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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1. 1 9 8 2年 7月至 1 9 8 3年 6月期间，联合国大学开始执行1 98 1年 

1 1月理事会第十八届会议通过的中期展望（1 9 8 2 - 1 9 8 7 年 ）中的工作计

划。这主要涉及拟订新的研究方案活动，培训和传播知识，继续进行现行有关活动, 
大大促进探索和试驗，以建立联合国大学自己的第一个研究和训练所。在同一时期， 

联合国大学还采取措施，以一种新的规划过程来加强其方案活动的发展，这一过程 

有联合国大学东京中心工作人员和在世界各地的方案主任和项目协调员的参与。联 

合国大学还在工作人员参与人事和员工福利方面取得了进展，组成了由校长代表和 

工作人员代表参加的联合咨询组。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通过了关于联合国大学人事 

和机构关系的临时规约，在纠正由于缺乏规约而引起的严重缺陷方面也取得了进展。

2 . 为加强联合国大学的作用，联合国大学于1 9 8 3 年2月在纽约组织了有 

世界各地知名学者参加的献策会，主题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成员国即便在经济衰 

退结束之后仍然面临持续的低增长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问题。普遍一致的意见是， 

经济衰退对南方的，响是长期的，而且已经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还有一个一致意 

见是，与北方服钩的战略可能不可行，因为南方需要得到科学和技术。通过讨论进 

一步认识到，缺乏一种思想基础能将目前第三世界的经济危机普遍与北方的工业改 

组问题和南方必要的结构改革联系起来。会议还强调有效南南合作的作用。此外， 

联合国大学扩大了在一系列与国际关心问题有关的活动中的作用：联合国大学共同 

主办并参加了世界各地一系列会议，其中突出的有，一次帕尔梅委员会（裁军和安 

全问题独立委员会）会议，国际发展协会南北圓桌会议， 国际政治学协会世界会议 

两届特别会议， 关于阿拉伯湾一间新的区坡大学的座谈会。

3 .此外，联合国大学现有3 2个联合机构和1 0 0多个研究训练单位， 在 

6 0 多个国家里进行工作。目前进行训练的联合国大学研究员为4 9人， 3 3 1人 

已结束训练。在审查的一年中，联合国大学举办了 4 1次讲习班、讨论会、座谈会 

及专门会议，主要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大学还出版或联合出版了 5 4本书，针对



大众的专门论文大为增加。

4 . 财政方面，截止1 9 8 3年 6月， 3 7国政府对捐赠基☆和业务基金共认 

其中⑨ 3 9 8万 系 1 4 国政府认捐和（或 ）捐赠。截止 1982 
2个月期间，大学开支为;M 5 6 0万 。 1 9 8 3年预计开支为

捐了⑨14560万 ， 

年 1 2月 3 1日的1 
$ 1780万。

二. 1 9 8 2 - 1 9 8 3年理事会会议、

主席团、委员会、新成员和理事会 

讨论会

5 .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1 9 8 2 / 1 9 8 3年期间召开了两次会议。第二十届 

会议于1 9 8 2年 1 2月 6 日至1 0 日在东京举行，第二千一届会议于1 9 8 3年 

6月 2 7 日至7月 1日也在东京举行。在第二十届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关于联合 

国大学人事和机构关系的临时规约，核准了1 9 » 3年的方案慨算，指定了以下四 

小斩的联合机构共同工作：

Bariloche基金，阿根廷 

广州能源转换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中国 

能源经济法律研究所，法国 

国立粮食研究所，日本

6 .
副主席:

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选出下列理事会理事担任1 9 8 3年理事会主席及

主 席 : John Kendrew 爵士 

副主席. Daniel A. Bekoe 博士 

Satish Chandra 博士 

Dermis Irvine 博士 

Reimut Jochimsen 博士 

Victor Urqtiidi 教授



(全体成员名单见附件一）

7 . 理事会同次会议将规约和规则特设委员会的任期延长到1 9 8 3年 1 2月 

第二十二届会议结束时为止。

8 . 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审议了大学的进展，接受了校长关于二十届会议以 

来发展情况的报告。理事会授权校长与可能成为东道国的政府谈判协议以建立提议 

由大学设立的第一•批三个研究和训练中心如下：

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 

非洲自然资源研究所 

委内瑞拉国际生物技术研究所

依照大学章程，这些中心将成力联合国大学和大学方案的一部分。在 1 9 8 3 年 

1 2月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上，校长将就其谈判提出报告，并将协定草案提交理 

事会批准。

9 .此外，理事会讨论了校长有关一些新机构安排的提议，授权校长采取下列 

具体行动：

(a)提议与设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的理论物理学国际中心合作，继续与该 

中心就发展中国家科学人员的一系列"微处理机学院，’及为微处理机 

建立实验室支助设施谈判最佳的合作安排；

( W 所提议的联合国大学国际函授中心—— 谈判一项协定，与联合王国开 

放大学和国际函授理事会合作，建立国际函授中心，并开展业务；

( 0 提议的马德拉斯科学联盟国际理事会和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转 

让科学知识以促进地方自我管理的联合设施—— 就在印度马德拉斯委 

员会秘书处设立一个联合研究、培训和生产设施寻求与科学联盟国际 

理事会和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建立适当的安排。



1 0 . 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还指定了下列三个新的联合国大学合作机构，首期 

均为三年：

瓦赫宁根农业大学，荷兰

农化和食品技术研究所，西班牙，巴伦西亚

伦數热带卫生和医药学院，联合王国

1 1 .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校长依照大学章程任命大学人员的程序、关于 

人事关系的新规约以及对关于大学人员、机构结构和关系规约的修正案.
1 2 .同届会议上, 理事会欢迎1 9 8 3年 5月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教育、科 

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依照《联合国大学章程》联合任命的理事会九名新成员.理 

事会三名新成员被浪到理事会各委员会：财政预算委员会，规约和规则特设委员会、 

理事会年度报告起草委员会. （理事会新成员及理♦会各委员会成员名单，见附 

件一. ）...’
13.理事会第一次讨论会旨在使理事会成员更深入地参与大学的实质性工作. 

