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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本年度报告业经经社会1 9 8 2年 4 月 2 日第 

5 8 4次会议一致通过，报告所涉时间为1 9 8 1年 3 月 2 1 日至1 9 8 2年 4 月 2 日。 

按照经社会职权范围第1 5 段的规定，本报告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年第二 

次常会进行审议。

第 一 章

需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或提请其注意的问题

A、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的决定草案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年度报告

2 、经社会在第5 8 4 次会议上一致同意将下述决定草案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通过：

“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年度报告

“理事会于1982 年  月 日第 次会议：

“注意到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关于1 9 8 1年 3 月 2 1 日至1 9 8 2年 

4 月 2 日这一时期的报告以及该报告第三章和第四章所载的建议和决议。”

B、 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的决议

220(XXXV工工工）

2 2 1 (XXXVIII)

222(X X X V III) 

223(X X X V III）

亚洲和太平洋潮湿热带地区杂粮、互类和根茎作物区域研究

和发展协调中心章程

亚洲一太平洋贸易展览

亚太经社会各立法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国际青年年：参与、发 展 、 和平：国际青年年以前和国际青

年年期间所要采取的具体的措施和活动方案的执行情况和后

继行动

1



2 2 4 ( x x x v i i i )
在经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动中兼顾环境问题

2 2 5 ( x x x v i i i） 亚洲和太平洋发展中心章程

2 2 6 ( x x x v i i i )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粮食供应和分配：中期展望和区域合 

作

早 日展开全球谈判2 2 7 (x x x v i i i）

2 2 8 ( x x x v i i i ) 保健工作在加速发展和改善贫民生活素质综合办法方面所 

起的作用

2 2 9 ( x x x v i i i ) 发展规划的统一办法在亚洲和太平洋发展中国家中的作用

2 3 0 ( x x x v i i i） 亚洲和太平洋运输和通信十年

2



第 二 章

 经社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以来的工作 

A、附属机构的活动

3 、 在所审查的这一年中，举行过会议的有下列附属机构：统计委员会；工业、 

技术、人类住区和环境委员会；自然资源委员会；航运、运输和通信委员会；和农 

业发展委员会。这些会议的日期和主席团等详细情况已列入附件三。

农 业 发 展 委 员 会

4 、 本审查期间，举行过下列会议：

为泰国设计小型农业试验性发展项目的技合考察， 1 9 8 1年 4 月

亚 太经社会/ 东一西中心关于肥料在南亚的销售和采用问题专题讨论会，

曼谷， 1 9 8 1年 6 月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肥料咨询、发展和资料网考察活动：前往马米西亚考察 

小型肥料掺合工厂的操作， 1 9 8 1年 6 月

关于业太经社会区域粮食供应和分配系统专题研究的专家协商会，曼各

1 9 8 1年 7 月

发展杂粮、豆类和根茎作物问题讨论会，苏联， 1 9 8 1年 7 月一 8 月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肥料咨询、发展和资料网技术联络专员协商会议，曼谷，

1 9 8 1年 8 月 _ 9 月

关于改善渔民妇女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规划会议，马尼拉， 1 9 8 1年 9 月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肥料咨询、发展和资料网考察活动：前往大韩民国考察

合作社在推广肥料方面所起作用， 1 9 8 1年 9 月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肥料咨询、发展和资料网关于经销商在推广肥料方面所

起作用的讲习班和研究考察活动， 1981年 9 月 

第四届亚太经社会/ 粮农组织关于粮食、农业和农村发展工作方案及项目

3



的年度联合审查会议，曼谷， 1 9 8 1年 9 月 

杂粮、豆类和根茎作物专家小组会议，曼谷， 1 9 8 1年 1 0 月 

关于肥料销售的区域训练课程，曼谷， 1 9 8 1年 1 0 月 

关于马来西亚妇女参加水稻生产和加工的讲习班，马来西亚哥达巴鲁，

1 9 8 1年 1 0 月

关于亚洲小农集体销售的区域综合讲习班，曼谷， 1 9 8 1年 1 1 月 

关于中国农民集体销售的考察活动， 1 9 8 1年 1 1 月 

亚太农需品计划/ 工/ 农药区域性协商和评价会议#谷 ,1981年1 1月一12月

5 、根据日本政府资助的农业资料发展计划，出版了《农业资料发展公报》， 

每个季度出一期。 已出的各期把注意力集中在帮助发展中成员国改进它们的农业资 

料系统和通过各种通讯渠道加强它们的分支机构。每期都印行1，80敝 以 上 ，分发 

给各成员国和有关的组织，分发数量已逐渐增至2, 000份。有十八个成员国已指定 

了它们的资料通讯员，以确保在读者和秘书处之间互相交流资料。根据这一计划实 

施了称为“农村广播区域合作”的项目。通过提供训练专家，帮助孟加拉国、菲律- 

宾和所罗门群岛举办全国性的培训讲习班，训练农村广播节目的编制人员。大约有

1 1 0 名广播节目编制人员和从事节目编制的辅助活动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这两个讲 

习班。对亚太经社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米价格政策，进行了研究，聖点是研究政 

府政策对大米价格和生产成本的影响。这观研究是为加强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联 

系而进行的对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贸易条件的区域性研究（1 9 7 9年 ）的后续行动。

亚太经社会/ 粮农组织/ 工发组织业洲和太平洋区域肥料咨询、发展和资料网

(亚太肥料咨询、发展和资料网）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名顾问的协助下，在孟加 

拉国、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对关于增强业太经社会区域发展中国家低层肥料分配能力 

的 1 9 8 0年国家间技合项目进行后继研究。粮农组织作为亚太肥料咨询、发展和资 

料网的主办组织之一，调派了一名组长，于 1 9 8 2年 2 月 8 日参加秘书处的工作， 

主管亚太肥料咨询、发展和资料网以及业太农业必需品计划两个方案。该资料网还

4



继续出版了它的通讯季刊《农业化学制品简报》以及它的双月刊《区域资料支助服 

务 》（一种肥料文献摘要）。 《肥料价格和贸易资料》月刊正在出版，并向各国政 

府的采购部门及该资料网的技术联络干事分发，以利于成员国政府的进口谈。 该 

资料网编制了一份关于斯里兰卡肥料销售、分配和使用的最新资料国别研究报告。

另外出版了两期《农业化学品简报》的专刊，其中一期介绍亚太经社会区域某些选 

定发凌中国家的肥料部门的比较性经济指标；另一期论述1 9 7 0年代肥料的供求和 

需求及对1 9 8 0年代的展望。

6 、 杂豆根茎作物专家小组会议讨论了国家和区域各级所需的优先行动方案， 

其中包括亚洲和太平洋潮湿热带地区杂粮、豆类和根茎作物区域研究和发展协调中 

心的工作方案初步草案。秘书处根据经社会的指示，加紧逬行了建立该区域协调中 

心和有关业务的筹备工作。 该中心未就任的主任已经聘来并于1 9 8 1年 4 月’2 1 曰 

到秘书处报到。 1 9 8 1年 4 月 2 9 日，印度尼西亚政府和联合国在曼谷签订了一项 

东道国协定。 中心已经建立起来，作为临时措施 .该中心从 1 9 8 1年 4 月 2 9 日起 

已在曼谷亚太经社会总部以上述名义开始工作。 为了使该中心能有效地开展工作， 

业太经社会的执行秘书与粮农组织的区域代表于1 9 8 1年 4 月 3 0 日就两个组织在 

杂豆根茎作物的发展方面的合作，达成了一项谅解。 已拟饤了该中心第一阶段（19 

8 1 -8 3 年 ）的详细的工作方案。澳大利亚、法国、 日本、荷兰、大韩民国和苏联 

等国政府为与这个项目賓关的活动提供了财政和（或 ）技术援助。开发计划署也承 

担了义务，要为该中心的工作方案提供一定数额的经费。秘书处继续在本区域内外 

进一步寻求双边和多边的捐助者提供财政/ 技术援助。

7 、 1 9 7 8年 1 0 月在马尼拉召开的亚洲大米贸易基金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 

的关于建立亚洲大米贸易基金的协定的第一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的修正案已蝉后拟定。 

这个修正案将使亚太经社会的所有成员国和准成员国，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 

国家，都能加入业洲大米贸易基金，并可简化各国加入该东金的程序。

8 、 由荷兰政府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援的业太农需品计划在印尼、尼泊尔、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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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和斯里兰卡举办了培训规划讲习班，训练了 1 3 1名关于农药分销员的教员。 

讲习班编制了大量用各种当地语言写的教材。派遣了一个特派团前往斐济，为将在 

南太平洋区域举办的讲习班进行筹备工作。肤合王国海外虫害研允中心向两个讲习 

班提供了一名顾问。在亚太农需品计划的区域经济调查和关于农药供销和使用的资 

料服务范围内，已为緬甸、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和泰国完戍了国别报告。此外，还 

编写了《关于亚太经社会区域农药供销使用的比较研究》。里太农需品计划/ 工/  

农药区域协商和评价会议建议秘书处确保继续以适当的格式收集和分析有关数据。

关于训练方案，该会议建议继续执行业太农需品计划的这个组成部分，因为它对满 

足农民更安全、更有效地使用农药的要求，提供了一整套约训练课程。对这一项目 

的技术支援将延至1 9 8 2年年中目前阶段结束时为止。

9 、 六个发展中的成员国共同合作，按照每个国家的国情就地方一级的农才拨 

展规划确定余国性指导方针。在这六国中，每个国家都举办了全国性的讲习班。— 

本题为《地方一级的农村地区规划（1 9 8 1年 ）》的出版物业已出版。对这一项目 

的第四阶段已作出计划。在这一阶段中，将对地方一级规划的全国性指导方针进行 

系 统 的 实 地 检 验 。

10、 应泰国政府的请求，为泰国小农发展项目的规划.进行了一次发展中国家 

间技术合作的参观考察。来自三个泰国政府机构的专家组组成的—个小组访问了尼泊 

尔和菲律宾，考察了这两个国家小农发展项目的进展情况。业太经社会和粮农组织 

还帮助泰国政府撰写了一个关于小农发展时项目文件。

1 1、 1 9 8 1年开始了一个对小农发展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进行估价的项目。该 

项目的目的是： 调查实施小农发展项目的国家中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拟订说明 

在估价小农发展项目时必须考虑的因素的指导原则。 已采以步骤来起草关于小农发 

展项目的必要文件，以 供 计 划 在 1982 年 中 举行的一个专家小组会议洁议。

1 2、 实施了一个由九个成员国参加的关于业洲小农集体销售的项目。买施这

个项目的目的是促进并培养已嗬的和未米的小农集体发展的带头人。在九个参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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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于本国举办了全国性讲习班以后， 1 9 8 1年 1 1 月举行了 一次区域性综合讲习 

班。这个讲习班审查研究了各国讲习班的经验，估价了训织的方法和小农集体销售 

活动能取得成功的条件，并就后续活动提出了建议。作为这个项目的一个附加的活 

动，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小农集体销售的参观考察。参观考察的目的是为亚洲的决策 

人员和技术人员提供一个机会来考察一下中国的小农集体销售活动，并以中国在这 

方面的经验为基础，在参加国之间交流经验。有六个成员国参加了这次参观考察。

1 3、小渔户发展项目已经实施，该项目的目的是以强调提高妇女在家庭单位 

中的经济作用的办法来提高渔民家庭的生活水平。 四个属于岛屿国家的成员国参加 

了这个项目。 1 9 8 1年 9 月举行了 一次调查规划会议，会上讨论了每个参加国的这 

一工作的调查提纲和规划。 目前每一个参加国都在进行这一调查。计划在 1 9 8 2年 

第三季皮举行会议，会上将根据这次调查的结果来制定试验项目。

发 展 规 划 委 员 会

发 展 规 划

1 4、 本审查期间举行过下列会议：

关于联结模式的非正式协商会议，曼谷， 1 981年 7 月。

关于选择电子计算机软件和亚太经社会国家模式体系的非正式协苘会议，

大阪， 1 9 8 1年 8 月一9 月。

关于东盟和太平洋的经济合作的咨询专家工作会认，曼谷， 1 9 8 1年11月， 

关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发展管理能力的战略和措施的区域间讨论会，曼谷，

1981 年 1 2 月。

1 5、 在本审查期间内，秘书处起草了《 1981年业洲中太平洋区域经济和社会 

概览》。 《概览》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回顾了世界经济形势，并辨明了束缚区域进展 

的主要因素。第三章到第六章分析了业太餘社会区域的四个主要的发展中分区域一一

南亚和伊•朗；东南业、香港和大韩民国；中国及其北力诸釙国；及南太平洋岛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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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最近的经济情况。第七章论述了本地区目前的社会状况和问题。

1 6 、 在这一年中，为建立一个关于亚太经社会区域的发展规划资料服务中心， 

采取了积极的步驟。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正规的程序，通过这个程序将 

搾集各成员国当前的发展规划方面的文献资料，编制索引，加上注释，并在电子计 

算机磁带上储存起来，各成员国政府要求查阅时即可提供。在 1 9 8 1年间，为建立 

中心点并讨论项目的执行方式，向九个国家派出了工作团，对建立和管理这样一个 

系统所牵涉的问题进行了背景研究，并制订了使这一项目得以实施的管理程序，包 

括电子计算机程序。 已完成了一项可行性的报告。只要能克服经费困难.这就为使 

资料系统在1 9 8 2年完全展开业务奠定了基础。

17、 在这一年中，还出版了两期《亚洲和太平泮经济公报》，完成了一篇题为 

《南亚八十年代的发展战略》的专题论文。另外，作为关于发展规划的资料系统的 

一个方面，为定期出版发展规划简讯作了安排。这一简讯将分发给全区域的规划人 

员和政策制定人员。第三，作为其资料工作的一部分，发展规划司在1 9 8 1年 1 1 
月至 1 9 8 2年 2 月期间，为曼谷的初拉隆谷恩大学（ChULALONQKORN UNIVER

SITY )开了一门给教职人员听的课程：“业洲和太平泮区域发展问题”。

1S、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方面，发展规划司在本年度中协助了执行秘书履行 

业太经社会第212( XXXVII )号决议所规定的关于审查和估价新的国际发展战略执 

行情况的责任。在那项决议中业太经社会特别要求执行秘书在本届会议上向经社会 

提出一项说明根据国际发展战峪制定区域和分区域战略的报告，并挺出实现国际战 

略 的指标和目标的行动计划。按照这些指示，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为业太经社会 

第三十八届会议编写的第E /  ESCAP/24 5 号文件就走这些研究的结晶。

1 9、作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领域中的进一步的活动，发展规划司在荷兰政 

府的资助下开展了一个项目，研究主要的太千洋岛屿国家采取国内稳定措施来解决 

出口不稳定的问题。作为这一工作的第一阶段，委托砑关人员作了一系列的国别研 

究，分析国际贸易不稳定所造成的问题。 1 9 8 2年年中，将汲取这些研究的内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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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一份报告，以便就这些问题挺出一个全面看法，并就政府政策可作的适当反应. 

提出建议，以供今年下半年举行的一次政府官员工作会议审议。在同一个总的活动 

领域之内， 1 9 8 1年 1 2 月还完成了一项关于亚太经社会区域资金流转的作用的研 

究。这项研究特别提及了参与国际资金流转的跨国银行和其他跨国公司所起的作用。

2 0 、 在发展规划的技术方面，由荷兰政府资助， 1 981年开始了一个项目，研 

究把税务规划纳入发展规划之中的问题。 1 9 8 2年 2 月完成这个项目的第一阶段， 

编写了关于分析本区域选定的六个国家的情况的一系列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 

将成为 1 9 8 2年起草一份区域性问题的文件、举行一次专家小组会议和起草一份包 

括把税务规划和发展规划结合起来的建议的项目报告的基础。

2 1 、 在制定一个对不同政策措施下的经济情况作中期和长期预测的计量经济学 

模式结构方面，工作也在加速继续进行。这个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本区 

域的国家模式体系，以便为进行经济预测的全球“联 结 （LINK ) ”体系提供一 

个发展中国家集团的亚洲组成部分。这一工作，正在与工发组织及各国的和国际的 

研究机构密切合作下进行，并得到了荷兰政府和开发计划署的财政援助。京都大学、 

贸发会议和业太经社会的代表，在曼谷开了一次会，讨论了把经济预测模式从京都 

大学电子计算机系统转移到业太经社会电子计算机糸统上长的葡关问题。 8 月份， 

血太经社会、贸发会议和各国的专家又在日本大阪举行了一次非止式协茼会议，审 

议了选择电子计算机软件和亚太经社会国家的模式体系的问题。把这些模式转移到 

亚太铨社会电子计算机系统上米的工作，现在正在顺利进行。包括香港、印度尼西 

西、 日本、马来西业、菲律宾、大韩民国、新加坡和泰国在内的东业和东南业国家 

和地区模式正在装入亚太经社会电子计算机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模式已任 

有关国家的有关机构中发挥作用。把包括伊朗、孟加拉国 .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 

兰卡在内的主要南亚国家的模式从贸发会议转移到业太经社会电子计算机系统上来 

的工作，也正在进行。还正在采取步骤为缅甸、斐济、尼冶尔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制 

定出新的模式。同时，在业太经社会之内，搞出一个建立在这些国家和世界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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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间的贸易和资金流转的基础上的联结系统的工作，也正在进行。

2 2 、 在 1 981年 8 月区域顾问离开秘书处以前，继续在发展的管理制度方面向 

成员国政府提供关于公共管理的短期区域性咨询服务。 1 9 8 1年第二季度向泰国政 

府内务部的加速农村发展方案提供了咨询服务。为召开一次关于东盟国家农村发展 

管理的讨论会而作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已委托进行对匹个国家的国别研究，并进 

行一项对东盟国家的体制安排与程序的比较研究。这次讨论会原订于1 9 8 1年 1 0 

月在雅加达召开，后来应东道国的请求，推迟到 1 9 8 2年 1 0 月举行。在联合国总 

部的合作下，举行了一次关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对发展的管理能力的战略与措施的区 

域间讨论会。 为这一讨论会写出了几份研究报告，考虑了体制建设的概念并回顾了 

亚太经社会地区公共事业管理方面的主要政策变化。

2 3 、 这一年里，在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领域，秘书处也开展了几项活动。 

在日本政府的资助下，实施了关于东盟汽车工业部门的合作的项目，其结果是在 

1 9 8 1年底提出了一项最后报告。研究东盟与太平洋经济合作的可能性的项目，也 

在日本政府的资助下实施这一项目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对包括粮食保障、能 

源和矿产品、海洋和森林资源、货币独立、航空和船运以及中国在分区域的作用等 

在内的各个问题的研究止在进行。在收到预算外资金以前，对南业在贸易和投资领 

域的合作的范围的研究工作也已经开始。

跨 国 公 司

2 4 、本审查期间，跨国公司中心/ 业太经社登跨連公司问题联合股开始编写 

跨国公司委员会委托它进行的下列研究报告和论文，把它们当作是对跨囡公司中心 

进行的全球性研究的贡献，这些研究和论文也同业洲和太平洋区域各国政府直接有 

关：（a ) “跨国公司和泰国的旅游业” ； （b ) “ 跨国公司及其对亚洲和太平洋区 

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c )  “在菲律宾的跨闽公司的社会政治影响问题”。

2 5 、 在受经社会委托并为了成员国政府的具体需要而进行的研宄中，下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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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正在由联合股编写，将在联合股的工作文件汇编中发表：

(a )  « 某些亚洲和太平洋国家中技术转让费用和限制性商业做法》。对泰 

国的基本研究已经完成，并已提出调查结论的初稿。对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大韩民国的类似研究，正在顺利地进 

行中。这些研究宪成以后，将可作为一本关于该区域跨国公司技术转 

让费用的综合出版物和召开一次区域性专家小组会议的基础；

(b )  《关于所在国对跨国公司在亚洲和太平洋出口品加工区业务中所付费 

用和从中获得利益的分析》。 已经找到了有可能担任这项研究的顾问 

人员，并已就这项研究的基本概念和进行经验分析的出口品加工区问 

题同专家进行了磋商，以经验为根据的工作可望很快开始；

( c )  《跨国贸易公司在选定的业洲和太平洋国家中的作用》。这项研究的 

经验观察阶段已经开始；

( d ) 《关于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内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项目的税制》。顾问 

已经提出最后草稿，现正由联合股最后定稿，以备发表和分发。

2 6 、 由开发计划署资助的亚太经社会/ 拉美经委会/ 非洲经委会关于跨国公司 

和初级出口商品项目的第二阶段，正在顺利地进行。同时，联合股开始了以下专题 

的案例研究： （a ) 跨国公司和巴基斯坦的棉花出口； （b ) 跨国公司和斯里兰卡的 

茶叶出口； （c ) 跨国公司和斐济的食糖出口； （d ) 跨国公司和马来西业及印度尼 

西3E的铝土矿的出口；（e ) 跨 囱公司和发展中国家的香蕉出口； （f ) 跨囡公司和 

发展中国冢的铜出口； （g ) 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的热带木材出口。

2 7 、 除进行上述研究外，联合股还将早先为区域间项目第一阶段完成的关于 

跨国公司和初级商品出口的七项案例研究加以浓缩，收在一卷中出版（附有导 言 ）， 

书名是：《跨国公司与业洲祁太平泮区域初级商品的出口》。

28、 妖合股与跨国公司中心在组织和执行业洲和太平洋区域讲习班和其他咨 

询项目上进行密切合作。这些项目的目的在于直接加強亚洲和太平泮区域各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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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跨国公司谈判的能力。在这一年里，联合股除了在应各国政府要求徙供裙关跨国 

公司项目的具体技术意见方面充当各国政府同跨闽公司中心之间的联络外，还为本 

区域的下列会议作出了贡献：

有关跨国公司问题的资料和技术合作需要的圆桌会议，曼谷， 1 9 8 1年 5 
月，

关千与跨国银行谈判的讲习班，新加坡， 1 9 8 1年 1 0 月，

关于对在东盟国家内的跨国公司加以管理和与其谈判的讲习班，曼谷，

1981 年 1 1 月。

2 9 、 除上述会议外，联合股还为定于1 9 8 2年在曼谷亚太经社会总部召开的一 

次关于跨国公司与业洲和太平洋区域经济发展会议（与跨国公司中心共同提供经赀 

和主、办 ）升始了实质性的准备工作。就在这次会议之后，将立即召开一次拟议中的 

关于跨国公司的特别政府间会议。 为这次会议服务的准备和行政工作也已开始进行。

3 0 、 在资料工作方面，联合股继续收集关于跨国公司的基本资料，并按照通 

讯名单分发。此外，联合股已开始了关于在肤合股内建立高质量资料服务的可行性 

研究；对在泰feJW—个跨国公司进行了公司概况研究的试点工作，以便最后作为对 

这种位于第三世界时跨国公司进行进一步研究的丞础；编写了第四批联合股内新增 

的响关跨国公司资料的清单。

3 1 、 1 981年 至 1 9 8 2年期间，属于联合股工作文件汇编的出版物省：（a) 

《对在大韩民国的跨国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工作文件第1 3 号 ）；（b )《跨圆公 

司和菲律宾的香蕉出口工业》（工作文件第1 4 号 ）； （c ) 《跨国公司和业洲和太 

平洋区域发展中国家的铜矿工业》（工作文件第1 5.号 ）； （d )《跨国公司和印度 

尼西亚的热带硬木工业》（工作文件第1 6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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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 技 术 、 人 类 住 区 和 环 境 委 员 会  

工 业 和 技 术

3 2 、 本审查期间举行过下列会议：

亚太经社会/ 工发组织关于植物油脂工业区域协商讨论会，雅加达， 

1981年 3 月；

特设工业部长小组会议，曼谷， 1 9 8 1年 7 月；

区域农业机械网技术咨询委员会会议（第五次会议），洛 斯 巴 诺 斯 ，

1 981年 7 月； （第六次会议）马尼拉， 1 9 8 1年 1 1 月；

关于发展拟定项目的能力和咨询服务的讨论会，雅加达， 1981年11月； 

发展泰国和亚太经社会国家电子工业讨论会，曼谷， 1 981年 1 1 月；

区域农业机械网理事机构会议（第四次会议）马尼拉， 1 9 8 1年 1 1 月； 

区域技术转让中心国家联络点第三次会议，印度 班 加 罗 尔 ， 198辞 2月；

3 3 、 亚太经社会/ 工发组织关于植物油脂工业区域协別讨论会提出的主要建 

议，包括对以下各方面的建议：有小土地所有者参加的综合犮展计划及传播关于这 

些计划的现有资料；对更好的使用现有油籽和非传统含油原科作一次普查，来帮助 

最 不发达国家；以及阐明下列问题以便下一次就植物油脂工业进行协商时加以考虑: 

(a )改进油籽和工业加工作物的质量和数量的措施； （b)发展中国家为发展植物油 

脂 工业及其副产品在基本设施方面的需要；和 （c )发展中国家的后序加工和增值产品

的出口。

3 4 、特设工业部长小组的第二次会议就应要进行工作的范围对秘书处做了进 

一步的指导。小组提出了一项应该实现的最低限度的方案，其中包括有关1 977年 

工业部长会议所确定的四项内容的具体活动。

3 5 、 区域农机网的技术咨询委员会会议集中研究了 1 9 3 2年 至 1 984年区域 

农 机 网 第二阶段的工作方案草案。会上审议了拟议中的各项活动，并就改进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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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这些活动提出了具体建议。会上通过的工作方案包括以下次级方案：（a ) 建立和 

加强国家网； （b )加强设计能力； （c ) 样品的检验、评定和修改； ⑹促进地方制  

造业； ⑹推广经过改进的工具和机器；和 （f ) 传播资料。

3 6 、 关于发展拟订项目能力和咨询服务的讨论会提出了若干建议，涉及到加 

强置太经社会成员国的国家制造能力以及旨在提高各国的工业和管理的咨询能力的 

国家和区域行动方案，等等。讨论会还一致同意亚太经社会/ 工发组织提出的关于 

建立区域工业咨询网的建议，并且鉴于该建议的重要意义，敦促予以早日实施。

3 7 、 关于发展泰国和亚太经社会成员国的电子工业问题的讨论会审查了这两 

个组织对孟加拉国、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新加坡、斯里兰卡和泰国的电子工业所 

进行的区域性研究结果，并就电子工业的技术人力和体制的发展提出了建议。讨论 

会敦促亚太经社会通过讲习班、访问方案、研究金、训练班等形式率先加强发展中 

国家间技术合作在这方面的活动，并建议将上述研究扩大到本地区的其他发展中国 

家。

3 8 、 区域农机网理事机构第四次会议批准了技术咨询委员会第五次和第六次 

会议的报告，并在工发组织、开发计划署和粮农组织的代表们的充分支持下，批准 

了 1 9 8 2年至 1 9 8 4年第二阶段的项目文件、工作方案和预算。参加国重申了他们 

对区域农机网的兴趣和支持，并认捐了远远•大于第一阶段的数额。理事机构对预算 

将要出现的亏空给予了应有的注意，并采纳了技术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即：现禎的 

捐款国家大大增加它们的捐款数额，并且和可能的新的捐助国接治。一些参加国当 

场签署了项目文件，其他国家报告说将在他们的政府所在地签署该文件。会议还注 

意到，区域农机网的项目管理员一职正在招聘人选，可望于 1982年 4 月到任。

3 9、 区域技术转让中心国家联络点第三次会议的讨论要点是：（a)急需向区域 

技术转让中心挺供体制支援； （b）查明未来两年内区域技术转让中心的重点工作；

(c)审查和确定为该中心拟订的活动； （d)确定及核准设立技术转让中心特定技术网 

的国冢联络点 ；（e）完成由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临时基金所协助进行的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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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审查工作。

4 0 、本 审查期间内，秘书处在工业研究和发展，枝术转让及其有关规定以及科 

学技术的培训设施方面，向中国、斐济、尼泊尔、 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提供了咨询 

服务。就一家中国公司同一家美国公司签订合营企业协议的可取性问题向中国 提 供  

咨询服务；向斐济提供咨询服务的项目有：关于合营部门对促进非大城市地区的小 

型企业、分包工程和工业发展所能起的作用，关于改组国内技术网，建立全国科技 

机构和对技术的引进制定适当的章程和关于稻壳板技术的估价；向尼泊尔提供的咨 

询服务项目是关于对技术转让的法律结构的修改；为巴基斯坦科学和工业研究委员 

会的肤合妍究项目拟订合同文件向巴基斯坦提供服务；为在比西迦玛的第二自由贸 

易区的建立拟订合同向斯里兰卡提供服务；就促进如外围岛屿等地区的工业发展的 

刺激手段向汤加挺供服务；和就加强拟订项目和咨询能力向尼泊尔和泰国提供服务。 

已向孟加拉国、印度、印皮尼西亚、马来西亚、尼泊尔、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 

卡和泰国派出了实况调查团，了解项目拟订和咨询方面的需要和能力。派人前往新 

加坡去决定建立区域赋税和投资研究中心是否可行。

4 亚 太 经 社会/ 亚洲开发银行/ 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对南太平洋的工业调查 

已开始进行。一个三人小组已完成了对库克群岛、斐济、赛里巴斯、 巴布业新几内 

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和瓦努阿图的实地调查第一介段工作。

4 2 、 本审查期间，秘书处编写了下列文件： （a）关于电子工业的区域性研究； 

(b）同区域技术转让中心合作编写关于在泰国建立金属加工工业发展中心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 （c）关于东盟国家农村工业化政策和方案的文件； （d）关于从农产品中 

生产酒精的区域性研究； ⑻起草有关颁发特许证的程序的尹册； 有 关 亚太经 

社会各国的公营企业和工业化问题的两个文件； （e )有关亚太经社会的发展中国家 

在本十年开始时的工业主要趋势和工业政策演变的文件。

4 3 、 发行了下列出版物： （a）《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小型工业简报》，第 17号； 

（b）《外国投资和税务管理》； （c ) 《1 9 8 0年 1 1月 2 5 日至 1 2 月 4 日在曼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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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太阳料学和技术专题讨论会的记录》第一、二卷， 19S 1年；⑻ 《区域技术 

转让中心简讯》，第 5 期， 1 9 8 1年 3 月；第 6 期， 1 9 8 1年 7 月，第 7 期，1982 

年 1月； ⑹ 《区域农机网简讯》，第 1 0 期， 1 9 8 1年 4 月；第 1 1 期， 1981年 

8 月；第 1 2 期， 1 9 8 1年 1 2 月； ⑺ 《区域农机网文摘第3 号：电力机组》， 

1 9 8 1年； ⑻ 《非都市地区综合工业化》，第四卷，《泰国 : 在坤敬和宋卡省设 

立支助非都市地区综合工业化的试点项目》；第五卷， 《马来西业：在吉打州设立 

支助非都市地区综合工业化的试点项目》；第七卷， 《孟加泣国：在拉杰沙希设立 

支助非都市地区综合工业化的试点项目》；第八卷， 《印展：在杜尔格、坎格拉、

纳兰达、纳尔贡达、米尔扎普尔和萨巴尔坎塔设立支助非都申地区工业化的试点项 

目》； ㈨ 《皮革工业技术转让手册》，同印度马德拉斯中分皮革研究所合作出版； 

( 1 ) 《业洲和太平洋工业发展消息》第 1 4 期， 1 9 8 2年。

人 类 住 区

4 4 、 本审查期间举行过下列会议：

业洲和太平洋农村中心规划巡回讨论会，中国、 斐济和大韩民国，1981 
年 8 — 9 月；

审查业太经社会区域人类住区状况大纲草稿专家小组会议，曼谷，198 1 
年 1 1 月；

4 5 、 有 1 5 0人参加在中国、斐济和大韩民国举办的业州和太平洋农村中心规 

划巡回讨论会，他们来自东道国和亚太经社会地区其他一些成员国。讨论会根据秘 

书处题为《农村中心规划方针》的手册中制订的方针，讨论了农村中心规划和发展 

的实践经验。

4 6 、 审查亚太经社会区域人类住区状况大纲草稿专家/、组会议详细地审查了 

秘书处拟定的大纲草稿并提出了改进意见o 大纲定稿后可为各国相应部门编写有关 

这一问题的国别专题论文挞供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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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 在所审查的时期内，秘书处拟定了关于械市和农村地区运输的报告，重 

点是比较贫困的阶层和容易受灾害区域的人类住区规划，并出版了一本题为《治理 

城市贫民窟的政策》的出版物。

环境

4 8 、 本审查期间举行过下列会议：

审查向沙漠化进行战斗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区域技术讲习会，印度佐德

普尔， 1 9 8 1年 1 0 月

南太平洋人类环境会议（由南太平洋委员会和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协同 

环境规划署和亚太经社会组织）；库克群岛的拉罗通加， 1 9 8 2年 3 
月

亚洲报业基金会、亚太经社会和环境规划署关于环境和发展问题的新闻 

工作者讨论会，着重讨论了海洋环境问题，曼谷， 1 9 8 2年 3 月

4 9 、 根据亚太经社会的建议，秘书处继续加强经社会洛个不同部门的活动中 

葡关环境方面的内容。此外，秘书处在环境规划署和其他双边援助国的援助下，继 

续在下列四个优先领域进行有选择的活动：

⑸树立和诞高环境意识；

⑼在国家一级发展和加强环境保护和管理的组织机构和法律制度；

( c )陆地生态系统的环境管理；

⑼保护海洋环境和有关生态系统。

5 0 、 关于把环境问题结合到经社会各部门的活动中的问题，秘书处已对业太 

经社会/ 环境规划署/ 粮农组织1 9 7 9年在泰国举办的关于业太经社会区域农业和 

农产工业废弃物资利用问题讲习班所提出的逮议采取了后续行动。秘书处已在有关 

粮食供应问题专题研究的指导方针中增加了环境方面的内容，井且完成了关于肥料 

的 生产和使用对环境所造成的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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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 环境协调股协助组织了 1981年 6 月在泰国举行的关于矿物资源开发中的 

环境管理问题的专家小组会议，作为对自然资源司的活动的贡献。就有关矿物资源 

开发中的环境管理的组织、行政相立法等方面的问题拟定了报告，并已向会议提出。

5 2 、 在统计方面，环境协调股为组织两个环境统计讲习班一- 一个是关于太平 

洋分区的讲习班，另一个关于业洲分区的讲习班一一提供了援助和技术力量。

5 3 、 环境协调股还就发展旅游和公路运输对社会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问 

题，协助运输、通信和旅游司拟定了两个项目建议。对公路专家1 9 8 1年在泰国就 

公路和公路运输对环境的影响问题举行的政府间会议，协调股也投入了有限的力量。

5 4 、 征询了工业、人类住区和技术司的意见，对控制农基工业、属农工业和冲 

型工业所引起的工业污染的方法和费用问题，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已于1 9 8 2年 

3 月完成， 1 9 8 2年 6 月，将就此问题在曼谷召开专家小组会议。

5 5 、 本审查期间，对几个可能进行合作的领域进行了讨论；这些方面的合作 

可望于 1 9 8 2至 1983 年期中与航运、港口及内河航道司、人口司和跨公司中 

心/ 亚太经社会跨国公司问题联合股一 起 予 以 实 施 。

5 6 、 在树立和提高本地区的环境意识方面.秘书处在环境规划署的合作下， 

为新闻广播界代表开办了国家级和区域级的培训班。新闻界关于环境和发庹问题的 

首次讨论会，在亚洲记者基金会的合作下，在业太经社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之前于曼 

谷举行。在讨论会上，与会者保证主动组成一些保护环境的团体或协助有关组织，

并保证在保护环境的斗争中，随时保持警戒。在亚洲太平洋广播事业友展研究所的 

合作下，为广播工作者举办一次类似的关于环境和发展问题的区域讲习班的筹备工 

作 ，已进入最后阶段。此外，在联合国新闻处的协助下，不时编写并传播了与本区 

域賓关的各种环境问题的资料简讯。

5 7 、 关于发展和加强国家一级环境保护和管理的组织机构和法律制度，秘书 

处在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的合作下，已经完成对南太平洋分区域的环境立法的比较 

研究。为了增强立法领域旳能力，南太经合局要求并已获得曰本政府借调一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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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专家，免费挺供两年服务。

5 8 、 关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环境管理问题，秘书处在取得澳大利业政府的 

资助并在印度政府作为东道主提供便利的情况下，主持召 开 了 一次审查向沙漠化进 

行战斗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的区域技术讲习 班 。 讲 习 班 上 的 讨 论 反 映 了 下 述 看法，

即行动计划的先后次序应重新安排，以促进资源的更有效地利用。讲习班建议采取 

下列行动：（a ) 进行技术和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特别强调受害地区人民的生活问 

题及生活方式； ⑼拟定综合监测方案，以通过普迪的地面调查、遥感技术和自动 

数据系统对问题的严重性砑更明确的看法； ⑻由业太经社会主持制定一项控制沙 

漠化的区域培训方案； （d ) 发行賓关沙漠化及其防治的各种问题的实用手册和读物; 

( e )通过各种资料收集和传播渠道提高公众对沙漠化问题的认识；（f ) 增加区域性 

以及联合国有关机构之间的技术合作和资料交流。

5 9 、 关于陆地生态系统的管理问题，秘书处对业太经社会地区的土地管理进 

行调查和估价，对业洲和太平洋区域热带森林砍伐问题进行了 初 步 考察。

6 0 、 在保护海洋环境和有关生态系统方面，已将关于方案第二阶段的综合项 

目文件挺交瑞典国际开发局进行审议. 该项目包括保护海洋环境和书有关生态系统的 

国家一级的各种讨记会，以及 1979 至 1 9 8 0年期间召开旳区域会议所诞出的建 

议，其目的在于加强国家级和区域级的促进环境保护的努力、能力和认识。该项目 

预期会得到包括瑞典在内的几个捐款国的预算外援助。

6 1 、 在法国政府的协助下，对孟加扭国、马来西业、 巴基斯坦、新则坡和泰 

国运用遥感技术监测海洋环境的情况进行了国别实地考察。考察报告已于1981年 

9 月完皮，法国政府也已同意借调一名从事环境监测和评价的遥感专家，从 1981 

年 2 月开始提供一年无偿服务。

6 2 、 关于实施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由四个合作机7勾（南太委会、南太经 

合局、环境规划署和业太经社会）的代表组成的协调小组，在本审查期间，召开过 

三次会议，检查进展情况并完成南太平洋区域人类环境会议的筹备工作。 198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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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人类环境会议发丧一项关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宣言，并通过一项管理南太平 

洋分区域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行动计划，

自 然 资 源 娈 员 会

能源

6 3 、 本审查期间举行过下列会议：

亚太经社会/ 粮农组织/ 环境规划署木柴和木炭专家小组会议，曼谷， 

1 9 8 1年 5 月

《内罗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行动纲领》后继工作区域专家组会议，科 

伦坡， 1 982年 3 月

6 4 、 木柴和木炭专家小组会议强调有必要加强森林管埋和建立农村小林地， 

以便继续向本地区不断提供可再生的非商业性能源。

6 5 、 此外，秘书处通过参加1981年 8 月在内罗毕召汗的联合国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会议的筹备会议以及向该会议有关国家提供一位区域顾问，积极促进 了 关  

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全球性方案活动。本区域对内罗毕行动纲领的响应已发展 

成为一系列包括区域行动纲领在内的完整活动。这已根据自然资源委员会的建议 

( E / E S C A P / 2 4 1  ) 于 1 9 8 2年 3 月在科伦坡举行区域专家组会议进行了 

讨论。斯里兰卡政府提供了东道国设施和便利，日本和欧洲纽济共同体则给予 了 财  

政援助。该会议强调必须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各主要领域设立区域网，并促请 

执行秘书同成员囯政府协商，设立这样的区域网，井为执行区域方案寻求财政方面 

的安排。

6 6 、 为响应亚太经社会上次会议关于要在区域能源事务上发挥中心作用并提 

出能源方面的新倡议的委托，秘书处确定了一些新项目，参与了区域和太平洋能源 

开发方案文件的定稿工作，井明确了对常规能源以及新能源和冋再生能源方面诞出 

的挑战如何作出适当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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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 本区域和太平洋的能源开发方案是区域性质的自己经营的优先活动（由 

开发计划署贷助），并且构成秘书处应付能源挑战工作目前执行阶段的一个组成部 

分。专家们协助将注意力集中于区域能源开发方案俾们建议进行更多的示范项目，并 

且强调在常规能源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进行区域合作。

6 8 、 在太平洋能源开发方案的特别计划会议上，这个方案的独一无二的特点 

被突出出来，并且确定了这个方案第一个阶段(筹备和资助阶段）的执行计划。这一 

项目的显著特点是，当地力量积极参与（通过南太经合局），从而保证它能行得通 

并被接受，同时由欧洲经济共同体提供资本设备资金，由开发计划著提供技术、管 

理和能源计划部分的资金。这种两者结合的一揽子办法，可能会改进本地区在能源 

计划和统计运用方面的工作，也改进在增加偏僻岛国主要能源一一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的执行项目方面的状况。

矿 物 资 源

6 9 、 本审查期间举行过下述会议：

亚太经社会矿物计划协调会议， （第八次会议），曼谷， 1 981年 3 月； 

(第九次会议），曼谷， 1 9 8 1年 1 0 月；

苐三版亚洲石油和天然气分布图专家工作小组会议，曼谷， 1 9 8 1年 5 
月；

开发矿物资源的环境管理问题工作小组会议，泰国普吉， 1 9 8 1年 6 月； 

钻探、取样和钻孔登记讨论会/ 参观考察，苏取顿涅茨克，1981年9甩
7 0 、 亚太经社会矿物计划协调会议，在两次会议上，审议了矿物资源和賓关 

区域项目的现行方案和今后方案，确定了互利的活动。

7 1 、 第三版亚洲石油和天然气图专家工作小组会议修订了协调人员准备的图 

例并且通过了详细的工作方案。根据会议的建议，协调人员拟订了图例修定稿，该 

稿连同地形底图已分送成员国，请它们开始准备绘制地图的各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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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 本地区的七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了开发矿物资源的环境管理问题工作小组 

会议.环境规划署、劳工组织、 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东南亚锡工业研究和发展 

中心、泰国全国性机构和采矿工业的代表也列席了会议。 工作小组会议提出了国家、 

区域和国际一级的一些建议，强调了国际组织的合作和支援。

7 3 、 钻探、取样和钻孔登记讨论会/ 参观考察研究了本地区参加国的钻探技 

术状况。 与会人员了解了现代化钻探方法和技术及其发展、钻探设备、各种登记枝 

术和工具以及取样和样品处理；他们还考察了苏联在这些方面的成就。讨论会建议 

亚 太 经 社 会 应 当 就 (a )石油和天然气钻探的方法、设备和技术， ⑼石油和天然 

气藏量的勘探和估价方法，进一步组织讨论会。会议还建议对各国专业人员进行为 

期 三 至 九 个 月 和 一 至 两 年 的 培 训 。

7 4 、 根据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批准的工作方案，秘书处已着手准备在 

适当日期召开关于建立印厪洋近海海域矿物资源联合勘测协调委员会的可能性的专 

家工作小组会议。

7 5 、 秘书处继续在组织和主持会议、购置设备、聘请专家及其他人员方面， 

向亚洲近海联勘协委会、南太平洋近海肤勘协委会、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和东南 

南亚锡工业研究和发展中心，提供技术上和行政上的援助。

7 6 、 比例尺为百万分之一的《业太经社会地区沉积盆地图》已于1 9 8 1年完 

成并发行。 《业太经社会地区地层图第三集》，内有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斐济、 

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所罗门群岛、苏肤诞供的地图，已于1 9 8 2年中作为 

矿物资源开发丛书第4 8 号编就发行。

7 7 、 秘书处在一位印度顾问协助下，准备了一份关于亚太经社会地区的重油 

和油沙层及其前景的研究报告，并向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及衫内瑞拉石油公司于1982 

年 2 月在加拉加斯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国际重油和油沙层会议提出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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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资 源

7 8 、 本审查期间举行过下述会议：

关于改进灌溉工程效益措施的专家组会议，曼谷， 1 9 8 1年 5 月一 6 月； 

亚洲和太平洋水资源机构间特别工作组， （第七次会议），曼谷，1981

年 6 月； （第八次会议），曼谷， 1981年 1 1 月；

关于地下水开发和管理的巡回讨论会冉尼拉/又城和曼谷4  9 8 1年7月- 8 月； 

洪番预防和管理的流域管理方法参观考察组到中国访问， 1981年 9 月； 

关于最优利用土地和水资源的集水管理讨论会，新西兰汉密尔频，1982
年 3 月。

7 9 、 秘书处编写了关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某些灌溉工程的典型研究报 

告；在此基础上，一个专家小组讨论了机械工程、灌溉系统管理、农田措施以及社 

会经济方面的主要因素和影响灌溉工程效益的体制方面的因素，对此有关各方应集 

中注熏。

8 0 、 亚洲和太平洋水资源机构间特别工作组，在其第七次和第八次会议上研 

究了成员国之间在水资源开发方面可以进行合作的领域。

8 1 、 关于地下水开发和管理的巡回讨论会，先后在菲律宾、大韩民国和泰国 

举行，缅甸的两名代表也参加了讨论会。 以色列政 府 派 了 三 个 专家，由他们举行报 

告会，办讲习班，使本地区的约9 0 名地下水专家接受了现代现场实践和对地下水 

源进行估价、开发和管理的分析技巧方面的训统。

8 2 、 赴中国参观考察洪害预防和管理的流域管理方法的小组成员，考察了中 

国在这方面采取的各种措施并且在考察的基础上建议本区域r备国政府采取某些行动 

措施，以提髙洪窨預防的流域管理方法。

8 3 、 气象组织/ 业太纹社会热裱气旋工作组1 981年 2 月在科伦坡举行的第 

八次会议上，决定在 1 982年买行一項关于气旋问趔的区域行动计划。一个关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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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步骤是推动设在新德里的区域气象中心发布有关热帮气旋的天气预报和通过 

卫星转播的新闻公报，以及改进各国气象中心与区域气象中心之间及时交换关于气 

旋的预报和特别观察报告。该小组的技术支援组于1 9 8 1年 3 月发表了第1期不定 

期简讯《工作组新闻》。技术支援组1 9 8 1年 1 0 月将其办事处从新德里迁往科伦 

坡。

8 4 、 关于最优利用土地和水资源的集水管理讨论会讨论了亚太经社会区域一 

些国家的集水管理、土地利用和防治侵蚀措施问题；以及新西兰在实施最优集水管 

理方面的主要经验。讨论会提出了采取国家祁国际行动的适当建议。

8 5 、 去年水资源科编辑的刊物为四本《水贲源杂志》季刊和水资源丛书中的 

一册。

人 口 委 员 会

8 6 、 本审查期间举行过下列会议：

关于以当地机构更多地参与为着I 点，评价综合计划生育方案的计划和 

战峪的区域讨论会，曼谷， 1 9 8 1年 6 月，

关于计划生育方案对生育率影咽的研究，第三次研究指导人会议：使用 

多变童区域性分析方法，泰国帕塔业 ， 1 9 8 1年 7 月 ，

第三次业洲和太平洋人口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弟二届） 曼谷，1981 

年 8 月，

关于生育行为与家庭大小、结构和职能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二次研究指 

导人会议，叟谷， 1 9 8 1年 9 月，

关于对义太铨社会区域三个选定国家制订人口一拉济模式的对比研究， 

弟二次研究指导人会议，曼 谷 ， 1 9 8 1年 9 月，

计量死亡率的水平、趋向和差值的数据垚工作组会议，曼谷， 1 9 8 1年 

1 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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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技术工作组会 议 ， 曼 谷 ， 19 8 1 年 1 2 月，

业太经社会/ 南太委会关于业太过社会/ 南太婺会区域小岛屿与国家人口

问题会议讨论会，新喀里多尼业努阿美， 1 9 8 2年 2 月，

8 7 、 本审查期间，秘书处通过它的区域顾问，协助马尔代夫政府分析1977 
年人口普查中收集 到 的 资 料 ，估 价 资料的质量，编写人口普查报告，并参加人口活 

动基金派往马尔代夫的工作团了解人口方面所需要的援助。

8 8 、 秘书处通过由联合王国资助的一位人口顾问的职务，在人口分析和预测 

领域向各成员国政府提供技术方面的援助。监测本地区的人口估计和人口趋势的任 

务继续在进行。

8 9 、 作为联合国一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方案的一部分，秘书处从1979 -1 9 8 0  
年区域调查收集了衙关死亡率研究的结论，并对这些结论进行了审查和分析，以便 

人们深入了解本地区各国死亡率的趋势和差值。

9 0 、 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人口与经济变数间的关系，秘书处在日本政府支 

助下，对本地区选定的三个国家，进行了一项制定人口一经济模式的对比研究。为 

其中的每一个国冢，鉍立了以人口的增减和经济因索为基础的初步原型。

9 1 、 秘书处起草了一份全面的区域培训方案，以便提髙国家计划人员和决策 

人员对于在19 8 2 -8 5 年期间综合规划人口和发展工作这一问题的认识并加强他们 

这方-面的能力。秘书处向成员国授以十五项研究金，以便花孟买国际人口问题研究所

进行训练，秘书处还组织了四次参观考蔡，两次是为成佾W的人口学冢组织的， 

两次是为成员国人口资料官员组织的。

9 2 、 关于美属萨摩业和孟加拉国的人口形势的国别专题论文已经出版，关于 

巴布亚新几内业的专题论文已出版。 关于澳大利业、库克群岛、斐济、印度、印度 

尼西业、 日本、马米西业、新西兰和所罗门群岛的专题论文撰写工作正在进行中。

9 3 、 在 “人口流动、城市化和发展的比较研究”项目的第一阶段，秘书处发表

了两份国别报告，一份有关于印度尼曲业的，另一份处共丁南太肀泽诸闽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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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秘书处发表了关于发展数据处理系统的第8 号手册。在这套丛书中，关 

于制表计划的第9 号手册的第一稿业已完成。秘书处于1 9 8 1年 1 2 月在曼谷召开 

了一次关于人口流动和械市化的技术工作组会议，讨论和评价分析人口普査数据所 

采用的不同方法和技术。

9 4 、 第三次巫洲和太平洋人口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一致认为，订于

19 8 2 年 9 月举行的亚太人口会议的目的应该是：促进人们了齡人口与发展之间的 

相互关系；强调在为实现全面的国家发展目标而制定和实施政策柙计划时, 需要充 

分考虑有关的人口因索，尤其需要承认发展对人口动态的影响；提供一个交流经验 

的讲坛，交流在制订将人口因素纳入发展进程中计划、方案和战略方面的经验； 

协助一些国家延立制订和机行有效的综合人口与发杈政策和方架的适里机构。

9 5 、 在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关于计划生育方案对于人口出生率的影响的 

研究工作已于1 9 8 1年完成。业已撰就的针对具体国家的什究报告中的主要成果已 

予以传播，供政府就制订和执行人口政策和方案作出决策加以利用。关于衡量计 

划生育方案的效能方面，秘书处还写出了一份评价性的研究报告。

9 6 、 在新西兰，对关于生育行为和家庭的大小、结构和职能之间的关系的研 

究进行了预捡工作，以检查秘书处编写这项研究计划在&地条件下是否适用。这 

一 试 验 研 究 的 结采止被用来修改其他参加国的研究计划。

9 7 、 关于以当地机构更多地参与为着重点，评价综合汁划生育方案的计划和 

战略的区域讨论会已就综合计划生育方案的—些概念问题、战略、政策和评价问题 

以及地方机构参与的问题提出了 一些具体建议。

9 8 、 秘书处协同南太委会召开了业太经社会/ 南太委会区域小岛屿国家人口 

问题会议讨论会。讨论会就搜集和分析人口数据以及国家私国家间研究提出了具体 

的涎议，以便更好地了解小岛屿国家的人口问趔。

9 9 、 秘书处协同联合国总部人口司，实施了《世界生育调查》数据比较分析 

的最低研究方案。三份报告业已拟就，其内容是亚太经社会区域各国生育率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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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分析和这些分析研究的成果对政策的影响。

1 0 0、 秘书处通过为建立和加强国家人口资料基本设施而促供技术援助和培训, 

把其人口资料服务扩展到了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印度尼 西 业 、 尼泊尔、 巴基斯 

坦、菲律宾、大韩民国、斯里兰卡、希国和越南，还有和东盟和太平洋诸岛等分区域国 

家集团进行了类似的协作活动。在区域一级，人口司;咨询中心的工作范围有了扩大， 

进 一 步 完善自动化装置，其办法是将收集到的材料按序列和米源输入电子计算机。 

对在人口司内建立人口资料库一事，也已作了安排。

10 1 、 出版计划继续执行，已出版了 一份季刊《业洲和太平洋人口方某简讯》； 

丛书《人口研究导报》；月刊《人口要闻》；关于南业、东盟的特别增刊；第三次 

业洲和太平洋人口会议的新闻报道.另外还出版每月要闻报导《亚洲和世界人口问 

题文件集》，以及报道特别项目的特别资料小册子。

1 0 2、 新的资料交换中心项目的内容包括，对有选择地传播情报资料和研究一 

些国家在建立和加强国家人口资料系统时所面临的问题和限制因素采取有针对性的 

作法。对 《业洲和世界人口问题文件集》和 《业训和太平洋人口方案简讯》进行估 

计的资料分析已经完成。经过改组的亚太经社会人口通讯员网已经开始工作。资料 

交换中心的支助活动主要集中于行使人口活动丞金两个项目执 行 机 构 的 职 能 ，这  

两个项目是关于在中国北京建立国家人口货和中心项目和关于在越阁河内建立人 

口资料中心的项目。

航 运 、 运 输 和 通 信 委 员 会

航 运 、 港 口 和 内 河 航 道 翼

1 0 3、 本审查期间举行过下列会议：

关于业太经社会区域海事规范法典的法律专家会议（第 一 次 ），曼谷， 

1 9 8 1年 5 月； （第二次），曼谷， 1卯 2 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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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海 （国内）航运讨论会，曼谷， 1 9 8 1年 5 月

国家一级航运业务规划讲习班，雅加达， 1 981年 5 — 6 月

国家一级航运经济统计资料收集和汇编（L • 2 计 划 ）讲习班，卡拉奇，

1 9 8 1年 6 月

内河港口与航道讨论会和参观考察，中国， 1 9 8 1年 8 — 9 月

港口集装箱化讨论会，中国天津， 1 9 8 1年 1 0 月

托运人合作问题讲习班：集装箱化/ 成组装运一一经济上、业务上和法

律上对托运人的影响，曼谷， 1 981年 1 0 月 

国家一级托运人合作讲习班：经济和业务上的决策，上海，1981年10月 

国家托运人组织行政首长会议（第五次），曼谷， 1 981年 1 2 月 

港务局行政首长会议（第二次），曼谷， 1 9 8 1年 1 2 月

各国船主协会行政首长会议（第四次），曼谷， 1 9 8 1年 1 2 月 

海关当局行政首长会议（第一次），曼谷， 1981平 1 2 月 

各国托运人组织、船主协会、港务局和海关当局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第

一 次 ），曼谷， 1981年 1 2 月

关于贸发会议班轮公会行动守则执行情况的讲习班（对船主开办），吉 

隆坡， 1 9 8 1年 1 2 月

港口管理资料系统讨论会，曼谷， 1 9 8 2年 2 月

囪家一级托运人法律制度讲习班，加尔各答， 1982年 2 月；马德拉斯，

1 9 8 2年 2 月

东盟国家船舶筹资问题讨论会，曼谷， 1 982年 3 月 

国家一级远洋运费和航运谈判技术讲习班，孟买， 1 9 8 2年 3 月。

1 0 4、 关于业太途社会区域海事规范法典的法律专家全议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 

应当采取进一步行动以便在海事组织、贸发会议、劳工组织.国际海事委员会以及 

其他爷关国际纽织的协助下，为起草一部海事法典或海事法拟订指导方针。会议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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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编写这样一部法典确定了涉及的范围、应采拟的方法和稅序。第二次会议进一步 

审议了这一项目。

1 0 5、 举行沿海（国 内 ）航运讨论会的目的，在于向各成员国介绍这方而的最 

新经验。讨论会请业太经社会秘书处接着在日本组织下一次沿海航运问题讨论会和 

参观考察。

1 0 6、 参加国家一级航运经济统计资料收集和汇编讲习班的讶二十五人，他们 

代表了与进行和收集航运统计资料賓关的各部门和机构。组织这次国家一级讲习班 

的目的，在于讨论并弄清巴基斯坦在进行航运经济统计过程中，国内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

1 0 7、 内河港口与航道讨论会和参观考察，建议就与下述有关的各种问题进行 

研究并召开会议，即，内河运输特别是钢丝网水泥工艺，牵引方法，尤其是推拖相 

结合方法以及导航系统设备。

1 0 8、 召开国家一级港口集装箱化讨论会，是为了协助中国克服它在采取集装 

箱运输方面遇到的—系列问题。讨论会的目的在于提高管理人员的水平，这衲认为 

是个优先事项。 除提示单证、行政和管理控制等方如的问题之外，会上的发言还深 

入地论及集装箱化运输时;又展和适宜不同容量的集装箱的设施。

1 0 9、 为执行船舶使用人合作项目，秘书处在审查期间为本地区托运人和托运 

人组织的代表组织了一个区域讲习班和五个国家一级的讲习班，其基本目的是在亚 

太经社会区域内培养人力货源。这些讲习班的议题涉及集装箱化/ 成组装运，包括 

经济上、业务上和法律上对托运人的影响；航运业务规划；托运人的法律体制；以 

及远洋运费和航运谈判技术。

1 1 0、 召开了各国托运人组织、船主协会、港务局和海关当局的行政首长会议, 

审议与各自发展方面有关的问题。接着又召开了四方肤席会议，审议共同性的问翹 

和相互合作的活动,例如，货币调整因架和燃料调整因索涉及的奴济问题, 航运共 

同规划的思想，托运人合同涉及的法律和经济问题，以及通过所需要的提示单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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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和简化及履行关税合作理事会关于简化和汗一海关手续的国际公约以便利货 

物运转。

111、 提出港口智理资料系统项目标准模式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更葡效地提供资 

料帮助港口管理的决策工作，建议确定以具体数量表示的财政和经营管理目标„ 这 

样便可以使管理资料恰好适合监督实现所确定的目标的需要，从而免去管理方面处 

理过多原始数据的负 担 关于这个议题所举行的讨论会审查了现有的管理资料系统 

并对有关的系统建议作了评价。

1 1 2 、 东盟船主协会联合会在 1 9 8 1年 5 月召开的第六届执委会上，审议了组 

织一次关于其成员最希望讨论的问题的巡回培训讨论会的事宜并请亚太经社会秘书 

处绐予协助。 秘书处对船主在购船方面所需要的货金进行调查之后，组织了一次关 

于东盟各国购船筹货的讨论会，目的是向与会者传授这方面的专门知识。

1 1 3、 马 来 西 业 的 一 项货物归并计划项目仍在继续执行。秘书处就建立一家航 

运公司的可行性、战略和经营问题向马来西业提供援則。同时还向印度尼西亚托运 

人理事会给予下述支援：起草理事会的基本条例，设计理事会的基本结构，为其秘 

书处制订工作计划，蜗定政府对理事会及实现其目标所起的作用。

1 1 4、 根据航运、运输和通信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提出的要求，秘书处通过执行 

关于收集往来于欧洲和孟加拉国、印度及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船只和货运资料的一 

项试验项目，开始对班轮航运问题（班轮8 1 )进行最新的卅究。根据这项试验项 

目的调查结果， 1 9 8 2年将就这个问题进打全面的研究。

1 1 5、 应各国托运人组织行政首长会议在第四次会议上促出的请求，秘书处就 

货币调整因素、燃料调整因素和托运人合同问题准备了必要的文件。第五次会议对 

此问题又进行了讨论。

1 16 , 1 9 8 1年 1 1 月开始对在巴布亚新几内置绝立工厂船的设想进行研究。 

进行这项研究定1 9 8 0年 1 0 月在苏瓦华竹的托运人合作问，也讲习班诞出的建议之 

一，即干椰肉及柳子产品的运输。工厂船的汶想是作为南太千洋地区碾制碎椰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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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办法的一项补充措施提出来的。

1 1 7、 在法国政府的合作下，从 1 9 7 9年 2 月以来已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位 

内河航道方面的区域专冢的服务。这位专家在所审查的这一年里访问了本区域的一 

些国家并编写了研究报告。秘书处还在努力落实在孟加拉国设立一个区域发展中国 

家内河运输合适技术发展中心的建议。根据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七届全议的建议，秘 

书处请有关国家提交对秘书处所拟定的工作要求和工作范围的意见和看法。

1 1 8、 秘书处对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建立全国港务培训中心提供了援助，并且 

酌情协助它们加强现有的机构。本区域在这个方面仍缺少专门知识和合作。此外， 

秘书处还向缅甸和印度尼西业各提供了一个名额的奖学金，去鹿特丹港实地学习现 

代化货物装卸和管理方法。

1 1 9、 向中国、印度尼西业、斯里兰卡和泰㈤政府也仇供了航运和港务专家的 

咨询服务。 已展开了关于“集装箱化对业太经社会区域发展中国家运输系统的影响” 

的第二阶段的研究，以调查在基础设施和体制方面所涉的详啪变动，以及便利装箱 

从港口通过内河航道系统运往内陆目的地。

1 2 0、 为研究航运方面的节能措施和耗能低的替代办法，正在着手实施一个项 

目，考虑是否乜可能使班轮航运业务更合理化来减少燃料消耗。今后还将考虑其他

方法与途径，诸如使用风力和煤来推动船舶、改变货船类型和推动方式以及提鬲 

港口能力和效率等等。

1 2 1、 在 1 9 79年一个日本专家小组对印度、菲律宾和泰国的海员训练设施进 

行调查之后， 1 981年 1 0 月日本造船工业基金会赠予这些国家的海事培训中心总 

值为5, 500万日元的训练设备。一个类似的代表团于 1 9 8 1年初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日本造船业基金会目前正在考虑向中国提供类似的援助并向上述三国诚供进一步的援

助，援助总额约5 0 万美元。

1 2 2、 出版了下列出版物： ㈨ 《航运经济统计统一系统（L • 2 计 划 ）》；

㈨ 《业太经社会船舶使用人合作项目：托运人合作区域讲习班（1 9 7 9年至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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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丛书第二集》； （C)《海事立法概览：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 

和泰国》； (d)《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托运人手册》修订本； (e)《港口规划技术问题 

的审查》； (f)《泰国港口海上飘浮物及沉积问题：案例研究》； （g)《集装箱的进 

口手续：案例研究》； (h)《集装箱装卸资料汇编：案例研究》；(i)《港口文献指 

南：侧重于业太经社会区域的参考书目选编》； （j )《散装货运码头的装卸和保管 

工作：若干案例研究》； (k)《现代化货运码头的规划和管理： 1 980年横滨讨论 

会记录汇编》； (l)《港口结关手续：马尼拉港》； (m)《集装化运输对发展中国家 

的影响：孟加拉国，的实例》； (n)《港口管理资料系统：执行情况总结》； （o)《港 

口管理资料系统》。

运 输 与 通 信 、 旅 游 和 便 利 国 际 交 通 翼

1 2 3、本审查期间举行过下列会议：

区域运输课程，达卡， 1 9 8 1年 2 月一 4 月

研究建立业洲铁路联盟的专冢工作小组会议，曼谷， 1 9 8 1年 4 月

关于新铁路则建造，包括开凿隧道、架桥和营运的讨论会和参观考察，

中国， 1 9 8 1年 5 月——6 月

关于研究刈何确定偏僻社区运輛需要的方法的第二次讲习班，曼谷， 

1 9 8 1年 6 月

关于编制农村公路建造和养护手册的区域协商会议，曼谷， 1 981年6月 
关于泰国国家铁路和孟加拉国铁路的信号与电信的巡回培训班， 1981

年 9 月

关于国际贸易货物运转简化措施的讨论会，曼谷，1 9 8 1年 1 1月 

关于业洲和太平洋电信发展与管理的区域会议和讨论会，曼谷， 198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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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 亚太经社会同世界银行经济发展研究所、孟加打国发展研究所一起，为 

高级官员举办了关于项目规划和分析的区域运输课程,以便提高负责各国政府运秘 

项目的规划和估价和监督运输项目的执行和经营的专业人员的技巧。

1 2 5 、 研究建立业洲铁路联盟的专家工作小组就建立亚洲铁路联盟的要求及所 

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建议在亚太经社会的运输、通信和旅游司下设一项目/  

股，以促进本地区铁路业的有效合作。

1 2 6 、 关于新秩路的建造的讨论会和参观考察使本地区铁路工程帅有机会了解 

中国铁路上使用的特别技术。

1 2 7、 关于研究如何确定偏僻社区运输需要的方法的第二期讲习班在研究基础 

础上制订了一套简易的办法来确定偏僻社区的运输耑要，特别强调了人民的参加。

1 2 8 、 关于编制农村公路建造和养护手册的区域协商会议，其目的是对秘书处

起草的两份手册——一份是关于农村公路建造，另一份是关于农村公路养护一一作

好后定稿。

1 2 9 、 在业太经社会国际贸易司合作下举办了国际贸易货物运转简化措施的讨 

论会,目的是帮助各国简化标准，精简对国际货物运转和运输手段执规定的诞示单 

证和手续，并减少遵照这些单证和手续执行执涉及的费用。

1 3 0、 亚太经社会/ 国际电联在开发计划署合作下共间召开了亚 洲和太平洋电 

信发展与管理的髙级区域会议和讨论会，由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电信管理部门的领导 

人和高级官员参加。会议提出了措施，以克服电信发展中遇到的障碍，并促进培训、 

区域合作、改善设备的维护、管理、采用数字转换和卫星转播以及调动资源。会议 

在注意到航运、运输和通信委员会的这一建议一一把联合国幻'三个发展十年宣布为 

“亚洲和太平洋运输发展十年”一一的同时，建议把该十年，按照非洲的作法，宣 

布为 “亚洲和太平洋运输和电信发展十年”。

1 3 1、 除了讨论会、培训班和研究金之外，秘书处还订了举办巡回培训班的 

新方案，以便向一些国家大批铁路工作人员提供受训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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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研究泰国国家铁路信号和电信系统现代化的铁路专家联合巡回团审査了 

拟议中的新的五年计划，确定了泰国国家铁路为实施这一计划对技术援助的需求和 

要求，并提出了有关的建议。研究巴基斯坦区域铁路训练中心提高问题的铁路专家 

联合巡回团确定了这方面的具体需要。一个铁路专家联合巡回团考察了马来西亚铁 

路信号与电信系统的现代化和日益广泛应用计算机技术的情况，研究了目前状况， 

明确了存在问题的领域并就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一个前往孟加拉国研究经孟 

加拉国至尼泊尔的过境路线的巡回团调查了经库尔纳和若干条宽轨铁路到印度边界 

可能成为尼泊尔国际贸易的过境路线目前具备的运输设施，并估计了这条路线在营 

运和技术方面应如何提高以及所需的投资。为研究可能建造一条从沙湾拿吉到越南

岘港铁路线的一个巡回团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与有关官员就必要的准备工作进 

行了讨论，其中包括最后确定拟向开发计划署提交的项目文件。关于建立铁路车辆 

标准组织的一个巡回团到孟加拉国研究了目前状况，并就建立该标准组织提出了 

建议。派往孟加拉国考察桑塔哈尔调车场宽窄轨间货物转运的又一个巡回团研究了 

各种轨道间转运的各个方面，弄清了存在问题的领域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 

帮助孟加拉国政府最后确定农村运输总计划的另外一个巡回团协助踊定了在农村发 

展中心与运输干线/ 铁路/ 内河水运系统之间建立适当的联结线并对建造这些联结 

线可采用的技术提出了建议。派往新加坡的一个考察公路和公路运输时工作团在入 

口控制、处理交迪事故和抛锚车辆的办法以及减少高速公路对邻近地区噪音的办法 

等方面向公共工程局（公路处）挺供了援助，同时还对公路运输的节能措施向交通 

部提供了援助。派往菲律宾的公路和公路运输工作团，就公路和公路运输发展的体 

制方面问题向公共工程和公路部提供了援助还派了一个工作团到孟加拉国和尼泊尔， 

就国际货运和运输手段有关的提示单证和手续简化和标准化问题，向这两国的政府 

提供了咨询服务。

1 3 3、 1 9 8 1年 9 月，在 公 共 运 输 方 面 向 泰 国提供了援助，确定了有问题的三 

个领域：人力培训；公共汽车经营权的管理工作与改进；公路养护设备的友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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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了一项行动计划，使该国的公共运输公司提髙业务效率。对泰国中、北部旅游事 

业的发展问题，也向泰国提供了援助。

1 3 4、 本审查期间进行了下列研究：对本地区路状况的初步研究；对 太 经  

社会区域发展中国家中各种运输方式消耗能源的情况及其他经济因素的研究；对泰 

国和马来西亚安排动力维修情况的研究；对水陆运输，包括多式联运问题在内的集 

装箱化的成本一利得方面 研究， （研究的第一阶段已结束）；对改善劳力密集的 

农村公路建设中使用的手工工具和设备的区域研究，这项研究由业太经社会与劳工 

组织联合进行，以帮助成员国在劳力密集的农村公路纯设中提高劳动生产率；关于 

从农村综合发展的角度规划农村公路的指导方针的研究；关于在人工建造与公路有 

关的农村基本设施所需石方工程的研究，有关这些内容的研究报告采取小册子形式， 

示图标明建造公路、挡土墙、小桥和涵洞、保护工程、河水排放工程以及排水工程 

等等石方的应用；对国际贸易中货物运输的提示单证和手续的研究，特别是矢于马 

来西业和泰国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进行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协助各国估计在其促进和 

扩大国际贸易中所规定的现行提示单证和手续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如何和用什么办法 

在国内和国际解决这些问题；对国家简化机构示范草程和建立此类机构网的研究， 

开展此项研究的目的是帮助各国逐步建立国冢一级的机构,系充地设计，制订和实施关于 

国际货物运转和运输手段的简化措施；关于旅游业友展对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彩响的 

研究，此项研究分析了旅游业对本地区环境影响的特点，并就尽量减少旅游业造成 

的不良影响提出了若干有效办法；对泰国中、北部旅游业的研究，此项研究是以 

1 9 7 9年和 1 980年对这些地区旅游业发展情况的分析为依据的。

1 3 5、 1981年5月，秘书处就研究国家简化机构示范程和在亚太经社会各国 

的国冢简化机构间建立联系的示把章程同日本、非律宾、大韩民国和泰国有关当局 

进行了磋商。

1 3 6、 秘书处与泰国旅游局和新加坡汽车协会积极合作，组织了新加坡和曼谷 

间 198 1年业洲公路驾车旅行。这项活动以具体实例表明了如何通过亚洲公路促进

3 5



国际公路运输，如何使用太经社会的亚洲公路指南地图，如何简化边境手续， 特 

别是如何促进国际旅游业的发展。

1 3 7、 编纂并发行了下列出版物：⑴ 《农村公路建设手册》；⑵ 《农村公路养 

护手册》；⑶ 《业洲公路分区指南地图㈢》的新版本，包括地区为孟加拉国、印度、 

尼泊尔；⑷ 《亚洲公路分区指南地图㈣新版本，包括地区为印尼；⑸ 《业洲及太平 

洋地区交通运输通报》第 5 4 、 5 5 期。

社 会 发 展 委 员 会

1 3 8、本审查期间举行过下列会议：

亚太经社会/ 粮农组织关于在增加收入的活动中提拔和培训乡村妇女的 

国家协调员综合讲习班，苏瓦， 1 9 8 1年 3 月一 4 月

从事青年工作的人员对乡村机构和青年积极参与的发展方案的实地调查 

和见习，中国、马来西业、蒙古和菲律宾， 1 9 8 1年 4 月一 5 月

关于社会发展的机构间会议（弟十三届会议），变仝， 1 9 8 1年 5 月 

业洲青年和社会发展讲习班，香港， 1 9 8 1年 8 月一 9 月 

业太兹社会/ 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关于妇女经济活动的管理工作的培训

讲习班，孟买， 1981年 9 月

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区域政府间筹备会议，马尼拉， 1 9 8 1年 1 0 月 

在增加收入的活动中诞拔和培训乡村妇女的两个国家讲习班，巴布业新

几内业莫尔斯比港和瓦努阿图维拉港， 1981年 1 0 月 

关于青年在犮展过程中对促进社会目标和文化价值所作贡献的专家组会

议，祕国清迈， 1 9 8 1年 1 0 月一 1 1 月 

关亍在太平洋地区动员青年參加国家发展的政策和方案的讨论会/ 培训

讲习班，斐济， 1 981年 1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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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利用参与砼验及法律和参与问妞的专家组会议，科伦坡，1982年2月 
第八次亚洲一太平洋社区发展青年论坛，苏瓦， 1 9 8 2年 2 月 

青年带头人和工人的国家级领导培训讲习班，文莱，斯里巴加清港，

1 9 8 2年 2 月

青年带头人和工人的国家级领导培训讲习班，不丹，廷布， 1 9 8 2年 3 
月一 4 月

1 3 9 、 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区域政府间等备会议通过了关于老龄问题的区域行动 

计划，该计划作为本地区对全球性行动计划的投入，提交世界老龄问题大会通过，

并将怍为经社会关于老龄问题的后续活动的基础。

1 4 0、 社会发展机构间会议第十三届会议审议了有关下列事项的机构间协作： 

青年和发展；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在国际残废人年万邱的活动；世界老龄问题大会 

凶域政府间筹备会议的筹备工作；设立一个促进妇女在发知:方面作用的区域机构间 

合作的常设持续机构；以及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的后继行动。

1 4 1、 太平洋区域动员青年参加国家发展政策和方衆座谈会/ 培训讲习班审查、 

分析和评价了各国旳青年奴策并建议了在太平洋区域善用青年发展努力的方法。

1 4 2 、 劢苹查期间，与人民参与有矢的活动集中于实施1 981年 2 月注曼谷举 

行的关于“低收入阶层的社会问题：几种法律上的办法”讲习班提出的建议。这次 

讲习班儉里大的成呆是刃齚决穷人问题诞出了基本概念。接着又举办了两次讲习班， 

从人民参与同法律和社会变革的关系的角度来检查这个基本概念。第一期讲习班是 

1 9 8 1年 6 月在马米西业的槟榔屿举办的；弟二期讲习班是1 9 8 1年 1 1 月在菲律 

宾的碧瑶举办的。

1 4 3、 目前，关于参与问题的参考书目正在编制中，该书目将包括关于法律、 

参与和茇展之间的关系的材料。

1 4 4、 一项辅助性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畚金项目已付诘实施，该项目赴为先泊 

尔在拟订社会政策和编制方案方凹培训少觉战略住的社会发埒人员；该项目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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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政府通过其社会服务和发展部提供的实质性的和技术方面的合作。

1 4 5、 秘书处在调整社会福利和社区发展教育适合发展目标方面的咨询服务扩 

展到了四个国家。在菲律宾，向一个涉及四个地区中心的国家计划提供了技术咨询， 

以计划在农村处理办法中运用总家庭这一概念。在大韩民国逢春洞的中央大学福利 

中心在亚太经社会和儿童基金会的援助下现已可以全面进行工作。在斯里兰卡，社 

会服务部下属的社会工作学校在社会工作者的培训方案的拟订方面得到了帮助在瓦 

努阿图，妇女全国委员会在确定其组织结构方面得到了帮助；管理章程已经制订出 

来，每年进行一次修订的行动计划已经拟订就绪，可供全国执行。社会事务部在改 

组它的职能结构方面得到了帮助，以使福利措施更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

1 4 6、 亚太经社会出席了由联合国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赞助于1981 
年 1 0 月在维也纳举办的社会福利和发展专家组会议。 因为 1 9 8 0年 1 0 月业太经 

社会在曼谷召开的第二次亚洲和太平洋社会福利和社会发展部长级会议是1 9 6 8年 

国际部长级会议以来所召开的仅有的部长级会议，它的报告是专家组会议的一项重 

要 投 入 。

1 4 7、 1 9 8 0年 9 月在曼谷召开的关于国际残废人年的目标和行动计划的技术 

会议和区域讨论会徒出的各项建议是本地区对关于国际残废人年的世界崖谈会的重 

要投入。

1 4 8 、 在妇女参与反展的具体活动方面，联合国妇女十年志愿基金资助了本地 

区将近四十个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在农产工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方面产生收 

入的活动；节约燃料和劳力的技术的推广和培训；目的在于改进农村妇女的经济活 

动和提高妇女生产力的培训和（或 ）教育；提高女工的业务和管理技能；保健和儿 

童保育服务；协助计划人员促进妇女参与；以及在这些方面和其他有关事项的研究 

和出版工作。

1 4 9、 在加强妇女参与发展进程的社会和经济成分，制定和执行各国关于妇女

的项目方面，向业太经社会地区的二十个成员国仗供了由志愿基金资助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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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0 、 业太经社会在其第2 0 3 (XXXVI)号决议和第211 (XXXVII ) 号决议 

的支持下，采取了行动来加强它作为本地区妇女夢与发展方面的带头机构的作用。 

具体地说，举办了若干次关于妇女参与发展的特设机构间会议一 -这些会议拟订了 

一个协调各机构工作的常设机构的大纲一一，在秘书处内设立了一个跨部门的特别 

工作组，以便在它的各方案领域中将妇女所关心的问题包括进去，并且为加强 

妇女次级方案的职能和组织采取了最初的步骤。

1 5 1、 在实质性方案活动方面，秘书处更着重于加强国家和区域的丞本设施和 

机构，以便进行关于联合国妇女十年后五年的行动纲领所号召的各项活动。实施经 

社会第211 (XXXVII)号决议已经采取和宥待采取的步骤的一些方面的细节见文

e/ escap/ 2 6 6  o

1 5 2 、 巫太经社会出席了 1 9 8 2年 2 月一 3 月在维也纳所召开的妇女地位妥员 

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这个会议，除别的外，审议和通封了关于下列事项的决议：执 

行联合国妇女十年下半期世界行动计划和行动纲领所取得进展的审查和评价；1985 
年内罗毕召开联合国妇女十年成躭审查和评价世界会议的筹备工作；社会发展和人 

道主义事务中心中期工作方案。在这届会议期间，从业洲和太平洋区域来旳八个代 

表团举竹了非正式协商并考虑是否 能 举 举办区域活动，以筹备世界会议，其中将包 

括分区域会议和（或 ）关于具体问题的技术会议和区域政府间筹备会议。

1 5 3、 秘书处在动员青年参与发展次级方案下的活动的目的还是在交流各国促 

进青年参与城乡发展的经验和看法，并且特别注意到发展方案对青年人的影响。对 

于城乡青年目前所面对的问题，诸如失业、教育不足和劳工市场对青年的剥削等， 

也作了审查。此外又为在国家发展计划范围内确立和执行国家青年政策提供了一般 

的指导方针。

1 5 4、 关于在一些成员国中就青年概况问题编写国别专题论文的项目止在实施 

之中。据认为，就青年当前的社会和人口状况以及他们参与国家生活和国际生活各

个方面的情况編写国别专赵论文将有助于各国政府估计青年的需要和估价加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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犮展工作方面的计划和政策。

1 5 5、 关于资料传播的活动仍然集中在亚太经社会所主管的三个实质性领域， 

即团结妇女参与发展进程，动员青年参加国家发展，和社会福利。为了使收集和传 

播资料的一切有关活动系统化起见，秘书处正在为亚太经社会社会发展资料系统提 

出基本概念和业务要点。其中将包括一些体制，使成员国可以通过区域和国家网络 

之间的联系而最适当地参加其工作。

1 5 6、 每年出三期的《社会发展通讯》的出版工作继续未断。这一刊物正在曰 

益被各成员国利用米作为本地区内就社会趋势问题交流资料的一个工具。该刊输入 

计算机的通讯名单现已达到一千多个户头，而且还在不断更新修订之中。

1 5 7、 秘书处有关妇女的资料活动包括关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妇女地位问题的 

阅读概要，其内容有涉及妇女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以及她们在发展中的作用等各种问 

题的附有说明的参考书目录以及关于妇女参与发展的国别案例研究报告。为了系统 

地收集和传播资料，秘书处正在各成员国的协助下编辑一本包括政治、经济、行政 

和社会领域各界政府内外知名妇女的新的名人录。

1 5 8、 秘书处扩大了它作为本地区交流关于青年发展活动资料的中心的作用。

《青年发展通讯》第一期已于198 1年 8 月出版。

1 5 9、 出版了下列的报告和研究报告： ㈣关于低收入阶层的社会问题：某些法 

律上的办法讲习会报告，曼谷， 1 9 8 1年 2 月； ⑼ 槟 榔 屿 消 费 者 协 会 经 社 会 关  

于舯决低收入阶层社会问题的法律办法讲习班报告，槟榔屿， 1 9 8 1年 6 月； （c )关 

于动员青年参加国家发展资料的活页传单； （d）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太平洋妇女 

分区域后继会议报告，苏瓦， 1 9 8 0年 1 0 -  1 1 月； （e）关于制定便于对国家促进 

青年在发展中发挥作用所作努力进行规划、监督和估价的有关指标的专家小组会议的 

报 告 ， 马尼拉， BJ80牛 1 2 月； (f )—系列关于发展青年参与国家发展的农村机构 

的国家培训讲习班的中期评价会议的报告，孟加拉拉国库米拉， 1 9 8 1年 1月； (g)关 

于业太经社会/ 社会福利理事会妇女泾济活动管埋技术培训讲习班的报告，孟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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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1年 9 月； ㈣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区域政肘间筹备会议报告，马尼拉， 1981 

年 1 0 月； （i ) 从事青年工作的人员对农村机构和青年积极参与的发展方案的实地 

调查和见习，中国、马来西亚、蒙古和菲律宾， 1 9 8 1年 4 月一 5 月； □ 《印度 

尼西亚促进妇女参与乂展的措施一一研究报告》； ㈨ 《妇女参与发展一一区域行 

动纲领》。

统 计 委 员 会

1 6 0、 本审查期间举行过下列会议：

关于劳动主产率统计的讨论会，莫斯科， 1 9 8 1年 8 月 

工业普查培训讲习班，中国苏州， 1 981年 1 1月一 1 2 月 

关于人口和住房普查资料的估价和利用问题的工作小组，曼谷，1982

年 1月

太平洋分区关于能源统计的讲习班，苏瓦， 1982年 2 月

1 6 1、 在关于劳动生产率统计的讨论会上，就卯何促进本地区各国劳动生产 

率统计的友展诞出了 一些有益的建议。

1 6 2、 工业普查培训讲习班是作为联合国1 9 8 3年世界工业统计方案的一项 

预备性活动而组织的，它讨论了诸如调查表的设计、数据收集的方法、抽样检查、 

数据的处理和分析、结果的传播、工业统计的用途等等涉及组织工业普查工作各方 

面的问题o 同时，也考虑了一种特别适用于较小的国家和其统计系统尚处在发展阶 

段的国家的“最低纲领”。此外，又讨论了对家庭手工业組织调查的问题。据认为， 

这个讲习班将有助于本地区的多数国家在 1 9 8 3年或 1 9 8 3年左右进行工业普查，

从而将为世界方案作出贡献。

1 6 3、 业太经社会地区的所有国家几乎都已参加或即将参加1 980年代回合 

的人口和住房普耸。这些普查通常都是每一个国家的大學，并将耗费数量可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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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物力。但是，常常发生的情况却是，对这些普查所得的资料的质量没有作出估价， 

对这些资料的潜在价值也未加以充分利用。在人口活动基金的资助下召开的关于人 

口和住房普查资料的估价和利用问题的工作小组会议讨论了这些问题。工作小组讨 

论了估价普查资料的质量和一致性的各种方法。小组还详尽地讨论了在诸如行政需 

要、经济和社会计划以及建立抽样制度等方面如何利用普查结果，并且提出了一些. 

