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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了联合国大学理事会关于联合国大学工作的

报告30和联合检查组关于该大学的报告， 31

赞赏地注意到由于东京市政府慷慨捐赠，已有一

块土地留供建造联合国大学永久总部之用，并且日本

政府也正在积极行动，按照 1976 年 5 月 14 日«联合国

和日本关于联合国大学总部的协定》建造一幢作为联

合国大学永久总部所在的大楼，

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执行局 1982

年 10 月 7 日在第一一五届会议上通过的第 5. 2.3 号

决定，

1.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检查组的报告卢以及秘书

长对该报告的意见卫其中赞成联合国大学的新方向和

在其中期 (1982 - 1987年）展望计以下五个主题所显示

的较广泛的知识领域：

(a) 和平、安全、冲突的解决和全球性改革；

(b) 全球经济；

(C) 饥饿、贫穷、资源和环境；

(d) 人类和社会发展以及各个民族、文化和社

会制度的共存；

(e) 科学、技术及其对社会和道德的影响；

2. 满意地注意到由于中期展望获得通过，按照

《联合国大学章程》寻求解决全球性迫切问题的多学科

综合探讨办法已重新得到重视；

3. 又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大学遵行其不断求变

革的宗旨，维持了在其原来各方案中的动能，并在早

年建立的基础上加以扩大；

4. 喜见将包括研究、研究生训练和传播知识的

中期展望作为联合国大学的一个单独方案来进行，其

次级方案则分属五个主题；

5.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大学同联合国、联合国

各机关和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各研究训练所的合作活

动日增，促请联合国大学继续加强它同这些机构和同

30同上， q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31 号HA/37/31) 。

31A/37 /111 。

SZA/37 /111/ Add.I 。

联合国秘书处有关组织单位的合作与丁．作上的协调，

以及同各国际学术和科学组织的合作；

6. 鼓励联合国大学按照其《章程》探寻和扩大具

有创新精神的、有成果的、多样化的机构关系、协助

切实执行中期展望，更广泛地同外界接触和更加分散，

以确保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内生气蓬勃的学术

和科学团体的不断成长；

7. 欢迎联合国大学更加注意其《章程H提到的传

播知识-—包括它自己的研究成果一方面的活动，并因

此利用现有的新的新闻和传播技术来促进世界杜会各

部门和各阶层更为深入地认识到各种全球性间题；

8. 认为对中期来说，联合国大学福要增加其捐

赠基金的数额和其他捐赠，以便增加其主要收入；

9. 恳切呼吁全体会员国认识联合国大学的重要

发展，紧急地向大学的捐赠基金慷慨捐款，并且另外

或单独对联合国大学的业务作出贡献，使它能有效地

履行其全球性任务。

1982 年 12 月 17 日

笫 109 次全体会议

37 /144. 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

大会，

回顾其 1981 年 12 月 17 日第 36/225 号决议，其

中重申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的任务，要求加强

和提高办事处的能力和功效，

井回顾其 1980 年 12 月 5 H 第 35/107 号决议，这

项决议重申必须保证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继续

具有健全的经费基础，又将按照大会 1974 年 11 月 29

日第 3243(XXIX) 号决议设立，并经大会 1975 年 12

月 9 日第 3440(XXX) 号决议、 1975 年 12 月 17 H 第

3532 (XXX) 号决议和 1978 年 12 月 19 日第 33/429号

决定修订的信托基金的期限，延长午｀ 1983 年 12 月 31

日，

又回顾其 1979 年 11 月 29 I1 第 34/55 号决议，其

中要求增加紧急救济援助，每次灾害的援助通常以每

一个国家 30,000 美元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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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灾害和其它灾害情况日益增多，使发展中

