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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辑说明 

本报告述及理事会1 9 8 7年组织会议及其1 9 8 7年第一届、第二届和笫二 

届笫二期常会的工作. 

本报告载有理事会在其议程的每个项目下采取行动的摘要，其中包括投票记录, 

—以及当一个项目发交绐会期委员会时，该有关委员会的报告， 

理事会各会议的摘要记录将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7年，全 

体 会 议 》 印 发 ， 自 1 9 8 2年以来，已停止为理事会各会期委员会提供简要记录 

(理事会笫1982/105» 1983/184. 1 9 8 5 / 2 0 0和 1 9 8 7 / 1 7 9号决定）• 

理事会的决议和决定及其各委员会和常设委员会的报告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正式记录》的《补编》印发， 1 9 8 7年的《补编》开列如下： 

补编号数 

1 A 

1 B 

2 

3 

4 

5 

1 9 8 7年组织会议和 1 9 8 7年笫一 

届常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 

1 9 87年笫二届常会通过的决议和决 

定 

1 9 8 7年笫二届第二期常会通 过的决 

议和决定 

妇女地位委员会1 9 8 7年届会议的报 

告 

人口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的报告 

麻醉药品委员会笫三十二届会议的报告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报告 

文件编号 

E / 1 9 8 7 / 8 7 

2 / 1 9 8 7 / 8 7 /A d d . 1 

S / 1 9 8 7 / 8 7 / A d d . 2 

E / 1 9 8 7 / 1 5 

E / 1 9 8 7 / 1 6 

B/1987/17 

E / 1 9 8 7 / 1 8 和 C o r r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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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编号数 文件编号 

6 统计委员会笫二十四届会议的报告 E / 1 9 8 7 / 1 9 

7 社 会发展委员会笫三十届会议的报告 1987/20 

8 自然资源委员会笫十届会议的报告 E / 1 9 8 7 / 2 1 

9 跨国公司委员会笫十三届会议的报告 E / 1 9 8 7 / 2 2 

1 0 发展规划委员会笫二十三届会议的报告 1987/23 

1 1 ^ ^ 国 基 ^ ^ 执 行 局 的 报 告 1987/24 

1 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的报告 E / 1 9 8 7 / 2 5 

1 3 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报告 1987/33 

1 4 亚洲及大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报告 E / 1 9 8 7 / 3 4 

1 5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的报告 B / 1 9 8 7 / 3 5 

1 6 非 洲 经 ^ 员 会 的 报 告 E /1987/36 

1 7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笫一届会 

议的报告 

E / 1 9 8 7 /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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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官 

联合国的締造者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应该在本组织工作中占有显著地位, 

他们还认识到，联合国应该在大会权利之下设立一个政府间中枢机构一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以便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自成立 4 0年来是如何 

履行其职赍和执行其任务的呢？可以而且应该釆取哪些措施以提高其对本组织及其 

—会员国所面临的重¥问题的认识并提商其处理这些问题的效力呢？ 

经社理事会在日内瓦就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区域和部门发展进行的一般 

性讨论表明，许多与会者认为，虽然若干国家出现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些积极迹象， 

虽然有就国际经济关系和发屣的主¥问题进行国际对话的热情，但对许多与会者来 

说 ， 1 9 8 7年并未使未来暗淡的前景得到改善，随后在第七届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大会上^在联合囿第四十二届大会上进行的辩论证实了这种状况‧ 

人类现在拥有为每个人提供足够粮食、住所、能源和衣服的一切手段，却仍然 

不能消除世界许多地区的饥饿，营养不良，无家可归，文盲和贫困等现象，自然 

环境不断退化，更大大增加了发展的障得，新的可怕疾病在各大洲蔓延.最新 

的科技成果并没有提脔生活水平和增强个人和集体安全慼，反而促便大规模毁灭的 

方法得到改进， 

物质和财政资源的累积并不是为了逐渐改善多数人的日常生活，而只是为了增 

加少数人的财富，不久以酋才获得政治独立的人民和国家发现，新形式的对外经 

济依附已经出现，经济困雉和限制不仅扩大穷国与富国的发展差距，而且对发展 

过程的社会方面造成沉重负担， 

虽然日益认识到所有国家的经济愈来愈相互依赖，伹尚来釆取足够的具体行动 

考虑到所有伙伴国家的利益，发屣中世 界在保持经济增长和尊严的前提下进行调 

整，并努力进行不破坏环境并且可持续的发展，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具有深远意义 

的改革，这些努力都必须充分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从而创造机会，进一步促进 

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使所有伙伴从中受益；但与此同时，所有有关方面必须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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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鼓励，并且要有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世界贸易增长减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债务国损害 

尤其严重，商品价格不稳和不合理，汇率不稳定、实际利率蔺得离奇，资源从发展 

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净转移，债务陷井，这些只是目前国际经济秩序对多数国家的发 

展需麥缺乏反应的一些看得见的现象，大家百光如里，恚功近利，全无战略性的 

考虑， 

但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加上这些问题已经国际化并且相互联系, 

因此根本不可能依靠眼光短浅和片面的政策，草方面的决定，特别是大国的单方 

面决定，会严重损害其它伙伴国家，特别是在经济发屣方面较不发达的国家，但 

这些决定已不再能够用来缓和目前的紧张关系和觯决关键问题一不仅不能解决外 

都问题，而且也不能解决内部问题， 

在当今复杂和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必须有国际谅觯和进行国际合作，这就必 

须促使国际舞台上的不同角色进行对话和达戍协议，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重建和加 

强信心，各国越是依靠相互合作解决问题，在国家，区域、区域间和^*界各级 

解决棘手的发展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釆取协调国际行动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着许多尚未觯决的问题，不仅我们的生存受到威胁，将要继 

承这个世界的子子孙孙的福祉也受到威胁.为了我们和他们的共同利益，我们必 

须承认他人在和平，尊严、免于饥饿和不担心未来的条件下生活的权利，并且共同 

努力，汇集我们的资源，以加强每个人和每个国家的安全慼‧ 我深信我们拥有实 

现这一目标的一切必要手段， 

因此，我们需蔘的是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每个人和每个政府表现出足够的良 

好意愿，相互更加信任.此外，我们还需要有更大勇气和更丰富的想象力，利用 

现有的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系统的机构，促进国际合作,实现共同目标，裁军 

问题对话的恢复使全世界满怀希望，在这个时刻，人们尤其期待奢在经济和社会领 

域取得突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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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期间，我们讨论了许多问题，反映了联合国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广泛兴趣 

对于应该釆取的行动有许多设想和提议——从各种部门办法到旨在加强世界经济稳 

定和可预测性以及国际交往中所有伙 伴的经济安全的综合 概念。 

我们的讨论证明，人们不仅日益认识到各种紧迫问题的相互依存性，而且认识 

到必须有各方面的春与，以负责的态度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讨论了在国际关系 

中需夢正义的道德和伦理问题。 

我不准备全面评价我们的共同工作，但愿意指出，1 9 8 7年我们是在极为困 

难的时间限制情况下进行工作的，因为1 9 8 7年夏季举行了若干重麥会议，例如 

笫七届贸发大会和裁军与发展关系国际会议。即使这给我们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带 

来一些不便，但我们不应忘记，多边机构特别是联合国系统多边机构取得的任何积 

极成果，例如贸发大会通过的《最后文件》，都体现了我们的共同努力，并且会更 

加推动我们的工作， 

1987年经社理事会最紧迫任务之一是对大会关于深入研究联合国经济和社 

会领域的政府间结构和职能及其秘书处支助结构的要求作出适当反应，我们在第 

一次会议上决定设立本组织所有会员国都可参加的经社理亊会特别委员会，委托该 

委员会进行该项研究， 

虽然调整是由于本组织面临严重财政困难而开始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 

进行调整的直接动机是什么，其结果都会对本组织今后的工作及其顺利解决会员国 

所面临问题的能力产生影响。在寻求适当管理办法过程中，必须注意一方面要保 

持和加强决策过程的民主性，一方面要提高工作的效率，秘书长关于举行经社理 

事会都长级会议的提议也值得我们重视。 

大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关系无疑是本组织在经济及社会领域开展工作的关 

鍵因素之一，因此也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部门结枸调整的一个重麥问题，如果这 

两个机构之间没有明确的分工，如果赋予经社理事会的任务不明确，那么特别是经 

社理事会将不能提高其效率。 

-X -



我们必须使经社理事会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根据《联合国宪章》赋予的任务, 

恢复和加强其中心机构作用，以交流关于经济社会问题的意见，协调联合国系统所 

有机构、机关和组织在经济和社会部门的活动，并在这方面制定和向大会提出政策 

建议。 

我认为在经社理事会工作中特别重要的是对经济和社会问题既要保持和加强质 

量，又麥釆取综合办法，应该更加重视起草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国际行为原则的各 

种模式和在解决债务，粮食、环境，i生和技术转让等最紧迫问题时加强多边合作， 

必须遗憾地承认，处在联合国组织结构中心并卓著信眷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已 

越来越无法完戍其任务。在出现财政危机和经济社会动荡不定之际，在随着国家 

间相互依赖程度增加而便国际经济和社会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之际，作 

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心机构的经社理事会的特别责任显然正日益增加。 

经社理事会能否不辜负期望而履行规定的义务，能否为联合国对整个相互依赖 

的贡献提供必夢投入，这将取决于各国政府，特别是各国政府是否具有在联合国内 

积 极 合 作 的 政 治 意 愿 。 1 9 8 7年的情况证明，我们在艰巨的任务面前没有退缩。 

谨祝各位和下一任主席万事如意，积极而有远见地面对这一艰巨任务，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 

尤金纽什•诺沃雷塔 

1 9 8 7年 1 2月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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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大会采取行动或提请其注意的事项 

说明：下表所列的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要求大会采取行动或提请其注意的决议 

和决么 标有星号（* )的决议和决定需要大会采取行动。 

关于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 

包括区域和部门性发展的一般性讨论 

*公共部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理事会第 1 9 8 7 / 9 2号决 

议） 

从发展中国家.流入发达国家的资金净转移（理事会第 1 9 8 7 / 9 3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国际经济安全概念的报告（理事会第 1 9 8 7 / 1 6 2号决^ , 

*将缅甸列入最不发达国家名单（理事会第 1 9 8 7 / 1 6 3号决定） 

发达国家负债和财政与对外收支长期不平衡对国际经济环境、特别是对发展中 

国家发展进程的总影响（理事会第198 7 '187号决定）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 

第二个十年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笫二个十年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理事会第 

1 9 8 7 / 2 号 决 议 ) 

深入研究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的 

政府间结构和职能 

对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领域政府间机构和职能的深入究（理事会笫 1 9 8 7 / 1 1 2号 

和笫 1 9 8 7 / 1 9 0号决定及笫 1 9 8 7 / 6 4号决议）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理事会第1987/3号决议)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理事会第1987/4号决议）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理事会第1987/&f决议) 

非政府组织 

从非政府组织收到的关于咨商地位的申请和更改类别的请求（理事会第1987/113 

, 决定） 

将于1 9 8 9年举行的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届会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理事会第1987 

/ 1 1 4号决定） 

危险物品运输问题专家委员会的工作（理事会第1987/54号决议)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扩大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理事会第1987/89号决议)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及其他 

阿拉伯领土国家资源一的永久主权问题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内的各种经济措施（理事会第1 9 

8 7 / 8 7号决定） 

一 2 — 



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预算概算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广泛代表性(理事会笫1987/94号决议)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笫二十七届笫二期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笫1987/194号决定） 

贸易和发展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理事会笫1987/191号决定）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的报告(理事会笫1987/192号决定） 

公共行政和财政 

公共行政和财政促^：展（理事会笫1987/55号决议) 

《地方自治宣言》（理事会第1987/135号决定） 

统计问题 

指示性消费型态：发展的质量方面指示数（理事会第1987/6号决议） 

统计委员会笫二十四届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理 

事会第 1 9 8 7 / 1 1 7号决定） 

制图 

第十一届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制图会议（理事会第1987/136号决定） 

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活动（理事会第1 9 8 7 / 5 6号决议) 



跨国公司行为守IH (理事会第1987/57号决议) 

跨国公司委贝会»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理事会第1987/137号决定） 

跨国公司委员会所牧应挺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的报告（理事会第1987/138 

号决定） 

自然资源 

水资源和执行《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的进展情况（理事会第1987/7号决议) 

矿物资源的趋势和特珠问题（理事会笫1987/8号决议) 

用于确定、勘探和评价自然资源的新技术，包括遥感技术（理事会第1987/^决 

议） 

联合国自然资源勘»循环基金(理事会笫1987/11号决议) 

自然资源的永夂主权（理事会第1987/12号决议） 

^联合国系统内自然资源领域的各方案（理事会笫1 3号决议) 

自然资»委员会笫十 届会议的报告 和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理事 

会 , 决 定 ） 

沙漠化和干早 

向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單灾地区提供後助（理事 

会 笫 1 9 8 7 / 1 4 号 麟 ） 

特剁的经济、人道主义和教灾援助 

•锾助瓦努阿面重建< 理事会第1 9 8 7 / 1 5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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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萨尔瓦多（理事会第 1 9 8 7 / 1 6 号 决 议 ） 

* 锾 助 厄 瓜 多 尔 （ 理 事 会 第 1 9 8 7 / 1 7 号 决 议 ) 

*向索马里遭受旱灾地区提供援助（理事会第1987/73号决议） 

为黎巴嫩的重建和发展提供援助（理事会第1 9 8 7 / 7 4 号 决 议 ) 

有效动员和吸收妇女参加发展 

加强联合国促进妇女切实参加经济发展方案和活动的工作（理事会笫1987/65号 

决议） 

区 域 排 

妇女参与非洲发展（理事会笫1 9 8 7 / 6 6号决议) 

调动财政和技术资源提高非洲粮食和农业生产国际年（理亊会第1 9 8 7 / 6 7号 

决议） 

人力和财政资源：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秘书处内时空鈇(理事会第1987/ 6 8号 

决议） 

穿越直布罗陀海嵴的欧非永夂通道（理事会第1 9 8 7 / 6 9号决议） 

*非洲工业发展十年（理事会笫1 9 8 7 / 7 0号决议和第 1 9 8 7 / 1 5 9号决 

定） 

以色列在欧洲经济委员会中的成员资格（理事会笫1 9 8 7 / 1 6 4号决定）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地点（理事会笫1 9 8 7 / 1 6 5 号 

决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笫二十二届会议地点（理事会第1 9 8 7 / 1 6 6号 

决定） 



非洲经济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和委员会第十四次部长会议地点（理事会笫1987/ 

167号决定） 

秘书长关于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的报告（理事会第 1 9 8 7 / 1 6 8号决定） 

*粮食和农业问题（理事会第 1 9 8 7 / 9 0号决议 ) 

*世界賴食计划署1 9 8 9— 1 9 90年的认捐指标（理事会第1 9 8 7 / 9. 1号 

决议） 

人口问题 

人口领域的工作方案（理事会笫19 8 7 / 7 1 号 决 议 ） 

国际人口会议各项建议的后续工作(理事会第1 9 8 7 / 7 2号决议) 

人口委员会笫二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和文件(理事会第1 9 8 7 / 1 7 4号决定）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更改名称（理事会第1 9 8 7 / 1 7 5号决定） 

人 权 

儿童权利公约问题（理事会笫1 9 8 7 / 5 8号决议） 

关于个人、集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所应有的 

权利和义务宣言覃案问题（理事会第1 9 8 7 / 5 9号决议） 

箪率或任意处决（理事会第1 9 8 7 / 6 0号决议） 

‧利用雇佣军作为手段侵犯人权并阻止人民行使自决的权利（理事会第1987/ 

6 1号决议 ) 

* 实现享有适当住房的权利（理事会第 1 9 8 7 / 6 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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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境内工会权利遭受侵犯（理事会第1 9 8 7 / 6 3号决议） 

海地的人权情况（理事会第1 9 8 7 / 1 4 0号决定） 

关于设立一个人权委员会的工作组审査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50 3 ( X L V 1 1 1 ) 

号决议提交委员会处理的情况和委员会所掌握的情况的一般性决定（理事会第1987/ 

141号决定） 

南非的人权情况（理事会第1 9 8 7 / 1 4 2 号 决 定 ）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的执行情况（理事会 

第 1 9 8 7 / 1 4 3 号 决 定 ） 

利用雇佣军作为阻碍行使民族自决权的方法之一（理事会第1 9 8 7 / 1 4 4号决 

定） 

发展权（理事会笫1 9 8 7 / 1 4 5 号 决 定 ）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理事会第1 9 8 7 / 1 4 6 

号决定） 

人权领域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自愿基金（理事会第1 9 8 7 / 1 4 7号决定） 

萨尔瓦多的人权情况（理事会第1 9 8 7 / 1 4 8号决定） 

危地马拉的人 权情况（理事会第19 8 7 / 1 4 9 号 决 定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情况（理事会第19 8 7 / 1 5 0号决定） 

阿富汙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理事会第19 8 7 / 1 5 1 号 决 定 ） 

智利的人权问题（理事会笫1 9 8 7 / 1 5 2号决定） 

人权委员会的工作安排（理事会第1 9 8 7 / 1 5 4号决定） 

各民族的自决权和这种权利对殖民或外国统治下或外国占领下人民的适用（理事会 

第 1 9 8 7 / 1 5 5号决定） 

»保护和增进人权的国家机构（理事会第 1 9 8 7 / 1 5 6 号 决 定 ） 

一 7 一 



社会发展 

各国为求社会进步而实行影响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经验（理事会第19 8 7 / 

3 5号决议） 

利用科学和技术以求社会和经济发展（理事会笫1 9 8 7 / 3 6号决议） 

无家可归者收容安置国际年（理事会第1 9 8 7 / 3 7 号 决 议 ） 

*《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二十周年（理事会第 1 9 8 7 / 3 8号决议) 

非洲危急的社会状况（理事会第1 9 8 7 / 3 9号决议) 

农村发展的社会方面（理事会第1 9 8 7 / 4 0 号 决 议 ) 

《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理事会第1 9 8 7 / 4 1号决议) 

* 在保护和援助家庭方面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理事会笫1 9 8 7 / 4 2号 

决议） 

联合国残废人十年（理事会笫1 9 8 7 / 4 3 号 决 议 ) 

作出努力和釆取措施以确保青年实现和享受人权，特别是生存、受教育和工作的权 

利 （ 理 事 会 第 1 9 8 7 / 4 4 号 决 议 ） 

当今世界中的青年（理事会第1 9 8 7 / 4 5号决议） 

各国的家庭政策(理事会第1 9 8 7 / 4 6号决议） 

*各国促进合作社运动的经验(理事会笫1 9 8 7 / 4 7号决议) 

*与发展有关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方案区域间协商会议（理事会第19 8 7 / 4 8 

号决议）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的筹备工作(理事会第1 9 8 7 / 4 9号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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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的工作改进（理事会笫1 9 8 7 / 5 0号决议） 

青年领域的协调和宣传(理事会第 1 9 8 7 / 5 1 号 决 议 ) 

# 世界社会状况（理事会第1 9 8 7 / 5 2号决议） 

审査联合握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活动和工作方案（理事会第1 9 8 7 / 5 3 

号决议）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 理 # 第 I 9 8 7 / 1 3 2号决定） 

提高妇女地位 

监测及审査和评价《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的执行情况（理事会笫1 9 

8 7 / 1 8 号 决 议 ） 

提高联合国内妇女的地位(理事会第1 9 8 7 / 1 9 号 决 议 ) 

今后的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理事会第1 9 8 7 / 2 0 号 决 议 ） 

增进妇女地位委员会执行其任务的能力（理事会第1 9 8 7 X 2 1号决议) 

加强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作用和职务的措施（理事会第1 9 8 7 / 2 2号决议） 

扩大妇女地位委员会（理事会第1 9 8 7 / 2 3号决议） 

到 2 0 0 0年妇女地位委员会的长期工作方案（理事会笫1 9 8 7 / 2 4号决议） 

提髙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理事会第1 9 8 7 / 2 5号决议） 

纪念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十周年（理事会第1 9 8 7 / 2 6号决议） 

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方案概算（理事会第1 9 8 7 / 1 2 0号决定） 

妇女地位委员会1 9 87年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相文件 

(理事会第 1 9 8 7 / 1 2 1 号 决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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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 

拟订一项禁止非法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国际公约(理事会第19 8 7 / 2 7 

号决议） 

关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的教育和宣传（理事会第1987/28 

号决议） 

设于维也纳的联合国麻醉品管制机构的作用（理事会第1 9 8 7 / 2 9 号 决 议 ) 

改进对列入《19 71年精神药物公约》表三和表四的精神药物的国际贸易的管制 

(理事会第 1 9 8 7 / 3 0 号 决 议 ） 

医疗及科研所需鸦片剂的需求和供应（理 事会笫 1 9 8 7 / 3 1 号 决 议 ） 

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理事会笫1 9 8 7 / 3 2号决议) 

麻醉药品委员会特别会议(理事会第1 9 8 7 / 3 3号决议）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禁毒执法机构业务负责人会议(理事会第1 9 8 7 / 3 4号 

决议）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理事会第1 9 8 7 / 1 2 3号 

决定）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理事会第1 9 8 7 / 1 2 4号 

决定） 

筹备麻醉药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理事会笫1 9 8 7 / 1 2 7号决定）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加强和提高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政府间计划工作(理事会第1 9 8 7 / 8 8号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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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系统内的国际合作和协调 

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理事会第1 9 8 7 / 7 5号决议） 

# 1 9 8 8年世界卫生组织四十周年纪念（理事会笫1 9 8 7 / 7 6号决议）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中期计划的跨组织审査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领域的方案分析 

(理事会第 1 9 8 7 / 7 9号决议） 

* 促进扫盲的各项努力和措施（理事会第1 9 8 7 / 8 0 号 决 议 ) 

人力资源开发(理事会第 1 9 8 7 / 8 1 号 决 议 )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与行政协调委员会联席会议(理事会第1 9 8 7 / 8 2号决议）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笫二十七届会议的工作报告（理事会第1 9 8 7 / 8 3 号 决 议 ) 

海洋事务的经济和技术方面（莩事会第1 9 8 7 / 8 J号决议 )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与行政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二届联席会议（理事会第1 9 8 7 / 8 5 

号决议） 

#妇女与发展全系统中期计划和《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睹性战硌》的执行的全 

系统协调(理事会第 1 9 8 7 / 8 6 号 决 议 ) 

加强协调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活动（理事会第1 9 8 7 / 1 8 0号决定） 

在国家管辖下的海域发展（理事会第19 8 7 / 1 8 1号决定） 

协调让妇女参加经济发展的政府间活动（理事会第1 9 8 7 / 1 8 2 号 决 定 ） 

各专门机构以及与联合囿有关系的国际机构 

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理事会笫 1 9 8 7 / 7 7号决议） 

各专门机构以及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的情况 (理事会第 1 9 8 7 / 7 8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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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8年和 1 9 8 9年^ L日历 

1 9 8 8和 1 9 8 9年会议日历（理事会笫 1 9 8 7 / 1 7 8号决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期委员会及附厲机构的简要记录（理事会笫19 8 7 / 1 7 9 

号决定） 

选举和提名 

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现任成员的任期（理事会笫1 9 8 7 / 1 0 2号决 

定） 

理事会各附厲机关的成员：选举、任命和认可(理事会第1 9 8 7 / 1 0 3号决定）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附厲机构和有关机关成员的选举、任命和提名（理事会第 

1 9 8 7 / 1 3 0号决定） 

选 举 ( 理 ¥ ^ 笫 1 9 8 7 / 1 9 3 号 ^ ) 

组织和其他事项 

纪念关于人 的两项国际公约通过二十周年（理事会笫19 8 7 / 1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7年和 1 9 8 8年基本工作方案(理事会笫1987/108 

号决定） 

联合国人口奖委员会议事规则（理事会笫1 9 8 7 / 1 2 9号决定） 

深入研爽联合鷉在经济和社会领械的贿间结构和职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理事 

会笫 1 9 8 7 / 1 8 9号决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7年邇过的决议和决定所涉方案概算摘要（理事会第1987/ 

197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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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聿 

关于囯际经济和社会政梵包揞区械和部门 

性发展的一般性讨论 

1 .经济及杜会理事会在其1 9 87年的第二届常会上举行了关于S际经济和 

社会政焚包揞区械和郁门性发展的一般性讨论（议程项g 3 ) ‧ 琿事会主糜和秘 

书 长 在 1 9 8 7 年 6 月 2 3 B 第 2 0次会议上致了开幕惓一般性讨论在第 2 1 

欢至第3 0次会议、第3 2次会议和第3 3次会议±^行，举行会议的B期是6月 

2 4 B 至 2 6 B 、 2 9 日 、 3 0 B以及 7月 1 B至 3 B ; 有关的爾 ¥记彔（ V 

1 9 8 7 / S R . 2 1 - 8 a 3 2和 3 3 )载有讨麟情: ^ 

开幕词 

2 ‧理事会主席在开幕词中强调说，各面间的相互依存关系B益増S,面际议 

程上IB现了越来越多m单小国家所无法觯决的问题，g此必須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 

B际对话和合作体*L 需要加强国际告作的问題包括：许多面家的外债、环境保 

护、开发和利用外层空间及海床资源、«E足够的能濂和屎料供应、人口的迅速增 

长以及奮婕存在的饥饿和营养不良状况。要觯决其中许多问题，都謦鋈投入更多 

的资源，H此扭转箄备竟赛将有利于全人^ 世界大小S家进行的军备竟赛都占 

用了本来可以用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s.但是，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关鍵性裁军问超的新谈判阶段令人有理由 

感s鼓舞‧ 必须恢复相互傕任，以便使每小面家都能实現更加安全«妥的对外经 

济关炙在B际范围内实现更商程度的经济安全将有助于使资易和金通符合 

发展需求》 

4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是应付这些需求的适当场所‧ 实际上，理事会还有一 

*内容更加广泛的任务，即谋求觯决全球性问题和傻进所有面家的樓潲和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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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会的一项决定，正在对经济和社会领域联合国政府间结构和职能进行深入研 

究，我们必须抓住这项工作所提供的大好时a » 适当调整联合国的活动将使联 

合国成为一个更有效的、解决经济、社会、文化和主义问题的国际合作中心。 

5 .秘书长在对理事会的讲话中指出，在一些经济领域内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主要巿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协商和协调工作有所改进‧ 美元和其他重要货币之间进 

行了大幅度调整，厘际利率有所下降。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大胆执行调整方务 

1 9 86年，包括世界最大发展中面家在内的几小发展中国家获得髙速增长，东欧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净产价增长了 4 %以上。 

6 .但是，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世界经济的目前状况及其近期前景仍然令人 

深 感 不 安 。 《 1 9 8 7 年 世 界 经 济 概 £ 》 ， 指 出 了 目 前 的 一 些 危 险 倾 全 球 

经济似乎进入了缓慢增长阶段，而且增长速度很可能进一步减慢.造成这一危险 

的原H是：始终存在巨额的对内对外赤字，汇率波动，金融和资本巿场极不稳定， 

保护主义压力日益增强，商品巿场处于萧条状& 此外，特别令人关切的是，在 

负偾裉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大多数商品出口国，调整的形式仍然是大幅度紧缩. 

7 .初级商品巿场的恶化似乎形成了长期趋势，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 

要的问Mo 据《1 9 8 7年世界经济概览》损告，1 9 86年发展中国家的国际 

收支亏损约为9 0 0亿美元。近年来，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资金突然减少• 正 

当其中许多国家需要用贸易盈余偿付债务利息的时侯，它们却面临资金外流的状》A 

这一状况对发达囿家的经济也起着抑制作用。因此，必须考虑将某些工业化国家 

的巨额财政S余的一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通过多边机构进行转移。有 

必要釆取行动减轻许多发展中国家、牿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沉重债务负扭。 

8 .秘书长说，令他感到关切的是，II际社会没有向非洲国家根据《1986— 

联合囿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 8 7 . I I . c i 和 更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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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联合国非洲经济恢复与发展行动纲领》所汫行的结构调整努力提供足够的 

支持、牿别是财政支持。这种情况可能危及非洲国家为使经济走上发展道路而釆 

取的行动。他已设立了非洲金融流通问题咨询々、组来审议这一问题，并预计在年 

底以前收到该小组的报告。 

9 .秘书长提请理事会注意：对于新产生的社会问题及其后果仍然没有铪予足 

够 的 重 ‧ 人口的老化也许是当代最严重的人口问题之一，青年失业问题也是如 

此《 妇女充分畚与发展工作仍然只是一个可能性而没有成为现^ 

10. 尽瞀整个形势是暗淡的，但是秘书长乐观地指出，国际杜会有能力克服这 

些困难.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协定）正在进行新的一轮贸易谈判.令人鼓舞 

的是，威尼斯最高级经济会议讨论了许多问题。尤其令人鼓舞的是，会议就*中 

一些问题商定了建设性的解决方法。华沙条约締约国在最近 举行的会议上也讨论 

了消除欠发达状态的问亂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二届常会结束之后，又将举行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第七届会议。这次会议将使各国政府有机会 

汫行建设性的合作，研究一些关键性问题并就其取得具休结果 

11. 秘书长指出了未来将面临的各种挑战，并强调说应当将能使各囯真正共同 

采取建设性行动的共同利益列入面际议s» 我们对经济活动与环境系统相 s m的 

知识已经大大增长，我们必须更好地协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目#c 不应 

当教条地将经济和钍会发展区别开来.社会进步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既是发展的手 

段，又是发展的目的。 

12.国际关系以往是各国政府的独有活动领域，但是在今天，国际公司和银行、 

许多重要的科学家和专家组织以及更多的反对饥饿与贫穷、促进基层发展和促使全 

世界人民支持和平的普通公众组织也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此外，由于国 

际经济正在发生飞速变化，囡此寻求经济安全变得更为西难，为了有秩序地讲行 

国际交易，必须实现一定程度的稳定和可预测性，其中包括遵守各国商定的行为准 

则。各国政府必须使必要的变革和稳定相互协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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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为了指导目前改组联合国的工作，还必须具有远见。只有当所有会员国 

都同意及时和充分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财政义务时，才能保证联合国不会 

因财政问题而垮台.他一直在密切注意经济及杜会理事会深入研究联合国在经济 

和社会领域的政府间结构和职能特别委员会所进行的工#c 委员会成员在完成箕 

任务时所表现的严肃认 真和全力以赴的态度铪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联合国的根本 

宗旨是为会员国揭供一个相互会见、交流看法的场所以及按《宪章》所说，"构 

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在全面调整联合国的结构时，至关重要的是维持联 

合国作为世界各国会议场所的能力，以便使各面能够互相交流看法和共同解决问^ 

14 .理事会已釆取重要措施加强其工作效率，但还有必要釆取更多的行动。这 

一工作必须,及到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所有政府间机枸。精心安排会议、精选议题、 

实行两年一届会议制度、更好地协调各机构对一项问题的审议工作、消除重复的讨 

论以及程序方面的其他改进将据高审议工作的有用性以及实质性结论的质量。另 

外，各机构秘书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也具有关键的意义。但是，仅仅促进联合国 

一级的协调还不够，仅仅促进联合国秘书处一级的协调就更不够，还必须同时在各 

会员画的政府内努力协调各阖代表在各政府间机构所持的立场。 

15,经济及杜会理事会与大会也有必要进行更加明确的分X» 应当通过理事 

会的实质性讨论确定重大政策问题，然后将其提交大会.这一方法意味着，各附 

属性政府间机构应当作为专门审议各都门问题的场所。各区域娄员会除完成其经 

常性工作之外，还必须从本地理区域的角度出发就各种问题提出建從 这样一来， 

理事会就能够发挥中央机构的作用，确保各区域委员会、附属机构以及联合国系统 

其他机构掙出的所有有关肄议都得到考虑.这样傲将有助于有条理地、跨领域地 

解决各种问题并有助于确定将由大会讨论的问题。至于业务活动，理事会可以讨 

论如何釆取措施将各有关组织所有报告的审议工作综合在一起，以便全面概括联合 

国系统为处理共同关心的问题而进行的业务活涨 也许还可以考虑设立琿事会常 

设委员会来讨论业务活动问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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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讨论 

16. 关于经济趋势的一般性讨论集中于下列题目：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经济 

和社会现象的相互作用、短期至中期的展望以及实现长期增长和发展 1特别是在发 

展中国家）所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两级釆取的政策性行动。讨论中牿别注意到国际 

贸易和资源转移问题。粮食与农业、人力资源开发与妇女作用、环境、多边合作 

与协调的作用以及如何改汫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活动、尤其是理事会讲行的 

活动也受到许多代表团的特别重视。 

经济展望 

17. 许多代表团对世界经济的不良状况深慼关切。尽管1 9 8 6年通货膨胀 

拿和名义利車下降，但是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不快，国际贸易停滞不前。有 

两个令人特别担心的现象，其一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大多数欧潲市场经济国家失业 

*很高，fel;大多数颜中離的人:^国内总雕仍然在减少。但是代表们也注意到， 

几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经济增长汆+大高于工业化国家。 

代表们将此看作令人鼓舞的事愦。一些代表强调，必须从这些发展中国家互不相 

同的表现中吸取有关的经验和教训。 

1&许多代表团认为，面临发展危机的国家空前之多，其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沉重偾务负拒。不仅进口受到大大压缩，而且自19 

84年以来，许多国家一直面临资源倒流情I 秘书长关于该问题的报告（A/42 

/272--e/l987y72 ) 指 出 ， 1 y 8 5年和 1 9 8 6年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 

的燹源倒流达到2 4 0亿美元，而且这种情况在今后几年中可能不会有很大改变。 

资源倒流威胁着许多国家的调整工作。广而言之，沉重的债务负拒迫使公共部门 

减少在生产能力、基础设施和社会支出方面的投资。在许多国家，各瑙社会指数 

—例如营养标准一一下降了。 1 y 8 6年，进出口比价的变化也使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遭到巨大损失。该年度非燃料初级商品的实际价格平均降至1 9 3 0年以来 

的最低点，能源出口国进出口比价的不利变化超过40%。 因此，据《1 9 8 7 

一 17 一 



年世界经济概览》报告， 1 9 8 6年发屣中国家亏损金額达到9 4 0亿美元。 

ia在巴黎的罗浮宫会i义上以及最近的威尼斯经济*高级会议上，主要发达市场 

经济国家为争取无通货膨胀的长期增长加强了合作。尽管如此，金融市场的賴忧 

依然存在。篓国联邦预算赤字过髙；尽管正在执行减少赤字的政策，但赤字的巨 

大数额本身就使这瑙政治任务非常难以完（与此同时，三个最大的工业国至今 

资易的严重不平衡造成了严重的紧张关系。修正这种不平衡现象所需的资本流动 

并不能自动形成，因此造成了汇率的大幅度波动、政治上的紧张关系甚至保护主义 

行动。许多代表团认为，由于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强，因此特别迫切需 

要在世界经济中起关鍵作用的各方协力进行宏观经济方面的调整。 

20.大多数代表团都同意,尽管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货膨敝率较低，財政平 

衡有所改进，但短期的经济前景仍然令人不安。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 

发组织）在内的一些国际机构最近所作的预测表明，发达巿场经济国家的增长在未 

来几年中将仍为 2 %至 3 %。 这种增长不足以恢复国际贸易*提高初级商品价格， 

缓解发展中国家的偾务负拒，觯决工业化大国之间的资易不均衡问題以及降低失业 

氣 东欧国家和苏联总物质产品净值的计划增长率稍高于4 %0 预计全体发展 

中国家的增长将稍徽加快，原因是石油价格有所回升以及饞源出口国的衰退结*o 

然而，即傕这两个国家集团的实际表现接近于目前的预測，其增长将仍然大;W氐于 

七十年代。 

21.许多代表都谈到这一事实并对世界经济体系的脆弱性表示钽^ 增长速 

度不仅缓慢，而且有可能继续下降，很容易使世界经济进入衰I 这种情况令人 

十分担心现行国际经济制度是否能够应付目前的压力。目前，资本流动多变，汇 

率不稳，初级商品价格普遍较低并且仍然波动，各国的对外和对内收支不均衡达到 

空前严重的程度,,、，护主义压力十分强大，利率很高，发展中債务国几乎没有回旋 

余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世界经济遛到新的冲击，就可 I È产生深远的后艮它 

可能使全球衰退过早发生，给发展中谷国带来谷种谷样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因此， 

国际议程上的一瑙中心问题仍然是：如何才能增强经济的稳定性和可预谰性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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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通货膨胀的持久增长。 

必须减少经济的不稳定性 

22.许多代表认为，造成世界经济胧弱性的原因是目前备关键性经济參数的不 

稳 & 由于这种不稳定，即便是短期内的亊仵也很难预測,.因此损害了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未来的投资、增长与发几位代表指出，十分有必要在发展中国 

家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他们还强调了滅少市场不稳定因素以吸引外国投资者的 

重要fto 有人建议由联合国或其他机构举办一次世界货币会议，以促进各国间可 

靠和可预測的货币与金融关系。一些代表团支持这一建议。 

23L —些代表提到秘书长关于国际经济安全概念的报告（A/42/314 — E1987 

m )并注意到该报告的下述结论，即经济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所带来的社会和 

政治代价正在增加b —些代表闳意秘书长的下列建议，即在联合国内建立一个羊期 

预警系统，向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报告新出现的经济和社会趋势——例如人口趋 

势、资源趋势、和技术趋势一以便加强经济的稳定性和长期可预测I 一些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就此敦 促各大国削减军蚤和核武器开支并促进和平与裁 

24许多代表团关切地注意到，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保护主义不 

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已经达到某些工业化国家之间有可能发生全面贸易战的地 

步。几乎所有代表团都欢迎1986年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开始的新一轮贸易谈判， 

示本国政府全力、积极地支持这项谈判的主要目标，即进一步开放国际贸易和 

另一方面也同意一条关于贸易谈判的一般原则，即给予发展中国家不同的、较优惠 

的待遇。此外，几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代表（其中包括最大的中央计划经济国 

家的代表）重申愿意同总协定进行更密切的接触并充分 恭与乌拉圭多边贸易谈判。 

2 & —些代表强调了贸易制度同货币和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他们关切地指 

备国代表团一方面拥护遵守"办事的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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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他们本阖政府不得不为支付离類債务利患而减少必需*的进口。 不当的汇率 

镅整，特剁是工业化五国集团之间汇率的调魯，也大大加重了》易紧张关系。几 

位代表指出，所有国家都有必要在货物和服务生产方IÉf恢复竟争因素，以便既有利 

于本国人民又有利于促进出口， 

2 & 一些代表遗憾地指出，近年来多边金ft机构每年承付的*額增长缓慢或者 

有所下降，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官方发展锾助实际总額没有增A 《19 8 7 

年世界经济概览》所报告的这些趣势证明他们关于多边为发展筹资应大大超过目前 

水平的看法是正講的。所有国家集团的代表蘼支持这一看法。凡个发达巿场经 

济国家的代表再次桷认要宪成各阖长期以来所要求的将发达国家国民总产值的 

0.7<»用作官方发屣援助的目标，并«最近成尼斯经济最高级会议在箕结论中提 

到这一目旅 

27.商业镶行向发展中国家的贷歉日益减少，对拉丁獒湘面临严重债务问趲的 

发展中国家尤其如]«：• 此外，国际资本重新向美S流动。许多代表指出，在这 

种情况下，官方发展援助增长缓慢所造成的影响就更加严重。一些代表提到秘书 

书关于发展中国家资金向发达国家转移的报告（A/42力72 — )所得 

但« —些代表团就这一概念是否合理提出疑问并指出使用不同的定义 

会得出不闳的结^ 几位代表将目前情况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情况加以比 

较。当时美国为欧湘的重建执行了《马教尔计划》并为此提供了 1 30亿荬元。这 

些代表提出，目前应当为发展中国家执行一个类似的计划。但是，一个主要捐款 

国的代表表示，单单提供更多的资金并不足以确保发展，应当更多地注意如何使用 

紘 

2a几乎所有代表团都对非洲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特剁是非湘擻哈椬以南地区 

的状况表示关切。各国代表团重申，有必要为非湘国家筹集优惠性財政锾助并为 

其免除債务，代表们注意到1 » 8 5 ̶ 1 4» 8 6年非洲经济和社会状况调査的概 

^ ( B / 1 9 8 7 ^ 1 )以及非湘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的发言。在此问题上，代表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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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几瑙新的主动行动，例:《P1 9 8 6年世界银行非洲撒哈拉以兩地区特剁贷歉办 

法提供了i 6亿獒元，又如由捐款国组成的巴黎财团决定考虑为*贫穷国家釆取偾 

务免除措氣一些捐款国的代表谈到本国为最贫穷国家延长付偾期隈以及降低偾 

务利息的政 t « —些代表团慼谢秘书长设立为非洲筹资咨询小Mo 

粮食与农业 

2a 一些代表团指出，尽管全球粮食供应p,达到创纪彔的水平，但10年来全 

世界饥饿者人数遂年增加。这些代表团指出，使饥俄和营养不良状况日益严重的 

原因并不是缺少粮食，而是需要粮食的人得不到粮食。 1 9 8 7年6月桊行的世 

界粮食理亊会第十三届会议一致通过了《世界粮食理事会北京宜官》‧ ' *中确认 

国际社会再次保证共同努力征服饥饿和营养不良。几个代表团对此表示*同。代 

表们还对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工作方案表示支持。该方案的目标是提离粮食生产, 

减少营养不良以及减轻农村贫穷居民的贫困程度。 

30. 代表们还讨论了发展中国家结构调整的措施对粮食安全和营养水平造成的 

许多不利影响。尽管世界某些地区的粮食产量迅速增长，但*需要粮食的地区的 

粮食产量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几个代表团指出，世界商品市场供应过多现象造 

成商业价格下跌，对商品生产国的出口收入产生不利彩响。一些代表团认为粮食 

出口价格下跌的原因是农业贸易中保护主义措施日益增强，其中包括出口补貼和进 

口限制。这些代表团要求在总协定新的一轮贸易谈判中采取多边行动以纠正世界 

粮食贸易中严重的不平衡现lLo 

人力资源与妇女的作用 

31. 许多代表强调了人力资源开发在整个发展工作中的重要& 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署长特剁强调了这一点。他们还指出，理事会在《进社会 

进步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负有主要贵任。一些代表团*同联合国系统历来负贵社 

參见《大会正式记录，笫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i y 号 》 （ " 2 ^ 9 )笫 1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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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的各机构重視人力资源开发，其中包括教育、技能培训以及其他自我改进机 

会。一些主要负贵经济工作的组织和机构最近也将社会问题列入其优先瑙目议程, 

代表们对此也表示赞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指W ,必須重 

視调整措^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代表们对这一观点表示餐同。代录们还赞同开 

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它们在人力資源 

开发方面的重要作用。人权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缉目前正在起革一*儿童《利公 

约。儿童基金会执行干事呼吁在1 y 8 y年以前宪成这瑙公约。一些代表团对 

j ib表示*同。 

3 2 »许多代表团要求特剁重視使妇女充分泰与发展的必要 t t o .各代表团指出， 

妇女因素往往被人遗忘，因此他们敦傻多边发展机构和备国高度重甩使妇女恭与发 

展工作的所有方面。 

环境与发展 

~ ~ 3 a 一些代表团提到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近发表的报告。，该报告是根据 

联合国秘书长关于为2 0 00年以前持久发展制定长期环境战硌的要求编写的。上 

^代表团赞同该报告的下述结论，即世界经济和生态必须同时受到同等重視。为 

了实现持久发展，多边机构和政府决策者必須考虑到人口、资源、健康以及环境等 

因素，采用综合性方式触备种问M o 

34几个代表团指出，人类住区政策和海事管理16够对所有发展目标产生重大 

彩响。一些代表特别重視无家可归者收容安置国际年所要觯决的住房问题。 

3a许多代表关切地注意到艾滋病对人类健康造成的新威胁并呼吁进行国际合 

作以及采取国内行动以消灭这种传染病。他们欢迎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在 

发起一：《i防治艾滋病特别方桨方面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各国保证对此给予广泛支 

待并呼吁整个联合国糸统采取协调一致的方法。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人类的共同未来》（1 9 8 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在 

牛津和纽约出版）。 



增长与发展政策 

36. 许多代表蓍重指出，从全球前景来看，缩小大国市场经济内外失调的范围, 

对非通货膨胀的持续增长是必要的，还需要在国际和国家二级上采取行动。卢夫 

勒协议和威龙斯高阶层经济会议的建议包括了旨在确保一般汇率较稳定和宏观经济 

政策较一致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国家内部方面还需较坚持地努力。按照 

几个代表的看法，三大市场经济国家采取的政策方向正确，却失之过度小心。由 

于须对当前的失调现象作出大幅度改变，似乎有必要采取其他步骤，以确保美国的 

预算赤字和三大市场经济国家贸易的入超立即消除。维持一项开放的贸易制度也 

是重要的。尊重成规、加强总协定和大力支持新的一轮贸易谈判都是使世界经济 

重新增长的重要因素。在发展方面，工业发达国家必须完全遵守乌拉圭总协定部 

长会议商定的压平和稳定承诺，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减轻债务偿付的负担。 

37. 许多代表团认为，外债问题的觯决是促使发展中国家投资和增长恢复的一 

大因素。面向增长的调整需要债务国持续地努力，以及在资源转让方面有所增加。 

几个代表着重指出，必须执行在不同论坛上讨论的一些提议或倡议。最近，大会 

第41^202f决议达到一项重要的共同一致意见，应可据以指导如何解决债务问题。 

许多代表团强调，必须对债务国无所歧视，迅速执行该项决议，并且考虑减轻债务， 

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以及降低利率。不过，几个代表团认为，逐案研究办法 

应予保持，因为各国的经济结构和国内政策都不相同。 

38. 为增加向发展中国家转让资源，许多代表强调，必须充分执行1986~19 

9 0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方案的有关条文（大会S/ 13—2f决议，附件）。 

多数代表团指出增加世界银行资金的极端重要性。有人认为，巴黎倶乐部采取的 

债务谈判新步骤对正在谈判官方债务的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变通性。但是，货币基 

金组织总裁认为，尽管巴黎倶乐部宽容地重订还偾日程，但仍需要大：t资源。他 

告知理事会，他请国际社会将给予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贷款业务的资源增加三倍， 

也就是增至9 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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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几个代表认为，朝向裁军的进展不仅会加强经济安全，也会助益发展方面 

的筹资。发展中国家军备支出的减少，应会节省出来供国内投资的资源，而工业 

发达国家这类支出的减少，将可导致向发展中世界资源转让的增加。许多代表团 

着重指出，应将工业大国的大笔经常帐户盈余向发展中地区作更大的再循环。发 

—展规划委员会的报告*要求更广泛地支持奥基塔提议，利用日本的盈余来促进世界 

经济发展。日本代表认为，除了大量增加官方发展援助，为促进更多资金流往发 

展中国家，其后三年内，日本将再循环二百亿余美元。许多代表团认为，初级商 

品价格令人沮丧的情况，使得迫切需要批准《设立商品共同基金协议》，以及加强 

货币基金组织减让性筹资办法的作用。 

40. 按照几个代表团，从1 9 8 0年代期间以颇快步伐增长的发展经济集团汲 

取了一些重要的教训。必须让市场信号在资源划拨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鼓励倡 

议、鼓吹私人储蓄以加重倚赖国内储蓄和仔细管理金融预算和公共企业、以及在宏 

观经济失调范围变大时不要延迟调整。私人部门，特别是过度的管制已经取消的， 

在多数国家可以对经济增长作出极大的贡献。数个代表团着重指出公共部门的作 

用，这个部门在许多国家都居于主宰地位。这一作用应予加强，秘书长关于公共 

部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的报告（A/^a/iss—E^gsz/so)就 

此提供了有用的指导。还有，关于经济契约的作用，几个代表提到一些中央计划经 

济国家正对其经济体制进行改组。改组工作涉及对内和对外两方面。无论如何, 

主要的目的是促使更有效参与国际劳工部分、加强国际贸易和其他形式的可靠互利 

的合作。 

第七届贸发会议 

41. 几乎所有代表团都提到将于1 9 8 7年7月9日在日内瓦开幕的第七届贸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7年，补编第1 0号》（：EZ19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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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会议。他们欢迎这次会议，认为提供了机会，可以进一步讨论发展方面的主要 

