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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会赛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于1 9 8 3 年 5 月 3 日至2 7 日在联合国总部 

举行, 出席成员知下：

Syed Amjad Ali 先生 

Andrzej Abraszewski 先生

赤尾信敏先生

Mohammed Sadiq Al-Mahdi 先生 

Hélio De Burgos-Cabal 先生 

Anatoly Semenovich Chistyakov 先生 

Hamid Arab! El Hou<3eri 先生 

Leoneio Fernandez Maroto 先生 

Richard Vognild Hennes 先生 

Lance Joseph 先生 

Japhet Gideon Kiti 先生 

Wil£ried Koschorreck 先生 

Rachid Lahlou 先生 

Zoran Lazarevic 先生 

A tilio  Norberto Molteni 先生

杨虎山先生
Philippe Zeller 先生

2 . 秀员会选出Syed Amjad A l i为主席，Japhet Gt, K i t i为到主席 .

^  大会第 3 4 /6  B、3 6 / 2 3 1 A和3 7 /1 2 5  B

号决议的审议经过以及.第三十七庙会议期 

间在第五委员会表示的想见

3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了第3 4 /6  B号决议，其执行部分有关各段如下 ;



" 2  会赛委员会考虑到第五委员会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期间关于i义

程项目 1 0 3的辩论经过，深入研究如何使会费分摊比额表更为公平合理， 

并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特别是研究：

" ( a ) 避免在连续两个分摊比额表间小别会费分摊率过分变动的方法, 

包括规定百分数限度或百分点限度或合并应用这两个限度的方法；

"(b) 顾及有振会员国支付能力的条件或情况的方法和规定在拟订分摊 

比额表时如何顾及这些条件或情况的客观准则的方法；

" (e) 顾及收入主要依靠一项或少数几项产品的会员国的特殊情况的方

法；

" ( d ) 更新国民平均宽减公式数值的方法及其对分摊比额表的影响；

" ( e ) 顾及各会员国国家会计方法的差异、包括通货膨胀率高低不同， 

及其对国象收入统计数字的可比较性的影响的方法；

"(f) 顾及积累财富慨念的方法加以此概念为订定分摊比额表的一项因 

素来制订准则的方法；

" ( g ) 保证计算所有国家的分摊数额所用的数据都是同一期间的数据以 

资比较的方法；

< '(h )改变统计基准期间对分摊th额表的影响

4 .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了第3 6 / 2 3 1 À号决议，现将其执行部分有关各 

段摘录如下：

" 大会，



“ 1 . •其过去所作决定：衡量会员国的支付能力时，为避免只是使用®民

收入倘计数所造成的分摊数额不正常情况，应当考虑到下列因素：
■ i I

" ( a ) 对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国民平均牧入最低的II案，包括 

最不发达国家在内 , 要根据其特殊的经济和财政间题给予适当的照顾；

" ( b )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司经济差距的继续存在；

" ( e ) 影响会员国支付能力的不利条件或处境 ;

" ( d ) 会员国的收入主要依靠一项或少数几项产品的特殊情况；

" ( e ) 会员国取得外币的能力；

" ( f ) 国民财富积累的慨念；

" ( g ) 会员国国宏会计方法的不同，包括通货胸胀率高低不同，及此 

种情况对国民收入统计数字比较的影响；

" 2 . 直会费委员会制订一组关于会员国牧集和提供数振的准则，以确保 

委员会收到形式统一和可作比较的适当数据和统计资料；

" 3 ,  _̂会赛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有关街量会员国的实 

际支付能力的各种可行方法的详尽研究报告，充分考虑到大会第3 4 / 6  B等决 

议、上文第 1 段所列全部因素、包括新的统计基准期间、订正的低® 民平均收 

入宽减办法的上暇以及连续两小分摊比额表间的增加限额 ; "

5 . 最后， 大 会 1 9 8 2 年 1 2 月 1 7 曰第3 7 / 1 2 5  B号决议：

"1 . 再次确认会员国的实际支付能力是分摊比额表所根推的基本标准；

" 2 . 决定会费委员会必要时可延长会期 ; 以便：

" ( a ) 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大会第3 6 / 2 3 1 A号决议第3 段所要 

求的研究报告，并附带建议会赛委员会在确定今后分摊比额表时所应使用 

的方法；



^ 0 3 )至远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第3 6 / 2 3 1 A号决议第2 段所要 

求的关于牧集和提出资料的一杳准则，同时应考虑到一些代表a 所表示的 

意见，特别是关于国民收入资料可否比较的意见 ;"

6 。委员会继而审议了上述决议的各个部分。委员会注意到在第五委员会里有 

人对委员会不能提出第3 6 /2 3 1  A号决议第3 段所指的估计实际支付能力的备选办 

法表示关注。 因此，委员会探讨与目前办法大不相同的各种备选方法。 共有四种 

备选方法提出来讨论：备选方法一是按® 家集团分类他计，备选方法二是按人事和 

主权因素来佑计；备选方法三是利用累积国民财富来衡量实际支付能力，备逸方法 

四则代表现行办法的显著变异。

三。佑计各会员国实际支付能力的各种备选方法

A . 备选方法-------- 按国家集团分类

7 。 委员会研究的第一小备选办法涉及能否制定一小新的处理办法• 明确地基 

于国象集团之间的现有差别，计算本组织的经费。委员会‘认为，这种方法可能有助 

于解决国与国之间因为数据的不能比较而弓I起的®难，以及因® 民收入核算的不同办 

接而造成的问题。新的办法也可照顾到大会第3 4 / 6 5B̂ p 3 6 / 2 3 1 A号所列关心事

项。特别是鉴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经济和财政问题必须给予它1门适当的考應，弁且 

普要考虑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差距。

8 。这个提议慨述如下。

9 。国家集函可分为三类：

( a ) 经合发组织国家。 这是一个比较划一的集团。主要包括发达市场经 

济国家；

( b ) 东欧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和蒙古；



( c ) " 其他 " ，包括不在(a)类和(b)类之内的联合国所有其他会员国。 这 

. 个集团包括7 7 国集a 的大多数成员国。

第三个集团比其他两个较为复杂。 不过,它包括目前按最低摊颠征收会费的 

大约 7 8 个国家。 它也包括比较进步和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

1 0 。这三个集团在联合国经费中所承担的比额可根据最近的经验订出一些幅度 

来确定。现提议下列一些策统的参数；供委员会进行讨论起见：

集 团 i _ £
%

经合发国象 7 0 -7 5

中央计划经济国宏 1 5 -2 0

所有其他国家 1 0 -15

精确的百分比率的制定，基本上是一•小政治决定• 在每一小分摊比额表期间开始之 

前，可就比额进行谈判• 或者, 比额的适用期间可以较长，例如以三小分摊比额表 

期间为准.

