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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份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救灾专员办事处)的报告是根据大会一

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2816(XXV工)号决议而编写的，该决议要求协调专员为

秘书长编写年度报告，以备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 本报告包括的期间是

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到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2. 大会曾依照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 3243(XX工 X) 号决议的规定，

设置了自愿信托基金，以加强救灾专员办事处;大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第

3532 (XXX)号决议，又规定在该基金范围内设置紧急救济和技术援助的分户帐。

本报告也提供了该分;帐户的资料。 信托基金财务状况的详情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附件二则载有发生灾情后使用基金情况的资料。

3 .本报告还提出了提议，以便确保救灾专员办事处的核心方案获得健全的经

费基础。 提出这项资料的目的在于补充一九八0-一九八一两年期方案予算中的

制十数中所载的资料，那是估计数是根据大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3/429

号决定提出的。

二、组织和经费的筹措

A. 核心方案

4. 根据一九七八年一月以来所累积的经验，救灾专员办事处新的内部结构组

织可以说在基本上是至为成功的。 在救灾事务的一切方面，把设有三个地理区域

科的一个司内的工作加以分类已使灾害问题的所有方面能够获得纵向的结合，那种

纵向结合使下述三个领域的效率都有所增高:救灾协调、准备和予防。 此外，这

种办法所增添的灵活性能更迅速地临肾J调动工作人员，支援个别单位特别繁重的工

作负担。

5. 秘书长认为，当办事处的所有空缺都得到填补以后，这种改善工作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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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将加速落实。 延迟征聘定期任用的侯选人以填补重要员额已经降低了协调专员

的能力，使他不能全力执行大会第 2816(XXV工)号决议委派给他的职责。 填补

所有专问人员空缺的选选工作巳于一九七九年一月结束，但在编拟本报告时，仍旧

没有任何人获得任命。 大家当能了解，由于需要进行的工作是长年累月不断执行

的，因此，在进行审查的一年内，加诸现有工作人员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6. 根据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2/56 号决议，大会决定在第三十三届会

议审查今后经费安排，以保证救灾专员办事处的核心方案具有健全的经费基础的问

题，以期在一九八。一一九八一两年期方案予算草案中列入关于进一步把适当的费

行从自愿捐助改为由联合国经常予算负担的提议。 它又请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在拟

订关于一九八O一一九八三年中期计划草案的建议时，考虑到该项决议。

7.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在其第十八届会议工作的报告中 E 建议大会在一九/\.0一

一九八三年中期计划内为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的两年期方案予算核准一项低于平均

数的增长率。 不过，委员会也建议大会应申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根据方案

协调会的意见制定相对增长率，目的是指导秘书长在编制方案概算时如何决定各方

案的优先次序，在某些情形下，对这些增长率的解释也许需要某种程度的判断，并

了解到若干方案的增长率可以降低到零或负数。 1

8. 行政和予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关于一九/\.0--九八三年中期计划草案

的报告( A/3 3/345) 第 1 8 段中提请大家注意各机构"有可能作出互相矛盾的决

定"，由于大会第 32/怎6 号决议的规定，救灾方案尤其可能发生这种情形;行予

咨委会还建议大会对于这个领域给秘书长提供必要的指导。

9. 大会在其第三十二届会议所作的第 33/429号决定中，请秘书长依照第

32/56 号决议，在他的一九八O一一九八一两年期方案予算的概数内列入这样的

提议:将在本两年期内由予算外资金提供经费的核心方案余留的行政活动的费用的

一大部分转入经常予算。

I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3 8 号>> (A/3 3/38)，第 53 (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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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Q 秘书长在给第五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本两年期内这种转移的费用，可以

按目前予测的一九七九年价格估计为 1 ， 310, 200 美元，其中 1. 038 , 600美元

属薪给和一般人事费用，其余的 271 ， 600美元属经常支出。 秘书长指出，根据

相同的价格计算办法，1 在一九/\.0一一九八一两年期间仍需依靠自愿捐款筹措 1 , 

544, 000 美元(A/I气 5/33/60 和 Co叫 1，第 1 5 和 1 7 段)。

1 1. 秘书长对一九八。一一九八一年所提的建议现在包括把七多专门人员和两

名一般事务人员员额以及某些有关经费从自愿捐款支付改由经常予算支付. 他愿

意再次强调:考虑到经常经费和予算外经费的总和，他并未要求增加整个救灾方案

的资沉总额。

B. 紧急援助活动经费的筹措

12. 救灾专员办事处信托基金这分怅户获得支持的进展十分缓慢。从两国政府

所得的捐款总额仍然是 6， 545 美元;此外，有一个第三国认捐了 4， 500 美元.

所有这三个捐助国都是容易受到灾害影响的国家的政府。 协调专员已经写信给各

会员国，请其注意大会请各国政府支持这项信托基金。 过去几年，要求从经常予

算现有经费(每年 200， 000美元，而每一笔赠款的正常限度为 20， '000美元)拨

发款项的压力极其庞大，以致救灾专员办事处不可能充分满足一切需要. 甚至在

这种限制下，本年度的经费也早在该年结束以前就被用尽。 为了遵从大会限制经

常予算增加的愿望，并未为一九八0-一九八一两年期提出额外拨款的要求. 不

过，假如各国政府希望协调专员能够继续就国际社会对灾害生存者的困境作出虽然

有限但是实际的关切表示，最重要的就是对信托基金的分怅户作出捐献.

13. 本报告附件二内以表格的方式载列关于经常予算拨款和其他捐助国通过救

灾专员办事处提供的紧急援助的使用情况。

C. 技术援助活动经费的筹措

14. 救灾专员办事处的信托基金内专用于协助各国政府进行灾害予防和灾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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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技术援助的方案费用的分怅户是根据大会第 3532(XXX)号决议设立的。这种

经费的筹措办法取代了一九七三年以来就一直实施的每年从周转基金提款的方式。

1 旦 大家可回顾犬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第 31/173号决议，其中请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一九七八年审查其他可供进行技术合作活动的经费来沉。 当

经社理事会审查这个问题时，秘书长指出可能提供经费的来沉共有四个: (叫各联合

国机构，主要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

署); (b)双边援助; (c)各国政府为特定项目提供给救灾专员办事处或通过救灾专员

弗事处提供的指定用途的捐款; (创对救灾专员办事处信托基金分怅户继续捐赠，并
继续进行分怅户的业务。

1 丘 经社理事会的审查结果载于理事会一九七八年八月一日第 1978/41 号决

议内，但这项结果不是最后定案。 理事会认识到需要有效推动备灾、防灾的技术

合作工作。 达成这个目的的方法是:利用开发计划署国别方案(在适当情况下由

救灾专员办朝主担任执行机构)、对救灾专员办事处分怅户继续捐款、通过救灾专

员办事处或以双边方式提供援助;以及由各国自行拟订项目或协同救灾专员办事处

拟订项目。 大会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 33/2 2 号决议注意到理事会的决

议。 犬会在该决议中请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在其一九七九年会议中，考虑在其区域

