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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題

有关的具体行动执行进展情况

秘书长的说明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 9 8 3年7月2日第137 (VI)号决议1请贸发会 

议秘书长经常审查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执行进展情 

况，并每年一次通过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a

2. 贸发会议秘书长向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1 9 8 4年9月10 

日至2 1日）提交了第一份有关年度报告（TD/B/1007和Corr. 1及2 ),该报 

告成为本说明的附件。

3.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关于该间题的讨论经过将在贸发理事会 

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的报告2中予以转达^

1参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六届会议《会议记录》第一卷，《*告和附件》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写83. II. D/6,第一部分，八节„

2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第】5号XA/39/13),第二卷„

84-2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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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地理上的不利因素仍然对友展中内陆国冢的全面发展造庇严重的限制. 

田干它们向世养帀场距禺遥远、相互隔绝而且不靠海而造成的麪外运输费用在许多 

情况下有增无已，这不仅是田于过埂通道的物质设备退化，而且也因为3t块交通 

经常中断.因此，有些发展中内陆a冢不得不转用包括空运在内的，费用昂贵的 

其他方式运载其货物.

2. 犮展中内陆国冢的外贸部门实绩很差，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国冢经 

济中的根本结构弱点，*而日益加重的交通费用负担又逬一步大大削弱了外贸部 

门.出口发展受到妨碍，因为这一负担限制了出口商品的范围，也限制了货物可以 

参加竟争并获得利润的市场• 当然，这一影嘀的程芰取决于每一个内陆a冢的具 

体情况，特别是其对外贸易的结构和方洵.由于运输费用高昂•逬口费用也将上 

升.这当然是假定•对进口的需求是没有弹性的，因为必要货物的开支可能无法 

避免• 然而由于外援水平低，出口收入减少，Ë而不得不大幅度削减逬口•甚至

- 削减必要货物的进口.逬而使增长和发展进一步下降.

3. 将友展中内陆国家整体的贸易情况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确实最明前

者仍然大大地落在后面.1982年•发展中内陆国家的人均出口值为6 0美元左 

右》ï]所有友展中国*冢则为119美元. 这两组a冢的人均逬口值分别为81美

元和1 5美元• 在过去十年中•友展中内陆国家的出口购买力几乎下降了3 %, 

而所有发展中国冢则上升了 2%. 2如果以出口的商品结构为基砒将发展中内陆 

国冢的人均出口收入間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这种趋势就显得更为突出-友展 

中内陆国家作为一个集团要想达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水平，是需要作出巨大的 

努力的：制成品出口需要增加五倍、燃料出口增加五倍、粮食和农产品出口增加一 

半.3



A/59M2
Chinese
Page 7

4. 随4出l-v：入叛少和逬口费用上升•月以设想•在所笮友备中国冢巡受的 

贸易条件日益恶化的压力下，受打击最大的逋雋是友展中内陆1家.此外，友展 

中内陆a.冢可能窗要用外汇来支付过境服夯，这別它们的国际收支严生不和影咽•

总的说来，友展甲内陆国冢显然面临着它们自己难以应付的巨大挑战• 此外*多 

数友展中内陆国冢位于友展中区域•茌多数惰况下，它们的邻国也是友展屮®冢* 

也同样缺乏资源-所以•许多过境®冢无法提供廉价有效的设施，帮助减轻友展 

中内陆国在贸易和发展中所面临的额外负担.

5. 近年来，国际社会已经开始汪憨到了友展中内陆a家的间题.伹所采取的 

措施仍不足以满足需要• 4因此迫切需要大幅度增加对这些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 

助.

6. 1983年7月2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第！ 37《VI)号决议 

请贸发会议秘书长经常审豐该决议以及历届贸犮大会的第63( III)号，第98

(IV}号和第i23(v)号决议中指出的与友展中内陆国家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 

体行动的扒行逬展情况，并每年一次通过贸昜和犮展理事会向联大提出报告•因 

此贸发会议秘书长请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政府间组织和某些非政府组织向他提 

供他们认为能协助他逬行此项审歪工作的资料•他指出•如果提供的资料能够指明 

为执行上述决议而已经采取的行动以及已经制订或拟议制订的政策.并指明所遇到 

的困难和障碍，那将是十分有益的• 本报告是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所收到的答复 

以及贸发会议本身在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方面所作的工作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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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各国t到的资科

1. 澳大利亚

7, 澳大利亚没有为援助发展中内陆国家的计划作出具体的捐助.然而，澳 

大利亚却通过它的双边计划以及给予联合国系统及其他多边巩构（联合国资本发展 

基金、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的捐助对这些国家进行援助。

8, 澳大利亚在1983/84年同一些内陆国家订立了双边援助计划，其中包括 

不丹、尼泊尔、博茨瓦纳、乌干达、津巴布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拉维、赞 

比亚、菜索托和斯威士兰#

9, 尽管澳大利亚在增加对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援助方面能力有1,但以下事

实证明了澳大利亚对于这些国家特殊问题的认识和关切：向非洲内陆国家运送粮食 

援助（1983X84年给予乌干达、津巴布韦和赞比亚价值7 8 0万澳元的小麦和大 

米）；向津巴布韦所做的认捐是澳大利亚泠支持发展中内陆国家做出的最大一项撲 

助承诺（1980年7月至1984年1 2月共计2, 000万澳元）. 1983/84年

给予十个发展中内陆国家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总额达1, 750万澳元，

2.

10•作为一项主要.原则，丹麦的发屣援助是按照贫困标准分配的.丹麦不赞 

成将发展中国家分泠种类繁多的特别类型来要求在国际发屣合作中绐予特别的优惠 

性待遇•因此*丹麦没有在它的发捩援助政策中为发屣中内陆国家采取任何特别 

措施• 但是•考虑到这些国家可能由于其地理位置而遇到特殊困难，丹麦愿意 

在其发展援助政策的总体范围以内》根据具体慣况考虑采取行动，以帮助兕服这些 

问题，

11.在1980至1982年的三年期间内，发展中内陆国家平均得到丹麦双边发 

展援助支出的10%，相当于7, 110万奕元；而它们在新的双边承诺中的份额为 

9 96,相当于6S 050万美元，援助是通过下列弟式提俣的：双边项目援助、多 

边，双边项目（由丹变出资，甶国际组织予以实施的项目）、附带条件的资金援助 

以及以专家和奖学金形式提供的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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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为发展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沽促供的資源方®，已经由北欧国寒（芬兰、 

挪威、瑞典和丹麦）联合出资，向南部非洸交通和通讯委员会提供了总额达450 

万美元的增款援助• 舞款供1980至1985年使用• ■典参加资助了一顼单独 

的研究，研究的@的在于改善南部非洲发屣协调会议成员国的铁路车辆设备的利用 

和维修• 丹麦对于这一项研究的辋助达7 0万美元•在1980年和1983年，向 

马拉维提供了总额达I, 600万美元的优惠发展贷款，供采购机场设备、通讯设备、 

电话线缆和用户设备• 此外，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个成贡国，丹麦支持将按 

照洛美协定所提供援助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非加太（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 

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关系到内陆国家新的或改善了的运输 

机会.

3. 伊拉克

13. 尽管伊拉克由于目前的特殊情况停止了对外援助，但它仍然承仏发展中内 

陆国家的特殊需要.至今为止，伊拉克已经向七个发展中内陆国家（非洲六个， 

亚洲一个）提供了反610万美元的援助.其中7 0尧是在1980/B1年提供的.

4. 意大利

14. 憨大利在双边和多边基絀上向若干发屣中内陆国家提供援助a 有九个发 

展中内陆国家（玻利维亚、中非共和国、马里、尼泊尔、尼日尔、鸟干达布尔基纳法 

索.、*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在农业和全面发屣、工业、能源、交通、卫生和培训等方 

面从意大利所支持的多边机构中得到缓助.意大利双边援助计划的优先颁序大致 

同上文所述相同，其中包括向破利维亚、卢旺达、博茨瓦納和津巴布韦提:供的紧急 

粮食援助.意大利还援助乍得的复兴计划.

*从1984年8月4曰起，上沃尔特正式易名为布尔基纳法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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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来西亚

15. 马来西亚给予发屣中国家的援助是在马来西亚技术合作方案体系内提供的. 

这一方案涉及了两个发展中内陆H家*马里得到了价值500万马来西亚元的粮食援 

助》 尼泊尔得到了管理、培训和规划方面的湲助.马来西亚最近还向亚洲开发 

银行的技术援助特别基金捐助了1 0 0万美元，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内陆国家是该基 

金的受益者#

6„雙

16. 荷兰政府认为，发展中国家集团内最重#的分组是最不发达国家# 然而， 

其他分组——如发展中内陆国家一一的定义也有一些用处，因为这提醒了国际社会 

注意到在具体情况下妨碍发屣过程的某些不利条件„ 但是，就荷兰的官方发展合 

作政策来说，不能以有关国家屬于内陆国为唯一标准而采取行动8 荷兰的发展政 

策規划中，没有计划作出捅款》来资助专门为发展中内陆国家这个分组采取的行动《

17. 1982年荷兰向十八;个发展中内陆国家支出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总值约达 

9, 400万美元s 这些支出大部分为赠款形式（8, 430万美元）a 技术援助 

成份约达3, 100万美元，

7.菲律宾

18 t菲律宾的技术援助理寧会主持了有内陆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代录参加的几 

个方案f 技术援助理事会是在费迪南德•埃》马科斯总统在内罗毕的笫四届贸发 

大会上为最不发达国家C其中包括许多内陆W家）作了 5 0万美元的认捐之后成立 

的《 参加者来自孟加拉圆、贝宁、不丹、博茨瓦纳、埃麗俄比亚、肯尼亚、莱索 

托、马里、尼泊尔、尼B利亚、苏丹、坦燊尼亚联♦共和国、乌干达和上沃尔特. 

它们是这些方案的受益者-

19•技术1助理事会今后微供的课程包括：⑻顼目研究的筹备；⑼小企业 

咨询；⑹农村银行基硪；⑹能源管理；以及.⑹农业管理a 此外，菲律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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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科学和技术局愿意将其属下研究机构所发展的某些对内陆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适 

用的技术同它们分享.

8.新加坡

20.新加坡通过科伦坡计戈IL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培训奖学金方案以及 

双边安排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发展中内陆国家从中得到好处#

9.變

21 •瑞典没有把发展中内陆国家作为一个特别的集团“根据发展水平的标准， 

墒典的国冢集团分类仅裉于承认国际上所选定的最不发达国冢失别.值是，瑞典 

致府承认，由于发展中内陆国冢的特殊地理位I,因而可能需要采取特别朽动. 

墒典给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支持是通过向开发计划署、国际开发协会、区域开发银 

行和箕他多边机构，以及向非政府组织捐款而实现的• 此外，瑞典双边援助的主 

要受援国中也有几个内陆国家，例如博茨瓦纳、老M人民民主共和国、赞比亚、津 

巴布韦、莱索托和斯威士兰.

10. 瑞士

22.瑞士并不仅仅以地理标准作为其发展和合作政策的根据，但依然继续囱几 

个发展中内陆国家和岛屿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向内陆国家所提供的官方发展攘助 

总额已经从1970年的1, 020万瑞士法郎稳步上升到1982年的8, 140万瑞士 

法郎• 1982年，有十七个发展中内陆国家得到了瑞士援助• 向这些国家所提

供的援助为双边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2 3%，全部官方发展援助的1 7%.

