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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1 . 本报告是按照1980年 1 2月 5 H大会第35/73号决议第9 段的要求而 

一提交J k 一在该决议中, 除了别的以外大会关切地注意到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

的行动计划》 ' 时的許多暇制，特别是受沙漠化危害的国家资金不足及其資乏资源 

所需应的需要日增的问题，并强烈呼吁国际金融机构、多边金融机构、工业化国家政 

府和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向特别帐户提供财政支持和懷慨捐输，以期加强执 

行 《行动计划》。大会注意到秘书长报告（AX35//396 ) 以及该报告所附高级专家 

组关于《行动计划》其他筹资来源的研究，进一步请秘书长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协 

商 ，并在环境親划暑执行主任召集与此问题有关的类似专家组的协助下：

( a ) 为执行秘书长认为切实可行的其他筹资方法（包括提供可预知资金的方法〉 

编制可行性研究和具体建议；

( b ) 编写取得减让性资源的详细方式；

( 0 为设立一个独立的金融公司为沙漠化项目筹齋进行全面可行性研究并拟定 

工作计划。

2 . 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提请理事会第九届会议注意大会第3 5 / 7 3 号决议所 

要求的协商。

3 . 执行主任后来于1981年 7 月 2 0  H至 2 4 日在日内瓦召开了高级顾问小 

组会议0 该小组审查了由其成员核心小组在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提供的一个秘书处 

的协助下编写的研究报告草稿,最后并予通过该项由高级顾问编写的研究振告附 

在本报告之后，并送交大会，议和采取行动。

- 二、背 景

4 .  1977年 8 月 2 9 日至9 月 9 H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沙漠化会议,，通过

A/C01F. 74/36 , 第一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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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及其筹资方式。 该计划载有向沙漠化进行战斗 

的 2 8 项建议，要求采取具体措施为执行该计划动员必要资源，包括设立一个从会 

员国、 国际税收、捐款、多进金融机构、无患贷敦等来源取得资源的特别帐 ;以 

及其他筹资措旅，包括带有自动性的财政措施, 这些措施应由一个国际筹资高级专 

家组加以研究。

5 . 大会 1977年 1 2 月 1 9 日第32//17 2号决议核可了《行动计划》。环境 

规划署的专家组编写的关于执行《行动计划》的其他筹资措施和方法的研究报告 

(UITEPyGC/6/9/Ad d. 1 ) , 则提交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谈（A/33/260 )。 大会 

1978年 12月 15 H 第 33/89号决议请秘书长征求各国政府对于其他筹资措施和 

方法的意见，并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6 . 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交了所要求的报告（A//34X575)。 大会 

1979年 12月 18 H第 34/184号决i义除了别的以外，表示注意到该报告，并请 

秘书长商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千五届会议提出一项以执行主任召 

集的国际筹资高级专家组就此问题-所编的详细研究报告为根播的报告。

7 • 专家组的研究报告（A/35/396 )分为三小部分：

( a ) 联合国系统内提出的带有自场性的筹资新办法的清单；

( )̂ 一个筹资计划和分析，其中开列了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计划的各个构成部 

■ 分和所需经赛，并列明有哪些域目已经筹到资金、哪些可能还需多少其他

资金；

( C ) 对如何动员筹资计划所需资源的分析和建议。

8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谈了.该根告。大会 1980年 12月 5 日第35/73号 

决议第9 段，请秘书长同环境规划署协商，并在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召集与此有关 

的类似专家组的协助下，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一小关于上面第1 段所提到的 

那些题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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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因此，本报告和所附高级专家组研究报告，是解决《行动计划》筹资问题 

的长期努力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关于可预知的筹资措施的提议,最初是在沙漠化会 . 

议上提出来的，并经大会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和三十五届会议讨论。

三、研究报告摘要

1 0 . 国际金融高级专家编写的报告包括三小性质不同的组成部分：

( a ) 为执行秘书长认为切实可行的其他，资方法 ( 包括提供可预知资金的措旅 ) 

的可行性研究和具体建议Î

( b ) 取得病让性资源的详劍方式：

(e) 为设立一个独立的金融公司为沙漠化项目筹资的全面可行性研究和工作计 

划。

A . 为执行後书长认为切实可行的其他筹资 .

措族（包括提供可预知资金的措施）的 

可行性研究和具体建议

11 . 在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A//35/396) 内所 

指出的带有自动性的各项筹资新办法中, 秘书长认为下列措施（包括邵些提供可预 

知的资源的办法）是切实可行的：

( a ) 国际贸易税；

W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货市基金组织）出售黄金和信托基金贷敦还敦；

( C ) 联系特别提款权和发展资金Î

( d ) 征牧同步卫星税或" 停 泊 赛 "；

( e ) 国际海床采矿牧入;

( f ) 商品共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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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研究报告分折了这些方式所涉及的技术、行政、法律和财政间题,并就其 

可行性和最后的执行，作出建议。

B ..取得减让性资源的详细方式

1 3 . 这项研究检查了筹集病让性资金的不同渠道，结论认为筹集减让性贷敦最 

切实的途径是按商业条件向私人资本市场暮集，并结合下列为取得减让性再贷敦戶;f 

必要的办法二

(a) 一 ♦ 相当大的利患补助办法，足可使利率降至借敦者可接受的水平，并把 

偿还期充分廷长到超过市场贷敦的偿还期，使借款者的债务负担不超过安 

全限息

( D ) 由政府和/ 或担保品提供的担保制度, 是可在市场上有足够的信用，使借 

敦者能够筹到氣

1 4 . 在各种可能途径中，专家组赞成通过独立的机构来调配无息贷敦。

15. 另一个可能的途径是设立一杳本身无需一个独立机构的担保制度，研究报 

告称之为一秦" 有眼的连带责任" 担.保制度。按照这小安排，每一个参与的政府仅 

提 供 " 部分担保" ，只担保债券的一定部分，其他部分则由其他政府担保0 但是 , 

所有政府都向个基金捐敦，如有拖乂，则由基金内的债券持有者共同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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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研究报告所称的担保制度内另一个筹资的办法是寻求其他方式的担保品， 

例如货市基金组织所采用的以出售期货方式出售其黄金储存一部分。

17 . 以政府担保所支持的制度或以一■个机构的通知即付资金或以货市基金组织的 

黄金担保而筹资，其根本用意是能够筹集多种可获得利息补助的资金。 确切的种 

类则要看贷敦和借款条件之差，特别是借贷的市场利率之差，贷敦支付期暇和贷敦 

的偿还期暇而定《 ■

C. 设立一个独立的金融公司为沙漠化项目 

筹资的可行性研究和Æ作计划

1 8 . 研究报告第五章所载的可行性研究和工作计划，播述了设立一个独立的金 

融公司为防治沙漠化项目筹资的间题， 由于这些项目的性质特殊，由金融公司筹 

资的项目必须主要靠无息资金来资助，

1 9 . 这项研究解释了大会第3 5 / 7 3 号决议使用 " 独文 " 一词的用意, 是要排 

除设立一个机构作为任何现存金融机构的附属肆分支机构的可能性《

20. 这项研究详细梭查了金融公司资本股及其贷敦资金的规模及其电成，其 

业务身用的性质，以及设文一个研究基金的可能性* 专家们建议，金融公司的业 

务应由一个自联合国会员国内不同地理区城选出的1 1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来管理.

2 1 . 这项研究佑计贷敦资金的需求, 按中等的佳计，一项对灌源地、放牧地和 

靠雨水灌激地的纠正措施方案的全部赛用, 在今后2 0 年甲/ 每车平均要23. 89 

亿美元， 假设五分之一的赛用将供防治沙漠化项目，其可能的回牧在筹备阶段尚 

无法以数量来计算，因此将有资格取得金融公司所能提供的高度减让性贷款》实际 

上，那些使用资源的人应能够事先规划，对于在几年期间内可遂步获得的资源的数 

量和条件，预先有相当正确的认识《 研究报告认为必要的可预测期至少是预侧七 

年的货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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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这项研究叙述了自金融公司取得贷款的方式、条件和责任，并将此与国际 

开发协会（开发协会 ) 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 农发基金）提供的减让性贷敦相比较。 

研究也指出了为项目的执行、管制和监测目前所设以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 

动计划》的办法，并显示了金融公司会怎样地影响这些办法.

2 3 . 第五章也讨论了设立金融公司的程序，并提出一项国际防治沙漠化活动 

金融公司章程草案，

® 结论和建议

2 4 . 大家一致同意防治沙漠化项目在全面的发展过程中是重要的，并且也必须 

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提助，这些国家有许多是受沙漠化之善的最不发达国

.家.

2 5 . 尽管防治沙漠化方案和项目的建设期报长并J ■不能很快产生财政牧益V 但 

它们的利益是毫无疑间的并且是根本的， 它们影响到粮食生产、土援退化，水源

系统和其他膽廣的生态系统，例如放牧地、牧场，靠雨水灌源的农地和自然均衡。‘.. . . . .  '■ • .
就此而言，防治沙漠化项目是有利于多种发展目振的，如农业和农村发展以及社会
. . . • . • . •

生态的改善，这些目标在发展计划上都是高度优先的.

2 6 . 防治沙漠化项目的利益不仅巨大，而且在与沙漠化斗争方面缺乏进展，这 

是当前非常紧急的间题， 必须筹集更大量并且更可頭知的资金，这是当前基于自

愿捐敦的国际寒资制度所不能达到的.
- - ■ ■ ■

2 7 . 在此情况下,秘书长建议大会仔细审査湘讨论高级专家关于筹资途径的研
. ■ ■ . . .  ' , ' . ' ■ '

究报告， 现在是大会应审议具有良好的筹集新资金後力的办法的时机,例加设立

一个独立的金融公司为汝漠化项目，资，专家们应大会的请求已为此提出全面的可. ■ ■ ' . ' • ■ • ' . ' ■ ... ■ ■. •
行性研究和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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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 X 导言

1， 本报告是详细说明以往关于其他筹资来源的若干研究》, 是执行1 9 7 7 

年 《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題》的 第 三 步骤 《2 探讨这种其他来源的任务最 

切源自 I 9 7 7 年 8 月 2 9 日至9 月 9 日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沙漠化会议 

的讨论《 大会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第3 5 / 7 3号决议，除其他外，请秘书长：

与联合国坪境规划署协商，并在由该署执行主任召集与此问题有关

的类似专家组的协助下：

" H 为执行秘书长认为切实可行的其他筹资方法（包括提供可顶知资金的 

方法）编制可行性研究和具体建议；

编写取得减让性资源的详细方式；

" 曰为设立一个独立的金融公司为沙漠化项目筹资进行全面可行性研究并 

拟定工作计划；

" 0 3 )就上述各项研究的结果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2。 大会在拟订这些指示时，除其他外，考虑到前一年关于《向沙漠化进行战 

斗的行动计划》筹资 （第二期》研 究 （A/35/396 ,附 件 ），该项研究是由环境规 

划署执行主任依照1 9 7 9 年 1 2 月 1 8 日大会第34X184号决议, 召集国际金融 

高级专家组编写的法包括三部分Î

( a ) 联合国系统内提出的带有自动性的筹资新办法清单（第一章〉；

(b) 一个筹资计划和分折，开列向沙漠化进行战斗计划的组成和费用，并列明 

哪些项目已筹到资金和哪些可能还需要多少其他资金（第二章）；

( C ) 如何动员筹资计划所需资源的分析和建议（第一，二，三，四，五和六章》*

这 类 研 究 包 括 6X9/Add.l和 a/35/396 , 附件，等文件, 
Ay^COET. 74, 36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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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该项较早的研究仅是打算就以往在联合国系统内提出的一些具体筹资办法 

的切实性与可行性，作智定的评价， 评价发现这两个特征因办法的不同而有很大 

的差别， 根据这个评价，专家组因而又在这些办法中选出某些办法来料细的 

分折。 其中之一是提议设立一个特别的新机构来为防治沙漠化和有关的项目筹资。\ 

专家组在该项研究中，同样考虑到减让性筹资的种种办法，例如利患补助，以及此 

种补助或担保同私人资本市场筹集长期资金混合使用的可能性， 因而这种资金就 

可能直接拨出某些防治沙漠化项目中，或者是拔交前面提及的机构，以满足其资金 

需要， 最后，该项研究审查了其他具体的资金来源，从目前有的各国资金来源或 

靠新的收入方式提取资金，以供未来获得不断的资金。 这些办法中有两项须要国 

际货市制度在实施上进行某些适应。 其他是新办法， 来自这类其他来源的资金， 

能够直接拨入项目中，或通过新的机构间接拔入，或者作为对私人筹资的支持。

4 . 如上面第1段所述，大会在审查了先前的研究的结论和建议后，指示秘书 

长进行目前这项审査， 因此，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把指示中所述具体研究的任务， 

交给一个从审查前一年研究的那些人中选出的核心专家组。 研究结果再由类似的 

高级专家组审查一次， 这些研究结果反映了大会的到断，即上一段中所述的所有 

办法在原厕上都是可行的，但指出应付每一个办法的特殊方式进行更具体的检查， 

因此，这些研究审查了每个办法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包括其技术和法律方面，以及 

行政和实际方面的问题，作为该专家组按大会的要求而提出有关执行各项办法的具 

体建议的基础。

5 . 专家组iU只到，在实际上，为 《行动计划》所述目的而筹集的任何其他资 

金都不可能只限于防治沙漠化一途。 由于资源、巧境、人口和发展的相互关系， ， 

这个意见也同样适用于以下所述的所有不同办法;因此控制沙漠化只是一般经济发

参看 1 9 7 9 年 8 月 6 日至1 0 曰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关于资源、环境、人口 

和发展之间相互关系讨论会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8 0 . 工工 

A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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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特别是与能源、卫生和农业有关的领械的发展的一个方面， 以下的考虑看来 

对于决定以何种合理比例将其他资源拔作防治沙漠化用途是相关的* 有 6 - 7亿

人依赖有沙漠化倾向的地区维生；约在世界人口的1 5 有沙漠化倾向的生产作物 

的土地（靠雨水，厥田和人工灌號的已开藍土地 ) 他计共为200, 180, 0 0 0 公顷； 

约 世 界 作 物 土 地 的 1 3 %. 有沙漠化倾向的牧地面积在全世界牧地的2 5 %并

生 产 世 界 上 1 0 % 的牲畜， 因 此 ， 以各种标准来街量，防治沙漠化显然可 

以合理地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用于发展、环境和其他财政需要而可用的其他资源的 

1 0 % 至1 5 % 。 专家组已保守地决定i 假定最后将可挟得这种资游的1 0 % 来

从事防治沙漠化工作，

二、背景

6 . 沙漠化每年从农业生产夺走大约2 千万公顷的土地， 1 9 6 8 年 1 9 7 2  

年的軍灾极为显着地突出了此一间题， 因此，防治沙漠化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 

的一个日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防治方案的费用很高，执行期长，特别显出必 

须寻找新的筹资来源和方法， 去年的研究指出，至 2 0 0 0年为止的2 0 年期间， 

发展中国家防治沙漠化方案的全部费用按1 9 7 8年美元计算，低则 2 9 5 亿 ,高  

则 7 9 6 亿中间数力4 8 0 亿， （见下表1 K  这表示在2 0 年期间* 平均每年 

所需资金约为2 4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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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间数的平均每年, 费用240Î乙美元相比，去年的计戈g要求的筹资需要是平均一年 

净额 1 8 0 亿美元，但先扣除已提供的有关沙漠化控制的外部援助5 . 2 7亿美元 

和各国 1 9 7 8 历年支出的5 ,  9 0 0 万美元如下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经合发组奴）成员国加上

国际和区域筹资机构 $ 4.  4 3亿

来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双这和多边资金 翁2 3 0 0万

世界振行和农发基金以外的联合国系统 海6 1 0 0万

共计 S 5.  2 7 亿

加上：各国支出 $ 5 9 0 0万

总计 $ 5.  8 6亿

( a ) 上面的总额是按1 9 7 8年美元计算，因此，还未考虑价格变动的影响， 

以及从该年到1 9 8 0年期间的进一步环境恶化。

(t> )这些佑计数未计入在执行全部计划时可能必须采取的某些措施的费用，但 

这种费用不能可靠地佑计出来》 例如教育和训练、社会变迁、 以及特别是结构调 

整的身用；加强销料和牧草的生产和购存的费用；提供其他能源技术的费用；以及 

监测沙漠化和有关的自然资源变化的费用，

( C ) 表内没有把1 8 亿美元的外部搜助净额细分为当地货市和外汇部分，因为 

如果没有外部援助，受沙漠化影响的收入最低国家，无论利用当地资金筹集或储蓄 

或税收都不足以筹集当地货市。 但是，这种援助一部分可以象以前的研究推告 

( A/35X396,附件）第 1 6 4 和 1 6 5 段所说的那样，把收到的粮食和其他援助 

作为相对资金，

* 包括目前未受沙漠化威胁的地医的一些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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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这些条件下，所需的筹资将从一个远低于1 8 亿美元平均数的水平开始 

遂渐提高，经过一段时期则升到超出平均数很多的地步。 这无须视为缺点,因为 

各筹资办法（以下各节将予评价）并不可能同时，也许甚至不可能按任何可预知的 

顺序，实现或趋于付诗执行， 部分原因是，这些办法在满足新增加资金和自动性 

两个标准的程度上，是有所不同， 因此，这些办法可能内部互相重复，因为须要 

政府同意采取其中任何一■种，结果可能就无法对其他若干种或所有办法达成一致意 

见， 同样地，由政府同意参与执行这里提出的一些措施，可能要明显地或暗地实 

际上付出延缓（若不是实际上减少）其他双这援助等方案的代价。 最后，自动性 

是这里所设想的制订长期方案的不可缺少因素，因此在整个2 0 年规划期间，甚至 

在国内也一定同样地受某种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影响。 但是在不可*见的新意外 

再度P且碍为《行动计划》开始筹资所必要的积极动力之前绝对有必要不再延误地朝 

向这个目标进展.

