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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 

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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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本报告中下加黑线的各段均力工业发展理事会通过的结论



导 言

兹按照联大 1 9 6 6 年 1 1 月 1 7 日第 2 1 5 2 ( X X i ) 号决议，向联大提交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 

业发展理事会第十六届各议报告。

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于 1 9 8 2 年 5 月 1 1 日至 2  8 日在维也纳国际中心工发组织总部举行。本 

报 普 于 1 9 8 2 年 5 月 2  8 日在理事会第 3 2 3 次会议上通过。



第 一 章

需要联大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对之 

采取行动或予以特别注意的事项

1 . 在议程项目 5 ( 常设委员会的报告）下 ，理事会通过了常设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 

( 工D / B / 2 7 0  ) 和第十七届会议工作报告（I Ü / B / 2 8 8 和GorrUX见f 面第4 6 段)。在通过这些报告 

时，理事会还通过了一项请求，即请执行主任将常设委员会第十五届和第十六届会议期间就 1 9 8 4 -  
1 9 8 9 年中期计划草案所作的评论和所提的意见递送给方案和协调委長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 

大，以供对中期计划草案作进一步审查和定稿。 这些评论和意见均载于文件 I D / B / 2 6 8 第 1 4 1  
至 1 7 6 段和文件 I ü ^ / 2 7 0 第 1 8 至 5 2 段。

2 . 在议程项目 7  ( 非洲工业发展十年）下 ，理事会通过第 5 5 ( X V I ) 号决议，其中理事会注 

意到工发组织执行主任和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执行秘书所提交的进度报告，并请联大拨 

出充足的工作人员和财政资源，以确保有效地协调和执行工发组织和非洲经委会有关非洲工业发展 

十年的各项活动。 （理事会对这个问题的审议情况见第 7  2 段至 8 5 段以及第 5 5 ( x v i ) 号决议 

附件一）

3 . 在议程项目 8  ( 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展，，奄» è i ® 不岛摆摩 1'巧̂ 义的报告）下，理 

事会注意到联大关于为最不发达国家的 5  0 名代表参加 1 9 8 2 - 1 9 8 3 # 期间举行的协商会议提供经 

费的决定，并请联大第三十八届会议考虑拨出财政资源，以使更多的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与会者能 

参 加 1 9 8 4 - 1 9 8 5年间举行的协商制度会议 . （理事会对这个问题的审议情况和结论见第 8  6 至 

9  6 段 ）

4 . 在议程项目 1 1 ( 技术发展和转让，包括工业和技术资料库）下 ，理事会重申了其以前的 

各项决定和回顾了联大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项决定，提请注意有必要在秘书处内加强现有体制安排， 

以便提高工发组织在以务实的方式满足发展中国家需要方面的努力，并把合适技术和先进技术的好 

处带给发展中国家。 理事会还重申其以前关于拟拨给工业和技术资料库的资源的决定。 （理事 

会对这个问题的审议情况和结论见第 3  2 至 5  5 段 ）

5 . 在议程项目 1 2  ( 工发组织第四次大会）下，理事会以工发组织第四次大会筹备委员会的 

资格同意向联大第三十七届会议建议下面第 1 6 7 段所载的大会临时议程草案。 （理事会对这个问 

题的审议情况和结论见第 5  6 至 7  0 段 ）

6 . 在议程项目 1 3  ( 联合国工业发展基金）下 ，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了工发基金的业务活动 

继续遭到限制和困难，并回顾了联大第 3 6 / 1 6 2 号 决 议 第 一 节 ，促请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 

在考虑到工发基金需要有最大限度灵活性的情况下，向联合国工业发展基金捐款或者增加它们的捐 

款额，以期达到商定的每年所需资金提供额 5 0 0 0 万美元。 （理事会对这个问题的审议情况和结 

论见第 1 7 1 至 1 8 1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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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会议的安排

7 . 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于 1 9 8 2 年 5 月 1 1 日在维也纳国际中心工发组织总部开幕。

8 . 本届会议由理事会第十五届会议主摩K，1 • 达 拉 尔 先 生 （印 度 ）主持开幕。 在第十六届 

会议新主库选出之前，由他代理主席职劣（即将离任的主席的发言见工 :0 / ^ / 5 1 ^ 3 0 2 第 1 - 2 段 ）。

A . 成员及出席情况

下列理事会成员国的代表参加了第十六届会议：

阿根廷 加遂 利比里亚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马达加斯加 瑞典

奥地利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马来西亚 瑞士

比利时 几内亚 墨西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巴西 印度 蒙古 土耳其

布 1 :迪 印度尼西亚 摩洛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中国 伊拉克 荷兰 大不列赖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捷克斯洛伐克 意大利 巴基斯坦 美利坚合众国

丹麦 曰本 巴♦马 委内端拉

厄瓜多尔 肯尼亚 罗马尼亚 赞比亚

法国 莱索托 西班牙

下列联合国会员国或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振了观察员出鹿会议：

马里

毛里塔尼亚 

尼加拉瓜 

尼日尔

m
阿曼

秘鲁

菲律宾

国 

牙
民
 

兰
葡
韩
 

波
荷
大

芬兰

希腊

危地马拉

罗马教廷

却牙利

伊朗

爱尔兰

以色列

象牙海岸

黎巴嫩

卢森堡



1 1 . 下列组织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观察员也出席了会议：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巴勒斯坦解效组织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1 2 . 下列联合国秘书处的代表出库会议：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室

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卒务中心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欧洲经济委员会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非洲经济委员会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1 3 . 下列联合国机构浪代表出库了会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 4 . 下列专门机构浪了代表：

国际劳工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各缔约方也浪代表出摩了会议。

1 5 . 下列政府间趙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非洲开发報行

非洲知识产权组织 

英联邦秘书处 

经济互助委员会 

欧洲经济共同体 

改洲投资報行 

非洲统一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1 6 . 下列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亚非人民团结組织

欧洲各国工程协会联合会 

国际保障工业产权协会 

国际商会

国际基奢^教企业管理人联合会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国际工业设计学会理事会 

国际电工委员会 

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 

国际雇主组织 

国际储蓄報行协会 

化学工业协会 

世界构件建筑和颜制协会 

世界工业和技术研究粗织协会 

世界工会联合会

选举主席团成员

1 7 . 理事会第十五届会议决定根据议事规则第7 9 条，在 1 9 8 1 和 1 9 8 2 两年内暂停适用议事 

规则第 1 9 条和附录A 中关于主席团成員轮任制的规定， 理事会在同一届会议上还决定，1 9 8 2  
年的主库应从A组中的非洲国家中选出；三名副主席从A 组中的亚洲国家和南斯拉夫、 B 组和 C组 

国家中选出；报告员从D组国家中选出。，

1 8 . 在 1 9 8 2 年 5 月 1 1 日第3 0 2次会议上，理事会按照议事规则第1 8 条和关于 1 9 8 2 年艳 

任办法的上述决定，以鼓掌方式选出了下列主席团成员：

主 席 : S . 马帕拉先生（赞比亚）

副主席 : I "，更拉尔先生（伊拉克）

E • 施密德先生（奥地利）

A ，泰尔哈尔达特先生（委内端拉)
报告员: N ，雷谢特埋亚克先生（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第十六届会议主摩当选后向理事会作了发言（见 工 民 3 0 2 , 第 6 -  8 段 ）。

C. 全权证书

1 9 . 按照工业发展理事会议事规则第1 7 条第 2 段的规定，第十六届会议的主席团审查了出席 

本届会议的各代表团的全权证书。 主摩因认为这些全权证书符合规定，并将此事向理事会作了报 

告。 理事会在 1 9 8 2 年 5 月 2 4 日第3 1 9次会议上通过了主廣团的报告。

J). M

2 0 . 在 1 9 8 2 年 5 月1 1 日第3 0 2 次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脑时议程（工 ) 。 

理事会通过了下列议程（I ü / B / 2 7 1 / R e v .  1):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 6 号 》（A / 3 6 / 1 6 ) 第 1 4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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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1 0 .
1 1 .
1 2 .
1 3 .
1 4 .
1 5 .
1 6 .
1 7 .
18.
1 9 .
2 0 .  
21 .

会议开幕 

选举主库 ffl成员 

通过议程

- i t 性辩论，包 括 《1 9 8 1 年执行主任年度报告》

常设委员会的报告

工发组织第三次大会各项决定和建议以及联大第十一届特别会议有关工业发展的各项 

决定和建议的后续行动 

非洲工业发展十年

联^ 不 业 ( 1 5 ^  , 包括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报告

协商制度，包括议事规则间题

将工业从发达国家重新部署到发展中国家

技术发展和转让，包括工业和技术资料库

工发组织第四次大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基金

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技术援助

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技术援助

妇女参与发展

有关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事项

工业发展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和常设委员会第十八届及第十九届会议的时议程 

工业发疑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和黎设委员会第十八届及第十九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通过第十六届会议的报告 

第十六届会议闭幕

E . 工作安排

2  1 . 在1 9 8 2 年 5月1 1 日第3  0 2 换 议 b 秘 械 的 提 请 理 事 会 注 意 关 于 会 议 时 地 分 配 办 法  

的联大1 9 7 7 年 1 2 月 9 曰第3 2 / 7 1 号决议和 1 9 7 8 年 1 2 月 1 4 日第 3 3 / 5 ■决议以及关于文件 

管制和限制的1 9 7 8 年 1 2 月 1 4 日第3 3 / 5 6 号决议。 他接着按联大第 3 2 / 7 1 号决议第 8 段 

的规定慨述了提供给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的会议资源，

执行主任的发言

2 2 . 在1 9 8 2 年5月1 1 曰第3  0  2次^^111,执行主任向理事会作了发言（见 工 3  0 2 ,
第 1 1 —1 7 段 ）



第三章

一般性辨论，包 括 《 1 9 8 1 年执行主任年度报告》

2 3 . 理 事 9 8 2 年5月 1 1 曰第3 0 2 線 H 义议额目4 二 一般性辨论，包 括 《 1 9 8 1 年 

执行主任年度报告》（I ' D / ^ / 2  8 0和 C 0 r  r .  1 和Ad d . l  )。理建会共开了六次会议f 门讨论这^ 义程项目。

2 4 . 由于筒要记录（I D / B / S R .  3 0 2 -  3 0 7 ) 已详细报道了辩论期间所作的发言， 因此， 下列 

各段只眠于报道辨论中提及的主要议题。 一般性辩论中对作为单独议程项目进行讨论的各项议题 

所表达的意见均分别载于讨论这些议程项目的各章。下列各段不能视为反映理事会作为整体所持的看法。

2 5 . 有人说，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是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时刻召开的。 当前世界经济困难 

重重，没有迹象显示在最近的将来会有所改善。 发展中国家受持续的经济危机的打击最为严重。 

有人对裁减多这援助的政策和越来越多地把发展援助用于国家安全利盤的做法表示关注C 有人说， 

日益抬头的保护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地位恶化， 限制了它们的工业化速度，并且胆碍了社 

会的发展。 有人指出，保护主义政策带来灾难性后果，只有自由贸易才能使世界经济得以作出必 

要的结构调整。

2 6 . 国际经济不景气的状况并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反映了全球经济体系结构的基本不平衡。 

有人在发言中指出，某些工业化国家的政策是把经济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0 有人也提及由于明 

显的低效率和计划失败所引起的其他困难0 在当前严峻的世界经 '济形势下， 改革旧的国际經济结 

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有人对有些国家不愿在这方面进行重大 

改革深表遗憾，他希望关于这个问题的全球性谈判能尽早举行。

2 7 . 有人说》在当前的经济气候下， 国际发展努力应该集中于粮食、 能源和贸易等优先领城0 
然而，工业化是所有这些领域相互关连的共同问题。 也有人说，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发展其根本基 

础结构的主要动力，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个事实已反映在《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 

年国际发展战略》中, (联大第3 5 / 5  6 号决议，附件）g
2 8 . 许多国际上具有声望的机构都曾指出，通过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展，世界经济危机 

'可以大大克服。 工业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货物市场是否稳定，发展中国家应有更多机会进入它们 

生产的货物的市场。 但是》 当注意不要把工业化视为解决发展中国家所有问超的出路，应对工业 

化的社会方面问题给予充分的注意。

2 9 . 有人说，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好处，但是这个过程需；足够 

的财敬资源0 有人表示必须寻求骄新的办法来为多这经济合作提供经费。 亿万美元浪赛在军火 

上。 构想出一些措施来省下这一笔庞大经费， 以便把这笔钱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包括发展中国 

家的工业发展，现在是时候了。 也需要作出其他安排， 以低利息提供工业贷救。 在这方面， 有 

人指出，设立一个国际工业发展報行的建议值得认真考虑。 也有人建议现有的政府间金融机构应 

予加强或进行结构改革0

工 D / B / 2 8 0  和 C 0 r  r , 1 以及工 DyB/^28Q/Ad d .



3 0 . 在目前环境下，尤其重要的是加强南一南合作。 在这方面，有人提及发展中国家间关于 

经济合作的高级会议1981年Ô巧(A /36/3331t件)所 加 拉 ; 纲领》，有人表示关心，一些 

国家可能以当前的经济危机为借口，把对发展的揭助维持在低水平。 有些国象似乎不愿解决对实 

现利马指标极其关缓的基本间题》 但是》有人表示希望，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而努力这个# 诚 

愿望终将糾正这种状况0
3 1 . 工发组级经费病少是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題，如果让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毫无疑问将会访碍 

关于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各个方案0 —方面有人说应不遗余力地缓和目前工发组织活动所受到的《 

算限制。 另一方面也有人说》在各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其政策以适应有时在国内弓I起许多困难的外 

郁经济现实的时刻，工发组欽同样必须面对这些现实。 作为一个已经成长的机构，工戾组织在资 

源方面不能期望趣续很快有所增加》 在目前资源状况下，工发组织必须确保最有效地和最有刺地 

利用所得资源，把这些资源集中用于优先领域，并与其他组织密切合作，以避免工作重复，

3 2 . 有人祝贺执行主任和秘书处准备了 一份条理十分明晰、内容极其全面的1 9 8 1年年度振岛 

该报告要比以往各次报告包含更多有用而具体的内容》比如说其中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进廣的 

内容就可以避免再向理事会另作报告了。 有人指出联大要求及时散发这一报告的各种正式Ü 文本, 
这一指导原则应该得到更严格的遵循。 另有人则着望秘书处根据一般性辨论中所提出的# 见继续 

改进年度报告。

3 3 . 关于年度报告，理事会没有把下列各项议题作为单独议巷项目加以考虑， 工戾组织特为 

专门机构，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的技术合作活动，研究与业务活动之间的关系，特别方案，本 

组织的人员及其他资源。

3 4 . 对已有7 5 个成员国批准了新的章程一事一般均表示满意，并呼吁其余国家加速批准过程 

以便新的工发组织能最返于198 4年 1月 1 B前成立C 有人认为，工发:粗奴转为专门机构的闻时 

应该增加资源并提高工发组扭的效率以使该组织能全面地履行其责任* 还有人提议尽早开始进行 

协商以便为工友组织的新地位作好必要的具体安排0

3 5 . 有人指出，自 1 9 7 8 / 1 9 7 9 年以来工发组织交付的技术援助没有实际的增长，无论是特 

别工此服务方案还是联合国工业发展基金都未得到足够的资金。 还有人说，在此资金青秩之际， 

特别工业服务方案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具有直接、重大的意义》 特别工业服务方案是工戾想