1 1 。 - 俟确定了各集团所承担的百比率以后，集团成员之间的分配可采用两种 

不同的办法 *  一♦ 办法是由♦ 别集团本身对其成员作出倍计；另一♦办法是象现在 

-4 ^ ,由委员会继续就集团内别国家的比额表向大会提出建议，由大会作出决定* 

委员会对各集闭的国宏将采取大致相同的准则，但有一小理解，即：一些补充性准 

则和调鉴对一♦ 集团的国象比另一小集团的国象可能更为适切。

1 2 。有人说，这个办法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共同基金的筹资办法有类似之点。 

那两个机构的情况是协议由某些集团负责各该基金的一定比额经赞。

1 3 。在讨论备选方法一时， 有人说， 这个办法的优点是新颖，比较不太复杀也 

符合第五突员会和大会目前对于增减谷个国家桌团ÿ;7分摊比率的想法。但走，有人



质问凭什么法律根据来划定这些集团，根据何种理由订出各集团的百分率比额。

有人也怀疑这种备选方法的有效性。 因为它似乎不是根据能反映出个别会员国支 

付能的经济因素。 此外，这种备选方法也可能使集ffl之间和集a 内部发生冲突, 

有人也说，第三个集a 不可能界定，因为一些成员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差别。在 

这方面，有人也提到，唯一可在法律上界定的集团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因此， 

如按集团确定摊额，可以对这个集团订出特别的摊顿。 以反映其特权地位。 但 

有人表示，把安全理事会各霧任理事国!)3并成为一个集团，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 

条文和精神，各会员国的会费不应该以它们在联合国的地位为转移，

1 4 。委员会讨论到分两个阶段佑计一一先按集团后按集团内各成员一一的备选 

办法一一是否属于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是否在《宪章》第十七条的范围内。 委员 

会认识到实行这个备选方法会涉及上述和其他的H难。 但是，由于计算程序n 单， 

集团内部的统计数据可以互相比较。 委员会希望在下届会议进一步研究备选方法 

0

B o 备选方法二一一人事和主权因素

1 5 。虽然联合国会员国会费分摊比额主要是以国民收入统计数字为准。 但联 

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则全部或部分采用了其他标准：如国除海事组织（海事组织） 

采用远洋船的吨位。 国际民用航空组奴( 民航组织）采用飞机使用成分，如国际 

电信联盟（电信联盟）等。则由成员国自由选择会费等级。 此这些组织的成员国 

所缴会赞与该组织的活动形成了一种客观关系。 联合国也可以采取大致相似的安 

排，按备选方法二，会员国的分摊比率将以一些所谓的确\实利益如受雇于联合国的 

国民人数为准。受雇于联合国除了具有声望外，据 说 还 可 换 货 市 、薪金、津 

贴等方面得到汇款收入。 因此，下面两小部分可以做为分摊^ 的林准：

( 1 ) 人事因素（ 7 5 %  \对某一会员国国民适用的人用在联合国人事

费用总数中所比率 , 再乘以7 5 % ( 这是联合国预算用于人事赛用的百♦

比 ）•



( 2 ) 主权因素（2 5 % ) ^会员国在联合国全体会员中所比率即 1 /1 5 7  

乘以 2 5 % . 等 于 0 . 16 % 。

1 6 . 举例来说，假定人事赛完全一样，则在联合国10, 000名雇员中任职人数 

占 1 0 名和 l o o ê 的会员国的分摊额应为：

( 10 /10 ,  000X75  ) + 0 . 1 6 =  0 . 0 7 5 + 0 . 1 6 -^ 0 . 2 3 5

( 100 /1 0 ,  000X 75)+0  . 16 -=0 . 7540  . 16=^ 0 .91

1 7 . 如果采用人事和主权两小因素作为会费分摊比额的基准，则它们很容身受 

下列其他因素影响而改变：例如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增加数、东道国的增加数、 

按代表团规模大小而定的增加数、或最不发达国家主权因素的规定扣减数（类似对 

维持和平赛用比额方面采用的扣减数）。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可以计量的》

1 8 . 备选方法二也被认为背离了现行方法。 很难说它反映了会员国的支付能 

力， 而且，会员国从其他方面如联合国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城等的工作获得的 

利益远较单单有几名人员在秘书处任职的利益大得多。 有人说，将分摊比例和工 

作人员人数直接挂询，将损香国际公务人员的独立地位。 也有人表示相反的意见。 

委员会计划在下届会议上更深入研究备选方法二，并附带研究分摊比丰和会员国获 

得的利益两者进一步挂钩的可能性。

C . 备选方法三一 国民财富

1 9 . 这♦方法现阶段还未制定详情• 回顾为响应第3 4 / 6  B号决议第2(幻段，

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拾查了慨括6 0 国的有关国民财富及其构成部分实际数据的 

