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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为了编制秘书长关于《最不发达国家1980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

的执行情况报告（A/37/197雅^〇rr. 1 ), 1 9 8 2年4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秘书长向所有成员国发出一项普通照会，索取关于按照1 9 8 1年1 2月1 7日大 

会第3 6 / 1 9 4号决议而采取的行动的资料。同时也去函各联合国组织和各政府 

间组织。1 9 8 2年8月底以前收到的对上述普通照会和信的复文摘要见A/37/ 

197和C〇rr 1号文件；1 9 8 2年9月和10月收到的复文摘要见A/37/197/ 

Add. 1号文件。

2. 本增编收录了 1 1月收到的10个国家的复文（布隆迪、捷克斯洛伐克、 

埃塞俄比亚、伊拉克、意大利、新西兰、葡萄牙、阿曼、索马里、泰国）。本增编 

的提纲方式与主要报告及其第一增编内的方式相同。

二、国际社会执行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的情况 

A.从个别国家收到的资料

3. 三个最不发达国家（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在复文中提供了资料， 

说明它们的政府为执行、继续贯彻和监测《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所作的安排。布 

隆迪政府指定规划部为其全国协调中心，不断与执行《新行动纲领》的发展伙伴保持 

联系。该部也将负责设立一个有关政府各部的内部工作组。布隆迪政府又采取其他 

的积极步骤，决定在制订中的五年计划（1983—1987年）里列入《新的行 

动纲领》要点，并计划在1983年上半年内与它的发展伙伴举行一次圆桌会议。

4. 埃塞俄比亚政府决定采取措施，便收入分配较为公平，提高人口中最贫穷 

的人的收入，同时作出了空前的努力，以调动国内资源。由于这些努力，1 9 8 0 / 

8 1年资本支出增加了 12 6%，1981/82年增加了 33. 5% ; 1979/80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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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4. 6%, 1 9 8 0/ 8 1年增至5.0%，

1 9 8 1 / 8 2年增至6. 3%。社会福利也增加了： 1 9 7 4年识字率为4%，19 

8 2年增至4 5%，教育支出每年增加9 %。可以取得公共保健服务的人口比率19 

7 4年为1 5%，1 9 8 1年增至4 3%。很不幸，外资流入不足，成为一项严重 

的限制因素：限制了投资数额和限制了人民在发展方面的努力。埃塞俄比亚仍面临 

着许多挑战性的发展问题，如生活水平偏低、生产停滞、失业率偏高、就业不足和 

基本社会服务不足，尽管该国政府一心一意要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仍然非常 

严重。

5.索马里政府说，目前正在逬行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改革以限制外债增加，制 

定一个划一的汇率和放宽逬口政策。索马里政府将采取促逬国内生产的自由定价政 

策。每一个耕作季节开始时将审查生产者价格，确保农人有生产动札管理方面的 

改革及投入和备件供应的改善将确保公共企业的存活力和生产力。索马里政府决心 

采取一切适当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措施，以改善该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各部门性方 

案的主要重点放在着重生产的活动上，目的是在粮食生产和基本的工业消费品方面 

达到自绐自足关于对外的数据显示，截至19 79年初为止，索马里的国际收支 

状况尚称满意。此后形势即急转直下。198 1年国际收支赤字约达46, OQO万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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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援助量

6. 关于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占国民生产总值〇. 15%的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 

意大利重申其决心在未来几年内即可达到。它在1 9. 8 2年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 

发展援助将会加倍。

7. 新西兰的解释《新行动纲领》就是它对南太平洋群岛有长期承诺，虽然目 

前这些国家当中只有一个国家（萨摩亚）被列为最不发达国家。新西兰接受《新行 

动纲领》，认为它是一项有重要特点且有益的方案，但是，鉴于目前受殚有资源所 

限，该国政府无法满足巴黎会议通过的《新行动纲领》所规定的数量目标。

8. 表1 1摘要载列了上述两国对最不发达国家援助额及其对备多边机构捐助的

资料。

9.捷克斯洛伐克说，它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款计有1 • 2亿美元的信贷和 

1，030万克朗的赠款。

10. 伊拉克政府说，它在1 9 8 1年期间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为2 • 5f乙美元。

11. 葡萄牙政府说，它每年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估计约占其总预算的1 %。葡 

荀牙还按其能力所及，向某些提出请求的葡语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管理训练。

12. 阿曼政府说，他本国无法提供有关执行《新行动纲领》的资料。

13. 泰国政府说，泰国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1 9 7 9年为2, 690 

万美元，其中7.1%为赠款* 2; 1 9 8 0年为77, 450美元，.全部为赠款；1981 

年則为75, 039美元，也是全部为赠款。

'表1是文件A/37/197/Add. 1内表1的订正__其中包括发展援助委员会其 

他成员国提供的资料。

2其中有2, 500力美元为对孟加拉国的低息商业信贷，190万美元为对老挝人民 

民主共和国的粮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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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对各最不发达国家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以及对各多边机构的捐款 