讨论会在关于和平与全球改革的第二十届会议期间举行. 受邀在讨论会上发言的 

..有： Rajni . Kothari 博士和 Mi.chi 0 ISTagai博士， 并对Raimo Vayrynen
博士的论文进行了讨论. 第二十一届会议期间召开的第二次讨论会题为" 生物技 

术和联合国大学: 生 物 技 术 的 科 学 和 道 德 问 题 受 邀 发 言 的 有 ： Star Martin 
博士，加拿大国家研究理♦ 会微生物学科主任； Vittorio 士，

意大利帕维亚大学教授; X  Hirota博士，日本国立遗传学院遗传学系主任. 联 

合国大学高级方案专员Robert Kokkejf士也宣读了一篇论文. 理事会主席 

John Kendren酵士担任讨论会主席，

三. 执行1 9 8 2 — 1 9 8 7年中期展望： ’
9 8 2 - 1 9 8 3年的大学方案

1 4 理事会第十八届会议通过的1 9 8 2 — 1 9 8 7年中期展望，载有下列主 

要目标：



(a)扩大大学方案的范围，使之更连贯，更能作出反应，特别是具有多面性；

(b)加强大学东京中心的理论和行政能力；

(C)通过发展机构网使大学更分散，成为多中心的全球性机构；

(d)增加财政资源.
中期展望的第一年中，大学方案取得了进展，在中期展望五大主题范围内竭力实现 

了使大学研究和培训活动更广泛，更连贯，更能作出反应，.构通各门学科的目标. 
这小范围保证问题研究不致孤立地进行. 如 《联合国大学章程》第一条第2 、 3 
两款所述，这些主题系统地阐述了大学的目标和使命，使之对世界上追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产生影响. 主题及中心方案如下：

主题

和平、安全、冲突之解决和全球性改革

二。全球性经济

三。饥饿、贫困、资源和环境

四。人类和社会发展以及各国人民、各种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共存

五。科学和技术及其社会和道德问题.
15.中期展望的目的是这五个主题的横向一体化与欲向一体化相结合，为此目 

的，联合国大学关切的问题已以中期展望确立的三种活动方式在全球、区城、国家 

及国家以下各级得到审查. 发展研究方式主要关心国家一级和地方一级的问题， 

区城和全球研究方式正如其名称所示关心这两级反应出来的问题，而全球学巧方式 

关心了解全球性问题，掌握纵观全球的过程. 每一个方式都是规划，发展和进行 

大学方案活动的科学、组织方式方法的具体特出的结合. 每一方式包括研究、高 

级训练和传播知识三大学术作用.这些方式反映在三小相对应的方案司的工作之 

中：发展研究司、区域和全球研究司及全球学习司，



16。 虽然在原则上，方案领域和项目能够，而且在一些情况下，也确实是通过 

这三种方式一起来处理的，但一般来说，每一方式为了业务的目的指滅给一小司， 

并充分考虑业务的其它方式.
17 .大学方案的灵活性容许1 9 8 3年方案和预算中阐述的所有项目不一定都 

要在规定的时间里开始.
l a 下面按主题提出活动.

主题一. 和平，安全、冲突的解决和全球性改革

19.这里的主要活动已列入关于和平与全球性改革的方案领械.

和平与全球性改革

20. 这一方案领域的工作是以福特基金所给予的关于亚洲和平与改革的研究和 

训练的辅助赠款开始的. 工作内容为参加关于和平与裁军的会议，讨论与联合国 

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合作. 将提出一份综合性文件，辨明世界各地威胁着自 

然、社会和文化生存的最危险的倾向.关于亚洲国家的军事研究和发展的项目开 

始于 1 9 8 3年 4月.
变化中的世界的社会文化发展选择

2 1 .对目前全球性改革中文明因素的这一批判性分析已于1 9 8 2年 1 2月完 

成. 两小分别题为"非洲土著智力文化创造力，，和 "西方世界危机，文化和革新: 
的区城性座谈会已于1982年举行. 还举行了两个国际讨论会，分别题为 "世界 

改革中的宗教和哲学 " 和 "对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的展望"，以及一次讲习班，题 

为 '‘现代化与民族文化特性"• 关于变化中的世界的社会文化发展选择的一系列 

出版物中第一本为M Pecujlic, 4, ATdde 1—M a l e G .  Blue 编辑的《世界

改革中的科学和技术》（麦克米兰公司）. 计划中的其它出版物有：《经济与社 

会 》、《文化与思想》、 《宗教与哲学》以及《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



主题二. 全球性经济

2 2 L为响应这一主题关于有必要作出新的机构反应的理论建立一个处理全球性 

经济问题的机构的工作仍在继续.
23。 关于建立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的探索工作仍在进行，与一系列有兴趣可能 

成为东道国的政府进行了讨论. 这导致了第8段所描述的理事会行动.



主题三.饥饿、贫穷、资源和环境

24.在进一，扩大大学早期有关世界饥饿及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管理的工作下. 
这个主题的工作集中在能源系统和政策；资源政策和管理；粮食、菅养和資穷；以 

及根食一能源的关系等方面。有关资源政策和管理的活动包括为提议成立的研究训 

练中心，即非洲自然资源研究所进行的探讨活动。

能源系统和政策

2 5 .本方案领械的重点是以合理的费用向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社区提供能源，制 

订区坡和国家能源系统的规划和摸式以及对能源研究和技术进行评价《它包括四个 

项目。第一个项目是农村能源系统，旨在分而个阶段来发展建立综合农村能源系统 

的概念和进行方法。第一小阶段的重点在研究工作，在阿尔及利亚、印度*尼曰利 

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执行一系列示范性试办项目和调査项目，对收集到的数据 

资料进行分析，编写一份有关解决问题的概念和方法的报告。这小阶段以1 98 2 
年 1 2月在中国举办的第二阶段规划讲习班而告终。第二阶段的特点是采用以综合 

农村能源系统协会(农村能源协会）的新概念为基础的一种能源网办法， 国际发展 

和研究中心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经表示支持农村能源协会，并且还将在1 983 
年周国际发展和研究中心及瑞典国除发展机构讨论加入能源网的问题，