有益的建议，以供各国考虑和采纳。

1 6 4、 太平洋分区关于能源统计的讲习班由太平洋各岛屿国家能源统计资料的 

使用人员和编制人员参加。该讲习班按通盘考虑能源的精神讨论了所有形式能源的 

统计，但集中注意力于传统和非常规能源，因为这方面的数据仍十分缺乏。讲习班 

详尽地讨论了收集此类资料的方法并敦促各参加国收集关于能源及其使用方面的更 

完整的资料。同时又提出了若干建议，其中一些建议特别涉及到即将进行的太平洋 

能源开发方案。

1 6 5、 对国家户口调查能力方案（户口调查方案）已作了不遗余力的提倡。 已

由亚太经社会和联合国统计局的一个联合调查团就大韩民国参加问题拟就一个项目

建议并向该国政府提出，请其予以考虑和核准。对泰国的项目建议已经经过修改并

重新提出。作为该项目的开始，已经聘请一名顾问就如何把已在进行中的各个户口

调查方案结合起来的方式和方法提出建议. 在斯里兰卡，户口调查方案作为全面的

统计发展方案的一邵分，已经实行了一年有余。 1 981年 1 0 月，联合副和亚太经

社会的联合调查团对这项户口调查方案进行了检查并建议予以延长。由于各种原因，

太平洋国家的国家户口㈣查能力方案项目未能取得合乎期望的进展；但是，仍在继

续作出努力，或许以召开一个太平洋会议的方式，以重新引起它们的兴趣并为在这

些国家中进行国家户口调查能力方案解决从外部获得资金的问题。与此同时，已经

就组织以劳动力、就业和失业状况为重点的多科目户口调查一事对一个可能性很大

的参训国斐济提供了技术帮助。在蒙古对国家户口调查能力方案初步表示砑兴趣之

后，已就参加这一方案的手续作了说明，不久将派出调宜团，为了配合国家户口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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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能力方案，已就在印度组织若干个训练班的问题起草了项目提议。这些训练班将 

由开发计划署在其1 9 8 2至 1 986年的方案编制周期中予以资助。 已编写和印制了 

一篇关于户口调查的组织和方法的专题技术论文，以在本区域各国散发。

1 6 6、 编写一部关于编制国际贸易统计的手册稿本的工作业已完成，这本手册 

纳入国际上经过修订的矢于概念和定义的建议。 l 98 1 年 6 月将召开专家组会议加 

以审定。使用这样一本手册，既有助于国际上的比较，也将有助于国家间贸易统计 

的统一和协调。

1 6 7 、 由于得到人口活动基金和劳工组织的财政支助，在国民核算、户口调查、 

人口普查、公民登记和人口统计等方面的区域咨询服务得以维持，而且效能日益提 

高。

1 6 8、 秘书处的各种统计刊物按时定期发表。这些出版物的范围和内容，不论 

从成员国或统计领域而言，都有所扩大，目前所实行的新办法可以避免印刷的耽搁： 

因此可以促进准时出版。

贸 易 委 员 会

本审查期间举行过下列会议：

血又纹社会/ F  I T /C  I D A关于业洲国家进出口业务技术的训练人 

员讲习班，曼谷， 1 9 8 1年 3 月一 4 月

业太经社会/ 贸发会议关于反诈骗和反走私措施的讨论会，曼谷，1981 

年 4 月

业太经社会/ 国际胡椒共同体关于闽际胡椒共向体成员国胡椒园的生产 

和生产率W社会铨济研究的专家会议（第二次），雅加达， 1 9 8 1年 

4 月

曼谷协定常设安员会（第十次会议），曼谷， 1 981年 5 月；（第十一 

次令议）芰谷， 1 9 8 1年 1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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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消费者问题区域协商会议，曼谷， 1 9 8 1年 6 月

热带木材生产国政府间会议，曼谷， 1 9 8 1年 6 月

亚太经社会/ 贸发会议/ 开发计划署关于有利于最不发达内陆国家的，恃 

别措施的讲习班，曼谷， 1 981年 7 月

内陆国家特别机构（第六届会议），曼谷， 1 9 8 1年 7 月

关于亚太经社会和西亚经委会区域最不发达国家问题的部长级会议，曼 

谷， 1 9 8 1年 8 月

黄麻生产国政府协商会议，曼谷， 1 9 8 1年 8 月；加德满都，1 9 8 2年 

1 月

业太经社会/ 国际胡椒共同体关于确定胡椒产品砑利的价格水平的专家 

会 议 （第二次会议），雅湖达， 1 9 8 1年 8 月

木薯粉生产国和出口国政府间工作小组会议，曼谷， 1 9 8 1年 9 月 

关于苏肤对外贸易的区域讨论会和参观考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81
年 9 月

关于中国的贸易促进技术和机构的讨论会及参观考察，北京、天津、 南 

京和广州， 1 9 8 1年 1 0 月一 1 1 月

关于国际贸易货物运转的简化措施的讨论会，曼谷， 1 9 8 1年 1 1 月 

关于在木材和木材制品方面开辟贸易的合营企业的专家小组会议，曼谷,

1 9 8 1年 1 2 月

关于长期合同的讨论会，曼谷， 1 9 8 1年 1 2 月

贸易合作小组（第四次会议），曼谷， 1 9 8 2年 1 月

贸易合作小组的分组会议：商品分组（巴厘， 1 9 8 1年 9 月 ）；货币与 

信贷合作分组（曼谷， 1 9 8 1年 1 1 月 ）；长期合同分组（曼谷， 

1 9 8 1年 1 1 月 ）；关于鼓励和放宽业太地区贸易分组（曼谷，1981 

年 1 1月 ）；统一贸易统计、关税名目以及简化海关和运输手续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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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组（曼谷， 1 9 8 2年 1月 ）；开辟贸易合营企业分组（曼谷， 

1982年 1 月 ）；贸易促进中心网分组（曼谷， 1 9 8 2年 1月 ）

贸发会议/ 亚太经社令关于亚太经社会各成员国海关署之间在开展反诈 

骗和反走私行动方面的行政互助合作安排问题专家组会议，加德满都， 

1 9 8 2年 1月

亚洲清算联盟理事会会议（第十届会议）新德里， 1 9 8 2年 2 月 

黄麻货物标准化和品质管制研究所主任/ 科学家和专家会议，加尔各答,

1 9 8 2年 3 月

贸 易 扩 大 与 货 币 合 作

1 7 0、 贸易合作小组及其下属各个分组都在本年度中举行了会议。各个分组为 

了 执 行 1 9 78年 8 月召开的关于亚洲和太平洋区域贸易合作部长级会议所通过的行 

动纲领而需要进行的研究工作大部分已告完成，剩下的少数几项也都已进入最后阶 

段。这些研究工作将导致各参加国在该纲领的各个组成部分方面作出采取进一步行 

动 的决定c 已经组织了两次讨论会，一次是关于国际贸易货物运转简化措施的问题， 

另一次是关于长期合同问题。还召集了一次专家小组会议，审议在木材和木材制品 

方面推动能开辟贸易前景的合营企业的政策问题和机会。 已经向开发计划署提出建 

议，么求该署在本方案的弟二阶段继续给予援助。

1 7 1、 曼谷协定常设委员会第十次分议最后确定了成员国之间如行第二轮谈判 

的方式和指导原则，其宗旨是扩大协定中享有优惠待遇的产品范围和扩大协定的成 

员。该安员会还最后完成了关于该协定执行状况的报告，以便按照要求提交总协定。 

该报告已于1 9 8 1年 1 0 月送交总协定。

1 7 2、 该常设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第二轮谈判将于1 9 8 2年举行。该委员 

会还通过了共同的原产地规则。从 1 9 8 1年 6 月 3 0 日起，亚洲贸易扩大方案一一

曼谷协定常设安员会和贸易谈判小组的活动经费是根据该方案捉供的一一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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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与亚太经社会区域的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有关的新的贸易扩大和经济合作方案 

( RAS/81 /0 6 8 / A /0 1 /80  )正在由开发计划署考虑给予资助。

1 7 3、 亚洲清算联盟理事会会议第十届会议决定设立一个技术委员会，审议 

关于改善联盟目前程序和机构的途径和方法并向理事会下届会议提出建议. 由于这 

个委员会属于技术性质，理事会要求业太经社会提供实质性和事务性的服务，来协 

助该委员会。技术委员全也负有调查有否可能通过联盟支付石油产品款项的任务。

亚太经社会的一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并为会议提供了服务。

贸 易 的 促 进 和 发 展

1 7 4、 已经采取步骤来实施贸易资料网方案的第一阶段，该方案已在1 9 8 0年 

1 月 开 始 。 各国的资料交换点所提供的贸易资料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并入资料 

交换中心所不断提供的服务项目，即 《贸易资料原始数据库》和 《贸易资料来源目 

录 》，这两种材料都定期分发给各国的资料交换点。从 1 981年 7 月起，资料交换 

中心又已开始每季度发布题为《亚洲和太平洋区域部分产品价格》的资料。

1 7 5、 继续对亚太经社合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它们估计为建造 

图书馆或文献中心所铋要的家具、设备和其他必需品，或者帮助它们改善和加强贸 

易资料服务。 曾经就贸易和市场资料的各种技术问题组织过若干个国家或区域一级 

的讨论会和讲习班，其中包括一个为来自本区域最不发达国冢的赘加者举办的关于 

贸易资料服务的讲习班。这个讲习班是1 9 8 1年 1 2 月在加德满都举办的。本年度 

中，还曾在曼谷的亚太经社会贸易资料服务处为来自本区域十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参 

加者开 办 了 关 于 贸 易资料服务的训练班, 除此之外，还曾在业太经社会为来自本区 

域最不发达国家的参加者举办 了 间一领域的特别训练班。

1 7 6、 促进贸易的训练工作是逝过在中国和苏耿所举办的两个区域座谈会来 

徙供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两大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座谈会的参加者建议，流动座谈

会，贸易考察团和贸易展览会等促进贸易的活动，不只可以创造贸易机会，同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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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这种贸易促进技术，特别是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进行贸易时改进技巧，挺供 

方便。在这方面， 《对华贸易指南》已在编写，可望于 1 9 8 2年印发。

1 7 7、 向六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派遣了包括咨询和培训活动在内的咨 

询服务实地工作团。协助新设的东盟手工业促进和发展协会起草的协会备忘录和条 

文已获通过；并协助设计一个技术援助项目。同时又协助亚太经社会安排1 9 8 1年 

6 月在曼谷举行了保护消费者区域协商会议，以便查明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在保 

护消费者方面的需要。同时又协助促进本区域发展中図家合作社组织同发达国家类 

似组织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彼此的合作社之间的贸易。同时又向合作社职员提供 

关于出口销售和发展出口的技术及有关课题的训练。

1 7 8、 已经完成了一系列关于促进本区域发展中国家间贸易的案例研究报告， 

并且已分发给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各贸易促进组织，这些研究报告是： ⑸ “印度 

和泰国之间的柴油发动机贸易”； ㈦ “大韩民国和印皮之间关于印刷用纸和书写 

用纸的贸易”； ⑻ “菲律宾向印皮尼西亚出口杀虫剂”；以 及 ⑻ “斐济对亚太经 

社会各国出口所占的低比例”。

原 料 和 两 品

1 7 9、 在贸易合作组的商品分组项目下，对于木薯粉和虾/ 海产品和丝绸等方 

面的区域合作安排，已先批了三项研究报告。 1 9 8 1年 9 月在曼谷召开了木薯粉生 

产/ 输出国蚁府间工作组会议，审议木薯粉研究报告。工作组核可了研究报告所建 

议的所有活动并决定对木薯粉产品的短期和长期需要和供应前景的分析工作及关于 

木著粉产品和副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方面的研究和发展的协调工作应列为高度优 

先事项。工作组要求秘书处采取步蹕，在收到至少三个政府表示愿意参加这些拟议 

的活动之后，立即召开亚太经社会区域木薯粉生产国政府间协商委员会的第一届会 

议。研究报告和工作组会议报告已提交1 9 8 1年 9 月在巴厘召开的商品分组第四届 

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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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0、 亚太经社会/ 粮农组织协商考察团已于 1 9 8 1年 4 月一 5 月视察了本区 

域的黄麻生产/ 输出国，即孟加拉国、缅甸、印度、尼泊尔和泰国，以查明共同问 

题并拟订关于黄麻和黄麻产品的可能合作安排的提议。 考察团的报告已由1 981年 

8 月在曼谷召开的黄麻生产国政府协商会议审议。协商会议已同意黄麻生产国间的 

十一项具体合作活动， 1 9 8 2年 1 月在加德满都的政府协商会议也审议和商定 了 一  

项执行这些活动的详细计划。贸发会议、工发组织、粮农组织和贸易中心等的秘书 

处都已同意协助黄麻生产国执行这些活动。在这方面，协商会议已要求业太经社会 

充当协调机构。

1 8 1、 1 981年 6 月在曼谷召开的热带木材生产国政府间会议审议了亚太经社 

会/ 粮农组织向本区域生产和出口热带木材的主要国家派出的联合工作团所提出的 

报告和建议。会议商定，在各国政府同意的前提下，应当在热带木材生产国和出口 

国之间連立一种区域合作安排，其主要目的是：将木材和木材制品价格稳定在公平 

合理和有利可图的水平上，最佳利用和发展木材资源，以及为木材和木材制品作出 

有效的销售安排。作为这次会议的一项后续行动，秘书处完成了关于热带木材的销 

售和关于人们不熟悉的木材品种的利用两项研究报告，并由 1 9 8 2年 6 月在菲律宾 

洛斯巴诺斯召开的业太经社会和东南亚木材生产者协会联合举办的关于不熟悉的热 

带木材品种利用问题讲习班的本区域生产国和消费国双方的木材专家讨论这些研究 

报告。

1 8 2 、 根据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规定的任务，向各成员国和各区域商品 

共同体一一即橡胶国协、亚太椰子共同体和胡椒共同体一一的秘书处提供了咨询服 

务和协助，尤其是在执行下列项目时： “橡胶国协国家关于改进小园主橡胶加工和 

销售技术的各种计划的比较研究”；“制订胡椒的销售合同共同格式”；“区域内 

部间椰子产品的加工和销售”；和 “查明发展中園家胡椒需求前景的市场研究/ 调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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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 进 国 际 贸 易 流 通 和 在 保 险
与 再 保 险 方 面 的 合 作

1 8 3、 货币和信贷合作分组在1 9 8 1年 1 1 月会议上，建议采取行动。扩大亚 

洲清算联盟和亚洲再保险公司的成员。亚洲清算联盟和见洲再保险公司都在取得进 

展，其交易和业务量都在逐步增加。这个分组也考虑了以优惠条件为发展中国家延 

期付款出口订立再筹资办法的可能性.。分组决定，就两种备选方案，即直接提供资 

金和出口保证，编写一份深入的研究报告，以协助成员国政府就其较愿接受的方案 

中的不同方面作出决定。

1 8 4、 亚太经社会/ 贸发会议关于反诈骗和反走私措施的讨论会，就各国海关 

署开展反诈骗和反走私活动的行政互助合作问题，拟就了一套安排。讨论会请执行 

秘书召开一个高级专家小组会议审议这套安排。因此， 1 9 8 2年 1月在加德满都召 

集了一次专家组会议，审查根据座谈会所提出的一套安排而拟订的多边协定草案。

按照专家建议，巳将订正后的多边文书草案提交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审议，并 

在可能时加以通过.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 内 陆 国 家 和 发 展 中 岛 屿 国 家

1 8 5、根据由开发计划署资助的援助最不发达的内陆国家的项目(RAS/72/  

0 7 7 )，秘书处在贸发会议的合作下继续处理与内陆国家的过境贸易有关的特殊问 

题的工作。 1 981年 6 月，一个由开发计划署、贸发会议和亚太经社会联合派出的 

评估组派往本区域最不发达的内陆国家和过境国家。这个评估组的主要宗旨是估价 

该项目巳取得的进展，以便为下一阶段即1982至1 9 8 4年阶段设计和拟订后续措施，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安考虑到内陆国家和过境国家的意见。派出这个评估组乃是为向 

这些国家更多地和更有效地提供援助的一部分行动。 1 9 8 1年 7 月，在曼谷举 行 了  

一次开发计划署/ 贸 发 会 议 /亚太经社会三方审查会议，讨论评估组的报告，并且 

诞出该項目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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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6、 来自内陆国家和过境国家的人员参加了亚太经社会/ 贸发会议/ 开发计 

划署关于有利于最不发达内陆国家特别措施的讲习班。讲习班的内容由三个部分组 

成： ㈣关于贸发会议和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开展的有利于内陆国家的活动的进展情 

况 ； ㈨讨论同内陆国家的过境贸易有关的问题，包括多式联运、海关单证和手续、 

清算与运输、保险、仓库管理、货物运转、包装和港口设施及手续等；以及⑻结 

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过境贸易，对曼谷海港和内河港口农海进行参观考察。讲 

习班为来自内陆国家和过境国家的参加者提供了 一个适当的讲坛，使他们可以体会 

彼此的问题并在相互之间取得更好的了解。

1 8 7、 参加内陆国家特别机构第六届会议的有内陆国家和过境国家以及其他国 

家和国际机构的代表。会议的主要宗旨是审查本区域内陆国家所面临的特殊问题， 

并且参照国际社会所通过的各项决定和决议，对于联合国系统能以何种方法帮助这 

些国家克服它们的特殊问题提出建议，

1 8 8 、在召开关于亚太经社会和西非经委会地区最不发达国家问题的部长级全 

议之前，举行了一次高级官员会议，审议了最不发达国家八十年代《实质性新行动 

纲领》。高级官员会议的报告曾提交部长级会议审议和核准。部长级会议就联合国 

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週过了一项宣言，其中特别号召一切发达国家、砑能力的发 

展中国家、多边组织和其他机构都尽力保证使援助和其他措施能够源源不断地迅速 

增加以满足最不发达国家的全面需要。

B 、其 他 活 动

发 展 中 国 家 间 的 经 济 和 技 术 合 作

1 8 9、 1 980年创刊了着眼于论述新出现的发展问题的部门丛书，第一分册是

关于太阳能问题，现在又继续刊行了三本砑关可再生能源问题的分册。这三个分册

论述沼气、风力能源和小水电厂问 题 (司南太平洋大学的太平洋研究所合作编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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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亚洲和太平洋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的各国机构安排的多部门丛书的第 

三分册。书中叙述了 165个分布在各个部门的太平洋地区机构（这些机构有的是政 

府间的，有的是非政府性质的，有的是各国自己的），追溯了太平洋岛屿间进行合 

作的历史，并且提供了这些岛屿的土地和海洋面积及其人口多寡和密度的有用资料。 

已发行了关于亚洲和太平洋的技术研究和发展机构的第一分册。

1 9 0、 在亚太经社会作为开发计划署资料查询系统的区域机构的作用得到最后 

确定之前，它通过出版上段中提到的小册子继续对区域资料系统作出贡献，并且保 

持了有关技术研究和发展机构以及国家间机构安排的区域档案。

1 9 1、 使用了亚太经社会的辅助资金把一台泰国制造的艇外推进机自曼谷空运 

至萨摩业。这台艇外推进机是根据萨摩亚政府的要求由泰王国政府提供给渔业司的。 

已获批准使用辅助资金的其他活动包括提供捐款，资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的 

代表参加下述各项活动：一个试验性的有关项目规划的讲习班，内容是通过开展妇 

女的创造收入活动来改善渔民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一项在曼谷举办的区域公路保养 

学习班；以及在斯里兰卡举办的动物保健辅助人员和家畜饲养人员教练员讲习班。

1 9 2、 一个区域间合作项目业已制订，同时作为最后确定这个项目的初步步骤， 

已与拉美委员会秘书处进行了商议。研究了秘书处对南亚地区合作进行协助的范围， 

并且探讨了提供预算外资金以进行倡导性和支持性活动的可能性。经常在审议是否 

，可能与其他联合国机构特别是工发组织和粮农组织合作，筹备出版即将问世的賓 

关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的书刊。与开发计划署的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问 

题特别工作股讨论了与秘书处合作为与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有夫的政府高级官员 

举办情况介绍讨论会。

1 9 3、 草拟了一项有关秘书处倡导性和支持性活动的审查报告，作为开发计划

关整个系统情况的报告的一部分，于 1 9 8 1年 6 月提交给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

作高级审查委员全第二次会议。会上以各区域委员会名义作了联合发言。秘书处参

加了由各专门机构组织的与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书关的各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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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料 系 统 和 文 件 服 务

194、 政府资料系统和数据处理工作政府间会议于1 9 8 1年 1 2 月在东京举行。 

这是根据亚太经社会声料问题方案举行的第一次政府间会议，有 1 5 个国家和5个 

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认为进一步宪善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资料系统是各国政 

府的一项优先任务，而宪成这一任务的最佳途径是通过亚太经社会组织相当大程度 

的区域合作。

1 9 5、 执行秘书于1981年 5 月设立了关于资料系统问题的咨询委员会，作为 

在秘书处内改善资料管理工作的一个方法。这个委员会在副执行秘书主持下开会。 

它有权制订痕关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资料系统的建立和逐步健全以及其日常运行工作 

的指导方针；它有杈建议若干个部门在进行部门间资料系统工作时集中使用它们的 

资源；它还賓权在安排数据处理服务先后次序问题上起上诉小组的作用。在咨询委 

员会的指导下，已经编制了秘书处资料系统的目录。

1 9 6、 1981年 3 月安装了日本政府提供的现代化计算机系统，使秘书处内资 

料协调工作获得另一项改进。另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过去三年中淀供了一位图 

书馆系统分析人员，由于他的工作，秘书处现在有了一套编制文件索引的通用工具。 

通过上述各种方法，文件资料的协调和管理工作正在得到改进。作为文件管理工作 

的一个组成钟分，把文件说明列入电子计算机数据档架的制度已经扩大了范围。档 

案现在约砑5 0 0 0个条目，并将以每年约8 0 0 0个条目的速度增加。所有在曼谷的 

联合国办事处的文件编号综合一览表也已开始编制，教科文组织和儿童基金会在最 

初时就参加了。

1 9 7、 已经开始统一处理业太经社会各实务司的书目数据，亚太经社会书目资 

料系统的计算机打印文件样本一览表已经完成、并已分发到各司，其中包括书^索 

引、法人团体索引以及“关键字”索引。

1 9 8、 图书馆根据常驻代表咨委令第 1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并且根据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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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调查表的答复修订了《亚太经社会代表手册》。修订后的《亚太经社会代表手册》 

列有较多的议事规则资料，进一步说明了秘书处的组织情况和秘书处办公大楼的房 

屋安排情况，并列有有关为亚太经社会各种会议提供东道国设施的一些国家的职责 

的资料以及其他一些对亚太经社会与会代表有助益的资料。

1 9 9、 《亚太经社会文件和书刊》现在每年出版一期， 1 981年版已由图书馆 

编辑宪工，并已在 1 982年初发行。此刊物载列了截至1 981年 1 2 月中为止图书 

馆所收到的文件的目录。

2 0 0 、 根据关于政府资料系统的区域方案，负责行政资料系统和数据处理工作 

的区域顾问在1981年期间前往印度、尼泊尔、 巴基斯坦、新加坡、斯里兰卡和泰 

国执行任务， 旨在就建立和完善数据库、 时间数列系统和管理资料处理系统等问题 

提出建议. 这位区域顾问第二年的服务是由法国政府负责提供的。

2 0 1、 负责数据准备工作以及人口普查和调查数据处理工作的区域顾问前往斐 

济、 日本，马来西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大韩民国、萨摩亚、瓦努阿图、 

越南和南太平洋委员会执行任务，主要是为了就处理1 9 8 0年度的人口普查数据的 

计划挺出建议和安装有关进行人口普查和调查数据的编制和绘表工作的计算机整套 

软件.此区域賊问的服务由人口活动基金负责资助。

2 0 2 、 各国日益倾向于使用整套软件釆进行编制和绘表工作，于是与美国人口 

普查局合作于1981年 5 月在曼谷举办了臂关用于人口普查和调查数据编制工作的 

“抗蚀”计算机软件的讲习班。

2 0 3 、 荷兰政府将其对加强农村发展资料的项目的支援延长到1 9 8 2年 9 月底，

它从 1 980年 1 0 月 以 来 一 直在资助这个项目。根据这个项目，一位系统分析人员

在 1981年期间前往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菲律宾和斯里兰卡执行任务，就农村

发展规划所需要的资料的组织和管理工作诚出建议。这位分析人员还着手在业太经

社会图书馆设立一个查询股，负责为所收到的书关农村发展的材料编制目录和索引，

并在必要时编写摘要，以便作为一个分支系统，列入业太&社会“联 用 ”书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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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这将使秘书处和在曼谷的联合国各机构的使用者能够利用这些材料，并能使 

本区域各国的查询得到答复。数百条有关农村发展问题的图书书目说明已经列入了 

这个分支系统，同时已根据这一数据基础编写了一本书目手册，印发给在本区域的 

联合国各机构和其他选定的机构。

综 合 农 村 发 展 方 案

2 0 4、 根据亚太经社会农村发展工作综合方案已获批准的每项活动都是明确规 

定由某个司负责带头加以执行的。 1 980年一一 1 9 8 1年工作方案共有4 5 项活动, 

其中有 1 4 项已经完成， 2 5 项正处于不同的执行阶段， 4 项尚待有人承诺提供资 

金， 1 项延至1 9 8 2 — 1 9 8 3 年， 1 项已经取消。秘书处的农村综合发展股与 

秘书处各司以及有关国际机构密切配合已经开始了三项中心活动的执行工作，这三 

项活动是旨在加强农村综合发展的体制和组织结构的。根据两个结合进行的项目，

即 “低收入集团的发展”和 “提高公共机构和地方组织对低收入集团的负责态度” 

这两个项目，已在本区域的七个国家完成了九项案例考察。然后举办了一期区域讲 

习班，参加者有挑选出来的政府官员、一些国家的专家和联合国机构的代表，深入 

分析了各低收入集团所面临的社会/ 经济不利条件和没书能力的情况，并挺出了克 

服这些不利条件和没有能力的情况的方式方法，使社会的贫穷阶层能够依靠自己的 

力量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另一项活动涉及到分析如何使非官僚组织为地方的土改 

措施的规划和执行工作服务，以待来日采取政策性行动，这项活动目前正在执行中。 

预计将在 1 9 8 2年年中宪脱。

2 0 5 、 本审查期间，有关联合国机构配合执行了机构间农村综合发展协调行动 

计划。亚洲和太平洋农村综合发展机构间委员会在本年度举行了三次会议，委员会 

在会上审查了工作的进展情况，就规划和执行工作向特别工作组提出了宝贵的政策 

指导方针。该特别工作组经常开会，平均每月一次，为执行工作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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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审 查 年 度 内 所 宪 成 或 进 行 的 国 别 暫 动

2 0 6 、 马 尔 代 夫 过去曾向马尔代夫政府就拟订有关一个环礁的广泛战略和制 

订综合发展项目徒供了筹备性援助，现在继此进一步支援该国政府采取后继行动执 

行环礁开发方面的長期项目。

2 0 7、 尼 泊 尔 按照机构间委员会优先考虑最不发达国家和落后地区的发展需 

要 的 政 策 示 ，工作队拟订了一个关于协助尼泊尔政府改善山区综合农村发展的规 

划和执行 项 目 ；山区的发展问题由于地理和环境的因素而更加复杂。 项目提案已 

请驻尼泊尔的开发计划署机构转交该国政府，目前正在等待该国政府的答复。

2 0 8、 斯 里 兰 卡 目前已同该国政府参照其分散发展的战略，就行政区综合发. 

展的范围和结构进一步进行了协商。工作队应该国政府的请求，拟订了另外一项提 

案，以期改善村和分区一级规划的联系，使其成为行政区综合发展计划的一部分。 

有鉴于此，行政区综合发展项目的执行计划表已征得该政府同意加以修正。该国政. 

府已选定一个行政区作为项目地区，并完成了执行该项目的其他筹备工作。实地工 

作可望马上开始。

2 0 9 、 泰 国 根据与泰国政府笮关各部的详细协商，工作队拟订了一个项目，

向府一级的农村综合发展的规划提供援助。该国政府已正式批准这个项目，并选定 

两个府作为项目地区，同时也宪成了其他筹备工作。工作队已米取步騄开始实地工 

作。

国 家 间 活 动

2 1 0 、作为以前在这方面完成的活动的后继行动，目前拟订 了 一 个 项 目 ，其目 

的在于协助本区域的两个国家首先详细审查其各自的监測和评定方法和制度，并采 

取步骤改进預定受惠者特别是低收入集团参与这种过程的程度。印度尼西亚和斯里 

兰卡政府已表示裙意夢加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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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 在 “农村银行机构人员训练”项目的第一阶段期间， 1 9 8 1年 1 1月 

在泰国猜纳举办了一个区域训练讲习班，参加的有来自本区域八个国家有关农村信 

用贷款的银行机构高级官员和训练人员。讲习班期间的详细活动包括审查发放信用 

贷款的现賓办法和制度，建议改善低收入集团取得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机构便利的 

措施和现场实习改善关于查明和评定社会中较穷阶层的小规模项目的方法学。根据 

这些活动，每个国家的参加人员都对他们各自国家在项目第二阶段期间内的国家一 

级的训练制订了一份简要的大纲。此后，在孟加拉已举办了国家一级的培训。

2 1 2、 在 1 9 8 1年 6 月和 7 月，机构间委员会安排1 0 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和国 

家联络处人员参加了在中国举办的研究考察座谈会，以研究这个国家在农村发展方 

面取得的经验，并估量本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能从中国的经验汲取好处，以执行 

其自己的国家方案，尤其注意群众的动员和参与。

技 术 合 作 及 有 关 活 动

2 1 3 、 1 9 8 1年亚太经社会所实施的区域技术合作方案的总值为3 0 5 0万美元， 

表现出这些方案的规模在继续扩大。这种不断扩大显示各成员国重视业太经社会的 

业务活动。扩大方案所需要的资金主要来自各捐助国和组织的预算外捐款。 1981 
年信托基金的捐款为2 1 0 0万美元，包括为区域各训练和研究机构和湄公河下游勘 

察工作协调委员会的捐款。 1 9 8 1年预算外援助内不必偿还的贷款邵分据估计为 

9 5 0万美元。

2 1 4 、 一组 1 3 名区域顾向和专家执行了 4 3 次任务，向本区域的各发展中国 

家提供技术和顾问服务，主要致力于满足最不发达的、内陆的和发展中的岛屿成员 

国的需要。南太平洋联合国发展咨询队（发展咨询队）扩大了它向本区域发展中的 

岛屿国家的援助方案。它加强了与南太委会、南太经合局和南太平洋大学的合作关 

系。 1 9 8 1年期间安排了 3 7 个咨询顾问项目。

2 1 5 、 开发计划署资助的区域项目涉及经常性和突发性的问题和政策，例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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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训练和培养，农业机械，工业发展，贸易合作，自然资源和能源，公共行政和财 

政，遥感，科学和技术，统计，以及在航运、港口和内河航道方面的区域合作。业 

太经社会也继续支持湄公河下游勘察工作协调委员会并把贸发会议当作合作机构，

共同执行与贸易有关的项目。

2 1 6、 人口活动基金继续向亚太经社会人口司及其人口资料处提供机构支助。

同时也向北太经社会提供资金，使其能向本区域各国提供人口事务方面的区域咨询 

服务并进行人口学和人口统计方面的技术援助和训练，使其能够进行各项研究和编 

写国别专题论文，并使其能向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学家提供研究金名额15 
名以便在印度的国际人口研究所受训，同时使其能安排第三次亚洲和太平洋人口会 

议。

2 1 7 、 儿童基金会、劳工组织、科教文组织和卫生组织等组织也同亚太经社会 

合作，协助它完成目标。联合国妇女十年志愿基金1 9 8 1年支助了七个项目，环境 

规划署支助了两个项目。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临时基金也向区域技术转让中 

心提供机构和方案支助。

区 域 训 练 和 研 究 机 构 及 特 别 的 区 域 项 目

业洲和太平洋发展中心

2 1 8 、 根据经社会第2 1 5 ( XXXVII ) 号决议，秘书处已就亚太发展中心 

章程草案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继续采取行动。这项行动包括与东道国马来西亚政府、 

其他各国政府W代表和肤合国总部的法律事务厅进行探索性讨论和召升业太经社会 

各国政府常驻代表的非正式会议，以期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2 1 9、 亚太发展中心于1981年 8 月 1 7 日由马米西业总理马哈蒂尔•本•穆

罕默德博士阁下主持正式宣布成立.1982—— 1 9 8 3年的工作方案已由1 9 8 1年 8

月举行的管理安员会弟二届会议核可。 1 9 8 1年业太发展中心过渡时期研究和训练

工作方案已经执行。除了同其他机构的若干协作项目之外，还在业洲各国安排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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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座谈会和讲习班。 1981年 1 2 月在吉隆坡召开了 1 9 8 0年代发展前景会议。

有关为业太发展中心征聘工作人员和为各方案筹募资金的活动正在继续进行。管理 

委员会在 1 9 8 2年 2 月举行了第三届会议，审查进展情况。

2 2 0 、 管理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决定，为求在发展规划方面提出有创见的思想和 

新鲜见解，亚太发展中心应集中少数选定领域从事研究和训练，力求避免使其有限 

资源过分单薄地分散到广大的领域去。被委员会选作政策研究和训练的领域有(a) 

能源规划和管理， （b）粮食安全， （c）人力贷源的调动， （d )团结妇女参与发展。 

业洲和太平洋统计研究所

2 2 1、 第十一期普通班于1 980年 1 0 月开班， 1981年 3 月结束。第十二期 

普通班于1 981年开班， 1 9 8 2年 3 月结束。研究所也为资深统计人员举办了两个 

高级讨论会，以及举办了两个关于自动数据处理的训练班和五个国家/ 分区域课程。

湄公河下游勘察工作临时协调委员会

2 2 2 、 湄公河临时委员会在本审查年度期间内召开了三届会议。 1981年 9 月 

在万象召开了第十二届会议，特别讨论了开发计划署对1 9 8 2—— 19 8 5 年期间的机 

构支助问题。 1982年 1 月在河内召开了第十三届会议，第十四届会议于1 982年 

3 、 4 月 间 与亚太经社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同时召开。

2 2 3 、 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所核定的1 9 8 2 年工作方案符合指示性流域计划 

的一般性纲领。它包含6 个部内性方案：水文和气象、流域规划、土地和水资源的 

开发、改善航行、农业和渔业、 以及电力、工业和矿产。这些方案分成2 0个次级 

方案，下面再分为1 0 2项个别行动。

2 2 4 、 秘书处通过开发计划著目前止在进行的机构支助项目接受其支助，同时 

又接受合作国家和机构的支助，这些国家和机构提供专家服务，研究金和其他现金 

和实物方面的抜助。开发计划署项目的第五阶段为期三年，从 1 9 7 9年 5 月至1982
5 8



年 3 月。这一期间秘书处有关的一切费用的6 0  %左右由开发计划署目前的捐款支 

付。秘书处执行实地项目和特别项目所引起的费用不在此数之内。 除了秘书处业务 

费用的4 0 % 左右以外，合作国家机构提供大量资源以补充沿河国家或委员会本身 

( 就区域为主的活动）所进行的实地项目的预算。

2 2 5 、 1981年 3 月在秘书处里面设立了一个工作组，初步工作是严格审查指 

示性流域计划的主要邵分和选择需要核查和（或 ）更新的数据。工作组在年度期间 

内定期开合，已查明指示性流域计划的若干领域，以供研究和修正。

2 2 6 、 秘书处年度期间内所进行的活动重点如下：完成南蓬环境管理研究项目 

的三个研究阶段并制作南蓬系统的模拟模型；完成研究修订巴蒙项目的经常费用概 

算和审查所有以前关于执行本计划的所有权、管理和资金筹措安排所设想的观念， 

增加关于南孔瀑布和上丁的研究；湄公河抽水灌溉项目在1 1个抽水站安装了3 2  
台电力抽水机， 1 9 台抽水机已于1 9 8 0 /8 1年旱季期间开始作业，开始建造每个 

抽水站的横向排水沟并成立一个操作和维修队；取得万象平原防洪和开垦沼泽地项

目的建筑器材并开始作业，开始关于开垦沼泽地区的技术研究；完成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廊开/ 塔纳伦渡口新渡轮的建造，以及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泰国的肤合工 

作队再一次对郵开/ 塔纳伦渡口进行地形水道測量，为疏浚作业做准备工作；老挝 

人民民主共和国南娥渔业发展和管理项目的建造工程、生物调查，捕捞实验和推广 

活动已取得了进展。

亚洲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肤合勘探协调委员会

2 2 7 、 1 9 8 1年 9 - 1 0 月，岸外联勘协委会在汉城举行第十八届会议，并在 

这届会议期间召开了几个有关的会议，其中包括委员会技术咨询组第十七届会议和 

环太平洋地图项目西北象限工作*小组第七次会议。此外，岸外联勘协娈会成员政府、 

亚太絃社会和升发计划著三方代表联合审查了东亚区域岸外勘探项目（R A S /80 / 

0 0 3 )，以求加强岸外联勘协妥会的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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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8 、 岸外联勘协委会审查了下列各领域的项目活动：石油资源、锡及其他碎 

屑重矿、第四纪地质学、其他海下资源、 “磁测”项目、遥感、同位素測年、重力 

图和磁力图的绘制、海床和大陆边缘地质图的绘制、海洋环境、咨询服务、技术人 

员训练和技术出版物。

2 2 9 、 项目办公室与各国及国际组织维持紧密的合作关系。与岸外肤勘协委会 

合作的下列国家提供了外援：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 

揶威、瑞士、苏联、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 日本也是岸外狀勘协委会的 

成员国。

2 3 0 、 开发计划署继续向岸外联勘协委会的活动提供主要的支援。希望在1982 

- 1 9 8 4年期间它会继续提供类似的支援。

南太平洋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安员会

2 3 1 、 1981年 1 0 月，南太联勘协委会在瓦努阿图维拉港举行第十届会议，

讨论下列重要事项及问题： ㈨设立一个工作组来推动及执行南太平洋科学、大地 

构造学和资源方面的研究方案； ⑼关于协委会的职权范围及法律地位，其中考虑 

到联合国法律爭务厅执表示的意见； （c )澳大利业、新四兰和美囱政府向南太平洋 

论坛较示愿意同南太耿勘协安会密切合作，主办一个地球物理祁海洋学调查研兄方 

柒； ⑹迮南太平洋大学举办地球科学训纟乐方案； ⑹1981—— 1 9 8 2年工作方茱；

1 983年 和 1984年岸外巡航；执行方案汾需的货源，包括工作人员和设备项目， 

其中注意到各成员回促出的各种不同的优先次序。

2 3 2 、 秘书处根据南太联勘协安会弟十届会议的决定，采取 了 下 列 步 骤 ： (a) 

协 助 审 查 员 会 的法律地位； （b)对于捐助国政府及其他来源提供的财政及其他 

形式即支援包括专冢服务，采取后继行动； (c)为成员国 开设地球科学课程向 

新西兰政府争取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资金的捐款； (d)促进联合勘测巡航的执行 

工作。

6 0



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

2 3 3 、 本审查期间，有三名专家参加了中心的工作，另对四名专家正在征聘中。

2 3 4 、 本审查期间，向 1 4 个成员国执行了 4 3 次技术咨询任务，同时向有关 

国家机构提交了2 3 份技术报告。从 1 973年以米，中心已印发了159份技术报告。

2 3 5 、 1981年 5 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办了关于地质枓学资料和实际应用的 

讲习班； 1 9 8 1年 1 0 月在中国江西省举办了关于钨地质的专题讨论会。

2 3 6 、 在业太经社会区域，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的活动及其对矿物和地下水 

勘探开发工作所产生的影响有所增加。 1 9 8 0年和 1 9 8 1年，中心着手推行几个特 

别方案，其中包括在印度尼西亚执行的地球化学勘探方案，在印度尼西业、马来西 

i 和泰囱饥行的岩石磁学项目，以及年代测定网项目。

2 3 7 、 目前已出版了三期《简讯》。第四期止了在编制中。

2 3 8 、 目前正在讨论中心的财政情况，并着重表示急需增加现金捐款，以支付 

万隆的当地业务开支；同时强调1 9 8 2年后为设立协调员职位而筹供经费的问题。

2 3 9 、 中心的资源情况，有可喜的一面，也有困难的一面。可喜的是，捐助国 

以提供专家服务的方式恩剧增加捐助，如且升发计划署也增加对方案活动的支助。 

然而业太经社会区域友展中国家的现金捐款悄况极不可靠，而这些国家是中心活动 

的直接受益者。现金捐款是发展中心在万隆总部当地业务开支的唯一来源。在其他 

供应资金术源的心目中，此项现金捎款是发展中国家采是否认真关心继续扩大这个区 

域中心的活动的一种表示。逋过现金捐款朱表示对中心的关心，无论捐款数量如何 

微小，也会对捐助国是否愿惠派退本国专家供区域中心使用发生直接影响。

2 4 0 、 目前的现金捐款数辆每年约25, 0 0 0旲元。这笔数目完全不能应付中心 

开支需要，相对于捐助国所徒供的服务和设备（每 年 1 0 0 万美元以上）来说，简

直无法比拟。到目前为止，在 3 7 个发展中的成员阒中，只响 1 0 个供绐现金捐款。

2 4 1 、 矿物资源开友中心如能扩大它的活动，所材成员国都会受益，因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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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成员国应当给予支持，提供更多现金捐款。 因此大力呼吁尚未这样做的成员国 

作出捐献，并呼吁已经这样做的成员国增加它们时捐款，以协助矿物资源开发中心 

支付它的当地业务费用。

台风委员会

2 4 2 、 1 9 8 1年 1 1 月，台风委员会在马尼拉举行第十四届会议。委员会决定 

于 1 9 8 2年举办一个讨论会，分析洪水侵害问题。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将同气象组织 

合作，协助委良会成员筹备台风实验。

区域技术转让中心

2 4 3 、 技术转让中心已开始执行一项由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临时基金提 

供货金 1，242, 0 0 0 美元办理的区域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协助亚太经社会区域发 

展中国家加强本国的体制及政策结构，以及提高其科技包括技术转让方面的能力。

2 4 4 、 技术转让中心同有关国际机构合作举办峒关区域会议，例如英联邦秘书 

处/ 技术转让中心狀合举办双用传统轻型机械工业的讲习班，和贸发组织/ 瑞典国

际开发局/ 技术转让屮心平办关于技术改造的技术政策联合讲习班。技术转让屮心 

还在万隆举办了一个关于金属工业发展屮心的会议，并协助亚太经社会就在泰国举 

行讨论问一主题的会议问题进行了可行性研究。技术转让中心与亚太经社会协商， 

向不丹及尼泊尔政府提供咨询服务，以便加強两国的科技能力。技术转让中心应菲 

律宾国家科学发展局的委托，就是否可能发展产生碳氢化合物的植物作为亚洲和太 

平洋区域的一种能源提出报告，以及推订一个协助马来西亚政府发展小型水电站的 

方案。 中心继续定期出版技术转让中心简讯、技术文摘和购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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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农机网

2 4 5、 农机网根据理事会第三届全议的建议，在本审查期间执行了两组活动： 

（a）继续完成第一阶段所展开的活动； （b)为第二阶段编制一份1982 —1984年的 

项目文件和工作方案。

2 4 6 、 关于正在进行中的活动，试验、评价和修改中国收割机和国际大米研究 

所人工插秧机的工作取得了良好时进展。一队中国技术专家访问了菲律宾和稂国， 

实地进行收割机操作示范，并且讨论了中国与农机网进一步合作的领域。互相交换 

样机的方案也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参与国已互相交换了几台机器和工具。培训方 

案和资料散发活动继续址行，而且很受欢迎.

2 4 7、 本审查期间，农机网积极准备为第二阱段的工作拟订一项新的项目文件 

和工作方案。在机行这一任务时同参与国保持密切的合作。经理事会核准的项目文 

件和工作方案内容与从前大有出入。农机网的基本目标是向小农提供适当的机械和 

应用适当的技术，协助他们提高生产率和收入。这个目标虽然没有改变，但对于实 

现这一目标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其相对蜇点已有了重大的改变。因此，第二阶段所 

强调的主要是促进当地制造农机的能力，以及推广试验成功的议备。新的工作方案 

把重点放在对驭机制造方面有直接影响的活动，例如设计能力的促进、标准化、工 

业扩展、关于生产技术的咨询服务和侧簞农机制适的讲习班和训练方柒。

2 4 8 、 新的项目文件确认并一再强 调 .必须制订明确而切实可行的国冢农业机 

械 化 政 策 。 新旳工作方案着重指出，必须设立和加强体制结构，例如国冢农业机械 

化娶员会、拟订机械化政策和战略、以及负责方案砑效协调和执行的国家组织网。 

此外，极受欢迎的活动，例如资料传播和培训活动，也必须加以扩大，并且使其目 

的更加明确。

2 4 9、 新的项目文件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 自力更生和区域合作。

为求在自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这个项目，就必须日益严格地遵循这些原则。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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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这个项目的行政费用将于1 9 8 5年由参与国自己提供。

2 5 0、 农机网继续定期出版简讯和技术文摘。

C 、 同 其 他 联 合 国 方 案 的 关 系

2 5 1、 在工业、住房和技术领域，与其他有关机构，尤其与联合国人类住区中 

心 （生境中心）、工发组织、贸发会议、劳工组织和粮农组织已经建立井保持着密 

切合作关系。通过经常联系和工作人员互访，加强了同工发组织在活动中的密切协 

调。在工业和技术领域已经拟定了一些准备共同执行的方案建说，区域技术转让中 

心和区域农机网从粮农组织和工发组织方面得到不少咨询意见和支助。这两个机构 

的代表均参加了区域技术转让中心和区域农机网的各个技术和咨询委员会。贸发会 

议在国际贸易、最不发达国家、商品和技术转让领域对秘书处和区域技术转让中心 

的工作进行了密切合作。在亚太经社会“俱乐部”的活动和工发组织为最不发达国 

家的利益而举行的团结会议方面，亚太经社会和工发组织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科学和技术机构间工作队继续其有益的工作，通过促使设在曼谷的各有关机构积极 

参加活动，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协作。

2 5 2 、 在人类住区领域，同生境中心的协作正在加强。同去年一样，秘书处 

对生境中心的全球报告的主安专题进行了区域性研究。秘书处的代表参加了生境中 

心负责起草有关拟议中的亚洲人类住区银行的可行性报告的专家组会议，同时还参 

加了生境中心的其他各种活动。把生境中心的工作人员调整到亚太经社会去的重新 

调配工作已经逬一步实现。这表明在人类住区问题领域内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协作程 

度不断增长。

2 5 3、 在开展环境领域的活动中，秘书处同联合国有关组织和专门机构保持 

了 紧 密 的协作关系，其中有环境规划署、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卫生组织和海事

组织。特别是在保护海洋环境和有关生态系统的区域项目方面，同环境规划署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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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淬方案活动中心、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及其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和海事组织进 

行了密切的合作。在联合国沙漠化问题会议后的区域后继活动中，与环境规划署、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和气象组织进行了同样的合作。

2 5 4 、 在开展国际贸易、商品和原料这类活动，特别是当这些活动同本区域最 

不发达国家、 内陆国家和发展中岛屿国家有关时，秘书处继续同联合国各个机构和 

国际组织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如：其他区域经济委员会、贸发会议、开发计划署、 

贸易法委会、劳工组织、粮农组纸，总协定、贸易中心、亚洲开发银行、经互会、 

欧经共同体， 南太委会、南太经合局、东盟秘书处、英联邦秘书处和国际商会；秘 

书处还同发达国家賓进口机会的办事处继续保持了工作关系。秘书处组织了亚太经 

社会和西业经委会区域最不发达国家问题部长级会议，一些阿拉伯国家代表参加了 

会议， 此外，秘书处还同贸发会议合作积极参加了业太经社会和西亚经委会区域最 

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为一方和它们的援助伙伴为另一方的审查会议。秘书处还与 

现有的商品集团保持了密切联系。这些集团是：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亚洲和太平 

洋椰子共同体> 胡椒共同体和东南业木材生产者协会。

2 5 5 、 在与航运、港口和内河航道蒉关的问题方面，秘书处同贸发会议保持了 

密切合作。在为太铨社会区域草拟海事模范守则时，秘书处得到贸发会议、劳工 

组织、海事紐织和国际海事委员会的合作。在实施航运拉济统计项目中（即计划L 

2 ) , 秘书处同肤合因纽约统计处进行了密切合作。秘书处还同东盟和南太经合局 

这样的分区域性团体以及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和业洲和太平洋椰子共同体这样的商 

品组织进行了合作。在港口友展方面，秘书处同国际港口协会和国际装卸协调协全 

进行了合作；在内河航运方面，秘书处同狀合国自然资源、能源和运输中心进行了 

合作。秘书处也与下列组织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东盟船东协会联合会、东盟托运M  
事会联合会、孟浓拉国、印厪、 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的托运人理事会协会，欧 

洲理事会和日本全国船东协会以及坎洲各国的牝运人理事会和海关合作坺爭会。

2 5 6 、 在运输、遄信邪旅游领域，秘书处同下列机构保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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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亚太经社会/ 国 际 电联股）国际电信联里； （在电信发展问题上）亚洲和太 

平洋电信共同体； （在邮政发展问题上）万国邮联和亚洲和太平洋邮政联盟； （在 

劳动密集公路建造方法和旅游业劳力开发方面）国际劳工组织； （在对航空货运的 

经济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调奄时）国际民航组织； （在发展旅游业问越上）世界旅 

游组织； （在开发运输和旅游业所涉及的环境方面的问题上）环境规划著。

257、 秘书处就在本区域内部所组织的各种运输培训班方面与世界後行进行了 

协作。

258、 在便利国际交通领域！秘书处同贸发会议/ 贸易手续和说件的简化和关 

税合作理事会合作，进行了工作。 贸发合议/ 贸易手续和证件的简化和秘书处在中 

国 （北京、天 津 和 上 海 ）就便利贸易和运输的事项合办了三个国冢一级的座谈会。

259、 秘书处在确定运输和適信发展領域的方案和项目方面与东南亚区域运 

输和通讯发展局也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2 6 0 、 在电信领域，在亚太经社会/ 国际电联股范围内与国际电联保持了合作, 

国际电肤区域专冢和短期聘用的顾问开展的活动包括宪成亚洲电信网；与国家间技 

术合作活动有关的研究和工作团；篸加与电信事宜裙关的政肘间、 国际性和其他组 

织的会议；向各国提供短期协助以涡足同引进新技术笮关的特别需要，在广播领域, 

挺供有关作规划和技术培训方面的意见。

2 6 1 、 在农村发肢领域.机构间工作队在采取与土改和农村发展国际会议有 

关的后继行动中同行政协调会农村发展工作队进打了协作。为了了解相互活动及参 

加活动的情况，工作队同时与业洲和太平洋农村综合发展中心进行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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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经社会第三十八届会议

A、 出 席 情 况 和 工 作 安 啡

2 6 2 、 经社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于1982年 3 月 2 3 日至4月 2 日在曼谷联合国 

大厦举行。

2 6 3、下列成员和准成员的代表出席了会议：阿富汗、澳大利亚、孟加拉国、 

不丹、缅甸、中国、 民主束埔寨、法国、印度、印厪尼西业、伊朗、 日本、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蒙古、瑙鲁、尼泊尔、荷兰、新西兰、 巴基 

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菲律宾、大韩民国、萨摩亚、新加坡、所罗门群岛、斯里 

兰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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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甬、关岛、香港、基里巴斯、

264、根据经社会议事规则第3条

利时、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丹麦、 

大利、掷威、波兰、土耳其和南斯拉夫。

纽埃、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和瓦努阿图。

下列国家的代表列席了会议：奥地利、比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以色列、意 

瑞士代表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8 6 0
(X X X II)号决议的规定列席了会说，罗马教廷的代表根据理事会第244 ( L X III)
号决定也列席了会说>

2 6 5 、 肤合国总部若干官员也代表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总干事、 区域委员会肤络处、联合国科字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以及联合国跨国公司 

中心列席了会说，此外还有肤合国人¥ 住区中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妖合国 

环境规划署、肤合国管制滋用麻畔药品基金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代表也列席了 

会说，

2 6 6、 下列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列席了会议：联合国难民畢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著、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和世界粮食理事会。

2 6 7 、 下列专门机构的代表以咨商资格列席了会议：国际劳工组织、肤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妖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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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信肤盟以及世界气象组织。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国际贸易中心的代表也列席了会议。

2 6 8 、 下列政府间组织派观察员列席会议：亚洲清算肤盟、亚洲开发银行、亚 

洲一太平洋邮政联盟、业洲生产力组织、亚洲再保险公司、亚洲太平洋电信共同体、 

亚洲和太平洋农村综合发展中心、科伦坡计划局、英联邦秘书处、经济互助委员会、 

欧洲经济共同体，政府间移民委员会、湄公河下游勘察工作临时协调委员会、国际 

胡椒共同体， 南亚合作环境方案、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南太平洋委员会和世界旅 

游组织。

2 6 9 、 下 列第一类非政府组织派观察员列席会议：国际妇女同盟一权利平等、 

责任平等，国际商会、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国际合作社狀盟、 国际妇女理事会、

国际社会福利协进会、国际商业及职业妇女联合会、 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世界民 

主青年肤合会、世界工会联合会、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世界穆斯林大会和世界 

退伍军人联合会。第二类中的全印妇女会议也派观察员列席了会议。

2 7 0 、 与会者名单载于文件ESCAP (XXXVIII ) /IN F . 2 。

2 7 1 、 经社会第572次会议按照议事规则第1 3条的规定选举菲律宾土地改革 

部长孔拉多•埃斯特雷利亚先生阁下为主席。

272、 鉴于议程项目繁多，经提议暂不依照经社会议事规则第1 3条关于选举 

副主席2人的规定，而选出副主席1 1人如下：FASIHUDDIN MAHTAB博士阁 

下 （孟加拉国）、何英先生阁下（中国）、 SHIVRAJ V. PATIL 破生闷下(印度)、 

MOCHTAR KUSUMAATMADJA博士阁下（叩度尼西北）、木村俊夫先生阁下（日 

本 ）、 SOULIVONG PHASITTHIDET先 生 （老樹人民民主共祁国）、 DATUK 
ABDULLAH BIN HAJI AHMAD BADAWI阁下（马来西业）、 JHAMBALYN 
BANZAR先生阁下（蒙 古 ）、伊恩.希勒博士阁下（新西兰）、 NAINA MARI- 
KAR先生阁下（斯里兰卡）、西提•沙卫西拉空军上将阁下（泰 国 ）。

273、 经社会任令了一个全体委员会审议议程项目7、 8和 9。全体委员会选 

出MOHAN MAN SAINJU博士阁下（尼泊尔）为主席，A. T • TEAOTAI先生 

(基里巴斯）和肯•格雷厄姆先生（新西兰）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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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4 、 经 社 会 还 任 命 了 一 个 技 术 和 起 草 委 员 会 。 该 委 员 会 选 出 H•  ABEYSEKERA 
夫 人 阁 下 （斯 里 兰 卡 ）为 主 席 ， ZAGARYN ERENDO先 生 （蒙 古 ）和 SHAUKAT 

OMER先 生 （巴 基 斯 坦 ）为 副 主 席 。

2 7 5 、 按 照 惯 例 ，还 设 立 了 一 个 决 议 草 案 非 正 式 工 作 组 。 该 工 作 组 选 出 R • S •
RATHORE先 生 （印 度 ）为 主 席 ， DARMAWAN A D I先 生 （印 度 尼 西 亚 ）以及  

ROSALINDA V. TIRONA女 士 阁 下 （菲 律 宾 ）和 I .  哈 维 女 士 （联 合 王 国 ）

为 副 主 席 。

2 7 6 、 主 席 在 经 社 会 第 5 7 6 次 会 议 上 宣 布 ，按 照 议 事 规 则 第 1 2 条 观 定 ，他  

阂副主 席 组 成 全 权 证 书 委 员 会 ， 审 查 了 各 个 代 表 团 的 全 权 证 书 。 中 国 副 主 席 对 一 位  

代 表 的 资 格 表 示 保 留 并 表 明 他 对 另 一 位 代 表 资 格 的 立 场 。 老 挝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和 蒙  

古 两 位 副 主 席 拒 绝 中 国 副 主 席 关 于 • 一 位 代 表 资 格 的 声 明 。 此 外 ，老 挝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和 蒙 古 两 位 副 主 席 对 一 位 代 表 的 资 格 表 示 保 留 。 中 国 副 主 席 拒 绝 老 挝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和 蒙 古 两 位 副 主 席 这 方 面 的 声 明 。 除 以 上 各 项 保 留 记 录 在 案 外 ，组 成 全 权 证 书  

委 员 会 的 主 席 和 副 主 席 认 为 所 有 代 表 的 全 权 证 书 都 是 符 合 规 程 的 。

B 、议 程

2 7 7 、 经 社 会 第 5 7 2 次 会 议 一 致 通 过 下 列 议 程 ：

1 、 开幕词

2 、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 逋 过 议 程 （E/ESCAP/L- 69/REV . 1, E/ESCAP/L. 7辦  CORR. 1 )

4 、 亚 太 经 社 会 区 域 铨 济 及 社 会 友 展 的 政 策 和 前 景

(a) 审 查 业 太 经 社 会 地 区 的 发 展 状 况 和 经 社 会 的 工 作 〔联 合 国 出 版

物 ， 售 品 编 号 五 • 只 賓 英 文 本 ） 〕； 〔 E/ ESCAP/
L.71/ADD. 1 ( 只賓中文、法文和 俄 文 本 ）、 E/ESCAP/243 

和  CORR. 1 和E/ESCAP/244〕

(b) 国际发展战略：对区域邗分区域战略的影咽（E/ESCAP / 2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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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业 洲 和 太 平 洋 地 区 的 粮 食 供 应 和 分 配 ： 中 期 展 望 和 区 域 合 作 （E/  
ESCAP/246 蜘  Add. 1 )

6 、 重 新 估 价 经 社 会 的 优 先 事 项 （E/ESCAP/247)
7 、 审 议 亚 太 经 社 会 各 活 动 领 域 的 问 题 （E /E S C A P /240 ,E/ESCAP/

241、 E/ESCAP/248、E / ESCAP/249 和  Add. 1、E/ escap/  
2 50—254、E/ESCAP/255 和 COrr. 1, E / ESCAP/256, E /  

ESCAP/257 和 Add. 1 和 2 和 COrr. 1、E /ESCAP/258, 
E/ESCAP/259 和  COrr. 1 和 2. E/ESCAP/260 和 COrr. 1、 

E / E S C A P / 2 6 1 ,  E/ ESCAP/262 和 Add.1、E /ESCAP/ 

263 和 COrr.1、E/ESCAP/264 和 Add. 1-3、E/ESCAP/ 

265—271、E / ESCAP/286 和 COrr. 1; ESCAP/194 和  Add. 
1 和 COrr. 1)

8 、 关 于 特 别 区 域 项 目 和 区 域 机 构 的 进 废 报 告

(a) 区 域 项 目 （E/ESCAP/242. E /ESCAP/275-278 )
(b) 区 域 机 构 （E/ESCAP/272 和 COrr. 1, E/ ESCAP/273 和 

Add. 1  和 COrr.1  E/ESCAP/274)

9 、 发 展 中 国 家 伺 的 经 济 和 技 术 含 作 （E/ ESCAP/279)
1 0 、 宣 布 打 算 提 供 的 捐 款 （E/ESCAP/280, E/ESCAP/281, E /  

ESCAP/282 和 C O rr.1、E/ESCAP/283)

1 1 、 常 驻 代 表 和 亚 太 经 社 会 成 员 指 派 的 其 他 代 表 咨 询 娈 员 会 的 活 动 和  

建 议 ( E/ESCAP/284)

1 2 、 经 社 会 第 三 十 九 届 会 议 的 开 会 日 期 和 地 点 （E/ESCAP/285)

1 3 、 其 他 事 项

1 4 、 通 过 经 社 会 的 年 度 报 告 （E/ESCA P /L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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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会 议 纪 要

2 7 8 、泰 国 外 交 部 长 西 提 • 沙 卫 西 拉 空 军 上 将 阁 下 代 行 主 席 职 权 ， 宣 布 本 届 会  

议 开 幕 》 泰 国 总 理 炳 • 庭 素 拉 暖 先 生 阁 下 致 开 幕 词 。 执 行 秘 书 宣 读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的  

祝 词 并 讲 了 话 。

泰 国 总 理 的 开 幕 词

2 7 9 、 泰 国 总 理 代 表 泰 国 人 民 和 政 府 欢 迎 与 会 代 表 ， 并 且 感 激 地 指 出 ， 本 届 全  

议 的 召 开 正 值 泰 国 第 四 个 首 都 曼 谷 建 都 和 现 节 基 王 朝 成 立 二 百 周 年 纪 念 的 前 夕 ， 标  

志 着 全 国 气 象 一 新 的 一 年 。

2 8 0 、 他 指 出 ， 发 展 中 国 家 依 然 受 到 严 重 经 济 问 题 的 影 响 ， 其 中 包 括 高 通 货 膨  

胀 率 、 初 级 商 品 价 格 的 长 期 不 振 、 造 成 非 生 产 石 油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贸 易 条 件 恶 化 的 油  

价 上 涨 和 对 抗 发 展 中 国 家 外 销 的 保 护 主 义 。 国 际 发 展 援 助 的 水 平 也 在 激 降 。 他 强 调  

国 际 社 会 有 必 要 加 紧 努 力 ， 遵 照 《肤 合 国 第 三 个 发 展 十 年 国 际 发 展 战 略 》和 新 的 国  

呩 经 济 秩 序 的 建 立 ， 纠 正 国 际 经 济 关 系 不 公 平 的 现 状 。 他 呼 吁 尽 早 展 开 全 球 谈 判 以  

使 国 际 社 会 能 够 共 同 找 寻 办 法 ， 解 决 对 发 展 中 国 家 至 关 紧 要 的 问 题 ， 如 粮 食 、 能 源 、 

贸 易 和 资 金 流 入 X,
2 8 1 、 业 太 鉍 社 会 可 以 通 过 促 使 全 球 谈 判 回 合 的 早 日 展 开 而 对 重 组 目 前 的 国 际  

经 济 关 系 ， 起 一 个 有 益 的 作 用 。 关 于 能 源 问 题 ，亚 太 经 社 会 应 继 续 挺 供 一 个 给 各 国  

集 会 讨 论 ， 继 之 汇 集 其 管 理 和 技 术 能 力 的 场 所 。 至 于 本 届 会 议 的 主 题 一 粮 食 ， 发 展  

中 国 家 迫 切 需 要 争 取 稂 食 自 足 和 粮 食 安 全 。 在 这 方 面 ， 东 盟 国 冢 的 经 验 虽 然 还 在 实  

行 初 期 ， 已 足 资 业 洲 和 太 平 洋 区 域 其 他 賓 关 发 烷 中 国 家 借 鉴 。 此 外 ， 置 太 经 社 会 应  

该 继 续 重 视 稂 食 的 生 产 、 贸 易 和 进 入 农 产 品 市 场 ， 这 些 都 是 1975年 专 门 讨 论 发 展  

和 国 际 铨 济 合 作 问 題 的 肤 合 国 大 会 第 七 届 特 别 会 议 所 公 认 和 核 可 的 出 口 粮 食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正 当 利 益 。

2 8 2 、 他 对 本 区 域 存 在 许 多 严 重 紧 张 地 区 ， 表 示 遗 憾 。 賓 益 的 区 域 合 作 是 本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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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平与繁荣的基础。为此，各国应为《联合国宪章》所追求的理想和原则重新奋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的 祝 词

2 8 3 、 联合国秘书长的祝词指出，本届会议恰在重开改革囪际经济关系的全球 

谈判的重要时机召开。几年前开始的价格和生产危机还在继续深入。大家都普遍地 

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同样地也认识到迫切胬要改革，以确保世界经济的迅速和均 

衝发展。

2 8 4 、 由于联合国正在着手制订重开全球谈判的纲领，亚太经社会和其他区域 

委员会的贡献是可以预期的a 五太经社会占世界人口的5 5 % ,传统以来就处于发 

展战略区域讨论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它在作为本区域主要的全面经济和社会发 

展中心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2 8 5、 粮食安全和分配的问题是本届会议的主题，关于这个题目的审议很希望 

可能有助于建立确保粮食经常充足供应的机构和制度。这些区域倡议应力求补充和 

增援全球性的机制。审议这个问题也有助于提出有关国家一级分配制度的措施，以 

保证粮食达到最迫切需要的人民手中。

2 8 6、 本届会议将要讨论的另一个重要事项就是精简亚太经社会的工作方案， 

以便使秘书处能腹行经社会列为优先的任务。这样，它可以更集中地进行经社会的 

活动，使其符合本区域最迫切的需要。

亚 太 经 社 会 执 行 秘 书 的 讲 话

2 8 7 、 执行秘书欢迎所賓与会的代表团并感谢泰国总理具有启发性的讲话，他 

的讲话着重指出了整个世界，特别是本区域所面临的许多迫切问题。他指出本届会 

议是他就任执行秘书以来有机会第一次向e 社会讲话。

2 8 8、 经社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将集中注意被选为主题的粮食供应和分配的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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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它也将审议其他重要事项，包括经社会优先次序的重新评定，希望因此能对 

经社会的活动方向产生新的认识。亚太经社会成立已有三十五年，它需要经历一种 

细心的滋补过程，才能充分配合本区域所面临的发展问题。

2 8 9 、业太经社会是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政府集体行动的最重要区域论坛。 

责任虽然繁重，但是有机会建立新颖的合作和更有效的发展是令人兴奋不已的。他 

希望第兰十八届会议能为本区域各国的合作提出新的倡议并对业太经社会如何才能 

更好地满足各国的需要提供新的见解。

亚太经社会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和前景

执 行 秘 书 的 政 策 讲 话

2 9 0、执行秘书在其向经社会提出的第一次政策讲话中，指出贫穷问题是洲 . 

和太平洋区域许多国家面临的最迫切的发展问题；他呼吁采取坚定的行动，根除该 

区域五亿多人口普遍遭受的苦难。许多亚洲和太平洋国家，虽然获得较高的经济增- 

长率，但受益者只是这些国家人口中的少数阶层。这是他对主要的经济社全发展情 

况诞出总的看法时所指出的，他并且也提出了自己对发展过程的见解。本区域绝大 

多数人，特别是广大农村人民还在等待获享进步的真正成果，事实上，近年来本区. 

