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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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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目 录

韋 次

一.导言  ............
二.组织事项  / . .

A. 主席团成员

〔原件：英文〕

( 1 9 8 2 年 8 月 3 0 日）

段 次  页 次

  1 - 3  1
  h -  12 2

. . . . .  U -  5 2
工 作 的 安 排 ............................................................... 6 - 8 2

G . 工作方案 ................................................................. 9 - 12 2
会议日历 ........................................................................ 13 - 32 1»
A . 关于已核定的1 9 8 2 —1 9 8 3 #■会议日历以及在闭会期

间更改该日历问题 ................................................. - 18 h
1 . 增加或更改会议日程 ..................................... lU - 16 k
2 . 与 1 9 8 2 —1 9 8 3 ^ 核定日历有关的问题 17 5
3 . 不需要委员会采取行动的更改 ...................... 18 5

B . 配整日历以配合秘书处内部的服务能力 ............ 19 - 23 6
C . 文件服务能力和会议日程间的相互关系 ............ 2k - 28 7
D . 通过 1 9 8 3 年 订 正 日 历 草 案 ............................ 29 - 32 9
联合国专题会议的秘书处组织  ................................... 33 - 35 11
文件的管制和限制 ........................................................... 36 - 60 12
A . 为联合国各机构制作会议记录 ............................ 36 - ^9 12
B . 联合检杳组关于文件的管制和限制的报告 ........ 50 - 55 15

C . 各条约机构的文件 ............ .................................. 56 - 57 17

D . 复制和文件分发事务 ............................................. 58 - 60 17



段次 页次

章次

六、对联合国进行中工作方案的特别审 査 ............................ 61 -  66 18
七、本组织对会议服务、设施和文件的未来需 要 ..............  67 - 70 20
八、联合国系统内的会议协调工 作  .............    71 - 73 21
九、会议资源的利 用    7k - 81 22

A。会议事务费用的计算与提出 ...........  . . . . . .  7k - 79 22
B. 联合国会议设施的使用 ..............................................  8 0 - 8 1  23

- K  其 他 事 务 ...................   82 - 81̂  2k
十一、会议委员会所提建议慨要 ...................................................  85 25

附件

一、秘书长向会议委员会组织会议发出书面致词 .............................................33
二、 1 9 8 2 年印发文件一览表 ...........................................................    .3^



.第一章 

导 言

1 . 大 会 1 9 7 7 年 1 2 月 9 日第3 2 / 7 1 号决议决定保留根据1 9 7 4 年12 
月 1 8 日第33 51  ( X X I X )号决议设立的会议委员会，并请大会主席任命2 2 个会 

员国为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会议委员会的职权范 iÜ经调定如下：

" ( a》 就会议日历向大会提供意见；

• “ ( b ) 代表大会处理会引起行政和财政问题的已核定会议日历的变更事项 ;
" ( e ) 向大会建议办法，确保最适合地分配会议的资源、设备和服务，包 

括文件的提供在内，以期获得最« ：率和最有效果的利用；

" ( d ) 在会议服务、设备和文件方面，就咲合国目前和今后的需要向大会提 

供意见； .
" (e) 就确保联合国系统内各种会议以及会议服务和设备获得更好协调的 

办法向大会提供意见，并在这方面进行适当的协商，"
2 . 其后 , 大会 1 9 8 0 年 1 1 月 3 日第3 5 / 1 0 A 号夾议第8 段请主席同各区 

域集旧主席协商后，在公平地喊分配的基础上，任命 2 2 个会员国为会议委员会成 

员，任期三年.
3 . 大会主席在1 9 8 0 年 1 2 月 1 7 日大会第9 9 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他已 

任命下列 2 2 个会员国为会议委员会成员，自 1 9 8 1 年 1 月 1 日开始，任期三年 :

斯里兰卡 

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肯尼亚

奥地利 洪都拉斯 墨西哥

智利 匈牙利 新西兰

塞液路斯 印度尼西亚 尼日利亚

法国 日本 秘鲁 美利坚合众国 

南斯拉夫

1



第二章 

组织事项

A. 主席团成员

4 . 委员会选出1 9 8 2 年的主海团成员如下：

主海 : 迈克尔 • 奥凯约先生（肯尼亚 )
副主席; 古内蒂里克先生（斯里兰卡 )

蒂博尔，古布奇先生（匈牙利）

马里奥 • 马托雷尔先生（秘誓〉

振告员 : 理查德，马丁先生（新西兰）

5 . 由于主席未能参加两小系列的实务会议，这些会议由副主席和振告员主持 ,

B. 工作的安排

6 . 委员会同意定期举行会议处理有关会议日历及其执行的问题，特别是必 

要时，审议在闭会期间更改已核定会议日历的问鍵。 为了审议各种实务问题，委 

员会决定，举行而小系列的实务会议。

7 . 委员会还同意继续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决定，同时要考虑到所讨论各个 

项目的实质内容，并于必要时采取实际的灵活方式，以免妨碍委员会履行其职务。

8 . 委员会于1 9 8 2 年 2 月 1 8 日至1 9 8 2 年 8 月 2 7 日，举行了 9 次会 

议。 两小系列的实务会议于1 9 8 2 年 4 月 1 9 日至2 0 日和1 9 8 2 年 5 月10 
日至1 9 曰举行。

C. i 作方案

9 . 委 员 会 根 据 秘 书 —份说明，讨论了 1 9 8 2 年实务会议的工作方案，

并同意实务会议的下列议程 :



1 . 文件的管制和暇制：

( a ) 向联合国各机构提供会议记录；

( b ) 复制和分发文件事务；

( C ) 为条约机构制作文件；

( d ) 联檢组关于管制和奴制文件的振告。

2 .  1 9 8 2 -  1 9 8 3 年会议日历：

( a ) 配整日历以配合秘书处内部的服务能力 ;
( b ) 文件服务能力和会议日程间的相互关系；

( C ) 缩短联合国机构的会议或采用廣年期周期；

( d ) 通过 1 9 8 3 年订正日历草案；

( e ) 联合国专题会议的秘书处组织。

3 . 联合国进行中工作方案的特别审查。

4 . 本姐织在会议事务、设备和文件方面的未来需要：联合国总部各会议 

室内的电子设备。

5 . 联合国系统内会议的协调。

6 . 会议资源的利用：计算和提出会议事务费。

7 . 其他事务：在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人名单上附注的程序。

8 . 通过报告。

1 Q 主管会议事务的副秘书长在组织会议上向委员会宣读了秘书长的致词， 

全文载在本报告附件一。

1 1 . 委员会在 1 9 8 2 年 8 月间结束工作时，赞扬了委员会秘书汉斯•德奥 

维尔先生杰出的工作，他在委员会服务三年后，由于男有任用，辞了这小职位。

I Z 秘书处提交会议委员会的文件清单载在本振告附件二。

- 3 -



第三章 

会议日历

1 3 . 大会 1 9 8 2 年 1 月 2 Ô 日第3 6 / 1 1 7 Â号决议核可了会议委员会的报告 ’ 
附件三所载，并经第三十六届会议后来各项决定修正的1 9 8 2 -  1 9 8 3 两年期 