一份详尽分析，断定在报道国民财富统计数字的方法、资料取得和可否比较方面尚 

未获得足够的进展，因此还不能把它们作为确定相对支付能力的主要指标。但是本 

届会议上委员会重申它希望继续经常得到这方面发展情况的报告。



D 备选方法四一 现行方法的变异 

ï t 其对应计摊额收入的影响~

2 0 . 委员会仔细地研究这种备选方法，将变异或改进方法与现行方法结合使用。 

以便更周全地考虑到对会员国支付能力有不利影响的条件或情况。 特别注意采用 

经济和社会指标，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的调整以及现行方法中所含的其他因素，

1 . 将经济和社会指标并入现行分摊比率方法

21。 在检查上文第3 和 4 段中所引的第3 4 / 6  B 和 3 6 / 2  3 1 A等决议列 

举的因素时，委员会指明它们属于社会经济方面考虑。 为了探讨将这些考虑并入 

现行分摊方法的可能性，委员会将长期性的考虑和短期性的考虑加以区分• 长期 

考虑可以看作与缺乏工业友展、基袖设施、教育发展、保健设施和振食供应不足及 

营养不良有关。 短期考虑则存在于贸易条件、出口收入、国外公债还本付患、国 

际储备、战争和自然灾香等指标。 如果它们与基准期有关，则可加以考虑。

2 a 长期考虑不仅存在于发展申国家。 也存在于某些其他国家，这些圓家的 

国民平均收入相当高、但其收入多数靠出口主要为初级产品的少数产品，包括可用 

尽的自然资源。 缺乏工业发展和邊础设施表示这些国家必须依靠大量进口价格持 

续上液的制成品.而同时它们的出口产品部在国际市场上忍受着价格波絲不定的 

遭遇。 有人说应该让这些国家保留和使用其一部分收入以善其经济和社会条件• 

换言之，重点放在应计摊额的收入这个概念上，以便反映实际支付能力。 这一点 

被确定为国民财富和可容许的宽减两者之间的差别。



2 a 按现行制订分摊比率的方法，只有国民平均收入低于$2,100  ( 制订 1 9 
8 3 - 1  9 8 5 年比额表时采用的国民平均收入的限额）的国家才能接受扣减优待， 

有人说度展中国家不管其国民平均收入如何，都应享受国民收入方面的扣减，以便 

它们能达到可接受的发展水平.因此长期经济和社会考虑可以成为一般计算摊额方 

法的一部分，

24. 有人提到由会赛委员会来断定主权国家的支出情况是否合宜的间亂选用 

经济一社会指林反映了价值判断：委员会能为主权国决定建造医院比建造.清真寺或 

教堂好吗？有人认为缺乏工业发展，基础设施，教育发展，保健设旅等已经反映在 

国民收入内，如果为了和减而再予考虑，似有重复计算（或重复扣减）之嫌》还有 

人提到工业化引起巨大的外在赛用如空气和水污染，城区犯罪等，另外，这类方法 

还牵涉到若千实际困难，如能否取得可资比较的数据决定每一因素的标准和分量等 . 

有人一再指出国民收入和国民平均收入应该仍然是广泛反映会员国支付能力的普遍 

指标.

2 5 . 虽有上述种种保留意见，委员会仍继埃探讨能够最适切表示那些长期性经 

济和社会考虑的指标，本报告附件一所列指标清单显示出各国和各年度所能获得数 

据的程览从这份清单内，委员会根振大多数会员国所能获得的数据•挑选下列指 

标加以解说，

( a ) 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所的百分率；

( b ) 出口总值中制成品出口货所占的百分率；

( C ) 出口总值中三项主要出口商品所占的百分率；

( d ) 受雇于农业部门以外的劳教人口所占百分；

( e ) 每 1,000人中拥有电话的架数；

i f ) 识字率 ; .■C.-. • •

国民平均谷物产量 .



2 6 . 现行会赛分摊比额表计算法结合上列社会一经济指标办法计算所得的结果 , 

列于本报告附件二内• 使用 1 9 7 1 年到 1 9 8 0 年期间H 民收入和国民平均收入, 

和现行的上限为2,1 00美元，宽减变化率为8 5 %的低国民平均收入宽减公式， 力 

6 1 小抽样会员国计算出其应征税的收入：

( a ) 附件二第（1 1 ) 程， 以包括不仅有国民平均收入而且有上文所列七个 

指林的修正宽减公式取代低国民平均收入宽减公式或和减.国民平均收入的加 

权数订为0 . 5 , 其他指标一律各订为0. 0 7 1。 宽减的详细计算办法在附件二 

内加以说明• 这里只需指出，所采用的宽减办法与现行低国民平均收入宽减公 

式中包É'的方法类似.

0 > )附件二第（1 2 )栏，修正宽减公式只采用了七个指标，国民平均收入 

不包括在内，这里，各 指 标 的 加 权 数 一 律 订 为 即 0. 1 4 3。

2 7 . 讨论期间内，有关采用什么标准来解说， 曾提出一些建i l 所审议过的一 

小提案是，各指标一律采用全部发达国象的平均数• 另一小提案是，采用最发达的 

发展中国家的指标水平作为标准• 第三小提案是，采用以发达国家作为一小整体的 

集团中最不发达的国家的指标水平作为标准《本报告内•为利便解说,所选用的标准 

是, 都与发达国家所达到的平均数和被认为是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巴西的水平相同. 
附件二第（11 ) 和 a 2 ) 担所列的结果，委员会人为抽样所包括的许多国家向上和 

向下变动激烈，因此非常担心《

2 a 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民平均收入相当低的国家的应征税收入，采用 

含有国民平均收入和七个指标的修正公式计算，则增加了一倍以上,采用仅仅根据 

七小指标而不根据国民平均收入作基础的宽减公式计算，则增多两倍有余《智制， 

哥伦比亚，埃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等国 

家的应征税收入，采用这两种修正公式计算，也都+ 急剧增加《在劣一方面则注意 

到. 第 a i ) 和（12)程所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阿拉伯利比亚民从国沙特阿拉



伯和阿拉伯联合首长s 的应征税收入，采用修正公式计算比采用现行公式计算减少 

很多. 还有值得指出的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应征税收入，由于采用修正公式计算. 

