 

鑒於聯合國體系各組織及會員國雖曾力求實現聯 

合國發展十年之目標，而世界社會狀況仍欠圓滿，而 

且已發展及發展中國家間之經濟差距繼續擴大，深以 

為慮， 

據該報告書調查所得，許多發展中國家之糧食消 

耗、營養及居住水平均已降低，失業及就業不足之情形 

發生愈頻，收入與財富之差別仍然極大，而且人口之 

增加抵消經濟成長之影響， 

覆按其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決議案一一五二(四 

^^^及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決議案一二六^C四十 

三)，其中論述秘書長及發展設計委員會關於為聯合國 

此次發展十年以後期間籌劃協同國際行動以及各項準 

則與提議之工作， 

- 並 覆 按 其 一 九 六 七 年 六 月 左 耳 決 議 案 " 一 二 二 七 

(四十二)，其中邀請社會發展委員會就加強聯合國體 

系社會方面業務方案之方法提具建議，以便此等方案 

能在以後數年以及下一十年內發揮促進社會發展之充 

分作用， 

更覆按大會」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一日關於社會狀 

況之決議案二二九三(二十二)，其中看經濟暨社會理 

事會轉請發展設計委員會充分計及社會發展在加速各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四屆會，補編第五 

號 ( E / 4 4 6 7 / R e v J J ) ^ 

B̂ S T / S ^ ^ / 8 4 ^ 

國發展上之作用，尤以對隨目前聯合國發展十年而來 

之十年進行籌備時為然， 

備悉大會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關於社會狀況之 

決議案二0三五(二十)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關 

於聯合國發展十年之決議案二三0五(二十二)， 

深信如於擬訂下一十年之目標與方法時適當計入 

各種社會因素，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一九六六年七月 

二十九日決議案一一三九(四十一)所述之社會發展目 

標以及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社會方面業務方案對於提 

高生活水準，尤其發展申國家生活水準之功能，俱可 

大為增進， 

並深信一國國民收入之公勻分配以及社會服務之 

散佈可促進國家發展及機會平等、社會正義以及貧窮 

之根除， 

確認亟需眠除已發展及發展中國家間之經濟分 

野， 

更確認下一十年是否成功須視各國發展計劃列入 

其目標並予以實施至何程度， 

一．請發展設計委員會於擬訂關於下．^．年各項 

目標與方案之提案時，除其他事項外，計及下列各種 

考慮: 

^a)社會目標及經濟目標俱應擬訂，同時計及發 

展之經濟與社會兩方面之密切關係與相互作用及採取 

貫連整體化之國家發展政策之必要; 

b̂)各項目標均應反映各區域、各城鄉地區以及 

一區域內各國家集團之不同需要與情況; 

^c)各項目標均應計及有對一國內各不同區域及 

民眾集團一視同仁之必要; 

Ĉ )各種方案均應顧到人口增加率及分配方式務 

求與每一國家之社會發展目標相符; 

^e)各種方案均應特別注意下列各點:進行組織 

及機障上之變更，包括土地改革之必要;收入之公允 

分配以坡城鄉地區普遍設有教育、衛生、居住、社區發 

展、社會福利及其他服務可供利用之重要;各種幹部， 

包括社會設計、研究及業務人員之訓練;鼓勵地方參加 

以及實施國家計劃之方法; 

(f)各項目標應反映國際援助在加速發展中國家 

經社發展上之作用; 



(9)各項方案均應計及鼓勵增加國際援助之迫切 

需妻以供逆轉終於消除已發展與發展中國家 

間愈益擴大之經濟分野之需; 

二．請秘書長就實施本決議案之進展情形向社會 

發展委員會第二十屆會具報。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三^次全體會議。 

一三二一(四十四)．社會發展委員會 

工作方案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查悉技術協助經常方案自一九四六年成立以來， 

即形成創始社會方面業務活動之有效手段，並因其含 

有伸縮性，遂能滿足各政府對於技術協助之緊急新需 

求， 

念及技術協助經常方案係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其 

所服務國家間之主要聯繫，亦係協助各政府，實施聯 

合國各主管機關所建議社會政策之重要工具， 

並悉社會發展委員會對經常方案備極重視，因聯 

合國藉此可以迅速切實應付各種緊急需要，並開闢途 

徑，以便舉辦可以依據聯合國發展方案提供協助之完 

備長期計劃， 

-查悉秘書長擬向聯合國發展方案理事會第七屆會 

提出關於經常方案之宗旨與目標及其與聯合國發展方 

案下其他方案之關係之研究報告，附以秘書長所認為 

適當之建議， 

一．請秘書長於編製關於經常方案之上述研究 

時，特別注意此方案對促進社會發展與協助確保聯合 

國整個技術合作事務在滿足社會方面各種協助需要之 

能力上有充分擴展及發揮最大劫效之作用; 

二，促請各政府切實利用聯合國發展方案之資源 

為社會發展之用;' 

三，請各政府繼續改善其設計方法與機構，以便 

適時擬訌對聯合國發展方案提出充分計及社會經濟及 

行政各方面之整合申請。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三^次全體會議。 

一三二二(四十四)．社會政策及 

國民所得之分咱已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覆按其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日關於國內收入分配 

之決議案一^A六DC三十九)， 

確認理事會對社會政策及國民所得之分配問題備 

極重視， 

備悉社會發展委員會第十九屆曾討論此事之情 

形， 

查悉社會政策及國內收入分配問題專家小組報告 

書，'。並對秘書長舉辦此方面工作方案之提議40之一 

般方針表示讚許， 

一．決議在以後一次屆會之議程內列入社會政策 

及國民所得之公正均勻分配問題，作為一個單獨項目， 

並參照上述報告書及秘書長之工作方案提議，對此問 

題加以審議; 

二．請社會發展委員會就其此方面工作之進展情 

形按期向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具報。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三0次全體會議。 

其 他 決 定 ' 

社會發展宣言草案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所舉行之第一 

五三0次會議，決議將社會發展委員會所提關於社會 

發展宣言草案4，全文，連同理事會第四十四屆會期間 

所提之所有修正案，4，以及在該屆會期間所提之各種 

意見與保留，一併交請聯合國各會員國評論，然後提 

請大會爭二十三屆會作為一個單獨議程項目，加以審 

議。 

^̂  E / C N . 5 / 4 2 0 / A d d . l 。 

^^ E / C N . 5 / 4 2 ^ ^ 

4，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四屆會，補編第五 

號 ( E / 4 4 6 7 / R e v t l ) , 附 牛 壹 。 

^ ^ ^ / A C . 7 / L . S 3 5 ^ 5 3 8 - 5 4 0 ^ 5 4 3 及 5 4 4 ^ 

工工 



住宅J華築及設計委員會報告書。'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第一五二 

六次會議，對於住宅、建築及設計委員會報告書44第七 

章所載關於設立住宅、建築及設計工作小組之決議案 

草案肆決定不採行動，並決議將計劃2，8(住宅及城市 

發展之社會方面)、2．9(廉價住宅及社區利便之設計) 

及2．^^^建築工業化)從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0年第 

二類工作方案轉至第一類。。。 

* 4 6 

43並參閱關於聯合國經濟、社會及人權方面工作方案之決 
議案一三0三(四十四)。 

4。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四屆會，補編第七 
號(E/4440^o 

^^同上，第四章。 

人□委員會報告弓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舉行第一五二 

0次會議，鑒悉人口委員會報告書47第四、第五、第六 

及第七章，"並決定延至第四十五屆會再行審議該報告 

書其餘各章，及該報告書第十一章所載之決議草案， 

以及方案及協調事宜委員會報告書關於人口方案之一 

節。。' 

4。並參閱關於聯合國經濟、社會及人權方面工作方案之決 
議案一三0三(四十四)。 

47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四屆會，補編第九 
^CE/4454)^0 

^̂  E / 4 4 9 3 / A ^ d . l 。 

有關人權之間題 

一三0二(四十四)．關於侵害工會權利 
之指控:依據人權委員會決議案二(二 
十三)所設專設專家工作小組報告書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業已依據理事會」九五0年二月十七日決議案二 

七七(̂ )審議南非共和國侵害工會權利問題，該問題 

係國際勞工局根據世界工會聯合會來文4。提請理事會 

注意者， 

覆按依一成休七年六月一日決議案一二一六(四 

十二)已授權人權委員會決議案二(二十三)所設專設 

專家工作小組50審查有關南非共和國侵害工會權利之 

指控， 

一．備悉專設專家工作小組之工作及其報告書。' 

至為感謝; 

二．譴責繼續侵害工會權利及非法訴究工會工作 

人員，違反一般公認國際標準，且與聯合國憲章文字 

與精神不符，實係侵害結社自由權利，且為罪惡之種 

族 隔 離 政 策 之 表 現 ;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二屆會，附件，議 
程項目十四，文件E/4305^ 

50同上，第四十二屆會，補編第六號(E/432^^n^^^r rP l ) , 
第二六八段。 

"同上，第四十四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十六，文件E/ 
4 4 5 9 ^ 

三，認可專設專家工作小組之結論與建議; 

四．促請南非共和國政府遵從有關結社自由權利 

之一般公認國際標準，尤其: 

(a)修改關於工會權利之立法以便建立非歧視制 

度，使一切人士不問種族來源均能自由行使工會權利; 

^b)對一切現行非洲人工會組織給予法律承認; 

ĉ)正式授予非洲工作人員罷工權並撤銷將此等 

工作人員罷工定為刑事罪之規定; 

^d)廢除"工作保留"; 

^e)撤銷一九三六年主僕法及班圖信託土地法， 

該兩法案對破壞僱用非洲工作人員合約規定刑事戰裁 

並有強迫非洲農場與家庭工作人員在類似奴隸或奴役 

情況下工作之效果; 

f̂)廢除共產主義取締法且勿藉口非洲工作人員 

及工會會員因工會活動犯有違背普通法罪而加訴究; 

9̂)取消直接或間接影響行使工會權利之一般或 

特別規定; 

^̂ )̂ 為審查所定罪行並確保工會權利之遵行與有 

關人員之釋放起見，對世界工會聯合會於一九六六年 

三月三日提出之申請書所稱確定工作人員及工會會員 

有罪之案件，舉行再審; 

(D釋放因工會活動而被監禁之一切工會會 

員; 

12 



五．復請南非共和國政府立部實施上開各項建議 

並將辦理情形通知聯合國秘書長; 

六．決定請人權委員會決議案二(二十四)重行委 

派之專設專家工作小組。'進一步審查南非共和國繼續 

侵害工會權利問題，且於審查時包括由聯合國直接負 

責而現經南非共和國政府非法佔領之西南非領土內之 

侵害工會權利問題; 

七．復決定請專設專家工作小組與管理國聯合王 

國合作及與國際勞工組織合作，計及後者對此閘題之 

主要職責，就南羅德西亞非法種族主義政權否認與侵 

害工會權利情事進行同樣之審查; 

八，授權專設專家工作小組接受來文，聽取證人 

陳述，芷於必要時作成任何其他安排，以便迅速結束 

其工作; 

九．請專設專家工作小組向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 

四十六屆會報告調查結果，並就特定案件應採之行動 

提出建議; 

一0．請聯合國秘書長視專設專家工作小組為履 

行任務之需要給予種種協助並供應一切便利; 

一一．決定將人權委員會決議案二(二十三)所設 

專設專家工作小組報告書轉送南非共和國政府種族隔 

離政策問題特設委員會參考，並建議將專設專家工作 

小組關於侵害工會權利之研究結果訌入該委員會擬作 

廣泛傳佈之文件內; 

