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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

(a) 《联合国妇女十年后半期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

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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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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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本文件与1 9 8 2年2月1 5日分发，于1982年4月15日补充了最 

新资料（A/37/50/Rev. 1)的暂定项目表（A/37/50)相同，是根据大会程序 

和组织合理化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建议编制的；这个建议见大会1 9 7 1年1 2月17 

曰第2837 (XXVI)号决议，附件二，第1 7段⑽

2 .议事规则第1 2条所规定的临时议程将于198 2年7月23日印发0/37/ 

150)。

3. 根据第2837(xxvi)号决议，附件二，第17段⑹的规定，本文件的增 

编（Ay37/100ZAdd • 1 )将在本届会议开幕以前印发。

4. 第三十七扁会议订于1 9 8 2年9月2 1日星期二下午三时在联合国总部 

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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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加说明的项目表

i.伊拉克代表团团长宣布会议开幕

依照议事规则（A/520/Rev. 14)第1条规定.，大会常会每年自9月第三 

个星期二起举行。

议事规则第3 〇条规定，大会每届会议开幕时，在该届会议的主席尚未选出以 

前，由上一届会议主席所属代表团的团长暂时担任主席。所以，临时主席和上一 

届会议的主席不一定是同一个人• 4

2. 默祷或默念一分钟

议事规则第6 2条规定，在大会每届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刚刚开始和最后一 

次全体会议即将结束时，主席应请各代表默铸或默念一分钟。这一规定是在第四 

届会议的时候列入议事规则的（第362 (IV)号决议，附件一）•

3. 出席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各国代表的全权证书：

(a)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b)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依照议事规则第2 7条的规定，各代表的全权证书和代表团成员的名单应尽 

可能于每届会议开幕前一星期递交秘书长。 全权证书应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或外交部长颁发。依照议事规则第2 8条的规定，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成员共九 

人>在每届会议开始时，由大会根据主席的提议任命。向例，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 
在^一次全休会议一开始，尚未选举大会主席之前，就根据临时主席的提议任命的. 

全权证书委员会自行选举一位主席，但不选副主席和报告员。

全权证书委员会于工作完毕后，向大会提出报告。

4 关于主席的选举，见项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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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十五届会议时，•大会任命下列会员国为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成员：

中国、美利坚合众国、加纳、尼日尔、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荷兰 

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勒国联盟（第36/301号决定）.

在同届会议，大会通过了全权证书委员会的两份报告36/2A和B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4。选举大会主席

依照议事规则第3 1条的规定，大会主席由大会选举，其任期到他当选的一 

届会议闭幕时为止.依照议事规则第9 2条的规定，选举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 

举行，不采用提名候选人的办法。主席以简单多数票当选* 但是应当指出，自 

第三十二届会议以来，主席是以鼓掌方式选出，除了第三十六届会议外。

196蛛大会第tA®会议决定（第1990 (XVIII)号决议，附件，第1段），选 

举主席时，应考虑到必须根据公平地区分配原则，由下列各地区的国家轮流担任这 

个职位：

(a)非洲和亚洲国家；

⑼东欧国家；

⑹拉丁美洲国家；

(d)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第33/1 38号决议，附件，第1段）选举主席时，应 

考虑到必须根据公平地区分配原则，由下列各地区的国家轮流担任这个职位：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3 )的参考资料：

(a)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2 A/36/S17和Add. 1;

(切修正案：A/36/L. 2fPAdd. 1;

(c) 第3 6/A和B号决议；

(d) 全体会议：人/35/?乂34、35、95和10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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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非洲国家；

⑼亚洲国家；

⑹东欧国家；

⑷拉丁美洲国家；

(句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在附属机构的选举中，如候选人数与应填补席位 

相等，即不必进行无记名投票，这个惯例应订为标准办法，并应适用于大会主席的 

选举p但如有代表团特别要求对此项选举举行投票时，则不在此限.（第34/401号 

决定，第16段）.

大会历届主席的名单列在附件一.6 * 

5_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

依照议事规则第98条的规定，大会共设七个主要委员会。

第1 03 .条规定，每个主要委员会选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和报告员一人。 

此外，它还明白规定，选举应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举行，但如果只有一个候选人而 

委员会另有决定时，不在此限。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只有一个候选人，所以各主 

要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多半是用鼓掌方式选出。

此外，第10 3条还规定，提名每个候选人时，只准一个人发言，然后委员 

会应立即进行选举。

第9 9'条（甲）款规定，各主要委员会应在每届会议的第一个星期内，举行 

第1 0 3条所规定的选举。

6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4 )的参考资料:

⑻第36/302号决定；

⑼全体会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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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大錄十AS会议决定(第1990(XVIII)号决议，附件，第4段），主要

委员会的主席应按下列名额选出：

(a)非洲和亚洲国家代表三人；

⑼东欧国家代表一人；

⑴拉丁美洲M家代表一人；

(d) 西欧国家或其他国家代表一人；

(e) 第七位主席由上文⑹(d)两款所列国家的代表，隔年轮流担任。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第33/138号决议，附件s第4段）各主要委员会 

的主席应按下列名额选出：

⑻非洲国家代表二人；

⑼亚洲国家代表一人；

⑹东欧国家代表一人；

(d)拉丁美洲国家代表一人；

⑹西欧国家或其他国家代表一人；

(f) 第七名主席应由上文⑼⑻两款所列国家的代表隔年轮流担任。

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通常是在每届会议的第一天选出• 为了实际原因，各主 

席的选举都在大会堂举行，由大会主席主持.不过要注意：这并不是大会举行全 

体会议â而是七个主要委员会一个接一个举行会议《

然后，在每届会议的第一个星期内，选举每个主要委员会的两位副主席相一位 

报告员》

各主要委员会自第二十届会议起的历届主席团成员名单，列在附件二^ 7

7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5 )的参考资料：

(a) 第36^03^决定；

(b) 主要委员会会议：A/C.1/36/PV.1, A/SPC/36/SR.1, VC.2/36/SR.1，A/C.3/

36/SR.1, a/c.4/36/SR.1, a/c.5/36/SR. 1, A/C.6/36/SR.1;

(c) 全体会议：A/56/P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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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选举大会副主席

大会主席由2 1位副主席协助。副主席是会员国代表团团长，而不是以个人 

身份当选。大会曾经四次决定增加副主席的人数（第1104(XI), 

1990(xviii)和 33/138号决议）。

依照议事规则第3 1条的规定，副主席由大会选举，其任期到他们当选的一 

届会议闭幕时为止。依照议事规则第9 2条的规定，选举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 

举行，不采用提名候选人的办法。副主席以简单多数票当选。但是应当指出，

自第三十二届会议以来，副主席是以鼓掌方式选出，除了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对— 

个区域集团的选举为例外。

第3 1条并规定副主席的选举应在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选出后（见项目5 ) 

才举行，以确保总务委员会（见项目8 )具有代表性。

19鹏大会第十八届会议决定(第1990(OT)号决议，附件，第2段），副主 

席1 7人应按下列名额选出：

(a)非洲和亚洲国家代表七人；

⑼东欧国家代表一人；

⑻拉丁美洲国家代表三人；

(d) 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代表二人；

(e)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代表五人。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第33/13時决议，附件，第2和第3段）2 1 

位副主席按下列名额选出：

⑻非洲国家代表六人；

⑼亚洲国家代表五人；

⑹东欧国家代表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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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拉丁美洲国家代表三人；

⑹■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代表二人；

(f)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代表五人。

但大会主席选出后，主席所属地区的副主席名额应减少一名•

副主席的选举，通常是在每届会议的第一天举行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在附属机构的选举中，如候选人数与应填补席位 

相等，即不必进行无记名投票，这个惯例应订为标准办法，并应适用于大会副主席 

的选举，但如有代表团特别要求对此项选举举行投票时，则不在此限.（第34/ 

401号决定，第16段）

曾经担任过大会副主席的国家名单，列在附件三• 8

7。秘书长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十二条第二项提出的通知

《宪章》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当安全理事会对于任何争端或情势，正在执行 

《宪章》所授予该会的职务时，大会非经安全理事会请求，对于该项争端或情势， 

不得提出任何建议.

'依照《宪章》第十二条第二项鐘定，秘书长经安全理事会同意，应于每届会议时, 

将安理会正在处理中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任何事件，通知大会；于安理会停 

止处理该项事件时，也应通知大会。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 )的参考资料: 

(a)第 36/304f 决定；

⑹全体会议：A/36/PV.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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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9注意到秘书长的通知（A/3 6/5 0 3)，不加讨 

论（第36/436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一份说明•

8。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a)总务委员会的报告

⑼大会的附属机构

议事规则第1 2.条至第1 5条是关于常会议程的规定》

临时议程

依照议事规则第1 2条的规定，临时议程至迟于常会开幕前6 0天送交联合国 

各会员国。第三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暂定项目表（见第一部分，第1段）于1982 

年2月1 5日印发（A/37/50 )并于1 9 8 2年4月1 5日补充了最新的资料 

(A/^37/50/Rev. 1 )•第三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A/37/150)将于1 9 8 2 

年7月2 3'日印发*

议事规则第1 3条指出哪些项目应该或可以列入临时议程.

补充项目

议事规则第1 4条规定眹合国任何会员国、主要机关或秘书长都可以请求在议程 

内增列补充项目，但至迟须于既定常会开幕日期前3 〇天提出• 这些项目应开列 

补充项目一览表，至迟于该届会议开幕前2 0天分送联合国各会员国.

补充项目表（Ay37,200)将于1 9 82年8月2 7日印发•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7 )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说明：A/36/503;

⑼第36/436f决定；

㈧全体会议：A/36/P'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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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列项目

议事规则第15条特别规定：在常会开幕前3〇天内或在常会期间提请列入议 

程的性质重要和紧急的增列项目，如大会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会员国过半数作出决 

定，可以列入议程。

总务委员会审查议程草案

议事规则第3 8条至第4 4条是关于总务委员会的组成、组织和职务的规 

定。总务委员会由大会主席（兼任委员会主席）（见项目4和附件一）、大会

2 1名副主席（见项目6和附件三）和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见项目5和附件二）

组成，

总务委员会通常是在每届会议第二天集会，以便就议程的通过，项目的分配和 

大会工作的安排等事，向大会提出建议。为此目的，总务委员会将收到秘书长的 

一份备忘录，其中载有议程草案（临时议程、补充项目和增列项目），项目分配办 

法草案和一些关于会议的组织的建议。

在第三十七届会议，秘书长的备忘录将作为A/BÜIV 37/1号文件印发。

大会通过议程丨。

确定的议程、议程项目的分配以及关于会议的组织的办法，由大会以简单多数通 

过。

议事规则第.2 3条特别规定：大会辩论某一个已由总务委员会建议列入议程 

的项目应否列入议程时，发言赞成或发言反对者，各以三人为限。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8)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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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会程序和组织的合理化

1讲9年，大会第三竹9届会议》在总务委员会审查了秘书长关于大会程序和组织合理化 

的报告（A/3V320)以后，对会议的组织、主要委员会的工作，文件、、决议、会 

议规划和大会的附属机构申出了一些安排（第3 4/4 〇1号决定)这 

些安排载于议事规则附件六•大会在同一届会议特别设立了一个附属机构特设委员 

会，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主席的主持下，审查各附属机构是否必须继续存在的问

题，并就这个问题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建议，但有一项了解，特设委员会将 

在协商一致意见的基袖上行事（第3V401号决定，第35段）•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了附属机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A/35,45),特别 

宣布，除了一些例外情况，暂停设立新的大会附属机构一年为一项临时措施；决

定各种联合国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应由现有机关进行；决定为了以最有效方式利用 

现有的有限资源，大会附属机构各届会议的时间，要参照过去各届会议的经验，在 

可能范围内尽量缩短；请各附属机构作出更大努力在两年的基础上安排它们的会议;

10 (续）

(a)临时议程：Ay 3 6/150;

⑼补充项目表A/36y200/^ev. 1;

⑹秘书长备忘录：V<BüRy36/l;

(d) 总务委员会的报告：A，36/250勒Add. 1和2 ;

(e) 议程：A/351 和Add. 1 和2;

(f) 议程项目的分配：A/^6/^52和Add. 1和2;

(g) 会议委员会主席的信：A/36,537和Add. 1和2 ;

⑻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787;

(i)第3 6，117 A号决议和第36/401至36/403和^6/461号决定；

⑶总务委员会会议：A/BüR，36/SR. 1 — 4;

⑻第五委员会会议：A/C. 5/36/SR 55和60;

(1)全体会议：八，36/?又4、25、40和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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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会议委员会在制订今后各届会议的日历时，适当地考虑到上述各项规定；并决定 

在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本决议的执行情况（第35/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根据第五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第35/5号决议第1 

段所宣布的暂停设立新的大会附属机构的规定延长到1 9 8 2年年底（第36/117 

A号决议，第一部分）。

9。一般性辩论

每届会议开始时，大会以三个星期的时间作一般性辩论，由各代表团团长 

就大会所要处理的一切问题，说明他们本国政府的观点3

议事规则附件五第4 3段规定：在辩论开始后第三天结束时，截止愿意参加一 

般性辩论发言的人报名。

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一般性辩论一共占了 2 9次全体会议，（Ay 3 6/PV. 5至 

33 ),共有139人发言•"发言时间最短的是8分钟，最长的是8 2分钟，平 

均是3 5分钟a ,2

ia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 — —* - ■-

依照《宪章》第九十八条的规定*秘书长应向大会提送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年度 

报告.秘书长的报告根据议事规则第1 3条（甲）款的规定，列入大会临时议程-

大会通常是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不加讨论•

在第三十五届会议时，一般性辩论一共占了3 0次全体会议，有1 4 5人发

言.

在第三十五届会议时，发言时间最短的是1 1分钟，最长的是9 4分钟s平 

均是3 4分钟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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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第36/437号决定h 

在第三十七届会议，秘书长的报告将作为补编第1号（A/37/1 )印发.

11.茺全寧事_含—的_报告

依照《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安全理事会应向大会提送年度报告，

(见项目1 5(a))由大会依照《宪章》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加以审.良安全理 

事会的报告依照议事规则第1 3条（乙）款的规定，列入大会临时议程《

大会通常是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不加(书么不过在1971年和972^，A会fctÿÿ 

届和二十七届会议审议安理会的报告时，决定寻求会员国对于依照《宪章》的原则和规

定加强安全理事会效率的方法的意见（第2864 (XXVI )相篇2991 (XXVII >号 

决议）《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请安理会在审议依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相规定 

采取步骤加强其效率时，注意会员国响应上述决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 

勒建议载于秘书长关于这件事的报告（A/8847湘Add. 1, A/9143 )(第3186 

(XXVIII)号决议）_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回顾前三届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第 

3322 (XXI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14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关于1 9 8 0年6月1 6日至1981 

年6月1 5日的工作报告（第36/438号决定）.

15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〇 )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报告：补编第1号（V36/1);

⑸第3 6/4 37号决定；

(c)全体会议 s A/36/PV. 102L

u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1)的参考资料：

(a)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2号（A/36/2);

(b) 第36/438号决定；

(c) 全体会议：4/35/PV.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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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十七届会议时>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所述期间是1 9 81年6月1 6日至 

1 9 8 2年6月1 5日；这个报告将作为补编第2号（V37/2)印发.

12.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送年度报告（见项目1 5巾)），由大会依照宪章第 

十五条第2项的规定加以审查.理事会的报告依照议事规则第13条（乙）款的 

规定，列入大会临时议程•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所审查的报告，是关于理事会1 9 8 1年组织会议和1981 

年第一和第二届常会的工作• 15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A，37/3和增编）， 

此项报告后将作为补编第3号U/37/3/Rev.l )印发.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2)的参考资料：

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3号（A/36/3/Rev. i );

㈦秘书长的报告：

㈠ 1 9 8 .1年世界人口状况：A/36/117;

㈡向索马里境内的难民提供援助：A/36/136和Add. 1 ;'

㈢对付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以及基于种族上不容异己、 

仇恨和恐怖的其他一切形式极权主义思想和作法所应采取的措施： 

A/36/209 和Add. 1和 2 ;

㈣向吉布提境内的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A/ 36 /214 ;

㈤苏丹境内难民情况：A/36/216和Add. 1 ;

㈥ 1 9 8 0年动员发展中国家个人储蓄国际研讨会的结果：A/36/239;

㈦交换关于禁止使用的有害化学品和危险药品的资料：a/36/255; 

㈧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a/36/305;

㈨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A/3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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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各问题将在项目1 2下加以审议•其中包括大会特别要求提出的报告或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决定转送大会的报告•也包括理事会已向大会提出建议的事项•

,5(续）

㈩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A/36/355;

㈡向南部非洲难民学生提供援助：A/36/42 3;

匀联合国各机关、组织和机构对执行《拉各斯行动计划》的贡献： 

A/36/513；

(Î)联合国智利信托基金：A/36/560;

fâ)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内国家资源的永久主杈：a/36/648;

㈤危地马拉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A/36/705;

f±)关于齐亚德。阿布•伊恩先生的案件的人杈问题：a/36/855;

(c)秘书长的说明：

㈠ 2000年人人健康全球战略：A/36/148;

㈡世界旅游会议：A/3 6/2 36;

㈢南部非洲问题特设专家工作组的报告：A/36/354;

㈣改莓所有移民工人的境况并确保其人权和尊严的措‘施：A/3 6/38 3; 

㈤纪念《世界人权宣言》第三十i周年：A/36/500;

㈥受教育的权利：A/36/524;

㈦关于联合国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的瞢理安排的建议：A/36/540;

㈧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A/36/562;

㈨世界通讯年：A/36/585;

㈩保护智利境内的人权：A/36/594;

㈡萨尔瓦多境内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A/36/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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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通讯年

1 9 7 7年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宣布1978—198脾为“非洲运输相逋讯十年”, 

并要求秘书长同国际电信联盟相其他有关的专门机构协两，提出建议，将十年中的 

某一年定为世界通讯年，以备审议，并且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7 9年第二届常 

会提出一份报告，列出将在这一年中执行的措施和活动的详细计划（第32/160号 

决议）。 5

5(续）

(d)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6/691 和 Add. 1 和 2 和 Add. 2/Corr. 1;

㈣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36/792;

(f)第四委员会的裉告：a/36/681;

妬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787, a/36/8 11，A/36/834, A/36/843; 

㈨第 36/40 至 36/4a 36/5之 36/67、36/70、36/11 7A、36/151 至 

36/171、36/17& 36/174、36/176 至 36/17& 36/180 和 36/227 

等号决议；第 36/434 36/435* 36/440 和 36/450 至 36/452 箬号 

决定；

fi)第二委员会的会议：八/〇. 2/36WR. 4、7—1Q 16、la 2(X 21、25—2攻 

3之 3a 41、4之 45 和 46;

⑶第三委员会的会议：3/36^^.56-58^60—7(X 72和73;

⑻第四委员会的会议：a/g. 4/36/8R. 9-12;

⑴駕五委员会的会议：A/c1, 5/36/SR 66、67、7a 76、79、80 和 82; 

㈣全休合议•• A/36/?，/—. 64 7〇、84 101、103 和 10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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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7 9年第二届常会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n/1979/87)， 

决定把世界通讯年的范围、拟议活动方案和组织结构等问题推迟到理事会1980# 

第二届常会才作决定，并请秘书长就这些问题同各成员国协商，并向理箏会该届会 

议提出报告（第1 9 7 9/6 3号决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年第二届常会审议了秘书长载有所拟‘世界通讯年” 

活动方案的报告及对该报告提出的意见（E/1979/87, E/1980/65)之后，向 

大会建议，只要根据自愿捐款原则在经费方面作好必要安排，1 9 8 3年是庆祝 

“世界通讯年”的活动方案和范围应以国家和国际一级的活动为基础，并应把重点 

集中在通讯基本设施上（第1 9 8 0/6 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第1 9 8 0/6 9号决议中所 

扼要说明的关于为满足“世界通讯年”的需要而在方案、组织、协调和动员资源方 

面所作的安排；要求理事会在评价关于“世界通讯年”的筹备情况，特别是关于可 

得资金和围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巧能有兴趣的方案的报告之后，向大会第 

三十六届会议提出适当的建议（第3 5/1 0 9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i 9 8 1年第二届常会建议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宣布1983 

年为“世界通讯年：发展通讯基本设施”，但在最后决定通过之前应最后确定所有 

从自愿捐款中为世界通讯年筹措资金的初步安排；请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在为世界 

通讯年进行筹备时同联合国系统的有关组织和机构紧密合作（第1981/6 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第1981/60号决议第1段所 

作的提î议，并宣布1 9 8 3年为“世界通讯年：发展通讯基本设施，指定电信联 

盟为世界通讯年的领异机构，负责协调其他机构的方案和活动的跨组织事项；请联 

合国系统各主管组织和机构，在各自的职权范闹;内，同电信联盟秘书长密切合作， 

执行“世界通讯年”的方案；并请各国政府和其他有关组织向“世界通讯年”提供 

自愿猜款，吁请各政府当局和有关组织提供线路，以便通过现有的新闻1具，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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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和电视广播，合作报导“世界通讯年”的活动；请电信联盟秘书长通过经社 

理事会就“世界通讯年”的筹备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40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电信联盟祕书长按照第36/4〇f决议要求提出的报 

告。

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7 7年通过的关于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第2 1 0 0 

(LXIII)号决议，秘书长就关于为执行该决议的规定而采取的行动向理事会提交 

了年度报舌3

1 9 7 8年和1 9 7 9年大会第三十三和三十四届会议要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开发计划署）与联合国系统内的专门机构和其它组织协商，加紧努力，与西亚经 

济委员会进行协调，执行经济及社会理箏会的有关决议（第33/147和34/1 33号 

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敦促联合国系统的有关机构、组织、机关和计划罢采取的 

步骤，充分执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2026(LXi)号和第2100(MIII)号决议; 

要求秘书长通过理事会向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5/111号决议）。

大会锖三十六届合议'5促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构、组织、机关和计划罢同巴 

勒斯坦觫放组织协商和合作，采取必要步骤，充分执行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 

于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的各项决议；极力促请所有有关方面提供便利，以充分 

执行开发计划要理事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核可的所有项目；请开发计划署同有关的当地 

巴勒斯坦组织和机构协调，在包i括耶路橋冷在内的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直接执行 

这些项目；又要求凡是联合国向在阿拉伯东道国内的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的援_，应 

当同有关各方协商，并按照大会和经社理事会有关决议的规定，通过联合国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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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门机构、计划署、机关及其他机构提供；请秘书长通过经社理事会向大会第三 

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7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70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内国家资源的永久主权

大会在其1 9 7 4年第二十九届会议要求秘书长就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因以色列 

的一再侵略相继续占领其领土而在经济上受到的不利影响，编写一份报告提交大会 

苐三十届会议（第3336(XXI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在审议了秘书长的中期报告（A/10290和Add. 2)后，注 

意到秘书长的报告没有按照大会第3336(XXIX)号决议第5段的规定编写；要求f 

关专门机构和联合国机构的首长在同秘书长积极而充分合作下，编写一份综合性最 

后报舌；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这报告（第3516 (XX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在他1 9 7 6年1 1月1日的说明（A/31/ 

2 8 4 )中对由于征聘不到合格专家来承担这项工作而不得不推延提交报告一箏表 

示遗憾，要求秘书长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一定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 

一份实质性综合报告（第3 1/1 8 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注蒽到秘书长关于阿技伯国家和人民因以色列的一再侵略 

和继续占领其领土而在经济上受到的不利影响的报告（A/32Z204 )(第32/161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要求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叙述上次报 

告中对这个问题未论及的那些方面（第34/1 3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对于未能编写一份报告提交大会该届会议，表示遗憾；并 

要求秘书长编制一份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其中要考虑到第32/161号 

决议第2段的各项规定（第35/1 lOf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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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七^届会议15遽责以色列拒绝让联合国关于国家资源方面的顾问进入被占 

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强调凡其领土处在被以色列占领下的阿拉伯国家 

和人民，对它们的自然资源、财富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和有效的永久主权和控制 

权；重申遭受以色列侵略和占领的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对其自然、人力和所有其他 

资源，财富及经济活动被开发利用，受到耗尽、损失和破环，有权莸得归还和取得 

充分赔偿，并要求以色列满足它们提出的合理赔偿要求；促请所有国家支持阿拉伯 

国家和人民行使这些权利；促请所有国家、国际组织、专门机构、商业公司和所有 

其他机构对于以色列为了开发被占领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国家资源、或为 

使这些领土内的人口组成，其自然资源利用的特性和形式、或这些领土的体制结构 

有所改变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不予以承认或合作，也不以任何方式给予帮助；请 

秘书长编制一份综合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并就后续行动和如何执行提出 

提案；并请秘书长编制一份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说明联合国关于自然资 

源永久主权的各项决议按照国际法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以及对 

以色列在这些领土内的行为应负的责任，所牵涉到的问题。（第36/1 7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1 7濟•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联合国同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的合作

大会在1 9 7 8年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决定请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以观察员的身 

分参加大会及其附属机构的会议和工作（第33/1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议程项目6 9时表示欢迎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在一些 

共同关切的领域参加联合国的工作；认识到有必要加强这种合作；并请联合国秘书 

长在同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秘书长协作下，审查该机构提出的旨在加强与联合国合 

作的提议，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有关此事的报告。 

(第36/174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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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174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非洲经济委员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1981年第二届常会注意到非洲经济委员会总部目前的 

会议设施可能不足以满足自委员会于1 9 5 8年设立以来加入的大量成员国参加会 

议的需要，请大会委托秘书长现有资源范围内进行研究非洲经济委员会总部的会议 

设施是否能够满足需要，并请他通过委员会和经社理事会1 9 8 2年第二届常会向 

第三十七届大会提出报告（第1981/6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议程项目69时，请秘书长作为紧急事项，研究由于非 

洲经委会成员国增多和活动增加的结果,其总部的会议设施是否能够满足需要；并请秘 

书长将研究的结果，连同他的建议，通过非洲经委会第十七届会议和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1 9 8 2年第二届常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17歸决议提出的报告。

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

大会1 9 7 7年第三十二届会议宣布1 9 7 3 一- 1 9 8 8年为非洲运输和通 

讯十年，旨在支持制订和执行一项发展非洲运输和通讯的综合性全球战略，并调动 

为此目的所需的技术和财政资源；请秘书长与各有关机构昀行政首长合作，向非洲 

国家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以期为十年拟定一项详细的行动计划，并协调调动所必 

薷的技术和财政资源；同时请秘书长建议考虑将十年中的一年定为世界通讯年（见

前面K并且遒过经济及钍会理事会向大会每年提交进度报告（第32/16 0号决 

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核准了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决¥执行委员会在 

决议中决定在1 9 7 9年初召开一次非洲部长会议，以便通过关于执行非洲运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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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十年的非洲全球战略和全面行动计划；并请秘书长作出一切必要安排，在19 

、9年上半年召开一次捐助国和捐助机构认捐会议（第33/19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注意到非洲国家运输、通讯和规划部长会议所通过的执行 

非洲通输和通讯十年方案的全球性战略；请秘书长继续进行其筹备召开一次 

认捐会议的工作，以便调动为执行十年第一阶段方案所必需的财政资源；（第34/ 

15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年第二届常会建议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草案（第1 9 

8 0 / 4 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请秘书长向非洲经济委员会提供使它能有效地发挥其作 

为“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主要执行机构的作用所必需的财政手段和资源；请非洲 

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继续提出有关“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方案执行情况的进度报 

告，并积极参加拟议的“世界通讯年”活动，以期特别促进非洲的发展（第35/ 

108f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第二届常会再次呼吁非洲经济委员会成员国在它 

们的发展计划中最优先地考虑运输和通讯项目。促请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同成. 

员国、非洲统一组织、非洲各区域发展组织，有关发展机构以及有关的专门机构保 

持紧密协作，经常更新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第一阶段的方案;请非洲经济委员会执 

行秘书确保供资机构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协调，以保证“十年”的第一阶段方案能顺 

利执行，尽早着手准备“十年”第二阶段的行动计划；建议大会进一步审议使非洲 

经济委员会能够发挥作用，以开始并完成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第二阶段方案准备工 

作的措施（第1981/6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在审议项目6 9的过程中，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 

36/342);还满意地注意到非洲经济委员会为筹备和安排行将于1 9 8 2年在瓦 

加杜古、雅温得和阿比让召开的三次技术协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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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在资金来源和非洲国家之间保持必需的协调，以保 

证“十年”的第一阶段方案能顺利执行；又请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在1 982 

年举办三次会议，以期为执行“十年”的项目寻求额外的财政资源；还请执行秘书 

同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协作，尽早着手拟订“十年”第二阶段的行动计划；请秘书 

长向非洲经济委员会提供所需的资金和资源，使它能筹办上述会议，完成“非洲运 

输和邂讯十年”第二阶段方案的拟订工作，并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二 

届常会提出一份有关“十年”方案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请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 

书继续提出有关“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的方案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请秘书长向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进度报告（第36/1 7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160f和36/177号决议提出的 

报告。

多国方案编制和业务中心-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在审议项目6 9的过程中，请秘书长紧急设法提供预算外 

资源，使各多国方案编制和业务中心能够于1 9 8 2年在分区一级执行在一般 

方案编制、研究和会议安排等领域的工作方案；欢迎联舍国开发计划署自各多国方 

案编制和业务规划中心设■立以来向它们提供的财政支助；请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机关、 

组织和机构在这方面给予全力支助；请秘书长同开发计划署署长和非洲经济委员会 

执行秘书协商，就以固定方式资助各中心的问题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 

二届常会提出一份报告;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项报告（第36/ 

17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178号决议要求提出的报告。

1 9 8 0年代促进非洲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特别措施

1S80#•大会弟兰卞五屈会议满意地注意到《执行蒙罗维亚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的拉各 

斯行动计划》（A/S—11/14,附件一）；认识到国际社会应当采取促进非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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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发展的特别措施；要求联合国系统各机关、组织和机构同非洲统一组织和非 

洲经济委员会协商，在其提交经济及社会理箏会的下一个年度报告内，以综合全面 

的方式，说明它们可以作出的贡献；敦促各国政府在普遍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的前提 

下，考虑到《拉各斯行动计划》的有效执行需要足够的资源流动；要求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其他开发银行和基金，积极考虑协助提 

供足够的资源，以便能够对执行《拉各斯行动计划》作出m要求秘书长同联合国系 

统各机关、组织和机构协商，编写一份综合临时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并要求秘书长就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卞七届会议提出一个进展报告第 

3 5/6 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在审议议程项目6 9的过程中，注意到秘书长的临时报告 

(A/36/513);请联合国系统各机关、组织和机构审查增加资源的途径和办法以 

便执行非洲发展十年的方案，并以全面和协调的方式落实各项特别措施；促请各捐 

助国提供必要的资源以便有效地执行《拉各斯行动计划》再次请各非政府组织，就 

它们打算对贯彻执行《拉各斯行动计划》作出的贡献向秘书长提出建议，以便转交 

经社理事会1 9 8 2年第二届常会；请秘书长考虑到非洲经济委员会是联合国系统 

内主管非洲区域事务的主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心，继续向它拨给必要的资源；又请 

秘书长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二届常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 

一份进度报告（第36，1 80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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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根据第36/180f决议要求提出的报告。

国际和平年

题为《宣布和平年、和平月与和平日》的项目，应哥斯达黎加的要求（A/36/ 

197)，作为项目1 3 3列入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议程。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考虑到纪念国际和平年的迫切性 

和特殊性以及大会1 9 8 0年1 2月5日第35/424号决定所通过的关于纪念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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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周年的指导方针，审议一旦时机成熟即宣布国际和平年的可能性，并向大会第 

三十七届会议提出建议；宣布将以大会常会开幕之日，即9月的弟三个星期二，正 

式定为国际和平日，以资纪念；并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机关和组织、区域 

牲组织、非政府组织、各国人民和个人，纪念国际和平日（第36/67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审议秘书长的说明（VI 98^/45/ 

Rev. 1)后，建议大会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宣布1 9 8 6年为国际和平年；于1985 

年1 0月2 4日，庆祝联合国四十周年的那一天，庄严宣布国际和平年，但有一项 

了解，即国际年的活动将于1986年1月1日开始；请各会员国和观察员、联合 

国系统内各有关组织和机构以及各有关非政府组织就举办国际和平年一事向秘书长 

提出建议；并请秘书长考虑上述建议，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举办国际和平年 

的方案草案和概算，但有一项了解，即按照弟35/424号决定所规定的指导方针筹 

措所需经费（第1 982/1 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报告的有关章节。

联合国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

1 9 7 8年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设立联合国智利信托基金，并通过已有的 

援助渠道向智利境内由于被拘禁或监禁以致人杈受到侵窨的人士 &被迫离国的人士 

以及上述两类人士的亲属，提供人道主义、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并要求编制年 

度报告提交大会，并斟酌情况提交人权委员会（第33/1 7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决定请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研究有没有可能扩大 

联合国智利信托基金接受自愿捐款的权限，并进一步研究通过已经建立的援助渠道 

来分配这些捐款的标准，从而对那些不在其他现有联合国信托基金援助范围内而人 

权受到严重公然侵害的人，以及那些因为人权受到严重公然侵害而被迫离开其本国 

的人•和上述各类人士的衆属提供人道主义、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并就此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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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1年第一届常会提出报告；同时，又请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 

六届会议就扩大现有的联合国智利信托基金的权限，使成为联合国援助人权受到严 

重公然侵害人士信托基金的事提出建议（第35/190号决议）。

1982年2月，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议大会通过 

一项决议草案，把联合国智利信托基金改称联合国救助受酷刑虐待者自愿基金（第 

35(XXXVII)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第一届常会注意到第35(XXXVII)号决议s建 

议大会通过一项关于联合国救助受酷刑虐待者自愿基金的决议草案；请秘书长向大 

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关于按照决议草案第1㈨段所定原则管理基金的安排的具体 

建议（第1981/3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决定扩大联合国智利信托基金的权限，使它能收取自愿捐 

款，通过已有的人道主义渠道，向由于遭受酷刑而人权受到严重侵害的个人，和这 

些受害者的亲属，提供人道主义、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将联合国智利信托基金 

重新命名为联合国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

通过基金管理的安排；

吁请所有各国政府支持响应向基金捐款的请求（弟36/1 5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报告。

受教育的权利

1 9 7 9年，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请教頁、科学及文化组织 

总干事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一份初步报告，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最 

后报告，内容包括有关教科文组织如何支助发展中国家培训本国人员的资料，就是 

否需要和可能加强其方案和工作提出他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同发展中国家合作，确 

保所有各级均有适当的教育网以及供训练本国合格人员所用的奖学金和设施，根据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本国全面逬步与发展的需要，说明各国在全面实现受教育权利方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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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遭遇的困难和障碍，并提出他认为这方面应采取何种行动的结论（第34/170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该项目，并请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根据第34/170 

号决议和该组织在这一领域的经验，向大会弟三十六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会员国可 

采取哪些国冢一级和国际一级的最适当措施以按照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 

战略有效执行受教育的权利的报告（第3Ô/191号决议）。

请所有国家考虑采取适当的立法、行政及其他揞施，包括提供物质保证在内， 

以确保普及教育权利的充分实现；请所有国家给予一切必要注意，以便较精确地规 

定和决定以什么方法来执行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中有关教育的作 

用的各项规定；请所有专门机构与教科文组织合作，于执行各项方案和项目时，保 

证高度优先注意教育问题；再次吁请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以提供研究金和 

其他方式，包括全面增加教育和训练经费，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为教育和训练其本 

本国人员的努力；对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关于受教育的权利的报告（A/36/524 ) 

表示感谢；请他根据教科文组织1 9 8 4 — 1 9 8 9年中期计划草案所定的办事准 

则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第36/1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根据大会第36/152号决议要求 

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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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索马里境内的难j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年第一届常会赞同秘书长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 

专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和联合国儿重基金会执行干事发出的呼吁，要 

求紧急的国际援助，以协助索马里政府向该国境内的难民提供必要的照顾；决定将 

本决议的内容提请大会注意和审议（第1 980,9f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年第二届常会要求秘书长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 

员向联大第三十五届会议提交一份有关索马里境内难民情况的最新报告（第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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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援助索马里境内难民的呼吁； 

要求秘书长协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派遣视察团前往索马里，对该国境内的 

难民情况进行全面考查；并请秘书长同高级专员合作，通过经社理事会向大会第三 

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5/18Qf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1年第一届常会大力赞同秘书长要求紧急援助索马里 

境内难民的呼吁；请秘书长和高级专员继续努力调动人道主义援助，救济难民，使 

他们恢复正常生活（第1981/3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其它外，注意到秘书长和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关于索马 

里境内难民情况的报告；吁请各会员国、国际组织和自愿机构在索马里政府为难民 

提供一切必需援助的努力中给予最大限度的物质、财政和技术援助；请秘书长协同 

高级专员于1 9 8 2年初派遣一个考察团前往索马里，对难民的各种需要，进行全 

面调查；又请秘书长协同高级专员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提出 

报告，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逬度报告（第36/1 53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E/1 982/40); 

对秘书长和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继续努力为难民调动国际援助表示感谢；满意地注意 

到各会员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有 

关政府间组织、志愿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请秘书长与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合作，就索马里境内难民的状况和执行视察团报告中所载建议的进度提出报告；又 

请秘书长与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合作，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第1983/ 

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根据第36/153号和第1982/4号决议要求 

提出的报告。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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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

I 9 7 7年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请秘书长根据人权领域的咨询服务方案，优先 

在没有区域娈员会的区域举办讨论会，以便讨论设立增逬和保护人权的区域突员会 

是否有用，是否适宜的冋题，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一份逬度报告

(第32/12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望申第32/127号决议的规定，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 

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3/16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满意地注意到关于联合国设立与非洲有特殊关系的区域 

人权委员会讨论会已于1 9 7 9年9月在蒙罗维亚举行.会上通过了关于设立一个 

非洲人权委员会的蒙罗维亚提案；重申大会吁请位于尚未订有人权区域安排的地区 

的国家考虑达成协议，以便在其区域订立增进和保护人权的适当区域安排；请秘书 

长同有关区域各国研究有没有可能尽速举办一次讨论会，以便讨论增进和保护人权 

的方法；并且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4/17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满意地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正在努力草拟非洲人权宪章 

和设立非洲人权委员会，并请秘书长就此事项与非统组织秘书长保持密切合 

作，同时斟酌情况随时向大会和人权委员会报告，欣然欢迎斯里兰卡政府愿意主办 

一次亚洲区域会员国讨论会，以审议区域内增进和保护人权的适当安排；请秘书长 

在亚洲地区会员国完成协商之后作出必要的安排•以便1 9 8 1年在科伦坡举行上 

述讨论会，并将讨论会的审议情形向大会第三六届会议报告（第35/19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赞扬非统组织通过《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满意地 

注意到已同亚洲地区的会员国进行了协商，以期在科伦坡举行一次讨论会•审议区 

域内增进和保障人权的适当安排；请秘书长安排1 9 8 2年在科伦坡举行上述讨论 

会，并将讨论会的审议情形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54号决议)。

A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1 54号决定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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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情况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请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审查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情 

况（第35/192号决议）。

1981年2月，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审查了萨尔瓦多的人权命基本自 

由的情况，并且请主席委任一位委员会特别代表，就所报导的萨尔瓦多境内发生严 

重侵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事件.进行调查（第32 (XXXVII )号决议U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1年第一届常会赞同委员会的决定，即要求委员会主 

席委任一位特别代表并请秘书长给他予一切必要协助（第1981/147号决定U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研究了特别代表的临时报告（A/36/608 .附件）， 

除了别的以外，请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根据特别代表的最后报告彻底审查萨 

尔瓦多的情况，并决定其第三十七届会议继续审议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的情况，以期按照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委员会所提供的新资料再次审查这个情 

况（第36，155号决议）。

1 9 8 2年3月，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审议了特别代表的报告（E/CH. 

4/1502 ).对萨尔瓦多情况不断恶化；人权不断受到侵犯以及萨尔瓦多人民因此 

所受的苦难，表示最深的关切；决定将特别代表的任期延长一年，并请他就萨尔瓦 

多人权问题的进一步发展情况向第三十七届联合国大会和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 

出报告；吁请萨尔瓦多政府以及其他各方同人权委员会的特别代表进行合作；并决 

定在第三十九届会议期间将萨尔瓦多的人权问题当作重要优先顼目予以审议（第 

1982X28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赞同人权委员会关于将特别代表的任 

期延长一年的决定以及它关于请特别代表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和委员会第三十九 

届会议提出报告的要求（第1982/134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特别代表按照第1982/28号决议的要求提出报告

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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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吉布提境内的难民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1 9 7 8年第二届常会第一次审议这个问题。理事会该 

届会议呼吁国际上援助“非洲之角”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第1978/39号决议)。

(1502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年第一届常会再度要求对吉布提境内的难民尽量提 

供援助并且要求秘书长派遣一个联合国机构间视察闭前往吉布提，估计难民的需要 

(第1980/11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年第二届常会注意到关于吉布提难民的需要估计的 

口头报告，并决定提请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这顼决议（第1980/4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赞同吉布提考察团的报告及其中提出的建议（A/35/409 ); 

请高级专员继续确保为难民安排适当的援助方案，不断审查吉布提境内难民情况并 

与会员国及有关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保持密切接触，动员对吉布提政府提 

供必要的援助，以便有效地应付难民情况；并请秘书长向理事会1 9 8 1年第一届 

常会和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5/182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第一届常会核可秘书长的报告及所附的高级专员 

的报告（a，36X214 );请秘书长同高级专员合作，审查吉布提境内目前难民情 

况，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一份最新的报告.内容应包括对受严重水灾影响的 

人民的需要的估计；决定把所取得的进展提请经社理事会1 9 8 1年第二届常会及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注意（第1981X4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第二届常会注意到高级专员代表秘书长所作的口 

头报告（第1981/1 69号决定U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了别的以外，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以及所附的 

高级专员的报告（a，36/214 );请高级专员继续确保为难民安排适当的援助方 

案.并与各会员国-有关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发动向吉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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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必要的援助，以便有效应付受旱灾的严重影响而恶化的难民情况；要求所 

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各专门机构.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继续支持 

吉布提政府为应付难民和旱灾灾民的需要而作出的努力；请秘书长协同高级专员对 

吉布提境内难民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和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56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代表的口头报告 

(参看E/1982XSR 13)，赞赏高级专员为不断审查吉布提境内难民的情况所作 

的努力；请高级专员加强他向该国境内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方案湘政府继续确 

保为难民安排适当的援助方案.并与各会员国以及有关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 

和志愿机构保持密切联系；请秘书长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合作，估计各种需 

要以及为救济和安顿难民方茱筹措资金所需的援助幅度，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提出进度报告（第1982/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根据第3 6/15 6号决议相第19 8 2/3号决 

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保护智利境内人权

自1 9 7 4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第3219( XXIX)号决议）以来，每年都 

审议这个问题。此外，人权委员会自从第三十一届会议起，便经常审议这个问题。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请人权委员会委任一名智利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向 

人权委员会和大会提出报告（第33/175号决议）。自那个时候以来，大会和委 

员会经常审议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报告，特别报告员的任期逐年予以延长一次。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了别的以外，重申它严重关切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 

所述智利人权情况依然如故而且在某些方面更形恶化；再次敦促智利当局同特别报 

告员合作，履行各个国际人权文件所规定的义务；请人权委员会将特别报告员的任 

期再延长一年；并请委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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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情况的报告（第36/157号决议）。

1 9 8 2年2月，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决定将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再延长 

一年，并请他就智利境内人权情况的进一步发展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和委员会第 

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第1982/2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转递特别报告员根据第36/157号决议所提 

报告的说明。

援助苏丹境内难民

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自1 9 7 2年以来，一直在审议援助苏丹境内的难民 

问题（第2958UXVII)号决议和理事会第1655(1*11)、1705(Llii)、1741 

(Liv)、、1799UV)、1877UVII)和 1978X39 号决议）a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年第一和二届常会要求秘书长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 

级专员合作.派遣一个机构间视察团前往苏丹，评价各种需要和确定为救济和安置 

难民的方案提供资金所需要的援助额；并要求秘书长保证刻不容缓地发表视察团的 

报告，并提交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第1980X10号和第1980X45号决议h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赞同联合国派往苏丹的机构间视察团的报告以及其中的建 

议（A，35,4I0,附件要求秘书长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合作，作为紧急 

事项，派遣后继视察团；赞扬苏丹于1 9 8 0年6月在喀土穆召开苏丹境内难民问 

题国际会议的倡议和努力；并要求秘书长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8 1年第一届常 

会和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5X181号决议h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第一届常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3a/216) 

及随附的与高级专员合作编写的报告，并请秘书长同有关机构合作，安排完成所有 

的技术性后继视察团，并就此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第二届常会和大会第 

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198 L/5号决议）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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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第二届常会注意到特别经济援助方案联合协调专 

员代表秘书长提的口点报告（见E，1981，SR. 35)(第1981，168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注意到秘书长载有各部门后续视察团迄今 

所完成的调查结果的报告（A，36,216和Add. 1);请秘书长与有关机构合作，安 

排完成其余各技术后续视察团的工作；吁请所有会员国、国际组织和志愿机构向苏 

丹政府尽可能提供财政、物质和技术援助；并请秘书长同高级专员合作*向经济及 

社会理箏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和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综合报告（第36, 

158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赞同派往苏丹的机构间技术后续视察 

团的报告UX37/178)及报告所载的建议：请秘书长同高级专员和有关专门机构 

密切合作，向苏丹政府提供必要的人力、技术和财政资沅，以便各机构间视察团的 

建议能立刻实施；又请秘书长同高级专员合作，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综 

合的进度报告（第1 98^X1号决议）8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X158号和第1982刀号决议的 

规定提出的报告.

联合国发展活动的社会方面问题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7 7年第六十二届会议建议指派一个特设专家工作组， 

研究联合国系统内社会发展活动的业务效率、现有联合国协调机制对这类活动的效 

率及联合国范围内社会发展组成部分的未来任务，以便在编制新的发展战略时加强 

社会发展的投入，并促请理事会主席考虑到公平地域分配原则，指派一个特设工作 

组，由十名专家组成（第2079(1^11)号决议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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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决定在理事会尚未根据改组联合国系统经济 

和社会部门的工作结果(第2079 ( LXI工)号决议)对所涉问题予以审查之前，不应实 

施该决议（第273UXIII)号决定）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7 8年组织会议决定推迟执行第2079(LXII)号决议 

(第1978，1号决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7 8年第一届常会请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在 

评价联合国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方案时，研究联合国系统社会发展活动的效率；请 

发展规划委员会在拟订新的国际发展战略时，特别注意社会发展的投入；请行政协 

调委员会建议可使联合国系统内社会和其他发展活动得到更好协调的措施；建议大 

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合并审议这些报告（第1978,35号决议h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I 9 7 8年第二届常会第二期会议收到行政协调委员会按照 

第1 9 7 8X35号决议规定的提交的报告（E，l978，102)a 理事会决定在

1 9 7 9年第一届常会上深入审议此一报告，并在其1 9 7 9年组织会议上审议特• 

设工作组的问题•（第1 9 7 8 / 8 8号决定）

A/37 '^OO
Chinese
Pa^e 5〇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7 9年第一届常会决定设立一个联合国发展活动的社会 

方面问题特设工作组以便审查联合国范围内有关社会发展的决议和决定的执行效果， 

并按照大会对发展问题统一处理办法的重视，对这个工作的改进作出建议（第1979,

45.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年第一届常会注意到特设工作组的初步报告（E/ 

1980/31 ),授权特设工作组举行第三届会议，并请秘书长将工作组的最后报告以 

及最后报告内各项建议所涉方案预算、行政和其他方面问题的说明提交各专门机构 

和各国政府，请它们发表意见（第1980/27号决议）•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100
Chinese
Page 5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第一届常会审议了特设工作组的最后报告（E，

19 8 lj )和对各国政府和各专门机构的意见的分析摘要（9 8 L/7 );赞同报 

告所载的一些建议；并请秘书长向其1 9 8 1年第二届常会提出报告（第1981，

2 4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第二届常会决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98 IX 

87)(第1981/175号决定），并决定推迟至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审议特设工 

作组报告所建议的改善理事会工作的各项措施；在该届会议上审议上述各项措施以 

及秘书长就特设工作组提出的各项主要建议的可行性、所涉的方案和协调问题以及 

所涉的资沅问题所表示的意见（第1981X176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1^24 

号决议，请秘书长就理事会关于特设工作组报告所载各项建议的各项有关决定的执 

行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59号决议）e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审议了秘书长的一份说保（EZl 982X

3 5 ),决定在其1 9 8 3年第一届常会继续审议特设工作组的报告中所建议的改 

进理事会工作的各项措施，并决定在该届会议上审议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提出的就特设工作组各项主要建议的可行性、所涉的方案和协调问题以及所涉的资 

沅问题所表示的意见（第1982/125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159号决议提出的报告a

改善所有移民工人的境况并确保其人权和尊严的措施

1 9 7 2年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建议.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706(1111) 

号决议的规定，人杈委员会应优先审议非法和秘密运送劳工以进行剥削的问题（第 

2920 (XXVII)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请所有国家对合法入境的所有移民工人给予与其本国国民 

的同等的待迁，设法通过有助予减少移民工人非法运送活动的双边协议，并采取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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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措施以确保偷渡入境的移民工人的人权受到充分尊重（第3224 (xxi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至三十三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449(xxx)号第31X127号 

第32X120号和第33/163号决议h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在第三十五届会议设立一个任由所有会员国参加的工 

作组，以便拟订一项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的权利的国际公约（第3V172号 

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对于工作组已经开始工作，以求拟订一项保护所有移民工 

人及其家属的权利的公约草案表示欣慰.决定工作组于1 9 8 1年5月举行一次闭 

会期间会议，以能继续工作，而可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顺利完成其任务（第 

35/19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注意到草拟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杈利国际公约工作 

组的报告（见4XC. 3,36，10 )决定为使工作组尽快完成任务起见，工作组应在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之后立即于5月间在纽约再举行一次为期两 

星期的闭会期间会议；请秘书长把工作组的报告送交各国政府，使工作组的成员可 

在闭会期间会议中继续工作，并提出会议的成果，以便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 

又请秘书长将上述文件送交联合国系统各主管机关和各有关国际组织供它们参考， 

以使它们能继续同工作组合作；并决定工作组应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期间开会，

以便继续并且尽可能完成拟订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的权利的国际公约的工作 

(第36，160f 决议）8

人权委员会1 9 8 2年3月第三十八届会议对工作组在拟订公约方面到目前为 

止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请秘书长向其第三十九届会议报告这方面所取得的新进 

展（第1982/35号决议）B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工作组按照第36/160号决议的规定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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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埃塞俄比亚境内流离失所的人

大会从1 9 7 5年第三十届会议以来曾审议援助埃塞俄比亚问题（第3 4 4 1 

(XXX)、31/172, 32/55, 33,21 和 34,54 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年第一和二届常会要求秘书长同联合囯难民事务高 

级专员合作，派遣一个多机构代表团去埃塞俄比亚，确定问题的情况和所需援助的 

程度，动员国际社会向埃塞俄比亚境内流离失所的人和自愿返回家园的人提供人道 

主义援助；并要求秘书长就执行本决议所取得的进展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 

告（第1980/8和1980/5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赘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呼吁各会员国、政府间和非政府间 

组织和所有自愿机构协助埃塞俄比亚政府进行流离失所的人的救济和善后工作；要 

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继续努力动员人道主义的援助，为证实自愿返回家_的 

人提供救济和善后服务；并要求秘书长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笫二届常!会 

和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5/1 83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第一届常会再次呼吁全体会员国、政府组织和非 

政府组织、专门机构、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和志愿机构迅速提供慷慨援助；并请 

秘书长就所取得的进展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和经社理事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 

提出报告（第1981/3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再次赘同秘书长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援助埃塞俄 

比亚境内流离失所的人的呼吁；请高级专员继续努力，发动人道主义援助，救济和 

安顿为数众多的自愿返回家园的人；并请秘书长向理事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和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61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再次赞同秘书长和大会的呼吁；表扬 

了联合国各机关和各专门机构为发动向埃塞俄比亚境内流离失所的人和自愿返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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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的人提供援助所作的努力；请高缴专员在自愿返回家园的人日益增多的情况下， 

加强努力发动人道主义援助，救济、安顿和安置自愿返回家园的人；并决定审议这一 

事项（第1982/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161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对付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活动以及基于种族上不容异己、

仇恨和恐怖的其他一切形式极权主义思想和作法所应采取的措施

]9 6 7年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注意到近来发生种族上不容异己的现象，包括 

若千信奉极权思想，例如纳粹主义的团体和组织的复活，各方都很关注，并且确认 

到，不论纳粹主义活动在何地出现，都应采取各种措施、予以制止，因此，坚决谴 

责这种思想，并且促请各国立刻采取有效措施，以制止这种现象（第2331(XXE) 

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三至二十六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2438 (XXIII )号^2545 

(XXIV)号、27 13 (XXV)号和2839 (XXVI)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决定，这个问题应延至人杈委员会对本项目的讨论完毕时 

再进行审议（A/9030,第110页）。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K深切关注各国和国际上传播基于种族上不容异己、仇恨 

和恐怖的极权主义形式思想和作法的活动，包括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新法西斯 

主义的活动日益增加，谴责所有此种思想；敦促所有国家采取必要措施，对付举行 

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新法西斯主义或其他基于种族上不容异己、仇恨和恐怖的 

思想的集团和组织的活动；请所有国家向秘书长就这些问题，并就国家一级和国际 

一级上应采取何种措施以期消除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及基于种族 

上不容异己、仇恨和恐怖的有关的思想，提供意见；请人杈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审议这个课题；请秘书长根据人杈委员会将进行的讨论以及各国提出的意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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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5/200号决议）。

1 981年2月，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谴责一切基于种族或民族排外或不 

容异己、仇恨、恐怖、有系统地剥夺人权及基本自由、或造成这种后果的极权主义 

或其他思想和作法，特别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思想及作法•，促 

请各国注意上述思想及做法对民主体制的威胁，并考虑采取措施，按照各国宪法制 

度，禁止或阻止实行这种思想的各集团和各组织或任何人的活动；要求适当的国际、 

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着手采取或加紧采取措施，对付这种思想及作法；并决定在第 

三十八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包括审议是否可能制定一项宣言草案（第3(XXXVII> 

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第一届常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36/209 

和Add. 1和2 )，决定将该报告转交大会（第1981/157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请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在题为 

“对付一切基于种族或人种的排他性或偏狭性、仇恨、恐怖、有系统地剥夺人杈和 

基本自由、或造成这种后果的极杈主义的或其他思想与作法，特别是纳粹主义、法 

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与作法所H采取的措施”的项目下继续审议这个问 

题；并请秘书长参照人权委员会将进行的讨论以及各国和各国际组织提出的意见， 

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6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162 (A/37/188 )号决议提 

出的报告。

关于非公民的权利的宣言草茱

1 9 8 0年2月，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注意到向人权委员会转递关于非

居住国公民的个人人权的研究及宣言草案的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第

9 (XXXI )号决议，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这个事项通过一项决议草案（第19 
(mvi)号决议）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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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年第一届常会决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转递宣言 

草案案文（E/CL4/1336 )以及各成员国对该案文提出的意见（E/CL4/

1 354和Add。1—6 );并建议大会，应考虑通过一项宣言（第1980/2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负有制订非居住国公民个人人权宣言草案最后案文 

的任务的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已作了有用的工作，但没有足够时间完成其任务； 

并决定在其第三十六届会议上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以完成详细拟订宣 

言萆案的工作（第35/19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15又注意到工作组没有足够时间完成其住务；决定在其 

第三十七届会议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以完成钺订宣言萆案的工作；并 

表示希望大会将在该届会议上会通过一项关于非居住国公民个人人杈的宣言萆案 

(第36，16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大会弟三十六届会议设立的工作组的报告（A/

C . 3/36/11 ) 0

援助南部非洲境内的难民学生

大会1 9 7 6年第三十一届会议对不断有大批南非难民学生逃到博茨瓦纳、莱 

索托和斯威士兰，从而对这些国家有限的资源形成重大压力，表示关切，因此要求 

秘书长同这三国政府和有关的解放运动协商，以期为这些难民学生的照顾生活和教 

育组织和提供适当的紧急经济援助和其他形式的捐助，随时注意情况的发展，并在 

必要时向大会提出报告（第31/126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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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二和三十三届会议，赞同秘书长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为南非 

难民学生发动援助所采取的措施；敦促国际社会向为这些难民学生设立的援助方案 

慷慨捐助；要秘书长和高级专员加紧努力，为难民学生调动紧急经济援助和其他适 

当方式的援助；并请秘书长继续审查这一事项，并向大会提出报告（第32/119号 

和第33Z164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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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扩大对住在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赞比亚的 

南非难民学生的援助方案，把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难民学生也包括在内；再度呼吁 

为难民学生不断加强援助；并要求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4/ 

17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A/35/149 )，决定在难民学生 

方茱内照顾前津巴布韦难民学生的生活，直到他们在庇护国完成学业，或直到能作 

出另一种安排使他们可以在本国完成学业；呼吁为学生难民提供更多的猨助；并请 

秘书长和高级专员合作，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5，18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了其他事项外，赞同秘书长报告所载的估计和建 

议（A/36/423 );请秘书长协同高级专员继续为在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 

兰和赞比亚避难的纳米比亚和南非难民学生制订并执行切实有效的教育及其他适当 

援助方案•；敦促所有会员国、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向难民学生援助方案慷慨捐 

助；吁请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开发计戈1】署、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 

界粮食计划署、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和非政府机构，提 

供人道主义援助和犮展方面的援助，使得南非难民家庭能迅速定居和融入当地社会; 

要求联合国系统所有机柯和计划署在执行岗南郤非洲境内难民学生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方案方面，同秘书长和高级专员合作；并请秘书长协同高级专员随时审查这一箏 

项，并将这些方案的最新情况通知经济及社会理箏会1 9 8 2年第二届常会，并向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 7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1 70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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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齐亚德，阿布，伊恩先生的案件的人权问题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15深切痛惜美利坚ê众国政府将抱E德•阿布5伊恩先生引 

渡给占领当局以色列的行动；要求立即释放伊恩先生，并由负责保障其安全的美国 

政府提供方便，使他安全地转移到他所选择的国家去；请秘书长在1 9 8 1年1 2 

3 1'日以前，就本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提出报告；决定将项目1 2保留在第三十 

六届会议的议程中，其唯一目的在于进一步审议关于伊恩先生的案件的人权问题。

(第3 6/171号决议；并参看第36/461号决定）•

大会收到秘书长根据第36/171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A/36/855 )。

南部非洲人权问题 1 * 3

1 9 6 7年人权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设立了南部非洲人权问题特设专家工作 

组（第2 (XXH)号决议）。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后来的决议都一再延 

长这个工作组的任期•最新的是人权委员会第5(xxxvm号决议和理事会第1981Z

137号决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9 7 7年第六十二届会议决定将工作组的报告3：即提请À 

会注意（第2082A< LXII)号决议）。

大会1 9 8 0年第三十五届会议在审议有关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项目时 

(参看项目3 3 )，特请人权委员会调查南非境内对妇女和儿童所犯的罪行（第

3 5,206 H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特设工作组的下列报告：

⑻人权委员会第5 (XXXVII)号决议所要求的关于南非和纳米比亚侵 

犯人权的政策和做法； .

⑼第35/206 N号决议所要求的关于种族隔离政策对南非境_3女和儿 

童的影响：（4/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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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1/155号决定所要求的关于南非境内侵犯

工会权利的情况；（E/CH. 4/1486 )•

与贩卖人口和意图营利使人卖淫进行战斗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第一届常会，

考虑到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通过的关于意图营利使人卖淫与贩卖人口的第 

4 3号决议的规定（VtîOJO'. 94/35和Corr. 1 ,第一章），

请秘书长向各成员国政府和各有关国际组织探询此一问题的情况，向大会第三 

十七届会议就此一事项提出报告，以便充分了解情况，设法采取共同措施以终止此 

种方式的奴役（第1981/4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枚到秘书长根据第1981^40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人权和大规模流亡的问题

人权委员会自1 9 7 9年第三十六届会议以来，不断审议这个问题a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请秘书长在任何大规模流亡问题成为国际关注的事 

项时，应考虑同有关政府进行直接联系，研究这种情况与充分享受人权的关系，并 

提出改善这种情况的具体建议；又请秘书长在适当时机，酌情向委员会下届会议或 

大会提出调查结果和建议的摘要，以协助各国政府恢复人权的充分享受（第30 

(XXXVI )号决议）#

大会1 9 8 0年第三十五届会议表示深切关注人民大规模流亡和失所问题继续 

不断发生及其对有关的人民和国家造成的困难和问题；决心协助解决人民大规模流 

动所造成的问题；赞同人权委员会在其第3 0 ( XXXVI )号决议中提出请求；请 

人权委员会审查秘书长提交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报告，并且根据该报告，提出 

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建议，决定参照人权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审议s在其第三十六届 

会议审议这个问题（第35/196号决议）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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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 1年2月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决定委任一位特别报告员，为期一 

研究人权和大规模流亡问题；请人权委员会主席委任一位国际知名人士为特别报 

告员；并请特别报告员将其研究报告连同结论和建议提交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 

议（第2 9 ( XXXV工工）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第一届常会核可委员会委任一位特别报告员的决 

定，并请秘书长向他提供一切为进行期偫秘要的协助（第1981ZU5号决定）.

人权委员会1 9 8 2年2月第三十八届会议考虑到特别报告员的报告（VCE. 
4/1503 ),对世界很多地区外流和流离失所的人数仍然很多，规模仍然很大，感 

到不安,对世界各地区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所遭受的痛苦，严重关切； 

请秘书长把这一报告转送联大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请秘书长尽快将这一报告提请：

进行国际合作防止新难民潮政府专家组注意（见项目6 6 ),并请特别报告员同各 

有关政府、秘书长、联合国机构和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以及非政府间组织进一步 

探讨这一研究报告和其中的建议，把它们的看法连同他自己的意见在介绍其报告时向 

联大说明，并在政府专家组需要时随时与其咨商（第1982/3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特别报告员的报告（E/Cïr. 4/1503),

管制药品的战略和政策

大会1 9 7 7年第三十二届会议确认迫切需要使个人和各国政府更加认识到滥 

用麻醉药品的危险，需要对予防、治疗和恢复正常生活方面加强注意，请麻醉药品 

委员会研究可否推行一项有实际意义的国际管制滥用麻醉药品战略和政策的方案， 

包括可否把现有的政策或计划中的各种发展援助方案合并在内（第32/12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促请各国政府支持麻醉药品委员会的工作，在它们的年度 

报告内，向秘书长提供完全的资料和情报；并请麻醉药品委员会在其第二十八届会. 

议上进行国际管制滥用麻醉药品的战略和政策的综合方案的最后定稿工作，并加以 

执行（第33/168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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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请麻醉药品委员会在1 9 8 0年举行的下一届特别会议 

上最后订出一套有意义的，旨在消除麻醉药品和精神调理物质的非法需求、生产和 

贩运的管制药品滥用战略和政策，并就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向丨9 8 〇年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第一届常会提出报告；并请设有对麻醉药品发生影响的各种方案的联合国 

机构及专门机构，每年就它们在这方面的活动和提议的项目向大会提出报告，并请 

秘书长每年向大会提出报告（第34/17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要求麻葬药品委员会《■下届常会提出拟成的国际管制药品滥 

用方案，以便这样一项全面协调的全球性战略能尽早化为行动，务求：禁止麻醉品 

贩运，根除非法生产和需求，向全世界人民宣传药物的危险性，对依赖药品或上瘾 

的人士进行治疗并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第35/195咢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年第一届常会注意到麻醉药品委员会第1 (S—VII)

号决议，建议大会通过该决议中的一项决议草案（第1982/1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报告的有关章节（见议程项目73 )#

ia国际法院的报告

国际法院向大会提送年度报告由大会依照《宪章》第：十丨五 

条第二项的规定加以审查。国际法院的报告根据议事规则第13条（乙）款的规 

定，列入大会临时议程。国际法院的第一份年度报告;在^196猝第十三居会议提出。

大会通常是注意到国际法院的报告，不加讨论。

国际法院现由下列法官组成：

塔撕利姆•欧拉弗尔，埃利亚斯先生（尼日利亚）*、曼弗雷德*技克斯先生 

(波兰普拉顿》德米特里耶维奇•莫罗佐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 %纳吉德拉.辛格先生（印度）* * *、何塞〗马利亚ï鲁达先生（阿根 

廷）赫尔曼》莫斯勒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小田滋先生（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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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托•阿戈先生（意大利）*，泽*塞特•卡马拉先生（巴西）* *、阿卜杜 
勒•菲克里•哈尼先生（阿拉伯i利亚共和国）*、斯蒂芬•施韦贝尔先生（美利 

坚合众国）* *、罗伯特•詹宁斯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

居伊•拉德雷*德拉夏里埃先生（法国）* * *和凯巴•莫巴耶先生（塞内加尔）*' 

穆罕默德•本加奥依先生(阿尔及利亚）* *•

* 1 9 8 5年2月5日任满•

** 1 9 8 8年2月5日任满•

*** 1991年2月5日任满•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注意到国际法院1980年8月1日至1981年7月 

3 1日的报告（第3 6々39号决定）。

在第三十七届会议，国际法院的报告所述期间是I 9 8 1>年8月I日至1982年 

7月3 1日；这个报告将作为补编第4号（A/37Z4)印发9

14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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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系协定》由原子能机构大会在1 9 5 7年1 0月

2 3日通过）7,并由联合国大会在1 9 5 7年1 1月1 4日（第1145 (XII)号决 

议，附件）通过。依照该协定第一条的规定，联合国承认原子能机构由于它的政府 

间性质和国际职责，应依本身的规约，在该协定所规定与联合国的合作关系上，成 

为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3 )的参考资料：

(a)国际法院的报告：补编第4号（A/36/4);

⑴第36/439号决定；

(c)全体会议：A/36/PV. 1〇3。

17《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 8，A/3713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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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该协定第三条的规定，原子能机构向大会提送年度工作报告。此外，在需 

要时，它可向安全理事会提送报告；并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关主管 

的问题，向它们分别提送报告。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u除其它事项外，注意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A/36/

424)满意地注意到原子能机构正在持续努力以加强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 

活动，所提供的援助，在引进核动力的和平利用，以及核科学技术的应用中发挥了 

重大的作用，原子能机构正考虑采取适当措施，以便利用有把握和有保证的资源为 

技术援助提供资金；赞扬原子能机构为确保全世界安全可靠地和平利用核能而作出 

的持续努力，满意地注意到该机构的保障制度不断获得改进，并欢迎其1 98 0年 

的结论同以往历年一样，认为该机构保障下的核材料仍然用于和平核活动，而各该 

核材料均有适当的下落；赞赏地注意到原子能机构在扩大和加强其核安全方案以及 

提高其应付紧急情况的能力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促请所有国家继续支持原子能机构 

促进和平利用核能、改进保障效能和增进核安全而从事的工作；促请所有尚未批准 

1 9 8 0年3月3日开放签署的《关于核材料的实物保护公约》的国家批准该公约; 

呼吁所有国家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避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 

或政治独立使甩或威胁飾武力傲1丨包括避免对其核设施进械装攻击職意地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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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4(a)的参考资料:

(a)原子能机构的报告。.^36/"424;

(切决议草案：A，36，L. 10;

(c)修正案：A/36/X 12;

⑴36Z25号决议；

⑹全体会议：A/36ZPV. 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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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0年6月设立的供应保证委员会已开始进行实质性工作，又原子能机构将于 

1 9 8 2年9月在维也纳召开一次关于核动力经验的会议（第36^25号决议）。

大会同一届会议继续审议了召开联合国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合作会议的问题, 

除其它事项外，并决定将题为“联合国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合作会议的筹备工作’ 

的一个单独项目列入第三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见项目27)(第36^78号决 

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原子能机构1 9 8 1年的报告。原子能机构总干 

事在他给大会的说明中将概述自报告发表以来的主要发展情况。

15。选举各主要机构成员以补空缺:

(a)选举安全理事会五个非常任理事国

依照修正后的《宪章》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安全理事会由五个常任理筝国(中 

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和大会选出的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两年。1 9 6 3气 

大会弟十AÆ会议决定安全埋事会的非常任理箏国，应依下列名额选出（第1991 

a(xviii)号决议）：

(a) 非洲和亚洲国家中选出五国；

(b) 东欧国家中选出一国；

(c) 拉丁美洲国家中选出两国；

(d) 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中选出两国。

目前安全理事会由下列会员国组成：

大会在1 9 6 3年1 2月1 7日通过一项修正茱（第1991A(xvill)号决议), 

将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数目自6国增为1 0国。这项修正茱已于1965 

年8月3 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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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利坚合众国、西班牙*法国、圭亚纳爱尔兰*、日本*、约 

旦* *、乌干达巴拿马*、波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多 

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扎伊尔* *。•

* 1 9 8 2年1 2月3 1日任满。

* * 1983年12月31日任满。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选出安全理事会五个非常任理事国(第36/306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要改选国家接替下列各国：西班牙、爱尔兰、日本、鸟干 

达和巴拿马。依照议事规则第1 4 4条的规定，任满的理事国不得连选连任。

依照议箏规则第9 2条的规定，选举以无记名投票举行，并且不采用提名办法。 

依照议事规则第8 3条的规定，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应以三分之二多数票当

龜。

安全理事会历届非常任理事国的名单列在附件四。

⑼选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十八个理事国 * 21

依照修正后的《宪章》第六十一条的规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由大会选出的 

五十四个理事国组成，任期三年。1971年，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决定，经社理 

筝会的理事国应依照下列名额选出（第2847 (XXVI)号决议）：

T溱三会议(议程项目1 5㈤）的参考资料：

(a)第36/306.号决定；

⑴全体会议•• A/36/W. 35。

21大会在1963年12月17日通过一项修正案（第1991B( XVIII)号决议)， 

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理事国的数目自1 8国增为2 7国，这项修正案于1965 

年8月3 1日生效；大会在1 9 7 1年1 2月2 0日通过一项修正案（第2847 

(XXVI)号决议），将经社理事会理事国的数目增为5 4国，这项修正案于 

1973年9月24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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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非洲国家中选出十四国；

⑼亚洲国冢中选出十一国；

⑹拉丁美洲国家中选出十国；

(d)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中选出十三国；，

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选出六国。

目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由下列会员国组成•.

德蒽志联邦共和国* * *、阿根廷* *、渙大利亚*、奥地利* * *、巴哈马' 

孟加拉国* 比利时贝宁* * '巴西* * '保加利亚*、布隆迪* *、

加拿大* '智利'中国* 哥伦比亚* * *、丹麦* *、美利坚合众国'

埃塞俄比亚'斐济* *、法国* * *、希腊* * '印度* *、伊拉克'意大 

利*间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日本* * *、约旦*、肯尼亚* *、利比里亚* * * 

马拉维'马里* * *、墨西哥*、尼泊尔*、尼加拉瓜* *、尼日利亚*、挪威*t 

巴基斯坦* * *、秘鲁* *、波兰* *、葡萄牙* * *、卡塔尔* * *、白俄岁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岁马尼亚* * *、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圣卢西亚* * *、苏丹* *、斯威士兰* 泰国*、

突尼斯*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联盟* *、委内瑞拉* * *、雨斯拉夫*和 

礼伊尔r

* 1 9 8 2年1 2月3 1日任满。

** 1 9 8 3年1 2月3 1日任满。

*** 1984年12月31日任满。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选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十八个理事国（第36/307号决 

定）。 22

22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5(b))的参考资料：

⑻第36/307号决定；

㈦全体会议：A/36/^V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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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要改选国家接替下列各国：

澳大利亚、巴哈马、比利时、保加利亚、智利、美利坚合众国、埃塞俄比亚、 

伊拉克、意大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约旦、马拉维、墨西哥、尼泊尔、尼日利 

亚、泰国、南斯拉夫和扎伊尔。依照议事规则第1 4 6条的规定，任满的理事国 

可以连选连任。

依照议事规则第92条的规定，选举以无记名投票举行，并且不采用提名办法。 

依照议事规则第8 3条的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理事国应以三分之二多数票当 

选。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历届理事国的名单列在附件五。

16.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举行其他选举 

⑻选举工业发展理事会十五个理事国

依照大会第2152(xxi)号决议第二节第3段的规定，工业发展理事会（参看 

项目71⑹由大会在联合国会员国，各专门机构成员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中选出 

4 5个理事国组成，任期三年# 工发理事会理事国应依照该决议第4段相附件里 

规定的名额选出.〃

目前工发理事会由下列国家组成：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 *、阿板廷*、澳大利亚* * *、奥地利*、比利时*, 

巴西* *、中国* * *、丹羑* *、厄瓜多尔* 西班牙*、*、美利坚合众国* =

* 1 9 8 2年1 2月3 1日任满。

* * 1 9 8 3年1 2月3 1日任满。

* * * 1 9 8 4年1 2月3. 1日任满。

»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已将最新的资料列入附件内（第36/18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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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加蓬*、几内亚* 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拉克* * *、意大 

利*、日本* *、肯尼亚*、莱索托* * *、利比里亚* * *、马达加斯加马 

来西亚* * *、摩洛哥*、墨西哥* * *、案古* '巴基斯坦* *、巴拿马* **、 

荷兰**、中非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 *、罗马尼亚*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塞拉利昂* * *、

斯里兰卡* *、瑞典*、瑞士 *、捷克斯洛伐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

*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委内瑞拉* * *和赞比Æ* *。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24选出工发理事会十五个理事国（第36/322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要改选国家接替下列各国：问根廷、.奥地利、比利时、 

加蓬、印度尼西亚、意大利、肯尼亚、马达加斯加、摩洛哥、中非共和国、瑞典、 

瑞士、捷克斯洛伐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工发理 

事会的理事国可以连选连任。

依照议事规则第9 2条的规定，选举以无记名投票举行，并且不采用提名办法， 

工发理事会的理事国以简单多数票当选•

㈨选举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十九个理事国

依照大会第2997(xxvi；E)号决议第一节第1段的规定，联合国环境规划理 

事会（参看项目71(i)由大会依照下列名额，选出五十八个理事国组成，任期三年: 24 25

24 第三寸六届备议（议程项目17(a))的参考资料：

(a)第 3 6/322 决定；

㈦全体会议：A/3 6/ïV. 103。

25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在附属机构的选举中，如候选人数与应填补席位相 

等，即不必进行无记名投票，这个愤例应订为标准办法，但如有代表团特别要 

求对某一项选举举行投票时，则不在此限（第34/401号决议第1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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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非洲国家中选出十六国；

㈦亚洲国家中选出十三国；

⑹东欧国家中选出六国；

⑹拉丁美洲国家中选出十国；

⑻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中选出十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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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环境规划理事会由下列国家组成：

富汗*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沙特阿拉伯*、阀根廷*、孟加拉国^ 

比利时*、博茨瓦纳* * *、巴西* *、保加利亚*、布隆迪* * *、加拿大

* * *、智利*、中国*、哥伦比亚* * '埃及*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西班牙* * *、美利坚合众国* *、埃塞俄比亚 '法国*、加蓬*、加纳* t 
希腊* * *、几内亚* * *、海地* *、印度* * '印度尼西亚*、冰岛* :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牙买加* * *、日本* '肯尼亚* '马来西亚

* *、摩洛哥* * *、毛里塔尼亚*、墨西哥* * '新西兰 ' 阳曼* * *、 

巴基斯坦* *、荷兰* *、秘鲁*、波兰* *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 *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塞内加尔* * *、塞拉利昂* 、苏 

丹*、斯里兰卡* *、瑞典*、瑞士* *、泰国*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 *、乌拉圭* * *、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和扎伊尔* *。

« 务

1 9 8 2年1 2月3 1日任满9 

1 9 8 3年1 2月3 1日任满。 

1 9 8 4年1 2月3 1日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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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d6选出环境规划理事会2 0个理事国（3 6/314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要改选国家接替下列各国：沙特阀拉伯、阿根廷、孟加拉 

国、比利时、保加利亚、智利、中国、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塞俄比亚、法国、加 

蓬、印度庀西亚、毛里塔尼亚、新西兰、秘鲁、塞拉利昂、苏丹、瑞典和南斯拉夫 

环境规划理事会的理事国可以连选连任。

依照议事规则第9 2条的规定，选举以无记名投票举行，并且不采用提名办法^ 

环境规划理事会的理事国以简单多数票当选》

(c)选举世界粮食理事会十二个理事国

依照大会第3348 (XXIX)号决议第8段的规定，世界粮食理事会（参看项目 

7 1⑴由大会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提议，顾到均衡的地域代表性，选出3 6个 

理事国组成，任期三年，

目前#界'粮食理事会由下列国家组成：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阿根廷* *、渙大利亚'孟加拉国巴巴多斯*、

博茨瓦纳* * *、加拿大* * *、中国* * *、哥伦比亚* * *、埃及* *、

* 1982年12月31日任满.