结果都有下降，

29. 一般而言，如果指标的平均数值与标准之间的差数大于国民平均收入与 

2,100美元之间的差数，则该国应计摊额的收入比按现行计算法所得的结果减少 •  

反过来说，如果有些国家的指标平均数值与标准的平均数值之间的差数同国民平均 

收入与2,100美元之间的差数相差愈小，则不论如第（1 1 )程所列，采用含有国民 

平均收入的修正公式结合额外指标计算，或者如第（1 2 )栏所列，采用以指标取代 

国民平均收入的公式计算,它们的应征税收入都有增多 • 上述现象一般都发生在其 

国民平均收入低于限额的国家《 至于那些国民平均收入超过限额的国家，其按修正 

公式计算得出的应计摊额的收入一般都低于按现行公式计算得出的数额，这是因为

额外指标加入计算，需要承担的宽减总额就减少了.
■ - , • • . ' . ■

3 0 . 附件二所呈现的结果，表示出现行分摊比额计算法结合经济和社会指标计 

算的问题的复杂性 • 委员会指出，标准和加权数不同，所得结果也完全不同》委员 

会进一步指出• 各国经济和社会指标所涉范围和内涵差别很大，利用它们来计算会 

员国的支付能力，也 会 制 造 出 种 种 偏 差 的 现 象 。举例来说，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的总的工业活动是没有细分的数据的• 这些国家制造业所列的数据，包 括 采 业 ，

电力业，煤气业和水的数据在内. 同样，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内， 采矿程序包括在制 

造业内，结果造成制造业数据夸大不实.

3 1 . 委员会审议了其他涉及最近的发展的问题，例如：近年来有些国家偿国 

外公债的负担与其出口收入所成tb率增加 • 有些国家的出口收入， 一部分因为其 

贸易条件不利•而发生大幅度下降• 结果，这些国家的国际储备金也减少了.这些 

指标，例如楼还国外公# 的付款与出口收入，或与，国家收入，或与国际储备金相较 

所成的比率，可视为反映最近发生在确定会赛分摊比额表所使用的基— 以后的情况。



s a 有一项建议说 , 肖» 准期或;许是照顾到会对支付能力产生不良作用的情况 

的一小办法，另一个办法是，按照委员会针对战争和自然灾事采行的惯例，在小别 

事例的宽减过程中考虑到这些因素.

3 3 . 会上广泛同意，结合经济和杜会指标计算的间题极为复杂，应当在下一届 

会议上再加彻底研究，虽然又有人对这些指标作为街量支付能力的附加标准的妥当 

性表示一些保留意见，委员会仍决定进一步探讨这个备选方法的各个技术方面，包 

括全体会员国须有可作比较的数据及使用数据时所遭遇的困难。它请联合Ü统计处 

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奴 )等其 

他国际组织，或同联合圓货身和发展会议（货发会议），联合11工业发展组级（工 

发组织）等其他联合国机构进行联系，商讨确立标准的问题，并探索世界銀行和国 

际货市基金组织（货市基金组织）以外的其他统计材料来源，收集有关偿还国外公 

债本患，国际储备金等等数据，

2. 根框通货膨服和汇率变动的调鉴

3 4 . 大会在第3 4 / 6 5 号决议第2(e)段和第36//231 A号决议第 l(g厥中要求 

会赛委员会考虑到通货膨服率高低不同及此种情况对国民收入统计数字比较的影响,

3 5 . 应指出的是，目前所用方法依靠使用市场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统计 

数字，以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价值，可能因产出量的变动和价格水平的变动而跟着 

发生变动。价格水平的变动有两小因素：国内价格的变动和本国货市和美元之间汇 

率的变动。

36 . 应注意的是，为比鼓起见，使用的汇率不一定适当反映国内通货赚服率的差 

异，这种通货膨胀率是每一国家不同的。如果相对的国内通货摩服率不以本国货币 

贬值的办法来予以适当纠正，则一画以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在与他国的国民收入 

相比较时，往往会发生不正确的佑计•



3 7 . 委员会审查了建议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法是要对基准年以来由于一国货币 

对美元侍值过高或过低之不同而造成的该国国民收入变动的高佳或低佑, 加以纠 

一个办法是，不采用平均市场汇率或联合国业务汇率，而改用一种 " 假 " 汇率，其 

计算办法是报据1 美元与当地货币单位之间的汇率和国内价格指数与平均世界价格 

成美国价格指数的比率。 自从基准年以来因会员国国内通货腐胀率的不同而造成的 

国民收入增加或减少，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调整。

38 • 根 振 " 假 " 汇率进行的调養，其结果见本报告附件三。对货币他值过高的 

国家而言，美元对当地货市的实际汇率低于 " 假 " 汇率（第(4)栏的指数低于第(5)程 

的指数 ) 。对毋市佑值过低的国家而言，实际汇率则高于 " 假 "  '汇率（第(4坤兰的指 

数高于第《5)担的指数）。 使用 " 假"汇率可以使一国以美元计算的通货膨服率与同 

期间的世界通货膨胀率一 I t

3 9 . 但是，使用 " 假"汇率要有一项假定 ， 就是在作为比较基础的基准年或基 

准期间，会员国货市和美元之间的汇率，情况正确，同时，会员国在基准年的相对

支付能力，得到正确佑评。 采 用 " 假 " 汇率所涉问题的详細说明见本报告附件三 . 

为了研究建立一个正确的基准年，有人建议使用最近发展出的购买力平价，制度来调 

整基准年的汇率，委员会在1 9 7 8年获知国除比较项目，这个项目是由联合国统 

计处、世界钱行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合作进行的，目的在建立一个一贯的、 可靠的比 

