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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55:
发展和国标经济合作：

(a) 按照大会第32 /  174号决议设立的

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1 . 主席：我想提议，参加我们今天开始审议的 

这一议程项目辩论的发言报名到明天即 1 0 月 1 9 日 

( 星期五）下 午 5 时截止。我认为大会是同意这一建 

议的。

会 议 就 这 样 决 定 。

2 . 主席；关于这一点，我还想通知大会，为了 

有计划的安徘，我将遵循议事规则附件 6 第 7 1 段中 

大会程序和组织合理化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建议，即应 

请各国代表

"按发言报名先后次序发言，而不能按此次

序发言的代表除与其他代表调换次序者外，通常 

应改列在名单未尾"。

该 建 议 于 1 9 7 1年 经 大 会 核 推 〔第 2 " 7  ( X X V D 号 

决 议 〕。

我敦促希望参加辩论的代表尽快进行发言振

名。

4 . 现在，我请挪威代表、根据大会第 3 2 / 1 7 4  
号决议成立的全体委员会主席托冗尔，斯托尔膝贝格 

先生提出该委员会的报告。

5 . 斯托尔膝贝格先生（挪威）；我很荣幸向大 

会提交全体委员会 1 9 7 9年 度 的 报 告 U /  3 4 /  34〕。 
提交这份报告使我们有机会评估该委员会的工作，并 

採讨对其今后工作的指导方针。

6 . 我想简单扼要地回顾一些有关成立全体委员 

会的基本事实，并不是作为一种历史分析—— 其他人 

将更道合于进行这项工作—— 而是因为这些事实直接 

关系到我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即如何加强南北对话 

并使之获得新的活力，如何为建立更公正合理的经济 

秩序指出努力的方向和目的。

7 . 巴黎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在 1 9 7 7年夏天结束 

时，人们普遍觉得，尽管在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已 

经做了细致的工作，而实标上并没有取得多少成绩。 

有人对巴黎会议成果有限提出了各种解释。我不想再 

提出另外的解释，而只是想陈述一下，在那次大会之 

后，人们觉得有必要使南北对话回到联合国来。那种 

在有限的讲坛进行对话的想法并没有使人们得到仔何 

好处，而且也证明是一种不可行的谈判方法。因此成 

立了全体委员会，确保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有权利和



机会参与这些对它们至关重要的事务。在大会审议关 

于举行一轮新的全球谈判时，我们应牢记这一事实。

8 . 全体秀 S 会嚴作为一个高级政治委员会而成 

立的，其宗旨是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谈判提供必 

要的动力。在 大 会 1 9 8 0年特别会议举行之前，全体 

委员会要以综合的方式处理南北问题。人们认为全体 

委员会成立的第一年是毫无成效的。也许这是事实， 

特别是如果以其所印发的文本数目作为衡量其取得成 

就的唯一标准的话，就更是如此。但是，我们应该承 

认，全体委员会肩负着特别艰巨的任务，而且还得确 

定 A 身在联合国系统内的作用和职能。全体委员会第 

一年的 1 :作主要就是澄清这些问题，这项工作的整个 

过程是在我的前任主席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伊德里斯， 

雅札利先生的有力和积极的指导下进行的。由千他那 

并非无足较重的努力，全体委员会就其任务的解释达 

成了一致意见，并得以进入谈判的新阶段，其第一个 

成果就楚在 1 月份通过了一项文本题为"关干向发展 

中 国 家 实 际 资 金 转 移 若 千 问 题 的 议 定 结 论 " 
C A /  3 4 / 3 4 , 第 / 部分， 第 7 3 段〕。

9 . 我认为我们可以有理由说，关于资金转移的 

文本，尽管其影响的范围不是很广，但却代表着前进 

的一步。在 1 9 7 9年 5 月 和 6 月在马;尼拉举行的贸发 

会议第五届会议期间，令人遗憾的是货币问题和金融 

W题成了有主要分歧的问题。然而，之所以有可能就 

实际资金转移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在很大程度上 

嚴由于全体委员会在一月份举行的会议上达成了协  

议。 .

1 0 . 在这种背嚴下，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全 

体委员会成立一年之后已经走上了正轨，正进入南北 

讨论的中心。作为全体委员会的主席，我一直把加强 

这一趋势视为我的首要任务。我已作出最大努力使全 

体委员会作为一个能吸引政治注意并行使政治领导的 

机构来履行职能。与此同时，我也尽力阐明，我们在 

作出共同的努力，在这一努力过程中，联合国系统所 

有各个部分都有其自身的任务要完成，而且合作和相 

冗 1支持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议。我认为关于全体委员 

会赴什么机构及贫应有何种职能的这种概念现在C1经 

确立了。

1 1 . 我想谈谈全体委员会 1 9 7 9年的工作。全体 

委员会举行了两届讨论实质性向题的会议：一届嚴在 

3 月份举行的，主要讨论粮食和农业问题；另一届 ; 
在 9 月份举行的，会议的议程涉及面很广，除其他之 

外，还包括全球经济形势、工业化以及最不发达国家 

和其他各类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風》

1 2 . 首先，我要指出全体委员会的成员、主席 

团、秘书处、以及联合国各机构和专门机构—— 诸如 

世界粮食理事会、粮农组织、工发组织和贸发会议 

—— 不仅对正式会议的工作，而且对会前的筹备工作 

和广泛的协商工作作出了积极和宫有建设件的责献。 

我要强调指出，在各届正式会议闭幕期间所进行的， 

先筹备工作和协商工作是全体委员会工作中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也是全体委员会主廣的主要责任之一。 

各届会议的会期很短，因而全体委员会在 3 / 1 和 9 ；] 
都是在时间极为紧迫的严重压力下进行工作的，通过 

这一事实就足以强调指出上述这一点了。

1 3 . 全体委员会在 3 月举行的有关粮食和农业 

的第二届会议用全部时间专门讨论了这些问题，这是 

大会所设的委员会第一次这样做。这一点本身就是一 

个具有政治意义的事实，我对此给予高度的重视。我 

不想分析全体委员会所同意通过的结论。其文本本身 

当然也已列入全体委员会的报告〔同上， 第二部分， 

第 段 〕。然而，我想强调指< 4 1 ,这份报告a 经成为 

一些重要会议的有用参考，这些会议有诸如粮农组织 

各次会议： 7 月举行的土地改革和乡村发展的世界会 

议，以及最近于 9 月在溜太华举行的世界粮食理事会 

会议。此外，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3 月举行的有关 

粮食和农业的会议有助于更为迫切地将饥饿间题纳入 

南北对话中去。很明显，全体委员会在 3 月所取得的 

成就已经有助于国为战胜饥饿和营养不良而作出 

努力。这些努力的成功对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更有人道 

和公正的世界秩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1 4 . 我 还认为 3 月份会议的结果有助于加强全 

休委员会的地位。当然，各国政府在会议之后以及在 

夏季期间所作Hi的反应表明已增进了对全体爱员会及 

井前好的 I人识。我 个 人 觉 这 种 势 应 T*以促进， 

而且在与主席 ffl碰商之后，我与全体委员会的所有成



员国政府进行了接洽，以确保由高级代表参加 9 月的 

会议。我很高兴看到一些高级代表从各自的首都赶来 

参加那次会议。这与全体委员会的任务所体现的意旧 

Æ — 政的，而且如果全体委员会要在政治方面：̂挥其  

应有的作用的话，这一点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1 5 . 正如我所说的， 9 月会议的议程特别紧。 

事实上，对每一议程顿目都应该以 3 月会议处理粮食 

和农业问题的同样方式来予以处理。9 月份讨论的具 

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中心问题成了  1 1 国集团所提出的 

关于要求举行有关发展经济合作全球谈判的建议〔同 

上， 第三部分， 附 件 /〕，各位代表都熟知这项建议 

及共背景。这项建议为我们提供了找到南北对话新起 

点的可能性，可 赋 予 8 0 年代全球性问题谈判进殺以 

新的目的和方向。

16. 有些委员也许曾经对全体委员会未能充分 

而确定地处理这项建议而感到失望。鉴于全球谈判的 

前景和面临‘的挑战，我认为全体委员会不大可能在其 

有限的U t间内深入研究该项建议的各个细节。尽管如 

此，全体委员会还是进行了严肃而富有建设性的讨  

论，决定将此建议提交大会，并建议大会把这一建议 

作为优先事项来对待，以期作出决定。由此就开始了 

一 个重要的政治进程。在大会全体会议的一般性辩论 

和第二委员会此议程项目的辩论中 ， 许多代表闭都 

对此建议进行了评论， 又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进程。就 

我所能作出的分析而言，这些评论赞成 77 H 集团建 

议中所包含的主张，并表明了愿意在全体委员会进行 

认真的讨论和筹备工作。该建议的提案国选择全体委 

员会作为讲坛提出举行全球谈判的主张和进行谈判的 

筹备工作，我认为这是对全体委员会所投的信任票。 

我欢迎这种信任，也想强调，作为大会的一个机构， 

并考虑到大会对联合国系统内其他各机构和讲坛而言 

所其有的权限， 全体委员会是完全能够履行其所肩负 

的职责的。

1 7 . 在全体委员会的 9 月会议上，为就有关工 

业化问题和最不发达国家及其他各类发展中国家问题 

的文本进行谈判而成立了各个单独丄作小组。 7 7 国 

集团对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建议。就有关最不发达国家 

和其他各类发展中国家问题的文本谈判而言，我提请

参阅全体委员会报告〔同上， 附 件 ¥ - 7 〕。我只想在 

此加一句话，即向全体委员会副主席之一、来自泰国 

的坤纳甲森先牛 .致以谢意，他指导了这件谈：) ^ y ,井作: 
共 i : 作小组有限的时间内使之尽可能的深入。

1 8 . 由于有关X 业化问题文本的谈判涉及世界 

经济结构改革方面的主要问题，使谈判变得复杂化 

了。而且，谈判是按照即将在新德里召开的工发组织 

第三次大会的精神来进行的；也就是说，谈判的目的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促进这次大会的工作。