和区域问方案中列入有关备灾和防灾方面的技术合作活动。

17. 不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经提供了许多区域项目的经费。到一九七八年

六月三十日为止，协助各区域气象服务的现有办法共有十五项，开发计划署提供经

费总额 1， 080 万美元;两项区域地震项目，经费总额约为 150万美元;仅仅这

两学科的国别项目经费就几达乌 000 万美元。 因此，开发计划署在备灾和防灾

工作方面显然一直都在参与，工作也一直都在推展。

18. 不过，每一件必须进行的工作是否都在进行就不太清楚了。最具效率的气

象服务只能以最实际的精确度予测可能造成灾难的熄风的来临;这种服务无法提供

处理熄风所生影响的地面上的组织，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组织，予测工作就失去了许

多价值。 同样地，最精心筹组的备灾组织要是不能及时收到精确的予报，它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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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也就大打折扣。 协调专员的职责是协同向各国政府提供有关灾前规划的意见和

集中力量去办理组织事务，这种意见往往显示出其他有关领域也需要在支持性事务

方面作出改善。 要作出这些改善，就必须从事一些项目，这些项目除了对灾前规

划和组织有用之外，通常也有促进发展的利益。 这些项目几乎总是联合国系统其

他机构负责办理的项目。

19. 因此，协调专员负有一种职责，那种职责使协调专员有理由必须拥有执行

技术合作方案-一虽然可能是规模不大的方案~一的经费，同时那种职责也强调有

必要设置一个认识所有处理备灾防灾任何事务的一切技术援助活动的中央办事处，

而救灾专员办事处是独一无二最适宜担当这项中心工作的机构.

20. 根据以上各项理由，秘书长认为当前涉及灾前事务的技术援助经费最好仍

继续使用不同的方法筹措。

21. 采取灵活性措施的理由得到了加强，因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都对这

个问题表示了分岐的看法。 这种分歧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两个机构至今都不能

拟订一个筹措经费的办法。至今还是不能找到一个方式，一方面可以尊重一国决定

其本国开发计划署国别计划的优先次序的权利，而同时又可避免要求捐助国进一步

作出慷慨的捐输.

22. 过去几年，环境规划署一直向救灾专员办事处提供经费，促其进行一系列

的研究，以便就当前在防灾和减轻灾害的各个方面的知识作出简要报告. 环境规

划署的捐款还使救灾专员办事处得以出版三份手册，阐明关于自然灾害在人类住区

的规划、建造和管理方面所涉的各项问题。 环境规划理事会已经把自然灾害列为

一项优先主题领域。 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向理事会第七届会议(一九七九年四月)

提出了执行协调的活动方面进行合作的订正目标，除其他事项外，这些活动的目的

在于制定和执行关于准备和减轻自然灾害的适当措施。 不过，环境规划署基金在

一九八。一一九八一年间核拨给自然灾害的款项约为百分之零点五，其数额仅略多

于 300， 000 美元。 因此，从该项来泥获得任何额外大幅援助的可能至为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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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这笔款项还必须划分给一个以上的执行机构，所以必须从总额内拨款，以供继

续执行项目的需要。

2孔 对于本国资沉不太可能执行技术援助特派团所作的各项建议的国家，应对

其备灾防灾的需要给予更多的注意。 协调专员就是必须对这类国家一一"受影响

最严重的"和"最不发达国家"中最易遭受灾害的国家一一给予优先的地位。 促

使一个国家被列为上述一类或两类范围内的因素正好减少了在该国的指示性规划数

字内列入若干项目的可能性，那些项目是没有直接而明显的经济利益的. 要是一

九七八年所作的试验性倡议得以付诸实施，或许已经采取许多措施去克服这项困难

了. 这项" 1:昌议"建议设立一项由开发计划署管理的特别信托基金。 救灾专员

办事处将密切参与使用这项基金的工作，以确保有效的方案可由最适于满足特别需

要的方法来加以执行。

24. 时常有人表示一个意见，认为顾问团只会提出报告，而几乎从来没有引起

行动;这样一项具体援助的来沉一定可以驳斥那种流言。 大家当然也能作出一些

改善，而无须花费巨额的经费。 例如，协调专员目前采用的利用他本人的工作人

员从事短期初步调查工作的作法，可使以后的阶段易于派遣具有特别专长的专家去

应付具体的需要。 这种作法，比派遣顾问以长得多的时间来应付整个备灾领域要

有效得多。 这类顾问，虽然可能经验丰富 能力卓越，但却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

问题:由于他们工作的领域非常广大，以致他们不能与政府内负责备灾工作的一个

或两个方面许多人员中的每一个人充分密切地工作。 这就不利于任何一个真正认

为应该根据顾问的建议负责采取行动的担负同样职贵的相对政府官员。

2 5. 改善一国备灾情况的办法多数都要对新的设备、建筑或耐久用品作出投资.

如果这些投资不能在多边或双边援助方案的范围内加以提供，并假设政府作出了这

些要求，那只有由协调专员向一般或个别援助国要求提供所需的投资。 这是对孟

加拉国所采用的办法，该国对救生艇的需要是救灾专员办事处顾问的报告中所强调

的要点之一。 这个项目的进展情况载于下文第 1 0 1 段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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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协调专员为了进一步响应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七年八月三日;第 253

(LX工工工)号决定所载的要求，已经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

专员签订了谅解备忘录。 他也曾指出，他准备签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粮食

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

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和救灾专员办事处间的多机构协定。

2飞 救灾专员办事处和难民专员办事处间的备忘录特别具有价值，因为它第一

次明确规定了这两个组织在"其他各种灾害情况"下所负的职责。 秘书长认为他

可以正确地这样说，难民专员办事处和救灾专员办事处间从来没有发生过管辖权方

面的冲突:社会公众对于责任属谁的问题比较注意;而每天进行救济的工作或免除

人类遭受不必要苦难的工作的人员对于那个问题是不会那么注意的。

B. 其他合作安排

28 0 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第二届常会期间，若干代表表示愿意知道

更多有关开发计划署与救灾专员办事处问的关系和活动的情报. 自从一九七二年

三月救灾专员办事处成立以来，办事处和开发计划署之间一直存在着特别密切的关

系. 具体而言，开发计均居的驻地代表依据职权一直担任协调专员的代表。 给

予那些驻地代表一些指导，说明他们予期必须履行何种义务，因此救灾专员办事处

便编拟了几套指示，并由开发计划署印发那些指示. 那些指示的第一版已于一九

七二年发行，第二版则在一九七五年发行. 这些指示的内容现在已经增订，编入

最新资料;在编写本报告期间，两个组织正在讨论这些指示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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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目前，救灾专员办事处正在遵循两种行动方向，以便保证驻地代表在实际

可行的情况下，现在可以尽量了解他们的职责，以后还是可以尽量了解他们的职责.