问题。贸发会议秘书长向理事会发言时警告说，持续的缓慢增长、令人沮丧的商 

品价格、高額待偿偾务和日益增多的贸易冲突，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威胁。他敦促 

成员国，采取积极的措施，恢复增长和发展以及加强多边化，借以扭转在国际经济 

制度内不适的调整和歪曲情况。他着重指出，对现有的问题应采取全面的办法， 

以便会议的最后成果将可对所有国家集团提供满意的答复，并重新恢复联合国在经 

济和社会领域的作用。 

理事会的作用 

4Z理事会本身的作用是多数代表团所关注的，特别是鉴于设立了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关于深入研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联合国的政府间结构和职能委员会，该委 

员会将向理事会1 9 8 8年第二届常会提出最后报告。几个代表说，理事会的作 

用已在《联合国宪章》内确切界定；不过，理事会历年来并未充分履行其任务。他 

们敦促成员国向联 合国和理事会对经济和社会领域重新作出承诺。一些代表团认 

为，可以加强理事会在本组织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协调作用，使理事会更有效用。在 

某些情形下，可能需要重组政府间机构，包括理事会的辅助机关。其他代表认为， 

需要加强理事会，却不必干扰其组织结构。有人指出，将在本年稍后举行的理事 

会第二届常会第二期会议上进一步讨论这项问题。 

‧ * ‧ 

43.在一般性讨论中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美利坚合众国威（代表北欧国家）、 

比利时（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厲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国家）、巴西、秘鲁、塞内加 

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日本、保加利亚、中国、法国、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巴基斯坦、土耳其、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拉克、索马里、加拿大、波兰、 

西班牙、意大利、摩洛哥、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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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苏丹、委内瑞拉、*比亚、乌拉圭、卢旺达、扎伊尔和埃及。 

44.下列各国观察员也发了言：捷脑洛伐克、古巴、大韩民国、阿富汗、肯 

尼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荥古、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和危地马拉(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属于77国集团的国家）。 

一 45.主管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和主管技术合作促进发展副秘书长发了 

言。 

46. 下列各委员会执行秘书发了言：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欧洲经济委员会、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和非洲经济委员会。 

47.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著^：、联合国人口活动基 

金执行主任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发了言。 

48. 国际贸易基金组织总裁、世界银行代表、世界粮食理事会执行主任、国际 

电信联盟秘书长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发了言。 

49.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议事规则第7 9条的规定，下歹格»间组织观察员 

参加了一般性讨论：欧洲经济共同体、伊斯兰会议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发展中 

国家公共企业国际中心。 

50. 下列具有理事会第一类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发了言：国际商会、 

世界劳工联合会、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各国议会联盟、世界工会联合会。 

51. 纳米比亚理事会观察员&^ 了言。 

文件 

5Z理事会收到下列文件：' 

按照理事会第1 9 8 7 / 1 3 8号决定，秘书长关于跨国公司和国际经济关 

系最近发展的报告（E/C. 1Q/1987/2),作为背景文件，可资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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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秘书长关于公共部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的报^(A/ 

4 2 / 1 3 8 - E / 1 9 8 7 / 5 0 )； 

(b) 秘书长关于从发展中国家流往发达国家的净资金转移的报告（A/42/272— 

B / 1 9 8 7 / 7 2 )； 

(c) 秘书长关于国际经济安^t念的报告（A/42/314—E/1987/77); 

(d) 1 9 8 7 年 6 月 1 2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Ay/42/S 54—2/1987/110)； 

(e) 1 9 8 7 年 6 月 2 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7 

年第二届常会代表团团长给秘书长的信（A/42^59-E/l987/112)； 

(f) 1 9 8 7年7月3日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冰 

岛、日;^西班牙、大不列麵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驻联合国代絲 

秘书长的信（V4a/381/—21/1987/117); 

fe)发展规划委员会第二十会议的报告（6 

00 1 9 8 6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调査摘要（ 

( i ) 1 9 8 6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调査摘要（E/1987/60); 

(J) 1985—198姅非洲经济和社会情况的调査摘要（E/i987/61); 

(k)《1 9 8 7年世界经济概览：当翦世界经济的趋势和政策（E/1987/62 

和Corr. 1);
 7 

CU 1986—1987年欧洲经济调査摘要(E/1987/63); 

«n) 1 9 8 6年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査摘要（Eyi987/ 

6《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8 7年，补编笫1 0号》。 

，联合 S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8 7 . H. C. 1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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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 ； 

具有理事会第二类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一世界未来问题研究联合会提出 

的声明（E/i987/»GQ^3); 

(0)具有理事会第一类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一各国议会联盟提出的声明 

(E/1987yTîG0/4); 

(P)具有理事会笫一类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一国际商会提出的声明(V 

1987/»00/5)«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53. 理事会在其7月2、 3、 8和 9日第 3 2、 3 3、 3 5和 3 7次会«±审 

议了在这个项目下提出的建仏讨论经过载于各有关简要记录（ 

3 2、 3 3、 3 5和 3 7 ) • 

创造鼓励增长与发展所需资本形成的m 

54. 在7月2日第32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提出了一项题为"创造鼓 

励增长与发展所需资本形成W条件"的决议萆案（E/1987/Ii 3 6 ),决议革案 

全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强调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所作W堉长与友展努力中W关鍵 

作用， 

"确认发展中国家有艇力特别是邇过下述办法创遨更有助于促进资本形成 

的条件：加強国内资本市场，在S内金融市场上建立正数实但的投资收益率， 

减少政府限制、提离在吸SI外国有价证券投资与直接敉资方面W行政效率，并 

且维持切实可行的、面向市场W汇率， 

- 2 8 -



"担心鈇乏这种条件将会妨砑资本形成,导激a内外赘金寻求其他投资机 

会 ， 一 

"重申发展中国家具有主要贲任采取有效揞尨来更充分地调动和利用国内 

资金以促进增长和发展， 

"还重申国际社会将确认和支持发展中a家有利于资本形成gg政策， 

"确认外来资金,不论是公共昀还是私人B5,都是文持发展中国家在发展 

方面进行努力所不可鈇少的资金，应允许将赘本有效地应用于优先需要的情况 

下充分利用这种资金流动， 

" 1 . ^各成员国在制定和执行国家友展计划和政策时^虑创造鼓励赘 

本形成^#的重要意力 

"2.，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内有关的机构、新织和机关根据其f有旳任 

务、方案和优先次序，向懕兴趣昀成贞国提供技术*助和咨询意见，以便创造 

这 些 " 

5&危地马拉观察员，代表厲于7 7S集团W联合国会员S随后撵出对该决议 

革案昀修正案（E/1987/4 4 7和 C O r r . 1 ),作以下修正： 

(a) 以下文取代序言都分第1段： 

资本形成在堉长与友展进程中W关鍵作用"I 

(b) 在序言都分笫1段后堉加下述两个新89序官段落：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宜官》和《行动纲领》、《各国经济 

权利和宪章》以及联大第 3 3 6 2 ( S—VI I )和 3 5 / 3 6号决议中所戟 

W备项原则， 

-^资本形成同时取决于国内储,和外*资金 

(c) 用以下各段取代序言都分笫2至笫6段： 

根 据 经 济 及 社 会 理 事 规 则 笫 7 2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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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发展中in家需要较有利于促进资本形成的条件,因为资本形成 

取决于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特别是降低持续居高不下的实际利率，消除 

发达囪家昀保护主义措施，振兴价格，稳定商品市场，扭转发展中国家向 

发达囿家的净资金流动的趋势， 

"担心缺乏这类^#会妨碍资本形成， 

"重甲发展中囿家有贲任更充分地调动国内资金，以促进增长和发展, 

而发达国家则有贲任创造充分的条件，以友展有利的外都环境， 

"肯定国际社会支持发展中国家有利于资本形成的政策， 

"确认外来赘金,不论是公共还是私人，都是支持友展中国家友展努 

力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d) 在执行部分笫 1段中，以"允许和鼓励"取代"鼓励" I在该段中间 

加上"特别是发达国家在执行经济政策时"> 

(e) 删除执行部分笫2段， 

56.美利坚仓众国代表随后提出订正决议草案（E/1987/A 3 6 / P e v . 1), 

该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资本形成作为增长与友展进程中一坝要素所具有昀关鍵作用， 

"铭记赘本形成既取决于国内储蓄也取决于外都资金， 

"确认发展中国家有能力创遨更有助于促进资本形成昀条件,并J关于本 

国资本形成昀政策范围的决策完全属于一个主权国家的管辖范S), 

"还确认鼓励赘本形成的各项政策,尤其加強国内赘本市场、在国内金融 

市场上建立正数实值的投资收益率、执行有效W国家友展计划——其中包括对 

身体经济都门昀明确政策——减少不必要昀政府限制、提髙在吸引外国证券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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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与直接投资方面的行政效率、以及维持切实可行且面向市场的汇率等，可能 

因各国的发展阶段而异， 

"担心缺乏这种条件将会妨碍赘本形成， 

"确认进资本形成的条件也取决于有利的国际环境,包括采取政策，尤 

其是消除保护法义并扩大国际贸易，增加资金流量，国际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 

为支持着眼于增长的措施而执行放款方案，降低实际利率和改善商品市场状况, 

以及工业化国家采取统一协调的政策，包括加強对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多边监测, 

"重甲发展中国家有贲任更充分、有效地调动和利用国内资金以促进增长 

和发展, 

" ^国际社会将支持发展中国家有利于赘本形成的政策， 

"还重甲国际社会,包括捐助国政府，应在援助方案范围内援助生产率低 

下并且难以为促进资本形成进行大量储蓄的发展中国家， 

"，！外来资金，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发展 

方面进行努力所不可缺少的要素，此种外来资金有效地实际应用于优先需要会 

加强资本形成的效益， 

"还确认发展中国家为资本形成保留一定比例的出口收入是重要的， 

"深信若能根据具体国家的实际条件^虑各国在资本形成方面的经验和教 

训并作^调整适应，即可起到桊助作用， 

"1.呼吁各成员在制定和执行国家发展计戈！I和政策时考虑创造鼓励赘本 

形成条件的重要意义，并本着共同努力和相互舍作的精抻开展工作，以确保国 

际经济环境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 

"2 .，书长和联合国系统内有关的机构、钥织和机关根据其现有的任 

务、方案和5先次序，在防止重迭的前提下，向慼兴趣的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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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咨询意见，以便创迨这些条件，并使友展中国家在资本形成方面受到的限制 

得 以 克 J i . " 

5 7 .危地马拉观察员 8代表属于 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提出对该订正 

决议草案的修正案（E/1987/4 4 9 ) ,建议： 

(a) 标题改为： 

"鼓励增长与发展所需的资本形式", 

(b) 序言都分增加一个新的第一段，案文如下： 

"回顾联合国大会1 9 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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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1 ( S — V I )号决议和笫 3 2 0 2 ( S — 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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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笫3 2 8 1 

( x x i x ) 号 决 议 、 i 9 7 5 年 9 月 1 6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舍作的第 

3 3 6 2 ( S — V I I ) 号决议以及 1 9 8 0年 1 2月5日载有《联合国第三个 

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笫35/56号决议"多 

(c) 以下文取代序言部分笫三段： 

"认识到关于本国赘本形成的政策结构完全属于一个主权国家的管轎 

范围，应根据本国的优先顺序、政策和目标进行决策工作"； 

' ( d ) 删 去 序 言 部 分 笫 四 抝 

(e)用以下各段取代序言部分笫五至第八段： 

"还担心缺乏此种因素将会妨碍资本形成， 

"还确认促进资本形成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利的国际环境、 

包括采眾以下各方面的政策，尤其是：发达国家消除保护主义并扩大国际 

贸易、增加向友展中国家的资金流量、国际金融机构和裨业银行增加放耖 

- 3 2 -



以支持犮展方案、债务减免、降低国际信贷市场的实际利率、振兴商品市 

场的价格并使之稳定，以及工业化s家米取锛一协调的政策，包括加強对 

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多边监测， 

"重甲发展中国家有贾任调动本国资金促进增长和发f,犮迷si家有 

贡任为形成有利的外部环境创造充分条件， 

"重甲国际社会应支持发达国家和友展中国家有利于资本形成的努力"》 

en删去序言部分第九段》 

ie)将序言部分笫十段改为： 

"确认外来资金,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是支持友展中国家在 

发展方面进行努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強调有义、要制止和扭转资金从发展中 

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情况", 

(h) 删去序言部分笫十一和十二段. 

( i ) 执行部分笫1段改为： 

"1.呼吁各成员国铭记鼓励资本形成的重要意义,并努力确保国际 

经济环境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U )删去执行部分笫 2段.， 

58. 在 7月 9日的第 3 7次会议上，理事会副主席保罗‧拉贝尔格先生（加聿 

大）发了言，把就订正决议草案（E/l
9
87/I«. 3 6 / R e v . 1 )以及对其所作修正 

( E / 1 9 8 7 / L . 49)举行的非正式协商的结果通知理事会. 

59. 在危地马拉观察员代表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发言之后，美利坚 

合众国代表说，他不坚持要求就订正决议萆案釆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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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关于国际经济安全概念的报告 

60. 在 7月 2日的第 3 2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介绍了题 

为"秘书长关于国际经济安全概念的报告"的决议箪案（E/1987 / L . 3 7 ) ,决议 

萆案全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 1 .懋兴趣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国际经济安全撒念的报告(A/42/314 

- E / 1 9 8 7 / 7 7 ) ; 

" 2 .欢迎该报告对这一议题所釆取的建设性处理方法; 

" 3 .建议联大在其四十二届会议上继续深入审议这份报告,并且特别注 

意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问题对话的规定，" 

6 1 . 在 7 月 8日第 3 5次会议上，理事会收到一份由理事会副主席阿卜杜勒。 

哈利姆。巴达维先生（埃及）根据就决议簞案E/1987/L, 37举行的非正式协商 

擠交的一份决定箪案（E/1987/1. 4 6 ) . 

62. 在同一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该决定蕈案，其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6 2号决定， 

63. 由于通过了该决定蕈案，决议蕈案E/1987/ L . 37由提案国撖回. 

64. 在通过该决定革案后，丹麦（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 

日本，掷威，中国，澳大利亚和埃及代表发了言‧ 

加强经济关系中的克争 

6 5 . 在 7 月 2 日 的 第 3 2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提出了题为"加強经济 

关系中的竟争"的决议萆案（E / 1 9 8 7 / L。 38),决议蕈案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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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意识到竟争对于国际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包括加速科学和技 

术进展，提高生产率，改进产品质量，和节省物质资源， 

"深信竟争使得企业家热衷于生产新货品，改进货品质量，使撙消费者得 

以较低 ¥ S购买多种多样的货品， 

"表示关切垄断和其 他形式经济组织阻挠竟争，会导致无效率的资源分配, 

从而妨碍全球持续经济发展及改眷全人类生活条件这两项目标的实现， 

«^ËË和公平竟争对于鼓励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结构调整是必不可少的, 

"呼吁秘书长在现有职权范a内m优先事项和各项方案的实施使得联合 

国发展和技术援助支持和鼓励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竟争，而避免支持会减少竟争 

的活动或对所有企业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自由相互作用施加限制的活动，" 

66. 在 7月 9日的第 3 7次会议上，理事会副主席拉贝尔格先生（加拿大）发 

了言， 

67. 在同一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撖回了该决议蕈案. 

68. 危地马拉观察员代表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发了言. 

公共都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69. 在 7月 3日的第 3 3次会议上，蒙古观察员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案^ 

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介绍了题为"公共都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作 

用"的决议草桨（E / 1 9 8 7 / L . 40),决议蕈茱全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其 1 9 8 3 年 7 月 2 8日第1983/61号决议， 

"还回願大会1 9 7 9年 1 2 月 1 4日第34/137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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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每个国家有主权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按照本国人民的意志,不受外 

界干扰地选择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制度， 

"还回願《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大会第35/56号决议, 

附件）第3 1段，其中规定应适当考虑到公共部门在调动国内资源，制定和执 

行整个国家发展计划和确定国家优先次序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注意到公共部门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作用， 

"考虑到系疣地分析,讨论和传搽发展中国家在公共部门在经济和社会发 

展中所起作用方面取得的经验十分重要， 

"认识m联合国系疣为促进有关公共部门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所起作用的经验和资料的交流所进行的活动很有用，因此有必要继续进行这些 

活动， 

" 1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公共部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 

的作用的报告（A/42/138-E/1987/50)； 

** 2.竺秘书长继续研究公共部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并邇过经济Â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擠出另一份综合报告，要考虑 

到发展中国家为改善公共部门的效率和效力所作的努力，并且除其他外特别注 

意大会第34/137号决议第5段的规定； 

" 3 . ， • 各区域经委会和联合国系统其他有关组织按照理事会第1978/60 

号决谊的规I 协助秘书长研究公 共部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4.，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构，组织和方案根据其职权范围，在国际讨' 

论会上为交流有关公共部门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经验和 

资料揭供机会，要特别注意改善公共部门的效率和效力以及公共部门和其他部 

门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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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 .在 7月 9日的笫 3 7次会钹上，理事会收到一份订正决议輩案，(1/ 

40/Rev. 1 ) , 絲文如下： 

"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 

"回顾其1 9 8 3 年 7 月 2 8日第 1 9 8 3 / 6 1号决议, 

"还回顾大会1 9 7 9年 1 2 月 1 4日第34/137号决议， 

"并回顾大会1 9 8 6年 1 2月8日笫41/182号决议， 

"考虑到每个国家有主权和不可剩夺的权利《照本国人民》志，不受外界 

干扰^择自a的经济和社会《度， 

"还回顾《联合国笫三个发廣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大会第35/56号决 

议，附件）笫3 1段，其中规定应迹当考虑到公共都门在调动B内资《I, 

和执行整个国家发展计划和姨定面家优先次序方面所发掸的积It作用， 

"注意到公共都门在许多发廣中B家的经济发廉中发挥重要作用， 

"满意地注SU发展中面家继续审评公共*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便 

进一步改鲁其为实现面家发展目标和优先事项并提商人民生活水平面作努力的 

效率和效益， 

"表示关注发展中国家中长期存在不利的经济角,以及这些B家政膺的财 

政负担使这些国家的公共都门在便进经济和社会t展中发铧的作用受鲥实际局 

"考虑到分析、讨论和传 播发歷中国家在公共都门对经济和社会^晨中所 

起作用方面取得的经驗十分重*, 

"认识到联合面系统为便进有关公共都门在发展中面家经济和社会发廉中 

所起作用的经验和资料的交流所进行的活动很有用,因此有必要继续进行这些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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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公共部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 

的作用的报告（A / 4 2 / 1 3 8 - E / 1 9 8 7 / 5 0 )； 

" 2 .，书长继续研究公共都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摒出一份更新的报告，要考虑 

到发展中国家为改善公共部门的效率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经验，并且除其他外 

特别注意大会第34/137号决议第5段的规定； 

" 3 . f_各区域经委会和联合国系统其他有关组织按照理事会1 9 7 8年 

8月3日第1978/60号决议的规定协助秘书长研究公共部门在促进发展中国 

家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4.，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构，组织和方案根据其职权范围，在国际讨 

论会上为交流有关公共部门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经验和 

资料提供机会，要特别注意在蓴重发展中国家在为刺激其经济活力而根据其发 

展方案和计划规定公共部门及其他部门的作用方面的主权的情况下改善公共都 

门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效率和效力，" 

71.在同一次会议上，理事会副主席拉贝尔格先生（加拿大）发了言，把就该 

订正决议箪案进行的非正式协询的结果通知给理事会. 

7 2.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随后代表各提案国对该订正决i义蕈案作了以下口头 

修改： 

(a) 刪除序言部分第七段中"进一步改善其为‧‧‧‧‧‧‧‧而作努力的效率和效益"等 

语； 

(b) 在序言部分第七段之后加入一段新的序言段，内容如下： 

"考虑到需要根据发展中国家遇到的种种困难来改进公共都门的效率和效 

益"； 

(c) 在序言部分第八段中，以"经济困难"取代"不利的经济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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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序言部分第十段中，在"发展中国家的 发展"后面加入"及其同 

其他部门的关系"等语； 

(e) 执行部分第 2段中，在"努力"和"经验"两词前分别加上"各种"一词: 

( «以下文取代执行部分第 4段： 

"4.，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构，组织和方案根据其职权范HI,为交流有 

关公共部门;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经验和资科提供机会， 

这种交流要在尊重所有国家在为刺激其经济活力而根据其发展方案和计划规定 

公共都门及其他部门的作用方面的主权的情况下加以进行." 

73. 在同一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经口头修订的订正决议辈案（E/1987/ 

k 40/Rev. 1) ‧ 彔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987/92号决议‧ 

74. 巴西代表在决议通过之后发了言， 

从发展中国家流往发达国家的净资金转移 

7 5 . 在 7月 3日第 3 3次会议上，危地马拉观察员， 8 储属于 7 7 ®集团的 

联合国会员国提IB—项题为"从发展中国家流往发达国家的净资金转移"的决议草 

案（E/1987/I-.41 ) 。 

7 6 . 在 7月 9日第 3 7次会议上，危地马拉观察员代表决议草案提案国，对决 

议草案作了口头订正，在序言部分第2段与第3段之间增添新的一段如下： 

"进一步回顾大会1 9 8 6年 1 2月 8日笫 4 1 / 2 0拷决议 " 0 

7 7 . 在同一次会ill,理事会进行唱名表决，以3 1票对1 I票，3票弃杈通 

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案文定本见理事会笫 1 9 8 7 / 9 3号决议。表决结 

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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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中国、哥伦比亚、埃及、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印度、 

伊拉克、牙买加、摩洛哥、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 

波兰、罗马尼亚、卢旺达、塞内加尔、索马里、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国联盟、乌拉圭、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反对: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鄉国、意大利、 

日本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众国。 

弃权:冰岛、挪威、土耳 I 

7 8 . 在通过决议草案后，美利坚合众国、挪威、加拿大的代表和危地马拉观察 

员（代表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发了言。 

发达国家负债和财政与对外收支长期不平衡 

对国际经济环境、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 

发展进程的总影^ 

79. 在 7月 3日第 3 3次会议上，危地马拉观察员 8代表属于7 7国集团的联 

合国会员国提出了一项题为"发达国家负偾和财政与对外收支长期不平衡对国际经 

济环境、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的总影响"的决定草案（21/1987/工.42), 

内容如下： 

"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请秘书长通过经社理事会为联大第四十三届会议提供 

一份关于主要发达国家债台高筑和财政与对外收支长期不平衡一事对国际经济 

环境、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的总影响的综合性研究报告"。 

8 0 . 在7月9日第37次会议上，危地马拉观察员代表决定草案提案国口头提 

出一项新的案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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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为了补充联合国系统内提出的其他报告，请秘书长编 

写一份关于从长远角度分析主要发达国家债台高筑和财政与对外收支长期不平 

衡一事对国际经济环境、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的总影响的综合性报告， 

作为《1 9 8 8年世界经济概览》的附件"。 

8 1 . 在同次会议上，丹麦代表代表厲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口头 

提出决定草案E / 1 9 8 7 / X . 4 2的修正案如下： 

( a ) 以 " 在 《 1 9 8 8年世界«概览》附上一份关于债台高筑的总^ ^ 

的更综合性的分析报告"等字代替"通过经社理事会为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 

供一份关于债台高筑的总影响的综合性研究报告"等字； 

( ^ )删掉在"发达国家"等字之前的"主要"两字。 

82. 危地马拉观察员，代袠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建议修改丹麦代 

表提出的修正案，用"综合和具体的分析报告"等字代替"更综合性的分析报告" 

等字。 

83. 美利坚4众阖、丹麦（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牙买 

加、摩洛哥、鋒埃社会主义辨国联盟的储和危地马拉观察员（储厲于 7 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发言后，理事会应委内瑞拉代表的请求，并根据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4 9条的规定，决定暂停会仏 

8 4 . 复 会 后 ， 危 地 马 拉 麟 员 ， 储 献 草 案 E / 1 9 8 7 / L 4
2
的 提 案 国 ， 接 

受丹麦代表口头提出的修正案，但须删除"综合性的分析报告"等字之前的"更" 

字。 

8 5 .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经订正的决定草案，案文定本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8 7号决 t 

8 6 . 在决定草案通过后，美利坚合众国、丹麦（代表属于玖洲经济共同体的联 

- 4 1 -



合国会员国）、加拿大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以及危地马拉(代表厲 

于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墨西哥的观察员发了言。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总干事办公室了言，答复讨论时提出的一个问氣 

将缅甸列入最不发达国家名单 

8 7 . 在 7月 8日第 3 5次会ilh,理齡审议了发展规划委员会关于将缅甸列 

入最不发达国家名单的建I ' 

8 8 .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核可发展规划委员会的结论 

和建议，并建议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批准将缅甸列入最不发达国家名单（理事会第 

1987/163号决定）。 

8 9 . 在决定萆案通过后，缅甸,员发了官。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其有关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 

包括区域和部门发展的一般性讨论 

所审议的文件 

9 0 . 在 7月 9日笫 3 7次会ilh,理根据主席的建议，注意到它收到有关 

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区域和部门发展的一般性计沦的文件第1987/ 

188号决定）。 

《经济及社会理^正式记录， I 9 8 7年，补编第10号》（：E/I987/ 

2 3 ) ,笫 6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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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三章 

未经发交会期委员会而审议的问题 

A.《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視进行 

战斗笫二+十年行动纲领》的 

执行情况 

1 ‧理事会 1 9 8 7年第一届常会审议了《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第 

二个十年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问题（议程项目2 )。 理事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秘书 ‧ 据大会笫 4 1 / 9 4号决议第2 0段和笫3 9 / 1 6号决议第 

1 0 段 编 写 的 报 告 （ A d d . 1 和 2 ) ； 

(b) 秘书长关于《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第二个十年行动纲领》的执 

行情况的报告（：E/1987/31和Add. 1 ) ； 

(c) 秘书长关于1 9 8 7年在纽约为法律起草人举行一小培训班的说明（E/ 

1 9 8 7 / 6 6 )。 

2 . 在 1 9 8 7 年 5 月 4 日 至 8 日 、 1 1日和2 6日笫5次至第1 0次和第 

1 4次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本项目。讨论情况的记述载于有关简要记录（ 

1 9 8 7 / S R . 5 —10和1 4 ) . 

3，理事会笫5次至第9次会议就本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b 在 5月 4日第 

5次会议么理事会听取了秘书长协调关于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第二个 

十年活动的特别代表的介绍性发言。 

4 ‧在第5次会议，比利时代表，代表禺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作 

了发言。 

5.在5月5日第6次会议上发言的有：狱利亚、土耳其、罗马尼亚、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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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波兰和斯里兰卡的代恭 

6 . 在5月6日笫7次会议上发言的有：委内璣拉、德意志民主共和3、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IS联JL中国、牙买加、菲律宾和巴西的代表以及阿根廷的观察员。 

7 . 在5月7日笫8次会议上发言的有：塞内加尔、伊拉)L印it IP威（代 

**ftffl家）、埃及、加蓬、庫洛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保加利亚和卢旺达的 

代表以及赞比亚、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雌 

8 . 在5月8日笫9次会议发言的有：鸟拉圭、玻利维亚、苏丹、扎伊尔、索 

马£和巴基斯坦《烛以及阿尔及利亚和冈比亚的观察员。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視进行战斗笫二个十年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 

9 . 在 5 月 1 1日笫10次会议上，几内亚代表，fi*非洲国家，介绍了一项 

ft为"《向种族主义和种族坎视进行战斗笫二个十年行动 纲领》的执行情况"的决 

议 革 案 2 3 ) . 

10. 在 5 月 2 6日笫14次会议上，主席以提案国的名义告知理事会，该决议 

尊案执行 都分笫4段中"人权中心"等字后面的"在按上述要求行 事时"等字已被 

11. 在闳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经口头订正的决议革& 案文定本见理事会 

笫 1 9 8 7 / 2 号 决 讥 

12-决议革案邇过后，德S志联邦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A和加蓬的代表发了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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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领域政府 

间机构及职能的深入研究 

1 9 87年第一届常会的审议经过 

13. 理事会1 9 8 7年笫一届常会审议了关于对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领域政府间 

机构及职能的深入研究的问题（议程项目3 ) 。 

14. 1 9 8 7 年 5 月 1 9 、 2 0和 2 9日理事会第 1 2、 1 3和 1 9次会议审 

议了该项目• 讨 论 情 况 的 记 述 载 于 有 关 简 要 记 录 （ 1 2 . 1 3和 1 9 ) . 

15. 理事会笫1 2和 1 3次会议就本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A 5 月 1 9日理 

事会笫1 2次会议听取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LL设立的对联合H经济和社 

会领域政府间机构及职能的深入研究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特别委员会主席所作的口 

头进度报告 ‧ ( 参 看 理 事 会 笫 1 9 8 7 / 1 1 2 号 决 定 ) 。 

16. 在笫12次会议上发言的有：美利坚合众国、丹麦（代ifclk欧国家）、牙 

买加、比利时（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中国和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也代表保加利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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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古、波兰和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尼日利亚的代 

17. 在 5 月 2 0日笫 1 3次会议上,加拿大、孟加拉国、鸟拉圭和日本代表以 

及危地马拉（代表厲于7 7国集团的舉合国会员国）和墨西哥的观察员发了言。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深入研究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政府间结构和职能 

18- 5 月 2 9日，理事会笫1 9次会议收到了一份由理事会主席根据非JE*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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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提出的题为"深入研究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政府间结构和职能"的决议草 

案（：5力987/工.30 ) 。 

19. 在同次会议上，特别委员会主席发了言，预算司代表就该决议草案所涉方 

案预算问趙发了言。 

20. 在同次会议，理事会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6 4号决仏 

21，在决议草案通过之前，加拿大代表和危地马拉观察员（代表属于7 7国集 

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发了言。 

2 2 . 决议草案通过后，主席发言如下： 

"据了觯，特别委员会各庙会议不会与社会及经^领硪的其他政府阀 

机构会议同时举行，又据了觯，经^及社会埋拳会 1 9 8 8年组织会议 

将滟够审量特剁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和完成其工作所窬的会议次数"‧ 

2 3 . 牙买加、掷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圔联盟、褥«志联邦共和国、埃及、 

比利时（代彔腐于欧洲经济共同伴的联合阖会员IU )的代表发了盲‧ 发展和阖际 

经济合作助理祕书长也发了言， 

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续会的审议经过 

24. 理事会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续会继续审议这个问题（议程项目4 ) 。 

25. 1 9 8 7年 1 0月 1日，理事会第 3 8次^i义审i义了该项目，讨论情况 

载于有关简要记录（E/1987/SII 3 8 ) , 

26. 理事会听取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深入研究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政府 

间结构和职能特别委员会主席所作的口头进度报告。 

27. 发言的有下列国家的代表：加拿大、丹麦（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 

合国会员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国中的社 

会主义国家）、美利坚洽众国、索马里和巴西，以及芬兰的观察员（代表北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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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深入研究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政府间结构和职能 

28. 按照主席的建议，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1 9 8 7年 1 0月1日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深入研究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政府间结构和职能特别委员会主席就该 

委员会的工作进展及其1 9 8 8年工作方案和会议日历所作的口头报告（见理事会 

1987/190号决定）， 

c .《消^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29. 理事会1 9 8 7年第一庙常会审议了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 

W % ( 议 程 项 目 4 ) ‧ 理事会收到了消除对妇女歧硯委员会第六庙会议的裉告 

2 0 ) .， 

30. 理拳会在1 9 8 7 平 5 月 8 日 、 1 1 日 、 1 8 、 1 9日和 2 6日第 9次至 

1 2次和 1 4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讨论佾况的记述载于有夫的简要记录 

( E / 1 9 8 7 / S î \ 9 - 1 2和 1 4 ) • 

31. 理爭会第 9次至 1 2次会议就这个项目逬行一般性讨论，在 5月 8日 

9次会议上，社会友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提高妇女地位组组长作了介绍性友言. 

32. 在笫9次会议上，德;f志民主共和III和澳大利亚代表芡了 g. 

33. 在 5月 1 1日第1 0次会议上，日本、苏维塽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咪加 

利亚、法国、菲律宾、加拿大和孟加拉圔的代表友了言， 

« 随后以《大会正式记录，笫四十二庙会议，补编第3 8号》（A/42/38)号 

文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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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 5 月 1 8日第 1 1次会议上，塞内加尔、巴基斯坦、委內瑞拉、伊拉克、 

扎伊尔、索马里、摩洛哥、伊朗伊斯兰共和画、阿爱、苏丹和i[加拉IS的代表以及 

南斯拉夫、墨西哥和科戚特的观察员犮了言， 

35. 在 5月 1 9日笫 1 2次会议上，沙特阿拉1&的观察员发了言，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螋视公约》 

36. 在 5月 1 8日第 1 1次会议上，冰岛代表以澳大利亚、中lâ、奇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丹麦、芬兰 2、镙S志民主共和国、希腊 2、冰踏、掷威、巴拿马、 

葡萄牙 2、卢旺达、西班牙和瑞典 2等闺的名义，介绍了题为"々肖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 歧 视 公 约 》 " 的 决 议 革 案 （ 2 7 ) . 后 来 ， 俅 加 利 亚 加 入 成 为 该 夾 议 

草案的提案圔， 

37. 在 5 月 2 6日第 1 4次会议上，埋爭会逋过了决议莩茱.案文定本见理 

爭会 4 1987/3号决议， 

38. 在决议草案逋过之前，保加利亚、巴基斯坦、阿爱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的代表以及希腊观察员发了盲；夾议草案逋过后，伊朗伊斯兰共和III和加拿 

大代表发了言， 

39. 保加利亚、澳大利亚、^及和苏维塽社会主义共和lâ联盟的代表就经消陳 

对 妇 女 歧 视 委 员 会 第 六 庙 会 议 逋 过 的 第 1 号 夾 定 友 了 言 （ 见 第 5 8 0 

投）， 

D.《公民衩利和政治衩,IS际公约》 

40. 理箏会1 9 8 7年第一庙常会审议了《公民衩利和政治衩 , 111际公约》 

2 根锥经济及社会璀亊会议箏规则第7 2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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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5 )和《经济、社会、文化衩利I I I际公约》的问趲(议裎项目6 ) ‧ 

41. 理事会在1 9 8 7 竽 5 月 4 日 至 8 日 、 1 1日和 2 6日第 5次至 1 0次和 

1 4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讨论情况的记述载于有关的简要记求( 

5 - 1 0 和 1 4 ) . 

42. 理事会在第 5次至第 9次会议上就本项目逬行了一般性讨论，在 5月 4 

日第5次会议上，人权中心副主任作了介绍性发言. 

43. 在5月5日笫6次会议上，日本、波兰和苏维^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 

教发了言， 

44. 在5月6日第7次会议上，澳大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III、 

塞内加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舍王国、#加利亚、加拿大和委内瑞拉的代表以 

芬兰观察员（代表北欧国冢）友了言. 

45. 在5月7日第8次会议上，摩洛奇代表和^:克斯洛伐克观蔡员友了言* 

46. 在5月8日第9次会议上，法国代表和哥斯达黎加观察员发了言， 

理爭会采取的行动 

有关人权的两项国际么、约 

47. 在 5 月 1 1日第10次会议上，白俄罗^苏维^社会主义共和IS的代表以 

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褥；f志民主共和jil的名义介绍了项目 

5和 6下的一份题为"有关人权的^项国际公约"的决议草茱（E / i9 8 7 X 1 * 2 4 ) , 

萆案全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亊会， 

"^£IL有关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是人衩领墒最早的无所不^ If又具有法#：约 

束力的国际汆约；它们同《世界人衩宣言.》一起，形成IS际人衩法的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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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其 1 9 8 6 年 5 月 2 1 日 第 1 9 8 6 / 3 号 和 1 9 8 6 / 5号决议、大 

会 1 9 8 6竽 1 2月4日第41/119号决议以及人权委员会1 9 8 7 年 3 月 1 0日 

第1987/26号决议， 

"指出 1 9 8 6年是《公民权利和政冶衩利国呩公约》和《经疥、社会、文化 

衩利国际公约》通过二十周年， 

"审议了秘书长夫于这两项国际公约现状的裉告（V^17509), 

"注蒽到联舍国一些会员国尚末加入这树项1ÎJ际公约， 

"铭记经济及社会理爭会肩负蓍有关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促进活动的协调者的 

重任， 

"1.重申有夭人杈的两项国际公约是促逬对人衩和基本自由党到瞢遏尊重和 

遵守的国际活动的主要组戍部分； 

" 2 .强烈^所有尚未加入《经济、社会、丈化衩利 I S际公约》和《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圔冢加入这购'项公约，使其其止成为晋遏性公约； 

"3.还呼吁所有国冢采取有利于执行、促逬和#护经疥、社会、义化、公民 

以及政治权利的政策； 

"4 .皿 W项公约的締约国严格遴守这些氽约所现定的义务的直娈性； 

" 5 . 人权事务姿员会在执行《公民衩利和政治衩利IS际公约》方É发挥 

重的重要作用；并对该委员会不祈以严肃和建设性态度行使其职贲表示满.«; 

"6.欢迎人权事务委员会不断勞力茌执行《公民衩利和政治衩利阖际公约》 

方lé达成统一标准；并呼吁负贵处埋类似人权问趲的其他机构軍重人权事务委员会 

一般性评论中所表达的这种统一标准； 

"7.欢迎担负审査《经济、社会、文化衩利IS际公约》执行情况这一直要任 

务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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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鼓励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在执行该《公约》时勞力应用公认的 

标准； 

" 9 . i秘书长考虑如诃利用现有资源协助两项公约的缔约,锔写其报告，包 

括向参与编写报告的政府^员犮放研究金、安徘区域鈥和分区鈥培训班、以及在人 

衩领域咨询服务方案中寻找其他机会； 

" 1 0 . j ^ Ë Ë，书长考虑剁人权筝夯委员会的建议，利用现有资源采驭坚 

决措施，更多地宣传人权亊务委员会的工作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工作，改进行政方面及有关方面的工作，使这三个机构切实行使 

夫于 人衩的W项国际公约为其分別规定的职贲； 

" i l . 各国政府以尽可能多的语文出版《经济、社会、文化衩利m 

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衩利囿际公约》并尽可滟广泛地散犮和宣传这^项公 

约； 

" 1 2 . I秘书长确保祖负直要兵体任夯的人衩拳务委员会和经济、社会、X 

化衩利委员会滟哆举行必要的会议并得剁必蹙的简要求； 

"13.决定将《公民权利和政治衩利阖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衩利 

国际公约》问题列入其1 9 8 8年第一庙常会的临时议程，" 

48. 理事会 5月 2 6日第 1 4次会议收剁了由咪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社会 

主义共和国、提克斯洛伐克'、丹爱、褥,f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 2、掷威和大不 

列 類 及 北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提 出 的 一 佾 订 正 决 议 草 茱 （ 2 4 / f î e v . 1), 

49. 理箏会在闳次会议上逋过了该订正决议草案，案丈定本见埋亊会弟 

1987/4号决议， 

50. 在决议草案通过后，美利坚合众IS代表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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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 

5 1 . 理事会1 a 8 7年第一届常会在聿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问 

« U议種項)的 0时审议了《&济、社会和文化权剩 B际公妁》（议程项目 6 ) 

(另见上文 D , ) • 理 • ̂ 收il下述文件： 

(aï &»、社会和文化《利委fi会第一届会议的搌舍（E/1987/28);， 

(W 交面际劳工组织;»据理事会第1988(WC)号决议的要求提 

交 《 笫 九 次 搌 说 W ( B / 1 9 8 7 / 5 9 )； 

(e) ^Mf处关于宜布面瞎扫官年的说W ( 1 9 8 7 / % 1 9 ) . 

理»^采Jttft行动 

《fe济、社会和文化权剩B际公妁> 

52. 在 5 月 1 1 8笫 1 0次会肚，湊大 i « i代表以澳大剩亚、；大、哥浙 

达霧加É、德韋志联邦共和国、几内亚、牙买加、拂成、塞内加尔和大不列颠及北 

愛尔兰联合王B8的名义，提lb了*为*fe*、社会和文化枳利国际公约"的决议萆 

案 （ 2 5 ) . 

53. 在 5 月 2 6 B 第 1 4次会议上，澳大剩亚代表以备提案B和新加入为提案 

国的厄瓜多尔'、法国、《大利、臺西*'、荷兰，、和塞《利#等国的名义，口 

头订正了该决议零案，将执行》分笫6段： 

• 6 . 负会允许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I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稚据 

有关规则向委员会提交《面陈述.‧ 

改为： 

‧ 6 .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窗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向理事会提交有助 

于《&济、社会、文化权利公^》内载权剩获#充分、普瑭公认和实现的 

《ft*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 1 9 8 7卑，补編笫1 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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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陈述，并请秘书长及时向婺ja会提供这些陈述"， 

54. 在次会该上，理事会鸯过了经口头订正后的该决议单案‧ 最后文本 

见 理 害 会 笫 号 决 诅 . 

宜布面际扫育年 

55. 在 5 月 2 6 B笫 I 4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理事会在审议了秘书处的说 

明 （ ： 1 » ) 后 决 定 ， 在 1 9 8 7年笫二届常会上，在临时议《«g 1 5 

(联合国系统内的国际合作与协调)下审议宜布面际扫盲年问(见理事会第 19 

8 7 / 1 1 6号决定） ‧ 

非 ^ 组 织 

56. 理事会1 9 87年第一届常会审议了非政府组织问H (议程项g 7 ) ‧ 理 

事会收到了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报告（E/1987/32). 

57. 理事会19 8 7 年 5 月 1 a日笫 1 2次会议审议了该《目.有关 «要记 

* ( E / 1 9 8 7 / S I V 1 2 ) 纽 了 舰 情 况 . 

58. 卢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里和法国的代表以及古B和璀典的观察 

员发了言.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非政府组织委JS会根告所载的备项建议 

59. 非政府组织$A会振鲁(2S/I087/32 )笫一节载有建议理事会《过的两 

项决定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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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政府组织收到的关于咨商地位的申请和更改类剁的请求 

60. 在 5月 1 9日笫 1 2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理事会同意修订«为*从非 

政府组织收到的关于咨商地位的申请和更改类别的请求»的决定輩案一，在"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后加上"审议了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报告"一语‧ 

61. 接着，理事会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该决定革案.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笫19 

8 7 / 1 1 3号决定. 

将于 1 9 8 9年举行的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届会的临时议程和$色 

62. 理事会在5月1 9曰笫 1 2次会议上通过了舞为"将于1 9 8 9年拳行的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届会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草案二 ‧ 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笫 

1987/114号决定革案. 

宣布地方自治 

63. 理 事 会 根 据 5 月 4 日 笫 5 次 会 议 的 决 定 （ 见 5 ) , 按 照 非 政 

政组织委员会的建议（E/1987/32,笫2段），舰了议程项目1 0 (公共行政 

和财政）下的宣布地方自治问燁.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第4章A节. 

Q.联合国大学 

6 4理事会 1 9 8 7年笫一届常会审议了联合 B大学问 » (议程项目 8 ) .理 

事会收到联合国大学理事会关于大学1 9 8 6年工作情况的报告（E/1987/26), 

65. 理事会1 9 8 7 年 5 月 1 1日和1 9日笫 1 0和 1 2次会议审议了该*目， 

有 关 简 要 记 录 （ 1 0 和 1 2 ) 记 述 了 讨 论 情 况 . 

66. 理事会笫1 0次会议听取了联合Ë大学校长的介紹性发言，日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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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的报告 

6 7 . 在 5 月 I 9日笫 1 2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大学理 

事会关于大学1 9 8 6年工作情况的报告（E/1987/26)(见理事会笫1987/ 

1 1 5 号 ） . 

H .危险物品运输问题 

e a理事会 i 9 8 7年第一届常会审议了危险物品运输问题（议程项目 9 )。 

理事会收到秘书长关于危险物品运输问题专家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E/1987/37 ). 

69. 理 9 8 7 年 5 月 2 0 日 、 2 6 日 和 2 8 日 第 1 3 、 1 4和 1 ' 7次会 

议审议了该项目，有关简要记录（：E/1987/SR'lSL 14和17 )记述了讨论情况， 

70. 在 5 月 2 0日第 1 3次会议上，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高级顾问就理事 

会第 1 9 8 6 / 6 6号决议的执行情况作了口头汇报.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发了言.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危险物品运输问题专家委员会的工作 

71. 在 5月 2 6日第 1 4次会iX±,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以比利 

时、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提出了题为"危险物品运输问题专家委员 

会的工作"的决议草案（11 /1987/1 1。29)。随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入决议草 

案提案国。 

72. 理事会 5月 2 8日第 1 7次会议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987/54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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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在同一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理事会注意到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高 

级顾问关于理事会第1 9 8 6 / 6 6号决议执行佾况的口头汇报（见理事会第19 

8 7 / 1 3 4号决定）， 

I.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官的报告 

74. 理事会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审议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问題 

(议程项目 5 ),理事会根据第一届常会的决定（见下文第八聿，第2 8段），在 

该项目下审议了扩大联合面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问题. 

75. 理事会1 9 8 7 年 6 月 2 3 日 和 7 月 8 日 和 9 日 第 2 0 、 3 6 和 3 7 次 会 

议审议了该项目，有关简要记录（E/1987/SR。20、 36和37)记述了讨论情况， 

理 事 会 g 的 ^ 

76. 理事会第2 0次会议决定将联合国难民事会高级专员的报告（E/1987/ 

56 ) *转交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见理事会第1 9 8 7 / 1 6 0 号 决 定 ） ‧ 

扩大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 

77. 理亊会 6月 2 3日第 2 0次会议根据主席团的建议，决定委托理事会副主 

席巴达维先生（埃及）就扩大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问题进行非 

正式磋商。 ' 

78. 在 7月 8日第 3 6次会议上，副主席通知理事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 

一致意见。 

79. 在同一次会议上，苏丹代表以索马里和苏丹的名义提出了一份题为"扩大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的决议革案（E/1987/L48 ) ,随后, 

巴基斯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加入为决议草案提案国, 

*随后作为《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 2号》（A/42/12 ) 

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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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丹麦（以联合国中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会员国的名义）、哥伦比亚、巴 

基斯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利坚合众国等国代表以及埃塞 

俄比亚观察员发了言。 

81. 在 7月 9日第 3 7次会议上，索马里代表口头订正了决议草案，在执行部 

分段落末尾加上"请高级专员与各区域集团协商，以采取各种方式和方法，扩大观 

察员在执行委员会中的作用"一语。 

82. 在同一次会议上，印度代表提议加进下述第二个执行部分段落，删去索马 

里代表的订正： 

"2.建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考虑扩大观察员的作 

用，以加;¥们参加委员会工作的效用"。 

索马里代表以各提案国的名义接受这一修正案. 