** 1 983年12月31日任满•

*** 1 9 8 4年1 2月3 1日任满a 26

26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7㈦）的参考资料: 

⑻第36/314号决句 

⑼全体会议：A/36/PV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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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 * *、法国* *、冈比亚* * *、加纳'希腊* * '海地 

* *、洪都拉斯*、匈牙利* '印度* * '印度尼西亚* '意大利* ' 

日本* '墨西哥***、尼加拉瓜*、挪威*'巴基斯坦**、菲律宾' 

罗马尼亚'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卢旺达* *、塞内加尔*、苏丹*、 

泰国*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南斯拉夫* * *和扎伊尔*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选出世界粮食理事会十二个理事国（第36/308号决 

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要改选国家接替下列各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巴巴多斯、加纳、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菲律宾、罗马尼亚、塞内加尔、

苏丹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依照第3348UXIX)号决议第8段的规定, 

世界粮食理事会的理事国可以连选连任。

W选举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七个成员

依照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任务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2008(LX)号决议, 

附件，参看项目104 )第7段，委员会由2 1个成员组成。成员由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提名，由大会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依照下列名额选出，任期三年：

⑻非洲国家中选出五国；

⑼亚洲国家中选出四国； *

^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7(c))的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说明：A/36/617;

⑽第36/308号决定j 

⑹全体会议s A/36/PV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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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拉丁美洲国家中选出四国；

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选出三国；

(e)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中选出五国。

目前，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由下列国家组成：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阿根廷*、巴西* '哥斯达黎加*、美利坚合众 

国*、法国'印度* *、日本* *、摩洛哥* *、巴基斯坦* * *、荷兰*

* *、菲律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罗马尼 

亚* * *、大不列颠及北愛尔兰联合王国* * *、塞内加尔* *、苏丹*、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南斯拉夫* * *。

* 1 9 8 2年1 2月3 1日任满。

* * 1983年12月31日任满。

* * * 1984年12月31日任满。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d选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七个成员（第36/315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要改选国家接替下列各国.•阿根廷、哥斯达黎加、美利坚 

合众国、法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苏丹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方案 

和协调委员会的成员可以连选连任。大会将收到秘书长的一份说明（V37/229X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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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7⑹）的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说明：AZ3 6/2 9 4;

(b) 第36/31時决定；

(c) 全体会议 ç A/36/n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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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选举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理事会理事国

依照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章程（第31/1 77号决议，附件）第4条 

的规定，特别基金理事会（参看项目72 (g))由大会从联合国会员国或专门机构或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中选出36个理事国组成，任期三年。大会在选举这些国 

家时，应特别顾及受益的发展中内陆国家及其过境邻国方面和可能捐款的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方面，必须有平衡的代表权。

1976年，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决定召开续会，.议审议项目6 6时，选举 

特别基金理事会的理事国，如不召开续会，’则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选举（第 

31/429B号决定）。

1 977年5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决定不着手选举特别基金理 

事会的理事国，而将这个问题交还给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处理（第24 3(1X1工)号 

决定）。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续会和第三十二届至第三十五届会议都决定把特别基金 

理事会理事国的选举推迟举行（第31/431号、第32/326号、第33/316号、

第34/31 6号和第35/31 6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决定把特别基金理事会理事国的选举推迟到第三十七 

届会议举行（第36/319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要改选理事会全体理事国。依照特别基金章程第4条第： 

2款的规定，理事会理事国可以连选连任。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7⑻）的参考资料:

(a)第35/319号决定；

㈦全体会议：A/36/PX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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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选举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十七名成员

大会第2205(xxi)号决议第二节第1段已按大会第3108(xxviii)号决 

议第8段修改，依照这段的规定，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参看议程项目119) 

由大会选举36个国家组成，任期六年。在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时，大会必须遵守下 

列名额分配办法：

(a) 非洲国冢中选出九国；

(b) 亚洲国家中选出七国；

(c) 东欧国家中选出五国；

(d) 拉丁美洲国家中选出六国丨

(e) 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中选出九国。

此外，第2205UXI)号决议还规定，大会应同时妥为顾到世界各主要经济 

制度和法律制度、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有适当代表参加。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现在由下列国家组成：

澳大利亚、*奥地利、*布隆迪*、智利*、哥伦比亚*、古巴* *、塞浦 

路斯捷克斯洛伐克**、埃及*、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德蒽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危地马拉**、匈牙利**、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尼日利亚*、 

秘鲁**、菲律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西班牙**、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鸟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南斯 

拉夫*

* 1 9 8 3年年度常会开始前一天任满。

** 1 9 8 6年年度常会开始前一天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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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5°选出委员会十七名成员（第34/30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要选出国家接替下列各国：澳大利亚、奥地利、布隆迪、 

智利、哥伦比亚、埃及、芬兰、法国、加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尼西亚、日 

本、尼日利亚、新加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依照第2205(xxi)号决议第二节第5段的规定，国 

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成员可以连选连任。

按照议事规则第9 2条，这项选举应以无记名投票进行，不得采用提名办法 

委员会成员以简单多数当选。

(g)选举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1 9 5 0年大会第五届会议通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章程（第482 

(V)号决议附件）（参看议程项目90 )。按照章程第1 3段，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 

专员由秘书长提名，由大会选举。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选举保罗.哈特林先生为高级专员，自i 9 7 8年1 

月1日起，任期五年（第32/314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说明。

5°第三十四届会议（议程项目16(g))的参考资料：

(a) 第 34/308;

(b) 全体会议：A/34/PV； 61。

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8 7(c))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A/32/401和Add. 1 ;

(b) 第32/314号决定；

⑹全体会议：A/32/PV：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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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作出其他任命:

(a)任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五名成员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于1 9 4 6年由大会设立〔第1 4(1)号决议〕，备 

供大会咨询，并就联合国预算和有关事项以及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行政 

预算向大会提出建议。关于委员会的任命、组成和职务的规定，详见议事规则第 

1 5 5条至第1 5 7条。

咨询委员会现任十六名成员如下：

安杰伊•阿布拉谢扶斯基先生（波兰）

亨里克•阿姆纽斯先生（瑞典）* * *

米歇尔•布罗夏尔先生（法国）***

哈米德•阿拉比•胡德里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穆罕默德。马卢姆.法尔先生（毛里塔尼亚*

卢西奥•加西亚.德尔索拉尔先生（阿根廷）*

埃内斯托•加里多先生（菲律宾）***

安瓦尔•卡马勒先生（巴基斯坦）**

久山纯弘先生（日本广**

姆塞尔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瓦连京•克谢诺方托维奇•帕拉马尔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乔治•萨德勒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鲁道夫•施密特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唐建文先生（中国）***

克里斯托夫。托马斯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_诺曼•威廉斯先生（巴拿马）***

# 1 9 8 2年1 2月3 1日任满。 

1 9 8 3年1 2月3 1日任满。 

1 9 8 4年1 2月3 1日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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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52任命了咨询委员会五名成员（第36/305A至C号决 

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必须任命人选，填补阿布拉谢夫斯基先生、法尔先生、凯 

马勒先生、姆塞尔先生和托马斯先生任满后的空缺。大会将收到秘书长的一份说明 

(A/3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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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任命会费委员会六名成员

会费委员会于1 9 4 6年由大会设立〔第1 4 (I)号决议〕，就宪章第十七条第 

二项所规定由各会员国分担本组织费用的办法（参看项目1 1 〇 ),向大会提供 

意见。关于委员会的任命、组成和职务的规定，详见议事规则第1 5 8条至第160 

条。

委员会现任1 8名成员如下：

阿姆贾德•阿里先生（巴基斯坦）*

穆罕默德。'萨迪克•马赫迪先生（伊拉克）* *

德尼。博夏尔先生（法国）*

法蒂•布瓦耶德一阿加先生（阿尔及利亚）**

阿纳托里•谢苗诺维奇•契斯蒂亚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米格尔•安赫尔》达维拉•门多萨先生（墨西哥）*

埃利奥•德布尔戈斯•卡巴尔先生（巴西）***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8(a))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A/36/161和Add. 1 ;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541和Add. 1和2; 

(c>第36/305 A至C号决定；

(d) 第五委员会：A/C.5/36/SR.2、5 和 56;

(e) 全体会议：A/36/PV.8、30 和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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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斯奥•弗尔兰德斯•马罗托先生（西班牙）*** 

理查德•亨尼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热 

兰斯•约瑟夫先生（澳大利亚）***

贾费特•基蒂先生（肯尼亚）***

维尔弗雷德•科斯奥雷克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拉希德•拉赫卢先生（摩洛哥）_

阿蒂略•诺维托•莫尔托尼先生（阿根廷）_

漱崎克己先生（日本）**

拉季迪斯拉夫.斯米德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宋新中先生（中国）*

约热夫•塔尔多斯先生（匈牙利>•*

* 1 9 8 2年1 2月3 1曰任满。

** 198 3年12月31日任满。

*** 1984年12月31日任满》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55任命了委员会六名成员（第36/318号决定）。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8 (b))的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说明：A/36/162;

(b)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542;

⑹第36/3 L8号决定；

⑹第五委员会会议：A/C.5/36/SR.56; 

⑹全体会议：A/36/PV.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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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必须任命人选，填补马赫迪先生、布阿亚德•阿加先生、 

亨尼斯先生、浠崎先生、斯米德先生和达尔德斯先生任满后的空缺。大会将收到秘 

书长的一份说明（A/37/182 )。

⑹任命审计委员会一名成员

审计委员会于1 9 4 6年由大会设立〔第7 4(1)号决议〕，负责向大会递送财 

务报表和决算（参看项目102)。委员会的成员是以会员国审计长（或同等官 

阶的官员）的资格，而不是凭个人资格接受任命的。

委员会现任三名成员如下：

孟加拉国主计长兼审计长《

比利时审计法院首席院长*

加纳审计长

* 1 9 83年6月3 0日任满。

^ 1984年6月30日任满。

■ 1 9 85年6月3 0日任满。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任命了娈员会一名成员（第36/310号决定）。

w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8⑹）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说明：A/36/163;

⑼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543;

⑹第3 6 / 3 1 0号决定；

⑷第五委员会会议：A/C.5/36/SR.20; 

⑹全体会议：A/36/PV.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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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必须任命人选，填补比利时审计法院首席院长任满后的空 

缺。大会将收到秘书长的一份说明（A/37/183 )。

(d)'认可投资委员会三名成员的任命

投资委员会于1 9 4 7年由大会设立〔第155(11)号决议〕，就娱合国合办 

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参看项目1 1 3 )和其他联合国基金的资产的投资问题，

向秘书长提出意见。

委员会现任九名成员如下：

阿洛伊西奥•德安德拉德•法里亚先生（巴西）* **

让•居约先生（法国）***

乔治•约翰斯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松川道哉先生（日本）***

戴维•蒙塔古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布拉杰•库马尔•尼赫鲁先生（印度）*

伊夫•奥尔特拉马雷先生（瑞士）册 

伊曼纽尔•努瓦•奥马博先生（加纳）g 

斯坦尼斯瓦夫•拉奇科夫斯基先生（波兰）*

* 1 9 8 2年1 2月3 1日任满。

** 1983年12月31日任满。

機1984年12月31日任满。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认可了秘书长任命的委员会三名成员（第36/3 11号 

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须认可秘书长任命的三名成员，填补法里亚先生、尼赫 

鲁先生和拉奇科夫斯基先生任满后的空缺。大会将收到秘书长的一份说明（A/37/

184)。 ‘

(e)任命联合国行政法庭三名法官

联合国行政法庭于1 9 4 9年由大会设立〔第351A( IV)号决议〕，负责审 

理和裁判联合国和某些专门机构工作人员所提出的指控不履行任用契约的申诉。

法庭现任七名法宫如下：

保罗.巴斯蒂夫人（法国）*

路易斯•玛丽亚•德波萨达•蒙特罗先生（鸟拉圭）***

阿诺德•威尔弗雷德•杰弗里•基恩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穆图阿勒•齐坎基先生（扎伊尔）*

赫伯特•里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萨马伦德拉纳特。森先生（印度）*

恩德雷•鸟斯托尔先生（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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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8 2年12月3 1日任满。

** 1983年12月31日任满。

*** I 9 8 4年1 2月3 1日任满。

55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8(d))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A/36/164;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544;

(c) 第36/311号决定；

⑹全体会议：A/36/PV.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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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56任命了行政法庭二名法官（第36/312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必须任命法官，填补巴斯蒂夫人、穆图阿勒.齐坎基先生 

和森先生任满后的空缺。大会将收到秘书长的一份说明（A/37/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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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㈠任命委员会五名成员;

㈡指派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于1 9 7 4年由大会设立〔第3357(XXIX)号决议〕， 

负责管制和协调联合国共同系统内的服务条件。委员会由大会任命的1 5名成员组 

成，其中两名为专任委员，分别担任主席和副主席（参看项目1 1 2 ),

委员会现任15名成员如下：

理查德。阿克韦先生（加纳）* (主席）

阿姆贾德.阿里先生（巴基斯坦）**

迈克尔.•阿尼先生（尼日利亚）**

阿纳托里。谢苗诺维奇.契斯蒂亚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加斯东•德普拉特•加伊先生（阿根廷）*(副主席）

穆拉耶•哈桑先生（毛里塔尼亚）*

拉尔夫•恩克尔先生（芬兰）***

让》克洛德。福蒂特先生（法国）***

帕斯卡尔•弗罗肖先生（瑞士）*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8(e))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说明：A/36/165;
(Id)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545;
(c) 第36/312号决定；

(d) 第五委员会会议：A/C.5/36/SR.20;

(e) 全体会议：A/36/PV.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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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穆特•基辛贝格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松井明先生（日本）

吉里。诺塞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安东尼奥•本塞卡•皮门特尔先生（巴西）** 

韦洛迪先生（印度）**

哈利马.瓦尔扎齐夫人（摩洛哥）**

* 1 9 8 2年1 2月3 1日任满。

** 1 9 8 3年1 2月3 1日任满。

*** 1984年12月31日任满。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57任命了委员会五名成员（第36/324号决定）。大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指派阿克韦先生为娈员会主席，德普拉特•加伊先生为委员会副主 

席，任期从1 9 8 0年1 2月1 7日开始，至1982年12月31日为止（第 

35/321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必须任命人选，填补阿克韦先生、德普拉特》加伊先生、 

哈桑先生、弗罗肖先生和诺塞克先生任满后的空缺。大会还应指派委员会主席和副 

主席。大会将收到秘书长的一份说明（A/37/186)。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8(f))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A/36/166;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546;

(e)第36/324号决定；

(d) 第五委员会：A/C. 5/36/SR. 79;

(e) 全体会议：A/36/PV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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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任命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的三个成员和三个候补成员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于1 9 4 8年由大会设立（第248(工工工）号决 

议），负责处理与联合国有关的养恤金管理问题（参看项目113)。该委员会由大 

会选出三名成员、秘书长任命三名成员和参与人选出三名成员组成。.大会、秘书 

长和参与人各选出或任命三名候补成员。大会选出的现任成员和候补成员如下：

成员.
■丨■丨一 •

埃内斯托•加里多先生（菲律宾）

索尔•库特纳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马里奥•马约利先生（意大利）

候补成员:

恩里克•布赫•弗洛雷斯先生（墨西哥）

迈克尔•奥凯约先生（肯尼亚）

约布斯特•霍尔本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他们的任期将于1 9 8 2年1 2月3 1日届满。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和兔三十六届会议M壬命了上述成员和候补成员（第34/ 

30時和第36/313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必须任命人选，以填补这些成员和候补成员任满后的空缺。 

大会将收到秘书长的一份说明(a/37/187)。

M第三十四届会议（议程项目1 7 (f))和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8 W )的 

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说明：A/34/266^ A/C. 5/36/14;

⑽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4/526, A/36/625; 

(〇)第34^309^和第36/313号决定；

⑹第五委员会会议：A/c, 5/34/Sr. 39, A/U 5/36/SR. 20;

⑹全体会议：A/34/^V. 76， A/36/pv.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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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任命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协商委员会成员

大会1 9 7 5年第三十届会议决定延长经济及社会理事在其第1850 (iVI) 

号决议中规定设立的国际妇女年自愿基金的期限，以便将妇女十年的期间包括在内 

(并参看项目9 1 )。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请大会主席在适当顾及区域分配的原则下，选择五个会员 

国，先以三年为期，由这些会员国各任命代表一人出席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协 

商委员会（第31/13转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4°请大会主席顾及连续性，选择五个会员国，请它们各自 

任命代表担任协商委员会委员（第决议）。大会在同一次会议上注蒽 

到主席任命下列各国为协商委员会成员，自19 8 〇年1月1日起，任期三年（第 

34/323号决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牙买加、尼曰利亚和大不列颠及北愛尔兰联合王国。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须审议任命协商娄员会成员的问题。 ……

⑴认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执行主任的任命

大会1 9 6 6年第二十一届会议遐过第2152(xxi)号决议，设立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工发组织），作为大会的一个机构（并参看项目7 1(d))。 第2152 

(XXI)号决议第二ÎT第18段規定，工发组织执行主任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并由大会 

核可。执行主任任期四年，任期届满时并得连任。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3 4号》（A/10034)，英文本 

第1 0 5页，项目7 5和7 6。

4°第三十四届会议（叔程项目1 7㈤）的参考资料：

(a)第34/323号决定；

⑼全体会议：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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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41认可秘书长再任命阿卜杜勒•拉赫曼，哈尼为工发组织 

执行主任，自1 9 7 9年1月1日起，任期四年（第33/312f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一份说明。

(j)认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的任命

大会1 9 6 4年第十九届会议通过第1995(^；1^)号决议，设立联舍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贸发会议），作为大会的一个机构（并参看项目7 1(c))。 第1995 

(XIX)号决议第二节第2 7段规定，贸发组织秘书长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并由 

大会核可。秘书长任期三年，任期届满时并得连任。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42认可秘书长再任命加马尼•科里亚先生为贸发会议秘书 

长，自1980年4月1日起，任期三年（第34/321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一份说明。

⑻ 任命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

,大会在19.67年第五届特别会议时，设董了联合国西南非洲埋事会，负责管理 

该领土，直到它独立时为止.并决定理事会应将其认为必要的行政和管理任务委芡 

联合国西南非洲专员负责（同时参看项目32 ),这名专员W由大会根据秘书长的 

提名委派（第2248 (S—V)号决议）。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60⑹）的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说明：a/33/504;

㈦第33/312t)》v定；

⑹全体会议：a/3 3/îv. 85。

42第三十四届会议（议程项目5 6(g))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说明：^54/^729;

⑼全体会议：A/34/PV. 1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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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决定联合国西南非洲专员应称为“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 

(第 2372(XXII)号决议）。

大会1 9 8 2年3月第三十六届会议”根据秘书长的提议，任命布拉杰什.钱 

德拉•米什拉为联合国納米比亚专员，自1 9 8 2年4月I日起，任期九个月（第 

36/32&f 决定 >。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一份说明。

(1)认可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执行主任的任命

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章程第6条第1款规定，基金的执行主任（同 

时参看项目1 6(e))应由秘书长任命，并需经大会认可（第31/177号决议，附件)。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44注意到秘书长在一份说明内通知大会说他不建议人选抠 

任特嗣基金执行主任的职务（第36/321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一份说明。

18,《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

⑻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切秘书长的报告

w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8(i))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说明.：A/36/870。

⑽第36/325号决定；

(c)全体会议：a，36，pv. 109。

44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8(0))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说明：A/36/816;.

⑼第36,321号决定；

⑹全体会议：A/30/ÏV. 1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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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1961年第十六届会议设立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由17个成员组成，并请该委员会审查大会第1514(XV)号决议所载 

《Ê言》的执行情况，并就实施《宣言》的进展和程度提出意见和建议（第1 654 

(XVI)号决议）。

大会第十七届会议将特别委员会扩大，增添了七个成员，还请特别委员会继 

续寻求最适当的方法和途径，在一切尚未达成独立的领土内迅速彻底实施《宣言》 

(第1810(XVII)号决议）。大会同届会议请特别委员会斟酌情形，执行交给 

西南非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任务（第1805( XVII)号决议），并决定解散西南非问

题特别委员会（第l8〇6(xv工工）号决议）。

大会第十AJ会议决定解散非自治领土情报审查委员会，并请特别委员会研 

究根据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规定递送的情报（参看项目96),在审查关于《宣 

言》在每一个非自治领土内实施的情形时，充分考虑到这种情报，并在它认为必要 

时，进行任何特别研究和编制任何特别报告（第1970(XVIII)号决议）。

大会在同一届会议及其后每一届会议上，在审议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之后， 

都通过决议延长委员会的任期。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将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从24个增加到25个（第34/ 

425号决定）。委员会现在由下列25个会员国组成：

阿富汗、澳大利亚、保加利亚、智利、中国、刚果、古巴、捷克斯洛伐克、 

埃塞俄比亚、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马里、 

挪威、塞拉利昂、阿拉伯叙利亚共耜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亦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举行了一次《宣言》二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并通过了 

《关于全面执行《宣言》的行动计划》，其中除其他外，指示特别委员会继续寻求 

最适当的方法，把《宣言》迅速和彻底地在尚未获得桩立的土地上加以实施，并向 

大会建议彻底执行《宣言》的具体搢施（第35/uaf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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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在审议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36/23,第一至第七部

第三十六^会议(议程项目19)的参考资料：

⑻特剔娶员会的报告：a/36/23 (第一至第七部分），将作为补■第2 3 

号（A/36/23y^ev, 1 )印发；A/AC. 109/643，A/AC, 109/644， 

A/AC. 109/645， k/kC. 109/646, a/AC. 109/647 和 Corr. 1， 

A/AC. 109/648, a/ac. 109/649, a/ac. l〇9/650, A/ac，i〇9/ 

651， A/AC. 109/652 和 c〇rr. 1，a/ac. i〇a/654， A/AC, 109/ 

655, A/AC. 109/657, a^ac. 109/65a A/AC. 109/659, a/ 

ac. 10Q/661, A/AC, 109/662 和 Corr. 1，A/AC. 109/665， 

A/AC. 109/667, a/ac, 109X670, a/ac. 109/671, A/AC.109/ 

679 和 Aad, 1，A，AC. 109/680;

⑼秘书长約报告:A/3&/602;

⑹第四委员会的报告：A/^36^677和Add. 1和2;并参看4/36/678, 

A/36/679, A/36/68CK a/36/681，A，36/682; A/36/683;

⑹B五委员会的报告：A/36/709; a/36/716;

(e) 决议萆案：V^36/L. 20 和 Add. 1， A/321 和 Add, l;并参看

A/36/L. 23^ev. i, A，36，L. 24 和 Add. 1, a/36八 25和

Add. l, A/36/L. 26 和八枝 1， A，36/i. 27 和 Add, l, A，36，

L. 28 和 Add. l；

(f) 第36/46至36/48号决议，第36/62号坎议，第36/63号决议，

第36/68号极议柘B36/69号汾议和第36/406至30^10号决定 

和第36/414至•决定；并参智第36/39至36/54号决议 

和第36/121A至:F号袂议和第3匕^17号和第36/325号块定；

(g) 第四娶员会会议：A/c. 4/36/SR. 9—25;

㈨第5委员会会议：VU 5/36/Sr. 50和53。

⑴全体会识：A/36/PV. 70、7之73和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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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后，核可了该报告，并除其他外，请特别委员会继续寻求适当途径，在所有 

尚未达成独立的领土内立即彻底执行大会第1514(XV)号决议，特别是拟订消除 

殖民主义残余的具体提案，并闻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68号坎议）。 

大会同届会议并要求采取进一步的具体措施，广泛而且不断地宣扬联合国在非殖民 

化的领域的工作（第36/69号决识）。

大会同届会议审议了西撒哈拉问题（第306号决议和第3〇^06f决定）， 

美属维尔京群岛问题（第36/47号決议），美属萨摩亚问题（第30/48号决议）， 

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凯曼群岛，蒙特塞拉特和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问题（第 

36/62号决议），关岛问题（第36/63号块议），科科斯（基林）群岛问题 

(第36/407号决定），圣赫勒那问题（第36/40»f决定），直布罗陀问题（第 

36/40的•决定）和托克劳问题（第36/410#•决定），并将文莱问题（势36/

414号决定），皮特凯恩问题（第36/4l5f决定），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 

.岛）问题（第36/41時决定），圣基茨一尼维斯问题（第36/417号决定）和安 

圭拉问题（第36/418号决定）推迟到第三十七届会诏审i义。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t到下列文件：

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37/23/第一至第五部分），以后将作为补編第

23 号（a/37/23)印发j

㈦秘书长根据第36/46号决议和第36/40&f决定的要提出的夫于西撤哈 

拉的报告。

19. 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

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必须特别按照《宪章》第四条、安全理寧会 

暂行议事規则第五十八至第六十条和大会议事軚则第一三四至第一三八条的规定处 

理。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100
Chinese
Page 91

按照《宪章》第四条第二项的规定，接纳新会员国，由大会经安全理事会的推 

荐以袄议实行。按照大会议事規则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接纳新会员国必须经过三 

分之二的多数录决。

附件六是会员国名单，指明各会员国被接纳加入联合国的年份。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46接纳了瓦努阿图（第36/1号决议），伯利兹（第36/ 

3号决议）和安提瓜和巴布达（第306号决议）加入联合国，使会员国总数达 

到1 5 7个。

截至1 9 8 2年6月1日为止，在这个议程项目下没有散发任何文件。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2 0 )的参考资料： 

⑻加入申请书：

㈠瓦努两图：A/36/308-S/14506;

㈡伯利兹：A/36/533—S/14701;

㈢安提瓜和巴布达：A/36/642—s/14742; 

㈦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㈡瓦努阿图：A/36/368;

㈡伯利兹•. A/36/551;

㈢安提瓜和，巴布达：a/36/666;

⑹决议草案：

H 瓦努阿图：a/36/I*. 1 和Acid, i;

㈡伯利兹：Ay36/L. 4和Add. i;

㈢安挺瓜和巴布达：A/36/1 13和Add. i; 

⑹第36/1号、第36/3号和第36/26号坎议；

(e)全体会议，A/36/^v, 1, i3 和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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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束埔寨局势：秘书长的报告

自从1 9 7 8年1 2月柬埔寨爆发战争以来，安全理畢会在1 9 7 9年I月至 

3月期间召开了几次会议，审议柬埔寨的局势以及东南亚地区内有关的 

势态犮展，但没有通过任何决议。

本项目题为“柬埔寒局势，，，是应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 

泰国五国的要求（A/34/i 91),列入大舍1979#第三十四届议程•在该届会议上， 

大会呼吁所有国冢和各国及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向柬埔寨平民提供人道主义的救济; 

敦促冲突各方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要求所有外国军队立即撤出東埔寨；呼吁 

各国不对柬埔寨的内政进行干涉；并决定促成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颠覆或 

胁迫的情况下民主地选择自己的政府，（第34/2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决定于1 9 8 1年初召开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柬埔寨境 

内冲突各方以及与冲突有关的其他各方都应参加会议，以期找出柬埔寨问题的全面 

政治解决办法；并决定这个会议应逬行谈判，以期就外国军队在明确的时程内余部 

撤出柬埔赛并由联合国加以核实，以及由联合国监督柬埔寨国内的自由选举等事项达 

成协议；请秘书长采取一切适当步骤召开这个会议；要求在解决冲突以前派遣二支 

联舍国观察队驻在边界泰国一方和在柬埔寨西部建立若干安全地区，由联舍国 

实施监瞀;并呼吁继续向柬埔寨人民提供救济援助（第35,6号决议）#

束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于1981年7月13曰至17曰在纽约举行，通过了

《柬埔寨问题宣言》，其中重申谋求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的基本原则和列述了这 

样解决的要点• 会议还通过了第I (工)号决议，除其他事项外•决定设立柬埔寨问 

题国际会议特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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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47重申其第34/22号和第35/6号决议s并要求执行该 

决议；重申它深信外国军队全部撤出束埔寨，恢复和维护束埔寨的独立、主杈和领 

土完整，束埔寨人民决定他们自己命运的杈利以及所有国家保证不干涉和不干预柬 

埔寨的内政，是柬埔寨问题的任何公正持久解决办法的主要组成部分；核可柬埔寨 

问题国际会议的报告并通过《柬埔寨问题宣言》相会议的第1 (I)号决议；请秘书长 

对联合国今后可能起的作用进行初步研究；请秘书长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进行斡 

旋•促成全面政治解决；决定按照国际会议的第1(1)号决议在适当时候再度召开会 

议；呼吁继续邦助仍需援助的柬埔寨人民，尤其是沿泰柬达境一带和住在泰国居留 

中心的束埔寨人；深切感谢秘书长在协调人道主义救济援助和监督分发工作方面所 

作的努力，请他继续进行处理目前局势所必需的工作；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 

届会议提出有关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第36/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第3 6/5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损告.

21.世界自然宪章草案：秘书长的报告

本项目题为“世界自然宪章草案”是应扎伊尔的要求（A/35/14.1 )列入大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议程。在该届会议上，大会关心地注意到世界自然宪章草案，其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2 2 )的参考资料：

⑻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的报告：A/COIO1. 1〇9,5(联合国出版物9出售品 

编号：（E 81，I, 20);

㈦秘书长的报告：A/35/583;

⑹决议革案：ÀZ36ZA 3/Rev. I和Rev. iZAdd. 1;

(d)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607;

⑹第36/5号决议；

(f)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X36/SR. 14.
(g) 全体会议：A/36/PV. 36-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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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议的养护原则源于一个信念，即人类一切影响自然的行为都应遵守这些原则， 

并以此为判断；郑重邀请各会员国在行便其对本国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杈时，认识到 

保护自然系统、维持自然的平衡和素质以及养护自然资源的极端重要性，为了今世 

和后代的利益而采取行动；请各会员国向秘书长提出它们对世界自然宪章草案的看 

法与意见，以及它们在养护和保护自然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并请秘书长把会员国的 

看法与意见转交给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并以收到的答复作基础，同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环境规划署.）、养护大自然及自然资源国际联合会进行合作，拟订适当的建 

议，以期通过一项世界自然宪章（第3 5/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48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内有根据各会员国依照大会第 

35/7号决议提出的看法和意见所订正的《世界自然宪章》草案；请尚未提出看法 

和意见的会员国向秘书长提出它们的看法和意见；请秘书长同环境规划署和养护大 

自然和自然资源囿际联合会合作，根据所收到的各会员国的意见*如有必要•完成 

《世界自然宪章》草案的修订工作，并且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补充损告；请 

秘书长将《世界自然宪章》草案特设专家小组所提出载有订正《宪章》草案的报告 

并将各国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意见，递送各会员国•以备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作适当 

的审议；决定将题为“《世界自然宪章》草案：秘书长的损告”的项目列入大会第 

三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3 6/6号决议）•

A/37/100
Chinese
Page 9^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 6，6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损告.

w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2 3 )的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报告：A，36,539 ; 

〇3)决议草案：灰/36/!<.6和厶411。 

⑼第36/6号决议； '

(â)全体会议：A/36/PV.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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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合作：秘书长的损告

题为“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的合作”的项目应巴基斯坦的要求（A/35/194) 

列入大会1 9 8 0年第三十五届会议议程.在该届会议上•大会决定进一步促进 

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合作；请秘书长研究进一步加强两个组织间合作的方法 

和途径.并将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并决定将题为“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 

组织的合作”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35/3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敦促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组织加强合作， 

共同寻找国际耜平与安全、裁军、自决、非殖民化、基本人杈、建立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等全球问题的解决办法；注意到秘书长任命一名特别代表参与1 9 8 1年6月 

1日至5日在巴格达举行的第十二次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的工作，研究制订最理想 

的办法，借以协调正在或可能同伊斯兰会议组织合作的联合国秘书处各部门、联合 

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的活动；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联合 

国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合作情况的损告（第3 6/2 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 6/2 3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2 5 )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报告：A，36/384;

(切决议草案。.A/36/L. 8;

⑼第35/23号决议；

W全体会议：V30/PV.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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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联合国同阿拉伯厘家联盟的合作：秘书长的报告

本项目应阿尔及利亚的要求列入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5。在该届会议上•大 

会重申其第477W号决议中邀请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决 

定，决定邀请阿拉伯国家联盟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大会及其附属机关的各届会议和工 

作；深表赞赏地注意到阿拉伯国家联盟参与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的工作日益增加• 

及联盟对该项工作的建设性贡献；确认阿拉伯国家联盟为推动阿拉伯国家间的合作 

和寻求对国际社会至关紧要的阿拉伯冋题的解决而不断进行的努力，并满意地注意 

到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为支持这些努力而给予愈来愈来的合作；确认联合国湘各专门 

机构在适当时继续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密切协作的重要性•以期促进社会湘经济发展 

并增进阿拉伯内部和国际上在这个关键领域的合作；重申联合国决定同阿拉伯国家 

联盟密切协作，以期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对秘书长努力同阿拉伯国家眹盟阑铜漆* 

表示赞赏，并请他进一步加强这些联系；请秘书长按照大会各项有关决议•继续采 

取必要措施，以加强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行政方面的合 

作；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2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24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B

5。•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顼目132)的参考资料:

⑻要求列入议程：A/36Z196;

⑸决议草案î A/36/工.9;

⑹第36,24号决议•

⑹全体会议：4^36/PV. 4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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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武装侵略及以色列侵略对已确立的关于和平利用核
能、不扩散核武器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制度的严重后果：秘书长的报¥

本项目应4 3个会员国的要求列入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51在该届会议上， 

大会特别回顾了安全理事会第487 ( 1981 )号决议并关切地注意到以色列拒不遵守 

该决议，强烈谴责以色列蓄谋已久和史无前例的侵略行为；严重警告以色列必须停 

止其武装袭击核设施的威胁和行为；再度呼吁所有国家立即停止向以色列提供使其 

有能力侵略其他国家的一切类型的武器和有关物资；请安全理事会调查以色列的核 

活动以及其他国家和方面在从事这些活动方面的勾结；鉴于以色列对其侵略行动负 

有国际责任，要求以色列对其行动所造成的物质和生命损失，提供迅速和适当的赔 

偿；请秘书长将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随时通知各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并向大会 

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2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27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25. 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秘书长的报告

1 9 8 0年1月3日，许多会员国共同写信给安全理事会主席，要求召开安理 

会紧急会议，以审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安理会于I 9 8 0 

年1月5日至9日举行了会议。鉴于各常任理事国没有一致的意见，安理会于1 

月9日决定召开大会紧急特别会议审议该项问题（第462( 1980)号决议）。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3 0 )的参考资料：

(a) 要求列入议程：A/36/194和Add. 1和2 ;

(b) 决议草案：A/36/L. 14/Rev. 1 和 Rev. 1/Add. 1 ;

(c) 第36/27号决议；

⑹全体会议：A/36/PV 50和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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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9 8 0年1月大会第六届紧急特别会议极为惋惜对阿富汗的武装干涉；呼吁 

所有国家尊重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不结盟性质，不对该国内政进行 

任何干涉；要求立即无条件地从阿富汗完全撤出外国军队；促请所有有夫各方协助 

创造阿富汗难民目愿返回冢园的必要条件；并请安全理筝会审议能够邦助执行本决 

议的方法和途後（第：ES—6/2号决议）。

本项目应35个会员国的要求列入1 9 8 0年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议程•在 

该届会议上，大会表明了它对各项有关原则的立场；赘赏秘书长为寻求解决这个问 

题而作的努力，希望他继续出力协助，包括任命一名特别代表，以求按照本决议的 

规定推动政治_决，并且设法取得适当的保证，在相互保证、绝对不干涉彼此内政 

和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基础上，不便用或威胁便用武力侵犯任何相邻国 

家的政治独立、主杈、领土完整和安全；并请秘书长尽早向各会员国提出一份关于 

这个局势的报告（第35/37号决议）•

1 9 8 1年1 1月6日秘书长的报告（A/36/653—S/14745)对前秘书长在 

1 98 1年期间所作的努力以及当时的秘书长代表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 

生的活动作出了说明。

在第三十六届会议52 * *期间，大会重申维护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 

和不结盟性质是和平解决此一问题的必要条件；重申阿富汗人民在没有任何外来千 

涉、颠覆、胁迫或限制的情况下决定他们自己的政体和选择他们的经济、政治和社

52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2 6 >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报告：A/36/653-S/14745; 

㈤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695;

⑹决议草案：A/36/J1. 15和Add. 1 ;

(d) 第36/34号决议；

(e)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36/SR. 46 ;

(f) 全体会议：A/36/PV. 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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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制度的权利；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撤出阿富汗；要求所有有关各方为迫切达成政治 

解决而努力，并创造必要条件，让阿富汗难民能在自愿基础上和安全回返家园并保 

持其尊严；再次呼吁所有国家、各国组织和国际组织，继续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协调，提供人道主义救济援助，减轻阿富汗难民的困苦；赞赏秘书长为 

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作的努力，并请他继续努力促进政治龢决，并且设法取 

得适当的保证，在相互保证、绝对不千涉彼此内政和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各项 

原则的基础上，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侵犯任何相邻国家的政治独立、主权、领土 

完整和安全；请秘书长将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同时通知各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 

并且尽早向各会员国提出一份关于这个局势的报告（第36/34号决议）。

秘书长曾积极努力促使有关各方进行谈判，以求取得一项公正的政治解决.他 

委派迭戈•科多维斯作为他的代表于1 9 8 2年4月间访问了阿富汗、伊朗和巴基 

斯坦，继续秘书长进行的努力.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34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26.联合国同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合作

本项目题为“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成立二十五周年”，是应孟加拉国、博茨瓦 

纳、塞浦路斯、埃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日本、肯尼亚、 

马来西亚、蒙古、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索马里、斯里兰卡、泰国、 

土耳其、乌千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也门的要求列入大会 

第三十六届会议的议程。55该届会议期间，大会祝贺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成立二十

55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2 7 )的参考资料：

(a)要求列入议程：A/36/191和Add. 1和2;

0>)决议草案：A/36/L. 17 和 Add. 1;

(c)第36/38号决议；

⑹全体会议：A/36/PV.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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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年，高度赞扬该委员会促进区域间和国际合作，支持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工作； 

请秘书长同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秘书长进行协商，以期进一步加强这两个组织之 

间的合作以及扩大这种合作的范围；决定把题为“联合国同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 

合作”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第36/38号决议）。

第三十七届会议期间，水项目下预计没有会前文件。

27.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f能国际合作会议：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

议筹备委Ü的报告

1 9 7 7年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在审议题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这一议 

程项目的过程中，曾请一切国家考虑在适当阶段由联合国主持召开一次或若干次旨 

在促进和平使用核能方面国际合作的国际会议（第3 2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和三十四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33/4和34/6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决定于1 9 8 3年举行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 

会议；进一步决定设立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筹备委员会，由7 0 

个会员国以及可能表示有兴趣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其他国家以同等地位组成，并请大 

会主席按照公平地区代表的原则在1 9 8 1年7月1日以前任命该委员会成员；请 

筹备委员会于1 9 8 1年下半年在维也纳举行一次不超过一星期的组织会议，主要 

目的在于制订工作方茱，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请国际原子能机构 

(原子能机构）通过参加有关问题的讨论和提供需要的技术数据和文件，特别是与供 

应保证委员会的工作进展有关的数据和文件、以及通过参加会议秘书处等方式，在 

筹备会议的各个阶段和会议期间，在其职责范围内发挥应有的作用；请尚未这样做 

的所有国家向秘书长提出它们对于会议开幕日期、会期长短，会议地点，议程，以 

及与会议筹备和安排有关的其他冋题的意见；请秘书长把收到会员国有关该会议事 

项的一切来文提交筹备委员会和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并与总干事协商，协助该委员 

会，为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并决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国 

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的项目下列入一个题为“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 

会议”的分项目（第35/11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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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2年6月1 6日大会主席写信通知秘书长（A/36/880)说，他已增加

任命6个筹备委员会的成员。 该委员会实际上由下列6 4个会员国组成

阿尔及利亚 日本

阿根廷 闸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奥地利 毛里塔尼亚

比利时 墨西哥

巴西 摩洛哥

保加利亚 荷兰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尼日尔

加拿大 尼曰利亚

智利 挪威

中国 巴基斯坦

哥伦比亚 秘鲁

哥斯达黎加 菲律宾

古巴 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

丹麦 塞内加尔

厄瓜多尔 西班牙

埃及 斯里兰卡

芬兰 瑞典

法国 P可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泰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土耳其

加纳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希腊 苏缍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危地马拉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匈牙利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印度 喀羑隆联合共和国

印度尼西亚 美利坚合众国

伊拉克 鸟拉圭

爱尔兰 委内瑞拉

意大利 南斯拉夫
象牙海岸 扎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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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联合国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合作会议筹备委员会 

的报告.该报告将作为补编第4 8号（A/37/48)印发•

在第三十六届会议54期间，大会除其他事项外，赞赏地注意到筹备委员会的报 

告；赞同筹备委员会报告附件所载该委员会的建议；决定于1 9 8 3年8月29日 

至9月9 S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应以适当格式载于适当文 

件中；认识到筹备委员会为了推动其工作，可能需要将其预定于1 9 8 2年在维也 

纳召开的第二期会议的期限延长，并于1 9 8 2年另行召开一届适当期限的会议； 

重申其在第三十五届会议期间所作的关于保证供应委员会的决定；请大会主席至迟 

在1982年4月30日以前，按照公平地域分配原则，确定筹备委员会成员的任 

命；请秘书长作出必要的安排，在适当的时候设立一个小型会议秘书处，由会议秘 

书长领导；敦促所有国家对会议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作出贡献，特别是依照国际义 

务提供资料说明各国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科学和技术成就以及实践经验；要求所 

有尚未提出意见的国家至迟在1 9 8 2年4月3 0日以前向秘书长提出它们对会议 

筹备和安排的意见；重申其在第三十五届会议期间对原子能机构的作用所通过的规 

定；又请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有关组织对会议的筹备工作有效地作出贡献; 

请秘书长向筹备委员会提交从各会员国收到的一切来文，并为协助筹备委员会而提

54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4⑼）的参考资料：

(a) 联合国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合作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 8号 

(A/36/48);

(b) 决议草案：A/36/L. 11 和Rev. 1;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798;

(d) 第36/78号决议；

⑻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36/SR. 67;

(f)全体会议：A/36/PV 51 和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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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委员会工作所需要的一切便利；决定将题为“联合国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合作 

会议的筹备工作：联合国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合作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的项 

目列入第三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第36/78号决议）。

28.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于1 9 5 8年在日内瓦举行。第二次联合国海洋法 

会议于1 9 6 0年在日内瓦举行。

1 9 7 3年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通过了有关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各项规 

定，并决定从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开幕之日起，解散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 

洋底委员会（第3067(xxviil)号决议）。

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一期会议于1 9 7 3年1 2月在纽约举行，处理组织方面 

的各项问题。第二期会议以处理实质问题为主，于1974年6月20日至8月 

2 9日在加拉加斯举行。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考虑到海洋法会议向大会提出的要求（A/9721 )，通过

了一些新的规定，并核准在日内瓦召开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三期会议（第3334 

(XXIX)号决议）。

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三期会议于1 9 7 5年3月1 7日至5月9日在日内瓦举 

行。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考虑到海洋法会议向大会提出的要求（A/10121 )，核准 

在纽约举行第四期会议，又如海洋法会议决定召开第五期会议也予照准（第3483 

(XXX)号决议）。

第四期海洋法会议于1976年3月15日至5月7日在纽约恭行，第五期会 

议于1 9 7 6年8月2曰至9月1 7曰也在纽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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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考虑到海洋法会议向大会提出的要求（A/31/225)，核 

准在纽约召开第六期会议（第3 1/63号决议h 大会同一择会议还通过了有关韭 

会员国参加海洋法会议分摊费用的决定（第3 1 /407号决定h

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六期会议于1977年5月23EI至7月15日在纽约举 

行。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考虑到海洋法会议向大会提出的要求（A/32/239),核 

准在曰内瓦召开第七期会议，并授权海洋法会议，如会议工作需要，可以按照同秘 

书长商定的安排，继续举行会议（第32/194号决议）。

第七期会议于1978年3月28日至5月19S和1978年8月21日至 

9月1 5日分别于日内瓦和纽约举行。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考虑到海洋法会议向大会提出的要求（A/33/270和 

C〇rr. 1)，核准在日内瓦召开第八期会议，并授权海洋法会议，如会议工作需要， 

可以按照与秘书长商订的安排，继续举行会议（第33/1 7号决议）。

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八期会议于1 979月3月19日至4月27日和7月19 

日至8月2 4日分别于日内瓦和纽约举行》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考虑到海洋法会议向大会提出的要求（A/34/479)，核 

准第九期会议于1 980年2月27日至4月4日和7月28日至8月29日分别 

于纽约和日内瓦举行；并请秘书长以海洋法会议秘书长的资格，编劍一项关于发展 

中国家深海采矿训练需要和有关活动的研究报告，于1 9 8 0年尽早向海洋法会 

议提出（第A/34/20号决议）。

第九期海洋法会议于1980年2月27日至4月4H(和7弓28日至8月 

2 9日分别于纽约和曰内瓦举行。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考虑到海洋法会议向大会提出的要求（A/35/500)， 

核准第十期会议于1981年3月9日至4月1 7日或2 4日在纽约召开，并请秘书长就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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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海洋法纪念研究金或奖学金及有关事项以推崇海洋法会议故主席汉密尔顿- 

谢利。阿梅拉辛格对海洋法会议工作的独特贡献一事，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 

报告；又请秘书长以海洋法会议秘书长的身分，编写一份研究报告提交海洋法会议 

，说明秘书长根据公约草案应承担的未来职责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新的 

法律制度下所需要的资料、咨询意见和协助（第35/11转•决议)。

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十期会议于1981年3月9日至4月24日在纽约举行。 

结束前，海洋法会议主席请大会主席（A/35/803)将海洋法会议的建议通知大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规定第十期会议将于1 9 8 1年8月3日至 

2 8日在日内瓦复会，又如海洋法会议决定会期延长一周也可予照准。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续会于1 9 8 1年5月1 1日核准了海洋法会议的建议（ 

第35/452号决定）。

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十期会议后期会议于1981年8月3日至28日在日内 

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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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55考虑到海洋法会议向大会提出的要求（A/36/659)， 

除其他事项外，核准1982年3月8日至4月30日在纽约召开第十一期会议，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2 8 )的参考资料:

(a)海洋法会议主席的信：A/36/659; 

㈦秘书长的报告：A/36/697;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732;

(d) 决议草案：A/36/L.18和 Add.l;

(e) 第36/79号决议；

(f) 第五委员会会议：A/C. 5/36/SR. 57;

(g) 全体会议：A/36/PV.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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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最后作出决定的会议；并授权海洋法会议，如果通过《公约》、关于成立筹 

备委员会的决议草案的案文、《最后文件》和其他有关决定的正式阶段已经开始， 

而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作出决定的过程时，则应同秘书长协商，纯为完成工作 

的目的，将其工作延长到1 9 8 2年4月3 0日以后（第36/79号决议）。

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十一期会议于1982年3月8日至4月30日在纽约举 

行。4月3 0日，第三次海洋法会议通过了《公约》草案和有关决议的案文，并 

决定于1 9 8 2年9月2 2日至2 4日在纽约召开会议，研究其起草委员会关于这 

些案文的建议。

大会三十七届会议预计在本项目下没有先行提出的文件。

29.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秘书长的报告

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问题，是1965年大会第二十届会议首次予以 

审议的。大会该届会议请秘书长邀请非洲统一组织的行政秘书长以观察员的资格出席 

大会的各届会议。大会并请秘书长与非统组织的各有关机关进行商讨，以研 

究促进两个组织间合作的方法，并在适当时候向大会提出报告（第2011 (XX)号 

决议）。

大会并在第二十一届和二十二届会议上审议了两个组织间合作的问题（第 

21〇3(1又1)和2193(^工1)号决议）。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在审议《南部非 

洲宣言》（第2505(XXIV)号决议）时，也曾特别讨论到两个组织间的合作问题} 

后来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考虑在一个非洲国家首都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的问 

题时，又审议了这个问题（第2863(xxvi)号决议）。

大会自第二十六届会议以来，一直在更广泛合作的意义下对这个问题进行审议, 

即非统组织与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它组织之间的合作（第2962 

(XXVII)、 3066 (XXVIII)、 3280 (XXIX)、 3412 (XXX)% 31/13、 

32/19、33/27、34/21 和 35/117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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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56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36/317和Add. 1及2 ); 

赞赏地注意到非统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的工作，注意到非统组 

织在这些工作中所作的建设性贡献；赞扬非统组织为促进非洲国家间的多边合作和 

为寻求解决非洲各项问题继续作出的努力；重申联合国决心同非统组织合作，加强 

努力，以消除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核可非洲统一组织秘书 

处代表同联合国秘书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秘书处的代表的日内瓦会议结论里 

的各项决定、建议、提议和安排；请秘书长与非统组织秘书长协商，按照内罗毕会 

议结论的要求，安排于1 9 8 2年4月在罗马举行非统组织秘书处代表同联合国秘 

书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秘书处的代表的会议；重申联合国决心同非统组织密 

切合作，以期按照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努力，并充分考 

虑到《执行蒙罗维亚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的拉各斯行动计划》；呼吁所有会员国、区 

域组织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执行对各非洲国家的特别经济援助方案；请秘书长把国 

际社会对这些方案的反应定期通知非统组织，并与非统组织倡议的所有类似方案取 

得工作上的协调；又请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保证继续提供充分便利，向非 

统组织秘书处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请秘书长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加强联合国与非 

统组织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行政各级的合作，特别是在关于向南部非洲境内 

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提供援助问题上的合作；吁请所有会员国、区域组织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2 9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A/36/317相Add.l及2;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793;

(c) 决议草案：A/36/L. 19和 C〇rr. 1 ;

(d) 第36/80号决议；

(e) 第五委员会会议：A/C. 5/36/SR. 85;

(f) 全体会议：A/36/PV.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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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大力增加对非洲境内难民的 

援助；请秘书处的新闻部和所有专门机构以及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扩大宣传和加 

强散播关于非洲社会和经济发展事务的新闻；吁请联合国各机关在它们同非洲有关 

的所有工作上继续同非统组织密切联系；促请各专门机构同联合国系统内其它各有 

关组织，继续并斤大它们同非统组织的合作，并通过非统组织向非统组织所承认的 

解放运动提供援助；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80号决 

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80号决议的规定提出的报告。

30.科摩罗马约特岛问题：秘书长的报告

本项目于1 9 7 6年应马达加斯加的要求（丸/31/241)列入大会第三十一 

届会议议程„ 大会该届会议谴责法国政府于1 9 7 6年2月8日和4月1 1日在 

马约特岛组织的公民投票，认为这两次公民投票无效，并要求法国立刻撤离该岛（ 

第31/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2/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把本项目提交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第33/435号 

决定）。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呼吁法国政府尽早开始同科摩罗政府谈判，以期落实联合 

国各项有关科摩罗马约特岛的决议；并请联合国秘书长同非统组织秘书长联系，对 

当事双方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并就此一问题的发展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 

出报告（第34/69号决议）。

I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请科摩罗政府和法国政府继续进行会谈，以期迅速找到公平 

解决办法；欢迎非统组织在弗里敦提出的倡议，即在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三十七 

届常会以前在莫罗尼召集负责这一问题的七人委员会会议，以便同科摩罗政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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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加速解决马约特问题的适当措施；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35/4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57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36/671 );重申科摩罗 

伊斯兰联邦共和国对马约特岛的主权；请法国政府尊重1 9 7 4年1 2月2 2日科 

摩罗群岛就自决举行全民投票前关于尊重科摩罗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并请法 

国政府同科摩罗政府重新积极进行谈判，以期确使马约特岛尽快重新回归科摩罗； 

请联合国秘书长会同非统组织秘书长，注意这一问题的事态发展，并向大会第三十 

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0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105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31.巴勒斯坦问题:

⑻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

(切秘书长的报告

这个项目是1 9 7 4年应5 5个会员国的请求，列入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议程 

的（A/9742和Corr. 1以及Add。1—4 )。 在该届会议上，大会邀请巴勒斯 

坦人民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参加全体会议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讨 

论(第3210(XXlx>f■决议>。在雕会议上，大会重申在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研可录獅

第H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2 7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A/36/671 ;

(b) 决议草案：A/36/L. 54 和 Add. 1 ;

(c) 第36A05号决议；

(d) 全体会议：a/36/；pv.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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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强调指出，实现这些权利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可缺少的条件；确认要在 

中东建立和平，巴勒斯坦人民是主要的一方；又确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按照《联合 

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使用一切办法来恢复他们的权利（第3236(xxix)号决 

议）。此外，大会还邀请巴解组织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大会的会议和工作以及在大 

会主持下召开的一切国际会议；并认为巴解组织同样有杈参加联合国其他机构召开 

的一切国际会议（第3237(xxix)号决议）。

在第三十届会议上，大会要求邀请巴解组织以与其他当事各方同等的地位参加 

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一切关于中东的工作、讨论和会议，并参加日内瓦中东和平会 

议及一切其他和平努力（第3375 ( XXX)号决议）。在同届会议上，大会 

决定成立巴勒斯坦人民行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由20个会员国组成； 

请委员会除其他事项外，审议并向大会建议一项旨在使巴勒斯坦人民行使第3236 

(XXIX)号决议第1和2段中所确认的权利的执行方案；并请安全理事会审议关于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的权利的问题（第3376(XXX)号决议）该委员会

在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增加三个成员（第31，318号决定）。目前该委员会由 

下列2 3个会员国组成：

阿富汗、古巴、塞浦路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圭亚那、匈牙利、 

印度、印度尼西亚、老树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马 

耳他、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突尼斯、土耳 

其、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南斯拉夫。

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大会赞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 

利委员会的建议，并促请安全理事会尽快重新审议这些建议（第31/20号决议）• 

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大会促请安全理事会尽快就巴勒斯坦人 

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各项建议作出决定，并授权该委员会继续作出一切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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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促进其建议的执行（第32/40A号决议）；并请秘书长在联 

合国秘书处里设立一个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特别工作股，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 

夺权利委员会的指导下，负责编制有关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的研究报告和 

出版物，此外，从1 9 7 8年开始，该工作股将同委员会协商，每年以1 1月2 9 

日为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举办纪念活动（第32/40 B号决议）•

在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大会再度敦促安理会审议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 

利委员会的各项建议，并尽快作出决定（第33/28A号决议）；授权该委员会继续 

作出一切努力，促使其建议得到执行（第33/28&f决议）；请秘书长保证巴勒斯 

坦人民权利特别工作股继续执行它的任务；还请秘书长考虑加强巴勒斯坦人民权利 

特别工作股，并于可能时将它改组和重新命名（第33/28C号决议h

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大会再次赞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所 

提出的各项建议，并对这些建议尚未执行，表示遗憾和关切；再次敦促安全理事会 

审议这些建议，并尽快作出决定（第3V65A号决议）；拒绝接受戴维营协议的各 

项条款，因为这些条款无视、侵犯、违反或否定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并且蓄意让以色列和容忍以色列继续占领它从1 9 6 7年以来所占领的巴勒斯坦领 

土；强烈谴责公然违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宪章》的原则和各种关于巴勒斯坦问 

题的国际决议的一切局部协议和单独的条约；声明戴维营协议及其他协定，就其要决

定巴勒斯坦人民和1 9 6 7年以来以色列所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前途这一点来说， 

是没有效力的（第3465»f决议）；授权该委员会继续作出一切努力，促使其 

建议获得执行（第34/B5C号决议）；请秘书长参照根据大会第33X28C号 

决议所进行的协商，将巴勒斯坦人民杈利特别工作股重新命名为巴勒斯坦人民权利 

司，并确保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同该委员会协商，并应在其指导下继续履行第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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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B号决议第1段详细规定的任务，以及执行一项扩大的工作方案（第34/65D号 

决议）。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塞内加尔常驻代表在1980年7 

月1日的信（A，ES—7/1)中，要求召开一次緊急特别会议，讨论题为“巴勒斯坦 

问题”的项目。在大多数会员国同意这一要求之后，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于7月22 

日召开。

大会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重申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重申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解组织有权以平等地位参与联合国范围内有关巴勒斯坦 

问题和中东局势的一切努力、一切i寸论和一切会议;重申不容许以武力取得领土的基本原则; 

要求以色列完全地、无条件地撤出它自1 9 6 7年以来占领的一切巴勒斯坦领土和 

其他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在内，而且保持一切财物和服务完整无损，并敦促 

它在1 9 8 0年1 1月1 5日以前开始从它所占领的一切领土撤走；要求以色列全 

面遵行安全理事会第465(1980)号决议中的各项规定，以及所有有关耶路撒冷圣 

城历史特性的联合国决议，特别是安理会第476(1980)号决议；表示反对旨在把 

巴勒斯坦人重新安置到其家园以外的地方去的一切政策和计划；要求并授权秘书长 

斟酌情况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协商，采取必要措施执行该委员 

会的各项建议；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如果以色列拒绝不 

遵行本决议，请安理会召开会议，对这种情况进行审议，并根据《宪章》第七章采 

取有效措施；以及决定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暂时休会，并授杈大会最近一届常会的

主席在会员国要求时继续召开会议（第ES—7乂2号决议）•在同届'会议上*大会请 

该委员会详细研究以色列拒不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的原因，特别是第31Z20号 

决议，以及多项要求以色列撤出它所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 

拉伯领土的决议，并向大会弟三十五届会议提出其研究进度的报告（第ES—7Z3号.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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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强烈重申再一次赞同该委员会的各项建 

议；要求以色列彻底和无条件地自1 9 6 7年以来一直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 

一切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阿拉伯领土上撤走;又要求以色列充分遵守特别是安全理事 

会第465(1980)号决议的规定，以及所有有关耶路撒冷圣城历史特性联合国决议， 

特别是安理会第476( 1980)号和478 (1980)号决Ü并拒绝承认以色列宣布耶 

路撒冷为其首都的声明；表示反对一切目的在于把巴勒斯坦人民安置在其家园以外 

的地方的政策和计划；谴责以色列拒不遵守大会第ES— 7/2号决议和安理会第465 

(1980)号和第478( 1980)号决议及其他有关联合国决议的规定；以及请安理会 

召开会议，以审议局势和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有效措施的问题（第35/169 A 

号决议）； 重申第34/65E号决议的条款；宣布任何国家 

都没有权利在没有巴解组织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以平等地位参与的情况下， 

采取或进行可能影响巴勒斯坦人民的前途、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被占领 

的巴勒斯坦领土的任何行动、措施或谈判，并拒绝承认一切这种行动、措施和谈判 

(第35，169B号决议）；请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继续审 

查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情况并继续作出一切努力，促使其建议获得执 

行；以及请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其他与巴勒斯坦问题有关的机构 

同该委员会充分合作，并应后者的要求，提供其所掌握的有关情报和文件（第35, 

行（第35/169C号决议)，•请秘书长确保巴勒斯坦人民杈利特别工作股继续执行 

第3 2/4 0 B号决议和第34/65 D号决议所规定的任I以及经常审查关于加

强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特别工作股的问题，并按照第34/65 D号决议的规定，将特 
别工作股重新命名（第35/1 69Ü号决议）；最严厉地指责以色列颁布有关耶lié

冷的“基本法，’；并且特别确认“基本法”以及以色列关于耶路撒冷为其首都的宣

布一概无效，必须立即撤销（第35/169E号决议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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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58大会除其他事项外，请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 

权利委员会继续审查巴勒斯坦问题的情况，并于适当时向大会或安全理事会提出报 

告和建议；授权委员会继续作出一切努力使其建议获得执行；请巴勒斯坦和解委员 

会以及联合国其他与巴勒斯问题有关的机构同委员会充分合作，并应委员会的要求， 

向其提供所掌握的文件；并决定将委员会的报告分发给联合国所有主管机构，请它 

们于适当时按照委员会的执行方案采取必要的行动（第36/120A号决议）；请秘 

书长向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特别工作股增加必要的经费，以完成其任务和扩大工作方 

案，并请他按照第34/65l>f决议第1段的要求采取必要行动，重新命名该股，并. 

确保新闻部和秘书处其他单位继续合作，使该股能够执行其任务；并请各国政府和 

各组织向该委员会和该特别工作股提供合作（第36/120B号决议）。大会决定根 

据大会第ES—7/2号决议，至迟在1 9 8 4年以前，由联合国主持召开巴勒斯坦问 

题国际会议，并决定授权该委员会为该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并请秘书长任命一位会 

议秘书长，并向委员会提供会议工作安排方面的一切必要协助（第36/120C号决 

议）。大会重申赞同该委员会的各项建议，重申巴勒斯坦人民不仅有重返家园、收 

回财产和自决等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有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的不可剥夺 

的权利；并要求以色列无条件地自1 9 6 7年以来所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一

58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3 1)的参考资料有：

⑻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5号(A/36/35 ); 

⑼决议草案：A/36/A 31/Rev. 1和Rev 1/Add. 1、A/36/L. 32 和 

Add.l'A/^e/X.SS/ïîev.^Rev.l/Add.l'A/^/li.SO/Rev. 

^Rev.l，Add.l、A，36/%5^Add.l、AX36，X.52/Rev.l* 

Rev. lZAdd • 1;

(c)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794;

⑹第36/12〇A至F号决议；

⑹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36/SR. 6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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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上全部撤出，一切财产和服务均应安然无缺；又要求 

以色列充分遵守一切有关耶路撒冷圣城历史性质的联合国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 

的决议，并拒绝承认以色列议会所颁布的宣布耶路撤冷为其首都的“基本法”；重 

申巴勒斯坦人民的前途必须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参与才能讨论，因此，要求根据联合 

国有关决议，邀请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解组织以平等地位参加联合国所主持的关 

于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局势的一切努力、讨论和会议；并请安理会召开会议，以便 

审议局势并采取有效搢施执行经大会第31/20号决议核准的该委员会的建议（第 

36/120D号决议）。大会再次决定，以色列改变或意图改变耶路撒冷圣城的特性 

和地位所采取的一切立法和行政措施和行为，特别是关于耶路撤冷的所谓“基本法 

以及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一概无效，必须立即撤销；要求以色列彻底遵守 

联合国有关耶路撒冷圣城的历史特征的一切决议，特别是安理会第476 ( 1 980 )和 

478( 1980)号决议；并请秘书长在六个月内就这些决议的执行情况提出报告（第 

36/120E号决议）；坚决重申拒绝接受任何协议的条款，如果这些条款无视、侵 

犯、破坏、或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强烈反对一切局部的协议和单 

独的条约，如果这些协议和条约公然违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并宣布一切协议和 

单独的条约，如果是意图决定巴勒斯坦人民的前途和1 9 6 7年以来以色列所占领 

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前途，一概无效（第36/120Î1号决议）。

1 982年4月20日，大会按照第ES—■决议第1 4段的规定,恢复举 

行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在该届紧急特别会议”上，大会除其他事项外，重申不容 

许使用武力夺取领土的基本原则；要求以色列遵守安全理事会第465 (1980 •决

”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续会（议程项目5 )的参考资料有：

⑻决议草案：A，ES—7/1 • 3和Add • 1;

(b)第ES—7/4号决议；

⑹全体会议：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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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各项规定；进一步要求以色列遵守联合国关于圣城耶路撒冷的地位和独特性的 

所有决议；谴责占领国以色列没有遵守根据《日内瓦战时保护平民公约》的条款规 

定所应尽的各项义务、解散比雷的民选市议会、免除拉马拉和納布卢斯的民选帀长 

的职务、破坏各处圣地特别是耶路撒冷哈拉姆谢里夫的不可侵犯性、以色列军队成 

员于1 9 8 2年4月1 1日射击并杀伤哈拉姆谢里夫围地内的礼拜者、采用镇压措 

施，包括对巴勒斯坦被占颂领土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内的非武装平民逬行射 

击，造成了伤亡以及对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各种公民机构和 

宗教机构一特别是教育机构进行袭击并干涉其执行职务;谴责阻碍巴勒斯坦 

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的一切政策敦促尚未这样做的备国政府

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放弃向以色列提供军事、经济和政治援助 

的政策并在联合国一切机构内照此行事；谴责鼓励人力资源流向以色列的政策，以 

免以色列得以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执行和继续其殖民和移民的政策；再次宣布以 

色列的记录和行动证实它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会员国，而且它既没有履行其根据 

《宪草》所应尽的各项义务，也没有履行其根据大会第273(111)号决议所作的 

承诺；要求占领国以色列准许调查以色列影响被占领领土居民人权措施特别委员会 

和安全理事会第446 ( 1 979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逬入被占领领土；敦促安理会承认 

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并赞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各项 

建议；要求秘书长征得安埋会的同意并酌情与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杈利委员 

会协商，着手与中东阿以冲突的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巴解组织，进 

行接触，以便找到有利于和平、能够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的具体方式和方法; 

请秘书长每隔一段适当的时间向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并向大会第三十七 

届会议提交一份综合报告；并且决定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暂时休会，并授权大会最 

近一届常会的主席在会员国提出请求时立即复会（第ES—7/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各文件：

⑻第36/120A号决议要求的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

补编第3 5号（A/37/35);

⑼第36，1 20E号决议和第ES—7/4号决议要求的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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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纳米比亚问题:

(a)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百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㈦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

(〇)■秘书长的报告

自从1946年大会第一届会议通过第65⑺号决议以来，纳米（以前称为西南非 

洲)冋题一直列在大轉_届齡'第五届减城特别会狐麟她聚急特别会议峨程 

上。在这期间，大会几个附属机构，包括西南非洲特设委员会、西南非洲斡旋委员会、 

西南非雜継肢㈣给予殖民細綠人_立宣言撕情錄嫩员会，都 

审查过这个领土的局势^安全理事会也以这个问题为主题通过许多决议，其中.包括:第

( 1969)号、269(1969)号、276(1970)号、283(1970)号、284(1970) 

可、301(1971 )号、309(1972)号、310( 1972)号、319(1972)号、323 

(1972)号、342( 1973)号、366( 1974)号、385(1976)号、431( 1978) 

号、432(1978)号、435(1978)号、439(1978)号、447(1979)号和475

(1980)号决议^此外，国际法院也对这个问题的有关方面进行了审查和发表了 

意见，其中包括应大德338(1 V.)号决议的请求于i g 5 〇年7月i i日发表的咨询 

意见6°相应安全理事会第284 (1970)号决议的请求，于！ 971玍6月2 1日发 

表的咨询意见’

1966年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结束了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并决议联 

合国必须负起对该领土的职责（第2145 (XXI )号决议L

1 9_6 7年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设置了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由i i个会员 

国组成，负责管理该领土,直到它独立时为止，并夾定理軎会应将其认为必要的行

6〇《1 9 5 0年国际法院汇报，咨询意见，西南非洲的国际地位》，英文本，第

128页。 ’

6,《1 9 7 1年国际法院汇报，咨询意见，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 1970 ) 

号决议继续留在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所引超的法律后果》，英文本第

1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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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管理任务委交一名联合国亏员负责（参看项目17(î〇)a 这名专员由大会根

据秘书长的提名委派（第2248 (S-V)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宣布，西南非洲领土应当叫做“纳米比亚”，以符合该领 

土人民的愿望（第2372UX工工）号决议）。因此，理事会的名称便改为联合国 

纳米比亚理事会，专员称为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

大会第二十五届和第二十六届会议，决定设置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以便执行 

援助纳米比亚人的广泛方案（第2679( XXV)号和2872 (XXVI)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决定把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从1 1国扩增为1 8 

国（第3031 ( XXVII )号决议）。第二十九®会议(第3295(mx)号决议，第七节）， 

耜第三十三届会议（第33/1 82A号决议）又扩大了理事会的成员# 目前理事会

由下列3 1个会员国组成：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比利时、•博茨瓦纳、保加利亚、 

布隆迪、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塞浦路斯、埃及、芬兰、圭亚那、海地、印 

度、印度尼西亚、利比里亚、墨西哥、尼曰利亚、巴基斯坦、波兰、罗马尼亚、 

塞内加尔、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委内瑞 

拉、南斯拉夫、赞比亚.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指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会为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的保管 

机构（第3112UXVIII)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核可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卢萨卡成立纳米比亚研究 

所的决定（第3296UXIX)号决议）8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邀请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以观察员的地位参 

加大会的会议耜工作（第31/15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宣布：南非兼并沃尔维斯湾的夾定是殖民主义扩张的行径， 

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大会第1514 ( XV)号决议，并宣布这种

兼并是非法和无效的；又宣布沃尔维斯湾是纳米比亚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纳米比亚 

在地理上、历史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种族上有不可分的联系（第32/9辦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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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也要求联合国系统内的各专门机构及其他组织与机关，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 

会合作，规划和执行《纳米比亚建国方案》（第32/9 A号决议）•

1 9 7 8年大会第九届特别会议通过了《纳米比亚宣言》和《支持纳米比亚自 

决和民族独立的行动纲领》，其中重申，给予联合国纳米比亚理軎会作为纳米比亚 

独立前的合法管理当局的任务。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宣布南非蔑视和违反安全理事会第385( 1976)和439 

(1978)号决议于1 9 7 8年1 2月4日至8日在纳米比亚举行的选举均属无效 

(第33/182B号决议）9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重申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的规定；决定联合囯纳 

米比亚理事会应特别痛斥南非一切骗人的制宪或政治计划，该国企图借此对纳米比 

亚人民和资源永远施行殖民压迫和剥削制度；竭力保证对未按照安全理事会第385 

(1976)号决议和后来所有各项决议的规定在纳米比亚领土全境由联合国监察和监 

督举行自由选举产生而在温得和克成立的任何行政机构或实体不予承认（第34/

92A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决定应继续确保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领土完整，

包括沃尔维斯湾以及彭格温和其他岸外岛屿在内；代表纳米比亚，在政府间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机关和会议里确保纳米比亚的杈利和利益得到适当的保障；采取一切 

适当措施，确保充分执行并遵守《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第一号法令》的各项规定，

并采取为帮助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所必需的其他措施；拟订协助纳米比亚人的政 

策，并协调联合国系统的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及机关提供纳米比亚的援助（第35/ 

227c号决议

津巴布韦常驻代表在1 9 8 1年8月1 2日的信（A/ES—8/1,附件）中，要 

求召开一次紧急特别会议，讨论题为“纳米比亚问题”的项目。在大会多数会员 

国同意这一要求之后，第八届紧急特别会议于9月3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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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9月3日至14日举行的大会紧急特别会议，62 * *重申安全理事会核 

可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第435(1978)号决议，是和平解决的唯一基础；要 

求在毫不推倭、毫无限制或修改的情况下，立即开始无条件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 

( 1978)号决议s不得迟于1 9 8 1年1 2月；鉴于南非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 

威胁s大力促请安理会积极响应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立即对该国实施《宪章》第 

七章所规定的全面强制性制裁（第ES—8/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65重申其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的规定，并决定联

62第八届紧急特别会议（议程项目5 )的参考资料：

(a) 要求召开第八届紧急特别会议：A/ES—8/1;

(b) 决议草案：AZES—8八 lZReV。2和Re' 2/Corr。1;
(c) 第Es—8/2号决议；

(d) 全体会议：A/ÏIS—8/PV 3-12。

65第三十六届会议（项目3 6 )的参考资料：

(a.)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36/23(：Parl: IV);A/AC。

Aq i〇9,660、a，ac。i〇9,673;

(b)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24号（A/36/24);

(c) 秘书长的报告：么//36/696和人(1(301—4;

(d) 决议草案：A/36/X 23 和 Re兄 1和 Rev l/Adl 1、A/36/X 24 和

Add« U A/Sô/ii 25Add» U a/36/X 26^PAddc U A/36/J； 27 

和 Add 1 和 28 和îAdd^ 1;

(e)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15;

(f) 第36/121 A—F号决议；另参看第36/325号决定；

(g) 第五委员会会议：A/C。5/36/S托68;

⑹全体会议：V36/PV: 64—68、70、71、93、94 和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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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应特别继续动员国际支援，迫使非法的南非行政当局撤出纳米 

比亚；反击南非反纳米比亚人民和反联合国的政策；谴责并寻求使各国拒斥南非一 

欺骗性的制宪或政治办法，该国可能企图借这些办法长驻纳米比亚，•确保绝不承认 

没有完全按照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特别是第385 ( 1976 )、第435 ( 1978 )和第

439 ( 1978 )号决议和后来所有有关决议，未由联合国监察和监督在纳米比亚领土 

全境举行自由选举而在温得和克成立的任何行政机构或实体。

大会同届会议还在这个项目下通过了其他五个决议。这些决议的主题是：南 

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所造成的局势（第30/121A号决议）、各会员国支持纳米 

比亚的行动（第36/121B号决议）、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纳米比亚问题采 

取的行动（第36/121D号决议）、传播关于纳米比亚的新闻（第36/121E号决 

议）和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第3 6Z12 1 ï1号决议）。此外，大会同届会议还任命 

印度前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布拉杰什。昌德拉。米什拉先生为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

自1 9 8 2年4月1日起生效，任期九个月（参看项目i 7(k))(第36/32转决 

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Z37Z23(Parts. I—V),这个文件后来将作为补 

编第 2 3 号（A/37/23/Rev。1 )印发；

(b)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2 4号（A，37/24);