11. 多哥

23•多哥在电信领域内向上沃尔特提供援助，让这个最不发达的内陆国家使用 

它的现代化电信设施• 多哥政府还向马里、尼日尔和上沃尔特等内陆邻国提供港

口和航运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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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24.苏联同十八个发屣中内陆®家有贸易关系》传统的贸易伙伴有阿富汗、蒙 

古、老M人民民主共loH、異里、赞比亚、破利维亚和尼泊尔#这些贸昜关系近 

年来已经有了大樞魔齡1扩覉• 发屣中内陆国家向苏联的出口不薔缴纳任何关税， 

其申主要有农业、牧业和林业产品以及在苏联搋助下发展起来的工业体系所生产的 

制成品*苏联向ft陆国家的出口主要包括交通、电信和工业设备、能源和化肥• 

25s 1984年初，十四个发屣中内陆国家I苏联得到了资金和技术援助# 在 

某些情况下*援助计划是以豉府间鳋济和技术合作协定为基絀的，向阿富汙、中非 

共和国、乍得、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里、蒙古、尼泊尔、尼曰尔、卢旺达、鸟 

干达、上沃尔特和赞比亚等国媞供的援助就屬于这种情况，苏联为发1中内陆国

家支助了 i, 091个项目，其中6 4 5项已投入便片U 举例来说，在RII汗有一 

座水力发电站座化把厂和天然气设施；在赞比亚有一座柴油机发电站和供水设

旌；在乌干达有一座惇约_厂》 交通和通讯基_设施的发展也得到高度重视，F富 

汗*老射人民民主共和国、蒙古和尼泊尔这一部门中的几个项目也得到楼助*

1 3. R[拉伯联合酋长国

26, 1976至1982年期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通过珂拉伯经济发展阿布扎比 

基金向若千个发1中丙陆国家提供了资金援助，向七个发屣中内陆国家提供的贷 

款总频约达3. 13彳乙迪，拉姆* 在马里心鸟干达进朽的两个项目是公路发展方面的• 

向莱索托和卢旺达提供的贷款侧是为了发屣机场基础设施• 正在资勤的其他顼目

包括制透业（乌千达）、农业（布產迪）、发电和能源（马里和尼日尔）•

14大不列顛及北愛尔兰M金ÜJI

27«在分配援助方而*英国政府不认为发展中内陆国家是一个特别组别• 但 

是》_于它们属于最贫困的发屣中国家，所以它们多数从联合王国的援助计划中得 

到好焚9 1982年，_发屣中内陆国家提供的官方犮屣援助总额约达8, 790万 

英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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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内陆国家还从联合王国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 

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提供的援助中得到妤处.《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设想拨 

出国民总产值的0. 15%作为对这些国家的援助，而且还在稳定出口收入、普遍优 

惠制、农村发展、粮食安全、以及能源等对于所有最不发达国家都很重要的领域提 

出了逑议.此外，许多内陆国家也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同非加太（非洲，加勒比和 

太平洋）国家之间缔结的第二次洛美协定的签署国• 联合王国还将在五年期内为 

根据协定提供的欧洲开发基金第五次补充资金捐助17. 7695 (按现行汇率计约泠

4. 85亿英镑），公约给予非加太地区最不发达、内陆和岛屿国家以特殊待遇*

29. 联合王国还通过参加非洲发展合作和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等区域性方案, 

积极支持萨赫勒以南的非洲内陆国家•联合王国向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谈提供了 

约1, 000万英镑，以供修复莫桑比克的林波波铁路线*对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都 

有利联合王国最近还参加了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另一个顼目《即发展马普 

托港口 •莱索托和斯威士兰也将和莫桑比克一样得到好处*

30. 联合王国在几个内陆国家实施了若千交通建设或修复项目*目的在于改善 

其国内交通和同邻国的交通• 最近获得此种项目的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囿家有马拉 

维（2 3 3万英镑）、莱索托（4 9 2万英镑）、津巴布韦（8 2 0万英镑）、尼 

泊尔（1, 830万英镑）# 联合王国还援助尼泊尔和津巴布韦的电信部门，并向 

几个内陆国家提供了基本交通设备和货物。此外，由于对任何发展中国家来说，

培训都是重要的项目组成部分，联合王国在几个内陆国家实施了几个培训项目，其 

主要S的是提高交通和通讯方面的技术能力.

15.美利坚合众国

31. 美国在发展中内陆国家最多的非洲有5个分区域援助计划a 总的优先援 

助领域有农业和乡村发展、人力资源开发、体制建设以及卫生和人口， 交通基础 

设施的发展仅在南部非洲分区域得到特别的重视•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齊品逬口 

支助也得到特别考虑，因为它们的外汇困难特别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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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萨赫勒开发方案包括八个国家，其中四个是内陆国家，即乍得、马里、尼

日尔和上沃尔特9 1983和1984财政年度中给予这些国家的发展援助方案总额 

达7, 600万奰元《 此外还援助了对这些国冢有利的萨赫勒区域性活动a 1983 

和1984财政年度为这些活动拨款达7, 450万美元a 1985年的计划要求为这 

四个国家中活动拨款5, 200万美元s为区域性活动拨款3, 100万美元

33. 东非援助计划只包括一个内陆国家，即鸟千达.1983和1984财政年 

度为该国泼款I, 650万美元* 1985年的计划要求拨款1, 000万美元中部非 

洲援助计划包括布隆迪、卢旺达和中非共和国，1983和1984财政年度拨款

2, 150万美元# 1985年的计划要求为这三个国家拨款1, 180万美元s

34, 南部非洲的援助计划包括六个内陆国家，按分区域来说，对这一分区域的 

援助计划是最重要的（博茨瓦纳、茱索托、马拉维、斯威士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1983和1984财政年度共向这些国家拨款2. 059亿美元。此外，还通过南部 

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体制支助了区域性活动a 在同一时期为这一区域性计划拨款达

3, 040万美元a 1985年的计划要求为这六个国家拨款8, 820万美元，外加 

700万美元支助区域性活动# 在亚洲，美国的援助计划包括一个内陆国家，

即尼治尔* 它在1983和1984财政年度得到的拨款为2, 730万美元，1985

年的计划#求拨款1, 5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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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国际组织收到的资料 

A.联合国机构和方茱

1 •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

35 .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通过在大量的发展中内陆国家中实施项目并提供短期 

.裕询服务，努力帮助发展体积小、价值高的代用品工业，编制国家发屏计划和培训 

国家工作人员a该部牿别在下列内陆国家中实施了项目：阿富汗、玻利维亚、博茨 

瓦纳《乍得、莱索托，马拉维、马里、尼日尔、巴拉圭、卢旺达、斯威士兰、上沃 

尔牿、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在这方面有特别意义的是该部在玻利维亚的工作•联合 

gj秘书长要求该部尽一•切可能支持破利维亚为改善其经济状况而作出的努力a 1983 

年，该部还致力于向一些内陆国家及其过境临国提供技术援助，以便逬行可行性研 

究，并建造，扩大、发展、修复和维修交通线路•该部2协助探讨建立其他交通线 

路的可能性，以便发屏贸易和商业•此外，在1983年，该部总部工作人员还到下 

列发屏中内陆国家提供裕询服务：莱索托、马拉维、马里、尼泊尔，尼B尔、卢旺 

达、苏丹、上沃尔牿、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2.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36. 在农业方面，业太经社会为该地区发展中内陆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 

其中包括传播关于粕食和农业的情报a通过业洲和太平洋化肥裕询发展和情报网组 

织了一系列的会议和讲习班，其重点包括化肥的长期供求《化肥的进口采购和管理， 

化肥销售及化肥的配制.此外，亚太经社会还支助与农村发展有关的项目以及为估 

价稚食短缺的农业气候模式项目，其中涉及到尼泊尔。在工业发展方面，尼泊尔得 

到的援助包括促进一项主导工业项还计划给不丹以至阿富汗提供类似的援助. 

这三个发展中内陆国家还参加了农业机械区域网和技术转让区域中心所组织的活动。

37. 在区域贸易扩展与合作方面，曼谷协定为最不发达国家规定了特别措施^ 

即是内陆国又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老树人民民主共和国是签署国之一，享有牿别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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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待遇《此外，亚洲和太平洋贸易合作部长会议（197«年8月，新德里）同意, 

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家和岛屿国家的特殊需要应该得到特别重视，其中包 

括在减少它们的区域贸易不平衡方面提供援助。

38.这一地区的四个发展中内陆国家（阿富汗、不丹、老树人民民主共.和国和 

尼泊尔）在贸易促进和情报方面得到了技术援助。这些国家和案古还从由开发计划 

署资助，贸发会议和亚太经社会联合实施的项目——向最不发达的内陆®家提供播 

助（RAS/81/1 14)中得到好处5a而且由于它们地理上的不利条件所造成的特殊 

问颗，也由业太经社会的内陆国家牿别机构定期审查》这些国家得到好处的其他活 

动领域有，原材料和初级商品、交通、通讯相旅游、航运、港口和内陆水道、人口 

和自然资源。

3.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

39 .拉美经济委员会最近的活动包括在促进出口的体制领域方面，特别是出口

信贷保险方面向巴拉圭政府提供技术援助a

4. 联合国贸易和犮展会议

4ft在提请a际社会注意发展中内陆国家所面临的特殊困难方面，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一直起着主导作用，1983年6月的第六届贸发大会也深 

入地审议了这些国家的特别需要和间颞，并评价了国际社会为这些国家执行的具体 

行动的进屜情况^对于这方面的工作仍然远不能满足需要表示了深切的关注。

4L贸发大会第137( VI)号决议列出了国际社会应该集中支助发屏中内陆国 

家的领域^为了更有效地指导这方面的工作，贸发大会还请贸发会议秘书长任命_ 

个小规模的特设专家组，研究如何改善过境运输的基本设施，作为解决发展中内陆 

国家特别需要和问颞的具体行动的一邵分a专家组于1984年6月4 0至8日在日 

内瓦开会，并将按照贸发大会的要求6向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提出报 

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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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L贸发会议还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助下继续逬行对发展中内陆国家有利 

的技术援助活动.为包括博茨瓦纳、莱索托、马拉维、赞比亚、津巴布韦和斯威士 

兰等国家在内的南部非洲分区域提供的内陆过境运输援助项目（RAF/77/017 ) 

在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联合共相国的充分参与下实施，并于】983年进入第二阶段, 

目前已大部分投入使用#这个项目活动是同南部非洲交通和通讯委员会的活动以及 

东非和南部非洲国家优惠贸易协定秘书处的活动密切协调的a最近，于1984年2 

月在利隆圭（马拉维）举行的有关政府《开发计划署和贸发会议三方项目审查会议 

商定了今后的活动，其中包括该地区贸易单据简化和标准化工作、过境货物运输的 

后勤工作、建造干码头、改善货物转运服务、起草区域性或双边过境协定议定书以 

及国家和区域一级其他有关的体制性安排。

4a对东部和中部非洲分区域内陆过境运输的援助项目（RAF/7a/〇i5 )所 

包括的过境通道涉及到布隆迪、卢旺达、乌干达和扎伊尔东部的基队地区，目前正 

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ÜJ的参与下实施•项目活动同下列的两个组织所做的 

工作密切协调：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布隆适、卢旺达、和扎伊尔）和卡盖拉河流 

域组织（布隆迪、卢旺达.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该项目的目前活动包 

括，协助内陆国家及其过境邻国谈判一项过境协定、建造干码头和其他内陆货物过 

境运输设施以及培训内陆过境运输方面的人员•

44. 对西部和中部非洲发屏中内陆国家的过境运输援助项目（RAF/78/D38) 

所包括的过境通道涉及中非共和Hu乍得，马里、尼日尔和上沃尔牿，在这一分区 

域中的主要过境国家有阿尔及利亚、贝宁、喀麦隆、刚果、加纳、象牙海岸、尼日 

利亚、塞内加尔和多哥•主要的项目活动包栝捶助建造千码头，促进集装箱化和协 

助谈判过境协定9

45. 在亚洲，有关国家和贸发会议以及开发计划署于1983年1 1月审查了协 

罔亚太经社会实施的援助最不发达内陆国家项目（RAF/81/114).为1984 — 

1985年时期提出的_系列活动中包括仓库瞀理和包装、贸易单据和过境及海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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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简化和协调、过境货物的保险，集裝箱化和多式联运以及发展货物空运，这些 

