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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岸：目迪格尔 •冯 • 韦释马尔先生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悼念葡萄牙总理弗朗西斯科，萨 ，卡尔 

内罗先生

1 . 主廣：我们沉痛地获悉葡萄牙总理弗朗西斯 

科 •萨 ，卡 尔 内 罗 先 生 不 幸 逝 世 。 我代表大会向 

萨 •卡尔内罗先生的家属、部萄牙政府和人民表示我 

们深切的慰问，

2 . 我可以邀请代表们起立为悼念萨，卡尔内罗 

先 化 默 ，分钟吗 Î

大会会员国代表默衷一分钟。

3 . 主席：我请葡萄牙代表发言。

4 . 富切尔•佩雷拉先生 ( 葡萄牙）：主 席 先 生 ，

我代衷葡铅牙政府和我国代☆团盛甜你刚对我国总理 

弗朗西斯科，萨 ，卡尔内3?先生不幸逝世向我们表示 

的慰问。我国和我国人民深切地哀悼他的不幸逝世，因 

为这对我国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

5 . 萨 ，卡尔内罗先生与同在咋天的怠外事件中 

丧化的N 防 : 呵德利诺，阿马多，达科斯塔先生都 

楚阜越、忠減的年青政治须袖，他们的能力和对公共 

事业的献精神楚举国共許、举世敬仰的。

6 . 我 1 代: 闭谨对你在这-•，旧痛时刻所表示的 

亲切慰M 致以 iâ真诚的感谢，并将把这一慰问转告我 

国政府，

议程项目63

训练和研究

( a )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执行主任的报

告；

( b ) 联合国大学: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的 

报告； 

( C ) 和平大学:秘书长的报告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5/616)

7 . 斯菊芬森 . » 农夫人 (牙买加），第二委员会

的报告员：我有幸向大会提交第二委员会有关议程项 

目63〔乂/35/eie〕的报告。在 该 报 的 第 2 2 段里，第 

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三个决议草案：乂于联合国训 

练研究所的决仪草案一曾以115票赞成、9 票反对、9 

票弃权通过；关于联合国大学的决议草案二和关于建 

立和平大学的决议草案三均未经表决通过。

8 . 我想提出这一建议请大会注意。

按照议事規则第66条的规定正决定不讨论第二委 

员会的报告。

9 . 主廣：各国代表团对第二委员会各种建议的 

立 场 已 在 该 凌 M 会 中 阐 明 并 反 映 布 式 id滋 

里。

1 0 . 我可否提请会员国注意,根据第34/401号决 

定 ，大会同意：

*■如果一个主要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审议问一决议 

草案，各代表困应尽可能只解释投M — 次，即在委员 

会，或在全体公议，但该代表团在全体会议的投票与 

其在委员会的投票有所不同时，不在此限。"

我可否再提请会员国注意，按 照 一 个 ÎÏÏ34/401 
号决定，对投票的解释性发言不得超过 10分沖并且各 

代表团应在座位上发言。

1 1 . 我们现在将开始进行表决。我捉 i i ï会货■注 

意文件A/35/616的第22段。

1 2 . 第二委员会在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的标题 

下提交了两个决议草案。

13. t 先，我将题 'AT执 行 lU C 的报告"的决议 

草案- A 付诸表决。

决议草案 - 乂以J26票赞威、 

通过〔第35/53^ 号决议〕。

票反对、4 票并权

1 4 . 主席：决议草案- B 题为 "对联合国训练研 

究所的财政支持 " 。第五委员会就决议草案- B 所涉行 

政和财政问题所提交的报告载于文件A /35/673。

1 5 . 有人提出对决议草案- B 执 行 部 分 第 1段 

进行单独表决，因此，我先将执行部分的第 1 段付诸 

表决 .



执行部分的第 7 段 以 票 赞 成 、 i i 票反对、 票 

弃权通过 .

1 6 . 生席：现在我将决议草案- B 全 文 付 诸 表

决 .

决议草案 - f i 全文以 1 2 5票赞威、9 票反对，e 系 

弃权通过（第35/535号决议） .

1 7 . 生席：我们现在处理关于联合国大学的决

议草案二。

1 8 . 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 

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間样希巧这么做？

决议草案二通过（第35/54号决议），

1 9 . 生康：我们现在处理关于建立和平大学的

决议草翁三，

20. 该决议草案在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我 

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同样通过该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三通过（第35/55号决议）。

