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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年度报告载述至1 9 8 2年3月3 1日止期间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箏处 

(教灾专员办事处）根据其任务观定所起的作用祁逬行旳活动。报告内载述大会 

1971年12月14日第2816( XXVI )号和1 975年12月17日第35 

3 2 ( XXX )号决议所特别要求的资料。大舍I 9 8 I年1 2月I 7日第3 6 /

2 2 5号决议要求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关于执行该决议的初步逬度报吿 

在本报告编写时，行政协调委员会刚刚按照大舍第36/225号决议第1 I段的规足， 

完成关于发生特殊或复杂灾害情况时领导机构的作用的规定/除了规定领导机构在 

国际一级的作用外，该项决足还观定了秘书长按照大会决议第1 0段指定的在国冢一 

级协调和/或逬行救灾行动的联合国系统适当机构所负的责任。

二.主要方茱记录

A.救灾协调

2. 在1 9 8 1年，各主管立法机构和秘书长根据联合检查组的报告（A/36/ 

73/Add. 1 )，对救灾专员办事处的作用和任务规定逬行了彻底检查。各立法机 

构确认救灾专员办事处的任务规定，重申其作为联合国系统救灾协调工作中心点 

的作用，并要求加强和提高办事处的能力和效率。

3. 救灾专员办事处目前在个别灾害情况的职务可以扼述如下：

⑻从许多来源，包括驻地协调员/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以其作为救灾 

专员办事处驻地代表的身分）收集资料，并于比较、核对和综合这些 

资料后，把它们载入提交各会员国政府和其他可能捐助者的灾情报告 

中，予以传播；

1
见ACCV1982/DEC/1—12,第 1 9 8 2 / 1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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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组织和领导由联舍国系统各组织和某些情况下若干志愿机构的代录组 

成的灾情估计特派团；

⑹同可能的捐助者直接联系，发动现金和实物方面的救灾捐助，以及保 

证用最少的费用将救济品迅速运到党灾国家；

(旬调派救灾协调工作人员到驻地协调员/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办箏处， 

服务期间按需要而定，通常应包括紧急阶段整个期间；

⑹评价各主要救济方案的影啊，评价工作有时由机构间特派团协助；

(f)在紧急阶段过后期间保持联系，以期向政府就如何将予防灾害概念并 

入复兴和重建方案和改逬一般备灾规划工作提供蒽见。

4.为了响应加强和提高办事处能力和效率的要求，救灾专员办事处现在已从 

以下几方面加强其在发动和协调国际救灾工作的作用：

⑻办筝处越来越经常地发起组织和协调各机构特派团，以达成两个主要 

目的：笫一，提供灾害后果和紧急需要估计；笫二，对各项救灾方案 

的影哬逬行客观的、分析性的评价，以期提高今后国际救灾工作的效 

力。此种发展的一个例子可见于中国河北省和湖北省的旱灾和水灾 

情况。救灾专员办事处于1981年1月和1982年1月发起组 

织和领导两个多机构特派团，它们的报告分别提供了国际社会救济这 

些灾窨情况和事后评价国际救济方案及其对受灾民众的影响的基础；

⑼同有关政府和机构协商，拟订了愈来愈多的共同紧急救济方案，作为 

调动资源旳基础。这一办法最见于乍得的情况：1 9 8 2年4月5 

日和6日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专门讨论乍得情况的特别会议； 丨

⑹定期同政府代录举行资料方面的会议，以就当前的救济工作和救灾专 

员办事处方案中备灾和防灾邵分的发展情况交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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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救灾专员办事处于1 982年4月27日至29日召开了第一次特别 

单位主管会议，这些单位是各国政府或国际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设 

立来负责于国外发生灾害M要援助时予以协助的。会议的主要目的 

是交流资料和经验，以期加强各个个别单位并达成实地方面的更密切 

的合作一-必要时由救灾专员办事处加以协助。会议议定了若干建 

议，其目的除了别的以外，在于逬一步加强救灾专员办箏处在协调救 

灾工作祁提供资料方面的作用。

1.灾害警报相早期预告

5.救灾专员办事处对于从各个来源收到的警报积预告，均逬行监测，以邦助 

日内瓦办事处及其驻地代录发动和协调救灾活动。虽然救灾专员办箏处本身没有 

操作一种早期预告系统，但它尽童利用一切可能来源，包括各专门机构，以建立可 

能发生的灾害现象的一个综合全貌，各有关领域的主要资料来源如下：

(a) 。 救灾专员办事处目前从两个来源迅速收到关于地震的数据：

瑞典的哈格福斯观测站和美国的国家地震资料处。这两个机构在犮 

生地震大约2 4小时内就提供关于地震幅度和地点的资料；

⑼强烈风暴。从世界气象组织收到关于强烈风暴的资料。这些资料 

主要以同步气象卫星的观测为基础，经由苏黎世和全球电讯系统送到 

救灾专员办事处：在观测后6至2 4小时即提供关于风暴地点和强度 

估计的资料；

(c)旱灾/农业灾害。从美国的环境数据资料处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收到关于这一领域的数据9 所收到的资料以地面和卫星对作物成 

长的观测和经济因素为基础。粮农组织的分析尤其使救灾专员办事 

处能够理解紧要地区作物灾害情况和可能灾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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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xK5^8 目前并没有一个全球水灾警报系统，虽然这样的一个系统在

技术上似乎是可行的。迗样一个系统的大部分（虽非全邵）必要组 

成部分——测水站、卫星观测站和全球电讯系统——在世界各地都已 

存在。救灾专员办事处正同世界气象组织拟订计划，以订定各种安 

排和国际协定，把现賓的各种能力结合成一个水灾警报系统。该系 

统最后也进行水灾预报；

⑹M。 檀香山的国际海啸资料中心已有一个海啸预_告系统。该中

心依照救灾专员办事处的要求，不久将便用用户电报把其预告扩大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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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灾情估计

