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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序：S 迪格尔• ai •审希马尔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议糧壞自61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续）

( a ) 国际发展战略；

第二委员会报告(第二部分）(A/35/592/ 

Add.l)

( b )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 c ) 贸易和发展：

(一）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二） 秘书长的报告；

第二委员会报告(第三部分）（A/35/592/ 

Add.2)

< d ) 工业化：

(一） 联合圉工业发展组织第三 

次大会的报告；

(二） 工业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 e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科学和技术

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的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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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览二金M 会报告(第四部分）（A/35/592/ 

Add. 3)

( k ) 环境：

(一） 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的 

. 报告；

(二） 秘书长的报告；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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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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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委员会报告(第五部分）（A/35/592/ 

Add. 4)

议稷巧目62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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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d ) 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採循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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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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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稷堀目64

特别经济援助和救灾援助(续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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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委员会报告(A/35/663)

议種壞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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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5 / 5 4 5  和 A d d . l )

1 . 主廣：大会现在将继续所取上一次会议上开 

始的对表决所做的解释性发言。在上一次会议上，在第 

二委员会就议程项目61 ( a ) "国际发展战略 " （A / 35/ 
592/Add.1)所做的报告中所提建仪的基础上通过了 

第35/56号决议。我想再一次提醒大会，依照今年再 

次确定的去年的第34/401号决定，对投票所做的解释 

性发言将限制在十分钟内，并要代表们在自己的座位 

上发言。

2 . 伊弗森先生 ( 丹麦)：我有幸代表欧洲共同体

的九个成员国讲话，我想继续我的卢森堡同事在今天 

上午的第83次会议上开始的就有关联合国第三个发展 

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所进行的陈述。

3. 展巾浏家间的 !>作问题上，特别址 

关于题为 " 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和技术合作"的国 

际发展战略第 135段 J 分节，共同体和它的成员国想 

重提一下它们对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及技术合作 

是热衷的。然而，他们感觉，联合国支持这一行动应当 

符合适当尊重既定规则和本组织的根本原则的条件。

4 . 关于技术转让，特别是第三节第118段 G 分 

节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共同体和它的成员国希望 

重提一下，在1979年于马尼拉举行的贸发会议第五次 

会议上，它们与别国协商一致地通过第 1 1 2 ( V ) 号决 

议® 。这个决议的第 1 3(  a ) 和（b ) 段明确指出，关于技

①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大会，第一卷，报 

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9.II.D.14)第 

二段C 节，

术转让，有必要区分私营部门决5ÎI的项 F !的 ifÇ»:和 ■J' 

私营部门无关的转让，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取申，这 

种解释也适用于本段，它 以 一 种 更 为 简 炼 的 形 前  

面提到的决议所做的规定融为一体。

5 . 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是第146段K 分节 

— 属第 I I I节一一题目为《最不发达国家、受影响最 

严重国家、发展中岛国和发展中内陆国 " ，共M 体及其 

成员国已准备好对高级专家组提出的有关这作 i l i不发 

达国家的提议进行审查，但它们仍然认力， —系 

列小目标从而将导致在官方做出的发展援助的分配上 

产化不适 '1 的僵化状况 !'Ki做 法 卞 时 rr f!'i.

6. 兆 及 几 成 ☆ 巧 新  

的国际发展战略执行情况的审查和评价"所做的规定 

更为明确。它们感到区域委员会就逐个国家的经验所 

做的审查和评价将为更加有效地执行这一战略提供一 

个重要的文件。

7 . 关于序言第6 段、第二节《目标和Ê1的 "第32 

段、第三节 " 政策措施 " 第H 分节 " 能源 "第 1 2 6 (b )段 ， 

共同及其成员国尊重各国对其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 

行使充分和永久主权的权力。然而，它们感到，在行 

使这些权力时应当同时对国际法的原则给予应有的尊 

重，

8 . 关于题目为 " 政策措施的第三节 B 分节第72 

和75设所提到的利 ‘ Vr , ï 和î i.'Hs i t 划，化.|，，1体成 IA N  

重 中 它 们 机 构 '[ '所中njj的立场。

9 . 最后，我们对新的H 际& 展战略的宠文份到 

了大会通过〔第35/56号决议，附件〕这…-，ji:文：ii 欢迎，

1 0 . 这些便是我代表欧洲共同体的九个成员国 

所要做的说明。

1 1 . 现在我想代表我自己的代表团发言。

1 2 . 丹麦很高兴参加了协商一致地通过联;>国 

第三个发展十年国标货展战略，特别造 ;jç中乂 r 为在 

未来十年中官方发展援助的规模所确立的目标的第二 

节和第三节的第24段和98段。

1 3 . 从我们的亲身经历中我们知道，在国际上

②见A/10112, 第四章，



得到通过的为官方发展援助所制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 

对舆论有着积极的影响，并因此对政府的政策有着积 

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对国际发展战略中为官方发展 

援助所制定的自标能够以只有很少保留意见而得到通 

过的事实淡示欢迎。然而，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这一 

案文 11| 1 ■■要:把保留意见减到最少数量而不得不加以削 

弱 成 力 现 这 样 一 个 折 威 //案。

14. 工业化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的愿望是它们与 

第 世 界 进 行 a 结，并为实现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而 

奇 斗 的 力 TÏ要的表示之一。因此，丹友强烈请求所 

孩工业化W 家—— 包括社会主义国% — 把国际发展 

战略的 I I 标看作是对大幅度增加官方发展援助从而在 

今后儿<1:内使它们达到0 .7 % 的目标的承诺。但是，我 

们还不应停留于此一 一定要在能够预见的将来达到

1

1 5 . 安 德 塞 先 生 （澳大利亚）：我国代表团很高

兴支持关于限制性商业做法的决议草案V I I。

10. 液大利亚欢迎为控制限制性商业惯例而制 

的■ i m 多边M：]总的公平的殷则和规定以及计划

所要实现的 fil的。

17. 澳大利亚欢迎国际上为控制限制性商业惯  

例而提供的 |'|化{措施，认为限制性商业惯例不应阻碍 

或否定世界贸易的增长和发展途很重要的。

1 8 . 由于可能涉及的国家利益不同，特别是因 

政府的货易出口政策引起的对外贸易方面的利益不 

|mJ, 在对限制性商业惯例的控制上可能是会出现问  

题。如 通 过 际 协 商 和 合 作 加 以 对 待 ，而是通过

丫i. /j'ifii 求域外池把 j i；ri Ü 的法律规定扩展 

到对外货ÿ j视域中来加以对待，这些问题就会极大地 

恶化。

Ü ) . 这项决议娃在一个国家试Ü 在域外施行本 

1*11'̂ 内的限制性商业惯例的法律规定而产生困难的背 

U  K 到迪过的莱些国家反对在根据国内或国际贸  

从受，到的不利彫响而实行 t î辖的地方制n•法规。澳大 

利收 对 这 • Ik 议 1*̂!:案 的 持 j i 基 T 对主权和礼让原则 

的尊里，这样，当在对外贸易领域中也制订法规时，对 

法规的应用必需适当尊重外国政府所制定的贸易政策 

和出口政策。

20. 澳大利亚还认为：主权和礼让的原则将防

止一个国家单方面寻求域外推行英国法律到另一个国 

家所从事、批准或引起的活动中。很明显，在决议单 

案中这些原则弁不明确。

2 1 . 澳大利亚支持这些原则和规则中对各国之 

间进行协商的重要作用所☆ 予的认识。澳人利亚认为 

协商，甚至是超出原则和规则所规定的范围以外的协 

商 ，作为消除各国之间在有关限制性商业惯例的贸易 

做法和政策上的差异的手段，是有很大的价值的。我 

们对这些原5! IJ和规则对各国不同的需要和利益以及它 

们为执行英国的贸易政策所可能要采取或霜要的措施 

所给予的认识也表示欢迎。

2 2 . 齐默尔曼先生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先， 

我想代表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就A/3 5/5 9 2 / Ad d . 4 中 

所包含的有关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条件的决议草案V  

发言。

2 3 . 共同体九国在表决决议草案时弃权，主要 

是由于执行部分第3 段的措词所用的方式。我们弃权 

并不缴响我们的基本立场，即以色列应、'1从 它 j:1967 

年占领的领土上撤走。以色列的占领不可避免地影响 

着这一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2 4 . 我们也再次要求以色列停止在被 flÿ须土建 

立和扩张定居点。

2 5 . 现在我想代表我国政府就议程项目6 1 (a )  

和6 1 (k )〔见乂/35/592/jicM. i和4 )做如下发言。

2 6 . 关于A/35/592/Add.l中第24段和第98段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已经接受了联合国所制定的目 

标，即提供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 %作为官方发展援 

助。正象欧洲共同体的发言人所说的，我国政府重申 

它对这一目标的承谦。在此情况下，我阔政府已作出 

实质性努力，增加其官方发展援助。在过去两年中，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已増长了两倍多， 

从 1977年 的 14亿美元上升到1979年 的 33亿美元。这 

意味着在这段时间内，官方发展援助所 *国民生产总 

值的比例已从0 .2 7%增加到0 .4 4 %。这一0.44% 的数 

字远远超过了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成员国所提供的平均 

份额。从绝对数字上讲，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一个主 

要的欧洲国家一起列在所有援助国中的第二位 .



2 7 . 为了达到0 .7 % 的目标，联邦德国将在80年 

代继续做出努力，以迅速地大幅度地提高其官方发展 

接助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为了这一目的，联 

邦 德 国 将 寻 找 一 切 可 能 ，加快其官方资金流通。然 

面 ，考虑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很不稳定，联邦德国不能 

超出早些时候提到的关于时间范围所做的承诺，此 

外 ，在 n 前阶段，我们也不能接受 1 % 的官方发展援 

助的目标。

2 8 . 关于这同一份文件的第56段 ，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政府想重申它的立场，即在对每一个别商品的 

特殊情况进行考虑后，应当在适当的地方和时间缔结 

个别商品协定。

2 9 . 关于第61段，我们认为，政府无论以调整援 

助的形式还是以采取协调措施的形式对商品的加工结 

构进行干预—— 事实上这将限制合成产品的制造一  

或任何其它形式的干预，都是既不适当也不可接受的，

3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完全赞成在发展中 

国家中扩大商品的加工。联邦德国政府支持为了这一 

B 的 在 度 展 '!■国家通过提供担保和税款减免进行投 

资，并主张进一步降低贸易壁鱼。在联邦德国看来， 

这些是实现要求达到的目标最为合适的方法。

3 1 . 最后在有关第1 1 2 (b )段上，我想重提一下 

我国政府已经迅速地充分履行了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在 

其 1978年 3 月 1 1日的第165 ( S - I X ) 号决议A 节③中 

所提出的措施，关于将过去的双边贷款变为赠款已达 

成了协议，款 额 达 到 约 3 S亿德国马克，约合19亿美 

元。由于采収了这些措施，并根据我国的国家援助方 

针 ，我 a 政府实际上已采取了所有在将来所能采取的 

额外措施。因此，我们认为已没有余地继续采取数量 

巨大的具有综合性质的债务免除措施。

3 2 . 我们赞成卢森堡在第 A 十三次会议上，以 

及丹麦在此次会议上代表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所做的 

发言，关于文件A / 35/592/ A d d .4 第 46段中的决议 

草案，我 想 说 ：尽管我们对其人道主义方面抱有同 

情 ，我国代表团在就此决议草案表决时还是投了弃权

③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5号》和更 

ÎE ,第一卷，第二部分，附件一.

票，因为我们认为战争残留物所弓 I起的问题必须要在 

双边基雄 :上加以解决，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 @政 府

向利比亚提供所有当时掌握的关于那些仍可能埋有地 

雷的地点的情报。我们想进行进一步合作的愿望没有 

改变。然而，关于排除战争残留物，我们不能接受任 

何根据国际法的义务。此外，我们认为 fil联 A■同 i 持 

忍开一-个 W 论战残衍物问题的会议的想 U<来必Æ ， 

个有助于我们找到解决办法的步骤。

33. 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通 

过有关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及展战赂的 ?f'， 
35/56号决议，我 受 权 代 俄 !55»斯 , 惟 iU l .  Çï i:义 
共和国代表团，保加利亚代表团、匈 牙 利 代 闭、蒙 

古代表团、波 兰 代 表 团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代表团、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捷 

克斯洛伐克代表困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困讲  

话 .