19. 该工作小组的讨论涉及了有关发展巾国家 

工业化的政治和经济各方面范围广泛的问题。谈列的 

核心是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范围内并按照关于【:业发 

展与合作的利马宣言和行动计划 1加速工业化进程的 

主要意义。

2 0 . 众所周知，该小组并没有就文本达成一致 

意见。由于所涉问题复杂和时间有限而未能达成能真 

正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是说，未能达成与全体委员 

会所肩负的政治作用相应的解决办法。

2 1 . 会议结束时，我指出，很明显我们的分歧 

的确是很大的，而在这个时候如此玩弄文字游戏，使 

全世界得出印象认为一切顺利，取得了进展，并达成 

了协议 , 我觉得这种做法嚴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一 

我嚴指不符合我们大家，不管是发展巾H 家还造；£达  

国家的利益。我认为—— 而且相信全体委员会也同意 

—— 承认我们有巨大分歧并如实告诉世界，这样会更

好、更有效。这会使各国政府有机会去仔细找出问 

题，认真审査这些问题，并可望得出新的而且更宫有 

建设性的起点。我认为公开承认我们确实存在分歧比 

寻找言辞去掩盖问题对我们更为有利。我还想强调， 

我们工作的政治影响是我们应时常 î i n 己在心的。

2 2. 我也保证向大会报告我认为是分歧的主要 

领域，以使各国政府可以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

2 3 . 然而，我想指出的第一点是关于工业重新 

部署的问题，我认为工作小组在这个问题上a 取得了 

应被视为重要的进展。该小组为工业重新部署这一慨 

念的定义奠定了基础。我认为重要的是，应保留这一 

基础，各国代表团不要从工作小组所达成的这一非正 

式协商一致意见后退。



2 4 . 关子结构改革，多数发达国家 i火为这一进 

程TT.在进行，而发展中国家则议为还需要更多有力的

行动。

2 5 . 在贸易方面，发展巾国家要求取消保护 4  ̂
义猎施，减少和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空。发达国家认 

为这些要求影响大广。

2 6 . 有关工发组织的协商制度，观点的分歧涉 

及到以下几点：这种协商是否须建立在永久的基础  

上？政府代表嚴否应列入所有各代表团？最后，这种 

制度Æ 否 考 虑 实 谈 判 ？

2 7 . 最后，发展中国家认为，有必要在不受利 

马宣言条件限制下，将它们在 2 0 0 0年世界工业生产 

中所占份额的指标至少定为 2 5% 。这一点没有为工 

业化国家所接受。

2 8 . 这些就是其巾一些分歧的半要方面‘。我呼 

吁各国政府重新看待这个向题，以 便 I:发组织第三次 

大会在明年初举行时能在这一重要领域采取新的积极 

措施。

2 9 . 在我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要向来自厄瓜 

多尔的阿尔沃诺斯先生表示特别的警意，他熟练而耐 

心地指导了工业化工作小组的工作。我可以让他确 

信，他 在 9 月和前几雇会议期间作为副主席所作出的 

不僻努力已经得到了高度的赞赏。

3 0 . 在不到一年后，大会将召开特别会议，对 

努力建立新的国転经济秩序进行讨论并给予新的指 

导。尽管我认为特别会议不会为我们的问题和需要提 

供最 ;a 的答案， fR.Æ我确信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一场 

合，具体确定 8 0 年 代 的 I:作计划。挑们不应该让这 

种情况陷入混乱。我们应抓住机会，从一般原则进入 

行动和赏彻实施的时代。

3 1 . 这次特别会议将有两项主要的议程项目。 

新的国际发展战略就是其中的一项，人们普遍同意在 

下一个十年期间及其以后加强合作促进经济发展的新 

战略的极其重寒意义。但是，我今天并不想讨论有关 

这一战略的问题，因为这一战略并不是全体委员会所 

要审议的问题。

3 2. 特别会议的另一项主要议程项目是有关经 

济合作促进发展的新的一轮全球谈判。正如孩Ü 提到 

的，我认为人们 •普遍支持 7 7 闺集闭提出的想法，我 

也极力促请大会授权井责成全体委员会作为优先项  

开始为这种谈判进行筹备 I:作。鉴于筹备 I:作的复激 

性和广法性，我建议大会在其将就此事通过的决议巾 

列入一项明确的规定，确保全体委员会获得足够的便 

利设施—— 工作人员、会议室、秘书处的支持等等。 

只有当全体委员会能够在深入研究和筹备的基础上提 

出报吿的情况下， 1 9 8 0年的特别会议才能就举行全 

球谈判作出最后的决定。

3 3 . 有时我们在谈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时，好 

象这是一个会在以后某个时候实现的目标。我并不这 

祥认为，我认为新的秩序正在形成中。因为拉T 美 

洲、亚洲和非洲的各族人民不仅在政治上而11在经济 

上都嚴重要的力俄一一而Ü Æ 越来越重要。 门的世 

界 12不同于 4 0 年代和 5 0 年代初期所形成的世界。

时定下的规则在 8 0 年代将嚴行不遗的。因此，我们 

的选择并不是决定支持或是反对新的国际经济秩 Jt:。 
我们仅有的选择是，或者进行合作，促成必要的座 

化，或者袖手旁观，听任♦态的爱展。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不得不积极地寻找—— 实际上正如我们一直在做 

的那样—— 相互依存和共同利益所在的领域。

3 4 . 我相信，当一切都谈了，也做了，我们的 

共同利益压倒那些看起来分裂了我们的问题。在这方 

面，我想谈两个向题，这两个问题对某些人来说好象 

是不可调和的，但是我则认为这些问题可以用来说明 

我们的共同利益。

3 5 . 第一个 l'nj题 对 南 北 谈 判 的 错 误 看 法 ，即 

I人为一方得益，另一方必受损。我不打算论 I止淡判不 

是一个给予和接受的问题。谈判确是这样。但是我们 

进行的对话涉及到一系列广泛的经济现实问题，而对 

这些问题需要采取全球性的办法，并且，除了找出部 

门的解决办法外，还得找出全球性的解决办法。因 

此，我们不应孤立地看待国际经济方面的各个议程项 

目。我们的目标是要促使国标社会的各部分融合成为 

一体化的不断发展的国际经济。我确信大家通过在这 

方面所作的努力都会得益，其结果也会是积极的。



3 6. 我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关资源的可得 

性以及保护自然环境的必要性。我相信，大家普遍同 

意在努力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 f i 应充分考虑这些 

因素。也许这些会被认为是限制性因素，但是同时这 

些因素也当然地反映出我们具有密切的共同利益的各 

个领域。我认为， 由于人类实际和潜在可得到的资 

源，这些因素不会妨碍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恰恰相 

反，这些因素强调了有必要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3 7 . 我们斯待联合国能作出表率，我们应该利 

用联合国。但我要加上一句警告：我们不应滥用联合 

国。今天，会议的日程表如此之紧，使我们无法有效 

地 I:作。的确，我们大家的主要责仔Æ 要尽力确定好 

优先取项，以便使我们能最有效地利用本组织。

3 8 . 我坚信，我们目前这祥的形势，使我们有 

手段也有机会去建设一个形式多样但在努力为确保所 

有会员国的和平、正义和幸福方面都是坚强团结的国 

标社会。

3 9 . 最后，我想一不提任何名字，这样也不会 

漏掉谁—— 向所有与我一道在全体委员会勤奋而富有 

建设性地工作的人致以深切诚擎的感谢。我们巩固了 

全体委员会的地位。只有未来才能衡量我们成功或失 

败的殺度。

4 0 . 纳拉亚南先生（印度）：世界经济的持续性 

危机Æ 普遍深切关注的W题。在大会及第二委员会就 

此议程项R 进行辩论中的 I者多: 言 l i t明了各国对此问 

题的急切忧虑。发展中国家尤其深受影响，因为它们 

清楚地知道进行调整以道应这种不利情况的主要负担 

落在它们身上。的确，由干向题继续增加，而为减轻 

困难所采取的国际行动又未能奏效，使人们有遭到挫 

败甚至是无能为力之感。

4 1 . 在自从大会第 6 次特别会议以来最近 5 年 

里，我们从事在各国间进行广泛的谈判，以便能有效 

地形成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定。通过这一进程，我 

们一直把目标放在—— 在此我想引用主管发展和国 fis 
经济合作的总干事最近在第二委员会上的发言——

"… … 广泛改变全球的生产、消费和贸易格 

局，其巾包括大大扩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和 

I:业产品贸拓巾所占的份额。"