会议日历。 （A/AC. 1 7 2 / 6 6 )。

A 关于已核定的1 9 8 2 -  1 9 8 3 年会议日历以及在闭会期间更改该曰

历的问题

增加或更改会议日程

1 4 . 委员会审议了三项关于增加或更改已核定的1 9 8 2 年会议日历的要求 , 
经委员会采取行动的要求载于下表。

2

3

机构名称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 

会议起草委员会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 

会议，第十一届会议 

第二期会议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

原定曰期 委员会核可的更改

未定日期 自 1 9 8 2 年 7 月 1 2 日至8 月

新会议 1 3 曰在日内瓦举行会议，或可

加长一星期

未定日期 自 1 9 8 2 年 9 月 2 2 日至2 4
日在总部举行第二期会议

1 9 8 2 年 8 月 3 曰至2 0 日1 9 8 2 年 

8 月 9 日至 

2 0日，组约

1 5 . 委员会核可了所有要求，但以任何额外开支均可从1 9 8 2 - 1 9  8 3 两 

年期的核定预算拨敦内支付为限。

1 6 . 关于更改印度洋特设委员会会议的地点和会期问题，会议委员会要求将特

设委员会限制所需的倚要记录，以期减少与在日内瓦举行这届会议有关的开支。有

个代表团不参与协商一致意见，认为特设委员会要求在所设总部以外的地点开会 ,
- k -



理由不够充分，特别是鉴于牵涉到额外的开支„ 这小代表团吁请秘书处从现有资 

源内为这些会议提供服务。

2 . 与 1 9 8 2 -  1 9 8 3 年核定日历有关的问题

1 7 . 委员会在几个场合处理了与某些期间内会议曰程有关的问题，并作出下 

列决定。

( a )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第二届会议， 1 9 8 2 年 5 月 2 2 日至6 月 4 日在总 

部举行：

由于 1 9 8 2 年 5 月 3 1 日至6 月 4 日这个星期，特设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在总 

部以外地点举行的其他重要会议时间重迭，特设委员会要求把第二届会议提前一个 

星期。 委员会同意这项要求，但附有一项谅解：即在 1 9 8 2 年 5 月 1 7 日至21 
日这个星期，会议只能在条件许可时举行。 此外，委员会请主席吁请预定在这个 

星期开会的所有机构，把它们的需要减少到有效履行其职务所需的最低暇度，以便 

使希望在这段期间开会的所有机构，包括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在内，都能执行它们的 

工作。

(10)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政府间特设小组及科学和技术促进发 

展政府间委员会，第四届会议：

委员会赞成政府间特设小组所提出的建议，授权小组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 

府间委员会預定于1 9 8 2 年 5 月 2 4 日至6 月 4 日在总部举行第四届会议期间， 

继续开会三天。 政府间委员会的会议将延长三天，至 1 9 8 2 年 6 月 9 日结束， 

以便补偿腾给政府间特设小组的几次会议，所附的谅解是，增加的会议只能在条件 

许可时举行。

3 . 不需要委员会采取行动的更改

1 8 . 委员会同意，依照过去惯例，秘书处应当处理不牵渉经费或行政问题、-不 

涉及政策问题或不需对会议日历作重大行政变幼的更动，并应将所采取的任何行动 

告知委员会。 在这一年里，委员会获知几项这类更动。



B. 配整日历以配舍秘书处内部的服务能力

1 9 . 大会第3 6 / 1 1  7 A号决议第二节第4 段请会议委员会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 1 9 8 1 年 7 月 2 4 日关于文件管制和制的第 1 9 8 1 / 8 3 号决议 ,审查1982~-19
8 3 两年期会议日历，特别着，经济和社会领輕，以期调整日历，配合秘书处内部的 

服务能力，并考虑到及时提出和分发文件方面友生的问题，并就这项请求同理事会 

的主席团咨商。

2 Q 在审查这项问题时，委员会成员一般都认为，如果不能精简备主要机构的 

议程和工作方案、減少其附属机构、文件的数目和份量，就不可能大* 减轻工作。

委员会注意到为振作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理，会 1 9 8 2 年第一届常会所作的各种 

建议 （ 智 V I 9 8 2 / 2 8 号文件）。 它赞同这些建议，认为可以邀过下列方式 

在及时分发文件上谋求改进：

( a ) 更妥善地把议程项目一方面分配给联合国各主要积构，另一方面，分 

配给各附属机构；

( b ) 把相关的问题合并，只要这样做才可以觀少所需报告的数自和编幅； 

( C ) 审查提出报告的需要，巨标是姨少必须定期审议某些项目的次数；

( d ) 缩短各机构的会斯，并用更精选的议程。

2 1 . 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本身的会议日程，会议委员会注意到，把第一届常 

会延后，比如说两个星期，以便空出更长一段时间来处理理事会该届会议将审议的 

由理事会附/禹机构提出的振告，可能; ^有益的。

2 2 . 会议委员会也偏向于认为，大会期N 不应当要求向理爭会下一年举行的 

第一届常会提交新的报告，因为这样做一•般# 不能有足族的时间来編写有用的振告， 

然而，委员会认为，分析理事会的问题时，不应当把它间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会议和



文件问题分开，单独处理。 因此，视在可能是进行一项包括联合国所有机构的全 

盤审查的适当时候了。

2 a 鉴于理事会本身已在1 9 8 2 年;(T这项问题进行审查，会议变员会认为 , 
在此期间，积极讨论大会第S 6 / 1 1 7 A 号决议所提出的要求，并不适宜， 然而， 

委员会代理主席被请将委员会审议的结果，送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海（参看 E// 
1 9 8 2 / 6 0 号文件）。

C. 文件服务能力和会议日程旧的相互关系

2 i 大会第3 6 / 1 17A号决议第一节，4 段决定，在制订未来的会议日历时， 

应当顾及秘书处文件事务单位是否有能力及时处理和印发徘定会议的所有机构所需 

的文件。

2 5 为了协助委员会审议处理会议日历的未来程序，秘书处分发了一份背素 

说明（A//AQ 1 7 2 / 7 1 ) 。 它指出，把文件数量繁多的若干机构，诸如开发计 

划署理事会、儿童基金会执行局、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等的会议 

集中在三月到五月间举行，是当前开会的方式,这种方式造成文件事务单位在每年 

第二季工作负担过重，从而延误了文件的印发。 举例来说， 1 9 8 2 年为这些机 

构印发的文件合并计算为每种语言共达14, 0 0 0 页左右，这个数字要比为大会第三

十六届常会印制的文件数量高出Ô % 。
. . . . . . . .

2 6 , 秘书处的说明建议，缓和这种情况的一种办法是：把这种文件数量繁多的 

机狗的会议更平均地分散在盤个年度的不同时间, 以便避免文件事务单位资担过宣 

委员会同露，这样做可能可以减轻凝务单位的负担，但并不一定，便报告能比以前 

更及时提出，同时也不能假设，这种直新排定会议日程的傲法将导致一个对各国代 

表 a 更方便的会议3 历。 因此，显然也必须探讨其他的办法 .



