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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委员会成员

1 ，会费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于 1 9 8 4 年 6 月 4 日至2 9  H在联合国总部 

举行。威尔弗列德，科舍列克先生因健康关系， 不克出席本届会议 0 下列成员出庸 

会议：

赛义德，阿姆贾德，阿里 

安德烈，阿布拉谢夫斯基先生 

赤尾信敏先生

穆罕默德，萨里克，马赫迪先生 

马尔科 • 安东尼奥，迪尼益，布兰当先生 

哈维尔，卡斯蒂略，阿亚拉先生 

阿纳托里，谢苗诺维奇，契斯蒂亚科夫先生 

哈迈德，阿拉比，胡德里先生 

某昂西奥，弗尔南德斯，马罗托先生 

理査德，沃格尼尔德，字尼斯先生 

兰斯，约瑟夫先生 

佐 兰 ，拉扎列维奇先生 

阿蒂略，诺维托，莫尔特尼先生 

奥鲁塞耶，奥都耶来先生 

奥马尔，塞西先生 

杨虎山先生 

菲利浦，泽勒先生

2 ， 委员会推选赛义德，阿姆贾德，阿里为主席， 阿蒂略，莫尔特尼先生为割 

主席。



二.大会第  3 8 / 3 3、3 7 / 1 2 5  E、

36X231 A和 3 4 / 6 B 号决议 

的审议经过以及第三十七和三 

十八届会议期间在第五委员会 

表示的意见

3 ，大会在其关于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的1 9 8 3 年 1 1 月 2 5 日第3 8 /
3 3 号决议第2 段中请会费委员会执行第3 7 X 1  2 5 B号决议，但要考虑到会员 

圓在大会第三千七届和第三十八届会议上表示的意见"。

4 ，大会在其1 9 8 2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7 / 1  2 5 B号决议中：

" 1 ，再次确认会员国的实际支付能力是分摊比额表所根掘的基本标准; 
" 2 ，决定会费委员会必要时可延长会期; 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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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段所要求的研究报告 ，并附带建议会费委员会在确定今后 

分摊比额表时所应使用的方法;
" ( f c )至迟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第3 6 X 2  3 1 A号决议第 

2 段所要求的关于牧集和提出资料的一杳准则， 周时应考虑 

到一些代表团所表示的意见，特别是关于国民收入资料可否 

比较的意见"。

5 .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1 9 8 1年 1 2 月 1 8 日 第 3 6 / 2 3 1 在号决议。養 

将其执行部分中有关各段抄录如下：

"大会，

重申其过去所作决定：衡量会员国的支付能力时，为避免只使用国



民牧入佑计数订出不正常的分摊比额，应当考虑到下列因素：

" ( a ) 对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国民平均收入最低的圓家，也 

括最不发达® 象在内，应根据其特殊的经济和财政问题，给 

予适当的照顾；

发达圓家愈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差距的继续存在；

对会员国支付能力有不利影响的条件或情况；

会员国的收入主要依靠一项或少数几项产品的特殊情况； 

会员国取得外币的能力；

累计国民财富的概念；

会员S 国家会计方法的不同，包括通货膨胀率高低不同，及 

此种情况对圓民收入统计数字比较的影响；

" 2 ，1 会费委员会制订一妻关于会员国收集如提供数据的准则， 以确保 

委员会收到形式统一可作比较的适当数据和统计资料；

" 3 ，请会费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衡量会员B 实际 

支付能力的各种可行方法的详尽研究报告，其中充分考虑到大会第3 4 X 6 B 
号决议、上文第 1 段所列全部因素、包括新的统计基准期间、订正的低国民平 

均收入宽减办法的上暇以及连续两个分摊比额表间的增加暇额"。

6 . 大会 1 9 7 9年 1 0 月 2 5 日第3 4 / 6 B 号决议执行部分中有关的一段原文

如下：

大会 ,
" 2 会费委员会考虑到第五委员会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期间关于议 

程项目 1 0  3 的辩论经过《深入研究如何使会费分摊比额表更为公平合理》并 

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特别是研究：



a ) 避免在连续两个分摊比额表间小别会赛分摊率过分变动的方法 , 
包括规定百分数限度或百分点限度或合并应用这两个限度的方 

法；

b) 顾及有捐会员国支付能力的条件或情况的方法和规定在拟订分 

摊比额表时如何顾及这些条件或情况的客观准则的方法；

C) 顾及收入主要债靠一项或少数几项产品的会员国的特殊情况的 

方法；

d ) 更新国民平均宽减公式数值的方法及其对分摊比额表的影哺；

e ) 顾及各会员S 国家会计方法的差异、包括通货膨胀率高低不同， 

及其对国家收入统计数字的可比较性的影响的方法；

f ) 顾及累计财富慨念的方法湘以此概念为订定分摊比额表的一项 

因素来制订准则的方法；

I 有哪些方法可以保证计算所有国家的分摊数额所用的数据都是， 

同一期间的因而是可以互相比较的数据；

：H ) 改变统计基准期间对分摊比额表的影响"。

7 , 大会第3 6 X 2 3 1 A号决议中要求"提出一份关于街量会员国实际支付 

能力的各种可行方法的详尽研究报告"。会费委员会喃应这一要求，在其第四十三 . 
庙会议的报告中建议四种备选方法：备选方法一建议按国家集团分摊经赛；备选方 

法二将分摊比额与人事和主权因素联系起来；备选方法三审查累计国民财富，作为 

实际支付能力的主要指标Î 备选方法四描述现行方法的重大变异。

8 ，在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期间， 第五委员会讨论了这四种备选方法。有人对 

备选方法一提出若干反对理由.特别指出把会员国分成集团以便制定比额表这种 

做法在《联合国宪章》条敦中找不到任何法律或体制根掘。备选方法二也不能得到



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大家认为，关于累计国民财富的备选方法三值得努力研讨，应

该列入会费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待国民财富的慨念和定义渐趋统一 ,许多会员圓有 

国民财富佑计数可查后，便可以考虑用这♦标准来代替国民收入0

9 •会费委员会审议了各会员国在大会第三十七届来第三十八届会议上提出的 

意见，特别是它们对会费委员会所提各种备选方法的评论。赞成备选方法一的若干 

国家认为它们能够拟出理由充分的答案!，解答在第五委员会辨论这个备选方法时提 

出的各项技术性问题0 但是， 因为看得出大会在那个阶段不愿意采纳这♦备选方

法，会费委员会认为在本届会T义不宜进一■步研订这一■方法。

1 0 ， 因此》会费委员会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进一步研讨备选方法四^即现行 

方法的变异，特别着重采用经济社会指标，以及通货膨胀问题加汇率折算问题。后 

来委员会深入研究了现行方法中的一些因素》例如：统计基准期间，低国民平均 

收入宽减办法的界限，避免♦别分摊比率在连续两个分摊比额表之间的过分变动的 

方法。



三、 现行方法的变式

1 1 . 委员会进一步详细研究采用何种方法和手段，将制定分摊比额表中使用的 

国民收入佑计数和人均收入倘计数没有适当反映出的条件和情况考虑在内。 变式 

之一是将经济社会指数纳入现行办法内，从而考虑到会员国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 

段。 另一变式则处理通货膨胀和汇率折算的问题。

A .  经济社会指标

1 2 . 力了寻求其他办法来佑计会员国的实际支付能力，会费委员会本屈会议继 

续研究了使用经济社会指拆的问题。 委员会审査了许多社会经济因素和最能适当 

反映出这些因素的统计指标。 它讨论了应当适用于各个因素和人均收入的相对加 

权数和标准，最后分析了纳入这些指标以后所得出的分摊比率。

1 3 . 委员会大体上同意应当考虑五小不同因素：经济发展、教育发展、保健、 

外债和国际储备、贸易条件的变化。 委员会审议了可以反映这些因素的两份社会 

经济指标的清单：一份长表列出所有被认为有关的现成指标，一份短表列出从长表 

挑选出的部分指振 . 每一小因素只挑选一小或最多两个指标。 赞成短表的会员认 

为它足以反映出长表各小类别下的许多个别指标•因为这些指标的数值是密切相关 

的。 但是最后委员会采用了一份经过修改的长表，用以试验订正方法的使用效果。 

表中所列的指标都是大多数国家已有的可以比较的数据。 长表和短表均列于附件 

一 ， 订正长表则见于附件二各栏内。

1 4 . 每一♦因素的加权数或重要性的计算方法，是由委员会每个成员为它们分 

配点数（点数总数为1 0  0 ) , 然后加以平均：经 济 戾 展 3 0 % ；教盲发展占 

1 0 % ; 保健占 2 0 % ; 外债和国际储备占3 0 % ; 贸易条件占1 0 % 。 每一因 

素的各种指标有同样的加权数。 利用人均收入的三香加权数与其它指标相比，可 

得出各种比额表。 第一个比额表是现行办法，人均收入的加权数为一，其它指标



的加权数为零。 第二个比额表是将社会经济指标纳入现行办法，人均收入的加权 

数为 0 . 5 , 所有其它指标的加权数共0 ，5 。 第三小比额表只以其它各种指标 

为根据；换言之，人均收入的加权数为零，所有其它指标的加权数共为一。

1 5 . 由于委员会无法立即从其它国际组织得到关于衡量发展阶段时应当采用的 

指标值和标准的建议，因此它审议了一些备选办法（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成员的平 

均数，经合发组织国家的最低数值，7 7 国集a 的平均数），并着手采用上次报告 

所使用的标准。 他们的计算方法是首先算出经合发组织国家（不包括冰岛》每一 

指标的平均数值，然后再算出经合发组织平均数的未加权平均值和巴西的数值。

1 6 . 尽管只纳入大多数国家都有数值的指标，委员会仍认为所用的数掘之间还 

有某些方面不能互相比较。 这些指标的数值仍然有附件二脚注所列的練点。 所 

列的一般是1 9 8 1 年的数据，但有一些指标只有较早的年份的数据。 表内划上 

3 点，表示该指标没有数据。 在处理这些数据时.凡是缺义的数值都假定与标准 

值等值。 有 3 个指标的数掘，制造业在国内总产值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外债占 

出口收益的百分比和贸易条件这三个指标的数据，特别困难处理。

1 7 . 委员会注意到，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在"制造业在国内总产值总额中所占的 

百分比" 项下提供的数字是调整过的数字。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最先开列的制造业 

数据实际上是工业产值的数据，它不仅包括制造业，而且也包格矿业和发电量，S  
内生产总值的数字最初是物资产品净值的数据，而不包括非物质劳务的产值。

1 8 . " 外债占出口收益的百分比" 项下的数字是从不同资料来源推算的：世界 

報行和经合发组织关于发展中国家债务的数据；国际结算銀行与经合发组织合编的 

关于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国家的债务数值；以及国际货币基金会就经合发组 

织其他.国家债务所编的数据。 世界銀行、经合发组织和国际结算锻行X 经合发组 

织的数据是指外债总额，即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但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数据仅是包 