8 . 然而，这些意见无一不符合大会的判断，即本振告所讨论的所有办法都是 

可行的或可视为是可行。 当然，这些办法在技术上是否切实可行，包括后面所附 

的个别可行性研究所讨论的法律和行政问题, 在不同程度上仍须受更详细的检查。

总的来说，这些结果实际上突出了这四年的一连串研究现在已取得的重要论点和突 

出了所有这些结果对于实现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目标所具的意义V 斯德哥尔 

摩会议十周年纪念似乎是打破有关如何为这些目标筹资的僵局的适当时机* 正因

为防治沙漠化项目的性质及其成效使得为这种项目的筹资发生困难，所以在构想和 

成功地执行新办法上的♦ 后ÿ 破，对于决定第三个发展十年的发展模式，将构成一 

个新的里程碑，

9 . 专家组同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协商后，指 出 1 9 8 0 年的研究报告（A /  

3 5 / 3  9 6 , 附件）第 9 0 至 9 5 段的六项提议是在适当可行的限度内，因此是 

以下详细研究的适当题目. 虽然所有的提议在不同的程度上，都符合新增加资源 

的标准以及可15Ï知的标准，但在某些重要方面，它们确有差别， 在评价有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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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提议的具体建议时，必须注意到这些差别，

10.在考虑执行其他的筹资方法时，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已经有某些广泛接受 

的观点， 首先，国际社会看来同意若干行动计划对于满足一些重要问题极为重要， 

其中最重要的计划之一是《联合 ffl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最初经1 9  7 7 

年联合国沙漠化会议核可，后来又经大会批 准 . 第 二 个 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受沙 

漠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正是那些最没有能力应付这个巨大问题的国家和地区， 

不仅需要其他资源，而且那查资源必须清楚地是减让性的《 第三，环境问题，例

如沙漠的扩大，不仅严重而且极为追切* 最后，由于需要资源流通有一定的自动 

性和可颈知性，以及沙漠化不是而且也不可能限于国界之内等理由，采取国际办法， 

比双进的办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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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三.关于执行其他筹资方法的可行性研究和具体建议

A . 普遍货易税
.W.. • ••• ■'

11。 关于对货物和劳务征牧国际货身税来筹措经济发展资金的一般构想，过去 

若干时候以来已成为联合国系统内外有关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文献P 联合国机构首次 

正式要求对这种税的实际运用进行研究，起源于《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 i  

次年，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的份研究报告深入地审查了这个题目，以及其他筹 

资措施0 本报告的其他部分也论及其中的某些措施> 1 9 7 9 年，布兰特委员会报 

告所提出的建议也把货身税包括在可以用来扩大官方发展资金流动的措施中7。而 

去年联合国系统内建议的所有其他岸资办法综合清单内，也把这些措施连同其他各 

种国际税列举出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也从事研究贸易税的慨念 , 

并在 1 9 8 0年 7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九届会议 ( 第一期 )上讨 

论

1 2 . 大多数的这些研究除别的以外，都对征收这种税的两种选择办法的相对优

沙漠化会议1 9 7 7 年 9 月 9 日通过的《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A /  

COHI'。7 4 / 3 6 ,第一章 ）， 后经大会以1 9 7 7年 1 2 月 1 9 曰第32/172  

号决议核可。

埃莉诺 • 斯坦伯格和约露夫 •亚 格 尔 杰 勒 德 ，布兰农合著《对国际需要筹措 

资金的新办法》(布 ♦ 金斯研究所, 华盛顿，齋伦比亚特区， 1 9 7 8 年 )。

《南与北S 争取生存方案》，由威利，布兰特主持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 

的报告（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马萨请塞州，剑桥， 1 9 8 0年 ) ,英文本第  

2 90-291页。

国际财政合作综合系统的需要 ( TD/B/C, 3X1 61；和 TD/B/C, 3/161/SüS^,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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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加以评价：在全世界对尽可能广泛的各种货物和劳务—— 劳务包括旅游业和运输, 

连同金融事务（例如投资收入，報行和保险收益等）征牧总销售税，并尽量减少免 

税额；或者 , 男一种办法是，对特定类别的货物征收范圓较窄的税，其结拘通常兼 

顾到它对各缴税国家牧入和财富所造成的相对影响，下面的讨论谈到这两种征收办 

法，并审查它们应用在货物和劳务上的可行性。男一方面，讨论也限于以槽加牧入 

为主要目的的税，而不包括那些主旨是有惩罚效果(例如对污染环境者征收的税或 

军用品运送税）或具有抑制作用的税，尽管在不同的程度上，这两种税本身都具有 

这种效果0

13. 在评价这些不同形式税收的任何一•种或多种的经济和财政意义时，将从它 

们牧入的潜力，管理的难鼻，是否公平和经济效果的观点来审查下述几种不同的征 

收方式0 而这些标准又成为提出建议的基础0 如同本报告的其他各f , 由于收集和 

汇编工作十分复杂 , 并非所有的基本统计数框都能得到最新的资料，它们也不完全 

象所希望的那么完备和可靠。然而，就提出详尽、具体和着重行动的建议这项任务 

i 说，这些数据被iU /是充分适当的。

1 4 . 如同去年的研究报告（A /3 5/3 9 6 ,附件）第一•章 第 1 1段所述，较早的 

研究报告只眼于讨论对商品贸易征税的问题。相反地，上年度的研究报告在第一章 

第 1 5 段把讨论范围扩大到对无形贸易征税，提到对布兰特委员会的报告也同时建 

议的所有项目，即国际投资、航空和货运征税，此外，布鲁金斯研究所较早进行的 

研究更有系统地审查了向无形贸易（其中也包括旅游业 ) 征税的优声、和可能方式。 

然而，它认为，由于管理和其他实际理由，应当首先考虑对商品黄易征收国际贸易 

税的间题，尽管在体制成熟时考虑对无形货易征税的可能性0

15. 依照本项研究的任务规定是要求对所有货易流通征收国际税进行可行性研 

究，因此本报告没有审查对国际投资（可能指利息和股息）或对外贸盈余征税的问 

题，因为它们并不厲于这小定义的范围。以下将从劳务本身以及同商品贸易税对照两 

个角度来讨论对劳务交易征税的可行性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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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般确认从某些尺度衡量，劳务交易的价值可能比商品贸易的价值增长得 

更快，特别是在商品贸易的价值不把能源贸易计算在内的情形。 即使如此，振最粗 

略的倍计, 劳务交易的价值大慨还不到当前全球商品贸易总值20, 000Î乙美元的五 

分之一。然而，在这些劳务中有些象報行和保险费，主要是商品贸易的附带赛用，

因此很可能以某种形式转加于最后购买者。 因此，如果按到岸价格( 货价、保险和运 

费 ），而不是按离岸价格对商品贸易征税，从保险和运费得到的任何应征税收入将 

包括在内。用这个办法就可以使管理费用比单独征收为低；因此，大多数征收商品 

货易税的建议都是用到岸价格计算>

17。 越过国界的运输和通讯服务（由公营机构经营的情况并不少见) , 这些服 

务部门除非花费相当可观的行政费用，本来就維于征得税收的。对于国际航空旅行 

的情况就不大一样，它一般都同商业和旅游有关，因此常被认为是属于奢侈类，同 

保险和货运一类 " 基本 " 服务有所不同。然而，为了公平起见，需要大大地区别不 

同的情况0 例如，必须把富裕国家的旅游赛用同切望从旅游业来源增加收入的低收 

入发展中国家的旅游费用加以区分。为了避免这种税收起反作用，需要进一步加以 

更改，由于随之而来的切行政上的复杂问题，特别考虑到着陆费和机场或海港服 

务费等 " 基本 " 组成部分 ( 只有从最后使用的观点看才能认为它们属于奢侈类）。 

最后一种行政上的障碍是S 由于一般对许多种类服务不收进口税或关税，以致正规 

海关不能办理收税事务，类似的论点更不用说可以适用于佣金服务费、专利权税和 

管理或版权费。在这些方面征税极有可能导致普遍设法逃税》鉴于这些考虑，有人 

认为，为了这里的讨论，建议的贸易税仍应当限于商品贸发会议小组（参见上面 

注 8 ) 似乎也得到这个结论，该小组同样把它的建议限于对商品交身征税》

18。人们很容身把国际税看作是国内税的延伸，并把它当作单纯的附加税，或 

所谓的 " 隐蔽税 " ，即以国际组织的名义，直接或间接地同国家其他的税一起征收P 

当然，这种税收完全是自愿性质，即便在可能获得充分协议的情况下，是否能长期 

维持并没有保证0 —旦达成共同意见，为 了 使 它 成 为 一 种 更 的 协 谈 ，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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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国际条岛，由一个特别机构来管理货身税（参看下面第2 7 段 ）。虽然任何一 

种办法都必须以各国政府有决心行动为先决条件，但条约一旦有足够多数的国家批 

准，并经各国本国立法机构通过，后一办法多少较有高度的《料性0 此外，立法机 

构通常比较容易接受一种力特定目的征牧的新税，而不愿让国际社会先在有它们传 

统的国内税收来源0 这种考虑看来打消了任何一种对现行税牧的附加税，不论它是 

属于收入 ( 直 接 ) 或支出（同接）U o .就全世界来说，间接税所得的收入比直接税 

所得的收入高两倍以上，而且由于愈来愈多的国家政府采用单纯的销售税或增值税， 

同时减少所得税，这个比例还在上升。

l a 由于当前世界货身数额每年达20, 0 0 0 亿美元左右，可能到1 9 8 4 年 

增加到25, OOOÎ乙美元，贸暴税的最主要优点是：它的收税基袖很广。如果基本上 

对所有商业贸易和所有贸易国家都征收这种税，即使采用0 。 1 %的低税率，当前 

每年就可收到2 0 亿美元税款，在 1 9 8 7 年以前还可能增加到3 0 亿美元P 假定 

这笔收入中，有 1 0 %的敦项可用来向沙漠化进行战斗, 这种税在1 9 8 0 年代就 

可每年平均筹得2. 5亿美元以上的款项0 因此，它所筹供的款额要比可以从货市 

基金组织信托基金回流或特别提敦权分É 得到的最高数额多得多，并且可假定这种 

情况会继续下去，即其结果可有较准确的预测。 同时， 0 。 1 %的税率很低，不致 

被认为会造成通过进口# 代以致降低贸身量的威勝，或带来任何显而易见的压力，

使消费者对通货摩胀的佑计提高到任何具有影响的程度。对这些必要的立法措施进 

行初步讨论应当通过具体提到这种税的指定用途（诸如沙漠化控制或其他发展方案 ) 

来克服这些反对意见0 指导这种税牧的管理机构如何履行这些职责的国际协定，除 

别的以外，将具体规定可以从各国当局接受的货币。这些货市大慨包括若干可以自 

由免换的货币，诸如构成特别提款权的五种货币，以及较少量的当地i t 币，用来支 

付在有关国家内的开支，类似的安排将支配以双进清算货市为单位的货易。

2 0 。最后，由于有一个范围实际上遍及全世界的国家关税机构网，它们又有共 

同的分类标准，使得基本上对应缴税和不应缴税的货身征牧附加税甚为方便》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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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当局为统计目的般对不应缴税商品也进行传价 , 为征税目的查出建些#品大 

敦不会发生问题《最后，虽然通傳濟在进口* 征收进口★ ( 到岸价格）的 税 但 如  

舉采用另一种办法 , 即 在 出 口 潜 向 征 税 可 能 有 利 , 这样可在桌些进口国不履 

行其议定义务时 , 使收稅工作#到更大的保证0

21。 尽管好处很多，由于国時贸募税同国家销售税类似，意来着它也有任f 这 

种税所必具的缺点。 由章低收入墙费者购买必需品的花费在其收;^中所占的& 率要 

比富裕者为高, 所有广述征牧的消费税都使他们受到最沉重的愈担，从而先可避免 

地造成税率递病的效果^ 同样，较低收入（特别是较小 )的国家常常是对进口品辕 

赖程度较大的国家, 而面积较广、人 tr较多的国家 , 不论其收入水平如何, 一般对 

进◎ 依赖程度较低 , 原0 就在宁它们面积较广、资源丰富，使它更容易做到自给  

自 因 此 , 实障的情▲毛 人 口 和 i 积的# 异要比收入和财富É 差异更能说明进 

口附加税所造成的绝大多数差别对待效果》如下表显示不论按人平均计算 6̂ 绝对 

收入为多少, 较夫国家的进口在其板入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要比面积较小，人口较

少的国象为低b 该表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五个国家的有关百分比同入口较少的十4"
；. '  ' ••• . ■

国家来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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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 家 人口 进口品（到岸价格）

(以@■万 计 ） 国民生产总值

( 除另有注明外，为 1 9 7 9 年的数据）

中国 （ 1 9 7 7年 ） 9 5 0 2*0%

印度 （ 1 9 7 7 年 ） 6 2 6 7-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2 6 5 5-7%

美利坚合众国 2 2 0 10*4%

巴西 1 1 9 9-6%

苏丹 1 7 16-0%

肯尼亚 1 5 32。6%

斯里兰卡 1 5 45 ,7%

荷兰 1 4 52,3%

墙典 8 3 2 。8%

挪威 4 42,8%

利比里亚 1 .7 73 , 2%

毛里塔尼亚 1 .5 61«8%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0 31 «8%

加遂 0 -5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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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这些数推明白显示，对各国进口品按划一税率征税产生的差别效果。如果 

税率按到岸价格的进口值的0.1%计算，美国要缴付其国产总值的0. 01 % , 苏联 

为 0. 0 0 6 % , 比例都很小，而特立尼达和多巴寄及利比里亚则分别高达0. 03% 

和 0 .0 7 % 。因此，利比里亚应付税金占其国产总值的比率为美国的七倍，毛里塔 

尼亚则为苏联的十倍。因为这种情况不会被接受，因此需要加以调整。商品税可以 

用代表每一个国家对国际贸易依赖程度的变数来校正，以便使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国 

家缴付的税金同自给自足程度较高国家比较能达到较大的平衡。举例来说，这种调 

整或可制定一种以上的最高限额，使国民平均收入低的较小发展中国家的税率不致 

超过其国产总值的某一小最高百分比。然而，由于这些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在 

全世界进口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已从1 9 7 0 年的2. 1%降到1 9 7 7 年的 1. 5%, 

比所有发展中国家进口在全球进口总值中所占.的比率降低得更大，这种调整并不会 

有重太的帮助。倒不如把人口数振计入方程式内，虽然，如上所述，不一定要采用
y

国民平均国产总值的方式。

2 3 . 布鲁金斯研究所1 9 7 8 年的研究报告9提出了一种可能达到这项调整目 

的0|方式：即有依赖贸易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小国保留所收税款的一部分，而保留的 

比率则同每一•个国家的人口成反比。该研究报告发现，中型国家（3, 0 00万人口） 

的进口平均占其国产总额的2 1 % , 大型国家（2亿人口）仅占 1 0 % , 而小型国 

家 （1 0 0万人口）则 1^4 3 % , 总的来说，采用布鲁金斯方式可以把这一姐国家 

以社会产值百分比计算的税负减少一半。举例来说，如果对所有进口征稅1 % , 则 

可以收得所有国家合计国产总值的0. 1 6 % ,如果把不保留税款国家的税率调整为 

2 % , 再对较小国家适用保留办法，将使全球较小国家的负担减到其合计国产总值 

的 0, 075 % , 同时也不致使收集的税款总额有显著的变动。

《筹集国际贸易资金的新方法》，第 54—5 5 页，和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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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 即使采用这种调整办法，就一组国家而言，在保留税敦国和 " 正常"即不 

保留税款国之间，以及各国之间，负担的分配仍然相当不公平。这种方式没有把范 

围扩大到人口最多但进口 / 国产总值比率不及7. 5%的国家，其转效点是人口 1. 5 

亿。因此，如果采用另一种办法, 把税率加倍使它达到2 % , 也会使下列各国的缴 

敦加倍；美 国 （从征收税敦总额的12. 9 %增到25. 5 % ) 、印度（从 0. 6% 增到 

1 . 2 % ,中国（从 0. 6%增到 1 . 2 % )、苏联（从 3. 3% 增到6 . 5% ) , 而在收入 

较高和较低的国家之间，利益的分配就更加没有规律，除美国缴款加倍之外，该办 

法实际上也使国民平均收入2, 0 0 0 美元以上的所有其他国家的缴敦减少1 4 % 以 

上，并使石油出口国的缴敦减少近三分之一, 因此，原来在国民平均收入2, 000 

美元以上这一组国家缴敦总额中占1/16的石油出口国缴敦就会缩减为不到1/25, 

这种负担分配的方式在当时或现在显然都不能被接受，

25. 这些不公平现象之所以出现，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选择进口作为贸易税的 

根据，而不顾各国的贸易收支差额，后者显然更能表现出它们的缴敦能力。t 然， 

人们理应预料到，因为进口弹性较出口弹性为小，进口附加税对赤字国家的影响比 

较严重，而由于低收入国家进口种类中必需品所占的份量很大，情况更是如此， ，。 

这小办法并没有加以区分，虽然低收入国家进口中必需品所占份量增加得比其他国

家更快，从 1 9 6 0 年到 1 9 7 7 年，就粮食和燃料在进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而言，■ ' . . .. .
工业国家从3 3 % 增到3 5 % , 而较低收入国家则从2 9 %增到3 5 % , 由于1977 

年以来能源进口价格仍在趣续上液，这种趋势发展得更快，对较低收入国家造成了 

损襄

2 6 . 不论回扣的数额是否比布♦ 金斯办法更加直接注重收入的差异，这种种类

至少从长期来看，更准确地计算弹性因素，可以对进口者和出口者的负担,提 

供有用的线索，遗憾的是，所涉货物和商品的种类繁多, 无法加以准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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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不公平情况很可能是任何一种差别税率或回扣办法本身所圉有的缺点。如果按 

照 1 9 7 9 年的数据采用鄉种办法，但一律按0. 15 %税率收税而不提供0 和 ，和 

以0. 3%税率而按布♦ 金斯办法提供回扣，实质上结果并无不同。如同上面所述， 

如果直接按照国民平均收入的比例分配全部征税负担，除了可以稍微缩小工业国家 

缴敦和石油出口国缴敦之间的差距之外，这些不公平的情况也并没有显著减小，总 

的来说，不论其人口数量，豁免收入最低国家的缴款，并不致造成更不公平的结果， 

而且使行政管理倚单化。这种办法还有一小优点，就是不需要在国家情况改变时， 

常常加以调鉴，虽然这种办法似乎遣背了替遍性原则。此外，它也比对那些国家的 

基本进口品，例如粮食、药品和能源施行较低税率的办法筒易得多。秘书长报告附 

件 （A/35/396,附件）里所提到的看起来似乎可行因而使人认识到，为了执行这 

些办法所需作出的决定，都涉及仍然弓I起争论或带政治色彩的意见，而不是单单根 

据技术上的考虑，解决这些间题主要是那些最有能力同意这样做的国家，接受上面 

提到的一些不公平情况，作为表示它们的政治意愿，在不减少其他官方发展援助捐 

救 :的情况下，为长期发展的最紧迫需要真正调动更多的实际资源。一旦达成这样的 

共i同亀见。在执行上的法律和技术方面问题当然会更容易应付了。

27； 对于征收世界贸易税这样规模和错综复杂的问题，不论是否属于筹集款项 

性质，应由议定的最低数目的国家谈判和批准一项基本条约或公约,作为任何国际 

努力的法律根据, 以便使它发生效力。该条约将通过为执行其规定而设立的常设国 

际财政委员会来执行。除别的以外，规定包括：

( a ) 通过规章和条例，安排同主权国家政府的工作关系并管理收集的税款；

( b ) 对于负责收支税敦及^ 能向未来预期收入借敦的信托基金的业务进行监督; 

( C ) 以仲裁或其他方法解决争端，并在必要时用制裁方法执行收税事宜。

该机构管理和决策机关的组成，原则上应当反映出每一个签字国的缴敦在预期收入 

中所占的份量。实际上，各国可能坚持这一点，以之作力批准条约的先决条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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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方面，必须采取措施，确保所有成员国都能民主地参与决策过程。而争端的裁 

定和制裁的实施可能需要成立一小单独的小组或法庭。

2 8 . 各国关税机构实际上作为这个新成立机构的代理机关，将按照到岸价格直 

接向进口公司和人收取贸易税（因此，实际上向保险和运费连同商品价值一起Æ 

税 ）。应缴税货物的税将采用现用分类种类（标准贸易分类》和税率表附加税的形式 

收集。该税也适用于所有不应缴税的货物，但不包括商此样品；对于转口贸易、输 

入自由港和自由货易区的进口以及其他餘免的越过国界的加工交易应给予特别考虑。 

对于把当地增值税发还给出口商的国家，在计算货身税的数量时，应从发票价格中 

扣除这种税，而进口国家相应征收的任何进口平衡税也应予以和除。

2 9 . 当这种显然是技术性的决定而实际涉及贸易政策的问题时，将需特别审慎 

处理。在这些领域中，象新加波、香港、特立尼达和多巴寄等较小发展中国家和领 

土，对于再出口的任何双重征税特别关心，它们的进口/ 国产总值比率报高，即使 

按照布♦ 金斯保留税款办法，都会承担不合理的高税负担。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 

世界贸易近几十年的增长主要归因于象扩大关税联盟、推广最惠国待遇和类似办法 

等自由化措施。在毫不减少这些办法所提供利益的情况下，根据下列原则，这些措 

施应当为货暴税的目的保持中性: 普遍性原则要求对通过关税进界 ( 包括举例来说， 

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之间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及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之间的关税这界）的所有贸易征稅。 " 在东方货易区，以及各国进行贸身的某些 

其他管辖区，必须作出同样属于不致影响税负的规定，并把它应用于为货物定价， 

包括那些以清算货币开出发票的货物，或在易货交易中交换，可能包含非市场定价 

的货物。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技术上的问题同样属于新成立机构的权限范圏，然而， 

旨在处理上述某些问题的规定或许应当完全订入该条约之内。

然而，可对英格兰和苏格兰、比利时和声森堡、美利坚合众国和波多黎各之间 

的货臭给予格免权，这些贸易不须正式报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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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 在审查任何普遍贸易税的经济影响时，其优点—— 即指它的广泛基础和在 

低税率下仍能得到大量收入—— 也带来了某些缺点。因此，在缺乏详细的供求数据 

的情况下—— 这些数据连同历来的价格可算出供/ 求和价格弹性—— 就不可能对种 

类繁多的货物，正确地解答进口者/ 购买者终究是否应当承担税负和应当承担多少， 

或进口者可以把多少税负转到出口者/ 出售者身上的问题。即使手头有这种数据，

试图用数字来列举这些弹性值对低至0. 1%到0. 4%的税率仍不可能f 到任何有意 

义的结论。同样的，对任何个别 ( 购 买 ）国的影响有赖它特别的进口种类所具有的 

禅性决定。就定义来看，至少在短斯来说，在其进口总额中如粮食、燃料等薄性低 

的必需品所占份量很高的国家就不得不吸收较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 ) 的税负，因 

为它们依赖进口。长期来说，在情况允许时，以本地生产取代进口或许会发生一种 

作用，然而，由于此处建议的税率很低，看来它引起这种变动的可能性不大。同样 

的最低判断也适用于答复贸易税对成本和价格的影响这小问题，也就是它的通货， 

服影特别是在无法把税负转给出口者 / 出售者的国家。即使把这项费用附加给 

以后％加工阶段、原料和商业（再销售）各级，包括随附的利润，仍难以看出在把 

所有弓I起的次级价格影响都计入后，对基本进口税所用的系数会高到1. 5, 也就是 

对 0. 1%的税率实际产生0. 15 % 的影响。这就表示在进口 / 国产总值比率高达 

5 0 %的国家，会一次造成0. 075 %的通货膨胀影响， 但对全世界来说仅等于

0. 0 1 2 5 % .考虑到追切需要更多的可以准确预计的发展资金来源，这种代价不能 

认为是太高。

3 1 . 因此，国际贸身税在增加收入方面的潜力报大。而且，一经采用后税款就 

会相当自动地源源而来，因为一♦ 国家必须退出条约才能停止缴敦。假定贸易税所 

产生的额外收入中，以 1 0 %用于控制沙漠化措施，图表显示，按去年贸易额计算， 

流入的资金将达2 亿美元（税率0. 1 % ) , 而在 1 9 8 7 年以前会增加5 0 % , 达 

到 3亿美元（参看下面第1 8 9 段的表1 2 ) . 这小数值反映，名义上每年平均增 

长率仅达6 % , 这项佳计似乎较接近当前预期的较低极字。这笔敦项可能直接用来 

执行反抗沙漠化项目• 另一方面，如同第四章所列举的，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可用来 

提高为这种项目筹资而组成的机构的借款能力。



a/36/141 
Annex 
Chinese 
Page 22

B . 货市基金组织出售黄金杀1信托基金的周转资金

s a 现时没有必要扼要重述在什么情况下货市基金组织开始放弃5, 0 0 0 万盘 

斯黄金，即其原有15, 000万盘斯黄金总储备的三分之一，只是说明这小部分的一 

半，gp2, 5 0 0 万é 斯，是在 1 9 7 6 年开始的四年斯间公开柏卖的；另一半归还 

给原来的捐助国， 这些黄金拍卖所得的利润总额超过$46. 4 亿帐面价值，其中 

S i a  9 亿直接分配给货市基金组织的1 0 4 ♦ 发展中成员国，这些国家在全部份 

额中占了将近百分之二+/U  出售黄金余下的《33. 5 亿利润，相当于2 9亿特

别提敦权，2的投资牧入，转入信托基金，此项基金是为了一些发展中国宏的利益 

( 见下段）而于 1 9 7 6年 5月设立，并于 1 9 7 8 年开始作业瓶

3 3 . 信托基金的贷敦有5 年的宽限，分 1 0 年偿还，虽然一■些贷款可在1983. 