首先，救灾专员办事处为了派驻于易受灾害国家的驻地代表所举行的第一周期训练

讨论会现在已告结束. 四期讨论会的最后一期是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在塞内加尔举

行的. 一个新的周期目前正在计划之中，训练时期要到一九/\.0- 一九八一两

年期才可结束. 此外，所有派驻易受灾害国家(有时也包括其他国家)的驻地代

表在途经日内瓦时，都去访问救灾专员办事处，讨论共同关切的事务。 一九七八

年一年内就有二十次这类访问. 这对救灾专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有很大的帮助，

他们不但可以借此机会认识他们工作方面的对手方，也常常能在几分钟的交谈内解

决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的通信才能处理的问题。

30. 同时，协调专员本人也把握着每一个机会，在开发计划署的区域会议上向

驻地代表交谈. 在署长的邀请下，他为了那个目的于一九七八年四月访问了斯里

兰卡.

31. 驻地代表不仅在灾后紧急期间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而且对负责灾前规划

工作的救灾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和顾问也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他们了解当地的情

况s 因此他们在那些看来最会取得有用成果的领域方面s 能够帮助调查团和顾问团

调整它们的活动. 通常有很多理由可以说明.视察团的专家认为最近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事实上可能是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s 因此，有时利用机会满足较不紧急但

仍十分重要的领域还是一件最有价值的事.

32. 在灾害紧急期间，受到灾害袭击的国家的驻地代表并不是一个可能必须采

取行动的唯一人员 在此期间，常常要求邻近国家的驻地代表以救灾专员办事处

或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名义采购救济用品，并安排运到灾区的运输工具。 这些事务

肯定需要驻地代表及其工作人员巨量的额外工作，但是他们一直总是心甘情愿、卓

有效力而且高高兴兴地履行这些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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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目前逐渐明确的现象是有愈来愈多的驻地代表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其他

联合国机构的国家代表参与估计损害和估计救济需要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 这种

"国家工作队"的成员在联合备灾规划和情报收集领域内必须采取更多的行动.这

是上文第 2 8 段所提到的新的指示草案曾经相当详尽地加以论述的问题. 只要在

一个易受灾害的国家已经进行这些备灾工作，最后所进行的救灾工作也就愈为迅速

有效. 大家认识到，当灾害发生时，各机构驻于该国的代表不一定总是能够进行

所有必要的工作，驻地代表本人尤其不一定总是能够进行所有必要的工作. 就是

由于这个理由，现在已经有了若干安排，由救灾专员办事处和总部或其他机构的区

域办事处派调工作人员去支援国家工作队。 甚至在根本没有作出这种决定以前，

驻地代表就能从救灾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意见和援助获得助益. 办事处工作人

员在那个时候前往该国并没有含有其他意义，而只是协调专员认为有必要给予他在

该地的常驻代表一些额外的支持，以使他能够担负他本身作为情报交换的协调中心

所应负的任务.

34" 大家当能忆及，一九七七年协调专员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总

干事签订了一项谅解备忘录. 作为原子能机构在备灾方面的专门工作中的一部分，

原子能机构正在修订增编《辐射意外事件的相互紧急援助》的文件. 救灾专员办

事处与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携手合作，提出了关

于在新文件内增添资料的建议，这项新文件予期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参考材料。

35. 救灾专员办事处协助了环境规划署计划关于自然灾害和各项有关问题的专

题联合方案的工作s 并曾协助环境规划署编拟环境规却懵方案文件的有关章节，以

备提交一九七九年四月环境规划理事会第七届会议.

36. 办事处与国际民防组织(民防组织)的合作活动仍在继续进行@ 一九七

八年五月，协调专员曾在突尼斯举行第八届世界民防大会上发言@ 救灾专员办事

处的工作人员也对民防组织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在日内瓦举办的第二次国际高级工作

人员训练班提供了协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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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项加速国际救济援助的措施

37.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三日第2102(LX工工工)号决议中请协

调专员继续会同其他方面作出努力，认定妨碍迅速传达国际救济援助的因素，然后

消除这种因素，并请各国政府和其他有关机构充分顾及秘书长报告( A/3乙/64，附

件二)内列出的建议。稍后，国际红十字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审议示响意了这些建讥犬

会也在其第 3乙/56号决议第 3 段中通过了建议。

38. 其后，协调专员向各会员国散发一封信和简短的调查表，目的是要查明各

国对于救灾人员和供应品运出、通过或运入其领土有些什么限制. 原来希望各国

及时作出答复，以便协调专员能够照向他所要求的，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

年第二届常会提出报告. 但是届时只收到九件答复，到了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讨

论这个问题时也只收回 22件填好的调查表。 为了得到必要的资料，协调专员正

式提醒各会员国注意他的前一封信;到一九七九年三月底为止，收到的填好的调查

表增加到 28件。

39. 要了解到，如果没有各国政府合作，协询专员实际上便无法做到各国政府

自己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提出来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如果协调专员不能推进

这个项目，不能就这一人道主义问题达成某种国际协议的话，国际救济援助就很可

能继续受到不必要的耽搁。

40. 审查收到的答复后发现，仍然有太多的国家要求紧急救灾人员办理入境签

证，甚至对联合国的人员也不例外。 一九七八年间发生两起事件，尽管协调专员

接到该国政府对救灾援助的正式要求，但是他的代表迟至签证发下才得进入有关国

家. 虽然救灾代表团尽量雇用那些与提出要求国家订有不需签证入境互惠协定的

国家的国民，但是觉得在紧急灾害期间，这些灾情的急迫以及国际公务员的身分是

值得特别加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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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为了至少在达成一些较为持久的协议或安排前试图克服这项困难，协调专

员写了信给 48 个被认为特别容易发生自然灾害的会员国的政府。 他要J初才他

的工作人员期出有最大可能在灾害发生后参与援助该国政府活动的人发给一年的签证。

编写本报告时已经收到七项答复，都接受了协询专员的要求.

42. 自从一九七七年的国际红十字会会议进行讨论以来，以上 39段所设想的

这类协议的拟订和最后通过就成为红十字会协会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同感关注的

一个问题。 这两个机构正同圣雷莫国际人道法学会所设立的一个委员会合作，特

别希望确定现有的国际法律文书中有哪些条款适用于自然灾害，然后再找出哪些现

行本国法律为受灾国家境内的个人提供保护.享利·迪南研究所也在合作进行这些

研究，救灾专员办事处的一位官员也作为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出席参加。

43. 这种对灾害的人权方面的关注起因于一些政府即使在灾害规模大到明显超

出该国自己资源的范围时似乎仍不愿意请求国际援助，国际方面对此表示不安。有

时候连该国国内的红十字会也不能利用协会以内的可行机构向姐妹会请求援助.灾

害发生后的当务之急应当是利用一切可行手段，包括国外提供援助，来解除人们的

苦难.