织最有用的方案之一，因此应该按第5 3 ( x v )号理事会决议所述方法不遗余力地增加该方策W资金  ̂
有人希望1 9 8 2年一 1 9 8 6年期同在得到总额为2 ,  0 0 0 万美元时，该方案资金不足的问题会得到 

克服。 工发基金的重要性也是得到公认的，因为它起着有用的作用，尽管它的资金来自各种不同 

来源0 有人表示，应该找出办法来向那些没有能从开发计划署增拨的指示性规划数字中得益的BB

象提供技术拔助。 还有人提议，工业发展高级现场顾问及初级专业人员等系统应该得到加《0
3 6 . 尽赞处于资金不足这样的不利条件之下，工发组织仍有效地利用各种资金来源来增加技术 

援助的交付额， 这种技术拔助被认力是工友組织成本效率最高的活动。 对此人们表示满意》 有



人还表示，应该在工发组织创造条件以确保通过提高效率和从秘书处内部向工业业务司调拨专业人 

员来进一步强加技术援助的交付额。 这种做法可以扭转当前的不利趋势，工业业务司增加的专业 

人员要比工发组织其他司少得多。 有人赞扬工发组织秘书处积极参与开发计划署的国别方案制订 

工作一一特别是方案工作团—— 及其与开发计划署的出色合作。 由于开发计划署增加了对工业部 

门的拔款》工发组织已成为执行开友计划署资助项目的第三大机构。

3 7 . 对工发组织在非洲的技术合作有所增长而感到高兴的同时，对在美洲执行的项目价值实际 

上有所下降表示了不安。

3 8 . 有人指出，在工业业务司范围内，化工处所做的大量项目工作是个极好的范例，说明工发 

组织秘书处可以达到何种效率。 可行性研究科比较密切地参与工发组织投资前工作的各方面活动 

的做法也得到了支持。 人们提到，技术合作在发展中小型工业及农村工业、农产工业、标准与质 

量控制、培训、工业规划、公菅企业管理、技术转让、试验性工厂及能源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3 9 . 有人赞赏了 1 9 8 1 年内进行的工业调查与研究活动，其中包括完成了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 

理论工作、完成了对公共部门的一系列调查以及一种部门性研究的新方法。 特别关注最不发达国 

家的做法也得到了赞扬。 有人建议，现在可以着手工作来为各个国家的工业发展以及为区城一级 

的各个部门制订具体的经济设想方案，适当考虑工业化的社会方面、公共部门与计划的作用、 以及 

跨国公司对工业化过程的消极作用。 有人呼吁本组织中那些负责研究的郁门和其他都门之间促进 

协调以便各自的活动都能得到加强。 有人指出，在工业研究方面，工发组织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制 

订中期和长期的工业发展计划。 有人建议，也要注意发展中国家私菅部门的潜在作用。 有人还 

建议，应该系统地向各国政府通报研究结果0 秘书处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应

得到加强。 有人表示，工发组织在项目执行方面所做的工作似乎要比举办各色各样的考察和召开 

各色各样的会议更有价值0 有人建议今后的年度报告应说明每项研究的用意是什么和该项研究可

能带来些什么好处。

4 0 . 有人在发言中对投资合作方案表示支持，并对与开发计划署就此议定的各项安排表示欢迎0 
还有人指出，该方案显示了一种特别富于想象力的解决办法，有助于吸引外国投资。 有人认为， 

设立一个投资促进办事处》对于把中小型工业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伙者结合在一起，对于协调外国企 

业与其所在国本国企业之间的利益，都是极其有益的。 另一方面，在发言中也有人认为，通过外 

国私人资本的流入来鼓励从外部筹措资金的做法，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屈从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 

条件，从而表现出一种透背工发组织宗旨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倾向。 还有人建议秘书处应该帮助 

确定和制定社会或合作部门的各个项目，并鼓励这些项目的实施， 因为只有这个郁门能够建立和发 

展一种格局多样化的工业，为世界上大多数人带来长期利益0
4 1 . 有人在发言中对发展中国家相互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方案表示欢迎，并建议工发组织增加 

对这方面的拨敦。 鉴于南北对话目前存在着各种障碍， 发展中国家相互间实行经济和技术合作至 

关重要。 有人指出，加拉加斯行动纲领对于发展中国家相互间的经济合作是一种新的推动。



4 2 . 有人对某些地械集团在秘书处和在现场工作中的任职人员比例不称这种情况表示不满。敦 

促秘书处要加强努力实施公平地按地域分配的原则， 以便提高工发组织的工作效能。

4 3 . 对执行主任年度报告特别重视评价这一重要题目表示满意。

4 4 . 执行主任在條释性发言中指出，投资合作方案，特别是投资促进办事处并不限于促进市场 

经济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J 其唯一目的是通过中小型企业促进所有国家之间的 

合作。 他要求社会主义发达国家通过这类投资促进办事处扩大它们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Î 并希望 

社会主义国家能使这类办事处到处发挥作用，其中有一些已经在某些国家开办了合营企I  关于

另一个问题，执行主任说》秘书处将尽全力保证及时向理事会分友各种正式语文的文件。 执行主 

任还提请大家注意，某些地域集团提出的候选人所占比例太小， 这就不可能产生更相称的任职人员 

比例C 关于拨给工业业务司人员的意见，执行主任解释说》工发组织的其他各司也分担技术援助

的工作。



第四章  

常设委员会的报告

4 5 . 理事会在1 9 8 2 ^ 河17B第 3 0 9 次会议上^ 台审议议程项目5„  理事会在审议时收到了常设 

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I D / 1 V 1 2 7 0 )和第十七届（工V B / 2 8 8 和 C o r r . l )会议工作报告 •
4 6 . 理事会在 1 9 8 2 年 5 月 17日第3 0 9 次会议上通过了常设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 

( 工I V T 3 / /270 )和第十七届会议工作报告（工D / B X 2 8 8 和 C o r r .  1 )。



第五章

工发组奴第三次大会各项决定和建议以及联大第十一届 

特别会议有关工业发展的各项决定和建议的后续行动

4 7 ，理事会 5 月 1 7 日第3 0 9 次会议开始审议议程项目0 。2 理事会收到执行主任的报告 ( 工D// 
S / / 2 8 5  ) 、关于要求成员国建立国际工业发展銀行的建议 ( 工D / ^ / 2 6  1 和 Add . 7  )、 关于该建议 

的后续报告 ( I D / B X 2 7 5 和 Add . 1 )和 1 9 8 1 年世界工业形势统计资料 ( U N I D O / I s . 2 9 2 ) o
4 8 . 有人对秘书处在贯彻执行第三次大会以及联大第十一届特别会议有关工业发展的各项决定 

和建议方面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 但是，有人认为，充分执行这些决定所取得的进展却由于缺少 

必要的资源而受到限制。 辨论期间谈及的优先领域是》工业技术，与能源有关的工业技术，人力 

资源的开发，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的特别措施，协商制度》工业结构改本（重新部署），工业化的社 

会方面问題》工业等资以及非洲工业发展十年。’ 此外，还有人指出，工业化的环境方面问题也应 

予以注意 , 也有人希望，工发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 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合 

作关系将会继续下去。

4 9 . 有人赞扬秘书处给予与能源有关的技术以高度优先地位》有人对工发组织积极参与第备联 

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并为之采取后续行动表示欢迎。 有人说* 能源问题对于克服发展中 

世界的经济和工业化间题极为重要， 已对这个领械的活动提供了具体支持。 有人指出，应特别注 

意工业用的能源并特别注意节约能源的技术和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的发展和转让0
5 0 . 有人认为，重要的是》各种形式的工业发展都应充分注意社会方面的问题， 以避免否则必 

然会发生的危险。 有人建议工业化的社会方面问题应列入理♦会第十七届会议的议程0 有人 

工业研究司的工作应适当注意这些方面的问题》

5 1 . 有人说》培训是加速工业发展的主要先决条件》它的重要性怎样强调也不过分。 有人提 

请注意训练 " 培训教员 " 和劳动大军的必要性。 但是》 为培训有技能的人员而提供的技术援助却 

已有所减少，有人希望在筹备工业人力培训第一次协商会议时应特别注意这个领域0 有人强调指 

出，提供更多的资源来增加方案的数目和加强培训机构是十分重要的。 有人说，工发组织的培训 

方案应更广泛地利用发展中国家自已所有的培训潜力。 有人表示愿意举办培训班。

2 理事会对项目6 的审议情况载于工：D / B / S R . 3 0 2 , 第 3 4 段， 工I V B / S R . 3 0 3 , 第 2 3 、3 1 ,  
3 7  段， i D y ^ / S R .  3 0 4 , 第 6 、 1 5 、 2 3 、 2 5 、 2 9 、 4 3 、 5 0 、 5 9  段, 工I V ^ / S R .  
3 0 5 , 第 2 0 、 2 7 、 4 2  段, 工i V ^ / S r . 3 0 6 , 第 8 、 2 0 、 3 5 段， 工 1 V ^ / S R . 3 0 7 ,  
第 3 、 1 2 、 2 3  段 J 工 d / b / S r , 3 0 9 , 第 2 3 - 2 6  段,工  V B / S R . 3 1 1 , 第 8 、 14 段，

工 D / B / ^ R . 3 1 2 , 第 1 - 6 3  段以及工 V B y ^ S R . 3 1 3 , 第 1 - 5 5  段。

3 关于工业技术、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协商制度，将工业从发达獨家重新部署到发展中国家 

以及非洲工业发展十年等问题的辨论载于第六至十章0



5 2 . 关于根推理事会第5 2 ( x i v ) 号决议对加速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进展加以监督的问题，促 

请参与工发组织活助的各国尽早对执行主任在1 9 8 1 年 9 月 1 4 日发出的问题单作出答复， 以便能 

向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综合报告。

5 3 . 有人指出， 除了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确定的优先领域外，为了实现利马目标，重要的是工 

发组织应在其他对国际工业合起关鍵作用的领域采取行动。 其中一个领域就是工业，资。 另 

一方面，有人表示认为，工发组织应集中力量在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确定的优先领城进行工作。

5 4 . 工发粗织在鼓厥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调动国际资金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这一点得到了 

毋遍赞同C 人们把工度组级的投资促进服务、与世界報行的合作、协商制度以及投资前活动作为 

范例而加以引用。 然而对工发组织在建立金融机构方面的作用却表示了不同看法，某些地域集团 

重申了它们在第三次大会和以前各届理事会和常委会上所持立场。"
5 5 . 人们普遍认识到实现利马指标需要向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部门输送大量资金。 普遍认为目 

前的资金供应安排不足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要求， 因为它们面临着严重的国际收支困难并负有沉重 

的外债包權0 有人指出，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纽、 国际发展协会以及亚洲开发報行的最近事态发 

展所表明的， 商业銀行系统已接近其极限，对多进筹资组织的捐款正在减少。 有人断言，解决这 

些问题就需要按文件工 i V ^ S / 2 6 l / A d d . 7 建议的精神建立一新的工业算资机构。 第六次非洲 

工业郁长会议对关于建立一小国际工业发展银行的建议的认可，工业发展理事会和常设委员会历届 

会议上的发言，都被引用作为广泛和真诚支持该建议的证明。 有人对现有机构真能作出必要的改 

革或者对这些机构能为工业提供的资金真能有显著的增加表示怀疑。

5 6 . 有人说目前困难重重的全球经济状况不应访碍建立拟议中的级行， 因为这样一小机构不仅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而且逆有利于工业仏固家。 不管怎样，形势可望有所改观》 工发组织应为这 

种变化做好准备。

5 7 . 有人坚决主张为工业郁门建立一个新的金融机构，并且指出，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就是一个 

部门性的提供资金机构，并由现在反对建立国际工业发展報行这一建议的某些国家参加，这一机构 

既没有扰乱金II市场，也没有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部门优先项自。 Æ 有人怀疑现有的金融机构不够 

灵活，不足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的各种需要， 因为这些机构往往把是否" 可行 " ，解释为是 

否 " 有利可图"。 有人宣称，世界報行反对《关于执行非洲经济发展索罗维亚战略的拉各斯行动 

俄 'JX A / S  - 1 1 / 4 附录工) 御 义 魏 相 家 集 中 览 i 跳 业 1̂5门。现有的錄 W S ；有充分满足X业方面的特 

殊资金要求。 有人坚决相信，执行主任提出的十分及时而又，有创新意义的建议，通过提供现成的 

资金使利可以有助于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而且各国政府都可为此进行捐款。 有人敦促发达国家不 

要拒绝考虑该建议，而要提供它们在工业筹资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从技术角度找出它的不足之处或 

薄弱环节。 一个众所关心的建议，不应该不经研究就立刻拒不考虑，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机会发表 

它自己的意见。

《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 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 6 号 》（A / 3 6 / 1 6 ) , 第 8 0 - 8 2 段I 
工D / B / 2 7 0 , 第 5 6 、 1 1 5 段, ï d / c o n i ' . 4 / 2 2 , 附件二



5 8 . 另一方面》有人对建立一个专门致力于工业筹资的新机构表示反对。 有人说， 工发组织 

不是审查资金转移问题的适当场所：该问題应在世界范围的基础上在一 个适当的国际讲坛上加以审 

t o  有人争辩说该拟议中的机构不会吸引更多的资金一 除非以损害其他部门作为代价， 因为它 

只得与它们争夺有限的资金，从而掠乱资金的分配以及增加借款的成本。 成立新的机构会造成工 

作 重 复 的 浪 费 并 会 导 致 资 金 分 配 的 僵 有 人 指 出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项目已有大约2 0 0 ^ 资金 

来源， 而且认为可行的项目总能找到资金来源0 因此》 工发组织应该把活动集中在制订和促进这

类项目方面。 有人说，改进和补充这些机构活动的问题是这些机构本身根据其自己的专门人材加以 

解决的一个问题 , 而并不是工发组织的责任。

5 9 . 关于该建议的优缺点问题，有人宣称， 尚未见到对该建议的技术长处和可行性方面提出任 

何足以令人信服的反对理由。 另一方面，也有人说，许多国象对该建议给予了认真考虑，而对该 

建议的效能持保留态度是以对其业务各方面的内行分析为依据的。

6 0 . 有人回顾说》联大第 3 6 / 1 2 8 号决议已经协商一致通过》它要求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

审议该建议以就此作出决定。 在审议该建议的过程中， 有人要求理事会决定召开一次政府间会议， 

以便研究关于建立该報行的建议并就该建议作出决定。 在这方面，有人支持第六次非洲工业部长 

会议第 3 ( V I ) 号决议，要求理事会召开这样一次会议。 另外， 有人建议理事会授权执行主任召 

集国际政府间筹资机构的专家举行一次会议 C  在这方面，有人建议用问题单的方式征询各会员国

意见， 问它们是否准备出席一次政府间会议， 以及它们是否准备参与这一拟议中的机构。 另一方 

面，也有人对就该建议进行任何进一步工作表示强烈反对， 因为有人说这会导致浪费工发组织的资 

金。 据说》持有这种看法的正是那些可望提供大部分资本的国家0
6 1 . 有人对文件工D/巧/ 2 7 5 / A d d .  1 的编制表示遗憾。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秘书处在编 

写该文件方面表现出了有远见 0

6 2 . 有人建议，工业筹资问题应作为按联合国第三小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第 7 6 段的要 

