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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言

査

2S謹代表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向大會提出理事會一 

九六四年八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工 

作報告書。在此期間，理事會曾舉行第三十七屆會第 

二期會議，第三十八届會及第三十九屆會。這幾届會 

正値國際合作年，" 聯合國發展十年 " 剛過一半，及聯 

合國成立二十週年紀念的時候舉行。在這種特殊的情 

形下，理事會對於它的職貴自必認識得很淸楚。

在理事會開始討論的時候，一九四五年聯合國創 

始人在金山市所感受的精神，浮現在毎一個人的腦海 

裏。聯合國體系內各組織共同努力，合作無間，以滑 

進綴濟及社♦ 福利，提倡人權，就是本乎這個精神。今 

天，這個精神仍不失爲一種激勵的力量，鼓舞理事會 

毅然決然以新的鋭氣来繼續進行反機餓、反疾病、反無 

知和反貧窮的奮鬪，爲二十億左右的人，這就是說爲 

構成 " 第三世界 " 的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創造充 

滿自由與尊嚴的優良生活環境。一九六五年六月底在 

金山市舉行的紀念會，重新點燃了我們忠於聯合國憲 

章精鮮的奥林比亜式的炬火，重新鼓舞了所有致力於 

世界和平與正義的人，這從今年理事會及所屬委員會 

的討論特具團結合作的精神看來，特別顧而易見。

我不想分析秘書長在第三十九届會開幕時所發表 

的重耍陳述的內容，也不想撮述接着發表的許多優異 

的演詞。這些陳述和演詞的內容在理♦會會議紀錄裏 

可以看到。不過，我耍一提在理事會辯論開始的時候， 

擺在理事會面前的事實是截至 "發展十年"中點所得的 

結果令人失望：以平均每人所得来衡量，富國與貧國 

的蹈離日益擴大；由於衞生狀況參差，營養不一，各 

區域平均壽命箱差之大，令人咋舌；人口增加率以貧 

國爲最高，人口問題令人十分擔憂；農業生産增加不 

够，人口最多的國家尤其如此；已發展國家和多邊金 

融機關提供的協助，不足以支持 " 第三世界"爲完成發 

展事業所作的努力；資本輸入國家所負的債務，是非 

常沉重而痛苦的負擔。不過，秘書長指出目前局面雖 

陰影幢幢，而明眼人所能察見曙光的地方，並沒有因 

之昏黑無望。

理事會受了秘書長觀感的激勵，似已同意一個看 

法，卽雖然到現在爲止，不免遲滞不前，若鼓動新鏡， 

大膽和富於創作的作風，則理事會也許可以由此走向 

它在這個 "十年 " 開始時自定的目標。我相信正因爲道 

個看法和理事會今年開會時的精神，我縫能在這裏開 

出似乎斐然可觀的行動總結。

常常有人提到理事會所黄的三種職務：指揮機關 

的職務、協調機關的職務和糊禍的職務，從 :It禍中可 

以産生國際綴濟和社會政策的綱領。我認爲今年理事 

會不作過分有系統的自我分析，是十分高明的。理事 

會議程上固然列有關於檢討和重，新評估理事會任務與 

職務的項目，但若忽促結束這種檢討，顯然是錯誤的。 

這種檢討無論在理事會本身抑在大會都應適當地分期 

進行，務使毎一期已發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意見趨 

於一致；因爲除非這兩種國家的意見一致，決不可能 

獲得眞正有盖的國際合作。

今年理事會工作中最有成績的幾個項目似乎是理 

事會在許多方面所發的啓示與指導，以供切盼其國家 

政策符合現代Ü：界需耍的各國政府考慮。

人權，如已故的阿德萊，史蒂茶孫〔Adlai Steven-  
«>n)最近所說，是我們正在進行和正在設法進行的一 

切的核心。在這方面，已通過一定會有深遠效果的若 

干決議案。我所指的特別是授權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 

分設委員會就政治、輕濟、社會及文化各方面的種族歧 

視，作特別研究的決定。理♦會在這方面的其他重耍 

決定計有延長奴裁制特別報告員的任期的決定，和 

關於政治、綴濟、社會及法律各方面婦女地位的決議案 

等。此外，消除政視婦女情事宣言草案及消除宗敎上 

一切形式不容異己情事公約草案，應能在各國鼓勵今 

後數年須理事會多多注意的活動和進展。

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的討論足以影響國家政策的 

實施的另一重要部門，就是士地改革。許多國家都面 

臨使其農田體制現代化的工作。士地改革爲經濟發展 

和社會進步的基本因素，十分重耍，從過去數年若干 

國家所採立法措施可以明白看出這個重要性已爲設計 

人所顧及，立法機構所認識。各國政府現正轉而注意 

這® 措施的實施和到現在爲止所獲結果的評核。根據



較歷次報告書分析傲底、評論透闕的第四次報告書，理 

事會辯論所集中注意的正是本間題的這幾方面，並不 

是士地改革的優點何在。從理事會通過的決議案，可 

以十分淸楚的看出 ,應該優先解決、需耍加緊努力以求 

解決的間題是汁麼。世界土地改革會議定於明年由聯 

合國及糧食農業組織聯名發起，在國際勞工組織合作 

之下，於羅馬舉行，這個會議一定非常重耍，能够指 

出農田體制中那幾方面可以獲得進展。希望等到一九 

六八年理事會再審議這個問題時，那時的狀況較現在 

令人滿意，我想道不是過分樂觀的奢望。

理♦會向負責擬訂和實施國家政策的人員給予啓 

示和指導，並不以通過建議爲限。另外還注意壽挪若 

干活動，用以決定估量每一國家的知識和輕驗的準則。 

科學和技術就是道方面的一個例子。兩年以前,聯合國 

應用科學技術裤签發展中國家會議引起國際社會注意 

這方面非接受不可的耍求。今天，我們可以說已採取 

强有力的行動，以符合上述會議是 "發展十年"的重耍 

轉振點的說法嗎？遺是所引起的希望都已落空了呢？ 

根據我們的新諮詢委員會的積極、迅速和客觀的工作 

如該委員會第二次報告書所說的，我們對道兩個問題 

的第一個問題，可以答 "是 "。世界國際合作方案現卽 

將在這個重耍部門出現，從進行中的海水去醒工作可 

以看出，這個方案可以包含對研究問題及應用問題採 

取一致行動的各項耍素而爲發展中國家打開新的前 

途，也可以包含各國互相廣泛合作的先決條件，導致 

基層組織的建立，這個組織特別有補於訓練有素的科 

學技術人員人數的滑加及其素質的改良。不僅如此， 

這個方案還可以根本幫助消除傳播科學技術知識的許 

多障礙。理♦ 會贊同這個方案各起草人的意見，就證 

明它相信使諮誰委員會獲得充足的資金，以繼續進行 

它的工作實在重耍。

在工業發展的複雜範囑裏，理事會以大部分的討 

論時間去研究在" 第三世界"的國家裏建立輸出工業一 

類的問題，以區域或分區爲單位整體工業化問題，及 

如何增加工業發展機關的數目問題，尤其注意先舉行 

直域座談會，然後壽組國際座諫會。這個計劃使毎一 

個從事工業化這個壯舉的國家能够借鏡別國的嘗試、 

實驗和經驗，終於可以明白訂出適合它們的特殊環境 

和它們的哲學的有效主義的綱耍。

關於綴濟發展綴費的書措，理♦會第三十八届會 

從國際復興建設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各董事獲悉擴 

張該銀行工作和增加該基金會會員比額等董耍事項的 

詳細情形，頗感滿意。理事會根據秘書處所編研究報

督所說明的資本流動狀況，已建議各國政府不僅應竭 

其全力，於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像 "十年"開始時在交 

與第三世界的資金數額方面所作的進步一樣，而且對 

於負債穀穀的國家應給與更優待的利率和貸款條件。 

同時，理事會又鼓勵秘書長繼續研究測量資本流動的 

方法問題及槪念問題，以增加理事會對於這些問題的 

質和量兩方面的知識。

關於國際資易，値得注意的是：雖然理♦會並沒 

有討論賈易及發展理事會議程上所列的問題，但曾數 

度提及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的建議和大會的有關決 

定。預料理事會第二期會議審議賈易及發展理事會報 

告書時 (理事會已決定專爲此事舉行第二斯會議)，一 

定會聚精會神去做，我這樣說大概是不會錯的。

社會方面正如經濟方面一樣，理事會今年所作的 

決定兼顧兩種願望：指導各國政府和鼓勵足以宣揚各 

國政府行動的方案。社會委員會曾舉行一次應大書特 

書的討論，所討論的是人口增加所引起的各項問題， 

人口結構的變遷及人口由鄉村湧入都市的問題。這個 

問題雖然尙未詳細分析，但據秘書長說，已日益嚴重。 

理事會不僅已喚起各國政府注意這個問題，而且通過 

了人口問題廣大領域各部門研究和工作的長期方案， 

請秘書長對請求的國家供給技術協助，以便實施各該 

國的人口政策。此外，理♦會又向各國政府提出社會 

委員會所擬關於家庭及兒童福利和訓練社會福利人員 

的建議。復請設計人改善其關於發展計劃社會部門的 

技術。秘書長主張不久靑年人應該把造福境遇欠佳的 

人的民政事務視爲靑年敎育的正常部分，理事會本着 

這個主張，曾强調靑年在發展事業中的地位和使命， 

且扼耍說明行動方案。還有，理事會指出了所得分配 

問題的重耍，決定指派專家小組，研究所得分配與社 

會政策的關係。

這個建議制度的目的在使利一切責責擬訂和執行 

其本國發展政策的人的工作，在這個制度裏，愈來愈 

明顧的出現一種似與理事會行動的主耍成分不謀而合 

的趨勢。理事會設有各種委員會，代它起草技術範圍 

內的決定，從道些委員會稱職的才幹得到一種權威； 

從研究所屬各區域綴濟委員會的工作，眼界又爲之開 

擴；從它與各專門機關的關係，對於毎一特定間題的 

背景又都瞭如指掌；由於聯合國研究及訓練學院成 

立，不久還可以得到各方允諾的支持；就在這種種條 

件之下，理事會繼續推進基本努力，以說明政洽家所 

須應付的綴濟和社會問題。今年，我相信理事會請秘 

書長舉辦的研究較過去爲多；它已請他參酌一切必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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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家意見，從事分析和研究，以續製負責國家發展 