3 4 . 在参加制定这一战略时，我们这些国家认  

为假如这个文件能进一步加强早些时候在联合国通过 

的关于经济问题的累进的规定，包描逮 :、'/'.新的 I '<1H 经 

济秩序宣言〔第320 - 厂/ )号决议〕和各 ty经济权利 

和义务宪章〔第328 i(；̂ X / 义）号决议〕。那么从支持发 

展中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剥削的斗争的观 

点说，这个文件将與有积极的意义。

35. 我们这些国家的代表团在大会筹备委员会 

的工作期间，提交了若干工作文件，反映我们认为应 

如何制定这一战略的意见。我们注意到，在刚刚通过 

的这一战略中，象以下这些至为重要的M 题都或多或 

少地得到了反映：发 展 与 争 取 和 平 的 斗 安 全 和 裁  

军的关系；消除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上的，殖民 

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策所设置的障碍的 

必要性；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社会和经济逐步变革的工 

作，包括加强国菅和合作部门的工作。

3 6 . 考虑到这些以及其它若干战略所制 ;4£的 @ 

在帮助发展中国家为加速经济发展做出的努力的积极 

规定，我们这些国家觉得有可能通过协商一致通过有 

关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决议，同 

时 .我们这些国家的代表团认为 ， 与建立新的国际经 

济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相比较 ,这个



新的战略的效力要弱，并缺少一些规定如保证每一个 

国家对自已的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充分的永 

久性主权，包括有权实行国有化；结束外国资本和跨 

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的干涉；所有国家在 

经济关系中平等参加以及不允许因各国社会、经济制 

度不同而出现的歧视。

37 . 尽 11;这一战略包捕了有关裁军和发展之间 

相互关系的条款，它也应当包括若干旨在限制军备竞 

赛从而能够提供额外手段促进发展的具体建议，特别 

是象大会第 3 0 9 3 (X X V n i)号决议所提供的那样的建 

议。我们也没有在战略中找到关于国家、领土或人民 

为他们在过去及现在所遭受的、新殖民主义、殖民主 

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政策所造成的损害得到 

补偿的权利的任何规定。

3 8 . 此外，这一新的战略很遗憾没能成功地避免 

若干出现在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战略中的不适当 

的地方。特别足数额指数的计算超出了国家发展计划 

范围，因此似乎缺少根据。

39 . 象以前一样 ，我们看到战略中有过分评价外 

部经济W 水 . 特别址外UI私人投资在发肤中 1:1̂1家的及 

胜 的 作 IIJ的现象。战略也未对利M 外流(及达的资本 

主义P 1家及K 跨国公司受益)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有 

害 ’Itl影响予以任何考虑。这还与所请的*■人才外流"有 

关 , " 人才外流 "导致发展中国家巨大的经济损失。

4 0 . 至于这一战略案文中所包括的要求发达国 

家为援助目的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固定份额的规  

定，我们这些代表团感到有必要重申他们对在合理地 

1：'!发込资卞 i'：义旧家提出关于提供物资和经济援助要 

父货向社^：丄义 1，<1家提出想求和标准的 

不公 Ü :现象的原则立场。这一办法掩盖了帝国主义国 

家及其跨H 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继续进行的殖民主义的 

m \ ,  n-兄 视 资 卞 义 制 庇 和 社 会 K 义制度的根本区 

别 ， 以及社么 1:义闽家同及嫉中W 家建立外部经济关 

系的 ityfcte则。社会主义M 家向災展中a 家所提供的 

多方面援助是来自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自己无私劳动 

所创造的物质资源。与此同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的所调援助只不过是它们在殖民时期所梓取的以及它 

f r 仍继续通过其新殖民主义剥削而从发展中国家所摊 

取的财富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41 . 我们这些国家准备为实现那些它们所支持 

和承担的国际发展战略的目的和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这些贡献将包括我们这些國家为实现这个战略创造有 

利的国际政洽环境，以及在完全平等，尊重主权和互 

利的基础上，通过密切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促 

进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加速经济发展所要做出的努力， 

这种合作的具体H 的和形式在第十一次特别会议我们 

这些H 家的代表固关于为实现这一战略的0 的和任务 

作出贡献的联合声明® 中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提了 

出来。

4 2 . 关于第123 (C)段有关扩大帮助发展中国家 

取得生产能源，包括生产核能源的技术的规定。我们 

这些代表团感到有必要说明：任何在这一领域的活动 

都必须要依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无歧视基础上使用的 

旨在有效防止核武器的扩散的议定国际担保。

4 3 .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对成功地找到一致的 

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紧迫的全球性问题，包括促进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的办法的最重要的保 