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罗德里戈，卡拉 

索 •奧迪奧先生的讲话

2 1 . 主唐：大会现在将荣幸地听取哥斯达黎加 

和 同 总 统 罗 德 戈 . -f；'拉 紫 •典迪奥先生的讲话，

我代表大会欢迎他来联合国并请他在大会发言，

22 . 卡拉索•奥迪奥先生（哥斯达黎加）：两年

前我Æ 这 ’ iil•，坛 上 提 议 设 立 和 平 大 ® 它是一所在 

世界范旧内通过献身教育来实现和平这一最高利益的 

机构，感谢你们的康慨支持一 秘书长及其同事对此 

进行的合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总干事始终如一给 

予的宝贵支持，以及为此目的委任的和平大学委员会 

在其主席拉费尔，卡尔德拉先生的领导下作出的努 

力一 你们亲手播下的种子现在即将结出果实，并不 

久将为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和各国人民服务。大会在 

本届会议上正以今天通过的决议履行着以教育来促进 

和平的神圣使命，它给我国带来了荣誉，

2 3 . 我谨代表哥斯达黎加政府和人民对你们的 

友好和效率表示衷心的感谢 . 你们可以相信,我们为之 

努力与梦寐以求的子孙后代将会感谢你们所做出的这 

一决定，因为，对那些将继承我们并 i l 必将》i 我们怀 

有共同理想、经受同样考验的人们来说，任何旨在促 

进和平的努力和活动便是最崇高的贡献，是最充分的 

保证。

2 4 . 和平大学不仅仅是一所机构，它足多年来 

在各种国际会议、专题讨论会和讲坛上人们扣互交 

流，并在其它机构和研究团体加以实现的种想汰的 

体现：通过教育实现和平 .即为 Ï  %  HAl fil f 从W 惧 t- 

裁军，这种思想确W 地 入 联 iHïil教科义削 ïK im iHU 
法序言中：

"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 

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2 5 . 我 在此提一下对战争结果具存充分见证资 

格的艾伯特，爱因斯坦所阐述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 

想：**武力维持不了和平，只有通过理解才能实现和 

平 "，我还想回顾一下由和平大学委员会草拟的和平 

大学章程中的一段话：

**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试图通过裁平来实现  

和平，这种努力必须继续下去；然而事实表明：如 

果不从早年起就培养人们头脑中的和平思想，人 

们就不应过分乐观。必须打破朱Ü Î 教 ff «.tffililfil 
去争取和平的恶性循环。

*■这造2 1世纪前夕所有国家和所权的人 l i m 

所面临的挑战。必须做出決定，通过和平教 f ï把人 

类从战争威胁中扬救出来。如果教 f ï足 利 和 技  

术的工具就应更广泛地利用它来争取人类这一基 

本权利"。〔第35/55号决议，附件，附录的第3段 

和第4段）

2 6 . 在这一世界良心的讲坛上，我 —下 1«J‘ 
年前我在此讲过的一句话：" 2 1世纪应是一个和平的 

世纪，否则它将不复存在

27. 在2000年—— 距 今 不 到 20年—— 将有比自 

克罗马尼翁人时期起在地球上生活的人的总和更多的

②同上，第U2段，



人在世 . 子孙后代们将得到何种财富 î 如果我们为他 

们开创了…个沐浴于和平温暖之中的世纪，他们将拥 

有何等不可估量的智慧与意志的宝藏，否则，如果我 

们在战鼓声中步入 21世纪 ,换言之，如果世界在一个只 

要希望便能采摘丰硕之果的时刻继续成为一座制造灭 

绝人类武器的巨大工厂，他们又将会面对着一座多么 

巨大的坟墓。

2 8 . 为了亿万儿童和青年人，应从財政或理论 

上进行不《的努力，以和平思想来充实人类的教育• 
在这一广阔的历史远景下，我代表子孙后代感谢你们 

力 Æ 教 f r创选和平方面迈出新的步伐所提供的支持。

29 . 通过教 f f实现和平应该成为我们在到 21世 

纪以 iW余下的20年里的中心口标。正如我国政府相信 

它Æ …项 11<:倒 ，切的任务一样，我们同样坚信，应该 

通 H l''l l'vi> '/：系 t  的 11:义 fV:政 îfN t m  务 fi ifii '/«i成这 

一 的 I f 业。我并不把援助视为 'f ï乞 的 际 ; 而 是  

视为一种Æ 义的行为。没有公平的贸易，就不可能有 

社会和平。

3 0 . 在20世纪，人类艰难地渡过了三个灾难性 

的十年，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30年至1940年 

的大范条灾难和20世纪40年代的策二次世界大战，在 

它们的灰，巾诞生了向战争  > 失业、贫困、种族歧视及 

政治、 济和社么不平开战的约法 . 在1941年第一次 

同盟 I I 的联合宜 Ï Ï 及在同年的大西洋宪章中，後字国 

巾明 , 它们认力和平 iià为 Ig实的基础之一造母个人都 

有 机 么 经 济 和 社 会 的 保 障 。于是这些国家着手建 

Y/:起 ，种 /)'助 r 实 现 这 的 Itt界经济秩序。 1942

i J I  1 II i -̂ ^̂ {!?顿签廣的 "联 (>1，;1家 '|'(：,'广1|1, 1943 

'i N  fi n É n a . 'i.
托敦Ui顿橡树 Id , 1945年在雅尔港，这些任务得到了 

ff i111。经过这些会议的审议产生了对本世界组织一  

联 合 一 一 j j i初的梗慨设想，制足出一个宪章以实现 

经济和社平等发展为其基本目标之一。为此，自那 

时起建立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其根本宗旨是通过正义 

获得和平。

31. 第 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第三世界也开始出 

现 1:它忧虑和需求《因为战时生产优先于工业活动，资 

本贷物和战略原材料的进口大量减少，而出口产品保 

持着低价格以加强战争活动并避免同盟国出现通货膨

胀的压力.这些原因连同战前岁月里的大萧条在某些 

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政策思想，这种思 

想认为，仅以受战争影响国家的经济重建或按战前的 

模式改组世界经济是实现不了联合国所宣布的提高生 

活水平的原则的。相反，需以不慨的努力促进世界上不 

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样，关注世界欠发达地区经济 

问题渐渐成为联合国所关心的中心内容。这受到了一 

系列因素的推动，诸如作为非殖民化结果诞生了新的 

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参与要求获得所需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要求解决早先遭受战争揉觸的国家曾面临过 

的问题。最终的结果却是发达国家的恢复相对加快， 

甚致增强了实力，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停滞和相对恶 

化之中。

32 . 贫穷国家一直试圓在这些不？̂靠的基础上 

；̂立起 #̂ 济̂ ， W 它们 Ilf临 新 的 挑 战 和 问 题 ：&达  

国家的增长放慢、 ifs通贷膨胀举、Ï 1'油及石仙制品的 

价格明显上涨、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 

化—— 这一恶化还受到资本货物和进口食物价格上涨 

的影响；世界货币市场上的价格急剧上涨和商品价格 

的不规则波动。

3 3 . 当新的十年开始时，所肩这些问题仍然存 

在弁为通货膨胀所加剧。

3 4 . 在20世纪70年代里，世界贸易额的增长率下 

降；发达国家的出口额比发展中 1Ü 家的出W 额以更快 

速度增长 ; 非石油商品的价格参差不齐，总的来说足疲 

软的；而 a 发展中国家的主5S出口商品一 咖啡、可 

可，油英.橡胶  > 铜和锡—— 的价格出现严Ti:的波动。 j  { 
油以外的33种商品 f •均 何 的 价 恪 波 劝 按 此界银h'的 

价格折数 iY: I %  1 î|' i l  197(H[:期M 为•! .8% .  /lil 971 .q:至 

19 8 0年期间上升到 1 2 .4 % 。在2 0世纪7 0年代，各类商品 

的波动变得更为严重。1976年和1977年所出现的价格 

提高主要是因为1975年巴西出现霜冻后咖啡的价格在 

实际价格上突然上涨了200%多。到了 1978年和1979 

年，商品价格在实际价格上再次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水 

平上。

3 5 . 出 口 货 物 额 和 出 物 价 格 相 互 背 离 的 趋  

势大大改变了世界贸身的结构。燃料在1960年的世界 

贸易 出口 额中所占的比重为 11 % ,  1079年则达到 

22% , 从而超过了燃料以外的商品。此外，这些产品



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减少。在世界贸易增 

长的情况下出现的这一减少转而造成了往来帐户的巨 

大赤字，

3 6 . 由于这种巨大的赤字不能长期维持下去，这 

些国家有责任采取调整措施。1978年进口石油的发展 

中国家的赤字总额已降为271亿美元，即 它 们 国 民  

生产总值的2 .3 % ,但是， 1979年它已再次上升为431 
亿美元。尽管采取了调整措施，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进巧已失去了势头，这 国 家 中 的 相 一 部 分 不 得  

不削减投资。

37 . 过去十年国际经济环境发牛.变化的症状表 

现为发展中1?̂ 家 外 筹 措 资 金 的 需 求 僧 1C;, 从 ifl/增如 

了它们的fy'i务。从 1971 1978年，发展中国家官

方和私人的已 fë和未偿中期和长期债务增加了五倍， 

达 到 3184亿美元；截 止 1979年晚些时候，估计已达 

到 3760亿美元。

38. 过去年里呈现出灾难性规摸的世界发展 

不平衡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要求改变世界经济的结  

构。这方面的提议已出现于 1964年在日内瓦和1968 

年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一和第二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上，随 着 世 界 经 济 衰 退 ，这些提议近几年已得到 

了进一步的强调。

3 9 . 对这种提议的一种表述已于1974年 5 月 1 
日为大会以第3201 ( S - V I )号决议通过，该 决 议 载  

有在所存旧家的公正，主权平等，互相依靠、共同利 

益和☆ 作 的 础 上 ;ÜÎ立 新 的 旧 经 济 秩 序 的 a r r ,

" 这种秩序将纠正不平等和现存的非正义

并且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

沟有可能消除，并保证目前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

代在和 f-和正义中粒地加速经济和社会度展"，

能否规定出一种更为明确和更加不可缺少的经济和社 

会义务？

4 0 . 在南北对话过程中，新的发展战略和随后 

的协商渐渐成形。从一开始人们就能意认到就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分歧的问题达成具体的协议看来将 

是困难的。然而，在某些方面还是出现了一些进展， 

在其它方面，分歧在一点一点缩小而且某种妥协的意 

愿正在出现，尤其是关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

规定的大慨轮晦已经形成，井 就 技 术 和 r f抓跨

公司的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守则的内容取得了一致的意 

见。此外，还就设立共同基金，通过个别的国际商品 

协议和为商品生产国的调研和发展活动提供资金来稳 

定商品的出口价格取#  了 ‘致的总见。

4 1 . 然而，发展中国家对于缺乏实 IVli的緒果感 

到灰心丧气。于 1975年12月16日至19日及1977年5月 

30日至 6 月 2 n 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经济合作 'h 议未能 

取得只.体结 3̂ , 这就对以/ri的A 议， m n 什

5 y 至 16日在马M 拉举 î/ 的 业 太 经 社 1- 
议和  1980 年 1 月 21 n S 2  n  9 [I f r îf fü 'l!  iMnVl X： 

业化M 题的※ :Ak lÆ ï l im  人 > : ,役 I， I 
在日 lAlJl：, - ‘场料 }t:纠纷使外交么议和对保炉工业产 

权巴黎公约的修订陷入了停顿。 力 lâ  
定农产品价格而设立一个共同基金的谈判仍在进行。

4 2 . 鉴于上述的缓慢进展，世界银 I ?行长安克 

纳马拉先生于 1977年 1/;!提出，翅立 --个正 式的委  

员会以审议世界经济问题并为南北国家采取适 '>1 的措 

施提出建议。随后建立了以维利•勃兰特为主席的国 

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其工作结果是一份争取生存 

的纲领，该报告的标题扼要地指出了这一灾难的范 

范

4 3 . 贸易曾是各民族之间传播知识的渠道，今 

天它正在成为一种不团结的起因。的确，如果这 -趋  

势持续下去它将成力旧之问纷卞的 m \ 。

4 4 . 我 tlil已感到了贸易条件恶化所近成的彫响.
19 7 2 年，人们拿10 0镑 f l 'J咖啡可以买到 13袖 i'l<J石油， 

而 在 1980年人们拿100确的咖啡只能买到 3 桶石油。

4 5 . 发展中国家因贸易条件恶化所承受的损失 

合计起来已达 30 0亿 美 元 。再加上受今天盛行于工 

业化国家一系列经济问题—— 失业、增长缓慢、通货

摩胀、金融动荡和富裕国家间的国际收支不平衡——  
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受到了歧视性和保护主义 

的限制，从而使贫穷国家一直并且仍将过重地肩负着 

世界的重担。

® 《北方和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以维利•勃兰特为 

主席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所提出的报告(剑桥，马萨诸 

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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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 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见 

第2^2 6(；̂；!：̂0 号决议〕的目畅是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3 .5 % 。然而，每年仅 