较务国笑际生产和购买力的世界性制度，使用购买力平价制度可以在基准年建立正 

确的关系，适用 " 假 " 汇率则可在购买力平价数据缺乏的中间年份修订^ 一关系。

4 0 . 统计处负责国际比较项目的一位专家告诉委员会说，这个项目现在已进入 

第E3阶段，将会产生对1 9 8 0 年约7 0 个国家适用的基准价格和数量佑计。这一 

资料大约在1 9 8 4 年底，全世界都可取得；但对这些国家以购买力平价制度为基 

袖的国民收入初步佑计，可于委员会下届会议提出。在参加 1 9 8 0 年该项目的会 

员国智定名单中，有 4 1小国家目前的会赛分摊率 '在 0. 0 3 % 以 上 委 员 会 注 意 到 ， 

没有列入这个名单的国家， 包括中国、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它们没 

有参加这个项目会大大减低这个备选方法在制订分摊比额表方面的用处，

- 13 -



4 1 . 委员会认识到，整个系统使用 " 假 ，，汇率，会有缺点，特别是如果对汇率 

作这种调整时，没有适当确定基准期间国民收入数播的正确性，有人也提出一些问 

题 ：修改主要由会员国提供的国民收入数播是否适当？因为通过汇率的变动来纠正 

国内通货摩胀主要是每一会员国的责任，厲于其权限和主权范围。委员会认识到， 

订定价格和汇率对国家的全面经济结构很重要；价格和汇率因国内和外国经济政策 

而到起变动，会影响到国民收入价值的动态，从而影响到一国相对支付能力的变助. 

有人着重指出，当前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要提高各会员国所提供数据的可比较性，尽 

可能请除因通货膨服率高低不同和汇率变动而造成国民收入激应计摊额牧入的歪曲 . 
亦即会I员II相对支付能力的歪曲，

4 2 . 委员会决定进一步研究这些办法并试验它们对所有会员国会赛分播比率适 

用的结果，然后再就这些办法做出决定它要求统计处根播对所有国家使用 " 假 "  
汇率的情况，编写必要文俘，提交下届会议审i t

3 . 与分摊比额计算方法有关的其他考虑因素

4 3 . 第 3 6 / 2 3 1 A等决议第3 段里请会费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 

份关于衡量会员国实际支付能力的各种可行方法的详尽研究报告，其中充分考虑到 

大会第3 4 / 6 S 号央议、 〔该 决 议 〕 ‘ 第 1 段所列全部因素，包括新的统计基准 

期间、订正的低国民平均收入宽喊办法的上限以及连续两小分摊比额表间增加限额。

4 4 . 第 3 6 / 2 3 1 A 号决议第1 段所列各项因素是在该报告第三部分第1. 2 两 

节中讨论。 委员会曾就其余的因素，例如基准期间，低国民平均收入宽减办法和 

连续两小分摊比额表的增加限额，交流初步意见。

(a) 基准期间的长短

4 5 . 在 1 9 5 2 年以前，委员会是根据单独一年的数掘来确定分摊比额表；在 

1 9 5 2 年，比额表所根框的是两年国民收入佶计数的平均数。 1 9 5 3 年，委



员会首次决定以三年平均国民收入他计数作为计算比额的基准，认为三年基准期间 

更能适当反映出经济的相对改变情况，时间够长，可以减少经济情况短期波动或汇 

率变动所产生的影响。

4 6 .  1 9 7 7 年，委员会采用七年基准期间，理由是这样会减少分摊比率的急 

剧变动。 基于同样理由，委员会在确定1 9 8 0 — 1 9 8 2 年分摊比额表时，仍 

雄持七年基准期间。 现行比额表（1 9 8 3 — 1 9 8 5 年 ）是根据大会第3 6 /  
2 3 1 A号决谈第4 段(a)^段的规定，以+ 年为基准期间，这显然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4 7 . 有 人 认 为 ，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寒的经济情况急剧恶化，对 1 0 年 

期间国民收入平均统计数字却不会有什么影响，委员会应在卞届会议考虑采用比较 

短的基准期，例如三年或五年，以便反映出经济的实况。 但有人主张，根据经验， 

最好继续采用现行基准期间，以求尽量减少连续两个分摊比额表间的变动. 委员 

会同意在下届会议，参酌当前经济实况，研讨这个问题，

4 8 . 有人建i义，姑且不论基准期间的长短，一小国家过去三年的国民收入平均

数如果低于前三年的平均数，其分摊比率则不应增加。 还有人建议一种办法，适 

用于全体会员国的国民收入佑计数, 就是警如对基准期间之内最后三年的数据加权 

数 2 , 对其他年度则加权数1计算。 委员会将于下届会议深入讨论关于基准期间 

长短的上述和其他建议。

低国民平均收入宽减办法—— 现 

行方法中一种内在的税率累进法

4 9 . 在第五委员会里曾经听过许多人发言说，国家分摊比率的增加超过同一时 

期该国a 民收入的增长数。 这是因为应用低收入宽减办法，把一种税率累进因素 

并入应征税收入的计算法中。

5 0 . 按现代方法，一个会员国的国民平均收入低于上限⑨2, 1 0 0 时，该国的 

国民收入总额可按一小百分率予以扣减，其计算方法如下：

$ 2 ,  100 —国民平均收入X 8 5 %

$ 2 ,100 

—15 —



相反地，- H "会员国的国民平均收入如等于或高于$ 2 ,  1 0 0  , 该国用以计算会赛 

摊额的收入则高于其国民收入，超出数额按国民平均收入低于⑧2 , 1 0 0 的各国所 

得 宽 减 总 额 与 国 民 平 均 收 入 等 于 或 高 于 1 0 0 的各国的国民收入总额所成比率 

计算，

5 1 . 按现行办法计算出来的、应该计算会费摊额的（有时也称为 " 应征税" ） 

收入见本报告附件二第1 0 程/ 国民平均收入增加到接近目前上限《 2, 1 0 0 时， 

应该计算摊额的收入在国民牧入中所占比例也就越来越高。 下表捕自附件二中选 

定国家的数字，其中显示应该计算会费摊额的收入与E 民牧入的关系。

国 家

国民收人 

( 百万美元）

一~ (ÎT ~

国 民 乎 均 收 入 应 该 会 费 应 该 i"i算会赛摊 
, 缺一、 摊輪的收入额的 11̂ 51与11良 
( 美 兀 ） (百万美元 ) 收入所成百分比

(2) (3) (4)

印度 89 053 147 18 701 21.0m 14 863 397 4 622 31.1
尼曰利亚 35 494 532 12 990 36.6
巴西 135 946 1 262 89 860 66.1
波兰 49 333 1 443 36 259 73.5
阿根廷 45 352 1 775 39 410 86.9

