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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24. 进行国际合作以 防 止新的难

民潮

大会 ，

严重关切全世界许多地力日益培多的难民潮，

对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备尝艰苦逃离家园、或

被强迫逐商家园到其他国家避难， 深感不安，

重申难民有返回其本国的家园的权利，

赞许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人道主义和社会

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 ，

井赞扬那些曾提供援助作出贡献的各国政府、联

合国各机构、 专门机构以及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并

强调它们在这方面的努力的亚要性，

注意到难民浏除造成个别人士的困苦外，还对整

个因标社会造成很大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负担，特别

是使本身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受到严重影响，

考虑到大规校难民潮不仅可影响到收容 l可的国内

秩序和安定 ， 也危及整个从域的稳定，从 而危及国际

和平与安全，

认识到大会有贺任对难民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涞

入的审究，并对q联合国宪夼》有关条款中为了维持国

际和平与安全而规定的各种方法和丁·段进行研究，

重申规定各国特别在保护难民方面的贞任的现行

国际准则和原则不可侵犯， 并重巾各国际组织匀机构

的职权范困，

重申其 1970年 10 月 21 日第 2625 (XXV) 号决议，

其中核可了«关千各国依联合囚先卒建立友好 关 系和

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立言»,

因此深信应清联合国在进行人迫上义援助和社会

援助之外， 考虑以还当的）丿． t!..水防止新的人fi小 民潮 ，

1. 福烈谴责一切应对全世界的大批册 l心 r:91负上

要责任、并因而引致人类苦难的压迫性和种 J杖 l·· 义政

权的政策和行径， 以及侵略、外国统治和外 1 1 ,J 占 领 l

2. 请全体会员国将它们对进行国标合作以防止

新的难民潮的，慈见和建议告知秘书长 ， 升为心返愿，农

被遣返的难民提供使利；

3. 请秘书长就各会员国表示的．也见、评论和建

议， 以及（L纶 三 1五届会议上就本项日发表的意见、

评论和处议和他可能从其他联合国机构收到的有关本

项目的 ．一 切其他意见， 向人会第 =: I六届会议提出报

告，备供大会作进一步的审查和详尽的研究；

4. 决定把题为“进行国际合作 以防止新的 难 民

潮＂的项目列入大会第竺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191 U年 12 月 11 日

~ 92 次全体会议

35/ 201. 有关新闻的问题

大会，

回顾 其 197.3 年 12 丿I 17 11 第 3535 <XXX) 一号、

]976 年 12 月 1. 6 日 第 31 / 139 号 、 1978 年 12 月 18 n 
笫33/ 115A 至 C 号和其他关于新闻问题的决议，特别

是 1979 年 12 月 l 8 rJ 第 3-1/ 181 号和第 3-1/ 1 82 号决

议，

回顾 «世界人权'iU l 9 条，具中规定“人人

{1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 自 由；又此项权利包括持

｛i上张而不受 I ．十步的自由， 以及通过任何媒介和4寸仑

旧界 J求 、 拔义和传违悄息和思想的自 山 ”， 以及第29

条，其中规定这些权利和 I1 由的行使，尤论在任何

情况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因的宗旨和原则”,

又回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囚伈公约只＠第19 条

和第 20 条 ，

回顾其 1974 年 5 月 I II 载{K建立新的国际经济

秩J扣代，、心和《行动纲切(t'·J 纶 3201 (S-VI) ~和第 3202

(、 V J )'·J 决议 、 1 97 141 1 2月 12 1 1 载仆《各 1中纾济权利和

义务无 心的纶：~28 1 (XX IX ) 号决议和 1 975 年 9 月 16

I I 义 ．l .发展 和 1 11 卜点于诸合 1个的弟 3:lu2(S-Vll ) 号决议，

回顺 ］ 9四{1 :． 9 丿 I :; 1 1 .介、..H II(! ．哈瓦那平行的第六

次小钻炽因豕或政J{.f 首脑会议« ·拟｝门直，｝．》内关于新闻

~9 人会打}217.＼ （ ll l ) 勺决 议 。

也 人会第2200,\(XXJ)月决议，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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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咖．
和大众传播问题的建议乌其中强调新闻方面的合作

是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建立新的世界新闻和大

众传播秩序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回顺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1978年 11