6. 救灾专员办事处自然地主要依靠并且实际上非常依靠驻地协调专员提供有 

关救灾需要的资料，而驻地协调专员在设法作出他们自己的估计的同时•则经常高 

度依赖——如果不是绝对依赖——政府的数据。除了駐地协调专员提供的数据之 

外，救灾专员办事处充分利用诸如红十字会协会.世界教会理事会.美国/OFDA 

组织，以及同救灾专员办事处分享新闻的新闻机构等政府的和非政府的资料来源。

通过这样的方法.能够收集全面的情况和把情况通知国际救济机构。

7. 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关于损害估计和救济行动的协调一般都是较关心 

资料的精确性而不只是迅速性。 如果采取适当的，有计划的和及时的救济行动， 

就必需设法精确掌握全面情况；而这通常是不能即刻办到的。

8. 最近在卫星技术方面的发展应当能够在未来的两年内在事件发生后5日或

6日之内获得灾害地点高解析率的影象，而目前的能力只能够在事件发生后平均3 0 

日获得低解析率的影氣 此种照片将非常有助于确定某种型式的大灾害的程度，

或者，例如洪水泛滥的幅员和严重性的变化率。

9 .损害的估计一般都是在同受灾害影响的国家的政府当局非常密切的合作下 

逬仃的；通常都把协议的数字公诸国际社会。为了提高救济需要资料的精确性， 

现在正对制订客观的和为各方普遍接受的估计标准问题进行研究。通常对灾后的 

受影响的人口数字的估计都很困难，因而都非常粗略；它们必须随着情况的溟变而 

不断地加以修订。至于受影响的个人的具体救济需要，这是根据诸如每日食物配 

给这种逋用的标准来决定。在决定整个救济需要时要考虑到的其他因素包括实际 

的分配能力、受灾地区的卫生情况以及对居民的年龄概况和劳力需求的情况。

10.对突发灾害的影响的估计是由联合国驻地协调专员——经常在由总都派来 

的救灾专员办事处专家的参与下——组织的国内工作队，或由救灾专员办事处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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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机构视察团，包括适当的联合国组织和其他国际救济组织负责进行的。这须 

视据报灾害的复杂性和幅度而定。但是，对重大的“可怕的”灾害，通常都是组 

成机构间估计团就情况和需要提出报告。救灾专员办事处感谢个别的机构在常常是 

很短促的通知下，对借调关键工作人员方面给予的合作。

U.关于情况报告问题.救灾专员办事处对其系统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已经 

建立了三种报告方式——“警报”，用于已发生重大灾害但还没有提出要求国际援 

助之前；“资料报告”用于一个国家遭受相当程度的灾害并有理由受到国际注意. 

但在动员援助方面还没有正式要求联合国系统的协助；和“情况报告用于已正 

式要求联合国和国际的全面援助。

12. 大会第36/225号决议第8段为救灾专员办事处在其指导方针中向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建议的作法提供了法律基础•即：联合国系统 

各有关组织召开会议.以便计划、检查和立即采取行动来提供援助。可能邀请国 

际红十字会和其他有关志愿组织参加这些“国家工作队”。在它们对损害作出估 

计和进行救济协调之前，这些工作队要执行的迫切任务是准备规划.这应在任何灾 

害实际发生之前就作好。灾前期的规划对要增加灾后善后工作的速度和效率非常 

重要。

3.救灾工作

13. 本报告附件五载有通过救灾专员办事处动员的和/或向救灾专员办事处报 

告的已作出的援助的细节。从表上可以看出，1 9 8 1年下半年内需要国际援助 

的灾害比较少。反之，1 9 8 2年早先几个月发生了许多紧急情况，其中一些- 

例如乍得的情况-已激起捐助国很大的关心。

14. 据报还没有发生供应了不适用的、过时的或不适当的救济的情况^ 这本 

身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改进，并且可能表示救灾专员办事处的一些成功，至少就其情 

况报告的受援国进行的工作而言是如此《 捐助国过去一贯是并且将来也永远是热 

心和慷慨的，特别是当灾害突然发生和新闻媒介引起广泛关心和充分报导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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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并不是所有的个别捐助者都明确知道应当提供什么和不要提供什么。但是， 

既然个别捐助者利用著名的主要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是救灾专员办事处报告的接 

受者-的渠道，它们有责任抽出不适用的供应品-这些供应品最后可以保留下来应 

付以后在不同种类的灾害中的需要。

15. 救灾专员办事处一直不断地努力累积在提供以低费用或免费运输紧急救济 

物品方面的专门知识。这些努力是在同国际空运协会（空运协会）、各航空公司和 

公路及其他运输组织的密切连系下进行的，结果这一年内取得了大量的节省。办 

事处在这方面的专门知识可供其他政府的、政府间的和志愿救济机构使用。

16. —些年来，救灾专员办事处年度报告中曾提到设法加速国际救济的流动。 

在审查期间的这一年中，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在来自包括救灾专员办事处 

在内的许多专家的合作和协助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1 9 8 2年年初，训 

研所出版了研究的结果，题为：“救灾正作标准规则”。救灾专员办事处打算利 

用这项研究作为基袖，同各国政府协商，以期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下一届 

会议提出正式建I

4.评价

17.评价主要紧急救济方案的工作很重要。从获得的经验（国际性的和国家 

性的）中可以学到有用的教训，这应可导致对下一次这种事件有更有效的程序。不 

但如此，如果能够详细说明救济捐款用途并对它们的影响作出评价s就一定能鼓励 

捐助国增加它们的捐助。

18 .关于灾害和救济工作对发展方案的长期影响的研究也很重要。正根据由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和救灾专员办事处共同进行.的一项关于发展中 

