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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1 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第二部分）*

报告员:斯托扬。巴卡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一.导言

1。 第二委员会就项目1 2举行了实质性辩论（参看A/37/679,第3段）。 

第二委员会在1 9 8 2年1 1月1 2和1 9日和1 2月2日和8日第33、42、46和 

4 7次会议上继续审议了本议程项目。关于委员会的讨论情形，参看有关的简要记 

录（A/C. 2/37/SR 33, 42, 46 和 47)。

• 二.审议提案

K 决议草案A/c。2/37/X 2,和A/C. 2/37/% 102

2. 委员会收到了一份秘书处的说明（A/c。2/37/X 2)，其中载有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题为“非洲经济委员会的活动：人口资料的收集和分析”的1 9 8 2年7月 

3 0日第1982/65B号决议的全文。理事会在该决议中决定将下列案文递送大会 

审议：

委员会有关本项目的报告将分两部分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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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i. 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执行主任采取必要措施*

以便缓耜目前用于区域人口方案的资源的缩减趋势；

2.决定分配必要的基础体制员额给非洲经济委员会*使它能够应 

付人口领域增加的任务•，"

3。 秘书长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递送的草案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的说明已以 

A/c。2/37/X 30号文件散发。

4。 在1 2月2曰第4 6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委员会副主席卡齐》肖卡特 

。法雷德先生就A/C. 2/37/X 2号文件内的草案进行的非正式协商所提出的一项

题为“区域委员会的人口活动”的决议草案（A/C. 2/37/X。102)。

5。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决议草案A/C. 2/37/li 102 (参看第30 

段，决议草案一）。

B。决议草案A/c. 2/37/X 3和 

A/C. 2/37/65 和 Re' 1

6•委员会收到了一份秘书处的说明（A/C。2/37/X 3)，内载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在其1 9 8 2年7月3 0日的第1982/180号决定里决定递送大会第三十七 

届会议审议的一项题为“防止有害或可能有害的产品的损害”的决议草案。决议 

草案全文如下：

“大会.

“考虑到某些制成品,特别是食品、药品、杀虫剂、服装和合成包装材料，对 

发展中国家人民继续造成严重、广泛而且往往无可挽救的掼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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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尽管这类产品由于有害或可能有害已遭禁止在生产国内消费、便用和 

(或）销售,但仍然有很多输出到发展中国家，

“考虑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缺少必要的专门知识来密切注意这方面的发展,

“认识到几乎所有这类产品都是由一些其总公司设在少数工业国家里的公司所 

制造和出口的，

“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7月2 3日第1981X62号决议的规定，

"I .促请所有已经明令禁止消费、便用和（或）销售有害或可能有害的产品
一丨■■-

的国家，确保一些其总公司设在其领土内或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公司或个人不生产或 

出口这类产品；

“ 2 .遭秘书长继续碉保联合国提供必要的援助，加强发展中国家本国防止消费 

和使用有害或可能有害的产品造成的损害的能力；

“ 3 .里秘书长对一些其消费、便用和（或）销售已受到国家政府禁止或杈威机 

构反对的产品，制订一份综合清单提供各国政府，并定期予以增订。”

7•在11月1 9日第42次会议上，委內瑞拉代表以阿尔及利亚、阿根廷、

孟加拉国、古巴、埃塞俄比亚、圭亚那、洪都拉斯、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尼 

日利亚、巴基斯坦、塞内加尔、苏丹、突尼斯、特立尼迗和多巴哥、鸟干迗和委内 

瑞拉等国的名义提出了一项题为“防止已被禁止、严格限制和未批准产品的损害” 

的决议草案（A/C. 2/37/i. 65),内容如下：

*•丝，

••意识到生产和出口止和严格限制的产品,包括食物.药品.杀虫剂、 

消费品初工业化学剂耜废品可能危及公众健康和环境，

“还意识到生产勒出口通常需经生产国政府批准的各种来批准产品往往危及公

众健康相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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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虽然这类产品已被禁止》严裕限制或来批准在生产国内消费使用 

