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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费委员会的成员

1. 会费委员会于一九七六年五月千八日至六月千一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第三 

十六届会议。 出席成员如下：

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卜杜默一加尼先生

赛伊德，阿姆贾德，阿里

阿纳托利，塞苗诺维奇，奇斯图亚科夫先生

米格尔，达维拉，门多f 先生

理查德‘亭尼斯先生

加藤浮平先生

贾斯费特，基蒂先生

安格斯，马西森先生

约翰，罗兹先生

米敬尔，鲁热先生

戴 维 •西尔维拉•莫塔先生

约瑟夫，塔尔多斯先生

田一农先生

2 . 委员会连» 伊德，阿姆贾德 . 阿里为主席，和西尔维拉•达 •莫塔先生为 

副主席。

二。 委员会的职权范®

3, 一九四六年制订的会费委员会最初的职权范围，连同大会后来陆续作出的 

关于拟订分摊比额表标准的进一步指示，载在本报告的附件之内。

4 , 委员会根据原定职权范圓，并按照大会进一步指示内的修改和补充，来审



查分摊比额表* 筒括地说，大会决定：

( a ) 联合国的费用应大体上按照缴付的能力分摊，以国民收入的比较佳计数作 

为最公平的准则。 为了防止由于采用这种比较倘计数会产生的不正常分摊，须加 

考虑的主要因素计有：

H 按人口每人计算的比较收入；

P 会员国取得外币自勺能力。

( b )原则上，任何一‘个会员国分担的联合国经常赛用最多不得超过总额的百分 

之二十五；

( 0 ) 分摊的最低比率应为百分之零点零二；

( d )在制订国民平均收入低的国家的分摊比额时应适用一项宽减办法；

(e) 鉴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国民平均收入低的发展中国家有特别的经济和財政 

问题， 对它们应给予适当的考虑。



^ 统计资料

5 . 大会第八届会议时，第五委员会议定应将会费委员会命议日期通知会员 

国 ，以使备国政府及时提出国民牧入及有关资料，保证委员会在拟订向大会建议的 

会费分摊比额表时，能有充分时间加以考虑。因it委 员 会 益 第 三 t ■届会议的报告中 

说明将于一九七六年五月千八日召开下一届会议。①秘书长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五 

日给会员国和下文第4 6 段至 4 9 段所列非会员国的信中，证实T这届会议开会日期， 

并请各国政府提供它们可能希望会费委员会考虑的任何补充资料或数据。 联合国 

统计处依照惯例也请会员国和非会员国提出国民收入资料供委员会使用。 在这次 

审查比额表的工作中应用了这县数据和响应秘书长的请求递送的补充资料。 委员 

会也仔细地考虑了若干会员国提出这些补充经济资料时发表的陈述。

6, 委员会审议一九七七  ̂ 一 九 七 八 —九七九年会费分摊比额表，是以一 

九七二、一九七三和一九七四年会员国国民收支核算资料为依据自0—— 关于这三年, 

有最完盤的数据。 它注露到许多国家在它们的国民收入如生产的供计数的质量、 

范围和方法上都大有改善，有的已将前几年的相对资料加以订正„ 遇有些政府未 

提出资料的场合，从国家来源、各区城经济慨览 ( 由区城经济委员会编制）以及技 

术合作方案下任用的统计专家的报告中取得的统计资料，均较以往各年有所改善。 

最后，在不能获得原审查各年的资料而须从以往各年推算的场合 , 可从比较详细的 

基本经济和金融统计资料的出版物得到较可靠的他计数， 委员会愿再次促请会员 

国注意它对递送国民收入资料一事的重视。

7. 正如以前报告提及的，两个主要国民收支核算制度是国民收支核算制度 

和物资产值核算制度，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采用后一制度，其中不包括对物资生产 

没有直接贡献的劳务的价值。 两个制度因包括的范围不同而弓I起的数量上差别， 

随国家而异，所以不能定出一个一致的百分数。 数量上的差别不仅取决于一个国 

家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且取决于它的经济政策。 例 如 ，经济政策可以决定一个国 

家劳力在各个经济部门间的分配，价格政策可以决定劳务和商品价格。

①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 1 1 号 》 【 V a o o i l  ) , 第 5 2 段。



8. 委员会自从一九六四年的会议以来，一直使用所需组成部分的佳计数， 

来把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物资产值净额统计数字调盤为报据国民收支核算制度慨念照 

市价计算的国民收入统计数字， 多年来，由于就两种制度之间建立联系从事了更 

多的方法上的研究，％且有更多的数据可供利用 > 委员会在工作上对于采用物资产 

值核算制度的国家，已能按市价算出国民收入，得到较可靠的佳计数。 在这一方面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已有五个中央计划经济的会员国比照国民收支核算制度编制了 

统计。

9. 为了比较会员国的国民收入，以各国货市表示的供计数均折为一个共同 

货币单位，即美元。 在审查期间，市场经济国家的国际货币制度动荡极大，非常 

棄乱。 平价制度遂渐停止实行，而以一个浮动汇率制度取代。

1 0 . 委员会在审慎研究这个问题之后，最后决定，在审查期间将采用下列办 

法 ，将市场经济国家国民收入佑计数折合美元《 对于有单一的起伏汇率的国家， 

所用的折算率通常是国际货市基金组织的出版物《国际金融统计》中所列的市场汇 

率的年于均数。 这些年平均数是货市基金组织根据有关S 家政府提出的市场汇率 

编制的。 对于有些国家，其政府为了维持其货币对劣一货币预先规定的比价而由 

中决報行支持的，则使用官定汇率。 有极少数国家，用本国货币表示的国民收入， 

必须按照 " 调整的汇率 " 折算， " 调整的汇举楚从某一选定年的汇率（认为可以表 

明有关国家和美国的合理而近似的购买力比率）按照两个国家S 从基年以来相对的 

物价变动比率调盤得出Ô义 最 后 ，另有一些国家，其按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估计 

数 ，是从其他统计来源直接得来

1 1 . 对中央计划经济国家，采用的折算率是有关政府通常向秘书处递送的实 

际汇率的年平均数。

12 . 委员会在计算按每人计算的国民收入时，所用的人口数字，一般是联合 

国统计处从各国政府对联合国《人口年鉴》问题单的答复，对联合国《统计月报》 

问题单的答复、以及从官方出版物得到的年中倍计数。 有极少数情形，得不到官 

方资料时，这种倘计数是统计处从其他来源得到的。



四、 审查会费分摊比额表

13 . 大会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九日第3 0 62 ( XXVIII ) 号决议订立了 一九七四、 

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六年度的会费分摊比额表。 大会又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曰第 

3 3 7 1 A ( x x x )号决议中决定把一九七四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接纳为本组织会员 