域被残踏的饥饿穷人的队伍依然以惊人的速度在增加。虽然三十年前已完全取得政 

治独立，而且越来越多人极力主张取得这种独立是为了替老百姓谋求较好的生活， 

但是这种悲惨的情况仍然存在, 普遍贫穷之继续存在，主要原因是亿万依然陷于赤 

贫的人过去几乎完全都被拋弃在发展进程之外。这些赤贫的受害者约有五分之四是 

农村居民。他高兴地指出，本区域内的一些国冢最近开始把发展努力的重点放在它 

们的穷乡僻壤地区。他希望有更多国冢这样做。他强调，除非通过以公平为基础的 

社会和经济结构引入现代科学和技术，民众的贫穷是无法根治的。发展是一个能动 

的而且常常具賓破坏性的过程，有些领域进步可能较快，其他领域进步较慢，从而 

造成效率低和引起磨擦。 因此，各国政府应经常努力设计政策和制度，以促进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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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步；并应集中努力支援进度缓慢的领域，同时不要延迟比较容易取得进展的方 

面。

2 9 1、 1 9 8 1年 《亚洲和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已描绘出各主要地理分区域不 

同发展水平和形态的生动图象。东亚和东南亚在工业和服务部门显示出巨大的动力, 

继续取得高成长率。 它们在输出本国制成品和农产品方面困难增大，石油和资本货 

物的价格也有所提高，所有这一切都对它们的成长前景发生重大影响。即使如此， 

过去几年来，它们的增长率;一直比工业国家经济的平均增长率高出二、三倍。近年 

来，东亚和东南亚的生、活水平每年平均提髙3•5 %以上。显然，如果它们能够维 

持目前发展的速度，在公元2 0 0 0 年前可使它们的经济体系实现显著的改造。

2 9 2、 南亚的经济增长率比东亚和东南业低很多，这主要是由于国内购买力增 

长缓慢，而购买力之所以增长缓慢则是由于广泛的贫穷和失业，与世界市场和技术 

来源联系不足，电力和其他丞础结构的欠缺，和人口增长率过高。过去十年按人口 

计算的国内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率很少超过1•5 % ,分区域合作的巨大可能性也 

很少被利用到。即使如此，令人鼓舞的农业趋势已使粮食不足的痼疾有所缓和，工 

业基础也巳经形成。

2 9 3 、 太平洋地区的小岛国由于石油和包括粮食在内的其他进口品价格高昂已 

受到严重的影响。 由于国内市场规模较小，可供它们选择的最好的发展途径似乎是 

通过国家间合营企业来开发海洋资源和海胲资源。本区域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 

正在重新建设或调整本国的经济制度，对于其中一些国家来说，资源的不足，是国 

家发展的最大障碍。中国正在采取经济措施，尝试实现一种过渡，这些措施所取得 

的结果，含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2 9 4 、 亚太经社会区域广大多元，因此在发展方面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办法。即使如此，根据各分区域的情况，所唞发展中国家至少賓一个共同的发展条 

件 ，叫做“发展的基础结构”。这包含国家发展所需的能力的总和。具备这些能力 

才能利用提供的机会，取得前进。这个总和包含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所有机构、 

关系及政策。执行秘书认为，亚太经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各成员国加强本国发展 

的基础结构。这不仅与经社会历来所起的作用相符合，而且与经社会的多学科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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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全一致。 这也是大会在指定经社会为本区域的这汧及社会主要发展中心时所构想 

的一项任务。

295、 几十年来，发展中成员国虽然有较髙的全面增长率，但不一定就已减少 

人民大众的贫困。 虽然刘此，本区域也有一些实例说明，增长过程可使公平相应地 

获得增进，起码使穷人的生活得到改善。根据经验的分析，虽然纷济增长并不意味 

着穷人一定会得到好处，但是仍然可以制订各种体制结构和政策，来帮助穷人。 这 

样做，不一定非牺牲增长不可。 经验也指出，由于工业部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方 

案数目十分有限，失业和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加上目前劳动力的膨胀规模日大，因 

此在消除贫穷、减少不平等这方面，预料难以取得成功。 必须采取包罗经济各个方 

面、特别是充分发掘服务行业的巨大的就业潜力的综合解决办法。 增长的本身仍然 

是摆脱贫穷的努力重点，因为生产方面存在相对优势，并且发展中国家逐渐可以获 

得新的机会，例如发展能源代用品。

296、 关于全球性问题，他 说 ， 1979/80年发生的第二次石油价格冲击，和 

工业经济体系继续存在的停滞现象， 已使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大大恶化。 此外，工业 

国家的保护主义趦势和日益恶化的贸易条件以及货币的急剧波动和难以令人满意的 

国际资源及技术流入已使发展中国家受到严重的挫折。 1970年代早期产生的财政 

问题已日积月累成为一个负担，达到破坏性的程度。 大多数国家有责任心的舆论界 

确认，按照大会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决议进行结构改革，是刻不容缓的。 

他希望不久就可以在妖合国的主持下展开全球谈判。他 相信：如果谈判各方对其本 

身的利益给予深思熟虑，将很看希望取得重大的进展。业太经社会期望能够派代表 

螯加这些谈判，并分配到适当的任务，执行谈判所作的决定。

297、 他 指 出 ，本届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粮食供应和分配问题，他记得农业发展 

娈员会曾经建议经社会审议若干促进区域一级粮食供应安全和使国家分配系统更碉 

效、更公平的富有魄力和想象力的建议。这些建议肯定值得经社会仔细考虑。这些 

建议并不是要脱离任何全球性的行动，而是想加强金球性行动。

298、 关于业太经社会在协助成员国建立友展的丞础结构的工作中的具体作用,: 

他说， 自从任职以来，他所嚴关心的是全面检查和确定业太经社会的方架，并且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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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加以贯彻和落实。 已任命了一个秘书处工作队米负责对方案的优先次序进行重 

新评价。常驻代表咨询委员会已广泛讨论了工作队的报告。经过修改后的报告已提 

交经社会。其目的是确保秘书处的活动能得到明确定出的目标的详细指导。如果经 

社会通过一套选择亚太经社会活动的适当标准，则这是能够做到的。所提议的标准 

具砑业务工具的性质，通过对它们的有系统的运用，秘书处就能够确保它的工作能 

符合成员国所广泛感觉到的需要。这些标准倾向于社会较弱阶层以及最不发达国家 

和其他一些条件特别不利的国家。该报告提议的一个机制，将使工作方案、方案预 

算、项目以及资金的提供等有关工作配合一致。

2 9 9 、 关于主要的方案目标，他首先提到经社会长期来在发展政策柞发展战略 

领域中的领导作用，他建议，在秘书处和亚洲和太平洋发展中心的广泛研究工作支 

持下，加强这项活动。亚太经社会积极鼓励在发展规划、模式和技术上賓新的想法。 

将把重点从宏观规划移到具体部门规划和项目规划上去。另外，还应该集中努力， 

加强各国内部的规划能力。亚太经社会将继续进行建立区域机构的工作，按照建立 

区域网的办法来刺激和加强成员国的机构基础。

3 0 0、 反映经社会所关注的就业和消除贫穷的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对服务部 

门的就业问题和发展的可能性进行系统的研究。诸如交通运输、通讯，航运和特别 

是能源等服务部门砑很大的就业遙力。尽管卯此，人们对服务部门在发展过程中所 

起的作用，对它们同发展之间的联系还认识不足，还没有正确理解为发展的勞力而 

为这些部门订立指标的价值。他指出美国在过去的十年里， 9 2 % 新就业人数是在 

服务郤门。

3 0 1、 在能源领域经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按照目前国际社会关于开发本地 

能源的重点，传播关于开发成员国丰富的、新的、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最新技术。业 

太经社会的区域能源发展方案有必要大大地扩大，同时也需要更多的资金。

3 0 2、 在社会发展方面，经社会的工作主要目标在于使得主要生活在农村的群 

众态度发生变化，帮助他们摆脱落后这个枷锁的束缚，而被吸引到现代化发展中去。 

我们必须为系统地改变灰心丧气、听天由命的世界观而努力，这些观点使本区域的 

人民中许多人不以苦乐为意地接受难以忍受的贫困。与此同时，必须努力使得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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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它遭到社会排斥的团体加入到发展主流中去。

303、 在环境方面，败坏和污染环境以及过份使用和滥用资源的主要原因是数 

亿人要为眼前的生存问题时刻担忧。向亚太经社会提出的关于亚太经社会区域环境 

状况的初步审查和评价报告表明，尽管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对 

环境问题表示了关注，但当时讨论过和预见到的许多问题至今仍然存在。事实上， 

有的问题甚至更严重了。亚太经社会将在其各种活动中不断地经常注意环境的问题。

304、 亚太经社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组织并促进区域合作。经社会已经采取 

了各种步骤发展区域内部间的贸易。进一步发展本区域内部的贸易仍然有很大的潜 

力。他请经社会批准召开一个部长级会议彻底审查贸易发展情况，并为区域贸易合 

作订出新的路子。秘书处也正在考虑采取一种新的方式，定期举办亚洲贸易博览会。

305、 亚太经社会还向分区域事业提供援助，这些合作事业毕竟乃是建造本区 

域整个合作大厦的最好砖块。东盟各项创举的成功最令他感到兴奋。他保证亚太经 

社会对东盟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协作方案继续给予最大的支持。在其他分区域也同 

样存在类似这样范围的合作。亚太经社会希望南亚国家就它们希望亚太经社会如何 

协助和支持它们的合作创议提出明确的指示。亚太经社会已在南太平洋设立了新的 

联络处，同分区域的各组织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工作关系，亚太经社会秘书处正在设 

立一个新的独立单位，以研究最不发达国冢的发展需要。

30b、亚太经社会具有充当本区域主要的全面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心的职务作用, 

因此如果蛙社会要作出可以察觉到的影响，则必须得到足够的资源，并且在处理它 

的事务中应享有适当的自主权。在将方茱分散到各区域委员会的工作中，并不是在 

所砑情况下都与人员和其它资源的转移相fc合。这加重了资源的问题。他希望业太 

经社会各成员国将有可能主动采取步骤，改变目前存在的这种不公平状况。

307、最后，执行秘书说，前途是属于乐观主义者。在危机中还是不忘寻求机 

会的人，总是会往前发展，而那些以自败的悲观主义态度对待前途的人总是陷入重 

重问题的困洗，业太经社会主张乐观主义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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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查 亚 太 经 社 会 区 域 的 发 展 状 况 和 经 社 会 的 工 作

3 0 8 、 经社会收到了《 1 9 8 1年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出版

物，售品编号 •E•82• I I • F • 1 ) 。

3 0 9、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对亚太经社会区域1 9 8 1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作了 

有用的审查。对于《概览》的着重点、内容范围和分析方法提出了一些改动的建议， 

以便以后的《概览》有所改进。有一个代表团说，《概览 >〉没有客观地反映有关该 

国的发展状况，所以必需加以订正。该国代表团觉得，为泾社会年度会议编写的文 

件应该正确地反映事实。有些代表团铭记着军备竞赛所引起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因 

此建议秘书处在进一步改进《概览》的内容和结构方面应该更多地注意裁军与发展 

之间的关系，以及发展的社会方面和本区域各国在解决社合问题方面所取得的经验。 

一个代表团说，今后的《概览》应改变 1981年 《概览》第五章的标题。有些代表 

团认为，今后《概览》在论述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时应该在各方 

面取得平衡。

3 1 0、 1 981年世界经济的萧条对本区域发展中国家有不利的影响，未来年份 

中经济显著复苏的前景暗淡，经社会对此表示深切担忧。 高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在 

发达的和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很普遍而且持续很久。 多数工业化国家经济停滞 

不前的情况大大削减了较不发达国家出口数量的增长。这种经济停滞也限制了进入 

发达国家市场的途径。 由于贸易壁垒与日俱增，这种情况更加恶化。同时，发展中 

国家必需进口品的价格继续上升，尽管其中石油价格已砑所稳定下釆，对发展中国 

家来说，出口价格下跌加上进口价格上升使贸易条件恶化，并使有些国家的经常帐 

目赤字不断增加。这情形又因下列情况而进一步恶化：流入发展中国家和多边贷款 

机构的外来资金数量逐渐减少、减让性贷款的减少和世界诸本市场上极高的利息率。

3 1 1、 本区域的经济实绩虽然受到国际经济 情 况 的 不 影 响 ，不过经社会注意 

到许多区域经济的迅速恢复力，已使整个本区域能够保持比世界经济髙得多的增长 

率。一些代表团强调指出，加强分区域、 区域和区域间的合作来努力刺激这种区域 

銓济恢复力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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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有人注意到联合国大会八年前呼吁建立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已经拖延太 

久。经社会关切地注意到在展开全球谈判方面没有什么进展，并进一步指出，除了 

坎昆会议以外，许多会议都认识到必须尽快开始全球谈判。经社会强调，新的国际 

发展战略所载诸的目标、愿望和优先事项需要有积极的行动和普遍的国际合作精神。 

普遍的葸见认为，虽然立即展开全球谈判具有最高重要性，但是也必须在粮食、财 

政流入、贸易和加强集体自力更生等对发展中国家极具重要性的部门方面继续争取 

进步。

3 1 3、 经社会通过了关于早日展开全球谈判的第227 (XXXVIII) 号决议， 

有一个代表团不希望加入对该决议的协商一致意见。

3 1 4、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尤有必要立即稳定初级商品出口价格和改善进入发 

达国家市场的机会。经社会认为，早日批准关于设立商品共同基金的协定将会是这 

方面的一个重要和积极的成就，若干代表团表示，稳定出口能否取得显著成绩还<  

赖于个别的商品协定能够全面友生作用。会议敦促生产国和消费国尽早宪成、签订 

和/ 或批准尚在谈判中的和业巳宪成的两品协定。

3 1 5、保护主义态度明显地强硬起来，其中包括许多发达国家愈来愈多地求助 

于诸如自愿出口限制和有秩序的市场安排等隐晦的非关税壁垒，经社会对此感到遗 

博。纺织品出口国和发达国家在最近签订的《第三次多种纤维安排》范围内进行双 

边谈判过程中预计将会遇到与保护主义賓关的问题，一个代表团就此作了扼要的介 

绍。蒉人认为迩步取消贸易壁垒将导致结构调整，为此要付出社会代价。任何民主 

政府都不可能忽略这种社会代价。但是大家同意，扭转保护主义目前的趋势对生存 

于一个日益互相依赖的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唞利。经指出，将于1982 
年后期召开的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将提供一个宝贵的机会来认真审查多边贸易谈判东 

京回合成采的执行情况。一些代表团还希望即将召开的总协定会议賓助于确立关于 

贸易问题的新的优先次序和方向，爷助于减少或取消一些根深蒂固的贸易壁垒，以 

及砑助于促进建立更公平的贸易矢系。还预计到定于1983年 5 、 6 月间召开的第 

六届贸发会议将賓助于更好地认识贸易问题和发展问题，并将对复苏世界经济和恢 

复发展中IS冢的发展劲头作出适宜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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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6、经社会对最近国际上向多边贷款机构提供的捐献数量不足表示关切，尤 

其是这类捐赠的减少和延迟将使这些多边机构不能对扩大了的需求、特别是来自发 

展中国家能源部门和粮食部门的需求作出充分的反应。经强调，任何全面削弱多边 

开发银行和它们的“软窗口 ”分支机构的作用将使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和财政状况进 

一步恶化。一个代表团就此建议应对跨国公司和亚太经社全区域资本外流问题进行 

研究。

3 1 7、不利的贸易条件、减让性援助实际流入童的减少和国际资本市场的高利 

息率已严重影响到最不发达国家。 已考虑了各种可能的国家、 区域和全球行动，包 

括资金流入和减让性援助在内，来协助上述国家及包括内陆国和发展中岛国在内的 

其他结构和地理条件不利的国家，矫正它们的特殊问题和减轻它们的负担。经社会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处已另外设立了一个科协调《1 9 8 0年代最不发达国家实质性 

新行动纲领》的工作和进行后继行动、亚太经社会太平洋联络处的业务、亚太经社 

会与南亚委会和南太经合局等分区域机构所设想的紧密仓作。经强调有必要协助和 

确保快速的国际运输和改善内陆国的运输基础设施和运输服务。由于已定在1983 
年首次审查国际发展战略，有人提议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也应具体审查《最 

不发达国家实质性新行动纲领》执行工作的进展情况。也 有人感到应该有更多的南 

太平洋各岛屿国家的国民在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工作，以及太平洋联络处需要从亚太 

经社会获得更多的资金来充分地、有效地履行它在南太平洋岛屿区域的职责。

3 1 8、 经社会觉得发展中国家按照《肤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规 

定迅速实现工业化，对于它们的这济要获得持久的、 自力更生的增长和它们进打社 

会改革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和有力的推动工具。虽然每个犮镑中国家将决足目己工业 

发展的目标和目的，经社会重申需要有国际发展战略所设想的国家优先亊项和大胆 

决策去实现工业化。经社会注意到，虽然东业和东南业国家工业郤门的增长率一般 

都比较令人满意，但是由于外部因素的影响，它们的工业犮展任务已变得更为凼爆 

南亚国家的情形类似，多样化的工业基础业已形成，并且通过搞进口替代取得了相 

当的自力史生程度。

3 1 9、 经社会感到，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建设发展方面的基础设施，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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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耑要具备的能力，以便能够抓住机会利用它们的天赋资源、技术进步和外部因 

素来取得进展。经社会就此强调指出，除了工业部门外，服务部门在向失业者和半 

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方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经社会还注意到，应该以综合的方式 

来实现工业化、建立基础工业和并行地发展农业，将是大力发展乡村地区的裙效工 

具。

3 2 0、 经社会强调，亚太经社会区域工业部长们所确定的关于望新安排工业政 

策方向的指示将继续有效，即加强工农业的联系、各国在全国各地均衡分布工业、 

促进小工业的发展、加强大工业和小工业之间的联系和整工业的服务方向来满足 

人民的基本需要。经社会赞同了要重视提高发展中国家生产制成品的能力，并注意 

到制成品工业在为剩余农产品提供足够的出路和为农业机械化提供工此投入供应上 

日渐•莖要。经社合批准了秘书处通过发展中国家间和与国际机构的对效协调来继续 

进行这项工作。许多代表团强调必须达到国际发展战峪所泌定的工业化指标。

3 2 1、 经社会认识到科学和技术在发展上的重要作用。砑一个代表团建议着手 

开展活动以便更多地应用科学和技术及提高技术能九经社会还认为，秘书处必须继 

续发挥区域枢纽点的作用，并作为联合国系统内所葡活动的本区域协调机构，以便 

与成员国合作，共同制订有关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的方式和方法。

3 2 2 、 经社会认为，发展中国家间经济技术合作的原则和实际做法对于达到集 

体自力更生具有极大的潜力。 因此，克服业太经社会区域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 

所面临的困难的补救政策要求在各賓关地理级别上努力合作以统一目标和行动。加 

拉卯斯会议（部长级）和新德里磋商所确定的邯分重要领域是械食、能源、资金流 

入、贸易和投货、和转让技术。

3 2 3 、区域合作的首创行动包括东盟成员国间的优惠货易安排和协调投货的措 

施；还包括东盟与南太餘合局之间最近建立的磋两程序，以便逝过这个程序扩大经 

济联系和经济合作。经指出，两次南业国冢外长会议就建立分区域合作体制的方法 

取得了协议X ,已确定的分区域合作项目包括双业、农村发渙、保健和人口活动。注 

意到几乎所裙南业U）家之间也都有双边虹济合作协定。铨社会也注意到一些发达国 

家与本区域发肢中国鉍之间賓着分凶域和区域间、科学、技术和铨济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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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4、 经社会注意到进口能源价格昂贵，并注意到有必要努力节约能源以及在 

国际援助下发展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来减少国内需求对进口能源的依赖程度。虽 

然世界石油供求情况自上届会议以来已有所缓和，但这仅是一暂时现象，本区域国 

家应努力使能源来源多样化，并减少对碳氢化合物的严重依赖。从长远来看，必须 

发展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但在短期内，主要将靠石油、煤邪天然气等普通能源 

来满足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另外，许多国冢的大量使用作商业能源已造成对生态 

平衡的威胁.因此重新造林已成为非常蜇要的事。一个代表团认为，能源问题最好 

在区域一级来处理，并对在亚太经社会全面协调下的开发计划署区域能源方案表示 

欢迎。另一个代表团愿意在研究方面和其他賓关生物质和主物气能源的活动方面提 

供财政和技术合作。

3 2 5、 伊朗代表团说，《概览》第七章第C •S节没有述及所有的东道国，包 

括伊朗在内。该节所论述的问题在伊朗很严重，该国极为关切。

3 2 6、 若干代表团强调賓必要确保人们普遍地、公平收无分受益于发展。应该 

采取措施克服残废者、青年和妇女在更充分地参与拉济活动方面所嗎到的困难。有 

一个代表团对目前存在着剥削儿童劳力的问题表示关切。另一个代表团希望将来秘 

书处能够更有效、更专家性的介绍本区域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 

的经验。 已认识到必须提供充分的住屋和保健服务、特别是初级保健，和减少营养 

不良情况来降低各种年龄团体的死亡率。

3 2 7、 经社会重申业太经社会活动的重要性，并重申悔继续支持业太拉社会的 

项目和方案、特别是那些涉及区域和分区域问题的项目和矿莱。若干代表团承诺将 

为亚太经社会活动淀供财政祁技术支持，并且欢示已准备就彼此感兴趣的项目向秘 

书处挺U 协助。 日本政肘表示愿意在最近的将米祖任一届社会会议的乐道国。

3 2 8 、 经社会审查了载于E /  E SC A P /243号和E /E SC A P /244号文件内 

的第三十七届会议以米所完成的工作和1980—1 981年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的执行 

情况。虽然经社会总的来说赀扬了去年进行的大量有益活动，但是有一些成员表示， 

在使用有限的工作人员和有限的资金上似乎力量分散在太多的活动上面。对此，经 

社会双迎执行秘书为改善秘书处工作情况和绐予经社会方案更明确的重点和方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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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努力

国 际 发 展 战 略 ： 对 区 域 和 分 区 域 战 略 的 影 响

329、 经社会审议了 e/ escap/ 245 号文件。
330、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为国际发展战略提供了区域投入并响应经社会第212 

(XXXVII)号决议编写了上述文件。该文件非常布用地许细叙1述了国际发展战略 

对区域和分区域战略的影响，并引用了各种数掂准确地提出了本区域发展中国家所 

面临问题的各个方面。该文件考虑到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制订了比全球发展战略的 

目标较为适中的本区域发展目标，但是文件强调了有必要采取国际行动違立一个有 

秩序的、更能对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作出反应的世界经济。经社会篦申在这些战略下 

所作的承诺和达成的协议，并同意为达到这些目标和目的何努力工作。

331、 经社会注意到该文件中载賓不少关于在区域一纹采取行动以达到囱际发 

展战略的目标和目的的令人感兴趣的建议。嗬人说这个发好战略是一个综合的计划， 

其各组成邵分互唞联系、同等重要。鉴于资源賓限，必须集中力量于若干部门，还 

必须在业太经社会能作出最有意义的贡献的部门确定若千次级部门的优先事项。同 

时还须集中力量于那些对本区域国家有立即好处的活动。

332、 狡社会同意，业太经社会必须在1984年在区域一级对国陈发展战略进 

行审查和评价工作，届时联合国大会将对该战略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重大的审查和 

评价。

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粮食供应和分配: 

中期展望和区域合作

333、 经社会审议了文件E/ESCAP/246和 Add. 1
334、 各代表团闭长举行了一次特别全体会议，讨论3:洲和太平洋区域的稂食

供应和分配问题。主席祕介紹性发言中指出，召开特别全体会议的目的赶希望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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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本区域福利极其重要的问题自由、坦率地交换意见。他希望审议所达成的结论 

对本区域会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性。经社会在随后举行的几次全体会设上进一步审议 

了这个问题。

3 3 5、 执行秘书介绍了这个议题。他解释说，召开特别全体会议是为了使亚洲 

和太平洋地区领导人有机会就本区域面临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和进行辩论。经社会 

第三十七届合议同意将粮食供应和分配系统定为本届会议的主题。主题的重要性是 

不言而喻的。由于粮食问题是多方面的，因此秘书处必须选择处理。粮农组织週过 

定期的协商参加了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世界粮食理辜会咆对业太经社会各项倡议 

提供了支持。

3 3 6、 执行秘书说，从该项专题研究报告中产生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建议。第一 

个建议关系到分区域和区域的粮食安全安排；第二个建议关系到区域粮食贸易和投 

入贸易的资料和管理网；第三个建议是关于粮食和农业的役资。虽然粮农组织通过 

它的全球资料和早期勢报系统做了有用的工作，但秘书处的建议内容与此大吊出入. 

因为建议着直于贸易和管理方面。 由于有些国家逐渐达到稂食差不多能够自给自足， 

既出口粮食也进口粮食，因此粮食供应的协调管理工作，可导致大量的经济节约。 

过去，农业投资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曾唞人提出了关于在分区域和区域一级投资 

的可能性的建说，其中嗬些建议可以立即执行，其他的一些建议尚须作进一步的研 

究。不妨考虑分阶段逐步执行这些建议，汇合这些建议， 庚终可以导致成立业洲和 

太平洋秘食银行这样一个主体机构。执行秘书最后说，秘书处决心实现经社会的指 

示，增加本区域的粮食供应和改善粮食分配系统。

3 3 7 、 銓社会赞扬秘书处编制这份专题研究报告。这份嫩告迫合时宜、内容中 

肯，并且直接针对本区域的问题。经社会觉得，长远的解决办法是，亚太经社会发 

展中国家在本国生产足够的粮食。为此目的，应当继续努力执行世界土地改革和农 

村发展会议所通过的着望于土地改革、灌溉、 高产种子和,肥料的行动纲领。有几个 

代农团还指出，合作社、国家机构—— 包括国家分配系统生解决根食问题上可起望 

要作用。分区域和区域合作应与国家的努力相互配合 。经社会认为这是头等重要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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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8、 经社会觉得，粮食问题的解决不能单纯从部门的角度来看待。关于粮旁 

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多学科综合方案是必不可少的。其目的不仅是实现粮食自给自 

足，而且要实现自力更生。 “有效的粮食供应”这个概念是从专题研究报告中逐渐 

产生的。铨社会认为，这个概念必须进一步去芜存精，才可以在处理粮食供应的分 

配问题时成为一个有用的政策工具。

3 3 9、 亚太经社会区域的特点是在粮食供应和分配系统方面另具一格。全世界 

百分之九十的大米是在业洲生产和消费的。大多数太平洋岛屿国家由于自然灾害影 

响以致随时可能出现粮食不足。有些国家在主要食用谷物方面已能自给自足，徂是 

由于农业歉收、粮产大跌，以致在某些年头需要进口大量粮愈。 同时，输出粮食的 

发展中国家虽然有潜力增加粮产，但因农产品市场的限制，使它们的努力受到挫折。 

经社会认识到，农业贸易、技术转让和促进就业机会可以在解决粮食问题方面起重 

要作用。

3 4 0、 值得注意的是， 1 9 4 0年代和 1 9 5 0年代，亚洲是谷物的净出口地区。 

但在 1 9 8 0年代，反而成为谷物的净进口地区，而且进口数量越来越多。 1 9 6 0年， 

i 洲谷物年进口量为7 0 0万吨， 1 9 7 7年增至2 6 0 0万吨， 1 9 7 9年更增至3500  
万吨，差不多所有进口的谷物都来自北美，如果北美或其他地方粮食歉收，亚太经 

社会区域的粮食供应就更无保障。尽管粮食进口日增，人均粮食所得量却没有增多。 

贫穷、饥饿日趋严重。 由于急需避免出现类似于1 9 7 3 -1 9 7 4年那样的粮食危机， 

因此要采取紧急行动以达到本区域的集体自力更生。经社会赞同这样的意见：长远 

米看，粮食安全问题最终必须通过提高生产力和增加国冢稂货产量的办法米解决。 

从短期看，粮食供应必须得到保障。砑人认为，如果金圔的力童都用在应付紧急的 

粮食危机上面，则实现国家长期生产目标所需的资源就会进一步减少。而且，低收 

入的缺粮国家在粮贫安全方面的需要是与国家根货部门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3 4 1、 经指出，当一些谷物输出国的存稂堆积、无法销售之际，另外一些国家 

却缺乏粮食。 区域或分区奴的储备安排笮助于斛决这些粮食不足和过剩的问题。经 

社会注惠到东盟在设立紧急储备方面所取得的论验。

3 4 2、 代表团们指出，必须进一步研宄拟议的体制结构，以调和本区域多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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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各种状况。特别是要适当保护那些需靠出口农产品釆赚取外汇的发展中粮食输 

出国的利益。专题报告审慎地避开了关于需要哪些财政安排来实现粮食安全的问题。 

一个代表团指出，在国际小麦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中，世界银行表示愿意用，减让性 

筹资办法，为发肢中国家的粮食安全丞础结构筹措经费。这样就特别可从多边机构 

取得援助，以支助任何区域性的粮食安全安排。

3 4 3、 除了进口谷类之外，发展中国家还进口越来越多的肥料、农药和农机。 

拟设的粮食贸易资料和管理网，可以及时提供资料和增强各国利用这些贲料的能力， 

从而确保粮食进口合乎费用效率原则。联合的进口安排和大批运送也賓助于减少进 

口成本，这个资料和管理网还可以协助出口国寻找进入本区域内外的新市场的机会。 

有几个代表团赞扬了设立粮食贸易和投入贸易的资料和管理网的提案，并建议进行 

后继行动，进一步发展这个资料和管理网。粮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粮食资料的 

工作，应当与亚太经社会为满足本区域的特殊需要所拟设的这个资料和管理网相互 

配合。

3 4 4、 许多代表团指出，最好能向有剩余资本的发展中国家调集资本，合资经 

营粮农企业；必须就这些投资建议进行可行性研究。有些代表团强调了组织大批购 

买农业投入品的可能性；设立廉价、迅速的粮食供应运输系统；执行国家间农业研 

究方案；生产廉价的主食；合资经营相辅相成的项目9

3 4 5、 盆社会注意到关于拟议设立业洲和太平洋稂食银行的研究报舌中所提到 

的体制安排；并请执行秘书在有关国际组织、机构及经社会参与政府所任命的高级 

别专家组的协助下，就下列提议进行可行性研究： (a)区域和分区域的粮食安全安 

排； (b)关于粮食贸易和农业投入贸易的资料和管理网； (c)增加流入粮食和农业方 

面的内外贷源；并就可能设立的时间、筹资办法、业务方式和组织结构提出结论报 

告，其中要适当地考虑到研究报告中关亍设立业洲和太平洋粮货银行的建议、本届 

会议对该报告所提的意见和不同国家生产分配系统的特点。

3 4 6、 经社会建议，专家组应将报告提交农业发展委员会；如不可能，则挺交 

执行秘书在同成员国和准成员国协商后所召开的政府间会议，备供审议，并就进一 

步行动说出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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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7、 经社会讨论了亚太经社会和粮食组织在研究粮食安全问题和就此问题提 

出建议方面各自担任的任务，特别是究竟哪个机构在这个领域负有主要任务。经社 

会注意到了粮农组织代表供给的资料，说明粮农组织在该研究报告所设想的各个领 

域正在进行的工作。经社会强调必须认真进行协调，以免使现有的工作或从全球角 

度考虑认为需要执行的工作发生重迭。

3 4 8、 经社会通过了关于亚洲和太平洋粮食供应和分配：中期展望和区域合作 

的第2 2 6 ( x x x v n i ) 号决议。

重新估价经社会的优先事项

3 4 9 、 经社会收到了文件E /esc a p / 2 4 7 。

3 5 0、 经社会进行了坦率的交换意见，其间赞扬了执行秘书主动提出一份报告， 

对确立优先事项问题诞供一个新颖的观点。一些代表团觉得，选择优先领域的实际 

标准已经确立，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业太过社会所主要关怀的部门间作法的重要性。 

不过，另一些代表团觉得这项促议在经社会同意以前应进一步研究和加以去芜存精。

3 5 1、 有人认为，这份文件认真地试图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即经社会工作方案 

应该加以精炼。有人表示，这项方莱包含了非常广泛的活动，它们虽然是在亚太经 

社会职权范围之内，但对本区域的发展进程还没确产生预期的影响。 因此应确立准 

則，以集中方案的焦点并削减业太经社会方案和项目所涵盖的问题数目。

3 5 2 、 基于这些考虑，秘书处文件对确立优先次序提出一个分析性处理办法， 

许多代表团认为这个办法对评价哪些项目应列入工作方某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习、过，有一个代较团虽然赞成文件中所采用的多部门方法，同时又认为这些提案没 

有反映經社会前几届会议在查明若干部门优先领域后所交付的任务；这些提案必须 

进一步加以考虑才能采用根据项目选择标准所制订的处理办法，这些提案经常都不 

可能反映重要的发展方面。另一个代表团建议，业太经社会每一个发展部门内的相 

对优先次序和所分配的资源都应按照文件所建议的标准提交评价。

3 5 3 、 虽然捐助者的慷慨解囊受到大家的承认，但是有一些代表团认为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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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一种分配给优先项目资金的方法。

3 5 4、 该文件第二节所列述的经社会能力和作用经过讨论后，经社会总的核可 

了该文件这一部分的说明。亚太经社会确实是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独特的政府间论坛 

组织，促进了各国政府间的意见和经验交流。 因此，经社会为拟订共同政策和战略 

作出了贡献。在这方面，有人提出一般性的意见，认为经社会应向全球决策过程提 

供区域投入。不过，有一个代表团指出，不可将这项职务误解为它应处理一切南北 

问题。虽然有少数成员认为有必要审查其他机构在观念产生过程方面的工作，但是 

大家都认为亚太经社会在这方面所可能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虽然大冢主张数据搜 

集的标准应具有选择性和切合需要，但是大家都赞成使亚太经社会成为资料中心。 

最后，对亚太经社会提供技术援助的作用日益受到望视，受到了欢迎，而且经社会 

也强调它在协调其他来源的投入方面所起的作用。

3 5 5、 大部分的讨论都集中于该文件第三节所列出的实质标准。讨论和提议可 

以归纳为两个主题：对文件所列提案的评论和关于可能的新标准的提案。

3 5 6 、 大多数的代表认识到该文件各项提案的中心在于参照标准来评价工作方 

案的组成部分和项目这一个过程，因此他们对这种作法表示同意。虽然部门的优先 

次序具有基本重要性，但更有选择性的制度似乎也是需要的，拟议的过程可能会满 

足这项要求。一些代表支持这些标准所规定的集中处理重大问题的作法。有人表示， 

标准在一些方面仍容许存在含混不清之处，因此必须加紧工作改善该文件概括列出 

的实质标准的定义。有一个代表团说，因为发展是一个综舍的过程，必须确保铨社 

会迥过的标准所产生的影响不限于发展领域的范围。标准斋要更详细的研究。因为 

四个标准对所唞方案拟订书重大影响，秘书处应同各国政府协倒进一步加以改善。

3 5 7、 第一个标准（对本区域各国极其重要的问题）的重要性受到确认，但是 

仍需改善。它在实施时应注意确保照顾到个别国家的葸见。一些代表团淀议实施这 

个标准来反映经社会每一届年会所决定的极其里斐的问题。

3 5 8、 大多数的代表团认为第二个标准（减轻本区域的贫困）非常适当，虽然 

< 些代表团认为它过于一般性。其他代表团强调茇展援助应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发展，以提高人均收入。有人认为可以将它扩大，包括帮助销售农村产品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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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又有 认为，标准应加以修正，以便对特别项目的社会利益进行评价。也賓人 

’强调，需要注重贫困阶层的和其他条件不利的阶层，包括妇女、青年、儿童、老年 

和残废者。

3 5 9 、 大多数的代表团都对第三个标准（向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条件特别不利 

的国家提供援助）给予好的评价，并提请注意它与《国际发展战略》和 《1 9 8 0年 

代最不发达国家实质性新行动纲领》的各项规定密切一致。

3 6 0、 普遍同意第四个标准（区域和/ 或分区域合作）极其切合亚太经社会的 

工作方案。宥一个代表团强调第四个标准应赋予主体作用。有些代表团强调这项标 

准还需要同成员国政府协商加以进一步改善。业太经社会也可以在区域间方面起作 

用。

3 6 1、 至于对标准提出的新的建议，若干代表团主张扩大标准的范围，以便帮 

助各国刺激一般经济增长，同时又强调有必要使它与社会正义结合，特别是通过适 

宜的改革和公平分配收入来作到。这两者不一定是对立的，它们合在一起代表了各 

国政府的主要目标。若干代表团强调项目必须要有具体戚果，同时必须使费用充分 

发生效力。有人也主张项目在执行一定期间之后应力求自给自足，因此强调受援国 

自力更生的观念。其他代表闭建议方案拟订的有关考虑包括：支助可行项目及其后 

来的模仿；避免重复业太铨社会其他各司和妖合国其他机构的工作；以及一些项目 

应适于各国国情。

3 6 2 、 賓一个代表团提请经社会注意大会以及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关于确立优先 

次序的审议情况，并引狀合国大会第3 6 / 2 2 8 号决议，其中大会核可了关于取消 

已经无效或无关的方莱的五个标准，并建议也考虑这些问题。

3 6 3、 文件第四节所载确保提案执行的措施受到了普遍的赞扬，若干代表团赞 

成在秘书处内设立项目审查委员会的提案。不过，也吁请各国本身更积极参与这个 

程序。一些代表团表示，因为经社会在其年会期间无法充分注意细节，因此应该作 

出体制安择，在年会之甫由成员国政府的资深代表审查工作方案。一些代表团颇认 

为这种程序应在实践中检验，因此可以在年度期间就程序本身、标准和项目的远择 

进行协商。 一些代表团觉得这些协商应在常驻代表咨委会内部进行，而其他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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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应该分开进行协商。賓一个氏表团建议，这个审查也应包含重新考虑经社会各 

届会议的周期、长度和结构的必要性.其他代表团提议请执行秘书进一步审查确立 

优先次序的整个作法，并在同成员国政府协商后向经社会弟三十九届会议提出关于 

这个事项的提议。

3 6 4、大家同意执行秘书将参考上面的讨论记录重新审查整个问題。对这个问 

题将举行一次政府间协商，最后的提案将由执行秘书提交经社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审 

议。

审议亚太经社会各活动领域的问题

3 6 5、 经社会审议了第三十八届会议以前的一年中举行过会议的各立法委员会 

报告、内陆国家特别机构的报告、各项部门性问题的报告以及关于扩大和加强经

& 会职责的第2 1 9 (XXXVII)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经社会也审议了内 

载拟议的方案变动的第E/ESCAP/255和 c o r r，1号文件和内载1982—1 9 8 3 年 

暂定会议日历的第E/ESCAP/286和 COrr. 1号文件，并且注意了关于大会和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对经年会的工作所通过的决议和决定的第E/ ESC A P/19 4 和 Add • 
1和 COrr. 1 号文件。

3 6 6、 副执行秘书在介绍性发言中着重说明了关于< 太经社会各活动领域的主 

要问题的那些部门性文件所提出的各项主要问题。部门性文件挺供背景资料，重点 

指出各项需要征求经社会的意见的主要问题，并对 1 9 8 2 -1 9 8 3年工作方案和优先 

事项提出更改的建议《

3 6 7、 经社会逐部门审查了工作方案各个部门的问题，审查情况如下。

粮食和农业

3 6 8、 经社会审议了 文件 5/ESCAI>/248 和 E/ESCAP/249 和 Add. 1。

3 6 9、 经社会获悉，农业发展委员会第四届会议除了别的事项以外，已审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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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业洲和太平洋粮食供销系统专门研究的临时报告，及杂粮、豆类和根茎作物区 

域研究和发展协调中心的章程草案。经社会将在全体会议上审议这些项目。

3 7 0 、 经社会核准了农业发展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报告，并指出该报告将为秘 

书处继续进行工作忮供一个良好的基础。

农业计划、方案和资料系统

3 7 1 、 经社会赞杨秘书处努力协助成员及准成员发展本区域的粮食、农业和农 

村经济。有几个代表团发言说它们本国在农业增长这方面已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 

其中有些国家在生产主要食用谷物方面已能自给自足，它们的国家发展计划十分重 

视促进粮食和农业发展的方案和项目。据指出，在发展中的经济体系中，农业与其 

他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农业部门可起催化作用，因为农业部门的小量增 

长就会带动其他郤门，特别是制造业和服务部门取得咼得多的增长。如果不能保障 

农业的发展，其他部门的增长将会大受限制。这些代表团列举了一些对各该国农业 

增长大有帮助的农业/ 农村发展方案。这些方案的重点是：特定地理区域的农业发 

展综合规划；几项农业商品的全面发展；综合农村发展。这些国家表示愿意与本区 

域其他国家分筝在农业/ 农村友展规划和方案编制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据称，在 

农业规划中，部门间的关系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3 7 2 、 有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国民平均收入较高的国家，正面临缺乏农村劳 

动力的问题，这使农业生产特别是水稻生产受到不利影响。在某个国家，由于双村 

劳动力流入城市，以致数千公顷的土地无法耕种。该国止致力在大米供应方面实现 

自给自足。有人请秘书处协助研究这个问题的有关方面，并寻求对策。

3 7 3、 经社会建议，秘书处的活动应当注重行动，优先注意人才的训练，因为 

发展中国家严重缺乏专门知识，特别是查明、拟订、执行及评价农业项目方面的专 

门知识。即使发达国家拥有较优良的技术，也无法直接转让给发展中国家，因为对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铨济和生态环境可能产生有害的作用。有人表示认为，防止收获 

后损失，和设立区域研究和推广中心，是秘书处可以执行的有益的活动。有一个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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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表示愿意同秘书处合作，执行防止自然灾害造成粮食损失这一领域的活动。据 

称，在发展中国家，农场的牲畜饲养与作物的种植一向是有连系的，在一些国家中， 

从事商业规模的养牛业是行不通的，鉴于饲养牲畜有利可图，因此建议秘书处升展 

饲养牲畜的研究。

3 7 4、 据强调，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拥有哪些先进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 

专门知识，一般都比较熟悉，但对本区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哪些同类的现成资料 

却互不了解。 因此强烈建议秘书处编制一份农业研究和训练机构名称手册，说明它们 

的各项活动和在农业发展领域本区域现賓的专门知识。这样对于建立国象间的直接 

联系以及加强技术和经济合作，十分有用。

3 7 5、 据指出，鉴于能源价格髙昂，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从外面进口，因 

此农业规划者和科学家必须重新评价关于现賓技术特别是采用肥料、灌溉和农用机 

械的可行性o 例如，必须提高主要作物的植物养分利用效率。

3 7 6、 铨社会确认农业资料发展计划的重要性，適过这个计划，可以协助成员 

国改善农业资料系统，以及在国家内、 区域内和区域间各级交换有用的资料/ 经验 

和转让技术。经社会对定期出版《农业资料发展公报》表示赞赏。这份《公报》汇 

编了关于上述农业发展各个方面的有用的资料。经社会促请广泛散发这份《公报》。 

日本政府虽然強调应当从经常预算中拨款印发这份《公报》，但是申明，鉴于各成 

员大力支持这份《公报》，日本将于本年度捐助7 3 0 0 0美元。

3 7 7 、 经社会赞赏秘书处在日本政府的财政支援下加嘘本区域的农村广播事业， 

认识到农村广播學业对农业及农村发展起葢安作用。经社会还赞赏题为《业洲和太 

平洋一些国家的农村广播》的调查报告，并核可了报告所载的各项建议o 这些建议 

强调，賓必要迪过国际合作，训练编制无线电节目的人力，和改善农村的广播设施 

和器材。

杂豆根茎作物

3 7 8 、经社会表示大力支持秘书处关于发展杂粮、豆类和根茎作物的活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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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指出，这些作物是本区域低收入阶层主食的王要组成卻分，这方面的任何改进 

将直接造福人民和有利于本区域的整个农业生产。秘书处的活动会有助于大力改善 

杂豆根茎作物的生产、利用和供销。这些活动也将导致更多的训练裙素的人员，并 

且唞助于建立和加强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经社会满惠地指出在工作上取 

得的进展，其中包括社会.经济研究；在苏联举行的杂豆根茎作物发展讨论会；关于 

杂豆根茎作物专家组会议；建立并管理亚洲和太平洋潮湿热带地区杂豆根茎作物区 

域研究和发展协调中心的筹备工作。

3 7 9 、 经社会满意地指出在建立中心和中心开展工作上取得了进展。 获悉印度 

尼西亚政府和联合国签署了关于东道国提供设备的协定后，中心就已成立，并于 

1981年 4月 2 9 日正式开始工作。 现已任命了该中心的主任。 为了确保賓效执行 

中心的工作方案，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和粮农组织的区域代表就两个组织在这个项 

目方0 的合作问题达成了一项谅解。 根据这项谅解双方正在拟订进行合作和协调的 

形式。 中心新大楼的建造工程已在印度尼西业的茂物开始，预 定 于 1982年 8月竣 

工。经社会希望设在茂物的中心可在本年度全面投入工作。

3 8 0 、 经社会强调中心通过下列办法，对加強各国有关发展杂豆根茎作物的研 

究和生产能力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办法是： （a)协助建立一个农业合作研 

究网； (b)编写农业经济研究报告，包括社会方面问题的研究报告； (c)训 练 国家研 

究和推广人员； (d)收集、 处理和散发资料。 在这方面，经杜会指出、虽然中心的工作 

主要是面对业太潮湿热带地再巨也不应忽视半干旱及其他地区的作物。 它关心中心 

向南太平洋岛屿国家提供援助，这些岛屿国家在气候、 种植制度和粮食消费方式上 

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小的岛屿国家的双业状况与大国相比，大有出入。

3 8 1 、 经社会感谢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日本、 荷兰、大韩民国、 苏联等国 

政府和粮农组织、 开发计划署迄今为止慷慨提供的财政技术援助和所给予的合作。 

它还赞赏地指出，法国、 日本、 菲律宾、 大韩民国和苏狀代表已重申它们将继续给 

这个项目以支助。 过社会大力呼吁发达国家、发展中的成员国、双边和多边捐助机 

构、特别是升发计划著，向中心捷供更多援助，协助执行它的工作力案。 给社会还 

力促同国际研究机构、各专 门机构特别是粮双农组织密切合作，以便无分和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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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它们的能力，为本区域国家谋求最大的利益。

3 8 2、经社会一致通过了载有亚洲和太平洋潮湿热带地区杂粮、豆类和根茎作

物区域研究和发展协调中心章程的第2 2 0 ( XXXVIII) 号决议，经社会选出了中心 

的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会成员由下列国家组成：孟加拉国、法国、印度、印厪尼西 

亚 （所在国）、日本、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大韩民国和泰国。

亚太农需品计划/ 农药

3 8 3、经社会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农业必需品计划（亚太农需品计划）/ 农药 

方案项下的训练和数据收集活动，表示满意。经社会强调， 亚太农需品计划项下的 

数据搜集任务应由开发计划署/ 工发组织新设的农药区域网方案承担，经社会确认 

亚太农需品计划项下的区域训练规划方案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个方案下产生了国家 

零售商训练方案，开始在八个成员国和地区展开安全曾理和有效利用农药的训练工 

作，经社会强调在农业上必须重视用生物方法防治害虫，以维持健全的生态平衡， 

并表示必须对这个问题开展研究。荷兰代表团感谢有关国家提供投入，使方案获得 

成功。该代表团对即将举行南太十洋地区训练规划讲习班一事表示欢迎，并指出目 

前止在考虑如何第措资金，将业太农需品计划的农药方案延长一年。

业洲和太平洋肥料咨询、发展和资料网

3 8 4 、经社会满意地指出， 1 9 8 1年亚洲和太平洋肥料咨询、发展和资料网进 

行了很多活动，以便促进发展中国家在肥料供销方面的技术合作。有几个代表团指 

出，它们本国已从这些砑益的活动中获得好处。賓人担心，肥料价格高昂将使农民 

无法多用肥料来增加农业生产。鉴于最近肥料价格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受影响，经社 

会认为，成员国就有关的对策和经验互相交换贷料，以及举办有关的研究训练方案 

以提高生产、供销和利用肥料的效率，是十分重要的。经社会满意地指出，粮农组 

织已将一名工作组组长借调给资料网使用。紅社会呼吁工发组织（资料网的一个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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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办机构）尽力提供援助，并促请捐助国，特别是荷兰政府，提供更多技术援助 

和财政支助，使亚太肥料咨询、发展和资料网继续能够开展其优良的工作。

农村发展

3 8 5 、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的农村发展活动，特别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活动：地方 

一级规划；妇女在农业和农村发展方面所起作用；为农业服务的农业机构；组织和 

管理小农和渔民团体以增加收入经社会认为，这些活动将会友展成为目的在于提 

高小农、 高地靠雨吃饭的农民、佃农、无地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条件不利阶层的福 

利的具体顼目。

3 8 6 、 经社合强调，秘书处应继续注意经社会以往所作出的关于要重视农业合 

作社的各项决定和联合国大会关于合作社运动的各项决议。有几个代表团表示愿意 

与他人分享它们在经营和管理合作社系统方面所取得的经验。

3 8 7 、 经社会对本区域的森林被迅速砍伐，以致农业、生态和环境受到影响， 

表示关注，并请秘书处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为本区域的重新造林工作作出更大的贡 

献。

3 8 8、 经社会强调必须制订并执行各种活动，以提高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地位不 

利的阶层的福利。经社会认为，必须更加重视小农发展方案项下各项未来的活动， 

并使这些活动与土地改革等未来可能作出的体制变革联系起来。也应当注意小农方 

案中公平与效率之闾的平衡，特别是商效率生产在土地和资本方面所受的限制。

3 8 9 、 经社会再次强调妇女在不同国家的种种农业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经 

社会认识到秘书处已采取首创行动，协助各成员规划和执行关于促进妇女参与农业 

和农村发展的具体项目。经社会建议继续并进一步扩充本方案的活动。

3 9 0 、 促请秘书处为筹措经费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执行粮农和农业发展领域的 

活动，包括从开发计划署取得卢布资金，以便举办讨论会和考察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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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 规 划 、 预 测 和 政 策

3 9 1、 经社会审议了文件E /E SC A P/250。

3 9 2、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在发展规划领域的工作的质量，并表示将继续赞同和 

支持发展规划司正在执行的工作方案。

3 9 3、 一些代表团赞赏地指出秘书处为改进区域年度的格式和内容作出了 

努力。在概览内列有图表和辟出方框刊载专题摘要，这被认为是使概览成为一个更 

为全面的文件的有效方法。秘书处建议今后的年度概览可以包含一项关于本区域最 

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字的附录，此项建议获得支持。

3 9 4、 有几个代表团对秘书处有关敦促成员国和地区确保及时提供数据的要求 

表示支持，并请秘书处负责派人到各地蒐集资料，使 的 内 容 更 及 时 更 全 面 。经 

社会满意地注意到，秘书处打算派人到本区域的社会主义国家收集有关经济和社会 

发 展 的 资 料 以 便 今 后 编 写 概览使用。

3 9 5 、 经社会注意到，根据其第2 1 2  ( x x x v i i ) 号决议，应当优先审查和 

评价《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执行工作的进展情况。 区域战略和行 

动方案应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执行全球战略的努力。若干代表团提出了一些秘书处可 

以进行的活动；秘书处可以把这些活动看作它今后有关发展战略工作的一部分。虽 

然象在文件E / e sc x p / 2 4 5 中那样参照全球战略详细制订区域和分区域战略是有 

用的，但是有人建议要进一步开展工作把指标、优先爭项和政策分散到分区域级去 

确定，并进一步考虑采取为使本区域达到全球发展战略目标所需的特别行动。还建 

议秘书处在1 984年中期审查以前结合编写年度审查执行全球发展战略的逬展 

情况。

3 9 6 、 联系到这个问题，着重谈到几项迫切的需要，其中包括秘书处賓必要与 

各国负贲发展规划、执行情况审查和评价的机构紧密舍作，韦必要互相交流<关国 

家级、 区域级和全球级规划和发展工作各方加进展情况的文件和资料。

3 9 7、 若干代表团指出，联系到在全球级和区域级贯彻发展战略的工作，并根 

据 1 9 8 1年 9 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情况，必须全面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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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评价本区域七个最不发达国家中的进展情况。建议优先编写关于本区域的审查和 

评价，以便向经社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以供审议。

3 9 8 、 秘书处在发展规划司内设立一个单独的科，负责处理本区域最不发达国 

家有关的问题，对此经社会表示满意。该科的工作应对贯彻《实质性新行动纲领》 

作出积极贡献。

3 9 9、 一些代表团强调指出，发展规划在亚洲和太平洋发展中国家争取实现它 

们的发展目标和迫切愿望的努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强调指出本区域最不发达 

国家和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在这方面面临特殊困难。据指出，在南太平洋普遍感到关 

切的问题是缺少数据和足够的专门知识来进行有效的规划。为此秘书处在发展规划 

领域中的活动受到欢迎。

4 0 0 、 正在进行努力设立一个发展规划文件资料处，对此经社会表示赞同。设 

立该处是为使交流可靠资料的工作系统化并使之完善以协助各成员规划它们的发展 

工作而采取的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处应使秘书处的审查和评价活动便于进行。

4 0 1、 秘书处正努力养成对宏观经济制订模式和进行预测的能力，并且在技术 

上协助成员政府养成它们目己的此项能力，这些工作均获大力支持。人们强调指出， 

在这项工作中，必须同负责规划工作的单位密切合作。

4 0 2 、 髙度赞赏了秘书处为协助各成员把税收规划迸一步纳入发展规划所开展 

的活动；建议今后把税收政策作为发展规划工具这一领域的工作应处理有关本区域 

财政分散化的问题。有一个代表团强调军备竞赛所带来的深远社会经济影响，并敦 

促秘书处着手研究裁军和发展间的关系。苏联代表团重申愿为本区域发展中国冢规 

划人员组织训练班提供永久性的设施。核可了文件E/ ESCAP/250第 1 2 段中所 

列的一系列活动，待来日执行。另外，有一个代表团建议秘书处在人力资源规划领 

域进行研究；另一个代表团建议，在广泛的生活质量指标丞础上考虑规划工作是有 

益的。遗憾地注意到此领域工作方案各项活动的执行工作仍然缺乏经费；这种情况 

清楚地表明裙必要为此工作方案的这些组成部分提供额外的支助，同时有必要对轻 

重缓急进行审查。

4 0 3 、 经社会批准了秘书处执行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一办法的第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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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VII)号决议的报告。 一致认为秘书处应继续努力特别注意这种统一办法。 

在遵循上述重点进行工作的同时，秘书处还应努力在它自己的工作方案中使用统一 

的办法，以便与经社会优先事项重新评价特别工作组所表示的意见（详见文件 E /  
ESC A P/247)相一致。有一个代表团认为在运用这个统一办法时•很有必要进一 

步检查本区域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的作用。

4 0 4 、经社会通过了关于发展规划统一办法在亚洲和太平洋发展中国家中所起 

作 用 的 第 2 2 9 ( XX X V III)号决议《

跨 国 公 司

4 0 5 、 经社会审议了 E/ ESCAP/267号文件。经社会欢迎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 

执行主任表示的意见，他略述了该中心在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研究、资料和技术合作 

等领域的工作。执行主任指出了亚洲和太平洋在该中心的工作中的相对重要性，要求 

业太经社会成员政府填补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内为亚太紋社会区域保留的十一个席 

位中的三个空缺。

4 0 6、 经社会赞赏该中心在业洲和太平洋的工作及其在跨国公司行动守则方面的 

工作。若干代表团特别满意地注意到该中心的技术合作和咨询服务方案，该中心根据 

这个方案多次举办了关于同本区域内跨国公司谈判问题的国家讲习班和区域讲习班。 

一个代表团对该中心最近逬行的有关协助高等学校讲授跨囡公司课程的方案表示赞扬。

4 0 7 、经社会批准了跨国公司委员会和业太经社会联合股有关跨国公司的工作方 

案、其中包括E/ESCAP/267号文件中所述的方案变动。铨社会认识到联合股的工 

作旨在增加跨国公司所在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同跨国公司谈判的能力。经 

社会注意到，联合股执行其在跨国公司领域的工作之际止是跨国公司在整个区域的活 

动日益扩大和多样化的时候。跨国公司不再仅仅直接投资于本区域的初级商品部门，

它们的活动已扩展至银行业、服务业、贸易和种类繁多的制造业。此外，跨国公司与 

所在的本区域友展中国家的交易形式已经更为复杂，其中包括联合投资、生产分成、 

技术和管理合同、补偿贸易安排和整套承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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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8 、 经社会认为，上述在亚洲和太千洋尤为突出的事态发展对发展中所在国 

政府同跨国公司打交道的能力增加了新的要求。考虑到这点，经社会批准了跨国公 

司委员会和业太经社会联合股在研究、资料和技术合作领域的工作，这些工作将有 

助于所在国政府提高与跨国公司打交道的能力。有个代表团强调，无论是联合股还 

是跨国公司中心在进行它们的工作都都不应直接介入跨国公司和所在国政府的各自 

谈判，因为这样做会侵犯相关国家的主权、并将毫无必要地为谈判增加昂贵的官僚 

程序。

4 0 9 、 经社会注意到，跨国公司是资本、技术、进入市场和管理知识的来源， 

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所特别欠缺的。 因此，多数代表团都认识到跨国公司在其所在 

国的经济发展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了确保这个作用得到发挥，同时又尽可能 

地减少消极影响，经社会体认到各国政府碉必要谨慎地权衡跨国公司对其活动向所 

在国提出的条件。在这方面，鉴于不可能从跨国公司的活动中自动地得到好处，所 

以经社会进一步体认到所在国政府有必要提高它们谈判、监察和控制跨国公司活动 

的能力。有个代表团感到，垃社会正在审议的文件以及联合股的工作没裉在数量上 

说明跨国公司对发展中所在国的消极影响、如资金和人员的外流。另一个代表团感 

到，该文件和联合股的工作没喊充分反映跨国公司对本区域发展中所在国所作出的 

积极和不可缺少的贡献。

4 1 0、 关于联合股目前的工作方案，不少代表团指出联合股研究工作的特殊意 

义。在这问题上，一个代表团大力赞同联合股对出口加工区进打研究的捉议，若干 

代表团强调，联合股对技术转让、转移订价和跨国贸易公司进行研究是很重要的。 

提出了若干建议、要联合股进一步深入研究跨国公司转移订价的做法对发展中因家 

出口收入的影响，调整跨国公司的税额和其他刺激因素的可行性，以及跨因公司在 

太平洋各重要部门，包括渔业、矿业和旅游业的活动情况。最危，有一个代表团建 

议，联合股为太平洋岛屿国家举办部长级讲习班以提高政府部长与跨过公司打交道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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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 技 术 、 人 类 住 区 和 环 境

4 1 1 、 经 社 会 审 议 了 文 件  E /ESCAP/240和  E /E SC A P/251-254。

4 1 2 、 经社会完全赞同工业、技术、人类住区和环境委员会关于其第五届会议 

的报告，指出委员会基不上集中处理了人类住区和环境的问题，并适当注葸了有关 

工业和技术的问题。 经社会认为这种程序将使经社会能够对其职权范阐内的四个重 

要部门取得一个相当全面的认识。

工 业

4 1 3 、 经社会注意到本区域在1 9 8 1 年期间的工业成长率比前两年期间所呈现 

的发展趋势，确实有全面的提高。 成长率虽有提 高 ，但各国之间成长率显著不同， 

发展也不平衡，深为令人关切。亚太经社会有必要评价其方案内容，以保证向发展 

中国家及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实际援助达到最大程度。

4 1 4 、 经社会也注意到本区域的制造业即使在不利的国际经济情况下，还是有 

所改善。 虽然这些趋势是令人满意的，但 是经社会认为，为了保持前进的动力，各 

国应该充分考虑到目前在全球工业方面所进行的调整，包括工业生产的国际化，迅 

速变化中的工业相对优势，发达国家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油价的安定和下降以 

及高利率对资本流动和投资水平的累积影响。这些事项洧待继续研究和谀出关于工 

业活动的新倡议以应付瞬息万变的情况。

4 1 5 、 1 9 7 7年的工业部长会议已就战峪和发展政策的重整方针问题制订了主 

要的政策准则。此 后 ，工业部长特设组召开了两次会议，一 次 在 1 9 7 9 年 1 月 ，另 

一 次 在 1 9 8 1 年 7 月。 毫无疑问这些会议完成了许多賓益的工作，但经社会很关切 

地 认 为 ，尽管作了这些努力，依然还没有 尝试更集中地注意一些值得采取紧急行动

的重大问题。

4 1 6 、部长特设組第二次会议查明少数各因政府可以列为重点部门以供考虑的 

部门。 途社会核可了部长特设组第二次会议的建议。 紐社会特别提请注意建议秘书

1 0  0



处采取的最低行动方案；并促诸修正此工作方案，以适当反映最低工作方案和更广 

泛的部长决定，并由秘书处处理交付执行。

4 1 7、 经社会重申信任部长会议提出的政策和准则的主要方针，并表示信心， 

这些面向政策的提案是形成新发展战略的一个能动因素。

4 1 8、 部长特设组弟二届会议正确地提请注意根据国家规划加强本区域各国制 

造能力的需要。 目前正在进行的方案确切胬要集中注蒽执行核定项目并增加向各国 

提供技术和咨询支助的内容。后者有待狀合国各机构间，特别是业太经社会和工发 

组织之间加强协调努力。

4 1 9 、 农用工业联系方面的工作经证明对各成员国有实际的判益。秘书处所进 

行的初步工作极为有用，并大大有助于支持週过一系列书关加强工业和农业联系的 

实际措施。经社会注意到秘书处在执行关于在同一丞础上对选定农业部门讲行进一 

步研究的建议所遇到的困难并促请成员国政府挺供支助，以执行这项工作。

4 2 0 、 经社会认为发展小工业的工作和中型制造业的推广值得列为第一优先。 

这些企业在许多方面補会对发展中国冢賓益，并可以协助它们觯坎一些社会和经济 

问題。对创造就业机合的影响是应该铭记在心的主要囡素之一。在这方面，经社全 

提请注意大型和基础工业在扶植和加强小工业部门的作用。

4 2 1、 一些代表团指出，关于工业的重新部署，应小心避免重新部署那些陈旧 

和可能引起污染的丄业。应鼓励重新部著劳力密集的工业。

4 2 2 、 经社会注意到， 太经社会“俱乐部”不只对促进发知中国家家间技术和 

社济合作是一个潜力很大的机制，而且是一个加速本区域最不友达国家间发展进程 

的手段。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澳大利亚政府为进行后继活动所作的支助，诞供一名 

工作人员无偿胀务。经社会敦促在“倶乐钟”范围内所进行活动应受到更大的注 

意，并认为这种工作范函可以扩大，无需达延。

4 2 3、 经社会有力地认为， 1 9 8 2年 1 1月在尼泊尔举分的闭结会议可以取得 

更具体和实际的成果，并指示秘书处着手仔细筹备这个会议，特别是在项目诚案的 

审定方面。

4 2 4 、 经社会也认为“俱尔部”的活动应在工业、技术、人类住区和环境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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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下一届会议召开前加以审查，以确定其方案的价值和用途，并确立优先次序和根 

据成员国政府的耑要涎议未来活动。

4 2 5、 除了促进“倶乐部”活动下的工业和主导工业的工作外，经社会觉得秘 

书处应特别注意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的问題，以便支助其工业化方案。经社会 

赞赏地注意到荷兰政府决定在双边基础上支持尼泊尔的主导项目。

4 2 6、 经杜会觉得本区域拥有多采多姿的工业生产模式经验和专门知识，技术 

效率高，经济上行得通而且也切合财政的考虑。分享发展中国家所取得的技术、经 

验和知识对本区域的所有国家应有极大价值。 因此，经社会请秘书处在这方面扩大 

它向成员国提供技术和咨询援助的范围和内容。

4 2 7、 经社会也觉得亚太经社会应进行研究本区域最不发达国冢的工业发展情 

况，包括这些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以确定问题的共通性并分析取得的成就，使 

这一类国家能从汲取彼此经验中得益。

4 2 8、 关于非大城市地区工业化的方案为扩大发展小规模和中型工业企业的范 

围提供了机会。经社会审查了该方案执行方面的进展情况。经社会促请成员政府采 

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加速执行该试办项目。经社会注意到秘书处这方面的努力， 

并指出各国政府和秘书处间应继续磋苘，以加速原订的执行计划。

4 2 9、 经社会提请注意其有关研究公营部门作用的决议。经社会汪意到秘书处 

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另咐一些研究则因为资源短绌而尚未进行。一些代表团逮议，

太紐社会的工作方案应力求均衡，以便开办天于研究、评价、建议和便利適过私 

营部门米刺激投资和工业发展的项目。另一些代表团评论克争和经济升放作为提高 

私营和公菅部门企业效率的方法的作用。许多发展中囡家重申公营钟门在促进&济 

发展方面可以起望要作用。它们指出目前止在把公营邵门加以有效相碉利地刊用， 

并提议经社会应进行賓关符合发展中国家最佳利益的公营部门活动。經社会指出. 

工作方案应开展反映成员国最佳利益的活动。

4 3 0 、 根据秘书处从税务和投资活动所产生的倡议，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区域行 

动，在新加坡设立区域税务和投贲研究屮心。銓社会注意到该中心的目标是就各自 

政府和商业界感兴趣的賓关税务和投资的国内和国际问题进行研究，为本区域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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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服务。

4 3 1、 该拟议的中心是一个私营企业，几年内经费可以自足。经社会促请感兴 

渺的成员国和其他方面捐助该中心，使其在不久将来开展业务。荷兰代表表示，荷 

兰将来能否对该中心作出任何捐助要看其他捐助者是否也愿意提供捐助。在这方面,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巴基斯坦代表发言表示，该国政府将捐助中心成立赞5, 000 
美元和三年的业务费，每 年 1. 5 0 0美元。

4 3 2、 经社会强调外国投资很重要，因为这种投资可以产生关于管理技巧、知 

识和技术的转让。在这方面，经社会指出投资保证协定和创造良好投资环境以及促 

进这种投资的有关基础结构的重要性。经社会注葸到1 9 7 8年 1 2 月在东京举行的 

政府间投资问題专家组会议已提出若干重要的建议。经社会欢迎日本政府的表示， 

愿意供应专家向各国提供有关创造更好投资杀件的意见。

4 3 3 為社会提请注意前面几届会议所作的有关分解利马指标的建议，并很有兴 

趣地听取了工发组织所采取的打动。经社会虽然注意到有关问题的重重困难和若干 

代表团所表示的保留意见，但建议秘书处继续同工发组织磋商进行这项分解工作。

4 3 4 若 干 代表团强调面向出口的工业的日益重要性.有人指出，许多国家已 

经越过了进口代替的阶段，目前正在计划广泛制订专门针对出口的项目。一些国家 

也指定面向出口的工业为其优先关注的领域。在这方面，经社会提请注意过去没有 

获得充分注意的方, 即允分利用生产能力和促进狀舍投资。关于后者，促进区域 

合作的步骤将是制订有助于处理这种悄况的方案的书效方法。不过，经社会促谐特 

别注意联合投资的形式不只可以促进贸易，而且可以更充分利用这些国象内部已借 

的货源和经验。经社会也促请秘书处提供技长援助和其他方便，以促进和发展在下 

述方面有成功先例的工业，即通过研究和散支资料所进行的这种协作安排和其他方 

法。

4 3 5、 目前正在大量注意发展诸如苏打灰、钢铁、肥料和石油化学品等基础工 

业。在这个工作領域，经社会也希望秘书处和其他国际组织能够向成员国政府府提供

必要的支助和援助。

4 3 6 、 经社会注葸到执行祕书关于服务部门在亚太经社会区域的经济发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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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重要作用的发言。经社会促请秘书处保证把贸发会议、经合发组织和总协定在 

这部门正在进行的賓关工作成果提请亚太经社会各主管委员会注意。

4 3 7、 经社会注意到秘书处在农用工业和有关工业问题政府间会议指导下，在 

农用工业方面所进行的工作。 目前已考虑发展农用工业和农用工业一体化综合体。

活动方案包括丝加工、皮革、油和脂肪的综合工业。同工发组织合作制订了一个有 

关推广区域杀虫剂生产、销售和管制网的项目。经社全特别注意到有关从生物质生 

产液体能源区域资料网的重要工作。经社会感谢日本政府对该项目所设供的支助。 

经社会促请其他捐助国和国际组织提供同样的援助。经社会注意到有关从木薯、甘 

蔗和甘謹等农业原料制造酒精的工作，应仔细考虑把它们用作一些国冢的食品来源。

4 3 8、 经社会也希望农用工业和有关工业问题政府间会议第三届会议所作建议 

的执行情况报告能够提交定于1982年年底召开的第四届会议。

4 3 9 、 经社会很有兴趣地听取了工发组织代表关于亚太经社会同工发组织就本 

区域目前正在进行的各种项目的合作情况的发言，其中包括项目的产生和咨询服务、 

公营部门和区域农机网。经社会赞赏了工发组织对这些活动的援助。经社会也赞赏 

工发组织保证协助亚太经社会进行结构改革的研究，并对工发组织重新部署工业的 

工作，表示兴趣。经社会希望未来几年内能够加强亚太经社会和工发组织的密切合 

作。教科文组织和粮农组织代表也通知了经社会它们在本区域所进行的同业太经社 

会工作有关的活动，并向经社会保证它们对亚太经社会有关工作的合作和支持。 国 

际妇女理事会也通知了经社会关于妇女理事会的活动。

技术

4 4 0 、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秘书处已经成为执行维也纳行动方案的区域中心点, 

并将其活动的主要重点放在援助成员国加强它们在1 9 8 1年 8 月召开的科学和技术 

促址发展问题政府间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所通过的业务计划八个方案领域内的科学和 

技术潜力。经社会也注意到秘书处为编制关于执行维也纳行动方案的业务计划所进 

行的活动及其对该政府间娶员会及其专为详细制订联合国各机构援助发展中国家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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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法所设适当机关的所有重要会议的参加情形。

4 4 1、 经社会核可了E / ESCAP/252号文件关于加强成员国科学和技术能力 

所述的一系列活动，并建议秘书处在执行这些活动时应维持和加强同科学和技术促 

进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工发组织、开发计划署、教科文组织和知识产权组织等联 

合国其他机构的合作关系。经社会强调秘书处所设机构间科学和技术工作队的用处， 

并建议工作队应继续审查科学和技术的所有发展情况，以便善用所有的工作成果，

促进更好的协调并避免重复。

4 4 2 、 经社会注意到亚太经社全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活动目标应是继续协助成 

员国培养其本国科学和技术能力。 因此，秘书处的活动应集中于拟订全面紧凑和相 

关的技术政策，以加强本区域的技术能力，以及使有关国家把技术计划作为国家发 

展计划的组成部分来执行这些政策。

4 4 3 、 经社会促请秘书处调集更多的资源和协调现有资源的使用，以便加强其 

能力，向各国的科学和技术机构提供技术援助和咨询服务，从而提高其效率，其方 

法是加强研究和发展活动，分发研究结果，培养管理和技术能力，改进传统技术， 

查明、评价和应用新的科技发展并安排科学、工程和技术人员的训练方案。

4 4 4、 经社会注意到执行维也纳行动方案建议的进度很慢，强调有必要制订具 

体任务，以便同联合所所有有关机构合作，在区域、分区域和国家各级执行维也纳 

行动方案的业务计划。

4 4 5 、 铨社会赞赏印度、大韩民国、苏联和其他国家主动愿意供应碉关技术和 

实验细节，并同本区域其他国家分享它们的经验，秘书处要求技术转让中心安排这 

种知识、经验和专长的有益交流。

4 4 6 、 经社会强调秘书处在本区域内部提倡和执行关于科学和技术的机构间联 

合活动的重要作用。经社会希望拟议的筹资系统会取得充足的财政捐款。

4 4 7、 经社会建议，在加强科学和技术潜力的总目标范围内，秘书处应向对关 

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迪过建立适当选择特定技术的国采紊料库，提高国家当局和 

爷关企业的谈判能力和适当改造进口技术并应用于工业方面 , 来协助各国执行技术 

转让活动。有一个代表团建议应组织一个由各参加国的技术转让专家组成的调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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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鉴定各种适宜技术和可转让技术，并就技术援助方面彼此感兴趣的问题交流意见。

4 4 8、 经社会对两年一度的区域科学和技术调查进展缓慢，表示失望。经社会 

希望逋过秘书处进一步努力向各国取得充足资料，能够加速工作的进行，并促请各 

成员在这方面赐予合作。这方面也可以使用第二届亚洲和太平洋主管应用科技促进 

发展事务和主管经济规划事务部长会议所挺供的文件、数据和议事记录。经社会促 

请调查报告的编写应为加速执行维也纳行动方案的区域活动建立基 。

4 4 9、 经社会强调促进工业发展的项目的产生和工业咨询能力的重要性。经社 

会满意地注意到1 981年 1 1 月在雅加达召开的关于培养项目制订能力和咨询服务 

座谈会的举办成功。经社会赞同座谈会所徒的建议，并促请加速执行，以提尚相邡 

强本区域在规划、制订、执行和管理工业项目上的工业咨询能力。经社会赞赏地注 

意到工发组织为执行本项目，提供为期一年的一名顾问和其他方式所给予的财政支 

助 ，并鉴于这个问题重要，促请在持续的基础上进行与加强和提髙本区域工业咨询 

能力宥关的工作。

4 5 0、 经社会听取了技术转让中心主任关于该中心的活动情况的发言。经社会 

满意地注意到技术转让中心就参加国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及技术转让方面的需要所进 

行的形形色色活动所取得的逬展。经社会觉得技术转让中心已证明是执行技术方面 

区域活动的一个良好工具，作出了下列工作：推广各种技术分网、搜集、评价和分 

发技术资料、安排训练方架和讲习班以及提供咨询服务等，目的在于促逬区域合作， 

加强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

4 5 1、经社会赞同技术转让中心活动所根据的网络观念是半效和有用的，并认 

为这种作法在向各国聚供支持性支助和执行技术领域的区域活动方面已址明效率很 

高。经社会也认为，技术转让中心应联合业太纷社会逐渐成为推动狀合国系统内同 

技术有关的不间组织的主要关切事项的一个区域工具，并认为它在执行维也纳行动 

方案凋'关技术促进发展的区域事项方面可以起重要作用。

4 5 2、经社会赞赏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临时基金（科技促址及展临时基 

金 ）、开发计划著和其他捎助闺到目剖为止向技术转让中心所提供的支助，并且希望 

技术转让中心的方案在同样的和持续的支助下进一护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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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3、 经社会欢迎技术转让中心关于同本区域内公认的机构协作，建立渠道， 

分发本区域所研制的技术资料的提议，并注意到技术转让中心将为此着手行动。

4 5 4 、 不过，泣社会也注意到技术转让中心活动的增加同其体制能力日益不平 

衡，因此吁请参加国政府和开发计划署提供体制方面的财政捐款，使其能继续执行 

各项方案。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印度保证提供一切东道国所应提供的便利，并寅布 

1982— 1 9 8 3年期间的体制支助捐款5 万美元作为印度继续保证和支持技术转让中 

心健全成长的一部分。经社会很有信心地表示，其他參加国的体制支助捎款即将大 

量到来，因为它们都赞赏技术转让中心活幼的价值和用途。经认为，这种捐款应按 

年提供。

4 5 5、 经社会注意到国家联络点第三次会议已严格审查了技术转让中心的活动， 

以期贪明褚关的重点部门并落实这些活动的利益，并且还注意到讨论显示，在不过 

度分散的氽件下，具体技术钟门应该裙一组核心活动。经社会注意到在执行这些活 

动时，技术转让中心可以同秘书处、 区域各国的机构和国际组织密切合作。经社会 

又注意到，除了国冢肤络点第三届会议期间所进行的审查之外，科技供进发展临时 

基金项目的执行也由三方面进行了审查，经社会希望这一类的评价可以促使技术转 

让中心加强其方案效力。

4 5 6 、 经社会促请技术转让中心的理事会尽早成立。

4 5 7 、 经社会很有兴趣地注意到迗域农机网的第一阶段已经成功地执行，证明 

狄机网观念是可行的。该项目对参加国增进农业机械化速度和制造制关机械、设备 

和工具方面有重大影峒。’铨社会也注葸到弟二阶杖的万案已于1982年 1 月开展， 

这个阶段期间将大力着重反敁中国家间技术合作，设计研究的援助和制造能力的加 

强。 已超过奴计研制阶段的机器的普及、训练方案和资料交流也受到赞杨。红社会 

髙兴地注意到到日本政府主动表示，愿为本项目的第二阶段提供 2 0 万美元，和已准 

备爷虑従供一名农业机械专家为期一年的无偿胤分。 日本政府衣示可能在1 9 8 2年 

年底主办技术咨询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澳大利亚政府增加捐 也获得赞赏。经社会 

也赞赏地注惠到菲律宾政府为本项目认捐5 万美亢现金和向额的实物。洤社会请其 

他枘助国，特别是升友计划署对这个极为有用的国家项目大量增加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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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8 、 尼泊尔代表说，虽然尼泊尔没有参加这个项目，但是尼泊尔政府对它很 

感兴趣，并且赞赏了区域农机网所做的工作，他并要求区域农机网为帕尔瓦尼普的 

农机中心提供关于成效显著的机械和设备的设计图样相技术刊物。

A 类 組

4 5 9、 经社会对人类住区生活条件的继续恶化表示关怀，并强调这个部门的拟 

议方案的重要性。适足的住屋，与食物和衣服一样，同为基本需要，是改善生活素 

质和福利的一个条件。这些问题在本区域人口增长率高而引起传统人类住区遛受破 

坏的地区，似乎最为严重。经认识到，破坏人类住区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农村人 

口大景移往城市地区，寻找就业机会。经社会非常重视通过供应住房、用水和卫生 

设备来改善农村住区。

4 6 0、 在这方面，经社会宪全支持工业、技术、人类住区和环境委员会第五届 

会议所提的建议，并同意秘书处所提出的人类住区方面的王势问题为： （a)实体规 

划同经济和社会规划的结合； (b)农村住区规划； (c)加强地方当局能力； (d)向贫 

民提供更多土地的土地政策； (e)能源限制下的人类住区规划； (f)当地蜱筑村料和 

筑工业； (g)改善贫民窟和棚户区的综合方案。鉴于人类住区方面问题的复杂和 

繁重，经社会强调有必要对建筑业、住区规划和政妣、土地利州、低廉住房、住屋 

供应标准和基础设施、能源效率、农村住区、人口移动、和都市化等问题进行国冢、 

分区域和区域各级的调查研究活动和训练方案。

4 6 1 、 经社会注蕙到国际援助和本区域成员国间相互交流资料是很必要的。经 

社会也强调本区域许多国冢的人类住区问题若没科国陆社会的援助是无法解决的。

4 6 2、 经社会强调，发展人类住区的工作方案应售先注意并针对于造福人口中 

的低收入阶层，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4 6 3、 人类住区方面的发展非常复杂并与若干其他问题息息相关。因此，不可 

能孤立地求取解决人类住区问题，而是要在人民的最充分参与下就经济、实体和社 

会规划的范围制订综舍处埋办法。这方面需赉改善执们这种规划的体制安排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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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也耑赵拟订国家实体计划和关于具体区域住区和成长中心的计划，以及箭要改 

进实体规划的能力。

4 6 4 、 经社会注意到实体规划、辻济规划和社会规划的结合使各国政府有机会 

避免严重问题，因为这种规划涉及到遵照国家住区总计划掌握都市成长和提供适足 

土地的程序和机制。有了综合规划就不需要因为发生不理想的人类住区型态而要采 

取补救行动。

4 6 5、 经社会认识到本区域有些国冢的土地政策跟不上迅速增加的全国和城市 

人口的需要。不迫当的土地政策已使人类住区产生若干不利的现象，因为这些政策 

妨碍了有条理的和公平的发展土地。经社会同意讨论中的文件所從的建议，并促情 

各成员国积极改善其土地收购、土地金融和土地利用管理的政策，以使更多的土地 

能以合理的价格供应而促进人类住区的发展。经社会也决定应进行本区域各国土地 

政策的文件编制和经验交流并核准召开一个适宜的土地政策区域会说，

4 6 6、 经社会认识到农村中心和住区规划的重要性及其在发展农村地区和改善 

本区域发展中国家农村贫民生活条件方面所起的有力作用。经社合很有兴趣地听取 

了本区域若干国家积极参与农村发展方案和住区改善项目，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 

解决了农村地区的问题。经社会注意到，农村中心和住区的实体规划，如果根据健 

全的概念并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相一致，则可以大大地协助提高农村人口的福利。 

向农村地区的多余农业人口挺供必要的服务和就业机会有助于遏止农村人口移向都 

市中心的潮流。经社会认为本区域各国有必要分享和交流经验，使彼此在处理这个 

部门的问题上互相受益。

4 6 7 、 经社会注意到最近在中国、斐济和大韩良国举办的农村中心规划工作流 

动讨论会的用途，并赞同了参加讨论会的专家所提出的关于本区域其他国家应同样 

召开这种训练讨论会的建议，使规划、研制、执行和评价农村中心和农村住房方案 

的有关人员受益。

4 6 8、 经社会对秘书处在绘制人类住区地图集和根据经社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 

决定研究和审查业太经社会区域人类住区状况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满葸，同时赞赏了 

日本和美国政府对这些活动所谈供的慷慨援助。经社会注意到1 9 8 1年 1 1月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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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专家组会议，审查拟作为指导各国的对应机构编写将来列入研究报告朐国别报告 

的大纲草稿。经社会认为这项研究非常有用，足为国家规划人员处理人类住区问題 

的指针。经社会注意到这项研究是载有本区域人类住区状况及其处理人类住区问题 

经验的宝贵资料文件丛刊的第一件。对此，经社会吁请各成员和准成员向秘书处提 

供必要的支持和援助，使其早日完成这项研究。

4 6 9、 经社会确认有必要由政府各级主管机构，适当发展人类住区和协调政府 

各部门及私营企业的活动。这些机构需要取得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履行职务。

4 7 0、 在这方面，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同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生境中心）和横 

滨市合作，安排 1 9 8 2年 6 月 9 日至1 6 日在日本横滨召开亚洲和太平洋负责人类 

住区发展的地方当局区域大会，并赞赏横滨市为促成这个重要大会所提供的慷慨捐 

助。经社会赞同向地方当局提供必要的能力，例如财政资源和更多的行政和技术能 

力，以便它们能够处理所交付的任务。经社会热烈支持大会的主题，即根据各国发 

展活动公平分配原则，向区域和地方各级下放人类住区活动的控制权。

4 7 1、 经社会建议应特别注意解决最贫穷的人的需要和执行有关改善其住区的 

方案。经社会关心地表示，改善贫民窟和棚户住区的方案可能目标过高，而且与其 

采取补救行动，不如多加重视防止工作。为低收入人口提供住房经认为事关重要， 

也应加强注意有关居民的社会经济研究。 因此，经社会赞扬秘书处目前所进行的关 

于改善贫民窟和棚户住区综合方案的工作，其中特别重视适当的基础设施、服务和 

技术。

4 7 2 、 经社会强调公众参与农村和械市地区人类住区项目的规划、研制和执行 

的价值。为使其有意义，公众参与应在政府各级实施_一 从村镇、小农村社区，经 

县和区域各级一直达到拟订人类住区政策的政府最高各级，在这方面，经社会感兴 

趣地注意到若干国家出现的发展情况，特别是斯里兰卡的努力不久前已具成效，亦 

可供其他国家参考。

4 7 3、 经社会非常重视就地取用廉价材料的问题，并赞赏地认识到目前的工作 

方案列有这个活动。在未对其他重要材料表示偏见的条件下，给社会赞赏了谷糠利 

用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应鼓励将谷糠用作粘合剂，并应传播关于谷糠的使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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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4、 经社会建议，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所极为关怀的低收入人口阶层居 

住问题，一个局部解决的方法可能是最好在自助基础上，以这些人民可以接受的价 

格向他们供应当时有充分供应的本地建筑村料。 由于亚太经社会成员国中许多国家 

的这种建筑材料和有关技术的发展依然落后，秘书处应同万隆和新德里的区域中心 

合作，尽最大努力，促进和普及这些本地建筑材料的利用，并协助它们生产这些材 

料和销售给本区域的穷苦民众。

4 7 5、 人类住区的能源消耗和供应问题已经是业太经社会重视和研究的对象， 

但是经社会觉得建筑物的节约能源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努力，包括研究建筑和使用方 