建议目前正由有关政府作进一步审查》

46 .促逬贸易和简化手续是内陆国家所面临的总的过境问颞的_个重要方面 

繫琐的设施、手续_孳据窨处很大，因为它们妨害过境交通的畅通，贸发会议的贸 

易手续简化问颧特别方莱继续应发展中内陆国家的要求尚它们提供这一领域的谘询 

服务《鉴于有必要向发展中内陆国家进一步提供技术援助，贸发大会第】37(VI) 
号决议第9段请贸发会议秘书长进一步推进贸发会议的技术谘询服务工作，以便： 

⑻不断审查各地区的过境运输情况、设施和安排以期帮助各国政府采取 

行动改进运输程序和规章以及过境、运输和港口基本设施； 

r〇)提供技术支助，改进行政f理能力以适应有效过境系统的需要；

㈤查明为有效经营过境设施进行必要训练的需要和机会并研拟一项综合 

培训计划；

(d)协助发展中内陆国家政府对改革其经济结构的可能性加以估价，以确 

定能否在这些国家为体积大、价值低的产品建立代用品工业，并在出 

口方面发展价值高、体积小的产品^

47.在邇过该项决议时，会议主庸说，他得知各区域集团有_项谅解：贸发会 

议秘书长将寻求预算外资源，包括开发计划署基金和其他自愿捐助，以便使他能够 

执行决议慕案第9段的规定，而且他将向贸易和发展理寧会第二十九届会 

议报告进屦情况，供其审查f因此，贸发会议秘书长于1984年2月I ©日向贸发 

会议成员国和开发计姻署发函，请它们告知它们准备作何种捐助，至今为止，以下 

国家作了答复：奥地利、伯利兹，哥伦比亚《丹麦《约旦、墨西哥.挪威、利比里 

亚、菲律宾和西班牙9它们全都表示无力作任何捐助以支持上述的谘询服务。开发 

计划署也邇知秘韦长，在本阶段，无法从方案中拨出此项基金。

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六届大会报告第二部分（TD/3 25/AdcU ),窠 

2 2 0段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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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48.发展中内陆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的特 

别重视，首先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太多数同时也是最贫穷国家，因而从指示性规划数 

字资源总额中得到较大的份额，第二，属于内陆国也是使这类国家得到较高的指示 

性规划数字的一个附加标准^除了从开发计划署主要方案中（主要是指示性规划数 

字以及在适当情况下的最不发达国家（其中十五个是内陆国家）特别措施基金）， 

向发展中内陆国家提供的资源以外，联合国援助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的资源是 

专供这一组国家便用的L迄今为止，有十三个发展中内陆国家从这项基金中得到好处: 

非洲八个、亚洲四个、拉丁美洲一个•核准的项目侧重于改善交通和贸易，包括过 

境设施•开发计划署署长曾在各种场合呼吁所有国家为这项基金慷慨捐助，因为它 

的资源仍然十分有限。

6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49.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在若干发展中内陆国家中有几个正在进行 

和正在拟订的项目9这些项目主要是谘询服务和可行性研究形式的技术援助a有少 

数几个项目是为设立小规模的工业单位提供数目不大的资金捐助#这些项目下的部 

分资源也用于培训和体制建设•

50.在发展中内陆国家的国家一级牿别重视的工业产品包括加工食品和食用油、 

纸浆和其他木制产品、塑料产品，加工革药和成药、建筑材料和水泥、制革、杀虫 

剂、破璃制品、农具、服装和化肥•

5P:工发组织还支助一系列的区域性项目，如援助尼日尔/尼日利亚联合委员 

会，该委员会正致力于确定可由双方共同促进的工业项目^同时还正在援助里普塔 

格/古尔马局（马里、尼日尔和上沃尔特的一部分）进行关于建立冶铁联合企业、 

磷肥厂和水泥厂的可行性研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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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界粮食理寧会

52»世界粮食理♦会正邇过囿家粮食战略的途径鼓最采取综合的方法来解决®家 

粮食问题fÉ产《消费以及囿家和粮食安全作为一个整体）•其目的还在于鼓励同 

—地区的各个国家：*并且在国E和区域间一级建立相辅相成的体制• 这一方法是 

由#界粮食理寧会提出的*现已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赞助；博 

茨瓦纳，尼日尔，卢旺达和赞比亚在各个双边和多边捐助者的支助下•正在制订ffl 

窠粮食战略》

联合国专门机构和有关机构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53»淼林部门对发屣中内陆国家：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二十一个 

发展中内陆国家中》有十二个国家的薪柴和木炭占全部一次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二以

上^ 同时*在十四个国家中出现薪柴稀敏，因为不断增长_人口继续依靠薪柴作 

为他们主要的或唯一的能源•因而造成对这一资源的过度砍伐a 在分区域一级f萨 

赫勒中部SE)以及在国家一级f上沃尔特）也对薪柴资源隹了估价*并且向几个 

其他发屣中内陆®家提供了淼林资源开发方面的进一步摄助，

54在渔业方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积极向内陆国家提供技 

.术援助*特别是内陆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发屣方面的攘助„ 粮农组织同其中多数国 

家的协作主要是通过技术咨询，讨论会和讲习班以及对外地项目提供技术资助.

55.至于对发生自然灾窖的缓助*粮农组织特别教济工作处根据受特别天灾影 

响_国家:所提出約要求*在农业》畜牧和渔业部门提供紧急援助# 特别救济工作 

处的工作涉及到灾区农牧业和粮食部门的若干复兴问题*并协助采取防灾和灾后紧 

急搢施a 1982年和1983年在下列内陆国寰中采取了紧急行动：坡利维亚*博 

茨瓦纳《•乍得《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马里、尼泊尔、卢旺达■•鸟干达和 

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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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在粮食安全方面•粮农组织全球粮食情报及早期预报系统监测作物的情况、 

生产前景以及国家粮食供应情况• 这些估价均列入关于粮食收成和短缺的报告中, 

每月一次向各国政府以及与救灾工作有关的国际组织散发.此外•根据粮食安全 

擄助计划•已开展了若干方案•以帮助这些国家在轉食和农业方面实现更大程度的 

自力更生-.

57 .粮农组织在1983年5月组织了一次“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国家防备严重和 

大规模粮食短缺”讲习班*发展中內陆国家如不丹和尼泊尔等参加了讲习班B 讲 

习班約目的是使各国相互交流在解决粮食紧急情况方面的经验a 计划在1984年 

和1985年为非洲国家举行两个类似的讲习班，将有一些内陆国家参加.

58. 作为支助区域性合倌安排工作的一部分*粮农组织还协助西非国家经济共 

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实施《拉各斯行动计划》的有关部分•特别是制订区 

域性农业战略•包括销售和运输方面，另外一个实例是根据《卡塔赫纳协定》在 

销售和植物保护以及牲畜健康方面给予玻利维亚的援助.

59. 在粮农组织的所賓活动部门•特别是在农此和渔业部门中*还为几个内陆 

国家进行了培训活动• 粮农组织还帮助发展中内陆国家加强和实施商品政策• 

其他的活动以发展出口和减少进口为目的•

2.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601 民航组的t抹t:地方案Ê括挺供民航专家、培训奖学金以及帮

助生产设备，它涉及许多发展中内陆国家9 1984年，在这一方案下所友起的

1 8个项目涉及到十一t这类国家。为这些项目所拨出的资源约达740万美元„ 

与这方面有关的还有民航组织关于发展国际空中答运和货运的区域性研究方案^

正在进行的此种研究之一所涉及的非洲区域占有友展中内陆国家的多数。这些国 

家从中得到好处的其他活动还有：出版关于航空经济学和管理各个方面的手册.就 

这些专题组织会议和讲习班、以及由民航组织区域办事处定期提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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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农业犮展.基金

61.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业发展基金）在其设立的头六年内齿其二十个发展中 

内陆国窺成员国中的十八个国家的粮食生产和乡村发展项目提供了总数达2.' 493 
亿#元的贷款》 目前，农业犮展基金在珂富汗和乍得都还没有项目<• 农业发展

基金在内陆国家中资助的2 7个项目全郁都是面向扩大小农户的生产能力并提高他 

们的粮食自给自足水平》 在少数一些国家中（例如乌千达.马拉维），项@基金

是用以资助对于恢复或进一步增加粮食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投入《 1983年，农业

发展基金为在马里《马控维、津巴布韦、斯威士兰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项目提 

供了 $190万美元^

4, 国际劳工组织

62. 在二十一个发展中内陆国疲中，1982/83两年期从所有资金来源花费在 

国际劳方靡(劳3脑)技术合^活动上的开支达2^210万美元 在198^/83两年期总 

额中所占开支较大的国家如下：布隆迪（320万美元）；鸟干达（260万美元）； 

尼汨尔（250万美元）；马控维（250万美元）；上沃尔特和马里（各200万美 

元》以及其他几个开支超过100万美元的国竅•如博茨瓦纳（170万美元）以及 

尼日尔（110万獒元）a

63. 在增加就业机会方面，正在向马里和上沃尔特的特别公共建筑工程方案提 

供援敗 马里的方案由荷兰和开发计划署共同资助，而上沃尔特的方案则完全是 

由荷兰资助的》

64. 在技术转让方面，劳工组织的援助包括资助一项农具和设备技术区域性项 

目，该项目包括博茨瓦纳和赞比亚• 在这一项目下编写了一份关于劳动密集型耕 

作的农具和设备手册，供政府机构、农业和工业推广部门-以及小农户和小制造企 

业使用a 还资助了这两个国家之间在工厂设备方面以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形式 

迸行的情报交流》 劳工组织还在玻利维亚促进劳工密集方案a 此外，还到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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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韦提供咨询胀务，以推广用于农村地区的技术9 在这方面得到援助gy其他国家

有：蒙古《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坡利缍亚。

65.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开犮计划署和国际劳工组织在鸟干达联合执行的紧 

急交通修复和犮展项爵于1980年开始，1983年结束。此外，开犮计划署和国 

际劳工组织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合办的为培训建筑技术人员而给予国家机构的技 

术援助项目正在实施中# 在尼泊尔，开发计划署和国际劳工组织合办的重型设备 

技师培训项目，帮助该国政府建立一个公路建造重型设备维修方面的国家培训系统> 

此外还在巴拉圭实施两个有关人力资源开发的项目^ 关于在旅馆和旅游部门进行 

人员培训，劳工组织正在为马拉维和尼日尔提供援助. ~

5.国际海事组织

墘翔织(海31^)织)爺歧泼展中内陆国家所提供的援助包括：为破利维亚提供 

一项为期两年的世界海箏大学奖学金，向布隆迪提供海筝立法和航行规鞏方面的咨 

询服务，向尼汨尔提供海事安全箏项方面的咨询服务，以及向尼日尔提供海事立法 

方面的咨询服务<^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67.在确定一个成员国份额的大小时，基金组织所用的标准不仅是经济规模，

而且还有该国贸易的开放程度、平均进口额、出口多样性、以及出口额同11民收入 

的比例等囡素•发展中内陆国家是典型的初级出口商品生产国，初级出口商品在它 

们的收入中占主要份额，而且受到价格和出口量波动的影响•这种确定份额的方法 

所给予它们的份额要大于按照它们的经济规模所应得的份额，关于辅助性安排和扩 

大的设施，十四个发展中内陆国已经在此种安排下利用了基金组织的资源—一至 

1983年来达1 51乙特别提款权•此外，由于发展中内陆国家基本上是初级产品生 

产国，因而更容易受到出口额下降的打击，这使它们有资格动用补偿贷款设施•从 

1963年设立该项设施到1983年1 2月，已有十四个内陆成员国便用这一设施进 

行了总额达6.7亿牿别提款权的采购至]983年底，三个内陆成员国还使用了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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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设施，总额为4, 000万特别提款权•此外，内陆成员国还经常使用基金组织 