国的三♦ 国家（孟加拉国、格林纳达和几内亚比紹) 的会费分摊率列入一九七六年 

度的比额表内。 委员会所审查的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比额表包 

括了那3 个新会员国，和一九七五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六个国家

( 佛得角、科摩罗、莫桑比克，巴布亚新几内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和苏里南）。

因此，这♦提议的分摊比额表征收了一四® 个会员国会费。

A . 缴费的能力

(a) 缴费能力的主要尺度

14, 在一九七四和一九七五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如第三十届会议第五委 

员会进行fr碎I论过程中，有些代表主张②：国民平均收入不应作为订立分摊比额表 

的唯一决定因素，在订立比额表和课定一国的缴费能力时，应把其他的重要因素也 

计算在内。 他们认为，国民平均收入没有把通货膨胀弓I起的物价螺旋上升和货币 

波动对初级商品收入所生的影响计算在内；并指出，国民平均收入常常掩饰了经济 

上的真相，诸如技术、工业、基本设旅，农业、读写能力和贸易等方面的问题。而 

且他们认为，对于唯一收入来源可以枯竭和不再生的那些国家，国民平均收入既不 

能反映它们的长期发展需要的幅度，也不能反映年数较长期间经济上的实际生产力 

水平。 他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较高国民平均收入，只是暂时现象，并不真实

③ 《同上，第二十九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 9, A /9859号文件，第 1 2 段， 

《同上，第三十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 0 2 ,  A /1 0 3 1 8号文件，第 7 段。



反映一国的缴费能力；因此他们便请会费委员会重新考虑以国民平均收入作为衡量 

缴费能力的主要尺度，并讨论一项可以取代的标准

1 5 . 关于上面所说，委员会愿；1 促请注意：一个会员国的国民平均收入不是 

街量缴费能力的主要尺度。 实际上，委员会用来测度缴费能力的主要标准是国民 

收入。 后来根据大会的指示，对国民收入佑计数加以调整，以顾到低国民平均收 

入的宽减。 因此国民平均收入是用来测度一国于适用下面第3 0 段所说明的低国 

民平均收入的宽减办法时可能享有的减免。 传统上来说，国民平均收入也曾用来 

作为个国家发展阶段的近似指标》

16. 委员会理解到用货市表示的单一的国民收入总数有时并不完全反映经济 

上的其相。 按照推理 Ï —小包括发展的经济、社会以及价值加结构方面的综合性 

发展M , 作为街量一个国家的通盘发展水平，可能是比国民平均收入更为全面的

指标。

1 7 . 委员会对于究竟有无衡量缴费能力的其他切实的方法进行了审查， 由 

于把按照低国民平均收人宽减办法调整后的国民收入作为尺度（当前制订联合国会 

费分摊比额表所用的尺^ 点象各国的收入税制度，于是委员会探讨是否可象那些 

国家制度一样以净价值或财富为净牧、的补充标准。 可是，它发现只有极少的国 

家才有全国财富的统计，而且把它们用来进行国际比较，是极会弓I起争论的。

1 8 . 委员会也考虑到应用某种综合的或混合的指标来测度缴费能力的可能性； 

这些指标，包括：保健，包括人口情况；粮食和营养；教育，包括读写能力和技能； 

工作环境；就业；消费和储蓄总额；运输；住房，包括家庭设备；衣着；误乐；和 

社会保险。

1 9 . 关f •上面一点，委员# 回顾œ —九六九年会议第二千九届会议时，为m 别"发展中



国家和 " 发 达 " 国家/J f进行的把联合国会员国相对地分级的一项研究。这个研 

究所选定的标准，除了国民平均收入外，还 f î : 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能源消奥量；按人 

口平均计算的粮食消费量；制成: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经济上从事非农业活 

场的人口的百分比；每一千新生婴儿中生存的数目；每一千居民中医生的数目。在 

向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提出的报告③内，委员会说，虽然在 " 发达 " 国家和"发展 

中 " 国家之间可能定出一条分界线，但这事仍有严重的困难，因为对于为此目的所 

选择的指标，无法得到普遍的同意。

2 0 . 目前的研究尽管是为了不同的目的，在进行这项研究时，委员会注意到 

专家的意见④：要把收入、保健、教育、就业等现有的指林姐成一个单一的综合指 

标 ，目前或最近的将来（就鉴个会员国说）在慨念上或统计上还找不出满意的方法。 

因此，委员会作出总结，认为还没有一种可接受的包括一切的计量指标可以用来代 

替国民收入。

2 1 . 此外，委员会认为：某一国家全体人民享有的资源的总数，大体上可以 

相对地作为一个•决定缴费熊力Ê〜3综合指样， 而且，这笔资源总数，如以货币表示，就 

足以适切地表现一国的国民收入。 委员♦ 结论认为：尽管承认它有缺点，11房役 

入是目前可以编列所有È 家统计数字的唯一指标。

2 2 . 同时，委员会打算经常地注意改善衡量缴费能力的方法的问题。

③ 《同上, 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1号》（A / 7 6 1 1 ) , 第 3 0 段。

④ 对国民收支核算激平衡制度及测量生活水平的其他尺度制订着重福利补充标 

准专家组的报告中表示的意见便是一个例子。



(b) 一般性审议

2 3 . 委员会根据它的最初职权范围以及大会以后给予的指示来审查经费分摊比 

额表。

2 4 , 一如上面提到的，委员会进行工作的基础是一九七二  九七四年按照

市价计算的国民收入平均数。 在制订比额表时,对于在这基期以后所发生影响国 

民经济的事件，只有在独特的和势不可档的情况下才如以考虑•

2 5 . ,委员会在向大会， 七四年第二千九届会议和一九七五年第三千届会议®  

提出的报告里- 促请注意世界经济方面所发生的异常广泛的变动，并指出：援用缴 

付能力原则，会使下次比额表中一些个别的国家摊敦率急剧增高，尽管委员会 

例動I 和两个比顿表之间大幅度的变动。 在本届会议，委员会固然面临到国民收入统 

计数字不可避免地导致急剧增高如相应地急剧減低的情况，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 

年 ，市场经济国家货市制度动荡，再加上高度的通货膨服《 —九七四年的特征是 > 

许多国家包括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受到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同时，通货膨胀还是趣

续下去。 另一方面在一九七二 九七四基期的后一部分，■-些国家的国民收

入 ，却呈现了急剧的增加• 会员国国民收入总数以目前的美元计算，超过从前一 

九六九----------九七一的三年期水平达百分之四十九。

2 6 . 委员会继续注视价格变动和兑换率，研究了两个基期（一九六九一-------九

七一和一九七二一一九七四）之间各国国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统计数字、货币贬值 

或升值影响作为计算摊敦的统计基础美元价格成È濟程度、以及每种货市按美元计算的 

贬值或升值的百分比。 它注意到以美元表示的会员国国民收入目前的价值的移动, 

是出产数量物价水平和兑换率变动的结果。 在物价增高为兑换率变动【由于贬价

⑤ 《同上，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 1号 》（A /9 6 1 1 第 1 6 段。