面只需少量能源投入的设计；使运输成本减至最少的房地平面图解决办法、使能源 

发挥更大效率的材料制造技术和减少人类住区能源需求的新颖作法，后者是因为各 

国能源总量有很大部分消耗在人类住区上面。

4 7 6、 大部分由小承包两构成的本地建筑工业的作用被认为对经济和社会利益 

的分配非常必要。 因此，砑人建议应进一步研究这个部门并采取步骤，提高其能力 

和效用。这将需要培训管理工作人员及熟练工人和工匠。在这方面，经社全促请秘 

书处扩大关于研订适当的人类住区标准，以供选择廉价住房的适茸技术的工作。经 

社会建议讲习班和讨论会的举办，不妨采用流动办法，对发展中国家好处很多。

4 7 7、 经社会请各成员国更加广泛利用万隆和新德里的两个区域中心，因为它 

们可以挺供在建筑技术、材料科学和实验、本地材料研究、住屋设计和各种训练等 

领域提供大量後力。两个中心对人类住区发展的许多方卸有广泛汇集的资料，但 

是仍应由业太经社会协助采用现代技术编辑文件和进行区域性的散发。

4 7 8 、 在资料散发方面，经社会建议在还没另设立人类住区资料中心的地方， 

设立国家一级的这种中心。经社会在这方面注意到巴基斯坦已在环境和械市事务司 

内部设立一个这种中心，但是同其他成员国一样，该中心确待培训文件资料人员特 

别是在为使拟议的区域和全球人类住区资料糸统发生效力所必需达到的统一程序方 

面。

4 7 9、 有效的资料散发经确认对研究、设计和项目拟订极为重要，以前的几次 

会议也强调了业太经社会作为区域网的中心点的作用。应同生境中心从事这方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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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并欢迎其他国际机构或个别捐助国为加强这种作用所提供的任何援助。

4 8 0、 培训人力以应付在发展健全的人类住区方面的艰苦工作被认为是极令人 

关心的事项。不仅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需要培训，基层的村社领导人也需要培训， 

范围包括广泛的各种人类住区活动。法国代表表示，法国政府认识到改善发展中国 

家土地政策部门人力状况的需要，所以愿意提供设施，培训地图绘制和地形测景方 

面的专门人员。苏联代表表示，苏联正提议在苏联主办关于人类住区发展和廉价住 

房的两个讨论会。

4 8 1、 经社会注意到教科文组织目前在人类住区领域所进行的培训方架。培训 

人类住区管理人员的方案已经完成.目前正在筹备1 982年 4 月在业洲技术研究所 

举办灾害情况下管理人类住区问题的训练讨论会。

4 8 2、 经社会注意到应生境中心执行主任按照人类住区委负会第4 / 1  4 号决 

议提出的要求，于 1981年 1 2 月在马尼拉就设立业洲人类住区钳行於案的可行性 

研究筹备工作召开了一个专家组会议。该次合议的报告已提交生境中心执行主任， 

供其采取适当行动。生境中心执行主任根据专家组会议的建议所编写的报告将梃交 

人类住区委员会第五届会议。在审议人类住区银行的可行性时，一些代表团表示希 

望照顾到职权与其他多边筹资机构可能重迭的情况和提供足够资金以履行其职贵等 

各方面问题。一些代表团对这项提案表示支持，即使职权稍角重迭，但依然是妥当 

可行的。不过：另一些代表团认为，在专家组会议还没有提出报告的时候，讨论业 

洲人类住区银行的设立未免嫌早。

4 8 3、 大会第3 6 / 7  1号决议原则上决定指定1 9 8 7年 为“无家可归者徒供 

住 所 国 际 年 ”。工业、技术、人类住区和环境委员会第五届会议已同意支持为这个国 

际年举办各种活动。经社会支持指定这一国际年，作为提请全球注意供应住房和突 

出足够住房这一基本需要的手段。纪社会娶求成员国加紧知勺授供这一年的活幼赏 

金，并表明需要，以协助狀合国糸统蛻划这一年的活动，以夂协助业太经社会单拟 

业洲和太平洋区域执行业太经社会自身住房方梁的战略。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斯里 

兰卡政府主动联系各成负国增加生境中心执行这一国际年的分金和资料，斯里兰卡 

为此已认捐24, 0 0 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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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4 、 经社会获悉菲律宾政府已主动狀合生境中心肄立人类住区战略示范项目。 

这些项目旨在使用综合规划方法来达成 1 1 项基本需要，包括生计在内。 经社会满 

蒽地注蒽到菲律宾政府投供资源，汫初步调奔和查明八个战略地点一一非洲、拉丁 

美洲、亚洲和西亚每一个发展中区域各菊两 个 地 点 。

4 8 5 、 经社会赞赏业太经社会和生境中心的密切合作，并期望进一步继续和扩 

大这种合作。 经社会促请开发计划署和生境中心利用其全球经验，拟订在规划方法 

学和机构方面的政策和准则；训练人力；提供必要设备并发展适当的图书馆和文件 

设施。 经社会也强调人类住区机构间工作队在争取国际机构间更好合作和避免重复 

方面的重要性。

环境

4 8 6 、 经 社 会 大 体 赞 同 召 开 一 次 亚 洲 分 区 域 环 境 问 题 部 长 级 会 议 ， 以 便 审 查 本  

分 区 域 环 境 管 理 问 题 和 1 9 7 3年 在 亚 远 经 委 会 区 域 人 类 环 境 领 域 有 积 析 活 动 的 国 家  

和 政 府 间 机 构 的 代 表 会 议 所 通 过 的 《业 洲 人 类 环 境 行 动 计 划 》的 执 行 进 展 情 况 。 不  

过 ， 迳 社 会 建 议 ， 应 该 同 本 区 域 的 政 府 密 切 磋 商 以 决 定 会 议 的 日 期 . 地 点 和 议 程 ，

经 党 得 ，广 泛 的 結 备 活 动 是 这 类 会 议 得 到 成 功 的 淦 础 ， 因 此 ， 要 照 文 件 E/ESCAP/ 

25的 建 议 ， 在 1 9 8 3年 举 行 会 议 也 许 是 不 可 能 的 知 备 阶 杖 ， 经 社 会 建 议 应 该 迫  

当 考 處 到 关 于 环 境 叫 紀 的 各 个 全 球 性 、 区 域 性 和 分 区 域 性 钟 长 级 会 议 的 审 议 情 况 ，

例 如 为 纪 念 联 合 国 人 类 环 境 会 议 而 提 议 举 打 的 环 境 规 划 备 特 别 会 议 （1 982年 内 罗 

毕 ）； 廷 立 南 业 蚱 境 合 作 方 案 的 南 亚 国 家 部 长 级 会 议 （1981年 ， 科 伦 坡 ）； 海 ； 

平 洋 人 类 环 境 会 议 （1 9 8 2年 ， 拉 罗 通 加 ）； 以 及 环 境 问 跔 乐 盟 部 长 级 会 议 （1981 

年 . 马 尼 拉 ）。 又 禎 人 建 议 ， 1 9 8 3年 应 宣 布 为 “业 洲 分 区 域 人 类 环 境 年 ”以 纪 念  

《业 洲 行 动 计 划 》通 过 十 周 年 。 关 于 会 议 议 程 ， 纴 社 会 强 调 碉 必 要 把 更 冬 的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所 涉 的 环 境 问 题 和 制 订 面 向 行 动 的 方 案 。 关 于 社 会 经 济 问 题 以  

及 它 们 对 环 境 的 影 响 ， 给 社 会 强 调 有 必 要 学 习 其 他 区 域 解 决 类 似 问 題 的 经 验 。

4 8 7 、 经 社 会 认 为 ， 编 写 北 洲 和 大 千 泮 区 域 环 境 现 况 报 告 是 项 很 有 益 的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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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且 完 全 符 合 秘 书 处 环 境 协 调 股 的 职 权 范 围 。 经 社 会 在 赞 同 该 活 动 的 同 时 ， 又 认 识  

到 文 件 E /E SC A P /254所 提 出 的 “以 问 题 为 主 的 作 法 ”和 “以 资 源 为 主 的 作 法 ” 

的 优 点 。 然 而 ， 一 些 代 表 团 指 出 “以 资 源 为 主 的 作 法 ”的 好 处 ， 它 们 认 为 这 种 作 法  

也 许 将 来 会 得 到 考 虑 。 人 们 感 到 “以 问 題 为 主 的 作 法 "将 表 现 出 它 较 为 面 向 问 題 ，

因 而 能 够 更 直 接 地 照 顾 到 本 区 域 的 立 即 需 求 《 有 人 认 为 ， 该 报 告 应 该 包 括 对 发 展 项  

目 的 环 境 估 价 ， 以 便 评 价 将 环 境 方 面 的 考 虑 纳 入 发 展 规 划 过 程 的 好 处 。 — 个 代 表 团  

建 议 ， 可 以 考 虑 在 分 区 域 基 础 上 编 写 报 告 ， 因 为 分 区 域 方 案 能 够 得 到 现 成 的 资 料 ，

因 此 该 文 件 更 容 易 按 这 种 形 式 编 辑 。 也 賓 人 提 议 说 ， 这 一 报 告 全 更 有 意 义 ， 因 为 它  

能 避 免 由 于 在 区 域 基 础 上 集 中 数 据 所 造 成 的 评 价 失 真 。 经 社 会 认 为 该 报 告 应 定 期 地  

补 充 新 的 内 容 以 监 测 和 评 价 本 区 域 的 环 境 情 况 。 若 干 代 隶 团 觉 得 该 报 告 应 每 两 年 补  

充 增 订 一 次 ， 有 一 个 代 表 团 则 认 为 应 每 五 年 增 补 一 次 。

4 8 8 、 经 社 会 重 申 支 持 召 开 一 个 环 境 问 题 特 设 专 家 工 作 组 会 议 有 人 建 议 第 一  

次 这 种 会 议 应 于 1982年 召 开 ， 并 且 应 当 邀 请 经 社 会 所 有 成 员 和 准 成 员 参 加 。 还 有  

人 建 议 秘 书 处 应 当 考 虑 为 本 区 域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的 专 家 参 加 会 议 支 付 费 用 。 有 人 认 为 ， 

特 设 专 家 工 作 组 在 其 第 一 次 会 议 上 应 当 决 定 设 立 一 个 小 型 工 作 组 .其 组 成 应 讲 当 考  

虑 到 各 国 代 表 的 地 理 分 布 以 及 后 来 会 议 的 成 员 连 续 性 。 在 拿 到 工 作 计 划 的 更 多 细 节  

以前，有一个 代 表 团 对 冶 开 一 个 环 境 问 题 特 设 专 家 工 作 组 会 议 暂 时 表 示 保 留 。

4 8 9 、 关 于 区 域 娈 员 会 在 环 境 领 域 的 任 务 和 职 贡 问 题 ， 经 社 会 认 为 环 境 协 调 股  

应 当 继 续 发 挥 其 中 心 作 用 ， 确 保 铨 社 会 的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活 动 充 分 考 虑 到 外 境 问 题 ， 

并 将 工 作 限 于 经 社 会 所 决 定 的 优 先 领 域 。 在 执 行 其 方 案 时 ， 经 社 会 强 调 秘 书 处 唞 必  

要 冏 其 它 砑 关 机 构 尤 其 是 环 境 规 划 署 保 持 紧 密 的 协 作 。 如 采 遵 循 这 些 方 针 ， 过 社 会  

觉 得 ，业 太 经 社 会 就 能 够 避 免 与 环 境 规 划 署 及 其 它 机 构 所 进 的 与 环 埦 问 题 制 关 的  

活 动 发 生 重 复 。 经 社 会 特 别 指 出 秘 书 处 环 境 协 调 胶 从 环 境 规 划 署 得 到 的 机 构 支 助 ， 

在 这 方 面 它 促 请 环 境 规 划 署 继 续 给 予 业 太 经 社 会 支 助 ， 至 少 要 等 到 业 太 经 社 会 能 从  

联 甘 国 经 常 预 算 取 得 资 源 。关 f 这 一 点 厂 些 代 表 团 支 持 设 立 业 太 经 社 会 和 环 境 规 划 署

环 境 问 题 联 合 股 。他 们 认 为 该 股 能 对 区 域 环 境 活 动 加 强 协 调 并 促 进 以 经 济 效 益 为 着  

眼 的 解 决 问 题 办 法 。 砑 一 个 代 表 团 建 议 逐 步 取 消 环 境 规 划 著 对 环 境 协 调 股 的 支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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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0 、 经 社 会 大 体 赞 同 文 件 E/ESCAP/25建 议 的 工 作 方 案 ，包 括 1982—1983 
年 的 方 案 更 动 。 经 社 会 在 对 沙 漠 化 、 濫 伐 森 林 和 海 洋 环 境 恶 化 所 造 成 的 环 境 问 题 表  

示 关 切 的 同 时 ，也 强 调 有 必 要 在 本 区 域 提 高 对 环 境 问 题 的 认 识 ， 强 调 要 对 审 议 向 沙  

漠 化 进 行 战 斗 的 行 动 计 划 执 行 情 况 区 域 技 术 讲 习 班 进 行 后 继 行 动 ， 以 及 执 行 亚 太 经  

社 会 关 于 保 护 海 洋 环 境 和 有 关 生 态 系 统 的 区 域 项 目 ， 该 项 目 除 其 它 事 情 外 ， 旨 在 为  

沿 海 地 区 制 订 一 项 环 境 管 理 计 划 。

4 9 1 、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澳大利亚、法国、 日本和瑞典在执行1982-1983  
年期间的经社会环境活动方面所提供的預算外援助。经社会进一步满意地注意到荷 

兰政府对一个1 9 8 2年间保护海洋环境和有关生态系统的具体项目建议目前正在考 

虑提供预算外援助。

4 9 2 、 经 社 会 通 过 了 关 于 在 其 经 济 和 社 合 发 展 活 动 中 兼 顾 环 境 问 题 的 第 224 
( X X X V I I I ,号 决 议 ，

国 际 贸 易 、 原 料 和 商 品 以 及 有 关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 内 陆 国 家 和 发 展 中 岛 屿 国 家 的 特 别 措 施

4 9 3 、 经 社 会 审 议 了  文 件 25/ESCAP/256和  E/ESCAP/257  和Add. 1 和  2 
和  C O rr.1。

4 9 4 、 经社会在审查当前贸易愴况和未来前景时注意到过去两年的世界贸易增 

长比起前几年臧遢甚多。 1980年代今后几年的展望从短期看依然是低成长，从长 

期看非常不稳定，世界狡济更长缓 慢 .失业日增，朐品价格下降.通货膨脈率高. 

货币波动，團际收支不平衡和保护主义日益增强，送一切都仍然是严重的问题。发 

展中崮家尤其是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冢•由于能源价格高涨.资本货源和其他投入 

品的价格日增，出口收入减少、贸易条件恶化和沉重偾务负担而在实现其发展目标 

方面遛遇到困难。

4 9 5、 若干成员和准成员重申它们保证维持开放的贸易制厪。经社会赞赏一些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目甫所进行的放宽进口和扩大出口并使其多样化的努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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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识到保护主义措施损害所有国家的长期利益，包括实行这种措施的国家的利 

益。一个代表团述及该国从本区域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数量巳超过向这些国家出口的 

数量。

4 9 6、 经社会对大会第3 4 / 1  3 8 号决议所设想的有关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 

展的联合国全球谈判会议迟未召开，表示关切。经指出，谈判应在联合国系统范围 

内举行，并且应在改组国际经济关系、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彼此有利的纲领范 

围内为解决国际经济问题作出贡献。

4 9 7、 对于在 1 9 8 2年 1 1 月召开总协定缔约国部长级会议的倡议受到了欢迎。 

省人希望即将召开的部长级会议能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未宪成的多边贸易谈 

判、多边贸易谈判守则的执行问题和对发展中国家关系重大的其他贸易问题。

4 9 8 、 经社会认识到普惠制在便利发展中国家扩大向发达国家市场出口方面的 

重要性。希望发达国家及时而详尽地提供有关实际利用普惠制的资料，以使受益国 

从中取得最大利益。迕社会欢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向南太论坛岛屿国家诞供特别的 

减让性优惠。经社会也欢迎日本政府所提出的愿意协助亚太经社会再组织一次关于 

普惠制的区域讨论会。

4 9 9 、 经社会关切地注意到1 9 8 0 /1 9 8 1年期间大多数对本区域许多国家有社 

会经济璽要性的农业商品价格剧跌，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呆滞，

使本区域许多出口国家的出口收入大幅减少。途社会又遗憾地汪憩到贸发会议商品 

综合方案的进展非常缓慢，令人失望。对本区域楨重大关系的询品的谈判工作尚未 

完成。虽然建立商品共同基金的协定通过几乎已賓两年，可是本区域迄今只賓八个 

国家批准了这项协定。对此，銓社会敦促本区域尚未签署和批准该协定的国家尽早 

完成签署和批准，以使基金能在最近的将来展开业务。

5 0 0 、 经社会注意到贸易合作组及其各小组在执行区域内部间贸易扩展和合作 

方案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它满葸地表示本方案所过行的各种渾动都是晳用、賓建设 

性和切合实际的。各国代表团重申支持本方案，同时着重指出方案各组成邵分的篁 

要性，如 ：通过贸易促进中心网宪成贸易概况的编制和传播贸易资料；关于出口信 

贷重新筹资办法的挺案；商品领域内区域合作行动的促进；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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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搜集和传播，包括不明显的壁垒；协调编纂贸易统计、关税程序和促进国际贸易苘 

品流通措施的过程；促进产生贸易的合营企业；长期合同特别是它在发展不同经济制 

度国家间贸易方面的作用。对后面一项，经互会国家在长期贸易协定和合同方面的经 

验，特别是编制“一般交货条件”的经验受到注意。经社会认为按照本方案所进行的 

研究、专家组会议和座谈会对于达成区域内部间贸易的扩大和合作这一目标作了有益 

的贡献。贸易合作组方案应继续燊中于以区域内部间贸易的扩大和合作原则为基础的 

活动。还有人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巳经非常密切。因此提议进行的 

研究可能增进对有关经济问题的了解，并可能逐渐促成彼此有利的解决方法。经社会 

对开发计划署的支助表示感谢，并促请它继续对本方案提供财务支援。

5 0 1 、 发展中国家强调必需在将要举行的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和第六届贸发会议之 

前进行关于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的研究.这些国家建议应从全球的角度来对保护主义 

和结构调整进行实亊求是的通盘详尽研究。此研究应该充分照顾到贸发会议和总协定 

就这一问题所正在进行的工作。发达国家表示，这是全球关心的问题.因此应交由贸 

发会议和总协定等机构处理• 由于这些机构巳经进行关于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问题的 

研究，为了避免要复，并且也因为涉及割贸易领域的现行工作方案，所以置太经社会 

秘书处不应进行这些研究。

5 0 2、 许多代表团支持举行贸易部长会议的提议，以审查关于执行区域内部间贸 

易的扩大和合作方案所取得的进展，以及根据迄今为止取得的经验为此方案指出新的 

方向。賓人觉得，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之前，应当作出充分的准备，包括阐明提交会 

议审议的问题和後讥，关于召开会议的时间，賓人提议在1 9 8 3年后期举行.以便能 

够参照将于1 9 8 2年 1 1月举行的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和1 9 8 3年 5 、 6 月间举行的第 

六届贸发会议的结果，拟订一个区域方案。

5 0 3 、 经社会指出，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对于作为解决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的 

一个实呩步骤，是极其重要的，关于这一点.经社会指出.《曼谷协定》的参加国巳 

同意在 1 982年内举行笫二轮谈判，以求扩大互惠的范围和深度。这将使本区域其他 

发展中国家有极好的机会加入这項协定，并且参加即将举行的这轮谈判。鉴于发觖中 

国象间经济合作活动的蝥要性，特别是《曼谷协定》的裙关活动，因此经社会呼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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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此目的挺供财政和技术援助。

5 0 4、 经社会强调秘书处必须在工作方案项目0 5 •0 1 •0 5 下对贸发会议 

第 1 2 7 (V )号决议所查明的下述三个优先领域进行适当的后继工作：建立一个全球 

贸易优惠制度；各国贸易组织之间的合作；及建立多国销售企业。

5 0 5 、 有一个代表团强调执行有关本区域发展中国家同包括苏肤在内的东欧社 

会主义国家之间推展贸易项目的重要性。对此，该代表团表示该国已准备为执行此 

项目提供所需的援助。

5 0 6、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亚洲再保险公司以往各年承保业务的增长情况，因 

此敦促本区域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入该区域机构，成为其积枳成员。经社合确认，业 

洲再保险公司的成员如果能够增加、资本基础能够扩大，就会更好地实现其发展活 

动和更有效地进一步减少将生意让给外区和依赖非本区域再承保人的现象。为此已 

要求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协助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

5 0 7、 鉴于在保险和再保险领域提供训练的重要性，经社会敦促秘书处举办一 

个有系统的训练方案，以满足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国家的埼要，

经社会又请秘书处同业洲再保险公司合作，探讨是否可能拟订一个区域作物再保险 

办法，作为分担各种国家作物保险计划所受风险的一种手段。经社会促请开发计划 

署及其他捐助机构和捐助国政府，提供财政支援，以协助这些方柒的执行。

5 0 8、 经社会认识到信贷已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重要成分。 出口两往往要用 

延期付款方式销售它们的产品。 因此，经社会请秘书处加紧努力，早日拟订一个出 

口再筹资计划。关于这一点， 经社会巳注惠到今年将举行一个特设专家组会议，着 

重讨论葡关问题，准备对设立拟议的区域计划进行可行性研究。

5 0 9、 经社会指出，亚洲清算联盟正在取得迅速的进展，去年，联盟承办的营 

业额大幅度增加。经社会促请本区域其他成员加入业洲清算肤盟，使它成为本区域 

各国之间的一个更为賓效的金融机构。

5 1 0、 经社会注意到业太经社会贸易促进中心为发展和促进贸易所作出的努力。 

经社会批准了贸易促进中心的活动，这些活动符合本区域的需要，并为各国促进贸 

易的努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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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1、 经社会注意到了贸易促进中心所设下列四个事务处的有用性和实际性？ 

市场和产品发展处、专业培训（训练工作）处、促进贸易咨询处和贸易资料处。经 

社会尤其认识到贸易资料处为成员国提供的有效协助，其中包括由开发计划署资助 

的贸易资料区域咨询風务项目所提供的训练和咨询服务。经社会注意到在质量控制、 

分类和标准、出口品的包装和设计等一些专门领域中的训练和咨询服务仍因缺少财 

政支助而不能进行。经社会敦促采取步骤取得必需的资金以使贸易促进中心能够执 

行其工作方案的所賓组成部分。经社会敦促加强贸易促进中心的活动。

5 1 2、 经社会回顾了在曼谷（1 9 6 6年 ）、德黑兰（1 9 6 9年 ，和新德里（1972 
年 ）成功举办的三届亚洲贸易博览会，一般地批准了举办亚洲贸易博览会的提案。 

经社会认识到此类博览会是促进国际贸易和散发关于贸易、工业和技术能力资料的 

一个重要方式。有些代表团认为贸易博览会应具有特色才有价值。有些国家表示， 

要在确定了博览会的积极成果后•再考虑把博览会制度化。经社会还注意到第四届 

东盟贸易博览会将于1 9 8 4年 1 0 月在曼谷举行。

5 1 3 、 经社会通过了关于亚洲一太平洋贸易释览的第2 2 1（（（X X X V I I I )号决议J

5 1 4 、 经社会感谢加拿大政府和第三世界国家国际训练基金会为1 981年 3 月 

至 4 月在曼谷举办的亚太经社会/ 第 三 世 界 国 網 际 训 练 基金会美洲农业发展委员会 

关于东盟国家进出口业务技术训练人员讲习班向亚太经社会谖供了财政支持；感谢 

苏联政府资助了 1 9 8 1年 9 月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办的关于苏联对外贸易的区域 

讨论会和参观考‘；感谢中国政府资助了 1 9 8 1年 1 0 月至 1 1 月在北京、天津、 

南京和广州举办的关于促进贸易的技术和机构的讨论会和参观考察。

5 1 5、 经社会注意到，同赫尔辛基经济学院发展合作方衆、贸发会议和国际贸 

易中心合作，订 于 1 9 8 2年 5 月 3 1 日至6 月 1 1 日在泰国怕塔亚举办的第二届进 

口管理区域讨论会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如果能够获得所需的资金，还打算由 

亚大经社会和中国在选定的亚太经社会国家联合组织一次中国专家流动讨论会。此 

外，还正在计划于1 9 8 2年 9 月至 1 1 月期间为南太平洋国滾举办有关贸易促进和 

管理的第二次流动训练方案，但需得到澳大利亚政府和新西兰政府明确表示将作出 

财政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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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6、经社会注意到题为《对华贸易指南》的指南汇编第三集将于1 9 8 2年 6 

月出I 叟行。

5 1 7、 经社会感谢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日本、 

新西兰、荷兰、瑞典和苏联政府、以及开发计划署和国际贸易中心协助了贸易促进 

中心执行其工作方案，并敦促继续给予支助。

5 1 8、 经社全注意到秘书处向成员国和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亚洲和太平洋椰 

子共同体和国际胡椒共同体等本区域的商品共同体秘书处揭供的技术协助和咨询服 

务工作，并且注意到秘书处为一些选定的商品，即热带木初、黄麻、虾等海产品、 

木著淀粉、丝及皮毛建立区域合作安排的方案所作的工作。经社会重申支持秘书处 

在此优先部门的工作。在这点上，经社会促请加强秘书处的资源以使该方案能够立 

即执行。

5 1 9、 国际胡椒共同体代表说，根据联合国大会关于改组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 

会部门的第3 2 /1 9 7 号决议及经社会第219(X X X V ii) 号决议，秘书处应该作为 

区域机构间协调者，在原料和商品领域起更有效的作用。丑有人建议，只要可行， 

应当在亚太经社会、其它联合国机构和区域商品共同体或抽会之间制订并联合执行 

关于原料和商品的三边项目。

5 2 0、 国际胡椒共同体代表也代表业太椰子共同体和棉胶国协赞赏和感谢了荷 

兰政府和秘书处的继续协助，使得亚太经社会区域各商品共同体的工作更为有效和 

对成员国更为有益。纪社会注葸到本区域各商品共同体在仴迸风员闺之间技术和绞 

济合作方加以及在帮助同消赞国家进行书效对话和合作方面所起的作用。 因此，经 

社会促请秘书处，其它耿合国机构和捐助者徙供必要的技才协助和W金以执行这些 

商品共同体的成员国所要求进行的具体计划。

5 2 1 、 这社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对联合国最不友达l i家问题会议所通过的 

《实质性新行动纲领》的执行、后继行动和监测所采取的涉亂经社会欢迎执行秘 

书在秘书处内另外设立一个关于最不发达国家问题股的决笼，以便在《实质性新行 

动纲领》范围内进行与这些国家乜关的多部门活动的协调工作。

5 2 2 、 经社会表示大力支持《实质性新行动纲领》，并敦促，应按照巴黎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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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决 定 的 ， 向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提 供 足 够 的 资 金 和 技 术 援 助 ， 以 执 行 他 们 的 方 案 。 菲 律  

宾 代 表 重 申 了 菲 律 宾 政 府 长 期 有 效 的 建 议 ，愿 按照贸发组织织 的 有 关 决 议 ，在 双 边 基 础 上  

向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提 供 技 术 援 助 。

5 2 3 、 经 社 会 注 意 到 ，本 区 域 大 多 数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 除 面 临 急 待 解 决 的 有 关 发  

展 的 问 题 外 ，还 由 于 不 利 的 地 理 位 置 ， 而 遇 到 其 他 的 障 碍 。 尽 管 在 国 际 一 级 通 过 了  

许 多 决 议 和 决 定 ，但 在 帮 助 这 些 国 家 减 轻 他 们 面 临 的 问 题 方 面 却 甚 少 作 为 。 从 全 面  

表 现 看 ，他 们 一 般 几 乎 都 处 于 停 滞 状 态 。 因 此 ， 应 当 采 取 更 具 长 远 意 义 的 行 动 ， 以 

帮 助 这 些 国 家 从 他 们 目 前 的 经 济 状 况 中 解 脱 出 来 ，从 而 使 他 们 能 够 公 平 地 分 享 为 解  

决 整 个 发 展 中 国 家 问 题 所 采 取 的 国 际 措 施 带 来 的 好 处 。

5 2 4 、 内 陆 国 家 代 表 对 联 合 国 内 陆 发 展 中 国 家 特 别 基 金 所 受 到 的 冷 淡 反 应 表 示  

失 望 。 代 表 们 敦 促 增 加 基 金 资 源 ， 以 用 于 基 金 章 程 规 定 的 目 的。 为 此 ，代 表 们 敦 促  

发 达 国家、力 所 能 及 的 发 展 中 因 家 和 多 边 发 展 机 构 以 及 其 他 长 源 慷 慨 地 向 卷 金 进 行  

捐 助 。

5 2 5 、 经 社 会 满 意 地 注 意 到 ，在 开 发 计 划 署 提 供 资 金 向 最 不 发 达 内 陆 国 家 提 供  

援 助 的 项 目 下 ， 已 经 在 同 本 区 域 这 些 国 家 的 过 境 贸 易 和 运 输 有 关 的 特 别 问 题 方 面 开  

展 了 葡 益 的 活 动 。 该 项 目 活 动 由 业 太 经 社 会 秘 书 处 和 贸 发 会 议 秘 书 处 共 同 进 行 协 调 。

5 2 6 、 经 社 会 认 识 到 ，根 据 该 项 目 计 划 而 组 织 的 关 于 不 于 最 不 发 达 内 陆 国 家  

的 特 别 措 施 的 讲 习 班 在 查 明 和 讨 论 内 陆 国 家 在 过 境 贸 易 业 务 中 所 面 临 的 限 制 因 素 和  

困 雉 方 面 是 十 分 幫 用 的 。 经 社 会 要 求 ， 夹 似 这 样 的 讲 习 班 应 迕 常 定 期 举 外 ， 由 本 区  

域 所 有 内 陆 国 家 和 过 境 国 家 全 面 参 加 。

5 2 7 、 给 社 会 注 意 到 ，澳 大 利 业 和 新 西 兰 在 南 太 平 洋 区 域 贸 易 和 经 济 含 作 协 定  

范 围 内 ，对 太 平 洋 的 岛 屿 友 展 中 国 家 的 贸 易 问 題 给 予 了 特 别 沾 惠 。

自然资源

5 2 8 、 铨 社 会 审 议 了 文 件  E/SSCAP/241，E/ESCAP / 258 和 E/ESC AP/
2 5 9 和COrr. 1  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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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9 、 经 社 会 核 可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关 于 其 第 八 届 会 议 的 报 告 ，包 括 拟 议 的 对  

1 9 8 2 —1 9 8 3 年 工 作 方 案 所 作 的 改 动 。 然 而 ， 两 个 成 员 表 示 认 为 0 2 * 0 2 , 0 4 号 活  

动 保 留 原 来 形 式 更 为 有 用 ，所 以 不 应 修 正 。 另 一 成 员 要 求 保 留 有 关 牛 车 和 其 它 牲 口  

牵 引 车 辆 的 研 究 和 发 展 作 为 0 2 - 0 3 - 0  2 号 活 动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

5 3 0 、 经 委 会 感 兴 趣 地 注 意 到 教 科 文 组 织 和 粮 农 组 织 在 自 然 资 源 领 域 的 活 动 以  

及 他 们 愿 意 和 经 社 会 在 这 一 领 域 进 行 合 作 的 愿 望 。

能源

5 3 1、 经社会仔细讨论了石油问题对进口石油的亚太经社会国家贸易赤字和收 

支平衡问题的影响。一些代表团强调认为集体自力更生是解决这种困难的一个办法， 

并表示认为可以通过贸易和经济合作实现石油资金的再循环。

5 3 2、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在能源领域和针对能源问题拟订一项区域战略以及执 

行该战略的相应措施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

5 3 3、 经社会核可该战略和相应措施，但指出战略是否有效取决于是否及时迅 

速的得到执行。

5 3 4、 经社会高兴地注意到秘书处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后继方案正在賦与最 

优先的地位。銓社会赞赏秘书处在组织1 982年 3 月在科伦坡举行的关于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内罗毕行动方案后继行动区域专家小组会议方面所采取的及时和新的主 

动行动。经社会还感谢斯里兰卡政府对组织专家小组会议所给予的协助，并且慼谢 

日本政府为会议提供财政韨助。

5 3 5、 经社会审议弁一般核可科伦坡专家小组会议所提的建议并期待它们能早 

日得到实施。希望能尽快筹集到实施所需的资金。经社会注意到专家小组会议制定 

的区域方案和经社会的意见将一道作为对1 982年 6 月在罗马举行的关于内罗毕行 

动方案的联合国政府间合议的区域投入而向会议提出。

5 3 6、 少数国家在大体支持专家小组会议建议的区域方案的同时，发表了以下 

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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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必要确保经社会的活动与本区域其他能源活幼充分结合和协调；

(b) 私 营 部 门 可 以 在 开 发 能 源 方 面 起 重 要 作 用 ；

（ c有 必 要 仔 细 审 议 关 于 加 强 新 能 源 和 可 抖 生 能 源 的 筹 资 办 法 和 机 构 的 建 议 ；

( d )应 把 活 动 集 中 在 商 业 上 巳 可 行 或 接 近 可 杆 的 抆 术 的 应 用 上 ；

(e)需 要 把 开 发 活 幼 放 在 能 对 问 题 产 生 实 际 影 响 的 那 种 类 型 和 规 模 的 活 动 上 ， 

而 不 是 放 在 过 多 的 小 型 而 不 协 调 的 项 目 上 i

(f) 必 须 仔 细 审 议 关 于 踺 立 长 期 机 构 例 如 专 家 小 组 会 议 建 议 的 技 术 咨 询 委 员 会  

的 提 案 ；

(g) 一 个 成 员 国 表 示 有 必 要 将 专 家 小 组 会 议 的 姹 议 提 交 本 国 政 府 考 虑 。

5 3 7 、 由 开 发 计 划 署 提 供 资 金 而 由 经 社 会 执 行 的 区 域 能 源 发 展 方 案 受 到 经 社 会  

的 欢 迎 《 然 而 有 一 个 代 表 团 强 调 ，在 项 目 建 议 发 展 为 方 案 袖 的 概 念 化 阶 段 ，各 国 的  

参 与 将 使 执 行 更 为 有 效 。

5 3 8 、 经 社 会 同 样 希 望 太 平 洋 能 源 发 展 方 罙 能 够 尽 快 汛 始 。 还 表 示 认 为 南 太 平  

洋 妥 讨 会 是 在 该 地 区 协 调 能 源 事 宜 的 一 个 适 当 的 机 构 .而 玆 钍 会 则 发 挥 总 的 监 督 作  

用 。

5 3 9 、 能 源 对 于 农 业 的 重 要 性 得 到 了 强 调 ， 成 员 国 也 捷 出 了  一 些 具 体 肆 议 ， 以 

便 改 进 业 太 经 社 会 能 源 方 案 ， 并 为 下 列 这 些 活 动 认 捐 经 费 和 城 供 技 术 钹 助 ：

(a)关 于 用 生 物 质 生 产 液 体 能 源 的 区 域 资 料 网 一 日 本 提供技术木 和 资 金 合 作 ；

(b )提 高 能 源 利 用 方 柒 的 效 率 一 一 印 度 表 示 愿 在 发 觖 中 阁 家 间 抆 术 舍 作 范 闺 内  

犍 供 合 作 。

(c )煤 和 水 电 一 一 澳 大 利 业 表 示 想 提 供 规 划 技 术 和 研 究 後 助 ；

(d)地 热 培 训 一 一 新 西 兰 可 提 供 设 施 ；

(e )压 缩 天 然 气 工 艺 一  一 新 西 兰 可 为 一 个 适 当 的 项 目 憷 供 援 助 ；

( f ) 水 力 估 计 和 供 应 小 水 电 设 备 一 一 印 度 表 示 愿 使 供 援 助 ；

( g )能 源 评 价 一 一 苏 联 表 示 愿 提 供 支 助 ；

(h)建立一个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特别是生物质和地热他源的研究和训练中心 

一一菲律宾保证给予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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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在 1 982年举办一次小水电讲习班，以作为区域能源发展方案的一部分一 - 

马来西业原则上同意提供东道国便利。

5 4 0、 特别指出能源数据管理的培训是一项重要领域，同时也指出了以发展中 

国家间技术合作为基础从本区域发展中国家向太平洋国家提供专家的可能性. 还着 

重指出考虑到技术一一经济趙势以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问题。联网办法已经普 

遍被接受，还强调有必要将区域行动方案发展为实际项目。

5 4 1 、 强调了增加能源发展投资的必要性。经指出，即使在那些已经知道有资 

源存在的地方，却常常得不到为生产所需数量的资金。举出的例子包括：天然气、

煤和水电资源，所有这些都需要大规模的开发投资。并强调指出，在最不发达国冢 

能够为他们的现代化农业方法、现代化分配系统和他们的工也化获得能源供应以前， 

贫困是无法减轻的。

5 4 2 、 有人建议在开发水电实现燃料的相互取代和区域佚网等方面进行合作， 

作为帮助一些南亚最不发达国家的一种方法。

5 4 3、 有些代表强调有必要同能源领域的其他机构进行合作。

矿物资源

5 4 4、经社会核可1 9 8 1年 6 月在泰国普吉举行的开发矿物资源的环境管理问 

题工作组会议的建议。经社会强调，秘书处应当定期举办关尸矿物货源勘探和开发 

的会议、讨论会、讲习班和考察研究，以便成员国可以互相讨论问趣，分享经验。

54 5 、经社会又核可了 1 9 8 1年 9 月在苏联顿涅茨克珲行的关于钻井、取样和 

钻井测量问题的讨论会的下列各项建议： （a)举办更多讨论会，讨论下列各领域的问 

题：⑴矿物勘探、开发、评价和采矿的现代方法；⑵石油和天然气的钴探方法、设 

备和技术；⑶石油和天然气矿藏的现代勘探和评价方法； ⑼为国家专业人员举办为 

期三至六个月的短期特别训练； ⑻拟订一个训练方案，向私轻的专业人员挺供一年 

至两年的长期特别在职训练。

5 4 6、关于这一点，经社会满意地指出：法国表示愿惠对上述关于举办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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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训 练 方 案 的 (a)、(b)和 (c)各 项 活 动 给 予 支 助 ； 苏 联 也 表 示 愿 意 给 予 支 助 • 举 办 更  

多 上 述 ㈣ ⑴ 所 指 的 讨 论 会 ， 以 促 进 亚 太 经 社 会 发 展 中 国 家 现 代 化 技 术 的 交 流 及 转 让 。

5 4 7 、 经 社 会 一 致 认 为 ， “业 太 经 社 会 区 域 沉 积 盆 地 地 层 对 比 ”项 目 的 工 作 十  

分 有 用 ， 并 促 请 继 续 进 行 这 项 工 作 。 经 社 会 关 切 地 指 出 ， 1 9 8 0年 以 来 ， 由 于 缺 乏  

资 源 ， 工 作 受 到 阻 碍 。 不 过 ，经 社 会 高 兴 地 指 出 ，澳 大 利 亚 表 示 愿 意 象 以 往 一 样 提  

供 一 名 地 质 科 学 家 ， 协 助 执 行 这 个 项 目 ，但 以 能 获 得 所 需 有 关 开 支 的 资 金 为 条 件 。 

经 社 会 呼 吁 其 他 捐 助 国 向 这 个 有 用 的 方 案 提 供 财 政 和 技 术 支 援 。

5 4 8 、 经 社 会 赞 扬 秘 书 处 的 矿 物 资 源 方 案 、 特 别 是 秘 书 处 同 其 他 国 际 组 织 协 作 ， 

收 集 并 发 丧 有 关 矿 物 资 源 和 开 发 活 动 的 资 料 .以 及 绘 制 区 域 地 质 图 和 专 业 图 。

5 4 9 、 鉴 于 矿 物 资 源 对 大 多 数 亚 太 经 社 会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经 济 起 重 要 作 用 ， 并 为  

了 加 强 合 作 和 技 术 转 让 ， 经 社 合 认 为 应 当 在 各 国 平 等 互 利 的 基 础 上 促 进 自 然 资 源 开  

发 领 域 的 畎 合 投 资 和 协 作 。

5 5 0 、 经 社 会 注 意 到 成 员 困 要 求 取 得 技 术 、 咨 询 和 其 他 形 式 的 援 助 ， 特 别 是 在  

工 业 矿 物 、 煤 和 泥 炭 领 域 。

5 5 1 、 经 社 会 高 兴 地 指 出 ： 日 本 一 向 慷 慨 挺 供 财 政 和 掠 术 援 助 ， 支 援 亚 太 经 社  

会 的 矿 物 方 案 ，今 后 它 还 会 继 续 挺 供 类 似 的 极 助 ； 澳 大 利 亚 表 示 愿 葸 协 助 亚 太 经 社  

会 进 行 煤 矿 开 发 和 资 源 评 价 等 高 度 优 先 领 域 的 活 动 。

5 5 2 、 诠 社 会 回 觖 其 第 三 十 七 届 会 议 的 一 项 决 定 ， 举 珩 一 次 屮 矢 国 冢 的 专 冢 会  

议 ， 讨 论 为 印 /克 洋 地 区 设 立 一 个 类 似 于 岸 外 联 勘 协 委 会 的 组 织 的 可 行 性 。 经 社 会 请  

秘 书 处 首 先 早 日 召 集 一 个 爷 矢 国 冢 的 专 冢 会 议 • 讨 论 设 立 这 一 委 员 会 的 可 行 性 。

遥感

5 5 3 、 经 社 会 认 识 到 各 国 为 进 行 成 功 的 规 划 .必 须 搜 集 关 于 本 国 自 然 资 源 和 有  

关 活 动 的 优 良 的 湊 础 数 据 ， 以 求 加 快 发 展 中 国 家 旳 经 济 增 重 申 大 力 支 持 于 1982 
年 早 日 执 行 多 宇 科 区 域 遥 感 三 年 期 方 案 。 经 社 会 促 请 开 友 什 划 署 诞 供 指 定 用 于 这 一  

方 案 的 必 要 财 政 支 助 。 有 一 个 成 员 觉 得 .在 规 划 和 执 行 升 灰 计 划 署 各 项 方 菜 的 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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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亚 太 经 社 会 成 员 国 的 意 见 应 该 有 充 分 地 反 映 。 经 社 会 并 请 捐 助 国 向 方 案 提 供 更  

多 的 财 政 和 技 术 支 援 。

5 5 4 、 与 此 有 关 ， 经 社 会 赞 赏 地 指 出 ，苏 联 已 表 示 愿 意 徒 供 支 助 ，将 来 举 办 一  

个 类 似 1980年 在 苏 联 巴 库 举 行 的 遥 感 讨 论 会 。

5 5 5 、 经 社 会 赞 赏 地 指 出 ， 菲 律 宾 重 申 愿 意 举 办 一 个 为 期 三 星 期 的 训 练 课 程 ， 

内 容 是 关 于 卫 星 遥 感 应 用 于 自 然 资 源 的 管 理 和 发 展 ，包 括 大 地 卫 星 数 据 的 解 析 。 这  

个 课 程 将 开 放 给 对 此 感 兴 趣 的 亚 洲 国 家 参 加 、 作 为 对 遥 感 领 域 进 行 合 作 的 一 个 贡 献 ， 

训 练 和 器 材 所 需 的 费 用 将 由 该 国 政 府 负 担 。

5 5 6 、 有 人 对 区 域 内 许 多 国 家 的 森 林 迅 速 被 砍 伐 表 示 深 切 的 关 注 ，有 人 建 议 秘  

书 处 应 调 查 这 问 题 。 经 社 会 注 葸 到 秘 书 处 在 这 方 面 已 经 采 取 的 主 动 行 动 。 通 过 中  

国 的 合 作 ， 1981年 9 月 曾 经 组 织 了 一 个 中 国 洪 水 损 失 防 止 和 管 现 的 分 水 岭 管 理 方  

沣 老 窜 小 组 。 此 外 ， 通 过 新 西 兰 的 财 政 和 技 术 援 助 ， 1982年 3 月 在 新 西 兰 汉 密 尔  

顿 纽 织 了 一 个 土 地 和 水 资 源 最 佳 利 用 的 集 水 管 理 座 谈 会 。 有 一 个 成 员 表示意见说， 

权 个 领 域 的 方 案 必 须 切 合 实 际 需 要 并 且 要 试 图 取 得 稳 定 的 进 展 。

5 5 7 、 经 社 会 注 意 到 经 济 及 社 会 理 箏 会 第 1 9 8 1 /8  0 号 决 议 第 三 节 娶 求 秘 书 长  

“拟 订 • …• • 嗬 关 发 展 中 围 家 水 资 源 领 域 教 育 和 训 练 的 全 面 办 法 和 方 案 ”以 及 要 求 各  

区 域 委 员 会 和 碉 关 组 织 “考 虑 设 立 并 改 善 区 域 和 分 区 域 水 训 练 方 案 和 网 络 ，要考虑到

已 有 的 安 排 。”亚 州 和 龙 户 洋 帆 构 间 水 工 作 队 已 研 究 和 讨 论 通 过 合 作 努 力 脱 立 区 域 水 资  

源 开 发 训 练 网 的 可 行 性 ， 据 此 秘 书 处 已 就 成 员 闔 对 成 立 区 域 网 的 兴 趣 和 意 见 进 行 调  

查 。 经 社 会 注 意 到 应 秘 书 处 的 询 问 ， 八 个 国 家 已 表 示 原 则 上 支 持 这 项 提 案 。

5 5 8 、 经 社 合 注 意 到 这 项 徙 议 是 对 上 述 决 议 的 枳 极 直 接 反 应 ， 欢 迎 并 核 可 成 立  

区 域 水 资 源 开 发 训 练 网 。 经 社 会 注 意 到 一 些 成 员 已 指 定 若 干 机 构 参 加 区 域 网 ， 而 且  

苏 联 政 府 正 在 考 虑 苏 联 许 多 机 构 参 加 的 问 题 。 菊 一 个 代 表 团 表 尔 ， 考 炊 到 财 蚁 资 源  

的 限 制 和 业 太 经 社 会 的 业 务 规 模 ， 这 个 事 砌 衡 要 谨 慎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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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9 、 经 社 会 注 意 到 经 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第 1 9 8 1 /8 0 号 决 议 第 一 节 赞 同 安 排 学  

科 间 考 察 团 向 发 展 中 国 家 政 府 提 供 水 资 源 开 发 方 面 意 见 的 提 议 ， 除 其 他 事 项 外 .，赋  

予 各 区 域 委 员 会 在 安 排 这 种 考 察 团 方 面 尽 可 能 起 领 导 作 用 的 任 务 。 经 社 会 也 注 意 到  

行 政 协 调 会 秘 书 处 间 水 小 组 第 二 届 合 议 在 讨 论 安 排 考 察 团 时 已 商 定 各 区 域 安 员 会 的  

职 权 包 含 ： 对 秘 书 长 和 开 发 计 划 署 署 长 发 给 肤 合 国 系 统 各 驻 地 协 调 员 / 驻 地 代 表 的  

信 件 采 取 后 继 行 动 .以 便 确 定 各 国 政 府 是 否 对 利 用 考 察 团 感 到 兴 趣 ；选 择 可 以 作 出  

特 别 努 力 的 国 家 ， 以 便 着 手 试 办 考 察 团 ； 同 有 关 驻 地 协 调 员 / 驻 地 代 表 和 羽 关 组 织  

协 商 ， 担 任 确 定 每 一 个 考 察 团 职 权 范 围 的 联 络 中 心 ； 确 定 所 需 的 专 门 知 识 并 编 制 考  

察 计 划 ； 协 调 物 色 资 金 来 源 的 努 力 ； 协 调 并 密 切 注 视 考 察 团 的 活 动 。

5 6 0 、 经 社 会 支 持 并 赞 扬 组 织 学 科 间 考 察 团 的 工 作 并 注 恿 到 各 区 域 委 员 会 这 方  

面 相 应 增 加 的 职 责 。 在 这 方 面 ， 苏 联 表 示 如 被 邀 请 ， 愿 意 参 加 考 察 团 。

5 6 1 、 经 社 会 赞 赏 地 注 意 勃 在 次 级 方 案 1 6 .0 2 范 围 内 ， 苏 联 表 示 ，假 如 开 发  

计 划 署 可 以 提 供 资 金 ， 苏 狀 准 备 于 1 9 8 2年 8 、 9 月 间 在 基 捕 安 排 一 个 水 资 源 规 划  

座 谈 会 （1 6 .0 2 .0 1 号 活 动 ）， 以 及 于 1983年 举 办 水 资 源 开 发 资 本 投 资 座 谈 会 ， 

苏 联 还 可 为 1 6 .0 4 .0 1 号 活 动 提 供 适 当 用 品 并 参 加 1 6 . 0 4 . 0 2 号 活 动 。

人 口

5 6 2、 社会审议了 文件 E/ESCAP/260 和 CORR. 1.

5 6 3 、 经 社 会 赞 扬 秘 书 处 过 去 一 年 在 人 口 饿 域 的 活 幼 ， 同 时 注 意 到 这 些 活 幼 的  

设 计 都 是 为 了 协 助 成 员 国 成 功 地 执 行 其 人 口 方 索 。 & 社 会 一 方 面 为 秘 书 处 继 续 重 视  

人 口 事 务 而 感 利 高 兴 ， 一 方 面 敦 促 在 秘 书 处 的 工 作 方 案 中 更 加 重 视 达 个 问 题 。

5 6 4 、 经 社 会 指 出 ， 尽 管 最 近 若 干 业 太 经 社 会 国 家 的 生 率 巳 賓 下 降 ，但 ；̂  

区 域 许 多 国 家 的 生 育 率 仍 然 太 高 ，远 在 各 国 所 订 指 标 之 上 。 .'金 社 会 也 注 意 到 ， 许 多  

国 冢 的 死 亡 率 下 除 速 度 虽 然 有 放 慢 的 現 象 ，不 过 各 国 政 府 止 决 心 努 力 使 死 亡 率 降 到  

发 达 国 象 的 水 平 。 本 区 域 的 出 生 率 和 死 亡 率 继 续 下 降 •不 过 由 于 人 口 底 子 太 大 ， 人  

口 増 长 率 仍 然 是 各 国 政 府 极 为 关 心 的 问 题 。 这 就 要 求 国 家 一 级和 区 域 一 级 都 采 取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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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和有组织的行动，以使人口增长同社会经济发展达到相应的平衡。

56 5 、经社会注意到过去几年来各国政府解决高增长奉问题的办法是通过计划 

生育方案减低生育率。但是这些方案仍然有待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方案管理方面， 

不过，经社会认识到，一旦生育率达到适度的水平，单靠计划生育方案是不足以得 

到进一步的减低，因而必需制订其他办法。因此，经社会支持把这些计划生育方案 

同诸如加强保健服务、改善营养和粮食供应、提高教育机全、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等 

賓关发展方案的组成部分合并。经社会强调，计划生育的成功也取决于社会民众参 

与方案的制订阶段，因为人民既是任何发展方案的出力者，也是受益者。

5 6 6 、 经社会觉得，秘书处可以在这方面协助成员和准成员，向它们桅供根据 

为制订统一人口和发展的政策和方案所作国别研究而得出的指导原则。

5 6 7、 经社会认识到，空间分配、国内迁徙和城市化也是人口和发展的重要问 

题。在这方面，经社会重申应该制订和执行适当的政策和方案，并且秘书处应该向 

提出请求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5 6 8、 经社会又指出，国际移民问题是本区域一些国家的重大问题，秘书处应 

该对研究这个领域的间题表现更大的兴趣。有一个代表团鍵议，人口稀少的国家应 

该孝虑简化其复杂的移民程序。

5 6 9、 为了制订和执行统一的政策和方案，经社会建议秘书处协助成员和准成 

-员政肘收集、分析、散发和衲用人口数据及有关数据。铨社会安求秘书处更多地研 

究生育率和计划生育、死亡率、移民和城市化等方面所出现的问题，并且协助成员 

和准成员政府培养各国在这方面的能力。经社会指出，碉些国家需娶培养一批髙案 

质的研究人员。在这方面，经社会赞扬了秘书处同各国专家紧密协作所从事的关于 

人口现况的综合国别专题写作以及关于移民和城市化与发堪的关系的研究。

5 7 0、 给社会认为，非常衡要进行人口爭务的国内训纨工作，因此敦促秘书处 

协助各国组织这类训练课程。

5 7 1 、 砼社会满意地注意地到秘书处为人口研究工作的训练挺供了奖助金，并且 

为一些国家的国冢官员组织了參观考察。经社会赞扬这种培养人力的方式：要求秘 

书处扩大这种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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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2 、 经 社 会 认 为 ， 虽 然 发 展 和 人 口 变 化 的 动 态 各 国 不 同 ， 不 过 每 国 人 口 和 发  

展 的 賓 关 政 策 和 战 略 可 以 从 经 常 的 互 相 交 换 资 料 而 大 大 受 益 。 对 此 ， 经 社 会 赞 扬 了  

秘 书 处 的 下 述 工 作 ： 向 若 千 成 员 国 提 供 发 展 人 口 资 料 和 文 件 中 心 的 技 术 援 助 .，加 强  

现 凊 的 资 料 网 ， 以 及 训 统 有 关 的 方 案 人 员 。

5 7 3 、 经 社 全 满 意 地 注 意 到 成 员 和 准 成 员 都 热 烈 地 期 待 着 秘 书 处 1 9 8 2年 9 月 

即 将 在 科 伦 坡 召 开 的 第 三 次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人 口 会 议 。 经 社 会 也 注 意 到 若 干 国 家 将 派  

负 责 人 口 事 务 的 部 长 出 席 会 议 。 经 社 会 希 望 这 次 会 议 将 为 制 订 人 口 和 发 展 的 统 一 政  

策 和 方 案 提 出 有 用 的 指 导 原 则 。 经 社 会 赞 赏 地 注 意 到 东 道 国 斯 里 兰 卡 政 府 正 在 进 行  

的 安 排 。

5 7 4 、 经 社 会 批 准 了 秘 书 处 的 订 正 工 作 方 案 ， 并 且 髙 兴 地 注 意 到 该 方 案 有 下 列  

两 个 主 要 工 作 目 标 ： 提 高 成 员 和 准 成 员 在 实 现 其 人 口 政 策 和 目 标 方 面 的 国 家 能 力 ； 

从 事 各 项 区 域 活 动 ， 支 持 这 种 培 养 国 家 能 力 的 工 作 。 经 社 全 又 注 葸 到 ，订 正 工 作 方  

案 所 查 明 的 诸 要 关 心 的 领 域 中 ， 有 六 个 是 大 多 数 国 家 的 共 同 问 题 ， 它 们 对 于 作 为 选  

择 活 动 的 指 导 以 及 决 定 秘 书 处 工 作 方 案 的 优 先 次 序 都 是 最 适 当 的 参 考 。

5 7 5 、 经 社 会 感 谢 肤 合 国 人 口 活 动 基 金 对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人 口 方 案 开 始 实 施 以 来  

所 给 予 的 支 持 。 不 过 ，经 社 会 关 切 地 注 意 到 ，人 口 活 动 基 余 按 照 其 理 事 合 的 指 示 不  

得 不 裁 减 其 对 区 域 方 案 的 支 助 。 结 果 ， 秘 书 处 必 须 删 除 或 推 迟 八 项 各 国 觉 得 对 它 们  

很 賓 益 处 的 拟 议 项 目 。 铨 社 会 注 寓 到 ， 太 经 社 会 区 域 内 许 多 最 不 发 达 的 、 内 陆 的  

和 岛 屿 的 国 冢 继 续 极 需 秘 书 处 提 供 技 术 协 助 。 因 此 ， 经 社 会 呼 吁 人 口 活 动 基 金 增 加  

财 政 援 助 .并 大 力 敦 促 各 梢 助 闺 和 其 他 国 际 机 构 向 业 洲 和 太 平 洋 人 口 方 案 提 供 大 董  

财 政 支 助 。

5 7 6 、 经 社 会 回 顾 其 矢 于 加 强 经 社 会 能 力 ， 以 便 更 有 效 地 帮 助 斛 决 本 区 域 人 口  

问 题 的 第 185(XXXIV)号 决 议 ， 并 敦 促 从 经 常 诚 算 内 向 秘 书 处 的 人 口 方 案 提 供 更  

多 的 支 助 。

5 7 7 、 经 社 会 赞 赏 澳 大 利 亚 、 法 国 、 印 度 、 日 本 、 新 耵 兰 、 联 合 王 国 和 美 国 的  

政 府 对 秘 书 处 的 人 口 领 域 工 作 方 案 所 提 供 的 诚 算 外 援 助 。

5 7 8 、 经 社 会 欢 迎 日 本 政 府 的 宣 布 ， 即 如 果 日 本 国 会 批 准 ， 日 本 将 在 1 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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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对人口活动基金挺供大量志愿捐款，其数額可能超过过去几年的枘款。纹社会同 

日本一样，希望人口活动基金将进一步扩大对业太经社会及其成员国的人口活动的 

财政拨款。经社会赞货地注意到日本的宣布，即日本在国会批准后将在人口领域双 

边合作方面谀供数达2 9 0 万夹元的捐款。经社会又感激地注意到，日本政府已准 

备为业太经社会秘书处所组织的计划生育问题专家小组合议提供经费。

5 7 9、 经社合欢迎联合王国的宣布，即联合王国在下一财政年度期间将为人口 

领域的多边方案和双边方案增加援助。

5 8 0、 苏联代表团指出，苏联莫斯科国立大学为发聆中国家的专门人员设有长 

期的关于人口学和人口的课程。

航 运 、 港 口 和 内 河 航 道

5 8 1 、 经社合审议了文件 E/E S C A P /265。

5 8 2、 经社会指出， 1981年的航运业总的来讲是一个不鱟气的年头，在这一 

年里很多郤门的情况恶化。关于油轮情况，国际原油海运赀易下降了大约百分之十 

二，石油产品贸易下降了大约百分之十三。 1 9 8 1年期间，多余的油轮数目急剧地 

增加。到这年年底，无货运业务的油轮总载重吨位达到4700 万吨，大约占油轮总 

数的百分之十五。至于大邶分散装货物，经指出 .虽然海运贸易在1981年期间没 

賓减少，但走散装货轮的总载重吨位同时却增加了大约1200万吨。大卻分过剩的 

吨位是在低速航行、等待和拥挤及其他形式的低效率业务中消耗掉的。班轮市切时 

吨位过剩情况也受到注意。预测由于全球性的经济萧条， 1 9 8 2年班轮吨位过喇的 

情况还将继续存在。

5 8 3、 经社会指出，航运、港口和内河航道在本区域粮食安全和分配系统的友 

展和维持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该间题是本届会议的主娶议題。在许多情况下，需 

要以水运方式将粮食供应从有余粮的国家运输到缺粮的亂家，因而航运服务必须充 

足、賓效和经济。

5 8 4、 经社会赞扬了秘书处在克服本区域海洋运输加临的问趔上所作的出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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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工作，经社会同时核可了秘书处关于航运、港口和内河航运的活动。经社会 

敦促秘书处调集资源，加强这些部门的活动。

5 8 5 、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下列协助：（a )中国在1 9 8 2年主办内河航运考察 

座谈会；⑼日本为1 9 8 2年的一个港口发展政策座谈会提供财政援助；（c )香港 

向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分享它在航运方面的知识和经验；⑼苏联提供关于保护 

海洋环境的专业知识；提供专家研究关于黄麻和黄麻产品的最佳运输方式；预测本 

区域1982—1 9 9 0年期间的主要商品流量；在苏联主办各种座谈会；以及在苏联海 

洋训练机构培训亚太经社会国家的国民；約美国提供关于港口发展规划、多种方 

式运输、内河航运、船舶金融、租船、海上保险、数据发展和人力培训等的专家和 

研究。

5 8 6、 经社会注意到劳工组织代表的发言，表示劳工组织继续同亚太经社会密 

切合作，帮助草拟业太经社合秘书处正在编制的模范海事法典，以及寻找办法解决 

因引进和发展新的货物装卸技术所带来的问题及其对港口工业的人员雇用和技术所 

造成的问题。经社会也感谢劳工组织表示愿意同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密切合作，对建 

议在孟加拉设立内河水运区域中心挺供劳工组织的专门知识。经社会也听取了经互 

会代表的发言，表示愿意将该组织在双方感兴趣的各个海事领域的专业知识提供给 

秘书处。

人力发展

5 8 7 、 认识到人力发展方案在航运、港口和内河航道中的重要性，经社会义持 

高度优先地继续进行本方案。经社会认为，本方案对发展自力更生，有效的利用所 

有形式的财政和技术援助，多种形式运输的管理和关于远洋运输经济各个方面的分 

析都是不可缺少的。

5 8 8、 经社会注意到，海洋资源的开发及发展中国家海事机构的发展因合格人 

员不足而受到阻碍。为此，经社会赞扬了秘书处在组织座谈会、讲习班和考察活动 

中所做的努力，这些活动给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带来相当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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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9、 经社会感谢挪威政府向秘书处的托运人合作训练方案提供慷慨的财政援 

助；感谢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 日本和巴基斯坦的各国政府主办各种考察、座 

谈会和讲习班，也感谢了开发计划署的财政援助。菲律宾代表团对日本造船工业基 

金会为菲律宾三所训练机构捐赠海洋训练设备表示感谢。

制订海事政策和设立机构

5 9 0、 认识到获得航运数据和资料的重要性，.经社会敦促秘书处继续协助发展 

中成员国收集和汇编航运经济统计数字（称为上L• 2 号计划），因为它是为长期发 

展亚太经社会区域关于船运服务、船队组成和港口及商品贺运统计的综合系统制订 

有关政策和进行预测的必要工具。经社会满葸地注慈到，秘书处所倡议的本计划巳 

得到联含国统计处的通过并且正在世界其他地方执行。经社会高兴地获悉，马来西 

业自 1 9 7 6年以来已经按照工L• 2 号计划发行年度出版物《（马来西亚半岛）航运 

统计》。菲律宾代表报告，该国订于1982年 4 月开始进利一项关于航运统计的综 

合 L • 2 号计划。

5 9 1、 经社会赞扬了秘书处在荷兰政府挺供的专家和則政援助下编写模范海事 

法典所做的十分賓价值的工作，该法典賓助于促进本凶域发展中成员国海洋资源和 

国际贸易的发展。对此，经社会注意到，由法律专家协同劳工组织、海事组织、贸 

发会议和国际海事娶员会拟定的模范海事法典的指导原则桷在1 982年 9 月于曼谷 

举行的政府间会议上加以讨论。菲律宾代表要求秘书处诞供技术抜助，帮助该国补 

充和编纂目前止在菲律宾编写的海事法。

商船和航运服务的发展

5 9 2、经社会赞扬了秘书处在发展商船和航运服务方面的活动。经社会表示它 

支持本项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的各个方面，同时也注葸到了秘书处在下列方面的工 

作 ：促进本区域船东之间的合作，协助发展中国家和分区域集团组织各国访问团，

1 3  2



监 察 发 展 航 运 工 作 的 进 展 ， 组 织 座 谈 会 和 讲 习 班 以 及 协 助 船 只 的 设 计 和 挑 选 及 船 队  

的 购 置 。 斯 里 兰 卡 代 表 团 感 谢 秘 书 处 为 斯 里 兰 卡 国 家 航 运 公 司 设 计 、 制 造 和 购 买 九  

只 完 全 集 装 箱 化 的 货 轮 所 提 供 的 宝 贵 技 术 援 助 。

5 9 3 、 经 社 全 认 识 到 ，本 区 域 大 多 数 发 展 中 国 家 所 面 临 的 主 要 问 题 都 同 资 本 昂  

贵 的 船 只 的 选 择 、 购 买 和 操 作 有 关 ， 这 类 船 只 所 联 接 的 基 础 设 施 为 适 应 先 进 技 术 的  

改 变 而 必 然 全 需 要 大 量 的 投 资 、 新 的 组 织 和 先 进 的 管 理 技 术 。 经 社 会 注 意 到 船 只 的  

有 效 管 理 是 发 展 中 国 家 特 别 关 切 的 事 ， 因 此 经 社 会 赞 扬 了 秘 书 处 为 改 进 航 运 管 理 和  

船 只 筹 资 技 能 而 组 织 了 各 种 座 谈 全 、 讲 习 班 和 考 察 访 问 ， 并 敦 促 这 些 活 动 应 当 继 续  

下 去 。 为 此 ， 经 社 会 感 谢 了 日 本 政 府 在 1 9 8 1年 组 织 一 次 沼 海 航 运 管 理 座 谈 会 和 感  

谢 了 工 发 组 织 提 供 资 金 。

5 9 4 、 经 社 会 促 请 秘 书 处 加 速 研 究 节 省 费 用 的 措 施 ， 如 减 少 燃 料 的 消 耗 量 ； 利 

用 风 力 推 进 的 船 只 ， 尤 其 是 用 于 内 陆 和 沿 海 航 运 方 面 ； 国 内 、 分 区 域 、 区 域 或 区 域  

间 方 式 的 合 作 或 联 合 航 运 服 务 ； 实 行 货 物 综 合 计 划 和 散 装 负 物 的 其 他 船 运 办 法 。 经  

社 会 还 要 求 秘 书 处 就 风 力 推 进 船 只 的 改 进 类 型 编 制 必 要 的 资 料 文 件 ， 以 提 交 订 于  

1982年 1 2 月 召 开 的 航 运 、 运 输 和 通 信 委 员 会 第 六 届 合 叔 。

5 9 5 、 经 社 会 注 意 到 ， 本 区 域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船 队 正 在 逐 渐 地 扩 大 ， 而 在 国 外 修  

理 和 保 养 这 些 船 队 所 用 去 的 外 汇 数 目 也 越 来 越 多 。 经 社 会 还 注 意 到 ，有 必 要 采 取 紧  

急 行 动 协 助 发 展 中 成 员 国 改 进 和 扩 大 他 们 的 造 船 和 修 船 的 能 力 及 设 施 。 为 此 ， 已敦  

促 秘 书 处 尽 早 调 查 本 区 域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造 船 和 修 船 设 施 及 活 动 ， 并 且 召 升 一 次 政 府  

间 专 家 会 议 来 审 查 和 建 议 关 于 改 进 和 扩 大 本 区 域 友 展 中 囤 絮 造 船 和 修 船 及 保 养 能 力  

的 切 实 步 骤 ； 同 时 在 友 展 中 围 家 间 技 术 合 作 / 经 济 合 作 的 苑 围 内 促 进 有 关 的 区 域 合  

作 。

5 9 6 、 经 社 会 注 意 到 航 运 对 太 平 洋 岛 屿 国 家 的 经 济 发 展 的 重 要 性 .基 里 巴 斯 和  

瓦 努 阿 图 代 表 团 强 调 ， 航 运 对 太 平 洋 岛 屿 国 家 是 最 纷 济 和 习 行 的 运 输 系 统 ， 并 要 求  

秘 书 处 为 项 目 发 展 调 集 资 源 以 尽 量 喊 小 燃 料 费 用 对 海 上 运 辅 的 影 响 。 瓦 努 阿 图 代 表  

团 敦 促 秘 书 处 制 订 适 当 方 案 并 调 集 资 源 援 助 太 平 洋 讲 坛 国 家 航 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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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的发展和港口管理

5 9 7、 经社会认识到，港口基础结构及港口管理的改进和现代化应当给与优先 

地位，以便解决与生产水平低和港口拥挤有关的问题以及适应船舶新技术上的困难 

经社会进一步认识到，如果要降低运输费用，改善港口效率是必不可少的。经社会 

敦促秘书处加强这方面的活动。

5 9 8、 为了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必须尽速采用新的技术，在这方面，集装箱 

化和多种方式运输是最重要的，词时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经社会赞扬秘书处 

协助成员国充利用集裝箱化的潜在优点。在短期内,大多数成员国有必要改进他 

们现有的设施以适应集装箱化。经认识到，迄今只有几个国家有能力采用多种方式 

运输,因此要求秘书处加强这方面的努力，提供更多的专家後助和实地考殚团。由 

于集装箱化要求大量的资本投资，并且常常只能利用一支较小但经过更严格训练的 

劳动队伍，因此经社会很高兴劳工组织代表提出的保证，即劳工组织很愿意挺助任 

何与工人再训练和货物装卸方法有关的项目。

5 9 9、 公共部门的港口管理活动被认为可以通过联合一致的行动大.大加强。经 

社全理解到这个课题是特别应由秘书处增加和加强其活动的一个领域。对此，经社 

会赞扬港口管理资料系统项目取得的进展一一该项目的第一阶段由联合王闻政府提 

供货金。经过区域专家和各港夯局的审查后，该项目已经达到了执行阶段。马来西 

亚代表说法国政射已经提供克朗港备供选为发展本项目的核式港口，制时还通知经

社会，在克朗港已经作好安排，如果执打项 目 就可捉供相对工作人员和其他的后 

勤必输品。对此，一些代表团敦促秘书处采取必要步驟，调集更多资源，帮助本区 

域其他港口实行港口管理资料系统项目。

6 0 0 、 &社会赞扬秘书处逝过支特各彻友展港口训练中心和组织座谈会及讲习. 