的技术援助。十八个国家从财政事务部得到援助，十五个国家从中央银行部得到援 

助}十九个国家从统计局得到援助。

7,掘际电信联盟

68, __，国际电信联f (嚇幢)在国家和分区域一级向九个发展中内陆国家（博茨 

瓦纳、布隆迪、乍得，中非共和国、莱索托.马拉维、乌千达、卢旺达和斯威士兰> 

提供了援助* 这一援助包括不同领域，其中有电信培训和管理^以及友展和养护 

电信基絀设施。在亚洲，国际电信联盟资助了阿富汙、蒙古以及尼泊尔电信培训 

方案，在尼泊尔还提供了电信维修和管理方面的技术援助。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69,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在多方面援助犮展中内陆国

I 在科学和教賀领域内帮助博茨瓦纳，马里，尼汨尔、上汰尔特和赞比亚編写

教材和改进教育方法s 资助中非共和国、莱索托、马里、巴拉圭、斯威士兰、鸟 

千达和津巴布韦改进技术和职业教贰还在环#；教育方面援助了阿富汗、中非共 

和囿、萦古，尼汨尔.卢旺达和上沃尔特9

70. 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援助主要是在分区域一级向一些发展中内陆国家提供的, 

这些囿家包括马里、尼日尔和上沃尔特（在西非经济共同体范围内中非共和国

(通过中非海关和经济同盟）以及布隆迪和卢旺达（通过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 

在亚洲，爾亚和中亚科学与技术区域办事处正在援助阿富汗《不丹，蒙古和尼泊尔 

茇展当地技术。几个发展中内陆国家还从教科文组织的情报系统和服务方案得到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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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万国邮政联盟

71.万国由除联盟卵I邮盟)1979«il々热内卢通过的第C 3 7号决议建议将处于不 

观地位的®家*特别是內陆国家的需要放在优先地位《万国邮政联盟为处于不利 

地位的S家发起了许多区域性和区域间的项目*有些内陆国家已经从中得到好处• 

这些项目主要涉及到改善邮政业务和培训• 万国邮盟还支助若千发展中肉陆国家 

的国家项目*并资助专家定期到这些国家提供咨询服务• 1984年的援助方案包

括继续在一些选定的发展中内陆国家中提供咨询服务以及进行培训• 此外逐制订 

了一个特别方案以帮助三十六个最不发达国家实现邮政业务现代化，该方案将提交 

1984年6月至7月_万国邮盟大会核准.许多发展中内陆国家将从这个方案中 

得到好处.

10. 世界银行 ，

72. 世界银行根据各国政府所看到的本国具体经济情况向该国提供贷款B银行 

的贷款政策并不根据共同地理特征将国家分类。然而，由于银行提供贷款的发展中 

内陆国家中有75 %列为最不发达国家，7 0 %处于非洲撤哈拉以南地区，银行向 

内陆国家提供的贷款额是很高的，这是因为银行强调在最贫穷的国家投资，也是因 

为它对非洲撒皆拉以南地区的关切a银行向发展中内陆国家提供的贷款总额从1980 

年的4. 489亿美元上升到1983年的6. §94亿美元，即增加了约4 9%.过去五 

年中借出的基金中大部分为国际开发协会的信贷》

73. 在对于发展中内陆国家至关重要的交通方面，世界银行在设备和体制建设 

方面都十分积极地参与建立新的基础设施和巩固加强现有的基础设施。在1983财 

政年度，世界银行资助尼日尔的一项2,360万美元的四号公路项目、津巴布韦的 

一项2, 640万美元的公路工程协调和改善项目一其中包括编制一项协调的交通发 

展战略、以及乌千达的一项将持续到1987年的2, 200万麵元的邮电整顿项目9 

在1982财政年度，资助了中非共和国的一项I, 800万#元的公路修复项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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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圭资助了一项4, 600万美元的七号公路顼目，为卢旺达资助了一•项2, 5Q0万 

美元的公路修建项目、以及两个电信项目：为马里提供】，350万夢元的电话和电 

缆设施贷款以及为上沃尔特提供了 1，700万獒元的贷款》

74世I银行在几个发屣中內陆国家中优先考虑的另一个关键埤领域是能源部 

门《 世界银行同开f计划署合作*完成了关于布隆迪，马拉维，卢旺达，赞比亚 

_津巴布韦等东非内陆®家能源估价的报告.•而且计划为乌千达作同祥的估价报告. 

在1983财政年度•世界银行为津巴布韦的姆万盖热电祜及有关时发电工程提供了 

1» 05忆夔元_贷款*并且鼓1津巴布韦的太阳能研究•以及布隆迪的泥炭利用。 

在西部非洲*世界银行正邇过支持造林和护林工作*帮助减轻这一地区日益严重的 

蕲柴短缺问题# 世界银行在1983财政年度为马里建造一个沼气发电站提供了 

â 400万美元的贷款• 世界银行还鼓嚴诸如尼曰尔河流域局等区域性组织在能源 

开发方面作出主动努力《还在农业和交通以及能源等方面向南部非洲开发协调会 

议襬供文助*箕中有六个成员国是内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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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收到的资料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非加太国家）

75.关于发展中内陆®家的需要和问题方面•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非加太国 

家）已经制订了具体措施•在即将同欧洲经济共同体举行的谈判中•这些措施将成为 

非加太国家立场的一部分*而且将成为下一份非加太~一欧洲经济共冏体公约文本的 

一个组成部分•

2. 非洲开发银行

76 .非洲开发银行将其五十个成员国中的二十九个划为该地区需要特别照顾的 

最不发达囯家•其中十个是内陆国家.至1982年i‘2月止*这组最不发达国家 

吸牧了非洲开发基金全部贷款的8 I %•该基金是非洲开发银行软贷款的主要来源. 

这一地区’发展中内陆国家整体的贷款总额从1982年的207. 90记帐单位增加到 

1983年的224 84记帐单位• 这些资源大部分用于发屣公共设1农业和交通.

3. 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

77.中非共和国是中非关税相经济飼盟内唯一的内陆国家•它从这项区域安排 

范围内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中得到好处• 这些活动包括为中#共和国改进公路过 

境通道和扩建班吉机场.正在进行的其他项目包括在杜阿拉为中非共和国和乍得 

发展港口设施*以及在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地区发展综合旅游基础设施•中非共和 

国将从中得到妤处a

4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

78 .属于洛美协定签署国的发屣中内陆国家从欧洲开发基金第五次补充资金 

f 198〇 一 1983年）得到总额约达64a 760» 191欧洲货审单位的援助.这 

项援助主要用于资本项目•与项目有关的技术合作-培训》贸易促进-工业和农业 

合怅，特别缓助以及稳定出口收入制度• 而且•协定第155条规定•将为非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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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fL加勒比相太平洋）内陆®采取特别措施•使它们得以充分利用协定提供的 

机会a 对于非洛美换定缔约®的内陆®E•欧洲共同体在1976至1984年（3 

月3 1日）期间拨街4« SSA 6万欧洲货币单位的开支„这项开支涉及对于这些 

国家_技术和资金替助》此外*破利维亚，巴拉圭，尼泊尔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B等国E在1978至198S年之间得到了总颈超过70万欧洲货币单位的紧急援助#

5,大湖gE鏹济共同体

79 .大湖aE經济共同体高度重视其成员国f布隆迪和卢旺达）及地区f扎伊 

尔东部内陆地理位置所造成的问题*因此在这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些 

建谈包括*建造和改善公路；设立谈判委员会•以便同肯尼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顯和鸟千达传出有利的过境安排为同坦燊尼亚谈判使用达累斯萨拉姆港口设施的长 

期安排（贝勒巴塞协定）傲好筹备工作ï并在改进通往海港通遒中的过境设施以及 

区域间交邇基础设施方面编写研究报告，此外*大湖国篆经济共同体提出的工业 

发1战略是裉据成员國地理上的不利因素和国内市场过小所造成的间题而制订的，

8.英联邦秘书处

80,近年来英联邦特别重视南部非洲发展中内陆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目的 

在于扩大它们在过境贸易方面的选择*并为自力更â发屣而全面调整它们的经济结 

构纽英联邦邇过双边安排以及邇过其秘书处和其他多边机构支助这些®家的活动 

由于在1980年成立了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而日益得到促进，此外*英联邦秘 

书处通过英联邦技术合作基金继续为南部非洲发屣协调会议的各个方粟和项目提供 

缓助》其中包括筹备部长会议和技术讲习班*以及关于各个部门•特别是工业政策 

协调方®的研究工作a在英联邦技术合作基金为开发当地技术能力*特别是交通、 

电信。公共建筑工程，农业和能源领域内的技术能力而提供的技术攘助中*这一地 

区英联邦内陆国窳是主要受援英联邦在乌干达作了特别的努力•通过在各 

个领域内援•供技术缓助來支持鸟干达的经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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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税合作理事会

8J •在诲关事务方面•理事会制订了一系列的国际文件•如果得到接受•它们 

将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内陆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在这方面特别应该提到是《关于筒 

化和调和关务手续的国际公约》f京都公约）和《使用国际陆运单据本的®际货物 

运输诲关公约》.理事会将同贸发会谈联合组织区域和区域间座谈会和讨论会• 

以这些文件为主题进行讨论.

8. 国际公路运输联合会

82'国际公路运输联合会参加了联合国系统交通问题方面的多次国际会议，并 

在所有国家中为解决交通方面的问题傲出了贡献.在国际公路运输联合会1984 

年4月于威尼斯举行的关于交通问题的世界大会上•曾有人提出，国际公路运输联 

合会应该在规划国家和国际客运和货运方面提供援助，

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83 .由发展援助委员会各成员国和主要由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资助的多边机 

构向发展中内陆国家提供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在7 0年代普遍稳定上升，从1372 

年的总额6. 016亿美元上升到1980年的23. 77亿美元• 1982年的官方发 

展援助总额达22, 8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双边援助，7非官方发展援助•即 

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和多边机构提供的其他非减让性援助*对于坡利维亚，博茨 

瓦纳，马拉维《尼日尔、巴拉圭《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发展中内陆国家有一定的意 

义.

1 0.美洲国家缀织

84.美洲国家组织向两个内陆成员国——坡利维亚和巴拉圭提供了技术援助„

巴拉圭的方案主要涉及巴拉圭查科地区的综合发展，以及人力、教育《科学和技术 

的发展，和文化发展及培训„ 而在坡利维亚•援助主要涉及坡利维亚亚马逊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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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以及促进国际贸易与旅游、体制建设-科学和技术*文化发展和培训,、

I 1»西非经济共同体

85,西非经济共同体的内陆成员国有马里、尼日尔和上沃尔特•它们从在这个 

組织_体系内实施_几个运输项目中得到好处s 这些项目包括：设立一个海洋运 

输公司•研究确定转运点的设备需求，制订路运过境运输协议•以及调和海关规章 

和改魯该地区的公路运输基_设施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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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发展中内陆国家过境贸易和运输的国际公约

1.关于发展中.内陆国家过境贸易和运输的国际公约的意义

86. 过境运输问题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8 本报告导言部分已经指出，发展中 

内陆国家地理位置偏僻，与世界市场隔绝，而且不靠近海洋，加之过境运输基础设 

施很差，因而使这些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运输费用负担《这个负担对于这些国家外 

贸发展是一个严重障碍然而应後指出，运输费用因素并不是过境问题的全部。 

内陆国家必须通过外国领土才能进入海港，这不仅涉及经济上的，而且还涉及法律、 

行政管理和政治上的各种问题，需要双边和（或）区域以及多边参与才能解决。

87. 在这几级都存在着关于过境事项的若千公约和协定，对于解决过境贸易和 

运输方面的种种问题，它们是一个宝贵的基础.在本节所指的国际公约方面，应 

该承认，有些公约的概念过于笼统，无法付诸实践，或者有时并不适合集体情况， 

因此薔要改写和改善，但主要问题在于，对这些公约所持的一般态度并不令人鼓 

舞.许多国家尚未加入这些公约，即使在加入的情况下，对其条款的实际执行情 

况也并非完全令人满意，下文的讨论将突出闻过境贸易和安排特别有关的各顼公 

约的主要内容和批准情况，并就需要采取的行动提出一些建iX 在这方面不妨回 

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第137(VI)号决议中请成员国批准和实施各项过境 

贸易国际公约的有关条款。

88. 如杲对同过境贸易和运输问题有关的所有公约都进行审查，那就超出了本 

报告的范围。因此，为了说明问题，这里只提到其中一部分a 例如1921年的 

过境目由公约（一般称秀巴塞罗那公约）就是有关公约之一，但是这里没有必要详 

细讨论它的条款和局限* 这里只需指出，这是国际联盟赞助下为在过境运输方面 

建立一个广泛的规则体系的第一次尝试• 它还为此后的公约，如1965年的内陆 

国家过境贸易公约提供了依据。下文将要较为详细地讨论这项公约a 此外，还 

应该提到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五条所载的规定。尽管这迆协定并不是具体针对内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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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对于促进这些国家的出口却有着重要意义，19 58年的公海公约也同内陆 

