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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1 。大会第三十0 届会议决定保留根据大会1 9 7 8 年 1 2 月 1 8 日第3 3 /
1 1 5 号决议设立的联合国新闻政策和活翁审查委员会 , 但今后改称" 新闻委员会", 
成员从4 1 名增加到6 6 名。 大会 1 9 7 9 年 1 2 月 1 8 曰第3 4 / 1 8 2 号决议 

请新闻委员会：

"(a) 考 虑 到过去 二十年 来国际 关系讲 ，以及摔立新的国际经济秩月 

和新的世界新闻和传齋秩序的迫切需要，继续审查联合圓的新闻政策和活动；

"(fc) 评价和继续注意联合国系统在新同和传播领域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 

进展；

" ( 0 ) 促进建立一个旨在加强和平与国际了解，以新闻自由流通、传播更 

加广泛、平衡为基础的新的、更公正、更有效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并就此 

向大会提出建议；"
并请新闻委员会和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2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对新闻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核可了新闻委员会的 

报告和特设工作组的建议， ’ 重申大会第 3 4 / 1 8 2 号决议贼予委负会的任务， 

决定委员会的成员从6 6 名增加到6 7名，并请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 

告 （第 3 5 / 2  0 1 号 决 议 新 I闻委员会1 9 8 0 年组织会议同意，地城轮换 

原则适用于委员会所有主席团成员，I将采用两年实施期。

3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对新闻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核可了新闻委员会的 

-报告和建议， 2重申第 3 4 / 1  8 2 号决议赋予委员会的任务，并请委员会向大会 

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 6 / 1 4 9 B号决议）。

4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对新闻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核可了新闻委员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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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组织会议

A . 会议开幕

7 。委员会于 1 9 8 3 年 3 月 2 8 和 2 9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组织会议，开

了两次会。

B . 选举 1 9 8 3  — 1 9 8  4 年

主席团成员

8 。按照委员会1 9 8 0 年组织会议的协议，委员会一致选出下列1 9 8 3 -  
1 9 8  4 年主席团成贞：

主席: 路易斯 . 莫雷诺一將尔塞多先生（菲律宾）

副主席; 米格尔 * 阿尔沃诺斯先生（厄瓜多尔 )
拉奇德，拉赫卢先生（摩洛哥 )
维 利 ，施勒格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报告页: 马里奥 . 本迪奥利 • 奥西奥先生（意大利）

. 委员会的工作安排

9 。委员会议定了一份供委员会审议的问题清单，这个问题清单乃是实务会议

的议程基础：

一、 考虑到过去二十年来国际关系的演进，以及建A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新的

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的适切需要，继续审查联合国的新闻政策和活动

新闻部在这方面的优先项目和方案包括：

1 。叫新闻委员会的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

{^ )向大会提出的关于新闻委员会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2 。 新闻部和不结盟国家新闻社联合组织间的合作，以及同发展中国家区城性 

新闻社的合作；

3 。联合国购置自己的通讯卫星的问题，研究其他办法和分析费用；

4 . 联合国世界短波网的可行性问题；

5 . 无线电和祝觉，务司区城化的各种问题；

6 . 使非洲股能用法语和主要的区域语言认真编排节目；

7 . 可能扩大加勒比无线电股的措施，以便它能用法语和其他分区城语言有效 

地编排节目；

8 。保持与加强中东和阿拉伯无线电股的作用；

9 . 加强联合国各新闻中心在新闻部结构内所起作用的方式和方法；

0 。联合国各新闻中心关于它们在共同经管的国家中的活动的报告；

1 。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世界新闻机构1 9 8 2 年 6 月至 1 2 月报道有关巴勒斯 

坦人民的各种发展情势的实况纪要；

2 。拟订新闻部活动的系统性评价程序；

3 。调整新闻部工作人员方面的地域不平衡状况；

4 。关于出版《发展论坛》的各种问题；

5 。关于国际青年年的新闻活场。

二、 评价和继续注意联合国系统在新闻和传播领域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进展

1 。提出关于联合国系统公共形象的报告；

2 。联合国新闻事务联合委资会活动的进展报告。



三、 促进建立一小旨在加强和平与国际了解、 以新闻自由流通、传播更加广泛、 

平衡为基础的新的、更公正、更有效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
同联合国教盲、科学及文化组织密切合作，就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问题 

组织一次圓桌会议。

四、 委页会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的报告。

1 0 。 委员会决定，对于上述分项目，凡没有编写书面报告的，均将提出口头 

报告。



三 .其务会议 

A . 通过议程和安徘工作

1 1 . 新闻委员会举行的实务会议，即第五届会议，于 1 9 8 3 年 6 月 2 0 日至 

7 月 8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委员会开了 1 5 次会议《

1 2 . 委员会在开幕会议上通过了下列议程 ( A/AC.  1 9 8 ^ 9 / R e v .  1 ) :
1 . 会议开幕

2 . 通过议程和安徘工作 

3 . 主席发言

4 . 审议实务问题

5 . 通过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的报告

1 3 . 委员会根据其组织会议的决定，同意根据主席团成员提议的下列日程审议 

议程项目4 和 5 :
A . 6 月 2 0 日至2 2 日 

审议下列分项目：

项目4 ( a ) 促进建立一个旨在加强和平与国际了解> .以新闻自由流通、传 

播更加广泛 . 平衡为基础的新的、更公正、更有效的世界新闻 

和传播秩序；

H 同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级密切合作.就新的世界新 

闻和传播秩序问顯组织一次圓桌会i l
B . 6 月 2 3 日至2 8 日

项目4 ( b ) 考虑到过去二十年来国际关系的演讲，以及建立新的国除经济 

秩序和新的世界新间和传播秩序的迫切需要，继续审査联合国 

的新闻政策和活动：



H  a . 新闻委员会的各项建议的热行情况；

b . 向大会提出的关于新闻委员会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报 

告；

a 新闻郁和不结盟国家新闻社联合组织间的合作，以及同发 

展中国家区械性新闻社的合作；

a 联合国购置自己的通讯卫星的问题，研究其他办法和分析 

赛用；

m 联合国世界短波网的可行性问题；

© 无线电和视觉事务司区域化的各种间题；

内使非洲股能用法语和主要的区域谱言认真编徘节目； 

æ 可能扩大加勒比无线电股的猜施,以便它能用法语和其他 

分区域语言有效地编徘节目；

( A ) 保持与加强中东和阿拉伯无线电股的作用；

W 加强联合国各新闻中心在新闻郁结构内所起作用的方式和 

方法；

W 联合国各新闻中心关于它们在共同经管的国家中的活动的 

报告；

具有r 泛代表性的世界新闻机构1 9 8 2 年 6 月至 1 2 月 

报道有关巴勒斯坦人民的各种发展情势的实况纪要；

( É ) 拟订新闻郁活动的系统性评价程序； 

m 调整新闻郁工作人员方面的地械不平衡状况；

敏 关 于 出 断 《发展论坛》的各种问题； 

m 关于国际青年年的新闻活动.



c .  6 月 2 8 日和2 9 日 

审议下列分项目：

项目4 ( C ) 评价和继续注意联合国系统在新闻和传播领域所作的努■力和取 

得的进展：

H 提出关于联合国系统么、共形象的报告；

C = )联合国新闻事务联合委员会活动的进展报告 .
D . 6 月 3 0 曰至7 月 4 曰

E
项目5 革拟委员会的报告 

7 月 5 日至7 月 8 日

项目5 审议并通过委员会的报告

1 4 . 姿员会决定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由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和下 

列各国代表组成：阿根廷 . 孟加拉国，剛果、丹麦，约旦、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

1 5 . 下列会员国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了会议：

奥地利 马来西亚

加拿大 尼加拉瓜

佛得角 端典

马达加斯加

罗马教廷和巴勒斯坦解放组奴也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了会议，

1 6 . 化外，下列联合国机关，联合国系统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的代表也参加 

了会议：

世界後食理秦会（粮食理事会）

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工发组织）



联合 s 人类住区中心（生境）（人类住区中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効署）

联合国难民察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

联合国人口活劲基金（人口活动基金》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

联合国報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拔 ( 教科文组级 )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

世界報行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

1 7 . 在委员会第3 次会议上，主管新同的副秘书长宣布由于校订方面的原因撤 

回 A/AC.  1 9 8 / 6 7 号文件.
1 8 . 委员会第1 5 次会议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了委员会向大会提出的报告和建 

议 （见 Ü节，建议

1 9 . 在同一次会议上，比利时代表以西方集团一些国家的名义发了言，表示赞 

成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对可能涉及超过现有资源水平的经赛问题那些建议提出的保留 

意见•

B . 主席的发言

2 0 . 新闻委员会主廣在实务会议开幕会议上发了言( 见下面附件），



C. 实质问题的审议

1 . 促进建立一♦旨在加强和平与国际了解，以新闻自由流通、传播更加 

广泛、平衡为基础的新的、更公正、更有效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一

( 项目 4(a))
项 目 4 ( a ) H . 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密切合作，就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 