的領袖移動地區的世界圖表，而決定他們預料一定會 

碰到的障礙和克服這些障礙的方法。從理事會通過的 

關於發展運輸等特殊事項及關於像設計與 " 發展十年 " 
一樣廣大的問題的決議案，可以看出確實這樣。秘書 

長以今年的世界輕濟調查的第一編專門論逾"第三世 

界 " 設計人的綴驗是很恰當的；從這個第一編可以看 

出用設計的地方愈来愈廣，所以，理♦會很想改進對 

於有關設計和影響設計的一切事物的知識，尤其是對 

於指導設計的未來工作的知識。且現在交通方使，天 

涯比鄰，在我們這個地球上，一國的一舉一動沒有不 

在國際上發生影響的，故我們自然想到我們若耍好好 

看淸楚我們正在往那裏去，在道個 "十年"應該以什麼 

爲目標，同時使各國設計人能够好好估量他們奉命 

擬具計劃的環境，那末，我們就應該設法查明是否可 

以用數量來表明構成我們事業的廣大部門的相互關聯 

的各部分。理事會有靈及此，乃表示熱烈支持秘書長的 

決定，卽商同有關政府，設立由資深學優代表不同設 

計制度的專家組成的小組，道些專家當將他們在發 

展設計方面的經驗，供聯合國擬訂和執行發展計劃之 

用。

理事會在第三十九届會，也費了很大的力量，去 

促進國際合作和用以加緊這種合作的機構。很動人的 

重申了 "發展十年 " 的目標：一方面請各國政府以各種 

方法，做些什麼；他方面耍各國政府保證一如所請，誠 

意擁護多邊合作。從辯論情形可以看出，裁軍在綴濟 

上和社會上的可能後果，總是在理事會各理♦的腦中 

盤旋，在裁軍實現以前，各政府對兩億美元新目標的 

響應就是上述誠意的測驗，這個目標是提請關心特設 

基金會及技術協助擴大方案的政府考慮的。

値此技術協助擴大方案十五週年的時候，理事會 

能對聯合國和各專門機關依照這個方案所辦的工作作 

一全盤的觀察，我認爲就所得的結果來看，理事會對 

於自己於一九四九年創辦這個事業，的確可以引以自 

慰。理♦ ♦ 決議案二二二( 九)所定原則仍然有效，過 

去十五年来，投在這個方案的資金幾達五億美元。自 

一九五八年起，特設基金會使聯合國的業務別開一 

面。該基金會依任務規定所作投資前活動日益紛繁， 

對加緊工業發展方面的努力特別注意，念念不忘竭力 

在實施請該基金會予以協助的計劃時，鼓勵將科學技 

術用於發展方面，凡此種種，使該基金會成爲國際社 

會交給 "第三世界 "應用的全部人力物力的董耍份子。 

去年，理事會決定將特設基金會及技術協助擴大方案

合併爲一元的聯合國發展方案。這個提案現已提交大 

會，其目的在予本組織以一種機構，使它能在擴展多 

邊協助方面更切實的發揮正當的主耍作用。

在今年理事會討論所得的比較重耍的建議之中， 

也應該一提關於世界糧食方案的建議。這個方案是聯 

合國和糧食農業組織聯合主持下擬訂的，號辦期間截 

至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本理事會採取和糧農組 

織理事會的建議一樣的行動，就是建議大會無限期繼 

續執行該方案，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樂捐目標定 

爲二萬萬七千五百萬美元，其中三分之一爲現款及勞 

務，三分之二爲實物。我認爲這個原來的方案把糧食供 

緊急救濟及發展之用，應該視爲給予我們正在建立的 

" 第三世界 " 的多邊協助體系中的重耍的一環。

理事會也强調國際上需耍繼續多多合作，以激勵 

或保持激勵每一個政府及—— 我幾乎可以說—— 每一 

個用心研究過的人都承認其有用、合理的事業。理事 

會一致決定聯合國工業發展工作項下的預算經費應隨 

這種工作的擴張而予以滑加，同時歡迎以樂捐壽措額 

外綴費的積極提案。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的工作 

因擴張到非洲大陸，而日見繁多，益形複雜，耍不負 

Mr. Labouisse從故 Maurice Pate那裏繼承下來的職

責，則此項工作十分繁重，所需輕費十分浩大，故理 

事會各理事在專門討論悲痛的難民問題和聯合國兒童 

基金間題的會議裏，力言這兩個方案需耍各方滑加捐 

獻。

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在第三方面，但決不是最不 

重耍的一個方面，似亦收獲很大。我是指理事會足以反 

映其具有堅定的決心，去改善國際合作實際機構的效 

率的行動與建議。大部分在它奉命研究的部門中，它 

對於體制、方法及組織問題，費了很多的時間和心力。 

在社會方面，理事會贊同所屬社會委員會的意願，根 

據新的需耍，去重新估量它的任務。討論工業發展時， 

又再提到制度上的改革。協調事宜委員會討論了若千 

問題，這些問題雖是十分尋常的，但大家一致認爲十 

分重耍，非加以解決不可，以使工作與人力物力、方案 

與預算较爲和諧一致；以使理♦ 會提早得到文件，且 

其體裁较易應用；以便改善聯合國在輕濟和社會方面 

的報告書和研究報告的傳播。理事會對這些事項的關 

懷，表現於各決議案之中，這座決議案的實施將大大 

提高理事會未來届會的議事效率。據我看來，一個特 

別重耍的決議案是作下列規定的決議案：理事會重新 

組織的特設協調事宜委員會應於明年五月參酌一九六



七年度概算、審查工作方案、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 

會主席應參加赛查。

但是，無疑的，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在工作安挑 

方面特別出色的努力是把聯合國體系內各機關的工作 

更密切的豹入全趣策略之內。依理事會決議案九八 

0  I (三十六 )所提的關於 " 聯合國發展十年"的工作進 

度報告書和以後通過的決議案都强調一致行動的觀念 

和每一組織的努力成爲整個努力不可分的一部分的願 

望，整個努力的慣値遠較其各成分加起來的總和償値 

爲大，我相信理事會全體理事都抱有這個願望。

我認爲理事會在設法改善各郁門，尤其是科學技 

術各部門，以及救助天災的協調方面，都做了十分有 

签的工作。我們對於理♦會討論聯合國體系內技術合 

作方案全盤效果的評價間題，也不應低估其重耍性。 

秘書長首先强調評核業務上工作成績的重耍，他表斤 

此舉可以視爲理事會工作的必耍而不可分的一部分。 

後來，已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以及各專門 

機關的發言人也强調這種評核的重要。道一切明白顯 

示理事會主耍關心的事項之一，就是不斷地朝這個方 

向力求改善，把撥交聯合國體系使用的不多的、有跟 

的人力物力，作最合理最有效的運用。

最後，我耍一提理事會參酌各區城輕濟委員會工 

作報告書，討論綴濟發展一事的偵値和重耍，今年也 

許較往年更爲重耍，各E 城經濟委員會的幹勁，是本 

組織在綴濟和社會兩方面生氣蓬勃的基本要素之一。

今年各代表顯然在理事會裏又特別注意理事會的 

工作。我上面提到的決定、建議和倡議就是這點的明 

證，這些決定等等爲數狠多，種類不一，全都是建設 

性的。我敢希望一旦憲章的修正案獲得批准，理♦會 

將有比較公允的地城代表，一定會重新活躍起來，獲 

得新的進展，我覺得從第三十九届會的結果已可以看 

出道種境地已見端使。理事會各理事受人類團結精神 

的感召，受各國需耍和睦相處的感召，深知若無切實 

有效的合作以實現社會正義的共同理想，則不能期望 

眞正的繁榮和永久的和平，也許在理事會進行其所專 

心致力的促進人類進步的緊耍和洁大的工作時，會表 

現更大的魄力。

的各次報告書1大致相同。計有本卷和印行的第三十

七屆會第二期♦ 議決議案，第三十八届會決議案及第 

三十九届會決議案各卷;2以後將加提關於第三十九届 

會第二期會議的報告書；理事會定於今年稍後舉行這 

個會議，特別審議貿易及發展理事會第一次常年報告

書。

本報告書載有附註，註明所引用的理事會及所屬 

各委員會的簡要紀鋒，這座記錄都已分發聯合國全體 

會員國。每章後面的附件開列非政府組織有關的口頭 

陳述和書面陳述。

今年的報告書沒有敍述麻醉品委員會或住宅、建 

築與設計委員會的工作，這兩個委員會依照理事會第 

三十七屆會的決議，定於本年稍後舉行它們的一九六 

五年度届會。秘書處在該兩機關掌管部門繼續辦理的 

工作情形，詳見本年度秘書長關於本組織工作的常年 

報告書。

本卷共分十八章。第一章至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第二節，及第十四章第二、第四、第六、第七各節報告 

屬於第二委員會主管的事項；第十二章第一、第三第 

四各節，第十三章及第十® 章第一、第三、第五各節報 

告屬於第三委員會主管的事項；第十八章則報告屬於 

第五委員會主管的事項。不過，大會也許願意把討論 

理事會任務與職務的檢討和重新評估的第二章，也發 

交第三委員會和第五委員會核具意見。同樣的，时論 

土地改革的第七章第二節和討論人口問題的第十二章 

第二節也是第三委員會所關注的，討論理事會文件編 

製的第十七章第五節也是第五委員會所關注的。第十

五、第十六和第十七（第五節除外 )各章可由全體會議 

討論。

本報告書所列的若干問題，也是大會臨時議程上 

的專目。這些項目都有脚註註明。其他請大會注意或 

需耍大會採取行動的事項，都已在文中或脚註中說 

明。

理♦ 會各届會議程和理♦會及所屬輔助機關的成 

員與會議日期都列爲本報告書的附鋒。

經濟養社會理事會主席

*九六五年七月於日內冗 Akira MATSUI

1 參閩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附件， 

議程項目三十九，文件 E /L .1 0 7 3 ,及 E/SR.1394。

2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七届會第二期會 

議 ，補編第一號A ; 同上，第三十八屆會，補編第一號；及同 

上 ，第三十九届會補編第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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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聯合國發展十年