83. 在同一次会议上，埃塞俄比亚代表提议该届会议不就决议草案采取行动。 

索马里、波兰（并以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名义）、中国和塞内加尔代表发了言；理事会主 

席也发了言， 

84. 在同一次会议上，应索马里代表请求，理事会以唱名方式就埃塞俄比亚的 

动议进行表决。结果该动议以2 2 比 6 票 、 2 1票弃权被否决。 

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反对:澳大利亚、比利时、玻利维亚、加拿大、丹麦、吉布提、法国、裉意志联 

邦共和国、冰岛、伊拉克、意大利、摩洛哥、挪威、阿曼、巴基斯坦、索 

马里、西«、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表决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表示,其关于该提议的表决应该是弃权， 

而不是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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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孟加拉国、巴西、哥伦比亚、埃及、加蓬、几内亚、印度、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牙买加、日本、尼日利亚、巴拿马、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卢 

旺达、塞内加尔、斯里兰卡、乌拉圭、委内璜拉、津巴布韦。 

85. 在同一次会iU,中国、索马里、埃及、波兰、秘鲁和巴基斯坦等国代表 

发了言‧丹麦代表提议将执行部分第2段的措词改为： 

" 2 . âll^合国难民事务髙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考虑各种方式和方法, 

以增加观察员有效地参与委员会工作的可能性，" 

印度和索马里代表接受了该提案， 

86. 在同一次会议上，在波兰、巴基斯坦、哥伦比亚、索马里、丹麦、塞内加 

尔和中国代表以及埃塞俄比亚观察员进行了程序问题讨论后，理事会以唱名方式表 

决，以 3 0比0票、19票弃权通过了口头订正的决议革案*最后案文请见理事会 

第 1 9 8 7 / 8 9号决议，表决愤况如下： 

赞成: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比利时、加拿大、中国、丹麦、吉布提、法国、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几内亚、冰岛、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意 

大利、日本、摩洛哥、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塞内 

加尔、索马里、m^、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无。 

弃权: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哥伦比亚、 

m.,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牙买加、巴拿马、錄、^罗马尼 

亚、卢旺达、斯里兰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拉圭、委内瑞拉、 

津巴布韦。 

87. 决议草案通过后，埃及、印度、日本、哥伦比亚、索马里、丹麦和美利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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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国代表以及埃塞俄比亚观察员发了言。 

J.被占领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内 

国家资源的永久主权 

88. 理事会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审议了被占领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内 

国家资源的永久主权问題（议程项目6 ),理事会收到秘书长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 

下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经济措施的说明（A/42/341— E / 1 9 8 7 / 7 8 ) . 

89. 理事会1 9 8 7年 7月 3日、 6日和 8日第 3 3 、 3 4和 3 6次会议审议 

了该项目，有关简要记录（E/1987/SRU3& 3 4和 3 6 )记述了讨论情况. 

90. 理事会第3 3和 3 4次会议就该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论， 

91. 在 7月 3日第 3 3次会议上，保加利艮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和伊拉克代表以及阿尔及利亚和以色列观察员发了言. 

92. 在 7月 6日第 3 4次会议上，苏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 

合众国代表以及约旦观察员发了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也发了言.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以色列在被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经济措施 

ga在7月6日第34次会议上，苏丹代表以阿尔及利亚 2、保加利亚、吉布 

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阿曼、巴基斯坦、索马里、 

苏丹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名义，提出了题为"以色列在被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和 

其他阿拉伯领土的经济措旅"的决议萆案（E/ 1987/L 。 43 ) , 

9 4 .理事会 7月 8日第 3 6次会议以唱名方式表决，以4 7比0票、1票弃权 

通过了该决议单案‧最后案文请见理事会第1 9 8 7 / 87号决议， 

表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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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澳大舰、孟加,、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 

维難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哥伦比亚、丹麦、吉布提、mR,法国、加 

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几内亚、冰岛、印度、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摩洛哥、尼日利亚、挪 

威、阿曼、巴» m、巴拿马、贿、菲律宾、 ‧、罗马尼亚、卢旺达、 

塞内加尔、索马里、西班職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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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 

委内瑞氣津巴布韦. 

反对:无。 

弃权:美利坚絲圉。 

95. 决议革案通过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了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 

察员也发了言， 

K . 1 9 8 8 - 1 9 8 9 年 两 年 期 方 案 概 算 

96. 理事会审议1 9 8 8 - 1 9 8 9年两年期方案概算的问题（议程项目1 6) 

它收到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续会的报告(A/42/16(Parl;II) )。 6 

97. 理事会在1 9 8 7 年 1 0 月 2 0 日 、 1 1月 2 5日和 1 2月 4日第 3 9至 

4 1次^i义上审议了该项目.讨论情况载于有关简要记录（E/1987/SR 39-

4 1 ) . 

98. 在 1 0 月 2 0日笫 3 9次会议上，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主席介绍了委员会第 

二十七届会i义续会的报告， 

99. 也在笫3 9次会议上，加拿大和丹麦（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 

会员国）的代表发了言.主管方案规划、预算和财务助理秘书长兼财务主任答复 

了加拿大代表提出的问题. 

*第二届常会也审议了该问题（见下文第六章）, c节）， 

6
随后以《大会正式记录，笫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 6号》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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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续会 t 

100. 在笫 3 9次会议上，按照主席的建议，理事会决定核可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笫二十七届会议续会报告中的结论和建议(A/42/16(Part II ))(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9 4号决定）.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广泛代表性 

101. 在第 3 9次会议上，坡利维亚代表以安提瓜和巴布达 8 、阿尔及利亚、2孟 

加拉I伯利兹、坡利维亚、哥伦比亚、古£i墨西哥'尼加拉瓜 8巴拿马、秘鲁、菲 

律宾、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委内瑞拉的名义提出了题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广 

泛代表性"的决议草案（：E/1987/Ji 50/Rev. 1). 摩洛哥随后加入为该决议 

草案提案国. 

102. 理事会收到秘书长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笫3 1条提出的有关该 

决 议 革 案 所 涉 方 案 预 算 问 题 的 说 明 （ ： 5 1 ) . 

103. 也在笫 3 9次会议上，斯里兰卡和中国代表发了官. 

104. 同次会议上，按照主席的建议，理事会决定$托理事会副^席阿卜杜勒‧ 

哈利姆‧巴达 维先生（埃及)负贲就该决议萆案进行非正式协南. 

105. 在 1 1月 2 5日笫 4 0次会议上，巴达维先生（埃及)就非正式协商的结 

果作了报告. 

106. 在同次会议上，玻利维亚代表以各提案国名义口头订正了该决议箪案，将 

执行部分第 1段内的" 3 6个会员国 "改为 " 2 8个会员国"，并将席位分配更改 

如下： 

非洲国家八个席位； 

亚洲国家六个席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六个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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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和其他国家及东欧国家的席位分配维持不变. 

107. 在同次会议上，中国、波兰（代表东欧国家）、加拿大和玻利维亚（代表 

各提案国）代表发了言.会议暂停并进行非正式协商，随后主席发言 ‧下列各 

国代表也发了言：玻利维亚（代表各提案国）、波兰（代表东欧国家）、卢森堡观 

察员(代表西欧和其他国家）、阿根廷(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i马拉维（代 

表非洲国家）和古巴‧ 

108. 在 1 2月 4日笫 4 1次会议上，根据关于该决议革案的进一步非正式协商, 

主席建议将执行都分笫 1段的" 3 6个会员国"改为" 3 4个会员国"并将席位分 

配更改如下： 

非洲国家九个席位； 

亚洲国家七个席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七个席位； 

西欧和其他国家七个席位； 

东欧国家四个席位， 

109. 在同次会议上，主管方案规划、预算和财务助理秘书长兼财务主任口头订 

正了方案预算所涉问题的说明（E/1987/li 5 1 ) . 

110. 也在同次会议上，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坡利维亚、美利坚合众国、莫桑 

m,(代表非洲国家）、孟加拉国（代表亚洲国家）和罗马尼亚(代表东欧国家）• 

m .应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要求，理事会就经口头订正的决议革案进行表决， 

以 4 5票对 1票通过。全文见理事会笫 1 9 8 7 / 9 4号决议. 

112. 马耳他观察员（代表西欧和其他国家）发了官， 

h贸易和发展 

113. 理事会在其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续会上审议了贸易和发展问题（议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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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2 0 )‧它收到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三届第二期会议及第十五届特别会议 

的 报 告 （ A / ^ / m V o L I)),7 _ ― 

114. 1 9 8 7年 1 0月 1日，理事会第 3 8次^ i义审议了该项目.讨论情况 

载于有关简要记录（E/1987/ S r i 3 8 ) . 

115.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作了介绍性发言. 

116. 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丹麦（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 

巴西、中国、加拿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东欧国家和漦古）、美国、日本、 

尼日利亚、印度、斯里兰卡.危地马拉观察员（代表属于 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 

员国）也发了言，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117. 根据主席的建议，理事会注意到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三届第二期会议 

及第十五届特别会议的报告（A/42/15(^h#)),并授权秘书长将理事会第三十 

四届第一期会议的报告转交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见理事会第1987/191号决定), 

M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118. 理事会在其1 9 8 7年笫二届常会续会上审议了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问题 

(议程项目 2 1 ) . 它收到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笫九届会议的报告 

(A/4a/37和corr, 1)。
 8 

119. 1 9 8 7年 1 0月 1日，理事会笫 3 8次^ i义审议了该项目.讨论情况 

载于有关简要记录（E/1987/ S H 3 8 ) . 

随后以《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 5号》印发，第一卷。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3 7号》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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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第九届会议的报告 

120.按照主席的建议，理事会注意到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第九届 

会议的报告（A/42/37和corr. 1 )(见理事会第1987/192号决定）。 

―64 



第四章 

第一（经济）委员会审议的问题 

A .公共行政和财政 

1 9 8 7年第一届常会的审议经过 

1 ‧理事会 1 9 8 7年第一届常会审议了关于公共行政和财政的问题（议程项 

目 1 0 ) 。 在 1 9 8 7年2月6日第3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将这一项目分配铪 

第一（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其1 9 8 7 年 5 月 1 3 日 、 1 8 日 和 2 2 日 第 ^ 

7和 1 0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一项目。理事会收到下述文件： 

(a)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报告（：Eyl987y32); 

(b) 秘书长关于公共行政和财政的报告（E/1987/38); 

(c) 联 合 国 公 共 行 政 和 财 政 方 案 第 八 次 专 家 会 议 的 报 告 （ ： 1 ) ; 

(d) 秘书长关于地方自治宣言问题的说明 ( E ^ . 2X1987X3)« 

第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2 . 委员会在 5月 1 3日第4次会议上对本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A 委员会 

听取了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发展管理司司长的介绍性发言。 

3 . 在第4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澳大利艮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法国、秘鲁、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比利时、伊拉克、索马里和阿曼等国代表和荷兰、墨西哥和突 

尼斯等国观察员也发了言。在理事会具有咨商地位的第一类非政府组织——国际 

m-当局联盟的舰员也发了言。 

4 .发展管理司司长答复了讨论期间提出的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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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和财政促进发展 

5 . 在 5 月 1 8日笫7次会ilh,印度代表以孟加拉国、印度和索马里的名义 

提 出 了 一 项 题 为 " 公 共 行 政 和 财 政 促 进 发 展 " 的 决 议 草 案 （ l / x . 7X> 

草案全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大会载有《联合国笫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198 0年 

1 2月 5日第 3 5 / 5 6号决议，关于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 1 9 8 1 

年 1 2 月 1 7日第36/194号决议，特别是其中第3段，关于公共部门在促进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的1 9 7 9年 1 2 月 1 4日第34/137号决议， 

关于发展中国家本国合格人员在其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1 9 8 0 年 1 2 

月 5日笫 3 5 / 8 0号和 1 9 8 4年 1 2 月 1 8日第 3 9 / 2 1 9号决议,以及关于 

经济发展方面的当地企业家的1 9 8 6年 1 2月 8日第 4 1/182号决议， 

"又回顾理事会关于1 9 8 0年代公共行政和财政促进发展的1 9 7 8年 

5月 4日笫 1 9 7 8 / 6 号 、 1 9 7 8年 1 1月 8日笫 1 9 7 8 / 7 5号、 1 9 8 0 

年 4 月 2 8日笫 1 9 8 0 / 1 2号和 1 9 8 2 年 7 月 2 7日笫 1 9 8 2 / 4 4号和 1 9 8 5 

年 5 月 2 8日笫1985/10号决议，以及关于公共部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 

发展方面的作用的 1 9 8 1 年 7 月 2 0日笫 1 9 8 1 X 4 5号和 1 9 8 3年 7月 

2 8日笫1983/68号决议， 

"重申能及时反应的有效公共行政制度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重 要 性 ^ ~ 

"又重申定期审査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和财政能力，特别是改进现有发 

展方面行政结构和政策的生产力和功效的关键重要性, 

"赞赏地注《到联合国开i计划署在荷兰政府财政资助下设立,在提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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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非洲公共行政和财政系统的信托基金， 

" 1 . 注 3 到 1 9 8 7 年 3 月 1 1日至 2 0日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公共行 

政 和 财 政 方 案 第 八 次 专 家 会 议 的 报 告 （ 1 )和秘书长关于 

该报告的报告（E/1987y38 ) ； 

" 2 ‧又注S到笫八次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并请秘书长将这些建议转递 

联合国会员国，供它们审査并在国家一级釆取适当行动； 

" 3 . 1 秘书长考虑到第八次专家会议的建议，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公共行 

政和财政方案的促进作用，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改进它们的公共行政和财政促进 

发展的系统； 

" 4 ‧ 又 请 秘 书 编 制 1 9 9 0— 1 9 9 5年中期计划的有关联合国公 

政和JiSS分时考虑到专家会议建议今后行动的四个主题； 

"5.遵联合国系统各机关、机构和组织与国际社会对《南撒哈拉公共行 

政行动纲领》所作的分析采取后继行动，在国家一级加强和推行一些解决所述 

问题的业务活动； 

" 6 ， £开发计划署和各捐助国提供足够的经费来执行《南撒哈拉非洲公 

共行政和管理特别行动纲领》，又请秘书长就这方面的发展情况和为改进南撒 

哈拉非洲公共行政和财政系统而采取的行动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8年笫 

—届常会提出报告； 

" 7 .注意到第八次专家会议建议在1 9 8 9年召开下一次会议，并请秘 

书长为该次会议作出求要的准备,包括分析各成员国对前几次专家会议的影响 

和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国家一级公共行政和各项有关决定的葸见；下次会 

议在根据其任务舰审査联合国储行政和财政方案时，应该特别参照 1 9 9 0 

年代的国际发屣战硌和19 9 0—1 9 9 5年中期计划处理下列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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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专家会议的审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有关决定对国家和国际两级 

公共行政的*响； 

"(b)专家会议作为国际上公共行政和财政mm协调论坛的实际效用； 

"(0专家会议为改进公共行政和提ffi战略计划的可行#« " 

6.秘鲁、B西、鸟拉圭、埃及和法国代表和ft西署观察员发了言。 

?‧在5月22日笫10次会议上，委员会秘书宜读了非正式协商期间订正的 

决《辈案‧ 

8 ‧ 在 闳 次 会 议 么 委 员 会 通 过 了 该 订 正 决 议 革 案 （ 见 1 4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笫15& 

9.决议革案通过后，索马里代^了言‧ 

地方自治宜官 

ia在5月18日第7次会议上，$员会收到了主席根捱非正式协商结果提交 

的 题 为 " 地 方 自 治 宜 言 " 的 决 定 革 案 （ 1 / L . 8 ) . 

11. 伊拉t秘魯和比利时代表和S西哥观察员发了官‧ 

12. 法国代表在发言时建议订正决定革案，将将‧‧‧‧所作建议分发给各会员 

面"""改为将《地方自治宜官》革案和""所作建议传达給各会员国一"。 

13. 委员会随后通过经口头订正的决定尊案（见:B/198T/9C.笫15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笫16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4. 在5月22日第17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笫一（经济)委员会在 

其报告（ B / 1 9 8 T / « a第 1 4 和 1 5段）中建议的决议尊案和决定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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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题为"公共行政和财政促进发展"的决议草案获得通at» 最后案文见理 

事会第 1 9 8 7 / 5 5号决讥 

16. 题为"地方自治宣言"的决定萆案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7/ 

135号决; 

1 9 8 7年笫二届常会的审议经过 

17. 理事会根据笫1 9 8 7 / 5 5号决议笫5段，决定在其1 9 8 7年第二届 

常会上进一步审议公共行政和财政问题（议程项目19)。 这一项目发交笫一 

(经济）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在1 9 8 7 年 6 月 2 4 至 2 6 日 第 1 2 至 1 4 次 会 

议上加以审仏 除秘书顿报告（ E y i 9 8 7 / 3 8 )和第八次专家会议报告(EX 

1987^38/Add. 1 )外，委员会还收到 1 9 8 7年7月3日澳大利亚、比利时、 

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冰岛、日本、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和美利坚合众国驻联合国代表練书长的信（A/42/381—:E/1987/117 ) 。 ' 

第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18. 在第 1 2 至 1 4次会议上，委员会对该项目进行了一般讨I 秘鲁和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在6月2 4日笫12次会议上发了言；巴西代表和突 

尼斯观察员在 6月 2 5日笫13次会议上发了言；牙买加和保加利亚代表、墨西哥 

和阿尔及利亚观察员在 6月 2 6日第 1 4次会议上发了言。 

19. 第二届常会未就该项目提出建仏 

B .统计问题 

20. 理事会1 9 87年笫一届常会审议了统计问题（议程项目1 1 ) 。 在 

1 9 8 7年2月6日笫3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将这一项目发交第一（经济）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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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该委员会在1 9 8 7 年 5 月 1 1至 1 3日和 1 5日笫 2至 4次和第 6次会议上 

审议了这一项目（E/1987/19 )o 1 

第一（经济）委员会釆取的行动 

21. 在笫 2和 3次会议上，委员会对该项目进行了一般讨 A 在 5 月 1 1日 

笫2次会议上，委员会听取了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处长所作的介绍性发言。 

22. 在第 2次会 i l h ,摩洛哥、波兰、苏錄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里、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中国代表以及捷克斯洛伐:芬兰和新西兰观察员也发了言。 

23. 在同次会肚，统计处处錄复了讨论中提出的问氣 

24- 在 5 月 1 2日第3次会议上，保加利亚代表和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观察员发了言。 

指示性消费型态：发展的质量方面指示数 

25- 在 5 月 1 3日笫4次会议上,庫洛哥代表提出了一项题为"指示性消费型 

态发展的质量方面指示数"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7 / c . 1/1. 5 ) 。 

26.在同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建议将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1段中"赞 

同"一词改为"注意到"；并删除该段结尾处"特剁赞同统计委员会的报告第140 

段所釆取的行动"一节。 

27-澳大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里é庫洛*代表发了言。 

2 8 .统计处处辦复了讨论中提出的问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笫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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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在 5 月 1 5日第6次会议上，摩洛哥代表接受了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提出的 

修正，并再次对决议草案作了如下口头订正 

(a) 在执行部分第3段"世界银行"前加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联合美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等字样； 

(b) 将执行部分第5段改为还建议统计委员会笫二十五届会议审议该报告,并 

建议把委员会对报告的建议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9年第一届常会，理事会 

审议的结果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o 

30.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见 

第 1 4 段 ） 。 理 事 会 采 取 的 行 动 ， 见 下 文 第 3 4 ^ 

统计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笫二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许 

31. 统计委员会报告（E/I987yi9 )笫一章载有一项建议理事会予以邇过昀 

决定草案。 

3 a 在 5 月 1 3日第4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趙为"统计委员会笫二十四届 

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萆案（见E/1987/ 

91 , 第 1 5段）。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 3 6 1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3 a在 5月 2 6日第 1 4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第一（经济）委员会在 

«告（E / 1 9 8 7 > ^ 1 ,第 1雜 1緞)中建议的决议萆案和决定草案。 

34题为"指示性消费型态：发展的质量方指示数"的决议萆案莸得通d±o 

最后茱文见理事会第1 9 8 7 / 6号决议。 

3 &决议革案邇过后，摩洛哥代彔发了言（见E / i y 8 7 / S R 14 ) 。 

3a题为"统计癸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笫二十五届会议的临时 

议程和文仵"的决定草案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笫 1 9 8 7 / 1 1 7 号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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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制 图 

3 7 .理事会 1 9 8 7年笫一届常会审议了制图问题（议程项目1 2 )。在 1 9 

87年2月6日笫3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将这一项目发交第一（经济）委员会， 

该委员会在其1 g 8 7 年 5 月 4 日 、 1 1 日 和 1 3 日 第 1 . 2和4次会议上审议了 

这一项目。理事会收到了秘书长关于第十一庙联^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制图会议 

的报告（E/1987/39 )和秘书长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3 1条提交的 

有关制图会议向理亊会提出建议所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E/ly87/39/Ad4 i 

和Corr. 1和 2 ) 。 

第一（经济）突员会采取的行动 

3 a在 5月 4日第 1次会议上，委员会对该项目进行了一般讨论，并在同次会 

i义上听取了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都制图股股长所作介绍性发言。 

39. 在第1次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比利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也发了言。 

笫十一届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制图会议 

40. 秘书长关于第十一届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制阄会议的报告（ 

87/39 )附件第 2 4段载有该届会议提出的供理事会采取行动的建议。 

41. 在 5 月 1 1日笫2次会议上,制图股股长发了言。 

42. 在同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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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澳大利亚、法国、索马I白俄 

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伊拉克代表发了言。 

4 a制图股股长答复了讨论中提出的问M o 

44委员会主席就笫十一届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制图会议的建议口头提出 

了一项决定草案，随后作为E/iy87/C. iXh 4 号 文 仵 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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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 在 5 月 1 3日第 4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主席提出的决定草案（见 

1987>4J2,第1 i段）。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 4 6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4 & 在 5 月 2 8日第 1 7次全体会ill,理事会通过了由第一（经济）委员会 

在其报告（E / i 9 8 7 y y 2 ,笫 1 1段）中建议的题为"第十一届联合国亚洲及太平 

洋区域制图会议"的决定草案。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3 6号决定。 

47.在决定草案通过之前，菲律宾代表发了言（见E/ig87/SR 17 ) 。 

D .跨国公司 

4 a 理 事 会 1 9 8 7年第一届常会审议了跨国公司问趙（议程项目1 3 )。在 

1 9 8 7年 2月 6日第 3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将这一项目发交第一（经济）突员 

会，该委员会在1 9 8 7 年 5 月 1 8 日 、 1 9 日 、 2 1 日 和 2 2 日 第 7 至 1 0 次 会 

议上审议了该项目。理事会收到下述文件》 

(a)秘书长关于就跨国公司在南非湘纳米比亚活动所作听证会的后续行动 

的报告（E/1987/13); 

(b) 跨国公司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的报告（E/l 4187力2 ) ; 1 

(c) 跨国公司委员会重新召开的特别会议的报告（987/40 ) ； 

(d) 1 9 8 7年 4月 3 0日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附有秘 

书长关于就跨国公司行为守则未解决问题进行协商的报告（2/1987/73 ) ； 

( 3 )题为"跨国公司委员会会议周期"的决议草案（ 2 / 1 9 8 7 ^ 11 ) ; 

(f)在理事会具有咨商地位的第一类非政府组织——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提交的说W ( E / 1 9 8 7 ^ 0 0 / 1 ) 。 

同上，《补编第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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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4 a在笫 7至 y次会 i义上，委员;对该项目进行了一般讨 I 

在 5 月 1 8日笫7次会议上，挪咸（代表北欧国家）、中国、比利时（代 

表JR于欧湘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荬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 

联盟和加拿大代表和捷克斯洛伐克观察员发了言。 

5 L 在 5 月 1 9日笫8次会议上，牙买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摩洛哥、白俄 

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危地马拉（代表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代 

表发了言。 

52L在同次会i义上，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执行主任答复了讨论中提出的问A 

5 a 在 5 月 2 1日第9次会议上，印度、保加利亚、秘鲁、巴西和莫桑比兖代 

表和阿根廷观察员发了言。 

跨国公司委员会会议周期 

54根据理事会在其组织会议上作出的决定（见下文第八孝，第49 一 5 4 段 ） , 

委员会收到了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題为"跨国公司委员会会议周期"的决议萆案 

( E / l 9 8 7 y % 11 )o 

5&鉴于跨国公司夯员会第十三届会议已就委员会会议周期达成谅解，美利坚 

合众国代表在 5月 1 8日笫 1 7次会议上擻回了该项决议草案。 

跨国公司夯员会报告中的建议 

5a跨国公司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报告的第一章载有建议理事会予以通过的一 

项决议萆案和一项决定草案。 

跨国公司在南非和纳来比亚的活动 

5 7 . 在 5 月 2 2日笫 1 0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题为"跨国公司在兩非和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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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比亚的活动"的决议草案。 

5 &荬利坚合众国代表发了言，要求对该项决议草案进行表先 

5 a 委 员 会 以 3 2票赞成、2票反对和5票弃权 ，通过了该决议草案（见E/ 

1 9 8 7 ^ 3 ,笫 1 9段）。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 6 7 1 

跨国公司委员会笫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60. 在 5 月 2 2日第 1 0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題为"跨国公司委员会第十 

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草案（见 1 9 8 7 ^ 3 ,第 2 0段，决定草案一),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第7 0段。 

跨国公司行为守则 

61. 跨国公司委员会重新召开的特别会议的报告（E/iy87/40 )第一章载有 

一项建议理事会予以通过的决议草& 

6 2 » 在 5 月 2 2日笫 1 0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趙为"跨国公司行为守则" 

的决议草案（见E / l 9 8 7 / y 3 ,第 1 9段，决议草案二）。 理亊会采取的行动 

见下文第6 y « o 

其他提议 

为跨阖公司委员会编写伹建议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的报告 

6 a 在 5 月 2 2日笫1U次会i义t,委员会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请祕书长 

将为跨国公司夯员会第十三届会议编制的两份报番（ 1 0 / 1 ^ 8 7 / 2和 £ / ( 3 . 

1 0 / 1 9 8 7 / 1 3 )作为背景文件提W理事会1 9 8 7年笫二届常会和大会第四十二 

届 会 议 （ 见 9 8 7 ^ 9 3 , 笫 2 0段，决定草案二）。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 

文笫7 1段。 

日本代表团后来表示，如表决时在场，它将对决议萆案投弃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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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决定革案通过后，獒利坚合众国代表发了言。 

誇国公司委员会的报告 

6 5 .在 5月 2 2日笫 1 0次会议上,癸员会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到 

跨国公司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的报告（E力y87/22 )及其重新召开的特别会议 

的报告（ E / 1 9 8 7 / 4 0 ) (见 E / i y 8 7 / g 3 ,第2 0段，决定草案三）。理事会 

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笫7 21t.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6 a在 5月 2 8日笫 1 7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第一（经济）娄员会在 

城番中建议的决议革案和决定萆案（E / l y 8 7力 3 ,第 1 9 和 2 0 段 ） 。 

67.题为"跨国公司在南非和纳来比亚的活动，'的决议草案一以 4 4累譬成， 

2票反对和6累弃权获得通过* 。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S 6号决讥 

ea决议草案通过后，溴大利亚、丹麦（亦代表冰岛和掷威)和加拿大代表发 

了 官 ( 见 力 H 1 ) 。 

e a题为"跨国公司行为守则"的决议草案二获得通过。 ‧》后案文见理事会 

第 1 9 8 7 ^ 7 号 决 讥 

7 a题为"誇国公司委员会笫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仟"的决定革案一获 

得通it»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1 9 8 7 / 1 3 7号 决 ^ 

71. 题为"为獰国公司委员会编写但建议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的报告" 

的决定革案二莸得通 A S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 8 7 ^ 1 3 8号决定。 

72. 题为"跨国公司委员会的报告"的决定草案三莸得通选 *后案文见理 

^ 弟 1 9 8 7 / 1 3 9 号 决 t 

玻利维业代表团后来表示，如表决时在场，它将对决议萆案投*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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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自然资源 

7 3 . 理事会1 9 8 7年第一届常会审议了自然资源问题（议程项目1 4 ) ‧ 在 

1 9 87年2月6日笫3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将这一项目发交第一（经济）委员 

会,该委员会在1 9 8 7 年 5 月 1 4、 1 5和 1 8日的第 5至 7次会议上审议了这 

一 项 ^ 理事会收到了自然资源委员会第十届会议的报告（E/1987/21X» ， 

第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7 4 . 委员会第 5和第 6 ^议就该项目作了一般性讨 A 委员会 5月 1 4日 

的笫5次会议听取了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自然资源和能源司副司长ft介绍性发言. 

7 5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比利时（代表厲于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的联 

合国会员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尼日利亚和庫洛哥代表及瑞典（代表北 

欧国家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观察员也在第5次会说J:发了言* 

7 6 . 在 5 月 1 5日的第 6次会 i l b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菲律宾 

和加拿大^ *发了言. 

7 7 . 在同一次会议上，自然资源和能源司副司长答复了在讨论中提出的问I 

载于自然资源委员会报告的建议 

7 8 .自然资源委员会第十届会议的报告 ( E / 1 9 8 7 / 2 1 )第一章中，载有建议 

由理事会通过的七项决议箪案和一项决定草案 a 

，后来作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8 7年，补钃笫8号》印发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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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和执行《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的进展情况 

7 9 . 在 5 月 1 8日的第 7次会^±,委员会通过了题为"水资源和执行《马德 

普拉储动确》的絲情况"的决议草案一（见： E / 1 9 8 7 / 9 4 ,第 1 5段，决议 

孳案一）-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笫8 8 艮 

矿物资 源的趋势和特珠问题 

8 0 . 在第7次会ith,委员会通过了题为"矿物资源的趋势和特殊问题"的决 

议草案二 (见 E / 1 9 8 7 / 9 4 ,第 1 5段，决议草案二 ） ‧ 理事会采賴行动见下 

用于确定、勘探和评价自然资源的新技术，包括遥感技术 

8 1 . 在第7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用于确定、勘探和评价自然资源的 

新技术*包錢感技术"的决议单案三 (见E / 1 9 8 7 / 9 4 »第 1 5 &决议草案三 X »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笫9 0段. 

应用徵型计算机技术评价和开发自然资源和能源 

8 2 . 在第7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应用傲型计算机技术评价和开发自 

然资 ‧能源 "的决议单案四（见: E / 1 9 8 7 / 9 4第 1 决议草案四）。理 

粋 采 糊 行 动 见 下 文 笫 9 1 & 

^ ^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 

8 3 .在第 7次会^±*委员会通过了题为"联合国自然资濂勘探循环基金"的 

械草案五（见: B / 1 9 8 7 / 1 9 4 ,第 1 5 段 ， 决 议 草 案 五 理 事 会 采 取 的 行 动 

参见下文第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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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8 4 . 在第 7次会议 i ,委员会通过了题为"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决议单案 

六（见: E / 1 9 8 7 / 8 4 ,第 1 5 I决议草案六）。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 9 3 

段‧》 

协调联合国系统内自然资源领域的各方案 

8 5 . 在第7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协调联合国系统内自然资源领域的 

各方案"的决议草案七（见:E/1987/84»第1 5段，决议草案七）A 理事会采 

取的行动见下文第9 4段。 

自然资源委员会第十届会议的报告及该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8 6 . 在第7次会i义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自然资源委员会第十届会议的报告 

及该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草案（见E/1987/84,笫16 

段 U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9 5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8 7 . 理事会 5月 2 6日第 1 4次全#^议审议了第一（经济）委员会报告（E/ 

1 9 8 7 / 9 4 ,第 1 5和 1 6段）中建议的各项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 

8 8 . 题为"水资源和执行《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的进展情况"的决议草案一 

获得通选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7号决 I 

8 9 . 题为"矿物资源的趋势和特殊问题"的决议草案二获得通& 最后案文 

见理事会第1987/8号决iL 

SO .题为"用于确定、勘测和评价自然资源的新技术*包括遥感技术"的决议 

草案三获得通选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9号决议。 

- 7 9 -



9 1 . 题为"应用微型计算机技术评价和开发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决议草案四获 

^m^L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笫1984/10号决it» 

9 2 . 题为"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的决议草案五获得通化最后案 

« 理 事 会 第 1 9 8 7 / 1 1 号 决 1 

0 3 .题为"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决议草案六获得通化最后案文见理事 

会第 1 9 8 7 / 1 2号决议。 

9 4 . 题为"协调联合国系统内自然资源领域的各方案"的决议草案七获得通选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7/13号决议。 

9 5 . 题为"自然资源委员会第十届会议报告及该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 

程和文件"的决定箪案莸得通it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7/118号决定。 

Ï 1.沙漠化和阜灾 

9 6 . 理事会1 9 8 7年第一届常会审议了沙漠化和旱灾问题（议程项目15)。 

在 1 9 8 7年 2月 6日的第 3次全# ^议上 *理事会将这一项目发交第一 (经济） 

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 9 8 7 年 5 月 4 、 1 1和 1 3日的第 1 、 2和第 4次会议上 

审议了这一项目。 

笫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9 7 . 在 5月 4日的笫 1次会 i O l ,委员会就该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 I 委员 

会听取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东非司司长的介绍性发言A 

9 8 . 澳大利亚、日本、吉布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和索马里代 

表也在第1次会iUl发了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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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 

苏丹和鸟干达旱灾地区提供援助* 

9 9 . 在 5 月 1 1日的第2次会i:iLL吉布提代表以吉布提、埃塞俄«、 6意大 

利、肯尼亚、 6索马里、苏丹和鸟干达 6的名义，提出了一份题为"向吉布提、埃 

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I苏丹和乌千达旱灾地区提供援助"的决议草案（：E/ 

1 9 8 7 / C 1 / L . 2 ) . 后来，狐、法国和摩洛哥也加入为决议草案提案国。 

100. 在 5月 1 3日的第 4次会 i l h ,吉布提條口头修订该决议草案如下： 

(a) 在执行部分第 2段，在"采取"和"步骤"间添入"分区一级的"等字； 

(b) 在执行部分第5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改为"秘书长同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及联合国系统其他有关机关和组织协调". 

101. 在同一次会ilh,委员会通过经过口头修订后的决议草案（参看：E/1 987/ 

95 , 第 7 段 、 理 事 会 釆 取 行 动 见 下 文 第 1 0 2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02. 理事会 5月 2 6日第 1 4次^ ^议通过了第一（经济）委员会报告中建 

议的题为"向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苏丹和鸟干达旱灾地区提供 

援助*的决议草案（E / 1 9 8 7 / 9 5 ,第 7段）。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4 

号决议。 

#理事会第二届常会还就援助索马里旱灾地区釆取了行动（见下文第六章A节）。 

6按照经济及社会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 2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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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 

1 0 3 .理事会 1 9 8 7年第一届常会审议了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问题 

(议程项目 1 6 ) 理事会 1 9 8 7年 2月 6日第 3次全体会议将该项目发交 

笫一（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19 8 7 年 5 月 4 、 1 1 和 1 8 日 的 第 1 、 2 和 7 

次 会议审议了这 一项目 a 

笫一（经济）委员会釆取的行动 

104 5月4日，委员会第1次会议就该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论。委员会听取了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局局长和负责援助萨尔瓦务的 

秘书长特别代表就萨片瓦多提出的口头报告，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及太平洋 

区域局代表就援助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镌出的口头报告。 

105L澳大利亚代表和瓦努阿图、新西兰和萨尔瓦多观察员也在第1次会议上发 

了苣。 

援助瓦努阿图重建 

î o a 5 月 1 1 B,委员会笫2次会议收到了委员会主席根据非正式协商跺出的 

题为"援助瓦努阿图重建"的决议草案《E/1987/CL l/h Do 

107.委员会同一次会议通过了该决议草案（见E/1987/96第1嫩，决i义草 

案一）。理事会釆取行动见下文笫121段。 

îoa决议草案通过后，瓦努阿图观察员发了言。 

向萨尔瓦多提供援助 

1 0 9 L 在 5 月 1 1日第2次会i义上，委内瑞拉代表以下列各国名义榥出了 一项题 

为"向萨尔瓦多擠供援助"的决议草案（E/1987/C. \/h 3):阿椋廷*伯利兹、 

**第二届常会也审议了该问题（见下文第六章，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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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利维亚，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6危地 

马拉、'牙买加、墨西哥、'巴拿马、秘鲁、西班牙、鸟拉圭和委内瑞拉。后来，巴 

西加入为该决议草案提案国。 

l i a萨尔瓦多观察员发了言。 

11L在同一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建议将决议箪案执行部 

分第7段： 

"Z要求秘书长釆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加快重建萨尔瓦多的进程, 

并就本决议的执行进度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7年笫二届常会提出报告。" 

改为： 

"7.要求秘书长釆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促进本决议的执行并向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7 年第二届常会提出报告 ‧ " 

112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比利时代表以及萨尔瓦多观察员发了言。 

lia委员会秘书通知委员会，决议草案不涉及方案预算问题。 

114在第2次会i义上，委员会主席宣读了经非正式协商后议定的决议箪案执行 

都分第7段修订案文如下： 

"7.要求秘书长釆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促进本决议的执行以便加 

快重建萨尔瓦多的进程，并就此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115.委员会随后通过了经修订的决议草案（见:E/1987/96^1 8段，决议箪 

案二 )。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2娘。 

向厄瓜多尔提供援助 

li a在5月18日第7次会i义上，埃及代表以下列各国名义镌出了一项题为 

"向厄瓜多尔提供援助"的决议草案（E/1987/C. \/\ 6)：阿根廷、'玻利维亚、 

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摩洛哥、秘毚 

西斑牙、苏里南、
6
美利坚合众国、鸟拉圭和委内瑞拉。后来，巴西和古巴'加入为 

决议箪案提案国。 

117.厄瓜多尔观察员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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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a委员会同一次会议通过了决议箪案（见 E / 1 9 8 7 / 9 6笫 1 8段，决议草案 

三）。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第 1 2 3 â。 

lia在决议草案通过前，玻利维亚代表发了言。 

p事会釆取的行动 

1 2 a理事会 5月 2 6日第 1 4次全体会议审议了笫一（经济）委员会报告（E/ 

1 9 8 7 / 9 6 ,第 1 8段）中建议的各项决议箪案。 

121.题为"援助瓦努阿图重建"的决议箪案一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987/15号决议。 

122L题为"向萨尔瓦多提供援助"的决议革案二获得邇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 

第 1 9 8 7 / 1 6号决仏 

1 2 a题为"向厄瓜多尔提供援助"的决议萆案三莸得邇过。最后案文见珲事 

会第 1 9 8 7 / 1 7号决议。 

向所罗门群岛提供援助 

1 2 4 在 5 月 2 6日第 1 4次全体会ilt,理事会相据主席的建议，注意到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代表按照大会第41/193号决议于5月4日在繫一(经济）委员会就 

擴助所罗门群岛问题提出的口头报告（见理.睿会第1987/119号决定）。 

^切实动员妇女眷加发展 

1 2 5 .理事会 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审议了关于切实动员妇女参加发展的问题 

(议程项目 7 ) 。 在 1 9 8 7年 2月 6日笫 3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将这一项目 

发交第一（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 9 8 7 年 5 月 2 3 B 至 2 5 日 、 6 月 2 9 

日及 7月 1日和 2日笫 1 1至 1 3 , 1 6 、 2 0 和 2 2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一项目。 

理事会收到了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促进妇女切实参加经济发展方案和活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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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 ( A / 4 2 / 2 7 3 -E/l987/74 )和国际妇女权利平等责任平等联盟和国际妇 

女理事会（两者是具有经社理事会咨蔺地位的第一类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犹太妇 

女理事会和国际大学妇女联合会（两者是具有第二类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椟交 

的 " ^声明（ E / 1 9 8 7 / 画 / 7 ) 。 

第一（经济）委员会釆取的行动 

1 2 a委员会笫i i至 i 3次会议对该项目作了一般性讨论。 

1 2 7 . 在 6 月 2 3日第1 1次会i义上，澳大利亚代表发了言。 

12 &在 6月2 4日第1 2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和波兰代表及荷兰观察员发了言。 

12a 6 月 2 5曰第1 3次会议上，伊拉克、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挪威、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加拿大代表发了言。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代表也发了言。 

加强联合国促进妇女切实参加经济发展方案和活动的工作 

1 3 C L 在 6 月 2 9日第1 6次会议上，加拿大代表提出了题为"加强联合国促进 

妇女切实参加经济发展方案和活动的工作"的决议草案（E/1987/Q l/h 9 ) 如 

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iUR到其在协调联合国各组织和方案促进妇女参加经济发展的活动方面 

的主要作用， 

"回顾〈〈内罗毕提高妇女地位前瞻性战略》第33緞，其中鼓励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在审查和协调联合国系统所有有关妇女问题的活动方面发挥更有力和 

积极的作用， 

"1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促进妇女切实参加经济发展方案和活 

动的工作的报告 ( A / 4 2 / 2 7 3 - E / 1 9 8 7 / 7 4 )中所载资料； 

" a i秘书长根据其报告中已包括的资料，为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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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报告增编，其中须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 9 8 6年 7月 2 3日第 1 9 8 6 / 

6 5号决议，载有以下方面资料： 

"(a)确定含有与伲进妇女参加经济发展有关的活动的所有次级方案和主 

要方案，包括区域次级方案； 

"(b)旨在加强协调执行《前瞻性战略》中所载经济发展措施的具体建识, 

同时适当考虑到理事会第1986/65号决议第4 (a)、 （b)和（c)段中阐明的 

问题，并牢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的协调的报告（A/42/232 -

E/1987/68)第四节中提出的有关秘书处之间的协调的建议： 

"(c)编蓁仍然适用的关于促进妇女参加经济发展的所有立法规定，包括 

国际战略、计划和行动纲领的有关章节； 

"a直秘书长审査与促进妇女参加经济发展有关的活动的政府间协调安 

排和建议釆取改善协调工作的措施，同时牢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 

的协调的报告第三节提出的关于政府间一级协调问難建议； 

" 4 ， 在 理 事 会 1 9 8 8年笫二届常会上审议这些问题，特别是审议 

1990-199碎中期计划箪案有关章节中所载的关于伲进妇女春加经济发展的 

活 动 。 " 

131.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埃及和波兰代表发了言。发展和国际经济 

合作总干事办公室代表也发了言。 

1 3 a 在 7 月 1 日 笫 2 0次会议上，加拿大代表发言，将非正式协两中两定的对 

决议革案的修订通知了委员会。经过修订的决议箪案后来作为文件E /19 87/ 

C. 1/k 9 / R e v . 1印发。 

i3a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室代表发了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加蓬和澳大利亚代表也发了言。 

1 3 4 在 7 月 2 日 第 2 2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过修订的决议单案（见E/ 

1 9 8 7 / 1 2 0 ^ 1 3段）。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 , 1 3 5 ê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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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1 3 5 . 在 7 月 8 日 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第一（经济）委员会报告 

(E/1987/120,第1 3段）建议的题为"加强联合国促进妇女切实參加经济发展 

方案和活动的工作，的决议箪案。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7/65号决议。 

13& 决议草案通过后，加拿大代表发了言（见:E/1987/SR 3 5 )。 

工、区域合作 

1 3 7 .理事会 1 9 8 7年第2届常会审议了区域合作问题（议程项目8 ) 。 理 

事会在19 8 7年2月6日第3次全体会议上将这一项目发交第一（经济）委员会， 

第一（经济）委员会在1 9 8 7 年 6 月 2 6日和 2 9 日 以 及 7 月 1 至 3 日 及 7 月 6 

日的第1 4至第1 6次、第 2 0、第 2 2至第 2 5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一项目。'委 

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秘 书 长 关 于 《 非 洲 运 输 和 通 信 十 年 》 的 报 告 （ — : E / 1 9 8 7 / 7 1 ) ; 

(b) 秘书长关于动员资金和技术资源以增加非洲粮食和农业生产国际年的报告 

( A / 4 2 / 3 1 0 - E / 1 9 87/88 )； 

(c) 1 9 8 7 年 6 月 1 2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致秘书长的信(A/ 

4 2 ^ 3 5 4 - ^ / 1 9 8 7 / 1 1 0 )； 

(d) 1 9 8 7年7月3日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冰 

岛、日;^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A / 4 2 / 3 8 1— E / l 9 8 7 / 1 1 7 ) ; 

(e) 秘书长关于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欧非永久通道的说明（E/1987/46); 

(f) 秘书长关于区域合作的报告（ 9 8 7 ^ 7 9 ) ; 

(g) 欧洲经济委员会（欧经会）执行秘书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关于接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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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为欧经会成员问题的报告（ 9 8 7 / 1 0 8 ) ; 

(W 1 9 8 7年7月6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给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主席的信（E/1987/129); 

( i ) 秘 书 处 的 说 明 （ ： 3 2 ) ， 将 题 为 " 以 色 列 在 欧 洲 经 济 委 员 会 中 

的 成 员 资 格 " 的 决 定 草 案 （ H 7)转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说明已 

提交理事会1 9 8 6年第二届常会； 

(J)在名册上列为非政府组织的世界中小企«界大会提交的声明（： 

画 / 6 ) 0 

第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138. 委员会在1 4至第 1 6次会议上就这一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论。委员会 

在 6 月 2 6日第 1 4次会议上听取了非洲经济委员^行秘书和西亚经济社会委员 

会执行秘书的发言。 

139. 在第 1 4次会议上，尼日利亚、保加利亚、埃及、澳大利亚、中国、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塞内加尔和摩洛哥的代表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尔及利亚的观察员 

发了言。 

140. 在 6 月 2 9日第 1 5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埃及、伊拉克、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巴西和日本的代表以及约旦的观察员发了言。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执行秘书也发了言。 

141. 在 6 月 2 9日第 1 6次会议上，波兰、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摩洛哥的代表以及阿尔及利亚的观察员发了言。亚 

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欧洲经济委员会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 

执行秘书以及非洲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和委员会主席也发了言。 

秘书长关于区域合作的报告所载的建议 

14^秘书长关于区域合作的报告（E/1987/79)第一节中载有供理事会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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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七项建议。委员会就这些建议进行了非正式磋商。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地点 

143. 委员会 7月 2日第 2 2次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通过一项关于亚洲及太平洋 

经济社会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地点的决定草案（见：E/1 987/1 2 1第 3 2段，决 

定草案一）。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 9 2段。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地点 

144. 委员会 7月 2日第 2 2次会议根据主席提议通过了一项关于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经济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地点的决定草案（见E/1987/121第3 2段，决 

定草案二）。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 9 4段。 

非洲经济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和委员会都长会议第十四届会议地点 

145. 委员会 7月 2日第 2 2次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通过了一项关于非洲经济委 

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以及委员会都长会议第十四届会议地点的决定簟案0^/1987/ 

12 1第 3 2段，决定草案三）。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 9 5段。 

非洲工业发展十年 

146. 委员会在 7月 3日举行的第 2 4次会议上审议了非洲经济委员会嫩义 

"非洲工业发展十年"的决议草案。 

147. 在该次会议上，主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代表以及丹麦、埃及和美利坚 

合众国代表发了言。 

148. 在 7月 6日第 2 5次会议上，主席发了言。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丹麦（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 

及危地马拉的观察员也发了言。 

149. 在同一次会议上，埃及代表宣读了根据非正式协商对决议草案商定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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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关于修订的决议萆案执行部分第4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联盟代表提 

议"确认"一词改为"考虑"，并在段末增加"同时应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二届常会上发表的各种意L " 

151. 主席及埃及和尼B利亚的代表发了言。 

15a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作了发言，表示不强求对其提出的修改意 

见采取行动。 

153.委员会通过了修订的决议单案执行部分第4段。 

1 5 4 L也在第 2 5次会议上，关于修订的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1 0段，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提议，将"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进一步参加工作和妇女参 

加工业化过程"改为"加强公营邵门的作用、经济其他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根据国家 

计划和方案进一步参加发展进程和妇女参加工业化过程"。 

155.埃及代表和丹麦代表（以属于欧经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名义）作了发言。 

主席也发了言。 

Isa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接着口头修改了自己的修正案，全文如下： 

"经济其他部门和非政府组织进一步参加工作和妇女参加工业化过程"； 

157.丹麦代表（以厲于欧经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名义）和埃及代表作了发言。 

Isa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擻回了他的修正案。 

15ft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修订的决议草案全文（见E/1987/121/ 

Add. 1第2 2段），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 1 9 9到 2 0 2段。 