岛屿国家的研究报告，设法对某一个灾害的经济影响作出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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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灾丽规划及有关活动

19.救灾专员办事处的任务是促进关于自然灾害的研究、预防、控制和测报, 

收集和散发这方面情报，并向有此要求的各国政府提供灾前规划援助。

20. 最近发生了几起灾害，使得有关国家的政府要求救灾专员办事处援助制订 

各项措施以预防和减轻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灾害，并为其后果做好准备。

21. 去年的年度报告（A/36/259、第17—20段）说明了所采取的行动种类及 

可供支持这些行动的资源。以下是有关这些行动的实例和说明。

1 •研究、预防和控制

2 2L总的说来，这方面的科学活动范1É广泛，有些可能是单学科的，有些可能 

是多学科的，但通常都涉及机构间和，或国际间合作。1 9 8 1年1 2月在巴黎举 

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救灾专员办事处的国际地震危险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 

报告已表明了这一点。该报告的建议有：

(a)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救灾专员办事处与联合国工发组织及联合国人类 

住区中心合作，促进制订一套估计受灭可能性的方法，并着重将其应用于危险 

估计，物质规划和经济分析；

⑼把发生破坏性地震后与有关会员国合作安排地震调查团作为优先项目； 

这些调査团应当尽可能全面地研究最近或历史上发生过的地震的地质、地震和 

工程方面；

(c) 就关于建立国际地震测报研究试验场地进行可行性研究一事，与可能 

的东道国政府进行接触；

(d) 于1 9 8 2年底组织一次国际地震测报事件讨论会，以期审查在这方 

面得到的经验并总结：

㈠发出测报和警报所使用的科学和行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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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测报后所采取的行动过程；

㈢所采取的行动产生的各种后果；

23 会上，有人提议了评价测报的方式，审议了警报的级别和科技人员的责任。 

讨论会还讨论了假测报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2成救灾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学科文组织及联合囯人类住区中心在巴尔干地区 

联合开展了两个减少地震危险的地震学项目；在这些项目中，办事处主要负责进行 

受灾可能性的研究、制订一套分析受灾可能性和危险的方法，并且，作为紧急规划 

的一部分，组织一次关于宣传和教育的讨论会。救灾专员办事处还将参加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现在正在为北非和亚洲地震区域筹奋的类似项目„

2.备灾规划

2 5. 1 9 8 1年1 2月发起了泛加勒比备灾防灾项目。当时指派了一名小组长

并在安提瓜设立了一个项目办事处。这个方案为所有加勒比岛国（15)服务，头9 

个月包括分别开展3 3项活动，其中8项是更新紧急计划，1 3项是训练业务和活 

动，9项是提高公众的认识，还有3项是分析受灾可能性和减轻危险。'救灾专员办 

事处负责项目的总协调，包括指派工作人员和监督技术活动。在项目范围内，参与 

提供经费和/或服务的其它机构有泛美卫生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加勒比共同体、 

红十字会.红新月会、红狮子会及红太阳会协会、东加勒比国家组织和美国国际开 

发署。

2(3.应厄瓜多尔政府请求援助其火山爆发紧急预防工作，因该国政府的请求，救 

灾专员办事处于1981年10月派了一名工作人员与两名教科文组织顾问组成联 

合视察团。这个请求是在皮钦查火山出现新的轻微喷发后提出的，该火山离基多市 

很近，历史上有过三次大爆发。救灾专员办事处代表参与了危险和受灾可能性程度 

的实地调查，以编制一份关于这些题目和适当紧急预防措施的报告。

27.由救灾专员办事处和红十字会协会发起的备灾和救济国际讨论会从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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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6日至10日在伊斯兰堡召开，巴基斯坦政府作东道国。来自七个亚洲国家 

(孟加拉国、缅甸、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泰国）的政府高级官员、 

国家红十字会及红新月会的官员以及各个联合国组织和捐献国政府的代表们参加了 

会议《讨论会审查了东南亚的备灾救济情况，讨论了加强区域合作的各种可能性。 

讨论会通过的建议要求将救济工作纳入发展计划，确认社区备灾工作为所有抗灾规 

划的经济活动，请各国政府定期派救灾官员参加世界气象组织和亚太经社会合办的 

热带气旋小组年会。

2 8. 1 9 8 1年4月，救灾专员办事处进行了一个小项目，为利马附近秘鲁中

部海岸的人口稠密地区绘制海啸危险地图，以便估计受灾可能性并确定适当的撤离 

路线。现正在绘制易受各级海啸的破坏的海岸地区图，并估计在每个危险地区内楼 

房和设施可能被破坏的程度。得到的资料将成为一个根据，以便民防当局进行具体 

规划，即接到不同程度的海啸警报后，哪些地区的居民应当撤离，也便于确定撤离 

的人数、可以撤到最近的安全地带、以及他们应当走的路线。

29. 在其备灾次级方案中，救灾专制/、_向.一些国家政府提供了技术援助，以 

制订国家备灾计划，并可能将其中一些计划纳入区域或分区域级的计划。有关国家 

政府是：科摩罗、埃及、莫桑比克、尼泊尔、纽埃、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萨摩 

亚.塞内加尔、所罗门群岛、索马里、汤加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30. 救灾专员办事处继续参加台风操作试验，这是亚太经社会/气象组织台风 