C 2 100：上 暇 ）

要内墙拉 29 003 2 382 34 297 118.2

意大利 193 000 3 446 228 230 118,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69 625 4 139 82 334 118.2
法国 326 049 6 170 385 566 118.2



5 2 .同一个国家，历经不同的摊额时期，这种关系始终不变。 I 如某在下一小 

摊额时期阿根廷的国民牧入乎均数加S 民乎均牧入都增加2 0 % , 如果届时和现在 

一样仍然采用低圓民乎均收入的宽减办法，必可看到下述情况：

本 期 下 期 改 变

国民收入（百万美元） 1̂5 552 5̂  U22
%

+20
国民平均收入（美 元 ） 1 775 2 130 +20
应该计算会赛摊额的牧入（百万美元） 

现行方法 59 *ao 6U 327 •̂ 5
以前方法 39 *ao 54 U22 +38

应该计算会赛摊额的收入与国民收入 

所成百分比（现行方法） 86.9 118.2

国民收入叙国民平均收入只增加2 0 % , 应该计算会费摊额的收入的培加幅度却高 

到 6 3 % ,大体上说明一些会员国何以觉得它们的分摊比率增加幅度与其国民牧入 

增长幅度不成比例。 如某采用 1 9 7 9 年以前所用的低小人乎均收入宽减办法计 

算，这种应狂税收入的 " 猛增 " 现象就不致如此明显Î 计算出来的应征税牧入只是 

增加 3 8 % , 不是增加6 3 % 。 那种方法是把宽减总额按比例分配给所有各国， 

而非如现行方法，只分配给国民乎均收入等于或高于上限的国家承担。 然而，这 

样一来，享受宽减额国家与承担宽减额国家之间的平分点则低于国民平均牧入的上 

限。 附件四开列一些选定国家应用1 9 7 9 年以前的和1 9 7 9 年以后的低国民 

乎均牧入宽减办法所得结某的比较。 有人提出另一种建议，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国 

民平均收入高于收入上限时，不应承担宽减额的负累。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间来 

曾研究订新国民平均收入宽减办法的数值会涉及什么问题，但打算在下一届会议进 

行此项研究。 ‘



(c) 连续两个分摊比额表间的增加限额

5 3 . 委员会应大会第3 6 /2 3 1 A 号决议第3 段的要求，审议了三小限额表；这 

三小表可视为能限制连续两个分摊比额表之间过大的变动，不仅限制过分的增加， 

而且限制过分的减少。 这几个限额表载于本报告的附件五。

5 4 . 第一•香限额，包含西种限制，即百分率限度和百分点限度，应用于机其数 

据。 在这两种限制之中，选用限制性最大的一种。 有人指出，一般而言，对分 

摊比率低的国家来说，百分率限度比较严格，对比率高的国家来说，则百分点限度 

比较严格。

5 5 . 第二杳限额包括百分率限度，但不包括百分点限度。 对低于百分之一■的 

分摊比率来说，这襄眠额比较严格。

5 6 . 第三秦限额适用于八小比率范围，前两查限额则适用于五♦ 比额范围。有 

人表示反对使用这种公式•

5 7 . 另一种解决过大变动问题的建议是下一个定义，任何变动幅度如某高于或 

低于平均变动幅度，就是过大的变动。

5 8 . 委员会虽然承认制定百分率或百分点暇度的办法，一如低国民平均牧入宽 

减办法，是机械和武断的办法，而且可能造成相对支付能力原则的偏差，但觉得连 

续商小分摊比额表之间小别分摊比率过大变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应待明年实际试 

验上述三參限额所得结某，借此作进一步的研究。



四 . 牧集和提供数振的准则

5 9 . 大会第 3 6 /2 3 1 A号决议第2 段请会费委员会"制订一秦关于会员国收 

集和提供数据的准则，以确保委员会牧到形式统一可作比较的适当数据和统计资料 '> 

委员会根据这项规定，审查了联合国统计处编制的一份文件，其中说明了编幕和佳 

计国民牧入及有关的统计数字以制定分摊比额表时所遵循的准则。 这份文件慨要 

说明了向所有会员国发出调查表的办法，表中请它们提供国民牧入资料，如果没有 

这项资料则提供必要的有关总数，以便算出国民牧入他计数。

6 0 . 委员会注意到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使用物产制，有别于市场经济国家现行 

的国民核其制，因此从去年开始调查表首次加列了从物产净值换算成按市场价格计 

算的国民收入的明细资料。 委员会因此能够更密切研究两种经济制度的慨念差异， 

并向成贞提供更多的资料以评价国民牧入数据的可靠性。

61 . 委员会又获悉统计处分析了各国报告的数据并同得自各国及国蹄来源的 

补充资料作了对比，以进一步评价和改进各国数据的对比性。 委员会一般认为， 

准则中设定的程序对第五委员会的某摩成员就这个问题所表示的关切作了有效的反 

应。 在讨论期间，有人认为如果调查表的附信能加以修改，附加说明倘若无法提 

出a 民收入，则可提供哪些其他有关总数，连同一切必要补充资料，以便按市场价 

格计算出国民牧入，那么，各国政府就能了解附信，而附信就因此更能确实达到目 

的。

6 2 . 关于将数据换算以包括统一的计算期间，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进一步研究 

某一成员国所使用的回历会计年度同作为国民收入计算期间基础的阳历年度的差别。 

应该考虑回历一年比阳历一年短十一天，以确保在制定分摊比额表时所有国家都是 

按同一•期间的数据摊派会费。

6 3 . 有人对会费委员会所使用的数据明显不一致性提出问题。 他们指出， 

根据联合国文件中所发布，某些中央计划经济的会员国的经济成长率出现了增长，



但它们相应的联合国分摊比率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据解释，增长率增加是以国 

家货币按不变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而得，联合国在确定支付能力时,则采用美元 

对衡量标准，以美元按时价计算出来的数字往往不能显示出这种增加率。

6 4 . 委员会回顾它已在第四十二届会议详细审查了同牧集和编幕数据相关的 

其他间题，包括使用数据来源的优先次序、倍计国民牧入的方法和数据的转换在内。 

如果大会决定用波及使用经济和社会指标的男外方法确定分摊比额表，则需审查收 

集这些数据的准则。

五 .会费委员会审议的其他事项 

À .会费的征收

6 5 . 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其中指出1 9 8 3 年 5 月 1 0 日大会续会 

