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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 筹资系统的资谭应当是由各围给予的捐

款和通过该筹资系统可能与国际、区域和其他公

私金融机构作出的财务安排所得资金构成的。 所

有成员国应当按照它们的能力向筹资系统作出捐

助。 所有成员国应当参加决定筹资系统的方针；

(4) 筹资系统应当由参加国家捐赠议定敷

额的资獗以使其业务有一稳定基础，并须具有从

各种来瀛吸引资谭的灵活性，

(5) 在决定筹资系统的业务方式时，应当

考虑到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临时基金的业

务所取得的经验，

3. 徵其关切地注意剿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

展筹资系统政府间专家组的建议，亳特别是注意到，按

照大会第 34/218 号决议第六节第 3 段内蒙列的标准，

1983 - 85 年期间筹资系统核心资裸的每年数额应当

是 2 亿美元，

4. 决定除其他事项外，应当按照筹资系统财政

资獗的多少和业务的性质来确定体制安排，

5. 又决定此种体制安排应当在过渡年度，即

1982 年内，按照本决议第二节的有关规定达成协议。

二

1. 决定 1982 年应视为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

发展筹资系统的过渡期间，

2. 嫡秘书长在 1982 年第一季内召开一个联合

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认捐会议，接受对这

一过渡年度的认捐，并在这个范围内，敦促所有国家

慷慨捐输，但要考虑到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

资系统政府间专家组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各项建议1

3. 决宣在不妨碍有关筹资系统的各项体侧和财

政长期安排的最后协议的情形下，联合国科学和技术

促进发展临时基金的一般业务条款，包括资濒，组织

和管理等项在内，以及大会第 34/218 号决议附件内

规定的程序，将在过湟期间仍然适用并应转用于筹资

系统，

-
＠参看 A/CN. U/21, 第一部分．

4. 决定一个可由所有国家参加的联合国科学和

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特设政府间小组应召开两届会

议，第一届会议从 1982 年 3 月 1 日至 5 日，为期 一

周，第二届从 1982 年 4 月 12 日至 23 日 为期两周，

并进一步决定应充分利用在召开这两届会议之前和在

这两届会议之间的时间进行协商工作，以期保证使该

小组的工作顺利完成，

5. 歙促各国政府保证派遣高级人员出席这两届

会议，其中包括财政领域的专家J

6. 漕特设政府间小组制订其有关筹资系统的体

制、组织和财务安排的建议，并将这些建议提交科学

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第四届会议，

7. 嫡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通过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其建议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审

议和作出决定。

1981 年 12 月 17 日

第 103 次全体会议

36/ 185. 世界粮食理事会的报告

大会，

回顺其 1974 年 5 月 1 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 宣 言）和《行动纲领》的第 3201 (S-VI) 和 3202
(S-VI)号决议，以及 1975 年 9 月 16 日关于发展和国

际经济合作的第 3362 (S-VIII) 号决议，

又回．其 1980 年 1 2 月 5 日 的第 35/56 号 决议，

其附件孽有《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又回．其关于世界粮食理事会的报告的 1979 年

12 月 14 日第 34 / 110 号和 1980 年 12 月 5 日第 35/68

号决议以及有关非洲的粮食和农业情况的 1980 年 12

月 5 日第 35/69 号决议，

又回顺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世界会议通过的«原

则宣言和行动纲钡》，＠

-
＠参看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世

界会议报告， 罗马， 1979 年 7 月 12 日 至 20 日》 (WCARRD/

REP)，第一部分，已由秘书长以一份说明(A/36/485) 转送大

会各会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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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着 1981 年 7 月 24 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千

粮食和农业的第 1981/71 号决议，

对南斯拉夫政府和人民为世界粮食理事会第七届

部长会议提供的良好设施和热情招待褒示惠谢，

注童剩世界粮食理事会强调需要根据在粮食领域

所确定的优先事项，采取周密的国家和国际措施，来

实现q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目的和

目标，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和农业发展，

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出口收入方面的大量增加对

其整个经济发展、粮食进口和农业投入提供充分资金

至为重要，

关切贸易壁垒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发挥其经济

潜力所作的努力，以及对国际社会为克服经济衰退和

通货膨胀并提高总的生产力所作的努力，都极为不

利，

注意到在这方面所有国家都有必要采取旨在避免

妨碍国际贸易并促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出口品

进入国际市场的政策，

橡为关切地注意剥虽然去年若干国家的生产显著

增加和分配改善，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情况仍

极不稳定，

又檄为关切地注意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

发达国家内饥饿和营养不良情况日益严重，尤以非洲

的最不发达国家为甚，

2. 对千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

尤其是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 1980 年代的粮食前景严

重恶化，寰示关切，并确认国际方面的努力应加强，

以支助发展中国家粮食增产，

3. 认识剽发展中国家粮食和衣业问题的长久性

解决办法，取决千增加粮食自给自足，作为这些国家

在国际经济关系的结构改革内进行全面发展的一部

分；

4. 重申国际社会为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所作的

坚决承诺，在此方面，需要采取更有效的国际行动来

支助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及分配，特别

是在粮食不足的低收入国家；

5. 促请各有关国家政府根据其国家计划和目标

并按照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世界会议＠通过的建议，

实行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

6. 潭为关切地注意剽在解决国际农业产品贸易

上长期存在的间题方面，包括农业出口品进入国际市

场的间题，获得很有限的进展，因为这些问题对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出口产生不利的影响，但这些