总干事还根据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提到了帮助发展中国 

家的目的，使它们能

"……充分而有效地控制利用它们的自然资

源，让它们能真正参与国陈经济的决策过程，并

使这些过程更为有效。

4 2 . 看到这些目的，谁还能满足于我们所取得 

的成就？我们不时在联合国系统内外进行毫无结果的 

辩论。但是问题却依然存在，而且正变得更为尖锐。 

如梁要不使这些问题失去控制，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致 

力干寻找能促进我们共同利益的有效方法和手段。我 

们都认识到这些问题是相冗依存的，仔何一个闻家集 

闭所关切的问题都不能孤立地得到解决。 0 此，有必 

要采取旨在振兴国经济合作的大胆倡议和新的方 

法。

4 3 . 正是为了应付这种局势， 7 7 国集团提出了 

一项重要的新建议，建议举行一轮新的有关国际经 

济合作促进发展的全球谈判。让我强调指出，这是 

一项由发展中国家最高一级提出的建议。该建议业 

经上个月在哈瓦那举行的第 6 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 

首脑会议通过〔] / 5 ^ 2 , 附件， 第 6 V B , 第 

9 号决议〕。随 后 又 经 7 7 国集团在纽约通过，并提 

交全体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在哈瓦那会议结束后不 

久召开会议的。后来，在纽约开会的 7 7 国集闭外交 

部长重 ||1 了 他 们 对 该 建 议 的 持 〔î L /i  /  3 4 /  533 
和 C o n U , 附件〕。 与我们对此建议所作的高度评  

价相一致， 7 7 国集团要求在作为本组织最高讲坛的 

大会的全体会议上辩论。全体委员会的报告，该委 

员会报告明确地将关干全球谈判的建议提交大会做 

出决定。我们这样做是想强调我们对这一思想所作 

出的深刻的政治承诺。我.们要让此种思想受到各方 

的最大限度的重视。 ’

4 4 . 我已谈到在南北对话中谈判不断失败。让 

我再谈谈一些具体的例子以更明确地说明这一点。我 

们回顾一下，全体委员会是大会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 

设立的，以便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范围内积极促 

进淡判进程。令人深为遗憾的是，全体委员会成立头 

一年，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都浪费在有关全体委员会 

如何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作出决定的程 jÿ:争论上。大



会 第 3 3 届会议全体会议的讨论结果产生了最后协  

议，使全体委员会得以继续履行其职能，但大大地损 

害了其有效性。

4 5 . 的确，全体委员会今年的头两届会议成功 

地分别就有关：：&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资源转移和有关 

农业的文本达成了一致的结论。但是，这些协议并没 

有开创新的局面，而且共内容几乎是现有协议的翻 

版，这些也莊审实。在大会本届会议举行之前刚刚^  ̂
开的全体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上，很可能形成一项类似 

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有关工业化问题的文本。我们承认 

全体委员会主席的评论的正确性，他认为这种性质的 

协议也许是不值得达成的。正如斯托尔職贝格先生在 

那届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在其最后的扼要讲话中所 

明确表示的那样，应该正视在与全体委员会所处理的 

同样重要的问题上所存在的基本分歧，而不应以议定 

的文本来掩盖事实，因为这些文本并不符合这个问题 

所提出的主要要求。

4 6 . 与全体委员会的那些进展相比，诸如贸发 

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的结果却都不能令人满意。最近 

在马尼拉举行的贸发会议第五届会议未能达成协议以 

建立一个有效讲坛，使之能按需要对有关贸易、发 

展、货币和金融政策进行持续协调的评价和指导。的 

确，贸发会议成功地就其他一些问题达成协议。M旦 

在最实质性问题方面，尤其是在本来可为南北对话最 

赏有挑战性的方面提供真正动力的那些因素方面，会 

议并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

4 7 . 我已提请注意这些重要国际会议缺乏成 

果，以便强调指出国际社会现有机制的不足。要想重 

振并扩大对话将必须寻找这样做的新的方法 。77  
国集闭在建议举行新的一轮全球谈判的同时也颇有这 

种想法。
I

4 8 . 证明描述需要予以强调的这轮新的全球谈 

判的某些特点。我们要明确指出，这并不是想重复在 

巴黎举行的国经济合作会议。全球谈判的目的在于 

一些具体的协议。在我们提交全体委员会的决议草案 

中说明了谈判所限于的主要领域〔> 4 / 第三 

部分， 附 件 / 〕。在这些领域范围内，我们在全体委 

W会 的 涛 过 巾 将 可 探 讨 选 择 ，些足以3 1起重视的

具休问题和那些迄今仍无法解决的问题，并致力于这 

些问题:，以期达成具体的协议。如不采取这种具体方 

法，就有重蹈巴黎会议覆嫩的危险，巴黎会议采取了 

内容过多的療合方法，以致让具体细节掩盖了主要问 

题。正 如 7 7 国集闭所明确指出的，我们再次看到全 

球谈判要在产格的，时限 .内进行。在此我们义得益于以 

往经验，以确保迅速取得确实的成效。

49 .  7 7 国集闭提出有关全球谈判建议的最为显 

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扩大了所讨论的问题范围。我要特 

别提到其中包括了能源问题。我们经常注意到发达国 

家提到能源向题，这些国家常常对南北对话各讲坛所 

讨论的问题中一般都没有这一重要题目而感到遗憾。 

发展中国家已得出结论，认为扩大对话范围使之包括 

这一题目是适当的，我们也据此提出了建议。试旧孤 

立地讨论能源向题将是毫无意义的。各种问题之向的 

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排除了那种不考虑何题整体性的 

方法。能源本身不仅仅被认为是一个价格或供应的向 

题，而且也被认为是与基本天然产品有关的根本问题 

之一。我们衷心期望参加对活的伙伴会本着原定的对 

话精神接受 7 7 国集团在这方面的的倡议。为各国曰 

益关切的所有一系列问题寻找解决办法是经过考虑作 

出的努力。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些问题采取一种徐合 

并举的方法，这种方法具有取得成功的最佳前景。

5 0 . 我提请注意的有关 7 7 国集团建议的另一个 

方面是我们谋求大会承担与其地位提高相一致的任 

务。我们不希望全球谈判在任何有限的讲坛上进行， 

因为我们认为这种实质性向题必须在联合国系统之内 

处理。联合国没有任何机构比大会本身更道合干为此 

提供必要的动力并促使政治意愿得以实现，没有这种 

政治意愿，谈判是不能成功的。此外，大会本身还体 

现了普遍性原则的精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有时 

有人争辩说，谈判涉及 1 5 0 多个国家，将难以进行， 

还不如在较有限制的讲坛上进行，也许会取得较好成 

果。过去的经验并没有证明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我们 

也应记住，尽 管 7 7 国集团现在有 1 2 0个成员国，但 

是却总是从单一立场出发并通过为数极其有限的发言 

人进行谈判的。同样，其他各集团协调各自的观点并 

遗过 ¥ . —发言人表达并观点，这样有利干71-賊有条不 

棄的辩论并作 III决定。Ü1此，没有必要担心全球谈判



的安排会有什么不妥。如果我们碰到问题，那将是其 

他原因造成的。

5 1 . 自从 7 7 国集团决议草案首次在全体委员会 

介绍以来，我们听到有人表示怀疑将这些谈判与其他 

正在进行的谈判适当联系起来的可能性，这些其他谈 

判主要是有关国际发展战略的谈判。事实上是杏存在 

冲突呢？我告诉大家， 7 7 国集闭已非常仔细地考虑 

了新建议和战略谈判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各自与 1980  
年特别会议的关系。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认为这些不 