班来提高本区域时训练能力所作的努力，并且重申支持研况和友展各种刑用视听技 

术的培训方案。

6 0 1 、 经社会高兴地注意到，东盟港务局协会在秘书处的技术援助下、在乐盟 

分区域进行简化港口单证和手绥并使之标准化所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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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2 、经社会敦促秘书处从国际组织和捐助国家调集更多资源.为发展、管理和 

改进港口能力进一步提供技术援助，以及研究港口拥挤的过度负荷情况。在这方面, 

荷兰代表表示该国已准备考虑一些项目建议，协助亚太经社会秘书处执行港口发展 

和管理方案。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新西兰政府正在为改善航道和码头而向一些太平 

洋岛屿国家提供援助。

发展内河运输

6 0 3 、 经社合认识到，发展内河运输作为一种能源效率高的运输方式，在当前 

普遍能源危机的情况下正在日益发挥重要性《经社会指出，发展内河运输对偏僻农 

村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否则这些农村将没肴其他交通可到或用其他运输 

方式将会耗费太大。经社会也认识到，本区域发廢内河运输的潜力很大，并且应当 

刻不容缓地把注意力放在提高内河运输在国家运输网内所起的积极作用。经社会强 

调，秘书处应当努力设法从捐助国和（或 ）捐助机构寻求资源，以便能够执行各种 

内河运输活动。

6 0 4 、 若千代表团回忆到经社会在其第三十七届会议上曾提议在孟加拉设立一 

个区叔中心，以发展内河运输方面的适当技术，它们最示支持这个项目。孟加拉国 

代表团感谢秘书处为这个项目所做的先头准备工作，并且极力敦促秘书处早日执行 

这个项目。印没瓜西亚代表团感到，该国目前正在建立的国家训练中心可以补充拟 

议在孟邡拉设立的区域中心的作用，该幽并且愿意考虑各成员国谀出的关于培训其 

国民的安求。劳工组织代表表示愿意为建立这个中心捉供技术。但是，有人认为， 

应当明确规定这个中心的.详细职务；秘书处应当审查本区域观< 的研究机构中是否 

有机构可以指定承担拟议中心的职务，以便避免这种机构和中心的大量设立；以及 

只有对这些方面进行细致的调查以后，才能对这个建议作出験后的决定。

6 0 5 、 经社会注葸到法国和苏肤代表团提出的关于秘书处应当编辑本区域各国 

内河航道清单的发言。这一编辑事宜已经在经社会第三十七番会议上逝过，以便更 

好地评价内河运输现状，并确定发展内河运辆工作方案的优先次序。

1 3  5



6 0 6、 经社会注意到尼泊尔代表团的要求，即秘书处应当对建立一个航行系统 

的可能进行可行性研究，这个系统将把各个地区联合起米，并提供通向公海的别种 

途径，以期对改善运输系统的各国发展努力作出补充。

6 0 7、 经社会注意到一个代表团发言说，谈国虽然认识到为承担集装箱货运业 

务发展内河运输，有必要事先查明潜在的难关和有必要建立内河和海上运输之间的 

联系，但同时该国认为这种联系有必要从所有运输方式及其相接情况的通盘方面来 

加以衡量。这种作法将有助于确定多种方式联运的可行性和可能性以及它们在整个 

运输发展中的相对重要性，以利于发展中国家作出健全的决策和凶域合作。

6 0 8 、 经社会欢迎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在1 9 8 2年主办一次关于内河港口和停泊 

设施及技术的座谈和考察活动。

6 0 9 、 经社会感谢法国政府愿意继续提供一名内河航道专家的服务。经社会还 

欢迎法国、苏联和美国政府愿意把它们的经验介绍給本区域国家。

托运人组织与合作

3 1 0 、关于发展托运人的组织和合作的问题，经社会欢迎秘书处在加强本区域 

托运人组织之川的合作以及这些组织同船主协会、港务局和海关当局之间的合作方 

面所取得的迅速进展。经社会指出，这些组织和当局的行政首长年度会议及其肤合 

会议对址一步加强了解他们彼此的问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海关当 

局也获邀列席了年度会议，它们在畅逝贸易货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经社会感到， 

友展港口和港口管理问题应当在托运人、船主以及港务局和海关当局的打政首长会 

议的讨论中给予越来越多的重视。

6 1 1、经社会满蔥地注意到秘书处的工作在下列领域取得了实际效果：

㈣成立了两个止式的分区域集团即：东南业的东盟托运人理事会联合会

和最近在南亚成立的孟加拉国、印庾、 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四国托运人埋爭会协会; 

以及在东北的的香港、 日本、大韩民国成立的全国托运人理事会非正式集团；

(b)乐盟托运人理事会肤合会同欧洲各托运人理事会之间的合作方式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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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化 。 关 于 这 方 面 的 一 项 联 甘 决 议 已 在 1 9 8 1年 1 2 月 正 式 签 署 。 该 文 件 是 具 有 历  

史 性 的 ， 因 为 它 是 世 界 上 第 一 个 在 贸 易 进 口 和 出 口 两 方 面 的 托 运 人 集 团 之 间 所 提 供  

的 正 式 联 系 和 合 作 。

⑻ 在 东 盟 托 运 人 理 事 会 联 合 会 和 孟 加 拉 国 、 印 庾 、 巴 基 斯 坦 和 斯 里 兰 卡  

四 国 托 运 人 理 事 会 协 会 之 间 达 成 了 一 个 类 似 的 关 于 合 作 的 联 合 决 议 的 协 定 ， 预 计 可  

在 1 982年 5 月 举 行 的 东 盟 托 运 人 理 事 会 联 合 会 会 议 上 正 式 签 署 。

6 1 2、 经 社 会 希 望 亚洲 和 太 平 洋 分 区 域 各 全 国 托 运 人 理 事 会 之 间 的 这 种 合 作 安  

排 最 终 将 在 如 亚 洲 / 太 平 洋 托 运 人 理 事 会 论 坛 这 样 的 区 域 主 体 机 构 下 联 在 一 块 。这  

种 论 坛 机 构 将 有 助 于 促 进 合 作 ，不 仅 研 究 托 运 人 机 构 之 间 的 共 同 问 题 ， 也 可 以 研 究  

本 区 域 和 其 他 区 域 托 运 人 组 织 和 船 主 协 会 、 港 务 局 和 海 关 当 局 之 间 的 共 同 问 题 ，

6 1 3 、 经 社 会 赞 扬 秘 书 处 在 加 强 全 国 托 运 人 组 织 和 促 进 本 区 域 托 运 人 和 承 运 人  

之 间 的 合 作 方 面 所 做 的 有 价 值 的 工 作 。 这 种 工 作 是 受 这 样 一 种 哲 学 指 导 思 想 指 导 ， 

即 通 过 对 海 运 各 方 面 所 面 对 问 题 的 更 好 了 解 将 最 能 够 促 进 本 区 域 笮 效 和 充 分 的 航 运  

服 务 。 经 社 会 注 葸 到 ， 本 区 域 托 运 人 和 船 主 所 面 临 的 根 本 经 弄 清 ， 即 ：货 币  

调 整 因 素 和 燃 料 箱 调 整 因 素 以 及 托 运 人 合 同 。 托 运 人 和 船 主 已 经 同 意 成 立 两 个 联 合  

工 作 组 在 1 982年 对 这 些 问 题 进 行 研 究 。

6 1 4 、 认 识 到 船 舶 使 用 人 合 作 项 目 所 作 的 出 色 工 作 ， 经 社 会 对 挪 威 政 府 为 该 项  

目 提 供 的 长 期 慷 慨 援 助 深 表 感 谢 。 这 个 项 目 对 本 区 域 的 发 殷 中 国 冢 和 区 域 合 作 具 有  

巨 大 的 长 期 剂 么 经 社 会 希 望 ， 这 种 长 期 性 预 算 外 援 助 的 成 功 形 式 也 可 以 在 诸 如 港  

口、 航 运 和 内 词 运 输 等 其 他 的 海 事 方 案 主 要 部 门 中 加 以 应 用 。

6 1 5 、经 社 会 极 有 兴 趣 地 注 葸 到 东 盟 海 爭 机 构 之 间 在 分 区 域 的 密 切 合 作 方 面 的  

进 展 ， 其 表 现 如 下 ：

⑻ 乐 盟 经 济 部 长 所 通 过 的 关 于 东 盟 贸 易 航 运 合 作 和 粢 体 自 力 更 生 的 乐 盟 政  

策 ；

(bj东 盟 特 设 航 运 联 舍 工 作 组 制 订 了 东 盟 航 运 综 合 工 作 方 案 e 由 东 盟 港 务 局  

协 会 、 东 盟 托 运 人 理 事 会 联 合 会 和 东 盟 船 主 协 会 联 合 会 所 代 表 的 商 业 海 事 部 门 以 及  

东 盟 成 员 国 的 政 府 代 表 一 起 积 极 参 加 了 这 项 工 作 ；东 盟 纷 济 部 长 会 议 于 1 9 8 2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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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批准了这项东盟航运综合工作方案。

（C）在开友计划署国家间方案下为执行东盟航运综合工作方案中的一些项目

捉供了资金。

6 1 6、 经社会高兴地注意到，开发计划署198 1年 6 月批准了东盟提出的一个 

海事部门项目国家间方案的请求，并为 1 9 8 2 -1 9 8 6年期间拨供1 7 5 万美元的 

资金，该建立本区域第一个国家间航运方案的工作已经取得了进展。经社会回忆道， 

这件工作是与其第三十六届会议的决定精神一致的。这个决定是关于建立一个协调 

制度，在分区域一级或国家间一级的丞础上，由开发计划署提供协助，在海事问赵 

方而协助各成员国。经社会对开发计划署的宝贵支持深表感谢，并且希望米盟国家 

的开发计划署国家间航运方案得到统一有效的执行，以使受益者能够按照开发计 

划署的发展战略，每花费一美元最少真正得到一美元的利益。经社会敦促秘书处给 

予必要的协助以便应东盟国家的要求执行东盟国家的这项方案，同时要铭记经济及社 

社会理事会第2 0 4 3 (X L I) 号决议所规定的业太经社会作为联合国各全球组织在本 

区域的项目的执行机构所起的作用，这种形式将被确定下来，賓可能为今后其他分 

区域类似这样的国家间方案采用。

6 1 7、 经社会认识到秘书处在资源严重限制的情形下，仍然能够开展与航运、 

港口和内河运输唞关的工作方案的活动，这都是因为得到了法国、 日本、荷兰、掷 

威、苏联、驮合王国和美国等国政府慷慨提供的专家和财政梭助，以及开发计划署、 

贸发令议、劳工组织、海事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日本造船工业畚金会、国际海事安员 

会和英函王家代理（伦 敦 ）所慷慨怃供的专家和财政援助。经牡会感谢这些国冢、 

国际组织和其他纽织，同时并敦促它们继垓增加对秘书处的支持，以促进执行对发 

敁中成员国家和区域合作极为重娶的项目。

社 会 发 展

6 1 8 、 经社全审议了文件E / e sc a p / 2 6 6 。

6 1 9 、 社社会回顾其赞同了弟二届业洲和太平洋社会福利和社会发展部长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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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所作的主要结论和建议，即呼吁成员特别注意拟订及执行社会政策和方案，用学 

科间的办法釆深入民众各个阶层。经社会强调，消除广泛的贫穷，是本区域的主要 

发展目标之一，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确认经济和社会目标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6 2 0 、 按照大会载有《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第3 5 / 5 6 号 

决议，秘书处 1981-1982两年期的社会部门活动必须继续遵照经社会关于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统一办法的任务规定的指导。

6 2 1 、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秘书处正在努力改善青年、妇女、老年人和残废 

者者等易受害团体和地位不利团体的情况。经社会呼吁进一步加强能够尽量发挥人 

力资源潜力的活动，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项首要战略。有人题议，必须加倍重视社会 

发展司各次级方案间的交流方法和经验，以便为下一个两年期拟订一个更完整的工 

作方案。经社会认为工作方案必须反映发展方法的综合和参与性质，一方面要着重 

减轻易受害团体和地位不利团体的无能无力境况；另一方面要协助这些团体的人组 

织起来，集体改变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情况。这样，社会发展司关于妇女、青年、其 

他易受害阶层、群众的普遍参与和资料等各种次级方案就可形成一股统一的力量来 

执行一个对应子本区域的优先需要和问题的发展战略。

622、 关于群众的普遍参与问题，许多代表团促请增加援助，使群众特别是穷人 

能够有效参与发展事业。它们指出，它们本国政府正设法在其发展工作的每一个部 

门内增加群众普遍参与的人数和素质-经社会特别注意妇女和青年更多地参与发展 

事业的问题，尤其是妨碍他们全面参与发展过程的社会因素

6 2 3、 经指出，传统的支助结构和价值已受到现代化的冲击，因此必须设法适 

应情况的改变，或寻求代替传统结构的其他可以接受的办法。有人建议更详细地讨 

论以群众的普遍参与作为公平分配发展资源的一种途径。

6 2 4、 有些代表团指出，实施进步的社会经济改革，以及采取有效的公平分配 

国民收入措施来解决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关于这一点， 

它们指出，秘书处应当按照联合国大会第3 6 / 1 9 号决议积极举办关于各国为谋求 

社会进步实施深远的社会经济改革所取得的经验的区域讨论会。

6 2 5 、 给社会强调妇女参与发展过程和作出贡献十分重要；它还着重指出.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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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不仅是发展过程的受益者，而且是发展过程的动力。

6 2 6、 各代表团对秘书处执行的妇女领域的工作表示赞赏；并且赞扬执行第 

2 1 1（x x x v i i ) 号决议、其中包括在社会发展司内建立一个促进妇女参与发展过 

程的中心点，和成立一个各司间工作队。

6 2 7、 经社会欢迎指派一名社会发展司干事，负责执行妇女方案，并促请全面 

执行第2 1 1 (XX X V II)号决议。关于建立各司间和机构间协调机构的问题，有人 

认为，这些步骤在提髙对妇女在发展方面所起作用的认识和加强本区域批甘机构 

间的合作上，只是一个过程的开端，因此胬要积极的后继行动，以迄充分发挥它们 

的功能。

6 2 8 、 工作方案包栝其中拟议的改动虽然是适当和切甘实际的，但经社会强调 

必须将方案活动与本区域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妇女的潘要更密切地联系起来。 

例如：训练因技术发展而失业或闲置的农村妇女，协助她们重新就业或从事自营职 

业；训统地方医疗工作者和精简秘书处的工作，以便能够接炒到促进妇女自力更生 

及参与发展交流的各主要活动领域的那些工作对象团体。 关干方案的优先项目，秘 

书处所设想的需要已得到确认和支持，即提供模式，说明如何可以使妇女间国家发 

鉍战略结合，以及说明妇女的经济能力如何能够促进国家发展目标。经社会还强调 

必须发旋数据畚础，以便执行妇女领域的更有生产性的工作；必须将妇女方柒与其 

他社会发殷次级方案的工作取得协调，使为妇女进行的活动成为整个社会反淚工作 

的一个不冋分的部分。

6 2 9、 各代表团支持秘书处的连议，为 1 985年举行的“审查和评价収合国妇 

女十年uy成就世界会议”进行区域性的筹蚤工作。在这方面，唞人极力王张同成员 

闺进行协商，立即着手执行这些工作；并且强训在区域筹备合议及秘书处随后执行 

的各项工作中，应当尽量使用从专家组会议等产生的文件。

6 3 0、 许多代表团对秘书处的援助表示赞赏，并且确认狀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巷 

金妫支援的项目的重要性, 这些援助对国家在妇女领域进行叫各种工作作出很大的 

贡献，因此促请自愿丞金继纹支持本区域的活动。

6 3 1、 由于越来越多地要求秘书处致力执打关于妇女参与发展过程的全球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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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任务，同时由于为做界会议执行区域筹备工作需要大量货金.因此极力主张 

除了自愿基金提供的援助外,秘书处应当另外寻求更多财力和人力。

6 3 2 、 么社会赞扬并赞同秘书处的工作方案，以及次级方案关于动员青年参与 

国家发展以提高青年福利和地位的工作方向。经社会呼吁加强各种活动以使青年在 

制订政策和决定方面发挥最大的作用，并对建设性的社合进展和发展作出最大的贡 

献。在这方面，况社会表示继续支持为青年领导人和从事青年工作的人举办全国骨 

干培训讲习班，和为邠些能够在政策各级和执行各级推动变革的青年决策者和方案 

执行人举办实地研究和附设方案。经社会希望这些讲习班和方案会有助于交流关于 

如何举办卓有成效的青年发展项目的资料，以便在国家和地方各级造就知识丰富、 

经验充足的关于培养青年工作的行政人员和规划者，从而在动员农村青年促进国家 

发展的工作中抠任领导。拉社会希望这样全葡助于改进农村和社区生活的素质，从 

而减少青年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数和迅速都市化所连带产生的问题，例如贫民区的 

出现和城市失业等问题。

6 3 3、 铨社会注意到有些成员国已制订了本国的青年政策，勿以极力主张制订 

综佘国家青年政策，以确保青年能够参加国家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作出积极贡献。 

拉社会呼吁这些政 策 当特别注意下列问题:青年失业、教育不足和教育不当、技 

能训练、农村向城市移民、迅速现代化和技术变革的影响偾传统价值观和支助系统 

受到破坏、吸莓、从事服务行业和娱乐业的青年问题。经社会确认，青年必须享有 

适当的教育、健康、工作和人类住区的权利，他们才能在社会上做出枳极的参与。

6 3 4 、 紅社会要求评价技术转让对发展中囱家的青年发艇所起的作用，玆社会 

指出，这种评价对于别定青年的耑求满足到什么程度，极其重要。经社会农示它将 

为青年制灯食乎社会需要的反屐方向。

6 3 5、 纭社会对庆祝1 9 8 5年国际青年年所不断作出的努力表示支持。经社会 

要求成员和准成员确保早日执行在国际青年年以前和青年年期间所将进行的具体的 

措施和活动方案。经社会特别提到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全议所作的一项决定，即 

在 1 9 8 3年召开主管国家青年方案政府官员区域筹备会议。预期该次会议将会拟订 

一个保证适当协调亚太经社会区域活动的统一区域行动纲领。经社会还建议政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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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卸青年问題专家举办一个协苘会议，为上述区域会议进行筹备。 为了有效促进青 

年年的筹备工作，铨社会建议，除了正在进行中的青年方案之外，各成员国也应当 

考虑向业太经社会提供支助资源，包括将专业人才借调绐亚太经社会。

6 3 6 、 经社会通过了关于“国际青年年：参与、发展、和平：国际青年年以前 

和国际青年年期间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和活动方架的执行情况和后继行动”的第 

223 (X X X V工I I ) 号决议。

6 3 7 、 经社会感谢捐助国、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筹资机构为执行经社会的青年发 

展方案慷慨提供财政支援，并促请它们继续提供并增加这些援助。经社会也注意到 

亚太经社会区域国家所作的慷慨贡献，包括挺供资金和专业知识，并以东道主身份 

向青年会议和训练讲习班從供设施和便利。

6 3 8 、 经社会指出，残废人士方案和预防残废措施仍然是本区域需要真正关切 

的事项，因此希望业太经社会筹措专供这些方案使用的资源，以使国际残废者年的 

活动势头能够保持下去。绞社会又指出，秘书处正在筹备召汗一个特设专家组会议， 

讨论在残废者康复这方面如何促进区域合作。又指出，必须 i 即协’助秘书处增强这 

方面的能力。

6 3 9 、 经社会赞同了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区域政府间筹备会设通过的老龄间题区 

域行动纲领。在这方面，禎人关注地指出，在执打行动纲领时必须考虑各国的具体 

悄况，并且必须取得财力和人力，以便执行后继工作。

6 4 0 、 有一个代表闭指出，童工是一个极为严直的社会问题，因此应当适当保 

护劳动儿童，培养他们成为未来的工人和公民。

6 4 1 、 经社会满葸地注意到秘书处正在继续努力建立一个关于区域和国家一级 

社会发展的初效糸统，负责收集、检索、反馈和散播资料。经社会重申支持采取行 

动，加强本区域成员国之间关于社会发展知识和资料的交流。在这方面，经社会认 

为必须设立国家社会发展资料中心，作为本区域更有效的资料系统的联络点。

6 4 2 、 红社会特别强调以适当的数据捜集和文件编制工作作为拟订政策和方案 

的基础，以协助查明本区域新呈现的社会趋势，并培养正面的社会态度。有些代表 

团表示愿意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经社会着重指出交流社会主义国家经验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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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不同社会经济情况国家之间的交流资料，都是十分有用的。

6 4 3 、 经社会促谐秘书处对日新月异的工作观念，包括新技术对传统的就业形 

式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以及交流关于评价发展项目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特 

别是.对小农村社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资料。

6 4 4、 经指出，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广泛支持成立一个常设机构间协调机构。例 

如，对制订青年失业方面的协作项目，表示了兴趣。

6 4 5 、 经社会赞同秘书处向亚太发展中心的业务提供实质性支援，并强调在妇 

女参与发展过程的问题和社会发展的其他优先事项上必须共同合作。

6 4 6 、 经社会也注意了向其徒出的秘书处卫生和社会方案的初关资料。经社会 

注意到，在秘书处执行该方某的几年内，对其训练活动服务陡出要求的数目已大量 

增加。经社会赞扬该方案成就，并对荷兰政府、卫生组织和儿童基金会在执行该 

方案方面所作慷慨的财政和实质贡献表示了赞赏。经社会建议继续并扩大该方案的 

活动，对此通过了第228 (XXXVIII) 号决议，

统计

6 4 7 、 经社全审议了 文件:E/ESCAP/ 261 和 E/ESCAP/262和 Add. 1 。

6 4 8、 经社会感兴趣地听取了有关本区域各国主要统计活动和发展情况的报告。

649、 秘书处在统计领域的工作受到了赞扬。经社会注葸到，提交绐它的文件、 

容丰富，徙出的问题很及时，并且同在本区域各个国家开展统计服务密切省关。

纪社会也注意到，秘书处活动的中心目标是加强各国的统计能力，经社会最示大力 

支特这一目标。

(5 5 0 、经社会核可统计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报告。委员令提出了许多有用的意 

见和建议。 它们指出了秘书处应当遵循的方向。向备个国家提出的建议中有：指定 

国家联络中心，经社会有关统计的要求应当向这些联络中心提出；指定收集环境数 

据的主导机构；任命能源统计的联络官员。经社会注意到，一些国家已经对这些建 

议采取了行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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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1、 经社合认识到，虽然统计本身并不是目的，但是它们对优先方案的成功 

规划和执行是非常书助益的。统计资料还是任何国家基础结构发展的至关重要的组 

成部分，因此，值得给予应有的考虑和硐力的支持。这个因素往往得不到重视，其 

结果，在国家资源分配和开发援助的使用方面，在忧先顺序上，统计工作有时就被 

排在后面。 因此，渭必要审查和重申统计对所有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和监测的重要 

性，并分配给相应的资源。 为此，经社会也觉得，前往各地访问的援助工作团应当 

作为惯例分见各国统计工作人员，以便对统计工作所需支助的性质和程度作出估计。

6 5 2 、 关于统计的优先事项和规划问题，经社会一般核可在项目预算中为统计 

目的指拨专项经费。这笔款项将葡助于提供发展项目各阶段所需要的可靠而及时的 

资料，并能有益地补充全面发展规划中指拨用于统计工作的专项经费。某些国家已 

经在他们的发展规划中为统计工作作出单项规定。然而，一种看法认为，在项目预 

算中指拨专项经费，可能对统计服务向着综合而讲求成本效闬的方向发展，造成严 

重的损害。理想的办法是，所有统计活动应按照各国娴定的发展轻重缓急次序来协 

调，这些轻重缓急次序同样应当构成要求对统计工作给予发展援助的基础。

6 5 3 、 经社会指出迫切需要国际上可比较的数据以便利就主要政策问题进行决 

策和进行纷济社会友展规划。经社会还指出，经济、人口和社会方面的资料是政府 

间垃行合作的诖本工具。经社会敦促本区域国家在统计数据的收集、编制和传播中 

尽叫'能米用一致的统计标准。在一些统计活动领域中已经制定了国际标准，并且相 

当炅活，可以适应特定区域或国家旳需要。经社会着重指出，一个国冢内不同数据 

收集机构所采用的统一概念和定义有利于协调不同来源的统计, 因而能更好地使用 

分配给统计方面的不足的资源。在这方面，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到本区域国家为实现 

统计业务和标准的更好协调止在进行努力；为达到这些目， 许多国家已经在国家 

一级设立了高级协调机构，在有的情况下，设立了次国家一级的高级机构。

6 5 4、 经社合指出，那些主要为行政用途提供资料或为监测具体政策和方案的 

执 有工作而设计的记录可以是极为有用的统计材料来源。经社合鼓励各国更充分地 

利用这些行政记录，尤其是当财政紧张限制了可用于迎过更具体的统计询问取得数 

据的贵源时史是这样。但是，铨社会指出行政记录往往不适合于统计的用途，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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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的概念和定义可能同理想的统计要求不一致。而且，涉及的内容往往不完全， 

记录常常含有重大的错误。 然而，经社会强调指出，如果在设计记录形式时行政管 

理人员和统计人员之间事先进行磋商，并通过对负责基础行政管理数据收集和编制 

工作的非统计人员进行培训，这种不足之处月以减少到最小程度。经社会还觉 得 ， 

由于行政记录是统计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这--问题应当在关于协调政府资料系统 

的研究小组的合议上进行审议，

6 5 5 、在目前资金很紧的情况下，经社会认为.应当更加注意利用现有的几批 

数据。新的调查或对现有调查增添新的题目邻应当在国家统计协调机构帘查其必要 

性后才着手进行。还强调，在决定扩大数据收集范围或增加数据收集次数时，必须 

考虑到特定国家正在开谈业务的统计系统、它旳发展阶段和所涉及的费用。

6 5 6 、 经社会重申大力支持国家户口调查能力方案。经 社会认识到，在建立围 

家统计能力这件事上各国:订自己的具体要求， 并且取决于特定的规划需要。经社会 

强调国家户口调查能力方案的重要性，敦促作出努力确保这一方案在本区域不要失 

去动力。经社会指出，有些问题已经出现，特別在太平洋地区。经社会鼓励秘书处 

和其他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題机构采取新的主动行动。许多国家表示他们打算参加 

这个方案。

6 5 7 、 经社会注意到印度政府为参加国家户口调查能力方案的本区域各国受训 

人员举外的以户口调查方法各方面问题为内容的年度训练班计划取得了进展。

6 5 8、 经社会认识到，为能及时编制和分析统计数据，各政府必须有现代化的 

数据处理设施。经社会指出，在这一领域，各国政府已有可能使用与小型和微型计 

算机反展射关联的新技术。但是，为无分刊用这些技术，各 必 须 有计算机程序和 

专为统计应用而设计的整套软件。经社会建议，秘书处或者同其他区域委员会一起, 

可以请计算机制造商帮助研制适合发展中国家进行国家统计之用的整套软件。 1

6 5 9 、在审议本区域培训的需要时，经社会审查了秘书处和业太统计研究所在 

主题事项领域的统计培训工作。经社会赞扬了太统计研究所的工作，特别是它最 

近为统计人员提供电子劫据处理培训方面所做的努力。纹社令赞赏地指出，日本政 

府对这些训练班作出了贡献，日本政府还表示将进行合作以满足由于小型和微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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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应用增加而带来的更为广泛的培训需要。经社会注意到，为统计人员、程序编 

制人员、操作人员和技术人员使用电子数据处理而提供的培训还眼不上新近的发展， 

妨碍了数据处理设备的充分利用。

6 6 0 、 经社会欢迎秘书处继续重视组织技术会议和讲习班的工作。这些会议非 

常有用，可以使各国熟悉统计工作各个领域里最新方法的发展情况、促进国家间经 

验交流并指导进一步的工作。只要可行和适当，在分区域基础上组织这样的会议有 

助于适应统计工作的不同发展水平，也有助于集中讨论对各分区域国家有特别重要 

意义的问题。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秘书处为今后技术会议而制定的规划。在这方面， 

经社会重视如下的活动：两个分区域价格统计讲习班；统计资料编制者和使用者高 

级别会议；和同劳工组织合作举办的唞关就业和失业统计的座谈会。

6 6 1 、 经社会注意到，秘书处在统计各个领域内挺供的区域咨询服务已经得到 

广泛的利用并对各国非常宥帮助。经社会非常支持在如下的各个领域继续提供这种 

服务：国民核算、人口统计、人口普查和调查、数据处理、收入和支出、劳动力、 

以及更广泛地协助进行户口调查。经社会也欢迎扩大区域咨询服务，以协助各国进 

行社会统计和指标以及工业统计领域的工作。

6 6 2 、 在核可秘书处统计工作方案时，经社会对一些领域的活动给予了优先地 

位。过社会欢迎重视发展可靠而全面的能源统计女料，包括编制能源核算和结存资 

料。价格统计是要求给与迫切重视的另一个领域。建议社会指标最好通过区域一级 

机构间的合作来查明。经社会还注意到与小的地理或行政区域渭关的统计要求止在 

增加，并建议秘书处对促进这些小区域数据绐予特别重视。此外，经社会还指出， 

环境、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的统计也是优先领域。经社会批准简化第2 1 .0 2 号次 

级方案，重新定名为“统计资料服务" 。

6 6 3 、 经社会感谢澳大利业、 中国、斐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和苏联等 

国政府，以及欧洲共同体、劳工组织、开发计划署和人口活动基金，感谢他们对秘 

书•的统计工作给予支持。希望来自这些和其他捐助者的援助将继续提供，并且感 

谢法国、 日本、苏联和联合王国政府所表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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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输 、 通 信 和 旅 游

6 6 4、 经社会审议了文件E/ESCAP/263 和 COrr. 1 及 e/ esc a p / 2 6 4  

和 Add. 1—3 。经社会一般同意航运、运输和通信委员会关于其第五届会议的报 

告<=

6 6 5 、 经社会确认运输和通信在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强调有必要改善和扩 

展这部门的物质基础设施，使其能跟得上本期国际发展战略所要求的其他社会经济 

部门的增长。经牡会也强调为避免形成严重的阻碍，各国迫切需要随着各部门的增 

长所产生的对运输的需求而扩充其业务运输能力。

6 6 6 、 经社会回顾《战略》的各项发展目标，特别是应扩充发展中国冢的物质 

和体制基础设施，扩充抽度应全力支持整个经济的扩展速度，并认识到运输和通信 

未来几年所起的宣安作用，因此审议了航运、运输和通信委员会第五届会议及亚洲 

和太平洋电讯发展和管理区域会议和座谈会关于宣布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为“业 

洲相太平洋坤输和埘信十年”的提议并请执行秘书同成员政府协商，使它们能对该 

鉍议怍出彻底的评价。经社会认为这“十年”将合特别突出一体化运输发屏的长期 

战略，其中乜括航运、运输和通信安员会第五届会议所建议的1980年代公路战略 

和过社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所同意的1 980年代铁路战略。经社会也建议汲取“非洲 

运柚和赳信十年”的过验。

6 6 7 、 经社会通过了关于业洲和太平洋运输和迴信十年的第230(XXXV ii i ） 
号决议。

6 6 8、 紐社会注意到运输部门是商业能源特别是以石油为主的能源的最大消耗 

者，止因为如此，从能源节约的观点看，运输部门的正确管理和操作就特别重要了。 

经社会觉得能源的节约和效率可以通过如下的主要方案达成：多种方式运输的最佳 

混合，增加城市地区的公共运输比例，引用电气化的公众交通系统，整修铁路并加 

以电气化和现代化以及在运输部门利用代用能源。

6 6 9、 经社会注意到为了经济的发展需要建造大规模的运输设施，以利国际贸 

易的流通》 因此，经社会重视选择最适宜的运输方式，并伲请秘书处在其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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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强注意这个问题,

铁路和铁路运输

6 7 0、 经社会强调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因为从现在和可预见的能源情况看，铁 

路已重新成为最重要的运输工具之一。经社会确认铁路运输在一国的综合运输系统 

包括长程和中程大批货运、城市间客运交通和城市快速公众交通方面应起主导作用。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通过流动考察、训练班、座谈会和考察团、咨询服务、技术研究 

等方式向成员国捉供援助而在这方面所作的建设性努力。

6 7 1 、 经社会强调迫切胬要整修铁路和铁路运输并加以现代化，使其充分发挥 

潜力，以支助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经社会促请秘书处加强努力，推动钦路电气化 

到最大可行限度，以减少对以石油为主的燃料的依赖，同时并提高业务效率。在这 

方面，它同意业太经社会应继续并加强其合办流动考察活动，向成员国提供援助。

6 7 2 、 经社会同意委员会关于在秘书处内设立一个方案/ 项目股，代替亚洲铁 

路联盟，为业太经社会属下的铁路合作组服务。经社会促请秘书处在这方面采取一 

切适宜的措施。关于这一点，经社会请开发计划署和有关国家向亚太经社会提供必 

要的资源。不过，经社会认为现有铁路部门和拟议的方案/ 项目股之间的工作应避 

免任何可能的堇复。

6 7 3 、 经社会注意到召开主管铁路事务部长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完成，因此赞 

問安员会遵照经社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交付的任务精神，尽早召开这个会议。不过，

纹社会注意到不可能在1 1 月之前召开这个会议。褚一个代表团表示目+加可能不宜 

召开这种会议，因为各国部长的工作已很繁重而且可以利用现有的政府间高级别论 

坛来讨论这方面的实质问题。

6 7 4 、 经社会认识到在铁路规划、管理和业夯方面缺乏受过适当训练的人力， 

因比强调秘书处应加强技术转让和训练方面的活动。在这方面，经社会强调座谈会 

和考察团、讲习班、流动训练班和改善区域/ 国家训练中心等活动的望要性。经社 

会同意委员会关于巴基斯坦铁路训练中心的建议，并促请秘书处对业太途社会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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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考察团报告所载建议优先采取后继行动。

6 7 5 、 经社会认为横贯亚洲铁路网和亚洲铁路总计划的各项目必须参照铁路运 

输作用的重新评价再度加以审查。对此，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苏联政府再度提议 

1 9 8 2年在苏联召开铁路专家工作组会议。经社会促请秘书处作出努力，对发展根 

据横贯业洲铁路和业洲铁路总计划的多式联运的运输路线进行技术和经济方面的 

研究，以满足区域内和区域间的需要。

6 7 6、 经社会认识到铁路的发展只有同其他运输方式结合和协调才能发挥其充 

分潜力，因此促请秘书处加强发展联运系统的活动，要利用新发展的统一装载技术;，

例如集装箱化和货盘化。对此，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委员会特别賓力地推动秘书处 

继续执行关于内陆多式联运集装箱化的区域研究活动。

6 7 7 、 经社会认为1 9 8 1年 1 0 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六次亚洲和中东铁路最高 

行政首长会议所提的主要建议是铁路运输方面未来行动的主要实用方案，并促请秘 

书处作出一切可能的努力，向开发计划署和其他来源调集所需的资源，领先或协助 

执行这些建议。

6 7 8 、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下列各成员国提议于1 9 8 2 和 1 9 8 3年主穷、座谈 

会和考察团： ⑻中国， 1 9 8 3年，改善铁路运输业务效率； ⑼法 国 ， 1 9 8 2 年， 

钦路电气化； ⑻印 皮 ， 1982—1 983年，不需大量资本投入而可以导致浐：生产 

力提高的业分革新和技术方案； ⑻日本， 1 9 8 2年，信号和电讯的现代化 ⑻ 

苏狀， 1 9 8 2年，铁轨维修系统，同时举办业洲铁路芯计划/ 横惯业 洲 铁 讲 习  

班。经社会赞同委员会关于秘书处安排开发计划署和其他米源捉供捐款为在留、

印/文和苏联举办、座谈会提供便利的建议。

6 7 9 、 经社会感激地注意到比利时政府已向秘书处提供一名铁路电气化专 

经社会也感谢德意志狀邦共和国和日本政府继续诚供协助，向秘书处仗供铁路专 

经社会欢迎德意志城邦共和国、 日本和苏联政府徙供铁路专家参加流动考察团，

赞赏地注? 到印度和苏联政府愿意提供关十铁路运输各个方面的专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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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和公路运输

6 8 0、 经社会确认公路和公路运输在本区域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重要作 

用，并强调砑必要促进一体化的地面运输系统，取得最佳的联运方式，要考虑到公 

路的适当作用。

6 8 1、 经社会考虑到目前和今后的能源情况，因此强调有必要进一步促进公路 

运输的有效节约能源和早日确立一般性原则，以便拟订1 9 8 0年代的公路运输发展 

战略。经社会强调应尽早完成关于代用能源的使用和发展及节省能源车辆的调查研 

究，并强调应向成员国提供援助，改善非机械化的农村道跆运输车辆。经社会赞同 

姿员会关于每两年召开一次政府间公路专家会议的建议。经社会促请着手并完成拟 

议的主管公路和公路运输事务部长会议的充分筹备工作，使会议可以尽早在适当时 

间妥善召开。

6 8 2 、经社会强调，週过改良和适宜的农村运输系统僅农村地区参与发展过程 

在现賓的国家发展计划中是值得加强重视的。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在这方面不只促进 

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而且也提出实际的解决办法，功不可没。经社会着重指出，亟需 

制订一般性的准则，以便编制本区域农村道路发展的国家总计划。经社会赞赏地注 

意到秘书处向孟加拉国提供技术援助，根据“增长中心”的概念完成了一项农村运 

输总计划

6 8 3、 经社会很高兴指出，秘书处已印行了各种农村遥路建筑和保养手册，希 

望这些手册可以满足长期以来对这种写成文字的准则的迫切輪要。经社会认识到科 

必要将这些业太过社会手册译成各种当地语文。狡社会又分识到低成本农村道路建 

筑和保养的品质管制的重要性，并促请迪过试验项目和安利关于农村道赂建造和保 

养地方主管培训人员的区域和分区域训练班来提高品质管帝。

6 8 4 、 经社会确认基础设施发展项目在创造就业方询响很大的潜力，并强调应 

在可行时尽力提倡关于农村道路建造和保养的劳力密集建造技术。经社会赞赏地注 

意到中国政府提议于1 982年 1 0 月主办一次关十以劳力为主的农村道路建造和保 

养讨论会和考察团。纽社会满意地注意到，业太经社会和男工组织联贫研究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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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设备的改良，已成功地开展了机构间合作。

6 8 5 、 经社会认识到有必要克服大规模农村道路基础设施发展所造成的自然排 

水和周期性水文问题。经社会促请各成员国通过对基础设施发展的环境影响的专题 

研究，为这方面提供援助。经社会注意到孟加拉賓意成为这些专题研究的对象。

6 8 6、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亚太途社会和国际公路运输联盟所发展的密切合作， 

应利用这种合作东 南 亚 东南亚的公格运输业者建立联系，并且进一步提高公路运 

输业者的业务效率和管理能力。

6 S 7、这社会强调道路保养值得高度重视，并促请秘书处举办座谈会，向各种 

对象团体，包括决策人员，宣传道路保养的经济重要性。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业太 

经社会主动地赞助由泰国公路厅安排于1 9 8 2年 4 一 5 月在曼谷举办的道路保养研 

究班。

6 8 8、 迕社会欢迎菲律宾成为“亚洲公路”的新成员。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秘 

书处最近芫成的泛非Z 宾公路的实地测量。经社会也注意到菲律宾请求尽早将该国 

列入业洲公路导游地图。

6 8 9、 经社会确认亚洲公路导游地图对促进本区域的国际道路运输和旅游继续 

作出巨大贡献，并促请秘书处继续定期出版和修订这些导游地图。经社会赞赏地注 

意到已出版了修订版义洲公路导游地图第3 号 （范围包括孟加拉国、印度和足泊尔） 

相第 4 号 （ 义允西亚）。经社会也注意到斯里兰卡诣求拥该国列入业洲公路导游 

地图，并促请秘书处在这方面采取适当行动。

6 9 0、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向菲律宾、新加坡和一些太平洋岛屿国家捉 

供公路部门的技术後助。经社会很尚兴地听到日本将挺供一名日本专冢的服务，继 

续支援秘书处在公路和公路运输方面的活动。红社全也赞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继 

续协助，挺供一名专家。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苏联就有关公路方面的问题为秘书处 

完成了四项研究。

空运

0 9 1 、经社仝认识到本区域犮展中的成员国在扩展其空中货运，进而扩展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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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空运贸易方面所面临的重大限制和问题，因此促请秘书处同民航组织密切合作和 

协调，在空中货运的经济方面负起更积极的作用，但要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6 9 2 、 经社会注意到对这种重要的运输方式不够注意，强调经社会以前几届会 

议所交付的任务应加以实现。尤其是，经社会第三十六届全议所同意的一榄子活动 

应优先着手处理。经社会忆起印度政府愿意提供乐道国方便的拟议发展中阗家空中 

货运经济方面问题座谈会，并促请秘书处安排早日举办。

6 9 3 、 经社会很有兴趣地注意到秘书处与民航组织目前正在密切合作拟定太平洋 

区域空中/ 海上/ 陆路运输及有关¥ 础设施的全面调查工作。经社会也赞赏地注意 

到苏联所提出的通过秘书处向成员国撻供一项关于可适用于推销亚太经社会区域的 

空中货运和客运的分析方法的研究，这项研究可望于不久完成，

6 9 4 、 经社会听取了民航组织代表的发言，并强调业太经社会和民航组织应该 

进行最密切的合作。

一般运输规划、研究和公共运输

6 9 5 、 红社会强调在国家和区域一级妥善协调和统一运输系统的重要性，并请 

秘书处在向成员国挺供这方面的技术援助上起协调一致和更为积极的作用。江社会 

強调应加強各成员闽间在运输研究和培训方面进行区域合作，并请秘书处扩大具活 

动笵围，尽奴利用发朕中国家间的过济合作、技术合作和其他资 源。

6 9 6、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秘书处目前止在进行叫有关改善徧远村社通路的面 

向行动的合作研死活动。垃社会也注蒽到已研制出来关于确定偏远社区运输需要孰 

缓孰急的方法学，以协助本区域各国拟订分阶段行动方案,并将叶用资源加以最妥

善的使用。

6 9 7 、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网世界银行经济发般阱究所密切合作，安排 

凶域运输课程,以提高运输官的专业能力,并建议秘书处应在适当的间隔继续安 

排这种运输课程。

6 9 8 、 经社会认识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和人口移动，都市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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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增加，使得供应充足运输设施的一切努力远赶不上增加的速度。经社会认为 

各种都市运输方式应该加以统一和协调、以发挥最佳的营业和能源效率。经社会请 

秘书处重新评价私营运输的限制。

6 9 9、 经社会对公共运输，特别是大城市地区的公共运输没有充分改善以满足 

城乡人口的需要，深表关怀。经社会请秘书处重新评价在人口拥挤地带发展电气化 

大众运输铁路服务的利弊，在其他较不拥挤地带改善公共汽车服务的好处和辅助性 

运输设施的作用，要考虑到辅助性运输设施在制造就业和补充城市运输系统的机能 

方面的重要经济作用。

7 0 0 、 经社会认为应加强注意城乡之间的公共汽车服务。经社会请秘书处象对 

泰国那样，随时接受请求提供咨询服务并定期安排流动考察团、讨论会和培训班。

7 0 1、 经社会促请秘书处利用亚太銓社会的指标和准则，拟订和调和全面和适 

当的运输统计，争取本区域统计工作的标准化和统一。在这方而，经社会觉得工作 

方案所列明的讲习班应尽早召开，并应拨供适当的资源。

7 0 2、 经社会澜意地注意到已特别注葸改善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的过境运 

输联系。

便利国际交通

7 0 3 、 经社会确认秘书处在使程序和文件合理化的全球协调努力范围内作为本 

区域贸易和运输便利事项的集中点的重要作用，目前这些事项至少占货物贸易成本 

的 1 0% 。虹社会也促请秘书处加强其便利活动，使其能应付发展中国家愈来愈多 

的需要，通过精简其贸易和运输的有关文件和程序，并使其简化和标准化，以协助 

它们努力促进和扩展国际贸易和运输活动。有些代表团提到，应避免重复专门机构， 

例如民航组织的工作。

7 0 4 、 经社会注意到固际贸易货物流动便利措施座谈全的建议，这些建议已提 

交有关政府。

7 0 5 、 过社会注意到国家和区域两级所召开的关于便利事项的座谈会在指导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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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官员拟订、设计和其后执行必要的便利措施以满足其各别国家的需要方面是非常 

有用的工具，并促请秘书处寻求途径和方法，定期安排这些活动。

7 0 6、 经社会满蒽地注意到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国家便利委员会的成立和斯 

里兰卡国家贸易便利委员会在解决国际贸易和运输文件上的一些问题和手序造成的 

阻碍等方面的成就。经社会鼓励其他国家采取类似步骤，因为这些步骤可以大大协 

助其发展工作。

7 0 7、 经社会也满意地注意到尼泊尔目前正在采取步骤，颁布立法，强制机动 

车辆保险。

7 0 8、 经社会要求还没苕逝过和遵守E /E S C A P /263号文件第2 7 和 3 3 段 

所说公约的国家，考虑通过和遵守这些公约，特别是使用国际路运单据本的国际货 

物运输海关公约（1 9 7 5年，国际路运公约）和国际关务手续简化和一致化公约

( 1 9 7 3 年，京 都 ）。

7 0 9、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同其他国际组织，具体地说，它同贸发会议/  

贸易手续和文件简化问题特别方案和海关合作理事会在便利方面所维持和发展的密 

切工作关系，并指示秘书处采取必要的步骤，进一步加强这种关系。在这方面，经 

栺出，同欧洲经委会秘书处有大量地方可以进行合作和分享经验。

电信

7 1 0、 经社会认识到电信的重安作用，重申其弟三十七庙会议诚出各成员国应 

适当分配资鉍友肤这个部门的建议。经社会注意到亚洲和太平洋电信发展和管理区 

域会议和座谈会挺出的意见，即发殷中成员国，作为第一步，把国内总产值5% 
订为电信经费支出的指标。

7 1 1 、 经社会注意到国际电信联盟同亚洲一太平洋电讯共同体（业太电讯共同 

体 ）密切合作，已向本区域各国挺供关于电信部门的规划、维修、人力培养和新技 

术介绍等的协助。财政方凼则由开汶计划署迪过其国农间方案捉供支助。不过，经 

社会遗憾地注意到，无线电和电视广播的规划和培训在其开办只制一年之后，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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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短缺而不得不停办。鉴于无线电和电视广播方面技术援助要求的堆积如山，经 

社会促请开发计划署和捐助国考虑向这个重要的工作领域坂供必要的投入。

7 1 2、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最不发达国家的农村电信项目和电信维修项目已列 

入开发计划署1 9 8 2 -1 9 8 6年的国家间方案，并同意既际屯信肤盟在这些重要事项 

方面的育关活动。业太电讯共同体通知经社会它正在考虑开展一个项目，向本区域 

的其他地区的农村电信奴供服务。

7 1 3、 经社全注意到电信部门可以选用的技术种类繁多，选择不易，较小的发 

展中国家尤其难于作出适宜的选择。经社会也注意到目雨的情况显然需要而且到目 

前为止一直由区域项目R A S /7 5 /0 5 1提供的国家咨询现在已经逐步结米。鉴于这 

种技术咨询仍砑必耍，纪社会促请开发计划署在即将审查其1 9 8 3年国家间方案的 

工作时，考虑恢复该区域项目，并组织一个多学科专家组。

7 1 4 、 鉍社会促请业太电讯共同体的非成员早日加入为成员。经社会也强调有 

必要加强亚太纹社会、国际电讯联盟和业太圮讯共同体之冏的合作和协调。

7 1 5 、 经社会赞同该区诚会议和座谈会的结论和建议。

邮政服务

7 1 6 ,  社会注蒽到邮政服务在城市地区比较令人满葸，但在乡村地区出现了 

大量的缺点， 巖不及这国家，内陆国家和岛屿国家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 这走由于 

货源和培训设施缺乏所致。

7 1 7 、 这社会赞赏万国邮政狀盟/ 开炭计划者关于业洲和太平洋发展中la家
“培训和咨询服务”的 R A S / 8 1 /0  3 6 号新项目，并强调应利用和扩充现在的培训 

设施，例如业洲一太平洋邮政培训中心。社社会促请捐助国提供培训邮政官员的研 

究金。经社会还注意到印度提议愿同其他国家分享邮政方面的经验和苏联愿同亚太 

经社会合作担当邮政业夯机械化座谈会的东道国。经社会注意地注意到 1 9 8 2 年年 

末将同万国邮政肤盟和亚洲一太平洋邮政联盟合办 1 9 8 0 年代的邮政座谈会/ 专 

题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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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8、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业太经社会和万国邮政联盟之间存在着密切持久的 

合作，也注意到万国邮政肤盟則一位协理专家已列入亚太经社会秘书处的编制。经 

社会希望进一步加強这种合作。

旅游业

7 1 9、 经社全认识到本区域的旅游业暂着高皮的增长，并强调旅游业在目前经 

济发展环境中的日益重要的作用。经社会具体强调象外汇收入和制造就业等这些重 

大利益，并注意到一些成员国所采取的加强推广措施o 社社会促请秘书处作出安排， 

尽快执行这些诞议的活动。

7 2 0 、 经社会完全支持业太这社会1 9 8 2 -1 9 8 3年工作方案的旅游业活动，并 

核可了委员会第五屈会议有关旅游业的报告。经社会请秘书处更加注重 (a)给予旅游 

业迫当的优先地位； ㈦友展与旅游业有关的基础设施；（c )分析旅游业的深远社会经济 

影响和推广旅游业所必耑的措施，以期取得⑴旅游业部门协调一致的持续增长；

（2）游客和旅游国家的互利；⑶通过实际和面向政策的指导原则更有力地促进全面发发展

。

7 2 1 、 经社令欢迎日本政府决定从1 9 8 2年 4 起向亚太经社会促供一名旅游 

业专家和为有关亚太经社会区域旅游业发展政策的旅游业研究工作提供财政极助。 

经社会也欢迎日本政府所提议的资助在1 9 8 2年 1 0 月召开政府间促进 旅 游 发 展  

会议，并充当其东道国。

7 2 2、 经社会欢迎巴基斯坦政府进一步肯定愿意充当关于改进国家和分区域一 

级旅游业推销方法学的座谈会的东道国。经社会也欢迎苏联政府提议的愿意充当 

一个旅游业座谈会的东道国。

7 2 3、 经社会满意地他注意到秘书处通过 综 合 秘 书 处 现 有关学科的 本 专 门 知  

识已培养了关于旅游业阱允和发敁的多学科能力。& 社会欢 I 化大兑社会和劳工组 

织将含作安排正式化，成立了一个机构间旅游业联合股以促进区域一级合作行动的 

共同方案。经社会也欢迎世界旅游组织慷慨应提 供议不合作，以加强业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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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旅游组织之间的互相帮助。

7 .2 4、经社合注意到（a ) 印度尼西业、 （b )尼泊尔和（c )斯里兰卡分别请求早日 

在它们国家内执行工作方某组成部分⑻ 1 4 .0 1 .0 2 ,  1 4 .0 1 .0 6 ,  1 4 .0 2 .0 4  

和 1 4 . 0 2 . 0 6 ,（b) 1 4 .0 1 .0 7  和 ㈧ 1 4 .0 1 .0 3  和  14 . 0 2 . 0 4 。

7 2 5 、 经社会着重指出惟广铁路旅游业的可能性，并请秘书处向成员国提供援 

助，设立便利旅游单位和有效协调、调和和扩展铁路旅游业的机构。

7 2 6 、 经社会祝贺泰阑庆祝叻达纳哥信建都 <  谷两百周年，并注意到泰国可能 

要求秘书处挺供这方面的援助。

7 2 7 、 经社合注意到太平洋岛屿国家已向秘书处表达它们迫切需要和需求亚太 

经社会支援旅游业发展，并支持秘秘书处为太平洋国家所拟订的项目。

有关太平洋国家的活动

7 2 8 、 经社会注意到太平洋国家所具体要求亚太经社会援助的方案领域。这些 

领域包括道路眛养的组织结构和技术的改进问题；拟订编制农村道路发展国京总计 

划的一般指导原则；农村筑路品质管制和技术；公路和公《运输方面的人力培养。

7 2 9 、 太平洋国家的若干代表团要求秘书处增加其技术拔助和研究活动，使这 

个分区域在公共运输、偏僻农村地区的运输、运输纟凡计、W政服务及制关业务、保 

养和管理训纟氷等方EJ受益。

7 3 0 、 在空运方面，经社会注意到巴布业新几内1 请求把该阗列入徙议的空中/  

海上/ 陆路及有关电础设她的全面调查，并询求徒供一名空中货运专家着手初步研 

究这个国家b j空运状况。

7 3 1 、 知社全核可太平；十国家书关举办便利措她讲习班的谓求。&社会促请秘 

书处调集必要资源，在不久将来安排这种讲习班，并促请开发计划署和捐助国歧府 

问JL太k 社会R 供必安的财政柷助，使其能够执行在太平洋的活动。

7 3 2 、 铨社会也注M到一些太平洋因家请求援助旅游1 的发展，包括防止旅游 

业任何不良效呆的迠当官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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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案

7 3 3、 一些代表团认为，既然秘书处的工作方案所反映的是发展中成员国的最 

低要求和需要，因此取消任何一项活动都会对成员国的发展进程造成不良的影响。 

经社会认为在秘书处可以得到的资源和充分执行其工作方案所需要的资源之间有很 

大的差距。经社全吁请所肖国家和国际机构向秘书处挺供这方面的财政和技术援助。 

有一个代褒团指出，委员会没有遵照经社会关于精简工作方案准则的决定所要求的， 

取消较不重要的活动。

7 3 4、 经社会注意到委员会在提议方案改动时已准许秘书处在资源葡着落时灵 

活执行各种方案构成部分，并调整执行计划，使其符合本区域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 

条 件 据 此 ，经社会核可修正后的委员会所提议的方案改动。

7 3 5 、 经社会向成员国政府和各组织慷慨支助执行其运输、通信和旅游业方面 

的方椠，表示感谢。经社会尤其感激比利时、 中国、法国、德意志肷邦共和国、印 

度、 日本、荷兰和苏联以及其他组织为促成秘书处工作方案的机行所徒供的援助。

经社会希望对这些重要部门的今后活动所提供的援助能继续不断。

资 料 系 统 和 文 件 事 务

736、 经社会收到文件:E/ESCAP/268。经社会强调，必须协调政府资料糸统, 

因为及时供给完整的资料是作出正确的社会经济友展决策么一个先决条件。

7 3 7 、 经社会核可了 1 9 8 1年 1 2 月在东京举行的政府资料系统和数据处理政 

府间会议的报告，该报告极力主张改善政射资料的管理，以便充分利用计算帆技术 

的潜力促进发展。根据这一观点，政府间会议认为，加強资料中央协调的机构，是 

成员政府的一项高度优先任务，秘书处可以逝过它的区域方案为这个目标作出宝贵 

的贡献。铨社会注意到秘书处的一个建议，于 1 9 8 2年后期派遣工作团前往选定的 

固家，以按照政府间会议概述的目标，改善政府内部资料的高层协调和管理。

7 3 8、 盆社会感谢日本政府愿意充当政府间会议的东道国，并愿蔥此供关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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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活动电子数据处理的特别训练课程；协助筹办一个关于小型和微型电子汁算机作 

为经济发展工具所起作用的区域讲习班；提供一名关于政府内部电子计算机资料管 

理的区域顾问。

7 3 9 、 经社会对法国政府表示愿意重新供给一名区域顾问，提供关于政府资料 

系统的服务，表示欢迎。

7 4 0、 在区域方案的执行方面，经社会力促通过有效的协调，尽量减少国际机 

构之间工岀的重复，特别是在各国政府供给资料方面。

7 4 1 、 经社会感谢荷兰政府出资提供一名计算机系统分析员，以加强秘书处农 

村发展方案的资料方面。经社会感兴趣地注意到，有人建议在斯里兰卡的卡卢塔拉 

区从事一个农村数据系统试验项目，研究在不能使用大型通用计算机的地区能否使 

用微型计算机技术，这个项目将可提供对所有成员国都有用的经验。

7 4 2 、 经社会确认，秘书处必须充当区域内部间社会经济资料转让的集中点。

任何一地的资料一旦变成计算机可读数据，便应考虑利用电信网将成员国与亚太经 

社会及其他成员国联系起来。这种资料的转让工作必须加以紧密协调，使各国能够 

共同协作，促进兑济发展。纶社会注意到，目前正在设立一个区饿网，用卫星通讯 

频道将菲律宾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联接起来。

7 4 3、 经社会获悉，为了提高成员政府资料系统内部间的数据传送能力，秘书 

处止在设法罗致一名专家，就这方面向各个政府诞供咨询意见。

-7 4 4、经社会注意到，秘书处文件事务的工作射所改善，这主警是因为秘书处 

装置了一台由日本政府供给的效能很高的计算机，以及过去三年米德息志狀邦共和 

阖快供一名图书馆系统分析员的服务。这方询的改进有助于将几千份文件參考书目 

编成索引， 立用计算机处理的文献目录数据亟础。不过，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整 

理和发屐，使各国能够使用到这些数据基础。举办一个关于适当杇让方法的讨论会 

将会受到欢迎。

农 村 综 合 发 展

7 4 5 、经社会审议了文件 E / E S C A P / 2 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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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6、 经社会获悉了关于执行亚太经社会农村综合发展方案和区域性机构间农 

村综合发展工作方柒等活动的最新情况以及所引起的问题。根据报告，为了和农村 

综合发展的多部门推动工作相一致，联合国各机关和专门机构已通过业洲和太平洋 

农村综合发展机构间委员全及其工作队而在一些选定方面的协调行动上进行了合作。 

这种合作反映在联合规划和活动的执行方面。 为此，从经常预算和预算外来源调集 

了资源。经社会进一步得知该机构间娶员会与业洲和太平洋农村纬贫发展中心之间 

的协作和联系，以及同行政协调会农村发展工作队在共同感兴趣的方加的联系。

7 4 7 、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若千代表团对本区域发故中围家广大人氏的普遇贫 

困表示关切，并表示了各国已在各自的国家发展战略中指定农村综皆发展为高度优 

先事项。他们谈到了把减轻貧困的战略化为行动方案日的有关方案。 农村综含发厝的 

基本重点在于提高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和收入，特别是低收入团体。达到碑咚目标的 

方式是将规划和执行下放到地方一级以及加强地方机构以便有效地调集人力和资源。 

箕它优先领域包括建立丞本时物质和社会丞础结构以促进农忖地区的发展，提供卷 

本服务和扩大就业机会以增加收入。有人认为，农村综合发聆的每本責任虽然属于 

各国本身，不过通过国际援助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也可以大大加强国家方案。 关 

于这一点，成员政府赞扬了业太纴社会对低收入团体在社会经济方而的缺陷所进行 

的活动和为加强公家机构和地方组织对社会贫穷阶层应负责任所进行的活动。有人 

表示意见说，上述项回的研究结果虽然在改变方案和计划的巢点糾向满足低收入团 

体的需要方面能够使供羽用的指导方针，但是在应用于斛决问两方如还是应按照各 

国社会经济的情况加以审查。

7 4 8、 经社会强调，机构间委员会开展的活动应该日益指向支持国束行动，特 

别是外地一级的方柒。关十这一点，樹人教示,机构间蛋员全在不冏顿故所进汀的 

项治是与国冢方案禎关的。若干代表团教示了愿意继续加强句机构间安员会在农村 

发脎方面进一步合作。特别捉及本地区一些国家在多部门基础上所进行的综合地区 

发焱项目，其中分散化和部门间协调都是重要的因素。虽然协调涉及到一些复杂的 

问题，不过对人认为，采姒适当措施改进噴关机构之间胞结构联系相加强各箩加机 

构可以减少这些问题。为了协助减少贫困，综合项目主要重点应放在弄清工作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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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团体和仔细选择和排列对这些团体有利的活动，而不是把资源集中在发展地方一 

级的物质逢础结构。经社会注意到，缺乏熟练技术是阻碍农村地区加速发展的一个 

重要因索。会上强调，成员政府和联合国各机构应日益注意人力资源的开发。训练 

活动应主要针对于提高地方一级的能力以改进项目的规划和向低收入团体提供服务„ 

可以下述工作加以补充：就制定以解决贫困为主的农村发展方案编制指导原则并散 

发给:闻关工作人员和机构。

7 4 9 、监测和评价是参与性农村发展工作的其它重安因些代表团赞扬了机 

构间委 员 会 协助提高地方一级监测和评价有预期受益人参与其过程的农村发展方 

案和项目的能力。 关于这一点，强调了要同粮农组织密切协作，制订育关如何测量 

各种方案对目标团体的社会经济利益的详细指标和扩大训练工作。

7 5 0 、经社会进一步強调，本区域发展中国家在农村发展方面可以通过互相学 

习彼此的经驴而获益，特别是那些对贫困问题育创新解决方法的经验。具体的合作 

方式可以包括：传播关十在农村综合发展各个不同方面有创新活动的资料，交换访 

问和以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精神协作从事实地试验。有些代表团把它们在土地 

改革和农村发展方面的经验提出来与本区妹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有人认为各国政 

府咣指定同机构间安员会联络的国家炚络官员可以就彼此感兴趣的事项在双边或多 

边基础上为扩大各国之间交流资料和经验的范围作出有用的贡献。

7 5 1、 经社会指出在最不发达的国冢农村地区中贫穷极为普遍，在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落后地区也是卯此。基础结构弱、资源底子薄、技术不足、地理隔绝等限制 

因兖及其他射关因索郝加皇了友展问題的复杂程度。羽人强调，应该优先采取专门 

方莱和项目本龢决这些闽冢杣地区特有的发展问题。关十这一点，山区农村综合发展

被提到是一个优先事项。

7 5 2 、 经社会对在区域一级制订旳机构间农村友展合作安排表示了贽赏。有人 

注意到，各机构联合进行了一些选定领域的活动，以集中资綽向政府提供多学科的 

援助。 关于这一点，强调座该进一步加强上述涂作途径，并且作为各机构间互相交 

换在区域一级进行活动的资料的方法，以提咼在农村发展工作上的互相补益。

7 5 3 、 关于资源问题，令人认为对农村综合发展所使供的支助和对方某所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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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先次序并不相配，若千代表团一方面赞赏捐助者及机构间委员会对业太经社会 

农村综合发展方案的慷慨支助，同时要求在今后各年增加预算外援助。賓人认为机 

构间委员会应同抱助者建立适当的双述和多边工作关系，以协助各国政府为减轻贫 

困的参与性方案和项目调集资源。

7 5 4 、经社会熟悉了劳工组织、粮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在区域一级参加机构间 

委员会工作的情况以及这些组织对该工作所作的贡献。经社会也注意到这些组织都 

表示愿蔥继续进一步加强机构间工作。各成员政府注意了机构间委员会同亚洲和太 

平洋农村综合发展中心之间的协作，同时觉得机构间娈员会也应该同亚洲和太平洋 

发展中心及其他有关的区域机构建立类似的联系。经社会得知了这些机构进行活动 

的主要领域，如群众的参与(劳工组织)，制订关于监测和评价农村发展的社会经济指 

数嫩农组对以及科学和技术的运用墩科文组城

经 社 会 在 太 平 洋 的 活 动

7 5 5 、 经社会审议了文件E /E SC A P/270，并且满葸地注意到经社会已纩大 

了 在太平洋的活动的范围。

7 5 6 、 经社全欢迎新任命一名业太经社会一太平洋肤络员，并且注意到，在联 

络就职以米的短期间内，他已访问了若干太平洋的岛屿国家，并通过 访问而为秘 

书处与太平洋岛屿国家之间谈供了双向的资料交流。其结果，秘书处对太平洋各岛 

屿家的具(本需要更如了食炉助于秘书处更好地制订力集。也帮助了太平洋各岛屿国 

冢更加了解业太经社会的活动范围和规模，以及这些活动对提供太平洋各岛屿国家 

发展援助的可能贡献。经社会核可了执行秘书关于今年内加强该办事处的决定。不 

过，经社会指出，该办事处如果要实现创设时的基本肤络目的，则该办事处的工作 

人员必须要噴充分的机会在有需要时就可前往太平洋各地肢行职务。 因此，经社会 

圾定从其他方面调用资金来为这个目的提供足够的资源。

7 5 7 、许多代表团强调了太平洋分区域及组成该区域各国的独特性质。这些独 

特性质包括人口少、 自然资源有限、彼此相距很远并且距主要市场更远而造成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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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输费用、过度依赖范围狭窄的农产品出口、人口集中在仅可维生的农村部门、 

失业和就业不足情况严重、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极便依赖援助。会上强调， 

由于太平洋岛屿国家的这种独特情况，亚太经社会必须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援助需要 

给予特别注意，所以要重新调整制订工作方案的办法和执行方案的形式，以确保这 

些国家从亚太经社合得到应有的援助。

7 5 8、 许多代表团深切感谢亚太经社会对太平洋各岛屿国家提供的援助。特别 

提到了联合国发展咨询队所提供的服务。 由于该咨询队援助工作切合实际和执行办 

法灵活，所以能提供及时而切合需要的援助。也有人对向南太平洋官员捉供的熟悉 

情况方案表示赞常。该方案在1 9 8 2年扩大到7 个太平洋岛屿国家，使它们选送官 

员来熟悉亚太经社会的工作及为统计发展提供的协助。

7 5 9、 经社全也强调在亚太蛀社全、南太委会和南太经合局之间扩大合作和协 

调的重要性，从而能协助太平洋各岛屿国家更大地参与项目的制订和执行。也有人 

强调见太经社会在太平洋的活动必需越来越参地采取切合实际、面向行动的项目的 

形式，而不要采取收集资料和研究活动的形式。

7 6 0 、 经社会一方面强调需要通盘地扩大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在太平洋的工作，

同时强调若干方案领域需要采取具体活动。这些领域包括运输部门（特别着重于航 

运 ）、统计发展、环礁的开发、能源、团结妇女和青年参与发展过程、环境、协助 

培养同跨国公司谈判的能力、便利贸易的措施、进出口文件的训练工作、修建通往 

偏僻社区的道路及公赂保养。经社会指出使业太经社会进一步参与对太平洋裉重大 

关系的事务的一个方法是在太平洋分区域召开各立法委员会的会议。航运、运输和 

週信委员会被指出是这方面的一个可能性。经社会指示秘书处在适当考虑到可能涉 

及的财政问题下审查召开这一会议的可行性。

7 6 1 、 人力的培训被指出是太平洋岛屿国家的一个重大需要。经社会促请秘书 

处对提供短期训练的援助以满足这项需要给予更多的注意。经社会注意到旋风的破 

坏效果，所以进一步敦促作出考虑，仿照东亚的亚太经社会/ 卫生组织台风委员会 

方案的办法在太平洋分区域建立同样的合作方案，经社会并注意到1982年 9 月在 

墨尔本举行的气象组织第五区域协会会议上将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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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2 、若干经社会成员表示它们已准备通过提供资源的方式协助秘书处向太平 

洋岛屿国家挺供援助。澳大利亚、法国、 日本、荷兰、新西兰和联合王国都具体表 

示了它们愿葸提供这种援助其中有些援助还须经过进一步的考虑。

关于按改组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的精神扩大和 

加强经社会职责的第2 1 9 (XXXVII)号决议的报告

7 6 3、 经社会审议了文件E / e sc A P /271。
7 6 4、 经社会注意到秘书处就执行其第219 (XXXVII) 号决议而在下列秘书 

处工作和职责的有关方面所进行的后继行动：对全球方案和决策的区域投入；机构 

间协调；方案优先次序和预算外援助；方案规划和协调，包括工作方案的格式，促 

进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预算和财政方面的支助;进一步使经社会各附 

属机关合理化和精简化。

1 9 8 2 -1 9 8 3年 方 案 的 变 动

7 6 5 、 经社会审议了文件E /E SC A P /255和 COrr. 1  以及在每--部门的部 

门报告中所载1 9 8 2 -1 9 8 3 两年期拟议的方案变动，并批准了它在第三十七届会 

议核可的 1982—1 9 8 3年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的变动。并入这些核定的变动后重新 

編辑的19 8 2 -1 9 8 3年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载在本报告的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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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特别区域项目和区域机构的进度报告 

-特 别 区 域 项 目

湄 公 河 下 游 勘 察 工 作 临 时 协 调 委 员 会

7 6 6、 经社会审议了湄公河下游勘察工作临时协调委员会1 982年年度报告( E /  

E S C A P /2 7 5 ) ,并注意到了必须有大量资金来满足该委员会1 9 8 2年工作方案所 

确定的需要。估计大约需要4 亿美元，用来支付投资前活动、技术援助和训练、水 

文和气象领域的建设和投资、流域规划、开发岸上和水中资源、改善航运以及渔业 

和欢业的研究工作。

7 6 7、 虽然大部分投资迄今仅只用在临时委员会成员国内的支流上，但大部分 

的投资前工作是为了开发湄公河主河道作好准备工作。这项工作中，对于位在老挝 

人民民主共和国扣泰国边界的巴蒙多用途计划特别注意，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宏伟的 

大坝和最大的水力开发项目之一。十五年来的研究表明，该项目将带来相当可观的 

直接和间接利益，临时委员会正在完成关于该项目组织和资金阿题的研究报告，研 

究报告修订了早先的费用估计数字，审查了过去的工作并提出了一套关于所有权、 

管理和资金安排问题的完整建议。

7 6 8、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 1 9 8 1年获得了 4 , 7 0 0 万美元的额外业务经费 

用于援助临时委员会执行其工作方栗。虽然这数额很大，但甚至仍不能满足许多已 

举出的优先需求。经社会承认委员会在过去几年中得到了合作国家和组织的坚定支 

持，但经社会相信，必须继续得到援助以便巩固和发展已获的成就。

7 6 9、 经社会重申支持临时委员会的目的扣工作，临时委员会的活动已证明了 

湄公河流域的发展潜力。同时，一些代表团感到，应该更重视具有更明显区域性质 

的事业和主流项目。

7 7 0、 若干代教团认推了具体的援助数额，这是临时委员会能期望在1 9 8 2年 

从上述各国获得的援助。有一个代表团申明，该国今后的合作将联系到委员会成员 

本身对加強机构合作所作的努力、对具体的区域努力的重视程度和其他捐助者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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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程度。

亚 洲 岸 外 地 区 矿 物 资 源 联 合 勘 测  

协 调 委 员 会 （岸 外 联 勘 协 委 会 ）

7 7 1、 经社会审议了岸外联勘协委会关于其第十八届会议的报告（E/ESCAP/ 
2 7 6 ) .

7 7 2、 经社会核可了遵照协委会第十七届会议所作指示而进行的活动，其中包 

括有关碳氢化合物资源和石油数据，岸外锡矿和其他碎屑重矿、第四纪地质、外地 

和咨询服务、培训和出版活动以及计划于1983年举办第三次讲习班的关于东亚构 

诰和资源研穷方案的活动。

7 7 3、 经社会得知：碳氢化合物的评价研究迄今桌中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泰国等出产国进行；向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东 

盟石油理事会提供了关于石油数据管理的咨询服务；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大韩 

民国和泰国进行了第三纪前的研究；岸外联勘协委会一东盟石油理事会联合方茱已 

在下列领域进行：地层对比、地热测定法、东盟石油理事会数据库的发屏、海洋环 

境、碳酸盐地质形成的碳氢化合物勘测，第三纪之前的石油蘋藏，碳氢化合物评价 

和培训。

7 7 4、 关于锡矿和其他碎屑重矿的勘查工作，经社会得知茌过去一年内，项目 

办公室已提供设备和专家册务，协助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进行岸外地球物理调查，协 

助并指导泰国的岸外钻探方条，并在马来西亚举办一个浅海地球物理技术的讲习班。 

菲律宾东邵的岸外调查工作已于1 981年 6 月完成。从 1979年初以釆，成员国共 

记录了大约12 , 5 0 0 公里的高分辨度地第和地磁数据和约有上述数字一半的侧扫 

描声纳和声脉冲发送器数据。

7 7 5、 经社会也得知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业、菲律宾、大韩民国和泰国 

已进行过第四纪地质地图绘制及有关工作。委员会前一届会议决定在中国成立第四 

纪地质学区域中心一事，项目办公室还在继续研究。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荷兰政府

对第四纪地质学提供了专家援助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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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6、 经社会很髙兴地得知在各成员国，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 

律宾、大韩民国和泰国的同位素年代测定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经社会赞赏地注 

意到瑞士政府在同位素年代测定方面所提供的专家援助和训练。

7 7 7、 经社会很高兴地得知项目办公室继续就有关岸外联勘协委会活动的事项 

同国际机构进行密切合作，牿别是：同海委会合作执行东亚构造和资源研究方案； 

同环境规划署和东一西中心就海洋环境事项进行合作；同环太平洋能源和矿物资源 

理車会就环太平洋地图项目进行合作；同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就石油数据的搜集、 

储存和检索进行合作；同世界地质图委员会合作编制海底地图；同亚太经社会及其 

有关各委爵会和区域项目合作；同东盟石油理事会在碳氢化合物资源方面合作。

7 7 8、 经社会感谢开发计划署从1972年开始支援本项目，并将继续支助到 

1984年年底；也感谢石油输出国鉬织通过开发计划署所提供的支助；以及感谢海 

委会，教科文銪织、环境规划署、东一西中心、环太平洋能源和矿物资源理事会、

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世界地质图委员会和东盟石油理事会的合作。

7 7 9、 经社会也感谢合作国家继续提供特别顾问服务及在岸外联勘协委会工作 

方莱内向成员国提供的广泛援助，特别是：法国在第三纪前地层序列碳氢化合物蕴 

藏方面扣东亚构造和资源研究方案方面的援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东亚构造和资 

源研究方架方面的援助；日本在重力和磁力及培训方面的项目；荷兰在第四纪地质 

学方面的活动；揶威在石油数据營理方面的活动；瑞士在同位素年代测定方面的活 

动；苏联愿意在东业构造扣资源研究方案内安排巡航研究；联合王国提供讲习班和 

座谈会的教员；美国在东亚构造和资源研究方案、碳氢化合物资源和海洋环境方面 

的活动。经社会感谢特别顾问们继续檢助和支持岸外联勘协委会的活动。

7 8 0、 经社会得知岸外联勘协委会弟十九届会议和有关会议将于1 9 8 2年 1 0 

月末至 1 1月间（暫定 1 1月 1 5 日至2 6 日）在东京举行。

7 8 1、 菲律宾代表团感谢开发计划署协助筹措岸外联勘咏委会工作方莱的大部 

分经费和提供机构支助。菲律宾代表团赞赏地注意到开发计划署考虑按照1 9 8 2年 

1月岸外联勘协委会常驻代表同亚太经社会和开发计划署会议的协议，支援项目主 

任/ 首席技术顾问的员额到 1 984年。 中国、印度尼西亚、大韩民国和越南也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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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计划署表示了感谢。

7 8 2、 日本代录团通知经社会，岸外联勘协委会已大大地提高了成员国的技术 

水平，特别是在勘探矿物资源和石油及天然气方面。 日本政府提供财政援助、技术 

专家和特别顾问，参加了这件工作。 日本屏望继续保持合作。

7 8 3、 中国、印度尼西业和菲律宾宣布打算加倍提供现金捐款。

7 8 4、 经社会得知泰王国政府已充分参加岸外联勘协委会的活动，包括充当石 

油数据工华组的东道国，和参加了若干岸外联勘协悉会/ 东盟石油理事会合办方案。 

同时，经社会注意到东遨国泰国的现金捐款数目超过其他参加的发屏中国家的50%。 

泰国响应1 9 8 2年 1 月岸外联勘协委会常驻代表同亚太经社会和开发计划署在曼谷 

举行的会议所提出的建议扣结论，表示了进一步准备在开发计划署逐步停止这种支 

助后提供项目办公室的办公房地。

7 8 5、 经社会注意到中国继续原意为拟议的第四纪地质学区域中心提供支助设 

施，并注意到巳成立一个筹各委员会，同岸外联勘协委会项目办公室和亚太经社会 

合作推屏这个中心。中国希望亚太经社会能向那些愿意参加这个方累而非岸外联掛 

协夢会成岗的沿海国家提供财政支助，并希望亚太经社会的合作国家提供支助。

7 8 6 、岸外联勘协委会的第四纪地质学方案和拟议的区域中心受到中国.印度 

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大韩民囱等代我团的热烈支持、亦肤也支持这个方茱 

并建议区域中心应开放缭亚太经社会的所有成员而不只限于沿海国家。

7 8 7、 这个方案大部分有赖于荷兰的倡议，该国对开发计划署将资助岸外联勘 

协委会一名第四纪地质学家员额表示了欢迎，井建议扩充这方面的训练工作，相大 

学扣其他科学机构包括在内。

7 8 8、 美国赞扬切委会代衣其成员囪所逬行的工作，并重申对协委会的活动保 

持兴趣。

7 8 9、 苏联衣示， 目前正在进行安达曼海域研究巡航的详细规划，欢迎有关各 

国的科学家参加巡航和参加随后在苏联进行的数据处理工作。

7 9 0、 岸外联勘协委会的项目管理员对各成员国、合作国家、开发计划署、环 

境规划署、海委会、教科文鉬织和曾经参与本方茱的其他鉬织支助项目办公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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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衷心感谢

南 太 平 洋 岸 外 地 区

矿 物 资 源 联 合 勘 测 协 调 委 员 会

7 9 1、 经社会审议并核可了 E/ESCAP/277号文件所载岸外联勘协委会/ 南 

太联勘协委会的结论和建议。

7 9 2、 经社会感兴趣地听取了有关去年在各成员国水域执行的较重要的测量项 

目的结果和有关建议将来执行的高度优先项目的简要说明。经社会赞许地注意到南 

太联勘协委会迄今所取得的进屏。

7 9 3、 经社会指出，适当地评价在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洋能源、矿物和自然资 

源的潜力，是特别重要的。南太联勘协委会大多数成员需要更多这种领域的援助。 

在这方面，经社会认为，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南太联勘协委会1 9 8 2年 3 月 

1 2 日开始进行的联合测量巡航（估计需费3 7 0万美元）是切合时宜的，显示了发 

达国家和发屏中国家可以紧密而成功地共同工作。为发屏中国家谋求好处和最高利 

益。测董所得的数据将会付诸评价，免费分送各国政府。

7 9 4、 经社会感谢各合作国家用现金捐款和其他支助形式向南太联勘协委会和 

各国际及国家机构提供援助，以及感谢联合囪系统成员所经常绐予的重大支助。经 

社会希望这种支助将继续尽可能以许凄形式大量提供。

7 9 5、 经社会汪意到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中新成立的政府对南太联勘协委会的 

活动感到兴趣，并高兴地注意到它们有兴趣将来加入协委会。

7 9 6、 经社会感兴趣地注息到教科文组织代表，代表海委会，就计划逬行的海 

洋地质扣地球物理合作活动所作出的说明。经社会又指出，海委会支持南太联勘协 

委会的建议，设立一个工作组以促进及执行南太平洋区域关于科学、构造地质学和 

资源的研究方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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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矿 物 资 源 开 发 中 心

7 9 7、 经社会审议了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理事会第四届会议的报告（E/ ES— 

CAP/278 ) o
7 9 8、 经社会核可了理事会的报告以及所提出的建议和所通过的1982-1983  

年工作方案。

7 9 9、 经社会获悉，去年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派掎4外 技 术 咨 询 团 前 往 14 

个成员国，并应国家机构的要求向它们提出2 3 份技术咨询报告。

8 0 0、 经社会高兴地注意到，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安排并举办越来越赛的训

练课稆、讲习班、研究考察及有关活动。经社会特别赞扬下列项目：在开发计划署 

和中国政府支持下在中国江西省举办的钨矿地质学专题讨论会上提出的高质量技术 

文件和交流了经骑；在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的安排下，印度赖普尔地质调查局举 

办为期 1 1 个月的研究生训练课程，免费供给亚太经社会国家参加者；在印尼、日 

本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技术和财政支援下所进行的同位素年代测定网和岩石磁性训 

练项目。 

8 0 1、 经社会赞同理事会的意见，认为矿物资源开发中心在区域矿物资源开发 

方面起重要和有用的作用；必须保持该中心作为亚太经社会属下机构的现有地位；

将来该中心不应变成一个政府间机构。

8 0 2、 由于认识到必须确保连续性和维持矿物资源开芨中心所取得的大好势头， 

所以经社会全力支持理事会极力提出的建议，请开发计划暑继续提供机构支助，特 

别是提供一名协调员，最少服务至1 9 8 4年年底。

8 0 3、 经社会认识到成员十分重视矿物贽源开发中心妫举办的越米越多的活动， 

并确认该中心对发展中成员国的技术转让有所贡献；同时经社会深为关切地注意到，

就各成员国为了支付该中心当地业务费用而捐赠的现金数目来看，该中心的财政状 

况极不稳定。

8 0 4、 关于这一点，有人指出，下表详列的1 9 8 2年某些成员国认捐的现金数 

额 2 9 5 0 0美元，远远低于理事会议定的该年概算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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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度

拉加孟

印

美元

1，000  
2 , 000

印度尼西亚 10 , 000

马 来 西 业  5 , 000
菲 律 宾  4, 000

大 韩 民 国  7 , 500
2 9 , 500

因此，经社会強调尚未指赠现金的其他发屏中国家必须向矿物资源开发中心捐献；

起码象征式地认捐小量数额；捐款国和国际组织也必须增加它们的财政援助。

8 0 5、 为了减轻矿物资源开发中心的财政困难，有人建议从秘书处间接费用项 

下栲供现金， 以克服本年度的预算危机。

8 0 6、 经社会深深感谢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大韩民国和联 

合王国政府以提供专家册务的方式，慷慨援肋矿物资源开发中心，并且也向开发计 

划署表示了深切感谢。经社会极为满意地注意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愿意另外提供 

两名专家，印度愿意挺供兰名专家，和日本继续给予大量的财政和技术支助。

8 0 7 、 为方便发屏中国家在发屏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向矿物资源开发中 

心提供专家服务，有人建议对它们免除间接费用。

台 风 委 员 会

8 0 8、 经社会注意到台风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的报告（E /E S C A P /2 4 2 ) ,并 

赞扬委员会本年发工作所取得的进展。

8 0 9、 经社会注意到1981年 7 月 2 9 日至8 月 1 8 日举行的台风作I 实验(台 

风实验）初步试验阶段已经圆满结束。试验结果显示了一些问题和缺点，必 须 在  

1 982年主斐实验逬行之前加以解决和改正。经社会希望，在实验逬行之前解吠和 

改正这些问题和缺点。

8 1 0 、 经社会注意到该委员会的重要活动包括：台风作业实验；提供专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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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电信/ 电子专家服务；提供各种设备及有关备件；举办训练讨论会、集体训 

练课程和提供研究金。有一个成员认为，委员会的活动虽然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屏，

但气象和水文预测工作尚须改善，并且必须广泛利用卫星和科学研究船来搜集资料 

以及训练工作人员。

8 1 1、 由于方案范围广泛，因此必须对执行工作给予大力的支持。在这方面， 

经社会认为，主要的支助应由开发计划署和环境规划署等国际组织提供《；有人建议 

情气象纟F!织采取必要的步骤，促请气家组织所有成员合力设立一个台风实验特别临 

时自愿基金。关于这一点，苏联表示愿意协助委员会设计和护行台风实验科学方案， 

并无偿地提供专家以及技术设畚，包括研究用船只。

8 1 2、 有人请秘书处按照它的任务规定拨出一部分资源，支助委员会的优先项 

目，特别是方案中有关水文和防灾的组成部分。又请秘书处协助委员会成员改进台 

风和洪泛灾害资料的汇编工作。在这方面，经社会指出，业太经社会和气象组织除 

了向委员会提供行政上的支助之外，还举办技术活动，继续提供技术上的支援。亚 

太经社会同中国合办了一个实地研究小组，前往中国研讨预防和处理洪水损失的流 

域管理方法。亚太经社会还与教科.文组织和气象鉬织协作，举办一个关于城市水文

. 学的训练讨论会。

8 1 3、 经社会满蒽地注意到有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向台风委员会及台风委员会秘 

书处挺供合作和援助，特别满意地注意到：菲律宾愿意继续提供一名协调员扣气象 

学家，并向台风委员会秘书处提供东道凼设施和支助人员；日本提供了一名水.文学 

家；日本举办讨论会和集体训练课程。经社会还感谢中国、日本、开发计划署和环 

境规划著大力支援台风实验的活动。希望环境规划署继续向委员会提供史多援助， 

以便 1 9 8 2年和 1 9 8 3平期间为东京国际实验中心配各工作人员。

区 域 机 构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发 展 中 心

8 1 4、经社会收到了文件 E/ESCAP/272 和 Corr.1 和 Add.1 和 C 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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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社会还听取了关于对这两个文件的补充说明和阐释，并且收到了秘书处和亚太发 

屏中心主任提供的进一步的文件。

8 1 5、 经社会审议了执行第215( XXXVII)号决议的进展情况，特别是就亚 

太发展中心章程草案中悬而未决问题所进行的谈判和讨论。经社会注意到本届会议 

就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笋理委昂会主席职位和对中心的财政捐助问题的有关保留 

意见达成了协议。在这一协议基础上，经社会一致认为其关于由东道国代表在第一 

个三年担任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原萝应该体现在其载有亚太发屏中心章程的决议中。

经社会还达成协议，同意修改涉及管理委员会的第八条第2 款(a)项和第5 款和关于 

资源问题的第十条第 1款（a)项。

8 1 6、 经社会深深感谢马来西亚政府在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保留意见时所表现 

出的妥协转神，并重申感激该国政府慷僻地向亚太发展中心提供东道国便利和支助。 

若干代表闭对有关章程的问题获得解决表示欢迎，并希望在其成员和准成员的全力 

支持下亚太发屏中心现在可以着手实施其工作方案，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和亚太发展 

中心可以着手进行使亚太发屏中心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政府间机构所需的筹备活动。 

经社会通过了载有该中心章程的第225 ( XXXVIII)号决议。

8 1 7、 经社会在审议亚太发屏中心管理委员会报告时认识到管理委员会应向中 

心提供广泛的政策指导，包括业太发展中心章程中列出的关于及时提供资源的建议。 

经社会请该中心主任确保对经社会成员提供有关中心财政状况的充分资料， 以便经 

社会能够履行它在这方面的职责。

8 1 8、 经社会根据秘书处提供的资料，注意到中心的财政和管理方面的问题。 

经社会注意到1 9 8 1年中心培训和研究活动用了大约4 0万美元的方糸资金，这只 

是那一年中心机构开支的三分之一，不过，经社会注葛到机构开支的一邵分可以归 

因于研究扣培训活动。然而经社会強烈要求要经常注意在机构和方来费用二者之间 

保持适当平衡。经社会注意到，到 1981年底 ， 1 6 名计划内的专业人员， 已聘 

用了8 名，包括中心主任在内。经社会又注意到1 9 8 1年各国政府捐献部分项下预 

定用于，包括职员费用在内的机构费用开支未达定额。这一短缺的数额是由于征聘

专业人屏的速度比预期的稍慢而造成的。 而这一点又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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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 8 月以前没有批准该工作方案， 同时在征聘工作人屏方面遇到以下困难， 

即难于吸收到为把亚太发屏中心办成一个优秀中心所需的具有合格的学术水平和经 

验的人员。 1 8 个月期间由于开支未达定额，累计结余约5 0 万美元的未开支经费。 

经社会注意到中心主任的观点，即 ：这一數額是任何时芦都需要的最低蜞埂的财政 

储各， 而大于这一教字的任何数额都可以用于方案开支。经社会又注慈到，同开发 

计划署和参与政府现在承诺提伊的资源相比，执行四个方案领域的活动的预期费用 

会在 1 9 8 2年诰成大约3 0 万美元的赤字，在 1 9 8 3年上半年造成大约2 5 万美元 

的赤字。

8 1 9、 经社会又注意到，将由参与国政府承担起对中心提供机构支助的日益增 

加的责任，因为开发计划署将从1 9 8 3年 7 月起逐步终止其机构支助，尤 其 是 在  

1 986年以后，将不再有开发计划署的枳构支助而将由成员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经社会指示，在 1 98 3年 7 月 1 日亚太发屏中心成为一个政府间机构之前，秘书处 

应斟酌情况同中心的主任和管理委员会一起，尽早联系到中心的机构扣组织以及中 

心达到原枣设想的目标的情况。着手对中心机构费用进行一次重新审查。审查结果 

应提交各成员政府， 因为这将大大有助于它们在考虑将来对中心的捐卵則进行决策。 

经社会注意到，开发计划著打算在1982年年底以前进行一次对中心的三方审查， 

审查报告将在经社会下届会议之前提交各成员政府。

8 2 0、 经社会进一步注意到由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四个方韦领域的工作方糸內咎 

即 ：能源规划和督理、粮食安全、人力资源动员和团结妇女参与发屏。经社会还注 

蒽到， 1 9 8 1年内中心所进行的过渡研究方案和培训活动及有关活动。

8 2 1、 在审议了挺交维它的资料之后，经社会建议应该继续密切注意在培训扣 

研究之间保持审慎的平衡。经社会极力建议为太平洋岛屿发展中闵家并为最不发迖 

国家、内陆国家和岛屿发屏中国家制定并实施一个培训和有关支助的专门方案。

8 2 2、 经社会注意到拉莫斯（Ramos) 报告中关于在太平洋逬行站的各项 

建议还没有一项得到实施，并注意到中心主任说明何以如此的原因。经社会还注意 

到中心主任保证亚太发屏中心相确保同南太委会扣南太经甘局之间滋切合作，并希望 

就此早日采取措施。经社会建议中心主任就在太平洋进行培训活动和征聘逬行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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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合格人员的步骤在下一次管理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一份有关建议的专门报告。 

经社会注意到中心主任保证亚太发展中心每一年都会为太平洋培训活动指拨足够的 

资金。

8 2 3、 一个代表团重申，认为亚太发展中心应（毫不迟延地）大踏步前进，并 

着手执行一项工作方案，表明它对本区域不是可有可无的，是有用的，这一点很重 

要。该代表团还表示愿意帮助亚太发展中心，同它分享在微观一级的规划和方法领 

域所积累的专门知识。该代表团強调，有必要把重点放在社会发屏方面并敦请对加 

強个体经营者地位的战略给予优先地位。

8 2 4、 这个代表团建议中心主任重新审查管理委员会批准的研究和有关培训的 

四个方案领域，以期确保预定执行的方案领域的数目能和现有的资源相符，从而在 

必要时，资源可以集中用在深入执行少数方案领域上，而不会把力量分散到四个方 

案 领 域 去 。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统 计 研 究 所

8 2 5、 经社会审议了文件E/ESCAP/274

8 2 6、 经社会注意到，亚太统计研究所尽管学术人员人数不多，还是定期举办 

了普 通 班、两期高级班讨论会、两期统计人员自动数据处理训练班，在关岛、尼泊 

尔、巴基斯坦和泰国举办了国别的训练班，在印度尼西亚举办了一个讲习班， 同时 

还参加了亚太经社会的若干工作组.