一 . 理事會對大會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 

案一七一  o ( 十六）所發動的聯合國發展十年的檢 

討 ,1主耍係以秘書長所提"聯合國發展十年中點 " ( E /  

4071 )2評估和他向理事會第三十九屆會所作的陳述爲

專門機關及聯合國系統內其他成員機關合作擬具的進 

度報告書(EA*033)。2 進度報告書說明了聯合國系統 

內各組織爲達到發展十年目標所進行的各項主耍工 

作，這目標就是至一九七0 年時發展中各國國民所得 

總和至少毎年應增加百分之五。

二.理事會面前違有一九六四年世界綴濟調查 

(E/4046/Rev.l )3的第一編，其中載有關於發展中各 

國在發展十年期中綴濟設計綴驗的研究,4和秘書長狗 

大會決議案一九一六 (十八 )5規定，爲發展十年下半 

期所擬具的關於社會方案和目標的報告書 (E /C N .5/  
388 及 E /CN .5/394)。

三 . 秘書長在他的評估(E /407I)內，對世界各國 

共同努力實現發展十年目標的成功程度，主要困難和 

失望之處，發展十年其餘斯間應儘先辦理的主耍工作 

特別是由聯合國辦理的工作，從事一般討論。

四 . 在檢射向發展十年目標取得的進展時，秘書 

長稱在一九六0 年代最初幾年，許多最貧窮國家終濟 

的成長仍極緩慢。發展中國家全體的成長由一九五五 

年至一九六0 年平均毎年滑加百分之0 點五的速率， 

到一九六0 年至一九六三年時則減爲百分之四。同時 

經濟先進的市場緩濟國家的成長率初期爲百分之三點 

四，而一九六0 年至一九六三年斯間內則增至百分之 

四點四。一九六0 年代發展中國家和已發展國家毎人 

平均所得之間的差跟也愈來愈大；在一九六0 年至一 

九六二年之間，已發展市場緩濟國家每人平均所得滑

1 E/AC.24/SR.289; E/SR.1369-1378, 1396。
3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附件，議 

程項目二。

8 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65.II.C.1。
4 另請參閱第五章。

» 另請參閱第十二章，第一節。

加了將近一0 0 美元，而發展中國家每人平均所得則 

僅滑加五美元。

五.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二居住於世界發展落後地 

區，他們在全世界所得中所分享的比例仍不到六分之 

一 。 一九六二年這些地區每人每年所得平均爲一三六 

美元，而北美及西歐維濟先進市場經濟國家人口此種 

所得平均分別爲二，八四五美元及一 , o 三三美元。

六 . 在亜洲及非洲大部分地區人口的增長在百分 

之二以上而且迅速地接近百分之三的水平，在若干拉 

丁美洲國家內則起過了百分之三。預計農業生産的 

增加則不能充分地供應增加人口的需耍。世界農業生 

産的增長毎年不到百分之三，而在若干情況嚴重的地 

區，滑長率比這還耍低得很多。

七 . 毎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協助和資本B 停止增 

加；向資源百分之一移轉發展中各國的目標的進展也 

已停頓。由經濟先進市場綴濟國家流入發展中國家及 

多邊機關的長期資金淨額，已由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 

九年先進經濟國家國內生産毛額總和的百分之零點六 

增至一九六0 年至一九六一年的百分之零點七，但一 

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這個水平僅能勉强維持。

八 . 但這並沒有令人悲觀的理由。已發展各國本 

身的開發就是富國與窮國之間差異可以縮短的證明。 

報告書對如何達到發展十年目標的技術問題，分成三 

個主耍項目时論：科學與工業技術的發展，爲發展中 

各國取得較佳賈易比率的措置，和爲了改進窮國發展 

效果及保持高度世界綴濟活動一般水平起見將財富由 

富國向窮國的移轉。同時它還强調聯合國系統內各組 

織在利用道些技術時合作和協 .調的必耍。它舉出世界 

糧食方案來作爲發展十年期間聯合國和各專門機關所 

樹立的合作的例證。

九 . 在討論科學和工業技術的疲展時，報告書說 

到聯合國和各專門機關曾進行關於發展程序本身的特 

別研究和試驗。聯合國秘書處內已維設立了一個經濟 

預測方案策劃中心；聯合國訓練研究研究所將於一九 

六五年度內開始工作；國際勞工組織已輕設立一個國



際勞工問題研究所，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也設立 

了一個國際敎育設計問題研究所。特設基金會與各匿 

域輕濟委員會合作設有若干經濟發展與設 tf■研究所， 

國際復興建設銀行也有一個綴濟發展研究所。聯合國 

本身也設了一個工業發展中心。

一0 . 此外，聯合國系統內各部門都在進行搜集、 

評估和散佈製訂發展政策所必需的資料工作，它還滑 

加了它在預測工作方面的努力和以動態觀點研究它所 

有的資料。舉例来說，聯合國曾升印"世界經濟長期終 

濟預測，"糧食農業組織曾發表直至一九七0 年爲止的 

農業商品預測並在從事一雄心很大的世界農業指標計 

劃工作。各種國際協助的研究工作和探求天然財富新 

來源的工作也有所增加。可是發展中國家儘菅面臨現 

代工業技術在廣泛範圍內日新月異的情況，但替它們 

總結一下並不是一切都是收獲。大部分工業技術是爲 

其他社會在其他時間設計的，對於新興國家的目前需 

耍並不一定都能適合，而且可能使它們遭到先進社會 

曾綴免掉的那種矛盾。

一一. 聯合國曾媒召開一個應用科學技術裤益鼓 

展較差地區問題會議，在這會議以後設立了一個發展 

方面應用科學技術問題諮詢委員會，該委員會於一九 

六四年開始舉行會議，其目的爲在廣大範圍內所可能 

有的種種問題和可能進行的事項中，挑選一些最迫切 

而適於 " 協力一致突擊 " 的問題。爲更有系統的應用科 

學而採取的另一措施就是一九六四年舉行的第三屆國 

朦原子能和平用途會議。

一二 . 報告書接着討論國際資易問題。發展中國 

家在世界出口額中所估的比例，一九五0 年時將近三 

分之一，以後不斷降低，一九六二年時則僅爲五分之 

一强。國際行動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至少恢復發展中 

國家以前所估的比例。世界賈易約百分之六十六爲已 

發展市場經濟國家所估，世界運輸百分之九十四以及 

幾乎全部資易保險亦爲這些國家所控制。

一三 . 一九六园年舉行的資易及發展會議是"發 

展十年 " 迄今最重耍的事件。因爲這個會議後來在聯 

合國內維設立了經常處理資易及發展問題的制度機 

構。該會議經設立爲大會綴常機構，至少每三年開會 

一次，同時並設立了一個資易及發展理事會作爲該會 

議的附屬機關。該會議的具體成就雖然不能和它在政 

治上的重耍性相等，可是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各種問 

題，卻因此受到了國際間的重視。該會議關於實行問 

題最卓著的一項決定，也許耍算在原則上認識了發展

中國家實現適當增長目標和達到相應的資易及協助目 

標兩者唇齒相依的關係。

一四.若干補助書資辦法和熱帶産品及其他初級 

原料免税入口的可能，現在已大有希望。在其他方面， 

前途的困難在本質上頗難避免。不過種種錯綜複雜的 

問題，也許不及各國政府的態度更爲重耍。就這一方 

面来說，資易及發展會議有兩重意義：第一，在會議 

上看到了協調不同的各組國家的意見的努力；其次， 

新的制度上的程序在建立了和解機構以後已開始使這 

種談判獲得使利。

一五 . 關税® 資易總協定曾對世界資易的促進， 

起了重大的作用。發展中國家在總協定内重耍性的日 

益增加，使這個機構日盒感到那些國家所有的一®特 

殊間題。一九六二年曾提出一個行動方案以促進發展 

中各國的賈易，一九六四年協定條款新增一部分，其 

內容卽關涉這》國家的賈易和發展問題。

一六.提到資本由已發展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轉 

移問題，秘書長報告書强調耍想達到 "發展十年"的滑 

長率，全部的流動必須繼績擴展。根據過去出口所得及 

入口需耍趨勢推斷，顯然看出其間差蹈愈來愈大而須 

由外國資本來供給這方面所需的資金。

一七 . 自從一九五0 年代結束以來，在聯合國體 

系以內及以外曾建立好幾個新的貸放機構。其中有國 

際銀公13、國際發展協會、非洲發展銀行、美洲發展銀 

行、中美洲經濟合整銀行及歐洲經濟聯盟發展基金。 

亜洲發展銀行現亦在薫備設置中。通過多邊機構向發 

展中國家提供的資源，一九五0 年代時估全部資源百 

分之六左右，至一九六三年時則增至百分之十以上。

一八 . 在" 發展十年 " 的中點，將來是否一定能有 

那種必耍的資金，實在不敢斷言。協助方案似乎已經 

失掉新事業的舆奮，一方面卻還沒有取得受人尊重的 

固有事業的地位。富有國家對於整個發展間題的時間 

進度所採的態度往往不切實際。發展中國家今天面臨 

所有一切因過渡階段太快而有的老間題，不僅如此， 

它們遺遇到一些更加棘手的間題，如人口暴增、都市 

化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賈易狀況的不利和工業技術 

的欠佳。如果明白這些深入的困難，已發展各國內有 

些人也許不會那樣快的惑到失望。

一九.緩慢而切實前進的發展不及偶爾出現的重 

大不幸事件那樣容易受人注意，這也許就是令人有些 

失望的原因。一般人大體上都不知道在過去十五年中



所瘦得的知識，也不知道 一 ®又一區情況遂漸好轉到 

一個什廣地步。發展中國家雖然遭到許多阻燒，但事 

實上卻是在移動的。發展中國家內國民所得正在滑 

加。大多數農業綴濟國家除了傳統的農業以外，在其 

他方面都曾有了若干新的發展。工業在各方面都有 

了開始成長的現象。這種成長當然還很不够，不過和 

一九二0 年代及一九三0 年代柜比，已綴是很大的進 

展。

二0 . 這種新的蓬勃氣象一部分是由於相當多的 

發展中國家對資源投資的運用得當，這種情形的原因 

之一就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對它們提供的意見，愈來 

愈加有用。在投資前調查工作方面，特設基金會處於 

領先地位。聯合國集圃在特設基金會和技術協助擴大 

方案之下，正在設立行政和管理與工業訓練研究所， 

並對各大學及技術學院絵予支持。勞工組織已決定開 

辦一個國際先進技術及職業訓練中心。在特設基金會 

協助之下，文敎組織正在計劃與設置師資訓練學院。 

發展工作策略上另外一個重耍因素就是對農業開始絵 

予的優先地位。在聯合國工業發展中心内加速工業發 

展的工作已有很大進展，在 "發展十年"下半期內獲得 

更大進展的基礎已輕奠定。

二一.因爲聯合國在推進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所 

可能發揮的作用和多邊協助的優點，大部分按助應通 

過多邊機關，特別通過聯合國集團各組織提供的辦 

法，因此就很重耍。

二二.秘書長在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開幕時曾致 

詞認爲應該考查在 "發展十年"中點世界社會所處的 

地位；各國政府及聯合國在實現"發展十年"目標方面 

所遇到的困難和所有的進展。結果所顯示的情況有明 

暗兩面，因爲目前情勢固然有若干新因素使人懷抱希 

望，但也有可以憂慮之處。這裏可以看出三個一般的 

論斷：貧富國家毎人平均所得之間的差別繼續擴大； 

科學與工藝的進步，使資源限制問題繼續縮小；世界 

社會能否有充分勇氣、信念和貫撒精神把自己組織起 

來掃除最觸目驚心的懸殊狀態和創造一個進步成果與 

責任負荷均能峡公平地分享分擔的世界社會，這遺是 

一件不大容易辦到的事。

二三.世界社會所面臨的一個最値得謀求解決的 

問題，也許是人口的增長問題。全世界都在推行一個 

有力的運動，使人對現有間題和將來能有的作爲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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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了解和新的覺醒。這種覺醒實際效果如何雖然 