(c) 第36，121B、C和D号决议要求秘书长提出的报告。

3a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g

(a)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㈦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c)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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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 9 4 6年印度控诉南非通过不利于印裔南非人的法律时起，联合国就一直 

在讨论南非的种族政策。1 9 5 2年大会第七届会议将广泛的种族隔离问题列入 

议程，题为“南非联邦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在南非所造成的种族冲突问题”，直到 

第十六届会议，这两个互相关连的问题继续作为两个单独议程项目讨论。1962 

年大会第十七届会议把这两个问题合并在现有的标题之下。

1 9 6 2年，大会第十七届会议设立了一个南非共和国政府种族隔离政策问题 

特别委员会，在大会不开会时，随时审查南非政府的种族政策，并斟酌情形，不时 

向大会或安全理.事会或向二者提出报告（第1761 (XVII)号块议）。大会第二 

十五届会议决定把特别委员会的名称缩短为“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增加委 

员会的成员，但新增成员最多七个^并把委员会的任务扩大，便其能经常全面审查 

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及其在国际上的影响（第2671 A(xxv)号决议）。大会第二 

十九届会议决定把委员会的名称改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并再增加娈员 

会的成员（第3324D(XXIX)号决议）。大会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请大会主 

席与各区域集团协商，在顾及公平地域分配的原则下，扩大特别委员会的成员数目 

(第34/93R号决议）。但至1 9 8 1年6月1日止，尚未任命新的成员。目 

前委员会由以下1 8个会员国组成：

阿尔及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几内亚、海地、匈牙利、印度、印度

尼西亚、马来西亚、尼泊尔、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索马里、苏丹、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依照其职权范围，委员会向大会及安全理事会提交了年度报告和特别报告。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设置了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第2054B(XX)号决议）。秘 

书长曾向大会提出关于该基金的年度报告。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邀请非洲统一组织所承认的各雨非解放运动——南非非洲 

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代表，以观察员资格，参加特别政治 

委员会关于这个项目的辩论。该届大会拒绝接受南非代表团的全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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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首次在全体会议上直接讨论这个项目。在该届会议上，

大会成立了一个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萆委员会，请它作为一项临 

时措施，拟订一项关于体育领域种族隔离的宣言萆案，还请它为起草反对体育领域 

种族隔离国际公约一事，采取准备步骤（第31/6I1号决议）。

目前，特设娈员会由以下24个会员国组成：

阿尔及利亚、巴巴多斯、加拿大、刚杲、德蒽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几内亚、

海地、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马来西亚、尼泊尔、尼日利亚、

秘鲁、菲律宾、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 

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并公布特设委员会建议的《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的 

国际宣言》，并请委员会起草一项反对体育领域科族隔离国际公约（第32/105M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64主要根据特别委员会的建议,通过了下列决议：南非局

64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3 2 )的参考资料：

(a.)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2号（V36/22);

㈤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2 A号（1和2 );

(c)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6号 

(V36/36和 C〇rr; 1 );

⑹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的报告：A/36/619;

(e)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36/719;

(f) 决议草案：a/36/L, 34和 Add, 1，A/36ZL. 35和 Add. 1，A/36ZL. 36 

和Add, 1，A/36/L.37和 Adi 1，A/36/L. 38,和Add. 1，a/36/l. 39 

和 Add. 1，A/36/L. 40和 Add, 1，a/36，l. 41和 Add, 1，A/36/i. 42 

和Add. 1, A/36，L. 43 和 Add. 1，Ay/36，L. 4推 Add* 1，A/36ZL. 45 

和 Add. 1，A/36ZL, 46和 Add. 1，a/36/I*. .47和Add. 1，48

*Add.l，A//36ZL.4^(3Adâ,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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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第36/172A号决议）、国际动员制裁南非年（第36/172B号决议）、种族隔 

离政权对安哥拉和其他非洲独立国家的侵略行径（第36/172 c号决议）、对南非 

的全面强制性制裁（第36/172D号决议）、与南非的军事和核勾结（第36/ 

172E号决议），对南非的武器禁运（第36/172?号决议）、对南非的石油禁运 

(第36/172G号决议）、国际工会制裁南非会议（第36/172H号决议），对南 

非的学术、文化和体育抵制（第36/1721号决议）、南非的政治犯（第36/ 

172J号决议）、种族隔离下妇女和儿童（第36/172K号决议）、反对种族隔离 

的新闻和公众行动以及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中大众传播工具的作用（第36/172L 

号决议）。 以色列和南非的关系(第36/172M号决议）、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 

会的工作方案（第36/a72ir号决议）、在南非的投资（第36/1720号决议） 

和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第36/1 72P号决议）。

南非境内种族冲突问题自1 9 6 0年起獻在安全理亭会里讨论。当时安理会 

除其他亭项外，确认南非联邦的局势已经引起国际摩擦，倘若■续下去，可能苊及 

国际和平与安全（第134( 1960)号决切）。1 9 6 3年，安较会吁请所有各国 

终止对南非售卖及运送武器、各种弹药及军用交通工具（第181 ( 1963)号决议）， 

这项禁令后来又经扩大，把向南非出售作为保养及新造武器和弹药之用的装备与材料 

也包括在内，安珐会并于1964、1970和197 2年重申和加强这项禁令。

1 9 7 4年，安_会审笪了联合国相南非之间的关系，但未能通过决议。i 9 7 6 

年，在索韦托的示威者遭受射杀之后，安&会强烈谴责南非政府采取大M模的暴力 64

64(续)

(g)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32;

㈨第36/1 72A至P号)夭议和第36/419号决定；

⑴特别政治委员会会议：A/SPC/36//PV。41和42;

(j)免五娶员会会议：a/c. 5/36/^R.76; 

抝全体会议：八/36/^,75—79、81和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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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径和屠杀手段来对付非洲人民，并要求南非政府紧急停止对非洲人再使用暴力，

为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而采取紧急步骤（第392( 1976)号决议）。1 9 7 7 

年，安垤会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黑人施暴和镇压；并表示支持并声援一切 

为消除科族隔离和种族歧视而进行斗争的人（第417( 1977)号决议）。安鞋会 

又决定所有各国应立即停止向南非提供武器和一切科类的有关物质，包括出售或转 

运武器、弹药、军事车辆和装备、半军事性警察装备，以及上述各项的备件;并决定所有 

国家皆应不与南非在制造和发展核武器方面进行任何合作(第418(1977)^决议!此外， 

安理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查秘书长关于第418( 1977)号决诏执行1it况的报告， 

研究使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更为有效的各种方法和途径，并要求所有国冢提供 

关于它们在有效执行该决议时所采取的行动资料（第421 ( 1977)号决议）。.1980 

年6月，安理会严重关切南非局势的恶化，特别是对抗议种族隔枭的学童进行的镇 

压和杀害以及对教士和工人的迫害；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致使局勢进一步恶化， 

并且大規模镇压所有反对秭族隔离的人，杀害和平示威者和因政治原因被拘留者，

以及违抗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第473( 1980)号决议）。1 9 8 1年1 2月，主 

席就南非宣布所谓“独立”的西斯凯班图斯坦一事发表声明（S/14794)。 1982

年4月，安理会要求南非当局免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三名成员的死刑（第50 3 

(1982)号决议）。

另有几个联合国机构也在处理这个问题的各方面因素；这些因素分到列在不同 

的议程项目（例如烦目8 0和9 8 )下审叔。

大会凳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⑻反对科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缋第2 2号（A/37V22);

(切反对秤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特另>]报告：A/37/22/Add. i—，以后作 

为补编第2 2 A号印发；

⑹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6号

(A/37/36);

⑹第36/172D和P号决议要求秘书长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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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中东局势：秘书长的报告

自从1947年以来，中东问题的各个方面就一直获得联合国，特勘是大会和 

安全理事会的处埏。

1 9 6 7年6月战亭以后，安全垤事会于1 9 6 7年1 1月提出了在中东建立 

公正持久和平的原则（第242( 1967)号决议）。秘书长随即任命瑞典的贡纳尔- 

雅林大使为他派驻中东的特别代表，以便按照这项决议使有关各国间达成协议.依 

照安全理事会第331( 1973)号决议，秘书长还在1 9 7 3年5月向安接会提出了 

一项详尽的报告，详细说明联合国自1967年6月以来关于中东局势所作的各项 

努力（S/10929)。

新的战箏爆发之后，安全理箏会于1 973年10月22日要求各方实现停火； 

要求各有关方面于停火后立即开始执行第242( 1 967)号决议的所有部分；并決定 

各有关方面应在适当方面主持下开始谈判，目的是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第 

338 ( 1973)号决议）。

联合国自1 9 7 3年1 〇月以来在中东局势方面所作的各项努力，见秘书长于 

1 9 7 8年1 0月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出的一份详尽的报告（A/33/311—S/ 

12896)。 此后，秘书长每年都就中东局势提出年度报告，最新的报告（A/36/ 

655-S/14746)是在1 98 1年1 1月1 1日提出的。

中东地区目前有三种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一个特派观察团（联合国驻巴勒斯 

坦停火监督组织（停火监督组织））和两支维持和平部队（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 

部队（观察员部队）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并参看项目114)。 

按照安全理事会现行的决定，停火监督组织除协助观察员部队和联黎部队执行任务 

外，还派观察员驻守埃及。有关观察员部队和联黎部队的成立和活动的详精，见 

秘书长向安理会提出的定期报告。关于观察员部队的最新报告（S/15079)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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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2年5月2 0日印发的；关于联黎部队的最新定期报告（S/:15194和 

Add.l和2)是在1 9 8 1年1 2月1 1日印发的。关于联黎部队的特别报告则分 

别于 1 9 8 2年2月 1 6 日（S/14869)和 1 9 8 2年 4月 2 5 日（S/14996 

和Corr. 1 )印发的9

大会在其第二十五届至二十七届会议（1 9 7 0年至1 9 7 2年）以及第三十 

届至三十五届会议（1 9 7 5年至1 9 8 0年）都审议了关于中东局势的项目（第 

2628(xxv)、2799(xxvi)、2949(xxv工工)、3414(xxx)、31/61、31/6之 

32/2(X 33/29» 34/70 和 35/2 0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65谴责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 

的有关决议，继续占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并要求以 

色列立即无条件地完全撤出所有这些被占领的领土；重申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 

冲突的核心，并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如不能充分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中东地 

区就不可能有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进一步重申，如果没有所有冲突各方其中 

包括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的平等参与，中东局势就 

不可能得到公正和全面的解决；再次宣布中东和平不可分割，并必须以联合国主持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3 3 )的参考文件：

(a)秘书长的报告：A/36/655-S/14746、A/36/846 — S/1 4805和 

Corr# 1;

⑼秘书长的说明：a/36/344—S/14567;

⑹决议草案：a/36/L. 59 和 Add. 1、a/36/L. 60 和 Add, i;

⑹第36/226A和B号决议；

⑹全体会议：A/36/PV. 95—97、99 和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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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一项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为基础，确保以色列完全无条件地撤离1967 

年以来所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阿拉伯领土，使巴勒斯坦 

人民能够在巴解组织领导下，按照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各项联合国决议，特别是大 

会第ES—7/2号决议和第36/120A至F号决议，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重 

返的权利以及自决、民族独立和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权利；拒绝接受凡 

是侵犯巴勒斯坦人民的公认权利，并违反公正全面解决中东问题以确保在该地区建 

立公正和平的原则的一切局部协议和单独缔结的条约；对以色列没有遵行安全理事 

会第476 (1980)号决议和第478(1 980)号决议以及大会第35/207号决议，表 

示惋惜；确定以色列兼并耶路撒冷并宣布为其“首都”的决定，以及改变其实际面 

貌、人口组成、体制结构和地位的措施，都是无效的；要求立即取消这些措施；吁 

请所有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及其他国际组织遵守这一决议和所有其他的有关决议， 

包括大会第36/1 20E号决议；谴责以色列对于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以内，以及在 

这些领土以外，特别是在黎巴嫩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民所进行的侵略和采 

取的行动，其中包括没收和并吞领土、建立移民点、暗杀和其他违反《联合国宪章》、 

国际法原则和有关国际公约的恐怖主义、侵略和镇压措施；强烈谴责以色列在被占 

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兼并政策和措施、建立移民点、充公土地、转移水资源、加 

紧镇压其中的叙利亚公民、并将以色列公民身份强加于叙利亚国民的措施，宣布所 

有这些措施都是无效的，因为它们违反了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 

民的曰内瓦公约》；强烈谴责以色列侵略黎巴嫩，继续轰炸和破环其城镇村庄、以 

及一切侵犯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及其人民安全，阻挠安理会第425( 1978)号 

决议充份执行，包括联黎部队在国际公认的边界以内充分部署的行为；要求严格尊 

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支持黎巴嫩政府为取得区域和国际保Hie， 

恢复黎巴嫩国对其在国际公认边界以内罄个领土的专属统治权而作出的努力；对以 

色列侵犯阿拉伯各国的领空，表示惋惜；要求立刻终止这种行为；认为1 9 8 1年 

1 1月3 0日签订的美利坚合众国一以色列战略合作协定，足以鼓励以色列继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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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对1 9 6 7年以来所占包括耶路摄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侵略 

和扩张政策及手段，对于在中东建立全面、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会有不利影响， 

而且危及该地区的安全促请所有囿家制止任何军事、经济与财政资源流入以色列， 

这样会鼓励它继续推行其侵略阿拉伯各国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请秘书长定期向 

安理会报告中东局势的发展，并就中东事态发展的所有方面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提出一份综合报告（笫36/226A号决议）。在同次会议上，大会宣布以色列对 

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适用以色列法律的决定完全无效，绝无任何法律效 

力；决定1 9 4 8年8月1 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的各项规定继 

续适用于1 9 6 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领土；对以色列坚持兼并政策，使 

该地区紧张局势加剧，表示痛惜；要求占领国以色列立即撤消上述决定及有关的一 

切行政和其他措施，这些决定和措施公然违反了国际法一切有关原则；呼吁所有国 

家、各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机构不承认上述决定；请安全理事会在以色列不执行这 

一决议时，援用《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并请秘书长在1 9 8 1年1 2月2 1日以前 

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和安理会提出报告（第226B号决议）。

秘书长按照第226B号决议的规定提出的报告（A/36/846和Corr. 1 — 

S/14805和C〇rr. 1 )已于1 98 1年1 2月2 1日分发8

1 9 8 1年1 2月1 7日，安全理事会决定以色列将其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机 

构强加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决定完全无效，在国际上没有法律效力；要求 

占领国以色列立即撤消其决定；决定1 9 4 9年8月1 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 

日内瓦公约》的所有规定继续适用于1 9 6 7年6月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领 

土；并请秘书长在两星期内就这一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并决定如果 

以色列不遵行这一决定，安理会就会在1 9 8 2年1月5日以前召开紧急会;议，考' 

虑按照《宪章》采取适当措施（第497 ( 1981 )号决议）。

秘书长按照第497( 1981 )号决议的规定提出的报告（S/14821 )已于1981 

年12月31日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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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于1982年1月8曰至28日举行了九次会议，以便进一步审议 

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局势。由于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否决票，因此没有通过任何 

决议。安理会于是决定召开一次大会紧急特别会议来审查它一直进行审议的这一 

问题（第500 ( 1 982 )号决议）。

大会于1 9 8 2年1月2 9日至2月5日举行了第九届紧急特别会议。66在 

该届会议上，大会强烈谴责以色列不遵守安全理事会第497 (1981 )号决议和大会 

第36/226B号决议，•宣告以色列1 9 8 1年1 2月1 4日决定将其法律；管辖权 

和行政机构强加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已构成《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和大 

会第3314 (XXIX)号决议的规定所指的侵略行为；再次宣告以色列将其法律、管 

辖权和行政机构强加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决定完全无效，绝无任何法律效 

力和/或任何法律作用；断定以色列为了实施对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决定所 

采取的一切行动全属非法和无效，不应予以承认；重申断定1 9 0 7年海牙各公约 

和1 94 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的所有规定继续适用 

于1 9 6 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领土，并呼吁各该公约的所有缔约国在任 

何情形下按照各文书遵守及确保遵守它们的义务；断定以色列自1 9 6 7年以来继 

续占领叙利亚戈兰高地的事实以及自1 9 8 1年1 2月1 4日决定将其法律、管辖

66第九届紧急特别会议（议程项目5 )的参考文件: 

(a)秘书长的说明：A/ES—9/1;

⑼决议草案：A/ES—9/1<。1和Add. 1;

(c) 第;ES-9/1号决议；

(d) 全体会议：A/ES—9/PV.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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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行政机构强加于该领土之后，实际予以吞并的事实，均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持续威胁；非常痛惜安理会上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票阻止了安理会按照《宪章》

第七章通过采取安理会一致通过的第497(1 981 )号决议中所指的对以色列的“适 

当措施”并痛惜以色列莸得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支持，这种支持鼓励以色列从 

事侵略活动、加强并延长它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和吞并；坚决强调要求占领 

国以色列立即将其1 9 8 1年1 2月1 4日将以色列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机构强加 

于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决定作废，这项决定的结果是实际吞并该领土；重申以色列无 

条件地从它自1 9 6 7年以来所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一切巴勒斯坦领土和其 

他阿拉伯领土全部撤出是绝对必要的，这是在中东建立全面和公正的和平的主要条 

件；宣布以色列的记录和行动证实它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会员国，它既没有履行它 

按照《宪章》规定应尽的义务，也没有履行它按照大会第273(工1工）号决议规定 

所作的承诺；呼吁所有会员国：不向以色列提供任何武器和有关设备，并终止对以 

色列的任何军事援助；不从以色列取得任何武器或军事设备；终止对以色列的经济、 

财政和技术援助以及终止同它进行的这些合作；并断绝同以色列的外交、贸易和文 

化关系。大会还呼吁所有会员国个别地和集体地立即停止同以色列的一切来往，以 

便在所有领域彻底孤立以色列；促请各非会员国根据这一决议的各项规定采取行动； 

呼吁联合国系统所有专门机构和各国际机构使它们同以色列的关系符合这一决议的 

规定；请秘书长就这一决议的执行采取后续行动5每隔两个月向各会员国和安理会 

提出报告，并在题为“中东局势”的项目下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综合报告 

(第;ES—9/1号决议）,增编于⑺呂御月5紛发(V37/169/Ad4卜S/14953/AdcU)。

秘书长按照第ES—9/1号决议的规定提出的第一份报告（A/37/169—S/14953) 

已于1 9 8 2年4月5日分发„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的秘书长的报告：

(a)第ES—9/1号决议要求提出的进度报告：a/37/169—S/14953和 

增编；

⑼第36/22 6A号决议和第ES—9/1号决议要求提出的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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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东南亚的和平、稳定和合作问题

本项目应阿富汗、安哥拉、保加利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埃塞 

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蒙古、莫桑比克、尼 

加拉瓜、塞舌尔和越南的要求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议程（A/35/193和Add . 

1和2)。 大会那届会议对这个项目进行了辩论，并决定将其列入大会第三十六 

届会议临时议程（第35X403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67就本项目进行辩论后，决定把这个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 

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笫36/404号决定）。

预料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时，本项目不会有预先提出的文件。

36. 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

本项目是应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孟加拉国、不丹、圭亚那、印度、马尔代夫、 

尼泊尔、尼日利亚命斯里兰卡的要求（A/34/246)，列入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议 

程。大会那届会议决定将这个项目列入第三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并将第三十四

届会议期间提出的决议草案和有关的文件一并送交该届会议审议（第34/431号决 

定）。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决定将本项目列入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草案，并向该届会 

议转递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一切有关文件（第35/453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68决定把这个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67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3 4 )的参考资料：

(a)第3 6/4 04号决定。

⑼全体会议：A/36/PV. 43—45。

68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3 8)的畚考资料：

(a) 第3 6,4 60号决定；

(b) 全体会议：AX36ZPV.105。

82-04503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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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460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时•本项目将不会有预先提出的文件。

37.塞浦路斯问题：秘书长的报告

自1 9 6 3年以来，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相大会，一直在处理塞浦路斯 

问题的各方面因素。这个问题因希族塞人同土族塞人两族发生冲突而引起，并牵 

涉到希腊政府加土耳其政府^

1 G 6 4年，安全理事会设立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

并逬行调停工作，以促使协商觯决这个问题（第186 (1964)号决议）。联塞部 

队最初设立时的任务期限为三个月后经安理会延长上一次延长六个月，到1982年12 

1 5日（第510( 1982)号决议）。秘书长一再向安理会提出报告说明联塞部队 

的编制湘活动情形，这种报告通常在任务期限届满前分发，如岛上有特殊的事态发 

展也会分发这类报告。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行动的最近一次经常报告已于1982 

6 月 1 日分发。（S/15149)。

随着1 9 7 4年事态的发展，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要求一切国 

家尊重塞浦路斯共初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而且不要对它进行任何 

行动相干涉；促请所有外国军队迅速撤出塞浦路斯；嘉许两族的代表，在秘书长的 

斡旋下，已在平等基础上建立接触进行谈判，并要求他们继续谈判，以期自由地达 

成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认为所有难民应该安全返回他们的家乡；请 

秘书长继续向塞浦路斯所有各部分居民，提供联合国的人道援助；要求各方继续同 

联塞部队充分合作；并请秘书长将该决议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第3212(xxix)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届至第三十四届会议重申必须执行第3212(XXIX)号决议（第 

3395UXX)号、31/12 号、32/15 号、33/15 号初34/30 号决议）。

1 9 7 4年1 2月，安全理事会（第365( 1974)号决议）赞同了大会第3212 

(XXIX)号决议。1 9 7 5年，安理会特别请秘书长担负新的斡旋任务，促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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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谈判（第367(1975)号决议h 安全理事会曾数次请秘书长继续担负幹旋任 

务，并请他随时把取得的进展通知安理会。按照这项任务，秘书长于1 9 7 5和 

1 9 7 6年间主持进行了若千回合的两族谈判；1977年2月12日，在秘书长 

主持下，塞浦路斯两族的代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登克塔什先生在尼科西亚议定 

了若千准则作为两族谈判的架构（参看S/12323)。接着又进行了一系列新的会 

谈，但没有取得结杲。1 9 7 9年5月1 8日和1 9日，由秘书长主持，在尼科 

西亚举行一次高层会谈，基普里亚努总统和登克塔什先生达成了十点协定（S/ 

13369 )。依照协定的要求，于1 9 7 9年6月1 5曰在尼科西亚恢复两族谈判， 

但又于1 979年6月22日停止。经秘书长和他的代表与双方进行长期协商后， 

两族谈判于1980年8月9日恢复（参看V^5/385-S/l4100)。自1980 

年9月16日以来，两族谈判人员在秘书长特别代表主持下，在尼科西亚每星期会 

谈一次（参看A/35Z659 )。秘书长特别代表收到两族提出的综合提案，并同双 

方进行了大量协商后，于1 9 8 1年1 1月1 8日提出一份载有对谈判进行状况所 

作“评价”的一些结果的文件，这份文件此后即用作两族会谈时，进行讨论的方法 

(参看A/3a/Y02 )。秘书长也亲自同双方联系，以便促进谈判的进程.秘书 

长于1 9 8 2年4月4日，在罗马与基普里亚努总统进行会谈，又于1 9 8 2年4 

月9曰在日内瓦与登克塔什先生进行会谈。会谈结果，双方同意每星期举行两次 

会议，以加速两族会谈的进程。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推迟审议塞浦路斯问题，并决定将其列入第三十六届会议 

的临时议程（第35/428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69决定在其议程上保留本项目（第36Z461号决定）。

69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3 5 )的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报告（A/36/702 );

(b) 第36/461号决定；

(c) 全体会议•• A/3a/PV.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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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开始进行关于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的全球性谈判

1 9 7 7年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决定在1 9 8 0年召开大会一届高阶层特别会 

.议，审查联合国系统内各论坛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参照审 

评结果采取适当行动，包括为1 9 8 0年代制订新的国际犮展战略在内，以求进一步 

促进犮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第32/1 7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在大会特别会议上开始进行一系列关于国际经济合作 

促进发展的全球性的持久谈判，内容将包括原料、能源、贸易、发展、货币相金融 

领域内的重要问题；决定由按照大会第32/174号决议设立的全体委员会担任上述 

谈判的筹备委员会，并向大会特别会议提出包括全球谈判的程序、时限和详细议程在 

内的最后报告（第34/178号决议）；并决定要求全体委员会将其审议有关原料、 

能源、贸易、发展、货币和金融等问题的建议后可能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一并列入最 

后报告中（第34/139^决议）。

1980^8月25日至9月15日恭行的大会第十一届特别会议注意到第十一届特别会议特 

设委员会的报告（A/s-ll/25)第1 8段。在这一段中，特设委员会通知大会 

说，除了三个代表团外，委员会所有成员都表示愿意接受第二工作组主席提出的案 

文（A/S-11/C. 1，L. l^lev. 1)，作为根据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所商定的议程 

进行全球谈判的程序结构；特别会议并决定把它所有关于国际经济合作促进犮展的 

全球谈判的有关文件转交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第S-11/24号决定）。

题为“开始进行关于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的全球性谈判”的项目，应委内瑞 

拉的要求，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议程（AZ35X243)。大会同届会议决定请 

主席继续就该项目进行协商，以便在第三十五届第二期会议向大会报告协商结杲 

(第35/443号决定）a

第三十五届第二期会议1 9 8 1年9月1 4 S的会议上，主席提交了一份关于 

协商结杲和情况发展的详细资料。应主席的建议，大会决定把这个项目列入第三 

十六届会议议程草案，并向该届会议转递大会第十一届特别会议和第三十五届会议 

一切有关文件（第35/454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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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7°在大会主席主持下对本问题进行非正式协商后，决定在 

该届会议议程上保留本项目（第36/461号决定），以使非正式协商继续进行，但 

有一项了解，即大会对于可能产生的任何协议，将在接获通知后随即开会审议（A/ 

36/PV.104，英文本第17页）9

39.军备竞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及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极为有害的影哬：秘书

长的报告

本项目是I 9 7 0年应罗马尼亚的请求（A/7994)而列入大会第二十五届会 

议议程的。大会于该届会议请秘书长在咨询专家协助下，就军蚤竞赛及军费开支 

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编制一件报告，向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提出（第2667(XXV)号 

决议）。

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欢迎秘书长题为《军备茺赛和军事支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的报告（A，8469/Re又I );建议应尽童晋逦分发该报告，并应在未来裁军谈判 

中考虑该报告的结论；并决定经常审查这个项目（第2831 (XXVI)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请秘书长继续进行军备竟赛后果方面的研究（第3075 

(XXV工工工）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谓秘书长在他任命的合格顾问专家协助下更新上述的报告，

其内容甩括该报告的基本论题，同时考虑到他认为必须顾及的任何新发展（第 

3462 (XX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欢迎秘书长提出的最新报告（A/32/88和Corr. 1和 

Add. 1 );决定将报告提交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届会并重申其经常审查 

这个项目的决定（第32/75号决议）。

7°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3 7)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A/36/837;

(b) 全体会议：A/3a/PV . 46, 47, 104 湘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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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1 9 7 8年第十届特别会议请秘书长定期提出关于军爸克赛的经济和社会 

后果及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极其有杳影响的报告（第S—I 0,2号决议，第9 3 

:⑹段。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请秘书长在他的任命的合格顾问专家协助下s将题为 

《军备竟赛和军事费用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报告内各项基本主题充实新的内容 

并将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第35，14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会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5，1 41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4 0.裁减军事预算：

(a)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㈦秘书长的报告

裁减军事预算问题于1 9 7 3年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要求（A， 

9191 )列入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议程。大会该届会议建议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 

理事国在下一财政年度，应将它们的军事预算从I 9 7 3年度的水平裁减百分之 

十；呼吁上述国家将裁减军事预算所节省的款项，拨出百分之十作为对发展中国家 

提供援助之用；设立裁减军事预算所节省款项分配问题特别委员会（第3093A 

(XXVIII)号决议）；并请秘书长在合格专家的协助下，就此一事项，编制一份 

报告（第3093B(XXV工工工）号决议）。

”关于第三十五届会议（议程项目3 1 )的参考资料有：

⑻秘书长的报告：A/32/88，Rev. 1(联舍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玛78.

工 X- 1 );

⑼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X35/684;

⑹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5/754;

⑹第35/141号决议；

(e)第一委员会会议。.A，C. 1/35/PV. 4—28和42;

(幻第五委员会会议：A/C. 5/35/SR. 55;

(g)全体会议：A/35/P又94。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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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根据第3093A(XXVIII)号决议，于1 9 74年8月2日请已由大会 

主席指派担任特别委员会成员的国家的常驻代表将它们出席特别委员会的代表姓名 

通知秘书长；当时也向中国、法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发出同样的邀请。中国、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都回 

信拒绝抠任特.别委员会的成员。西欧和其他国家也未曾来函提名特别委员会成员的 

候选人。因此，经过非正式协商后，特别委员会未曾举行任何会议（参看A/9800)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按照第3093B( XXVI工工)号决议的要求提 

出的报告（A/9770)后，请一切国家将它们的意见和建议送交秘书长；并请秘书 

长提出一份关于这些答复的报告（第3254 (XXI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A/10] 65和Add. 1和2 );吁请所 

有国家努力这成裁减军事预算的协议并请秘书长在合格专家小组协助下，编制一份 

报告，内载关于这个问颡的各方面的深入分析，包括结论和决议。 （第3463

(XXX )号决议h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A/31，222和Corr. 1 );请所 

有国冢将其对于该报告内所涉及事项的意见送交秘书长；请秘书长在他任命的政府 

间预算问题专家小组的协助下编制一份载有对各国所提意见所作的分析以及任何进 

一步的结论和建议的报告（第31/8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已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A/3a/194和Add. 1 );并请 

秘书长为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编制背景报告，该报告须汇集秘书长任命的专冢小组 

和按照大会第3463 UXX)和31/87号决议提出的各项提案和建议，并载列关于 

执行汇报表格内的示范试验取得的进展的资料（第32/85号决议）a

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A/S—1〇,6和Corr. 1 

和Add. 1 >，认为在共同商定的基础上逐渐裁减军备预算将有助于遏制军筝竞赛 

(第S—10/2号决议，第8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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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请秘书长在一个具有军事预算方面经验的从业员特设小组 

协助下，将拟议的汇报表格作一次实际实验，评价实际试验的结果，拟订建议；并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3/6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在I 9 8 0年内研究和寻求这成以公平 

方式冻结、裁减或以其他方式限制军事开支的协议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第34/83Ï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请秘书长邀请各会员国就各国在冻结和裁减军事开支领域 

内的行动所应遵守的原则提出意见和建议，以此为基础，编制一份报告，提交裁 

军审议委员会1 9 8 1年会议（第35，1 42A号决议）；建议所有会员国使用汇损 

表格，并每年将军事支出向秘书长提出报告；请秘书长每年就此事向大会提出损告;

请秘书长在一个合格的特设专家小组协助下，进一步改进汇损表袼；就比较不同 

国家和不同年度的军事支出的问题，以及将来因裁减军事支出的协定而产生的核查 

问颡，加以研究，并提出解决办法并请秘书长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 

别会议提出损告（第35/142B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72除其他事项外，重申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军蚤最庞大 

的国冢，在尚未缔结裁减军事支出的协定之前，对其军事支出自行克制，并请裁军

72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4 0 )的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报告：A，36,353和Corr. 2及Add。1和2.

(切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6/741 ;

(c)第36,82A和B号决议；

的）第一委员会会议：4/^1/36/1^3—44、52和53;

⑻全体会议：A/36/PV。3—33和9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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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委员会于其1982年会议，继续审议题为“裁减军事预算”的项目（第36, 

82A号决议）；强调需要增加汇报国家的数目，以期能有尽量众多来自不同地理区 

域和具有不同预算制度的国家参与；重甲其建议：所有会员国应使用汇报表格，并 

于每年4月3 0日前将其军事支出，向秘书长汇报；请秘书长审查各种方法和途径 

收集和汇编各国依照汇报表格报出的军事支出数掂，作为联合圔定期统计服务的一 

个构成部分，并安排和发表这些数据（第36/82B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会收到下列文件：

(a)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第4 2号补编（A/37/42 );

(切秘书长依照第36/82B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41.关于签署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一号 

附加议定书》的大会第3S，83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于1 9 7 6年2月在墨西哥特拉特洛尔科开放 

给各国签署，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对此表示欢迎。然后大会建议那些已为或可能成 

为该条约签署国的国家以及该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所述各国在其力量范围内努力 

采取一切措施，使该条约能迅速在这些国家之间尽可能得到最广泛的适用（第2286 

(XX工工)号决议）•

本项目于1 9 7 4年应1 8个拉丁美洲国家的要求（A/9692)列入大会第二 

十九届会议议程。大会该届会议满蒽地注意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荷兰 

已交存了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批准书；敦促根据该条约可能成为该附加议定书缔约 

国的另外两个国家尽速签署和批准该条约（第3262 (XX工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再次敦促法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尽速签署和批准该条约第一号 

附加议定书（第3473(XXX)号决定）。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63錄第9068号，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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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满蒽地注意到美利坚合众国已于1 977年5月26日签 

署了该附加议定书,并再次敦促法国尽速签署和批准该议定书（第32/76号决议h

197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表示，凡有资格成为该条约各附加议定书缔约国而 

尚未加入的国家，应签署和批准该文件（第StI0/2号决议，第6 3(b)段）。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再度请法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加入该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 

书》（第33/5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满意地注意到法国签署了《第一号附加议定书》，并请法 

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尽早批准该议定书（第3 4/7 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特别迫切重申它请法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批准《第一号附加. 

议定书》（第35，143号决议）B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74满意地注意到美利坚合众国也已于1 9 8 1年1 1月 

2 3日交存了批准书，成为《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但对法国于I 979 

年3月2日签署了《第一号附加议定书》后，虽经大会向法国提出迫切请求，并已 

旷日持久，但至今尚未作出相应的批准，表示遗憾，特此在本决议内迫切重申此一 

请求（第36,8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不预发本项目的文件。

74关于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4 I )的参考资料有：

⑻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6/742;

⑼第36,83号决议；

(〇)第一委员会会议：八/0.1/36^乂 3-26,4 2和4 4;

⑹全体会议：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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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停止一切核武器试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早在1 9 5 4年大会第九届会议就讨论到不论其他裁军措施是否达成协议先 

行停止核试验的问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和美利坚合众国于1 9 6 3年8月5日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 

行核武器试验条约》。75该项条约已于1 9 6 3年10月1 0日生效，不包括地 

下的试验。

1 9 63年大会第十八届会议要求所有国家加入该条约，并要求裁军委员会会 

议为全面禁止试验继续进行谈判（第1910(XVIII)号决议）。其后，大会曾一 

再吁请停止一切试验并继续努力拟订全面禁止试验条约。

1 9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除了别的以外，强调一切国家在有效核裁军过 

程范围内停止试验核武器的重要性（第S —10/2号夾议，第5 1段）。

大会第三十三届至第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33/60号、第34/ 

73号决议和第35，145丸号决议）（另请参看项目4 3)。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76敦促所有尚未加入《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及水下进 

武器试验条约》的国家不再延迟地加入该《条约》，同时不在该《条约》述及 

的环境内逬行试验；同样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全体成员国：铭记着以协商一致方式

75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 8 0卷，第6964号，第4 3页。

76关于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4 3 )的参芩资料有： ‘

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第2 7号补编（A/36/27 ); 

(切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6/744;

⑹第36/84号决议；

(d)第一姿员会会议：a/C. 1/3 6XP 乂 3—2 6、3 9 和 4 2 ; 

⑻全体会议：A，36/PV；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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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决定的条规不应被用来妨碍设立一个有效履行委员会任务的附属机构，支持委 

员会于1 9 8 2年会议开始阶段设立一个开始就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杀约进行 

多边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并竭尽最大的努力，以便娈员会可将多边谈判达成的条约 

茱文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并请《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 

间及水下逬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保存国，由于它们对各 

该条约负有的特别责任，并作为一项临时措施，不再延迟地通过三边两定的暂停试 

验或三个国家单方面的暂停试验的途径，停止一切核试验爆炸（第36,84号决议i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会收到以第2 7号补编（A/37/27 )印发的裁军谈判 

委员会的报告。

43.大会第36X85号决议的执行情况：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在不受关于其他裁军措施的协议的约束下停止核试验的问题早在1 9 5 4年大 

会第九届会议上就曾加以讨论（参看项目4 2 )。

大会在其第三十五届会议上请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必要措施，包括设立一个工 

作小组，以开展全面禁试条约的实质性谈判作为其1 9 8 1年举行的会议初期的最 

高优先工作；又请该委员会对此一条约进行谈判时就一个国际地震测报网和有效核 

查制度的建立、试验和运用，确立必要的体制和行政步骤；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竭 

尽一切努力，最迟于1 9 8 2年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以 

前将全面核禁试条约草案提交大会；并决定将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一个项目列入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第35X145 B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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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其第三十六届会议77上，除其他事项外，吁请三个核武器谈判国恢复谈 

判并竭尽全力使谈判早曰获得成果，并请它们及时就谈判情况编制报告，提交第二 

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请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步骤，包括设 

立一个工作小组，以开展全面禁试条约的实质性谈判，作为将于1 9 8 2年举行的 

会议初期的最高优先工作；又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于其就此一条约进行谈判的范围内， 

对一个国际地震监测网和有效核查系统的建立、试验和运用，确立必要的体制和行 

政安排；再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竭尽一切努力，以便尽早向大会提出此一条约的草案; 

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所有成员，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同委员会合作以履行其任务； 

呼吁裁军谈判委员会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和大会第三十七届 

会议提出进度报告；决定将一个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七届会议临 

时议程（A/36/85 )。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将作为补编第2 7 

号（A/36/27)印发。

44 •《非洲非核化宣言》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

题为“非洲非核化宣言”的项目于1 9 6 5年在3 4个非洲国家要求（A/ 

5975 )下列入大会第二十届会议的议程。大会在该届会议上重申其敦促所有国家 

尊重非洲大陆为非核区的要求：赞同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1 9 6 4

77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4 4 )的参考资料：

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7号（A/36,27);

⑽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_X36X745;

⑹第36Z85号决议；.

⑹第一委员会会议：A/c . l，3 6/P V. 3—2 6和41 ;

⑹全体会议：A/3 Q/PV • 9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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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在开罗发表的《非洲非核化宣言》；敦促所有国家尊重并依从这项宣言；

并敦促所有国家不得在非洲大陆试验、制造、使用或威胁使用、或部署核武器； 

希望非洲各国酌量进行研究，借使非洲得以非核化，并经由非统组织采取必要措 

施，以达到此项目的（第2033UX)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在审议题为“全面彻底裁军”（参看项目5 5 )的项目时, 

重申请所有国家视非洲大陆及其四周岛屿为无核区并加以尊重的要求；并决定在其 

第三十届会议临时议程中列入题为“《非洲非核化宣言》的执行情况”的项目（第 

3261E(XXIX)号决议）。

大会在其第三十至三十二届会议上继续审议了项目（第3471 (XXX)，31/

69和32/81等号决议）。

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认为对于非洲统一组织已经决定成为非核化 

区的非洲，安全理事会应于必要时采取适当步骤以防止这项目标受胆授(第S —10/ 

2号决议，第63(0段）。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谴责南非以任何方式将任何核武器引进非洲大陆的任何 

企图：要求南非避免进行任何核爆炸；谴责任何国家、公司、机构或个人同该种族 

主义政权进行任何核领域的合作；要求南非将其一切核设备交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视 

察（第33/6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谴责南非引爆一个核装置；重申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核方 

案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危险，对非洲各国的安全构成特别危险的威胁，并 

且增加了核武器扩散的危险；请安全理事会下令禁止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核领域 

的一切形式的合作和勾结；请安理会对该政权采取有效的强制行动，以期防止南非 

由于取得核武器而进一步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第34y76A号决议）；注意了秘书 

长关于据报南非引爆了一个核装置的问题的报告（A/34/674和Add.l和2 ); 

呼吁所有可以提供一切有关情报的会员国将此种情报递交秘书长；请秘书长密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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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事态的发展；并在适当专家协助下就南非核领域内的计划和能力编制一份综合报 

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第34/76 B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南非在核领域的计划和能力的报告，包 

括1979年9月22日在南大西洋爆炸一个核装置的报道，（A/35/402和 

Corr.l)，对于该报告确定了南非具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深表惊恐；请安全理事 

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有效的强制行动，以期防止南非由于取得核武器而危害 

国际和平与安全；请秘书长将该报告尽量广为宣传；又请他密切注意南非在核领域 

的活动，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5/146 A号决议）；谴责任何国 

家、公司、机构或个人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任何形式的核勾结；请安全理事会 

禁止同该政权在核领域的一切形式的合作和勾结；请秘书长向非洲统一组织提供为 

实现庄严的《非洲非核化宣言》所需要的一切协助（第35/146 B号决议h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78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南非核能力的报告（AX36/430 ),

对南非大规模地增强军事机器，包括疯狂地取得核武器能力，表示遗憾;重申该种 

族主义政杈的核计划和能力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极其严重的危险，特别是危及非 

洲各国的安全并增加了核武器扩散的危险；请安全理事会加紧努力禁止一切形式同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核领域的合作和勾结，特别是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有效的 

强制性行动，以期防止南非由于取得核武器而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吁请所有国家、 

公司、机构和个人立即停止它们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的一切军事勾结和核勾结; 

要求南非将其一切核设备交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

78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4 5 )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报告：A/36/430 ;

(⑸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6/746;

⑹第36Z86A和B号决议；

(d)第一委员会：八/0.1/36，^.3—26 和 41; 

⑻全体会议：A/36，PV.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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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秘书长密切注意南非在核领域的发展情况，并就此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 

出报告（A/36/86 A号决议）；再次重申大会吁请所有国家把非洲大陆当作无核 

武器区看待，并予以尊重；谴责任何国家、公司、机构或个人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进行任何形式的核勾结，因为这种勾结除了别的以外，势将阻挠非统组织为保持非 

洲为无核武器区而通过的《非洲非核化宣言》的目标；和请秘书长向非统组织提供 

为实现《宣言》所需要的一切协助（第36/86B号决议h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86 A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45.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本项目是1 9 7 4车经伊朗——后来埃及也参加——的要求而列入大会第二十 

九届会议的议程的（AX969货PAdd. 1—3)。大会该届会议赞扬建立中东无核武 

器区的主张；认为该地区所有有关各方必须庄严地宣布，它们不打算生产、试验、 

获得、购取或以任何方式拥有核武器；要求该地区有关各方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并请秘书长查明有关各方的意见，早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然后再向大 

会第三十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263 (XXIX)号决议）。

秘‘书长按照第3263(XXIX)号决议的规定，请下列国家提出它们对执行该决 

议的意见：巴林、民主也门、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 

嫩、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S/11778和Add.l — 4)和 

大会（A/10221和Add.l和2 )的报告，认为秘书长已与进行磋商的各会员国， 

应为实现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目的作出努力（第3474 (XX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和三十二届会议继续审议了这个项目（第31/71和32,82号 

决议）。

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认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大大地加强国际和平 

与安全；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以前，该区域各国应声明在相互基础上不生产、取 

得、或以任何其他办法拥有核武器和核爆炸装置，不允许任何第三者在其领土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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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核武器，并同意把一切核活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 

下。应考虑安全理事会在促进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所起的作用（第S—10/2号决 

议，第6 3⑷段）。

大会第三十三至第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了本项目（第33,64 34X77和 

35/14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7H青秘书长将大会第35/147号决议递交第二届专门讨论 

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第36,87 A号决议）；认为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装置的 

军事攻击对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前景产生不利影响；宣告在这一方面，以色列必 

须立即将其一切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请秘书长将本决议递交第 

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第36/87 B号决议）。

46.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秘书长的报告

本项目是应巴基斯坦的请求（A/9706)列入1 9 7 4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的议程„大会该届会议认为在亚洲适当地区设立无核武器区的创议，应由该地区 

有关各国提出（第3265A(XXIX)号决议）。 原则上赞成南亚无核武器 

区的概念；请南亚地区的国家和其他无核武器邻国，以建立无核武器区为目的，进 

行必要的协商，并要求它们在这个时期避免采取任何有背于这些目标的行动；希望 

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有效实现本决议的目标给予充分的合作； 75

75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4 6 )的参考资料：

㈨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6y747;

Cb)决议草案：A/36/L. 5 3 ;

⑹第36/87 A和B号决议；

(d)第一委员会会议：A/C • iy36/PV.4 — 44;

⑹全体会议：A/36，PV.91。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100
Chinese
Page 149

请秘书长ILL文所指的协商，召开会议（第3265B(xxi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决定在该地区有关各国之间酝酿成熟之后，再对在亚洲适当 

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的任何提案给予适当的考虑（第3426A ( XXX )号决议）。促 

请南亚各国继续为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作出努力，同时不要采取任何有背于 

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目标的行动（第3476B(XX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和三十二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1/73和32/83号决议）

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注意到南亚区域的所有国家都已褒示确保本 

国不拥有核武器的决心，并认为该区各国不应采取任何足以违背这项目标的行动 

(第S—10/2号决议，第63 (e)段）。

大会第三十三至第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3/65、34/78和 

35/14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8°重申在原则上赞同南亚无核武器区的概念；再次促请南

亚各国和其他可能有兴趣的无核武器邻国，继续为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作出一切可 

能努力，同时避免采取有背这项目标的任何行动；请尚未这样做的核武器国家积极 

响应这项提案，并对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努力给予必要的合作；请秘书长为促进 

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努力提供必要的援助，并就此问题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 

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和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8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8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8°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4 7)的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报告：A/36/408;

㈨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6/748;

⑹第36/B8号决议；

⑹第一委员会会议：人，0.1，36乂1^.1〇—44;

⑻全体会议：A/36/PV.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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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本项目是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请求（A/10243)而列入1975 

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议程的。大会该届会议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耜国联盟提出 

的协定草案（A/C. l/L. 711/Rev. 1)，并请裁军委员会会议在合格政府专家协 

助下拟订一项关于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协定的 

案文，并将所得结果的报告提请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审议（第3479(XX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1/7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请裁军委员会会议继续谈判，以便拟订此项协定的案文， 

并敦促所有国家避免采取任何足以妨碍旨在拟订防止利用科学与技术进步以发展新 

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协定琢多项协定的国际会谈的行动（第32/84A

号决议）。大会重申其常规军备委员会1948年8月12日决议 

(见S/C. 3/32/Rev. 1和Rev. l/Corr. 1)中所载的大规模毀灭性武器定义，

并请裁军委员会会议考虑是否应当拟订关于禁止可被确定的任何特种新武器的协定 

(第32/84時决议）。

197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认为，应当为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作 

出努力，并应经常审议这个问题（第S—10/2号决议，第7 7段

大会第三十三、三十四和第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3/66A和B 

号、34/79号和35，14時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除其他事项外，请裁军谬判委员会在合格政府专家协助 81

81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48 )的参考资料：

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7号（A/36/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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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下，加强谈判，以期拟订一项关于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 

武器新系统的综合协定草案，并就此种武器的特定类型拟订可能的协定；再次敦促 

所有国家避免采取任何足以对旨在拟订一项或多项防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 

种武器新系统出现的协定的会谈发生不利影响的行动；并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将有关 

其工作成果的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第36ZB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将作为补编第27 

号（A/37/27 )分发。

48.《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执行情况: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题为《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这一项目是根据斯里兰卡的要求和后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附议（A/8492相Add. 1 )而列入1 9 7 1年大会第二十六 

届会议议程的。大会该届会议宣告印度洋已被指定为和平区，并请各大国、印度洋 

沿岸国和内陆国相其他使用印度洋的海洋国家进行协商，以期实现《宣言》的目标 

(第2832 (XXVI)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决定设立一个H 5名成员组成的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第 

2992(XXVII)号决议）。第二十i届会议将委员会成员增至18个（第3259 

B(XX工X)号决议）。第三十二届会议又将特设委员会成员增至2 3个（第32/ 

86号决议）。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ÿ•大委员会，由大会主席根据委员会的推

⑽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Z36/749 ;

⑼第36,89号决议；

⑹第一委员会的会议：A/C. 1Z36/PV 3—26和40。

⑻全体会议：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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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委派新成员（第34/80時决议），大会主席后于1 9 8 0年6月1 0日相7月 

3 0曰以信函（A/34/854和Add. 1)通知秘书长，裉掂娈员会的推荐，他已委派 

了 1 2个新成员。大会主席又以1 9 8 1年3月5日信函（A/35/800 )通知秘书 

长，他委派了一名新成员。委员会现在由下列4 6个会员国组戚：

澳大利亚1孟加拉国、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民主也门、吉布提、埃及、 

埃塞俄比亚、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初国、希腊、印度、印 

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

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毛里求斯、莫桑比克1荷兰、挪威、阿曼、巴基斯坦、 

巴拿马、波兰、罗马尼亚、塞舌尔、新加坡、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泰国_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也门、南斯拉夫和赞比SL '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请特设委员会继续进行它的工作；请秘书长在顾问专家 

的协助下，编写一项关于各大国在印度洋军事存在的畢实说明；并决定在其第二十 

九届会议临时议程列入一个题为《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执行情况》的项目 

(第 3080 (XXVIII )号决议）。

特设委员会审议了该项箏实说明，并决定将它列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A/ 

9629)的附件。

大会在第二十九至三十二庙会议上，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259AtXXiX)，3468 

(XXX)，31/88 郝2/86号决议）。

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注意到在印度洋地区建立和平区的提案（第 

S—10/2号决议，第6 4⑼段）。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于1979年7月召开印度洋沿岸国柏内陆国会议; 

并请会议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3/S3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于I 9 8 1年在科伦坡召开印度洋会议，以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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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并请特设委员会承担召开印度洋会议的筹备工作， 

包括考虑作出适当安排，以便最后能达成一项维持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国际协议（第 

34/80•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请特设委员会根据所作决定于1 9 8 I年在科伦坡召开印 

度洋会议，同时，在考虑到对此事所交换的意见的情况下，继续努力，对有关召开 

会议以实现《宣言》的目标的各项问题所表示的意见作出必要的协调，考虑到印度 

洋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气氛，特别是最近事态的发展以及在调和意见上已取得的进展， 

尽一切努力继续筹备召开会议的工作并完成会议的一切筹备工作，包括召开会议的 

日期（第35，15〇!•决议）8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82,除其他事项外，对于特设委员会未能就印度洋会议于 

I 98 1年期间召开最后决定日期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表示遗憾；强调其决定，即 

于科伦坡召开会议是执行I 9 7 1年通过的《宣言》的一个必要步骤；考虑到该地 

区的政治和安全气氛，又强调其决定，请委员会继续努力以便对有关召开会议的各 

个未解决问题的意见作出必要的调和；请委员会尽一切努力以完成会议的必要筹备 

工作，包括考虑不迟于1 9 8 3年上半年召开会议；请委员会于1 9 8 2年再召开 

会期总共为六个星期的若千届会议，其中包括在纽约以外的一次会议；并请委员会 

同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和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关于其工作和本 

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第36,9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特设委员会关于印度洋的报告3该报告将作为补编 

第29号（A/37/29 )分发3

82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49 )的参考资料：

(a)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9号（A/36/29 );

⑽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Z36/750;

⑼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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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世界裁军会议：世界裁军问题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本项目是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请求（W491 )，而列入1 9 7 

1年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议程的。大会该届会议表示确信极应立即采取步骤，以 

便审慎考虑召开所有各国都可以参加的世界裁军会议；请所有国家就世界裁军会议 

的任何有关问题，向秘书长提送它们的意见和建议；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二十七届 

会议提出报告，载列这些蒽见和建议（第2833( XXVI)号决议）a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决定设立一个由3 5个会员国组成的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特 

别委员会，审议各国政府对召开世界裁军会议和有关问题所表示的一切意见和建议， 

并且根据协商一致的意见，向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第2930(XXVII) 

号决议）。

大会主席在1 972年1 2月20日的信（A/8990)里通知秘书长说，按照 

第2930 (XXVII )号决议的规定，他决定指派下列3 1个会员国为特别委员会的 

成员：

阿根廷、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捷克斯洛伐克、 

埃及、埃塞俄比亚、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日本、利比 

里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荷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波兰、罗马尼亚、 

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南斯拉夫和赞比亚；

主席又通知秘书长说，依照普遍的蒽愿，其余的四席保留给以后也许愿意加入特别 

委员会的核国篆 * 44

⑹第36乂90号决议；

⑻第一委员会的会议：A，C. L/36XPV 8, 10, 12, 14-26, 34-37 和

44 ；

⑺第五委员会的会议：5,36，SR„ 67;

(g)全体会议：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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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定的特别委员会各成员在1 973年4月26日至9月I 4日非正式地交换 

了蒽见。

因为特别委员会没有提出报告，所以秘书长在1 9 7 3年1 0月1 7日提出一 

项说明【AX9228),将第2930(XXVii)号决议的执行情况通知大会。

大会第二十/Y届会议决定设立一个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特设委员会，审查各国政 

府就世界裁军会议的召开和有关问题（包括实际举行这种会议的条件在内）所表示 

的一切意见相建议，并根据协商一致的意见，向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并 

决定这个特设委员会应由以下4 0个无核武器国家组成：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布隆迪、加拿大、 

智利、哥伦比亚、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埃塞俄比亚、匈牙利、印度、印度尼 

西亚、伊朗、.意大利、日本、黎巴嫩、利比里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荷 

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斯里兰 

卡、瑞典、突尼斯、土耳其、委内瑞拉、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并邀请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与特设委员会合作或保持联系，这些国家将与被指派为委 

员会成员的国家享有同等权利（第3183 (xxvnr)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邀请所有国家将它们对世界裁军会议的主要目标的意见，

向秘书长提出；请特设委员会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代表保持密切联系，以便随时获 

悉这些国家在各自立场上的任何改变（第3260(xxi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届和第三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469UXX)号相第31/ 

19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请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出一份关于其工作 

及审议请况的特别报告（第32^89号决议）。

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收到特设委员会的特别报告（A/S—10/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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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 1 ) c 大会该届特别会议表示应在最早的适当时期召开一次由各国普遍参

加并作出充分准备的世界裁军会议（第s—1 〇,2号决议，第122段）。

大会第三十三届到第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顼目（第33/69号，第34，

81和第35/15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w除了别的以外，满意地注意到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指出: 

当大会考虑到尽早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由世界各国普遍参加并经充分准备的世界裁 

军会议的各项重要先决条件之后，或可决定一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 

议结束以后.尽早在就召开一次世界裁军会议的必要先决条件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 

的时候召开世界裁军会议；并请委员会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和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9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世界裁军问题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将作为补 

编第28号（A/37/28 )印发。 83

83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50 )的参考资料：

⑻世界裁军会议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8号（AX36/28 ); 

0>)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6/751;

⑼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Z804。

⑹第36/91号决议；

⑻第一委员会的会议：I/36/PV； 3-26和44 ;

⑴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36XSR. 67。

(g)全体会议：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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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84

(a)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C)裁军周：秘书长的报告

(d) 核武器的一切方面：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e) 多边裁军协定的现况：秘书长的报告

(f) 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3禁止核中子武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㈤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决定，将题为“审查大会篱十届特别会议所通 

过的各项建议勒决定的执行情况”的顼自列入大会第三十三届以及其后各届会议的 

临时议程（第S—10/2号决议，第1 1 5段）。该届大会为接续第5 0 2 ( VI) 

号决议所设的委员会的工作，设立一个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由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参 

加组成（同上，第118段）。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在这个项目下通过了 1 4项决议。这些决议是关于:间以色 

列的军事勾结和核勾结（第33/71 A号决议），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极战争（第33/ 

7 决议），迫切需要停止核武器的逬一步试验（第33/71C号决议），裁军周

本项目的措词是否会有改动，须视将于1 982年6月7日至7月9日举行的大 

会第十二庙特别会议可能就本项目作出的决定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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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刀id号决议），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第33/7lEf决议），第十届特 

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第33/71F号决议），传播关于军备竞赛相裁 

军的新闻（第33/71吟决议）_，裁军谈判和裁军机构（第33/71H号决议），裁 

军和发展（第33/YII号决议K,裁军协定的监测和国际安全的加强（第33/71J 

号决议），裁军研究和调查方案（第33/71K号决议），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 

件》第125S (第33/71崎决议），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第33/71_ 

决议）和裁军新哲学（第33/71歸决议）•大会在该届会议决定于1 9 8 2年 

召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又决定由大会第三十五庙会议设立 

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第33/71H号决议，第三节）。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在这个项目下通过了13项决议和一项决定。这些决议和

决定是关于：裁军和国际安全（第34,83A号决议），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第 

34/83B号决议），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相决定的执行情况（第34Z83C 

号决议），联合国裁军研究方案（第34/83!>f决议），裁军协定的监测相国际安 

全的加强（第34/83E号决议），冻结相裁减军事预算（第34/83：F号决议），不 

使用核武器相防止核战争（第34/83巧•决议），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第34/ 

83H号决议），裁军周（第34X831号决议），核武器的一切方面（第34/83J号 

决议）•裁军相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第34,83K号决议），裁军谈判委员会（第 

34/83時决议），裁军研究相调查方案（第34/83M号决议）和全面禁止核武器 

试验问题的研究（第34/422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在这个项目下通过了11项决议和两个决定。这些决议 

和决定是关于：第二庙专门讨论裁军问趲的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第35/47号决 

议以及第35/4 17号和35/430号决定），联V国裁军研究金方案（第35Z152 

A号决议），核武器的一切方面（第35/152B和C号决议），不使用核武器和防 

止核战争（第35/152D号决议），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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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152E号决议），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第35/152：?号决议），《最 

后文件》第1 2 5段（第35/152G号决议），裁军研究和调查方茱（第35/152H 

号决议），世界裁军宣传运动（第35/1521号决议）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第35/152<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8’在这个项目下通过了 1 3项决议。在题为“联合国 85

85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5 1)的参考资料：

(a)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补编号2 7号（4/30/27);

(b)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 2号

(c) 秘书长的报告：

㈠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V36/356和c〇rr. 1;

㈡世界裁军宣传运动：A/36/458;

(E)裁军周：V36Z568 和 Md 1;

(㈣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A/36/606;

㈤裁军研究和调查方案：4/36/654;

(d)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4/36/752;

(e) 第36/92 A■至M号决议；

(f) 第一委员会的会议：A/c. 1/36ZPV； 3 — 26、38、40—42 和 4 4。

(g) 全体会议：A/36/PV.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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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研究金方案”的第一项决议中，大会除其他事项外，决定继续执行该方案；请 

秘书长按照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核准的指导方针，为1 9 8 2年研究金方案作出适 

当安排；又请秘书长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提出一份载有评价 

该方案自1 9 7 9年设立以来的执行情况的报告（第36,92A号决议）。

在题为“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的第二项决议中，大会除其他事项外，注意 

到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A/36/42 );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未能完成对其议程 

上各项目的审议；请它继续进行其工作，并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 

会议提交一份关于其工作的实质性报告（第36/92B号决议）。

在题为“世界裁军运动”的第三项决议中，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关于世界裁军运 

动的研究报告（A/36X458)中的内容，并称赞其结论；请所有会员国将其对研究 

报告的建议和意见送交秘书长；并请秘书长将研究报告和各国政府的意见送交第二 

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第36,92C号决议）。

在题为“国际合作裁军”的第四项决议中，大会呼吁一切国家遵守大会第34, 

88号决议的《国际合作裁军宣言》的県则并积极采行其中所载概念；呼吁各会员国 

在一切裁军谈判中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并且本着全面负责和合作積神，提出和 

建设性地审议旨在促进裁军谈判迅速进展和有助于达成相互可接受的具体裁军揞施 

的提案和倡议;呼吁各会员国避免采取任何可使正在进行中的裁军谈判、即将开始的新 

谈判或特定裁军协议的达成受到妨碍、复杂化或无法进行的行动，特别是避免以讨 

论无关的问题来阻挠裁军谈判取得可能的进展；建议第二庙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 

会特别会议筹蚤委员会应积极运用上述《宣言》；并呼吁各会员国在裁军周内广为 

传播国际合作达成裁军各项目标的原则（第36/92!>|■决议）。

在题为“核武器的一切方面”的第五项决议中，大会相信需要作为高度优先事 

项，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 0段的規定，开始就停止核武器生 

产和逐渐减少其储存直至并包括完全销毁此种武器的问题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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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于其1 9 8 2年会议期间重新深入审议关于停止核军备 

竞赛和核裁军的项目（A/36/27，第8 5段）；促请委员会优先为了早日开始就 

此问题的实质展开谈判而继续协商，协商中除了别的以外，应考虑设立一个负有明 

确确定的任务的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特设工作小组；认为适当的办法是：如同 

《最后文件》第50段所设想的那样，裁军谈判委员会应作为第一步，着手审议核 

裁军的各个可能阶段及其暂定内容，除此以外，还审议第一阶段的内容；还认为适 

当的办法是：在第一阶段讨论各项措施内容的范闱内审议停止发展和部署新型核武 

器及其新系统的问题；并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这些谈判的结果，向大会第三十七届 

会议提出报告（第36,92Ef决议）。

在题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的第六项决议中，大会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 

按照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和大会关于这些问题的其他有关决议的各项条款， 

于其1 9 8 2年举行的会议继续或着手进行其议程上优先裁军问题的实质性谈判， 

同时，为了达到这项目的，对现有的各特设工作小组赋予适当的谈判职务，并作为 

紧急事项设立一个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和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特设工作 

小组；请委员会于1 9 8 2年会议第一期会议完成拟订综合裁军方茱的工作并及时 

将该方案提交第二隹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审议和逋过；又请委员会加 

强其在优先裁军问题方面的工作，以便委员会能够以具体的成绩，为特别会议的成 

功作出贡献；请委员会参加个别特定优先裁军W题谈判的成员毫不拖延地加强努力 

促使这些谈判达成积极成果，以便提交委员会，同时也就成员个别进行谈判和取得 

的成果向委员会提出一份全面报告，以便如上所述对委员会内进行的谈判作出最直 

接的贡献；又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就委员会审议中的各个问题进行谈判的情况向第二 

庙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提出一份特别报告并就其工作向大会第三十七 

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第36/92；F号决议）。

在题为“关于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的第七项决议中，大会除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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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欢迎秘书长的报告（VZ36/356和C〇rr. 1)及其中所载的研究报告；将该 

报告及其结论和建议推荐给全体会员国注意；请秘书长作出必要安排，将该报告作 

为联合国出版物印行，并尽可能广为散播；请全体会员国将其对该报告特别是其中 

建议的意见通知秘书长；决定将该报告送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 

议；赞赏地注意到已经作出编制报告节略本的安排，以便向广大公众散发；并建议 

世界各国政府尽可能广泛散播该报告，并请各专门机构、各国家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利用各自的设施使该报告广为周知（第36Z92〇f决议）。

在题为“多边裁军协定的现况”的第八项决议中，大会重申第十届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内所载有关多边裁军协定普遍加入的各项条款——特别是其中第4 0 

段——的重要性；请担任各该协定保存国的会员国在大会每庙常会开幕期间将有关 

各该协定现况的资料提交秘书长；并请秘书长为大会每倕常会编制一份各该协定签 

署国和缔约国一览表，以便大会能于其认为适当时处理各该协定现况的问题（第 

36/92H号决议）。

在题为“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第九项决议中，大会再次宣布使用核 

武器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并构成违背人道的罪行，因此，应在核裁军达成 

以前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咳武器；并促请第二庙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考虑 

到各国有关此一方面的提案和意见，审议一项关于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国 

际公约或有关此一主题的任何其他协定的N题（第36/921号决议）。

在题为“发动支持防止核战争、遏制军备竞赛和促进裁军措施的世界签名运动” 

的第十项决议中，大会请各会员国将其有关这个主题的意见和建议通知秘书长；并 

请秘书长考虑到各会员国的意见和建议，就联合国主办此一世界性运动的最恰当形 

式和方法编写一份报告，提请第二庙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审议（第 

36/92J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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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题为“禁止核中子武器”的第十一项决议中，大会除其他事项外，请裁军谈 

判委员会毫不迟延地在一个适当的组织体制内开始进行谈判，以期缔结一项关于禁 

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并请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提出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第30/92K号决议）。

在题为“裁军调查研究方案”的第十二项决议中，大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 

于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1 9 8 1年的工作的报告（A/36/654)，请秘书长将该报 

告提请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进一步审议（第36/92L号决议）。

在题为“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的第十三项决议中，大 

会除其他事项外，迫切促请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 

立即采取步骤，以便促进国际安全，并导致有效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达成裁军；

促请各该国家加繁努力，促使目前正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其他国际论坛内进行的谈 

判胜利完成，并按照第十届特别会议所列优先次序，着手进行或重新展开各项关于 

有效国际协定的谈判；

促请所有国家避免采取任何不利或可能不利于第十届特别会议有关建议和决议 

执行的行动；请所有参与联合国范围以外的裁军谈判和（或）限制军备谈判的国家， 

按照大会第十庙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有关条款，将其谈判结果通知大会和委员 

会，并执行其所达成的结论；并建议大会在今后各庙会议继续审查其有关裁军冋题 

的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第36/921#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7号（A/37/27 );

(b)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 2号（A/37/42);

(c) 秘书长按照第S—10/2号决议第9 8段，第33/71 D号决议和第36/ 

92H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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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

武器会议：秘书长的报告

大会已在几个项目下审议过这个问题。1972年第二十七届会议曾经在标题为 

“全面彻底裁军”的项目（参看项目5 5 )下研讨了这个问题。在那一届会议上， 

大会欢迎秘书长按照第2852 (XXVI )号决议的规定提出的题为《凝固汽油弹和其 

他燃烧武器及其可能使用所涉各方面的问题》的报告（A/8803/Rev; 1)，对一切 

武装冲突中使用凝固汽油弹和其他燃烧武器表示遗憾；促请所有国家政府和人民注 

意该报告（第2932A( XXVII)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把这一个问题列入议程，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标题为 

《凝固汽油弹和其他燃烧武器及其可能使用所涉各方面的问题》。在那届会议， 

大会请重申和发展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外交会议审议凝固汽油弹 

和其他燃烧武器以及可能造成不必要痛苦或有滥杀滥伤作用的其他特定常规武器的 

使用问题（第3076(xxviii )号决议）9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请外交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3255 

A(xxix)号决议）；促请所有国家在缔结禁止这些武器的协定以前，避免生产、 

储存、扩散和使用这类武器；并请各国政府和有关的国际组织向秘书长递送关于在 

武装冲突中使用凝固汽油弹和其他燃烧武器的一切资料（第3255B(xxix)号决 

议）。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决定将题为《基于人道理由可予禁止或限制使用的燃烧武器 

相其他特定常规武器》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3464 (XXX)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重申其过去的决议（第31/64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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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注意到外交会议1 9 7 7年6月7日所通过关于禁止或限 

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的后续行动的第2 2 ( I V )号决议，其中除了别的以外，建 

议在1 9 7 9年以前召开一次关于这些武器的各国政府会议；决定针对这个问题，

在1 9 7 9年召开一次联合国会议，并召开这个会议的筹备会议（第32，

1 5 2号决议）。

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认为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 

过份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应就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包 

括可能引起不必要痛苦或具有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达成协议，并吁请一切国家 

对此项任务的执行作出贡献（第s- 1〇,2号决议，第8 6和8 7段）。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赞同筹备会议所作联合国会议应于1 979年9月10日 

至2 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建议（第33/70^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注意到会议的报告（A/Conf. 95/8);并赞同会议主张 

从1980年9月15日开始在日内瓦再举行一次不超过四个星期的会议建议，以 

便完成谈判工作（第34/8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赞赏地注意到会议的最后报告（A/COIO： 98/15);欢迎 

会议的顺利完成，结果会议于1 9 8 0年1 0月1 0日通过了《禁止或限制使用某 

些可被认为具有过份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关于无法检测的 

碎片的议定书（议率书一）》；《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雷、饵雷和其他装置的 

议定书（议定书二）》；《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议定书（议定书三）》；注意. 

到《公约》第三条的规定：《公约》应于1 9 8 1年4月1 0日开放签署；并向所 

有国家推荐该公约和所附三项议定书，以期这些文书能得到广泛的加入；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86敦促尚未照办的国家尽最大的努力尽早签署和批准该公 

约及其所附的议定书，以期这些文书能够生效并能得到最广泛的加入，大会并注意 

到根据公约第八条的规定可以召开会议，审议对《公约》或其所附议定书提出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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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案；审议增列关于未为现有议定书包括的其他类型常规武器的议定书; 

或审查《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范围和执行情况；并审议要求修正《公约》或现 

有议定书的任何提案和要求增列关于未为现有议定书包括的其他类型常规武器的议 

定书的任何提案；请秘书长以《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存放者的身分，将各国加 

入该公约及其所附三项议定书的情况随时通知大会（第36/9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93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白报告.

5Z缔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
全&国际公约。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一 ：

I 9 7 8年，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请求，将题 

为“缔结一项关于加强保证无核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的项目列入议程（A//33/ 

2 4 1 )。大会在该届会议上，除其他外，认为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适当的 

国际安排，来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为此目的，审议关于这 

个间题的国际公约草案，以及关于在国际一级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和威胁使 

用核武器的有效政治和法律措施的提案和意见；并决定将题为“加强保证无核武器 

国家的安全”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第33/72A号决议）。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5 2 )的参考文件 

⑻会议的最后报告A/36/406;

(切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6/753;

⑼第36X93号决议；

⑹第一委员会的会议A，C。3-26和3 9; 

⑻全体会议：A/3 6/n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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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将题为“缔结一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和威胁 

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的项目列入弟三十五届大会的临时议程（第34/85号决 

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继续审议此项目（第35/15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87除其他外，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结论：各方继续认识 

到迫切需要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 

协议；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各成员在原则上不反对关于缔结一项国际公约 

的想法；

请委员会1 9 8 2年会议继续就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问题进行谈判；

再次促请所有核武器国家作出内容相同的不对领土上无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 

使用核武器的郑重声明，作为缔结此种国际公约的第一步；并且建议安全理事会审 

查核国家所可能作出的关于加强无核国冢安全保证的声明，如果所有这些声明都符 

合上述目标，则通过一项核可各该声明的适当决议（第36/9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将收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将作为补编第2 7 

号文件（A/37/27)印发。

87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5 2 )的参考文件：

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7号（A/36/27);

(b) 弟一委员会的报告：a/36，754 ;

(c) 第36/94号决议；

(a)第一委员会的会议：A/C。1/36/pv。3-26, 31 和39;

(e)全体会议2 A，36/n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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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缔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1 9 7 8年，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请求，将题 

为“缔结一项关于加强保证无核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的项目列入议程（A/3 37 

241)。大会在该届会议上，吁请迫切作出努力达成适当的有效 

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包括考虑一项国际公约和 

达成这一目标的备择方法和途径；决定将题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以加强它们的安全”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第3 3/72 B号决 

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将题为“缔结一项俅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冢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第3185号 

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庙会议决定将题为“缔订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安排”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第35，155号 

决议）。
88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重申迫切需要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内无人在原则上反 

对为此目的缔结一项国际公约的想法；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表现必要 

的政治意志，以便议定一项共同办法，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建议加紧

81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5 4 )的参考文件：

⑻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7号（A/36/27);

(b)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36/755;

(c) 第36/95号决议；

(d) 第一委员会的会议： A，c。l，36y^ 3-26, 35 和44;

(e) 全体会议：A/36/ï^。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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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寻求共同办法或准则，并进一步研究其他各种办法，特别是委员会1 9 8 1 

年会议所审议的那些办法，以便克服困难；并建议委员会积极继续进行谈判，以期 

早日达成协议，议定有效的国际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播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第36,9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将作为补编第27 

号文件（A/36,27)印发。

54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b)秘书长的报告

大会曾在几个项目下，先后审议了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问题的各方面。 

第二十一届到第二十三届会议（1 9 6 6年至1 9 6 8年）期间，这个问题是在 

“全面彻底裁军这一项目下审议的（参看项目5 5 )。 题为“化学武器和细菌 

(生物）武器问题”的项目首次在1 9 6 9年列入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议程。

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请秘书长在合格专家的协助下，编制一个报告，讨论此种 

武器可能使用所生的影响（第2454A(XXIII)号决议）。这个报告（AXT575/ 

Rev. ：l-S/9292/ïlev。1)已向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提出。

大会第二十四届和第二十五届会议（第2603( XXIV)号决议和第2662( 

号决议）都审议了这个问题。

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赞许《禁止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 

以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并请存放国政府尽早将该公约开放给各国签署和批准 

(第2826 (XXVI)号决议）。该公约已于1 9 7 2年4月1 0日开放给各国签 

署和批准。大会并要求裁军委员会会议设法就禁止化学武器冋题达成协议（第 

2827a(xxvi)号决议），其后各届会议也都重申这项要求（第2933(xxvii)、 

3077(xxviii)〜 3256(xxix)、3465(xxx)、31/65 和32/77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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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3月26日，《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

并销毁此种武器公约》开始生效。

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认为所有国家均应加入1 925年6月17日 

于日内瓦签署的《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 

议定书》89 ,凡尚未加入《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 

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国家都应考虑加入该公约；大会特别会议并认为缔结一项 

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是多边谈判最为迫切 

的任务之一（第S-10/O号决议，第7心73和75段〉。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忆及该《公约》第十二条规定应于《公约》生效后五年， 

举行《公约》缔约国审查会议，大会并注意到应在适当协商后设立一个《公约》缔 

约国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第33,59 B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重申大会以往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第34/7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欢迎审查会议的最后宣言（第35/144 A号决议）：促请 

裁军审议委员会作为一个高度优先事项，继续议订一项有关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 

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的多边公约（第35/144 B号决议）；决定进行公正的调查， 

以证买同指揑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有关的真相：请秘书长在合格医学和技术专家 

协助下进行这项调查，这些专家应索取有关情报，收集和检查证据，包括在有关国 

家同意下前往现场收集和检查证据；请秘书长就此事项向大会第三十六庙会议提出 

报告（第35/144 C号决议）9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9°除其它事项外，促请裁军审议委员会考應到一切现有提 8

8,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94卷（19 2 9)，第2138号，第6 5员。 

?0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4 2 )的参考资料：

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7号（A/36/27);

(b)秘书长的报告：a/3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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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和今后倡议ÿ高度优先地就继续议订一项有关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 

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多边公约，特别是设立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并适当修改其 

职责s以便委员会能够尽早就化学武器公约问题达成协议（第36/96A和B号决 

议）；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36/613),其中附有《调查指控使用化学 

武器的报道的专家小组》报告；并请秘书长在专家小组的协助下，继续根据第35/ 

144C号决议进行调查，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96 c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7号（A/37/27);

⑽秘书长根据第36/96 C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55.全面彻底裁军

(a)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W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和禁止反卫星系统：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c)裁军进程的体制安排

⑹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⑻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en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1 9 5 9年，大会第十四届会议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请求,将题为

(续)⑼第一委员会的报告：V36/743;

⑹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902;

⑻第36/96/A至c号决议；

(f) 第一委员会会议5 A/c。l/36/n 3-26;

(g)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5/36/SR 68;
㈨全体会议：A/3〇/n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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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彻底裁军”的项目，列入议程（V421 8),从那时起，这一项目一直列于 

每届大会的议程，并获得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的密切注意C第1722( XVI)号决议〕. 