委员会的一个项目。其目标是减轻台风及有关灾害造成的破坏，也就是说通过进行 

一次在该地区台风各阶段中用于台风预报、洪水预报和警报传播的各种系统的操作 

试验，来提高预报和警报能力。救灾专员办事处是警报传播和资料交流部分的协调 

单位；它与红十字会协会合作，派了一名专家，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帮助各成员国 

审查其备灾计划，并寻求克服审查中发现的种种问题》1 9 8 1年，进行“初步试 

验”；1 9 8 2年，将进行第一次试验；1 9 8 3年，将进行第二次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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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防灾战略

31.关于国际防灾战略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的工作正在继续进行。发表了更多的 

专题文章，从而扩大了预防和减轻灾害方法简编的内容（见下面第3 5段）。

34另一主要投入是在计划中的“世界灾害破坏调查”。但编辑所需数据的进 

展较慢，这是由于难于得到易受灾害国家的有关数字，这些国家或研究此项专题的 

机构等其它来源也没有多少现成的数据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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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新闻、数据处理和通讯

1 • «

33. 在本报告审查期间，救灾专员处事处的活动扩大了，主要是更经常地处理 

非完全由自然原因造成的灾害，因而使新闻部门的工作量有了相当大的增加。救 

灾专员办事处高级人员举行重要记者招待会的次数是前一#'的三倍以上，报界和电 

台记者提出在救灾行动中进行个别采访的要求次数也是前一年的三倍多。

34. 为下列救灾行动或技术援助项目发表了综合灾害评价报告：中国（旱灾和 

水灾）；乍得（内乱和旱灾）；安哥拉（流离失所的人和旱灾）；伊朗（地震）； 

网比亚（内乱）；秘鲁（灾害准备和预防）；科摩罗（灾害准备）。

35. 在本报告审查期间，编制了下列专题文章以供发表：《灾害的建筑和工程 

方面》、《卫生方面》、《紧急防避》和《灾害与残废人》。前三篇是救灾专员 

办事处/环境规划署《灾害预防和减缓概要》的一部分。

36. 救灾专员办事处的新闻通讯《救灾专员办事处业务通讯》仍然每两个月出 

版一次。除了审查近期的灾害情况和联合国系统提供的援助以外，《救灾专员办 

事处业务通讯》还登载有关灾害研究、灾后重建、热带气旋的经济影响、灾害与残 

废人、地震危险和火山紧急情况处理等各种问题的背景文章。

2 .数据处理和通讯

37. 救灾专员办事处的数据处理活动包括协调中心、数据库和地图室。

38. 在本报告所述If间，救灾专员办事处数据库作了设计和契施，原来用人工 

处理的几项灾害紧急情况职能实现了计算机化。现有三个计算机装置，使所有工 

作人员都能直接利用计算机服务。救灾专员办事处数据库的建立取得进展，库内 

有各种关于灾害的情报，例如受灾国概况、有关灾害准备与救灾专家1的数椐、•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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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的贮存和潜在供应者、灾害史和关于在紧急情况下运送救灾货物的特许登记。

39. 救灾专员办事处协调中心在此期间处理了 263.起灾害謦报；救灾专员办 

事处最终参与了其中20多次的救灾工作协调，并因此使用了协调中心的设施。为 

这些灾害，该股计算机传输系统向全世界共计9, 000多个救灾货物可能捐助者自 

动传送了共计91份情况报告。曾进行了一项费用功效研究，确定给每一个可能 

收件者的适当传送手段，所以，尽管对外传送几乎增加了一倍，但是传送费用总额 

却降低了。 除了用于救灾协调外，救灾专员办事处协调中心多年来还主办了 5 5 

次训练班和讨论会，参加者共达200人

3 .外地通讯

40. 为煶高救灾专员办事处同外地代表的通讯能力，正在调查一种方法，用一 

家美国/苏联/法国/加拿大联合企业正在研制，不久将发射的卫星系统来传送信 

号。正在安排示范试验，将于1 9 8 2年年终前后卫星进入轨道后进行试验。

D .机构间合作

41. 从1 9 8 0年救灾专员办事处同联合国系统渉及灾害预防、准备和救灾的 

各组织之间达成一系列“谅解备忘录”以来，这些备忘录继续是日益增加的联合活 

动的基础：这些活动包括由救灾专员办事处领导的、根据已经发起的救灾行动进展 

评价救灾需要的机构间特派团，救灾专员办事处参加有关准备专门方面的项泪，以 

及灾害预防方面的联合技术项目。

42. 机构间合作也是最近采用的处理特殊巧复杂紧急情况安排的必要组成部分。

1 98 1年1 2月1 7日大会第36/225号决议概述了这I些安排，并已由行政协调 

委员会第1982/1号决定作了更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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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组织问题和财政问题 

1 . MIR
43. 在行政管理处进行审查后，救灾专员办事处的实务工作从1 9 8 1年8月 

起由两个组分拒。救灾协调和准备组以及包括数据和通讯股在内的预防和支助服 

务组由协调员办公室领导，协调员办公室则由联合国总部的行政支助股和联络处加 

以协助。

44. 按照行政管理处的建议，救灾协调和准备组同预防和支助组这两个主要单 

位之间的人力资源分配得到灵活处理，以便可以迅速适应工作需要，并可在日内瓦 

和受灾国都适当部署人员，从而对紧急情况作出有效反应。

2 •救灾专员办事处内的训练

45. 由于救灾专员办事处的工作性质本身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要求工作人员抠负 

紧急责任，因此，按照行政管理处的有关建议为专门人员和一般事务人员举办了训 

练方案。在国际电子计算中心的协助下，一般事务人员受到了使用通讯和电子数 

据处理设备的训练。为专门人员编制了系统流程图，说明总部和外地的协调程序; 