求进行的国际资金供应问题审查的一部分而予以研究。（联大第3 5 / 5 6 号决议，附件）。

6 3 . 还有人强调有必要寻求其他办法。 有人建议，应该研究裁军与发展的关系。 有人提请 

注意，只消将军备开支中的一小部分拨充工业筹资之用， 工业筹资即可得到资金来源。 还有人表 

示这样的意见，即寄希望于通过裁军解决工业，资问题是不现实的。

6 4 . 理事会主席说，会议发言清楚地表明所有发言者都极其关心第三世界千百万人民的疾苦及 

其所处的落后状况，并均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0 每个发言人都对发展问题感到兴'趣， 

尽管他们可能在某一两个问题上意见相左。 鉴于大家都具有这一共同的基本兴趣， 主席坚决便请 

所有成员设法缩小对审议中的该项建议的意见分救或寻找确保得到更多资金的任何其他办法。

6 5 . 在回答关于一旦建立该拟议中的報行这样的机构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扰乱国际金融状况的断 

言时，执行主任指出，正好相反，该銀行如果建立的话，那将成为国际社会试®纠正当前国际条融 

体制時形发展的一种表示，迄今为止这种国际金融体制一直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的。 执



行主任觸释说，这份论述该銀行可能采取的结构的文件a D / B / / 2 7 5 / A d d .  1 ) , 在去年召开理事 

会会议以前就已经大体上准备好了。 这次是由于有一个国家提出了要求，才分发给大会的。 他

认为将其作为一般性资料不无益处。 但是并不打算在本届会议上对该文件进行讨论。

6 6 . 理事会注意到文件 I D / B / / 2 8 5 所裁的执行主任关于工发组织第三次大会各项决定和建议 

以及联大第十一届特别会议有关工业发展的各项决定和建议的后续行动的进度报告，并要求执行主 

任向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报告。

6 7 . 工业发展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继续审议了从理事会第十五届会议开始审议的执行主任关于 

建立国际工业发展報行的建议 ( 工P / / B / / 2 6 1 / A d d . 7 ) o
6 8 . 理事会认识到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的重要性0
6 9 . 理事会在其第十六届会议期间，未能就文件工P / m X 2 6 1 / / A d d . 7 第 131段所载的执行主 

任各项建议达成一致决定， 因此这一问题将改为由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进行审议。

7 0 . 理事会在重申文件A / / 3 6 / / 1 6第 9 9 段所载的理事会有关决定时，仍请执行主任除文件 

工:D / B / 2 6 l y / A d d . 7 以外再提交一份倚要报告，说明在理事会第十六届和第十七届会议之间可能 

取得的有关进展情况以及他通过B 常接勉所得到的资料Ç
7 1 . 理事会注意到几个代表团提出了一项建议， 即如果目前花在军备上的资金中可有一部分用 

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这一目的的话，就可得到一笔巨款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0 ，

关于一致通过决议后所作的发言，见第二十章， 第 2 3 4 段 ,



第六章 

非洲工业发展十年

7 2 . 理事会在1 9 8 2 年5月1 7 曰第3 1 0 次会î l B B è t î a 义程项目7,  ® 理事会收到的文件有： 

1 9 8 1 年执行主任年度报告（：t D / B / 2 8 0 , 第四章，第 9 7  — 1 0 2 段 ），工发组织执行主任和非洲 

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执行秘书提交的进度报告（工D / B / / 2 7 4  ) ，第六届非洲工业郁长会议报 

告 （I D / B / 2 7 4 / A d d .  1 ) 以及四份载有关于制订和执行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方案的建议的会议室文 

件。

7 3 . 工发组织执行主任、非洲经委会执行秘书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助理秘书长作了介 

绍性发言。 他们在发言中提请理事 会̂注意这三个组织在促进工业发展作为社会—— 经济发展动力 

的工作方面所进行的密切合作。 5 / 6  6 B 号彬义)的 宣 这 项 4 M 有T新的 

意j U 非洲工业£ ^ + ^ ¥ « 食和农业运输以及通讯结为三位一体0 鉴于与执行十年方案有关的任务极 

其繁重， 因此寻求理事会的充分支持， 以确保在经常頸算下拨给非洲经委会和工发组织的秘书处的 

人力和财政资源都有所增加。

7 4 . 大家已充分认识到非洲工业发展十年的重要性，也认识到有必要根掘联大第3 5 / 6 6  B 号 

决议和第 3 6 / 1 8 2 号决议第二郁分的精神优先执行该方案。

7 5 . 有人对缴书处编写的文件表示赞赏* 有人表示已经注意到工发组织、非洲经委会和非统组 

奴之间的有效合作， 以及这三个秘书处为制订和执行得到普遍赞同的十年方案而提出各种建议所采 

取的步骤0 会议室文件所载各项建议把重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并认为政府是工业发展进程的主要 

推动者和有效媒介，有人对此表示欢迎0 也有人赞赏地注意到，这些建议强调为自立的工业化建 

立一个坚实的基础，并在各个部门之内和之间建立联系。 有人认为，这些建议对确定工业发展的 

自主和综合方针的定义， 以及对寻求工业化战略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它们提供了整个非洲大陆规

6 理察会对议程项目7 的审议见工D / B / S R . 3 0 3 , 第 1 9 、 3 8 、 7 6 段I 工I V ^ / S R . 3 0 4 , 第

3 5 、 6 3 段* 工D / ^ / S R . 3 0 5 , 第 9 、 1 9、 5 2 、 5 7 、 5 9 段 , 工D / B / S R . 3 0 6 , 第 哦 ， 

工D / Ë / S R . 3 0 7 , 第 7 、 2 5 *  2 9 »  3 0 段, 工D / B / S R . 3 1 0 . 第 1 一 6 4 段，

3 1 1 , 第 1 一 7 4  段I 工D / B / B R . 3 1 2 , 第 2 8 段和 I D / B / S R . 3 1 3  第 2 段。



模 的理论纲领。 也有人强调，现在是从宣言走向行动和实际执行的时候了，这些工作才是主要的 

优先任务。 希望在筹备阶段结束时会取得一些实质性的成果>
7 6 . 有人赞赏地注意到工发组织在八年内对非洲的技术披助交付额增加了三倍。 有人赞扬秘 

书处为执行《拉各斯行动计划》 ，的各项原则而已采取的步骤0 有人同意将重点放在进行中的关 

于培训、基本工业、农村和小型工业、技术和制药工业的活动上。 有人注意到与非洲工业友展有 

关的具体项目和方案已在重新安排和更加得到重视，有人促请在工发组织的每一个方案和次级方案 

中列入与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有关的项目。 有人注意到工发组织为支持非洲工业化而设想的研究和 

其他活动， 同时促请工发组织进一步调整其工作方案， 以便更加重视与非洲有关的活动。

7 7 . 有人提请注意非洲的独特形势，那里虽然具有丰富的自然、人力和其他资源，但它仍然是 

所有区城中最不发达的一个。 大多数新近独立的国家以及2 1 个最不发达国家（其中许多是内陆 

国家）都在非洲。 大量的债务以及外来的通货膨胀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面重重障碍。 有人表示 

下面的说法是不能接受的， 郎：非洲国家应该为工业化国家提供原料以及为这些国家的产品提供市 

场以此来减少沉重的债务， 同时它们的困境却由于诸如跨国公司的统治力量和人才外流等因素起作 

用而日益恶化。 有人失望地指出，季节性的食品匿乏，营养不良、疾病、贪因、失业、能源问题 

以及日益下降的出口收入加剧了这一形势，只有有效的工业化才能加以控制。

7 8 . 非洲的工业发展要求国际社会显示积极合作的精神，要求南北之间密切协作， 因为发展中 

国家的工业化是与发达国家的福利休戚相关的。 发展中国家相互间的经济合作在培训或提供教贷 

敦方面能起有用的作用，这是已得到承认了的。 因此》 已提出要在胶合板、木屑板和纸张、浸清 

和折叠式橡胶产品与水泥以及IL钢和拉丝生产方面提供培训和技术援助C 注意力还要放在按洛美 

公约规定提供的援助方面，这一援助被看 / m 对促进工业化国家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且也对促 

进非洲国家彼此之间的合作起重要的作用， 同时还列举了其他一些援助的范例，这些播助将继续在 

诸如以下各领域内提供：矿物资源开发和公共郁门、善医药物、供电、 陶器、建筑材料和非金厲矿 

业以及培训和投资促进0 还要求提供所谓较件援助， 即：研究、特别方案，资料交换和数据库， 

这些都是工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

7 9 . 实现拉各斯行动计划规定的目标所需的投资规模含有明确的资金要求0 第六次非洲工业 

郁长会议的 3 ( VI ) 号决议要求建立国际工业发展银行的倡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i d / B / ^ 2 7 4 , /  
A d d . l ， E/EC A/CM,  8 / 2 ) 为非洲工业发展十年的活动确保足够资金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诸如 

非洲开发銀行和欧洲投资銀行的服务中而且还体现在要开发计划署向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方案增援资 

金的要求中。 因此，有人说尽管对开发计划署的捐款远没有达到指标，而且现场方案开支会很低， 

但开发计划署已经表示它所承诺的一切义务都将得到承兑， 已核准的项目不会因资金短缺而取消。 

并 且 8 0 ‘％的开发计划署方案资金已拨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 5 0 0 美元的低收入国家。



8 0 . 给工发组织和非洲经委会增加人员和增拨资金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因为加强秘书处 

的力量可确保特久有效的合作。 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方案被视为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需要远见和 

果街的行动，完全框脱当前的无增张形势。 增加资金的分拨额是有利于非洲的将来的，这类投资 

将造福于非洲大陆加国际社会。 当前的经济危机并不能作为不增加经常预算资金的理由，尤其是 , 
人们会联想起花费在武器上的钱额是如此之多。 另一方面，会上也表示了这样的观点， 即认为工 

发组织已经有一个小单位受权促进整个工发组织集中注意非洲问题，并不需要增加和集中工作人员 

来重新改变方案和资源。 同时还表达了这种观点，认为如同文俘工D / B / 2 7 4 第 5 9 段中所述》 

工发组奴内协调活动如果需要额外资金， 应通过在现有的预算内从重要性程度较低的工作领域抽调 

适当的资金来取得。 这种限制性做法受到了批评。

8 1 . 有人在发言中谈到，非洲的工业化要求进一步增加该区域在工发组织秘书处任职的人数， 

还有人极力认为，征聘一些非洲人在秘书处内担任从事规划和决策工作的职务，将有助于促进非洲 

工业发展十年方案。

8 2 . 有人详细地阐述了联合国一些机构所进行的与非洲有关的活动， 这些机构与工发组织和非 

洲经委会实行合作，致力于提高对不破坏环境的经济发展的认识、制订适当的培训方案和创造良好 

的工作环境0 有人还强调了进一步加强机构间合作的重要性0
8 3 . 有人强调说，正如在阐述执行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方案的万式时所指出的那裕要顺利地执 

行十年方案必须建立各国的协调委员会，而重点要放在实现国家一级的自力更生和自立的工业化方 

面。 希望即将在这方面提供援助。

8 4 . 鉴于与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有关的各种活动的重要性》 有人建议，在 《拉各斯行动计划》的 

范围内非统级织、非洲经委会和工发组织关于执行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方案秘书处联合委员会应该更 

经常地召集会议， 它们进行的合作活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重视》 而且还有人认为，应该采取各种 

步赚， 以便确保在工发组织转成一个专门机构之后，该组织的政策仍将包括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方案 

的纲领，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使其有理由在这十年期间成为理事会今后各次会议 

的一个议程项目。

8 5 . 理事会在 1 9 8 2 年 5 月 2 8 日第3 2 3 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关于非洲工业发展十年的 5  5 
( X V I )号决议（见附件工）。



第 七 章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的 工 业 化 进 展 情 况 ， 包 括  

最 不 笑 达 国 家 问 题 会 议 的 报 告

8 6 . 理 事 会 在 1 9 8 2 年 5 月 1 4 曰 第 3  0 7 次 会 议 义 议 程 頃 目 8 。 ' 理 事 会 收 到 的 文 件 有 : 1 9 8 1  

年 世 界 工 业 形 势 統 计 资 料 （ u m D ( V T S . 2 9 2 , 第 二 部 分 ）、 执 行 圭 任 1 9 8 1 年 年 度 报 告 （I D / S /  

2 8 0 . 第 四 ， 第 1 2 1 至 1 2 9 段 和 附 录 0 ) 以 及 执 行 主 任 提 交 的 作 为 1 0 8 4 -  1 9 8 9 年 中 期 计 划 草  

案 增 编 的 一 份 说 明 （ 工 D / B / / C , 3 / 1 0 7 / A d d . 1 和  C o r r . l  ) 。

8 7 . 讨 论 的 重 点 是 ： S 际 社 会 在 支 助 《 援 助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的 /V十 年 代 新 的 实 质 性 行 动 纲 领 》

( A / G O U P .  1 0 4 / 2 2 . 第 一 部 分 ） 中 所 载 的 一 整 杳 政 策 措 施 和 其 他 建 议 方 面 所 起 的 作 用 ， 这 一 实 . 

质 性 行 动 纲 领 是 1 9 8 1 年 9 月 庄 巴 黎 召 开 的 联 合 国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问 题 会 议 所 通 过 的 . 人 们 还 记 得 1 

近 几 年 来 这 些 H 家 中 的 大 多 数 Œ 经 济 上 都 出 现 了 ♦ 人 吃 惊 的 增 长 率 下 降 现 象 ， 因 此 认 为 追 切 需 要  

增 加 额 外 的 资 源 以 及 采 取 更 加 具 体 的 行 动 。 有 人 认 为 ， 巴 黎 会 议 上 提 出 的 有 关 提 供 资 金 援 助 和 其  

他 援 助 的 指 标 首 先 应 是 西 方 工 业 化 国 家 予 以 关 注 的 问 题 。

8 8 . 就 制 造 业 部 门 同 农 业 和 乡 村 笑 展 之 间 相 互 影 响 的 问 题 ， 有 人 认 为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的 工 业 化 进  

程 是 它 们 取 得 全 面 发 展 的 一 个 重 要 因 素 ， 有 人 要 求 工 业 化 国 家 采 取 重 大 的 多 这 行 动 以 使 最 不 笑 达  

国 家 得 以 建 立 S 们 的 经 济 。 有 人 对 工 淀 组 织 加 强 支 持 最 不 笑 达 国 家 的 行 动 表 示 满 意 ， 并 希 望 这 种  

趋 势 能 继 续 下 去 。 但 是 ， 也 有 人 强 调 ， 工 淀 组 织 应 加 速 对 最 不 文 达 国 家 的 寄 要 作 出 反 映 ， 并 尽 一  

切 可 能 来 提 高 制 造 业 部 门 庄 这 些 国 家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中 所 占 的 比 重 ,

8 9 . 有 人 强 调 工 发 组 织 同 联 合 国 贸 易 和 焚 展 会 议 （货 笑 会 议 ）进 行 密 切 合 作 的 必 要 性 。 有 人  

认 为 ， 工 笑 组 织 应 通 过 制 订 和 执 行 各 种 方 案 和 项 目 以 及 通 过 对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的 工 业 郁 门 进 行 深 入 和  

最 新 的 分 析 ， 来 为 执 行 新 的 实 质 性 行 动 纲 领 ， 并 对 之 进 行 全 球 性 的 监 测 作 出 贡 献 ， 也 有 人 强 调 ， 

工 发 :组 织 应 继 续 提 出 有 关 这 些 国 家 的 制 造 业 部 门 的 详 细 研 究 报 告 ， 以 便 更 清 楚 地 确 定 出 哪 些 是 胆 碍  