27 „ 这些办法或可包括：

( a ) 进一•步减少提交联合国各机构的报昏量和篇幅不过秘书长在1 9 8 2 年年 

初就已经采取了这个步骤（参看 S T /S G B X 1 8 4 / A d d „ l  , S T / A I / l  8 9 / A d d .  
2 0 / R e v .  1 和 A d d , 2 3  )。

(b) 对附属机构的会议采用每两年一个周期将可以减少向每一个特定机构提交 

文件的次数，和有关机构报告的数量。 在适用情况下，这样做也将导致减少需要 

供给会议记录的会议的次数。 由于这座机构须向其主管机构提出报告，这小行动 

终会减轻主管机构的整个工作量。

( C ) 缩短附属机构的会议，加上通过更精选的议程；

( d ) 联合国机构每隔两年而非每年审议选定的项目，从而减少必须印制某些报 

告的次数；

( e ) 减少有资格编制会议记录的机构的数量；

( f ) 采用下列政策：凡预定举行固定会期会议的联合国机构，每年只能举行一 

届会议。

2 8 . 在这个价段，委员会还不能拟出更确切的建议，由于各不同机构的任务週 

异，而它们处理的问题范Ü 又很广，补救的行动只能在同有关机构密切合作的情况 

下达成，从而使为了精简活动和文件而采取的措施不致损事到它们的工作。 委员 

会建议，作为这种程序的第一步，委员会主席或可会同主管会议事务的副秘书长， 

发动一项有系统的资料运动，旨在使各附属机构更严格地尊从现行规则和程序，特 

别在编制文件方面。 同以往几年一样，委员会再度强调秘书处的特别职责，特别 

是委员会的秘书。 他们应当积极向各会员国和联合国机构提供关于有关条例的意 

见，并在其实际应用方面指导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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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通过 1 9 8 3 年订正日历草案

2 9 。联合国国际法讲授、研习，传播及广泛了解协助方案咨询委员会要求，在 

未来的几年里，改变它举行会议的范式。 会议委员会肯定咨询委员会可按目前的 

设想，在 1 9 8 2 年 1 2 月开会，并且同意，作为大会第3 4 / 4 0 1 号决定的例外，

1 9 8 3 年咨询委员会可以在十月开会，委员会要求其主席同咨询委员会主席联系， 

以便探查如果咨询委员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它是否能完成任务。 由于这项查 

询尚未得到任何答复，委员会向大会建议，在过渡期间和这项问题得到进一步澄清 

之前，授权咨询委员会将来每逢双数年度在1 2 月开会，每逢单数年度在1 0 月开 

会Q
3 0 。依照训研所执行主任的要求，会议委员会同意重排训研所董事会的会期，

从 1 9 8 2 年 8 月 3 1 日至9 月 3 日改为1 9 8 2 年 9 月 1 4 日至1 7 日。 委员 

会建议大会，批准训研所董事会每年在大会常会开始的前一个星期举行会议。

3 1 。会议委员会根据秘书处提交的年度计划草案（A /A C。1 7 2 X 8 0 和 Amend 
讨论了联合国1 9 8 3 年订正会议日历* 这项年度计划开列了联合国各机构，其 

附属机构和专家小组的会议。 它也开列了各专门机构主要立法和执行机构和国际 

原子能机构的各次会议，连同日期和开会地点，以供参考。 委员会审议了同大会 

第 3 6 X 1 17 A号决议核可的两年期会议日历不同的所有拟议更改和增添。 关于 

消除种族缓视委员会的春季会议，委员会注意到，反对种族坡视委员会希望从1 9 8 2  
年 3 月 7 日至2 5 日在总部举行会议，尽管秘书处指出，这些日期恰好同人权委员 

会这个需要编制大量文件的条约机构，举行会议的时间重迭，同时，这段期间也正 

是必须为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儿童基金会执行局、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编制大批会前 

文件的时候。 委员会在同意消除种族块视委员会的提案时指出因为这个关系2 它 

或许不可能及时向消除种族跋视委员会提供文件服务，并决定相应地通知该委员会 

的主席。



3 2 . 会议委员会隨后决定，建议大会核可载在A /A C，1 7 ^ 0 和 Amend。号 

文件内的 1 9 8 3 年订正日历草案， 为了遵照大会关于各附属机构的报告不要超 

过 3 2 页的适当限度的要求，未将订正日历草案附加在本年度的报告内，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3 2 号 》， （A / 3 6 / 3 2 和 C o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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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联合国专题会议的秘书处组织

3 3 。大会第35 / /10C号决议第7 段请联合国检查组着手研究如何改进专题会议 

秘书处的组成，以便建议关于加强这种会议筹备工作效率的程序，并通过会议委员 

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3 4 。 委员会对这个项目的审议是以联合检查组的报告（A / 3 7 / / 1 12  )和秘书长 

的有关意见 ( 1 V A d d 。1 )为报振。 委员会建议大会，就联合国专题会 

议秘书处的组成问题核可一杳准则（参看第十一章，第 8 5 段，建议 4 ) , 以补充 

大会第 3 5 / 1 0  C 和第 3 6 / 1 1 7 1 )号决议所通过的，关于专题会议其他方面的准则。

3 5 。考虑到秘书长意见（A / 3 7 / a i 2 / / A d d 。：! )第 4 0 段提到的问题，会议委 

员会进一步建议大会决定g 在接受邀请主办一届专题会议后2 东道国政府应当向联 

合国预付其应承付额外费用佑计总额的一部分，以便应付早期的筹备支出，特别要 

包括规划和审查特派团的费用。



第五章 

文件的管制和限制 

A, 为联合国各机构制作会议记录

3 6 .大会第 3 6 / 1 17 A号决议请会议委员会优先对目前决定为联合国各机构制 

作会议记录的理由进行全面的研究，以期确定今后应有会议记录的机构的选择振准 . 
同时在这方面充分考虑到新技术所能提供的便利；并就此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 

适当建议.
3 7 .委员会根糖秘书处报告（A/AG. 1 7 2 / 7 4  ) 审议了这个问题，该报告叙 

述了为大会各附属机构制作筒要记录的目前情况并提供有关的统计数据， 该报告 

指出政府间机构的公开会议有而种书面记录{ 遂字记录和筒要记录）•这些记录在 

特别要求的情况下也保存在视听磁带中， 该报告继续叙述提供这种记录的理由* 
书面的会议报告是为了：

( a ) 使各代表团能够用联合国的工作语文遂字或节略地、正式可靠地以印刷形 

式记录它们对于某些问题的立场；

( b ) 提供关于一次会议的全部程序和决定的权威性记载；

( C ) 便利未来参考这些记录；

( Û ) 为出席会议或缺席的代表团提供一个随时可用的工具.使它们能够准确地 

知悉某一次会议的全部发展过程并以之作为它们向首都报告的基础•
3 8 .另一方面，录音带提供了所有会议的遂字记录；这些录音带几乎立刻就可 

获得；至少在原件语文上无可争议是确切可靠的；既容易复制 . 又可取回；并且只 

需要很小的炉存空间.
3 9 .该报告也载有编制遂字记录和筒要记录的全部费用以及总部所有会议室的



中央录音系统操作的费用。 这些数额显示录音的费用只是编制书面会议记录费用 

的一小部分，

4 0 .秘书处报告也审査了在编制和及时发行书面记录方面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虽然遂字记录的印行通常都没有太长的耽摘，所有正式语文的筒要记录的发行则有 