26.第二个项目，能源规划和管理，是有关为发展中国家的决策人士，工程师 

和高级技术员拟订各项能源规划和模式的i果程和训练方案。这项研究工作集中在两 

方面：

(a)能源规划过程和与它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

(b)目前尚不十分清楚的访碍发展中国家有效进行能源规划的各个特别领域， 

包括界定满足社会各阶层需要的能源需求问题。

2 7 .第三♦项目是对能源研究和技术的评价，它有两小目标：（a) 协助选定的



第三世界各科学和技术中心进行有关能源应用的尖端研究工作.其领械包括光电能 

源和生物燃料，审査和评价对发展中国家颇为直要的能源技术，以便为这些国家的 

决策人士制订政策性建议和指导方针。 1 9 8 2 年对一个生物燃料研究中心进行了 

一次可行性调査研究，因而使联合国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转换研究所建立了 

关系。各项研究活动，特别是在农村一级生产流体燃料，将在未来三年期间内予以 

执行。这一年还提出了进行类似的光电能源可行性调査研究的建议；（fe) 成立一个 

由 1 0名第三世界知名专家组成的能源研究小组。 国际发展和研究中心同意合作并 

共同筹资， 1 9 8 3年 8月在握太华举行了一个规划会议，讨论有关能源研究优先 

事项方案的主要部分。

2 8.第四个项目的重点在进行各项知识传播活动，主要是扩大《太阳能技术摘 

要 》网.使它成为联合国其他各机构提出的有关该领城损告的情报交换所。此外还 

同全球知识部合作，将有关中国的综合能源系统录影带加以剪辑，以便供更广泛的 

使用，作为一种农村之间分享实际知识和经验的一个方式。许多国家已表示有兴趣 

加以利用。

资源政策和管理

2 9.本方案领城集中改善资源系统各学科间的了解，发展更好的系统管理政策， 

并解决环境评价与其管理应用之间存在的差距问题，它有五♦ 项目。第一♦项目是 

干单土地的管理，对各种限制性因素作进一步的了解，以改善干單土地的管理并协 

助防止沙漠化问题， 已在澳大利亚，博茨瓦纳、印度和苏丹展开各项活动。现在正 

计划出版一份刊物。水一土地相互作用系统项目已在本报告审查年内结束，因为该 

项目取得的实质成果将是编暴出版物，在筹划中者已有数起。即将出板的主要出板 

物将包括有关菲律宾桑米谷尔湾项目的五份情短专题文章，几篇有关在日本完成的 

实地调査研究文章以及一篇有关中国珠江提« 系统的专题文章，

30. 有关高地一低地相互作用系统项目的主要重点是发展中世界的高地地区和 

附近低地，特别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之间在资源利用一或使用不当一方面所产生的



许多相互影响。 已经在中国.泰国和埃塞俄比亚作了工作，目的在提供资源使用方 

面的指导方针，农村系统项目的工作暇于对有关各种农林系统的齋料加以评价，傳 

供发展热带小型农业的新系统之用。热带农业研究训练中心是设在哥斯达黎加的一 

个联系机构，它是目前各项活动的主要中心，在墨西哥为来自拉丁美洲的1 1名学 

生开办了训练课程，去年完成的和计划在1 9 8 3年内进行的新活动有：进行诸如 

农林系统中画氣树木的创造性研究；同当地科学家在邻近各国对现有的农林习惯做 

法进行研究；根据有关农林习惯做法优缺点的现有资料来拟订政策方针* 海岸资源 

项目涉及有关海洋资源问题及其管理的研究工作。 已在中国、斐'济、印度尼西亚. 
肯尼亚和沙特阿拉供展开各项活动，并分别在巴黎和里约热内卢举行了两次有关新 

的海洋制度和生态发展方面的专题讨论会。

3 1 .对主题二所涉各项问题作出新的机构性反应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包括探 

讨在非洲设立一个自然资源研究所的可能性。有三名顾问协助进行有关提议的研究 

所的可行性调査研究工作，并于 1 9 8 3年 1月在肯尼亚举行了逢商会i l 有几小 

非洲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对于该研究所的经费资助和地点问题给予了有利的考虑。

粮食，营养和货穷

3 2 .本方案领域的主要目标在建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下述各方面的能力：增加 

和改善粮食供应，提高有关人类营养的知识，同时通过制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 

平以改善生活质量. 为减少货穷作出贡献。这里有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长期能源 

不足产生的影响，这方面从在智利，印度和菲律宾展开的工作可以测量出由于儿童 

和青年长期食物摄取不足而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另一小问题是缺被产生的功能 

性障碍，t 已被鉴定为发展中国家第三种最常见的营养不足现象，已在智利*埃及> 
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委内瑞拉展开工作以侧量在家庭一级产生的影响* 与此相关的 

是正在进行的有关增加和改善粮食供应.制造就业机会以及建立机构方面的能力以 

促进自力更生的发展，



3 3 .其他活动包括调查农业和粮食供应政策对营养愈健康状况产生的影响，发 

展中国家的食物中营养命非营养成分的组成情况以及用电子计算机编制一份关心粮 

食翁营养问题的社会科学家名单。 训练是本方案领城最重要的活幼之一，全世界 

有 1 8小研究所设有研究奖金。 宣传工作包括继续出版《粮食及营养通讯》卸 

几本书：《缺秩：脑生物化学衡行为》（拉文出版社）. 《寄生虫感染生物学》加 

《营养政策执行情况: 问题和经验》 < 普兰姆）。

34 . 在技术领域，联合国大学在建立机构方面颇有成就。 它向印度尼西亚的 

粮食技术中心提供特别援助. 通过与印度中央粮食技术研究所签订双边安排来加强 

它的能力。 正在签订南南合作的其他类似安排。 根推讲习班的建议， 已决定成 

立一小以需要为基础的粮食科学技术 0̂营养资料服务处.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机构网。 

由于联合国大学在推广传统技术方面作出了贡献，科学允技术便进发展特别工作组 

已宣布联合国大学斤联合国粮食加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为这方面的领导机构，

1 9 8 3年举办了一小有关这小题目的讲习班，鉴定展开各项共同活动时出现的各 

种间题，有 2 3♦ 国家参加。

35.在这里展开的所有活动都涉及同联合国其他机构加机关，如联合国货身叙 

发展会议（货发会议）、粮农组织加世界工生組织(卫生组织）以及各国际组织.
如委内墙拉科学命技术研究所及营养加粮食技术研究所的合作。 有一小讲习班利 

用无线电话会议系统将三小区城会议相互连系。

粮食 能源关系

36.本方案领坡的研究工作首先是如何提高食物链的能激效率；其次是改善多 

种生态系统下的综合粮食—— 能源系统的效率，第三是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日常生活的结构用以分析妇女命儿童的家庭杂务。 现在已经同下列各国的研究机 