序间题组织一次圆桌会议

2 1 . 主管新闻部副秘书长在一般性辨论开始时发表了讲话，谈到新闻部为促进 

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而采取的一些具体步骤，其中包括：同教科文组织合作， 

正在组织的，将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举行的有关此题目的一次座谈会；新闻郁主 

持酌、 由各国大众传播媒介机构领导人参加的一系列圓桌会议；新闻部的广播员和 

记者训练方案；及加强与不結盟国家通讯社联合组织的联系， 他解释说，新闻部 

在按照主题路线组织其工作方面取得了进展，同时重视编制有关本组织的一般性材 

料 ，因为这对于保持其工作的正确慨念是很重要的 . 他认为，新闻部的作用是补 

充国家和其它新闻机构的努力， 同时也积极从事自己的新闻工作，在有些情况下， 

起到了他化剤的作用，便使大众传播媒介与联合国合作，制作新闻节目. 各电视 

组织的联合协议《一个小星球的议程》也是一例， 他强调把答观报道、忠实于事 

实作为所有活动的指导方针 . 在本组织各政治机构的职权需要新闻郁这样做时， 

它在新闻节目中也必须表现得积极而有目的，有时还需发挥促进作用 .在谈到联 

合国各新闻处的情况时，他提及赋予这些中心的新职能，即注意和报道各会员国 

内与联合国工作以及便进秘书长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9 9 条所负的责任有关的情 

况发展 . 他慨述了力改进新闻部的内部评价、节目编制和规划、工作人员的地理 

分配以及制作节目的语言平衡等而采取的种种步骤 . 刹秘书长注意到，联合国新 

闻事务联合委员会 ‘ 于 4 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议上审议了有关大众对联合国系统的



认识的报告，以及一项与发展业务活动有关的全系统新闻活动共同战略提案草案 . 
他还说联合国新闻事务联合委员会正在从协调走向联合规划、如 《发展论坛》，《世 

界报纸补编》和非政府联络事务处等项目 .
2 2 . 许多国家代表团参加了项目4 的讨论，说明或澄清了他们各自政府对建立 

一个更公正，更有效的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以及与大会第3 4 / 1 8 2 号决议第1 
节第 2 段所述委员会职权范围有关的其它问题的立场，

2 3 . 许多代表团强调新闻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重申 

愿致力于建立一个旨在加强国际和平与了解、以新闻自由流通、传播更加广泛，平 

衡为基础并能满足发展中国家改变在新闻和传播领城内的依赖地位的追切需要的新 

的、更公正、更有效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作为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努力的一 

小重要郁分 . 许多代表团强调，在争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更平衡的新闻 

流通是很重要的 .
2 4 .  一些代表团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和联合国新闻活动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起 

到重要作用：加强国际和平、缓和紧张局势、逼制武暴竞赛和便进各国人民之间的 

了想， 新闻渠道可以成为促进人权和消除种族主义和种族隔嚴的一♦强有力的工 

具 . 有些代表团强调，新闻传播机构必须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并坚决反 

对一些国家利用无线电广播向其它国家发动他们认为的非法的宣传攻势，他们主张 

大众传播媒介应当着眼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并通过 

真实的、不偏不倚的新闻报道扩大人民对事实的了解 .
2 5 . 许多代表团重申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不分国界的思想和消息传递自由等 

原则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这些原则乃是基本人权，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第 1 9 条 

的规定；他们还重申了出版自由的重要性 . 有几个代表团还认为，这些自由必须 

加上责任感；每一个国家都应当尊重另一个国家保持自己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 

文化和民族象征的权利.一些代表团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在检查滥用权利现象方面



的作用，对处于政治目的而限制新闻自由传播如实行检查制度和任意驱遂记者等表 

示遗憾，并声明他们反对国家以任何形式控制新闻记者并为他们的活动规定行为准 

则 . 还有人强调记者必须能够自由接触新闻来源，

2 6 .  一些代表团指出西方新闻机构所起的主要作用，强调Ï I须改变发展中国家 

的依赖地位并加强他们在新闻和传播领城的主权• 许多代表团指出，必须努力实 

现更平衡的新闻流通，所有国家都会得益于多方向性的新闻流通，从而增加来自发 

展中国家的新闻 . 大多数代表团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有足够的、可行的传播基础 

结构，还强调連须发展人力资源，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基础结构 .有一个代表 

团还提及现代资料学中的新的帝国主义形式的出现，呼吁新闻委员会注意这一现象 .
2 7 . 许多代表团强调教科文组织在促进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方面的中心作 

用，并表示赞赏和支持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传播发展方案， 他们还赞同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和其它专门机构在建立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以及其它各种新闻事项方 

面继续加强协调 .
2 8 . 许多代表a 表示他们坚持《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宣言》中有关新闻的各项 

规定， 一些代老团在发言中提及教科文组织于1 9 7 8 东通过的《关于大众传播 

工具对加强和平与国际了解、促进人权以及反击种族主义、种族隔禹和制止姆动战 

争可作贡献的基本原则宣言》 ' 并强调必须对这一重要文献表示支持 .他们提 

请注意 1 9 8 3 年 1 月通过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宣言》 6中有关新闻的段落， 

强调宣言呼吁传播真实消息，道责利用大众传播工具散布 i荒言、进行军国主义、种 

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宣传， 一些代表团还强调《 1 9 3 6 年为和平事业使用广播的 

国家公约》 7 的重要性，并促请所有会员国批准这一公约 .其它一些代表团回顾 

了 1 9 7 5 年 《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 *所规定的各项原则 .
2 9 . 几个代表团重申新闻部应当围绕着大会第3 4 X I  8 2 号决议为新闻委员 

会规定的优先方面安排其工作，这些方面包括：国际和平与安全、裁军、维持和平



与维持和平行动、非殖民化、促进人权、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救视、经济，社会和 

发展问题、使妇女参与为合作和发展而进行的斗争、建立新的国标经济秩序和新的 

世界新闻传播秩序，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工作以及妇女和青年方案等 .一些 

代表团主张，如果新闻部要持续有效地工作，委员会就必须根据各事项的相对重要 

性来排列优先秩序•
3 0 。一些代表团建议新闻部编制和传播更多有关解释联合国的结构、演变和组 

织的基本资料，以便使大众了解联合国的工作前提和开展活动的范围。 有盐代表 

团指出，必须强调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社会工作，因为它们有助于提高本组织的形 

象。 有一个代表团说，新闻部应当努力促使人们详细了解联合国在反对国际恐怖 

主义方面所做的工作，因为这会成为与恐怖主义作斗争的有效方式。

3 1 。有几个代表团提请注意国际通讯年并被励支持作为进行与通讯年有关的活 

动的协调机构的国际电信联盟的工作e 还有人建议，利用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的 

机会，使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于本组织。 一些代表团指出，新闻部应当对青年在 

世界上的作用予以必要的重视，特别鉴于 1 9 8 5 年将庆祝国际青年年。

3 2 。几小代表团指出新闻部应当始终努力使其产品达到最高质量，保持中立和 

客观的标准，在出现不同意见时，均加以反映。

3 3 。几个代表团建议对新闻部的工作进行更有效的评价，包括改善反馈分析， 

并强调新闻部查明传播对象的重要性。 一些代表团指出，新闻部产出的生产和传 

播之间必须有更密切的协调。 一个代表团说，新闻部的活动应当仅限于报道，而 

不应当从，宣传。 许多代表围強调《联合国宪章》给予新闻部的广泛报导有关本 

组织和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的各项大会决议的任务。

3 4 。许多代表团支持联合国正在与教科文组织密切合作组织的、将于 1 9 8 3 
年 9 月在奥地利、因斯布警克举行的编辑圓桌会议、并支持该会议对更好地了解发 

展中国家在关于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方面的问题和希望作出贡献。 有几个代



表团表示希望会议获得成功, 并希望參加会议的人员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会辜负 

人们对会议所寄予的期望。

3 5 。许多代表团强调，新闻部与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合组织以及发展中国家的 

区城性通讯社之间进行合作，是达到更公正、更平等的世界新闻流通的一项具体步 

驟，从而有助于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

2 。参照特别是过去二十年来国际关系的演进，及建立新的世界新闻 

和传播秩序的适切需要，继续审查联合国的新闻政策和活动

( 项目 4 ( b ) )
项目 4 ( b )  (二）新闻部和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合国组织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区域 

性通讯社之间的合作

3 6 。主管新闻部副秘书长向委员会作了口矣报告，他提及根据委员会的建议， 

为加强新闻部和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合组织之间的合作所已采取的几项具体措施。

3 7 . 这些措施包括：通过一鄧文字处理机，使联合国总部和联合组织之间建立 

直接的电子键盘联系，这个文字处理机通过美国和贝尔格莱德之间连接南斯拉夫通 

讯社 :E星波道的电话线提供联合国的新闻电讯，这条电话线是南斯拉夫通讯社为了 

新同部与联合组织之间的联络而提供的。 这种办法使联合组织能够在总部发出新 

闻后几分钟内得到电讯稿。 在这方面，新闻部每天用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向联 

合组织传达1 0 至 1 5 份电讯稿，基本上所有这些电讯稿都被转递给联合组织的8 4  
家用户通讯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向它们本地和区域通讯社提供有关联合国的消患。