同谈判之间丝毫没有任何矛盾。实除上，我们还希望 

这些谈判相 S 支援。我们设想 1 9 8 0年的头几个月将 

把战略谈判放在优先地位。这就要求筹备委员会召开 

三次会议，我们也期待着到特别会议举行的时候这项 

战略就已讨论完毕等待通过了。我们期望这项战略包 

括一整套全面的目标和政策措施，以符合其作为一份 

体现各国对今合 1 0 年Ht期作出承诺的文件所应具有 

的分量。在另一方面，全球谈判将处理原料、能源、 

贸易、发展、货币和金融方面的主要问题。正如前面 

提到的，在筹备过程中，将由我们来就这些主要问题 

决定我们所想集中处理的具体方面。当然，我们将处 

理重大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广度以及我们处理这 

些问题的时限与这顶战略的广度和时限是大大不同 

的，尽管它们并不相互矛盾。同样明显的是，并不造 

战略中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会在全球谈判中得到考 

虑。

52. 7 7 国集团提出的建议，设想由全体委员会 

充当全球谈判# 备委员会。尽管我们对全体委员会自 

从成立约两年以来不得不据以履行其职责的方式感到 

失望，我们仍然认为其任务范围广泛而灵活，足以使 

之能承担这项任务。全体委员会的任务期限明年届 

满，在明年的特别会议上，全体委员会将不再以目前 

这种形式存在。然而，人们希望全体姜员会就其活动 

向特别会议提交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应包括一项议定 

的全球谈判的蓝图。尽管全体委员会存在着各种不足 

之处，但它仍然是吸引各国政府高级政治部门支助的 

讲坛。我们期望全体委员会在 1 9 8 0年的头几个月根 

据需要经常举行尽可能高一级的会议，以便为全球谈 

判做好充分的准备。 7 7 国集闭强调，全球谈判要取 

得成功就有必要做好充分和细致的准备工作。我们必

须避免巴黎会议所产生的那种程序上的裡题。筹备工 

作还应包括草拟一份商定的议程这一复杂的任务，井 

澄清所有程序问题。

5 3. 现在我想简单地谈谈全体委员会报告中的 

其他方面的一些向题。全体委员会上一届会议议程 

上，除了专门有关工业化问题的议程项目之外，还有 

审议援助各特别类型发展中国家的特別措施。会议无 

法就这两项议程项目达成任何协议。因此，全体委员 

会正式提请大会注意某些未竟之事。第二委员会有一 

项专门讨论工业化问题的单独议程项目〔第 >57项〕。 

7 7 国集闭打算在此议程项目之 K继续讨论全体委员 

会 9 ；! 会议讨论末 ‘果的 W题。就特别类型的问题而 

言，本集团对其建议未在全体委员会引起什么注意感 

到遗憾。我们一再提请注意处境不利的各类发展中国 

家的迫切需要，并促请采取国行动以确保采取援助 

较不发达国家的特别措施，以及采取援助内陆、息呜 

发展中国家和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具体行动。我们 

认为，认识这些问题对大会来说是重要的。因此，我 

们将提出有关这些问题的建议。

5 4 . 就我们的有关全球谈判的建议而言，大会 

已经知道了其主要大纲，因为这是全体委员会报告的 

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保留向大会重新提交我们建议的 

权利。然而，我们并无意要求立即作出决定。我们认 

识到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情不应仓促进行，因此，我们 

将寻求在道当的时候（也许到下个月中旬）与我们的 

伙伴进行谈判。我代表 7 7 国集 ffl要求大会主席在适 

当的时候提供必要的便利。鉴于该建议所具有的意 

义，我们坚决认为这一建议应由大会本身予以审议和 

通过。

5 5. 在全体会议和第二委员会的一般性辩论过  

程中，我们听到了对本集 ffl所提建议作出的许多初步 

反应。我们感激能作出积极反应的代表。我们也注意 

到某些方面的人 h 所表示的犹豫和所持的怀疑态度。 

毫无疑向，在这一阶段避会提出一些问题的，因为这 

一题目还有待干进一步的澄清，并以大家都能支持的 

方式变成为可实施的形式。但是，极为重要的是，大 

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应原则上明确同意 7 7 国集团的建 

议中所述的各国对全球谈判所作出的承诺。该建议是 

为解决那些对各国和实除上对全人类都具有重要利害



关系的问题 '所作⑧他认真尝试。尝试成功將得益匪… 
浅，而在这一阶段厥则上作出积极反应也不会失去什 

么。

5 6 . 的确，如果其他国家希望对南北对话作出 

政洽承诺 , 并且表明它们准备与我们相冗妥协,那么 

它们就必须表示它们愿意参加这一絶的全球谈判我 r 
还必须加上一句，如果这些国家未能作出反应, 那么 

这只能被认为是缺乏这种政治意愿的证据；而我C1 一 

致认为，没有这种政治意愿、则南北对话或令人珍惜 ' 
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各项目标都不会有什么前途。

5 7 . 阿 克 坦 先 生 （上耳共）：在本 '议殺 项 R 之 ' 
K , 我们应市议全体委员会的报告，并按大会的要求、

修改全体委员会的任务，以使使之能为在 1 9 8 0年大 

会特别会议召开之前举行新的一轮全球谈判做些必要 

的筹备工作。正如土耳其外交部长 I S克飲先生在其向 

大会度表的讲话中所明确指出的〔第 2 7 次 会 议 〕， 我 

国完全支持 7 7 国集团在这方面所提的建议。

5 8 . 到目前为止，全体委员会的工作可以被说 

成是对各方的已知立场无休止地进行评估和再评估的 

过程。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尽管有限，主要表现 

在口头上的相Tf.妥协，而在少数实质性向题上所取得 

的成果还有待干进一步闹明或付 'L者实行。在发展合作 

方面，并没有在任何特别领域取得什么突破，在关于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问题上也 

没有取得普遍的进展。有些重要的问题被谨慎地置干 

谈判进程的范围之外。

5 9 . 将能源问题纳入对活的确是非常重要和大 

有希望的一步。尽管如此，我们还应牢记，国际经济 

合作会议除了作为由某些国家赞成的有限代表檢的讲 

坛之外，还具有胜过全体委员会的优势。在国际经济 

合作会议上，发达国家似乎决心抵制任何问题衡交'叉 

联系，而且也不容许作有意义的权衡。

6 0 . 在这个时候把能源问题包括进来将有助于 

在对括中建立新的相互关系。这也将导致集团内•部的 

重新组合，使一些强国站在前列，迫使它们承担与其 

力量相符的 i f 的责任。筒而言±,避过重新建立各问  

题之间的相辅和成的关系，重新调號问题之间的相n. 
联系并改谈判各方的结构，将能重振对访。

6 1 . 但是，我:们应牢记 , 将能源问题包括进来 , 
并不会自动地确保谈判取得成功。一切将取决于我们 

有无能力加速进展而不制造混乱，有无能力确定所赋 

予新文书的权限V 有无能力明智行事，从而在实现集 

体自力更生的机会湘取得突破或全面进展的可能性之 

间保持平衡à:

6 2. 我们将不得不在郎将召开的全体委员会会 

议上以及其后在新的一轮全球谈判举行期间处理这些 

问题W 因此> 我认为在这一阶段将我的讲活限于对话 

的观状是道宜的。

6 3 . 那些听了在第 2 委员会所作发 R 的代表可 

以得出这样的结 ife, 人们第一次普遍一致认为国标经 

济结构处于危机之中，这一危机是结构性的，而不是 

周期性的。正如所预料到的，对如何才能最好地对付 

这一危机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发达国家大声疾呼建立 

新的和更为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者，在它们主要考虑 

的与发展中国家这种受危机影响的关系方面就存在着 

不同的观点。然而，它们好象并不认为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是解决全球危机的一种可能的事实上也是唯 

一的—— 办法。它们都强调建立新的国标经济秩序的 

循序渐进性质，似乎暗示着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要并 

不能通过在建立新秩 It:方面早日取得进展而得到满  

足。

6 4 . 我想指出对诏中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新 

的国际经济秩序将建立一个新的平衡的世界结构，使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目前存在的收入差距到本 

世纪未将大大地缩小。我们对遂渐达到这一长期目标 

不抱任何幻想。新的国标经济秩序的这方面的问题应 

同有关各机构规则改革的中、短期目标区别开来。这 

些改革应是结构性的，人们希望这些改革会导致大量 

增加向发藤中S 家的资金转移，并使之制度化，从而 

成为荐保障的和拷续的，发展中国家是以新的国际经 

济秩弗的中、短期目标所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来判断工 

业化国家所采取的态度的。

6 5. 另一个众所周知的论点用以解释新的国 

经济秩序进腰缓慢甚至微不足道这一情况的，就 

达商家n 前和今 /ïT件逾布Æ 的通货膨胀和低横长，以 

及 rfi此引起的失业向题。一再强阔只有在全球增长的



条 件 K, 才能试图进行新的国标经济秩序所要求的根 

本改革和调整。

6 6 . 尽管如此， 目前经济增长缓慢却是由于各 

国经济没有根据变化中的国际条件作出相应调整的直 

接后果。除了调整之外，没有其他能恢复经济持续增 

长的办法。这条规律适用于所有hj其环境不断相冗作 

用的开放制度。因此，首先要有调整国内结构的意 

愿，其次也要有相应的调整国际结构的意愿，这两者 

就是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最为缺乏的政治意 

愿。

6 7 . 同样，相互依存的进程已经达到了比我们 

大家所意识到的还要深的层次，并形成了相互从属性 

和由此而来的脆弱性。在这种条件下，进一步的调整 

不可避免地将导致进一步的相互从属和脆弱性，这种 

前景激发了大多数发达国家强烈的自卫本能，特别嚴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环境里更是如此。这种动力躯使 

