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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 联舍s 训练研究所执行主任根据大会1 9 6 5 年 1 2 月 8 日第2 0 4 4

( X X  ) 号决议的规定，向第三十七届会提出本报告，汇报训研所在1 9 8 1年 7 

月 1 日至1 9 8 2 年 6 月 3 0 日期间的工作情形。

2 . 执行主任曾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1 9 8 0 年 7 月 1 日至1 9 8 1年 

6 月 3 0 日期间的工作报告1 , 第二委员会在执行主任戴维森，尼科尔先生致开幕 

辞以后审议了该报告*。 大会根据第二委员会的建议，通过了 1 9 8 1年 1 2 月 

4 日第3 6 /  7 5 号厥议 , 其中大会注意到执行主任的报告和他在1 9 8 1 年 1 0 

月 2 日所作的介紹性说明，并丑欢迎训研所把工作着重于经济和社会训练和研究方 

面S并在大会第六届和第七届特别会议以及大会第二十九届營议和以后历届会议的有 

关决定中所指定的领城内列入了一些具体现目。 大会又请执行主任设法加强训研 

所研究方案同联合圓系统内外的其他研究机构的类似活动的协调工作，并继续尽可 

能以一种与制订政策有关的方式提出研究结果。 此外，大会又欢迎训研所采取的 

一些步骤，降低费用和增加资源，特别是训研所为达成® 算平街所作出的努力，以 

及促请所有国家，特别是捐献水平低于实际能力的国家，提交自愿捐敦数额，以便满 

足训究所的需要。

3 . 秘书长在其提出的一项说明中，请大会按照其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第

3 5 /  5 3 B号决议，审议一笔数额为352, 6 0 0美元的补助金，用以弥补训研 

所余留的仿计的亏空，其中包括1 9 8 1年佑计短细的312, 0 5 0美元， 连同

1 9 8 0 年的亏空数40, 5 5 0美 元 （转 入 1 9 8 1 年帐下 ' )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

1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 1 4 号 （A / 3  6 /  1 4 和 Corr. 1 }  

， 同上，第三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 1 , 第 A /  3 6 /  6 9 3 / Add. 1 

号文件。



i嫉员会 (行预询委会）在审议这一请求时，在 A /  3 6 /  7 3 8 号文件中注意到预 

测的 1 9 8 1年亏空数远较原先在A / C .  5 /  3 5 /  4 3 号文件中预测的亏空数 

为低 , 这一点大部分是由于训研所执行主任与童事会协商后所采节约措施的结果。 

正和执行主任所告知委员会的，由于联合国行政管理寧务处1 9 8 1 年 8 月关于训 

研 所 报 告 ，它的建议和联合检査组早期报告的建议的执行，结果使训研所现赛方 

案和行政结构获得进一步合理化和舍并，也减少了专任的核心工作人员。 咨询委 

员会鉴于这些令人鼓舞的发展，建议第五委负会（行政和预算），请大会从 1980 0 
- 8 1 两年期方案预算中拨敦352, 6 0 0美元作为补助金来弥补训究所余留的亏空， 

这一点又经训研所执行主任说明之后，于 1 9 8 1年 1 2 月 1 0 日得到第五委员会 

的接受，结果大会在例外和最后的基础上投票表决，接受第五委员会的建议，但是 

促请执行主任进一■步采取必要步骤达成平衡预算的目标》

4 .董事会第二十届会议于1 9 8 1 年 9 月 1 日至4 日在纽约举行。 秘书长在 

他对董事会的讲话中表示，尽管财务困难重重，训研所在组约，日内瓦和其他地点 

向 7 0 0 0 多外交人员提供了训练方案，出版了 1 0 0 多本书刊和研究小册，安排 

了许多对国际:社区具有重要问题的重大会议。 秘书长很高兴，训研所除了举办 

关于联合国工作的短期讨论会外，还与一些会员国积极舍作设计对它们有益eg特别 

训练方案。 他也满意地注意到研究部第一批政策和效 '验研究的结果，以及 " 未来 

计划 " 的各组成部分的重大进展，包括设立了一个新的重原油和焦油砂展资料中 

心。 此外，他欣悉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现已开始工作，他相信裁军研究所能够在

1 9 8  2 年 6 月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届特别会议开会之前，完成一些重要 

研究。

5 . 训研所执行主任在提出1 9 8 2 年工作方案和预算时，高兴地指出，尽管 

目前财务à 难重重，但是有些主要的新创事业，包括设立重原油和焦油砂层资料中 

心，裁军问题研究所和处理非洲发展问题的达落尔新中心都从上年接办下来。 他



特别高兴的是，他为训研所财务建立巩固基础所极努力，现在开始看到成功的讯•<
号, 但是他促请董事会注意，如果大会认为训究所应该担任一项有用的角色的话， 

那就需要增加自愿捐敦，或从联令国经常领算中拨发补助金。

6 .董事会审查了过去一年间各部门的工作进度，包括联令国裁军问题研究所， 

并且也査核了予订的1 9  8 2 年度工作方案9 再度受到特别注意的是训究所的财 

务情况。 正如执行主任指出的，训研所 1 9 8  1年的财务亏细几乎减少一半，部 

分是由于采取了限制支出的措施，部分是由于有些会员国增加捐款。 现在主要的 

筹款运动已经开始，他希望这一运动能够促进1 9 8 2 年底捐敦的增加。 董事会 

对于病少支出，增加资金所作努力录示赞赏，特别对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的懷 

慨捐助录示感谢。 还有，查事会坚决相信，如界训研所要在I 9 8 2 年达到预算 

的平衡，就必须暂停进行新的项目，观足支出的最高限额—— 特别是人事费用的暇 

额—— 并促请执行主任确立明白3̂ 方案优先次序，作为各部门和各项目公平分配资 

源的基础。 董事会又录示，它支持在H内瓦继续设立训研所联络处，但应将范围 

尽量缩小，并请执行主任尽可能应用联合国的标准黃率审查间接费用。 此外，羞 

事会决定将 " 技术，国内分配和南北关系 " 的研究工作继续越长两年，使研究小组 

得以核实它的统计数据，准备出版它的调置研究结果。 董事会又请执行主任另行 

筹措 6 8 0 0 0 美元来支持这一工作。 来自瑞典的董事录示愿意为这一项目筹暮 

款项，最后，董事会在审查了1 9  8 1 年度订正慨算和1 9 8 2 年度慨算之后，决 

定请大会核拨补助金，弥补 1 9 8 1年亏她慨数，并一致通一项决议，授权执行 

主任 " 为了使训研所的业务富有弹性，提高效率起见，如执行主任认为有此必要或 

视为适当时，得将 1 9 8  1 年度和 1 9 8 2 年度颜算各敦项自由流用"。 董事会 

又赞扬执行主任主动请求联合0 行政管理处对训研所进行调查。 養事会注意到各 

点结论，将于第二十一届会议进一步讨论行管处的报告，



7 . 董事会有八名成员于1 9 8 2 年 6 月 3 0 日任期届满，其中三名已续行聘 

请， 执行主任代录训研所向董亭会下列各卸任成员对训研所的杰出貢献录示深切 

感谢，并予记录在卷， 他们是： Mr. Abdalla Y. Bishara ( 科威特）； mss.
Gwendoline C. Konie (赞比亚）； Mr, Mlssoum Sbih ( 阿尔及利亚）； 和 Mrs.

Inqa Thorsson ( 瑞 典 ）。 训研所向1 9 8 0 年 9 月以来担任董事会董亭长的法 

国 故 Louis de Guirîngaud先生对训研所工作的贡献录示非常感激。jje Guirlngaud
先生于 1 9 8 2 年 4 月择然去世，董事受全体成员和执行主任深录哀悼，

8 . 董事会成员录见附件一。



第一章 

训 练

9 . 与训研所从1 9 8 0 年 7 月 1 H 到 1 9 8 1 年 6 月 3 0 日所进行的训统方 

案比较，显示出训研所由于经费困难及由此造成的工作人员不足，不得不缩减其工 

作，A类和B类的方案一一为纽约和日内瓦常驻代表团成员举办的课程及为非外交 

人员举办的训练方案—— 实际上已減少一半，同时训研所日内瓦办事处工作人员的 

减少也大量减少了在那里举办的训练方案的数目（1 9 8 0 — 1 9 8 1 年报告期间 

为 4 小，到 1 9 8 1 — 1 9 8 2 年报告期间减至仅有1 小 ）.

1 0 . 尽管训研所是在经赛不足的情况下工作，但是它继续力其职责与联合国有 

关的官员举办训练方案，并且继续其关于联合国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讨论和讲习会， 

这些方案继续得到欢迎，并有报多人参加，事实上，训研所的一•些方案现在被各代 

表团认为是传统性的，预期训研所将每年举办某些方案，象为出席大会的新代表举 

办的讨论会，训研所和世界報行的经济发展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经济发展和其国际环 

境讨论会，及联合国/ 训研所联合举办的国法研究金方案， 训练都也继续满足 

各成员国提出的协助要求.

1 1 . 训练部在进行工作时广泛地建立了同其他机构的合作，包括政府部门、学 

术机构、其他国除组织、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各部门的秘书处、以 及 别 专 家  

和学者. 这种合作在审查年度仍继续进行。

A . 为组约和日^^瓦常驻代表团成员举办的课程

1 . 关于联合国工作和组织的方案

( a ) 为出席大会的新代表举办的讨论会（组约）

1 2 . 每年为出席大会的新代表举办讨论会，于 1 9 8  1 年 9 月 1 6 H 至 1 8 H



在组约举行，为期三天，有来自5 1小代表团和常驻代表团的9 0 人参加。 讨论 

会的目的是向新代表介绍谈判和起草工作的技术. 讨论会包括一般地介紹联合国 

大会和各专门机构，倚单地介绍决议的起草和正式和非正式的谈判程序，

Cb) 为新到的外交人员和常驻代表团的支助人员举办的关于联合国系统的工作 

的讨论会（纽约）

1 3 .  1 9 8 2 年 1 月， 7 04^新到的来自5 2 小代表团的外交人员和5 8 ♦来 

自3 常驻代表团或观察员代表团的支助人员，出席了口; f取介绍联合国系统的工 

作的会议. 在四♦ 每次半天的会议中，联合国秘书处的高级人员向参加者说明大 

会及其各主要委员会、联合国系统各区城和政治集团、礼宾和联络司的职务、联合 

国文件、联合国会议的安排和进行等题目， ☆ 外交人员举办的讨论会用英语进行 . 
但有法语口译，但是力支助人员举办的讨论会今年只用英语。

2 . 关于联合国工作的特别方面的方案

( a ) 海洋法筒介讨论会（纽约和日内瓦）

1 4 . 自 1 9 7 5 年以来，训研所举办了七次关于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当 

前问题的筒介讨论会， 1 9 8  1 年 7 月，约 6 0 小与会者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 

讨论会，接着于1 9 8 2 年 3 月在纽灼举行了类似的讨论会，也有大约6 0 人参加* 

与会者口; f取了关于当前阶段的条约谈判及海洋法会议的历史背景的简介.

0 » 国际谈判讲习班（组约）

15 . 第三糖每年一度的关于国际谈判的讲习班是与美国管理协会合作于1982  
年 4 月 2 6 日至2 9 日举行的，对象是参赞级及以上的高级外交人员， 1 6 4 "与

会者，包括一个常驻代表、一小代理常驻代表和4 ♦副常驻代表参加了今年的讲习

班.