相当长的延误- 这减少了它们在上述用途上的价值：《 这些延误是由于中央文件管 

制部门面临H益增加的工作负担，这些部门为了避免访碍政府间机构的工作，必须 

优先处理会前和会期文件，而非处理筒要记录，

41.弓I起委员会注意的男一个问题是关于简要记录的质量.简要记录以其性质 

来说 . 也许不能够表达一项发言中所载的杰出论点， 掘告也指出录音带可能在语 

言上有不正确或不准确之处 . 因为是由原文口译而成，所以可能不构成理想的真正 

记录， 此外 . 录音带实际上不能编辑，

4 Z 最后，该报告审查了在编制记录方式和选择有资格编制记录的机构方面有 

别于当前制度的其他办法， 关于编制方式的改变 . 联合检查组关于文件的管制和 

暇制的报告（A X 3 6 / 1 6 7 )曾建议在三种可能的多语文逐字记录中采用一•种.以取 

代目前以一个机构的所有正式语文友行记录的办法， 委员会怀疑联合国会员国是 

否可以接受任何多语文制度，因为那将是以一个更复杂的制度来代替目前令人满意的 

制度，前者由于必要的语文选择，对代表团来说也较不便利， 委员会并指出，采 

用多语文制度并不能节省开支，因为仍然必须保持所有正式语文的遂字记录工作. 
委员会不认为对多语文遂字记录作任何进一步的考虑会有什么好处/

4 3 .但是关于筒要记录，委员会表示一个在资格方面较有限制的政策既可节雀 

开支又能改善其他文件的发送 . 委员会认为 . 1 9 8 0 年大会所有附属机构实际 

上都没有编制筒要记录，这并未导致各有关机构在效率上的任何可观损失或对后来 

在大会会议上审议的有关问题造成不利影响， 委员会也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最近进一步大量限制它自身和它的附属机构编制简要记录的行动也着重显示这个方 

法是切合实际的， 然而委员会强调.未来限制向大会各附属机构提供筒要记录的



政策应该不对不再有资格编制这种记录的机构的业务工作发生不利影响.并须设想 

其他途径来满足各代表团的需要和关注*
4 4 关于哪些机构应有资格编制简要记录的问题，委员会认为没有理由背弃它 

先前的建议，即只有下列机构应有资格编制筒要记录：

( a ) 当前的大会，各主要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

( b ) 某些联合国机构和方案的理事机构的常会和特别会议（列于下面第十一章 

第 8 5 段，第 6 项建议，附件）；

( C ) 为宣布志愿捐助而设立的认捐会议或特设机构会议；

( d ) 从事起草国际法律文书的机构；

( e ) 负有立法和执行责任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但这些机构的附属机构除 

外. 委员会认识到大会可能愿意特别授权为其他机构制作筒要记录，但无法确定 

可证明这种进一步的例外有其理由的标准。

4 5 .会议委员会关于提供筒要记录的任何新政策应暇于一个为期三年的试验期 

间，以便能够充分评价对于不再收到筒要记录的附属机构工作的影响， 因此，大 

会在审议 1 9 8 6 — 1 9 8 7 年方案预算时必须审査该政:策， 在这段试验期间内， 

委员会提议有关机构的报告制度应予调鉴以弥补筒要记录的从缺.以便充分反映实 

质讨论和程序讨论的要点. 委员会强调不应让这种调整造成一个情况. 即委员会 

的报告实际上取代了书面会议记录. 就此而言，会议委员会也建议大会敦促所有 

没有资格获得书面会议记录的附厲机构严格遵守目前关于指告的形式和内容的指导 

方针， 那些方针旨在鼓励明确精筒地提供资料；大会需要这种资料来对各附厲机 

狗进行有意义的审查并且依据它们的建议采取行动。

4 6 .这将更难使报告限于3 2 页，特别是在例如有些机构通过一组已远超过32  
冗的决议和决定草案的情况下。 委员会同意这些机构无须试图恪守刻板的页数眼 

制 . 而应在实质性秘书处的协助下，继续不断地审查它们报告的内容，以期遂步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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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其报告的长度 . 委员会也认为，为满足代表团的需要，应增加使用录音设备一 

这是大会在1 9 7 5 年核可的一一以补充各机构的报告， 在这方面，扩大使用磁 

带记录并改善代表团取得磁带记录的机会将是极为重要的，

47.关于向在公认的联合国各会议中心以外的地方举行的机构会议提供会议记 

录的问题 . 委员会向大会建议 . 依照大会 1 9 7 5 年早先的建议. 那些有资格收到 

所有会议或部分会议的会议记录的附属机构 . 除了国际法委员会之外，应该只有在 

大会特别作了这样的决定时才能收到记录， 这项建议是因为认识到在已设立的总 

部以外的开会地点以正常的方式提供简要记录. 由于必须派遣为数很多的特别工作 

人员，以致造成相当大的额外费用负担， 此外，总部派出这些工作人员后，也会 

造成行政上的混乱 . 胆碍了例行工作的进展，

4 8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会议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一项关于为大会各附厲机 

构制作会议记录的决议草案，该草案将把以上段落中的建议纳入一项决议中，并将 

现行作法与规则合而为•一， 该项决议草案载于本报告第十一章第8 5 段，第 6 项 

建议《

4 9 .会议委员会在审议会议记录的同时 . 也连带要求并获得一项关于截至1 9 
8 2 年为止的一切正式记录定本发行情况的秘书处说明（A /iC .  1 7 2 / 7 0  X 它 

注意到从 1 9 7 3 年 到 1 9 7 6 年这段期间 . 发生了积压的现象，因此秘书处做了 

若干变动以确定制作这类记录的最佳方法， 委员会注意到秘书处的说明以及秘书 

处代表关于将作出特别努力 . 以尽快充服目前积压情况的保证，

B . 联会检查组关于文件的管制和限制的报告

5 0 . 大会第3 6 / 1 1 7 A号决议决定把联合检查组关于文件管制和限制的报告， 

( A / 3 6 / 1 6 7 ) , 连同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意见（A / 3 6 / 1 6 7 / A d d . i )和秘书长的 