括致府的对外债务，而不包括私人债务和公营企业的债务。



1 9 . " 货易条件" 的影响是指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间的比率，这个 

比率是从两个不同的来源推算的。 发展中国家的比率是根据货发会议及《国际货 

易和发展统计手册》 2 的资料；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价格指 

数则取材于《联合国国民核算统计年靈》„ 货发会议的出版物将价格指数限制于 

商品货易 . 把劳务排除在外。 此外，它是根据所谓的单位值， 即选定的国际货身 

货品价格来推算的。 《联舍国国民核算统计年鉴》的进出口价格指数概括了所有 

国际上交身的货品以及劳务。

2 0 . 在分析纳入社会经济指标对附件二所列分摊比额办法的影响时，委员会指 

出，同现行办法推算的结采相比，大多数发达国家将会有比较低的分摊比率，但大 

多数发展中Ü 家则会有比较高的分摊比率。 应当指出，报据现行办法，用筒单比 

较S 民平均收入得出的比额表已受低国民平均收入宽减办法大幅度调整。 迄今进 

行的研究指出，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采用社会经济指标作为补充准则削减了 

低国民平均收入宽减办法的作用，使它们的机算比额大为提高。

2 1 . 为了了解这种现象，必须理解到修订会赛分摊比额表办法的运用，是与现 

行的低国民平均收入宽病办法相似的。 目前的办法是以各a 的l a民平均收入佑计 

数作为主要的分摊准则，并将国民平均牧入低于限度或林准（目前为1^2, 100 ) 
的国家的平均数向下调整。 国民收入裁减百分之几，取决于 i f 民平均收入比狂 

2 ,  1 0 0 敝度低多少。 以印度为例，个人平均收入为$ 1 6 5 , 即⑧2 ,  1 0 0 的 

8 % , ;或比限度低9 2 % , 其裁减额将为9 2 %乘以现行的变化率8 5 % , 等于国 

民收入的7 8 % 。 订正的办法一样，采用各个指标的裁减额加权平均数。 换言 

之，在计算国民收入的百分比裁减数时，订正办法内的指标与a 民平均收入同时采 

用。 以印度为例，从下表可以清楚看到， 如使用订正的办法，该国的应计摊敦收 

入和分摊比率会比采用现行办法增加很多。 其它指标所得的裁减额比国民平均 

收入一项的裁减额少很多。有时甚至是负数，这就是说采用这些指标的数值比标准 

数值较为有利。 因此，应计摊款收入应增加，而不是减少。根据现行办法所得的裁



减率为 7 8 . 2 %  , 但是所有措标的加权平均裁减数（包括国民平均收入在内）只有 

4 8 % o 如果裁减办法不考虑圓民平均收入，又如果只采用其他指标，裁减率才会 

进一步减为 17。8%〔（48。0 - 3 9 ,  1 X 2 〕。

指数

现行办法

低于暇度

的 百 分 率 加 权 数  变化率 裁减率

低国民平均收入 92 % 3f 100$ X s 78 . 2?̂
修订办法

(a) 低国民平均收入 92 i X 'M X Q5% s 39.1î^
(t̂ 制造业在国内总产值总额

中的百分比 37 i X 5.75 实 X 85劣 a 1 . 2ÎÈ
(c) 人均能源消耗量 % X 3.75^ X 85劣 = 5.0ît
(d) 三种主要出口商品在出口

总值中的百分比 ~ 21 % X 3.75^ X = - 0 . 7^
(e) 出生时的平均寿命 25 % X X s 1 .0?&
(f) 识字率 58' i X % X Q5i 8 2.5劣

(g) 个人平均每日摄取热量 36 i X % X 3 1.59&
(h) 人均商业丰辆数 96 i X 5 . 75^ X &3% S 3.0ÎÈ
(i) 公债占国民收益的百分比 - 05 i X 7 .5  I0 X SÊ -0 .2?i

( j ) 国际储备占进口值的百分比 - X 7.5 $ X 85% S -3.0^
( k ) 货易条件 13 i X 5 i X 85^ S 0 .6 ^

平均裁减



22。 从附件二可见，发述国家的应计摊款收入和分摊比率有了减少，主要原因 

是因为如上文所示的，发展中国家所得到的宽减总额减少了。报据现行办法， "低 

国民平均收入，’国家所得到的宽减额相当于国民平均收入高于限度的国家的国民收 

入总额的 l a  2%。 因此，后一类国家的应计摊款收入比其国民收入高16. 2% 。 

如果采用以50—5 0 % 的比率结合国民平均收入和其他指标的修订办法，宽减额就 

减少至 5. 4 % , 如果只采用国民平均收入以外的其他指标，宽减额更减至2. . 4 % 。

23。 附件二所列的结果与委员会去年进行的类似演算所得出的经本报告附件三 

修订的数据差不多。当时，委员会审议一个备选办法，将长期的经济社会因素考虑 

在内。为了说明问题，它根据手头现有的数据，选择了一些可以反映这些因素的指 

标，即：（a)制造业在国内总产值总额中所的百分 t匕；（切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 

百分比；（c ) S种主要出口商品在出口总值中的百分比； 在农业部门外就业的劳动 

人口的百分比；（6海 1 0 0 0 人的电话的架数；（fH只字率；和 (g海人平均每日摄取热 

量。委员会决定在该次演算中不包括短期的指标，如贸易条件，出口收益，对外公 

共负债和国际储备。

24。 附件三的比额表已纳入了上述的社会经济指标，如附件二的数据一样，附 

件三列出了 6 1个会员国的数据，这些会员国目前的分摊比率高于0。03 % o第 (]) 
积第(2)栏所示的国民收入和国民平均收入的数据是指1 9 7 3 —— 1 9 8 2 基期的 

平均数，第 (3)至第(4)栏的指标数据是指最近的年度，通常是指1 9 8 1年的数据。 

第(2)至第(9)栏指标项下开列了国民平均收入和各# 标的标准和限度，它们分别是 

$2,  100以及经合发组织国家和巴西的社会经济指标的平均值。第 (10、栏列出了报据 

这种计算所得的比额，这项计算把国民平均收入的加权数定为一，所有其他指数的 

加权数定为0 。第(11)和第Üâ栏列出了纳入社会经济指标的备选办法。第 (Ü)栏列出所 

得的分摊比额表，这种比额表以国民平均收入外加其他指标作为计算方法的參数， 

国民平均收入的加权数定为0 .  5 , 七个指标的加权一共为0 .  5 , 每一个指标的 

加权数为0. 0 7 1 。第(12)栏的比额表是根据七个经济社会指标计算的，不包括国民



平均收入c 因此，七个指标的加权总数为一，或每个指标的加权数为0. 143  , 国 

民平均收入的加权数为0 。

25. 一些成员建议采用有关外债、国际储备和贸易条件的数据，数据的年份可 

以比基期更新。其它一些成员褒示这种建议并不一定好，因为没有可比较的数据。 

无论如何，这些指数必须分别处理。

26。 根据上述分析，又由于缺乏以比较的社会经济指标的数据，委员会不建 

议在现行计算会费分摊比额的办法中使用这些指标。用这些指标演算的结果，不管 

是单独采用或与低国民平均收入办法并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利益都不 

会大于只采用低国民平均收入的办法。会费姿员会从1 9 6 9 年以来一直研究各种 

指标，它打算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并继续研究其他指标，使用不同的加权数或标 

准，并且探讨用其他新的办法去衡量会员国的实际支付能力。

B . 通货膨服和汇率3^^换的问题

2 7 . 大会第 3 4 / 6 B 号决议第2 (e)段和第 3 6 / 2 3 1 A 号决议第 1(g)段建议会费 

委员会考虑到不同的通货腺服率及其对国民收入统计数字的可比较性的影响。委员 

会以前审议的研究分析的个别国家的价格变助，将它们同会费变新作出比较。根据 

这次分析推算出所请"假汇率 "，更精确地说法是价格调整后的汇率，然后在极端 

情况下作为调整因素适用于以美元表示的国民收入，以便抵销各国相对于其他国家 

在基年以后的过高或过低货币值。

2 8 . 委员会认识到，上述办法的内在假设，即：基期的汇率是评价期间的"正 

确 "乂换因素，严重限制了修订国民收入数据的有效性。 第四十四届会议上，委 

员会收到了一份研究，其中将汇率兑换改力根据购买力平价换算。 对国民收入作 

出购买力评价的换算，不仅会消除不同国家自基期起一段期间内的价格变动，而且 

也会消除基期内各国货币相对于美元的过低或过高佑值。



2 9 。附件四列 ttf 了卿买力平价和价格调鉴汇率，作为消除国家间通货膨胀率差 

异的其他办法。 虽然汇率反映出外货、劳务的进出口以及国家间的财务和有关交 

易的影响，但是，购买力平价是货物和劳务价格进行比较后的结果，而不管这些货 

物是否在国际上有贸暴。 另一方面，购买力平价没有考虑到财务和有关的交易。 

在 6 1 个目前分摊率超过0 . 0 3 % 的国家内，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在1 9 8 0 年有 

1 0 0 个以上的商品有价格和数量方面的基准数据，一些国家则有1 9 7 5 年的数 

据。 根据国家间某一时期的相对通货膨胀率，可将这些基准数据推算到其他的年 

份。 对于没有基准数据的国家，则根据专题研究的结果以及购买力平价汇率的比 

例和那些有基准数据的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计算出国家间的相对价格。 

由于根据购买力平价换算的国民平均收入通常都高于根据汇率计算的收入，因此国 

民平均收入的限度就提高至《 3, 800  , 而变化率则增至1 1 0 % 。 这些新的参 

数数值是为了说明目的而使用的，在决定其数值时，力求不，响到目前比额表内高 

于或低于限度的国家集团以及低于限度的国家所得到的宽减额。 -
3 0 。 已将根据购买力平价换算得出的分摊比额表与根据价格调整汇率得出的比 

额表作了比较。 价格调墓汇率换算只按照各国从1 9 7 1 — 1 9 8 0 年起至 1 9 
7 3 - 1  9 8 2 年之间的价格相对变动调整了汇率。 由于这种调整同上述的购买力 

平价修订程序相似，可将价格调整汇率视为购买力平价换算的部分应用。 这种办 

法有调整基期间汇率和购买力平价之间的差异。

3 1 。在审慎地研究以后，委员会的结论是，购买力平价目前还不能使用。 委 

员会指出，拥有基准数振的国家数目不足，因此，在实行购买力平价换算以前，必 

须有更多的a 家拥有基准数据。 一些成员建议，由于国际价格比较项目第五期的 

研究涉及了更多的国家，因此，在 1 9 8 7 年得出研究结果以后，就应该立即进行 

新的研究。 其他成资认为，购买力平价在观念上会歪曲一些会员国的相对支付能 

力。 目前，委贞会将继续研究价格调整汇率数据，以便确定通货膨服对计算国民 

收入的影响。 但是，一些成员反对修改官方的汇率来适应通货膨服水平，其他成



员则赞成利用不变价格数据或者价格调整汇率来处理通货膨胀的问题。 还有其他 

成员认为这种纠正办法仍应继续应用，但只用于出现特别厉，或异常的无法抵销之 

通货膨服的国家。

3 2 。在这方面，一些成员提请注意一点，按照联合国文件分布的资料，经互会 

所有成员国总的经济增长率比经合发組织所有成员国总的增长率高，但前者分摊的 

联合国会费越来越少，后者则越来越多。 其它一些成页强调，联合国文件公布的 

经互会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率是以每一国货币和不变价格表示的国民收入数据为根据 

的，而会费分摊额则应反映会员国以美元和现行市价表示的国民收入数掘为根据的 

相对支付能力。 因此，经互会成员国公布的经济增长率及它们的会费分摊比额的 

趋向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是，其它成员认为当时对这小问题研究得还不够充 

分，不能达成任何结论。

3 3 . 委员会同意必须进一步研究传统的汇率换算办法和附件四所列物价调整汇 

率和购买力平价折生的国民收入调整因素之间的关系。



四。现行办法的组成部分

3 4 , 大会曾在多项决议中，请会费委员会初究!  
减办法以及连续两个分摊比额表间的受动P艮额.