妇女参与非洲发展 

1 6 t t委员会主席在 7月 3日第 2 3次会iJUi宣读了非洲经济委员会建议的对题 

为"妇女参与非洲发展"的决议萆案所作的修订，这些修订已经在非正式协商中莸 

得同意。 

- 9 0 -



161.委员会然后通过了修订的决议草案（见E/1987/121第3 1段，决议萆 

案一）。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 1 8 5段。 

i6a在决议革案通过以前，加拿大、尼日利亚、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国的代表发 

了言。主席和非洲经济委员会的代表也发了言。 

调动财政和技术资源以增加非洲 

粮食和农业生产国际年 

1 6 a委员会主席在7月3日第23次会议上宣读了非洲经济委员会建议的对题 

为"在国际上为非洲粮食和农业调动财政和技术资源"的决议单案所作的修订，这 

些修订已在非正式协商中商定。 

1 6 4 .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修订的 m义单案（见E / 1 9 8 7 / 1 2 1第 3 1 段 ， 舰 

草案二）。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87—188g：。 

16&在决议草案通过以前，尼日利亚和丹麦的代表以及阿尔及利亚和加纳的观 

察员发了言。 

人力和财政资源：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秘书处内的空缺 

1 6 6 L委员会主席在 7月 3日第 2 3次会ilh宣读了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建议的 

对题为"人力和财政资源：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秘书处内的空鈇"的决议草案所作 

的修订，修订已在非正式协商中获得同意。 

167. 委员会随后通过了修订的决议草案（见:E/1987/121第3 1段，决议单 

案三）。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 1 8 9段。 

168. 在决议草案通过之后，美利坚合众国和伊拉克的代表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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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提案 

以色列在欧洲经济委员会中的成fi资格 

169. 委员会主席在 6月 2 6日第 1 4次会议上作了以下声明： 

"经过非正式磋商，第一（经济）委员会主席承担了就这一事项提出建议的 

贲任。因此，他建议理事会注意到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的报告（E/ 

1 9 8 7 / 1 0 8 ) ,并将 E / 1 9 8 7 / 4 3^文件所载决定草案的审议工作推迟到 

理事会1 9 8 8年笫二届常会逬行。"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 8 2段。 

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欧非永夂通道 

1 7 0 . 在 7 月 1 日 第 2 0次会议上，摩洛哥代表以摩洛哥和西班牙的名义提出了 

一项题为"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欧非永夂通道"的决议草案（E/1987/c. 1/L 10) 0 

171. 在 7 月 2 日 第 2 2次会议上，西班牙代表对决议草案作了以下口头傕订： 

(a) 以"同........合作"一词代替执行部分第1段中的"协助"一饲； 

(b) 执行部分笫3(b)段中： 

"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 9 8 9年笫二届常会提出关于该项目的研 

究和工作进展情况的临时报告。" 

改为："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9年第二届常会挺IB关于同 

有关非政府组织合作进行的与该项目有关的研究和工作进展情况的临 

1 7 2 . 主席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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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宣读了在非正式磋商中获得同意的对执行 

部分第3(a)段所作的修正，在该分段后面加上"并道当考虑到欧洲经济委员会1 9 

8 8 - 1 9 8 9年工作方案"等字。 

174. 委员会随后通过了经口头修订的决议草案（见E/1987/121第3 1段， 

决议草案四）。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 

175. 在决议草案通过以前，摩洛哥代表发了言。 

秘书长关于非洲运输和通 信十年的报告 

176. 在 7月 1日第 2 0次会议上,摩洛哥代表提出了一项题为"秘书长关于非 

洲运输和通信十年的报告"的决定草案（ii/1987/C. 1/L. 1 1 ) ,案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关于非洲运输和通信十年的报告（A/ 

4 2 / 2 8 8 - E / 1 9 8 7 / 7 1 ) ,决定今后关于该十年的报告应按照理事会 1 9 8 6 

年 7 月 2 2日第1986/62号决议的规定，反映非洲经济委员会所有非洲成员 

国取得的成 I " 

177. 委员会 7月 2日笫 2 2次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就秘书长关于非洲运输和通 

信十年的报告（A/42/288— E/1987/71 )通过了一项决定草案（见:E/1987/ 

121第3 2段，决定草案四）。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笫 1 

178. 鉴于主席提tB的决定草案已获通过，摩洛哥代表撤回了E/1987/C. 1/ 

k 11号决定草案。 

179. 在决定草案通过以后，阿尔及利亚观察员发了言。主席也发了言。 

秘书长关于区域合作的报告 

180. 委员会 7月 3日第 2 3次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注意秘书长关于区域合作的报告（E / 1 9 8 7 / 7 9 ) (见 2 / 1 9 8 7 / 1 2 1第 3 2段， 

决定草案五）。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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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1 8 1 . 1 9 8 7年 7月 8日，理事会第 3 5次^#会议审议了根据该项目提出的 

建 i l 讨论的情况载于有关的简要记录（E/1987/SA 3 5 )。 

1 8 2 . 根据第一（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建议（见上文第1 6 9段），理事会注意 

到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关于接纳以色列为委员会成员国的报告（E/1987/ 

108),并决定将审议秘书处说明所载决定萆案（E/1987/ I » . 32)的工作推迟到 

1 9 8 8年第二届常会（见理事会第1987/164号决定）。 

1 8 3 . 决定草案通过之后，美利坚合众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波兰（同时代 

、表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及掷威的代表发了言。以色列观察员也发了言。巴勒斯坦解放 

组织的观察员也发了言。 

1 8 4 . 理事会接着审议了笫一（经济）委员会在其报告第一部分（E/1987/121, 

第 3 1和 3 2段）中建议的决议草案和决定草 

185 .题为"妇女参与非洲发展"的决议草案一获得通3 t > 决议最后文本见理 

事会第1987/66号决议。 

1 8 6 . 在决议草案,过之前，尼日利亚和牙买加代表发了言。 

1 8 7 . 题为"调动财政和技术资源以增加非洲粮食和农业生产国际年"的决议草 

案 二 获 得 通 最 后 文 本 见 理 事 会 第 1 9 8 7 / 6 7 号 决 仏 

1 8 8 . 在决议萆案通过之前，狱代表发了言。 W义通过后，摩洛哥代表发了 

言，表示对序言部分笫五段和执行部分笫一段有保留。 

1 8 9 . 题为"人力和财政资源：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秘书处内的空缺"的决议草 

案三获得通过，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987/68号决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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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0 . 决议草案通过之后，埃及代表发了言。 

1 9 1 . 题为"穿越直布罗陀海峽的欧非永久通道"的决议草案四获得通选最 

后文本见理事会笫1987/69号决议。 

192 .题为"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地点，，的决定草案— 

获得通达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6 5号决免 

193.决定草案通过后。印度尼西亚观察员发了言。 

194 .题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笫二十二届会议地点"的决定草案二 

获得通àt» 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987/166号决 

195 .题为"非洲经济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和娄员会都长会议笫十四届会议地 

点"的决定草案三获得邇过.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987^167号决定， 

196 .题为"秘书长关于非洲运输和通信十年的报告"的决定草案四获得通it> 

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987/168号决jto 

1 9 7 . 决定草案通过前，牙买加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及理事会秘书 

长友了言,草案通过后，庫洛哥代表和1 ̂ 尔及利亚观察员发了言， 

1 9 8 . 题为"秘书长关于区域合作的报告"的决定草案五获得通过，最后文本 

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6 9号决定. 

1 9 9 . 理事会通过了笫一(经济）委员会在其报告弟二都分建议的题为"非洲工 

业发展十年"的决议草案< E/1987/121/Add. 1弟2 2段）.最后文本见理事 

会笫 1 9 8 7 / 7 0号决议. 

2 0 0 . 决议草案邇过之后，波兰代表（同时也代表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了言‧ 

2 0 1 . 摩洛哥代表发言表示对决议草案有保留意见. 

2 0 2 . 理事会秘书长发了言，埃及代表和阿尔及利亚观察员也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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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粮食问题 

203. 理事会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审议了粮食问题（议程项目9 ) . 在1987 

年2月6日第3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将该项目发交第一（经济）委员会；第一委 

员会在1 9 8 7 年 6 月 2 9和 3 0日， 7月 2 、 3, 6和 7日第 1 5次至 1 8次和 

2 2次至 2 6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一项目，理事会收到下列文件. 

(a) 1 9 8 7 年 2 月 1 8日涣大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祆书长的信（A/ 

42/137— E / 1 9 8 7 / 4 8 ) ； 

(b) 秘书长转交联合HI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关于防治非洲的蝗虫和蚱艋 

虫害的报告的说明（E / 1 9 8 7 / 5 7 ) ； 

(c) 世界稂食理事会笫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WFC/1987/11 ) 、 

(d) 稂 食 镘 助 政 策 和 方 案 委 员 会 笫 十 二 次 年 度 报 告 （ 2 3 / 2 0 ) ; 8 

笫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204. $员会在笫 1 5至 1 8次会议上就此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论.在 6月 2 9 

日第15次会议上,《员会听取了世界粮食理事会执行主任、世界稂食计划署副执行 

主任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代褒的介绍性发言。 

205. 在第1 5次会议上，世界粮食理事会执行主任还代表秘书长作了关于国际 

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口头报告，阿尔及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观察员发了言. 

206. 在 6 月 2 9日第 1 6次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的代表以及瑞典观察员（代表北欧国家）发了言. 

随后以《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 9号》（A / 4 2 / 1 9 )印 

发。 

以E/1980/80号文件送交给理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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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在 6 月 3 0日第1 7次会议上，中国和巴^斯坦的代表，智利观察员以及 

欧洲共同体娄员会的观察员发了言。 

208. 在 6 月 3 0日第 1 8次会议上，澳大利亚、保加利亚、美利坚合众国、牙 

买加、波兰、索马里、孟加拉国、乌拉圭、加拿大和日本的代表以及新西兰和阿根 

廷的观察员作了发言。 

世界粮食计划署1 9 8 9 — 9 0年的认捐指标 

209. 粮食援助政策和计划委员会第十二次年度报告（WFP/CFA : 2 3 / 2 0 ) % 

七节载有一项建议理事会通过的决议草案. 

210. 在 7 月 2 日 第 2 2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世界粮食计划署1989— 

9 0年的认捐指标"的决议草案（见 E / 1 9 8 7 / 1 2 2第2 0段）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见下文第221段. 

粮食和农业问题 

211. 在 7 月 3 日 第 2 3次会议上，危地马椬观察员 6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77 

国集团成员国介绍了一项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粮食和农业问题"（E/1987/ 

C 1/L. 1 3 )订正后的草案随后以 E / 1 9 8 7 / C . 1/L. 1 3 / R e v . 1号文件印发，案 

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序言部分头七段同下面第2 1 5段的决议草案序言都分头七段相同〕 

"确认迫切需要在刺激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国际商品政策对 

于实"iS目标至关重要， 

"，确保农民留守生产岗位,为重要，农民大量外流将造成极为不利的社会、 

经济和环境彩响； 

"还重申农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其他部门具有关鍵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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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切地注意到饥饿和营养不良自1 9 7 4年世界粮食会议召开以来有增无 

已 ， 1 9 8 0年代挨饿和营养不良的人数增加,已经偏离世界粮食会议的中心目标； 

"⋯-.'〔执行部分第2至第5段同下面第215段的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2 

至第5段相同〕； 

"6.直申发展》8家有扠保护其农业生产不受逬口彩响,以便为自力更生莫定 

坚买的碁础： 

"7.篡史^些发达国家在农业部门采取对农业出口实行补贴和保护主义做法的 

结果，在世界市场U为地积聚了过多的库存，导致价格下跌，这无助于世界粮食 

安全目的的实现，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产品可能因而被挤出当地市场和国际市场； 

" 8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8年第二届常会提交关于 

®际农产7市场趋势的综合研究报告，同时就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农产贸易中份 

额的办法和途径提出建议； 

"9.呼吁迅速彻底执行商品狳合方案，尤其因为商品出口牧入减少和债务累积 

之间的密切关系； 

"10. ^尚未这样做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批准建立脔品共同基金协定，还吁请美国重新考虑其不批准该协定的决定； 

"11 .，迎非洲各国政府.履行其根据《联合国1 9 8 6— 1 9 9 0年非洲经济 

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所作承诺.力刺激农业和粮食生产而采取措施； 

"12.—惋惜根据《行动纲领》中所作承诺为支持非洲复苏和发展努力而应该提供的 

外国资源:？j未能兑现,虽然非洲各国政府已履行其一切承诺； 

⋯⋯-〔执行部分第1 3 和 I 4段同下面第215段的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12 

和13段相同〕； 

"1 5 .，许多发展*国家为支持粮食^农业部门而逬行的国内政策改革取得令 

厶鼓舞的成就，并呼吁国际社会为加紧支援这些努力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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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 ^各a利用多边贸易谈判马拉圭回合岸虑到指导这些谈判的所有奮遏原 

则，^括载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四钾分的区别和更优惠待遇原则，设法解决 

农业贸易问题； 

" 1 7 . 赞 同 联 合 国 开 发 计 划 署 ^ 世 界 粮 食 理 事 会 1 9 8 7年 5月 S洛美召 

开的S际会议所提出的建议，其*列举了加强粮食和农业方面南南合作的优先领域• 

#呼吁各国政府与各国，区域和区域间组织加紧合作，加強区域和区域间粮食和农 

业方案; 

" 1 8 ,呼吁工业化 a i傲出更大努力,增加给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笫三^资金补 

充，并^这样傲的其他捐助者作出额外努力向基金捐赠资金，以便既保持该机 

构及其独特结构；又获得尽可能多的补充资金； 

⋯⋯"〔执行部分第1 9 和 2 0段同下面第215段的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18和 

19段相同〕； 

"21*促请各区域开发银行，各区域委员会、贸发会议和各援助国协^各种买际 

安排，以^紧发展中 S家间的筹资、技术经济合作，尤其注意扩大发展中@家 

用以协助为南南合作行动筹集资金的三方协定* 

"22.鉴于粮食的重要性以及妇女农民在稂食生产、推销和家庭营养方面公认发 

挥着作用，并鉴于在内罗毕已就《提高妇女地位的前瞻性战略》取得了协商一致 

考见，數促各国政府确保并促进妇女参与制订和执行国家粮食政策、计划和项目； 

" 2 3；迎世界粮食理事会笫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中提到的 1 9 8 8—1 9 8 9两 

年 期 & 界 事 会 今 后 工 作 方 案 ' 请 世 界 , ^ 事 会 将 其 付 诸 实 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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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在 7月 3日第 2 4次会议上，丹麦（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闳体的联合 

国会员国）和埃及的代表以及危地马拉观察员作了发言. 

213. 在 7月 6日第 2 5次会议上，埃及和丹麦的代表（代表联合国会员国 

中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发了言. 

214. 在 7月 7日第 2 6次会议上，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埃及、美利坚合 

众国、丹麦（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和加拿大.主席也 

发了言， 

215. 在同次会议上，经过一番意见交流后，埃及代表代表提案囿进一步对 

决议草案:E/1987/ C . 1/1. 1 3 / R e v . 1作了口头傪订 .修订后的案文如 

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f 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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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0 K S - V I )号和 3 2 0 2 ( S - V I )号决议、1974 

年 1 2 月 1 2日载有《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聿》的第3281 ( X X I X ) 号 

决 议 、 1 9 7 5 年 9 月 1 6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3362( S -

V I I ) 号 决 议 ， 以 及 1 9 8 0年 1 2月 5日第 3 5 6号决议附件所载 

的《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和1 9 8 6 年 1 2 月 8 日 关 于 

粮食和农业问题的第41/191号决议， 

"重申世界粮食会议通过的《世界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宣言》， 

"强调迫切需要使粮食和农业问题成为全球注意的中心问題， 

"重申《联合国 1 9 8 6— 1 9 9 0年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 

(大会¥^"—13/2号决议),其中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承诺优先注意并 

增加资源，以恢复和发展非洲的粮食和农业， 

"重申获得粮食权利是一项普遍人权，应保证使全人类都能享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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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认为应遵循不以粮食作为国家或国际一级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 

的普遍原则， 

"还重申维持和平与安^以及加强在粮食和农业方面的国际合作对改 

善经济条件和增强賴食安全的重要性, 

"重申粮食和农业方面的自力更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项重要目 

农业商品政策对于实现该目标至关重要， 

"还确认农业对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其他部门具有重 

"担心日益严重的保护主义、商品价格的下降、资易条件的恶化以及 

有限的5Â市场的机会对国际农业资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此种资易情 

况会有不利的^响， 

"欢迎自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締约国于 1 9 8 6年 9月 1 5曰至 

2 0日^拉圭埃渐特角举行部长级特别会议主^尽早实行农业贸易改革 

以来日益形成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 

" 1 •关切地注意到饥饿和营养不良自1 9 7 4年世界粮食会议以来 

益 趋 严 重 ， 1 9 80年^挨饿和菅养不良的人数增加,世界粮食会议的中 

心目标基本上未莸实现； 

"2.赞赏地注意到世界粮食理亊会执行主任代表秘书长关于国际农 

产贸易自由化的口头报告； 

" 3 . 欢 迎 1 9 8 7 年 6 月 8 日 至 1 1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粮食理事 

会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结论和建议（见WFC/1987/11 ) ； 

"4.赞成载于本决议附件的世界粮食理事会《北京宣言》，宣言重 

要彩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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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了国际社会消除饥饿和管养不良的承诺，并是加速行动以实现这一目标的 

" 5 .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援助，加紧进行国内和区域的粮食战略努 

力，作为消除饥饿和贫困的全面经济和社会行动的一部分； 

"6.确认实行自力更生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不得不采取保护其农业生产 

的政策，不^出口支助搢施得到好处的进口的彩响； 

"7.重申对农业出口实行补貼和某些发达国家在农业部门采取保护主 

义傲法的结果，在世界巿场上积聚了过多的库存，而面际价格下跌，也无助 

于世界賴食安全目的的实现，因为发屣中国家的国内产品可能因而被挤出当 

地市场和国际市场； 

"8.促请所有国家利用联合国赘易和发屣会议第七届大会所提供的机 

会，考虑尽力于适当时在商品综合方案的范ffl内締结商品协定和安排，以改 

进有关稳定方案的效能，并设法协议在国际商品政策上加强合作，优应早日 

使《建立商品共阀基金W协定》正式生效； 

" 9 .欢迎非洲各国政府履行其根据《联合国1 9 8 6 — 1 9 9 0年非 

洲经济复苏；i展行动纲领》所作承诺，为刺激农业和粮食生产而采取措施; 

"10.对已采取具体措施支持按《行动纲领》实现非洲复苏和发展之努 

力的发达囿家，表示赞赏； 

"11.对根据国际社会依《行动纲领》所作承诺而应该提供来支持非洲 

复苏和发展努力的外国资源迄今未能兑现深表忧虑,敦促国际社会加快对此 

种努力的支持，并在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对《行动纲领》进行中期审査 

时进一步注意这一问题； 

"12,确认需要在非洲为科学、技术和农业培训提供更多的®内和国际 

资金，包括;i支援觯决重新安排和大力加强非洲农並研究和生产制度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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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问题，发展并加强当地科技能力，从采掘式耕种过渡到再生式耕作； 

"13.欢迎国际社会一些成员为支持防治非洲的蝗虫和蚱蜢灾害所做的 

努力，赞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协调作用和成立蝗虫行动紧急中心； 

"14.欢迎许多发展中邇家为支持粮食和农业部门而进行的努力取得令 

人鼓舞的成就，并呼吁囿际社会加紧支援这些努力； 

"15.呼吁各国利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大力推动 

农业贸易自由化和必要的政策改革，考虑到指导这些谈判的所有普遜原则，包 

括载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四部分和有关文书的区别和更优惠待遇原则, 

"16.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根食理事会1 9 8 7年 5月在洛美 

召开的区域间会i义所提出的建议，其中列举了加強粮食和农业方面南南舍作的 

优先领域，并呼吁各国政府与各国、区域和区域间组织加紧合作，加強区域和 

区域间粮食和农业方痴 

"17.呼吁所有国家作出更大努力,积极参与有关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第三 

次资金补充的谈判，并敦请所有捐助耆作出额外努力向碁金捐飚资金，以便既 

保持该机构及其独特结构，又获得尽可能多的补充资& 

"18.再次紧急呼吁尚未这么做的少数援助国捐款给擻哈拉以南燹干旱和 

沙漠化钐响的非洲国家基金特别方案，并请囿际社会在财政方面进一步作出努 

力，以便使该基金的3亿美尤指标尽快达到, 

"19.促请所有国家作tb —切努力向世界根食方案提供捐款,以便它能及 

时达到方案理事会和粮食援助政笫和方案委员会批准的1989— I 9 9 0年 

m i 4亿美元指栖 

" 2 0 . 1 各区域开发银行、各区域委员会、贸发会议和各援助国协助各种 

实际安排，以便加紧发展中国家间的筹资技术和经济舍作，尤其注意扩大发展 

中国家用以协助为南南舍作行动筹集资金的三方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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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鉴于粮食的重要性以及妇女农民在粮食生产、推销和家庭营养方面 

公认发挥着作用，并鉴于在内罗毕已就《提高妇女地位的前«I性战略》取得了 

协商一致意见，敦促各国政府确保并促进妇女参与制订和执行国家粮食政策、 

计划和项目j 

"22 . ^世界粮食理事会笫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中擠到的 1 9 8 8—— 

1 9 8 9两年期世界粮食理事会今后工作方案，请世界粮食理事会将其付诸实 

M 

"23.，书长与世界粮食理亊会和联合国贸易和友展会议磋询，向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1 9 8 8年笫二届常会提交一份载述国际农产品市场的趋势的全 

面报告，并就发展中国家可在顾及比较优势原则的情形下增加其国际农业贸易 

份额的方式与方法提出建^ 

" 2 4 . 1 秘书长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8年第二届常会向大会第四 

十三届会议提出一个关于国际农业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的口头报告." 

2 1 6 . 弟 2 6次会IX上，还有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丹麦（代表厲于欧洲经济共 

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埃及、美利坚合众国和加拿大，由于时间不够，主席建 

议理事会继续在订正决议草案及其他有关建议的基础上进行非正式协^,以期在理 

事会本届会议期间达成一项协议， 

2 1 7 . 委员会随即决定将经过口头修订的决议草案E/1987/C. 1/A 1 3 / R e v . 1 

转请理事会全体会议审议.理事会米取的行动见下文第 2 2 4至 2 3 3段. 

世界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第十二次年 廋报告 

2 1 8 . 委员会在7月7日k26次会议上按照主席的提议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梦亊 

会注意世界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笫十二次年度报告（WÎ'P/CFA: 2 3 / 2 0 ) 
(见 E / 1 9 8 7 / 1 2 2笫 2 1段，决定草案一).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笫2 2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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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关于防治非洲的蝗虫和抹虫*的说明 

2 1 9 . 委员会在 7月 7日第 2 6次会议上，^定按照主席的擠议建议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注意秘书长在递交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关于防治非洲的蝗虫和^^ 

虫瞢的报告时所作的说明（E/1987/57)(见:E/1987/122第2 I段，决定草 

案二） ‧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 2 3段，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2 2 0 . 在 7月 9日第 3 7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第一（经济）委员会在其 

损告中建议的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5/19 87/12 2,第2 0和 2 1段 》 。 

2 2 1 . 题为"世界粮食计划署1 9 8 9 - 1 9 9 0年认捐指标"的决议蕈案获得 

通过 .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9 1号决议。 

222 .题为"世界粮食锾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第十二次年度损告"的决定革案一 

获得邇过.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 9 8 7 / 1 8 5号决定。 

2 2 3 . 题为"秘书长关于防治非洲的蝗虫和蚱蜢虫害的说明"的决定蕈案二获得 

通过 .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8 6 号 决 & 

粮食和农业问题 

2 2 4 . 在 7 月 9日第 3 7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第一（经济）委员会送交 

的题为"粮食和农业问题 "的决议草案（见上文第2 1 5段）。 

225 .埃及代表以属于7 7囯集团的联合囿会员面名义进一步口头修订该决议蕈 

案如下： 

lai序言部分第九段将"还确认"改为"重申"。 

(b)执行都分第6段句末删去"不受从出口支助措施得到好处的进口的影响" 

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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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删去执行部分第7段； 

(d) 执行部分第1 1 段 在 " ^ ； ， 二字之前删去"深表"二字； 

(e) 执行部分第1 5段，将"大力推动农业贸易自由化"等字改为"大力实行 

农业贸易自由化"； 

(f) 执行部分第 2 3段末，删去"并就发展中国家可在顾及比较优势原则的情 

形下增加其国际农业贸易份额的方式与方法揆出建议；"等字。 

22 6 .美利坚合众画和丹麦（代表联合国内厲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会员国)的代 

表以及危地马拉观察员（代表联合国内厲于77国集团的会员囿）发了言（见V 

1987/SR.37 ) 0 

2 2 7 . 危地马拉观察员代表揆案面汫一步修订决议蕈案如下： 

(a) 序言部分第9段，将"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等字改为"发展中 

国家经济"； 

(b) 恢复执行部分第7段。 

( 0执行部分第8段改为下列两段： 

" 8 ‧特剁是鉴于商品出口收入的减少与偾务增加之间的密切关系，吁舰速 

彻底地执行商品综合方案； 

" 9 ‧呼吁所有还没有这样做的国家批准《建立商品共同基金的协定》"； 

(d)执行部分第2 3段,将埃及代表删去的字样（见上文第2 2 5段）改为 

"以及就增加发展中国家在画际农业贸易中的份额的途径与方法提出建议". 

2 2 8 . 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挪威、美利坚合众国、丹麦（代表联合国内厲于欧 

经共同体的会员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牙买加，以及危地马拉观察员（代表联合 

国内属有7 7国集团的会员国）（见E/1987/SR.37 ) 。 

2 2 9 . 应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要求，理事会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下. 

2 3 0 . 经口头修订后的执行部分第6段用唱名表决方式，以3 4 票对 3票，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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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弃杈，获得通过.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錄社会主义共和 

―国、中国、哥伦比亚、埃及、加蓬、德索志^主共和国、几内亚、印度、 

伊朗伊^兰紗国、伊拉克、牙买抓摩洛哥、尼日利亚、阿雙、巴基 

浙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穸马尼亚、卢旺达、塞内加尔、 

索马里、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乌拉圭、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反对: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比利时、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冰^意大称日本挪威、 

西班牙、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囿。 

2 3 1 . 新的执行部分第8段用唱名表决方式，以3 6票对2票，9票弃权，莸得 

通过 .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钍会主义共和 

国、中国、哥伦比亚、埃及、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冰岛、 

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mt^牙买加、摩洛哥、尼日利亚、挪威、 

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穸马尼亚、卢旺达、 

塞内加尔、索马里、斯里兰卡、阿拉伯氽利亚共和国、土耳其、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拉圭、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反对:加拿大、美利坚合众亂 

弃权: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日本、 

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So 

2 3 2 . 新的执行部分第9段用唱名表决方式，以3 5 票 对 1 票 ， 1 1票弃权，莸 

得邇过 .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杜会主义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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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国、哥伦比亚、埃及、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印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庫洛哥、尼日利亚、挪威、阿受、 

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穸马尼亚、卢旺达、塞内加 

尔、索马里、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苏纖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乌拉圭、委内典拉和津巴布韦‧ 

反对 :美利坚合众 & 

弃权: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囿、冰岛、 

意大利、日本、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联合王国。 

2 3 3 . 经口头修订后的整小决议蕈案用唱名表决方式，以3 4票对零票，1 3票 

弃权，获得通i±« 最后案文见难.事会第1 9 8 7 / 9 0号决议。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孟加拉&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穸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中国、哥伦比亚、埃及、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印度、 

伊朗伊浙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虹摩洛哥、尼日利亚、阿雙、巴基 

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卢旺达、塞内加尔、 

索马里、澌里兰卡、阿拉伯溆利亚共和国、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乌拉圭、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反对: 

弃权: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冰岛、 

意大利、日本揶威、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 

合众国。 

2 3 4 . 决议蕈案通过后，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牙买加、摩洛哥、埃及、美利坚 

合众国、；0^大、丹麦(代表联合II内属于欧经共同体的会员国)、日本和澳大利 

亚、瑞典观察员(也代表芬兰、冰岛和挪威）和危地马拉观察员（代表联合国内厲 

于 7 7国集团的会员国）（见:^1 9 8 7 / S R . 3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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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环 ^ 面 的 国 际 合 作 

2 3 5 . 理事会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审议了环境方面的国际4#问题（议程项目 

1 0 ) 。 理事会在1 9 8 7年 2月 6日笫 3次全体会议上将该项目发交笫一（经 

济）委员会。委员会在 1 9 8 7 年 7 月 1 日 至 3 日 笫 1 9 至 2 1 和 2 3 次 会 议 审 

议了该项目。理事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笫十四届会议的报告（E/1987/工.33)；，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关于执行《防治沙漠化行动计划》和在苏丹— 

萨赫勒区域执行《防治沙漠化行动计划》的报告（2/1987/工.34 ) 。 

笫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2 3 6 . 在第19至笫21次会议上，委员会对该议程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论。 

2 3 7 . 在 7月 1曰第 1 9 次 会 化 尼 曰 利 亚 代 絲 了 言 。 

2 3 8 . 在7月1日第20次会议上，塞内加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挪威（代表 

北欧国家）和中国的^ ^了言。 

2 3 9 . 在 7月 I日笫 2 1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丹麦（代表属 

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摩洛哥、 

波兰、保加利亚和澳大利亚的 ^ ^ 了言；捷克斯洛伐克和墨西哥的观察员发了言。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的报告 

2 4 0 . 在7月3日笫23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注意联合国环境规珊理事会笫十四届会议的工作报告（E/I987/工.33) 

随后作为《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2 5号》（A / 4 2 / 2 5 )印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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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B / l 9 8 7 / 1 2 3 ,第 7段，决定草案一）。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笫 2 4 3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关于执行 <防治沙漠化行动计划》和在苏丹-萨赫勒区域 

执行《防治沙漠化^计划》的报告 

2 4 1 ‧ 在 7 月 3 日 第 2 3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建i义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注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关于执行《防治沙漠化行动计划》和在苏丹— 

萨赫勒区域执行《防治沙漠化行动计划》的报告（E/1987/工.34 ) (JSLE/1987/ 

1 2 3 ,笫 7段，歧草案二）。 理 ^ ^ 采 取 的 摘 见 下 文 笫 2 4 4 & , 

理事会采取的櫞 

2 4 2 . 理事会在 7月 8日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审议了第一（经济）委员会在其报 

告中建议的决定草案（ E / 1 9 8 7 / 1 2 3 ,笫 7段）。 

2 4 3 . 题 为 " 絲 国 环 境 规 膽 理 转 的 报 告 " 决 定 草 案 一 获 做 ^ 最后文 

本 事 会 第 1 9 8 7 / 1 7 0 号 决 ^ 

2 4 4 . 题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关于执行《防治沙漠化行动计划》和在苏 

丹一萨赫勒区域执行《防治沙漠化行动计划》的报告"的决定草案二获得通:^最 

后文本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7 1号决定。 

L.人类住区方面的国际合作 

2 4 5 . 理事会1 9 87年第二届常会审议了人类住区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议程 

项 目 1 1 ) 。 理事会在1 9 8 7年 2月 6日笫 3次全体会议上将该项目发交第一 

(经济）委员会。委员会在 1 9 8 7 年 6 月 2 4 、 2 5 和 2 9 日 笫 1 2 、 1 3 和 

1 5次会议审议了该项目。理事会收到人类住区委员会第十届会议的工作报#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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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和秘书长关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境内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状况的报告 

( A / 4 2 / I 8 3 - E / i 9 8 7 / 5 3 ) 0 

第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2 4 6 . 在第1 2次和第 1 3次会i义上，委员会就这一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论。 

247. 在 6月 2 4日第12次会iSLb日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輕、中国、 

保加利亚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以及以色列的观察员发了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的 观 察 员 « 了言。 

2 4 8 . 在 6 月 2 5日笫 1 3次会议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埃及、斯里兰卡、伊拉克、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和巴基期坦的代表以及约旦和阿尔及利亚的观察员发了言。联合国人 

类住区（生境)中心执行主任也发了言。 

人类住区委员会的报告 

249. 在 6月 2 9日第1 5次会i义上，根据主席的建议，委员会决定建议经济及 

社会理轻注意 A l l住区委员会第十届会议的报告(A / 4 2 / 8 ) (见:E / 1 9 8 7 / 1 1 5 , 

第 7段，决定草案一）。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 2 5 2段。 

秘书长 关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境内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状况的报告 

250. 在 6月 2 9日第1 5次会处，根据主席的建议，委员会决定建议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注意秘书长关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境内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状况的报 

告（A / 4 2 / 1 8 3 - 2 I / 1 9 8 7 / 5 3 ) (见E / 1 9 8 7 / 1 1 5 ,笫7段，决定萆案二）。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 5 3段。 

1 0《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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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 5 1 . 理事会在 7月 8日笫 3 5次全体会议上审议了笫一（经济）委员会在其报 

告中建议的决定草案（E / 1 9 8 7 / 1 1 5 ,笫 7段）。 

252. 题为"人类住区委员会的报告"的决定草案一获得通& 最后文本见经 

社理* ^笫 1 9 8 7 / 1 7 2号决^ 

2 5 3 . 题为"秘书长关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境内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状况的报 

告 " 的 紗 草 案 二 获 得 通 过 。 最 后 文 本 见 理 第 1 9 8 7 / 1 7 3 号 决 ^ 

M . 人口问题 

254. 理事会1 9 8 7年笫二届常会审议了人口问题（议程项目12 ) 。 理事 

会在 1 9 8 7年2月6日第3次全体会ilil将该项目发交第一（经济）委员会。委 

Î会在 1 9 8 7 年 6 月 2 9 日 和 3 0 日 以 及 7 月 1 日 和 2 日 第 1 5 至 1 7 、 1 9 、 

2 1和 2 2次会议审议了该项目。理事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秘书长关于执行理事会关于人口问题的笫1986/7号决议（A/40/ 

3 0 2 - E / 1 9 8 7 / 8 1 ) ； 

(b) 秘书长关于监测人口趋势和政策的报告（E/1987/3 ) ; 

(c)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在人口领域的活动的报告（E/1987/4); 

秘书长关于监测多边人口援助的报告（E/1987/5 ) ； 

(e )人口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的报告（E / I 9 8 7 / I 6 ) ; " 

( 。 联 合 国 开 发 计 » 理 齡 关 于 其 I
 9
 8 7年组织效及第三十四届会 

议的报告摘要（E / 1 9 8 7 / I « . 3 1 )。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8 7年，补编第3号》。 

"随后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8 7年，补编第 1 2号》（E/1987 

/ 2 5 )内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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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经济）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2 5 S 在 第 1 5至 1 7和 1 9次会议上，委员会对该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论。在 

6 月 2 9日第15次会议上，委员会听取了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司长和联 

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代表的介绍性发言， 

2 5 a 在 6 月 2 9日第 1 6次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土耳其的代表 

发了言；阿尔及利亚的观察员也发了言. 

2 5 7。在 6月 3 0日第 1 7次会议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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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发了言；瑞典（代表北欧国家）的观察 

员 了 言 * 

2 5 S 在 7 月 1 日 第 1 9次会议上，保加利亚、日本和孟加拉国的代表以及荷兰 

的观察员发了言. 

人口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载的建议 

259. 人口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的报告第一聿中载有建议提交理事会通过的两 

项决议草案和一项决定草案。 

人口领域内的工作方案 

260. 委员会 7月 2日第 2 2次会议通过了题为"人口领域内的工作方案"的决 

议草案一（见 H / 1 9 8 7 / 1 2 4 ,第 1 5段，决议草案一）。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 

下文第2 6 9段， 

国际人口会议的建议的后续行动 

261. 委员会 7月 2日第 2 2次会议通过了题为"国际人口会议的建议的后续行 

动"的决议草案二 （见：E/1987/124,第15段，决议草案二）.理事会采取的 

行动见下文第2 7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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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项目和文件 

2 6 2 . 委员会 7月 2日第 2 2次会议通过了题为"人口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临 

时议程项目和文件"的决定草案（见: B / 1 9 8 7 / 1 2 4 ,第 1 6段，决定革案一）.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 7 1段. 

其他提议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改变名称 

2 6 3 . 在 7月 2日第 2 1次会议上，丹麦代表以下列各国的名义提出了题为"联 

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改变名称"的决定革案（E/1987C. \/\ 1 2 ) :孟加拉国、 

中国、丹麦、肯尼亚'、荷兰'、秘魯和突尼斯 e . 

2 6 4 . 委员会 7月 2日第 2 2次会议通过了这项决定革案（见:E/1987/124 , 

第 1 6段，决定革案二）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 7 2段. 

2 6 5 . 在这项决定草案通过以前，菲律宾、埃及和丹麦代表发了言.委员会秘书 

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代表也发了言.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审议的有关人口问题的报告 

2 6 6 . 在 7月 2日第 2 2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建议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注意秘书长关于执行理事会有关人口问题的第1986/7号决议(A/42/ 

3 02-E/1987/81 )以及关于监測人口趋势和政策的报告（E/1987/3)(见E/ 

1 9 8 7 / 1 2 4 ,第 1 6段，决定萆案三）*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笫 2 7 3段， 

人口委员会的报告 

2 6 7 . 在 7月 2日第 2 2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建议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注意人口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的报告（E/1987/16 ) ( 见 E / 1 9 8 7 / 

124 , 第 1 6段，决定草案四）‧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 7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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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采 取 的 行 动 

2 6 8 . 理事会在7月 8日第3 5次全体会议上审议了第一(经济）委员会在其报 

告中建议的决议草案和决定萆案 1 9 8 7 / 1 2 4 ，第 1 5 和 1 6段）， 

2 6 9 . 题为"人口领域的工作方案"的决议草案一获得通过.最后文本见理事会 

第19 8 7 / 7 1号决议. 

2 7 0 . 题为"国际人口会议的建议的后续行动"的决议草案二获得通过.最后文 

本见理事会第1987 / 7 2号决议. 

2 7 1 . 题为"人口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草案一获得通 

过.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987/ 1 7 4号决定， 

2 7 2 . 題为"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改变名称"的决定草案二获得通过.最后文 

本见理 ^第 1 9 8 7 / 1 7 5 号决定， 

2 7 3 . 题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审议的有关人口问题的报告"的决定革案三获得 

通过.最后文本见理亊会第1987 / 1 7 6号决定. 

2 7 4 . 题为"人口委员会的报告"的决定草案四获得通过.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笫 

19 8 7 / 1 7 7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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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五聿 

笫二（社会）委员会审议的问超 

A . 人 枚 

1. 理 事 会 1 9 8 7年第一届常会审议了人权问超(议超项目17 ) ‧理事会 

在 1 9 8 7年 2月 6日第 3次徘会议上将该项目发交第二 （社会）委员会.第二 

( 社会）委员会在 1 9 8 7年 5月 1 8日至 2 2日第 1 4至 1 9次会议上审议了这 

个项目，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1 9 8 7 年 5 ， 2 2日土耳其常驻联合阖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 

倌（A/41/989-B/1987/104 )； 

0» 1 9 8 7 年 5 月 2 6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 

的 信 （ A / 4 1 / 9 9 1 9 8 7 / 1 0 6 ) ； 

( O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报告（E / 1 9 8 7 / 1 8和Cor r . 1 ) ； 

(d) 秘书长关于各国保护和促进人权机构的说明（E/1987/58 ) ; 

(e) 秘书^于侵犯工会权利指控的说明（E / 1 9 8 7 / 7 0 ) ； 

(f) 具有理事会咨商地位的第一类非政府组织一国际发展协会提tiJ的声明 

(H/1987/ITGO/2). 

第二（社会）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2 . 委员会第 1 4至 1 8次会议对该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论 ‧在 5月 1 8曰第 

14次会议上，委员会听取了人权中心主任的介绍性发言. 

3 . 在第14次会议上，比利时（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海地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的代表和墨西哥的观察员也发了言.具有理事会咨商地位的第一类非政府组织一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观察员也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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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5 月 1 9 日 第 1 5次会议上，澳大利亚、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卢旺 

达、塞内加尔、保加利亚、法国、掷威、西班牙和巴西的代表以及爱尔兰、南斯拉 

夫、菊葡牙和黎&嫩的观察员发了言. 

5. 在 5 月 2 0日第 1 6次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丹麦、印度、菲律宾、 

委内瑞^中国和乌拉圭的代表以及老封人民民主共和国、民主東辅寨、瑞典、古 

G和阿富汗的观察员发了官‧ 

6. 在 5 月 2 1日第 1 7次会议上，波兰、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伊拉克、摩洛哥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代表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哥斯达黎加、越南、 

奥地利、阿尔及利亚、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希腊、乌干达、 

尼加拉瓜和塞浦路斯的观察员发了言. 

7. 在 5 月 2 1日第1 8次会议上，巴基斯坦和巴拿马的代表发了言. 

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载的建议 

8.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报告（E/1987/18和Corr.l )第一聿中 

载有建议理事会予以通过的3项决议革案和15项决定草案.提案所涉方案预算问 

题载于报告附件三. 

儿童权利公约问超 

9. 在 5 月 2 2日第 1 9次会 i O : ,波兰代表对题为"儿童权利公约问题"的 

决议草案一提出修正，要求增加一个新的执行段落，其案文如下： 

" 3 .提请注意新的提案必须在工作小组会议早期提出 ‧ " 

1 0 . 委 员 会 在 同 次 会 议 上 通 过 了 经 口 头 修 正 的 决 议 草 茱 ( 见 段 ， 

决议萃桨一 ) ‧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5 2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8 7年，补编第 5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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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在决议草案通过以前，塞内加尔相摩洛奇代表发了官* 

关于个集体》社会机构在促，保护酱鸯公认的 

人权和基本自甶方面所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宣官覃案问超 

1 2 . 在 5 月 2 2日第I 9 次 会 C 委 员 ^ 通 过 了 题 为 " 关 于 个 人 集 , 社 

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瞢遏公认的人权相基本自田方面所应有的权利》义务宜盲草某 

问题"的决议草案二 （ 见 . 决 议 萆 M 二 ) ‧ 理事会呆取的行动见下 

文笫 5 3 & » 

草率或任^处决 

1 3 . 在 5 月 2 2日第 1 9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萆率戚任 «处决"的 

决议萆茱三（见:E/1987/97，决议草案三）‧》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5 4 

段. 

海地的人权情况 

1 4 . 在 5 月 2 2日第I 9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海地的人权佾况"的 

决定草案1 (见:E/1987/97，决定草案一）‧ 理事会采取的行劲见下文第6 0 

段， 

关于设立一个人权委员会的工作组审査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 1 5 0 3 ( X L V I I I )号决议提交委员会处理的情况和委员 

会所掌握的情况的一般性决定 

1 5 . 在 5 月 2 2日第 I 9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关 «立一个人权委 

员会的工作组审査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 5 0 3 ( X L V I I I ) 号 决 议 提 交 ^ 

会处理的情况和委员会掌握的情况的一般性决定"的决定辈案2 (见 

决定草案二)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6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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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人权情况 

1 6 - 姿 员 会 在 5 月 2 2日第 I 9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南非的人权情况"的决 

定草案3 (见E / l 9 8 7 / y 7，决定萆茱三）‧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6 2 

段-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 

不容忍和歧视宜言》的执行情况 

1 7 . 委员会在 5月 2 2日第 1 9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 

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言的执行情况"的决定草茱4 f见E / l 987/97 ， 

决定草茱四)a 理事会采取的行劲见下文第6 3段。 

利用崔佣军作为阻碍行使民族 

自决权的方法之一 

1 8 . 委员会在 5月 2 2日第 I 9次会 i U t以 3 g票对 I 2票， 2票弃权的记录 

表决，通过了题为"利用槿佣军作为阻碍行使民族自决的方法之一"的决定草茱5 

(见: E / I 9 8 7 / 9 7 ,决定草案五）。理事会采取的行劲见下文第 6 4 段 。 举 决 

结果如下： 

赞成:孟加拉国、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澌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相国、中囿、哥伦比亚、吉布 I埃 I加蓬、德蕙志民主共和 

国、几内亚、海地、印度、伊拉克、牙买加、摩洛哥、莫燊比克、尼日 

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卢旺达、 

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淅里兰卡、苏丹、阿控伯叙利亚共相国、 

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拉圭、委内瑞控、扎伊尔、津 

巴布韦‧ 

反对: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S志联邦4M»国、冰岛、«大利、日 

衣挪蒇、西班牙、大不列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囿、美利坚舍众国• 

弃权：澳大利亚、阿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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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 决定草茱通过之后.^大利亚和阿曼代表发了言‧ 

发展权 

2 0 . 委员会在 5月 2 2日第 1 9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发展权"的决定萆案 6 

( 见 ， 决 定 草 茱 六 ） *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6 5段, 

2 1 . 决议草案通过之后.美利坚合众国代彔发了言•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2 2 . 委员会在 5月 2 2日第 1 9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决定草茱7 ( 1987/97 ,决定草案七），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6 7段-

人权领域咨询服务 相技术锼助自愿基金 

2 3 . 委员会在 5月 2 2日第 I 9次会i义上通过了题为"人权领域咨询服夯和技 

术锾助自愿基金"的决定萆案8 (见 E / I 9 8 7 / 9 7 ,决定草案八）‧ 理事会采取 

的行动见下文第6 9段* 

萨尔瓦多的人权憒况 

2 4 . 委员会在 5月 2 2日第 1 9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萨^瓦多的人权情况" 

的决定草案9 (见: E / 1 9 8 7 / 9 7 ,决议草茱九） • 堙事会来取的行动，见下文第 

6 9段。 

危地马拉的人权情况 

2 5 . 委员会在 5月 2 2日第 1 y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危地马拉的人权情况" 

的决定草案I 0 (见 E / I 9 8 7 / 9 7 ,决议草茱十）。理事会米取的行动，见下文 

第 7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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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澌兰共相国的人权情况 

2 6 . 委员会在 5月 2 2日第 I 9 次 会 m 以 2 3 票 对 6 票 ， I 5票弃权'的记 

录彔通过了题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情况"的决定萆菜I I (见 

«7 ‧决议草案十一 ） *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7 1段《 表决如下： 

赞成:澳大利亚、比利时、伯利兹，加拿大、哥伦比亚，丹麦,法国、德葸志 

联邦#和国、海地、冰场、伊拉克、牙买加、日; K観、巴拿马、秘 

鲁、菲律宾、卢旺达、西珐牙、大不列颧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 

合众国、委内瑞 

反对:伊朗伊澌兰共和国、阿曼、巴基渐坦、罗马尼亚、澌里兰卡、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 

弃权:孟加拉国、巴西、保加利亚、吉布提、埃及、加蓬、印度、摩洛哥、莫 

桑比克*尼日利亚、塞内加^,塞拉利昂，苏丹、土耳其，扎伊尔。 

阿富汗的人权和基本自甶问题 

2 7 . 委员会在 5月 2 2日第 I 9次会议上审议了题为"阿冨汗的人权和基本自 

甶问题"的决定草案 1 2 * 

2 8 . 主席通知委员会.在非正式协茼过程中，同蒽修J£该决定草茱，在"注« 

到人权委员会1 9 8 7 年 3 月 1 I 日 第 1 9 « 7 / 5 8 号 决 议 " 之 后 插 入 向 特 别 报 

告员发出的访问阿冨汗的邀请"等字* 

2 9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修正的决定草茱（见;E/iy87/97,决定 

草茱十二 ） ‧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7 3段。 

3 0 . 在决定草案通过之前，比利时代表发了言‧ 

索马里代表团后来表示它本来打算投票反对该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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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的人权问题 

3 1 . 委员会在 5月 2 2日第 1 9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智利的人权问题"的决 

定草茱I 3 (见 E / i y 8 7 / 9 7 ,决定萆茱十三）‧ 理事会采取确行动，见下文第 

7 5段。 

人权委员会的报告 

3 2 . 委员会在 5月 2 2日第 1 9 次 会 通 过 了 题 为 " 人 权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的 

决定草茱I 4 (见 E / 1 9 8 7 / 9 7 ,决定草茱十四）‧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 

第 7 6段a 

人杈委员会的工作安排 

3 3 1委员会 5月 2 2日第 1 9次会议通过了题为"人杈委员会的工作安排"的 

决定萆案1 5 (见E/1987/97 ,决定单案十五），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 

7 8段， 

其他提议 

各民族的自决杈和这种权利对殖民或外国统治下或外国占领下人民的适用 

3 4 在 5 月 2 0日第16次会议上，菲律宾代表以下列各国的名义提出了题为 

"各民族的自决权和这种杈利对殖民或外国统治下或外国占领下人民的遣用"的决 

定萆案（E/1987/C. 2/h 12)：孟加拉国、比利时、伯利兹、文茱国，、*麦 

隆，、加拿大、哥斯达黎加，、丹麦、斐济，、冈比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海地、 

洪都拉斯'、冰岛、意大利、日本、利比里亚，、卢森堡'、马来西亚，、尼泊 

尔、'荷兰，、新西兰，、挪威、阿，、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 

圣卢西亚'、萨廉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泰国， 

多哥，、土耳其、大不列欺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鸟拉*和礼伊尔.其后苏丹加 

入为该决定革案的提案国. 