8 2 7、 经社会认识到统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认识到有必要为统计 

工作指拨足够的国家资源，并认识到继续把亚太统计研究所当作本区域的培训机构 

的重要性。经社会敦请成员和准成员政府增加对统计研究所的捐助，井查明冋能从 

开发计划署方案支助得到的国际援助中受益的统计发展领域。

8 2 8、 日本政府作为东道国就继续给亚太统计研究所以支助一事表 示 了 看法， 

并表示中心主任将继续为亚太统计研究所的有效管理作出努力。

8 2 9、 经社会认为应该尽一切努力排除对成员国参与亚太统计研究所和类似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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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培训活动的任何障碍。

8 3 0、经社会感谢亚太统计研究所的支助者，其中包括东道国日本政府，各成 

员和准成员，感谢他们提供财政支助，感谢澳大利亚、印度、荷兰和英国政府提供 

方案资助，感谢其它诸如开发计划署和粮农组织等援助组织。

发屏中国家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

8 3 1、 经社会审议了文件E/ESCAP/279。

8 3 2、 经社会強调，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是 《国际发屏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虽然《阿鲁沙集体自力更生方案和谈判纲领》发表已将近两年半，全面的《加拉加 

斯行动纲领》通过也已有九个月，但这些文件中的建议尚未得到充分的执行。经社 

会指出，发屏活动的全球相互依存性质是必不可少、不可擗免的；但必须在建立稳 

固的南一南合作关系后。才能充分实现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有一个代表凼強调，普 

遍性原则必须坚持，不能利用任何联合国机关专为某一窠团的利益服务而排挤其他 

集 团 ;《经合》和《技合》不应为某一国家桌团所利用，作为对抗其他国家桌团的 

工具，而应作为与其他集团逬行合作的手段。

8 3 3、 经社会突出了亚太经社会冋在联合国发屏系统和本区域发挥独特作用，

将全球谈判所设想的要素转化为一连串面向行动、 目标明确的促进发屏中国家间合 

作的项目。所要求于秘书处的是，通过刻苦、持续的努力，便本身的方莱和活动吏 

加切合实际，保证最适度地利用现笮的资源。

8 3 4、 经社会获悉1 982年 2 月在印度政府邀请下4 4 个发屏中国家代表在新 

德里举行的会议。该次会议对南一北问题的目前情况和南一南合作的机会及前景作 

出估计。会上提出了几项措施，激励行动和便利更快地实行并制订各种方法，为《经 

合 》方莱挺供技术支援，其中包括可能采取具体主动措施，为 《加拉加斯纲领》所 

设想的技术合作事务筹措经费。

8 3 5、 经社会赞扬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对《促进和执行技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 

动计划》积极作出必要的响应；并赞扬审查《技合》高级委员会的有关建议，这些

1 7  6



建议包括《技合》资料系统的操作问题以及包括E / E S C A P / 2 7 9号文件摘列的各 

种促逬活动和支助活动。

8 3 6 、 越来辦善人认为，在 《技合》方面应当日益将交流知识和经验的过程转 

化为有效的合作和具体转让适当技术，对此经社会也有相同的看法。据指出，这个 

过程显然要在国家一级予以加強。必须在赖来越名领域有系统地编制有关目录，载 

列发屏中国家所发屏出来的和修改适用的各种技术，并随时将这些资料供给其他发 

屏中国家琴考。关于技术分享的问题还待处理，这些技术是各国在资源稀少惰形下 

独自发屏出来的。

8 3 7 、 经社会強调，优越的国家机构不仅要注意举办讨论会和训练课程， 而且 

要在技术的发屏和倏改适用的具休車例方面成为彼此协议的示范和比较研究场所。 

鉴于发屏中国家的嚭要扣资源，发达国家和发屏中国家在发展的优先领域已有的设 

-各可以并且应当在相互议定的中心进行测试。必须擗免产生过多的区域中心；应当 

谩步提髙已有的优良国家机构的水平，以便在能源领域及其他各种发屏部门充当区 

域试验中心。

8 3 8 、 经社会回胂较早前的一项决定，即应将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 

列为经社会及其附属机构年皮会议的一个议程项目。这样经社会的附属机构就有机 

会查明发屏中国家有哪些特定的技术可供个别邵门使用；并可进行比较性的评价， 

和就交流的方法扣业务问题达成协议。

8 3 9 、 经社会对亚太纹社会出版关于< 经合》和《技合》的刊物农示赞赏。秘 

书处应当继续查明扣评价发展中国家现有的特定技术、初制榫型和设 备 ， 井通过这 

些刊物散播这方面的笮关知识。在对彔不发达国家至关紧要的优先领域，也要编制 

史凄有关的手册扣指南。通过有特定目标的研究考察和讨论会，可以为业务后继方 

染的目的，将交流经验扣专长的宝贵工作有用地加以系统化扣晋及。

8 4 0 、 经社会高兴地获悉各国为查明 < 技合》的需要和能力所作的安排已取得 

了进屏，例如：1 9 8 2 年 5 月由菲律宾致府充当东道国举行东盟国家联络点主任会 

议；菲律宾在最后制订< 技合》计 划 方 面 取 得 的 逬 屏 ；在技术和经济合作委员 

会主持下设立的技术合作协调小组也朝这个方面在泰国逬行了筹备措施。经社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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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地注意到，开发计划穿将同亚太经社会合作，为亚洲和太平洋髙级官员举办一 

个 《技合》问题计论会， 由印度政府充当付论会的东道国。经社会支持这个讨论会 

的 目 板 即 ：使人们熟悉技术合作的概念、实践和安排，以及查明各国在《技合》 

方面的能力和需要。经社会欢迎将国家一级的〈〈技合》活动并入秘书处提交经社会 

年度会议审议的未来调查报告中。有人提请谨慎行事，最好将评价国家一级的《技 

合 》活动的工作交给国家当局办理。

8 4 1 、 经社会也注意到，各国在《技合》方面的支出与日俱增。在某些情况下， 

还从国别栺示性规划数字中专为这方面拨出史多的经费。经社会指出了其他《技合> 

的领域，包括秘书处文件所述的那些领域。经社会指出，经社会年度会议是共同查 

明合作领域的一个有用的论坛。

8 4 2、 有一个代表团指出，伲进 < 经合》和 《技合》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是： 

实行意义深远和进步的社会经济改革， 以求清除发屏生产力的障碍和巩固国家主权， 

其中包括实施土地改革；增 国 营 部 门 ；训练国家人员；采取有效措施清除经济上 

的依赖性，和严格管制跨国公司的活动。

8 4 3、 绎社会肴重指出进一步加強《技合》的财政哏制因素，并強调在这方面 

需要淋续取得发达国家和凄边援助机构的財政援助。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荷兰提 

供预算外资源援助，用来促进和支持《经合》和《技合》；日本应秘书处的请求， 

认捐了预算外资源援助，用来进打关于南亚合作的详细研究。育一个代衣闭问及，

能否从！洲开发钡行的纯利中拨出百分之一的专项经费，用米促逬涉及亚太经社会 

区域各国的方莱资金筹措。有人建议，发达国家应当加強技术援助方果中的《技合》 

部分，办法是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和设备，提供训练；支助发展中国家研究机构 

之间的合作活动。

8 4 4、 经社会重申国别指示性规划数字中的《技合》拨款应由国家一级来决定； 

并认为国别指示性规划数字中根据国家预算拨款而指定给 《技合》的那一部分所起 

的作用必须加以澄清。有人廣议开发计划署按照《技合》高级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 

建议，利用开发计划奢的方染储备金扣区域指示性规划数字来推行《技合》方茱； 

此外® 指出在区域合作安排和区域合作机构的行政费用使用上必须符合经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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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5、 开发计划署代表向亚太经社会报告说，从 1 9 8 2年起的新五年期内，开 

发计划署的全部资源中最大一笔已指定用于亚太经社会区域；希望在捐款国的慷慨 

捐助下，资金数额达1 9 亿美元的方茱能够付诸执行。中国的积极参加表明，该方 

茱是实现普過性原则的一个好例子。开发计划署技术合作的方案制订和承付款项， 

实际数额保持在规划数字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8 4 6、 开发计划署代表強调《技合》类别的活动已大为增加。_ 些国家已尝试

由政府来执行开发计划署的技术合作项目。 目前已开始征聘国家专家，从事开发计 

划署的技术合作项目。设备的使用和训练工作日益增加，但咨询服务却稍为减少。 

对联合国志愿人员的兴趣越来越大。大部分志愿人员都是从亚太经社会区域征聘的。 

通讨外国国民转让技术知识办法似乎越来越受欢迎。 目前的趋势是继续向区域机构 

提供方案式的支助， 而不是给予体制上的经费支援。后者已逐渐由赞助国政府承担。 

建立合作网的工作日益受到支持，预料这些合作网的管理和协调工作将遝步交给各 

国的主导中心本身来执行。 

8 4 7、 开发计划署代表告诉经社会说，开发计划署将同亚太经社会协商，拟于 

1983年举办一个由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官员和各国政府发屏援助协调员参加的会 

议，审查国家间方茱的执行情况，井同样重要地研究本区域日新月异的需求，并就 

联合囪发屏系统如伺能够最好地满足这些需求提出蒽见。拟议于 1 983年举办的方 

栗审查会议也将适当考虑对开发计划署未来的援助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8 4 8、 经社会指出，审查《技合》高级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将于1 983年举行、

经社会请秘书处在对开发计划暑提交高级委员会的全系统报告提供资料投入时，对 

经社会方莱和项目如何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加以分析和定量，其中着重指出秘书 

处的《经合》和 《技合》资料系统作为开发计划署资料查询系统的区域分支所起的 

作用，以及经社会在开发计划署拟议的发屏资料网全球项目中充当区域中心点所需 

的援助和所起的作用。经社会本届会议的审议情况和决定也应提交高级委员会会议 

参考。

8 4 9、 经社会获悉对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 

斯里兰卡之间的南亚地区合作问題所采取的主动措施；经社会指出， 目前显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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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必须慎重地以逐步的作法来建立合作的形式。经社会还注意到亚太经社会秘 

书处说，秘书处将按照其工作方茱和优先事项的第2 3 . 0 1 .0 5 项方案组成部分， 

以及第194 (XXXV)号决议，随时准备提供协助。两个参与正在逬行中的南业合作 

的代表团同意按照秘书处文件的设想*进行这些研究。它们赞扬日本应秘书处在较 

早时提出的请求，提供预算外资源。有人认为，如果有关国家联合提出要求》 亚太 

经社会秘书处应在这方而采取行动。

8 5 0 、 经社会強调必需更适当地促进和支助三个已查明的《经合》优先领域一 

全球性贸易优惠制度、国家贸易组织间的合作、豸国销售企业的设立。经社会強调, 

在这些领域加倍支援区域合作，以及支助区域间的活动，十分有益。 因此，经社会 

感兴栖地注意到秘书处建议同其他区域委爵会屏开协商，讨论能否就区域间合作问 

题制订一个联合工作方茱。经社会強调，查明特定产品的贸易机会，以及制订一个 

消除运输瓶颈口的业务性合作项目，可为拓屏区域间的贸易提供一个实际的基础。

宣布打算提供的捐款

8 5 1、 经社会审议了文件 E/E S C A P / 2 8 0 , E/ESCAP/281 , E /E SCAP/ 
282 和 C o r r .l  和 E/ESCAP/283 o

   8 5 2、执行秘书阐明了在联合国经常预算的拨款没賓增加的情况下预算外资源 

对于维持亚太经社会及各区域机构的方架所起的作用。他列出了 1 9 8 2年度秘书处、 

亚太发展中心和亚太统计研究所所需经费的概数。

8 5 3、 经社会注蒽到下列打算于1 9 8 2年提供的捐款：

H富汗

8 5 4 , H 富汗代表宣布该国政府打算向业太发展中心捐赠3, 0 0 0 美元。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代表宣布该国政府于1 981年 7 月 1 日至1 9 8 2年 6 月 3 0 日 

年展内将向亚太经社会项目和各区域机构捐赠127万澳元(约 1，3 7 2，87 0 美元)， 

细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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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向亚太经社会项目提供援助

澳元

（一）粮食供应专题研究 50 , 000

㈡提供一名工业专家 59 , 700
曰丙太平洋岸外联勘协委会 7 5 , 000
㈣向湄公河委员会提供援助 165 , 000
（五）关于养蚕妇女的项目 21 , 489
（六）太平洋各岛屿国家的能源统计 17, 400
㈦海洋环境项目 8 7 , 000
㈧区域农机网 8 5 , 000
㈨区域技术转让中心 75 , 0 00

(十）方案待定 144, 411
小计 7 80 , 000

(b)向各区埤机构挺供的援助

(一)亚太发屏中心 145 , 000
（二）亚太统计研究所 45 , 000

小计 190 , 000
（c)向联合国发屏咨询小组

在南太平洋的活动提供援助 300 , 000
共计 1, 2 7 0 , 000

孟加拉国

8 5 6 .孟加拉国代表宣布该国政府打算将赠维亚太发屏中心的捐款数额增加百

分之二十，即母年捐赠15 , 6 2 5美元，并继续每年向亚太统计研究所提供捐款 

5 , 0 0 0美元；向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提供捐款1, 0 0 0美元；向亚太经社会 

1982年工作方茱提供捐款1 , 0 0 0 美元。因此，孟加拉国1 982年度的捐款总额 

为2 2 , 6 2 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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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

8 5 7 、 缅 甸 代 表 宣 布 该 国 政 府 打 算 向 亚 太 经 社 会 丨 9 8 2 年 工 作 方 要捐赠 2 , 0 0 0

美 元 。

中国

8 5 8 、 中 国 代 表 宣 布 1 9 8 2 年 该 国 政 府 向 亚 太 经 社 会 提 供 捐 款 的 数 額 约 1 1 9 ,3 6 5  

美 元 ， 其 中 人 民 币 1 2 万 元 （用 于 亚 太 经 社 会 在 中 国 举 办 的 经 济 和 技 术 合 作 活 动 ） 

和 美 元 5 万 元 。 《支 付 与 上 述 活 动 有 关 的 国 际 旅 费 >。

法国

8 5 9 、 法 国 代 表 寅 布 该 国 政 府 打 算 提 供 40  万 法 郎 （约 6 6 ,  6 6 6 美 元 ），协 助  

卄 行 亚 太 经 社 会 的 一 个 能 源 规 划 项 目 。 此 外 ， 法 国 政 府 还 无 偿 媞 供 从 事 下 列 领 域 工

作的九名专家：

(a)资料和统计；

(b) 发 展 管 理 （发 屏 咨 询 队 ）；

(c) 文 件 资 料 或 照 相 判 读 （向 湄 公 河 委 员 会 提 供 ）；

(d )深 海 地 质 学 ；

(e) 矿 物 地 质 学 和 紬 矿 地 质 学 ；

(f) 第三纪南土堉研究；

(g) 遥感 ；

(h)向 杂 豆 相 茎 作 物 中 心 提 供 专 家 一 名 ；

(i) 内 河 航 道

法 国 政 府 还 将 出 资 筹 办 一 个 为 期 一 星 期 的 铁 路 电 气 化 会 议 ， 并 为 湄 公 河 委 员 会 筹 办  

欢 业 气 象 学 短 期 工 作 团 扣 矿 物 资 源 短 期 工 作 团 ， 上 述 援 助 相 当 于 丨 9 8 1 年 法 国 掩 供  

的 全 部 无 偿 援 助 ， 价 值 约 8 0 万 美 元 。

香卷

_  __8 6 0 、香 港 代 表 宣 布 香 港 政 府 打 算 向 亚 太 统 计 研 究 所 提 供 捐 款 10 , 0 0 0 美 元 ，

向 太 发 屏 中 心 提 供 捐 款 1 0 , 2 0 0 美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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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8 6 1、印度代表宣布1 9 8 2年该国政府将提供现金捐款约158 , 4 9 7美元，细 

列如下：

⑻向区域技术转让中心提供体制支助5 0 万卢比；

(b) 向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提供捐款2 , 0 0 0 美元；

(c) 向亚太统计研究所提供捐款1万美元；

(d) 向亚太发屏中心提供捐款9 万美元。

此外，印度政府在《技合》基础上向赖普尔印度地质测量培训中心提供训练设施， 

并向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提供三名矿物勘探专家的服务。向亚太经社会人口领域 

活动和杂豆根茎作物中心提供援助的问题尚在计论中，印度政府1 9 8 2年将向三个 

亚太经钍会的会议提供东道国设施和便利。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代表宣布该国政府打算向1 982年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提供 

捐款2 72 , 6 8 0 美元，包 括 ：

⑻向亚洲近岸联勘协委会提供捐款2 万美元；

⑽向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提供捐款1万美元；

⑹向东南亚锡研究和发屏中心提供捐款55 3 , 3 1 2 马来西业元。

此外，印度尼西业继续以实物方式向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提供东道国设施和便利。 

井预计可在1983年 和 1984年继续维持向亚洲近岸联勘协委会和区域矿物资源开 

发中心提供的上述捎款数额。

8 6 3、 1 9 8 2年印度尼西亚政府将向亚太统计研究所提供捐款4 万美元；预计 

在 1983年 扣 1 9 8 4年将可继续维'持这个数额。该国政府将向亚太发屏中心提供捐 

款 4 7 , 3 0 0 美元。

8 6 4、 预计 1 9 8 2年印度尼西业捐款总额将达359 , 9 8 0 美元。

伊朗

8 6 5、 伊朗代表宣布伊朗国家预算的编制工作，将于 1 9 8 2年 3 月底完全，届 

时将会列出伊朗政府的捐款数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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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8 6 6、 曰本代表宣布1 982年日本政府的援助总额预计，会达5 2 0 万美元，分 

列如下：

⑻资助执行日本Z 亚太经社会合作基金的亚太经社会项目， 150万美元； 

(切向湄公河委员会提供3 万美元；

•⑻在日本的培训•• 9 5 万美元;

⑹在无偿贷款基础上提供专家， 1 , 2 1 万美元；

㈨向亚太统计研究所捐赠现金， 583 , 5 0 0 美元；

(f) 向亚太统计研究所提供实物形式的东道国设施和便利， 6 7 3 , 0 0 0 美元；

(g) 向亚太发屏中心提供2 7 万美元。

马来西亚

8 6 7、 马来西亚代表宣布1982 年该国政府提供的捐款约为269 , 4 3 9美元，

分列如下：

⑻向亚洲近岸联勘协委会提供2 万美元；

⑼向杂豆根茎作物中心提供2 万美元；

⑹向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提供5 , 0 0 0 美元；

(d)向亚太统计研究所提供7 , 0 0 0美元；

⑻向亚太发展中心提供年度捐款4 2 , 0 0 0 美元；

⑺为支付亚太发展中心当地业务费用的捐款4 0 万马来西亚元。

註

8 6 8、蒙古代表宣布，该国政府提供本国货币捐款1，0 0 0美元，协助执行亚 

太经社会的工作方案。

 8 6 9、荷兰代表宣布，该国政府打算向亚太经社会的保健和社会方莱捐赠2 5

万盾（计约 9 6 , 9 0 0 美元）；对于亚太经社会其他项目的捐款不久将在预算经费最

后核定后予以宣布I/。荷兰并将向亚太统计研究所和亚太发屏中心各捐2 5 万盾。

2/荷兰政府向亚太经社会1 9 8 1年工作方莱捐赠的款项约为2 , 1 3 6 ,0 0 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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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 8 7 0 、新 西 兰 代 表 宣 布 ， 该 国 政 府 正 在 确 定 向 1 9 8 2 / 8 3 年 亚 太 经 社 会 工 作 方  

案 提 供 捐 款 的 数 额 。 新 西 兰 代 表 说 ， 虽 然 该 国 政 府 必 须 遏 制 公 共 开 支 ， 但 他 希 望 仍  

能 维 持 去 年 的 捐 赠 数 额 （1 4 3 , 0 0 0 新 西 兰 元 ）。. 新 西 兰 也 正 在 积 极 考 虑 向 亚 太  

发 屏 中 心 和 亚 太 统 计 研 究 所 提 供 捐 款 。

巴 基 斯 坦

8 7 1 , 巴基斯坦代表宣布，该国政府将向亚太统计研究所和亚太发展中心捐赠 

4 5 ,  0 0 0  美元。

菲律宾

7 2 、菲律宾代表宣布， 1 9 8 2 年菲律宾政府将捐赠3 0 2 , 0 0 0 美元，分列如 

下 ：

⑻ 捐 给 亚 洲 近 岸 联 勘 协 委 会 2 万 美 元 ；

㈦捐给亚洲一太平洋电讯共同体5 ,  0 0 0 美元。

⑻ 捐 给 区 域 矿 物 资 源 开 发 中 心 4 ,  0 0 0 美 元 ；

⑹ 捐 给 杂 豆 根 茎 作 物 中 心 2 5 , 0 0 0 美 元 ；

⑻捐给区域攻机网5 万美元；

(f) 捐给亚太发屏中心6 4 , 0 0 0 美元；

(g) 捐给亚太统计研究所2 万美元；

㈨约 1 1 4 , 0 0 0 美元的实物捐助，其中包括㈠向台风委员会提供1 4 , 0 0 0 #  

元的东道闺设施和便利；㈡向区域欢机网提供5 万美元的现有东道国设施 

和便利；曰如有需要扩充区域农机网的设施》提供 5 万美元。

大 韩 民 国

8 7 3 、大韩民国代表宣布， 1 9 8 2 年该国将提供捐款1 0 5 ,  0 0 0 美元，分列如 

下 ：

(a)捐 给 区 域 技 术 转 让 中 心 2 万 美 元 ；

㈨ 捐 给 亚 洲 近 岸 联 勘 协 委 会 1 5 , 0 0 0 美 元 ；

⑻ 捐 给 区 域 矿 物 资 源 开 发 中 心 7 , 5 0 0 美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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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捐给区域坡机网1 0 ,5 0 0美元；

⑻捐给亚太统计研究所1 7 ，，，5 0 0 美元；

⑺捐维亚太发屏中心3 5 ,0 0 0 美元；

新加坡

8 7 4 、新加坡代表宣布，该国政府将于1980— 1984年期间向亚太统计研究 

所提供捐款3 ，0 0 0美元。目前正在考虑向亚太发屏中心提供捐款。

斯里兰卡

& 、斯里兰卡代表宣布，该国政府打算提供捐款2 4 ,8 3 3 美元，分列如下： 

⑻捐给区域技术转让中心2 ,5 0 0 美元；

㈨捐给亚太统计研究所3 ,0 0 0 美元；

⑹捐给亚太发屏中心1 9 ,3 3 3 美元。

斯里兰卡政府还考虑向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提供捐款。

泰国

8 7 6、 泰国代表宣布，该国政府打算在1 9 8 2年提供捐款4 5 ,0 0 0 美元，分夕 

如 下 ：

⑻捐绐亚洲近岸联勘协委会3 万美元；

⑼捐给区域技术转让中心5 ,0 0 0 美元；

⑹捐给亚太统计研究所1万美元„

泰国政府还正在考虑向业太发展中心提供捐款的数额。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8 7 7、 苏联代衣宣布，该国政府将如往年一样为开发计划署出资在苏联举办的 

时论会/ 考察旅行提供东道囱设施扣便利，以及提供苏联专家逬行研究和在苏联的 

研究金等。

联合王国

8 7 8 . 联合王国政府打算于1 9 8 2年向亚太经社会捐赠5 2 ,0 0 0 英磅（约为 

9 5 ,6 8 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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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8 7 9 、 美 国 代 表 宣 布 了 该 国 政 府 向 岸 外 联 勘 协 委 会 和 南 太 平 洋 岸 外 联 勘 协 委 会  

提 供 捐 款 。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8 8 0 、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代 表 宣 布 该 国 政 府 1 9 8 2年 提 供 的 捐 款 约 1 4 0 万 美  

元 ， 比 往 年 多 捐 约 4 0 万 美 元 ， 其 中 5 0 万 美 元 用 来 支 付 正 在 进 行 中 的 项 目 费 用 ；

9 0 万 美 元 用 来 支 付 新 项 目 费 用 ， 这 些 新 项 目 是 根 据 亚 太 经 社 会 与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之 间 达 成 的 特 别 协 议 进 行 的 。 捐 赠 款 额 稍 后 将 加 以 肯 定 。

8 8 1 、 挪 威 政 府 已 在 1982年 捐 赠 690 , 447  U 0 美 元 ， 支 付 亚 太 经 社 会 船  

舶 便 用 者 合 作 项 目 的 费 用 。

瑞 典

_ 8 8 2、经 社 会 注 意 到 ， 瑞 典 国 际 开 发 局 正 在 积 极 考 虑 向 亚 太 经 社 会 保 护 海 洋 环  

境 区 域 项 目 提 供 财 政 援 助 。 预 料 这 个 项 目 在 其 执 行 的 三 年 期 间 将 会 吸 引 瑞 典 国 际 开  

发 局 投 入 2 ,1 4 5 ,0 0 0 美 元 的 资 金 ， 其 中 9 7 万 美 元 供 1 9 8 2年 7 月 至 1 9 8 3年 6 

月 的 財 政 年 度 使 用 。 预 料 有 关 决 定 将 于 1 9 8 2年 6 月 作 出 。

8 8 3 、 年 会 期 间 各 成 员 表 示 在 1982年 打 算 捐 赠 的 款 项 共 计 1 2 ,3 8 2 ,8 0 1 美  

元 。 其 中 9 ,7 8 4 ,7 1 4 美 元 打 算 供 亚 太 经 社 会 工 作 方 果 便 用 ； 1 ,0 6 5 ,5 4 2 美 元 捐  

给 亚 太 发 展 中 心 ； 1 ,5 3 2 ,5 4 5 美 元 捐 给 亚 太 统 计 研 究 所 。 除 了 这 些 款 项 之 外 ， 另 

外 还 有 一 些 成 员 国 提 供 捐 款 ， 但 由 于 其 本 国 政 府 的 预 算 过 程 尚 未 结 束 ， 因 此 不 能 宣  

布 捐 款 的 数 额 。 此 外 还 有 一 些 没 賓 派 代 表 出 席 会 议 的 非 成 员 捐 款 国 也 提 供 捐 款 。 预  

料 稍 后 将 会 收 到 这 些 国 家 打 算 捐 赠 的 数 额 。

8 8 4 、 经 社 会 強 调 成 员 国 必 须 增 加 对 亚 太 经 社 会 和 区 域 机 构 的 方 案 活 动 和 各 种  

项 目 的 捐 款 。 为 了 响 应 经 社 会 所 強 调 的 意 见 ， 大 多 数 成 员 国 宣 布 提 供 的 捐 款 ， 与 往  

年 的 捐 款 数 額 比 较 ， 都 有 显 著 的 增 加 。 同 样 重 要 的 是 ， 目 前 有 趋 势 向 区 域 机 构 提 供  

越 来 越 多 的 支 援 。 经 社 会 希 望 未 来 几 年 这 神 趋 势 会 进 一 步 加 強 。

8 8 5 、 同 时 ， 釭 社 会 注 意 到 因 亚 太 经 社 会 过 份 依 赖 预 算 外 资 源 所 引 起 的 困 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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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社会促请联合国总部当局根据亚太经社会地区的大小、人口、贫穷状况以及发展 

问题的繁复性，认真考虑从联合国经常预篝拨出更名资源给亚太经社会。

8 8 6、执行秘书感谢捐助国慷慨宣布打算提供捐款。他说，秘书处将不断努力 

保证最好地利用这些资源。秘书处将继续采取步骤提高项目的素质，并使项目符合 

经社会的优先需要和所关心的事项。

常驻代表和亚太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的活动和建议

8 8 7、 经社会审议了文件E /E SC A P /284。该文件是印度驻亚太经社会副常 

驻代表提出的。该代表是常驻代表和亚太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常 

驻代表咨委会）为此目的而指派的。

8 8 8、 经社会忆及已把审查经社会优先领域和各立法委员会职权范围的具体任 

务委扦于常驻代衣咨委会。除此之外，常驻代表咨委会审议了上届经社会会议出现 

的若千重要问题以及执行秘书征求意见的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审查经社会第三 

十七届会议的工作情况，关于粮食供应的专门研究，关于业务评价工作的进屏,GE 
太经社会代表手册》，加強或者重定常驻咨委会的方针，审查和评价“其他小纪活 

动 ”，加強机构间的协调，调和工作方莱格式，亚太发展中心章程草架， 和审查各 

立法委员会会议的工作情况。咨委会还进行了自我评价，审查其设立以来的活动井 

考虑如何可以提高其审议工作的效力。常驻代表咨委会认为咨委会现育的职权范围 

已具备足够的灵活性，能满足其工作上的要求。

8 8 9、 经社会通过了关于其各立法委员会职权范围的第222 ( x x x v i i i )号决 

议。

8 9 0、 经社会注意到，常驻代表咨委会对于维持秘书处与成员政府之间，以及 

成员政府本身之间的经常联系，起了很曹要的作用。经社会強调常驻代表咨委会的 

基本工作是向执行秘书提供咨询意见，并且保证执行秘书经常了解各成员政府的意 

见。不过，经社会也可以要求常驻代表咨委会执行某些特定任务。另外还指出，常 

驻代表咨委会可以在促使联合国其他机构的成员政府代表了解本区域特别是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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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和所关切的方面起有价信的作用。強调应保持常驻代表咨委会一般的非正式 

性质，并应在讨论问题和较为日常性的行政辜务之间保持适当平衡。

8 9 1、 经社会核可了该报告的有关建议，即 ：在确定优先次序的过程中应当考 

虑经钍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所通过的关于精简工作方案的指导方针的有关方面，和每 

几年应当审查和评价确定优先次序的程序。

8 9 2、 对于常驻代表咨委会同扨行秘书磋商后所将进行的今后工作提出了各种 

建议。有人建议，有必要审査经杜会每届会议的钼成，次数和会期长度。还建议， 

应该进_ 步审查同亚太经社会会议的工作情况有关的主要问题， 以期拟订更好的程 

序安排。常驻代表咨委会也可能会要审议为拟定和通过经社会会议日程表所作的目 

前安排。经补会请执行秘书同常驻代表咨委会协商以审查这些问题，并在下届会议 

上辩这些问题提出报告。

经社会第三十九届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8 9 3、 经社会决定于1 9 8 3年 3 月下旬时候在曼谷亚太经社会总部举行其第三 

十九届会议。执行秘书将同成员政府协商，决定会期的确切日期，然后决定通知经 

社会的成员。

通过经社会的年度报告

8 9 4、经社会在1 9 8 2年 4 月 2 日举行的第5 8 4 次会议上全体一致通过了技 

术和起草委员会编写的报告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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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经社会第三十八届会议通过的决议

2 2 0 (x x x v i i i）亚洲和太平洋潮湿热带地区杂粮、豆类和 
根茎作物区域研究和发展协调中心章程(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合，

里题_1977年 4 月 2 9 日第1 7 4 (X X X I I I )号决议，其中请执行秘书采取必 

要步骤，及早设立亚洲和太平洋潮湿热带地区杂粮、豆类和根茎作物区域研究和发 

展协调中心，

里其第三十六届和第三十七届会议一致支持关于及早设立这一中心和开展 

业务的要求，

满意地注意到执行秘书已采取行动，执行经社合的指示，包 括 1 9 8 1年 4月29 

日在印度尼西亚政府与联合国之间签订东道国协定，任命中心主任，并于 1 9 8 1年 

4 月 2 9 日正式成立中心，

赞赏地注葸到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法国、 日本、马米西血、荷兰、菲律宾、 

大韩民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本项目的执行奴供慷慨的財奴和技术支助，

又注意到 1982年 1 月在曼谷召开的农业发展委员会第四届会议对中心草程草 

案表示赞同，

里丝业洲和太平洋潮湿热带地区杂粮、豆类和根茎作物区域研究和发展协调中 

心章程，全文附于本决议之后，作为其业夯的根据。

第 5 8 3 次会议

1 982年4月1曰

⑴参看上文第 3 7 8 -3 8 2 段
1 9  0



附 件

亚洲和太平洋潮湿热带地区杂粮、豆类和 

根茎作物区域研究和发展协调中心章程草案

成 立 和 地 位

1. 亚洲和太平洋潮湿热带地区杂粮、豆类和根茎作物区域研究和发展协调中 

心 （以下简称“中心”）于 1 9 8 1年 4 月由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 

社 会 ）执 行 秘 书 根 据 经 社 会 第 1 7 4 (X X X I I I )号决议以及经社会第三十六 

届和三十七届会议的指示设立，其存续依照本章程条款的规定。

2. 亚太经社会的所有成员和准成员得为中心的成员。

3. 中心具有亚太经社会附属机构的地位，中心的工作人员构成联合国秘书处的一 

部分。

目 标 和 职 责

4. 中心的目标是向亚太经社会的成员和准成员提供为发展杂豆根茎作物的生 

产、利用和贸易所需要的专家技术服务和设备，其方法是加强国家研究和发展活动， 

以解决粮食问题，增加就业机会，实现较合理的收入分配和使饮食较均衡以及加速 

同畜牧业和其他工业建立密汸咲系。 为实现这项目标，中心将照顾到关于潮湿热带

以及半开旱和其他地区的问题和方案的相互关系。

5. 根据第4 款所列举的目标，中心斟酌情况与其他机构合怍，按照有关各国 

的要求应有下列职责：

( a ) 提供援助，以发展农业合作研究网；

(切筹备农业经济研究，包括社会方面问题；

( c ) 培训国家研究和推广工作人员；

⑹ 搜 集 、处理和传播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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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和 总 部

6. 中心设理事委员会，主任一人和工作人员以及一个技术咨询委员会。

7. 中心总部设在印度尼西亚茂物。

8. 联合国财务和工作人员条例适用于中心，大会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联合 

国财务和工作人员细则以及行政命令适用于中心，秘书长另有决定者不在此限。

理 事 委 员 会

9. 中心设理事委员会（以下简称“理事全”），由中心东道国所任命的代表 

一人和经社会选出其他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的代表至少八人组成。 由中心主任 

担任理事全秘书。

10。 。 除中心东道国所任命的代表外，理事会成员由选半严生，任期三年，但 

可以连选连任。理事会成员和准成员的第一次选举在亚太经钍会1 9 8 2 年会期 

举行。

11. 上面第 9 款具体规定之外的政府以及理事会认为适当约国际和国家机构 

可被邀请以观察员资格参加其会议。

12. 理事会第一届成立常会应于本章程通过后由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尽早召 

开。

13. 理事全应至少一年召开一届会议并通过它自己的议事规则。 理事会多数 

成员要求执行秘书召开特别会议时，理事会应召开特别会议。

14. 理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为其成员的多数。

15. 理事会的每一成员有一票表决权。理事会的决定应通过协商一致作出， 

如无法达成协商一致，则由出席和参加表决的成员的多数化出。

16. 理事会每一届常会应选举主席一人和副主席一人。他们任职至理事会的 

下一届常会。理事会会议由主席主持；主席不能出席时，由副主席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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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理事会应审查本中心的业务，并审议和通过本中心工作的年度和长期方 

案。 理事会应向经社会每一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方案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

主 任 和 工 作 人 员

中心设主任一人，由联合国秘书长与理事会协商后任命，任期三年。第 

一任主任可由秘书长在理事会成立前任命，任期最长为两年。

19. 主任就中心的行政及其方案的执行向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负责。

20. 主任应就中心的活动、行政、管理和财务情况编写年度报告并提交理事 

会。

21. 中心的工作人员由联合国有关行政当局任命。

技 术 咨 询 委 员 会

22. 中心设技术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技咨委会”），由直接同农业研究 

各领域的技术问题有关的著名科学家和专家组成。技咨委会的成员最多为1 2 人。 

技咨委会的成员由中心主任同亚太经钍会执行秘书协商派任。亚太经社会、开发计 

划署和粮农组织的代表为技咨委会的当然成员。必要时应邀请其他有关国家和国际 

研究所和机构的代表参加。

23. 技咨委会负贵向主任就工作方案的拟订和有关中心业务的其他技术事项 

提出建议。

24. 技咨委会至少一年召开会议一次，并由中心主任召集。

25 . 枝咨委会主席由技咨委会自行选举产生。

中 心 的 资 源

26. 中心的财政资源包含：

⑻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的志愿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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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其他政府提供的资金；

⑹国际和国家机构提供的资金；

⑹中心提供服务所得款项； 

f e ) 中心收到的其他资金或款项《

2 7 . 中心也可以接受非财政性质的捐助。

28- 经社会每一届会议应根据理事会的报告审查中心的资源状况，并在它认 

为适当时提出建议，以确保给常及时和充廷地向中心及其方案提供资源。

29- 中心应在健全的经济和财政基础上实行管理。

同联合国其他组织和专门机构以及其他国际机构的关系

3 0 . 中心可以同联合国其他组织和专门机构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建立和保持它 

认为适当的关系。

221 (XXXVT.TI)亚洲-太平洋贸易展览

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重申其所承抠的义务,特别是通过促进国际贸易及散友和交流，关于工业和技术 

能力的资料来促进与《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目标相一致的本区 

域发展中国家间的集体自力更生，

回顾其196评 3月25日关于业洲国际贸易博览会旳第61(XXI ) 号决议，

进一步回顾1966年在曼谷、 1 9 6 9年在德黑兰和1972年在新德里成功举办 

的各届亚洲贸易博览会，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广泛地參加了这几届博览会，对 

于促进区域贸易和区域间贸易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又回顾贸易合作组贸易促进中心网小组决定业洲贸易博览会有助于促进区域内 

部间的贸易，

⑵ 参看上文第5 1 2 — 5 1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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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举办国际贸易博览会和展览是提高区域经济合作和囪际贸易以及散发关 

于贸易、工业和技术能力的资料的实际有效方式。

深信所有成员和准成员积极参加国际贸易博览会和展览将非常有助于博览合和 

展览获得成功，

/ 遣执行秘书同感兴趣的成员国及有关国际组织磋荊是否可能在经社会成员国 

间举办一个贸易展览，井协助本区域内需要协助的成员国参加展览；

2 .遺执行秘书在举办这种展览时，评价本区域成员国得到的利益，以期经社会 

能够决定定期举办这种展见的方便和恰当时刻及本区域内的适当地点；

各成员柞准成员考虑是否可能主办这种展览；

执行秘书在弟三十九届会议上就执仃本决议的进展情况向经社会提出报告。

第 5 8 3 次会议

1 9 8 2年 4月1日

2 2 2 (  X X X V I I I ) 业太经社会各立法委员会的职权范围.⑶

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 顾 其 1 9 8 0年 3 月 2 9 日第2 1 0 ( x x x v I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 

要求执行秘书与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所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安员会协词，在必要 

时遵照经社会的会议结构的变化调整或重新制定各立法委员合的职权范囤，将拟议 

的职杈范围提交各立法安贞会审查并提供銓社会审议和批准.

又回顾其1981年 3 月 2 0 日第2 1 9 ( X X X V I I )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 

外，强调必崙加强协调联合囪系统在地区一级进行的社会绞济发展活动和避免工作 

上的重复，以及有必要加强联合在一切适当部门对发展中闽家的需要作出反应，

⑶参看上文第 8 8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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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与咨询委员会协商所拟订的职权范围建议稿在过去两年期间已由各立法 

委员会审查，同时 1980年10 月召开的第二次业洲及太平洋社会福利和社会发展部 

长会议也对社会发展安员会的职权范围进行了审查.

名注農到由于运社会第三十七届会代决定取消1981年人口委员会会议而改于 

1982年召开第三次亚洲和太平谇人口会议，因此对人口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无法进 

行这种审查，

鱼所宥安员会的职权范围尽蜇使用相同的术语是可取的，

及星其各立法知讨分押职权范幽列作本决议的附件。

第5 8 3 次会议
1 9 8 2年4月1日

附 件

农业发展委员会

农业发展委员会具有下列职权：

1 、 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审查和分析本区域稍食和农业发展的状况；

2 、 审议本区域粮食和农业发展领域的计划和方案，并撣出津议，特别窜视旨 

在伲讲农村发展的粮食和农业的政策和战略；

3 、 审查和评价秘书处在粮食和农业发展领域的活动，并就制订和拍行这一领 

域的工作方案撣出肄议，特别重视经社会随时确定的优先领域的活动，并顾及联合

国和其他有关绍织，特别是收合国稂食和农业组织在这一领域正在进行的工作；

4 、 履行经社会对本区域内一切有关精食及农业发展的事项所可能要求的其 

他职权和活动；

5 、 必要时同经社会和其他有关机构所设立•的其他立法委员会联系，并照顾到 

它们的有关津议。

委员会应在奇数年召开会议并向经社会提出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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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委员会

发展规划委员会具有下列职权：

1 、 审查和分析本区域的发展进度并就对本区域有重大影响的发展战略和政策 

撣出津议；

2 、 审查本区域内规划的使用情况并就关于计划的拟订，执行和评价的事项提 

出津议；

3 、 审查对本区域有重大影响的发展和规划问题，并擇出建议，以供面向政策 

的研究和行动之用，特别是需要优先注意并与伲进区域及分区域合作有关的研究和 

行动；

4 、 审查和评价秘书处在⑻发展规划、预测和政策及⑼跨国公司领域的活动； 

并就制订和扨行这些领域的工作方案提出建议，特别重视经社会晡时确定的优先领 

域的活动，并顾及联合国和其他有关组织，特别是亚洲和太平洋发展中心在这些领 

域正在汫行的工作；

5 、 履行经社会对一切有关(a)发展规划、预测和政策及（b)跨国公司的事项所可 

能要求的其他职权和活动；

6 、 必要时同经社会和其他有关机构所设立的其他立法委员会联系，并照顾到 

它们的有关建议。

委员会应在偶数年召开会议并向经社会提出报告。

工业、技术、人类住区和环境委员会

工业、技术、人类住区和环境委员会具有下列职权：

1 、 审查和分析本区域内关于工业发展的计划、政策和战略，并研究其问题；

2 、 审查工业发展项目的执行情况，并提出建议，其中包括以前亚洲工业发展 

理事全所鉴定的项目，并将该理事会的活动纳入委员会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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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审查和分析科学和技术的进展和问题并就加强本区域的技术能力和促进技 

术转让的措施提出津议；

4 、 审查和分析人类住区和环境方面的进展和问題，并就有关措施提出建议， 

要照顾到在这些领域所作的国家、 区域和全球的努力；

5 、 促进工业、枝术、人类住区和环境领域的区域和分区域合作；

6 、 审查和评价秘书处在工业、技术、人类住区和环境领域的活动，并就制订 

和执行这些领域的工作方案提出建议，特别重视经社会随时确定的优先领域的活动， 

并顾及联合国和其他有关组织、特别是狀合囪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囡人类住区中心、 

戕合因科学和技术促钟发屐中心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这些领域正在进行的工作；

7 、 屑行经社会对本区域内一切有关工业、技术、人类住区和环境的專项所可 

能尊求的其他职权和活动；

8 、 必要时同经社会和其他有关机构所设立的其他立法委员会联系，并照顾到它

们的有关肆议。

委员会会应每年召开会议一次，每隔一年分开处理工业和技术、人类住区和环境 

:这两类问题，但不互相排斥，并向经社会提出报告。

自然资源季员会

肉然资源委员会具有下列职权：

1 、 审查和分析本区域自然资源发展的汫展情况，尤其是在水、能源和矿物资 

源发展领域的讲展情况；

2 、 深入研讨关干水、能源和矿物资源的技术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

3 、 审奴关于话当地调查，发展和利用水、能源和矿物咨源的政策、战略、方 

沣和技巧，并桿出肆议，适当考虑到经济、社会和环境情况，以 查 明 阻 碍 U 些领 

域取得满意的汫屏速庳的各种问题，并提出恰当的措施，包括所需的训钸方穿；

4 、 促进有关国家间在水、能源和矿物资源发展方面的区域和分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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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审查和评价秘书钋在水、能源和矿物资源发展领域的活动，并就制订和执 

行这些领域的工作方案提出建议，特别重视经社会隨时确定的优先领域的活动，并 

顾及联合国和其他有关组织在这些领域正在进行的工作；

6 、 履行经社会对本区域内一切有关水、能源和矿物资源发展的事项所可能要 

求的輩他职权和活动；

7 、 必要时同经衬会和其他有关机构所设立的其他立法委员会联系，并照顾到 

他们的有关建议。

委员会应每年召开会议一次，分三年每-年轮流处理水、能源和矿物资源的发 

展问題， 但不排除其它两个题目，并向经社会提出报告。

人口委员会

人口委员会具有下列职权：

1 、 审查和分析本区域内各国当前和未来的人口状况；

2 、 根据人口问題与发展过程的内在相互联系，审议人口问题的所有方面，并 

提出建议，以促进早日达到平衡的发展；

3 、 审查和评价秘书处在人口领域的活动，并就制订和执行这一领域的工作方 

案提出肄议，特别重视经社会随时确定的优先领域的活动，并顾及联合国和其他有 

关组织在这一领域正在进行的工作；

4 、 屑行经社会对本区域内一切有关人口问题的事项所可能要求的其他职权和 

活动；

5 、 必要时同经社会和其它有关机押所设立的立法委员会联系，并照顾到它们 

的有关建议。

委员会应在奇数年召开会议并向经社会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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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运输和通信委员会

航运、运输和通信委员会分成两翼，分别具有下列职权：

八、航运、港口和内河航道

1 、 审查和分析全世界航运、港口和内河航道领域的当前和未来发展，这些发 

展对本区喊各国都有影响，并就如何捅过充分的、经济的和有效率的航运、港口及 

有关服务来便利国家、分区域、区域和国际贸易，撐出适当肄议；

2 、 审查和促进本区域各国商船队的发展，以期扩大它们外理海运贸易的商船 

足输能力和便利货物和旅客的流通；

3 、 併进各国夕间在伸用其航运资源方面讲行分区域、区域和区域间的合作， 

并且协助和岁持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分区域组织；

4 、 侨进各国制订有关海事领域的适当措施和法律，这些措施和法律须符合本 

区域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与国际的海事立法和惯例相一致；

5 、 伲进交流河关航运、港口和内河航道的管理和人力发展的知织、经验和抄 

术；

6 、 审查本区域各国港口和港口设施的发展，包括资料和教据系统的发展，以 

期对倔进发展的措施撣出律议，从而满足国家、分区域、 区域和区域间贸易的需 

要；

7 、 同委员会关于运输和通信、旅游及便利国际交通的一翼联系，研究和评价 

国际多种运输方式系统柞联运业务对业太经社会成员国和准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 

国审所引起的问题；

8 、 鼓励本区域各国建立囷家海事绀织、作为保证遵守委员会第168 ( x x v  

I I ) 号决议的一种手段；

9 、 审议和挵出措施来律立托运人钾织及促进本区域托运人t 间的工作、包括 

鉀织训练方案、讨论会和讲习班等；

1 0 、 审查和评价秘书处在航运、港口和内河航道领域的活动，并就制订和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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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些领域的工作方案桿出埭议，特 别 穸 视 ％社会陆时确定的优先领域的活动， 

并顾及联合国和其他有关鉬织、特别是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 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闽粮貪和农业组织洤这些领域正在进行的工作；

1 1 、 履行经社会对本区域一切有关航运、港口和内河航道的事项所可能要求 

的其他职权和活动；

1 2 、 必要时同经衧会和其他有关机构所设立的其他立法委员会联系，并照顾 

到它们的有关建议；

B 。。.运输和通信、旅游及便利国际交通

1 3 、 审查和分析在本茯域各种运输方式的运输和诵信、旅游及便利国际交通 

领域当前和未来的发展情况；

1 4 、 建议政策、战略、方法和技术， 以伲进本区域各种运输方式的运输和通 

信、旅游及便利国际交通的讲一步发展；

1 5 、促进在各种运输方式的运输和通信、旅游及便利国际交通领域的交流知识、 

经验和枝术，包括综合规划、业务、管理及人力发展；

1 6 .  佴进在各种沄输方式的运输和通信、旅游及便利国际交通领域的区域和 

分区域合作， 以及必要时的区域间协调；

1 7 .  审查和评价秘书处在各种运输方式的运输和诵信、旅游及便利国际交通 

领域的活动，并就制订和执行这些领域的工作方案提出建议，特别重视经社会随时 

确定的优先领域的活动，并顾及联合国和其他洧关组织、特别是国际电信联盟、万 

国邮政联盟、国际民用航空组纸，世界旅游组织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备议和国际劳 

工组织在这些领域正在进打的工作；

1 8 、 厢行经社会对本区域内一切有关各种运输方式的运输和通信、旅游及便 

利国际交通的事项所可能要求的其他职权和活动；

1 9 、 必要时同经社会和其他有关机构所设立的其他立法委员会联系，并照顾 

到它们的有关瑋议。

委员会应每年召开会议一次，其两翼隔年轮流开会，在偶数年讨论航运、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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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河航道问题，在奇数年计论各种运输方式的运输和通信、旅游及便利国际交 

通问题。委员会应向经社会提出损告。

社会发展委员会

社会发展委员会具有下列职权：

1 、 审查和分析本区域内社会发展的形势；

2 、 审议争取社会正义的适当战略和措施，并提出建议，包括发展儿童福利、

群众参与发展过程以及团结妇女和青年的更普遍积极参与，社会辩护，减轻贫困，

促进发展利益的公平分配以及改善生活水准，同时顾及到《联合国社全进步和发展 

宣言》中提出的有关基本原则和目标；

3 审查和评价秘书处在社会发展领域的活动，并就制订和执行妹一领域的工

作方案桿出津议，特别重视经社会随时确定的优先领域的活动，并顾及联合国和其 

他有关组织，特别是联合国敎育杆学及文化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肤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囚稂食和农业组织在这

-领域的任务规定和止旮珅行的工作：

4 、 履行经社会对本区域内一切有关社会发展的事项所可能要求的其他职枳和 

活动；

5 、 必要时同经社会和其它有关机构所设立的立法委员会联系，并照顾到它们 

的賓关肄议。

委员会应在偶数年召开会议并向经社会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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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

统计委员会具有下列职权：

1 、 审查和分析本区域内统计发展的进展情况；

2 、 伲进统计质量的改善和新枋术的应用，安排成员国之间对统计工作和方法 

交换资料和经验，在必要时，就统计及其应用各领域的技术援助、培训、教育和研 

究方案提出建议；

3 、 促进国际统计标准适应本区域各園的情况和需要，并念及保待各种国际统 

计指教和方法彼此相应和调和的内在重要性；

4 、 审查和禅价秘书处在统计领域的活动并就制订和执行这一领域的工作方案 

撣出建议，特别重视经社会晡时确定的优先领域的活动，并顾及联合国和其他有关 

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统计处和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在这一领域正在进行的工作;

5 、 通过洲和太平洋统计研究所主任，就本区域各国在统计训练方面的要求 

的性质和优先事项， 向该所的咨询理事会提供意见，以供审议该所的工作方案之用；

6 、 履行经社会对本区域内一切有关统计的事 项 可能要求的其他职权和活动；

7 、 必要时同经社会和其他有关机构所设立的其他立法委员会联系，并照顾到 

它们的有关建议。

委员会应在奇数年召开会议并向经社会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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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委员会

贸易委员会具有下列职权：

1 、 审查和分析本区域各国的贸易和商业政策，促进本区域各国间以及本区域 

与世界其他各国间的贸易发展，尤其是扩大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以协助本区域各 

国的经济发展；

2 、 审查包括训练贸易人员在内的贸易发展和扩大工作的讲展情况，并促进这 

项工作在技术和方法方面的发展；

3 、 审议围际贸易问题、特别是影响到下列方面的问题；

(a)亚 洲 和 太 平 洋 各 国 特 别 是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适 当 的 区 分 区 域 和 区 域 间  

贸 易 ， 包括下列有关问题：金 融 机 构 和 贸 易 资 金 出 口 信 贷 保 险 、保险和再

保险、还本付息，商品的标准化、商业仲裁、关税管理、销售和市场研究以及产品 

的改进和包装；

(b)原料和商品，包括促进对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重大社会经济意义的原 

料和商品的分区域， 区域和国际合作；

(c)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岛屿国家、内陆国家和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特殊问 

题；

(d)贸易和商业的组织和机构，适当注意到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在这些领域正 

在进行的工作；

4 、 审查和评价秘书处在贸易领域的活动，并就制订和执行这一领域的工作方 

案提出建议，特别重视经社会随时确定的优先领域的活动，并顾及到联合国和其他

賓关组织、特别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这一领域正在进行的工作；

5 、 履行经社会对一切有关贸易的事项所可能要求的其他职权和活动；

6 、 必要时同经社会和其他有关机构所设立的其他立法委员会联系，并照顾到 

它们的有关肄议。

委员会应在偶数年召开会议并向经社会提出报告。为了使贸易和贸易政策的发 

展情况能够每年得到审查，经社会本身应在奇数年里讲行这项审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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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 X X X V I I I ) .国 际 青 年 年 ： 参 与 、发 展 、和 平 ：

国 际 青 年 年 以 前 和 国 际 青 年 年 期 间 所 要 采 取 的 具 体

的 措 施 和 活 动 方 案 的 执 行 情 况 和 后 继 行 动 w

亚 洲 及 太 平 洋 经 济 社 会 委 员 会 ，

回 顾 大 会 1 9 7 9年 1 2 月 1 7 日 第 3 4 / 1 5 1 号 决 议 ，其 中 大 会 决 定 指 定 1985 
年 为 国 际 青 年 年 参 与 、 发 展 、 和 平 ，

注 意 到 1 981年 3 月 3 0 日 至 4 月 7 日 在 维 也 纳 举 行 的 国 际 青 年 年 咨 询 委 员 全  

第 一 届 会 议 的 报 告 ，

参 照 大 会 1 9 8 1年 1 1 月 1 3 日 第 3 6 / 2 8 号 决 议 ， 其 中 大 会 批 准 及 早 实 施 国  

际 青 年 年 咨 询 委 员 会 所 通 过 的 国 际 青 年 年 以 前 和 国 际 青 年 年 期 间 所 要 采 取 的 具 体 的  

措 施 和 活 动 方 案 ，

又 参 照 大 会 1 9 8 1年 1 1 月 1 3 日 关 于 争 取 青 年 实 现 和 享 有 人 权 、 特 别 是 受 教 育

育 和 工 作 的 权 利 的 努 力 和 措 施 的 第 3 6 /2 9 号 决 议 >

深 信 充 分 筹 备 和 庆 祝 以 “参 与 、 发 展 、 和 平 ”为 口 号 的 1 9 8 5年 国 际 青 年 年 将

提 供 一 个 有 利 的 重 要 机 会 ， 提 醱 注 意 青 年 的 情 况 、 具 体 需 要 和 愿 望 ； 促 进 与 青 年 成  

3 社 会 和 经 济 发 展 不 可 分 割 部 分 有 关 的 政 策 和 方 案 ；加 强 青 年 和 青 年 组 织 积 极 参 与  

社 会 ， 特 别 是 在 促 进 和 实 现 发 展 与 和 平 方 面 ； 并 向 青 年 提 倡 和 平 ， 互 敬 和 通 达 人 情  

的 理 想 ，

_关 切 地 认 为 在 执 行 国 家 和 区 域 有 关 青 年 的 方 案 时 ,必 须 把 力 量 集 中 在 包 括 少 年  

犯 罪 、 酗 酒 、 吸 冓 以 及 剝 削 青 f 等 影 响 青 年 的 社 会 问 题 上 ， 以 鼓 励 他 们 积 极 参 与 发  

展 的 工 作 ，

差 塵 里 必 须 增 进 和 加 強 国 家 和 区 域 各 级 活 动 的 协 调 ， 为 妥 善 筹 备 及 庆 祝 国 际 青  

年 年 做 出 贡 献 ，

⑷ 参 看 上 文 笫 6 3 5 -6 3 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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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决定于1 9 8 3年召开主管国家青年方案胂府官员区域 

会议，作为 1 9 8 5国际青年年区错筹備工作的一部分，

考虑到秘书外应当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监澜和评价在地方、国家及区域各级 

为筹備和庆祝国际青年年而举办的各项活动，并便利经钍会成员及准成员之间交流 

资料和经验，

1. 吁请成员和准成员:

⑻按照它们的经验、条件和轻重缓急次序执行在国际青年年以前和围际 

青年年期间所要采取的具体的措施和活动方茱；

( b ) 在有需要的灿方，成立有青年和青年绚织的代丧广泛参加的国际青年 

年国家协调委员会；

( e ) 随时通知执行秘书它们同国际青年年的筹備工作和执行具体的措施和 

活动方案有关的国家活动；

2 . f 执行秘书按现有可能作出安排，以传播同本区域特别有关的各成员和准 

成员所进行的国际青年年措施和活动的资料以及处理同青年有关的各种问题的国家 

经验的资料；

3 . 请执行秘书探究是否可能于1 982年召开青年专家和青年领袖咨询和规划 

会议，以确保为1 9 8 3年的区域会议做好足够的筹備工作；

4 . 请执行秘书保证秘书处内部作出适当安排协调经社会的青年活动，以期加

強国际青年年的筹備工作；

5 请执行拍行秘书同成员和准成员汫行接洽，着眼于取得所需资金，以有效进 

行青年年的筹備和庆祝活动；

6 . 进一步请执行秘书向经社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交本决议的执行进度报告， 

备供讨论。

第 5 8 3 次会议

1 9 8 2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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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4 ( XXXVIII)在经钍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动中兼顾环境问题⑸

亚 洲 及 太 平 洋 经 济 社 会 委 员 会 ，

翌 题 载 有 《联 合 国 第 三 个 发 展 十 年 国 际 发 展 战 略 》的 大 会 1 9 8 0年 1 2 月 5 日 

第 3 5 / 5 6 号 决 议 的 目 标 和 原 则 。 该 项 《战 略 》强 调 ， 必 须 有 一 个 从 环 境 而 言 可 以  

持 久 并 能 保 护 生 态 平 衡 的 经 济 发 展 过 程 ，

注 意 到 其 1 9 8 0年 3 月 2 7 日 第 2 0 2 ( XXXVI）号 决 议 ， 其 中 请 执 行 秘 书  

辨 明 经 社 会 各 部 门 性 方 案 中 有 关 环 境 问 题 的 各 个 方 面 ， 以 确 保 经 社 会 范 围 内 环 境 活  

动 的 协 调 ， 并 促 进 与 其 他 机 构 的 协 调 一 致 ，

回 顾 其 第 三 十 五 届 会 议 关 于 体 制 安 排 的 建 议 ， 其 .中 对 设 立 环 境 协 调 股 ，作  

为 实 现 经 社 会 环 境 目 标 的 一 项 必 要 的 初 步 行 动 ， 表 示 赞 扬 ，

铭 记 其 第 三 十 七 届 会 议 的 建 议 ， 即 秘 书 处 应 继 续 努 力 ， 确 保 经 社 会 第 三 十 五 届

会 议 所 确 定 的 优 先 领 域 的 活 动 要 兼 顾 环 境 问 题 ，

[联 合 国 方 案 和 协 调 委 员 会 第 二 十 一 届 会 议 关 于 各 区 域 委 员 全 同 其 他 联 舍

国实体之间分担环境领域的任务和责任的报告，

注 意 到 在 执 行 秘 书 提 交 经 社 会 第 三 十 八 届 会 议 的 报 告 中 所 述 的 关 于 本 区 域 的 环

境 状 况 ，

丛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在 环 境 协 调 股 成 立 期 间 所 起 的 宝 贵 的 佣 进 作 用 ，

认 识 到 1 9 8 2年 5 月 2 0 日 至 6 月 2 日 在 内 罗 毕 举 行 的 环 境 规 划 理 事 会 第 十  

届 会 议 将 重 新 审 议 关 于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与 其 区 域 办 事 处 相 对 而 言 向 各 区 域 委 员 会  

提 供 环 境 方 面 的 支 援 的 问 题 ，

1. 其 成 员 和 准 成 员 政 府 重 申 支 持 经 社 会 在 环 境 领 域 的 活 动 ；

2 . 请执行拍 行 主 任 新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对 环 境 协 调 股 的 支 持 问 题 同 环 境 规 划 署 执  

行 主 任 紧 急 协 商 ， 以 确 保 经 社 会 的 活 动 以 现 有 水 平 继 续 兼 顾 环 境 问 题 ；

⑸ 参 看 上 文 第 4 8 9 和 4 9 2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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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其成员及准成员政府就是否需要继续经社会滩有水平的环境活动问题 

向环埯郏划琿事会第十届会议提出意见；

4 . 遣执行秘书探寻调用联合国玥有资源的可昧性或以其他可能的方式， 确保 

环境颊划股取得三名经常预算员额， 并就执行本决议的汫展情况向经社会第三十九 

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 5  8  3 次会议 

1 9 8 洗 4 月 1 日

2 2 5 （x x x v i i i ) 亚洲和太平洋发展中心章程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其1 9 7 9 年 3 月 1 4 曰第1 9 1 ( X X X V ) 号决议、 1 9 8 0 年 3 月2  7 曰第 

2  0  6 （x x x v i ） 号决议和1 9 8 1 年 3 月 1 9 日 第 2 1 5 ( x x x v i i  ) 号决议，

收到并审议了执行秘书关于按照第2 1 5 ( x x x v i i ） ） )号决议进行谈判和协商的 

报告，

希望在本区域成立一个单一的区域性训练和研究综合机构，即亚洲和太平洋发 

展中心，

1 .  通过《亚洲和太平洋发展中心章程》，其全文载于本决议附件，

2 .      执行秘书按照章程第十六条将章程开放签署；

3 .  促请理事会和管理委员会考虑到初期由东道国代表担任管理委员会主席对 

中心的好处，保证东道国马来西亚的代表担任主席，任期由管理委员会成立之日起 

三年；

4 .  希望尽可能广泛遵守章程。

第 5  8  3 次会议

1 9 8 蜘 月 1 日

⑹参看上文第 815—3 1 6段。 2 0 8



附 件

亚洲和太平洋发展中心章程 

第 一 条

中 心 的 建 2

兹建立亚洲和太平洋发展中心（下称“中心”）作为一个有关发展问题的政府 

间政策研究和训练机构，为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服务。

第 二 条  

宗 旨 和 职 能

1 、 本中心的宗旨是协助其成员国政府，并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条件协助亚太 

经社会区域非本中心成员的各国政府，以及配合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政府和非政 

府研究和训练机构及其他公共教育机构，研究、制订、执行、管理和评价发展战 

略和政策《

2 、 为此目的，中心具有以下职能：

(a)在需要进行研究和最适宜进行区域性研究的领域自行进行研究；

⑼推动本区域各机构对当前面临的发展问题和困难讲行研究；

⑹通过高级研究人员、官员和其他与发展事务有关的决策人员的会议，举办 

方案，交流本区域各国在发展方面的经验；

⑷便利和安徘本区域国家中工作一级的训练，为此，利用国家、次区域和区域性 

研究和训练机构网，并于适当时在中心举办训练活动；

(e瑜过出版物和高级别会议，负起发展资料交换所的作用；

⑴适当时与国家机构合作，向本区域各国楛供咨询服务。

3 、 在行使以上职能时，本中心应审慎注意使研究和训练两方面的活动保持平衡。

4 、 应对有关妇女、青年、儿童和残废人等问题的方案领域给予组织方面的特殊 

确认是应充分重视社会福利和发展方面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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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条

成 员

1、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本章程亦沿用“亚太经社会”这个 

简称）的所有成员或准成员国家均有资格成为本中心的成员。上述任何一国在成为 

本章程的缔约国时即成为本中心的成员。

2 、 上述每一国家在成为本中心的成员时均认识到，保持本中心的财政生命力 

是其成员国的职责。各成员应该保证及时和充分地向本中心自愿提供资金，

第 四 条  

地位、结构和总部

1、 本中心具有法人地位，并根据本中心各成员的国内法律和规章应有以下的

权力：

(a) 订合同；

(b) 获得和处理不动产和动产；

⑻起诉。

2 、 本中心下设一个理事会，一个管理委员会以及拥有一名主任和工作人员。

3 、 本中心总部设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第 五 条  

理 事 会 ： 组成

1、 理事会由本中心全体成员组成„

2、 本中心的主任兼任理事会秘书。

第 六 条  

理 事 会 ： 职能

理事会应：

⑻制订指导本中心各项活动的政策和方针；核定本中心各项方案的大纲和核定 

本中心每两年期的概算和帐目；

巾)根据第八条规定，设立本中心的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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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设立其认为适当的其他附属机构；

⑻ 根 据 第 九 条 第 1 款 规 定 ， 任 命 本 中 心 的 主 {壬；

⑻ 接 受 和 审 议 管 理 委 员 会 和 主 任 就 其 所 被 委 托 的 职 能 挺 出 的 报 告 ； 

m 行 使 其 受 权 执 行 或 根 据 本 章 程 认 为 必 要 的 其 他 职 能 。

第 七 条

理 事 会 ：会 议 和 程 序

1 、 理 事 会 每 两 年 举 行 一 次 常 会 。

2 、 理 事 会 第 - 届 為 会 ，即 成 立 大 会 ， 应 在 本 章 程 生 效 后 由 亚 太 经 社 会 执 行 榔  

尽 快 召 开 。

3 、 当 本 中 心 过 半 数 的 成 员 要 求 理 事 会 主 席 召 开 特 别 会 议 时 ， 理 事 会 即 应 举 行 特  

别 会 议 。

4 、 本 中 心 过 半 数 的 成 员 构 成 理 事 会 会 议 的 法 定 人 数

5 、 本 中 心 每 一 成 员 在 理 事 会 中 有 一 个 投 票 权 。

6 、 理 事 会 应 致 力 以 协 商 一 致 方 式 做 出 决 定 。 在 不 可 能 达 成 协 商 一 致 意 见 时 ， 除 

非 本 章 程 另 有 颊 定 ， 则 理 事 会 应 由 出 席 和 投 票 成 员 的 过 半 数 作 出 决 定 。

7 、 理 事 会 在 無 届 常 会 上 选 出 一 名 主 席 和 一 名 副 主席，任 期 到 理 事 会 下 一 届 常 会  

时 为 止 。 主 席 主 持 理 事 会 的 会 议 ， 在 其 缺 席 时 ， 由 副 主 席 主 持 。

8 、 非 本 中 心 成 员 的 政 府 代 表 、 亚 太 经 社 会 和 其 他 适 当 联 合 国 机 关 和 和 专 门 机 构

的 代 表 、 理 事 会 认 为 合 适 的 其 他 组 织 的 代 表 及 理 事 会 感 兴 趣 的 领 域 的 专 家 ， 均 可 应  

邀 以 观 察 员 的 身 份 参 加 理 事 会 的 会 议 ， 但 无 投 票 权 。

9 、 理 事 会 应 遵 照 本 章 程 的 规 定 通 过 它 自 己 的 议 事 规 则 。

第 八 条  

管 委 员 会

1 、 理 事 会 应 在 其 第 一 次 会 议 即 成 立 大 会 上 ，设 立 本 中 管 理 委 员 会 。

2 、 管 理 委 员 会 由 以 下 成 员 组 成 ：(a)本 中 心 所 在 国的 1 一 名 代 表 ；（b)由 理 事 会 从 业  

洲 和 太 平 洋 区 域 内 选 举 出 的 代 表 , J 教 不 超 过 十 四 名 ， 均 以 个 人 身 份 参 加 ；⑻ 由 管 理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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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从本区域内或者从区域外增选的人士，至多三名，他们也以个人身份参加；(d) 
本中心的主任。

3 、 在设立管理娶员会时，理事会应规定其职权范围，并授与管理委员会必要- 

的权力，使其能够成为:疼效的管理机构，同时又不损害第九条所规定的主任的职责。 

管理委员会应负责确保工作方案的适当执行，并确保开支适当列入帐目。

4 、 管理委员会行使其职能时应对理事会负责，并应确保中心的活动按照本章 

程以及理事会的决议和决定进行。

5 、 管理委员会至少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并每年选举主席和两名副主席。

第 九 条  

主任和工作人员

1、 本中心主任应由理事会根据管理委员会日的推荐任命，任期三年。主任可以 

任命连任，每次期限两年，但是第一任主任的任期累计不得超过五年，包括本章程 

生效前担任中心主任的期间。

2 、 如果主任的职位出缺，管理委员全应任命一位合适人士作为临时代理主任, 

直至理事会任命一位新主任为止。

3、 主任在行使其职能时，应对理事会和管理委员会负责。

4 、 主任应该：

(a)管理本中心及其各项方案，确保本中心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学术地位的机构；

⑼通过管理委员会向理事会提出关于查明可以进行研究的领域的报告及有关其

发展的建议，并提出关于杳明可进行训练、举办讨论会和讲习班的领域的报告和中 

心的概算和帐目，备供审查与核准；

⑹向管理委员会和理事会报告有关本中心及其方案的情况；

⑹任命本中心的其它工作人员；

⑻考虑到本中心的目标及其学术性，安排与本中心所编材料的出版有关的一切 

事务；

(f)履行本章程或者理事会或管理委员会决定要求他履行的其它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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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条

资  源

1 、 本 中 心 的 财 政 资 源 应 由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组 成 ：

(a) 本 中 心 成 员 按 照 理 事 会 随 时 所 赞 同 的 周 期 认 捐 指 标 比 额 表 所 缴 纳 的 自 婚 f:款 ;

(b)非 中 心 成 员 的 政 府 提 供 的 款 项 ；

(c) 国际和国家机构提供的款项；

(d) 中心提供服务而得到的酬金；

(e) 中心获 得 的 其 它 款 项 和 酬 金 。

2 、 中 心 还 可 接 受 非 财 政 性 的 捐 助 。

3 、 理 事 会 应 在 每 届 会 议 上 审 查 管 理 委 员 全 斯 报 告 的 中 心 资 源 情 况 ，并 向 本  

中 心 成 员 提 出 它 认 为 恰 当 的 建 议 ， 以 确 保 中 心 及 其 方 案 始 终 能 及 时 得 到 足 够 的 资 源 ， 

并 确 保 在 这 些 资 源 和 方 案 之 间 保 持 平 衡 。

4 、 本 中 心 的 管 理 应 建 立 在 健 全 的 经 济 和 财 政 基 础 上 。

5 、 本 中 心 的 财 政 和 非 财 政 资 源 的 收 入 、 保 管 和 支 出 应 建 立 规 章 制 度 《

第 十 一 条

同 联 合 国 亚 洲 及 太 平 洋 经 济 社 会 委 员 会 的 关 系

1 、 本 中 心 应 同 亚 太 经 社 会 建 立 并 保 持 密 切 的 协 商 、 合 作 和 工 作 关 系 。

2 、 本 中 心 可 就 这 种 关 系 的 形 式 与 亚 太 经 社 会 签 订 一 项 协 定 。

3 、 亚 太 经 社 会 的 执 行 秘 书 或 他 的 代 表 应 被 邀 出 席 理 事 会 和 管 理 委 员 会 的 会 议 ,  

并 可 发 表 他 认 为 合 适 的 讲 話 和 提 出 他 认 为 合 适 的 文 件 。

4 、 每 一 年 ， 应 由 理 事 会 ， 或 斟 酌 情 况 由 管 理 委 员 会 ， 就 本 中 心 及 其 方 案 向 亚  

太 经 社 会 年 会 提 出 报 告 。

第十二条

同 联 合 国 其 他 机 关 和 专 门 机 构 以 及 其 他 国 际 机 构 的 关 系

本 中 心 可 同 联 合 国 其 他 机 关 和 专 门 机 构 以 及 其 他 国 际 机 构 建 立 和 保 持 其 所 认 为  

适 当 的 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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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便利、特权和豁免

本中心应与中心总部所在国马来西亚签署一项总部协定，使本中心，其成员代 

表、其官员及其顾问在马来西亚执行公务时享有便利、特权和豁免

第十四条 

退 出 中 心

1 、 本中心任何成员向理事会主席和本章程保管人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一份退出 

通知书即可退出本中心和本章程。

2 、 理事会主席收到退出通知书后应通知本中心所有其他成员和本章程徕管人 

联合国秘书长。

3 、 退出通知书应从联合国秘书长收到之日起六个月后生效。

4 、 要求退出本中心的成员，在其仍属成员期间将继续承担成员的各种义务。

第十五条 

解 散 中 心

1 、 理事会得以本中心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的多数冰定解檄本中心。

2 、 此项决定经本中心三分之二的成员核准，并通知理事会主席后，应由理事 

会采取必要的步骤,解散中心。这些步骤包括由理事会设立一个委员会向理事会就 

解散本中心之前如何清算本中心的资产和债务，提供咨询意见。

3 、 理事会应在适当的阶段通过一项最后声明，宣布在某个确定的日期本中心 

应被认为已解散。声明应由理事会主席通知本中心的成员和本章程保管人肤合国秘 

书长。

第十六条

签署、批准和加入

1 、按照第三条规定有资格成为本中心成员的各国，可通过以下方式成为本章 

程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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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不附带关于批准、接受或核准的保留下签署本章程；

(切在须经批准、接受或核准的条件下签署本章程，并在其后交存批准书、接

受书或核准书；

⑹加入本章程；

2 、 本章程从1982年 9 月 1 日到1983年 4 月 3 0 日，在曼谷亚太经社会 

总部开放签署，其后则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签署。

3 、 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应送交联合国秘书长保管。

第十七条

亚 太 经 社 会 准 成 员

如亚太经社会一个准成员对其国际关系的行为并不完全负责，它在签署、批准、 

核 准 、 接受或加入这一章程时，应撣出由负责其国际关系行为的国家政府发出的一 

个文件，证实这个准成员有权成为本章程的一员，并接受本章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八条 

生 效

1 、 本章程应于按照第三条颊定有资格成为本中心成员的五个国 家 ， 包 括 中  

心 总 部 所 在 国 马 来 西 亚 ，根据第十六条第1 款成为本章程缔约国后第三十天 

起生效。但根据共同理解，本章程在1 9 8 3 年 7 月 1 日以前不得生效。

2 、 对于按照第十六条第1 款⑻项规定签署本章裎的㈤家，或在本条第1 款关 

于本章程生效所需的五国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以后交存批准书、接受书、

核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本章程应于上述签署或交存后第三十天起生效，但不得在 

1 9 8 3年 7 月 1 日以前生效。

第十九条

修 改

1 、 本章程任何缔约一方都可对本章程提出修改。

2 、 提议的修改应经理事会审议，如在理事会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同意，.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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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牢程三分之二的缔约国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关于所提议的修改的接受书后第三十 

天起，对所有缔约国生效。

第二十条

保 管 人

1 、 兹指定联合国秘书长为本章程的保管人。

2 、 本章程正本应交联合国秘书长保管。

3 、 本章程于1 9 8 2 年 9 月 1 日在曼谷亚太经社会总部开放签署。下列 

签署人业经本国政府正式授权在本章程上签字，以昭信守。

( 签 名 ）
代表.................................... （姓 和 职 衔 ） （日期）

代表...................