证将是加强世界和平与安♦ , 以及维持缓和使之作为 

[« 际发展的主导趋势。

4 4 . 埃 文 斯 小 姐 （联合王国）：我想就我国代表 

团在第二委员会上在对投票所作的解释性发言中未讲 

的一些决议草案发言。

4 5 . 关 于 项 目 61( a )以及包含国际发展战略約 

决议草案和附件〔A/35/592/ A d d .l-},代表欧洲共同 

体和丹爱发言的代表们已经表达了所有成员国对国际 

发展战略得到通过的满意之情。我想作以下的补充。

4 6 . 我闻政府对0 .7 % 的援助指标 l'i■] V.场仍然是 

象意大利代表在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国就通过大 

会第3362(S - V I I)号决议时作的发言中所表明的那 

样。找闻政府重申它做出最大的努力达到这一指标  

— 对实现这…指 躲 它 已经取得了 1 1大的进展一 ■ 

的承诺，这一承诺是以不违反众所周知的对政府支出 

所作限制为前提的。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在这个战略 

的第24段中还是在战略中的其它地方，都将会看到战 

略中有关联合王国援助计划的规模或是分配情况的具 

体建议。



4 7 . 联合王国不能接受一个象第128段所提出的 

发展中家所要实现的占有世界商船队总吨位份额的 

具体的数字指标，因为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发展中国家 

对其船队的扩展应当通过在自由的市场竞争所决定。

48. 我国代表团赞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关  

于个别商品协定所作的发言。联合王国的观点是：在 

对生产者和消费者两方都可行，都带来效益，都有利 

的情况下达成这些协定。

4 9 . 在 项 目 6 l ( b ) 中 ， 关 于 有 关 限 制 性 商 业 惯  

例 的 决 议 東 ， 也 就 是 决 议 草 :t V I I 〔 见 文 件 乂 / 3 5 / S 9 2 /  

M d . 2 , 第 4 5 段 〕 ， 为 避 免 引 起 怀 疑 ， 我 国 代 朱 符  

望 指 出 , 一 个 国 家 遵 循 得 到 多 边 同 意 的 就 有 关 限 制 性  

商 业 惯 例 断 制 ； 的 一 系 列 公 正 合 理 的 原 则 I和 规 则 , 绝  

] '  l'ii n 它 接 受 把 M 家 克  >  仏 应 ) [J M I Hi  U 商 业 性 动  

中 的 所 谓 " 效 力 学 说 " 。 这 是 在 这 些 原 则 和 规 则 所 涉 及  

的 那 些 间 题 之 外 的 一 个 单 独 问 题 。

50. 我国代表团不接受认为国家有权力在其它 

国家的领土上的活动中应用它们本国的法律观点：但 

同时，它们有权反对其他国家在与联合王国的人和活 

动有关的问题上过分行使管辖权。

51. 关于有关促进非洲在20世 纪 80年代社会和 

经济发展的共体措施的议程项0 6 1 (c  ) 和决议草案 I 

〔见文件乂/35/592McW .3,第40段〕，就执行部分第5 

段 ，我想重提一下我关于国际发展战略所作的前一部

分的发言。

52. X  r 议祝 m  i i 6i ( k ) , 以及决议 f m  i 有 

关战争残留物问题〔见文件乂/S5/592/乂 第 46 

段〕，我国代丧团在这个决议草案上投了弃权票，其 

根本原因与过去在大会和联Û•国环境规划理事会上对 

其它类似的决议投了弃权票的原因是一样的。尽管我 

们对某些国家在处理它们的土地上留下的战争残留物 

时遇到的困难抱有同情，我们还是认为这个问题最好 

在双边的条件下加以解决。我们将继续对这一问题给 

予同情的考虑，包括在适当情况下提供地图、计划及 

技术援助，以帮助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然而，我们不 

承认国际法中有任何帮助清除战争残留物的义务。此 

外，由于已经说过的原因，我们也不能支持为此举行 

一个联合国会议的建议。

53. 取 达 尔 先 生 ( 瑞典）：我想就关 r 决议草案 

I V , 在环境领城  1̂ 1 

A d d .4, 第46段 X

5 4 . 我还有幸代表若干这一决议草案的创始提 

案国讲话，这些提案国是：印度、肯尼亚、◎ 兰、塞 

内加尔、塞拉利昂、南斯拉夫和我Ü 己 的 家 瑞 典 》

5 5 . 让我简要陈述一下我们在关于环境间题的 

决议所涉及的财务问题上的观点。

5 6 . 联 旧 坏 境 规 划 理 会 、经社洲. fü联 

合H  : 卷M 郎 ，致 IIJ1 确 ^  i  f、ï il(  ■ î、W： nil

展、环境、人民和资源的相互关系W JT.fr:幾 lîiL fi^nJl 

显，不为此划拨出足够财力，这是无法办到的。

5 7 . 我们 j| if ,ï, ili r 这 -规划乂系列

系统，因 此 已 经 有 很 多 与 这 一 规 划 有 关 的 活 f'i:进 

行着。然而，这一工作的规划应当在发展和际经济 

合作总干事的指导下加以实施，这一点已作了明确说 

明。因此，这 就 要 总 有 必 要 的 財 源 。

5 8 . 我们认为秘书长所做的估计低得令人失望。 

这样一个性质复杂的规划将需要一个坚实的 1 Ï 政基础 

设施以便既保证规划的实质内容得到处理又巧保证其 

对整个系统范 111内的活动进行协调以及；机 i-ij间制定 

规划和计划所做的投入。

5 9 . 尽管秘书长的要求是克制的， 政和预算 

问题咨询委员会还是不批准。对我们这力 ' 来说， 们 

认为这力认 ï t 制Æ •个 联 fM«1 :K 机构，llh准的 JMI. 
也是反映联合策乂个发展十年的国发展战略所强  

调之解决办法的工作规划设置了不可接受的限制。各 

询委员会只想承认，如果有必要 ,大么可能根 ft; 1 980- 
1981年的工作执行情况的总结报告考虑进行额外的 

拨款。我们同意我们负有重大责任把联合国各会员国 

的财政负担保持在规定之内。但我们想说明可能有这 

样的问题，随着与联合国系统有关的计划发展和动 

增加，会引起要增加联合国的资源。我们觉得就是这 

样一个问题。

6 0 . 因此，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赞成秘书长的提 

案，充分期望 1982-1983年方案预算将包括提案，从 

而将提供适当水平的长期工作人员，这与计划的复杂



性和全系统范圃的性质一致，咨调委员会所作的决定 

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希望看到这种情况的愿望。

6 1 . 随着自愿捐款的建立，我们期望秘书长将 

得到为那些会加速实施在关于相互关系的工作计划范 

围内的特别活动而捐赠的额外资金和预算外资金。

02. 然而，我们强烈认为，在构想和制订这一计 

划时想他 111经常财政资源。而预算外资金应当特定地 

ill 体的动和实 现具体计划，以显示出为实

观時久发展而彼此相互联系的做法是很有效的。

('.：；. 普 列 什 科 先 生 （苏维块社^?:1£义共和国联 

盟）：苏联代炎闭已表示完全支持代表社会主义国家 

所作的乂  f # :今年 1 1月20日在第二委员会上对决议草 

案的通过M /C.2/35/_L. H S〕（这一草案在第 83次会 

议上作为決议草案 I I I 〔々 35/592A4c/ (i.3,第 40段〕 

捉 ;H )的联 !>广' 明的所有观点，现在想要强调，我们 

象以前一样认为，工发组织中类似协商制度的活动 

不应永久性地作为这一组织机构的活动。进行这种活 

动应根据工发组织在有关国家的政府级代表参加  

F , 沖通过n 艇资助的协商所作出的単独的一次性的 

决定。

(1-1 . 尽1T苏联代表团强调它支持举行非洲工业 

我 们 还 到 ，工&组织在参加这  

个 r 卞 Î II']'起 的 应 j i  •种辅助作 j i j , 並应当以工 

发組织 ' 的资金为基础。这也适用于在工发组织内 

建立一个为进 f f 这种工作而设立 [Kj 1* 调单位，象已经 

得到迪过的决议草案B 部分的第 3 段中所提到的。

I;-、 布鲁尼先生e s 人何）：我N 代灰闭在通过  

联 r ?&  ^个& 胜十年的14际发展战略时想度发表的意 

见和评论 . 大部分已经在第83次会议上由卢森堡和荷 

代 Æ欧洲共同体的九个成员国发言时作了闹

述:，

«6. iiV允 许 我 代 淚 我 国 政 府 对 包 为 今 后 十  

%:进 作 促 进 发 展 而 制 订 的 複 本 指 导 方 针 这 一  

水t i: .义作所i>s成的 1# H'ij' •地 k  /)<我 If 1深 为 满 的 心  

■b'f. j f - i l :找 ® 调 f t W 政府为 r 成战略>1•实现目标的 

措 施 竭 人 怒 力 的 承 诺 。

6 7 . 我还想就战略中的- j个关于发达国家向发

展中国家给予的官方发展援助的规模的特别条款筒单 

地发表一点意见。

68. 我国政府希望强调它对于尽最大努力在第 

三个十年结束之前达到0 .7 % 的指标所作的充分承诺》 

我国政府最近作出的在1980年将意大利的官方发展援 

助规模增加一倍并在1983年前进一步增加援助，希望 

在198 3年达到属于度展拔助委员么国家的平均水平的 

决 定 进 确 定 了 这 种 承 诺 。

6 9 . 我国政府也已表示，在 1983年以后，它将 

继统尽最大努力梢加发展援助的规校，从而 fr:这一十 

年结束之前达到国际同意的指标。

7 0 . 关于1 % 的官方发展援助这一新指标，我们 

并不反对把它列入战略的案文中，尽管我国代表困认 

为在确定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指标之前应当先实现 

那一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指标。

7 1 . 因此，我国政府认为，对这一指标最为有益 

的考虑是，它帮助指出了援助国在國际合作促进发展 

这一基本领域于今后所要作出的努力。

72 . 我想简承地表明我们代表闭化对关 f 议程 

项目61 ( k ) 的决议草衆投票时的立场。

73 . 意大利代表团在对题为**战 龟 残 余 物 的 问  

题 " 的 决 议 来 I (,n.A/35/592/Add.4 ,第46段〕投票 

时弃权，因为我们在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期间所提出的 

类似的决仪草案上有着同样的实质性保留怠见。

7 4 . 在这一点上，我想回忆一下，我国政府已 

经非常关心地提到了战争的残余物质问题，特别是地 

雷问题，因为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对有关国家的 

重要性，同时也是从人道主义方面出发。我们对这一 

问题的敏感出于我们有两次大战的可怕经历。在这两 

次战争中，意大利大部国土兵连祸结，给我国人民和 

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7 5 .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认为，决议草案中所 

提出的问题应当只能在双边关系的情况下加以解决》 

此外，决议草案中所捉/li的某些 I與家所贤承祉的义务 

的意见在我们看来没有任何法律根据。鉴于我所陈述 

的原因，我们觉得在联合国的主持下 Ï Î 开一个关于战 

争残余物间题的会议的想法不可取也不值得。



7 6 . 达文波特先生 (爱尔兰）：欧洲共同体及其

成员国、包括爱尔兰关于国际发展战略的意见已经由 

卢森堡和丹麦代表团作了陈述。然而，我想就关于官 

方发展援助的指标问题作一补充。爱尔兰政府已接受 

了 0 .7 % 的援助横标，并想尽快达到这一指标，尽菅 

要它在特定的期间内做到这一点也许不可能。爱尔兰 

政府打算在今后增加其官方发展援助，但要它在现阶 

段便作出关于 1 % 指标的承诺却是不可能的。

77. 斯佩罗女士 ( 美利坚合众国）：由于我们代

表团 £ 在第二委员会上做了关于议程项目6 1 (a )的解 

释性发言，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筒单而泛泛地谈几点看 

法。

7 8 . 首先，我向作为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主 

席的奈克先生表示诚攀的祝贺。他的意志力和坚顿不 

拔的精神使我们得以就几乎上百个问题找出一个又一 

个妥协方% 。随符••个个么议通 'ft进行,我们很多人都 

失 去 了 心 . 但祭克先生却总显得精神饱满，随时 

准备为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确实，如 

采没有 '祭克先生的领导和起草意见，很可能不会有一 

个联合闻发展战略或十年。

79. 关于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  

略的性质以及它在联合国为解决国际经济合作问题所 

作努力中的作用，我想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告诉大会。

8 0 . 联 â•国第一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第 

J7J0(义r )号决议〕基本上是一个宣布一个联合国发展 

十年并要求所有国家照此制定规划 '的 简 单 决 议 。第 

2 6 2 6 (X XV )号决议发表的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 

同际发展战8?̂ 包描了没展资金的增 1&和水平的 n 标， 

以及要求在这个十¥ 中使国际经济体系产生变化。联 

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其性质具有更 

强的政治意义。它列举了希望在国际经济关系的结构 

中产生的变化。这一进展可能不象我们所希望的那么 

快 ，但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它毕竟是一个进展，并且 

在继续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8 1 . 作为外交家，我知道，我们极少能取得巨 

大进展，相反，在作为国际社会所希望实现的基本目 

标上我们协商一致，然后再就实施的途径和方法取得 

一致意见。

8 2 . 这一■战略为我们提供这种协商一致的意见。 

它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的长期纲领，有助于建 

立一个以公正，公平和相S 依存的思想力S 础的新的 

国际经济秩序。我们 1̂ 永'|^'奉这 *̂>?思想，并对义:施这 

些思想的这一新的办法表示欢迎。

8 3 . 最后，关于国际发展战略，必须要注意到= 

这个文件是一个世界性的文件，确架，世界 iïif临的经 

济问题必须要全世界一起来解决。任 fnjI '4家或 I>4 - m  

团都不能推卸其帮助缓解世界经济问题的责任。因此， 

我们必须强调我们的认识是，国际发展战略中规定的 

发达国家的义务 . 如 同 于 它 W 家 ‘样

用于东欧的社会 i 义W 家。

84. 现在让我转到限制性商业惯例这个议程项 

目6 1 ( c ) 中的决议草案V I I所涉及的议题，美国代表 

团很高兴加入协商一致通过作为大会免; 35/6,3 决议 

的多边协议的11;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公 f  II；'；別 f l i 规 

贝!I。这些原则和规则足力了减轻私 f f和 N '/V企业做出 

的贸易限制。因此，它 们 是 对 关 税 及 贸 易 协 ; 近  

为 把 来 政 府 的 贸 易 和 税限制减少到M 小范旧 I々 所 

做努力的补充。我们相信 ,通过提倡公平克， 际准 > 无 

歧视和正 '马的法律程序的原则和规則，所有参加R 的 

国际贸易的全部利益就能实现。

85. 联合国限制性商业惯例会议主席桑奇斯 • 

穆尼奥斯在这个会议的最后全体会议期间及 Ï Ï 时特别 

提到了所有代衣团在会议期间所持的建设性态度以及 

会议洋溢着合作气氛和友好互谅精神。我们认为，只 

是由于这一为了共同口的的精神 , 这个* 议才W 以如 

此令所有小组满 ,S 地结束。

86. 为 了 从 我 们 在 大 会 通 过 的 这 则 f i l规 WIJ 

中得到最大收益，？̂然也需要为共同 F Î的具条 1，，1样的 

精神，这种精神对联合国限制性商业惯例^^议的胜利 

结束起了根本性作用，因为，这些原则和规则楚对企 

业和国家行为提出的建议，且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 

此只有在大家都认为这是公允和平等的情况下，它们 

的真正潜力才能得到实现。

8 7 . 这些原则和规则规定了若干重要活动，包括 

作为多边讨论讲坛的限制性商业惯例问题特设专家组 

提供技术援助和技术服务•美国很高兴支持这些活动，



弁将力廣能及地充分参加这些活动。我们仍然认为应 

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技术援助。关于召集一个特设 

专家组和一个审查会议所涉及的财务问题，我国政府 

希望表明立场。我们认为，应通过贸发会议重新安  

排 ;H:资金来解决，我国政府不能支持贸发会议为了这 

些活动而净增加其预算。我们认为联合国限制性商业 

惯例会议的结果以及我们现在在通过一系列原则和规 

则时所作的努力是南北经济关系中的一个确确实实的 

进展。我们希望这些建议能为世界带来一个方法，用 

这一方法对企业所能够并确实带给整个社会的实际利 

益予以鼓励，同时也尽量减少激用。

88. 最后，关于议程项目e U k ) 中题为《战争残 

余物的问题 " 的决议草案 I 〔见乂/35/592A4cW.4, 第 

46段；) ,我们代表团在投票时投了弃权票，因为我们认 

为这个议题不应放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间题加以讨 

伦，也闪力我们不同怠决议中的基本法律规定。

8 9 . 渐泰文先生（比利时）：我将代表比利时和

卢森继发 Ï Ï , 并随后单独代表比利时发言。

9 0 . 比利时和卢森堡支持代表欧洲共同体所 作 

的1化 , ï , 这个 ;^ , ï t . 银 ï ï ;细池阐述 r 我们对才i•乂联 A" 
国策H 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度展战略的不同項目的看 

法。我们两闻参加了就第三个发展十年期间的官方发 

展援助所确定的指标所协商一致的意见。它们已经做 

出了W +1人的努力，为了在这一个十年结束前达到国 

民 生 产 的 指 标 ，它们将继续做出努力，尽 

管我们所做努力的大小可能会受到我们两国面临着的 

预算困难的影响。考虑到这一预算情况，在我们看来， 

旨在把国民卞产总值的 1 % 用作官方发展援助的这样

H I  h in 1 ' 这 fi，务儿论如M都是

9 1 . 现 /I:我将代丧我国代表团发言。在今后的  

时M ||1旧加 ' I Ï方及展援助的前景不很有利，在寻找将 

会Æ( 新 恢 合 作 并 使 之 有 新 的 活 力 的 新 战 略 时  

必须 5̂ 发禅创造力。比利时政府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 

提出了一个彼此依存的援助增长的条约，在第二委员 

会上对此条约作了主要阐述这个条约是为了制定

出保进增加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调拨的一贯的、灵活 

的和互利的方法，弁有助于创造条件以促进世界范围 

的经济复兴。

9 2 . 在刚刚通过的这个战略的范围 r t ,并遵照其 

中第24段 ，比利时期望国际社会立即对相互依赖的援 

助増长公约® 进行深入细致的审查，相信联合国各机 

构将对这一公约给予认真的考虑，其程度不亚于它们 

对早些时候所提出的性质相似的提案(其中包括勃兰  

特委员会的报告® )的关心 .

9 3 . 奠登先生 (加拿大 ) ：我想就议程项目6 1 ( c 〉 

中涉及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决议草案V I I〔见乂/S5/592/
第45段〕进行发言。

9 4 . 加拿大政府完全支持多边协议的菅制限制 

性商业惯例的公平原则和规则。实际上我国政府在起 

草这些刚刚得到通过的原则和规则时起了主导作旧。 

加拿大政府意识到限制性商业惯例对于国家的发展， 

特别是对那些仅仅靠出口儿种商品赚取外汇收入的国 

家的发展所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它也知道,限制性 

商 业 惯 例 会 位 犯 各 权 ，破坏各M 政府的政 ?f t, 以 

及减少国际贸易可能给所有国家，特别是 S 展中国家 

带来的收益 .

9 5 . 今年早些时候在日内瓦通过的指导方针很 

清楚地确认了这些担心，并应设法控制这种弊病。可 

能值得加以补充，这个守则会对商业活动有帮助：它 

将使确切性和一致性有所增加，这只会为在国际舞台 

上进行业务活动的公司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96. III!拿大政府把这收得到M S 的《(则 fU规则  

看作是一套立意要实际增加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自 

愿性指导方针。我国政府还注意到，这些指导方针并 

不是为了要礙制各国促进这种经济发展的能力。实际 

上，这些指导方针不是对所有限制性商业惯例都一慨 

加以非议，它们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惯例是不应 

加以禁止的，

®同上，第22次会议，第35至 37段，及第35次会议，第 

42段 . 及《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第二委员会，会 

期分册K 更正，

©见入/5-11/人0：.1/5,附件.
® «北方和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K 国际发展问题独立 

委员会报告，委员会主席维利，勃兰特（马萨诸塞州，坎布' 
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0).