44. 快速有效提供救济的另一种障碍是政府向某国或某国际机构提出援助要求

以后，又向许多捐赠单位提出直接要求，请求供应同样的救济品。 向许多国家或

国际机构要求同样的物品，会起不良影响.曾经发生这样的事，一方面向一组捐赠

单位经过协调提出要求，但是私下又同另一组接洽。 在这种情况下，接洽的性质

如何以及应允的数量多犬往往不告诉协询专员。

45. 大会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 33/22 号决议部分认识到这些团难.

这决议重申救灾专员办事处在动员、指导和协调救灾援助方面所起的中心作用，要

求各捐赠单位将其行动和计划通知协调专员，并要求各受援国政府报告已经认捐和

已经收到的捐献。 但是这决议没有提醒各受援国政府同协调专员合作，不要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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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要求，不要提出有时甚至是抵触的要求。

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是为捐赠和受援两方服务的.

有一点最需要加以强询:联合国

更具体地说，它是为灾害幸存

者的利益服务的. 适当利用办事处的资源，就能使所有各方同受其利。 否则所

有各方可能都会受害。

五.救灾协询、准备和预防

洲
一
害

羞
灾
丁
一
急

拉
一
紧

AI 

秘鲁

46. 一九七八年三月底，豪雨在圣马丁地区造成严重水灾。 水灾波及胡安胡

伊和塔拉波托之间 26 个地方，毁坏了大片耕地，死亡两人。 三月底水势退去，

民防单位和卫生单位提供了救济. 秘鲁当局要求救灾专员办事处提供援助。 在

救灾行动中用提供了 20， 000 美元，买就地可得的急需品。

洪都拉斯

47. 一九七八年九月中旬格里塔周恩风袭击洪都拉劫北部海岸。事前曾向该地人

民广播发出警报，伤亡和损坏程度远比四年前的菲菲熄风为 1lt. 即使如此，也有

约 1 ， 500间房屋毁坏;又在救灾工作人员不易到达的地区，粮食作物灾情惨重.附

近的贝利塞发生很大的水灾. 洪都挂劫和贝利塞的当局组织了救灾行动。 几个

捐赠单位，包括联合王国政府、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以及各主要非政府组织在内，捐

助了供应品. 救灾专员办事处提供了 20， 000 美元在当地购买急救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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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一九七九年一月下半月，玻利维亚东南部圣克鲁斯地区的圣何塞德奇基托

斯和苏阿尔雷兹之间的区域发生了大规模的水灾. 二十五人死亡， 8 , 000 人左

右无家可归;官方估计受害〈数共达 16， 500 人. 铁路严重受损，据报作物牲口

的损失也很惨重。

4住 民防委员会，在联合国、红十字会协会、玻利维亚红十字会、美援署和其

他组织的协助下，提供了必要的援助. 救灾协调专员，应政府的请求，在紧急基

金中放出 15， 000 美元，在秘警和玻利维亚购买药品和其他供应品，并在海外购买

30, 000 剂抗伤寒疫苗以及 60， 000 个注射器和针，运到玻利维亚. 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帮助了救灾专员办事处进行了工作.

巴西

50. 一九七九年一月下半月和二月初，巴西发生大水灾，范围很广，主要是在

米纳斯吉拉斯、圣埃斯皮里图和里约热内卢等州。 据报伤亡人数很多，至少已知

有 200 人死亡， 160, 000 人左右无家可归. 政府没有向外请求任何援助。 内

政部向水灾地区提供了联邦协助，并在某些区域组织了大规模的抗伤寒疫苗注射万

案.

2. 灾害前的规划工作

5 1. 应瑞典政府要求，救灾专员办事处的一位官员参加了该国政府派遣的一个

访问团，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访问了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和秘鲁. 红十字会协

会和泛美卫生组织各有一名代表随行. 该团的主要任务是使各国当局知道瑞典陆

军参谋部提出了一项计划，要成立一支专门防备部队，以供灾署发生后使用。 但

是，这个单位将在联合国主持之下进行工作. 该国的次要任务是要直接了解秘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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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0年)和危地马拉(一九七六年)在大地震后遇到的问题，以便在安排防

备部队时作出适当的部署，特别是要参照现有国家防备机构的情况办理. 所以，

该团利用机会考察了这一问题，同时研究了所造访各国的灾害予防政策. 其后，

协调专员本人同瑞典政府代表们在斯德哥尔摩进行了会谈，该团的成果也进一步受

到了审查.

5 2. 联合访问团行程结束后，救灾专员办事处的代表利用机会往访了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 他的目的是同开发计划署各驻地代表和各国当局合作，调

查救灾专员办事处在灾害准备和予防方面还能进一步地提供什么协助;查明一九七

五年和一九七八年年初之间各个时候对救灾专员办事处顾问所进行的灾害准备任务

的各项建议采用的情况，并使救灾专员办事处了解该地区灾害准备和予防活动现状

的最新情况.

3. 会议

53. 救灾专员办事处有一代表参加了世界气象组织第四区域联合会风委员会

于一九七八年五月在波多黎各举行的会议.

5 4. 协调专员的代表参加了一九七八年十月于巴西举行的关于在灾害方案中使

用人造卫星技术的讨论会的一部分. 美国的外国灾害协助办事处的一位技术专家

应救灾专员办事处的要求，参加了讨论会，并提出论文. 讨论会由联合国外空事

务司主办. 救灾专员办事处同其他组织捐助了所需费用.

B. 非洲、中东和欧洲

1 .灾害的紧急情况

莫桑比克 l 

5 5. 一九七八年三月下旬，赞比西河附近的低地省分发生了大水灾. 至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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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000 人暂时无家可归. 据报有 45人死亡. 估计房屋、作物和交通工具的

损失约达 6， 300 万美元。 救灾专员办事处从一开始就提供援助，并向可能的捐赠

单位提出情况报告，列举所需要的外界援助. 除联合国系统各机构以外，一些政府

同各主要非政府组织，都响应了这些呼吁。 据救灾专员办事处接到的报告，援助总

值共达 10， 250 , 000 美元，其中，世界粮食计划署以粮食形式提供的援助已在 600

万美元以上。

黎巴嫩

5 庄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日，黎巴嫩政府面对本国土地上混乱战斗持续不已的情况

以及国家南部大批人民离乡背井所造成的问题，要求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同时也是

秘书长在黎巴嫩的特别代表，提供援助需要一位顾问团去帮助成立一个救济组织.

这组织将具灵活性，足以适应急剧改变的各种需要. 这项请求送达协调专员后，

协调专员就派了一名工作人员前往贝鲁特。 此外，在从各捐赠单位及联合国系统其

他各组织动员主要援助以前，又拨出 20， 000 美元以应某些最紧急的需要. 新的

救济系统展开工作后，救灾专员办事处通过情况报告将当局提出的各项需求公布出来.