⑥ 《同上3 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 1 1号 》（V 1 0 0 1 1 ) ,第 4 4 段，



或降值）所抵销的场合，以美元新兑换率表示的国民收入可以消除国内通货膨服影 

响的一部分但是，由于美元贬值，若干国家的通货受到不同程度的增值。 就这些 

国家说，把用本国货市表示的国民收入改用美元表示，得到的结果是,在该国国内通 

货膨服率上面，再加上该国的货市升值率，这样得出的国民收入数字要比设若两个 

基期之间兑换率不变得出的数字为高。 关于这一点，并且在它关于通货膨服与缴 

付能力的关系的研究范a 内 ，委员会注意了本国货市对美元升值的会员国和本国货 

币对美元跃值的会员国的区别。

2 7 .在检查通货膨服现象与换率的关系时，委员会研究了以常值（不是现值） 

美元表示国民收入佑计数的可能性，这样就可消除物价波动的影响。 但是 ，委员会 

发现：以常值价格代替观11价格会发生概念上如实际上的困难，原因是：多数会员国 

没有以常值美元表示的价格的数据；应用于基期的兑换率本身可能过低或过高；价格 

指数可能有缺点。 决定一个不普遍接受的基期，本身就是问题。

2 8 , 同时，委员会特别小心，要做到会员国的会赛不至种相对物 f 波魂 

上升或下降而摊浪过多或过少。 委员会打算在下届会议趣续研究不同的物价变动 

与兑换率关系的问题。

(。） 按人口每人计算的比较收入

2 9. —九七四年第五委员会在向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提出的关于联合国经费的 

分摊比额表的报告® 中说：

" 关于经济情况变功所生影响和通货膨服对今后分摊比额的压力，若干代 

表同意会费委员会应重行审查对国民平均收入低的国家的宽减办法。 有人指 

出，自从制定了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六年的分摊比额表以来，构成现行办法的基 

础的因素有了巨大的改变，委员会应在下一次审査分摊比额录时，一并审查有 

无可能对此项办法加以调整。 "

⑦ 《同上，第二十九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9, A /9 8 5 0 号文件，第 1 4段。



一九七五年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在提交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报告⑧中确认，一 

九七一年以来世界经济的变化证明应当根振此种变化审查国民平均收入低的宽减办 

法。 委员会特别注意到这种变化对发展中国家分摊比额的影响。

3 0 . 在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六年比额表中，国民平均收入低的宽减办法已从上限 

1, 0 0 0 美元增至1, 5 0 0 美元，最高核减数百分之五十增至百分之六十。 当时， 

委员会注意到，三十三个会员国的国民平均收入额已超过上限1, 0 0 0 美元。 委 

员会本届会议发现 在̂此三年期间，三十六个会员国的国民平均收入已经超过1, 500  

美元数额。 许多国民平均收入低的会员国均有相应的增加，如果保持此项办法， 

这些国家按照1, 5 0 0 美元和百分之六十计算的宽减数就会降低。 因此，委员会 

详细研究了宽减办法中的若干变数。 委员会达成的结论认为，包括通货腰胀压力 

在内的经济变化，需要将宽减办法加以调整，使新的上暇增至1 , 8 0 0 美元，新的 

最高核减数则增至百分之七十® ，从而继续遂# 减轻国民平均收入低国家的负担。 

建议的比额表已采用了这项调整后的办法。

⑧ 《同上，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 1 1号 》（A /1 0 0 1 1 ) ,第 4 5 段。