代表...................

代表...................

226 (XXXVIII）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粮食供应和分配：

中期展望和区域合作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审议了秘书处关于亚洲和太平洋粮食供应和分配的特别研究报告，

回顾〈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将尽早但肯定不迟于公元2 00 0 

年根除饥饿和菅养不良列为一项基本要事的建议，

关切地注意到国际小麦贸易协定的谈判停滞不前，

注意到特别研究报告如下几点结论：精食生产和分配不足，饥饿和营养不良的

⑺ 参看上文第3 3 3 — 3 4 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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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日增，粮食输入增加和本区域一些粮食输出国有余粮，

表示深切关注本区域许多国家粮食供应不稳的状况，

确保本区域所有的人莸得足够赖食的迫切必要，

本区域有些国家在增加粮食和农业生产方南取得进展，

本区域所有发展中国家增加粮食生产和农业投资的持续需要和重要性，

国家努力和分区域及区域合作对增加粮食供应和改善粮食分配系统的

重要性，

还认识到东南亚国家联盟已采取步骤建立一个粮食安全储备，

强调对有关各国际论坛在世界粮食安全方面正在进行的努力进行协调是可取

1. 请执行秘书在各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和经社会的参加成员政府所指派的高

级专家小组的协助下，对下列建议的可行性和持续性进行研究：

( a ) 分区域和区域的稍食安全安排；

( b ) 关于榨食和农业投入的贸易资料和管理网；

( c ) 增加内外来源用于辦食和农业问题的资金流动量。

同时对可能的时机、资金、行使职责和典务经营的形式以及话当的组织结构问 

题 提 出 结 论 ，适当注意在牿别研究中关于成立一个亚洲太平洋雅食银行的建议 

和在第三十八届会议上关于这一研究报告的评论和本区域不同国家的歩产和分配制 

度上的特点；

2。. 建 议 应将专家组报告提交农业发展季员会，如不可能，应揋交由扨行秘书 

同成员和准成员协商召开的政府间会议， 以进行审议并就讲一步行动提出咨询意见;

3.  请 执行秘书寻求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合作，包括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亚洲开发银行共同编写上 

述研究报告，以确保对本区域稍食安全问题采取妥善协调的作法；

4 .  执行秘书采取适当步骤执行本决议，并向经杜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

讲度捐告。

第 5 8 3 次会议

1 9 8 2年 4月1日2 1 7



2 2 7  ( x x x i i i ) 早日展开全球谈判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圼 星 1 9 7 9 年 1 2 月 1 4 日大会第3 4 / 1 3 8 号决议，其中除了别的事项以外， 

大会决定对原料、能源、贸易、发展、货币和金融领域内的重要问题展开一系列关 

于国际合作伲进发展的全球抻持久谈判，以便对执行《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 

发展战略》作出贡献，

这些全球谈判有助于解决粮食、能源、发展、资金流入和贸易等对所有国 

家极为重要的领域的国际经济问题，

注意到发展中国家要改组国际经济关系的愿望，

注意到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关于合作和发展的国际会议肯定了支持联合国紧急 

取得协商一致蒽见展开全球谈判的愿望，

关切地注意到展开全球谈判的工作进展不足，

蓋应有必要在联合国里为有关全球谈判问题的决议达成协议，

1 .  促请成员政府重新努力,就早日展开全球谈判的决议达成协议；

2 .  里执行秘书通过联合囪秘书长向国际社会转迖亚洲和太平洋各国对早日召 

开全球谈判会议的关切。

第 5  8  3 次会议

1 9 8 2 年4 月1 ’日

2 2 8 '  ( X X X V I I I ) 保健工作在加速发展和改善贫民 

生活素质综合办法方面所起的作用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钍会委员会，

迴题关于保健工作作为发展的组成部分的大会 1 9 7 9 年 1 1 月 2  9 日第3 4 / 5 8  

号决议，

参看玉文第 3 1 2 - 3 1 3 段。。

⑼ 参 看 上 文 第 6  4  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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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1 9 8 1年 1 1 月 1 9 日第3 6 / 4  3 号决议，其中大会赞同在2000  
年以前使全人类享有健康的全球战略，并且促请所有会员国确保作为其护行《联合国

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多部门工作的一部分加以执行。

铭记大会 1 9 8 0年 1 2 月 5 日第3 5 / 5  6 号决议附件所载《国际发展战略》的

第 1 6 2 — 1 6 8 段，特别是第1 6 5 段指出：“为使全人类到2 0 0 0年时都能享有 

相当的健康水平，各国将摔立适当的综合基本保健制度，这是更全而的保健制度的一 

个组成部分，也是普遍改善菅养、生活水平和基础设施工作的一部分， ”

考虑到 1978年 9 月 1 2 日 1 5 1 个国家代表在卫生组织—儿章基金会国际基 

本保健会议上诵过的《阿拉木图宣言》和世界卫生大会关于开始执行在2 0 0 0年以前 

使全人类享有健康的全球战略的1979年 5 月 2 5 日第w H a 3 2 . 30 的决议和关于执

行该金球战略的1 9 8 1年5 月2 2 日第 WHA 34 .3 6 号决议，
关切地注意到正如有关营养、发病率和卫生的现有指标所显示的，本区域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人口中最贫穷、人数最多的阶层的健庚栌况低下，没有获得改善，

里关于寅布各区域吞员会为各该区域联合国系统内主要的全面经济和社会发

展中心的大会1 9 77年 1 2 月2 0 日第 3 2 / 1 9 7 号决议和经社会1 9 8 1年 3 月20 
日第2 1 9 ( x x x v i i ) 号决议，

发展的卫生方面完全符合决定经社会工作方案的方向和重点的地区化、消 

除贫穷、发展妒响和国家间合作等优先准则，

经科会同联合国儿章募金会、世界卫生纟组织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合作执 

行鲊康和枓会方案所汫行的活动的效果，以及本区域各国都梓受和需要抆些活动，

赞赏经种会、卅界卫生伴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有关机构之间的协作，

以 及 同 本 厌 域 各 政 府 的 协 作 ，

1 . 请 拍行秘书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协商，召 

开本区域部门间政府间会议，就如何加强、协调和扩大业太经社会的活动范围向经 

社会提出咨询意见，以确保所有发展方案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最贫穷阶层人民的身 

体絆康产生有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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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里 执 行 秘 书 在 执 行 经 社 会 键 康 和 社 会 方 案 、包 括 将 保 健 工 作 纳 入 发 展 过 程 时  

加 强 同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联 合 国 儿 童 基 金 会 和 其 他 笮 关 组 织 的 协 作 ；

3 . 遣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和 联 合 国 儿 童 基 金 会 为 达 上 述 目 的 给 予 合 作 ；

4 • _̂ 捐 助 国 家 和 多 边 发 展 机 构 视 各 自 惰 况 维 持 、増 加 或 开 始 提 供 对 本 方 案 活

动的财政支助；

5 . 隻 执 行 秘 书 向 经 社 会 第 三 十 九 届 会 议 提 交 一 份 关 于 执 行 本 决 议 的 进 度 报 告 。

第 5 8 3 次会议 

1 9 8 2 年 4月1日

2 2 9  ( X X X V I I I）发 展 规 划 的 统 一 办 法 在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发 展 中 国 家 中 的 作 用 M

亚 濟 及 太 平 洋 经 济 社 会 委 员 会 ，

回 顾 大 会 1 9 7 5 年 1 1 月 2 8 日 第 3 4 0 9 (X X X )号 决 议 ， 其 中 大 会 除 别 的 外 批  

准 各 区 域 委 员 会 实 施 发 展 分 析 和 规 划 的 统 一 办 法 ，

关于发展分析和规划的统一办法的大会1 9 7 7 年 1 2 月 8 日第3 2 / 4 1 8  

号决定和1 9 7 9 年 1 1 月2 9 日第3 4 / 4 1 9 号决定少

联 合 国 第 三 个 发 展 十 年 国 际 发 展 战 略 》， 尤 其 是 有 关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的  

统 一 办 法 的 规 定 ，

直 主 其 1 9 8 1 年 3 月 1 9 日 关 于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和 规 划 的 统 一 办 法 的 第 2 1 3 

(X X X V I I )号 决 议 ， 该 决 议 除 其 他 事 项 外 ，请 执 行 秘 书 在 他 现 有 资 源 的 范 围 内 采 取  

适 当 措 施 加 强 发 展 规 划 司 的 活 动 ， 并 请 他 适 当 注 意 在 秘 书 处 各 个 司 的 工 作 中 ，充 分  

使 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和 规 划 的 统 一 办 法 的 必 要 性 ， 以 便 对 本 区 域 发 展 甲 国 家 制 订 和 执  

行 其 国 家 发 展 计 划 和 方 案 给 予 有 效 的 协 助 ， 该 决 议 还 敎 促 成 员 和 准 成 员 合 作 促 进 各  

国 交 流 在 经 济 和 社 会 规 划 领 域 的 经 验 ，

⑽ 参 看 上 文 第 403 -40  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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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注意到第 2 1 3  ( x x x v i i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2 、 要求执行秘书继续努力，适当注意经济社会发展和规划的统一办法，

3 、 请 执行秘书在他现<资源的范围内，应感兴趣的成员国之请同它们合作， 

充分注意计划的拟订、监测和执行的各个方面，向它们收集关于应用发展规划的统 

一办法的资料，并且将这些资料经过综合后加以分发；

4、 渔执行秘书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经社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5 8 3次会议
1982年4 月1曰

230(x x x v i i i）亚洲和太平洋运输和通信十年（1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大会 1980年1 2 月 5 日载有《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第 

35/ 56号决议，特别是《战略》中所载的运输和通信部门的发展目标，即 “应扩展 

发展中国家物质和体制的基础设施、扩展的速度应全力支神整个扭济的扩展速度， 

还应为这个目的煶供财政和技术资源”，

又回顾业洲和中东铁路行政首长第六届会议提出的宣布19 82—— 19 9 2+年为 

‘‘业洲铁路十年”的建议； 1 9 8 1 年1月在曼谷举行的关于业洲和太平洋电信发展和 

管理区域会议及讨论会的建议，即宣布一个“业洲和太平洋运输和通信发展十年”； 

以及航运、运输和逋信委员会（运输、通信和旅游一翼）第五届会议的建议，即宣 

布 《联合岛第三个发展十年》为 “业洲和太平洋运输十年”，

赞赏地注意到各专门机构特别是国际申.信肤盟、囡际民用航空组织、万国邮政 

肤盟、国际劳工组织、世界旅游组织、亚洲太平洋电讯共同体、亚洲和太平洋邮政 

联盟和联 合 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继续合作，以便在业洲和太平洋及展一个完整和协 

.调的区域运輸和通信网，尤其是在建立业洲公路和横贯业洲铁路网方曲取得的进展，

(11)参智上文第 6 6 6 -6 6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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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运输对促进迂济发展起关键作用，因此，极其重妥的是，运输基础设施的 

发 展 应 当 配合经济各郤门预期增长饥引起的运输谛求，并深信通信对运输及这济其 

他邵门现代化的直旻性，

注葸到液体燃料的供应应情况极其困难，而运输部门走这种能源的最大消费者之 

一，并且在研究、规划和建立运输和通信系统及服务方面，必须加强区域内和区域 

间的合作和协调，

适当考虑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运输和通信实現综合和均衡友展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并考虑到囱防发觖战略质规定的措施，

1、 执行秘书同本区域成员国协商，使各成员国详尽地评价宣布1 9 8 5年至 

1 9 9 4年期间为‘‘亚洲和太平洋运输和通信十年”的建议是否切实需要和取得实际 

结果的可能性，并将本球议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慈；

2 、 执行秘书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经社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 5 8 3 次会议

1 9 8 2 年 4月1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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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1 9 8 2 - 1  9 8 3年订正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
导 言

下面列出经社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核准并经第三十八届会议订正的1 982 — 1 983 
年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的提要。

工作方案分三个层次列出：方案、次级方案和方案组成部分。方案是指工作的 

大约范围，这些范围可能与秘书处的各司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例如欢村发屏的综 

合方案。方茱下分次级方案， 目的是划清方案内的主要领域。每一次级方条包含若 

干方条组成部分，例如研究、会议和技术援助项目，它们都有具体的产出， 而且它 

们的期限都可以计算得相当准确。

本附件的附录一提出在经社会核准1982 — 1 9 8 3年订正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 

以后，秘书处所增订的每一方案和方案组成部分按人工月列出的资源的资料。在按 

人工月列出资源的各表中， 已有资源包括：⑻大会核定的亚太经社会经常予算常设 

员额的人工月；㈨其他经常予算资源的人工月，例如跨国公司中心，亚太经社会跨 

国公司问题联合股的员额和经常予算顾问基金所聘请的顾问；和⑻予算外资源，包 

括区埤顾问，人口活动基金提供经费的基础结构员额，工发组织、环境规划署、联 

合囪人类住区中心（生境中心）等外调员额以及捐助国政府和组织及1 9 8 2年 1 月 

1 日以釆已有行政间接费用所提供的其他专家员额。所銜的额外予算外资源，根据 

截至 1 9 8 2年 4 月 1 日的情况，列为“承付”和 “未承付”肉类。谷表所列资源不 

包括业务活动经费，例如会议费，出版费、设番费等。

至于农村综合发展、附录一只列出欢村综合发展股所耑资源。不过，欢村发展 

的综合方杲（06 )，包含有多学科的活动，须由秘书处各司共同执行；附录2 列出 

欢村综合发展的方杗资源分配到经社会其他方采的情况。

1982—1 98 3年工作方架和优先事项中的各项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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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编

0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9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 0

方 案

粮 食 和 农 业 的

能 源 资 源 的 估 计 、 开 发 、 利 用 和 管 理  

原 料 和 商 品

适 宜 技 术 的 发 展 和 转 让

国 际 贸 易 、 跨 国 公 司 和 外 来 资 金 转 让

A 部 分 国 际 贸 易  

B 部 分 跨 国 公 司  

C 部 分 外 来 资 金 转 让

农 村 发 展 综 合 方 案

发 展 规 划 、 预 測 和 政 策

工 业 发 展

人 类 住 区

环境

航 运 、 港 口 和 内 河 航 道 的 发 展

运输的发展

通 讯 设 施 的 发 展

旅游业的发屏

矿 物 资 源 的 估 计 、 开 发 、 利 用 相 管 理  

水 资 源 的 估 计 、 开 发 、 利 用 和 管 理  

遥 感 、 测 量 和 制 图

有 关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 内 陆 国 家 和 发 展 中 岛 屿 国  

家 的 特 别 措 施

社 会 发 展 和 福 利 的 政 策 和 方 案

人口政策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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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案 编 号 方 案

2 1  统计发展和服务

2 2 资料系统和文件服务

2 3  促进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和发展中国家

技术合作

方案：粮食和农业的发展（01 )

次级方案01 .01 : 改进欢业计划、方案和资料系统

参照八十年代总的发展战略，通过分析主要政策和战略的影响，帮助做好拟订 

和执行农业计划、方案和项目的工作，幷通过提供咨询和培训服务以及通过收集、 

整理和传播各国经济中粮食和农业部门有关研究和发展方面的资料来协助各成员国 

努力做好农业发展规划工作。

方案组成部分：

0 1 .0 1 .0 1  对粮食和农业政策和战略的分析,着重分析其对社会经济条

件的影响

0 1 .0 1 .0 2  农业计划和项目的制定、执行和评价

01 .0 1 .0 3  促进安排农业计划人员和管理人员采访成功的农业项目的

经验

0 1 .0 1 .0 4  编写和出版木地区粮食和农业形势及其前景的公报

0 1 .0 1 .0 5  农村广播方面的区域合作

次级方案0 1 .0 2  : 农业生产多样化和增加粮食资源

通过⑻农业生产多祥化，特别着重于杂粮、豆类、块根和块茎（杂，豆、

根、茎 ）作物以及⑼通过执行诸如粮食安全制度和亚洲大米贸易基金等方案稳 

定賴食供应和农产品价格，增加亚太经钍会地区各国的粮食供应，以帮助各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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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组成部分

0 1 .0 2 .0 1 关于杂、豆、根、茎作物的杜会经济方面的区域研究和(或)

调查

01 .0 2 .0 2 关于杂、豆、根、茎作物的专家小组会议和讨论会

0 1 .0 2 .0 3 对研究和发展杂、豆、根、茎作物的区域协调中心的援助

0 1 .0 2 .0 4 亚洲和太平洋的粮食供应和分配制度

0 1 .0 2 .0 5 对亚洲大米贸易基金的援助

次级方案0 1 .0 3  : 增加农业必需品特别是农用化学品的供应

促进、增加和扩大亚太经社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小私有者经营的粮食和经济 

作物生产方面使用更高产的农业投入。

方案组成部分：

0 1 .0 3 .0 1  亚太农需品计划/ 农业杀虫剂

0 1 .0 3 .0 2  亚太经社会Z 粮农组织/ 工发组织设立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肥料咨询、发展及资料网的工作

次级方案01 .04  : 农村发展，侧重于政策、战略和机构方面

为了贯彻执行世界农村改革及乡村发展会议（1979年 7 月 ）和关于农村综合 

发展的政府间会议（1 9 7 9年 1 2月 ）的建议，该项次级方案的方案组成部分旨在

帮助各成员国制定有关政策和检查办法以及建立起促进乡村发展的机构。 下述各 

种活动旨在加强区域一级的规划工作、调动各种资源和促使穷苦农民，特别是小产 

业农.民、佃农和无地者、农村妇女、个体渔民和其他贫困阶层参加发展进程o 另 

外还包括有助于社区发展的林业以及农业废料和农用工业废料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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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组成部分

0 1 .0 4 .0 1 地方一级的农村发展规划工作

01 .0 4 .0 2 地方一级的资源调动和利用

0 1 .0 4 .0 3 关于负责农业工作的农村机构问题的研究、专题研究和现场 

讲习会

0 1 .0 4 .0 4 关于社会化耕作制度的组织、决策、鼓励性措施和情报传播 

问题现场讲习会

01 .0 4 .0 5 改善渔民社区的社会经济条件

0 1 .0 4 .0 6 现代化和妇女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不断变化的作用

0 1 .0 4 .0 7 亚太经社会Z 精农组织关于为社区发展造林的专题研究

0 1 .0 4 .0 8 农业和农用工业残渣废料的利用

方案：能源资源的估计、开发、利用和管理（02 )

次级方案0 2 .0 1  : 评估能源资源的可得性和能源利用 

收集和传播关于能源资源的可得性和能源利用的情报。

方案组成部分：

0 2 .0 1 .0 1  收集、分析和传播关于电力供应和各种类型的能源的供求情

况

次级方案0 2 .0 2 : 能源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和管理

鞘助各成员国制定和执行木国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综合方案，其中包 

括研究有关的法律和机构问题以及经费需要，# 帮助各成员国确定和执行这些方案 

中的优先项目。

方案组成邵分：

关于国家能源政策和能源规划问题的会议0 2 .0 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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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0 2 .0 2 关 于 提 髙 能 源 利 用 率 和 节 约 能 源 的 立 法 措 施 和 机 构 安 排 的 专  

家 小 钥 会 议

0 2 .0 2 .0 3 关 于 高 效 率 地 生 产 工 业 用 的 热 力 和 动 力 的 咨 询 服 务

0 2 .0 2 .0 4 酒 精 燃 料 研 究 的 区 域 间 后 继 工 作

0 2 .0 2 .0 5 在 职 培 训 和 技 术 方 面 的 特 别 咨 询 服 务

0 2 .0 2 .0 6 运 输 、 工 业 和 家 庭 部 门 燃 料 使 用 的 改 善 和 节 约 研 究 ， 包 括 工

0 2 .0 2 .0 7

发 组 织 的 一 项 关 于 建 筑 材 料 的 合 作 研 究

关 于 天 然 气 ， 提 炼 气 体 和 发 生 炉 气 体 的 使 用 研 究 和 关 于 液 化

次 级 方 案 0 2 .0 3
天 然 气 / 液 化 石 油 气 Z 甲 醇 的 区 域 间 研 究 考 察  

:欢 村 地 区 能 源 的 供 应 和 利 用

促 进 在 欢 村 地 区 生 产 和 利 用 适 当 形 式 的 能 源 和 适 当 搭 配 使 用 各 种 能 源 ， 尽 量 利  

用 本 地 区 可 得 到 的 能 源 、 原 料 和 合 适 的 劳 力 。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0 2 .0 3 .0 1 欢 村 地 区 能 源 供 应 和 利 用 的 合 作 研 究 和 发 屏 ， 着 重 于 农 村 能  

源 系 统 的 技 术 规 划 扣 管 理

0 2 .0 3 .0 2 收 集 和 传 播 下 述 资 料 ：(-)设 计 高 效 能 的 煤 油 炉 和 柴 火 灶 ； 和

0 2 .0 3 .0 3

m 究 和 发 屏 小 型 和 微 型 水 力 发 电 装 置 以 及 油 页 岩 ， 太 阳 能 、 

风 力 和 潮 汐 能 源

研 究 农 村 地 区 常 规 能 源 扣 非 常 规 能 源 适 当 搭 配 的 供 应 办 法

方 案 ：原 料 和 商 品 （03 )
次 级 方 案 0 3 . 01 ••在 若 干 原 料 和 商 品 方 面 促 进 分 区 域 、 区 域 和 区 域 间 的 合 作  

帮 助 亚 太 经 社 会 各 成 员 国 ， 包 括 贸 易 合 作 组 商 品 分 组 的 成 员 国 ， 制 定 和 调 整 商

品 发 展 政 策 、 规 划 和 执 行 ， 以 及 在 本 地 区 的 生 产 国 / 出 口 国 之 间 建 立 国 家 间 新 的 合  

作 安 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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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组成部分

0 3 .0 1 .0 1

0 3 .0 1 .0 2

促进国家间关于热带硬木的合作

为亚太经社会成员国有兴趣的若千商品制定标准合同和一般 

条件

0 3 .0 1 .0 3 帮助改进和发展对销售下述若千原料和商品有附带影响的实 

际效能： ⑻ 椰 子 ； ( b ) 木薯； （c ) 香精油； ⑹ 

生皮； ⑹ 天 然 椽 胶 ； ( f ) 动植物油； （g ) 胡椒和其 

他调味品； ( h ) 丝绸； ( i ) 热带木材； （j ) 可食用的 

果仁和千果；以 及  (k) 虾/ 水产品

0 3 .0 1 .0 4 关于本地区国家有兴趣的若千原料的合成剂和代用品的竞争 

情况的研究报告

次级方案0 3 . 02 ::在原料和商品问题上对各成员国以及对巳建立的商品共同体

给予援助，#促进建立对本地区社会经济有利的新共同体

对各成员国、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亚太椰子共同体和胡椒共同体提供咨 

询服务和技术援助，使它们的工作和活动更有成效和更有价值，幷且对关系到本地 

区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关系到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和发展中岛屿国家 

的利益的商品，建立一些新的共同体或协会。

方案组成部分：

0 3 .0 2 .0 1 在制定原料和商品计划和政策方面向各成员国提供咨询服务 

和其他援助

0 3 .0 2 .0 2 对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亚洲和太平洋椰子共同体和国际 

胡椒共同体的秘书处提供咨询服务和其他援助

0 3 .0 2 .0 3 促进对亚太经社会成员国有社会经济利益的商品的合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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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适宜技术的发展和转让（04)

次级方案0 4 . 0 1 : 科学技术政策和机构

加强各国制定和执行有效的科学技术政策的能力；调查和评价各国的政策并为 

决定区域科学技术方案确定区域优先事项。

方案组成部分：

0 4 .0 1 .0 1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科学技术考察

0 4 .0 1 .0 2 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

0 4 .0 1 .0 3 将新的科学技术应用于发展事业

0 4 .0 1  .04 加强科学技术机构之间的联系

0 4 .0 1 .0 5 区域科学技术咨询小组

次级方案0 4 .0 2 : 发展本地产生、选择和改进适宜技术的能力

在发展和改进诸如粮食和农业的关键领域所需的技术方面加强木国的技术能力， 

促进现有技术方面的资料交流，以便形成适合于木地区的适宜技术，推动交流技术 

情报方面的区域合作，训练有关技术管理的技能，幷通过引进和发展适当技术发展 

农村生产部门幷使之现代化。

方案组成部分：

0 4 .0 2 .0 1  协助建立使米糠比例稳定的实验工厂

0 4 .0 2 .0 2  协助有关成员国制造收获后的生产设备和利用收获后的综合

性技术

0 4 .0 2 .0 3  协助建立和加强工程、设计和咨询服务

次级方案0 4 . 0 3 : 对区域技术机构的支持

在加强各成员国的技术能力方面对区域技术机构给予支持。

方案组成部分：

0 4 .0 3 .0 1  区域技术转让中心

2 3 0



0 4 .0 3 .0 2  协 助 在 中 国 建 立 一 个 工 业 摩 擦 学 研 究 中 心

0 4 .0 3 .0 3  对 区 域 农 业 机 械 网 的 援 助

0 4 .0 3 .0 4  在 苏 联 举 办 关 于 农 业 机 械 的 设 计 、 生 产 、 保 养 和 维 修 的 讨 论

会

次 级 方 案 04.0 4 : 标 准 化 、 质 量 控 制 和 技 术 情 报 系 统

促 进 发 展 和 采 用 适 宜 的 工 业 标 准 和 质 量 控 制 ； 改 进 和 （或 ）建 立 发 展 这 些 设 施  

的 国 家 机 构 ， 鼓 励 采 用 合 适 的 法 律 和 行 政 程 序 以 实 行 和 维 护 统 一 标 准 及 质 量 的 办 法  

# 促 进 有 关 统 一 质 量 标 准 、 设 计 等 方 面 的 技 术 情 报 交 流 。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0 4 . 0 4 . 0 1  收 集 # 传 播 关 于 本 区 域 内 的 国 家 标 准 机 构 和 工 业 研 究 单 位 的

处 境 及 其 活 动 的 情 报 ， # 考 虑 适 当 的 区 域 安 排

方 案 ： 国 际 贸 易 、 跨 国 公 司 和 外 来 资 金 转 让

A 部 分 ， 国 际 贸 易

次 级 方 案 0 5 .0 1  : 为 扩 大 贸 易 进 行 合 作

审 查 亚 太 经 社 会 各 成 员 国 的 贸 易 制 度 和 政 策 ， 确 定 在 扩 大 贸 易 领 域 内 有 可 能 进  

行 合 作 的 领 域 。 该 次 级 方 案 也 将 包 括 贯 彻 执 行 贸 发 会 议 的 决 议 和 决 定 的 后 续 行 动 ， 

对 参 加 多 种 纤 维 协 定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以 及 曼 谷 协 定 国 家 和 贸 易 合 作 小 组 及 其 分 组 给 予  

支 援 。

方案组成部分：

0 5 .0 1 .0 1 对 贸 易 流 通 和 关 税 与 非 关 税 壁 垒 的 分 析

05 .0 1 .0 2 协 调 贸 易 统 计 .和 海 关 税 则 名 目

0 5 .0 1 .0 3 为 曼 谷 协 定 常 设 委 员 会 提 供 技 术 和 秘 书 服 务

0 5 .0 1 .0 4 促 进 开 辟 贸 易 的 合 营 企 业

0 5 .0 1 .0 5 贸 发 会 议 决 议 和 决 定 的 后 续 活 动

0 5 .0 1  .06 鼓 励 和 提 倡 长 期 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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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0 1 .0 7  扩 大 亚 太 经 社 会 发 展 中 国 家 同 东 欧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和 苏 联 之 间

的 贸 易

0 5 .0 1 .0 8  帮 助 发 展 中 国 家 确 定 它 们 对 将 举 行 的 多 种 纤 维 协 定 谈 判 的 立

场

次级方案0 5 .0 2 ：贸易促进和发展，包括保护消费者的措施

通 过 亚 太 经 社 会 的 贸 易 促 进 中 心 提 供 的 各 种 廉 务 ， 协 助 发 展 中 国 家 努 力 促 进 和  

发 展 公 私 部 门 的 贸 易 活 动 。 为 执 行 1 9 7 8年 8 月 在 印 度 新 德 里 举 行 的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地 区 贸 易 合 作 部 长 级 会 议 的 决 定 ， 成 立 了 一 今 负 责 贸 易 促 进 中 心 网 的 分 组 。 贸 

易 促 进 中 心 也 要 执 行 该 分 组 的 各 项 决 定 。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0 5 .0 2 .0 1 贸 易 情 报 服 务 ： 收 集 、 储 存 、 检 索 、 分 析 和 传 播 有 关 商 品 /  

产 品 、 销 售 等 方 面 的 贸 易 情 报

0 5 .0 2 .0 2 帮 助 各 成 员 国 建 立 和 （或 ）加 强 其 国 家 贸 易 情 报 服 务 单 位 ， 

包 括 建 立 一 个 区 域 贸 易 情 报 网

0 5 .0 2 .0 3 培 训 服 务 ：通 过 组 织 诸 如 培 训 班 、 讨 论 会 、 讲 习 会 和 研 究 会  

等 培 训 方 案 ， 帮 助 各 成 员 国 培 养 进 行 贸 易 促 进 和 发 展 工 作 的  

专 门 人 员 和 人 力 资 源

0 5 .0 2 .0 4 市 场 / 产 品 推 销 服 务 ： 在 打 开 市 场 /产 品 销 路 和 销 售 服 务 方  

面 对 各 成 员 国 给 予 援 助 ； # 为 负 责 贸 易 促 进 中 心 网 的 分 组 承  

袒 一 些 研 究 工 作 ， 确 定 本 地 区 内 贸 易 方 面 现 有 的 和 潜 在 的 补

充 力 量

0 5 .0 2 .0 5 咨 询 服 务 ： 帮 助 各 成 员 国 建 立 一 个 与 贸 易 促 进 中 心 发 生 联 系

的 国 家 贸 易 促 进 中 心 网

0 5 .0 2 .0 6 对 包 括 保 护 消 费 者 的 法 律 措 施 在 内 的 一 些 专 门 领 域 为 各 成 员  

国 进 行 贸 易 促 进 活 动 提 供 咨 询 和 顾 问 服 务

0 5 .0 2 .0 7 国 家 贸 易 发 展 与 促 进 机 构 领 导 人 会 议 及 其 后 续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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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0 2 .0 8  对有利于农村发展的出D产品和商品的贸易情报、销售、市
场研究与发展提供援助

次级方案0 5 .0 3  : 货币合作

加强木地区各国之间的货币和信贷合作，其中包括加强现有的体制安排，以促
进贸易扩展。

方案组成部分：

0 5 .0 3 .0 1  对亚洲清算联盟及其他金融和支付安排提供技术擰助，其中
包括帮助设法对其出口品再筹划资金

次级方案0 5 .0 4  : 简化贸易手续、保险和再保险

帮助成员国解决在国际贸易的惯例和程序方面遇到的问题，例如海关关税和有 
关国际贸易法方面遇到的问题禅制定和实行适当的措施以确保贸易的顺利进行。 
另外，还将促进在保险和再保险方面进行合作。

方案组成部分：

0 5 .0 4 .0 1  对协调分区和区域一级的海关手续和做法，以及简化和统一
贸易程序和提示单证方面给予援助

0 5 .0 4 .0 2  制定一个区域出口信用保险办法
0 5 .0 4 .0 3  在保险和再保险方面对成员国给予援助，包括对亚洲再保险

公司提供协助

B部分，跨国公司

次级方案0 5 .0 5 ：关于跨国公司业务活动的调查研究

研究工作旨在进一步了解跨国公司活动的性质以及其对政治、法律、经济和社 
会各方面的影响。 通过这些研究可以进一步弄清与其业务活动有关的各种问题， 
从而帮助各国政府改善它们同跨国公司的谈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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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0 5 .0 5 .0 1 对 跨 国 公 司 委 员 会 确 定 的 优 先 领 域 的 研 究 方 案 给 予 支 持

0 5 .0 5 .0 2 关 于 经 营 主 要 出 口 商 品 的 跨 国 公 司 的 研 究 的 区 域 间 项 目

0 5 .0 5 .0 3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若 干 国 家 的 跨 国 贸 易 公 司

0 5 .0 5 .0 4 关 于 跨 国 公 司 业 务 活 动 的 一 些 具 体 问 题 的 对 比 研 究 ：转 帐 定  

价 、 技 术 转 让 和 限 制 性 商 业 做 法

0 5 .0 5 .0 5 跨 国 公 司 对 国 家 、 分 区 和 区 域 发 屏 进 程 的 影 响 ， 其 中 包 括 对  

非 合 股 协 定 、 资 本 净 流 量 、 转 帐 定 价 、 市 场 份 额 分 配 、 以 及  

合 并 和 接 管 方 面 的 研 究

0 5 .0 5 .0 6 总 部 设 在 第 三 世 界 的 跨 国 公 司 研 究

0 5 .0 5 .0 7 出 口 加 工 区 的 评 价 ：经 营 情 况 和 前 景

0 5 .0 5 .0 8 跨 国 公 司 在 太 平 洋 岛 屿 国 家 中 的 活 动

0 5 .0 5 .0 9 执 行 跨 国 公 司 行 为 守 则 的 国 家 、 分 区 和 区 域 的 后 续 活 动

0 5 .0 5 .1 0 专 家 小 组 会 议 和 政 府 间 协 商 会 议

次 级 方 案 0 5 . 0 6 :同 联 合 国 跨 国 公 司 中 心 （跨 国 公 司 中 心 ）合 作 逬 行 的 有 关 跨 国  

公 司 问 题 的 技 术 合 作 活 动

联 合 股 将 和 跨 国 公 司 委 员 会 一 起 进 行 技 术 合 作 活 动 ， 这 种 活 动 应 对 受 援 国 政 府  

的 谈 判 能 力 产 生 直 接 影 响 。 这 样 的 活 动 将 包 括 在 国 家 、 分 区 和 区 域 一 级 针 对 诸 如  

转 帐 定 价 、 限 制 性 商 业 作 法 、 出 口 加 工 区 、 联 合 企 业 和 资 金 供 应 等 问 题 ,或 者 针 对  

诸 如 石 油 化 学 、 渔 业 和 热 带 硬 木 等 具 体 部 门 举 办 一 些 讲 习 会 和 讨 论 会 。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0 5 .0 6 .0 1 在 国 家 、 分 区 和 区 域 一 级 对 有 关 具 体 技 术 问 题 ， 例 如 所 有 权  

和 控 制 、 财 务 结 构 （其 中 包 括 税 收 和 进 口 税 则 条 款 ）和 技 术  

供 应 条 件 举 行 一 些 专 门 圆 桌 会 议 、 讨 论 会 和 讲 习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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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0 6 .0 2  在 国 家 、 分 区 和 区 域 一 级 针 对 一 些 具 体 行 业 ， 例 如 石 油 化 学 、

热 带 硬 木 、 农 用 工 业 、 渔 业 、 矿 产 和 出 口 加 工 区 ， 举 行 一 些  

专 门 圆 桌 会 议 、 讨 论 会 和 讲 习 会

0 5 .0 6 .0 3  帮 助 跨 国 公 司 委 员 会 编 写 一 木 地 区 专 家 名 册 ， 以 便 为 对 所 在

国 政 府 提 供 技 术 咨 询 服 务

0 5 .0 6 .0 4  在 一 些 成 员 国 里 举 办 讨 论 会 与 参 观 考 察 ， 研 究 它 们 同 跨 国 公

司 打 交 道 的 经 验

次 级 方 案 0 5 . 0 7 ：发 展 关 于 跨 国 公 司 的 综 合 情 报 系 统

建 立 起 来 的 这 个 系 统 将 在 区 域 范 围 内 有 助 于 跨 国 公 司 委 员 会 收 集 、 分 析 和 擻 发  

有 关 跨 国 公 司 情 况 的 情 报 的 工 作 。 该 次 级 方 案 的 目 的 是 为 所 在 国 政 府 提 供 全 面 、 

可 靠 和 有 针 对 性 的 情 报 ， 从 而 有 助 于 它 们 同 跨 国 公 司 进 行 谈 判 和 制 定 对 待 跨 国 公 司  

的 政 策 。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0 5 .0 7 .0 1  有 关 跨 国 公 司 的 法 律 、 条 例 、 政 策 、 合 同 和 协 定 的 情 报

0 5 .0 7 .0 2  跨 国 公 司 的 公 司 简 况

0 5 .0 7 .0 3  有 关 资 料 和 情 报 服 务 的 情 报

0 5 .0 7 .0 4  在 工 业 方 面 对 跨 国 公 司 进 行 深 入 研 究

C 部 分 . 外 来 资 金 的 转 让

次 级 方 案 0 5 .0 8 : 投 资 促 进 和 税 务 管 理

建 立 和 （或 ）加 强 国 家 机 构 ， 祥 支 持 实 施 行 之 有 效 的 政 策 ， 使 私 人 资 木 投 资 得  

到 最 好 的 利 用 。 训 练 投 资 促 进 和 税 务 方 面 的 人 员 ， 祥 支 持 木 区 域 内 的 鼓 励 投 资 的  

措 施 和 财 政 政 策 的 协 调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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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组成部分

0 5 .0 8 .0 1 帮助本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改进有关投资促进和税收的机构设

0 5 .0 8 .0 2
直
召开外国投资问题的知名人士小组会议

0 5 .0 8  .0 3 对区域财政文件局的援助
0 5 .0 8 .0 4 关于发展成就和外国投资问題的国别研究

方案：农村发展综合方案（06 )

次级方案0 6 .01 : 政策和规划

帮助成员国审查关于农村发展方案的政策和规划的现行作法#采取一些措施来 
加强政府制定规划和实施综合方案的能力，重点放在改善低收入阶层的参加水平和 
向它们提供服务以及有效地进行检查和评价的体制性安排上。

方案组成部分：

06 .0 1 .0 1 关于乡村基层发展工作人员的作用的专家小组会议
0 6 .0 1  .0 2 由非政府组织收集和传播关于动员低收入阶层和社会上处于

0 6 .0 1 .0 3
不利地位的各种人参加工作的情况的案例研究 
制定和执行土改措施的新欢村组织

0 6 .0 1 .0 4 地方一级的农村发展规划工作（相当于农业司的0 1 . 04 . 01)
0 6 .0 1 .0 5 地方一级动员和利用资源的工作（相当于农业司的01 .0 4 .  

02)
0 6 .0 1 .0 6 关于地方一级公共服务提供办法的专家磋商（相当于发展规 

划司的0 7 . 0 5 .04)
0 6 .0 1 .0 7 农村住区规划的研究（相当于工业、住房和技术司的0 9 . 

0 2 .0 1 )

0 6 .0 1 .0 8 关于在农村发展中设计切合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农村参与政 
策的专家小组会议（相当于社会发展司的1 9 .0 2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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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0 1 .0 9 帮 助 成 员 国 制 定 、 实 施 和 检 查 关 于 妇 女 问 题 的 国 家 项 目 （相  

当 于 社 会 发 展 司 的 1 9 .0 4 .0 2 )
0 6 .0 1 .1 0 区 域 农 村 发 展 方 案 所 需 要 的 统 计 资 料 的 收 集 、 整 理 和 管 理 的  

方 法 研 究 和 促 进 工 作 （相 当 于 统 计 司 的 2 1 . 0 1 . 15)
0 6 .0 1 .1 1 改 进 包 括 农 村 发 展 所 需 要 的 数 据 在 内 的 传 统 部 门 的 资 料 系 统  

( 相 当 于 行 政 司 的 2 2 .01 .0 4 ）

0 6 . 0 1 . 12 对 农 村 发 展 的 资 料 服 务 （相 当 于 行 政 司 的 2 2 . 0 3 • 0 4 )

0 6 .0 1 .1 3 制 订 以 贫 穷 问 题 为 重 点 的 浓 村 发 房 项 目 规 划 和 执 行 准 则

次级方案0 6 . 0 2 : 农业

在 农 业 生 产 多 祥 化 体 使 越 来 越 多 的 小 生 产 者 和 贫 困 阶 层 参 加 生 产 方 面 和 在 改 进  

供 销 办 法 使 他 们 获 得 利 益 方 面 向 各 国 政 府 提 供 支 助 。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0 6 .0 2 .0 1 关 于 杂 、 豆 、 根 、 茎 作 物 的 专 家 小 组 会 议 和 讨 论 会 （相 当 于  

农 业 司 的 01 .0 2 .0 2 )
0 6 .0 2 .0 2 改 善 渔 民 社 区 的 社 会 经 济 条 件 （相 当 于 农 业 司 的 0 1.04.05)
0 6 .0 2 .0 3 对 有 利 于 农 村 发 展 的 出 口 产 品 和 商 品 ， 在 贸 易 情 报 、 推 销 、 

市 场 研 究 与 发 展 方 面 提 供 帮 助 （相 当 于 国 际 贸 易 司 的 0 5 . 

0 2 .0 8 )

次 级 方 案 0 6 .0 3 :；农 村 地 区 的 工 业 化

帮 助 成 员 国 把 促 进 工 业 发 展 作 为 农 村 发 展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 特 别 是 帮 助 改 进 农  

业 与 工 业 之 间 的 联 系 和 发 展 农 村 地 区 的 小 型 工 业 。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0 6 .0 3 .0 1 收 集 和 传 播 有 关 以 下 各 方 面 的 成 就 的 资 料 ⑻ 加 强 工 业 和  

农 业 之 间 的 联 系 ， ( b ) 远 离 大 城 市 地 区 的 工 业 分 布 和 重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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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局 ， ⑹ 农 村 一 级 小 型 工 业 的 发 展 和 （d ) 中 小 工 业 和  

近 代 大 工 业 之 间 的 联 系 （相 当 于 工 业 、 住 房 和 技 术 司 的 0 8 . 
0 1 .0 2 )

0 6 .0 3 .0 2 帮 助 执 行 在 非 大 城 市 地 区 建 立 工 业 的 试 点 项 目 （相 当 于 工 业 、

0 6 .0 3 .0 3
住 房 和 技 术 司 的 0 8 .0 1  .0 6 )
通 过 国 别 研 究 发 展 亚 太 经 社 会 地 区 的 综 合 性 农 用 工 业 和 农 村

次 级 方 案 0 6 .04  :
工 业 （相 当 于 工 业 、 住 房 和 技 术 司 的 0 8 .0 1 .06 )

: 物 质 的 基 础 结 构 、 自 然 资 源 和 环 境

通 过 发 展 农 村 地 区 的 常 规 能 源 初 非 常 就 能 源 以 及 有 形 基 础 结 构 ， 在 符 合 良 好 的  

环 境 管 理 的 原 则 下 ， 通 过 开 发 水 资 源 和 其 他 自 然 资 源 和 发 展 农 村 运 输 系 统 ， 帮 助 成  

员 国 努 力 改 善 其 能 源 供 应 。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0 6 .0 4 .0 1 关 于 农 村 地 区 能 源 供 应 和 利 用 的 合 作 研 究 和 发 展 （相 当 于 自  

然 资 源 司 的 0 2 .0 3 . 0 1 )
0 6 .0 4 .0 2 关 于 农 村 地 区 常 规 和 非 常 规 能 源 供 应 的 适 当 搭 配 的 研 究 （相  

当 于 自 然 资 源 司 的 0 2 .0 3 .0 3 )
0 6 .0 4 .0 3 关 于 按 照 农 村 综 合 发 展 的 要 求 改 进 农 村 运 输 车 辆 和 装 备 和 改  

进 农 村 道 路 规 划 、 修 建 技 术 和 改 良 筑 路 工 具 / 设 备 的 研 究 和  

讨 论 会 （相 当 于 运 输 、 通 讯 和 旅 游 司 的 1 2 .0 2 .0 7 )
0 6 .0 4 .0 4 帮 助 制 订 发 展 农 村 邮 政 基 本 设 施 的 计 划 和 办 法 （相 当 于 运 输 ， 

通 讯 和 旅 游 司 的 1 3 .0 2 .0 1 )
0 6 .0 4 .0 5 关 于 改 进 对 偏 僻 的 农 村 地 区 和 山 区 的 邮 政 服 务 的 讲 习 会 （相 

当 于 运 输 、 通 讯 和 旅 游 司 的 1 3 .0 2 .0 2 )

次 级 方 案 0 6 . 05: 科 学 技 术 应 用 于 农 村 发 展

帮 助 各 国 政 府 为 发 展 、 适 应 性 改 造 、 选 择 和 采 用 环 境 上 合 理 的 和 劳 力 密 集 的 农  

村 发 展 技 术 拟 订 政 策 和 建 立 机 构 ， 重 点 放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间 的 技 术 合 作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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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组成部分

0 6 .0 5 .0 1 农业废料和农用工业废料的利用（相当于农业司的01 .0 4 .  
08 )

0 6 .0 5 .0 2 举办以农村地区为重点的区域性或分区性的发展中国家间技 

术合作工业展览会（相当于工业、住房和技术司的0 8 .0 2 .  
09 )

次级方案0 6 .06 ::保健和社会服务

帮助各国政府加强向很少得到服务的农村地区的居民提供基木保健服务和社会 

服务的机构、服务提供办法和资金来源#改善环境条件。

方案组成部分：

0 6 .0 6 .0 1 关于成水低蒹的水和废水处理方法和设备的研究（相当于自 

然资源司的1 6 .0 1 .0 3 )
0 6 .0 6 .0 2 对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的政府间合作，包括国际饮水供应和 

卫生十年（相当于自然资源司的1 6 .0 2 .0 2 )

次级方案0 6 .0 7 : 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机构

帮助成员国政府通过教育、培训和其他支助性服务加强和促进群众普遍参加的 

农村发展活动，增强为此目的的体制基础结构以及促进条件较差的人，如妇女和青 

年更积极参加农村发展事业。

方案组成部分：

06 .07  .01 关于为农业服务的农村机构的调查、案例研究和现场讲习会 

(相当于农业司的0 1 .0 4 . 03)
0 6 .0 7 .0 2 关于社会化耕作制度的组织、决策、鼓励办法和资料传播的 

现场讲习会（相当于农业司的0 1 .0 4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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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0 7 .0 3  农业现代化和妇女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不断变化的作用(相

当于农业司的0 1 .0 4 .0 6 )

0 6 .0 7 .0 4  帮助成员国促进广大人民参加当地发展工作和建立有关机构

(相当于社会发展司的1 9 .0 2 .0 1 )

0 6 .0 7 .0 5  关于青年政策和发展的各种问题，尤其侧重农村青年的培养

和解决影响城区青年的各种紧迫问题的区域、分区和国家讨 

论会、专家小组会议和培训讲习会（相当于社会发展司的 

19 .0 5 .0 2 )

方案：发展規划、预測和政策（07)

次级方案0 7 .0 1  : 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资料廒务

了解和考察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的最新经验#向成员国提供关于本地区 

范围内当前发展形势的最新资料和估计。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0 7 .0 1 .0 1  建 立 和 保 持 一 个 有 关 发 展 规 划 的 资 料 系 统

0 7 .0 1 .0 2  编 写 一 份 木 地 区 年 度 经 济 概 览

0 7 .0 1 .0 3  编写《经济公报》和《发展论文集》

次 级 方 案 0 7 .0 2  :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战 略 和 政 策

向成员国提供对概括在亚太经社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上通过的有关发展战略和政 

策的报告“水区域对拟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际发展战略所应担负的工作”中的优 

先问题的分析# 向它们提供聚会地点，以交换基于这个文件的看法和资料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07.02.01 编 写 深 入 探 讨 当 前 经 济 和 社 会 方 面 的 问 题 的 研 究 报 告 以 便 载

入 《经 济 和 社 会 概 览 》 中

07.02.02 编 写 其 他 次 级 方 案 所 未 包 括 的 有 关 发 展 政 策 问 题 的 报 告

07.02.03 发 展 政 策 和 规 划 专 家 小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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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0 7 .0 3  : 发展规划的方法

通过向成员国提供有关规划工作的具体问题的分析性研究报告，帮助它们改进其 

制定发展规划的方法幷为定期研究这个文件和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资料和看法提 

供机会。

方案组成部分：

07 .0 3 .0 1 由成员国政府充当东道国主办几次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的某些具体问题的讨论会与参观考察。

0 7 .0 3 .0 2 专门介绍苏联制定规划方法经验的培训方案

0 7 .0 3 .0 3 关于制定发展规划的方法的研究

次级方案0 7 .0 4  ::宏观经济模型和预测

根据与全球预測系统相联系的国家经济模型提供定期的宏观经济预测#改进国 

家经济模型的规范。

方案组成部分：

07 .0 4 .0 1 通过全球“联系”预测系统的定期的国家宏观经济预测

0 7 .0 4 .0 2 改进某些国家经济模型的规范

次级方案0 7 .0 5  : 发展工作的行政管理

帮助成员国为有效地作出决策、制定发展规划和管理公营部门改进其机构安排

和方法以及行政管理技能。

方案组成部分：

0 7 .0 5 .0 1 改进国家对发展工作的管理能力的咨洵服务

0 7 .0 5 .0 2 发展管理的趋势和变化情况的考察和分析

0 7 .0 5 .0 3 关于改进公共事业经营状况的讲习会

0 7 .0 5 .0 4 关于地方一级公共事业提供系统的专家嗟商

0 7 .0 5 .0 5 政府预算和财务管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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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0 7 . 0 6 ：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研究和分析切实可行的办法，通过本地区发展中国家互相之间的经济合作，在有 

关贸易、资金流动、能源、粮食供应、技术等目标方面使这些国家实现更高的自给 

水平。

方案组成部分：

0 7 .0 6 .0 1  东盟和一个太平洋盆地共同体

07 •06*02 南亚贸易和投资合作的前縈

0 7 . 0 6 . 0 3  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迁移

次级方案0 7 . 0 7 :支助最不发达国家的特别措施

监测和审查1 9 8 0 年代有关最不发达国家的实质性新行动方案的执行情况并协

助这组国家制订和执行各种行动方案和项目，以及加強其加速发展的合作努力。 

方案组成部分:

0 7 . 0 7 . 0 1  监測和审查本区域执行实质性新行动方案的进展情况

0 7 .0 7 .0 2  深入研究最不发达国家所面对的特别问题

0 7 . 0 7 . 0 3  协助最不发达国家制订和执行加速炭展的政策和行动计划、

方案和项目

方案：工业发展（08 )

次级方案0 8 .0 1  : 工业发展和规戈!

审查和评价国家一级和区域一级的工业发展情况和找出具体问题；实施全球和 

区域一级作出的关于调整工业政策和战略的决定；加强国家确定和实施项目的能力; 

支持国家和区域为扩大工业品出口姅使之多祥化和为进一步充分发展国家的制造能 

力加强所作的努力以及制定都市和农村各部门间协调的发展方案。

方案组成部分：

0 8 .0 1 .0 1  .对区域一级工业进展情况的区域审查和评价，特别是关于联

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和八十年代的发展战略；亚太经社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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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部 长 会 议 决 定 的 执 行 情 况 ；利 马 宣 言 和 工 发 组 织 第 三 次 大  

会 确 定 的 增 长 指 标 的 执 行 情 况

08 .0 1 .0 2 收 集 和 传 播 有 关 以 下 几 方 面 的 进 展 情 况 的 资 料 ： ⑻ 加 强  

工 农 业 之 间 的 联 系 ， ( b ) 使 工 业 分 散 布 局 #远 离 大 城 市 地  

区 ， ( c ) 农 村 一 级 小 型 工 业 的 发 展 ， 和 （d ) 中 小 工 业 和

大 规 模 的 近 代 化 工 业 之 间 的 联 系

0 8 .0 1 .0 3 某 些 公 营 工 业 的 特 定 方 面 的 研 究 ： 关 于 工 农 业 之 间 的 联 系 、 

小 型 工 业 的 发 展 、 技 术 和 专 门 知 识 的 发 展 和 传 播 ， 筹 集 资 金  

和 管 理

0 8 .0 1 .0 4 组 织 公 营 企 业 一 些 主 要 领 导 人 员 参 观 考 察 ， 研 究 某 些 亚 太 经  

社 会 国 家 的 公 营 部 门 的 制 造 业 发 展 情 况

08 .01 .05 帮 助 实 施 非 都 市 地 区 的 工 业 试 验 项 目

0 8 .0 1 .0 6 通 过 国 别 研 究 发 展 亚 太 经 社 会 地 区 的 综 合 性 农 用 工 业 和 农 村

工 业

08 .0 1 .0 7 以 长 远 观 点 发 展 小 型 工 业

0 8 .0 1 .0 8 发 展 化 学 工 业 ： （a ) 化 肥 ； ( b ) 农 药 ； ( c ) 药 物 ；

⑻ 从 农 产 品 生 产 酒 精 ； ⑹ 石 油 化 工 产 品

0 8 .0 1 .0 9 在 亚 太 经 社 会 地 区 的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中 建 立 主 导 工 业

08 .0 1 .1 0 关 于 发 展 从 农 产 品 生 产 能 源 和 寻 求 新 能 源 的 资 料 网

0 8 .0 1 .1 1 在 发 展 从 农 产 品 生 产 能 源 和 寻 求 新 能 源 方 面 对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的 特 别 措 施

0 8 .0 1 .1 2 参 观 从 农 产 品 生 产 能 源 和 寻 求 新 能 源 的 优 秀 研 究 所

次 级 方 案 0 8 . 0 2 : 工 业 发 展 的 区 域 合 作

加 强 发 展 区 域 内 工 业 合 作 的 区 域 能 力 和 力 量 ， 支 持 发 展 合 办 的 工 业 企 业 ， 提 供  

某 些 关 键 工 业 的 资 料 数 据 和 其 他 技 术 资 料 ，帮 助 交 流 有 关 技 术 和 专 门 知 识 的 技 术 资 料  

耜 情 报 # 加 强 制 造 业 的 能 力 和 技 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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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组成部分:

0 8 .0 2 .0 1 工 业 发 展 规 划 人 员 间 的 合 作 ： 评 价 工 业 保 护 主 义 的 专 家 小 组

会 议

0 8 .0 2 .0 2 就 建 立 区 域 工 业 问 题 召 开 有 关 的 开 发 银 行 参 加 的 国 家 规 划 局  

间 的 政 府 间 协 商 会 议

0 8 .0 2 .0 3 帮 助 进 行 对 南 太 平 洋 国 家 的 工 业 调 查

0 8 .0 2 .0 4 组 织 讨 论 发 展 中 国 家 间 、 特 别 是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 内 陆 国 和 岛  

屿 国 家 间 的 技 术 合 作 的 “俱 乐 部 ”的 会 议

0 8 .0 2 .0 5 1 9 8 0年 第 三 次 农 用 工 业 及 其 有 关 工 业 政 府 间 会 议 的 后 续 行  

动 和 198 2 年 第 四 次 政 府 间 会 议 的 准 备 工 作

08 .0 2 .0 6 帮 助 改 进 工 业 加 工 和 发 展 某 些 原 料 和 商 品

08 .0 2 .0 7 工 发 组 织 磋 商 会 议 的 区 域 农 业 机 械 筹 备 会 议

0 8 .0 2 .0 8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区 域 农 药 发 展 方 案

0 8 .0 2 .0 9 组 织 区 域 范 围 或 分 区 范 围 的 、 以 农 村 地 区 为 重 点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间 技 术 合 作 工 业 展 览 会

0 8 .0 2 .1 0 出 版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小 型 工 业 简 报 》和 《工 业 发 展 新 闻 ： 亚

洲 湘 太 平 洋 》

方 案 ： 人 类 住 区 （0 9 )

次 级 方 案 0 9 .0 1  : 住 区 政 策 和 战 略

加 强 国 家 能 力 ；逐 步 形 成 和 实 施 行 之 有 效 的 人 类 住 区 政 策 、 方 案 和 战 略 枯 定 出  

区 域 的 优 先 项 目 以 便 确 定 区 域 方 案 。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0 9 .0 1 .0 1 制 订 关 于 发 展 人 类 住 区 的 国 家 政 策 、 方 案 和 战 略

0 9 .0 1 .0 2 确 定 区 域 政 策 性 问 题

0 9 .0 1 .0 3 人 类 住 区 状 况 的 审 查 和 研 究

0 9 .0 1 .0 4 拟 定 关 于 制 订 住 区 政 策 的 区 域 指 导 方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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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0 9 . 0 2 : 住区规划

促进制定在经济活动、物质的和社会的基础结构以及人口方面的发展城乡住区 

的综合14和一体化计划。

方案组成部分：

0 9 .0 2 .0 1 农村住区规划的研究

0 9 .0 2 .0 2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主管人类住区发展的地方当局区域代表大

会

0 9 .0 2 .0 3 物质规划同经济及社会规划相结合

0 9 .0 2 .0 4 关于提高二等城市的城市服务能力的战略的研究

次级方案0 9 .03 ::住房、基础结构和服务

促进旨在加速改进住房、基础结构初服务的等级和范围的革新的和适宜的人类 

住区技术。

方案组成部分：

0 9 .0 3 .0 1 住房和人类住区研究所主任会议

09 .0 3 .0 2 改善贫民窟和公地住区的综合方案

0 9 .0 3 .0 3 建造低价住房的方法、费用和技术的研究

0 9 .0 3 .0 4 帮助发展中国家引进和采用标准化和模式协调

0 9 .0 3 .0 5 发展和改进建筑工业

0 9 .0 3 .0 6 城乡地区土法建筑工业的研究

0 9 .0 3 .0 7 关于处理垃圾和废物的各种办法的研究

0 9 .0 3 .0 8 帮助贫民窟、新公地住户和农村居民住户改善居住条件的革 

新办法

09 .0 3 .0 9 在苏联举办关于低造价住房问题的讨论会/ 讲习会

次级方案0 9 .04 :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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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土地的所有权、占有、开发与利用以及征收土地税的土地政 

策和支助性立法。

方案组成部分：

0 9 .0 4 .0 1 土地政策和土地管理措施包括分区利用土地办法的研究

0 9 .0 4 .0 2 工地和服务以及土地合#办法

0 9 .0 4 .0 3 关于土地问题的监測和资料交换

次级方案0 9 .0 5 : 公众参加

动员公民通过社会行动、互助、自助和其他形式的直接协作，参加制定战咯、 

规划、方案实施、人类住区管理、提供住房、基础结构和服务。

方案组成部分：

0 9 .0 5 .0 1 关于使公众参加国家方案的区域讨论会

次级方案0 9 .0 6  : 机构和管理

为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建立适当的金融机构和资金供应办法，为编制和实施有关 

方案制订必要的行政手续和法律规定#为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在上述过程中培训 

各方面工作所需的人力资源。

方案组成部分：

0 9 .0 6 .0 1 扩大设在印度新德里的联合国区域住房中心的区域性活动

0 9 .0 6 .0 2 扩大设在印度尼西亚万隆的区域人类住区研究中心的区域性

0 9 .0 6 .0 3

活动

建立人类住区方面的情报网

0 9 .0 6 .0 4 财政与管理和人类住区

09 .0 6 .0 5 在苏联举办关于地方住房当局活动的参观考察/ 讨论会/ 讲

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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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案 :环 境（10)

次级方案10.01  : 环境意识

加强亚太经社会各部门活动的坏境方面的工作幷通过传播和交流具有环境意义 

的问题的资料和组织新闻记者和新闻界的代表举行座谈，增强国家一级的环境意识,

方案组成部分：

1 0 .0 1 .0 1 加强亚太经社会在不同部门领域的活动中的环境保护工作

1 0 .0 1 .0 2 通过新闻工具的宣传活动建立环境意识

1 0 -0 1 .0 3

10。0 1 .0 4

应用遥感对亚太经社会区域的环境进行监测和评价 

编写环境状况报告

10。0 1 . 05 亚洲环塽部长级会议

次级方案1 0 .0 2 ：:环境保护和管理的机构和立法方面

根据请求在制定环境保护法规和加强环境保护和管理机构的能力方面向本地区 

各国提供援助。

方案组成部分：

1 0 .0 2 .0 1 帮助各国加强环境保护和管理的组织机构和法律体制

1 0 .0 2 .0 2 关于对发展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估价的技术的研究

1 0 .0 2 .0 3 环境专家特设工作小组会议

次级方案1 0 .0 3 : 陆地生态系统的管理

加强区域、分区和国家制定政策和方案的能力幷制定对陆地生态系统进行有效 

的环境瞀理的方法和标准。

方案组成部分：

1 0 .0 3 .0 1 关于砍伐热带森林对环境影响的研究

10 .0 3 .0 2 千旱初半千旱土地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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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0 3 . 0 3  

10 .0 3  .0 4
有关农村发展的环境问题专家小组会议 
亚太经社会地区山区生态系统的研究

次级方案1 0 .0 4 ：海洋环境和有关生态系统的保护

加强国家制定旨在保护海洋和沿海环境不受海岸和近海污染源的污染政策和方 
案的能力。

方案组成部分：

1 0 .0 4 .0 1 关于保护亚洲湘太平洋地区海洋环境和有关生态系统的区域 
项目（第二期）

1 0 .0 4 .0 2 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
1 0 .0 4 .0 3 关于控制工业污染的方法和费用的研究和专家小组会议
1 0 .0 4 .0 4 亚太经社会地区控制水污染情况的估价

方案：航运、港口和内河航道的发展（11)

次级方案1 1 .01 : 人力开发

使发展中国家能够： ( a )在需要时建立和改进海运培训机构；⑼满足航 
运、港口和内河航道方面对训练有素的管理人员及操作人员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方案组成部分：

11 .0 1 .0 1 为海运、港口、内河航运工作建立国家和区域或分区人员培 
训中心

11 .01  .02 协助各成员国谋求建立一个区域性的海运培训机构联合会
1 1 .0 1 .0 3 调查加评价在运输方面现有的管理人员培训机构,以改进其

1 1 .01 .0 4
1 1 .0 1 .0 5

课程和教学方法
帮助开办本区域航海人员进修班，以便使用尖端的船用设备 
审查永区域的人才培养情况以及目前和未来的需要量

1 1 .0 1 .0 6 召开人力开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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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1 1 . 0 2 ：海运政策和机构的发展

帮 助 建 立 和 加 强 主 管 海 运 政 策 和 专 管 海 运 活 动 的 国 家 和 地 区 性 的 海 运 组 织 。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1 1 . 0 2 . 0 1 援 助 成 员 国 建 立 运 费 研 究 单 位 #使 之 拒 负 制 订 政 策 的 机 构 的  

职 能

1 1 . 0 2 . 0 2 帮 助 实 行 航 运 经 济 统 计

1 1 . 0 2 . 0 3 帮 助 成 员 国 建 立 或 巩 固 航 运 、 港 口 、 内 河 航 道 方 面 的 行 政 管  

理 机 构

1 1 . 0 2 . 0 4 帮 助 发 展 和 制 订 国 家 海 事 法 规 ， 祐 帮 助 执 行 国 家 的 或 国 际 的  

法 规

1 1 . 0 2 . 0 5 帮 助 成 员 国 建 立 货 物 转 运 人 组 织 祐 使 其 起 作 用

1 1 . 0 2 . 0 6 帮 助 成 员 国 建 立 租 船 组 织 # 使 其 起 作 用

1 1 . 0 2 . 0 7 审 查 海 事 政 策 和 机 构 方 面 的 发 展

1 1 . 0 2 . 0 8 组 织 有 关 上 述 专 题 的 会 议

次 级 方 案 1 1 .0 3 ：商 业 航 运 的 发 展

便 利 货 物 和 旅 客 的 流 动 及 国 际 贸 易 的 发 展 ； 通 过 促 进 高 效 率 的 、 切 实 的 和 经 济  

的 航 运 及 有 关 的 服 务 以 改 进 国 家 的 国 际 收 支 状 况 ， 幷 发 展 国 家 商 船 队 和 区 域 或 分 区  

航 运 合 作 。

方案组成部分：
1 1 .0 3 .0 1 发 展 商 船 队 和 航 运 服 务

1 1 .0 3 .0 2 帮 助 船 队 最 大 限 度 地 发 挥 其 运 载 能 力

1 1 .0 3 .0 3 对 船 舶 资 金 来 源 及 其 筹 集 办 法 提 供 咨 询 意 见

1 1 .0 3 .0 4 通 过 发 展 中 国 家 间 技 术 合 作 / 发 展 中 国 家 间 经 济 合 作 和 分 区

1 1 .0 3 .0 5

组 织 的 媒 介 ， 帮 助 发 展 和 管 理 联 合 航 运 项 目 及 服 务 业  

审 查 商 业 航 运 的 发 展 情 况

1 1 .0 3 .0 6 帮 助 开 展 分 区 航 运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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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 3 .0 7 编制培训课程，以提髙运输管理技术

1 1 .0 3 .0 8 帮助成员国发展、经营和维持海上导航设备# 执行航海公约

1 1 .0 3 .0 9 举行关于上述问题的会议

1 1 .0 3 . 10 调查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的造船和修船设备和活动

1 1 .0 3 .1 1 钥织关于本区域发屏中国家造船、修船和保养能力的政府间 

专家会议，以伲进发屏中国家间经济合作/ 发展中国家间技 

术合作范围内的区域合作

次级方案1 1 .0 4 ::港口发展

通过有效使用人员和设施，来提高港口的效率，祥促进港务局及港D使用者之 

间的区域性合作（港口发展长期方案（E/ESCAP/STC.1 / 8 ) 经 由 1 9 7 8年经社 

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

方案组成部分：

1 1 .0 4 .0 1 发展关于改进港口管理决策工作的技术和方法

1 1 .0 4 .0 2 举办关于改进管理决策工作的技术和方法的培训讲习会

1 1 .0 4 .0 3 港务人员的培训交流方案

1 1 .0 4 .0 4 为港务人员出国学习提供研究金

1 1 .0 4 .0 5 组织港口管埋人员参观考察

1 1 .0 4 .0 6 帮助港口建立港务培训中心

1 1 .0 4 .0 7 筹备和建立一个区域港口管理情报系统

1 1 .0 4 .0 8 为建立港D管理情报系统举行一系列讲习会

1 1 .0 4 .0 9 关于发展集装箱化和多种方式联运系统的实质性问题的研究

1 1 .0 4 .1 0 建立对疏浚工作的援助方案

1 1 .0 4 .1 1 建立一个内部的数据和情报中心

1 1 .0 4 .1 2 出版有关港口发展和港口发展中的技术问题的丛书

1 1 .0 4 .1 3 审查木区域的港口发展情况

1 1 .0 4 .1 4 对港口发展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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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 4 .1 5  

1 1 .0 4 .1 6

国家港务局局长的定期会议 

港口发展方面的特别项目

次级方案1 1 . 0 5 : 发展内陆航运

帮助成员国更有效地利用它们的内陆航道系统（有关内陆水运的长期方案（E /  
ESCAP/STC .1 / 9 ) 经由 1 9 7 8年经社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

方案组成部分:

1 1 .0 5 .0 1 开发和养护内河航道的方案

1 1 .0 5 .0 2 通过改进设计、标准化，发展当地造船业和制造业并提供充

裕资金等手段来提高船队的水平

1 1 .0 5 .0 3 发展码头和装卸设施

1 1 .0 5 .0 4 关于帮助内河航道实行更合理的国家政策和使用费的方案

11 .0 5 .0 5 促进提高制订规划的技术和项目评价

1 1 .0 5 .0 6 逐步改进有关内河航运的行政管理和法律制度

1 1 .0 5 .0 7 发展疏浚内河航道的工作和技术的方案

11 .0 5 .0 8 改进有关内河航道的规划、营运和养护方面的情报和统计工

作

关于提高内河航运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经营技术的培训方案1 1 .0 5 .0 9

1 1 .0 5 .1 0 援助建立国家培训方案，研究中心等

1 1 .0 5 .1 1 提供发展内陆水运方面的咨询服务

1 1 .0 5 .1 2 管理人员的参观考察

11 .0 5 .1 3 内河航道管理机构行政首长会议

1 1 .0 5 .1 4 审查亚太经社会地区的内陆水运情况

1 1 .0 5 .1 5 内陆水运方面的深入研究

1 1 .0 5 .1 6 建立一个内陆水运的情报系统

次级方案1 1 . 0 6 : 托运人组织和合作

帮助加强国家托运人组织和木地区以及区域之间的各组织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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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案 组 成 部 分

1 1 .0 6 .0 1 帮 助 木 地 区 成 员 国 建 立 和 管 理 托 运 人 协 会 或 类 似 的 组 织

1 1 .0 6 .0 2 在 货 物 归 并 、 订 舱 和 租 船 业 务 方 面 对 会 员 国 政 府 和 托 运 人 组  

织 提 供 援 助

11 .0 6 .0 3 在 培 训 和 改 进 货 物 转 运 人 组 织 方 面 提 供 援 助

1 1 .0 6 .0 4 帮 助 成 员 国 政 府 和 托 运 人 组 织 估 价 其 对 合 宜 的 运 输 服 务 （包  

括 集 装 箱 化 和 多 种 方 式 联 运 系 统 ）的 需 要

1 1 .0 6 .0 5 帮 助 促 进 本 地 区 托 运 人 和 船 主 之 间 的 紧 密 合 作

1 1 .0 6 .0 6 促 进 建 立 和 经 营 一 小 区 域 性 的 或 几 个 分 区 域 性 的 托 运 人 组 织

1 1 .0 6 .0 7 研 究 主 要 进 出 口 商 品 的 运 费 率 、 各 种 附 加 费 及 其 它 海 洋 运 输  

条 件

1 1 .0 6 .0 8 帮 助 收 集 幷 向 托 运 人 组 织 提 供 航 运 情 报

1 1 .0 6 .0 9 举 行 关 于 托 运 人 合 作 问 题 的 讲 习 会 ， 专 题 讨 论 会 ， 参 观 考 察  

和 会 议

1 1 .0 6 .1 0 援 助 成 员 国 建 立 为 合 理 利 用 舱 位 的 计 算 机 服 务 业 务

1 1 .0 6 .1 1 审 查 托 运 人 合 作 的 发 展 情 况

方 案 ： 运 输 的 发 展 （12)

次 级 方 案 12 .01  : 总 的 运 输 规 划 和 促 进 国 际 运 输

援 助 成 员 国 发 展 高 效 率 的 运 输 系 统 ， 包 括 采 取 措 施 促 进 国 家 、 分 区 或 区 域 的 国  

际 运 输 。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1 2 .0 1 .0 1 收 集 、 分 析 和 传 播 有 关 交 通 运 输 的 技 术 性 资 料

1 2 .0 1 .0 2 促 进 包 括 设 立 运 输 研 究 中 心 在 内 的 运 输 研 究 活 动 和 应 用 适 宜  

的 技 术

1 2 .0 1 .0 3 促 进 制 订 运 输 规 划 和 方 案 方 面 的 培 训 ， 包 括 行 政 和 经 营 管 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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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0 1 .0 4  促进国家初分区一级水陆空结合的运输系统，包括集装箱化

和多种方式的联运

1 2 .0 1 .0 5  帮助设计市区和公共运输系统

1 2 .0 1 .0 6  研究亚太经社会区域各国空运货物的经济方面，并注重包装

和存仓技术，空运货物管理和总的分配费用分析

1 2 -0 1 .0 7  为 了 促 进空运贸易的发展，研究空运货物的归# 和包装

12 .0 1 .0 8  研究有关空中运输，机场装卸，托运人和转运人的收货和发

货以及行政费用等空运运费率的结构（第一期：南亚；第二 

期：太平洋）

1 2 .0 1 .0 9  对南太平洋地区进行区域性运输调查，目的在于摸清关键性

领域以促进木地区的货物空运业务，并与其他有关机构如国 

际民用航空组织进行合作，对本地区的运输进行对比研究， 

尤其包括空/ 海货运的成木-收益的对比研究

1 2 .0 1 .1 0  促进在发展中国家国际机场上发展国际货物空运的专题讨论

会，特别着重于空运的管理及经营、空运货物的基本设施和 

装卸设备

1 2 .0 1 .1 1  查明在哪些科学和技术的领域可以促进本区域内外国家之间

在运输领域就技术转让和应用适宜技术的重大问题上进行合 

作

1 2 .0 1 .1 2  发展综合性交通运输的统计工作

1 2 .0 1 .1 3  确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运输方面进行技术合作的优先领域

1 2 .0 1 .1 4  审查国际文件和协助制订跨越国境的贸易与运输的双边和多

边协议

1 2 .0 1 .1 5  国际货运与客运手续的简化、标准化和协调化

1 2 .0 1 .1 6  援助国家间交流关于为方便国际货运与客运而设计、 改 进 相

执行的简化措施方面的专门知识初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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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1 2 .0 2 ：公路与公路运输

帮助成员国发展国家初国际一级的、 高效率的公路和公路运输网，包括经济与 

技术两方面，特别注重于根据亚太经社会农村综合发展方案发展农村公路运输。 

方案组成部分:

1 2 .0 2 .0 1  汇编有关公路和公路运输状况的数据，草拟审查报告，•并组

织公路专家的特设政府间会议和其他会议

1 2 .0 2 .0 2  为了便利与促进国际公路交通，绘制和出版地图与指南

1 2 .0 2 .0 3  关于代用能源、能源节约方法、能量效率高的公路车辆和回

收沥青混凝土用于筑路等的使用和发展的调查 

1 2 .0 2 .0 4  对扩大“亚洲公路网”的范围进行调查研究，包括制订关于

发展本区域公路和公路运输战略的一般性原则 

1 2 .0 2 .0 5  向某些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蒙、发展中的内陆国家和岛

屿国家提供有关公路初公赂运输的技术-经济问题的咨询援 

助

1 2 .0 2 .0 6  为统一车辆载重量、尺寸和安全要求以及获取驾驶执照的标

准进行研究

1 2 .0 2 .0 7  根据农村综合发展的原则改进农村运输车辆和设备以及对改

进农村公路的设计、建造和施工工具/ 设备的技术进行研究 

和举行专题讨论会

1 2 .0 2 .0 8  制订欢村公路发屏总计划的一般性原则，包括确立优先次序

的简单标准

1 2 .0 2 .0 9  运输技术的交流、改进与 改 革

1 2 .0 2 .1 0  将秘书处所编的攻村道路建造和保养手册译成发展中成员国

的各地语文

1 2 .0 2 .1 1  协助成员国查明道路保养的经济重要性、发展合适的公路建

筑和保养工业并组织专题讨论会/ 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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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0 2 . 1 2  在亚太经社会区域的干燥、沼泽和潮湿地区建造低价公路

1 2 . 0 2 . 1 3  拟 订 并 执 行 一 个 示 范 用 教 员 培 训 方 案 以 培 养 当 地 欢 村 公 路 建

造 和 保 养 方 面 的 官 员

1 2 - 0 2 . 1 4  研 究 超 重 双 轴 卡 车 在 各 类 公 路 上 行 驶 所 涉 及 的 技 术 一 经 济 问

题

1 2 . 0 2 .  15 研 究 关 于 公 路 基 础 结 构 和 公 裕 运 输 业 务 的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并 组

织 区 域 会 议

次 级 方 案 1 2 .0 3  : 铁 路 初 铁 路 运 输

援 助 成 员 国 逐 步 制 定 和 执 行 各 级 铁 路 和 钥 洛 运 論 方 面 的 有 效 政 策 、 方 案 和 战 略 。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1 2 .0 3 .0 1 政 府 间 铁 路 小 组 会 议 加 铁 路 研 究 协 调 组 会 议

1 2 .0 3 .0 2 擰 助 成 员 国 祥 根 据 要 求 派 遣 专 家 流 动 工 作 团 对 解 决 铁 路 问 题  

提 出 意 见

1 2 .0 3 .0 3 就 铁 路 与 铁 路 运 输 所 涉 及 的 经 济 洳 技 术 问 题 举 行 区 域 讨 论 会  

初 参 观 考 察

1 2 .0 3 .0 4 关 于 铁 路 运 输 的 经 济 与 技 术 问 题 的 讲 习 会

1 2 .0 3 .0 5 在 铁 路 方 面 协 助 发 展 中 国 家 举 办 管 理 洳 技 术 培 训 班 #组 织 各  

国 间 的 技 术 合 作

1 2 .0 3 .0 6 建 立 一 个 统 一 的 铁 路 统 计 和 情 报 系 统

1 2 .0 3 .0 7 研 究 改 进 铁 赂 经 营 方 面 的 商 业 性 业 务

1 2 .0 3 .0 8 横 贯 亚 洲 铁 路 （第 二 期 ）及 重 新 调 整 其 范 围 使 之 包 括 协 调 联  

运 在 内

1 2 .0 3 .0 9 编 制 一 份 综 合 性 的 “亚 洲 铁 路 ”总 计 划 # 订 出 执 行 该 计 划 的

措 施

1 2 .0 3 .1 0 按 照 发 展 的 要 求 审 查 现 有 的 铁 道 系 统 ， 特 别 要 从 现 在 的 能 源  

危 机 的 角 度 设 法 提 高 其 运 输 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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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0 3 .1 1 革新、重建和扩建发展中国家日趋扩大的城市地区的现有铁 

路系统，其目的在于改进市区相郊区之间的往返运输

1 2 .0 3 .1 2 关于以量规仪表控制行驶的车辆的标准设计的可行性研究

1 2 .0 3 .1 3 研究铁路车辆的现代涂漆技术的发展湘使用

1 2 .0 3 .1 4 研究/ 调查本地区铁路的列车运转初保护系统的现代化

1 2 .0 3 .1 5 货物运输的现代化

1 2 .0 3 .1 6 研究铁路运输中各种技术的自动化

1 2 .0 3 .1 7 改进木地区得不到电力供应耜没有足够通讯线路的区域的铁 

路系统的信号与通讯工作

1 2 .0 3 .1 8 研究从泰国曼谷到清迈的RSR北线电气化工程的设备采购 

和工程设计

1 2 .0 3 .1 9 研究建立一个区域性培训中、心的可能性初可行性

1 2 .0 3 .2 0 关于探讨有无可能将设在巴基斯坦的区域培训中心提高一步

的可行性研究

1 2 .0 3 .2 1 研究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各条铁路对协调联运办法的作用初能 

.力以及拟定合理的参数借以对各种竞争性运输方式初项目作 

财政和经济上的对比分析

1 2 .0 3 .2 2 研究铁路运费结构加对目前高成本能源给予补貼的需要；幷 

研究为帮助实现或调整其运输任务需要多大的财政支助

1 2 .0 3 .2 3 关于木区域铁路的能源效率问题的综合研究

1 2 .0 3 .2 4 关于修建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沙湾拿吉经越南到岘港的铁 