A . 统计基准期间

I期间低国民平均收入宽

3 5 . 委员会回顾，在 1 9 5 2 年以前是根据单独一年的数据来确定联合国的会 

赛分摊比额表；在 1 9 5 2 年则使用了两年国民收入佑计数的平均数 . 1 9 5 3 年 , 
委员会决定以三年的国民收入平均数为计算的基准， 1 9 7 7 年，委员会把基准 

期间延长到七年，理由是较长的基准期间可以减轻严重的短期经济波动对会员国支 

付能力所造成的影响，从而减少分摊比率的急剧交动 . 在确定 1 9 7 8 - 1 9 7 9 年和 

1 9 8 0 —1 9 8 2年比额表时都采用了七年基准期间，现行的 1 9 8 3 —1 9 8评比额表是  

根振大会第 3 6 / 2 3 1 A 号决议第4 (a)段的规定，以十年为基准期间，

3 6 . 为了评倘各种不同的基准期间对分摊比额表的，喃，委员会收到了分别根 

振 1、 3 、 5 、 7 、 I 0 和 1 4 年期间平均国民收入数据算出的各种机算比额表 

有人表示，较短的基准期间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一国的当前状况，因此较能反映会 

员国的实际支付能力• 特别是，在所用统计数据的最后一年同比额表适用的那一年

之间已有二至四年的差距* 但是，委员会有些成员看到把基准期间廷长到1 0 年的 

好处 ‘
3 7 . 委员会回顾上届会议提出的建议：（a ) 不论基准期间的长短，一国最近三年 

的国民收入平均数如系低于前三年的平均数，则不应增加其分摊比率，03) 对基准 

期间最后三年的数据按加权数211其'对其他年度按加权数1 计算，第一项建议被支持 

者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它考虑到各国最近三年与前三年相比的实际财政和经济表现 , 
符合每三年审査分摊比额表的惯例，但反对意见认为第一项建议包含的例外范围太 

广 , 在许多情况下可能造成不公平，例如，两国有相同的应计摊敦收入，但在基准



期间内收入增长率不同，第二项建议被认为不够明确，因为它反映了两种显然相反 

的考虑：一方面以延长基准期间来缓和波动的參响，而同时又对最近几年的情况看 

得更重，

3 8 . 委员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详尽辩论后，同意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同样的基准期 

间的基本重要性。 委员会决定下一个比额表即1 9 8 6 — 1 9 8 8 年的比额表应 

当维持1 0 年基准期间。

B . 低 11民平均收入宽减办法

3 9 . 按照第3 6 / 2 3 1 A号决议第40))段，在确定 1 9 8 
时，适用的低国民平均牧入宽减 .办法的上暇为2, 1 0 0 美元 

委员会注意到，国民平均牧入上眼和相应的变化率从1 9 4
分摊比额表

1 9 4 8  至 1 9 5 2 年 

1 9 5 3  至 1 9 7 1 - 1 9 7 3 年 

1 9 7 4  至 1 9 7 6  年 

1 9 7 7  至 1 9 7 8 - 1 9 7 9 年 

1 9 8 0  -  1 9 8 2 年 

1 9 8 3  -  1 9 8 5 年

国民平均牧入上服 

( 美元）

1 000  
1 000

1 5 0 0  
1 8 0 0  
1 8 0 0
2 100

3 - 1 9 8 5 年比额表

. 宽减变化率为8 5 % .
8 年以来的演突如下：

变化率 

(百分率）

4 0
5 0
60
70
75
85

4 0 . 委员会有些成员极力主张国民平均收入上限应向上调鉴，以反映联合国在 

那里支用大部分经费的国家的通货膨胀率。 用美国 1 9 5 1 至 1 9 8 1 年期间的 

国民生产总值（国产总值）减缩指数，并根据美国消费物价指数外推到1 9 8 3 年 

和 1 9 4 8 年，则 从 1 9 4 8 年至 1 9 8 3 年的通货膨胀率为381 96, 所以外推 

到 1 9 8 3 年，是因为在确定1 9 8 6 — 1 9 8 8 年比额表时要记入这一 ÿ 的S 民



牧入统计数字因此， 1 9 4 8 年的 $ 1 ,  0 0 0 就等于 1 9 8 3 年的想 3 , 8 1 0 。

如果一国的国民平均收入增长率同美国通货膨服率一样，则现行宽减办法2 ,
1 0 0 美元和8 5 % 给予该圓的扣病百分率将同1 9 4 8 年宽减办法1 ,  0 0 0 美

元和 4 0 % 给予该国的扣减百分率大致相同， 秀一方面，如果一S 的国民平均收

入增长得比美国通货膨服率慢则现行宽减办法给予该国的扣减百分率就更有利 ,
，

反之亦然：如果平均收入增长比通货膨服率快，则现行办法给予该国的扣滅百分率 

比较低， 在分析改变宽减办法所造成的影响时，无论如何必须考虑到国民平均牧 

入上眼和变化率两个因素的变动，

4 1 .  一开始，委员会有些成员认为自上次在1 9 8 2 年适用这个上限于截至1 
9 8 0 年为止的国民收入数据以来，情况已变，理应予以调整， 男一•些成员对认 

为规定 2, 1 0 0 美元的上限是有经济基础为根据的这一假设表示怀疑。 有人表示

反对把国民子均收入上限指数化 • 哪一年才是合理的基准年？参照根播国民平均

收入十年（1 9 7 3 -  1 9 8 2 年 ）平均数把各国依次排列的资料，委员会某些成 

员警告说，在提高限额时必须审慎小心 . 不应提高到比主要缴费国的国民平均牧 

入还高， 因为委员会要到下一年才收到确定1 9 8 6 -  1 9 8 8 年比额表所需的 

数推，那些成员宁愿推返到那时再做决定 . 其他成贞则认为，委员会应该在本届 

会议上对大会所提在研究报告内列出" 订正的低国民平均收入宽减办法的上眼" 的 

要求作出反座，

4 2 . 会上对调塞的适当幅度发表了各种看法* 虽然有些成员认为直截的指数 

化是不合理的， 但大多数成员还是同意需要建议提高上限 . 在这方面，有人对宽 

减办法的实施和" 宽减额负担的重新摊滅" 只由国民平均牧入超过上P艮的国家承担 

提出疑问， 这种重新摊派宽减额负担的方法造成了应摊会费牧入" 激增 " 的现象， 

即一国的国民平均收入跨过上限数额，而从享受宽减额国家变成承担宽减额国家时应 

摊会费收入会" 激 增 委 员 会 有 些 成 员 提 议 ，七十七国集团内的发展中国家应 

予免除分担宽减额的责任.理由是虫^员国的支付能力时应当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 别的成员说，这对其他会员国不公平，弁说国民平均牧入超过上暇的所有 

国家都应按比例分担宽减额负担，

4 3 . 根据 1 9 7 3 - 1  9 8 2 年期间国民平均收入的平均数揖并考虑到经济和 

其他因素，委员会决定建议把国民平均牧入上服增加到2,  2 0 0 美元， 委员会一

个成员; 应否增加限额有保留意见 •

G。避免在连续两个比额表间个别

分摊比率过分变动的方法

4 4 . 大会在第3 6 / 2 3 1  A号决议第3 段中，要求会费委员会就各种可行方法进 

行详尽的研究，列出 " 连续两个分摊比额表间的增加限额，’ ( 着重号是后加的）。 

大会在以前的决议（第 3 4 / 6  B 号决议第2(a)段和第3 1 / 9 5  B 号决议第(c)(0)段 ） 

中，要求委员会今后制订比额表时考虑到"避免在连续两个分摊比额表间个别会赛 

分摊率过分变场的方法" （着重号是后加的）。

4 5 . 委员会收到一份工作文件，列出 1 9 7 4 - 1 9 7 6 年至 1 9 8 3 -  1 9  
8 5 年之间，6 1 个分摊比率在0 . 0 3  % 以上的国家每一比额表期间分摊比率平均 

增加或减少率。它还审查了实施三种限额表的效果，载于本报告附件五。

4 6 . 第一香限额表包括两种限度：百分率限度和百分点限度，分五 .个分摊比  

率范围。第二奢限额表有五个比率范围，只有百分率限制，对大多数比率范围容 

许的变动比第一奢限额表小，但最高的范围即" 高于1 % " 的是例外。第三秦限额 

表兼用百分率和百分点限制。它同第一秦限额表不一样，分为八个比率范围而不是 

五个，因此对分摊比率高于1 %的以及比率在0 . 2 5  %至0 . 5 % 的都再加细分。对 

于分摊比率低于2 . 5%的，第三奢表容许的变动比第一杳表小。

4 7 . 委员会指出，分摊联合国开支的最根本基础仍然应当是会员国的支付能力。 

有些成员认为，在两个分摊比额表之间采用任何限制变动办法都是臂*苗了支付能力



原则 . 他们重甲在以往报告内表示过的意见，认为制定变动幅度的百分率限额和 

百分点限额的办法太机被、太武断 . 这些限额连续实施一段长时期后，会扩大根 

据国民收入制定的比额表同按照限锁表修订的比额表之间的差距.对那些在一段 

长时期内与会员国平均值相比，国民收入增长较快或下降较大的国家来说，这种差 

矩尤其明显， 这些成员不希望采用固定限额办法，而宁愿适当考愿到个别会员国 

不寻常的财政和经济困难灵活地减少分摊会费的极端变动 .
4 8 . 别的成员评论三个限额表在限制过度变动方面产生不»性他们建议的纠 

正办法是，在最大变动与现行分摊比率之间建立一个函数关系。附件五列出了这些 

函数。函数关系可以用一条曲线表示，这条曲线可以用来界定过分变动慨念。委员 

会认为这项建议很有意义，但最后表示宁可采用比较容易实施的限额表。

4 9 。委员会的结论是，现在就限制极端变动问题作出决定是及时的，在三香限 

额额表中，第三表是可取的，因为它比男外两个表限制性较小。详细分析该表显示 

出，0 . 2 5 - 0 . 5 % 、 0 . 5 1 - 0 . 75 %和 0 . 7 6 - 0 . 99 % 这三个范围的百分点限

度应稍加修改，从而便该表令并使用百分率限度和百分点限度的办法完全可行• 
基于同样理由，也应删去0 . 0 1 —0 . 0 4 范围的百分率限度• 委员会通过的经过订 