十国裁军委员会于1 9 6 9年改称为裁军委员会会议，成员共2 6国〔第2602B 

(XXIV)号决议〕，1 9 7 4年扩大到3 1个成员国〔第3261B(XXIX)号决议〕• 

1 9 7 8年又改组成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第S-10/2号决议，第120段）•

大会第十六届会议欢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向大会提 

出的关于裁军谈判商定原则的联合声明(A/W79);赞同就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的组成所达 

成的协试；并建议该委员会进行谈判，以便根据商定原则的联合声明达成有效国际 

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协议〔第1722(XVI)号决议〕。

在1 9 6 2年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 

出《严格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草案>,美利坚合众国提出《关于在和平 

世界中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的基本规定的大纲》• 这两个提案都受到详细的讨 

论.委员会在其后几年》曰益注意订定裁军局部或附带措施的问題•在这种办法下* 

委员会谈判达成几项有限度但相当重要的措施*包括1 9 6 3年8月5日在莫斯科 

签署的〈澡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1 9 6 8年的

《不扩散武器条约》〔第2373(XXII)号决议〕，1 9 7 1年的《禁止在海床洋 

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第2660 ( XXV)号决议〕， 

和1 9 7 2年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 

武器的公约》〔第2826(XXVI)号决议〕9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至第三十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项目（第2932A勒B 

(XXVII)号，3184 A至 C (XXVIII)号，3261 A至G (XXIX)号和3484A 

至E(XX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会议决定于1 9 7 8年在纽约举行一届专门讨论裁罕问题的大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 8 0卷•第6964号•第4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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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特别会议；还决定设立一个筹备委员会，由5 4个会员国组成，负责审查同特别会 

议有关的一切问题，包括其议程在内（第3iyi89B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2/87 A至g号决议）.

1 9 7 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设立一个由所有会员国组.#的裁军审议委员 

会*并决定委员会是一个附属于大会的审议机构，其职责在于就裁军领域内各种问 

题进行审议和提出建议；委员会应按照大会议事规则有关各委员会的条款行事，但 

可对这些条款作出它认为必要的修改；委员会应每年向大会提出报告(第S-1 〇/拷 

决议，第1 1 8段）•，并欢迎各成员国达成的协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开放给各核 

武器国家和同大会主席协商后选出的其他3 2至3 5个国家（同上，第1 2 0段）• 

主席后来通知秘书长（A/S—1Q/24)说，委员会将开放给各核武器国家和下列35 

个国家：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缅甸、加拿大、 

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埃瓦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

哥、荷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波兰、罗马尼亚、斯里兰卡、瑞典、委内 

瑞拉、南斯拉夫和扎伊尔。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建议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组成的第一次审查应于第二届专 

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期间予以完成•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请秘书长进行一项全面研究其目的在于评价联合国在管理 

裁军軎务领域的目前体制方面的需要勒今后的估计需要*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提出一份最后报告（第34/8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一项目（第35/136A至K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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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在本项目下一共通过了I 2项决汉 

大会在题为“关于常规裁军的研究”的第一项决议中，请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35/156A号决议第1段所载规定，设立关于常规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以及常规武 

器裁军和裁减军队的专家小组；请裁军审议委员会1 9 8 2年实质性会议完成其对 

进行研究的一般途径、结构和范围的审议工作，并将审议结果转交专家小组；同意 

专家小组应于裁军审议委员会上述会议之后，考虑到裁军审议委员会所可能转交给 

它的结论，并如有必要，考虑到该委员会1981年实质性会议的审议情况，特别 

是1 9 8 1年会议的报告第2 I段和附件三所载的审议情况，继续其工作；请秘书 

长按照大会第3 5 / 1 5 6 A号决议第4段的规定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一份 

最后报告（第3 6 / 9 7 A号决议）。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5 5 )的参考文件：

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7号（A/35/27);

(b)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 2号（A/36/42);

⑹秘书长的报告：

㈠对区域裁军的一切方面的研究：A./36/343和Add. 1 •;

㈡裁军进程的体制安排•• A/36/392 ;

㈢关于建立信任的措施的通盘研究：A/36/474和Corr.l

㈣关于裁军和国际安全之间关系的研究：A/36/597 ;

㈤裁军和国际安全：A/36/612;

⑹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6/756;

⑻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02;

(f) 第36/97，A至K号决议；

(g) 第一委员会的会议：A/C. 1/36/PV.3-26, 38, 39, 41—44 和 53;

⑻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36/52, 68;

(i)全体会议：A/36/PV.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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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题为“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国际公约”

的第二项决议中，除了别的以外，吁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进行谈判，以期早日完 

成拟订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以便如有可能提交第 

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并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所通过的报告(A/ 

3 6/27 )中所载特别工作小组的建议，即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1 9 8 2年会议开 

始再成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以便根据其届时再行决定的适当任务规定，继续就拟 

订该条约而进行谈判。

大会在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第三项决议中，除了别的以外，认 

为国际社会应当采取逬一步有效措施，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促请所有国家， 

特别是拥有巨大空间能力的国家，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目标积极作出贡献，

并避免采取任何违反这个目标的行动•，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从其1 9 8 2年届会一开 

始起，照顾到旨在达成此一目标的一切现有和未来提案，审议如何就旨在防止外层 

空间军备竞赛的有效可核查协定进行谈判的问题；请该委员会优先审议如何就旨在 

防止反卫星系统的有效可核查协定逬行谈判的问题，作为朝向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 

步骤；还请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97C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裁军进程的体制安排”的第四项决议中，除了别的以外，注意到 

秘书长的报告及其中所附裁军进程体制安排研究政府专家小组根据大会第3 4 /8 7E 

号决议而编制的研究报告（A/36/392);建议所有会员国均应研究该研究报告；

请所有会员国于1982年3月31日以前将其对此项研究报告及其结论和建议的 

意见送交秘书长；请秘书长将此项研究报告送交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将此项报告 

和各会员国的意见送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以便进行实质性 

审议和通过适当的决定。

大会在题为“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第五项决议中 

除了别的以外，再次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迟延地进行会谈，以期制订一项不将核 

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国际协定；吁请所有核武器国家避免从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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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国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进一步行动；请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 

告（第36/97時决议）。

大会在题为“建立信任的措施”的第六项决议中，特别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建立 

信任措施的通盘研究报告（A/36/474和Com);请秘书长作出必要的安排 

将该报告作为联合国出版物印行并尽可能广为散发；请所有国家考虑于其各自区域 

内采行建立信任的措施的可能性，并于可能时根据每一特定区域普遍存在的条件和 

需要，就这些措施进行谈判；决定将该报告提请大会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作进一步 

审议（第36/97ï>f决议）。

大会在题为“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的第七项决议中，请裁军谈判委员会 

在其处理题为“核武器的一切方面”项目的适当阶段，继续审议可予充分核查的停 

止和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的问题，并随时将这项审议的进 

展情况通知大会（第36/97G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对区域裁军一切方面的研究”的第八项决议中，满意地注意到秘 

书长的载有各会员国对该项研究的意见的报告（A/36/343和Add. 1);请秘书

长将对其区域裁军的一切方面的研究报告（A/35/416 )和载有各会员国的意见的 

报告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以便特别会议审议其中内容 

和任何可能需要采取的后续行动（第36/97H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第九项决议中，注意到《美利坚合众国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 

约）尚未莸批准•，促请《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性武 

器条约》签署后所开始的进程应予继续和巩固；深信各签署国将继续避免采取任何 

违背该进程目标和宗旨的行为；促请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根 

据对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进行谈判，以期就战略武器的大量裁减和重要质量限制达 

成协议；欢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根据1 9 8 1年 

9月2 3日美国国务卿黑格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发表的联合声明，已于1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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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 1月3 0日在日内瓦展开关于核武器的谈判，并深信这一谈判将有助于增加稳 

定和国际安全；强调双方需要自始至终地铭记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该两国的国家利 

益而且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大利益；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美利 

坚合众国政府，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2 7段和第1 1 4段的规 

定，使大会经常适当获悉它们谈判的结杲（第36/971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审查”的第十项决议中，注意到裁军 

谈判委员会1 9 8 I年会议报告（A/36/27)的有关各部分，其中陈述了各种可供 

选择的办法和不同的意见；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对其成员组成的第一次审查，应当 

在成员国间进行适当协商之后，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期间完 

成；重申裁军谈判委员会得应非委员会成员的国家的请求，继续邀请它们参加委员 

会工作（第36/97J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裁军和国际安全”的第十一项决议中，呼吁所有国家采取迅速的 

行动以执行大会第35/156J号决议，从而使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能按照《联合国宪 

章》产生效能，并进而有助于进行有意义的裁军谈判；认为必要的是：作为朝此方 

向迈出的第一步，安全理事会应采取朝向执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必要措施， 

从而通过联合国来巩固和平、安全和秩序的基础，避免日益增长的核战争的危险(第 

36/97K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关于裁军和国际安全之间关系的研究”的第十二项决议中，除了 

别的以外，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编写的这份报告（A/36/597);请所有会员国至 

迟于I 9 8 2年4月I 5日以前将其对该研究报告的意见通知秘书长，•请秘书长作 

出必要安排以便将该报告作为联合国出版物印行，并尽可能广为散发；请秘书长将 

该研究报告，连同各会员国的意见转交即将于1 9 8 2年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 

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第36/97L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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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面前将有下列文件：

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7号（A/37/27);

㈦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 2号（A/37/42)。

56.以色列的核军备：秘书长的报告

本项目应伊拉克的请求（A/34/I42)列入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议程。大 

会在该届会议中请秘书长在合格专家的协助下就以色列的核军备编写一项研究，并 

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又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专家小组 

工作进度报告（第3 4/ 8 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以色列核军备问题研究编写专家小组的 

工作进度报告（A/35/458).(第35/15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了别的以外，对秘书长的报告(A/36/43I)表示 

赞赏；请安全理事会禁止各方同以色列在核领域进行一切形式的合作；吁请所有国 

家以及其他各方和机构立即终止同以色列的一切核勾结；请安全理事会对以色列实 

施有效的强制性行动；要求以色列立即放弃拥有任何核武器并将一切核活动置于国 

际保障制度之下；并请秘书长密切注意以色列军事方面的核活动并在适当时就此提 

出报巷懷3 6 / 9 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面前将有秘书长按照第3 6/ 9 8号决议的要求而提出 

的报告。 95

95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5 6)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报告：A/36/431;

⑼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6/757;

(c)第3 6 / 9 8号决议；

⑷第一委员会会议：A/c. i/36/pv. 3-44, 52和53;

⑹全体会议：V36/PV.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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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缔结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种类武器条约：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本项目是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请求而列入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议

程的大会在该届会议中认为有必要采取有效步骤通过缔结一项适当的国》 

约，以便防止军备竞赛扩散到外层空间；并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着手谈判，以期就该 

条约的案文达成协议（第3 6 / 9 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面前将有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将作为补编第 

2 7号（A/37/27汾发。

sa发展和加强各国间陸邻关系：秘书长的报告

1 9 7 9年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在审议项目4 6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 

行情况）的过程中，敦促所有国家为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与其他国家之间 

的睦邻关系；确认睦邻符合联合国宗旨；深信必须审查睦邻问题，以便加强进一步 

发展其内容，并研讨提高其效用的途径和方式；请各国政府将其对睦邻问题的意见 

和建议通知秘书长；请联合国各机先机构、计划署、规划署和各专门机构将其活 

动中有关发展各国间睦邻关系的一切方面通知秘书长；请秘书长就此事项向大会第 

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并决定将题为“发展和加强各国间陸邻关系”的项目列入 

第三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第3 4/ 9 9号决议）。 * 3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28)的参考资料：

⑻要求增列项目的请求：A/36/192;

⑼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6/758;

(c)第3 6 / 9 9号决议；

⑴第一委员会会议：A/C. 1/36/PV. 3—18, 20-26, 29, 3Q 33, 35和

3 9;

⑹全体会议：a/36/pv 91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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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95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A/36/376和Add, 1)，并除了 

别的以外，请尚未将其对加强睦邻关系的意见和建议通知秘书长的各国政府尽快提 

出意见和建议，并请已经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各国政府，如认为有需要，提出补充意 

见；请联合国各机关、机构、规划署和各专门机构继续将其活动中有关这个项目的 

一切方面通知秘书长；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分报告，其中有系 

统地叙述所收到的关于陸邻关系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增进这种关系的途径和方式餚 

3 6/ 1 0 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第3 6 / 1 0 1号决议要求的秘书长的报告。

5a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

题为“加强国际安全”的项目，根据1 9 6 9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 

出的请求（A/7654)列入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的议程。大会在该届会议请会员 

国把有关加强国际安全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为此目的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通知秘书长 

(第2606(xxiv)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在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A/7922和Add. 1—6后，通过了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第27 34 (XXV传决议）。

大会第二十六至三十四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宣言》各项规定的执行情况 

的报告和关于为了确保充分遵守这些规定而应由大会采取的行动的报告，并重申了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57)的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报告：A/36/376和Add. 1;

(b)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 6/7 60;

(c) 第3 6 / 1 〇 1号决议；

⑴第一委员会会议：A/C. 1/36/PV. 45—51;

(e)全体会议：A/36/PV. 9]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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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的各项原则（第2800(xxvi)、2993(xxvii)、3185(xxviii)、 

3332(xxixx 3389(XXXX 31/9^ 32/154, 33/75^34/1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还请安全理事会就为加强安理会的权力和执行能力而采取的步 

骤和安理会定期举行部长级会议或政府更高级别会议的可能性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 

议提出报告（第3 5 / 1 5 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至三十五届会议就本项目通过了题为“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决议 

(第 31/91、32/15^ 33/74 34/101 和 35/15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就本项目通过了《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作好准备的宣 

言》，《宣言》除其它事项外，请秘书长最迟于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一分关于 

执行《宣言》的进展情况的报告（第3 3 / 7 3号决议，该届会议还通过了一项题 

为“尼加拉瓜局势”的决议（第3 3/ 7 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就本项目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大会决定在第三十六届会 

议的临时议程'中载列一个题为“发展和加强各国间睦邻关系”的项目（见项目58) 

(第3 4/ 9 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96除其它事项外，对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焦点和世界危机日 

益恶化，诉诸武力的事件更加频繁，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也越来越多，而深 

表关切；再次重申《宪章》各项宗旨和原则的普遍和无条件的有效性，构成各国不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5 8 )的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报告：A/36/386和Add. 1—3; 

⑼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6/76I和Corr; 1;

(c) 第3 6 / 1 0 2 至3 6/ 1 0 4号决议；

(d) 第一委员会会议：A/C. I/36/PV. 45—51; 

⑹全体会议：A/36/PV.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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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其大小、地理位置、发展水平或政治、经济、社会或思想体系发展它们之间关系 

的稳固基础；敦促所有国家根据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建议，就裁军和停止军备竞 

赛，特别是停止核武器竞赛的问题，开始认真、有意义和有效的谈判，并毫不延迟 

地在全球谈判的范围内开始就复苏世界经济和改组国际经济关系的途径和方法进行 

全面审议；注意到安全理事会未能就其执行大会第3 5 / 1 5 8号决议第13和15 

段规定而采取的步骤向大会提出报告；请安理会考虑各种途径和方法以确保执行上 

文的各项规定，以及检查所有现行的办法和提出旨在按照《宪章》规定加强安理会 

的权力和执行能力的新办法，并探讨安理会遵照《宪章》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定期举 

行部长级会议，或遇特别情况举行更高级别会议的可能性，以便使其能够在防止可 

能冲突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并将安理会的结论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认为必须作出进一步努力，将地中海区域转变为一个和平合作区；促请所有各国政 

府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之前提出其对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合作问题的意见，并 

请秘书长就此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02号决议）。大会 

在同一届会议上核准了《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并请秘书长将《宣言》 

尽量向各国、各专门机构和其他与联合国有联系的组织及其他适当机关广为散发(第 

3 6/ 1 〇 3号决议）；郑重请所有国家加强执行《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 

准备的宣言》的努力；重申它呼吁各国政府、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特别是联合国 

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及其他有关的国际的和国家的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采 

取协同行动，以便为建立、维持和加强公正、持久的和平的最高重要性和需要作出 

实质的努力；并请秘书长继续密切注意执行这项《宣言》的进展情况并至迟于大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之前就此事向大会提出报告（第3 6 / 1 0 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2号（A/37/2);

(b) 第3 6 / 1 02号决议要求的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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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955年大会第十届会议设立了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由15 

个成员组成，并请该委员会负责收集、研究和传播关于环境中观测到的游离辐射程 

度及放射性程度的资料，以及关于这种辐射对于人类及其环境的影响的资料（第 

9 I 3 ( X )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决定增加科学委员会的成员，以2 0个成员为限（第3154〇 

(XXVIII)号决议）。目前，科学委员会由下列2 0个会员国组成：

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埃瓦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墨西哥、秘鲁、波兰、苏丹、 

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 

众国〇

60.原子辐射的影响：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的报告

详细审查游离辐射的程度和影响的技术报告送交大会第十三届会议（A/ 38 3 8 ) 

第十七届会议（A/5216 )第十九届会议（A/58 14 )第二十一届会议（A/6314和 

Corr. 1)第二十四届会议（A/7613和Corr. I)第二十七届会议（A/8725和 

C〇rr. D和第三十二届会议（A/32/40),比较简短的进度报告送交其他各届会 

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97赞赏地注意到科学委员会的报告（A/36/439 )，赞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5 9 )的参考资料： 

⑻科学委员会的报告：AX3 6/439;

㈦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々^36/629;

(0第36X14号决议；

⑹特别政治委员会会议：&和5; 

⑹全体会议：A/36，PV.4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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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科学委员会对扩大关于原子辐射的程度、影响和危险的认识和了解作出了宝贵的 

贡献，并以科学权威和独立判断履行其原定的职责；满意地注意到科学委员会同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科学领域的持续并且日增的合作；请科学委员会继续其工作，其 

中包括其重要的协调活动，以便增进有关一切来源游离辐射的剂量、影响和危险的 

知识；赞同科学委员会打算继续以大会名义进行科学审查和评价活动的意向；请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继续提供支助，使科学委员会能有效地进行工作并向大会、科学界 

和公众散播其工作成果；对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向 

科学委员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并请它们加强在这个领域的合作；赞同科学委员 

会再度请求会员国、联合国各机构和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向麥员会提供关于各种来源 

辐射的剂量、影响和危险的进一步有关数据，而可大为帮助委员会编写其下次提交 

大会的主要报告（第36/1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科学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将作为补编第4 5号 

(AZ37X45)印发。

61.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1 9 6 8年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设立了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内居民人权的行 

为特别委员会（第2443(XXIII)号决议）。特别委员会现由下列三个会员国组 

成：塞内加尔、斯里兰卡和南斯拉夫。

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期间，特别委员会按照第2443(XXIII )号决议，于 

1 9 7 0年1 0月将第一次报告提交秘书长。秘书长将报告送交大会（A/8089)

并于该项目列入大会该届会议议程之后将该损告转交特别政治委员会。该届大会， 

延长了特别委员会的任务期限（第2727(XXV)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六届至第三十五届会议，继续根据特别委员会各次报告审议了这个 

项目，并请该委员会继续进行工作（第2851 (又3^1)、3005(又叉¥11)、3092八 

和 B (XXVIII)、3240A至 C (XXIX)、3525A 至 D (XXX)、31/106A至 D、 

32/91A 至 C、33/113A至 c、34/90A至 C、35/122A 至 P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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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98除其他事项外，确定挖掘和改变耶路撤冷的地形及历 

史、文化和宗教古迹构成对国际法原贝!J和I 9 4 9年8月1 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 

民的日内瓦公约》各有关条款的公然违反；决定以色列的这种违反行为是对达成中 

东全面公正和平的严重障碍，并且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要求以色列立即停 

止对耶路撤冷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古迹；请安全埋事会在以色列不立即遵行本决议 

时审议这种情况；请秘书长至迟在1 9 8 1年1 1月2 3日以前就本决议的执行情 

况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第36/15号决议）；重申《关于战时保护平民 

的日内瓦公约》适用于1 9 6 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 

包括耶路撤冷在内（第36/147A号决议）；决定以色列在1 9 6 7年以来所占领 

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撤冷）所米取的一切这类措施和行动严重 

地阻挠了在中东达成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因此都没有法律的效力；再度要求占领 

国以色列的政府立即停止采取任何会改变1 9 6 7年以来所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 

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撤冷）的法律地位、地理性质和人口组成的行动（第3 6/ 

147 B号决议）；痛惜以色列继续担绝允许特别委员会进入占领区；谴责以色列

98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 4 )的参考资料：

(a)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36/579;

㈦秘书长的报告：A/36/85-S/l4350、A/36/58aA/36/706- 

S/14762、A/36/853、A/36/854;

(c)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36/632和Add. 1及Add. 1/C0rr. 1 

(仅有英文本）；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10;

(e) 第36/15和36/147A至G号决议；

(f) 特别政治娈员会会议：A/SPC/36/SR. 13、33至39和46;

(g) 第五委员会会议：A/C.5/36/SR 66;

㈨全体会议：A/36/PV. 42和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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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不断违反《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及其他适用的国际文书，并特别 

谴责在该《公约》中指为“严重违反”的那些行为；强烈谴责以色列一系列影哬阿 

拉伯居民及其在占领区的财产的政策和措施；请特别委员会，在以色列早日结束占 

领以前，继续调查以色列在占领区内实行的政策和揞施，在适当时机与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协苘，以期确切保障占领区居民的福利和人衩，并向秘书长提出报告；请特 

别委员会继续调查在占领区内被拘禁的平民所受待遇；并且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 

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47C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政府撤销以色列军事占领 

当局采取的将希布伦市长和哈勒胡勒市长驱逐和监禁以及将希布伦伊斯兰教法官驱 

逐出境的非法揞施，并为他们立即返回提供方便，使他们能恢复他们当选和受命担 

任的职务；请秘书长尽早向大会提出报告（第36/147D号决议）；确定以色列已 

采取的意图改变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的性质和法律地位的•一切立法和行政措施和 

行动均属无效，而且构成对国际法的公约迕反；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提出报告（第36/147E号决议）；谴责以色列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内的学校、 

大会和其他教育机构里的巴勒斯坦学生和教职员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要求以色 

列撤销这些行动和措施，包括撤销关闭比尔泽特、伯利恒、和纳贾靛等大学的命令; 

并请秘书长在1 9 8 1年年底以前，提出报告（A/36/l47F号决议）。对占领 

国以色列至今未能逮捕和起诉企图暗希纳布卢斯、拉马拉和比雷市长未遂犯，深表 

关切；要求占领国以色列把调查该暗杀未遂事件的结果通知秘书长；并请秘书长至 

迟于1 9 8 1年1 2月3 1日提出报告（第36/147G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秘书长关于转送特别委员会根据第36/147C号决议第1 2段要求提 

出的报告的说明；

(b) 秘书长的各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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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第36/15号决议要求提出的报告：A/36/706-S/14762;

(2) 根据第36/147C号决议第1 4(d)段要求提出的报告；

(3) 根据第36/147D号决议要求提出的报告：A/37/162;

⑷根据第36/147E号决议要求提出的报告;

(5)根据第36/147Ï1号决议要求提出的报告：A/36/853;

⑹根据第36/147G号决议要求提出的报告：a/36/854。

62.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a)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报告

(b) 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

(1) 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2) 会议的报告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项目第一次于I 9 5 8年列入大会第十三届会议的议程。

大会该届会议设立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由18个成员组成，并请该娈 

员会向大会报告关于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其它国际机构在外空方面的工作相資源，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未来的组织安排以及在逬行探索外层空间计划时可 

能引起的法律冋题的性质（第1348(XIII)号决议）。

大会第十四届会议设立了一个永久性机构：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1 472 A 

(XIV)号决议委员会最初有2 4个成员：大会第十六届会议时增为2 8个 

(第1721 E( XVI)号决议）；第二十八届会议时增为3 7个（第3182 (XXVIII) 

号决议），第三十二届会议时增为4 7个（第32/196B号决议），第三十五届会议 

时增为5 3个（第35/16号决议）。该委员会设立了一个法律小组委员会和一个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此外，又设立了四个全体工作小组，处理导航卫星、广 

播卫星、利用卫星遥测地球资沅和在外层空间便用核动力来沅等四方面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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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委员会现在由下列5 3个会员国组成：

阿尔巴尼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贝宁、巴西，保加利亚、 

加拿大、、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斯洛伐克、厄瓜多尔、埃及、法 

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 

亚、伊朗、伊控克、意大利、日本、肯尼亚、黎巴嫩、墨西哥、蒙古、摩洛哥. 

荷兰、尼日尔、.尼曰利亚、巴基期坦、菲摩宾、波兰、罗马尼亚、塞拉利昂、西班牙、 

苏丹-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上沃尔特、鸟拉圭、

委内瑞拉、越南和南斯拉夫。

委员会审议其附属机构的工作，每年向大会提出报告。根据委员会的讨论和 

建议，大会编订初通过了一些重要国际法律文书，包括：关于各国探索与利用外层 

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宣言（第1962(XVIII)号决议），关于各国探索与利用包 

括月球初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的条约（第2222(XXI)号决议），

营救宇宙飞行员、送回宇宙飞行员加送回投入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第2345 * 4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 1和6 2 )的参考资料：

⑻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0号（A/36/20);

〇))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4 6号（〜^36,46);

(c)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36/657和C〇rr. 1 (只有英文本）；

⑹第36/35至35/36号决议；

(e)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会议：AXSPC/36/SR 15-20;

(f) 全体会议：A/36/PV.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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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I)号决议），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第2777UXVI)号决 

议），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第3235(XXIX)号决议）以及关于各 

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第34/68号决议）。由于委员会的建议，大 

会通过了一些关于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决议；最近又通过了一 

些关于促进空间技术的实际应用，特别是有益于发展中国家的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将这个项目和题为“制订一项关于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 

星逬行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的国际公约”的项目一并审议（参看项目63)。 

大会该届会议作为优先事项，继续详细审议从外空遥感地球所涉法律问题，并继续 

审议有无可能通过其工作组补充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能源的国际法准则和有关外 

层空间和外层空间活动的定义和（或）定界的问题，并且除了别的以外，还要铭记 

到地球静止轨道所丨步的问题；赞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建议，即科学和技术 

小组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应优先审议联合国外空应用方案和联合国系统内外空活动 

的协调、关于用卫星遥感地球的问题、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 

的筹备情况和外层空间利用核动力源；并且审议关于外空运输系统的问题及其对未 

来外空活动的影响和审查地球静止轨道的物理性质和技术特征（第36/3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回顾其关于召开和筹备定于1 9 8 2年8月9日至2 1日在维 

也纳举行的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的第33/16号、第34/67 

号和第35/15号决议；核可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以该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名义 

提交大会的报告所载的各项建议（A/36/46);并请会议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 

出报告（第36/3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0号（A/37/20);

(b) 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补编

第4 6 号（A/37/46);

(c) 会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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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制定一项关于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的 

国际公约：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报告

本项目是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为囯联盟的请求（>\/8771 ),列入1 9 7 2.年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的议程；在请求列入议程的信内附载了一份《各国利用人造地 

球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原则的国际公约草案》.在该届会议上，大会请洳 

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尽速拟订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 

的各明原则，以期缔结一项或多项国际协定（第291 6 (XXVII)号决议）•大会也 

注意到，在新闻自由么^约草案方面所完成的工作为大会就该草案进行的审议•对于 

讨论命拟订关于直接电视广播的国际文书初联合国安排，也许是有用的（第291? 

(XXVII)号失议）•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注意到初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直接广播卫星工作小逢 

业已讨论了这个问题；核可受员会在〗9 7 4年重新召集工作小组继续审议这一问 
题的决定；并^议法律小组委员会在下一届会议作为优先事项审议这一问题，以便 

根据第2916(xxvil )号决议，并适当地顾及该工作小组的工作，缔结一项或数 

项国际协定（第3182(XXVIII )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决定将这个项目初题为“洳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的项目-并审议（见项目6 2 )。在该届会议上，大会建议法律小组委员会应在其第

十四届会议作为与关于月球的条约草案相从外空遥测地球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同祥的

高度优先事项*拟灯各国利用人造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以便缔结

一项或数项协定，并建议该委员会注意直接广播卫星工作小组对委员会工作所能作

出的贡献，于委员会认为适当时，应考虑再次召集该工作小组（第3234 (XXIX)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届至第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将这个项目和题为“和平利用外层空 

间的国际合作”的项目一并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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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了别的以外，决定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二十五 

届会议应进一步尝试完成拟订关于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 

守的一组原则草案的工作；并且决定考虑在其第三十七届会议上通过这样的一组原 

则草案（第36/3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将收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报告的有关部分，该报 

告将作为补编第20号（Ay37/20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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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查

1 9 6 5年2月大会第十九届会议设立了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负责全 

盘审查维持和平行动整个问题的所有方面s包括克服联合国的财政困难的方法（第 

2006(XIX)号决议）。

特别委员会现由下列3 3个会员国组成：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埃及、萨 

尔瓦多、•埃塞俄比亚、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危地马拉、匈牙利、印度、 

伊拉克、意大利、日本、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荷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 

波兰、罗马尼亚、塞拉利昂、西班牙、泰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

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小组在1 9 6 8年4月成立，负责编制有关维持和平问题的 

工作文件，现由下列十三个会负国组成：

阿根廷、加拿大、埃及、法国、匈牙利、印度、日本、尼日利亚、墨西哥、 

巴基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 

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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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二十届、二十一届和二十二届会议请特别委员会考虑就会员国可能为联 

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提供的便利，服务及人员的有关问题，编制一个研究报告（第 

2053( XX)、第 2220 (XXI)和第 2308(XXII)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三届和第二十四届会议请特别委员会向它提出关于安全理事会决议 

所设置或授权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详尽报告，并对委员会以任何其他方式所能进 

行的维持和平行动的工作提出进度报告（第2451 (XXIII)和第2576(xxiv) 

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指示特别委员会加紧努力，以完成有关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的报告（第2670(xxv)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六届至第三十五届会议促请特别委员会加强其工作，使其关于按照 

《联合国宪章》执行维持和平行动订立协议的指导方针的工作，获得实质进展（第 

2835(xxvi)号、第 2965(xxvii)号、第 3091(xxviil)号、第 3239 

(XXI)号、第3457(XXX)号、第 31/105 号、第 32106 号、第 33/114 号、 

第34/53和35/12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遗憾地注意到特别委员会在执行任务时所遭到的困难， 

再次强调唯有表现更大的政治意愿与和解，才能取得逬展，并且注意到维持和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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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 3 )的参考资料：

(a) 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36/469;

(b)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36/690;

(c) 第36/37号决议；

(d) 特别政治委员会会议：A/SPC/36/SR 29-32;

(e) 全体会议：A/36/PV。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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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36/469 );再次请会员国就维持和平行动的经验提 

出报告并提供资料；再次敦促特别委员会，作出新的努力以便拟就联合国按照《联 

合国宪章》规定从事维持和平行动的协议指导方针，并对与实际执行维持和平行动 

有关的一些具体问题给予更多的注意；并且请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报 

告（第36/37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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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预期在这个项目之下将不会预先收到任何文件。

65.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相工程处:

(a)主任专员的报告

⑼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经费筹供问题工作小组的报告

⑹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的报告 

⑹秘书长的报告

1 9 4 8年大会第三届会议开始办理联合国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援助（第21 2

(III)号决议）。该届大会成立一个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由法国、土耳 

其，美利坚谷众国组成（第194(111)号决议）。

大会在第四届会议设立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工程处） 

(第302 (IV)号决议）。自1 9 5 0年5月以来，工程处靠自愿捐献的支持，

一直对来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提供救济、教育、训练、卫生和其他服务。

196 7年，工程处扩大职务，包括在可行范围内，作为紧急性暂行措施，对因敌对 

行为而流离失所、迫切需要立即援劭的其他人士，提供人道援助（第2252(es_v)

号决议h 工程处的任务期限延长了几次，最近一次延长到1984年6月3 0 

日（第35/13 A号决议）。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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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篇302(IV)号决议第8段，大会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协助工程处主 

任（现称主任专员）执行其方案并向他提供意见。目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 

民教济和工程处由下列10个会员国组成；

比利时、埃及、法国、日本、约旦、黎巴巖、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大会第302(IV)号决议第21段请工程处主任（现称主任专员）向大会提送 

工程处工作的年度报告，并向秘书长提送工程处愿提请联合国或其适当机构注意的 

其他报告。 '

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鉴于工程处的财政情况日益恶化，设立了联合国近东巴勒 

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经费筹供问题工作小组，并请其研究工程处筹供经费问题的 

所有方面和协助秘书长和主任专员为工程处的财务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第2656 

(XXV)号决议）。工作小组由下列9个会员国组成：

法国、加纳、日本、黎巴嫩、挪威、特立尼这和多巴哥、土耳其、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工作小组向大会第二十五届和以后各届会议提出有关帮助解决工程处财务问题的建 

议《 大会每年将工作小组的任务期限延长。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在这个项目下通过了 项决议。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 0 }的参考资料：

⑻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的报告：补编第13号（A/36/13);

⑽近东救济工程处经费筹供间题工作小组的报告：615;

(c)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的报告：A/36/529;

⑹秘书长的报告：

㈠对巴勒斯坦难民提供高等教育奖学金和补助金：A/3a/385和Add. 1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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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题为“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的第一项决议中要求以色列停止迁 

移和重新安置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并停止毁坏他们的住所；请秘书长在同联 

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协商后，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开幕 

以前，就以色列已否遵行本决议第1段向大会提出报告（第36/146A号决议h

大会在题为“自从1 9 6 7年起流离失所的人民和难民”的第二项决议中重申 

所有流离失所的居民都有返回其1 9 6 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内的家园或从 

前居住的地方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再次宣布，任何对流离失所的人自由行使返 

回家园的权利施加限制或附带条件的企图，都是同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攻利不相符的, 

也是不可容许的论为任何对流离失所居民返回家园施加施制或附带条件的协议一I 

概无效；对以色列当局继续拒绝采取步骤让流离失所的居民返回家园，表示遗憾； 

再次要求以色列：立即采取步骤让一切流离失所的居民返回家园；不采取任何足以 

阻碍流离失所的居民返回家园的措施，包括影响占领区实际面貌和人口结构的措施; 

请秘书长在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协商后，在大会第三 101

101 (续）

㈡1 9 6 7年以来流离失所的人民和难民：AXS6/558;

㈢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难民：A，36/559;

㈣关于建立耶路撒冷大学问题；a/36_/593;

⑹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s a/3 6X818;

(f)第五委员会的报告：6X825;

运）第3〇^146厶至11号决议和第36,431,36,461和36,462号决定;

(h)特力!]政治受员会会议2 至 28; 46、48 和 51.;

⑴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5,36，SR.73;

⑶全体会议：a，36，î>v. i〇〇s 1〇5和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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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届会议开幕以前，就以色列已否遵行本决议第4段向大会提出报告（第36，146B 

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巴勒斯坦难民财产的收益”的第三项决议中请秘书长同联合国巴 

勒斯坦和解委员会协商，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保护和管理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财产、 

资产，并设立一个基金代表上述财产的合法业主收取这些财产所产生的收入；吁请 

有关政府就本决议的执行向秘书长提供一切便利和协助；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 

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46c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援助1 9 6 7年6月敌对行动造成的失所人民”的第四项决议中 

重申其第35/I3C号决议及以往所有关于本问题的决议；念及这些决议的目标，核 

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努力在可行范围内，作为一项紧 

急性临时措施，继续向该地区由于1 9 6 7年6月敌对行动以致目前流离失所和亟■

需持续援助的其他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极力呼吁所有各国政府及各组织和个人， 

为上述目的•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及其他有关政府间组织和非 

政府组织慷慨捐助（第36，I46D号决议）0

大会在题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经费筹供问题工作小组” 

的第五项决议中请工作小组与秘书长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 

专员合作，继续努力*再为该处筹供经费一年（第36，146E号决议）e

大会在题为“援助巴勒斯坦难民”的第六项决议中遗憾地注意到大会第1 9 4 

(工II)号决议第1 1段所规定的难民遣返或赔偿尚未实现，大会第513(VI)号 

决议第2段所赞同的经由遣送回笈或重新定居使难民恢复正常生活的方案也没有切 

实进展，因而难民情况仍然是令人深感关切；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 

程处主任专员及其所属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认识到工程处正在现有资沅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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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尽其最大的努力；也对曾为援助难民作过宝贵工作的各专门机构和私人组织，表 

示感谢；重申要求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尽速迁回其业务地区 

内；遗憾地注意到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对大会第194(11工）号决议第1 1 

段的执行一直未能觅得进展的方法请该委员会继续努力，以期执行该段的规定，并 

斟酌情况至迟于1 9 8 2年1 0月1日向大会提出报告；提请注意主任专员报告中 

所述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教济和工程处的财政情况仍很严重，•关切地注意到， 

虽然主任专员值得赞赏的努力成功地募集了更多捐款，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 

救济和工程处因此而增加的收入仍不足以应付本年度的基本预算需要，而且就目前 

可以预见的捐款数来说，每年都会发生赤字；吁请各国政府.，特别因为主任专员报 

告中已预测预算有赤字，紧急作出最慷慨的努力*以满足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 

救济和工程处的预期需要•并为此敦促未捐助的各国政府经常捐款，已捐助的各国 

政府考虑增加它们的经常捐款（第3 6，146 F号决议）a

大会在题为“为巴勒斯坦难民设立耶路撒冷大学”的第七项决议中赞扬联合国 

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联合国大学董事会和联合国教育、科学 

及文化组织作出建设性努力.探讨了在联合国主持下设立耶路撒冷文理科大学的途 

径，以适应该地区巴勒斯坦难民的需要；并赞扬各东道国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负 

责教育当局的密切合作；认识到迫切需要设立拟议的大学；要求占领国以色列不要 

阻碍大会决议的实施，并移除它对在耶路撒冷设大学所树立的障碍；请秘书长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包括进行关于在耶路撒冷设立大学的实际可行性研究；并请秘书长 

就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46G号决议）a

大会在题为“由会员国提供助学会和奖学金，供巴勒斯坦难民接受高等教育，

包括职业训练”的第八项决议中促请所有国家响应大会第3U0Ï1!■决议中的呼吁 

以期可以配合巴勒斯坦难民对高等教育和职业训练的需要；.极力呼吁所有国家、各 

专门机构和各非政府组织除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经常预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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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捐款外，再增加特别拨款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感谢对大会第 

33，112C号決议作出积极响应的各国政府、各专门机构和各非政府组织；请联合 

国各有关机构继续扩大在其_ 各自的职权范围内援助巴勒斯坦难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 

的工作；吁请所有国家、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大学慷慨捐助自1 9 6 7年以来被以 

色列占领的各巴勒斯坦大学；又吁请所有国家、各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机关提供捐 

款，为巴勒斯坦难民建立职业训练中心；请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担任这些特别拨款和奖学金的接受人和托管人，并将这些款项和奖学金发给巴勒斯 

坦难民中的合格申请人；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46H 

号决议）。

大会在同届会议上决定第三十六届会议暂不宣布闭幕，直至联合国近东巴勒斯 

斯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经费筹供问题工作小组于1 9 8 2年1月底以前提出关于解决 

近东救济工程处1 9 8 2年度预算赤字的途径和方法（第36X431号决定）^大 

会在1 9 8 2年3月第三十六届会议第二期会议上在审查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 

民救济和工程处经费筹供问题工作组的建议以罗注意到工作组的报告（A/36/B66); 

立即促请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继续努力，对工程处的资 

沅加以最有效率的使用，并要求联合检查组对工程处的组织、预算和业务进行全面 

审查，以期协助主任专员对工程处可动用的有限经费加以最有效的、最经济的使用； 

并请尚未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作出捐款的各国政府开始作出捐 

款，迄今捐款较少的各国政府今后慷慨捐献.特别有能力的各国政府增加其捐款. 

过去慷慨捐献的各国政府今后继续下去•并在可能时尽力增加捐款，请作出实物捐 

赠的各国政府和组织，或以现款代替，或允许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 

处出售实物捐赠换取现款。

决定暂停审议该议程项目（第36/462号决定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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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2

⑻工程处主任专员的报告，补编第1 3号（AA7/13);

⑼根据第36，146E号决议的要求，工程处经费筹供问题工作小组提出 

的报告；

⑹根据第36，146：F号决议的要求，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提出的 

报告；

⑹根据第36/146A。B . C。G和H号决议的要求，秘书长提出的报 

告；

⑹根据第36/462号决议的要求，联合国检查组提出的报告，

6a进行国际合作以防止新的难民潮：秘书长的报告

本顼目是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要求而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议程（

242X大会该岛会议严重关切全世界许多地方日益增长的难民潮，深信应请联合 

国在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和社会援助之外，考虑以适当的方法来防止新的难民潮，谴 

责一切应对全世界的大批难民潮负主要责任、并因而引致人类苦难的压迫性和种族 

主义政权的豉策和行径，以及侵略、外国统治和外国占领；请全体会员国将它们对 

进行国际合作以防止新的难民潮的意见和建议告知秘书长，并为遣返愿意被遣返的 

难民提供便利；请秘书长就各会员国录示的意见、评论和建议，以及在第3 5届会 

议上就本项目发表的意见、评论和建议和他可能从其他联合国机构收到的有关本项 

目的一切其他意见，向大会第3 6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5/1 2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36/582和corr. 1和 102

102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 6 )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报告：A/36/582和Corr.l和Add.l;

⑼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36/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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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1);对于各会员国和各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提出意见和建议，表示欢迎； 

强调难民有权返回他们祖国的家园，并且重申，那些不愿返回家园的难民有权获得 

适当的补偿；决定设立一个1 7人政府专家组•其成员由秘书长同各区域集团进行 

适当协商后，在充分顾到公平地域分配的情况下•根据会员国的提名予以任命•每 

一提名国一般来说应负担其受任命的专家的费用；请进行国际合作防止新难民潮的 

政府专家组参照现有的各项有关国际文书、准则和原则.并适当顾及上面所述权利, 

对本问题的所有各个方面进行一次全盘审查，以期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适当的国际合 

作办法提出建议3并应适当考虑到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原则；要求政府专家组考 

虑到向秘书长提交的各项意见和建议，以及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就本项目进行辩 

论期间所提出的意见，并考虑到由特别报告员提交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研 

究报告（2Î/CH1503)，以及委员会就该报告进行的审议；要求尚未将其关于 

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送交秘书长的会员国尽快这样做；请秘书长把收到的答复再汇 

编起来；要求政府专家组及时向秘书长提交一份报告，以供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审 

议（第30/148号决议h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各项文件s

⑻秘书长根据第3 4 8号决议第9段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Cb)秘书长在提交第36X148号决议第1 0段要求的政府专家组报告时 

所做的说明.

⑹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23,。

⑹第36，148号决议；

⑹特别政治委员会会议2 a/SPc，36，Sr. 40和43—45;

(f)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5,36，SR.73;

(g) 全体会议：100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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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有关新闻的问题:

a) 新闻委员会的报告

b) 秘书长的报告

c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的报告

大会1975年第三十届会议在审议1976—1977两年期方案概算这个项目时， 

请秘书长在联合国新闻工作的领域中作出新的努力，将有关联合国系统在政淮经济社 

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方面的成就和所做的工作，包括有关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的原则湘目标的工作的全面资料，传达给一般公众；要求秘书长为此目的同全世 

界各国的公众新闻传播机构、联合国协会和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请秘书长 

就秘书处新闻厅的工作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并决定在该届会议上列入 

一个题为“联合国的新闻政策相活动”的单独项目，来审议这个问题（第3535 

(XX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上述问题将作为题为“有关新闻的问题”的项目下的 

分项目⑹，交给特别政治委员会审议。在该届会议中大会决定设立一个由4 1个 

会员国组成的、负责审查联合国新闻政策和活动的委员会；请委员会就联各国系统 

新闻部门的政策和活动，特别是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活动*向大会第三十四届 

会议提出报告；并请秘书长就秘书处新闻厅活动的发展情况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提出报告（第33/115C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保留联合国新闻政策和活动审查委员会，但今后改 

称为“新闻委员会” •成员人数从41名增加到6 6名,请新闻委员会继续审查联合 

国的新闻政策和活动，评价和继续注意联合国系统在新闻和传播领域所作的努力和 

取得的进展，促进建立一个旨在加强和平与国际了解、以新闻自由流通、传播更加 

广泛、平衡为基础的新的、更公正、'更有效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并就此事向大 

会提出建议；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0总干事向大会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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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建立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的进度报告；请秘书长执行委 

员会特设工作组的各项建议（A / 34/21,附件三），并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报 

告所取得的进展；请秘书长与新闻委员会协商，重新审议新闻部的优先次序和方案 

并就此事向大会提出报告；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一项报告，说明 

秘书处新闻活动的进展情况；请秘书长同新闻委员会协商后，进行一项关于加强和 

r大联合国短波广播的研究，并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其建议；请新闻委员会 

审查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新闻中心的报告(a/34/379)和秘书长对该报告的 

评论（A/34/379/Add. 1丨并拟订具体建议，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请新 

闻委员会和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4/18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对于在教科文组织内设立国际传播发展方案特别表示满 

意，请各会员国政府及其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实体为发展中国家的传播结构的 

发展、特别是向国际传播发展方案提供资金或技术支援；重申教科文组织同联合国 

系统内关心新闻命传播问题的其他组织在业务上进行合作与协调的重大需要；请教 

科文组织总干事就国际传播发展方案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 

(第35/201号决议，第一节）。決定把新闻委&会成员从6 6个增加到6 7个; 

请新闻委员会继续审查秘书处新闻部同促进不结盟国家在新闻相传播领域进行合 

作的各专门机构，以及其他国际和区域新闻组织的合作；请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

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5/201号决议，第二节）；请秘书长执行新闻委员会特设工 

作组的各项建议，并就所取得的进展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请秘书长采 

取紧急措施，改正目前新闻部工作人员的地域分配不均衡的情况，并就这一方面所 

取得的进展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就无线电和视觉事务司区域化计划 

向新闻委员会提出报隹；;并请秘书长在新闻领域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并向大会第三 

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5/201号决议，第三节）。

最后，大会主席宣布，他任命希腊为新闻委员会成员委员会现在由下列 

6 7个会员国组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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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孟加拉国、比利时、贝宁、巴西、保加利亚、布隆 

迪、智利、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丹麦、厄瓜多尔、 

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囿、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 

利、象牙海岸、日本、约旦、肯尼亚、黎巴嫩、蒙古、摩洛哥、荷兰、尼日尔、 

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新加坡、索

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湘 

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w、特别满意地注意到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关于国际传播发 

展方案执行情况的报告（A/36/530,附件）；认为国际传播发展方案政府间理事 

会所通过的第1号决议是执行此方案的一个重要步骤；请各会员国、联合国各组织 

和机构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和表示关心的公私企业，帮助国际传播发展方案扩充资 

源•，并请总干事就该方案的执行情况和教科文组织为建立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

°5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 7 )的参考资料：

⑻新闻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1号（A/36/21 );

⑽秘书长的报告：A/36/504;

⑹教科文IÉ织总干事的报告：A/36/530;

⑹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36/819;

⑻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24;

(f)第36/149A和：B号决议；

(思特别政治委员会会议：4/3?0：/36/^.6至12、14和48; 

㈨第五委员会会议：A/C. 5/36/SR. 73;

(i)全体会议：A/36/P' 1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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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的努力，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第36X149A号决议）；核可 

新闻委员会的报告（A/36/21)和建议;请委员会避免使其在这方面的活动同教 

科文组织的活动相重叠，同时强调教科文组织同联合国间的密切合作日益重要；再 

度呼吁各会员国、公私营新闻和传播机构及各非政府组织更广泛地传播有关联合国 

活动的新闻；请联合国新闻事务联合委员会继续执行其任务，并要求加强该委员会并使 

之更加有效；请秘书长采取措施，确保新闻部工作人员现存的地域分配不均衡的情 

况得到改正，并向新闻委员会的下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请秘书长确保新闻部作出 

更积极的努力，保证该部的出版物和节目平衡使用各种正式语文，加强新闻部的主 

管单位，用西班牙文印刷新闻材料，通过联合国新闻中心和开发计划署的驻地办事 

处在西班牙语国家散发，并就上述工作向委员会下届会议提出报告；请秘书长向委 

员会下一届实务会议提出新闻部无线电和视觉事务司的地区化计划，供委员会讨论， 

采取必要行动，建立无线电处的加勒比股，扩大非洲股，并考虑扩大无线电处的阿 

拉伯股，向委员会提出具体建议，以便使亚洲股能够用亚洲地区的其他主要语文进 

行有意义的节目，并就上述规定的执行情况向委员会提交详细的报告•，请秘书长确 

保新闻部继续并进一步加强同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新闻机构在新闻领 

域的合作•，请秘书长采取适当步骤，在需要时加强各新闻中心的工作能力，并根据 

新闻部和联合国其他有关机构磋商的结果，参照联合检查组在其报告（A/34/379)、 

中的意见、秘书长对该报告的意见（A/34/379/Add. 1)和联合检查组关于新闻 

活动领域的协调的报告（A/36/218)，提出一份关于如何提高新闻中心的功能的 

研究报告；重申《发展论坛》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决定必须作为机构间项目继续出 

版这一期刊，请秘书长完成对其财务状况的审查，继续设法确保联合国系统各组织 

对此一刊物的长期财政支助，并就此事向新闻委员会提出报告；

并请委员会和秘书长向大1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49B 

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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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新闻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1号（A，37/21 );

㈦秘书长按照第36/149B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⑹秘书长的说明（转递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按照第36刀49A号决议的要求提 

出的报告）。

68.以色列建造地中海和死海间运河的决定：秘书长的报告

大会应2 0个会员国的请求，将本项目列入第三十六届会议的议程大会第三 

十六届会议要求以色列立刻停止执行在地中海和死海间建运河的计划；请安全理事 

会考虑采取措施’阻止这项计划的执行；请秘书长编制关于以色列运河及其对约旦 

和对1 9 6 7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影响的研究报告，并将该报告于1982 

年6月3 0日以前提交大会和安理会；请所有国家不要对这项计划的筹备和执行直 

接或间接地提供协助，并促请各国的公司和各国际公司遵守此项规定（第36z150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安全理事会按照第36/150f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 

告。

'°4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36)的参考资料：

⑻列入议程的请求：A/36/243;

0>)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36/S14;

⑹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26;

⑹第36/1决议；

⑹特别政治委员会会议ç A/S：Pcy36/PV. 49和50;

(f) 第五委员会会议：A/c. 5/36/SR. 73;

(g) 全体会议：1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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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格洛里厄斯、新胡安、欧罗巴和印度巴萨斯等马达加斯加岛屿的问题:

1979年，大会应马达加斯加的要求，将题为“格洛里厄期《新胡安、欧罗巴和印度 

巴萨斯等马达加斯加岛屿的问题”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四届会议的议程（A/34/245! 

在_会议，大会重申必须严格尊重一个殖民领土在取得独立时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 

整；请法国政府立即开始与马达加斯加政府逬行谈判，使遭到专断地与马迗加期加 

分隔的格洛里厄期、新胡安、欧罗巴和印度巴萨斯等岛屿得以重新妇并马迗加渐加； 

请法国政府撤销侵犯马达加斯加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各项措施；请秘书长继续注意本 

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讲决定将标题为“格洛里厄斯《 

新胡安、欧罗巴和印度巴萨斯等马达加斯加岛屿的问题”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五届会 

议的临时议程（第34/9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35/480);又注意到1980年 

6月】8日至2 8日在弗里敦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三十五届常会通过

的第CM/^es. 784 (XXXV)号决议）；请法国政府按照第34/91号决议的规定作 

为迫切事项与马达加斯加政府着手进行谈判，以期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 

则觯决这个问題；请秘书长继续注意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提出砧告（第35/1 2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决定将本项目列入第三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预期第三十七届会议不会在本项目下收到任何会前文件。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 5 )的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报告：A/36/718;

〇3)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36/813;

(c)第36/432号决定；

⑹特别政治委员会会议：AysPC/36/SR. 47;

⑹全体会议：A/36XPV 1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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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的组成问题

1 9 7 7年，大会应2 9个会员国的要求，将本项目列入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 

(A/32/243 ) „ 在该届会议中，大会决定把决议草案（A/SPC/32/L. 21 ) 

的审议推迟到第三十三届会议进行，并决定成立一个由每一个区域集团派出二名或 

三名代表组成的联系小组，在亚洲集团代表的主持下，于大会第三十二届和第三十 

三届会议之间，开会研究这个问题，有一项了解是，该小组的审议将作为大会第三 

十三届会议审议这个项目的基础（第32/427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将大会副主席人数从17人增至21人，并相应修正 

大会议事规则第3 1条和第38条；并决定以关于选举大会主席（见项目4 )、21 

名副主席（见项目6)和7个主要委员会主席（见项目5)的新附件代替大会第 

1990(xviii)号决议的附件（第33/13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和第三十五届会议决定推迟本项目的审议（第34/4201•和第 

35/404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决定将本项目列入第三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36/ 

433号决定）。

预期第三十七届会议不会在本项目下收到任何会前文件。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 8 )的参考资料： 

⑻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36/765;

(b)第36/433号决定；

⑹特别政治委员会会议：A/SPC/36/SR. 47。

(a)全体会议：A/36X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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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a)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 19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于1978年决定设立一个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 

开放给所有国家加入为正式成员；并请筹备委员会制订工作计划和会议日历*以便 

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79年第二届常会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新的《国际 

发展战略》初稿，以期及时定稿，于1980年通过（第33Z193号决议）。

大会在第三十四届会议特别重申其以前的决定，即1980年的特别会议应根据 

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进展的评价，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釆取适当行动，除其他事项外，包括为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制定国际发展战略， 

及展开关于国际经济合作以促进发展的全球性谈判（参看项目3 8 )(第3 4/

2 0 7号决议）。

19 8 0年9月大会第十一届特别会议满意地注意到关于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 

国际发展战略的案文已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该战略将于1981年1月1日生效执行 

(第S-11/23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i告《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自1981年1月1日开 

始，并通过《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A/35/56)。在该决议附 

件所载的《战略》中，大会要求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和机构适当地协助执行国际发 

展战略，并寻求国际合作促进发展的新途径（第1 5段）；各国政府个别地和集体 

地保证履行它们对在公正与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承担的义务，赞 

成战略的目标和目的，并坚决致力于在发展的所有各个部门采取—套连贯—致的、 

相互有关的和具体有效的政策措施（第I 6段）。在这个《战略》中，大会又规 

定一个审查和评价过程，以确保《战略》的有效执行，并把它作为一个政策工具而 

予以加强，因为这个工作将于联合国系统内在全球、部门和区域各级进行，在国家 

一级则由各该国政府进行（第169段）；要求大会在全球一级进行审查和评价工作。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在适当情况下由成员包括所有国家的一个机构予以协助，这个机构将通过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提出报告，报告中应考虑到在部门、区域和国家各级已经取得的成杲；并 

决定第一次审查和评价将由大会在1984年进行，并在那时决定以后的一次或若千 

次—行（第 18 〇段）。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m注意到秘书长依照《战略》第}1〇段要求就世界发 

展基金提出的报告（A，36,572)(第36,42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预期将无任何有关本分项目的会前文件9

(b)《各国经济杈利和义务宪章》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于1972年5月在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三届 

会议承认，为了设立一个公正的秩序和稳定的世界，有必要拟订一个宪孝，以保护 

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上的权利.该会议在第4 5(111) 

号决议内决定设立一个由各国政府的代表组成的工作组，从事拟订《各国经济权利

和义务宪聿》草案案文《

A/37/100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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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7⑻）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报告：V136/572;

(切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6/694/Add. 2;

⑻第36X421号决定

(d)第二委员会的会议：a/c. 2/36，SR. 5, 6和45; 

⑼全体会议:V36，PV 84。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1972年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决定扩大该工作组（第3〇37(XXVI:c)号 

决议）•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经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建议通过了《各国经济 

权利和义务宪章》（第3281 (XXI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执行情 

况的报告（第34/445号决定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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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进度的评 

价及关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应采的适当行动的报告(_ 一 11/ 

5和Corr. 1和Add • 1-尽)重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辦《行动纲领》及《各国 

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是促进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基础；敦促各会员国采取

展开和成功结束全球谈判及执行《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一切适 

当措施；并决定畚照促进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的谈判结果，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根 

据《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3 4条的规定，全面和深入地审查该《宪章》的 

执行情况（第35X57号决议）•
Î06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决定将题为“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项目的一个题 

为“《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分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第36,441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预期将无任何有关本分项目的会前文件。

1(58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9(W)的参考资料：

⑻第二委员会的报告：V"36/694/Add. 1和2;

(b)第36,441号决定；

⑹第二委员会的会议：A/c. 2/^6，SR. 5、6和45。 

⑹全体会议：V^36，PV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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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贸易和发展:

㈠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㈡秘书长的损告

㈢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的报告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是在1964年1 2月3 0日设立，作为大 

会的机构（第1995UIX)号决议）。凡联合国会员国或各专门机关或国际原子 

能机构的成员国以及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的纳米比亚都是贸发会议的成员 

国。目前贸发会议由1 6 6个成员组成。贸发会议的主要职务见第1995(xix) 

号决议第二节第3段_ 贸发会议的第一届会议于1964年在日内瓦举行；第二届 

会议于19 68年在新德里举行；第三届会议于197 2年在圣地亚哥举行；第四届会 

议于1976#•在内罗毕举行；第五届会议于1979年在马尼拉举行。

依照第1995(XIX)号决议第二节第2 2段的规定，理事会是贸发会议的常设 

机构，它向贸发会议提出报告，并每年将工作情况，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 

会报告。贸发理事会最初有55个成员国。大会在第二十七届会议时，决定修正第 

1995(X工X)号决议，特别是将贸发理事会成员国增加到6 8国（第2904 A和B 

(XXVII)号决议）。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应贸发会议第90(工V)号决议第一节第 

5段所载的建议，决定修正第1995(XIX)号决议，使所有贸发会议会员国都可以 

成为贸发理事会的成员国（第31/2 A号决议）。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修改业

经修正的大会第1995 (XIX)号决议，将第二节第1 3段第二句里的“一次，’两字 

改为“两次”（第34/3号决议），以便让理事会每年举行两次会议。理事会目前 

由下列1 24个国家组成：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 

利时、贝宁、破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布隆迪、缅甸、白俄罗斯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 

黎加、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主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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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声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尔瓦多、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加蓬、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圭 

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文爱尔兰、以色列、意 

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利比里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 

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荷兰、新西兰、尼 

加拉瓜、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 

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 

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瑞典、 

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 

其、乌千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上沃尔特、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也门、

南斯拉夫、扎伊尔和赞比亚。

依照第1995(XIX)号决议第二节2 7段的规定，贸发会议秘书长由联合国秘 

书长任命,并须得到大会认可。现任秘书长贾马尼•科雷亚先生的任期将于1983 

年3月3 1日届满（第34,321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要求贸发会议秘书长成立一个高阶层的政府专家小组，就 

当前的通货膨胀现象编写一份广泛而全面性的研究报告s并拟订向通货膨胀进行战 

斗的措施和减轻通货膨胀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所发生影响的政策的建议（第32/175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注意到关于世界通货膨胀现象对发展过程的影响高级政府 

专家小组的报告（TD/1B/704)以及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关于该报告的意见；并要求 

贸发会议在其第五届会议上建议采取国际性政策措施，以便同世界通货膨胀现象进 

行战斗（第33/155号决议）。

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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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遗憾地注意到贸发会议第五届会议对向世界通货膨胀现 

象进行战斗的国际政策措施，或专家小组报告所载的各项结论和建议，都没有采取 

坚决的决定，请贸发理事会讨论抑制世界通货膨胀现象的种种措施，请贸发会议秘 

书长编写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以供理事会审议，随后并交由大会第三十六届 

会议审议（第3V19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满意地注意到《设立商品共同基金的协定》（TD/IPC/ 

CSXC〇ira>/24)fl 9 8 0年6月2 7日获得通过，又满意地注意到已宣布向该基 

金第二帐户提供自愿捐款的认捐额，并促请各国政府迅速完成签署、批准、接受或 

核可该协定的程序，以期该协定能够尽早生效（第35/60号决议）。大会在同 

一届会议上决定在第三十七届会议全面审查国际社会所采取的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 

家具体需要的措施的执行情况（第35/6 1号决议）8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欢迎加蓬政府提出关于在利伯维尔召开第六届贸发会议 * 3

w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9(c)的参考资料：

(a)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15号：（A/36/15);

⑹秘书长的报告：

■㈠订立一个国际劳工补偿办法：A/36/483;

㈡扎伊尔在运输、过境和进入外国市场等方面面临的特殊问题：A/

3 6/538;

(e) 秘书长的说明：A/36/563i

(d)第二委员会的报告：S^PAdd. 3/C#rr.l;

⑻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733;

(f) 第 36/139至第 36/145fP第 36/17時决议和第 36/429和第 36/430 

号决定；

(g)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A/c。2/36/S尺 25、31、40、4次 45、47和48，; 

㈤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5/36/Si^ 57;

⑴全体会议：人/36/?又1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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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愿意作为东道国的提议s决定于1 9 8 3年5/6月召开会议。开幕之前举行为期 

两天的高级官员会议（第36/142号决议）。加蓬代表团在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1 9 8 2年3月召开的第二十四届会议第一期会议上通知理事会，鉴于所需要其他 

设备的规模，时间及其他限制：加蓬政府非常遗憾无法充当会议的东道国。理 

事会于1 9 8 2年5月召开的第二十四届会议第二期会议因收到了南斯拉夫政府正 

式的提议，建议大会于1 9 8 3年5/6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第六届会议，并在会议 

开幕之前举行为期两天的高级官员会议；又请贸发会议秘书长按照第36/142^决 

议的规定，将关于会议的筹备情况告知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第253(xx；rv)号决 

议）。

大会在同一届会议上满意地注意到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227 ( XXI工)号决议，

该项决议授权贸发会议秘书长，召集一个政府间专家组，来审查衡量人力资源流动 

是否可行，并请理事会在其第二十五届会议的报告中载入政府间专家小组的工作进 

度报告（第36/14 1号决议）；并对签署和批准《设立商品共同基金的协定》方面 

的缓慢进展表示关切；决定如果该《协定》至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仍未生效，将在 

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为达到该目标而取得的进展（第36/143号决议）；关切地注 

意到贸发会议秘书长有意响应第34/197号决议，提供一份对世界通货膨胀现象的 

深入研究报告，以及理事会同意在其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审议这份研究报告（第36/ 

145号决议和第36/430f决定）；欢迎理事会第226 (mi)号决议，据此，理 

事会决定设置一会期委员会，对保护主义问题和体制上的调整进行年度审查；关切 

地注意到关于国际货币制度演变问题的特设政府间高级专家小组第二届会议延期举 

行，请贸发会议秘书长于1 9 8 2年尽早召开该小组第二届会议，敦促贸发会议所 

有成员国出席，并要求将该小组的报告连同理事会对报告的意见一并提交大会第三 

十七届会议；注意到理事会通过了航运委员会第三届特别会议的报告（见td/b/ 

85 5 )，其中载有一项要求召开船舶登记条件政府间筹备组会议的决议^ 政府间 

筹备组于1 982年4月13日至29日举行会议，并建议理事会提议大会规定于 

1 9 8 3年就船舶登记条件召开一次全权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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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同一届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以下问题的决议2扎伊尔在运输、过境和进入 

外国市场等方面面临的特殊问题（第36/13时决议），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 

守则会议（第36/140#决议），技术反向转让（第36/141号决议），国际纺织 

品贸易办法（第36/144号决议）以及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 

具体行动（笫36/175f决议），并决定将题为“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的决议草 

案推迟至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载有对此问题提出的意见的概要对照表是决议草案 

的附件（第36/42特决定）。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于3月8日至2 4日举行了第二十四届会议的第一期会议，

于1 9 8 2年5月1 1日至1 8日举行了第二期会议。计划于6月2 8日举行第 

二十四届会议的第三期会议并于1982年9月6日至17日举行第二十五届会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届会议的工作报告：补编第15号 

(A/37/15);

㈤秘书长依照第35/61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0贸发会议秘书长的报告：

㈠世界通货膨胀现象的影响，依照第3d 97号决议的规定提出； 

㈡第六届贸发会议的筹备工作，依照第36/142号决议的规定提出；

㈢签署和批准《设立商品共同基金的协定》s依照第36/14转决议的 

规定提出。

(d)工业化:

㈠工业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㈡秘书长的报告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在1966年11月17日设立，作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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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机构（第2152(xxi)号决议）。工发组织的职务见第2152(XXI)号 

决议第二节第2段。

按照第2152(xxi)号决议第二节第7(h)段的规定，工业发展理事会（参看项 

目1 6 a ),作为工发组织的主要机关，每年应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 

报告。

按照第2152(XXI)号决议第二节第1 8段的规定，工发组织执行主任应由联 

舍国秘书长任命，并须经过大会认可。现任执行主任阿卜杜勒•拉赫曼•哈尼先 

生的任期将于1 9 8 2年1 2月3 1日届满（第33/312号决定）（参看项目17(i))。

1 9 7 5年第七届特别会议时，大会赞同工发组织第二次大会通过的《关于工 

业发展与合作的利马宣言和行动计划》（Viol 12,第四章）并赞同该次大会采 

纳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制订工发组织作为专门机构的章程〔第 

3362(S-VII)号决议，第四节〕.