这些流程图载入了业务手册。

46. 另外，还举办了一个讲座方案，主要是从科学和业务角度来讲授灾害的几 

个方面。其目的是不断地扩大专门人员在教灾领域中的专门知织和专项知识。该 

方案对日内瓦其他组织参与任何有关灾害工作的人员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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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财政问题

经常预算

47.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核定1 9 8 0—1 9 8 1两年期最后预算经费为4， 

482, 500美元，比先前为两年期核定的经费少347, 600美元。按支出用途分 

列的最后经费见本报告附件二。

48. 大会拨款核定专员办事处1 9 8 2 — 1 9 8 3两年期经费为5, 136, 700 

美元。

信托基金

49. 1 9 7 4年大会授权设立一项特别信托基金，加强救灾专员办事处日益扩 

大的活动。次年，又设立两个分户帐：一个是支付防灾备灾方面的技术合作，另 

一个是补助经常预算为救灾援助所拨的经费。信托基金的期限自那时以来已经延 

长，大会1980年12月5日第35/10 7号决议，决定自1 9 8 2年1月1 

日起，信托基金将再维持两年。

50. 信托基金因需要也设立其他临时性分户帐。例如，泛加勒比备灾和防灾 

项目有自己的分户帐，为了管理每次严重灾难有关的财务资源，也采取类似的办法。

加强办事处 51

51. 1 9 8 0— 1 9 8 1两年期，从自愿捐款中拨出一笔1，464, 200美元 

给救灾专员办事处。这项拨款中已利用了 1，065, 400美元。此外，救灾专 

员办事处/环境规划署合办项目支用了 28, 900美元，因此本分户帐已登记在案 

的总开支为1，094, 30 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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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灾备灾方面的技术合作

52. 向各个政府防灾和灾前规划提供技术援助的方案费用的救灾专员办事处信 

托基金分户帐是按照大会1 9 7 5年1 2月1 7日第3532(XXX)号决议设立的。

53. 1 9 8 0 — 1 9 8 1两年期内这项技术合作信托基金分户帐所花的总额为 

331，900美元，其中主要是顾问费、旅费和与前面第2 5和第3 0段所指的泛加 

勒比项目有关的一些开支。

. 5.救灾援助

54如上所述，救灾专员办事处信托基金紧急援助分户帐的主要目标是补助经 

常预算经费（在授权设立分户帐时，经常预算经费最高限额为20, 000美元），使 

每个国家每场灾害的最高赠款为30, 000美元。由于大会的行动，2经常预算最 

高限额自1 9 8 0年1月1日起提高至30, 000美元。现向大会提议：应授杈协 

调专员在发生严重灾害时可超过由经常预算拨赠的最高限额30, 000美元至最高赠 

款50, 000美元，差额由可动用的自愿捐款支付。

55.救灾专员办事处信托基金收入和开支总额按各分户帐分列的细目载于附件

2 参看大会1 979年1 1月29日第34/55号决议第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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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主要救灾工作简述

安哥拉

198I年7月，安哥拉政府要求国际援助南部各省和中央高原地区流离失所 

的人口。 此外，安哥拉政府也提请国际注意由于旱灾使经济情况更加恶化的本格 

拉、木萨米迪什、威拉、库内内、关度——库邦果和比耶等省人口的需要。

应秘书长请求，救灾专员办事处组织领导了一个多机构的现场调查团，参加的 

成员有救灾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 

等组织的代表。在积极的高阶层协商后，调查团访问了安哥拉南部。

调查团建议了一项分两阶段的援助方案：首先和最迫切的是向最近流离失所的 

人提供紧急援助；第二阶段是向中央高原和南部所有受影响的人口提供较长期的救 

助和重建方茉。

紧急方案所需经费总额估计从1 981年10月至198 2年3月为期六个月 

为1，200万美元。所需的物品包括稂食、毯子、农具和设备、厨房用具、种子、 

衣服、建筑材料、运输车辆和医药用品。

秘书长指派救灾专员办事处为执行联合国紧急方茱的协调机构。因此，救灾 

专员办事处向国际捐助团体犮动了大规模的呼吁，联合国系统、各国政府和国际自 

愿组织代表参加了一系列汇报会议。

开发计划署安哥拉驻地协调员负责在当地协调方案的贾任，包括接收和分发救 

济品。救灾专员办事处派遣两名本身的工作人员为期六个月，并同开发计划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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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负担救灾工作的部分行政和业务费用。

哬应呼吁，已向救灾专员办事处报告的捐助总额约1，100万美元。

1 9 8 1年1 1月，一个安哥拉后续调查团报道，前次调查团的一些建议正在 

执行中。不过，继续不断的军事行动和该国各地的内乱阻碍了整个方案的执行。

到目前为止，紧急方案第1阶段已经完成，第2阶段在初步执行中。

乍得

乍得多年来的内战造成了复杂而独特的灾害情况。大部分国家基础结构已被 

破坏，大多数人口已流离失所，早已受长期持续的萨赫勒旱灾影响的农业生产急剧 

削减。

大会1 9 8 1年1 2月1 7日第3 6/2 1 0号决议要求秘书长拟订一个乍得 

重建、重整和发展需要的国际财务、技术和物质援助方案。秘书长于1 9 8 1年 

1 1月2 3日向国际社会呼吁并指定救灾专员办事处为动员和协调紧急援助的协调 

机构。救灾专员办事处派遣一名代表前往恩贾梅纳，该代表报道运输救济品本身 

需要更多资源和特别后勤工作。

救灾专员办事处派遣两个评价特派团前往该国后，同儿童基金会、粮食计划署、 

开发计划署和卫生组织合作下，拟订了一个紧急方案，包括协调稂食援助、种子、

医药和医药用品、教材和运输需要等，总额为680万美元。

救灾专员办事处于I 9 8 2年4月5日和6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向乍得提供紧急 