这 些 国 家 工 业 化 的 因 素 ， 这 样 ， 也 就 有 助 于 这 些 国 家 确 定 工 业 发 :展 和 农 业 笑 展 之 间 的 关 系 。

9 0 . 有 人 十 分 强 调 需 要 开 发 : 人 力 资 源 并 要 求 工 发 组 织 根 据 义 展 中 国 家 的 具 体 需 要 制 订 更 多 的 培  

训 方 案 。 人 们 普 遍 认 为 发 :展 中 国 家 相 互 间 应 加 强 在 培 训 方 面 的 合 作 。 有 人 提 出 ， 工 发 :组 织 应 为  

笑 展 中 国 家 相 互 间 庄 培 训 和 其 他 适 当 领 域 的 合 作 提 供 更 多 的 援 助 。

9 1 . 所 提 出 的 许 多 建 议 涉 及 到 工 复 组 织 今 后 为 最 不 S 达 S 家 的 利 益 所 应 该 进 行 的 技 术 合 作 活 动 ， 

大 家 看 来 已 经 达 成 一 致 意 见 ， 即 工 发 组 织 的 援 助 应 特 别 集 中 于 促 进 农 产 工 业 和 中 小 型 工 业 以 及 建 立  

尽 可 能 利 用 本 地 资 源 并 能 够 生 产 基 本 消 费 品 的 工 业 企 业 ， 所 提 到 的 其 他 优 先 捷 助 领 域 包 括 机 械 的  

维 护 和 修 理 、 可 行 性 初 步 研 究 和 可 行 性 研 究 、 交 展 公 共 部 门 并 保 护 民 族 工 业 在 同 跨 国 公 司 抗 衡 中 的  

地 位 、 采 用 科 学 的 规 划 制 度 、 转 让 和 笑 展 包 括 适 用 技 术 在 内 的 技 术 ， 还 有 人 极 力 建 议 应 该 加 强 现  

有 的 工 业 基 础 结 构 ， 制 订 合 作 性 投 资 方 案 ， 并 通 过 焚 展 中 国 家 相 互 间 的 经 济 合 作 和 发 展 中 B 家 间 技

理 事 会 关 于 项 目 8 的 审 议 情 况 载 于 工 D / / B / S R .  3 0 6 第 1 0 段 ， 工D / / B / S R . 3 0 7 第 1 2 、 4 1  

4 2  段 ， I D / B / S R . 3 0 8  第  1 至 2 1  段 》 工 D / T 3 / S R .3 0 9  第  2 至  2 2  段 。



术合作加强援助， 以协助最不发达国家实现自力更生 • 庄这方面，特别强调团结会议的重要性， 

许多人都认为如果不增如经常颜算和预算外资金，工发组织就不可能在这些领域取得多大进展*在 

这种情况下，有人呼吁应该建立一个国际工业义展銀行。

9 2 . 人们普遍认为，工发组织今后的活动应进一步致力于执行联合国最不发达Ü 家间题会议所 

提出的各项有关建议 . 然而有人认为如果没有更多的资金， 工贫组织报可能无法完金满足最不S： 

达国家的各种需要，化无法笑挥其应有的作用 .
9 3 . 理事会庄 1 9 8 2 年 5 月 2 8 日第3 2 3 次会议上赞赏地注意到执行主任提交的说明（ 工:0 /  

B X C . 3 / 1 0 7 / A d d . l  ) 、 1 9 8 1 年执行主任年度报告的有关韋节（ 第 四 ， ， 第 

1 2 1 - 1 2 9 段和附录0 ) 和 1 9 8 1 年世界工业形势统计资料（C T I D 0 / I S . 2 9 2 , 第二， K
9 4 . 理事会要求执行主任同最不发达a 家政府建商， 以便査明和审议适合g 工笑组织力所能及 

— 勘袖 行̂ 不 家 问 题 会 议 所 通 过 的 《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的具体建议，尤其是那 

些要求立即提供资金以维持最不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建议，弁就他已采取的行动向理事会第十七 

届会议提出报告》

9 5 . 理事会注意到联大关于资助最不焚达国家的5  0 名代表参加 1 9 8 2  — 1 9 8 3 年期间的协商 

会议的决定， 并要求联大庄其第三十八届会议上考虑拨出资金使最不笑达国家有更多的代表參加 

1 9 8 4 -  1 9 8 5 年间举行的协商制度会议 .
9 6 . 理事会要求执行主任庄项目的确定和可行性研究方面继续援助最不笑达国家， 以促进包括 

国际金融组织g 内的潜庄伙俘提供资金，



第八章

协商制度，包括议事规则问题

9 7 . 理事会庄 I 9 8 2 年 5 月 1 9 日的第3 1 4 次会议上开始审议议程项目9 。8 在这个项目下•
理事会牧到了执行主任的报告（I D / B / 2 7 8  K 协商制度 （1 9 7 6  -  1 9 8 1 年 ）分 析 （ID /巧 /  
2 8 4  )和贸发会议/ 工笑组织关于工业协作安排中货易和与货易有关方面问题特设专家组第二次会 

议的报告（工D X B / 2 8 7和 A d d . i  ) 。

9 8 . 协商制度受到广泛的赞赏，有人说， 协商制度是讨论工业化问题的独一无二的讲坛。 夫 

于文件工D / B / 2 8 7 和 A d d . i ,  有人认为， 由工Jg：组织和贸笑会议联合进行的工作应当继续进行 

弁定期向工笑组织理事会和贸发会议理事会分别提出报告。 关于召开另一次贸笑会议和工发组织 

特设专家组会议的问题，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 但是，有人认为，特设专家组的任务已经完成，不 

应再举行会议。

9 9 . 有人表示了这样的意见，认力尽管文件 I D / B / 2 7 8 准确地报道了 1 9 8 1 年举行的协商会 

议的结论和建议，但庄石油化工、食品加工和皮革与皮革制品工业方面建议的行动则容易产生误解 , 
秘书处的一位代表庄澄清这一点时回顾说，文件工D / B / 2 7 8 要求理事会审议附件一中所载结论和 

建议，并核准庄此基础上为1 9 8 2 年计划的活动 . 他具体澄清了有关石油化工、食品加工和皮革 

与皮革制品工业的活动计划的问题*
1 0 0 . 关于资本货物工业第一次协商会议要求理事会就设立一个咨询小组* 或经其他途径，来贯 

彻执行所议定的建议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的问题，对这样一个咨询组是否有用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 
有人指出，在 7 7 ® 集团最近于阿尔及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 已决定建立一个其活动将依靠工笑组 

级秘书处支助的关于资本货物工业问题工作组。 另一方面， 有人说，建立这样一个咨询小组不是 

理事会应当决定的事， 还有人建议秘书处制订一些标准用以衡量召开协商会议的效果大小和次数 

多少，

1 0 1 .  —方面，对于建筑材料、 有色金属和与能源有关的工业技术和设备领械中的工作有关的筹 

备工作的先进状况感到惊奇，另一方面，对继续进行这些筹备活动给予了支持， 以 便 在 1 9 8 4  -  
1 9 8 5 两年期内召开协商会议， 有人进一步建议，应开始为在 1 9 8 4 -  1 9 8 5 两年期内召开一次 

渔业协商会议进行筹备工作， 还有人表示召开一次纺织工业协商会议的愿望 • 此外，有人指出， 

协商制度应扩大到包括工业的所有郁门， 而且包括庄区域和分区械各級的协商会议；为此，应得到 

更多的财政资源。 另一方面， 有人对这种扩大所增加的费用有所保留*

理事会对议程项目9 的审议情况载于筒要记录 I D / B / S R . 3 0 2 , 第 2 1 、 2 5 段；I D / B / S R ,  
3 0 3 , 第 2 0 、2 7 、3 9 、7 7  段； 工 . 3 0 4 •第 7 、 4 1 、4 8 、54 段； I D / B / S R  . 
3 0 5 . 第 1 5 、2 0 、2 4 、3 6 、5 5  段； 工D / B / S R . 3 0 6 , 第 4 、 8 ,  I I 、2 7  段；

S R . 3 0 7 , 第 5 、 12  段； 工:D ^ / S R . 3 0 9 , 第 6 、 1 8 ^ ； I D / B / S R . 3 1 0 , 第 1 2  段； 

工 D / B / S R . 3 1  1 , 第 14 段； 工 D ^ / S R . 3 1 2 , 第 2 0  段； 工]V 3 X S R . 3 1 4 , 第 5 5  至 80  
段； I D / B _ ^ S R „ 3 1 5 ,第 7 至 9 3  段； I D / B X S R . 3 1 t i ,第 1 至 24 段； I D / B / S R . 3 I 7 ,  
第 1 至 1 1 段。



1 0 2 . 关于文件 I D / B / 2 8 4 中对协商制度所作的分析， 对秘书处就该议题所作的工作表示赞觉 , 
有人说， 协商会议对世界经济的结构改革和工业的重新部署作出了重要贡献， 协商会议对査明各 

该工业部门的问题、对了解世界范a 的笑展趋势和复展中国家加速其生产能力增长的可能性等方面 

很有助益。 虽然用作协商会议背棄文件的各项世界性研究报告Œ质 :t 上并不总是一敦的，但对于 

在国家一级制订工业化战略来说仍很有用 .
1 0 3 . 庄谈到通过制订合同范本所取得的成效时， 有人指出，这些合同范本在笑展中国家同外国 

供应商谈部商业交募时已经庄保# ■发:展中国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 有人指出，合同范本有助于提 

高明網度和改进国际工业合作的形武Î 合同范本略加修改便可应用于工业其他《门， 但是，有人 

认为，合同范本往往有片面性》 应只有经协商会议认可后方可乾表， 有的意见认为， 工突组织旺 

制订此种合同范本方面的工作与货身事项有关* 因而是与贸笑会议的工作重复的 .
1 0 4 . 有人说，力了取得实际成效， 由高级人员参与是可取的。 有人对參加协商会议的工此界 

的劳资代表减少表示关切，认为这是因为这些会议理论过多，夸夸其谈，太一般化，甚至还要争论 

政治阅题， 因此使这些方面的代表失去参加会议的兴趣， 但是》 有人说• 协商，制度不应成为跨国 

公司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渠道，

1 0 5 . 强调了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重要性并对秘书处为筹备庄当前两年期内举行的协商会议所做 

的工作表示赞觉。 认为成员国庄国家一级进行的筹备工作会进一步有助于协商会议的成功，

1 0 6 . 但是，也有认为，协商制度尚未取得人们所期望的实际成效， 应更多地强调通过协商过 

程制订出旨在增加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份额的着重于行动的措施和方案 .
1 0 7 . 有人说^ 大多数部门性协商已就展中国家产出的某些指标水平达成原则性协议，现在人 

们有兴趣谈判指示性的部门协议，这种郁门协议将包括为实现这些指标所必要的措旅， 另一方面 , 
有人说，利马指标是一种说明性目标， 因而将利马指标分列力各工业郁门的指标是不能予以支持的 , 
秘书处的一位代表庄澄清这一点时说，筹备协商会议弁没有试图将利马指标分列成部门指标， 而倒 

是把与现有条件、所涉的各方面利益和为将来所规划的项目有关的数据作了总计，

1 0 8 . 为了从协商制度获得最终利益，有必要实现具体的工业项目；有人说， 因此， 协商以后应 

继之以谈判，而秘书处乐于庄进行协商的同时或以后为谈判提供讲坛，受到了赞觉 • 庄这方面， 

有人说，从协商到谈判的过程不能分割， 因为后者是前者的结果，而且应鼓励从协商发:展到谈判， 

但是，有人指 i Ü , 使协商走向谈判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这样会破坏那些有益的方案* 有人提请注 

意议事规则中的下述规定： " 进行协商中也允许应有关各方要求庄协商的同时或以后进行有关各方 

之间的使判" ，( 工D / B / 2  5 8 , 附件, 第 3 段 ) 。因此, 该议题7^5#行讨论。

1 0 9 . 有人认为，在协商制度之外也可以开展国际合作；有些笑达S 家采取了积极支持增进同笑 

展中国家合作的政策， 庄这方面，有人说，通过国际合作，可以庄发:达国家和S：展中国家内创造 

千百万个工作机会，

1 1 0 . 关于实行协商制度的费用，认为所提供的情况，尽赞是令人满意的，但弁不能说明全面情 

况》 因为秘书处没有把编写世界性研究报告和提供行政支助的费用包括进去，弁且没有提供按郁门 

和按每次协商分列的，细费用情况* 有人建议秘书处为理事会下届会议提供这些数字 • 有人提



请注意有必要尽可能提高协商制度的成本效率， 但是，有的意见认为，现庄的开支是一种很好的 

投资，这种投资的收益将会越来越明显*
1 1 1 . 有人建议说， 由于协商制度已达到成熟阶段， 现在 £ 经是时候应在已往经验的基础上为将 

来的潘动建立健全合理的结构 . 有人0 顾说，有人曾建议建立 .一个协商委员会， 以便对以往协商 

所做出的结论和提出的建议和对未来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进行审议，弁向'理事会提供适当的意见， 

这个委员会将是理事会的一个附厲机构， 弁有同样的组成情况；然而，每个代表团庄所审议的部门 

中都可以有自己的专家 . 会上对此建议，特别是根据工笑组织即将成为一个专门机构这一情况， 

表示了各种意见，

1 1 2 . 有人说，若干社会主义国家对议事规则某些段落的意见仍然如同常设要员会第十六届会议 

工作报告第 1 0 5 段中所述的那样 . （工1 > / 8 / 2 7 0  )
1 1 3 . 理事会庄 1 9 8 2 年 5 月 2 8 日第3 2 3 次会议上注意到关于协商制度以及1 9 8 1 年单行的协 

‘商会议上提出的结论和建议的文件工P X B / 2 8 4 , 工P / B / 2 7 8 , 工P / B / 2 8 7 和 A d d , i  .
1 1 4 . 理事会还替赏地注意到为1 9 8 2 — 1 9 8 3 两年斯的协商会议所做的筹备工作， 庄不，响 

理事会将在其第十七届会议上做出的关于1 9 8 4  -  1 9 8 5 两年期的协商会议方案的决定的情况下， 

理事会还注意到秘书处为其以前设想的在1 9 8 4 -  1 9 8 5 两年期举行的六次协商会议所做的筹备工 

作， 以及秘书处对于在1 9 8 4 -  1 9 8 5 两年期举行关于建筑材料^与能源有关的工业技术和有色金 

厲等郁门的协商会议的可能性进行全面审査所做的等备工作.理事会要求执行主任全面审查将一 

次关于渔业的协商会议纳入1 9 8 4  — 1 9 8 5 两年期方案的可能性，

1 1 5 . 理卒会还注意到 :t 件工P / B / 2 8 4 中对协商制度的分析。 鉴于协商制度所具有的效用， 

理事会决定按照已取得的经验和理事会的有关决定加强这一制度,并特别注意有利于这种制度对笑 

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做出有效贯献的措施。 关于文件工P / B ^ 8 4 第六革， 理事会提到议事规则中 

所规定的协商制度的原则，肖̂ 特点（工 2 5  8 .附 件 挪 义 事 规 观 这 ■ ^ 制库可以fefr关各方 

在们提出要求的情况下i 庄举行协商会议的同时或以后进行谈判 .
1 1 6 . 理事会要求秘书处考虑到g 理事会就此问题进行讨论时所表示的意见和关注，特别是那些 

关于更多地注意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展有关的实际问题和明确规定的问题的意见和关注《