3 8 . 此外，新闻部邀请发展中国家的记者报道在维也纳、巴黎、贝尔格莱德和 

内罗毕举行的几次联合国国际会议；新闻部还邀请了联合组织的四名记者（布隆迪、 

得伦比亚、科威特和赞比亚）参加即将开幕的大会届会期间为广播员和记者举办的 

本年度训练方案。



3 9 。许多代表团欢迎新闻部与联合组织之间加强合作。 他们指出，这是朝向 

建立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的一小重要步骤。 但有一个代表团指出，虽然联合 

组织的扩大是令人鼓舞的，但它的产量仍只有每天40,  0 0 畔 左 右 , 而一家有名气 

的新闻通讯社的产量就高得多。

4 0 。一些代表团强调加強发展中国家记者训练方案的必要性。 有人建议，在 

总部的训练期应当是六周而不是现在的七周，然后再在其中一个发展中国家训练一 

周，以便使他们熟悉有关联合国的新闻是如何接收和利用的。

4 1 。其他建议包括：邀请联合组织协调组主席出席新闻委员会会议和邀请联合 

组织记者报道联合国主要会议。

4 2 。主管新闻部副秘书长强调新闻部和联合继织之间的合作已不再是特定的， 

而是经银性的日常事务，每天由新闻部的一名专业人员发出电讯稿。 他认为，新 

闻部应当成为关于不结盟国家的资料的交换所的建议超出了新闻部提供有关联合® 
活动的资料这一职权范围。 关于增加训练发展中国家记者的设施一事，他说新闻 

部将审査各项建议的可行性，并考虑到为实施建议的可能需要增加的费用。

项目 4 ( b ) ( H ) 购置联合国通讯卫星的问题，研究其他可行办法和分析赛用，

4 3 。总务厅的一名代表提出了国际电信联盟的顾问们就这个项目偏写的胳时报 

告的口头倚报。 临时报告审查了北美、南美、非洲、中东和改洲服务的单一卫星 

系统以及也可包括亚洲在内的双卫星系统所涉及的技术和资金问题。 报告作出结 

论认为，两种办法都需要大大增加预算，而且会冲击其它拨款， 除了由联合国拥 

-有和操作卫屋系统这个办法以外的其它办法，在目前阶段，至少从财务角度来看，

比较可取。 最后报告将于1 9 8 3 年 1 0 月 3 1 日完成。

4 4 。在讨论时，一些代表团支持临时报告中提出的意见。 其它代表固认为， 

联合圓卫星的慨念还有其政治和文化的方面，因此不应当仅出于财务上的理由而放



弃它。 他们批评报告不连贯、有额向性，并说它所渉及的是为联合国的蹇小新》、 

资料搜集和电讯结构、包括秘书处和联合国系统的所有机构服务的卫星方案， 他 

们要求研究报告分析购置的真实可能性和各种筹措资金的可能性。 他们提请注意 

联合国现有制度在租用服务方面迁到的种种困难。 另外一些代表团要求将租用现 

有卫星波道作为可探索的一种选择办法。 有些代表团认为 , 应将这个，项提交给 

特别政治委页会。

项目4 0 > ) (四 ）

联合国世界短波网的可行性问题 

( A / A C。1 9 8 / 6 3 )
4 5 . 副秘书长在介结这个项目时着重指出本报告的临时性，将在 1 9 8  4 年提 

出一份最后报告，着干代表团强调它们重视联合国拥有本身的短波网，以便能够履 

行其全球性的使命，并重视 i 年内每天租用播音时间的间题。建议应将马来西亚巴 

哈萨语包括在短波网亚洲郁分语言之内。他们强调说， A/AC. 1 9 8 / 6 3 号文件中 

的结论认为，联合国世界短波网从技术和法律的观点来看似乎是完全可行的。其他 

代表团认为，联合国拥有并经营一个短波网在财政上是不实现的，还询问这样一个 

网是否有足够的听众。有人要求 1 9 8 4 年的最后报告中应当将联合国短波网同向 

各国短波电台租用播音时间的办法相比较，同时还应当对短波广播和录音节目的相 

对效果进行评佑。

项目 4 《b ) 《五 ）

无线电和视觉事务司区域化的各种问题 

( A / A C . 1 9 8 / 6 2 )
4 6 . 主管新闻事务的刹秘书长在介绍这个项目时说，目前将无线电和视觉事务 

分开，以及在视觉事务中将电祝制作和參片制作分开的做法应当保持。同时将努力



进一步便以地区为別■象的电视新闻专辑的产品多样化。还向委员会报告说，对 1 9 
8 2 年制作的地区性专辑的反应总的说来颜佳，特别是非洲法语国家和拉丁美洲国 

家的反应。关于阿拉伯语的专辑，为接收国电视组织所采用的大约有3 5 % 。进行 

了一次关于是否可能在全年以所有正式语文制作每周一次的电视专辑的调査，委员 

会得知，中国电视明确表示愿到有兴趣。仍在等代的是其它地区的反应。

4 7 . 多数就这个项目发言的代表都同意，从技术和专业的考虎来看，改想无线 

电和视觉事务司是没有理由的，甚至还可能产生反效果。其他代表困在各种不同程 

度上赞成引入声觉- 视觉地区结构性因素。还有人认为应在将来某个时间进一步考 

虑这件事。有一■个代表团要求执行关于新闻司无线电和视觉事务区城化的大会第 

3 5 / 2 0 1 和 3 6 / 1 4 9  B 号决议，并就该事项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项目4 ( b ) ( 六 ）

便无线电司非洲股能用法语和主要的区城语言认真编排节目 

( A / A C . 1 9 8 / 6 4 )
4 8 . 关于这个项目的振告是由主管新闻事务的副秘书长介绍的。在讨论时，广 

泛支持加强非洲股的编排节目能力，特别着重于菊翁牙语和法语节目„ 还认为，将 

工作人员浪到非洲股的任何重新部署不应当减少对欧洲的无线电事务。有些代表因 

着重指出，必须加强而不是削騎欧洲股。其他代表团要求特别注意无线电事务反对 

种族隔离节目部门的工作条件。

项目4 ( D ) ( 七 ）

可能扩大如勒比无线电股的推施，以便它能 

用法语和其他分区城语言有效地编徘节目 

( A / A C . 1 9 8 / 6 5 )



4 9 . 在主管新闻事务的副秘书长介绍关于这个现目的振告之后，着干代表团支 

持用法语 / 克里奥尔语和荷兰语/ 帕比亚门托语有效地编排无线电节目•

项目4 0 ? ) 《八 ）

维持和增进中东和阿拉伯无线电股的职能

5 0 . 主管新闻事务副秘书长在关于这个項目的口头报告中说， 已维持中东和阿 

拉伯无线电股的无线电和电视广播职能，其无线电节目，出已经增加一倍，但是， 

没有可能将该股长职位的级别提升， 或须由重新部署来增加该股的人手，

5 1 . 有一个代表闭要求加强该股，并要求向委员会下届会议提出关于这个事项 

的书面报告。

项目4 (W ( 十 ）

加强联合国各新闻中心在新闻部 

结构内所起作用的方法和途径

( A / A C . 1 9 8 / 6 1 )