意见（A / 3 6 / l 6 7 / A d d . 2 ) , 交给会议委员会作进一步审查0



5 1 , 会议委员会遂项审议了联检组提出的1 8 项建议，同意第1 、 3 、4 、8 、

1 0 、 1 2 、 1 3 、 1 5 、 1 6 、 1 7 和 1 8 项建议符合秘书处目前的作法并反映 

了现行规定已述及的程序。委员会不能赞同第2 项建议，该建议要求发出另一份文 

件，审查对3 2 冗规则的遵循情况：委员会认为，如果这样做将增加文件负担，却 

未必会影响对该项规则的遵循；无论如何，秘书长要求秘书处发出的文件最高页数 

的限制应从3 2 页减至2 4 页，这已取代了该项规则。

5 2 . 关于提出有关编制书面会议记录的第5 、 6 和 7 项建议，委员会觉得上述 

它对这个问题的全面审议已充分考虑到联检组所关心的问题。

5 a 联检组在第9 项建议中建议应将会议委员会的名称改为会议和文件委员会  ̂
委员会认为它目前的名称已建立了独特性，把名称加长并不会增加这个独特性。

5 4 . 第 1 1 项建议呼吁联合国各组织考虑掛酌情况采用一项文件暇额办法。就 

此而言，委员会回顾它在1 9 7 9 年曾审议这个问题，当时它作了如下的报告：

" 由于各国代表团对限额制度的得失利弊存有基本分彼，有几个代表团怀 

疑是否应对这♦制度继续讨论下去。有些代表团赞成对联合国会议采行限额办 

法。最后，委员会指出，应按照秘书处的提议，注意于拟订和应用一系列措施， 

来提高本组织会议活动的效率；同样重要的是，秘书处应继续有效管理现有资 

源并不断加以改善。因此，委员会今后可以集中注意力于确保加强严格遵守已 

获得大会认可的规则，并制订一系列属于限制性而非强制性的一般性综合措施。" 
( 参看A / 3 4 / 3 2 , 第 4 7 段 ）。

委员会觉得没有理由修改这些结论。

5 5, 联检组第1 4 项建议呼吁联合国各组织在其在职训练方案中提供起草技术 

和编辑方面的课程。会议委员会注意到这项建议并回顾它自己前些年对这个问题的 

建议，重申这种方案对于改善工作人员并因此提高联合国文件的质量而言，非常重 

要。会议委员会建议大会考虑到上述意见，注意联检组关于文件的管制和限制的报 

告以及行政协调会和秘书长对此提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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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各条约机构的文件

56. 大会第 3 6 / 1 1 7 C号决议请各条约机构的高级人员同会议委员会主席缕商 

管制和限制文件的可能措施并请所有机构通过会议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报 

告它们已采取的实际措施。

5 7 . 会议委员会代理主席于1 9 8 2 年 4 月 2 0 日致因人权委员会和消灭种族

硬视委员会主席，信中提请他们注意大会的行动并在这方面提供咨询意见0 在通过
\

本报告时，这两个机构都未答复会议委员会的提议。

D. 复制和文件分发事务

5 a 大会第 3 6 / 1 1 7 A号决议请会议委员会梭查秘书处复制和文件分发单位所 

采办法和政策，以期查明可以在哪些方面实行节约和改进效率。

5 9 . 委员会收到秘书处的一份说明（A/AC.  1 7 2 / 7 3 ) , 它叙述秘书处目前在 

分发正式文件方面所采政策并提供近年来秘书处分度科实际工作量的统计数字。这 

份说明载有关于文件印制总数和会议室所获得的复制本数目。它也审查文件印发单 

位的储存政策并审查总部复制科的工作和成绩。

6 0 . 会议委员会注意到这份文件。它在现阶段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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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对联合国进行中工作方案的特别审查

6 1 . 大会第 2 6 / 2 3 9 号决议第3 段请会议委员会审查秘书长关于对联合国进 

行中方案的特别审查的报告（A / 3 6 / 6 9 8 )内与会议事务及文件管制和限制有关的 

建议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6 2. A / 3 6 / 6 5 8 号文件附件二在第2 9 款 ，会议和围书馆事务内列出对于下 

列可能被认为低度优先的活动的可能修改：

( a ) 取消经济及社会理建会和大会各附属机构的书面记录；

( b ) 取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会期委员会和大会各主要委员会的简要记录；

( C ) 严格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会和大会各附属机构的报告最多不得超过3 2 頁；

( d ) 将秘书处发出的任何文件页数的最大限度从3 2 页降低到2 4 页。

6 a 关于(a)和(13)项建议，会议委员会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最近在两年试验 

期间内停止向几乎所有它的附属机构和会期委员会提供筒要记录的行动。关于大会 

及其各附属机构，委员会在仔細审查所涉及的所有问题（参看上面第五章）后，作 

出结论，表示它不能赞成完全取消所有书面会议记录。但它推荐在本报告内向大会 

提出的决议草案所载的修改政策（参看第5 项建议）。

6 4 . 关于(C)项建议，委员会回顾大会在第3 6 / 1  17A号决议第二节第5 段中已 

请大会各附属机构确保它们的报告尽量筒短，不要超过 3 2 页。基于对大会各附属 

机构和经济及社会理♦会 1 9 8 0 年和 1 9 8 1年的报告长度的分析，会议委员会 

作出结论，认为必须灵活执行这项规则。有些报告报紧凑，不能很容身地缩短0 有 

些报告只不过是以另一小面目出现的倚要记录。秘书处显然有责任使后一类报告采 

取较有用的形式。为协助这方面的努力并且为了促进各附属机构起章报告的工作， 

委员会在本报告内提出的关于提供会议记录的全面决i义草案（參看第5 项建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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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这类报告所应载有的若干组成部分和资料。

6 5 . 关于(d)项建议，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于1 9 8 2 年 2 月 2 4 日所采取的行 

动 （参看 S T / A I / 1 8 9 / A d d . 2 0 / R e v .  1 ) 已执行了该建议。

6 6 . 因此，委员会愿通知大会，对于秘书长关于对联合国进行中方案約特别审 

查的报告（义/ 3 6 / 6 5 8 ) 所载各项建议，都已采取适当行动。委员会强调这并不表 

示那些建议都已交付执行：政策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向来是报大的*关于提供会议记 

录，委员会请大会参考它在上面第五章内所提出的全面建议*



第七章

本组织对会议服务.设施和文件的未来需要

6 7 . 大会第3 6 / 1 1 7 A 号决议第一节第9 段请秘书长通过会议委员会向大会 

第三十七庙会议提出一项有系统地逐步更换和改进联合国总部各会议室的电子设备 

的方案。

6 8 . 委员会的审议是根糖秘书处的一项报告（A/C. 5 / 3 7 X 2 ) ,该报告提出有 

关大约在/V年期间内进行的现代化方案的各项提议的大纲*在本两年期余下的时间 

肉，秘书长提议：

(a) 在第7 会议室装设一个复式会议系统，包括改进音同设备，以提供阿 

拉伯语文服务，在代表的桌上、口译工作间、控制间以及其他与会者使用的收 

听台装设新设备；

(b) 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厅装设同第7 会议室一样的系统；

( C ) 在大会堂的口译工作间和讲坛装置新设备，

6 9 . 委员会欣悉秘书处告知在现有预算经费中有足够的资源提供资金进行这些 

改进借施》 因此，委员会赞成秘书处的说明中所提出的现代化方案，

7 0. 委员会还建议大会应请秘书长向大会提出关于在下一个两年期内更换设备 

和更新的分期方案的进一步提议*



第八章

联合国系统内的会议协调工作

7 1 . 会议委员会在其1 9 8 1 年会议期间已决定推迟审议秘书处关于联合国系 

统其他各组织在有效率和效用地利用会议资源方面取得的经验的一项报告（A/AC.
172 /160 I 它当时请秘书处提出一份对联合国系统各组级采取的各种措施的分析 

捕要，说明哪些是和联合国秘书处业务有关的措施，哪些是已被应用的惜施以及在 

它看来1以乎不可行的措施。 ( A/3 6 / 3 2 , 第 7 5 — 7 8 段 ）

7 2 . 会议委员会收到了它所要求的分析摘要（会议室文件1 9 8 2 / 3  ) , 这 

份摘要的重点是搂在两个主要领城， 即会议方案的管理和文件的管制与限制。这份 

文件并指出联合国系统其他各组织采取的行动是否已被它们各自的秘书处或它们的 

政府间机构所采行。最后，该文件对于种种措施是否适用于联合国及其秘书处也提 

出了意见，

7 3 . 会议委员会注意到AXAC. 1 7 2 X 6 0 号文件和与其相关的分析摘要，并决 

定将来审豐这个问题。



第九章 

会议资源的利用 

A . 会议事务费用的计算与提出

7 4 . 大会第3 6 / 1  1 7 A号决议第三节请秘书长向会议委员会及行政和预其问题 

咨询委员会提出一份练合分析，阐明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1 5 3 条规定编制的所涉 