构进行接躺：奥地利、G西、中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如国、印度、墨西哥、塞



内加尔、瑞典、坦桑尼亚联合共^0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 

国糸1委内端拉。

37.作为对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具体贡献. 有人建议嚴遭四名巴西农业能 

源专家前往中国讲解他们有关流体生物量燃料的工作，同时他们也可以学习中国在 

泪气方面取得的先进经验。

± 题四. 人类命社会发展以及各♦ 民族、文化 

尚社会制度之间的共存

38. 除了在人类如社会发展方案领城的各项活动之外，这里的工作还包括一些 

以前的人类命社会发展方案中关于在变劲中世界的社会~文化发展其他方式的目 

标、过程如指标的总结项目。

人类命社会发展

39.本方案领城的主要重点是发展的其他方式，它基本上扩大了剛结束的关于 

发展的目标、过程命指标的项目的重点范围，并包括继续展开各项区域前素的活动。 

它的四小分项目是：（a )探讨人类加民主发展的理论；(b)参与性发展，权力结构 

如社会运动；（e )人类经济：一♦ 生产—— 消费范例以外的其他范例；（d) 发展的 

心理—— 文化因素。

40.本方案领域的其他五小项目是：出现新的社会思想（将社会愈政治理论的 

慨念架构愈总体部分予以重组）；不同宗教制伦理系统对理想社会的理解（宗教对 

阐述理想杜会作出的贯献）；少数民族与人类和杜会的发展（增进对各少数民族文 

化与全球社会之间关系的了解）；人类移民对全世界产生的影响( 大规模人类移民 

对人类如社é ‘一 文 化 产 生 的 影 响 ）；技术前景（★来数十年技术改革的主要潮流 

及其对第三世界产生的影响）。



发展的目标、过程衡指标

4 1.有关本项目的最后报告已写好初步草稿. 并已出版几本书，包括伊安.迈 

尔斯^̂ 约 翰 .欧文编写的《进步的贫乏》（帕加蒙出版社），卡特林，菜德勒尔编 

写的《人类的需要：对当前辩论的一♦ 贡献》以及埃莱奥诺拉.马西尼编写•与贫 

三世界社会命经济研究中心合作出版的《对令人响往的社会的理解》。 为了宣传 

这小项目取得的成果加经验，大学正在主持开办一门三♦ 月的国际试验课種•并将 

由人类发展研究中心恥巴里洛谢基金负责协调工作。 并将在墨西哥与墨西哥大学 

共同为从事与发展有关的工作的当地人员命专业人员开办训练课程。

42.首先，在主题四项下. 在新的人类斤社会发展方案领域中，将继续使用区 

城前棄比较法，并且这小方法正被阿拉伯世界、拉丁美洲和亚洲执行的各小项目所 

采用。 阿拉伯前途扶择项目的重点在分析阿拉伯世界的阶级结构加发展过程•当 

前的目标在确立阿拉伯世界阶级结构的类型。 其他题目包括石油财富、民主.大 

众传播加参与对各阿拉伯国家产生的来知影响以及少数民族与阿拉伯的团结等问题。 

非洲的建国或跨国化工作的重点在各非洲国家是否能在其自己的建国进程中获得成 

功，或不得不顺应不可抗拒的跨国化潮流。 研究的重心将集中于国家所扮演的角 

色，拉丁美洲前棄包括决定拉丁美洲展望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科学和技术等 

因素等。 亚洲前素将处理五小分项自：(a)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对区城产生的影响；

(b)国家命族国的建立工作；（C )人民的运动加实验；（d )文化命历史；（e) 追求 

知识。 1 9 8 2年，阿拉伯前途项目出版了一本阿拉伯文刊物. 名称为《阿拉伯 

前途的彬象》；英文本正在付印中。 另外还印发了八期项目资料. 并计划出版一 

系列研究报告。

43 .人类加社会发展领城的其他新活访包括：社区一级的暴力行为（着重发展 

中国家的犯罪行为加侵害罪行的防止等），家庭、性别海年條（分析今日世界家庭 

成员间的关系变化）。 第一项活动将渉及联合国其他各机构命一小国际组织；第 

二项活动将在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和美利坚合众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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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五：科学、技术及其对社会和道德的影响

44.这一主题下的工作范围很广，并且如与世界各地国家科学组织合作可能进 

一步扩大，其中印度科学与工业理事会已表示愿就大学方案中各项科学技术问颗进 

行合作。

分享传统技术

4 5 .印度Æ 西亚、 日本、马来西亚、尼泊尔，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和中国 

学者研究了这种技术的友展如何可以帮助农村的发;展。 已经发表的有近6 0份的 

工作文件，关于该项目将出版3♦ 册子，其中两个在1 9 8 3年出版。 另外泰国 

卡迪研究所的研究成某目前正用于编制新课本和制订课程，以应苏科太大学为村长 

规划举办的一小特别班的需要。 而且该项目引进的新作法正由印度尼西亚的戴安， 

戴莎研究所向參加该项目的村子以外的地方推广。

农村中的研究和友展

4 6 .这件工作集中于讨论农村友展的技术问题。 埃塞俄比亚、墨西哥和菲律 

宾项目工作队的研究成果将予以友表  ̂ 埃塞俄比亚进行的有关现代研究和友展与 

农村传统专门知识的关系的研究为埃塞俄比亚科技委员会提供了有益的政策指导方 

针。

技术转让、改造和友展：日本的经验

4 7 .问题的中心是日本自从明治时代以来如何处理当地与国外技术的关系。 为 

此正在编制一整香刊物，共涉及2 0 多个颗目。 这一项目很受注意，特别是在亚 

M 和欧洲。 有关科学技术促进友展自:£更生条件的比较研究目前正在进行筹备工 

作。

生物技术

4 8 .大学言视生物技术，郁分原因在于协助发展中国家在新的研究领域建立自



己的科学技术能力，借以減少对工业化国宏仗赖。 目前正在筹建rs际研究所系统 

在有益于友展中国家的领域从事研究工作。 一♦关于木质纤雄素生物转变的计暮 

机会议，正在与全球学术司合作筹划中，由各国与会者通过i+算机进行远距离讨论。

49.根掘拟议的II际生物技术研究所工作队的一项可行性研究，与所在国政府 

合作，在委内瑞拉成立该研究所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

所 有 主 颗 .
5 0 . 就所有主翻进行了下列工作：

信息技术和社会

5 1 . 通讯、信息技术和i+策机科学自前的友展所产生的社会加文明问翻是进行 

这些活动的基础。 这些问颗的存在表明需要对政策和技术的选择进行參方面的研 

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并需専协助这* 国家掌握这些新的技术。

52 . 1 9 8 3年开始的活劲包括：信息社会：概念、观点和问颗 ( 有关信息技 

术 社 会 评 价 的 国 际 比 较 研 究 信 息 过 剩 / 信息不足（信 息 获 得 和 利 用 ，以及信 

患 过 剩 而 又 不 足 的 矛 盾 信 息 经 济 学 （信息对种辨机构和社会的费用）。

5 3 .微型处理机领域的研究也正在进行。 已协助训练发展中国家从事发展适 

当软件的指导人员。

新出现的问颗和展望

54.大学这一主要工作涉及两个项目：世界面临的复杂问颗和现家的新展望， 

和友展新的智力工具来滞助解决这些问颗。 全球共有财产和国际法的发展是有关 

对共有资源不断增长的压力，开发新资源和对资源管理的要求。 这一目将採索  

这些新的资源领城，以及非西方法律体制对必要的11际法发展所能做出的實献。19 
8 2年 1 1月在与海牙® 际法学院联合举办的讲习班绪束后，烦目的规划工作于 

1 9 8 3 年上半年开始。 复杂问働的管理集中于掌握如何处理由于相互依赖关系



而出现的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系统和新的复杂问颗。 大学关注这一称为"复杂学" 
的新的科学研究和分析4®域。 这一项目旨在概括观察迄今取得的成果以及这些成 

果运用于大学所关切的种种问题的可能性0 这一项目将与电讯相经济发展与管理 

研究所共同进行。

编制和散友学巧材料

55. 1 9 8 3年这一领滅中有数项切实的实验和其它活効正在非洲、亚洲、加 

勒比和拉丁美洲予以规划或执行。 目前正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II和国际 

远距赛教育理事会合作编制第一份全世界远距离教育总清单。 此外 4̂ 在计划建立 

远距离教盲中心，力全世幕此类系统服务。

56 . 成立规划中的传统知识桂案和全球问颗高级讨论会0̂ 0：作也正在进行。 

训练

5 7 . 今年年初，根据大学章程和理事会确立的训练政策通过了发展大学训练作 

用的指导方针。 根据指方针中的建议，成立了训絲委员会，主届是大学秘书。 

委员会的主零职责是协助校长和副校长执行规划的训练活动，与规划和评价处合 

作协助评价有关训练活动的新建议，对内对外的审查，提出新的政策、指导方针和 

程序的建议。

5 8 .  1 9 8 3 年研究金活幼分在由友展研究司主要负责的3 ♦ 方案领城：能源 

系统和政策；资源政策和管理5 粮食、营养和資穷。 区域和全球研究与全球学术 

司的研究员训练激期将在今年年底和1 9 8 4 年开始。

5 9 . 在 1 9 8 2 年 7 月至 1 9 8 3 年 b 月期间， 大学已有6 5 4 ■研究金，后又 

增加 3 2 小 , 训练由3 0 4"学术机构祖任。 训练日益重视各学科的參学科需要, 
意在扩大学员的经历，以便在他们返回本国机构后能够协助加強这些机构的能力。 