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国际会议，审议向受影响人口提供这种援助方案。捐助者的 

反应是令人鼓午的，预计紧急方杲的执行最后可以令人满意地得到保证。

日内瓦会议也是大会1 9 8 1年1 2月1 7日第3 6/2 1 0号决议要求的援 

助乍得国际会议筹备工作的一个步骤，目前计划于1 9 8 2年6月举行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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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a_

由儿童基金会、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代表 

组成的救灾专员办事处多机构特派团于1982年1月访问中国，对湖北与河北两 

省于1 9 8 0年年底分别发生的严重水灾和持续千旱之后于1 9 8 1年间开展的救 

灾活动作出估价。

农业生产、住房和基本设施方面的损失使2, 000多万人民受到严重影响。中 

国政府要求救灾专员办事处向国际发出有限的呼吁，要求提供粮食援助、肥料、衣 

物、毯子以及药品和医疗物资等。救灾专员办事处于1 9 8 1年3月发出呼吁，响 

应这一呼吁而捐赠的物资总值达游2, 500万左右，这些物资几乎全部都在1981 

年下半年启运、交货并分发完毕。

多机构评价特派团应中国政府邀请在湖北和河北两省广为访问。特派团通过直 

接观察以及与灾民谈话了解到分发的程序以及中国政府制订的救灾和重建方案。此 

外，特派团还获得表明国际社会提供的救灾物资如何利用的详细证据。1 9 8 2年 

4月向捐助者发表的多机构评价特派团的报告载有国际救灾物资分发到每一个人的 

详细说明。

特派团的评估表明，湖北省水灾的灾情已几乎完全消除，秋季获得了丰收，使 

农业生产收益大幅度增长。但是，特派团发现旱情在河北省部分地区仍然持续，并 

可能由于目前严寒干燥的天气而有所加剧。

1 9 8 1年1月24日，四川西部道孚县发生里氏震级6 . 9级地震，1 0 0 

多人死亡，2〇, 〇〇〇多人无家可归，城里大部分房屋倒塌。政府的救灾活动——空 

投食品和衣物——得到中国红十字会派遣的回抢救队和医疗队的辅助。

外国的援助有救灾专员办事处最大限度拨给的药品和粮食、儿童基金会提供的 

毯子和家用物品以及红十字会协会发出呼吁后若千国家的红十字会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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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也门

1 9 81年民主也门两次发生严重水灾。三月份空前的暴雨影响到南部及部分 

北部地区的2 8. 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骤发的洪水使7 0人死亡，64,000人 

无家可归，毁坏许多楼房，淹没几千公顷农业用地，破坏了未收割的作物，损失了 

13, 000 头牲口。

民主也门政府通过救灾专员办事处代表要求给予国际援助，救灾专员办事处发 

出提供食品和医疗物资的呼吁，结果据报导有多达独2 0 0万的捐助。

1 9 8 1年9月间民主也门南部沿海一带土地肥沃的阿比安行政区豪雨如注， 

洪水骤发，严重毁坏住房、农业和该行政区的基本设施，由于地方当局早期报警和 

撤离工作切实有效，未造成生命损失。令人尤其关切的是阿比安三角洲至少80% 

耕地赖以蓄水和调节灌溉系统的巴塔伊斯大坝和溢洪道被彻底毁坏了，而阿比安一 

地的产量就几乎占全国农业生产的一半。驻亚丁的驻地代表向救灾专员办事处报告 

说，全部损失据估计超过游1，600万，需采取紧急措施修复灌溉系统，以免今后 

作物减产。

民主也门政府呼吁救灾专员办事处提供住所、粮食和医疗物资方面的国际援助。 

救灾专员办事处向该国派出一位本处的水文地质学家，协助估计这种种需要，并提 

供洪水控制措施方面的咨询意见开发计划署和救灾专员办事处紫急赠款，以便立 

即采购毯子、床、炉子和炊具，同时世界粮食计划署紧急提供配给粮食，足可帮助 

无家可归者维持三个月的生活。

吉布提

1 98 1年3 — 4月，罕见的滂沱大雨后吉布提遭受大面积洪灾，暂时无家可 

归的人达1〇万左右，几占其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吉布提政府通过救灾专员办事 

处呼吁提供国际援助，急需的发电机、水泵、流动厨房、帐篷、粮食和药品大部分 

由一些国际组织和政府提供，随后的两星期内，形势逐渐好转。救灾专员办事处获 

悉的各种捐助几乎达游1 〇 〇万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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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比亚

1 9 8 1年7月发生的内乱造成很多人死亡，使閃比亚脆弱的经济和基本设施 

遭到惨重损伤。秘书长应该国政府的呼吁请孜灾专员办事处调集和协调联合国系 

统提供的紧急援助。 救灾专员办事处钥成一个多机构评价特派团（包括联合国人 

类住区（生境）中心、儿童基金会、粮食计划署、粮农组织和卫生钼织），于1981 

年8月前往冈比亚进行访问a

该国政府与特派团达成协议，为120, 000个受影响最严重的人（占冈比亚人 

口的五分之一）制订一项为期三个月的紧急粮食援助方案。世界粮食计戈I!署提供 

了大部分的粮食需要，它向70, 000人提供了紧急援助，总额为862, 600美元。 

救灾专员办事处的紧急拨款被用以购买8 3吨大米.