9 7 . 例如：包括多边协议的管制跟制性商业惯

例的公平的原则和规则的文件第9 段 B 节规定，这些 

原则和规则不应适用于政府间协定,也不应适用于这 

种协定直接引起的限制性商业惯例 " 。 ®

9 8 . 在同一份文件的第6 段 C 节中，除了这些 

原则和规则的适用范围以外还有一些来源于国家政策 

的限制件商业惯例。此外，作 I T 7 段 C 节，又指出了 

一个例外情况，承认某些限制性商业惯例在对发展中 

国家的发展政策有贡献时可以是合法的，

9 9 . 加拿大政府注意到 .这些指导方针缺少一 

个 关 f 赞辅的◎  f/, 也没 t  i '谈到Æ 校制限制性商业惯 

例中遇到的问题，这些限制性商业惯例有时 ;!i 在当一 

个国家寻求将其本国法律域外地应用于对外商业领域

时而产生的。

100. 我国政府认为，这一套原则和规则没有因 

它们足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而看作是坚持管辖 

的基础。加拿大政府认为，对控制国际呢制性商业惯 

例所做的所有尝试都应承认国际公认的国家主权和国 

际礼 i t 原則，也应轉 S 所有国家有权利实施认为适 

合于其本国货展情况的措施 . 因此，加拿大政府并不 

认为这些已通过的原则和规则扩大了国际法最近承认 

的管辖权的基础。

1 0 1 . 最 /n-,加拿大欢迎这些原则和规则，并认 

力这一法规对限制性商业惯例Æ 约束不良的公司活动 

将作出有价值的贡献。这些活动会限制国际贸易，妨 

碍各国决定自己经济发展方针的主权。

102. 卡姆比蒂西斯先生 ( 希腊）：希腊代表团积

极参加了对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发展战略的案文 

起草工作。我们今天通过了这个案文。我们认识到这 

个案文对于制定国家发展政策以及对能续进行国际一 

级的发展合作的重要性，

103. 我们也认识剑特别会议的会前和会议期间 

与会各方在谈判中面临的难题，认识到在此期间一直 

充盈的互让和合作精神。我们希望这一通过谈判而达 

成的各方都照顾到的案文将会为建立一个新的、更为 

公平的和更为>6'效的国除经济秩序提供一个坚实的基 

础 。

1 0 4 .然而，在参加就这一案文达成的协商一致 

意见时，我们代表团希望表明，关于第 35/56 号决议 

关于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的附件 

的 第 128段 ，我们持保留意见，更具体地讲，我们不 

能同意旨在到1990年前把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商船队总 

吨位中的份额增加到20% 的目标。尽赞我们赞成&展 

中国家更多地参加际商船运输，我们

过自由的国际竞卞來 '乂现。只 存 这 样 做 能 保 把 货  

物运输的费用保持任最低水准、使运输成4；lÿ可能低 

是扩大世界贸易的最根本的先決条件义而扩乂世 

界贸易旣符合工业国家的利益，也同祥 Î T r a  

家的 f im 。

1 0 5 . 最后，我想表示，我国代表E1对通过新的 

国际发展战略表示满意，并保证，希腊将与所有国家 

进行密切合作，以保证这一战略的实施。

1 0 6 .博夏尔先生（法国）：我国代表W 很高兴参 

加了就通过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发展战略达成的协商 

一致意见。我们认为这无可否认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1 0 7 . 就此而论，我 ra代农团对K 个池/y & 现出 

来的对这个文件价值漠然置之的态度是不能苟同的， 

幸亏奈克先生充分发挥了个人作用以及谈判齐各方衷 

现出的和解精神长时拖延的艰难谈判最终取得了成 

果。经过谈判达成的这个战略的宪文然反映出了一 

个折衷的方案。象所有通过协商一致意见而通过的案 

文一样，这个案文不可能—— 这 是非常正 常的一 完  

全满足所有人。我认为这不足以作为怀疑案文价值的 

理由。

108. 就象我们在第二委员会中的代表所强调  

的,®这个文件与所通过的为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 

制审的战略相比，看来有着不可否认的进展，这比现 

在所包括的领域有所扩大，特别是能源和财 政 / /而， 

也表现在明确了新的指导方 '斤以及确定 r 人 M: I I 标，

1 0 9 .在回忆卢森堡代表代表欧洲 I，d体及 f卞成 

员国所作的发言的同时，我们代表团还希望就K 列问 

题表明立场，

⑧见入八：.2/35/6,附件.

⑧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第 二委 员会 》， 

第31次会议，第46至54段，以及《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 

会议，第二委员会，会巧分册》, 更正.



1 1 0 . 关于增加官方发展援助更具体地讲，关 

于达到0 . 7 % 的指标，法国政府完全同意第35/56号决 

议附件第三节第98段所规定的义务，因此重申它决定 

增加在官方发展援助中所作出的努力。然而，我国政 

府希望表明，据我们看来，国民生产总值 1 % 的数字 

不能认力Æ —•个得到同意的国际目标。法国对同一节 

第 1 03( b ) 段想求援助国的援助应不附带任何条件表 

示欣赏。法闻认识到附带条件的援助有时会引起的困 

m . lL准 •对>7改 ？I 这种情况所采取的 行 动 遂一  

进 f/ '小 然 iM, 不附带条件的援肋不应有时导致某 

些援助国放松努力；根本点仍必须是增加使发展中国 

家可以享受到的援助资源。

1 1 1 . 在财政方面，为了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 

至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应当通过 

继续对国际货币制度进行改革来加强为保证这种制度 

更好地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利益所作的努力。为 

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应在第三个十年开始以及 

整个 -Hr:期间迅速地实行和实施这些做法。

1 1 2 . 关 p g 在增加发展中国家以原材料换取的 

出口收入的■[ f动 , 我们代表团 1 申它很 ® 视贸发会议 

商品％ ；>方 >二 也 很 ■R视他续进 I ?)：； f 商品协足的淡 

判。我们代谈W 认为，第三节第52段中的其它措施应当 

同时涉及关于出口多样化问题，促进发展研究问题，现 

场原材料加工以及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缓冲储 

存的财政规定。

1 1 3 .最后，我国代表团希望指出，它认为有关 

在核能源领域中的技术转让条件的第三节第126段进

■ 4; lûflvr f i必 (V.给 -f :u5 保障措施以应 t ï尊取的情 

况 卜 这 冲 动 ，而 这 活 幼 必 城 要 国 际 原 子 能  

机椅的X 待卜‘进1 i:以 有效防止核器的扩散。

1 M . 这件便足-我们代衷W 想要提出的关于通过 

3iç个新战略的意见。我们对这一新战略特别重视。正 

象U m 外义部长Æ •般性辩论期间 /!•: I t 发Ï Ï 中所强调 

的 ：" I I  fc W 到明确，i 线 L i经制 IT ,保证也Ü 作 ,'l i… … 
作：/J仏N y V K ii ,将对它们给予坚 îdî支持〔第 《次会议， 

第 J98段〕，

1 1 5 .关于议程项目6 1 (k )中的关于战争的残余 

物的决议草案 1 〔见乂/35/592A4cW .4，第 46箱），法

国在对这一案文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其原因与它在 

大会以及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上之所以采取的立 

场的原因是一样的。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些与环境无 

关的问题必须通过双边加以解决。此外，从1979年 9 
月10日至28日以及从1980年 9 月15日至10月10日在日 

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认为具有过 

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上制订的禁 

止或限制使用地雷 ( 水雷.)、傳雷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 

( 筋二议定书 ) 特别盟第 9 条⑩，涉及了这些问题，

1 1 6 .我 们 也 不 能 接 受 决 议 草 案 A / C .2/35/ 
L . 24中包括的毫无法律根据的关于义务的观点。此外， 

在我们看来，从正规程度上讲，让一个联合国大会的 

决议去涉及在联合国系统以外召开的会议所达成的结 

论似乎是有问题。最后，我们不能支持在联合国主持 

下芬开一个会议的倡议，这一会议的价值由前面提到 

的考虑来看，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十分明确。

1 1 7 .佩雷斯 .格雷罗先生 (委内瑞拉）：在这一

庄严的场合，委内瑞拉代表有幸表明77国集团的观点，

1 1 8 . 在本届会议上，大会唯一的一项义务是通 

过这个新的发展战略并从而完成第十一届 特 别 议 没  

有完成的任务。在整个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巾，人们着 

意避免出现上一个战略的缺点，那个战略无论如何都 

没有实现它的大部分任务。我们不能说摆在我们面前 

的这个案文完全消除了这种担心，但这个新战略无疑 

向前迈进了一步，其重要意义将有赖于各国政府对在 

新战略所规定的广泛的行动纲领的范围内积极而坚定 

地采取行动所作的承诺。在新战略有积极意义的各方 

而中，特别要提一提战略的序言，它明确承认有必要 

在国际关系中进行结构变革，以及有必要建立一个新 

的国际经济秩序；特别要提一提通过了一个较上一个 

十年高的普遍增长目标，它以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 

值年增长率 7 % 为基础，其中包括一个为达到官方发 

展援助 0 . 7 % 的目标所定的时间范围。这个目标是在 

艰苦努力下从上一个战略延续下来的；特别要提一提 

拟订出了关于两个在现今国际环境中具有广泛影响的 

问题—— 即货币间题和能源一 的总的行动纲领；特 

别要提一提在贸易领域的各种重要的任务；特别要提

⑩文件A/CONF.95/15和更正2 ,酌件一，附录C.



一提作为一个重要思想对于特妹类别的度展中国家的 

需要所将给予特别的最大的注意；以及要特别提一提 

新战略关于审查和评价的一节，这比上个十年商定的

那一节要有力得多，

1 1 9 .然而，这一新战略远远不是在目前困扰着 

国际社会的困难环境中所需要的行动纲领。这个案文 

无疑使发展中国家感到失望。在整个案文中，限制和含 

糊之辞过多，这是长时间的艰苦的谈判过種的结果《 

这反陕出了发达国家块少洞察力、缺少正视它们对发 

展中世界的义务的政治愿望，也反映出一个不公平， 

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体系没有活力，我们是带着深 

切关注和困惑来陈述发达国家所持的这一消极态度 

的，这一态度现在又加上了许多解释性声明和保留意 

见 。甚至有人建议，无论什么时候在联合国正式文件 

中引用战略的案文，都应该参考这些保留意见。这将 

等于让这拽保留意见在整个的十年期间都永久存在:。

120 . 不过，战略的构想为我们提供了在面临严 

重的世界危机时的犹豫和目光短浅导致不可逆转的恶 

化之前克服这些阿难，达到环境对我们的要求的机 

会 。案文关T•战略的审查和评价的第四部分拟议并鼓 

励了适时的未来南北谈判的方法，以保证有效实施这 

一战略。特别是明确提到了全球性谈判，正象大会第 

34/138号决议所规定的一样。全球性谈判是此次会议 

经济议程的中心问题。此外，第 34/138号决仪在其执 

行部分明确规定全球性谈判要对战略有所帮助。

1 2 1 . 最后，那些如此执着地工作和奋斗的人们 

作出的可贵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报答。我希望在此提 

一提夺克先卞.在 li持勞备工作时的杰出的才能和献身 

精神。

1 2 2. 我们可以就战略案文的各个方面谈上许  

多，但现在不是用具体例子来表明我们的感受的时  

候 。作为战略的对象和战略存在的理由的发展中国 

家，它们的这一态度表示出了我们是多么沮丧地看到 

案文的范围被许多在此次会仪上所作的发言所压缩 * 
因此，我们期待从第三个十年的一开始、所有各方都将 

表明决心去执行战略并使它更为有效一一这在目前显 

然是缺乏的。

我们自己之间进行合作所作的更为有效更为持久的努 

力中越来越依靠我们自己的资源。这决不Æ 要兔除 ; 
达国家一 市场经济国象和计划经济同家都 .作——  

支援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我们所 ÏV収的个 

面的国际努力是很重要的，这一努力应 ''1 绝 疑 问 地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危险而关键时期使粮个W 际社会 

团结一政 .