一些拥有良好的本国应付机制的强国通过单纯向国 

社会中条件较差的国家输出自己内部困难来对付相互 

依存以减少其自身的脆弱性。

6 8 . 但是，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是有其局限性 

的。尽管发展中国家由于急需加速增长而极易受外部 

环境的影响，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着由于其财宫所产 

生的产重的脆弱性。另一方面，谁也不确切知道何处 

自己的权力終止而他人的权力开始，因为各国都互相 

卷入彼此的福利之中。因此，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 

上，没有任何一方能加深他方的从属地位而不相应地 

加深其自身的从属地位。

6 9 . 从经济上来讲，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增加 

使这些国家加深了从属地位。工业化国家缺乏结构调 

整不利于债务的偿还。这很可能造成大量的不履约， 

对世界金融制度和发展巾国家H 益缩小的 tIï场起着潜 

在的不稳定作用，并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停滞的 

世界经济中所起的反周期作用。

7 0 . 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 

讲，维持目前制度的代价正很快地喪得难以承受，0N 
使对干这种制度的赞成者也楚这样。对发展中国家来 

说，遵循这种制度的代价很久以前就已经相当大了， 

因为现有制度阻碍了它们的增长。没有任何需要付出

如此之大的维持和遵循代价的秩序能够存在F 去。问 

题并不在于这种制度的利益分配是否不均，而在于发 

达国家的长期福利能否完全依靠维护这种违反发展中 

国家重大増长利益的不公正结构来予以保障。

7 1 . 在这可见的瓦解过程中，现有秩序所具有 

的好处和动力正在m 弱，而惩罚的作用却好象在增 

强。目前，对发展中国家可转移资金的有限性为这些 

资金的持有者提供了强有力的进行政治控制的机会。 

另一方面，有人为了在短期内维持这种显然是有用的 

控制手段，往往限制这些资金转移。然而，这种态庶 

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抑制性的政治维持代价，大大超出 

了所预期得到的好处。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也 

许会被迫采取极端的办法以求生存。等以后再来批评 

这种由于某种不让弱者有生存余地的国标秩序而造成 

的国内极端分子建立的极端政权所犯下的暴行，这岂 

不是伪善吗？

副 主 摩 帝 克 莱 先 生 （圭 亚 那 ） 代 行 主 席 职 务 。

7 2 . 我们知道， 自从 1 9 世纪开始以来，已两度 

建立了新的秩序，每一次都由某个在国关系的许多 

领域拥有无与伦比权力的国家建立的。我们也看到了 

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建立了自己的相当重要的权力 

中心之后便向结构权力提出挑战，并得以进行于它们 

有利的某些结构调整。该国或该国家集拥有有效的 

国家杠杆，如经运用可以造成相当大的损害，这一事 

实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能源迄 

今尚未被用来推动国标合作促进发展，而除了能源之 

外，一般来说，没展中国家都缺乏这种能在谈判中起 

有效作用的常规杠杆。这种现象解释了为什么口前的 

秩序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适应于北方的集H 内部关系 

的，而对南北关系却毫不相干。

7 3 . 我们看到建立R 前这种秩 i t:的那个国家在 

扮演着保护者的角色，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一些能 

够单独地或集体地遂渐扩大目前秩序基础的国家都不 

愿意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北方拥有对南方的特权地 

位并较成功地使这种制度的主要内容适应于北方之间 

的关系，而且还因为它们看到自己在全球改革中将有 

很大的损失。然而，如果旨在建立新的国転经济秩序 

的努力失败，而国际经济关系普遍出现混乱，那么正



是这些国家将面临重大损失，因为它们完全依赖着发 

展中m 家的自然资源和市场。

7 4. 历史上第一次有人类大多数的一批不发 

达闻家想通过淡判对世界秩 i t :进行结构改革。在这方 

面的努力巾，能源作为杆杆的重要性其有补充作用， 

何不能根本改变'这一进程的性廣。在争取建立新秩斤: 
的谈判中，发展中国家也许不能给北方造成很大的直 

接损失。但是，笼罩在发达国家头上的严重威胁却是 

发达围家 1*1于回避或拖延执行与建立新秩序有关的措 . 
施 而 给 带 来 的 潜 在 损 失 。因此，我们希望我们能 

够认清在这个高度相71依存的世界上我们的错误行动 

和我们由此遭受的损害冲击之间所存在的因果联系。

7 5 . 我们深知，发达国家的前景分析和研究以 

及开明政治领导都无法使各该国人民大大改变对建立 

新的国転经济秩序的态度。我们也不能让我们的希望 

随道德发展而定，因为道德发展通常并不是结构改变 

的原因，而是其结果。不幸的是，我们面临着在争取 

实现新的更高层次的秩序的过程中所固有的传统难  

题。未来秩序所隐含的长期利益一时还无法说明，但 

却7^深入人心的。对照之下，短期的政治应急需要和 

长远政治目标之间确定存在着紧张关系，因为未来秩 

序的好处楚要在付出代价之后经过一段很长时间才能 

显示Ml来。

7 6. 我们觉得保护主义和抵制调整要比目前的 

经济困难间题更大。相互依存的问题已触及发达国家 

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中心，从而使安全的概念有了更 

广泛的定义。由此产生的限制相互依存以减少脆弱性 

的动力，随着调整进程的放慢而结束。而这一点又反 

过来使这些国家的增长率大大下降，同时由干技术发 

展所造成的失业却在不断增加。

7 7 . 然而，如果继续拖延采取有效的全面结构 

调整措施，以及不愿意将足够资金导向发展中国家以 

试图减轻对业已陷入困境的调整的潜在压力，那么就 

势必会造成持久的不良国际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条件可能会迫使发展中国家采取自己的发展摸 

式，这种模式最終可能切断发展过程和从发达的市场 

经济国家进口商品之间的联系。发展中的边缘现代部 

门与中心部门相联系，并依赖着中心部门，在这种情

况下就将首当其冲，并且其中的精华部门將面临破 

产，因而反倒增强了谈判中发展中国家的反力量。认 

为有人会在以后一个更为情当的时候制止这种情况的 

没展—— 这种情况的没展嚴久积而成的，因此在超过 

某一点后几乎是无法扭转的—— 那只能证明是幻想。 

在目前这种两极政治秩 )t: F , 这种情况的:&展可能会 

对全球平衡起破坏作用，从而带来悲剧性的后果。

7 8 . 在这种暗淡前景的笼罩下，重要的问题最 

现在要做些什么，发达国家提 91的"基本需要办法"在 

很大程度上Æ 乌托邦式的。我们承认其中的有关消灭 

普逾贫穷方面有很重要的人道主义内容。但是，这种 

办法要求调动比发展中国家现有可用于发展传统部门 

的资源还要多得多的国内外资金。与新的国転经济秩 

序的慨念相比较，这种办法，如果想取得成功，就不 

仅需要发展中国家对国内结构作根本改革，同时也要 

对国际体制作更多的全面改变，从而对工业化国家的 

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未能将 

新的国经济秩序方案变为现实，那么它们最終也许 

还得采取这一基本需要办法。

7 9 . 然而，在短期内，国标社会可以定下一些 

要求较为不高的目 f e , 诸如促成确实停止采取保护主 

义的做法，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条件，大大增 

加关于援助、信贷和国际收支支助方面的资金转移， 

减轻债务负担，等等。

80. 1 9 世纪的唯一结构强国向世界其他各国其 

中包括当时的先进工业国实行非互惠性的贸易自由。 

今天，西方国家也应该能够集体地向发展中国家实行 

同样的自由，只是不耍予以分等级和区别对待，因为 

这种做法只会耽摘采取必要的调整措施。

8 1 . 我们必须记住，所有全球规模的伟大事业 

都是在极为困难的经济 环境下由具有非凡胆识的 

人发起的。然而我们应该首先看到这祥一个简单的事 

实，即困难是不会自行解决的。

8 2 . 科 雷 亜 • 达 科 斯 达 先 生 （巴西）：作 为 77
国集团的原始成员国，巴西只能完全赞成印度代表作 

为 7 7 国棠团的没言人代表 7 7 国集 ffl在大会开始审议 

本议程項目时向大会发表的讲话。我们完全赞成这一 

讲话，还因为巴西也确实有同样的看法。



8 3 . 我们好象都一致认为世界陷入了自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所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好象 

没有就如何 ffii对这场危机达成一致意见，至少Æ H 前 

还没有。这场危机并不嚴由于发展中国家方Éi的任何 

行为或不行为而产生的，但都严重地影响了它们，而 

且其影响之大又如此的不相称。发展中国家尽管并不 

是危机之根源，却在付出它们承担不起的代价，而在 

我们生活的这个相互依存的时代，这种代价最終也会 

要求发达国家付出高利息的。

8 4 . 我们此时正在讨论全体委员会的报告，全 

体委员会并没有按其应做到的那祥去真正迎接挑战。 

就算是在某些领域达成了一致的结论，但是全体委员 

会迄今还几乎没有起到其成立时所肩负的作用，即在 

巴黎国际经济合作会议的有限办法受到挫折之后，全 

体委员会应该德为继续进行南北对话的主要政治讲坛 

和联络中心之一。

8 5 . 但是由于对我刚才提到的政治作用的信 

息， 7 7 国集团又再次要求在大会全体会议政治一级 

审议全体委员会的报告。也由于同样的信念， 7 7 国 

集闭建议—— 其建议我们大家正在审议—— 举行一轮 

有关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的全球谈判。

8 6 . 我不想在此详谈该建议的细节，因为我们 

的发言人已很好地谈到了。我只想补充几点。

8 7 . 大多数最近举行的国际经济谈判，特别嚴 

与经济合作促进发展有关的谈判，都由于这祥或那样 

的原因而失败了。全体委员会这一级的谈判也不例 

外。这就是为 ff•么7 7 国集团将其建议的全球谈判视 

为一种新的办法，这种努力是全球性的，因此将其有 

另一长处，即弓，I进过去明显缺少的政治投入。我们听 

到有人说全球谈判审议的各个领域大多数都是由各个 

不同讲坛处理的，但是事实是这些讲坛几乎没有产生 

任何可让发展中国家一 或就此事而言，任何一个国 

家—— 称之为非常积极的成果或重要的突破。我们需 

要成果。我们霞要切实可行的措施。我们西也不需要 

分析、评价、评估或列表—— 这一切我们已经太多 

了。

8 8 .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7 7 国集团的发言人在全 

体委员会的上一次会议上介绍全球谈判的建议时强调

指出，本集团建议的是谈判的"范围和程序"。一旦本 

集闭的范本设想得到大会这一最高机构的接受，本 its 
m 对其他内容将虚心听取意见。

8 9. 巴西一直相信并且仍继续相信联合国在推 

动国昧合作促进发展方面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加 

紧目前正在进行的多边谈判是很重要的。建议举行一 

轮全球谈判的目的并不是要使那些多边谈判停滞不 

前，而是要给这些谈判注入新的政治动力。同时，我 

们坚信应避免新机制的增加，因为这些机制本身并不 

产生任何成果。

9 0. 在承认经济危机和作为整个危机的重耍部 

分的能源危机需要新的解决办法的同时，我们应准备 

正视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巴西正是这样采取切实的 

办法来看待全球谈判的。谁也不要再来一次巴黎会 

议，由于某些我不必多谈的原因，巴黎会议没有实现 

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在倡议召开该会议Ht 
所抱的崇高希望，或者说没有实现国际社会一 包括 