不敢斷言，不過有了這種覺醒就是一件很可貴的事。

二四 . 在其他方面，例如與餓鎭和疾病的歸爭也 

需耍有新的態度。糧農組織和衞生組織在道些方面雖 

然有了不少的成就，可是關於公共衞生，和毎人平均 

糧食生産及供應問題，自滿態度仍嫌太過。

二五 . 敎育也許可以幫助消除這種自滿的態度。 

對於各種形式的敎育包括掃除文盲工作比以往更加注 

意。爲斷定敎育眞正是什麼，和二十世紀敎育應該怎 

麼樣，以及怎樣推廣敎育機會和設計教育新方法所作 

有系統的努力，也非常重耍。對靑年不僅必須敎育而且 

還應該讓他們成爲促進國際了解和發展的媒介：爲發 

展而從事的一兩年的工作應該是一個靑年人敎育的構 

成部分。

二六.人民移居都市所造成的嚴重問題並未獲得 

切實的處置。人民移居都市的原因和後果以及處理這 

些間題的辦法，急需更加密切注意。世界社會應該立 

刻發動在國內及國際間能更有實際效果的住屋及都市 

發展方案，刻不容緩。

二七 . 國際援助似乎已經達到一個平穩境地而停 

止增長，這是很令人遣憾的事。如果援助繼續下去，前 

進的衝力使會繼續保持，喪失這種衝力，實在是無比 

的重大挫折。富有國家將國民所得百分之一移轉貧窮 

國家的目標不但沒有實現，而且因爲這種情形，許多 

發展中國家在合理的時間限度以內達到自力成長境地 

所作的努力，也可能有受阻的危臉。

二八 . 對於國際流動力那個有關的問題，很幸運 

的已維不再有任何自滿的現象。爭論雖仍然存在，但 

比從前緩和得多了。在這一方面正在討論中的若干計 

劃的遠大眼光和世界社會準備承擔國際信用基礎需耍 

擴大這項艱靈任務的決心，實在令人欣慰。

二九 . 在 ®域綴濟合作和發展壽資計劃方面的進 

展，也很可喜。就發展囊資来說，匿城發展銀行的建 

立，不但根本沒有脫離加强世界金融關係的意義，而 

且對投資來源的增多和援助的多邊化，有了重大的貢 

獻。

三0 . 近年來對工業發展越發注意，現在大家似 

乎都同意聯合國應大大增加它在這一方面的工作。在 

與此有關的科學與工藝方面，雖然就實際情形而論不 

能希望在十年終了時在國際間從事研究及其對發展工 

作的應用方面能有重大的進展，可是最近設立發展方



面應用科學技術問題諮詢委員會一舉，對於在人類致 

力的各種事業方面研究與技術的轉移及採用，一定能 

有重大的貢獻。

三一.設計工作比以往任何時期處於更加重耍的 

地位，而全面發展計劃也被愈來愈多的國家認爲不是 

一種聲明意向的時《舉動而是改易環境的一種不可少 

的工具，這種情況實在是態度向正確方向發展的重大 

改變。在這一方面的技術雖仍然純屬試行性質，但是 

現在各國日見了解，國家預測和計劃工作最宜由聯合 

國這種國際秘書處製訂，因爲它可以瞻囑世界綴濟， 

估有有利的地位，而聯合國也JE在加强它在這一方面 

的工作。

三二.如果發展十年可以當作聯合國集團內各成 

員機構協力一致行動的方案，那末那種廣泛合作的努 

力的主耍因素是些什麼呢？聯合國在這種努力上所應 

作的工作，將包括一系列使人多多明瞭人口因素對發 

展過程的關係的計劃。在優先計劃中首先耍進行的是 

從社會、綴濟和技術方面對都市化問題的研究，以都 

市社區爲發展焦點所獲綴驗的評估和廉價住屋問題的 

調查。關於工業發展和國際賈易，資本流動的衡量和 

關於發展» 資問題的工作，將加緊進行。關於發展設 

計，聯合國將進一步從事和擴大研究與業務工作，在 

這一方面聯合國將有高級專家提供意見，獲得各國政 

府在這方面的經驗。第一個步驟使是由聯合國召集在 

發展設計方面的卓越專家與專門人員，組成小里諮詢 

圃體。

三三 . 除在優先工作範圍內的一致行動外，發展 

十年可以視爲和世界各主權國家共同希望有的那種計 

劃設計最接近的一種做法。聯合國應該從發展十年前 

半期相當廣泛的期望和目標繼續前進。那就是說將廣 

泛的目標鐘成具體的標的，這不僅耍求全世界性的發 

展而且也要求各主耍部門的進展。總之，秘書長說，這 

個任務雖然不大容易，聯合國會員國如能在相當早的 

時候開始進行，到一九七0 年時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可 

以採取比較連貫而有效的行動。今後數年這種適當和 

一貫從事的努力，便可能有系統地爲一九七0 年以後 

期間的設計工作打下基礎。

三四.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對發展十年中點情況 

的討論，涉及的方面很廣，理事會議程上其他實體項 

目大多數都曾先後論及，從辯論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是 

過去五年在某些方面有了進展所引起的希望，另一方 

面則是因爲爲發展十年所訂目標未能實現而造成的失

望。同時也可以看出發展中國家和已發展國家都決心 

在發展十年後半期以再接再厲的精神来謀求發展中國 

家仍有的許多綴濟和社會發展問題。

三五.發展事業被人認爲是一個普遍而崇高的抱 

負，它需耍努力而不可懒情，需耍時間而不可煩躁，耍 

求效率而不能浪費。耍想發展十年獲得成功，大家曾 

一再表示東南西北所有各國和所有一切有關的國際組 

織都必須聯合起來，按照共同的策略行事。理事會本 

身在幫助製訂這個策略的工作上可以發生重大作用。 

理事會應該就各事互相倚賴的發展方面的問題提出長 

期和全面觀點。正如秘書長在開幕詞內所說的那樣， 

將發展十年的廣泛目標變成具體標的，也是理事會的 

任務。而且它應該鼓勵聯合國集團內各組織採用有效 

而輕濟的方法。

三六 . 儘管有這些令人失望的地方，但我們不可 

以因此得出結論說國際社會無法支持足使發展中各國 

國民所得滑加區區百分之五數率的活動。發展十年中 

點，使1H：界各國有一機會，再度證實它們採取必耍步 

驟確保發展十年的自標得以實現的堅定決心。這就需 

耍更深切地認識國際間急需採取行動來實現發展十年 

的目標。不過不菅一九七0 年時所獲得的成就是什麼， 

我們必須知道發展十年及其工作的完成，甚至並不能 

代表發展過程結束階段的開始，也許它只是開始階段 

的結束。

三七 . 在影響發展的許多因素中，理事會理事國 

特別重視世界人口的急遽滑加，若干理事國相信這一 

動在本世紀內可能成爲以後支配一切政治和經濟生活 

的一個問題。理事會和聯合國必須正對人口日增所生 

的許多問題。

三八 . 學校和醫院不斷的興建，但在甚至沒有造 

好的時候，它們就已終不敷人口不斷增加而有的耍 

求。各國政府常常發現它們不能保證因人口密長對房 

屋、工作機會和醫生的需耍能够獲得滿足。有 ®代表  

特別强調許多人向大都市地區移徙所引起社會危機， 

因爲那些地區原已不能應付它們的居民對用水、下水 

道和衞生服務這類基本需耍的要求。

三九.人口增長和糧食生産之間的關係亦經特別 

說明。七年來每年人口滑加約百分之二，而按世界人 

口平均計算 ,毎人的糧食生産卻沒有顯著的增加。在那 

個期間內糧食生産差不多始終保持在較戰前糧食不足 

的水平高出百分之十的地位。在若干區域，特別是發 

展中國家内，情形尤其不佳。例如人口獨密的遠東及



拉丁美洲，每人平均糧食生産始終未能起過一九三九 

年時的水準。若干地區人口增加率如能降低糧食供應 

和國民毎人平均所得使很容易提高，這是不成問題的 

事。

四0 . 有些代表論到國際賈易對促進發展中國家 

經濟發展的重耍性。發展中國家出口收入不僅是爲了 

供給必需的入口所需的資金，而且在供給各種發展計 

劃所需的資金方面也起極重大的作用。但若干代表指 

出發展中國家在設法推銷初級商品及製造品與半製造 

品以求擴展出口牧入時，遇到了許多問題。一九六四 

年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及大會第十九屆會將該會議 

設爲大會所屬機關之一，是發展十年前半期最有希望 

的成果之一。這個新機構的創設違被人歡呼爲聯合國 

所有各會員國希望循着前進的途徑上的一個里程碑， 

目前該機構已開始處理國際貧易的複雜問題。

四一.資本向發展中國家流動對發展計劃也很重 

耍，這種資本被人叫做發展的命脈。若干代表對最近 

資本流動總額的降低以及綴濟先進國家未能達到大會 

所建議的以它們國民所得總和的百分之一從事國際 

協助的目標一節，表示相當憂慮和失望。不僅援助的 

分量而且棱助的品質都對發展中國家有十分重大的 

影響。那座國家對於援助的條件以及它們大爲增加的 

債務頁擔，愈來愈發就心。有人指出，在這個許多事 

倚待辦理的時候，如果協助發展中各國的意志動搖起 

來，那實在是一樁很嚴重的事。

四二.各國代表歡迎在發展十年前半期若干多邊 

援助組織的創設，其中最重耍的爲發展協會、聯合國 

和糧農組織合辦世界糧食方案及非洲發展銀行。對工 

業發展中心任務的重耍性，也曾强調。理事會理事國 

對正在創設中的亜洲發展銀行也表示歡迎。這種區域 

發展銀行對它們本區的開發可有特別貢獻。

四三.各國代表曾對技術協助擴大方案和特設基 

金會在發展十年前半期所起的觸媒作用，表示敬意。 

若干代表盼望大會第二十届會能認可理事會早期的建

議 (決議案一0 二OC三十七）），將那兩個方案併入聯 

合國發展方案，因爲那樣作法足使聯合國對它可以支 

配的十分有限資源作最充分而合理的利用。不過有些 

代表對這兩個方案所訂的不算太高的一萬萬五千萬美 

元的目標仍然沒有實現的情況，表示失望。若干代表 

提議這個目標應立刻增加爲兩萬萬美元。

0 四 . 代表們說得很淸楚，他們不相信有计麼簡 

單的公式可以用來加速綴濟發展和到一九七0 年時能 

使發展十年的目標實現。人們必須作更大的努力以刺 

激農業發展和工業化，推進社會發展和維濟發展，刺 

激國際賈易和增加援助的源泉，改進衞生和敎育與訓 

練標準以及推行新的設計技術。唯有發展中各國盡量 

利用它們的人力和天然資源和已發展各國從旁支持的 

共同努力，鎭能發動對發展落後狀態所有各方面問題 

的聯合總攻，使發展十年的願望能有更多的機會成爲 

事實。

0 五 . 在辯論結束時，理事會通過了一個決議案 

(一0 八九(三十九 )）促請各會員國、各專門機關、原 

總，尤其是已發展各國立刻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滑加 

向發展中各國切實流入的國際資本，使之達到等於國 

民所得淨額百分之一的標準，其條件務以此種增加 

的資本在還本付息時不致使發展中各國負擔過重爲目 

的。理事會請各會員國採取措施包括依聯合國賈易及 

發展會議蔵事文件建議使初級産品價格穩定在公平而 

有利可圖的水平上的措施，以便使發展中各國得以增 

加它們的出口收入。它還促請各國增加在聯合國體系 

內從事發展工作的資源，並特別以緊耍事項看待向聯 

合國技術合作方案提供資金和使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 

八年期間世界糧食方案達到二萬萬七千五百萬美元的 

目標。最後並請秘書長和各專門機關及原總行政首長 

覆核它們的工作方案並探討能否製訂今後行動的方 

案，並於可能時對今後五年加以預測，以便認定各該 

組織以個別及一致行動對發展十年目標能作最大貢獻 

的方面，並向理事會第四十一届會就上稱各項工作提 

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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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檢討並重新評定理事會任務職權=*
四六 . 理事會於第三十八届會1開始執行第三十 

七届會的一項決議，卽檢尉並重新評定本身的任務職 

權。輕過初步交換意見後，理事會決議2第三十九屆會 

繼續這項討論。並請秘書長將聯合國各會員國關於道 

個問題的意見，連同對於理事會及大會進一步討論會 

有神助的其他文件，提送理事會。

四七 . 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繼續討論這個問題3 
時，接有若干會員國對這個問題的意見 (E /4 0 52 and 

Add. I - 6 ) ; 秘書長就理事會職權所依據的法規及理事 

會各種工作的經辦機構所提事實說明書(E/acwo);4及 

特設協調事宜委員會第三次報告書(E /W 68)。5

四A . 秘書長就這個問題提出緒論時®對理♦會 

說，他見到理事會已就他去年所提理應檢討並重新評 

定理事會任務職權的建議採取行動，至爲欣慰。他提 

到特設協調問題委員會報告書指出的理事會三大任務 

( E / W 6 8 ,第四段），卽：統轄聯合國本身在輕濟、社 

會 、人權方面所辦工作方案，協調聯合國體系內各組 

織的活動，並作爲討論並制訂廣大的國際経滴社會政 

策的論壇。他又强調理事會在一個促進並維持國際合 

作努力的制度中所處特殊地位，這種合作必須及於所 

有各方面，並將世界社會所具備的許多先導中心的行 

動合併起來。

四九 . 在接着進行的辯論中，大家都認爲理♦會 

的任務職權確有透徽檢討重新評定的必耍。同時一般 

認爲，這一件耍由大會及理事會共同辨理的事很複

* 需要大會探取行動。

1 E/SR.1357, 1358, 1363。
3 E/SR.1363。
3 E /A0 .24 /SR .283 , 287, 288； E/SR.1369-1377, E / 

SR.1396。
4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附件，議 

程項目五。

5 同上，議程項目四。

« E/SR.1369。

雜，耍費柜當時間縫能達到確切的結論。各方提出了 

改進理事會工作與程序的許多建議，另外遺有一個改 

訂理事會會議日暦的提案 (E /AC .24/L ，267)。由於秘 

書長將依理事會決議案一  0 九一(三十九 )的請求——  
下文第五十一段載有該決議案撮耍—— 向大會第二十 

届會另行提出一報告書 , 其中載有"在理事會第三十

八、三十九兩届會期間發表的意見的分析性撮耍"，理 

事會不再在本報告書內撮述各方的意見。

五0 . 在理事會討論過程中，有人建議秘書長在 

編製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書時應注意下列事項：（一） 

藉辨別各種問題並向大會提出行動建議以增進理事 

會所能給予大會的協助的方法；（二)理事會的組織及 

其治事方法；（三 )理事會及其附屬機關的會議編排； 

( 四)聯合國體系內各專門組織在其本身事權方面的協 

調任務與理事會協調職權之間的關係。

五一 . 理事會一致通過一個決議案(一0 九一(三 

十九 )），內稱由於聯合國及其連屬機關在經濟、社會、 

人權方面的工作大爲糧加，理事會確信其本身的任務 

職權實有透撤檢討重新評定的必耍。爲此，理事會對 

於其本身成員行將擴大一點，表示欣慰，因爲如果耍 

理事會確能代表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則擴大其成員實 

爲必耍之舉。理事會促請倘未就這個問題發表意見的 

會員國，將它們的意見通知秘書長，以使囊齊連同文 

件 E//I052 and Add. 1 -6所載評議一併遞送大會第二 

十届會。理事會請秘書長將各項評議及在理事會第三 

十八、三十九兩届會發表的意見作成分析性撮耍，提 

送大會。它又請秘書長至遲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五 

日向大會提出報告書，分述他本人對這個問題的意 

見、結論及建議。最後 , 理事會請大會》酌理事會討論 

經過、各國政府意見及秘書長各有關報告書，在第二 

十屆會赛議這個問題，又決定理事會本身將於未來一 

次届會中參照大會的討論情形及建議，繼續審議這個 

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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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裁軍之經濟及社會後果4
五二 . 理♦ 會以秘書長所提"裁軍節餘資源移供 