1 2 4 .另外，我们不想对在今天上/ r的乂 r 限制 

性商业惯例的会议上通过的决议章案V I I 保持沉 默， 

尽管这只是在一个对所有国家，特别足对这种惯例的 

主要受害音发展中国家卒关æ 耍的须城>||所 f[ 怒力的 

开始 •然而，这是向前辺出的般n s i i ï j  ' I . R in  iiifi'i, 
贸发会议将在不久的将来得到为保证取效进展所  

需要的支持。尽管我们还没有设法协议巾的有关法 

律规定更为牢靠，但是正义的力量以及所确Ü的方计 

的明确程度应足以在现阶段保证这，棘Tfn l题迅速W- 

到解决。

1 2 5 .尼赛夫先生（伊拉克）：在參加T 就策二麥 

员会的报告中位括的联合国※-三个发賊十卞 

展战略〔/4/35/592MoW . 0 所 达 成 的 协 商 -该 & 见  

时，我国代表团想谈一下它对战略问题的第 10i 段，特 

别是对•■捐助国 " 这一说法的理解。在我m 代 表 团 看  

来 ,它意味着对于官方发展援助及其指标和时间范围， 

发达国家在这类国家中担负着特殊的义务。

126. 我希望这一发言在此次会议全部记录在

案。

1 2 7 .贝尔塞* 斯先生 ( 菲律宾）：委内瑞拉代丧 

作为77国集团的主席已经表明了77国银W 的 、V.场。 ili 
于我们把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4 作 

是我们面前最重要的议题，因此我国代来团想强调几 

点，

副主岸萨法先生（巴林）代行主摩职务。

1 2 8 .无疑，国际社会今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需 

要在一个国际事务的关键时刻达成一个新的关于国际 

经济体系作用的政治协商一致意见。这就是国际发展 

战略所以如此重要，它为 20世纪 80年代的国际经济 

谈判确定丁议程。

1 2 3 .我们第三世界国家认识到，我们将必须在 129. 国无论大小都不能逃避在这一努力中的义



务 。完全改变世界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的任务现在必须 

要成为我们审仪的中心问题。

1 3 0 .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通过产生了各种各样 

的感，X，。我 同 代 表 团 很 高 兴 参 加 了 协 商 一 致 意  

见 ,，我们/i:《战絡》中看到一系列分布理的明确的目 

的、 l i f e tn 政m 措施。总的来讲它们对我们的大部分 

焦虑和担忧都给予了考虑。然而，我们对一些代表团 

作出的 ® 多面广的保留意见还是不得不表示失望。

1 3 1 .这使得我国代表团对某些会谈的参加者的 

減意和目的产生怀疑。我希望，在通过新的国际发展 

战略时，大会还未通过另一个终将为人发现是内容空 

洞并无实际效果的行动纲领。我们必须记住，在确定 

20世纪80年代的联合国第三个货展十年时，我们是向 

8 亿生活在赤贫和卑微状态中的人讲话。

1 3 2 .然而，注意到这一悲观状态反而使我们更 

为坚 fiï Yf必要在m 年进行所提议的全球性经济谈判回 

合。在 我 们 来 ，如果根本就没有机会早些举行一个 

全球性会议来再一次审查原材料、能源、 货 币 和 金  

融、以及贸易和发展等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意 

见，这对 ra际社会将要危险得多。

1 3 3 .关于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讨论表明很多国 

家在一些根本性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们曾期望过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现实能够使这些国家对其国家政 

策作出适当调整以顺应国际经济关系的新的趋势和新 

的模式。

1 3 4 .现在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世界的正当愿望 

和忧《 f  l'( l'V有认识的时候T  , 这一点讲再多也不为 

Ü 。（I. 如调整规#  III；界货易体系的必要性以及对当 

前的M 际货币和金融体系进行改本的必要性等基本问 

题巾，这些愿望和忧虑都明显可见。显然，如果这些 

改黎得到实施，它们将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结构产生长 

期的深远的膨响 ,并将导致新的国 fiai经济秩序的建立。

1 3 5 .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的就是向千百万贫困 

居民提供食、住 、医药和教育的问题 ,我们理所当然地 

迪切要求对国际秩序进行必要的改革。

1 3 6 .菲律宾代表团有机会在这里说，国 际 关  

系 ，包括经济关系，应当以全人类所公认的道义原则

为基础一 公正、公平分配、相 互 理 解 和 合 作 、容 

忍、保护弱者以及从强国的统治中解脱出来。

1 3 7 .我们认为这一点是值得加以重复的。这些 

原则应当在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中 

更多地得到强调。它们构成的目标是无法在战略，|，用 

数字显示出来，但它们却能够清楚地 ;&明M 际X ；展战 

略成败的区别。

138. 国际发展战略是获得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的重要工具。对于这一战略的实施必须要给以政治 

推动力，特别是发达国家要给予这种推动力。这些国 

家的领导人最终将必须作出艰苦的政洽决定，并显示 

出其高度的治理经济的才能，

139. 穆尼 奥 斯 ，禁多先生（墨西哥）：墨西哥代 

表团想表明它关于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 

战略以及我们对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所做工作的重要性 

的看法。

1 4 0 .大会在第十一届特别会议上以协商‘致方 

式通过了战略的案文〔第■S '-n/ss号决议；K 这是这届 

会议的一个积极成果《对嚴些国家来讲，所取得的成果 

不够充足，它们反映出的是停滞的趋势而不化-变化的 

趋势。对其它国家来讲，这个案文代表:#唯一可能达 

成的综合了我们取得一致意见的诸方面的文件，以及 

一个作为出发点的一致意见的最起碍的基础。

1 4 1 .我们通过了这一战略，把它作为一个反映 

参加到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所能够达到的理解和一 

致的程度的思想钢领，也把它作为一个在20世纪80年 

代所要采取的行动纲领。

1 4 2 .战略没钉充分及映：；& 展 中 家 的 1^望。它 

的内容和性质有着局限性。就我们所信奉的原则而  

言，这个战略的成效不大，并且与我们所要求的特定 

措施仍相差甚远。

1 4 3 .与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相比，那些对解决危 

机能够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的政治意愿仍嫌淡薄。如 

果某些国家仍希望缩小战略的范围，对其实施设置障 

碍的话，那是不合适的，关于保留意见,我们认为它们 

应具有积极的性质。

1 4 4 . 案文中的许多部分都没有突出重点或不够



明确。在某些类似下面所指的根本性间题上是不应留 

有疑间的 *有必要保证国际商品市场稳定地发挥作用， 

并真正増加出口国的收入。必须要有为发展中国家  

的制成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有效而广睛的 '途径，必须要 

尊重每个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拥有的充 

分 的 永 久 权 。对跨国公司必须化它有章可循以保征 

它们对发展所做的作用是积极的。向第三世界国家技 

术转让必须是能有效地促进工业化的。必须要有选择 

地适当地重新进行工业调整以适应我们这些国家的需 

要。必须要对国际货币制度进行更大的改革、并一定 

要保证进行调整不能挤掉发展本身。必须要有一个大 

规模资金转移的保证。关于能源所提出的措施必额要 

具有全球性，能源与发展要求的关系必须更为密切。

145. 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都必须在不久的将来 

加以实施。然而，再次就一个已讨论了三年的案文进行 

辩论是不合时宜的。我们需要做的是给我们所制订的 

这个文件賦予生气。我们必须要丰富它，运用它，而 

不是让它成为一个反映我们的不和的毫无生气的东

1 4 6 .我们都认识到了形势的重要性，但我们作 

出反应的方式不同。一些人想要重新组合，并采取保 

守态度，而大多数人都感到只有一个有想象力的变革 

做法才能保妒我们的共同利益。

1 4 7 .对世界经济形势的评价是无可争议的：整 

个经济即将崩清；通货膨胀、保护主义、货 币 混 乱 ， 

失业、能源短缺—— 所有这些在发展中国家中造成分 

裂、并导致属于收入最低行列的国家的势危急。外 

围经济的停滞状态反过来又对扩大中央经济的可能性 

产生不利影响。

1 4 8 .因此，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绝对必要 

的 „ 这要求我们改变态他，调格机构。新的战略 l i 经 

包含了变化的要索。让我们-•起 竭 诚 工 作 ，履 行 协  

议，从而使这一案文能够代衣一个更大Ô•作的时期的 

开始，

1 4 9 .我们要指出它的局限性，但也要认识到它 

所显示出的进展。战略第一次在寻求一个完整的，并立 

的和一贯的解决国际经济问题的方法。此外，它包括了 

特别是在关于能源的一节中包括了新话题，其中所作

的要点基本上是符合墨西哥总統在这4讲坛上所作出 

的提议的。

1 5 0 .大 会也 将 在决 议草案 A/C.2/35/L.47/  

R e v . 1 的案文中再次对新的国际M 济秩 j i‘:的UK则作111 

承诺。这一决议草案的案文遵照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 

宪，第34条 ，lU张加强这 - 本性义件 , K 1T 仍Y r人对 

它有抵触和漠然置之，

151. 我国代丧团为决议的起草工作权极地作出 

了贡献。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力，人会必 

须是达成会促进经济合作的一，致 总 见 和 折 办 汰 的 iJl- 
垃 。我们 î ê 到对 k ù 令.球代 ik n  iViùi：m k 成 hi 
能力予以否定是不合适的。

1 5 2 .我们相信，所'通过的战略将预示着在实际 

行动方面会达成进一步的协商一致意见。

1 5 3 .编洛佐先生（巴西）：我的发言是有关国际 

发展战略的议程项口 61 ( a )的，

154. 11'先， II:找说 l l iW 化 就 新 的 NIVj; 

发展战略的案文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这就是77国集 

团关于这个议题所采取的立场的必然结果，巴西也赞 

成77国集团主席对这次全体委员会所作的发言〔见上 

文，第 H 7 - ] 2 4 段〕，然而，为了更为清楚地衷明E l西 

政府的立场，我们有责任表明我们关于这个刚刚得到 

通过的案文的观点。

1 5 5 .总的来讲，新的国际发展战略基本上足，不 

令人满意的，因为战略的案文清楚地反映出T 发达国 

家在谈判过程中所表现出无所作为这种继续使用旣走 

措辞这个事实很明显显示出这种态度。这种 /d所作为 

也阻碍了在其它讲坛上所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収得实 

质性进賊的可能性， 观 

为 尽人 皆 知的 有 服 制性 WÎ的保®  & 见 fiifw m 
以贬低案文，其数 M:之多 iW所未有。

1 5 6 .此外，巴西很遗憾案文巾一个实质性部分 

的主要问题只是在第十一届特別会议结前的几小时  

内所.进行的为了确保一个协商一致意见的匆忙的"高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全体委员会》，第 

11次会议，第66至68段。



峰时间"的谈判中商定的。这个协商一致意见远非一 

个真正的协商一致意见，从今天在这里所作的发言中 

以及从反映在文件A /3 5/5 9 2 / A d d .l中的在第二委 

员会所作的发言来看，它似乎代表了一种新的*■假协商 

-致意见。"

1 5 7 .因此，巴西代农团必须表明它对除了在案 

文的措W ，特别是在关于经济的部分的段落中使用 

T 人M;的" 例外条款 "之外，还作出了数量如此之多的 

保对Æ 见fll/wff性 卢 明 遗 憾 。这些不仅淚明很多 

发达 ra家缺少政治意愿，也表明它们实际上反对为调 

整国际经济体系以保证在世界经济关系中确保公平， 

公 i'E和稳定—— 而这无疑是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根本 

B 的—— 所制订的措施 .

1 5 8 .尽管有些发达国家自称它们既写引起充斥 

我们今天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弊端的原因毫无关系，也 

与解决这些弊端的解决办法毫无关系，—— 似乎相互

依赖性可以在本国国内得到控制的 ------大批其它

B 家 1則通过保留和限制性解释而列举出了这一有着阻

作 )1]的态度的例子。这些保留和限制性解释已正式 

进入了/i": V P I，的如关 r 目标和 ra的 、关于政策措施  > 以 

.及 X； j' i|f h  fil i f 价卞: 的 板 落 ，K 这此;段落涉 

及炎似 'l:f方援助、国际贸易、财政资源.以及国际货币 

体系—— 这里只提这儿个—— 等主要方面。

1 5 9 .发达国家的这一立场使得我们对能在多大 

程度上有效地使用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战略表示 

优疑。这是否又一个由于我们今天在这里对其所做的 

行动而使其效旧消耗殆尽的文件？此外，这个案文表

r ，沖 的 fâ势，即n f义仪把发展中国家的发 

，视M r :池包括/H悠个 lit界经济M 题 的 范 围  

*1' , 把它们 f ，卞 池 i:—种 平 要 求 旦 不 能 接  

受 的 池 K/:。W 此我国代 .农M1对 此 否 定 的 ，因为 

这 ,Û:昧収们必姨给予裝展中国家的差别待遇和优惠 

W ，l „

JBO. i l .我们不变:,\LUd, 无论案文有什么

样的不足，在经济和社会與方 1封都必须把它看作一个 

整体。在论述国际发展战略的社会问题方面时，要对 

发达 IB1 家 在关于战略的 *■经济"方面所作的保留和声 

明予以适当的估量。正象在关于目标和目的的第二节

第U 段中所陈述的 ： 这个战略是国际社会为建立新的 

国际经济秩序所做努力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将 

是相互联系地而不是彼此分割地履行这些措施的手 

段 。我国代表团愿重申这一理解。

1 6 1 .米国钩先生（中国）：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

年的国际发展战略，今天终于正式通过了。这是经过 

长期准备、反复讨论、耐心谈判的产物，也造各国为 

便进度展和国际经济合作而共同努力的成果。中国代 

M W 对此感到A '兴，井 借 此 机会对Hi丛•斯 
大使主持新战略制订工作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所作出 

的积极贡献再次表示我们高度的赞赏。

1 6 2 .新战略尽管没有充分实现人们最初寄予它 

的期望，需要通过今后的国际经济合作的谈判予以 

充实和提高，但比起上一个战略来仍然不失为一个进 

步 ，是一个有利于魂员国际舆论、促进发展和国际合 

作的重要文件。

163. 新战略坚持第六届特别联大确立的关于建 

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方向〔见第3202(5 - F /〉 

号决议〕。序亩明确指出新战略应为实现 iit立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的H 标服务 , 为此需要发賊中閣% 公平 > 充 

分 和 效 地 参 '.i制 iT和执 'f H r 关K 展 fil N  fî■作 
的--切决定，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促成当前国际经济 

制度结构的深远改革。

1 6 4 .我们认为，这是制订新战略的根本出发点， 

应该保证在新战略的贯彻过程中始终一*贯地得到遵 

循。任何偏离这一点的言论和行动，不仅将削弱新战 

略本身的价值和效果，而且将对整个国际经济合作产 

生不利影响。

1 6 5 .不能不看到，新战略的实施仍然是我们面 

临的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有恃各方继续作出不懷的 

努力。我们对一些发达国家就发展援助等关键条款所 

作的保留，甚至推卸责任，不能不感到遗憾。我们认 

为 ， •[；]度达 I閣家不论 i t经济体制如何 ， 都应对发展 

战略的执行负起实KlS责任。我们希望有关发达国家能 

认真听取发展中国家在制订战略过程中和今天会议上 

发表的意见，在实际执行中按战路的要求，承担应有 

的义务弁不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以保证新故 

赂目标的实现 .