正的第三奢限颗表如下 .
八个比率范围的百分率限度和 

百分点眼度的舍并使用

新的机算比额的百分比变动不得多于 

_____________以下两者中的较小限额__________
如现行正式比额为 百分率限度 百分点限度

高于 5 . 0 % 5 . 0  7 5 点

2 . 5 0  -  4 .  9 ^  7 f 5  30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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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0 - 2 . 4 % 1 0 . 0 2 0 点

0 .  76 - 0 . 9 % 1 5 . 0 1 4 点

0 . 5 1  - 0 . 7 % 2 0 . 0 1 2 点

0 . 2 5  - 0 . 5 % 2 5 . 0 8 点

0 . 0 5 - 0 . 2 % 3 0 . 0 3 点

0 .  01 - 0 . 0 % - 1 点

关于会员国因适用服额办法而没有占去的点数应该如何按比例分配给其他所有会员 

国的问题，没有达成结论 . 争论的一点是，对于已有暇额的国家，应否将上述点 

数按比例分配给它们？大家认为，适用上述映颖表时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 而且， 

大家又认为，如果委员会决定采用修订方法（诸如用购买力平价代替汇率作为国民 

收入的折算因素，或把其他社会经济指标并入分摊比率方法等），分摊比率可能会 

产生极端变动，这妻限额表可能对限制这种极端变动很有用处，

如采用一奢限额表，在分摊会费过程中就不会作任何别的扣减 .
反看法，认为两件事情并无关系 .

有些成员认为， 

其他成员则持相



五、编制分摊比颇表的方法：捕要》有关意见

5 0 . 会赛委员会在其关于第1 9 8 3 年会议的报告，中暂时列举了现行制订联 

合国公费分摊比额表办法的四种备选办法 . 鉴于上面第8 至 1 0 段所述的理由， 

委员会议定在本届会议集中讨论第四种备选办法，这个办法对现行办法提出了一系 

列可能的变式• 委员会详细研究了这些变式后，得出结论，认为并入经济社会指

标以及系统地使用物价调整汇率或购买力平价来将国民收入或国民平均牧入的数值 

换算为美元这两种方法，目前均无法考虑用来计算分摊比颗. 关于第一项变式，由 

于相当多的国家都没有关于这些指标的数振，又由于这些数据可以相互比较的程度 

很低，再加上采用这一变式会产生不利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结果,因此委员会同 

意在进一步研究以前不作任何决定• 第二项变式也有毛病，就是数目很多的国家 

都没有基准数据， 如果购买力平价研究包括了更多的国家，特别是某些经济上重 

要的国家，或许可以重新考虑这项变式，

51 . 委员会最后认为，在进一步研究现行方法的各种变式和其他计算分摊公赛

的方法以前，暂时仍必须使用下列办法来制订下一小分摊比额录：以低国民平均收 

入宽減办法调整国民牧入，从而求取应计摊款牧入

52  • 委员会又总结指1B: (a)应趣续以1 0 年为统计基期，以确保小别国家的分 

摊比率较为稳定；（功应将低国民平均收入宽减办法的上眼提高至2 , 2 0 0 美元； 

( C ) 采用 第 4 9 段所述办法，减少小别委员国分摊比率的过分变动，

5 3  . 在评论使用画民收入这个慨念来作为评定各国相对支付能力的标准时，一 

些成员再次提请会费委员会注意，根据现行计算国民收入的办法，对于靠出口几种 

产 品 （主要是能耗尽的自然资源）挣取大部分收入的国家，它们的国民收入会被过 

分夸大• 它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减耗资产的消乾这些收入并非收益，而是将本 

已存在的减耗资产折成货币而已* 这种看法的支持者认为 . 由于这种情况，有关



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应予调整， 因此，在计算它们的实际国产总值时， 

应将减耗资产的折耗因素计算在内• 这些成员又认为，在计算这些国家的国民收 

入的会计方法获得订正以前， 应当适当地扣减它们的国民收入

54  . 委员会在鉴个讨论的过程中都注意到世界经济命财政局势的严重性，特别 

注意到债台高筑的问题， 虽然尚未制订出调整这个问题的系统方法，但委员会认 

为，在制订以后的会费分摊比额表时，必须注意到这些情况•



六、收集和提供数据的准则

55  . 大会在第3 6 / 2 3 1  A号决议第2 段请会费委员会"制订一香关于会员国收 

集加提供数据的准则， 以确保委员会收到形式统一可作比较的适当数据和统计资料", 
为履行这项任务，委员会在第四十二和四十三届会议审查了联合国统计处为编制会 

赛分摊比额表而向各会员国收集数据、汇编和係计国民收入和有关统计数字的办法 

和程序•
5 6 . 事实上，统计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通过供各国统计当局用来填报可比较的 

国民核算数播的《国民核算制度 f 已载列会员国牧集和提供数掘的实际准则。 联 

合国统计处每年向各国统计局发出的用以收集包括国民收入在内的国民核算数据的 

《国民核算问题单》和 《物资余额问题单》也都反映了这些准则。

5 7 . 本报告附件六载有关于这些准则的技术说明。 委员会普遍赞同这些准则。 

但委员会几♦成 g 指出，从成立开始直到如委员会均以用美元表示的若干年的  

平均 " 应计摊敦收入" 来计算相对支付能力。 他们强调指出，为了向委员会提供 

可比较的国民收入统计数字，使用物产净值概念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按照现行国民 

核算制度向联合国统计处提供其国民牧入数值的资料。 他们指出委员会发给各会 

员国的问题单太过详细。 这份问题单应只列出制订会费分摊比额表所必需的关键 

指标。 这些成员因此建议请统计处编制一份划一计算国民收入的简要方法说明， 

分发给各会员国。



七、1 9 8 3 年 和 1 9 8 4 年新会员国的会费

5 8 . 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会费委员会应就新会员国的会费分摊额向大会 

提供意见。 《联合国财务条例》条例 5 . 8 规定 Ï "新会员国必须按大会所定的 

比率，缴纳它们加入为会员国的一年的会费，并缴付它们在周转基金頸缴款项总额 

中所分摊的百分数"。

5 9 . 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在1 9 8 3 年 9 月 2 3  0 接纳圣克里斯托弗谢尼维斯 

为联合国会员国. 安全理事会审议了文莱苏丹国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后，在第 

548  ( 1 9 8 4 )号决议建议大会接纳文莱苏丹国为联合国会员国• 因此预料文莱苏 

丹国将在 1 g 8 4 年 9 月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6 0 . 根据大会 1 9 4 6 年 1 2 月 1 4 日第6 9(—)号决议，新会员国须于其加入 

联合国之第一年缴纳会费，充作该年度颁算经费，其数额至少须等于下一年度为各 

该国所定摊款百分比之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一。 但根据大会后来的决定， 已对此 

项三分之一摊敦比率作出例外规定，从 1 9 5 5 年开始，对于差不多所有新加入联 

合国的国家，所规定的最低摊款比率已减至九分之一。

6 1 . 大会 1 9 8 2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7 / 1 2 5 A号决议所通过的联合国1983  
至 1 9 8 5年会费分摊比额表是以1971 — 1 9 8 0年的国民收入数据和国民平均收入 

数据为根据的。 委员会据此建议：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于1 9 8 3 年加入联合 

S , 它如 1 9 8 4 和 1 9 8 5 年的分摊比率为0 . 0 1 % ,它在 1 9 8 3 年加入联舍国 

一年的分摊比率为0 .  01%的九分之一。 如文某苏丹11在 1 9 8 4 年 9 月加入或 

在 1 9 8 4 年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期间加入，委员会建议：它在 1 9 8 5 年的分摊 

比率为Q. 03%.  1 9 8 4 年的分播比率为0 .  03%的九分之一。

6 2 . 委员会又建议，新会员国应缴的1 9 8 3 和 （或 ）1 9 8 4 年度会费所用 

摊敦基准与其他会员圓相同，但就大会为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和联合国驻黎 

巴嫩临时部队筹措经费而核定的拨款或摊敦来说，这些新会员国的缴款（按照大会 

指定其为哪一类缴款11而定）应照历年按比例计算。



八、会费委员会审议的其他事项 

A. 会费的征收

6 3 . 会赛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给大会主席的信（A / 3 8 / 8 2 2 ) , 其中指出1984  
6 月 2 6 日大会续会开幕时，乍得、科摩罗、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格林纳达、 

毛里塔尼亚和南非七国会员国拖义联合園经费已达到《联合国宪章》第十九条所规 

定的梭额， 委员会调查秘书处采用何种程序，将 《联合国宪章》第十九条规定的 

拖义会赛情况，提前通知各该会员国，并重申委员会过去的决定，授权委员会主席 

必要时印发本报告的增编，

B. 以美元以外的货市缴纳会费

6 4 . 大会依照其1 9 8 2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7 / 1 25A号决议第3 段的规定， 

已授权秘书长与会赛委员会主席协商，掛酌情况，接受各会员国以美元以外的货市 

缴纳 1983* 1984和 198 5 历年会赛的一郁分-
6 5 . 委贞会本届会议在秘书长关于会员国以美元以外货市缴纳其1 9 8 4 年会 

赛的安排的报告中注意到，已有十个会员国利用这个机会，以本组织可以接受的八 

种美元以外货市缴纳了相当于2 9 0 万美元的会赛， 按照第五委员会的建议，委 

员会还注意到秘书长继续让每一个会员国优先以其本国货市缴氣

C. 研究各种比较的分摊方法

6 6 . 委员会审查各种备选的分摊方法时注意到，对于联合国系统内外各国际组 

织和区域组织用来决定其分摊费用的各种比较方法，显然还没有进行过任何高水准 

的研究。考虑到 1 9 8 5 年是联合国四十周年 ， 而这四十年来曾设立了件多国际组 

织和区域组织 ， 委员会决定请秘书长进行这种研究。在这方面，有人提到大会第  

3 8 / 3  3 号决议"请秘书长向会费委员会提供其工作上所需的各种便利 ， 如经委员 

会要求，并提供必要的补充协助"。



(a)

(b )