到目前为止，已有3 3 1 名大学学员完成了训练。



6 0 .目前有两种研究金：（a )半年至一年的不授学位方案，在特别情况下可以 

延长一年》 0D)为训练或政策制定机构高级人员特设的研究金，‘时间最多为3 ♦ 月。

61. 除去上面的研究员训练外，大学正考虑举办一个全球问颜高级讨论会，训 

练各领城的中层职业领导人员，和一个训练方案，交换大学系统内一郁分研究人员。



四，大学方案的组织如管理

6 2 .中期展望规定，对方案工作采取学科间加各司之间配合的办法；为对此作 

出响应，大学于1 9 8 3年初开始规划过程；规划将通过中心工作人员加协作人员 

的参加，做到权力平均分配， 规划过程由大学规划委员会的一系列规划会议开始, 
由执行委员会，方案工作人员，机构规划和资源发展司的工作人员#0校长办公室工 

作人员参加，最后于1 9 8 3年 2月召开了一次包括规划委员会，方案主任如一些 

项目协调员的规划年会.
63 .规划加评核处也于1 9 8 3年初建立，任命了一名主任如一名规划和评核 

官员，外部i卓核业已开始， 两♦ 外部评核委员会的工作'涉及大学的训练经验以及 

同一些附属机构工作关系的有效性^
64.如前所述，进行大学方案工作的三♦ 司是：发展研究司；区域和全球研究 

司卸全球学术司. 每一小司的业务有其明显特征，但由于一♦问题往往要经所有 

司研究，就形成一♦ 业务循环，使各项间题在当地，区城如国际各级得到跨学科的 

审查. 每一个司都进科研究，研究生培训加知识的传播，但程度不同，措施和方 

法相异. 各司工作筒述如下.

A . 发展研究司

65.该司的工作包括研究各特定地点出现的紧追的全球性问题，集中在由主题 

三 （能源系统加政策.，资源政策加管理，以及食品，营养舶資困）产出的三小广泛 

的领城，以及主题五（生物工艺学）产生的一小领城》 ，该司同大学的其他司合作, 
最近还开始了同主题一如主题四有关的工作，

B . 区城叙全球研究司

66.该司的工作帮助大学对关于发展的新理论愈新战略的全球辩论，做出贡献



集中在以前人力加社会发展方案中接近完成的项目上，以及三♦ 新的方案领城，即： 

和平愈全球改革，食品—— 能源关系及人力加社会发展， 该司的责任包括主题一， 

三，四所关心的问题《

67 .为确保大学参加和平，裁军，人权加国际安全等领城的全球辨论，该司组 

织了若干同主要机构联合的活动，并且参加了其他国际会议，

C . 全球学术司

6 8 .该司的工作基本上是在传播大学方案产生的知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涉及 

研究及其有关活动, 以及個括新闻传播加外延的从业务着眼的活动，而且还包括新 

闻处和学院事务处的工作， 这两小处的工作归入了全球学术司的活助范围，该司 

则已重新组织，以便能得到更有条理的传播战略，同时使内部储存系统（图书馆和 

电子计算机）能更有系统地推进业务， 该司的工作把中期展望的所有主题都包括 

进去了 •

1 . 学院事务处

69 . 1 9 8 2 — 1 9 8 3 年，在学院♦务处的协调之下,由大学中心出版了 44 
本专题书籍，并同其他出版社合作出版了 1 0本专题书.男有十本专题书是由同 

大学方案活动合作的机构出版的，

2 . 新闻处

70.本年度期间，新闻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向大学其他部门提供服务，但仍 

继续出版《联合国大学倚讯》和其他刊物，并且在合作出版《发展论坛》方面作为 

大学的代表.



D •工作人员员额

71 .本年度期间，来自七小国家的九小人被任命为大学的专业人员，即： 

Wolfgang Buss先生，规划漸评核处高级规划和评核专员;Arthur Coll— 
ingsworth先生，机构规划和资源发展司高级资源发展专资;Robert Kok- 
k e博士，发展研究司方案高级专员；Vishalcan Krl shnadasan先生，校 

长办公室法律顾问；Katlileen Landauer女士，发展研究司方案专员； 

Aly—Raza Uazerali先生，发展研究司方案助理专员；Erwin Ramedhan 
博士，校长办公室校长特别助理.；Takeo Uohida博士，区城和全球研究司方 

案 专 员 ；Setsuko Yukawa女士，发展研究司方案专员.
72 .同一期间，还任命了来自七小国家的1 2名辅助人员. 其中,五小是新 

职位，七小是替换员额.
73 .发展研究司方案高级专员H，A，B，Parpla博士被任命为规划加评核处 

处长》 新闻主任Ray Fleming先生被任命为组约联络处主任；前联合国驻东 

京新闻中心主任Mieliael Clark先生被提名任新闻代理主任（大学工作人员名 

册详见附件二）•



五、机构发展和筹款

74.机构规划和资源发展司负责协调关于三个提议设立的研究训练中心的探讨 

工作：发展经济世界研究所、非洲自然资源研究所和委内瑞拉生物工艺学国际研究 

所。 该司在其他活动中，曾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阿拉伯湾办事处的合作，同海 

湾地区阿拉伯国家:E生部长理事会进行了关于为海湾阿拉伯国家设立-•个区城性粮 

食和营养中心的讨论。 还进行了建立一所阿拉伯湾大学的讨论。

75.男一项重要工作也开始了，那就是要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机构多参加大 

学的工作.并且调动义、要的资金来支助这种合作。

76.为响应中期展望关于将大学核心收入从1 9 8 2年 的 1, 500万美元增加 

到 1 9 8 7年的 2, 800万美元的呼吁，已经派出若干探讨性的工作团以求获得更 

多的资金。 1 9 8 2年 7月 1日至1 9 8 3年 6月 3 0 日这一期间. 1 3国政府 

付出了 3 2 5万美元， 1 O S政府认捐了 281, 774美元。 截止 1 9 8 3年 6月 

3 0 日. 向捐赠和业务基金认捐总数达1亿 4, 560万美元. 已收到的计1亿
2, 360万美元。

六、同国际教育和科学姐织的合作

77.本年度期间.大学对加强它同联合国各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联系，进行 

方案活动中的合作，取得了报大进展。 尤其是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表明, 
它希望更多地同大学合作。 一查合作的具体例子是：

(a)同教科文组织：

H 同人权研究中心合作，联合举办了关于对待亚洲人权问题的讨论会; 
a 同中国科学院联合举办了关于社会经济指标的讨论会；

曰 开 始 就 有 关 ★ 品一能源关系的工作合作。 还同儿童基金会探讨了 

合作的可能；



m 就全球学术司下的新活动的可能合作开始了协商• 其他参与的组 

织还有开发计划署、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儿童基金会、 

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科学技术数振委员会（科技数据委员会）和 

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m 同联合国亚洲和远东防止犯罪及罪犯待遇问题研究所（亚远防止犯罪研 