1 6 . 讲习班的目的是使与会者能够评价自己作为谈判者的实力并发展其在国际



环境中进行有效谈列的必要技巧， 讲习班利用各种小案研究和作业，以模拟双追 

和多边国际谈剑，而且由于在四天期间即时放映整♦ 课程的录象磁带.与会者可以 

观察和分析自己与谈判对手的谈判技巧，

( C )训研所/ 经发研究所举办的关于经济发展及其国际背棄的讨论会（纽约和 

华盛顿）

1 7 . 训研所和世界報行经济发展研究所连续第五年联合举办了这小关于经济发 

展及其国际背景的提供住宿的讨论会.这个讨论会是为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负责 

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事务的资深外交人员举办的，目的是使他们能增加关于国廝社 

会面临的一些特定经济问题的知识， 这小为期两周的讨论会于3 月 2 2 H至 4 月 

2 H在华盛顿举行，有 2 8 人参加，会议以英语和法语进行。

1 8 . 联合国、世界報行、国廝货市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货身和 

发展会议 ( 货发会议 )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协定）的专家及美国和海外各大学 

的专家作了学术讲话并领导进行讨论， 在每次会议之前都提供阅读材料和参考文 

件。



B . 为非外交人员举办的训统方案

1 . 联合国/ 训研所国际法研究金方案（海牙和其他地点）

1 9 . 训研所继续执行国际法研究金方案，该方案为1 9 6 5年 1 2 月 2 0 日大会 

第 2 0 9 9 U X ) 号决议所制定的联合国国除法讲授、研习、传播及推广了解的协助 

方案的主要构成部分。 1 9 8 1年有 1 7 个研究金名额授予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 

外交部法律顾问、政府的其他法律顾问和国际法教员。该方案中包括参加海牙国际 

法学院的国际法课程和训研所在这段时期举办的特别课程和讨论会》除了 1 9 8 1年 

7 月和 8 月在海牙举办的为期6 周的方案之外，研究员可以选择国际法委员会年会 

期间在日内瓦举办的国际法讨论会，也可以选择在联合国法律事务厅或各专门机构 

接受为期g ♦月的实昧训波

2 • 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纽 约）

2 0 . 训练部同联合国裁军问题研究金方案合该方案由裁军中心负责执行。 

它代表训研所出席研究金选择小组，并合作主持方案和模拟练义

3 . 关于多进外交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会（维也纳）

2 1 . 训研所举办的第六次关于多这外交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讲习和训练课卷, 
于 1 « 8 2 年 6 月 2 1 H 至 7 月 2 H在维也纳举行。讨论会集中于研讨新的国际经 

济秩序的慨念和演进，全球谈判的历史，各国国内各种集a 的意见，及执行方面的 

特定问题，如全球经济的改组，南南合作的前最，和达成集体自力更生的因难。

C. 会员国要求提供的培训服务

1 . 为非洲荀荀牙语国家的政府官员举办的关于公共行政和管理的训练课程

2 2 . 应安哥拉、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国政府 

的请求，训研所为这些国家的官员举办了4 项方案，所需资金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提供。 4 项方案中的3 项—— 双语秘书课程，外交基挑知识课程及访问联合国总部



和联合国在日内瓦、巴黎、罗马和维也纳的办事处的研究旅行—— 已成功地完成， 

并已提出过报告。

2 3 . 第四♦ 方案是公共行政和管理，于 1 9 8 1 年 2 月 2 H至 1 2 月 4 0 举行。 

来自安齋拉、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的八名政府官员参加了这项方装这个方案是 

与巴西公共行政研究所合作筹划的，课卷包括公共行政和管理基础知识速成训练，

包括一系列到各政府机构和公私企业的实地考察。

2 . 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顾问援助，郁助该国在吉达建立和发展一所外交学院

2 4 . 这项在训研所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已存在几年的顾问援助方案，继续照着其 

原来慨念的方针进行。它提供课程设计、体制结构、图书馆设施和语文工作人员的 

选择方面的提助。

3 . 向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学术机构提供顾问援助

2 5 . 根播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的一项协定，训研所继续提供顾问援助， 

帮助发展在的黎波里的外交学院。 为改善课程和國书馆设施及选择讲师提供援助。

训研所也已同意协助利比亚政府建立一所笔译和口译学院。

4 . 为中东的官员举办国际会议服务讨论会

2 6 . 训研所与科威特规划部合作，于 1 9 8 2 年 1 月在科威特为来自该区城的 

6 5 与会者举办了关于国际会议的规划、方案拟订和服务的讨论会。

5 •.为委内瑞拉中央大学研究生和沙特阿拉伯初级外交人员举办的倚介讨论会

27. 1 9 8 1年 7 月，训研所为委内端拉中央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2 0 名学生举 

办了为期一周的关于联合国当前各项问题的倚介讨论会。 1 9 8 1 年 8 月为沙特阿 

拉伯的 1 0 名外交人员举办了类似的为期两天的倚介会。

D . 特别活动

1 . 国际发展战略讨论会



28. 1 9 8 1年 1 2 月，世界報行的经济发展研究所按照训研所/ 经发研究所联 

合举办的关于经济发展及其国际背景的讨论会的方针，为华盛顿各大使馆的外交人 

员举办了为期两周的讨论会。 曾要求训研所在纽约为2 4 ♦参加者举办为期一天的 

方案，这个方案已于1ÎÏ81年 1 2 月 7 日举行，主题是 " 当前的发展间题：联合国 

的展望 "。联合国秘书处的高级职员担任讲课。

2 . 参与机构间的训练活动

2 9 . 训研所积极参与行政问题协商委员会工作人员培训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和 

日内瓦各机构工作组的会议《应该小组委员会的要求，训研所再度在日内瓦为联合 

国系统各机构的工作人员举办了 一个关于国际公务员制度的倚介课霍

3 0 . 训研所浪代表出廣了 1 9 8 1年 7 月 6 H 到 3 1 日举行的国际公务员制度委 

员会第十四届会议，会上讨论了训研所在训练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及其在训錄领械 

的活动。



第二章 

研 究

3 1 . 自 1 9 8 0 年以来，研究部一直集中研究兩组问题：（a)联合国政策如效用 

的研究；03)区城合作促进发展的研究。政策斤功效研究可以使训研所对联合国系统 

重要的政策如机构进行独立的估■价，用筒明的方式向外交人员、行政人员愈学者提 

出问题、说明各种可能的选择加倍价各种备选办法的费用及好处。报据这种情况， 

该部的出版物已经开始识别该组织可能会面临的新的难题、审查其更新愈革新的能 

力以及研究联合国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该所研究的重点是联合国各机 

关棄1机构高度优先的问题：经济发展.行动的协调及合理化如为了满足未来需要的 

全系统规划。

3 2 . 目前研究部共有1 3 名专业人员，包括主任如付主任。其中只有四小人是 . 

由训研所普通基金提供经费，其他九小人或者是由特别用途补助金提供经赛或者是 

自愿提供服务， 1 3 小人中，有 1 0 /卜从事政策如效用研究，3 小从事同区城合作 

促进发展有关的项目。除了这些基本的工作人员外，该部还开创了一♦"临床实习 

方案 " ，效收了 2 6 名来自各国大学的毕业生，到训研所无偿工作一年，但给予 

学分，为了补偿研训所在训练临床实习人员方面的赞用，有人提供了一些基金，以 

保证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参加训练，

3 3 . 该部现在雇有具备各方面专业知识的专家（包括六名律师、五名政治学家， 

一名经济学家如一名社会学如 / 人类学家），所以它已停止同外单位研究人员订立 

合同的那种费用高昂的作法。但是，还有三个联合项目：•一个是同美国国际法学会 

联合举办研究经济，社会卸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项目完全由福特基金会提供全部 

经费；另外二小是同苏联学术机构共同举办。后者研究非洲区域发展如避免核战争， 

其基金主要由普通基金的;^布 户 提 供 。



3 4 . 过去几年中，该部出版了八辑政策和效用研究，命三辑关于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的万案研究Z 还出版了四种完鉴的书籍，其中二种关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二

’ Monamed El-Baradi, Thomas M. Franck命 Robert Trachtenberg, The Interna
tlonalLaw Commission:The Need for a New Direction(出售品编号 E.81.XV，PE/
l);Vladislav B, Tikhomirov,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Voting Behaviour in
The General AsseniblytWho Voted with Whom within the United Nations (出售

品编号 E，81,XV,PE/2); Mohamed El-BaradeiChloe Gavin, Crowded Agendas,
Crowded Room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t UNCLOS 工工工( 出售品编号

E. 81. XV.FE/3)； John P. Renninger, EOOSOC： Options for Reform ( 出售品编

号 E, 81.XV#PE/U); John P* Renninger James Zech, The Special Session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Negotiations ( 出售品编号 E. 8l‘ XV.PE/5)； Thomas
Franck 舶 Mark Munansangu,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工nterna-
tlonal Law in the Making?( 出售品编号 E，82,XV» PE/6); ThcMoas Franck,
John Renninger ̂  Vladislav Tikhomirov, Diplomats’ Views on the United .
Nations System; An Attitude Surve?/ ( 出售品编号 E,82,XV.PE/7);
Mohamed El-Baradei 命其他人， Model Rulel for Disaster Relief Operations
( 出售品编号 E，82，XV，PE/8)，

‘ Jorge Lozoya 命 Haydee Birgin (eds),Social and Cultural 工ssuas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 出售品编号 UNITAS/FS/19); Ervin Laszlo 如
Joel Kurtzman(eds),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Issues of the New 工nterna-
tionalEconomic Order ( 出售品编号 UNITAR/FS/19);糸î Jorge Lozoya 糸j
Rosario Green(eds), International Trade,工ndustrializationa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0râer(l)NITAR/PS/20 ).



种论述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的各方面问题， ，另外还为研究发展战略出版了经验摸式 

刊印了训研所向大会提出的关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法律准则命原则的报告， 7

A. 联合国政策命效用的研究

3 5 . 这一组项目的目的是要执行训研所章程第1 1 条第(3》款的规定： "训研所 

须进行与联合国的职责如目标有关的研究如调查。这种研究命调查应优先着重联合 

国秘书长及联合国其他机关命专门机构的要求" 。过去的一年中，这方面共出版了 

八份研究报告，

1 . 对国际法委员会的作用命前景的批列性评价

3 6 . 该研究报告是在同国际法委员会的成员如工作人员及其他法律专家舶外交

人员进行广泛交谈之后写成的，它研究的是该委员会对联合国系统法律编募需要和

国际法律不断发展的反应能力以及联合国愿意创造性地运用该委员会的程度。研究 

’  Davidson N ico l(ed s), Paths to Peace;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nd i t s  Presidency ( 出售品编号 UNITAR/CR/lU); Davidson N lcol jfcMargaret 
Croke 加 Babatunde Adenira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tTowards 
Greater E ffectiveness ( 出售品编号 E*82.XV.Cr/l5); Pamela D' O nofrio-Flores 
Sheila P fa ff l in (e d s ) , S cien tific-T ech n olog ica l Change and the Role o f  Women 
in  Development ( 出售品编号 UNTCAR/ïlR/27); jftiVolker Rit-tt)erger(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 The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 r  Development( 出售品编号 UNTTAR/ 
RR/27).

® V ladislav B. Tikhomirov, The New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 
Systems Analysis Approach( 出售品编号 E.81.XV. RR/26) .

7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 f  the P rincip les and Norms o f  International 
Law Relating to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 出售品编号 

UNITAR/DS/^ )•



报告明确指出，尽管该委员会本来设立的意图是充当联合国系统内负责发展命编襄 

国际法律的中心机构，但是， " 国际社会的需要已不同于1 9 5 0 年代如1 9 6  0 

年代 " 因此 " 这一变化要求该委员会的重点也作相应的变化"。研究报告还研究该 

委员会作用减弱的原因，并提出恢复其中心作用的建议，大会第3 6 届会议期间， 

第六委员会对本报告中所载建议进行了积极的讨论。训研所就这些建议举行了一次 

法律专家会议，并将向大会汇报训研所的建议。

2 . 对联合国大会表决行为的定量分析

3 7 . 本研究报告一方面是训研所对联合国政策翁效用研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 

也是以采用模型分析方法及定量分析方法改进联合国研究工作的方法基础这一工作 

的结果. 本研究报告以大会上几届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作为数据基础，可以表示 

出 " 在联合国内谁投了谁的票 " ，特别太平洋区城的投票情况。本研究报告已于1 
9 8 1 年 1 2 月出版。

3 . 议定海洋法的教训

3 8 . 本报告研究对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起最大影响的机构安排. 包括一揽 

子交易、缺少第一小草案如运用协商一致的方式。本报告讨论了这些安徘，分析了 

它们对延长的会议工作的參响，并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把会议谈判中吸取的教训运 

用到今后多迫会谈提出了一些结论性意见。今后的摸式可能是进行涉及狠多国家的 

持久会谈，所以，本振告研究旨在使 " 大型会议"更加有效的各神创新带来的代价 

湘好处，

4 . 执行改组：对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作为全球性经济改革工具的批判性评价

39. 本研究根据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联合国系统其他的如更新的业务组成部



分中所起作用进行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现在其他机构更好地完成了原属 

经社理事会的很多职能。因此，经社会或者应该接受新任务如程序（本研究报告具 

体谈到了几种 ) , 或者应该严肃地考虑取消经社理事会的存在。 目前经社理事会的 

议程上正好有如强经社理事会活动一项，所以，本研究报告的出版对整♦系统讨论 

其结构斤程序改革有很大的意义。

5 . 大会第十一届特别会议的教训

4 0 . 本项目研究第十一届特别会议遗留下来的希望如指望的落空。它提出了会 

议遭遇困难的各种原因，各国的作用，程序性创新如用各种结构方式继续进行南北 

对话的前景。本研究报告的结论是，尽管会议的结果令人失望，恢复对话仍然符合 

所有与会国的利益，并提出了辨论为什么必须进行的理由。

6 .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国际法是否正在形成？

4 1 . 本报告研究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否是初期的国标法，也就是说南北经济关 