月 28 日通过的0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对加强和平与国际

了解、促进人权以及对反击种族主义、 种族隔离和制

止煽动战争所作贡献的基本原则宣言》度以及其笫十

九届、笫二十届和第二十一届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新闻

和大众传播的各项决议，

注意到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1975年 8 月 1 日在赫

尔辛基签署的q最后文件»,

井回顾《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

言》，＠

重申大会在拟订和协调联合国在新闻领域的政策

和活动方面应发挥主要作用；确认联合国教育、 科学

及文化组织在新闻和传播领域以及在执行该组织大会

通过的关千这个领域的有关决定和大会关于这个主题

的决议的有关部分方面所起的核心和重要作用，

认为印行国际研究传播问题委员会的最后报告＠

对新闻和传播问题的研究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对这份

报告的辩论也可以帮助促使各国政府、 专业人士和公
众参与建立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卉的过程，

意识到新闻和传播领域的活动是相辅相成的，联

合国系统内负责新闻和传播的不同方面的各机关、组

织和机构需要加强它们彼此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回顺有必要加强协调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

织同其他有关专门机构，特别是国际屯估联叫在新闻

和传播领域的活动，

童识到所有各方面需要协力建立一个基千新闻自

由流通以及更广泛和平衡的新闻传播的新的世界新闻

和传播秩序，以保证新闻来说多元化和新问的 t!l 由获

得，特别是迫切盂要改变发展中 1因家在新出）和传播领

域的依赖地位，这也是为了加强和平打困际了俯，

＠芩石 A/35/542, 付HI ． 第 ＇．i'i. -:-i 280 ',i 299 I丸

＠《联介 I I;1 教 (i、抖．；及文化组织．人会记，k , 沿 ．； 1·hli 

会议，心一，决议>,炎义个m 100 个 10,t 贞。

＠大会弟 33/73"决议。

＠联介 l叫教(i、科学及文化组织］·. 1980 勺．以句，、i 众多、

天下一家》的标选印行。

确认建立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同新的国际经

济秩忭是有关联的，并且是国际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

部分，

满意地考虑到新闻委员会的报告仓和作为其附件

的委员会特设工作组的报告，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与新闻有关的问题的报

岔, ·1 +
~ 丿

I

井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

干事的报告，＠

井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

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所设立的国际传播发展方案，＠

重申需要使联合国在传播新闻方面确保语文均

衡，并按照«联合国先兹》第－O一条第三款的规定，

确保儿工作人员的公平地理分忙，牛寺别是在秘书处新

闻部的高级人员和决策人员员额方面，

1. 对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1980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28 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二十一

届会议通过的各项有关决议，特别是与总千事关千国

际研究传播问题委员会的研究结果的报告＠有关的决

议， 裹示满意 ；

2. 又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

木被要求｝即采取步骤展开研究，以便拟订关于新的

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的基本原则，并探讨此项研究有

尤可能和宜否作为《建立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宜

言））的基础；

3. 对于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内设立

国际传播发展方案寰示满意，这一方案是建立新的世

界新闻和传播秋片的币耍的一步，日的在于促进发展

中闪家的传播从个设施，以使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函«人会 ，1式正 ． 1'. . :./l : I· Ii屈会议，补编 i\21 另)(A/35/

2 l ) 。

~ ,\ , 35. i)(J,1 和，．｀＇ r r. I 心

＠芩石 A.35 362。

＠冬行A,135 ,362 ,＇A小J.1, I片lfl . 0 

@1111 j.，附 fI·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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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以及发展中国家相互间在新闻和传播领域的