问题的解决则可能对改善世界粮食生产的全盘状况作

出重大贡献，

7. 呼吁在各种不同谈判场合采取紧急行动，致

力于通过和执行各项提案，减少和消除对衣产品的贸

易壁垒，特别是那些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利益有关的

农产品，从而，特别有助千实行更有效率的生产方

对于一大部分世界资源、物质和人力继续移作军 式，
备用途，致对国际安全和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包 8. 促请各发达国家作出最大努力，调整其农业

括解决粮食问题所作的努力，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澡

裹关切，并呼吁各国政府在真正裁军方面采取有效措

施，以期更有可能将目前用于军事的资濂分配到经济

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面，并用来

改进这些国家的粮食状况，

1. 对世界粮食理事会第七届部长会议通过的结
论和建议＠褒示欢迎，并呼吁所有国家的政府和有

关的国际组织对这些结论和建议的执行给予真诚的关

注；

@C大会正式记永，弟三． 十六届会议，补编绾 19 号>(A/

36/19)，第一部分。

和制造业中需要保护以抵制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那些经

济部门，从而有助千发展中国家进入粮食和农产品市

场；

9. 重议扩大普遍优惠制以便包括更多的加工品

和半加工品，而且在可能情况下也包括衣业商品，并

建议将利用普遍优惠制以提供技术援助——包括在研

究、发展和销售方面的援助·一一的资料系统加以扩大

和改进，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利用这些优惠待遇I

10. 重申粮食是各国政府竭力保障其人民应享

有的一项普遍人权，并在这方面强调确信这项一般原

则，即粮食不应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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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重申发展中国家根据国际社会坚决支持的

本国发展计划和优先次序，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

速粮食和农业生产，以便尽早增进国家和集体的自给

自足，

12. 呼吁国际社会，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计

划和政策，井认识到粮食战略和政策仍是采用这些战

略和政策的国家所关注的，增加技术授助和资本援

助，以支持发展中国家本国增加粮食和衣业生产的努

力，特别是支持有关的发展中国家业已采取的粮食部

门战略，

13. 重申噩僮应尽可能以赠与方式或按最优惠

条件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粮食援助，捐助者并应考虑

支付有关的运输费用，

14. 对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粮食政策，包括粮食部

门战略，采取了更为一体化的办法，作为有关发展中

国家将本国优先项目化为有效行动，并且根据其本国

计划和优先次序向各国际发展援助机构调动更多的技

术和资金以及增进合作的一种手段，寰示满童；

15. 重申应根据国家发展计划和优先次序继续

执行并加强各项有效政策和奖励，以期加速粮食生产

和农业发展，

16. 注童测d粮食援助公约》的修订，并敦促现有

的和新的捐助国按照大会各项有关决定所议定的迅速

达成 1974 年世界粮食会议＠所规定的 1,000 万吨谷物

援助的最低指标；

17. 注重剃为国际紧急粮食储备提供 50 万吨粮

食的最低指标已于1981年达成，对促成实现此项指标

的各捐助国表示感谢，

18. 欢迎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授助政策和计划

委员会进行审查 80 年代粮食援助需要的决定，此项决

定是按照《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第88

段的规定，其中要求应紧急考虑修订q粮食援助公约》

的指标，井应如（战略＂中所议定的，必须考虑到所估

计的 1,700 万吨至 1,850 万吨谷物需要，因为这项估

一－一·一
＠参看＜世界粮食会议的报告， 罗马， 1974 年 11 月 5 日

至 16 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75.II.A.3).