一二．復請聯合國秘書長盡量宣揚專設專家工作 

小組報告書。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 ^ ^ ^ 

第一五二六次全體會議。 

一三二;三(四十四)．婦女地位委員會 

報告書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備悉婦女地位委員會第二十一屆會報告書。。'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三^次全體會議。 

'2同上，第四十四屆會，補編第四號^E/4475)，第十A 

士 

早 。 

" 同 上 ， 補 編 第 六 號 ( E / 4 4 7 2 ) 。 。 

一、;三二四(四十四)．婦女參芷財翟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察悉秘書長就有關婦女參政權之憲法、選舉法及 

其他法律文書所提備忘錄，載列截至一九六七年九月 

十五日為止秘書長接獲之有關情報，54 

復悉依理事會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決議案一 

一二四(四十一)之規定於一九六七年八月在芬蘭赫爾 

辛基所舉辦全球性婦女公民及政治教育第一期研究班 

報 告 書 ， " 

一．確認在給予婦女參政權方面業已獲得相當進 

展，目前僅有少數國家婦女尚無選舉權及當選資格或 

婦女選舉權及(或)當選資格須受男子所不受之限制; 

二．獲悉雖然在幾乎所有國家之法律規定下婦女 

現已取得公民及政治權利，其條件與男子平等，但此 

等權利之行使及婦女對一切政策問題之有效影響與其 

對一切階層政策決定之充分參加實際上僅限於若于國 

家; 

三．認為今後各國政府及聯合國有關機關應特加 

注意婦女行使政治權利所有機會及其程度，包括選舉、 

當選資格、擔任公職及執行公務權利在內; 

四．敦促尚未依在與男子平等條件下給予婦女參 

政權之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及各專門機關會員國立即採 

取必要行動如此辦理，可能時於國際人權年為之; 

五．請尚未批准或加入婦女參政權公約"之聯合 

國所有會員國及各專門機關會員國予以批准或加入， 

可能時於國際人權年為之; 

六．促請聯合國會員國及各專門機關會員國注意 

一九六七年八月在芬蘭赫爾辛基所舉行婦女公民及政 

治教育研究班報告書研所載結論，尤其提請各國政府 

考慮之各項建議.58 

七．復請各專門機關及非政府組織注意上述研究 

班報告書所載之結論與建議。。'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 第 一 五 三 0 次 全 體 會 議 。 

^̂  A / 6 8 0 7 a n d A d d . l 。 

55 S T / T A ^ / H R / 3 0 ^ 

"一九五二年^^月二+日大會決議案六四^C七)，附件。 

5 7 ^ T / T A ^ / H R / 3 0 ^ 第 八 章 。 

" 同 上 ， 第 一 五 三 段 。 

5。同上，第一五四段及第一五五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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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二五(四十四)．消除對婦女歧視 
宣言之實施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察及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口大會第二十二屆會一 

致通過消除對婦女歧視宣言，60 

確認婦女對國家發展所已作及能作之貢獻，以及 

採取迅速行動以消除阻止婦女充分參加國民生活所有 

方面之歧視極關重要， 

鑒於消除對婦女歧視宣言促請各國政府、各非政 

府組織及個人各盡所能促進其中所載原則之實施，以 

期在法律上與事實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之歧視， 

鑒於一九六八年國際人權年提供宣揚該項宣言之 

最佳機會， 

一．請秘書長及各專門機關採取步驟，務求經由 

各該機關立即傳播消除對婦女歧視宣言案文; 

二．請各會員國、主管國內組織及非政府組織採 

取一切措施，在法律上與在事實上承認宣言所載各項 

原則，並為此甘的: 

(a)盡量以其本國文字宣揚宣言案文，刊行關於 

宣言之小冊、專文及評論並運用一切其他適當之通訊 

媒介; 

b̂)對男子及婦女參加家庭與整個社會生活所負 

傳統任務之迅速演進從事研究;。 

ĉ)在全國促成旨在實施宣言各項規定之方案; 

三．請各專門機關從事並繼續進一步研究變動世 

界申男于與婦女任務之變化; 

四．請國際非政府組織充分參加宣揚宣言之工作 

及宣言所載原則之實施; 

五．請各會員國政府考慮能否參照宣言原則修訂 

本國立法; 

六．請各會員國、各專門機關及關係非政府組織 

將宣揚宣言情形及遵照宣言原則所採行動通知秘書 

長; 

七．請秘書長就該宣言所接獲情報提出報告書， 

備供婦女地位委員會第二十二屆會及其後各屆會審 

議。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L三^次全體會議。 

。 0 大 會 決 議 案 一 一 八 : i 一 ^ r ^ ^ o 

一三二六(四十四)．計劃家庭與 

婦女地位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鑒於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決議案二二一 

」(二十一)承認各國在制訂與推行其本國人口政策方 

面之主權，惟宜充分顧及家庭之大小應由各個家庭自 

由選擇之原則， 

鑒於大會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一致通過之消 

除對婦女歧視宣言。'中確認男于與婦女有平等權利， 

接受教育知識，藉以保障家庭健康與幸福機會， 

察悉聯合國體系內各組織在人口方面之任務與工 

作， 

並悉各種計劃家庭方案提供之服務計有負責父母 

之教育、不孕症之治療、母子保健設施及教育知識之傳 

播，包括性教青與婚姻顧問在內， 

深悉此等方案依當前演進情形在諸多方面對婦女 

有重大關係， 

一．請秘書長將關於婦女地位與計劃家庭之臨時 

報告書62轉送聯合國會員國與專門機關會員國、各關 

係專門機關及各有興趣之非政府組織; 

二，請有興趣之聯合國會員國與專門機關會員國 

政府: 

(a)就婦女地位與計劃家庭問題從事全國調查或 

個案研究，進行時計及以下因素:人口增長對經濟及 

社會發展所生影響對於婦女地位之關係，與婦女地位 

直接之有關生殖力之影響，家庭大小對於母嬰福利之 

關係，關於婦女地位現有計劃家庭方案之範圍，以及 

人口增長及家庭大小之目前趨勢與人權之保障，特別 

是婦女權利; 

b̂)將其調查研究結果提送秘書長作為關於此間 

題另一報告書之基礎; 

莒．請關係專門機關各就其主管範圍對婦女地位 

與計劃家庭之關係之進一步研究予以合作; 

四．請有關非政府組織將其所有與上文第二段 

(a)所稱因素之任何有關資料提送秘書長; 

" 同 上 。 

^ ^ ^ / C N . 6 / 4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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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可婦女地位委員會指派專題報告員繼續研 

究婦女地位與計劃家庭問題之決定並將該委員會在此 

方面可能採取之其他措施提出報告; 

六．請專題報告員計及依本決議案所提供之情 

報。 

一 九 六 ^ L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三^次全體會議。 

水 水 

理事會第一t2.三^次全體會議依上開決議案第五 

段之規定指派M rs^ Hehi L．S砂打^(芬蘭)為專題報 

告員。 

一三二七(四十四)．婦女接受教育 
之機會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案查消除對婦女歧視宣言。'井言及第九條與第十 

條所載原則以及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反對教育歧 

視公約64所載原則， 

復查一九六七年八月在芬蘭赫爾辛基所舉行婦女 

公民及政治教育研究班。'之建議與結論， 

並悉婦女對於城市與鄉村發展之貢獻至為重大， 

計及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鼓勵少女及婦人從 

事科學與技術研究之方案及示範計劃之一般趨勢， 

察悉少女及婦人參加技術及職業教育機關人數日 

增，至為滿意， 

但悉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報告書6。．中所載列 

下開延緩或阻撓婦女充分參加經濟及社會生活之現有 

- 一 一 

情形:招收女生之技術學校數目不移，無論在已發展 

與發展申國家以及鄉村與城市地區，提供就業機會之 

廣泛職業訓練課程有欠適當，對家庭所提關於已有訓 

練種類情報不足或欠缺，及對發揮少女潛能所採用指 

導課程不移充分，而不斷授予需求有限之所謂女性職 

6 ' 一 九 六 七 年 十 一 月 七 日 大 會 決 議 案 一 ． - 六 三 ( 二 ^ ^ ) c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反對教育歧視公約，文教組織 

大會第十一屆會通過，巴黎，一九六0年十二月十四曰^ 

。 5 參 閱 S T / T A ^ / H ^ / 3 0 , 第 八 章 。 

^̂  E / C N . 6 / 4 9 8 ^ 

業課程，以及對於職業訓練與家庭責任訓練間欠缺明 

確劃分， 

鑒悉在世界上若干地區少女及婦人文盲與輟學仍 

為彼等獲得技術及職業教育之重大障礙， 

一．請秘書長協同各專門機關擬訂一項旨在促進 

並加速符合發展中國家婦女人民廣大階層就業機會技 

術與職業訓練之國際方針; 

二．對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為幫助少女與婦 

人技術及職業教育所作努力，以及國際勞工組織為幫 

助彼等職業訓練所作努力，表示感謝; 

三．對於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提議將男女同 

校比較研究之結果提送婦女地位委員會第二十二屆 

會，表示感謝，因為此一方面教育問題對確保取得平 

等教育機會特別重要; 

四．請聯合國體系內各組織在少女與婦人教育、 

職業指導與訓練方面加緊合作，利用各該組織所有各 

種行動方法尤其對申層婦女人員頒發訓練研究獎 

金之方法以期促進少女與婦人充分參加經濟及社 

會發展; 

五，請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在教育設計範圍 

內繼續從事研究，以期在學校課程與經常教育計劃內 

訌入少女與婦人適當之技術及職業訓練，俾人人均能 

在技術與職業訓練機關申開始，繼續或重新研究; 

六．復請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務使依實用選 

定識字訓練援助方案對少女及婦人之不識字者除基本 

識字概念外並供給職業教育基礎; 

七．建議迄未如此辦理及正在擬定教育計劃之會 

員國: 

(a)採取一切必要之立法、行政及財務措施，確保 

少女及婦人不受歧視進入一切技術與職業訓練機構之 

機會; 

^b)保留適當一般教育地位，並給予公民及政治 

教育以及在初等教育最後數年及在技術、職業與一般 

訓練中等教育期間培養家庭對兒女之責任觀念; 

# 

ĉ)提供種類眾多之技術與職業課程，適當計及 

各方面之變化以資適應;並準備男女學生此種變化為 

現代社會之特徵不問發展階段如何; 

d̂)對關於家庭與進入技術或職業訓練機構青年 

人之就業機會所應提供資料予以特別注意; 



^e)研討一切必要措施包括頒發獎學金在 

內．．以確保鄉村區域少女及婦人有機會與男子在同 

樣情況下從事技術研究。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三^次全體會議。 

一三二八(四十四)．科學技術之進展對 

歸女二V戶人員地位之反響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相信科學與技術之進展應有利於人類， 

計及此種進展對婦女就業與工作條件所能作之積 

極貢獻， 

覆按理事會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關於科學技 

術之進展對婦女工作人員地位之反響之決議案一一三 

六 ( 四 十 一 ) ， 

備悉國際勞工組織關於本問題所作研究與所採措 

施報告書67至為重要， 

認為此問題須由國際勞工組織及婦女地位委員會 

兩方面繼續加以研究， 

一，請聯合國會員國及各專門機關會員國之能移 

如此辦理者就科學技術進展對婦女工作條件與就業之 

反響，尤其關於下列各點從事全國調查: 

(a)就業與失業; 

(b)職業指導與職業訓練; 

(c)較年老婦女之訓練與重訓; 

(^)報酬問題; 

(e)工作與餘暇時間; 

(f)安全與衛生; 