究所)和联合国社会防伊研究所（防护研究所）: 开始就社区一级暴力 

问题工作进行合作(维也纳国际中心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分部;&参加）； 

(C)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就非洲区城展望项目合作； 〜

(d)同国际大学协会：就区域安全与和平研究领城中的共同活动达成了协议。

7 a几年前.大学就被指定为在协调工作行政委员会（协调行政会) 营养问题 

小组委员会领导下进行联合国营养研究的主要机构。 大学还积极参加了协调行政 

会的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特别工作组，以及其四个工作组中的三个。 根据提高传 

统技术间题第三工作组的建议，大学应发挥主导作用，同粮食组织一起，提高、发 

展和利用粮食储存和加工技术。 大学还参加了协调行政会长期发展目标问题特别 

工作姐.
79.大学还同以下机构建立了合作，即：非洲大学协会、国际地理联盟、国际 

社会科学理事会、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和非洲发展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

七、大学总部的永久地点

8 Q一年来.关于总部在东京的永久大楼的讨论已有相当大的进展。 教盲部 

的联合国大学常设总部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觸明总部设施的构想、作用 

和特点。 该工作组一年内开了五次会，为委员会拟订了一份报告，题为"关于实 

现联合国大学总部地点的构想的政策和纲要" 。 如果建造总部大楼的规划过程按 

报告所提出的方针进行，须期从现在起，大约因年或五年以后，常设总部的楼房应



即可以启用。 理事会正式向日本政府表示感谢‘感谢它在大学临时总部提供优良 

的设:备，也感谢它现在为在东京设立总部所做的努力。 理事会还向东京大都会政 

府表示谢意东京市政府早些时候免赞提供了东京中心区的一块好地. 作为常设总 

部的所在地。



附件一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理事和理事会 

各委员会成员

A .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理事

委任理事

1 9 7 7 - 1 9 8 3 ； 1 9 8 0 - 1 9 8 6 *

* John Kendrew 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牛津，圣约翰学院院长；

前任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海德尔堡；前任国 

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秘书长，法国，巴黎（理事会主廣）

Estefania Aldaba-Lim (夫 人 )博士，儿童基金会国际儿童年前任特别代表， 

美国纽约；社会服务和发展部前部长，菲 律 宾 马 尼 拉 ；菲律宾女子大学 

前任動校长

* Ungku AMul Aziz教授，马来亚大学副校长和经济学皇家教授，马来西亚，吉

隆坡

* Daniel Adzei Bekoe博士，加纳大学l!)校长，加纳，勒 贡 （財政和领算委员会

副主席和主库）

* Elise Bould；̂  ( 夫人）博士，达特默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和系主任，美国新

罕布什尔，汉诺佛

Pawet Bozyk博士，中央规划和统计学校经济学教授，波兰，华沙

Carlos Chagas傅士，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巴西，里约 

热内卢；

Wilbert Kumallja
Chagula 博士，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因

大使；大学学院前任院长，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达累斯萨拉姆

-24-



* Satish Chandra博士，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历史研究中心教授，印度，新

德里；大学助学金委员会前任主席，印度；贾哈瓦拉尔.尼赫鲁大学社会 

科学前任院长（体制和方案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

Jean Coulomb博士，科学院削任院长，法国，巴黎

* Valy Charles Diarrassouba博士，家牙海岸国立大学枝长，象牙海岸、阿比让

Shams E, El-Wakil 博士，大便，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常驻教科文姐织代表，法 

国巴黎；埃及高等教育部前任部长，埃及

Dermis Irvine 博士，圭亚那大学副校长和负责人；圭亚那国家科学研究理事 

会主席，圭亚那，乔治敦（特设章程和务例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

* André Louis Jaumotte教授，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前任校长；理事会荣誉主席；

工程系教授；应用机械研究所所长；和核能评价委员会主廣，比利时, 
布鲁塞尔

* Reiraut Jochlmsen (博 士 ）教授，北莱因- 威斯特伐利亚经济和交通部长，迪

塞尔多夫；基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北莱因-威斯特伐利亚科学研究部 

前任部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教育和科学部前任常任部长；联合 

国大学理事会前任理事（1 9 7 4 - 1 9 7 7 ) ( 副主席）

* F.S.C.P. Kalpage ,博士，高等教育部部长；大学助学金委员会主席；国家科学

理事会副主席，斯里兰卡，科伦被

* Karl Eric Knutsson 博士，儿童基金会东非区城主任，肯Æ 亚，内罗毕；墙

典与发展中国家研究合作机构前任秘书长；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瑞 

典，斯德哥尔摩

Felipe E. MacGregor神父，天子教大学前任校长和伦理学教授，秘鲁，利马



Abdel Salam Majali 博士，约旦大学董事会副靈事长，约旦大学校长兼教授； 

前任教育大臣，内阁事务国务大臣和卫生大臣，约旦，安曼（理事会 

主席）

Malu wa Kalenga 教授，核科学专员和国立札伊尔大学金沙萨核研究区城中心 

主任，札伊尔，金沙萨

* 斋族正男先生，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理事会理事；日本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委 

员；日本外国新闻协会会长，和 Aoyama Gakuin 大学教授，日本，东京

* Victor Urquidi 教授，墨西哥大学校长，墨西哥，墨西哥城；联合国大学理事 

会前任理事（1 9 7 4 - 1 9 7 7 ) ( 副主席）

Stephan Verosta 博士，维也纳大学国际法，国际关系和法理学教授；奥地利 

科学院前院士，奥地利，维也纳

Inès Wesley-Tanaskovic (夫 人 ）博士，南斯拉夫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医 

学院资料学教授，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

1 9 8 3 - 1 9 8 9

Bakr Abdullah Bakr 博士，石油和矿物大学校长；沙特阿拉伯，达兰



Bashir Bakri博士，溶土穆大学经济和社会学访问教授; 苏丹国家報行行长， 

苏丹，傘土穆；霧丹驻法国前任大使；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候补委员；法国，巴黎

Marie-Thérèse Basse (夫 人 ）博士，达落尔大学，食品技术研究所所长，塞内

加尔；塞内加尔驻粮农组织前任常驻代表，意大利，罗马

André Blanc-Lapierre博士，巴黎大学教授（高级电力学院，信号和系统实验

室，法国，吉夫絮伊维特）；高级电力学院前任院长; 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法 

国，巴黎

Mercedes B. Concepcion (女 士 ）博士，菲律宾大学，人口研究所 ,人口统计

教授兼院长，菲律宾，马尼拉

Walter Joseph Kamba博士，津巴布韦大学法律教授，校长和名誉副校长，前

任副校长，举巴布韦，哈拉里；敦提大学法学院前任院长，苏格兰；伦數大学比较 

法律私法理学讲师和高级讲师,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Marie de Lourdes Pintasilgo (女 士 ）博士，荀萄牙驻教科文组织前任大使，