计对到 1985 年时的全部粮食需要提供了 一项有用的

指标，

19. 促清各发达国家、国际机构和能提供发展授

助的其他机构增加对粮食部门的外来援助，估计粮食

部门的外来援助需要为 83 亿美元，到 1990 年将增至

125 亿美元（两者均按 1975 年价格计算），并促请它们

采取紧急步骤，向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提供充足和合理

的补充资金，完成对国际开发协会资金的第六次补

充，井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以协助它们在
国家或区域两级的粮食生产方面达到自给自足，

20. 演世界粮食理事会继续审议一系列的可行

措施，这些措施合并起来就构成确保国际市场稳定和

世界粮食不断供应的安全网，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

家，可按合理的价格以及它们能承担的条件供应粮

食，并就这些措施提出建议，

21. 呼吁所有国家根据本国的优先次序考虑加

强本国的粮食安全；

22. 敦但尽早缔结一项新的国际小麦协定，其中

应包括实质性的经济条款以保障出口者和进口者的利

益，并确认须有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特别规定，

23. 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在该基金组织

的补偿性贷款业务中，把对谷物进口费用过量增加的

补助与对出口收入下降的补助合并起来，

24. 哼旰国际社会鼓励井作为高度优先事项，支

持发展中国家加强和补充其在粮食和农业领域进行相

互合作的各项方案的努力，

25. 促嫡世界粮食理事会按照其工作方案和在

现有资嫖内继续支持有关各国政府要求的在国家一级

和区域一级的会议，以促进粮食部门的经验交流，

26. 促演世界粮食理事会，在其职权范围内，动

员和支持在克服饥饿的斗争方面的更大努力，继续审

查和汇报各项重大问题和政策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

题所采取的或拟议的步骤，并且继续作为协调机构，

对联合国系统所有组织和机构关千粮食生产、营养、

粮食安全、粮食贸易、粮食援助和其他有关问题的政

策所进行圆满协调和后续行动，给予通盘和持续的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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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敦促国际社会在采取粮食部门的多边措施 29 日在拉各斯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

时，要特别考虑到生产粮食和出口粮食的发展中国家 会议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第二届特别会议通过的d执

的问题和利益。

1981 年 12 月 17 日

第 103 次全体会议

36/186. 非洲的粮食和农业情况

大会，

回顾其 1974 年 5 月 1 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宣言》和 q行动纲领》的第 3201(S-VI) 和 3202

(S-VI) 号决议、 1974年 12 月 12 日载有＂各国经济权利

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1 (XXIX)号决议，和 1975 年 9

月 16 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 3362 (S-VII) 

号决议，

回瞩世界粮食会议所通过的《行动纲领＂＠中所载

的《世界消灭饥饿和营养不良宣言»,@

又回顾世界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会议所通过的

«原则宣言＂和《行动纲领»,@

关切地注重剥过去二十年间，非洲粮食和农业情

况已急剧恶化，导致国民平均粮食产量下降，饮食平

均标准降至低于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标准，

潭切关怀许多非洲国家被沙漠侵蚀的情况并未减

退，这种情况使非洲大陆的粮食问题越趋严重，

注重到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在 1981 年 2 月

行蒙罗维亚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的拉各斯行动计划”b,

将其有限的资枙优先用于衣业发展，

嗡认增加粮食和农业生产的责任主要是在发展中

国家本身，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扩大努力和作出

承诺以加速发展其粮食和农业部门，

瞻认世界粮食理事会制定的粮食部门战略的作

用，这些战略是使有关的发展中国家对于粮食增产、

改进消费和在国际上吸收更多必要的资源采取一体化

步骤的办法，

认识斟科学和技术在提高全球农业生产力和产扯

上的关键作用，以及诸如贮存设备和有助于在各国和

在整个非洲大陆有效率地分运农产品的运输系统等适

当基本设施的重要性，

回顺其 1980 年 12 月 5 日关于《非洲运输和通讯

十年月的第 36/108 号决议，

强调目前粮食的短缺显示该地区的许多国家仍易

受到歉收、旱灾、土壤流失、储存不足、收获后损失

过高等情况所造成的粮食危机的危害，

回顾其 1980 年 12 月 5 日关千非洲的严重粮食和

农业情况的第 35/69 号决议，

注重到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

合发表了一份关于非洲饥荒问题的重要文件＠，该文

件较详细地说明了非洲饥荒的性质和根除饥荒的方

23 日至 3 月 1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三十六届 法，

常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粮食和农业的决定， 赞赏地注意到除其他机构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对非洲区域许多国家目前受到粮食严重短缺的影

响，使这些国家必须忍痛拿出一大部分稀有的外汇来

进口粮食，从而阻碍了它们的全面发展，深为关切，

认识到非洲承诺和决心按照 1980 年 4 月 28 日和

，一.

＠同上，第一部分。

＠同上，第一章。

＠参看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土地改革和衣村发展

会议的报告，罗马， 1979 年 7 月 12 日至 20 日》 (WCARRD/

REP)，第一部分，秘书长以一份说明将这份报告转递大会会

员国(A/34/485) 。

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

粮食计划署、世界银行及其他主管组织通过双边或多

边渠道向非洲国家提供的援助，

认识剥运输基本设施在粮食问题中，特别是在粮

食紧急情况中，所起的极其重要作用，

认识到切实执行q执行蒙罗维亚非洲经济发展战

@A/S - 11/ 14, 附件一。

@“非洲的饥炕＂（非洲统一组 织 CM/1106(XXXVI) 号文

f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