贝宁

5飞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日，暴风雨中闪电引起一场大火，彻底毁灭了阿格格

斯村。 3. 000 至 4. 000 人无家可归。 储存的粮食也烧光了。 贝宁红十字
会用尽了有限的库存救济品。 该国政府请求提供援助。 救灾专员办事处拨出

10. 000美元，让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在当地购买救济品。 协调专员又派出一名

建筑规划专家，以便在村庄重建计划中采纳必要的予防措施

基盘

5& 一九七八年七月和八月.大水灾影响到苏丹的部分地区。 问题的严重

程度明显化后，该国政府要求国际社会提供援助。水灾地区包括吉齐拉和白尼罗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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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省的一部分。 由于许多道路无法通行，救济工作迂到了重大的困难。 喀土穆

到苏丹港的铁路也被切断， 空中运输救济品，也因飞机燃料短缺而受耽误。 由

于较多的飞机燃料、前方地区加油设备、救灾车辆以及装有舷外引擎的膨胀船只运

抵喀土穆，这些困难被克服了。 飞机由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固和联合王国等

国政府提供，在苏丹境内留了一段时间，邦助分发救济品。 救灾专员办事处拨出

20.000美元供紧急救济用，并派出一名工作人员到苏丹，协助开发计划署驻地代

表在当地进行评价和协调工作。

冈比亚

59. 该国在保持发电量方面迂到困难达数月之久a 到了一九七八年七月，

发电量降到再低就出问题的水平，对于生活的一切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实际影响，而

可能的后果还要严重得多，卫生方面的影响尤其大。 政府请求联合国给予援助。

开发计划署、救灾专员办事处和美国政府展开了紧急抢救行动。 两个发电机从美

国空运至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再从那里络啥边兰到班珠尔。工发组织的一位官员随后

加入救灾专员办事处的一个特派团到冈比亚去评价与电力不足有关的各项问题，并

协助设计一个较为持久的解决办法。

几内亚比绍

60. 一九七八年十月中旬，几内亚比绍政府提请救灾专员办事处注意煌虫群

的出现已经威协到该国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作物。 专家们也认为应迅速组织起来对作

物加以处理。 该国政府要求立刻给予援助。 大部分必要的紧急装备和化学药品以

救灾专员办事处、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供的资金在塞内加尔购得。

塞内加尔从本国库存中提出一些装备，使行动的进行尽可能不受耽误。

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

6 1.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热带旋风(安吉拉)袭击莫桑比克的楠普

拉省，十二月二十六日又袭击马达加斯加南部的图莱亚尔省。 两国都没有报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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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伤亡。但是有数千人被迫离采 莫桑比克政府要求提供食物.毯子和衣服，马

达加斯加当局要求提供紧急援助，特别是与水坝.垣.要道桥梁和灌溉设施的修复

有关的紧急援助。

6 2.. 救灾专员办事处拨出 20. 000美元给莫桑比克，在斯威士兰购买急需的

虹豆豆 5 吨和葵花子 2 吨， 马达加斯加政府报告说，它可以应付其他紧急需要，

63. 救灾专员办事处将两国情况发展随时向国际社会报告，

塞内加尔

6 4.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倾盆大雨，使本来还不错的一九七八年收成大受

损失。 该国政府估计作物总损失高达数百万美元;人类住区也受了重大损坏-开

发计划署驻地代表建议由救灾专员办事处给予为数 20. 000美元的援助，但是由于

可动用的结余不多，救灾专国办事处只捐助了 10. 000.美元，用来即时购买遮蔽材

料。

土耳其

6 5,.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应土耳其政府和卫生组织的要求，救灾专员

办事处吁请 40 多个国提供国际协助，以便继续防止虐疾蔓延.

66. 继救灾专员办事处和世界卫生组织一九七八年的呼吁后，土耳其当局能

够发动一次深入细致的运动，带来了令人鼓午的成果，如果想使这些成果的价值不致

丧失，捐款就是不可少的。一九七九年呼吁捐助的 4. 500. 000美元可以补充土耳

其政府所计划的为数 38. 000. 000美元的投入，编写本报告时.许多捐赠单位已

经答应捐出为数 300. 000 美元左右的现金和 100吨马拉松.

突尼斯

6飞 一九七九年三月初，豪雨以后梅德宁省受到水灾的严重影响， 三月十

六日，突尼斯内政部的民防处，要求救灾专员办事处提供协助，为 150个无家可归的

家庭募集帐篷，因为当地已经没有适当的怅篷可以供应了， 救灾专员办事处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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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求助呼吁，瑞士政府立即响应，提供了 150个家庭用的怅篷。 怅篷由突尼

斯航空公司免费从瑞士运去，再由陆路运到灾区-

2. 灾前规划

68. 一九七八年六月，救灾专员办事处为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举办的第一系

列会议于达喀尔举行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a 派驻容易发生灾害的国家的各

驻地代表，在会议i二，对于他们作为协调专员代表的职责接受进一步的讲习。 儿

童基金会、粮食计划署、劳工局.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卫生组织和红十字会协

会的工作人员也出席了会议a 讨论的问题计有以下各项:萨赫勒受旱国家的准备

和救济协调工作，非洲之角的旱灾、饥荒以及无家可归人士的需要，东非的粮食问

题。

6虱 正在计划由救灾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组成儿个工作团，根据已经知道的

危险情况，对各个国家的准备程度进行评价， 如果有必要，将协助编写技术合作

的要求，以改进灾害前规划的水平。

70. 一九七八年十月和一九七九年三月，救灾专员办事处派遣了灾害防备调

查团到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和莫桑比克去。 这些调查团的目的是评价水、旱灾

的防备程度，并会同有关当局审查在加强自然灾害危险调查的行政和技术能力方面

是否需要接受援助，

3. 会议

7 1. 一九七八年八月，保加利亚科学院举行了一次关于地震工程的区域讨论

会，为巴尔干半岛各国和近东训练专家法议于瓦尔纳举行。 救灾专员办事处和教

科文组织捐助了一部分讨论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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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灾害紧急情况

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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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一九七八年七月初大雨谤沱，造成中部和东部十三省的严重水灾. 官方

数字显示有 130人死亡， 50, 000.人以上无家可归，大约有 350，' 000 人略受损失.

粮食作物的损失极为严重，使该国原来就不好的粮食情况更加恶化. 整个水灾区

内，农业所依赖的灌溉渠道大部分都被冲毁或被淤泥堵塞.

73. 阿富汗政府请求国际援助 救灾专员办事处派了一位代表前往喀布尔，

应红十字会协会代表阿富汗红新月会提出的要求，设法提供帐篷、毛毯和医药用品.

紧急供应粮食的问题则由阿富汗政府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双边合作国家负责解决.

74. 法国、伊朗、沙特阿拉伯、联合王国和美国的政府都捐款资助救济工作.

儿童基金会提供了价值 100， 000 美元的援助，救灾专员办事处从紧急基金中立即

捐赠 20， 000美元，以便购买水泵.