系的各小方面是否遂梦演变成为有约束力的标准结构。研究报告提出关于各种条件 

加可变因素的一整奢理论，使大会的一些决议可宣布为国际法，而其他决议则只是 

包含各种建议糸1愿望。因为大会的决议已经变为国际社会标准声明的重要来源，所 

以本研究报告设法为外交人员，官员如法官对这种声明给予适当重视的份重提供一 

个指南，

7 . 外交官对联合国系统的看法：态度调査

4 2 . 因为训研所负责审议可供选择的联合国系统的中素如远景，所以首先必须 

对现状进行一次正确的估计。为了了解叙为有关人员对该系统工作效能的看法，训 

研所全面分析了外交官（他们匿名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对该系统各部门的效用，各 

种问题的地位如重要性以及通过现有机构有无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看法。在征求意



见的外交官中，约有 1 8 % 作出了反应。这在大部分态度调査的通常反应率中是较 

高的一次，调査中的抽样代表了各小区坡（苏联集团例外，因为他们没有參加这次 

研 究 ）命不同等级的外交官。

8 . 救灾工作范本条例

43. 训研所的学者小组对联合国档案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因而发现大部分教灾 

活动都遇到类似的工作困难。受拔国是否会在接受救灾物品时不坚持其卫生如海关 

条例？优先救灾人员愈物资能否优先得到运输如进入港口愈机场？救灾人员能否同 

其总部建立通讯联系？过去这些如其他一些浪费时间的问题都是以特殊情况来处理 

的。在把这些如其他经常出现的问题编写成文件后，训研所组成了一♦包括外交人 

员棄1救灾行政人员在内的非正式起草小组，他们在小案研究的基础上，以先发制人 

的办法起草了一查范本条例，并向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提出了报告。救灾专 

员办事处希望于1 9 8 2 年秋天举行一次会议，促进最后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 

的形式通过这些条例。这些条例将载入将来的来往函件中，以便建立处理救灾工作 

问题的统一基础。



B. 关于区城合作促进发展的研究

1 . 1 9 8 0 年代的区城和区城间合作

4 4 这项计划的资金是由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意大利、荷兰、西班牙、斯 

里兰卡等国政府和欧洲共同体自愿摘助的，计划本身则于1 9 8 1 年年底时交给研 

究部管理，设法拟订一组综合性政策建议，以加强第三世界的自力更生和区城内及 

区城间经济合作。

4 5 . 计划的第一年结束了初步阶段，设立了一个名流小组，并对一项通盘研究 

计划近行了阐明工作。该小组于1 9 8 2 年 5 月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 

上对在世界各地加强区城合作的可行战略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为了协助该小组的工 

作，組成了一个遍及全世界的区城研究中心网，以便提供关于下列各区域的详尽区 

城研究：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阿拉伯区城的业务总体、以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希望能及时获得一些成果，以便供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参考。 

这些成果将包括由名流小组编写的报告和附属研究网提供的各种技术性研究。它们 

将成为本项目早些时候出版的両卷材料的增补内容。 8

2 . 加勒比地区内人口的流功情况：对友展规划的影响

4 6 . 去年，训研所会同三小国家的研究组在加勒比英语区内对人口的流动情况 

进行了一项实地研究，以便评价人口大重流动对区城发展的社会经济影响。 1982  

年初，编写了一份题为《加勒比英语区内人口的流动情况：概览》的文件，对现有 

的关于这项问题的知识进行了分析；希望最后文件可以在1 9 8 2 年年鹿或1983 

年年初编妥。文件将载有区城流动对移民工人及其家属和对提供劳工和接受劳工的 

两个社会的费用—— 利益分析，以及对区械流动计划、政策和未来研究的各项建议。

8 戴维森，尼科尔、路易斯，埃切维里亚和奥雷略 . 佩科西（编 ）， 《区城主义 

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销售品编号Ü N ITA R /FS /17 ) , 和埃尔温 . 拉斯洛、 

乔 尔 •库尔茨曼和阿宁德亚，巴塔查亚， 《发展中国家间的区城合作： 1980 

年代发展的新要务》， （销售品編号UNITAR /^S /1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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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 训研所也对在大会主持下进行谈判，以便起草一项可以保护移民工人及其 

家属权利的公约这个问题，完成了一项研究，题为 " 议定多过协定的复杂问题：移 

民工人公约 " 的文件。对谈荆程序进行的分析显示：当许多成员国认为在某项问题 

上它们的利益必然会遭到反 ;?r时，这个问题就难以达成协商一致，见。这项研究将 

在 1 9 8 2 年夏季完成。

3 . 亚洲区城主义与联合国

4 8 . 这项研究的资金是由日本政府提供的，它对诸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东 盟 ）一 

类的亚洲区城组织同联合国系统一—包括经济及社会理^的附属区城组织亚洲及太平 

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在内一一之间的关系加以审查。审查对象是亚 

洲区城性政府间组织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和改组联合国经济发展次级系统的执行对 

区趣姐织的影响的头一批研究当中的一个。它审查了促进东盟各成员国彼此间和它 

们同联合国之间进一步进行区域合作的各种选择和条件。

4 . 非洲国家公共部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作用

4 9 . 这个项目始于1 9 7 9 年，包括对非洲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的形成、范围 

和活动以及对这个部门在达成社会和经济进展上的作用所进行的比较分析。在此项 

目下编写了一份特别工作文件，将提供训研所在1 9 8 2 年后期为来自非洲各发展 

中国家的人员举办一次讨论会讨论。预期这份研究报告将在讨论后刊印。

C. 其他项目

1 . 评价各国应对科技的新生事物所造成的损害所负的责任

5 0 . 这个项目是以大众汽车基金会的赠款为资金，从 1 9 7 9 年开始执行的。 

它审查了在科技变革的影响下，各国由于误用或疏于管制技术先进的仪器、材料或 

燃料所造成的伤害在国际法上应负的责任。就本项目进行工作的学者小组已完成了 

为数不少的研究。有些初步研究结果已经出版，整个项目预期将在1 9 8 3 年完成。



2 . 科学如孜术促赶友展：明应如讽行 

《继也纳行动納领》的情况

51. 1 9 7 8 年以来，由特别用途赠款提供资金的一小研究小组对联合国科技

如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筹备程序，面对的问题，成果如得到的反应作了研究。所作 

的研究已刊印在《训研所科学加技术工作文件汇编》内。其中有十篇已在会议举行 

前印妥，成为训研所对会议的主要贡献。这些文件大多经过修订，并已连同若干篇 

新的研究报告一并编成两卷出版* 此后又提出了三份报告，主题分别涉及央端技术 

加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以及在发展中国家资助科学如技术前芽的问题，

3 . 有助于发展小型能源的立法奖助

5Z  1 9  8 1 年在加拿大举行的第三十一届帕格沃希会议上，有人指出，可罔 

收传统能源的数量要比人们经常假定的数量为大，特别是少量的浅层石油如天然气， 

在世界大多数沉积地区都存在。虽然目前由于法律，体制来J政治理由，主要的石油

公司—— 在许多情况下----------些政府对这些资源都不感兴趣，但它们有可能成为重

要的农村能源，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具有更广泛的国家勃区坡性影响。 1 9 8  
2 年初，训研所开始在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内对这些暇制 

因素如可能的解决办法进行了一项研究，大约将需要1 8 小月方能完成。与此同时， 

正在计划举行一个国际会议。如果有其他资金来源，不赛要训研所负担任何费用， 

则会议将于1 9 8 3 年在西欧举行，激期将有200至 300人参加。

4 . 儿童权利

5 3 . 训研所完成了对保护儿童权利的国家法律所作的调查。在训研所的协调下， 

有 6 5 小国家成立了研究小组，以便k 影响儿童的正式加传统法律编写综合性分析 

研究，并提交训研所。其中有 1 3 份报告来自非洲； 1 8 份来自亚洲命大洋洲； 3



份来自东欧； 1 0 份来自西欧；2 份来自北美洲； 1 3 份来自南美洲。其中有 1 2  

至 1 5 份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报告已经编订完毕，将以 " 法律和儿童的地位 " 为题，

在 1 9 8 2 年夏由训研所出版。这些研究都曾同参与起草关于儿童权利的全球公约 

的外交人员进行过讨论，

5 . 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如规范的逐步发展

5 4 . 这项研究是由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核可的，其第一阶段的成果已向1 9 8 

1年 9 月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这些成果包括：以简明易查的方式，把所 

有适用于发达国家如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标准文书几乎都开列成附加注释的清 

单，从而易于按主题和按阐明规范的文书的种类来查对这些规范。大会第三十六届 

会议授权训研所（大会第3 6 /1 0 7号决议）着手进行这项研究的第二♦ 阶段，在这 

个阶段里，将对较突出的各姐规范进一步加以注释，并注明司法如仲裁决定，以及 

重要的政府间组织的惯例。 .

6 . 停止在南非投资的战略

5 5 . 根据大会第3 5 /2 0 6号决i义，训研所审査了发达国家对大会关于停止外国 

在南非作新投资的呼吁的执行情况。这项研究详细审査了一小可供选择的战略在经 

济如政治上的可行性，郎要求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作新的投资以前，必须放弃在南 

非作新的投资，以此作为牧资的先决命件。

7 . 哨关发展的决策如预测:方法问趣

5 b . 这个项目是为了继续改进在社会一经济加政治发展领城内研究决策勃Ü 测 

的各种基本研究方法所作的努力。它特别是从系统分析的观点来审査制定新的国际 

发展战略在方法上的各♦ 万面，并鉴于有必要对付可能会出现P且授发展目标的暴力， 

它也对社会的新面作为分析。有关的研究已在1 9 8 1 年 1 2 月付印。



57. 一项研究是以 " 超级矩阵"为基础的动态模式来检验以国家为单元的世界 

体系* 这项研究得到了一些新成果，它显示用这小观点来观察，某些国际冲突的现 

象是可以预知的，特别在中东加拉丁美洲是如此。最近在国际高级系统分析研究所 

举行的全球论ié会议中，这个研究结果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被提出讨论。与担丁美洲 

谷国行为有关的某些数据将及时刊印，以供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考，

8 . 防止核战争

5 a 这小项目是响应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的讨论而着手进行的，有人在这 

届会议上建议，训研所把注意力集中在与国际命平及安全，裁军糸I防止核战争等问 

题有关的研究。一组苏联学者在与训研所研究部 :ft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合作下，就 

有关防止核战争的各种政治激战略问题，为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届特别合 

议编制了一份特别报告。



第 三 章 .

关于未来问题的项目

5 9 . 关于未来问题的项目，继续探讨下列两大课题：（a)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有关的政策挟择， 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实际眼制和供应局限的意义方案各部分 

间的相互关系密切，各项目间的相互作用不仅有助于适用共同的慨念而且还有助于 

在研究过程中采用共同的见解和经验。

6 0 . 在任何情况下，都认识到需要研究各种可行的发展战略全世界的经济赛 

缩日益加剧了社会政治冲突和紧张局势，拟订一查互相协调的、以削减贫穷、改善 

生活条件和建主一个更公允的经济秩序为宗旨的政策愈来愈显困难。 因此，一种能 

够扫除贫穷和公平分配资源的政策，不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而已成为一种追 

切的跋治上必要的措施> 传统式的南北合作虽然已大有改进，就象国际货市基金会 

以及勃兰特委员会报告的发表最近所体现的，但是长期短期措施的分界需要比现有 

谈判议程提供的更深远、更积极的解决办法。训研所具有可以提供必要科学研究的 

独特地位，因为不受联合国系统各正式机构种种硬性的限制。

A . 政策的选择

1 . 技术、 国内分配和南北关系 
    ^

61 . 本项目探讨的问题是，现在为什么对过去各国的发展政策和国际合作政策 

的若干结果，表示不满。虽然分析的办法可以适用于南北双方，但是还是比较适合 

于了解不平等交换、人口压力、劳力供应高度薛性和技术两重性等特点，即大部分 

第三世界人民的生活情况。 此外，由于近年来的动乱制造了种种情况，使社会问 

题不能再慢慢等侍经济增长后再来解决，当务之急是订立另一种更着重自力更生的 

路成



6 2 . 本项目在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的模式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是仍 

需更多的经费来完成目前的阶段，包括核查和试验该模式、为技术人员编手册、发 

表研究结果供决策人和谈判人隨时备用。 这个阶段需要采取 " 因国制宜 " 的、针 

对具体情况的办法，但是规模必须相当大，而且还应进一步加强各个研究组之同的 

交流■ 但本项目必须有新的经费。

6 3 . 过去一年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探讨国碌能源市场对南北关系的影响，分析 

未来问题基本上是集中在国家和国际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并且采用联合国系统过 

去所没有用过的研究办法，所以，更须灵活运用，利用模式中比较明确的特征，来 

详细分析国际能源市场。 过去十二个月，对石油价格的变化和全球需求的关系，进 

行了仔细的分析，同时对提炼资源的价格演变也开始进行长期的探索，査明这个过 

程的决定因素，设法了解过程中的动态。这种分析工作可以避免1 9 7 0 年初石油 

消费者因消患不正确而对石油价格上涨没有作好准备的这种情况，而且对能源也能 

作某种程度的预测，能源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十分重要的。

6 4 . 显而易见，石油价格是世界经济中的一项重要因素，对全球谈判具有非常 

重要的影响力。要制订 " 最理想的 " 价格则需要经过精密的分析和计算，在这方面， 

训研所的模式已引起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注意。该组织过去是以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订 

价政策的，曾经在维也纳、在英国的埃塞克斯大学、在联合国三次训研所座谈会上， 

同石池输出国组织秘书处官员交换意见并且还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 

议 ）的高级官员作初步会谈，以便了解训研所应对什么其他商品，特别是提炼资源， 

进行研究，颈定在1 9 8 2 年夏季同货发会议和石油输出国组欽举行一次短期会议。 

1 9 8 3 年将举办一个为期一星期的专题讨论会，讨论 " 能源、 国际市场和南北议 

程 " ，把初步的交换意见变为对各种复杂因素的一种综合审查。这些问题已在去年 

的几个其他会议上加以讨论，例如各学术界，国际高级系统分析研究院（高级系統 

分析院）以及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会）关于模式和能源的工作组工作队等研 

究中心。 将发表五卷出版物：生产和技术转让、提炼资源的长期动态、 1 9 8 2 .  