^9)兒童照顧; 

並將其調查結果提送秘書長，由其諮商國際勞工組織， 

安排以適當方式於可能時送交婦女地位委員會第二十 

三屆會; 

二．請國際勞工組織理事會考慮宜否: 

â)將科學與技術進展對已發展及發展中國家婦 

女就業及工作條件之影響問題列入下次關於婦女工作 

人員問題諮議會議議程; 

^̂  E / C N . 6 / 4 9 9 及 E / C N . 6 / 5 0 0 o 

^0)將科學與技術進展對就業．包括婦女就業 

在內之影響問題列入國際勞工會議未來屆會之議 

程; 

三，建議國際勞工組織繼續研究科學與技術進展 

對婦女就業及工作條件之積極與消極影響並將研究結 

果向婦女地位委員會提出報告; 

四．建議婦女地位委員會繼續研究本問題並擬具 

建議提送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 ^ ^ 三 0 次 全 體 會 議 。 

一三二力X四十四)．人]霍委員會報告書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備悉人權委員會第二十四屆會報告書。。8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三^次全體會議。 

-一三三^^四十四)．奴隸制及奴藹U阪賣 

之一切習俗與章討混，包括類似奴隸制 

之種族隔離及殖民主義習俗在內之 
問題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鑒悉人權委員會於其決議案十四(二十四)。9關於 

奴隸制及奴隸販賣之一切習俗與表現，包括類似奴 

隸制之種族隔離及殖民主義習俗在內之問題之各項建 

議， 

一．授權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分設委員會從事研 

究實施一九二六年國際禁奴公約70及一九五六年廢止 

奴隸制、奴隸販賣及類似奴隸制之制度與習俗補充公 

約7̂ 以及大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及人權委員會關於 

類似奴隸制之種族隔離及殖民主義習俗各決議案內所 

列各項建議所可能採取之措施; 

二．復授權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分設委員會發動 

研究能否由國際警察合作，以阻止並懲治輸送可能陷 

6'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四屆會，補編第四 

8^(E/4475)^ 

" 同 上 ， 第 十 A 章 。 

，0參閱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 E.68.XIV．6，第四十 

一 頁 。 

，，同上，第四十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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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奴役人口情事，研究時斟酌計及主管國際組織之意 

見; 

三．請秘書長諮商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分設委員 

會並經人權委員會認可後，編託經濟、社會、法律及其 

他有關學科專家名單，俾此等專家可對關係國家清除 

奴隸制及奴隸販賣之一切習俗與表現，包括類似奴隸 

制之種族隔離及殖民主義習俗在內提供意見; 

四．提請各國政府注意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在其 

經常技術協助方案下可提供便利，協助各國政府消除 

奴隸制及奴隸販賣，包括類似奴隸制之種族隔離及殖 

民主義，並幫助各國政府解決所引起之經濟及社會問 

題; 

五．請一切國家政府運用全部影響力與資源，協 

助徹底根除類似奴隸制之種族隔離及殖民主義習俗， 

尤以南羅德西亞、西南非及南非所實行者為然; 

六．確認南羅德西亞、西南非及南非現所施行之 

主僕法為奴隸制與奴隸販賣之明白表現。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 ? A 三 ^ 次 全 體 會 議 。 

- 一 三 三 ^ 一 C 四 十 四 ) ． 聯 合 國 對 根 除 影 響 

婦女地位之奴隸制及奴隸販賣一切形 
式與習俗̂7千肯刮宋取之措施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對於專題報告員所編製關於奴隸制報告書72內稱 

世界許多地方仍有奴隸制及奴隸販賣以及類似制度與 

習俗，且受害於此種制度與習俗者以婦女特著，表示 

關切， 

一．譴責奴隸制包括類似奴隸制之種族隔離及殖 

民主義習俗，奴隸販賣及類似之制度與習俗，諸如朱 

經同意之婚姻，為使婦女賣淫、轉讓與繼承之婦女及其 

他類似之卑鄙習俗; 

二．欣悉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分設委員會決議案 

四(二十)之建議，"並請秘書長: 

(a)詢問各會員國依其意見可能採取何種其他措 

施以實施一九二六年國際禁奴公約74及一九五六年廢 

' 2 聯 合 國 出 版 物 ^ 出 售 品 編 號 : 67.^^^．2。 

7 3 ^ / C N . 4 / 9 4 7 , 第 一 一 一 段 。 

' 4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 E.68.XIV．6，第四十一頁。 

止奴隸制、奴隸販賣及類似奴隸制之制度與習俗補充 

公 約 ; " 

Cb)籌辦消除奴隸制、奴隸販賣及類似制度與習 

俗，包括類似奴隸制之種族隔離及殖民主義習俗在內 

之問題研究班並邀請非政府組織參加此種討論; 

三．籲請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及各專門機關會員國 

之尚未成為下列各公約當事國者，儘速加入為當事 

國:一九二六年國際禁奴公約，一九五六年補充公約， 

一九四九年禁止販賣人口及取締意圖營利使人賣淫公 

約"及一九六二年關於婚姻之同意、結婚最低年齡及 

婚姻登記之公約.77 

四．請各專門機關各在其職權範圍內，尤某國際 

勞工組織、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 

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考慮如何最能協助婦人及少女 

從奴隸制及類似奴隸制之種族隔離及殖民主義習俗以 

及任何表現恢復自由，並將結果向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具報; 

五．請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及各專門機關會員國對 

凡逃脫奴隸制反任何形式類似奴隸制之種族隔離與殖 

民主義習俗之人給予保護並請接受國向秘書長提具報 

生 ． 

" 

六．對與奴隸制及類似奴隸制之種族隔離及殖民 

主義習俗及一切表現不斷堅決舊毓之各非政府組織表 

示感謝並請其繼續努力，掃除此等習俗。 

一 九 六 / L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三^次全體會議。 

一三三二(四十四)．切實打擊南非^h^境 
內種族歧視^重族隔離及種族分離政策 
之措施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建議大會通過下開決議草案: 

" 大 會 ， 

"業已審議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在其一九六八 

年五月三十一日決議案一三三二(四十四)內所載 

之建議， 

75同上，第四十四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大會決議案三一七(四)，附$。 

，7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七日大會決議案—^六三A(+七)， 

附^$0 



"覆按其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決議案二 

一四四AC二+T>，內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及人 

權委員會緊急考慮各種方法，增進聯合國制止無 

論在何處發生之侵害人權情事之能力， 

"復查大會經於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通 

過決議案二一四五(二十一)，結束南非對西南非 

之委任統治， 

"計及其關於南非共和國政府種族隔離政策 

之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決議案二三0七(二 

十二)以及關於西南非問題之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十六日決議案二三二四(二十二)及二三二五(二 

十二)， 

"計及』九六六年在巴西以及』九六七年在 

尚比亞舉行之種族隔離問題研究班之文件與建 

議， 

"對於南非政府及南羅德西亞非法種族主義 

少數政權對南非、西南非及南羅德西亞非白人居 

民採行不人道措施之事實，至深關懷， 

"察悉南非政府及南羅德西亞非法政權，因若 

千國家繼續與其通商，保持外交、文化及其他關係 

且給予軍事協助之事實，發現其種族隔離及種族 

歧視政策獲得支持， 

"深信非洲南部公然侵害人權情事引起嚴重 

國際關懷，聯合國必須採取緊急切實行動， 

"一．贊同人權委員會依其決議案七(二十 

三)"所派專題報告員之建議，部應請南非政府廢 

止、修正並替代專題報告員報告書花第一五四七 

段所引證之法律; 

"二．認為南非政府為遵行其依聯合國憲章 

所負義務，務須看手廢止、修正及替代專題報告員 

報告書第一五四七段所引證之各種歧視性法律; 

"三．請南非政府廢止、修正並替代上文第一 

段所指南非現行法律並就依該段所採取或擬採取 

之措施向秘書長具報; 

"四．力促所有國家鼓勵其領土內之新聞媒 

介宣傳南非政府及南羅德西亞非法政權所行種族 

隔離與種族歧視及其所作不人道行為之罪惡以及 

聯合國之目標與宗旨及其消除此等罪惡之努力;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二屆會，補編第六 

號 ^ E / 4 3 2 2 a n d C o r r 4 1 ) ， 第 三 七 六 段 。 

ĝ E / C N J 4 / 9 4 9 / A d d . 4 。 

"五．譴責違背聯合國決議案繼續與南非共 

和國及南羅德西亞非法政權保持外交、商務、軍 

事、文化與其他關係之所有政府之行動; 

"六．促請各該政府斷絕此種關係; 

"七．請秘書長採取步驟，經由關係非政府 

組織、工會、宗教機關、學生與其他組織以及圖書 

館與學校，盡量使最廣大民眾注意此等政策之罪 

惡; 

"八．復請秘書長經常檢討對於處理非洲南 

部種族隔離及種族歧視有關事項之專門機關與聯 

合國機關之工作如何促進協調及合作之問題; 

"九．又請秘書長在南非共和國設置聯合國 

新闢處，以期傳佈聯合國之目標及宗旨; 

"一0．請秘書長就本決議案實施情形，尤其 

就南非政府為實施上文第三段所採行動，向大會 

第二十四屆會提具報告。"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三0次全體會議。 

一三三三(四十四)．專設專家工作刁叫缸 

關於南非共和國政治犯處遇問題之報 
告書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建議大會通過下開決議案: 

" 大 會 ， 

"業已審議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一九六八年五 

月三十一日決議案一三三三(四十四)所載建議， 

"覆按其關於侵害人權及基本自由問題，包括 

所有國家內，尤其殖民地及其他附屬國家與領土 

內種族歧視與分離及種族隔離之政策之一九六六 

年十月二十六日決議案二一四四A(二十一)及其 

關於南非共和國政府之種族隔離政策之一九六七 

年十二月十三日決議案二三0七(二十二)， 

"對於依人權委員會決議案二(二十三)所設 

專設專家工作小組'。報告書8^內所載南非政府對 

80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二屆會，補編第六 

號 ( E / 4 3 2 2 a n d C o r r . l ) ， 第 二 六 八 段 。 

^^ E / C N . 4 / 9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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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種族隔離政策者加緊採行不人道措施之證 

據，深表關懷， 

"決心保障人權與基本自由並亟欲從速並立 

部制止南非共和國境內侵害人權與基本自由情 

事， 

"一．再度確認反對種族隔離者為享有人權 

與基本自由而從事廟爭殊屬合法正當; 

"二．對於依人權委員會決議案二(二十三) 

所設專設專家工作小組報告書所載南非監獄中及 

被南非警察拘禁之被拘留者與犯人在審問及拘禁 

期內遭受酷刑及不人道與屈辱待遇之行為，一一 

表示譴責; 

"三．促請南非政府: 

"(a)對專設專家工作小組報告書內所提侵 

權行為發動調查，以期確定該報告書第七章附錄 

貳所列人員之責任，俾便按情節輕重加以懲罰; 

"^b)對於曾受損害之所有人士給予獲得補 

償之機會; 

"(c)廢止對於反對種族隔離者可據以不經 

起訴或審問郎予拘禁之一百八十日法及恐怖行為 

法以及共產主義取締法、破壞法與類似法律，並避 

免在其他法律中採用此等法律所含原則; 

" ( d ) 立 部 釋 放 M r . R o b e r t S o b u k ^ e ; 

"(e)"立部釋放所有其他政治犯及因反對種 

族隔離政策而被拘禁之一切人士，不論其被囚獄 

中或受警察拘禁; 

"四．請聯合國會員國鼓勵在其領土內盡量 

宣傳本報告書; 