参加和没有参加会议的国家—— 与他所抱的共同希 

望。

9 1 . 我们将这轮全球谈判视为一个恢复CL明显 

失去的南北谈判势头的进程，巴西相信大会将很快同 

意举行这轮谈判，以便在 7 7 国集闭和南北对话范围 

内尽快开始筹备工作。 7 7 国集团想出一个有时限 

的、同时并举的综合方法。但是，其目的并不是要使 

建议谈判的各领域的所有问题都得到处理，因为如果 

是这样意图的话，那么全球谈判就会甚至尚未开始就 

已注定要失贩了。

9 2 . 我们也相信在本届会议期间我们将 l i t明Æ 
能够就全体委员会工作的其他领域达成协议的—— 这 

些领域有工业化问题，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的问 

题—— 我们至今都没能就这些领域达成协商一致的意 

见。

9 3 . 在结束我的扼要讲括之前，我要向全体 

委员会主席挪威闺务次宵斯托尔膝贝格先生，致 

以我个人和巴西代表旧的敬意，他强有力地领导  

了 全 体 委 员 会 的 丄 作 。 刚 强 有 力 Æ 他个性的特  

点，我们非常欣赏。在重巾我们对他的信任的同 

时，我们相信他的熟练的领导才能将继续为我们



大家所珍惜的事业服务—— 这一事业就是国际经济 

合作促进发展。

9 4 . 贝贾维先生（阿尔及利亚)'：距今天约一年 

以前，大会举行全体会议研究根据大会第 3 2 /  1 7 4号 

决议成立的全体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1 9 7 8年间全体 

委员会的工作陷入僵局，原因嚴某些发达国家拒绝在 

全体委员会进行JÏTH的谈判，并且拒绝以7H式决定同 

意这些谈判的结果，因此造成了严重的忌势，本组织 

的最高机构在此情况K进行这项审议！:作Æ 完全有理 

[tl的。大会在邪个场合通过僚清全体委员会的任务 fîiî 
克服了困难局 t a。而且，大会通过的决议〔第 3 3 / 2  
号决议〕还强调全体委员会有必要就提交给它的问题 

取得真正的进展。大会还在决议中明确地指出，对所 

1玲"程序"问题的解决办法本身并不是目的。

9 5. 大会现已决定在全体会议上再次优先审议 

全体委员会的报告。这一决定是完全正当的。全体委 

员会的工作和 1 9 7 9年举行的一些主要会议所作出的 

努力并没有产生圃标社会的大多数所希望的结果。相 

反，这一切只ÆÎÆ明了所 iff的南北对访现 ( 2陷入的R 
前危机。

9 6 . 事实上，尽管全体委员会主席斯托尔膝贝 

格先生坚定不移地做出了不懒的努力，并行使他的权 

力，对此我们一开始就想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 

我们却必须承认全体委员会的工作成果特别令人失 

望。正如各会员国所知道的，由于国标谈判在将新的 

国际经济秩序原则变为真正承诺方面的进展缓慢，因 

此人们清醒起来，对全体委员会寄以很大的希望。但 

是，该委员会只能确认已就资金转移和粮食问题作出 

决定。

97. 一个月前全体委员会举行的第三届会议的 

I:作更加表明了南北对活的现状，因为会议除了工业

化问题之外并没有就针对各特别类型的没展巾国家应 

采取的措施作出决定。 ，

9 8 . 事实上，上届会议给我们留下这祥的明确 

印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分歧变得更 

为明显了，这一点可以从某些发达国家的行动看出 

来，它们试固向诸如受影响最产重类型的国家和世界

工 业 结 构 改 革 等 业 已 确 立 的 决 定 和 概 念 提 出 挑

战。

9 9 . 如果我们研究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果，我们 

就可以找到有关这一点的确凿的证据。这些谈判采取 

三方谈判的形式，而让发展中国家靠边站。而且，区 

别对待和较优惠待邁基本原则和非互惠基本原则都没 

有得到严格遵这些惊则本是作为实施有利于发展 

巾闺家的措施的族础的。

1 0 0 . 国 15̂ 货币某金组织的情况也是如此，该组 

织的某些决定只不过是安达围家采取的获得批准的单 

方面措施，诸如关千浮动汇率、黄金非货币化和黄金 

价格上升等措施。尽管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出了 

调整—— 这是由于艰难的经济形势而不得不作出的调 

整 —— 这种调整可以说是积极的，而且规模也是大 

的，但是，这些调整并不能从粮本上改变发展中国家 

在该组织范围内的地位。

1 0 1 . 我们刚提到的两个讲坛都失败了，加上贸 

发会议第 5 届会议所取得的结果不大，而贸发会议从 

某种意义上说是解决贸挺和发歷问题的最；a 手段。例 

如，僮得注意的是那次会议并没有就议事程第 8 项 

达成任何协议，尽管主题是有关结构调整，而 7 7 国 

集团在此范围内提出的建议确实也只不过是程序方面 

的建议。正如各会员国所知道的，这些建议是要求建 

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就发达国家的短期政策 

进行协商的机拘，并请秘书长进行一项有关管辖国除 

贸易的规则和原则的研究。的确，会议通过了一壞援 

助最不发达国家的特别方案。当然，我们对此是很高 

兴的。但是，我们必須强调指出，这项方案可能无法 

在最近的将来得到实施，因为发达国家已对方案的经 

费方面问题表示了保留意见，而这一点却是方案的基 

本因素。全体委员会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发达国 

家在全体委员会上拒绝接受关于到 1 9 8 2年向最不发 

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翻一番的原则。

1 0 2 . 在联合国这里，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 

员会—— 虽然已协商一致地通过了第 3 3 /  1 9 3 号决 

议，从而确立了未来战略的纲领和范围—— 在经过一 

年的辩论之后仍由干一些概念上的分妓而停滞不前， 

使编写基本文本的工作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1 0 3 . 犹如躯除落在当今南北对话身上的疾病， 

对最近举行的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 4 所 

取得的积极成果给予了强调。但是，我们应承认，很 

遗憾的是，那次会议并没有在贯彻新的国标经济秩序 

方面取得重要的突破。

1 0 4 . 事实上，发达围家越来越多地采取拖延战 

术和遗常是貌似有理的理由，以反对 7 7 国集团就某 

些根本问题所提出的建议，诸如科学与技术的转让和

展，跨 HI公司的作用和现有制度必需进行改苹…一

例如，取消对技术信总的保密—— 以便促进没展巾国 

家之间的合作等问题。因此，为了避免完全失败，象 

其他国标集会一样，这次会议通过了基本上是制庇性 

的一些规定—— 建立一个政府间的全体小组和设立一 

项临时基金一 其有用性和有效性还有待于根据今后 

作出的贡献来予以评估。

1 0 5 . 对 1 9 7 9年举行的国标经济谈判进行这番 

简单的描述，说明国标社会面临困境的时候，发展中 

国家的问题正日趋严重。

1 0 6 . 发达国家为了替其不尽力进行辩护，也 

间接地提到了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它们经常将  

危机完全旧咎于石油价格的上涨。 正如它们在马 

尼拉所暗示的，除非能源的问题也成为谈判的题  

目，否则不应期望它们采取促进发展的决定性行 

动。 ‘
107. 目前经济秩序出现的危机并不象刚才有人 

所希望的那样已经能够得到解决，危机还远远没被克 

服，现在危机还很深重。如果找不到补救的办法，那 

么将会有不可预测的后果。

1 0 8 . 但是，事实清楚地表明世界经济形势不断 

恶化是由子发达国家坚持采取一些荒唐可笑的短期政 

策，这些政策极不符合客观现实，也不适应国际经济 

关系和国际生产分工所需的基本变审。

1 0 9 . 这些政策加剧了结构上的不平衡，因此使 

通货膨胀紧张、货币动荡和闺际贸易失调成为一个长 

期的特点。

1 1 0 . 主要储备货币的价值每天上下波动，不可 

预测，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和保护主义的扩大正成为

各主要国家经济的常态。难道我们应对目前国际经济 

气候的不确定性感到惊讶吗？

1 1 1 . 然而，我们应强调指出这种失调恶化了发 

展中国家业已不稳定的局势，但是相反却是对发达国 

家有利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发生危机，那些 

国家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却是较高的。要想更清楚 

地明白这一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那些国家自 

1 9 5 0年 至 1 9 7 0年取得了较高的增长率，因为这些增 

长率都造 4;'第 - ：次世界大战造成破坏之 /^7重建它们的 

经济有关。

1 1 2 . 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因为随着世界经 

济不平衡的加剧，以及将经济危机的过重负担转嫁到 

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上，现行国际经济制度的极限就越 

来越明显。

1 1 3 .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已达到极限无法继续 

起承受经济危机负担者的作用，它们到目前为止为发 

挥这种作用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发展中国家的贸易 

条件不断恶化，偿还外债的负担过重，出口收入的实 

际价值和货币储备减少，这一切影响了它们从发达国 

家进口的能力。

1 1 4 . 这样，影响：；̂̂：展巾 11|家经济的动乱不仅扰 

乱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形势，而J1也 H 益威胁着 

;&达国家本身的稳定和繁荣。

115. 鉴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具有举足较重的力 

f t , 并且独家操纵着货币和贸拓的杠杆，仅此这一点 

就足以证明国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 

家的行为和行动。

1 1 6 . 似非而是的是，尽管发达国家的传统经济 

政策失贩了，它们还是从简单地调整制度看到了世界 

经济复苏，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引起目前世界经济危 

机、造成和加剧不发达状况、因此也恶化了世界贫闲 

状况的根源。

1 1 7 . 在这种情况 K, 南北对访常常不足用来妥 

善准备就所有Üllfe经济问题进行冗谈判，而造用来 

延长现有的秩 i t : , 这还要引以为怪吗？为了大家的利 

益，发达国家有必要停止其不断力® 保卫 f i 己在国际 

经济结构范围内的既得利 I I ,这些经济结构已证明



不合时代的、不公正的、也是无效的，甚至对大家， 

其中包括传统上的受益者发达国家在内，都是危险 

的。而本实上，发达国家似乎尚未承认这种必要性。

1 1 8 .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道还要通过强 

调世界展问题巾的相冗依存、族本需要、区别和非 

全球化来设法拖盖 j ïT H的问题吗？

1 1 9 . 如 按 照 这 种 逻 辑 ，对于这种仍然存在剥 

iiy、不平笠和依赖关系的情况，我们就会棍请其因果

关系。

1 2 0 . 因此，继续将自前的经济危机归咎于石油 

价格的变动，并设想只遗过单纯解决能源问题来改善 

经济境况的做法，都是徒劳的，也是错误和有偏见 

的。

1 2 1 . 很明显，这种方法无异于要求那些只不过 

对并非自己酸成的事件作出反应，以便限制—— 其实 

只是极为部分地限制—— 这些事件对其经济所造成后 

果的国家无任何交换条件地放弃它们用以促进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变化的唯一王 

牌。

122. 有些人很少关心其经济决策对第三世界所 

造成的影响，何THÆ这些人今天却强调发展中的石油 

输出P I没有充分考虑它们的决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123. 用这种观点来看待能源问题是极为错误  