开幕时，中非共和国、^ 得、科摩罗、萨尔瓦多、格林纳达、几内亚比绍、毛里塔 

尼亚和南非八个会员国拖义联合国经费已达到联合国宪章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数额。 

委员会调查秘书处采用何种程序，将 《联合国宪章》第十九条规定的拖义会费情况 , 

提前通知各该会员国 , 并重申委员会过去的决定，授权委员会主席必要时印发本报 

告的增编。

B . 以美元以外的货币缴纳会费

66 . 大会依照其第3 7 /1 2 5 A 号决议第3 段的规定，已授权秘书长与会费委 

资会主席协商，斜酌情况，接受各会员国以美元以外的货币缴纳1983L 1 9 8 4 和 

1985历年会费的一部分。

6 7 . 委员会本届会议在秘书长关于会员国以美元以外货市缴纳其1 9 8 3 年 

会费的安排的报告中注意到 , 已有八个会员国利用这个机会，以本组织可以接受的 

八种美元以外货市缴纳了相当于3 2 0万美元的会费。 按照第五委员会的建议，



委员会还注意到秘书长继续让每一个会员国绝对优先以其本国货币缴敦，

C .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说明

6 8 . 委员会牧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办1 9 8 2年 1 2 月 

2 9 日的来信，其中请求会费委员会考虑到对多米尼加共和国支付能力有不利參响 

的种种情况，审查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分摊比率。 所提到的情况是石油及石油制嚴 

的价格高昂，自发达国家输入的货物的价格高液，加上该国主要出口商品裙糖的价 

格跌落，使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经济情况恶化。

6 9 .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常驻联合画代表1 9 8 3 年 4 月 1 5 日给联合®秘书 

长的信中曾就下列各项提出补充统计数据： 1 9 7 8 - 1 98許国际收支差额； 1 9 7 0 -  

1980年的个人平均实际牧入；以当前价格计算的1 9 7 6 - 1 9 8 0 年的国民生产总 

值；以及 1 9 7 5 - 1 981年的人口总数。 委员会审查了那些资料连同秘书处捷出的 

多 米 龙 加 共 和 国 许 多 ，国家的其他数振。 它注意到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提 

供的关于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口总数的数据与委员会在制定1 9 8 3 -1 9 8详会赛分摊 

比额表时使用基本数据毫无二缴。

7 0 . 委员会适当地考虑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别情况并考虑了委员会已往在 

不逢审查会费分摊比额表的一年处理会员国要求改变该年会赞摊额的办法以后，决 

定在审查下一个会费分摊比额表时考虑到该国政府的说明。

D . 圓际原子能机构要求授权

7 1 . 按照联合国与各专门机构和原子能机构之间的协定，自从 1 9 7 1年以 

来联合国对原子能机构经常提供会费委员会在制定会费分摊比额时所使用的原子能 

机构所有成员国的国民平均生产净值数额。 这些国民平均牧入数字已由原子能机 

构秘书处使用，但未经提交该机构的执行委员会，因为它们被认为有机密性。 不 

过，经原子能机构提出请求，会费委员会同意可以将这些数振交染该机构的理事会 ,



以便他们审查会费分摊的原则。

E . 今后商届会议的日期

7 2 . 根据现在按照大会第3 7 /1 2 5 B 号决议和第3 4 / 0 S 号决议规定拟订的 

工作方案，委页会决定在1 9 8 4年 6 月 4 日至2 9 日在纽约举行第四十四届会议， 

并 在 1 9 8 5 年 6 月 3 日至2 8 日在组约举行第四十五届会议。

. 法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 1号 》（么/ 3 7 / 1 1 ) , 第 3 7 

段。

附件二列有19 8 3 - 1 985#■分摊比额表内摊额高于0 . 03%的 6 1个国家。



附件一

在现行会赛分摊 it 额表方法中可用以补充 

国民收入和国民平ÿ 收入的社会经济指标

所有国家和  目前会赛分摊比率

年分都具有  在0 . 03 % 以上的61

的指标* 个国家具有的指标

一 .反映长期事务的指标

A . 工业发展水平

1 . 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总颇 

中 所 百 分 比

2 . 制成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所 

占百分比

3 . 三种主要出口商品在出口总 

额中所占百分比

4 . 个人平均能源产*

5 . 个人平均能源消费*

6 . 在农业部门以外就业的劳动 

人口百分比

7 . 基本工业个人平均产：t 价值

B. 基础设施发展

1 . 每 1 0 0 0人的电话架数

2 . 运输

( a )公路

A 

B 

A 

A 

c

A

A

C

A



所有国家和 

年分都具有 

的推标*

( b ) 铁路 

《e r 航空

C. 教育发展

1 . 识字人口百分比

D. 保使情况

1. 出生时的寿命係计

2 . 每 1 0 0 0居民的医生数目

3 . 每 1 0 0 0新生要儿中成活婴 

儿的数目

E. 粮食供座不足和营养不良

1 . 个人平均粮食消费*《每日 

摄取的热* )

2 . 个人平均谷物产*

国m 富

二 .反映损香到支付能力的最近发展的指标

1 . 偿还公共债务《利患和分期还本） 

占以下三者的百分比 :