法国，已黎；前任社会事务部长；前任社会安全国务秘书；和前任 Caretaker总理， 

葡萄牙

Alberto Wagner de R e y n a博士，秘鲁驻教科文前任大使，法国，巴黎；驻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奇伦比亚、南斯拉夫和法国等国前任大使；秘鲁外交事务前任秘 

书长，秘 鲁 -

Z h a o  Mtma (女 士 ）博士，中国科学和技术情报研究所，情报方法研究司副司 

长，如中国科学和技术研究所前任资料专家，中国，北京

校长

Soedjatmoko



当然理事

哈 维尔 .佩雷斯 .德查利亚尔先生. 联合国秘书长，美国，纽约

阿马杜 .马赫塔尔，姆布先生，联合国教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法国，

巴黎

米 敬 尔 .杜 .金古先生，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执行主任. 美利坚合众国，组约 

B .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各委员会成员

体制和方案发展委员会

Satish Chandra 博士， （主席）

Elise Boulding 博士 

Valy Charles Diarrassouba 博士 

Karl Erie Knutsson 博士 

Shizuo Saito 教授

财务和预算委员会

Daniel Adzei Bekoe 博 士 （主席 ）

Mercedes Concepcion 博士 

F.S.C.P. Kalpage 博士 

André L, Jaumotte 博士 

Victor Urquidi 教授

特设章程和条例委员会

Dennis Irvine 博士（主席）

Ungku Abdul Aziz 教授 

André Blanc -Lapierre 博士

理事会报告起草委员会

Reimut Jochimsen 博士 (主席）

Dennis Irvine 博士 

Alberto Wagner de Reyna 博士



附件二

校长咨询委员会成员、项目和驻地协调员 

及联合国大学工作人员

(截至 1 9 8 3 年 6 月 3 0 日止）

A. 校长咨询委员会成员 

及项目和驻地协调员

咨询委员会成员

.Ahmad Youssef A1-Hassan博士，阿勒厥大学，'教授，叙利亚、阿勒趣

Gelia T. Castillo博士，菲律宾大学洛斯巴诺斯分校农学院农业教育系, 农村社会 

学教授，菲律宾、内湖

Lincoln C. C h e n博士，福特基金会代表. 印度、新德里

Celso Furtado博士，巴黎大学经济发展学教授，法国、 巴黎

Saiyid Survl Hasan博士，科学和工业研究理事会副会长，印度、新德里

Paul-Marc H e n r y博士，法国驻黎巴嫩大使，黎巴嫩、贝鲁特

Victor A. K o v d a博士，莫斯科大学教授'，苏联科学院农业化学和土壤科学研究所 

前任所长，苏联、莫斯科

Adolfo Màscaxenhas教授，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资源评价和土地利用规划局局长坦桑 

尼亚国家科字研究i ♦ 会会长，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这累斯萨拉姆

Carmen M i r o博士，拉丁美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埃尔多拉多，巴章马

Sanga Sabhasri博士，副国务卿，科学、技术和能源部部长，泰国、曼谷

Mahmoud Mdhaaed Safar博士，技术事.务部，副郁长，大学最高理事会秘书长兼高等教 

育部副部长，沙特阿拉伯、利雅得



Abdus S a l a m教授，国际理论物理中心教授，意大利、 的里亚斯特

Marie Angélique Savane 博士，非洲妇女促进研究和发展协会会长；联合国社 

会发展研究所非洲粮食系统和社会项目领导人，塞内加尔、达嗔尔

Maurice Strong 博士，加拿大开发投资公司董事会童事长，加拿大，大不列

颠是伦比亚省，温 华

Albert Tevoedjre 博士，国际劳工局，国际劳工间题研究所主任，瑞士、 日

内瓦

Co A* van Penrsen 博士，国立大学哲学教授，特兰、菜顿

Raimo Vayrynen 教授，赫尔辛基大学政治系主任兼国际关系教授，芬兰、赫

尔辛基

Michael J. Wise 博士，伦敦经济和政洽学院地理教授，联合王国、伦敦

吴传钩博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北京

Toru Yano博士，京都大学东南亚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曰本、京都

协调员

以下是联合国大学的研究和高等培训网协调员名单， 协调员一般兼做联合国

大学的工作，名单列出的是他们所属的机构， 他们按照方案地区的需要进行不同

的工作—— 有人主要是为一个研究网做协调，有人在某一个机构工作.还有人搞奖学

金方案. 这个名单包括1 9 8 2- 1 9 8 3年同联合国大学有关的所有协调员.
Ismail-Sabri Abdalla博士，区城湘全球研究项目协调员（埃及、开罗，第三世界 

论坛主席）

Anouar Abdel-Malek博士，区城和全球研究项目协调员（法国、 巴黎，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人文科学研究所）



J.^O。Adejowon教授，发展研究机构协调员（伊赛大学地理系，尼日利亚，伊费岛）

B, L. Anila博士，区城和全球研究驻地协调员（中央粮食技术研究所，印度、迈索 

尔 ）

Samir Amin博士，区城和全球研究项目协调员（训研所项目：非洲未来的战略，塞 

内加尔，达 卡 ）

Eric C. F. B i r d博士，发展研究项目协调员（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帕克维尔， 

墨尔本大学地理系)

MostefaBoudiaf博士，发展研究驻地协调员（城市建筑研究中心，阿尔及利亚、阿 

尔及尔）

Gerardo Budowski博士，发展研究项目协调员（哥斯达黎加，图里亚尔巴，热带农 

业研究训练中心可再生能源方案主任）

Hernando G^mez Buendia博士，发展研究项目协调员（哥伦比亚，波哥大，费达萨 

阿罗）

Patio Casanova教授，区城和全球研究项目协调员（墨西哥，科奥坎，奥托诺吗国 

立大学，社会调査研究所）

Luis Fajardo博士，发展研究驻地协调员（瓦勒大学，哥伦比亚、卡 利 )

Rodolfo Florentino 博 士 （菲律宾，马卡蒂，菲律宾营养中心）
h

Ingvar B. Fridleifsson博士，发展研究驻地协调员（冰岛、雷克雅.未克，冰岛国 

家能源管理愿)

Jack D. I v e s博士，发展研究项目协调员（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科罗拉多 

大学，文理学院地理系山地地球生态学教授）

Mustafa M. Khogali 先生，发展研究驻地协调员（苏丹落土穆；落土穆大

学环境研究所）



Thomas A. Lawand博士，发展研究项目协调员（加拿大，魁北克省，麦基尔大学麦 

唐纳学院工程系贝雷斯研究所主任）

Jack Mabbutt博士，发展研究驻地协调员（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新南威尔斯大 

学地理系）

Eleonora M a s i n i博士，发展研究项目协调员（意大利，罗马，世界未来问题研究 

联合会）

S. S. M a t h u r博士，发展研究驻地协调员（印度，新德里，印度技术学院能源研 

究中心主任）

Bruno Messerli 博士，发展研究驻地协调员（瑞士，伯恩，伯恩大学地理系）

Richard Orraca-Tetteh博士,发展研究驻地协调员（加纳，勒贡 ,加纳大学菅养和食 

品科学系）

Lloyd B. Eankine 博士，发展研究驻地协调员（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西印