年开始偿还，但是信托基金贷款最后一笔分期付敦的第一次偿还在1 9 8 6 年才到 

期* 因此必须研究信托基金贷敦偿付敦的哪一部分，可以依照货市基金M 织执行

董事会就这些偿付敦预先指定一些其他用途所作的两项决定，充作反沙漠化用途, 

第一, 信托基金周转资金75» 000^特别提款权已被指定作为补助金帐户， 目的是 

要减少货市基金组织的低收入成员国使用货币基金组织补充筹资办法《威特温贷款 

办法）的费用。 第二，另外已拨出15亿特别提敦权以统一的减让性条件，根据大致 

类似信托基金的安排，向需要国际牧支援助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宏提供这种援助《 当 

初设立信托基金是为了以减让性条件向那些因为执行国际收支调整方案而有资格获 

得援助的合格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国际收支援助， 因此，除非有沙漠化间题的国 

家为了从补充筹资办法得到益处已经历过这种严厉的贷敦条件，或者为了从信托基

按照以往的汇率；每个特别提敦权现在的价值约为《1. 15 ( 1 9 8  1年 7月 

2 4 H ) .

参看 1 9 S O 年 1 2 月 1 9 B货市基金组织1980/81号新闻稿，以下的说明

引用该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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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贷敦得到益处已经接受所规定的相当宽厚的条件，其他有这种问题的国家不能着 

望从总额为22。5亿特别提款权的信托基金周转资金得到益处》 总而言之, 根据

基金董事会现有的决定，这笔款额的任何部分都不能作为利患补贴之用，只有在保 

证下筹集若干倍数额的第三业务类贷敦才可作利息补贴之用。

3 4 . 但是，根据信托基金偿付程序已到期的一■笔剩余数额，基金董♦会先前的 

决定尚未预先指定其用途。 数 额 大 约 相 当 于 原 来 转 入 信 耗 基 金 的 5 化特别 

提款权—— 约 2 Ô亿特别提敦权—— 在 1 9 8 1 年 4 月 3 0 曰支付最后两笔贷敦之 

后结束信耗基金时已贷出。 货币基金组织仍然有一笔尚未分配的差额—— 在信耗 

基金贷出的2 9 亿特别提敦权勃已经照基金董事会指定主要供货市基金级织用的周 

转资金22» 5亿特别提敦权之间的差额。 这笔敦额总数为6. 5Î乙特别提款枕但 

是，至返在1 9 8 6 年开始，即信托基金贷敦最后一笔分期付敦开始偿还的一年， 

这笔敦额连同其在1 9 8 6 — 1 9 8 9 年座计的其他利患牧入大约等于1 0 化特别 

提敦权，这笔敦额可依照货币基金组织至返需在1 9 8 8 年 6月 3 0 曰作出的决定， 

是否依照该组织协i义条敦121 f ( Ü ) 分节的第二节用于向低收入的发展中成员国 

提 供 钱 風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协 i义条敦的这一分Ÿ 规定"在发展中成员国困难的时候 

可照特殊条件向其提供国际牧支援助，为此目的，货市基金组织应考虑到平均国民 

所得的水平 " ， 这一分节又规定根播这项规定采取的行动应" 符合货币基金组织 

的宗旨 " ， 这些宗旨当然已载于协议条敦第1条，根据对于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 

调整过程的性质的演变中的想法，似乎有各种理由假定货市基金组织董事会至令未 

指定用途的1 0 亿特别提款权可特别用于反沙漠化方面的资么考虑到信托基金 

贷敦的偿付时间形态，派料 1 0亿特别提敦权可在1 9 8 6 至 1 9 8 9 年每年偿还 

Z  51 乙特别提敦权，分 4年还清，

3 5 . 如下一■小分节论述的，在特别提敦权加发展筹资之间须实行联系, 根据每 

年特别提款权分配的数量和发达国家会同意放弃的特别提款权数量的保守的假定， 

预料在1 9  8 2 — 1 9 8 6 年第四个基期可获得约8亿 特 别 提 敦 札 假 定 这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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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项的百分之十可指定用于反沙漠化，每年就产生8 ,  000万特别提敦权的利息补 

贴。 假定特别提敦权在以后基期—— 1 9 8 7 至 1 9 9 1年—— 至少将以相同的 

规模趣续分配，再加上信托基金的周转资金，从 1 9 8 6 年开始，每年将有总额

10. 5亿特别提敦权可用于全面发展方面， 根推先前的假定，从 1986至 1989 

年,这笔敦项每年可以合理地拨供反沙漠化用途不超过1 0 % 。 比起 1 9 8 2 至 

1 9 8 5年期间每年8 ,  000万特别提敦权，现在可获得1. 05亿特别提敦权, 用 

来补助在担保下筹集的减让性贷敦（参看下面表3 ) .

3 6 L 按货币基金组纽的协定条敦第1 2 节第五条的规定采取的行动需要基金董 

事会特别的8 5 % 多数赞成》 可能作到的是，有关的多数可自货市基金组织命世

界報行政策的演变趋向中集合而成。 货市基金组织已通过延长资金办法的偿还期 

至千年或通过预先达成广泛协议的备用协定来逐步延长其贷敦的偿还期限，世界银 

行最近也已开始进行结构调整措施，以便延长对各国的方案贷款， 这两种演变反 

映出他们认识到先前认为适用于国际收支调整的传统的三年至五年的期限以及就世 

界報行而言，集中于项目而非方案的贷款，其结果并未促进，反而是阻碍了调整的 

过程，并使贷款国付出可避免的社会勃经济代价。 这两种演变的重点是确认在一 

小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品和出口促进活动都需要时间来培养必要的能力，由于在 

这西方面缺乏目标明确的规划步驟，所以单是汇率的改变本身并不可能足够， 这 

些考虑更适用于不仅负有发展任务而且负有防治沙漠化任务的低收入国策

37. 来愈认识到有iiSi要弥补调整加目前正在进展中的发展筹资之间的差距

首先是这个看法的转变使人们有理由认为货市基金组织能够调拔其部分资金给一个 

防治沙漠化机构，其用途同长期发展有更密切的关系。 看来货市基金组织协议条

" 虽然延长资金办法采取了第一个步驟来缩短货币基金组织的短期国际收支方法 

棄I世界報行的长期方法之间的差距，这两种方法之间仍有巨大的差距，包括中 

期方法在内， " 在七十年代的过程中日益明显的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段 

期间所经历的国际收支受外在巨大动荡的调鉴过举要求比延长资金办法所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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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第 1条所列的用途同这种行动方针是毫不抵触的，就如它同特别提款权和发展等资 

之间建立联系也毫不抵触一样。

未来的出售计划

s a 专家组重申必魏废弃黄金和国家储备货市以促进使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储 

备媒介的共同目标并促进特别提款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潜力。 同样地，由 

于对主要的拥有黄金国家的储备资产黄金储藏的有效重新评价而可能向这些国家大 

量转移大约4, 000亿美元，专家组觉得应据此作出努力，调鉴国际流通资金的分 

配，以便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3 9 . 为达到这个目的，货市基金组织所持有的其余1. 03亿盘斯黄金，将 在 10 

至 1 5 年期间挑售五分之四，这一部分并不直接分配给发展中国家的利润，除了下 

面一段所说明的以外，将拨供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援助新方案,

4 0 . 这些收益其中十分之一可拨供沙漠化防治方案的资金• 在需要一个特定

多数投票赞同的条件下，这可能在货市基金组织目前的协定条敦内进行• 因此在

1 0 至 1 5年期间将拨出® 3 0 亿总额，其中 S 2 2 亿是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国转移 

给发展中国宏防治沙漠化方案的敦额我们期望在经济上有能力执行防治沙漠化方案 

的发展中国家宣布它们将不利用贷款的便利或通过这种转移而可获得的资金，

4 1 . 关外，如有必要，在适当修正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敦的条件下，上述来自 

货市基金趙织的这些新的黄金销售所得的一部分利润，可由货市基金组织置于一个 

独立的信托基金内，并予投资，以便用作拟议的公司将在国嘛金融市场筹集担保贷

« ( 续）的时间和范围还要大得多的调整努力， 无疑在调整的时期延长，所需采取 

措施的范围扩大之后，就很难区别调整的过程^0发展的过程。 这而种活动 

达到一个可说是结合为一的地步，因此调整加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持续过程， 

并且机构的等级划分不应妨碍以相关的方式来m 有关问题 " ， （参看《联合 

国向2 4 国集团提出的国际收支调整报告》英文本第1 2 至 1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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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的担保金，担保贷敦的期限命条件将由本报告所设想的其他来源或信托基金的收 

入来补助。

4 2 . 为确保任何未来的黄金销售计划能够获得最大的收益，这种销售应按照市 

场的吸收能力，分期进行。 这些销售必须报据关于市场在某些价格水平上的吸收 

能力的预测；我们冗以回顾，在美国举行了一连串的拍卖后，货市基金组织每月的 

黄金销售额不得不从525, 000盘斯降至470, 000症斯。

4 a 金价的巨幅波动说明了未来的销售战略应集中在靠价格的身变来谋利的方 

法 Ï ( a ) 预先决定展开新的拍卖的价格水平；和( b ) 授权进行其他的抛售黄金办法， 

包括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以及也许在市场情况会使这种办法更有吸引力时签署认购权 

利书， （不论货市基金组织是否实际上抛售任何黄金储备，后者实际上是从其黄 

金储备中提取利润的唯一•途径

4 4 . 还有一个办法是依照布兰德委员会的建议，用货市基金组织的黄金作为贷 

款的担做这不需要货币基金组织销售任何黄金，所以黄金可以继续留在货市基 

金组织来作为这种用选用货市基金组织的黄金作担保，仍然有必需可能很费时 

地去修改货币基金组织协议条敦的麻烦，因为如前所述, 黄金销售的程序可能要符 

合目前的条敦规定 , @ 而就需要特定的多数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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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特别提款权与发展资金之间的关系 .

4 5 . 大家知道，特别提款权现在是按基金会成员的定额比例分配的，因此大体 

上说，不生产石油的发展中国家在有2 6 % , 出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占有1 0 % ,  

其余部分属于各发达国家。 将特别提款权与发展资金桂勾的建议由来已久，可以 

追溯到1950年代的 " 印花计划 " ，根据该计划，所有人为规定的类似特别提款权 

的国际清偿能力—— 因当时还没有今天这样的特别提款权—— 都将属于发展中国家。 

此后，已成定论的思潮发生了变化，逐渐倾向于（如皮尔逊委员会1969年强调的 

那 样 ) 让 “ 发达国家放弃其新储备手段（特别提敦权）定额的一部分拨给次发达国 

家 " ，理由是 " 在特别提款权的发行量已经根据适当的理由商定时" ，即按世界的 

清僮能力而不是按对发展资金的需要商定时，这样做“有着既简单又公平的充足理 

由 'V ，， 皮尔逊委员会建议提出了一种联系形式将特别提款权经由S 际开发协会给 

与发展中S 家。 但是自那时以后，特别是在2 0 国集团讨论期间，又提出了各种 

联系的# 代办法。

4 6 . 这些替代办法可概括为下列几种方案：

(a) V将特别提款权直接分配给各发;展金融机构；

0» 将特别提款权直接分配给各发展中国家，必须使他们特别提款权的分配份 

额大于他们在基金定额中享有的份额；

( C ) 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基金定额中的份额，从而增加他们特别提款权的分配额 ;

( d ) " 间接联系 " 办法，即特别提款权仍按基金定额比例分配，但由捐赠国达 

成一项协议，将他们特别提款权配额中的预先规定的部分或与此相当的货币，转让 

给各发展金融机构；

( e ) 将对发展金融机构的赠敦或直接给发展中国家的赠款，同建立某种"储备

L e s t e r  B. P e a r s o n  等 著 《P'arters in D e v e l o p m e n t  》 

(1 9 6 9 )—书，英文版第2 2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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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手段 " （即后来替代帐户建议的前身）联系起来。

4 7 . 后来货币基金组织在讨论中又提出Ï 和 G两种新的可能性。现筒述如下：

方案：与基金组织所支助的方案挂上钩，这些方案的目的是加强由于基金组 

织能够提供附有条件的资源而产生的调鉴的刺激。 此方案的另一种形式是给发展 

中国家额外的特别提敦权，根据正常的条件限制条例，这些资源可为基金组织的后 

备基金。

G方案：利息补贴联系，即分配特别提款权给一些义有基金组织借款而尚未偿 

清的发展中国家，以便补贴他们支付给基金组织的利患。 根据该方案，这些特别 

提款权对于信托基金的流动来说，所起的作用同对借敦人的利率补贴是一样的。 由 

于特别提款权利率现在与市场现行利率相同，基金组织所做的分析表明,将需要多 

达 1 0 亿的特别提敦权，才能按补充提供资金设施降低低收入国家利息付款三♦百 

分点。 如下文所说，原来的受援国若将这种用于利患补贴的特别提款权改力"T种 

间接联系，同时做出辅助性安徘，将应付利息敦项转嫁给设施，那么这就等于是一 

种用于支付利患的有患贷款。 下面还要谈到，如果这笔利患数额是用对应的国家 

货币而不用特别提敦权计算，这项费用就可能避免。

4 8 . 去年，基金组织董事会讨论时又提起联系问题，一来是应贝尔格莱德1 9 

7 9 年年会 1 4 国集团行动方案的要求，同时所审议的勃兰特委员会报告也赞成这 

种联系。 货市基金组织内部的讨论也受到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的參响，现在建立这 

种联系比起历史上任何时期谈到这问题时或许都更有希望。 赞成建立联系的主要 

论点是：作为本系统中其他地方往来帐户盈余的对立面，发展中国家可望会长期出 

现赤字；目前各私人銀行顺利回流石油生产国剩余资金因难重重；以及难以指望从 

政府预算中增加官方发展援助。 如系因此能通过这种办法找到预算外资源来弥补 

发展中国家当前的赤字，就有助于抵销援助停滞和私人钱行回流疲救所造成的箫条 

性參响。 考虑到得到其他财政资源的重重限制，特别提款权联系的重要性是显而 

易见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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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 虽然决定按市场利率计其利息以后，特别提款权现已失去从前的减让性特 

点，但分配一笔特别提款权仍相当于按市场利率给发展中国家一笔长期信用限额， 

这些国家虽然是特别提款权的净使用国，但可以同样理由将市场利率转给增加特别 

提款权净拥有额的那些国家。 这是由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现在的条敦造成的。一个 

参加国，在得到特别提款权的配额时，除别的外，还承担了按现在市场利率支付这 

笔配额利息的义务。 只要它拥有分配给他的特别提敦权，它也同时得到这些特别 

提款权的利患。 既然所要支付的和所得到的利息相等，特别提敦权本身的分游， 

对参加国并不强加任何净费用。 只有当不管由于什么原因，不论是将特别提敦权 

转让给某发展机构，或是用以结算自己的收支赤字，某参加国使其特别提敦权的拥 

有额减少到低于其净累计分浪额时，才需要净支付一笔利息。 他对所使用的特别 

提款权失去了得到利息的权利，但对其分配额却还要承担支付利患的财务义务。 因 

此，如上所述，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就相当于开立一项信用限额，而在实际使用这项 

信贷之前，并不需要支付利患。 反过来说，上文已经提到，一个参加国由于"接 

受 " 特别提款权而增加其净积累分配额时，就得到相当于现行市场利率的一项净收 

Ao

5 0 . 无论联系采用何种形式，其效果都将是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信用限额。 

同按照基金会定额比例分配特别提款权这种正规的做法相比，只要有一定的全球特

别提款权分配总额，发展中国家就会得到好处。 当然发展中国家所增加的信用限
• ■ ■ ■ ■

额是发达国家执行联系时所放夢的特别提敦权的数额。;提高这种信用限额当然东 

助于发展中国家从一般资本市场得到资金, 从而提高他们偿付支付赤字的能力。同 

时，特别提款权附有市场利率后，就能维持对此资产的信心，这样由于联系的结果 

将要放弃他们一部分原来特别提款权的发达国家，就会继续有兴趣赢得与" 接 受 " 

特别提款权。

5 1 . 目前这一做法的主要间题是，从力防止沙漠化方案提供一种利患补贴因素 

的角度来说，采用哪种方式实施联系最为适合。 作为主要考虑的是不需要修改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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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基金组织条款就能够尽快实施联系的方式。 根据这一考虑，大家明显赞成上文 

第 4 6 段提出的d 类联系方案，即所谓的 " 间接联系"。

5 Z 考虑的第二点是，执行这种间接联系时，是将这种特别提款权的配额还是 

将与此相当的货市转让给防治沙漠化机构。 如前所述，实行 " 间接联系" 的效果 

是放弃特别提款权给某一防治沙漠化机构的国家，将继续承担财务义务, 支付原先 

特别提款权配额的利息。 诚然，可以经过协议将这项义务转给该防治沙漠化机构, 

但这样做只会减少该机构可以得到的资源。 因此，通过联系办法将其特别提敦权 

捐献给某机构的那些国家，看来最好还是继续承担义务，支付这部分特别提敦权的 

利息。 这种做法对捐赠国来说，类似于把借来的钱不要利息或费用再转给防治沙 

漠化机构。 如果此机构想拥有这项捐赠的特别提款权，它就可以得到一项净收入。 

如果它宁愿使用特别提款权，则无需开支利息费用。

5 3 . 希望通过联系办法得到特别提款权的防治沙漠化机构，将其用于利患补肚 

的目的，根据一李保证办法取得数倍于此的商业贷款，以便在实际上使用其特别提 

款权。 但由于它使用这些特别提款权有一定灵活性，捐赠特别提款权的间接联系 

方式本身就有使该防檢沙漠化机构净得一项收入的可能。

5 4 某些发达国家可能不愿采用这种转让特别提敦权配额的方式，而愿意转让 

相应数额的本国货币。 它们的选择决定于权衡这两种分派方式所涉赛用的多寒0

5 5 . 假设货市基金组织1982年至 1986年第四小基本期的分浪建议在1981 

年 1 0 月前得到支持，而同时货市基金组织人员提出的并得到2 4 国集团赞同的每 

年 1 0 0 特别提款权的分派建议看来最为可行的话，各位专家宁愿作出每年5 0 亿 

特别提款权的更为保守的佑计。 如果由按人口年均收入至少为3 ,0 0 0美元而且 

根据基金组织的定义不处于" 结构不乎衡 " 状况的国家，通过间接联系转让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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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别提敦权分配额，" 这一所涉款额将为8 亿特别提敦权。