⑨宽减的计算方法如下： 1, 8 0 0 美元和国民平均收入低于这个数字的差额

1,800美元的比率表示，并以这个比率的百分之七十作为计算会费分摊额时自

一会员国的国民收入总额核减的百分数。

因此，当一会员国的国民平均收入低于1 , 8 0 0 美元时，这国家的国民收

入总额将获得核减，这核减的百分数如下： ， 1 ,8 0 0—圓民平均牧入
( ------------   -)x  70%

1 ,8 0 0

另方面，当一•会员国的国民平均收入等于或高于1 , 8 0 0 美元时，这国家的 

的国民收入将不获核减。



(d) 对外公共债务

3 1 . 委员会审查比额表时M 有关对外公共债务及其与目前国际收支状况以及

银国际储备金之间关系的最近统计资料。 委员会审查了国际储备金、对外公共债务 

和偿倩 ( 付息和摊还）对输出货物与劳务收益的比率；以及未偿还的对外公共债务 

新的公共债务和偿值（付息和摊还）对国际储备金的比率。 委员会在拟订令后三 

年期间分摊比额表时已特别注意到有些发展中国家必须将其大部分外贸牧益用于偿 

付对外公共债务，因此尽可能对个别摊款作了向下的调叠。

B 。减少比额的变动

3 2 . 委员会按照习愤上的獨軒口大会的指示特别注意到国民平均頗^国家》并掛 

酌情形，予以额外的宽减。 除了对外公共债务之外，委员会还谨慎地考虑到审 

查期间有些国家是否因自M 兽或其他特殊事故而使国家经济遭受破坏或发生混乱的短 

期因难情况》

3 3 . 到现在为止，委员会一直可使两次连续的比额表，在不过份影响比》 或 

不远离缴付能力原则之下，减 少 摊 额 上 ，的剧烈变动。 但是，在审查期间内，由 

于经济变迁速度报大， 以及一些会员国因国民收入数据⑩上增或下减而作追溯性i j  

正，使委员会不珊敏本届会议在过去的同样程度从原有的分摊比额表顺利地过渡 

到下一期的分摊比额表。 有关的变动范围幅度报大，有的减少百分之五千，有的 

增加百分之三百以上，这就说明了委员会所面临的问题。 可是，委员会还是特别 

小心地审查了所有这种不循常靓的偏差，彻底搞清楚每一分摊比额都是客观地_计 

算 出 来 , 而且符合会员国的.缴# 能力， 此外，委员会从为需要在审查期间之 

外可以辨认的经济趋势范围内，避免修改分摊比额，因为这种修改对于经济扩展迅 

速的国家，或者低于平均增长率的国家，会加宽它们统计上的分摊比额和实际上的 

分摊比额间的差距，



C. 关于个别摊敦的意见

3 4 . 委员会收到了孟加拉国、佛得角、塞浦路救厄瓜多尔.以色列..日本阿拉伯 

利比亚共和国 马̂拉维、荷兰，波兰和鸟拉圭等国政府的意见• 委员会审查了这些政府 

提出的经济上的和其他数据，并在审查比额时顾及了这些数据。

D , 比额表的适用期间

35. —九七五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时，有人在第五委员会辩论期间建议，会

赛委员会应考虑改变比额表适用期间的可能性，以配合而年期预算周期。

3 6 . 初看之下，会费分摊比额表同两年期颜算在周期上的配合，似是合乎還 

辑和方便之举， 其 实 ，仔细探究，会发现联合国财务制度这两个成分之间的密切 

关连性并不那么显然，因为会费分摊比额表无可避免地必须根据于同这个预算期间 

之前的一个期间有关的缴付能力的指标。 而且这种配合也并不使会员国能够颈先 

确切知道它应向联合国《算作的缴款是多少。 在颈算期间之内几乎必然有订正慨 

算提出；在颈算周期的第二年通过的追加慨算是以下一年收到的收入支付的， 所 

以 ，依会费委员会的意见，这种配合的好处是表面多于实际。 另方面，一个三年 

期的分摊比额表允许对统计数据作出更为可靠的平均，从而使这比额表较少受到经 

济和货币活动上暂时性波动的影响。 最后，还须记住，一个两年期的比额表将加 

增第五委员会的工作，且使成为更加复杂。 卞仅第五委员会须以更多次数处理这 

件事，而且为了实行配合，第五委员会在每两年一•次审查两年期颈算的那届会议上 

就得通过一个两年期的分摊比额表。 倘若是三年期分摊比额表和两年期预算的话， 

这种情形只是每六年才发生一次》

3 7 . 委员会经过上述考虑之后，重申它过去的意见，认为不能建议改变比额 

表的适用期间。 不 过 ，委员会仍将继续审査这个问题。



五.分摊比额表

3 8 . 委员会建议的一九七七、一九七 /V和一九七九年的分摊比额衣连同一九七 

六年总数为百分之一百点十二的比额表，裁于下表。

3 9 . 从表内可见，在分摊一九七六年会费的一三八个会员国中，与现行比额比 

较，增加分摊比额的计有二十八个会员国，减低比额的计有三十个会员国，八十个 

会员国的比额保持不变。 在建议的比额表中，八十一个国家是按最低额百分之 

零点零二分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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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7
0.02
5.31
0-.02
0.0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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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0.3^
0.0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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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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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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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j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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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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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会员国一九七五年如一九七六年的会费分摊额

4 0 . 大会议事规则第一六0 条@要求委员会就确定新会员国的会费分摊额问 

题，向大会提供意见。 关于新会员国的会费分摊额，联合国财务条例第5 , 8条 

规定： " 新会员国须缴纳其加入为会员国年度的会费，并按大会所定的比率摊缴其 

在周转金颈缴款项总额中所摊的百分数。 ，，

4 1 . 在一九七五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期间，有六个国家被接纳为本组织的会 

员国。 接纳这些新会员国的日期和有关的大会决议如下：

会员国

佛得角共和国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莫桑比克 

已布亚新几内亚 

科摩罗 

苏里南

一九七五年接纳日期

九月十六日 

九月十六日 

九月十六日 

十月十曰 

十一月十二曰 

十二月一日

大会的决议

3363(x x x )
3364(xxx)
3365(x x x )
3368(xxx)
3385(x x x )
3413(x x x )

4 2 . 根据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大会第69 (1)号决议的规定，各新会员国 

于其加入联合国的第一年须缴纳会费，充作该年度预算经费，其数额至少须等于下 

一年度力各该国所定摊款百分比的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此敦并入各该国加入 

联合国年度的预算内。 但是，后来大会的决定，对三分之一的规定作出了例外的 

规定，将自一九五五年以后几乎所有被接纳为本组织的新会员輝的规定最低数额减 

低到九分之一。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74. I. 6。



43. —九七三年十一月九日大会第3 0 6 2 (XXVI工工)号决议确定，并经一九 

七五年十月三十日第3 3 7 1 A( XXX ) 号决议订正的联合国一九七四一一九七六年三

年期会费分摊比额表，是根振一九六九、一九七0 及一九七一年的国民收入和有关

数据编制的。 根据同样的基础，并在实施其对个别情况准予减少的惯例之后，委

员会建议，一九七五年被接纳为本组织会员国的各国，一九七六年应分摊的会费率

为百分之零点零二，一九七五年应分摊的会费率为百分之零点零二的九分之一。

委员会又建议，这些新会员国应缴的一九七五》—九七六年度会费所用摊敦基准，

与其他会员国相同，但就大会一九七四年千一月二十九H， 3211B(3Œ IX) 号决

议第二部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3 3 7 4 2 (；} 0 0 0 号决议和一九七五年千

二月二日第3 3 74 C ( XXX ) 号决议为联合国聚急部队以及联合国脱离接触部队筹措

经费而核定的拨敦来说，这些国家的缴款（按照大会指定其为那一类捐助国而定）

应照历年度按比例计算；



七、非会员国的摊款

4 é . 大会根振会费委员会的建议，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九日第3 0 6 2 ( XXVÏÏI ) 

号决议及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日第33 71 A(X X X )号决i义决定, 应由以下各非联合 

国会员国而参加联合国若干工作的国家，对此种工作的一九七四年度、一九七五年 

度及一九七六年度赛用，依下列比率缴纳费用：

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 

的百分率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 0 .07

教 廷 ............................................................................................0. 02

列支敦士登 ...................................................................................... 0 .02

摩纳濟 ........................................................................................0 .02

大韩民国 ............................................ .. .................................... 0.11

越南南方共和⑧ .............................................................................. 0 .06

圣马力诺 ....................................................................................0 .02

端 士 ...........................................................................................  0 .82

汤 加 ............................................................................................0 .02

4 5 . 非联合国会员国的百分率是按照委员会摊派会员国会赛所用的同样的方 

法及同一基本原则来加以计算的。委员会于审查应请非会员国缴纳它们参加联合国 

工作00—九七七年度、一九七八年度及一九七九年度費用的分摊比率时，使用了一 

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自0国民收入统计数，并和会员国会费分摊比率一样，对于国

⑧ 前 越 南 共 和 ，



民平均收入低的国家根据同一宽减公式后加以调整， 按照委员会的通常惯例，非 

会员国的百分率是将每个国家经调整后的国民收入与不受 " 最高 " 如 " 最低"规定 

额暇制的那些会员国的合并的调鉴后收入联系一起而计算出来的。 委员会也考虑 

了圣马力诺提出的震见。

4 6 . 委员会对于非会员国为它们所参加工作的一九七七年度、一九七八年度 

和一九七九年度费用必须缴敦的百分率，提出建议如下：

建 i义的一九七七年 

至一九七九年百分率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  0 .05

艘 廷 ................................. ...........................................................  0 .02