P . 国际组织的来信 

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转来的下列来信的内容：

1 9 8 3 年 7 月 6 日国际劳工局局长的来信，转递该局会费委员会的两份 

报告： " 国际劳工局1 9 8 4 — 1 9 8 5 年预算的会费分摊比额表"和"联 

合国会费委员会用来决定每一会员国的会费的标准和方法" （工î O y i 9 8 4 /  
2 )；

1 9 8 4 年 3 月 9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的来信，转递原子能机构理 

事院讨论" 成员国对经常预算的分摊额" 这个问题的倚要记录（工 

1 9 8 4 / 1  ) 。

E . 下一届会议的日期

6 8 . 由于委员会需于1 9 8 5 年制订1 9 8 6 - 1  9 8 8 年的会费分摊比额表， 

又鉴于上面建议作出的各种修改，委员会决定于1 9 8 5 年 6 月 3 日至7 月 3 日在 

钮约举行第四十五届会议。在大会再规定其它任务之前，委员会暂定于1 9 8 6 年 

6 月 2 曰至2 0 日举行第四+ 六届会议。



九、委员会的建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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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下列两国分别于1 9 8  3年 9 月 2 3 日 和月日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

其会费分摊比率应如下：

会员国 百分比

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 ............................................. 0 .  01
文 莱 苏 丹 国 .................................................................. 0 . 0 3

1 9 8  3 、 1 9 8 4 和 1 9 8 5 年，这些比率应并入大会1 9 8 2 年 1 2 月 1 7 日 

第 3 7 / 1  2 5 A号决议所订分摊比额表内；

2 . 在加入联合国的一年，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及文莱苏丹国应分另贼0.01% 
和 •…•…的九分之一的比率缴纳会费，这项会费应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内条例5.2 
(e)记作杂项收入；

3 .  1 9 8 4 和 1 9 8 5 年，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应按0 . 01 % 的比率缴纳 

会费，而文菜苏丹国于1 9 8 5 年应按0 . 0 3  %的比率缴纳会费；圣克里斯托弗和 

尼维斯于 1 9 8 4 年缴纳的会费也应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内条例5 . 2 ( e ) 记作 

杂项收入；

4 . 圣克里斯托弗和尼难斯在1 9 8 3和 1 9 8 4 年应缴的会费和文莱苏丹国 

在 1 9 8 4 年应缴的会费所用摊款基准与其它会员国相同，但就大会1 9 8 2 年 1 1



月 3 0 日第37 /38 A号决议和1 9 8 3 年 1 2 月 1 日第3 8 / 3 5A号决议为联合国脱 

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筹措经费而核定的拨款，以及 1 9 8 2 年 1 2 月 1 7 日第37 /127  
A号决议和1 9 8 3 年 1 2 月 5 日第3 8 / 3 8 义号决议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筹 

措经费而核定的拨款来说，该两国的缴款按照大会指定其为哪一类缴款国而定，并 

应照历年按比例计算；

5 . 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及文莱苏丹国依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内条例5 .  8 
的规定向周转基金预缴的款项，应分别按核定基金数额的0 . 0 1 %和 0 . 0 3 % 的摊 

款率计算；在该两新会员国的摊敦率并入百分比额表之前，这些》缴款项应归入基 

金。

注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1 号 》（A / 3 8 / 1 1  ) , 第三章。

《国际贸易和发展统计手册》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S / : f * 8 3 ，11 
2
《国民核算统计年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2.XVIT.6 )。
见 《国民核算制度》（联合国出版物，出 售 品 编 号 6 9 。™ . 3  )。



附件一

社会经济指标长表

( 括号内的百分数是分配给各大类的比重） 

A. 长表

一、经济发展（3 0 % )
(1) 制造业在国内总产值总额中的百分比

(2) 三种主要出口商品在出口总值中的百分比

( 3 ) 在农业部门外就业的劳动人口的百分比

( 4 ) 人均商业丰辆数

( 5 ) 每 1 0 0 0人的电话架数

(6) 每百万居民中的科学家和工程贿人数

( 7 ) 铁路运输人均吨公里数

(8) 人均能源消费量

二、教育（1 0 % )
(1) 识字人口的百分比

(2) 切等和中等教育的入学比率

三、卫生（2 0 %)
(1) 平均寿命

(2) 每千名居民的医生数

( 3 ) 婴儿存活数

( 4 ) 每千名居民的床位数

( 5 ) 人均粮食消耗量（每 S 摄取热量）

四、公共债务和储备（3 0 % )
( 1 ) 外债è■出口收益百分比



(2) 国际储备进口值百分比

(3) 能源进口量占国内消耗量百分比

(4) 粮食进口量国内消费量百分比

五、贸身条件（ 1 0 % )
(1) 出口价格指数同进口价格指数的比率

短表

一、经济发展（3 0 % )
一制造业在国民总产值总额中的百分比

二、教育发展 （1 0 % )
一识字人口的百分比

三、卫生（2 0 % )
二平均寿命~

四、公共债务和储备（3 0 % )
一外债占出口收益百分比 

一国际储备tir进口值百分比

五、贸身条件（1 0 %  )
一出口价格指数同进口价格指数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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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 〔3 〕栏一

第 〔5 〕栏 -

第 〔6 〕栏一 

第 〔7 〕栏一

第 〔9 〕栏 -

爱尔兰1 9 7 8 年的数据；阿尔及利亚1 9 7 9 年；阿根廷、巴西、 

保加利亚、中国、哥伦比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部牙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荷兰、波兰、罗马Æ亚、 

沙特阿拉伯、苏联和南斯拉夫是1 9 8 0 年的数据。

罗马尼亚1 9 7 3 年的数据；保加利亚1 9 7 4 年；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 1 9 7 5 年；中国、南非和阿拉伯联合前长国1 9 7 8 年；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和尼日利亚1 9 7 9 年；阿尔及利亚、智利、古巴、印度、 

伊拉克、墨西哥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1 9 8 0 年的数据。

中国1 9 8 0 年的佑计数。

保加利亚和卢森， 1 9 7 0 年的数据；希腊 1 9 7 1 年；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1 9 7 3 年；智利、伊拉克、以色列、南非和西班牙是1975  
年的数据。

阿根廷和土耳其1 9 7 6 年的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秘鲁1977  
年；奥地利、澳大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伊拉克、尼日利亚、沙 

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首长国1 9 7 8年 ；中国 1 9 8 0 年；阿尔及 

利亚、哥伦比亚、印度、意大利、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巴 

基斯坦、荀尊牙、南非、大不列额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圭、委 

内瑞拉、南斯拉夫和美利坚合众国是1 9 8 1 年的数据。

中国、古巴、埃及、希腊、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 

爱尔兰、以色列、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墨西哥、 

摩洛哥、尼日利巫、秘鲁、荀翁牙、沙特阿拉伯、新加被、南非、西 

班牙、阿拉伯联合首长国和委内端拉是1 9 8 0 年的数据；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却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1 9 8 2 年的数据，

第〔1 1〕栏 一 伊 拉 克 1 9 7 5 年的数据；阿尔及利亚和沙特阿拉伯1 9 7 9 年的数 

据；阿根廷、埃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卢森，和阿拉伯联 

合前长国1 9 8 0 年；澳大利亚、 巴西、中国、希腊、印度、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摩洛哥、荷兰、新西兰、秘鲁、菲律宾、葡菊牙、土 

耳其、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南斯拉夫是1 9 8 1 年的数据，

第〔1 2〕栏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 9 7 8 年的佑计数，



附件二所列统计数字来源

第 〔3 〕栏.制造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百分比

主要来源: 《国民收支统计年鉴》，1 9 8 2 年，第一卷和第二卷（联 

合国出版物，正在编制 

其他来源: 《统计月报》（1 9 8 4 年 2 月号）。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经合发组织成员国国民核算，1 9 6 4 -  
1 9 8 1》第二卷，巴黎，1 9 8 3 年。

经济情报股， 《经济评论季刊》。

非洲经济委员会， " 国民核算计算机打印输出"。

第 〔4 〕栏. 人均能源消费量（媒当量公斤数）

联合国，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1 9 8 1 年 》（联合国出版 

物，销售品编号：e / F .  8 2 .  XVII .  1 6 ) .
第 〔5 〕栏.三种主要出口商品在出口总值中的百分比

主要来源S 《国际贸易统计年鉴，1 9 8 1 年 》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 

销售品编号： 82.  XYI I .  7 ) .
其他来源; 《联合国统计年鉴g 1 9 8 1 年 》（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 

编号：E / F。83 .  XVII .  1 )。

联合国统计资料（日内瓦）， 《共贸调查》。

发展中经济国家研究所， 《中国对外贸易，1 9 7 8 年 》，

第 〔7 〕栏.识字率

主要来源;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 9 8 0 年和 1 9 8 3 年。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统计年鉴，1 9 8 1 年 》。 

其他来源：世界钱行，《世界统计表汇编，1 9 7  6 年 》。



第 〔6 〕桓.平均寿命

来源 ; 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报告》1 9 8 3 年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第 .〔8 ；)̂ 兰.每人每日摄取热量

主要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 《粮农组织生产年鉴， 1 9 8  1 年 》， 

第 3 5 卷 （罗 马 ）。

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报告》1 9 8 3 年 （华盛顿哥伦比亚 

特 区 ）。

第 〔9 〕程.人均现用商业车辆数

主要来源 ; 联合国， 《统计年鉴1 9 8 2 年 》（待出版

第〔1 0〕栏.外债出口收益百分比

主要来源 ; 世界報行， 《世界债务表汇编》1 9 8 2 -  1 9 8 3 年版 

(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 9 8 3 年 ）。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发展中国家的外债》，1 9 8 2 年 

慨 况 （巴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政府财政统计年鉴》，第七卷，(华 

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 9 8 3 年 ）。

《外债统计资料：1 9 8 2 年 1 2 月底和 1 9 8 3 年 6 月底 

小别借款人和地区拖义報行和銀行以外同货易有关机构的外 

债 》。 ( 国际清算報行和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的联合报告

国际储备占进口值百分比

主要来源: 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资料》，华盛顿哥伦比亚特 

区，1 9 8 4 年 2 月。

第〔1 2 ：!担.贸易条件

主要来源: 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 《国除货易和发展统计手册》P 
1 9 8 3年。 （销售品编号：；S / F ,  8 3 .  I I .  D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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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J.CIIII.II—Tff.-'.....—

分别根据未调整汇率、物价调整汇率和购买力 

平价换算法为 6 1 小选定国家计算的分摊比率

国民收入调整因素 机算比额 

(最高额 2 5 % ,最低额 0 . 0 1 %)

国 家 物价调整 

汇率

购买力 

平 价 $
未调整汇率 

2,100
物价调鉴汇率 

$ 2,100 85 i
购买力平价

$ 3,800 110%
(1) (2) (3) (4 ) (5)

阿尔及利亚 106.5 6k . 1 0.21 0.19 0 .17
阿根建 89.5 66.5 0.56 0,68 0 .U7
澳大利亚"" 105.8 110.7 1 .6k 1.56 1.31
奥地利 100.1+ 105.3 0.75 0.72 0.62
比利时 96.h 111.1 1.16 1.19 0.92
巴西 101.2 7U.1 1.92 1.86 1.20
保加利亚 * 100.9 52.2 0.25 ù ,2h 0 .k9
加拿大 99.1 90.9 2.92 2.91 2 . 8k
智利 107.5 63.6 0.10 0.10 0.08
中国 * 97.0 25.2 0.75 0.77 I.U5
哥伦比亚 106.5 U1.5 O.lU 0,15 0.25
古巴 * 95.1 J+7.6 0.12 0.13 0.18
捷克斯洛伐克* 88.6 1+9.8 0 .61+ 0.71 l.lU
丹麦 97.7 125.1 0.70 0.71 0.50
埃及 * 93." 57.5 0.09 0.10 0.15
芬兰 102,1 111.2 0.U8 0.47 0.58
法国 98.8 108.9 6.27 6.26 5.09