5 0 . 如拿出1 0 %的这笔敦项用于控制沙漠化，则对此方案的利息补贴将达 

8 , 0 0 0 万特别提款权。

最近开发计划署X 贸发会议加强特别提敦权措施项目向2 4 国集团最近提交的 

报 告 （1981年 3 月 ）提议在下一基本期期间，除结构性剩余外，发展中国家 

每年分浪额斤增加至其定额份额的150% , 工业化国家的分浪额将减少相应数 

额 ，并且要由工业化国家采取自愿行.动实现上述目标。 这也相当于一种间接 

联系，其制定方法与我们上述的有些不词，但从联系转让数额来看，实际效果 

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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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以百万特别提敦权计）

1982 1购 1985 1286 1^7 1988 1989

特别提款权联系收入 800 800 800 800 800 300 500 800

信托基金流动额 - - - 250 250 250 250

通过货币基金组织机 

构可得到的资源总额

800 800 800 800 1050 1050 1050 1050

可用于防治沙
80 80 80 80 105 105 105 105

漠 化 的 数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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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fc杆作用因素a

市场借款利率 当年付敦额 分 7 年平均付敦额

15 1.5 2.5

12 1.8 2 ,8

10 2 .h 5 ,2
)

8 2.8 1̂ .0

些因素适用于按第三类业务条件的借款，利息 4 % ,宽限期7 年 ， 2 5 年到 

期。 权杆作用因素表示对于以特定市场利率和特定付敦安排所得贷敦的每1 

美元利息补贴所允许的借款倍数，但是此种借款必须有相当的附属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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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商品共同基金

1 . 背景

5 7 . 共同基金有两种分开的帐声。第一帐户将为 ( 现有的和新的）国际商品协 

定 （商品协定）的缓冲储存，措资金。 由于各种商品协定的结合而筹集的资金将有 

助于1̂ *省所需的经赛，因为不同的商品通常不是同时需要资金的，因此，销售高价 

商品所得的收入通常就可以用来资助购买跌价的商品。

2 . 第一帐戶

5 8 . 与共同基金有联系的各项商品协定必需存放等于预期获得缓冲储存所需最 

高资金的三分之一的现款0 各项商品协定的成员国政府必需保证有资金来支持预期 

借贷的最高款额 , 即等于所需最高资金的余下三分之二>0这些存敦和贷敦合起来将 

大大地增加共同基金所将支配的资金。 目前的估计是，如果就讨论中的各项主要商 

品 （橡胶、锡、木材、糖、 ★ 啡、茶、棉花、银 黄 麻 和 硬 奸 维 ）能达成适当的协 

定，第- •帐户的资金总额将在⑧ 6 0 亿和《 8 0 亿之间。

59. 但是，第一帐户并不是打算作为国际收入的来源，而且也不可能，受权作为 

这种来源。 它的股本并不是每年流动的，而是固定的资源；颈期它不会在经常的基 

础上获得补充（同时也不需要获得补充）。

3 . 第二帐卢

6 a 根据拘成共同基金的协定第二业务单位方案包括研究 ^ 销售调查、发 

展商品的处理方法和改善生产率第二帐户需要 $ 3 。 5 亿的资金，其中包括从

18
见工 D/iPCXC：F/coioy24  号文件。

协定第1 8 条 （" 第 二 帐 ) 第 3(a)条说，"各现措施应当是商品发展的措

施，其目的在改善市场的结构条件、提高某些商品的长期竞争能力和扩大其前

景。这些措施将也括研究与发展、生产率的提高、销售和旨在协助取得竖向多

样化的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是通常以共同筹资或通过技术援助的办法来协助 

实现坚向多样化，这些办法是可以单独进行的,就象容身腐烂的商品和其问题不 

不能断i 存的方法来加以《 解决的其他商品那样威除此之外并支助各项储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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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基金资本分配到的您7, 000万和单独自愿捐款的却2 。 8亿。 第二帐户须获 

得补充0 因此，在最初三年内，每年通过第二帐户提供的减让性贷敦将约为《 1亿 ； 

以后提供的贷款将视共同基金理事会所决定的补充额和次数而定。

6 1 。 就某些商品来说，制定各项措施的方案似可包括环境方面；但须由共同基 

金执行局根振协定第7 条第 9 款的规定指定处理这种具体商品问题的国际商品机构 

内的各有关生产者和消费者来加以确定。一个国际商品机构必须符合下列资格标准 

才具有被委任的资格：

(a) 一个国际商品机构库害在政府间基袖上设立起来，并准许联合国所有 

会员国或其各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任何成员参加；

(切它应当继续处理有关商品的货身、生产和消费的各个方面；

( C ) 其成员应包括在有关商品的进出口中占有足够份额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Ï

( d ) 它座当制定一种反映各成员利益的有效的决策过程;

( e ) 它应当能够采取适当的办法以保Æ能适当履行与它从事第二帐户各项 

二活动有关的任何技术或其他的责任b

62。由有关国际商品机构作保证人是决定是否将各项治沙措施包括在那些任何 

特定商品有资格获得第二帐户支持的措施中的主要条件。最后，约 1 8 种或更多种 

的商品可能都设有国际商品机构；每种商品是由可能受或可能不受沙漠化影响的许 

多国家生产的。在这些生产国中，有许多国家—— 虽然不是所有国家—— 可能是发 

展中国家（而这些商品的许多消费者又是发达国家）。下面表5 至表 1 0 表明全世 

界小麦、伽啡和棉花的十大生产国，并载有1 9 7 7 至 1 9 7 9 年的产量数振和 

1 0 8  0 年的佑计数。

4 . 现况

63。共同基金协定将在获得资本认缴总额三分之二的9 0个国家批准时和在 

达到第二帳^ 自愿捐款指标的5 0 %时就开始生效。 到 1 9 8 1年 7 月 2 0 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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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4 1个国家签署了该项协定（虽然只有8个国家批准了它）。签署国占基金直 

接认捐资本的6 1 %强0 第二帐户的认捐额力部2 。 2 5 亿，指标为$ 2 。 8 仏> 

应当指出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认捐额占第二帐卢捐款额的五分之一 1% 非 

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则è" I 5 % 。

6 4 . 该谈判会议规定从1 9 8 0 年 1 0 月起的1 8个月期间为批准该协定的期 

间S 但☆ 有必要可延长两次。以上所述的进展情况表明共同基金可按照预定时间设 

立起来0 但是，秦于各项商品协定的情况，可能会有迟延0 至少有- «个主要工业国

家打算暂不批准该项协定，直到有足够数量的" 适当 " 国际商品协定参与共同基金  ̂

目前能符合共同基金的标准的似乎有国际可可协定、 国际樣胶协定和国际锡协定， 

因为它们主要是依靠缓冲倚存。有关★啡的各项国际协定主要是依靠出口限额而非 

缓冲储存；因此，它目前没有资格参与共同基金。糖协定是以国际协调的国家储存 

力基础的，因此它有资格获得共同基金的资助。但是，该项协定并没有规定对采购 

赛用提供国际资助，如果它打算参与共同基金，这个条件是报重要的。关于铜的问 

题，虽然对按照国际缓冲储存的办法来制定一项安排的问题已作了充分的讨论；但 

是，目前似乎极不可能达成一项国际商品协定。

5 。所涉经费问题

65 . 虽然在中期和长期内，共同基金似乎可能获得批准并能展开业务；但是， 

共同泰金不可能作为促进一■般发展的主要递增性牧入来源。因为在最初三年，第二 

帐户每年提供的减让性贷敦只约为$ 1亿，即全球每年减让性援助的(K 3 % , 虽 

然这个数额可能会增加，但也要视第二帐户所得的补充额而定。 即使这个极徽少的 

资金流量也不一定会 " 增加 " 其他的援助额，这是由于捐助国只能重新调整它们正 

常外援方案的组成，在不须增加援助总额的情况下为共同基金提供资金。 -

6 6 . 商品共同基金一旦适当地设立起来，就能通过商品价格稳定的办法对南北

石油输出国组织基金同意缴付某些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认缴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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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方面的经济增长和德定作出重大的贡献o 此外，作为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创 

建的机构 ( 而不是布雷顿森林会议时代的产物），它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是独特的； 

这些发展中国家在投票和管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将比大多数的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为 

大。但是，在作为额外税收或作为国际用途（例如沙漠化）的减让基金来源的这个 

狭小的意义上, 这种情况并不能使共同基金成为便进国际发展的额外资金的主要来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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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小麦生产国（1 9 7 9年 ） 

( 以千公吨计）

表 5

生 产 国 1 9  7 7 19 7 8 19  7 9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a 92 165 120 821̂ 90 100

中国a U5 001̂ 52 002^ 60 003^

美利坚合众国a 55 2̂0 IfS 922 58 289
印度a 29 010 31 7h9- 3U 982

法国 17 350 20 970 19 393
加拿大 19 362 21 1U6 17 7k6

土耳其 a 16 720 l6 769 17 631

澳大利亚 a 9 370 18 250 16 100

巴基斯坦a 9 iWi 8 367

意大利 6 3̂ 7 9 332 9 l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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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十大》 生产国（1 9 7 9 年 ） 

( 以千公吨计 )

生 产 国 1 9 7  7 1 9 7  8 1 9  7 9

巴西a 975 1226 1 295

齋伦比亚a C571 669C 762°

象牙海岸 291 196 275C

印息€西亚 198 223 267

墨西哥■ a 182 215 228

埃塞俄比亚a 191。 191° 19U。

萨尔瓦多 lif3 132 180"̂

危地马拉 IU8 1U9 169°

乌干达a 150° 121° 120

印度 a 102 12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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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棉花生产国（1 9 7  9年 ） 

( 以千公吨计 )

表 7

生 产  国 19  7 7 1 9  7 8 19  7 9

美利坚合众国a 3 133 2 36U 3 16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a 2 597 2 731 2 821。

中国a 2 Oli9’。 2 i67’o 2 207^̂

印度 a 1 203 1 279 1 220̂
巴基斯坦a 553 h75 650

巴西a 555 U77 575
土耳其a 575 î+75 505°
狱 a h3S h82
墨西哥a ill's ?ho 336

危地马拉 137 Ih j .1)1.6。

a 受沙漠化影响或威勝的国家。

1 3 梭农组织的佑计数。

C 非官方数字。

资料来源S 《根农姐织生产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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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生产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美利坚合众国a b 

中国a 

欧洲共同体 

印度a 

如拿大&
土耳其 a 

已基斯坦a 

澳大利亚 a Id 

阿» a l )

9
 

6
 

5
 

5
 

3
 

1
 

1

8
5

7

1

2

g
7

8

a 受沙漠化影响或威胁的国家o 

1 3 五大输出国

资料来源S 国际小麦理♦ 会，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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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伽带产量

1 9 8 0年 1 0 月 至 1 9 8 1年 9 月农作年度

可出口产量佑计数 

( 以千袋计，每袋 6 0 公 斤 ）

主要生产国X 输出国

巴西a 

齋伦WÆ a 

印度尼西亚 

象牙海岸 

墨西齋a 

萨尔瓦多 

危地与拉 

乌干达 a 

埃塞俄比亚a 

落麦隆联合共和国 

哥斯达 

厄瓜多尔a 

印度 a 

肯尼亚 a 

洪多拉斯 

扎伊尔 

秘鲁

马达加斯加

16 350

10 5/5 
3 ■̂ '18

2 600

2 ?50 

2 223

2 13二 
700

662 

524

496

553

297 

280

1

1

1

1

1

1

1

1 205 

1 100

1 062

a 受沙漠化黎响或威脉的国家。 

资料来源 : 国际伽难组织，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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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0 年 8 月 1 日至1 9 8 1 年 7 月 3 1 曰

: ~ 棉花产量佑计数一  

( 以千公吨计）

表 1 0

主要生产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中国 a

美利M合众国a 

印度 a 

巴基斯坦a 

C J fa  

躲 a 

土耳其a 

握西寄a 

危地马拉 

阿 贼 a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a 

希腊

舟论比亚a 

秘餐 Û 

苏丹 a

5 079 

2 624

2 二2S

6 r

525

icX

5A7
15c

150

119
11

112
105

ICü

a 受沙漠化影响或威勝的国家o 

资料来源 î 国际捕花咨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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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国际海床采矿收入

1. ^
67。 海洋一向被认为是主要 '‘ 国际公地 " 之一。 因此被指为最有可能成为国 

际社会福利的资源来源。 义在熱兰特委员会提到这种用法2 ° 以前， 《关于国家 

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原则宣言》 （ 1 9 7 0 年 1 2 月 1 7 日 大 会 第  

2 7 4 9 (XXV )号决议）2 即已宣布海床及其资源为"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的一 

部分，为后来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就海洋的使用建立国际法律制度进行谈判莫 

定了基础。 这个制度，除其他外，将包括民用和军用船舶的通过权、以及关于其 

他各种法律和经济方面问题的各种定义，包括保障发展中国家利益在内。 《海洋 

法公约》草 案 （《公约》）目前正在会议上讨论中，其第十一部分第四节是针对着 

在该 " 区域 " 的各种活动的，包括开发有生资源和无生资源。 将由联合国所有会 

员国构成的国际海底管理局（" 管理局 " ）将主管有关海床采矿的各种业务，将是 

有权就这类活动牧税、收规费，矿区使用费、或其他形式费用的唯一机构。

6 8 . 《公约》草案将在各国海岸线二百海里以内设立专属经济区（第五十' ^ 条)0 

《公 约》草案还将规定各国对其大陆架（沿海国陆块的水下延伸部分）的专属‘ft经 

济权利（第七十六、七十七条）。 《公约》草案将宣布各国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 

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由国际海底管理局管理（第一三六、一三七条）。 管理局 

将通过各附属机构负责核可一切有关海床采矿的项目，包括私营或国菅商业机构或 

由而个或两个以上这种机构构成的联营机构，或管理局通过其业务机构（"金业部" ） 

独自或参加合营从事采矿的项目。 因此，取得这些活动在将来所产生的庞大资源 

唯一的途径将是通过管理局。 对于这种活动， 目前并无其他法律根振为任何一种 

目的征收某种国别税或国际税。 《公约》革案的规定也丝毫没有支持任何站得住胸

20
《南一北：为求生存的纲领》， （英文）第 2 4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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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理论，以另一种方法对任何或所有将来决定进行这种活动的开采者（不论是 

在管理局以外的私营或公菅机拘，或是管理局本身的业务部门，此后称为 " 企业部") 

征收其经济遂利税。

69. 1 9 5 8 年的《大陆架公约》2 '已授权各国对深度^ 0 0公尺以内的沿海 

及 " 邻接海岸 " 更深处水城的管辖权。 目前的《公约》草案（即在其导言内称为协 

商文件的非正式案文）的趋向是设立沿岸2 0 0 海里的国家专属区，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更远C 事实上， 《公约》草案将规定，在超过2 0 0 海里的大陆架开采非生 

物资源时，需要缴某种费(参看下面第7 3 段 ）。 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倾向 

于接受2 0 0海里界暇的这个共同意见，其重要意义之一就是，这将使把2 0 0海 

里以外所储藏的石油或煤气的一部分或全部予以国际化的可能性大为减少。 例如 

北大西洋（包括比较浅的大沙洲（ Grand B a n k s ) ) 被广范地认为拥有这种潜藏。 

虽然该处离陆地数百英里，并在不可测天气和冰山流动地区，危险很大，实际开采 

仍有难以服的技术问超0

7 0 . 这样把石油储藏列在国际牧入来源之外后，在各国管辖范围以外的深海开 

采播结核~便成为这种收入目前所剩唯一的潜在来源。 销在海床深处的这些马镑辜 

大小的结核，其平均重量中3 0 % 是猛 Î 但其首要经济价值则在犧、然后依次为铜、 

猛、和铅，以及可能含有的销和執0 已发展一些采矿和冶金技术， 已经过在实验 

室的实验，并在相当程度上，在试驗或实地试用中证明有用。 这些实验的结果， 

得到比例相对固定的三种共生金属（媒、韻和铅）或四种金属（包括猛）或五种金 

属 （包括销 ) 。 但还没有任何正式规摸的实验工厂进行过相当长时间的实验，那 

是扩大到大规模作业的主要先决条件。 事实上，当个别机构正在深入研究技术问 

题的时候，政府当局又提出新要求, 要提出费用很高的原型示范设香。 这些情况 , 

加上后来各种金厲价格和生产成本上的变化，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这些采矿者

联合国 , 《条约汇编》，第 4 9 9 卷， ( 英文）第 3 1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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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已经把当初抱着大有潜在牧入希望时所给予商业性海床采矿的优先地位降低了， 

对陆地采矿则较重视0 这种优先次序的降級，除其他外，还带来一种结果，就是 

把最有可能开始采矿的时间延后了。 早先期望以1 9 8 2 年到 1 9 8 5 年为第一 

投资期，现在则已延到下一个十年的初期，以目前的情况看，可望为1 9 9 2 年。 

结果，在佑计深海海床采矿的生产吨数、价格和成本的困难工作上又增加了一个不 

确定的因素。

71. 建立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法律制度甚至比純经济的因素更基本却因此返 

延下来了，而原来希望只是协商本身暂时返延而已。 在 1 9 8 0 年年终的协商会 

议曾为《公 约 》草案达成很大程度的协议0

7 2 . 协商的暂时迟延并未使这些研究所得结果夹效。 事实上，万一未能成功 

地完成《海洋法公约》草案，在各国管精范围以外开采海床资源的问题就应分别讨 

论b 不座该放弃为国际需要从这一部分国际公地获得收入的可能性0 . 然而，蕃 

于目前局势，本研究眼于对这些谈判提供解析性说明，而不从事任何新的具体建议。

7 3 . 在原则上， 《公 约》草案承认从2 0 0 海里界暇外的采矿，可能有三种牧 

入： ’ "

( a ) 开采海床非生物资源的税（" 净所得分配 " ）和使用费 ( " 生产费，，）；

m 企业部业务牧入；

( C ) 第.6 9 段所提到的，开采 2 0 0 海里以外大陆架矿物所缴纳的实物和税(发 

展中国家如为本国大陆架上所生产的矿物的净进口国，免缴该种矿物税）。

7 4 . 管理局的这三种应计牧入将按《公约》草 案 第 一 七 三 条 的 规 定 分 该  

条规定，管理局的枚入在支付行政费用后, 除其他外，可以按照公平分配标准，分

22 第一七三条的同一段（即第2 段 ）规定，这种净牧入可用以向企业部提供资金, 

和 （或 ）万一《公约》的生产限制证明不足时，用以补偿发展中国家（但不补 

偿各商业企业）现有的陆上生产在市场上所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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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公约》各缔约国；关于上述(a)和(13)资源, 《公约》第一四0 条定有这些杯准，

关于数目较小的《Î)类牧入，则在第八十二条有所规定。 这两条规定有差别，是因 

为第一四0 条是规定从 " 区城 " 一管理局的主要管辖区，即各®管辖范围以外的地 

区一内的业务活动所得的收入；第八十二条是关于在延伸的大陆架的活赫收入，按 

照 《公约》的规定, 延伸的大陆架并不在 ‘‘ 区域 " 内。 当谈到管理局从该“ 区城， 

内的业务活动取得牧入而从事分配时，这个区别便成为关健。 第一四0 条明确规 

定， " 区械 " 内的活动应为全人类的利益而进行。 按照该条第2 段的规定，管理 

局事实上作为主要当事者， " 应作出规定，在无救视的基础上公平分享从 " 区械 " 

内活动取得的财政及其他经济利益。 " 如此，第一E O 条所用的文字似乎比第八 

十二条所用稍义明确。 按照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 （作为代理机构的）管理局呈 

缴的，在大陆架上业务活动所缴费用或利益的分配应" 根据公平分享的标准,考虑 

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内陆国的利益和需要"  

( 第 4 段 ) 。 第八十二条的这项特别规定, 正是提供法律基础为最受环境问题威 

胁 （例如 'ÿ、漠扩大的威脉 ) 造成不良结果的国家谋求利益。 管理局本身收入将构 

成上述(a)和 (b)两项下所预期的大部分牧入，专家组将建议管理局，如果在规定分配 

标准上有à 大余地，则管理局一旦成立以后，基本上采用类似第八十二条内有关分 

配这些牧入来源的标准。 这似乎是专家组依其职权所设想到为多种目的筹集更多 

收入的最有效方法。 至于这种未来收入的可颈测性问题，现将上述生产最高限额 

所派期产生影响后的海床采矿经济细节讨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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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 过去对海床采矿的经济分析指出，结和媒的生产可能对现有的一些结核金 