年或 1983年的国际石油市场等问風研究结果的短篇摘要于1 9 8 2年 9 月出版



2 . 处理未来问题的区坡途径

(a) 关于非洲未来问题的战略

6 5 . 围绕着 " 建国或跨国公司化？ " 这个主题的方案• 是 1 9 7 7 年 7 月在达 

落尔举行的讨论非洲和未来整体问题的会议上产生的。 该方案有三大主题：（a)非 

洲的国家和农民，（b)非洲的国家、自然资源和工业化，（0)政府、国家的社会组成和 

世界冲突。 研究这些问题是因为认识到目前非洲社会的弱点及其支离破碎的局面， 

以及非洲同世界其杀■部分的关系因而所受到的影啊》 该方案集中研究各国在全球 

发展具体趋势方面的问题 . 于是也紧跟上述关于未来问题的项目的分析办法， 主 

要问题是：如果非洲单单对其自然资源作有效控制，弁放弃工业化的目标，那么新 

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是否就会失去它对非洲的意义？ 非洲的未来是否会由m人 

来决定，包括多国公司> 工业化国家和种种国际组织• 还是会由非洲人本身决定？ 

非洲人除了根据拉各斯行动计划提出的大纲制订其个别和集体未来的路线以外,还 

有什么其m选择？

6 6 . 对各类型的国家进行个案研究，其中包括想发展综合工业经济的国家，依 

靠单一商品的国家，经济 " 在进缘的 " 或经济膽弱的国家，以及那些在南郁非洲受 

南非共和国直接影响的国家。 研究组将研究上述各类国家奉行的政策，特别这种 

政策影响建国斗争的问题，以及为何失败或为何开始成功的原因， 此外，还要分 

析为掌握本国目然资源所作的努力，分析国家，农民以及工业发展机会等彼此的关 

系，分析这一切对农业发展的关系，以及影响世界分工的问题。 依据上述几点• 

就能阐释非洲现代国家的性质，说明种种强调全球相互依靠的国际计划和模式对非 

洲的影响，特别是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一艰巨的任务， 研究结果将在千一卷发表*

(b) 关于亚洲未来问题的战略

6 7 . 去年仍在编写1 9 8 0 年 3 月在新德里讨论亚洲其他发展战略及亚洲未来



问题会议的文件. 定于 1 9 8 3 年初分两卷发表，约有 6 0 项讨论报告。

( C )地中海地区的合作战略

6 8 . 本方案特别强调厲于第三世界的地中海国家方，是由意大利政府资助，弁 

同非洲未来问题方案密切有关。 本方案是研究共同的历史青景形成具体国家结构 

从而造成两个地中海两岸之间的分破，弁P且挽了有效合作。 换句话说.有没有那 

•-类的地中海社会模式是可以鼓励和促成区城合作的？这方面可以列举该医城若干 

各国共有的问题，例如，区城内不同国家的不同移民方式，新的当地就业方式以及 

由于农村和城市发展日趋不同而造成的区填缺粮原因，

B. 能源和自然资源

6 9 . 上述分析资源发展的工作弁不影响1 9 7 6 年开始就自然资源实际供应方 

面进行的工作所具有的意义， 1 9 7 6 年开始的工作仍需继续。 关于未来问题的 

项目按上述各项问题所举办的一连串会议日趋重要，尤其是鉴于联合国1 9 8 1 年 

8 月在内罗毕举行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非常受各方重视，会议非常成功。

自 1 9 8 1 年 7 月以来，训研所已举办两个会议：一个是关于小型能源，另一个是 

关于重质原油和焦油砂，



1 . 小型能源国际会议

7 0 .关于未来问题的項目指出1 9 7 8 年在墨西哥克雷塔罗举行的会议上所谈

到的小型提炼资源的可能，包括煤、油页者和地热资源的潜能，包括煤、油页岩和

地热资源的潜能。1 9 8 1年 9 月 9 曰到1 9日在加利佛尼亚州洛山机举行了一次讨论小

型能源的会议，是训研所同联令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联令国环境规划署

( 环境署、 日本政府、墨西哥政府、加利佛尼亚州政府和（美 国 ）州蹄石油代表委

员会等合办的。 会议上明显地突出上述这些资源的潜能，但是由于制度和态度因

素，开采万面受限制，例如底土所有权问题，以及大型生产的组织不依照惯用操作

形式等法律问题。 但就目前的价格来说，这些资源是不能忽视的。 有的資源往

往蕴藏在矿床录层，可以用轻便的工具开掘。 发掘和开采之间的间隔时间比大型

矿床短得多，发展中国家可轻易利用自己的技术来开采，避免产生经济依赖的问题 , 
避免这种依赖所产生的政治后果。 制度方面的困难现已深入调查，并将在一次会

同训研所研究部门舍办的会议上加以讨论（参看前文第5 2 段 ）。

7 1 .小型能源会议上的几个技术重点是试验用木法和地热废水电力产生，用塑 

料屏障应付小型潮汝项目，用风力制动器产生热量及用垂直水系从亭水力发电等项 

目。

72.会议筹备过程中收集到的一些知识和资料对联令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 

议的筹备过程大有韻助。 曾向筹备委员会分发训研所在能源方面的工作报告作为 

会议文件，其中提到小型能源。

2 . 关于重质原油和焦油砂的第二次国际会议

7 3 .这次会议是由训研所、委内瑞拉石油公司联合组织，由美国能源部和（加 

拿 大 ）艾伯塔油沙技术和研究局联合举办，于 1 9 8 2 年 2 月 7 日至1 7 日在委内 

瑞拉加拉加斯举行。 由委内端拉总统主持开幕，有美国能源部长及加拿大艾伯塔



智能源和自然资源代理部长致词，有 7 5 个国家约7 0 0 人出席会议，

74.  1 9 7 9 年 6 月在加拿大埃德蒙顿举行首次直质原油和焦油砂国际会议， 

在开会期间发生的种种情况—— 其中包括石油产品价格第二次上升—— 便得全世界 

的石油工业都开始重视重质原油和焦油砂，视之为主要的能源。 这些能源的开采 

进度非常快，特别是过去两、三年内。 会议上介绍的几种新技术有：利用泡沫作 

为生产过程中秦汽助剂，让蒸汽集中在需要的地方；能在现在达到的3 ,  0 0 0 吸 

限度以下生产宣质原油的技术；改善绝热的油管，减少热量损失；注入生物剤以减 

精度。 此外，会议上还审议了从重质原油提炼金属的问题。

3 . 训研所/ 开发计划署重质原油和焦油沙資料中心

7 5 . 训研所 / 开发计划署重质原油和焦油砂资料中心是在1 9 8 1年 5 月成重 

的， 7 月搬入它自己的办公地点。 在开始采用电子计算机以后，資料中心同埃德 

蒙 顿 （加拿大）艾伯塔油沙技术和研究局桂上了勾， 目前正在接洽，同美国华盛顿 

能源部及其他在美国和西政的祖织联系：收集有关的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的资料。 

此外还就利用联合国电算机储存资料这成协议。

7 6 . 应开发计划署的要求2 資料中心的财政管理单位于1 9 8 2 年 1 月移交开 

发计划署， 这样可以减轻训研所人数不多的行政人员的工作负担，但是所有的管 

理问题仍旧由训研所和开发计划署联令决足、 资料中心积极地参加训研所1 9  8 2 

年 2 月在加拉加斯举行的关于重质原油和焦油砂的第二次国廝会议，同时，也参与 

在加拉加斯举行第二次咨询委员会会议》 关于重质原油和焦油砂的第三次国际会 

议定于 1 9 8 5 年举行，现已开始筹备。 资料中心也已开始出版一份小规模0?季 

刊 《重质油井》。



第四章 

训研所日内瓦办事处

7 7 . 按照董事会通过的决定 . 训研所日内瓦办事处在过去一年中进行了改组， 

减少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活动， 鉴于这种情况 • 执行主任比以往各年更重视办事 

处的工作，并向主管专员马塞尔，布瓦萨德经常保持联系，

7 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训练活动仍占办事处活动的主要部分， 在此应特别 

提到圓际法研究金方案以及在研究所正常训练方案范围内为外交官和国际官员举办 

的其他他课程和讨论会， 在过去一年期间，也为非洲和加勒比地区交外官安排了 

短期课程作出准备工作， 此外，主管专员以相当多的时间照顾援助利比亚国际关 

系研究所和巴基斯坦外交事务研究所的方案* 研究方面，继续从事第二次世界大 

战战争残余物资项目的工作； 目前正在编制报告，不久即可出版，

7 9 . 象以前一样，办♦ 处 为 1 9  8 1 年 6 月 2 5 曰至2 6  H在万国宫举行的联 

合国各研究、规划和训练机构主任的年会提供了服务，

8 0 . 主管专员在执行其代表职务时，代表训研所参加了在日内瓦和欧洲其他中 

心召开的各种大小会议，办♦处的各位成员参加了件多机构间会议， 办事处也继 

续同日内瓦内外的各常驻代表团和各国际团体以及学术团体加强接触， 一位特别 

研究员应邀在都柏林大学举办讲座，主管专员在阿尔及利亚、 巴西、法 Ü、端士、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和其他国家的各个大学举办了讲座 .

8 1 . 该办事处趣续为若干客坐研究员和学者提供便利，由他们对训研所主管科 

目作为期不等的研究， 办事处也继续为联合国大学所资助的一个研究发展之目标、 

过程和指标的小组提供办公用地。

8 2 . 该办事处负责安排训研所出版物在欧洲的分发工作， 该办事处保管的分 

发训研所文件的个人和机构名单不断扩增，以期使训研所的工作在欧洲得到各方更 

好的了解，

8 3 . 联合国日内瓦办♦处在这一年内特别是在行政领域继续对训研所的工作给 

予宝责的支持和协助，



第五章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8 4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依照大会1 9 7 9 年 1 2 日 1 1 日第3 4 / 8 3 M f决议而 

设立，临时设立在训研所的建制内，到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时 

为止， 经秘书长及其裁军间题研究咨询委员会以及训研所执行主任和羞事会进行 

深入协商之后，该研究所于1 9 8 0 年 1 0 月设立于日内瓦， 设立该研究所的建 

议最初是由法国政府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提出的，

8 5 . 在设立该研究所时，大会认识到，必须在客观的深入技术研究基础上进行 

裁军谈判，并不断努力痛保安全，联合国需要在裁军领城不断进行研究和探讨，促 

进所有国家明达地参与裁军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设立该研究所是要客观地展开 

科学研究，保进裁军进展，进一步获得现有情报和这方面研究的结果， 该研究所 

特别负有任务来开展研究工作，协助正在进行的谈判鼓励裁军领械新的创议，并就所 

涉问题促进普遍的深入的了解。

8 Q 该研究所执行任务，有一  1 7 人咨询理事会提供指导，其成员为：秘书长 

的裁军问题研究咨询委员会的五名成员，’ 训研所董事会的四名成员，训研所执行主 

任与秘书长协商指定的三名专家，及五名当然成员—— 裁军问题研究咨询委员会主 

席 . 训研所董事会主席 , 裁军中心助理秘书长，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和裁军谈判委 

员会主席或委员会的一名代表， 该理事会的作用是邦助实现训研所的目标，并顾 

及大会第3 3 /7 1  k号和第34 / 8 3 M f决议所订目标，确定优先研究项目和制订其业 

务方向，并且邦助筹措资金。 该理♦ 会 于 1 9 8 1 年 5 月 5 日在纽约举行其第一 

届会议， 1 9 8 1 年 9 月 2 9 曰举行第二届会议，通过了一小《工作纲领》， 理 

事会表示希望，i 经核可的大多数项目能够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召开之前完成，同时认为必须在该届会议确定了训研所的将来方针之后，才能考虑



制订一小长期研究方案。 理事会核可的这个研究方案隨后得到训研所董♦会的批 

准 （UUITAR/EX/R. 72 ) .