1 1 7 .  g 审议文件工P / B / 2 8 4 中对协商制度的分析时，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对协商制度业务赞 

用的分类，并要求执行主任向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提供更详细的情况*
1 1 8 . 理事会欢迎文件 I W 2 8 7 和 A d d , i 中所说的工义组织和货发■会议之间的合作， 并认 

为贸笑会议/ 工发:组织关于工业协作:安徘中贸易和有关贸易问题特设专家组的工作已经完 

成 . 理事会建议由工发组织和贸焚会议的秘书处进一步深入审査专家组的报告，以便提交给各自 

的理事会 ,
1 1 9 . 理事会注意到理事会的一个成员提出的建立一个关于协商会议的姿员会的建议 ,



第九章

将工业从发达国家重新部署到发展中国家

1 2 0 . 理事会在19  8 2 年5月1 0 曰第3 1 3 次会 1̂1:51=：̂ 谢义程项目1 0 。， 理事会牧到执行主任的报 

告 { 工d / B _ / 2 8 2  ) .
1 2 1 . 有人强调指出，工业重新郁署对改变目前的工业结构，特别对实现利马指标是十分重要的， 

也有人对工发:组织庄这个领域所作的工作表示赞赏* 也有人说， 由于展中国家需要对义展战略 

重新作出评价，特别是鉴于目前世界范围普遍存庄的经济问题， 工组织今后活动的重点应更多地 

放庄帮助焚展中国家确定可择的战略， 有人认为市场力量在调整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跨国 

公司也为重新部署作出重大贯献。 但也有人认为工业结构的改革不应单纯由市场力量来摆布《有 

人提请注意，需要限制跨国公司庄重新部署过程中的消极后果， 有人说，重新郁署应遵循国家的 

社会一经济目标，而不应是造成汚染的工业或过时的工业的重新布局， 有人说，尤其需要的是确 

保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多地庄本国加工* 有人强调需要庄科学技术与工业发展之间建立 

起直接联系，

1 2 2 . 工焚组织在工D / B / 2 8 2 号文件中采取的更加实际的新方针受到欢迎， 有人希望该方案能 

按已确定的指导原则进行下去， 工笑组织的统计研究也受到欢迎》 这些研究说明世界各地区的结 

构改革的程度 . 但是，也有人说》今后工作的方向应进一步予以澄清，

1 2 3 . 有人认为工发:组级应进行其监测活动，另一方面，也有人建议工义组织应集中力量专就重 

新郁署的前棄问题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提出咨询意见* 有人便请工发组织更多地促进实际的重新部 

署项目，包括国际分包合同，并扩展它庄这方面的业务作用，

1 2 4 . 有人认为，文 件 工 提 出 的 一 些 看 法 太 过 于 筒 单 化 ，有时不能兼顾各方观点，

1 2 5 . 有人强调同国际劳工組织，贸笑会议和关税及贸身总协定等联合国其他组织的协调的重要 

意义，有人还具体建议扩大同贸发会议的合作， 有人对设想中的拉丁美洲地区工业结构改革和进 

展问题讨论会表示支持。

1 2 6 . 秘书处的一位代表确认》 工 2g：组织a 重新部署领域的工作将会继续以对个别笑展中国家和 

一组国家的面向行动的研究为主， 并会继续在现有投料的基础上对与笑展中国家工业结构改革过程 

有关的基本方面作出分析，

理事会对议程项目10的审议情况载于筒要记录 Ï D / B / S R . 3 0 3 , 第 21 、 2 8 、3 4和 4 1段， 

II!/B/SR.304， 第 22 、 39、 49 和 54 段， ID/B/SR. 305 第 35 段， ID/B/SR.306 
第 28 段， Ilî/B/S：R.313 第 56 至 62 段， 工 D/B/SR. 314 第 I 至 54 段和 TD/B/SR»315 
第 1 至 6 段，



1 2 7 . 理事会g  1 9 8 2 年 5 月 2 8 日第3 2 3 次会议上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将工业从焚达国家重新 

部署到发展中国家的报告（ ) . 理事会在重申其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时， 强调 

了按照有活力的相对优势原则，结合结构调蹇，将工业从交达国家重新部署到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1 2 8 . 理事会重申，重新部署应按照国家的优先顺序，特别是文费中国家的优先顺序来进行，弁 

应能导致笑展中国家r 大可行工业的焚展和对生态无害的工业环境。 理 事 会 注 意 到 文 件 工 X  
2 8 2 ^ 映出人们认识到国际工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夏杂而连续的过程》

1 2 9 . 理事会认识到，工发:组织需要不断对结构改革的过程进行审査，并协助文展中国家深入了 

解这方面的国际焚展情况， 理事会注意到载于 1 P / B / 2 8 2 号文件中的建议， 并且同意， 秘书处 

将来的研究应注重于行动，

1 3 0 . 理事会要求执行主任继续和加强与各区域委员会Œ该方面的合作，如已经和有关的联合国 

机构与其他机构如拉丁美洲经济体系进行的合作 . 理事会感兴趣地注意到拉丁美洲讨论会的举行， 

这个讨论会将于1 9 8 3 年切庄利马对区城性工业结构改革的进展情况和前棄进行审査，

1 3 1 . 理事会要求执行主任向其第十七届会议报告工发组织庄这方面活动的成果，以及工发组织 

怎、样才能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它为促进所有各方参加将工业从笑达a 家重新郁署到焚展中国家而发:挥 

的作用.



第十章

技术发展和转i b 包括工业和技术资料库

1 3 2 .理♦会在1982年5 月 21日第317次会议上开雄审议议程項目在审议时,理事会收到了 

1 9 8 1年执行主任年度报告（I D /B /2 8 0 第四章第59—9 6 段 ）和执行主任的报告（：tD /B /2 8 1  )b
1 3 3 .对于文件工D /B /2 8 0所提供的详尽资料和文件ID /B //2 8 1所作的分析， 營遍表示满意》 

有人认为，技术方案是成功的，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所有有关领域都向前大大地推进了。 会上營 

遍认为，技术发展和转让是工发组织的一小十分重要的活动领域》也是工发组级所以存在的理由。

1 3 4 .有人说^ 技术处于发展过程的核心地位》 引进技术不仅对工业生产，而且也对发展范围 

内的所有各种相互关系，都具有巨大的波及影响。 在这方面，圓顾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 

国际合作促进其工业发展的新德里宣言和行动计划( 工D/CONÏ. 4 / 2 2 , 第四章）中对技术的强 

调0 代表们十分重视工发组织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确定适合其需要的技术、以公平条件获得技术及 

在可能时发展它们自己的、适合其目的的技术方面所进行的活动》

1 3 5 .工发组织秘书处在文件工D / ^ 2 8 1 中所慨括提出的方法得到普遍赞同。 工发组级è 如强 

发展中国家谈判能力方面提供的服务受到了欢迎，对于确保工业技术市场的明胡度的必要性得到了 

强调。 有人说• 技术资料交换系统是在这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1 3 6 .会上强调指出加强技术吸收能力的必要性。 有人说》技术得在工业体系中挟吸收，特别 

要在生产规划，引进技能和装备的设计及布局中反快出来》 有人谈* 在这方面，有必要如银技术 

人力和基础结构，从而为工业化提供一个广泛基础。 有提请注意建立源于内部的设备设计、细郁 

设计及生产的能力。 但有人对建立管理技术的体制结构的价值如何，表示有所保苗。

1 3 7 .有人说，通过在专业、学术和业务方面的国际直接接独也非正式地进行了技术转让》 这 

类自动进行的活动应当受到鼓助，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气氛本身也会促进技术的传播。

1 3 8 .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重要性受到强调，技术资料交换系统在这方面的作用得到了承ÜU 
在这点上，要求秘书处在制订进一步的活动时考虑到1 9 8 2年 5 月在新德里召开的发展中国家科学 

和技术机构领导人会议的各项建议。

1 3 9 .对关于技术发展的方案，特别是关于遗传工程、生物技术和傲电子学的发展方案，表示赞 

赏。 有人说，这个方案将确保把最新技术用于工业化》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 

不再象过去那样被摸在后面。 关于按合理的条件转让先进技术的必要& 得到了强调C 另一方

理♦会对项目1 1 的审议情况载于简要记录工D/B_/SR. 3 0 2 , 第 3 1 、4 0 段，工 303, 
第 1 0、2 2 , 3 3 、4 2 、5 4 , 6 9 段， ID /B /S R .  3 0 4 , 第 8 段， ID /B /S R . 3 0 5 , 第 8 、2 5 ,
3 4 、4 3 段， 工 W B R . 3 0 6 , 第 17、2 0 、2 4 段， 工D / b / S r .  3 0 7 , 第  4 、 1 2 段， I D /  
B / S R . 3 1 7 , 第 5 5 - 8 0  段， 工 V B / S R . 3 1 8 , 第 2 4 - 2 8  段， I D /B /S r .  31ft 第  5 -  8段。



面, 有人表示担心，惟恐工发组织会进入连最发达国家到目前为止也不过刚刚取得徽小进展的那种 

先进的央端技术领域》 在这方面提到了的例子是遗传工程和" 轻于空气 " 的技术。 有人说, 工发 

组级在先进技术方面的努力，不应导致把旨在用于最不发边国家的资金用于其他方面。

1 4 0 . 为建立一个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所采取的步骤受到欢迎。 但是> 有人提请注意 , 
有必要对其工作方案和所需经费进行认真的审议。 也有人强调，有必要通过国家和区城中心来加 

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1 4 1 . 有人说》进行发展和技术转让需要有一个综合的技术政策和一个国别行动纲领。 但是  

这种政策是否有效， 要看是否具备技术能力。 有人认为， 由于有些任务还 iS: t 完 處 而 又 产 生 新  

的艰巨任务，发展中国家可能需要对其发展和转让工业技术的作法进行重新佑

1 4 2 . 对于工业和技术资料库所取得的进展普遍表示满意。 人们注意到，尽管经费有限，在其 

开始工作的第二年，所提供的资料仍不断增加0 有人说， 它的工作的最显著特点是， 它能够针对 

每种个别要求的具体需要，提供经过加工的资料。 有人要求了解工业和技术资料库所利用的资料 

来源。 有人说* 在获得和提供资料方面，工业和技术资料库应当和工发组织的其他部门密切协作0 
有人极力主张把资料的提供和决策的重点联系起来。

1 4 3 . 有人认为，在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方案的范围内，工业和技术资料库将越来越多地遇到如何 

使资料遂渐适应基层需要的这样一种任务，这对最不发达国家来说》尤其重要。 有人说》技术资 

料除非与促进生产和吸收技术联系起来》 否则就不起作用。 加强发展中国家处理技术资料的能力， 

是十分重要的  ̂ 这些考虑都着重表明， 工业技术资料库需要游出人员向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用户机 

构提供咨询服务和进行访问0 在这方面，工业和技术资料库 1 9 8 1 年浪往拉丁美洲的工作团受到

欢迎0 人们希望， 1 9 8 2 年浪往非洲的工作团将会改进工业和技术资料在非洲的流动和利用。

1 4 4 . 有人建议，工技资料库应特别注意代用能源技术，并要求制订以想，铜和银为基础的各种 

工业中技术选择方面的慨要规划。 '
1 4 5 . 有人强调了工技资料库在改进发展中国家之间交流技术资料以加强其集体自力更生方面的 

作用。 工技资料库为与国家^区域和区域间各级现有资料系统和服务机构建立联系所作的努力得 

到赞赏， 因力这符合《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助纲领》 （ A /COUP. 8 1 X 1 6 , 第 七 章 ）

关于建立全球性科学与技术资料网的思想0 有人认为，工技资料库是这一网络范围内的重要中心

点之一。

1 4 6 . 有人回顾说*工友组织在联合国系统内为促进工业化和发展与转让工业技术起到中心协调 

作用并担负着首要责任》 对于秘书处加强了与联合国其他组织的协调表示满兔》 有人建议，工 

发姐织应加强其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级的合作， 特别是在确定已成为或即将成为公有财产一郁分的技 

术方面的合作》 有入提请法意，在工发组织在食品加工和资本货物领城中举行协商会议的同时，

贸发会议也正在就同样的问题安排专家会议„ 有人说，应避免这种重复。



1 4 7 . 有人提到，联大第 3 5 / 6 6 A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十四届和第十五届会议所通过的结论1 1都 

强调有必要在秘书处内加强现有积构方面的安排， 并强调有必要为这些活动拨给更多的资金。 有 

人极力主张》 由于工业技术的发展和转让对于工业化进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因而对于工发组织的 

工作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要提供额外的资金。 但是有人提到，对资金的各种制约因素和理 

事会第十五届会议上就此问题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应加以注意。

1 4 8 . 秘书处的一位代表在回答问题时说，关于技术进步的方案涉及到技术进步的潜力以及发展 

中国家的各种限制条件。 关于拟议中的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希望对建立这样一小中心 

特别感兴趣的国家能够聚集在一起，并对其工作方案和所需资金共同进行审查。 关于工技资料库 

所用资料来源， 也提供了一些情况。 秘书处代表还肯定了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密切合作* 并且说 , 
正在和贸发会议讨论在食品加工部门技术转让方面避免重复的问题C

1 4 9 . 理事会在其 1 9 8 2 年 5 月 1 9 日第 3 1 3 次 会 议 审 议 了 执 行 主 任 关 于 技 术 发 展 和 转 i b  
包括工业和技术资料库的报告（l D / ^ / 2 8 1  )。 理事会赞扬秘书处在此方面取得的进展并注意到 

所作出的各项结论6
1 5 0 . 理事会重申其对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木发展和转让并对加强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的努力路 

予特别重规和重要优先地位0
1 5 1 . 在重申理事会以往各次决定和回顾联大关于此间题的各项央定时，理事会提请注意，有必 

要加强秘书处范围内现有体制安排， 以提高工发组织着重实效地满足发展中国家各种需要的能力，

并使发展中国家从适用的先进技术中得到轉益0
1 5 2 . 理事会强调指出工技资料库曰益增长的重要性和有益的作用，特别是在与各区域性机构的 

协调以及与中小企业的合作方面》 理事会请执行主任编制一份内容包括工技资料库的工作、工作 

量、按国家和机构类别划分的要求提供资料者的来源、 以及与其他资料中心的联系等具体情况的报 

告，供第十七届会议审仏

1 5 3 . 理事会重申其早些时候关于向工技资料库拨给资金的各项决定P
1 5 4 . 理事会指秘书处考虑发展中国家间执行其方案时在此领域内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并促请秘 

书处与联合国和涉及该问题的其他机构紧密合作》

1 5 5 . 理事会请执行主任就秘书处在技术发展和转让方面所做工作的进一步进展情况向第十七届 

会议提 ü i i J ；

《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 
《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 

《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 
1 D / B / 2 6 8 和 C o r r .  1 , 第 1 3 6段。

补编第 1 6 号 》 （文件 A / 3 5 / 1 6 ) ,第 5 4 lb  
补 编 第 1 6 号 》 （文件 A / 3 6 / 1 6 ) ,第 2 5 2段。 