属生产者产生重大的不良參响。早期的研究结论认为，从镜结核生产的铜和讓并不 

致于对这些金属的价格产生任何重要影响》但赫的产量将会增加相当多，很可以大 

为降低其价格。 2 3 后来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自然资源委员会进行的研究"矿物资 

源：各种趋势和重要问题，特别是雜、结和机，包括技术特让的各种问题 "（

C -7X 115, 1 9 8 1年 4 月 6 日 ），'也肯定了这一点。该研究的第二章F 节在描

述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谈判现况以后，分折了生产最高服额的影响。按照《公约》 

草案的公式，这个生产最高限额是根据银的消费趋势线计算的。在基本形式上，《公 

约 》草案将规定一种公武，使从海床生产的後不可以起过 (a)相当于海床生产开始舰 

在似乎将于1 9 9 2 年开始）之前五年期间全世界犧消费趋势线总增加的数量，加 

上 (to)相当于此后世界请费趋势线增加的6 0 % (第一五一这里引用的数振所 I t »  

趋势线，是利用过去1 5 年的消费数据预测1 9 9 0 年和 2 0 0 0年的消费量，作为 

举例说明。

7 6 . 下面表1 1根振题为 " 在某些具体假设下的生产限制公式的影响" 的研究 

( A / c o iT F .e a / i.  6 6 ) , 得出关于四种金厲的生产最高眼额。所列数字只不过表 

示海床采矿所可; 许的最高生产眼额的大致数量。这些顶测假定海床采矿自1 988 

年开始。

理查德和库柏， " 收入来自海浮 " ，见巴相■冗蒂所编《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南 

一北辨论》（攻布里奇，马州理工学院出版部， 1 9 7 7 年 ），第 1 1 2 页。



V36/141 
Annex 
Chinese 
Pag© 49

表 11

199件 2000 年

低 * 高 低 a

讓 196 000 吨 253 600 吨 
(20 )

320 TOO 吨 
(2B)

806 500 Pit
(39)

铜 l68 600 吨 
(1 .0 )

21B 000 吨 
CL.10

275 800 吨 
(1 .2 )

693 600 吨 
(2*9》

结 21 ft)0 纯 
(58)

2T 900 吨
m )

35 300 吨 
(39)

68 700 吨 
(169)

猛 1 000 吨 
(8 )

1 521 600 吨 
(10 )

1 $2h 200 .吨 
(10》

1* 839 000 時 
(2 5 )^

a 低的情况是假定全世界媒需要量在1 9 7 9 年以后每年增加2 0/0。 

b 高的情况是假定全世界媒需要量在1 9 7 9 年以后每年增加5 % 。

注：括弧肉的数字表示百分比。

资源来源 : E / C  . 7 /1 1 5 ,第 $ 7 段。

77. 括弧内的数字表示各金属生产最高限额对各该金属的假设世界消费量的百 

分比。 1̂1银为例，在高的情况下，数字表示海床生产的供应量在生产开始后第三年 

可以达到该年世界总产量的大约五分之一，到二十世纪结束时可以这到总产量的大 

约 4 0 % 。

7 8 . 很显然地 , 《公约》草寒里的生产限制反映着现有生产者与海床采矿机构 

两者间利益的折衷，广义地说，也就是与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折衷. 以前提到过，

有些现有生产者觉得目前的折衷并未充分反映适当的平衡，他们因此反对《公 约 》 

草案的这一点，因为《公约》草案将不规定对独立生产者可能遭受的捕夫给予补偿

( 照第一七三条关于管理局净牧入的分配, 只 保 国 家 ）。然而，早些时候的研究《 

斯坦伯格和亚格尔，与布兰农（E S t e i n b e r g ,  J .  Y a g e r ,与 G. B r a n n o n ) ,

《为国际需要筹敦的新途径》， （英 文 ）第 1 4  9 页；莱布齐格和马奇（ D . 

L e i p z i g e r ,  J - M u d g e ) , 《海床矿物资源：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英 文 ）

第 1 4 8 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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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与预期中从海床采矿所得的经济牧益比这种损夫可能相当大，因而振消冗公 

约 》草案增加牧入的目的。至于未来的协商怎样处理将来的这■■重大不稳定因素， 

现在还不知道。

7 9 . 《公约》草案的劣一要点为，它将通过企业部让管理局直接参与采矿。企 

业部可以单独，或与独立经营者合伙从事采矿。任何独立经营者（实际上主要是专 

为此目的而设立的联营企业）在向管理局申请采矿执照时将必须提出两个矿区，管 

理局可以为自己选择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局将有权拥有生产最高眼额 

里一定的分量。除了这个平行开发海床资源以外， 《公约》草案还将规定独立经菅 

者以公平的市场价格将其技术卖给企业部。由于《公约》试圏在依赖民间市场与依 

赖一些发展中国家所主张的生产国际化之间取得共同协议已使独立经菅者发生某种 

程度的不安。显然，在这个问题获得解决以前，很难就管理局业务的收入提出比最 

暂时性的预测更进一步的頸测I,

8 0 . 除了企业部所得利润以外，还可以从实际采矿的所得税和生产费获得国际 

收入，但不能从相关的运输和加工活动获得国际收入。虽然《公约》草案并未提到 

这一点，一般假定后者将是各国科税的对象》对海床采矿者来说， 《公 约》草案将 

在实际上提供两种税法以便选择：即所请单一制与复合或混合制。单一制将适合报 

少征收所得税的集体经济制度；单一制不征牧所得税，只要求生产赛，税率从开始 

生产头十年的百分之五，到商业性生产第十一年起十年间的百分之十二。这个比率 

将征得大约等于从所谓混合制所得的收入。所谓混合制度征牧生产费和实除税收两 

者。这种混合制度将征收：

( a ) 在牧回全部投资（包括利患在内）以前：固定征总销售额的百分之二，加 

上对采矿部门利润的累进所得税 , 其比率视投资利润率的高低而定，随着 

矿产利润率为1 0 % 以下、 1 0 % 至 2 0 % 和 2 0 % 以上的不同情况，增 

收其总利润3 5 %、 42* 5 %或 5 0 % 的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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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此后，固定税率加倍，成为总销售额百分之四，加上依同上的利润率的百 

分比征收利润4 0 % 、 5 0 % 、或 7 0 % 的所得税。

8 1 . 除了这些应该缴给管理局的国际税捕以外, 典型的综合经营者还有义务向 

它从事运输和加工地点的管格国缴纳各国所得税。这就引起转移价格的问题，也就 

是采矿业者向上述加工业者要求的价格，因为这个价格将决定国际管理局和各国当 

局之间分配可征税收入的比率。这又是协商中男一个争论点。最后把这个问题提到 

联合国跨圓公司委会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税务条约专家组才算解决。这些机 

构将参考自由市场或有关市场上合理无私交鼻而订出公平的转移价格的标准。

8 Z 关于各国当局以全部免税或减税等其他宽减方武给予减免的问题,虽未在 

《公约》草案里规定，但可以由对提议中的对通讯卫星的征税这类似问题的答案类 

推出答案来（在本章下一节）。由于该节所述理由，任何 f 国不得因有国际征税而 

宽免m 责，结果可能成为：从事海底采矿而其加工作业需经国内征税的企业，其总 

纳税额可能高达无法接受的程度，对此现象唯一的保护办法就是减税. 因此，企业 

界对国家立法机构增加压力，要求比现行税法中的可能优待办法更为广泛的优待。 

可以想到I：由于国廝收入与利润率有关，这种压力被满足到什么程度, 可能反过来 

影响有关的国际收入。



a/36/141
Annex 
CMuesa 
Page 52

2 . 国际收入可能达到的数量

8 3 。 由于地理上、技术上、和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加上尚未解决的法律问题， 

使予测国际牧入可能达到的数量成为极其困难的任务。 有关地理上各种关键性因 

素 ，例如猛结核的藏量和各种金属含量、将要进行开采的地区的地形等的资料很希 

少。 虽然开采、运输和处理猛结核的基本技术已经存在，其效率和可靠性还有待 

进一步的试验。 综合一切部门的整个系统在长时期的可行性必须经过实际证明； 

最后，盤个系统还得扩大到营业现模。 金属市场的动荡不定是大家都知道的，关 

于未来需求、供应和价格高低的予测也是相差极大。 前面已提到过，《海洋法公 

约 》草案所反映的法律制度的各种规定，还是协商中的规定，其最后的性质怎样， 

还是未知数。

8 4 。 有不少研究曾讨论过海床采矿的经济意义和利润性。 对海床采矿项目 

内部收益率的佑计低可到5 % , 高可达1 0 0 % ,  2，从这一极为分歧的他计，便

《深海采矿费用模式和有关的规章问题》 （J， Lance Antrim, 

Arfcliur E. Capstaff, Alison D. Kohler, Dale L e s h a w ) ,麻省理工学院，..1978

年 3 月 1 日出版；亚深技术大学国际技术经济合作研究所与法兰克福的Battelle 

研究所合作的《关于麻t 理工学院有关深海采矿的研究的分析一对于技术和成 

本估计.的批评性评论》, ( Diedrerich,  Wolfgang Muller, Wolfgang 

Schneider), 1/9 7 9 年 3 月； Eleanor B. Steiiiberg和 Joseph A, Yager 和

Gerard B rannon ,《国际需要的新筹敦途径》（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

1 9 7 8 年 ） ; Danny M. Leipziger 和 James L. M id g e ,《矿物资玩：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利益》（Ballinger, 197^年 ）; 联合国自然资玩员会民：秘书长关

于 物 资 玩 Ï 各种趋势和重要问题，特别是销、结和執，包括技术转让的各

种问题 " 的报告（ 。7/115  ) ; Arthur D. M tte公司， 《开采链结核和加

工处理的技术与经济评价》， 1 979年 1 1 月修订版， （马萨诸塞州, 坎布里 

奇 ），为美国政府内À 部矿物政策和研究分析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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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各种结论的多样性。 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和工商界都同意，隨着地理， 

技术、经济和法律因素的变化，海床采矿是否有利可图，还有相当多的不确定因素，

8 5 。 关于海床采矿利润最新、最详尽的研究，要算马將诸塞理工学院（马州 

理工学院）和阿露。利特尔所进行的研究。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电脑 

化的摸式，可以围绕着一个基准典型加入许多变数。 根据某些假定，如猛结核的 

丰富程度和金属含量、开采和处理技术的效率高低K 资本和营业成本、各种金属的 

未来价格和该计划的资本结构等，使用负债对产权1 : 1 的比率，这个基准典型显 

示内部收益有1 8 % 。 马州理工学院的研究为例，以及以此例为中心加上许多变 

数的例子，并引用《公约》草案的征税规定，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二谈判组

( 该組主理《公约》草案有关财政和财务的规定）主席佑计，管理局从一个寿命25 

年的海床采矿项目所得收入，以 1 9 7 6 年的美元表示大约为2.61乙美元到19 

亿美元。 2 6 但有上列假设：

( a ) 商业性海床采^ 将于 1 9 9 2 年开始；

仆） 该年将有5 个海床采矿项目开始进行；

( 0 ) 智理局的收入将按2 5 年平均分配；

1 9 9 2 年从海床采矿所得国际收入可以传计为约5 0 0 0万到 3 。9 亿美元。 因此 

这个佳计低于勃兰特委贞会早先倍计的 :在 :1 9 8 0 年代后期达到的5 亿美元。 a 7

8 6 。 假定世界後消赛量年增长率 '为 3 % , 照前面讨论过的生产限制公式,在 

2 0 0 0 年大约可以允许有1 0 个海床采矿项目的存在 , 2 0 0 0年的国际收入大约也会 

加倍。

《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第十二卷， A / c o i o \ 6 y c M /  

L „ 2 e 号文件，附 件 表 1 。

《南一北：为求生存的纲领》， （英文）第 4 2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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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 关于将在什么时候或者会不会进入成本很高的下一个海床采矿阶段，主 

要地看法律制度的未来度展以及世界金属市场的未来情况。 2 «

8 8 。 《海洋法公约》草案在 1 9  8 1年初看来很可能获致协议。 就整凑

《公约》草案重新协商似乎很困难。 1 9 8 0 年开始生效的美国立法允许各公司: 

开始登行申请，提供勘探的法律基础，允许这些公司在1 9 8 8 年如果肖未达成国 

际协议便可自行实际采矿。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有类似的立法。 美国法律还规 

定成立信托基金，收集海床采矿税（但比 《公约》草案的税低得多）以便一旦达成 

国除协议时，可能向国际机构缴款。 2 '

8 9 。 尽管国家立法是可能的 , 但是采矿联营业在没Æ 际公约的情况下或许 

不准备进行投资。 投资额这么大，每一个作业都需要大约十亿美元，既然可能遭受 

国际翻茶的诉讼，各公司不太可能用这么大一笔钱冒险，资金市场也不太可能把这 

样的钱借给它们。

3 .

9 0 。 如果这些协商未能成功，便应另找途径从海床资玩得到供国际用途使用 

的收入。 否则将造成各公司依各国立法采取行场，先占这份收入。

《海床矿物资玩的开发：国际联营企业最近的活场》， ST/ESA/107号文件< 

1 9 8 0 年 《深海床破矿物资玩法》，众议院第2757  — 3 3 号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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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同步通信卫星的缴税或" 驻留责 "

1 . 背景

91 . 同步地球i 星在距地球约22,300哩环绕赤道的独特轨道区内由西向东运 

转，并永远保持在地球上方约同一位置上。这些卫星因传送来自电话、电报、 电传 

和各种传真系统的信号用于本国和国际的商业、军事、气象、海洋和各种其他用途， 

包括为了环境目的（A/AC . 105/203和 Add . 1 )而成为现代通讯系统的中心部分。 

同步轨道区可容纳的这类:E星数量是有限的。各卫星之间必须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 

它们的通信信号互相干扰。

9 2 . 国际电信联盟（电信联盟）确定了频谱中哪些部分可供卫星通信使用。电 

信联盟在1 9 7 9 年世界无线电行政会议上规定了它的国际频率注册委员会（频率 

注委会）指定频率的程序，以避免频谱早被饱和。但是同步轨道区却没有一个分配 

卫星位置的国际制度。考虑到这些位置（有时称为 " 驻留线 " ）终于会出现不足现 

象，一•些观察者想到对使用这些位置收费" 或对这种使用的利润课税。勃特兰委员 

会提出卫星可能是供经济发展用的国际收入的新来源，" 这项建议已在1 9 8 0 年 

关于为《联合国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筹资的报告（A/35/396 ,附件，

第 3 5 段 ）中提出。

9 3 . 发展中国家目前没有直接得到必要技术的途径，但这并不访碍它们分享同 

步旦星的利益，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可免费使用国际通信i 星组织（通信卫星组织） 

的设施—— 而且很多国家是在使用。同时，这些国家取得本地区无线电频率的权利 

受到1 9 6 6 年 《各国探索与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原则的

50 见 üleànOT B. Steinl>erg 和 Joseph A, Yager 以及 Gerard 

合 著 " New Means of Financing Intexnational Needs " ( 华盛顿： 0rooking8 

Institution , 1978 年 ）第 2 Y -  2 8 页。

" North- South :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 ’’ 第 24ô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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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 （大会第2 2 2 2 ( X X I )号决议，附件）所规定的保护程度，即频率注委会 

在三个区域之内分配频率，每一区域都包括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样就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了更先进国家在沿用" 先到先得 " 的卫星制度之利。它也提供了可能性 

让某婴发展中国家将它们的频率在一定期间内出租给那些为其通信卫星需要更多频 

率的国家。这种作法既可为有关发展中国家提供虽为暂时却是额外的收益，又不致 

与共同发展目的的资金混合在一起。 .

9 4 . 今后对这方面需求的增加将使利用通信卫星的协调任务复杂化。但是技术 

上的进展极可决定这种预期的短缺会成为现实的程度。电信联盟正要召开男一次世 

界无线电行政会议，将在 1 9 8 4 年 3 月及 1 9 8 5 年 1 1月的两届会议上讨论各 

种通信问题。这两届会议还会审议为指定卫星驻留线课税或收费的问题。

2 . 课税原则

95 .  1 9 6 6 年利用外层空间条约规定，虽然探测及利用外层空间"应为属于 

全体人类之事 " （第一条），但各国管辅权仍有效，因为"条约当事国为射入外空 

物体之登记国者，于该种物体…，•…应保持管辖及控制权…••… " 而 “射入外空之物体 

•…•…不因物体在外空，…•…而影响其所有权 " ( 第八条）。因而常规是由国家课税， 

而不是由国际课税。

9 6 . 因此国际对卫星课税似无可能，但对于使用同步驻留线的国际课税或收赛 

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这种保税或收费的数额不应超过驻留线的雅金价值，否则将 

使卫星的所有国不能获得正常的利润，从而打击了从事卫星活动的积极性。

9 7 . 驻留线只有当它们现在或即将变成稀有时，才有祖让的价值。与重要陆地 

区域有关的优越位置的驻留线今已成为稀有资源，而在本世纪末之前即可出现一小 

普遍缺乏驻留线的局面。

9 8 . 同步轨道位置和海床资源一•样，都是稀少有限，可说是属于 " 全体人类 " 

的。因此，对使用这些位置征收国际雅金是正当的。至于雅金价值座多高, 因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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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多少稅，如由一个象电信联盟这样的国际机构来任意决定，是报难的。更为有效 

的作法将是允许对卫星“ 驻留线 " 进行竞争性投标。这些投标的收入可以指定使用 

驻留线期间的年赛的形式，用于国际用途上。很多国家的电信制度采用征税或竞争 

性投标的办法来分配国内可用的无线电和电视的频率，此一原则也可以用于国际上 

分配同步轨道位置。

99 . 驻留线的竞争性投标将比任意分配更能有效地防止出现过于拥挤的现象。 

即使不用竞争性投标，只用征税也比分配的办法为好，因为它可优待那握对驻留线 

作最佳利用的卫星，从而限制了卫星的数目。

1 0 0 . 如果对使用同步轨道位置征收国际税，就会出现双重课税的问题。这一情 

况就如有两个国家向一个企业征收所得税。这种情况的现成解决办法就是各国准许 

这个企业从它应纳税的收入中减去已缴付男一国的税额。 （该注意的是这一•安排既 

不同于减税，也不同于从应缴的税额中完全减去缴纳给另一国的税敦。 ）也许需要 

获得有关国家协议可从应缴纳国家税的收入中减去国际税额。是项协议将不象各国 

之间的类似协议那样是相互性的，而是在公平的基础上并需要避免对卫星活动课税 

过重。

3 . 过于拥挤的前景

101 .  1 9 6 3 年以来发射到轨道中总数有1 2 6 枚的同步卫星中，目 前 约 有  

1 0 0 枚同步卫星仍在工作。但这总数中将近一半不是用于民间通讯的，而是用于 

军事、海事、气象、空间研究和遊感—— 所有这些活动即使不影响征收驻留赛或使 

用费，但会使按照收入的课税受到限制。目前的技术要求各同步卫星之间相距至少 

三度。按照过去标准卫星的技术，在轨道上使用得最多的那些部分（北美洲、印度 

洋和大西浮上）, 卫星的间隔已不可能再紧密。

1 0 2 . 但技术正在迅速地改变。最近安放在轨道上的卫星，通过偏振法频率复用 

而扩大了交通量，即有些信号是欲向传送的，其他则是横向传送的，并通过使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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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天线使在同一轨道位置的可容纳一小以上的卫星为不同的地区服务。新的卫星使 

用射束分离法可使各个射束单独传送。"

1 0 3 . 可望于中期的将来，技术还会进一步地改变。可能将各卫星之间的距离鎭 

短到三度以下。当前没有使用的频率也可能被使用。也许还可把卫星 " 堆 置 " 起来 , 

一个卫星在赤道以北 l i 度，而男一个在以南 l i 度，以便两个卫星使用同一轨道 

线而不相互干扰。在十年之内，可能多至1 0 到 1 星串连在一个环圏内，或 

在一个轨道线上摆成8 字型，因而容量达到原有的十倍。在更远的将来，技术会走 

向可供多重使用的 " 天线田 " 或大型航天站，因此可以用较少的、容量大得多的卫 

星来处理通信和其他业务。有些观察家认为，如能象当今所预见的在利用技术革新 

方面充分协作，则颈料的需要量的增长未必能造成任何真正的短缺现象。 .