相（或）S售,但仍然有很多猶出到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考虑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缺少必要的资料耜专门知识来洞悉这方面的发展，

“考虑到已禁止在国内消费、使用和（或）出售这类产品的国家必须停止制 

造用于输出到其它国家的这些产品，

“考虑到严格限制或不批准消费、便用和（或）销售这类产品的国冢必须提 

供必要的资料和协助，使进口国能够充分限制和管制这类产品的消费、便用和 

(或）销售，

“认识到几乎所有这类产品目前都是由为数有限的一些国冢制造和出口的，

“考虑到保护消费者的主要责任在于每一个国冢,

“回顾1 9 8 1年1 2月1 6日第36/1 66号决议并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1981年7月23日第1981/62号决议的规定采取行动，

“1.歷莖已经禁止、严格限制或未批准在国内消费、便用和（或）出售那 

些危及公众健康和环境的产品的所有国家应确保在它们管辖之下的公司或个人 

既不生产亦不出口这类产品；

“2。进一步同意这类产品仅应在逬口国的要求下生产和出口，但以例外 

情况为限；

“3.为此，g已经禁止、严格限制或未批准消费、便用和（或）销售这类 

产品的所有国冢对其出口颁发出口特许证，只有在进口国事先书面同意之情形 

下方可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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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 秘书长继续确保联合国提供必要的资料和协助，以便加强发展中国 

家保护其本国不再消费、使用和（或）销售已被禁止、严格限制或未批准的产 

品的能力；

“5。遺梦书长根据以往所做的工作，编制和定期更新一份其消费、使用和 

(或）销售已被各国政府禁止、严格限制或未批准的产品的综合清单，并尽早提 

供这份清单，无论如何，不应迟于1983年12月份；

“6.同意第5段所提的综合清单应易读易懂，应按字母顺序列出全称和商标 

名称，以及制造厂名称，并应提及导致各国政府禁止或严格限制这类产品的原因 

和决定；

“7。1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的各有关机关、组织和机构为迅速有效地完成 

交付给秘书长的任务而提供所有必要的资料和协助。”

8. 秘书长对AXC. 2/37，； 65内的决议草案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的说明已 

以2^37X4 99号文件散发B

9. 在I 2月8日第4 7次会议上，委内瑞拉代表以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孟 

加拉国、哥伦比亚、古巴、埃塞俄比亚、加纳、圭亚那、洪都撕、印度、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苏丹、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乌干达、委内瑞拉、、越南和津巴布韦的名义提出了一项 

题为“防it有害健康和环境的产品造成损害”的订正决议草案U，C. 2/37，

li 65XRev 1)b

10..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即删去执行部分第4段“尽最大可 

能”等字》 委内瑞拉代表发了言》

II.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对决议草案A/C. 2^37，^ 1及其修正

案进行了表决.投票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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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以111票对8票，10票弃权否决了修正案；

㈦以记录表决1 3 2票对1票通过了决议草案（见第3 0段，决议草案二）• 

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 

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沐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伯利兹、 

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缅甸、布隆迪、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俤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 

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展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 

伐克、民主也门、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 

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篆冈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圭亚那、洪都拉斯、匈牙 

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 

以色列、意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 

老树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 

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 

塔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荷兰、新西兰、 

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沙特阿拉 

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 

苏里南、斯威士生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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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鸟拉 

圭、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几内亚代表团后来指出，如果表决时在场，就会投票赞成该项订正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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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12•通过决议草案后，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保加利亚（代表保加利亚、白俄 

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德蒽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波兰、 

鸟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几内亚和 

委内瑞拉#

C.决议草案 A/c. 2/37/; 19

13.在1 1月1 2日第3 3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属于7 7国集团成员的联 

合囿会员国提出了题为“以固定方式为非洲经济委员会多国方案编制和业务中心筹 

资”的决议草案（A/C. 2/37/二19).