，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剁第7 2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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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3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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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在5月2 2日第1 9次会议上，委员会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 

的要求，对该决定草案进行表决， 

3& $员会进行记录表决，以4 1票对7票，2票弃权通过该决定草案（见 

E/1987/97,决定草案十六）‧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7 9 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海大利亚、孟加拉国、比利时、伯利兹、巴西、加拿大、中国、哥伦比 

亚、丹麦、吉布提、埃及、法国、加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几内亚、 

海地、冰岛、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摩洛哥、尼日利亚、挪威、阿曼、 

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索 

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土耳其、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美利坚合众国、鸟拉圭、委内瑞拉、扎伊尔. 

反对: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 

波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弃权：玻利维亚、伊拉克， 

利用雇佣军作为手段侵犯人杈并阻止人民行使自决的杈利 

37.在5月2 1日第18次会议上，尼日利亚代表以下列各国的名义提出了题 

为"利用雇佣军作为手段侵犯人杈并阻止人民行使自决的杈利"的决议萆案（ 

1986/C. Z/h 13):阿富汗，、阿尔及利亚，、贝宁'、博茨瓦纳，、保加利亚、 

刚果'、古巴，、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印度、菜索托，、 

蒙古，、莫桑比克、厄加拉瓜，、尼日利亚、卢旺达、塞拉利*、苏里南，、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鸟干达，、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越南，、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尼日利亚代表在提出该决议草案时作了一 

项口头侈正，增加了序言部分第13段如下： 

" 1 1 其 1 9 8 6年 5月 2 3 B笫1986/43号决议"‧ 

3d法国及尼日利亚的代表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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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在 5月 2 2日第 1 9次会i义上，尼日利亚代表以各提案国的名义口头订正 

该决议革案如下： 

(a) 在序言部分第二段末添加"，并且绝不能把他们的合法斗争当作或等 

同廣佣军活动，"等字； 

(b) 执行部分笫5段厚为： 

" 5 .又促请人权委员会执行其指派特剁报告员的决定:" 

傪改如下： 

" 5 .赞同人杈委员会关于任命特别报告员的决定" ‧ 

40L委员会在同次会议上进行记录表决，以3 8票对 1 1票， 3票弃权*通过 

经口头订正的该决议萆案（见：E/1987/97,决议草案四）.理事会釆取的决定 

见下文第5 5段，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孟加拉国、伯利兹、破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中国、哥伦Hi亚、吉布提、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 

内亚、海地、印度、伊拉克、牙买加、糜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魯、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卢旺达、塞内加 

尔、塞拉利*、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 

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鸟拉è、委内瑞村、扎伊尔、津巴布 

韦， 

反对: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冰岛、意大利、曰 

本、西班牙、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合众国. 

弃权:澳大利亚、棚威、阿 « . 

41决议萆案通过后，丹轰代表（代表北欧国家）、、凑大利亚和阿爭代表发了 

言， 

埃及代表团后来表示，它原来打雾投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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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享有适当住房的权利 

4 2 1在 5月 2 1日第1 8次会议上，*古观察员代表阿窗汙'、保加利亚、白俄 

罗斯苏维社会主义共和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 

老.M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蒙古'、尼加拉爪，、尼日利亚、巴拿马、 

波兰、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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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越南，，提&了题为"实现享有适 

当住房的杈利"的决议革案（E/1987/C. 1 4 ) . 后来，埃塞俄比亚，加 

入为该决议单案的提案国， 

4 3 1在 5月 2 2日第 1 9次会议上，澳大利亚代表宜读了在非正式协商期间同 

意的傪订如下： 

(a) 在执行部分第4段，将"本国人民实现享有适当住房的不可剝夺杈利" 

等字改为"实现享有适当住房的权利"； 

(b) 执行部分第5段，原文如下： 

"5.速人权委员会在第四十四届会议上审议实现享有适当住房的权 

利的问题并开始制订一项行动纲领，以期便进在所有国家中实现享有这项 

权利"； 

改为如下案文： 

" 5 .决定在其 1 9 8 8年第一届常会上评价在无家可归收容安置国 

际年期间实现享有适当住房杈利的各种努力的结果"； 

(c) 测掉执行部分第7段， 

4 4蒙古观察员发了言. 

4SI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进行记录表决，以4 9粟对零票，一系弃杈，通过 

- 1 2 5 -



了经口头傪订的决议革案（见 V 1 9 8 7 / 9 7 ,决议草案五 ) ‧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见下文第5 8段，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比利时、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丹麦、吉 

布提、埃及、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几内亚、 

海地、冰岛、印度、伊拉克、意大利、牙买加、日本、莫桑比克、甩曰 

利亚、揶威、阿受、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魯、菲律宾、波兰、罗马尼 

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 

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鸟拉圭、委内瑞拉、礼伊尔、津巴布韦， 

反对：无* 

弃权:美利坚合众国， 

保护和增进人权的国家机构 

4 6 . 在 5 月 2 1日第 1 8次会议上，澳大利亚代表，代表澳大利亚、加拿大、 

芬兰、，印度、伊控克、菲律宾、塞内加尔和浙里兰卡*介绍了题为"保护和增进 

人权的画家机构"的决定革窠（ E / 1 9 8 7 / " 2/L. 15X>后来* * 絲 黎 加 和 尼 

日利亚加入为该决定蕈案的提案国。 

4 7 . 在 5 月 2 2日第 1 9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该决定箪案（E/1987/97, 

决定革案十七）。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8 l^o 

南非境内工会权禾〗遭受侵犯 

4 8 . 在 5 月 2 1日第 1 8次会议上，几内亚代表，代表非洲国恭介绍了题为 

"南非境内工会权利遭受侵犯"的决议箪案（E/1987/Ci 2/1, 1 6 )。 

4 9 . 几内亚代表在介绍该决议箪案时对其进行了口头订正，把执行都分第4段 

中"再次要求"等字改为"再次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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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 在 5 月 2 2日第19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蕈案（见 

E/1987/97,决议革案六）。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笫5 9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5 1 . 在 其 5 月 2 9日第 1 8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第二 （社会）委员会 

的报告（E/1987/97)所建议的决议草案和决定革氣 

52 •题为"儿童权利公约问题"的决议革案一获得通:^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 

第1987/58号决议。 

5 3 . 题为"关于个人、集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 

由方面所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箪案问题"的决议蕈案二获得通& 最后案文见 

理事会第1987/59号决议。 

54. 题为 "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的决议单案=获得通选最后案文见理事 

会第1987/60号决议。 

5 5 . 经唱名表决以3 8票对 1 1票，3票弃杈，，通过了题为"利用雇佣军作 

为手段侵犯人权并阻止人民行使自决权利"的决议草案四。最后案文见理 事会第 

1 9 8 7 / 6 1号决议。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孟加拉国、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中国、哥伦比亚、吉布搌、 M、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几内亚、海地、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牙买加、摩辆、英 

桑比克、尼曰利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塞内加 

尔、塞拉利昂、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拉圭、委内瑞拉、扎伊尔、津巴布韦。 

反对: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冰岛、意大利、日 

本.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巴拿马和卢旺达代表团后来表示，表决时它们如果在场，会投票赞成该决议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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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澳大利亚、挪威*阿曼。 

5 6 . 阿蔓代表在通过该决议单案后做了发言（见E/1987/S& 1 8 )。 

5 7 . 应美利坚合众画代表的请求，理事会就题为"实现享有适当住房的权利" 

的决议革五进行了表决。 

5 8 . 理事会以5 3票对零票，1票弃权，通过了该决议箪案，最后案文见理事 

会第 1 9 8 7 / 6 2号决议。 

5 9 . 题为"南非境内工会权利遭受侵犯"的决议革案六获得通过。最后案文 

见理事会第1987/63号决议。 

6 0 . 题为"海地境内的人权情况"的决定草案一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 

会第 1 9 8 7 / 1 4 0号决定。 

6 1 . 题为"关于没立一个人权委员会的工作组审査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503ULVIII)号决议提交委员会处理的情况和委员会所掌握的情况的一般性规 

定"的决定簞案二获得通it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7/141号决定。 

6 2 . 题为"南非境内的人权情况"的决定革案三获得通 A 最后案文见理事 

会第 1 9 8 7 / 1 4 2号决定。 

6 3 . 题为"《从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规宣言》的执 

行情况"的决定箪案四莸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4 3号决定。 

6 4 . 经唱名表决以4 0票对 1 2票，2票弃权通过了题为"利用雇佣军作为手 

段阻止人民行使自决杈利"的决定革案五。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4 4号 

决定。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孟加拉国、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中国、哥伦比亚、吉布提、埃及、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阒、 

几内亚、海地、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車洛奇、英 

桑比克、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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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拉圭、委内璀拉、扎伊 

尔、津巴布韦。 

反对: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冰岛、意大利、日 

本、挪威、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王国，美利坚合众菌。 

弃 权 : 澳 大 歡 阿 隻 o 

6 5 . 题为"发展权"的决定草案六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4 5号决定。 

6 6 .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代 表 在 通 过 该 决 定 箪 案 后 傲 了 发 言 （ 见 1 8 ) 。 

6 7 . 题为"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决定革案七 

莸得通选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4 6号决定。 

6 8 •题为"人杈领域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自愿基金"的决定革案得通迅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4 7号决& 

6 9 . 题为"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情况"的决定箪案九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 

理事会第 1 9 8 7 / 1 4 8号决定。 

7 0 . 题为"危地马控境内的人权情况"的决定单案十获得通& 最后案文见 

理事会第 1 9 8 7 / 1 4 9号决定。 

7 1 . 经唱名表决以2 2票对 7票、 1 6票弃权， ‧通过了题为"伊朗伊浙兰共 

和囿境内的人权情况"的决定箪案十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5 0号决 

定。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澳大利亚、比利时、伯利兹、加拿大、膽比亚、丹麦、法国、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冰岛、伊拉克、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挪威、巴拿马、鲦、 

菲律宾、卢旺达、 m m ,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瑶拉。 

海地代表团后来表示，它原来打算投票赞成该决定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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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伊朗伊浙兰共和国、阿曼、巴基期坦、罗马尼亚、索马里、斯里兰卡、 

阿拉伯叙潲亚共和su 

弃杈:孟加拉国、巴西、保加利亚、吉布提、埃及、加蓬、印度、摩洛哥、莫 

桑比克，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苏丹、土耳其、扎伊尔、津 

巴布韦o 

7 2 . 巴西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代表在通过该决定草案后做了发言（见E/ 

1987/SR. 1 8 )。 

7 3 . 题为"阿富汙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的决定草案十二莸得通过。最 

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5 1号决定。 

7 4 . 阿富汗观察员在决定单案通过后做了发言（见E/1987/S& 1 8 )。 

7 5 . 题为"智利境内的人杈问题"的决定革案十三获得通$ 最后案文见理 

事会第 1 9 8 7 / 1 5 2号决定。 

7 6 . 题为"人权委员会的报告"的决定草案十四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 

会第 1 9 8 7 / 1 5 3号决定。 

7 7 . 摩洛哥、土耳其和卢旺达的代表以及以色列和塞浦路浙的观察员在决定箪 

案通过后傲了发言（见E/1987/SR» 1 8 )。 

7 8 ,题为"人权委员会的工作安排"的决定草案十五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 

理事会第 1 9 8 7 / 1 5 4号决 ^ 

7 9 .经唱名表决以 4 1票对7票、2票弃权，通过了题为"各民族的自决权利 

和这种权利对殖民或外囯统治下或外画占领下人民的适用"的决定草案十六。最 

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5 5号决定。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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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比利时、伯利兹、巴西、加^：、中国、碰比亚、 

丹麦、吉布提、^&、法国、加蓬、德意志联麟和国、几内亚、海地、 

冰岛、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摩洛哥、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 

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西 

m,斯里兰卡、苏丹、土耳其、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 

m 国、乌拉圭、委内璀拉、扎伊尔。 

反对:保加利亚、白俄岁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 

波兰、阿控伯叙利亚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IL 

弃杈:伊拉克、津巴布,。 

8 0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同时代表白俄罗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在决定革案通过前傲了发言；民主柬埔寨观察员在 

决定箪案通过后傲了发言（见:B/1987/SR. 1 8 )。 

8 1 . 题为"各国保护和增进人权的机构"的决定单案十七获得通& 最后案 

狄理事会第 1 9 8 7 / 1 5 6号决议。 

8 2 . 主管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和理事会主席在各项决议草案和决定蕈案通过后 

傲了发言（见:B/1987/SR. 1 8 )。 

B .社会发展 

83. 理事会1 9 8 7年第一届常会审议了社会发展问题（议程项目1 8 ) , 在 

其 1 9 8 7年 2月 6日第 3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将该项目分配给第二（社会）委 

员会审议，委员会在其1 9 8 7 年 5 月 1 3日至 1 8日和 2 0日至 2 2日第 9至第 

1 4次和第 1 6 , 1 8和 1 9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理事会收到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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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关于各国促进合作社运动方面的经验的秘书长的报告（A/42/56—1!/ 

1 9 8 7 / 7 )； 

(b) 关于各国为求社会进步在实现彩嘀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方面的经验的秘 

书长报告 ( A / 4 2 / 5 7 - E / 1 9 8 7 / 8 ); 

(c)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九届会议的报告（E/1986/25).， 

(d) 关于各国家庭政策的发展情况的秘书长的报告（E/1987/6): 

(e)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的报告（：E/1987/20): • 

关于肯年领域的协调和宣传的秘书长的报告（：E/1987/41); 

(g)关于改进社会发展委员会的工作的秘书长的报告（E/1987/42): 

W关于联合国在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领域的职能和工作方案的秘书长的报告 

9 8 7 / 4 3 ); 

第二（社会）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84. 委员会在第 9至 1 2次会议上就该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论，委员会在 5 

月 1 3日第9次会议上听取了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社会发展司司长的介绍 

性发言‧ 

85. 委员会在第9次会议上还听取了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和多米 

尼加共和国观察员的发官‧ 具有理事会第一类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一国际自由 

工会联合会的观察员也发了言‧ 

86. 在 5 月 1 4日第 1 0次会议上，波兰.意大利，中国，涣大利亚，罗马尼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6年，补编第 5号》， 

《 同 上 ， 1 9 8 7年，补锔第 7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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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发言的还有两个具有理事会第一类咨两地 位的非政府组织一即南北美洲希肼东正教 

大主教会议和国际合作社联盟一的观察员. 

87. 在 5 月 1 4日第 1 1次会议上，冰岛（代表北欧国家），德惠志民主共和 

国，玫利维亚，加聿大，波兰和孟加拉国代表以及马耳他观察员发了言， 

88. 在 5 月 1 5日第 1 2次会议上，斯里兰卡，法国，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巴基澌坦，秘鲁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 

以及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哥斯达黎加，蒙古和大韩民国观察员发了言， 

社会发展委员会报告所载的建议 

89. 社会发展委员会笫三十届会议报告（E/1987/20)第一章载有建议理事 

会通过的14项决议革案和一项决定辈案. 

各国为求社会进步在实现彩嘀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方面的经驗 
_ ———^M^^^^^^^^MMfi^^————iiÉ^f**r* 

90. 在 5 月 1 5日第 1 3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各囿为求社会进步在 

实现钐响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方面的经验"的决议輩案一（参看E/1987/98, 

第4 1段，决议箪案一），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 4 1段， 

为社会和经济发展而利用科学技术 

9 1 . 在 5 月 1 5日第 1 3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为社会和经济发展而 

利用科学技术"的决议革案二 （参看E / 1 9 8 7 / 9 8 ,第 4 1段，决议拿案二 ） ‧ 理 

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 4 2段， 

无家可归者收容安置国际年 

9 2 . 在 5 月 1 5 日 第 1 3次会1义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无家可归者收容安置 

国际年"的决议革案三（参看:E/1987/98笫4 1段，决议辈案三) ‧ 理事会采 

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 4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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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步和发展宣官》二十周年 

93. 在 5 月 1 5日第13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题为"《社会进步和发展宣 

言》二十周年"的决议箪案四， 

94. 在听取了社会发展司司长发言后，委员会通过了该决议辈案（参看E/ 

1 9 8 7 / 9 8第 4 1段，决议革案四） ‧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 4 4段， 

非洲危恚的社会状况 

95. 在 5 月 1 5日第 1 3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題为"非洲危急的社会状况" 

的决议蕈案五（见:E/1987/98, & 决 议 輩 案 五 ) ‧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 

文第1 4 5段. 

农村发展的社会方面 

96. 在 5 月 1 5曰第 1 3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农村发展的社会方面" 

的决议革案六（见:E/1987/98,第4 1段，决议箪案六 ) ‧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见下文第1 4 6段， 

《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97. 在 5 月 1 5日第 1 2次会议上，多米尼加共和国观察员代表坡利维亚，多 

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塞内加尔，鸟拉圭，南斯拉夫，和礼伊尔对题为"《老龄 

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的决议革案七提出了一项絛正案（E/1987/C, 

8 )，要求把执行部分第3段的结尾改为"拟^的研究所将不排除在世界其他 

国家或区域设立与联合国有关并靠自愿捐款的其他研究所或培训中心"， 

98. 委员会在 5月 1 5日的第 1 3次会议上通过了经修正的整个决议箪案七 

(见 E / 1 9 8 7 / 9 8 ,第 4 1段，决议革案七） ‧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 4 7 

段， 

加强在保护和援助家庭方面的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99. 在 5 月 1 5日第 1 3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題为"加強在保护和援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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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方面的国际合作的必要性"的决议蕈案八（见:E/1987/98,第4 1段，决议蕈 

案八）.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 1 4 8段， 

联合国残废人十年 

100. 在 5 月 1 5日第 1 3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题为"联合国残废人十年" 

的决议蕈案九， 

101. 在听取了社会发展司司长的发言后，委员会邇过了该项决议辈案（见E/ 

1 9 8 7 / 9 8第 4 1段，决议萆案九），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 4 9段 . 

作出^力和釆取措施以确保肯年实现和享受人权，特剁是生存，受教育和工作的权 

W ~ 

102. 在 5 月 1 5日第13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題为"作出努力和采取措施 

以确保肯年实现和享受人权，特别是生存，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的决议革案十, 

103. 应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请求，委员会就此项决议拿案进行了表决，以4 8 

票对 1票，通过了决议革案（见E / 1 9 8 7 / 9 8 ,第 4 1段，决议革案十），理事 

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5 0段， 

当今世界的肯年 

104. 在 5 月 1 5日第 1 3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当今世界的肯年"的 

决议箪案十一（见：E/1987/98,第4 1段，决议革案十一 ） ‧ 理事会釆取的行 

动见下文第1 5 1段. 

各国的家庭政策 

105. 在 5 月 1 5日第 1 3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各国的家庭政策"的 

决议象案十二 （见:E/1987/98,第4 1段，决议拿案十二 ） ‧ 理事会釆取的行 

动见下文第1 5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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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促进合作社运动的经验 

106. 在 5 月 1 5日的第 1 3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各国促进合作社运 

动的经验"的决议萆案十三（见E / 1 9 8 7 / 9 8 ,第 4 1段，决议輩案十三） ‧ 理 

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5 3段， 

与发展有关的社 会福利政策和方案区域间协商会议 

107. 在 5 月 1 5日第 1 3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与发展有关的社会福 

利政策和方案区域间协商会议"的决议蕈案十四（见E/1987/98,第4 1段，决 

议箪案十四）.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 1 5 4段，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的报告及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临时i义程和文件 

108. 在 5 月 1 5日第 1 3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三十届会议的报告及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临时i义程和文件"的一项决定革案， 

(见:E/1987/98,第4 2段，决定革案）‧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 5 8 

段.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理事会成员的提名 

109. 在 5 月 1 5日第 1 3次会议上 9委员会经主席建议，决定将题为"联合国 

社会发展研究所理事会成员的擠名"的社会发展委员会第30/101号决定提交理事 

会，以便釆取行动（见下文第七章,第1 9 一 2 0 段 ） ‧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的报告所载的建议 

110. 理 事 会 根 据 其 笫 6 力 2 9号决定，决定将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笫九 

届会议的报告（Vi9S6/25)笫一章所载的决议萆案三和四转交其！ 9 8 7年第 

*届常会‧ 

笫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遏大会的筹备工作 

111. 在 5 月 1 5日笫 i 2次会议上，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以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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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大利.联合王国和南斯拉夫'的名义，介绍了题为"笫联合国预防犯罪 

和罪犯待遇大会的筹备工作"的决议草案四的傪正案（^ / 1 9 S 7 / C . 2 / U ) .该 

修正案如下： 

(a)在序言部分最后一段后增添下一序言段落：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职能和工作 

方案的报告（E / 1 9 S 7 / 4 3 ) "• 

0 »在执行部分笫6段中"请他们协助编写必要的文件，并根据"等语后删去 

"以往的愤例和"等字. 

(C)在执行部分第6段末，增添"^考虑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 

司法领域的职能和工作方案的报告第四章"等字， 

112. 委员会收到秘书长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笫3 1条提出的关于决 

议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E/i9S6/<L.iS). 

113. 在 5 月 i 5日笫i 3次会议上，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社会发展司 

司长发了言. 

114.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傪正的决议草案四（见E/i9S7/9S,笫 

"段，决议草案十五），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 5 5段 . 

1 1 5 . 比利时代表在决议草案通过前发了言；澳大利亚代表在决议革案通过后发 

了言. 

审查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职能和工作方案 

116. 在其 5月！ 5日笫1 3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在稍后的会议上审议趱汾， 

行联合国在犯罪预防和控制方面的工 作方案的资源和程序"的决议草案三. 

117. 意大利代表在同次会议上代表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 

利、菲律宾和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了题为"审查联合国在预防犯罪 

和刑事司法领域的职能和工作方案"的决议革案（E/l9S7/C.2/I<.i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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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联合g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4 S 年 S月 i 3日笫 1 5 5 C ( V I I ) 号决 

议以及大会1 9 5 0 年 1 2月！日第4 Ï 5 00号决议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所 

负的责任，最近大会Ï 9 8 6 年 i 2月4日第4i/!07号决议重申了这项责任的重 

要性， 

"铭记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目标—减少犯罪、鼓助更有效率和 

更^^执法、遵守基本人权以及促进公平、人道和专业办事的最高标准， 

"确认联合国在为了迈向更賓效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策唂和政策， m m . 

"关切地注意到虽然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承担的工作增加了,但可 

供联合国秘书处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利用的资源却 

反而减少， 

"回顾其1 9 8 6 年 5 月 2 1日笫！ 9S6/2 0f,第 号和第i9S6/ i 2号 

决定以及大会1 5 年 1 J 月 2 9 日 第 4 0 / 3 2 号 决 议 和 】 9 « 6 年 1 2 月 4 日 

笫4l/i 0 7 号 决 议 ， 

"铭记它本身有责任协助建立联 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工作方案与联 

合国其他有关活动之间的必要机构联系， 

"1.潴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和工作 

方 案 的 报 告 （ ； ； 

" 2 .赞同该报告笫2段所载的各项建议,并且请秘书长和有关机构予以执行； 

" 3 . ， 秘书长 在执行该报告第三章所提议的各项措施和优先项目时： 

一 138 一 



"(a)将联合国秘书处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发展 

为一个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专门机构和促进机构，动用整个联合国系统以及 

联合国以外的有关网络的资源Î 

"M优先注意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所通过的《米兰行动计划》 

内所确认的严重犯罪形式、特别是国际范围的犯罪形式的预防和控制； 

"(c)通过筹集联合国系统和联合国以外的有关网络的资源，加《关于特定犯罪 

问题和镧重行为的研究的技术合作项目和咨询服务； 

"(d)协助会员国制定关于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国家策略，并且考虑到联合国 

在这一方面关于设计、执行和评价较广泛发展项目以及改进国家刑事司法系统的管 

理的工作方案； 

"(e)设计关于实际执行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标准和准则的策硌，并且 

协助会员国评价其彩响和效力； 

"(f)采取措施与联合国各研究所和其他有关机构合作，建立一个关于预防犯罪 

和刑事司法的高效率资料系统，其中包括关于将各非政府机构的投入集中起来的机 

制； 

"(g)制定多样化的筹资策略，包括为特定项目募集自愿和混合的多边和双边捐 

款以及加强联合国发展机构.包括开发计划署在内的参与； 

" 4 .又请秘书长采取适当措旄,保证尤其是通过从较低优先活动调度工作人员 

和资金，使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工作方案获得足够的资源支助，并且 

保证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将来的管理和工作人员安排能够充分反映出方案的专门 

性质和技术性质以及会员国对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高度重視； 

" 5 .產秘书长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S 6 / i 2号决议作出 «的安棑，使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能够画满地执行它的职责，并请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在闭 

会期间能够促使委员会的成员更积极地参与这个领域的工作，尤其是通过主席指戴 

委员会成员中愿意就优先课题进行工作的干练人员积极参与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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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鼓励秘书长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在联合国系统内，加强联合圃预防犯罪和 

刑事司法领域的工作方案和其他有关活动之间的机构联系； 

" 7.^秘书长推动与政府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包括专业协会之间已有的宝贵合 

作，特别利用它们的研究、科学、组织和其他资源； 

"8 .重申每五年召开一次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对推动预防犯罪和 

刑事司法领域的进展是非常重要的，它提供独特的机会来突出注意特别优先的问《, 

以及评价总的趋势和交换对前景的看法，制订准则和标准，评价它们的执行情况， 

检査联合国整个工作方案的成果，并且制订下一个五年期间的行动的优先次序； 

u9 .强调秘书长和会员国必须为大会进行适当而且有效益的筹备工作,包括适 

当安排区域间专家筹备会议、区域筹备会议，并且及时分发为大会编制的文件； 

"10 . 1 秘书长探讨各种途径和办法，支持并进一步协助联合園犯罪预防和控制 

区域和区域间研究所，尤其是新成立的非洲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区域研究所，并且 

加强各研究所之间的协调，同时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维持对联合国各区域研究所的 

有效支持； 

"11 .直各会员国在开发计划署国别方案中，列举它们认为需要加以援助的有关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具体问题； 

u12 .並各区域经济委员会考虑是否可能将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工 

作方案的适当方案构成部分，并入它们社会发展领域的活动中，并且加强它们与联 

合国各区域研究所和以区域为主进行这个领域的活动的其他机构的合作； 

«13 .，各会员国捐款给联合国社会防护信托基金，以便促进预防犯罪和刑事司 

法领域进行适当的技术合作和资料及经验的交流； 

"：N.，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98 «年笫一届常会 

提出报告—r并提供整个联合国系统有关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活动的资料，包括区域 

一级及预算外资源支助的那些活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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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8 . 在 5 月 2 1日第IS次会议上，意大利代表，代表各提案国，提出了一项 

订正决议萆案（ E力 9 S 7 / C . 2 / U 0 / R e v . ; O ,现加入为，国的又有奥地利： 

坡 利 维 艮 ％ 比 1 哥 斯 达 黎 加 ' 、 古 巴 ' 、 法 国 、 希 腊 ， 、 印 舰 西 亚 ， 、 西 

班牙和乌拉圭. 

1 1 9 . 委员会在同次会议上通过了该项经订正的决议草案（见E力9 S 7/98/ 

& 3 < 1 . "第2 2段，决议草案三）。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笫2 6 4段， 

120. 鉴于通过了经订正的决议草案，委员会决定对载于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 

第九届会议的报告的决议萆案三 不采取行动。 

其他提案 

社会发展委员会的工作改进 

121. 在 5 月 1 5日第i 2次会议上，波兰代表以阿根廷，和波兰的名义，介绍 

了题为"社会发展委员会的工作改进"的决议草案（E力 

122. 在 5 月 1 S日第1 4次会议上，波兰代表将该决议草案作口头订正如下： 

(a)序言部分最后一段原文如下： 

"认识到需要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会议的频率和会期时 

限之间建立适当的平衡和相容性，以谋适当履行其重要职责"， 

将该段改写如下： 

"认识到需要确保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会议的次数和会期时限可使它 

们能够适当履行其重要职责"； 

0 »在执行部分第3段"决定⋯⋯常会上，"等字之后增添"根据社会发展委 

员会笫三十一届的讨论和建议，". 

123.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见E/i9S7/9S, 

第4 1段，决议革案十六）•理亊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i 5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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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领域的协调和宣传 

1 2 4 . 在 5 月 1 4日第 1 0次会议上，罗马尼亚代表，代表孟加拉国、玻利维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揞克 

斯洛伐克，、吉布提、厄瓜多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 

腊，、危地马拉，、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意大利、牙买加、墨西哥、摩 

洛哥，、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卢旺达、塞内加尔、西班牙、苏丹、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乌拉圭、南斯拉夫，和扎伊尔，摒出了题为"青年 

领域的协调和宣传"的决议草案（E/1987/C. 5 )‧随后，巴拿马加入为 

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该草案内容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 回 顾 其 1 9 7 9 年 5 月 9 曰 笫 1 9 7 9 / 2 7 号 、 1 9 8 0 年 5 月 2 曰 笫 

1 9 8 0 / 2 5 号 、 1 9 8 1年 5月 6日第 1 9 8 1 / 2 5 号 、 1 9 8 2 年 5 月 4 

日 第 1 9 8 ^ 2 8 号 、 1 9 8 3 年 5 月 2 6 日 第 1 9 8 3 / 2 6 号 、 1 9 8 4 年 5 月 

2 1日第 1 9 8 4 / 4 4号、 1 9 8 5年 5月 2 9日第 1 9 8 5 / 3 0号和 1 9 8 6年 

5 月 2 1日第 1 9 8 6 / 1 3号决议， 

"又回顾大会1 9 7 9年 1 2 月 1 7 日 笫 3 4 / 1 5 1 号 、 1 9 8 1 年 1 1 

月 1 3 日 第 3 6 / 2 8 号 、 1 9 8 2 年 1 2 月 3 曰 第 3 7 / 4 8 号 、 1 9 8 3年11 

月 2 2 日 第 3 8 / 2 2 号 、 1 9 8 4 年 1 1 月 2 2 日 第 3 9 / 2 2 号 和 1 9 8 6年 

1 2月4日第41/97号决议以及由大会作为联合国国际青年年世界会议所通 

过的 1 9 8 5年 1 1月 1 8日第 4 0 / 1 4号决议， 

"认为需要向青年人传播和平理想、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人类团结以及 

谋求进^iï发展目标的献身精神， 

"意识到必须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在筹备和庆祝国际青年年的 

am中对所取得的絲加以巩固和进一步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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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采取适当的行动，实施由大会作为联合国国际青年年世界会议 

在 其 第 ^ 14号决议中赞同的青年领域进一步规划和适当后续行动的指导方 

针（A/40/256 ,附件，第三节）以求维持和增强囿际青年年活动所引发的 

及时而意义重大的推动力， 

" 1 .敦促联合国所有机关、各专门机构、各区域委员会以及有关的政府 

间组织和非"ii组织，特别是青年组纨竭尽一切努力，实施青年领域的进一 

步规划和适当后续行动的指导方针，并在它们会议上研讨适当的办法和途径， 

以设法改进青年领域的协调和宣传工作, 

"2.强调青年和青年组织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所组织的青年 

领域的项目和活动的所有实施阶段中的积极和直接参与的重要性, 

"3.建议秘书长继续提请联合国主管机关和各专门机构注意,需要按照 

大会第41^57"号决议的规定，继续进行青年领域的协调和宣传工作； 

" 4 ‧决定在 1 9 8 8年笫一届常会上，根据秘书长的一份专门报告，在 

题为"社会发展"的项目下，考虑改进青年领域的协调和宣传工作的实际方式 

方 法 。 " 

1 2 5 .委员会在 5月 2 0日笫 1 6次会议上收到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对决议草案 

的 修 正 案 （ 2 / ^ . 1 1 ) ,其中要求： 

(a) 在序言部分笫三段末尾增添"以及让新闻不受国界限制，自由流通，以实现 

这个目标也是很重要的"一语, 

(b) 在执行部分第2段末尾增添"以及这些加入的自愿性质的重要性"一语, 

(c) 在决议草案末尾增添新的执行段落如下： 

" 5 .强调结社、言论、行动和宗教自由对青年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获得充 

分发展的重¥i""。 

- U 3 -



126. 在同次会议上，罗马尼亚代表以现有多米尼加共和囿、，阿雙、巴基斯坦 

和斯里兰卡加入为提案国的各提案国的名义，对该决议草案作了口头订正.这个 

经订正的决议草案后来以E/1987/C. 2/X. 5 / R e v . 1号文件印发. 

127. 在同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代表鉴于已对该决议草案作出订正，因而撤 

销其载于 E / 1 9 8 7 / C . 2 ^ 1 1号文件内的修正案. 

128. 阿曼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以及委员会主席发了言. 

129. 委员会在其 5月 2 1日第 1 8次会议上通过了经订正的决议草案E/I987/ 

C. 2/L. 5 / R e v , 1 (见：E/1987/98/Add, 1,第2 2段，决议草案一 ）‧理事 

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6 0段. 

130. 在该决议草案通过前，阿曼代表发了言。在该决议草案通过后，罗马尼 

亚代表发了言. 

世界社会状况. 

131. 在 5 月 1 5日笫 1 2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以保加利 

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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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义，提出一 

项题为"世界社会状况"的决议草案（E/1987/C. 2/L. 7 ) ‧ 

132. 在 5 月 2 1日第18次会议上，比利时代表和危地马拉观察员（代表属于 

七十七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发了言. 

133. 在 5 月 2 2日第19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告知委员 

会就这项决议草案进行的非正式协商的结果， 

134. 在同次会议上，危地马拉观察员代表属于七十七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 

口头对这项决议草案作了下列修正： 

(a)在序言部分第三段后，加插一段新的序言段落，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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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顾大会关于非洲危急经济情况的I 9 8 4 年 1 2月 3日第3 9 / 2 9 

号决议和载有《1 9 8 6— 1 9 9 0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 

的 1 9 8 6年6月1日笫S—13/2号决议多 

(b) 在序言部分第九段后，加插一个新的序言段落，全文如下： 

"深信迫切需要迅速消除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一切形式的种族歧氣 

种族隔—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侵略、外国占领和外来统治以及一切形式的 

不平等和对人民的剝削与奴役，因为这些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也是 

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障碍"j 

(c) 在执行部分第1段末尾，加入下列字句：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它们的情况由于汇率急剧波动，实际利率髙昂， 

商品价格剧跌、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严重恶化、保护主义压力增大、资源从发 

展中国家反向转移、债务负担沉重如山、金融和发展机构要求实行限制性调整 

办法、官方发展援助实质减少以及多边发展和金融机构资源严重短I而有进 

一步的恶化"》 

(d) 在执行部分笫1段后，加插一个新的执行段落，全文如下： 

"2.还深为关切地注意到非洲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仍然危急,并且由于世 

界性的衰退及饥馑、干本和沙漠化而进一步恶化", 

"3.要求充分执行关于非洲危急的经济情况的大会笫 3 9 Z 2 9号决议和 

载有《联合 Ï T 9 8 6̶ 1 9 9 0年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的第S — 

1 3 / 2号决议"； 

(e) 在现有执行部分第5段末尾，加入"并且需要执行《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 

1 9 8 0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的各项社会经济目标"等字, 

在现有执行部分第7段（最后文本笫9段）的"促进"之后添加"经济发 

展 和 " 的 字 样 ， 并 在 " 住 房 « "之后添加"环境"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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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在执行部分第9段（最后文件笫1 1段）的"阻碍经济和掉会进步与发展 

因素"之后添加下述文字，"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夂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 

种族隔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侵略、外国占领、外来统治以及一切形式的 

不平等和对人民的剥削，" ‧ 

135. 在同次会议上，比利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法国的代表，以及 

委员会主席发了言. 

136. 应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要求，委员会对这项决议草案进行了表决， 

137. 经记录表决，以 3 9票对 1票， 1 2票弃仏通过了经修正的决议草案 

(见:E/1987/98/Ad<i. 1 ,笫 2 2段，决议草案二 ） ‧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 

面笫 1 6 2段，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 

中国、哥伦比亚，吉布提*埃夂加蓬*獰豕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 

海地、印度、伊, f渐兰共和国,伊拉 «、牙买加，摩洛哥，其桑比 t 

尼日利亚、阿曼、É基斯坦*巴拿马，秘魯，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 

卢旺达，塞内加尔，索马里*澌里兰卡*苏丹、阿抆伯汆利亚共和国， 

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控圭、委内瑞扎伊尔，津 

巴布韦， 

反对:美利坚合众 S . 

弃权: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爱，法国、德 «志联邦紗国、冰 

«大利，日泉掷戚、西珐牙、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38. 决议草案通过后，比利时代表发了言. 

秘书长关于各国为求社会进步ffi实行影响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经验的报告 

139. 在 5 月 2 2日第 1 9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建议经济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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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各国为求社会进步而实行影响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 

经验的报告（A/4a/57—E/1987/8 )(见:E/1987/198/Add. 1 第 2 3 段 ） .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6 6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40. 在 5月 2 8日笫 1 7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第二 （社会）委员会在 

其 报 告 第 一 * 中 建 议 的 决 议 草 案 和 决 定 草 案 （ 笫 4 1和4 2 段 ） . 

141. 题为"各国为求社会进步而实行影响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经验的决议 

草案一获得通it»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7力5号决议. 

142. 题为"利用科学和技术以求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决议草案二获得邇过.最 

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7/36号决议. 

143. 题为"无家可归者收容安置国际年"的决议草案三莸得通仏最后案文 

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3 7号决议. 

144. 题为"《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二十周年"的决议草案四获得通过.最 

后案文见理事会决议第1987/38号决议， 

145. 题为"非洲危急的社会状况"的决议草案五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 

会第 1 9 8 7 / 4 0号决议. 

146. 题为"农村发展的社会方面"的决议草案六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 

会第 1 9 8 7 / 4 0号决议. 

147. 题为"《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七获得通逸最 

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7/4 1号决议• 

148. 题为"在保护和援助家庭方面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的决议草案八获得 

通it*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7/42号决议. 

149. 题为"联合国残废人十年"的决议草案九获得通过*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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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9 8 7 / 4 3号决议. 

150. 根据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要求，理事会就题为"作出努力和采取措施以确 

保青年实现和享受人払特别是生存、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的决议草案十进行了 

表 决 ， 理 事 会 经 记 录 表 & 以 4 8票对1票，1票弃权，，通过了该决议草案. 

赞成: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比利时、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 

«^斯苏维^I：会主义共和国、加^：、中国、哥伦比亚、丹麦、吉布搌、 

m&、法国、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麟和国、冰岛、印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賊、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摩 ? w、尼日利亚、 

攤威、坷璺、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卢旺 

达、塞内加尔、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 

其、苏维^t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頰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圭、 

委内瑰拉、扎伊尔。 

m-.美利坚餘国。 

弃权:海地。 

151. 题为"当今世界的青年"的决议草案十一莸得邇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 

笫 1 9 8 7 / 4 5号决议. 

152. 题为"各国的家庭政策"的决议草案十二获得通&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 

笫 1 9 8 7 / 4 6号决议. 

153. 题为"各国促进仓作社运动的经验"的决议草案十三获得通达最后案 

文见理事会笫 1 9 8 7 / 4 7号决议. 

154. 题为"与发展有关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方案区域间协商会议,射义草案十四 

获得通^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4 8号决议. 

， 在 5 月 2 9日笫 1 8次会议上，苏丹代表团表示，表决时它如果在场，会投票 

赞成该决议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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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题为"笫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的筹备工作"的决议草案十 

五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箄 1 9 8 7 / 4 9号决议. 

156. 在决议草案通过后，澳大利亚代表作了发言（见E/1987/SR» 17 ) • 

157. 题为"社会发展委员会的工作改进"的决议草案十六莸得邇过.最后案 

文见理事会第1987/50号决议. 

158. 题为"社会发展委员会笫三十届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笫三十一届会议的临 

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草案获得通i±o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笫1987/132号决定, 

159. 理事会第1 7次会议还审议了第二 （社会）委员会在其报告笫二部分中建 

议的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E/1987/P8/Add. 1,第2 2和 2 3 段 ） . 

160. 题为"青年领域的协调和宣传"的决议草案一获得邇i±o 最后案文见理 

事会笫1987/51号决议. 

161. 在决议草案通过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丹麦、阿曼、罗马尼 

亚 、 摩 洛 哥 和 挪 威 的 代 表 及 理 事 会 秘 书 作 了 发 言 （ 见 1 7 ) . 

162. 应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要求，理事会就题为"世界社会状况"的决议草案 

进 行 表 决 . 理 事 会 以 3 9票对1票，12票弃权，，°通过该决议草案'° . 最 

后案文见理事会笫1987/52号决议，表决情况如下：. 

f承：孟加拉国、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白俄罗斯苏维澍土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哥伦比亚、吉布提、絲、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海 

地、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摩辆、錢比克、尼 

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卢 

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拉圭、委内璀拉。 

'°扎伊尔代表团后来^示它本打算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 

一 149 -



反对,mm^ikm. 

mit mm^比利时、加^：、丹麦、法国、律«志联狱和国、冰岛、意 

大利、日本、籌威、西¦Ë5f、大不列頻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國。 

163. 在决钹革案通过后，比利时代表以厲于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的联合国会员 

B的名义作了发官， 

164. 趙为"审査联合H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和工作方案"的决议 

萃案三获得通选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笫1987/53号决议， 

165. 在决议草案通过前，保加利亚代表作了发官， 

166. &为"秘书长关于各国为求社会进步而实行彩响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 

经脍的报告"的决定革案获得通过‧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笫1987/133号决定， 

C樺商妇女地位 

167. 理事会在其1 9 8 7年笫一届常会上审议了提高妇女地位的问題（议程项 

目 1 9 ) ,在: 1 9 8 7 年 2 月 6 日 笫 3 次 ^ 理 事 会 将 该 议 程 项 目 分 配 给 

第二（社会）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 9 8 7年 5月 8日至 1 3日的笫 5至 9次会议 

上审议了这个议程项目，理事会收到了妇女地位癸员会1 9 8 7年度会议的报 

告（U/1987/15)"以及II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董事会第七届会议的报 

告（H/1987/44 )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7年，补编笫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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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会）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16 &委员会在笫 5至 8次会议上就该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论，在 5月 8日笫 

5次会议上，委员会听取了社会发屉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提高妇女地位处处长和提 

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銥所所 长的介绍性发言. 

169.下列人士同时在笫5次会议上发了言：比利时代表（代表厲于欧洲经济共 

同体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和新西兰的观察员.具有理事会咨商地位的笫一类非 

政府组织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观察员也发了言. 

17CL在5月11日笫6次会议上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日本、獒利坚合众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鸟控圭、巴基浙坦、中国、波兰和澳大利亚.晷西哥、希腊、 

瑞典（代表北欧国家）和奥地利等国的观察员发了言.欧洲共同体娄员会的观察 

员也发了言. 

1 7 1 . 在 5 月 1 2日笫7次会议上，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牙买加、罗马尼亚、 

巴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土耳其、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和巴拿马.下列国家的观察员也发了言：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肯^JE、 

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大韩民国. 

1 7 3 . 在 5 月 1 2日笫 8次会议上，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官,^利维亚、孟加拉 

国、菲律宾、苏丹、伊拉克、委内瑞拉、埃及和加拿大.下列国家的观察员也发 

了言：捷克斯洛伐克、*斯达黎加和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具有理事 

会咨商地位的笫一类非政府组织国际妇女同盟的观察员也发了言. 

妇女地位委员会的报告所载的建议 

173.妇女地位委员会1 9 8 7年度会议的报告（：E/1987/15)载列建议理事 

会通过的八项决议草案和两项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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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4 在 5 月 1 3日笫9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癣为"妇女与发展全系统中期 

计剁和《提离妇女地位内^毕前t性战略》的执行的全系统协调"的决议单案一‧ 

17E,在同次会议上，经主席的提议，委员会决定建议及社会理事会推迟到理事 

会 1 9 8 7年笫二届常会才审议该决议革案（见:E/1987/Q9第3 1段，决定萆案 

一 ） .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笫2 1 0段. 

监测及审査和评价《提高妇女地位 

内芗毕前嘛性战硌》的执行情况 

176. 在 5 月 I 3日笫9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麴为"监测及审査和评价《提 

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的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二 （见E / 1 9 8 7 / " f 3 0 

段，决议草案一） ‧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 9 7 段 . 

提高联合国系统内妇女的地位 

177. 在 5 月 1 3日笫9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提高联合国内妇女的地 

位"的决议草案三（见:E/1987/99^30段，决议草案二） ‧ '理事会釆取的行 

动见下文笫1 9 8段* 

今后的妇女问燁世界会议 

178. 在 5 月 1 3日笫9次会议上，娈员会通过了麴为"今后的妇女问麴世界会 

议"的决议革案四(见E / 1 9 8 7 / "笫 3 0段，决议草案三）.理事会釆取的行 

动见下文笫1 9 9 段 . 

增进妇女地位委员会执行其任务的能力 

179. 在
5
月 1 3日笫9次会议上，娈员会审议了翔为"增进妇女地位委员会执 

行其任务的能力"的决议草案五* 

18CL委员会收到了秘书长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2 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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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妇女地位委员会1 9 8 7年度会议提交的关于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的说明 

( 6 / 1 9 8 7 / 1 4 16).预算司的代表就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翼问题作出进 

一歩发言. 

1 8 L委员会在同次会议上通过了该决议草案（见: E / 1 9 8 7 / 9 9笫 3 0段，决议 

草案四）.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笫 2 0 0 - 2 0 1段. 

182L在通过决议草案前，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比利时、法国、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埃及、印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载美利坚合众国、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塞内加尔、中国、孟加拉国、秘鲁和菲律宾.危地马拉, 

南斯拉夬和印,尼西亚的观察员也发了言.主席也犮了言 ‧ 

加强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作用和职务的措施 

― 1 8 3 1在 5月 1 3日笫9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鑭为"加强妇女地位委员会的 

作用和职务的措施"的决议草案第六（见E / i a 8 7 / 9 9第 3 0段，决议草案五） ‧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笫2 0 3段. 