(根据发展援助委员会各成员国答复的资料）

(净支付以百万美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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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最不发达国家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
对各多

国家 年度 共计 . 其 中 边机构

技术合作赠款 其他赠款 贷款 的捐款

奥地利 1980

1981
1982

5.66

10.58
3,25

2*70 6.3〇
2.41

1-5S
28.25
58.74

49.33

比利时 1980
1981

95.54

85.12

48.68

40.20

36,4〇
36.17

10.26

8.75

139.37
205.53

加拿大a 1980 164.20

180.17

11.97
16.68

152,23

163.49 •

413,20

442.07

丹麦b 1980
1981

19Ô2

106,48

74.29

38.60
5〇.$4

23.96

9.29

43.92

U‘36

208.83 〇/ 

209-93 y
iso.03 y

芬兰 1980

1981

196Z

21.9
23.9

11.3

10.0

10.6

10.7 3.2

45.2
56.3
63.1 §/

法国6 1980

19a
395.4
451.0 303.1 V 147.9

德糞1奮？ 1980

19âl
5U.6
5〇〇*〇

1243.1
936.1

意大利 1980

19SL
1982

37.11
40.09
83,74

36.50
37.64

26.39

0.61

2.45
57.35

599.60 

493,04 
570.25 11

荷兰h 1980

1981

3〇2,60

288.19

77.86
73.46

206.53

195.70

18.21

19.04

402.80
366-33

新西兰 1980

198L
6.1 :

6.1

4•达 齡

19.$7 

17.05

挪威 1980
1981

1982

96.8

90.3

96.8 f/ 
90,3 V 嫌

190.8

190.1
193.5 à/

瑞典i 1980

19ÔLi/
197.8 J/ 186.5 V 

159.0 S/W
247.7
317.5

瑞士m 1980
1981

éOiX?
57.28

60.15 tf 
57.28 t/

86.71
7Ô.66

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联合

1960
1961

328*71
296.07

105.15
91*66

217.04
201.98

6.51

2.43

525.74 
865.91 〇/

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19Ô〇V 
1981 y
198^^

588.9 Û/ 

615.1 V 
627«9 â/

1737.9 4/ 

1266.0 y 
1529.2 y

注脚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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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注脚）

资料来源:各国复文。

* 本表为文件A/ST/IQT/Add. !内表1的订正^除了该表资料外，还包括意 

大利和新西兰提供的资料。

a按1 9 8 0年1. 1693加元兑1美元和1 9 8 1年1。198谢P元兑1美元的平 

均汇率折算。

b 按1 9 8 0年5. 635闕■麦克朗兑1美元，I 9 8 1年7. 1234丹麦克朗兑1 

美元、1 9 8 2年（1 9 8 2年弟一季度平均）7. 7706^麦克朗兑1美元的 

平均汇率折算。

c承付款项。

d预算经费。

e 按1 9 8 0年4 2260法国法朗兑1美元和1 9 8 1年5. 4346法国法朗兑1 

美元的平均汇率折算。

f 赠款总额。

g 按1 9 8 0年1.、8l58f辱国马克兑1美元和1 9 8 1年2* 2610德国马克兑1 

美元的平均汇率折算。

h 按1 9 8 0年1. 9881盾兑1美元和1 9 8 1年2. 4952t兑1美元的平均汇 

率折算。

i 按1 9 8 0年4 229喊典克朗兑1美元和1 9 8 1年5. 063端典克朗兑1 

美元折算。

J资料来源：经合发组织/发展援助会。

k 1 9 8 1年，瑞典官方发展援助中有3 8 %为赠款。

1瑞典在1982/83年度《预算和财政法案》中提出方案，建议议会将对最不发 

达国家的双边援助比1981/82年度的拨款名义增加3. 7% (按瑞典克朗计算）， 

将多边援助名义增加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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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 9 8 0年1. 6757瑞士法朗兑1美元和1 9 8 1年1. 964端士法朗兑I 

美元的平均汇率折算。

按1 9 8 0年名,. 3263美元兑换1英镑和1 9 8 1年2* 0279美元兑换1英 

镑的平均汇率折算。

临时数据。

财政年度为1 〇月1白至9月3 0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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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应急行动部分

14.关于执行《新行动纲领》第7 2段的问题，意大利说它在编制援助方» 