14秘书长关于该决议萆案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的说明已以第A/C. 2/37/

忌66号文件散I

15.在1 2月8日第4 7次会议上，盂加拉国代表（代表属于7 7国集团成员 

的联合国会员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在表决前发了言。

1Q.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以记录表决9 8票对1 4票，1 6票弃权通过决议 

萆案A/C. 2/37/Ii 19 (见第3 0段，决议草案三）a 表决情况如下2

赞成: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贝宁.不 

丹、破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緬甸、布隆迪《佛得角、中非共和国》 

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加、古巴、民 

主也门《吉布棰》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加 

蓬、冈比亚、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伊

2 荷兰代表指出该国代表团弃权，但表决机器并没有记录下来• 几内亚代表团 

嗣后指出，如果表决时在场，就会投票赞成决议箪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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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约旦、肯尼亚、科威特、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 

加斯加_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 

墨西哥、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尼曰尔、尼曰利亚，阿曼《巴基 

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卡塔尔、罗马尼亚、 

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斯里兰 

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 

立尼达耜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鸟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喀麦 

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鸟拉圭，委内瑞拉、 

越南、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比利时、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 

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日本、卢森堡、波兰、鸟克兰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阿冨汗《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掌大•丹麦-芬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 

典-

17•通过决议萆案后，保加利亚（代表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荷兰、日本^加拿大、法国和几内亚代表 

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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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决议草案 A/C.2/37/L.20

18.在I 1月1 2日第3 3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代表属于7 7国集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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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国会员国提出了题为“ 1 9 8 0年代促进非洲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特别措施” 

的决i媒案 U/C.2/37/L.20),

19. 在12月8曰第4 7次会议上，主席通知委员会在由委员会副主席卡齐。 

舒卡特。法里德先生主持下举行的非正式协商中，大家同意将决议草案订正如下：

⑻序言部分第6段，把“重申”改为“充分认识到”；

㈦执行部分第3段，删除“具体”一词；

⑹执行部分第4段，把“不断增加”一词改为“持续不断”a

20.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第3 0段，见决议 

草案四）•

21. 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之后，丹麦（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 

几内亚和保加利亚（代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等国的代表发了言.

E.决议草案 A/C. 2/37/Iy 21

22. 在1 1月1 2日第3 3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代表属于7 7国集团成 

员的联合国会员国提出了题为“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的决议草案（A/c. 2/37Z 

心 21)。

23. 秘书长关于该决议草案所涉的行政和经费问题的说明已以A/c. 2/37/ 

li 31号文件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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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12月8日第4 7次会议上，委员会主席通知委员会在由委眉会副主 

席卡齐•舒卡特•法里德先生主持下举行的非正式协苘中，大家同意在执行部分第 

11段内添加“除了别的以外，尽童使用预算外资金和现有资源”等字样。

25. 此外，委员会主席说，A/C. 2/37/L. 31号文件第3段最后一句应订 

正如下：

“一个为此目的要求拨款雜542, 400的特别报告已提交第五委员会，

板据此报告和行预咨委会的有关报告（A/37/7/Add. 7)，第五委员会在1 

982年11月10曰第3 0次会议上，建议在1 9 8 2 — 1 9 8 3年方案预 

算第1 3款非洲经委会项下增拨莊483, 100。”（见A/C. 2/37/SB. 47) t

26. 美国代表提议修正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删除“除了别的以外”和尽 

量”等字样。孟加拉国代表代表各提案国发了言。

27. 在同次会议，委辑会就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A/c. 2/37/1； 21及其修 

正案进行了表决，投票情况如下：

⑻以1 1 0票对8票，1 1票弃权否决了修正案；

(b)以记录表决1 3 0票对1票通过了决议草案（见第3 0段，决议草 

案五）。表决情况如下：5

赞成:阀富汗、阀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 

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1贝宁、不丹、破利维亚、博 

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缅甸、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 