的。这意味着完全漠视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对石油 

供应和价格所表现出的负责精神。关于供应问题，应 

该强调的是，有些人急于指出的某些生产国的财政盈 

余，却首先正反映了这些国家的生产水平是为了满足 

世界经济的需要。如果它们关闭管口，停止供应，它 

们就会受到指责，而如果减少出口，它们也要受到指 

责。关干价格向题，人们好象忘记这样的事实，即石 

油价格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冻结了  1 8 个月并无任何明 

显的改善，而 价 格 方 面 的 加 权 平 均 数 只 反 映 HI 
1 9 7 3年 的 实 价 格 ， IL只趙代用能源成本的 5 0% 。

1 2 4 . 如果大家接受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能源 

可能会限制世界经济的长期发展，那么就必须及时考 

虑一切可能的影响，以防止笼罩着我们的若难。

1 2 5 . 在这一方面，解决这一问题最主要还是取 

决干发达国家的适当决策。很明显，我们不能继续目 

前的趋势， 目前生产出来的石油有 8 0 % 以上是供工 

业化国家消费的，而在这些国家中稀有的碳复化合物 

资源经常被滥用于生产可以用其他能源生产的产品， 

而这些发达国家有着丰宫的其他能源。

1 2 6 . 这些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消费，保 

护非再生资源。这就需要在它们的生产和消费格局以 

及资源分配和使用方式方面产生深刻的变化。换言 

之，基于剥削和滥用资源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增长 

计划应予重新考虑，并代之以符合世界各族人民利益 

的加速发展。

1 2 7 . 阔明了这一点之后，我们想再次宣布，石 

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随时准备与工业化国家就能源 

问题进行谈判，只要这种谈判也包括—— 我强调这个 

"也"字—— 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所最为关切的问题。

1 2 8 . 这旣不是拖延战术，也不是原则上的理论 

立场，正 如 7 7 国集团在全体委员会正式提交的建议 

所表明的，全球谈判应该讨论能源、原料、货币与金 

融问题和发展W题，这项建议博得了发展中国家而不 

论其赴否石油输出国的完全支持。

1 2 9 . 大会本届会议应就此建议作出决定，这是 

目前这场辩论的主要自的。这将使我们有可能进入一 

个对话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如果对话要取得成果 

就必须充分考虑公正、互利和国标合作的原则。

1 3 0 . 从过去几年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到，除非我们处理好调整国 IE经济关系这个全球性问 

题，否则是不可能保障世界经济协调发展所需要的稳 

定和平衡的。

1 3 1 . 在这种倩况下，就必须以全球的方式来看 

待谈判，对作为谈判组成部分的原料、能源、贸易、 

发展、货币和金融等问题应同时予以考虑，以便在各 

领域取得进展。

1 3 2 .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也只有通过这种方 

式，对话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即应共同努力找出解 

决国际经济问题的持久和积极的办法。



133. 工业化国家提出了好些有关全球谈判的范 

围 、议 程 、 组 织 和 目 标 的 问 题 。 决议草案本身  

C A /  3 4 /  3 4 , 第五部分， 附 件 / 〕已为这垂问题提 

供了某些答案。但 很 明 显 ，我们只有在筹备丄作 

方面共同努力，才能找出大多数问题的答案，我们建 

议筹备工作在全体委员会进行。

1 3 4 . 秘书长库尔特，冗尔德海姆先生在其关千 

本组织的工作报告中非常恰当地强调指出："面对着显 

然嚴紧迫的经济需要，谈判进展如此缓慢趙不可能接 

受的" 〔见乂 / ■ ? ¥ / / , 第五部分〕。他作出结论说， 

南北对话应得到新的动力，而这一点正是发展中国家 

提出建议的目的。

135. 秘书长强调指出只有想达成协议的真正政 

治意愿才有可能提供这种动力，我们当然也同意他的 

看法。这种意愿在南方国家里一直都存在着。发达国 

家还有待于确立这种同祥的政治意愿，其方式就是在 

本届会议期间接受我们所建议的进行全球谈判的原 

则，然后再竭力寻找考虑到公正、平等和互利原则的 

解决办法。很明显，在国际经济关系急需调整之时， 

不能把S 利的慨念简化成为保障原料供应以换取资金 

转移的简单等式，在转移是" 自愿"的、因此也是不确 

定的情况下，更加不能如此做。

136. 目前人们呼吁大会作出的决定是一项原则 

性的决定，一现政治决定。我们要看看国昧社会在面 

对南北对话结果甚微的时候会不会联合作出反应，并 

考虑到世界经济的危急形势，开始进行有关各重要部 

门的谈判，以便产生一套连贯的解决办法，使每个成 

员都能得益；或者国际社会会不会拒绝承担责任，无 

能为力地袖手旁观，听任目前局势的恶化，因而加强 

民族利己主义，并从而加剧已经出现的危险。

137. 正如我们在本届会议的一般性辨论期间所 

强调指出的，全球谈判的建议并不等于要设立另外一 

个讲坛。其实，增加讲坛常常只嚴某种无能为力的表 

现，或者至少是在影响着找们大家的事件面前缺乏政 

治意愿来一起采取有效行动的表现。

1 3 8 . 虽 然 7 7 国集闭的建议并没有涉及要建立 

一个新的常设机构，但在另一方面却楚隐含了一种新 

的精神。谈判的成功将取决于每个会员国長否有决心

为在必需—— 这种必需是大家所承认的一 建立新的 

国际经济秩序的范围内解决共同的问题而作出贡献。

1 3 9 . 克拉韦茨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关于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全体会议上讨论 

根据大会第 3 2 /  1 7 4号决议成立的全体委员会的报吿 

的问题，我很荣幸地代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 

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 

主义共和国和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团 

讲话，并作以下发言。 7 7 国集因建议在大会第三十 

四届会议全体会议上讨论有关在公正和公平的基础上 

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现状，社会主义国家以理解的态 

度看待这个建议，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 

样，对 1 9 7 9年全体委员会和联合国其他经济机构的 

工作结果所体现出来的在这一领域缺乏真正进展的状 

况感到很不满意。

140. 全体委员会两年来的工作结果证实了社会 

主义国家代表团在决定成立该委员会当时所持的立场 

嚴正确的。全体委员会关干其他讲坛提交的许多复潮 

问题的讨论并没有朝着解决M 题的方向取得重大的进 

展。从广义上讲，与会者成功地完成的只楚确认前已 

通过的立场和协议。当然，这一切损害了成立这祥一 

个机构的设想本身，事实上，该委员会的第 3 届会议 

—— 众所周知一 是以失败告終的。

141. 多年来为建立新的国标经济秩序所作出的 

努力都付诸东流了，而 1 9 7 9年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经 

济讲坛上举行的有关当今世界最为相关的经济问题的 

谈判缺乏重大的进展。这一切都嚴发达资本主义闺家 

垄断集闭造成的，它们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 在延 

长和加紧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并反对消除国际经济 

关系中的不平等、歧视、单方面的奇刻解决条件及其 

他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以及 "冷战"残 

余，它们就嚴以这种方式顽固PIL碍从根本上调整闽 

经济关系和建立新的国经济秩 i t :的。它们竭力保护 

现行的国际分工制度，将災展巾闺家作为西方的生产 

原料附庸。它们正在H 益以牺牲展中国家为代价来  

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并将其困难的负担转嫁到发展



巾闽家的身上，为此而利用目前在贸易、经济、货币 

和金融关系巾的这种不公平机制。

142. 社会卞义国家在包括全体委员会在内的联 

合 国各机构巾屡次提请注意这样一个，实：要真正在 

公正的范础上调整国际经济关系，联合国各会员国就 

必须开始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 Jt:宣 言 〔第 320J 
C S - F / ) 号决 议 〕 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 

3281 i X X I X ) 号 决 议 〕 的进步规定付诸实行—— 正 

如社会主义闺家长期以来在处理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 

系方 Ifii所做的那样。

143. 7 7 闺集闭的外交部长于 1 9 7 9年 9 月 29 H 
发 表 的 声 明 〔/ ) / • ? ¥ / 和 C f l / T . / ,附件〕非常正 