项目4 { b ) ( 十一）

联合国各新闻中心关于它们在共同 

经营的国家中的活參的振告

5 2 . 主管新闻事务的副秘书长介结了这个项目，他提到秘书长和他本人實视联 

合国新闻中心的关键作用。特别提到戚予这些中心的新职能，这些职能是从秘书长 

根振 《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责任而产生的。注意到各中心通过新闻部对外关系司 

所进行的指导和行政领导，特别是资料从总部流向外地以及从外地反馈染组约的问 

题。还特别考愿了中心的工作人员资源和设备问题。



5 3  . 许多代表团欢迎题为"关于加强联合国各新闻中心在新闻部结构内所起作 

用之方法与途径的研究" 的文件（A/AC.  1 9 8 / 6 1  ) , 并着重指出各新闻中心作为
i

新闻部传播关于联合国新闻的最有用机构的重要作用。若干代表团提请注意大会委 

托给各中心的各项优先任务，诸如裁军、和平与国际安全、非殖民化、反对种族较 

视和种族隔海、纳米比亚、实现人权以及经济及社会问题等。

5 4 . 许多代表因着重指出，必须对新闻部的人力和财力资源进行更加合理的分 

配，以便提高新闻中心的工作效率，有些代表团认为，应由联合检查组拟具一项评 

估研究以审查新闻中心的工作。其他代表团提到已由联检组编写和讨论的一项关于 

新闻中心工作的研究振告，感到对要求进行新的调查应有所节制。

5 5 . 有几个代表团强调，新闻中心的工作在业务上必须有更高的灵活性，并能 

更好地适应各地的情况；但是其他一些代表闭认为，这种情况必须由对外关系司的 

中心指导来维持适当干衡。

5 6 . 有些代表团赞赏地注意到新闻部面向热心青年以便他们熟悉联合国主要任 

务的活动。特别提到由对外关系司所举办的毕业生实巧方案和教育资源方案，尤其 

是因为执行这些方案的经济效益很高。

5 7 . 若干代表团提出了有关各中心向总部提交报告的制度的一些具体问题，并 

着重指出必须精倚和倚化总部对报告的要求。

5 8 . 有几个代表团表示，急需填补现有的新闻中心主任职位的空軟。一些代表 

团认为，不管新闻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其外地办事处的合作如何有益，新闻部 

的方针应当是加强其本身的地位，只是暂时依靠其他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以便保证 

各新闻中心能得到适当的政治和专业指导。许多代表团认为,中心主任的专业水平 

应当改进。有些代表因对主任升级职位缺乏普遍的地理代表性表示关切。还要求在 

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员出任位于发达国家的各中心的主任职位。



59.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向新闻部转达该国政府关于在雅加达设立一个新闻中心 

的邀请。 许多代表团支持设立这样一个中心。

60. 一个代表团和一名观察员着重指出必须给在维也纳的德语新闻处配备充分 

的工作人员。

61 .  一个代表团着重突出布拉格中心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出色合作。

62. 若干代表团鉴于联合国在某些国家的公众形象已有改变，强调中心新闻活 

动的特定重要性。 新闻中心可以通过与各政府和各非政府机构、传播媒介、教盲

机构及其他所有新闻部要求给予支持的服务对象进行密切合作，以期为弥补这种情况 

友挥关鍵作用。

6 3 . 主管新闻事务的則秘书长认识到，在是否要扩大新闻中心网的问题上意见 

纷绘。 新闻部的有限资源不光许在每个国家都设立中心，但通过重新部署应当可 

以有所改进。 关于与开发计划署合作的问题，新闻部将考虑到，来职的中心主任 

并不总是合适的。 副秘书长说，他注意到有些代表团 ; 算考虑的关切，以及另 

外一些代表团对中心需要有足够资源表示关切。 他在谈到各中心向总部的汇报制 

度时着重指出必须进« 简和倚化。 关于对新闻中心网分散的程度的辩论，秘书 

长说，联合国新闻中心手册对各位主任提供了实质性的指导，该手册不久将进行修 

订。 将保持新闻部的中心指导和各中心灵活性之间的平衡。 新闻部已采取了行 

动来设置国家中心工作人员的职类以及填补中心主任职位的空缺。

项目4 (十 三 ）

拟订新闻部活动的系统性评价程序 (A/AC.  1 9 8 / 6 0  )o
64. 主管新闻事务的副秘书长在介绍A / a  G. 1 9 8 / 6 0 号文件时说，他可以满 

怀信心地对委员会说，从去年开始的新闻部监测系统运行良好，方案管理人员第一 

次可以每季度对盤个部，包括各新闻中心的工作有全面和详尽的了解。 已经提出



了两份季度报告。 下一# 骤是确定对哪些活劫应当进行A/AG. 1 9 8 / 5 3 号文件 

中所述的第二和第三阶段评估过程所设想的内部深入评供。

6 5 . 副秘书长还提请委员会成员注意秘书长给方案协调委员会的报告【E/AC 
5 1 / 1 9 8 3 / 7 )。 他欢迎这份报告及新闻委员会对此作出的评论和建议，这些评 

论和建议将帮助新闻部改进其工作。 关于选定服务对象、散发新闻资料及其影响 

的问题，他说多数材料都是供重新散发新闻的机构使用的，特别是新闻传播媒介和 

非政府组织。虽然已努力为各种特定对象提供材料，但由于实际原因，这类材料将继 

续只能有限度地适用，因为资源有限，而全界的服务对象种类繁多。 关于散发问 

题，新闻部需要仔细研究情况。 关于对终极使用者的倘计及新闻材料的影响，他 

请委员会成员查看去年的文件《A/AC.  1 9 8 / 5 3 ) , 并向他们保证，在未来的评佑 

研究中将尽可能载述终极使用者的反应。

6 6 . 多数代表a 对新闻部所采取的最初步骤表示满意。 它们对坚— 续进行 

监测和评价的努力表示支持。 若干代表强调指出有界定服务对象的必要。

6 7 . 有些代表团觉得，和部内评倘的努力相平行，应该要求联合检查组对新闻 

部数年来的产品和;I：作表现进行线性评佑，此项研究至少部分应根据新闻部将搜集 

的数据，并按需要从其他和独立来源来增补此类数据。 有些代表团建议联合国新 

闻中心的用处及效益应当是评估的一个主题。

6 8 . 有人建议，新设立的监测和评佑机构应当对新闻材料的经济效益作具体说

明。

6 9 . 多数代表团认识到必须明确评佑的目标。 有一个代表团对新闻部开始与 

电脑服务部门进行讨论以便收集、刷新、检索和分析数据，表示祝赞。 有一个代 

表团说，应该在记录载明，并没有要求新闻部对其资料的參响进行评供。 所要知 

道的是材料是否正为終极使用者所利用。

70. 秘书长提交方案与协调委员会的报告（E/AC.  5 1 / 1 9 8 3 / 7 } 第 7 5 段中



所指出的向其他部门散发新闻，是建议委员会在今后进一步加以讨论的问题•
7 1 . 副秘书长在答复时向委员会成员保证，新闻部将大力对其活场进行监测和 

评佑。 手续将精简和简化 , 但仍将保证以订正的形式搜集所有必要数振。

7 2 . 关于对新闻材料的经济效益作出具体说明的问题，副秘书长说,目前联合 

国的核算程序并不允许进行费用核算。 他认为，这个问题应在道当的委员会提出 

来

7 3 . 关于提交方案协调委员会的报告第7 5 段，副秘书长解释说，虽然大会已 

指定新闻部为协调和执行联合圓新闻活动的中心点，但同时大会又将新闻职能和资 

源给予其他部门，而且继续在这样做》 他向委员会成员保证新闻部将努力维持作 

为中心的作用，但发挥这种作用，还应适当考虑到各种任务

7 4 . 他告诉委员会说，方案协调委员会每两年从新闻部收到一份方案情况报告。 

下一次的报告将概述1 9 8 2 - 1  9 8 3 两年期，所依据的将是现在所编写的季度 

监测报告。 他说，委员会可能愿意收到该报告》

75. 他申明新同部愿与委员会或任何其他有关的政府间机构可能要求的任何外 

部评价机构充分合作，但指出委员会必须审査未来的评佑要求，以便确立某些秩序、 

切合实际的期望和明确界定的目振

项目 4 0 ) K 十 四 ）

调整新闻部工作人员方面的地城不平衡状况（A/AC. 1 9 8 / 6 6 )
7 & 主管新闻事务副秘书长在介结此项目时指出，新闻部长在过去三年中按照 

大会第9 5 / 2  0 1 号，第 3 6 / 1  4 9 号和第3 7 / 9  4 B 号决议同人事厅合作 

协力改善新闻部工作人员的地城分配* 虽然如本报告所称已取得进展，但他认识 

到仍需继续做出努力。



7 7 . 若干代表团注意到本报告提出的统计数字所表明的改善情况，但强调发展 

中国家、特别是在较高一级、应有更多名额。其他代表团指出，东改国家集团及西 

改和其它国家集团的任职人数都不足，强调这些集团需有足够的名额。 另外一些 

代表闭则说，新闻部不但应努力做到国籍间的平衡 , 还应努力做到语文的平衡。

项目 4 (13)(十 六 ）

关于国际青年年的新闻活动

7 8 . 主管新闻事务副秘书长在介绍此一项目时回顾说，大会建议，有关国际青 

年年的新闻活动的开支应由新闻部经常预算々支或由自愿捐款承担.新闻部准备 

为此做出一切必要努力。 然而，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所可承担的数额有一定暇度。 

计划中的活动包括一部关于青年的影片、 已在制作中的一查广播节目、小册子和其 

它印刷品。 希望能得到额外经费，以便组织资料汇辑、新闻通讯、记者聚会晤与 

与研究旅行等其它活动。

7 9 . 许多代表团一致认为，国际青年年是一项重要活动，应在国际，区域和国 

家各级做出一切努力，确保此项活动获得完全成功， 他们赞扬新闻部为纪念青年 

年活动所做的筹备工作，强调应尽量广泛地宣传青年年和有关庆祝活动。 在预算 

经赛范围内，要开动脑筋 , 调动积极性。 新闻部尤其应充分利用纽约、维也纳和 

新闻中心网的各种设施。

8 0 . 若干代表团强调指出，国际社会应推动训练和鼓场青年参与解决世界问题 

和促进社会进步， 因此，国际青年年应做为教育青年了解联合国及其活动的大好 

机会，同时也使联合国有机会更多注意青年本身在世界事务，具体来讲,在发展事 

务方面的作用。 他们又说，国际青年年的活动应列为新闻部的优先活动，



3 . 评价和继续注意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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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在新闻和传播领城所作 

的努力和取得的进展 

(项 目 4( c) )
项目 4(13)(十 五 )
关于出版《发展论坛》的各种问题

8 1 . 主管新闻事务副秘书长和联合国新闻事务联合委员会（新闻联合会）主席 

在介绍本项目时强调，在本报告审查期间，新闻联委会一直明确意识到需要密切检 

查其工作目标、工作态度和方法。 因此，它对联合国系统公共形象范畴内的活动 

以及范画较窄的促进发展的业务活动进行了几次重要的审查，以确保其共同审议能 

互相补充和避免重叠。

s a 副秘书长回顾说，1 9 8 2 年新闻联委会第九届会议对过去两年中新闻联 

委会编写的联合国系统公共形象报告（见 A / AC. 1 9 S / 6 8 )进行了审查并加以定 

稿 ，后来提交给1 9 8 2 年的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会）第三届常会， 报告 

