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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二日斐济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荣幸地随函附去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非洲、加

勒比和太平洋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联合部长会议上斐济提出的声明文本。

鉴于这项声明和题为《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行动纲领》的大会第 3 2/1 85

号决议有关，如果能将声明文本作为暂定临时议程一览表项目 59 之下的一个大会

文件分发，则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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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8699 

斐济常驻联合国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

武民博博(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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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中国家的特别问题和需要是联合国，特别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自从一九七二年以来特定研究的课题。 贸发会议于一九七六年五月

在内罗毕举行的第四届会议上通过了第 98( 工 V)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总结

了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殊问题如下:

"许多发展中岛屿国家在运输、通信、同市场中心的距离等方面遭遇重大困

难，因此使其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障碍。 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经济和市场规模

小、资源贫乏和外汇收入犬大地依靠几种商品的情况，统统又是一些尤其重要

的障碍。 a

2. 面积小和资源少是发展中岛屿国家发展的一个限制。为了补充贫乏的国家

资源，它们就要大量依靠对外贸易和外国援助。

3. 发展中岛屿国家多半是由一些小岛屿组成的。每个岛屿的生存性和依赖性

就是大问题。 还有，在岛群内部提供经常性的交通运输也是一个难题。

4. 一个发展中岛屿国家同世界其他地区隔绝，使可能的技资者由于对该国缺

乏认识而徘徊不前。 这不单是在市场方面而且在吸引外资方面也都限制了发展中

岛屿国家同其他具有类似经济的国家竞争的能力。

5. 发展中岛屿国家须大量依赖经常性并且效率高的国际海运和空运。但由于

距离主要市场远，使发展中岛屿国家必须支付很高的国外运输费用并受国际通货膨

胀的影响。 运费率的经常性增长加上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导致严重的国际收支差

额问题和失业率的增高。

a 参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汇编，第四届会议>> ，第一卷， ~报告和附

件>>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7丘工主:Q 10)，第一部分， A 节，

第 98( 工 V)号决议，第 3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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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于出口收入大量依靠一两种农产品，使得一个发展中岛屿国家非常容易

受到国际价格波动的影响，而且就有经常性自然灾害的地区来说，还很容易发生严

重的生产问题。

7.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贸发会议第 98( 工 v)号决议呼吁联合国系统和发

达国家分别采取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特别措施和有利于发展中内陆国家和岛屿国

家的具体行动，作为根据《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 (大会第

3201 (s-V工)号和第 3202(S-V工)号决议)的精神适用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

的一般措施的补充。

8. 在发展中岛屿国家中，产生面向出口的经济活动的潜力必然有限一一因而

就扩大了贸易差距。 但没有利用的能力是有的---特别是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发

展中国家声称，阻碍进步的因素是缺乏有把握的进入市场的机会。 发达国家则声

称这是一个生产和销售的问题。 两种说法可能都对。但没有销售的商品对发展中

国家的损失，要比使人不满意的进入市场的情况对发达国家的损失来得犬，所以恐

怕后者应该走出第一步。 这是不能在商业一级上解决的，需要采取积极的高阶层

的政治行动。 这种问题，正是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联合部

长会议独一无二地能够解决的问题。 并且也必须认识到，每一项安排都应该是非

互惠的特惠的但是对发展中岛屿国家来说，即使是特惠的、非互惠的进入市场的好

处，也都会被高昂的运费率所抵消，至少会严重地受到这种运费率的损害，而这方

面正是发达国家能够提供实际援助的渠道。 各国虽已认识到有各自作出最大努

力和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资源的责任，但是，如果价格削减了一半，就是加倍生产，

也所获无几。



9 ó 对某些国家来说，由于投入的援助所造成的经济活动是令人失望的，赠予

的资本引起了高额的经常费用;各部长和高级官员在申请援助和程序上花费了不成

比例的时间。 在当前的想法和程Jt上，如有下列一些变动，就会产生重大差别:

( a) 捐助国应认识到被助耍求是板据周详的综合计划提出的;各政府能够执

行这些计划，不必不断地加以检查和监督;

( b) 应给予来访问的援助代表团以最大可能权力，使它们能在现场即为捐助

国作出承诺;

( c ) 应将文件减至最低限度;

( d) 捐助国应该愿意，应各国的要求，为专业工作提供专门和技术专家，因

为这些国家，由于国小民穷，而难于找人担任这些职位;

( e ) 中间技术转让应该增加。

10 。 小型岛屿国家易受自然灾害的侵袭是真实的。 在编制这份文件时曾作

出努力以求广泛适用，但或许可以从太平洋挑出一个小小的例子。 自一八七五年

以来，斐济(共有 320个岛屿)经历了约 125次熄风和旋风。 这些风灾之中，三

分之二袭击了一群特定岛屿。 几乎作为唯一经济作物的椰子树受到玻坏，房舍刨地

运费补贴和价格补贴对那些无物可实、无物可运到市场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他们更无法整顿恢复其科植国和家园但还应记住:若干小型发辰中岛屿国家的每人平

均收入，虽然极高，但在农村地区的每人千均收入却非布'底。 因此，必须在诋求

援助的国家之中严格识别其实际区域。 关于这一点，本文件的附录对这个问题在

斐济 p 作了一些说明，因为这是我们有详细资料的唯一国家;此外，笔无疑问地，

其它国家也可提供各种例子。 例如，当巴哈马除掉了外籍居民的收入等等时，该

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近巴巴多斯，而并不是按照世界银行所持的等级为第四备。

1 1 。 这是小型发展中岛屿国家的一些特残问题一一不错、所板据的是太平



洋的经验，但相信在其他区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12. 联合国曾呼吁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闽东的政府，执行构想中有利于发

展中岛屿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家的具体行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

二届常会以协商一致意见方式通过了第 321，/1 85号满~费护除其它事项外，要求各国

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充份考虑到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殊问题。 这项决

议还促请联合国所有组织，特加在关于运输和通讯，贸易和商业政策，工业化，旅

游业，技术转让，海洋和海底资源发展，外来资源流动，环境保护和对自然灾害的

反应等纵域内，确定和执行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适当的具体行动。

13. 希望联合国系统和发达国家，在促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发展援

助方菜时，能认识到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殊问题和需曼，向它们提供同给予最不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家一样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