和平需耍 "報告書（E/4CW2) 2 爲其赛議裁軍之終濟及 

社會後果時的依據。該報告書係遵照決議案一0 二六 

(三十七）編撰，內載各國政府對秘書長一九六五年一 

月發出的說帖所作答覆。這些覆文不但顯示各國政府 

對裁軍問題續表關懷，而且透露出有許多國家已設立 

正式機構研究這摩間題，包括裁軍節餘資源移供和平 

需耍問題在內。

五三.該報告書又叙述行政協調委員會進行設立 

一機關間委員會與秘書長合作，以便爲各專門機關對 

於裁軍的雜濟及社會後果所可能進行的研究擬訂一協 

合一致方案的情形。在作從事合作的安排時，機關間 

委員會同意各項研究對於裁軍程序的性質與步調不必 

根據同一假定，但其所採用的先決準據應適合於所作 

的研究。它又同意，倘需耍進行更多關於實體事項的 

研究，就必須1 ；集更多的事實資料，因此它撰訂了一 

種問題單，以備分發各國政府填報。該問題單嗣綴協 

委會認可，附在秘書長報告書。

五四 . 理事會討論這個問題時,2各國代表對於各 

方迄今經由聯合國努力研究裁軍的綴濟及社會後果， 

表示歡迎。這是一項艱巨工作，需耍聯合國體系內各 

組織全體參加。代表們璧悉最近已採取措施，以確保 

各機關彼此諸商協調，避免工作重複耕疊，表示欣慰。 

他們特別稱讚協委會設立機關間委員會一舉。許多代 

表認爲國際機關撰擬重耍研究，需要事實資料，只有 

政府當局縫能供絵。若干代表對於分發問題單以求取 

得所需基本資料的提議，表示歡迎。

* 大會第二十屆會的臨時議程載有"裁軍節餘資源移供和 

平需要 " 一項目。

1 經濟《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屆會，附件，議 

程項目六。

3 E/SR.1367, 1368, 1393, 1395。

五五 . 關於可以舉辦何種研究一點，代表們有種 

種建議。有些代表認爲不應紙研究普遍徹底裁軍的影 

響，對於可能議定的局部管制軍備或局部裁減軍備措 

施所引起的問題也應該研究。又有人認爲應續行研究 

各種足以確保發展中國家不受某種裁軍措施損害的國 

際措施。另有一項意見認爲現應更加注意如何移用裁 

軍解放出來的科學及工藝方面智力資源於和平用途問 

題。

五六.很多代表强調裁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密切 

關係；他們有一部分人主張以一定比例數量的裁軍 

節餘資源充當給予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協助。其他代表 

雖然認爲應將一部分節餘資源用於促進發展中國家 

的發展，卻强調說明作這種性質的特定承諾是不可能 

的。

五七 . 有幾位代表講到世界情勢最近更加緊張， 

極力說裁軍談判有加緊努力以求獲致進展的必耍。代 

表們說由於裁軍協議筒未達成，關於裁軍的經濟及社 

會後果的工作範圍一定是狹窄有限。雖然如此，大家 

仍須努力作涉及裁軍後果的準備。他們指出，這種準 

備可以幫助達成關於裁軍及軍備管制的有效協議。

五八 . 理事會辯論結束，通過一個決議案 (一0  
八七(三十九)），内稱理事會備悉秘書長報告書 (E / 
4 0 4 2 ) ,並向各會員國尤其是主耍有關國家的政府建 

議繼續並試行推廣其本國關於裁軍的經濟及社會方面 

的研究，並於可以做到時儘早將各項研究送交秘書長。 

理事會請秘書長繼續將他所牧到的各國研究報告，作 

爲機關間委員會協調方案的一部分而進行的國際研究 

報告以及非政府組織所作輕他認爲宜予提出的研究報 

告，通知理事會。理事會決定於一九六六年夏季屆會 

審議裁軍的經濟及社會後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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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世界經濟趨襄^

第一節. 世界經濟情勢調查

世界經濟調查

五九 . " 一九六 0 年世界經濟調查"係分兩編發 

表。第一編 (E/ACW6/Rev.l)i專對發展中國家的現行 

計劃及其新近的實施綴驗進行分析與評償；這編是就 

經濟設計及預測問題供理事會審議的，下文第五章將 

加以討論。調查第二編〔E/4047/Rev.i)2檢討世界輕 

濟當前發展情形及討論若干當前問題。

六0 . " 調查 "第二編的第一章載有秘書長的結 

論，他說新近期間是一個比較迅速的經濟境長期間，滑 

長大體上穩健及非常廣泛。總計，一九六四年的世界 

生産較一九六三年的水平至少高出百分之五。

六一 . " 調查 " 指出，國際賈易是新近增長最活躍

因素之一；世界出口以上升的速度擴張-----------九六一

年百分之0 稍强，一九六二年百分之六，一九六三年 

百分之九，一九六E 年在百分之十一以上。一九六一 

年及一九六二年，已發展的市場經濟間的資易增加約 

百分之七，一九六三年百分之■!̂ 一，一九六四年在百 

分之十四以上。一九六H 年中，已發展的市場經濟對 

其他區域的輸出的墙加，同樣驚人。由於一九六三年 

的收成不佳，一九六四年對中央設計經濟的貨運幾滑 

五分之一；一九六gg年已發展的市場經濟對發展中國 

家的貨運，較一九六三年增加百分之十，足以反映各 

該發展中國家一九六三年對外淸算能力已有顯著的改 

善。

中央設計綴濟及發展中國家的輸出，大體 

上雖能安善維持，但在一九六四年內的增加頗爲邁色。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期間，較前一時期有較大程 