力求对目前公众对联合国系统看法的内在原因加以分析，就联合国系统新闻部门在 

此情况下所能发挥的作用提出建议，并就新闻部门苦干联合行动的后续活劝提出具 

体建议， 行政协调会就报告做出一项决定，并已知照委员会新闻联委会1 9  8 3 
年 4 月在维也纳举行的最近才结束的第十届会议又审议了此一事项。 对报告的各 

项具体建议再次审议后，会议得出结论，认为其中多数建议的实施，不需要额外资 

源， 对看来必须有额外资源的些建议，新闻联委会将向行政协调会建议目前暂 

不执行。



8 3 . 新闻联委会第十届会议还审议了行政协调会第1 9 8 2 / 2 7 号决定执行情况 

的初步报告 . 报告要求审议可否实行一项新闻活动特别方案，以便尽量使公众了解 

联合国系统在促进发展业务活动方面所进行的有价值的工作， 经过审査后达成一 

项协议，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在重新安排次序，重新调整重点和再次强调目前各项 

目和活动的基础上，拟定全系统有关发展援助的新闻活动的共同战略， 与此同时， 

新闻联委会认为公众形象报告和共同战略报告所载的各项建议彼此有关，因此决定 

编写一份综合报告提交行政协调会和新闻委员会，并便利♦后新闻联香会的执行， 

该综合报告应将新闻联委会关于联合国系统公共形象的报告和新闻联委会篇十届会 

议审议的共同战略草案结合起来•
8 4 . 关于《友展论坛》，新闻联委会再次指出为其出版筹集长期资金要性， 

认为应作出新的努力使《发展论坛》的赞助者和其它可能的捐助者承担经赛 .
8 5 . 根据《发展论坛》项目小组的建议，新闻联委会决定于1 9 8 4 年 1 月将 

《发展论坛》从日内瓦迁往组约， 在目前阶段，新闻联委会认为此项重大步課将 

使 《发展论坛》至少在今后的两年期内，可望有较可第的须算 ,

项目 4(C)H. 提出关于联合国系统公共形象的报告

86  , 在对关于联合国系统公共形象报告（见 V A C  . 1 9 8 / 6 8 ) 的长时间辩论中， 

各代表团特别对报告中的分析和调査结果表示了各自的意见 .
8 7 . 件多代表团认为，总的来说，报告准确地反映了当今世界对联合S W ♦法, 

他们称赞新闻联委会报告中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和所进行的分析. 他们同意新闻联 

委会的意见 . 即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对联合国许多经济和社会活动未做振道，对这握 

活动有直接感受的发展中国家比其它国家对联合国的看法更为积极, 他们也承认

某些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和政府对联合国的报道和支持一直不够 . 联合国新 «系■ . . , . . ... ....... . ...
统今后的活动应注意改变这种情况•

8 8 . 有几个代表团认为，公共形象报告的分析部分有义掛骑，可能有极联★ a



本身的信眷， 他们认为这些分析没有事实根据，许多地方不够准确，他们尤其不 

同意对某一国家集团的新闻媒介的批评，无论如何，新闻媒介的作用并不是为联合 

国系统W 工作寻求支持，而仅是报道这些工作， 显然联合国新闻活劫可以对改善 

公共形象发挥作用 . 但不能期待出现奇迹，在分配新闻活动的经赛时，必缀要精打 

细算，

8 9 . 其它代表团说，公共形象报告对在不同国宏造成公众舆论的方法W 描述是 

全面的和切实的， 其结论是无可辨驳的， 部分问题是由于报告所提到的若干国 

索内的政界新两媒力不愿接受世界上和联合国本身正在发生的进步性变化.

9 0 . 有一■个代表团说，报告中自我批评性的分析会有好处，其各项建议大体上 

也针对所觉察的不足， 但报告言之无物，基本定义和标准含混不清， 新闻要员 

会不应在审议该报告上花过多时间，

9 1 . 多数度言的代表同意报告的看法，即国际组织弓1起公众的评论和批评是很 

自然的；公众对圆际组织的关注不可避免，有时甚至会有益处 .他们称赞报告能  

坦率承认联合国系统新闻活动的不足之处， 他们一般同意有关新闻部门的作用的 

建议， 关于今后行动的建议得到普遍支持， 但所强调的是执行这些建议不得增 

加联合国经常预算的开支.

9 2 .建议委员会接纳一■觸建议，即吁请所有成员国对联合国活动作更广泛的和 

客观的报道•

壤目4(C) « . 联合国新闻事务联合委员会活动的进度报告

93 . 有些代表团对进度报告所叙述的新闻联委会进行或在其赞助下进行的活动 

表示满意， 他们再次说.他们认为新闻联委会是在新闻方面进行机构间协调的一 

个重要机构• 他们强调新闻联委会应趣续侧重联合行动和长期规划，并强调其活 

动应着眼于建立新的世界新闻和通讯秩序， 有些代表团强调，新闻联委会在其今 

后活动中应更多侧重发展问题，



9 4 。若干代表因再次强调《发展论坛》的高质量，并说应继续作为联合® 系统 

的联合刊物，要面向问题，有自己独立见解。 他赞同将《发展论坛》由日内瓦迁 

至想约，但强调迁移不应影响到刊物的独立性。他们呼吁委员会成ê 优先注意刊物 

的财政状况，以确保刊物在今后有一•小坚实的基础，

9 5 。有几个代表团对纽约和日内瓦的非政府联络处的工作表示感谢， 对此， 

他们提到新闻联委会关于联合国系统公共形象的报告的有关部分，和关于联络处活 

动的报告， 他们支持新闻联委会确保继续支持业务工作的建议，作为说明联合国 

系统各成员合作情况的"实验例子"， 考虑到联络处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代表 

团建议联络处开支应来自联合国经常派算，

D.  ^
9 6 。新闻委员会将下列各项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通过的建议提交大会：

A.  1 . 重甲大会 1 9 8 2 年 1 2 月 1 0 日第3 7 / 9 4 S 号决议核准的新闻委g  
会的 4 3 项建议及该决议的所有规定，等待落实的那些建议应充分加以执行，

并要考虑到各代表团在1 9 8 2 年 1 2 月 1 0 日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第1 0  0 
次全体会议上表示的意见。

2 . 新闻委员会的任务应照1 9 7 9 年 1 2 月 1 8 日大会第3 4 / 1 8 2 号决. 

议所作的并经1 9 8 0 年 1 2 月 1 6 日大会第3 5 / 2 0 1 号决议、1 9 8 1 年12  
月 1 6 日第3 6 ^ ^ 4 9号决议和1 9 8 2 年 1 2 月 1 0 日第3 7 / 9 4 号决议重甲

的规定予以延长，

促进建立一个旨在加强和平与国际了解 . 以新闻自由流通.传播更加 

广泛 . 平衡为基础的新的：更公正、更有效的'世 界 新 闻 和 通 ’

3 . 所有国家、整个联合国系统和所有其他有关各方应该合作建立一小新 

的世界新闻和通信秩序，除了别的以外，这个新的秩序以新闻自由流通>传播



更加广泛，平衡为基础，并且保证新闻来源的多样化和自由获得新闻.特别是 

迫切需要改变发居中国家在新闻和传播领城的依赖情形， 因为各国主权平等的 

原则也适用于这个领城，新的秩序还旨在加强和平与s 际了解， 使众人能够切 

实地参与政治、经济> 社会及文化生活，促讲所有国家之间的了，和友谊以及 

促进人权*

4 . 应该呼吁国际新同界以获得它们对国际社会争取全球发展所作的努力 

的支持， 特别是获得它们对发展中国家争取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进步所作 

的努力的支持，

5 . 应该呼吁整个联合国系统通过其新闻服务一致合作，促进联合国的发 

展活动， 特别是促进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情况的改善 .
6 . 这种呼吁的目的应该是为联合国系统接照《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一切 

宗旨和努力而进行的活动和所具有的潜力， 建立一个更全面、更切合实际的形 

象，

7 . 应该注意必须在各国的关系之间建立信任的气敎，作为缓和紫张局势 

的手段， 在这方面，应该呼吁所有国家和大众传播媒介协助促进加强和平与了 

條的宗旨 .
8 . 重甲大会在拟订、协调和统一联合国在新闻领城的政策和活动方面应 

发挥主要作用 . 并确认联合国教育 . 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在新闻和 

通信领城所起的核心和重要作用， 以及联合国和教科文组织之间在促进建立新 

的世界新闻和通信秩序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实际工作的范围内，应采用更固 

定的方式，以便使新闻部对教科文组织的努力能作出最大的贡献。

9 . 新闻部应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关于教科文组织在建立新的世幕新闻和通 

信秩序方面的活动和新闻委员会在这小领城的工作的资料，

1 0. 新闻委员会注意到教科文组织在促进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方面的 

宝责努力，建议新闻部采取步骤， 避免其关于这个问题的活动与教科文组织、的



活动重迭，同时强调联合国和后一组织之间在工作上紧密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增 

加。

1 1 . 应该要求所有国家、整♦联合国系统和其他有关各方在新闻和通信领 

城给予教科文组织适当的支持和协助，大会应该庆祝教科文组织1 9 7 8 年通 

过的《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对加强和平与国际了解 ' 促进人权以反对种族主义 . 
种族隔离和制止塘动战争作出贡献的基本原则宣言》S 五周年纪念。