166. 80年代世界形式紧张动荡，这更加重了我 

们为实施新战略而担负的历史责任，新事务从来就是 

通过克服障碍、冲破阻力来为自己开辟前进道路的•我 

们相信 ,只要我们坚持新战略的宗旨，根据各自应尽的 

责任，积极推动执行这一文件，它就能为国际经济的 

发展，尤其是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起其应起的作 

用 。

1 6 7 .主廣：大会现在将审议第二委员会关于题 

为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 的议裡项目 62的 报 告 〔̂ /  
35/628'),

1 6 8 .我们现在将就第二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42 
和43段中推荐的五个决议草案和两个决定草案做出决 

定。

1 6 9 .决议草案一的题目为*■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 " 。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这个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 

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一通过（第35/Z9号决议）。

1 7 0 .主席：决议草案二的题@是 ："发展中国  

家本国合格人员在其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二 

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 

为大会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二通过（第35/80号决议）。

1 7 1 .生席：决议草案三的题目是*■对发展方面 

的业务活劫进行全盘政策审查"。第五委员会关于这一 

决议草案所涉行政和财务问题的报告包括在文件  

A/35/657中。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决议草案三。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三通过（第35/8 J 号决议）*

1 7 2 .主席：决议卞絮叫的题 li j i*• 联 合 展  

中内陆H 家特别基金 " ，我将这一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决议草案以126票赞成，零杀反对， 票存权通 

过 （第35/82号决议）。

1 7 3 .生 * : 决议草案五的题目是■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 \ 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 !̂̂ 这一决议草案。我 

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通过这^ 决议草案？

1 7 4 .主廣：我们现在来考虑第二委员会在冗报 

告的第43段中所推荐的決定草案。

1 7 5 . 决定草案一的题目是•关于灰展方而的业 

务 活 动 的 报 告 和 決 定 这  

决定草案。我可否认为人会也通过决 ；̂ '̂,'，:'^ ‘？

决定草業一通过（第35/42 Î号决定），

1 7 6 .主廣：决定草案二的题目是•*联 A■国资 

发展资金 " 。第二 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这个决我足 - 
否可以认为大会也愿意这样做？

决定草案二通过（第35/422号决定）。

1 7 7 .主庸：大会现在将审议第_^香 ^ ^ ?义 ]週  

为*■特别经济援助和救灾援助"的议程项目64的 报 告  

CA/35/663} ,

1 7 8 .大会将对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 i n 段和第 

1 1 2 段中提出的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采取行动。

1 7 9 .决议草案-•的题目是"向尼加拉瓜提供援 

助 " ，委 i à 会未经viÜ决 通 过 这 ，决 议 東 。找

认为大会也接受决议草案一？

决议草案一通过（第35/84号决议）。

1 8 0 .生廣：决仪草案二的题目是"援助黎巴嫩 

的重建和发展"。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这一决议 

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通过决议草案二？

决议草案二通过（第35/85号决议）。

1 8 1 .生廣：决议草案三的题目長 "'苏丹-萨赫勒 

地区中期和长期复兴和重建计划的执行情况"。第二委 

贾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 

大会也通过决议草案三？

决议草案三通过（第 35/8e号决议）。

1 8 2 .生 * : 决议草案四的题目是*■对中非共和 

国的重建、复兴和发展提供援助"，第五委於会关于这 

一决议草案所涉行政和财政间题的报告包括在文件 

A/35/683中 . 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决议草案四。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四通过（第 35/87号 决议）。

★议草案五通过（第35/S3号决议）. 1 8 3 .生摩：我们现在转到决议草案五，题目是



*■向贝宁提供特别经济援助"。第五委员会关于这一决 

议草案所涉行政和财务问题的报告包括在文件A/35/ 

683中。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通过决议草案五？

决议草案五通过（第 35/88号决议 X

1 8 4 .主席：决议草案六的题目是《向吉布提提 

供援助 " 。第二委员会未经表決通过这一决à 草案。我 

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通过决议草案六？

决议草案六通过（第 35/89号决议）。

1 8 5 .生席 :我们现在转到决议草案七。这个决议 

草案的题目是 " 向吉布提、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遭受 .. 
«?-灾地K 提供援助 " 。第二委K 会未经表决通过这一决 

议 fr itf以认为大 i ? 也通过决议草某七 î

决议苹案七通过（第 35/90号决议）。

1 8 6 .生席：决议草案八的题目是："向埃塞俄  

比亚遭 Î Î  灾池区提供援助"，第 二 麥 未 经 表 决 通  

Ü 这 •决议 1','，: 我是 îîf可以认为大会也遗过这一决

议草塞？ ,

决议草案八通过（第 35/91号决议）。

1 8 7 .主席：决议草案九A 和 B 的题目是《向乍 

W 提供援 i ! T 。策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这些决议草 

m 。我乂'否 Î ' I以认为大会也通过这些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九乂和5 通过（第 .35/92•^和 B 号决议），

1 8 8 . 生席：、/k议草某十的题H i 向圣多美和普 

林 西 比 捉 以 助 ."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这一决议 

草发。 .巧 y：f?  nj•以认为大会也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义M义率業十通过（系 35/9 3 号决议）。

I 8!). 主席 ： 決 议 十 一 的 题 IJ J i*■向赞比亚 

化供K lÜ r。 会未经衷决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mhL ff nJ'以认力大会也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十--通过（第35/94号决议）。

1 9 0 .主席：决仪草案十二的题目是"向几内亚比 

绍提供援助"。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这一决议草 

案。我; ^ 1§可以认为大会也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Î

决议草業十二通过（第35/ 9 5号决议）。

1 9 1 . 生唐：决议草案十三的题目是"向莱索托 

提供援助 " 。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十三通过（第35/96号决议）。

1 9 2 .主廣：决议草案十四的题目是"向科摩罗  

提供援助 " 。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这一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通过这一决 |̂ 草̂案？

决 议 草 案 十 通 过 （第S 5 /9 7号决'议）。

1 .9 3 .主席：决议草案十五的题目是"向博茨瓦 

纳提供绣助 " 。第二委à 会未经表决通过这二决议草 

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通过这一决议 ?/•:衆？

决议草案十五通过（第35/98号决议）。

1 9 4 .生席：决议草案十六题为 "向莫桑比克提 

供援助 " ，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这一决议草案。我 

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遗过这一决议草来？

决议草案十六通过（第35/09号决议）。

1 9 5 .生廣：决议草案十七题为 "向津巴布韦提 

供援助"。第五委员会关于这一决议草案所涉行政和财 

务问题的报告包括在文件A / 3 5 / ( î8 3 iK第二資 M ^  
未经衷决通过决议草案十七。我j a 否可以 ÎÀ力大â?也 

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十七通过（第35/10,0号决议）...

1 9 6 .生席：决议草案十八题为 "向圣卢西亚提 

供援助\第五委员会关于这一决议草案所涉行政和财 

务问题的报告包括在文件A/35/683中。第二委员会 

未经表决通过决仪草莱十A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 

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十八通过（第3 5 /1 0 J号决议）。

1 9 7 .主廣：决议草案十九题为》向多米尼加提 

供援助 " 。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这一决议草案。我 

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千九通过（第S 5 /I0 2号决议）。

1 9 8 .主席：决议革案二十题为》向乌干达提供



援助 " 。第二委员会未経表决通过这一决议草案。我是 

否可以认为大会也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二十通过（第3 5 / •ÏOS号决议）。

1 9 9 . 主廣 : 决议草案二十一题为《向佛得角提供 

援助 " 。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这一决议草案。我是 

否可以认为大会也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二十一通过（第3 5 / i0 4号决议）。

2 0 0 . 主席：决议草案二十二题为《对赤道几内 

亚 的 U 兴和& 賊促供援助，，。îfS二 ;g 员会未翔 ^  

决通过这 - '决议草莱。我 以 认 '7^大％也通过这 

一决议

决议草，二十二通过（第35 / i 0 5 号决议X

2 0 1 . 主席：决议草案二十三题为*•审查吉布提、 

赤道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 

尔、汤加和新独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情况，以决定是 

否将这些国家列入最不发达国家的名单"。第二委员会 

未经表决通过这一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 

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二十三通过（第3 5 / / 0 6号决议），

2 0 2 . 主席：决 议 十 H 题为《联合国救灾 

协调专员办琪处"。第 二 委 未 经 表 决 遗 过 这 一 决  

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二十四通过（第 号 决 议 ）。

2 0 3 . 主席：现在我们 iïÇ到第二委员会在其报告 

的第112段 中 提 出 的 （A / 3 5 / 6 6 3 )关于各项援助方案 

的有关文件的决定草案。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这 

个决定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想这样做？

决定草案通过（第35 /423号决定

2 0 4 . 主席：现在我请那些希望在表决后对其表 

决进行解释性发言的代表们发言。

205. 拉弗思 女 士 （挪戚）：我代表丹麦政 府 ， 

芬兰政府、冰岛政府、瑞典政府和挪威政府发言。我 

们这些代表团参加了就决议草案二十三达成的协商一 

致意见。北欧国家的政府对为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制订特别措施的观点自始至终都给予了支持，我们已

经通过双边以及多边行动表现出了这种 i 持 J i i 不发: 
达的发展中国家这，分炎必须驳以站W 化WH-J 

辩的标准为基碑。

2 0 6 . 当一些国家感到它们符合这些标准时，它 

们会请求把它们算在最不发达的发展中M 家之巾，这 

是很自然的。联合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厕别和 'iK核这种 

要求的程序。去年夏天，经济及社会理事^?刀:始了对 

若干申请国进行市核的过程，这些国家要求 :i ï 化列、J;j 

最不发达的发展中H 家从而有资格卒受1-1 I 家所 

制 n■的特别3^施 „ 正免我们71'到的，这 ■ Ik i'i !；(.%]£ 

考虑对 ï ' t f r t i f丫，.进 f): •

2 0 7 . 应 把 对 决 议 案 二 十 三 【I >所 fî !'i：j 11=1家 ÿ；求 

其被列入最不发达岡家名单的申请进行 'iK核 ii'ü过捉 :1 

作最力赏要的事情。巫要的处，在不必

让非洲国家对于这-，审议过程的结果处于不清楚的状 

态 。

2 0 8 . 此外，我们认识到，为了联合国关于最不 

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筹备工作 .有必耍知道哪些国家 

在这一名单上。

2 0 9 .因此，我们期望发展规划委员会象刚刚通 

过的决议草案所要求的去做，并在其建议中 i:，j 经社理 

取会报 f t 。只 我 们 他够扣信这-•分类/J：iH池 确  

地反映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需要时，这…•分类才能起 

到应有作用，因此我国政府感到也有必耍在更大范围 

内对最不发达H 家的名傘进行复审。正象当S 不& 达 

« 家这一分类得到 [m1:S时 发 展 规 划 委 么 所 Ü !议 的 ， 

将根据发賊情况而在持Æ 时 间 对 名 单 和 准 进 1 
复审。

2 1 0 . 因此，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0/161 

号决定，我们想在适当的时候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2 1 1 . 飢塞利先生（乍得） ：大会刚刚全体一致 