差距；

4. 清各会员国政府及其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和其

他实体为发展中国家的传播结构的发展、 特别是向因

际传播发展方案提供资金或技术支援；

5. 请秘书长向国际传播发展方案提供充分合作

和支持， 寻求和鼓励机构问合作， 促使各机构参与这

一方案及其政府间理事会的活动；

6. 请各会员国提供便利，使国际研究传播问题

委员会最后报告获得广泛传播和研究，在建立和加强

各自本国的传播能力时考虑到报告中的建议，并且把

新闻和传播问题列入它们的发展战略；

7. 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正在其

职权范围内所从事的关千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困家的活

动所产生的影响的重要L作；

8. 重申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同联合国

系统内有关新闻和传播问题的其他组织在业务上进行

合作与协调的重大需要；

9. 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就国

际传播发展方案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兰十六届会议提出

进度报告；

1. 对新闻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的

报告＠所反映的该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裹示满意；

2. 核可新闻委员会的报告和其中所载的委员会

特设 ．T仆小组的建议； 3

3. 重申大会第34/182号决议交付给新闻委员会

的任务；

L 决定把新闻委员会成员从六十六个附加到入

+ L个． 新成员由大会主席按照秘书长］ 980 年 1 丿J

lOli 说明所述、与各区域块 1八进行协商后任俞；芍

＠《）《会正式记朵，究二十五屈会议，补织笱~ 21 \九（A/35/
21)，附 i'1，小 11\＇J 。

@：＼ ＇34.i853 。

5. 请新闻委员会在执行其任务时，寻求联合国

系统所有组织，特别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的合作和积极参与；

6. 对联合国新闻事务联合委员会为改进联合国

系统各组织新闻活动的协调所作的努力， 褒示赞赏，

并吁请该委员会就这种合作和协调的范围和前尿经由

行政协调委员会向新闻委员会提出报告；

7.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处新闻部已经同促进不结

盟国家在新闻和传播领域进行合什的各专门机构，以

及其他国际和区域新闻组织建立屯设性关系，这些组

织，除别的以外，正在传播或准 ，令传播来自联合国的

新闻，井请新闻委员会继续审查新闻部同这些机构和

组织的合作，以期促进和进一步发展这种合作；

8. 满意地注意到各国政府、各非政府组织和其

他实体在传播新闻刘5编 ',j的有关联合国及儿活动的材

料力前所作出的贡献，并清新闻部继续研究方法，进

一步利用他们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9. 重申联合国新闻方案在促进公众对联合国恬

动的了解和支持方面正在迅速增加的作用的 市要件，

并诮秘书长审查新闻部目前的活动，以期保证更妥并

而有效率地利用其现有资源，

10. 重申新闻委员会的建议， 即新闻部的额外

资源应向它盂要向公众报道的联合国活动的珩长率相

称， Jt建议秘书长应为此目的向新闻部提供这类资

源， J+ 请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审查新闻部的相对珀长

率，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11. 重申《发展论坛刃所发挥的顶要作用，及有

必婓使其作为一个机构间项目的期刊继纹出版的决

定，又秘书长应继续审查其财政情况，绵续设法矿M保

此一出版物能够长期得到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的财政

支抖，并就这个问题向新问委员会下一）µ}会议提出报
.' ·1 I II 

12. 对联合检杏组促出的义 千联合 114新闻中心

的报仇， 吩 以及对柲书长为了 11 出必要的改；丫；对该报

店捉出的总见，＠ 表示赞赏 ；

®A/ 3,1/379. 

@ A/ 34/ 379/JAdd.l. 



四． 根据作别政治委员会的报仵通过的决议 115 
一 ·一 · ·__ __ __..C . -~- --·一·~ ·'”“”-- - ·- • ~ 

13. 请各会员国的大众伈播组织在建立 一 个新

的更公正有效并符合大会和联合IN教有、科学及文化

组织的各项付关决议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的范围

内，帮助人们了解联合国系统为了达哎困杯社会正义

和经济发展，国际和平与安全及逐步消除国际上的不

公平和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

14. 请新闻委员会向大会第了十六届会 议提出

报告；

1. 澹秘书长保证：

(a) 新闻部在有关联合国的一般性新闻和在它

所关切的主要问题方面，继续使其工作面向传播以国

际和平与安全、裁军、维持和平与调停行动、非殖民

化、促进人权 、 对种族歧视进行斗争、如女参与为和

平与发展而展开的斗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

建立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等问题为主的新闻，

(b) 特别注意联合国反对种族罹离的活动和联

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工作；

(C) 联合国继续努力向广播媒介提供关于妇女

的节目 1

2. 请秘书长执行新闻委员会的报告所核可的委

员会特设工作组的各项建议，＠并就所取得的进展向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3. 请秘书长采取紧急措施，改正目前新闻部工

作人员的地域不均衡情况，赵照《联合国宪邓B第一百

零一条第三项的规定，确保所有国家、特别丛发展中

国家人员的公平参与，尤其是在齿级和决策人员的职

位方面，并就此一事项向大会笱三十六届会议提出进

度报告；

4. 请秘书长拟订一项将九线电和视觉1＄务 IlIIX.