1 9 7 9年4月联合国关于建立工业发展组织专门机构的会议第二届会议通过 

工发组织《窣程》（A/CONï。90/19),并于1 9 7 9年4月8日起向各国开放 

签字。

工发组织第三次大会于1980年1月21日至2月8日在新德里举行.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除了别的以外，注意到联合国工发组织第三次大会的报告 

(工d/coei： 4/22和c〇rr。1),其中包括会议所通过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及 

促进其工业发展的国际合作的新德里宣言和行动计划》；并决定在第三十七届会议 

审查第三次大会的后继活动（第35/66A号决议）；宣布1 9 8 0年代为“非洲工 

业发展十年”；（第35/66Bf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了别的以外，请工发组织秘书处继续致力改善并进发展 

.其关f工业重新部署的方案；敦促所有尚未这样做的国家尽快批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的章程，以便该组织能于1 9 8 2年改成一个新的专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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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敦促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向联合国工业发展基金提供捐款或增加捐 

款，请工业发展理事会在其第十六届会议继续审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执行主任所 

提设立一个国际工业发展银行的建议，请执行主任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增加提供 

与能源有关的工业技术领域的技术合作、方案和项目；又请执行主任根据最不发达 

国家的要求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合作、方案和项目；

请理事会在其定于1 9 8 2年5月举行的第十六届会议上开始执行作为定于 

1 9 8 4年举行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四次大会的筹备委员会的职责，从而制订 

议程和其他各项提案，并将建议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欢迎肯尼亚政府表示愿 

意担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四次大会的东道国（笫36/182f决议第一部分）；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执行情况的说明（A/36/466);又请工 

发组织执行主任和非洲经济委员会（非经委会）执行秘书继续并加强与联合国系统 

各机关、组织和机构接触，以期帮助达成十年的圆满成功，并通过工业发展理事会 

第十六届会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二届常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提出一份关于十年的详尽综合报告（同上，第二部分）。大会在同一届会议上e 

决定将瓦努阿图列入第2152( XXI )号决议附件A部分名单，并将安提瓜和巴布达 

以及伯利兹列入该附件C部分名单内（第36/181号决议）#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 9(d))的参考资料：

(a) 工业发展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1 6号（A/36/16);

(b) 秘书长的报告：A/36/466;

(c)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6/694/Ada 4;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29;

(e) 第 36/1 81 和 36/182 号决议；

(f)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A/C。之/36/^氏42和46;

(g)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5/36/31^ 76;

㈤全体会议：4/36/1>又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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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工业发展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补编第1 6号（^37/16);

㈦工发组织执行主任和__经委会执行秘书依照第36/182号决议第二部分提 

出的报告。

⑹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的报告

1 9 7 9年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注意到1 9 7 9年8月2 0日至3 I日在维也 

纳举行的科学和技术促逬发展会议的报告（A/C0EÎ\81/16和Corr.l和2 )

和秘书长关于科技会议的报告（A/34/587和Add.l和2)，核可了《科学和技 

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A/COITF.81/I6,第七章）；决定设立科学和技 

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决定该委员会应当让所有国家作为正式成员参加，每年 

开会一次，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和建议；要求政府间委员会制 

定有效履行其职责的必要工作程序和方法，并就此事通过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 

会议提出报告；决定委员会须制定程序和方法，以保证能充分而有效地得到科技专 

家的意见，审议修改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职杈范围，以便咨询委员会能 

够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意见，并就此事通过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要求秘书长 

在秘书处内设立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要求秘书长准备进行一项基本研究，调 

查联合国系统内各机关在科技促进发展领域的活动、任务和工作方法，同时研究提 

高联合国系统在这个领域效率的可能性■关于这项研究的初步报告应于1 9 8 0年 

向政府间委员会提出，最后报告则应于1 9 8 1年提出，而政府间委员会的初步建 

议应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最后建议则应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并决 

定设立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该系统应通过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 

(第34/218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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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3 6届会议'n，除其它事项外，注意到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 

员会第二届第二期、第三届第一期和第三届第二期会议的报告（A/36/37)，并 

核可上述报告中的各项建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领域的效率的基本研究报告（A/36/240)，并请求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在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执行主任和行政协调委员会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工作队的 

协助下，研究该报告第2 1 8至2 2 5段中各项建议，然后向政府间委员会第四届 

会议提出着重行动的建议和估计费用，顾及委员会第2 ( I工工）号决议所确定的集 

中活动领域（第36/422号决定）。

大会同一届会议决定按照《维也纳行动纲领》和第34/21 8号决议，制定联合 

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筹资系统的长期安排，自1 9 8 2年1月1日开始执行； 

决定筹资系统的指导原则除其事项外，应当如下：该系统应当资助旨在加强发展中 

国家本国科学和技术能力的、范围广阔的一系列活动；应对《维也纳行动纲领》内 

确定的各种活动分配充分资源；将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第四届会议 

上根据为执行《维也纳行动计划》而提出的具体明确行动提案来完成的业务计划， 

将成为系统的活动的总纲；极其关切地注意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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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A/CI 11/21，第一部分），特别是注意到，按照第 

34/218号决议第六节第3段内载列的标准，1 9 8 3 — 8 5年期间系统核心资源

⑴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9⑹）的参考资料：

⑻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7号（a/36/37);

⑽秘书长的报告：a/36/240;

(c)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6/694/Add,5;

⑹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27;

⑹第36/183和36/184号决议和第36/442号决定；

(f)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A/C.2/SR.5、6、46和47;

(g)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36/31^ 74;

㈤全体会议：A/36/PV.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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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年数额应当是2亿美元；决定除其他事项外，应当按照筹资系统财政资源的多 

少和业务的性质来确定体制安排；又决定此种体制安排应当在过渡年度，即1982 

年内达成协议;决定1 9 8 2年应视为系统的过渡期间；请秘书长在1 9 8 2年第 

一季内召开一个次认捐会议，并敦促所有国家慷慨捐输；决定在不妨碍有关系统的 

各项体制和财政长期安排的最后协议的情形下，临时基金的一般业务条款，包括资 

源，组织和管理等项在内，以及第34/218号决议附件内规定的程序，将在过渡期 

间仍然适用并应转用于系统；决定一个向所有国家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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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 9 8 2年f开两届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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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小组制订其有关系统的体制、组织和财政安排的建议，并 

将这些建议提交委员会第四届会议；并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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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e/183号决议）；授权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核 

准将系统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资源进一步增加到开发计划署署长的提议的第5和第6 

段所列数额（第36/184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报 

告，该报告将作为补编第3 7号（A/37/37 )印发„

(f)粮食问题:

㈠世界粮食理事会的报告 

㈡秘书长的报告

1 9 7 4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按照世界稂食会议的建议（见;S，C〇]J：F. 65/ 

20),设立了一个部长级或全权代表级的世界粮食理事会（见项目1 6⑹），•作为 

联合国的一个机构，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并具备世界粮食会议 

第二十二号决议中所规定的宗旨、职杈和业务方式（第3348(XXIX)号决议）。

世界粮食理事会1 9 8 I年5月2 5日至2 9日在南斯拉夫诺维萨德召开的第 

七届会议根据《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战略》审议了世界粮食前景。会议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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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A/36/I9)在特别强调非洲的情况下明确了具体的优先次序和有效实现战略 

目的和目标的综合国家和国际措施>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n2,除其它事项外，对世界粮食理事会第七届部长会议 

(A/36/19,第一部分）通过的结论和建议表示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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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80 

年代的粮食前景严重恶化，表示关切；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粮食和农业问题的长久性 

解决办法，取决于增加粮食自给自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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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国际社会为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所作的坚决承诺，促 

请各有关国家政府根据其国家计划和目标实行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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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和消除对农产品的贸 

易壁垒；促请各发达国家作出最大努力，调整其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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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扩大普遍优惠制以便包括更多的加工品和半加 

工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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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此方面强 

调确信如下一般原则，即粮食不应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一种手段；重申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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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吁国际社会，增加技术援助和资本援助，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加粮食和农业生产 

的努力；重申坚信应尽可能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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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地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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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粮食援助公约》的展 

期，并敦促现有的和新的捐助国迅速达到1 9 7 4年世界粮食会议所规定的1，〇〇〇

m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 9(g))的参考资料：

⑻世界粮食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1 9号（A/36/19);

㈦秘书长的报告：A/36/149;

(c)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6/694/Adâ.6;

⑹第36/185和36/186号决议和第36/444号决定；

(e)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A/C。2/36/SR。25 和 45—47;

(f) 雜会议：A/36/PV.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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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谷物援助的最低指标；注意到为国际紧急粮食储备提供5 0万吨粮食的最低指 

标已于1 9 8 1年达成•，欢迎粮食援助政策和计划委员会进行审查1 9 8 0年代粮 

食援助需要的决定，促请各发达国家、国际机构和能提供发展援助的其他机构增加 

对稂食部门的外来援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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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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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世界粮食理事会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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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供应的世界粮食安全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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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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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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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 

国际社会鼓励并作为高度优先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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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请世界粮食理事会按照其工作方案和在现有 

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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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请世界粮食理事会，动员和支持在消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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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粮食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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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国际社会在采取粮食部门的多边措施时，要特 

别考虑到生产粮食和出口粮食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和利益（第36/185号决议）；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非洲粮食问题的报告（A/36/149),并对执行第35/69号决 

议的成效不足，表示关切；促请所有非洲国家按J它们各国发展方案和优先次序，

采取措施，大量增加各该国的粮食和农业生产；吁请国际社会继续支持非洲各国在 

国家、分区域和区域各级增加粮食生产的努力，除其他办法外，应在优先和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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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提供更多的财政和技术援助；强调国际援助不应只限于稂食援助和相应的 

附带援助，而且更重要的，还应该支持各国努力在受影响的地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 

产，特别是作物和畜牧业的生产；敦促各国政府和有关的国际组织，向该区域特别 

是萨赫勒国家和苏丹一萨赫勒国家的粮食保障项目提供必要的技术、资金和粮食援 

助；吁请外国的机构和政府紧急考虑采取积极和灵活的作法，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 

并斟酌情况给予优惠待遇；认识到国际社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ÏAO)和世 

界粮食计划署为非洲调动粮食援助和农业援助所起的作用，并请现有的和新的捐助 

国增加所需的资源，以满足非洲在粮食援助和农业发展方面的需要；建议在粮农组 

织的全面协调下，并在国际社会积极的资金和技术支援下，紧急地执行控制非洲动 

物锥体虫病和相关发展方案；敦促联合国系统内的所有有关机关、组织和机构，加 

强它们在非洲的活动；又敦促国际社会援助非洲区域的国家至1 9 8 5年时达到一 

些特定目标；又敦促联合国系统的所有有关机关、组织和机构，炉充其培训计划，

以提高各国拟订、执行、监督和评价农业发展项目的能力；请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 

秘书同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协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举行联合会议，以期审 

查执行大会第35/69和36/l8&f决议的可能办法；请秘书长同非洲统一组织和 

联合国系统的各机关和机构协商，就非洲国家在达到其粮食目标方面遇到的问题提 

出报告，估计达到这些目标所需要外部资源的数量就联合国系统为达到这些目标所 

需调度的技术和资金数量提出报告，并为如何吸引其他资金提出建议，并就联合国 

系统内将负责执行决议的各有关机关和组织的面向行动的计划提出报告（第3 6/ 

186号决议）。大会同届会议决定将题为“粮食和农业”的决议草案（第3 6 / 

444号决定）转交大会第3 7届会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⑻世界粮食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1 9号（A/37/19);

(b)根据第36/186号决议提出的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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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

I 9 7 0年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在《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第 

3 9和4 0段中概述了一些原则，专门发展和加强助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 

贸易以及一般经济合作的计划（第2626 ( XXV )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请联舍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召集一个工 

作组，以便审查使发展中国家互相分享能力与经验，以增加和改良发展援助的最佳方 

法，并为此作出建议；并审查发展中国家之冋进行区域及区域间技术舍作的几种可 

能性和相对优点（第2974 ( XXVII )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核可了发展中国家间技术舍作工作组的最后报告（M>/69 )， 

并要求开发计划署署长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加以买施（第3251 ( XXIX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决定于I 9 7 8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联合国发展中国 

家技术合作会议（第31/17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请开发计划署署长、各参加和执行机构和各区域委员会的 

执行首长就犮展中国家技术含作工作组建议的执行情况以及它们为促进发展中国家 

技术合作而展开的其他活动的情形通过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继 

续定期向大会提出报告，(第32/18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注意到联舍国发展中国家技术舍作会议的报告（A/COEF. 79/ 

13 );赞同其中所载《促进和执行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 

计划》；决定把联合国系统内的发展中国家间技术舍作的通盘政府间审查工作托付 

给开发计划署全体参加国代表的高级别会议，该会议由署长按照《行动计划》的观定 

召开；请署长就定于1 9 8 0年召开的首次会议的组织和买夯安排，向大会第三十 

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3/134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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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四届分议请秘书长在按照第33/189号决议提交大会I 9 8 0年特 

别会议的报告內，审查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进展情况，包括《布宜诺斯艾利 

斯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第34/11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审查犮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席动高级别会议的 

报告（A/35/39和Corr. I );决定高级别会议应称为审查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 

-作活动高级别委员会;并请开发计瑚署署长按照高级别会议的组'织和程序安排召开委 

员会的下届会议（第35/20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15除其他事项外满意地注意到审查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 

作活动高级别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报告（A/36/39 );促请各国政府立即采取措 

施,执行委员会第二届会议达成的协议，并请联合国系统各机关、组织和机构的执 

行首长同开发计划署署长密切合作，为定于19 8 3年举行第十三届会议以前先召 

开的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筹备工作作出贡献（大会第36/44号决议I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A/37,3和增编，以后作为补编第3号（A/ 

37/3/Rev .1 )印发；

1 * 3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 9 (h))的参考资料：

⑻审查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活动高级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9号 

(A/36/39 )；

(切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se/egd/Add。？/;

⑻第36/44号决议；

⑹第二委员会会议：入/0。2/36/8只。25和35;

⑻全体会议：A/36/PL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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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报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补编第6.号 

(丑，1982，16 )。

㈨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的改组：秘书长的报告

I 9 7 5年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为了着手逬行改组联合国系统，以便它能够根 

据大会第3172 (XXVIII )和3343( XXIX )号决议，以更金面和更有效的方

式处理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旳冋题，并且能更符舍《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 

和《行动綱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夯宪章》的規定，因此，特设置改组联舍 

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邵门特设癸负会（第3362 ( S —VII )号决议第七节）。

特设委员会曾于1 9 7 7年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它的最后报告和建议 

(A/32/34和Corr。；!和Add。：！）。 大会在那届会议上，表示赞同经订正的 

委员会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的结论和建议；请联合国系统内所有机构、

组织和机关在各自职杈范围内执行有关的改组措施（第32^197号决议）；第32/ 

197号决议的附件列出了这些揞施，涉及大会、经济及社会理箏会、联合国其他谈 

判机构、促进区域和区域间合作的结构.、联合国系统的业务活动、规划、方茱制订、 

予算编制和评价、机构间协调和秘书处支助舨务等。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加紧努力，及时完成第32/197号 

决议附件第二节及第七节第5 7段所列的具体措施的执行工作，并向大会第三 

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请秘书长在逬行适当协苘以后，并斟酌情况，与有关机构执行负 

贾人协作编制一份综合报告，综合有关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机构和机关所采行动 

的资科通过经社理事会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第33/20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在这个项目下通过五项决议和阏项决定^ 这些决议和决 

定讨论第3;2/197号决议附件八节中七节的执行情况。大会这些决议和决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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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就其经济及社会邵门的工作安排方面采取某些新办法（第34/212号决议）； 

将关于改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决议草案的逬一步审议推遇到第三十五届会议（第 

34/453号决定）；请秘书长加紧规戈彳并实施关于改组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 

的各项事权分散措施，协助对区域委员会的作用进行审查，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 

议提出报告（第34/206*1■决议）；决定就改组联合国系统在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采取进一步措施；并请经社理事会就此事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建议（第34/ 

213号决议）；请秘书长提出关于改组规划、方案制订、予算编制和评价等各项 

建议的执行情况的进一步报告（第3V451号决定）；请经社理事会就改善行政协 

调委员会同各有关政府间机构之间的联系的程序冋题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 

告并决定在第三十七届会议根据秘书长的报告审查第32/197号决议中有关机构间 

协调的规定的进一步执行情况（第34/214号决议）；请秘书长立即执行第33/

2 02号决议中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以及秘书处经济和社会领域其他辅助 

服务的职责的规定，并为此向第三十五届大会提出报告，包括组织图表（第34/ 

21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重申有必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以便切实执行第33/202 

号决议中有关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的规定；请秘书长实行现行报告安排所需 

的调整措施，以便充分体现设想中发展和国际合作总干事对于联合国各厅处和机构 

的职权和责任，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包括提出一份调整后的订正组 

职表；关心地注意到秘书长在确保总干事能在联合国系统内实行有效的领导和执行 

全面协调工作上所作的种种努力，并决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根据第32/197 

和第32/202号决议所载有关机构间协调的原则，审议发展和国际合作总千事在切 

实执行上述职务时所涉及的问题（第35/203号决议）；决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重 

新审议关于改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决议草案，并请大会主席安排休会期间的协商， 

以便利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该草案（第35/439号决定）；决定请各区域委员 

会在其1 9 8 1年全体会议上进一步审议大会关于改组的有关决议对它们的任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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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的影响，并通过经社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以备大会采取行 

动（第35/440号决定h 大会同一届会议在审议项目91 ( 1980—1981两年期 

方案予算）时，表示赞同依照秘书长的构想，订出秘书处一级关于规划、制订方案、 

编制予算、评价等政策性问题的协商办法；请联合国检查氧按照第35/203号决议 

所确定的优先次序，制订关于研究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郤门的改组对秘书处的影 

响的工作计划；并决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参照秘书长应编写的报告和联合检查组的 

报告，Ê新审议秘书处各有关单位的职责调整问题（第35/22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4决定将秘书长关于第35/203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A/36/4'77 )及其对联合检查组报告的意见（a/36/41 9/Add. 1 )转给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二届常会审议，并于第三十七届会议，参照经社理事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 9 ( i ))的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报告：

(1) 第35/203号决议的执行情况：A/36/477;

(2) 第32/197号决议附件关于规划、方案拟定、编制予算和评价的第 

四节的执行情况：A/36/577;

㈦联合检查组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箏与联合国秘书处各单位间 

关系的报告：

(1)联检组的报告：A/36/419;
⑵秘书长的意见：A/36/419/Add。；！；

⑹第二委员会的报告：八/36/694/^仏。8;

⑹第36/187号决议和第36/445和第36/446号决定；

⑼第二委员会会议：和47。

(f)全体会议：A/36/PV„103o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V3^/l〇〇 
Chinese 
VBQe ?J?S)

会讨论的情况，继续讨论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千事与联合国秘书处各单位的关系 

问题，以便继续充分执行第32/197号决议附件第八节；并决定第三十七届会议应 

在第32/197号决议的通盘范围内，并参照方案和协调委员会1 9 8 2年的下一届 

会议和理箏会1 9 8 2年第二届常会的逬一步意见（第36/187号决议），继续讨 

论结构改组对各区域委员会的影响问题。大会同一届会议决定通过理事会将其第 

35/439号决议所咐决议萆案（关于第32/197号决议附件第二节的执行情况全文 

递交其第三十七届会议；请理事会在它审议理事会重振问题时对这项决议箪案加以 

审议；请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它的建议（第36/445号决定）；注意 

到秘书关于今后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的安排的说明（第36/446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第34/214号决议要求秘书长提出的报告。

(i)遵

㈠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特别性质会议和第十届会议的报告

㈡秘书长的报告

1 9 7 2年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注意到1 9 7 2年6月5日至16日在斯德哥尔 

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报告（A/COIO： 48，14/Rev 1)以及秘书长关 

于该会议的报告（AZ8783和Add 1和Add» l/C〇r;r. 1和Add〇 2)以后，通过了若 

干办法，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997( XXVII )号决议〕。

大会决定设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见项目1 6 (b))，其职务载于第 

2997 (XXVII)号决议第一节第2段。依照第一节第3段的规定，理事会每年应 

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将本身对该报告的 

意见，提送大会。

第2997 (XXVII)号决议第二节中规定设立一个秘书处，以执行主任为首长, 

执行主任由大会根据秘书长提名选出，任期四年。现任执行主任穆斯塔法•加麦 

尔.托尔巴先生的任期到1 9 8 4年1 2月3 1日为止（第35/319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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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并在第2 99 7 ( XXVII )号决议第三节中决定设立联合国环境方茱基金， 

由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在环境规划理事会杈力和政策指导之下施行管現 环境规 

划理事会每年审查并_定环境基金资源利用的方茱，并拟订管理该基金业夯所必需 

的一般程序。 "

大会在第2997(XXVII)号决议第四节中决定由行政协调委员会主持，并在 

其体制内，成立一个环境协调委员会，由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担任主席。但是，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决定环境协调委员会应与行政协调委员会合并，后者承担环境 

协调会的职责，包括每年向环境规划理事会报告关于环境和关于《向沙漠化进行战 

斗的行动计划》的后继行动事项（第32/197号决议，附件，第5 4段)。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请环境领域内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源合 

作的进展情况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4/186 

号决议）。理事会第九届会议的决定是，执行主任的报告不够作为理事会向大会第 

三十六届会议的报告的根据，请执行主任与各国政府磋商，编写一份专门论述执行 

第34/186号决议进展情况的报告，但不对共有自然资源的鉴定或定义提出建议， 

供理事会第十届会议审议，并通过理事会递交大会（第9/19B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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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5在这个分项下通过了五项决议。它们是关于战争残余物 

的问题（第36/188号决议），环境规划理事会特别性质会议（第36/189号决议)， 

苏丹一萨赫勒地区的《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第36/190f 

决议）；《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经费筹措的研究（第36/191号决议)；

和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第36/192号决议）。关于提交报告的问题，大会请秘书 

长继续与有关国家协商，设法解决战争残余物质的问题，包括召开一次联合国主持

U5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9 (j))的参考资料：

(a) 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25号（A/36/25和C〇rr-I);

(b) 秘书长的报告：

(1)《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A/36/141;

⑵战争残余物的问题：A/36/531;

(c) 秘书长的说明：

(1)环境方面的公约和议定书：A/36/142;

⑵苏丹一萨赫勒地区的《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执行情况：A/ 

36/144;

⑶海洋污染çA/36/233，A/36/452;

(4)'环境领域内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源的合作：A/36/ 

567；

(d)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6/694/Add°9;

(e)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22;

(f) 第36/188至第36/192号决议；

(治第二委员会会议；入/(：»2/36/犯。25, 28, 31，35, 44和46;

(h)第五委员会会议：A/C.5/36/SR"73;

⑴全体会议s A/36/；pv]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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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议，并就此事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69/188号决议）；决定于 

1982年5月10日至18日在内罗毕召开的环境规划理事会特别性质的会议应向大 

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89号决议）；请理事会继续通过经社理事会 

就在苏丹一萨赫勒地区内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的情况每年向大会 

提出报告（第36/190号决议）；请秘书长就可行性研究和关于执行秘书长认为切 

实可行的《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其他经费筹集措施的具体建议以及关于 

取得经费的方法，征求各会员国的意见；并请秘书长同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合作， 

征求各会员国就设立一个独立公司为沙漠化防治项目筹集经费的意见，并查明各国 

政府是否有意参加筹资工作，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91号决 

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理事会特别性质会议和第十届会议的报告：补编第25号（A/37/25); 

㈩秘书长的报告：

⑴战争残余物的问题（第36/188号决议的要求）；

(2)《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经费筹措的研究（第36/191号决议的 

要求）；

(c)秘书长的说明：

⑴关于环境的公约和议定书（第3436(xxx)号决议的要求）；

(2)《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第32/172号决议的要求）；

⑶环境领域内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源的合作（第3 4/1 8 _ 

决议的要求）；

⑷苏丹一萨赫勒地区内《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第36/ 

190号决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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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人类住区:

㈠人类住区委员会的报告 

㈡秘书长的各项报告

1 9 7 7年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在审议项目（12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 

告)时，通过了一些关于人类住区方面的国际合作的体制安排（第32/1 62号决 

议）。

大会第32/1 62号决议第二节，决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将住房造房 

和设计委员会改为人类住区委员会，.在下列基础上选举五十八个成员组成，任期 

三年：

⑻非洲国家十六席；

〇3)亚洲国家十三席；

⑹东欧国家六席；

⑹拉丁夹_国家十席；

⑻西欧国家及其他国家十三席.；

委员会的报告应通过经社理事会向大会提出。

委员会的主要职务和责任在于就人类住区方面现有的和计划的工作方案， 

发展并促进联合国生境一人类住区会议各项建议（见A/COITP。70/15*Corr.

1).中所拟定、其后经大会认可的政策性目标、优先次序和准则，并密切注意联 

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在人类住区方面的活动，同时，视情况建议在联. 

合国系统范_内最能达到人类住区方面通盘政策性目标的方法。目前的人类住 

区委员会由下列58个成员国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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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孟加拉国* * *、巴巴多斯**、比利肘*、破利维亚 

保加利亚*'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加 

拿大*、智利* * *、哥伦比亚*、古巴*、塞浦路斯* * '丹麦* *、 

埃及'萨尔瓦多* * '芬兰* *、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 * *、希腊* * '几内亚* *、匈牙利'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意大利* * *、牙买加* *、日本*' *、约旦 

* * *、肯尼亚* * *、茱索托*、利比里亚* * *、马来西亚*、墨西 

哥* *、摩洛哥* * *、荷兰*、新西兰* * *、尼日利亚*、挪威*、

巴基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 *、罗马尼亚***、 

塞拉利昂*、索马里* *、西班牙* *、斯里兰卡* * *、苏丹* * *、

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鸟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赞比亚** 

和津巴布韦* * '

*1982年12月31日任期届满。

**1983年12月31日任期届满。

***1984年12月31日任期届满。

太会第32/1 62号决议第二节也决定在联合国内设立一个小型而有效的秘 

书处，为人类住区委员会提供服务和作为一个人类住区行动和协调联合国系统内 

活动的联系中心，定名为“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中心应由执行主任 

领导，执行主任应向秘书长提出报告，直至改组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特设 

委员会能够提出有关的建议时为止。

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执行主任阿尔考特•拉玛常德安先生于1 9 7 

8年‘10月12'日就职。该中心的秘书处设在内罗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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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6决定在原则上指定1 9 8 7年为“为无家可归者提供 

住所国际年”，但有一项了解，即遵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0/67号决议附件 

内所列关于国际年经费筹措和组织安排的准则；请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执 

行主任制订一项提案，提出在“国际年”之前和该年期间所要采取的措施和活动的 

具体计划，并通过人类住区委员会向理事会提出报告;、请秘书i根据该项提案，就 

举行“国际年”的俎织事项，包括可以得到多少自愿捐款，提出一份报告，于1982 

年内通过理事会提交大f第三十七届会议；吁请所有国家、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 

织和公众，对“国际年表示适当的支持（第36/71号决议•）；注意到人类住区 

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工作报告（A/36/8);欢迎委员会题为“关于一项人类住区 

运动的马尼拉公报”的第4/1号决议；并促请委员会在制订和实施其人类住区方案 

时继续考虑到并充分支持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第3 6/7 2 a号决议);欢》合国人 

类住区（生境)中心嫩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的筹备工作及其顺利举行所作出的 

贡献；请该中心执行主任在该中心的职权范围内为实施会议的各项建议采取适当措 

施（第36/72/B号决议）；感谢迄今已对该中心各项活动作出捐款的各国政府； 

再度迫切呼吁各会员国，如果可能的话，增加其向联合国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会捐 

款，以支持该中心的各项活动，并呼吁迄今尚未捐款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其 * 39

"6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9(k))的参考资料：

(a)人类住区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8号（A/36/8);

⑹秘书长的报告：A/36/260和Add. 1—3;

(c)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6/694/Add 1〇;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713;

(e) 第36/71、36/72A至 C 和36/73 号决议；

(f) 第二委员会会议：A/C/2/36/SR.11-20、25、28、31、35，

39 和40; ’

(g) 第五委员会会议：A/A5/36/SR. 52;

⑻全体会议：“36/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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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此能力的国家，也提供自愿捐款（第36/72C号决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巴 

勒斯坦人民生活状况的报告（A/36/260和Add, 1 —3 );并请秘书长编写一份关 

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巴勒斯坦人民日益恶化的生活状况的综合分析性报告，并 

通过理事会提送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第36/73号决议）。

人类住区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于1 9 8 2年4月2 6日至5月7日在内罗毕举行。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人类住区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8号（A/37/8);

(b) 秘书长的报告：

㈠第36/71号决议要求的关于“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国际年”的报 

告；

㈡第36/73号决议要求的关于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状况的报告。

⑻有效动员妇女参加发展：秘书长的报告

1975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请秘书长就妇女在农业、工业、贸易、科学和技 

术各领域的参与程度编写一份初步报告，以便就增加和提高妇女参与这些领域的办 

法作出建议（第3505(XX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促请各会员国执行大会第3505 ( XXX )号决议所载各项建 

议;并请秘书长编制一份综合报告以便提交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第31/175号决 

议)。

大会第三卡三届会议要求联合国系统内各个组织编制与其工作方案有关而着重 

发展的研究报告，要集中注意力于旨在有效地动员妇女参与发展过程的政策的影响，

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全盘发展，以及促进此项政策的方法r并请秘书长根据这 

些研究报告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综合报告（，第33/2〇〇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遗憾地注意到秘书长籴能提出大会第33/230号. 

决议所要求的综合报告；促请尚未照办的联合国机构立即向秘书长提送第3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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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议所要求的资料;并请秘书长将综合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第34/204 

号决议）〇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35/82)， 并请秘书长向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说明第34/204号决议第1段的执行情况，该段载 

列联合国机构和组织在协助各国政府执行有关妇女参与农村发展的名■项规定中所负的 

任务；又请秘书长编写一份关于妇女在全面发展中所负按务的学科间和多部门的世 

界性调查的详尽大纲，但要考虑到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的有关建议以及联合国 

讨论发展问题的有关会议的成果，并就此事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5/ 

7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7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妇女在发展进程中所负任务世界性 

调查的综合纲要的报告（a/36/590);强调有必要就妇女在发展进程中所负任务 

进行一项多部门和跨学科的调查；建议这项调查应分析在《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

"7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9(L))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各项报告：

㈠联合国机构和组织在协助各国政府促进妇女参与农村发展中所起的作 

用：A/36/4 75;

㈡軔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性调查的综合纲要：A/36/590;

㈢族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通过的题为“妇女、科学和技术”的 

决议2的执行情况：A/36/591;

⑼秘书长的说明：A/36/470;

(c)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6/694/Add. 11;

(d) 第36/74号决议和第36/422号决定；

⑹第二委员会会议：A/C. 2/36/S& 28, 41，42和44;

(f)全体会议：A/36/PV.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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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发展战略》所规定的重要发展课题方面妇女所负的任务，要特别注意贸易、农 

业、工业、能源、货币与资金、科学与技术等部门，•又建议这项调查的分析范围应 

包括：当前妇女作为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在毎一部门所负的任务，对妇女参与发展所 

得利益的评价，在国家、诨域和国际各级改善妇女作为发展的推动者和受益者所负 

任务的方法与途径和这项改善对实现全盘发展目标可能产生的影响；请秘书长在编 

写调查报告时，充分注意到每个区域妇女所面对的问题及其需要，以及妇女对实现 

自力更生目标和对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所作的贡献；促请秘书长在调查报 

告内附载一份概要，从妇女在发展进程中目前和未来任务两方面，分析各重要发展 

课题间的相互关系，以便为今后有效动员妇女参与发展的行动提供基础；请秘书长 

同联合国系统内适当的机构密切协作和通力合作来编写这份调查报告，并取得联合 

国系统所有有关机关和组织，包括各区域委员会和联合国嘎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 

练所以及各国在这方面具有专长的机构所提供的协助；又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 

届会议提出一份有关编写这项调查报告的进度报告（第36/74号决议）。大会 

在同届会议上注意到在本项目下提出的其他报告（笫36/422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第36/74号决议要求的秘书长的报告。

：1)对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秘书长的报告

1975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指出，对个别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进行研究， 

对保证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取得高速度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并请秘书长编 

写关于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和预测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律合报告（第 

3508 (XX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以及附件所载各区域委员会的研究.报 

告（E/5937 和 C〇rr。1* E/5937/Add «1和 Addol/Corrol和2，E/5937/ 

Add. 2 — 4和Add.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2090(1^111)号 

决议，其中建议根据已在进行的区域研究>工作，开始准备编制关于直到2000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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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盘社会一经济前晕的报告要特别着重直到1990年为止的这 

段期间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第32/5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在审议项目1 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报告）时，注意到秘 

书长关于世界各区域经济发展长期趋势的逬度报告（E/1978/71 )(第33/436 

号决定）。 ' •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要求秘书长与发展规划委员会协商,考虑到第三个《联合国 

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堤出他对编写截至2000年世界经 

济发展的全面社会一经济前景的可能梗概和方法的看法，特别强调截至1990年这 

段期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第34/5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佘议注意到秘书长就世界经济发展全面社会及经济前景的编 

制的提出的报告（A/35/345),并请秘书长按照大会第34/57号决议的有关规 

定，继续进行经济发展长期趋势的研究工作（第35/420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8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编制一份世界经济发展的全面社会 

经.济前景报告的进度说明（A/36/576).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研究经济发展的 

长期趋势的第1981/200号决定；并决定将大会第34/57号决议第7段中关于 

审查执行该决议进度的工作推迟到第三十七届会议进行（第36/42@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第34/57号决议和第36/423号决定以及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第1981/2 00号决定中所要求的秘书长的报告（A/37/211 )9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9(m))的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说明：A/36/576;

⑼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6/694/Add. 11;

(c) 第 36/423f 决定；

(d) 第二委员会会议:A/c. 2/36/SR 28, 41，42 和 44; 

⑹全体会议：A/36/PV.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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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联合国特别基金

联合国特别基金是根据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的大会第 

3202(S—VI)号决议第十节所规定的特别计划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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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4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决定满合国特别基金应作为大会的一个机构来 

执行业务•并通过了基金条款（第3356(XXIX)号决议.第1段）„

条款第一条规定.联合国特别基金应按照大会第3202(S-VI)号决议第十节 

的有关规定，对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紧急救济和开发援助，担任这种双边和多 

边援助的中央监督机构，并全面协调.这种援助。

按照第三条的规定.大会设置了联合国特别基金理事会•理事会每年应通 

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经社理事会也应把它的有关意见，递交大会。

按照第五条第1款的规定.•联国特别基金的首长为基金执行主任，由秘 

书长委派，但’必须经大会认可。

? .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授权理事会在197 6年召开联合国特别基金认捐会议，并决 

.定联合国特别基金的行政费用暂时在经常预算内开支（第346〇(xxx)号决议）。

在任命执行主任以前，秘书长将联合国特别执行主任的职务交托给主管国际 

经济和社会_务部的付秘书长。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暂时仃止联合国特别基金的活动，因为基金捐款的情 

况仍然不佳，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改善，使基金无法执行其向受影响最严重的 

国家提供援助的主要任务；决定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以前，执行基 

金理事会的任务（第33/431号决定）。在同届会议中•大会注意到秘书长 

的说明中所载的情报（A/33/514),其中表示他还没有提出特别基金执行主任的 

任命请大会认可（第33/3201•决定）。大会又决定没有必要选举理事会的理事 

国（第33/321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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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以前，在发展和 

国际经济合作项目的审议工作范围内，继续执行理事会的职务（第34/430f决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决定在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随后审议这个问题以前，

继续在其审议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这个项目的范围内执行理事会的职务（笫3 6/ 

424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预期不会在本项目下收到任何会前文件。

⑻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临时委员会的报告 

(2)秘书长的报告

1 9 7 8年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于1 98 1年由联合国主持召开新能沅和 

可再生能沅的国际会议；请秘书长为该会议开始进行筹备工作，由联合国系统各有

关秘书处和秘书长按照各国政府提名而任命的专家技术小组会议，编制研究报告， 

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第33/14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于1 &81卑8月在内罗毕召开该会议；决定委托自然 

资源委员会担任该会议的筹备委员会，筹备会议可由所有国家作为正式成员参加5. 

并决定筹备委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 

五届会议提出关于会议筹备工作报告（第34/19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 9⑻的参考资料：

(a)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6/694/Add. 11;

(b) 第36/424号决定；

⑻第二委员会会议：A/c. 2/36/SR. 28、41、42 和44; 

⑷全体会议：A/36/PV.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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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决定会议于1981年8月1 0曰至2 1日在内罗毕举行， 

并决定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审议能源会议的结果（第35/20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135赞同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通过的《促进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的内罗毕行动纲领》（A/C01O1. 100/1 1,第一章, 

A节决定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通过有关这个政府间机构的最后安排；并决定 

在不影响最后体制安排的情况下，依照筹备委员会的形式成立一个关于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的临时委员会，在1982年上半年举行唯一的一次会议，并通过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又决定责成该临时委员会立即发动《内 

罗毕行动纲领》的执行工作；决定临时委员会1982年会议讨论的项目必须包括提 

出具体的建议，特别是关于需要优先采取行动的领域和关于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筹集财政资源及其他资源的办法等的具体建议，以备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釆取行动; 

决定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就进一步体制措施采取最后决定时，参照长期需要以及 

临时委员会或会就这些问题提出的任何意见，审查秘书处支助安排；请秘书长按照 

《内罗毕行动纲领》第91段的规定，就举行协商会议的进展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七 

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93号决议）。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还注意到筹备委员会 

的报告U，36/47)(第36/447号决定）。

，2。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议程项目61⑼）的参考资料：

⑻筹备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7号（A/36/47);

(b) 秘书长的报告：A/36/652;

(c) 第二#员会的报告：A/36/6Q4/Add.l2;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30;

(e) 第36/193号决议和第36/447号决定；

(f) 第二委员会会议：A/C„2/36/SïU44-46;

(g) •第五委员会会议：A/C.5/3.6/SR.76;

(h) 全体会议？ A/36/PV403〇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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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临时委员会订于1982年6月7日至1 8日在罗马举行会 

il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临时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7号（A/37,47’）；

(b) 秘书长根据第36，193号决议要求提出的报告。 ，

(〇)《最不发达国家1980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 * 1

秘书长的报告 '

1979年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于1981年召开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并 

指定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的最不发达国冢政，府间小组抠任会议的 

筹备委员会，贸发会议所有成员都可正式参加；并请筹备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 

会议提出工作报告（第34/203号决议）。

1 9 8 0年9月间举行的大会第十一届特别会议要求国际社会以及联合国 

系统内各机关、组织和机构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确保这个会议取得成功，以便 

这个会议，除别的以外，按照贸发会议第12200号决议的要求，最后拟定、通过和 

开始执行《八十年代实质性新行动綱领》；并请秘书长监督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 

各项措施的执行情况，包括《1979— 1981年的紧急行动纲领》的各项措撇^执行 

情况，并就此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1年度第二届常会和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 

出报告（第S—1Ï/4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核可筹备委员会提出的结论和建议（A/35/45;第二部分， 

附件一）；决定1981年9月1日至14日在巴黎召开该会议；并请秘书长向大会 

第三十六届会议报告会议的结果以及《应急行动方案（1979—1981年）》的执行 

进度（第35/205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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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其它事项外，赞同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所通过的《1980年代最不发达国家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对法国政府和人民为 

会议所提供的东道国服务表示感谢；呼吁各会员国以及政府间机构和多边机构、联 

合国系统各机构、组织和机关，和其他一切有关各方立即采取适当而具体步骤来执 

行《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以此作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行动的一部分; 

强调由于最不发达国家极为严重的社会经济情况，它们需要国际社会给予立即和特 

别的照顾，以及大规模和继续不断的支持，以便能够按照每个最不发达国家的计划 

和方案，朝自力更生的发展方向进展；极力敦促所有捐助国如同《新的实质性行动 

纲领》第61至69段中所说的，履行它们的承诺，从而大量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 

的发展援助；重申虽然国际支援措施极为重要，但最不发达国家对自己的全盘发展 

负有首要责任，这些国家所实行的国内政策对其发展努力的成功将极为重要；促请

所有捐助国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措施基金和资本 

发展基金，或通过其他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适当渠道，拨出足够的特别款项，以便

向这些国家的政府提供所需额外资源，使它们在1980年代头五年从事更深入的规 

m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6 9 (P)的参考资料：

(a)筹备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5号（A/36/45);

⑼秘书长的报告：

㈠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所通过的《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的监 

督和执行情况：A/36/660;

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A/36/689;

(c)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6/694/Adû. 12;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28;

⑹第36/194号决议和第36/448号决定；

(f) 第二委员会会议：A/c. 2/36/SR. 44-；46;

(g) 第五委员会会议：A/C. 5/36/SR. 734 

⑻全体会议：A/B6XPV.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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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进行可行性研究和项目制订工作，为此请开发计划署署长采取适当行动，为其

管理下的活动调动更多的资源；决定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按照《新的实质性行

动纲领》的规定，经常审查和监督其执行进度，以维持国际社会所作承诺的动力，

并促进执行最不发达国家的计划和方案，以期加速增长率和改革它们的经济结构；

并决定1985年的贸发会议最不发达国家问题政府间小组高级别会议，应进行中期

审查，考虑能否在十年终了时举行一次可能釆取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方式

的全面审查，并在十年的后五年适当修订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以确保其充分执行，

并进一步决定将审查邊果通知大会，使大会在审查和评价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

际发展战略》执行情况时可以充分考虑到这些结果；要求联合国系统内各®、机关、

组织和机构以及其他有关机构，对参加援助协商小组或其它安排的邀请作出正面答

复，这一小组和其他安排将由最不发达国家按照《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第110至

116段倡议所制定的作为经常审查和执行该《纲领》的一个办法，并建议为此目的

在国家一级举行的第一轮审查会议应尽快召开，最好是在1983年底以前；请联合

国系统各有关机构、组织和机关的理事机构在各自的职权和任务范围内采取必要和

适当措施，切实执行《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及其后续行动；又决定确保贸发会议

和联合国系统其他有关机构、组织和机关所获得的资源，足可为《新的实质性行动

纲领》采取有效的后续行动s并从事审查、监督和执行该《纲领》的工作；请秘书

长按照《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第1 2 3段的规定委托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千事

在同贸发会议秘书长、各区域委员会执行秘书和各援助团体的领导机构密切合作下

为《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的贯彻执行，负责保证在秘书处一级上充分调动和协调

联合国系统各机构、组织和机关，并为此目的保留和有效使用以前筹备联合国最不

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每一联合国机构的协调中心系统；并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

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94号决议h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还注意到筹备委员会的报告（4/3 6/4 5 )(第36/448号决定）。
> *

大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根据第36/194号决议要求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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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a)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秘书长的报告

1 9 7 8年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丨青秘书长委托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同行 

政协调委员会进行协商，并考虑到各有关机构、组织和机关的意见后，在秘书长指 

导下编制一份同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有关的政策问题的报告，以便在1 9 

8 0年先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审议，然后再提交大会审议（第33/20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赞赏地注意到总干事的报告；（A/35/224和CQrr. 

1 .附件）；请联合国系统的各机关、组织和机构制订具体措施建议，以减少行政 

费用和其他支助费用，使行政、财政、预算、人事和规划方面的程序达到最大程度 

的划一和协调，并改进执行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项目程序；请秘书长 

委托总干事向大会提出一份关于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年度报告.这份报告也应提交 

发展活、动认捐会议，报告应载列联合国系统内一切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综合统计 

资料；又请总干事在他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年度报告中飽瓦il面要求的建^以^ 

他自己的建议（第35/8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M22除其事项外赞赏地注意到总千事的报告(aZ36Z478#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7 0 )的参考资料：

.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3号（A/36Z3ZRe' 1 );

⑼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报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 

录，补编第 11 号》（Vl981/61/^ev. 1);

⑹儿童基金会执行局的报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第8号》 

(Vl981/48)i • ，

⑷联合检查组题为“联合国系统对区域国家间技术合作机构的协助”的报 

告以及行政协调委员会对该报告的评论：和Cor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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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 1•附件）总干事认为可以取得更大进展的领域；深表关切，各国政府和其 

他来源对列入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的基金和方案所作的自愿捐款总额停滞不前， 

在许多情形下达不到各有关政府间机构的既定目标，这种情况对于有关组织有没有能 

力维持其业务方案的水平，以便通过联合国系统支助发展中国家在多边减让性协助方 

面日益增加的需要，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坚块重申必须在日益可以预计的、持续不断 

的和所有保证的基础上大幅度地切实增加供业务活动用的资源流动；促请所有国家， 

特别是那些总的表现与它们的能力不相称的发达国家，迅速和大幅度地增:‘加它们 

对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捐款；请所有国家通知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它 

们为响应该项决议和其他有关的大会决议所已采取的或打算采取的步骤，同时要考 

虑到各有关政府机构的既定目标;决定定期审查和评价供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用的资 

源的调动情况.并为此目的，请总干事在他向大会提出的年度报告内载列各国政府 

提供的资料和其他有关资料，以及他的意见和建议；深表关切在促使联合国系统内 

从事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机关、组织和机构有更稳定的财政基础方面进展太慢，促 

请一切有能力这样做的国家在认捐时表明它们在■期间内可能捐输的款额;再:度促 

请联合国系统内适当的有关机关、组织和机构的理事机关审议如何在日益可预计的、 

持续不断的和有保证的基础上增调供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用的#源的具体方法和途径； 

欢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8 1，1 6号决定第4段（E，i98iy61/ïîev; 1，

⑹附有总干事关于联合国系统业务活动综合政策评论的报告的秘书长说明：

A/30/478 和 Corr. 1;

(f)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6/812;

te)第36/195至36/202号决议和第30/449号决定；

(h) 第二委员会会议：A/C. 2/36/SR^ 3, 6 和 33-46;

(i) 全体会议。.A/3a/PV. 10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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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i)，其中促请署长减少开发计划署的行政预算；促请联合国系统内所有从事 

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机关、组织和机构的理事机关把尽量减低行政费用和间接费用 

作为一般指导原则，以期增加可用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要求的资源所占的比例; 

请联合国系统内所有从事业务活动的机关，组织和机构采取适当措施，以求在下列 

方面更多地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在当地或有关区域采购物资和设备，进行训练 

和提供服务，提供便利以增加使用当地的承包商，以及征聘训练、技术和管理人员， 

同时要铭记着理事会第8 1/2 8号决定（同上）；请联合国系统内从事业务活动 

的机关、组织和机构的理事机关采取第35/81号决议第8、 9和11段所要求 

的行动；请秘书长和这些机关、组织和机构的首长提供关于这些理事机关所采取的 

行动的资料，并请总干事在他向大会第三十七和三十八届会议提出的报告内载列这 

些资料和他自己的建议；又请总干事在编制同一决议第1 8段所要求的建议时/考 

虑到上述理事机关作出的反应和各国代表团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对这些反应 

所作的评论；欢迎秘书长按照第34/213号决议第6段所建立的协商程序；要求联 

合国系统内各有关机关、组织和机构的行政首长在这一过程充分合作；总干事在其 

年度报告内列入关于这些协商成果的资料；请总干事在其年度报告内按照1 9 8 1 

年年度报告的同样方式提供有关联合国系统在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综合统计资料* 

并且在其报告中分别载列关于联合国特别经济援助方案信托基金和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基金的资料，以及载列从事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组织的行政、方案和其他支助 

费用的资料（第36/199号决议）•在同一届会议期间，大会注意到联合捡查组 

题为“联合国系统对区域国家间技术合作机构的协助”的报告（AX36X101和 

C〇rrn 1 )以及行政协调委员会对该报告所作的评论（v^a/lOlZAâd. 1 )(第 

36/449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一份说明，内附有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 

干事按照第35,81号和36/199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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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秘书长的报告

1 965年大会第二十届会议设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将技术援 

助扩大方案和特别基金会合并成一个方案（第2029(H)号决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财政资源来自各国政府每年在认捐会议上宣布的自愿捐款。 

开发计划署由理事会提供一般政策指示和领导。理事会每年开会一次，向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提出报告，并通过经社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

理事会的成员，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按照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核定的名额选出。 

大会同一届会议并将理事国的数目，从3 7国增至4 8国（第2813(XXVI)号决 

议）。

目前理事会由下列4 8国组成：

阿根廷**、奥地利***、巴巴多斯***、比利时*、不丹***、巴西*保加 

利亚加拿大*、中国***、丹麦*、厄瓜多尔***、斐济***、法国*、

加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几内亚**、印度**、意大利***、日本***、 

科威特*、利比里亚*、马控维*、马来西亚*马里***、墨西哥***、荷兰**、 

新西兰'尼日尔**、挪威' 巴基斯坦* *、波兰* *、罗马尼亚*、卢旺 

达*索马里* *、西班牙* '斯里兰长*瑞典**瑞士*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 *、

土耳其**、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 *也门* *和赞比亚* * *•

* 1 9 8 2年1 2月3 1日任满•

** 1 9 8 3年1 2月3 1日任满。

*** 1 9 8 4年1 2月3 1日任满•

开发计划署署长由秘书长在同理事会协商以后任命，并经大会认可。现任署长 

布雷德福•莫尔斯先生的任命将于1 9 8 3年1 2月3 1日任满（第34/311号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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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通过了关于联合国发展系统的能量的规定，其中列有关于 

联合国发展合作周期的原则，规定采用拟订国别计划的新制度和适当的行政结构 

(第2688U}CV)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核可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通过的关于技术合作的新活动范围 

的决定；请理事会每隔一定期间审查在实行这项决定所载纲领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并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继续注意评价关于实行这些纲领的进度，并经常向大会提出 

报告（第3405(XX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请秘书长从事一项载有关于发展中国家训练本国合格人 

员的具体建议的研究，并请秘书长通过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7 9年第二 

届常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研究报告和建议以及进度报告（第33/135号 

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呼吁所有国家的政府继续努力，对开发计划署提供必要 

资源，使其能达成按照每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四订立的1 9 7 7 - 1 9 8 1年发展 

周期的目标（第34/10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开发计划署署长关于发展中国家本国合格人员在 

其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报告（DP/443);请联合国各主管组织适当地注意 

该报告第四、五两章所载的建议；以便对各项建议的执行作&贡献；请发展和国际 

经济合作总干事在现有可能条件下作出必要的安排，定期散发关于社会经济制度不 

同各国在训练本国合格人员和增进他们在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方面所获经 

验的资料；又请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同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 

.和有关各国政府协商，编写本决议执行进度报告，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2 

年第二届常会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第35/8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注意到理箏会决定为了事先规划对i 9 8 2 — 1986 

年第三个计划周期起见，仍然假定总的资源平均年增长率至少为1 4%s因此对 

1 9 8 2年自愿捐款总额可能不足和开发计划署第三个计划周期拟议中的计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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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能因此而受到不利影响一事深表关切；敦促各国政府，特别是其自愿韻款未反映 

其能力的各国政府，重新努力向开发计划署提供健全的财政基础所需要的资源，以 

期执行开发计划署为第三个计划周期所规划的活动；坚决重申需要在日益能够预料 

的、继续不断的和有保证的基础上，大幅度增加向开发计划粮提供的资源，而且资源 

的实值要有增长，并欢迎理事会第8 1/3 7号决定，其中决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 

审议这一问题；决定从1 9 8 3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广泛的政策审查，审查在 

理事会指导下由开发计划署署长管理的资金和计划，但有一项了解，即应在不举行 

会议的那一年内，就这些资金和计划的情况向理事会提出简短的报告，包括一份财 

务报表，并请理事会相应采取行动（第36Z20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A/37/3 (第工一工I工部分）将作为补编第 

3 号（A/37/3 印发)；

⑼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报告；

，⑹秘书长按照第35/80号决议的要求而提出的报告，

⑹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1 9 6 0年大会第十五届会议原则上决定设立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第1521 

(XV)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决定开办这个基金，作为大会的一个机构，在联合国系统 

内，以独立自主的组织的地位执行职务（第2186UXI)号决议）。基金的目的是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或赠与投资资本；基金的资本来源是自愿捐款。

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采取临时措施，授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理 

事会执行资本发展基金执行理事会的职务，并请开发计划署署长执行资本发展基金 

总经理的职务，管理这个基金（第2321 (xxil)号决议）。自那时起，大会继续 

采用这项临时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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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欢迎理事会的决定，即基金应首先使用于为发展中国家间 

最不发达国家服务（第3122 ( XXV工工工）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九届g议采用过渡办法，请署长在开发计划署的行政预算内承担基 

金的行政费用（第3249(XXI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推延至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的行 

政费用问题，并为此目的，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适当建议；并决定在这 

期间，基金仍然按照大会第2321 (XXII)号决议第1段规定的办法继续执行其原 

来任务（第<34/428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决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行政 

费用的问题；决定在这段期间，基金将继续采取1967年12月15日第 

2321 (XXII)号决议第1段规定的措施进行工作（第35/422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满意地注意到基金的业务有了大幅度 

的增加；重申基金的作用和职权是作为一项首先对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 

性援助的补充来源；赞同理事会第8 1/2号决定中所提的建议，即应让基金在执 

行1 9 8 1年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通过的《1 9 8 0年代最不发达国家新 

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方面能起直接作用（见项目7 1 (〇))赞同开发计划署署长关 

于1 9 8 0年基金活动的报告中所述的基金的计划方针和业务政策（A/36/3/ 

Rev. 1，第二十九章）；决定由基金的一般资金来承付基金的行政和计划支助费 

用；同时，开发计划署将继续向基金提供实地支助服务和所有总部的行政支助服务 

(第30/19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A/37/3(第工一工工工部分，将以补编第 

3号（V"37,3)印发;

⑼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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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

大会1 9 7 3年第二十八届会议，决定设立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由 

秘书长负责并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署长负责行政工作；并请开发计划署 

署长在1 9 7 4年开始展开基金的业务（第3167(xxvn)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回顾到由一个政府专家工作组审查和分析循环基金的活动， 

决定请工作组审查如何提高循环基金的工作效率，同时全面审查基金的职司、体制 

安排、资金筹措和偿付制度（第34/10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开发计划署署长关于基金活动的报告，（ 

和Cori*. 1)以及理事会第80/29号决定（第35/421号决定h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第二届常会迫切促请各会员国认识到有必要为联 

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提供额外的自愿捐款，以便使基金能为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更适当地履行其任务（第1S87B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 

报告（E/1981/61/Rev. 1)，该报告载有关于政府专家工作小组审查循环基金 

报告的第1981/24号决定（第36/200f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A/37/3(第一至三部分），随后将以补编第 

3 号（4/37/3)印发；

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报告。

⑹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是秘书长在1 9 6 7年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 0 8 4 

(XXXIX)号决议和大会第2211 ( XXI )号决议中关于设立人口方面炉大行动方案 

的规定而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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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2年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将人口活动基金置于其权力之下，决定在不妨 

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全面责任和制订政策的职权的情况下，由开发计划署理事会 

作该基金的理事机构，并负责拟订有关该基金的方案和预算的财政和行職r政策（第 

3019 (XXVII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核可了基金未来资源的分配所应适用的五项1性原则;请 

基金总干事实施这些制定优先次序的标准和他在报告中所述的其他建议并与各有关

专门机构和区域委员会进行密切合作；建议总干事的任期通常应为四年；并敦促基 

金总千事在人口领域的业务问题上，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和联合国系统沟其他 

机关的行政首长，继续充分协作（第31/17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确认该基金是大会的附属机构；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 

会考虑在各届会议中指定一段时间充分地单独审议与人口活动基金有关的项目；请 

秘书长同行政协调委员会各成员协商，安排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在各方面参与行政 

协调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重申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应继续利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的各项服务，包括其驻地代表的服务；请各国政府继续并增加向联合国人口活动基 

金提供捐助；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4/10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5注意到秘书长按照第3 4 / 1 0 4号决议规定提出的 

报告（a/35/442)(第35/421号决定）。随后，在1 9 8 0年1 1月行政协 

调委员会第二届常会上，人口活动基金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请人口活动基金总干事对基金1982- 

1985年期间的总方案进行审查和重新评估，并将此结果报可给理事会第二十九届 

会议；确认了基金应集中支持的优先考虑领域•，重申目前应优先考虑的国家暂时不变 

(第81/7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m满意地注意到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报告 

(E/1981/161/Tev. 1 )及其中所载之决定（第36/200^决议）。大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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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议还决定设立一项年度奖，定名为联合国人口奖，通过了联合国人口奖《规章》， 

《规章》指出人口奖的目的是通过鼓励人们在与人口有关领域里积极努力，提高对 

人口问题的认识，以促进解决人口问题，每年将由秘书长发给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或 

对人口问题的解决作出最杰出贡献的一个人或若干人，或一个机构；人口奖的资金 

来源为人口奖信托基金的投资收入。基金由会员国专门为人口奖捐款构成，由基 

金总干事代表秘书长进行管理（第36/20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报告：A/37/3(第一至三部分），随后将以补编第3 

号U/37/3)印发；

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报告》

(f)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

I 9 7 0年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决定设立联舍ffl志愿人贞方案，从I 9 7 I年 

1月1日起就开始工作；请秘书长指定联舍®开发计蝴署署长为联合M志愿人员方 

案主任，并指派一名协调专员负贾促逬祁协调联舍国系统内志愿人员的征聘、遴选、 

训练和各项活动的行政管理工作；又请联舍国谷会员因政府、各专门机构成员、各 

非政府国际组织和个人向特别目愿基金捐款，以支持志愿人员方案的活动。（第2659 

(XXV)号决议）。方案的目的是经受援国明白要求和认可，提供青年志愿人员协 

助发展工作。志愿人员应在尽可能广泛的地理基础上征聘并分发服夯、尤其应包 

话发展中国家。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同蒽到一九八三年时将参加服夯的志愿人数增至L 〇〇〇 

名，但须视经费有无而定，同时了觯到对该方案的工作质董将无不利影响；请联舍 

国开发计戈!1署署长采取适当行动，以达成这项增加；再次呼吁各園政府和其他可能 

的捐款者，考愿到对联合国志愿人员特别目愿基金提供捐款或增加捐款；并请开发 

计划署署长经常将进展情况告知大会（第34/107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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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葸到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的协调员的职御将改为 

执行协调员”，以便更好地反映这个职位目前的职贾（第35/421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22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已有一千名志愿人 

员，在9 3个国家内服务；再次呼吁给特别自愿基金以更大的射政支持•，请执行协 

调员设法保证增加资源并就此向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提出建议（第36/19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A/37/3(第一至三部分），随后将以补编第 

3 号（A/37/3)印发；

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报告。

(g)联舍国发展中内陆国冢特别基金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请秘书长提出一份关于发展中内陆国家过境冋题的综舍性

研究报告，以及一份关于设立一个有利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基金冋题的全面性研究 

报告〔第3311 ( XXIX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决定为发展中内陆国家立即设立一项特别基金以补偿它们的 

额外运输和过境费用，并请秘书长在同联舍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协两后 

提出一项关于特别基金的组织办法的提案，包话章程草案〔第3504 ( XXX )号决< 

议:i。、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核准《联合国犮展中内陆国特别基金鞏程》；请联舍国开 

发计划署同贸发会议秘书处舍作，在过渡期间管理基金；（第31/177号决议）。

按照第31/177号决议所附的《基金鞏程》第四条的观定，羞金的政策和程序 

应由理事会拟订（参阅议程项目16⑹）。理事会每年经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 

大会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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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授权开发计划署署长同贸发会议秘书长密切舍作，在基金 

展开业务以前提议临时安排，以买现基金章程订立的目标和宗旨（第32/113号决 

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请秘书长在他向大会1 9 8 0特别会议提出的分析性报 

告内评价发展中内陆国家的情况（第34/209号决议）3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吁请所有国家审查它们对基金所持的态度，并认真考虑 

让发展中内陆国家代录成为基金理事会的成员，•并吁请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发达国 

家、国际组织和多边供资机构在I 9 8 0年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的范围内慷慨 

捐助基金；又请开发计划署署长同贸发会议秘书长和其他有关机构行政主管协两s i 

采取有利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行动作为临时的安排（第35/ 82号决议K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m除其他外，敦促所有会员国适当考虑到影响发展中内 

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殊限制因素；又吁请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以 

及多边和双边的供资机构向特别基金慷慨捐助；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同联合国 

贸易和犮展会议秘书长和其他有关机构行政首长协商，继续在临时安排的范围内采 

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内陆国家的行动，要考虑到使每个有关国家都获得适当的技术 

与财政援助（第36/195号决议），还决定从1 9 8 3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广

泛的政策审查，审查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指导下由开发计划署署长管理的资 

金和计划，但有一项了解，即应在不举行会议的那一年内，與这些资金和计划的情 

况向理事会棱出简略的报告，包括一份财务报表，并请理事会相应采取行动（第36/ 

200f决议）。大会同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任命基金执行主任的说明（A’36

/816)中所载的情况（第36/321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a，37/3(弟一至三部分），随后将以补编第 

3号（A/37/3)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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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报告；

⑹秘书长的说明。

(H)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救济基金会（儿童基金会）是I 9 4 6年大会在第一届会 

议设立的。其用途是救助被侵略国家的儿童和少年；基金应该按需要提供援助，不 

因为种族、宗教、国籍或政治信仰而有所歧视（第5 7(1)号决议）。后来，大会认 

识到有必要采取继续不断的行动，以解除儿童，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及遭受战争和其 

他灾祸破坏的国家境内儿童的痛苦；并认为儿童基金会的工作是有益的，因为这种 

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使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长期方案得以发展。因此，大会在I 95 

3年第八届会议决定无限期继续设立这个机构，不过将其名称改为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仍保留其简称为儿童基金会；并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继续定期审查儿童基金会 

的工作，同时斟酌情况，向大会提出建议〔第802(vill)号决议〕。

依照大会第5 7(1)号决议第一节第3段和第1038(XI)号决议的规定，儿童

基金会自1 9 5 6年以来一直由执行局管理业务。执行局有成员3 0个，由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从联合国会员国或专门机构成员国中选出，任期三年。1 9 8 2年 

4月，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第二期会议根据理事会的建议（第1982/111号决定） 

决定在不影响其它机构可能作出的安排的基础上，扩大执行局的成员名额，从联合 

国会员国、专门机构成员国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中选出，但须服从下列条件：

⑻非洲国家九名；

(切亚洲国家九名；

(c) 东欧国家四名；

(⑴拉丁美洲国家六名；

⑼西欧和其它国家十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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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另外一名以下列顺序在五个区域性集团里轮流：

㈠非洲国家；

㈡拉丁美洲国家；

㈢亚洲凰家；

㈣西欧和其它国家；

㈤东欧国家；

(g)在不影响已当选国的任期的基础上，上述四十一个名额任期三年，期满成 

员国可以再次当选；请理事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选出执行局的新增成 

员掘（第36/244号决议）。

1 9 8 2年5月6日经社理事会选举结果，执行局成员国如下：

阿尔及利亚严*奥地利、**巴林、_孟加拉国严*巴巴多斯，比利时、*博茨瓦纳， 

巴西、*加拿大、*中非共和国T乍得、***智利，中国、*法国、_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严*印度，意大利，象牙海岸，日本、***為达加斯加^ 

墨西哥尼泊尔、胃荷兰、***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索马里t**斯威士兰、_ 

瑞典，瑞士、•泰国t多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上沃尔特、_委内瑞拉严南斯 

拉夫f

* 1 9 8 3年7月3 1日任满。

** 1 9 8 4年7月3 1日任满。

*** 1985年7月31日任满。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秘书处以执行干事为首长，由秘书长同执行局协苘后任命。 

现任执行干事詹姆斯。格兰特先生，目I 9 8 0年I月起任职迄今。

儿童基金会资金来源完全是各国政府和私人方面的目愿捐款。基金会提供援 

助主要分为三类：在日益增加同发展中国家的顾问协苘之下，协助它们规划和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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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儿童服夯；为这些服务提供用品和设蚤，而且日益增加在发展中国家购置这些 

东西；它又提供工作人员训练资金，这些训练主要是在当地国家逬行。

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属于人道性质，因此，在第二十七届会议以前，是由大会第 

三娈员会负责审查；但是大会那届会议鉴于儿童基金会在发展方面的贡献，决定将 

基金会的工作列为“发展方面的业夯工作’’项目的一邵分，由第二娈员会审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宣布I 9 7 9年为国际儿童年；指定儿童基金会为联合 

国系统内负责协调国际儿童年各种活动的主导机构，并指定基金会的执行千事负责 

此项协调工作（第31/16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重申了执行局为了儿童基金会方案活动制订的原则和指 

导方针，特别是基金会着眼于实地和行动的态度和维持较低的方案行政费用、再次 

确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协调国际儿童年与《联合国第三个发展 

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内与儿童的目的和目标有关的后续活动的领导机构；请所有答 

应提供自愿捐款的各国政府尽早付出这些捐款，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能够毫不迟延 

地执行其方案，同时还能保持足够数额的业务资金；呼吁各国政府增加其捐款，可 

能的话最好是多年期的，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能够在当前的全球经济情况下还能扩 

大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对这些国家儿童的需要作出哬应（第36/19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A/37/3(第一至三部奶), 

该报告随后将以补编第3号（A/37/3)印发。

(i)世界粮食计划署

世界稂食方案是联舍国和联舍国’稂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联 

合举办的。该方案依照I 9 6 I年的大会第1714 (XVI)号决议和粮农组织大会第 

1/61号决议的规定，作为实验性质方案举办了三年之后，已由大会第2095(xx) 

号决议和粮农组织大会第4/65号决议规定，只要是多边粮食援助可以办理并有此 

需要，即不断地续办下去，但是该项方案应在每次认捐会议之前加以检查。方案提 

供粮食援助以支持发展计划项目，并应付各种紧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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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大会第3404(xxx)号决议和粮农组织大会第22/75号决议，对世界粮 

食方案的政策、行政和业务方面提供一般指导的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方案政 

府间娈员会原有成员24国，丨经改组为理箏机构稂食援助政 

策和方案委员会，并增加下列任务：作为就国家和国际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进行协 

商的场所；定期审查粮食援助需要和供应的总趋势；通过世界稂食理事会向各国政 

府建议关于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的改善（参阅项目71⑺）；拟订建议，以便更有 

效协调多边《双边和非政府性的粮食援助方案，包括紧急粮食援助；定期检查世界 

粮食会议关于粮食援助政策的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委员会将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和粮农组织理事会提出年度报告，并向世界粮食理事会提出定期报告和特别报告。

I 9 8 1年I 0月I 9日至2 9日，委员会在罗马举行了第十二届会议。

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由3 0个联合国会员国或粮农组织成员国组成， 

其中1 5国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选出，另1 5国由粮农组织理事会选出。目前该委 

员会由下列国家组成：

阿根廷、*澳大利亚严孟加拉国、**比利时f*巴西_加拿^刚果_古巴、*丹麦、**埃 

及、*芬兰，*法国t德意志联邦共和国t希腊、***匈牙利、**印度T爱尔兰、*日本、胃 

莱索托、*马里，墨西哥、*摩洛哥f荷兰，巴基斯坦严沙特阿拉伯f塞拉利昂、* 

索马里、_泰国、_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r

* 1 9 8 2年1 2月3 1日任满。

，1 9 8 3年1 2月3 1日任满。

_ 1984年12月31日任满。

该方案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合设的行政组办理；该组设在罗马的粮农组织总部， 

以执行干事为首长，执行干事由联合国秘书长和粮农组织总干事同粮食援助政策和 

方案委贯会协商后指派。现任执行干事詹姆斯•查尔斯•英格拉姆先生，自1982 

年4月1日起任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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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方案的资源主要是各国政府以商品、现金或服务的方式自愿捐献的，每两年在 

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粮农组织理事会、联合国大会和 

粮农组织大会对方案作了检查后召开一次认捐会议。

该方案有权接受各国为响应联合国秘书长或粮农组织总千事或两者的特别呼吁， 

为遭受重大灾害的人提供额外粮食援助而提出的“指定用途的捐赠”。

除方案这些资源之外，大会在第3362 (S-VII)号决议中还敦促发达国家和 

有此力量的发展中国家指定储粮和（或）款项，交给i：界粮食方案支配，作为一项 

紧急储备，加强粮食方案处理发展中国家危急情况的能力。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122订定1983和1 9 8 4两年向世界粮食方案提供自愿捐 

款的指标为1 2亿美元，其中现金及（或）服务合计至少应为三分之一•，促请联合 

国会员国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各成员和联系成员尽一切努力，保证完全达到这 

项指标；并请秘书长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千事合作，为此目的于1 9 8 2年 

初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一次认捐会议（第36/202号决议）。

根据第36/202f决议的要求，世界粮食方案认捐会议于1 982年3月2日 

举行。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A/37/3(第一至三 

部分）），该报告随后将以补编第3号（A/37/3)印发。

(J)秘书长所进行的技术合作工作

1 9 4 6年大会第一馬会议决定委托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研究如何拟订有效方法 

和途径，与各专门机构合作，将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技术性意餘希望 

获得这项援助的会员国（第5 2(1)号决议）。

1 9 4 7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四珲会议决定在秘书处内设立机构，向各会员 

国提供抆术性意见（第51(IV)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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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届会议核准提供技术援助，撈助方式是提供专家，并协助取得和装置 

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设备（第200(111)号决议）。大会该届会议还核准拨款设置 

研究金（第246 (工1工）号决议），容许扩大联合国技术援助的范围（第198(1工1) 

号决议）。

大会第四届会议核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222 ( IX )号决议，其中规定联合国 

技术援助扩大方案的结构和性质（第304 (IV)号决议）。

大会第十三届会议设立特别基金，其目的是向各会员国提供投资前援助（第1240 

(XIII)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将技术援助扩大方案和特别基金合并，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参看项目7 2(13))(第2029(又又）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核可了改组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特设委员会的结论 

和建议（第32/197号决议 >,其中除其他外，要求将联合国秘书处下列各职务集 

中在一个单独的组织单位里办理：为联合国各机关、方案或专门机构以外的经济和 

社会部门的技术合作活动提供实质性支助；这项职务除其他外，应包括提供专 

门技术知识，供拟订、执行和评价国别和国家间方案和具体项目；为各国政府提供 

直接咨询援助；编制训练教材和支助训练机构（同上，附件，第6 1⑹段）；管 

理联合国在下列各方面进行的技术合作工作:技术援助经常方案下的项目；由联合 

国担任执行机构的联合国发展方案项目；由各国政府和其他外来捐助者自愿捐款 

(包括信托基金）供给经费的项目（同上，第6 1(d)段）。同时还协议：应根据所 

涉及的实体上、实际上、方法上的关系，将若千研究工作交给该单独的单位负责 

(同上，第6 1(f)段）。

按照第32^/197号决议的规定，秘书长于1 9 7 8.年3月2 3日，设立了技 

术合作促进发展部（ST/SGBA62)。

现在的联合国技术合作方案的经费来源是经常预算的拨款，以及信托基金、开 

发计划署和有关各基金提供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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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2审议了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报告以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内有关部分，但未就本项目通过任何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今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A/37/3(第一至三部分随后将以补编 

第3号U/37/3)印发；

⑼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报告。

73. 训练和研究

(a)联合国如练研究所：执行主任的报告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是根据大会第十八届会议的一项决定（第1 934 

(XVIII)号决议），于1 9 6 5年设立的，按照训研所规程第1条的规定，设立 

训研所作为联合国系统内一个自治机构，目的在增进联合国实现其主要目标的效能， 

特别是在维持和平与安全和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秘书长于1965年11月间颁 

布了训研所规程(E/42 0Q*附件一），并先后于1 967年3月和1973年6月

加以修正。训研所的职务见规程第2条。

按照规程第3条的规定，’秘书长同大会主席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协商后， 

任命一个国际性的董事会，作为该所的决策机关。

按照规程第4条的规定，训研所执行主任由联合国秘书长同董事会协商后任命。 

执行主任商同董事会，通过秘书长，向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报告，并斟酌 

情况向联合国的其他机关提出报告。现任执行主任是戴维森.尼科尔先生，他自 

1 9 7 2年9月1日起担任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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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i会议m注意到训研所执行主任的报告，欢迎训研所把工作着 

重于经济和社会训练和研究方面，并促请训研所继续集中力量在这些方面；责成执 

行主任继续使训研所的活动合理化；又欢迎训研所根据大会第35/53Bf决议迄今 

采取的一些步骤：以提高其效率，降低费用和增加资源；促请尚未捐献的各国向训 

研听作出捐献，并呼吁所有捐助国，特别是捐斌水平低于其实际能力的国家，提高 

自愿捐款数额，以便满足训研所的需要（第36/7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收到训研所执行主任关于1 9 8 1年7月1日至1982 

年6月3 0日期间的报告，该报告将作为补编第1 4号（A/37/14)印发。-

(切联合国大学：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的报告

1 9 6 9年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议了设立一所致力于实现《宪章》所载 

和平与进步的目标的国际大学的问题。大会当时表示欢迎秘书长提出的这个倡议， 

并请秘书长会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训研所），就创办一所国际大学的可行性，进行一个专家研究（第2573(XX

工V)号决议）。随后两届会议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第2691 (XXV)号 

和2822 (XXVI)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决定在联合国主持下设立一所国际大学，足名为联合国大 

学（第2951 (又叉7工工）号决议）。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71⑹）的参考资料：

⑻训研所执行主任的报告：补编第1 4号（A/3.6/14);

(b)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6/693/Add. 1;

⑹第36/75号决议；：议； •

(d) 第二委员会会议：a/C. 2/36/SR 氏 8-ia la 24 26 和 42;

(e) 全体会议：a / 36/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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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大学的校草（ A/9149/Add. 2.)(第308 

1( XXVIII)号决议）。

按照联合国大学校章第3和第4条，大学的理事会应有2 8名理辜，负责校 

务。2 4名委任的理事的任期是六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六年。校长应为理事 

会的理事。联合国秘书长、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和训研所执行主任应为理 

事会的当然成员。理事会每年应分别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和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向 

大会、经济及社会垤事会和教科文组织执行局提出校务报告。理事会现任理事如下:

委任的理事:

昂姑。阿卜杜勒.阿齐兹先生（马来西亚）**

埃斯特法尼亚•阿尔达巴一林夫人（菲律宾）*

丹尼尔。贝科先生（加纳）* *

伊利斯。博尔丁夫人（美利坚合众国）* *

帕韦尔。博齐克先生（波兰）*

卡洛斯。查加斯先生（巴西）*

威尔伯特.库马利贾。查古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蒂施.钱德拉先生（印度）*.*

让.库隆先生（法国）*

瓦利.夏尔.迪亚拉斯苏巴先生（象牙海岸）* *

沙姆斯。瓦基勒先生（埃及）*

丹尼斯。欧文先生（圭亚那）* *

安德烈。路易.若尔穆特先生（比利时）* *

赖穆特。约希姆森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卡尔帕吉先生（斯里兰卡）* * ’

约翰.肯德鲁爵士（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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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埃里克。克努森先生（瑞典）* *

费利佩。麦克格雷戈尔神父（秘鲁> *

阿卜杜勒萨拉姆。马贾:利先生（约旦）*

马卢。瓦t卡伦加先生（扎伊尔）*

斋藤静夫先生（日本）** •

英内斯。韦斯勒杰。塔纳斯科维奇夫人（南斯à夫）*

维克托。乌尔基迪先生（墨西哥）* *

斯蒂芬。韦罗斯塔先生（奥地利）*

~1 9 8 3年5月2日任满。

** 1 986年5月2日任满。

校长

索埃贾莫科先生 

当然理事：

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间马杜一马赫塔尔•恩布先生 

联合国训研所执行主任戴维森•尼科尔先生

按照联合国大学校章第3和第5条的规定，大学校长应对大学理事会负责，从 

事大学的领导、管理、方案拟订和协调工作。校长任期通常是五年，可以续任五年。 

秘书长按照大学校章中规定的程序，在同教科文组织总千事协商并得到.他的赞同后, 

委派大学校长。现任校长索埃贾莫科先生的任期至1 9 8 5年8月3 1日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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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w对联合国大学板据大学理事会在其第十七届会议上表 

示普遍同意的五个主题开展其活动表示欢迎；满蒽地注意到关于根据六年期中期展 

望开展工作的决定；对中期展望使联合国大学同联合国系统、学术界和学术机构 

有机会在各个级别上进行更密切的合作，表示欢迎；注意到大学扩大其方案和活动 

范围，以促进对影响到全人类的世界性问题的高级研究和训练，并确保在全球更有 

效地传播知识，需要更大量的资源才能实行，并决定鼓励各方作出努力，促进人们 

对大学这种扩大范围的工作的了解，从而有助于从各种来源，包括从非政府组织，

获得更多的经费支持；恳切呼吁所有会员国对这些令人鼓舞的发展给予特别注意，

并对联合国大学的捐赠基金慷慨捐输，另外（或）向大学捐助业务经费，以便使大 

学能够有效地履行其全球性任务（第36/45号决议）。

大学理事会于1 9 8 1年6月2 2日至2 6日在日内瓦举行第十七届会议；第 

十八届会议于1981年11月21日至25日在阿布札比举行。第十九届会议 

将于1 9 8 2年6月2 1日至2 5日在东京举行。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i义将收到夫学理事会的报告，该报告将作为补编第3 1号（A/ 

37/31 )印发。

74.特别经济相救灾援助

⑼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秘书长的报告

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于1 9 7 2年3月成立，作为联合国内的适当常设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7 1⑼）的参考资料s

(a)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3 1号（A/3 6Z31 );

⑼第二委员会的报告ç A/36/^93; *

⑼第36/45号决议； 、

(d)第二委员会会议：A/C„ 2/36/SR. 4, 8-12, 18, 19, 23, 24, 27 和28; 

⑹全体会议：A/36/PV.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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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相联合国系统内救灾事务的中心点^ 大会请协调专员为秘书长编制一份年 

.度报告，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昶大会提出（第2816(xxvi)号决议>。

为了加强该办事处，后来又成立了信托基金，并在基金内开设了两个新的分帐 

户•为防灾初备灾提供额外的紧急救灾援助昶技术合作活动（第3243( XXIX)号， 

第3440 (XXX)号相第3532(XXX)号决议}, 信托基金的期限已展延到1983 

年1 2月3 1日（第35/10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貪议〜对法瞢克•贝科尔先生专心致志地执行其职责表示诚 

挚的赞赏（第36/224号决议）；重申大会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的职权，并要求加 

强和提高该办事处的能力和效能；促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关、组织和机构，包括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世界棱食计划署以及其他有关机构，在救灾活动和其它灾害情况中就 

其各自主管领域同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密切合作，对情况的需要作出有效响 

应并及时满足受灾害国家提出的要求；决定在容易受灾的国家，联合国驻地协调员 

应召开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的会议，以拟订计划、进行监测和采取即时行动，以提供 

援助；决定凡需要有效应付复杂的特大灾害和紧急情况时，秘书长或其代录救灾协 

调专员应同负责救灾问题的机构的首脑或代表进行特别协商，以便拟订协调一致的救 

灾方案以及在国际一级从联合国各组织、机构和机关，包括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

w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7 2 (a)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报告：A/36/259;

0>)秘书长的说明：

㈠联检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意见：A/36ZT3和Add. 1;

㈡为满足紧急情况下人道主义需要的国际努力：A/36/636;

(c)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6/737/Add. 1;

⑹第36/224号和第36/225号决议； •

⑻第二委员会会议：A/c. 2/36/SB. 47和48;

⑺全体会议：V35/PV. 1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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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指定一个领导机构和在国家一级指定联合国系统的适当实体逬行救灾行动 

(第36/225号决议）。

• 行政协调委员会1'9 8 2年第一届常会上根据第36/225号决议规定了领导机

构的任务（参看ACC/1982/D；EC—1-12)(第1982/1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秘书长关于协调专员办事处的活动的报告；

⑽秘书长根据第36/225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⑽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秘书长的报告

援助赤道几内亚

1 9 7 9年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深切关注赤道几内亚过去十一年来财产所遭受 

的普遍破坏和经济及社会基础结构所受到的严重损害，考虑到吸收和重新安置大批 

返乡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的迫切问题，请国际社会慷慨响应该国的人道主义和重建 

的需要（第34/12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35/1 05号决议h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126从秘书长的报告(A/30/283)中注意到赤道几内亚 

的经济和财政情况仍然严重；紧急篁申其要求挺供国际援助的呼吁；请经济及社会

126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7 2 (b))的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报告：

㈠援助中非共和国：A/36/183;

㈡援助乍得A/36/261, A/36/739;，

㈢援助圣多美和葦林西•比：a/36/262;

㈣援助几内亚比绍：V3B/263;

㈤援助博茨瓦纳：A/S6/264—S/14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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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筝会邀请发展规划委员会，根据赤道几内亚政府提供的新数据和资料，按照现行 

的标准，审议该国是否符合列入最不发达国家名单的条件；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

…（续）㈥援助佛得角：V36/265;

㈦援助莱索托：V36/266—S/1 4497;

㈧援助莫桑比克:A/36/267—S/1462?;

㈨援助科摩罗：A/36/268和Corr. 1;

㈩援助贝宁> A/3 6/269;

(十一）援助赞比亚:A/B6/270—SZ14673 和 Corr. 1;

(十二）援助津巴布韦：A/36/271和Corr. 1;

(十三）援助黎巴嫩的重建和发展：A/36/272和Corr. 1;

(十四）援助圣声西亚：A/36/273和Corr. 1;

(十五）援助鸟.干达遭受旱灾的地区：A/3 6/2 7 4;

(十六）援助索马里遭受旱灾的地区：V36/275;

(十七）援助吉布提遭受旱灾的地区：VB6/276;

(十八）援助苏丹遭受旱灾的地区：A/36/277;

(十九）援助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A/36/278;

匕十）援助格林纳达：A/36/279和dorr. 1;

(二十一）援助尼加拉瓜：A/3 6/280;

(二十二）援助吉布提：A/3 6/281;

(二十三）援助多米尼加：V3 6/282;

(二十四）援助赤道几内亚的重建、复元和发展：A/36/283;

(二十五）援助贝宁、博茨瓦纳、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戾 

吉布良赤道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莱索托i莫桑比克、圣 

多美和普林西比、汤加、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A/ 

36/599;

(二十六）援助肯尼亚遭受旱灾的地区：A/36/712和Cor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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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计划暑提供一切可能援取帮助应付该国人民在人道主义方面的各种迫切需要，并 

向医院和学校提供粮食、药品和必要的设备；促请所有组织在即将举行的捐助者会 

议上慷慨捐输，以满足赤道几内亚的需要；

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协助赤道几内亚政府编制新的官方国民收入统计资 

料和新的人口数字，以便该国政府能将这些数据提请发展规划委员会注意，使该委 

员会能够按照现行标准和这些新的统计资料重新审查赤道几内亚所提将该国列入最 

不发达国家名单的请求；请秘书长继续努力调动资源，随时审查该国情况，并向大 

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20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根据第36/204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援助黎巴嫩

1 9 7 8年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请秘书长设立一个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构 

和其他组织的联合协调委员会，以协调有关黎巴嫩重建和发展的援助努力；并决定 

由秘书长任命一名协调专员主持援助黎巴嫩亶建和发展委员会（第33/1 4 6号决 

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任命一名协调专员协助评价、拟订和 

分期运用援助，并确保按照黎巴嫩的需要予以执行；请秘书长按照第33/146号决

«(续)(b)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6/737;

⑹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795;

⑹修正案：A/36/lj 57;

⑻第3 6/204至3 6/223号决议；

(f) 第二委员会会议：A/C. 36、37、39—44、47 和48;

(g) 第五委员会会议：A/C. 6'6;

(h) 全体会议：A/3 6/^X 1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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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作出努力；又请秘书长就所获进展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年第一届常会和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4/135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年第一届常会呼吁各国政府对黎巴嫩的重建和发展 

作出贡献；请秘书长继续提供支助；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1980/1 5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A/35/99, A/35/381和Corr.l 

和2 )，满蒽地注意到若干国家已提供的或已承担的援助；请秘书长继续提供能在 

联合国系统内调动的援助，帮助黎巴嫩政府推行其重建和发展计划；请联合Si系统 

各专门机构、机关和其他单位在这方面加紧努力；并请秘书长就所取得的逬展向大 

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51/8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阳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A/36/?72和Cori; 1),对 

秘书长为调动对黎巴嫩的援助而采取的步骤表示赞赏；赞扬联合国援助黎巴嫩重建 

和发展协调专员履行职责的不懈努力；请秘书长继续并加紧努力在联合国系统内提 

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帮助黎巴嫩政府拟订和执行其重建和发展计划；请各专门机构. 