扩大妇女地位委员会 

184. 在 5 月 1 3日笫 9次会议上，娈员会通过了题为"扩大妇女地位娈员会" 

的决议草案七（见E / i g s T / g g f 3 0段，决议草案六）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 

下文笫2 0 4段. 

到2000年妇女地位委员会的长期工作方案 

185. 在 5 月 1 3日笫9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到2000年妇女地位委 

员会的长期工作方案"的决议革案八（见:B/l 987/99^3 0段，决议草案七）.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笫2 0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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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1989两年期方案概寞 

186. 在 5 月 1 3日笫9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 ^ 为 " 1 9 8 8 — 1 9 8 9两 

年期方案概算"的决定覃案一（见E / 1 9 8 7 / 9 9 ^ 3 1段，决定草案二）. 理事 

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笫 2 1 1段. 

妇女地位委员会 1 9 8 7年度会议的报告和 

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187. 在 5 月 1 3日笫 9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燁为"妇女地位委员会 I 9 8 7 

年度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笫三十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草案二（见E/ 

1987/99笫3 1段决定覃案三）‧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笫 2 1 2 段 . 

其他提案 

提商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 

1 8 a 在 5 月 1 3日，笫9次会议上，鸟拉圭代表，代表阿根廷，、輿地利，、 

玻利维亚、保加利亚、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渐达黎加，、古巴，、塞澝路 

斯，、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法国、希腊，、危地马拉： 

海地、印度尼西亚，、牙买加、'日本、肯尼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巴拿马、 

秘鲁、菲律宾、塞内加尔、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乌拉老、委内瑞拉、南斯拉 

夫'和扎伊尔，介绍了翔为"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銥所"的决议草案（E/19 

87/C. 2/Ii 3 ) .随后，意大利加入为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189.委员会在同次会议上通过了决议草案（：E/1987/9Q笫3 0段，决议草案 

八）。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笫 2 0 6段. 

19Q在通过决议草案前，丹麦、美利坚合众国和德蕙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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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纪念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十周年 

1 9 1 . 在 5 月 1 3日笫9次会议上，肯尼亚的观察员，代表吾伦比亚、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印度、肯尼亚，和揶威.介紹了燁为"纪念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十用年 

的决议草案（E/1987/C. 2/Jk 4 ) . 

lfl&在同次会议上，印度、类大利亚和哥伦比亚的代表以及肯尼亚的观察员 

发了官，预算司的代表和主席也犮了官，加拿大的代表口头建议在执行部分第 

1投末增添以下一句"在一次会议上专门举行纪念仪式，" 

i9a在同次会议上，印度代表裉据非正式协商，对执行部分笫i段进行口头订 

正，在"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后面添"一次常会上"等字. 

1 9 4 委 员 会 通 过 了 经 口 头 订 正 的 决 议 草 案 （ 见 0 段 ， 决 议 单 

案 九 ） ‧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笫2 0 8段. 

深入 研究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 

1 9 R 在 5 月 1 3日笫 9次会议上，委员会&±席的建议，并考虑到理笫 19 

87/112号决定，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妇女地位委员会1 9 8 7年度会 

议的报告（E/1987/15)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深入研究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領 

域的政府间结构和职能特别委员会（见E/1987/99JM 1段，决定草案4 ) . 理 

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笫 2 1 3至 2 1 6段，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1 9 6 L 在 5 月 2 6 日 和 2 8 日 笫 I 4和 1 7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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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建议的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E/lQ87/ 9 9，笫 3 0和 

3 1 段 ） . 

197.在笫14次会议上，簿为"监測及审査和评价《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嘛 

性战略》的执行情况"的决议萆案一获得邇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笫 1 9 8 7 / 1 8 

号决议. 

îga殚为"提高联合B系统内妇女的‧"ISWii萆侖二^得aii^"~#后案. 

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9号决议. 

1 9 9 .瘅为"今后的妇女问#世界会议"的决议萆案三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 

理事会笫 1 9 8 7 / 2 0号决议 ‧ 

20CL理事会收到一份秘书长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笫3 1条提交的关 

于题为"增进妇女地位委员会执行其任务的能力"的决议草案四所涉方案预算问翔 

的说明（B/1987/Ji 2 6 ) . 

201.理事会邇过了该决议革案‧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笫1987/21号决议‧ 

20a在决议草案邇过后，比利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德《志民主 

共和国、揶威和加拿大的代表作了发官（见E/1987/SIi 1 4 ) . 

2 0 3 .燁为"加 S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作用和职务的措施"的决议革案五获得通过.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笫 1 9 8 7 / 2 2号决议. 

204 ^为"扩大妇女地位姿员会"的决议草案六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 

会笫 1 9 8 7 / 2 3号决议 • 

2 0 5 ^题为"到 2 0 0 0年妇女地位委员会的长期工作方案"的决议萆案七获得通 

过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笫 1 9 8 7 / 2 4号决议. 

2 0 6 1類为"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的决议草案八获得通过.最后案 

文见理事会笫 1 9 8 7 / 2 5号决议. 

207.在决议蕈案通过后，獒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作了发言（见：E/1987/SB. 1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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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 a燁为"纪念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十周年"的决议革案九获得通过.最后 

案文见理事会笫 1 9 8 7 / 2 6号决议. 

209. 决议革案通过后，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作了发言， 

210. 题为"妇女与发展全系统中期计划和《提离妇女地位内罗毕前嘛性战硌》 

的执行的全系统协调"的决定草案一获得通过.*后案文见理事会笫 1 9 8 7 / 1 2 2 

号决定. 

2 U 簿 为 " 1 9 8 8 —1 9 8 9两年期方案概算"的决定革案二获得通过.最 

后案文见理事会笫 1 9 8 7 / 1 2 0号决定. 

2 1 2 L瘅为"妇女地位委员会 1 9 8 7年度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笫三十二届会议 

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草案三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笫 1 9 8 7 / 1 2 1 

号决定. 

2121加拿大代表对超为"深入研究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政府间结构和职 

能"的决定草案四提出了口头修正，要求在案文结尾添加下述字句，"并有一项 

谅解是，上述行动无损于于妇女地位委员会笫三十二届会议可能就其职能表示的观 

点和建议"， 

2 1 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比利时的代表作了发言（见E / 1 9 8 7 / S I U 4 ) , 

21SL在笫1 7次会议上，加拿大代表作了发官，收回了他提出的修正案.但 

有一项谅解是，妇女地位委员会同所有其他政府间机关一样，将有机会在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深入 研究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政府间结构和职能特别夯员会下届会 

议闭幕后三十天内向该委员会就下述问题表示;I：见和建议，即应如『实现审査联合 

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高级别政府间^^建议 8所设想的目标. 

216. 理事会然后通过了决议草案，；t后案文见理事会笫1987/131号决定. 

217. 在决定革案通过前，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吉布提和法国的代表 

作了发言（见E/1987/SR. 1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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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麻醉药品 

2 1 8 1理事会 1 9 8 7年第一届常会审议了麻醉药品问题（议程项目2 0 ) . 

理 事 会 在 1 9 8 7 年 2 月 6 日 笫 3 次 全 # ^ 议 上 将 该 项 目 分 第 二 （ 社 会 ） 委 员 

会 § 第二委 B会在 1 9 8 7年 5月 4日至 7日的第 1至第 4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 a 

理事会收到以下文件： 

(a) 麻醉药品委K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的报告（E/1987/17 ) ; 1 8 

(b) 1 9 8 6年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报告摘要（3/1987/27 ) i 

(c) 秘书处关于国际禁止 J R运毒品运动的说明（ H 9 8 7 / 5 4 ) ； 

(d) 麻醉药品委B会的报告：麻醉品滥用和非法瓶运问题国际会议筹备机关第 

二届会议（A/ C O N ^ 133/PC/lOJfOCorr. 1 ) ‧ 

第二（社 会）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2 1 9 .委 8会在第 1至第 3次会 " E U :就这一项目进行了" ^性讨论，委员会在 

5月4日第1次会议上听取了麻醉药品司司长的介绍性发言‧ 

22GL在第1次会议上发官的还有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舨运问题国际会议秘书长和 

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执行主任.委内瑞拉、比利时（代表联合国会员国 

中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和土耳其等国的代表以及巴哈马的观察员也在会上作 

了发官‧ 具有理事会咨两地位的第一类非政府组织国际职业妇女协会的观察员也 

作了发盲， 

221.在5月5日第2次会iSLb,保加利亚、丹麦（代表北欧国家）、日本、美 

国、加聿大、意大利和巴西的代表以及墨西哥的观察员作了发言， 

《同上，补编第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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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a在5月6日第3次会议上，巴基斯坦、澳大利亚、玻利维亚、秘鲁、牙买 

加、哥伦比亚、菲律宾、中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斯里兰卡、巴拿马、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埃及、伯利兹等国的代表以及泰国、阿根廷和厄瓜多尔 

的观察员作了发言， 

麻醉药品委员会报告所载建议 

22 3 L麻醉药品委 g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的报告（ E / I 9 8 7 / I 7 )第一章载有七项 

决议箪案和四项决定草案 f建议理事会予以通过， 

拟订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国际公约 

2 2 4委 K会在5月7日第4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拟订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国际公约"的决议草案一（见E/1987/102.第2 5段，决议 

箪案一）•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 4 3段， 

关于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及精神药物问题的教育和宣传 

2 2 5 u委员会在5月7日第4次会议上遒过了题为"关于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 

麻醉药品及精神药物问题的教育和宣传"的决议箪案二 （ E / 1 9 8 7 / 1 0 2 ,笫 2 5 

段，决议萆案二 ) ‧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 4 5段， 

设于维也纳的联合国麻醉品管制机关的作用 

226. 娄员会在5月7日第4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设于维也納的联合国麻醉品 

管制机关的作用"的决议草案三（见Ey l 9 8 7 / 1 0 2 ,第2 5段，决议萆案三）， 

狴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 4 6段， 

改进对列入《1 9 71年猾神药物公约》表三和表四的精神药物的国际贸易的管制 

227. 夯员会在 5月 7日第 4次会议上遒过了题为"改进对列入《 1 9 7 1年精 

神药物公约》表三和表四的精神药物的国际贸易的瞀制"的决议草案四（见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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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 1 0 2 , 第 2 5段，决议萆案四），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 4 8段， 

医疗及科研所需鸦片剂的需求和供应 

2 2 &委会在5月 7日第 4次会议上邇过了题为"医疗及科研所需鸦片剂的髒 

求和供应"的决议草案五（见E/l 9 8 7 / 1 0 2 ，第2 5段，决议萆案五） • 理亊 

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 4 9段， 

229.澳大利亚和土耳其代表在决议簟案通过前发了言， 

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 

230. 委员会在5月7日第4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 

金"的决议箪案（见 E / 1 9 8 7 / 1 0 2 ,第 2 5段，决议簟案六），理事会釆取的 

行动见下文第2 5 1段， 

麻醉药品委员会特别会议 

231. 夯g会在5月7日第4次会ilJ:通过了题为"麻醉药品委员会特别会议" 

的决议蕈案七（见 E / 1 9 8 7 / 1 0 2 ,第2 5 段 .决议蓽案七） ‧ 理事会釆取的行 

动见下文第2 5 2段，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2 3 3 .委员会在 5月 7日第 4次会通过了题为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三庙 

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萆案一（见 E / I 9 8 7 / I 0 2 ,第2 6段，决议箪案 

- ) .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 5 5段， 

麻醉药品夯员会笫十庙特别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233 1委员会在5月7日第4次会 i U i逋过了题为"麻姅药品突员会第十届特别 

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萆案二 （见 E / 1 9 8 7 / 1 0 2 ,第 2 6段，决定箪案 

二） ‧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 5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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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的报告 

2 3 4 L委员会在5月 7日笫4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的报^' 

的决定簟案三（见E/l 9 8 7 / 1 0 2 , 第 2 6段，决定蕈案三），理事会采取的决 

定见下文第2 5 7段， 

麻醉药品委员会的报告 

2 3 5 i委员会在5月7曰第4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麻醉药品委员会的报告"的 

决定箪案四（见 E / 1 9 8 7 / 1 0 2 ,第 2 6段，决定蕈案四）‧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见下文第2 5 8段， 

其他提案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禁毒执法机构负贲人会议 

2 3 C L在5月7日第4次会议上，委内瑞拉代表，代表^根廷、'巴哈马、， 

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厄瓜多尔、，危地马拉、，牙买^ 

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鸟拉圭和委内瑞拉提出了题为"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禁毒执法机构负贲人会议"的决议萆案（E/1987/C. 2/1* I ) ‧ 

2 3 7 .委员会同次会议通过了该决议蕈案（见 E / 1 9 8 7 / 1 0 2 ,第2 5段，决议 

蕈案八）‧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 5 3段， 

筹蚤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 

238L在5月7日第4次会议上，菲獰宾代表，代表澳大利亚、巴哈马、，文莱 

国、，中国、哥伦比亚、科特迪瓦、，丹麦、埃及、芬兰、，德蒽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掷威、巴基斯 

坦、巴拿马、菲律宾、塞内加尔、新加坡、'斯里兰卡、瑞典、'泰国、'土耳其 

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提出了题为"筹备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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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蕈案（E/1987/C, 2 ) . 

239. 委员会同次会议通过了该决定覃案（见E/1987 / 1 0 2 ,第2 6段，决定 

箪案五）•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 5 9段， 

240. 法国、巴西、美利坚合众国和比利时代表及委员会秘书在决定蕈案it过前 

发了言， 

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1 9 8 6年的报告摘要和秘书处关于国际禁止贩运毒品运动的 

241. 在5月7日第4次会iXJ:,委员会经主席提议，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珲事 

会注意国际麻醉品管制局1 9 8 6年的报告摘要（E/19 8 7 / 2 7 )和秘书处关于国 

际禁止贩运毒品运动的说明（E/I987/54 ) ( 见 E / 1 9 8 7 / 1 0 2 , 第 2 6段，决 

定萆案六），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 6 0段， 

埋事会采取的行动 

2 4 ^ 在 5 月 2 6日第1 4 次 ^ ^议上，埤事会审议了第二 （社会）委K会报 

告所建议的决议簞案和决定蕈案（E/19 8 7 / 1 0 2 ,第2 5 和 2 6 段 ） . 

2431题为"拟订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国际公约"的决议萆 

案一获得邇过，最后案文见璣事会第1987 / 2 7号决议， 

244, 该项决议萆案通过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代表发了言（见 

14 ) . 

245. 题为"关于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脒醉药品及精神药物问题的教育和宣传" 

的决议草案二获得逋过，最后案文见堙事会第1987/28号决议， 

24GL题为"设于维也纳的联舍国麻醉品管制机关的作用"的决议箪案三获得ift 

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笫19 8 7 / 2 9号决议， 

247.该项决议革案邇过后，大不列颠及北愛尔兰联合王国代汆作了发言（见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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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SI\ 14 ) . 

2 4 & 题 为 " 改 进 对 列 入 《 1 9 7 1年精神药物公约》表三和表四的精神药物的 

国际贸易的管制"的决议簟案四获得遒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3 0号决 

议， 

24SL题为"医疗及科研所需鸦片剂的需求和供应"的决议箪案五获稱通过， 

最后案文见璀事会第1987/31号决议， 

25a该项决议簟案通过后，土耳其、印度和澳大利亚的代表发了官（见 

8 7 , 14 ) • 

2 5 1 .题为"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的决议革案六获摒通过，最后案 

文见璀事会第1987/32号决议， 

2 5 a题为"麻醉药品委员会特别会议"的决议蕈案七获锝通过.最后案文见 

理事会第1987/33号文件， 

2531题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禁毒执法机构负贲人会议"的决议蕈案八获 

樽邇过‧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7/34晉决议， 

2 5 4 该 项 决 议 萆 案 通 过 后 ，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的 代 表 发 了 盲 （ 见 1 4 ) . 

25SL题为"麻醉药品夯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輩案一 

获得逋过，*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2 3号决定， 

2 5 d题为"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十^特剁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草案二 

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笫 1 9 8 7 / 1 2 4号决定， 

2 5 7 .翅为"囿际麻醉药品管制局的报告"的决定箪笫三获禅通过，最后案文 

见毪事会第1987/125号决定， 

2 5 8 L题为"麻醉药品夯会的报告"的决定箪案四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理 

事会第 1 9 8 7 / 1 2 6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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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a顆为"筹备麻醉品滥用和非法叛运问题国际会议"的决定蕈案五获得通过, 

最后案文见現事会第1987/127号决定， 

2 6 C L顆为"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 1 9 8 6年的报告摘要和秘书处关于国际禁止 

販运毒品运动的说明"的决定箪案六获得通过.最后案文见瑰事会第 1 9 8 7 / 1 2 8 

咢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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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三（方茱相协调）委员会审议 

的问题 

A .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教灾擾助 

1. ^事会在其 I 9 8 7年第二届常会上审议了特剁经济，人道主义和救灾锼 

助的问题（议程项目1 3 ) ‧ *在 I 9 8 7年 2月 6日第 2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 

将这一项目分 ‧第三（方茱*协调）委员会，第=(方茱和协调）委员会在 I 9 » 7 

年 6 月 2 4 日 ， 2 5 日 ， 2 a日和 3 0日第 2次至第 4次、第 6次相第 8次会议上 

审议了这个项目‧ 理事会收到了德承志民主共相国出席经济社会理事会I 9 8 7 

年第二庙常会的代表团团长I 9 8 7 年 6 月 2 3日教秘书长的信（A / 4 2 / 3 5 9 ~ 

E / 1 9 « 7 / 1 1 2 ) • 

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2 . 委员会在其第2至4次会1^1：对该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ife* 

3 ‧ 委 员 会 在 6 月 2 4日第 2次会议上听取了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 

室的代表所作的口头报告.说明正在编写一份裉告，将根据大会关于联合国救灾协 

调员办事处的第41/201号决议，提交大会‧ 

4. 在同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国联盟的代表作了发言* 

5 , 在 6 月 2 5日第3次会议上，日本代表、索马里代表》捷宽斯洛伐克观察 

员作了发言‧ 

第一届常会也讨论了这一问题（参看上文第四聿G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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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在 6 月 2 5日第4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德«志民主共和国、中国和 

巳基澌坦的代表作了发言‧ 

向索马里早灾地区提供援助' ‧ 

7 . 在 6 月 2 9日第 6次会议上，索马里代表以阿尔及利亚、*巴林'、落爱 

隆 1 、中国、民主也门 1 、埃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寬、钓旦'、科戚特'、 

黎巴嫩、阿&伯利比亚民众国 1、摩洛哥，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蒹内加 

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美利坚舍众国湘也 

门 1的名义，介绍了一项题为"向索马里遭受旱灾地区提 供锼助"的决议萆茱（E/ 

1 9 8 7 / C 3 / L . S ) ‧ 其后，吉布提、日本相尼日利亚也加入为该决议草茱的提 

茱国* 

» . 在 6 月 3 0日第8次会议上，索马里代表以镘茱国的名义对决议萆蒹逬行 

了口头订正，在序官部分加入新的第一段如下： 

"回頋大会 I 9 8 6年 1 2月 8日关于特剁经济援助方茱的第 4 I / i y 2号 

决 议 、 

9 .在同次会赴，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萆茱（见 

第 I 3段，决议萆案一 ） a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 4 ëta 

1 0 . 决议萆茱通过后，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作了发官《 

对黎巴嫩的重建和发展提供锾助 

1 1 . 在 6月 2 9日第 6次会议上，伊拉克代表以阿尔及利亚*、 g林'、民主 

* *理事会在其第一届常会上也曾就向旱灾地区提供锾助问题采取行动(參肴上文 

第四聿，P节） ‧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 2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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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伊拉克、钓旦、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摩洛哥、阿曼、塞内 

加尔、索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 1的名义，介绍了一项题为"对黎巴嫩 

的靈建湘发展提供锼助"的决议草茱（E / I 9 8 7 / C 3 / L . 4 ) . 随后，埃及、 

法国、印庹、日泉苏丹、土耳其和南斯控夫'加入为该决议革案的提茱SU 

1 2 . 在 6 月 3 0日第 8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该决议草案见 1 9 8 7 / 1 1 8， 

第 1 3段.决议萆案二） ‧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I 5段* 

理事会米取的îlf动 

1 3 . 理事会在 7月 8日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审议了第三（方案尋调)委员会 

^其报告中所提出的决议萆茱（E / 1 9 8 7 / 1 I 8 ,第 1 3 段 ） * 

14. 题为"向索马里遭受旱灾地区提供援助"的决议萆茱一获得通过* 最后 

茱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7 3号^议* 

1 5 . 题为"为黎巴嫩的直建相发展提供援助"的决议草茱二获得通过* 最后 

案文见理事会第1987/74号决议‧ 

B.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1 6 . 理事会在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上审议了发展方&—的业务活动（议程项目 

1 4 ) , 理事会在 1 9 8 7年 2月 6日第 3次全体会议上将该项目分配给第三 

(方茱和协调）委员会；第三（方茱和协调）委员^S其I 9 8 7年 7月 I日至 6 

日第 9次至 1 1次，第 1 3次和 I 4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一项目‧ 理事会收到了下 

列文件： 

(a)题为"联合国发展系统对关于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澌艾利澌计 

划的执行提供支持的情况"的联合检査组的报告（见A/40/656 )以及 

行政协调委员会对该报告的评论（ A / 4 0 / 6 5 6 / A d d .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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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题为"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外地代表：结构相协调"的联合检査组的报告 

(见 A / 4 I / 4 2 4 ) 以 及 行 政 协 调 委 员 会 对 该 报 告 的 评 论 （ ) ； 

(c) 审査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鬲级剁委员会第五庙会议的报告（A/42/39 )'； 

(d) 题为"开发计划署和谷区域经济委员会的技术合作"的联合检査组的报告 

(见 A / 4 2 / I 1 0 )以及秘书长，报告的评论（ A / 4 2 / l l O / A d d . l ) ; 

(e) 秘书长关于各国人员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相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裉告（A/ 

4 2 / 2 7 5 - E / 1 9 8 7 / 7 6 ) ； 

(f)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关于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的报告（ A / 4 2 / 3 2 & - E / 1 9 8 7 / 8 2 ) ； 

{ &德«志民主共湘国常驻联合国代表I 9 « 7 年 6 月 1 2日敎秘书长的信 

( A / 4 2 / 3 5 4 - E / 1 9 8 7 / 1 1 0 ) ï 

(h) 德蒽志民主共和国出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 8 7年第二届常会代表团团 

长1 9 8 7 年 6 月 2 3日敎秘书长的信（A/42/359~E/l9tf7/i;i2 ) î 

(i) 联合国开发署署长关于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的报告（Diy 1 9 8 7 / 

48 ) Î 

U)联合国儿重基金会执行局的裉告f E / l 9 8 7 / 2 4 ) ; ‧ 

(k)秘书长关于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政衆审査的说明（E/1987/89 

(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关于其Ï 9 8 7年组织会议及其第三十四届会议 

报 告 的 摘 要 （ ) ‧
 4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3 9号》 a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7年补编第 I 1 号 》 ‧ 

随后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I 9 8 7年，补编第1 2号》（ 

25 )中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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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茱和协调 )委员会 

采取的行动 

1 7 . 委员会在其第 9次至 I I次会iUi对该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论* 委员会 

在7月I日第9次会议上听取了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室、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联合囿儿重基金会相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等方面的代表所作的介绍性发言‧ 

1 8 . 在第9次会议上，比利时、澳大利I、大不列颠及北愛^兰联合王国、中 

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作了发言。 

1 9 . 在 7 月 I 日 第 I 0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保加利亚和巴基澌坦的代袠 

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墨西哥和瑞士的观察员作了发言a 国际劳工组织副总干事以 

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相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的代表也作了发言* 

2 0 . 在 7月 2日第 1 1次会议上，牙买加，德«志联邦共和面、菲律宾，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加拿大、土耳其、日泉白俄罗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法国、 

波兰相尼日利亚的代表以及荷兰和芬兰（代表北欧国家）的观察员作了发言o 

国际劳工组织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室和联合国儿重基金会的代彔也在会 

上作了发言a 

逬一步加强和提高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政府间计划工作 

2 1 . 在 7月 3日第 1 3次会议上，中国代表以中国、埃及、巴基澌坦，秘鲁， 

突尼斯*、相土耳其的名义媞出了题为"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发展中国家间技术舍作 

的政府间计划工作"的决议草案（E/1987/C.3/L.I5 ) ‧ 菲律宾、塞内加尔， 

索马里和坦桑尼亚联合共相国
1
随后也加入为决议草案提茱国* 中国代彔在介绍 

决议草茱时对序言部分第1段作了口头订正，在《南南合作"一词后删除"和促进 

南北合作"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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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中国代表在 7月 6日第 1 4次会议上以各提案阖的名义对决议萆茱逬一步 

作了如下口头订正： 

(a) 在序言部分第二段中，删除"建议"前的"一切"一词； 

(b) 在序言部分第五段中，在"参与"一词前加上"继续"一词； 

(cj堉加序言部分第七段，其措词为："考虑到有必要把发展中阖家间技术舍 

作的潜力和能力进一步结合到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和国家计划 

范 围 中 去 ， " 

2 3 . 委 员 会 在 同 次 会 讥 上 通 过 了 经 口 头 订 正 的 决 议 萃 茱 （ 见 ， 

第 1 1 段 ） *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2 6 — 2 7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审议关于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项目时所审议的报告 

2 4 . 委员会在 7月 6日第 1 4次会iJLh根据主席的提议建议理事会注蒽它所收 

到的与项目I 4有关的裉告（见E / 1 9 U 7 / 1 2 6 ,第 I 2 段 ） . 理 事 会 采 取 的 

行动见下文第2 8段*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 5 . 理事会在1 9 8 7 年 7 月 9 日 第 3 7次全体会1义上审议了第三（方茱和协 

调）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所建议的决议萆茱和决定萆案（E/1987/126 ，第I I段 

* 1 2段）， 

2 6 . 中国代表对题为"进一步加强和提髙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政府间计划 

工作"的决议草茱作了如下口头订正：将序言部分第二段中的"催化湘支助作用" 

改为"一切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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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 理事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 最后茱文见理事会第19 8 7 / 

8 8号决议《» 

2 8 . 题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审议关于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项目时所审i 

的报告"的决定草案获得通过‧ 最后茱文见理事会第1 9 « 7 / 1 8 4号决定* 

2 9 . 在决定草茱通过后，波兰代表以保加潲亚，白俄罗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阖 相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相 国 联 盟 的 名 义 作 了 发 盲 （ 见 : 3 7 ) ‧ 

C.联合国系统内的国际合作与协调 

1 9 8 8 — 1 9 8 9车两年期方案概算 

3 0 . 理事会在1 9 8 7年笫二届常会上审议了联合国系统内的11际舍作与协调 

问题 (议程项目 1 5 ) ,同时也审议了 1 9 8 8 — 1 9 8 9年两年期方案概算 

( 议 程 项 目 1 6 ) * , 理事会在 1 9 8 7年 2月 6日笫 3次全体会议上将这些项 

目分配给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该娄员会在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 、 2 9 曰 

和 3 0 日 以 及 7 月 1 B至 3日和 7月 6日第 5至第 7、笫 9和笫 1 2至 1 4次会议 

上审议了这些项目.理事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方案概算（A / 4 2 / 6 ,前官、导言和 1 、 

4、 5 A、 5 B 和 6 至 2 4 节 h ， 

(b)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笫二十七届会议99裉告（A/42/16 ( P a r t 1) 

和A d d . 1)) « 

* 笫二届常会第二期会议也审议了这个问题。 

，随后以《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笫 6号》（A / 4 2 / 6 / P e r . 1 ) 

印发。 

6随后以《大会正式记彔，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笫 1 6号》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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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的报告（A/42/227—E/ 

1987/65 )i 

(d)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的协调的报告（A/42/232—E/ 

1987/68)* 

(e) 秘书长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说明（A/42/335—E/1987/84)» 

W 妇 女 地 位 委 员 会 1 9 8 7年度会议的报告（2/1987/15)» ' 

fe)行政协调委员会1 9 8 6年度总损告（2!/1987/47> 

(H) 秘书长关于联合阖系统各组织中期计划的跨组织审査与科学和技术促 

艘展领械的方案分析的报告（ E / 1 9 8 7 / 5 1 ) , 

(i)行政协调委员会关于1 9 9 0至 1 9 9 5年期间全系统妇女与友展中 

期计划草案的报告（：E/1987/52 ) i 

U)题为*国家管辖范围内海洋区域的开发：决策、规划和管理方te的问 

题和处理办法"的秘书长的报告（E/1987/69)1 

(k)方案协调委员会主席与行政协调委员会:主席关于这两个委员会联雁会 

议的报告 ( E / 1 9 8 7 / 8 3 ) | 

(I) 1 9 8 7年 5月 2 9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就该钥织四十周年纪念给 

秘 书 长 旳 信 （ E / I 9 8 7 / 1 0 7 ) , 

(m) 1 9 8 7年6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就预防和控制愛滋病全球战 

咯给秘书长的信（E/1987/109 )} 

( n )秘书长关于宣布国际扫盲年的说明（ E / 1 9 8 7 / 1 1 3 ) , 

(0)具有理事会咨商地位的第一类非政府组织囿际妇女同盥——平等权利 

平等贲任和国际妇女理事会以及具有咨商地位的第二类非政府组织国际犹大妇 

女理事会和国际大学妇女联 M提出的声明（ E / 1 9 8 7 / N G 0 / 7 )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7年，朴编笫 2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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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行政协调委员会关于联合国系统犮展活动登记册的进度报告（E/AC. 

5 1 / 1 9 8 7 / 1 3 ) ‧ 

笫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3 1 . 委员会笫 5至笫 7和笫 9次会议上就该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论. 6月 2 6 

日第5次会议上，委员会听取了方案协调委员会主席、方案规划、预算编制、监测 

和评价助理秘书长、主管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鈉秘书长及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夯部 

代表的介绍性发言， 

3 2 . 在笫5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和比利时代表（代表属 

于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及瑞典观察员（代表北欧国家）犮了言. 

3 3 . 6月29日第6次会i又上，世界旅游组织劐秘书长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 

文化组织代表作了介绍性发言. 

3 4 . 同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渙大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日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国 

代表以及瑞典观察员（代表北欧国家）发了言， 

3 5 . 6 月 3 0日笫7次会议上，法国、菲律宾、土耳其、加拿大、巴西、大不 

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意大利、塞内加尔、巴基斯坦、印度和秘鲁等国代表以 

及荷兰观察员发了言， 

3 6 . 同次会议上，方案协调委员会主席在该委员会和行政协调委员会笫二十二 

系列联席会议上发了言.方案规戈'I、预算编制、监测和评价助理秘书长也发了言. 

3 7 . 7月1日笫9次会议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发了言， 

加強协调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活动 

3 8 . 7月2日笫12次会议上，秘鲁代表介绍了题为"加強协调联合国系锛各 

鉬织的活动"的决定草案（ E / 1 9 8 7 / C , 3/h 6 ) . 

3 9 . 7月3日笫13次会议上，委员会邇过了决定草案（见:E/1987/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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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4 3段，决定革案一）‧ 理事会米取的行动见下面笫9 0段 

4 0 .在通过决定草案后,秘鲁代表发了言. 

R审査与科学扣技术促进发展领械的方案分析 

4 1 . 7月2日笫12次会议上，德意忘民主共和国代表也代表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介绍了一项题为"联合国系统备组织中期计划的跨组织审査与科学和技 

术促絲展領械 W方案分析"的决议萆案（E / I 9 8 7 / & 3 / 4 7 ) . 

4 2 . 7 月 3 B笫13次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对该决议草案作了口头 

订正如下： 

W 序 官 都 分 笫 2 段 : 

"赘同方案协调委员会报告笫268—275段中所载的结论和建议"， 

予以«1̂ 1 

0»执行都分笫2至笫5段： 

" 2 . ^政府间委员会更有力地行使其协调作用，以便精简联合国 

系统对《维也纳科学和技术促进友展行劲纲领》的昃应，并在每届会议 

上讨论协调问鋤 

"3.决定加强它在科学和技术领械的协调职务,方法是增加它与联 

合阖系统各有关组织的合作，特别重视新出现的科学和技术领蜮，以便指 

导这些组织，并且协助它们汇合它们的努力，同时考虑到必须避免重迭和 

重 & 

"4.还决定为了增加效率和符舍其两年期的工作方案，科学和技术 

！ 一并审i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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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f婆政府间委员会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和机构，根据方案 

协调委员会的建议，采取措施拟订特定的科学和技术领械的实际仓作方式, 

特别注意加强友展中国家的科学和技术能力，并且铭记着各国代表团在理 

事会 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上表示的意见"， 

以下各段取代： 

"2,敦促政府间委员会行使根据《维也纳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行动 

纲领》及大会1 9 7 9 年 1 2月 1 9日第 3 4 / 2 1 8号决议指派给它的协调 

职务，并且在其每届会议考虑协调问鳥 

"3.决定加强它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协调职务,协助联合国系锛各 

组织和机关调和它们的努力，同时考虑到必须避免重迭和重复, 

"4.还决定履行它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协调职务时,应联系到它对 

该领域的实质问题的审i力 

"5.要求政府间委员会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和机关,根据方案 

协调委员会的建议，将它们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活动集中在有需要拟订特 

定领域的实际仓作方式，特别注意加强发展中囿家的科学和技术能力，同 

时注意理事会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上的讨论。" 

4 3 . 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见:E/1987/128, 

笫 4 2段，决议草案一）.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面笫 7 7段. 

协调促进妇女参与经济发展的政府间活动 

4 4 . 7月 2日第 1 2次会"^上，加聿大代表介绍了题为"协调促使妇女参与经 

济发展的政府间活动"的决痠草案（E/I987/C. 3/Iv 8 ) ,其内容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相信 米取措施以确保联合国政府间机构的全系统协调 

以便拟订妇女参与经济发展工作的全面而《g连贯性的办法的重要性，决定请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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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长审査协调有关妇女参与经济发展的活动的政府间安排，并j擠出改进协调 

的措施，铭记着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联合国系统的协调的报告（A/42/232— 

B / 1 9 8 7 / 6 8 )笫三节所载的有关政府间一级的协调的揭议，以便其1 9 8 8 

年第二届常会审议，" 

后来，菲律宾加入为该决定萆案W提案国， 

4 5 . 7 月 3 3笫13次会议上，加拿大代表宣读了该决定萆案的一份订正文衣 

4 6 . 同次会议Jl,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该决定蕈案（见^1987/128, 

第4 3段，决定革案三）。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面第9 3 私 

推动扫盲的努力和措施 

4 7 . 7 月 2 B 第 1 2次会该上，荣古观察员代表阿富汙、，保加利亚、古巴、' 

埃塞俄比亚、'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希腊、'匈牙利、，印度、肯尼亚、'案 

古、'摩洛哥、塞内加尔、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面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囿'和越南， 

据出了一项题为"推动扫盲的努力和措施"的决议箪案（5/198 7 / C . 3 / L . 9 )。 

后来，伊拉克和菲律宾加入为该决议蕈案的提案面。 

4 8 . 7 月 3 B第13次会议上，萦古观察员对该决议革案作了口头订正，即在 

序言部分添加新的最后一段，其内容如下： 

"重申《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喀》第1 6 4段的重要性，该段指 

出必须凟优先方案，来克服一般而言造成妇女文肓率髙于男子的牿珠障碍". 

4 9 . 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邇过了 口头订正过的决议蕈案（见^^1987/128, 

第 4 2段，决议革案二 ）。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面第7 8段。 

5 0 . 在通过该决议蕈案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 

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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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的开发 

5 1 . 7月 2日第 1 2次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面代表也代表索古'介绍了题 

为"人力资源的开发"的决议簟案（：S/1987/C.3/<L.10 )。 

5 2 . 7 月 6 日 第 1 4次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对该决议蕈案作了口头 

订正，内容如下： 

(a)在序言部分第一段之后插入新的一段： 

"铭记着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发展进程是联合国系统国际合作和发展活动的 

主要目标之一,而人力资源的开发对实现该目标是极为重要的"； 

f b )在序言部分倒数第二段，在"总结"之前插入"所表示的意见"； 

(c) 在执行部分第 2段开始的地方，以 "还注隶到"等字取代"欢迎"; 

(d) 执行部分第4段： 

" 4.决定将来在一小项目下审议人力资濂开发问题和各囯合格人员在发 

展中囿家的钍会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而提高联合国在该领域的活动的效率"， 

(e)执行部分第5段的第一部分（最后文本的第4段）： 

" 5 .！秘书长考虑到早些时候的研究，以及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和行政协 

调委员会第二十二系列联席会议上的讨论，提出一份综合报告⋯⋯"， 

以下列文本取代： 

" 4 . ！秘书长考虑到早些时候的研究，与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和行政协调 

委员会第二十二系列联席会议上的讨论，以及将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 

三十五届会议镌出的综合碓告，在与联合龄机构和组织协商后，擠出一份综 

合报告⋯⋯" ‧ 

一 177 -



5 3 . 同次会i义Ji,委员会通过经口头订正的决议簟案（见:^1987/128,第 

4 2段，决议覃案三）。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面第 8 0段。 

国家管辖范围内海洋区域的开发 

5 4 . 7月 2日第 1 2次会iUL,塞内加尔代表，代表法国、德彖志联邦共和国、 

马达加斯加'、菊萄牙'、塞内加尔、索马里和斯里兰卡，介绍了题为"国家昝辖范 

围内海洋区域的开发"的决定革案（v i g s T v t î . a / i . u )。 后来菲律宾和突 

尼斯'也加入为该决定輩案的提案国。 

5 5 . 7 月 3曰第 I 3次会议上，塞内加尔代表口头订正了该决定革案，删除在 

"制定一个方案"等字之前的"特别"两字。 

5 6 . 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邇过了经口头订正的该决定蕈案（见：?/19 87/128, 

第4 3段，决定革案二 ）。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面第9 1段。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与行政协调委员会联席会议 

5 7 . 7月3日第13次会议上，日本代表介绍了题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与行 

政协调委员会联席会议 "的决议簟案（ ^ i g ^ / c . s / u s )，并作了口头订 

正如下： 

(a)执行都分第3段， 

"3.决定将来联席会议应连同行政协 调委员会的秋季会议在纽约举行, 

以便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成员国的常驻代表与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方案的行 

政首长全部出席"， 

以下列案文取代： 

"3.建议所有出席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与行政协调委员会联席会议的代表 

应属高级别，要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深入研究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政府 

间结构和职能特别委员会就该问题的组织方面加以审议和提出建议，牿别是联 

席会议今后的会议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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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执行都分第 4段，"将来应面向"应代之以"应继续面向"，而"特定 

问题"应代之以"重要问题"， 

5 8 . 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邇过了经口头订正的该决议革案（见V1987/128, 

第4 2段，决议蕈案四）。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面第 8 1段。 

5 9 . 在邇过该决议辈案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妙国联盟代表发了言。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的工作报告 

6 0 . 7月 3日第 1 3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介绍了题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第二十七届会议的工作报告"的决议蕈案（ B / 1 9 8 7 / C . 3 / i . l 3 ) 。 

6 1 . 委员会收到了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建议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 

16( Part )/Add . 1 ) n 

6 2 . 同次会iSLh,委员会邇过了该决议蕈案（见îl/l 987/128,第4 2段， 

决议簟案五）。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面第 8 2段。 

海洋事务的经济和技术方面 

6 3 . 7月 3日第 1 3次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代表牙买虹摩洛暑、巴基斯 

坦、菲律宾、索马里、斯里兰卡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捍出了一项题为"海洋事 

务的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决议蕈案（E/igsT/c.s/i. 14 ),并对它作了口头 

订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加入为经订正的决议草案的揭案国。订正情形如下： 

(a) 在序言都分第三段，删除在"利益"之前的"活动和"； 

(b) 在执行部分第2段，"本国海洋政策和计剁的发展和拟订"应代之以"本 

国海洋计划的发展 " ,而"该大纲"代之以"一个大纲"； 

(c) 执行部分第 3至第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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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联合国系统各机构、组织和机关继续协助发H中国家评价海洋事 

务的经济、技术、财务和人力各方面，以期加强那些面家拟订本囿的海 

洋政策和计划的能力，牿别是有关海洋事务的a际合作方面； 

- 4 ‧，秘书长继续监測关于海洋资猓的全球、区域和全国的发展、趋势 

和问题，同时考虑到它们的相互关系； 

" 5 . 1 秘书长在根据理事会第1 9 8 5 / 7 5号决议向理事会1 9 8 9 

年第二届常；提出的报告中，详细叙述釆取了什么措施来满足会员国在海洋资 

源的发展方面的需要，牿别是在研究和分析、咨询雁务、传播资料和对技术合 

作活动的支持等领域的需要"， 

以下列各段取代： 

" 3 联合国系统各机构、组织和机关在它们的职务和职权范围内，继 

续协助发展^国家评价它们在海洋事务的经济、科学、技术、财政和人力资源 

等方面，以期加强它们执行全国海洋政策和计划的能力，特别是有关该领域的 

茵际合作方面； 

" 4 . 1 秘书长根据与海务有关的国际合作，继续研究全球、区域和 

全国的发展¥况； 

" 5 .，书长在向理事会1 9 8 9年第二届常会提出的报告中，详细叙 

述釆取了什"St施来满足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小领域的需要，，， 

« 4 . 7月 6日第1 4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该决议草案（见 

^ 1 9 8 7 / 1 2 8 ,第 4 2段，决议革案六）。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面第8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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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与行政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二系列联席会议 

65- 7月3日第13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介绍了一项題为"方案和协调委 

员会与行政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三系列联席会议的文件"的决议萆案（E/1987/ 

C 3 / I . - 16X 

66- 同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对该决议革案作了口头侈正 

如下： 

(a)题目应为：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与行政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二系列联席会议"； 

序官部分第二段： 

"童秘书长为两个委员会第二十三系列联席会议编制一份报告，该报 

告是关；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主席与行政协调委员会主席关于这两个委员会 

第二十二系列联席会议的报告所载建议的后续活动"， 

应以下文代替： 

"决定应由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与行政协调委员会在为这两个委员会第 

二十三系列联席会议选定一个题目的范围内，审议笫二十二系列联席会议 

的 后 续 活 动 问 题 ， " 

67- 7月6日第14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该决议革案（见 

E / 1 9 8 7 / 1 2 8 , 第 4 2段，决议萆案七）*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面第8 6段* 

68-根据理事会第一届常会所作的决定（见上面笫五章，C节），委员会收到 

了妇女地位委员会1 9 8 7年会议向理事会建议的决议萆案一（：EJ/1987/15,第 

一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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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7月 3日第 1 3次会议上，委员会同意对该决议草案作如下的修改： 

(a)在序官部分添加新的最后一段如下： 

"审议了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的报告； 

(f)在执行部分添加新的一段，内容为 

u 1‧g秘书长和行政协调委员会 在把该计划的有关规定变成联合国 

和联合国系^组织的规划和方案拟订文件时，考虑到各国代表团在理事 

会 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与在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上所表示 

的意见"； 

( c )执行部分笫 5段（最后案文的第 6段） 

以下列一段取代： 

" 6 ‧要求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开始筹备一项将在 1 9 8 9年审议的关 

于与提高妇女地位有关事项的跨组织方案分析，以便提供基准数据来核实 

和监测在实现全系统中期计划的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在这方面请秘书 

长将关于誇组织方案分 析的报告转递给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ï 

( d )在执行部分第 6段（*后文本第 7段），"敦促"改为"请 "， 

"赞同全系统中期计划"改为"适当地考虑全系统中 i i 7划" ‧ 

70- 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傪正的该决议单案（见E/1987/128,第 

4 2段，决议萆案八）.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面第 8 7 ~ « 8化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联合国系统内的国际合作与协调问题所审议的文件 

71- 7月3日第14次会议上，在主席的提议下，委员会决定建议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注意秘书长向大会和理事会转递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的捅告（A/42/227— 

E / 1 9 8 7 / 6 5 )和行政协调委员会 1 9 8 6年度总报告（E / 1 9 8 7 / 4 7 )的说明 

( 见 9 8 7 / 1 2 8 , 第 4 3段，决定萆案四），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面第94一 

9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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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72- 7月 1日和 8日第 3 1次和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根据其第2 0次会议上 

作出的决定（见下面第八章，第3 1段），理事会审议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就该 

组织四十周年纪念（ 9 8 7 / 1 0 7 )和预防和制爱滋病全球战略（VI 9 8 7 / 1 0 9 ) 

给秘书长的两封信.讨论的详细情形载于有关的简要记录（E/1987/SR*31和35X 

73- 在第 3 1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丹麦（代表厲于欧洲经济共 

同体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澳大利亚和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发了言，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 

事也发了言， 

预防和控制爱滋病 

74- 7月 8日第 3 5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理事会主席提出的一项题为"预 

防和控制爱滋病"经订正的决议革案（E/l987/X*35/ïie V. U 最 后 案 文 见 理 

事会第 1 9 8 7 / 7 5号决议. 

1 9 8 8年世界卫生组织四十周年纪念 

75- 7月 8日第 3 5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主席提出的一项题为"19 8 8 

年世界卫生组织四十周年纪念"的决议草案（E/1987/X*39).最后案文见理事 

会第 1 9 8 7 / 7 6号决 I 

鲁 鲁 番 

76- 7月 8日第 3 6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在其报告< E / 1 9 8 7 / 1 2 8 , 第 4 2和 4 3段）中建议的决议萆案和决定革案. 

77- 题为"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中期计划的跨组织审査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领 

域的方案分析"的决议草案一获得通达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7 9号决议， 

78*题为"推动扫盲的工作和措施"的决议萆案二获得通过，最后案文参见理 

事会第 1 9 8 7 / 8 0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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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在通过该决议革案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发了言（见 

E/1987/SR。36). 

80- 通过了题为"人力资源的开发"的决议革案三‧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7 

/ 8 1号决 I 

81- 通过了题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与行政协调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决议草案 

四，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7/82号决议， 

82- 通过了题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的工作报告"的决议萆案 

£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8 3号决议. 

83- 在决议革案通过后，孟加拉国代表发了言（见E/1987/SR*36)L 

84- 通过了题为"海洋事务的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决议草案六，最后案文见理 

事会第1987/84号决议， 

85- 在决议单案通过后，土耳其代表发了言（见E/1987/SR*36), 

8 6 ‧通过了题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与行政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二系列联席会i义" 

的决议草案七，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7/85号决I 

87 •关于题为"妇女与发展全系统中期计划及全系统协调执行《提高妇女地位 

内罗毕前峥性战略》"的决议革案八，理事会秘书宣读了在非正式协商期间议定的 

下列订正： 

(a) 在执行部分第1段添加一个脚注提及该计划，内容为"参看行政协调委员 

会关于该提议的计划的报告（E/1987/52)"; 

(b) 在执行部分第 5段，在"中期计划"之后，删除"一旦通过"； 

(c) 在执行都分第 6段，"转递该报告"改为"转娣一份报告". 

88-理事会于是通过经订正的决议萆案A»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7/86号 

决 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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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在通过该决议草案后，波兰代表（同时代表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丹麦（代表厲 

于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揶威、加拿大、渗大利亚和美利坚合众 

国等国代表及瑞典观察员发了言；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也发了言（见E/1987 

/ S R - 3 6 ) . 

90- 题为"加强协调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活动"的决定草案一获得通最后 

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7 / 1 8 0号决 t 

9 1 *题为"国家管辖范围内海洋地区的开发"的决定草案二获得通达最后案 

文见理事会第1987 / 1 8号决定. 

9 2 - 在通过该决定草案后，土耳其代表发了言（见 E / i g s î / s i ^ s e x 

93- 题为"协调促使妇女参与经济发展的政府间活动"的决定草案三获得通选 

最 后 案 文 见 理 事 賴 1 9 8 7 / 1 8 2 号 决 ^ 

94- 理事会秘书口头更正了题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联合国系统内的国际 

合作和协调问题所审议的文件"的决定草案四， 

95- 理事会于是通过了经更正的决定革案，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笫1987/183号 

决定. 