度的擴張的唯一重大活動，係中央計劃經濟之間的賈 

易 (增加百分之七以上)，及發展中國家對中央計劃綴 

濟的輸出（約增百分之九)。這一年度一個令人失望的 

特徵爲發展中國家間賈易增長的繼續遲緩：雖然拉丁

美洲區域內賈易尖鋭增高，但此項賈易流動的總量， 

僅較一九六三年水平高百分之五。

六三 . " 調查 " 於第二編第二章內，檢討一九六四 

年已發展的市場綴濟擴張的主要因素。調查指出，自 

一九六一年起的當前擴張，其特點不僅是它的長久與 

穩健，且在於其包羅甚廣。儘管若干國家外在內在的 

失衡，已發展的市場經濟穩健增長的機會，大體上依 

然甚佳。

六四.對於當前政策討論有特殊關係的兩個發展 

範圍，輕過相當詳細的檢討。其一範圍與所得政策的 

形成及實施有關，此項政策在關於滑長與穩定的尋求 

中，足以補充較熟悉的手段—— 卽貨幣及財政政策。 

在那方面，關於規定工資標举問題及協議工資率與實 

際收益間的懸殊問題曾予研究。另一範圍與儲備貨幣 

國家間題及其對於國際貨幣制度的影響有關。報告强 

調稱，國際貨幣制度是一種徴妙的機構，試驗沒有用 

過的制度必然包括若千危厳。但是，改革的需耍一般 

均予承認，因爲消除儲傭貨幣國家長期的每細，需耍 

一個代替的滑長世界淸算力量的來源。在赛查各種改 

革提案時，强調指出，貨幣制度的作用，不能與國家經 

濟政策的一般目標及國際合作的意願分開。事實上， 

沒有一種貨幣制度能够沒有合作及廣泛的政策協調而 

成功的。一九六E9年國際貨幣基金會年會關於收支差 

額目的所宣布的 " 多邊盡督 " 原則，是一個重耍及有用 

的初步。

六五 . " 調查 " 第二編第三章，對於一九六四年發 

展中國家經濟的主耍發展的檢討，得出一個結論稱，在 

多數發展中國家內，一九六四年的經濟活動較一九六 

三年水平更高；總合計算，國內生產總量大槪滑加百 

分之五左右，遠較一九六三年爲多。但是，雖有那些 

有利的發展，多半的長期間題依然存在。由於當前情 

勢稍見悪化，解決各該問題的努力在一九六五年內或 

將受阻。經過兩年的改善，賈易比率又是向着不利於 

發展中國家的方向移動，一九六五年開始的輸出慣格 

低於一年以前，並在逐漸下降中。一九六四年至一九



六五年的收成希望一般不如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 

的實際收成；構成發展中國家主耍市場的工業國的綴 

濟增長預測，暗示在本年度中對於入口的需求可能失 

去若干鋭氣。

六六.在檢討發展中國家當前面臨的長期性問題 

時 ，" 調查 " 稱 ，一九六四年不平衡情形兩個最厳重的表 

現，乃是糧食短歉及物慣迅速膨服一一二者並非全無 

關係，且對於發展中國家絕非新有的現象。

六七 . 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問題根源於一件事實， 

卽人口的增長，在衞生情形，處理若千疾病的方法，與 

治滚藥物改進的影響下，穩步地加速，但農業生産則 

時時有落後的趟勢。再則，由於發展中國家營養水平 

一般地低下，及所得用於糧食方面的比例通常甚高， 

發展情形本身正在加速糧食的總需求：向着都市遷徙 

的移住者及所得的增加，二者加緊人口增加封糧食總 

需求的影響。需求增高與生産落後所造成的後果之 

一，乃是糧食輸入，有時較經濟發展大半依靠的增加 

投資所迫切需耍的資本設備，獲得更大的優先。

六八 . " 調查 " 指出，發展中國家糧食短歉所造成 

的後果之一，乃是其對於膨服過程足以發生的推動作 

用。由於大部分所得通常用於糧食方面，糧食價格的 

增高對於生活費用—— 所得水平一般甚低—— 立卽發 

生影響，對於工資率，因而對生産成本有相當直接與 

相應的影響。一九六四年國內平衡更鎮惡化的數個 

發展中國家膨服過程的耍素，卽物價—— 工資—— 成 

本—— 物價的旋昇。雖然糧食困難促成失衡狀態，但 

在多數情形，主耍的刺激依然是貨幣性的—— 對公私 

部門 (有時是二者同時)擴張信用，但並無必要的儀蓄 

或貨物與服務的應時生産之相對情形。調查指出，膨 

服旋昇情形確定以後，往往極難打破。一方面，減少 

需求的措施，政治上及社會上可能難於實行(因許多 

人的眞實所得已經如此低落）；他方面，對於生産有一 

種抵銷的責作用（假使企業家未獲主要的信用，或工 

人停工表示抗議）。

六九 . " 調查 " 第二編第E 章檢时一九六四年中央 

計劃終濟的發展情形。發現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0 年 

間，東歐各國及蘇聯的聯合國民所得約滑百分之六， 

使這十年的初期增長的緩慢爲之扭 ;轉。此種增加是基 

於工業生産額的大量擴張，及蘇聯國內一九六三年的 

農業挫折已獲顧著的恢復。儘管與前兩年相較，綴濟 

表現已有重大的進步，一九六二年或一九六三年墻長

率減緩的許多困難問題，仍然是一九六E 年中關切與 

行動的對象，對於加速改善生産力的必耍已綴加以很 

多的注意。結果是：對各種程序重行大加評慣及調整， 

及多實驗關於計劃、管理與政策決定的新制度。

七0 . 改紋更張的總方向，是輕濟管制的分權， 

及墙加個別企業行使的自洽程度。達成這些目標的辦 

法是一方面減少以行政指令来指揮監督，他方面則遂 

漸依賴間接的方法使各企業按照全國計劃所反映的全 

面利益行事。這些變更自然着重市場錯路的作用以達 

成目標，從而更大利用物慣與利潤並涉及信用與財政 

政策以指導中央計劃輕濟的綴濟活動。此種變化，是 

希望造成各別企業的利益和目標與整個綴濟的全面利 

盖和目標彼此間更密切一致。

七一.對計劃擬訂方面與管理方面的技術的重行 

檢討已越過國內經濟範圍，伸展到國際終濟的關係。 

自一九五六年以來，輕由經濟互援理事會作了若千嘗 

試來實行協調國家計劃的措施，更大量的穩健地城專 

業化，更多公共企業的聯合* 資，及更高度的區城內 

資易的多邊化。新近在會具國內提高經營效率的運 

動，使上述嘗試益形緊迫。目前正在努力擬訂經濟標 

準及協調方法，以確保被認爲與整個匿域有利的專業 

化計劃，對個別會員國，尤其是其中輕濟發展較遥的 

國家不發生不良影響。解決那些問題的辦法是對比各 

國的全國計劃初草(基於個別國家的長斯利益），然後 

作必耍的調整以期達成整個區城最有效的增長方式。

欧洲經游調查

七二 . 新近的東歐及西歐經濟發展情形，在"一 

九六四年歐洲終濟調查 " (E/ECE/572)3中已予檢討。 

"調查 " 第一章載出一項結論稱，總結起來，一九六四 

年對於東歐各國及蘇聯是較之一九六三年更爲有利的 

一年。這是從蘇聯與東德的國民所得增長率的加速， 

羅馬尼亞超速擴張的繼續，以及一九六三年捷克斯拉 

夫總濟下降情形的終止，獲得證明。它方面，保加利 

亜、甸牙利及波蘭的滑長率在一九六三年有特別良好 

的表現後，略形緩慢；只有阿爾巴尼亜的衰退情形殊 

爲突然。

七三 . 上述各種國民所得的變動，反映生産主要 

郁門情形的廣大差異。除衰退情形繼續的蘇聯而外， 

一九六0 年中，各地工業增長率俱在加速，主耍是由 

於原料與燃料的改善供應，但在若千國家中，也因爲



一九六三年酷寒以後，一九六 E 年有一個非常温和 

的冬季。在某些東歐國家內因輸出訂貨墙高，尤其是 

因機器與消費製造品輸出滑高，也由是更獲到充分利 

用。不過該項加速對於國民所得增長率的影響，爲阿 

爾巴尼亜、捷克斯拉夫、甸牙利及波蘭各國農業淨生産 

不振、甚至略爲降低的情形所抵銷。東德及羅馬尼亜 

的農業生産大槪略有增加；ff氏有保加利亜有眞實的擴 

張。相形之下，一九六H 年蘇聯國民所得增長率的充 

分增加，完全歸功於一九六三年拽折後農作物生産的 

恢復和與此有關的運輸與採購的擴張。在幾個東歐國 

家內，建築生産也是擴張峡速，同時貿易活動及運輸 

的增加，大體上也和全盤增長一致。

七四.雖然關於對外賈易促進國内分配的國民街 

得的增長一層紙有很少的情報，但至少在若干國家 

中，一九六三年與一九六四年間的對照至爲顯著。因 

此，在一九六三年分配的國民所得已增百分之十二， 

或軟生産的國民所得多百分之五的保加利亜，於一九 

六四年內，入起的減少表示分配所得較生産所得的上 

升更爲徵小。捷克斯拉夫内，其情形恰爲相反，該國 

一九六三年生産的國民所得低落，伴隨一個靡大的出 

超，因而其分配的國民所得爲之鋭減。一九六G9年， 

出超的徒減，使分配國民所得，雖遭生産的不振而仍 

略增。同樣，東德一九六三年由於綴大出超所造成的 

兩種增長率之間的重大懸殊，一九六0 年內已大爲縮 

小。波蘭的生産國民所得連續第二年較分配所得有更 

迅速的滑長。反之，甸牙利的入超連續第三年增加了 

國內資源。

七五 . " 調查 " 在論述制度發展時宣稱，一種最重 

耍的發展是加緊努力謀求更合理的計劃擬訂方面與管 

理方面的方法，以斯把生産額、投資及對外賈易的結 

構按綴濟的需耍作更好的調整及將資源作更有效的利 

用。這不僅是恢復與擴大過去的討論，而且是採取不 

同範圍的具體行動，從特定部門的實驗計劃的實施至 

舊制度安緋的重大變更，不一而足。變更過程在捷克 

斯拉夫及東德最爲阜著，但在甸牙利、波蘭、蘇聯及其 

次在保加利亜 , 爲改良計劃擬訂與管理而加速努力，亦 

可察見。在許多國家中，特別是匈牙利、捷克斯拉夫、 

東德及羅馬尼亜，重點的轉移已綴重大影響一九六五 

年的計劃與政策目標。" 調查"對該匿域各國一九六五 

年計劃的內容亦加以檢討。

七六 . " 調查"第二章所載一九六四年西歐綴濟發 

展情形的檢討結論稱，一九六四年是過去因、五年已 

有的增長率範圍內的又一個擴張年度。

七七 . 國民生産總額的全盤增加—— 略高於百分 

之五—— 確比一九六三年稍速。不過這話也不全對,須 

加兩點補充。第一，在年度進展中，許多國家顧有活 

動遲滞的跡象，雖然在某些國家中，年底又加速起來。 

因此，每年平均數的比較在若干方面不若增長的變化 

節奏那樣董耍，那種節奏在一九六三年後期及一九六 

四年初期最爲迅速。第二，各國間顯著的差異已有目 

共睹。一方面，一九六E 年中，在義大利及後来在法 

國，需求與生產額的滑長因穩定政策而告停止，且尙 

無任何明白的恢復跡象。對照起來，在其他多數國家 

中，需求的墙長似在推動資源的境長。若干國家中， 

尤其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生産的反應極富彈力。在 

其他國家中，尤其是聯合王國，一九六三年內擴展的 

迅速步調曾維暫時停止，到一九六四年底始告，復。

七八.一九六四年生産額之所以增加大半由於一 

九六三年消費迅速增加之後投資需求的加速。眞實消

費 公私兩方  在一九六0 年上升資源中所佔的

成份減低，較前一年度的增加爲少。建築工業雖迅速 

擴張其生産額，仍受到沉董的K 力。綴過幾年來的相 

對穩定狀態，鋼鐵生産額亦在增加。和前Ü 年的情形 

一樣，化學工業在本年度有最大的增加。食物加工及 

妨織業的擴展最小。一九六四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及 

聯合王國的汽車生産額雖不如前一年度，但是已綴上 

升，在該兩個國家中，這一年度國內汽車需求的增長 

業已減緩。法國及義大利內，汽車生産額大爲降低。

七九 . " 調查"在檢討一九六五年的展望與政策後 

結論稱，一九六五年的展望，大體言之，較一九六四 

年的擴展率略低。不過，結果较過去更耍看輕濟政策 

如何而定，因爲三個主耍國家法國、義大利及聯合王 

國—— 的政府，不久就耍對短期綴濟政策作重大的決 

定。.就法國及義大利而言，間題是設法恢復經濟增長， 

而不再行引起膨腸及妨害它們的長期目標，卽改善輕 

濟生活的結構與摸式。就聯合王國而言，問題在料正 

牧支差額的長期不利情勢而不損及繼續增長的前途。 

這三國的共同特徵是：它們必須在短期目標與長期目 

標間維持棘手的平衡。

八0 . " 調查 " 指出，西歐各國對外賈易—— 它們 

自身間及與世界其他國家間—— 在一九六0 年頭半年 

擴展極速，但與生産情形一樣，下半年略見遲緩。本 

年初，繼續一九六三年的膨服自世界其他各國進口貨 

物慣値的迅速增長，大部分是由於普遍補充貸物運動， 

及初級商品價格的較高水平—— 兩個並非彼此沒有關



係的暂時因素—— 而造成的。如果生産額較慢，西歐 

各國自世界其他地方的輸入的數量，尤其是價値，可 

能於一九六五年增長更爲遲緩。他方面，向世界其他 

地方的輸出，其價値的增加可能與一九六133年幾乎相 

等。因此，一九六四年成爲數年來第一次廣損的西歐 

來往帳目的惡化情形，可能好轉。由於對美國的流動 

差額也預期它會改善，因此初級生産國家，包括發展 

中國家在內的目前短細將會增加。那引起的問題不僅 

是 ：增加来自工業化圓城的資本流動，而且是：改善 

發展中國家輸出所得的前途。預斯一九六五年西歐出 

口品的擴展最速的市場將是北美與東歐；對初級生産 

國家的輸出或將較一九六四年的增長爲緩，一部分因 

爲那些國家的出口收益可能滑長不如此迅速，一部分 

因爲北美與日本方面的競爭較爲激烈。

亞洲遵東經濟調查

八一."一九六四年亜洲遠東經濟調查第一編 

討論緩濟發展及農業部門的任務，第二編根據生産商 

品賀易及資易財政與經濟政策，討論一九六四年中該 

區城的經濟情形。

八二 . " 調查 " 第一編指出，亜洲農業仍然受到低 

下的生産力，所得水平的低下，儲蓄率的低下及對改 

良農業技術的遲緩反應等項的妨礙。該區域的農業發 

展未達到迅速組濟發展的條件，下述情形促進一般的 

綴濟發展：（子)迅速改善農業生産力以增加農業方面 

毎人所得及産生適當德蓄；（丑)滑加出口牧益以供應 

外應，或以本國糧食及農産品代替輸入品，以減少外 

應的支出；及 (寅)有效使用增加之所得或儲蓄及所得 

之外應以謀發展。農業改良也需耍董大的革新,並需耍 

採取新的技術使毎一生産單位有更大的生産。儘菅過 

去數年亜輕會各國農業生産的復輕，當前的毎人生産 

仍低於戰前水平。據估計，除非糧食生産的增加率能 

够增加，一九七0 年度穀類的純淨入口幾乎耍爲一九 