度群岛大学）

C. * V. Seshadri博士，发展研究项目协调员（印度，塔马曼尼，马德拉斯光合作用 

和能源Shri AMM Miirugappa Chettiar 研究中心）

Keiôi Umeda 博士，发展研究驻地协调员（日本茨城，国家粮食研究所)
Victor Valverde 博士，发展研究驻地协调员（危地马拉，危地马拉市，举洲和

巴拿马营养研究所）

Aree Valyasevi博士，发展研究驻地协调员（泰国、曼合，马希尔大学营养研究所）



Didin S. Sastrapradja博士》发展研究驻地协调贝（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印 

度尼西亚 )
Pisit Voraurai 博士，发展研究驻地协调员（泰 国 清 迈 ，清迈大学） 

吴传韵博士，发展研究驻地协调员， （中国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B . 联舍国大学工作人员

校长办公室

Soedjatmoko先生，校长

Michlo Nagai博士， 校长高级顾问

S. Chidambaranathan 先生，执行专员

Jose V.Abueva，博士，大学秘书

H.A.B. parpia博士，规划和评价处处长

V. Krishnadasan先生，法律顾问

Wolfgang Buss 博士，规划和评价处高级专员

Anadio A. Arboleda先生，大学秘书助理

Erwin Ramedhan博士，校长特别助理

机构规划和资源发展司

Alexander A. Kvapong 博士， 副校长

Arthur J. Collingsworth先生.资源发展高级专员

Vagn lyeliberg先生，政府和机构关系专员

发展研究司

Miguel Urrutia 博士，副校长

Maurice I«vy博士，方案主任""
Walther Manshard 博士，方案主任



Nevln S. Scrimshaw 博士，方案主任*
Walter Shearer博士，方案高级专员 

Robert K o k k e博士，方案高级专员 

Setsuko Yukawa 女士，方案专员

Kathleen Landaner 女士，方案专员 

Aly Nazerali先生，方案助理专员

区械和全球研究司

Kinhide Mushakoji 博士，副校长

Ignacy S a c h s博士，方案主任

Rajni Kothari博士，方案主任

JanusZ W, Golebiowski 博士，方案高级专员

Hosseun Is s a 博士，方案专员

Takeo Vehida博士，方案专员

全球学术司

Edward Ploman先生，副校长 

Jose .Mata翻译处和口译处协调员 

其他人员待任命

学院事务处

Shigeo Minowa 先生，主任

Yasuko Tashiro 女士，翻译

«James E. Ricketson先生，稿件编辑X 校对员

Michael Gautrey先生，稿件编辑X 校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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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处

Michael Clark先生，代理主任 

JohnM. Fenton先生，撰写员/ 研究专贾 

Kazuo Tsushima先生，新闻专员（日本）

行政事务

Douglas T. Manson先生，行跋事务主任 

Leslie Schenk先生，人事主任

Rabinder N. Malik先生，会议和一般事务主任

Akio Kbmatsuki先生，财务主任兼日本政府联络专•资 

Wayne Ching先生，预算处处长

Barry de Crumnere先生，财务专员 

Hynto Kawade先生，行政专员

组约联络处

Ray Fleming先生，主任

Ivan Kanterovitz 先生，行政专员

欧洲新闻处

C. T. Isolanl先生，代 表（伦敦联合圓新闻中心藉）



1 9 8 2年 7月至 198 3年 6月主要出版物清单中心出版物 

A SSî (Absl̂ cts of Selected Solar» BnerCT Technology), vol. k. No», 4-10; <vol, 5, 
Fcod̂ and IfabriUon Bulletin, vol. 4, No, 4; vol. 5, No. 1.

i_

MonntaAn Reaearch and Develonmm+.r vol. 3, Nos. 1 and 2.
Btirley, Jeffery* Obstacles to tree-plantisg in arid and semi-*rid lands: 

conparatiVB caae studlea traa. India and KeiiTa* 52 pp
Sallala, Jean, ed, C<açte rendu du S&daaire star la gestion dea terres arides 

. en Aftrlque de l'Ouest. SO pp,
KacDooald, L. H,, ed. Agro-foreatry in the African humid tropics, 163 pp •
ShacklAdjr, Cyril A*，. e<U The me of organic residues in rural comnunities. 177 pp
Whitehead, R* G,, ed* Mataznal diet« breast-feeding capacity and lactation 

infertility. 107 pp

区城和全球研究司

Hayashi, Takeshi, and Toshio Toyoda. A Histor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early Meiji 286 p p . 日文版^

共同出版物

Biswas, Asit K., Zuo Dakang, James E. Nickum and Liu Changtning, eds.
Long-distance water transfer: a Chinese case study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Tycooly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Limited. l<-08 pp.

Chen, L. C., and N. S. Scrimshaw, eds. Diarrhea and malnutrition: interactions, 
mechanisms and interventions. Plenum Press. 518 pp.

Cooke, R. V., D. Brunsden, J. C. Doarnkamp and D. K. C. Jones. Urban 
georaorphology in drylan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2k pp.

Miles, Ian, and John Irvine, eds. The poverty of progress: changing ways of 
life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Pergamon Press. 5^^ PP*



Pecujlie, M., A. Abdel-Maleck and G. Blue, eds. La transformation
del mundo: vol. 10. Ciencia y tecnologia. Siglo Veintiuno Editores. 2lG pp.

Pecujlie, M,, A. Abdel-Malek.and G. Blue,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vol. 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millan. pp.

Pollitt, Ernesto, and Rudolph L, Leibel,eds. Iron deficiency: brain 
biochemistry and behaviour. Raven Press, 2了0 pp.

Scrimshaw, Nevin S., and Mitchel B. Wallerstein. Nutri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issues and experience. Plenum Press. 558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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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明取联合国出饭物

联合国出饭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糖处均有发售。 i«向书店或写信到纽灼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 BTA IN  UNITED  N ATIO N S  PU BLICATION S

Unite \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 M ENT  SE  PROCU RER  LES  P U BLICA TIO N S  DES N ATIO N 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 onde entier. Inform 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K A K  n O J iy U H T B  H 3A A H H A  O P F A H H  3AU；HH  OBT>EaH H EH H Ï>IX  H A U H H

PÏ3aaHHH ODraHH3aUHH 06T>€flHHeHHfcIX HaUHÔ MOJKHO KynHTb B KHH^HblX Mara- 
3HHax H areHTCTBax bo Bcex paôoHax MHpa. HaBOAHxe cnpaBKH 06 H3；iaHHflx b 
BauieM KHH>KHOM Mara3HH6 una nHuinre no aApecy : OpraHH3auHH 06T,eAHHeHHbix 
HauHH, CeKUHjî no npoaa水e HSAaHHH, HbK)-HopK h/ih >KeHeBa.

COM O  CONSEGUIR  PU BLICACION ES  DE L A S  NACïON 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 aciones  Unidas estàn en venta en librerîas y  casas distri- 
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ô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Litho i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00500  20 3 2 4 -A u g u st  1 9 8 3 -5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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