(a) 国民收入 

03) 出口收益 

(C) 国际储备

B

B

B

A

A

A

A

C

B

B



2 . 中央政府的盈余或泰字占中央政 

府总支出的百分比

3 . 国际储备占以下二者的百分比：

(a) 国民收入

(b) 出口牧益

4 . 国际储备水平的变动

5 . 贸易条件的变动（入口品和出口 

品单位价值之间比率的变动）

影响社会经济事务的实际支出 

r . 固定ÿ 本形成总额 ( 按种类分列）：

(а) 非住宅建就 

0» 住宅建筑 

《0) 其他建筑

(d) 土地改善《包括农场和果园 

发展》

(б) 运输设备

(f) 其他机械和设备 

(S)配种牲畜、妨牛等等

2 . 中央政府的以下各项支出：

(a) 教育

(b) 保健

所有国家和 

年分都具有

B

A

A

A

B

C

C

C

C

B

B

C

B

B

A

A

A

B

C

C

C

C

B

B

C

B

B



(C) 经挤事务 

H 农业

( = ) 矿业、 制造业、建筑业 

( 不包括燃料和能源） 

曰燃料和能源  

(^)运输和通讯

(d) 住房和社区舒适设备

(e) 防卫

( f ) 其他（一般公用事业、社会 

保障和福利等等）

3 . 技术和科学研究及发展的支出

国家和 

年分都具有 

的指标*

C

C

C

C

C

C

C

C

年分和国家具有指标的类别 : 

A 8 0 % 以上；

B 5 0 % 至 8 0 % ;

C 5 0 %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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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11 )和（12 )栏M示.以两种不同的方法.将其他社êél济指标附如于分摊比额 

十算公式中，对 1 9 8 3 -1 9 8 5年比额表中摊款额高于0. 3%的61个国家的影响。

订正公式所用的国民收入和民平均牧入数据是1 9 7 1 -  1 9 8 0 年基准期 

的平均数，见于附件第(1)和(2》栏内。 社会经济指标数据见第(3)至(9)栏.一般都是 

1 9 7 8 或 1 9 7 9 年最近期间的数据。

标准数或限额，包括国民平均收入限额，均载于第(2)至(9)担 指 标 项 下 。 为 

说明问题起见，将每一指标的标准数订为经合发国家和巴西的指标平均值，而巴西 

的加权数则定为0. 5 。 巴西是用来代表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订正宽减公式的三种形式载于第（10)、（11)和( 1 2 ) 担。第 （ 10 )担是根据 

现行公式计算的应征税牧入，可视作一般公式的特殊情形，因为它把国民平均牧入 

的加权数订为1 • 其他指标的加权数订为0 。 第 （ 1 1 ) 栏则为另一种计算办法， 

它把国民平均收入和其他指标合并起来，将国民平均收入的加权数订为.0. 5, 其他 

指标的加权数各为0. 0 7 1 。 第 （ 12 ) 栏为订正公式的第三种形式，它根据7 个 

经济和社会指数计算，但不包括国民平均收入；可视为后者的加权数为0 ,  7 个指 

标的加权数各为0. 1 4 3。

订正公式只适用于采用公式计算所得减少额为正值的圓家，也即平均来说，指 

标的实值低于标准数。 当减少额为负值时. 就不适用订正公式；在这种情况下 .

国民收入就向上调養. 其调整数额等于平均指标低于标准数的® 家所得到的宽减额 , 

这非常类似于按低国民平均收入宽减公式计算的宽减数颇分配》

由于附件只慨括6 1个国家而不包括联合国全体会员国• 对指标数值高于平均 

暇额或标准的国家所采用的调整因素不可能以数量精确地表示出来。 因此.只能 

求其近似值，即：将 1 9 7 1 -  1 9 8 0年期间0̂ 调整因， 1. 1 8 2 5 乘以各国在第

( 1 1 ) 或 （1 2 ) 栏所得的宽减额和根掠第( 1 0 )栏现行公式计算所得的宽减 

数两者间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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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附件三里所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及苏樂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数据为例， 

采用 " 假 " 汇 率 计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13的应征税牧入减少7. 1% , 苏联的应征税 

收入部增加47, 1% 。 只有假定在基准期间西德马克和;^布与美元之间的汇率被 

视为正确，才有JE当理由采用这种矫正办法。 如果在基准期间这些汇率并不正确， 

如采在基准期间西德马冗已经佑值过高 . 则采用此种 " 假"汇率只能局部矫正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国民收入的美元数值。 在另一方面，如果在基准期间西德马克佳值 

过低，则表面佑值过高的实际汇率已对最近时期（与上一时期相比）的国民收入数 

字发生矫正作用。 因此无需采用 " 假 " 汇率 . 如果采用，不但不会矫正情况.反 

会越弄越精。 对于苏联一类画家来说，在审查期间.它们本货市与世界其他国家 

的货市相比 . 显然佑值过低，因此可以采用相反的推理。



-1 0 .0

-1 0 . 0

■1 0 . 0

-1 0 . 0

(2 ) (3) 《4》 5 * 《3》/ ( 4 》

14 167 16 753 15 735 +6 .5

66 241 78 332 73 575 +6 .5
572 341 676 816 635 707 +6.5

2 414 2 854 2 681 + 6 .5

a 高于圓民平均收入限度S 2 1 0 0的国家按比例分配的宽减总额。 

b 所有国家按比例分配的宽减总额。

附件四

在 1 9 7 9年前后对选定国家适用 

低 iÿ民平均收入宽减公式的影响的比较

国家

国民乎均收入 

1 9 7 1 -  
1980)
( 美元）

应征民收入 
(1971  
- 1 9 8 0 )

应 征 税 收 入 课 税 收 入  
(19 7 1 — ( 1 9 7 1 -

1980)  1980)
(现行办法) a (旧 办 法 应 在 税 收 入 的

( 百万美元） 百分比变化

734H

121

671

45 352

23111

36 839 
3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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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1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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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五个比率范围的百分率限度

新析算比额的百分率 

变幼不应大于

附件五

连续两个分摊比额表间变动限度 

百分率限度和百分点限度的合并使用

百分率限度

如果现行的正式比额

新的机算比额的百分率 

变动不应大于

百分点暇度

新的机算比额的百分 

点变动不应大于

如果现行的正武比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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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正式比额

3 . 八个 fc率范围的百分率暇度和百分点限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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