列 支 敦 士 登 ...............................................................................  0 .02

摩 絲  ......................................................................... . 0 .02

大韩民国 ..................................................................................... 0 .13

越南南方共和 .............................................................................  0.02

圣 马 力 诺 ................................................................................... 0 .02

端士 ............................................................................................ 0 .96

滴 加 ............................................................................................ 0. 03

é 7 . 参加工作的非会员国，必须根振上段建议的比率，为有关联合国工作缴 

纳一九七七年度、一九七八年度及一九七九年度的費用；養将那些有关工作列下：

( a ) 国际法院 

列支敦士登 

圣马力诺 

瑞士



(b) 国际麻醇药品管制 

教廷

列支敦士登 

摩纳哥 

大韩民国 

越南南方共和 

端士 

汤加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C)

(d)

(e)

( f )

大韩民国 

越南南方共和 

改洲经济委员会 

瑞士

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教廷

列支敦士登 

摩纳哥 

大韩民国 

越南南方共和 

圣马力诺 

端士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教廷

列支敦士登 

摩纳署



大韩民国 

越南南方共和 

瑞士

4 8 . 关于上面的一点，委员会© 顾:大会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以一九七五年 

十月三千日第3 3 7 1 ? ( 1又又）号决议决定修正联合国财务条例第五 . 九条，以便除 

其他事项外，规定： " 非联合H会员国但参加由联合国经费资助的机构或会议的国 

家，除经大会决定免除缴敦外，应按大会规定的比率缴纳这些机构或会议的费用"。

4 9 . 由于大会决定的结果，同时由于可能参加本姐织的会议或其它工作的非 

会员国越来越多，其范围较已经建议或现正建议摊敦率的非会员国更为广泛，因此 

委员会认为最好另外建i义下列各非会员国的比率：

百分率

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九年

越南民主共和国 .......................................0 .04 0 .02

灌 鲁  0 .02 0 .02

西萨摩亚  0 .02 0 .02

5 0 . 按照大会规定的程序，非会员国的分摊比率须经联合国与各有关政府协 

商决定。



八 ，委员会审议的其他事项 

A. 会赛的征收

5 1 , 按照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它的职责之一是 " 根推宪章第十九条规定，考虑 

应采何种行动，并向大会提出报告 ’，• 宪章第+ 九条的规定如下：

" 凡拖义本姐织财政款项的会员国，其拖火数目如等于或超过前两年所应

缴纳的数目时，即丧夫其在大会投票权。 大会如认拖义原因，确由于该会员

国无法控制的情形者 . 得准许该会员国投票。 "

5 2 , 委员会注意到秘》 î-ï谢Rf内指出下列八小会员国—— 中非共和国、剛果、 

多米尼加共加国、 比亚、几内亚、海地、巴拉圭、和多哥一在本届会议结束时 -  

有 第 千 九 的 拖 乂 联 告 国 会 赛 的 情 形 • 关于这个问题， 员会决定授权主席，在 

必要时对本报告发一增编 .

以美元以外的货币缴付会赛

5 3 , 大会在第3 0 6 2 ( x x v i i i ) 号决议中，授权秘书长在与会赛委员会主席协 

商后，掛酌情形，接受各会员国以美元以外的货市缴纳一丸七四、一九七五、和一九 

七六各历年会赛的一部分 .

5 4 , 在本届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会员国以美元以外货币缴付一九 

七六年会赛办法to报告。 委员会注意到，有九个会员国利用这小办法以本组织可 

接受的 1 9种非美元货币中的七种缴付了三百五十万美元等值的会费。 按照第五委 

员会的建议，委员会还注意到秘书长继续给予每一♦会员国以其本国货市付敦的绝 

对优先，

5 5 委员会建议继续授权秘书长，为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和一九七九年订出同 

样办法 .



c, 专门机构的会赛比额表

5 6 . 大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3 1 1 2 ( 1 7 )号决议授权委员会"应专

门机构的要求，就该机构会赛分摊比额问题提出建议或意见 " •

5 7 . 根据一九七五年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对秘书处的授权，秘书处曾向一 

些专门机构提供关于其会员国—— 包括联合国会员国和非联合国会员国—— 会费的 

" 理论性的、可能的百分比"，而这些百分比显厲联合国比额表上最低的。 在本 

届会议上，委员会审查和证实了这些百分比，同时并座国睹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組织，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的要求，向它们提 

供了其他理论性的比率。

D. 委员会下届会议的日期

5 8 . 委员会决定于一九七七年四月四日召开下®会议。



^ 会费委员会的建议

5 9 . 会费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

大会

决议 :

( a ) 会员国对联合国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和一九七九各会计年度预算的分 

摊比额表如下：

会员国 百分比

阿，汗 ...............................................................................   0.02

阿 尔 已 尼 亚 ..............................................................................0.02

阿 尔 及 利 亚 ..............................................................................0.10

....................................................................................  0.83

澳大利亚 .............................................................................
奥 地 利 .................................................................................  0-^3

[ 哈 马 ，•，•................................................      0.02

巴 林 .......................................................................................... 0.02

孟 加 拉 国 ................................................................................. o,oU

已 已 多 斯 ..........................................................................  0.02

比利 时 .......................................................................................1.07

  0.02

不丹 .....................................................................................  0,02

波利维亚 .....................................................................................0.02

，26 -



博茨瓦纳 ..................................................................................0.02

....................................   1.0红
保加禾■]亚 ................................................................................  0.13

细 甸 ............................................................................    0.02

布 隆 迪 ........................................................................................... 0.02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O.lfO

加 拿 大 .................................................................  2.96

佛 得 角 .......................................................................................0.02

中非共和国 ....................................................................   0.02

卞 得 ..................................................................................................... 0.02

智利 .........................................................................................0.09

中国 .........................................................................................5.50

哥伦 t匕亚 ................................................................................... 0.11

科摩#  ..................................................................................  0.02

刚 果 .......................................................................................... 0.02

香斯达黎加 ........................................................................................ 0.02

古 已 ......................................................................................   0，13

塞 浦 路 斯  .....................................................................................  0.02

捷克斯洛伐克 ..........................................................................0.87

民主束捕察  ......................................................................... 0.02

民主也门 .....................................................    0.02

丹 麦 ........................................................................   0.63

多米尼加共和国 ...................................................................... 0,02
厄; ......................................................................  0參02

埃 及 .......................................................................................... 0,08



会员国 百分比

萨 尔 瓦 多 .............................................. 0.02

赤 道 几 .......................................................................   0.02

埃塞俄 fcJE ........................................................................... 0.02