实现了  1 . 2% 的增长率，而且处境最困难的国家仅增 

长 0 .7 % 。只要世界贸易建立在不公正的基础之上，想 

得到其他结架是不可能的，而重复合作与相互间国际 

援助的诺言是白费口舌。

4 7 . 谈到公正与国际经济相互支援，我想赞扬 

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两国人民和政府，对他们在能源方 

面向九个中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这 

两国向上述九国保证供应的石油按开票价格的70% 付 

以现金，其余的30%则以年利2 % , 期限长达20年的贷 

款借贷给石油进口国 ， 作为该国发展能源和节能项目 

的投资。我们希望，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榜样将成为 

以后国与国之间进行谈判和对话的行为措模。他们的 

决定使我们恢了对国际相互支援的信念。如果富国 

都 像 何 塞 • 洛《斯 • 波，慕 略 总 统 和 路 易 斯 ，埃宙 

拉 •坎平斯总统这样表现懷慨大方并卓有远见，世界 

经济今天就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了。

^8. 我 ffj不应Z S S , 穷0 承受☆ 石油价格上涨， 

装 退 和 为 Y 侦防石油价格上涨和出现进一  il?的襄 

退而采取的措施的 :t:要压力 。 哀退降低了穷国产品的 

价格，减少了它们的销售额， 以咖啡为例，它受制于 

限价和销® 配额，因而衰退加重了穷国承受的压力。 

石油价格将继续上涨 ， 而我们穷国的市场由于受制于 

富国的通货紧缩和保护主义的措施将继续妻缩。

4 9 . 要使我们这些国家不出现贫困，就必须在国 

'i'ÿ i.%  X 察，I，确 ù‘..填德 . ï V |-̂ 间进行 ra祐,并

A i必娥使它们从赏W 那里得到较好的待遇 ， 使它们从 

富国那他少受剥削。

50. i i r f 穷国仍然面临着低增长率和高资本需 

求的 jiO ifii, i ï 人 111•能希Ë i地方特权染 f f l向它们的政府 

施加化力 ， 追使政府通过它们所谓的*•紧缩"预算并抵 

制一切以它们的特权眼光看来不值得优先考虑的事 

项 . 许多国家为了迅速消 t 赤字可能会屈从于诱惑而 

推迟社会发展计划。有人可能会提出争辩，服贫可以 

慢慢来 ， 但纠正赤字刻不容缓。我们这些世界上贫穷 

国家的领导人不能并且不应被这一过分筒单化的分析

引入歧途。的确，赤字令人担忧，但是必须以对我们 

这些贫穷人民并无摄害的结构变革方式来赢得争取发 

展的斗争 *发展不是一个只能从统计数字、比率和百分 

比上显示出的进程，它能见之于人类的生活和命运之 

中 .

51. 许多人不能支持紧缩的想法并因此认为紧  

缩应落在已经接受这一想法的人的头上。如果这对一 

个国家来说是有道理的话，它应该成为富国所实行的 

政策。他们不应将自己问题的负担转嫁给穷国的人民，

5 2 . 以维利，勃兰特为主席的国际发展问题独  

立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作出了正确的断言，它说国际财 

政和金融合作领域里的政策、协定和制度应该受到普 

遍性原则的激励和指导，在目前情况下，普遍性是相 

互支援的同义词。

5 3 . 新的十年是二十一世纪的门植，从而它将  

正义这一永® 的问题摆在我们的而前。在人数上•少 

数的富裕人和在人数众多并日益贫困的人民之间实现 

共存是不可能的，其结果意味着灾难。问题不在于懷 

慨而在于正义，因为国际气氛并未支持條慨。发展并 

不是•富国对穷国的赠礼。富 ra有必要.作出牺 f t , 丙为 

这一牺牲加上穷国的度展决心可以避免灾难的发生。 

这一牺牲可以在军备竞赛的领域里作出，换言之，我 

们要求的不是牺牲发展而是牺牲战争艺术，我们所要 

求的东西无损于任何人的生活和幸福，它 IÏ]将减少死 

亡和毁灭。新的国际秩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秩序，从 

根本上看，它是一个道德秩序。

5 4 .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八条指出：

*人人 fi'权 度 求 •种社会的和^ 际的秩 1：̂  Æ

这种秩序卞，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

分实现。"

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一种途径：遗过和平与正义。正是 

基于这种考虑我刚才谈到了为和平进行教哲及在国际 

经济关系方面实现正义。在这两个原则之间存在着因 

果关系，因此，我想谈论一下裁军一 这是在国际关 

系中实现和平与正义过程中最最难以克服的障碍一 

间题，以此结束我的发言。

55， 伯 特 . 洛林曾写到：•战争已成为穷人的特



权 。■我应补充一旬，军备竞赛已成为富人所热衷的 

消遗，此外，由于在国际关系中有互相模仿的影响， 

它同样也成为了一种穷人的娱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销束后，已爆发130次战争，都发生在贫穷国家，其中 

每一次战争都随时有可能转变成为一次世界大战。这 

样 ，在富人消遣刺激下的穷人特权最终将摧毁我们的 

星球。

56. 今夭花费了巨大代价以最尖端技术制造的

武器并不是为了用于贫穷国家间的孤立战争的。这些 

武器被小心翼翼地储备起来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毁灭一 

切，这就是以威慑求安全、以恐吓求和平的神话的真 

实含义。

5 7 . 不对现存的军事秩序不断进行严格的剖析， 

要建立一种更为公正的秩序是不可能的。众多的世界 

发展 //絮和技术模式都足在目前的军事秩序保妒下产

生和发展的。

5 8 . 每日的事态发展都进一步证实了阿瑟 .凯  

斯特勒的下述看法：

" 从人类萌发了良心至1945年8月 6 日，人曾

不得不接受他的死亡是他个人的事情的看法。从

第一颗原子弹遮蔽了广岛上空的太阳的那一天

起，整个人类已不得不承认：毁灭的将是人类这

一物种。"

5 9 . 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人们必须 

进行艰苦卓绝的研究，这种想法画然不错，但是只要 

军备竞赛这一残酷的现实日复一日地存在下去，这种 

想法将仍然足鸟托邦。不幸的是，军备竞赛不可遏制 

的势头具有了如此灾难性的规模，人们为了躲避与它 

们进行斗争或对它们俯首帖耳，趋向于求助一种最可 

靠的护身法—— 规避和漠不关心。因此，我们必须不 

顾一切，不断地指出这种情况，为之竭尽全力。总有 

一天我们会在人们的头脑中恪下某种印记，

6 0 . 每年用于武器的费用是5000亿美元，即每 

分 钟 10 0万美元。与此同时，世界上有20亿人无家可 

归，2 亿人目不识丁，并有10多亿人营养不良 。 1978 
年，1500万儿童死于饥饿。正如著名的诺贝尔和平奖 

获得者洛德，菲 利 普 ，约 翰 ，诺埃尔- 贝克所特别指 

出的，若将军事预算重新拨给民用生产足以在 10年左

右的时间里消除贫穷与圃乏，各国拥有武器的权力是 

不受磁制的，然而各国获得正义的权力的确是受到頃 

制的。

6 1 . 我们这些穷国未曾团结起来，以团结赋予弱 

者力量提出本来会是可行和明确的新的裁军提案，这 

是我们已犯下的一个错误。某种政治两极分化，一种 

从属或支持某个既定政治行动或势力范围也就是某个 

既定集团的感觉，一直妨碍着我们在这一方面进行某 

种公开和坦率的对话。一项世界裁军宣言指出：

•裁军取决于各国政府， ffll是 ，裁？ ftf]政 îfî t  

摩却诞生于人K 的心中。没有那种决心，任河条 

约郎使可能是庄严和富有约束力的条约，都不能 

达到任何目的。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在内心 

深处怀有和平不可或缺的坚定信念。否则，人类 

将不能生存下去/

6 2 . 总之，实现世界和平根本上靠的是为了和平 

而进行的教育，因为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T-段。实现 

世界和平靠的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正义，作为一种永 

恒的善意标志。实现世界和平将靠实现裁军的坚定决 

心，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6 3 . 我们这一世纪行将结束，我请会员国继续为 

建立一个和平的王国—— 教育和正义的成果—— 而努 

力 .

6 4 . 生席：我代表大会感谢哥斯达黎加总统変  

德 里 戈 ，卡 拉 索 . 奧迪奧先生刚才所作的重要发言。

议種壞目61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续）:*

( a ) 国际发展战略；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第二部分）（A/35/ 

592/Add. 1)

( b )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 C ) 贸易和发展：



( -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二） 秘书长的报告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第三部分）（A/35/ 

592/Add.2)

(d ) :r.业化：

(一）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三 

次大会的报吿；

(二） 工业发展砸事会的报告； 

( e ) 科和技术促进发展：科学和技

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的报告；

( g ) 粮食问题：世界粮食理事会的报 

告；

( h ) 财政、金融和有关问题：秘书长的

报告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第四部分）（A/35/ 

592/Add.3)

( k ) 环境：

( - ) 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的 

报告；

(二） 秘书长的报告；

( 1 ) 人类住区：

( - ) 人类住区委员会的报告； 

(二） 秘书长的报告；

( m ) 有效动员妇女参与发展:秘书长的

11)1 i V ；

( n ) 经济发展长期趋势的研究:秘书长 

的报告；

( 0 ) 联合国特别基金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第五部分）（A/35/ 

592/Add. 1)

议程域目62

a ) 联合国系统业务活动的全盘政策 

审查：秘书长的报告； 

b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秘书长的报 

告Î

C )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d ) 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

e )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秘书长的报 

告；

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

g ) 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

h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粮食计划署；

秘书长所进行的技术合作工作；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5/628)