并非根据基准研究。



附件四( 续 ）

国民收入调整因素 机算比额 

(最高额2 5 % ,最低额0. 0 196) 
根掘

国 家 物价调整 

汇率

购买力

平价

来调整汇率 

$ 2,100 83%
物价调整汇率 

$ 2,100 85 i
胸买力平价 

$ 3,800 110 %

德意志民王，

(1) (2) (3 ) (4 ) (5)

共杀1国 * 
德意志联邦

95.0 82.2 1.30 1.38 1 .ÎK)

共劳口国 97.7 119.6 8.02 8.09 5.92
希腊 98.U 81 .7 o M O.UU 0.51
甸牙利 89,1 1+5.9 0.16 0.20 0.28
印度 98.2 51.0 0.52 0.53 0 .19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

108.2 52.U 0.17 0.15 0,06

共加国 72.7 0 .79 0.61 0 .55
伊拉克A 110.0 6^,h 0.27 0.25 0 .2k
爱尔兰 100.0 ôh.o 0.17 0,17 0,18
以色列 99.2 78.2 0.23 0.25 0.26
意大利 99.0 80.8 5.75 5.72 I1.07
日本 100.7 106.6 10.77 10.56 8,92
科威特

阿拉伯利比亚

117.2 rU .ô 0.31 0,26 0 .2h

民众国* 108.7 88.8 0.30 0.27 0.30
卢森, 100.3 108.1̂ 0.06 0.06 0.05



附 件 四 （续 ）

国民收入调整因素 机算比额 

(最高额2 5 % ,最低额0 .01% )
根据

国 家 物价调整 

汇率

购买力 未调整汇率 

平价  $ 2 ,1 0 0  85^
物价调鉴汇率 

$ 2 ,1 0 0  85 i
购买力平价 

$ 3,800 85 %

(1 ) (2 ) (3) (4) (5)

马来西亚 100.5 U8.6 0 .1 2 0 .1 2 0.17

墨西哥• 1 0 3 .6 »+9.9 1 .3 0 1 .2 1 1.96

摩洛哥 95.5 5J+.8 0 .0 6 0 .0 6 o.oU

荷兰 99.1 1 1M 1.7D 1 .6 9 1 . 3 1

新西兰A 102.1 99.0 0 .2 5 0 .2 5 0 .2 3

尼日利亚 108.5 5 .̂7 0 .2 8 0.28 0 .2 2

挪威 3Û2.3 1 2 6 .6 0 .5 2 0 .5 0 0 .5 6

巴基斯坦 102.5 56.3 0 .0 7 0 .0 6 0 .0 5

秘鲁 100.5 k l.k 0.10 0.10 0 .1 7

菲律宾 ni+.i 1+7.8 0,11 0 .0 9 C.09

波兰 96.0 hk.o 0 .6 2 0,66 i.ao

葡萄牙 96.5 6 1 .2 0.20 0.21 0 .1 9

罗马尼亚 91.1 59.1 0.22 0 .2 6 0 .5 0

沙特阿拉伯# 115.0 81.1 1 . 1 7 1,01 1 .2 8

新加彼"" 99.3 8 5 .9 0.11 0.11 0 .0 7

南非* 105.5 6 1 .5 0 .4 5 O.ltO 0,il0

西班牙 101. U 7 6 .8 2.Oil 1 .9 8 2 .5^

98.1 1 2 5 . I . 2U 1 ,2 5 0 .8 7

泰国 100.8 yr.k 0.10 0.3/ 0 .1 5



国民收入调整因素 机算比额 

(最高额2 5 % ,最低额 0 . 0 1 %)
根据

国 家 物价调整 购买力 未调整汇率 物价调整汇率 购买力平价

汇率 平价 $ 2,100 85$ $ 2,100 85 i $ 5,800 85 %
(1) (2) (3 ) (4 ) (5)

土耳其* 96.5 51.2 0.56 0.58 o M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衡国 89.5 57.5 10.52 11.38 15.92
阿拉伯联合 

首长国"" 106.1 102.5 0 .25 0.23 0.21
大不列额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
105.8 95.5 1̂ .71 U.56

美利坚合众国 100.0 100.0 25.00 25.00 25.00
乌拉圭 111.1 70 .7 0.08 0.06 0.06
委内瑞拉 110.0 73.0 0.65 0.56 0.72
南斯拉夫 99.1 72.6 0 .7*+ 0.75 0 .1̂ 6



2 、五个比率范围的百分率限度 

如果现行的正式比额 新的机算比额的百分率变动不应大于

3 、 八个比率范围的百分率限度和百分点限度的合并使用

新的机算比额的百分率变动不应大于

如果现行的正式比*额 百分率限度 百分点暇度

附件五

连续两小分摊比额表间变动服度 

、五个比率范围的百分率限度和百分点限度的合并使用

新的机算比额的百分率变动不应大于

如果现行的正式比额 百分率限度 百分率暇度

点
点
点
点
点
 

0
 

0
 5 

0
 1

0
0 CNI 

1
1
 

1
1

%

%

%

%

%
 

0
 
5 

3 

0
 

0
 

1

2
 
3 

5 

5

1. 00% 1. 00% 0. 7596 0. 50% 0. 04%

C
O

 

I
X 

1
1

于
7 

5 

0
 

0

或 1 点

%

%

%

%

%
 

0
 
5 

0
 
5 

0
 

1

1

2

 

2
 
5

1. 00% 
1. 00% 0. 75% 0. 50% 0. 03%

C
O

 

I
X 

4
* 

1
*

于
7 

5 

0
 

0

-
^
o
»
o
»
o
»
o
.

点
点
点
点
点
点
点
点

 

5

0

0
5

0

5

3

1

7
1
 

0
0 

CNJ 
1
A 

I
X

%

%

%

%

%

%

%

%

0

5

0

0

0

0

0

0

5
. 
7
. 

0. 
5
. 

0. 
5
. 

0. 

0.

1

1

2

 

2
 
3 

5

0

9

9

9

0

0
4

4

0

9
4

9

7

5
2

0

5
. 
4
. 

2. 
o
»
o
. 

0*
0
. 
o
.

0
 

0
 6
 

1

5

 

5
 

1
 

于
5

0

7

5
2

0

0

高 c\
f 

1

, 
o
, 
o
. 
o
. 
o
. 
o
.



附件六

暇制连续两小比额表间小别分摊比率变动的几何图弗法

限制连续两小比额表间♦别分摊比率变动的几何图形法基于K种假设：

1 , 同已经研究过的其他三小办法一样，这种方法的目的是在两小比额表之间 

确定每个会员国分摊比率的上下变动的最大极限；

2 . 与其他三个办法不同的是，它可以用百分点或百分率表示变动的极限，但 

是为筒便起见，最好采用百分点；

3 . 同其他三个根据经验数据制定的办法不同的地方还有： 它 根 据 的 是  

y = ± f(x) 的数学函数，X代表旧比额表中的分摊率， y 代表X在新比额表

中最大的变动值。 使用数学函数可保证鉴小分摊比额表中各种可能变动的齐性； 

尤其是，这样做有三小重要结果：

( a ) 同旧比额表中任何一♦特定的小别分摊比率对应的是有关分摊比率（上 下） 

变动的单独一个最大极限；

( b ) 旧比额表中分摊比率越高，可能产生的（上 下 ）变动值就越大；

( C )这种方法不存在阶梯函数，其他三小办法就不是这样；这就是说，有两小 

分摊比率，彼此极为接近而又处于固定参考点的两侧（如 0. 9 9 和 1，0 1 , 恰 

好处于 1. 0 0 的下方和上方），与此对应的有两小彼此极为接近的最大变动极 

限，而在其他办法中，两者相去甚远。

4 , 最后，几何图形法使大会本身可随意确定限制分摊比率变动值方法的形式Ç 
下面的曲线图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种方法的实际应用。

曲线图的说明

横坐林（X柏 ）上的是旧比额表的分摊比率，或者不访说是作为出发点的比额 

表 （基准比额表）的分摊比率。

- -



纵坐标（y 抽 ）上 的是以百分点表示的旧比额表分摊比率最大变动极限。

换言之，每小X值 （旧比额表中一会员国的分摊比率）均相应有一小y 值，这 

样，在订正比额表中该国的新分摊比率的最大值等于X 士 y 。

图中画有三条曲线：

第一条（第 1 种假设）是数学公式为： Y = 的双曲线；

第二条（第 2 种假设）是数学公式为： Y = ax+b ;  的直线；

第三条（第 3 种假设）是数学公式为： Y = 的指数曲线；

例如：如果一国的分摊比率在现行比额中为 2̂  0 0 , 那么：

按 第 1 种假设，该国的分摊比率在新比额表中可能在 2̂  00 - 0 .  6 8 =  1. 32  
和 2w 00+0 .  68=2L 68 之间；

按第 2 种假设，则在 2̂  0 0 -0 .  50=1 .  50 和 2L 00+0 .  50=2^ 50 之间；

按第 3 种假设，则在 2L 0 0 -0 .  18=1. 82  和 2L 00+0 .  18=3. 18 之间。

因子a 和 I)必须加以确定： a 决定曲线的一般走向， b 决定分摊It率的可能变 

动，郎 X最小值时的y 值 ，即 0. 0 1 。因子a 和 Id可由会费委员会确定，但也可由 

大会确定0 应该立即说明的是， （第 1 种假设）凡是分摊比率在基准比*额表中较

低的会员国，双曲线往往对它们不利（在这种情形中，分摊比率的可能变动幅度较 

大 ）；而另一方面，对于其分摊比率在基准比额表中已相当高的会员国却比较有利。 

第 3 种假设（指数曲线）恰恰相反，对于分摊比率在基准比额表中较低的会员国有 

利，对于分摊比额高的会员国则极其不利。 第 2 号曲线，郎直线，属中性线，保 

证可能的变动极限是位似级数。

因此，如采用几何图形法，则应由大会说明它拟选择的两小连续比额表间分摊 

比率变动极限的曲线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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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关于会员国收集和提出数据的准则技术说明 