斐 济 ...........................................................   0.02
芬 兰 ...................................................o，ia

法 国 ...................................................5.66

加 蓬 .................................................. 0.02

因 比 亚  .............................................. 0.0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3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7.7h

加 纳 ....................................................0,02

希 腊 ...............................................................   0,39

格 林 纳 达 .............................................. 0.02

危 地 马 拉 .............................................. 0.02

At^üE ..................................................................................  0.02

几 内 亚 比 紹 ............................................ 0.02

ÉÜE 那 ......................................................... 0.02

海 地 .................................................. 0.02

洪都拉斯 ............................................... 0.03

却 利 .................................................0.3U

冰 岛 ...................................................0,02

印 度 ...................................................0.70

印 度 尼 西 亚 ............................................ O.llf

伊 朗 ....................................................o.h3

伊 拉 克 .....................................................................................0,10



爱 尔 兰 ..................................................................................... 0，15

以色列 ..................................................................................... 0.2U

意 大 利 ..................................................................................... 3.30

象牙海岸 ..................................................................................0.02

牙买加 .............................................................  0.02

H 本 .........................................................................................8.66

约 旦 .................................................................................  0.02

肯尼亚 ................................................................................... 0.02

科 威 特 ..............................................................  0.16

老秘人民民主共和国 ............................................................. 0.02

黎 G嫩 ................................................................................. 0*03

某 索 托 ................................................................................... 0.02

利 比 里 亚 ............................................................................... 0.02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 0.17

;̂ 森 堡 .....................................................................................O.Olf

马达加斯加 ..............................................................................0.02

马拉维 .....................................................................................0.02
马 来 西 亚 ............................................................................... 0,09

马 尔 代 夫 ............................................................................... 0.02

•^里.........................................................................................0.02

马耳他 ................................................................................. 0.02

毛里塔尼亚 ..............................................................................0.02

毛 里 求 斯 ............................................................................... 0.02

墨西齋 ..................................................................................  0.78

蒙古.......................................................................................................0.02

- 29 -



会员国 百分比

摩洛， ...................................................................................... 0,05

莫桑比克 .................................................................................0,02

尼泊％ ..............................................  0,02

荷兰 .....................................................................................1.38

新W â  ................................................................................. 0.28

尼加拉瓜 .....................................................................................0.02

  0.02

足日利亚 ............................................................................... 0.J3

挪 貞 ......................................................................................
  0.02

基斯坦 ................................................................................ 0.06

G拿 马 .....................................................................................0.02

已布亚新几内亚 . ........................................................................0.02

m à  ............................................. 0,02

秘 .................................................................  0 . 0 6

菲律宾 ...................     0，10

 ..................................................................................  1 .^

葡荀牙 ...............................................................................................0.20

卡塔％ ....................................................................................... 0.02

罗马尼 亚 ...................................................    0,26

卢 ⑩ .....................................................................................0.02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02

沙特P可拉伯 ..............................................................................0*211.

塞 内 加 尔 ..................................................................................... 0.02

塞 粒 利 昂 ..................................................................................................0.02



新 如 被 ..................................................................................... 0.08

f   ...............................................  0.02

i f # ................................................... 0.140

西 班 牙 .......................................................................................1•巧

斯 里 计 ................................................................................... 0.02
苏 丹 ...........................................................................................0.02

苏 里 南 .......................................................................................0,02

    0.02

瑞典 ............................................................................................ 1.2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0.02

泰 国 .......................................................................................... 0.10
  0.02

特立尼达和多已哥 ...................................................................0.02

  0.02

i 耳 其 .......................................................................................0.30

乌 干 达 ..................................................0.02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50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11.33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   0 -^

大不列颤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傘麦隆联合共和国（溶麦隆）...............................................  0.02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02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 25.00

上沃尔特  .................................................................................0.02

4  拉É  ................................................................................... O.OU

- 31 -



委 内 瑞 拉 ............................................................................  0*^

也 n  .....................................................................................  0.02

f 斯 拉 夫  ..............................................................................0.38

札伊％ ...................................................................................  0.02

赞 tfc亚 ..................................................................................... 0.02
100.00

( b )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一六0 条，会费委员会应于一九七九年审查上文 

(a)段所载的分摊比额表，并应提出报告，供大会第三千四届会议审议；

( C )虽有联合国财务条例5 .5 的规定，授权秘书长在与会费委员会主厲旌 

商后，掛跡情形, 就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和一九七九各历年度接受各会员国以美 

元以外的货币缴纳会费的一部分；

( d )就一九七五年来说，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千六日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 

佛 得 角 、 圣多美积普林西比和莫桑比克，及于一九七五年千月千日、千一 

月十二日和千二月一日分别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G布ÜE新几内亚、科摩罗和苏 

里南，各应缴纳相当于百分之0 点0 二的九分之一的数额；

( e ) 就一九七六年来说，佛 得 角 、圣 多 美 和 普 林 西 比 、莫桑比克、 

巴布巫新几内亚、科摩罗和苏里南应缴付等于百分之0 点0 二的数额；

(f) 这六个新会员国应缴的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六年度会费所用摊款基准与 

其他会员国相同,但就大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千九日第 3 2 1 1 B ( XXIX)号决议  

第二部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千八日第3 3 7 4 2 0 0 0 0号决议和一九七五年千 

二月二日第3 3 7 4 0 (}0 0 0 号决议为联合国紧急部队以及联合国服离接触部队筹 

措经费而核定的拨敦来说，这些国家的缴款（按照大会指定其为那一类捐助国 . 

而定）应照历年度按比例计算；

( g )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的一六0 条，应请非联合国会员国但参与联合国某



些活动的国家对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和一九七九年度这些活动的费用按下列比

率缴象：

非会员国 百分比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0.05

  0.02

尹•]支敦士登 ............................................ ............................0.02

摩 纳 哥 ............................................................................... 0,02

大韩民国  ................. .......................................................  0，13

越 方 共 和 ......................................................................0.02

圣马力诺，............................................................................. 0.02

.............................................................................................................. 0 .9 6

汤加 ....................................................... ..............................0.02

应请以下国家为下开机构缴敦：

H 国际法院 

列支敦士登 

圣马力诺 

端士

a 国际麻醉药品管制■ IIM ■ ■ ■ | — mi -a—

教廷

列支敦士登 

摩纳齊 

大韩民国 

越南南方共积 

瑞士 ’

汤加



曰 亚洲及远东经济及社会委员会 

大韩民国 

越南南方共和

欧洲经济委员会(0 )

©

(7̂)

瑞士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m .