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

5 几内亚代表团嗣后指出，如果表决时在场，就会投票赞成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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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也门、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 

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圭亚那、洪 

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 

曰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

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 

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墨西哥、摩 

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亚、 

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 

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 

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 

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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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也门、

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28.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后，津巴布韦、几内亚、加蓬、美国和保 

加利亚（代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匈牙利、波兰、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等国 

的代表发了言。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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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在12月8日第4 7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委员会决定建议大会应当 

注蒽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的报告（A/37/232)(见第3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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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委员会的建议

30。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一

区域委员会的人口活动

大会，

1. 注意到联合国f发计划署理事会关于机构支助费用的1 958 0年6月 

2 7日第80X44号决定4和1 9 8 2年6月1 8日第82/20号决^第一节第3 

段，理事会在该段中核准了新的延续的国家间项目的核定准则3该准则除其它 

事项外，要求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停止向包括区域委员会在内的项目执行机构 

提供基础结构的支助；

2. f秘书长与各区域委员会执行秘书协商，考虑将有关在区域一级继续 

进行人口领域活动的形式的各种提议列入1 9 8 4 — 1 9 8 5两年期方案概算 

草案•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0 ,补編第I 2号》（E/1980, 

42ZRev. 1 ),第十一章。

《同上，1 9 8 2,补编第6号》（E/1982/16/Rev. 1 ),附件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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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会，

意识到继续生产和出口已被禁止和/或以人类健康与安全为由永远不得在 

市场上出售的产品正在逬口国造成对健康与环境的危害，

意识到有些产品虽然在有些具体情况和/或某些条件下具有某种用处，但 

由于其对健康和环境所造成的毒害，已经严加限制，不得消费和/或销售，

意识到由于有些药品虽然最终也打算在输出国国内市场消费和/或销售但 

尚未获得批准时即行输出因而在进口国对健康正在造成危害，

考虑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缺少必要的资料和专门知识跟‘上这方面的发展，

考虑到一直出口上述产品的国家有必要提供必要的资料和援助，使逬口国 

能够充分地保护自己，

认识到几乎所有这类产品目前都是由有限的几个国家制造和出口的，

考虑到每个国家负有保护消费者的首要职责，

回顾1 9 8 1年1 2月1 6日大会第3 6/ 1 6 6号决议和关于“发展中 

国家药品工业中的跨国公司”的报告6 ,并依照1 9 8 1年7月2 3日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第1 9 8 1 / 6 2号决议行事，

铭记粮农组织、卫生组织、劳工组织、环境规划署、关税总协定、跨国公 

司中心和其他有关政府间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

6 E/Co 10X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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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到逬口国的申请要求售给被判断为危及健康和环境的产品或者 

逬口国正式允许消费这类产品时，各公司或个人才得向国外出售这类因被判断 

为危及健康和环境而被禁止在国内消费和/或销售的产品；

2. 同意严格限制或未曾.批准在国内消费和/或销售某些特定产品——尤其 

是药品和除虫剂的国家，应该提供有关这些产品的充分资料，以期维护逬口国 

人民的健康及其环境，包括用逬口国同意的语言标明产品；

3. 重秘书长继续确保联合国系统提供必要的资料和协助，以便加强发展 

中国家保护自己不消费和/或销售已被禁止、退出市场、严格限制或就药品来 

说未批准的产品的能力；

4. g秘书长在粮农组织、卫生组织、劳工组织、环境规划署、关税总协 

定、联合囯跨国公司中心及其他有关政府间组织正在逬行的工作的基础上，在 

琬有资源范围内尽最大可能编制并经常更新一份政府已禁止、退出'市场、严加 

限制或拿药品来说不批准消费和/或销售的产品的综合清单，并尽早，无论如 

何不迟于1 9 8 3年1 2月印发此清单；

5. 同意第4段所提的综合清单应易读易懂,应按字母顺序列出普通名称 

/化学名称和商标名称，以及制造厂名称，并应简短提及导致各国政府禁止或 

严格限制这类产品的原因和决定；

6. 决定在上述商定标准的基础上,不断审查这一综合清单的格式，以期 

作出可能的改进；

7. M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的各有关机关4组织和机构为迅速有效地完 

成交付给秘书长的任务而提供所有必要的资料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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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三