1 2. 应该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交关于1 9 8 3 年 9 月在奥地 

利、因斯布鲁克举行讨论新的世界新闻和通信秩序的圆桌会议的报告.
1 3 . 应该呼吁整个联合国系统和发达国家一致合作，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 

新闻和通信基本设施，并应按照发展中国家在这种领城里所订的优先次序来行 

事，在这方面，应该强调全力支持国际通信发展方案，因为该方案是建立这些 

基本设施的一个重要步骤。

1 4. 新闻部应进一步加强与不结盟国家通讯社组织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区城 

通讯社的合作，因力这种合作是更公正的世界新闻流通的一个具体步骤，从而 

有助于新的世界新闻和通信秩序的建立》

1 5 . 联合国系统，特别是教科文组织应当努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切可能 

的支持和援助，适当注意这些S 家在新闻领城的利益和需要，以及联合国系统 

内已经采取的行动，特别是：

叫援助发展中国家训练新闻工作者和技术人员，建立适当的教盲机 

构和研究设施；

( b ) 给予优惠条件让发展中11家能够得到建立国家新闻和通信系统所 

必需的并符合有关国家的具体情况的通信技术；

( C ) 创造条件 . 遂步使发展中S 家能够利用自已的资源来建立适应本 

国需要的通信技术以及必要的节目，特别是用于无线电和电视广播的材料;



( d ) 不附带任何条件地援助在次区城、区械和区域间各缴，特别是在 

发展中圓家之间建立电信联系。

1 6. 新闻部的一切新闻活动应该遵照及在执行上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 

则和对新的世界新闻和通信秩序的期望 . 以及符合各国在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二 

十一届会议上通过的第2 1 C / 4 X 1 9、21和 2 2 号决议里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 .
1 7 . 应该请秘书长保证作为联合国工作的联络中心的新闻部的活动，应梭 

照 《联合圓宪章》的原则和大会有关决议所规定的方针及新闻委员会的建议予 

以加强，以确保更有条理地报道及介绍联合国及其工作，特别是关于大会第 

3 5 / 2 0 1 号决议第三节第1 段所说的那些优先领械，即国际和平与安全、裁军 .
维持和平与调解行动、非殖民化、促进人权、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救视进行斗争、

经济> 社会和发展问题、妇女参与为和平与发展而展开的斗争*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 建立新的世界新闻和通信秩序、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工作、关 

于妇女和青年的方案.

考虑到特别是过去二+ 年来国际关系的演变，

以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新的世界新闻和通信秩序的迫切需要，

趣续审查联合国的新闻政策和活动，。

l a 新闻部应该保证在执行联合国新闻工作时适当地利用每曰所收到的各不结 

盟通讯社组织的新闻稿，

( a ) 为T 进一步促进和发展新闻郁和不结盟通讯社组织之间的实际和互利合作， 

座该在更面定的基础上确立新闻郁关于进行这种合作的现有安徘，

考虑到通讯•社组织在联合报道联合国系统内的重要会议和其他活动方面非 

常成功，应该趣续和进一步加强这种作法；

( c ) 新闻部应考虑使用从通讯社组织收到的通讯稿。 在不结盟国家建立关于 

新闻和通信设族的数据库，



l a 新闻郁每年举办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工作者和广播员的训炼方案，对此，它 

应当考虎能否在该方案的嚴后一个星期安排他们访问其中一♦ 发展中国家，让他们 

了解关于收取和使用联合国新闻的方法，

2 C L 应该请秘书长尚新闻委员会下届实务会议提出关于国际电讯联 I I 就世界通 

讯年进行的活动所得的结果的报告  ，

2 1 . 应当妓厳新闻委员会和跨国公司委员会就新闻委页会任务范a 内的问«交 

换资料，

2 Z 应当请秘书长按照大会1 9 8 2 年 1 2 月 1 0 B 第 37/94B等决议第2 0 

段规定海大会第三+ 八届会议提出关于获得一个联合国通讯卫星的最后振告，

2 3 1 应当请秘书长充分实族大会第3 6 /1 4 9 B 等决议第1 4 段的规定，通过更 

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在可能范困内，在一年中的每一天都利用租用的发射机进行 

短 播 .

24. 应当请秘书长趣续新闻部同非洲国家无线电及电视机构联合会以及同该联 

合会的会员电台之间的合作、 以便通过这些电台播送联合国的无线电节目，并进一 

步请秘书长同非湘境内各国家无线％广播组织合作，以便更广泛地播送联合国6̂ 无 

线电节目.

2 5 L 应当请秘书长向新闻委员会在顾及委货会本届会议所表达的意见的情况下， 

在下届实务会议提出关于联合国世界性短波两的冗行性的全面报告，

2 a 应当请秘书长充分执行其报告所载有关无线电♦务处非洲股用葡赛牙谈播 

送节目的提案，并立即采取步骤，加嚴用法语播送的节目，

27. 应当请秘书长维持中东和阿拉伯股作为阿拉伯语国家的电视和无线电节目 

制作者的职能、通过重新郁署现有资源扩大该股，使它能够有效地执行其职责，并 

就执行这壞建议所采取的措族向新闻委员会下届实务会 i义提出振告，



2 a 鉴于联合国播送的节目对欧洲区域的重要性，应当采取步骤通过重新郁署 

现有资源来雄持和便进无线电事务处欧洲股的职责，

2SL(a)去年核准将孟加拉语和印度尼西亚语包括在无线电♦务处亚湘股所使用的 

« 言之内， 以期编制一定数量的节目，这项决定应予充分执行。

( U ) 又应当通过重新部署现有资源将巴哈萨马来西亚语( 马来语 ) 包括在无线 

电♦务处亚洲股所使用的语言之内，以期编制一定数量的节目。

30，(a)由于新闻和出版司的法语编制科几乎没有可用资源来提供足够的新闻稿， 

以满足来自世界各地想用法语作为其工作语文的许多代表团的需要，因此委员会请 

秘书长通过更好、更公平地使用现有资源向该科提供充足资源。

( b ) 鉴于需要用尽可能多的通讯工兵更广泛、更有效地向各行各业各阶展人士 

传播关于联合国活动的新闻，委员会建议新闻郁适当地使用大会的正式语文来编制 

文件和视听材料，

3 1 . 联合国各新闻中心应当继续协助其所在国的新闻和传播机构，并除了别的 

以外，便进新的世界新闻和通信秩序的建文

3 2 . 虽然应当尽量便进新闻郁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开发计划署）之间在外地 

的合作，但必须铭记着联合国各新闻中心和联合国的发展活动负有不同的任务。 

联合国各新闻中心应加倍努力，宣传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包括开友计划署所进行的 

这些活动和成果，并考虑到大会所确定的优先秩序。

3 3 1 在鄉些从大小、人 口 、传播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或其政府在联合 

国事务中》 来都应建立Ï 独 合国新闻中心的国家，一旦有资源时 ,
郎座建立此种中心， 在其他情况下，冗委托开发计划署的驻地代表或驻地协调专 

货作为联合国新同中心的代主任，但必须定期对他们作新闻任务方面的简要介绍和 

评价，并且必頻在现有资源许可的情况下，能够向他们提供足够的当地工作人员和 

设备.



3 4 新闻委页会注意到" 关于增加联合国各新闻中心在新闻郁结构内的作用方 

式和方法的研究" ，并建议应不断提高联合国各新闻中心的效能：

( a ) 通过不断审查在新闻郁全面指导下可实行的权力下放的程度： 

m 通过中心主任和其工作人负更严格的训练：

( c ) 通过改良的反馈和汇报制度；

( d ) 掛酌情况，通过重新拔出现有资源供当地进行复制和其他必要支出用；

( e ) 鉴于联合国新闻中心的工作越来越重要并考虑到联合国《宪章》第一0 — 
条第 3 项的规定，通过任命来自所有不同地域具有专业经验和最够资格的人士担任 

中心主任；

( f ) 通过立即填补新闻中心主任一级的现有空缺，以保证各中心的工作在新闻 

郁的必要专业指导下能够继续进行；

( g ) 通过使新闻郁对外关系司能够发挥其管理、指导、监督和监测联合国各新 

闻中心的重要作用，以保证各新闻中心的工作适当地反映联合国的普及性和新闻郁

的多种任务。

( h ) 通过在新闻部现有的资源许可的情况下加强各中心的能力和改进其服务，

以便各中心能够发挥使世界各地的舆论了解联合国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35。新闻部应该考虑大会制订的优先项目，集中注意并更.广泛地报道整个联 

合国系统的经济、社会和发展活动，以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联合国系统的活动和潜 

力。 联合国新闻中心特别应在这一方面起重要作用。 新闻部应鼓嚴组织各国报 

纸、 电台和电视主编之间的园桌讨论会议。

36。新闻部应当提供资料促使人们了解联合国在大会1 9 7 9 年 1 2 月 I T  B 
第 3 4 / 1 4 6 号、 1981年 1 2 月 1 0 日第3 6 / 1 0 9 # 和 1 9 8 2 年 1 2 月 1 6 日第 