1 0 4 . 但是，对卫星服务的需要量也在迅速增长。通信卫星组织有1 2 个同步卫 

星在工作，它的电话线路由1 9 6 9 -  1 9 7 0 年的 1, 8 0 0 条增加到1 9 7 8 -  

1 9 7 9 年的 1 4 ,40 0条，年平均增长率为2 6 % 。" 按照这个增长率，要求量在 

三年内就要加一倍，十年增加十倍。换言之，技术革新能使同卫星的容量到1990 

年时增加到十倍 , 则剛好共赶上需求量的增长速度。

1 0 5 . 按照联合国最近编写的题为《同步轨道的有效利用》的分析（A/GOIO\ 

1 0 1 / B P / 7 ) ,目前最好的佳计就是，至少在最近二十年内，可颜见的技术改良， 

会有可能满足对同步卫星业务的日增的需求，而不致发生普遍的过于拥挤问题。在 

可预见的将来，似乎只会在某些最被人看中的地点才会出现缺乏情况。

因而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如今定制的mmsiiT V 型卫星使用偏振法和射束分 

离法可并用两个旧卫星使用.的 1 4 / 1 1千兆赫频带和6 / 4 千兆赫频带。新的 

卫星的电话线路容量为12,000个，而旧型的卫星则仅有4 -  6 千个。 （通信 

卫星组织《年度报告》， 1979年 4 月 1 日到1981年 3 月 3 1 日，第 10页 ） , 

通信卫星組织， 《年度报告》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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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财政考虑

1 0 6 . 即使似乎在最近二十年左右不太会发生同步卫屋轨道位置的普遍过份拥挤 

情况，但也需要考虑一下某天国际上对这些卫星征税时会在财政有多大的影响。

通信卫星组织每年的牧入可作为倘计同步卫星服务市场的大小的基础。 1 9 8 0  

年通信卫星组织的总牧入为2 . 1 5亿美元。 除去折旧赛和业务费1 . 1 2 亿美元， 

还 余 （未纳税的）的利润约1 亿美元。 考虑到通信卫星组织的同步卫星占全部作 

业同步卫星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因此，一项保守但纯系说明性的佳计是，这类 

卫星服务的全部市场价值在1 9 8 0 年为 5 亿美元。 这数字考虑到有些卫星没有 

牧人  当美国许多其他的卫星是商业性的（例如，美国无线电公司，西方联合公 

司，通讯卫屋公司用于美国国内电信的卫星），却有一部分用于国防和其他公共事

i t

1 0 7 . 假定利润约为牧入的5 0 % 【如通信卫星组织），对利润征收5 0 % 的国 

际税将在目前每年可有1 . 2 5 亿美元；或改用征收总牧入1 0 % 的便用赛则可有5 

千万美元， 而每一卫星每年收“ 驻留费 " 1 百万美元也大约可得同样款数。 和 

1 9 8 0 年病让性经济提助总额约3 0 0 亿美元相较之下， " 这些数字并不大；如 

果将 1 0 %用于沙漠化项目，其款额较之1 8 亿美元的年度目标 5̂1为最低的。

1 0 8 . 不过，鉴于对通信卫星服务需求量的极高增长率，今后千年或二十年内的 

财政规模会更大得多。 即使假设比过去较低的需求增长率，如每年 1 5 % , 所有 

同步卫星的总收入将由1 9 8 0 年假设的5 亿美元增长为1 9 9 0 年的 2 0 亿美元 

和 2 0 0 0 的8 0 亿美元 C按 1 9 8 0 年价格计）。 由于需要更力尖端的技术，可 

能会减低利润对收入比，但据乐观的假定，利润可能达牧入的4 0 % , 则对利润征 

收5 0 % 的国际税在1 9 9 0 年可得4 亿美元，在 2 0 0 0年可得 1 6 亿美元（按 1 

9 8 0 年价格计K

同上，第 2 1 页，

世界報行， 《世界发展报告》 1 9 8 0 年 ，第 2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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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5 0 % 的税率将需要各国政府全部减税，事实上意味着要各国敬府将它们 

对私营者的全部常规所得税捐献出来/ 而事实上多数工业国家的现行税率低于此 

数字；因此， 5 0  % 的税率将要求这些国家政府所放弃的比全鄧税款更多，结果或 

则降低; 非卫星业务的税率，或则向付税者偿还减税余■额。 似乎各国政府绝不会 

接受这种作法。 但如将5 0 % 的 " .国际，税 " 作为可减税的赛用，其结果将等于把 

这些经营者付税后的利润分去一半一 显然是极沉重的负担  另一作法如对收入

总额征牧5 % 到 1 0 % 的使用税，这将较易力付税者和各国跋府所接受。 这样做 

也能有更大的须测性，因为税额陳收入波动，而牧入要比业务赛，利息和折旧赛更 

为稳定》 依照对需求量增长的同样设想，可按5 0 % 和 1 0 % 税率预计今后二十 

年征收使用赛所得牧入如下：

年份 年牧入 便用赛率

0 

0 

0

8
 

9
 

0

9
 

9
 

0
 

1
 

1
 

2

5 亿美元 

2 0 亿美元 

8 0 亿美元

5 %

0 . 2 5 亿美元 

1 亿美元 

4 亿美元

0 . 5 亿美元 

2 亿美元 

8 亿美元

每颗每年缴纳驻留赛5 0 — 1 0 0 万美元的通信卫屋，其数目由1 9 8 0 年的 5 0 

上升到 1 9 9 0 年的 2 0 0 , 而到本世纪末为8 0 0 , 这样得出的款项将1■合与上述 

5 % 到 1 0 % 的使用赛数额相等， 如因使用较大卫星而减少了卫星的数量，则可 

把驻留费提高》

1 1 0 . 这些财政俊计数字仅是说明性的，但确可提出两个结论。 一、在今后数 

年内，来自同步卫星的国际收入大慨不会多， 二、® 期的这一市场的迅速增长确 

意味着在本世纪末对这些卫屋征收的税款将是一笔巨大的牧入（例如，按实际价值 

计 ，大致上相当于国除开发协会当前每年贷款的半数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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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其他考虑

1 1 1 . 采用对同步卫星征牧国际税的作法会运到体制上的困难。 通信卫星组级 

已是一个拥有1 0 0 多个成负的国际机构，有 1 4 0 多个国家利用它的服务。 有 

些人认为，国际社会已得到这一组织的好处，因此再向它征税供国际使用无异是重 

复或甚至是自毁， 但是通信卫星组织最大的用户还是工业国家，所以算起总帐来， 

发展中国家明显地会从征税中得到好处，因为这些税牧是指定用于它们的经济发展， 

包括环境方案。

1 1 2 . 如果技术不能设法走在对同步卫星服务的需求量增长的前面，就会有危险 

要以政治分配办法来划分可用的驻留线，而不是通过征税或（更好的）对这些驻留 

线采取竞争性拍卖方式的市场力量， 分配法的一个极端就是有利于先进入者，如 

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 男一极端则是由于国际投票结构的结果,会出现力发展中 

国家任意保留某些部分驻留线的分配制度，这一结果可能不是那么有效（或是那么 

公平,因为有能力发射卫星的发展申国家决不会是低牧入国家的代表因而最 

合适的办法将是通过国际征税或竞争性投标的对这些位置进行某种形式的市场分配》

6 . 结 论

1 1 3 . 就近期来说，很可能在今后一、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对同步卫星驻留 

线的国际征税很难成为国际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1 1 4 . 但在各国提出权利要求或其他安排之前，最好还是激先建立一个;?t这些独 

特的地球物理资源实行国际征税的原则，以免将来失去机会。 此外，为了防止在 

需求变得激化以前出现过于拥挤的现象，也应该建立一项管制同步轨道位置的使用 

的制度。 对轨道位置实行国际征税可能是这一制度的中心特色,本研究报告建 

议 ，将在 1 9 8 2 年召开的第二届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馬空间会议筹备委员会 

审议早日对这些问题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1 1 5 . 很重要的是，管理分配同步轨道位置的国际机构形成的方式是与国际征税 

一致，并还可能与竞争性投标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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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四、 各种取得减让性资金的，细方式

A.

1 1 6 . 筹措资金的第一条途径不是寻求赠敦而是向各国政府寻求无患贷敦。虽然 

当前影响到各国政府的预算紧张状况对无患贷敦所造成的限制不见得会少于对赠敦 

所造成的限制，但是我们多少还是更有理由认为，由于这些敦项是要偿还的，只要 

向每个政府寻求的贷敦被判定是合理的，取得贷敦的可能性还是比躇敦大。 这条 

途径的好处是，如果要借敦国付2 - 1 / 2 % 到 3 % 左右的利率，单用所付利息不到

2 0 年就可把贷款还清给援助国政府。 上文第4 5 至 5 6 段对此作了充分的解释，
• . . .  , .

. • _ ■

1 1 7 .第二条途径是按商业条件向各国政府筹â , 然后用预算赠敦和其他可以得 

到的预算外资源来貼补贷敦利患。 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采用的典型途径，

1 1 8 . 可供各国政府利用的第三条减让性资源筹措途径是向私人资本市场借钱, 

很显然的，在私人资本市场只能按商业条件以现行利率和还救期限取释贷敦。 为 

使这些贷款能够按减让性条件再行贷出，必须具备两个因素 :

( a ) 利患津贴因素必须大到足以使借敦国承担的利率降至可接受的水平，以及 

使还敦期长过市场借敦的还款期，长到足以使借敦国的债务负担保持在安 

全限度内；

C b )能够向市场提供足够信用保证的一种担保和（或 ）担保品制度，以便能够 

取得贷敦。

119. 这就是世界報行第三类业务所采用的程序，其中具有赠款性质的津躲因素 

足够把按市场还敦期计算的市场借款—— 如 8 % 的 1 0 年债券—— 改成第三类业务, 

即按4-1/2— 给发展中国家，宽限期为7年，还款期为2 5 年。 以世界钱行通 

知即付的资本为支持市场条件借款的担保因素是按原先提议， 第三类业务须有

结果只从发i 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筹得1. 54亿美元津貼款项，使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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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5亿美元津贴才能将1 0 亿美元的市场借敦转换成按第三类业务条件借给发展 

中国家的贷款，扭杆作用因素约为4 比 1 。 这样作的好处是，只要提供能够让市 

场满意的担保/ 担保品，就可用补贴利患的方式以相当少的钱筹得多出几倍的可贷 

资金。 但是再以世界報行第三类业务为例，其限制因素不仅在于可用来补贴利患 

的款额，也在于世界報行实现增资以前对" 未用" 的通知即付资本可借多少款额所设 

的限制。 一般来说，用这种方法每一美元已有的津贴究竟能筹得几倍资金，将视 

以下情况而定：市场利率与合乎需要的减让性利率的差距、还敦期需要超过市场条 

件的程度以及贷敦的发放期限—— 从第三类业务来说，这个期限与7 年宽限期一致。

1 2 0 .本报告的这一节将根据以下假设试图探讨这条筹款途径：

( a ) 为便于说明起见，可供用作利患津贴的款项将慨定来自《算外来源（符合 

当前的现实），特别是来自国际货市基金组织权限内的敦项。 这些敦项同以下事 

项有矣：

H 货市基金组织销售黄金后流回该组织的钱，这些钱透过货市基金组织 

信托基金贷给发展中成员国，并于偿还后流回货币基金组织；

a 在即将来临的1 9 8 2 -  1 9 8 6 年特别提款权第四个五年拨款基期 

期间，特别提款权与发展筹资之间建立联系。

i n 可以合理地指定用于反沙漠化的津贴敦额，为数不超过按上文(a)项所述办 

法腾出给国际社会的资源总额的1 0 绝。根据按上文(a )H和口所作的可行性研究及 

0̂ )所假定的1 0 9 6津贴敦额， 1 9 8 2 -  1 9 8 5 年期间可得8, 0 0 0 万特别提敦 

权利患津贴， 1 9 8 6 -  1 9 8 9 年可得 1. 0 5 亿特别提款权（见上文表3 ) 。

( C ) 国际社会的发达国家成员会同意这些安排，理由是：就这个目的来说，不

须为这些安排而修改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定条敕》，如有符合条件的适当多数，单 

是执行羞事会的决定即已足够作为执行这些安排的必要根糖。

(续 )筹措的资本额低于7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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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假定世界報行第三类业务的条件大致是可以接受的减让条件，即利率4 % ; 

宽限期7 年；还救期2 5 年。 因此，减让性反沙漠化贷敦将仓★ 两个独立部分： 

高度减让性部分为无患贷款，由各国政府向一个独立的机构提供，还敦期可达4 0 

年或 4 0 年以上；另一部分是预算外举贴所能负担的稍微不优厚的第三类业务条件 

的贷敦。

( e ) 将根据下列各种备选基础提供担保/ 担保品制度，以支持第三类业务条件： 

H 进行期限从1 9 8 2 年 至 1 9 8 9 年的特别安排，以便让该独立公司 

或别的某个实体能够为了向沙漠化进行战斗而在资本市场取得已有津贴敦项足 

资配合的贷敦。进行这种做法的最合适方式是由有关的接助国商谈出一种" 有 

限的连带担保 " 制度；

« 作为这种特别担保制度的替代，在机构中加入通知即付的资本部分， 

这一部分资本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但不大于实现已有津贴配合的九年借款计 

划所需的担保 ;"

曰设法取得世界報行的一部分通知即付资本作^廣沙漠化贷款的担保之用。

卸） 除以上H 、t )、或曰之外月一种做法是指定以货币基金组织现有黄金 

储备的一小部分作为担保品，以便该独立公司或其他实体能进行必要的借贷。

12 1 . 本部分的其♦ 各段将进一步详细讨论上文第120a (d )和(e)两项假设，及的 

问题，以便说明用货币基金组织来提供的利患津贴款项取得的减让性贷敦的敦额幅 

度。 这种做法可毫无困难地加以推广，适用到其他的津贴来源。

可通过孝贴担保/ 担保品综合办法调动的资源

应有一项了解，即各有关政府可以自行决定将H 遂步转化成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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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上文第 5 6 段之后的表3 慨括了上文的可行性研究对建立联系和信托基金 

回流可能得出的利患津贴敦项所作的讨论。 这一段后面表4 则概略说明这些贴  

款坂需要乘以廿么挺率 , 以便得到可按世界报行第三类业务0?；条件贷出的款额。 这 

些因素因借敦市场的利率而有不同, 也因贷款是否在第一年全部贷出或分七年贷出 

而有不同。 第一年付敦与计划类型的贷款条件相近，而分七年付敦则对平常的反 

沙漠化项目较为适合。 表 4 显示，当市场利率为8 %及在 7 年宽限期内等额付敦 

时，适用于世界银行第三类业务的紅杆作用因素为4 。 由于目前的利率已剑最高 

记录，世界報行美元债卷的利润率力1 5 % , 因此似乎可以合理地预期未来十年将 

出现下降趋势。 为便于说明起见，可把利率定为1 0 % , 杜杆作用因素定为3 ,  

以照顾介于计划类型和项目类型之间的贷敦发放情况。

1 2 3 .将表 3 所列的既有津貼敦项按这个因素计算，从 1 9 8 2 年至 1 9 8 5 年 

每年可借得的总额为2。4亿特别提敦权，从 1 9 8 6 年至 1 9 8 9 年为3。15亿特 

别提敦权。 按最相近的1化美元整数计算，上述总额分别为3 亿和 4亿美元。 剩 

下来还须具体定出的就是借得这些敦项所需的担保/ 担保品办法（见上文第1 2 0  

(e)段 ）。

其他担保/ 担保品办法

1 . 特别担保办法

1 2 4 .为承保在资本市场筹措的任何债券，至少有三种类型的担保办法可供各国 

政府商定，不管这些筹款是否用于支持任何新的永久性发暴机构。

1 2 5 . 第一种也是最筒单的一种担保就是用各参加国政府的债券作" 完全连带担 

保 " 。 在这种担保之下，每一国政府都有义务承担所担保债务的全额，同时债券 

持有者可要求任何一小担保政府支付应付的全额。 各 担 保 政 府 可 作 出 安 决 定  

它们各自的承担比例，任何担保政府向债券持有者付出超过其所同意比例的敦额咐 , 

可从其他担保政府要回这些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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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6 . 第二种是走另一极端的办法，就是 " 分债担保 " ，根推这种办法，每一国 

政府只按一定比例担保每一债券的一部分。 这种办法将给债券持有者带来较大的 

困难，因为除非作出特别安徘，要不然在发生不楼还贷款的情形时，必须向每一个 

担保政府一一索债。

1 2 7 . 第三种同时也是居于上两者之间的一种可能办法，就是作出一种安排，报 

振这种安排，每一成员国政府在只提供分责担保的同时，可根推它所担保的债券比 

额向某一基金捐出这一数量的捐敦，如果发生不偿还贷敦的情形时，债券持有者可 

从基金拿钱。 国际联盟的财政委员会所安排的奥地利政府担保贷款（1923—  

1 9 4 3年 ）就是这种做法的例子。 这种安排的净效果就是它具有连带担保的许多

特点，但又不完全是连带担保。 这第三种做法可称为 " 有限的连带担保"。

128. 这种类型的担保有点类似由任何发展机构的成员国政府以该机构通知即付 

的资本来担保该机构的债务的安排。 严格说来，该机构发出的倩券并不是由该机 

构成员国政府担保。 但是，如该机构的债券兑现不了或为防止这种情形，该机构 

可要求成员国政府支付有别于实缴资本的通知即付资本，并用收到的敦项来支付债 

券所需的付敦。 每一国政府应要求付款的义务，并不取决于其他成员国政翁是否 

付敦，同时由于机构在有足够的资金偿付债务以前，可能会连续发出要求，因此这 

个制度同连带保证办法是极相象的。 但是，由子每一国政府只对其通知即付资本 

的未付部分负责，这<1̂制度并不等于完全的连带担保，因为没有哪一个单独的政府 

需要对所有参加国政府共同担保的全部债务负责。

129. 按上面对可能的担保办法的说明，可以在参加国政府之间定出任何一种想 

要施行的担保制度，不管是否成立正式的机构。 实 际 就 反 沙 漠 化 来 ;说，有关 

政府就可以按照上文提到的奥地利贷敦保证程序定出" 有限的连带担保 " 制度。这 

样它们不必先正式建立一个机构就可开始筹措资金，而不须在过渡年度内于利患束 

贴因素所需的款项之外再正式投入认缴资本。 原则上，这样也能够使有关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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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凑集利患津贴因素所需的现金敦项，让任何一个选中的有关政府或指定的实体不 

仅能够执行贷放资金任务，也能够完全以有关政府集体提供的担保为后质在资本市 

场上发行债券。

2 。在反沙漠化机构/ 机关内 

加入通知即付资本成分

130。本报告下文谈到的反沙漠化机构 ( 独立的金融机构）将总共拥有1亿美元 

投资资本，须期全部都是实缴资本。 如果该机构要取得贷敦按第三类业务条件借 

出，就必须以2 8 亿美元通知即付部分来补充其资本，以便在业务开展的头四年内 

平均向市场借敦3亿美元 , 和在其后四年借敦4亿美元。 按整数计算，似乎应投 

入 3 0亿美元通知即付资本才足够应付需要。

131。如果是这样，执行第1阶段时（见 第 1 2 4 —  1 2 9 段 ）可以设想用更缓 

侵ét步调遂步取得这种通知即付资本。 首先，发达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中 

的有关緩助国可能会被要求在头四年提供1 2亿美元通知即付资本， 如果缓助国 

似# 不愿意在初期阶段对以提供通知即付资本作担保的事情作出更正式的承诺，也 

可通过特别的有限连带担保制度，在资本市场筹措这一数额的敦项。

132。 要不然，原则上反沙漠化机构也可以利用已具有报高信用度的世界報行的 

通知郎付资本， 设想可由机构按能够维护该机构自主性的条件，并考虑到世界钱 

行同其他发展机构一如加勒比开发報行一之间已有的先例，进行争取这种相保能力 

的谈判， 由于世界钱行的资本基础增加到8 0 0亿美元，并已提议使其粒杆作用 

因素成为2 比 1 , 世界報行的总担保能力将增加到1, 6 0 0亿美元。 假定其中 

1 0 % , 即 1 6 0亿美元将用于反沙漠化，这个数目将用来应付八年发展计划期间 

中单是由货市基金组织来源 ( 信耗基金回流和特别提敦权联系资金）得出的津赂敦 

项所产生的3 0亿美元贷敦能力是律肆有余的， 实际上，这个担保能力如果按每 

年 2 0亿美元的比率分八年提供, 就可以使更多的津贴敦项得到利用。 因此，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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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基金组织来源得到的资金将可以使借敦额每年多达4亿美元。 每年从国际贸 