8 7 . 鉴于工作人员人数很少，而且大多数都是行政工作人员，联合国裁军研究 

所在执行其研究方案时主要依靠与项目有关的短期聘请合同g 有了这种征聘制度 

就能依靠和利用联合国系统内外的有名的专门人才，并且也有助于该研究所^世界 

各地其他研究所及个别专家加强联系， 该研究所与联合国系统内关心裁军问题的 

其他机关和组织的关系也更能密切》 这些单位包括裁军中心和各专门机构，特别 

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和国 

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等。

s a 该研究所自设立以来已负责了三小主要项目：拟订裁军研究参考书目；建 

立裁军资料库；研究意外核战的危险。 研究所拟定参考书目的目的是为所有在裁 

军领域负有责任的人士和其他关心的人士提供科学的参考资料，同时又是具有实际 

意义的工具书， 该书目的第一部分是参考书—— 书目提要、研究指南、各种重要 

年鉴、期刊和汇编，其次是正式文件和科学研究清单及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的资料 

目录》 系统地收集的、随时可以获得的关于军备竞赛和裁军齋料有不足之处，为 

弥补这种缺陷，研究所咨询理♦会请研究所就建立一个自幼化裁军资料库问题作一 

项初步研究.这项工作可说是着手进行的资料书目工作当然的延伸， 第一阶段的 

工作已经与法国格雷努伯勒大学合作；目前已在规划以后各阶段的工作， 最后， 

在过去一年之中，苏黎世大学的达尼埃尔.弗雷教授就如何佑价非故意性核战争的 

危险作出了重要的研究；这项研究基本上是分析分散的种类繁多的论文和书复，已 

拟定了共长1 3 页的慨要，已分发给研究所咨询理事会的成员、训研所靈♦会的成 

员、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将作为联合国销售出 

版物出售.
8袋 1 9 8 2 年开始执行若干新项目，其中包括研究各国安全和降低军备水平



问题，研究如何把裁军作为实现一小新的国际安全秩序的工具，研究如何以科技促 

进裁军等， 此外， 已经开始对全球问题和建立裁军基金促进发展问题的各种多边 

谈判作比较性研究g 不过这项研究的继续有待于特别会议的结果

9 0 1 由该研究所发起， 1 9 8  1年 1 1月 1 6 日至 1 8 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了各裁军研究所主任会议。 与会者包括来自全世界各研究所和联合国系统内约15’ 

个组织及各非政府组织的5 0 多名代表和日内瓦裁军各机构的成员， 会议主题是 

如何加强裁军问题研究的国际合作，如何进一步利用现有物质和知识资玩，如何避 

免出现不必要的重复，如何使研究工作对政府政策发生重大的影响， 会议最大的 

赏献是为与会者进一步的联系和合作莫定了基細， 有人建议，若能筹得所需经费， 

该研究所应经常召集这类会议，

9 1 . 该研究所的活动经赛完全靠自愿捐款， 唯一•筹得的捐款是法国提供的 , 

用于研究所一般基金，也用于具体项目；然而，其他有些国家和组织为内开展的研 

究计划提供了部分费用，



第 六 章

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的合作

9 a 训研所与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的合作包括机构间的积极协调、协商和各种 

联合行动，以及由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和机构为训研所的讨论会提供主讲人员，并 

为训研所承办的各种训练方案提供专家。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和机构的官员也参加 

有关的训研所会议和研究会。

9 a 执行主任和他的高级工作人员曾积极参加行政协调委员会及其附羁机构 

的会议，尤其是讨论与训研所特别有关问题的会议，例如可选择发展战略的拟订、 

联合国系统的改组、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9 4 . 有些训研所的训练方案是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单位联合或合作执斤的，包 

括同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秘书处合办的海洋法简报讨论会；同世界報行经济发 

展研究所合办的经济发展及其国际环境讨论会；同法律事务所合办的国际法研究金 

方案。研究部和 " 关于未来问题的项目 " 也与系统内其他部门密切工作，包括与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国际法委员会、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训研所目前正在参加由新闻部安排的研究生实习方案，从 1 9 8 2 年 6 月 2 1 日起 

至 7 月 1 6 日止，并且出席了 1 9 8 2 年 4 月 1 2 日选找委员会的会议o

A. 同联合国大学的关系

9 5 . 联合国大学与训研所继续在某些方面合作，特别是在日内瓦联合举办了 一 

个关于发展目标、过程和指标的计划项目。 目前正在继续努力加强训研所与联合国 

大学之间的关系，并且希望能进一步探讨共同感兴趣的领城，特别是训练方面，借 

以增加这两个组织今后的合作。作为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的一名当然成员，训研所执 

行主任参加了理事会的各届会i义。



9 6 . 为了加强联合国系统各部门有关训练活动的协调，并为避免联合国现行各 

种训练方案的重复起见，秘书长同训研所执行主任，联合国大学校长，发展和国际 

合作总干事，主管人事厅助理秘书长，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方案支助司司长以及训 

练和考试事务处处长于1 9 8 0 年 3 月 2 5 日召开了一次会议0 由于这次会议的结 

果，秘书长请前主管行政、财务和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乔治.戴维森先生担任训练 

工作组的主席，并请训研所、联合国大学、联合国开友计划署、技术合作促进发展 

部以及人事厅各代表参加工作。此后，举行了若干次会议，审查了联合国、训研所、 

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大学为工作人员和非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宫员（如来自发展中国 

家的外交人员和官员）办理或发起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训练方案，以提高联合国系统 

内举办的训练计划的效率。工作小组最近向秘书长提出了它的报告和建议。

B . 联合国系统内各研究机构主任的会议

9 7 . 自从 1 9 6 6 年 7 月以来，联合国各训练、研究和规划机构的主任，参照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138 (XLI )号和第1 175 (XLI )号决议的规定，并在秘书长 

建议之下，每年在日内瓦集会，以期加强彼此间的合作，并在不拘形式的气氛下交 

换意见和经验。第十六次年会于1 9 8 I 年 6 月 2 5 日和2 6 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 

行 ，由训研所执行主任担任主席。会上各主任照例都就它们主管的研究机构的活动 , 

特别是有关它们活动的新趋势和发展，提出了很详细的报告。联合国大学校长报告 

了该大学五年来工作的进展情形。经各主任的邀请，主管经济及社会♦务部副秘书 

长慨括地报告了行政协调会长期发展目标工作队的目标和职务，并讨论了联合国系 

统各研究和训练机构在培养对发展问题和战略的更多了解方面可以担任的角色。

9 a 在 1 9 8 2 年 5 、 6 月间，为 1 9 8 2 年 7 月 1 - 2 日举行的各主任第十 

七届年会作了特别准备工作。各主任决定要加强现行联合国和非联合国区域研究所 

同各国研究所之间約协调。为了促进训练方案上的合作起见，各主任又决定各研究 

所交换高级训练人员，从而充分利用资源，提高方案效率。年会提议把训练评价的



实验研究作为下一年年会的主要，# 題0 为此目的，各主任将♦先就它们对这一问题 

的意见和经验提出报告。

9 9 . 新任的主管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削秘书长舒艾布.约拉先生把行政协调 

会长期发展目标工作队报告的情况通知了各主任，他说这停报告已提送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它的最后结果要看有些问题能否在理事会会上获得澄清。训研所《关于未 

来问题项目》的主任菲利普.德塞纳先生曾就行政协调会能源问题第二工作队的工 

作情形作了倚略的报告。9

参加年会的研究机构如下：

国际教育设计研究所 

国际劳工研究学院 

国际高深技术和职业训练中心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发展研究所 

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国际训练研究所 

联合国非洲经济发展及规划研究所 

世界報行经济发展研究所 

国际货市基金组织研究所■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联合国社会防护研究所 

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发展中心 

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所 

英联邦秘书处

马达加斯加规划技术研究所 

联合国大学



第 七 章

出 版 物

1 0 0 . 训研所研究结果的出版途径有二：由训研所本身或由出版商出版。在1981 
的下半年和1 9 8 2 的上半年一共发行了二十三种出版物，其中包括训研所新丛刊 

《政策和效果研究》头八篇专题著作：《国际法委员会：需要新的方向》（：PE /i) ;  

《大会表决行为的定量分析：联合国内谁同谁一起投票》（P I V 2 ) ; 《拥挤的议程 , 
拥挤的会议室：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体制安排》（P Ï 1 / 3 ) ; 《经社理事会： 

改革办法的选择》（P I 3 / 4 ) ;《第十一届特别届会和全球性谈判的前途》（：PïV5);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制订中的国际法？ 》（？E / 6 ) ; 《外交家对联合国系统的看 

法 ：一项态度的调查》（：p：e / 7 ) ; 《救灾业务的标准规则》（P E /s )。属于新丛刊 

的其他研究将于1 9 8 2 年下半年出版。

1 0 1 . 在同一期间内，另外还出版了几种其他研究报告，包括：《联合国安全理 

♦ 会 ：朝更有效的方向发展》；《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和标准的遂 

渐发展：论文提要》；《新的国际发展战略：一个系统分析法》； 《科技演变与妇 

女在发展中的任务》；《国际秩序改变中的科学和技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政 

治和体制问题》；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社会问题》； 《国际贸身、工业化与国际经 

济新秩序》。

l o a 在能源问题方面，训研所编制了四卷《沙漠发展和營理的各种可供选择战 

略 》。第一卷讨论能源与矿物问题，第二卷农业问题，第三卷用水问题，第四卷沙 

漠管理0 同一期间又出版了《长期能源》，是一部一共三卷的巨著。

1 0 3 . 《训研所新闻》，第十三卷（ 1 9  8 1年秋季号， ），载有训研所上年活 

动的综合报告，还有几篇重要的著作，包括裁军、染止种族隔离和种族坡视和国际 

经济关系等问题的讨论。



1 0 4 . 由于赛用上液，决定将《未来的要务》的发行由每年五期减为每年四期， 

而不增加订购价格。有一期是两期合并刊行的（卷六，第 2 — 3 号 ），其中登载了 

关于在美国加州洛山机举行的亟其成功小能源会议的报导。第二次国际重原油和焦 

油层问题会议的报告则刊载在卷七，第 1 号。

1 0 5 . 训研所出版物的累积清单载于附件二内。

第 八 章  

行政和财务问题

l o a 在 1 9 8 1年内，普通基金的收入共计2, 153, 8 0 6 美 元 （ 1 9 8 0 年 

为 2, 130, 627美 元 ），但是支出（包括前期调整数在内）总数达2, 435, 233  

美元 （ 1 9 8 0 年为 2, 619, 871美元），结果承付敦项超过了收入数达281, 

4 2 7 美元 （ 1 9 8 0 年为504 ,  4 8 2美 元 ）。训研所 1 9 8 1年 1 2 月 3 1 日资 

金的赤字是402, 0 2 1 美元 （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日结存为346, 2 4 2 美元）。 

可是，依照大会第3 6 /2 3 4号决议，由联合国预算中向训研所提供了第二次补助金 

计 352,  6 0 0 美元，新的赤字减为49, 421美元收入短细的原因是：有些成员国 

减少了捐敦，汇率变动，系统内加薪，暖气和邮电赛用增加，纽约市稅增加，认捐 

数额未能实收等。

107. 1 9 8 1年特种用途贈款基金的收入共计3» 153, 9 0 9 美 元 （ 1 9 8 0 

年为 2, 522, 6 1 8 美元），该年度的承付款项（包括前期的调鉴数在内）则为2, 

192, 631 美元， （ 1 9 8 0 年为 2, 511,  034 美元）。迄 1 9 8 1年 1 2 月31 

日为止，此项基金的结存数，计可自由兑换货市2, 455, 3 9 6 美元，非自由 

货市996,  7 6 3 美元，共计3, 452, 1 5 9 美元 （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日为2 , 
646, 149 美元）。

1 0 8 . 同往年一样， 1 9 8 1年 1 2 月 3 1 日终了年度的财务报表连同审计委员 

会的报告，另行提送大会。



附件一 

董事会成摄

按 照 1 9 7 9 年 6 月修订的训研所章程第三(a)条规定，秘书长任命下列人士为 

注明任期内的训研所董事会羞

1 9 8 0 年 7 月 1 H 至 1 9 8 3 年 6 月 3 0 日：

Mr Wahbi El-Bouri (Libyan Arab Jamahiriya )
赖亚力先生（中国）

Mr Donald 0. Mills (Jamaica)
Mr B. F. Osorio Tafall (Mexico)
Mr Agha Shahi (Pakistan)
Mr Anton Vratusa (Yugoslavia)
Mr Victor Utabricht (Switzerland)

1 9 8 1 年 7 月 1 日至1 9 8 4 年 6 月 3 0 日：

Mr Simeon Aké (Ivory Coast)
Mr William H， Barton (Canada)
Mr Ademar M* A. d*Alcantara (Belgium)
Mr Roberto E， Guyer (Argentina)
Mr K, Natirar-Singh (India)
Mr Shlzuo Salto (japan)
Mr Rttdlger von Wechmar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 9 8 2 年 7 月 1 日至1 9 8 5 年 6 月 3 0 曰：

Mr Ole Algard (Norway)
Mr Stéphane Hessel (Prance)
Mr Johan Kaiifteann (Netherlands )
Mr Olara Otunnu (Uganda)
Mr Taieb Slim (Turdaia)
Mr Boris Vaganov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董♦ 会的当然董事有：

.联合国秘书长 

大会主席

经济及社会理♦会主庸 

训研所执行主任

注意：将增加任命四名董



出版物 a

. . 训研所研究报告

出售品编号

UNITAR/RR/1

UIfITAR/RR/2

üMTAR/RR/3

E.75. XV.RR/4

I. 75. xy. RR/5

标 题

《社会心理技术与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1 9 7 0 》, 

3 9 页, （绝 版 ）.