地通过了作为第35/92A和B 号决议的关于对乍得的重 

建、复兴和发展提供援助以及对乍得提供紧急人道主 

义援助的 '决议草案九A 和B 〔见乂/35/663, 第 川 段 〕， 

这是世界上所 有家 在 我们 I 家正在经W  存的 iii 

为困难时期与我们休戚与共的重要证明。我国代表团 

非常感谢这里的所有代表团、特别是这些决议草案的 

提案国代表团给予了我们鼓舞和支持。我想特别感谢



塞内加尔代表团，它作为11月份非洲国家小组的主席 

在第二委员会上提出了这，个决议草案。

212. 刚刚通过的这些决议草案其对我们国家的 

重耍性是不可估量的。考虑到乍得当前的局势，这些 

决议草案来得正是时候、并且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颜  

兆。继续发在乍得首都和国内的严 1 :事件事实上已 

经破坏了乍得的经济及社会基础设施。国民经济陷于 

绝境。农业和畜牧业这两个国民经济的关键方面已经 

完♦ 解体。通讯工具被彻底毁坏。公共卫生事业不复 

Yr-/!•：, 4^来就 I I 破得令人难以置 fù'的医院和门诊部被 

炮弾 : 後毁。教育系统已经卞断。大多数大学以及 

' î '^ IIIl</J'fi'教 学 校 已 经 停 ；̂":两年。那些位于比较平 

静的地的还能够敞开校门的学校由于缺少课本和其 

它必不可少的材料而几乎不能发挥作用。已经再没有 

任何財政 I'n]题 ，因为付款已在1979年年初停止。也不 

可能再谈论首都以及某些其它城市的状况，因为造成 

的毁坏是如此彻底。

2 1 3 .这便是全体乍得人民所确实道受的灾难。 

rü T-变到死亡的威胁，他们逃离战区，生活在卫生条 

件极其危院的条件下，甚至缺少最起码的必需品。正是 

乍得悲剧中这一最后的方面才是全国团结过渡政府所 

要 解 决 的 首 事 情 ，因为它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而不需 

ÿi:停火。il；•求进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涉及刚刚得到 

通过的这些決议的请求正是在此意义上提出的 。

2 1 1 .至于对乍得的重建、复 兴 和 发 展 提 供 援  

助，我国代表团同意秘书长所作1980年 9 月26日的报 

<*K^/35/4S8〕中所说的最好还是等到敌对行动结束后

2 1 b .然 lù i ',我国代丧团希望 !iS谢菲律宾政府。 

尽管菲律宾政府无法执行大会第34/120号决议 ， 它还 

处 ')■! I;，j乍 捉 供 援 助 作 出 了 贡 献 。

216. 宫川渉 先 生 （日本） ：我国政府参加了就 

通过决议草案X V I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见W/35/663, 

第 段 〕。然而，我国代表团希望表明， 这一决议草 

集的执行部分 ?(Ï11段 对 本 和 （或）规定下 

> >、向朕 fv ra所规足的发展中国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给 

予 射 遇 的 情 况 将 距 不 适 用 的 。

2 1 7 .比里多先生(苏丹）：我们已请求就大会刚

刚通过的决议草案XXI I〔同上〕进行解释我们表決的

友 n  0

2 1 8 .苏丹代表团支持这一决议草案。在我们看 

来 ，这一决议草案已授权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1981 

年的第一次常会上考虑发展规划委员会关于决议草案 

中所提到的那些 isi家的述议 , 并在现有m 以及Hi新 

的有关这些国家的资料的基础上相应地把这些国家中 

的某些国家加入到最不发达国家的名单中。在我们看 

来 ，这是发展规划委员会在理事会春季会议前的今后 

几个星斯或几个月中需度进行的主 :'̂ 工̂作。

2 1 9 .此外，执行部分第 2 段是这祥说的：

"决定这种处置不得影响任何将来大会可能

按照既定程序授权对最不发达国家名单进行的全

盘审查％

我们对此的理解使我国代表团认为，只有是大会授权 

发展规划委员会在以后的某一时间对最不发达国家的 

名单进行审查，发展规划委员会才能这样去做。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第 1980/161 决 定 与 这 种 理 解 也 一 放  

的。

2 2 0 .在我们看来，发展规划委员会应当遵守对 

这一决议的这种解释。它仅仅有时间化中考虑那些新 

的要被列入名单的国家的申请以及新独立的M 家的中 

请。再要进行任何审查都必须要得到联合国大会批准 

在以后的某个时间进行。

2 2 1 .主廣：我们现在讨论第二委员会关于议程 

项目12的题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的报告的第 

一部分〔乂/ 35/545〕。

222. 大会现在将就第二委员会在其报告第25段 

中所提出的四个决议草案做出决定。

2 2 3 .决议草案一题为《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 

第五委员会关于这一决议草案所涉行政和财务问题的 

报告包括在文件A/35/577中。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遗 

过决议草案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通过决议 

草案

决议草案一通过（第35/108号决议）。

2 2 4 .生席：题力《世界通讯年"的决议草案二在



第二委员会中未经表决通过。我相信，大会将通过这

一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二通过（第35/109号决议）。

2 2 5 .主廣：现在我将题为••被占领阿拉伯领土 

内国家资源的永久主权 "的决议草案三付诸表决。第 

五委员会关于这一决议草案所涉行政和财务问题的报 

告包括在文件A/35/577中。

决议苹案三以 122票赞成、2 票反对>23票弃权通

过（第3 5 / n o 号决议）。

2 2 6 .生廣 : 下面我将题为《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 

援助 "的决议草案四付诸表决 .

决议草案四以 i 2 5 票赞成、 2 票反对、 票年权 

通过（5M5/ j n 号决议）。

2 2 7 .生唐 : 最后，第二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26段 

中推荐了一个题为"关于国际年和周年纪念的指导方 

针 》的决定草案。我相信大会将通过这个决定草案。

决定草案通过（第35/424号决定）„

2 2 8 .主廣：我现在是否可以请大会各会员国将 

他们的注意力转到第二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2的报告 

的第二部分〔乂/35/545/乂^ ^ .0 。我认为大会注意到 

报告的这 .部分。

就这样决定（第35/425号决定）。

2 2 9 .纽塞姆女±(美利坚合众国）：我这个发言 

是有关文件A/3S/545中所包括的关于联合国为达成关 

于跨国公司的行动守则和关于非法付款的国际协定会 

议的决定的。

230. 美国支持制订一个有效控制在国际商业中 

行贿和敲梓勒索的国际协定是众所周知的。我们非常 

遗憾的是多种情况造成联合国就一个不很确定的条约 

过早采取了行动。我们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在联合国 

就这一问题继续进行工作的时机还不适宜。

2 3 1 .但不 f f怎样，产生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未 

加限制的决议草案的杰出的准备工作对于连续工作是 

一个坚实的法律基础 .，是不应不加以利用的。我们仍 

然确信这个问题值得弁且需要采取一致的国际措施以 

取得一个既有效又公正的结果。

2 3 2 .美 国 打 算 在 今 后 的 几 个 月 卞 •义04家就 

实现这一目标的可以选作的方法进行磁商'。对此找想 

重提一下在1980年 7 月22日和23日在戚尼斯举行的最 

高级经济会议上与会国在它们的声明中取得的关于贿 

赂的理解 ®。

233. 在继续为就这一重要问题达成一致 ,S 见而 

进行努力上，我们希望所有同意我们关于在有贿赂和 

敲梓勒索发生的地方将会对国家的商业、补么和政治 

结构造成很大扭曲和损失的看法的H 家都能％ )]|1。

议程顷自16: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举行其 

它选举： 

( a ) 选举工业发展理事会十五个理事 

国；

( b ) 选举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十九 

个理事国；

( c ) 选举世界粮食理事会十二个理事 

国；

( d ) 选举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七个成员；

( e ) 选举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 

基金理事会理事国

2 3 4 .生廣：我们将首先考虑议程项 n iG O )关 

于选举工业发展理事会十五个理事国以接替于1980年 

12月31日任期期满的国家。

2 3 5 .这 15个即将离任的国家是：巴西、保加利 

亚、民主也门、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瓜、 日 

本、荷兰、挪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塞拉利 

昂、突尼斯和美利坚合众国。这些国家符合立即再次 

当选的条件。

2 3 6 .我想提醒会员国， 1981年 1 月 1 日以后， 

以下国家继续是工业发展理事会的理事国：阿 根 廷 、

©见《国务院公报》，第80卷， 20«号，1980年 8月，第 

11页，第33段.



澳大利巫、奧地利、比利时，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中 

国 >捷克斯洛伐克、加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危地马 

拉、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意大利、肯尼亚、马达加 

斯加、马来西亚，马耳他、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 

亚、巴拿马、波兰、瑞典、瑞士，多哥、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因此这30个国家不符合参 

选条件。

2 3 7 .我还要提画各会员国，大会根据第34/401 

号决定 . 同意在候选人数量与所要填补的位置数量相 

m i m  以Ai iü名投獄力-式:选 >î̂ 附属机构成员的做 

法化、1成力 '种规范，除非核一个代谈团特别要求对

某一特足选难进行表决。

2 3 8 .我想告诉大家，地区小组的主席们已告诉 

我☆ '以下候选国；名单A 的六个席位是：几内亚 、印 

度、蒙古、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赞比亚；名 单 B 中 

的五个席位是：丹麦、法国、 日本、荷兰和美利坚合 

众国；名单C 巾的两个席位是：巴西和厄瓜多尔；以 

及名单D 中的两个席位：德意志民主共和圉和罗巧尼 

亚。

2 3 9 .鉴于名单A 、B 、C和D 中的候选国的数  

量与这些小组中所要填补的席位数量相符合，我宣布 

这 弗 候 选 为 工 业 发 展 理 事 会 理 事 国 ， 0  1981年 

起，i\：m

巴西、丹麦、厄瓜多尔、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几内亚、印度、 0 本、蒙古、释兰、巴基斯坦、 

罗马尼亚、斯里兰卡、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当选为 

丄 II', ★秩度，t理夢a , k /y» I年 i " ' 日起，任期 

三年（第35/3]2号决定），

240. 我代表大会希望向当选为工业发展理事会

理事国的旧家祝贺 .

2 4 1 .大会现在将审议议程项目16(b)关于选举  

环境规 !̂ '̂理事会19个理事国以接替到1980年12月31日 

任满的理事国。

2 A 2 .这19个即将爽任的理事旧烛：阿 尔 及 利  

亜、奥地利、巴西，哥伦比亚、丹変、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伊朗、 日本，肯 尼 亚 ，阿 拉 伯 利 比 亚 民 众

国、马来西亚、荷兰、巴基斯坦、罗 马 尼 亚 、突尼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委 

内瑞拉和扎伊尔。这些成员国有资格立即再次当选，

2 4 3 .我想提醒各理事国，在 1981年 1 月 1 日以 

后以下国家将继续是理事会的理事国：阿根廷、澳大 

利亚、孟加拉国，比利时、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布 

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智 利 、中 

国，埃塞俄比亚，法国，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 、 

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意 大 利 、科 

戚特、利比里亚、巧拉维、毛里塔尼亚、墨西哥、新 

西兰、 巴拿马，秘鲁，沙特阿拉伯、域 拉 利 昂 、苏 

丹、瑞典、翁W 、特立尼达和多111IV、丄 j 'i i- 
达 、阿拉伯联合前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iè 联合王 

国、乌拉圭和南斯拉夫。因此这39个国家不符合参选 

条件。

2 4 4 .我想提醒大会会员国，大会根据第34/401 

号决定，同意在选举附属机构成员时当候选人数量与 

所要填补的席位数量相等时不再进行无记名投票的做 

法应当成为一种标准，除非有代表团特别要求对某一 

特定选举进行表决。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大 

会同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选举 .