六0 年至一九六一年及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的三 

倍，這對於外應資源是一個重大的消耗。

八三 . 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三年的十年斯中， 

敦展中的亜綴♦國家農業輸出的增加紙有百分之三十 

左右，但在同一期中全部輸出增加百分之四十八，全 

部輸入增加百分之六十八。雖然非農業的輸出已輕增 

如，但由於農業的輸出佔重耍地位，故必須繼續促進

製造品及農産品的輸出；例如，介紹新的輸出産品及 

減低生産傳統輸出的成本。

八E . " 調查 " 並指出，一九六四年是一九六一年 

以来發展中的亜輕會國家農業生産表現重大復磨的第 

一個年度，糧食生産有百分之E 的增加，穀類生産有 

百分之五的增加。不過，從一九六0 年到一九六四年 

糧食生産的總增加僅有百分之十二，較人口的增長率 

略多；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僅有百分之五，因 

此 ，遠在人口增長率之下。假使耍實現發展十年所訂農 

業生産每年平均糧加百分之四至五的標的，農業發展 

率必須有重大的加速。

八五 . " 調查 " 又指出，工業生産繼續進步，尤其 

是各政府正在糖極推進工業發展。發展中的亜經會國 

家製造業平均毎年增長率在百分之八左右，但仍低於 

發展十年所預期的百分之十三的毎年增長率。

八六 . 一九六因年的出口牧入，由於重耍出口産 

品，特別是機皮、棉花及生鐵礦的慣格不佳，及米、茶 

與咖啡的運貨減少，增加不到百分之三。發展中的亜 

綴會國家國際交易繼續的愿損，似已阻礙迅速的趣濟 

發展。農業生産的不足及遲緩的出口增長，乃是國家 

生産額圓滿滑長的兩個主耍障礙。其結果，多數亜綴 

會 IS域的國家，沒有達到發展十年所规定的所得滑長 

率的標的。

發展十年制期經濟造展情形報告書

八七 . 供理事會參考的還有題爲"發展十年初期 

綴濟進展：發展中國家主耍經濟指標 "(E /4059)5的報 

告書一件。該報告書以簡耍方式將發展中國家最近維 

濟爐勢的重大指標，對照大會所規定的目標，應集起 

來，並根據世界輕濟其他部分的發展情形，檢討各該 

趨勢。

八八 . 報告書指出與一九五0 年代後半期比較， 

發展中國家的綴濟增長率在一九六0 年代初期業已減 

緩。在一九六0 年至一九六三年期間毎年僅達增長率 

百分之0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情形在一九六四年似表 

現較佳，但在一九六0 年至一九六四年整個期間，毎 

年的滑長率顯然不及發展十年所規定的百分之五。而 

且，也不如已發展市場經濟相應的擴張情形。以毎口 

的計算爲基礎，不錯，就算發展中國家人口滑加較速， 

它們國內生産總額的擴張遠邁於世界已發展的地匿。

4 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65.II.F.1 (並作亞洲遠東 

經濟公報第十五卷第四號發表)。

6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H 會 ，附件，議 

程頃目三。



因此，兩個國家集團間的生活程度在結對及相對基礎 

上實際蹈離得更大。

八九.報告書强調發展中國家綴濟最大部門的農 

業擴張的速度不够，乃是六十年代最初數年中維濟趨 

勢形成的一個主耍因素。尤其是，糧食的生産在幾個 

發展中國家中總是落在人口增長的後面，往往造成膨 

服性的物價增高及收支差額的困難。在一九六0 年 

代最初數年中，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生產額的墙加率較 

其農業生産的增加率大很多，但其擴展的速度則不及 

一九五0 年代的下半斯。尤有進者，發展中國家在世 

界工業生産總量中所估的成份，仍然甚小；不到一九 

六三年內總數的十六分之一。

九0 . — 九六0 年代最初數年發展中國家的國外 

差額，産生一種令人鼓舞的改進。在此斯中，各該國 

家的出口收益較一九五0 年代後半期擴展得更快；但 

其擴展率比世界他地的出口的擴展率小得甚多；結果 

是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資易所佔的成份，繼續降落。再 

者，各該國的出口價格於一九六三年獲有改善後，約 

自一九六四年中起，再度下降。報告書强調指出，發 

展中國家的出口資易繼續以初級商品爲大宗。至於改 

以製造品出口的趨向，紙有在少數國家這種趨向含有 

眞正的重耍性。尤有進者，發展中國家輸出製造品的 

種類依然很有限。

九一 . 報告書指出，外資流入對於發展中國家的 

雜濟進展已有顯著的貢獻，因爲它補充各該國家的外 

B 收盖並滑加它們可供幾展的資源總額。但是，外債 

的償付變得更爲繁重，這足見以較寬條件更多供給發 

展資金，實屬必要。報告書指出，外資流入總額顯然 

未達到聯合國所提定的目標，卽外資流入應達終濟先 

進國國民所得的百分之一。

理事脅的斜論

九二.第三十九届會中關於世界輕濟趨勢的討 

論®主要集中於對發展十年目標進展情形的檢討，已於 

上文第一章內加以報導。許多代表，並就最近世界經 

濟發展及其本國內的發展情形加以批評。業綴指出一 

九六四年是全世界經濟增長的一年。已發展的市場輕 

濟繼續的擴展，中央計劃綴濟的生産額有重大的進 

展，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滑長也在加速。有幾位代表提 

及一九六0 年農業部門的進展，與發展中國家，尤其 

是亜洲國家，達成較高的增長率，幫助很大。幾展中

國家一九六三年及一九六四年的輸出因初級産品世界 

需求上升而受其惠，但代表們關切地指出，一九六四 

年年中以後，發展中國家的賈易比率又再度惡化。許 

多發言人認爲，在此情況下，較高增長率的維持需要 

更大的協助。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收支差額情形依然不 

穩，外債的償付使外應資源負擔很重；因此，寬厚的 

協助條件是很重耍的。

九三.有幾位代表强調已發展國家的穩定輕濟境 

長對於發展中國家的重耍性。爲確保繼續滑長起見， 

各該國家必須採取適當措施來處理它們自身的經濟問 

題。若干已發展的市場輕濟，面臨再發的膨服性發展 

的威脅，在一九六三年及一九六四年採取了各種步驟 

來緩和其資源所受的經濟E 力。有些國家內，對外失 

衡是一個令人憂慮的主耍原因，一九六四年內已採取 

或增强減少收支差額短細的措施。實施此項措施時， 

B 經注意盡量減輕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本與協助的流入 

量的影響，但仍須維持關於使用協助款項的限制。

九四.下文第五章所簡述的關於經濟設計與預測 

的廣泛問題的討論，並包括有關若干國家在該方面的 

新近發展的某些情形。其中指出，在一九六三年及一 

九六四年內許多國家已詳訂新的發展計劃。若干發言 

人提及在他們國家中作爲實驗性質所實行的德濟設計 

及管理方法上的變更。

九五 . 在辯論進行中，就貸款與發展中國家的條 

件而提出的提案，綴理♦會在處理觀濟發展的財政問 

題時加以討論。下文第九章載有該項討論的情形。

第二節. 關於通货膨騰與經濟發展的 

進度報告*

九六 . 供理事會在第三十九届會審議7的遺有秘 

書長依據大會決議案一八三 0 ( 十七)所擬關於通貨 

膨服與終濟發展的進度報告(E/4053 and A d d . l-2)。 

該決議案請秘書長草擬一項發展中國家通貨膨服間題 

的研究，閩明所牽涉的各種相互關係，並探討有效處 

理此項間題所需的方針。秘書長在其報告內載列所接 

到的若干國家與其於一九六五年一月分送的問題單所 

作的答覆，問題單的目的在宽集情報,俾在起草報告 

書時，計及各政府分析與處理通貨膨膜情勢的最近綴

E/AC .6/SR .373； E/SR.1395c
* 大會第二十屆會臨時議程項目。

7 E/AC .6/SR .367, E/SR .1392。



驗。璧於第三十九届會前所接對問題單的答案甚少， 

秘書長決定對分析問題答案及據以得出一般結論的工 

作，展緩辦理。

九七.供理事會參考的還有局部根據上述答案而 

作的關於發展中國家通貨膨服情形的最近纖勢的簡

短檢討，載在 " 一九六四年世界綴濟調查 "(E/A047 / 
Acid.2)第二編第三章內。

九八 . 由於問題單是新近交絵各政府的，對於各 

答案尙未加以分析，故理事會議決將通貨膨服及維濟 

發展問題延至第四十届會再行審議。

附 件  

非政府躯織的陳述

依據讓事规則第八十六條非政府姐織，理事食或其委真食的口頭陳述

第三十丸在會

國際商會 

世界綴濟趟勢—— E/SR. 1374。

國際自由工♦聯合會 

世界經濟趨勢—— E/SR. 1371。

國際基督敎工會聯合會 

世界經濟趟勢—— E/SR. 1378,

世界工會聯合會 

世界經濟趨勢—— E/SR. 1374。

非政府组織對理事食的書面陳述

國際商會

E /C .2 /6 3 2 .輕由合夥謀取世界進步。

國際商會

E/C.2/633.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國際商會之陳逃及決議案。



第五章

經濟設計及預測

九九 . 秘書長根據大會決議案一七0 八(十六)在 

" 一九六因年世界経濟調查 "(E/ACWÔ/Rev. I )1第一編 

內，審查發展設計問題。在 "發展計劃：發展中國家內 

標的及進度之評償 " 標題下發表的研究報告，鍵於理 

事會第三十九届會提出。

一0 0 . 研究報告第一章指出，發展中國家的所 

得及生産額的增長，一般都不足以保證能够達到發展 

十年所訂的標的。擬訂適宜國家政策以加速增長的主 

耍第一步驟，在辨別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重耍短缺。 

國內儲蓄、外應、有訓練的人才或糧食等供應上的短 

缺，在各發展中國家以不同的程度出現，各黎展中國 

家的政府必須採取適宜措施來減輕各種短缺。不過， 

一套良好的國際政策也是進步的必耍條件。雖然發展 

中國家現行許多計劃包括加速其出口收盖的各項措施 

(通常是出口多樣化)，但如無已發展國家商業政策的 

放寬，是不能完成重大進展的。協助政策的若干方面， 

近年來已充實地改善，但還需耍更有效的政策。在許 

多國家內，償還債務的責任開始侵敏維持投資水平及 

增長率所需的資源，現有各種跡象指出，該問題今後 

當更爲嚴重。

一0 — . 多數發展計劃提出，總生産額的增長率 

應予充分的加速。爲實現較高的增長率，在投資水平 

方面計劃了重大的增加。多數國家都測定國內儲蓄作 

爲達成較高投資水平的條件所發揮的作用，將有重大 

的改進。特別有意義的是：一般對於改進農業生産的 

表現，加以重視；國內糧食生産更迅速的增長，乃是增 

加每口供絵及減少對進口的仰賴的計劃之共同目標。 

對外賈易的標的常常需耍出口增長的加速，加上進口 

滑加率的降低。對於進口供應品的相對仰賴所提出的 

減低，事實上，是當前各計劃較大特徵之一。不過，以 

絕對數字衡之，計劃中所媒定的外資淨流入，較新近 

的實際流入通常大得甚多。

一0 二.關於實施計劃的進展，近來的情形是好 

壞參半的。多數國家中，國民生產毛額的膨服率較計

劃者爲低，值有些國家則有顧著進步。國內農業生産 

的不變一般依然是實施生産計劃的共同弱點。對照來 

看，接近工業生産計劃標的一般比較地容易。

一0 三.投資計劃的實施並非常常專因資財的缺 

乏而受阻挽，缺乏一個開始新計劃的完善設計，事實 

上乃是週詳經濟設計的最初企圖重大弱點之一。再 

則，爲將各種計劃合成於週詳設計之內所需耍的協調 

各政府部門的機構，也是缺乏。但是，必須記住，作 

爲協調政策以確保資源得到更有效的應用的手段，設 

計乃是許多國家的一項新獸，因此，它的好處大半還 

是在於未來。

一0 四.供理事會參考的還有輕濟發展設計問題 

報告書第二卷，這是秘書長依據大會決議案一七0 八 

(十六)任命的一批專家就國家設計經驗所草擬的研究 

報告，及若干政府所提出的研究。本卷係分兩部分並 

作爲總報告 (A/5533/Rev. I )2的增編發表。一部分(A /  
5533/Rev.l/Add. I )3載私營企業及混合經濟的設計綴 

驗的研究；他一部分 (A/5533 /Rev.l/Add.2)4載關於 

中央設計經濟的類似研究。

一0 五.秘書長並向理事會提出關於經濟設計及 

預測的初步節略 (E /4051 )。5 該節略係根據理事會決 

議案一0 三五(三十七）擬具的，按該決議案請秘書長 

在聯合國設計與預測的各機構的工作進展中，及時考 

慮設置一個有關設計理論與實際的專家小組可能獲得 

的好處，該小組將作爲聯合國內終濟設計與預測問題 

的諮詢機構工作。節略對♦所及各區城綴濟委員會秘 

書處在設計與預測方面的主耍活動，提出簡略的檢 

討。它敍述爲增强各該方面的技術上與管理上機構所 

採取的步驟，檢討業已開始的研究、已舉郝的研究班， 

關於設計與預測的實質方面的情報的傳播，及對於經 

濟設計中的技術協助工作所給予的實體支持。節略於

3 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64.II.B.3。
8 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6S.II.B.3。
4 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65.II.B.4。
5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附件，議 