易税得到的2 亿美元也可以使担保借敦每年多达这一数额的三倍，即 6 亿美元。因 

此，即使由世界銀行担保在资本市场筹得多达1 0 亿美元的总额，未用的担保能力 

仍然有很大的余力，如果找到其他津贴来源，如略微变动国际贸易税的税率，必要 

时还可以利用这部分余力。

3 . 担保品办法

133。 如前面提到的，除上文1 和 2 外，还可进行提供担保品的借敦，其最现成 

的方式就是以货市基金组织现有黄金储备的一部分作为担保品。 目前这项储备共 

有 1亿英两，以4 0 0 美元一英两计算，总值达4 0 0 亿美元。 勃兰特委员会 ’ S 

建i义，可为了想要达到的目的将货币基金组织的黄金作为借钱的担保品，其理由主 

要是，如果重新恢复黄金销售程序，把货市基金组织的黄金在长时间内遂步耗尽， 

并没有太大好处， 单就以货市基金组织来源一如信托基金回流和特别提款权关系 

一提供担保品来借敦的这一特定情形来说，所需的3 0 亿美元拒保品与货市基金组 

织 4 0 0 亿美元总值的黄金储备相较，也只不过是在7 . 5 % ,即 750万英两黄金而 

已。

《南北关系；生存计划》，英文本第2 1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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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五、 关于设立一♦独立的金融公司为防治沙 

漠化项目筹资的可行性研究和工作计划

134. 联合国大会第A / 3 5 / 3 9 6 号文件附件第五章述及设立一个独立的公司为 

防治沙漠化项目筹资的建议。 该章第 1 8 0 段促请注意从前已经有人建议设立这 

样的一个公司来“ 吸弓I投资和以非商业性利润率为适当的防止沙漠化项目筹措经赛。，’ 

这个建议要求在国际收支帐户中有盈余的国家和金融机构向该公司提供自有资金。

1 3 5 . 第182段指出，研究可否设置这样的一♦公共国际公司为防止沙漠化项目 

筹措经费这个问题，取决于援助国家和组织是否提供必要资金来设置这一公司。

13 6 . 第1 8 3段警告说，预料该公司所将资助的项目多数无力负担利患费用，甚 

至目前還过开发协会和类似供资机构提供的高度减让的利患也无力负担。 所以极 

须认识到，主要应该提供没有利患的资金，作为这种项目的经赛。

1 3 7 . 薄报告所作的可行性研究是根据下一假设进行的；联合国大会认为，一个 

公司可以筹得无需付患的资金，

138. 同一章的以后各段讨论了应否成立这一公司作为一 ♦现有金融机构的辅助 

机关或附属机关，或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但建议中没有说明最好用哪个办法9

1 3 9 . 本研究报告的解释是，大会第3 5 / 7 3 号决议用 " 独立，，一词来形容这一 

公司，目的是为了审议这个问题时，不再有设置这一机构作为一个现有机构的辅助 

机关或附属机关的可能性。 这个公司必朔独立经营，即能自力维持，并拥有自己 

的股本和贷敦资本 , 或兼有两者。

1 4 0 . 这并不是说这样的金融公司不应向任何现有机构寻求技术或行政合作, 而 

是说所有这种合作应当看成是一个独立机构给予另一个独立机构的合作，不是一个 

机构给予其联络机构或辅助机构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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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公司的股本

1 4 1 .本研究报告必须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公司的股衣  股本的大小和结构通 

常确定一间金融机构的性质和能力。 必须知道，这间金融机构只用借入的资金放 

款，不用股本放敦，因此股本的大小并非首要， 所有参与由公司资助的活动的国 

家，无论是捐助国或未来的顾客都应当是公司的成员，应认购公司的股本，

1 4 2 .公司每一成0 享有同样的或相等的权利，这样规定好处是倚单。 公司的 

股本可分成若干股，每股约值一百万美元；购得一股就有资格成为公司成员9 只 

有国家和国际组织才有资格购股。

1 4 3 .如果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公司股本总额约达15,000 

万美元。 就目前可能加入公司的I I家数目来看，最低的係计是，最高资本数额

1 0 ,0 0 0万美力是可应付未来所有参与国的需要。

144. 振佑计， 1 0 0 万美元是一笔小额，每个参与国都有能力一次整笔认缴， 

威缴了这样一笔数额，以后就不再需要存敦和催缴， 因此，应当规定公司每一成 

员应一次蹇笔缴付自己认购的那一股。 这样在公司开业的第一年，全部股本都可 

以认购妥当。

1 4 5 . 关于股息和还本，每股都是一样看待。

1 4 6 . 成员不付清取得成员资格应缴的股分不得向公司申请贷故援助。

B . 研究基金

147. 应当鼓励捐助集团的国家在缴付取得成员资格的股分之后，每一国家再提 

供 1 至 4 百万美元，成立一个研究基金。

1 4 8 .每年公司投资收入五分之四（8%  ) 减去业务开支，应当记入研究基金的 

账户，直到约达4 0 0 0万美元（分摊数额和牧益）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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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开支

149. 公司管理部门应当确保年度业务开支不会超过认缴股本和未动用贷敦资本 

所得的利益。 公司不应用股本放敦， 至少在公司成立的，头十年不这样做。 业 

务开支应用资本收益应付。 应有备用的资本隨时都可用来应付公司可能承担的无 

法颜见的亏损，

D . 公司的管理

1 5 0 . 建议公司的日常业务应由董事会管理。 董事会董事不得少于7 名也不得 

多过 1 1 名。 每个董事有一个候补董事，董♦ 和候补董♦由属于同一集团的不同 

国家选出，任期三年。 建议从下列集团选出：

发展中国家

地中海集团Ï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集团*

苏丹一薛赫勒地区和非洲热带地区集团: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集固;

发达国家 

西欧和其他集因:

成员两个 

候补成员两个

成员一个 

候补成员一个

成员两个 

候补成员两个

成员两小 

候补成员两个

成员三个 

候补成员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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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集®  成员一个

候补成员一个

151. 申请加入为公司成员的国家可列入上述集团之一。

1 5 2 . 董事会有制订内部规则和章程、任命行政首长和高级工作人员、挑选顾问 

包括法律顾问的通常的职责和权力。 .

E 。贷敦的申请

153. 早期的专家报告就发展中国家沙漠化地区的面积及其所需的外来金融援助 

作出下列係计。 按百万公顷计算如下：

水烧地 1 6 - 3 5 百万公顷

放牧地 145 ,  2 4 百万公顷

靠雨农田 9 7 - 1 9 百万公顷

’ 1558 ,  7 8 百万公顷

1 5 4 . 根据适中的赛用佑计，对这些土地采取防治措施的方案费用总额开列如下:

水烧地： 12, 262 ,  5 0 百万美元

放枚地 18, 0 6 5 - 5 0 百万美元

靠甫农田 17, 0 0 7 - 5 0 百万美元

加

沙丘稳定  449 -  0 0 百万美元

共计 47, 7 8 4 - 5 0 百万美元

155。 如果至少有2 0 年的时间按照《行动计划》设想的方法对沙漠化问题大力 

展开防治，在未来2 0 年内平均每年需要费用238 , 9 2 2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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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6 . 目前无法精确地计算在这笔开支中有多少数额是用在筹备阶段不能确定数 

量的可能有牧益的一类项目。 专家组佳计，开支总数的五分之一，或放牧地矫正 

措施所需赛用的三分之一（602, 2 0 0万美元），和靠雨农田娇正措施所需费用的 

四分之一【425 , 2 0 0万美元）都属于这类项目，从而有资格向公司申请最高减让 

性贷款，

1 5 7 . 必须假设防治沙漠化工作的较大部分开支将由各国政府提供。 这笔款项 

会超过早先报告中佑计的百分之二数字。 （根据截至 I 9 8 1 年 8 月向防治沙漠 

化协商小组提出的项目来看 , 所需外援可能不会超过开支总额的72% )。

1 5 8 . 假定所需贷款数额仍在开支总额的大部分，所需的高度减让贷款可在未来 

2 0 年内以每年提供的大约50, 000万美元之数应付。

未来资源供应的佑计

1 5 9 . 自从大会第7 届特别会议审议了提供全球发展所需资源的问题以来，就已 

积极提出过下列一项建议：将来应当在 " 日益可靠和可以预见的基础上提供資金。 " 

这项建议获得各方的支持。 这实际上等于说，使用这些资金的国家应能按照计划 

使用，事前要能够相当精确地知道以后各年资金供应的数量和条件，这项建议本身 

便是修改和撤消早先一项资源自动流动的建议。 因此，必须在向公司提供无息贷 

敦的安排中对于确保供应加可预测性有所规定， 规定起码于7 年内在可激测的基 

础上提供资金，似乎是合理的作法<< 如果考虑到开支防治沙漠化资金所需的时间，

可以预:测的起码期暇似乎应该是7 年。

160 . 应请愿意通过公司資助长期沙漠化项目的捐助国承允在7 年内每年向公司 

提供一笔特定贷款数额。 这笔年度缴款额可以比较小一些。

1 6 1 . 沙漠化问题不仅是个别国家或地区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世界各国政府都应当参加这个拟设的贷款方案， 每年可供生产的土地有2, 000  

万公顷遂渐退化。 这种现象引起的后果不久就会影响到全世界：人口大规模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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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大量涌现，到达任何国家或国家集a 都无法应付的程度；营养卞良、粮食短缺 ; 

不断需要采取經期的措施，因此便耗尽一切可劫用资源，找不到一个长期的对策。 

因此，世界各圓，无论是否直接受到沙漠扩延的威脉，都应考虑參加防治沙漠化的 

斗争， 直接受到威胁的国家应当作先锋， 应当» 联合国所有成J5国向•公司提 

供无息资金《

1 6 2 .各国敬府都应当参加防治沙漠化的运动，接着便应该研究最好由哪些国家 

带头进行， 我们认为可以请经济力量最強的国家提供所需资源总数的一半，即每 

年提供25, 000万美元， 按下列办法分摊：

每年提供的无息贷款 

( 以百万美元计）

美 国

德看:志联邦共和国 

日 本  

法 国  

联合王国 

荷 兰  

意大利 

澳大利亚 

新西兰 

瑞 典  

挪 威  

丹 麦  

加拿大

50

36

30

24

20

18

12

10

10

10

10

10

1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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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额25, 000万美元分摊办法，应由中央规划经济国家、石油输出国和联合国其他 

发展中国家（不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共同谈判决定。 这盤国家应当按照联合国的 

会赛分摊比额表缴足这笔总数。

G. 公司提供的贷款

163. —般都知道，有些干旱和半干单地区的国家不愿向公司申请金融援助。 

主要是，他们认为如果能够取得技术援助、规划…，…，的援助等等，就够了。 当然

不可以假定目前不视为属于干旱或半干旱地区的国家不会向公司申请金融楼助。 

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明如下： •

(a) 只有在干翠或半干單地区执行防治沙漠化项目或力干单或半干单地区执行 

防治沙漠化项目的国家才有资格向公司申请金融援助。 这里指的是每年降雨 

量低于5 0 厘米的地区；

( b ) 贷款可用来支付混合项目所需的费用，但只可用于根据防治沙漠化的准则 

-确可使用贷敦的那部分项目，即需要采取直接措施来防止沙漠条件漫延的那部 

分项目，

1 6 4 . 下面的例子可以阐明这些原则：A 国向公司提出一个项目，负责修复清水 

和盆化的灌凝地以及对从前没有灌嚴过的土地扩建水利。 公司只能资助修复土地 

的项目郁分。 至于水利工程扩建的项目郁分，A 国可向其他机构，如国弼复兴禾口 

开发報行、农发基金等机构申请援助，

H . 研究和試验资金的筹措

1 6 5 . 设想早期沙漠化防治项目的特点是进行大量的试验。 通常是组织技术援 

助团访问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查明防治沙漠化的寄要，以及建议在开始推行大规 

划项目之前首先执行一小试验性项目及进行评价这种试验性项目可能包括将牲畜迁 

移到别的地方以便试验新的放牧方式，或者试种气候不同地区的作物， 各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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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寻求赠款或贷款来执行这些试验性项目。 公司的研究基金可以发放这些贷款和 

贈款 >

工 。贷款条件

166* —旦决定进行大规模的沙漠防治项目和制定这些项目之洽，国家或区城 

( 如果牵涉到一小区域的话) 各国政府将就各自能够承担多少费用的问题同公司进 

行谈判。 然后设法借款应付赛用的差额。

1 6 7 . 建议如果公司同意放敦，便应拟定划一的五年支出期间。实际上支出期间可 

以是一年，也可以比一年长一些或短一些，在这五年期间，支出的资金无需付患，也 

不需另承贷赛用》

1 6 8 . 自第6 年至第2 5 年，每年借款利息是2 厘半，但无需还本， （宽暇日 

期可延至第3 0 年 K  利患不可转作资本，

1 6 9 . 自第2 6 年至4 0 年，递病的贷款差额需按年患2 厘半偿还。 （可按年患 

2 厘半计算，在 1 5 年内每年定额偿还）。

1 7 0 . 这个贷款办法的主要特点是，在貧6 年至贫2 5 年或第3 0 年这段期间所 

付的利患加上从这些利患获得的累计收益应当足够偿还捐助国最初借给的无息贷 

款 至 第 3 0 年年底贷款就可还给原来的捐助贷款国。 从第 3 1 年开始牧到 

的本息可再用作防治沙漠化项目的贷款》

J. 。贷敦的责任

171 . 公司贷敦可借给(a)国家政府；（to)在国家政府的担保下借给政府承认的本国 

机构.

K 。闻开发协会与农发基金减让性贷款的比较

1 7 2 . 必须指出，为公司建议的高度减让贷款,条件略逊于开发协会和农发基金现

复率累积利息是年恩8 厘， 1 9 年内可全部还清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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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的高度减让条件。 开发协会的贷敦分5 0 年偿还，不计利息Î 只付承贷费 

用四分之三厘。 农发基金的贷款条件有“ 经常性 " 、 “ 中间的 " 和 " 高度减让性，’ 

三种。 最后一类 " 高度减让性，，贷款 . 不计利患， 每年牧服务费1厘，需要在 

Ô 0 年内偿还，宽暇期为1 0 年，

1 7 3 . 根播现有资料，只有情况特殊的国家，才能按照这些高度减让条件借款， 

例如就开发协会言，是最不发达国家，就农发基金言，是 " 族食援助优先国"，最 

不发达国家是^败 tïi千算的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少于350美元的国家。 一直到现在 

为止，只有满足下列条件的国家才有资格列为农发基金的精食提助优先国：

( a ) 每人乎均牧入低；

( b ) 颜测 1 9 8 5 年缺乏谷类Ï

: ( 0 ) 营养不良，严重缺乏蛋白质—— 热量；

(d； 粮食生产平均增量不足；

( e y 收支不平衡，情况严重。

174。公司的条件略逊于开发协会或农发基金的条件，为的是鼓嚴那些有资格向 

开发1#^和农发基金申请防治沙漠化援助的国家申请这类援助。 可以理解的是， 

公司的高度减让性贷款应当保留给目前由于难以《先倍计可能的利润而没有资格申 

请贷款的那些项目，

1 7 5 , 将来公司经管无息贷款取得经验时，肯定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增加贷款种类 

的压力。 那时候，公司也许已累积了适当数量的准备金。 它必然会认为可以发 

行债券，以增加更多的资源。 那时公司应当能够发行数额相当于股本总额的债券。 

从这些资源筹供的贷款，条件将逊于无息资源的贷氣

!■ • 项目的执行，管制和监督

1 7 6 . 目前S 防治沙漠化行动计戈的管理和执行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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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干事和行政协调委员会负责的《 大会的各项决议提出了协助环境规划署履行

其职务的体制安排。 这些安排包括：

( a ) 扩大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 处的职务，作为环境规划署和开发计划署合 

办的单位2 负责在苏丹一薛赫勒地区执行防治沙漠化行动纲领；

(切在环境规划署秘书处内设立沙漠化问题股；

( C ) 设立沙漠化问题机构间工作组；

( d ) 成立防治沙漠化协商小组，责责调动资源来执行行动纲领范围内的活动，

1 . 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

177 . 该办♦处的原先的职务是协助萨赫勒地区早灾国家执行中期和长期的善后 

和发展方案。 根振环境规划署和开友计划署之间的联合安徘办法，办事处的工作 

范围扩大， 成为联合国系统的中心点和中央协调机拘，负责代表环境规划署协助 

苏丹一萨赫勒地区1 9 个国家执行《行动纲领》。 为达到这些目标，办♦处在优 

先项目的规划、方案编制和执行以及资源调动方面提供协助。

178。严格地说，办♦ 处不负核定防治沙漠化项目的责任。 它主要的工作是研 

究和评价防治沙漠化的项目。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核定者是捕助国政府或资助 

这些项目的组织。

179，办事处的资金来源是由联合国各成员国自愿缴敦的信托基金，业务经费由 

环境规划署及开发计划署联合提供。 办♦处以双进及多这形式争取捐助机构的等 

款，以求扩充资助本区项目的金融基础。

2 ,沙漠化问题股

1 8 0 . 这个股1 9 7 8 年成立，负责协调和贯彻关于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 

动计划的活动， 这个股是沙漠化问题机构间工作组和防治沙漠化协商小组的秘书 

办事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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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沙漠化问题机构间工作组

181 . 这个工作组1 9 7 7 年成立， 成员包括联合国系统有关成员国的代表。 它 

资责计算和散发资料，监替頂目并就执行行动计划的暇制因素和优先项目提出建议， 

备供行政协调委员会审议, 然后再由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审议。

4 ， 防治沙漠化协商小组

1 8 2 . 协商小组由赞助国及其他成员国组成。 赞助国包括联合国系统内的一些 

成员国。 其他成员国包括关心沙漠化问题和遭受沙漠化影响的某些国家（例如美 

国，墨西青伊朗：T 拉克等）以及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某些成员国及金融机构（例如阿拉 

伯非洲经济发展報行K  协商小组负责审议通过苏丹一薛赫勒办♦ 处、沙漠化问 

题股或联合国其他机关提出的项目建议，以及研究是否需要提供更多资金和协助进 

行资源的调动。

l é 3 / 不要以为成立了这个公司，这些机拘已无用处。 如果萨赫勒地区的国家 

想执行防治沙漠化的项目，它们仍然需要苏丹一萨赫勒办♦处提供咨询意见和给予 

协助。 在萨赫勒地区以外的国家如果尚未推行自己分担的那部分行动计划活动： 

也需要沙漠化问题股提供咨询意见，以便评价本国的需要和确定工作的重点。 一 

个项目的设计完成后，有关国家政府就需与可能提供信贷的有关方面接洽y 以便确 

定 这 小 项 目 或 项 目 有 资 ;赚得开发协会、农发茶金、世界银行或开发報行 

的贷氣

1 8 4 . 应可假定公司管理部门将同机构间工作组和防治沙漠化协商小组里面的其 

他机构共同参与各个项目的审查工作。

1 8 5 . 鉴于《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比公司的目标范围更加广泛y 工作 

组对于公司应否立即将沙漠化问题股并入的问题感到犹疑不先工作组相信，该 

股的职员必须增加2 训练工作必须加强，才能够协助公司对向它提出的供审议的项 

目进行技术检查。



a/36/141
Annex 
Chinese 
Page 80

M . 程序：公司的成立

1 8 6 .如采国际社会接受本研究报告中的建议，我们建议新公司的，程应体现在 

按本报告所附的格武写就的协定中。

1 8 7 .三十个国家（包括提供无息贷敦的十国）签署并避行协定时，协定即开知 

生效，公司即行成立，

协定

本协定签署国政府Ï

承认《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的重要性;

认识到必须采取一致行动, 推动资源的流动,使其在有保证和可予报的基础上 

为控制沙漠化的长期项目筹集资金； ：

铭记必须无息提供这种长期資金的大部分;

同意下列《国际防治沙漠化金融公司章程》 ;

第 一 章 总 则  

第 1 条

公司的成立

防治沙漠化国际金融公司 ( 下称公司）特此成立，并按本t办定各条款行便职能。

第 2 条 

法律地位

公司具有H 际法人性质，享有行政和财务方面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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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条 

总部

公司总部设在肯尼亚， 可在其他国家设立公司童事会认为必要的机构、分公 

司或代表处。

第‘条

目标和职责

公司的目标是为各成负国领土内的族治沙漠化措旌提供资金，以便加速其经济 

和社会的友展，

为宪成这一目标，公司被授权并有权：

( a ) 在其成员中筹措赠款和贷敦;

( b ) 以发行公# 和证券的办法筹款；

( C ) 向各成员国或向成员国指定的机构和組级发放和收回贷款，以便单独或同 

任何其他机构共同控制沙漠化；

( d ) 提供有关防治沙漠化的技术援助和服务•

第 Ô条

成员

1 . 签署本协定的国家为本组织的创建国Î

. a 凡厲联合国或国际金融机构或政府间机将的任何其他国家，经公司董事会 

以倚单多数录决做出赞同决定者，即可加入本公司；

3 1 本公司各成员国，作为役东 , 如发生负债情事，其负债额不得超过认將资 

本中尚未支付部分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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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奪寒财政资源 

第 6 条 

錢司的资源

公同的资源包括 :

H 各成员国认姆的股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各成员S 和其他方面自愿认的本公司的资本 ;
: '..... ...: ‘ . ■

( H ) 公司搏到的无息贷款，偿付贷款和贷敦利息后所收回 0̂ 款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 i其他借款；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 公司业务活动所傳款项或其它收入/

第 7 条 

投资

公司的最初餐本订为1. 5 亿美元，每股 1 0 0 万美元。 公司每一成员国必
: ,；•；

须认购一股， 所认购的股份，除依本协定规定外,不得转让

第 8 条

资本的改动

公司可依全体会议决议增加或减少最别欣份，可撤销、令并或分开股份，或 

用其他办法改变其资本。

2 . 全面或个别增加公司资本时，任何成员国均没有追加金额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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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条 

额外认购

董事会得为成员国自愿认购额外股金规定适当的条件和手缓。 这种额外认购 

包括对研究基金的捐敦.