和联合国系统各机关和其他机构在藜巴嫩需要的范围内扩大并加强援助计划；请秘 

书长向常驻协调专员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使他可以协调正在黎巴嫩继续进行的联 

合国活动，以确保其和谐与成功;•又请秘书长就取得的进展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提出报告（第36/20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根据第3 6/205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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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中非共和国

大会1 9 8 0年第三十五届会议深为关切中非共和国的经济和社会基本设施受 

到严重损害，紧急呼吁各会员国、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以及各国际经济与 

金融机构为中非共和国的重建、复兴和发展慷慨捐输；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和 

计划署增加其目前和将来对中非共和国的援助方案；请秘书长安排一项向中非共和 

国提供援助的国际方案3随时审查中非共和国的情况。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 

出报告（第35/8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m除其它事项外，完全赞同秘书长报告（^36/18*3); 

紧急重申其对国际社会的呼吁•请它们援助中非共和国；促请各会员国及联合国各 

有关组织向中非共和国政府提供援助，以应付该国人民的迫切人道主义需要，并斟 

酌情况向医院和学校供给粮食、药品和必要的设备，以及嘀应该国干旱地区居民的 

迫切需要；请秘书长在粮食、卫生方面制订紧急援助特别方案，继续努力调动资源. 

经常审查中非共和国的情况，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 

报告（第36/206#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根据36X206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s 

援助利比里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2S审査了利比里亚常驻联合国代表1 9 8 1年1 0月2 0 

日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的信（E/198I，115 )，注意到利比里亚外交部部长 

在大会的发言（13. Y36/PV.I6 ),紧急呼吁所有会员国、联合 

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以及国际开发和金融机构，经由双边或多边渠道为利

比里亚的重建、复兴和发展，慷慨捐输；请秘书长制订一项向利比里亚提供援助的
«

国际方案，使该国能应付其长期需要；•请联合国和其它组织、计划署和机构紧急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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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制订向利比里亚提供援助的方案，如果已有此项方案.则予以扩大；促请各会员 

国和联合国各有关机构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以协助利比里亚政府应付其人民的迫 

切人道主义需要•并樹酌情况提供医院和学校所需的粮食、药品及必要设备；请利 

比里亚政府按照现有准则，向发展规划委员会提供有关审查该国经济状况的最新统 

计数据和有关资料；以便研究可否将它列入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名单；请经济和 

社会理事会转请发展规划委员会根据利比里亚政府提供的新数据与新资料，按照现 

有准则研究利比里亚是否有资格列入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之中；请秘书长派遣一个特 

派团前往利比里亚，利比里亚政府就所需的额外援助举行商谈，并向国际社会提 

出该特派团的报告，经常审查利比里亚的情况，并通过理事会间大会第三十七届会 

议提出报告（第36/20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根据第36/207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援助贝宁

大会1 9 8 0年第三十五届会议应贝宁的请求审议了这个问题U/35/538— 

S/14219 )。大会同次会议回顾安全理事会第404【1977 )号.第405 11977 )号和 

第419 (1977)号决议，特别是第419( 1977)号决议第5段，其中安理会呼吁所 

有国家和一切有关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协助贝宁弥补由于遭受 

侵略行为而造成的损害，回顾秘书长向理事会所提关于援助贝宁的报告

(S— 12873)，呼吁各会员国、区域组织、区域间组织和其他政府间机构，以有效 

和持续的方式，向负宁提供财政、物质和技术援助，以协助该国克服其财政上和经 

济上的困难；请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机构和计划署继续执行增加它们目前和未来向 

贝宁提供援助的方案，同秘书长密切合作，安排一个有效的国际援助方案，并向秘 

书长定期报告它们为援助该国已采取的措施和提供的资源；还请秘书长采取措施， 

重新评价II宁所面临的具体经济问题，并在同该国政府磋論后，拟订一个国际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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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以应付该调特殊的经济和发展方面的需要，调动资源，并向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1 9 8 1年第二届常会和大会第三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5/8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126除其它事项外，完全赞同秘书长的报告【a/36^/269) 

附件中所载特派团的估价和建议；紧急重申它的呼吁，请全体会员国经由双边或多 

边渠道，如果可能的话以赠款或优惠贷款方式提供大量而适当的援助，以便见宁能 

够充分执行建议的特别经济援助方案；促请各会员国、和各组织•充分支持贝宁政 

府的努力，为其特别经济援助方案调动资金•并为此目的在即将召开的圆桌会议上 

针对贝宁的需要慷慨捐输；促请各会员国和联合国各机构，协助贝宁政府应付人民 

的迫切人道主文需要，并斟酌情况向该国政府提供医院和学校所需的粮食、药品和 

设备；请秘书长继续调动资源，经常审查贝宁的情况，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208"f■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根据第36/208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a 

援助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 9 7 6年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对圣多美和普林西优的严重经济和社会局势表 

示深切关注；紧急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便该国能够建立为发展所需要的基本设 

施；请秘书长为该国调动国际援助8并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1/ 

187号决议）B

大会第三十二至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32/96号、第33/125 

号•第34/131号和第35/9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别的以外，完全赞同秘书长关于援助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的报告（A，36Z262 );再次呼吁各会员国、区域和区域间组织以及其他 

政府间机构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提供援助；请秘书长帮助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政府编 

制该国新的官方的国民收入统计，使得该国政府可将这些数据提请发展规划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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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以便委员会根据现用的标准和这些新的统计数字，重新审查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所提将它列入最不发达国家名单的请求；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议委员会根据政 

府提供的进一步数据和资料，审议该国是否符合列入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名单的 

条件；并请秘书长继续调动资源，随时审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情况•将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现况告知理事会1 9 3 2年第二届常会并向大会第三 

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209#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209#决议提出的报告^

援助乍得 '

i 9 7 9年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对乍得日益恶化的政治局势和过去十三年的武 

装冲突为乍得财产‘成巨大破坏，及对其经济及社会基本设施造成严重损害，深表 

关切，紧急呼吁所有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及机构对乍得慷慨 

地提供紧急援助，以满足其重建、复兴和发展的需要（第34/12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一问题（第35/92A和B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阳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Y36/261 ),再次呼吁按照 

秘书长的报告提供紧急援助；请秘书长同非洲统一组织和乍得政府密切合作，于 

1 9 8 2年在内罗毕安排一次认捐会议，帮助乍得执行其重建计划；促请各会员国 

及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考虑参加向乍得提供援助的国际会议，并为支持会议 

的目标慷慨捐输；请秘书长同乍得政府接触，以期火速任命一名驻地协调员，这位 

播调员应兼任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办理乍得重建、复兴、发展和紧急救济工作，经常 

审査乍得的情况，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21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根据第36Z210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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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佛得角

1 9 7 6年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深为关切佛得角严重的经济情况，呼吁各会员 

国和各有关国际机构援助该国政府，使它能够处理灾难性的干旱情况及其后果；并 

请秘书长调动财政、技4和经济援助，以期满足该国的发展需要，而且继续审查这 

一事项（第31/1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至第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32/99L 33/127、

3 4/11時和35/10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A/36^65 ),提请国际社会 

注意秘书长报告附件中的表10 ,其中载有一些尚未获得资金的项目；请国际社会, 

特别是捐助国，按照《1 9 8 0年代最不发达国家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采取适 

当紧急措施，支持佛得角五年计划的实现；吁请国际社会对佛得角政府作出的或各 

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主管组织代表该国作出的一切关于稂食和饲料援助的 

呼吁•'慷慨捐输，以协助该国应付其国内危急情况;请秘节长继续努力，调动必要 

的资源，以便执行援助佛得角发展方案。经常审查佛得角的情况，并就佛得角特 

别经济援助方案的现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I 9 8 2年第二届常会提出报告•并就 

此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21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根据第36/211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援助科摩罗

1 9 7 6年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迫切呼吁各会员国和联合国系 

统内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援助科摩罗政府，使它能成功地渡过由于该国遭受经济 

困难而产生的危急情况；请秘书长调动财政、技术和经济援助，以满足这个国家的 

发展需要，并且随时注意情况发展（龛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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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二届至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32X92号、33，I23 

号第34/127号和第35Z9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126 ,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A/36Z268和Corr. 1)， 

再次呼吁各会员国、各组织以及其他政府间机构继续向科摩罗提供和增加援助.帮 

助它克服财政和经济困难，特别是预算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促请国际社会在 

提供援助时，充分考虑到科摩罗对于基本设施、运输和电信领域的项目所给予的优 

先地位；请秘书长继续调动资源，经常审查科摩罗的情况，将科摩罗特别经济援助 

方案的现况通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二届常会，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 

议提出报告（第36/21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36/212号决议的要求提出报告# 

援助尼加拉瓜

1 9 7 9年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对尼加拉瓜严重的经济情况及其人民生活条件 

的严重恶化，深表关切，赞同I 9 7 9年9月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全体委员会通过 

的对尼加拉瓜给予援助的决议;促请各会员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为了尼加拉瓜的复 

兴、重建和发展最聚急地提供该决议内规定的援助；并请秘书长在今后两年内，将 

所获得的成果随时告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第34/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一问题（第35/8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m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向尼加拉瓜提供援助的报告（A/ 

36/280),促请各国政府继续对尼加拉瓜的重建和发展作出贡献；请联合国系统 

各机构继续并增加提供这方面的援助；建议尼加拉瓜在经济情况恢复正常以前应继 

续获得适合该国特别需要的待逢；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6/213号决议），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3
Chines

aoo
ni nés e 

Psge 28〇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z〇l 3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援助赞比亚

1 9 7 8年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回顾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援助 

赞比亚的决议，并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1，A/33/343)， 

赞同安全寧事会和秘书长为向赞比亚提供国际援助而发出的呼吁；呼吁国际社会向 

赞比亚提供援助；’请秘书长继续努力调动资源，随时审查这个事项，并向大会第三 

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 3/131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和第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34/128号和第35/ 

9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⑵除其他事项外，赞同秘书长报告（A/36/270—S/ 

14673和Corr.I )附件内所载的评价和建议；提请国际社会注意赞比亚需要更 

多财政、经济和物质援助.以及在运输部门特别需要的援助；呼吁向该国提供更多 

的援助；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继续为赞比亚境内难民办理人道主义援助方案， 

并促请会员国和国际社会迅速向他提供垮要资源，以执行秘书长报告中指出的这些 

方案；请秘书长继续调动援助，经常审查赞比亚的情况，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提與报告【第36/21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根据第36/214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援助莫桑比克

1 9 7 6年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敦促所有会员国、区域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向 

莫桑比克提供援助；请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继续援助莫桑比克；并 

请秘书长继续努力，为莫桑比克调动财政％技术和物质上的支援，并且经常检查局 

势的发展（第31/43号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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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至第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32/95号、第 

33/126号第34/129号和第35/9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3 @除了别的以外，坚决支持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呼吁 

向莫桑比克提供国际援助；完全赞同秘书长报告附件U/36/267— S/I4627)中 

所载的评价和各项主要建议；吁请国际社会在粮食和医药方面提供急需的外来援助， 

并在备灾防灾方面提供技术合作；请秘书长继续努力，调动资源经常审查莫桑比克 

的情况，将对莫桑比克的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现况通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 

年第二届常会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21 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215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援助吉布提

1 9 7 7年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呼吁国际社会援助吉布提，使它能应付因遭迂 

旱灾和各种经济困难而面临的紧急情况；并请秘书长调动国际社会的援助，随时审 

查这个问题，并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21/9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至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33/132号、第34/124号 

和第35/8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A/36/281 )，其中附有他派 

往吉布提的视察团的报告，完全赞同视察团的估计和建议；提请国际社会注意:吉 

布提面临的经济危急情况，旱灾灾民立即需要的援助，以及政府提出的需要财政援 

助的短期和长期紧急项目的清单；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邀请发展规划委员会，根据 

政府提供的新数据和资料，按照现行标准，审议吉布提是否符合列入最不发达的发 

展中国家名单的条件；再次吁请各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以及 

各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向吉布提提供充分而适当的援助，使吉布提能够应付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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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上的特殊困难；请国际社会向为便利把捐款拨付吉布提而设立的特别帐户慷慨捐 

款；请秘书长继续调动资源，随时审查该国情况，将吉布提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现 

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二届常会提出报告，并作出安排，及时审查该 

国的经济情况，以及在制订和执行对吉布提的特别经济援助方案方面所取得的逬展， 

以便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第36/21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36/21 ■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援助几内亚比绍

1 9 7 7年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对几内亚比绍的严重经济情况表示深切关怀， 

迫切呼吁各会员国和有关国际机构援助几内亚比绍政府，使它能够有效地应付该国 

因长期的解放斗争和大批难民从邻近国家回来而形成的情况，并满足本国经济发展 

的需要•，请秘书长调动国际社会的财政、技术和经济援助，来满足几内亚比绍的发 

展需要，并且继续检查这个情况（第32/10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至第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33/124第34/ 

121和第35/9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26除其它事项外，赞同秘书长的报告（A/36/263);再 

次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向几内亚比绍提供援助，协助该国克服财政和经济困难，以便 

执行该报告内所列明的项目和计划；吁请各会员国和各有关国际组织慷慨捐输以满 

足几内亚比绍的粮食援助需要；请秘书长继续努力调动必要的资源，经常审查该国 

的情况，将几内亚比绍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情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 

二届常会提出报告，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21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36/217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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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鸟干达

1 9 7 9年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深切关注过去八年期间鸟干达所遭受的惨痛的 

生命损失，财产的普遍破坏和经济及社会基础结构的严重损害，考虑到吸收和重新 

安置大批返乡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的迫切问题，以及对紧急援助的迫切需要，赞成 

秘书长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向乌干达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呼吁，并请各 

会员国和国际组织慷慨响应这些呼吁；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对鸟干达的重建、复兴和 

发展的需要慷慨捐输；请秘书长为一项援助鸟干达特别方案调动资源和进行协调； 

并请秘书长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d22号 

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35/10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w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A/36/599)，再请秘书长派 

遣一个视察团前往鸟千达，就该国重建、复兴和发展方面的最迫切的需要同该国政 

府协商，并将该视察团的报告提交国际社会；再次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向鸟干达提供 

应急援助；再次促请各会员国和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慷慨响应1 9 7 9年1 1月在 

巴黎举行的捐助国会议所作的呼吁；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继续执行对乌干达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各项方案；请秘书长继续努力调动必要的资源，经常审查鸟干 

达的情况，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21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36/218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援助莱索托

I 9 7 7年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回顾安全理事会第402( 1976)号决议，其 

中安理会对南非关闭南非与莱索托间若干边境站所引起的严重局势表示关 

切，要求所有会员国、区域组织和区域间组织响应安全理事会和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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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吁，紧急向莱索托提供慷概的援助；请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继 

续援助莱索托进行其已计划的发展项目并同秘书长密切合作，安排一个有效的国际 

援助方案;并请秘书长继'续努力调动所需要的资玩，并且.经常审查莱索托的局势（第

3 2/9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至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33/128»第34/

130和第35/9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26除其它事项外，兒全赞同秘书长的报告（V36/. 

266—S/14497)中对莱索托情况的估计；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向莱索托提供援助以 

便执行秘书长报告中所列的几个尚无经费的项目和方案；要求国际社会向莱索托提 

供援助，使它能在粮食生产方面取得较大程度的自给自足，保证经常供应足够的石 

油以满足该国的需要，发展其国内公路和航空系统以及其与世界各地的空中交通； 

注意到1 9 7 9年1 1月在莱索托举行的捐助者会议以及1 9 8 0年1 0月在莱索 

托举行的农业部门会议，促请各会员国和有关机构和组织依照这些会议的结果向莱 

索托提供援助；请秘书长继续努力调动必要的资源，同莱索托政府商讨从南非回国 

的移民工人问题，并就为将这些移民纳入经济体系所需要的援助种类提出报告，经 

常审查莱索托的情况，将莱索托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现况向经济及社^事会1 9 8 2 

年第二届常会提出报告，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 6/21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36,21時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援助冈比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m深切关注最近一些事件对冈比亚在生命和财产方面造 

成的广泛破坏和对其基本设施造成的严重损害，注意到同比亚是一个最不发达国家， 

由于其经济基本设施薄弱和遭受旱灾，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紧急呼吁所 

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的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以及国际开发和融机构通过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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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边渠道，为冈比亚的复兴和重建慷慨捐输；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和计划署 

加强它们目前和今后援助冈比亚的方案，同秘书长密切合作，制定有效的国际援助 

方案，并就它们为援助该国已采取的步骤和已提供的资源定期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请联合国各机构促请它们的理事机构注意冈比亚的特别需要，以便审议，并在1982 

年7月I 5日以前将这些机构的决定向秘书长提出报告；请秘书长制订向冈比亚提 

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的特别紧急援助方案，使其能满足它的复兴和重建的紧急 

需要，派遣特派团前往冈比亚，以期就其复兴和重建所需要的额外援助，同该国政 

府举行商谈，并将特派团的报告转达国际社会，把向冈比亚提供援助和在策动援助 

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二届常会提出报告，经常审查 

间比亚的情况，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X220^**1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36/220f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援助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遭受旱灾地区

1980年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促请吉布提、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等国政府 

继续进行协商，确定必要的安排，设立一个政府间机构，负责协调和支持各国消除 

旱灾和其它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处理中期和长期复原与重建问题的努力；请秘书长 

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向吉布提、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以便在 

它们的国家发展方案的范围内，详细制定把旱灾作为一种经常性现象来处理的政策, 

并为有关国家因旱灾和其它自然灾害而受影响的人民调动国际援助；又请秘书长经 

常审查此一情况，并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二届常会和大会第三十七届 

会议提出进展报告（第35,9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阳赞扬秘书长对吉布提、肯尼亚、索马里、苏丹和乌干 

达境内受旱灾的地区的紧急情况作岀了积极的反应，并采取行动向这些国家派出一 

个多机构考察团以估计它们的中期和长期需要，同时赞扬这个多机构考察团所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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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卓越努力，并请秘书长派遣同样的考察团前往还没有这种报告的国家；赞同多机 

构考察团的各项报告中的建议，这些报告已附列于秘书长的各项报告（AZ36/274 

至A，36,277和A，36乂712和Corr. 1)之中；呼吁各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和联 

合国系统其他组织以及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财政、物质和技术援助方式， 

对帮助六国受灾人民的项目和方案慷慨捐输（第36Z22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36,221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援助博茨瓦納

I 9 7 7年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认识到博茨瓦纳因抵抗南罗德西亚的攻击和威 

胁，必须将现有的和已规划的发展项目的经费转用于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因而遭 

遇特殊经济困难；要求所有国家、区域和区域间组织、其他的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向博茨瓦纳提供慷慨的援助；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和各计划署增加对博茨瓦 

纳的援助；并请秘书长继续努力调动资源、并且经常审查博茨瓦纳的情况（第32/ 

9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至第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33/1301•、第34/ 

125号和第35,9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咖除其它事项外，审查了并且赞同秘书长报告（A，36, 

264~S，14491)中所载的订正援助方案；注意到目前急需使捐款源源而来，’以进 

行紧急方案的来完工作；请国际社会依照秘书长报告中所载建议•特别注意运输命 

通讯项目，以及恢复受战争影响最严重的边界地区的说先需要；吁请所有国家和组 

织慷慨援助，使博茨瓦纳能执行其佘已规划的发展项目，并执行因当前政治和经济 

局势而成为必要的发展项目；请秘书长继续调动资源，经常审查博茨瓦纳特别经济 

援助方案的现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二届常会提出报告和向大会笫三 

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X22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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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36/222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援助津巴布韦

1 9 8 0年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回顾安全理事会第460(1979)号决议，其中 

安理会呼吁国际社会对津巴布韦的重建和复兴工作提供紧急援助，审议了秘书长关 

于向津巴布韦提供援助的报告（S/14121 ),完全赞同秘书长报告中所载的评价和 

建议，并呼吁国际社会注意执行该报告指明的项目和方案所需的援助；并请秘书长 

间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5，10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其它事项外，赞同秘书长的报告（AX36/271和 

Corr。1)中所载的估计和建议，强调津巴布韦的社会和经济建设是一项不断前进 

的工作，仍然需要大量外援的注入；请联合国各组织提请它们的理事机构注意津巴

布韦的紧急特别需要，并在1 9 8 2年7月1 5日以前将这些机构的决定向秘书长 

提出报告；请秘书长继续调动资源，经常审查津巴布韦的情况，并就关于津巴布韦 

的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现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二届常会提出报告， 

并安排及时审查在筹划和执行对该国的特别经济援助方案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便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第36/22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36,223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⑹苏丹一萨赫勒区域的中期和长期复兴和重建计划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

1 9 7 3年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请秘书长定期报告关于国际社会在协助遭受旱 

灾的苏丹一萨#勒区域从事重建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作努力，并邊过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第3054 ( XXVIII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请秘书长继续动员必要的财政资源，以执行萨赫勒抗旱国 

际常设委员会成员国所确定的中期和长期计划；并请他就苏丹一萨赫勒区域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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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建计划的执行情况通过联舍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报告 

(第 31/18CX夬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至第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32/15時、第33， 

133号、第34，16号和第35,86号决议h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其它事项外，极力促请所有政府作出特别努力来增 

加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的资源，包括通过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以及其他 

双边渠道提供的自愿捐款，以使该办事处能够更充分地响应萨赫勒国际抗旱常设委 

员会成员国政府的优先需要；请秘书长进一步开展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0/51 

号决议第5段所设想的协商，以期为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与联合国系统的有 

关机关、机构和计划署的联合行动拟订具体的安排；赞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通 

过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援助萨赫勒国际抗旱常设委员会成员国执行其中期和 

长期复兴和重建计划所取得的成果；重申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作为负责协调 

联合国各机构帮助萨赫勒国家执行其复兴和重建计划的工作的中心点和主要机构的 

作用；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正在有效地履行其责任，对萨赫勒 

国际抗旱常设委员会成员国在它们计划范围内所要求的使先事项作出响应；请联合 

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继续加强其与萨赫勒国际抗旱常设委员会成员国和与该委员 

会的密切合作.以期加快苏丹一萨赫勒区域中期和长期复兴和重建计划的执行；并 

请秘书长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苏丹一萨赫勒区域 

中期和长期复兴和重建计划的执行情况，继续询太会提崔报告（第36/20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36Z203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127

127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72(c))的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报告：A，36Z208和Add. 1;

⑼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6/737;

(c)第36,203号决议；

⑹第二委员会会议：A，c. 2/36，SR. 36, 37, 39-44, 47 和 48; 

⑼全体会议：A/36XPV.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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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给予南部非洲和种族主义政权以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形式的援助对人 
权的享受所发生的不利影响~~

1 9 7 4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五十六届会议谴责继续对南部非洲各种族主 

义和殖民主义政权提供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援助的国家或拒绝采取任何步骤阻 

止其管辖范围内自然人或法人援助这些政权，从而鼓励它们继续侵害基本人权的各 

国的活动•，赞同人权委员会授权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任命一名特别报告 

员的决定；建议大会将本项目列入议程，以便在第三十届会议时加以审议（第1864 

(LVI)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十一和三十三届会议审查了上述问题（第3383(XXX)、31/ 

33和33/23号等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m感谢小组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提出的订正报告（E/CH. 4/ 

Sub 2/425和C〇rr. 1 — 3和Add 1-7)，其中载有向南部非洲殖民主义和种族 

主义政权提供援助的银行、公司和其他组织的订正的临时总名单；吁请订正报告中 

提到和列举的银行、跨国公司和其他组织所在的国家政府采取有效行动，终止它们 

在南非领土和在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进行的贸易、制 

造和投资活动；请秘书长将订正报告送交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联合国纳米比 

亚理事会、联合国系统其他有关机构；决定在其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这个项目（第 

35/32号决议）。 28

28第三五十届会议（议程项目6 3 )的参考资料：

⑻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35yB88; 

(切第三娄员会会议：入/0：.3/35/^1\ 6-23,26和32-34;

(c)第35/32号决议；

⑹全体会议：A/35/PV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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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和三十二至三十五届会议审查了这一项目（第3 (xxx)、6 

(XXXII)、7 (XXXIII)、6 (XXXIV)和 9 ( XXXV)号等决议）。委员会第三十 

六届会议，除了别的事项外，要求小组委员会委托其特别报告员继续每年增补上述 

名单（第11 (XXXV)号决议。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也审议了此项目（第8 (XXX 

VE)号决议）。小组委员会又在其各届会议审议了此项目（第丨（xxx)、2(xxx 

in)和6 (xxxiv)号等决议）。

人杈委员会1 9 8 2年2月第三十八届会计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最新报告（E/

en. 4/Sud. 2/469和Cwr. 1和Aâd. 1)欢迎小组委员会决定委托特别报告员 

继续增补该名单以供年度审查并通过小组委员会将订正报告提交给委员会；请根据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设立的委员会三名成员小组审查在南非营业 

的跨国公司的活动是否属于种族隔离罪行；并决定在第三十九届会议上审议订正报 

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核准了第1982/12号决议（第1982/ 

12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一项说明。

76.〈〈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茱》的 

执行:秘书长的报告

1 9 7 2丰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决定发动“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 

行动十年”，并于1973年12月10日一世界人杈宣言二十五周年一开始其各 

种活动（第2919(xxvil)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指定“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逬行战斗的行动十年”从 

1 9 7 3年1 2月1 0日开始，并通过了《行动十年方案》(第3057 (XXVIII)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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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二十九届至三十二届会议继续审议了这个问题（第3223(xxix)号、 

第3377(xx;x)号、第31/77号和第3V10号决议）。

1978年8月14日至25日，在日内瓦召开了《行动十年方茱》第1 3(a) 

段所观定的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逬行战斗世界会议。

大会在第三十三届会议，促请联合国各机关、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加强它 

们支持《行动十年方茱》的》目标的活动（第33/98号决议）；批准了世界会议所 

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A/33/262,第三节）（第33/99号决议）； 

请所有国家和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把彻底实现《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各项规定 

列为优先筝项；并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着手评价行动十年的各项活动（第33/100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呼吁所有国家继续同秘书长合作，按照《行动十年方案》

第18⑻段的规定，向他提出报告;并通过了四年活动计划，以加速执行《行动十年 

方案》（第34/2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决定作为行动十年的一件大事，于1 9 8 3年举行向种族 

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二次世界会议并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第一 

届常会开始进行世界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关于这个问题 

的建议（第35/33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第一届常会授权其主席同各区域集团进行磋商，

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任命一个由23个联合国会员国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理事

会的筹备小组委员会，会议的筹备工作（第1981/130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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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了别的事项之外宣布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基 

于种族的歧视，实现《行动十年方案》和行动十年后半期的活动计划的各项目标，

是国际社会因而也是联合菌的重要优先事项；再次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各机关、各 

专门机构、政府组织、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种族隔离和反对种族主义组织及其他团 

结团体，加强并扩大它们的活动范围，以支持《行动十年方案》的各项目标•，并要 

求所有各国高度优先采取各种措施，宣布任何散布基于种族优越或种族仇恨的思想 

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制裁，禁止基于种族仇恨和种族偏见的组织，包括新纳粹和法 

西斯组织以及以种族为标准或传播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思想的私人社团和机构（第36/

8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筹备小组委员会于1982年3月15日至26日在联合国 

总部举行了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考虑到筹备小组委员会建议（E/1982/ 

26,第7 6段）：行动十年方案内为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区域安排的讨论 

会应当在世界会议之前举行以便能够把其结果提供给与会者，因此请秘书长采取必 

要步骤，于1982年8月2日至13日在亚太经社会总部举行该讨论会（第1982/ 

120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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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报告。 129

129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7 4 )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报告：

⑴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斗争的教育活动和大众传播活动 

(2)《行动十年方案》的执行：A/36/515;

㈦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36/621;

(C)第36/8号决议；

(山第三委员会会议：八/(：.3/36/31\4-14、18、20和22; 

⑹全体会议：A/36/：PV.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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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国际青年年：参与、犮展、和平:秘书长的报告

1 9 7 7年，大会在第三十二届会议，请秘书长编制一份载述各会员国对于宣 

布国际青年年的蒽见的报告（第32/13转•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于其第三十四届会议宣布国际青年年并选定庆祝这一 

青年年的最适当的时期和方式，并请秘书长根据各会员国的意见和复议编飼一份有 

关青年年的综合报告（第33/7号坎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将1 9 8 5年订为“国际青年年：参与、发展、和 

平”；决定为“国际臂年年”设立一个咨询委员会，由第三委员会主席按照公平地 

域分配原则任命的23个会员国组成；请秘书长拟订筹备和庆祝^际青年年” 

的方案萆案；并请秘书长在1 9 8 0年召开咨询娶员会会议和将其第一届会议的报

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第3 4/151号决议）。

第三委员会主席于1 9 8 0年5月告知秘书长（V"34/Ô55,第2段），由于 

各区域集团在席位分配上意见不一致，使他未能任命咨询委员会的23个成员„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决定咨询委员会应由秘书长在1 9 8 0年6月1 7日 

'的说明( A/34^855)中开列的2 4个会员国的代表组成，并清楚地了解这不应作为 

今后建立类似机构的先例（第35/3iaf块定）。结果，咨询委员会由下列2 4 

个会员国經成：

阿尔及利亚、智利、哥斯达黎加、民主也门、德蒽志联邦共和国、危地马拉、 

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爱尔兰、牙买加、日本、黎巴嫩、摩洛哥、莫桑比克、 

荷兰、尼曰利亚、挪威、波兰、罗马尼亚、卢旺达、斯里兰卡、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婺内瑞拉。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k!jr!iw
Chinese
Pafi:e 29’上

大会同届会议，请秘书长按照会员国提出的建议并同各专门机构、有关的政府 

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青年组织协商拟订筹备和庆祝“青年年”的方案草案；并 

请他在1 9 8 1 - 1 9 8 5年期间召开三届国际青年年咨询委员会会议，以便它可 

根据秘书长拟订的方案草案制订;齡清年年之前和该年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和活动的具体 

方案，供大会审议；并进一步请他于1 9 8 1年初召开第一届咨询委员会会议，向 

它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并将其第一届会议的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第 

35/12時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5°除其他事项外，认可秘书长的报告（A/36/215,附 

件）所载的，经咨询委员会通过的在青年年之前和青年年期间所应采取的措施和活 

动特别方案，同时念及在今后几年内应当继续审查和修订该方案；请秘书长同会员

国政府、各专门机构和所有有关国际机构及组织协商，编写一份关于执行措施和活 

动特别方案的进度报告，通过咨询委员会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请秘书长召开 

咨询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第36/28号决议）；并请咨询委员会在青年年的筹备工作 

中，确保继续有系统地注意努力促进人权和青年享受其人权，特别是接受教育和职 

业训练权利及工作权利，以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第36/29号决议）。

咨询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将于1 982年6月1 4日至23日在维也纳召开。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根据第36/28号决议提出的进度报告。

5°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7 6 )的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报告：A/36/215和Aad. 1;

(b)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36/637和Corr. 1;

⑹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675;

⑹第36/28和36Z29号决议；

(6)第三委员会会议：人/^.3/36，犯.15-17，19和21-29;

(f) 第五委员会会议：A/c. 5/36/SR. 39;

(g) 全体会议：A/36/：PV.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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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 世界社会状况；秘书长的报告

世界社会状况报告是根据第2215 ( XX工)号决议提送大会的。

大会在1 9 7 1年第二十六届会议要求秘书长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把1974 

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书提交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以便与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期 

中审查和评价同时加以审议（第2771 ( XXVI)号决议）9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曾请秘书长在有关世界社会状况的各项报告中。以摘 

要方式附载各会员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所采取的措施，以便保证《残废者杈利 

宣言》规定的各项权利和原则的有效执行（第31/82号决议），（另见项目89); 

请秘书长今后在编写报告时考虑到一些指导方针，包括提出更为综合和简明的文本 

和利用广泛的情报来源（第31/83号决议）；并请秘书长.继续每隔四年出版一次世 

界社会状况报告（第31/8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w注意到《一九七八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e/ce. 5/ 

557和Adi 1-3 ),决定今后关于世界社会状况的报告必须能帮助认定引起国际关 

切的社会新趋势，并且有助于讨论各主要发展问题的相互关系，这两方面对国际和 

个别国家都有影响：请秘书长每三年提出关于世界社会状况的一份报告；并又请秘 

书长在咨询事务方案范围内，参照经通过的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目标和指标，主办

…第三十四届会议（议程项目76 )的参考资料：

(a) 《一九七八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E/Cij 5/557和Add» 1—3,(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V79/工又1);

(b)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V34/781;

(c) 第3心152号决议；

(d) 第三委员会会议：A/c。47—50, 61 和 67;

⑹全体会议：A/34/PX；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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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际讨论会，比较各会员国在调动社会各阶层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鼓励集体 

谈判、工人参加管理和自行管理方面所执行的政策、设立的机构和取得的经验，并 

在题为“世界社会状况”的议程项目下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这个讨 

论会的成果的报告并决定在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该项目（第34^152号决议）。大 

会在同一届会议上还请秘书长在世界社会情况报告附件中以摘要方式，将其他定期 

报告可能未列载的各国政府为实现《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规定及执行本决议而采 

取的措施，以及各有关国际组织所采取的措施，继续通知大会（第3毛/5的•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一九八一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

(D)秘书长根据第34/152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79 普逦实现民族自决权利和迅速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对于切实保障相

尊重人权的重要性：秘书长的报告

1 9 6 8年在德黑兰举行了国际人杈会议，通过了题为“普遍实现民族自决权 

利和迅速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对于切实保障和尊重人权的重要性”的决议八 

(A/COEF. 32/41，第三章）。

1 9 6 9年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决定在其后一届会议审查实施上述决议和大会 

就此问题所通过的有关决议所取得的进展（第2588B(xxiv)号决议）。

大会在第二十五届至第三十五届会议中，继续审议了本项目（第2649(XXV)、 

2787 (XXVI)、2955 (XXVII)、3070 (XXVIII)、3246 (XXIX)、3382 (XXX)、 

31/34 32/14, 33Z44,34,44 和 35Z35 A和 B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阳除其他事项外，重申各国人民为求独立、领土完整、

国家统一以及从殖民统治和外国统治外国占领下获得解放，以一切可用的手段进行 

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在内，都是合法的，要求所有国家政府制定法律，宣布在其领 

土内招募、训练雇佣兵.为雇佣兵筹集经费、容许雇佣军过境均为应受惩罚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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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其本国人民应募充当雇佣兵，并就此种法律向秘书长提出报告；强烈谴责仍在 

殖民统治、外国统治和外国征服下的人民的人权继续受到侵害*南非继续非法占领 

纳米比亚并企图分割其领土，南部非洲境内继续存在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以及巴 

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被剥夺；强烈谴责以色列在中东的扩张主义 

活动，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民连续不断的轰炸，这些行为严重阻碍巴勒斯坦人民实现 

自决和独立；要求立刻无条件释放所有为争取自决和独立进行斗争而被拘留或监禁 

的人s充分尊重他们基本的个人权利â并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的规定；请 

秘书长尽力宣扬《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并尽可能最广泛地宣传受压 

迫人民为实现自决和国家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决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根据各国政 

府、联合国各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应要求提出的关于加紧援助殖民领土 

和人民的报告，再次审议这个项目（第36/9号决议）；宣布坚决反对外国军事干 

涉，侵略和占领；请人权委员会对由于外国军事侵略、干涉或占领而造成的自决权 

利和其他人权受到侵害的问题，继续予以特别注意；并请秘书长就本议题向第三十 

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9和36/10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 

报告。

80.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

(a)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报告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8 1 )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报告：A/36/403和Add» 1;

㈤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36/622；

(c)第 36/9 和 36/1 Of 决议；

佔）第三委员会会议：八//^3//36//3托4—14，18—20和2 2;

⑻全体会议：A/36/PV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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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5年大会第二十届会议通过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 

2106A(XX)号决议）•该《公约》1 9 6 9年1月4日生效。

依照《公约》第8条的规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由1 8名品德高尚和公认为 

态度公正的专家组成，他们由缔约各国照顾到公平的地域分配原则和不同形式的 

文化以及主要法系都有代表的原则，在其人民中选出，以个人身份参加委员会•委 

员会委员任期四年，连选可以连任•目前的委员会由下列18名委员组成：

让一玛丽。阿皮奥先生（上沃尔特）**

欧亨尼奥。卡洛斯。何塞。阿兰布鲁先生（阿根廷）*

尤利.巴赫内夫先生（保加利亚）*

佩德罗•布里恩.马丁内斯先生（巴拿马）*

安德烈•德谢泽尔先生（法国）*

西尔沃.戴维塔克先生（南斯拉夫）*

季米特里奥斯。埃弗里耶尼斯先生（希腊）**

阿卜杜拉。穆奈姆。古奈姆先生（埃及）

何塞•英格勒斯先生（菲律宾）*

乔治。兰普特先生（加纳）

埃里克。内特尔先生（奥地利）*

卡尔。约瑟夫。帕尔奇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香蒂。萨迪格。阿利夫人（印度）*

.阿迦。夏希先生（巴基斯坦）

米歇尔。夏赫费斯先生（塞浦路斯）^

格列别。鲍里索维奇。斯塔柳申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路易斯。巴伦西亚。罗德里格斯先生（厄瓜多尔）

舒艾布。乌思曼。约拉赫先生（尼日利亚）

务 1 9 8 4年1月1 9日任满a 

1 9 8 6年1月1 9日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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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公约》第9条的规定，委员会每年需要通过秘书长向大会提交关于其活 

动的报告，并根据《公约》各缔约国所提出的报告和资料，对该《公约》提出建议 

和意见。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m除其他事项外，赞赏地注意到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二 

十三和二十四届会议的报告（V36/18);赞扬委员会更加注意消除南非和纳米比 

比亚境内种族隔离政策的问题，内及消除第1514(xv)号决议所适用的托管领土 

和非自治领土内及其他一切领土内的种族歧视行为和做法的问题；再次请各缔约国 

按照《公约》一般指导方针向委员会提供关于《公约》各项条款执行情况的资料， 

包括关于其本国居民的人口组成及与其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关系的资料；请所有 

会员国采取有效的立法措施、社会经济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以消除或防止基于人 

种、肤色、血统、民族本源或种族本源的歧视；赞扬委员会对于公约缔约国为确保 

在其管辖范围内向种族歧视受害人提供求助程序所采取的步骤给予适当注意；并赞 

扬委员会注意移民工人受歧视的问题，并请《公约》缔约国充分保护这些工人的各 

种权利；请《公约》缔约国，通过制定有关的立法或其他措施，充分保护少数民族 

及土著人民的各种杈利；重申严重关切某些《公约》缔约国，由于它们不能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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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8 2 )的参考资料：

⑻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1 8号（A/S6/18);

⑼秘书长的报告：

㈠《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现况：AZ36Z453;

㈡《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现况：A^36Z454和 

Add. 1 ;

⑹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36/623;

⑹第36/1]号至第36/13号决议；

⑻第三委员会会议：A/c.3/36/SR.4-14»1&20*22;

(f)全体会议：A/36/PV.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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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无法在其领土的某些部分履行《公约》所规定的义务；赞赏地注意到委员会 

计划参与第二届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世界会议的筹备工作和会议工作； 

请委员会，除了进行关于《公约》第4条和第7条执行情况的研究以外，探讨是否 

可能还为会议进行关于配合第2条第2款的规定，第五条“辰”款的执行情况的研 

究（36/12)。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二十五届和第二十六届会议 

的报告。报告将作为补编1 8号（A/37^18)号印发#

(b)《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现况：秘书长的报告

1965年，大会第二十届会议通过《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开 

放给各国签字和批准；请第1 7条所述各国尽快地签署和批准该公约；并请秘书长 

就该《公约》批准的情况向大会报告，由大会未来各届会议予以审议（第2106 A 

(XX)号决议）。应这项请求，自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以来，每年都向大会提出报 

告。

该《公约》于1 9 6 6年3月7日开放给各国签署，并依照《公约》第1 9条 

的规定，于1 9 6 9年1月4日，即第二十七国的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秘书长后的 

第三十天，发生效力。

截至1 9 8 2年6月1日止，已有1 1 4个国家批准或加入本《公约》。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m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公约》现况的报告（A/36/ 

453);对已批准或加入《公约》的国家数目有所增加，表示满意；再度申明其信

念，认为需要各国普遍批准或加入《公约》并执行其规定，以便实现向种族主义和 

种族歧视进行战斗行动十年的目标；要求尚未成为《公约》缔约国的国家批准或加 

入《公约》；吁请《公约》缔约国审议作出《公约》第14条所述声明的可能性； 

请秘书长继续向大会提交关于《公约》现况的报告（第36/1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 6/11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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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现况：秘书长的报告

1 9 7 3年，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通过《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 

开放给各国签署和批准，并呼吁所有国家尽早签署和批准这个《公约》（第3068 

(xxvm)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请秘书长向大会提出关于该《公约》现况的年度报告（第 

3380(xxx)号决议）。

《公约》根据其第十五条第1段的规定，已于1 9 7 6年7月1 8日，即第二 

十国的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秘书长后的第三十日开始生效。

截至1982年6月1日止，已有67个国家批准或加入该《公约》。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w除其他事项外，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该《公约》现况的

报告（A/36/454和Add. 1);赞扬按照该《公约》第七条提出报告的《公约》缔 

约国，特别是那些已提出第二份报告的缔约国，并促请还没有提出报告的国家尽快 

提出报告；再次呼吁尚未成为《公约》缔约国的国家.批准或加入《公约》，不再 

迟延；请《公约》缔约国充分考虑根据《公约》第九条设立的关于执行《禁止并惩 

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三国小组拟定的指导方针4/1286,附件）； 

又呼吁所有缔约国和联合国各主管机构审议三国小组在其报告中提出的结论和建议 

(IVCïf.4/1358第四节和E/C14/1417第四节），并将其意见和评论提交秘 

书长；请秘书长加紧努力，通过适当的渠道散布关于《公约》及其执行情况的资料， 

以期使更多的国家批准或加入《公约》；请人权委员会继续执行《公约》第十条规 

定的任务，并请该委员会加强努力，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合作，定期编制一 

份累集的清单，列出被认为对《公约》第二条所列罪行负责及已对其提起诉讼的个 

人、组织、机构和国家代表；要求各缔约国和联合国各主管机构通过秘书长，继续 

向人杈委员会提供同定期编制上述清单有关的资料以及关于妨碍有效禁止并惩治种 

族隔离罪行的障碍的资料；欢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同人权委员会合作所展开 

的宣传《公约》重要性的积极运动；请秘书长将上面所指清单分发给全体《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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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和全体会员国，并通过一切新闻工具让公众注意这些事实；并请秘书长在其 

按照第3380(XXX)号决议的规定提出的下年度报告内，特别列入关于《公约》执 

行情况的一节（第36/1 3号决议）。

三国小组于1 9 8 2年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以前举行为期五天的会议， 

审查1 0个缔约国提出的报告，并根据对这些报告的审查结果，通过若干结论和建 

议，并就其各项活动向人权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E/CI 4/1507 )。

1 9 8 2年2月，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赘赏地注意到三国小组的报告， 

并决定三国小组应在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以前举行不超过五天的会议，审议各缔 

约国依照《公约》第七条的规定提出的报告（第1 982/10号决议）。

依照《公约》第九条和大会第31/80号决议的规定，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 

会议主席任命保加利亚、墨西哥和扎伊尔的代表为三国小组的成员（第1Q82/107 

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篇3 6 / 13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81 .有关青年的政策和方案：秘书长的报告

1 9 8 0年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请秘书长与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构包括区域委 

员会合作，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报告执行已通过的关于联合国同青年和青年组织 

的交通渠道的准则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促进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加以执行；又请 

秘书长顾到各国政府在其答复中或在其向大会的发言中所表示的意见，根据第34/ 

163号决议附件中所载附加准则萆案以及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三、三十四和三十五 

届会议提出的报告（A/33/261，A/3V199, A/35/503 )中的建议，向大会 

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与大会第3 2/1 3 5号决议通过的准则相一致的附加准则提 

案，以供大会采纳通过（第35/13&t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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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w除其他事项外，通过了该决议附件中所列的改善联合 

国同青年和青年组织的交流渠道的附加准则；请国际青年年咨询委员会(见项目77) 

在筹备和庆祝国际青年年期间，推动执行附加准则和第32/135号决议通过的准则;

请秘书长根据会员国、专门机构和其他政府间组织以及非政府青年组织的报告， 

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7号决议）。在 

同一届会议上，大会促请各会员国在成人教育方面努力发展各种运动和体育活动；

建议在拟订各种方案时，特别注意到提倡本地的体育和运动训练方式，改良其他的 

运动方式以适合本地情况尤其是利用本地器材、并且要注意减少费用和基本设施的 

需要，以期尽可能让广大人群都能参加运动（第36/ 1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17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82.年长与老年人问题：秘书长的报告

本项目是应马耳他的要隶U/7644 )于1 9 6 9年列入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 

的，并于第二十六、第二十八和第三十二届会议得到审议（第2842(XXVI)、第 

3137( XXVIII)、第 32/131 和第32/132 号决议）B

m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7 7 )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各项报告；

㈠青年领域的协调和资料：A/36/135;

㈡青年人之间的体育和运动交流：a/36/409;

㈢联合国与青年的交流渠道：a/36/427;

㈤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36/635;

⑹第36/16和第36/17号决议；

⑹第三委员会会议：A/C.3/36/SR.15 —17，19和21—29; 

⑻全体会议：A/36/PV.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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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同各会员国、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进行协商，在1982 

年主办一次年长人问题世界大会（见项目83 )(第33/5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请秘书长与有关机构合作，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请秘 

书长通过社会发展委员会于1 9 8 1年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一份进展报告，并 

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4/15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5除其他事项外，请会员国考虑在其本国规定一个“老 

年人日”；请秘书长将所收到的会员国关于这一请求的意见和评论向大会第三十七 

届会议提出报告；请秘书长将联合国老龄问题世專大会信托基金用于鼓励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在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范围内进一步关心老龄问题； 

请秘书长将信托基金的情况，包括由信托基金承担资金的项目活动的情况，向大会 

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请秘书长和有关机构合作，在现有资源和自愿捐款的限 

度内，加强老龄问题领域的活动；并请秘书长将对此请求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十 

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2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秘书长的报告：

(a) 按照第36/20号决议舊3段的要求提出的关于规定一个“老年人日’’

的报告；

(b) 按照第36/ 20号决议第6段和第8段的要求提出的关于联合国老龄 

问题世界大会信托基金和老龄问题方面的活动的报告。

”5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80 )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报告：A/36/70 ;

⑽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36/638;

(c)第36/20号决议；

⑹第三委员会会议：A/c.3/36/SR„15 —19和21 —29 ; 

⑹全体会议：A/36/PV.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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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老龄问题世界大会

题为“年老与老年人问题”的项目是应马耳他的请求（见项目8 0 )而列入 

1 9 6 9年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议程的。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请所有国家就宣布老龄问题国际年是否有用以及就召开 

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是否可取两事，向.秘书长提出意见；请秘书长就各会员国对于上 

述两项建议的反应编写一份报告，其中应就如何进行这两项活动，或其中一项活动 

的方法，提出适当建议（第32/13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经与各会员国、专门机构湘有关组织协商后决定在 

:1 9 8 2年主办一次年长人问题世界大会(第33/52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年第一届常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35，130勒 

Add。1),建议大会核准秘书长关于年长人问题世界大会的提案，并除其他事项外， 

决定设立一个由不超过2 3个会员国组成的年长人问题世界大会咨询委员会，其成 

员由大会第三委员会主席按照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同各个地区集闭协商后决定；请 

秘书长于1 9 8 1年内尽早召开咨询委员会会议，又请秘书长同成员国协商，及时 

拟订一份国际行动计划草案，供咨询委员会审议；吁请各国政府、专门机构，区域 

委员会湘非政府组织充分参与世界大会及其筹备工作；请各区域委员会召开区域会 

议4促进国家和区域在这个领域的活动；并请世界大会在可能情况下向大会第三十 

七届会议提出它认为适当的提案湘建议（第198Q/2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0/26 

号决议中所载的各项建议；鉴于秘书长的方案所定义的老龄的个人洳人口的老龄化.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把车长人问题世界大会改名为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请秘 

书长设立一项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自愿基金；呼吁会员国向该基金慷慨自愿提供捐助; 

请会员国考虑设立老龄问题世界会议的各国国家委员会，并按照秘书长方案所列的 

方针，以符合本国的文化、风俗和传统的方式，在家一级开展活动；并决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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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这个项目列入第三十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并请秘书长编制 

一份关于该世界大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包括理事会在其篇1980/26号决议 

中建议设立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在内，以便在本议程项目下进行 

审议（第35/129f决议）.

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咨询委员会现由如下2 2个会员国组成：

贝宁、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智利、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 

法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黎巴嫩、马耳他、摩洛哥、尼日利 

亚、菲律宾、亚班牙、苏里南、瑞典、多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 

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欢迎奥地利政府愿意担任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东道国; 

决定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于1 982年7月2 6日至8月6日在维也纳举行；又决定 

应在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即将召开之前，在维也纳举行为期两天的会前会议，以便就 

大会首日将要处理的所有程序性和组织性事项达成协议（第30/3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面前将有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报告。

w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8 4 )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报告：A/30/472;

⑼秘书长的说明：VB6/357;

(c)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30/639;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 6/67 6;

⑻第36/30号决议；

(f)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4/^.3/36/^.15—17，和21—29;

(g)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2 ^^.5/36/^.39;

㈨全体会议：A/Ba/PV.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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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消除宗教上一切形式的不容异己现象

1 9 6 2年，大会第十七届会议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责成人杈委员会拟订消除 

宗教上一切形式不容异己宣言草案，提送大会第十届会议审议；并拟订消除宗教 

上一切形式不容异己国际公约草案，尽可能向大会第十九届会议提出，但无论如何 

不能迟于第二十届会议（第1781 (XVII)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继续审查该项目（第2020(xx)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决定优先完成《消除宗教上一切形式不容异己宣言》，然 

后再继续审议关于这个问题的国际公约草案（第3027(叉2¥11)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请人权委员会通过经社理事会提出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 

仰的一切形式不容异己和岐视的单一宣言》草案（第3267( XXIX)号决议）。

自从1 9 7 4年以来，人杈委员会每届会议都审议了这一问题。委员会在这些 

届会期间设立了一个非正式工作组，来审议宣言草案的拟订工作，该工作组至1978 

年，已通过了标题和序言的累文。
大会从第三十三届到第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一议程项目（第3a/106、 

34X43 和 35/125 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通过一项《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一切形式的不容 

异己和歧视宣言》草案的案文（第20(乂}〇^工工）号决议，附件）。

1 9 8 1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一届常会，决定建议大会应审叔上述《宣言》 

草案，以期在其第三十六届会议上通过并庄严宣布这一《宣言》（第1981/36号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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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157宣布了《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一切形式不容异己和 

歧视的宣言》（第36X55号决议）；决定于其第三十七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一议程 

项目（第36/412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面前将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各有关部分（A/37/ 

3，（第一至三部分）），该文件随后将作为第3号补编（A/37/3 )印发。

85.人权与科学技术发展：秘书长的报告

1 9 6 8年在德黑兰举行的国际人权会议建议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研究科学技术 

发展所引起的人权问题（第三章，第XI号决议h

1 9 6 8年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请秘书长进行国际人权会议第xi号决议所指的 

研究（第2450UXIII)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五届和第二十七届到第三十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一议程项目(第2721 

(XXV)、3026 (XXVII)、3150 (xxviii)、3268 (XXIX)和 3384 (XXX)号

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请人权委员会在审议科学和技术发展与人权的问题时特别 

注意大会第3384( XXX)号决议中宣布的《利用科学和技术进展以促进和平并造福 

人类宣言》的各项条款的执行情况（第31X128号决议）。

157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7 5 )的参考资料：

⑻第三委员会的报告：^36/684;

(b) 第36/55号决议和第36/412号决定；

(c)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A/c.3,36，SR.27—37,43; 

⑹全体会议：A/30/：PV.7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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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7年3月，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请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 

会研究保护那些以精神不健全为理由而被拘禁的人的问题（第ÎOA(XXXIII)号 

决议），并进一步指示小组委员会根据《利用科学和技术发展以促进和平并造福人 

类宣言》的各项条款审查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报告（第l〇B (XXXI工I )号决议）。

1 9 8 0年小组委员会笫三十三届会议指派了两名特别报告员，一名负责编写 

关于确定以精神不健全为理由将人加以拘禁是否有充分理由的程序的指导方针，以 

及保护精神失常的人的原则（第11 Uxx工工工)号决议），另一名负责研究关于使 

用电子计算机化人事档案的指导方针（笫12 (XXX工工工)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⑺注意到了秘书长的报告（A/36/429和Add.i和2); 

强调所有国家执行上述《宣言》所载各项条款和原则以期在科学技术取得进展的条 

件下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重要性；请还没有按照大会第35/130号决议规定提 

出资料的会员国、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提出这项资料（第36X56 A 

号决议）；请人权委员会继续审议制订各种有关保护以精神不健全而遭拘禁的人的 

指导方针的问题（第3匕/56b号决议）；并请秘书长指示新闻厅利用现有的资料编 

印一份小册子，概述秘书长按照大会第2450 Uxili)•号决议和其他有关决议编 

写并提交大会和人权委员会的关于人权与科学技术发展的研究报告的各项要点，印 

成联合国各种工作语文本（第36,413号决定）。 158

158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8 5 )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报告：V3a/429和Add.l和2 ); 

⑼第三委员会的报告：V13V661;

⑹第3〇/"56厶和5号决议及第36,413号决定；

⑹第三委员会的会议：A/C.3/36/SR.27—38; 

⑹全体会议：V^6/pv.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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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2年2月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再次请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 

员会，作为优先事顼，就利用科学和技术的成就以确保工作权利和发展权利一事进 

行一项研究；并决定在其第三十九届会议上审议上述研究报告（第1982/4号决议）； 

赞赏地注意到小组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编写的有关保护以精神不健康为理由而遭拘留 

的人士问题的初步报告（EXci4/Sub.2/474和附件）；遺防止歧视及保护少 

数小组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报告员的最后报告；并决定在第三十九届会议上 

作为优先事项审议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就这个问题提出的报告(第1982/

6号决议）；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为贯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公民 

和政治权利，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为贯彻天赋的生命权利，进行一项关 

于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各个方面的有害后杲的研究，并将该报告提交给本 

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审议，并 1 秘书长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大会和有关 

裁军事务的其他联合国机构注意本决议（第1982/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面前将有根据第35/130 A和第36_/56人号决议要求 

而编制的报告。

86.儿童权利公约问题

人权委员会于1 9 7 8年举行的第三十四届会议考虑到波兰提出的儿童权利公 

约草案，请秘书长向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载列从各会员国、各主管专门 

机构、区域性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收到的对这项公约草案的观点、意见和建议; 

决定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中审议儿童权利公约草案，以便可能时，在该届会议中缔订 

一个公约，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转送大会（第20(XXXIV)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第20 ( XXXIV)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第1978A8和1978/40号决议，请人权委员会安排工作，使公约重案尽 

可能在国际儿童年期间通过（第33/166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五至第三十七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问题，并在每一届会议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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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旨在完成公约草案的工作（第19 A、B (XXXV)、 

36 (XXXVI)和20(XXXVII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m除其他事项外，请人权委员会对完成公约草案问题 

绐予最高优先（第36/57号决议）。

1 9 8 2年3月，人权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八届会议上满意地注意到不限成员名 

额的工作组做出的重大进展，决定在第三十九届会议上继续把公约草案的拟订工作 

做为最高优先，以便在该届会议上完成拟订工作，经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转交给大 

会；并请理事会为此目的授权人权委员会在第三十九届会议之前召开一次为期一星 

期的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会议（第1982/39号决议）。

1 9 8 2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一届常会决定授权在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 

议之前召开一次为期一星期的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会议，以便完成儿童权利公约 

萆案的拟订工作（第1982/37号决议）。

大会镇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报告的有关部分（A/37/3(第 

一至三部分）），这份报告将做为补编第3号（A/37/3)印发。

87. 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

⑻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1 9 6 6年第二十一届会议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8 6 )的参考资料：

(a)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36/662;

⑽第三委员会会议：A/C. 3/36/SR. 27—38;

(c)第36/57号决议；

⑹全体会议：A/36/PV. 73。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100 
CM nés e 
Page 312

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2200A(XXI)号决议）。 

这项国际公约及其任意议定书于1 9 7 6年3月2 3日开始生效。

按照《公约》第2 8条的规定，人权事务委员会应由本《公约》缔约面国民18 

名组成，他们都应具有高尚品德并在人权领域有公认的地位。按照《公约》第32 

条的规定，人权事务委员会成员任期四年，连选可以连任。目前该委员会由下列 

1 8名成员组成：

安德烈斯•阿吉拉先生（委内瑞拉）# #

穆罕默德•阿杜里先生（伊拉克）.

奈吉卜•布齐里先生（突尼斯）#

阿卜杜拉耶•迪埃耶先生（塞内加尔）#

费利克斯•埃玛科拉先生（奥地利）##

文森特•伊万斯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拉德米尔.汉加先生（罗马尼亚）* *

莱昂特.埃多西亚。奥特格拉先生（尼加拉瓜）

德扬•扬恰先生（南斯拉夫）#

拉杰索梅尔。拉拉赫先生（毛里求斯）#

安德利亚斯•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

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莫夫钱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托克尔•奥普萨尔先生（挪威）#

胡利奥•普拉多•巴列霍先生（厄瓜多尔）#

瓦利德•塞德先生（约旦）#

沃尔特•瑟马。塔诺波尔斯基先生（加拿大）##

克里斯蒂安•托穆沙特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1 9 8 2年1 2月3 1日任满。

** 1 9 84年1 2月3 1日任满。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ST^lOO 
Chinese 
Page 313

按照《公约》第4 5条的规定，人权事务委员会每年经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 

联合国大会提出关于它的工作的报告。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u°除其他事项外，赞赏地注意到人权事务委员会第十一、 

十二相十三届会议的报告（A/36/40),并对委员会继续以严肃认真和建设性的方 

式执行其职责表示满意；感谢在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十条的 

规定提交报告一事上与委员会合作的缔约国，并促请还没有提交报告的缔约国尽快 

向委员会提交报告；促请曾收到人权委员会要求提供更多资料的《公民权利和政治 

杈利国际公约》缔约国按要求行事；注意到人权事务委员会就各缔约国按照《公约》 

第4 0条第1款⑹提出报告的周期问题（同上，附件五）以及关于报告的形式和内 

容的准则（同上，附件六）作出的各项决定，以及委员会按照《公约》第40条第 

4款所采纳的一般建议（同上，附件七）；请各缔约国考虑作出该《公约》笫4 1 

条所规定的声明；赞赏委员会继续努力建立统一标准以执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及其《任意议定书》;请秘书长继续把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和保护少

u。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8 7 )的参考资料：

(a)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 0号（A/36/40 );

⑻秘书长的报告：

㈠拟订《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号任意议定书》，旨在废除

死刑：A/36/441 和 Add. 1、2;

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的现况：A/

36/455;

(c)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36/663;

(d) 第36/58和第36/59号决议；

(e) 第三委员会会议：A/c. 3/36/SR. 27-38;

(f) 全体会议：A/36/PV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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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小组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活动情况通知人权事务委员会，并把人权事 

务委员会的年度报告转递绐这些机构（第36/5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其第十四、十五和十六届会议 

的报告，这份报告将做为补编第4 0号（A/37/40)印发

㈦《经济、.社会、文化衩利国际公约》、《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国际公约》以及

《公民杈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的视况:秘书长的报告

大会1 9 6 6年第二十一届会议逋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国际公约》以及《公民杈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 

书》，并开放给各国签署、批准和加入a 大会希望这些国际文书毫不迟延地获# 

各国签署、批准或加入，并且早日发生效力。大会并请秘书长向大会以后各届会 

议提出关于这两个〈^约》和《任t议定书》批准情况的报告（第2200 A(XXI)号决议）。 

秘书长依照此项要求，从第二十二届会议起，每年都向大会提出关于这两个《公 

约》和《任意决定书》现况的报告。

《经济、社会、文化杈利国际公约》按照其第2 7条观定，于1 9 7 6年1月3 

日，即第三十五件批准书交存之日起三个月后发生效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按照其第49条规定，于197 6年3月23日，即第三十五件批准书. 

交存之日起三个月后发生效力。，《公民权利和政治杈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按照其 

第9,条规定于1 9 7 6年3月2 3日发生效力。

截至1 9 8 2年6月1日止，有74个国家批准或加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有70个国家批准或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杈利国际公约》、有27个 

国家批准或加入《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7 9年第一届常会期间，按照经社理事会第1 9 8 8 

(L X )号决议和第1978/10号决定设立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执行情况会期工作组举行了第一届会议，通过了审议《经济、社会、文化衩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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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公约》缔约国报告的工作方法，并向经社理事会提出一份报告（E/1979Z64 )。

在1 9 7 9年第一届常会上，经社理事会审议并通过了会期工作俎所建议的工 

作方法（第19 79/43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年第一届常会满意地注意到《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会期工作组的报告（Ë/ 198〇,6〇)，并注意到会期工作组 

的现有安排使它在履行任务上遭迂某些困难，决定在1 9 8 1年组织会议上审査工 

作组的组成、组织和行政安排；为了协助垤箏会审查其第1978/10号决定，请秘 

书长征求理事会各成员ÏÏ和该(〈必价的全体缔约国对该工作组的未来组成、组织和行 

政安#的意见，并连同秘书长愿意提出的任何意见，一并向理事会1 9 8 1年的组 

织会议提出报告；并决定如果审查在组织会议上未能完成y审查I：作1981年的会期工作 

组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的组织会议上仍按其现有安排组成，并在第一届 

常会开始时展开工作（第1 980/24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第一届常会注意到会期工作组的报告（ü/l 981/ 

64),核可工作组关于审议其组成、组织和行政安排'的建议，并决定将这些建议同 

理事会第1979/43号决议所列的工作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第1981/1 58号决 

定）；又决定在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审议工作组的组成、组织和行政安排（第 

1981/162 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赞扬已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6 

条的规定提交报告的缔约国，并促请还没有提交报告的国家尽快提交报告；适当地 

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会期工作组的组成、组织和行政安排.的第19 81A 6 2号 

决定，并期望理事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将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再次邀请 

还没有这样做的所有国家加入为上述两项公约的缔约国，并考虑加入《任意议定书》；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上述两项公约以及《任意议定书》的 

现况的报告（第36/58号决议）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100 
Chinese 
?a^e 316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58号决议第1 2段的要求提出 

的报告。

(O 为人权事务委员会工作进行宣传：秘书长的报告

1981年7月，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第十三届会议上审查了如何对其文件进 

行宣传问题以后，正式要求把委员会的文件装订成年度合订本印发（参看CCPR/ 

C/SR 312)。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u°请秘书长考虑如何采取最适当的揞施印发委员会的文 

件，并就这个问题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58号决议h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58号决议第1 3段的要求提出 

的报告。

(d)拟订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命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号任意议定书：

秘书长的报告

1 9 8 0年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题为“旨在最后废除死刑的各项措施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号任意议定书》萆案）”的决议萆案（A/ 

C. 3/35/L. 75);决定于其第三十六届会议上，考虑拟订旨在废除死刑的《公约》 

第二号任意议定书萆案的问题；并请秘书长将决议萆案的案文送请各围政府发表评 

论和意见，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5/437号决定h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u°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36/441和Add. 1、2)， 

并请各会员国提出有关上述决议萆案的进一步评论和意见，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 

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载有各国政府所表示的看法的报告（第36/5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59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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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迂或处罚

(a) 各会员国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迂或处罚的单方宣

言：秘书长的报S

㈦医疗道德的守则草案：秘书长的报告

1 9 7 5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通过了《保护人人不受酷刑輕甚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迂或处罚宣言》C第3452(XXX)号决议〕；:请世界卫生组织进一 

步注意研究和拟订与保护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者不受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 

:有辱、格的待迁或处罚有关的医疗道德的原则〔第3453( XX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请世界卫生组织拟订与保护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者不受 

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迂或处罚有关的医疗道德的守则草案，并提 

请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注意（第31/85号决议），

大会篇三十二届会议请人杈委员会参照《宣言》所载的原则草拟禁止酷刑和其 

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一项公约草案（第32/62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从1 9 7 9年第三十四届会议即开始拟订公约草案。根据委员会的建议 

和经社理事会的批准，自1 9 7 Q年以来已授权委员会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 

负责拟订公约草案；该工作组在每届委员会会议以前举行为期一周的会议。委员会 

每届会议都认为有必要授权该工作组在委员会会议期间继续举行会议。

大会同届会议要求全体会员国发表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迂和处罚的单方宣言以加强对《宣言》的支持；并请秘书长在年度报告中将会员 

国交存的此种单方宣言通知大会（第32/64号决议）.