议種项目64

特别经济援助和救灾援助：

( a ) 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秘书 

长的报告；

( b ) 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秘书长的报 

告；

( C ) 苏丹-萨赫勒区域中期和长期复 

兴和重建计划的执行情况:秘书长 

的报告；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5/663)

议稷巧目1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续）*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 

分)(A/35/545和 Add.l)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续第57次会议，



6 5 . 斯蒂芬森-弗农夫人 (牙买加）,第二委员会 

的报告员：我有幸向大会提交载于文件 A/35/592/ 
A d d . 1 至4、A/35/628、A/35/66-3和A/35/545 和附 

录 1 中的贫Ï 二委员会各报吿。

66. 第二委员会报告的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 

部分有关议程项目6 1 ,题为 "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它们载于文件A/35/592/A dd .l至 4。

67 . 第二委员会在就议程项目61下关于国际发 

展战略的分项 a 提出的报告〔乂/35/592A4cW.i〕第 6 

段里提议大会通过一份关于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 

国际发展战略 iHl决议草衆，第二委员会朱 f S / i块通过 

了该决议草案。在这方 -向请大会注意第二委会里  

的& n , 这些发 , ï全文转载于该报告附件。

68. 第二委员会在其关于"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 

宪 î ÿ " 的分项（b )和 ;Xi于 "贸易和发展《的分项 (C) 的报

段 i| ia t议大会通过七个决议草案并在第46段里 

建议通过- ‘个决定草案，

6 9 . 第二委员会经记录表决，以106票赞成>1票 

反对、14票弃权通过题为《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

的决议草案一。

7 0 ' 第二委员会经记录表决，以124票赞成、零 

票反对、9票弃权通过题为"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 

需要和问题有乂的具体行动■•的决议草案二。

7 1 . 策 二 資 会 经 决 ，以104票赞成、零 

票反对、18票弃权通过对题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 " 的决议草案四。

7 2 . 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决议草案三、五， 

六、和七及决定草架。

7 S . 第二委员会在其报告〔•^/35/592A4c?c/.3〕 
第40段分别就工业化、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粮食问 

题以及财政、金融和有关问题的分项（01) 、（6 ) , ( 6 )  

和（h )建议大会通过七个决议草案，并在第41段里建 

议通过一个决定草案，第二委员会曾未经表决通过了 

所有这® 决议和决定草案。

7 4 . 第二委员会在其报告〔乂/35/5g2A4c/c/.0 
第46段分别就环境，人类住区，有效动员妇女参与发展

和经济发展长期趋势研究的分项（k ) . ( 1)  >0 ) f 1l0 )  

建议大会通过八个决议草案，并在第47段建议通过一 

个决定草案。

7 5 . 第二麥资么缓 in缺 ; 决，以 巧 成 、 %  

票反对 ， 30票奔权通过题 ;》 战 '☆残分物的问题"的决 

议草案一。

7 6 . 第二委员会经记录表决，以 110票-赞成、 2 

票反对、23票 弃 权 通 过 题 为 勒 斯 人 民 的 'k ?,1-状 

况 " 的决议草案五。

7 7 . 决 议 发 ' 

草案未经农決通过。

m. i.fii

7 8 . 第二委员 i ?就项口 62捉 Ml的 题 力 方 ifii 

的业务活动 " 的报告载于文件A/35/628。 ni 安员会 

在其报告的第42段建议大会通过五个 ; 议 ,

7 9 . 委员会里未经朱决通过决a  j','，: *  •、 二、三 

和五。

8 0 . 题为"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的 

决议草案四以106票赞成、零票反对 .22票弃权通过。

8 1 . 第 二 委 员 在 其 报 告 的 第 4 3 段1E议火会通 

过两个决议草案，这两个决议草案M 祥 未 经 决 通  

过。

8 2 . 第二要好会就议程项 |目64极 111的题力"特别 

经济援助和救灾援助 " 的 报 故 i :文 件 A /：J：̂/(；03„ é ： 

该报告的第 1 1 1段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 2 1 个决议 

草案，所有这些决议草案曾Æ第二委员会未经 iJé决通 

过。

8 3 . 在 第 112段，委员会建议通过- 个 決 草 

案，它在第二委员会也未经表决通过。

8 4 . 第二委员会就议程项目12提出的题为"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 的 报 告 载 于 文 件 A/35/545和 

A d d . l。在该报告的第 25段 ，即报怪的第一部分，第 

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四个决议草案。

85. 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一和

— * «

86. 题为*•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国家资源的永久



主权•的决议草案三，经记录表决，以10 1票赞成、2票 

反对，22票弃权通过，

8 7 . 题为-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的决议草 

案四经记录表决，以106票赞成、2票反对、2 1票弃权 

通过。

88. 第二委员会在第26段建议大会通过一个决 

定草案，它在该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 .

8 9 . 还请大会注意就议程项目12所提出报告的 

第二部分第 2 段，文件A/35/545/Add.l.

9 0 . 我想介绍这些建议以便引起大会注意，

按照议事规則第66条的規定，决定不讨论第二委 

« 会的报告.

9 1 . 生席：各代农团对第二委员会各种建议的 

立场已在该委员会中阐明并反映在有关的正式记录  

里 .

9 2 . 我可否提请会员国注意，根据第 34/401号 

决定，大会同意，如果一个主要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审 

议同一个决议草案，各代表团应尽可能只解释投票一 

次，即在委员会或在全体会议，但该代表团在全体会 

议的投票与其在委员会的投票有所不同时，不 在 此  

限。我可 ?f P Î提 话 员 国 注 意 ，还足根据第34/401号 

决定，对投票的解释性发言不得超过 10分钟并且各代 

表团应在座位上发言。

9 3 . 为节省时间和使程序有条不棄起见,我将在 

对 IÏ5二 赛 会 在 其 报斤的第二、三，四 和 五 部 分 里  

iA/3b/[.92/Adds. r f i O 就议程项061所提议的所有 

Jk 華-fe l'Lîj-丧?j i之 l,i 1>Î.请各^?於 |19对投票作 

辦释性发言，总之,这就是说对投票的解释性发言将在 

对我们所审议的该报告各部分进行了表决之后进行。

9 4 . 现 Æ我可否请会员国注意第二委员会就联 

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的议程项目 61 
(a )所提出的建议。该建议载于文件A/35/592/A dd  .1 

的 第 6 段 .

9 5 . 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 

可否认为大会希望以同一方式通过该决议 Î

9 6 . 主廣:我们现在是否可以处理第二委员会分 

别就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以及贸易和发展的议  

程项目 61( b ) 和 （0 所 提 出 的 报 告 04/35/592/
.2〕。

9 7 . 在该报告的第45段里提出了七个决议草案

98. 我先将题为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 

决议草案一付诸表决。有人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 根 廷 、 

澳大利亚、奥地利、 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 

多斯、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 

加利亚、觸甸、布廣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巾围、哥伦 

比亚、科， .罗、刚果、舟斯达黎加、古 Üi、港 浦 路  

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柬浦寨、民 主 也 门 、吉布 

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 尔 瓦 多 、 

赤道几肉亚、埃塞俄比亜、斐济、芬兰、加蓬、閃比 

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格 林 纳 达 、危地 马  

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 、洪 都 拉  

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 

克、以色列，象牙海岸、牙买加、约 I I 、肯尼亚，科 

戚特、 捉人R h i丄兆和同、黎巴嫩、 何比 

里亚、阿拉伯卯比亚W 众 1:1̂ 、马达如断加、 拉维、 

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 I F 他、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 

尔、新西兰、尼加拉瓜、尼 FT利亚、挪威、阿，ïé、巴 

斯《、巴傘 ?0、巴布、11{新儿内亚、U!拉 . 1\ 秘 作 、 

波 :' L 傭巧牙、卡 尔 、罗 马 ）[£亚、卢旺 

. 达、圣卢西亚、萨摩亚、杀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 

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 

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戚士兰、瑞典、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汤加、特 立 尼 达 和 多 巴  

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 

首长国、唁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上沃尔特、乌拉圭、委内瑞拉、越甫、也门、南斯拉 

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该决议草案通过（第35/56号决议）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 日本、卢 森 堡 、 

荷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决议草案一以134票赞成， 票反对、 票务权通 

过（第35/57号决议）。

9 9 . 生 * : 其次，我将题为•与发展中内陆国家 

的特殊需要和间题有关的具体行动"的决议草案二付 

诸表决。有人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商位、阿 根 廷 > 

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 

多斯、比利时、 臾宁、不丹、玻利维亚、博 茨 瓦 纳 、 

巴西、保加利正、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加拿大、佛得角、中 非 共 和 国 、乍 得 、中 

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加、古 巴 、 

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柬浦寨、民主也 门 、 

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尼瓜多尔、埃 及 、 

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斐 济 、芬 兰 ， 

法国、加蓬® 、风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 

内正、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 

利、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 

色列、意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 日本、约旦、肯 

尼亚、科咸特、老挺人民民主共和H 、莱索托、利比 

里亚、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 尔 代 夫 、 

冯里、马 IT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蒙 

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 

加拉瓜、尼日利亚、挪戚、阿曼、 巴拿马、巴布蓝新 

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 

塔尔、罗马尼蓝、卢旺达、圣卢西亚、萨摩亚、圣多 

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 拉 利 昂 、 

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 里 兰 卡 、苏 丹 、苏里 

南、斯咸士兰、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 国 . 
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 耳 其 、乌干 

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宵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略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美利坚合众国、上沃尔特、乌拉圭、委 内 瑞 拉 . 