"五．促請南非政府就依上文第三段所採取 

或擬採取之措施向秘書長具報; 

" 六 ． 請 秘 書 長 : 

"(a)採取步驟，促使最廣大民眾注意專設專 

家工作小組報告書; 

"(b)就本決議案實施情形向大會第二十四 

屆會具報。"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三^次全體會議。 

一，三三四(四十四)．防止歧視及保護 

4，數分設委員會之組成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察悉人權委員會決議案九(二十四)，" 

亟欲使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分設委員會委員國中 

各不同地區、法系與文化有更大之代表權以及公允地 

域分配， 

一．決定自一九六九年起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分 

設委員會委員國增至二十六國; 

二．請人權委員會於第二十五屆會自聯合國會員 

國提名之專家中依下列辦法選出分設委員會二十六委 

員國: 

自亞非國家集團選出十二國; 

自西歐及其他國家選出六國; 

自拉丁美洲國家選出五國; 

自東歐國家選出三國。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三0次全體會議。 

一三三五 (̂四十四)．對納粹白三義與 

種族上不容異己應採之措施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建議大會通過下開決議草案: 

" 大 會 ， 

"覆按其對納粹主義與種族上不容異己應採 

措施之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決議案二三三一 

(二十二)， 

"重申納粹主義及與其類似之種族隔離之意 

識形態及政策與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防 

止及懲治殘害人稟罪公約、'。聯合國消除一切形 

式種族歧視宣言、。'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 

公約七。及其他國際文書之目標實不相容， 

，2同上，第四十四屆會，補編第四號(E/4475)，第十A章。 

"大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決議案?—^A(三)。 

'4大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決議案二六0^(三)附件。 

" 大 會 一 九 六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 日 決 議 案 一 九 0 四 ^ t A ^ ^ 

"大會^^L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決議案二一O六AC二 

+)，附件。 



"鑒於宣傳納粹主義及類似意識形態之團體 

與組織不顧大會決議案二三三一(二十二)，仍在 

繼續活動，深以為慮， 

"念及此種意識形態過去督導致種種違反人 

類良心之野蠻行為及其他重大侵害人權情事而終 

於引起一使人類遭受不可言狀痛苦之戰爭， 

"覆按世界人權宣言及關於人權之兩國際盟 

約87均規定此等約章不得解釋為任何國家、團體 

或個人有權從事任何活動或實行任何行為，以遂 

行種族主義或納粹主義伎倆及旨在破壞其中所載 

任何權利之類似意識形態， 

"一．再度堅決譴責納粹主義、種族主義、種 

族隔離及基於種族上不容異己及恐怖之一切類似 

意識形態及慣行，認為確係公然侵犯人權與基本 

自由、破壞聯合國憲章原則且可危及世界和平及 

各民族安全; 

"二．緊急促請所有國家充分顧及世界人權 

宣言所載原則，立即採取立法及其他積極措施，將 

散佈納粹主義、種族隔離政策及種族上其他形式 

不容異己之團體及組織宣告為非法，並在法院對 

其起訴; 

"三．促請所有國家、民族以及國家及國際組 

織設法儘速並永遠根除納粹主義及基於種族上不 

容異己及恐怖之類似意識形態及慣行包括種族隔 

離在內; 

"四．請秘書長對於國際約章、立法及國家與 

國際方面已採或擬採旨在遏止納粹主義活動及類 

似活動如種族隔離等之其他措施，就其所可獲得 

之情報，向大會提出調查報告; 

"五．請聯合國各會員國及各專門機關會員 

國與秘書長合作，向其提供此種情報; 

"六．決定在第二十四屆會審議本問題。"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三^次全體會議。 

"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決議案二二^^A^二^ 

一 ) ， 附 件 。 

一三三六(四十四)．因申東敵對行為 

結果被佔領領土內之人權問題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覆按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在德黑蘭舉行國際人權 

會議所通過題為"佔領領土內人權之尊重及實施"之沃 

議 案 ， " 

贊同人權委員會第二十四屆會所通過題為"因中 

東敵對行為結果被佔領領土內之人權問題"之決議案 

六(二十四)，的案文如下: 

"人權委員會， 

"覆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關於戰時保護 

平民之日內瓦公約之規定， 

"念及世界人權宣言所載人人有權歸返其本 

國之原則， 

"覆按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 

所通過決議案二三七(一九六七)中理事會認為甚 

至在戰爭變化期間亦應尊重不可移讓之基本人 

權，並促請以色列政府除其他事項外對敵對行為 

發生以來逃離軍事行動地區之居民給予返回之便 

利， 

"復查大會決議案二二五二(緊特五)熱忱歡 

迎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所通過之決 

議案二三七(一九六七)並籲請人道援助， 

"一．察悉安全理事會及大會依照世界人權 

宣言及一九四九年日內瓦公約之規定就中東敵對 

行為所佔領領土內之人權問題所通過各決議案至 

表欣慰; 

"二．確認因中東戰事爆發而離家之一切居 

民有返回權利，且關係政府應採取必要措施以便 

利 此 等 居 民 立 即 返 回 本 國 ; 。 

"三，請秘書長就有關上開第一、第二兩段正 

文之錘展情形隨時向委員會具報。"，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三0次全體會議。 

^ ^ ^ / A C . 7 / L . 5 4 5 0 

"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四屆會，補編 

第四號(E/4475)，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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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 三 七 ( 四 十 四 ) ． 死 刑 問 題 附 件 

經 濟 暨 社 會 理 事 會 ， 請 大 會 採 取 行 動 之 決 議 草 案 

查大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五日決議案一九一八 

(̂ A)請理事會轉請人權委員會研究死刑問題報告 

書。0及防止犯罪及罪犯處遇問題專設專家諮詢委員會 

對該報告書之意見，。'並就此事提出其認為適當之建 

議， 

復查大會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決議案二三三 

四(二十二)中除其他事項外，大會請理事會訓令人權 

委員會審議死刑問題，包括理事會在一九六七年六月 

六日決議案一二四三(四十二)中提出之決議草案，並 

將其對此閘題之建議經由理事會提送大會第二十三屆 

會， 

察悉人權委員會於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所通過之 

決議案十六(二十四)，。' 

一．促請聯合國會員國政府重新注意理事會一九 

六三年四月九日決議案九三四(三十五)，其中除其他 

事項外，敦促各該政府: 

(a)隨時檢討並於必要時在聯合國協助下從事研 

究本國內以死刑阻遏犯罪之功效，尤以在政府計擬修 

改其法律或習例時為然; 

(b)檢討事實上適用死刑之犯罪種類，並對刑法 

中事實上並不適用死刑且亦無意適用死刑之任何犯罪 

取消此種刑罰; 

^c)重新檢討對於可受死刑處分之每一罪犯之案 

件作醫藥及社會調查之現有便利; 

二．請聯合國會員國政府每隔相當時期並經聯合 

國秘書長請求時將本國有關死刑之法律與習例之新發 

展通知秘書長; 

一三．向大會提送所附之決議草案，請在大會第二 

十三屆會參酌該屆會所有資料採取大會認為適當之 

行動。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三^次全體會議。 

90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 62.IV．2。 

9'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五屆會，附^$，議 

程項目十一，文件E/3724，第奎節。 

"同上，第四十四屆會，補編第四號^E/4475)，第十八 

章。 

死刑問題 

大會， 

案查世界人權宣言第三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生 

命、自由與人身安全， 

復查世界人權宣言第五條規定任何人不容加以酷 

刑，或施以殘忍不人道或侮慢之待遇或處罰， 

業已參酌防止犯罪及罪犯處遇問題專設專家諮詢 

委員會就死刑問題報告書提出之意見審議該報告書， 

並 已 審 議 題 為 " 死 刑 問 題 一 九 六 一 年 至 一 九 六 五 

年之發展情形"報告書，。' 

鑒悉諮詢委員會自死刑問題報告書所獲結論，認 

為如以歷史眼光觀察整個死刑問題，顯然可見世界各 

國可處死刑之犯罪案件數目與種類均有大量減少之趨 

勢， 

復 悉 題 為 " 死 刑 問 題 ， 九 六 一 年 至 一 九 六 五 

年之發展情形"報告書所表示全世界均有減少死刑執 

行趨勢之意見， 

備悉諮詢委員會所表示此方面專家及從業人員傾 

向於廢除死刑之意見， 

亟願進一步提倡人身尊嚴，藉此對國際人權年有 

所貢獻， 

一．請聯合國會員國政府: 

(a)確保在施行死刑國家內使死刑案件之被告享 

有最審慎之法律程序及最大可能之保障，除其他事項 

外，規定: 

(i)不得剝奪被判死刑者向高級司法當局上訴， 

或於適當情形下申請赦免或暫緩執行之權 

利; 

GO)死刑於上訴或於適當情形下申請赦免或暫緩 

執行程序終結前不得執行; 

^0)考慮是否可以規定某種時限或若千時限，在 

時限屆滿前不得執行死刑以進一步加強上開(a)分段 

所稱之審慎法律程序與保障，在若于關於特定情勢之 

國際公約中對此已予確認; 

^c)至遲於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日以前將依上開 

(a)分段所採取之行動及依上開 b̂)分段考慮所得結果 

通知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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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秘書長轉請聯合國會員國政府將各該國目 

前對於可能進一步限制採用死刑或全部廢止死刑之態 

度，連同此種態度理由之說明，告知秘書長，並述明 

各該國是否計議此種限制或廢止，且指明自一九六五 

年以來此方面是否已有改變; 

三．復請秘書長就上開第一段(c)及第二段所論 

事項經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向人權委員會提出報告。 

一三三A(四十四)．人權方面之 

諮詢服務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察及關於婦女地位問題之研究班至為重要， 

但鑒於發展中國家政府為擔負此等研究班東道國 

政府之費用所遇到之經費困難， 

鑒悉大會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九二六 

(+)除其他事項外規定協助之數量及提供協助之條件 

由秘書長決定，決定時充分顧及發展落後地區之較大 

需要，且應符合下述原則，部請求國政府務期各盡所 

能，負擔其所獲協助有關經費之全部或其申為數可觀 

之一部分， 

一．請秘書長審查能否對在發展中國家內舉行婦 

女地位問題研究班之經費，提供較大之捐助; 

二．請大會授權秘書長於末接獲任一政府邀請時 

在聯合國會所、日內瓦聯合國辦事處或各區域經濟委 

員會會所舉辦婦女地位問題研究班。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一五^^次全體會議。 

其他決定 

人權委員會第二十五屆會之集會地點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一五三0次 

會議決定第四十五屆會審議一九六九及一九七0年度 

會議日程表之議程項目時，計及社會委員會所提人權 

委員會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第二十五屆會之建議。9。 

94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四屆會，附件，議程 
項目十三，文件E/4535/Addol，第二段及第三段。 

其他閘題 

一二九六(四十四)．與非政府荊封截之 

諮商辦法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鑒及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一條之規定， 

確認理事會與非政府組織諮商辦法實為促進聯合 

國宗旨及原則之重要方法， 

鑒於理事會及其輔助機關與非政府組織間之諮商 

應在實際可行範圍內盡量發展， 

核准下開辦法，以之替代一九五0年二月二十七 

日決議案二八八B(^F^所載之辦法: 

理事會與非政府組織之諮商辦法 
第 一 編 

建立諮商關係所適用之原則 

理事會與非政府組織建立諮商關係應適用下列原 

則 : 