就这样决定。

2 4 5 .主席：我 想 诉 大 家 ，各地K 小 刚 }•:廣 Ü  

经将下列候选人告诉我；丑个非洲廣位是：埃及、如 

纳、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业民众国和扎伊尔；四个亚 

洲席位是：日本、 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 

东欧的两个席位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 

苏维埃社会 :U义兆和0 联盟；三个拉丁美洲的席位  

是 ：G 西、海地和委内瑞拉；五个西欧和其它国家的 

席位是：德意志联邦典和国、冰岛、荷兰、瑞士和美 

利坚合众国。鉴于各小组所赞同的候选人数量与其小 

组中所要填补的席位数量相一致，我宣布这些候选人 

当选为环境规划理事会理事国，自1981年 1 月 1 日起， 

任期三年。

巴西、埃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 纳 ，海 地 ， 

本岛、 日本、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巧来西 

Æ 、样兰、己基斯坦、斯里兰卡、端士、 乌克兰苏維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a , 美



利坚合A 国、委内咸拉和扎伊尔当选为环境規到* 穿 

会理事国，自•ÎSSI年起，任期三年（第35/313号决定），

2 4 6 .我希望向当选为环境规划理事会理事国的

国家表示祝贺。

2 4 7 . 大会现在将审议议程域目1 6 ( c ) , 关 于 选  

举世界粮食理事会12个理事国。关于这个方面，大会 

在文件 A / 3 5 / 6 1 2中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推荐。

248. 12个离任的理事国是：丹麦、加蓬、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伊朗、意大利、 日本、马拉维、摩洛 

哥、荷兰、斯里兰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委内瑞

拉。

2 4 9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推荐了以下的国家：非 

洲国家组：埃及、卢旺达和扎伊尔；亚洲国家组：印 

度尼西亚、 日本和巴基斯坦；拉丁美洲国家组：阿根 

廷和海地；东欧组：匈牙利：西欧和其它国家组：法 

国、意大利、荷兰和挪戚。

2 5 0 . 从非洲国家、亚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和 

东欧国家中推荐的国家数量与分配给这些组中各组的 

席位是相等的。因此我可否认为大会希望宣布这些国 

家当选为 fi 1981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三年的世界粮食理

事会理事国？

就这样决定。

2 5 1 . 盤于从西欧和其它国家中推荐的国家数量 

高于分配给这个组的数量，我们将遗过无记名投票的

方式进行选举。

2 5 2 . 指出将被选出的西欧和其它国家组国家数 

量的选票正在分发。投票过程中只有得到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推荐的国家才有资格。这些国家是：法国，意 

大利、荷兰以及挪戚。我想强调一下只能将这些国家 

的名字写在选票上 .

2 5 3 . 根据现有做法，获得最多数票且不少于法 

定多数票的国家将被宣布当选。在最后出现票数相等 

的情况时，将只限于在获得选票数相等的国家中进行 

跟制性投票，我可否认为大会同意这一程序？

就这样决定。

2 5 4 . 主廣：我想请求各代表只使用正在分发的

选票，并将他们想要选的国家的名字上。选票上如 

果包括三个以上的名字将被宣布为作废。

应主岸邀请 .米勒先生（德意志R«主共和国）和糸 

莱明先生（圣卢西亞）担任检秦员，

进行无记名投票。

2 5 5 .主廣：现在我提议在计算选票时暂时休

会 .

会议下午 e 时25分哲停，下 午 e 时50分复会 .

2 5 6 .表决结果如下：

选票总教， 1.1!>
无效票： 0

有效票数： 149
弃权票： 3
参加投票会员国、 146
法定多数： 74

所得票数：

法国： 114
意大利： 110
挪威： 105

荷兰： 91

法国、意大利和挪咸获得法定多数票，当选为世界 

粮食理事会理事国，自1981年 1 月 1 日起，任 期 三  

年 ’

阿根廷、埃及、法国、海地、匈矛利、印度尼西 

亚、意大利， 日本、挪威、 巴基斯坦、卢旺达和扎仔  ̂
尔当选为世界粮食理事会理事国， 自W S i年 i 月 2 日 

起，任期三年（第35/3i4号决定）。

2 5 7 .主廣：我代表大会想对当选为世界粮食理 

事会理事国的国家表示祝贺，并感谢检票员在这次选 

举中所做的帮助。

2 5 8 .大会现在将审议议程项目1 6 (d ) ,关于选  

举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七个成员。

2 5 9 .关于这个方面，大会拿到了一份秘书长关 

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议的通知〔̂/35/256〕。

2 6 0 .七个离任的成员是：巴西、布 摩 迪 、加 

纳、印度、印度尼西亚、 日本和肯尼亚。



2 6 1 .以下国家得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推荐， 

巴西、印度、 日本、摩洛哥、菲律宾、塞内加尔和略

麦廣联合共和国。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大会 

宣布这些国家当选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成员，自 1981 

年 1月 1 日起，任期三年。

巴西、印度、 日本、摩洛哥、菲律宾、塞内加 

和是隆联合共和国当选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成员， 

自J98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三年（第35/3!5 t 决定）。

2 6 2 .主席：我想向刚刚选为方案和协调委员  

会成 i/'l的HàI家衷示祝贺。

2 6 3 .我们现在将审议议程项目1 6 (e ) , 关于选 

举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理事会理事国 .

2 6 4 .鉴于各地区小组没有提出候选人，我认为 

大会决定将这一选举推迟到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如 

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大会希望这样做。

就这样決定（第35/3 M 号决定）。

议糧项目14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续完r

2 6 5 .生廣：各会员国会回忆起，大会在第53次 

会议上延缓对决议草案A/35/L . 11做出决定,从那以 

后，已给出 了一份这一 决议 草 案 的 修订本 〔̂ /35/ 
L. 11/Re". 1和 A d d . J〕。

2 6 6 .我现在将决议草案 A / 3 5 / L .ll/ R e v .l和 

A d d . l 提交给大会。第五委员会关于这一决议草案所 

涉 h 政 tllW 务 的 报 Û•包 括 义 件 A /3 5/7 I1中，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通过（第3 S/H 2号决议）。

2 6 7 .主席：现在我将请那些想要对其立场进行 

解释的代表发言。

268. 瓦根马吏斯先生 (荷兰）：我想就我国代表 

m r  ik 议 i',ï策 A  /35/ L . 11 /R eV. 1的肴法进行阐明• 

在人会⑩H W 会议期间，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个关 

-r和平使用核能源以促进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国际会议

一直是集中辩论的议题。去年讨论的结果通过了第34/ 
63号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大 会 决 定原 则上 在 1983 

年前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现在，在进行了三年的辩论 

之后，我们正在讨论这个会议的准备工作，尽管这个 

会议将确切讨论什么问题仍然很不确定，

269. 以前的所有三个关于这个议题的决 议----
32/50, 33/4和 34/63—— 都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然 

而 ，众所周知，协商一致方式并不总是能够被看成是说 

明不存在不同观点的证据。在自前这一情况中，在协商 

一政的基础>1«便々这样的不 IM]意见。我们应：1 认识到 

这些差异，并在对会议进行准备时考虑进这些差异 .

270. 在我们在大会上就召开一个关于和平利用 

核能源的会议进行讨论的同时，在其它讲坛上也出现 

了重要进展。我指的是：国际核燃料循环评价指的是 

第二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缔约国）审查会议以及原子 

能机构供应保证委员会的建立和第一次会议。在我国 

代表团看来，在国际核能源循环评价中，以及在第二 

次不扩散核武器缔约国审查会议期间取得的进展很显 

然与计划召开的会议是高度相关的，因此很显然我们 

将明智地在为这个会议进行准备工作时对这些进展绘 

予高度重视 .

2 7 1 .在 这 两 次 活 动 中 提 r 改并化和平 

使用核能源方面进行的国际合作以及改善现存m 际不 

扩散制度的意见和建议，我国政府希望这按口前正在 

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供应保证委员会调査的意见和建 

议将会在今后取得确实的成效，在这方面，荷兰对根 

据原子能机构法律中第十二款A . 5及早建立一个在国 

际上S i藏鉢的制度给予特别的重视。我们认为，一个 

可，的坏 I t 藏制度应当促 fcÜ极大地放宽在坏的使用方 

面的单方面出口条件。这样的一个制庶将因此对于 

为和平目的使用核能源构成一个在国际关系中达成一 

个新的协商一致意见的基本要素，

272. 我已经提到了在关于计划召开的会议的确 

切范围和时间方面存在着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也 

反映了不同的关心。但足我认为有一个我们都共同关 

心的压倒一切的事情，这 就 是 要 避 免 核 混 乱 。为了 

这一目的，已要求就如何能够以及如何应当抑制核爆 

炸物的进一步扩散的危险而又不危害所需能源的途径 

进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在我们看来，我刚刚提到的



这种努力是这一对话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荷兰代表 

团希望决议草案A / 3 5 / L .n / R e v .l中所制订召开的 

这个会议将本着这种精神来加以考虑。

2 7 3 . 布賺贝格先生 (芬兰）：芬兰代丧团认为刚 

刚通过的修订后的决议草案与最初的文本相比在很多 

点上都表明有了很重要的改进。特别是我们很高兴现 

在已通过的这个决议草案清楚地阐明了原子能机构的 

作用，并认识到了供应保证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性。作 

为一个对促进以及对管理和平使用核能源这两方面都 

负有责任的主要国际组织，原子能机构应当密切地参 

加到会议以及会议的准备工作中，这足合 乎 需 要 的 ， 

也 !iH u n  然

2 7 4 . 芬兰认为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会议有两项内 

在性质彼此相连的任务，这两琐任务应 ? 同时进行.原 

子能机构的章程中表示出了这两个任务，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中也作出了这一表示〔第23?3(XXII)号决议， 

附件〕。第一，应当促进核材料、核设备和核技术转让方 

面的国际合作以促进经济及社会发展。第二，不扩散制 

度应得到加强。至于后一点，消除扩散的危险将会排除 

障碍以加强在和平使用原于能领域中的国际经济合 

作 。

275. 我们正足以这样一种见解来解释决议草案 

中 涉 及 三 卞 :前通过的第32/50号决议的话，正象我 

们 在 通 32/50号决议时所指出的，我们认为这个 

决 议 《■；乂 f '不扩敗的策' 32/87 y•决 议 缺 …不 的 。

276. 我们很遗憾刚刚通过的这个决议草案中没 

有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明确措词。然而我们明白，通 

过 提 及 32/50号决议和大么 in n 讨论裁军问题的第 

十 lili物别公议设后文件，对不扩散的考虑对于会议来

说是很重要 i'i勺。

2 7 7 . 莫登先生（加拿大）：我想就加拿大对于决 

议 草 案 A / 3 5 / L . 1 1 / R e v . 1 的投票筒单谈儿句。加拿 

大作为一个可靠的核材料的提供者和一种经过试验的 

独特的反应堆技术的出口国，对于促进和平使用核能 

源楚极为关心的。同时，我们对于便进发展出一种将会 

保证核能源只用于和平@的的有效的国际不扩散制度 

同样是极为关心的。加拿大欢迎国际核燃料循环评价 

及原子能机构供应保证委员会，这两者都认识到供应 

保证和不扩散保证二者之间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 .

278. 我们本着与在起草决议草来的®  案文时 

所反映出的同样的合作精神参加了支持这- ■ v H u m  
的协商一致意见。

2 7 9 .特劳特魏思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今 

天，在进行了深入细致和富有建设性的工作后，我们 

得以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涉及在和平使旧核能源领 

域进行国际合作这一 :fî要间题的第35/112^-决:议，我 

代表我国代表团对此表示满意。

2 8 0 .我还想借此机会就联邦德N / I;和 f •使 ] II核 

能源和不扩散方 ifif所采収的政策讲儿 丄̂，找N 政 if f认 

为 , I I ]  f  n i :

世界H 家来讲，都Æ 保 卫 其 经 济 及 社 展 的  '个重 

要工具。我国政府在国际合作中便楚以这种观点为指 

导的，其中特别重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

2 8 1 .然而，对核能源的错误使川能够 ?IÏÆ 地导 

致生产核武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意所有负有责任 

的国家的意见，即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丁•段来反对和 

防止这种错误使用。联邦德国政府认为 ，闽内核能源的 

开发计划必须要符一项有效的和完整的不扩散政  

策。因此，联邦德国欢迎原子能机构在这方面所没挥的 

作用。

2 8 2 .所有 0 家都应得以和平使用核能源，然而， 

这需要所 ï j '国 家 同 把 和 平 利 l] j核能源纳入•项有 

效而可靠的不扩散制俊的 jîi:任 jj];不可分割的。我 W 便 

是遵照这种观点在此领域进行实际的国际合作的。联 

邦德国认为，如果 Ô■作各方都准备承担相等的责任,那 

么作为世界范H 的 维 护 和 平 的 一 种 戾 , 它只么是成 

功的，联邦德国所奉行的政策正Æ 以这种观点为基础 

的 ，这种观点尤其适用于核能源的和平利用与不扩散。

283. 我国政府希望这次联合国会议将会与现存 

的国际协商组织结合起来，从而能够在不歧视的基础 

上以及对承担同等义务方面享有同等权利予以适当考 

虑的前提下进一步展示有关和平利用与不扩散核能源 

的种种问题。

284.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对在会议前及会议期 

间所要进行的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会议下午 7 时 iS 分散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