域化，让每个区域籵负贞 Jl·各自区域的所有儿线电、

电视和电影制什的计划，并就该计划向新闻委员会捉

出报告；

5. 溃秘书长向新闻委员会提出一项义1：联合 1 斗

新闻中心系统的个面计划，并娱中i1 ．夺于联合国总部

新闻部勺各中心之间正在不断谈变的关系；

6. 鉴于联合 IN 各新闻中心的活动日益卅JJIl，而

性质又［．I 益复杂，请秘书长改善：

( a) 新闻中心网，其办法是，审查各中心在新

闻部结构中的功能和作用，并在认为有必要时在现有

资源许可的范围内设立新的中心，特别足在津巴布韦

和孟加拉国各设一个中心，同时除别的以外，考虑到

必须保证地域均衡的原则，

(b) 各中心的工作能力，特别是在管辖范围较

大的中心，配置与其任务加重相应的工作人员员额，

(C) 提供给新闻中心的技术器材，包括用户电

报设施，以加强联合国系统的新闻传播；

7. 请秘书长保证新闻部继续作为协调和执行联

合国新闻活动的中心；

8. 请秘书长芷即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新闻部的

出版物和节日在各种正式语文的使用上力求均衡， 并

加强为此 H 的而设立的改编股的效能，以便对资源作

最适当的运用，向公众宣传联合国的活动；

9. 请秘书长尽早按照其向大会提出的报告＠的

构想，开始举办为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工作者和广播人

员提供为期 二至四个月的在职训练方案，以期尽可能

患及最大数日的这类人士， Ji尽可能使训练期问配合

大会会期；

10. 并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

(a) 加1；从 Ji· 1攻哼新闻部无线电；“务处的区域结

构，特别il心（，各区域以各种诏言安排足够数量的节

「I, 井为此就什为优先｀胪项、设立一个单独的加勒比

股和扩允儿线 1Ult务处的非洲股，向新闻委员会下届

会议促出－个计划；

(b) 就附加 n 前联合冈矩波广播的次数，使之

成为每 1 1 ,1＇i 11, 向新闻委员会捉出具体提案；

(C) 在紧急的基础上编写关千联合囚利用 自己

3A/3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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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施和频率从事国际短波广播的技术 、 财务和法律

方面的研究报告，供新闻委员会审议；

(d) 作为紧急事项，与东道国澄清在联合国总

部地区开办调频广播的提案的法律问题，并向新闻委

员会提出报告，包括对这个问题的技术和财务方面的

详尽研究，

(e) 尽可能利用现有资源向日内瓦的新闻处提

供为传播关于联合国活动的电子录音和视觉新闻所必

要的设备

(f) 向新闻部提供足够的资源，使它能够保证

用新闻稿全面报道联合国的一切重要会议和活动；

(g) 保证在大会会议期间，在现有资源范围内

尽可能向新闻工作者、特别是来自发展中 国家的新闻

j．．．作者提供充分的设施，以便能更好地报道和播送新

闻；

Ch) 在联合国总部向新闻传播媒介的代表公平

分配永久性办公室空间，特别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传

播媒介代表的符要；

(i) 研究能否加强发展中国家参与利用入造卫

星向各区域播送联合国电视节目，并就此一事项向新

闻委员会提出建议；

( j) 着手制作西班牙语的电视节目；

11. 井请秘书长探讨能否利用更多会员因的设

施，增加联合国无线电向南部非洲广播的次数；

委员会特设工作组1979年报告所载建议匀所取得的进

展，向秘书长表示感谢，片诮秘书长练续执行所{i这

类建议；

13.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

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14 . 决定将题为“有关新闻的间题”的项目列入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l980 年 12 月 16 日

i, 97 次全休会议

* 

* * 

在第97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上述决议后，大会主席宣布，桉

照决议第二节另四技的规定，他委派希腊为新闻委员会成员 。

因此，委员会由下列会员国纽成：阿尔及利业．阿根廷、

孟加拉国、比利 时、贝宁、巴西 、 保加利亚、布 l坠迪、智刊、

哥伦比亚、 阿 果、 研斯达黎加、古巴 、 寨浦路斯、丹麦、厄瓜

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拷恋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 几内

亚、圭亚那、 印 度、 印度尼西亚、意大利、 氖牙诲岸、 日本、

约旦．肯尼亚、书巴嫩、蒙古、摩洛哥、荷兰 、 尼日尔、 尼 日

利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 、 葡萄牙、罗马尼亚、

新加坡、索马电、百班 牙、斯里 兰卡 、 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多哥、 特立尼达和 多 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颓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习、

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拉夫和扎伊尔。

＠《入会仆式记求，红＇｝ · .十四屈会议，补编办 21 3 > (AI 
12. 对秘书长执行审查联合国新闻政策和活动 31/2 1 千II (; o r r. l) , 14! tl .., （: ,1＇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