路线的可行性研究

1 2 .0 3 .2 5 本区域各国货物运往欧洲经由土耳其/ 中东和经由苏联办法 

的比较研究

1 2 .0 3 .2 6 达卡一吉大港铁路干线电气化的调查研究

1 2 .0 3 .2 7 达卡及其郊区通勤铁路交通的调查研究

1 2 .0 3 .2 8 从国际锬路合作方面促进和推动铁路旅游业

1 2 .0 3 .2 9 孟加拉国， 马来西亚和泰国铁轨过旧和脱轨事件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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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通讯设施的发展（13)

次级方案1 3 . 0 1 : 发展电信设施相服务

帮助加速发展各种型式的电信服务，提高效率湘改善管理，确保对社会和经济 

发展提供更大的支持。

方案组成部分:

1 3 .0 1 .0 1  向关于电信、欢村电信，保养和普及的研究提供部门性支助

1 3 .0 1 .0 2  电信培训

13 .01  .03  无线电频率的管理湘监控

次级方案1 3 .0 2  : 发展邮政服务

与世界性和区域性的专门组织（万国邮盥初亚大邮盟（亚洲大洋洲邮政联盟）） 

密切合作，协助各成员国发展国家的、分区的初区域的邮政服务。 促进邮政服务

的工作包括与其他运输手段的协作，加随着运输和电信的发展及社会经济的增长率 

不断改善邮政服务。 特别注重于向农村初城市的穷人提供邮政服务、训练人员和 

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

方案组成部分：

1 3 .0 2 .0 1 楔助制定计划和战略以扩大农村邮政的基础结构

1 3 .0 2 .0 2 改进对边远农村初山区的邮政服务的讲习会

1 3 .0 2 .0 3 鼓励更好地利用邮政服务的新方法的讨论会与参观考察

1 3 .0 2 .0 4 亚太经社会/ 万国邮盟/ 亚大邮政联盟联合筹畚邮政事务政 

府间会议

1 3 .0 2 .0 5 同亚洲一太平洋邮政训练中心等现有机构共同促进邮政培训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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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案 ：发展旅游业（14 )

次级方案14 .01  : 促进亚太经社会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帮助发展中成员国家诵过由政府实行更好的旅游促进政策初措旅，保证从合理

发展的旅游业中莸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

方案组成部分：

1 4 .0 1 .0 1 组织有关培训旅游业人员的讨论会与讲习会初（或 ）训练班

1 4 .0 1 .0 2 研究/ 调查旅游业中的普遍性问题，为国家旅游发展计划初

1 4 .0 1 .0 3

改善旅游发展政策作准备

检查各国政府为促进国际旅游业采取的财政初金融鼓励办法

1 i .01 .04

及其他措施

研究地方性的特点，以便有效地加以利用，促进旅游

1 4 .0 1 .0 5 促进在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范围内交流发展旅游的知识耜

经验

1 4 .0 1 .0 6 在国家和分区一级改善旅游业经营方法

1 4 .0 1 .0 7 关于内陆国家初发展中岛屿国家交通发展项目所带来的旅游

问题

次级方案1 4 .0 2 ::旅游业的协调发展

将作出努力确定旅游业在成员国总的社会经济发展工作中的应有作用，以确保

旅游业的发展与其他经济部门及自然洳人类环境协同一致。 将采取综合办法消除 

旅游对当地社会的不利影响。

方案组成部分：

1 4 .0 2 .0 1 根据需要，援助蓝昆尼发展项目的执行

14 .0 2 .0 2 关于旅游发展对社会初自然环境的影响的研究湘讨论会

1 4 .0 2 .0 3 关于旅游业全面发展的适当办法的研究

1 4 .0 2 .0 4 旅游初其他经济部门的经济效果问愣的对比分析研究加讨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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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0 2 .0 5 关于旅游需求的价格弹性以及关于政府努力制止旅游产品价 

格上涨的必要性的研究 

1 4 .0 2 .0 6  关于在南亚湘太平洋发展旅游的分区调查初研究

方 案 ：矿 物 资 源 的 估 计 、 开 发 、 利 用 初 管 理 （15)

次 级 方 案 15 .01  ：地 质 鉴 定 ， 及 对 矿 物 资 源 存 象 加 开 发 的 评 价

核对初分析来自本区域各成员国的有关资料初情报，为规划矿物资源的经营湘 

开发（包括预測）提供可靠的基础。

方案组成部分：

1 5 .0 1 .0 1 审查相分析本地区矿物勘探初开发情况

1 5 .0 1 .0 2 绘制水地区地质湘矿物分布地图

1 5 .0 1 .0 3 审查初汇编区域地质资料

1 5 .0 1 .0 4 研究水地区矿物蕴藏量

次级方案1 5 .0 2 : 促进矿物资源的勘探初开发

帮 助 成 员 国 制 定 、 执 行 初 协 调 勘 探 初 开 发 矿 物 资 源 的 有 效 方 案 ， 帮 助 加 强 它 们  

的 机 构 *， 包 括 资 助 国 家 间 区 域 性 项 .目 。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1 5 .0 2 .0 1  资 助 区 域 矿 物 资 源 开 发 中 心

1 5 .0 2 .0 2  资 助 东 南 亚 锡 矿 研 究 开 发 中 心

1 5 .0 2 .0 3  资 助 南 太 平 洋 联 勘 协 委 会

1 5 .0 2 .0 4  改 善 矿 物 勘 探 初 开 发 的 法 律 / 体 制 安 排

1 5 .0 2 .0 5  在 矿 物 勘 探 洳 开 发 的 同 时 促 进 良 好 的 环 境 管 理

1 5 .0 2 .0 6  发 展 矿 物 勘 探 初 开 发 技 术

1 5 .0 2 .0 7  发 展 煤 的 勘 探 初 开 发 技 术

1 5 .0 2 .0 8  发 展 石 油 勘 探 初 开 发 枝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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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0 2 .0 9

1 5 .0 2 .1 0

资助亚洲近海联勘A 委会 

资助印度洋近海联勘协委会

方案：水资源的估计、开发、利用耜管理（16)

次级方案16 .01  : 水的利用及效率

帮助各成员国在利用它们现有的水资源中取得更高的效率；帮助它们进行精确 

的水需求量预测；使用低廉的设各、工艺洳设施；及改进关于水的利用的资料系统。 

方案组成部分:

1 6 .0 1 .0 1  帮助进行水的需求量预測

1 6 .0 1 .0 2  降低攻村供水及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费用的措施

1 6 .0 1 .0 3  关于低廉的水及废水处理工序湘设备的研究

1 6 .0 1 .0 4  改进关于水的利用的资料系统

次级方案1 6 . 0 2 : 政策、规划和管理

帮助水地区国家制定初建立适当的体制和法律上的安排以及国家政策，据以贯 

彻耜确保以综合方法规划加妥善管理各种用水的开发洳利用；培养能应用水资源规 

划枝术的、熟练的骨千人员；促进政府间合作，作为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的后续行 

动；以及确定用最少量的水满足能源生产需求的最有效办法。

方案组成部分：

1 6 .0 2 .0 1 资助以一切适当的办法培养太国应用规划技术方面的专门人

才

1 6 .0 2 .0 2 关于执行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的政府间合作，包括国际饮水 

供应和卫生十年

1 6 .0 2 .0 3 水作为开发能源资源的一个因素

1 6 .0 2 .0 4 水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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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1 6 .0 3 ：减少气旋、洪水初干旱灾害

帮助各国估价气旋、洪水加千旱造成的损失，#帮助制定初贯彻减少搦害的措 
施。

方案组成部分:

1 6 .0 3 .0 1  对台风委员会的资助
1 6 .0 3 .0 2  对世界气象组织，亚太经社会热带气旋小组的资助

次级方案1 6 .0 4 ：公众宣传、教育和培训

帮助各国随时了解水资源问题的有关发展情况从中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幷根 
据要求提供咨询服务。

方案组成部分:

1 6 .0 4 .0 1  定期出版：⑻水资源丛书和⑼《水资源通讯》季刊
1 6 .0 4 .0 2  促进建立情报交流系统
1 6 .0 4 .0 3  技术咨询服务

方案：遥感、测量和制图（17)

次级方案1 7 .0 1  : 对使用遥感技术的技术援助

通过加强各国使用遥感技术的能力，促进共同合作寻求解决亚太经社会国家在 
自然资源的开发和管理，包括环境监控方面的共同问题。

方案：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和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别措施（18)

次级方案18 .01  ：对亚太经社会地区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和发展中岛屿国家 
的援助

对建立促进和管理国际贸易的能力提供援助。

方案组成部分：

国际贸易促进和管理部门人员的专业培训方案1 8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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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0 1 .0 2 查明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和发展中岛屿国家可出口的产 

品及其销售市场

18 .0 1 .0 3 关于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和发展中岛屿国家进口需求的 

研究及确定最合适的供应夹源

1 8 .0 1 .0 4 在亚太经社会区域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方面贯彻执行1980 

年代的实质性新行动方案

次级方案1 8 .0 2 :帮助发展和改善发展中内陆国家的运檢和过境设施

援助水地区内陆国家建立和改善运输和过境的基础结构，以促进贸易发展。

方案组成部分：

1 8 .0 2 .0 1 调查内陆国家的对外贸易和现有的以及可能建立的过境设施; 

帮助发展适当的协调联运和其他运输办法；改进过境和海关 

的程序和手续

1 8 .0 2 .0 2 建立内陆国家问题特别小组# 提供服务，根据其建议采取后 

续行动

次级方案1 8 .0 3 ::对发展中岛屿国家的援助

帮助促进和扩大岛屿国家间和岛屿国家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

方案组成部分：

18 . 0 3 . 0 1 促进南太平洋发展中岛屿国家就有关它们利益的某些商品进 

行合作

1 8 . 0 3 . 0 2 关于对农业产品实行非关税壁垒以促进扩大岛屿国家间这类

产品的贸易的研究

方案：社会发展和福利的政策和方案（19)

次级方案1 9 . 0 1 : 社会发展政策、调查和分析

2 6 2



及时获得有关亚太经社会地区社会状况的最新材料，分析当前的社会进程和它 

们 同 其 它 进 程 的 关 系 ，根据全面发展战略将本地区的进程同其它地区的进程相 

贼 -

方案组成部分：

19.01.01 

19.01.02 

19.01.03 

19.01.04

19.01.05 

19.01.06

将卫生和社会并入国家炭屏方案

重新分析地方一级社会发展问题的告宏小组会议 

关于社会发展的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相结合的可行性研究 

关于某些社会文化制度中社会发展政策遇对的各利•阻力的分 

析比较讨论会

发展中国家技术人员外洗给社会带来的影响的案例研究 

关于通货澎 I 和基本商品和廉备价格上液对农村和城市穷人 

生活带夹的社会后果的研究

次级方案19 .02  : 人民的参与和体利的建立

葙助成员国采用自下面上制定计划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在体制 t 给予充分支助 

和建立健全的资源基袖，包括在基层一级配备受过训练的人员，以便使人民，尤其 

是穷人，能有效地参与社会发展事业。 对农村地区尤应注重。 应注意使人民参 

与各级的发展工作，即参与计划的制订、执行和评价。

方案组成部分：

19.02.01 葙 助 成 员 国 便 进 人 民 参 与 当 地 发 展 工 作 及 建 立 体 制

19.0 2 .02 撐 助 举 办 关 于 从 法 律 上 保 证 人 民 得 以 参 与 研 究 解 决 穷 人

问題的国家讨论会

1 9 - 0 2 . 0 3  关 于 设 计 适 应 特 定 社 会 文 化 环 境 的 欢 村 政 策 ： “欢 村 发 屏 的

社会文化工程”的马来西亚座谈会

1 9 - 0 2 . 0 4  建 立 和 使 用 关 于 参 与 发 展 进 程 质 量 方 面 的 指 标 的 工 作 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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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1 9 . 0 3 : 对老弱病残和生活水平低的人口的政策和方案的发展方针

帮助成员国根据发展目标重新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和方案，包括培训，为提髙老 

弱病残和生活水平较低的人口，包括农村和城市穷人的生活水平作出有效的贡献。

方案组成部分：

1 9 .0 3 .0 1 帮助成员国根据发展目标指导社会福利和杜会发展教育

1 9 .0 3 .0 2 社会福利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经验交流方案，包括亚太经社会 

发展中间的人员培训（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

1 9 .0 3 .0 3 有关社会发展人力规划和使用的讨论会/ 讲习会

1 9 .0 3 .0 4 向城市和农村地区老年人提供以社区为基础的全面服务的专

1 9 .0 3 .0 5

家小组会议

促进按照综合发展原则制定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和方案

1 9 .0 3 .0 6 大力支持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心有关社会发展的培训和研究

1 9 .0 3 .0 7

活动

考虑在亚太经社会国家培训多科性康复小组方面进行区域合

1 9 .0 3 .0 8

作的专家小组会议

在发展儿童基金会资助项目方面向儿童基金会提供技术援助 

#与之合作

次级方案1 9 .0 4  ::妇女参与发展进程，提高她们的能力及消除对她们的歧视

这一项目的总目标是要帮勤成员国建立和加强各种机构以实现联合国妇女十年: 

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各项目标，及执行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区域筹备会议提出 

的各项建议。 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发挥妇女潜力使之积极参与提高她们自己及其家 

庭及社区的生活质量；特别是执行增强妇女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的区域行动计划。

方案组成部分：

1 9 .0 4 .0 1 帮助成员国加强妇女参加发展进程的政策和制定方案工作

1 9 .0 4 .0 2 帮助成员国制定、执行和检查关于妇女问题的国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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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0 4 .0 3 同亚太发屏中心合作研究妇女参与发展进程的有关问题

1 9 .0 4 .0 4 通过各司间的协作促进欢村妇女参与发展

1 9 .0 4 .0 5 同亚太经社会发展规划司和统计司合作，加強搜集和分析有 

关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数据

1 9 .0 4 .0 6 协助成员国加強关于对妇女参加发展进程的国家方案的执行 

进行协调和检查的国家体制

次级方案1 9 .0 5 : 动员青年参与国家发展

这项次级方案的总目标是要提高本区域青年的福利和地位，#更多地吸收他们

参与发展工作。 更具体地说，其目的是在国家发展努力中提高国家对青年问题的 

关心程度，提高青年对发展进程的贡献及培养出一批经过训练的人员和必需的领辱人 

员来承担青年培训工作。

方案组成部分：

1 9 .0 5 .0 1 青年问题、方案、政策及青年在发展中的具体问题的国别研 

究和区域性研究

1 9 .0 5 .0 2 就青年政策和培养问题的各个方面举办区域、分区和国家一 

级的讨论会、专家小组会议及培训讲习会，重点放在农村青 

年培养和有关城市青年的迫切问题方面

1 9 .0 5 .0 3 制定关于提高女青年产业工人的地位和她们对发展的贡献等 

方案的区域一级培训讲习班

1 9 .0 5 .0 4 对亚太经社会地区一些目前卓有成效的青年的培养方案，组 

织青年工作人员、培训人员和领导人员进行短期参观考察和

实地辅导的方案

1 9 .0 5 .0 5 加强青年和青年组织在环境问题方面的作用，促进他们参与

环境问题

1 9 .0 5 .0 6 促进青年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关于负起父母责任的方案中发

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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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0 5 .0 7 帮助加强更有效地动员青年参与发展的国家政策、计划和方

案

为国际青年年制定一份区域行动计划1 9 .0 5 .0 8
1 9 .0 5 .0 9 对从事青年工作的青年领导人员、工作人员和培训人员进一

步培训的指导方针

次级方案1 9 .0 6 : 社会发展情报系统

巩固和加强秘书处有关社会发展的情报系统，以确保亚太经社会能够最充分地 

和不断地汇集各国情况，制定有效措施，满足实现各国发展目标所必需的区域社会 

发展需要；为促进和便利各成员国之间定期的和系统地交流社会发展情报提供一个 

区域中心；# 使本地区国家获悉其他成员国的社会发展趋向。

方案组成部分：

1 9 .0 6 .0 1  - 整顿和加强社会发展情报系统

1 9 .0 6 .0 2  《社会发展通讯》

1 9 . 0 6 . 0 3  区域妇女资料网

方案：人口政策和方案（20)

次级方案2 0 .0 1  : 政策的拟定和方案指导

根据各会员国的确实需要和优先顺序，经过平衡，制订一份关于人口问题的区

域活动方案；对方案中其他方面的具体活动进行总的指导和监督#对它们所取得的

成绩进行定期评价；在人口问题上提供区域咨询服务和进行人口领域的培训活动。

方案组成部分：

2 0 .0 1 .0 1 政策的拟定和区域人口活动的指导与协调

2 0 .0 1 .0 2 支持区域和分区人口活动培训方案

2 0 .0 1 .0 3 区域人口咨询服务

2 0 .0 1 .0 4 第三次亚洲和太平洋人口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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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2 0 . 0 2 : 人口与发展

通过加强对发展目标、人口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利用技 

术和资金以及环境来帮助会员国拟定更有效的发展战略>

方案组成部分：

20 .0 2 .0 1 关于人口情况的国别专题著作

20 .0 2 .0 2 关于亚太经社会地区的移居、城市化和发展的比较研究

2 0 .0 2 .0 3 关于人口、资源、坏境和发展之间的联系的讲习会

2 0 .0 2 .0 4 对亚太经社会若千国家制定中等规模的人口-经济模型

2 0 .0 2 .0 5 对世專未来学会资料的第二阶段分析的分区讨论会，重点讨 

论生育率和钍会-经济囡素的相互关系

20 .0 2 .0 6 关于在亚太经社会国家采取综合办法规划人口和发展工作的

地区级讨论会

2 0 .0 2 .0 7 人口问题的参观考察

2 0 .0 2 .0 8 对死亡统计数的估计和分析的研究

2 0 .0 2 .0 9 关于农村和城市住户以及按性别和年龄划分的人口数预测

2 0 . 0 2 . 10 《世界生育调查》资料的区域性比较分析

次级方案2 0 .0 3 : 人口政策

这个次级方案应由相关联的若千单元组成（每单元包括若干方案组成部分）：

第一单元应提供对生育率水平、趋势和变化的最新人口分析，重点是 1 9 8 0年 

一轮的人口普查情况以及它和1 9 7 0年的普查结果及《世界生育调查》作对比分析。 

这个资料对于拟定和执行政策是必不可少的。

另一单元是研究分析持续和变化的方面，即，第一单元中确定的影响生育率趋 

势的各因素及其对制定政策的影响。 本举元的工作包括对家庭、其他彤式的体系、 

关于生育率的文化和社会/ 心理学方面等的研究。

各种因素应从三个不同方面加以研究： ( a ) 总的文化水平，能阻碍或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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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育 行 为 的 改 变 的 习 俗 ； ㈦ 社 会 的 情 况 ， 在 这 方 面 研 究 的 重 点 对 象 是 家 庭 ， 因 

为 家 庭 是 在 生 育 行 为 上 起 重 宴 作 用 的 单 位 ； （C ) 个 人 情 况 ， 在 这 方 面 ， 重 点 是 研  

究 影 响 到 继 续 或 中 断 业 已 采 用 的 计 划 生 育 作 法 的 因 素 。

第 三 单 元 是 人 口 政 策 的 制 定 ， 包 括 三 方 面 的 工 作 ： 在 新 的 关 键 领 域 内 的 理 论 研  

究 ， 运 用 和 执 行 方 案 的 问 题 ， 以 及 关 于 效 果 和 评 价 的 研 究 o 应 该 指 出 ， 人 口 政 策  

远 远 超 出 了 生 育 问 题 的 范 围 ， 但 在 目 前 ， 这 还 是 它 的 主 要 方 面 。 下 述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是 按 各 单 元 顺 序 排 列 的 ， 各 单 元 的 组 成 部 分 完 全 可 以 各 自 独 立 。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2 0 .0 3 .0 1 研 究 一 种 结 合 食 品 、 营 养 和 保 健 服 务 来 评 价 人 口 方 案 的 办 法

2 0 .0 3 .0 2 关 于 在 小 范 围 （社 区 ）内 将 计 划 生 育 工 作 同 其 他 发 展 工 作 相  

结 合 的 深 入 研 究

2 0 .0 3 .0 3 为 衡 量 方 案 效 率 而 进 行 的 投 入 -产 出 分 析

2 0 .0 3 .0 4 关 于 生 育 率 变 化 的 文 化 和 人 类 学 方 面 的 研 究

2 0 .0 3 .0 5 对 继 续 和 中 断 计 划 生 育 做 法 进 行 社 会 和 心 理 学 方 面 的 研 究

2 0 .0 3 .0 6 关 于 生 育 率 变 化 与 家 庭 人 口 多 寡 、 结 构 和 职 能 之 间 的 关 系 的  

研 究

2 0 .0 3 .0 7 研 究 计 划 生 育 方 案 对 生 育 率 的 影 响

2 0 .0 3  .0 8 关 于 1 9 7 0年 和 1 9 8 0年 两 次 人 口 普 查 之 间 生 育 率 水 平 和 变

化 情 况 的 研 究

次 级 方 案 2 0 .0 4 : 人 口 问 题 的 资 料 交 换 所 和 资 料

总 的 目 标 是 向 亚 太 经 社 会 国 家 人 口 领 域 的 主 要 工 作 人 员 提 供 制 定 人 口 政 策 和 方  

案 的 最 新 资 料 以 便 交 流 经 验 幷 提 供 制 定 方 案 的 指 导 方 针 。 特 别 注 重 于 向 主 要 工 作  

人 员 提 供 方 法 方 面 的 资 料 ， 加 强 国 家 人 口 资 料 的 基 础 结 构 和 有 系 统 地 发 展 人 口 资 料  

的 流 通 和 交 换 。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2 0 .0 4 .0 1  有 选 择 地 使 人 口 资 源 资 料 库 计 算 机 化 枯 且 更 好 地 对 外 提 供 人

口 资 料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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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4 .0 2 对国家资料交换所和资料系统的发展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

2 0 .0 4 .0 3 促进人口领域的主要工作人员和机构互通情报和交换资料

2 0 .0 4 .0 4 处理、出版和有选择地传播人口资料

2 0 .0 4 .0 5 协调秘书处范围内国家和区域一级的人口资料活动以及那 

些与全球性的活动有联系的活动

2 0 .0 4 .0 6 评价和改进区域人口资料方案的效率

2 0 .0 4 .0 7 第三次亚洲和太平洋人口会议的具体活动

方案：统计发展和服务（21 )

次级方案2 1 .0 1  : 统计发展

通过传播统计方法的资料来促进本地区国家间的统计发展；促进采用国际统计 

标准；以提供专家意见和咨询服务的形式给予技术援助；组织召开技术性会议；使 

用一致的定义、类别和方法编制出有使用价值的数据，以便作为决定问题的参考和 

进行区域性与国际性的对比分析；使之成为秘书处内其他单位/司和联合国其他机构 

索取统计资料的中心点#为他们提供服务。

方案组成部分：

2 1 .0 1 .0 1 促进采用国际统计标准及建议

2 1 .0 1 .0 2 促进本地区各国编制出本国的计算资料

2 1 .0 1 .0 3 编制本地区能源方面的统计资料

2 1 .0 1 .0 4 编制本地区交通运输统计资料

2 1 .0 1 .0 5 编制本地区工业统计资料，与家庭手工业有关的统计资料， 

#帮助各国规划、进行 1 9 8 3年度的工业普查以及整理普查

资料

2 1 .0 1 .0 6 编制和划一国际贸易统计资料和关税税则名目

2 1 .0 1 .0 7 编制关于价格、定额和劳劫生产率方面的统计资料

2 1 .0 1 .0 8 编制与经销行业和服务有关的统计资料

2 1 .0 1 .0 9 改进本地区各国基本的人口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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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0 1 .1 0 促 进 编 制 社 会 统 计 资 料 和 指 标 ， 包 括 关 于 妇 女 、 青 年 与 儿 童  

的 统 计 资 料

2 1 .0 1 .1 1 援 助 各 国 规 划 和 进 行 人 口 和 住 房 普 查 祐 整 理 和 分 析 普 查 资 料

2 1 .0 1 .1 2 促 进 编 制 本 地 区 环 境 统 计 资 料

2 1 .0 1 .1 3 促 进 各 国 发 展 全 国 性 的 户 口 调 查 能 力 祥 收 集 / 出 版 目 前 试 点  

调 查 的 资 料

2 1 .0 1 .1 4 帮 助 各 国 举 办 培 训 班 ， 幷 支 持 地 区 性 培 训 项 目 尤 其 是 由 亚 洲  

及 太 平 洋 统 计 研 究 所 主 办 的 培 训 项 目

2 1 .0 1 .1 5 制 定 方 法 幷 促 进 收 集 、 整理 和 管 理 为 本 区 域 农 村 发 展 方 案 所  

需 的 统 计 资 料

2 1 .0 1 .1 6 促 进 各 成 员 国 政 府 在 处 理 统 计 资 料 中 使 用 先 进 技 术 和 应 用 计

算 机

2 1 .0 1 .1 7 促 进 本 地 区 各 国 在 统 计 培 训 、 举 行 技 术 会 议 、 交 流 经 验 和 无  

偿 地 派 出 专 家 等 方 面 进 行 技 术 合 作 。

次级方案2 1 .0 2  :统计资料服务

收 集 各 成 员 国 人 口 、 社 会 、 经 济 和 其 他 方 面 的 统 计 数 字 ,估 价 所 获 数 据 的 质 量  

并 加 以 编 辑 、 整 理 和 保 管 ， 以 便 于 使 用 者 检 索 和 编 印 有 关 资 料 。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2 1 .0 2 .0 1  索 取 数 据 和 收 篥 各 方 面 的 基 本 统 计 数 字 ， 并 按 时 序 记 录 加 以

编 排 和 保 存

2 1 .0 2 .0 2  取 用 秘 书 处 现 有 的 基 本 数 据 ， 以 供 重 新 整 理 ， 编 成 专 门 资 料

和 秘 书 处 的 出 版 物

方 案 : 资 料 系 统 和 文 件 服 务 （22 )
次 级 方 案 22 .01  :发 展 政 府 资 料 系 统

通 过 介 绍 关 于 整 理 、 管 理 、 储 存 和 检 索 为 制 定 计 划 和 作 出 决 定 所 需 的 机 器 可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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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方法来改进政府资料系统, 

方案组成部分：

2 2 .0 1 .0 1 登记、编辑、整理、储存和检索各种普查和调查数据

2 2 .0 1 .0 2 建立一个中心机构来管理和协调在政府内部进行规划和作出 

决定所需的资料

2 2 .0 1 .0 3 推广地名查考办法（地理编码）

2 2 .0 1 .0 4 改进传统部门（包括农村发展所需数据）的资料系统

2 2 .0 1 .0 5 改进并扩大使用行政登记中的资料

2 2 .0 1 .0 6 组织、建立并改进城市资料系统

2 2 .0 1 .0 7 组织、建立并改进管理自然资源的资料系统

2 2 .0 1 .0 8 转让计算机技术

次级方案2 2 .02 ::成员国之间交换社会-经济数据的数据库

向各国提供关于其他国家的社会-经济特点的机器可读资料，作为制定政策和

计划的参考。

方案组成部分：

2 2 .0 2 .0 1 开办一个贸易和航运的区域数据库

2 2 .0 2 .0 2 发展一 4^区域人口数据库

次级方案2 2 .0 3 : 文献和图书服务

帮助各国政府整理和管理其文件资料，包括实际的文件和以电子计算机查阅的 

文件，改进检索方法，广泛吸取外来资料并且使秘书处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社会- 

经济文献更方便地得到使用。

方案组成部分：

2 2 .0 3 .0 1 建立并维持一个秘书处掌握的并与本地区的发展有关的社会- 

经济材料的文献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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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0 3 .0 2 向使用秘书处文件的人提供参考材料和当前情况的服务

2 2 .0 3 .0 3 号码顺序的联合索引

2 2 .0 3 .0 4 农村发展方面的资料服务

2 2 .0 3 .0 5 分阶段建立一个本地区所拥有并与本地区发展有关的社会 

经济材料的文献数据库

方案：促进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和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23)

次级方案23.01 : 发展和交换资料和分析材料以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和 

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

加强国家的资料系统，促进各部门建立资料网，在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和发 

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方面在各国的以及国家间资料系统之间建立适当的工作联系， 

形成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 资料查询系统和其他全球性系统的区域分支机构，发 

展区域间的联系，编写并出版针对具体问题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资料丛书并 

运用适当的电子技术，以便扩大并合理改革为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所

需的资料交流。 为成员国政府建立并办理查询服务。

方案组成部分.-—-—.
2 3 .0 1 .0 1 为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对建立一小亚太资料

2 3 .0 1 .0 2

系统提供核心服务

协调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查询服务和汇编各种出版物，包

2 3 .0 1 .0 3

括分类总目录

检查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和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国家

2 3 .0 1 .0 4

间机构安排的情况；有关发展的区域档案、检索目录和发展

概览

分析和传播有关执行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办法、方式和

2 3 .0 1 .0 5

技术的资料

研究和分析分区、区域和区域间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进

展情况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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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级 方 案 2 3 . 0 2 : 为 寻 找 机 会 和 促 使 执 行 发 展 中 国 家 间 经 济 合 作 和 发 展 中 国 家 间  

技 术 合 作 协 助 进 行 准 备 工 作 和 辅 佐 工 作

开 辟 技 术 和 财 政 援 助 的 渠 道 以 及 调 动 补 充 资 金 ， 组 织 或 加 强 相 应 的 机 构 ， 并 帮  

助 安 排 会 议 、 参 观 考 察 和 其 他 事 务 ， 以 便 为 进 行 国 家 间 的 合 作 做 好 准 备 并 帮 助 其 执

行 。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2 3 .0 2 .0 1 对 经 济 上 或 地 理 处 于 不 利 地 位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促 进 和 支 助  

性 措 施

2 3 .0 2 .0 2 为 加 强 能 力 、 制 定 发 展 中 国 家 间 技 术 合 作 方 案 及 支 助 性 项 目  

举 行 国 家 、 分 区 和 区 域 讨 论 会

2 3 .0 2 .0 3 制 定 和 支 助 发 展 中 国 家 间 技 术 合 作 和 发 展 中 国 家 间 经 济 合 作  

的 区 域 间 行 动 方 案

2 3 .0 2 .0 4 支 持 为 共 同 研 究 、 联 合 经 营 或 交 换 材 料 和 专 门 知 识 而 建 立 国  

家 间 的 技 术 和 经 济 组 合 、 网 络 和 安 排

2 3 .0 2 .0 5 促 进 国 家 间 合 作 活 动 的 国 外 补 充 财 政 援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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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

1982 -  1 9 8 3年订正工作方采和优先事項所需资源橛笕

一、优先领域的工作方莱

各方粟按人工乃计算的资源

現 有 资 源 舍 计

经常予算
常设《類

⑴

经常予算
其他资薄

(2)

予算外
资 源

(3)

已 *付

⑷

来承付

(5)

鋟雷予算

/6)

子算外

(7)
0 1 粮食和攻业的发屏 240 — 143 24 159 240 326
0 2 能源资源的估计、开发、利用和管理 156 — 26 一 207 150 233
0 3 原料和商品 48 — 36 一 52 48 88
0 4 适宜技术的发屏和转让 168 一 77 一 161 168 238
0 5 国际贸易、跨国公司和外来资金转让 308 12 204 48 068 320 920
0 6 攻村发屏综合方莱(仅攻村综合发屏股） 12 一 12 7 11 12 30

合 计 ：方茱0 1 至06 932 12 498 70 1258 944 1835
二，其他活动领域的工作方案

0 7 发屏规划、预测和政策 360 __ 8 85 132 360 225
0 8 工业发屏 160 一 116 108 179 160 403
0 9 人类住区 120 — 20 18 112 120 150
1 0 环境 24 一 92 一 126 24 218
1 1 航运、港口和内河航道的发屏 192 一 126 47 265 192 438
1 2 运输的发屏 207 5 120 60 551 212 731
1 3 通讯设施的发屏 4 一 172 一 27 4 199
1 4 旅游业的发屏 29 — 19 一 22 29 41
1 5 矿物资源的估计、开发、利用和管理 132 一 一 12 136 132 148

1 6 水资源的估计、开发、利用和管理 180 — 24 一 一 180 24
1 7 遥感、测量和制图 12 一 一 一 96 12 96
1 8 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和发屏

中岛屿国家的特别措施 60 一 76 164 60 240
1 9 社会发屏和福利的政策和方茱 168 12 170 00 150 180 410
2 0 人口政策和方采 120 一 420 一 156 120 576
2 1 统计发屏和服务 192 一 120 24 06 192 240
2 2 资料系统和文件服务 96 一 48 72 24 96 144
2 3 促进和支持发屏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和

发屏中国家间技术合作 48 24 一 __ 54 72 54
合 计 ：方案 0 7 号至 23 2104 41 1531 516 2290 2145 4337
所有方莱总计： 3036 53 2029 595 3548 3089 6172

方莱 01 :
粮食和欢业的发屏

01 .01  !改进欢业计划、方采和情报资料

系统 45 12 18 45 30
0 1 .0 2 农业生产凄样化和攢加糗食资源 66 一 12 24 30 66 66
0 1 .0 3 增加欢用必需品特别是欢用化学

品的供应 52 一 119 _ 99 52 218
0 1 .0 4 攻村发屏，侧重于政策、典略和

机构方面 77 一 一 一 12 77 12
方莱共计： 240 一 143 24 159 240 326

2 7 4



各方果按人工月计算的资源

现 有 资 源 合 计

方采02: 经常予算 经常予算 予算外 已承付 未承付 经常予算 予算外

能源的估计、开发、利用和管理
常设员额

(1)
其他资源

(2)
资 源

(3) ⑷ (5) .(6) (7)
0 2 .0 1 评估能源资源的可得性和利用 34 — 一 - 6 34 6
0 2 . 0 2 能源资源的综合开发、使用和

管理 84 一 14 135 84 149
0 2 . 0 3 欢村地区能源的供应和利用 38 一 12 一 66 38 78

方 共 计 ： 156 一 26 - 207 156 233
方案 03:
原料和商品

0 3 .0 1 在若干原科和商品方面促进分区、

区域和区域间的合作 21 13 17 21 30
0 3 .0 2 在原料和商品问题上对各成员国

以及已速立的商品联营组织相给予 

援助，并促进建立对本地区社会 

经疥有利的新联营组织 27 23 35 27 58
方案共计： 48 — 36 — 52 48 88

方案 04 :
适宜技术的发屏和转让

0 4 . 0 1 科学技术政策和机构 84 40 32 84 72

0 4 . 0 2 发屏本地产生、选择扣改逬适宜

技术的鉅力 36 24 __ 14 36 38

0 4 .0 3 对区域技术机构的支持 36 一 13 - 113 36 126

0 4 - 0 4 标准化、质量控制和技术情报资

料系统 12 — — — 2 12 2

方采共计： 168 一 77 — 161 168 238

方采05 :
国际贸易、跨国公司和外来资金的转让

A部分：国际贸易

05 . '0 1 为扩大贸易进行合作 61 82 170 61 252

0 5 . 0 2 贸易促逬和发屏，包括保护消费

者的措施 116 一 96 一 264 116 360

0 5 .0 3 货币合作 16 一 — - 48 16 48

0 5 .0 4 简化贸易手续、保险和再保险 35 — 一 - 72 35 72

合计：A部分 228 一 178 — 554 228 732

B部分：跨国公司

0 5 .0 5 关于跨国公司业务活动的调董研究 54 9 22 一 60 63 82

0 5 . 0 6 同跨国公司中心合作逬行的有关踌

国公司问题的技术合作活动 6 一 —— 一 9 6 9

0 5 . 0 7 发屏关于跨国公司的综合情报系统 12 3 4 一 24 15 28

合计：B部分 72 12 26 — 93 8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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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部 分 ：外来资金的转让

各方篆按人工月计算的资源

現 有 资 源 舍 计

金常予算

常设员额

⑴ 经常予算其他资源(2)

予算外
资 源

⑶ 已承付⑷

来承付

⑹

经常予算

/6)

予算外

(T)
0 5 . 0 8 投资促进和税务管理 8 一 — 48 21 8 69

合 计 ：C部分

方采共计： 8 — 一 48 21 8 69
方案 00:
农村发屏综合方粟 < 仅欢村综合发屏股） 

0 6 . 0 1 政策和规划 12 12 1 11 12 30
0 6 . 0 2 欢业

0 6 . 0 3 农村地区的工业北

0 6 . 0 4 物质基础结构、 自然资源和环境 

0 6 . 0 5 把科学技术应用于攻村发屏

0 6 . 0 6 保健和社会厫务

0 6 . 0 7 人力资源的开发及机构

一 一 —

—

方茱共计： 12 一 12 7 11 12 30
方莱 07:
发屏蝉划、預测和政策

0 7 . 0 1 经济和社会发屏的资科服务 60 10 12 60 22
0 7 . 0 2 经济和社会发屏战略和政策 60 — — 一 8 12 60 20

0 7 . 0 3 制定发屏親划的方法 60 一- 一 5 24 60 29

0 7 . 0 4 宏观经济模型和預测 60 一 2 54 — 60 56
0 7 . 0 5 发屏工作的行政管理 24 一 一 2 24 24 26

0 7 . 0 6 发屏中国家的经济合作 48 一 6 6 24 48 36

0 7 . 0 7 支助最不发达国家的特别措施 48 一 — — 36 48 36
方杲共计： 360 一 8 85 132 360 225

方莱08 :
工业发屏

0 8 . 0 1 工业发屏和规划 104 107 76 121 104 304

0 8 . 0 2 工业发屏的区域合作 56 一 9 32 58 56 99
方莱共计： 160 一 116 108 179 160 403

方案 09 :
人类住区

0 9 . 0 1 住区政策和战略 24 12 18 30 24 60

0 9 . 0 2 住区规划 18 — 6 — 10 18 16

0 9 . 0 3 住房、丞础结构和厫务 35 一 2 — 26 35 28

0 9 .0 4  土地 16 — 一 一 8 16 8

0 9 . 0 5 公众参加 12 一 — — — 12 —

0 9 . 0 6 机构和管理 15 一 — •一 38 15 38

方莱共计： 120 — 20 18 112 12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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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果 10:
环境

各方采按人工月计算的资源

现 有 资 源 合 计

经常予算

常设员额
鋟常予算
其他资源

予算外
资 深

已承付 未承付 经常予算 予算外

⑴ (2) (3) ⑷ ⑸ .⑹ (7)
1 0 .0 1 环境意识

1 0 .0 2 环境保护和管理的体制和法律

10

-

27 — 24 10 51

方面 3 一 18 一 12 3 30
1 0 .0 3 昧地生态系统的管理 5 15 一 17 5 32
1 0 .0 4 海洋环境和有关生态系统的保护 6 — 32 一 73 6 105

方案共计： 24 一 92 一 126 24 218
方 果 11 ••
« 运、港口和内河航道的发屏

1 1 .0 1 人力开发 30 75 30 75
1 1 .0 2 浲事政策和机构的茇展 30 — 一 — 62 30 62
1 1 - 0 3 商着运翰的发屏 30 - 12 12 54 30 78
1 1 .0 4 港口的发屏 30 一 20 16 38 30 74
1 1 .0 5 内陆就运的发屏 42 一 20 19 36 42 75
1 1 .0 6 托运人组织和合作 30 一 74 一 — 30 74

方采共计： 192 一 126 47 265 192 438
方 果 12:
运翰尚发屏

1 2 .0 1 总的运翰窥划促进曲际运翰 101 1 — 一 53 102 53
1 2 .0 2 公路与公路运翰 53 2 48 17 159 55 224
1 2 .0 3 铁 路 械 路 运 翰 53 2 72 43 339 55 454

方果共计： 207 5 120 60 551 212 731
方 果 13:
逦识设施的发展

13 .01  «蜃电依设施和业务 2 169 2 169
1 3 . 0 2 婕 房 *政 务 2 一 3 一 27 2 30

方蒹共计： 4 一 172 一 27 4 199
方 粟 14:
旅游的发屡

1 4 .0 1 促进亚太经社会墙区旅游* 的

发屏 18 — 12 一 14 18 26
1 4 .0 2 旅游的协调发屏 11 一 7 — 8 11 15

方案共计： 29 — 19 一 22 29 41
方 果 15:
矿物资籌的话计、开发、利用和蓍里

1 5 . 0 1 地质鉴定及对矿物资源:状和

开发的估併 54 — — 12 68 54 80
1 5 .0 2 促进矿物资源的勘癉和开捷 78 — — - 68 78 68

方采共计： 132 一 — 12 136 132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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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某按人工乃计算的資濛

有 资 源 合 计

方 茱 16:
水资源的估计、开发、利用和管埋

经雷予算 

常设员额

⑴

经常予算 
其他资潭

(2)

予算外

资 深
(3)

已承付

⑷

来承付

⑸

经常予算

/6)

予算外

⑺
1 6 . 0 1 水的使用和效率 52 一 — 一 一 52 —

1 6 . 0 2 政策、親划和管理 66 — 12 — - 66 12
1 6 . 0 3 减少气旋、洪水和干單灾鲁 27 一 一 一 27 —

1 6 .0 4 公众宣传、教育和堆倒 35 — 12 - 一 35 12
方采共计： 180 一 24 一 一 180 24

方 莱 17:
遥感、测量和制图

1 7 - 0 1 对使用迷感技术的技术擾助 12 96 12 06
方采共计： 12 — — 一 96 12 96

方 茱 18:

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15家和发屏中島

屿国家的特别措施

1 8 . 0 1 对亚太经社会地区最不发达a 家、

内陆B 家和发屏中岛屿国家的援助 24 一 14 — 52 24 66
1 8 . 0 2 帮助发屏和改进发屏中内咕国家的

运输和过境设施 24 一 62 88 24 150

1 8 . 0 3 对发展中岛屿国家的援助 12 一 一 — 24 12 24

方果共计： 60 — 76 — 164 60 240
方莱 19:
社会发屏和福利的政策和方莱

19。0 1 社会发屏政策，调査和分析 12 12 12 12
1 9 . 0 2 人民的参与和机构的建立

1 9 . 0 3 对老弱病残和生活水平低的人口

28 一 一 — 48 28 48

的政策和方案的发屏方针 28 12 5 一 30 40 35
1 9 . 0 4 妇女参与发屏进程、提高她们的

能力和消除对她们的歧视 28 一 51 一 36 28 87
1 9 . 0 5 动员青年参与国家发屏 52 — 102 90 一 52 192
1 9 . 0 6 社会发屏情报资料系统 20 一 12 — 24 20 36

方束共计： 168 12 170 90 150 180 410
方茱 20:
人口政策和方案

2 0 .0 1 政策的制定和方果指导 24 48 48 24 96
2 0 .0 2 人口与发屏 48 一 108 — 60 48 168
2 0 .0 3 人口政策 24 — 72 — 24 24 96
2 0 . 0 4 人口问题的资料交换所和资料 24 一 192 — 24 24 216

方采共计： 120 — 420 — 156 120 576
方茱 21:
统计发屏和服务

2 1 .0 1 统计发屏 120 120 24 96 120 240
2 1 . 0 2 统计资料服务 72 — — 一 — 72 一

方 粟 共 计 ： 192 I 二 120 24 96 192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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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菜22:
情报资料系统和文件服务

各方菜《人工力计算的资源

現 有 资 源 合 计

经常予算
常设员頦

⑴

经常予算
其他资源

(2)

予算外
资 源
⑶

巳承付

⑷

未承付

⑹

经常予算

.⑹

予算外

⑺
2 2 . 0 1 发屏政府资料系统 56 一 24 72 24 56 120
2 2 .0 2 成之间交流社会经济数振的

数据庫 16 16
2 2 . 0 3 文件和图书服务 24 一 24 一 一 24 24

方杲共计： 96 — 48 72 24 06 144
方粟23:
便进和支持发展中囲来间经济合作和发屏

中质家间技术合作

2 3 . 0 1 发蘑和交流资料和分析材料以佴 

进发羼中囲束间经济合作和发農 

申国束间技术合作 22 11 42 33 42
2 3 . 0 2 为尋找机会和促进执行发羼中曲 

家间经济合作和发屏中H家间技 

术含作协助逬行准备工作和輔佐 

工作 26 13 12 39 12
方采共计： 48 24 一 — 54 72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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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农村发展综合方案所需资源（06 )

1982-1983
人工月

司/ 股
司/ 股的 

次级方案经常
预 算

预算外
资源

0 6 . 0 1 政策和规划 12 30 农村综合发展 0 6 .0 1
36 — 农业 01 .04

7 10 发展规划 0 7 .0 5
4 4 工业、似 獅 撤 0 9 .0 2
9 76 社会发展 1 9 .0 2 , 1 9 .0 4
6 24 统计 2 1 .0 1

14 26 行政 2 2 .0 1， /2 2 .0 3

88 170
0 6 . 0 2 农业 23 6 农业 01 .0 2 , 0 1 .0 4

2 10 国际贸易 0 5 .0 2

25 16

0 6 . 0 3 农村地区的工业化 36 90 工业、人类住区和技术 0 8 .0 1
36 90

0 6 . 0 4 物质基础结构、 自 22 6 自然资源 0 2 .0 3
然资源和环境 13 44 运输、通信和旅游 1 2 .0 2 ,1 3 .0 2

35 50—
0 6 . 0 5 把科学技术应用于 9 一 农业 0 1 .0 4

农村发展 6 4 工业、赚 制 妹 0 8 .0 2

15 4=
0 6 . 0 6 保健和社会服务 26 12 自然资源 1 6 .0 1 ,1 6 .0 2

26 12=
0 6 . 0 7 人力资源的开发 44 一 农业 01 .04

和机构 16 48 社会发展 19 .0 2 ,1 9 .0 5

60 48
=

总计 285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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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经社会行动和建议所涉经费问题的说明

亚太经社会第三十八届会议通过的决议均未涉及联合国经常预算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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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本审查期间附属机构召开的会议

机构和主席团 全 期 报告文件编号5/

统计委员会

主席：S.munir Husain

（巴基斯坦）

副王席:S.kuzmicich

( 新西兰）

Khoo Teik Huat 
( 马来西亚）

报告员:Colin C .green field  

(香 港 ）

工业、技术、人类住区和环境委员会 

主 席 ：Damrong Lathapipat

(泰 国 ）

副主席：E stan islao  A lin ea ,Jr . 

( 菲律宾）

第四届

曼谷

1981年 6月9 - 1 5日

第五届

曼谷

1981年 9月1 -7日

A.K. M.kamaluddin- 
Choudhury 
( 孟加拉国）

技术和起草委员会主席：

M.C.K.Swamy

(印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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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员：Loh Swee Seng
(新加坡）

自然资源委员会

王 席 ：Pravit Ruyabhorn

(泰 国 ）

副主席：Mohamed Nawawi Bin Mahmood

( 马来西亚） 

AeSeH«K«Sadigue 

( 孟加拉国）

技术和起草委员会主席： 

P.M. B elliappa

(印 度 ）

报告员:Antonio Anciano 

(菲 律 宾 ）

第八届 E/ESCAP/241

曼谷

1981年 10月2 7 -1 1月2日

航运、运输和通信委员会 

(运输、通信和旅游翼）

王 席 ：Sribhumi Sukhanetr 

( 泰国）

副主席 Juan De Castro 

（菲律宾）

第十五届 E/ESCAP/263
和 C orr.l

曼谷

1 9 8 1年 11月2 4 -3 0日

Hain Ghias-ud-Din 

( 巴基斯坦）

技术和起草委员会主席：

M .Jujibnl Huq 
( 孟加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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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委员会

主 席 ：N elia  T.Gonzales 

(菲 律 宾 ）

副主席：Lee Cheng Yan 

( 马来西亚） 

Masakiro Fuj i i  

( 日 本 ）

技术和起草委员全主席：

S.A.Mahmood 
(孟加拉国）

报告员：T.B.Ratnayake 

(斯里兰卡）

第四届 E/ESCAP/248

曼谷

1982年 1月1 2 -1 8日

9/ 若未能在联合国总部或日内瓦通常分发渠道获得报告文本，可从联合国总部区 

域委员会联络股处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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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经社会发表的出版物和文件 

A、出版物

< 1 9 7 9 年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 8 0  

II . F .  1

< 1 9 8 0 年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勞E . 8 1 .  

I I . F .  1

< 1 9 8 1 年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也版物，出售品编号E . 8 2 .  

II . F .  1

(亚洲和太平洋经济通报》第 3 0 卷，第 2 考， 1 9 7 9 年 1 2 月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 . 8 1 . I I . F . 5

《1 9 7 7 年和 .1 9 7 8年亚洲和太平洋的电力现况》：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 8 1 . I I . F . 6

< 1 9 7 5 - 1 9 7 8 年亚洲和太平洋的外贸统计》第 1 1 卷，丛刊B , 联合国出版 

物，出售品编号E . 8 1 . I I . F.11

《水费订价问题专家工作组会议记录》（水资源丛刊第5 5 号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E . 8 1 . I I . F . 11

< 水资源，数据系统和用水数据问题专家工作组会议记录》（水资源丛刊第5 3  

号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 8 1 . I I . F . 3

(亚洲和太平洋统计季报》第 1 0 卷，第 2 号 , 1 9 8 0 年 6 月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E . 8 0 . I I .1 6  ; 第 1 0 卷，第 3 号,’ 1 9 8 0 年 9 月••联合国出 

版物，出售品编号E . 8 1 . II . F . 2  ; 第 1 0 卷，第 4 号， 1 9 8 0 年 1 2 月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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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 1 .I I .F . 4 ; 第 1 1卷 第 1 号， 1 9 8 1年 3 月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 1 .II. F . 9 ; 第 11卷，第 2 号， 1 981年 6 月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 1 .II.F .1 3

《亚洲和太平洋小型工业公报》，第 1 7号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F .8 1 .  

II.F .8

《亚洲和太平洋运输和通信公报》，第 5 4 号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 1 . 
II.F . 15

B、提交经社会的文件

工业、技术、人类住区和环境委员会第五届会议报告（E/ESCAP/240 )

自然资源委员会第八届会议报告（E/ E SCAP/241 )

台风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报告（E/ESCAP/242）

经社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以来的工作（E / ESCAP / 2 4 3 和  C o r r . l  )

1980 -  1 981年工作方菜和优先项目执行情况报告（E/ESCAP /244  )

国际发屏战略：对区域和分区域战略的影响（E /E S C A P /2 4 5 )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粮食供应扣分配：中期屏望和区域合作（E/ ESCAP/246 和 

A d d .1)

重新评价经社会的优先事项（E/ E SCAP/247)

农业发展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报告（E/ ESCAP/248)

欢业领域的主要问题（e/ escaP/ 249  和 A d d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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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政策和规划领域的主要问题（e/ escap/2 5 0 )

工业发展领域的主要问题（e/ E scap/2 5 1  )

技术领域的主要问题（e/ escap/2 5 2 )

人类住区领域的主要问题（E/ESCAP/253)

环境领域的主要问题（e/ e s c a p / 254)

1982 -  1 9 8 3年的方案更动（E/ESCAP/255 和C o r r .l )

内陆国特别机构第六届会议报告（E/ESCAP/256)

国际贸易领域的主要问题（E/ESCAP/257和 A d d .l和 2 和 C o r r .l  )

自然资源领域的主要问题（E/E SCAP/258>

能源领域的主要问题（E/ESCAP/259和 C orr. 1 和 2)

人口领域的主要问题（E/ESCAP/260和 C o r r .l  )

统计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报告(E/ ESCAP/261)

统计领域的主要问题（E/ ESCAP/262和 Add . 1 )

航运、运输和通信委员会第五届会议报告（运输、通信和旅游翼）（E/ ESCAP/ 
263  和 C o r r .1)

运输、通信和旅游领域的主要问题（E/ ESCAP/264和 A d d .l — 3)

航运、港口和内河航道领域的主要问题（E/ESCAP/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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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屏领域的主要问题（E/ESCAP/266)

跨国公司领域的主要问题（E/ESCAP/267)

资料系统和文件服务领域的主要问题 (E /ESC A P/ 2 6 8 )

农村综合度展领域的主要问题（E / E S C A P /2 6 9 )

经社会在太平洋的活动 (E/ESCAP/270)

关于按改组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的精神扩大和加強经社会职贵的第219(XXX 
V I I )号决议报告（E/ESCAP/271)

亚洲和太平洋发展中心管理委员会报告（E /E S C A P /2 7 2 和 C o r r . l  )

关于亚洲和太平洋发屏中心章程草案的经社会第2 1 5 ( X X X V I I )号决议的执行进 

度报告（E /E S C A P /2 7 3 *  A d d . l和C o r r . l )

亚洲和太平洋统计研究所1 9 8 1 年进度报告（2 / ^ 0 人?/2 7 4 >

湄公河下游勘察工作临时协调委员会1981年年度报告（E/ESCAP/275 )

亚洲岸外矿物资源联合勘测协调委员会（岸外联勘协委会）第十八届会议报告（E /  

ESCAP/270 )

南太平洋岸外矿物资源联合勘测协调委员会报告（E/E SCAP/277)

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理事会第四届会议报告（E/ESCAP/278)

伲进和支持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和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E/ ESC A P/279 )

为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调桌预算外资源（E/ ESCAP/ 2 8 0 )

宣布打算向区域培训和研究机构作出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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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亚太经社会技术合作活动（E/ESCAP/282和 C orr. 1)

亚洲和太平洋的技术合作活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1977—1 981年方莱周期提 

交的资料性文件和联合&技术合作促进发屏部提交的1981年资料性文件（E /  
ESCAP/283)

常驻代表和亚太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它代表咨询委员会报告（E / E S C A P /2 8 4 )  

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九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E/ESCAP/ 2 8 5 )

1 9 8 2 -1 9 8 3年暂定会议日历（E/ESCAP/286 和 C orr. 1)

< 1 981年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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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本职权范围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四届会议通过, 以后又经理事会历届会议加以修 

正，并依大会各项决议予以修订。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业巳审议大会 1 9 4 6年 1 2 月 1 1 日第46(1)号决议，在该决议内，大会“建议 

为予各战灾国家以有效之援助起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其下届会议时对……和亚 

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之成立应予迅速有利之考虑”，并

注意到战灾区域经济复兴临时小组委员会亚洲及远东工作小组的报告，

避复亚洲及太平洋经济钍会委员会，其职权范围如下：

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联合国政策范围以内行事，并受理事会的 

全面监督，除因未经一国政府同意而不得对该国采取行动外，应：

( a ) 发动并参加各项措施，俾以一致行动，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复兴 

与发展，提髙亚洲及太平洋经.、济活动的水平，维持并加强这些地区之间以及这些地 

区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⑼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领土内的经济及技木问题和发展情况，进行或发起 

亚太经社会认为适当的调查与研究；

⑹进行或发起亚太经社会•队为适当的经济、技术及统计情报的搜集、.评价及 

传播；

⑹在其秘书处可以得到的资源范围内，办理本地区各国所欲获得的咨询服务, 

只要此种服务不与各专门机构或联合国技术援助管理处所提供的服务相重复；

⑻应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请求，帮助理事会执行其在本地区内关于任何经济问 

题，包括技米援助领域的问题在内的职责；

( f ) 在执行上述职责时，视情况适宜，处理经济发展的社会方面以及经济与社 

会因素间的相互关系。

2 . 第一段所称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领土应包括阿富汗、澳大利亚、孟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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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 不 丹 、文 茱 、缅 甸 、 中 国 、 库 克 群 岛 、 民 主 柬 埔 寨 、斐 济 、 关岛、香 港 、 印度、 

印 度 尼 西 亚 、 伊 朗 、 日本、 基 里 巴 斯 、 朝 鲜 、老 树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 马 来 西 业 、 马 

尔 代 夫 、 蒙 古 、 瑙 鲁 、 尼 泊 尔 、 新 西 兰 、 纽 埃岛、 巴 基 斯 坦 、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 菲 

律 宾 、 萨 摩 亚 、 新 加 坡 、 所 罗 门 群岛、斯 里 兰 卡 、 泰国、汤 加 、 太 平 洋 岛 屿 托 管 领  

土、图瓦卢、瓦努阿图和越南。

3 . 亚太经社会的成员为：阿富汗、澳大利亚、孟加拉国、不丹、缅甸，中国、 

民主柬埔寨、斐济、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 日本，老树人民民主共和国、 

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蒙古、瑙鲁、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巴基斯坦、巴布亚新 

几内亚、菲律宾、大韩民国、萨摩亚、新加坡、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泰国、汤 

加、苏錐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 

越南，但将来本地区内任何国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时应淮其加入为亚太经社会的成 

员。

4 •准成员包括文莱、库克群岛、关岛、香港、基里巴期、纽埃岛、太平洋岛 

屿托管领土、图瓦卢和瓦努阿图。

5 . 第二段所规定亚太经社会地域范围内饪何领土、任何一部分或一群领土， 

经负贵各该领土、一部分或一群领土国际关系的成员向经社会提出申请，应准其加 

入为亚太经社会的准成员。 倘该领土、一部分或一群领土巳自负国际关系贵任，

则在它自己向亚太经社会提出申请时，得准其加入为亚太经社会的准成员。

6 . 准成员代表有权参加亚太绎社会一切会议，无论其为亚太经社会会议或全体 

委员会会议，但无表决枕，

7 . 淮成员的代表有资格被选派为亚太经社会所设任何委员会或其他附属机构 

的成员，及在此种机构中有表决权及拒妊职务的资格。

8 . 亚太经杜会有权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任何事项，直接向各有关成员或准成员 

政府、以协商资格与会的政府、及各有关专门机构，提出建议。 亚太经社会任何 

有关其活动的提案，倘对全世界经济有重大影响时，应先提请理事会审议。

9. 亚太经社会应邀请非亚太经社会成员的任何联合国会员国以协商资格参加 

审议与该非成员有特别关系的事项。

1 0 . 亚太经社会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惯例，位邀请专门机构的代表，并可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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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任何政府间组织的代表，以协商资格参加审议与该机构或组织有特别关系的任何 

事项。

11. 亚太经社会应依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沟与非政府组织协商的目的所核定的， 

载于理事会第1 2 9 6 (x l i v ) 号决议的原则，作出安推，与业经理事会授予协商地 

位的非政府组织协商。

12 . 亚太经社会应采取措旅,切实初联合国其他机构及专门机构保持必要的联 

系。 亚太经社会应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大会的决议和指示同其他区域经济委 

员会建立适当的联系和合作。

13. 亚太经社会经和在相同的一般領域内进行活动的专门机构商讨并经理事会 

核准后，可以设立其认为适当的附属机构，以利其职务的执行。

14. 亚太经社会应自行制定其议事规则，包括选择其主席的方法在内。

15. 亚太经社会应每年就亚太经社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活动和计划向理事会提出 

全面报告。

16. 亚太经社会的行政預算，由联合国经费项下支付。

17. 亚太经社会的工作人员由联合国秘书长委派，为联合国秘书处的一部分。

18. 亚太经社会总部设在泰国曼谷。

19. 理事会应经常对亚太经社会的工作加以特别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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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六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议事规则

本议事规则于亚太经社会第一届会议救订，经第二届会议认可和通过并经其后各届
~ ~ 会 议 修 见 》 

第 一 章  

会 议

第 一 条

亚 太 经 社 会 举 行 会 议 的 日 期 和 地 点 ， 适 用 下 列 原 则 ：

⑻ 亚 太 经 社 会 应 于 每 届 会 议 同 秘 书 长 协 商 后 建 议 下 一 届 会 议 的 日 期 和 地 点 ， 

但 须 得 到 经 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的 核 可 。 亚 太 经 社 会 也 应 于 执 行 秘 书 长 接 到 理 事 会 请  

求 召 开 会 议 的 通 知 后 4 5 天 内 举 行 会 议 。 遇 此 情 况 ， 秘 书 长 应 同 亚 太 经 社 会 主 席  

协 商 ， 确 定 会 议 地 点 。

⑼ 遇 特 别 情 况 ， 会 议 的 日 期 和 地 点 可 由 秘 书 长 同 亚 太 经 社 会 主 席 和 理 事 会 的  

会 议 日 程 临 时 委 员 会 协 商 、 加 以 更 改 。 应 亚 太 经 社 会 过 半 数 成 员 的 请 求 ， 秘 书 长  

同 亚 太 经 社 会 主 席 和 理 事 会 的 会 议 日 程 临 时 委 员 会 协 商 后 ， 也 可 更 改 会 议 的 日 期 和  

地 点 。

( c ) 会议通常应在联合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办事处举行。 但亚太经社会 

亦可建议某一届会议在其他地点举行。

第 二 条

执 行 秘 书 至 迟 应 于 一 届 会 议 开 始 前 4 2 天 将 每 届 会 议 开 幕 日 期 的 通 知 ， 连 同 临  

时 议 程 和 临 时 议 程 上 每 一 个 项 目 的 有 关 基 本 文 件 各 3 份 一 并 发 送 。 发 送 办 法 和 第  

四 十 九 条 规 定 的 办 法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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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条

亚太经社会应邀请非亚太经社会成员的任何联合国会员国以协商资格畚加审议 

与该会员国特别有关的事礼

第 二 章  

议 程

第 西 条

每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应由执行秘书同主席协商单私

第 五 条

任何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应包括：

⑻亚太经社会以前各届会议产生的项目；

( b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议列入的项目；

⑹亚太经社会任何成员或准成员提议列入的项目；

( d ) 专门机构按照联合国和专门机构订立的关系协定提议列入的项目；

⑻第一类非政府组织提议列入的项目，但需遵守第六条的规定；

( f ) 主席或执行秘书认为应该列入的项目。

第 六 条

第一类的非政府组织可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提出项目请求列入亚太经钍会的 

临时议程，但频遵守下列条件：

⑻凡欲提出这种项目的组织至迟须于一届会议开始前6 3 天通知执行秘书， 

并在正式提出项目前对执行秘书可能提出的任何意见加以适当考虑。

( b ) 此项提议至迟应在一届会议开始甫4 9 天连同有关的基袖文件正式提出， 

经出席并参加表决人数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后，列入亚太经社会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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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条

每 一 届 会 议 临 时 议 程 的 第 一 个 项 目 应 为 通 过 议 程 。

第 八 条

亚 太 经 社 会 可 以 随 时 修 正 议 程 ，

第 三 章  

代 表 和 全 权 证 书

第 九 条

每 一 • 成 员 应 任 命 代 表 一 人 出 席 亚 太 经 社 会 。

第 十 条

代 表 可 由 副 代 表 及 顾 问 若 千 人 随 同 出 席 亚 太 经 社 会 的 会 议 ； 代 表 缺 席 肘 ， 可由  

一 名 副 代 表 替 代 。

第 十 一 条

任 命 出 席 亚 太 经 社 会 的 每 一 代 表 的 全 权 证 书 和 所 指 派 的 若 千 名 副 代 表 的 姓 名 应  

立 即 送 交 执 行 秘 书 。

第 十 二 条

主 席 和 两 位 副 主 席 应 审 查 全 权 证 书 ， 并 向 亚 太 经 社 会 提 出 报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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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主 席 团

第 十 三 条

亚 太 经 社 会 应 在 每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时 从 它 的 代 表 中 选 举 主 席 一 人 和 剷 主 席 两 人 ， 

称 为 第 一 和 第 二 副 主 席 ， 他 们 的 各 期 应 至 继 饪 人 选 出 时 为 止 。 主 席 和 副 主 席 可 重  

新 当 选 。

第 十 四 条

主 席 因 故 不 能 出 席 某 次 会 议 ， 或 某 次 会 议 的 任 一 部 分 时 ， 应 指 定 一 位 副 主 席 代  

行 主 席 职 务 。

第 十 五 条

主 席 不 再 是 亚 太 经 社 会 成 员 的 代 表 或 丧 失 执 行 职 务 的 能 力 时 ， 第 一 副 主 席 应 在  

其 未 满 的 任 期 内 担 任 主 席 。 如 第 一 副 主 席 亦 不 再 是 亚 太 经 社 会 成 员 的 代 表 或 丧 失  

执 行 职 务 的 能 力 时 ， 第 二 副 主 席 应 在 其 未 满 的 任 期 内 担 任 主 席 。

第 十 六 条

副 主 席 代 理 主 席 时 ，拥 有 主 席 的 权 力 和 职 责 。

第 十 七 条

主 席 ， 或 副 主 席 代 理 主 席 时 ， 应 即 以 主 席 的 资 格 参 加 亚 太 经 社 会 会 议 ， 而 不 代  

表 任 命 他 为 代 表 的 成 员 。 亚 太 经 社 会 应 接 纳 一 个 副 代 表 代 表 该 成 员 出 席 亚 太 经 社  

会 会 议 ， 并 行 使 表 决 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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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秘 书 处

第 十 八 条

执行秘书于亚太经社会和它的小组委员会、其它附属机构和委员会的会议上以 

执行秘书的资格执行职务。 执行秘书可指定另一工作人员在任何会议上代表他执 

行职务。

第 十 九 条

执行秘书或他的代表可在任何会议上对所审议的问题以口头或书面方式陈述意 

见。

第 二 十 条

秘书长为亚太经社会、卷小组聲员会及任何其他附属机构和委员会提供所需的 

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由执行秘书领导。

第 二 十 一 条

执行秘书应负贵为各次会议作出必要的安排。

第 二 十 二 条

执行秘书于执行职务时，代表秘书长。

第 二 十 三 条

在亚太经社会通过涉及联合国经费支出的新提案以前，执行秘书应就新提案所 

涉费用中不能由秘书处现有资源支付的部分编制概算分发给各成员。 主席负有责 

任提请各成员注意此项概算，并于提案获得通过以前，请各成员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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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会 议 的 掌 握

第 二 十 四 条

亚太经社会以过半数成员为法定人数。

第 二 十 五 条

主席除行使本规则其他各条所賦予的权力外，应宣布亚太经社备每次会议的开 

会和散会、主持讨论、确保本规则的遵守、准许发言、把问题付诸表决并宣布决么 

如发言者的言论与所讨论的议题无关，主席可以敦促他遵守规则。

第 二 十 六 条

代表可在讨论任何事项时，提出裎序问题。 遇此情况，主席应立即宣布裁决。 

如有代表表示异议，主席应立即将其裁决提请亚太经社会作出决定；主席的裁决除 

被推翻，仍应有效。

第 二 十 七 条

代表可在讨论任何事项时，提出暂停辩论的动议。 此项动议应受 到 优 先 处 理 。 

除原动议人外，应准许一名代表发表赞成意见，另一名代表发表反对意见。

第 二 十 八 条

代表可随时提出结束辩论的动议而不论是否巳有其他代表要求发言。 主席应 

只许两名反对结束辩论的代表发言。

第 二 十 九 条

主席应征询亚太经社会关于结束辨论的劫议的意见。 如亚太经社会赞成结束， 

主席应即宣布辩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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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条

亚太经社会可限制每一发言者的发言时间。

第 三 十 一 条

决议草案、.实质性修正案或访议应以书面提出，送交执行秘书。 除非亚太经 

社会另有决定，执行秘书至迟应在讨论及表决上述草案、修正案或纷议前2 4 小时, 

将副本散发给所有代表。

第 三 十 二 条

经任何成员提出请求，任何发言者所提的动议及其修正案应以书面送交主席； 

主席另请其他发言者发言以前，和在即将进行表决此项动议或修正案以前，应将其 

宣读。 主席可指示将任何动议或修正案于表决以前发给出席会议的成员。

对结束辩论或休会等正式动议不能应用本条。

第 三 十 三 条

除非亚太经社会另有决定，主要动议和决议案应按照提出的先后次序付诸表决。

第三十四条

当修正案对原提案作修改或增删时，这项修正案应先付诸表决，如被通过，修 

正后的提案即提付表决。

第 三 十 五 条

对某项提案如有两氺或两个以上修正案时，亚太经社会应先就实质内容距离原 

提案最远的修正案进行表决；然后如有必要再就次远的修正案进行表决，直至所有 

修正案均经表决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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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六条

经 代 表 请 求 ， 亚 太 经 社 会 可 决 定 将 一 项 动 议 或 决 议 分 成 若 千 部 分 付 诸 表 决 。 

然 后 再 将 依 次 表 决 后 所 得 文 本 的 全 部 提 付 表 决 。

第 七 章  

表  决

第 三 十 七 条

亚 太 经 社 会 每 一 成 员 应 有 一 票 表 决 权 。

第 三 十 八 条

除 第 六 条 ⑴ )另 有 规 定 外 ， 太 经 社 会 的 决 定 应 由 出 席 并 参 加 表 决 的 成 员 过 半 数  

作 出 。

第 三 十 九 条

亚 太 经 社 会 未 获 得 一 国 政 府 的 同 意 ， 不 得 就 与 该 国 有 关 的 事 采 取 行 动 。

第 四 十 条

亚 太 经 社 会 通 常 用 举 手 方 式 进 行 表 决 。 如 任 何 代 表 请 求 进 行 唱 名 表 决 ， 则 唱  

名 表 决 应 按 成 员 名 称 英 文 字 母 的 次 序 进 行 。

第 四 十 一 条

一切选举均应以无记名投票进行。

第 四 十 二 条

就 选 举 以 外 的 事 项 进 行 表 决 时 ， 如 赞 成 和 反 对 的 票 数 相 等 ， 亚 太 经 社 会 应 于 下  

一 次 会 议 进 行 第 二 次 表 决 。 如 笫 二 次 表 决 结 果 赞 成 和 反 对 的 票 数 仍 然 相 等 ， 该 提  

案 应 视 为 巳 被 否 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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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十 三 条

开始表央后，除为了与表决的实际进行有关的程序问题外，任何代表不得打断 

表决的程序。 如主席认为必要，可准许成员在表决开始前或丧决结束后作简短发 

言，但仅以解释投票为限。

第 八 章  

语 文

第 四 十 四 条

中文、英文、法文和俄文为亚太经社会的工作语文. 

第 四 十 五 条

以一种工作语文所作的发言，应口诱成其他工作语文，

第 九 章

记 录

第 四 十 六 条

亚太经社会会议简要记录应由秘书处制备。 这些记录应尽速送交各成员的代 

表和参与有关会议的任何其他政府机构或组织的代表， 各该代表如对简要记录有 

任何更正，应于该项记录分发后7 2 小时内通知秘书处。 对于这些更正如有异议, 

应提请主席作最后决定。

第 四 十 七 条

公开会议简要记录的更正本应尽速依照联合国憤例分发。 分发对象应包括第 

一类、第二类和列在名册上的非政府组织，于适当情况下并应分发各协商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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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十 八 条

非 公 开 会 议 简 要 记 录 的 更 正 本 应 尽 速 分 送 亚 太 经 社 会 各 成 员 、 参 与 有 关 会 议 的  

任 何 协 商 成 员 和 各 专 门 机 构 • 如 经 亚 太 经 社 会 决 定 ， 此 项 文 件 应 即 分 送 联 合 国 所 有  

会 员 国 。

第 四 十 九 条

亚 太 经 社 会 及 其 小 组 委 员 会 或 其 他 附 属 机 构 及 其 委 员 会 所 作 的 一 切 报 告 、 决 议 、 

建 议 和 其 他 正 式 决 定 的 全 文 应 尽 速 送 达 亚 太 经 社 会 各 成 员 、各 有 关 协 商 成 员 、 联 合 国  

所 有 其 他 会 员 国 、 各 专 门 机 构 、 及 第 一 类 、 第 二 类 和 列 在 名 册 上 的 非 政 府 组 织 。

第 十 章  

会 议 的 公 开 举 行

第 五 十 条

亚 太 经 社 会 会 议 通 常 应 公 开 举 行 。 亚 太 经 社 会 可 决 定 某 次 或 某 几 次 会 议 应 非  

公 开 地 举 行 。

第 十 一 章

与 各 专 门 机 构 及 国 际 原 子 能 机 构 的 协 商

第 五 十 一 条

一. 提 议 列 入 一 届 会 议 临 时 议 程 的 项 目 中 建 议 由 联 合 国 举 办 的 新 活 动 如 与 一 个  

或 一 小 以 上 专 门 机 构 或 国 际 原 子 能 机 构 直 接 关 切 的 事 项 有 关 ， 应 由 执 行 秘 书 和 有 关  

机 构 协 商 ， 并 就 促 成 协 调 利 用 有 关 机 构 资 源 的 方 法 向 亚 太 经 社 会 提 出 报 告 。

二. 在 会 议 过 程 中 建 议 联 合 国 举 办 的 新 活 动 如 与 一 个 或 一 个 以 上 专 门 机 构 或 国  

际 原 子 能 机 构 直 接 关 切 的 事 项 有 关 时 ， 应 由 执 行 秘 书 尽 可 能 与 参 加 会 议 的 其 他 有 关  

机 构 代 表 协 商 后 ， 提 请 会 议 注 意 该 建 议 所 涉 及 的 此 类 问 题 。

三. 亚 太 经 社 会 就 上 述 建 议 作 成 决 定 前 ， 应 查 明 是 否 巳 与 有 关 机 构 进 行 充 分 协

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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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章  

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第 五 十 二 条

第一类和第二类的非政府组织可指派正式授权的代表以观察员身分列席亚太经 

社会的公开会说。 列在名册上的非政府组织可指派代表列席与丼职权范围内的事 

项有关的会议。

第 五 十 三 条

第 一 类 和 第 二 类 组 织 可 就 与 其 职 杈 特 别 有 关 的 事 项 对 亚 太 经 社 会 或 其 附 属 机 构  

的 工 作 提 出 书 面 玷 见 。 此 种 书 面 意 见 除 了 巳 过 时 免 用 一 例 如 涉 及 巳 经 解 决 的 事  

项 —— 和 巳 经 以 他 种 方 式 分 发 亚 ；i ' 社 会 或 其 附 h 汎 构 成 员 和 淮 成 员 者 外 ， 应 由 执  

行 秘 书 分 发 巫 太 经 社 会 成 员 和 准 成 I。

第 五 十 四 条

前条所称书面意见的提出和分.1，应依下列条件：

⑻书面意见应以一种正式语文提出；

⑼ 书 面 意 见 应 及 早 提 出 ， 使 执 行 秘 书 得 在 分 发 前 有 充 分 时 间 与 该 组 织 进 行 适  

当 的 协 商 ；

( C ) 该 组 织 正 式 提 出 最 后 书 面 意 见 前 ，应 适 当 考 虑 执 行 秘 书 在 协 商 时 所 表 示 的  

意 见 ；

⑷第一类组织所提书面意见，如不超过二千字，应分发全文， 超过二千字 

时，该组织应提送摘要，或供给足够份数的各种工作语文的全文，以供分发。 但 

经亚太经社会或其附厲机构之一特别请求时，也可用全文分发；

⑹ 第 二 类 组 织 所 提 书 面 意 见 ， 如 不 超 过 一 千 五 百 字 ， 应 分 发 全 文 。 超 过 一  

千 五 百 字 时 ， 该 组 织 应 提 送 摘 要 ， 或 供 给 足 够 份 数 的 各 种 工 作 语 文 的 全 文 ， 以 供 分  

发 。 但 经 亚 太 经 社 会 或 其 他 附 属 机 构 特 别 请 求 时 ， 也 可 用 全 文 分 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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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执行秘书与主席或亚太经社会协商后，可邀请列在名册上的组织提送书面 

意见。 上 列 (a)、(b)、(c)和 （e ) 各项规定，适用于这种书面意见；

(g) 不 论 书 面 意 见 或 摘 要 ， 都 由 执 行 秘 书 以 工 作 语 文 分 发 ； 经 亚 太 经 社 会 成 员  

或 准 成 员 请 求 时 ， 也 可 用 任 何 正 式 语 文 分 发 。

第 五 十 五 条

( a ) 亚 太 经 社 会 及 其 附 属 机 构 可 直 接 或 通 过 为 此 目 的 而 设 立 的 一 小 或 几 小 委 员  

会 与 第 一 类 或 第 二 类 非 政 府 组 织 进 行 协 商 。 无 论 直 接 或 间 接 进 行 ， 这 种 协 商 可 经  

该 组 织 的 请 求 而 举 行 。

⑹ 经 执 行 秘 书 建 议 并 经 亚 太 经 社 会 或 其 附 属 机 构 请 求 ， 列 在 名 册 上 的 非 政 府  

组 织 也 可 向 亚 太 经 社 会 或 其 附 属 机 构 陈 述 意 见 。

第 五 十 六 条

除 第 二 十 三 条 的 规 定 外 ， 亚 太 经 社 会 可 建 议 在 某 一 方 面 有 特 别 职 权 的 非 政 府 组  

织 为 亚 太 经 社 会 从 事 特 殊 研 究 或 调 查 ， 或 编 制 特 定 文 件 。 第 五 十 四 条 ⑹ 项 和  

⑻ 项 的 限 制 对 本 条 不 适 用 。

第 十 三 章

小 组 委 员 会 、 其 他 附 属 机 构 和 委 员 会

第 五 十 七 条

亚 太 经 社 会 与 从 事 同 类 职 务 的 专 门 机 构 商 讨 并 获 得 经 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的 核 准 后 ,  

可 设 立 其 认 为 执 行 其 职 责 所 必 要 的 经 常 执 行 职 务 的 小 组 委 员 会 或 其 他 附 属 机 构 ， 并  

明 白 规 定 各 该 小 组 委 员 会 和 机 构 的 权 限 和 组 成 。 亚 太 经 社 会 可 授 权 这 种 机 构 享 有  

为 有 效 履 行 所 负 技 太 性 责 任 所 必 要 的 自 主 》

第 五 十 八 条

亚 太 经 社 会 可 视 需 要 设 立 其 他 委 员 会 和 小 组 委 员 会 协 助 它 执 行 佐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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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条

除 亚 太 经 社 会 另 有 决 定 外 ， 小 组 委 员 会 或 其 他 附 属 机 构 及 各 种 委 员 会 、 各 种 小  

组 委 员 会 和 工 作 小 组 应 自 行 制 定 其 议 事 规 则 。

第 十 四 章  

报  告

第 六 十 条

亚 太 经 社 会 每 年 应 向 经 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提 出 一 次 报 告 ， 详 细 叙 述 亚 太 经 社 会 及  

其 附 属 机 构 的 活 动 与 计 划 。

第 十 五 章  

修 正 与 暂 停 适 用

第 六 十 一 条

亚 太 经 社 会 可 修 正 或 暂 停 适 用 本 规 则 的 饪 何 条 款 ， 但 以 所 建 议 的 修 正 或 暂 停 适  

用 并 非 企 图 取 消 经 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所 订 的 职 权 范 围 为 条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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