越南、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 比 亚 、津 巴 布  

韦，

反对：马拉维® , 巴基斯坦 .

弃权：绩甸、智利、印度、黎巴嫩、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

决议草案二以 i4 0桌赞成、2 票反对 > 5桌弃权通过 

(第35/58号决议），

100. 主廣：找们现 il:处 运 输 、

过境和进入外国市场等方面 Ifil临的特殊问题 "的决议  

草案三。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该决议草莱。我可 

否认为大会也不经表决通过该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三通过（第35/5â号决议

1 0 1 . 主席：我们现在处理题为 "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 " 的决议草案H 。第五委员会就该决议草案 

所涉行政和财政问题提出的报告见于文件A/35/702 

的第 3 段，

1 0 2 . 有人要求对决议草案四的第5 段进行单独 

表决。因此，我们先表决第5 段。有人要求进行记录 

表决。

进行记录表決。

赞成：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 板 廷 、 

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贝 宁 ，不 丹 、 

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缠甸、布隆 

迪、白俄度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佛得角、中非 

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 

果、哥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捷 克斯 洛 伐 克 、 

民主東墙寨、民主也门、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 国 ， 

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 

亚、变济、加蓬、R )比亚、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加 

納、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 

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 、印 度 尼 西

® 加蓬代表团事后通知秘书处，它希望将它的投票被记 

录为弃权.
⑥马拉维代表团事后通知银书处，它希望它的投票被记 

录为赞成该决议草案.



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约旦、肯尼 

亚、科威特、老挺人民民主共和 国 、黎 巴 嫩 ，莱索  

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 达 加 斯 加 、 

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 毛里 

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 

克、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阿 曼 . 
巴接斯W 、 傘马、 巴布巫 新 几内 亚 、巴 拉 圭 、秘 

色、菲⑦ * 、波兰、卡堪尔、萝马尼亚、卢旺达、圣 

卢 |巧、11̂.、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 

拉 利 新 加 坡 、索马m、斯 ||1 兰 1̂ 、苏 丹 、苏里  

南、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 国 、汤 加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 

伯联合前K H 、略安廣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上沃尔特、 拉圭、委内瑞拉、越 南 、也 门 、 

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 

麦、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冰岛、爱尔兰 . 
日本、卢森保、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希腊、以色列，意大利、荷兰、新 西 兰 、 

挪威、葡菊牙、西班牙、土再其。

决议草案四的第5段以 J2 3票赞成、 25票反对、9 
票齐权通过。

1 0 3 .生廣：我们现在开始表决决议草案四全 

文，有人耍求进行记录表决 .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富汗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阿根廷、E 哈 

' L 巴体、Â  liil ，巴 Iii多斯 、W 不丹 >玻利维亚 .

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缠甸、布廣迪、白俄罗 

斯 苏 维 埃 1 -:义共和国、佛得角、中非并和国、乍 

得、 W 利，中闲，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哥斯达 

黎加、齿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 主 柬 浦  

寨、民虫也门、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 瓜 多  

尔、埃及、 尔 R；多、淹道儿内亚、埃塞俄比亚、裴 

济、加蓬、 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格林 

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缀、圭亚那、海 

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 19、 
伊拉克> 以色列、意 大 利 、象牙海岸，牙 买 加 、约

旦、肯尼亚、科戚特、老捉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  

嫩、莱索托、利比里亜、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 

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 

他，毛里塔尼3E、毛里求斯、墨 西 哥 、蒙 古 、摩 洛  

哥、莫桑比克、尼泊尔、荷兰、尼加拉瓜、尼 日 尔 ， 

尼日利亚、挪戚、阿曼、已基斯坦、 Q 拿马、 巴布业 

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卡 塔 尔 、 

參马尼亚，卢旺达、圣卢西亚、萨摩亚、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 拉 利 昂 、新加 

坡，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 戚 士 兰 , 
阿拉伯叙利巫共和国、泰国、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千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 

宵长国、略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上沃尔特，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位 

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

反对：无。

弃权：澳大利亚、奧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 

麦、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 腊 、冰 巧 、 

爱尔兰、 日本、卢森堡、新西兰、葡萄牙，西班牙、瑞 

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决议草業四全文以 /29票 •成、零票反对、 19系 

存•权通过（第35/60号决议）。

1 0 4 .主廣：下…个决议草案是题为 "有利于发 

展中岛购国家的行动纲领 " 的决议草案五。它曾在第  

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我可否认为大会也希望不经 

表决通过该决议草案？

决议草衆五通过（第35/61号决议）。

1 0 5 .生廣：题为 " 技术的反向转移"的决议草案 

六也曾在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我想大会也想照 

此办理。

决议草案六通过（第35/62号决议

1 0 6 .主廣：决议草莱七题为 **限 制 性 商 业 惯  

例该决议草案所涉行政和财政问题载于第五委员  

会报告〔乂/35/702〕的第 6 段，

1 0 7 .委内瑞拉代表想就决议草案七发言，我请 

他发言，



1 0 8 .特雲斯特先± (委内瑞拉）：我感到我们正

在审议的决议草案七的英文案文执行部分第 1 和第 

2段之后遗漏两段，原先的文件里曾有这两段，承蒙 

你的允许，我将用英语念这两段。执行部分第3 段如 

下 ：

"注意到联合国暇制性商业惯例问题会议就 

载于这套《原 则 和 规 则 节 [AJ的国际体制机构问 

题听提出的建仪, 并讲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在第二 

十二Mi么议上设立一个阪制性商业惯例问题政府 

间专家组，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个委员会 

的体制范a 内，执行该节所述的职务；

执行部分第 4 段如下：

"又决定应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提供必 

要的资源以执行这套《原则和规则》所 规 定 的 任  

务 . ®

1 0 9 .我刚才所念的两段话 可见文件 A / C .2/ 

3 5 / L .7 5 ,该文件载•fï策二委 iri会副主席提交第二委 

员会审议的决议草案的案文。

1 10 . 主廣：我想就委内瑞拉代表的发言通知大 

会 . 我刚才接到秘书处的通知，所缺两段将在正式文 

件中补上。

1 1 1 . 决议草案七在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 

我认为大会也希望不经表决通过该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七通过（第35/63号）决议。

1 1 2 .现在我提请大会注意第46段中题为*■保护 

主义和结构调整 " 的决定草案，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 

通 过 该 决 定 宠 。我想大会希望照此办理。

决定率案通过（第35/4 iS号决定），

1 1 3 .主唐：现在我将请那些希望对 1̂ 3己的投票 

作解释的代表发言。

114. B 克里夫人（印度）：我想就我们对题为  

"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 

动 " 的决议草案二的投票作一个简要的解释。第 二 委  

员会曾对这个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1 段进行了单独的

® 发言人用英语引用.

表 决 ， 印 度 代 表 团 对 该 执 行 段 落 投 了 反 对 票 ， 而 对 决  

议 草 案 全 文 投 了 弃 权 票 ， 如 果 大 会 对 该 决 议 草 案 执 行  

部 分 第 1 段 进 行 舉 独 衷 决 ， 我 们 就 会 象 Æ ◎ 一.委 iTi 

里 一 样 进 行 投 票 。

115. S . A . 汗先生（l i U y i U i l ) : 卞: j 次议，‘,v.黎 

二 ，鉴 于 第 二 委 会 对 执 部 分 策 1段 进 独 •iü决 

时我们投了反对票，因而我 fy代灰H1XI决议

文 投 了 反 对 既 然 人 A 未对该执行部分 ïTi I 段进 U  

JYMlH的 : 决：，我 IH1 代 必 役 对 决 议  

文 ，以此表明我们反对执行部分第 i 段。

116. 但

议 草 案 的 其 他 条 款 ， 并 11正 如 在 第 二 委 l/i i ï M 所 (Ji明  

的 ， 我 们 继 续 反 对 执 行 部 分 的 第 1 段 。

1 1 7 .比里多先生（苏丹）：我国代表团的立场与 

印度代表因的立场一样。第二委员会普经对决议草案 

二的执行部分第 1 段进行T 单独表决，我M 代谈团对 

该 执 行 段 落 投 了 反 对 对 该 决 议  投 r 货 成 'jiL  

我们希望申明 ,如果是在这里对执行部分策 1段进行单 

独投票表决的话 , 我们是会对它投反对巧的。

1 1 8 .齐默尔 f t 先生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lK | ) : 我 国  

代 表 团 对 决 议 草 案 二 投 了 赞 成 票 。 然 而 ， 对 执 行 部  

分 第 1 段 单 独 进 行 投 票 表 决 ， 我 们 本 会 弃 权 的 。

119. 南吉拉先生（肯 尼 亚 ）： 我 国 代 表 团 在 第 二  

委 员 会 就 决 议 草 案 二 的 执 行 部 分 第 1 段 进 行 表 央 时 弃  

权 . 如 大 会 将 该 执 行 段 落 付 诺 表 决 ， 我 们 本 ：i? 弃 权  

的 .