一．該組織主管事項應屬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所主 

管國際經濟、社會、文化、教育、衛生、科學技術及有關 

事項以及人權問題之範圍。 

二．該組織之目的及宗旨應與聯合國憲章之精 

神、宗旨及原則符合。 

三．該組織應承允依其本身目的與宗旨及其本身 

主管事務與活動之性質與範圍，維護聯合國之工作， 

並促進對聯合國原則與活動之認識。 

四．該組織應具有代表性及公認國際地位;且應 

能代表其主管特殊部門內人民或有組織人士之一大部 

分並表達件種人民及人士中主要部分之意見，可能時 

此一範圍應包括世界各地域為數頗多之國家。如若千 

組織在某一部門抱有相同目的、旨趣及基本見解，此 

等組織為與理事會進行諮商計，應組成一聯合委員會 

或其他機構，由其負責為此等組織全體執行此種諮商。 

但此一委員會如對某一特殊問題意見不一致時，該委 

員會應將少數意見與多數意見一併提交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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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該組織應有確定會所及執行人員。該組織應 

有以民主方式通過之組織法，其抄本應交存聯合國秘 

書長，此項組織法應規定由會議、大會或其他代表機構 

決定政策及對決策機構負責之執行機關。 

六．該組織應有由受權代表為會員發言之權。如 

經請求，該組織應提出此種權力之證據。 

七．以不違背第九段之規定為限，該組織之結構 

應具國際性質，其會員應有表決權，藉以決定該國際 

組織之政策與行動。依本辦法規定，凡非經政府間協 

議建立之國際組織，均應視為非政府組織，包括接受 

經政府當局指定之會員之組織在內，但此種會員須不 

妨礙該組織自由表達意見。 

八．國際組織之基本經費主要部分應來自各國內 

分會或其他組成部分之繳款或來自個別會員。几組織 

收受志願捐助者，應將數額及捐贈人據實陳報理事會 

非政府組織事宜委員會。但如既未滿足上開標準，而 

某一組織又自其他來源籌措經費，該組織則須將其未 

能滿足本段所定條件之理由向該委員會作圓滿之說 

明。一國政府向國際組織所作財政捐助或其他直接間 

接支助，應經由秘書長向該委員會公開聲明，並應全 

部載明於該組織財務及他種紀錄，且應專供合乎聯合 

國宗旨之用途。 

九．國內組織通常應經由其所附屬之國際非政府 

組織提送意見。凡附屬於處理國際範圍內同一問題之 

國際非政府組織之國內組織，除特殊情形外，不宜准 

予諮商。但為助使達成反映世界所有各地域及地區主 

要利益之非政府組織間均衡與有效代表分配計，或遇 

國內組織具有特殊經驗而為理事會所欲借重者，得於 

與關係會員國諮商後准許此類國內組織諮商。 

-^．一國際組織如為若千國際組織所組成委員 

會或團體之成員，且理事會已與該委員會或團體訂有 

諮商辦法時，則通常理事會不應再與該組織訂立諮商 

一 辦 法 。 

一一．理事會考慮與一非政府組織建立諮商關係 

時，應注意該組織工作範圍是否全部或大部屬於一專 

門機關之範圍，以及遇該組織與一專門機關已訌有或 

可能訂有諮商辦法時可否准予諮商。 

第二編 

諮商辦法性質應運之原則 

一二．聯合國憲章對於參加理事會討論而無表決 

權與諮商辦法二者，嚴加區別。依第六十九條及第七 

十條之規定，唯有非理事會理事國之國家及專門機關 

始得參加討論。第七十一條規定適當諮商辦法，適用 

於非政府組織。此為二者之基本區別，乃憲章中所特 

別審慎規定者;是以諮商辦法不應將給予非理事會理 

事國之國家及已與聯合國建立關係之專門機關之參加 

權，同樣給予非政府組織。 

一三．該項辦法不得使理事會事務過於繁重，或 

使之由憲章所擬定之協調政策及行動之機關轉變為一 

般討論之場所。 

一四．決定諮商辦法時應遵循下列原則，部諮商 

辦法之訂立，一方面應使理事會或其所屬任何機關能 

自對於諮商辦法適用範圍內之事項具有特長之組織獲 

得專門知識或意見，另一方面應使代表許多國家內重 

要輿論之組織能表示其意見。是以與每一組織進行諮 

商之辦法，其適用範圍應以該組織所特長或有特殊利 

害關係之間題為限。准予諮商地位之組織應以其在上 

文第一段所列舉各方面之國際活動使其具有資格而對 

理事會工作能作重要貢獻者為限，此等組織大體上且 

應盡可能均衡反映全世界各區域及一切地區在各該方 

面之主要意見或利益。 

第三編 
諮商關係之建立 

一五．理事會與每一組織建立諮商關係時，應顧 

及該組織活動之性質與範圍，以及理事會或其輔助機 

關於執行聯合國憲章第九及第十兩章所規定之任務時 

預期該組織所能給予之協助。 

一六．理事會與各組織建立諮商關係時，對於下 

列兩種組織應加區別: 

(a)與理事會大部分活動有關而能向理事會圓滿 

例證其對實現上文第一段所列舉各方面聯合國目標有 

不斷及顯著貢獻之組織，而此類組織之又與其所代表 

地區人民之經濟及社會生活有密切關連，且其成員相 

當眾多而能廣泛代表許多國家人民之主要部分者(稱 

為一般諮商地位之組織，．部第一類); 

(b)僅特與理事會活動之少數部門有關而對各該 

部門具有建長之組織，其在所已取得或請予諮商地位 

之部門內擁有國際聲譽者(稱為特別諮商地位之組織， 

部第二類)。 

一七．因其關切處理人權方面事項而獲准取得第 

二類諮商地位之組織應對此事項具有一般國際性之關 

切態度，而不為某一特殊人民團體或單一國家之利益 



或單一國家或有限制國家集團內情勢所限。對於目標 

注重反對殖民主義、種族隔離、種族不容異目及其他 

重大侵害人權與基本自由之組織所提申請應予特別考 

慮。 

一八．對於重要組織，其主要宗旨之一係促進聯 

合國之目標、目的與宗旨及增進對聯合國工作之了解 

者，得准予第二類諮商地位。 

一九．未取得一般或特別諮商地位之其他組織， 

經理事會或聯合國秘書長與理事會或其非政府組織事 

宜委員會諮商後認為其中某某組織對理事會或其輔助 

機關或其他聯合國機關主管範圍內之工作有時能作出 

有效貢獻者，應列入名單(稱為名冊)。此一名單亦可 

列入經某一專門機關或某一聯合國機關授予諮商地位 

或與其建立類似關係之組織。此等組織於理事會或其 

輔助機關請求時可供諮商。一組織之列入名冊不得於 

該組織謀求取得一般或特別諮商地位時視為其有享受 

此種地位之資格。 

第四編 

與理事會諮商 

臨時議程 

二0．理事會臨時議程應分送第一類及第二類組 

織及業經列入名冊之組織。 

二』．第一類組織得向理事會非政府組織事宜委 

員會建議由委員會請秘書長將與各該組織特別有關之 

項目列入理事會臨時議程。 

參與會議 

二二．第一類及第二類組織得指派受權代表以觀 

察員資格列席理事會及其輔助機關之公開會議。列入 

名冊之組織對與其範圍內主管事項有關之此種會議得 

派代表參加。 

書面陳述 

二三．第一類及第二類組織得就其具有特長之事 

項，提出與理事會工作有關之書面陳述。該項陳述應 

由聯合國秘書長分送理事會理事國，但其業已失卻效 

用，例如其所論列之問題業經處理以及業已以其他方 

式分送者，不在此限。 

二四，提出及分送書面陳述，應遵守下列條件: 

(a)書面陳述應以一種正式語文提出。 

^ )̂書面陳述應及早提出，俾秘書長於未分送以 

前，有充分時間與該組織舉行適當諮商。 

ĉ)該組織應於遞送最後正式陳述以前，妥予顧 

及舉行此項諮商時秘書長所提出之任何意見。 

^̂ )第一類組織所提出之書面陳述不超過兩千字 

者分送其全文。如書面陳述超過兩千字時，應由該組 

織擬具摘要，以資分送，或以應用語文印就全文充足 

冊數，備供分發。如經理事會或其所屬非政府組織事 

宜委員會明白請求時，應將該項陳述全文分送。 

ê)第二類或列入名冊之組織所提出之書面陳述 

不超過五百字者，分送其全文。書面陳述超過五百時， 

該組織應擬具摘要，以資分送;但如理事會或其所屬 

非政府組織事宜委員會明白請求時，仍應將此項書面 

陳述全文分送。 

(f)秘書長得於諮商理事會主席、或理事會或其 

非政府組織委員會後邀請列入名冊之組織提出書面陳 

述。上述(a^、(b)s(c^、(e)各分段之規定，於此項書面 

陳述適用之。 

^9)書面陳述或摘要，均由秘書長以應用語文印 

就分送之，經理事會理事國請求時，並應以任何一種 

正式語文印就分送之。 

聽取意見 

二五．^a)關於第一類組織中何者應准其向理事 

會或其屆會委員會陳述意見，以及應准其就何者項目 

陳述意見事，理事會非政府組織事宜委員會應向理事 

會提具建議。此種組織有權向理事會或主管屆會委員 

會作一次陳述，但須經理事會或關係屆會委員會同意。 

倘理事會未有輔助機關主管在理事會及第二類組織所 

關切之一主要方面之事項，委員會得建議由第二類之 

某一組織就所關切方面問題向理事會陳述意見。 

^b)理事會討論依第一類非政府組織建議列入理 

事會議程之項目之實體時，此種組織有權斟酌情形向 

理事會或理事會屆會委員會口頭提具解釋性質之初步 

說明。此種組織於理事會或委員會討論該項目期間，得 

經理事會主席或委員會主席邀請及有關機關同意，再 

作一次陳述，藉以闡明其意見。 

^ 第 五 編 

與理事會委員會及其他輔助機關諮商 

臨時議程 

二六．理事會委員會及其他輔助機關屆會之臨時 

議程應分送第一類及第二類組織及列入名冊之組織。 



二七．第一類組織得建議委員會臨時議程項目， 

但應遵照下開條件: 

(a)擬提出項目之組織至遲應於屆會開始六十三 

日前通知聯合國秘書長，並應於正式提出該項目以前 

妥予顧及秘書長所提出之任何意見。 

Cb)提案至遲應於屆會開始四十九日前連同有關 

基本文件正式提出。該項目如經委員會出席及參加表 

決委員三分二多數之同意應部列入議程。 

參與會議 

二八．第一類及第二類組織得指派受權代表以觀 

察員資格列席理事會委員會及其他輔助機關之公開會 

議。列入名冊之組織對於與其主管範圍內事項有關之 

此種會議得派代表列席。 

書面陳述 

二九．第一類及第二類組織得就其具有特長之事 

項提出與委員會或其他輔助機關工作有關之書面陳 

述。該項陳述應由秘書長分送委員會或其他輔助機關 

成員，但其業已失卻效用，例如其所論列之問題業經 

處理以及業已以其他方式分送委員會委員國或其他輔 

助機關者不在此限。 

三0．提出及分送書面陳述應遵守下列條件: 