I 9 7 9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局在其第六十三届会议上审议了总干事 

题为《医疗道德守则的发展》的报告，该报告附件载有国际医学组织理事会所拟订 

的题为“与医疗人员在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迂或 

处罚方面所发挥作用有关的医疗道德原则”的一项原则草案；并决定核可该报告所

载的原则，并请总干事将该报告转交联合国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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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请秘书长将医疗道德守则草案分送各会员国、各有关专门 

机构、对此问题关心的各政府间组织以及具有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请它们提供意见和建议，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4/16 8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医疗道德准则》草案的报告（A/3 5/ 

372和Add。1—3 )，请秘书长再次请求那些尚未对秘书长早先的说明作出反应 

的会员国、有关专门机构以及组织，就《医疗道德准则》草案提出意见和建议，并 

请秘书长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第一届常会和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订 

正报告；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考虑到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其下届会议中审议准则 

草案，以便向大会提出准则草案供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第35/179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第一届常会注意到秘书长的订正报告（A/36/ 

140和Add. 1和2 )，深信通过一项《医疗道德准则》是在人杈领域逐步制订国 

际准则的一个重要步骤，建议大会采取措施，在第三十六届会议将准则草案的最后 

案文决定下来（第1981/2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U1请人杈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八届会议，作为紧急事项，

“1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91)的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报告：

㈠医疗道德的守则草案：A/36/140和Add.l~4;

㈡各会员国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单 

方宣言：A/36/426 和 Add。1 ;

⑻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36/685;

⑹第36/60和36/61号决议；

⑹第三委员会会议：A/C.3/36/SR.27 —38;

⑻全体会议：A/36/PV„73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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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草拟一项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的公约草案， 

以便将该草案连同有效执行的规定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第36/60号决议）。

1 9 8 2年3月，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决定将这个问题的审议列为第三十九届会 

议的高度优先事项；并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授权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在 

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以前，召开为期一周的会议，以便完成反对酷刑公约草案的 

拟订工作（笫1982/44号决议）。理事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授权一个不限成 

员名额的工作组在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以前召开为期一周的会议，以便完成公约 

草案的草拟工作（第1982/38号决议）。

大会同届会议赞赏地注意到各国政府、专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对经卫生组织执 

行局核可的医疗道德原则草案所作的评论（A/36A 40和Add.1—4 );请秘书 

长将载于该决议附件中的订正的医疗道德原则草案分发给会员国，请它们再作评论； 

并决定在其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审议这个问题，以便通过医疗道德原则草案（第36/

6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秘书长的报告：

⑻会员国反对酷刑的单方宣言，按照第32/64号决议的要求提出；

⑽《医疗道德准则草案》,按照第36/61号决议的要求提出。

89.关于残废人的世界行动纲领：秘书长的报告 1

1 97 6年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宣布1 9 8 1年为《国际残废人年》，以“充 

分参与”为主题（第31/12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决定设立国际残废人年咨询委员会（第32/133号决议）。

大会在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将咨询委员会成员由1 5人增至2 3人（33/170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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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委员会主席其后通知秘书长说（见a/33/55 0号文件），她已任命了下列 

2 3个国家为国际残废人年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白俄罗斯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 

众国、摩洛哥、尼日利亚、阿曼、巴拿马、菲律宾、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越南、南斯拉夫和扎伊尔。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核可了咨询委员会的各项建议（A/34/158和C 〇 r r. 1 )， 

并通过将其作为《国际残废人年》的行动计划；决定将《国际残废人年》的主题扩 

大为“充分参与和平等”（第34/154号决议）。在同届会议上，大会同意将《国 

际残废人年》的英文名称改为“ Iivternational Year of Disabled Persons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建议应特别注意让残废人本人和他们的组织参与有关国际 

残废人年的各项活动及其后续行动；决定将题为《国际残废人年》的项目列入第三 

十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并且鉴于其重要性，建议应由大会全体会议审议该项目， 

以纪念这一国际年；以及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5/133号 

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其它事项外，对于为实现国际残废人年目标而订 142

142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30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A/36/471和Add。1 — 3;

(b)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36/764 ;

⑹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X771 ;

⑹第36/77号决议；

(e) 第三委员会会议：A/C . 3/36/SR。56、63、66 和 68;

(f) 第五委员会会议：A/C, 5/SR。63;

(g) 全体会议：A/36/PV.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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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家政策和方案的会员国，表示满意；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有关的非政府 

组织为国际残废人年所进行的各项活动；敦促各会员国尽力巩固和加强国际残废人 

年的成杲，以确保伤残预防、伤残复健和残废人参与社会生活，并斟酌情况考虑继 

续维持为国际残废人年设立的国家委员会或类似的机构；再次请各会员国向秘书长 

提出《国际残废人年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国窠报告，并根据本国的经验，考虑订 

立伤残领域的国家长期行动方案；请秘书长在1 9 8 2年召开咨询委员会会议，根 

据会员国、各国际组织和有关的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完成《关于残废人的世界行动 

纲领》草案，以便提出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通过；请咨询委员会在其第四届会议上 

审议应否宣布1 9 8 3 — 1 9 9 2年为联合国残废人十年，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 

议提出其意见；请咨询委员会研究能否为残废人制定一种自由选用的国际身份证， 

以便利残废人国际旅行；敦促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为国际残废人年进行后续 

活动，特别是完成《世界行动纲领》；又请秘书长、各专门机构首长和联合国系统 

内其他有关组织的首长们确保在关于残废人的活动上进行必要的合作和协调；并请 

各区域委员会优先制订和执行关于残废人机会均等、伤残预防和伤残复健的区域方 

案，并敦促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继续执行这类方案；请各有关非政府 

组织继续并扩大其关于残废人的方案，以维持国际残废人年带来的推动力；决定将 

题为“关于残废人的世界行动纲领”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并请 

秘书长向该届大会提出报告（第36/77号诀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⑻秘书长按照第36/77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b)秘书长转交国际残废人年咨询委员会的报告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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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⑻高级专员的报告 

㈦关于继续设置高级专员办事处的问题

(c)援助非洲难民：秘书长的报告

1 9 4 9年，大会第四届会议决定从1 9 5 1年1月1日起设置联合国难民事 

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第319AUV)号决议）。

大会第五届会议通过了高级专员办事处规程（第428⑺号决议附件）。依照 

规程第11段的规定，高级专员每年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

大会第八届、第十二届、第十七届、第二十二届、第二十七届和第三十二届会 

议都决定继续设置高级专员办事处（第727 ( VU)号、第1165 ( XII )号、第1783 

(又¥11)号、第2294(^1)和第32/68号决议）。大会第3 2 / 6 8号决议 

决定至迟在第三十七届会议审查为高级专员办事处所作的各项安排，以便决定该办 

事处在1983年12月31日以后应否继续设置。

按照规程第13段的规定，高级专员由秘书长提名，大会选出。目前的高级专 

员保罗•哈特林先生的任期将于1 9 8 2年1 2月3 1日届满（第3 2/3 14号 

决定）（见项目16(g))。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145，除其他事项外，赘扬高级专员和他的工作人员继续 

履行保护和协助其办事处难民和失所的人的职责的态度和办法；重申高级专员的职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8 3 )的参考资料：

(a)高级专员的报告：补编第12号（A/36/12)和补编第12 A号（A/36/ 

12/Add.1);

Go)秘书长的报告：A/36/316;

⑹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36/725 ;

⑹第36/124和36/125号决议；

(e) 第三委员会会议：A/C. 3/36/SR. 50 — 55、59 和 60;

(f) 全体会议：A/36/PV.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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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基本性质是提供国际保护；又重申必须同有关国家协商，以在其同意下，促成 

问题得到持久和迅速的解决；吁请各国政府加强支援高级专员的工作，特别是严格 

遵守收容和不驱回原则，并支持高级专员为促成持久、迅速解决难民问题所作出的 

努力；重申高级专员对其办事处职责有关的难民和失所的人处于紧急状况负有主要 

的援助责任；重申他有责任协调这方面的援助工作；请有能力的各国政府慷慨捐献, 

让高级专员得到必需的资源，达成他的人道主义方案的目标（第36/125号决议）。 

大会同届会议回顾大会第35/ 42号决议；在该决议中，大会请联合国秘书长同非 

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合作，以召开一次援助非洲难民国际 

会议；赞扬会议三个赞助机构采取主动，保持密切合作以适当地确定需要的后续行 

动；并请它们在所有适当的层次继续进行和发展它们三方的协商与合作，以便会议 

的资金可用于各项优先项目并且最有效地使用a感谢所有捐助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作 

出的十分积极的响应；敦促国际社会为了非洲难民的福利，继续支助高级专员办事 

处以及其他与该办事处合作的联合国机构的年度方案；请秘书长向经社理事会1982 

年第二届常会提交一份有关®家内难民情况的报告，以便大会审议是否有必要在 

1 9 8 3年召开一次后续会议；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 

12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⑻高级专员关于1981年4月1日至1982年3月31日期间的工作报 

告：补编第1 2号（A/37/12);

㈤高级专员的报告的增编，其中载有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 

议的报告：补编第1 2 A号（A/37/12/Add. 1);

⑹秘书长按照第36/124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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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

⑻《联合国妇女十年后半期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

(b) 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秘书长的报告

(c) 《妇女参与加强国际和平和解决其他重大的国家和国际问题的斗争宣言草

案》：秘书长的报告

1 9 7 2年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宣布1 9 7 5卑为国际妇女年（第3010 ( X 
XVII)号决议）。

1 9 7 4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五十六届会议请秘书长于妇女年期间召开一次 

国际会议，并请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审议该会议的提案和建议（第1 85 H LVI )号决 

议）。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注意到1 975年6月1 9曰至7月2曰在墨西哥 

城举行的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的报告（E/Couî; 66/34);核可《关于妇女的平

等地位和她们对发展与和平的贡献的墨西哥宣言》、《世界行动计划》、各区域 

行动计划、以及各项有关的决议；宣布1 9 7 6年至1 9 8 5年为联合国妇女十 

年：平等、发展与和平；并决定在十年的中期1 9 8 0年召开一次世界会议（第 

3520UXX)号决议）；请所有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牿别是妇 

女组织和妇女团体，加强努力来巩固和平，扩大并加深国际缓和的进程，消除一 

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以及终止种族隔离制度、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 

侵略、占领和外国统治；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一份综合报告 

(第35I9UX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制定了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的运用准则；请秘书长 

每年就此提出报告；并请大会主席选择五个会员国，由各该国任命代表一人参加 

基金协商委员会，任期三年，就如何运用基金的问题向秘书长提出意见（第31/

1 3 3号决议）。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由下列会员国组成：德意志民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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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印度、牙买加、尼日利亚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成员任期至1982 

年1 2月3 1日止（第34/323号决定）（也参看项目1 7㈤）。大会第三十一 

届会议也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设立一个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的决定 

以及理事会第1998(LX)号决议所载各项指导原则（第31/1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请妇女地位委员会考虑草拟关于妇女参与加强国际和平与 

安全和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外国侵略、外国占领和一切形式的外 

国统治的斗争的宣言草案，作为对筹备举行的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的贡献，并 

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六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2/14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了世界会议的若干安排问题（第33/1 ■和第33/

189号至第33/19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接受并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提出作为提高妇女地位国

际研究训练所东道国；请秘书长就研训所的工作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3V157号决议）；并决定了世界会议的一些进一步安排问题（第34/160f

至第34/16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满意地注意到1 9 8 0年7月1 4日至3 0日在哥本哈 

根举行的会议的报告（A/COIO； 94/35);赞同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妇女十年后半 

期行动纲领》；敦请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各政府间及非政府组织采取适 

当措施，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执行《行动纲领》和其他有关的决议和决定；特 

别请会员国在国家、区域和国际会议上制订和评价项目、方案和行动计划的执行时，

特别注意使妇女参与并有利于妇女的各项措施；请秘书长考虑适当措施，使妇女地 

位娈员会能够履行所负的职责，执行《实现国际妇女年目标世界行动计划》和《联 

合国妇女十年后半期行动纲领》，并请他立即采取行动加强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 

务中心；并决定在1 9 8 5年妇女十年结束时，召开一次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 

年成就世界会议（第35/136号决议）。在同次会议上，大会请秘书长征求各会员 

国政府关于标题为“妇女参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反对殖民主义、种族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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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外国侵略、外国占领和一切形式外国统治的斗争宣 

言草案”的一项宣言草案的意见，并就此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决定在 

第三六届会议审议这项宣言草案及各国提出的修正案，以期通过；并决定延迟到 

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决议草案（A/C。a/35/A 17)(第35/ 

42特决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w肯定载于第35/13&f决议的原则；吁请各国政府继 

续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期在《行动纲领》的有关建议的执行上取得重大的进展，以 

保证妇女能够作为发展的推动者和受惠者，平等地参与各部门和各级的发展工作； 

吁请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包括各区域委员会，更加注意执行《行动纲领》，特别注 

意妇女参与情况的资料传播，并为此保留充分的资源；促请各区域委员会就其发展 

方案各部门妇女情况的发展，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提出详尽 

的报告，以便加强和调整这些委员会的方案和编写报告的方法，从而更好地反映该

144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8 8)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报告：

㈠《妇女参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反对殖民主义、种族隔离、一切 

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外国侵略、外国占领和一切形式外国统治 

的斗争宣言草案》：A/36/476 ;

㈡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A/36/564和Corr. 1;

㈢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V36/646;

.㈣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的将来：A/36/647;

0>)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30/789;

(c)第36/126号至36/13Of决议和第36/428号决定；

⑷第三委员会会议：A，c. 3/36/Si^ 41、44一4改 5CX 51、5a 58—60、 

6及 6< 68 和 71 ;

⑹全体会议：a/36/pv.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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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妇女的需要；请理事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审议《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 

并给予妇女地位委员会的报告高度优先；请妇女地位委员会在订于1 9 8 2年举行 

的会议上优先处理关于筹备1 9 8 5年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成就世界会议的 

问题，以便通过理事会就此问题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具体建议；请秘书长就 

为执行本决议而采取的措施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决议）。

在同次会议上，大会除其他事项外，极力主张迫切需要确保立即在东道国设立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重申理事会第1998(LX)号决议中所载列的研训 

所活动的指导方针；强调研训所对参与提高妇女地位的各联合国机关和机构，特别 

对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的工作贡献的重要性；请各区域委员会、各专门机 

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机关和机构在它们各自的专业范围内与研究训练所充分合作 

(第36/128号决议）；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协商委员会第九届 

和第十届会议的决定；对联合国会员国自愿认捐表示赞赏，并促请他们向基金捐款 

或增加其捐款；决定基金在《十年》以后应该继续其活动；请秘书长征求会员国关 

于基金在《十年》过后继续活动的最好方式的意见，并就此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 

提出报告；并请他就基金在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范围内重新调动的时间和 

方式所涉及的实务和经费问题以及秘书长的有关提案，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 

报告，以使会员国能对这件事作出决定（第36/12吟决议）。也在同次会议上， 

大会通过关于在联合国内审议有关妇女在发展方面的作用的问题（第36/127号决 

议）以及关于平等的工作权利（第36/1决议）的决议，并注意到许多会员国 

对《妇女参与加强国际和平和解决其他重大的国家和国际问题的斗争宣言草案》的 

兴趣，也注意到第三十五届和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第三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 

深入讨论，了解到由于时间不够，委员会无法结束这种讨论并彻底审查它收到的所 

有提案，决定请秘书长征求各会员国的进一步意见，并根据这些意见以及根据迄今 

提出的提案提交一份报告，以确保在第三十七届会议期间早日通过《宣言草案》

(第36/428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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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除其他事项外，决定妇女地位委员 

会应为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成就世界会议的筹备机关，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办事，并尽可能邀请所有会员国参加筹备机关的审议工作；又决定向大会建议：社 

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提高妇女地位组应作为筹备机关的秘书处并作为会议的 

秘书处；并决定于其1 9 8 3年第一届常会，审议妇女地位委员会作为世界会议筹 

备机关的第一届会议所提出的报告（第1982/26号决议）；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保证使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的工作转移到设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 

总部；并请秘书长将研训所的各项活动和方案通知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第1982/ 

2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秘书长的报告：

(a)按照第35/137号决议提出的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

⑸按照第36/12决议提出的《联合国妇女十年后半期行动纲领》的执行 

情况；

⑹按照第3 6/4 2 8号决议提出的《妇女参与加强国际和平和解决其他重大的 

国家和国际问题的斗争宣言草案》；

⑹按照第1982/27号决议提出的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的各项活动 

和方案。

92.《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现况：秘书长的报告

1 9 7 9年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并开放 

供各国签字、批准或加入；希望公约毫不延迟地得到各国的签署，批准和加入并早 

日生效；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公约现况的报告（第34/180f决 

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对自从1 9 7 9年1 2月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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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公约》以来，已有79个会员国签署该公约，表示极为满意；特别赞赏地注意 

到，9个会员国已加入或批准该公约；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关于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现况的报告（第35X140f决议）B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公约》现况的报告（AX36/295 

和Add. 1 ),极满意地欢迎《公约》已于1 9 8 1年9月3日开始生效；请尚未批 

准或加入的会员国批准或加入该公约，成为缔约国；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 

会议提出关于《公约》现况的报告（第36/131号决议）。

截至1 9 8 2年6月1日为止，已有3 9个会员国批准，2个会员国加入该公 

约。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131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93.国际禁止贩运毒品运动：秘书长的报告

这个项目是应坡利维亚的请求列入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的。'46在该 145

145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8 9 )的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报告：A/36/295和Add.l;

⑻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36/724;

(c) 第3 6/131号决议；

(d) 第三委员会会议：AXC。3/36/Si^41、44—4a 5(X 51、53 和 58 ;

⑹全体会议：A/36/PV. 97。

“6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29)的参考资料：

⑻请求列入议程：A/36/193;

㈤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36/785;

⑹第36/1 32号决议；

⑹第三委员会会议：A/C.3/36/SR. 56—58和60—68;

⑹全体会议：A/36/PV.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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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议上，大会认识到按照国际管制滥用毒品战略切实开展一个国际性禁止贩运毒 

品运动的需要；请秘书长将本决议转给各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构和非政府 

组织，请它们就切实禁止贩运毒品的国际运动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并通过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3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0/132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9 4.为增进人杈相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方式 

相方法：

标题为“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职位”的项目于I 9 6 5年应哥斯达黎 

加的要求（A，5 9 6 3 )列入大会第二十届会议议程a大会该届会议请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把这项建议转交人权委员会研究其中所有各方面的问题（第2062 (XX)号 

决议）。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决定在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临时议程内列入一个题为“为 

增进人杈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舍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方式和方法，， 

的项目（第3136 (XXVIII)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请秘书长就在联舍国系统内为增进人杈和基本自由的切实 

享受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方式和方法，征求各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和区域性政府 

间组织的意见，并根据所收到的意见和资料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向大会第三十届会 

议提出一份简明的分析性报告（第3221 (XXI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编入最

新内容的报告，以及就人杈领域内甶他担任保管人的各项国际公约的现况，提出报 

告（第3451 UXX)号夾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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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制定了若干概念，以供将来在联舍国系统内逬行人权问题 

方面的工作时加以考虑，并请人衩委员会参照上述概念，对在联合国系统内为增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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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的各种可以采取的途径、方式和方法逬行全面分析，作 

为优先办理的工作；通过经社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附载结 

论和建议（第32/130f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7 9年第一届常会授杈将人杈委员会的成员增至4 3名， 

又核可委员会每年定期举行六星期会议、另外一个星期由各工作组举行会议;指出 

在某种情况下委员会可能需要召开特别会议以便完成未了的事务；请委员会就委员 

会主席团在特殊情况下在休会期间召开会议的可能性提出建议；决定可以将防止歧 

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的年会延长至四星期；请委员会继续工作进一步增逬和鼓 

励人杈和基本自由（第1979/3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请人杈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继续逬行全面分析的工作；

请委员会审查秘书处人杈司为执行大会各项决议现有可以运用的人力及其他资源，

然后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建议，以便逬一步改逬人权 

司的工作；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说明当前国际情况对人 

杈和基本自由的实现所产生的影响的性质和程度;请秘书长参照人杈委员会第三^五 

届会议对提议的更狄权司的名称戶嫌示的意见，考虑将人杈司改称为人杈中心；请他保证 

划拨充足的财政资源和其他资源给负责人杈事务的秘书处部门；请他向大会第三十 

五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4/47号决议）；决定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审议设置联合 

国人杈事务高级专员职位的问题（第34/48号决试L;请所有会员国，采取适当 

步骤，设立增逬和保障人杈的国家机构；请秘书长;依照人杈娶员会第24(xxxv)号

决议，根据有关材料，编制一份分析研究报告，说明增进和保障人权的国家机构的 

现有不同形式（第34/49号决议）。

人极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决定在第三十七届会议开始时，设立一个不限成员 

名额的工作组，以便继续逬行全面分析工作，审议联合国系统内各种特定人权活动

的协调问题以及拟订有关全面分析的适当建议，以供委员会第兰十七届会议审议(第 

28(XXXVI )号决议）。

t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100 
Chinese 
P%e 33?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再度请人权委员会继续进行当前的全面分析工作，请秘书 

长通过人权领域的咨询服务方案，在1 98 1年优先举办一个讨论:会，讨论人权、

和平与发展的关:系，并为此目询，向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5/ 

174号决议）；请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职 

位的提议，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5/1 75 

号决议）；认为对设立机构，委托其执行调查真相的任务，以及它们在什么程度上 

能加强人权的促进和保护的问题，需要加以认真审议；请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 

议讨论这个问题（第35/176号决议）。

1 9 8 1年3月，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决定在第三十八届会议继续进行 

全面分忻的工作（第23 ( xxxvil)号决议）；请秘书长考虑各种方法途径，激发 

公众对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兴趣，并就此事向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第2 4 

(XXXVII)号决议）；决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知大会说，委员会该届会议 

对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职位的问题未达成决定（第6(xxxvii)号决定）9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I年第一届常会注意到人杈委员会第24(xxxvii) 

号决议，并通过该委员会向秘书长提出的要求，即请他继续执行他向委员会提出的 

关于加强人权领域宣传活动所采措施的报告内载的方案，并知会委员会这方面的情 

况（第1981/143号决定）。 -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47，除其他外，请人权委员会继续其当前工作，对于为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7 9 )的参考资料：

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3号（A/35/3/Rev. 1);

⑻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报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补编第3号（E/

1981/13*C〇rr.l*Ad\l);

(c)秘书长的报告：

㈠增进和保障人权的国家机构：A/36/440和Corr. 1;

㈡Ï丨际现况和人权：A/36/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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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促进和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委员会的方案和工作方法问题进行全面分 

析，并且对于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而可以采取的各种的途彳2、方式和 

方法进行全面分析；重申为了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各会员国加入或批准这方面的 

国际文书从而承担具体的义务，至为重要；因此，应当鼓励联合国系统在人权领域 

树立标准的工作，并且鼓励有关的各项国际文书获得普遍接受和执行；重申国际社 

会对于人权受到大规模严重侵害的情事，应作为优先事项，或继续作为优先事项，

寻求解决办法；进一步重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使全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得 

以有效促进和充分享受的基本因素；肯定联合国及其会员国为增进和保障公民权利 

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所作的努力应予继续；请人权委员会采取必要措施以促 

进发展权利；请秘书长从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开始，每两年提出一份进度报告，以 

便更新关于国际条件和人权的研究报告0/36/462)(第36/133号决议）；注 

意到秘书长关于增进和保障人权的国家机构的报告（A/36/440);请所有会员国 

采取适当步骤，以设立这类机构，或加强已有的这类机构；强调这类机构在符合国 

家法律的条件下保持正直和独立的重要性；请所有会员国采取适当步骤，以本国或 

本地文字散发各项人权文书包括各项国际公约，以便尽可能广泛地宣传这些文书；

建议所有会员国采取适当步骤，鼓励就设立增进和保障人权的国际机构的交流经验; 

请秘书长在进行人权领域的新闻活动时，对于有关增进和保障人权的国家机构和非 

政府组织的作用给予适当的注意；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提出 147

147 (续）

⑷秘书长的说明：a/36/482;

⑹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36/731;

Cf)第36/133至第36/13转决议；

(g) 第三委员会会议：A/c. 3/36/SR. 35, 37-40, 42, 43, 49, 50, 55 和 

34:
(h) 全体会议•• A/3 6/PV.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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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各种增进和保障人权的国家机构的详尽资料，同时要考虑到不同的社会和法律 

制度以及这些国家机构对于实施国际人权文书所能作出的贡献（第36 /1 34号决议); 

请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给予应有的注意，审议设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职位的问题；又请人杈委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 

份关于其审议经过及结果的报告（第36/135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1 9 8 2年3月第三十八届会议请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拫据《联合国宪章》和在联合国主持下缔结的有关国际文件的规定、联大1977 

年1 2月1 6日第32/180f决议所列概念，以及联合国系统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做 

法）提出一份有关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可能职权范围的首次研究报告，并将 

其建议提交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决定在其第三十九届会议期间继续审议这 

个问题（第1982/22号决议）；满意地注意到第三十八届会议设立的不限成员名 

额的工作组的报告；（E/1982/12/Add. 1—E/CN. 4/1982/30/A(M. 1，B 节）； 

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一届常会审议是否有可能重新安排委员会 

每年开会的日期，如有必要也重新安排小组委员会的会议日靱以便允许委员会在每 

年稍后的时间开会；决定在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上审议能否使箕议程合理化问题； 

决定在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上审查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的组织和职能；决定按 

照联大笫3 6/1 35号决议的要求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转告联大，委员会考虑到执 

行第1 982/22号决议时所进行的工作，打算继续审议设立一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职位的建议；决定在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上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 

组，以继续正在进行中的全面分析工作（第1982/40号决议）；请所有国家政府 

继续考虑采取行动以利于宣传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活动，尤其是要宣传人权委员会 

在确定和执行人权标准方面所进行的工作；请秘书长多加注意如何提高公众对促进 

和保护人权的关心，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三十五周年时更应如此，并就此向委 

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欢迎在1982—1983W年期中开展拟议的关于传播 

各项人权国际文书的方案，并请秘书长每年就此方案的执行情况向委员会提出报告； 

建议联合国在这方面应将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文书、各种语文译本汇编起来；请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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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长考虑在联合国各办事处内设立小型参考图书馆，收藏有关人权的学术性和群众 

感兴趣的资料，请秘书长将其报告中所提到的计划的制订和执行情况以及他针对没 

立小型参考图书馆的请求所采取的行动告知委员会；并决定在委员会笫三十九届会 

议上继续审议此问题（第1982/4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根据第3451 ( XXX )号决议的要求，就人权 

领域内由他抠任保管人的各项国际文书的现况提出的报告。

95. 新的国际人道主义秩序：秘书长的报告

这一项目是应约旦的请求，列入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的。在那届会议 

上，大会请秘书长征求各国政府对促进新的国际人道主义秩序的提议的意见，并决 

定在第三十七届会议根据秘书长的报告审议这个问题（第36/13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13時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96. 按照《联合国宪章》笫七十三条汲）款递送的非自治领土情报:

⑻秘书长的报告

⑼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按照《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规定，管理非自治领土的会员国必须按时将关 

于它们所负责管理的领土内的情况的统计资料和其他情报递送秘书长•这些情报 

将交由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审查，大会第197〇 

(XVIII)号决议要求特别委员会在审议各有关非自治领土的情况时，充分注意此 

种情报.

A/3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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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35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38 )的参考资料：

㈨请求列入议程：A/36Z24 5;

(b)第三委员会的报告：心Z36/786;

⑹第36/136号决议；

⑴第三委员会会议：AZC. 3Z36/SR. 56-58和60-66;

(e) 会议：A/36AV.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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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m除其他事项外，重申茌大会尚未作出决定，确认一 

个非自治领土已经达到《宪章》第十一章规定的充分自治以前，有关管理国应继续 

按照《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的规定递送该领土情报；请特别委员会继续按照 

既定程序执行大会第1970(XVIII)号决议交付给它的任务（第3 6,4 9号决 

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37/23 (第一至第五部分），以后将作为补 

编第2 3号（A/3 7/23 )印发；

⑼秘书长提出的报告。

97. 东帝汶问题:

(a)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b)秘书长的报告

1 9 6 0年大会第十五届会议决定葡管各领土是《宪章》第十一章内所称的非 

自治领土，要求葡萄牙政府依照宪章第十一章的规定，向秘书长递送关于各有关领 

土包括东帝汶现况的佾报（第1542(XV)号决议）。其后，大会每年都审议葡管 

各领土问题。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对于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军事干涉葡属帝汶所造成的危險局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9 2 )的参考资料：

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3号(A，36Z23/Rev. 1 ),第七章；

⑻秘书长的报告：A/36/563;

(c)第四委员会的报告：A/36/563;

⑷第36^49号决议；

⑹第四委员会会议：A/C. 4/36，SR. 9-20 , 22和23 ;

(f)全体会议：A，36，PV.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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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深表关切，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立即将織部队撤出该领土，以便该领土人民能自由 

地行使他们的自决和独立权利（第3485 (xxx)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于1975年12月和1976年4月审议了帝汶问题，要求印度尼西 

亚政府毫不迟延地从该领土撤出所有部队（第384(1975)和第389(1976)号 

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重申东帝汶人民按照第1514Uv)号 

决议，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宣告必须使东帝汉人民能按照大会有关决议 

和国际公认的程序，自由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呼吁所有有关各方，即管理国葡萄 

牙、东帝汶人民代表以及印度尼西亚，同联合国充分合作，以期保证东帝汶人民充 

分行使自决权；请管理国继续努力，以斯确使该领土人民恰当地行使自决与独立权 

利，并就此向特别委员会提出报告；表示深为关切该领土发生新饥荒造成危急情况 

的报导，呼吁联合国系统所有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在其各自职权范围内立即援助该 

领土的人民；呼吁所有有关政府继续这类援助，以期减轻该领土人民的痛苦；请特 

别委员会不断积极审查该领土的情势，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36/5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150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93 )的参考资料：

(a)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3号（A，36,23/ReV.l), 第十章;

k/KQ. 109X663;

(切秘书长的报告：AZ36Z598;

⑹第四委员会的报告：V36Z679;

⑹第36/50号决议；

⑻第四委员会会议：AZC. 4Z36/SR. 9—21;

(f)全体会议：A/36/ÏV.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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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37/23(第一至第五部分），以后将作为补编第 

2 3号（A/37/23)印发。

⑽秘书长按照第36/50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98.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从事活动，

妨害在纳米比亚和所有其他殖民统治领土内 

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并妨害在南部非洲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离^

和种族歧视的努力:

㈨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㈦秘书长的报告

1 9 6 4年，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按照大会 

第1899( XVIII)号决议，进行了一项关于在西南非洲（现称纳米比亚）有权益 

的采矿工业和其他国际公司的种种活动所生影响的研究。1 9 6 5年和1 9 6 6 

年，特别委员会按照其1 9 64年所作的决定，着手研究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和其他

利益集团在葡管各领土内妨害执行《宣言》的活动，并就此事先后向大会第二十届 

会议和第二十一届会议提出了报告。此外，1 9 6 6年，特别委员会又再按照它 

在前一年所作的决定，研究了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在南罗得西亚的活 

动和这些活动的方式，以便评定这些活动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影响，并就此事向大 

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1 9 6 6年，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在审议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以后，决定把题 

为“在南罗得西亚，西南非和葡萄牙统治下各领土以及其他殖民统治领土内妨害〈满' 

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的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的活动”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21 89 ( XXI )号决议）。大会第二

A/37/100
Chinese
Page 338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ge 339

十二届会议决定把上述标题改为“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从事活动，妨 

害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葡萄牙统治下各领土以及所有其他殖民统治领土内执 

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并妨害在南部非洲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 

离和种族岐视的努力”。（第2288(XXII)号决议）。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决 

定（见A/1 0250,第1 9段）把上述标题作进一步修正如下：“外国经济利益集团 

和其他利益集团从事活动，妨害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所有其他殖民统治领土 

内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并妨害在南部非洲消除殖民主义、种 

族隔离和种族岐视的努力”。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决定（见a/35/250，第 

22段）把上述项目的标题加以修正，改用现有的揞词。

大会自第二十二届会议起，一直将该项目列入议程，而每届会议都根据特别委 

员会编制的进一步报告，通过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重申其以往就此问题通过的各项决 

议的规定，请特别委员会继续审查这个问题，并就此问题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 

出报告；并要求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根据可收集的资料，编制一份登记薄，说明各 

跨国公司从其在殖民领土内的活动所获得的利润，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 

告（第36/51号决议）。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9 4 )的参考资料：

(a)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3号U/36/23/ïîev. 1),第五章；a/ 

AC. 109/652 和 Corr. 1, A，AC. 109/655, A/Ad. 109/656; A/ 

AC. 109/658；

㈦第四委员会的报告：A/36/680;

⑹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7 10;

⑹第36/51号决议；

⑹第四委员会会议：A/C. 4/36/SR. 2-8» 15—18和22;

(f) 第五委员会会议：A/C.5/36/SR.50;

(g) 全体会议：A/36XPV.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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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B7/23(第一至第五部分），以后将作为补编第 

2 3 号（A/37/23)印发；

⑼秘书长按照第36/51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99。和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 

立宣言》的情况：

(a)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㈦秘书长的报告

这个问题自1 9 6 7年第二十二届会议起即作为一个单独项目列入大会议程。

大会在该届会议，建议各专门机构和有关的国际机构采取迫切有效措施援助从殖民 

统治下争取解放而斗争的民族，同时与非洲统一组织合作，并通过该组织与解放运 

动舍作，共同拟订达成此项目标的具体方案（第2311 (XXII)号决议）。

大会在其第三十六届会议’52,除了别的以外，对于某些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 152

152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9 5和⑵）的参考资料：

(a)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3号（A/30/23/Rev. 1 ),第六章;

(t>)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3号（I)，第三 

十章；

⑹秘书长的报告：八//36/154和八(1〇11—3，入/^。1〇9/1^ 1389;

(d)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A/3 6/6 8 1;

(e) 第3 6/5 2号决议；

(f) 第四娈员会的会议：A/C。4/3 6/S R.. 9—21 ;

(g) 全体会议：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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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其他组织到目前为止对各殖民地人民，尤其是对纳米比亚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一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所提供的援助，远远不能跟上各该人民的实际需要，表示关 

切；请秘书长继续协助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纸救订执行联合国有关决 

议的适当措施，并在这些机构和组织协助下，就秘书长上次报告发出以后所采取的 

行动编写报告，提送各有^几关，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 

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协商，继续考虑适当的措施，以协助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 

统内其他组织执行大会各有关决议的政策和工作；并请特别娈员会继续审议这个问 

题就此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 6/5 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3 7/2 3 (第--------五部分）该报告随后

将作为补编第2 3号（A/3 7/2 3 )文件印发；

(b)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A/3 7/3,该报告随后将作为补编第 

3号（A/3 7/3 )文件印发；

⑹秘书长按照第3 6,5 2号决议提出的报告：A/3 7/1 7 7和增 

编。

100。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秘书长的报告

1 9 6 7年，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决定把西南非（现在称为纳米比亚）教育和 

训练特别方案，葡管领土训练特别方案以及南非人民教育和训练方茱合并为一；并 

决定这个合并的方案也应当向来自南罗得西亚（现在称为津巴布韦）的人提供援助; 

又决定新方案称为“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由自愿捐款方式募集的信 

托丞金供给方案经费〔第2349UXII)号决议〕。

方案下的援助现在是给予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居民；向安哥拉、佛得角，几内亚一 

比绍、莫桑比克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前葡萄牙管理的领土）居民颁发的奖学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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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下去，直到用奖学金修读的学程完成为止。方案下颁犮的奖学金是供作进修 

高中或大学程度课程，或同等的专业和技术训练用的，并且着重在非洲教育机构内 

的研究。

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决定设置由七个成员组成的联合国雨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 

案咨询委员会〔第2431 (XXIII)号决议〕。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增加咨询 

委员会的成员人数，其增加名额由秘书长同各区域集团协商决定，但以六名为限（第 

33Z42号决议）。

目前，委员会由下列13个会员国组成：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丹麦、印度、日本、利比里亚、尼

日利亚、挪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扎伊尔和赞

比亚。

自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以来，秘书长每年都向大会挺出有关该方案的报告。大 

会也通过关于继续和加强该方茱的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了别的以外，核可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南部非洲 

教育和训练方案的报告（A/36/1 4 7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由于费用不断增 

高和捐款的绝对数和实际价值都减少，方案在本财政年度面临亏绌；请秘书长和咨 

询委员会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以推动对方案的慷慨捐助；并呼吁所有国家、机构、 

组织和个人，鉴于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对教育机会的需求日增，以及高等教育和训 

155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9 6 )的参考文件：

(a)秘书长的报告：A/3 6/1 4 7;

0>)第四委员会的报告：A/3 6/6 8 2;

(c)第3 6/5 3号决议；

⑷第四委员会的会议：A/C. 4/36/S玛9—21;

(e)全体会议：A/36/PX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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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的费用急遽增加，向方案提供更多的财政和其他支持，以便确使它得以延续、有 

效和扩大（第3 6/5 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关于训练方案的报告。

1010会员国对非自治领土居民提供学习和训练便利：秘书长的报告

一九五四年.，大会第九届会议请各会员国对非自治领土的居民提供便利，不仅 

供给大学程度的研究和训练，并且供给中学程度的学习以及具有直接实用价值的技 

术和职业训练，还请秘书长拟具一份报告，详细说明各国已提供的便利相这些便利 

的应用情况，以供大会参考（第845 (IX)号决议）• 大会在以后各届会议内也 

屡次提出同样的请求，而且每一次都请秘书长就有关决议的执行情况向下一届会议 

提出报告.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m除了别的以外，请所有国家对尚未取得自治或独立的 

非自治领土居民，慷慨地提供学习和训练便利，可能时并向领受奖学金的学生提供 

旅费；请管理国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在其所管领土不断广泛传播关于各国提供学习 

和训练便利的新闻，并供给一切必要的便利，使学生能够利用所提供的奖学金；并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 6/5 4号决议）。

A/3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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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3 6，5 4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154

154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9 7 )的参考文件：

(a)秘书长的报告：A/36/580和Add„ 1;

⑴第四委员会的报告：A/36/683;

(c)第3 6/5 4号决议；

((1)第四委员会的会议：八/^。4/36/^圬9一20,22和23;

(e)全体会议：A/36/PV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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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财务报告和决算以及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⑻联合国

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 * . .- - 一 ■—_ ■■■■ nil — - * -
⑼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e)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经管的自愿捐款

(f)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

(g)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基金 

⑼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

(i)联合国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

审计委员会（参看项目1 7⑹）向大会递送上一财政期间联合国以及联合国 

系统内其他组织的经常预算和预算以外各帐:户的决算的财务报表。根据《联合国 

财务条例》第12条的规定，审计委员会就其审计结果向大会提出报告，并提出意 

见s说明谷项财务报表是否适当地反映了所记录的财务事项，各该财务事项是否符 

合《财务条例》和法律根据，是否正确地表明了各项活动在该财政期间结束时的财 

务状况。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对审计委员会的报告表示意见，并向大会提 

出有关的报告。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155接受审计委员会的各种报告，并同意咨询委员会的有 

关意见和建议（第3 6/6 5号决议）；及决定继续审查审计委员会的组织和专门 

性业务办法问题（36/420号决定）。

155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98 )的参考资料：

⑻财务报告s

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补编第5 A号（A/36/5/Add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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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⑻财务报告：

㈠联合国：补编第5号（A/37/5

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补编第5 A号（A，37/5/Ad d。1 );

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补编第5B号（A/37/5/Add.2);

㈣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补编第5 C号（A/37/5/ 

Add .3 );

㈤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补编第5 D号（A/37/5/Add. 4);

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经管的自愿捐款：补编第5 E号（A/37/ 

5/Add。5);

”(续）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补编第5 B号（A，36/5/Add.2);

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补编第5 C号（V36,5/Ad d • 3); 

㈣联合国训练研究所2补编第5D号（A，36/5/Add.4);

㈤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经管的自愿捐款：补编第5 E号（A/36/ 

5，Add .5 );

㈥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补编第5 G号（A，36/5，Add„7);

(b)秘书长的报告：A/36/17 6;

⑹秘书长的说明：A/36/174, a/36/175;

(d)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36,480, A^36/481;

⑹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618;

⑺第36/65号决议和第36/420号决定；

(g)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3-7;

⑻全体会议：A/3 6/P 乂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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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基金：补编第5F(A，37/5，Add. 6);

⑻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补编第5 G号（A/37/5/Add. 7);

㈨联合国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A/37/5/Add. 8);

⑼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03. 1 9 8 2 — 1 9 8 3两年期方案预算

根据《联合国财务条例》第3. 4条的规定，秘书长应于财政期间的第二年向 

大会常会提出下一财政期间的方案概算。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156核定1 9 8 2 — 1 9 8 3两年期经费S1，506, 241， 

800,同期间的收AWS284, 553, 000(苐3 6/2 4 0 A和B号决议）。大会还 

决定1 9 8 2年总额S 755, 674, 000的预算经费应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第 

5. 1和6. 2条的规定提供（第36/240C号决议）。大会同届会议在审议与1982— 

1 9 8 3两年期方案预算有关的问题时，通过关于下列事项的决议：行政管理处的 

活动（第3 6/2 3 5号决议，第一节），联合国语文训练方案（同上，第二节），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00)的参考资料：

⑻ 1 9 82 — 1 9 83.两年期方案概算：补编第6 A号（A/36/6和Corr.l);

(b) 1 9 82 — 1 9 8 3两年期方案预算£补编第6 A号（V36/6/Add.i );

(c)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8号（第a/36/38);

⑼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7号（a/36/7)和补编7A号(A/36/7/Add.l- 

21 );

⑹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45和Add. 1;

(f) 第36/1 84, 36/235至36/239, 36^240A至C , 36/241 至36/243号决议；

(g) 第五委员会会议：A/C. 5/36/SR 8, 10, 12—35, 37—39, 41—47,50, 

52, 53, 57, 58, 61-70, 73-80^82-85;

⑻全体会议：Ay/36/PV 105和10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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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聘用专家和顾问的情况（同上，第三节），组织间安全措淑同 

上，第四节），联合国支付的头等仓位旅费（同上，第五节），非洲经济委员会英 

文和法文笔译兼简记员训练方案（同上，第六节），国际电子计算中心（同上， 

第七节），语文工作人员的职位叙级和职业发展（同上，第八节），联合国在内罗 

毕的办公房地（同上，第九节），内罗毕联合国中心的共同事务（同上，第十节>, 

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订正薪金表的执行情况（同上，第十一节），总部办公房地(同 

上，第十二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行政费用（同上，第十三节）， 

1 9 8 4年召开国际人口会议（同上，第十四节），总部语文教员的合同情况（同 

上，第十五节），在总部设立托儿所（同上，第十六节），总部各国常驻代表团工 

作人员对语文训练方案的参与（同上，第十七节），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一届 

会议的报告第4 7 7至5 1 4段中的建议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同上，第十八节）， 

联合国专家和顾问的聘用情况（同上，第十九节），及方案预算的编制、提出、审 

查和核定（同上，第二十节）„大会也通过关于下列事项的决议：维也纳国际中心 

(第3 6/2 3 6号决议），在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内设立资料系统股（第36/ 

237号决议），评价秘书处行政、财政和人事部门0前结构的政府专家委员会的报 

告（第36/238号决议），联舍国现有工作方案的特别审查（第3 63 9号决 

议），1 9 8 2 — 1 9 8 3两年期临时及非常费用（第3 6 /2 4 1号决议）及 

1 9 8 2 - 1 9 8 3两年期周特基金（第3 64 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秘书长关于1 9 8 2 — 1 9 8 3两年期方案预算的执行倩况报告；

⑼咨询委员会报告》

在本项目下，特别是关于下列问题，还会有一些其他文件提出：

评价秘书处行政、财政和人事部门目前结构的政府专家委员会

1 9 8 0年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给第五委员会主席的信（A/C. 5, 

35/48),其中他指出应设立一个专家委员会，评价秘书处目前的行政结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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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一个评价秘书处行政、财政和人事部门目前结构的政府专家委员会，在大会第 

三十六届会议以前提出报告；请秘书长与各区域集团磋商，并适当考虑公平地域分 

配的原则，任命1 7名专家；并请秘书长于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就委员会报告作出 

决定前，在不妨害该决定的情况下，在现有行政结构范围内采取临时措施，确保人 

事厅具有必要的杈力，能有效执行大会各有关决议中订出的人事政策（第35,21 1 

号决议）；并决定请委员会考虑到联合国财务管理和控制的各神职责，附带研究在 

秘书处所用名称中使用“财务主任”一词的问题，并就此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 

出报告（第35,44砖决定）.

目前，政府专家委员会由下列17个国家的专家组成：

贝宁.巴西、中国、哥伦比亚、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曰本、挪威、 

巴基斯坦、波兰、苏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 

合众国、扎伊尔和赞比ÜL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156赞赏地注意到政府专■家委员会的报告（A，36/44 ); 

请该委员会继续其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应考虑到联合检查组有关的报告和秘书长关 

于该报告的意见（参看V36/168和Add. 1，A/36/171和Add. 1, A，36,296和 

Add. 1，A/36y<419.和Add. 1)，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最后报告；请秘书 

长向大会提出他对该委员会最后报告的意见；决定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该委员会的 

最后报告和秘书长就此提出的报告（第36/23 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⑼政府专家委员会的报告

⑼秘书长按照第36Z238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内罗毕的共同事务

1979年，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请秘书长同在内罗毕驻有代表的联合国各 

机构和规划署，包括世界银行机构在内，编制一份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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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将在内罗毕联合国中心设立的共同事务的组织，资金筹措和管理问题，以确保 

尽可能分享这些事务，并确保不重复，以避免不必要的费用（第34/233号决议 

第十二节）。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C. 5/35/114)，其中除别的事 

项外，表示就要恢复对内罗毕共同事务的各种安排进行研究，以期达成全盘的分析 

和建议，包括有关的费用分析，最后提出建议以便提交第三十六届大会（第35/ 

217号决议，第十八节）。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5 6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XC. 5/3 9 )和咨询委员

会报告中所载的评论和意见（V36/7/Add. 14)(第36/235号决议，第十节）。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报告和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总部办公房地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这个题目的临时报告（A/C. 5/36/ 

63 ),这份报告提出关于在纽约获得更多祖来的办公房地迄今所得进展的背景资料 

(第3 6/2 3 5号决议，第十二节）•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最后报告>

审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行政费用的筹措情况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156请秘书长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合作，完成进行 

中的关于筹措高级专员办事处行政费用的联合审查，以求为筹措这些费用建立适当 

的基础，并向大会苐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235号决议，第十三节）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 6/2 3 5号决议第十三节的规定 

提出的报告。

总部语文教员的合同情况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关于1 9 8 0 — 1 9 8 1方案概算（A/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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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8 • 9 7段里.重申早些时候的要求，请秘书长对语文训练方案作出评价并就 

此向大会提出报告。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6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A/C. 5/36/67)及咨询委员 

会的有关报告（A/36/7yAcid. 18);赞同载于咨询委员会报告里的建议：请国际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秘书长审议这件事，并就此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36,235号决议，第十五节。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砍到下列文件：

⑻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第3 0号补编（A/37/30);

(切秘书长按照第3 63 5号决议第十五节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总部各国常驻代表团正式工作人员对语文训练方案的参与

在大会第三十六届”6会议上，为了答筻一个代表团的要求，秘书长提供关于 

总部各国常驻代表团工作人员对语文训练方案的参与的两个可能选择的资札在该 

届会议上，大会注意到秘书长的说明（A，c. 5/36/109)和咨询委员会有关的口 

头报告（AZC. 5/3 6/SR. 79,第8段）；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步驟便各芾驻代表团 

的正式工作人员得以自1 9 8 2年1月1日起，在他的说明中(a)项选择所规定的条 

件下免费参加纽约思部的语文训练方案；又请秘书长在预算的收入部分作相应的修 

正，向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0/235号决议，第十七节）。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 6/2 3 5号决议第十七节的要求 

提出的报告。

联合国专家和顾问的聘用情况

1977年，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在审议了秘择长的报告（a，c. 5,32/7) 

后，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一份全面和综合的报告，评价大会为联合 

国聘用专家和顾问所订立的原则和方针的执行情况（第3 2/2 0 3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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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认为，秘书长报告内的比较资料（A/c. s/ssxs)，不能 

使大会确定现有的缺点是否已经纠正，也不能充分查明大会所订的原则和方针的执 

行情况；大会要求秘书长改善现行程序，以便进行适当评价；并请秘书长就原则和 

方针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充分详尽的报告；（第33/1 17号决 

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惋惜秘书长未能及时报告在执行大会所订的原则和方针上 

如何消除现有的缺点；再次请秘书长就此冋题提出一项充分而全面的报告，以便大 

会能够在第三十六届会议初期优先审议（第35/22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6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C. 5/36/46)及咨询委员 

会的有关报告（A/36/7/Add. 15);请秘书长就这个问题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提出最新报告（第36/235号决议，第十九节）。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祆照第36/235号决议第十九节的要求提出 

的报告。

联合国支付的头等舱位旅费 * 149

1 9 7 7年，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注意到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各组织支付头 

等舱位旅费的报告（A/32/272),秘书长的说明转送行政协调委员会对该报告的 

意见（入，32,272/^(1(1. 1和Add. 1/Corr. 1)，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的报告（A/32/384);大会批准了购买各种机票的准则，以确保联合国各机构及 

各附属机构的职员和联合国的职员采用最经济的办法进行空中旅行；并请秘书长每 

年向大会报告这些措施的执行情况（第32/198号决议）。
149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和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第33，116B 

号决议第一节和第34/233号决议，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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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C. 5,35/62)以及咨询委员会 

的有关报告（A/3 5,7/A d d. 1 7 );决定修正第32/198 

号决议第2⑻段的规定；要求秘书长就此问题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交的报 

告所包括期间应为1980年10月1日至1981年6月30日，以便第五委员 

会能在该届会议开始时审议，此后每年提交的报告所包括期间应为7月1日至次年 

6月3 0日；又要求秘书长编制一份报告，说明常驻联合国的代表为本组织作公务 

旅行时支领旅费的条件（第35/21 7号决议，第十节）。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156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XC. 5/36/16 )(第36/235 

号决议，第五节）。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 29 8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 

告。

忙充非洲经济委员会的会议设施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6请秘书长作为紧急事项，研究由于非洲经济委员会成 

员国增多和活动增加的结果，其总部的会议设施是否能够满足需要；并请秘书长将 

研究的结果，连同他的建议，通过非洲经济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 

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7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 6/1 7 6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 

告。

联合国进行中工作方案的特别审查

1 9 7 5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请秘书长在联合国方案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中列 

入资料，说明由于联合国方案、项目或工作的完成、减少.改组、合并.取消或其 

他原因而腾出的工作人员和资源（第3534 (XX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A/C. 5/ 3 4/4和 

Corr. 1)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A/34/7/Add. 1)，并请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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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向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提出标准和办Æ■，以推动制定一项有效的程序，来痛定已 

完成的、过时的、功用不大或没有实效的活动；决议又请他就大会第3534(XXX) 

号决议及其后重申有关规定的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通过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 

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全面综合报隹（第34/225号决议h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C. 5/35/40和Add. 1 )和咨 

询委员会的有关摄告（A，35/709),并请祕书长在编制1 9 8 2 — 1 9 8 3两年 

期方案预算时，确定过时的、功用不大的和没有实效的活动；决议又同意行政和预 

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即：大会第3 4/2 2 5号决议要求的关于大会第3534 

(XXX)号决议及其后重申该决议的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的全面综合报告，推迟至大 

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再行提出（第3 5/2 0 9号决该）。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156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36,658);请方案和协调 

委员会审议载于秘书长的报告内的秘书长的建议所涉方案问题，并就此通过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请会议委员会审查那些与会议事务和 

文件管制与限制有关的建议（参看项目1 0 9 ),并就此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 

出报告；请咨询委员会审笪秘书长的建议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包括那些由于方案 

协调委员会或会议委员会的建议所引起的问题，并就此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 

报告（第3 6,2 3 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⑻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8号（A/37，38);

(b) 会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2号（A/37/32);

(c)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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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方案规划:

(a)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报告

(b) 1 9 8 4 — 1 9 8 9年中期计划

(〇)秘书长的报告

1 9 7 5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决定隔年审议中期计划和两年期方案概算，从 

1 9 7 6年开始审议1 9 7 8 - 1 9 8 1年中期计划（第3392UXX)号决议）a

大会第三十一届至三十五届会议就编制供大会审议的中期计划和报告一事发出 

了指示（第 31，9a 32/206、33/118、34/225、35/9 和 35/20^f■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57除其他事项外，满意地注意到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报告 

所提出的结论和建议（V36/38 )以及联合检查组的结论和建议（见A/36/171， 

A/36/181和A/36/182);请秘书长通过该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向大会第三 

十七届会议提出建议，以便通过关于方案规划、预算中的方案编制、执行情况的监 

测和评价方法等的正式规则和规章（第36/228A号决议，第一节）；并决定制定 

措施和方针，以确定各项方案的优先次序，使其成为一般规划和管理程序的组成部 

分，以便各项活动合理而有条不紊地进行，并指导方案预算的编制工作；决定了优 

先次序（第36/1228A号决议，第二节）；重申有必要将已完成的、过时的、功用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01)的参考资料：

⑻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8号（A/36/38);

⑸秘书长的报告：A/c. 5/36/1 ;

(c)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06;

⑹第36/228A和B号决议；

⑹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36/S氏27、3(X 33—37和65;

(f)全体会议：A/36/ÎV. 1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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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的或没有实效的活动的确定工作纳入规划、方案编制、预算编制、评价和管理 

的总过程中；请秘书长通过委员会向大会提供属于上述各类的活动清单（第36/ 

228A号决议，第三节）。

大会同届会议通过了一项题为“联合国现有工作方案的特别审查”的决议（见 

项目1 0 3 )。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8号（A/37/38);

(b) 1 9 8 4 — 1 9 8 9年中期计划：补编第6号（A/37/6);

⑹秘书长的报告：

㈠两年期内联合国的方案执行情况：V37/154;

㈡方案概算审查程序：A/37/207;

㈢第36/228A号决议所要求的关于方案规划、预算中的方案编制、执 

行情况的监察和评价方法等的正式规划和规章草案：4/37/206;

⑹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05.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

(a) 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协商委员会报告

(b) 秘书长报告

大会1 9 7 5年第三十届会议在审议有关方案概算的这个项目时，特别成立了 

一个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协商委员会，由大会主席指定5 4个会员国组成；决定委 

员会的任务是全面地解决联合国财政的严重情况，并注意到若干具体因素，以及根 

据本组织变动中的需要，审查周转基金的适当数额和管制周转基金运用的财务条例; 

并请委员会就取得的进展，连同为解决联合国财政问题应进一步采取的步骤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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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并决定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上列入题为 

“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的一个项目〔第3538 (XXX )号决议〕。

协商委员会目前由下列的4 8个成员国组成：

阿根廷、奥地利、孟加拉国、破利维亚、加拿大、乍得、哥伦比亚、古巴、 

厄瓜多尔、埃及、芬兰、法国、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爱尔兰、意大利、牙 

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y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拉维、墨西哥, 

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西班牙、苏丹、斯威士兰、瑞 

典、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上沃尔特、委内瑞拉。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决定推迟到第三十二届会议再审议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协 

商委员会的报告（第31/19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注意到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协商委员会的报告（A，31/ 

37),包括该委员会主席提出的讨论和协商方针和第五委员会各成员所发表的意见; 

请该委员会于必要时提出关于进一步发展情况的补充报告，以供第三十三届会议审 

议；请秘书长向该届会议提出关于本组织赤字的数额、增长率和组成，以及从会员 

国和其他来源收到的自愿捐款的详细资料（第32/10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C. 5/33/46 )和行政协调委员 

会的声明（A/C。5/33/44)以及第五委员会各成员所发表的有关意见；并再请秘 

书长向大会提出关于第32/104号决议所要求的资料（第33/430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推迟到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该项目（第34/435号 

决定）。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在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短期赤字的增多后，请秘书长同致 

力于养护和保护自然的团体协商，发行关于这个主题的邮票；请协商委员会经常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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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联合国的财政情况，并于适当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又请秘书长向 

同届会议提出关于发行特别邮票计划的进度报告以及第32/104号决议所要求的详 

细资料（第35/11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8除其他事项外，欣悉已获得谅解：中国从1 9 8 2年 

1月1日起将缴付它对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所分 

摊的费用（第36/116A号决议）。大会同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分析联合国 

财政情况的报告（A/C. 5/36,28和1—3)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的有关报告（V36/701)后，决定接受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将 

1 9 8 2 — 1 9 8 3两年期周转基金额定为1亿美元，并对1980 — 1981两 

年期和1 9 8 2 — 1 9 8 3两年期终止时出现的盈余暂不援用《联合国财务条例》 

内条例5.2(d)、4.3和4.4的规定；请协商委员会经常审查联合国的财政情况， 

并于适当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又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 

出关于发行特别邮票计划的进度报告以及关于联合国赤字的数额、增长率和组成、 

以及从会员国和其他来源收到的自愿捐款的详细资料（第36/116B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的秘书长报告如下：

⑻第36，116B号决议第5 (a)段所要求的关于发行特别邮票计划的现况；

”8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02)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报告：A/c. 5/36/28 和 Corr. 1—3;

⑻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Z36/701 ;

⑹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772;

⑹第36/116A和B号决议；

(e)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2 A/C. 5,36/SR. 56—5纹63和64;

(f) 全体会议：A/36/5V.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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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36/116B号决议第5⑼段所睪求的关于联合国赤字以及从会员国和其 

他来源收到的自愿捐款的详细资料。

106.联合国与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间行政和预算问题的协调:

(a)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宪章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大会审查第五十七条所指各专门机构的行政预算， 

以便向有关机构提出建议。

大会第I 4(1)号决议规定，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职责之一是，代表大 

会审查各专门机构的行政预算，以及同专门机构所订财政办法的提案。大会议事 

规则第一五七条也有这种规定。

因此，咨询委员会每年就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预算和机构间行政协调的各 

方面问题，向大会提出报告。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赞赏地注意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 

36Z641)后，同意该报告所载的意见和评论；决定咨询委员会应自1 9 8 2年起， 

每两年报告一次对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预算的详尽分析；在间隔的年度， 

报告应限于列成表格的资料，并在必要时列出对联合国系统共同的行政和预算问题 

所作的特别研究（第3〇/22&f决议）。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0 3 )的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报告：A/C. 5/36,23;

(b)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36/641 ;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38;

⑻第36Z229和36/230#•决议，第36/453号决定；

⑼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36/S坟55、60、62、65和69 ;

(f)全体会议：A/36/PV.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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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第36/22的决议所要求的载有对联合国行政预算 

详尽分析的咨询委员会报告。

(b)通货膨胀和金融不稳对联合国经常预算的影响

大会19 7 5年第三十七届会议请秘书长同行政协调委员会其他成员协商，研究 

通货膨胀对令合国系统各组织预算的影响，以便考虑取得一套共同的方法的可能性 

以估计方案概算中因通货膨胀所引起的费用，和把这些费用列入方案概算中，并就 

此问题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c. 5X32/5),认为该报告是临 

时性的，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2/212号决议，第二节)。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VC. 5/33/47 )及咨询委员会的 

有关的口头报告（A/c. 5/33/SR 55,第36至38段），并将这个问题的审议 

推迟到第三十四届会议(第33/116 B号决议，第六节）。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将这个问题推迟到第三十五届会议再行审议，但有一 

项了解，即第五委员会应把它列为优先事项，以保证这个问题在大会获得充分的讨 

论（第34/437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C. 5/33/47),并决定把本问 

题列入第三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内（第35/42&f决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请秘书长就通货膨胀和金融不稳对联合国经常预算的 

影响编制一份详细研究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第36/230f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第36,230f决议所要求的秘书长报告。

⑹设立一个单一的行政法庭的可行性：秘书长的报告

1 9 7 8年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在审议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报告有关的项 

目时，请秘书长和他的行政协调委员会的同僚研究为整个共同制度设立一个单一的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37/1〇〇
Clrlnese
Pa^e 360

行政法庭的可行性，并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3/1 î&t决议，第一 

节）。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请秘书长和行政协调委员会其他成员努力逐步调和并进一 

步发展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和联合国法庭的规程、规则和办法，加强共同制度， 

以期设立一个单一的法庭；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4/ 

438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c. 5/36/23)，并请秘书 

长按照大会第34/^438号决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项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 

(第36/453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第36,453号决议所要求的秘书长的报告。

107.联合检查组：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1966年，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核准了审查联合国和专门机构财政特设专家委 

员会关于设置先以四年为期的联合检查组的建议〔第2150 (XXI)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决定联合检查组应续设到1973年1 2月3 1日为止〔第 

2735A(XXV)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决定联合检查组应于1973年1 2月3 1日之后，再续设 

四年，并决定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对该组工作加以评价〔第2924B(XXVII)号 

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了联合检查组的章程，其中除别的以外，还规定联合 

检查组为大会及联合国系统中接受新章程的各专门机构的立法机构的附属机构（第 

31/192号决议）。联合检查组的成员自1978年1月1日起由8名增加到1 1名。

联合检查组现由下列1 1名成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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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艾伦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h*

莫里斯。贝特朗先生（法国）* *

N[历山大.塞尔基也维奇。布林提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艾尔弗雷德。纳撤尼尔。福德先生（巴巴多斯）* *

托曼.胡塔加隆先生（印度尼西亚）***

毛斯塔法•乌尔德。哈利法先生（毛里塔尼亚）* *

胡利奥。罗德里格斯.阿里亚斯先生（M根廷）*

约瑟天•阿道夫。萨奥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扎卡里亚。西巴希先生（K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厄尔•索姆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

米连科。武科维奇先生（雨澌拉夫）* *

* 1 9 8 2年1 2月3 1日任满。

** 1985年12月31日任满。

1 9 8 7年1 2月3 1曰任满。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赞赏地注意到联合检查组1 9 8 0年7月1日至 16

16°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0 4 )的参考资料：

(a)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㈠联合检查组的工作：补编第3 4号（A/36/34);

㈡对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的评价：

a. 联检组的报告：A/36/73;

b. 秘书长的意见：A/36/73/Add. 1;

㈢联合国系统对区域国家间技术合作机构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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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1年6月3 0日期间的工作报告（A/36/36)，以及确定所需工作人员的方

a. 联检组的报告：A/36/101和Corr. 1;

b.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意见：A/36/101/Aâd. 1;

㈣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中美洲和巴拿马分区办事处和加勒比分区办筝处 

的报告：

a •联检组的报告：A/36/102和Corr. 1; 

b.秘书长的意见：A/36/102/Add. 1;

㈤联合国系统内文件的管制和限制：

a. 联检组的报告：A/3^167;

b.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意见：A/36A67/Aâd. 1;

c. 秘书长的意见：A/36/167/Aâd. 2;

㈥确定所需工作人员的方法：

a. 联检组的报告：A/36A67;

b.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意见：A/36A68/Aad. 1;

㈦在联合国内制定优先顺序和确定过时活动的报告：

a. 联检组的报告：A/36/171;

b. 秘书长的意见：A/36/171/Add. 1;

㈧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内部评价情况：A/36A81;

㈨关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内部评价的筲二次报告：A/36/182; 

㈩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新闻活动领域内的协调：A/36/218;

㈡联合国系统内的管理事务：

a. 联检组的报告：A/36/296;

b. 秘书长转达协商意见的说明：A/36/296/Add. 1;

固联合国组织的房屋建筑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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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报告（A/36/168)、联合国系统内的管理事务的报告（A/36/296和联合

a. 联检组的报告:A/36/297;

b. 秘书长的意见：A/36/297/Add. 1;

c. 行政和预算委员会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36/643;

㈣联合国工作人员公平地域分配原则的应用情况： 

a.联检组的报告：A/36/407; 

b •秘书长的意见：A/36/407/Add. 1;

(韵联合国系统应用《关于水源开发和管理的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的情 

况：

a. 联检组的报告：A/36/411;

b. 秘书长的意见：A/36/411/Add. 1;

甾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同联合国秘书处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

a. 联检组的报告：A/36/419;

b. 秘书长的意见：A/36/419/Add. 1;

^人事政策的选择：A/36/432和Add. 1和2 ;

(13)秘书长关于执行联合检查组建议情况的报告：A/C. 5/36/41;

(c) 秘书长转递联合检查组1 9 8 1年工作方案的说明：A/36/95;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39;

(e) 36/454号决定，•又见36A17A (第二节）、36A49B、36A87、 

36/225、36/228A (第一、二节）和B 决议及36/449、36/456 和 

36/457等项决定；

(f)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36/SR. 40、49、55和7 5 ;

⑻全体会议：A/36/PV.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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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组织的房屋建筑程序的报告；同时要求秘书长自1 9 8 2年1月1日起在他对联 

检组报告的意见里附上一个摘要，指明哪些建议他认为应该执行，哪些不应该执行 

(第36/454号决定）。

大会同一届会议在审议题为“人事问题”的项目（又见项目1 1 1 )时，注意 

到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工作人员公平地域分配原则的应用情况的报告（A/36/ 

407)和秘书长对该项报告提出的意见（A/36/407/Add. 1);决定大会第三十 

七届会议继续讨论这个题目（第36/456号决定）；同时还注意到联检组关于人事 

政策选择的报告（A/36/432和Add. 1)、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报告的有关章 

节（A/36/30和Corr. 1,第二章，H节，以及附件一）以及秘书长对此提出的 

意见（A/36/432/Add. 2);决定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讨论职业概念、任用类别. 

专业发展等题目以及35/210号决议所要求的有关问题；第三十六届会议还注意到 

载有工作人员意见（A/C.5/36A9)的秘书长说明（36/457号决定）。大会在 

审议题为“方案规划”的项目（见项目104)过程中，满意地注意到下列各项报 

告所载的结论和建议，即：方案及协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A/36/38)、秘书长的 

报告（A/C. 5/36/1)、联检组关于制定优先顺序和确定过时活动的报告（见A/ 

36A71)、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内部评价情况报告（A/36A81)及联合国系统内 

评价的报告（见A/36/182);要求向第三十九届会议提交一份有关各方案之间优 

先顺序的关键性联合国报告，其中除其他事项外，应说明是否必须进一步改革结构 

和程序，包括联检组提议的结构和程序；强调指出，支持联检组关于联合国系统内 

评价的各项报告；建议各有关组织加强其评价系统的效力，同时采取必要步骤执行 

联检组各项报告中所载的各项建议（a/36A81, A/36A82);鼓励所有机构就 

保证其评价能力问题同联检组合作，以便使评价成为该机构规划和发展过程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请秘书长通过各种措施加强联合国的评价系统和评价单位，并向大会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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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228A和B号决议）。大会在审议题为“发展和 

国际经济合作：改革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社会部门”的项目（见项目7 1 (h))的过 

程中，注意到秘书长对联检组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千事同联合国秘书处其他 

机构之间关系的报告提出的意见（A/36/419和Add. 1);决定把这些意见连同 

秘书长的报告转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2年第二届常会审议，并根据经社理事 

会的讨论情况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上继续讨论这个问题（36/187号决议）；注 

意到联检组关于联合国系统对区域国家间技术合作机构的协助的报告，以行政协调 

委员会就此提出的意见（A/36A〇î/A<ad. 1)(第36/449号决定）。大会在审 

议题为“特别经济援助和救灾援助：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箏处”的项目（见项目 

7 4(a))的过程中，批准了秘书长对联检组关于协调专员办事处的作用的报告（A/ 

36/73/Adâ. 1 )所提的意见中提及的办法（第36/225号决议）。大会在审议题 

为‘‘会议时地分配办法”的项目（又见项目1 〇 8和1 0 9 )的过程中，决定将联 

检组关于文件的管制和限制的报告（见A/36A67)连同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意见 

(A/36/167/Add. 1,附件）和秘书长的意见（A/36A67/Add. 2,附件）一 

起转交会议委员会，供进一步审议；请会议委员会审议联检组的这项报告和进一步 

的报告，这些报告载有处理属于委员会职责范围的问题的建议，并请委员会就此向 

大会提出意见（第36/117A号决议，第二节）。大会在审议题为“与新闻有关的 

各项问题”的项目过程中，请秘书长釆取适当步骤以加强在需要的地方设立的新闻

中心的能力，并且利用联检组在其关于联合国新闻中心的报告（A/34/379 )中提 

出的调查结果，利用秘书长对此提出的意见（A/34/379和Add. 1)以及联检组 

关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新闻活动领域内的协调的报告（A/36/218)(第36/ 

149B号决议），提出一项有关加强新闻作用的途径和方法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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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如下文件：

(a)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㈠ 1981年7月1日至1982年6月30日期间联检组的工作情况：

补编 3 4 号（A/37/34);

㈡联合国大学：A/37A11(也同项目73(b)有关）；

㈢非洲经济委员会：A/37A19(也同项目7 1⑻有关）；

㈣秘书处筹备联合国特别大会的安排和程序：A/37/112(也同项目 

1 0 8有关）；

㈤关于职业概念的第二次报告（也同项目1 1 1有关）；

㈥联合国系统对保护和管理拉丁美洲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贡献；

㈦包括电信在内的联合国系统的通讯；

⑻妇女在专业人员职类中及其以上职类中的地位：第二次进展情况报告 

(也同项目1 1 1有关）；

W联合国对顾问和专家的任用（也同项目111有关>;

(十）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公平地域分配原则的应用情况（补充报告）

也同项目1 1 1有关）；

㈡公务游行的安排和方法（也同项目103有关）；

⑼秘书长关于联合检查组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⑹秘书长转交联合检查组1 9 8 2年工作计划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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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会议时地分配办法

(a)会议委员会的报告 

⑼秘书长的报告

1974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设立了会议委员会，由22个会员国组成，它 

的职杈范围包括向大会提出会议时地分配办法，按照这项分配办法提出年度会议曰 

历，在大会休会期间就请求更动会议日期的事项代表大会行箏，并就有关会议服务 

的安排和需要提出建议〔第3351 (XXI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决定保留会议委员会；请大会主席根据公平地理分配原则， 

指定会员国担任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决定其职杈范围向大会提出关于会议 

曰历的意见，以大会的名义处理不按照核定的会议曰历而涉及行政和经费问题的事 

项，向大会建议各种办法，适度地分配会议资源、设施和服务，包括文件方面，以 

确保其最切实有效的使用，就本组织目前和将来在会议服务、设施和文件方面的需 

要，向大会提出意见，就如何确保改善联合国系统内的会议协调工作，包括会议服 

务和设施方面，向大会提出意见，并就这个问题逬行适当的协商（第32/72号决 

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请大会主席同各区域集团主席协商后，在公平地区分配的 

基础上，任命2 2个会员国为会议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第35/10A号决议）。

大会在同一届会议上注意到大会主席按照第35/1 0A号决议第8段的规定，任命了 

会议委员会以下二十二国为成员（第35/322号决定）：

阿尔及利亚、奥地利、智利、塞浦路斯、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洪都拉斯. 

匈牙利，印度尼西亚，曰本、肯尼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秘鲁、塞内加 

尔，斯里兰卡，突尼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颗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美利坚合众国、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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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赞赏地注意到会议委员会的报告(A/36/32和Corr.l) 

并蔽T其中臟(同上，第8 4段)并经修正(参看V 3 6 /7 8 7, A节)嶋义；核可委员会提出的 

(A/36/36和dorr. 1，附件）并经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后来各项决定修正的 

1982—1983年联合国会议日历；决定在制订未来的会议日期时，应顾及会议日历 

对秘书赴文件事务单位及时处理和印发所有排定会议的机构所需会议文件的能力的 

影响；请委员会努力设法缩短联合国各机构的会议，或争取这些机构举行两年一度 

的会议，以便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进一步的具体建议；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对于在其会议上提出而足以影响到会议时地安排的一切提案，考虑请委员会在理 

事会通过这些提案之前加以审查；决定将大会第35/5号决议第1段所宣布的暂停设 

立新的大会附属机构的规定延长到1 9 8 2年年底；请秘书长为联合国各机构秘书 

人员编制一本手册，以指导他们有效筹备与安排他们的工作、安排会议时地和及时 

提出文件；请秘书长通过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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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11 7A号决议，第一节）； 

请委员会优先对目前决定向联合国各机构供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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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标准s同时在这方面充分考虑到最新技术所能 

提供的种种便利；并请委员会就这一方面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适当建议，并

第三十六届会议的参考资料（议程项目105 )：

⑻会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2号（A/36/32和Corr. 1);

⑸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787;

(c)笫36/117A至D号决议和第36/427号决定；

⑷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36/SR. 44 45» 51、55、6(X 63 和 65; 

⑹全体会议：A/36/PV.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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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秘书处复制和文件分发部采行的办法和政策，以期查明可以在哪些方面实行节 

约和改进效率；以及按照经社理事会关于文件管制和限制的第1981/83号决议， 

审查1982—1 98爾年期会议日历，特别着重经济和社会领域，以期日历能够配合 

秘书处内部的服务能力，同时考虑到及时提出和分发文件这方面所发生的问题，并 

就执行这项请求的问题同理事会的主席团进行协商；通过了一系列旨在管制和限制 

文件的具体规则，包括请各附属机构确保它们的报告尽量简短，不超过3 2页的适 

当限度；坚决要求秘书长在可用资源范围内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防止今后在文件 

提交翻译、复制和分发方面继续发生目前经历的过分延迟现象；鼓励秘书长更广泛 

地使用特约笔译服务，因为这种服务确实比较合算；决定把联检组关于文件管制和 

限制的报告（参看A/36/167)，连同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意见（A/36/167/Add.l， 

附件）和秘书长的意见（A/36/167/Add. 2，附件），交给委员会作进一步审查； 

请委员会审议联检组载有涉及属于委员会主管事项的建议的这份报告和今后的这类 

报告，并将其对报告的意见提交大会；决定在其第三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内列入 

题为“文件的管制和限制”的项目（参看项目1 0 9 )(第36/117A号决议，第 

二节）；请秘书长向委员会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提出一份综合分析，阐明 

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1 5 3条规定提出的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说明、会议事务费用 

综合说明和方案预算中在计算和编制会议事务费用方面所使用的现行预算技术，并 

请这两个机构就它们各自主管的领域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适当建议（第36/ 

117A号决议，第三节）。

大会在同一届会议上，决定将各种文件以联合国的正式和工作语文同时并及时 

地有效分发；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17B号决议）；

请各条约机构的工作人员同会议委员会主席就瞢制和限制文件的可能措施进行协商； 

敦促所有条约机构作为优先事项审查它们对所有语文本文件和会议记录的需要，以' 

期立即采取措施大大限制目前的文件数量；请所有机构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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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11 7C号决议）；决定如果要召开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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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别会议，应特别注意使提议的会议计划和文件需要取得协调，以期有助于在会 

议筹备阶段和会议进行期间达到预期的会议目标；宣布在召开特别会议时，国别文 

件的提出只能以这类文件的目的在作为会议筹备活动和会议本身的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为限，应当考虑到这类文件同筹备活动和会议的协商过程实际结合所需的时间； 

赞成决议附件内所列的管制和限制联合国特别会议文件的各项准备（第36/11 7D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会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2号（a/37/32);

⑼联合检查组关于秘书处筹备联合国专题会议的组织和程序的报告.• A/37/

112;

(c)秘书长的报告：

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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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照第36/11 7A号决议，第一节的要求提出；

㈡文件以联合国的各种语文同时分发，依照第36/11 7B号决议提出。

109.文件管制和限制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在审议关于会议时地分配办法的项目时（见项目108)， 

除了其他外，决定将各种文件以联合国的正式和工作语文同时并及时地有效分发；

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1 7B号决议）。大会在同 

一届会议上决定在其第三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内列入题为“文件的管制和限制” 

的项目（第36/117A号决议，第二节）。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36/11 7B号决议提出的报先

110.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会费委员会的报告

联合国经常预算由各会员国按照大会根据会费委员会的建议通过的费费分摊比

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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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表缴纳（参看项目17⑻）。而维持和平行动的经费也由各会员国按照后经第 

3 101 (XXVI)号决议修订的这份比额表缴纳。

1979年，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请会费委员会研究如何使会费分摊比额表更 

为公平合理，并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4/6B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w请会费委员会制订一组关于会员国收集和提供数据的 

准则，以确保委员会收到形式统一和可作比较的适当数据和统计资料；请委员会向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有关衡量会员国的实际支付能力的各种方法的详尽研 

究报告，充分考虑到大会第34/6B号决议、可能影响会员国支付能力的不利条件 

或处境、以及当前用于制定分摊比额表的其他因素；包括统计基准期间、低国民平 

均收入宽减办法以及连续两个分摊比额表间的增加限额；

决定在委员会尚未完成有关衡量会员国的实际支付能力的各种办法的研究之前， 

今后复审分摊比额表应遵照四个特定准则（第36/231A号决议）；决定津巴布韦 

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于1980年8月25日和9月16日加入联合国为会员 

国的会费分摊比率应分别为百分之0. 02和百分之0. 01;并决定1 9 8 0年，它 

们应分别按正常的分摊比率的九分之一的比率缴纳会费（第36/231B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会费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将以补编第11号 

(A/37/11)印发。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06)的参考资料：

⑻会费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1 1号（A/36/11和Add. 1和Add. 1/ 

Corr. 1 );

⑽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33;

⑹第36/231A和；B号决议；

⑹第五委员会会议：A/c. 5/36/SR 5 — 7, 9—11，13和70;

㈦全体会议：A/36/PV. 1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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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人事问题:

(a)秘书处的组成：秘书长的报告

⑼尊重联合国相各专门机构以及有关组织的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

秘书长的报告 

(〇其他人事问题

大会从1 9 4 7年第二届会议以来就力图在秘书处之人事钽成方面做到公平地 

域分配（第153(1)号决议）。1 9 6 3年以来，秘书长根据一系列决议的规定，每 

年就秘书处的组成向大会提出报告，这些决议规定了指导秘书長征聘工作人员井求 

得公平地域分配的原则加因素（第1852(XVII)、33/143和35/210f•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w吁请把联合国或某专门机构或有关组织的工作人员和

w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07 )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报告：

㈠秘书处的组成：A/36/495;

㈡尊重联合国初各专门机构以及有关组织的工作人员的特杈和豁免A/ 

C. 5/36/3

㈢《工作人员服务细则》的修正案：A/C. 5/36/9;

㈣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名册：A/c. 5/36/A 2;

⑽秘书长的说明A/C. 5/36/19;

⑹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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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逮捕或拘留的任何会员国，便利秘书长或有关组织的行政首长按照有关的多边公 

约和双边协定所赋予的固有权利，探访该工作人员并与其谈话，查明逮捕或拘留的 

理由，包括主要的事实勒正式控罪，并使他能够协助该工作人员聘请法律顾问，又 

按照国际法相东道国同联合国或有关专门机构或有关组织签订的适用双边协定的规 

定，承认秘书长或有关行政首长宣称的工作人员在职务上的豁免权；请秘书长和有 

关组织的行政首长保证工作人员按照有关的《工作人员条例命细则》、《联合国特 

权湘豁免公约》、《专门机构特杈耜豁免公约》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特杈耜豁免协 

定》，遵守他们应该承担的义务；请秘书長把本决议提请联合国系统内所有专门机 

构及有关组织注意，并请它们在发生上述原则或该组织工作人员的地位显然没有受 

到充分尊重的情况时，将有关资料提供给秘书长；请秘书长以行政协调委员会的名 

义，就秘书长或有关行政首长在按照与东道国签订的多边公约勒适用双边协定保护 

联合国或某个专门机构或有关组织的工作人员方面未能充分履行其责任的一切情况， 

向大会每届常会提交最新的综合年度报告。（第36/232号决议）大会同届会议注 

意到秘书长关于秘书处组成的报告（A/36/495 )并要求他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提出关于第35/21吟决议执行情况的最新报告（第36/455号决定）；注意到联 

合检查组就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对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的适用情况提出的报告（A/ 

36/407)以及秘书长对该报告的评论（A/36/407/Add. 1)(他的评论顾及到 

在执行公平地域分配原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决定在三十七届会议上继续讨论这 

一题目（第36/45時决定）；注意到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A/36/30耜Corr.

⑹第36/232号决议和第36/455至36/458号决议;

⑻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36/SR. 35、3氐4(X 41、4次4汰49—55» 

59—61、67、68» 71—73命 75;

(f)全体会议：a/36/pv. 10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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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联合检查组（A/36/432^PAdd. l)关于职业观念、任用方式、职业发展及 

有关问题的报告以及秘书长关于该报告的评论（A/36/432/Add. 2);决定在三 

十七届会议上讨论此题目；注意到秘书长的说明，其中载有工作人员的意见（A/

C. 5/36/19)(第36/457号决定）；并注意到秘书处关于《工作人员服务细则》 

修正案的报告（A/C. 5/36/9 )(第36/458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秘书长的报告：

㈠秘书处的组成；

㈡按照第35/210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执行人事政策改革情况的报告；

㈢按照第36/232号决议的要求，就尊重联合国勒各专门机构以及有关 

组织工作人员的特权耜豁免问题提出的报告；

㈣《工作人员服务细则》的修正案；

㈤工作人员名册；

⑺）秘书长按照第35/213号决议转递联合国工作人员代表意见的说明； 

⑹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㈠公平地域分配原则的运用情况；

㈡按照第35/210^决议第四节相第36/457号决定，就职业观念，任 

用方式、职业发展及有关问题提出的报告；

(d)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按照第35/21 Of决议第四节和第36/457号决定 

提出的关于职业观念、任用方式、职业发展及有关问题的报告。

112.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A/37/100
Chinese
page 3?) t

1 9 7 4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核可了《国际公务员委员会规约》（第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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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X)号决议）•

依照第3 35 7 ( xx IX )号决议附件中《规约》第一条的规定，委员会对联合国 

及参加联合国共同系统的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执行职务。

按照第二条的规定，委员会由大会任命委员15人组成，其中二人为专任委员, 

分别担任主席相副主席（见第1 7段(f))。

第十七条规定委员会向大会提送年度报告。这报告应经由其他组织行政首长转 

送各组织理事机构并送交工作人员代表。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在审议委员会第七次年度报告（A/36/30耜Corr.