以固定方式为非洲经济委员会多国方案编制和业务中心筹资

竺，

回顾其关于改组联合国系统经济相社会部门的1977年12月20日第 

3 2/1 9 7号和1 979年1月29日第33/2 0 2号决议，特别是其中 

指定各区域委员会为联合国系统在各该区域内负责促进分区域相区域合作的主 

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心的决定，

考虑到非洲经济委员会都长会议1 9 7 7年3月1日第311 (XIII)号决 

议，7其中部长会议设立了多国方案编制相业务中心以促进部门的相分区域的 

一体化。

认识到《执行蒙罗维亚非洲经济犮展战略的拉各斯行动计划》8 *十分重视 

分区域相区域一体化问题，视为是朝向在2 0 0 0年前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的

一种手段，

还认识到多国方案编制和业务中心是非洲经济委员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有 

利于非洲经济委员会有效地执行其职杈范围内的一部分任务，9并认识到这些 

中心是非洲经委会促进非洲分区域一级的经济相技术合作的主要机构’

又回顾其1 980年1 2月5日和1981年12月17日关于1 9 8 0 

年代非洲社会相经济发展特别措施的第3 5/6 4号和第3 6Z1 8 0号决议，

7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7号》（EZ 

5941相Add« 1),第一卷，第三部分〇

8 A/S —11/14,附件一。

» E/CIL 14/11 lZRev. 8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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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回顾其1 9 8 1年1 2月1 7日第3 6，1 7 8号决议，其中要求秘书 

长就以固定方式为多国方案编制相业务中心筹资情况提出报告，和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1 982年7月30日关于同一主题的第1 9 8 2/6 2号决议，

考虑到非洲经济委员会部长会议在其1 982年4月3 0日第450(xvn) 

号决议中表示有必要改变目前这些中心在经常预算和业务活动方面缺少人力相 

资金的状况3因为这威胁到中心的存在，>。

考虑到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为改进多国方案编制和业务中心的资源情 

况已经采取的行动，

审议了秘书长根据大会第3 VI 78号决议编写的关于以固定方式为非洲 

经济委员会多国方案编制和业务中心筹资的报告"，并且特别审查了报告的第 

4 7至4 9段，

^_1.赞尝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以固定方式为非洲经济委员会多国方案编制 

和业务中心筹资的报告；

2. 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要求署长在1982—1986 

年的整个第三个计划制订周期内继续为五个多国方案编制和业务中心提供支持 

的决定表示欢迎;'2

3. 再次要求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机构、组织和机关以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 

府组织为非洲经济委员会多国方案编制和业务中心的活动提供最充分的财政和 

其他支助； * 12

10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2年，补编第1 1号》（ 

1982^/21 )第五氧

"982,70 和 C 〇rr la

12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2年，补编第6号》（Y198a^ 

16/Rev; I),附件一，第821/4A号决定，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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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求秘书长进一步探讨能够确保来自预算外来源包括来自双边捐助国 

的捐款大幅度增加的方式方法；

5. 注意到非洲经济委员会成员国通过向联合国非洲发展信托基金提供自 

愿捐款的办法以及通过东道国政府的筹资设施为多国方案编制和业务中心提供 

的资金援助，促请这些成员国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此类捐款；

6. 载于秘书长报告第47—49段中要求除其他方面外，由经常预算 

提供所需资金的建议，以便以固定方式为多国方案编制和业务中心筹资，从而 

立即切实执行这些建议，

决议草案四

1 9 8 0年代促进非洲社会相经济发展的特别措施

大会，

回顾其1 9 7 4年5月1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 

纲领》的第3201 (S/VI)号和第3202 (S—VI)号决议，1 9 7 4年1 2月 

1 2日载有《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3281 ( XXIX )号决议和1975 