(a)書面陳述應以一種正式語文提出。 

b̂)書面陳述應及早提出，俾秘書長於未分送以 

前有充分時間與該組織舉行適當諮商。 

^c)該組織應於遞送最後正式陳述以前，妥予顧 

及秘書長於舉行此種諮商時所提出之任何意見。 

C )̂第一類組織所提出之書面陳述不超過兩千字 

者分送其全文。如該項陳述超過兩千字時，應由該組 

織擬具摘要，以資分送，或以應用語文印就全文充足 

冊數，備供分發。但如經委員會或其他輔助機關明白 

請求時，仍應將該項陳述全文分送。 

^e)第二類組織所提出之書面陳述不超過一千五 

百字者分送其全文。如該項陳述超過一千五百字時， 

應由該組織擬具摘要，以資分送，或以應用語文印就 

全文充足冊數，備供分發。但如經委員會或其他輔助 

機關明白請求時，仍應將該項陳述全文分送。 

f̂)秘書長得於諮商有關委員會主席或其他輔助 

機關或其他輔助機關所屬之委員會後邀請列入名冊之 

組織提出書面陳述。上述^a^、(b^、^c)及^e)各分段之 

規定，於此項書面陳述適用之。 

(9)書面陳述或摘要，均由秘書長以應用語文印 

就分送之，經委員會委員國或其他輔助機關請求時， 

並應以任何一種正式語文印就分送之。 

聽取意見 

三一．^a)委員會或其他輔助機關得直接或經由 

為此目的而設置之一個或數個委員會與第一類或第二 

類組織進行諮商。在任何情形下該項諮商得經各該類 

組織之請求舉行之。 

(b)如經秘書長建議及委員會或其他輔助機關請 

求，列入名冊之組織亦得向委員會或其他輔助機關陳 

述意見。 

特種研究 

三二．以不違背議事規則中有關所涉財政問題之 

規定為限，委員會得建議由對某一部門具有特長之組 

織從事特種研究或調查，或代該委員會編製特種文件。 

上文第三十段(̂ )及(e)所定限制於遇有此種情形時不 

適用之。 

第六編 

與理事會專設委員會諮商 

三三．經核准在理事會休會期間開會之理事會專 

設委員會與第一及第二兩類組織及列入名冊之組織間 

舉行諮商之辦法，應依經核定適用於理事會所屬委員 

會之諮商辦法。但理事會或委員會另有決定者不在此 

限。 

第七編 

與理事會所召集之國際會議諮商 

三四．理事會得邀請第一及第二兩類及列入名冊 

之非政府組織參加理事會依據聯合國憲章第六十二條 

第四項之規定所召集之會議。除理事會另有決定外， 

各該組織所應享之權利及特權及其所應負之義務，與 

參加理事會屆會時同。 

第八編 

諮商地伯之停止戾撤銷 

三五．經理事會准予諮商地位之組織及列入名冊 

之組織，無論何時均應遵守關於各該組織與理事會諮 

商關係之建立及性質之各項原則，理事會非政府組織 



事宜委員會根據依下文第四十段 b̂)之規定所提報告 

書及其他有關情報，按期審查非政府組織之活動時， 

應斷定各組織遵行關於諮商地位原則與對理事會工作 

所作貢獻之程度，並得對凡未滿足本決議案所載諮商 

地位條件之各組織，建議理事會停止或撤除其諮商地 

位。 

三六．對非政府組織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諮商地 

位及列入名冊，如有下列情形，應予三年以下停止或 

予撤銷: 

(a)一組織由於暗中受政府財力影響致有違背聯 

合國憲章宗旨及原則之行為而證據確鑿者; 

^b)倘該組織顯然濫用其諮商地位，有計劃地對 

聯合國會員國從事違背與不合憲章原則之無根據或出 

於政治動機之行為者; 

^c)倘一組織在前此三年期內對理事會或其所屬 

委員會或其他輔助機關之工作未有任何積極或有效貢 

獻者。 

三七．第一類及第二類組織之諮商地位及其他組 

織之列入名冊，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根據其非政府組 

織事宜委員會之建議決定停止或撤銷之。 

三八．一組織之諮商地位或列入名冊經撤銷後於 

自撤銷生效治期起滿三年後有權再度申請諮商地位或 

列入名冊。 

第九編 
理事會非政府組織事宜委員會 

三九．理事會非政府組織事宜委員會。'委員國應 

遵照理事會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決議案一0九九(四 

t̂̂ )及理事會議事規則第八十二條規定依公允地域代 

表分配原則於每年理事會第一屆會中選出。委員會應 

自行選舉主席及必要之其他職員。委員國之任期至下 

- - - - -

屆選舉時止，但已非理事會理事國者不在此限。 

四0．委員會之職務如下: 

(a)委員會應在理事會每年第一屆會舉行前召開 

會議，審查非政府組織所提第一類或第二類諮商地位 

與列入名冊之申請及更改地位之請求，並就審查結果 

向理事會提具建議。各該組織應安為考慮聯合國秘書 

長於為委員會收受此項申請時所提出有關技術問題之 

"依照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理事會決議案一0九九(四^) 

之規定，該委員會現由十三個委員組成。 

任何建議。委員會在上述每屆會中應審查秘書長在上 

年六月一日以前收到並經將有關之充分資料於辦理審 

查六個星期前分送委員會各委員之申請。某一組織再 

度提出之諮商地位申請或要求更改地位之請求，最早 

應在審查前次申請或請求實體之屆會以後第二年之第 

一屆會內再行審查，但於上次審查時另有決定者不在 

此限。 

^b)已取得第一類及第二類諮商地位之組織每四 

年應經由秘書長向理事會非政府組織事宜委員會提出 

簡要之工作報告書，特別敘明各該組織對聯合國工作 

所予支助之情形。委員會根據其審查報告書與其他有 

關資料之結果，得向理事會建議改定其認為適當之關 

係組織之地位。但在特殊情形下，委員會得在經常陳 

報日期之外請第一類或第二類或列入名冊內任一個別 

組織提出報告。 

ĉ)委員會得於理事會舉行屆會時或於其決定之 

其他時間與第一類及第二類組織諮商屬於各該組織職 

權範圍內並經理事會、委員會或各該組織要求諮商之 

理事會議程項目以外之事項。委員會應將諮商經過陳 

報理事會。 

(^)委員會得在理事會舉行任一屆會時與第一類 

及第二類組織諮商屬於各該組織職權範圍內並經理事 

會、委員會或各該組織要求諮商且與業已列入理事會 

臨時議程特定項目有關之事項，並應依上文第二十五 

段(a)之規定就理事會或主管委員會當聽取何種組織 

及關於何種問題提出建議。委員會應將諮商經過陳報 

理事會。 

ê)委員會應審議理事會或各委員會發交其處理 

有關非政府組織之各種問題。 

f̂)委員會於適當時應與秘書長諮商有關憲章第 

七十一條所規定之諮商辦法之問題以及因此種辦法而 

生之間題。 

四」．委員會於審議第一類非政府組織所提將某 

一項目列入理事會議程之請求時，除其他事項外應注 

意下列各點: 

(a)該組織提送之文件是否敷用; 

^b)理事會可就該項目採取迅速積極行動之程 

度; 

ĉ)該項目如交由理事會以外之其他機關處理是 

否更為適當。 



四二．理事會非政府組織事宜委員會不允將第一 

類非政府組織所提項目列入理事會臨時議程之決定應 

視為最終決定，但理事會另有決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編 
與秘書處諮商 

四三．秘書處之組織應使其確能執行所負關於本 

決議案內載列之各種諮商辦法之職責。 

四四．凡有諮商關係之組織皆可與秘書處主管部 

門之人員諮商有關雙方利益或彼此關切之各種問題。 

此項諮商應由非政府組織或聯合國秘書長請求舉行 

之。 

四五．秘書長得請求第一類及第二類組織以及列 

入名冊之組織，舉辦特種研究或編製特種文件，但應 

依照有關之財務條例辦理之。 

四六．理事會應授權秘書長於力之所及對取得諮 

商關係之非政府組織予以便利，包括: 

â)迅速有效分發理事會及其輔助機關之各種文 

件申經秘書長認為應予分發者; 

b̂̂ 使用聯合國所提供之新聞文件服務; 

ĉ̂ 安排有關各團體或組織特感興趣問題之非正 

式討論; 

(d)使用聯合國圖書館; 

Ce)供給取得諮商地位各組織商討經濟暨社會理 

事會工作之會議或較小集會之會場; 

Ĉ )在大會處理經濟及社會方面各種問題之公開 

會議中適當排列各組織之席位並襄助取得各種文件。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 三 日 ， 

第一五二0次全體會議。 

水 水 

理事會於第一五二^次全體會議議定在理事會非 

政府組織事宜委員會依理事會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決 

議 案 一 二 二 五 ( ^ ^ ^ ^ t ) 之 請 求 對 目 前 享 有 諮 商 地 位 之 

組織檢討竣事以前，及左理事會第四^六屆會就該委 

員會報告書採取行動以前，上開決議案不予施行。 

一二九七(四十四)．非政府組織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案查理事會壬九六七年六月六日決議案一二二五 

(四十二)請秘書長就促使各國內及國際非政府組織與 

新聞廳建立聯繫之程序，並就增加聯合國全體會員國 

國內非政府組織與新聞廳建立聯繫者之數目一事之可 

能性以便增加此等組織關於經濟及社會事務之新 

聞活動，提出報告， 

復查理事會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決議案一二 

九六(四十四)，尤其其中第九段及第十七段之規定， 

確認國內及國際非政府組織對傳播聯合國新聞之 

貢獻， 

」．察悉秘書長報告書;。6 

二．請秘書長確保新聞廳於檢討現有組織之地位 

或審查新申請時，將所有在目標或行徑上勢趨或有助 

於宣揚納粹思想及種族及(或)宗教歧視之組織予以撤 

除; 

三．建議秘書長對於世界上代表不足地區尤 

其在非洲‥．^非政府組織與新聞廳建立聯繫之申請立 

予同情考慮，以便達成各會員國國內非政府組織之更 

公平代表分配; 

四．建議秘書長鼓勵增加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國內 

及國際非政府組織與新聞廳有聯繫者之數目，特別是 

由於在人權方面及經濟與社會事務方面獲有不同經驗 

之代表各種族團體之組織;關於此點，應特別致力於 

鼓勵代表非裔人民之組織與新聞廳建立聯繫; 

五．請秘書長依其所提報告書。6第四十一段所 

稱，在非洲舉行下屆非政府組織區域會議; 

六．建議秘書長在使國際及國內非政府組織與新 

聞廳建立聯繫時計及理事會關於諮商地位之決議案一 

二九六(四十四)之文字與精神; 

七．請秘書長在其關於本組織工作之常年報告書 

中列入實施本決議案各項規定之情報。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 

第一五二四次全體會議。 

一三0三(四十四)．聯合國在經$垂F、社會 

:及人權方面工作方案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業已接獲方案及協調事宜委員會報告書中關於工 

作方案下列部分之各節: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四屆會，附"4$，議 

程項目十八，文件E/4476^ 



科學與技術，" 

人口方案，。8 

社會發展，99 

財務及經費問題，'。。 

統計事務，101 

住宅、建築及設計，，02 

天然資源，^03 

運輸，包括遊覽事業，^04 

業已將各該節及與其內容主題有關之議程項目 

併 審 議 ， " " 

97E /4493c 

9 8 E / 4 4 9 3 / A d d . l 0 

99 E / 4 4 9 3 / A d d . 2 0 

100 E / 4 4 9 3 / A d d . 3 0 

101 E / 4 4 9 3 / A d d . 4 0 

1 0 2 E / 4 4 9 3 / A d d . 5 o 

1 0 3 E / 4 4 9 3 / A d d . 6 o 

104 E / 4 4 9 3 / A d d . 7 o 

一，對方案灰協調事宜委員會為檢討聯合國經 

濟、社會及人權方面工作方案而作之努力表示感佩; 

二．請秘書長計及該委員會對工作方案之評論與 

意見; 

三．將該委員會報告書有關各節遞送關係輔助機 

關斟酌採取行動; 

四．授權該委員會將第二屆會第一期會議最後報 

告書'。。直接遞送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俾使協 

助其審查秘書長關於經濟、社會及人權方面工作之概 

算，並使其能計及前者委員會對此等工作之評論與意 

見。 

一 九 六 A . 年 五 月 二 + 九 日 ， 

第 一 五 二 ^ L 次 全 體 : 

0̂。方案及協調事宜委員會第二屆會第一及第二期會議報 
告書將編為下列文件印發: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 
十五屆會，捕編第九號(E/4493/^ev.l)o 

28 



理事會第四十四屆會所作其他決定 

選舉理事會．一九六八年職員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第一五一六次會議 

選 出 M r . M a n u e l P e r e z G u e r I e r o ( 委 內 瑞 拉 ) 為 理 事 

會一九六八年主席。理事會並選出下列三副主席:Mr. 