3 7 / 1 0 8 号决议规定的领城所进行的工作。

37。新闻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新闻中心的报告（A/AG. 1 9 8 /



6 1 ) .  应请求秘书长在委员会下一届实质性会议上提出载有有关本报告第4 4 到 

4 6 段的建议的具体提议之详细报告》

3 8•应请求秘书长确保联合国新闻中心致力于依照大会为新闻部定出的任务和 

优先次序散播有关的新闻，

39。应采取紧急措施，确保联合国维也纳新闻服务处优先考虑提供适当的德语 

服务，以便作为奥地利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闻中心。 这些将在现有资源范围 

内采取的措施可能涉及员额的重新部署.包括那些原先分派到工发组织和联合国新 

闻服务处的员额的重新部署。 应当使委员会下一届实质性会议了解这项建议的执 

行情况•
4 0 , 考虑到尼加拉瓜政府在马那开设联令国新闻中心的要求，应要求秘书长采 

取适当措施，通过重新分配现有资源 . 迅速地设立这一中心。

41.应请求联合国新闻中心以互益的方式加强与地方新闻和教育团体进行的直 

接、系统的通讯交流，尤其在东道国特别感兴趣的领城。

42 • 应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根据大量事实材料编写一，个详细的关于具有广泛代表性 

的世界新闻机构的报道的筒要报告 . 审査 1 9 8 2 年 6 月至 1 2 月影响到的巴勒斯 

坦人民的事态发展并提交给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

43L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为新闻部活动拟订系统的评价程序的各须 

提议的报告（A/AC. 1 9 8 / 6 0 ) 和秘书长题为"深入评价新闻部的工作，，的报告 

( E/AC,  1 5 1 / 1 9 8 3 / 7 ) . 鼓助秘书长继续努力拟订一查监察和评价新闻部活动 

效力的方法，特别在大会所规定的优先考虑领城。 这一系统的评价过程应继续下 

去，并应向新闻委员会下届实质性会议提出进度报告。 委员会期望届时收到依照 

文件 Ü/AC. 5 1 / 1 9 8 3 / 7 采取的决定的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该文件将提事给方 

案协调委员会第2 6 届会议。



4 4 新闻部将来给新闻委员会和大会的报告，特别是关于新方案或#"大现有方 

案的报告，应包括：

(a) 新闻部有关在构成其方案颈算基础的工作方案中所包含的每个题目方面的 

产量更充足的资料；

0 > ) 每个题目内采取的行动的赛用；

( ° ) 有 关 目 杯 众 、新闻部产品用户的更充足的资料.和对新闻部收到的反映 

资料的分析；

( d ) 新闻部对其不同方案和活动效力的评价；

(e) 详细列出秘书长对新闻部目前或将来活动作出的优先安排及关于这型活动 

的文件。

4 5 . 委员会注意到，新闻部为纠正该部工作人员特别是在无线电和视觉事务司 

工作人员的不平衡而采取的措施， 新闻部应继续为此加强努力。 在达成区城公 

平分配之前，秘书长应依照《联合国宪章》第 1 0 1 条第 3 段，大会第 33 /14 5 1  
3 5 / 2 0 1 、3 6 / 1 4 9 和 3 7 / 9 4  B 号决议采取紧急措施. 增加代表不足的国家集团 

的代表比例，在此方面，请秘书长向新闻委员会下届会议提出报告。

4 6 . 应要求会员国向联合国经济和社会新闻信托基金自愿梢款。

4 7 .大会应注意关于无线电和视觉事务司地区化各方面问题的项目4 ( b ) 和 (V) 
m A/AC. 1 9 8 / 6 2 号文件，并根据其3 5 / 2 0 1 和 3 6 / 1 4 9 B 号决议予以审议。

4 & 世界裁军运动座当充分考虑大众传播是在世界公众舆论中促进谅解、信任 

和合作气氛以有助于和平与裁军，加强人权和发展的最有效途径。 在世界裁军运 

动和裁军周范围内，新闻部应该完成大会指滅的任务，利用其在新闻方面的专长和 

资源，以确保取得最大的效率。

49.应当进一步提高和改进新闻部用各工作语义发布的每日新闻和每周新闻摘 

要的质量、效用和报道范围 . 因为它们能起重要的新闻作用。 新闻部应当继续与



联合国记者协会密切合作，并向它提供捷助。 新闻部新闻科服务台为大众传播和 

各代表团提供的服务应当改进。

5 0 . 委员会考虑到以图表形式进行包括宣传、展览和出版物在内的一系列新闻 

活动的重要性，建议秘书长考虑从会议事务部调一名图表设计员颇到新闻部。

5 1 大会不少有关决议规定新闻部起制订和执行联合国新闻活动中心作用，这 

一点应再次得到强调，应要求秘书长研究这一事项所波的一切问题，向新闻委员会 

1 9 8 4 年实质性会议提出报告，

5 2 . 非政府联络事务处的活动 ( 日内瓦和纽约）是在国际发展问题方面以工业 

化国家的具体听众为目标的机构间项目应当通过联合国参与这些事务在稳定的姻政 

基袖上继续进行。 委员会又建议，请秘书长敦促联合国各专n 机构长期为这些活 

动筹资，以突出其跨机构特性。

5 3 L 应要求联合国新闻命发展活动的两个重要单位，新闻部和开发计划署在总 

部和外地更紧密合作，以集中其资源，避免重复，有效地促进发展的进霍

5 4 联合国新闻事务联合委员会是新闻领城机构间协调和合作的关鍵单位，应 

当加强，给以更多的职责，从而改进其在整个联合国系统新闻活动方面协调和成本 

效益的效率。

55, 联合国新闻事务联合委员会应继续加强其在发展教育和支持发展通讯方面 

的活动，

5 ^ 联合国新闻事务联合委员会关于公众对联合国系统的看法的报告（见 A//AC. 
1 9 8 X 6 8 )所载的建议应予执行。 应当呼吁各国政府和大众传播机构转达有关联 

合国主要活动的精确资料，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第 1 条中所列之活动。

5 7 . 联合国新闻事务联合委员会应继续向新闻委员会报告其方案和活动情况， 

寻求指导和支持。



5 8 鉴于《发展论坛》是联合国系统集中谈论发展问题的唯一的机构间刊物， 

秘书长应根据大会有关决议，继续从经常《算中支助其出版，同时加紧努力保证为 

其继续出版提出健全独立的财政基袖《 应敦促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其它组织 

帮助资助这一系统的刊物，从而承认这本刊物跨机构的特性•
5 9 . 委员会注意到关于重新安置《发展论坛》的报告，建议请秘书长确保《发 

展论坛》保持其思想独立的社论政策，使该刊物能继续成为世界范围的论坛，能够 

自 é 地表达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各种不同意见。

6 0 . 应要求秘书长向新闻委员会提出一份关于出版《世界报纸补编》项目筹资 

安排的目前情况的报告。

6 1 . 关 于 新 闻 部 工 作 的 深 入 评 价 的 报 告 9 8 3 / 7 ) 指出，《联合国 

大事记》制作在行政上与其分发的销售是分开的，因此为更大范围和更有效的传播 

增加了困难， 鉴于这一点，委员会建议秘书长考虑将《联合国大事记》的销售活 

动转给新闻部负责。

6 2 . 应注意到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作好准备的宣言" 的重要性，并应要求

会员国执行该宣言。

S . 通道了下列建议，但其所涉经费问题可能超过现有资源水平，其执行问题将由 

大会依照关于所涉经養问题的说明作出决定， 美利坚合会国代表团表示在秘书长 

未作出能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执行的肯定回答前不能同意这些建议。

1 . 应立即采取措施，使新闻部无线电事务处的加勒比股能开始进行秘书 

长有关报告（Ay/AC. 1 9 8 / 6 5 ) 慨述的有意义的工作方案，特别是通过弓I入法 

语X 克里奥耳语全香节目和荷兰语X 袖皮安恩托语部分卞目，

2 . 应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措；i , 保证在考虑到大会制订的优先次序基袖上， 

为要求得到区城电视新闻节•目并同意定期播放的国家广播电视组织提供这趣节 

目。



3 . 考虑到印度尼西亚政府决定邀请新闻部在雅加达重新开设联合国新闻 

中心（该中心在1 9 6 5 年由于当时局势而关闭），应作为优先事项，采取措 

施尽早开设这个中心，

审议了下列提议P 但不能就这些提议达成一致意见。

1 . 应请秘书长向新闻委员会下届实质性会议提出跨国公司委员会有关新 

闻委员会审议的问题的调查结果。

2 . 应请联合检查组对新闻部的活动，进行线行佳价，包括对若干年期间 

的成本效益进行评价。 这一佑价也应几年进行一次，检查每年新闻部活动的 

不同构成部分。 委员会建议联检组先倘价联合国新闻中心1 9 8 4 年的活动 

和效率，考虑该中心活动对用户的相关程度， 联检组这一报告连同秘书长的 

意见应当在新闻委员会第"b届实质性会议上提出。 委员会审议了该报告和秘 

书长的意见后，应再就进一步行动向秘书长提出建议。

, 3 . 应请新闻部在再传播机构实际利用该部各新闻中心分发的材料方面改 

进其资料收集程序* 新闻部关于这一方面的进度报告，包括提出经修改的数 

据收集方式，应提交新闻委员会下届实质性会议。

4 . 应请联合检查组佑价1 9 8 4 年新闻部视觉事务处活动情况，以找出 

并具体说明提高成本效益和制作质量的途径》 联检组的报告应连同秘书长的 

建议一起提交新闻委员会1 9 8 5 年会议g
5 . 应请新闻部依照联合国有关决议，充分报道透反和影响自1 9 6 7 年 

以来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人民的人权的政策和做法，特别是脏碍巴勒斯坦人民 

在其国土上迅速实现自决的那些政策和做法。

6 . 大会应承认关于利用广播促进和平事业的国际公约7 的重要性，并呼 

吁尚未如此做的国家加入这一重要公约，

7 . 应强调指出，题为 " 拟订一•项关于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直接电

视广播的原则的际公约" 的大会第3 7 / 3 2 号决议的重耍性。



f 1

注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2 1 号 》（4 ^ 3 5 / 2 1 ) 附件。

同上，《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2 1 号 》（V / 3 6 / 2 1 V
同上， 《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2 1 号 》（A X 3 7 / 2 1和更正 1 ) 。

见 A/A0.  1 9 8 / 6 8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大会第工十届会议会记录？ 》第一卷，决议，第 1 0 0 -  
104  页，

见 A / ^ a / 6 7 - S y a 5 5 5 6 和更正 1 , 附件。

Crrid. 57  14 (伦敦 H. H . 文具办事处， 1 9 3 8 ) .