一般考虑到拟议的各项措施，它还说它仍然继续在支持国际紧急稂食储备并提供教 

灾援助。新西兰说它特别注意商品稳定计划，重视援助各地方的开发银行，发展 

当地工业，拆除岛屿国家向新西兰出口的壁垒，并且说它将继续每年拨款给紧急救 

灾基金。

3.援助方式

15.意大利1 9 8 0年和1 9 8 1年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全部或几乎全部是 

赠款，但是1 9 8 2年意大利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中只有3 2%是赠款。 

项目援助、部门援助、方案援助、债务重新安排及粮食援助有所增加。新西兰 

1 9 8 0年和1 9 8 1年的援助1 0 0 %是赠款。是否增加今后几年的援助，尚未 

作出决定。

4.优先援助部门

16. 粮食和农业:(《新行动纲领》第9 7— 1 0 2段）。意大利和新西兰 

强调这一部门的重要性。意大利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在国内努力争取粮食自给自足， 

并愿，协助它们改进食品的保存工作。意大利每年向国际紧急粮食储备捐助的粮 

食为5 0万吨。新西兰提供双边援助的原则是满足改善农村地区生活条件的需要。 

1981年提供1, 232万美元用于农业和农村发展，占它向所有发展中国家双 

边援助的部门性拨款的3 0 %。

17. 运输和通讯(《新行动纲领》第5 5段和8 4 — 9 6段）。意大利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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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捐助改进区域和分区（特别是非洲）的通讯系统。新西兰正向南太平洋岛屿国 

家、包括萨摩亚，提供航运方面的援助，并为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和通讯方案提供 

资金。

18. 社会基本设施(《新行动纲领》第7 0(g)段）。意大利为这一部门提供 

的援助，主要用于教育、卫生和救灾。新西兰历年来一向为紧急和救灾资金拨款。

5.援助标准

19. 意大利:在全部项目援助方面，意大利要求受援国表明它们在不断努力调 

动国内资源，要求它们制订加强粮食生产以求自给自足的战略，在保健和卫生部门 

已取得进展，并且制订减少依赖传统能源逬口的政策。

20. 新西兰要求受援国提出正式请求,并要求选定项目时考虑到该项目对妇女 

等易受损害人群可能产生的影响。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97/Adà.2
Chinese
Page 1C

B.从联合国系统各机关.组织.机构收到的资料 

专门机构和有关机构*

联合国稂食及农业组织

21. 粮农组织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的主要作用仍然是：建立它们的机构能力，培 

养训练有素的人力，增加它们获得技术知识和发展经验的机会。粮农组织的技太 

能力一直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它工作的范围极广，包括营养-作物生产•牧区管 

理和牲畜生产.水土资源的开发.沙漠化的控制.渔业.林业.农业加工.推销.

稂食安全.农村能源以及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等。

22. 自1981年1月1日至1982年4月15日，约有2 1 9个国别项目 

业经开发计划署.信托基金和技术合作方案核准获得资金，共'8,200多万美元。

1 9 8 1年，国别项目的总开支中有三分之一由最不发达国家取得。具体以非洲 

地区而言，最不发达国家占该地区（不包括苏丹‘索马里）国别项目总支出的60% 

强。自1 9 8 0年1月至I 9 8 2年6月，为非洲1 4个最不发达国家派出18 

个方案发展/项目选定特派团。此外，还向索马里.苏丹和民主也门派遣了这种 

特派团。最不发达国家还以区域项目.尤其是非洲及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项目中， 

获得益处。非洲现正进行的区域活动包括：援助旱灾控制委员会及其它区域及分 

区组织加乍得湖流域委员会.西非稻米发展协会等；有几个最不发达国家参与区域 

渔业及虫害控制和动物疾病控制项目。有七个最不发达国家的萨赫勒地区近来一 

直是粮农组织为建立协调的国别和区域粮食储备体系而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对象。亚 

洲和太平洋地区，除有一些最不发这国家参加了大多数区域项目外，还有两个由开 

发计划署资助的特别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区域项目：一个是为农业普查训练提供咨 

询服务，另一个是农业、渔业.畜牧业和林业方面的咨询服务和助学金项目。

* 又见厶/37/197，第9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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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自1 9 8 1年1月至1 9 8 2年3月3 1日这一期间，稂农组织投资中心 

负责组织或参加了派往2 4个最不发达国家的9 1个特派团，这约占这一期间派出 

特派闭总数的三分之一。最终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项目所需的投资总额据估计 

为10. 66亿美元，占所有国家的顶.目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同期内核准资助20 

个（向1 3个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由投资中心援助的项目，总投资为4. 5亿美 

元，其中3. 37亿美元是外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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