BOr j e B i l l ne r ( 瑞 典 ) ^ M r . Mi^ko T a r a b a n o v ( 保 加 

利亞)及Mr . Akili Danieli (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一五三0次 

會議選出下列各委員會委員國三分之一:統計委員會、 

人口委員會、社會發展委員會、人權委員會、婦女地位 

委員會及麻醉品委員會。因此，各專門委員會一九六 

九年之組成如下: 

統計委員會 

任期於十二月 

三 十 一 日 屆 滿 

澳 大 利 亞 一 九 七 一 年 

比 利 時 一 九 六 九 年 

巴 西 一 九 七 二 年 

加 拿 大 一 九 六 九 年 

古 巴 一 九 七 一 年 

捷 克 斯 拉 夫 一 九 七 一 年 

丹 麥 一 九 七 二 年 

厄 瓜 多 一 九 六 九 年 

法 蘭 西 一 九 七 二 年 

迦 納 』 九 七 一 年 

印 度 一 九 七 一 年 

印 度 尼 西 亞 一 九 七 一 年 

日 本 一 九 六 九 年 

摩 洛 哥 一 九 六 九 年 

巴 拿 馬 一 九 七 二 年 

菲 律 賓 一 九 七 二 年 

波 蘭 一 九 七 二 年 

一九七二年 

任期於十二月 

三十一日屆滿 

突 尼 西 亞 一 九 六 九 年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一九七一年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一九六九年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一 九 七 一 年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一九七二年 

美 利 堅 合 眾 國 一 九 六 九 年 

人口委員會" 

任期於十二月 

三十一日屆滿 

巴 西 一 九 七 二 年 

喀 麥 隆 一 九 六 九 年 

中 非 共 和 國 一 九 七 一 年 

捷 克 斯 拉 夫 一 九 七 二 年 

丹 麥 」 九 七 二 年 

厄 瓜 多 一 九 六 九 年 

法 蘭 西 一 九 七 一 年 

迦 納 一 九 七 一 年 

印 度 一 九 七 一 年 

印 度 尼 西 亞 一 九 七 一 年 

牙 買 加 一 九 七 一 年 

日 本 一 九 六 九 年 

肯 亞 」 九 七 二 年 

巴 基 斯 埋 一 九 七 一 年 

秘 魯 一 九 六 九 年 

一九六九年 

一九六九年 

西 班 牙 一 九 七 二 年 

瑞 典 一 九 七 一 年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一九七一年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一九六九年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一 九 七 一 年 

"委員會第二十七委員國將於理事會第四十五屆會第二期 

會議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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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於十二月 

三 十 一 日 屆 滿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一九六九年 

美 利 堅 合 眾 國 一 九 六 九 年 

上 伏 塔 一 九 七 二 年 

委 內 瑞 拉 一 九 七 二 年 

社會發展委員會 

任期於十二月 

三十一日屆滿 

阿 根 廷 一 九 七 0 年 

波 扎 那 一 九 七 0 年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一九七一年 

喀 麥 隆 一 九 七 0 年 

加 拿 大 一 九 六 九 年 

智 利 一 九 六 九 年 

剛 果 ( 布 拉 薩 市 ) 一 九 七 一 年 

古 巴 一 九 七 一 年 

賽 普 勒 斯 一 九 七 0 年 

捷 克 斯 拉 夫 一 九 六 九 年 

法 蘭 西 一 九 七 一 年 

加 彭 一 九 七 一 年 

希 臘 一 九 六 九 年 

印 度 一 九 七 一 年 

伊 朗 一 九 七 0 年 

黎 巴 嫩 一 九 七 一 年 

茅 利 塔 尼 亞 一 九 六 九 年 

墨 西 哥 一 九 七 0 年 

摩 洛 哥 一 九 六 九 年 

荷 蘭 一 九 七 一 年 

挪 威 一 九 六 九 年 

巴 基 斯 坦 一 九 六 九 年 

菲 律 賓 一 九 六 九 年 

羅 馬 尼 亞 一 九 七 0 年 

西 班 牙 一 九 七 0 年 

突 尼 西 亞 一 九 七 0 年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一 九 七 一 年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一 九 七 0 年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一九七0年 

美 利 堅 合 眾 國 一 九 七 一 年 

烏 拉 圭 一 九 六 九 年 

委 內 瑞 拉 一 九 七 一 年 

人權委員會 

任期於十二月 
三 十 一 日 屆 滿 

奧 地 利 一 九 七 0 年 

智 利 一 九 七 一 年 

剛 果 ( 民 主 共 和 國 ) 一 九 六 九 年 

芬 蘭 一 九 七 一 年 

法 蘭 西 一 九 七 0 年 

希 臘 一 九 六 九 年 

瓜 地 馬 拉 一 九 六 九 年 

印 度 一 九 七 0 年 

伊 朗 一 九 七 一 年 

以 色 列 一 九 七 0 年 

義 大 利 一 九 六 九 年 

牙 買 加 一 九 七 0 年 

黎 巴 嫩 一 九 七 0 年 

馬 達 加 斯 加 一 九 七 0 年 

茅 利 塔 尼 亞 一 九 七 一 年 

摩 洛 哥 一 九 六 九 年 

紐 西 蘭 一 九 七 一 年 

奈 及 利 亞 一 九 六 九 年 

巴 基 斯 坦 一 九 六 九 年 

秘 魯 一 九 六 九 年 

菲 律 賓 一 九 七 0 年 

波 蘭 一 九 六 九 年 

塞 內 加 爾 一 九 七 一 年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一九七一年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一 九 七 0 年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一 九 七 一 年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一九六九年 

坦 尚 尼 亞 聯 合 共 和 國 一 九 七 0 年 

美 利 堅 合 眾 國 一 九 七 一 年 

烏 拉 圭 一 九 七 一 年 

委 內 瑞 拉 一 九 七 0 年 

南 斯 拉 夫 一 九 七 一 年 

7 婦 女 地 位 委 員 會 

任期於十二月 

三 十 一 日 屆 滿 

澳 大 利 亞 ． 一 九 六 九 年 

波 扎 那 一 九 七 0 年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一九七0年 

智 利 一 九 七 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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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期於十二月 

三 十 一 日 屆 滿 

哥 斯 大 黎 加 一 九 七 一 年 

賽 普 勒 斯 ． 一 九 七 0 年 

多 明 尼 加 共 和 國 一 九 七 0 年 

法 蘭 西 一 九 七 一 年 

迦 納 一 九 七 0 年 

瓜 地 馬 拉 一 九 六 九 年 

幾 內 亞 一 九 六 九 年 

匈 牙 利 一 九 六 九 年 

伊 朗 一 九 六 九 年 

伊 拉 克 一 九 六 九 年 

日 本 一 九 七 0 年 

賴 比 瑞 亞 一 九 七 一 年 

馬 達 加 斯 加 一 九 七 0 年 

馬 來 西 亞 一 九 七 一 年 

摩 洛 哥 一 九 七 一 年 

荷 蘭 一 九 六 九 年 

尼 加 拉 瓜 一 九 七 一 年 

挪 威 一 九 七 一 年 

秘 魯 一 九 六 九 年 

菲 律 賓 一 九 七 一 年 

羅 馬 尼 亞 一 九 七 一 年 

西 班 牙 一 九 七 0 年 

突 尼 西 亞 一 九 六 九 年 

土 耳 其 一 九 六 九 年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一 九 七 0 年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一 九 六 九 年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一九七0年 

美 利 堅 合 眾 國 一 九 七 0 年 

麻醉品委員會 

任期於十二月 
三 十 一 日 屆 滿 

巴 西 一 九 六 九 年 

加 拿 大 一 九 七 一 年 

中 國 一 九 六 九 年 

多 明 尼 加 共 和 國 一 九 七 一 年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一 九 七 二 年 

法 蘭 西 一 九 七 一 年 

迦 納 一 九 七 一 年 

匈 牙 利 一 九 七 二 年 

印 度 一 九 七 二 年 

佳期於十二月 

三 十 一 日 屆 滿 

伊 朗 一 九 七 二 年 

牙 買 加 一 九 六 九 年 

日 本 一 九 六 九 年 

墨 西 哥 一 九 七 二 年 

摩 洛 哥 一 九 六 九 年 

巴 基 斯 坦 一 九 七 二 年 

秘 魯 一 九 七 一 年 

瑞 典 一 九 七 二 年 

瑞 士 一 九 七 一 年 

土 耳 其 一 九 六 九 年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一九六九年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一 九 七 二 年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一九六九年 

美 利 堅 合 眾 國 一 九 七 一 年 

南 斯 拉 夫 一 九 七 一 年 

選舉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夥吋子委員會 

理事會於」九六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一五三0次 

會議選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國三分之 

一 

執行委員會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至一九六九年七 

月三十一日期間之組成如下: 

佳期於七月三 

十 一 日 屆 滿 

澳 大 利 亞 一 九 六 九 年 

比 利 時 一 九 七 一 年 

巴 西 一 九 七 一 年 

保 加 利 亞 一 九 六 九 年 

喀 麥 隆 一 九 七 0 年 

加 拿 大 一 九 七 一 年 

中 國 一 九 七 0 年 

捷 克 斯 拉 夫 一 九 七 一 年 

多 明 尼 加 共 和 國 一 九 七 0 年 

衣 索 比 亞 一 九 六 九 年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一 九 七 一 年 

法 蘭 西 一 九 七 0 年 

幾 內 亞 一 九 七 0 年 

印 度 一 九 七 一 年 

伊 拉 克 一 九 七 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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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於七月三 

十一日屆滿 

巴 基 斯 坦 一 九 七 一 年 

秘 魯 一 九 六 九 年 

菲 律 賓 一 九 六 九 年 

波 蘭 一 九 七 0 年 

塞 內 加 爾 一 九 六 九 年 

瑞 典 一 九 六 九 年 

瑞 士 一 九 六 九 年 

泰 國 一 九 七 一 年 

突 尼 西 亞 一 九 七 一 年 

土 耳 其 一 九 六 九 年 

烏 于 達 一 九 七 0 年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一 九 七 0 年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一九六九年 

美 利 堅 合 眾 國 一 九 七 0 年 

委 內 瑞 拉 一 九 七 一 年 

理事會於」九六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一五三0次 

會議選出住宅、建築及設計委員會委員國三分之一。 

該委員會一九六九年之組成如下: 