补编第 1 6 号 》（文件 A / 3 ^ 1 6 ) , 第 2 5 3段，



第十一章 

工发组织第四次大会

1 5 6 . 理事会在 1 9 8 2 年 5 月 2 0 日第 3 1 5 次会议上以工发姐织第四次大会筹备委员会的资格开 

始审议议程项目 1 在审议这小项目时，理♦会收到了一份执行主任关于工发组织第四次大会

的 说 明

1 5 7 . 执行主任在介绍该项目时提请注意影响这次大会筹备工作的三种特别因素， 即：可用来筹 

备的时间非常短J 到举行这次大会时工发組织有可能已成为一个专门机构； 以及重要的是确保这次 

大会所讨论的问题反映国际社会所关切的事项C
1 5 8 . 对于肯尼亚政府提出愿意作力将在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期间召开的这次大会的东道国，理事 

会表示赞贫和感谢。

1 5 9 . 文件工D / B / 2 8 6 中提出的各项简明、 全面和现实的建议受到了欢迎》 赞扬了秘书处所 

已进行的筹备工作，特别是与各国常驻工发组织代表团和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进行的协商，并认为 

还应包括与各区域委员会进行协商。 应寻求并加强与各国政府的非正方协商，特别是在起草文件 

阶段更应如此。 还建议应当印发一份理事会今后筹备工作的时间表》

1 6 0 . 总的来说^ 广泛欢迎这份建议的临时议程革案作为一个有用的讨论基础。 该议程草案似 

乎符合合作和发展政策的优先领域P 既然该议程草案并未引起争论而且又是如此广泛和灵活足以 

包括与工业化有关的所有问题，所以希望理事会本届会议核准该议程草案以提交联大第三十七届会 

议， 以免对第® 次大会的筹备工作再有任何延误。

1 6 1 . 在承认建议断义程草案包括内容广泛的同时，建议还应把下列议题包括在内：裁军与发展 

的关系, 工业政策和工业化的社会方面，其中包括工业化中社会经济优先项目的制订Ï 促进、 发展 

和加强公营部门 Ï 加强和巩固对自然资源的国家主权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其自然资源,促进 

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其工业基袖方面的国际合作；消除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做法的措；É ; 工业 

化的环境方面（,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其中包括加强在国际经济和技术合作以促进工业发展方面 

的环境因素Î 基袖结构的限制因，, 加强农业基础以促进工业郁n 的发展； 工业结构改革和重新部 

署。 在这方面，会上表示了这种看法， 即认为把在其他讲坛上正在讨论的有争执或战略性问题包 

括在内将会是无益或徒劳的，因为这样会导致一种理论性辩论0 还有人说》应对讨论的议题数目 

加以限制， 以便使这次大会能够集中力量在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最为有关的现目上„
1 6 2 . 关于秘书处所建议的一些具体项目，有人建议，项目 7 " 工发组织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各 

組织采取的行动 "， 应当只限于工发組织的作用，或者最好是取消这一项目， 因为在每一小项目下 

都可以审议工发组织的作用。 有些建议要求减少一般性辨论（项目 3 ) 或更有效地利用一般性辩

理事会对议程项目 1 2 的审议情况载于情要记录： I D / B / S R .  3 0 3 , 第 2 6 、3 0 、7 8 段，I D /  
B / S R . 3 0 4 , 第 9 、3 6、5 1 、5 3 、64  段, 工d / B / S r .  3 0 5 , 第 16、2 7 ,  3 0 ,  31 段 , I D /  
B / S R .  3 0 6 , 第 2 6 段Ï i n / B / S R .  3 1 0 , 第 1 8 段； 工d / B / S r . 3 1 2 , 第 4 段, I D / B /  
SR. 3 1 6  第 2 5 - 4 5 段以及工D / B / S R .  3 17 第 5 5 - 8 0 段。



论。 在项目 4 中应包括确定实现利马和新德里宣言和行动计划所定各项指标的具体措旅》 建议

在本届会议上由一个不固定的工作小组讨论这些建议和其他建议， 以便理事会能够就议程慨要达成 

协议。 还有人建议由一小工作小组在会议闭会期间就工发组织第四次大会的安排同秘书处进行達 

商。

1 6 3 . 对秘书处关于大会工作安排的建议没有反对意见  ̂ 表示支持下述建议，即大会应通过关 

于具体问题的各填决议，而不是一个全球性行动纲领》 为便于进行讨论，关于这类决议的提案应 

在大会之前尽早提出。

1 6 4 . 普遍支持秘书处提出的建议， 即每一议程视目分项的文件应当倚短明确和切中议题J 会议 

认为，这一原则也应适用于背景文件，背景文件应倚短不要太多。 促请秘书处尽可能提前把文 

件交给各国政府，最好是提前六个月， 以使它们有时间在区域和其他预备会议上就这些文件交换意 

见。 建议执行主任的全面报告一或一份单独的文得—— 在诸如 " 国 际 经 济 和 工 业 安 未 来  

发展的选择 " 的适当标题下，集中论述世界经济形势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 还提 IB, 如果有一个 

文件总结由主要文件中产生的有关问题和趋势并表明应采取的行动方针， 可能是有益的。

1 6 5 . 关于大会 èil时同安排》会议指出作为专门机构的工发组织的章程可能于1 9 8 4 年 1 月生效》 

在这种情扰下，第四次大会将在根据章程第2  6 条要求召开的新工发组织第一次大会以后不义举行„ 
有人建议把第四次大会推迟到1 9 8 5 年举行，或与定于 1 9 8 4 年举行的作力专门机构的工发组织第 

一次大会合并举行。 还有人指出，这两个会议是互相关联的，但各自目的不同，普遍同意工发组 

织应继续力按期举行的第四次大会进行筹备工作， 而议程和时间安排要具有灵活性以适应未来的情 

况》 执行主任提请注意，这两小会议有着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与会者， 可以分别举行。

1 6 6 . 理事会在 1 9 8 2 年 5 月 2 0 日和 2 1 日第 3 1 6 和 3 1 7 次会议上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工发组 

织第四次大会的说明（工 和该说明中的各项建议。

1 6 7 . 理事会忆及联大第3 0 / 1 8 2 号央议第一部分第 1 3 段， 以工发组织第四次大会等备委员会 

的资格同意向联大第三十七届会议建议工发组织第四次大会的临时议程草案如下

1.
2.

3 .
4 .

大会开幕 

大会组织安排

( a ) 选举

(b) 通过议程

(C) 通过议事规则

(d) 选举除主席以外的主庸团成员

(e》 务委员会的组成

(f) 大会代表的全权证书

—"般性

利马和新德里宣言和行动计划：回顾和展望

( a ) 对进展和限制因素的回顾

(t) 对实现利马指标的展望



5 . 国际合作，有关的国家行动， 包括工业政策， 和工发组织 1 9 8 5 - 2 0 0 0 年在工业发 

展关键领域的赏献

( a ) 为工业发展加速开发人力资總

(b) 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加强科学和技术能力 

(C) 为工业发展动员财政资源

( â ) 能源和工业化》把重点特别放在发展和应用能源资源及设备的制造上

( e ) 世界工业结构改革和重新部署 

Cf) 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原料国内工业加工的政策和措施 

fe) 实现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和粮食供应自给自足的工业政策和措族 

最不发达国家：执行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 

( i) 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6 . 非洲工业发展十年：审查进度和提出实现该十年各项目标的方式方法的建议

7 . 工发组级在联合国系统中对工业发展的协调作用

8 . 结论和建议

9 . 通过大会报告

1 0 . 大会闭幕

1 6 8 . 理事会欢迎执行主任说明所载各觸关于工发组扭第四次大会的组织事项和提供文件的建议 

并一般地予以核准》

1 6 9 .理事会决定设立一个里事会关于工发组级第四次大会的可以自由参加的工作组在为该次大 

会进行等备工作期间定期举行会议并与秘书处一起举行会议。 设立该工作组的目的是为了就该次 

大会的筹备工作的进度、方针和内容非正式地互通情况和交换意JÜU
1 7 0 .理事会决定> 工发组织第四次大会的筹备工作应列入常设委员会策十A 屈会议的议程,.并 

请执行主任就上述第备工作向常委会作口头报告。



第十二章 

联合国工业发展基金

1 7 1 . 理事会在 1 9 8 2 年 5 月 2 4 日第3 1 7 次会议上开始审议议程项目1 S。-’" 在这小填目下， 

理專^会收到执行主任的一份报告（I D / B / 2 7 9 ) 。

1 7 2 . 有入指出，联大在第 3 1 / 2 0 3 号决议中确定的每年5 0 0 0 万美元筹资指标仍然远远没有达 

到。 欢迎各国政府提供更多的资金，而且最好是以可兑换榮通用途捐敦形式认捐。 某學代表B  
根据由于得到太晚而未能纳入文件工D / B / 2 7 9 和 1 9 8 1 年执行主任年度报告（1 0 / 6 / 2 8 0 )中 的  

一些资料》 提到了在这两小文件中所未谈及的认捐和活动。

1 7 3 . 普遍赞同继续适用关于确定优先次序的标准0 有人认为，鉴于联合国工业发展基金（工 

发基金）资源不多，应对这些标准进行审査以便把资源限制在几个选定的优先领域0 有人进一步 

建议探索有无可能按上一届会议所建议的成立一个特设工作组来审查工发基金业务。 也有人建议 , 
将合几项标准的壤目应给予更力优先的地位， 同时应予分区域和区域项目以同样的考虑。

1 7 4 . 秘书处在有选择地提交项目建设方面越来越有成绩，从而为秘书处和潜在捐助国都节省了 

一些行政费用，有人对此表示满息>
1 7 5 . 有人指出，工发基金的作用应具有创见性、想象力和促进性0 有人赞扬秘书处进行了一 

些普遍有用的项目。 但是》有人提请注意在执行某些项目时所遇到的问题和趣续提高项目拟订质 

量的必要性0
1 7 6 . 理事会在 1 9 8 2 年 5 月 28  B 第 3 2 3 次会议上赞赏地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工业发展 

基金的报告 ( I D / B / 2 7 9  )。
1 7 7 . 理事会核定了执行主任关于为该基金制订1 9 8 3 年方案的建议 ( I D /B / ^ 2 7 9，第 3 9 段）， 

并授权执行主任核定 1 9 8 3 年在该方案范围内由联合国工业发展基金提供资金的项目Ç 理事会■I 
体上赞同该报告第 3 8 段所列优先次序的标准》

1 7 8 . 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该基金继续开展活动时所遇各种制约因素和困难》并 在 回 顾 联 大 第  

3 6 / ^ 8 2 号决议时便请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 考虑到必须有最大灵活向工发基金提供捐  

敦或等集其捐敦* 以达到经一致同意的每年5 ,  0 0 0 万美元的最好，资水平。

1 7 9 . 理事会促请秘书处在制订该基金方案时考虑在讨论该项目过程中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 

强调指出该基金对于创新性项目和那座具有多方面效用的理目的重要作用。

1 8 0 . 理事会指出有必要继续改进在项目确定、 拟订、核定、 执行和后续行动方面的工作》

1 8 1 . 理事会注意到一小组关于理事会设立一设工作组以考虑基金活动的建议》并闻 Ï ：在第 

十七届会议上对此问题进行审议0
. 4 理事会斤议程嗔目 1 3 的审议情况载于简要记录 I D / V S R .  3 0 4 , 第 37、4 2 g j O / V ^ R . 3 0 7 ,  

第10  2 0 段} I D / B / S R .  3 1 8 第 2 4 - 2 8 段以及工D / B / S R .  3 1 9 第 9 - 7 2 找。

，， 《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 编 第 1 6 号 》（A / 3 6 / 1 6 ) , 第 1 8 1 段。



第十三章

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技术援助

1 8 2 . 理♦会 在 1 9 8 2 年 5 月 2  4 曰第3 1 9 次会议上开始审议议程项目1 4 。' 6 在这个项目下，

理事会收到执行主任的一份报告（I D / B / 2 7 6 和 C o r r .  1 及Add.  1 )。

1 8 3 . 鉴于纳米比亚即将独立，大家普遍同意有必要继续支持对纳米比亚的技术援助方案。 许 

多人对工发组织为制定对纳米比亚的技术援助方案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 有人特别强调了培训活 

动，包括成立农业设备讲巧班。 有人促请工发组织与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所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合作，在这个领域继续作出努力。 有报多人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已得到非洲统一组织的承认， 

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但有一个代表团说^它支持向纳米比亚人民包括难民提供技 

术援助的思想，并说》 它的政府积极致力于建立一个有维持能力的、 民主的和独立的纳米比亚„ 但 

该代表团不能同意把某个组织称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1 8 4 . 有些人一再指出南非继续非法领纳米 fcb亚所造成的障碍。 有人表示遗憾说，有些提案 

仍然留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会悬而未决0 有人建议工发组织应与纳米比亚理♦会联系， 以便执 

行提交的项目。 秘书处澄清谈》 它一直在同纳米比亚理事会保持接触。

1 8 5 . 有人建议工发组级也应向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提供援助，并建 

议应给予这些组织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一样的特权》 秘书处澄清说》在开发计划署请求下，工发 

组织已向这些组织提出若千援助方案。

1 8 6 . 理事会在 1 9 8 2 年 5 月 2 8 日第3 2 3 次会议上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技术 

援助的报告（工D / B / 2 7 6 及 C o r r .  1 和 Add. 1 ) 并对执行主任和工发组级秘书处在向纳米比亚 

人民提供技术援助方面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Ç '
1 8 7 . 理事会强调有必要对纳米比亚人民提供有效的技术援助，包括独立前、 过渡时期和独立后 

三小阶段提供的援助Ç
1 8 8 . 理事会还强调制订和执行这些援助方案应考虑到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方案所阐明的工业部门 

内部的优先领城 -
1 8 9 . 理事会吁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就已向它提交的项目建议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以便工发 

組织秘书处能够充分进行为难备纳米比亚人民实现国家独立所必需的活动Ç
1 9 0 . 理事会要求开发计划署尽快核准工发组织提交给它审议■的技术援助项目Ç
1 9 1 . 理事会强调工发组织秘书处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和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真正代表西南 

非洲人民组织在按照联大有关决议振订和执行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技术援助项目方面进行密切合作的 

重要性。，7

理事会对议程填目 1 4 的审议情况载于工D / B / S R . 3 0 5 , 第 1 7 段和第 3 6 段 ; I 3 ) ^ / S R . 3 0 6 ,  
第 10  段；工D / B / S R . 3 1 9 , 第 7 3 段；和工d /6 /S R * 3 0 2, 第 12 -  5 6 段以及工ü / ^ / S k . 3 2 1  
第 1 一 6 段。

本决议唱名表决以 3 4 票对 1 票， 7 票弃权通过。 投票情况及对投票È3说明，见第二十章通 

过第十六届会议报告第23  5 -  2 4 4 段。



第十四章

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技术援助

1 9 2 .理♦会在5 月2 5 日第3 2 0 次会议上开始审议议程项目1 5。，® 在这个项目下，理♦会收 

到执行主任的一份报告（i d / b / 2 7 7  )。
1 9 3 .秘书处一位代表在作介绍时指出，该报告出版之后有两个集体培训方案的项目已获批准实 

施》 1 6 8 ,  4 6 5 美元的资金由工发基金提供。

1 9 4 .尽管有人对1 9 8 1年期间只有一名巴勒斯坦人得到培训表示关注》值大家發遍地对秘书处 

在严重困难情况下为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技术援助而作的努力表示赞赏。 有人说，工发组织座该 