96- 在通过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后，澳大利亚代表发了言（见 m 9 8 7 / S b 

3 6 ) . 

97- 加拿大代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就1988~1989年两年期方案概 

算发了言（见 E / 1 9 8 7 / S R . 3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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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谷专门机构以及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 

《给予殖民地国家勒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98 .理事会在1 9 8 7年的笫二届常会上审议了"各专门机枸以及与联合国有 

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勒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问^f议程项目 

1 7 ) . 理事会在1 9 8 7年2月6日第3次全体会^上将此项目分配给第三 

方案 ^协调）娄员会，娄员会在 1 9 8 7车 6月 2 3至 2 5日以及 6月 2 9日， 3 0 

日勒 7月 1日第 1至 4次会议，第 6次 ^笫 8次会效上宙《了这一项目 .理 *会 

宙议的文件如下: 

(a) 秘书长关于各专门机构勒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枸执行《烚予磧民妯m 

家 勒 人 民 独 立 宣 言 》 的 憒 况 的 滟 告 ( 及 A d d ‧ 1 ); 

(b) 秘书长关于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的掘告f Ay-42y289-E/1987/ 

86 JfeAdd.l ); 

(c)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关于同给予殖民地国家*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 

别^员会主席以及反对种族隔离牿别娄员会主席协商情况的掘告(E/ 

1 9 8 7 / 8 5 ) . 

第三(方案^协调）委员会釆取的行动 

99 .委员会在第1至第4次会iX上对此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论，在6月2 3 

B第1次会议上，委员会听取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勒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 

委员会主席、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发展沏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 

室代表所作的介绍性发言， 

100 . 在 6 月 2 4日第2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勒国联盟允獰意志民主共 

勒国代表作了发言. 

101 . 在 6 月 2 5日第3次会议上，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勒国，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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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伊椬克代表作了发言， 

102 . &勒斯坦觯放组织观察员也在同次会议上作了发言， 

103 . 在 6月 2 5 B第4次会议上，阿拉伯叙利亚共^国，中国，埃及，塞内加 

尔代表以及阿根廷沏阿尔及利亚观察员作了发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è也作了 

发言‧ 

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 

104 .在6月29日第6次会货上，阿尔及利亚观察员以及阿尔及利亚，，孟加 

控闳、巴基斯坦、苏丹^突尼M ‧的名义提出了邇为"向巴勒斯坦人民摒供援助 n 

的决议簟案f . 3 X 1 , 1 ) ‧随后,吉布提，伊控克，阿椬伯叙利亚4MB 

国^越南，也加入为该决议蕈案的*同提案国， 

105 ‧委员会在 6月 3 0B第8次会i义上，经唱名表决以4 1票#成， 1粟反对 ‧ 

通过了这一决议箪案.（见E/1987yil9,第1 7段，决议一）.理！ ^茱取行 

动见下文笫1 1 3段）.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傲斯苏 

维^ :会主义共和国、加^：、中国、 m t , 吉布棰、絲、法国、加蓬、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镰意志联邦共和国、冰岛、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l Ê ^ M s牙买加、日本、尼日利亚、挪威、阿曼、、菲律宾、 

^ 、 塞 内 加 尔 、 索 马 里 、 w m , 斯 卡 、 苏 丹 、 坷 拉 伯 叙 利 亚 共 和 

国 、 土 耳 其 、 苏 维 灘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鄉 、 大 不 列 颠 及 北 餘 兰 盼 王 国 、 

乌拉圭、委内珊拉、津巴布韦。 

‧摩洛哥代表团在表决后表示，表决时它如果在场，会对该决议革案投*成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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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 g :无。 

106 .决议草案通过后，比利时代表f以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欧洲经济*同体成员 

国名义）作了发言. 

各专门机枸以及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枸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的情况 

107 . 在 6 月 2 9 B第6次会议上，塞内加尔代表以孟加控国、中囿、埃及、伊 

朗伊斯兰共勒国，伊椬克、巴碁斯坦、塞内加尔，塞控利昂，索马里、斯里兰卡* 

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国^津巴布韦的名义提出了一项决议簟案f E 力 9 8 7 / 

),顆为"各专门机构以及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铪予殖民 

地国家^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随后.保加利亚，古巴、吉希提、镌意志民 

主*免国、尼日利亚允越痏'也加入为该决i义蕈案的共同提案国. 

108 . 在 6 月 3 0日第8次会议上，塞内加尔代表以*同提案国的名义对决议蕈 

案作了口头修正，即在序言都分最后一段第一行"有关民族解放运动 n之前添加 

"纳米比亚^ "字样 ‧ 

109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分别对决议簞案序言都分第七段，第十三段以及执 

冇都分第9段单独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a) 序言都分第七段以2 8票赞成、 2票反对、 1 1票弃权获得通过； 

(b) 序言都分第十三段以2 8票赞成，1票反对、12票弃权莸得邇过,• 

(c) 执行都分第9段以2 9票赞成，1票反对、12票弃权获得邇过. 

110 ,决^革案全文经唱名表决以3 1票赞成、 1票反对、 1 1票弃权，'获得 

通过.（见E / 1 9 8 7 y i l 9第 1 7段，决议革案二）.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 

第1 1 5 至 1 1 9 段 . 表 决 情 况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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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哥伦比亚、吉布提、m.s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尼日利亚、挪威、阿曼、秘鲁、菲律宾、 

•、塞内加尔、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w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 

其、苏维難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拉圭、委内璀拉、津巴布韦。 

反 对 : 美 利 坚 ^ ^ 国 。 

弃权:澳大利亚、比利时、加軟、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麟和国、冰岛、意 

大利、日本、西1E^、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m .尼日利亚代表在决议簟案通过前作了发言.加拿大代表在决^茧案邇过 

后作了发言，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112 .在 7月 8日第 3 5次全体会i义上，理事会宙iX 了第三f方案^协调）娄员 

会在其报告f E/1987/119 . 第 1 7段）中所建议的决议蕈案. 

113 .理事会经唱名表决.以4 8票对 1票，通过了題为"向巴勒澌坦人民提供 

援助"的决议簟案一‧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7 / 7 7号决议.表决情况 

如下： 

赞成：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丹麦、吉布捱、似、 

法 国 、 加 蓬 、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茵 、 镶 意 絲 ^ # S v 凡 内 亚 、 海 地 、 冰 

岛、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教利、牙买加、日本、摩,、 

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卢 

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苏维埃, i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乌拉圭、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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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麴利坚合众国. 

弃权:无， 

114 ‧在决议尊案通过前，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作了发言；在决议革案通过后，乌 

椬圭代表作了发官 f见 E / 1 9 8 7 ^ S B . 35 ) . 

115.理事会对傳为"各专门机枸以及与联合闺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 

民地国家勒人民独立宜言》的情况"的决议慕案釆取了如下的行沩， 

H 6 ‧经唱名*决，序吉郁分第七段以3 9票对 2票， 8票弃妆，获得通过.表 

决情况如下： 

赞成：澳大利亚、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中国、膽比亚、吉布搌、駄、加蓬、镰意志民主共和国、 

几内亚、海地、冰岛、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摩洛 

哥、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 

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土耳其、苏维赚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拉圭、委内瑞拉。 

反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敏众国。 

i i : 比 利 时 、 加 ^ ： 、 mt,法国、德意志联麟和圉、意大利、日本、西班 

牙。 

117 .经唱名表决，序言都分第十三段以3 5 票 对 1 票 ， 1 3票弃权，获得通过, 

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赚比亚、吉布提、m. ,加蓬、银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海 

地、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摩洛哥、尼日利亚、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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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巴基斯迫、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卢旺达、塞内加尔、m 

拉利昂、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乌拉圭、委内瓒拉。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澳大利亚、比利时、加^：、艘、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冰岛、意 

大利、日本、挪烕、nm, 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18 ‧经唱名表决，执行都分第九段以3 5票;ft 1票. 1 3票弃权，莸得通过. 

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哥伦比亚、吉布提、城、加蓬、镳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海 

地、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践、牙买加、摩 «、尼加拉瓜、阿 

曼、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 

拉利昂、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乌拉圭、委内璨拉。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冰岛、意 

大利、日本、挪威、西班牙、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19 ‧经唱名表决，整个决议簟案二以3 7 票 对 1 票 ， 1 1票弃权•获得邇过.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7力8号决议‧ 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哥伦比亚、吉布提、似、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海 

地、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摩洛哥、尼日利亚、挪 

威、阿曼、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卢旺达、塞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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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塞拉利昂、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 

苏维 ^ t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拉圭、委内璀拉。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和国、冰岛、意 

大利、日本、 m m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20 ‧在决该蕈案通过后，挪威*澳大利亚^丹麦f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的 

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作了发言(见 E / 1 9 8 7力 B . 35 )‧ 

E . 1 9 8 8 ^ 1 9 8 9 年 会 日 历 

121 .理事会在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上宙议了 1 9 8 8Jfel 9 8 9 车 会 历 

问 題 f 议 程 项 目 1 8 ) . 理事会在1 9 8 7年 2月 6日第 3次全体会议上将此项 

目分配给第三f方案^协调）娄员会‧委员会在1 9 8 7年 7月 2日举行第 1 2次 

会^上宙议了这一项目.理事会收到秘书处的一份说明，其由裁有 1 9 8 8 * 

1 9 8 9 年 暂 定 会 日 历 f 2 / 1 9 8 7 ^ . 2 2 ^ o C o r r . 1 )‧ 

第三f方案^协调）娈员会釆取的行动 

122 .波兰代表在委员会1 9 8 7年 7月 2日 第 1 2次会i义上拔出了麴为"At 

权利公约簟案工作组"的决该簟案f E / 1 9 8 7 / C . 3 X L . 5 ) .革案案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忆及大会1 9 7 8年 1 2 月 2 0 B关于童权利公约问题的第 3 3 / 1 6 6 

号m 7~ 

"还忆及大会在1 9 8 6年 1 2月4日第41/116号决i义中请人权娄员会 

给予公约蕈案最优先地位，并在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i义上作W—切努力完成公 

约起簟工作，邇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公约蕈案提交大会第四十二届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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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在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未能完成公约革案的起簟工作， 

"忆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 1 9 8 7年 5月 2 9 B第1987/58号决i义中批 

准人^员会在其第四十四届会议召开前举行一次为期一星期的不限成员名额 

的工作组会议，以在该届会i义上完成儿童权利公约簟案的起簟工作， 

"注意到1 9 8 9年是《儿童权利宣言》 f大会 1 9 5 9年 1 1月 2 0日第 

1386 "IV)号决i义)宣布三十周年&国际儿童车十周年， 

"考虑到公约的起簟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以及有必嬰加快起簟工作以尽早向 

世界儿童提供保护. 

" 1 .决定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应获准在人权^员会第四十四届会i义召开 

前举行为¥^星期的会议； 

"2.竺工作组就加快公约起簟工作的切实方式方法向人权委员会掸出肄议. 

以,大会S四十四届会i义能在1 9 8 9年《儿童权利宣言》宣布三十周车时通 

过该公约； 

"3.速秘书长就如何切实编制对公约起簟有用的背景文件向工作组提出建 

i义." 

123 .波兰代表在同次会上撤回了该决议簞案. 

E . 1 9 8 8和 1 9 8 9年会议日历 

124 .婆员会在 7月 2日第 1 2次会i义上宙议了 1 9 8 8 ^ 1 9 8 9年暂定会 

日历f E / 1 9 8 7 y ï . 2 2 / C o r r . l ;附件）， 

125 .理事会秘书作了介绍性发言，对细目8 3作了修改.把 " 3星期"改为 

" 2 星 期 " ‧ 

126 .主管方案规划、预算编制*监督^评价的助理秘书长以及理事会秘书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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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下国家代表提出的问題：塞内加尔、德意志民主#勒国、涣大利亚、加拿大，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勒国联盟、埃及、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及墨凼哥观察 

员， 

127 ,委员会随后核可了经口头傕改的1 9 8 8 ^ 1 9 8 9年暂定会议日历 f见 

IÎ/1987/125 ,第9段，决议簞案二），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见下文第1 3 0 段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期委员会 

及附属机关的简要记录 

128 .娄员会在 7月 2日第 1 2次会iX上按主席的提^决^建i«经济及社会珲* 

会继续在从1 9 8 8年起的两年内，停止向理*会会期季员会f第一f经济）娄员 

会，第二 f社会）婆员会^第三(方案^协调）娄员会）及下列附属相关提供简荜 

记录： 

社会发展娄员会 

妇女地位多员会 

麻醉药品委员会 

欧洲经济委员会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娄员会 

控丁美洲勒加勒比地区经济委员会 

非洲经济委员会 

非 组 织 委 员 会 

自然资源娄员会 

方案^协调委员会 

跨国公司娄员会 

f见:Eyi987/125第9段；决议草案二）， 理事会釆取的行动见下文第 

1 3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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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釆取的行动 

129 .在7月8日第35次全体会该上，理事会宙i« 了第三 f方案 *协调） *员 

会在其报告f 第9段）中所建议的决定簞案， 

130 . flp为"1 9 8 8勒 1 9 8 9年会议 B历"的决定輩案一已获通过.最后案 

文见理事会第1987V178号决定， 

131 .决定拿案通过前，*西哥观察员作了发吉；决定i案邇过后，波兰代*也 

代表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勒闺*獰意志民主共勒国*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勒国联盟作了发官. 

1 3 2 . «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期委员会及附属机关的简^记彔"的决定蕈案 

二获得通过‧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7^179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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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举和任命理事会附属机构和有夫机夫的成员， 

认可和任命职司委员会的代表* 

1 9 8 7 牛 组 织 会 议 的 y 议 经 过 

1. 理事会于1 9 8 7年组织会议期间审议了逸举和饪命理事会附屬机神和有 

关机夫的成员以及认可职司委员会的代表这一问趲(议程項目4 ) ‧ 理事会收剁 

秘书长关于任命发展规划委员会成员的说明（ 9 8 7 / 1 0和 A « H 1)和夭于认 

可职司委员会代表的说明（ V I 9 8 7 / 1 L/Rev. 1和Ad<\ 1 ) . 

2 . 理事会在其 2月 3日和 6日第 3和弟 6次会议上軍议了这一项目，会议 

箭况载于有关的简要记录（5/1987/8^ 2 和 3 ) ‧ 

防止歧視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现任成员的任期 

3 . 在第2次会议上，哥斯达攀加观察员友了曹. 

4 . 理事会在第3次会议上收到了玻利维亚、奇斯达黎加、'尼瓜多尔、，埃 

及、埃塞俄比亚、'印度、摩洛哥、巴拿马、乌拉圭和委內墉拉等IS提出的魏为 

" 防 止 歧 硯 及 保 护 少 数 小 组 委 员 会 现 饪 成 员 的 任 期 n 的 决 定 革 案 1 0 ) . 

后釆，孟加拉国，古巴、'牙买加、祕鲁和菲律宾也多加提出此项^定軍案‧ 

5 . 理事会在阀次会议上通过了该决定萆案，ft后案：t见埋事会# 1 9 8 7 / 

1 0 2号决定, 

6. 邇过该决定萃案后，澳大利亚代表和奇斯达黎加观察员友了 

关于理事会附厲机构和有关机关的成员，见本报告附件二* 

1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jlOW笫7 2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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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附厲机关成员：选举、饪命和认可 

7. 埋亊会在第3次会议上任命了发展规划委员会的2 4名成员， 

8. 瓔事会进行了选举，填补下列机夭的空缺：社会发展委员会、人类住区委 

员会和踭国公司委员会， 

9 ‧毪事会决g推迟刹以后一庙4议逬行选举、填补下列机构的空畎人类住区委 
9 

员会自然资源委员会以及国际会计和^舌标准政府间专冢工作组‧ 

10. 理事会认可了各国政府对下列委员会的代隶的提名：统计委员会、人口委 

员会、社会发屣委员会、人衩委员会和汩女地位委员会. 

11. 选举、任命和认可结采见理爭会第1987/103号决定， 

1 9 8 7年第一庙常会的审议经过 

12. 理爭会在1 9 8 7竽笫一庙常会上审议了理華会附辑机构及有夫机关成员 

的逸举和任命和提名问趲(议程项目2 1 ) , 埋爭会收到下列文件： 

(a)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V 1 9 8 7 / 3 0 )； 

(b) 秘书长夫于任命提«妇女地位lil际研究训练所童事会成员的说明（ 

1 9 8 7 / 4 5和 A d《 1 )； 

(c) 秘书长夫于任命一名成员以祺补提髙汩女地位m际研究训练所董爭会的一 

个 临 时 S 缺 的 说 明 9 8 7 / 6 7 ) ； 

(d) 祕 书 长 夫 于 选 举 埋 事 会 职 司 委 员 会 成 员 的 说 明 （ 1 ) ； 

(e) 秘书长关于选举跨蠲公司委员会1 7 名 成 员 的 说 明 2 ) ； 

(f) 秘书长关于逸举人类住区委员会2 1名成员的说明(B/1987/J; 3 ) ； 

(g) 祕书长关于选举联合囿开友计划奢执行^fl 6名成员的说明（E/1987/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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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秘书长关于选举联合阖儿童*金会执行廊1 0名成员的说明（B/1987/ 

h 5 ) ； 

(i) 秘书长夫于选举国际会计和裉告标准政府间f冢工作组2 1名成员的说明 

( B y i 9 8 7 / A 6 ) J 

(J)祕书长关于选举粮食後助政策及方案委员会5名成员的说明(E/1987/ 

Ii 7 )； 

W 秘 书 长 关 于 方 案 和 协 调 委 员 会 7 名 戚 员 提 名 的 说 明 8 ) ; 

(1)秘书长关于世界粮食理事会12名成员提名的说明（E/1987/I* 9 ) 

13. 理事会在其 5月 2 7日第 1 5和 1 6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问趲，会议情 

况载于有夫的简要记录（E/1987/Sïi 1 5和 1 6 )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附厲机构和有关机关成员的选举*任命和提名 

14. 理事会在其第1 5次会议上举行选举，以填补à下六个职司委员会空缺： 

统计委员会、人口委员会、社会友廣委员会、人权委员会、汩女地位姿员会和庥畔 

药A委员会‧ 

1 5 . 理爭会在第1 5和 1 6次会议上逬行了逸举，以壤补下列机夫的空缺： 

自然资源委员会、跨国公司委员会和il际会计和裉舌标准政府间专冢工作组、联合 

国儿重基金会执行局、联舍闺开发计划奢执行^和根食谀坳Jit«及方案娈员会‧ 

16. 理事会在这两次会议上夾定锥剁以后一庙会议丹逬行选举，以填补下列 

机夫的其氽空炔：人类住区委员会、自然资源委员会、国,会计和裉舌标准政府间 

专冢工作组和粮食拔助政泶及方案委员会. 

17. 理事会在其第1 6次会议上提名成员国，供大会逸举担饪方茱和协调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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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理事会在其第1 8次会议上饪命了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董筝会的 

成员‧ 

19. 理事会在同次会议上，认可了社会友展委员会第三十油会议（^1987/ 

20,第一鞏，C节）昕提名的联合国社会友展研究所董爭会的成员， 

2 0 . 选举、任命和提名结果见理事会第1987/130号决定， 

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续会的审议经过 

2 1 . 理事会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续会就第一届常会推迟未办的选举理事会附 

厲机构成员问题釆取了行动（议程项目22 ) ‧ 1 9 8 7年 1 0月 1日，理事会第 

3 8次会议审议了该问题.讨论情况载于有关简要记录（E / 1 9 8 7 / S R . 3 8 ) . 

选举 

2 2 . 理事会举行选举来填补人类住区委员会和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的空 

缺. 

2 3 . 理事会将填补人类住区委员会、自然资源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 

府间专家工作组空缺的选举推迟到以后的会议举行。 

2 4 . 关于选举结果，见理事会第1987/193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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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组织和其他事项 

1. 理事会于2月3日至6B«^i总部举行了 1 9 8 7年组织会议（第 1至第 4 

次会议），于 5月 4日至 2 9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第一届常会（第5次至第19 

次会议），并于 6月 2 3日至7月9日在联合国日内^:办審处举行了 1 9 8 7年第 

二届常会（第2 0次至第 3 7次会议），并于1 0月— 1日和 2 0日、 1 1 月 2 5 日 

及 1 2月 4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笫二届常会续会（第 3 8次至第 4 1次会议）. 

会议情况载于有关简要记录 ( E / 1 9 8 7 / S R . 1 - 4 1 ) . 

2 . 1 9 8 7年组织会议由理事会1 9 8 6年主席曼努埃尔‧多斯桑托克先生 

(莫桑比克）宣布开会，理事会1 9 8 7年主席尤金纽什•诺沃雷塔先生（波兰） 

也作了讲话. 

A .理審会主席团 

3 . 在其2月3日第1次会议上，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以东欧各国名 

义）的提名，理事会以鼓掌方式选出尤金纽什•诺沃雷塔先生（波兰）为理事会 

1 9 8 7年主席.理事会还以鼓掌方式选出阿卜杜勒‧哈利姆‧巴达维先生(埃及) 

和劳埃德‧巴尼特先生 < 牙买加)和保罗‧拉伯奇先生（加拿大）为理事会副主席. 

理事会在其2月6日第3次会议上以鼓掌方式选出阿尼苏丁•阿哈迈德先生（巴基 

斯坦）为理事会副主席. 

4. 在其第3次会议上，根据主席的提议，理事会同意劳埃德.巴尼特先生 

(牙买加）为第一（经济）委员会主席，保罗。拍柏奇先生（加拿大)为第二(社 

会)委员会主席，阿尼苏丁•阿哈迈德先生（巴基斯坦）为第三（方案和协调）委 

员会主席，理事会同意阿卜杜勒。哈利姆‧巴达维先生（埃及）从事理事会所规定 

的其他工作，并协调非正式协商. 

5 . 在其5月4日第5次会议上，理事会以鼓掌方式选出穆罕默德纳赛尔-米 

安先生（巴基斯坦伪副主席，代替辞职的阿哈迈德先生（巴基斯坦）‧在其6月23 

日第2 0次会议上，理事会以鼓掌方式选出尼卡西奥‧瓦尔达拉马先生（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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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副主席至 6月 2 8日为止，并选出罗沙利奥‧马纳罗夫人（菲律宾）在此后担 

任该职，代替辞职的米安先生（巴基斯坦).理事会同意他们为第三f方案和协调) 

委员会主席. 

6. 第一（经济）委员会在其5月1 1日第2次会议上，以鼓掌方式选出纳吉 

博•阿卜杜尔卡利姆•穆哈迈德先生（索马里）和尤尼斯‧本‧阿里‧拉赫马先生 

(阿曼）为该委员会副主席. 

7. 第二（社会）委员会在其5月4日第1次会议上以鼓掌方式选出洛朗-玛 

丽‧比弗先生（加蓬）和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先生（秘鲁）为该委员会副主席. 

8. 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在其6月23日第1次会议上，以鼓掌方式选 

出贝内迪克特•弗朗基内女士（比利时）和瓦西里‧佩西科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该委员会副主席. 

B .工作方案和议程 

1 9 8 7年组织会议议程 * 

9. 理事会在其2月3日第1次会议上收到了 1 9 8 7年组织会议附加说明的 

临时议程(E/1987/2).理事会在同次会议上通过了该议程（见本报告附件一 ） ‧ 

经济及社会理害会 

1 9 8 7年和 1 9 8 8年基本工作方案 

10. 理事会在其第1至第4次会议上审议了 1 9 8 7和 1 9 8 8年的基本工作 

方案.理事会收到了理事会1 9 8 7年和 1 9 8 8年基本工作方案草案（H/1987/ 

1和Add. 1 )‧ 

11. 在2月3日同次会议上，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辜就理事会基本工作方 

案和组织会议议程的其他项目发了言. 

*通过的议程见本报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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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秘书在介绍理搴会基本工作方案草案时就理睿会 

工作的组织事项发了言.他通知理事会，依照第1982/174号决定的规定，各区 

域委员会执行秘书建议在题为"区域合作"的议程项目下，以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 

技术合作的区域间合作以及信息技术（信息学）的问题为主题供理事会1 9 8 7年 

第二届常会伃细审议. 

13. 下列国家代表和观察员就基本工作方案和其他组织辜项作了一般性发言： 

在第1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斯里兰卡、埃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囿、 

摩洛哥.印度和巴基斯坦代表以及南斯拉夫、缅甸和阿尔及利亚观察员；在2月3 

日第2次会议上，挪威、波兰、美利坚合众国、比利时（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 

成员国的联合国会员国）.委内瑞拉.日本.秘鲁和加拿大代表以及圭亚那观察员； 

在2月6B第4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波兰还代表保加利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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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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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以及危地马拉观察员（代表属于7 7国集团 

的联合国会员国）. 

H在其 2月 6日第 3次会议上，理事会收到了在就理搴会基本工作方案和其 

他组织事项进行的非正式协商基础上编写的非正式工作文件，其中载有题为"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1 9 8 7年和 1 9 8 8年基本工作方案"的一项决定革案. 

15.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该项决定草案（见理事会第1987/108号 

决定，第一节）， 

16. 在通过该项决定革案前，下列国家的代表和观察员发了言：丹麦.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塞内加尔、扎伊尔、大不列颠及爱尔兰 

联合王国.比利时.苏丹.加拿大和孟加拉国代表以及阿尔及利亚和希腊观察员. 

17.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秘书发言答复了讨论期间提出的问题.区域委员会 

联络处代表也答复了提出的问题， 

18. 在第4次会议上，理事会注意到将增加的题为"深入研究联合国在经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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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领域的政府间结构和职能"的问题列入1 9 8 8年理事会工作方案的问題(E/ 

1987/1/Add 1 ),以便在第一和第二届常会上审议（见理事会第1987/108号 

决定，第二节）. 

1 9 8 7年第一届常会议程* 

19. 为审议其第一届常会的议程和工作安排，理事会收到下列文件： 

(a) 附加说明的会议暂定议程（E/1987/30 )； 

(b) 1 9 8 7 年 2 月 1 2日瓦努阿图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给经济及社会理窖会主 

席的信< 31/1987/49); 

(c) 主 席 面 关 于 该 届 会 议 工 作 安 排 的 说 明 1 6 ) ; 

(d) 秘 书 处 关 于 编 制 该 届 会 议 文 件 佾 况 的 说 明 1 7 / R e v . 1)； 

(e) 秘书处关于联合国人口奖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说明（31/1987/Ii 18X 

20. 在其5月4日第5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其第一届常会的议程（见本报 

其中在项目 1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项）之下增加了联合国人口奖委 

员会议事规则问题，并在项目1 6 (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救灾锾助）之下增加了 

援助直建瓦努阿图问题. 

21.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秘书建议订正主席团关于工作安排的说明（E/1987/ 

k 16),以考虑到已列入议程的两个新问题.理事会后来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工作 

安排. 

2a在同次会议上，瓦努阿图观察员发了言， 

23. 在 5 月 1 8 日 第 1 1次会议上，厄瓜多尔观察员就厄瓜多尔3月发生的地 

霖发了言.理搴会在主席团建议下，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茌项目1 6 (特别经济. 

人道主义和救灾锼助）之下审议向厄瓜多尔提供援助的问題. 

* ‧ * 

24. 在5月4日第6次会议上，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和社会发展和人道主 

‧ 通过的议程见本报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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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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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事务中心主任发了言， 

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议程* 

25. 在其 5月 2 9日第一届常会第1 9次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第二届常会的 

临时议程.理事会收到了秘书处的说明，其中载有第二届常会临时议程箪案和拟议 

的工作安排（15/1987/1- 28),并收到1 9 8 7年 5月 2 6日索马里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秘书长关于扩大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的普通照会（ 

1987/105). 

26. 理車会秘书介绍了秘书处的说明，并作了口头订正，下列国家代表和观察 

员发了言：牙买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丹麦.埃及. 

比利时（代表腐于欧洲共同体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秘鲁和尼日利亚代表以及突 

尼斯、危地马拉（代表厲予7 7国集团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和墨西哥观察员. 

27. 理事会后来核可了经口头订正的第二届常会临时议程萆案和拟议的工作安 

排，并阀意在第二届常会第二期会议上审议项目4 (深入研究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 

领域的政府间结构和职能）， 

28. 根据主席的建议，理事会决定#r大联合国难民窠务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 

问题列于项目5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之下（理事会第1987/158 

号决定）， 

29. 理事会还决定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执行主任和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 

编写的关于非洲工业发展十年的报告应直接递交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理審会第 

1987/159号决定）， 

* ‧ * 

30. 在第二届常会上，理事会收到下列文件： 

(a)临时议程和工作安排（H/1987/100 ); 

*通过的议程见本报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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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附加说明供 1 9 8 7车第二届常会审议的项目清单（E/1987/101和 

A d d 1); 

(0 1 9 8 7 年 5 月 2 9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给秘书长关于该组织四十周年 

的信（E/1987/107); 

(d) 1 9 8 7年6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千拿给秘书长关于预防和控制艾滋病 

全 球 战 略 的 信 9 8 7 / 1 0 9 ) ; 

(e) 秘书处关于编制文件情况的说明（E/1987/Ii 2 1 / R e v . 2). 

31. 在 6 月 2 3日第 2 0次会议上，理搴会听取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 

言后，通过了其第二届常会议程（见本报告附件一),并决定在全体会议上在项目15 

(联合国系统内国际合作与协调）之下审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给秘书长的信（E/ 

1987/107和：E/1987/109)(理事会第1987/160号决定，第1段）. 

32. 在其 7月 9日第 3 7次会议上，理事会指出，将在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 

第二期会议上审议项目4、 16. 20. 21和22 (理拿会 1 9 8 7 / 1 6 0号决定，第 2 

段 ） ‧ 

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发言要求 

3a 5月6日笫7次会议上，理事会按照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建议（见 

1987/75 ),核可了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就1 9 8 7年第一届常会议程某些项目发 

言的要求， 

34 6 月 2 4日第 2 2次会议上，理事会核可了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就第二届常 

会议程项目3发言的要求（见：E/1987/1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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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第二届常会续会审议的议程项目* 

35. 理事会其笫二届常会续会收到下列文侮 

(a)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7年通过的决议和决定所涉方案概算摘要（E/ 

1987/130 JfPAdd.l); 

1 9 8 7年 8月 2 1 B牙买加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的 

1^(2/1987/131); 

( 0 将 由 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续会审议的附加说明的议程项目表（B/1987/ 

132 *» Corr.l). 

IRA研究联合B在经济淞社会翎域的政府间结构^职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36. 按照 1 9 8 7年 8月 2 1日牙买加常驻联合国，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 

席的信（B/1987/131)提出的请求，理事会根据主席的建议，在第3 8次会议 

上决定将下列项目列入1 9 88年常会议程"深入研究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 

政府间结构*职能：（aJ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深入研究联合国在经济湫社M缄的政 

府间结构湘职能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D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见理事会笫 

1987/189号决定）. 

37. 丹麦代表发了言（见E/1987/SR.38), 

人权委员^ »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工作组 

38. 在第4 0次会议上，按照主席的建议，理事会决定在1 9 8 7年1 2月 7 

B至 1 7 B举行南鄱非洲问癍特设工作组会议，而不在1 9 8 8年1月举行（见理 

事会笫1987/195号决定）. 

见本报告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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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委员会重新召开的特别会议 

3 9 - 在 第 4 0次^i义上，听取了墨西哥观察员以跨M公司委员会特别会i义主 

席身份的发言后，理事会决定授权跨国公司委员会在现有资源范囿内于1 9 8 7年 

重新召开一次特别会议，选出两名主席团成ë以进行理事会第1987/57号决议中 

所要求的协商 ‧（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9 6号决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7年通过舱决^湘决审所诛古笨概直楠婁 

4 0 . 在 第 4 1次会议上，主管方案规划、预算和财政助理秘书长兼财务主任 

口头订正了内载经社理事会1 9 8 7年通过的决议和决定所涉方案概雾摘要的秘书 

长报告（ E / 1 9 8 7 / 1 3 0 ) , 

41，在同次会议上，按照主席建议，理事会注意到载有经社理事会1 9 8 7年 

通过的决议湘决定所涉方案概算摘要的经口头订正的秘书长报告（其 订正本随后佑 

为 E / 1 9 8 7 / 1 3 0 / A d d . 1号文件印发）（见理事会笫1987/197号决定）， 

c .其他事项 

将缅甸列入最不发达国家名单 

4 2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 9 8 7年 2月 3日笫 1次会议根据主席的建议，审议 

了 1 9 8 6年 1 2月 1 8日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E / 1 9 8 7 / 1 2 ) , 

决定请发展规划委员会优先考虑将缅甸列入最不发达国家名单，并向理事会1987 

年笫二届常会提出建议（理事会第1987/101号决定）， 

4 3 . 2月6日第4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和缅甸观察员发了言. 

44 ‧理事会第二届常会就此问题釆取的行动见上文第二章，第8 7至 8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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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赞比亚列入最不发达国家名单 

45.2月6日第4次会议上，赞比亚观察员提请理事会注意1 9 8 7 年 2 月 3 

日 赞 比 亚 常 驻 联 合 国 代 表 团 临 时 代 办 给 秘 书 长 的 信 （ ) , 该 信 转 达 赞 

比亚政府要求把该国列入最不发达国家名单的要求，孟加拉国、卢旺达和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等国代表和阿尔及利亚观察员发了言， 

4 6 . 同次会议上，理事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请发展规划委员会考虑将赞比亚 

列入最不发达国家名单，并向理事会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提出建议（理事会1987/ 

1 0时决定）， 

4 7 . 发展规划委员会随后决定至少一年内暂不对赞比亚作出判断（参看:E/ 

1 9 8 7 / 2 3 ,笫 6 4 段 ） ‧ 

禁止非法叛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萆案 

4 8 . 在2月6日第3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一项题为"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物公约萆案"的决定革案(见理事会笫 1 9 8 7 / 1 0 4号决定）. 

4 9 . 理事会第一届常会就此问题釆取的行动见上文第五章，D节， 

国际禁止販运毒品运动 

5 0 . 在2月6日第3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一项题为"国际禁止販运毒品运 

动"的决定草案（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0 5号决定）. 

跨国公司行为守则 

5 1 . 在 2月第 3次会议上，理事会收到一项题为"跨国公司行为守则"的 

决定草案，墨西哥观察员对这项决定草案提出了一项傪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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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还代表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了言. 

53'理事会然后邇过了经口头傪正的决定单案（见理事会第1987/106号决 

定）， 

54. 理事会第一届常会就此问题采取的行动见上文第四聿，D节， 

放弃执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2条 

5 5 . 2月6日第3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题为"放弃执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议事规则第 2条"的决定草案（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0 7号决议） ‧ 

跨国公司委员会会议周期 

5 6 . 2月6日第4次会议上，理事会收到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跨国公司委员 

会 会 议 周 期 " 的 决 议 草 案 （ 1 1 ) , 

5 7 . 预算司代表就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辈问题发了言， 

58-同次会议上，下列各国代表和观察员发了言：印度、秘魯、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联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波兰、大不列無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和挪威的代表以及墨西哥和阿根廷的观察员， 

5 9 . 主昝方案和协调事务助理秘书长发了言，答复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 

6 0 . 同次会议上，美利坚会众国代表考虑到各国代表的发言，提议了一项决定 

草案，根据这项决定革案，理事会将推迟到1 9 8 7年第一届常会对决议草案采取 

行动，并请跨国公司委员会在审査提议的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 9 8 8 - 1 9 8 9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 2条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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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期工作方案时考虑，如果理事会决定跨国公司委员会会议采取两年周期，需进 

行哪些必要的调整，但这种考虑不得妨碎理事会的最后决定. 

61.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邇过了该决定萆案（见理事会1987/110号决定）. 

62'理事会第一届常会就本问题采取的行动见上文笫四章，D节， 

纪念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的通过 

63- 1 9 8 7 # ^ 6日笫4次射义上，摩洛哥代表，代表玻利维亚、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1埃及、牙买加、蒙古'、廉洛哥、巴拿马、秘魯、菲律宾、波兰、 

卢旺达、塞内加尔、苏丹和委内瑞^介绍了一项题！"纪念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 

公约的通过"的决议草案（E/1987/X。 12 ) 。 

64.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7/ 

1号决仏 

宣布国际扫盲年 

65* 2月6日笫4次会议上，蒙古观察员代表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哥斯达黎 

加、'古巴、，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老M人 

民民主共和国'、蒙古'、摩洛哥、尼泊尔，、巴拿马、秘鲁、卢旺达、斯里兰卡、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鸟千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和越南'，介绍了一项题为"宣布国际扫盲年"的决定草案（E/1987yl。 14 ) . 

6 6 . 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决议草务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1 1 

号决尨 

6 7 . 理事会笫二届常会就本问题采取的行动见上文第六章，第4 7 至 5 0和 

7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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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政府间结构和职能 

68- 2月6日第4次会议上，理事会收到一项根据大会第4 1/2 13号决议 

第 1 ( e ) 段进行的非正式协商时 "深入研究联仓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政 

府间结构和职能"的决定草& 

69. 揶威代表提出了下列修正： 

(a) 在起首部分于"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政府间结构和职能"字样之后 

加入"及其支助结构"等字； 

(b) ^ ( W C L盼段中"有关联合国政府间结构的资料"等字样改为"关于政府间 

机构及其附属机构"； 

70.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提议在掷威代表建议的修正案中"支助结 

构"字样之前加入"秘书处"一" ^ 

71. 比利时代氣代表联合国会员国内欧洲经济共同安成员国，提出下列修正: 

(a)在(a)段之后加入一个新段："特别委员会在执行其任务的过程中，可酌情 

设立起草小组或工作小组"； 

0»在(i)段中于"使其能有相当多的活动"之前加入"从1 9 8 7年上半年开 

始"等字。 

72. 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决定草氣通过后的决定萆案 

以 1 3 号 文 件 分 & 最后案文见理筝会第1987/112号决^ 

73. 在通过决定草案前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和苏丹作了发言。在通过决定 

草案后，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埃及（以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言）、秘魯、美 

利坚合众国、^i、苏维类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比利时（代表联合囿会员国内欧 

剁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和玻利维亚、以及危地马拉观察员（代表联合国会员国内 

7 7国集团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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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理事錄一届常会就本问题釆取的行动 J U i文第三章，B节。理事会还 

将在其笫二届常会笫二期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问题‧ 

联 合国人口奖委员会议事规则 

7 5 . 5 月 2 6日第 1 4次会 i l h ,理事会审议了秘书处的说明（ E / 1 9 8 7 / 

Le 18)î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对理事会第1 9 8 2 / 1 1 2号决定内所载《联合 

国人口奖委员会议事规则》第7条第2款修正如下： 

"2。癸员会应审议向其提交的候选名单，并决定将人口奖颁給一个或若 

千得奖者。照例，如果委员会决定将人口奖颁給一个以上侯选者，委员会选 

出得奖者应：（a)不超过两>|^！^或0>)不超过两个机构，或(c)不趄过一个 

个人和一个机构"。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笫 1 9 8 7 / 1 2 9号决& 

政府间组织参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工作 

76 7月 8日第 3 7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主席代表主席团提议的一项决定 

萆 案 （ 4 5 ) ,其中决定按照理爭会议事规则第 7 9条，非洲开发银 

行、非洲会计理事会，非洲文化研究所，阿拉伯内政部长理箏会和国际铝土协会可 

以参与理事会的工作。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7 / 1 6 1号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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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9 8 7年组织 会议和 1 9 8 7年 

第一届常会*笫二届常会和笫二届常会续会的议程 

1 9 8 7年组织会议议程 

理事会1 9 8 7年 2月 3日笫 1次会议通过 

1 "选举主席軋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孤 

3 "理事会 1 9 8 7年和1 9 8 8年基本工作方案。 

4。 选举理事会各附属机关的成员；认可各职司委员会的代& 

5. 1 98 7年笫一届常会临时议程和其他组织事 

1987年笫一届常会议程 

理事会1 9 8 7年 5月 4日第 5次会议通过 

1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2-《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視进行战斗的笫二个十年行动纲领》的执行情& 

3. 深入研究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政府间结构和职& 

4.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约》-

5.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6 "《经济、社会、文做利国际公约》。 

7"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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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联 合 国 大 ^ 

9。 危 M 物 运 输 。 

10。 公共行政和财Jlfe» 

11。 统计问亂 

1 2 o制图》 

13。 跨国公^lo 

14. 自 然 资 ^ 

16. 沙 漠 雠 旱 灾 . 

16-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教灾援亂 

17. 人 払 

1 & 社 会 发 ^ 

1 9 *提高妇女地払 

2 0 -麻醉药品。 

2 1 .选举和提名。 

2 2 -审议 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临时议払 

1 9 8 7年笫二届常会议程 

理事会1 9 8 7 年 6 月 2 3 日 笫 2 0次会议通过 

1 ‧宣布会议开幕。 

2 .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 

3 . 关于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区域和部门性发展在内的一般性讨A 

4 . 深入研究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政府间结构和职！^
a 

a
 1 9 8 7年第二届常会笫二期会议审议了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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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6 .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境内国家资源的永久主^p 

7- 切实动员妇女参加发 1 

8- 区域合怅 

9 .粮食问 M » 

10. 环境方面的国际合ffe 

11. 人类住区方面的国际合作。 

12. 人口问氬 

13. 特别经济、人道主义和救灾援跳 

14.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15. 联合国系统内的国际合作与协称 

16. 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方案概算。 a 

17-各专门机构以及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铪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独立宣言》的情况。 

18. 1 9 8 8 ^ 1 9 8 9年会议日历。 

19. 公共行政和财务。 

20. 贸易和发^> a 

21.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 I a 

22. 选 举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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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和有关机关的成员 

A ‧经济及杜会理事会 

1 9 8 7 年 的 成 员 1 9 8 8 年 的 成 员 任 期 于 1 2 月 3 1 B 届 满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1988 

孟加拉 S 比利时 1988 

比利时 伯利兹 1989 

伯利兹 玻利维亚 1989 

坡利维亚 保加利亚 1989 

巴西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 

保加利亚 主义共和国 1 9 8 8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 加拿大 1989 

主义共和廑 中国 1989 

加拿大 膽 比 亚 1990 

申M 古 £ • 1990 

^fÛrthiE 丹麦 1989 

丹麦 吉布提 1988 

吉布提 埃及 1 9 88 

埃及 法 S 1990 

法 H ：&P蓬 1988 

加蓬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88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国 199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加纳 1990 

几内亚 希腊 1 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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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 7年的成员 1 9 8 S年的成员 任期于12月31日届满 

海地 几内亚 1990 

冰岛 印度 1990 

印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989 

伊朗伊斯兰共糊 伊拉克 1 9 88 

伊拉克 爱《兰 1990 

意大利 i t大利 1988 

牙买加 牙买加 ‧ ‧ ‧ ， ‧ ‧ ‧ 1988 

日本 日本 1990 

摩洛哥 茱 ^ 6 1990 

莫桑比克 利比里亚 1990 

尼日利亚 阿拉伯利 M 民众国 1990 

挪威 莫 桑 i t t 1988 

MM. 挪 â 1989 

£基斯坦 MM. … 1989 

巴拿马 巴基斯坦 1988 

秘鲁 1988 

$律宾 秘鲁 ⋯ " 1 9 8 8 

波兰 菲律宾 ⋯⋯ 1988 

罗马尼亚 波兰 1989 

卢旺达 1990 

塞内加尔 卢 岐 1989 

塞拉利昂 沙特阿拉伯 1990 

^ 里 塞拉利f 1988 

西班牙 索马里 1 9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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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7年的成员 1 98 8年的成员 任期于12月31日届满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 1989 

苏丹 苏丹 ‧ 1989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988 

土 耳 # 特:à J Ê &邮巴哥 1990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苏联） 国联盟（苏联） 1989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 1989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 1988 

乌拉圭 膽 É 1989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 1990 

礼 伊 * 肖斯拉夫 1990 

津巴布韦 扎伊尔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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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理 事 会 各 委 员 会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1 9 8 7年的成员 1 9 8 8 年 的 成 员 & 任期于 1 2月 3 1 B届满 

阿根廷 阿 舰 1988 

孟加拉国 奥地利 1990 

贝宁 巴林 1990 

巴西 孟加拉国 1990 

布基纳法索 贝宁 1988 

白俄罗斯苏维埃 巴西 1989 

社会主义共和国 布基纳法索 1989 

喀麦隆 喀麦隆 1989 

中国 加拿大 1990 

法国 中国 1989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哥伦比亚 1990 

印度尼西亚 科特迪瓦 1990 

曰本 古巴 1990 

荷兰 法茵 1988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9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印度 1990 

突尼浙 印度尼西亚 1989 

苏维埃社 会主义 曰本 1989 

共和国联盟 肯尼亚 1990 

墨西哥 1990 

a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建议，大会笫42/450f决定将委员会的成员增至34 

个齡国会员 S U大会笫 4 2 / 3 1 ^决定选出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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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协调委员会（逡） 

1 9 8 7年的成员 1 9 8 8年的成员 a 任期于 1 2月 3 1日届满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巴 基 斯 坦 1 9 9 0 

牲 王 画 秘 鲁 1 9 8 8 

獒利坚合众国 波 兰 1 9 9 0 

南浙拉夫 罗 马 尼 亚 1 9 9 0 

赞比亚 卢 旺 达 1 9 9 0 

瑞 典 1 9 9 0 

特 立 尼 达 和 多 巴 哥 1 9 9 0 

突 尼 斯 1 9 8 9 

乌干达 1990 

苏维埃社 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1988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画 1990 

美利坚合众国 1988 

南 渐 拉 夬 • 1990 

赞比亚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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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住区委员会 

1 9 8 7年的成员 1 9 8 8年的成员5 任期于1 2月3 1日届满 

阿 皿 阿根廷 1990 

孟加拉国 孟加拉囿 1991 

玻利维亚 玻 利 维 亚 ⋯ " 1 9 8 8 

博茨瓦纳 博 茨 瓦 纳 1 9 9 1 

巴西 巴西 19 9 0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 19 9 0 

布隆迪 布隆迪 1991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画 1991 

喀麦隆 喀 麦 隆 1 9 9 0 

加拿大 加 拿 大 1 9 8 8 

智利 哥伦比亚 19 9 0 

哥伦比亚 刚果 1988 

刚果 塞浦路斯 ⋯ 1991 

塞浦路斯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88 

丹麦 厄瓜多尔 1990 

多米尼加共和国 埃及 1991 

厄瓜多尔 芬兰 1990 

芬兰 法国 1988 

法国 加 蓬 1 9 9 0 

b理事会 1 9 8 7 年 1 0 月 1日笫 3 8次会议决定将下列选举推迟到将来的会议 

上 # ^ : 一名亚洲国家成员，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1 9 8 8 年 1 2 月 3 1日届 

满；一名西欧及其他国家成员，自1 9 8 8年 1月1日起任期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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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住区委员会（莖） 

1 9 8 7年的成员 1 9 8 8年的成员 b 任期于 1 2月 3 1日届满 

加蓬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91 

德意志民主共和面 德意志联邦共和画 ‧ 199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希腊 1991 

希腊 匈牙利 1988 

匈牙利 印度 1991 

印度 印度尼西亚 1988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99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1988 

伊控克 意大利 1988 

意大利 牙买加 1991 

牙买加 日本 1990 

曰本 约旦 1991 

约旦 肯尼亚 1991 

肯尼亚 马达加斯加 1990 

茱索托 马拉维 1988 

马达加撕加 马来西亚 1988 

马拉维 墨西哥 1991 

马来西亚 摩洛哥 1988 

墨西哥 荷兰 1988 

摩洛哥 尼日利亚 1988 

荷兰 挪威 1991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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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住区委员会（皇） 