尼泊尔

75. 一九七八年七月和八月间，季风雨连绵不断在尼泊尔造成了严重的水灾和

塌方，使邻接印度的十个低洼地区受到了影响. 联合国、红十字会和若干援助国

政府的代表和尼泊尔政府的官员一道进行空中视察，证实粮食作物被毁坏，许多牲

畜流失，有 20， 000 到 30， 000 人失去房屋和财产. 为了应付粮食、衣服和医

药方面的紧急需要，该国要求救灾专员办事处立即捐赠20， 000美元，但因为救灾

专员办事处需要节约使用其资沉，只能拨款6， ÖOO 美元给开发计划署在加德满都

的驻地代表，供租用直升机和在当地购买衣物，另外拨款4， 350 美元给卫生组织，

供采购和空运紧急需要的医药用品. 联合王国和美国政府以及一些国家的红十字

会也立即提供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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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76. 一九七八年八月，泰国北部和东北部一片片面积很大的耕地遭到了水灾，

水位达到了一九五0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房屋、道路和桥梁遭受了重大的损害.

据报导说，水灾最严重的时候，有 180， 000 人无家可归. 泰国政府拨出了 250，

000 美元，并要求从予算中另外紧急拨款 1 ， 000, 000美元，然后向世界粮食计划

署、儿童基金会、粮农组织和救灾专员办事处请求援助. 这些机构提供了价值将

近 673， 000 美元的援助. 有些国家自动地送来了援助，供当局使用. 从九月

第三个星期起，中部各省和上次受灾的北部地区又普遍遭受水灾，十月初，曼谷本

身有些地区也淹了水.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77. 老挝在一九七七年已发生过严重的旱灾，去年又和泰国受到同一气候系统

的影响. 一九七八年八月中，漏公河从首都万象到最南的巴色之间有许多地点

的水位超过危险限度. 因为气象局及时提出警告，有关当局在水灾来临之前设立

了中央救灾委员会，并开始作业，因而能够采取若干措施，减少损害的程度. 但

是，总共至少有 100， 000 公顷的耕地为水淹·没. 急需粮食和下一期稻作的种子.

因为各省提出报告的程序不同，很难准确计算其他方面的损失，但有 15， 000 到

20, 000 户人民最后被迫离开了家，其中许多房屋和其他的建筑物已彻底毁坏.

因为很难在当地取得所需各种物品，所有救灾物质几乎都必须从其他国家运入，有

些靠空运，大部分靠陆运. 联合国系统提供的援助达 1， 500, 000 美元以上，国

际援助的总额估计值 4， 440, 000 美元.

越南

78. 一九七八年九月初，胡志明市西南方的源公三角洲遭到水灾，有一百万以

上的人需要援助. 胡志明市以北各地区发生虫害，使作物的损失更大. 九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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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日起，热带风暴连续袭击越南北部. 到十月三日为止，政府调查共有两百五

十万人需要紧急援助，这是越南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水灾. 五十几万家房屋被

毁，损失了三百万吨的稻米. 救灾专员办事处派了一位代表到河内去协助开发计

划署驻地代表进行估计工作. 下一期稻作的播种工作颇有成绩，但十月底新的暴

风系统袭击了越南南北两方. 越南政府面对着这个威胁再次通过救灾专员办事处

向国际社会呼吁要求给予更多的援助. 当时，向救灾专员办事处呈报的援助的价

值将近 14， 000， 000美元，此外，还收到其他的援助，数量要多得多，但未说明价

值. 向救灾专员办事处呈报的援助的价值最后总计在34， 000， 000 美元以上.

79。在购买各次救灾工作所需救济物资以及安排必要运输工具方面，开发计划

署在曼谷的驻地代表和他的工作人员帮了很大的忙. 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政府间

欧洲移民委员会在当地的工作人员也提供了很大的协助.

印度

80. 一九七八年六月，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季风雨成灾，是本世纪内该国迂到的

破坏力最大的一次. 水灾遍及十二邦，犬约有 50， 000个村庄四千万人受害.官

方估计伤亡超过两千人 九百万公顷的农田被水淹没，单单是西孟加拉的煤矿

和钢铁工厂的损失就估计达十亿美元.

81. 联邦政府和各邦政府以及印度红十字会，在军队的后勤支援下，展开了救

济和抢救的工作. 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淹在水中两个星期以上的地区发生了水里传

染的疾病. 医疗队发动了防治芜疾、霍乱和伤寒的运动. 为了防止疾病蔓延，

不得不暂时封锁了北方邦的两个城市. 儿童基金会、卫生组织和双边援助者，以

自愿援助的方式，供应了药品和装有艇外推进器的船只，以救助水困村庄的灾民.

82. 一九七八年九月底，北方邦比哈尔和西量加拉又下了几场犬雨. 西孟加

拉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害，这个邦与印度其他地区完全隔绝. 到了十月中，各条

主要河流的水位恢复正常，公路和铁路重新通行时，各邦政府面临的工作是排除好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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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忖t庄-的积水，并清理村内的颓垣残壁. 先前参与救济工作的全国性和国际性

'1.巾，吃机构更进一步协助善后工作，其中有许多机构，以及设在当地的联合国机构，

如拟订了'更长期的计划。

88. 救贸专员办事处呈报的援助的价值总共超过2， 000 万美元，联合国各机

沟、各自政府和自愿机构捐助的数额犬致相等.

斯J宫。兰卡

84.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斯里兰卡东岸遭到气旋的袭击。 有两千多人

丧生，大约一百万人受害。 安帕赖、卡尔穆奈和巴提卡洛阿三县的损害最大。

85. 斯里兰卡政府通过社会服务部，在空军和斯里兰卡红十字会的支援下，办

:1i~.救灾工作。 斯里兰卡红十字会通过红十字会协会紧急呼吁各方捐助粮食、毛毯

lt1药品。

86. 它要求救灾专员办事处发动并协调国际救灾援助工作。 协调专员的代表

才十d…月二十五日动身前往可伦坡。 迫切需要的物品包括抽水泵(用来清理被污

染的水井儿发电机(供应重要社区服务机构的用电)、粮食、帐蓬材料和药品。

国际社接到救灾专员办事处关于灾情和所需救济物品的报告后，迅速慷慨地作出了

响应。 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为止，救灾专员办事处得知所捐现金和实物价

位已超过了六百万美元。 据悉各方还送去了许多其他物资，但没有报告其现金价

值。 此外，还向联合国总部的工作人员进行一次募捐。

所罗门群岛

8 '7.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八日所罗门群岛东部矛喃部遭到了气旋的袭击，在马基拉

乌拉瓦省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使 6， 000 人无家可归。 省会基拉基拉的建筑

物为大风和倒料所损坏。 机场关闭了，桥梁遭洪水破坏，不能使用。 许多村民

的共同果因被才:冲走9 失去了他们的家畜。 主要的产米区被淹在水里，但没有听

说:8作受损。 贝洛纳有两个小孩死亡，好几个人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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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政府立即拨出 12， 000美元，以便运送大米、饼干和鱼罐头到灾区去。救