年9月1 6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3362( S—VII)号决议，

并回顾其1 9 8 0年1 2月5日在附件内载有《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 

际发展战略》的第35/56号决议，

再回顾其1 9 8 0年1 2月5日第35/64号决议和19 8 1年12月1 7 

日第36/1 80号决议，其中主张采取一系列在1 9 8 0年代促进非洲社会和经 

济发展的特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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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顾其关于“非洲工业发展十年”的1 980年12月5日第35/66B 

号决议和I 9 8 1年1 2月1 7日第36/182号决议第二节，以及1 9 8 1年 

1 2月1 7日关于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的第36/177号决议和I 9 8 1年I 2

月1 7日关于非洲的粮食和农业情况的第36/186号决议，

深为关切非洲经济活动的持续低水平和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日益恶化及其对 

非洲国家特别脆弱的经济所产生的破坏作用，

充分认识到《执行蒙罗维亚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的拉各斯行动计划》”提出了为达 

成非洲迅速.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要采取的优先行动的纲领，1 9 8 2年 

4月3 0日非洲经济理事会部长会议所通过的《的黎波里宣言》也重申了这一 

点，,4

确认非洲国家应为它们的发展负袒主要贵任以及为它们的社会一经济发展 

动员本国资源的重要性，

深信有必要增加和提供持续不断的外来资源，才能达成《执行蒙罗维亚非 

洲经济发展战略的拉各斯行动计划》的各项目的相目标，

并回顾秘书长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上提出的关于1 9 8 0年代促进非洲 

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特别措施的临时报告，该报告指出联合国各机关.组织和机 

构对《执行蒙罗维亚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的拉各斯行动计划》的贡献 * 15

15 参看 A，S—11/1 4,附件一。

n 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2年，补编第1 1号》（E/ 

1982,21 ),第四章。

15 a，36,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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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秘书长就各非政府组织关于对执行《执行蒙罗维亚非洲经济发展战 

略的拉各斯行动计划》可能作出的贡献所提出的报告，

1.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各非政府组织为促进《执行 

蒙罗维亚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的拉各斯行动计划》目标的实现而拟议釆取的行动;

2. 但是对上述决议嬰求向本届会议提出的关于大会1981年1 2月1 7日 

第36/18时决议执行进度的全面报告尚来提出，表示遗憾;

3 .再次请联合国系统各机关、组织和机构在这方面审查增加资源的各 

项措施，以便执行非洲工业发展十年的方案，并以全面和协调的方式落实各 

项特别措施；

4. 促请各捎助国提供大量的续不断的资源以促进非洲国象的加速发展 

和有效地执行《控各斯行动计划》，并尚联合国非洲发展信托基金慷慨提供捐 

助；

5. ÿ；所有国际金融组织、特别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发展机构和国 

际农业发展基金，在“十年”期间，继续积极地考虑大董增加它们对非洲的发 

展援助；

6 . g;秘书长考虑到非洲经济委员会是联合国系统内主管非洲区域事务的 

主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心，按照大会1 9 7 7年1 2月2 0日第32/197号决 

议和1 9 7 9年1月2 9日第33/202号决议的规定，继续拨绐它必要的资源;

7 .还请秘书长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3年第二届常会，向大会第 

三十八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执行本决议所取得的进展的充分报告。 *

E/19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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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五 

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

大会，

g其关于“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的1977年12月19日第32/160 

号决议，1979年1月29日第33/197号和1979年11月9日第34/ 

15号决议，特别是核可为非洲各分区域举办技术协商会议的1980年12月5 

日第35/108号决议和1981年12月17日第36/177号决议，

又回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的1979年8月3 

曰第1979^51号决议、1980年7月23日第1980/46号决议和1981年 

7月24日第1981/67号决议，以及理事会1982年7月29日第198V54 

号决说其中理事会要求制k#和东非国家以及印度洋各岛屿国家举办第五次技术协 

商会议，

回頋非洲经济委员会部长会议1979年3月27曰通过的第341(XIV)号 

决议其中部长会议促请成员国最高度优先地发展运输和通讯，

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1981年6月15日至26日在内罗毕举行 

的第三十七届常会通过的关于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的CM/Re s. 889 ( XXXVII ) 