导 言

1 . 根据会赛委员会原职权范围，联合国的经费应大体依照会员国的缴付能力 

摊浪，有人建议将国民收入的比较佑计数作为当时的准则。 因此，从开始到制 

定 1 9 8 3 -  1 9 8 5 年比额表为止，委员会一直根据以美元折算的连续若干牟的 

应计摊款收入平均数计算相对的支付能力。 应计摊款收入是指国民收入和适

用国民平均收入宽减办法算出的宽减额两者之间的差额。 计算所需的主要统计数 

据是以本国货麻i算的国民收入佑计数、将这些佑计数折算成美元的汇率和用以计算国 

民平均收入数额的人口他计数。

一 、 与会見国的通信

2 ‘ 为了确保各国政府尽早提出国民收入佑计数和有关的统计资料，联合国统计 

处 { 统计处 ) 按照会费委员会的标准指示，在委员会审査会费分摊比额表年度之初 

发信给所有会员国和非会员国的国家统计处，请它们提供上述数据，并附送一份问 

题单。 这些信及问题单的样本载于附件一和二内。

3 . 数星期后，会费委员会秘书转递了秘书长的一份照会给全体会员国的常驻 

代表，正式通知他们委员会下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并请他们提出补充资料供委员 

会使用。

二、请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A . 委员会要求的资料

4 . 委员会请市场经济国家按照现行国民核算制度（国核制） a 提供1 9____
至 1 9 _年每一历年国民收入市场价格总数的数据。 如果这项資料不是现成冗



有的，则请会员国提供其他总合数字的他计数，并提供必要的朴充资料(如折旧、间接税、 

津贴、来自国外的生产要素收入綠额），以便统计处根据这些资料按市价推算国民 

收入。

5 . 这些数猎应按历年遂年提供，以确保国民收入数据有最大的可比性。

6 . 问题单按照惯例列出统计处已经取得的国民收入依计数和有关的总数。这 

些资料是从对联合国国民核算问题单的官方答复或对会费委员会以前发出的问题单所

作的官方答复取得的，不然就是根糖联合国区城委员会和其他国际组织所提数据得出 

的佑计数- 在答复问题单时，请各国证实或修订所列佑计数，并提供有关这段期间的 

补充数振。

7 .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使用物质产品概念，这在计算国民收入时与市场经济使

用的方法有着基本差异。 委员会请这些国家按照现行国核制提供以市场价格计算 

的国民收入价值资料以及其他必要资料，以便根据物质产品净值来弓H申这个慨念。统 

计处处长原信所附问题单況 附̂件二）也列有估算国民收入所必需的任何或所有现有 

资料。

B . 统计处经常编制国民核算数据

8 . 为委员会编制的数据原则上应与统计处编制的更广泛数据一致，后者是根 

糖一本由联合国与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经合发组织）合编的题为《国民核算问题 

单说明和定义》b 的综合手册和物资余额问题单汇集的。 国民核算问题单列在上 

述手册内，共分为四部分。

9 . 第一部分以时价和不变价格列出慨括但广泛的资料。它不仅包括基本国内总 

产值核算，还有政府收支、企业和家庭收支、对外交易等汇总資料，一份慨括的资 

本交易帐、按原机关部n ，和活动种类分列的总产值资料，最后还有一个附表，列出 

订正国核制度使用的而且在国民统计制度内极普遍的各个总合概念间的关系。



1 0 . 第 2 挪分载有以时价和不变价格列出的国内总产值最后支出各部分（消费、 

资本形成、进出口）的详细数字以及附表，提供了有关政府经费和股本的补充资料。

1 1 . 第 3 部分载有评细的机关都门核算。 每小都门和分部门都有五项核算： 

生产核算、收支核算、资本形成核算、资本资金核算、和资产负债表。 第 3 郁分 

所列郁门和分郁门为：一般政府（中央、州或省、地方、社会保险基金）、公司和 

准公司企业（非金融、金 融 ）、家庭和私人非股份有暇企业（农场企业、其他农场 

非农场企业、非农场雇工、其他）和以家庭为服务对象的非营利机构。

1 2 . 第 4 部分载有活动类别的明细表。表格列出增值的由来（总产值减中间消 

费 ）、增值的成本部分和就业。

1 3 . 手册还载有交易和执行交易者的标准分类、以及流动内容的定义，如 "货  

物和劳务供应总额，，项下的货物和劳务产出和进口毛额，和中间消费政府最后消费 

支出、私人最后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毛额、货物和劳务出口、和 "全部供应的支配： 

中间和最后使用" 项下的增值和国内总产值。 其中并经常提到《国民核算制度》a 
和 《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工ili分类》""内有关定义和分类的详细讨论。 国民核 

算问题单所列表格见附件三。

1 4 . 为了取得中央计划经济国家采取统一方式提出的数据，统计处每年还向这 

些国家发出一份详细的物资余额间题单。 为了便于进行国际比较，物质产品制 

度 （物产制）问题单的表格使用了《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工业分类》，按活动 

种类和经济的物质和非物质领城单位把数据加以分类。 物产制问题单与国核制度 

问题单一样，也载有交易和交易执行者分类以及有关流动的筒略定义。

1 5 . 交易执行者的主要分类包括将经济分为物质领域和非物质领城， 按经 

济样动分类（例如农业、工业活动、建筑 ）和按社会经济部门分类（郎社会主义 

部 门 ， 细分为四类—— 国家部门、合作社部门、家庭自留地、公共组织部门—— 和 

私人部门对下列各项下了定义： 与物质产品净值的最后用途有关的交易（如个 

人消费、为小人服务的非物质领域单位和为整小社区服务单位的物质消费、 资本形



成净值）、物资产品净值、人口和企业的主要收入、全球生产和中间物质消费，最 

后则为人口的总消费。 构成物齋余额问题单一部分的表格列在附件四内。

1 6 . 请各国对两个问题单提供1 9 宇至 1 9__^ 间尽可能完整的、前后一

致的和可在国际上比较的最新数据。应努力按照要求和有关的标准分类和定义，详 

细地提供这一系列数糖。

三、 为会费委员会处理国民收入资料

A. 联合国统计处佑算缺失的国民收入资料

1 7 . 如果在通知所示限期之前没有收到资料，统计处就要拍发电报，提醒那些

没有答复的政府。

1 8 . 如果会员国在要求的期间内没有提供宪备的国民收入资料，统计处就须倍 

算各国政府所没有供给的那些年份的国民收入数字，按市价佑其国民收入的方法， 

随所能寧握的资料的性质而定。

1 9 . 如果国民收入的借算数字由所能寧握的有关经济合计数据（国内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等 等 ）祈算得出，则所使用的方法是，或采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市 

基金组织等其他国际组织的出版物所载的绝对数字，或利用为这些组成部分与主要 

经济合计数据之间建立先前的关系的比例或百分率数字，佑算各有关组成部分，例 

如折旧、间接税、津贴或国外的生产要素收入等的数值。

2 0 . 如需付算一年或几年的国民牧入资料以朴足审查斯间的资料数列，则利用 

不同资料来源，例如本国出版物，区械委员会编制的区域经济概览和技术合作方案 

提供的统计专家所编制的报告等来源提出的基本经济和财政统计倘计数内含的增长 

率，根据现有的国民收入数据，推算出缺失资料年份的倍计数字。



2 1 . 如果任何一年缺少国民生产的绝对数字，但如该年经济体系内第一、 第

二、第三部门的分配比率能够相当可靠地制订出来，则由相关的生产指标数加权推 

算得出部门佑计数字。 举例来说，国家生产总量指数用于农业、总的工业活动、 

制造业，以及有些情况下也用于建筑业。 如果农业没有这类国家指数，则利用 

联合国农业及粮食组织（粮农组织）制定的指数。 如果没有关于总的工业活动或 

制造业的官方数列，则利用联合国统计处编制工业生产世界指数时采用的，.官方 

指数。 然后，利用合适的价格指数， 调整这两个部门的增长数值， 即换算 

成按现行市价计算的佑计数字。 关于公用事业和服务部门，通常都利用政府提供 

服务所需的政府经常开支推算得出。 这样所得的各部门佑计数字合计起来，即得 

出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额•^后，利用上文第1 9 段所述方法，加以调整，作为国民收入 

的基数。

2 2 . 关于物产制国家，须将物质产品值数据换其为国民收入数据， "非物质" 
服务的价值，则以( a ) 非物质生产领城所划定各种活动产生的收入总数，包括工资 

和薪金、利润、利息和税赋，和 （13)物质领城所利用的非物质服务数量，例如各企 

业向顾页提供社会和文化服务的开支、卿要非物质服务费用、旅费开支的津贴和金 

融机关应计总产出，计算两者差数得出。 如果没有这个差数，或者没有倍算有关 

数量数字所需的基本数据，则联合国统计处根据各国出版物，以及诸如经济互助委 

员会（经互会）等国除组织的报告所载基本资料，计算出这些估计数字，然后送交 

各有关国家核实和/ 或校正。

B. 把国民收入资料换其成 

统一的期间起i乞范画

2 3 . 一旦解决因，念和方法不同而产生的不能比较的问题, 期间起i乞范围的差异， 

可以通过把全部佑计数字从财政年度换其成日历年度，求取一致。 如果数据不以



日历年度表示，则联合国统计处按照会费委贞会的决定，调整收到的数据，成力以 

日历年度作准。

2 4 . 虽然多数政府提交的SI民收入资料数列均以日历年度为准，有些政府提交 

的数字则以不同的财政年度为准。 一般来说，在把财政年度佑计数字换算成 

日历年度估计数字之前，首先统计处按季度起讫划分财政年度数字。 如此，数据 

以 7 月 7 日作为财政年度的终结，则视为以6 月 3 0 日为终结，因为这•一天是最接 

近 7 月 7 日的季度的终结。 同样，数据以3 月 2 1 日作为财政年度的起始，亦视 

为以 4 月 1 日为起始。

2 5 . 日历年度的实际换算方法如下：

( a ) 如果财政年度从日历的第二季度开始，则把前一财政年度的一个季度 

的数据加入现财政年度的三个季度的数据计算；

如果财政年度从第三季开始，则把前一财政年度的半年数据加入现财 

政年度的半年数据计算；

( C )如果财政年度从最后季度开始，则把前一财政年度的三个季度的数据 

加入现财政年度的一个季度的数据计算。

C。把国民收入资料换其成一个共同货币单位

26 . 把市场经济的国民收入佶计数字换算成美元时，统计处使用下列程序。 

如果厲于货币基金组织的成资国，则选择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公布的所 

涉期间平均汇率作为换算率。 如果属于单一浮动汇率的国家，一般即利用所涉期 

间平均市场汇率作为换算率。这些平均市场汇率，是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各国货币主管 