确地强调指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 

干涉他国内政、种族隔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其 

他各种形式的对外侵略诸如占领、统治、霸权、扩张 

主义和剥刚等，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解放的主要障 

碍，孜们衷心同意 7 7 国集闭外交部长的呼吁，即国 

际社会各成员应加紧采取最大胆和最具体的措施以结 

束这些可耻的现象。

144. 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着与不结盟国家和政府 

首脑在哈瓦那会议所表示的同样决心：

"……反对许多由某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 

控制的经济和金融机构企 ffl强行采取旨在限制国 

家主权的措施，并企旧阻碍各闻人民沿着己 fi 
rti选择的经济和政治路线X 展的基本权利。" 〔见 

A /  3 4 /  5 4 2 , 附 件 ， %  4 v , 第 75 段 〕

1 4 5 . 说到底，在公乎和民主的基础上调整国标 

经济关系的斗争结果还将取决于以下方面，即事实证 

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打破国际垄断集团的抵制，以及 

发展中国家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遵循建立新的国际经 

济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进步建议  

—— 特别是关于必需保证对自然资源拥有真正主权， 

必需对外国资本实行有效的控制，包括对跨国公司的 

控制，以及贯彻进步的社会经济改革和措施，以期充 

分调动国内资源。

1 4 6 . 就联合国而言，正如社会4 ^义围家一再强 

调的，调整闽际经济关系的 I'nj题不应遗过没立新的机

构去解决，而应遗过更为有目的地’和有效地利用现有 

的合法机构—— 特别是第二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 去解决，这些机构有充分的权力和经验来审议 

和解决 P1前国经济关系巾所有的各种最重要的问  

题。在这方面设立联合国的新的机构只会使人们幻想 

能对调整国际经济关系采取一些根本性的步骤，而事 

实上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增加机构只会不适当地分散精 

力，这样就更难于解决主要的任务，即迫使反对力量 

表明政治意愿，并开始执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 

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进步规定。

1 4 7 . 发展中国家认为在联合国范围内举行"全球谈 

判"将7^有益的，并且指出它们的R 的是促进在公平、公 

正和民主的甚础上调整国经济关系。我所代表发言的 

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闭在考虑了这种观点之后并不反对 

关于筹备和举行这类谈判的建议。但是，我们还想再次 

强调指出，在这里不应将向题缩小为谈判的主题，事实 

上谈判正在联合国各经济机构中进行。在此具有根本性 

重要意义的避主要与会者、特别是来自发达的资本主义 

国家的与会者的政治立场实质。

1 4 8 . 我们深信，任何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关系 

制度有关的未来谈判要保证取得成功，就必须以各国 

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的 

进步规定为基础，并且在进行谈判的方式上应充分考 

虑到对国际和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全球因素， 

i冉如促进国际缓和的必要，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停 

止军备竞赛和采取真正裁军的有效措施，这些措施会 

腾出大量的额外资金可用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将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其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1 4 9 . 在这个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打算继续积 

极参加有关调整国经济关系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的工作。

150. 社会主义国家将继续始終如一地执行其参 

加联合国经济机构的工作所涉及的主要任务之一，即 

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在公平的基础上调整国标经济关 

系方案的进步规定提供政治支持。

151. 在贸发会议第四届和第五届会议上和联合 

l«liÇ他经济机构 4 1 , 社 么 !•:义W家共旧提川 /  一顶A



体方案，旨在实现进一步扩大和增强与包括爱展中国 

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平等国际经济合作。社会主义国 

家 iT.在努力确保使该方案:所殺建议和原P1IIW 化成为 ' j 
有关国家在双边的渡础上达成的具体协议的安徘。

152. 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并准备继续在双边和多 

边的基础上尽其所能地向有关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以帮助它们努力解决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争取经济独 

立的问题，并且与它们发展互利的贸愿、经济、科学 

和技术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式是与它们的社会和经 

济结构相一致的，在实践中证明了其优点，并且赢得 

了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承认。

1 5 3 . 安 i î 远 先 生 （中国）： 中国代表团认真地 

听取了全体委员会主席斯托尔勝贝格先生的报告和纳 

拉亚南先生的发言，愿就全体委员会的工作发表一些 

意见。

1 5 4 . 从大会第 :r:十 ：i 雇会议决定成立全体委员 

会起，两年的时间即将过去。两年来，全体委员会的 

工作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曲折。尽管发展中国家和其他 

一些国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委员会的工作在许多 

实质性问题上进展很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委员 

会的经历可以看成是整个南北对话的缩影和象征。

1 5 5 . 在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上，面临南北对活 

停滞不前的形势，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认真贯彻大会 

第六届、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决议，倡议建立全体委员 

会这一国除机构，以便解决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的各项谈判的困难。

1 5 6 . 在全体委员会建立的第一年里，由于在養 

巧会职能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始 終 能 就 实 质 性 14 
题进行谈判。一直到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经过广大 

发展中国家坚持不懒的斗争，挫败了那种把全体委员 

会变成一个空谈机构或变成仅仅是大会 1 9 8 0年特别 

会议筹备机构的企图，才明确确定了全体委员会是一 

个谈判机构，并且有权作出采取行动的决议。这样从 

今年起，在斯托尔膝贝格先生的主持下，全体委员会 

就资金转移等具体问题进行了一系列 I人真的谈判。委 

员会从辩论程序间题进入到就实质性向题进行谈判， 

这应该说是一个进展。

1 5 7 . 在今年举行的三届会议上， 7 7 国集 a 先 

后就资源转移、粮食与农业、工业发展等问题提出了

-系 列 I:作文件，体现了 ) k Mc/tlJ'1'l 1̂1 % 作% 系判 ill 
立新的国际经济秩 i t;的 L午多重大14题上的 ï ï i义 张 和  

合理要求。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强调，全体委员会的谈 

判不应仅仅重复其他机构已经作出的决定，而应该取 

得新的实质性进展。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少 

数经济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先是胆按全体委员会进 

行谈判，谈判开始后，又顽固坚持它们的错误立场， 

有^^甚至从其他机构已经达成的协议上后退，終使谈 

判未能获得重大突破。全体委员会虽然在资金转移、 

粮食与农业问题上取得了"协商一致意见"，但是广大 

发展中国家对谈判结果极不满意。全体要员会第三届 

会议刚刚结束的关于工业发展向题的谈判陷于完全破 

裂。而关于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的内陆国以及受影 

响最严重的发展巾国家的特殊和迫切问题的谈判也朱 

取得多少进展，这就不能不使广大X：服巾闺家对全体 

委员会的工作感到失望。中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闭一 

祥，对全体委员会未能完成其预定的任务而感到遗  

憾。

158. 尽管全体委员会没有能够取得重大的进  

展，但是我们在委员会的工作进程中，清楚地看到广 

大发展中国家坚持了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超级 

大国剥削、掠夺和垄断的原则立场，坚持了大会第 6 
届特别会议关于建立新的国Rÿ经济秩序的根本方向， 

在一些重大国际经济问题上，找出了分歧的焦点和实 

质，为以后解决这些问题作了有益的工作。同时我们 

也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积极参加了全体委员会的工 

作。它们在谈判中和发展中闻家平笠协商，在一些 l’nJ 
题上表现出比较合理的态度。我们欢迎这些闺家采取 

的这种立场。

利 姆 先 生 （坦条尼亚联合共和国）回任主岸。

1 5 9 . 这里，我想讲一讲那个自称是发展中国家 

"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对全体委员会的态度。从一开 

始，这个超级大国就不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迫切要 

求，反对建立全体委 f i 会。全委会成立后，它又极力 

限制和贬低委员会的作用，反对就实应性向题进行谈 

判。在今年 - : 届会议的谈判过程中，不论讨论什么问



题，它总要在有关文仲中塞进它那套假 "裁军 "、假 

"缓和"的 1卜1货，以此转移会议的正确方向，拖延谈判 

进程。在上；] 刚刚结束的关子 r.业:&展问题的谈判 

巾，它 竟 然 对 《利马宜言》确 定 的 2 5 % 的 指 横 加  

挑則 , 股A i怀躲情绕，进 到 了 发 巾 [U1家的严冗 33 
斥。这个超级大国还试 ffl将一种相当舟怪的逻辑强加 

干人：每当全体委员会工作遇到挫折，它就嚷嚷不 

休，想以此来证明其反对全体委员会立场的"正确"。 

大家知道，全体委员会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倡议下，为 

推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实现而建立的一个重要国际 

机构。这个超级大国对待全体委员会的杏定态度，完 

全暴露了它阻按建立新的国标经济秩序和对发展中国 

家假支持的真实面目。

1 6 0 . 在全体委历会第 - : 届会议上，广大发展中 

H 家提 ,H1 了全球谈判的建议。我们 I人为，在当前南北 

对® 陷入僵局的情况 F , 这嚴一个重要的建设性侶 

议。我们一贯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尊重独 

立、主权和正平等某碰上的积极对话，採讨并采取 

有效措施，缩小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建立公平合 

理和基于平等互利的新的国际关系，是解决当前国际 

经济问题的正确途径。我们支持在联合国范围内就涉 

及国经济关系的重要问题进行谈判。我们注意到一

些发;达国象对这一建议已经作出了响应。我们希望更 

多没达国家能拿出诚意，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大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努力。中国代表团将积极参 

加全体委员会的T:作，为筹备一轮新的全球淡判作出 

n 己的 n 献。

1 6 1 . 在结束我的讲话以前，我愿向全体委员会 

主席斯托尔膝贝格先生表示谢意，并祝愿他在促进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对话和平等合作中作出新 

的贡献。

下午 (5时 / 0 分散会。

' 见文件A /  1 0 1 1 2 ,第 4 章„
2 见文件A / C . 2 / 3 4 / 4 , 第 2 页。该文件载有此发言 

的全文，该发言还以摘耍形式发表在《大会 il:式 kliS：, 第 

d .十四屈会议，第二要员会》, 第 4 次会议，第 2 0 - 3 4 段，以 

及同上，《第二委员会，会期分册》，更正。

3 见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会议议事录》，第 

一 卷 ，《报 吿 和 附 件 》 （联 合 国 出 版 物 ， 出 售 品 编 号 ： 

E .79 .II .D .14)。
4 见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度展会议的报吿，维也纳， 

1 9 7 9年 8 月 2 0 日至 3 1 日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79.T.21 和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