第 1 0 条

借贷资本

1. 公司可接受成员国或非成员国的无息贷款，并用其资源偿还之；

Z 公司在可能时，也可通过发行公债或其他证券筹款，或从国家或国际资本 

市场取得贷款；

3 . 向公司提供无息贷款的成员国，要以七年或以成员国与董事会所商定的更 

长时间为期，遂年提供这种无息贷象，

第 1 1 条

资源的定期审査

董事会应于第五年至第七年之间，及其后以不超过七年的间隔时间，报据其需 

要审査公司的资源，并可向全体成员会议提出有关建议》

第 三 章 业 务

原则

公司应为干翠或半干早地区（即年降雨童不足5 0 厘米的地区)所进行的沙漠 

化控制措施（包括灌嚴农田、故地、雨盲作物土地和沙丘固定等措施）提供赠款或 

贷象形式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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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为成员国的最大利益提补充其可提供的财政资源，但不得为任何事业提 

供高度减让性贷款，如董事会认为该事业能够从其他地方以公司-义为合理的条件取 

得足够的資金
v-.î

第 1 3 条

贷款资格

按照本协定观定的条件，有资格接受公司後助者为：

( a ) 各成员国政府及政府各机构、各禅或各次级单位；

( b ) 在成员国领土内营经业务的公家或私人的机构或金业；

( C )谷成员国为推动防洽沙漠化措施而设立的区械间或次区域级组织，

第 1 4 条

贷敦种类

公司可发放董事会认为适宜的：

( a ) 高度减让性贷敦一 3 0 年以上的低息贷款，其宽限期不少于5 年；

( b ) 较低减让性贷敦—— 3 0 年以内的利率较高的贷敦，宽敝期短于5 年，

第 1 5 条

贷款条件

各类贷款的总方针由董事会颁布•

第 1 8 条

财务业务限度

当公司提议通过发行公债或其他证券筹敦，或从资本市场取得贷象时，董事会 

要确保公司来偿还的贷敦^ 信贷和/來E 金总额（无恩贷款除外）在任何时候不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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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其认j沟资本、储香和自由收入总额的ra倍，

第四章组织和管理 

第 1 7 条

公司的结构

公司设有全体会议、童事会、总裁一名和廣行职务所Ü 要的其他高级职员如工 

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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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8 条

全体成员

(a) 公司每一成员国可指振一名代表和一名候补代表出席全体成资国会议。

( W 每位代表在公司全体会议上享有一票投票枕候补代表只有代表缺席时才

得投票。

( C ) 全体会议至少每两年举行一次，

( d ) 全体会议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它有权：

H 颁布或修改公司业务经营的总政策方针；

a 审议与批准董事会或主席的公司业务年度报告；

0 选举董事会 ; 

m 任命审计员并规定其薪酬；

⑥处理其他机关权暇以外的任何其他 ♦ 务。

( e ) 除另有规定外，付诸全体会议表决的各项决议由其成员的倚单多数通过。 

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对所有成员国均具有约束力》

第 1 9 条

1 . 董事会成员不得少于七人或多于1 1 人每名董♦有一名候补董本董事  

和候补董♦应选自同一国家集团内的不两国家董事和候补董事任期三年。除非董 

事缺席, 否则候补董事在董♦ 会上无投票权。

2 . 董事和候补董《 按各国家集 ffl选出：

发展中国家

地中海集a  2 名董事

2 名侯补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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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发展中国家（续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a

苏丹 - 萨赫勒和热带非调集®

亚洲和太平浮集a

发达国家

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

东欧集团

1 名董事 

1 名候补董事

2 名董事 

2 名候补董事

2 名董事 

2 名候补董，

3 名董事 

3 名候补董事

1 名董事 

1 名候补董事

3 . 各国在申请加入公司时，即被分配Î&厲于上述某一集团，

4 . 董♦ 和候补畫♦ 任职至趣任人获得任命时为止。

第 2  0 条 

董事会的权力

除厲于全体会议所有的权力外，公司的所有行致权均厲于董♦ 会。董本会有权 :

(a) 按照本协定各项条敦和全体会议经常须布的方针制订各壤政策；

( b ) 通过各种条例和其他措施以保证公司业务有效进行；

( 0 决定借敦，发行公债、证券或保证金；

( d ) 筹备各次全体会议Î

( e ) 任公司主庸和高级工作人员； 

i f ) 抵准公司须算；

t e ) 解释本协定各项条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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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的决议

董事会的各项决议需由多数董事通过，每一董事只有一票投票权》总裁在双方 

票数相等时，有决定性投票权。

第2 2 条

.总裁

公司总裁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推荐、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任期五年, 

期满后可再延长五年。总截任职至继任人就取时为止。

第 2 3 条 

其他工作人员

♦ 司逃选人员时，在保证高标准的效率和技术能力这一最高重要性的条件下， 

得适当顾及在尽量广泛的地械基袖上征聘人员的重要性。

第 2 4 条

工作人员的国际地位

1 . 在履行职务时，工作人员只向公司而不向任何其他当局尽守职责。他们不 

得从事与其职务的国际性和独立性相悼的任何活动。

2 . 公司各成员国应尊重工作人员的国际地位，不得企图对任何工作人员履行 

职务施加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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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财务规定

第 2 5 条 

财政年度

财政年度自每年1 月 1 日起至1 2 月 3 1 日止。第一个财政年度起止日期由董 

事会决定，

第 2 6 条 

须算

总裁每年不得迟于1 0 月 1 5 日向董♦会提交公司下一财致年度的开支和现行 

收入慨算。

第 2 7 条 

决算和审计

1 . 总裁得确保经常记有各种适当帐薄，真实和清楚地反映公司业务并说明各 

项交易的情况。

2 . 靈事会得向公司全体会议提交报告，内客包括附有资产负债表和收支决算 

的审计帐目清单。 该清单格式由董事会决定。

3 . 公司决算将由大会指定一具有公认（国际）地位的审计公司加以核实。

第2 8 条

利润和储备金

公司全体会议根据畫凄会建议决定公司净收入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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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格免与特权

第 2 9 条 

资产，通信和案卷的豁免权

1 . 公司在各成员国境内的尉产和其他资产享有不受国有化、没收和以任何形 

式的行政或立法行为占有的格免权》 司法行为和公司受益人用公司贷敦收益购置 

的资产不在此例。

2 . 公司的公文通信和案卷在各成员国内有同其他成员国官方通讯和案卷所享 

有的同样特权。

第 3 0 条

汇兑限制

公司的资产和交身不受任何成员国现行外汇管制条例的暇制。

第 3 1 条 

免税

公司，其资产、财产、收入和本协定所授权的各项业务与交身，及其资本的股 

金 ，在各成员国内均免于交纳一切税敦和关C

第 3 2 条 

个人特权与格免权

公司所有董表候补董襄高级职员和雇员，包括为公司办事的专家，以其公 

务身分从事的各項活动免予履行法律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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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停业与清算 

第 3 3 条 

暂停业务

在紧急情况下，靈事会可暂时停止其新的业务活动，以待全体会议相机进一步 

审议和采取行动。

第 3 4 条1--- •

. :清 其 ..：，

1 . 全体会议可以三分之二多数并在不少于三♦ 月前向各成员国发出通知后， 

决定终止业务并对公司进行清算，

2 . 公司可自行清算或由全体会议指定的清算委员会进行清算。

3 . 在所有负债向债权人清偿或提供之前，不得将资产按各自认购的公司资本 

数额分给各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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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杂项条敦

第 3 5 条

仲裁和解释

1 . 如在公司和退出公司的某国之同出现分救意见，或在公司和某成员国之同 

在停止公司业务决定后出现分艘意见，则将这种分艘意见提交由三名仲裁人组成的 

法庭仲救提出起诉的一方指定一名仲裁人，对方指定一名仲裁人，第三名仲裁 

人在第二名仲裁人指定后三十天内由国际法院院长指定。

2 . 仲裁人以多数票作出的最后决定，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3 . 有关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方面的问题，一慨交由董事会决定。

第 3 e 条

《章程》的修正案

经由公司全体会议四分之三的多数通过决议，方可对本协定进行修正。只有成 

员国或董♦ 会有权提出对本协定的修正案。修正案在获得通过之后三小月即对所有 

成员国生效。

第 3 7 条

政治活动的禁止

公司或在公司任何组织工作的任何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成员国的政治事务 

或其他国际政治问题。

第 5 S 条

与其他组织的关系
' f'

董事会可与国家的、区域的或国际的组织缔结有利于扩大同公司全作关系的各 

项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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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最后条款 

第3 g 条

Ü

本协定于联合国大会决议核准之时开始生效，

第4 0 条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在本协定生效后六个月内，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会或该署执行主任召开公 

司第一次全体会i义

第 4 1条

业务的开始

由董建会̂通知所有成员国业务开始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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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六 . 结 论

A .  其他筹資方武

1 8 8 . 专家组总结上面可行性研究中所审査的各种其他措施可能获得的收益后， 

得出下列数颖和时限Ï

{ a ) 总贸易税收; 假定统一税率为0。1 % »予计收入将自I 9 8 0 年的 

雄2 0 忆 權 至 1 9 8  4 年的孩2 5 亿 , 再增至 I 9 8 7 年的孩3 0 

亿，今后还会无限期地趣续槽加。 这种资金流动量的予测程度如采 

颇高，则责收集资金的組织可以把这笔资金作为按市场汇价借款的 

押金，并且只要借敦指定用途诸如洽沙猎施等，还可掛酌情况补贴这 

种借敦的费用。 这种利息的資金来源也可列入，如来能够获得有关 

当局及时避过。

W 货市基金组织的黄金g 由已往销售未经指定用途的，金的帐面盈余向 

货市基鈴且织的信^ ^ 回流的款额： I 9 8 6 至 1 9 8 9 历年中每一历 

年约达《2 .  8 811 ( 2 . 5 亿特别提敦权），但须经货市基金组织 

执行靈事会票决；此外，将 7 ,  5 % 的货市基金组织黄金储备作为抵 

押，支持在几年分期借贷大约《15亿至《2 0 亿。 今后销售货市基 

金組识黄金的收益数额视将来的价格而定，因此本身无法予测。

( C ) 从提议的同接特别提款权联系获得的收益: 假定货市基金组织同：t 第 

四个基期， （可能接着还有 I 9 8 8 — 1 9 9 2 年的第五个基期）则 

1 9 8 3 至 I 9 8 7 年每年可获得8化特别提款权（H 9 。 2 亿 ），

但必须有足够数目的发达国家接受这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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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通讯，星的停游赛 : 约目 1 9 9 0 年起，年这种收益的他计数为J  I 

. 亿 , IE敦顿和时同郁很不定。 下录开列可，提言收到的：É 款 , iE款

類颇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 从深海采矿获# 的牧益Î 由于还没?t 就越有条灼草案达成协议，目前

仍然报难予计今后在这些或类似条件下所获收入的数额，所以无法用, .' . ' ：■■-' . .... ' ■ „ ,:..... .. . '... . ..
确切的数量表示。 现有条灼草案指定国# 海底管理局为唯一有秋接

.. . ■ • . . .  . . . . .

受从海床采矿获得任何净收入的机果目前的谈判不能迷成一. . , ■ • ,
项公约，则应另行设法获得从海振资源可能辕得的充作国际用途的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益 。:::，.

m 共同基金，索二帐户 : 第二帐户的目的摩了稳定价格之外y 还要改善

某种两品的生产和销售，如果指定'代表某种商品的当局认为应该提
.,• •■,.■ . ■ ■ ■ ■ : ...

供这种竟期0#样，这个帐户供可成为治沙猎施的一个資金来源。 在 

作出这种决定之前，纵然条约已经生效，也无法估‘计这种可能流动的 

, 资金量。

1 8 9 . 假定在某种情冰下都能及时采取必票的措施，下列倚表开列1 9 8 2 至 

1 9 9 0 年每年可能流动量的佑计数9 当然这迪予测本身难免郁会产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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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获得减让性资金的方式

1 9 0 . 各国政府可以以一种官方发展援助方式，提供减让性資金，也可由政府 

或私人来源按商业性条件获得资金，然后给予利息津贴变成减让性資金。 每一美 

元的利患津贴，都可以同减让性資金一样增加好几倍价值。 确切利率，视两业借 

敦和所需减让程度而定。

1 9 1 . 必须向贷方保证贷敦一定归还，方法是提供抵押或某种保证，也可两者 

并行，

19 2 . 抵押可以用任何方式暮集的货市或国际金融机构或政府提供的诸如黄金 

之类的有形資产。 有待研究的一种是将货市基金组织的部分黄金用作抵押。

1 9 3 . 各參与国政府可以联舍保证，也可以分别保证，各个政府负责借还某一 

笔贷敦的总额，或只是分别保证，每一政府的负债只限于列明的贷款邵分。 一个 

中间办法是各參与国政府向一个基金捐敦， 旦未能按期归还债务时，倩权人可以 

从此基金提敦》

1 9 4 . 这种最后安排，’ 同经常和用通知偿还本金作为贷款支持的办法有点相似。 

通知僧还不金，原ü 上可以是该借款机构的本金，也可以是一个国际金融机构的本 

金 * 在后一情况下，该金融机构可保证偿还贷款，也可充当借款机构获得贷款的 

代理人/

1 9 5 . 以抵押或担保方式或同时以两种方式向贷方提供保证的效力或信誉，将 

决定是否可以提供贷敦或报据什么条件提供贷敦。 贷款条件又决定获得某种舍理 

程度的减让所需的利息津船数额。 因此, 任何调執减让性资金的努力，都必须对 

贷方提供充分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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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金融公司

19 6. 大会请求专家組就设立一个金融公司的事提出一份可行性研究报告湘一项 

工作计剑，这意味着国廝社会愿露为这一公司提供无息资金。 因而专家们不难设计 

一独立经营的金融公司为沙漠化项目筹资。

1 9 7 . 该计划要求此公司独立于其他各金融机构，至 少 拥 有 1亿资本，由成员 

均摊 ,每一•成员出资1 00万。 其意图是颈计由联合国多数会员圓不断大量捐献 

无息贷款以维持其业务。将要求为这些2 4 年贷款提供资金的圓家第一次就保证在 

士年之内每年提供雄5 E。在七年之后 , 还将请它们继续补充资金。

1 9 8 . 应认识到，此公司存在的理由就是为此项目可行性的极端而服务》它将为 

那些长期的沙漠化项目筹资 , 这些项目虽然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具有生存性，但它 

在项目筹备时期不能产生用数量表示的收益，因此这个项目不会为现有金融机构所 

接受。 大约一切沙漠化费用的五分之一•是厲于这一范畴的，这说明在每年支出总

额的 îf 2 4 亿中大约有部5 亿属于此类敦项。
■ - • - -•

1 9 9 . 无息贷款的基本借款人将得到为期4 0 到 4 5 年的贷款。 矣五年中不f  

作任何偿付，但 在 其 余 的 贷敦 期 间 将需按年 偿付的微小 费用，前 2 0 年的付 

款将作为利患 , 以后剩余的付敦将在1 5年至 2 0 年内还清本患，

2 0 0 . 当该公司在管理贷敦方面积累一些经骚将考虑通过发行公债的方武筹 

措更多资★的可能性。

D. 协调筹资计划

201 . 上面已仓紹过为《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筹資的广大来源:其他 

的筹資方式 (第 188到第 18殿 ）以及向一独立金融公司提供无息贷敦（ 1 9 6 到 

第 20服 以 其 他 筹 资 方 式 筹 措 的 资 金 中 ，只有一小部份（可能是1 0  %至15%)

可望供防治沙漠化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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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 上列表1 1.说 明 1 9 8 2 年到 1 9 9 0 年期间通过各种其他筹资方式获得 

敦项总额的他计数。有一个例外，通过其他筹资方式获得的資金将首先交给一个新 

的为此目的而设立的中央机构或金库。 该机构将为具体用途而拨款，包括为防洽 

沙漠化的用途在内。

203. 假设商品共同基金第二业务单位提供的资金从一开始即指定给防治沙漠化 

活动之用，而不存入金库、

2 0 4 通过其他筹资方式筹措的、供防治沙漠化便用的资金，可以由现有的环境 

基金 , 独立的金融公司，或 1 9 7 8年设立的沙漠化特别张户来管理。

2 0 5 . 通过其他筹资方式筹措的资金, 可直接用于防洽沙漠化，或可用于利患补 

助 , 以便将按照商业条件借来的资金以减让条件重新予以贷放。 这种借款和再次 

贷出的作法可由独立金融机构按照上面第1 9 0 至 1 9 5 段所叙述的方式进行。

2 0 6 . 虽然其他的筹资方式和独立的金敲公司可以有益地进行联系，但它们不是 

相互倚赖的。 这两种为《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筹资的方法可以，而且 

应该分别地进行。

2 0 7 . 应以上述第196至 200段的资金和资产尽速地设立金融公司。 以后还可 

吸收通过其他的筹资方式筹措的资金而IT大其资产。 到一定时候，还可决定金融公 

司是否应利用其扩大了的资产作为抵押品借入更多的资金。 可能还需要由各有关 

政麻提供担保。 金融公司迟早可能安徘可姨回股本以代替担保品。

2 0 8 . 倘计以其他筹資方式筹措的资金，加上独立的金融公司最初的资产，可供 

维持防治沙漠化1 9 8 2 至 1 9 9 0 年平均每年大均用《 4 亿之需。*0这个数字不

:此倘计数假设来自其他筹資方式的資金想336. 6 忆中的 1 0 %将拨给防洽汝
. • ■

漠化，而金融公司所得f  5亿无息贷敦中的$ 2 亿到 1 9 9 0 年将已重新贷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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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今后二十年执行《行动计划》所需平均每年筹播更多外部资金⑧1 8 亿的四分之 

一。 即便今后数年内，每年支出不一定达到二十年的平均数，显然仍需要更多数 

财政资金。

2 0 9 . 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这些资源：增加其他筹资方式的收入（例如* ,贸易税 

率可提高到假定的0. 1 % 以上 ) , 把其他筹资方式筹措的资金中彼出1 0 % 以上 

给防治沙漠化，或以商业条件借入更多的钱并将佑计可得到的資金作为利患补助把 

这些钱以病让条件重新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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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 . . .  :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为编制

关于《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

终资办锋的研究报告而召集的国际筹资高级专家组的参与人名单

( 以私人身分参加）

埃杰 顿 . 理查森先生（主摩） 

曾任牙买加财务秘书，牙买加豫驻 

联合国代表

罗贝托 .坎波斯先生

巴西驻英特命全权大使》曾任已西

政府规划和协调部长

英耶蒙德，本格松先生 

墙典前劳工部长、议会议长

赫加齐先生

埃及政府前总理兼財政部长

保 罗 。马克。宇利先生 

曾任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经合发 

组织发展中心主鹿

德里斯 .贾札里先生 

阿尔及利亚驻比利时、声森堡和欧 

洲经济共同体特命全权大使

卡萨斯教授

埃及，开罗大学植物生态学教授

曼苏尔 .哈利德博士 

苏丹政府前外交部长

拉尔•贾亚瓦丁纳先生 

斯里兰卡驻比利时、荷兰、声森堡和 

改洲共同体特命全权大使，曾任斯里 

兰卡財政和规划部秘书

保罗 * 热兰，拉儒伊先生 

加拿大魁北充蒙特利尔国际頃目公 

司总经理，曾任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署 

长

菲利普，恩德格瓦先生

肯尼亚商业報行总裁，曾任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副助理执行主任（主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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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岛博士

东京大学核子工程教授, 曾任（经合 

发组织）科技和工业主任

阿道夫.汰纳先生

曾任萨洛蒙兄弟公司（投资報行）劃 

主席兼国际经济分析专员

约瑟夫 .亚格尔先生

布鲁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高

级研究员 .

会议召集人

穆斯塔法 . 耗已博士 

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秘书处

优素福。文哈迈德先生

环境规划署沙漠化组代理助理执行主

任

阿纳斯塔塞。戴阿曼蒂迪斯先生 

环境规划署欧洲区域办♦处主任邦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