行政和经费问题说明、会议事务费用综合说明和方案激算中在计算和编列会议事务 

费用方面所用的现行预算编制技术，并请这两小机构就它们各自主管的领城向大会 

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适当建议》

7 5 . 委员会的审议是根据秘书长的报告（A/AC 1 7 2 X 7 5 ) ,该报告载有应其 

请求对目前程序所作的分析，要点叙述如下：

( a ) 在有关的实质机构一级上，提出一项说明，表明会议的全部费用； 

m 在第五委员会一级上，提出一项说明，表明：

( 1 ) 在非会议事务活动方I f所需增加的任何经费净额，例如，代表或实质 

性工作人员的旅费 . 设爸、通讯费用；

( 2 ) 正在审议中的提议的全部会议事务费用，但在该阶段上不要求增加这 

些事务的经费；

( C ) 大会在本届会议快结束时，将提出一项综合报告，遂项开列本年所作的一 

切实质性决定的1古计会议费用。这项报告说明这笔费用有多少可在现有资源内勾支 

以及总部、日内瓦或维也纳各组织单位按照大会通过的会议日历，负责在即将来临 

的财政年度内向订正的会议次数提供服务所需增加的经费净额。

7 6 . 在讨论时，委员会各成员认为，该报告虽然明确而有用，并未谈及是否可 

设计一项提出会议事务估计费用的改良办法或其他办法以及如何设计此一办法以便



能够更合理地判断实际会议事务费用的问题。 目前是在一个政府间机构决定召开特 

别会议时，采取全额费用方法来1 古计实际的会议事务赛用* 但委员会认识到大会的 

要求并未具体地索求这种资料，但委员会认为行预咨委会和秘书处最好採讨这种可 

能性。

7 7 . 在分析目前的制度时，会议委员会各成员对于大会届会期间发表的所有涉 

及经赛间题的说明内会议事务费用的累积佑计总额和秘书处在大会届会快结束时提 

出关予向该年会议日历提供服务所要求的实际经费之间的5 对 1 的比率，特别感到 

惊异. 姿员会也注意到有第三个可能确认会议♦务赛用的办法，亦即在形式上采用 

提出方案预算各款时所采用的事后分配会议事务费用的办法，

7 8. 委员会觉得当前程序的一项缺陷是未必一定能够对其他期间或在特定开会 

地点以外的地点召开会议所涉及的这际费用作出判断 .
7 9 . 总的来说，委员会认为，探讨这类问题和评价当前方法的优劣和利弊或甚 

至建谈特定的调整措施都超出它的任务范a l与能力. 因此委员会表达它的结论，作 

为行激咨委会审议秘书长的报告的一项投入。

B o 联合国会议设施的使用

80. 会议委员会在1 9 8 2 年的组织会议上请秘书处提供有关非联合圓系统各 

组织使用会议设施条件的资料，

8 1 . 委员会注意到，将会议设麓，即房地和会议服务，分配给不属于联合国系 

统各组织使用是按照1 9 8 1 年 1 2 月 1 0 日第S A / A I / 2 8 2号行政通知的规定办 

理的 . 该项文件所订基本政策是Ï 联合国会议设施借给外间组织为某一问题便用， 

其目的必须符合联合国宗旨和目标而无商业性成分为眼* 每次借用必须通过请求， 

如系联合国召开或主办的非政府组织会议，则由秘书处负责官员申请，如系联合国 

常驻代表团观察团主办则由代表a 或观察a 申请. 但是，此种要求只有有适当设 

施可以提供，而联合国其他正式会议和工作又不需要时才允出借，因为联合国正式 

会议和工作随时都有优先权，



第十章 

其他事务

s a 委员会在第一系列实务会议上同意在其议程上增列一小标题为" 大会一般 

辩论发言人登记程序" 的项目.
s a 关于这一点，有人指出，并非所有代表团都接到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和专 

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次特别届会一般辩论登记发言所需遵守的程序• 又有人建 

议，名单本身，象过去一样，应该公开，升由所有代表® 审阅， 有的代表团认为， 

这一问题的审议不在委员会任务范围之内，因为秘书长决定每年有关程序；别的代 

表团则认为登记发言是一种会议事务，完全在委员会任务范围之内•
8 4 在后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接到通知说，盤个程序已由秘书长办公室研究中， 

在适当期间内，将同各代表团咨商，以便将来采用一项改善的程序， 在本报告完 

成时，此种咨商尚未进行•



第十一章 i
会议委员会所提碑议慨要 

8 5 , 会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如下：

建议 1
会议委员会建议，大会授权联合国对国际法的讲授、研习、传播和广泛了 

解的协助方案咨诗委员会在双年的1 2 月，单年的 1 0 月举行其未来会议（见 

第 2 9 段 ）■
建议 2

会议委员会建议，大会授权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董♦会在每年大会经常届会 

开始前一星期举行会议 ( 见第 3 0 段 ）•
建议 3

会议委员会建议,大会核准第 V/AC。1 7 2 / 8 2 ^ 3  A m e n d ,号文件所载联 

合 11 1 9 8 3 年会议时地分配表订正草稿（见第 3 2 段

建议 4
会议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见第 3 4 段 ）.