卫生组织提供了外科设备和药品，并派遣了一位外科医师；该外科医师协助治 

疗许多胸腔和腹部受枪伤和需要整形的病人。

同时，许多机构特派团还提供协助，确保尽快修复该国在巴考的主要无线电台， 

以及更换几部受损坏的运输车辆.儿童基金会则提供两部救护车，而粮农组织也 

为农业部提供六部车辆。

该紧急教济工作已完满结束，几乎所有的紧急锘要也都在一个月内获得满足。

教灾专员办事处所登记的捐款已超过1，200万美元，其中联合国系统提供的捎款 

超过1 0 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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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1 981年2月24日傍晚格林威治平时2 〇时5 3分，阿帝卡和科林恩地区 

发生强烈的地震，强度为里氏地震仪的6.6级；造成了重大的物资损失。随后 

几天又发生了几次震动，使居民都很惊慌。有2 2人死亡，80, 000人无冢可 

归，受影响地区内有许多房屋也因而倒塌。

希腊政府在发生第一次地震后便立刻对灾民发动紧急救济，军队提供帐篷和其 

他的救济.经希腊政府的请求，救灾专员办事处发衆了四份灾情报告，详述损失 

情况和救济的需要，并呼吁提供2, 000个帐篷《 国际社会的慷慨救济使大部分 

的需要得以满足》

几内亚

马里塞林盖的水坝因暴涨而造成水灾，I981年8月几内亚政府向秘书长提 

出了呼吁。救灾专员办事处派遣一个工作人员到受灾地区视察，以评价损失的情

况。

救灾专员办事处、开发计划署和儿童基金会提供了紧急援助，包括粮食、帐篷 

和毛毯。同时，救灾专员办事处还提请卫生组织和教科文组织注意该水灾对受灾 

居民的健康和对各文物古迹与考古地点所造成的威胁。

印度尼西亚

1 9 8 1年1月2 0日，伊里安查亚省的一个偏辟地区发生了一个大地震，强 

度为里氏地震仪的6.8级.该地震和随后几次的震动使约3, 000人受到严重 

影响，造成1 3 8人死亡，使受灾地区一半的住宅和大部分的农产品受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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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次的地震不需要提出国际呼吁，但是，救灾办员办事处照样发表了两份 

灾情报告，以供参考。该办事处在牙加达的代表一一开发计划署的驻地代表—— 

同印度尼西亚合作确定各种紧急需要。救灾专员办事处为联合国的参与该官方评 

价特派团所需的费用提供捐款，还拨出10, 〇〇〇美元建造紧急住房。

伊朗

1 9 8 1年6月和7月，克尔曼省发生了两次大地震^ 第一次地震于6月11 

日在戈尔巴夫地区发生，震级为里氏地震仪的6.8级，有一千多人死亡，七千人无 

家可归。在国际一级上提供的紧急援助由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协调，救灾专员办 

事处就是通过这两个组织提供其最高限额的贈款•

第二次地震于7月2 8日在伊朗中东部的克尔曼省发生，震级约为里氏地震仪 

的7级。这次地震在许多很分散的乡村造成1，000多人死亡，约30, 000人无家 

可P。 伊朗红十字会进行了初步的救援和医疗救济工作B

救灾专员办事处提供的援助是由该国政府要求的。该办事处的一个代表视察 

了受灾地区，他同伊朗当局密切合作，就灾害程度和需要由国际社会提供救济援助 

的种类和数量提供报告。

救灾专员办事处发出呼吁后，若干联合国组织、2 0国政府和许多非政府组织 

便作出了哬应。

马达加斯加

从1 9 8 1年1 2月到1 9 8 2年3月马达加斯加遭受一系列热带暴风雨的袭- 

击，作物、基本设施（特别是运输和通讯）和住屋都遭到严重损坏。

救灾专员办事处立即提议协助该国政府协调救灾援助的工作；政府当局的报告 

指出迫切需要粮食、药品、汽油和运输车辆的配件。1 982年1月28日，救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T/235
Chinese
Page 26

灾专员办事处呼吁国际社会向马达加斯加提供紧急援助，它调派了一个工作人员协 

助开发计划署在塔那那利伟佛的办事处评价损失情况和协调国际援助。该工作人 

员2月份到受灾地区进行视察并同国家救济理事会、各主要捐助国代表团、联合国 

系统各机构和其他国际救济组织举行1■办调会议。

救灾专员办事处特派团认为，虽然幸好伤亡人数不多，但在塔那那利佛地区约有 

100, 000人（大约占首都人口的2 0 % )无家可归；虽然有些灾民已在他们的亲 

戚朋友家住宿，但是64, 000多人不得不在教堂和学校之类的地方借宿。各条 

公路、桥梁和铁路都受到严重破坏，首都也与各外省和塔那塔瓦港隔绝起来。所 

有这些情况使已经很严重的粮食和燃料供应问题更为恶化。由于各种卫生设施受 

到破坏，流行病的危险也随之增加，而药品的严重短缺更增加了这一危险。该特 

派团所评定的最迫切的需要包括粮食、重建材料、向边远受灾地区运输救济品和药 

品。

从气象学和水文学方面来说，1 9 8 2年的风灾比1 9 5 9年3月的严重得多； 

但是，水灾的严重性和损坏性却比较小。这是由于塔那那利佛及其外围有一个长 

约2 0 0公里长的提防保护着，这说明采取预防措施保护生命财产使之免受目然灾 

害破坏，是十分重娶的。

目丽对全世界迄今在1 9 8 2年内所受的皈坏估计为2 ..5亿美元，其中包括 

40, 000公顷的农作物遭到破坏。因此，1 9 8 2年需要进口的大米目前估计 

为300, 000吨，去年则为192, 000吨。

该国政府在国冢救灾理事会的监督下协同地方当局立即开展了救济工作。该

国政府的救济工作由各慈善杻、天主教救济会和红十字会的教济工作加以补充。天

主教救济会为无冢可归的最贫困的人提供被单、粮食和衣服，并协助各难民营维持

适当的卫生条件。红十字会则为这些中心的儿童提供食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驻地协调专员则代表救灾专员办事处与国际社会进行地方一级的合作。