120 . R 卜杜拉先生（阿 拉 伯 利 比 亚 民 众 阿 ）： 我  

国 代 表 团 在 对 决 议 At:笼 二 表 决 时 弃 了 权 ， 如 对 执 & 张  

分 Î Ï Ï I 段 进 丫 ，.独 决 ， 找 们 卞 么 投 反 y K ; ':的 。

1 2 1 . 迪奥普先生 ( 塞 内 加 尔 ）： 基 内 加 尔 代 ;^ 团  

投 票 赞 成 决 议 草 案 二 ， 但 是 ， 如 对 执 行 部 分 第 1 段 进  

行 单 独 表 决 ， 室 内 加 尔 代 表 团 么 象 布 奶 二 資 IA 么 对 此  

表 决 时 那 样 投 弃 权 票 。

1 2 2 . 拉科托内沃先生（马 达 加 斯 加 ）： 我 国 代 表  

团 对 决 议 草 案 二 投 了 赞 成 票 ， 但 是 ， 如 对 执 f j -部 分 第  

1 段 进 行 单 独 表 决 ， 我 们 本 会 象 在 第 二 委 兄 会 实 际 所  

作 的 那 样 投 弃 权 票 。



1 2 3 . 张宗安夫人(中国）：在第二委员会里，当 

决议草案二的执行部分第 1 段付诸表决时，中国代表 

团弃权。如在这里对该执行段落单独进行表决，我们 

本来是会再次弃权的，尽管我们对决议草案全文是支 

持的。

1 2 4 . 塞恭W 尼先生 ( 摩洛哥）：我国代表团投票

赞成决议草案二，但是，如果象在第二委员会那样对 

执行部分第 1 段进行单独表决，我国代表团本会在这 

里采取同祥的行动，即在表决中弃权。

1 2 5 . 罗德里格衡夫人 ( 莫象比克）：我国代表团

对决议 :iï>:寒二投了赞成票，但是，如果执行部分第一 

段 单 独 付 衷 决 ，我国代表团本会象在第二委员会里

那样在《决中弃权 .

120. » 德乔先生（刚果）：我 ^̂：希《̂ 取：̂我国代

法 团 在 论 姿 会 的 投 票 。然而不幸的是该决议草案 

二 的 执 部 分 第 1 段未被单独付诸表决，我希望将这

一说明记读在案。

J 2 7 . 布尤載夫先生（阿尔及利亚）：我国代表团

在第二委 iû 会对该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第 1 段表决时 

弃权。如果本次会议对该段落进行了单独表决，我们 

也会这样做的。

1 2 8 . 阿斯马尼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如 

对 决 议 宠 二 的 执 行 部 分 第 1 段进行了举独表决，我 

国代 : 01 ^?投弃权 3̂ 的̂，而对决议草案二全文是会 

投赞成票的。

1：̂；) . 戈里察先生（罗巧尼亚）：罗马尼亚对决议 

jyt黎个 该 ?i t议 的 执 部 分 策 i ® ,

我N i t  段落化 îfs二查 iA会里付诸表决时那

样投巧。

1 3 0 .卢特菲先生(约旦）：我国代表a 对决议草 

案 二 投 了 赞 成 但 是 ，如将执行部分第 1 段单独付 

诸表决，我们会象我们在第二委员会那样对此弃权，

1 3 1 . 乌 尔德 ，西 迪 •艾哈迈德先生(毛里塔尼

亚)：如对决议草案二的执行部分第 1 段进行了单独  

表决，我闻代丧团会以在第二委员会里提出的理由在 

表决时对该执行部分段落弃权，而对决议草案全文投 

赞成票。

1 3 2 . 多尔勒安斯先生(海地）：我国代表团对决 

议草案二投了赞成票，但如对执行部分第 1 段进行了 

单独表决，我们会象在第二委员会那样对此弃权。

1 3 3 .谢拉夫先生(也门）：我国代表团按我们在 

此议题上所采取的一贯立场在第二委员会就决议草案 

二的执行部分第 1 段表决时弃权。如大会将该执行段 

落进行了单独表决，我们是会再次弃权的。

1 3 4 .戈克切先生(土耳其）：关于决议草案二， 

若将执行部分第 1 段单独付诸表决，我们会象我们在 

第二委员会那样弃权，我们希望将这 - • 解 释 记 在  

案，

135. E 伊夢先生（民主也门）：象在我以前的发 

言人一样，我想重申我国代表团在第二委员会就决议 

5ÏÏ案二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化丧决中对执行 部 分 第  

1段弃权，但支持决议草案全文，而且,我们解释了那 

一立场。我们在此坚持同一立场。

1 3 6 . 武双先生 (越南）：越南代表困对决议草案 

二全文投了赞成票，但是如对执行部分第 1 段进行了 

单独表决，我国代表团是会弃权的。

1 3 7 .奥库努先生（尼日利亚）：我国代表a 对决 

议草案二投了赞成票。但是，如对执行部分策 1 段进 

行了单独表决，我们会象在第二委员会那祥亦权。

1 3 8 .埃 ，阿 »顿 先生 (加纳）：我 国 代 对 决

议草案二全文投了赞成票。但是，如 对 执 行 部 分 1 

段单独进行了表决，我们会象数在 筋 秀 IA 'à 那样奔 

权 。

1 3 3 .两谱马先生（象牙海岸）：至于决议草案二 

的执行部分第 1 段，当该段落在第二委员会付诸表决 

时，象牙海岸投了赞成票。经过考虑和分析之后，如 

大会全体会议对该段落进行了单独表决，我们实际上 

是会弃权的 .我国代表团对决议草案全文投了赞成 

票《

1 4 0 .教 ?9尔梅达先生(安哥拉）：关于决议草案 

二，我国代表团对决议草案全文投了赞成票，对执行 

部 分 第 1 段投了反对票，

1 4 1 .拔尼加先生 (斐济）：我国代表团对决议草



案二投了赞成票，但是如对执行部分第 1 段单独进行 

了衷决，我 们 会 象 曾 在 第 二 委员 会 表 决时 那 样弃  

权 .