《种族关系 S 际研究会议报告》（1 9 7 0 ) ,  1 9 页'

( 绝 瓶 ）•

格 雷 戈 里 ，宇德森著， 《发展中国家高级技术人力 

的外迁》（1 9 7 0 ) ,  21 3 页， （绝 版 ）.

奥 斯 卡 ，沙 赫 特 >丹 尼 尔 . 塞抹合著， 《海洋汚欲 

问題及其补救方法》（1 9 7 0 ) ,  3 2 页 ,也 有 法

文和西班牙文本，•

赫 赛 尔 德 、 格拉泽尔、 沙 赖 合 著 ， 《五个 

发展中国家一 傘麦隆、得伦比亚、黎已嫩、蒋 

律宾、特立尼达和多巴得的人才外流》 （1 9 7 1 》， 

1 7 3  页，

a 除非特别注明，所有出版物都是英文的平装本 .

附有星号（，）的出版物可以直接向所列地进的出版商困购•所有其他出版 

物可以通过联合国出版社， A 3 3 1 5 纽约，纽约1 0 0 1 7 或 联 全 00 
出 版 社 ，墙士，万国官， 1 2 U ,日内瓦1 0 , 购买，



E .7 5 .X V .R R / 6

E.75.XV.RR/7

E.76 .XV .R RX8

E.75.XV.RR/9

E.75.XV.RR/10

E.75.XV.RR/11

E.75.XV.RR/12

E.75.XV.RR/13

E.75.XV.RIV/14

E.75.XV.RR/15

伊锡尔，德 . 索 拉 . 普尔、 菲利普，斯通、亚历 

山大，沙赖合塞 ,《通讯、计算机和自动化系统来’ 

促进发展》（1 9 7 1 ) ,  6 1 页，

大泽照友著， 《日本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 

(1971  ) ,  5 0 页，也有西班牙文本，

杰 克 . 巴兰森著,《向发展中国家的汽车技术国际转 

it»( 1971 ). 95 页 .

丹尼尔，塞沃著，《国际合作控制污染》（1972 ) ,  
7 3 页 .

哈 尔 . 格森著/ 〈技术转让和因素比例问题：菲律宾 

和墨西哥》（1971 ) ,  1 0 1 页 .

Y ， S . 张著，：《技 术 转 让 ：.，岸外装配的经济 

学一 半导体工业案》 （1971 ), 5 9 页，

罗 伯 特 ，斯 托 ，博著， 《在发展中国家创设石油 ' 

化学工业的国际技术转让》 （1971 ), 6 7 页 .

沃尔特，丘德森著， 《向发展中国家的商业技术国 

际转让》（1 971 ) ,  6 1 页 .

劳伦斯 . 沃策尔著， 《制药工业的技术转让》

(1 9 7 1 ) ,  53 页 .

比科夫、 列 坚 科 、 斯特雷佩托结合著,《苏联向 

工业较不发达国家转让技术的经验》《1 9 73 ) ,  

1 8 8 页， 也有俄文本 .



E . 7 5 .X V .R R /1 6

E .7 5 .X V .R R /1 7

E .7 5 .X V .R R / 1 8

E .7 5 .X V .R R / 1 9

E.75 .XV.RR /120

E -7 5 .X V .R R /2 1

U B 工 T A R /  R R / 2 2

E. 8 0。XV。RR / 2 4

马欲尔 . 察尔兹、哈罗德 . 魏茨、何塞 . . 格拉塞尔 .

曼合著， 《分析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的一项方针》

( 1 9 7 2 ) ,  113  页 ,

伯汉尼康，安迪米凯尔、安东尼 . 默多克合编， 

《国际青年组织与联合国》 （1973 ) ,  9 5 页，

亚历山大，沙赖著， 《联合国内的妇女情况》

(1 9 7 3 ) ,  4 9 页 , 也有法文本，

鲁 迪 . 迈耶著， 《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 纸 

架和纸工业》（1974) ,  5 2 页 .

马 丁 ，希尔著， 《联合国系统走向更有秩序，更® 
结，更协调的道路》 （1974) ,  1 1 5 页，作为 

联合国文件（E /5491  ) 发行，也有中文、法文、

西班牙文和俄文本。

约瑟夫 . 巴尔尼亚著,《能源危机和未来》（1975 ) ,  
117 M . 也有法文本 .

威 廉 ，格拉塞著，《人材外流：出 国 和 国 》

( 1 9 7 8 ) ,  324页（英国，牛津，黑丁顿山馆，保尔 

加蒙出版社；或美国，纽约 10523,埃尔姆斯福

特，美棄园）。

叶夫格尼，乔苏多夫斯基著《从联合国角度看赫尔辛 

基最后文件》（1 9 8 0 》， 1 0 2 页



E.80.XV.RR/25

E.81.XV.RR/26

U2îITAR/RR/27.

U；CîITA；R/RR/28*

丹尼尔 - 弗雷著，《国家间关系的慨念结构的发展》

( 1 9 8 0 ) ,  5 4 页，

弗拉迪斯拉夫 . 提克米洛夫，《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系 

统分析方法》（1 9 8 1 ) , 3 2 页，

帕美拉 . 多诺弗里奥一弗洛尔斯和希拉，伯法弗林合编 , 

《科学一技术变化和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1982 )
2 0 6页，精装本（科罗拉多州80301 , 博尔德，中 

央街 5500号，西方观点出版社K
弗尔宠尔 . 里特伯格编著，《转变的国际秩序中的科学 

和技术：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1982 )

2 6 3页 , 精装本（科罗拉多州80301 , 博尔德， 中 

央街 5500号，西方观点出版社）.

E. 75. XV.ST/2*

B. 训研所的研究报告

威 廉 ，伦纳德、贝阿特，亚历山大 •廣尼和奥菲阿， 

恩瓦利合著， 《联合国的发展援助 :评价的标准和^法 》， 

修订版(1971 ), 135页•喊 表 （矣2 ^ •纽约10016,
帕克大道3 号 ，15̂诺出版社）.

奥斯卡 . 沙赫特、马霍梅德 . 纳瓦究斯、约 翰 .弗里

德合著，《使联合国条约得到更广泛的接受》 、1971 )  
1 9 0 页，精装本 ,（纽约，纽约 10016  , 帕克大道3 

号，阿宙出版社）.



UUITAR/ST/S*

UNITAR/ST/4*

E.75.XV.ST/5

E.75.XV.ST/6

E.75.XV.ST/7

S.75.XV.ST/8

E.75.XV.ST/9

雅克 . 拉波波特、欧内斯特米尤蒂巴、约瑟夫.西 

拉蒂尔合著，《小国和领土：地位和问题》（1971). 
2 1 6 页，精装本 ,（纽约，纽约1 0 0 Ï 6 ,帕克大道3 

号，阿诺出版社）. ’

西蒙，阿博特编，《莫国防止种族被视的情况》（1971》
•

5 0 2 页，精装本， （英国，伦敦WI3C 4AH»多弗街 

37号，伊利公司，牛津:大学出版社； 或纽约，纽约， 

1 0 0  1 6 ,  麦迪逊大道2 0 0 号 ），（绝版）

阿伦 *麦克奈特著，《原子防国际核查的研究》 

(1971 ), 3 0 1 页，也有精装本.

吉列尔莫，卡诺编，《国际可航水道： 其改善

和维护的财政和法体方面》 （1974) ,  2 6 4页，

也有西班牙文本。

亚历山大 . 沙 、玛格丽特，克罗克，等合著 ，

《联合国和新闻媒介》 （1972),  3 2 3 页，（已

由联合国出跋物公司重印，纽约，纽约1 0 0 1 0 ,帕i 
克★ 道南3 4 5 号，）

马科斯 . 卡普兰编，《促进拉丁美洲的发展及一体 

化的多国家公司》（1972) ,  3 6 9页, .（文化经济基金， 

墨西身）（绝版》

门萨一布朗编，《非洲国际法像史》（1975),
238 页.



出售品编号 

UWITAR/ST/TO.

s . 7 5 . XV.ST /11  

E . 7 5 . X V .S T /12  

UNITAR /ST /13*

E . ? a  XV. ST /14

UNITAR /ST /15*

UWTTAK/ST/16*

E. 80. XV. ST/17

# _ ^

西德尼 . 迈利克编 ,《做 经 理 人 员 条 件 ：一项全

球性的调查》. （1 9 74 ) ,  5 6 0 页，（纽约， 纽约

1 0 0 1 7 ,帕克★ 道 2 7 7 号•道布尔德出版公司》

( 绝般）

赛尔南多，富恩萨利达、恩里克，马耶尔、马托 

斯 . 马尔合著, 《三小种族的秘鲁》（1974) 1 1 1更， 

布 罗 迪 、莱夫合编， 《一般管理的教育：职员学院、

的 办 法 》， ( 1 9 7 4 ) .  1 4 4 更 .

于尔根，戴德林著， 《和平与冲突研究的最新进 

展 》, 2 4 9 页， （加利福利亚州 ,： 9 0 2 1 2 ,贝弗利山， 

南贝弗利道，2 7 5 号，塞奇出版社 ;，或英国，伦 

敦 E C IU 8 E R ,哈顿园 4 4 号，圣乔治公司K

古尔与太著, 义会与联合国：向议员散发资料.》 

( 1 9 7 9 ) ,  112 页，

巴巴技*布朗著，〈〈作好教灾准备：事前拟订救灾计划》， 

( 纽约，埃尔姆斯福特，佩尔加蒙出版社） 1979。

诺 曼 ，播雷厄姆，罗伯特，乔丹合编，《国除公务员制度： 

改变中的任务与观念》（1980) 245页，精装本（纽 

约，埃尔姆斯福特，佩尔加蒙出版社）

训研所/ 非 洲 研 究 所 科 学 院 全 著 ，《发展中国家计 

划的拟订：理论和方法》，（1 9 8 0 )精装本，也有法 

文本、饿文本加西班牙文本，

鲁伯特•约檢薛士著• 《种族主义及其消灭》

( 1 9  8 1 》. 1 4 4 ! .

- -



出售品编号 

E.75.XV.PS/l

：.75.XV.PS/2

1.76.XV.PS/3

E.75.XV.PS/4

7 5 . XV.PS /5

E.75.XV.PS/6

E.75.XV.PS/7

.75.XV.PS/8

. 训研所和平解决丛书

# _ _ M

西德尼，贝利著， 《争端的和平解决：为研究提供 

意见和建议》 （1 971 ) ,  5 7 页，（绝版 I

弗 兰 克 ，埃德米德著， 《国际调解的分析和派测》 

(1971  ), 50  页 .

弗拉迪斯瓦夫 •佩乔塔著， 《第三者解决圓际争端 

的补充体制》 （1 971 ), 6 3 页，也有法文本 .

霍风阳著， 《安全理事会的咨商和协商一致的意见》 

(1971  ), 5 5 页，也有法文本，

伯汉尼康 . 安迪米凯尔著，《非洲国家间的和平解 

决：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任务》 （1 9 7 2 ) ,

6 8 页，也有法文本 .

弗粒迪斯瓦夫 . 佩乔塔著，《沉默的解决途径： 联 

合国秘书长为了和平从事料旋的研究》 （1 9 7 2 ) ,  

9 2 页

艾 伊 达 ，列 文 《美洲圓家组织与联合国：在和平与 

安全领域的关系》 （1974) ,9 6 页 ， 也有西班 

牙文本，

文卡塔，拉受著 《̂调解者的方法》（ 1 9 7 5 ) ,  142

瓦， ( 绝版



出售品编号 

E . 7 7 .  XY PS /9

UMITAR /ÎS /IO*

# _ _ M

艾 伊 达 ，列 文 著 ， 《 保 护 人 类 环 境 ： 予防和解

决国际争议的程序和原则》《1 9 7 7 ) ,  1 4 0 页 .