向巴勒斯坦人提供更多的培训以及确定新的项目，从而扩大工发组织的援助。 秘书处为确保在提 

供培训设族方面得到各国的合作和帮助所做的努力受到了称赞。 有人建议这种努力应该趣续下去 

并应得到加强。 许多人认为应该通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勒斯坦解放组织来提供 

援助。

. 1 9 5 .以色列拒绝为进入西岸和加沙地带被领领土提供方便，受到了强烈的遂责* 有人要求 

以色列重新考虑它的决定并允许工发组织官员前往执行联合国机构间工作组核准的七个项目中剩下 

的六小项目。

1 9 6 .有人建议，工发组织应尝试用其他办法来执行这六个项目。 有人说，其中四个项目也许 

不需要进入被占领领土就可以执行，其方法是向流亡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援助或者是争取居住在该领 

土内的巴勒斯坦人的帮助。 有人说》工发组织在执行这六个项目的某些项目时，应得到如贸度会 

议这样的联合国其他机构和组织的援助和合作。

1 9 7 .有人反对称巴勒斯坦解放组级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有人认为，長然向e•勒 
斯坦人民提供技术援助的主张得到了支持，但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不是提供这种援助的适当渠教 

应该另寻正常和适当的渠道0
1 9 8 .以色列观察员说，在理♦会对以色列国提出的指控是:没有事实根振的。 有人说》以色列 

宁可通过单一的国际组织提供技术援助。 最近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会提出的一小报告叙述了 

旨在援助&勒斯坦人的域目，这些頃目已获批准并正在执行。 强调指出了以色列政府不绝接受工 

发组级同Ë勒斯坦解放组织合作进行的活动。

199 . G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观察员说以色列占领当局不仅反对工发组织在被在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内执行援助填目而且还拒绝通过开发计划署执行这些项目。

2 0 0 . 有人建议》执行主任应该向工业发展理♦会第十七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向G勒斯坦人民提 

供技术提助的详细报告。

理♦会对項目1 5 的审议情况载于工] 3 0 5 , 第 1 7段和第3 5 段, ID /B /S R .3 0 6 ,  
第 ]0段* 第 18 段} 和 I D / B / S R .3 2 0 ,第 5 7 - 5 9 段Ï ID /B /S R .3 2 1  _ 7 5 段以

及工D /B /S R .322  第 1 -  2 段。



2 0 1 . 理♦会 在 1 9 8 2 年 5 月 2 8 日第3 2 3 次会议上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对已勒斯坦人民的技术 

援助的报告（工P / B / 2 7 7 》。

2 0 2 .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巴勒斯坦受训人员参加了工发组织所组织的集体培训方案，并设法护~ 
大这种活动。

2 0 3 . 理事会遗憾地法意到其他已核准的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技术援助项目尚未得到执行，并逮责 

以色列领当局胆换工发组织为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执行这些项目所作的努力。

2 0 4 . 理事会促请工发组织秘书处加紧努力并同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大的有关决议是已勒 

斯 坦 人 民 唯 法 代 表 的 &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协商，采取一切可能措族》以执行这些顿目和增加 

对已勒斯坦人民的技术援助。

2 0 5 . 理事会设法请执行主任提出一份有关对巴勒斯坦人民技术援助的进一步的进度报告，包括 

有关扩大该方案的各种方法的建议》 以便提交给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

" 本决议唱名表决以 3  0 票 对 1 票， 1 1 票弃权通过0 投票情况及对投票的说明，见第二十章， 

通过第十六届会议报告第2 4 5  -  2 5 1 段0



第十五章 

妇女参与发展

2 0 6 . 理♦会 在 1 9 8 2 年 5 月 2 6 曰第3 2 2 次会议上开始审议议程项目 1 6。2 ° 在这个项目下， 

理事会收到了执行主任关于 1 9 8 1 年工发组织旨在促进妇女更多地参与工业发展过程的活动的报告 

( I D / B / 2 8 3  ) 以及《 1 9 8 1 年执行主任年度报告》（工D / B J 8 0 , 第A 章第 1 3 至 1 5 段 ）。

2 0 7 . 有人强调了妇女充分参与发展的重要性，妇女不仅在劳动者队伍中应有平等的地位》而且 

还应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决策一级分担责任。

2 0 8 . 大家普遍赞赏工发组织为让妇女参与发展过程所作的努力，尽管有人说，还有许多工作要 

做0 大家承认关于妇女参与工业发展过程的司间工作组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重要和富有成效的， 

并应特别通过拨给其工作一些资金的方竺予以加强。 有人希望， 资金的困维不座访碍执行理♦会 

的决定和第三次大会的第1 号 决 议 ( I D / C 0 U F . 4 / R e s . l  ) 有人说，鉴于一致赞成开展这 

—领域内的活动，因此，应从其他活动调拨资金。

2 0 9 . 有人说，鉴于妇女参与发展是一小具有重要社会和经济影响的复杂问题，工发组级应特别 

注意国家在这方面的作用，并应与各国家机构和联合国的其他组织协调其活动。 有人还认为，工 

发组织在开展让妇女参与发展过程的活动时，应遵循某些基本目标。

2 1 0 . 有人对工发组级同联合国力女十年自愿基金之间进行的合作表示满意0 有人赞成工发组 

织重视乡村工业和小型工业的做法》 有人强调应该重视培训活动。 有人特别提请注意在赞比亚 

设立的处理妇女参与发展问题的指导委员会、加强妇女参与工业规划活动的区域讲巧班r 关于在传 

统上雇用女性劳力的工业部门的发展方面妇女所起的作用的讨论会， 以及《妇女与发展中国家的工 

业 化 》这本出版物（I D / 2 5 1  )。
2 1 1 . 对秘书处增加女性初级专业人员和现场专家的数目以及任用第一位女性工业发展高级现场 

顾问的做法，大家普遍表示赞杨。 但是，有人对在总部，特别是在决策一级的专业人员职类征聘 

妇女方面未能取得进展这一点表示关注0 有人说，秘书处应加强在这方面的努力。 有人对联合 

国制订的低聘指导原则以及有关在秘书处内男女享有同等特遇的那些指导原则表示欢迎》

2 1 2 . 尽管执行主任的报告比起过去来提供的资料更丰富，但有人希望，今后的报告能就影妇  

女的那些项目提供更详细的情况》并对具体巧目作出他价。

2 1 3 .  1 9 8 2 年 5 月 2 8  B 第 3 2 3 次会议上，理建会̂赞赏地注意到执行主任的报告（1 D / B / 2 8 3 〉, 
并再次强调彻底执行工发组织第三次大会通过的工PycOCT . 4 / R e s »  1 号决议的重要意义o 理事 

会重申应该把妇女参与发展当作工发组织一切活动中的一个实质性要素。

理♦会对项目 1 6 的审议情况载于情要记录工V S / S R . 3 0 3 , 第 6 5 段Î 工D / B / S R . 3 0 6 ,  
第 1 0 段和工d / b / S R „ 3 2 2 , 第 3 —4 5 段。



2 1 4 . 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妇女参与工业发展问题司间工作组的工作成效很有限 , 而且在1 9 7 8  
年关于发展中国家妇女在工业化方面所起作用的筹备会议之后没有采取任何后续行动。 因此理事 

会要求执行主任设法一 包括提供资源一 加强司间工作组的工作并贯彻执行 1 9 7 8 年，备会议的 

各项建议0
2 1 5 . 理事会认为工发组织的目标应该Æ

( a ) 促进工业领域的妇女培训 ;
( b ) 促进動女在所有工业部门的就业， 同时要顾到同工同酬的实现。

2 1 6 . 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在妇女初级专业人员和现场女性专家人数上有好的度展趋势，但也关 

切地注意到总部妇女专业人员数目格有减少， 强调必须在工发组织一切领械促进的活动中加强专业 

和更高级妇女的参与和聘用。

2 1 7 . 理♦会要求执行主任就此间题—— 包括秘书处采取的行幼—— 向第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十六章

有关政府间姐织和国际非政府想织的事獨

2 1 8 . 理 錢 在 1 9 8 2年 5 月 2 5 日第3 2 0 次会议上开始审议议程项目1 7。" 在这个项目下， 

理事会收到执行主任的一份说明（I d / 5 ^ 2 7 3 和 Add • 1 ) , 其中载有政府间组织和®际非政府同 

组织的申

A. 审议政府间组织的申请

2 1 9 . 理事会首先审查了两个政府间组织提出的要求参加工发组织活动的申请，这两个组织是： 

非洲区域技术中心和阿拉伯矿物资源组织。

2 2 0 . 理事会在 1 9 8 2年 5 月 2 5 日第3 2 0 次会议上同意给予非洲区域技术中心和拉伯矿物资 

源组取以议事规则第七十五条所规定的地位Ç
2 2 1 .  一项代表一国政府的发言说》该国政府将文持关于该申请的协商一致的决定。 但是》这 

种支持并不意味着该国政府承认巴勒斯坦或承认&勒斯坦解放组织为一个政府。

B . 审议国际非政府组欽的申请

2 2 2 . 由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和代表执行主任参加的《执 行 主 任 每 成 的 一 ^设 委 员 会 于 5 月 25 
日举行会议，审查了六个非政府间组织关于要求取得同工发组织的咨商地位的申请（ID /B /2 7 3  
和 Ad d • 1 ) 0 该特设委员会建议理事会按照其关于给予与促进工业发展有关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以咨商地位的程序， 应给予下列非政府组织以咨商地位：

亚洲区域培训和发展组參、

亚洲农业科举促进协会 

国际妇女理事会 

国际档案理事会 

拉丁美洲制药工业协会 

第三世界基金会

2 2 3 . 理事会在第 3 2 0 次会议上认可了该特设委员会关于给予下述四个非政府组织以咨商地位 

的建议I
傘洲农业科学促进协会 

国际相案理事会

2 1 理事会对议程明目171的审议情况载于倚要记录工i ^ B / S R . 3 2 0 , 第1 - 1 1 段以及工D / Y S R .  
★22 第 4 6 - 4 7 段。

《联合国大会正武记录， 第二十三届会议，补 编 1 5 号 》（A /7215  ) , 附件四。



拉丁美洲制药工业协会 

第三世界基金会

2 2 4 . 有人要求爱清亚洲区械培训和发展组织以及国际妇女理事会的成员情况》

2 2 5 . 在第3 2 2 次会议上，理事会根振秘书处所作的港清（ 工D / B / 2 7 3 / C o r r . l  ) 认可 

了关于染予国际妇女理事会以咨商地位的建议》

2 2 6 . 理事会决定，.在牧到关于亚洲区域培训和发展趙织的成贾情况的进一步说明之前，推退审 

议该想织的申请。

2 2 7 . 关于这一處，有人指{B, 台湾是中国的一郁分，不能允许台涛的任何机构或个人以"中华 

民国" 或中B 的名义，或以台湾作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一个地区的名义，参加国际组织或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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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工业发展理^第十七届会议和常设委 f i会第十八届及第十九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2 2 3 . 理事会在1 9 8 2年 5 月 2 8 日第3 2 3 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1 8并避过了工业发展理♦ 
会第十七届会议和常设委f i会第十八届友第十九届会议的臉时议程如下:一 ^

工业发展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臉时议程

1 . 会议开暮

2 . 选举主席B 成员

3 . 通过议程

4 .  一般性辦论> 包括《1 9 8 2年执行主任年度报告》

5 . t 设委貝会的报告

6 . 工发组织、第三次大会和联大第十一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7 . 非洲工业发展十年

8 . 世赛工业生产结构改革> 包括重新部署

9 . m m
10. 技术& 資和特让，包括工业和技术资料库

11. 工发组织第四次大会的筹备工作

1 2 . 最不发达国it t的XÆ化进展

13 . 1 9 8 4 - 1985  年方 概算

1 4 . 联合国工业发展基金

1 5 . 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技术援助

对议程項目1 8 的审议情况载于倚要记承ï i > / ï ^ s r ，3 2 3 ,第 5 8 - 6 1 换，



1 6 . 对&勒斯坦人民的技术援助

1 7 . 妇女参与发展

1 8 . 有关政府河想织和国际非政府组奴的事项

1 9 . 工业发展理事会第十A 届会议和常设赛员会IT二千届及第二十一届会议约雄时议程、 日斯和 

地点

2 0 . 通过第十七届会议的报告

2 1 . 第十七届会议闭幕

常设委Æ会第+八届会议雄时议程

1 . 会议开暮

2 . 通过议程

3 .  m
4 . 建议的 1 9 8 4 -  1 9 8 5 两年期工作计趣

5 . 工发粗织第四次大会

6 . 通过第十A Æ 会议的报告

7 . 第十八塚会议闭幕

常设要Æ会第十九届会议睡时议程

1. 会议开暮

2 . 选举主库因成fi
3 . 通过议程

4 . 技术合作经常方案

5 .  M -
6 . 通过第十九届会议的报告

7 . 第十九届会议闭暮



第十八章

工业发展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和常设委员会 

第十八届及第十九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2 2 9 . 理 事 会 在 1 9 8 2年 5 月 2 8 日第 3 2 3 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1 9。
2 3 0 . 理事会在 1 9 8 2年 5 月 28  B 第 3 2 3 次会议上决定 :

(a) 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于 1 9 8 3年 4 月 2 6 日至5 月 1 3 曰在维也纳举行 ;
(b) 常设委员会第十A 届会议 于 1 9 8 2年 1 1月 15 B至 1 9 日在维也纳举行 ; 
( C ) 常设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于1 9 8 3年 4 月 2 5 日至26 B在维也纳举行 ;

对 项 目 1 9 的审议情况载于筒要记录工 I î / V " S R . 3 2 3 , 第 5 8 - 6 1 段。



第十九章

将瓦努时图列入联大第2 1 5 2  ( X X I  ) 号决议附件A 部分所列国家名单 

并将安提瓜和巴布达以及伯利兹列入该决议附件C部分所列国家名单

2 3 1 . 联大第三十六届会议于1 9 8 1年 1 2月 1 7 日第3 ^ 1 8 1 等决议中决定将瓦努阿图列入联 

大第2 1 5 2 ( x x i ) 号决议附件A所列国家名单并将安提瓜和B布达以及伯利兹列入该决议附件C部 

分所列国家名单。

2 3 2 . 理事会在1 9 8 2年 5 月 24 B第 3 1 9 次会议上遂照联大关于建立工发组织的第2 15? 
( X X I ) 号决议第2 节第4 庚最后话注意到了上段提到的联大决议。



第二十章

通过第十六届会议的报告

2 3 3 . 理事会在1 9 8 2 年 5 月 28 H第 3 2 3 次会议上开祐审议议程项目2 0 : 通过第十六届会议

的报告。"
2 3 4 . 理事会在同一次会议上审议了关于议程坂目6 工友组织第三次大会各填决定和建议以及联 

大第十一届特别会议有关工业发展的各觸决定和建议的后续行动的结论草案（l ü / S / L .  2 8 7  ) , 
该结论草案获得一激通过》 —个代★团说，作为总体》该代表闭赞成这个结论草東，但对第7  1 
段有保留，因为该代表H认为由于超级大国之间B 益激烈的军备竞赛》这第7  1 段是不瑰实的。

2 3 5 . 理事会在同一次会议上审议了 7  7 国集团提交的关于议卷項目1 4 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技术 

援 助 的 结 论 革 稿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代 表 团 要 求 就 该 结 论 草 稿 进 行 喝 名 表 决 。

2 3 6 . 理事会通过唱名表决，以3 4 票对 1 票， 7 票弃权通过了该结论（见第十三章，第 1 8 6 -  
1 9 1 段 ）。 表决结系如下：

赞成: 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 &西、中国、捷克斯洛伐克• 丹麦、厄瓜多尔、加蓬、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 拉克  ̂ H本、肯尼亚、莱索托、 