142. « 卡 ，马科索先生(加蓬）：关于决议草案 

二，加蓬在第二委员会对执行部分第 1 段 投 了 反 对  

票，并对★ 议草案全文弃权。我们希望重申我们的投 

票态度。

1 4 3 .奥9 尔丁先生（马来西亚）：关于决议草案 

二，我国代表团投了赞成票，但是对于执行部分第 1 

段 ，我们想重申我们在第二委员会的立场，在第二委 

W 会我们对此弃权。

1 4 4 .丹登塞东耶先生(泰国）：我国代表团对决 

议草案二全文投了赞成票，但是，如对执行部分第 1 

段进& 了衷决，我们会坚持我们在第二委员么的立

场。 *

1 4 5 .布莱恩先生（閃比亚）：我国代表团对决议 

草案二令文投了赞成票，但是如对执行部分第 1 段进

决，我们么象在第二委员会那样弃权。

l i C . 奥[约诺先生（咕 降 联 合 共 和 国 ）：我国代

表团支持决议草案二。然而，如对执行部分第 1 段进 

行了单独表决，我们是会弃权的。

1 - 17 .塔拉维夫人（埃及）：虽然埃及代表团对决 

议草案二全文投了赞成票，但是如对执行部分第 1 段 

进行了单独表决，我们是会弃权的，因为我们相信第 

二委员会不Æ 决定该段落所含事项的合适机构。

I 1 8 . 杜库雷先生O L r t亚）：我旧代丧闭对决议 

义役 Ï 赞成 !■ïï。然 lû f ,如对执行部分第 1 段 

进行了难独 :iii决，我 国 代 会 象 在 第 二 委 员 会 那 样  

对此弃权。

M 9 . 奥尔養斯•桑斯先生（玻利维 ® ) : 玻利维

亚代丧团投票赞成这一决议草集，尤其是赞成执行部 

分的第 1 段,段是整个案文的最重要部分，因为这是 

一项由大会就有关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需要与问题 

采取具体措施的协议，而且，如果不从重申世界上的 

各国人民有自由出入海洋的权利这一方面着手就什么 

事也办不成了。

决决议草案二全文时弃权，因 为 时 未 将 执 部 分 第  

1 段单独付诸表决。我们在第二委员会就该段丧决时 

弃权，如果在这 .ni对该执 îf•段落进h  独 Ai決 .找

们本会再次弃权的，但会支持决议草案全文。

1 5 1 .马欣盖渾先生 ( 津巴布书）：津 IÜ布韦对决 

议草案二投了赞成票，因为找们大体上同该决议  

案的精神。然而，找们想抱U I , 如 对 执 部 i 段 

进行了单独表决，我们本来是会弃权的。对那个特别 

执行段落的含义，我们是有某些保留的。

1 5 2 .阿亩雷先生（智利）：如对这一决议草案的 

执 部 分 îfü 1 R i l t f i  独 決 ， Mil 1、;力象 

在第二委员会那样弃权，我 想 将 这 一 解 释 案 。

1 5 3 .淡思法里先生（阿曼）：当该决议草案的执 

行部分第 1 段在第二委员会雜独付诸表决时我们弃  

权。如大么对该段进 t r p 丫，.独 決 ，找们卞A 农！ 

样的立场，在农决中弃权。

1 5 4 .主廣：在继读进行我们今天上 午 的 作之 

前，我想提一个建议—— 尽管，当然了，大 其  

己议程的决定者，

155. 将来当我们表决那些各代表团在各委员会 

里已采取了具体立场的决议草案时，可能么\ 'Ü现同样 

的情况。对象我们刚才听到的对投票作了解释性发言 

的决议草案段落进行傘独変决可能会有溢处，而 Jj. '1 

然能节省时间。

1 5 6 . 我们现在处理第二委员会就议粋项n 61的 

分项（d ) ,  (e ) ,  ( g )和（h )提出的报 ' i ' ,这 分 项  

别为：工业化、科 '7:和技术促进 ;i Ü i i L 粮 fîu'nl週、 W 
政、金融和有关问题〔乂/35/502A4üW.3〕。

1 5 7 .第4 0段里所推荐的七个决议草莱Æ m 二委 

员会都未经表决通过，

1 5 8 .决议：!?!：宪一题为 "1980年代促进非洲社会 

和经济发展的特别措施"。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 

通过决议草案一？

决议草案一通过（第35/64号决议

1 5 9 .生廣：我们现在处理题为 "修订具存当选  

工业发展理事会理事国资格的国家名单"的决议草案 

二。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通过该决议。



决议草案二通过（第35/65号决议）。

1 6 0 .主席：决议草案三A 和B 是有关工业发展 

合作问题。第五委员会就该决议草案所涉行政和财政 

问题提出的报告载于文件A/35/703。第二委员会未 

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 

望通过它？

决议草案三乂和S 通过（第 3 5 /6 6乂和f i号决议）。

1 0 1 . 主席：决议草突四的A 和B 涉及了科学和 

技术促进及展M 题。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遗过了它 

们 ，我足否巧"以认为大会希望照此办理？

ri-f- t 四 乂 和 5 通 过 （第 35/67 乂 和 5 号决

议）。

1 6 2 .生唐：决议草案五题为 "世界粮食理事会 

的报告"这一决议草案同祥在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 

过。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通过它？

决议草案五通过（第3 5 /6 8号决议）。

1 6 3 .主廣：现在我将题为 "非洲的粮食和农业 

情况 " 的决议草絮六提交大会。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 

希望仿效第二委 Î/Ï会通过这…决议草案？

决议草業六通过（第3 5 /6 9号决议）。

I f i l . 主席：最后，我们处理週为**世界粮食日 " 
的化议1'：'：-：̂ L , 第 : 要IA A 决通过该決议草

案。我jA否以认为大么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七通过（第35/70号决议）。

1 (3 5 .主席：第二委员会布其报吿第41段建议通

二受M ☆ 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定。如果没人反对，我 

将认为大会希望照此办理。

决定草案通过（第35/4/9号决定）。

I G f i . 主唐：现 IV:我提 ii'f会困注意第二委员会  

就 议 积 项 分 项 （k ) 、 ( 1 ) ,  ( m ) ,  ( n ) 和 ( o )所提 

出的报 iV 。这找分项分别涉及环境，人类住区，有效 

动 In k I k  % ' 、经济；ii；展 期 Æi势的研究和联合

閣特别  Jiii 金 M A 3  V 5 9 2 A 4 (W  . 4 〕。

167. 第二委员会已推荐了八个决议草案和一个

决定草案。大会或许希望注意一下如下的事实：对关 

于联合国特别基金的分项 ( 0) 没有采取行动。

1 6 8 .首先，我将题为 " 战争残余物间题"的决议 

草案一付诸表决。

决议草案一以n ô 票赞成、零票反对、2 9 票弈权 

通过（第3 5 / 7 i号决议）。

1 6 9 .主庸：决议草案二题为 " 苏 丹 -萨 赫 勒 地  

区内《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第 

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 

为大会也同样希望这么做？

决议草案二通过（第3 5 /7 2号决议），

1 7 0 .生席：题为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  

划》的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三在第二委员会也未经表 

决通过。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照此办理？

决议草案三通过（第3 5 /7 3号决议）。

1 7 1 .主席：决议草案四题为*■环境方面的国际 

合作"第五委员会就该决议草案所涉行政和财政问题  

的报告载于文件A/35/70.1。第 二 委 员 m  决通 

过了决议草案四，因而我是森能认为大会ÜiHl样希望 

这么做？

决议草案四通过（第3 5 /7 4号决议）。

1 7 2 .主廣 :现 将 题 为 *■巴勒断W K l<： 

的生活状况 " 的决议草案五，有人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巫、安哥 

拉 奥 地 巴 哈 '!；、巴林、孟加拉 IÜ、巴巴 

多斯、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 

加利亚、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中国、哥论比亚、科摩 

罗、刚果、哥斯达黎加、 Vf H i . 讓浦胳断> m m m  
伐克、民主柬浦赛、民主也门、吉布提、旧 瓜 多 尔 、 

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 蓬 、 

比亚、德 意 志 主 共 fni 1、加纳、 •腊 、格 林纳  

达、儿 亚 、：fê、lO |5 ,洪都拉斯，匈牙利  > 印度 .印  

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牙买加、约旦，肯 尼 亚 、 

科威特，老扼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利



比里3E、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 

亚、马尔代夫、马里、马 Ip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 

斯、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尼 

加拉瓜、尼 n 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组、巴拿 

马、巴拉ü i、秘魯、 货、波兰、葡 萄 牙 、 卡塔 

尔 、罗马尼业、卢旺达、圣多突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 

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 西班  

牙 ，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 

1E共和国、泰国、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 突尼 

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 拉 伯 联 合 首 长  

国、略 和 同 、 JH如 i i、IR收 ;V化 fllM、

尔恃、 委 li]瑞拉、越南'、也门、 斯拉 

扎 fit尔、赞比 #.、洋 巴 布 I;。

反对：以色列、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瘦大利亚，比利时、缠甸、加 拿 大 、 丹 

à：、多米尼 I爪J!：和M 、：變济、芬兰、法国、德意志联 

邦共 fn国、危地马拉、海地、冰岛、爱 尔 兰 、 意大 

利、象牙海岸、 日本、卢森堡、马拉维、荷兰、新西 

兰、挪戚、巴布亚新儿内亚、萨摩亚、瑞典、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决设草案五以 i i S 票赞成、2 票反对> 2 6 票并权通 

过（第: 号决议）。

1 7 3 .主席：决议草案六题为 "加强人类住区活 

劝 \  '. $ 1̂ ^?朱 "̂̂ &̂决通过丫这一决议 /；!：寒 ，我 

j i  a  Hj'以 ik为人么也 Ini样照此办理？

决议草案六通过（第35/76号决议）。

1 7 4 .主席：决议草实七A 、B> C和 D 涉及人类 

住区问题，第二委会未经友决遗过了它们，我是否 

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通过它们？

决议草案七乂、B 、C 和D 通过（第35/7M、B 、C  
和D 号决议）。

1 7 5 .主廣：决议《¥£案八题为 "有效动员妇女参 

与发展 " 。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我想 

大会希望照此办理。

决议草案八通过（第3 5 /7«号决议

176. 生

段建议通过一个题 经济发展的 长期 fâ势"的 

案。我是否可以认为通过那个决定草衆是大 * 的愿 

望？

决定草繁通过（第3 5 /4 2 0号决定）,，

1 7 7 . 生廣 : 现在我请那些希望对 1̂1 投 iÏÏ:做 

解释的代表发言。

178. 舍尔特马先生（荷兰）：国I^MI:么iflUj'朕合 

国第三个发展年的国际货展战略，不 . 系 列  

至关重要的问题做出决足。 rLi于 我 们 此 刻 就 Mr:

化们: 糾 )j ‘壽:込成 I w a  's'.. 代 

们在尽巧"能妥协的 t ij况 K 參 '4 f  -j'ï.遍的 y>ifil .诚。我 

希望强调，既然这- ，战略 t i -垃通过，找N 政 i fM .从政 

治上致力于新的战略，而且我希望本国际社么所有 

国家将采取NI样的立场。

179. 卢森堡代 :<<4将 代 欧 洲 共 M 体 及 儿 成 国  

发言，除了他的发言内容外，我将谈一下一个M.体问 

题，该问题现在结果可不長我国代表团曾希 fflj!：]。荷 

兰代表团威到遗憾, 因为对官方发展援助段落作出吏 

有约束力的规定已不可能。我想回顾一  发展合 

作大E 在第十一 jiii特别 1? 议的…•般性辩论中 : : 'j讲 活 ， 

他针对官方发展援助的0 标说：

巧Î 兰政府》敦促包括东欧发;达国家 iV； |Aj的所

有力;达W 家 通 过 ，个以W h i生 产 0 .7%  'J-j
' l ï方 诚 拔 助 额 并 ，规 ; {(/|:今 Ai JL 'l ' ji. ĵ !i i'>:额之

时间限制的议定H 标。

"这么多的国家未能达到该目标的确令人失

望 " 。 ®

1 8 0 . 我记得只有少数国家，其中包括我 [1：3 ,已  

达到并超过0 . 7 % 的目标。就荷兰而言，它已达到超 

过 0 . 9 % 的水平。

1 8 1 . 我还想到，我国造乐 :S 对 7 7 0 i } iM I ，l ï义Æ  

那个十年末将议定g 标提高到 1 % 的提议进U 严 ;,t ï的 

考虑。我重申一下，我国政府完全接受在0 前的战略 

里将目标定为 1 % 的案文。



182. 沃尔茨费尔德先生（卢森堡）：我 有 幸 代

表发言的欧洲共同体九国高兴地加入了就通过联合国 

第三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的决议草案〔W/35/ 
5B2/Add. 1/第6段〕进行的协商一致意见 ,

1 8 3 .首先，我想对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 

会主席奈克先生在整个谈判中表现出的技巧、耐 心 、 

勇气和责任感表示欣赏。他以他个人的忠城对起草一 

份已赢得各方赞同的案文作出了贡献。

1 8 4 .当决议草案A /C . 2/35/L. 59在 第 二 委  

员会限通过时，我曾有幸强调过欧洲共同体对通过该

战略的 .TI视。 ®

1 8 5 .在我们看来，我们刚才通过的文件〔第35/ 
59 7 U , 附件 ; 到 地 映 川 种 经 济 和 社 公 因 素 ， 

它 通 过 确 保 所 家 人 K 充分参 !.i发展进與并Ü  
从这一进程中公平地分享利益，使他们的发展富有成 

效。它还考虑了动员人力资源的必要性和向发展中国 

家《移资源以及保妒世界的 1̂1然资源。我们希望，通 

过 Ü ；ÜL、'/.的 和 评 价 制 度将 加 强 和巩 固 我们 对未来  

十年发展进程的各种因素的认识。

1 8 6 .我想作些评论和解释，以便我们解释我们 

已做出 决定中的某些因素。

1«7. f t先， A  r-发展资金，欧洲;问体及其成  

员 0 对题力 "政策措施 "的第三节D 分节第 113段的观 

念 和 语 部 不 能 表 示 赞 同 ，因此我们希望对此保留意 

见 ,，||叫 ，.（ 1、;̂ 1输 ，尤：!!；站这 --1'/的?1^28段 ，我们 

不 能 -'11')'Ij： ，h N 家的Wi/ï和多M fl- V"f的商船队在 

tH' '?! ii';( |：\ 吨位，I，明确规定 I'r 指你数卞1'1勺原则。

IHH. i:找们正在 ifr议的文件的其余部分，欧

洲化M 体 'g ‘ 成 想 提 出 如 下 的 意 见 。

189. -1. f 题为* 目标和目的 "的第二节的第24段
和题为 "发 展 金 " 的第三节D分节的第 98段所涉及的 

官方发展援助，欧洲共同体全体成员国重申支持0.7%  
的 'rnv 展拔助 n 标。近什:来它们的援助大幅度递增， 

从而证.'，)、: Ï 他们 ÏÛ起 了 这 •义务。这样整个欧洲共同

® 《人会iH式 第 三 十 五 屈 会 议 ，第二 委 员会 》，第 

41 至 4 2段，和《大会正式记隶，第三十五届会

议，'î； - ti-l；-, 分册》，吏 iH.

体的官方发展拔助在1978年 至 1979年期间增加了约 

30% ,达到丁工业化国家所提供的整个援助的50%强。 

与此同时，我们联合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 这一援 

助一直高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一 在国民生产总 

值的百分比中有了明显上升。至 于 上 述 第 24段和第  

98段中的规定，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可以支持协商 

一致意见。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将在各自的发言中阐 

明自己对官方发展援助的立场。

1 9 0 .然而，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认为期望发达 

国家在该项活动中所承担的担子将来应由不论济和社 

会制度的所有发达国家更为公平地承担。

1 9 1 .关于能源问题，更确切地说， 关 于 题 为  

•目标和目的 "的第二节第34段 ，欧洲共同体及 I t 成 ITi 
N 想扼请大家注意，为 • I1 m家的能源M 题 fil Ht界 

经济的增长寻找解决办法实质上是长期性的。在这一 

点上，我 们感 到遗 憾 的 是在 涉 及 能源 的该 段 像 能  

源的可获得性及市场状况的可预见件这样对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的问题却未能得到充分的反映。盤于S：展中 

国家能源需求重要性W 日益突出，我们希望，会出现 

有益于整个国际社会的一致措施。

192 . 关于第三节题为 "能源 " 的 H 分节第 126段 

( C ) 以及提到发展中旧家 按 照 大 î|'- 12 j] 8 i l 
第 32/50号决议所规Æ 的 原 则 我 得 核 技 卞 题 ，欧 

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希望指出，它们 I»]意载入该决议 

的原则和规定，并想借此机会æ 中 r:i己支持有效保障 

制搜的义务和M m 责无力货地做出，4 献 .
障条例来确保核能的发城继续与不扩肤核成器政※ fil 
谐共存。

1 9 3 .现在我再谈谈H 际金融和财政问题，更确 

切地说，涉及该类问题的段落 ih't勺有关部分，我指的 

是题为 " 目标和目的"第二节的第26段和第三节中题为 

•国际货币和资金问题 " 的 E 分节的第 115段 。欧洲共 

同体及其成员国提请人们注意，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 

币体系的决策进程中应发挥一种有效和公平的作用， 

这一作用应依据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的份额并与有 

关的专门制度体制中现存和演变中的规則和原则相一 

致。

1 9 4 .关于国际贸易，更确切地说，关于载于第-二.



节题为 " 国际贸易 " 的A 分节的第52和 53殺中的内容，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希望能与尽巧能多的发展中国 

家进行合作 ，从而顺利地贯彻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果 , 并 

与它们•一起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内能续进行努力，使 

国际贸易的原则和规则不断地适应国际社会的需要。

1 95 . 〒.于第6 0段的案文，它还见于上述 A 分 

节 ，欧 洲 体 —— 它足发•詞家农产品出口賤容

易进入的市场一 将在其联合农业政策的体制内在这 

一领域继续进行努力。

1 9 6 . 关于债务问题. 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对第三 

节 题 力 接 资 金 " 的D 分 1Ï的 策 112段的协商-•致 

示支持是以它们在债务问题上总体立场为根据的。我 

们仍然认为，遇有特殊倩况，经 有关 方面 专 门 的 请  

求，债务调整措施应以遂个解决为基础,在各个国家的 

发展合作政策范围内得到考虑。至于贸易和发展理事 

会 1978年3月11日第 165 ( S - I X )号 决 议 ③ ，欧 洲 共  

同体成员国希望提请大家注意，它们已履行了该决议 

A 所规Æ 的义务。这些表示了明确政洽意愿的措施已 

使 我 们 这 I 1C 1:0布乂发展中同家提供的接助在质量 

和数M 上 m 当大的提商和增加。

⑨见《贸易和货展理事会的正式记录,第九届特别会议，第

1号补编》。

1 9 7 .关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尤W 是第三 

节 J 分节的第135段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希望提请 

人们注意,它们对发風中國家之间加强经济和技术合 

作是高兴的。

1 9 8 .主席：很抱歉，我不他不V,，诉卢森

他的十分钟《； i ï 时m  Q 玲到T . 我 次 im  t  x  v- r. 
在人会上念过…个 ; —— ?^.3.1/K)l '，_!•次 …一-该 

决足规足"对投票的解释性发言不应屈过十分沖 

否请你现在就络来你的发言？

1 9 9 .漠尔茨费尔德先生（卢森你:）：

找 (̂1:化 (》̂九个 ；̂^，11，'1 '& 1' ; , 化 的 外 ^ 、 I 1 1 '. 
经审议的议程项0  61中的所有问题。这就是我对投m 

的解释性发言比通常长一些的原因。

200. 虫廣：自去年起就知道并在今年又一再重 

申的那项大会决定规定对投票的解释性灰言不应超过 

十分钟。我很抱歉，我不得不请卢森堡代表现在就结 

束发言。

2 0 1 . 漠尔茨费尔德先生（卢森保）：既 然 耶 f f ,

我将请丹 ;^代谈在今天下午的会议上化A • 欧 洲 体  

继续对投票作出解释性发言。

‘ 下 午 2 时 15分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