文 卡 塔 ，拉曼编， 《通过联合国解决争端》（1977) . ,  

7 4 9 冗精装本 /  ( 纽 约 1 0 5 2 2 ,多布斯费里，欧康 

阿纳出版公司），

D . 训研所的.区域研究报告

E .7 5 .X V .R S / 1

UUITAR/<RS/12,

E .7 5 .X V .R S / 3

E , 7 5 , x v , r S/4

UNITAIV^S /5 ,

罗伯逊著 .《欧洲理事会同联合® 的关系》

(1 9 7 2 ) ,  72 页，

伯汉尼康，安迪米凯尔'‘著/ 〈非统组织与联合国： 

非洲统一组织同联合Ç 的关系》（1«76 ) ,  331 
I ,  ( à 约, 纽 约 1 0 0 0 3 .  第五大道1 0 1

号，非洲出版公司 ）.

彼 得 ，史密瑟斯爵士著， 《政府管理：联合国与 

非联合国区域组织间有效关系的先决条件》

( 1 9 7 3 ) ,  77 页，

艾伊达，列文著，缓洲国家组织与联合国：在和平与 

安全领域的关系》 (1 9 7 4 ) ,  9 6 页，也有

西班牙文本，

约 翰 ，伦宁格著/ 多国合作促进西非洲发展》 

( 1 9 7 9 ) ,  l e i 页，精装本 ,（英国，牛津，黑丁顿 

山馆，#<尔加蒙出版社；或组约10523, 埃尔姆 

斯福特，美景园



Ü U  工 iaiv/RS/6,

UJTITÀR/RS/7,

E. 79 . XV. RS /8

索利曼，德米尔著《中东的阿拉伯发展基金》 （1979  ), 

1 3 0 页，精装本,（英国，牛津，黑丁顿山馆，佩尔 

加隶出版社；或纽约 1 0 5 2 3 ,埃尔姆斯福特，美棄 

园 ）•

伯汉尼康•安迪水《地E à义与联合国》（1 979 ) ,
6 0 3 页湘装本 ,（组约 1 0 5 2 2 ,多布斯费里，欧欣阿

7

纳出版公司K
鲁伯特，约翰爵士著•《加勒比 :小園的建国先锋》

( 1 9 7 9 )  , 1 8 9 页，

E. 75. XV. FS /1

UiriTAR /^S /2 '

UNITAR/1FS/3*

. 训研所关于将来问题的研究报告

约翰 . 麦克黑尔、马格达，科德尔 . 麦克黑尔合著，

《将来问题的研究工作：国际调査》（1975) ,  34 

I , ( 绝 版

萨 姆 ，科尔著， 《世界模式和国际经济秩序》( 1977) ,  
8 0 页， （英国，牛津，黑丁顿山馆，佩尔加蒙出 

版社；或纽约 1 0 52 3 ,埃尔姆斯福特，美景园）。

欧文，拉什罗、小罗伯特，贝克、埃利奥特 .戈森伯 

格、拉曼合著，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1978) ,  
270页，精装本，（英国，牛津，黑丁顿山億，佩尔

加蒙出版社；或组约 1 0 5 2 3 ,埃尔姆斯福特，美景园）,



UNITAR/ES/4<

UNITAR /FS /5 #

UiriTÀR^S /6*

UIIITAR /^S/7 '

UNITAR/FS/S;

迈克尔 •戈德特著， 《预测工作的危机和 " 未来的，’ 
方法的出现》（1979) ,  134页，精装本，（英国， 

牛津， 黑丁顿山馆，佩尔加蒙出版社，或组约 

1 0 5 2 3 ,埃尔姆斯福特，美景园）。

欧文 ，拉什罗、乔 尔 . 库尔兹曼合著， 《美国，加 

拿大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1979 ) ,  163页，精 

装本， （英国、牛津、黑丁顿山馆、佩尔加蒙出版 

社；或组约 1 0 52 3 ,埃尔姆斯福特，美景园）。

托伊汰，米尔延、欧 文 ，拉什罗、乔 尔 •库尔族曼 

合著， 《粮食和农业的全球展望:联合国全体委员 

会的各次讨论经过》（ 1979 ) ,  2 8 7 冗，精装本， 

( 英国，牛津，黑顶顿山馆，佩尔加蒙出版社；或 

组约 1 0 5 2 3 ,埃尔姆斯福特，美素园）。

若 热 . 洛左亚、雅伊梅 . 埃斯特维兹、罗萨里奥 .
格林合著， 《关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看法》（1979) ,  

119页， 精装本 . （英国，牛津，黑顶顿山馆，佩 

尔加蒙出版社；或纽约 1 0 5 2 3 ,埃尔姆斯福特，

美景园）。

欧文 . 拉什罗、乔 尔 . 库尔放曼合著， 《东欧和新 

的国际经济秩序》（1980) ,  1061 ,  精装本，

( 英国，牛津，黑顶顿山馆，佩尔加蒙出版社；或 

纽约 1 0 5 2 3 ,埃尔姆斯福特，美景园）。



üNITAR/]FS/9*

UNITAR /FS /lO'

UÏTITAR/ï'S/n*

UNITAR /ffS/12*

UliIITAR/FS/13,

改文，拉什罗、乔 尔 。库尔盆曼合著， 《世界经济 

结构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展望》（1980) ,

118页，精装本，（英国，牛津，黑顶顿山馆，佩 

尔加蒙出版社；或纽约 10523^埃尔姆斯福特，美 

景 园 ）。

欧文，拉什罗，若 热 . 洛左亚、阿宁迪亚，巴塔査 

里亚、、雅伊梅、填斯特维截、罗E â 奥 • 文

卡 塔 . 拉曼合著，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障碍》

(1 9 8 0 ) ,  144页 , 精装本 , （英国，牛津, 黑顶 

顿山馆，佩尔加蒙出版社；或组约 10523,埃尔姆 

斯福特，美景园 )。 一

若热 ，洛左亚、雅伊梅，埃斯特维兹合著， 《拉丁 

美洲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1980) ,  9 3 页，精 

装本 . （英国，牛津，黑顶顿山馆，佩尔加蒙出版 

社；或纽约 1 0 52 3 ,埃尔姆斯福特，美景园）。

若 热 。洛左亚、阿宁迪亚 . 巴塔査里亚合著,《建 

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涉的财务问题》（1980) ,  

1 5 2 1 . 精装本 , （英国，牛津，黑顶顿山馆，佩 

尔加蒙出版社 ;或組约10523»埃尔姆斯福特，美棄 

园 ）。

若 热 •洛左亚、赫克托 • 瓦德拉合著， 《非洲、中 

东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1980) ,  1 8 3 1 , 精装 

本， （英国，牛津，黑顶顿 lb馆，佩尔加蒙出版社， 

或组约10523 ,埃尔姆斯福特，美景园）。



UIIITAR /FS /14 —

UNITAR_/FS/15*

unitar / fs/ i 6*

UIfITAR/FS/17,

UNITAR/：FS/18

欧文。拉什罗、乔 尔 . 库尔兹曼合著， 《西欧和新 

的国际经济秩序》（1980) ,  1 5 2页，精装本，（英 

国，牛津，黑顶顿山馆，佩尔加蒙出版社；或钮约 

10523,埃尔姆斯福特，美景园）。

若 热 ，洛左亚、阿宁迪亚，巴塔查里亚合著， 《亚 

洲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1981) ,  2 2 0 页，精装 

本 ， （英国，牛津，黑顶顿山馆，佩尔加蒙出版社 ; 
或 纽 约 10523 ,埃尔姆斯福特 , 美景园）。

欧文。拉什罗、乔 尔 •库尔截曼、阿宁迪亚合著， 

《发展中国家间的区域性合作： 1 9 8 0 年代新的 

发展命题》 （ 1 9 8 1 ) , 8 7 页， （英国，牛， , 

黑顶顿山馆，佩尔加蒙出版社；或组约 10523,埃 

尔姆斯福特，美景园）。

戴维森，尼科尔、卢 斯 ，埃切维里亚、奥里莉亚， 

佩克塞合编， 《区域主义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1 9 8 1 ) ,  3 0 0 页，精装本，（英国，牛津，黑顶 

顿山馆，佩尔加蒙出版社；或纽约 10523,埃尔姆 

斯福特，美景园）。

欧 文 . 拉什罗和乔尔 . 库尔號曼编著，《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的政治和制度问题》（1981)  , 1 8 3页， 

精装本， （英国，牛津 , 黑顶顿山馆，佩尔加蒙出 

版社，或组约 1 0 5 2 3 , 埃尔姆斯福特）



ÜNITAR/；FS/19*

U；NITAR/FS/20

U]J1TAR/^S/23*

若 热 - 洛左亚，海 迪 ，伯金编著《新的国除经济秩 

序的社会命文化问题》（1981 ) ,  2 1 1 页，精装 

本， （英国，牛摩，黑项顿山馆，佩尔加索出版社 

或纽约 10523  , 埃尔姆斯福特），

若热 - 洛左亚，罗萨里奥，格林编著《国际贸易，

工业化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1981 ) ,  2 2 4 页， 

精装本， （英国，牛 未 黑 顶顿 山馆，佩尔加蒙出 

版社，或纽约 1 0 5 2 3 , 埃尔姆斯福特），

萨米尔。阿明、亚历山大，费尔、丹尼尔 .马尔金 

合编， 《非洲的工业前途》（1980) ,  2 2 7 页，（哈 

马顿出版社：综合工艺学校路7 等，法国， 已黎 

7 5 0 0 5 X



. 训研所的会议报告

E. 75. XV. CR/1

E, 75. XV, CR/2

E. 75, XV. CR/3

E. 75. XV. CR/4

E. 75. XV. CR/5

E, 75. XV. CR/6

E. 75. XV. CR/7

UUITAR/CR/S*

UÏIITàR/CR/9 —

《联合国秘书处的未来》（1972),与组约洲，伦

塞勒维尔城，人和科学问题学社联合发行， 4 0页， (绝版K
《关于联合国及其他政府间组织文件的国际座谈会》

(1972) , 与国际图书馆协会和国际文献联合 

会共同发行，日内瓦，2 1页， （绝版），

( UlOTARyEUR/SEM. 。

《联合国同非联合国的区城性政府间组织的关系》， 

列支敦斯登（1973), 19页。

哈罗德•考斯廷著，《技术合作新方法的探索》

(1974), 86 页.
《联合国、能源和原料》，赫恩斯坦宫讨论会，奥 

地利（1974), 11 页。

《联合国和未来； 1 9 7 4年6月1 0日至1 4日 

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未来问题的训研所会议的议事 

录》（1 9 7 4 ) , 462页 ，精装本。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非政府组织》，赫恩斯坦宫 

会议，奥地利（1975), 43页。

《未来的天然石油和瓦斯的供应》（1977), 1046 
页，精装本，(英国，牛津，黑丁顿山馆，佩尔加 

蒙出版社；或组约10523,埃尔姆斯福特，美棄园

《微生物的能源转化》（1976), 642页，（英国， 

牛津，黑丁顿山馆，佩尔加蒙出版社；或组约10523, 
埃尔姆斯福特，美景园）。



E. 78. XV. CR/10

E, 78. XV. CR/1 1

UNITAR/CR/12*

UNITAR/CR/13 —

UNITAR/CR/14 «

E, 81. XV. CR/15

戴维森 •尼科尔、玛格丽特 ‘ 克罗克合著，《联合 

国与决策：妇女的地位》，第一卷（ 1 9 7 8 ) ,209页。

戴维森 •尼科尔、妈格丽特。克罗克合著， 《联合 

国与决策：妇女的地位》，第二卷（ 1978 )335页。

迈耶著：《小型矿业的未来》（1980) ,  5 0 1 页， 

( 纽约，纽约 10020 ,美洲大道1 2 2 1号，麦格劳 

山矿业资料服务社) 。

迈耶著：《重原油和焦油砂的未来》（1980) ,  915 
页， （组约，钮约 1 0 0 2 0 ,美洲大道1 2 2 1号，麦 

格劳山r 业资料服务社）。

戴维森 •尼科尔著， 《通向和平的道路：联合国安 

全理事会及其主席席位》 （ 1 9  8 1 )  ,424更，機 衣  

( 英国，牛津，黑丁顿山馆，佩尔加蒙出版社；或 

组约 10523»埃尔姆斯福特，美景园）。

戴维森•尼科尔、玛格丽特，克罗克、巴巴藤德， 

阿德尼兰合著，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力求发挥更 

大的效能》（1 9 82 ) ,  3 3 4 页。

UNI TAR /CR /16 - 1 9

ÜUI tar/ cr/ 2 0 - 2 2

《沙漠发展和管理的备选战略》向训研所关于沙 

漠化会议提出的报告。 第一至四卷。 積装本 

( 英国，牛津，黑丁顿山馆，佩尔加蒙出版社； 

或纽约10523  , 埃尔姆斯福特，美景园），

迈耶和奥尔孙编《长期能源》，第一至三卷，精 

装本（马'萨储塞州0 2 0 5 0 , 马什菲尔德，平原 

街 1 0 2 0号，皮特曼出版公司）。



E. 75. XV. LS /1

E. 75. XV. LS/2

E, 75, XV, l S/3

E. 75. XV. LS /4

s. 75. XV. L S /5

肯尼斯。杨格爵士著， 《联合国宪章与1970年代 

的挑战》（1970) ,  2 6 页。

n . 廷伯根著， 《走向一小更好的国际经济秩序》 

(1 9 7 1 ) ,  28 页。

威尔弗雷德，詹克斯著， 《联合国体系中的国际劳 

工组织（ 1971 ), 4 8 页。

罗伯特，哈钦斯著， 《国际教育的前途》（1970) ,  

2 2 冗。

奥雷戈 . 比库尼亚著， 《近代海洋法趋向》（1974) ,  
254页，

E 81. XV. PE/1

耳 81. XV PE /2

E 81. XV. PE/3

E. 81. XV. PE/4

H. 政策和效用研究

穆罕默德• 已拉迪，托马斯 •法兰克和罗伯特•特 

拉区登伯格，《国际法委员会：需要一个新方向》

( 1 9 8 1 ) ,  4 7 页。

弗拉迪斯粒夫•言洪米洛夫，《大会录决行力的计 

量分析：在联合国内，谁同谁投一样的票》

( 1 9 8 1 ) , 7 9 页9

穆罕默鶴，巴拉迪和奇罗•加文，《挤道的议程、 

拥挤的会议室；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机构安排一全 

球谈判中的一些教训》 （ 1 9 8 1  ) ,  2 7 页，

约翰 •伦宁格，《经社理事会；几种改革的可躯途 

径 》 （ 1 9 8 1  ) ,  3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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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81. XV PE/5