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舟、 巴基斯坦、已♦马、罗马尼 

亚、西班牙、斯里兰卡、墙典、特立尼达和多巴舟、土耳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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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端拉、赞比亚。

M : 美利坚合众国

査想： 利时、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荷兰、墙士、大不列觀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2 3 7 .澳大利亚代表a 在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时表示支持理事会结论草稿的意向，认为是同其政 

府在纳米比亚间题$ 员会的成员国资格相一致的。 但在澳大利亚代表团看来，西南非人民组织長 

然是一个主要的政組级，但不是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真正代表5 此外，澳大利亚对该结论的第 

( 1 9 0 ) 段还有程序性反对意见。

2 3 8 . 奥地利代表团在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时说， 它投票赞成该结论草稿是为了强调它支持并愿 

意参加工发组织范围内举办的有利于纳米比亚人民的技术援助项目。 但该代表团对结论的第191  
段有保留意见，因力奥地利代表团仍然认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只有通过自由和民主的选 

举来推定，而该结论草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须先判定此种选举的结果。

理事会对项目2 0 的审议情况栽于倚要记泰工D / 0 R .  3 2 3 ,第 1 -  6 3段,



2 3 9 . 比利时代表 ®在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在理事会有其代表的成员国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时要 

求将下述声明全文载入记录：

" 我愿意代表欧洲共同体在工业发展理事会有其代表的成员国就剛才对关于议程项自 1 4  
对纳米比査人民的技术援助的结论进行的表决作一声明。

" 众所周知， 欧洲共同体成员国过去曾对纳米比亚人民提供过技术援助； 它们准备继续这

# # o

" 为此理由， 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代表团原则上丈持联合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援助活动。对 

纳米比亚人民的技术援助有许多渠道。 其中之一是西南非人民组织。 但我们遗憾地注 

意到，在结论革稿文本中把西南非人 fe组织称作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 应当毫 

不拖延地让纳米比亚人民通过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行使其自决和独立并选择他们自己政府的 

权利。 在我们看来，这些选举的参加者没有任何人可以箫先指定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 

真正代表》

" 此外，我们认为， 工发组织作为技术性很强的机构不宜处理不容置疑属于政治性质的问 

M o ，’

2 4 0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在代表其本身以及加拿大、 法園、大不列斯及北爱尔兰联食王国 

和美利 4 合众国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时回顾了这些国家以前的发言和立场，并要求将下述声明全文 

载入记录，

" 上述各圓完全持工发组织向纳米比亚人民提供技术援助。 然而，正如它们在以前历 

次发言中所银调的那样， 它们不能支持把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这一特殊地位腻予西 

南非人民组织的提法。 按照安理会第 4 3 5 号决议批准的联合国解决方案将在纳米比亚举 

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 这一办法也正是联络組准备和有关各方合作争取在 1 9 8 2 年实行的 Î 
但上述提法无疑是预先早判定了这个选举的结系0
" 为此理由，在理事会有其代表的这五个国家的代表团未能文持通过这一结论。

" 这五个国家还希望 19顾它们对联合国纳米比亚问题委员会的众所周知的立场。 "
2 4 1 . 瑞典代表因在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时要求将下述声明全文载入记录：

" 端典支持向纳米比亚人民提供技术援助的设想， 因此瑞典代表闭投票赞成结论草案 

B / I < . 2 8 1 。 但是，瑞典不能同意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选举之前把任何一个經织補戾为 

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
2 4 2 . 墨西舟代表团在代表七十七国集团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时要求把下述声明全文载入记录： 

" 我代表七十七国集 ffl希望将下述立场记录在案，即：西南非人民m 织是纳米比亚人民的 

唯一合法代表，联合国的全体会员国都有责任和义务为使纳米比亚从非法占领下解放出来， 

为使其获得独立而斗争。

" 因此，根播联合国对管理这块领土所负的直接责任，±发组织应当把对纳米比亚人民的 

技术援助当作优先事项。 "



2 4 3 . 西班牙代表卸Æ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时说》它对结论投了赞成票，因为西班牙政府希望通 

过工发趙织参加纳米比亚人民的发展合作。 而且，西班牙政府还认为西南非人民组栽是纳米比巫 

人民的代表，虽然在这块银土上进行民主选举之前不能说是咱一的代表。

2 4 4 . 日本代表团在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时要求将下述声明全文载入记录：

" 我国代表因对关于向纳米比亚人民提供技术援助的结论革I«嫩了费成票。

" 我国政m 为，由谁代表纳米比亚人民的问题应由纳米比亚人民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来决定》在结论草稿中有一种提法不符合我国政府的主张。"
2 4 5 . 理事会第3 2 3 次会议还审议了由7 7 国集团提出的关于议程项目1 5 的结论軍稿，题 为  

" 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技术援助" （I I Î / B / L .2 8 2 ) 。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要求就该结论單稿进 

行唱名表决。

2 4 6 . 理事会通过唱名表决以3 0 票对1 票， 1 1 票弃权通过了这项结论（见第十四章第2 0 1 -  
2 0 5段 ）。 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 阿根廷、奥地利、巴西、中国、捷克斯洛伐克^ 厄瓜多尔、加達、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几内亚^ 印度、印度尼西亚^ 伊拉克、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 

加、马来西亚、塞西哥、摩洛舟、 £ 基斯坦、 B拿马、罗马Æ亚、西班牙、斯里兰 

卡、特立尼达和多&哥、土耳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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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墙拉、赞比亚。

反对: 美利坚合众国。 •
弃权: 澳大利亚> 比利时、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 日本、特竺、墙典、 

墙士、大不列奴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 4 7 . 比利时代表a 代表改满经济共闻体在理事会里有其代表的成员国在解释投票立场时作了如 

下声明，并要求全文载入记录：

" 工业发展理事会里有代表的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剛才在表决时弃权》我想就此0 顾这些国 

家过去采取的立场和发表的声明。

" 我们这些国家一贯支持并趣续支持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技术援助。 但是》这些国家在 

对常设委员会和理事会历届会议通过的各项结论投弃权票后曾发表下述声明，最近一次是 

1 9 8 1年 5 月：

" ‘ 文件工D /B /C .  3 ^ 9 7 内提到的各项工发组织活动是以袋济及社会理事会第2026  
( L X I ) 和 2 1 0 0 ( I< X I I I )号决议为根据的。

" ‘我愿意再次提握大家，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里的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对这两项决议都投 

了弃权票，因为它们不能赞同第2 0 2 6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 段的提法： "请这些机构 

和组织同&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协商和合作…… "。

" -第 2 1 0 0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 段也有同样的措词。 我们的立场并没有改变。

此外，改洲共同体成员国的立场保持不变，认为工发组织作为一小技术性很强的机 

构，不宜处理具有不容置疑的政治性质的问海。 ，"



2 4 8 . 奥地利代表团在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时说》 它投票赞成该结论草稿》是为了强调它支持并 

愿意参加有利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技术援助项目，但附有一项谅解， 即结论草稿所提的 "被占领的巴 

勒斯坦领土  " 指的是两岸和加沙地带。 奥地利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对该项目的辩论再次导致某 

些代表团把超出工发组织职权范围的政治问题引入讨论。 奥地利代表旧指出，理事会避责一个成 

员国的当局尤其不合适的，奥地利声明它不赞成第2 0 3 段的措词。

2 4 9 .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闭在解释投票立场时作了下列声明，并要求全文载入记录：

“ 美国支持工发组织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技术振助的设想。 事实上， 美国是通过联合国 

各组织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的主要捐助国之一。 但是，我国不赞成通过巴勒斯坦解 

放组织来提供这些援助。 此外，众所周知，美国不承认已解组织是&勒斯坦人民的唯一 

合法代表，它不是一个政成， 因此我们投票反对理事会剛才审议的结论。

"此 外，我国代表团不整成理事会刚通过的结论第3 ( 2 0 3 )段的措词。正如我们过去多次 

说过的， 工发组织不是一个适宜讨论政治问题的场所，为了政治理由而遭责任何一国很明 

显已超出工发组织的职权范围。 这种遗责对我们援助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努力毫无帮助。’
2 5 0 . 握西哥代表 ffl以 7 7 国集团名义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并要求把下述声明全文载入记录：

“ 7 7 国集团的立场在文件工D /B /L .2 8 2 里已明确间述。 工发组织应加强努力一 并 

采取必要措族—— 来增加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技术援助，并同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巴解组织协商。 "
2 5 1 . 马来西亚代表团代表亚洲集团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时重申该集团承认巴解组织是&勒斯坦 

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马来两亚代表团说 *工发姐织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的任何援助均应通过巴 

解组织并与巴解组织协商。 工发组织为执行已核准的对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技术援助的项目而作的 

努力为被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当局所 P且换，该代表团对此感到遗憾。 马来西亚代表团敦请工发组 

织秘书处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经理事会核准的援助， 因为这符合国标社会大多 

数成员的愿望。

2 5 2 . 程事会在 1 9 8 2年 5 月 28  B第 3 2 3 次会议上将报告作为一小鉴体予以通过。 但有一项 

谅解， 即委托报告員在" 报告员之友 " 的协助下， 最后完成报告，包括不能提交理事会审议的那些 

章节。



第二十一章 

第十六届会议闭幕

2 5 3 . 在第十六届会议主Jf、执行生任以及各国和各区械集®的代表相趣发言后，理事会第十六 

届会议于1 9 8 2年 5 月28  0 下午 1 时4 0 分闭幕*



附 件 一  

工业发展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通过的决议

5 5 ( X V I ) . 非满工业褒^十年 

工业发展理事会，

19顾联大关于非洲工此发展十年的1 9 8 0年 1 2月 5 日第3 5 /6 6时决议和 1 9 8 1年 1 2月 17 
曰第3 6 / 1 8 2 号决议第二部分，并关心地注意到非洲工业部长在它们:的第六次会议上通过的第1
(Y工 ）号决议

并0 顾 1 9 8 1年 5 月 3 0 日工业发展理♦会第54 ( X V )号决议》其I中理♦会特« I [布 满  

发義联合国工业发展里织最重要的方案之一,
注意到1 9 8 2年4 月 3 0 日第/、次非 «̂1经济委贾会郁长会议通过的第442 (30^工；0 号决议对非 

洲工业发展十年方案的认可，

1. M M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执行主任和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援班》非洲工业发展十年 

进度报告

2. M t M 第六次非洲工业部长会谈通过的关于制订和执行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方案的第1 
( V I ) 号决议中的各项建议I

3 . I t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执行主任调整工发想织工作计戈I),以便充分考虑到非洲工业发展十 

年的各项需要；

4 . 呼吁各捐救国和机构在非洲各国政府自己制订的方案和项目范围内增加拔助非洲工业发展 

的捐敦，以期进到非洲各国政府为非洲地区所戾的指振即在本工业发展十年期间在世界工业生产 

中所è 份额达1 .4  % ; 在这方面，极力建议向联合国工业发展基金提供捐敦，以便为非^«|工业发 

展十年方案提供资金；

6. ^ 合国开发计划署考虎增加其对非洲工业发展十年的支助，拨染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方案 

充足》财政资源J
0 . ^ 联合国有关机构对其方案进行必要的调蹇，按联大第3 5 /6 6 B 等决议的要求，有效地 

促进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方案的执行,•
7 . ^ 联大拨出足摘的工作人员和财政资滋g 确保有效地协调和执行联合国工业发展想织 

和非洲经济委员会各项有关非洲工业发展十年的活动。

1982 年 5 月 28 H 
第 3 2 3 次全体会议

工 D/B/274/Add,l, E/ECA/OM.a/2.
I V B / 2 7 4 o



附 件 二  

提交给第十六届工业发展理♦会的文件

工D/B/26l/Add.T 
ID/B/2T0 
ID/B/2T1/Rev.l 
ID/B/2T2和 Add.l 
工D/B/2T3和Corr.l 和 Md.l

ID/B/2TU 
ID/B/2T^/Add.l
ID/B/2T5

IP/B/275/Add.l
工D/B/2T6和 C o r r . l (只有英文本 ) 

和 Md.l
ID/B/27T
ID/B/278

ID/B/279
ID/B/280和 C o r r . l (只有英文本）

ID/B/280/Add.l
ID/B/281

ID/B/282

ID/B/283

ID/B/28i^
ID/B/285

ID/B/286

ID/B/287

关于建立国际工业发展報行的建议 

常驻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工作振告 

议程

工业发展理♦会第十六届会议附说明的临时议程

有关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事项：政府间组织和国际

非政府间组织的申请书

非洲工业度展十年：进度报告

第六届非洲工业部长会议报告

有关工发组织第三次大会决定和建议和大会关于工业发展的第 

十一届特别会议决定和建议的后续措族：关于要求会员国建立 

国际工业发展報行的后续报告 

拟议中的国际工业发展報行协定的条文草案 

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技术援助

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技术援助 

协商制度

联合国工业发展基金 

1 9 8 1 年执行主任年度报告 

工发组织技术合作活动概况 

技术发:展和转让，包括工业和技术资料库 

将工业从发达国家重新部署到发展中国家：工发组级进行的关 

于工业重新部署和结构改革的研究

妇女参与发展工作： 1 9 8 1 年工发组织旨在促进妇女更多地参 

与工业发展过程的活动 

协商制度： 1 9 7 6  -  1 9 8 1 年分析

工发组织第三次大会各项决定和建议以及联合国大会第十一届 

特别会议有关工业发展的各项决定和建议的后续行动 

工发组织第四次大会

协商制度：贸发会议/ 工发组织关于工业协作安排中贸易和与 

贸身有关方面问题特设专家组第二次会议的报告



ID/B/28T/Add.l 贸易和发展理 ♦会第二十三届和二十因届会议s 关系到贸发会 

议/ 工发组织关于工业协作安排中贸身和与贸易有关方面问题 

特设专家组的决定和审议 

工D/B/288和Corr，1 (只有英文本》 第十七届常设委贞会工作报告

ID/B/C.3/107/Add. 1984 -  1 9 8 9年中期计划草案

与会者须知

ID/B/INF.72/Rev.l 和 Corr,l 与会者名单

UNIDO/IS.292 和 Corr,1+2
( 只有中文本）

1 9 8 1年世界工业形势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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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 l3 A a > H i if {  O p r a H H s a u K H  O Ô T ^ e f lH H e H H b ix  H a u H â  m o j k h o  K y n n T b  b  K H H jK H b ix  M a r a -  
3 H H a x  H  a r c H T C T B a x  B o  B c e x  p a f i o H a x  M H p a .  H a e o A H T e  c n p a s K H  o 6  H S A a H H H x  b  
B a m e M  k h h h c h o m  M a r a s H H e  h ; i h  n H u i H T e  n o  a A p e c y  : O p r a H H s a u n n  0 6 T » e f lH H e H H i> i x  
H a i i H f t ,  C e K i îH H  n o  n p o ^ a j K e  H 3 f f , a . H K û ,  H t i o - H o p K  h j i h  H C e n e s a .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ÏDAS
L as  p u b licac io n es  d e  la s  N a c io n e s  U n id a s  e s tà n  e n  v e n ta  e n  lib re ria s  y  c asas  d is tr i-  
b u id o ras  e n  to d a s  p a r te s  de l m und o . C o n su lte  a  su  lib re ro  o  d ir ija se  a : N ac io n es  
U n id a s , S ecc iôn  d e  Y en  tas , N u e  va  Y ork o G ineb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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