灾专员办事处应所罗门政府的要求，从它日益减缩的紧急基金中拨出了 10, 000 

美元，在当地购买粮食、药品、树叶房屋的材料和支付救济物资的运费。 开发计

划署在斐济的驻地代表开出这笔款项的支票后，托太平洋航空公司班机人员亲自带

到霍尼亚拉交给政府当局。

89. 联合王国政府以及英国和所罗门群岛的红十字会都提供了迅速而慷慨的援

助。

印度尼西亚

90. 爪哇中部熄灭已久的锡尼拉火山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日爆发，放出毒性

气体使 148人丧生。 大约有 14， 000人受到影响，大约有 10， OOQ人撤离灾区，

住在临时收容所。 社会事务部长和政府的一个工作队于二月二十三日访问了灾区，

制定了紧急救济、善后和重新安置的计划。

91. 政府供应了二十天的粮食，但善后和重新安置阶段予计需要六个月时间。

最容易受到危险气体侵害的三个村庄四千多个居民正被重新安置到附近的安全地区。

救灾专员办事处从它的紧急基金中拨了 10， 000美元，在当地购买衣物和灯。

92. 二月底，弗洛勒斯岛发生了几次严重的水灾和塌方。 弗洛勒斯岛东部有

二十个村庄，在一九七五年地震时，土壤结构已受影响，这次更受到了塌方的破坏。

大约有 20， 000人受害，其中 8， 600 人已暂时疏散。 救灾专员办事处从它的紧

急基金中拨了8， 000 美元，供搭建紧急收容所和修理供水设备之用。 因为需要

保留一些款项，以应付一九七八年其余时间内予期会发生的灾害，所以上述紧急拨

款只达到请求数额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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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七、二十八日斐济群岛东部和南部都遭到气旋"美丽"

的袭击。 拉乌群岛受损最大，但茅拉和卡达武群岛及罗迈维蒂群岛也受到了严重

损害。 某些地区报称曾经发生风暴大浪. 恐怕至少有二十五人丧生，一千多户

的房屋被毁。 救灾专员办事处拨了 1 也 00馆是元充作紧急需要的救，灾;红十字会

协会呼吁各方向斐济红十字会提供紧急援助.

2. 灾前规划

94.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九日，救灾专员办事处的代表一人访问了

缅甸，评价目前防灾情况，并与缅甸政府讨论未来的技术援助。

9 5. 一九七八年六月下半个月，救灾专员办事处的代表在该区旅行从事其他任

务时，顺便到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印度进行了短暂的访问。

这些访问是计划好与美国国外灾难援助办事处的访问队同时进行的，作为于一九七

九年一月在印度德里举行区域防灾讨论会的准备工作。 有七个国家的代表参加讨

论会，救灾专员办事处两名代表在会上提出报告。

96. 救灾专员办事处的代表一人出席了世界气象组织西南太平洋区协会于一九

七八年七月十八日到二十六日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七届会议。 他在会议上发言，强

调救灾专员办事处很高兴看到，各技术组织设立区域协会负责处理可能导致灾害的

自然现象，为数日增. 救灾专员办事处与各国政府负责全国予防和减轻灾害的部

门合作，协助制订这些技术机构适当的国家和区域工作纲领。

97. 救灾专员办事处与红十字会协会合作，安排一位防灾专家参加一个调查团，

于一九七八年五月和六月访问了亚太经社会/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各成员国。 调

查团的建议包括呼吁改善通信系统和社区予先发出警报程序。 调查团指出需要加

强互相协助的其他事项，包括训练防灾工作人员和发展更有效的灾后损害调查技术。

立太经社会/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于一九七八年十月三日至九日在曼谷举行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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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议时，审议了这份报告。 救灾专员办事处的代表一人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

会议。 台风委员会通过一个防灾行动计划，其中包括了调查团建议的要点。救灾

专员办事处和红十字会协会同意，在拟订它们自己在该地区的工作方案时，尽可能

考虑到台风委员会的防灾目标.

98. 气象组织/亚太经社会孟加湾和阿拉伯热带气旋小组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

十七日至三月六日在仰光举行第六届会议时，救灾专员办事处宣布它决定提供在国

外接受防灾训练的研究金若干名，给热带气旋小组的四个成员国:巴基斯坦、印度、

孟加拉国和缅甸。

99. 一九七八年尼泊尔发生的水灾和塌方显示需要进一步发展国家灾前规划。

经与尼泊尔政府协商后，决定由救灾专员办事处提供一名顾问，为期五个月，协助

拟订全国救灾计划设立国家和区域两级上必要的救灾组织。

100. 一九七九年三月，救灾专员办事处安排好派遣一名顾问前往菲律宾，指导

菲律宾政府设立e灾害研究和训练所。 菲律宾政府同意把这项任务(予定在一九七

九年六月进行)的费用，列入开发计划署的国家计划。

101. 一九七八年春天，救灾专员办事处向可能的捐助者发出了呼吁，希望它们

支持一个项目，为孟加拉国政府建造一百艘木制的急救船和一百艘钢制的急救船。

除了两百个发动机已由瑞典政府捐赠外s 全部费用估计大约为 16Q万美元，挪威、

沙特阿拉伯、瑞士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响应了救灾专员办事处的呼吁，总共

捐了现金 335， 461 美元，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也捐赠了 1 ， 376, 000 美元。

船只原型已在试验中，予期在一九七九年九月，有些船只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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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不针对特定区域的活动

1 .会议

102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日，协调专员以办事处的工作为题，在巴黎的国际外交

学院发表演讲。 外交界和科学界的许多重要人士出席了这次会议。 协调专员演

讲后，放映了教科文组织、气象组织和红十字会协会联合摄制的一部关于热带气旋

的影片。

103 .教科文组织/救灾专员办事处地震危险国际咨询委员会于一九七八年十月

九日至十二日在巴黎举行了第二届会议，建议设立一个全球地震数据库，对最近两

次地震进行地震学研究，并编制纪录影片目录，让公众了解地震的危险和减轻灾害

的方法。 委员会还讨论设立一个政府间组织，以鼓励和协调各国政府为应付和减

少地震危险而能采取的行动。

104 .咨询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向教科文组织、救灾专员办事处以及其他有关机

构提出意见，说明如何能最好地利用许多不同的有关学科，采取科学上和行政上最

有效的行动，来予测和减轻地震的危险与 咨询委员会由来自世界不同区域的十位

杰出科学家组成。 他们是由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与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商量后任命

的。它还协助教科文组织和救灾专员办事处制订这方面的多学科研究和国际合作长

期方案。

105 .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成果之一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墨西哥举行的国际地

震危险和保险讨论会。 这个讨论会由教科文组织主办，救灾专员办事处派有代表

出席，会中审查了地震保险、损失的估计和予测(包括弱点分析)、地震区划分和

危险估计等的目前状况，并提议对地震的危险进行一项试验性研究。

106 .救灾专员办事处的代表一人出席了国际宇宙航行大会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在