Cmnd, 6 1 9 0 ( 伦敦，H . M ,文具办事处， 1 9 7 5 年 ），

见新闻委员会的任务第三部分（大会第3 4 ^ 1 8 2 号决议，第一节"，第 2 (c)段。

见新闻委员会的任务，第一部分（大会第3 4 X 1 8 2 号决议，第一t , 第 2 (a) 
段 ）•
见大会 1 9 7 8 年 1 2 月 1 5 日第3 3 / 7 3 号决议。



附 件

新闻委员会主席在1 9 8 3  
年实务会议开幕式上的发言

〔原件：英文〕

1 . 我们再次面临遵行大会第3 4 / 1 8 2 号决议交付本委员会的任务，这些任务

是 ：

" ( a ) 考虑到过去二十年来国际关系的演进，以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 

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的运切需要，继续审查联合国的新闻跋策和活动；

(切评价和继续注意联合国系统在新闻和传播领城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进

展；

( C ) 促逝笔立一个旨在加强和平与国际了解^ 以新闻自由流通、传播更加 

广泛、平衡为基础的新的、更公正、更有效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并就此向 

大会提出建议》 "
2 . 本要员会在过去四年里，认冥地、创造性地致力于这些目标，显示了联合 

国确是不同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聚在- - 起、解决争议问题的论:fe。
3 . 大会第3 7 / 9 4  B 号决议核可了新闻委员会1 9 8 2 年度报告， a 核可并 

促请执行报告所载委员会的所有建议。

. 4 。在这方面，我要对主管新闻部副秘书长明石康先生表示谢意，感谢他及时 

散发了有关大会第3 7 / 9 4 B t 决议执行情况的文件。在讨论我们的各项议程项目时 , 
我们将审议这些文件。

5 . 过去的四年，对委员会来说，并不轻松；未来的几星期，将需要我们的财 

心、谅解》尤其需要我们良好的意愿。这是因为，我们的任务不仅渉及要克服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差距—— 这是全球新闻和传播不平衡的主要原 

因之—— - 而且还梦及人的价值和态度，人具有反抗变革的劣性，即使这种受革是 

有利于人类的。

6 . 在本委员会实务工作开始一个新阶段的时候，请允许我同大家一起思考一 

下几个重大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同本委员会的任务有着直接关系。

7 . 第一个问题是》确认新闻和传播在人类事务中发挥重大的作用。新闻的内 

容、精确性和传播形式，对促进人民间、国家间和社会间的了解和相互信任，都是 

十分重要的。反之，新闻中的歪曲和疏虞，会散布恐惧、误解和不信任，而且会助 

长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和动葬不安。

8 . 现在的情况更是如此》 因为我们正处在一场人所共知的最强大深入的革命 

之中。我国外交部长卡洛斯。罗茶洛将军也曾谈到过这个问题，他在今年5 月在马 

尼掠举行的亚洲新闻机构领导人圓桌会议的致词中说：

"用 ‘ 革命 ’ 一词，而不是 ‘ 进步 ’ 一词，也许能更好地描绘联合国成立 

以来3 0 多年中在收集和传播新闻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过去的三十年，在传 

送的速度、播及的范围和向世界提供的新闻绝对数量等方面，都取得了飞跃的 

进步。我们现在正处于导致这些变化的通信技术革命的始初阶段。 "
9 . 罗茶洛部长警告说，旧的、根深蒂固的态度和技术进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矛 

盾，因此在新闻传播方面需要一种新的标准，此外，新闻机构业主和经理还需要有 

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因此，他提出下列问题：

"这些新工具会被用来使旧的争论永久存在下去，并在各国间散布不和， 

使它们卷入一场新的更加危险的冷战中？还是会被用来促进真理与和平，促进 

这个现已真正相互依赖的世界的安全和福利？，’
1 0 . 第二♦问题是，需要进行及时的有力的工作，以纠正联合国对世界和平、 

安全与发展不起作用的错误印象。遗憾的是》新闻机构的某些部门，坚持不恰当地



突出报道多数是关于这个 i ：界机构的政治方面的问题，而联合国的工作是兼顾并重 

社会、文化和经济问题的。在联合国的活动中，政治内容所占比重不到2 0 % ; 如 

果对这些内容给予的份量和重视，超过了联合国在社会一经济领城所进行的同样实 

际的、有意义的和有成效的努力，那么后果就是登曲了联合国在世界心目中的形象。

1 1 . 联合国依照《宪章》有能力提供适当的办法，来解决影响到我们这个多事 

的世界的冲突和争端。这些缔造和平的办法或手段，世界应该普遍地予以正确看待。 

否则，联合国作为和平工具的形象就不可能得到促进，各国政府也不愿意去利用。

1 2 . 在这方面，我们收到了几份报告，内容都是关于为了改善联合国的公开形 

象而可以达成一致的措施。

13， 我特别提到联合国新闻事务联合委员会（新闻联委会）题为"联合国系统 

的公开形象" 的报告 , b 我还要提到"关于在新闻部结构范围内加强联合国各新闻 

中心作用约方法和方式的研究报告。 " °
1 4 . 第三个问题是， 《联合国宪章》第一条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其中载有"不 

分种族、性别、语言或串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我之所以强调指出联合国的这一基本宗旨，是因为我认为，我们大家必须在思想上 

澄清联合国大家庭新闻活动的基础，特别是联合国本身新闻活动的基袖。

1 5 . 自从3 0 多年前联合国创建以来，这个国际社会的形态和结构，经历了非 

殖民化和解放的係大历史运动，已经完全改变了。通过联合国这个工具行使的国际 

社会道义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是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在这方面，联合国只是一 

直在履行其《宪章》规定的促进作用. 我想补充一句，在我们以审议机关和立法机 

关成员的身份检查和审议联合国的新闻活动时，我们液继续适用《宪 章 》规定的标

1 6 . 第四小问题是，关于新闻机构政治作用和社会作用的讨论，不能脱离全面



的发展问题，其中包括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建立适当的通讯基袖设施。在我们的讨论 

中，发展问题必然会联系到新闻问题，因为南北之间的所谓" 新闻差距"实际上就 

是经济—— 技术差距。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为什么非要联系到建立新的 

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的努力不可，其主要原因就是认清了这种实际情ÿL
1 7 . 这是我们无法规避的一项任务和道义责任。在当今相互依赖的世界上，人 

类不能长期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即 2 0 % 的人生活在十分富裕的岛上，而 

周圃却是不断扩大的贫困海洋。

1 8 . 第五个问题是，应该重申新闻自由的原则，以自由交流和更加广泛更加均 

御的新闻传播为基础，并保证新闻来源多端化和自由采用。

19， 我已经提出了这些重大的认识问题和理解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过去指 

导了 . 员会的工作，现在应该继续指导我们执行委员会的任务。请允许我补充一 

句。我认为，在促进建立新的国际新闻秩序方面，本委员会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 

文化组织的努力非但没有重复，而且本委员会和教科文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补充、 

相互支持的。

2 0 . 尊敬的代表们：约在2 0 0 年前，德国著名哲学家伊马努埃尔，康德曾预 

言，新的世舉秩序将会出观，但是其产生方式有西种，一种是通过源于道义上和理 

智上的洞察力而产生的一种意志行动，男一种是通过一场大劫难。幸运的是，我们 

还有机会作出选择。 因此，我们的自标应该是巩圓我们的成果，使之成为一项有意 

义的贡献，推动联合国系统内及在其他论坛上正在进行的努力，加强联合国，促进 

建立新的新闻和传播秩序。我们应该在实现我们的自标方面取得进展。同样，我们 

应该提高公众对联系人类的共同命运的认识。如果我们不能坚决地、协同一致地行 

动起来，那就只会拖延必须作出的重要决定，而如系要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较好 

的括身之地- 就必须作出这些决定。



a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 1 号 》（4 / 3 7 / 2 1 和 C o r r。1)。 
b 参看A/AC.  1 9 8 / 6 8 。

C 参看 A /A C , 1 9 8 /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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