号决议，1

参照非洲经济委员会部长会议1 9 8 1年4月10日第422(XVI)号决议 

其中部长会议除其他事项外，要求非洲经委会执行秘书继续监督十年第一阶段 17 * *

17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79年，补编第15号XV197V 

50)，第二部分，D节。

参看A/36/534,附件一。

” 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8 1年，补编第1 4号》（E/ 

1981/54),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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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执行进展情况，订正方案，举办四次技术协商会议以及为十年第二阶段 

(1984 —1988年）拟订行动计划，

又参照非洲经济委员会部长会议1982年4月30日通过的第435(XVI) 

号决议，25其中部长会议请执行秘书监督最初四次技术协商会议的贯彻执行， 

并建议应为北非和东非国家以及印度洋各岛屿国家举办第五次技太协商会议，

考虑到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调动更多的资源，以保证执行“十年”的方

案,

注意到非洲经济委员会作为执行“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方案的领导机构 

所发挥的作用，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的报告;“

2. 满意地注意到十年第一阶段(1980 —1983年）的实施迄今取得的 

进展和1 9 8 1年6月8日至1 1日在洛美、1982年1月20日至23日 

在瓦加杜古》 1982年3月15日至17日在雅温得、1982年5年3日 

至5日在阿比让举办的四次技术协商会议所取得的可喜成果；

3. 还赞赏地注意到某些国家和财政机构为执行该十年方案作出的贡献:

4. 呼吁捐助国、筹资机构和金融机构增加其对该十年方案的财政支援， 

因为迄今调动的资源总数与第一阶段整个方案所需的资金数额相差甚大；

5 •里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在1 9 8 3年下半年为北非和东非的国家 

以及印度洋岛屿国家举办关于公路、海运和港口的第五次技术协商会议；

6.再次呼吁捐助国和筹资机构充分、积极地参加第五次技术协商会议； 20 *

20《同上，1 9 8 2年，补编第11号》( E/1982/21),第五章。

2, A/37/296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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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f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使筹资机构同非洲囿家保持良好的协调， 

密切协助这些国家同捐助国联系以及协助它们拟订和提出其筹资要求，以监督 

四次技术协商会议的贯彻执行；

8. 注意到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为拟订十年第二阶段(1984—1988 

年）的行动计划所釆取的措施，请他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3年第二届 

常会就行动计划的拟订工作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9. 又注意到设立了机构间协调委员会，其成员包括：非洲开发银行、非 

洲邮电联盟、非洲经济委员会、国际电讯联盟、泛非电信联盟、#洲国家电台 

和电视组织联盟、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目的在于便各项研究协调一 

致以早日执行非洲区域卫星通信系统项目；

10. 冉次要求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继续加紧努力，以协助机构间协调 

委员会进行关于非洲区域卫星通信系鱿的研究并协助非洲国家彻底执行十年第 

一阶段的方案；

11. 遺秘书长向作为实施十年的领导机构的非洲经济委员会提供资金和其 

他资源，除个别的以外，尽量使用预算外资金和现有资源使它能按计划于19 

83年举行第五次技太协商会议，完成十年第二阶段行动计划的拟订工作；

12. f非洲学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继续提出有关“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的 

方案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

13. f秘书长就执行本决议所取得的进展，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一 

份报告，

* * *

31.第二委员会也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定草案：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的报告

大会决定注意到秘书长递送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按照大会1981年1 1月 

1 1月1 9曰第36,40号决议编制的报告22的说明。

A/37/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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