1 9 8 7年的成员 1 9 8 8年的成员 b 任期于 1 2月 3 1日届满 

挪威 巴拿马 1988 

巴 基 M 秘鲁 1991 

巴拿马 菲律宾 1990 

菲律宾 波兰 1988 

波兰 塞拉利昂 1990 

塞拉利昂 斯里兰卡 1991 

斯里兰卡 斯威士兰 1988 

斯威士兰 瑞 典 1 9 8 8 

瑞典 多哥 19Ô0 

多哥 土耳其 1990 

突尼辦 乌千达 1990 

土耳其 苏维埃社会主义 

乌干达 共和国联盟 1990 

乌克兰苏维埃社 会主义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共和国 联合王国 1990 

苏维埃社会主义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991 

共和画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美利坚合众囿 1990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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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委员会 

当选成员自1 9 8 7年1月1日起任期四年 

保加利亚 

布隆迪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古巴 

塞浦路斯 

法国 

希腊 

肯尼亚 

马拉维 

尼加拉瓜 

阿曼 

巴基斯坦 

卢旺达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斯里兰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1 9 8 7 年 的 成 员 

阿 舰 

孟加拉国 

自然资源委员会 

1 9 8 7和1 9 8 8年的成员 

阿根廷 

孟加拉画 

c 任期于12月3 1日届满 

1 9 8 8 

1988 

c 理 事 会 1 9 8 7 年 1 0 月 1 日 第 3 8次会议决定将下列选举推迟到将来的会议 

上 # 

(a) 两名亚洲国家成员，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1990年1 2 月 3 1日届满； 

(b) 四名西欧及其他国家成员，其中一名成员的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1988年 

1 2 月 3 1日届满，三名成员的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1990年1 2 月 3 1 

曰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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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委员会（续） 

1 9 8 7年的成员 1 9 8 7和1 9 8 8年的成员 ( ； 任期于1 2月3 1日届满 

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 1990 

博茨瓦纳 博 茨 瓦 纳 ⋯ 1 9 8 8 

巴西 巴西 ‧‧ 1 9 8 8 

布隆迪 布隆迪 1988 

白俄罗斯苏维埃 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H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画 ‧ 1 9 9 0 

加拿大 加 拿 大 1 9 8 8 

智利 智利 1988 

中国 中国 1988 

哥伦比亚 哥 伦 比 亚 1 9 8 8 

科特迪瓦 科 特 迪 瓦 1 9 9 0 

古巴 古巴 ⋯ ' 1 9 9 0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 19 8 8 

埃及 埃及 1988 

芬兰 芬兰 ' 1990 

法国 法国 199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9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1 9 9 0 

加纳 加纳 198 8 

希腊 希 腊 1 9 8 8 

匈牙利 匈牙利 1990 

印度 印度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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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委员会（续） 

1 9 8 7年的成员 1 9 8 7和 1 9 8 8年的成员 e 任期于12月3 1日届满 

伊朗伊斯兰共和茵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990 

曰本 曰本 1988 

肯尼亚 肯 尼 亚 1 9 8 8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1988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1988 

摩洛哥 摩洛哥 1988 

荷兰 荷兰 1988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 1990 

巴基斯坦 巴 基 斯 坦 1 9 9 0 

巴拿马 巴拿马 1988 

菲律宾 菲律宾 1990 

波兰 波兰 1990 

苏丹 苏丹 1988 

斯威士兰 斯 威 士 兰 1 9 9 0 

瑞典 瑞 典 1 9 9 0 

泰国 泰国 199 0 

多哥 多哥 1990 

土耳其 土耳其 1990 

乌干达 乌干达 1990 

乌克兰苏维埃 鸟克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画 社会主义共和国 1988 

苏维埃社会主义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共和S联盟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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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委员会（续） 

1 9 8 7年的成员 1987和1988年的成员c 任期于 1 2 月 3 1日届满 

美利坚合众S 美利坚合众国 1990 

乌拉圭 鸟 拉 圭 1 9 8 8 

委内瑞拉 委 内 瑞 拉 • 1 9 8 8 

礼伊尔 札伊尔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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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委员会 

1 9 8 7年的成员 1 9 8 8年的成员 任 期 于 1 2 月 3 1 B „ 

阿尔及利亚 安提瓜和巴布达 1968 

安提瓜和&布达 孟加拉国 1988 

阿根廷 1988 

孟:te拉g 巴西 1988 

布隆迪 1990 

巴西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90 

保加利亚 瞜麦隆 1990 

喀麦隆: ：te*大 1990 

加拿大 中国 1989 

中国 哥伦比亚 1989 

哥伦比亚 古 & 1988 

古巴 塞浦路斯 1988 

塞浦賂斯 捷 : ^ 洛伐克 1989 

#克斯洛伐克 狱 1989 

埃及 m 1989 

斐济 翻 1989 

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89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89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加纳 1990 

加纳 印度 1990 

印度 印度尼西亚 1988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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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7年的成员 1 9 8 8年的成员 任期于 1 2月 3 1日届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1990 

伊拉克 意大利 1990 

意大利 牙买加 1990 

J f 买 日 本 1989 

日本 #尼亚 ‧‧‧‧ 1988 

#尼亚 i 西 哥 1988 

毛里求斯 荷兰 1988 

墨西哥 尼日利亚 1988 

萌生 挪威 1988 

尼日禾j亚 秘魯. ‧ 1989 

挪威 菲律宾 1990 

已基斯坦 波兰 1990 

秘魯 * 韩 , 1990 

大韩民国 塞拉利昂 !989 

塞拉利* 苏里痏 1989 

苏里南 斯威士兰 1988 

斯威士兰 瑞士. 1989 

瑞士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90 

突尼斯 突尼斯 1989 

土耳其 土耳其 1990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乌干达 1990 

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面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璽 1988 

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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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7年的成员 1 9 8 j年的成员 任 期 于 1 2 月 3 1日届-，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夭 J ^ n : 1988 

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 1988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1990 

委内瑞拉 礼伊尔 1989 

礼伊尔 

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1 9 8 7年的成员 1 9 8 8年的成员 1 1 任 期 于 1 2 月 3 1 B届潲 

a a多斯 巴西 1990 

巴西 加拿大 1990 

加拿大 中国， 1990 

d 理窖会 1 9 8 7 年 1 0 月 1日第 3 8 次会议，决定将下列选举推迟到将来的会 

.议上举行 

(a) 自非洲国家选出2名，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1 9 9 0 年 1 2 月 3 1日 

届满; 

(b) 自亚洲国家选出3名，其中1名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1 9 8 8 年 1 2 

月 3 1日届满，2名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1 9 9 0 年 1 2 月 3 1日届满； 

(c) 自东欧国家选出3名，其中2名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1 9 8 8 年 1 2 

月 3 1日届满，1名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1 9 9 0 年 1 2 月 3 1日届满； 

(d) 自椬丁美洲国家选出3名，其中1名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1 9 8 8年 

1 2 月 3 1日届满，2名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1 9 9 0 年 1 2 月 3 1日届满； 

(e) 自西欧及其他g家选出1名，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1 9 9 0 年 1 2月 

3 1日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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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7 年 的 成 员 1 9 8 8 年 的 成 员 任 期 于 1 2 月 3 1 日 届 满 

中国 塞浦路斯 1988 

塞浦路斯 法国 1990 

埃及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88 

法 g 印度 1988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意大利 1988 

印度 日本 1988 

意大利 肯尼亚 ! 9 9 0 

日本 马拉维 1988 

马拉维 荷兰 -1988 

马来西亚 尼日利亚 1988 

萌兰 挪威 1990 

尼日利亚 巴拿马 1988 

挪贞 西班牙 1990 

巴基斯坦 斯威士兰 1990 

巴拿马 突尼斯 1988 

西班牙 乌干达 ^ 

斯威士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988 

瑞士 乌拉圭 1988 

突尼浙 礼伊尔 

乌干达 ' 

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 

乌拉圭 

礼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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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专家机构 

发展规划委员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根据秘书长的提名 

任命的成员，任期自任命之日起，： 

至1 9 8 9 年 1 2 月 3 1日届满 

阿卜德拉提弗‧哈马德（科威特) 

尼古拉斯‧阿迪托—巴尔茱塔（巴拿马） 

杰拉西莫斯*阿森厄斯（希腊） 

埃德马‧巴査（巴西） 

伯纳德•奇査罗（津巴布韦） 

普里思维 •纳斯 ‧达尔（印度） 

阿达马‧迪阿洛（塞内加尔） 

苏米特罗 ‧多乔哈迪库索莫（印度尼西亚） f 

贾斯特‧法兰德（挪威） 

基思‧布罗德韦尔‧格里芬(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帕特里克‧吉约莫（法国） 

阿明‧古托斯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马布布‧乌尔 •哈格（巴基斯坦） 

杰拉尔德*赫雷内尔（加拿大） 

宦乡（中国） 

海伦 ‧休斯(涣大利亚） 

巿村真一（日本） 

e 1 9 8 7年 2月 6日（第 1 9 8 7 / 1 0 3号决定）。 

f
 1 9 8 7年 2月 9日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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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诺（美利坚合众国） 

格*奥*恩万克沃（尼日利亚） 

约瑟夫‧帕杰斯卡（波兰） 

米哈利•西迈（匈牙利） 

埃尔南多‧德索托（秘鲁） 

伊格‧西索耶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费迪南德 ‧范‧达姆（荷兰） 

犯罪预防及控制委员会 

19 8 7年和19 8 8年的成员 任期于1 2 月 3 1日届满 

穆罕默德‧布拉斯里（摩洛哥) 1 9 8 8 

程 味 秋 （ 彻 1 9 9 0 

罗杰‧克拉克（新西兰） ' ⋯ ， 

杜山'高蒂克（南斯拉夫） 専' 

戴维‧福克纳（大不列颠及北爱尔联合王国) 19B3 

赫迪(《尼斯) ， 

欧相•尤勒斯•亨利•法兰肯（比利时） ^ 

朗奴‧盖勒（美利坚合众国） ^ 

约 瑟 夫 、 尼 （ 匈 牙 利 ） 1983 

奥拉.格拉'比利亚拉斯（巴拿马） 19BB 

克汉德克尔（孟加拉国） !9B8 

阿卜杜勒'梅吉德.伊卜拉欣'哈尔比特（科威特） 1983 

阿列克西‧库德雷雅伏特西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990 

曼 努 埃 尔 ‧ 洛 佩 斯 ' 阿 罗 霍 （ 玻 利 维 亚 ） • 1 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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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7年和198 8年的成员 任 期 于 1 2 月 3 1日届满 

阿尔伯特‧利维林 ‧奥拉和勒‧马斯加尔（塞拉利昂） ， 

豪尔赫‧阿图罗 ‧蒙特罗 ‧卡斯特罗(哥斯达黎加) 1990 

法鲁克‧蒙拉德（沙特阿拉伯） 1938 

阿卜杜勒，卡利姆‧那素顺(印度尼西亚） 1990 

波尔丁 ‧潘地（中非共和国） 1983 

阿雷格巴*波罗（多哥） 1Q8B 

维 克 托 ‧ 拉 曼 尼 特 拉 （ 马 达 加 斯 加 ） 1 9 9 0 

西 蒙 娜 ' 安 德 烈 ' 罗 泽 （ 法 国 ） ， 

米格尔‧桑切斯。门德斯（哥伦HlSE ) 1933 

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卜达拉‧希杜（苏丹） ' 198B 

铃木善 ê H日本） 199。 

博'斯文森（瑜典） 1933 

阿遨夫‧路易斯‧他缅尼（阿根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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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 

1 9 8 7 年 和 1 9 8 8 年 的 成 员 任 期 于 1 2 月 3 1 日 届 满 « 

菲利普‧阿尔斯顿（澳大利亚) ,,.,1 9 9 0 

胡安‧阿尔瓦雷斯‧维他（秘鲁） ， 

伊布拉希姆‧阿里‧巴达维 ‧石克（埃及） - 1990 

阿地布‧达乌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990 

穆 罕 默 德 ‧ 拉 缅 ‧ 科 凡 那 （ 圭 亚 那 ） ‧ ' ‧ ‧ ^ 

玛利亚 ‧洛斯‧安赫茱斯‧希门尼斯 

布特拉格尼奥（西班牙） ^ 

山 姆 巴 • 科 尔 • 康 那 特 （ 塞 内 加 尔 ） ' ^ m 

海梅‧阿尔韦托'马兰'罗梅罗（厄瓜多尔） 1990 

华斯尔‧拉可夫（保加利亚) 1938 

阿 历 山 大 ' 穆 特 拉 和 胡 卢 （ 卢 旺 达 ） ' ^ 

华地沙奥'尼尼曼（波兰） 1983 

肯尼思 ‧奥斯本 ‧拉特雷（牙买加）⋯ . ' 娜 

布鲁诺‧西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 ‧ ' . ， 

米奇斯‧德密特里奥‧斯已尔斯（塞浦路斯） 1933 

爱 华 德 ‧ 斯 维 里 遨 夫 （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 ， 

多谷千贺子（日本）‧ ^ 9 0 

菲利普'泰克西埃（法国） ^ 

哈维尔 ‧怀默‧桑布拉诺(墨西哥） 1 9 9 0 

g 任期为四年。理事会按照笫1985/Ï.7号决议的规定，选举了任期为四年的 

成员 9名，任期为两年的 9名，自 1 9 8 7年 1月 1日开始。成员任期的长 

短是由抽筌决定， 一 



D.职司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 

统计娄员会 

1 9 8 7 年 的 成 员 1 9 8 8年的成员 任 期 于 1 2 月 3 1日届满 

阿根廷 阿根廷 ： ， 1 9 8 9 

& 西 G W 1988 

保加利亚 倮加利亚 1991 

中国 中国 1 9 9 1 

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 1991 

捷克斯洛伐克 埃及 !989 

埃及 芬兰 

^± 法S 1989 

法國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89 

德意志联邦共和國 加纳 1991 

加纳 印度 1988 

印廋 日术 1988 

日本 墨西哥 1988 

肯尼亚 摩 洛 * 1991 

墨西署 新西兰 1988 

新西兰 巴基斯坦 1991 

巴基斯坦 巴拿马 1991 

西班牙 西班牙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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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7年的成员 1 9 8 8年的成员 任期于 1 2月 3 1日届澥 

多哥 多哥 ^ 9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 主义共和国 1988 

苏维埃社会主义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II #和国联盟 ^ 9 

大^列欺及北爱尔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 1988 

类利坚合众国 美利坚合众国 1 9 9 1 

赞比亚 赞比亚 !989 

人口委员会 

1 9 8 7年的成员 1 9 88年的成员 任期于1 2月 3 1日届澥 

巴西 玻利维亚 ^ 9 1 

保加利亚 巴西 1988 

布 & 迪 布隆迪 1989 

喀麦隆 喀麦隆 1988 

中国 中国 1989 

贿 I t 亚 哥 伦 M 1988 

署斯达黎加 化 1989 

古巴 法国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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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7 年 的 成 员 1 9 8 8 年 的 ^ 员 任 期 于 1 2 月 3 1 日 届 满 

^5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 ‧ 1 9 8 8 

法国 伊 朗 （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 1 9 8 9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伊拉克 

# 度 日本 199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马拉维 ‧ 1989 

马拉维 毛里求斯 1988 

马来西亚 ëW^ 1989 

毛里求斯 荷兰 1988 

墨西哥 尼日利亚 1991 

荷兰 波兰 1991 

尼日利亚 卢旺达 1991 

瑞典 瑞典 1991 

泰 H 泰目 1988 

- 哥 乡哥 X991 

±耳其 dt耳其 1988 

鸟克兰苏维埃 乌克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 社会主义#和国 1988 

苏维埃社会主义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共和国联盟' ^ 8 9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 1 联合王 ® 1989 

美利坚合众国 美利坚合众国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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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1 9 8 7年的成员 1 9 8 8年的成员 任期于1 2 月 3 1日届满 

阿根廷 阿根廷 1990 

奥地利 奥地利 1990 

孟加控国 孟加拉国 1990 

加拿大 智利 1988 

智利 塞浦路斯 1990 

塞浦路浙 丹麦 1988 

丹麦 多来尼加*和国 1990 

多米尼加*和国 法国‧‧‧‧‧ 1991 

萨尔瓦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90 

法国 德意志联邦#和 S 1991 

槺意志民主共和国 加纳 1990 

加纳 ^ 马 拉 1991 

海地 海地 1991 

印廋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 1988 

意大利 伊拉克 1991 

肯尼亚 意大利 ‧ 1988 

利比里亚 利比里亚 1990 

阿拉伯利比亚 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 民众国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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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7年的成员 1 9 8 8年的成员 任期于 1 2月 3 1日届满 

马来西亚 马里 1988 

马 g 有生 1988 

蒙古 挪威
 1 9 9 0 

摩 洛 # £ 基 贿 !991 

荷兰 巴拿马 1988 

揶威 波兰 ‧ ‧ ‧ ‧
1 9 8 8 

巴拿马 罗马尼亚 1991 

^LÉ. ^：丹 1991 

罗马尼亚 秦國 1988 

泰国 多署 1990 

多哥 鸟千达 1991 

苏维埃社会主义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共和国联盟. ‧‧‧‧ 1991 

美利坚合众S 美利坚合众国 1991 

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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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杈委员会 

1 9 8 7 年 的 成 员 1 9 8 8 年 的 成 员 任 期 于 1 2 月 3 1 日 届 满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剩亚 1988 

阿根廷 阿根廷 ‧ ‧ 1 9 9 0 

澳大利亚 孟加控国 1988 

奥地利 比利时 1988 

孟加拉国 博茨"R纳 1990 

比利时 巴西 1990 

巴西 保 加 利 亚 ⋯ ⋯ - 1990 

保加利亚 白俄罗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茵 1988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 中 g 1 9摊 

主义共和国 

中国 * 比 亚 1988 

哥伦tbiE 哥斯达黎加 ⋯ 1988 

刚果 塞 浦 賂 斯 ⋯ " 1988 

哥斯达黎加 / 埃塞俄比亚 1988 

塞浦賂浙 法国 ‧ 1989 

埃塞俄比亚 冈 1990 

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8 9 

冈比亚 德意志联邦共和闳 199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印度 1988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伊拉克 1989 

印度 爱尔兰 1988 

伊拉克 意大利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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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杈委员会（隻) 

1 9 8 7年的成员 1 9 8 8年的成员 任期于 1 2月 3 1日届满 

爱尔兰 日本 1990 

意大利 噩西哥 1989 

日本 莫桑比克 1988 

莱索托 尼加拉瓜 1988 

利比里亚 尼日利亚 1990 

墨西哥 裤 威 " ‧ ‧ 1988 

莫桑比克 B 基 斯 坦 1 9 8 9 

尼加拉瓜 秘魯 1990 

掷威 菲律宾 1989 

巴基斯坦 葡菊牙 1990 

秘鲁 卢旺达 1989 

菲律宾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990 

卢旺达 塞内加尔 1989 

塞内加尔 索马里 1989 

索马里 西班牙 1990 

斯里兰卡 浙 里 兰 卡 ‧ 1 9 9 0 

多哥 多哥 1989 

苏维埃社会主义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共和国联盟 1988 

大不列颠及北爱 大不列類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 尔兰联合王国 1990 

美利坚合众国 美利坚合众国 1989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 1990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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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任期三年的成员h 

阿温‧卡萨内（约旦） 

默里达尔‧贝汉德尔（印度） 

塞伊德‧乔杜里（孟加拉国） 

埃里卡‧艾林，代埃斯（希腊） 

德里斯‧达哈克（摩洛哥） 

代理:穆罕默德‧斯比希（摩洛哥） 

朱尔¥：德舍尼斯（加拿大） 

丽塔‧卡迪耶（加拿大） 

达夫‧埃温德（尼日利亚） 

代理:乔治（尼日利亚） 

恩 索 ; 斯 托 齐 （ 阿 根 廷 ） 

j R f :茱安德罗 ‧ #斯波埃斯（阿根廷) 

頋 易 ^ 中 国 ） 

代理：李遛豫（中国） 

艾迪德‧埃尔卡汉纳夫（索马里） 

路易‧儒安奈（法国） 

代理:阿兰 •佩利特（法国） 

艾哈迈德•哈利法（埃及) 

h人权委员会笫四十届会议1984^3月13日选IBJL.保文（荷兰）和他的代理 

则于1986年3月13日选出，以填补马克‧博水特（比利时）和他的代理 

辞职出现的空缺. 

理事会第1987/10拷决定将小组委员会现有成员的任期延长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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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歧視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米格尔‧马丁内斯（古& ) 

代理 :胡利輿 ‧埃霄迪亚 ‧佩雷 * ( 古 G ) 

安 东 S ‧马丁内斯•巴埃斯（墨西哥） 

代理:埃克托尔‧菲克斯‧萨穆迪舆（墨西哥） 

杜 米 ‧ 马 济 卢 ( 穸 马 m ) 

代理:米尔恰‧尼&拉（罗马尼亚) 

姆邦加‧齐博亚（赞比亚） 

代理:比阿特丽斯‧姆兰夫(赞比亚) 

约输 奇(美利坚合众国） 

代理:约翰 •凯里（美利坚合众国） 

辛,森（加纳） 

代理:凯特 ‧阿班克瓦（加纳） 

弗塞沃洛德‧索芬斯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代理:维克托‧奇科瓦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竹本 （日本） 

代理:安藤仁介（日本） 

伊凡 ;舍夫斯基（南斯拉夫） 

代理:达尼洛‧蒂克（南斯拉夫） 

乌里维 ‧波托卡雷罗(哥伦比亚） 

代理:费尔南多 ‧塞佩达‧鸟略亚 < 哥伦比亚） 

巴 尔 德 斯 克 罗 （ 厄 瓜 多 尔 ） 

代理:阿莱曼•萨尔瓦多（厄瓜多尔） 

凡‧保文（荷兰） 

弗林特曼（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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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惠特克(大不列集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代理：约輪 ‧衆*马利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S ) 

菲塞哈，伊梯尔（埃塞饿 

妇女地位委员会 

1 9 8 7年的成员 1 9 8 8年的成员 任 期 于 1 2 月 3 1日届jj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1990 

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 1990 

GW 巴 西 ⋯ " 1988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 布基纳法索 ‧ 1991 

主义共和国 

:6^大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88 

中国 大 1988 

科特迪瓦 中国 1991 

古巴 哥斯达黎加 1991 

捷克斯洛伐克 科特迪瓦 1990 

丹麦 古 & ‧ ‧ 1991 

厄瓜多尔 捷克斯洛伐克 1990 

法国 法国 1988 

加蓬 蜮 1990 

德意志民主共和B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 1 9 9 1 

德意志联邦共和S 希腊 1988 

希腊 危地马拉 1991 

印度 印度 1988 

意大利 意大利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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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雙) 

1 9 8 7 年 的 成 员 1 9 8 8 年 的 成 员 任 期 于 1 2 月 3 1日届漠 

日本 

毛里求斯 日本 1988 

墨西哥 莱索托 1991 

尼加拉瓜 毛里求浙 ‧ 1988 

G基斯坦 墨西哥 1990 

菲律宾 G基斯坦 1991 

苏丹 菲律宾 1990 

多哥 苏 丹 ‧ ‧ 1988 

突尼浙 m 1991 

苏维埃社会主义 突尼浙 ‧ 1988 

共和国联盟 

美利坚合众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璽 1990 

委内瑞拉 美利坚合众国 1990 

礼伊尔 委 内 瑞 拉 " 一 1988 

赞比亚 礼伊尔 ‧ 1990 

麻薛药£委员会 

1 9 8 7年的成员 1 9 8 8年和 1 9 8 9年的成员 任期于 1 2 月 3 1日届满 

阿尔及利亚 阿 舰 1989 

阿 « 涣 大 利 亚 1 9 8 9 

澳大利亚 鏰 时 1989 

比利时 玻利维亚 •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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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委员会（逹） 

1 9 8 7年的成员 1 9 8 8年和19 8 9年的成员 任期于1 2 月 3 1日届满 

Û西 巴西 1991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 1989 

加拿大 加拿大 1991 

中国 中国 1989 

哥伦比亚 科 舰 瓦 1991 

i&A多尔 丹麦 1991 

芬兰 厄瓜多尔 1989 

法g! 埃及 199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法国 ‧‧ 199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 1 9 9 1 

m 匈牙利 "⋯ 1989 

匈牙利 印度 ⋯ 1991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 198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意大利 ⋯ " 1 9 9 1 

意大利 日本 1989 

日本 黎巴嫩 ‧ 1991 

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 1991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1989 

马里 马里 1989 

墨西哥 墨西哥 1989 

摩洛哥 荷兰 1991 

荷兰 尼日利亚 1989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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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静药f i委员会（^ ) 

1 9 8 7年的成员 1 9 8 8年和19 8 9年的成员 任期于1 2 月 3 1日届霸 

G基斯坦 秘 鲁 ⋯ ⋯ ⋯ 1 9 9 1 

秘鲁 波兰 1991 

塞内加尔 塞内加尔 1989 

西班牙 西班牙 1989 

斯里兰卡 瑞士 1991 

泰国 泰国 1991 

土耳其 土 耳 其 ‧ 19 8 9 

苏维埃社会主义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共和国联盟 ‧ 1 9 8 9 

大不列颠及北爱 大不列顛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S 尔兰联合王国 1989 

美利坚合众国 美利坚合众国 1991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 19 8 9 

南浙拉夫 南 浙 拉 夫 1 9 9 1 

赞比亚 赞比亚 19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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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东和中东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及其有关事项小组委员会 

Â M 

阿富汗：穆罕默德‧叶海亚‧马鲁菲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贝鲁兹‧沙汗德J 

巴基斯: i :萨希布扎达 •劳弗 ‧阿里 k 

瑞典：拉斯‧赫斯特兰德 1 

土耳其：埃吉梅尔‧巴鲁特米m 

1 理 事 会 于 1 9 7 4 年 1 月 9 日 第 1 8 8 9次会议认可。 

J 理 事 会 于 1 9 7 7 年 1 月 1 3日第 2 0 4 2次会议认可。 

k 理 事 会 于 1 9 7 6 年 1 月 1 5日第 1 9 8 3次会议认可。 

1 理 事 会 于 1 9 7 9年 2月 9日笫 2次会议认可（第 1 9 7 9 / ^决定）， 

m 理 事 会 于 1 9 8 1年 2月 6日第 3次会议认为（第 1 9 8 1 / 1 0 4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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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 区域委员会 

阿尔巴尼亚 

奥地利 

比利时 

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 

加拿大 

塞浦路浙 

捷克斯洛伐克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匈牙利 

冰岛 

爱尔兰 

欧洲经济委员会 

成员 

意大利 

卢森堡 

马耳他 

荷兰 

挪威 

波兰 

養醬牙 

罗马尼亚 

西îfe牙 

瑞士 

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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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联 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南斯拉夫 

非成员参加国 

圣马力诺、列支敦士登公国和罗马#%，分别依照委员会1 9 7 5 年 4 月 1 5 

日第K ( X X X )哥、1 9 7 6 年 3 月 3 0 B 第 M ( X X X I ) 号 和 1 9 7 6 年 4月 5日第 

H ( X X X I )号 ^ ,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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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成员 

阿富汗 荷兰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 

不丹 巴布亚新几内亚 

文莱国 菲律宾 

鍤甸 大韩民国 

中国 萨摩亚 

民±^埔寨 新加坡 

斐济 所罗门群岛 

法国 斯里兰卡 

印度 泰国 

印度尼西亚 汤加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图瓦卢 

曰本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贿王国 

马来西亚 美利坚合众国 

马尔代夫 瓦努阿图 

漦古 越南 

璀鲁 

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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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成员 

北马里亚勒群岛联合邦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关岛 

基里巴斯 

紐埃 

马绍尔群Ô共和国 

贝劳共和国 

香港 

瑞 士 依 据 理 事 会 1 9 6 1 年 1 2 月 2 1 日 第 8 6 0 ( X X X I I )号决议以咨两地位 

参加娄员会的工作a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成 员 

安提瓜和巴布达 圭亚那 

阿根廷 海地 

巴哈马 洪都拉斯 

巴巴多斯 牙买加 

伯利兹 墨西 * 

玻利维亚 荷兰 

巴西 尼加拉瓜 

加*大 巴拿马 

智利 巴拉圭 

哥伦比亚 秘鲁 

哥斯达黎加 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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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 

多米尼加共和i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法国 

格林纳达 

危地马拉 

圣 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 和格林纳丁斯 

西班牙 

苏里南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鸟拉圭 

委内瑞拉 

准成员 

英厲维尔京群岛 

蒙特塞拉特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瑞士， 

(XXII)号^i义和1 9 6 1年1 

参加突员会的工作，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贝宁 

博茨瓦纳 

布尔基纳法索 

布 

荷厲安的列斯群岛 

美属维尔京群岛 

分别依据理事会1 9 5 6 年 1 2 月 1 9日第 6 3 2 

2 月 2 1日第861(XXXI I )号决议，以咨两地位 

非洲经济委员会 

成员 

加蓬 

加纳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肯尼亚 

莱索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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豳
 利比里亚 

佛 懒 阿拉伯利tWE民众国 

中非共和国 马达加斯加 

乍得 马拉维 

科摩罗 ^ 马里 

刚果 ^ 塔尼亚 

科特迪瓦 苏丹 

吉布提 斯威士兰 

埃及 

赤道几内亚 突尼斯 

埃塞俄比亚 鸟干达 

求斯 ‧ M 联 合 共 和 国 

庫 錢 礼伊尔 

莫 桑 ^ 赞比亚 

尼 B尔 津 巴 布 , 

尼曰利亚 

卢旺达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塞内加尔 

塞舌尔 

塞拉利昂 

索马里 

南 非 n 

n 理事会1 9 6 3年 7月 3 0日笫 9 7 4 D IV ( X X X V I )号决议决定，南非共和国 

不得参加委员会的工作，直到理事会根据委员会建议，认为积极合作的条件已 

因该国种族政策的改变而告恢复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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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成员 

非洲的非自治领土（包括非洲岛屿） 

瑞 据 理 9 6 2 年 7 月 6 日 笫 9 2 5 (XXXIV)号决议，以咨蔺地位参 

加委员会的工作。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成员 

^ .其他有关机构 

联合国儿食基金会执行局 

任期至 1 9 8 7 年 7月 3 1曰 任 期 自 1 9 8 , 月 1 日 任期于7月31醮满 

届满的成员 起的成员 

阿根廷 阿 ^ 198 8 

孟加拉国 澳大利亚 19 9 0 

比利时 孟加拉国 ‧ 1 9 8 8 

贝宁 , 时 199 0 

不丹 贝宁 1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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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续） 

任期至1987年7月31日 任 期 自 1 9 8 7 糊 1 日 任 期 于 7 月 满 

届满的成员~ ~ 起的成员 

巴西 G西 1988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 1988 

大 加拿大 1989 

智利 智利 1988 

中国 中国 ‧ 1989 

哥 伦 M 哥伦比亚 1989 

刚果 刚果 1988 

丹麦 吉布提 1988 

吉布提 埃塞俄比亚 198 8 

埃塞俄比亚 法国 1988 

法国 加蓬 1988 

加蓬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 1 9 8 9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圭 亚 那 1 9 8 9 

圭亚那 印度 1990 

印度 印度尼西亚 1990 

印度尼西亚 意 大 利 • • 1 9 8 8 

意大利 日本 1988 

日本 莱索托 • 1989 

茱索托 利比里亚 1990 

马里 马里 1988 

墨西哥 墨西哥 198 8 

荷兰 荷兰 ⋯⋯ ⋯' 1 9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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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生) 

任期至1987年7月31日 

届 濂 的 成 员 ~ 

尼 B尔 

阿曼 

a基斯坦 

波兰 

罗马尼亚 
瑞士 

泰国 

突尼斯 

土耳其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面联藍 

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 

尔兰联合王国 

美 利 M 合众 S 

委内瑞拉 

任期自1987#8月1日 任期于7月31日届满 

起的成员~ ~ ~ 

挪威 1989 

阿曼 1988 

巴基斯坦 1988 

菲律宾 1990 

波兰 ⋯ ' 1 9 8 9 

瑞士 1990 

秦国 1989 

突尼斯 1988 

土耳其 1 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S联盥 1988 

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988 

美利坚合众国 1988 

鸟拉圭 ‧ 1 9 9 0 

南斯控夫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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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巴西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希腊 

罗马教廷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以色列 

意大利 

曰本 

黎巴嫩 

马达加斯加 

摩洛哥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荷兰 

尼加拉瓜 

尼日利亚 

挪威 

苏丹 

瑞士 

泰国 

！ 
突尼斯 

土耳其 

乌千达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南斯拉夫 

扎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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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S I开发计划署理弁 

任期于理事会2月 

1 9 8 7卑的成员 1 9 8 8卑的成 f l 举行的组织会议 

前一天届珠 

W根廷 阿 ^ I "― 1990 

奥地利 輿 躺 ‧ 1991 

比利时 比利时 1989 

贝宁 巴西 1989 

巴西 保加剩亚 1989 

保加利亚 布尔基纳法索 1990 

布尔基纳法索 布隆迪 1889 

布隆迪 * 麦 隆 1989 

喀麦隆 赫大 1989 

加拿大 佛得角 1989 

佛得角 中面 1991 

智利 *伦 f c i 1990 

中国 古 & 1991 

* 伦比亚 丹麦 ld8Q 

古巴 厄瓜多尔 1990 

丹麦 斐济 1990 

厄瓜多尔 芬兰 1990 

斐济 M 1989 

芬兰 德意志民主共和B 1990 

法国 癱意志联 #共 * 8 1890 

德意志民主共 * H 加纳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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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于理拿会2月 

1 9 8 7 卑 的 成 B 1 9 8 8年ft成员 iNt的组织会议 

前一天届浙 

德意志联邦共* B 危地马拉 1991 

印度 印度 1Q90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 198 9 

意大利 意大利 1991 

日本 日木 1991 

科威特 科威特 19 8 9 

潲比利亚 利比利亚 1990 

马椬维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B 1991 

€ m * * f 马 雌 1 9 8 9 

墨西哥 毛里求浙 198 9 

荷兰 荷兰 1090 

新西兰 新西兰 1 9 8 9 

£ 基 龍 挪威 1991 

波兰 崎 1 9 9 1 

大韩民B 波兰 1990 

沙特阿拉伯 大韩民面 19 8 9 

西斑牙 西斑牙 19 8 9 

苏丹 苏丹 1990 

浙威士兰 瑞士 1990 

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湘S lddl 

泰国 泰国 1Ô90 

突尼浙 土耳其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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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于理拿会2月 

1 9 8 7车的成员 1 9 8 8车的成员 举行的组织会^" 

前 一 ; ^ 膚 

土耳其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 面 联 重 I 9 f i l 

n m m ^ ± x m m m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B 

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 a 1991 

美利坚合众H 南浙拉夫 1 9 9 ! 

津巴布韦 19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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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 a事会 

选出的成捃 

粮食锾助政策 和方案委员会 

1 9 8 7车的成员 

任 期 于 1 2 月 ‧ 组 织 理 任 期 于 1 2 月 

3 1日届满 选出的成员 

坷 根 廷 . 

比 利 时 ‧ 

佛 得 角 ‧ 

膽tfeJE 

丹麦 ‧ 

芬兰 

匈 牙 利 -

印度 -

意大利 -

日本 

莱 索 托 -

《尼浙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 9 8 8 

1 Ô 8 7 

1988 

1 9 8 8 

1987 

1 9 8 8 

1389 

1989 

1 9 8 9 

1 9 8 7 

1 9 8 7 

1987 

1 9 8 9 

1 9 8 9 

1 9 8 8 

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 

巴西 

加拿大 

刚果 

埃塞俄比亚⋯⋯-

德意志联邦共和S 

法国 

#尼亚 

荷兰 

圣多美湘普林西比 

沙特阿椬伯 

泰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3 1 B届滿 

1989 

1 9 8 9 

1987 

1 9 8 9 

1987 

1 Q 8 8 

1 9 8 8 

1988 

1 9 8 7 

1 9 8 7 

1988 

•• 1987 

1 9 8 7 

1 9 8 9 

1 9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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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卑成员 

经济及 社会理»会 

选出的成员 

Mm. 

比利时 

#得角 

* t h i E 

H 

匈牙利 

印度 

意大利 

日本 

1T尼亚 

挪威 

巴基浙坦 

瑞典 

突尼浙 

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任 期 于 1 2 月 ‧ 组 织 理 » 会 任期于 1 2月 

3 1日届满 选出的成员 3 1 B m 

1988 澳大禾i£ 1989 

19Ô0 孟加拉国 1989 

1988 巴西 lddO 

1988 喀麦隆 1990 

1988 加拿大 1989 

1989 中国 1990 

1989 埃塞俄HiiE 1988 

1 9 8 9 法 E 19 8 8 

1990 德 意 志 联 械 和 国 " 1 9 8 8 

1990 马达加浙加 1990 

1990 荷兰 1990 

1990 圣多美湘普林西比⋯ 1 9 8 8 

1989 沙特阿拉伯 1989 

1989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 " - 1 9 8 9 

1988 委内瑭拉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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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 际 ^ £管«!！局 

根据《修正1 Q 61车麻醇&单一公约的1 9 7 2车议定书》 

组成的管制局由经济及社会理^选出的成员 

任 期 自 1 9 8 5 车 3 月 2 B 起 的 成 员 任期于3月1日届濂 

萨希布扎达.劳夫'坷里（巴基浙坦） 1 9 9 0 

阿道夬一海因里希'冯阿尼姆（德意志联邦共^ S ) 1 9 8 7 

蔡志骥（中 B ) -.⋯ 1 9 9 0 

嫩 '埃比（尼日利亚） 1 9 9 0 

椬萦‧德控富恩特（臺西哥） 1 9 8 7 

迭 戈 . 加 尔 塞 浙 一 馳 尔 多 （ 膽 1 9 9 0 

贝蒂‧离夫（美利坚合众H ) 1 9 8 7 

本‧伊于格（比利时） 1 9 9 0 

奥古兹•卡亜尔普（土耳其） 1 9 8 7 

穆赫森'克舒克（突尼* ) 1 9 9 0 

保罗 ‧勒太（法面） 1 9 8 7 

布罗尔'雷克浙特（瑞典） 1 9 8 7 

爱德华 ‧威廉浙（澳大禾M ) 1 9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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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期 从 1 9 8 7 车 3 月 2 B起的成员 任期于3月1日届满 

萨希布扎达'劳夫 ‧阿里（巴基浙坦）‧ ‧ ..... 1 9 9 0 

西拉德‧阿特其德乔（印度尼西亚） 1 9 9 2 

尼古拉‧巴科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湘S联盟） 1 9 92 

蔡志骥（中国） 1 9 9 0 

约輪‧埃比（尼日利亚） 1 8 9 0 

阿卜舰希 •埃尔来（索马里） 1 9 9 2 

迭戈'加尔塞浙一希拉尔多（哥伦比亚） 1 9 9 0 

贝蒂‧商夫（美利坚合众S ) 1 9 9 2 

* ‧伊于格（比利时） 1 9 9 0 

奥古兹‧卡亚尔普（土耳其） - 1 9 9 2 

穆 赫 森 ‧ 古 钎 克 & 浙 ） 1 9 9 0 

保罗'勒太（法国） 1 9 8 2 

图 喀 ' 贝 拉 浙 克 浙 . 基 贝 多 ) 1 9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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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理事会 

1 9 8 7 车 成 f i 1 9 8 8 年 成 员 任 期 于 1 2 月 3 1日届满 

安提瓜和巴布达 安提瓜湘巴布达 1 9 8 8 

阿根廷 阿根廷 1 9 8 9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1 9 8 8 

孟加控国 孟加拉国 1 9 8 8 

巴西 保加利亚 1 9 9 0 

保加利亚 布隆迪 1 9 8 9 

布隆迪 錄大 1 9 9 0 

加拿大 中面 1 9 90 
中SI 比亚 1 9 8 9 

哥伦比亚 迪瓦 1 9 9 0 

科特迪瓦 塞浦路浙多米尼加共和S " ⋯ - 1 9 8 8 

鶴 路 浙 法国 1 9 8 9 

多米尼加共和国 德意志民主共*国 1 9 8 8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翱国 1 9 8 8 

德意志民主共^国 几内亚 1 9 8 8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洪 都 椬 浙 1 9 8 8 

几内亚 匈牙利 1 9 8 Q 

洪都拉浙 印度 1 9 8 0 

匈牙利 印度尼西亚 1 9 8 9 

印度 意大利 ÏQBQ 

意大利 日本 1 9 8 9 

日本 马达加浙加 1 9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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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7 车 成 员 1 9 8 8 车 成 员 任 期 于 1 2 月 3 1日届满 

R / & J L J g i
 a

 '。 1 9 8 o 

马里 墨西哥 8 ••••• 1 9 9 0 

墨西 * 巴基浙坦""―- 1 Q 8 Q 

Ci基If?坦 卢旺达 1 9 8 9 

卢旺达 索马里 1 9 8 8 

浙里兰卡 瑞典 ‧ 1 3 8 9 

瑞典 泰国 ' 1 9 9 0 

泰 S 突尼浙 1 9 8 9 

突尼浙 土 耳 其 ' 1 9 9 0 

土耳其 苏维埃社会主义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盥 1 9 8 8 

共湘SJgyï 美利坚合众S 1 9 9 0 

美利坚合众国 鸟tt圭 1 9 9 0 

赞 M 赞比亚 1 9 3 0 

索马里 多来尼加共湘国 • 1 9 8 8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钱所董害会 

任期自1 9 8 6 车 7 月 1日起的成员 任 期 于 6 月 3 0 B 届 潴 

伊内浙.阿尔违迪（西珐牙） 1 9 8 9 

法 维 奥 拉 ' 库 维 ‧ 奥 尔 蒂 厄 瓜 多 尔 ） 1 9 8 8 

埃 拉 ‧ 科 隆 博 ( 意 大 利 ） 1 9 8 7 

英格里德'埃德（挪威） 1 9 8 8 

埃林娜.阿塔娜索娃‧拉加迪诺娃（保加利亚) 1 9 8 8 

佐尔，拉兹雷克（摩洛哥） 1 9 8 7 

林尚贞（中国） ' 1 9 8 8 

艾奇'萨德阿提.卢赫利马（印度尼西亚） 1 9 8 7 

维多利亚'奥科比（尼日利亚） 1 9 8 8 

西加.塞耶（塞内加尔） 1 9 8 9 

伯塔‧扎里乔浙 ‧德阿罗塞来纳 < 巴拿马） 1 9 8 9 

任期自1 9 8 7牟 7月 1日起的成员 

伊内浙'阿尔韦迪（西斑牙） 1 8 8 9 

达尼埃拉‧科隆博(意大利） 1 9 9 0 

法维奥拉'库维'奥尔蒂浙（厄瓜多尔） 1 9 8 8 

塔尔维达‧奥哈德椬（苏丹） ' 1 9 8 8 

埃林娜'阿塔娜索娃'拉加迪诺娃（保加利亚） 1 9 8 8 

林尚贞（中国） 1 9 8 8 

艾奇'萨德阿提'卢赫利马（印度尼西亚） 1 Ô 9 0 

维多利亚'奥科比（尼日利亚） 1 9 8 8 

西加'塞耶（塞内加尔） 1 Q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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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自 1 9 8 6车 7月 1 B起的成员 任 期 于 6 月 3 0日届满 

克里浙丁 .托内浙（挪威） 0 ' , 1 9 8 9 

伯塔‧扎里乔浙 ‧德阿罗塞来纳（巴拿马） 1 3 8 9 

‧ * ‧ 

联合国人口奖委员会 

任期三车从1 9 8 6车 1月1日开始的当选成员 p 

布隆迪 巴基浙坦 

哥伦比亚 西珐牙 

厄瓜多尔 苏丹 

日本 突尼浙 

墨西哥 南浙技夫 

1 9 8 7牟 5月 2 7日选出，填补英格里德.埃德先生（挪威）先生辞职留下 

的空缺. 

P 关于人口奖的规则见大会第 3 6 / 2 0 1号决议和第 4 1 / 4 4 5号决定. 

- 2 6 9 -



附件三 

理事会按照议事规则笫7 9 条 & 的 规 定 

指定可参加理事会审议各该组织业务范围内的问題的政府间组织 

经常性参加 

大会給予常驻^员地位的组织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大会第36/4号决议） 

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大会第33/1 8号决议） 

亚非法律协两委员会（大会第35/2号决议) 

联邦秘书处（大会第31/3号决议) 

经济互助委员会（大会第3209 (XXIX)号决议) 

欧洲经济共同体（大会笫3208 (XXIX)号决议） 

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拉美经济体系）(大会第35/3号决议) 

阿拉伯国家联盟（大会笫477 ( V ) 号 舰 ) 

非洲统一组织（大会第201 U X X ) 号决议 ) 

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笫253 (III)号决议） 

伊斯兰会议组织< 大会第3369(XXX)号决议） 

按照理事会第109(I»IX)号决定指定的组织 

阿拉伯经济统一理事会 

欧洲理 

0
标题为"其他政府间组织的参加"的第 7 9条规则全文如下："大会铪予常 « 

观察员地位的政府间组织的代表，和理事会依主席团建议在临时或经常的基 

上指定的其他政府间组织的代表，可参加理事会审议各该组织业务范围内的R 

题，但无表决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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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际刑搴警察组织 

经际合作及发展组织 

石油出口 1S组织 

区域发展合作组织 

世界旅 游组织 

按照理拿会第1980 / U 4号决定指定的組织 

亚洲生产力组织 

发展中国家公共企业K际中心（公营企业中心） 

拉丁美洲能源组织（拉美能源组织） 

按照理事会第1980/151号决定指定的组织 

非洲技术区域中心 

按照理#会第1 9 8 4 / 1 5 8号决定指定的组织 

政府间信息科学局 

按照理事会笫1986/156号决定指定的组织 

伊比利亚―美洲国家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按照理事会1987/161号决定指定的组织 

非洲开发银行 

临时性参加 

按照理拿会第109f 号决定指定的组织 

IS际民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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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理事会第239 (iXl I)号决定指定的组织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学会 

按照理事会第1979/10号决定指定的组织 

移民问题政府间委员会b 

按照理事会1987/161号决定指定的组织 

非洲会计理事会 

非洲文化研究所 

阿拉伯内务部长理事会 

国际铝土协会 

b原为欧洲移民问题政府间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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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雋处均有发售。il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曰内瓦的 
联合国销售组。 
HOW T O OBTAIN U N I T E D NATIONS P U B L I C A T I O N 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 r o 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 o r l d . Consult y o u r bookstore or w r i t e to: Uni 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 e w Y o r k or Geneva. 

C O M M E N T S E P R O C U R E R L E S P U B L I C A T I O N S D E 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 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 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 e w Y o r k ou Genève. 

KAK nOJiyHMTb M3flAHMH OPrAHM3AUMH OET̂ MHEHHWX HAUMft 

H3HaHHH O p r a H H 3 a u H H OôteziHHeHHbix H a u H f t M O > K H O K y n H T b B K H H W H I J I X Mara3HHax 

M areHTCTBax B O Bcex paficHax M H p a . H a B o z i H T e c n p a B K H 06 H3flaHHHX B B a m e M K H H ^ C H O M 

Mara3HHe HJIH n H u i H T e n o a n p e c y : O p r a H H 3 a u H a 06T>eiiHHeHHbix H a u H f t , CCKUMH n o 
n p o i i a ^ c e H3naHHf), Hbio-^opK HJIH K e H e B a . 

C O M O C O N S E G U I R P U B L I C A C I O N E S D E L A 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ân en venta en l ibrenas y casas distr 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 u n d o . Consulte a su l ibrero o dirf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ôn de Ventas, 
Nueva Y o r k o Gin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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