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举行的第二十九届会议，并在"利用空间系统响应和营救全

球灾难的专题讨论会"上提出了一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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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由{贸发会议/总协定)国际贸易中心和世界包装组织主办的国际包坟

商会，于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在赫尔辛基举行，共有二十九国政肝、

五个政府间组织和十一个国际自愿机构派代表出席。

108 .协商会注意到红十字会协会和救灾专员办事处散发的一份文件。协商会在二

请参与国际救灾行动的各政府和组织遵守《国际救灾行动物资付运时建议采用的

装、标签和记号程序》。

109 .协调专员曾向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沙特阿拉伯达兰举 f i 

的国际发展中国家住房问题会议讲话。 他借这个机会s 提请代表们注意盟在规斗

全国住房政策时，如不考虑到可能发生的灾害，会有什么危险，经济上可能蒙受

犬的损失。

110. 救灾专员办事处派代表出席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实

十八届会议和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 在前一项会议中 9 救灾专 i!l

办事处的代表发言，讨论如何散播由遥感取得的情报，指出即将来临的自然灾杏仁

2 .出版物

111 .有另外两本专题著作已经完成并已付印。这是一套研究报告中的两本却了:

套研究报告总成为目前予防和减轻灾害的知识的纲要。 这两本书分别讨论新闻 2广

经济两方面的问题。 还有三本研究报告已进入最后编制阶段，将于一九七九寺~ j / 

出版。

3 .公共关系

112 .一九七九年三月九日，联合国邮政管理处发行了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司 (，lj，

处工作的纪念邮票。 这套邮票在纽约和日内瓦同时发行。

113 .联合国邮政管理处为救灾专员办事处邮票的设计举办了国际竞赛，收到了

二十个国家的艺术家设计的一百三十二种图案。

114 .救灾专员办事处的标帜是由联合国总部的图表股设计的。一九七九年…再

出版的《救灾专员办事处业务通讯》首次使用了这个标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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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救灾专员办事处信托基金及其分户怅的状况

表 1 .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七九年三月三

十一日救灾专员办事处信托基金收支简表

加强救灾专员
共计 办事处的能力 紧急援助 技术援助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 (以美元计)

十一目基金未支配

余额 工 074 150 1 025 903 48 2比7

一九七六一一九七七

两年期

收入 2 373 35工 工 762 982 5 393 ω4 976 
支出 (2 461 7臼) (2 部o 985) (260 783)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基金未支配

余额 985 733 587 9∞ 5 393 392 440 

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

两年期

一九七八年

收入 工 127 786 工 σπ169 50 618 

支出 (801 126) (780 170) (20 956)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

十一日基金未支配

余额 1 312 393 884 898 5 393 422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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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前)
一一

加强救灾专员
共计 办事处的能力 紧急援助 技术援助

一九七九年一月至 (以美元计)

三月

收入 155 353 1ι3 217 1 152 10 984 
支出 (222 185) (1ι9 016) (73 169)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

十一日基金未支
配余额 1 2比5 561 879 099 6 545 359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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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两年期的收支表

一九七八年一月至一九七九年三月

加强救灾专员

共计 办事处的能力 紧急援助 技术援助

(以美元计)

收入

各国政府捐款

澳大利亚 224 619 22也 619
比利时 14 360 14 3ω 
丹麦 52 291 52 297 
埃塞俄比亚 5 0∞ 5 0∞ 
伊朗 15 006 15 006 
牙买加 1 152 1 1528 

日本 50 ∞o 50 000 
荷兰 200 000 2000∞ 

新西兰 11 436 11 436 

尼日利亚 4 020 i品 020

挪威 49 395 49 395 
瑞士 61 350 61 350 
土耳其 5 000 5 ooob 
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 96 339 96 339 

美利坚合众国 250 ∞o 250 000 

小计 工工00 034 1 094 862 1 152 4 020 

利息收入 145 430 100 802 44 628 
杂项收入 31 615 24 121 12 954 

收入共计 1 283 工39 1 220 385 1 152 61 602 



A/势/~CY:J
Anl1!缸工
Ch:inese 
Pa.ge4 

表2. (续前)

加强救灾专员

共计 办事处的能力 紧急援助 技术援助

(以美元计)

支出
-回…

薪给和一般人事费 8，比 664 806 950 27 11ι 
旅费 比2869 39 966 2 903 
订约承办事务 11 526 10 285 1 2比1

一般业务费 12 025 11 985 40 
设备和用品 113 113 

研究金 62 054 62 054 

支出共计 1 023 311 929 186 9比 125

a 纽约联合国总部收到的款额。

b 安卡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办事处收到的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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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

提供的和经手的救灾援助 a

救灾专员办事 救灾专员
处自联合国基 办事处经

编号 国 家 日 期 金拨出款项手的捐款

(编号 1 至1'04 各起灾害的报告，载于A/

10079 和 Add.1 .. A/3 1/88 、 A/32/

64 和 Corr.1 和 A/33/82 号文件的附

件内)

前所报道灾害于一九七八年收到的捐款

95 阿曼(熄风)

105 秘鲁(水灾) 一九七八年四月
106 黎巴嫩(内乱) 一九七八年四月

107 莫桑比克(水灾) 一九七八年四月
108 贝宁(火灾) 一九七八年四月
109 阿富汗(水灾) 一九七八年七月

110 苏丹(水灾) 一九七八年七月
111 冈比亚(断电) 一九七八年八月
112 尼泊尔(水灾) 一九七八年八月
113 太国(水灾) 一九七八年八月

114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一九七八年八月

(水灾)
115 越南(水灾) 一九七八年九月
116 几内亚比绍(煌虫) 一九七八年十月
117 洪都拉斯(熄风) 一九七八年九月
118 斯里兰卡(气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以美元计)

1 224 014 28 072 198 

5 253 
20 000 

20 ∞o 

10 000 
20 000 
20 000 

20 0∞ 

工o 350 
20 000 

20 000 工o 0∞ 

20 000 273 296 
10 0∞ 
20 000 
2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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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专员办事 救灾专员

处自联合国基 办事处经

编号 国 习~立 日 期 金拨出款项 手的捐款

(以美元计)

119 莫桑比克(气旋) 一九七九年一月 20 000 

120 b 马达加斯加(气旋) 一九七九年一月

121 塞内加尔(骤雨) 一九七九年一月 工o 000 

122 玻利维亚(水灾) 一九七九年一月 工5 000 

123 b 土耳其(芜疾) 一九七九年一月

124 所罗门群岛(咫风) 一九七九年二月 10 000 

125 印度尼西亚(火山爆发) 一九七九年二月 工o 000 

126 印度尼西亚(水灾) 一九七九年二月 8 000 

127b 突尼斯(水灾) 一九七九年三月

128 斐济(气旋) 一九七九年三月 10 000 

1 537 364 28 360 747 

a 不包括响应紧急要求提供而不由救灾专员办事处经手的多边和双边援助。

b 救灾专员办事处以调动多边和(或)双边援助的方式提供的援助。未动用救灾

专员办事处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