任期於十二月 

三 十 一 日 屆 滿 

加 拿 大 一 九 六 九 年 

智 利 一 九 七 一 年 

剛 果 ( 民 主 共 和 國 ) 一 九 七 二 年 

丹 麥 一 九 六 九 年 

法 蘭 西 一 九 七 一 年 

迦 納 一 九 七 一 年 

瓜 地 馬 拉 一 九 七 二 年 

匈 牙 利 一 九 七 二 年 

義 大 利 一 九 七 一 年 

日 本 一 九 七 二 年 

肯 亞 一 九 七 一 年 

科 威 特 一 九 七 二 年 

黎 巴 嫩 一 九 七 一 年 

荷 蘭 一 九 七 二 年 

巴 拿 馬 : 一 九 七 一 年 

秘 魯 一 九 六 九 年 

波 蘭 ． 一 九 六 九 年 

獅 子 山 一 九 六 九 年 

任期於十二月 

三十一日屆滿 

新 加 坡 一 九 六 九 年 

泰 國 一 九 六 九 年 

多 哥 一 九 六 九 年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一 九 七 一 年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一 九 七 二 年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一九七一年 

坦 尚 尼 亞 聯 合 共 和 國 一 九 七 二 年 

美 利 堅 合 眾 國 一 九 七 二 年 

委 內 瑞 拉 一 九 六 九 年 

選舉聯合國發展方案理事會理事國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一五三0次 

會議選舉聯合國發展方案理事會理事國三分之一。 

理事會一九六九年之組成如下: 

任期於十二月 

三 十 一 日 屆 滿 

阿 爾 及 利 亞 一 九 七 0 年 

奧 地 利 一 九 七 0 年 

此 利 時 一 九 七 0 年 

巴 西 一 九 六 九 年 

喀 麥 隆 一 九 六 九 年 

加 拿 大 一 九 七 0 年 

智 利 一 九 七 一 年 

剛 果 ( 布 拉 薩 市 ) 一 九 七 一 年 

捷 克 斯 拉 夫 一 九 七 一 年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一 九 七 一 年 

芬 蘭 一 九 七 0 年 

法 蘭 西 一 九 七 0 年 

印 度 一 九 六 九 年 

義 大 利 一 九 六 九 年 

日 本 一 九 六 九 年 

約 旦 一 九 七 0 年 

馬 來 西 亞 一 九 七 0 年 

茅 利 哼 尼 亞 一 九 七 一 年 

荷 蘭 一 九 七 一 年 

挪 威 一 九 六 九 年 

巴 基 斯 坦 一 九 七 0 年 

巴 拿 馬 一 九 七 一 年 

巴 拉 圭 一 九 六 九 年 

秘 魯 一 九 七 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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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期於十二月 

三 十 一 日 屆 滿 

波 蘭 一 九 七 0 年 

羅 馬 尼 亞 一 九 七 0 年 

塞 內 加 爾 一 九 六 九 年 

瑞 典 一 九 七 一 年 

瑞 士 一 九 七 一 年 

敘 利 亞 一 九 七 一 年 

泰 國 一 九 六 九 年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一九六九年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一 九 七 0 年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一九六九年 

坦 尚 尼 亞 聯 合 共 和 國 一 九 七 一 年 

美 利 堅 合 眾 國 一 九 六 九 年 

委 內 瑞 拉 一 九 七 0 年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一五三0次 

會議核定由各本國政府提名之下開代表為理事會各專 

門委員會委員: 

統計委員會 

M r . K ． M . A r c h e r ( 澳 大 利 亞 ) 

M r . J a n K a z i ^ o u r ( 捷 克 斯 拉 夫 ) 

M r . J o n a t h a n E . T a n d o h ( 迦 納 ) 

M r . P ． C . M a h a l a n o b i s ( 印 度 ) 

M r . A b d u l ^ a j i d (^^度尼西亞) 

M r . G a ^ a ^ A s k a r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P r o f e s s o r C．A．Mose r ( 大 不 列 顛 及 北 愛 爾 蘭 

聯合王國) 

人口委員會 

M r . H a s s a n E^ Saa t y (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 

社會發戾委員會 

M r . Mik i s Spa r s i s ( 賽 普 勒 斯 ) 

M r . J a c q u e s M e g r e t ( 法 蘭 西 ) 

M r s . F a t i ^ a H a n c ^ i ( 茅 利 塔 尼 亞 ) 

M r . C o n s t a n t i n G r i g o r e s c ^ ( $ ^ 馬 ^ ^ ^ 

M r s . D o r a h N．J．Danie l i ( 坦 尚 尼 亞 聯 合 共 和 

國) 

人權委員會 

M r . J o s e M a r i a R ^ ^ a ( 阿 根 廷 ) 

Mr．N．K．Tara sov (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M r . A n d r e s A g u i l a r M a ^ d s l e y ( 委 內 瑞 拉 ) 

婦女地位委員會 

M r s . M o t s e i D o r e e ^ G a l ^ ^ s ^ o g e ( 波 扎 那 ) 

M r s . J e a n n e C i s s e M a r t i n ( 幾 內 亞 ) 

M I s . z a i v e l i n e R a m a r o s a o n a ( 馬 達 加 斯 ^ ) 

M r s . K a d i a T o ^ T e ( 茅 利 塔 尼 亞 ) 

M r s . L o u ^ ^ e s P a ^ ^ d e s S a n D j e g o ( 菲 津 賓 ) 

第四十五屆會臨時議程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一五二八次 

;准祕書長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節略'。。 

所載項目為其第四十五屆會臨時議程並修正如下: 

(一)項目十三措詞改訂如下: 

" 海 洋 : 

" ( a ) 海 洋 資 源 ; 

"(b)海洋科學與技術。" 

(二)刪去項目二十四。 

理事會了解如方案及協調事宜委員會於一九六八 

年九月屆會決定願向理事會提出進度報告書時，可在 

第四十五屆會第二期會議議程內列入適當的項目。 

0̂6 E^巧466/Ad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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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一。覽表 

註．經階暨社會理事會決議案係依通過之先後次序編號。本一覽表包括理 

事會第四十四屆會所通過之全部決議案。 

決 議 案 編 號 標 題 議 程 項 目 通 過 日 期 頁 次 

二八九(四十四)麻醉品委員會報告書及常設中央麻醉品委員 

會 及 麻 醉 品 監 察 團 最 後 報 告 書 十 二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6 

二九^^四十四)近東及中東查禁麻醉品非法販賣運動之區域 

合 作 十 二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二 九 一 ( 四 十 四 ) 大 麻 之 濫 用 及 繼 續 嚴 加 管 制 之 必 要 十 二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二 九 二 ( 四 十 四 ) 黎 巴 嫩 境 內 大 麻 種 植 之 更 代 十 二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二九三(四十四)管制不在國際管制下之影響精神物質之國家 

立 法 措 施 十 二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二九四(四十四) LSD及類似幻覺激發物質之緊急管制措施十二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二 九 五 ( 四 十 四 ) 投 藥 問 題 十 二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二 九 六 ( 四 十 四 ) 與 非 政 府 組 織 之 諮 商 辦 法 十 八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二 九 七 ( 四 十 四 ) 非 政 府 組 織 十 八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二 九 八 ( 四 十 四 ) 住 宅 、 建 築 及 設 計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十 一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二 九 九 ( 四 十 四 ) 世 界 住 宅 調 查 ． 十 一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三 ^ ( X ( 四 十 四 ) 向 世 界 宣 揚 注 意 住 宅 問 題 之 運 動 十 一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三0一(四十四)設立聯合國住宅、建築及設計國際文獻社‥．十一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三0二(四十四)關於侵害工會權利之指控:依據人權委員會 

決議案二(二十三)所設專設專家工作小組 

報 告 書 十 六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三O三C四十四)聯合國在經濟、社會及人權方面工作方案‥．二十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三 0 四 ( 四 十 四 ) 統 計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八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 一 日 1 

二 0 五 ( 四 十 四 ) 一 九 七 三 年 工 業 調 查 八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1 

三 0 六 ( 四 十 四 ) 國 際 統 計 工 作 方 案 及 其 協 調 事 宜 八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1 

三 0 七 ( 四 十 四 ) 改 善 生 命 統 計 之 世 界 方 案 八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1 

三O八C四十四)應用科學及技術促進發展問題諮詢委員會第# 

五 次 報 告 書 五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2 

三0九(四十四)應用科學及技術促進發展問題諮詢委員會: 

關 於 科 學 教 育 之 報 告 書 五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2 

三 一 ^ C 四 十 四 ) 關 於 科 學 及 技 術 之 各 種 問 題 五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3 

三 — 一 ^ 四 十 四 ) 實 用 工 業 技 術 轉 讓 與 發 展 中 國 家 之 辦 法 ‥ ‥ 六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3 

6
6
7

 

77
8羽刀88
99 

2
7 

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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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案 編 號 標 題 議 程 項 目 通 過 月 期 頁 次 

二(四十四) 

三(四十四) 

四(四十四) 

五(四十四) 

六(四十四) 

七(四十四) 

AC匹十四) 

九(四十四) 

^C四十四) 

一(四十四) 

二(四十四) 

三(四十四) 

四(四十四) 

五(四十四) 

六"(四十四) 

七(四十四) 

AC四十四) 

九(四十四) 

^C四十四) 

一(四十四) 

二(四十四) 

三(四十四) 

四(四十四) 

五(四十四) 

六(四十四) 

七(四十四) 

AC四十四) 

工 業 技 術 之 轉 讓 六 

召開第六屑聯合國亞洲及遠東區域輿圖會議十七 

地 理 名 稱 標 準 化 十 七 

空 中 攝 影 及 攝 影 製 圖 學 十 七 

非 農 業 資 源 三 

水 力 發 展 三 

石 油 及 天 然 煤 氣 資 源 三 

社 會 發 展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十 

世 界 社 會 狀 況 ， 十 

社 會 發 展 委 員 會 工 作 方 案 十 

社 會 政 策 及 國 民 所 得 之 分 配 十 

婦 女 地 位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十 四 

婦 女 參 政 權 十 四 

消 除 對 婦 女 歧 視 宣 言 之 實 施 十 四 

計 劃 家 庭 與 婦 女 地 位 十 四 

婦 女 接 受 教 育 之 機 會 十 四 

科學技術之進展對婦女工作人員地位之反響十四 

人 權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十 三 

奴隸制及奴隸販賣之一切習俗與表現，包括 

類似奴隸制之種族隔離及殖民主義習俗在 

內 之 問 題 十 三 

聯合國對根除影響婦女地位之奴隸制及奴隸 

販賣一切形式與習俗所能採取之措施‥‥十三 

切實打擊南非洲境內種族歧視、種族隔離及 

種 族 分 離 政 策 之 措 施 十 三 

專設專家工作小組關於南非共和國政治犯處 

遇 問 題 之 報 告 書 十 三 

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分設委員會之組成，‥．十三 

對納粹主義與種族上不容異己應採之措施十三 

因中東敵對行為結果被佔領領土內之人權問 

題 十 三 

死 刑 問 題 十 三 

人 權 方 面 之 諮 詢 服 務 十 五 

九六八年五月 

九六八年五月 

九六八年五月 

九六八年五月 

九六八年五月 

九六八年五月 

九六八年五月 

九六八年五月 

九六八年五月 

九六八年五月 

九六八年五月 

九六八年五月 

九六八年五月 

九六八年五月 

九六八年五月 

九六八年五月 

九六八年五月 

九六八年五月 

十 一 日 

十 一 日 

十 一 日 

十 一 日 

十 一 日 

十 一 日 

十 一 日 

十 一 日 

十 一 日 

十 一 日 

十 一 日 

十 一 日 

十 一 日 

十 一 日 

十 一 日 

十 一 日 

十 一 日 

十 一 日 

3
4
4
4
5
5
5
叨

扣

1
—

i

 

l
—

t

 oo
芷MH珀屹花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6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叮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7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8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9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9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2 0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2 ^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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