列支敦士登 

摩納哥 

大韩民国 

趣南南方共和 

圣马力诺 

瑞士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教廷

列支敦士登 

摩纳哥 

大韩民国 

越南南方共和 

瑞士

CH)虽有上文(g)段所开列的各种活动，并考虑到联合国财务条例5. 9的规 

定，上述非会员国以及下列国家亦应按照本决议所订的比率缴付其所参与的其 

它活动或会议的费用：



百分比

非会员国 一九七六 一九七七------九七九

越南民主共和国 ..................... 0.02

纖鲁 ........................................... 0.02

西萨摩亚 ................................ 0.02



附 件

会费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A . 原先的职权范围

会费委员会原先的职权范围载于联合国筹备委员会报告书⑤第九章第二  第13, 

1 4段，和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一日第五委员会的报告内⑨，并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十 

三日获大会第一届第一期会议通过（第 14(1)号决议，第 3 块 ）。 有关各段如下：

" 经费的分配

" 1 3 . 联合国的经费应当大略依照会员国的缴付能力予以分配。 但仅 

凭统计方法测算这种能力是困难的，也不可能有任何确切的公式。 因此，初 

步看来，国民收入的比较佑计数是最为公尤的标准。 为防止因使用国民收入 

比较佑计数而产生异常的佳计，应当考虑下列各主要因素：

" ( a ) 按人口中每人计算的比较收入；

" ( f e )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国民经济暂时脱IT;

" ( 2 ) 会员国取得外币的能力。

" 有而个相背的倾向应当顾及：若干会员国可能不当地希望尽量减少它们 

的会费额，而其他会员国则为了声望原因不当地希望增加会费额。 如果规定

⑥ 《联合国筹备委员会报告书》（P C /2 0 ) 。

⑨ 《大会正式记录，第一届第一期会议，全体会议》，附件 l 9 ( A /4 4 )。



最高的会费额，这个数额不应严重地遮掩一个国家的会费额及其缴付能力之间 

的关系。 应当让委员会掛酌审议有关缴付能力的所有有关数据和所有其他有 

关因考以作成建议。 比额一经大会规定，至少三年以内，或除非相对缴付能 

力显然有重大变化，不得进行一般修改。

" 1 4 . 会費委员会的其他职务为：

" ( a ) 就新会员国的会，向大会提出建议；

审查会员国关于改变会费比额的请求，并就此向大会提出报告；

" ( Ç )考虑会员国拖义会费时所应采取政行动并向大会提出报告。

" 遇后一种情形，委员会应就适用《宪章》第十九条的规定向大会提出意 

见。 ，，

B. 大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通过的 

第 2 3 8 A (III)号决议

" 大会，

" 承认

" ( a ) 通常每一会员国每年应缴会费不得超过联合国经常翁用三分之一，

" (b) 通常时期任何会员国每一国民会费分担额不得超过摊款额最高的会员国 

每一国民的会费分担额，

" ( Ç ) 会费委员会为了执行职务，# 有更充分的统计资料 ,

" 因此

" 1 . 重申大会在其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决议（第 14(工)号决1)1, A , 第 3 段) 

中接受的会费委员会职权范围；

" 2 .  ^ 各会员国协助会费委员会，向它提供现有的统计以及其他为其工作所



需的情报；

" 3 . 接受对于摊款额最高国家所缴会费百分比应订立最高暇额的原则;

" 4 . 责成会费委员会在提出较为恒久的比额表以前 , 建议如何应用因(a)新会 

员国入会及0 )̂会员国相对缴费能力增加而增收的会费来调整按照现行比额表分摊有 

失公平的情况，或建议如何应用该项新增会费以减低目前各会员国所缴会费比率；

" 5 .  当现行比额表现有的有失公平的情况消失，以及较为恒久的比额

表提出后，随着世界经济状况好转时，再由大会决定摊款最高额的会费比率。 "

C . 大会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通过 

的第582 (VI)号决议

" 大会，

决定 :

" 3 * 会费委员会于一九五二年内作此项覆审时，应根据大会历次关于决定分 

摊比额的标准的决议© 、各会员国在大会第六届会议表示的意见，及大会议事规则 

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并应特别注意需要予以特别考虑的国民收入低的国家； "

D. 大会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通过的 

第 6 6 5 ( 7 工工）号决议

" 大会，

© 见 第 1 4 A (I), 69(1)和 238A(工工工）号决议。

—38 •



" 1  •欣悉会费委员会业已采取行动更进一步计及若干国家每人平均收入低 

的事襄以实施大会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582 ( V I ) 号决议所载建议，并促 

请该委员会今后继续计及此种事实；

" 2 . 训令会费委员会于联合国未接纳新会员国入会以前或现有会员国的经济 

力量尚未充实使会费比额表可能遂渐调整以前，对于每一国民会费分担数的最高暇 

额智不采取其他行动；

" 3 . 决定自一九五四年一月一日起缴纳会费最多国家的摊款额不得超过全体
' f

会员国会费分摊总额三分之一； "



E. 大会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通过的 

第 876AÇIX ) 号决议

" 1 . 重申大会于第七届会议的决定(P在另有新会员国加入或现有会员国的经 

济能力好转得允许遂渐调整会费分摊比额表以前，不拟对国民平均分摊最高服额问 

题趣续采取行动；

" 2 . 重申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582 ( VI )号决议, 该决议曾请会费 

委员会对于国民平均收入低的国家给予更多考虑，并指示该委员会趣续加以注意；

"3. f f 会费委员会将上述第一段的决定适用于将来的会费分摊比额表，以 

便适用国民平均分摊限额原则的国家的会费分摊百分数，按一九五五年预算定额冻 

结，不得增加，直至其国民平均摊额与会费分摊额最高国家的国民平均摊额相等为 

止，又如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第665(7工1 )号决议所指各条件均已满或相对的 

国民收入发生变化有改低摊额的理由时，即应向低调整。"

大会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四日通过的 

第 1137(xii )号决议

" 轻 ，

" 回顾其关于各会员国分担联合国经费办法和规定会员国分担会费最高限额问 

题的一九四六年二月千三日第1 4 D号决议，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第2 3 8 (I工工） 

号决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第665(^工1 ) 号决议，

" 注意到会员国分担会费最高限额自一九五四年一月一日起应为百分之三十三 

点三三时，当时联合国会员国计有六十个，

⑧ 见 第 6 6 5 ( V I I )号决议。
-k o  -



" 回顾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1 0 8 7 ( X I ) 号决议，将一九五四年一月 

一日以后加入联合国的第一批十六个新会员国的百分比会费并入一九五六年度及一 

九五七年度经常分摊比额表内，用以减低各会员国的百分比会费，但缴纳会费数额 

最高和最低的会员国百分比会赛不在减低之列，

" 注意到现有加纳、日本、马来联邦、摩洛哥、苏丹及突尼斯六个新会员国， 

其百分比会费尚未经会费委员会规定，亦未并入会费百分比额表内，

" 兹决定：

" 1 . 在原则上，任何会员国所分担的联合国经常费用最多不得超过总额百分 

之三十；

"3. 