国家承受的经济负担更重，使它们的发展过程受破坏，

深为关切，

认识到联合国系统在自然灾害和其它灾害情况下

对减轻苦难和提供人道主义救济方面所作的贡献，

井认识到受灾国家扣负行政、救灾行动和备灾各

方面的主要责任，而且救灾的物资援助和人力，其主

要部分由这些国家政府提供，

又认识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和红新月

会协会和有关志愿组织所作贡献的重要性，

认识到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

援助的协调系统，必须加强并提高联合国救灾协调专

员办事处和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能力和功效，以便使该

办事处能够就自然灾害和其它灾害情况作出迅速、有

效和切实的反应，从而保证即时提供协调一致的救济，

认识到联合国系统不能有效地应付自然灾害和其

它灾害情况的一个主要限制因素是资源不足，

1.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救灾协调专

员办事处工作的报告 33 以及救灾协调专员 1982 年 11

月 2 日向第二委员会提出的说明； 34

2. 注意到秘书长和行政协调委员会在发动改善

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的管理业务，和为应付受

灾国的救灾请求和处理复杂的灾情和异常严重的紧急

情况而制订执行大会第 36/225 号决议及行政协调委

员会第 1982/1 号决定中所列程序的方式方面，作出的

进展；

3. 注意到乍得和黎巴嫩两国政府对联合国救灾

协调专员在该两国进行的活动表示感谢，并请他当情

况需要时，继续采取应付行动；

4. 请秘书长必要时，便利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

迅速委派临时工作人员和购置供应品，以便能及时应

付紧急援助的请求；

5. 请秘书长将通常的最高援助额从30,000 美元

33A/37 /235 和 Corr.I 。

提高到 50,000 义元，增加的 20,000 美兀来 1] 自愿们

款，使联合国救灾协调女员能以购款应付各项紧急救

灾援助请求，任何 4下11f 高个 600,000 美兀总额，每

次灾害的援助额通常以每一个国家 50,000 美元为限；

6. 授权秘书长允许联合国救灾协调4员调动额

外自愿资源去肋付复杂的灾情和异常严币的紧急情况

的需求；

7. 决定 l,1 1984 年 1 月 1 r1 起，维持联合国救

灾协调专员办ji处信托基金及其分帐户；

8. 特别重申第 35/107 号和 36/225 砂决议提出

的向信托基金增加捐款的呼吁，这个基金是依照奶

3243(XXIX)号决议设立的，业经以上序言部分第．

段所述决议和上文第 7 段修订；

9. 赞同秘书长和行政协调委员会为执行大会奶

36/225号决议所采取的各项措施，要求秘书长，通讯庐

由联合国救灾协调右员代表他，同联合国系统各h 又

机构磋商，以便拟订协调一致的救济方案，以此作为

协调专员以秘书长名义发出统一苏款呼吁的根据；

10. 重申希电进一步加强和提的联合国救灾协

调专员办事处允分利用现有早期瞥报系统所提供的情

报的能力，并考虑到在这个领域包括通讯在内的新的

技术发展情况，在可行与实用的范围内，协调所h相

关的早期警报系统；

11. 敦促各国政府和各有关机关和组织同联合

国救灾协调专员合作，并特别改善它们的关千救灾援

助、行动和计划的情报流通；

12. 要求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属下各组织，

依照大会第 36过25 号决议第 3 段的规定，在同你社会

应付自然灾害和其他灾书情况的所行阶段，协调彼此

的努力，以期消除资源的浪费重复；

13. 重申相估加强和巩固联合国救灾协调片从

办事处是为 r灾难忙存者有效地协调整个联合国系统

救济活动的最有经济效益的办法，并请秘书长最好仆

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加强该办书处的财政和人力资

源咒于较高的优先地｛如

34《大会正式记录，第 1七屈会议，第：委员会»,第27 14. 请秘书长通过 1983 年经济及补会理事会第
次会议，第 1-9段 Q 二届常会向大会第．．十八屈会议提出一份关千大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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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25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综合报告，包括一项关于

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1982年 12 月 17 日

笫 109 次全体会议

37 /145. 对中非共和国的重建、复兴和

发展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顾其 1980 年 12 月 5 日第 35/87 号和 1981 年

12 月 17 日第 36/206 号决议，其中大会确认迫切需要

在国际一级采取行动，来协助中非共和国政府进行国

家的重建、复兴和发展，并请国际社会提供足够的资

源来执行援助中非共和国的方案，

注意到中非共和国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 1982 年

10 月 13 日在大会的发言， 35叙述该国面临的严重经济

和财政问题，并且申明由于资金不足而使情况未有好

转，外来的援助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又注意到中非共和国代表于 1982 年 11 月 4 日在

第二委员会的发言严其中提到国际社会对大会紧急呼

吁所作的反应不足以应付情况的需要，

考虑到中非共和国是一个内陆国家，并且被列为

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回顾们980 年代最不发达国家新的实质性行动纲

领沪要求增加对这些国家的援助，

特别关切由于财政和物质资源严重匮乏，中非共

和国政府无力为其人民提供卫生和教育服务以及其他

基本的社会和公共服务，

满意地注意到中非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不顾种种限

制而为该国的重建、复兴和发展所作的巨大努力，

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38, 其中附有为执行大会第

36/206 号决议于 1982 年 6 月 13 日至 17 日派往中非

35同上，《全体会议沁第 29 次会议，第 21 - 52 段。

36 扣］上， C第＿委员会沁第 31 次会议，第 22 - 30 段。

37~联合 1叶奻不发达 1卧家问题会议的报告， 1981 仆 9 月 1

H 至 14 1l ，巴黎以联合国出版物，出代品编号： E.82. l.8), 

第一部分， A 节。

38A/37 /131 。

共和国以研究该国经济情况和制订与执行对中非共和

国特别经济援助方案进度的特派团的报告，

注意到该报告指出，中非共和国的预算情况继续

使该国政府因为没有足够的外来财政援助而无法着手

进行重建、复兴和发展方案，

]. 褒示感谢秘书长为动员资源执行援助中非共

和国方案所作出的努力；

2. 亵示感谢各国、各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区

域间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对援助中非共和国方案所

作捐助；

3. 然而关切地注意到在本项目下提供的援助还

远不足以应付该国的迫切需要；

4. 迫切促请国际社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附件

表 6 38所指出的已获得部分经费和尚没有经费的项目；

5. 再度呼吁所有国家，经由双边或多边渠道为

中非共和国的重建、复兴和发展慷慨捐助；

6. 请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组织和计划署，特别

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

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继续进行它们援助中非共和国的方

案，同秘书长密切合作制订一项有效的国际援助方

案，并就它们为援助该国所采取的步骤和提供的资源

定期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7. 要求各区域及国际组织、其他政府间机构和

非政府组织，特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发展基金、

非洲开发银行、阿拉伯非洲经济发展银行、石油输出

国组织国际发展基金、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科威特基

金和阿布扎比基金，立即考虑制订一项援助中非共和

国方案；如果已有此项方案，则予以大大扩大和加

强，以求尽早执行；

8. 促请所有国家及联合国各有关组织，特别是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联合国工

业发展组织，尽可能向中非共和国政府提供一切援助，

以应付该国人民在人道主义方面的各种迫切需要，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