国家问题有关，因为它规定沿海国和非沿海国都享有公海自由权利，每一个国家， 

不论沿海与否，都有权悬挂其国旗在公海中航行8

2.《内陆国家过壌贸易公约>(1965年）

(a)公约的主要内容

89. 在集一届贸发大会之前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s会部长会议上曾建 

议》内陆国家自由过境权利的问题应当在郢将举行的贸发大会上得到紧急而且罔情 

的考虑' 此后，贸发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请贸发会议秘书长任命一个委员会，起 

蕈一份有关这一问题的公约草案。此后，1965年6月于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内陆 

国窳过境贸易全权代表会议通过了该公约a

90. 除其他外，公约规定：

—称“过境运输”者•谓货物，包括离身行李在内，通过任何位于内陆 

國窠与海洋间之缔约国(过壤■)领土，而其途程仅系全程之一郁分，全 

程之起点或终点在该内陆国境内，且在通过之前或通过之后有海洋运

输衔接（第1条）；

一对于过境运输及运输工具•应依本公约规定许给过境自由，并应在非

歧视基絀上，从有关缔约国彼此接受之路线上过境（第2条）；

—过境运输不得由经过国家征收任何关税或其他税收，惟对此种过境运 

输得征收纯为抵偿因过境而发生之监瞀与管理费用之规费，且此种规 

费之率额必须尽量与规费所拟抵充之费用相当（第3条）；

—过埂国有义务在情况许可之情形下提供适当运输工具及装卸设备，俾 

便推进过境运输，而免发生不必要之稽延，此种设施所规定之使用费 

或规费，无论在率额或在施行方法方面，均应求其合理（笫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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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应采取适当之行政及税关措施，使过i运输得以畅通无阻，继 

续不间• 并且承允对过境运输在税关《运输及其他行政程序上，采 

用简化表报手续及便捷办法（第5条）；

—过境货物之储存条件得由协议订定之（第6条）；

—除遇不可抗力之情形外，应避免过境运输之迟延或限制（第7条）；

—得以经过国家与内陆国衮间之协议在经过国家之港口设置自由区或其 

他税关便利（第8条）；

—任何缔约国因公众道德.公共卫生或安全理由，或为预防动植物疾病 

或虫害起见，对于不许入境之人，或禁止进口之货物，不因受本公约 

之约束而准予过境；此外，本公约不阻止任何缔约国采取为保护其重 

要安全利益所必要之任何行动；缔约国遇紧急事故时，尽短期间内得 

与本公约规定略有出入，但应在该期间尽量遵守过境自由之原则（第 

1 1和1 2条）；

—缔约国可以利用大于本公约之规定的过境便利（第9条）；

—因内陆国家所处之特殊地理位置而給予之权利及便利，不属于实施最 

• 惠国条款之范围（第1 0条）；

-本公约各项规定应根据交互原则适用之（第1 5条）；

一犮生任何争议而不克以谈判或其他和平解决方法于特定时期内求得解 

决时，应以仲裁解决之（第1 6条）.

(切批准情况S

91.公约从1976年6月9日开始生效„ 三十二个国家成为公约缔约国，十 

二个国家经签署了公约，但尚未成为缔约国^ 属于改公约缔约国的内陆国家有: 

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非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马拉维、马里，蒙古、尼泊尔、尼日尔、卢旺达、 

圣马力诺，斯威士兰以及赞比亚4阿富汗、坡利维亚、卢森堡、巴拉圭，瑞士、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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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达签署了公约，但未成为缔约国《 对于发展中内陆国E，有二十三个黨要的过 

境国*其中只有三个（智利、尼日利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公约缔约 

国，两+(钶根廷和巴西）已签字，但尚未批准。

⑹需要采取的行动

92. 公约虽然只是一般性地谈到过境问题，但它显然是一个紧密的体制，包含

了与发展中内陆国竄的特别贸易和过境问题有关的所有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公 

约强调了解决过境运输问题的基本先决条件为内陆国家及其过境邻国之间达成共同 

协议^ 这是一+战略性方法，贸发会议本身一直把它作为解决发展中内陆国家过 

境运输问题的“综合规划方法”予以提倡a 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鉴于加强国际 

合作的誓言，看廉加入或批准这—重要的国际立法将成为促进国家间共同福利的一 

个积极姿态，并大大有助于减轻发展中内陆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a

3.《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

⑻公约的主要内容

93. 关于國际多式联运的法律规则的工作在一•段时间以前就已开始，其主要原 

因是：第一，希望简化运输单据，以便在使用多种方式运输时，一式单据可供货物 

运载的金程使用.；第二，希望确保在出现有关货物灭失< 损坏或延误时，托运人或 

牧货人仅须向对靈程运输负贵的一人索赔，而不是向几个单一形式的承运人索赔。

94. 1980年5月2 1日，联合国的一次全权代表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了《联 

国际贺物多式联运公约》/会议的《最后文件》有七十一个国家的代表签署.这 

项新的文书从1980年9月1日至1981年8月3 i日于纽约开放供签著，此后开 

放供加入，并且将在三十个国家通过鼉后签字、批准或加入而成为缔约国1 2个月 

以后产生国际效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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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新的公约阐述在国际多式联运中所使用的备种术语，以及在多式联运业务

中所涉及的人员# 除其他外•公约：

(a)为多式联运单据下定义，单据应为可转让或不可转让两种形式； 

㈤规定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和犮货人的责任；

(c)阐明国际多式联运方面的索赔和起诉程序、起诉的时限，司法程序和 

仲裁；

⑹在附件中指出国际货物多式联运方面的海关过境程序。

96. 公约是对单式运输的一种补充，因为通过它可以充分利用多式联运的优越 

性。与目前根据所采用的具体运输方式而片段地运用不同的责任制度相比，这项 

公约则建立一个议定的“全程责任”制度，使多式联运经营人从接受货物开始直到 

交货为止整个运输期间对货物负责，而不论他使用何种运输方式。

97. 新的公约还将统一各种商业合同下的现行“全程责任”制度；因为商业合 

同各不相同，在出现局部损失的情况下，通常是以单一方式运输方面的现行公约或 

强制性国家法律的责任为基础和限度的。根据新的公约，责任的基础将是一致的。 

但是在出现局部损失的情况下，如杲损失高于新的公约所规定的限度一即某件货物 

或其他运输货件920个特别提款权或每公斤2. 75个特别提款权，则将继续使用适 

用于该种运输方式的单一方式运输公约或强制性国家法律所规定的限度。

98. 公约承认，发货人有权选择分段的国际运输，如果是从一个缔约国友送或 

接受货物，则必须适用国际多式联运。它还承认各国有权在国家一级管制多式联 

运活动，包括多式联运经营人、托运人和国窳当局之间的协商，特别是关于航运服 

务的条件、新技术的采用以及多式联运经营人许可证的协商。

(b)目前的批准情况1。

99. 截至1981年8月3 1日，已有六个国家（智利《墨西哥、摩洛哥、#風， 

塞内加尔和委内瑞拉）签署了公约，但尚待批准。此后，智利和臺西哥批准了公 

约，马拉维加入了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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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薷安采取的行动

100.联大在篥35,60号决议中，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公约获得通过，并在第 

36/145号决议中呼吁所有国家考虑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

101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部长会议在1981年2月至3月召开的第三十 

六届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请所有非统组织成员国签署和（或）批准公约^ "

102*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1983年的第六届大会上通过了关于贸发会议在 

航运领域内的活动的第144 ( VI )号决议，其中请尚未成为《联会国国际货物多式联 

运公约》相i978#^《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缔约国的成g国考虑批准

或加入这两项公约《

103.贸发会议秘书处将根据请求在促进和实施公约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 

指导和援助a 鉴于实施公约可能给内陆国家带来好处，应该组织一个关于多式联 

运的讲习班，强调公约优越性，以便增进内陆国家对这些领域内的认识^

4.《关于简化及调和关务手续的国际公约》（《京都公约》）

⑻公约的主要内容

104. 关税合作理事会是在1952年根据关务领域内进行合作，特别是泠了简化 

和调和影响到国际贸昜的关务手续进行合作需要而设立的一个国际组织.1953 

年的估价公约和1959年的税则目录公约是关税合作理事会的第一个且意义重大的. 

成就9 在此后几年肉，关税合作理事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建议，涉及关务技术的各 

个方面•

105. 但是，尽管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关税合作理事会认识到需要有一 

份单一的国际文书，将所有重要的关务手续包括在内，使各囿在简化和调和工作中 

能够釆取综合的办法B 它认为最合适的文书应该采取公约形式，其条款应有足够 

的灵活性*以便适当商业世界的不断变化以及关务技术的改革9 关税合作理事会 

于1973年5月在日本京都通过了这样一份公约（所以筒称为《京都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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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京都公约》分两部分：较短的第一部分有1 9条，对于公约的实施作了 

根本性的一般规定，内容包括范围、结构、管理、加入和修改程序等事项；第二部 

分为3 0份的一套附件*每一份涉及一项关务手续》

107 •这套3 0份的附件分为若干章•第一章“ Â ”》载有四份附件•它们 

涉及提出货物申报之前的关务手续（A. 1)、适用于商业运输手段的关务手续

(A. 3 )、以及货物临时储存（A. 2 ) a附件四是关于运输工具所需补给品和 

供乘客及工作人员消费的补给品•

108. B章载有3个附件，阐述基本关务职能，即供家庭使用的进口货物的结关a 

附件B. 1涉及正常结关手续的各个方面（报关员和报关、检查货物、进口税和关 

税的估价和支付、货物的放行），附件B. 2涉及免除进口税和关税的货物，建议对 

在某些国际文书或各国国家立法作了规定的货物，准许免税放行.最后，附件

B. 3涉及由于某种原因而回归出口国的货物，例如在出口时便预计到要重新进口 

(如在国外屣览会或博览会上展出的货物），或者由于出口商能力以外的原因4

109. C章只有关于出口的一个附件.其中建议采用尽可能筒单的手续，并且 

参照进口税的方法征牧出口税，

110. D章载有关于货物原产地的三个附件。第一个附件D. 1在两个标准的 

基础上制定了原产地规则：完全在某一国生产的货物标准，以及“重大改制”标准a 

后一标准可以用几种方法来录示，附件建议采用以关税合作理事会税则目录中税目 

发生变动为标准的规则.附件D,2现定原产地的单据证明，阐述了不需要出示此 

种证明的情况，或者仅需要申报原产地的情况B 该章中的第三个附件，附件D3 

规定了共同的行政支助措施，以帮助管制原产地的单据证明

111. E章一方面涉及免除交付进口税和关税的程序，例如海关过境（E. 1)、 

转运【E 2)、海关仓库（E. 3 )和以在同一状况重新出口为条件的暂时允许进 

入（E. 5 )以及，另一方面涉及为加工目的而进口或出口货物4 这些附件列出 

了各种可能性：“收回已付关税”（E. 4 )、为加工目的面临时允许入口（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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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允许替换货物免税进口（ E. 7 ) a关于外运加工临时出口的附件E 8 ,也 

就是该章的最宕一个附件，从一个接受货物在国外制造、加工或修理的囿家的角度 

来对待加工程序，并对它们全部或部分地免于进口税或关税，

112. P章载有关于特别关税程序的若干附件，例如自由区（F. 1 )，其定义 

是：国.家领土中引进货物免交进口税的关税，因而也不受一般海关管制的那一部分a 

tt件I 2阐述泠国内使用而加工货物的程序•在某些国家中，如果货物在原有状 

况进口所引起的进口税和关税比泠加工目的进口要高的情况下，釆用此种程序.