1 )后促请一切有关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并对委员会按照其《规约》提出的建议 

做出积极行动；促请各组织的执行首长在与委员会协商后，就任何足以更改委员会 

建议的决定相提案向其各自的理事机构提出报告；支持委员会为促进共同制度的统 

一和协调行动而做出的努力，并要求秘书长以行政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身分保证为此 

目的采取适当措施；对国际劳工组织决定只对1 9 7 9年1月以后征聘的一般事务 

工作人员使用委员会所建议的薪金表，而将1 9 7 8年或以前雇用的一般事务工作 

人员的薪金净额从1 9 8 1年3月1日起增加百分之三，表示遗憾；重申必须对一 

定工作地点的所有一般事务工作人员适用委员会按照其《规约》第12. 1条所建议 

的共同薪金表（第36/233号决议，第一节）；注意到委员会按照其《规约》第13 164

164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08)的参考资料：

(a)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0号（A/36/30命Corr. l);

⑼秘书长的说明：A/C. 5/36/26;

⑹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40;

(d)第36/233号决议命第36/459号决定；

⑹第五委员会会议：A/C. 5/36/SR. 35. 3汰 38» 4(X 43» 45» 4飾81; 

(f)全体会议：A/36/PV. i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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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所取得的进展；注意到委员会在其报告某些部分内对训练问题的考虑（同上， 

第二节）；请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优先完成四项研究，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提出报告；还请委员会进行或继续进行关于六个问题的研究。(同上，第三节）；

并通过了关于专业人员以上职类的离职偿金的决定（第36/459号决定）。

大会同届会议在审议题为“人事问题”（见项目111 )时，决定在其第三十七 

届会议按照第35/210号决议的要求，讨论职业观念、任用方式、职业发展耜有关 

问题等议题（第36/457号决定）。大会在审议题为“联合国养恤金制度（见项目 

113)时，认识到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金的精算情况；欣悉联合国工作人员养 

恤金联合委员会打算对各种可能采取的措施进行一项全面分析，以期改善养恤基金 

的精算收支平衡；请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在必要时同国际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合作，审议其他可能采取的行动（第36/118B号决议）。大会第三十七届 

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⑻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0号（A/36/30);

⑼秘书长依照第36/233号决议第三节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㈠工作地点差价调整制度的目的耜实施情况；

㈡养恤金领取人的特别指数的制订；

(c)秘书长按照第34/220#决议转递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意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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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联合国养恤金制度:

(a)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报告 

㈦秘书长的报告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金条例起初是由大会第三届会议在1 9 4 8年通过的 

(第248(工II )号决议）。养恤金由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管理，

该委员会成员共2I人，其中三分之一由大会和其他组织的相当立法机构选出，三 

分之一由各行政首长指派，三分之一由参与人选出。

参加养恤基金的有联合国、11个专门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贸易组织过 

渡委员会以及国际文物保存和修复研究中心。到1981年12月31日为止，参与 

人总共有51，048人。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65决定按照1 9 8 1年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 

会向大会提交的报告第三部分H所载的建议，订正第35/215号决议所载的养恤金 

调整制度，自1 9 8 2年1月1日起生效（A/36/9和Corr • 1);授权联合国工 

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继续以自愿捐款补充緊急基f年，但为数不超过100,000美 

元为限；核准由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直接支付1 9 8 2年度管理费用总额

'58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I 0 9 )的参考资料：

⑻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9号（a/36/9和 

Gorr. 1 )；

(b) 秘书长的报告：A/C. 5/36/12 ;

(c)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36/624，Corr. 1 ;

⑹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7773;

(e) 第36/118A至c号决议、第3W11QA至C号决议；

(f) 第五委员会会议：A/C. 5/36/SR.27, 28, 31, 37,40, 48 和 50;

(g) 全体会L A/3 6/PL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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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6,900美元（净额）和追加1981年度该基金管理费用147,000美元(净额） 

(第36/118 A号决议）；请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在必要时同国际公 

务员制度委员会合作，审议其他可能采取的行动，以期改善养恤基金的精算收支平 

衡；又请在进行分析时考虑到在第五委员会讨论期间所表示的各种意见，并把分析 

结杲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第36A18 B号决议）；请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 

联合委员会研究应否和可否采取措施应付由于养恤金领取人在经济上对其配偶或从 

前的配偶应尽的义务而给其造成极不公平的后杲和极大困苦的情况，并向大会第三 

十七届会议提出有关的建议（第36/118 C号决议）。大会同一届会议替同养恤金 

分散到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政策，只要这种投资可以增进基金参与人和受益人的利益， 

而且符合安全、有利、资金流动和自由兑换的四项准则；重申信任秘书长作为基金 

资产的信托人（第36^/119 A号决议）；请秘书长继续同非洲统一组织每一成员国、 

非洲开发银行、非洲大陆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协商，以期增加在这些成员国内的投资 

数额；又请秘书长就此问题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19 B号决议）。 

替扬秘书长作为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资产的信托人所做的工作；请秘书长 

继续加紧努力，使养恤基金的投资多方面化，并保持同投资委员会建立起的协商，

确保在遵守安全、有利、资金流通和自由兑换等准则并符合养恤基金条例的情况下， 

在实际可行的范围内，尽量把养恤基金投资于跨国公司股票的资源改为投资于发展 

中国家；又请秘书长就其所作这些努力的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6/119 C号决议）。

大会篇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⑻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9号（A/3 7/9 );

彻依照第36/119BfpC号决议要求提出的秘书长的报告；

(c)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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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联合国维持中东积平部队经费的筹措

⑻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秘书长的报告

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是安全理事会于I 9 7 4年设立的 

(第350 (1 974 )号决议）。它的任务期限曾经一再延长。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w决定拨出毛额$ 14, 959, 248 (净额$ 14, 801, 

748)给特别怅户，充作1 9 8 1年6月1日至1 1月30日期间联合国脱离接触 

观察员部队的行动费用（第36/66A号决议第一部分）,•又决定拨出$15,974,000 

给特别帐户，充作1 9 8 1年1 2月1日至1 9 8 2年5月3 1日期间联合国脱离 

接触观察员部队的行动费用（同上，第二部分）；授权秘书长，如安全理事会决定 

将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到安理会第493( 1981)号决议所核 

定的六个月期间以后，便承付该部队1 9 8 2年6月1日至1 1月3 0日期间的费 

用，每月至多毛额油2, 662, 333 (净额$2, 630, 833 )，这笔款项由各会员国

w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10 )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报告：

㈠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A/36/600和Corr.l;

㈡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A/36/601和C〇 rr. 1和2，A/36/ 

865 和 Corr. 1 ;

〇3)秘书长的说明：A/36/860;

(c)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36/704，A/36/797 和A/36/868;

⑹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720和Add. 1和2 ;

(e)第36/66A和B号决议，第36/138A至C号决议；

W 篇五委员会会议：A/C。5/36/SR. 54，55, 74, 84 和 85;

(ë)全体会议：A/36/PV.77, 100 和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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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本决议所定办法分担（同上，篇三部分）；决定《联合国财务条例》内条例5.2 

⑸、5。2⑹、4。3和4。4的规定对于按照规定本应缴还的游2, 694, 446暂不适 

用，并将这笔款项存入大会第33/13E号决议执行部分所指的帐户，暂不动用，以 

待大会作进一步的决定（第36/66 B号决议）。

1 9 8 1年1 1月2 3日安全理事会决定将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任务 

期限再延长六个月，至1 9 8 2年5月3 1日为止（第493(1981)号决议）；

1 9 8 2年5月2 6日，安理会决定将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 

长六个月，至1S82年11月30日止（第506(198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⑻依照第36/66A和B号决议要求提出的秘书长关于观察员部队的费用的报

告；

⑻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b)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秘书长的报告

I 9 7 8年3月1 9日，安全理事会设立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 

队）（第425(1978得决议）。在同一天，安理会核可了秘书长关于安理会第 

425(1978)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S/1261 I )并决定设立联黎部队，最初为期 

六个月，如安理会决定延长该部队任务期限则再予延期（第426 ( 1 978 )号决议）。 

该部队的任务期限曾经一再延长。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决定拨出毛额S73,083,000(净额® 72, 360, 996) 

给特别帐户，充作1 980年12月19日至1981年6月18日期间联合国驻 

黎巴嫩临时部队的行动费用（第36/138A号决议s第一部分）；决定拨出毛额热 

73, 083, 000 (净额S 72, 360, 996 )给特别帐户，充作1 9 8 1年6月1 Q 

日至1 2月1 8日期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行动费用（同上，第二部分）； 

授权秘书长，如安全理事会决定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到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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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488(1981)号决议所核定的六个月期间以后，便承付该部队1 9 8 1年1 2 

月1 9日至1 9 8 2年1 2月1 8日期间的费用，每月至多毛额S 13, 316, 666 

(净额$ 13, 177, 500 )(同上，第三部分）；决定《联合国财务条例》内条例 

5J(b)、5.2(d)、4。3和4。4的规定对于按照规定本应缴还的游3, 759, 109暂 

不适用，并将这笔款项存入大会篇34/9 E号决议执行部分所指的帐户，暂不动用, 

以待大会作进一步决定（第367138B号决议）；授权秘书长除根据第36/138A 

号决议给联黎部队的拨款外，承付根据安理会第5 01 ( 19 82 )号决议核准增加联黎 

部队军力1 9 8 2年2月2 5日至6月1 8日首尾两日也包括在内的费用，至多不 

超过毛额S 9,825,000 (净额S9,822,000 )(第36/138 C号决议，第1段）； 

还授权秘书长为同样目的，除根据第364 38 A号决议给联黎部队的拨款外。如安 

理会决定将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到安理会篇498 ( 1981 )号决议所核定的六个 

月期间以后，便承付该部队1 9 8 2年6月1 9日到1 2月1 8日期间首尾两日也 

包括在内的费用，每月至多毛额Sl，913,000(净额却1,910,333)(同上，笫2 

段）〇

1 9 8 1年1 2月1 8日，安全理事会决定将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 

月，即至1 9 8 2年6月1 9日（第498 (198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⑻依照第36/138A至C号决议要求提出的秘书长关于联黎部队的费用的报 

告；

㈤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15.危害人类湘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秘书长的报告

本项目是应巴巴多斯、斐济、墨西哥、尼日利亚、巴拿马、菲律宾、阿拉伯叙 

利亚共勒国的请求（A/3 2/2 4 7 )于1 g 7 7年列入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议 

程的• 在该届会议，大会决定将该项目延迟到第三十三届会议审议（第32/441 

号决定）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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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请秘书长邀请各会员国和各有关国际政府间组织提出它们 

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评论昶意见，包括对应采用的程序的评论， 

并请他编制一份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第3 3/9 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16。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A，35/210及Add. 1和Add. 

2/Corr.l)请秘书长再度邀请各会员国和各有关国际政府间组织至迟在i 98 1 

年6月3 0日提出它们对《治罪法草案》的评论和意见，或对已提出的评论积作 

最新的补充，特别是让他知道它们对将来审议本项目时所应遵循程序的意见，包括 

对建议把本项目发交国际法委员会审议的意见；请秘书长根据各会员国和各有关国 

际政府间组织提出的答复和本项目辩论期间各方所作的发言，编写一份分析性文件， 

以便利进一步审议本项目；又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第 

3 5Z4 9号决议）e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w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A/36/416),除其他外，请 

国际法委员会恢复工作，以求拟订《治罪法》草案并以必要的优先次序加以审查， 

以便进行复审，同时适当考虑到国际法的逐渐发展过程所已取得的成杲；请委员会 

下届会议依其认为对《治罪法》草案所应给予的使先次序在其五年方案的范围内审 

议《治罪法》草案问题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同时审议向大会第三十

%篇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11 )的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报告：A/36/416;

⑴）秘书长编写的分析文件：A/36/535;

(c)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36/774;

⑹第36/106号决议；

⑻第六委员会会议：A/C.6/36/SR.58、60、61、66、69; 

(« 全体会议：A/36/PV.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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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会议提出除其他外关于《治罪法》草案的范围与结构的初步报告的可能性；请 

秘书长再度邀请各会员国和各有关国际政府间组织提出或增补它们对《治罪法》草 

案的评论和意见，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6/10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S际法委员会的报告增编第1 0号（A/37/10);

Cb)依照第3 6/106号决议要求提出的秘书长的报告。

116.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相规范的逐步发展：秘书长的报告

大会1 9 7 5年第三十届会议审议标题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的项目 

时，经第二委员会建议（10467,第5锻)，注意到标题为“国际经济发展法的 

规范和原则的汇集和逐步发展”的决议草案，决定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单独项目， 

列入第三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并希望将这个项目分配给第六委员会审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将该项目列入会议议程，并分配给第六委员会；并根据第 

六委员会的建议（A/3 1/3 9 8 )，决定将该项目列入第三十二届会议临时议 

程（第3 1 /4 0 9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决定暂不审议该项目，并将它列入第三十三届会议临时议 

程（第3 2/4 4 0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再次决定暂不审议该项目，并将它列入第三十四届会议临 

时议程，同时将该项目的标题改为“国际经济法特别是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法 

律方面的规范相原则的汇集相逐步发展”（第3 3/4 2 4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请秘书长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合作，并与联合 

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协调，研究国际经济法特别是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法律方 

面的原则和规范的汇集和逐步发展问题，以期适当时将这些原则湘规范载入一项或 

多项文书；请各会员国提出它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 

会议提出其初步研究报告及其所收到的政府意见（第3 4/ 1 5 0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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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3 5/4 6 6 )，请训研 

所编制一份关于各个国家、国际组织、其他国际公去实仏之间经济关系的新国际经 

济秩序以及关于跨国公司活动的现有和发展中的国际法原则湘规范清单；根据这份 

清单，就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逐步发展编写一份分析性研 

究报告;并及时完成这份研究报告，以便由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该份报 

告；促请各会员国就此项研究报告提出有关资料；并请秘书长在列入大会第三十六 

届会议临时议程的一个题为“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命规范的逐步发 

展，，的项目下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训研所进行的研究的报告，供大 

会优先审议（第3 5X1 6 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阳注意到训研所编制的研究报告（UUITAR/DS/4 ); 

请训研所编制并及时完成该研究报告，以便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促 

请各会员国至迟于1 9 8 2年7月3 1日就此项研究报告提出有关资料；请联合国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各区域委员会、 

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以及训研所确定为积极参与这个领域工作的其他有关政府间和 

非政府组织提供有关资料、并同训研所充分合作执行本决议；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 

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训研所进行的研究的报告，供大会优先审议f第36，107 

号决议）。 168

168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1 2 )的参考资料：

⑻秘书长的报告：A/36/143及Add. 1和2;

㈣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36/775;

⑹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799;

⑴第36/107号决议；

(e)第六委员会会议：八/(：.6/"36/3民62—65;

⑺第五委员会会议：A/c. 5,3 6/S R. 6 7 ;

(g)全体会议■: AZ36/^V.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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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6，107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117 .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会议通过的决议：

⑻关于非洲统一组织和（或）阿拉伯国家联盟所承认的各民族解放运动的观 

察员身分的决议.•秘书长的报告

㈦关于适用《公约》于国际组织未来活动的决议

本项目是1 9 7 5年应秘书长的请求（A/10141 )而列入大会第三十届会议 

议程的，秘书长的这项请求附有一项解释性备忘录，其中请大会注意1 9 7 5年 

2月4日至3月1 4日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 

表杈会议通过的上述各项决议。大会在那届会议决定将该项目列入第三十一届会 

议的临时议程9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至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暂不审议该项目（第31/408号决 

定、第32/439号决定、第33/423号决定和第34/433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169请所有还没有这样做的国家，特别是作为国际组织 

东道国或普遍性国际组织所召开或主持举行的会议东道国的国家，尽早考虑批准或 

加入《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掘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维也纳公约》问题；请有 

关国家按照《公约》的规定，给予非洲统一组织和（或）阿拉伯国家联盟所承认并 

取得国际组织观察员身份的各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团以它们履行职务所必需的便利、 

特权和豁免；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5/16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5/167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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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届会议（议程项目1 1 2 )的参考资料： 

⑻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Z35/73 6;

⑼第35/167号决议；

⑹第六委员会会议：A/C.6/35/SR. 74和75; 

⑹全体会议：A/34/PV.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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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标题为“缔结关于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条约’’的项目是在I 9 7 6年 

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要求（A/31/2 4 3 )列入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议 

程的。在该届会议上•大会按照总务委员会的建议（A/31Z250/Add. I第2^) 

决定将这个项自发交'给第一委员会，并在适当阶段交给第六委员会审议其所涉法律问

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大会邀请各会员国进一步研究《关于在国际关系上不使 

用武力的世界条约》萆案（A/31/243 •附件），以及在审议该项目时所作的其他 

提议和犮言，请各会员国向秘书长提出它们对这个冋题的意见和建议；并请秘书长 

就他收到的来文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19号决议）。

在通过第31 /9号决议的全体会议上，大会决定第六委员会应当审查这个议程 

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在第三十一届会议结来以前就这个问题向大会提出报告。

第六委员会审查该项目完毕后请大备建议各会员国，在考虑报告给秘书长的关于这 

个项目的各项声明和建议时，应对所涉及的重要法律问题予以适当重视。第六委 

员会回顾它在拟订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和侵略定义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并断定这个项目牵涉到的法律问题曾经受到审查， 

并且将需要在目前和将来因大会对此项目作进一步审议而产生的对这问题的讨论中 

继续加以审查。大会通过了第六委员会的决定（第31/1 40号决定）。

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大会决定设立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 

别委员会，由大会主席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和代表世界各主要法律体系的原则指 

派的3 5个会员国组成；责成委员会审议任何国家提出的提议和建议，铭记着第 

三十一届和第三十二届会议就这个项目进行辩论时所提出的意见，以求起草一项关 

于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世界条约，或委员会认为适当的其他 

建议（第32/1 50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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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特别委员会由下列3 5个会员国组成：

比利时、贝宁、保加利亚、古巴、塞浦路斯、厄瓜多尔，埃及、芬兰、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几内亚、匈牙利、印度、伊拉克、意大利、日本、墨西 

哥、蒙古、摩洛哥、尼泊尔、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波兰、罗马尼亚、塞内加 

尔、索马里、西班牙、多哥、土耳其、乌千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大会第三十三届至三十五届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项目（第33,96，34/13和 

35,5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除了别的以外，注意到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36， 

41);决定特别委员会应继续进行工作，以求尽早草拟一项关于在国际关系上不使 

用武力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世界条约或委员会认为适当的其他建议，•请特别委员会 

适当考虑到不结盟国家在特别委员会1 9 8 1年会议期间为促进特别委员会工作安 

排而作的种种努力；请尚未这样做的各国政府，按照大会第31/9号决议，提出它 

们的意见和建议，或作最新的补充；请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 

工作报告（第36/31号决议）。

168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1 6 )的参考资料：

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1号（AX36/41);

⑻秘书长的报告：AZ36/415;

⑼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36/649;

⑴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6/656;

(e) 第36/3 I号决议；

(f) 第六委员会会议：A/C. 6/36/SR. 2, 7-16 和 27;

(g) 第五委员会会议：AZC. 5Z36ZSR. 32;

饵）全体会议：A，36XPV.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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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委员会于1 982年3月29至4月23日在联合国总部开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 1号（A/37/41);

0>)秘书长按照第36/31号决议第8段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119.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是I 9 6 6年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为促进国际贸易法 

的逐渐协调和统一而设立的。委员会于.1 9 6 8年开始工作•原先由2>9个会员 

国组成，分别代表世界上各地理区域相主要法系（第2205(XXI)号决议）（也参

看项目16(f))。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决定将委员会成员名额自2 g名增至3 6名 

(第3108(又又7!01)号决议）。

委员会成员当选后任期六年。最近的一次选举是在第三十四届会议（第34/ 

308号决定）（见项目1 6(f))。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m审议了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A/36/17), 

除了别的事项外，欢迎委员会根据国际经济新秩序工作组的建议决定在开始进行有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17 )的参考资料：

(a)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17号（A/36/17); 

⑼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36/669;

(c)第36/32号决议；

(4) 第六委员会会议：A/C. 6/36/SR. 3—7和42;

(e) A/36XPV.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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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工作时，首先起草一项法律指南，指明同供应和建造大型工厂 

有关的合同所涉法律问题，建议可能的解决办法，以协助谈判各方,特别是来自发 

展中国家的谈判各方；重申委员会协调国际贸易法领域内法律活动，以避免工作重 

复和资源浪费的职责，并在这方面，赞同委员会所提在国际贸易法领域内进一步发 

挥其协调作用的各种方法；建议委员会有必要举办专题讨论会和座谈会，以促进国 

际贸易法领域内的训练和援助工作；建议委员会继续就其工作方案中所包括的各项 

专题进行工作；重申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和扩大法律事务厅国际贸易法组作为上述委 

员会实务秘书处的作用的重要性（第36/3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补编1 7号（A/37/17 );

⑼秘书长的说明，其中按照第2205UXI)号决议的规定，转送贸易和发展 

理事会的意见

120.考虑有效措施以加强对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 

的保护及其安全：秘书长的报ÿ

本项目应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的要求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议 

程大会那届会议，请所有国家将严重侵犯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及 

其安全的事件向秘书长提出报告，并请爭件在其国内发生的国家提出报告说明采取 

什么措施将罪犯绳之以法并防再次发生这种侵犯行为，最后并按照其本国法律就起 

诉这些罪犯的最后结果提出报告；请秘书长收到根据这些规定向他提出的报告后， 

向所有国家散发这些报告，除非提出报告的国家要求不f散发；请秘书长邀请所有 

国家向他提出关于加强对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及其安全所需采取的任何措 

施的意见；并请秘书长就各国根据上述要求和邀请所提出的报告和意见向大会第三 

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并请他就这些问题提出他愿意表示的意见（第35/1 68号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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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m除其他事项外，强烈谴责侵犯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 

以及对驻国际政府间组织的便团和代表和这些组织的官员所施的暴力行为；敦促各 

国遵守并执行关于外交和领事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特别是敦促各国依照其国 

际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切实保证驻在其管辖领土内的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享有 

安全，包括采取实际措施，在其领土内禁止个人、团体和组织进行非法活动，以鼓 

励、怂恿、组织或从事侵犯这些使团和代表的安全；建议各国除其他外，通过外交 

和领事使团与接待国之间的接触，在为加强对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及其安 

全而采取实际措施方面紧密合作；重新呼吁还没有加入的国家考虑加入有关的国际 

文书；重申第3 5/1 6 8号决议向各国发出的请求；请秘书长在收到依据上面各 

条规定提出的报告，向所有国家散发这种报告，除非提出报告国家另有要求；请秘 

书长邀请所有国家就加强对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及其安全需要采取的任何 

措施，向他提出意见；请秘书长在收到关于严重侵犯事件的报告时，在适当情况下， 

提请事件在其国内发生的国家以及在可行范围内，提请被指控罪犯在其国内的国家 

注意第3 5/1 6 8号决议所制报告程序；请秘书长就有关外交和领馆使团和代表 

的保护及安全的文书的批准和加入情况以及就他所收到的依据上述要求提出的报告 

和表示的意见，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并请他就这些事项提出他愿意表 

示的任何意见（第3 6/3 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大会第3 6/3 3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 

报告。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2 4 )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报告：A/3 6/4 4 5 及 Corr 1 和 Add« 1 — 3; 

㈤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3 6 /6 6 7;

(C)第3 6/3 3号决议；

(d) 第六委员会会议：A/C. 6/36/SH 22—24, 36, 39 和 41;

(e) 全体会议：A/36/PV.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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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题为“草拟一项反对雇佣军活动的国际公约”的项目，是1 9 7 9年应尼曰利 

亚的要求（A/34/247湘Corr. 1 )列入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议程的。大会在该 

届会议上决定考虑草拟一项国际公约，取缔一切形式的雇佣军；促请所有国家考虑 

有效措施，禁止在它们的领土内招募、训练、集结、转运和使用雇佣军；请所有会 

员国向秘书长表达它们认为是否需要紧急制订这样一项国际公约的看法和意见；并 

决定将题为“草拟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相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的项目列 

入第三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3 4,1 4 0号决议h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3 5/3 6 6粕Add. 1— 

3)，决定设立一个由3 5个会员国组成的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 

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请大会主席同各区域集团主席进行适当协商后，在公平地区 

分配相代表世界上主要法系的基础上任命委员会的成员；请委员会尽早拟订一项禁 

止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授权委员会在考虑到各国的建议相 

提案，以及顾到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辩论本项目时所发表的意见湘评论的情况下, 

完成其任务；又请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 5/4 8号决议）。

根据大会主席于1981年1月15日、2月10曰和6月30日的来信：特 

设委员会目前由下列3 4个国家组成：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贝宁、保加利亚、加拿 

大、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法国、德意志民主共相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圭亚那、印度、蒽大利、牙买加、日本、蒙古、尼曰利亚、葡萄牙、塞内加尔、塞舌尔、 

西班牙、苏里南、土耳其、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湘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南斯拉夫、 

扎伊尔和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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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注意到特设娶员会的报告（A/3 6/4 3 );决定 

特设委员会应继续进行其工作，以求尽早拟订出一项关于反对招暮、使用、资助和训 

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请特设委员会在完成其任务时，研究会员国提出的建议和提 

案，同时考虑到向秘书长提出的意见和评论，以及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提出 

的蒽见和评论；请秘书长向委员会提供有关文件以及其工作上可能需要的任何协助 

和便利；请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 6/7 6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将作为补编第4 3号 

(A，3 7,4 3 )印发。

122.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争端

1 9 7 9年大会根据罗马尼亚的请求将题为“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争端”的 

项目列入第三十四届会议议程（A/34^43)。在该届会议上，大会促请一切国家在 

其国际关系中严格遵守各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 

全及正义的原则：敦促一切国家在编制联合国大会《以相平方法解决国家间争端宣 175

175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1 5 )的参考资料：

(а) 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 3号（A/3 6Z43); 

㈤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3 6/7 2 7;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 6/7 3 4;

(d) 第3 6/7 6号决议；

(б) 第六委员会会议：八/(：。6,36/3玛16 — 2 3和5 7;

(f) 第五委员会会议：A/C. 5/36/Sî^ 57;

(g) 全体会议：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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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时合作；请会员国将其对《宣言》编制工作的意见、建议和提案提交秘书长， 

并将其根据大会第3499 (XXX)号决议就此议题提出的蒽见加以更新；请秘书长向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一件报告，内载各国对《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冢间争端宣言》 

的意见、建议和提案；并决定将题为“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家间争端”的项目列入第 

三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第34/10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汪意到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 

告（A/35/33和1),特别是该娈员会在《关于湘平觯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

宣言草案》方面所做的工作，认为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应当是各国当务之急，为此， 

应继续努力审查和逬一步发展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原则和使一切国家在其国际关 

系中充分遵守这项原则的办法；请委员会继续拟订《马尼拉宣言草案》，以便 

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作逬一步审议；并表示希望尚未这样做的国冢尽快将其对 

此事项的意见递交秘书长（第35/1 6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m除其他事项外，认为尽快制订大会关于和平解决国 

际争端的宣言可能促进遵守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并加强联合国在防止冲突和以和平方 

法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请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舍国作用特别委员会提出和平解决 

国际争端马尼拉宣言草案的定本供大会审议通过，并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 174

174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1 8 )的参考资料：

(a)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安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3号（AZ 

36/33);

(b) 秘书长的报告：A/3 6/4 4 7;

(c)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3 6/7 7 8;

(d) 第3 6/1 1 0号决议；

(e) 第六委员会会议：A/C。6//36/SR 26，28—35，37，38,

5 9 和6 4 ;

(f) 全体会议：A/36/PV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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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和平解决争端工作组的报告（A/C. 6/36/% 19 )和各国在第三十六届会议 

上对宣言的内容提出的意见一并送交委员会（第3 6/1 1 0号决议）。

由特别委员会定稿的马尼拉宣言草案将载于其报告中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联舍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这项报告将作为补编第3 3号（A/3 7/3 3 )印发。

123.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查：秘书长的报告

本项目根据澳大利亚、埃及，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墨西哥、荷兰和斯里兰卡 

的请求于1 9 7 7年列入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的（八/32/142^〇〇1^.1)。 

大会该届会议请秘书长就详细制订多边条约所用的技术相程序编写一份报告，同时 

考虑到大会该届会议的辩论情况并将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意见列入报告 

内，以期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第32/48号决议）。

由于各国的意见提出过迟，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没有对此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 

决定将此项目列入第三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第3 4/4 0 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35/312和Corr。1)以及该报 

告增编中所载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vsszsia/Ada 1和2以及 

Ada 2/C〇rr. I );请各国政府和各国际政府间组织提出其对秘书长报告的意见，同时 

考虑到报告第四节所载的特定问题；并就主题的任何其他方面提出其认为可取的意 

见；请秘书长将其报告向其他积极参与编制命研究多边条约的有关组织广为散发， 

并请它们就报告的主题表示意见；并请秘书长编制和印行《最后条款手册》（ST/ 

LEG/6)和《秘书长担任多边协定保管人的例行做法摘要》（ST/LEG/7)的新版 

本；又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内载各国政府、各国际政府 

间组织和其他有关组织的答复，以及一份关于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辩论主题摘要 

(第A/35/16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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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m，除其他事项外，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35/312 

和 C〇rr I 及 Add 1 和2 和 Ada 2/C0rr 1，A/36//55a^Ada：^2);决定

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设立一个第六委员会的工作组，来审议秘书长给第三十六届 

会议的报告附件一所提出的问题（A/3 6/5 5 3 )以及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 

提出的任何其他相关材料，评价联合国和由它主持召开的会议所使用的多边条约拟 

订方法，以确定现行的多边条约拟订方法是否能最有效率、最经济而且最有效地满 

足联合国会员国的需要，并根据上述的评价提出建议；请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在 

I 982年6月30日以前提出其对报告的意见，同时考虑到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 

会议的报告附件一所载的特定问题，并就这个问题的任何其他方面提出其认为适当 

的评论；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内载收到的意见和评论； 

又请秘书长及时以《法规汇编》暂定本的形式编列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卡六届会议提 

出的报告附件二所列材料和资料，以及就所收到的意见和答复编制专题分析，以供 

工作组使用；又请秘书长尽速编制和印行《最后条款手册》（ST/LEG/6)和《秘 

书长担任多边协定保管人的例行做法摘要》（ST/L；EG，7 )的新版本，同时考虑 

到这方面的有关新发展和做法（第3 6/1 I 2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 6/1 I 2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 

告。

m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2 0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A/36/533及Add 1和2 ;

(b)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3 6/7 8 0;

(ô)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 6/7 9 6;

(d) 第3 6/1 1 2号决议；

(e) 第六委员会会议：A/C。6/36/S马54 —57，63和64;

(f) 第五委员会会议：A/q 5/36/SR. 66;

(g) 全体会议：A//36/PV。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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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联合国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会议：秘书长的报告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6在审议题为“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 

的过程中，考虑到该委员会建议大会应召开一次全权代表国际会议以审议关于国家 

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并就此问题缔结一项公约（A/36, 

10•第8 6段），表示赞赏国际法委员会就国家对国家财产t档案和债务的继承问 

题所作的宝贵工作，以及专题特别报告员对这项工作所作的贡献；决定召开一次全 

权代表国际会议，审议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并将 

其工作结果体现为一项国际公约及其认为适当的其他文书，请秘书长于1 9 8 3年 

初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决定的地点召开联合国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 

继承的会议；请会员国至迟于1 9 8 2年7月1日就该委员会所编制的关于此问题 

的条款草案定本（A/36/10和Corr. 1,第二章第D节）提出书面评论和意见; 

请秘书长将这些评论予以分发；以便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并决 

定将题为“联合国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挡案和债务继承的会议”这一项目列入大 

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36/113号决议）， 176

176有关第三十六届会议的参考资料（议程项目1 2 1 ):

⑻国际法委员会报告：补编第1 0号（AZ36/10和Corru 1);

⑼秘书长的说明：A/âe/kss;

⑻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36Z781;

⑹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Z800;

(e) 第36/113号决议；

(f) 第六委员会会议e V"C. 6/36/^民 36, 38-42, 44—45 和 64;

(g) 第五委员会会议：A，C。5Z36/SR. 67;

⑸全体会议：a/36/^v： 9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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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根据第3 6/113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125.国际法委M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

国际法委员会是1947年大会第二届会议为了实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⑻ 

款的规定而设立的，其目的在促进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与编募• 委员会以致力于国 

际公法为其主要任务，但亦并非不能涉及国际私法范围以内的问题（第1 74 (工1 ) 

号决议）•

委员会规章载于第1 7 4 (工I )号决议的附件，后经修正（第485(V),

9 8 4 ( X ) , 9 8 5 ( X ) , 1103(XI), 1647(XVI)和第 

3 6/3 9号决议），其中规定委员会的组织，职能和工作方法.委员会由大会•. 

选举成员3 4人组成，各成员以个人资格而不以政府代表资格当选《 临时出现的 

空缺则由委员会本身填补。委员会的成员应该反映世界各主要文化及各主要法律 

体系.委员会成员由大会选举，任期五年.最近一次的选举是在第三十六届会 

议上进行的.（第36/31•决定），当前，委员会由以下3 4名成员组成，他 

们的任期到1 9 8 6年12月3 1日届满2

卡拉法拉.拉希德.穆哈运德.阿赫迈德夫生（苏丹）

理查德.奥苏奥拉莱.阿金吉德先生（尼日利亚）

里亚德.马赫穆德.萨米.凯西先生（伊5：克）

巴兰达.米库因.菜利埃尔先生（扎伊尔.- 

胡利奥.巴尔沃萨先生（阿根廷）

穆罕默德.贝德贾结先生（阿尔及利亚）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埃及〕

卡洛斯•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巴西）

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先生（墨西哥）

莱昂纳多.迪JE澌.冈萨雷斯先生（委内岩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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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斯.埃文森先生（挪威）

孔期坦廷.弗利坦先生（罗马尼亚）

劳雷尔.弗朗西斯先生（牙买加）

豪尔赫.伊留卡先生（巴拿马）

安德雷阿斯.贾科维季先生（塞浦路斯）

贾戈塔先生（印度）

阿卜杜勒.库鲁马先生（塞拉利昂）

何塞.曼努埃尔.拉克茱塔•穆诺兹先生•西班牙）

沙菲克•马菜克先生（黎巴嫩）

枭蒂芬.麦卡秀里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倪征瞍先生（中国）

弗兰克•恩珍加先生（肯尼亚）

小木曾本雄先生（曰本）

西埃德.沙里夫丁.皮尔扎达先生（巴基斯坦） 

罗伯特.昆廷•昆廷——巴克斯特先生（新西兰） 

埃迪伯特.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马达加斯加）

保罗•勒泰先生（法国）

威廉.里法楣先生（荷兰）

伊恩•辛克茱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M) 

孔斯坦廷.期塔痒罗普洛斯先生（希腊）

颂蓬.素差伊库先生（泰国）

杜杜.提阿姆先生（塞内加尔）

尼古拉.乌沙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保加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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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m注意到该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AZsex 

10和C〇rr. 1 );赞赏该委员会在该届会议所完成的工作，•建议国际法委员会 

考虑到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和在大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意见，在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 

议上完成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和第二十九至第三十二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和国 

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龙帝结的条约的条款草案的二读，继续进行旨在拟订关于 

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草案的第二部，继续研究国家与国际组织间的关系这一 

专题的第二部分；赞同该委员会达成的结论，即在其第三十四届会议上确定一般目 

标和优先顺序，以便在大会本届会议选出的委员会成员任期内，指导委员会对其工 

作方案各项专题的研究工作；

对该委员会决定继续审查是否可能进一步改进其现行程序和方法，以期及时和 

有效地完成交付给它的任务，表示满意；重申大会以前关于该委员会工作所须进行 

的调查项目和研究与秘书处法律事务厅编纂司日益重要的作用s以及关于需要继续 

提供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的各项决定；促请各国政府尽可能充分和迅速地响应该委 

员会的请求，对委员会的条款草案和问题单提出评论和意见，并对其工作方案的各 

项专题提供材料，重申希望该委员会继续同在工作上与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有 

关的政府间组织的法律机构加强合作；希望该委员会在其各届会议期间继续同时举 

办讨论会，并使愈来愈多的发展中国家与会者有机会参加这些讨论；请秘书长将大

«” 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 2 1 )的参考资料：

(a)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1 0号（A/36/10和Cori*. 1);

⑼秘书长的说明：

⑹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36/781;

倬）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00;

⑼第36/114号决议；

⑺第六委员会会议：A，C. 6/36/SR. 36, 38—54, 64和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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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辩论该委员会报告的记录送交该委员会注意，同时编制和散发辩 

论情况的专题摘要<» (第36/114号决议）（并参看项目1 1 5和1 2 4 ),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⑹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补编第1 0号（^37，10);

⑼秘书长的说明，其中载有与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所要审.议的专题有关并.

经委员会最后或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

126,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是1 9 7 1年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设立的（第2819(XXV 

工）号决议h目前，委员会由下列1 5个会员国组成：

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法国、洪都拉斯、伊拉克. 

象牙海岸、马里、塞内加尔、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在第2819(XXVI)号决议中5大会指示委员会处理各国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 

全问题，以及所有先前由东道国关系非正式联合委员会审议的各类问题，

第三十六届会议178,除其他事项外，强烈谴责侵犯驻联合国代表团及其工作

续m (g)第五委员会会议：A/t!. 67;

(h)全体会议：V36，PV. 92.

.m 第三十六届会议的参考文件（议程项目1 2 3 ):

⑻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6号（A/36Z26);

⑼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36/783;

(c)第3 6，1 1 5号决议；

⑹第六委员会的会议：A^c. 6/36/^民69和70;

⑹全体会议：A/36/ÏV. 9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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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恐怖主义行为；

请秘书长继续积极全面处理联合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在这一方面继 

续向东道国强调采取有效措施以避免发生侵犯各国代表团及其工作人员的恐怖主义 

行为的重要性；并请东道国关系委员会按照1 9 7 1年1 2月1 5日大会第2819 

(XXVI )号决议继续进行其工作（第36/11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将作为补编第 

2 6 号（A，37,26 )分发•

127.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⑼增订《安全理事会惯例汇编》和《联合国各机构惯例汇编》。..

Ü长的|艮告8

标题为“需要研讨关于修订联合国宪章的建议”的项目，应哥伦比亚的要求 

(A刀659 )列入1 9 6 9年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议程，大会那届会议因为没有 

时间充分审议这个项目s决定在第二十五届会议加以审议（第2552 (XXIV)号决 

议）。

大会第二十五届和第二十七届会议请秘书长邀请各会员国向他提出关于修订 

《联合国宪章》的意见和建议，以便递送大会（第2697 (XXV )号和2968 (XX 

VII)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决定设立一个联合国宪章特设委员会，由42名成员组成, 

以讨论从各国政府收到的意见，审议各国政府为加强联合国实现其宗旨的能力而可 

能提出的任何其他具体提议，并审议使联合国更有效地发挥其功能而可能不须修改 

《宪章》的其他建议，并且列举已特别引起特设委员会注意的提议； 请各国政

府对修订〈澳章》问题提出它们的意见，或增补最新的看法〔第3 349 ( XXIX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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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罗马尼亚的要求（A/8792)，把另一个项目列入大会第二十七届会 

议议程，这个项目的标题为“加强联合国在维持并筑固国际和平和安全、犮展所有 

国冢间的合作、促进关于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规范等方面的作用”。大会那届会 

议确认本组织必须成为更有效力的工具，来维护并加强所有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表 

示坚信需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使联合国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能够作出更大的贡 

献；并请各会员国就有助于加强联合国在国际生活上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法，向秘 

书长提送它们的意见和建议（第2925(XXVII)号决议h 大会弟二十八届和 

第二十九届舍议继续审议这个项目（第3073 (XXVII)号和弟3282 (XXIX)号决

议）。

大舍第三十届会议一并审议了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和关于加强联合国的作 

用的项目。大会那届会议决定将特设委员会改为联合国宪章和加强本组织 

作用特别委员会，重新召集，以便详细审査从各国政府收到的关于《联合国宪章》的提 

议和建议和关于加强联合国在维持并巩固国际和平和安全、发展所有国家间的合作、 

促进关于囿家间关系的国际法规则等方面的作用的意见•审议各国政府为加强联合 

国实现其宗旨的能力而可能提出的任何新的具体建议，列举委员会中提出的建议并 

指出那些已特别引起注意的建议（第3499(xxx)号决议夂目丽，特别委员舍由下

列47个舍员国组成：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巴多斯、比利时、巴西、中国、哥伦比亚、剛果、塞 

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芬兰、法国、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圭亚那、印度、印度尼酉亚、伊 

朗、伊拉克、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利比里亚、墨西哥、尼泊尔、新西兰、 

尼日利亚、B基斯坦、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卢旺达、塞拉利昂、西班牙、 

突尼斯、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閣、 

獒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和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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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自第三十届会议以来，每年重新召集特别委员会并审议其历次报告（第31/ 

28 号，3 2 / 4 5 号，3 3 /9 4号，3 4 / 1 4 7 号和 3V164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m审议并注意到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30/33 )后，除其 

他事项外，决定委员会应继续工作，执行委托给它的任务：即，开列在委员会中已 

提出或将提出的建议，并指出其中已经引起特别注意的建议，并审查在委员会中已 

提出或将提出的建议，以期优先审议可能达成协议的建议，并就此事提出建议；请 

特别委员会在其下届会议上把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建议的工作列为优先， 

包括有关安全理事会职能的建议，以期继续审议1 9 8 0年会议工作报告（A/35/ 

33第159段）所载各项提议汇编，并且审议在其1 9 8 1年会议期间或其后提出 

的各项建议和提议，并审议会员国就联合国现行程序合理化问题所提的建议，并再 

审议其他题目下所提出的任何建议；又请委员会提出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 

拉宣言草案的定本，供大会审议通过，并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见项目1 2 2 ), 

进一步请委员会参照其就和平解决争端问题所已取得的进展，继续进行关于这个问.. 

题的工作，审议委员会按照大会第33,94号决议编制的清单所载的其余建议，•请

m第三十六届会议参考资料（议程项目1 2 2 ):

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3号（Ay36,33);

⑼秘书长的报告：AZC. 6Z3 6Z2.

⑹第六委员会的报告：V36/782和3〇r：r. 1;

⑷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817;

A/37/100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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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第36^122号和第36Z123号决议;

(幻第六委员会的会议：V^C. 6/36/S民26, 28—35, 37, 39, 5辦P64;

(g)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36/SR.70;

Oi)全体会议：A，36ZPV.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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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注意凡是对其工作结果有重大作用的事项就应达成一般协议；敦促委员会成 

员充分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完成交付给委员会的任务；决定特设委员会应接受会员 

国的观察员参加其会议，并且在适当顾及特设委员会效率和时间安排的情况下，准 

许他们参加其工作组的会议；请各国政府按照大会第3499 ( XXX )号决议的规定 

提出意见和建议，或对已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作出它们认为必要的最新的补充；并请 

秘书长编制一份载有对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关于本项目的发言人的简要 

分析的非正式工作文件，并将其提交委员会下届会议（第36，122号决议）.在 

这同一届会议上，大会请秘书长将编制和出版《安全理事会惯例汇编》和《联合国 

各机构惯例汇编》的补编作为高度优先事项，以便尽快对这些出版物作最新的补充, 

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此事的进度报告（第3心12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3号（A/37/33);

⑼几次秘书长的报告：

㈠各国政府按照第36/122号决议第1 0段的要求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㈡按照第36Z123号决议的要求编制的《安全理事会惯例汇编》和 

《联合国各机构惯例汇编》•

128。关于儿童的保护和福利，特别关于本国和国际收养和寄养儿童的社会和法
律原则宣言草案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7 9年会议注意到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报 

告（E/1979/24 )第150至154段关于本国和国际收养和寄养儿童办法的社会 

和法律原则宣言草案9并将该宣言草案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以供初步审议； 

并请秘书长把该宣言草茱的文本分送全体会员国，征求它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然 

后将调查结果提交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第1979/28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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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未对载有各会员国意见的秘书长报告（a/35/336 )进 

行审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I 9 8 I年请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关于国内和国际收养 

和寄养儿童办法的社会和法律原则宣言草案，以便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79,28 

号决议中所提议的进一步行动得以进行。（第1981/1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决定把题为“关于儿童的保护和福利，特别关于本国 

和国际收养和寄养儿童的社会和法律原则宣言草案”的项目列入其第三十七届会议 

的临时议程，以期可能把这个项目犮交第六委员会；并决定在第三十七届会议采取 

适当措施来宪成该决议草案，以使第1979/28号决议所提议的进一步行动得以进 

行。

大会第三十七届将收到下列文件：

⑻秘书长根据第1979/28号决议的要求所提出载有各国政府意见的报告： 

AX35X336

⑽秘书长的报告，载有各国政府的其他意见。

1^9. 保护所有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草案

1 9 7 5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请人权委员会于其第三十二届会议研究酷刑的问 

题及任何必要的措施，拟订一套关于保护所有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 

w第三十六届会议的参考资料（议程项目12)

⑻秘书长的报告。.4/35/336和Add. 1;

(b)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36/792;

⑹第36，167号决议；

(d)第三委员会的会议：A/C. 3/36/SR. 66 ; 

⑻全体会议：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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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53(XXX)号决议）

1 9 7 6年3月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请防止岐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草拟这样一套原则并将这套原则提交委员会审议（第10UXXII)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注意到，小组委员会决定任命一名报告员，拟制一套原则草 

茱糊i，并建议任命一个工作组分析所收集到的关于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人 

权问题的资料，请人权委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有关拟订一套原则 

的全面报告（第31/85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7 9年第一届常会请秘书长把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

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报告内所载的一套原则草案（E/Cïî 4/1296,第1 0 9 

节）转递给所有各国政府，并征求它们的意见，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1979/3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为拟订原则草案最后定本而设立的第三委员会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见A/C. 5/35/14和Corr. 1)所进行的建设性的工作，

但是该工作组未能完成这项任务；决定将原则草案转交其第三十六届会议，供第六 

委员会审议；并决定在该届会议上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以便完成原则 

草案的审议工作，供大会通过（第35/1 77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根据第35，17 7号决议^将这个问题发交第六委员会（第 

36/402号决定在同一届会议上，由于第六委员会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未

18'第三十六届会议的参考资科（议程项目1 2 5 ):

⑻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36/784;

(b) 工作组的报告：A，C. 6/36，Ii 16 ;

(c) 第36/426号决定；

(d) 第六委员会的会议：A/C. 6/36，SR. 2, 15fP63; 

⑻金体会议：A/36/PV。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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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成它的工作，大会决定将原则草案（A，34，146,附件）转交其第三十七届 

会议，供第六委员会进一步审议，并在该届会议上设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 

以便完成对原则草案的审议，供方会通过（第36/426号决定）

予期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在这个项目下将不会予先收到饪何文件.

130. 联合国会议标准议事规则皁案：秘书长的报告

1 9 8 0年，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在审议题为“会议时地分配办法，，的项目时 

(参耆项目1 0 8 )，请秘书长提出联合国专题会议的标准议事规则草案，供大会 

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第35/10C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决定将秘书长的报告推迟到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 

并建议在该届会议时将报告发交第六娈员会审议（第36/427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板据第36/427号决定的要求所提出的报告 

(A，37X163 )0

131. 审査《外空物体所造成的损窨的国际贡任么^约》的问题

秘书长在1 9 8 2年3月2 5日的说明（A/37X14I )中，要求把上述问题 

列入第三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182 第三十六届会议的参考资料（议程项目1 0 5 ):

⑻秘书长的报告：A/36/199和Corr. I;

⑽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6XT87;

⑹第36/427号决定；

⑹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C. 5/36/SR. 45、51、55、60、63和65;

⑻全体会议：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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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会历届主席

常会 年度 人名 国名

第一届 1946 M# Pavil-Henrl Spaak 比利时

第二届 1947 M# Oswaldo Aranha 巴西

第三届 1948 ^ M. H. V, Evatt 澳大利亚

第四届 19^9 M* Carlos P. Romulo 菲律宾

第五届 1950 ^ M, Nasrollah Entezam 伊朗

第六届
1951 ^ M# Luis Padilla Nervo 墨西哥

第七届 1952 ^ M. Lester B* Pearson 加拿大

第八届
1953 ^ Itoe Vijaya Iakshmi Pandit 印度

第九届 1954 M. Eelco N* van Kléffens 荷兰

第十届 1955 M, José îfeza 智利

第十一届 1956 ^ Le prince Van Waithayakon 泰国

第十二届 195 了 Sir Leslie Munro 新西兰

第十三届 1958 ^ M* Charles I-fetlik 黎巴嫩

第十四届 1959 M. Victor Andrés Belatînde 秘鲁

第十五届 I960 ^ M. Frederick H. Boland 爱尔兰

第十六届
1961 ^ M. Mongi Slim 突尼斯

第十七届 1962 Sir Muhammad Zafrulla Kheoi 巴基斯坦

第十八届 1963 M. Carlos Sosa Rodriguez 委内瑞拉

第十九届 1964 ^ M. Alex Quaison-Sackey 加纳

第二十届 1965 ,M. Araintore Fanfani 意大利

第二十一届 1966 M* Abdul Rahman Pazhwak 阿富汗

a该届会议到次年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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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里）

常会 年度 人名 国名

第二十二届 1967 ^ M. Comeliu Manescu 罗马尼亚

第二十三届 1968 M. Emilio Arenales C&talén 危地马拉

第二十四届 1969 Mlle Angie E. Brooks 利比里亚

第二十五届 197。 M. Edvard Hambïx) 挪威

第二十六届 1971 M9 Adam Mallk 印度尼西亚

第二十七届 1972 M. Stanislav Trepczynski 波兰

第二十八届 1973 a M. Leopoldo Benites 厄瓜多尔

第二十九届 197U a M. Abdelaziz BoutefULka 阿尔及利亚

第三十届 1975 M* Gaston Thorn 卢森堡

第三十一届 1976 e M* H. S, Amerasirighe 斯里兰卡

第三十二i
1977 IU Lazar Mojsov 南斯拉夫

第三1一三届 1978a M. Indalecio Lievano
哥伦比亚

第三- 一四届 1979a M. Salim A. Salim 坦秦龙亚联合共和国

第三Hh五届 198〇a M* Eudiger von Wechmar 德意志联邦共f口国

第三十六届 1981 a M, Ismat T. Kittani 伊拉克

a该届会议到次年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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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会议 年度 人名 国名

第一届 19^7 M. Oswalâo Aranha 巴西

第二届 19^8 M. José Arce 阿根廷

第三届 1961 M. Frederick H. Boland 爱尔兰

第四届 1963 Sir Midiainmad Zafrulla Khan 巴基斯坦

第五届 196? M. Abdul Rahman Pazhvak 阿富汗

第六届 19T4 M. Leopoldo Benites 厄瓜多尔

第七届 1975 M. Abdelaziz Bouteflika 阿尔及利亚

第八届 1978 lu Lasar Mojsov 南斯拉夫

第九届 1978 M, Lasar Mojsov 南斯拉夫

第十届 1978 IU Lazar Mojsov 南斯拉夫

第十一届 1980 K. Salim A. Salim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第十二届 1982 M. IsmatT. Kittani 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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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续）

紧i特别会议 年度 人名 国名

第1一1届 1956 M. Rudecindo Ortega 智利

第二届 1956 M. Rudecindo Ortega 智利

第三届 1958 Sir Leslie Munro 新西兰

第四届 I960 M. Victor Andres Belaûnde 秘鲁

第五届 1967 li. Abdul Rahman Pazhwak 阿富汗

第六届 1兜0 M* Salim A. Salim 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

第七届 1980 Salim A» Salim 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

1982 M. Ismat T. Kittani 伊拉克

第AM 1981 M. Rudiger von Wechmar 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

第九届 1982 M. Ismat T. Kittani 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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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届

第二十二届

第二十三届 

第二十四届 

第二十五届 

第二十六届 

第二十七届

第二十八届

笫二十九届

第三十届

第三十一届

第三十二届

第三十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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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各主要委员会的历届主席团成员

A.第一委员会

主席

M. Kïîroly Csatorday
f匈牙利）

M. Leopoldo Benites
(厄瓜多尔）

Isoall Véhay
t埃及）

Piero Vinci
(意大利） 

Agha Shahl
(巴基斯坦）

Andrés Aguilar
(委内瑞拉）

Mllko Tarabanov
(保加利亚）

Hadha Krishna Raarphul
(毛里求斯）

M. Otto Boreh
(丹麦）

M. Carlos Orti丨 de Rozas
(阿根廷y

M* Edouard Ghorra
(黎巴嫩）

M. Henryk Jaroszek
(波兰）

副à席

M, Leopoldo Benl'ces
(厄瓜多尔）

M. Ismaîl Kahny
(敏、

M« G. G. Tchemouchtchenko
(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i 
M* Reynaldo Galindo Pohl 

(萨尔瓦多）

M. Alhaji S.D. Kolo
(尼日刺亚）

M» Abdulrahlm A* Farah
(索马里.）

M. Hadha Krishna Romphul
(毛里隶斯）

M. Abdullah Y. Bishara
(科威特）

M. Ion Datcu
(罗马尼亚）

M. Hayat Mehâi
(巴基斯坦）

M* Biaise Rabetafika
(马达加斯加）

M. Bernhard Neugebauer
(德砉志民主#和国）

M. Mir Abdul Wahab Siddiq
(阿富汗）

M* Patrice Mikanagu
(布隆迪）

Rudiger von Wechnar
f德意.志联迸共和国..）

M.

M. Frank Edmund Boaten
(加纳）

M. Antônio da Costa Lobo
(葡萄牙）

报告员

M. Ismaîl Fahny
(埃及）

6,G# Tchemouchtchenko 
f白俄萝斯苏维埃'

杜会古！共和国） 

C. Torsten W* Qrn
(瑞典）

Maxime Léopold Zollner
(贝宁\
Lloyd Barnett
(牙买加）

Zdenek Semifk
(捷克斯洛伐克） 

Giovanni MlgXluolo 
(意大利）

Gustavo Santiso Gâlvez
(危地马拉）

M* Alvaro de Sot
(秘鲁）

M. Antônio da Costa Lo^o
(葡萄牙）

M» Horacio Arteaga Acosta
(委内瑞拉）

M. Kedar Bhalcta Shrestha
(尼泊尔）

M. Frank Edmund Boaten
(加纳）

M. Imre Hollai
(匈牙利）

M. Illdca Olavi -Psistinen

(芬兰）

M. Francisco Correa

(墨西哥）

IÜca 0, Pastinen

(芬兰）

Bou'olcer Cherkaoui 
(摩洛哥） 

Palma
(秘鲁）

Mlodrag MLhajlovlc

(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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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会

第三十四届

第三十五届

第三十六届

主席

M. Davidson L Hepburn

(巴哈马）

H. Niaz A. Natk
(巴基斯坦）

M« Igaac Golob
(南斯拉夫）

附件二（！）

副主席 报告员

M. Awad S. Burwln M. Emet Suoharipa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奥地利）

M. ïuri N. Kuchùbey

(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M. Aidan Mxilloy
(爱尔兰）

H. Ferdinand Léopold Oyono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M. Mario Carles
(洪都拉斯）

M* Alejandro D« Tango

(菲律宾）

M. Ronald. L« Kensmil

(苏里南）

M« Aleaayehu Makonnen

(埃塞俄比亚）

B.特别政治委员会

常会 主席 副主席 报告员

第二十届 M. Caxlet R. Auguste 
(海地）

M. José D. Inglés 
(菲律宾）

M. Hermod Lannung 
(丹麦）

第二十一届 M« Max «Jakobson 
(芬兰）

M. Privado G, Jimenes
(菲律宾）

M. Carlos A# Goni Demarchl 
(阿根廷）

第二十二届 M. Humberto L^pez Villamil
(洪都拉斯）

M* Hermod Lannung 
(丹羑）

M. Abdullah Kamil
(叩厪尼西亚）

第二十三届 M. Abdulrahin Abby Farah 
(索马里）

M* Abdul Samad Ghaus
(阿富汗；

M* Hermod Lannung
(丹麦）

第二十四届 M. Sugenlusz Kulaga 
(波兰）

M* Alessandro Farace 
(意大利）

M. lamech E. Akong^
(乌千达）

第二十五届 Abdul Sasiad Ghaus
(阿富汗）

M. Luis Hierro Gambardella 
(乌拉圭）

M. Mohamed Mahjoubi
(摩洛哥）

第二十六届 M, Cornelius C. Cremin 
(爱尔M )

M. V. S« animov 
(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

M. Parviz Mohajer 
(伊朗）

第二十七届 M* Hady Touré 
(几内亚）

M. Julio César Caras ales 
(阿根廷）

M. Orner Ersan Akbel 
(土耳其）

M. Wissam Zahecwie 
(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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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雙）

常会 主席 副主席 报告员

第二十八届 M. Karoly Szarîca M. K. B. Singh M* Massimo Castaldo
(匈并利） (尼泊尔j

M- Ladislav Smîdl
(捷克斯洛伐克）

(意大利）

第二十九届 M. Per Lind M. Gueorgui Ghelev M, Hasscui Abduldjalil
(瑞典） (保加利亚）

M. José Luis Martinez
'(委内瑞拉）

(印度尼西亚）

第三十届
M. Hoberto Martinez Ordôfiez Abdirizak Uaji Hussein M, Guenter Mauersberger

(洪都拉斯） (索马里）

M, Erik Tellmann
(挪威-)

(■德意志民主_和国

第三十一届 M. Mooki V. Molapo M. John Gregorleuies M. Percy Haynes

(莱索托） (希腊）

M* Zakaria Sibahl

(叙利亚）

(圭亚那）

第三十二届 M. Bernhard Neugebauer M. Donald G. Blaclanan Idle Ruth L, Dobson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巴巴多斯）

M. K. B* ShaM

(尼泊尔）

(澳大利亚）

第三十三届 Rodolfo Pisa Sscalanl Abdel I-la^ied Al: Hassan Abduladayetm M. UvCoarez
(哥斯达黎加） (苏丹）

Gustav Ortner
(奥地利）

(也门）

第三十四届 K* Hammoud El-Cîhoafi M. Gustavo E. Figueroa M# Paul Cotton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阿根廷）

M# Winston A. Tubman

(利比里亚）

(新西兰）

第三十五届 M. Leonardo Mathias Mme Biy«inl Kakeh M. Hell Felâsz

(葡萄牙） (多哥）

M* Abduldayea H* Mubarss

(也门）

(秘鲁）

第三十六届 M. Vathan Iruaba Mue £v» Kovott^ M* Zahary Sadookov
(乌干达） (奥地利〉

M, Michael E. Sherifis 
(塞浦路斯）

(保加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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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续）

C .第二委员会

常会 主席 副主席 报告员

第二十届 M. P.A. Forthianne
(K利.时〉

M, Patricio Silva M. M*À« Bamahollmihaso
(智利） (马达加斯‘加）

第二十一届 M. Moraivid M. Tell M. A. A* Boïko M. Georg Reisch
(约旦）i (乌克兰苏维埃 . (奥地利）

社会主义共和国）

第二十二届 M, Jorge P. Fernandinl M. Ali Attiga M. I«S* Chaâha
(秘鲁）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印度）

第二十三届 M. Richard M. Akvei M. Jetn Mu^lk K. îQell K. Christiansen
r加纳） (捷克斯洛伐克） (.挪威）

第二十四届 M* Costa P# Caranlcas
(希腊）

M* -HooshaDg Amirmokri
(伊朗）

K. Moheoned Waxsazoa
(索马里）

第二十五届 M. Walter Guevara Arze M. S* Edvard Peal M, Leandro Verceles
(坡利维亚） (利比里亚j (菲律宾）

第二十六届 M* Karciso G. Reyes M# Bemarlo de Azevedo Brito M. Salih Mohaaed Osman
(菲律宾） (巴西） (苏丹）

第二十七届 M* Bruce Hankin M. Mokhless M. Gobba M. Farouk Farhang
(加掌大） (埃及） (阿富汗）

M* Jânos Pataki
(匈牙利' )

第二十八届 M, Zevde Gabre-Sellassie M. Jan Arvesen 山田中正先生
(埃塞俄比亚） (挪厥） (日本）

M. Luis Gonzales Arias
(巴拉圭）

第二十九届 M. Jihad Karam M. Izzeldan Hamid M. Luis Lascarro
(伊拉克） (苏丹） (哥伦比亚）

M. Daniel Massonet
(比利时）

第三十届 M, Olof lîydbeck M. Mohamed Vafik Hosny M. Fazlul Karim
(瑞興V (埃及） (孟加拉国）

M. Jaîme Yaldês
(坡利维並） -•

第三十一届 M. Ja-iïie Valdes M, Ion Goritza M. Gerhard Pfanzelter
(玻利维亚） (罗马尼亚） (奥地利）

M* Mohan Prasad Lohani
(尼泊尔）

第三十二届 M. Peter Jankoi-7ltsch M, Angel Marfa Oliver! Lopez M. IbraMm Suleiman Dharat
(奥地利） (阿根廷）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H. XAnayya Salah OMkan
(约旦）

第三十三届 Louis IC. fftmncacnliunsa Jeremy Kinsman Trieophilos V. Theonhllou
(乌干达） (加拿大） (塞浦路斯）

Siec^ried Zacbnan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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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里）

主席 副主席 报告员

M« Costîn Murgeseu

(罗马尼亚）

M. Abdelhadi Sbihi
(摩洛哥）

M« Abul Ahsan 

(孟加拉国） 

M# Jose Xîuls XifTft

(西班牙）

Jukka VaXtaBa&ri
(芬兰）

^£Lle Paulina Garcia Bonoso

(厄瓜多尔）

Mm Naor««n 8t«pheAton-Veraon
(牙买加）

M. Josue L. mia
(菲律宾）

M. Leandro I, Verceles
(菲律宾）

M« Ctez^ben Ringnalda
(荷兰）

M* Ataaied Ould Sid
(毛里塔尼亚

M. Enrique Q* ter Horst
(委内瑞拉）

D.第三委员会

主席

M. Francisco Cuev&s Canclno
f墨西哥）

Mne Hallaa Ssbarek T&rzazl
(摩洛'哥）

Mne Mara Radié
(南斯拉夫）

M. Erik Nettei
(奥地利）

Hue Tarkla OuXd Oaddah
(毛里塔尼亚）

Mlle Maria Groza
(罗，马尼亚）

Mme Helvl Sipllti
(芬兰）

M* Carlos Giaadbruno
(鸟拉圭、

M« Yahya Mahmassani
(黎巴嫩）

副主席

Mne Hallisa Qnbaxek Uarzazl
(摩洛哥）

M* H# St« John MacDonald
(加掌大）

M, Erik Nette!
(奥地利）

mè Turkla Ould Ceddah 
(毛里塔尼並） 

me Helvi SipilK 
(芬兰）

Mae Éollla C. de Barî论
(哥斯达黎加）

M, Yahya Mahmassanl
(黎巴嫩）

Mme Erica Daes
(希腊j

M» Kofi Sekyiama
(釦納5

Mne Luz Bertrand de Bronley*
(洪都拉斯）

M* Amre M* Moussa
(疾及）

报告员

M» H« St* John MacDonald
(加条大）

htaie Clara Fonce de Léon
(哥伦比亚）

M, A, A, Mohammed
(尼曰利亚）

M« Yehya Maîinassani
(黎巴嫩）

M# Handl Ludek
(捷克斯洛伐克）

Eva Gunavardan&
(比利时）

M« Amre Moussa
(埃及）

Mue Luvsandansangiin Xder
(蒙古）

M. Aykut Berk
(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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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会

第二十九届

第三十届

第三十一届

第三十二届

第三十三届

第三十四届

第三十五届

第三十六届

咐件二（竺）

主席 副主席 报告员

Mae Amln&t» Murieo
(马里）

M. Ladislar Smfd
(捷克斯洛伐克）'

M. Dietrich von Kyaw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Mlle Grasiella Dabra
(鸟拉圭）

M. Gholam Ali S&yar
(伊朗）

Hue Oven Etondé Burnley
(喀麦隆教倉共和国）

M, Dietrich von tywr
(德志联邦共和国）

Mue Sekela Kaninda
.(札伊尔>

Leticia R« Shahanl
(菲侓冥）

Mlle Falka Farouk M. Ibrahiia Badavi

(突尼斯） （埃及）

M. Miguel Alfonso Martinea
(古巴）

Ifine Lucille Mair
(牙买加）

迦e Leticia Shahanl

(菲律宾）

M, Saair 工• Sobhty

(埃及）

M. Ivan Qarvalov
(保加利亚）

M* Deelan O'Donovtn
(爱尔兰）

Mae Luvsandanzangiin 工der M. Fuad Mubarait Ali Al-Hinad

(漦古） （阿曼）
M. Eigil Pedersen

(丹麦）

M. Cherif B. Djigo mie Ana del Cannen Richter

:S内加尔） （阿根廷）

M« Anestls Fapastephanou

(希腊）

M. Nikolai 1TV Kdnissarov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国）

Reyes

M« Jalnenâra Kumar Jain

(印度）

Clandia Restrepo de

(薔伦比亚）

Mne CazBtn Silva de AM0U
(秘鲁>

M. Johan N〇Td«nfelt
(瑞典）

M* Mario A. Isqulvel TObar
(哥斯达黎加>

Mm 2>ord»nft Mtnoudl
(突尼斯）

VMf* OXajitmoke Oladayo Obafemi
(尼日利亚）

M* Bftohftru Fuji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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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续）

E

主席

M, Najlb Bah
(伊朗）

M.
(苏丹）

M. George J« Toowh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N. Solooon
(特立尼达和多&哥>

VU Théodore Idsuaibulr
(扎伊尔）

N. Vernon Johnaon Hraaaga
(赞比亚）

M« Keith Johnaon
(牙买加）#

K. Zdendc Cemik
(捷克斯洛伐充）

M. Leonardo D£«s Qonx&les
(委内瑞拉）

M, Buyantyn Daahtseren
(*古）

Mae Faaab Jok«p>B«n8ura
(塞拉利昂）

M» Ton Eric Vraalsen
(挪威）

第B委员会

il主席
M. EBBMuel Bruce

(多哥）

M* Khaakar&tne
(斯里兰+ )

M* E*A* Braithwaite
(圭亚那）

M* Buyantya ZMhtMren
(«古）

M* LUben Pentchev
(保加利亚）

M. AutA K. Sadxy
(伊朗）

Mk Brlta Skotttfberg^itaan

(瑞典）
N. Salah Aho«d Nohaaed

(苏丹）

报告员

N. IC. Hatuar Sla
(印度）

K. Nchsen S.
(伊朗）

N. Busrantgn Dashtseren
(衆古）

H* Jams 'E.K. Aggrey^-QrXeans
(加纳）

H. NobaneA AU Abdullah
(民主也门）

M. Horacio Sevilla Borja
(庖瓜多尔）

M. YUaa Tadesse
(埃塞俄比亚>

Mne Bdda Weiss
(奥地利）

M* Uonel Soauel»
'(圭亚那）

N. Hearieus A. F. BttidveilXer M. Iran G. Qaamlot
(荷兰〉

Mae 7«aàh Jôka*Bangur»
<塞拉利昂）‘

M. Hohaaaâ Sidlk
(印度ÆW亚）

M. Stanislav Suja

m. mmuj
U. ^roal^ai'gas Sa'borîo

(哥斯达黎加）

M. Ede Gazcllk
(匈牙利）

M. Baymond Tchlcaya
(加« )

(保加利亚）

M. i|roaXdo H. S. AraAJo
(几内亚比绍）

K. Rui Qaartln Saatos
(葡雜牙）

M. Abdul M&jid Manga!

(阿霣汗）

M. Mewaffak Allât
C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M. Khaled Q. Al-Said
(阿曼）

M, Mampuya^llusungajrL Nkuembe
(托伊尔）

M. Guirsel Demirok

(土耳其）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100
Annex H
Chinese
Page 8

附件二（差)

常会 主席

第二十二届 Leonid A« Doiguchuts 
(白俄罗斯）

第三十四届 M, ThoinaB S. Boya

(贝宁）

第三十五届 M. Noël G. Sinclair 

(圭亚那）

笫三十六届 N* JasIb Totttlf JaiMl
(卡塔尔）

副主席

Thomas S. Boya 
(贝宁）

Mir Abdul Walia'o Siddig 
(阿窗汗）

M. Wîsber Loeis 

(印度尼西亚）

报告员

Demiel M* de la Pedra^a 
(1西哥）

Ron s» Morrin 

(澳大利亚）

M* Luis Alberto Varela Quiros

(哥斯达黎加）

M. Makh&ola Nkau Lerotholi
(茱索托）

M. Fï«ntiaelc Pejfatia
(捷克斯洛伐充）

M. Isselaou Otild Sldi Alæd Vall 
(毛里塔尼亚）

N* Gerhard 8chr0t«r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Aryoday Lal
(斐济）

M. Ibrabla 0. AddtbaaU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常会

第二十届 

第二十一届

第二十二届 

第二十三届

第二十四届 

笫二十五届

第二十六届 

第二十七届

第五委员会

主席

M« Nejlb Bouzlrl 
(突尼斯）

M. Vahap Aslroglu 
(土耳丼）

M. Harry Morris 
(利比里亚）

M« G«G« Tchemouchtchenko
(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

M. David Sllveln da Mota
(巴西）

N* Max Vershof
(加条大）

H, du Sanu 
(尼日利亚）

小木曾元尾先生 
(曰本）

副主席

M. Pedro Olarte
(哥伦比亚）

M. Bogomil Todorov 
(保加利亚）

M. Moshen S. Esfandlazy
(伊蛣）

M« V»G.M« Olivier
(加拿大）

M. Gîndeel !• GlndeeX
(苏丹） ’
Jozsef Hlardos
(匈牙利）

M* Gregor Voschnagg 
(奥地利）

M. Joseph Q. Clelaad
(加纳）

Mlle Fernanda Forelgpan^
(意大利）

报告员

(捷克斯洛伐克）
David SUv«lra da Mot 
(巴西）

B« J* Z^/neh
(新西兰）

Semtiago Meyer PÎc^a
j；基西哥）
Paul André Beenallea
(加拿大）

Gregor Wosehnags
(奥地利）
Mohea&ed M; EL Baradel
(埃及）

Babooraa Raoîblsaoon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M» Oleg •• Paîshkevieil
(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S)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常会

第二十八届

第二十九届

第三十届

第三十一届

第三十二届

笫三十三届

«三十四届

第三十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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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主席

C. S. M. Mtelle
(坦桑尼亚联I共和国>

M. Costa P. CarmnlcM
(希臜）

M. Christopher R. Thonas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M.

期主席

?%Ttr
M. Mortexa Talieh

(伊朗）
M. Kenil Upp G6mes

(多米尼加共和国）
M. Ernesto C. Garrldo

(菲律宾）_

明石康先生

N. Çmiri À. Mats«ttko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I)

报告员

M. Erneato C. Oazride
(菲律宾）

M. Mahaoud K. Osman
(埃及）

N. Afaaed XbavûL Obéit
(埃及i

M. Ali Sunnl Muntasser
(W拉伯湘比亚民众国）

M. Anwar Kemal
(巴基斯坦）

M. Atilio Norberto Molteni

(R根廷）

M. Brian Nason
(爱尔兰）

M. Moirtesa TéOleh

(伊明）

Clarus Kbbina Sd^rl
(加纳）

M. Andre Xftvler Pirson

(比利时）

Enrique Buj-Flores
(悉西哥>

M, 〇8valdo Gamboa
(委内瑞拉）

M. Rudolf Schmidt

(德*志联邦共和国）

M. Orlando MarvlUe
(as多斯）

Mlle Doris Muck
(奥地利）

M* Andrzej Abraszewski '

(波兰）

M. Enrlqixe Bud Flores

(墨西哥）

N* Baaed SX-^oud«ri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N* Anatolj Oolovlco
(鸟充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M. Peter Grigorievich Belyaev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M» Htt〇2& M« Ma

(叙利亚）

M« Ali Ben-Said Xhamls

IE)(阿尔及利亚

Carl C. Pederson
(加拿大）

(苏丹）
N. Sootdl Brotedlalngrat

(印度尼西亚）
irio Ntrtor
(秘鲁）

M. Mlehaal Oodflr«y
(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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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竺）

常会 

第二十届

第二十一届

第二十二届

第二十三囑

第二十四届 

第二十五届

第二十六届 

第二十七庙

第二十八届

第二十九Æ

笫三十屈

第三十一届

第ï十二届

第三十三届

G.笫六委员会

主席

M. Abdullah Bl-Sriu
(埃及）

M. Vratislsr Pelota
(捷克斯洛伐克）

Bdvard H«ribro
(挪威）

M. S. Krishna Rao
•(印度）

K. Qonxalo Aleîrar

(厄瓜多尔）

N# Paul B* Bb0〇
嫩隆齡共和国)

M» Zenon RoetidM
(塞浦路斯）

M. Brie Svgr
(比利时）

H* Sergio Gonz&le« O&Xves

(墨西哥）

K« Kilaa Sahovié
(南斯拉夫）

K» Frank Xavier RJ^nga
(肯尼亚）

M. E8teId.to F. Men loza
(菲律宾）

M

«主月

CoostaoHn :
主色 

nitaa 
(罗马尼亚）

Araaado Molina
(委内瑞拉）

Maluki Mveadmt
(肯尼亚）
Hugo Juaa 0〇1>1>1
(阿根廷）
Paul B. Sngo

.(溶麦隆联合共和国）

Plet-Hein J« M. Botibea
(荷兰）

Puke Ssnoiid Pollard
(圭亚那）

Andréas J. Jaeoridei
(塞浦路斯）
Rodrigo Velasco ArboXeda
(哥伦比亚）

Milan Sahovié

夂南斯拉夫）

B* A* Shitta-Bey
(尼日利亚）

Beagt Brcms
(棼皂）

AbdelSrim Ga
(突尼斯）

报告员

M. OosmIo AXelrar
(厄瓜多尔）

M* Oaetano Araa«io Ruis
(意大利）

M. Sergio Qotislles 6(1y«s

(墨西哥）
H. Gheorÿie Seeaarls

(罗马尼亚）

M. Piet-Bein J. M« Hoùbea

(荷兰）

小和田依,先生

(日本）

M. Alfons lQaflcoirski
(波兰>

N. B. A. Shitta Bey
(尼日利亚）

M* Joseph Hsade-Kdjqpou
(中非共和国）

H. Sii&on R* Boxangtt
(中非共和国）

N* Joseph A* 8aadera
(圭亚那）

vfc跑濟《el Godoy Figuaredo M. Sike Braeklo 
«ÜÏSiovsKi (德意絲邦共和国）

(波兰）

M. Enzlque Gavlrla
(哥伦比亚）

H. Zenon Hossides
(塞浦路斯）

M. Valentin V. Bojilov
(保加利亚）

M# Enrique Gavlria
(哥伦比亚）

Luici Perrari-Bravo

(意大利）

M, Valentin Bojilov
(保加利JE )

M. Thabo Makel^a

(莱索托）

M* Dftvoud Bavand
(伊朗）

M« Alexandra Boli.ntlneanu
(罗马尼亚）

M# Am SA AX-Khetsavneh

(约旦）

M* Xbahin Abdul-Aziz Omar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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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莖）

常会 主席 期主席 报告员

篇三十四届 M* Pracha Guna-Kasem

(泰国）

M. awnaïïuel T, Eeqaea Guerrero

(多米尼加共和国）

M« JargalsaUchany BhktaBftikan

(蒙古>

KIcpis K, 〇• A* Zehentner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第三十五届 M. Abdul 0• Korana
(窀拉利昂）

H. FhlUp
(加拿大）

Mila Martha OUwros 
(阿根Î毛）

M. W〇lf,^nnç Har.p*

(德意志民主共和面>

第三十六届 N« Juan Jom Call# y CaU«

(秘*>
N. M. El-BanlM»7

(埃及）

N. Antonio Tlfkl
(bcpnem)

M. J, Btithasallthan 
(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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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各机构的组成

本文件内所提到各机构的组成，可参看下表:

_ÿ

总、务妙会................................................................

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特设委员会 ............................. •

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协商委员会•••...........

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咨询委员会•…

国际青年年咨询委员会 ..............................................

国际残废者年咨询委员会......................... •••••••

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咨询委员会 ...............................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

审查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活动高级别委员会• •

新闻委员会 ................................. ....................................

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协商委员会 .......................... .

审计妨会 ..................................................................... .

会议委M会..................................................................... .

会费委员会 ....................................................................................

人权事务委M会 ........................................................ ..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 ................................

»挪会.................................................................

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 ................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 ........................................................

Bage 1

暂定项目表

项目

8

49

17(H) 

100 

77 

89 

83 

17(a) 

71(g) 

67 
105 

17⑹ 

108 

17(b) 

87⑻ 

17(g) 

17(d)

72 (1)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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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定项目表

■~¥i—
Üj_^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 62

评价秘书处行政、财政和人事部门目前结构的政府专家委员会••… 103

裁军谈判委员会 ........................................................................................... 55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   16(d)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 71(e)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临时委员会 .............................................................. 71(h)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 80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 31

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会议筹备委员会 ............................ 27

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筹备委员会...................... 62

联合国原子福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 ...................................................... 60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 ............................ 61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 18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 ........................................................................... 33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 .................. «......................... 127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 ......................................................................................... 48

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 ........................................................................... 64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 •••.......................... 33

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 121

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 ........................ 118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咨询委员会 .......................... 65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  17(f)

人类住区委员会 ............................................................................................. 71 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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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 ............................................................. 16(f)

全权证书委员会 ............................................................................................ 3

裁军审议委员会 ............................................................................................ 55

国际法委员会 ................................................................................................ 125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 ............................................................................. 72(H)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M ............................................................................ 72(b)
联合国环境规划理# ................................................................................ 16(切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 ....................................................................................... 73(b)
安全理較 ..................................................................................................... 15(a)

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理事会 ........................ .............. ••••• 16(e)

联合国纳米理轉 ............................................................................. 32
贸易和发展理# ........................................................ .............................. 71(c)

工业发展理轉 .................................................................................... 16(a)

经济及社会理較 ................................................................................. ... 15(b)
世界粮麵較 ......................................................................................... 16(c)

联合检查组 ................................................................................................. 107

国际法院 ....................................................................................................... 13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经费筹供问题工作小组..........  65
联合国行政法庭 ........................................................................................... 1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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