机矢向货市基金經织汇报的市场汇率计算得出的平: 字；也是各国市场每曰市场汇率 

的平均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数字，则采用纽约每日行情Î 如果没有这样的数字， 

则采用月终市场汇率;如果没有这样的数字，则采用官定汇率。市场汇率总是优先采用，



只有无法得到一个特定国家的自由市场:i t率时，才会采用官定汇率；官定:T率是货 

市主管机关为了使其本国货市同另一货市，例如美元、英镑或法国法郎，维持预定 

的平价关系，不得不通过中央銀行进行干预以支持其本国货市所用的汇率。

2 7 . 关于少数不列入《国际金融统计》内的国家，其汇率由货市基金组织提供 

给统计处，列入联合国《统计月报》出版。

2 8 . 如果属于中央计划经济， 一般采用财务主任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 

第 1 1 1 。5 条和第1 1 1 . 6 条细则规定，为会计用途制定的所渉期间联合国业务汇 

率的平均数作为换算率。

D. 国民平均收入的倍算

2 9 . 国民平均收入计算使用的人口数字，是联合国《统计月报》和 《人口统计 

年鉴》g内公布的年中估计数字。 这些佑计数字的主要来源是各国统计机关答复联 

合国年度《人口统计年鉴》问题单所提供的官方数据， 对于人口数据数列不齐全 

的国家，则根据人口普査和考虑到年度公民登记（出生率和死亡率）以及国内外移 

民的人口调査结果，弥补空白。 如果无法取得这类数字，则采用计賞人口面定增长 

率的内推公式 , 应用所能寧握的人口数字计算得出。

a 关于这些慨念更详细的解释，参看《国民核算制》，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 

编号；E. 6 9 ，.XVIT .3  )。
b 最新的问题单由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于1 9 8 0 年在巴黎出版。

C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68 . XVJI .  8。
d 国际货市基金组织， ’‘ 国际金融统计月刊"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e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E /T .8 1  . x m . l 。



附一

1 9 8 1 年 1 2 月 5 日

统计处处长给所有实行市场经济制度 

的会员国和非会员国的信

大会所属会赛委员会的下一届会议订于1 9 8 2 年 6 月 8 日在組约联合圓总部 

召开，根推最近得到的国民收入估计数字，着手全面审查会员国的会费分摊比额表。 

因此，会赛委员会已要求统计处按每小会员国编暮1 9 6 9 至 1 9 8 0 年每一历年 

根振现行国民核算制度以市场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总数。

凡未经常计算国民收入总数的会员国，请它们提供其他他计总数并附送所需补 

充资料（例如折旧、间接税、津贴、来 自 国 外 的 生 产 要 素 收 入 净 额 以便统计处 

以市场价格计算出国民收入估计数。如果责国通常不按历年编暮国民核算资料，则 

希望从贵国收到改用历年折算的每一年的资料。

此种资料最好在1 9 8 2 年 3 月 3 1 日以前寄达联合S 统计处。此种数振如未 

能在该日以前收到，或未采用上述规定的方式，则统计处打算根推现有资料作出估 

计或调整。因为总部缺乏详细的经济统计数字，此种佑计或调整必定只是国民收入 

实际水平的近似数字。

附表中开列统计处已有的资料，如蒙核实各项数字或提供订正数振，不胜感激。 

请在回信中说明是否希望将所提供的资料列为机密，或说明本处可否在定期出版物 

中公布。

统计处处长

斯维恩。诺德博顿（签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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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 9 8 2 年 1 月 1 2 日统计处处长给所有实行 

中央计划经济制度的会员国和非会员国的信

大会所厲会赛委员会的下一届会议订于1 9 8 2 年 6 月 8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召开，着手全面审查会员国的会费分摊比额表.会费委员会希望取得每个会员国 

1 9 6 9 至 1 9 8 0 年每一历年以市 价 计 算 的 国 民牧入总数 .凡未计其此种  

总数的会员国，请它们提供其他係计总数及其构成郁分（例如折旧、间接税和津贴),
以便按市价佑计出国民收入。

为使会费委员会能向大会建议一个公平合理的会费分摊比额表，务请各会员国 

以可资比较的方式开列其国民收入 . 会费委员会设法达成此项任务，但发现许多 

国家所用国民牧入计算方法有若干基本差异.中央计划经济国家采用物质产品净  

值的慨念，其中不包括若干类服务，把这些服务视为属于生产范围以外. 其他经 

济制度的国家，一般来说，却把这些服务一律列入生产范围，因而.将其并入国民收 

入佑计数之中 .
为使会赛委员会取得尽可能最充分的资料，请采用物质产品制的会员国提供按 

照目前国民核算制度以市场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数值的资料和所需的补充资料，以 

便从物质产品净值中得出这小慨念 . 附表中开列统计处已有的资料，如蒙核实各 

现数字或提供订正数据，不胜感激 .
此种资料最好在1 9 8 2 年 3 月 3 1 日以前寄达联合国统计处 .请在回信中

说明是否希望将所提供的资料列为机密，或说明本处可否在定期出版物中公布。

统计处处长

斯维恩，诺德博顿（签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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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体三 

国民核算问题单所列表格

第 1部分..汇总资料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1. 10 

1. 11 
1. 12

国 内 总 产 值 支 出 （Sil■价 )

国 内总 产 值支 出 （不变价格）

国内总产值的成本构成部分 

政府一般经常收入和支出汇总表 

公司和准公司企业经常收入和支出汇总表 

家庭和非营利机构经常收入和支出汇总表 

经常帐戶对外会计事项汇总表 

全国资本会计事项汇总表 

国 内 总 产 值 ，按原始机关部门分列 

国 内 总 产 值 ，按活动类别分列（时价）

国 内 总 产 值 ，按活动类别分列（不变价格） 

各种国民核算总数之间的关系

第 2 部分 . 国内总产值最后支出：明细表和附表

Z 1 政府一般最后消费支出，按职能分列（时价）

Z 2 政府一般最后消费支出，按职能分列（不变价格） 

a 3 政府一般支出总额，按职能和类别分列 

2 4  政府一般支出中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援助构成情况

a 5 私人最后消费支出，按类别分列（时价》

2 6 私人最后消赛支出，按类别分列（不变价格）



a  7 资本形成总额，按货物和所有人类别分列（时价）

2. 8 资本形成总额按货物和所有人类别分列（不变价格）

a 9 资本形成总额，按所有人的活动类别（《国际工业分类标准》大 类 ）分列

( 时 价）

a  1 0 资本形成总额，按所有人的活动类别（《国际工业分类标准》大 类 ）分列 

( 不变价格）

a 1 1 固定資本形成总额，按所有人的活动类别（《国际工业分类标准》分 类 ） 

分 列 （时价）

2 1 2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按所有人的活动类别（《国际工业分类标准》分 类 ） 

分 列 （不变价格 )

2. 1 3 能再生产的圓定资产储存，按货物和所有人类别分列（时 价 )

Z 1 4 能再生产的固定资产储存，按货物和所有人类别分列（不变价格）

Z 1 5 能再生产的HI定资产储存，按活动类别分列（时 价） 

a  1 6 能再生产的固定资产储存，按活动类别分列（不变价格） 

a  17 货物和服务的出口和进口明细表

第 3 部分 . 机关部门核算：明细流转怅目表和资产负债表

1. 政府一般核算

3. 1 1 生产核算：总鞭和按分部门计算

3. 12 收入和支出核算：总额和按部门计算

3. 1 3 资本积票核算：总额和按分部门计算 

a  14 资本财务核算：总额和按分部门计算

3. 15 资产负债表：总额和按♦部门计算



2 . 公司和准公司企业

3. 21

3. 22

3. 23

3. 24

3. 25

3. 26

生产核算：总额和按分部门计算 

收入和支出核算：总额和按分部门计算 

资本积累核算：总额和按分部门计算 

资本财务核算：总额和按分部门计算 

资产负债表：总额和按分部门计算 

金融机构的财务交易明细表

3 . 家庭和非股份有限公司式私人企业

3. 31 生产核算：总额和按分部门计算

3. 32 牧入和支出核算: 总额和按分部门计算

3. 33 资本积累核算： 1̂ 额和按分部门计算

3. 34 资本财务核算： 1、额和按分部门计算

3. 35 资产负债表：总额和按分部门计算

4 . 为家庭服务的私人非菅利机构

3. 41 生产核算

3. 4 2 牧入和支出核算

3. 4 3 资本积累核算

3. 4 4 资本财务核算

5 . 对外会计事项

经常帐户明细表 

资本积累核算 

资本财务核算

3. 51

3. 52

3. 53



第 4 部分 . 各种活动类别下的生产额：明细表和附表

4. 1 增值的由来，按活动类别（《国际工业分类标准》大 类 ）分 列 （时价）

4. 2 增值的由来，按活动类别（《国际工业分类标准》大 类 ）分 列 （不变价格）

4 . 3 增值的由来，按活动类别（《国际工业分类标准》分 类 ）分 列 （时价）

4. 4 增值的由来，按活动类别（《国际工业分类标准》分 类 ）分 列 （不变价格）

4. 5 增值的成本构成部分， 《国际工业分类标准》分类

4 . 6  增值的成本构成部分， 《国际工业分类标准》分类

4 7 就业情况，按活动类别（《国际工业分类标准》大 类 ）分列 

4 8 就业情况，按活动类别（《国际工业分类林准》大 类 ）分列 

4 9  货物和劳务供应情况（时价）

4 10 货物和劳务供应情况（不变价格）

4 1 1 货物和劳务处理情况 ( 时价）

4 1 2 货物和劳务处理情况（不变价格）

4 1 3 货物和劳务总产出额（时价）

4 14 货物和劳务总产出额（不变价格）

4 1 5 中间消赛情况，按使用者的活动类别分列（时价）

4. 1 6 中间消费情况，按使用者的活动类别分列（不变价格）

4 1 7 国民核算制国内总产值与物产制物质产品净值的调和



附件四

物资余额，问题单表格一览表 

( 以时价和不变价格计算）

1 . 物质产品净值，按用途分列

2 . 物质产品净值，按物质领城活动类别分列

3 . 初级收入，按物质领城活动类别分列

4 . 得自物质产品净值的初级收入，按部门分列

5 . 货物和物质服务的供应和处理情况，按物质领械活动类别分列

6 . 资本形成，按物质和非物质领城活动类别分列

7 . 最后消费，按服务类别分列

8 . 小人消赛，按物货和服务供应来源分列

9 . 全国人口消费总额，按商品（例如食品. 饮料 - 烟草> 衣 服 ）和劳.务 （例 

如医疗. 交通. 运输. 教育 . 娱乐，体 育 ）以及按取得飾方式（例如购买， 

自己生产而免赛获得）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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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Hax H areHTCTBax bo Bcex paftonax MHpa. HaBOAHTe cnpaBKH 0 6  HSAaHHHx b 

BameM khhjkhom MarasHHe h/ih nmiiHTe no a^pecy : OpraHHsauHH 06T>eAHHeHHbix 

HauHH, CeKUHfl no npofla»ce H3flaHHH, Hbto-HopK h/ih ^eHeea.

C O M O  C O N S E G U I R  P U B L I C A C I O N E S  D E  L A S  N A C I O N E S  U N I D A S

L a s  p u b l i c a c i o n e s  d e  l a s  N a c i o n e s  U n i d a s  e s t à n  e n  v e n t a  e n  l i b r e r i a s  y  c a s a s  d i s t r i b u i d o r a s  e n  

t o d a s  p a r t e s  d e l  m u n d o .  C o n s u l t e  a  s u  l i b r e r o  o  d i r i j a s e  a  : N a c i o n e s  U n i d a s ,  S e c c i ô n  d e  V e n t a s ,  

N u e v a  Y o r k  o  G i n e b r a .

Litho  in United  Nations, New Y ork  00700  18714—August 1984—175
GA /O R /39, S u p p l.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