各区域相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向救灾专员办事处所提供的捐款超过900万美元。

此外，公路、桥梁、基本设施、建筑房屋、灌溉和排水设备的修复工作以及补偿农

业生产的彻失还需要更多的国际挺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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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

1 98 1年2月，莫桑比克几个省份暴雨成灾，洪水泛滥，作物遭受严重损害。 

经莫桑比克政府请求，救灾专员办事处提供了紧急救济，资助购买轻型船只和医疗 

用品。

1 9 81年3月一个多机构灾情估计团（开发计划署、救灾专员办事处、粮农 

组织、賴食计划署、卫生组织、红十字会、红新月会、红狮会和太阳会协会、瑞典 

国际开发机构、国际慈善社、路德教世界联合会、基督教协进会）访问了赞比西亚 

流域下游地区，并报告约有160, 000人丧失了赖以维持生命的作物。参加灾情估 

计团的各组织提供了紧急救灾期间所需的大部分教灾物品。

索马里

1 9 8 1年3、4两月索马里雨季暴雨倾泻。谢贝利河、朱巴河洪水泛滥，淹 

没大批地区，给财产、公路和农作物带来严重损失。希兰和朱贝两省受灾最重、 

暴涨的洪水威胁居民的生命安全。希兰省会贝累特温完全被洪水包围，其45, 000 

居民不得不疏散；洪水泛滥使低地难民营处于危急状态，切断了关键性的食品供应。

索马里政府呼吁联合国系统给予援助，并建立了国家水灾救济委员会，但是由 

于交通工具不足，救灾工作起先受到了阻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荷 

兰和联合王国提供了轻型船只；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法国、意大利、沙特阿拉伯等国 

政府为运送粮食和抢救受难人员提供了飞机。开发计划署驻地协调员代表捐献各方 

要求协调紧急救灾工作，并负责接受及分配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的物品。

到5月下旬，索马里北方的局势有所好转，但南部朱巴省下游水势仍在上涨， 

30, 000人受灾，约120, 000耕作面积的玉米地受淹。虽然食品和救灾的物资 

数量充足，但受灾地区的运输和分配情况却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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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加

1 9 8 2年3月汤加遭受旋风袭击，给瓦瓦胡、哈派和汤加塔布等岛屿的建筑、 

农作物、港口设施、渔船和设备造成广泛的损失。救灾专员办事处立即将灾情和国 

际救灾行动的情况提请国际社会注意，还派了一名代表帮助开发计划署斐济驻地协 

调员和汤加国内和国际救灾官员进行工作。据报紧急灾情需要住房、食品和医疗用 

品，还需要采取长期的复兴措施。

全部损失估计达$21，200, 000。国际捐献各方的捐款据救灾专员办事处接 

到的报告&超过二百万美元。救灾专员办事处代表还估计了国内和国际对紧急灾情 

的捐献情况，预期在1 9 8 2年下半年回汤加帮助政府在防灾和备灾方面开展灾前 

计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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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按支出用途分列的联合国救灾协调

专员办事处1980-1981年最后 

拨定经费 

(以千美元计）

支出用途

薪金：

常设员额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顾问

加班费

特设专家小组 

一般人事费 

公费

其他一般人事费 

工作人员旅费 

外部印刷和装订 

一般业务开支 

招待费 

赠款

1980-1981年经费

2 530.3 

126.8

13.4 

11.6

19.1

9.2

747.8

228.1

9.1

66.4 

0.7

720.0

合计 4 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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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救灾和灾前规划分帐户

马达加斯加 -

荷兰 -

新西兰 -

联合王国 •

共计 -

二.〇3)救灾专员办事处全加勒比海地区 

备灾和防灾项目

美利坚合众国 - 鉑、〇〇〇 -

共计 - 60,^ 000 -

紧急救灾援助帐户

马达加斯加 

共计

4 484 

4 484

4 484 

4 484

6 726 

12 000 
9 637 

22 355

5〇, 718

60 000 
6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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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救灾援助信托基金：

1981年12月30日的认捐状况

(以美元计算）

198 1年 19 80-以后 1980-81 1 9 8 1 年

1月1日 8 1年度的几年的 年度 12月31曰

未交认捐数 认捐 认捐 实收款项 未交认捐数

6 

0 

7 

5 

8 

2
5
3
 
5

 
1

 

7
^
6
3 

7

6
12

9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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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续）

198 1年 1 9 8 0 -以后 1980-81 1 9 8 1 年

1月1日8 1年度的几年的 年度 12月31日

未交认捐数认捐 认捐 实收款项 未交认捐数

三.加强救灾专员办事处

澳大利亚

巴哈马

巴巴多斯

比利时

贝宁

智利

冰岛

意大利

牙买加

曰本

马达加斯加

挪威

菲律宾

瑞士

土耳其

美利坚合众国

共计

总计

123 €49 
1 5〇〇

225 649 

1 5〇〇

70.663 

2 012
3 〇〇〇 

6 ooa 

424;242 a 
2241 

100 000
2.X93 

81 224

蓼P〇〇

US 168 

UV44

ISO 000 

l,^〇2f〇36

1 fI7 g-^8

7〇 663 

2 012
3 〇〇〇 

6 000 
424.242 a 

2.241 

100 000 
2 193 

81 224

5 〇〇〇 

118 168 

11 144 

25〇 000

l，3〇2 036 

LAIT g沾

a 其中驻414, 472在1 9 8 2年初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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