E 82 , XV PE/6

E sa XV PE/7

E 8̂  XV PE/8

约翰，伦宁格和詹姆士•泽克，《第十一届特别会 

议与全球谈判的未来》 （1 9 8 1 ) , 5 7页。

托马斯，法兰克和马克•穆兰山古，《新的国睹经 

济秩序：国际法是否正在形成？ 》（1 9 8 2 ),
2 2页。

托马斯•法兰荒，约翰•伦宁格和弗拉《 拉夫• 
吉洪米洛夫，《外交官对联合国系统的看法：态度 

调査》（ 1 9 8 2 ), 3 8页。

穆罕默德•巴拉迪等，《救灾行动的典范规则》

( 1 9 8 2 ), 6 8页。

工. 期刊名称

《将来要务》，第一卷9第1至6期；第二卷，第1至5期；第三卷，第1至5
期；第四卷，第1至5期；第五卷，第1至5期；第六卷，第1
至4期；第七卷，第1期。

《科宇和技术工作文件》，第1至1 3期.J. 训研所新闻

《联合il和外居空间》，第五卷，第2期 （1 9 7 3 ),也有法文本。

《联合国和海洋》，第六卷，第 1期（1 9 7 4 ),也有法文和西班牙文本。

《一小代表应具的条件》，第六卷，第2期（1 9 7 4 ),也有法文和阿拉伯文本。 

《特别问题》，第六卷，第3期 (1 9 7 4 ),也有法文和西班牙文本。

《技术和发展》，第六卷，第4期（1 9 7 4 ),也有法文本。

《妇女和联合国》，第七卷，第 1期（1 9 7 5 ),也有法文和西班牙文本。



《从日内瓦看一个代表的成长》 （ 1 9 7 6 年 ），也有法文本。 

《内部的人口移动》，第八卷（ 1 9 7 6 ) 。

《联合国与水源》，第九卷（ 

《训研所新闻》，第十卷（ 1 

《训研所新闻》，第十一卷（ 

《训研所新闻》，第十二卷（ 

《训研所新闻》，第十三卷（

ÜNITAR/EX；/! 1

E. 75.  XV. Man, 2 

E. 75. XV. Man. 3

1 9 7 7 ) , 也有法文本。

9 7 8 ) 。

1 9 7 9 ) ,

1 9 8 0 年春季， 1 9 8 0 年秋季 ) ,

1 9 8 1 年秋季 ) 。

K. 训研所训练手册

《联合国技术援助》（1968) ,  9 2 冗也有法文和

西班牙文本。

《向外筹资手册》（1970) ,  1 2 5页，也有法文本，

戈斯塔，韦斯特林著， 《国际采购：训练手册》

(1 9 7 4 )2 1 2页；《补编》， 4 1 页， （ 1 9 7 7

年修订合订本， 2 5 3页 ），

L. 讨论会的报告 

《关于联合国文件的讨论会》 （ 1 9 7 6 年 1 月 1 4 日至1 6 曰），

《关于联合国工作经费的讨论会》（1 9 7 6 年 2 月 1 7 日至1 8 日），

《关于联合国水源会议所面險的问题的讨论会》 （ 1 9 7 7 年 2 月 1 4 日至1 5 日 ）.



ÜÜITAÏi/DS/l

ÜUITAIi/DS/2

ÜNITà IV ^S /3

ÜNITAR/DS/4

莫斯与温顿合著，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文件选辑 

1945—1975» ( 1 9 7 8 ),第一至二卷， 964 页，

( 纽约，纽约 1 0 0 1 0 , 帕克大道南3 4 5 号，联合

国出版物公司）。

牧山秀子编，《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文件选辑，

1 9 7 6 》（1 9 8 0 ) ,  4 7 8 页， （纽约，纽约 

10010  , 帕克大道南3 4 5 号，联合国出版物公 

司

牧山秀子编，《新的国除经济秩序文件选辑，

1 9 7 7 》（1 9 8 2 ) ,  4 6 5 页 （纽约，纽约 

10010  , 帕克大道南3 4 5 号，联合国出版物公

司

《与新的国除经济秩序有关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 

逐步发展》，油印倚编。 本筒编应连同秘书长 

关于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1 2 的报告 

( A / 3 6 /1 4 3  ) — 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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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三 触 )

* 一部分学员参加了一个以上的课程》 6 月 3 0 日仍在进行的课程也包括在内， 

* * 课程：

A . 为大会新代表举办的讨论会（组 约 ）

B . 为常驻代表团新任外交人员举办的关于联合国活劫的讨论会（纽 约 ）

C . 为常驻代表団秘书的举办关于联合国活场的讨论会（纽 约 ）

D .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情况倚介讨论会 ( 纽 约 ）

E  . 联合国/ 训研所国际法研究金方案（海牙和其他地点）

. 关于为国际会议提供服务的联合讨论会（科威特）

G . 联合国训研所/ 世界報行经济发展研究所举办的关于经济发展及其国际环 

境的讨论会 ( 纽约和华盛顿）

H . 海洋法情况倚介讨论会 ( 日内瓦）

I . 关于国际谈判的讲习班（纽 约 ）

J . 关于多进外交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会（维也纳）



文 莱 ' ..................
保 加 利 亚 . . . .
細甸 ..................
« 迪 .................
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

加 拿 大 ...............
佛得角 . . . .
中非共和国

怖  ..............
智 利 ..................
中 国 ..................
哥 伦 比 亚 ‘ ‘. ，

附件四

参加训研所培训课程人数 

( 1 9 6 6 年至 1 9 8 2 年 6 月 3 0 曰 ）

科摩罗...........................3
剛 果 ................  15
库克群岛. .................... 2
哥斯达黎加.............  33
古 巴 ....................  "
塞 浦 路 斯 ..................... 28
捷克斯洛伐克  ..........23
民主束捕秦 ................... 《0
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 .................. 10

民 主 也 门 .....................33
丹 麦 ： . . . . . ..............25
吉 布 提 ............... 13
多米尼加..................   . 9
多米尼加共和国................42
厄瓜多尔....................... 53
疑  ...................... 140
^尔瓦多  ................... 30
赤道几内亚，.................... 7
埃 塞 俄 比 亚 .................
变 济 ....................   32
芬 兰 ；.........................48
法 国 ......................... 81
加 蓬 ......................... 58
，閃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 . 69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 .  . . . 138
加 纳 .......................... 74
希 腊 .......................... 32
格林纳达....................... 12
危地马拉.    ............... 28
几内亚 .........................20

亚

亚

巴布:

富 汗 . 
巴尼 

及利, 
' 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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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内 亚 比 绍 ..................... 12
圭亚那............... 38
海 地  ...........     26
教 廷 ，. ，. ，，..............A6
洪 都 拉 斯 ....................... A0
香港 .....   1
部 牙 利  .............................. 21

冰岛; ................. 9
印度 . •  ....................... «0
印度尼西亚................. 115
伊辅 ........... 58
伊 拉 克 .....................， . 113
爱 尔 兰 . . . . . . . . . . . . . 29
以 色 列 • .  ..................... 43
意 大 利 ............. 27
象 牙 海 岸  ....................... 45
牙 买 加   ....................... *9
曰本 ...........................35
约旦 .........   53
肯 尼 亚 ...........................50
科 威 特 ........................
老衬人民民主共和国 ...........  27
黎巴傲，............... 24
莱索托 ........... 22
利比里亚 .........   39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ins
卢▲堡 ........................ ^

马达加斯加....................... "
马拉维 ....................... 36
马来西亚 ............... . • ， "
马尔代夫 ....................... 14
m  ............................................ 42
马耳他 ....................... 33
毛里塔尼亚 ....................... 21
毛 里 求 斯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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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
所罗门群岛 .̂.............
索马里. ，..................
南 非 ..........................
西 班 牙 .....................
斯里兰卡  ..............
m ............................

苏 里 南 ......................
斯威士 •兰‘ ..................
瑞 典 ..........................
瑞 士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泰 国 ......................
#  哥 .........................  *
汤加 ............................
特立尼达和多巴齋 •.
大平洋岛托管领土 

( 密克罗尼西亚），-

图瓦卢，

10 4 干 这 .....................................
42
77 鸟jfe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 • 4

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i  . . . 101

34
3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19 大不列激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  75
38 落 麦 隆 联 合 共 和 国 . . . . .

105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 . ‘ • , • 63
66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
47 上妖尔特 . ................................
74 乌 拉 圭 .................................... . . 33
77 瓦努河图 .................................... . •  4
48 拉 ................................. . . 146
86 越 南 .........................................
31 也 门 .................................... ... .•  68
3 南 斯 拉 夫 ................................. .•  44

67 札伊#  .................................
赞 亚  .................................

2
津 巴 布 韦 ，..............................68
观 察 员 组 织 ‘ ...... ..................

72
联 合 国 系 统 ..............................

1
其他国际组级 .......................... ，-• 38
学 术 机 构 .... ... .........................

共 计 7 536



附 件 五

训研所1 9 8 1年收到的捐款 

( 以收到日美元兑换率计算)
. 普通基金

10 000
15 000
39 148
10 000

500
103 093.
13A 463
5 non
20 onn
A4 A38
39 1?1
153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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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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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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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瑞 典   151 251
........................................................... ... 957

特立尼边和多fe濟   irn 000
突尼斯 •     2 857

.......................................................... 22 746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00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6 024
美利坚合众国  500 000
委内瑞拉 •    30 000

普通基金捕敦共计         1 «Î11 635

专门用途赠敦 

a . 可兑换货币

奥地禾J ........................................... ..........  158
加拿大   .....................................     603
法 国，    259 136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意大利 ............................................................ 120 000
H 本   200 000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369 755
墨西寄 ...........................................  100 fiAl
荷兰；............................................................... 30 500
^ 5 ........................................ 340 624
沙特阿拉伯 ......................................................... ^2 065
苏里南   11 nnn
端士 . . .  ..................................... ... ...................................................... ... ... 890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6 S3A
联合国 ..........................................  117 558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9 719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25 nno
美利坚合众国 ............... '̂ 94 A23
在丄    211 699
委内输拉 .....
m t  ............... ...................................

可JL换货市共计 . . . •  i.................... 2 55R 312



b，不可兑换货市

匈 牙 利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不可Jéi换货市小计. . ， . 
可义换和不可jïL换货市共计

325
228
553

• ........ . ；2 696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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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购取联合国出饭物

联合国出》»s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诛问或写信到纽灼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KAK nOJiŷ HTb. H3ZXAHHH OPFAHHSAUHH OBTbEAHHEHHWX HAl^HR
H3AaHH« OpraHH3aunH 06T>eAHHeHHMx H aanft m o^ho KynHTB b khhmchbix Mara- 
3HHax H areHTCTBax bo Bcex paôoH ax unpa. HaBO/iHTe cnpasKH 06 nsa&HHax b 
BameM khh^chom MarasHHe hjih numuTe no aApecy : OpraHHsauHH 06^eAHHeHHbix 
HauHft, CeKUHH no npoAajKe HSAaHHft, H tîo-H opK  h/ih HCeHesa.

COMO CONSEGÜ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an en venta en librerias y casas distri- 
bii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dn de Ventes, Nueva York o Ginebra.

Litho in United N ations, Ne\y York 00700 21928-Sep tem ber 19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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