" 大会,
" 回顾其1 9 8 0 年 1 1 月 3 日第3 5 / 1 0  C号 和 1 9  8 1 年 1 2 月 

1 0 日第3 6 / / 1 1 7 © 号决议，

" 核 可本决议附件所载联合菌特别会议秘书处组织的准则•

附件

联合国专题会议秘书处组织准则

1 .  一个政府间机构一经决定召开一个专题会议，秘书长应即在秘书处一



级上设立一个会议管理委员会， 该委员会应在会议筹备阶段指导并协调秘 

书处的一切活动；会议结束之后，应就会议的成就和问题编写一项综合而且具 

有批评性的评价 .
2 。委员会由负责筹备和组织会议,包括其后勤安排的秘书处各郁厅所嚴 

代表组成，在筹备期间应经常集会，由秘书长特别代表或经任命的会议秘书长 

或执行秘书担任主鹿》

3 。委员会在规划筹备过程中，应运用有训练的管理技术，为部门间的活 

动和会议的鉴个筹备工作作出详细的规划、安排、监察和协调.
, 4 . 委员会应为机关间协商工作及早规定办法，以确保联合国系统各有关 

组织都有机会向特别会议的具体筹备工作提出貢献 . *
5 。委员会负有责任，就会议筹备情况，包括所有财务、行政和组织安排、 

实务和方案事务，向政府间机构编送进度报告.
6 。为了增加国际支持会议目标以及♦取联合国体制以外有效后续行动的 

可能性，委员会应掛酌情形拟订提议使秘书处以外的参与者得参加工作 .
7 。委员会应及早按照大会第3 6 / / 1 1 7 D 号决议的意图，在计及现行所有 

眼制和管制文件的规则和指示之下，拟订一些提议使文件的需要与会议的宗旨 

相配舍， 委员会应在经常基础上进一步监察所有文件计划执行工作，特别 

是关于及时提送文件的工作 .
8 。会议结束之后，委员会应向会议委员会提出报告，对委员会，备加召 

开会议所得经验作出评价，并酌情提出今后改进的建议，

9 。如果应一个东道国按照大会第3 i / 1  4 0 # 决议提出邀请，提议在联合 

国总部以外地点召开特别会议，委员会就应确保尽早振遣一小与东道国协两组

又 见 " 准则 " 第 1 5 段 .



成的规划和审查特振团前往该国， 委员会应根据特振团调查结果最好在东 

道国愿意担任东道的意思正式提出并经正式接受之前，编好详细费用和服务世 

计和该有关政府讨论，

1 0 . 委员会应在适当情形下确保及早作出安排，以便联合菌与东道国之间. 
缔结 一 项协定。

1 1 . 所有服务会议的需要应尽量节省经济，并在实际和详细的基础上作出 

决定，最好在委员会设立时就作出这种决定，

1 2 . 按照大会第3 5 / 1 0 C号决议规定，专题会议秘书处在可能范 i f 内应由 

现有秘书机构兼任并报据任务上有效执行的齋要，临时加振工作人员协助，顾 

到必须混合利用技术、实务、行政和会议服务的各种技能》

1 3 . 同主管政府间机构咨商，订立所有参加专题会议筹备和服务工作的秘 

书处单位的员额需要标准，并经常予以复核，

1 4 服务于政府间会议，包括专题会议的秘书处工作人员，其职业发展应 

予有系统地进行，并应提供有关训练工作， 这种工作人员然后才能指派到他 

们所选活动或与他们专长的主题有关的定期会议去，

1 5 。如果是讨论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联合国会议，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 

事也可成立一个指导委员会，由其担任主居，并由所有最直接有关的联合国实 

务部门的主管参加，就影响具体领导会议筹备的主要政策问题提供指导，特别 

要确保筹备工作同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订•-般战略和优先协同一致，并 

确保这婴工作与联合圓系统所从事的活动取得实务协调，"



建议 5
会议委员会建议大会决定，在接受举行专题会议的东道国的邀请之后，东 

道国政府向联合国预付应由该政府承担的额外费用佑计总额的一都分，充早期 

筹备工作，特别包括规划和审查特派团的费用之用》 ( 见第 3 5 段 ）

建议 6
会议委员会庭议，大会通过下列決议草案（见第 4 8 段 ）。

" 大会 ,
其 1 9 6 7 年 1 2 月 8 日 第 2 2 9 2 ( 又又工工）号、 1 9 6 9 年 1 2 月 

1 1 曰第 2 5 3 8  ( X X I V )号、 1 9 7 5 年 1 2 月 8 曰第 341 5 ( XXX)号、1 97 8  
年 1 2 月 1 5 日第3 3 / 4 1 揚 、 1 9 7 9 年 1 1 月 2 3 日第3 4 / 5 0 号、1 9 8 0  
年 1 1 月 3 日第3 5 / 1 0 B 和 1 9 8 1 年 1 2 月 1 0 日第36^^117 A 和 D号各项

决议，

" 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1 9 7 9 年 8 月 2 日第1 9 7 9 / 6 9 号决议和 

1 9 8  2 年 2 月 4 日第1 9 8 2 / 1 0 5 号决定中所采行动，

" 1 , 重申任何联合国机构的同一会议均不得兼有遂字记录和简要记录 ;
" 2 .  为大会，各主要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提供会议记录的现有安播；

" 3 . 决定在三年实验期间内 , 除下列机构外，任何大会附属机构均不得要 

求淘要记录：

( a ) 国际法委员会；

(■b)联合国国际货易法委员会；

( C ) 和平使用外层空间姿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

(引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亭会；

" 4 , 决定继续向本决议附件第1 段所列联合国各机构和各计划署理事机构

的常会和特别届会以及向各国为宣卞自愿摘款所丧专设机构的认捐会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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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要记录，并决定它们的任何附属机构不得沿用此项权利；

" 5 . 又决定 , 给予上文第3 、第 4 两段所列附属机构的例外，将不适用于 

它们的任何附属机构；

" 6 , 重申任何进一步的例外将需大会在其有夫決议或决定中予以明白认可 ;
“ 7 . i 所有有权使用书面会议记录的附属机构将它们需要此种记录的要求 

降至合理的最低限度，如属可能，免除使用或广泛使用录音设施；

" 8 . 肯定不向专题会议及其筹备机构提供简要记录, 但法律编暴会议应视 

情况决定其需要；

" 9 ，决定那些有权收受所有或某些会议书面会议记录的附属机构,如果在 

4关合国认可的会议中心以外开会。必须凭大会就个别情形作具体决定才收到此 

种书面会议记录；

" 10. 秘书长为依照本决议规定不再享有书面会议记录的机构的一切会议 

录安排适当语文的录音记录，使有关代表团能够按照秘书处既定惯例，便千使 

用录音带；

" 1 1 ,认可本决议附件第2 段所订附属机构有权使用遂字记录的现有规定， 

并重申除非大会在有关案文中明白核可者外，任何其他附属机构均不得享有收 

受逐字记录的权利；

" 1 2 ,促请所有无权享受这方面会议录的大会各附属机构, 遵守大会在第 

3 4 / 5 0 号决议中核定的有关报告格式和内容的现有准则，这种准则的目的在 

促使向大会提供所需要的简单明了的资料使报告的内容不超越下述范围，以便 

大会能够有意义地审查附属机构的工作，并板提它们的建议，.采取行动：

( a ) 建议请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于必要时附带提出支持 

或反对建议的扼要说明；

(功值得大会特别注意的事项；



( c ) 酌情说明表决的详细经过；

( d ) 不需要大会采取行动而只与附属机构本身活动的程序有关的决定；

( e ) 工作安排和开築词慨要；

" 1 3 .请收受书面会议记录的附属机构避免在其振告中列入讨论的筒要说明， 

改用只提及有关会议记录的办法 , 除非此项倚要说明是上文第1 2 段(a), (13)和 

(d)所指各项说明不可缺少的一都分；

" 1 4 ,重申附属机构，特别是收受书面会议记录的附属机构应作出努力，将 

它们报告的页数适当地在保持在三十二页之内。

附件

有权要求简要记录或遂字记录的机构

1 . 下列联合国机构和计划署的理事机构有权收受简要记录：

a )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董亭会（以英文为限）；

b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委员会；

C ) 联合国难民亭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

d ) 联合国开发计戈y署理事会；

e ) 工业发展理事会；

Î ) 贸暴和发展理事会。

2 , 下列大会附属机构旧权收受遂字录：

a ) 要求履核行政法庭所作判决的申请书审査委员会；

b ) 和平使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C ) 裁军审议委员会；

d ) 给予殖民地@1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设委员会；

e ) 调査以色列侵略占领区内居民人权的措施特别委员会（以听取证



言为暇）；

( f ) 联合国行政法庭（以举行公升时发言人的语文为眼) 。

遂字记录又供给载军谈判委员会（但有一项了解，委 g 会收到的是有关代 

表团发表和已经査对的全文遂字记录，但不使用遂字记录员）和为纪念大 

会宣告的国际团结日而举行会议的大会附属机构。

建议 7
会议委员会建议，大会注意联检组关于文件的管制和限制的报告2 、行政 

协调委员会 3 以及秘书长就此问题的意见，并计及会议委员会在本报告第47  
段至第5 2 段的意见（见第 5 5 段 ）。

建议 8
会议委员会建议，大会赞同秘书长报告5 所载有系统地邀渐替换和更新联 . 