附件F. 3涉及对旅客适用的关税制度，如暂时进入并非他们正常居留国领土的人 

(―般为旅游者或者返回他们正常居留国的人^ 附件F. 4涉及邮政方面的 

关税手续，而附件5载有适用于紧急货物的特别海关手续，尤其是指迅速发运 

给自然灾害和类似灾窖受害人的救灾货物a 附件F. 6阐述和规定了由于估价错 

误、货物价值低于报关价值、或不正确的关税分类等原因而必须退还进口税和关税 

的情况<» 附件7载有关于沿海货物运输的规章，

113. G章载有两个附件，一个是关于海关当局商公众提供的情报，另一份是关 

于海关当局与第三方，特别是与报关经纪人之间的关系â

114. 最后一章，H章也载有两个附件，是关于海关事务上诉问题以及海关违法 

行为问题《

115. 根据第1 1条》京都公约开放供所有国家加入，而不论其是否为关税合作 

理寧会成员*同时也供关税及经济同盟加入^

116. —SI在加入公约的时候至少需接受一份附件a 此后，可以单独地接受其 

余的附件《 就缔约国的杈利和义务而言，它所接受的每一个附件连同公约本身一 

起构成一个单一的法律文件# 由于各国可以选择某些附件，因此它们在任何时候， 

都能够将其义务限制于本国立法中它们愿意更新的、或愿意同国际惯例统一起来的 

那些部分,它还可使各国注意到那些已经基本上同公约的有关附件一致的正常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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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同关税合作理事会的所有公约一样，京都公约只对各种便利作了最低限度 

的规定》 这就是说，各国完全可以以比较开明的方式来处理一个附件中所包括的 

各种事项》 事实上第二蚤便明确指出，缔约国不仅有权给予超出公约规定的更大 

的便利，而且应尽可能广泛地采取这种傲法，

:118.京都公约对整个经济，以及对关务管理和贸易界提供了一系列的好处a 

它的主要作用在于简化及调和关务立法，因此也便利了贸易，因为接受一个附件的 

每一个国家都负责将其中的原则体现到它的关务立法中fl

119. 公约中的3 0份附件包括了关税合作埋事会成员国现行的所有基本关务程 

序.通过公约，实现了关务程序的编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关务立法，这 

同目前所做的保留一起，构成了关于关税合作理事会成员国目前所使用的关务手续 

方面的宝贵情报来源

120. 海关进口、出口和过境手续的筒化及调和便利了国家之间的货运和客运， 

而且由于公约是世界当前使用或建议使用的主要关务手续的综合指南，因此对于审 

查和更新国家关务立法的部门来说*是一个宝贵的帮助*

〇3)目前的批准情况12

121. 至1984年3月底，四十三个国家和一•个关税同盟已成为京都公约的缔约 

国。这些国家中，有三个是发展中内陆国家（布隆迪、菜索托和卢旺达），七个 

是过境邻国（冈比亚，印度、象牙海岸、肯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南非）《

⑹目前的实施情况

122. 3 0个附件中已有2 4份生效》 每一附件的接受国数目从2个至3 3个 

不等，平均为1 3个.

⑹需要釆取的行动

123. 京都公约中的某些附件对于发展中肉陆国家的过境运输有着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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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嬰的是关于海关过境的附件E 1和关于转运的E, 2，但是关于货物临时储存 

的附件A 2、关于商业运输工具手续的A. 3、关于海关仓库的E. 3、关于自由 

区_'F.l、以及关于紧急货运的F. 5也是那些有助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附件中 

较重1者9 所最好所有发展中内陆国家，不论其是否属于关税合作理事会成 

员，都应加入京都公约，并接受公约的附件，而且应该鼓励它们的邻国采取同样的 

行动》 必要时，可以要求关税合作埋事会和已经成为京都公约缔约国的囿家提供 

援助s以便利用关于在改变关务立法和实际执行方面已经积累的经验，参加关税 

合作理♦会时常安排的关于这一专题的特别讨论会也是有助益的#

5 .《使用国际路运卑据本的国际货物运输海关公约》（《国际路运公约》>

⑻公约的主嬰内容

124, 1949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公约草案，其目的在于简化 

和加速国际路运边境海关手续# 它作为数目有限的几个欧洲国家之间的一份行政 

协定生效*此后成沟1959年（第一份）《国际路运公约

125•在适用该公约方面积累了数年的经验之后，欧洲经济委员会同已经按照 

1959年公约实施财政抠保制度的国际公路运输联盟密切协作》拟订了 1975年国 

际賂运公约a 通过新的公约，采用了更切合目前现状的规则，将以前几乎仅限于 

公路运输的国际路运制度扩大到包括其他运输方式（空运、铁路和多式联运）*只 

要全程中有一部分为路运》 此外》还扩大了地理范围，使欧洲以外的国家也可以 

从公约中得到好处B 因此，现行的1975年《國職涵公约》是一份联合国公约，由 

联合国秘书长处保管a

126. 《国际1各运公约》使持有特定海关单据一即国际路运单据本——的车辆或集 

装箱在从出发点到目的地之间的路程中跨越中途边境时不经过任何海关捡查•

127. 個际路运_》单据本由设在H内瓦的国际公路运输联盟提供，向公约缔约 

国中代表国际公路运输联盟的国家协会分发《 承运人必须属于一个有资格提供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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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相经济担保且得到授权颁发国际路运公约单据本的国家协会的成员，方可取得国 

际路运单据本.此外，所用的车辆和集装箱必须满足公约所规定的技术条件和其 

它条件》

128. 每一个国家协会根据同海关当局所达成的协议，成为担保人，为它本身或 

者国际担保协会系统中任何一个成员所颁发的国际路运单据本范围内所载运货物所 

应付的进口税和关税提供担保a

129. 同样，国家担保协会必须向国际公路运输同盟承担义务，接受在执行面际 

公賂运输公约制度中所包含的互惠权利和义务#

130. 显然，类似国际路运公约中所规定的这样一套海关过境规章只不过是国际 

货物运输的必要条件之一s 它是必要的，然而还不够》 因泠要确保运输效率， 

还必须满足国家一级和双边关系中规定的其他手续.然而，已经加入公约的国家 

近年来所取得的经验表明，在实现国际公路运输更大程度的调和及便利方面•国际 

路运公约制度往往是第一个阶段.

131. 最后，为了充分确保偿付因国际路运公约执行中不规则现象所引起的索赔* 

国际公路运输同盟已经同一个由国际保险公司联营的组构商定了 一项保证书》

(b) 目前的批准情况°

132, 1959年公约的缔约国仍有三十八个.其中，一个（阿富汗）是发展中 

内陆®家，两个f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土茸其）是过境邻ffl. 1975年的国际路 

运公约也有三十八个缔约国，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中只賓阿富汗是发屣中内陆 

国家•只有一个f乌拉圭）是过境邻国.

(c) 目前的实施情况

133. 缔约国在很高的程度上实施了国际路运公约，而且从1959年公约实际使

用以来*欧洲公路过境运输的很大一•部分是根据JS际路运公约进行的# 除欧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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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约主要适用于通过土耳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翱阿富汙的过境交通^目前， 

欧洲的趋势是采取更为筒单的过境制度；出现这釉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从_ 

国际路运公约制度中取得的经验•

⑹需要釆取的行动 . 、

134,五个国家f阿尔巴尼亚、伊朗，日本，约旦、土耳其）是1959年国际 

路运公约的缔约®*但尚未加入1975年的国际路运公约《 £耳其已接受了 1975

年公约中約路运单据本表格*不久将加入公约，通过关税合惟理事会和欧洲经济 

委员会的建议和决议曾提出*应该作出区域性或分区域性的安排•以便在世界其他 

地区实施围际路运公约制度《 东非和南部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正在筹划此种安排.

因此有必要确保任何《派生”的过境制度充分符合国际路运公约.以便使集装箱或 

其他成祖装运货物得以在单一的过境安排下通过世界Ô3不同地区《«

6 .《集装箱海关公约》

(a)公约_主要内容

135. 集装箱海关公约》是在欧洲经济委f会主持下起草的•于1956年5

月通过》 它载賓的条款包括：准许免除进口税和牧费暂时允许进入.、以及不对进 

口加以禁止和限制》 1956年公约中的一章规定了集装籍为获准使用海关封签进 

行运输而必须满足的技术要求.公约的附件对这些要求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Ï 36,由于集装箱使用范围在扩大•以及由于技术发展•所以有必要将公約予以 

更新• 欧洲经济委员会拟订了一酱修订文本•在1972年于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

围际诲♦组织®际集装箱运输会议上提交审议《 结果在1972年1 2月2日通过 

了 Ï972年《篥装箱海关公约》^

137, 1972年《攀裝箱涂关公约》的目的是发展和便进国际集装箱运输* 公约

_第一章确定了 M暫时允许进入’，和“集装箱，’的词义》 后一个定义的大意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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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是一件全部或部分封闭的，永久性的运输设备•专为便利运载货物而设计*

便于操作•便于货物装卸•而且内部容量为一立方米以上*

138. 第二章阐述了暂时允许进入办法，暂时允许进入程序以及获准暂时进入的 

集装箱使用条件.第三章规定了批准集装箱采用海关封签运输的条件，公约的附 

件4和5载有详细的技术规格•

139. 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或者国际法院规约签署国 

和受到联合国大会邀请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可以成为公约的缔约国•

(b)目前的批准情况14

140. 有三十八个国家成为1956年集装箱海关公约缔约国.其中仅發一个

f马拉维）是发展中内陆国家.1972年公约至今已有十七个缔约国*没有任何 

一个是发展中内陆国家或其邻国•（古巴于1984年6月8日通知将加入*将成 

为第十八个缔约国•）六个国家f芬兰，希腊、大韩民国、波兰、土耳其、美利坚 

合众国）已经签署但尚未批准1972年公约.

(e)目前的执行情况

141. 1956年公约是由欧洲经济委员会负责执行的》而1972年的公约则委托 

关税合作理事会执行.行政委员会先后举行了两次会议f 1981年，1984年）， 

修改了公约•特别#公约的技术要求方面.但是•由于缔约国数目有I*执行经 

验方面的行动或报告很少.

(d)需要采取的行动

142. 鉴于集装箱和其他成组货运日益增加•以及从海关和其他管制角度来看

19 72年《集装箱海关公约〉对来往于罗展中内陆国家的过境运输特别賓利•这些国家 

很有必要毫不迟延地加入这项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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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诼调货物边境管制的国际公约》

⑻公约的主要内容

143. 1982年10月2 1日，欧洲经济委员会内陆运输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协 

调货物边境管制的国际公约》a 这份共有2 5项条款的公约及其六个附件力求通 

过减少结关手续方面的要求以及管制的数量和时间来便利货物的国际运输•其主要 

方法是协调各国和国际管制程序及其应用方法，公约适用于跨越一个或多个海， 

空或陆地边界的所有进口，出口或过境货物a 它还适用于缔约■的所有管制机构. 

缔约国必须对海关及其他管制机构的干预进行协调.