列步骤：

会费委员会在编制一九五八年度及以后各年度的会费比额表时应采取下

" ( a ) 会费委员会为加纳、日本、马来联邦、摩洛哥、苏丹及突尼斯所规 

定的一九五八年度百分比会费应并入一九五八年度会费百分比额表内；为求实 

现此事起见，应利用上面所指六个会员国的百分比会费总额按比例核减所有会 

员国的百分比会费，但缴纳最低限额会费的会员国除外，同时并应计及国民平 

均最高限额原则以及会费委员会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开始的该届会议上审 

核各国对该委员会以前所作建议的申诉后须作的任何核减；

" ( W 在今后会费比额表适用的三年期间（一九五九年度至一九六一年度), 

如有新会员国获准入会，会费委员会应再建议其他步驟以减低缴费最多国家的 

摊额；

" ( e ) 以后会费委员会应陆续建议必要适当步骤，以完成上述核减；

" ( d ) 各会员国百分比会费在任何情形下不得因本决议而增加。 "

- h i  -



大会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通过的 

第 1 9 2 7 ( x v i l i )号决议

大会,

" 2 . 适会费委员会于计其分摊比率时，鉴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经济及财政问 

题，对各该国家妥为注意；"

H. 大会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通过的

第 2 1 1 8 ( x x ) 号决议

大会，

" 2 . 赞赏地注意到会费委员会对于大会第1 9 2 7 ( x v i i i  )号决议请妥为注 

意发展中国家之事已采取了行动，并请该委员会继续努力，于计算分摊比率时，鉴 

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经济及财跋问题，对各该国家情况妥为注意。 "

工 .大会一九七二年千二月十三日通过的 

第 2961BÇXXVII)号决议

" 大会，

" 回顾其关于在各会员国间分摊联合国经费及规定任何一个会员国所缴会费最 

高比额的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第1 4 ( 1 ) 号决议，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第 

2 3 8 ( 1 1 1 ) 号决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第6 6 5 ( ^ 1工）号决议，和一九五七



年十月十四日第1137 ( X I I ) 号决议，

认会员国对于缴付联合国经常费用的分担能力是分摊比额表所根据的一个 

基本标准，

" 注意到大会于一九五七年决定在原则上任何一个会员国分担联合国经常费用 

的最高额不得超过总额百分之三十时，联合国会员国计有八十二个，

" 又注意到自从大会一九五七年的决定以来,已有五十个国家被接纳为联合国 

会员国，

‘‘ 回顾自从大会一九五七年的决定以来 , 缴付最高额会费的会员国，其所缴会 

费的百分率已自百分之三十三点三三减至百分之三十一点五二，

" 兹决定：

" ( a ) 作为一个原则，任何一个会员国所分担的联合国经常费用最多不得超过 

总额百分之二十五；

" (1 3 )在编制以后各年度的分摊比额表时, 会费委员会应尽早执行上述段  

的规定，从而将缴付最高额会费的会员国的会费百分率减至百分之二十五，并为此 

目的在必要程度上利用：

" H 任何新会员国一经被接纳后所缴会费百分数；

" « 会员S 由于其国民收入增加而通常每三年增加一次的会费百分数；

" ( c ) 虽 有 上 述 段 的 规 定 ，各会员国在联合国、各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 

机构的会费百分数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因本决议而增加。 "



回顾其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582 ( VI )号决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五 H 第 665(v工工）号决议，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曰第876A(IX )号决议，一九 

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第1927 ( X V I工工）号决议及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2 1 1 8 ( X X )号决议，其中提到在计算分摊比率时，须对国民平均收入低的国家给 

予更多考虑，并须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注意，

" 已审议了会费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的报告, ©

"注意到该报告第2 1 段中所载会费委员会关于对国民平均收入低的国家给予 

宽减问题的意见，

"1. t ï 大会以往给予会费委员会的指示，即在计算分摊比率时，须对国民 

平均收入低的国家给予更多考虑和须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注意；

"2. ÿ 会费委员会在下次审查分摊比额表时，更改对国民平均收入低的国家 

的宽减办法的内容，以使适合变迁中的世界经济状况。"

K. 大会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通过的 

第 2961P(xxyii)号决议

"大会，

" 回顾其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582 ( VI )号决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 1号 》（A / 8 7 1 1和 Corr. 1和 

Add.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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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第6 6 5 ( v i i  ) 号决议，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第8 7 6 A ( i x ) 号决议，一九 

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第1927 ( X V工工工）号决议和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曰第 

2 1 1 8 ( x x ) 号决议，其中提到会费委员会在计算分摊比率时，应注意到国民平均 

牧入低的国家的经济和财政问题而妥为顾及，

"注意到会费最高额已经两度减低, 而且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国民平均计算最 

高额的原则都已彻底执行，但是，自从一九四六年以来，尽管联合国会员国数目增 

加，尽管还有其他因素，所定会费最低额百分之零点零四并未减低，

" 考虑到宽减办法主要有利于分摊额高过会费最低额的发展中国家, 而国民平 

均收入最低的国家，包括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因为会赞最低额的严格规定，不 

能从在这方面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任何建议得到惠益，

" 1 . 重Ï 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国民平均收入最低的发展中国家，应予适当注 

意以便都助它们应付其本国的优先事项和帮助它们把不断影响它们美元支付能力的 

通货膨服趋势抵销；

“ 2 . 遗会赛委员会，在下次拟订分摊比额表时，把会赛最低额从百分之零点 

零四减至百分之零点零二，以便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让国民平均收入最低的发展 

中国家，获得必要的调整。 "

i . 大会在第二十八届会议采取的决定 

(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九日，第二一六四次全体会议）

"........大会根据第五委员会的建议％ 定删去会费委员会职权范围中关于第二

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国民经济暂时脱，的规定。 "

② 《同上，第二十八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8 4 , 第 A /9 2 9 2 号文件，第 19 

段。



" 回顾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曰第2 3 8 (工工工) 号决议、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 

十一日第5 8 2 ( ^ 1 )号决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第6 6 5 ( v i l  ) 号决议、一九 

五四年十二月四日第876么（1^；) 号决议、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四日第1 1 3 7 (^；工 工 ） 

号决议和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第29611H XXV工 工 ）号决议，

"又回顾其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九日第二一六四次全体会议所通过的第五委员 

会决定，

" 注意到会费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报告中所载该委员会关于国民平均最高 

限额原则的建议，

" 决定自一九七七一一九七九年三年期开始，在拟订和确定摊敦比额表时，取 

消国民平均最高限额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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