合国总部会议室的电子设备方案，并请秘书长为下一两年度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 见第 6 9 和第 7 0 段 ）。

2 A / 3 6 / 1 6 7 。

' A/ 3  6 / 1 6 7 /A d d .  1 
* A / 3 6 / 1 6 7 y A d d .  2
， A /c .  5 / 3 7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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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秘书长向会议委员会组织会议发出书面致词

1 . 我担任新职后令我首先关心的亭项之一，是需要有新的> 更有决心的努力 

去控制那些日渐访碍有效地替联合国各种会议服务的因素。 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 

努力不断受到各种问题的胆使，最显著的是文件数量曰有增加，文件流量不能保持 

平衡。 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除了会议的次数少一点，并且要少开会以外，还需要 

文件精简、对题，而且要准时印发，便会议更有效率，我认为会议委员会是我们应 

付这些问题的自然伙伴，理想助手，单单一个秘书处是不能挽救这种情势的。 会 

议委员会的各项任务，特别是编制一个行得通的会议日历，设计并鉴察推施去管制 

和限制文件的权力，便它有独特的能力去发挥它的任务。

2 . 我不仅要吁请你们与我继续合作，而且要向你们宣布，象我已经向经济及 

杜会理事会宣布一样，就文件问题而言，我准备采取一些新的措施• 我打算发布 

一项指示，而且立即生效，规定所有由秘书处散发的、面向行动的文件，其最多页 

数将自3 2 页降至2 4 页。 当然单凭这一措施不能直接便联合国文件的总数量减 

去 四 分 之一，但是无论如何，它是有重大影啊的 ， 这是给其他有关当事方面的一种 

信号，一种劝导，请他们照样办理。 另一办法是对交送会议事务部处理的文件在 

现划和提送时间方面采取一项新的，比较有纪率的制度。 为此目的，我个人打其 

要求各代表团团长和所有使用秘书处设施的各组织首长予以支持。



1 9 8 2 年印发文件一览表

AXAC
A/AC.
A/AC.
A/AC.
AXAC

玉 _ _ f _
1 7 2 / 6 6
1 7 2 / 6 7
1 7 ^ / 6 8
172X 69
1 7 ^ / 7 0

A/AC 1 7 2 / 7 1

A/AC 1 7 2 / 7 2

A/AC. 1 7 2 / 7 3  

AXAC 1 7 2 / 7 4  

A/AG. 1 7 2 / 7 5  

AXAC 17 V 7 6

日 期

1 9 8 2 年 1 月 2 0 日 

1 9 8 2 年 2 月 4 日 

1 9 8 2 年 2 月 1 1 H 
1 9 8 2 年 2 月 2 6 H

1 9 8 2 年 3 月 2 4 日

联合国 1 9 8 2 年会议日历 

会议委员会成员名单 

临时议程

附加注释的临时议程 

文件的管制和限制：正式记 

录的印发

1 9 8 2 年 3 月 2 3 日 1 9  8 2 — 1 9 8 3 会议日

历：文件服务的能力与会议 

方案间的关系

与 1 9 8 2 年会议日历有关

的事项：印度洋问题特设委 

员会

文件的管制和限制：复印和 

文件分发服务

大会附属机构会议的简要记 

录

会议服务费用的计算和提出 : 
预算技术的分析

与 1 9 8 2 年会议H历有关

事项一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

1 9 8 2 年 4 月 2 H 

1 9 8 2 年 5 月 4 日 

1 9 8 2 年' 4 月 3 0 H 

1 9 8 2 年 5 月 4 日



A/AC. 1 7 2 / 7 7  

A/AC. 1 7 2 / 7 8  

A/AC 1 7 2 / 7 9  

A/AC. 172X80  

A/AC 1 7 2 / 1 1 0 ' /
1 9 8 2 / 1  

A / 3 7 / 1 12

A /3  7 / 1 1 2 / A d d  1 
A/C. 5 / 3 7 / 2

1 9 8 2 X 1 号会议室

文件

1 9 8 2 / 2 号会议室 

文件

1 9 8 2 X 3 号会议室 

文件

1 9 8 2 年 5 月 1 2 日 

1 9 8 2 年 5 月 6 日 

1 9 8 2 年 6 月 1 4 H 

1 9 8 2 年 7 月 3 0 日 

1 9 8 2 年 4 月 2 7 日 

1 9 8 2 年 3 月 2 3 H

1 9 8 2 年 8 月 1 8 日 

1 9 8 2  年 8 月 4 H

1 9 8 2 年 3 月 4 H

1 9 8 2 年 4 月 2 H

1 9 8 2 年 4 月 1 2 日

#  题 

促进发展财务制度问题特设

政府间工作组—— 科学和技

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核定的 1 9 8 2 年会议H历

在闭会期间的改动

联合国现行工作方案的审査

—— 义件的管制和暇制

核定的 1 9 8 2 年会议H历

在闭会期间的改动

联合国 1 9 8 3 年会议日历

的草稿

会议委员会1 9 8 2 年成员 

名单

联合检査组关于筹备联合国 

专题会议的秘书处组织和程 

序的报告

同上，秘书长的意见 

联合国总部会议室的电子设 

备

1 9 8 2 年会议H历有关的 

事项

会议资源的利用：联合国会 

议设施的便用

联合国系统内会议事务的协 

调



1 9 8 2 / 4 号会议室 1 9 8 2 年 4 月 1 3 H
文件

1 9 8 2 / 5 号会议室 1 9 8 2 年 4 月 1 4 H
文件 

1 9 8 
文件 

1 9 8 
文件 

1 9 8 
文件

1 9 8 2 年会议日历：配合

秘书处会议服务能力调整曰 

历

文件的管制和限制

2 / 6 号会议室 

2 / 7 号会议室 

2 X 8 号会议室

1 9 8 2 年 4 月 1 3 H  会议日历

1 9 8 2 年 4 月 1 4 H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1 9 8 2 年 7 月 3 0 日

1 9 8 2 / ^  9 号会议室

文件

1 9 8 2 年 7 月 3 0 日

1 9 8 2 - 1 9 8 3 年会议

日历一联合国特别会议的秘 

书处组织

会议委员会报告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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