夏44,公约的主体通过列明为跨越边境的货物消除障碍的适当措施•阐明了它_ 

目标和宗旨》 缔约国有义务协调管制程序并寻求国际合作*特别是邻近国家之间 

的合作•

145, —个特别条款为过境货物•特别是使用国际海关过境程序的货物规定了简 

单捷便的待遇，即只有在实际情况证明有必要或遇有风险时才进行检查，此外* 

还要考虑到内陆国家的情况，

146 ,公约的六个附件为各种形式的边境管制制订了规则.除海关管制之外还 

包括医药卫生《兽医和植#卫生检验》 同时也考虑到执行技术标准和质量控制方 

面的管制，

('〇)么〜约的目前情况

147 ,公约从1郎3年4月1日至1984年3月3 1日开放供签署• 至今为止《 

已有十三个国E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签了字• 匈牙利已经交存了认可书.公约将 

自五个®家交存了批准书，接受书《认可书或加入书之日起3个月以后生效。

⑹需要采取的行动

148 ,抵订公约文本的是欧洲经济委员会肉陆运输委员会的一个附属机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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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运输的关务问题专家组.该专家组不断在审议适合于公约实施的措施.由于 

公约的措词给其条款的实施留有很大余地•因此可能需要考虑补充文件，以促进其 

有效的实际应用，

五.结论

149.国际社会在援助发展中内陆国家方案方面的反应证明帮助这些国家的势头 

有所增大*但仍然不足以充分满足它们日益增长的要求.而且和以前一样，这些 

反应出入很大.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助的几个主要捐助国仍然 

没有采用有利于这县国家的特别发展援助政策.但是总的说来a 它们仍然承认 

这些国家确实面胳着由于它们不利的地理位置而造成的问题.其中有些捐助国虽’ 

没有将内陆国家视为特别类别的国家*但仍然表示愿意给予这些国家以特别的注意， 

许，主要捐助国援助的部门性援助拨款也表明它们曰益认i只到发展中内陆®家严重 

的交通问题继续妨•害它们为加速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作出的努力.这方面的一 

个突出例子是•主要捐助国特别注意在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f其中有六个成员国 

是发展中内陆国家）范围内发展和改善南部非洲时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和服务.

150 .主要在分区域基碰上给予运输部门发展的这科有意识的支持是一+积极的 

动向•因为内陆国家及其过境邻国之间的合馆安排，是在解决过境运输安排方面取 

得任何有意义进屣的一个先决条件.上文提到的最近成立的特设专家组的一份报 

告”在其建议中强调了捐助国的介入在促进内陆国家及其过境邻国之间fe联合方 

案中能够而且应该起到的关键怍用，

夏51.捐助©将援助资源中相当大一部分拨给农1、工业和培训等其他关键领域 

也同样表明它们清楚地认识到*过境运输系统的弱点是总体发展问题的一个组成部 

分•必须在给予发展中内陆国家时一揽子拶助范围内给予适当的重视^专家组的 

报告还考虑了这些国家发展战略的某些方面，并且在这一方面提出了建议.•这些建 

议可以为今后制订的捐助政策提供有用_指南B



A/39M2
Chinese
Page 46

152 •综观过境贸易和运输方面的国际公约及其批准和加入方面的进展，可以看 

出它们对于过境问题的特别意义•但同时也揭示出许多尚未成为缔约国的国家所表 

示的令人不安的态度《 这些公约显然迫切需要给予更大的政治支持，实施的问 

题总是可以在签署或批准以后再解决《 除非许多国家*特别是过境国家所持的保 

留态度发生普遍的转变*否则这些宝贵的国际文书就不会有多少实际效果——这本 

身就是国际合作的一+严重倒退.

脚注

'见附件衰1和2^

K见附件表 

J见附件表4a

4关于国际社会为发展中内陆国家所采取行动的最近一份审査报告，见贸发会议 

秘书处的报告，题为“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执 

行逬展情况的审查”（TD/B/916和Ad4 1 —2以及更正）„又见下文附件表 

5和6 a

5又见下文第4 6段^

6 见 T :D/ B/1 f) 〇 2—T D/ B/ A q 3 9 / 3。

7官方发展援助的地理分配见附件最6 „

8见附件表8„

? TD/MT/C0BF/17和Corr： 1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1, K Q 7 

(第一卷））。 

ia见附件表8。

” _满统一组织CMT/Rpt (11)号文件，198 1年， 

s 2见附件棄8。 

î?见附件表8 ^

”见附#：奢8a 

15见上文第4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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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__________ 1

I «■? 0 — I 2 # * 屬中 rt Mü ■人 P,人均■ â 产缠 * * 产 f f j 增*

m 家

人 P 
< W万！ 

l^B2

年f均人口增长率 

《每舉绻！ 

1910^1^ a

入垮闐灼总产麄

im、
vm.

实际产僮â»齙年平均增长率 

(% \

人均实际产讀的年平均增f;转 

(s> ^

1970-19®° ^ î.興 1-19^

阿霣汗b lé.?é 2*é 252 2M 2.2 0.9 0,2 44 »1 *6

不丹u 1*55 2.2 I01f * * 14.5 * * - Î2,0 * -

被韻维置 5.6? 2J 1065 4^9 -1.1 2,2 -5.é -U,5

溥茨瓦 ; 0,^ 83〇 8.4 ^s〇 4-î a.î 七5

布尔基纳法索* é.% 1.5 1Ô5 1,3 a j 0,5 6*， 5,〇

布》達 4.# 2.1 祝9 3*é i.3 -2,é 1 ,é -K2 -%0

中離共柃11 2,4〇 2,2 物 »241 -1.6, -〇a ™4 » 3 '5-9

乍褥 4M 2.0 146 1.9 "*，•0 «0.2 -ï〇*9

老M人民民主典耜》 3.5 iOBe -Û.I U » * -2,4 ..

莱索托u 1,41 2»4 24^ sa 3«5 2,2 %6 KO
马拉维 6,21 .2*6 215 ?.é -0*8 2.1 4*f OA
马里 7.M >5? 5.8 -1.6 -U1 i,0 -4-^

f 古 i.?é 2*9 ** - *- * - **

尼泊尔e 15-0 2>7 155 t.7 5-6 5.a 0*0 2.7 1]

尼B尔 5.84 2.» 54。 5.0 1.1 -0.5 2A »i,a -5.0

巴拉圭 5.25 2*9 聊 d.6 «•4 -2.0 5*5 **4
卢《达 5.59 5.S e.ô 2.8 xa 4*û -O.Ô »3.4

顴咸士 t 0.^9 ?釣 ?.l é j 2.9 4.5 5乃 —0* 1

鸟千达 14.〇é 5,0 25〇b »i*T 4a 5*9 *■4 ‘6 0.9

#比1 6,02 5』 575 0,8 -0.9 5-5 "2.5 -4,1 û-5

淖P,布韦 7.91 5-4 869 2.5 14.I 3*〇 -l.î 10.5 ■0.4

所有发屏中内蝻®家 122*19 2*7 562 3*3 4*1 0.2 0,6 1.5

所有发展中逋家 2.6 iO〇/ 5*8 〇•， 3a -K4 ~1.6

齋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楣提联合®统计处，娄员会.骚界银行及龙蛾■际和®家眘料针算• 

f 檟据指教趦势函裊计篝的年平均墦长聿■

b 3月2 1 B起的財政年度；1978年按不变汾格计*的物盾生产净瘇. 

c 4月I 6!起的射致年度. 

à 7月丨B起的射较年度• 

e 7月I 6日起的财技年膺. 

f 198 !年.

« A均W民总产搶f楣ë#眯销行*表集^ ■

h ü芪总产M* _ .、

"自i 9 S 4生8丐4 5恧，上沃尔#王式f名为冇尔5铭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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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__________2

1Q70 — i§82年发展中内陆■家的农业和制造业部H及HI内投资总逭

a 家

i982年农业 

劳动力占总数 

百分比

1 9 8 2年灰业S内总 

产tt占全鄯®内总产值 

百分比

农业 生产 制造业s内总产 tt 頌内投杳总fi
实际增长率f免） 198禅

1内总产 
值_百分比

实际增长率（％) 1982#^ ii?82年实际增长聿

1970-BO4 1980-61 i96i»a2 1982-83 197〇-8〇d 19Q0-QI 1^1-82
围內总严 
演吞分$ 197〇-8〇d X990-B1 ï981-82

阿富汗 11 62a 2.5 %〇 -1.0 1*0 2l& f 4.6f -2af 2af
不丹 S3 54b 2,9 2,6 2-5 2.5 5b •. 40.5 *
破利维亚 49 18 5.0 2.8 -25.9 16 6.3 -5.0 11 2,9 »7.3
博茨瓦纳 ?8 12 t —2 *é 19.4 7.0 €.5 9 13.3 26.4 6.7 46 3.5 2.5 4-3

布尔基纳法索 60 35 2,2 8.0 ©•0 3.5 II 2.1 4.0 2.9 n 5.9 16.1 -12*5

布洚迪 82 54 1.8 15*9 ~4*® 5.9 9 4.0 2.2 -〇*5 3-5 17*3 57*6 -29.5
中非共知® B6 31 1.8 0*0 5,7 6 -4*i 2.X 1.6 14 -6,5 -4-8
乍得 82 49 1,7 *0-3 4*6 -1-6 1 0*5 -20.8 -13.0 3 —0*8 - -21.0
老树人民民主共和® 75 62 1.9 9.0 4*8 5.9 4° -5*2 15*2 « • *. -15.2 6.8 • ♦
莱索托 82 ZX 0.3 3-5 -5.2 -2.2 4 315-0 2*4 3.0 25 19-7 2.2 1.7
马拉维 82 34 3-5 4*2 8.1 10 5-2 l.S -4*5 20 10.0
马里 86 26 2.6 n*s -6,5 6.1 7 -3*^ -4*5 14 2.8 «11.7 -12.0
薰古 46 • • 1.9 4.1 9.9 0-9 ♦ *
尼泊尔 ^2 55 0,8 -4.9 3-0 4 *• ** " 16 .. • •

尼日尔 8? 49 3.7 0.0 2.8 2.7 5 1*8 -4-4 ™0*8 21 2ja -56.7 -7.i
巴椬圭 48 26 4.Î 0.0 2.3 -0.T 16 、7*9 8,0 ,• 26 18.7 48.2 ,,
卢飪这 B9 41 3-9 2.4 4.5 14 26.7 1,8 15-1 19 14*3 5.6

斯威士兰 7〇 28 4a 9.5 -〇•? 5-0 22 10.3 9.5 4-9 5X 5.9 14*9 8.1

鸟千达 60 n 0-5 5.0 8.S 5.4 4 -a.4 -5.9 12.1 n -7*2 UT*5 6.2
赞比亚 65 15 ^•9 3.3 -7*4 10.2 12 0.6 -a.2 -10.5 24 «10,7 «55*6 8.?
津巴冻韦 59 14 2-7 X4.9 -11.2 -7.8 23 2.2 10.0 -2.3 20 -4*0 <?8^ 9*8
所有t#中内赌a家 79 33 e 2,5e 4.一 l-3e 0.4e 14 3.6 3.0 -1.1 19 Î.8 X4#4 -%8
所亩发屏中® .家 57 l?h ^*9 5-3 0.8 2.5 l?h 6.9 ** 2QB 10.5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楣锯粮农_织•联合®统计处■非洲经济委s会，世界银行及1他.国际和®家资料计篝. 

a按丨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物质生产净值的百分比. 

b 1S8Î年.

« >«81年ffi!民总产值百分比.

<3榻《指数趋势函教计篝的年乎均增长串. '

« 實古除外》 

f 繫个工业 

g Î980年.

k
^
f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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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外贸部门的基水数摄

所有发展中内陆国家 所有发展中®家°'

1982年总值（1 0亿美元）

出D 7.2 224.4

进口 y.o 2«5-7

1982年人均值（美元）

出D 59.5 na.a

进口 81.0 151»3

1970-1980年增长率9*

(年平均，96 )

扭口购买力 -2.7 2.0

进口量 0.8 2.4

1970-1980年人均增长率a

(年平均，％ )

出G购买力 -5.2 -0.5

进口量 -1.7 -0.1

1982年占ffl内总产值百分比

出3 15.6
16.9b

进口 21.2 21.6b

资料来源：联合ne统计月报》，粮农组织、货币基金组织《œ际金融统计》. 

œ窠资料相贸发会议初步估计. 

a 指数增长#

b 1981牟占国内总产值百分比* 

c 不包括主藜石油出口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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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 4_

1Q80年按商品组分类的人均出口额（美元）

总计 粮食和农业原材料 燃料 矿石和金属 制成品

发展中内陆国家 69 26.8 4.7 28.7 8.0

所有发展中国家（不包栝

主嬰石油出口国） 139 41.6 30.9 14.0 5〇.1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4〇9 45.0 111.0 35.0 191.0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1 6〇8 243.0 111.0 161.0 1 070.0

资料来源:联合国1981年C1Î际统计年鉴》；欧洲统计，非加太《1972- 

1978年外贸统计车鉴》；I他国际耜国内资料以及贸发会议秘书 

处的估计《



表 5

1976 - 1980, 1980. 198 1、1982年发展中内陆ffl家外部資源净牧入总匈平均湞

^按1彳丨80年美元计算的人均支付净额I

全部资金流入 1中减让性的

1976-198胖
平均 1980 年 i⑽i年 1982 年

1976—198牌
平均 1980 年 -1981# iÜ82 年

阿富汙 15.4 21,0 16.9 15.0 20.4 16.9 16,2

不丹 5,1 6,4 7*2 B,4 5.1 6*4 7.2 a,4
破利维亚 33*7 29.5 42 A 26.2 '51,0 51.6 31.3 26.9
博茨瓦纳 102,2 59.3 116 A 123.1 120*6 117.9 101*7 106.?

布尔基纳法索 3〇.5 57.9 55.9 41.0 35.X 35.4 M.2 M-〇

布隆迪 ?8.3 51.4 5'"KQ 36.4 27.7 30.4 27.5 29.5
中非共和国 31.6 55-5 4 e) *6 45.0 55-7 48.4 44.7 39.9

乍得 31,8 7-6 11.6 15-8 30-4 ?.9 15.0 14.2

老挝人民民主共扣国 34.5 52.2 —54.6 36.0 54.2 52.5 34.6 36.0

莱索托 53.0 67.5 73.5 67.0 57-9 67.5 71.9 64.2

马拉维 34-1 31.6 ；51 -0 20.6 25,2 24a 22.2 19.4

马里 35.9 乳2 35.9 29.1 34.7 36,4 D 28.4 '

尼泊尔 10.0 lia 12,0 13*2 9.9 11.2 12.G 13.3

尼日尔 53.3 46.3 62.7 41.7 3〇.9 34.1 42.6

巴椬圭 41.1 24.4 37.0 67.0 22,3 9.9 16.3 25.7

卢旺达 "4.5 5〇.〇 ?B#7 28,2 34-4 29.9 28.7 21.1

斯威士兰 “ .. .. *. .. .* •， • «

鸟干达 1.8 10.4 11.7 12.5 4.3 8*6 10.4 10.0

替比亚 83»a 60.9 r.?.7 51.2 52-4 52.5 38,0 4〇*4

津巴布韦 .• .. * • .. .* • * • •

所有发展中H家 46.7 57.2 41*2 55.5 17.3 16,0 14*9 13.7

资料来源:贸;#会议秘书处以经合发组织秘书处资料为主要依据的计算结果.

一般说明:定清蓽元资金:t劫按#超出汫口（ 1980年泣格 > 的敎值来表示，#用估计拼口单价指數作为各国的平减指教s表中所示仅 

为已有叱种指#的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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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

1982年向各个发展宇内陆国家提供的外部援助

(按百万美元计的支付净额）

减 让性援助 总额 非减让性援助a 系有来源的减让佺

援助总额占进口额 

的百分比所有来源

其

发展援助委员会

中：

石油输出国组织 所有来源

呵窗汗 271.2 9.0 〇4 3.0 25*7

孝丹
11.3 11.3 - — • •

碑利维亚 149.5 147.8 0.5 -5*6 5〇,1

缚茨瓦纳 101.6 92.9 8.? 16.1 14.9

布尔基纳法索 213*〇 201.0 12.0 43.5 5é*l ■

~布廉迪
150.5 120.6 6.0 3〇.4 É1.0

中非共和国 89.9 88.? 1.2 11.5 97.^
i

乍得 64.7 60.9 3.8 -1.7 46.2

_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39-4 37.9 0,5 ~0.2
i

133

莱索托 89.7 86,8 2.9 5.9 IB.3 J

马拉维 121.5 121.4 0.1 ?•〇 36.7

马里 206.9 159.3 55.2 9.2 62.3

眉泊尔 202.8 195.3 5.5 -1.2 51,5 *

尼日尔 254.0 167.6 84.8 44-4 57.5

巴拉圭 85.1 79.0 6.1 156.7 13.5

卢旺达 150.3 "148.9 1.9 5.1 ；2.7

斯威士兰 28.1 28.1 - 20.0 5.3

马干达 133.2 127.4 5.7 54.0 ；5.3

赞比亚 244.8 239*4 1.4 65.2 29-5

津巴布韦 215*3 161.8 54.0 200.9 15-1

所有发展中国家 31507.2 24〇47,9 5254.6 ■ 知52*7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联合国统计处和经合发组织秘书处资料所作的话计*

a包括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私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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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内陆i家的部分地理和人口数#

___ 7_

S 家
W 积

Cf平方公里)

与海相隔距离a

C公里）

人 a 劳工 人数

1982 年

密度认， 

平方公®

1982 年

总数

C百万）

1981 年

平均寿命 

C年）

1981 年 
婴儿死亡 

轉 1000 
活产）

1979 — 

1981 年 
域市人口 

C%)

1982 年

农业所占

百分比

1980 年

工业所占

百分比

阿富汗 547-5 2000 - 10600 26 ié.3 37 204*3 16 77 B

不丹 4T.0 ■300 29 1.4 45 148.0 4 95 2

破利雒亚 1096,6 25〇 - 2?3é 5 51 129.0 45 55 24

^博茨瓦纳 600,4 U00 - 1400 2 1*0 57 31.é 20 79 a

布尔基纳法索 2^4.2 9〇〇 - 1210 23 6.4 44 208.1 11 ■3C :

布癥迪 27.S 1455-1850 160 4.5 45 119*6 2 ■92 5

中##和1 623.0 1400 - 1815 4 2.4 43 146,3 29 36 4

乍得 1284.0 1715 « 2015 4 4.6 43 ne .3 19 32 7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S 2?6*3 670 16 5.? 43 126,3 U

莱《托 30.4 74〇 « TO 46 X.4 52 u%3 12 82 4

马拉维 118.5 560 - 7〇〇 53 6.3 44 169.1 10 B2 5

马里 1240,0 U70 - 1289 6 ?.5 45 152.1 19 86 1?

蒙古 1563.û -- 1 1.8 64 53.0 51 46 22

尼泊尔 140.3 S9〇 U0 X5.4 45 14T .7 6 92 2

尼3尔 1267.0 1X00 - 2690 5 5*S 45 143.4 13 37 ■ 3

巴拉圭 406.3 1043 - 1935 3 3.4 65 4ô.O 4〇 48 20

卢旺达 26.3 175〇 212 5.6 137.0 4 S9 3

斯威士兰 17 200 - 500 34 0.6 54 135.0 X5 n 9

乌千达 236,0 H5〇 60 UA 48 95-3 9 30 t-

赞比亚 732.6 2000 - 2570 a 6.2 51 I04-.0 44 65 1.1

津巴布韦 390.6 592 - 2000 19 7.5 55 72.0 54 53 15

所賓发展宇内陆国家 no^)*è ** II 122.1 46 X38.6 17 B

所有发屣中S家 61977.2 \ •* 54 2340 *〇 54 104.6 32 5? IS -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联合Œ統计处，拉美经委会，稂农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料所作的估计《 

a从主要域镇到主要港口的距离•数字为最短和最长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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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干发展中内陆®家过埂贸易相运输的国际公约的ïf约国和签# il M最 

说明

i 9 6 5 '…Ï内陆1家对境贸易公约 

《联运公约 > -《H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

《京《公约…■；关于筒化及调合关务手续约Ü际公约I 

fi 9.年《路运公约》相7 5年《路运公约》一：使用IS际路运单据本的B际货抒运输海关公约:) 

f5 e年 < 集装箱公约》#7 2年 < 藥裝箱公约：> —.< 藥装辖海关公约》

‘ •内陆iir*示发屏中内陆国家；

“ 埽is ”对于发展中内陆a家很*要的过塽i,

绪约a

1965 联运公约 京都公约
5 9年 

路运公约
7 5年 

路运公约
5 6年集 
装箱公约

7 2年集 
装箱公约

内陆11 ~阿富汙
+ J +

阿尔巴尼亚 -

阿尔及利亚 j -

澳大利亚 + ■. ! ^

奥地利 4- 十 -丨*

比利时 + •¥ - •4-
，；

保加利亚 4 - +

内陆® —布Ü迪 + ■- i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讨境丨s -•喀麦隆共相国 十. +
加★大 •4- * - -

内陆S ~中非共和国

内陆s -乍得

过境B —智利 + !

古巴* !
* -*

塞浦路斯 ,丨+ i i

捷克斯洛伐克 ；
•T j + ，^ — i

民主柬埔寨 I -!

丹羑 + + : - * -

芬兰 4- .L - -

法1
!

4- * 寸 *

冈比JE
.

中 1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 - 十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 * -

希腊 味i

教廷 + ； !

匈牙利 4- ▲
.:

^ . 中

过境13 -印度 J

过境ffl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

爱尔兰
S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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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群岛

：ti !! 

iÿ Pt. !f

鸮與

钟立尼达辨j巴哥 

突马斯

土耳其

I 196B I談途Æ的 京都公约 5 9年 7 5年 1 5 S年藁 7 2年篥
路运公约 路运公辫！铸植公约 装锫公约

r——
； -*■ 十

t大利 il + 十

过境：a —.裝牙海摩 -

牙买加 -

3本

过:ÆS --肯

f4威待

内陆a -老w人民民主共和a

内陆3 -莱索托

卢森堡 +•

rtSffi - 马拉维 j ， 十

马来西亚 !' ■¥

*'密a —马里 1 *

马耳他

毛里求斯 -

1西哥 -一

内陆S —策古

f涪Ï *

— 尼泊尔 十

菏兰 4-

#{西兰 1 ^ 1

内陆S1 —尼ïï尔 1 + f
i ! ；

;

过境B -尼0W亚 .’ i - - «

挪威 本 + + ! ^ 1

过埂s -巴*斯坦

波兰 + +■
! ft 牙 1 + +

大# R1

;浮.H:!P *

内陆国一卢旺达 ■h

圣马力诺 4-

过茂国〜.塞内加尔
+ ,

菰奸壬丨藏
1

过境Æ



表 8C续）

缔约国

古巴于1984年6月8日表示加入

1965 联运公约 京都公约 5 9年 
路运公约

7 5年 
路运公约

5 6年集 
装箱公妁

7 2年集 
装箱公为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

+ 十 + +

联合王国

美国 + + 十 十

过境国 — 苏联 + + + +

鸟拉圭 十

南斯拉夫 4- + + +

扎伊尔

内陆国 一 赞比亚 +

欧洲经济共和体 + 十

共 计 52 3 44 38 ?8 58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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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C续)

公汚签署a

r
；196〇 联运公约 京都公约

’ 5 9年
7 5年 5 6年惠 7 2年.集:

路运公约 路运公约 装箱公约 装葙公约

内每3 ~丐f汗 —
r~........

过境a ~阿摄廷 卞

比fl对

内陆3 —破利维五，

过境a
1

~巴3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噻麦隆共和国

+•

ï过境囯 -智利 .

捷克斯洛伐.克 

丹受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
匈牙利

爱尔兰

意大利

卢森堡

+

4-

—•

+

■b

内陆a ~ 马拉维 •V
la哥

+

摩洛哥 4* +

荷兰

新西兰

挪威 ' 4-
H陆ffl — 巴拉圭

淺兰

大韩民S

4>

1过境国 —塞内加尔 

芄丹 Î ^

•f

土耳其

:内珐囯 - 乌千达 

联合王国 

美a
委内瑞椬 

欧洲级济共同体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