程項目七。



結論中宣稱，秘書長打算召開高級專家的諮詢小組會 

議，將各專家在發展設計方面的經驗，貢獻於本組織 

的工作。

一0 六.在理事會討論中各代表赛議綴濟設計 

的各項間題，綴濟預郷與頂告在擬訂及實施發展計劃 

中所處的地位，以及聯合國在設計及預測方面的工作 

未來的途淫。

一0 七 . 秘書長代表在開始討論時，栽述理♦會 

當前文獻的背境及性質，並簡短檢討聯合國在設計及 

預測方面若千現行及擬議的活動。各代表對理事會當 

前的文獻表示欽佩，許多代表並祝賛秘書處於"一九 

六四年世界綴濟調查 " 第二編內，關於發展中國家發 

展計劃所提出的詳盡調查。各該文件指出，聯合國關 

於設計及預測的工作正在擴大，及日益有效。該項工 

作，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設計人員及對於在綴濟已發展 

國家負責綴濟政策與設tf*的人士，是很有意思的。一 

般均承認設計對於綴濟發展的貢獻的a 要性。若干代 

表在這方面提到從中央計劃綴濟的設計組驗所能得到 

的益處。關於設計的方式，他們並表示意見稱，有效 

設計需要公共部門有實質的增强。其他代表論稱，設 

計在許多已發展的私人企業經濟以及各種不同社♦及 

g 濟結構的發展中國家中，被廣泛用作政策協調的一 

種工具。各代表均同意，適宜的設針方式需由各政府 

參照各該國家現有綴濟、社會與政治情形而作決定。

一0 八 . 在評論 " 調查"所載對發展計劃及問題的 

檢fd■時，許多代表述稱儘管各個國家的綴驗差別甚 

大，其所遭遇的間題有重大的相似。例如國內積蓄的 

不充分，農業部門的滑長落後，熟練人力的短細，尤 

其是外應的稀少等因素，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綴濟滑長 

是共通的P且礙。有些代表指出，有時清除增長的阻礙 

涉及社會基本態度的變更以及新組織方式的樹立。例 

如，農業生産力的提高不僅涉及必耍肥料的提供，且 

涉及士地耕種的傳統方式及方法的基本變更。若干發 

言人提及土地改革作爲鼓勵更大效率的一種手段的重 

耍性。他們强調發展中國家自行減輕外應短缺的有跟 

力量。並指出，在發展計劃中似需耍更加强調出口工 

業，但牵涉許多危險。幾展中國家因此有將資源用於 

代替入口品的工業的趨勢；不過，確定適宜而能联展 

的計劃，引起種種複雜問題，應由國際機關加以有盆 

的研究。若干發言人宣稱，外應問題的解決辦法可從 

國際合作以穩定出口價格及移除對於出口的擴張的現

« E/AC.6 /SR.363, 365-367； E/SR.1392。

存障礙方面找到。各代表强調外資對於實施發展計劃 

的重耍性，但指出黃刻的借款條件可能成爲發展的障 

礙 ：許多時候，債務償還已緩佔預算支出及外應支付 

的一個重大部分，在發展計劃實施及蹄訂新外債時， 

這個成分還耍增長。若干代表提及熟練人工的短細是 

實施各該國發展計劃的重耍障礙，並强調在社會、敎 

育及綴濟方面有協調設計的必要。

一0 九 . 關於聯合國預測方面的工作，各代表强 

調有實效的統計資料及服務對於擬訂與實施發展計劃 

及政策的重耍性。預測及預吿對於已發展及發展中國 

家的設If■人及決策人都是同樣的必耍。在國家計劃的 

擬訂時，關於世界經濟及世界賈易的可能滑長一類的 

問題，必須作成假定。聯合國在此類的資料的提供上 

有一個重耍任務履行，各代表認爲應加强聯合國這方 

面的利便。預測工作至爲繁複，不可能産生最後的答 

案，但是繼續努力改進技術是重耍的。代表們滿意指 

出，緯濟預測及方案擬訂中心已綴開始工作，以改進 

及詳細審查已緩産生的預測模里及結果。

一一0 . 關於聯合國今後的工作，各代表認爲由 

於普遍採用設計爲經濟及社會政策的工具，顯然設計 

與預測的工作，包括加强設計情報的交換在內，應爲 

聯合國經濟發展方面重大任務之一。各代表欣悉有人 

建議對發展計劃繼續加以檢討，並定斯發表其結果。 

某些發言人雖承認分析基本原則及理論模型的用處， 

但促請注意發展中國家關於發展設計及實施的具體問 

題需耍更多情報與諮詢意見。他們認爲將來對於那些 

問題的研究應該更加注意。也有人建議，E 域設計與 

國家設計之間的關係，應根據發展設計的研究作更透 

激的探时。若千代表稱，已發展國家也會獲得聯合國 

關於設計與預測工作的好處。同時，理事會應密切注 

視它們的設計努力，因爲世界観濟滑長與高度協助的 

維持，對於嚴展中國家加速其綴濟進展的努力之成 

功，至爲重耍。各代表一致認爲，聯合國在設計與預 

測方面的許多工作和擴展中的工作，必須作有效的協 

調。他們特別指出，會所的輕濟預測及方案擬訂中心， 

除其預測工作外，可對其他機關所擬的所有預測，進 

行分析、對照及試驗是杏前後一貫，並將其自身的工 

作結果，迅速提供與從事較爲局限一隅與特定方面的 

設計與預測的人士。代表們熱誠歡迎秘書長的決定， 

卽召開專家諮詢小組，助其評價聯合國範圍內正在從 

事的終濟設H•及預測方案與工作。

 . 理事會於辯論結束時通過一項決議案

(一0 七九(三十九)）, 請秘書長、E 城經濟委員會及專



門機關繼續與加强其關於綴濟設計與預測及傳授有關 

各該間題知識的工作。決議案欣悉秘書長有意與利害 

關係政府諮商設置一個代表各不同設計制度的極有資 

望的專家小組。該小組將評價聯合國各機關與各專門 

機關關於設計與預測的工作，並提出改進的措施。小 

組並將赛議及評價對發展中國家傳授知識、及訓練各 

該國家綴濟設計與預測人員所獲的進步；小組將分析 

世界設計及方案擬訂的重耍趨勢、主要問題及其正在

得到的解決，尤其是該方面與發展較邁區城的發展有 

關的進步；小組並將研究在設計及擬訂方案方面理事 

會、秘書長或各專門機關的行政首長可能向其提出的 

個別間題。再者，小組關於其任務規定的範圍將提出 

其所認爲有慈的建議，並對理事會第四十一屆會提出 

一個臨時報吿書。理事會請秘書長及專門機關對專家 

小組提出其意見與建議，助其履行其義務，並議決在 

第四十届會任命專家小組的委員。

附 件  

非政府姐織的陳述

依棱議事模则第八十六條非政 ;^ 组識 »理 事脅或 其 委 員 食 的 口 頭 陳 述

第三十九在會

國際自由職工會聯合會 

輕濟設計及預測—— E/AC.6/SR.366。



第六章

工業發展4

第一節 . 工業發展中心的活動

一一二 . 理♦ 會曾於第三十九屆會1據有工業發 

展委員會第五屆會報告書 (EA*065),2委員會於報告 

書內檢討聯合國體系在工業發展方面的活動，討論工 

業發展中心的工作方案，包括壽辨工業發展問題IS域 

及國際座談會的工作；同時也赛議了聯合國在工業發 

展方面的機構間題。

一一三.委員會對於中心就其活動的各方面提出 

的文件及工作方案一般表示滿意。該報告書中指出， 

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程度參差不齊，因此中心必須制 

定廣泛的工作方案，那個方案應該顧及工業化的技 

術、社會輕濟及制度事項間的關係。報告書中强調，中 

心的活動應側重實際的行動，以謀適應發展中國家的 

特殊需耍，工業化是耍在那些國家的綴濟發展中發生 

主耍作用的。許多代表團雖然稱讚中心所完成工作的 

數量與品質，但仍强調那些工作不足以應付需耍，並 

且促請各國增撥資源，以供中心應用，使其可以履行 

所貢的許多任務。

一一四.委員會各委員就所擬工業發展政策工作 

方案的各方面發表了意見，這包括利用金錢激勵爲促 

進私營工業發展工具的研究、工業薫敦方面的活動、及 

工業場所與匿城發展問題的研究。

一一五.委員會贊同集中力量以促進出口工業的 

提案，同時確認促進那些工業和促進整個工業是不能 

分開的。許多代表極力贊助發展中國家在工業發展方 

面實行匿域合作的概念。各代表一致同意，應請發展 

中國家政府在促進工業發展方面擔任決定性的職務， 

不管其綴濟制度爲何。

一一六.理事會依照委員會的建議通過了一件決 

議案 (一0 八一 A (三十九)），宣布在有意作區域整體 

化的地區，須特別注意下列各方面：（a)在分[S及區

* 大會第二十屆會的臨時議程載有："工業發展方面之活 

© " —項目。

1 E /A C .6 /SR .368-370; E/SR.1394。
3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補編第六

號。

域方面，促進整體化的協調輕濟發展；（b)研究及促進 

分區與區城工業的相輔相成辩法；（C)增加絵予各國 

政府及金業的技術協助，以利匿城及分®工業的整體 

化及相輔相成。決議案復載有一項請求，請聯合國各 

機關於提供工業方面的技術協助時，以聯合國各綴濟 

機關關於工業發展的決定及建議爲準繩，且與在上述 

地區推行業務的其他聯合國機關及國際綴濟及財政協 

助機關取得適當協調。

*七.委員會在編排工業方案方面認爲中心編 

製的文件大體甚爲優良，那些文件在發展中國家編排 

及設計工業發展方案時應該有用。委員會察悉工業發 

展中工業集合體作用問題區域間研究班的結果，引以 

爲慰。許多代表團强調將技術經濟生産預測辦法作爲 

設計及編挑方案工具的重耍性，並且對於中心發動推 

進其編排方案資料的工作表斤嘉許。

一一八 . 委員會確認，擬訂及估計工業計劃的工 

作在策略方面對於編排工業方案與工業發展是很重耍 

的。工業計劃評償問題區城間座諫會擬於一九六五年 

十月間舉行，這個座談會是中心關於那個重耍活動 

部門的工作可貴的開始；舉行座談會後，各區及各國 

應從事工業計劃評慣的工作，並且給予大量的技術協 

助，這是必不可少的行動。

  --九 . 有些代表團强調，國家綴濟發展中工業 

方案編緋舆設計的定性事項是重要的。須爲工業發展 

仔細費定策略，以期確定特殊的目標，選定實施那些 

目標的綴濟及行政工具，驚定策略時須顧及某一發展 

中國家現有的特殊情況。根據各國工業發展政策研究 

進行比較分祈對於改善發展中國家設計的定性事項的 

努力是♦ 有價値的。那種分析應專門辨認在敦定條件 

下戦略性的變數及其互相依頼的性質，並應指明達成 

特殊長期目標的方法。

一二0 . 報告書中指出，熟練人員的有無及技術 

的選擇幾乎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加速工業發展的重要 

因素。報告書中提請注意宜否研究各種技能的需耍情 

形，以及製造業勞資間的相輔相成關係。



一二一. 委員會於檢討中心在工業技術方面的工 

作時，謝於中心在那一方面的方案範圍廣大，引以爲 

慰；但是委員會對於中心由於缺乏資源以致不能充分 

列入若干工業一節，則引以爲憾。

一二二. 在討論該中心所編製的文件時曾終强 

調：東集描寫工業的材料，對於紙有一種或少數幾種 

同質産品，三、四種互相代替的確切程序的工業較易 

辨理，而且也比較有用。關於這種工業，軟易提供發 

展中國家設計人所需耍的資本和生産費用方面的資 

料。

一二三 . 委員會相信，工業標準方面的工作須進 

一步發展，尤以將標準適用於個別工業的事項爲然； 

委員會並相信，那一方面的工作也須加以進一步的修 

改，以適應發展中國家的狀況。

一二四 . 委員會察悉石油化學品、食品赠頭及水 

泥工業研究班的結果，認爲*辦研究其他工業的那類 

會議對於將工業技術讓與發展中國家是有幫助的。委 

員會復認爲向那些研究班提出的資料應予列印，俾其 

結果不但可以送達參與研究班的技術人員，而且可以 

送達更廣泛的讀者—— 研究機關、工業及工程聯合會、 

主菅發展中國家工業技術及工業管理間題的政府及學 

術機關。

一二五. 委員會審議了該中心關於工業發展制度 

機構的工作。它察悉工業研究、工業推廣事務及工業 

發展方面公營及半公營機關一類的活動。有人提及各 

機構進行工業研究的重耍，及各種專家解決工業問題 

時協同工作的優點。委員會同意，工業研究在奠定健 

全工業基礎方面是極其重耍的，事實上工業研究的投 

資等於工業的投資，必須與國家工業發展目標取得密 

切的關係。它贊成該中心實施一九六四年在貝魯特舉 

行的發展中國家工業研究與發展學院問題區域間班究 

會所作的結論和建議。它欣然察悉工業研究與發展學 

院管理問題的研究報告(E/C .5 /87)。有人强調爲工業 

研究學院編製管理辦法手册的需耍，那個手册可以幫 

忙訓練那些學院的管理人，改善現行管理嫌法。

一二六 . 委員會同意，研究學院應辨理若干工業 

推廣事務 , 使工業界可以利用工業研究的結果，以及 

國內現有或國外得来而適應當地需要的任何資料。各 

學院也可藉此對所涉的問題獲得更深切的了解。

一二七. 委員會促請中心促成發展中國家工業推 

廣事務的設立，並批准該中心關於從事發展中國家工 

業發展的機關與部門組織工作的研究計劃。

一二八. 委員會察悉秘書長關於装展中國家加速 

工業化訓練國內技術人員間題的報告書 (E/390I and 
A d d .l-2 ) ,3該報告書是依據大會決議案一八二四(十 

七）的規定編製的。委員會極爲重視報告書所載的建 

議。有人認爲中心應與各專門機關合作，隨時採取幫 

同實施那些建議的措施。

一二九. 委員會歡迎與已發展國家合作壽辦的厳 

內團體訓練方案，並檢射擬訂工業發展訓練方案的工 

作進度，那個訓練方案包括爲非洲政府官員開雜的課 

程。

一三0 . 委員會贊同進一步發展各工業高級管理 

辨法的需耍。關於發展中國家特定工業發展適當技術 

及制度所使用的最佳方法，尙有從事更多研究和交換 

情報的餘地，尤以菅理方面的若干，專門職司或工具爲 

然，例如生産計劃及管制、管理會計及存貨管制、品質 

管制及運銷等等。

一三一. 委員會讚揚該中心獎勵小型工業的活 

動。它承認必須爲那些工業採取獎勵及協助的特別措 

施，以補償或糾■正那些工業由於規模太小及業務範圍 

的關係所造成的組織弱點及障礙。它注意到，實現那個 

目標的一個主要方法是，向小工業提供若千外部搏節 

辦法—— 如不提供，則它們是會缺乏這些郝法的——  
尤其是將那些小工業設於工業匿。促成它們彼此合作 

及相輔相成的辨法，並鼓勵它們與大工業訂立轉訂合 

約的辦法等等。另外一種主耍措施包括設立協助事務 

處及訓練機關，俾可向小工業繼續不斷地提供工業技 

術、工程、財政、管理、運銷及其他部門的協助。第三種 

措施包括提供激勵的郝法，並綴由立法及其他類似措 

施採取保護的行動。

一三二. 委員會各委員讚揚工業化的社會問題匿 

域間研究班及新建城市設評與發展問題座談會的成 

就。委員會察悉各方對於匿域發展及建築材料與營造 

工程的合作已有增加，引以爲慰。

一三三 . 委員會全體一致認爲，技術合作仍舊極 

爲需耍。大家仍舊認爲，一九六四年度的增加，和一 

九六三年度相比，無論在所用輕費總數和所雇專家敷 

目方面，從聯合國各種方案所能使用的資源來看，實 

屬不够。若干代表團說，發展中國家需耍聯合國絵與 

更具體的幫助，尤其是辨認其本身的工業發展特殊間

這些問題及請

3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七屆會，附件，議 

程項目十二。



求應以適當方式提出，並應附具補充資料，俾可加速 

政府當局及惠給棱助機關的審查工作。

第二節 . 工業發展座談會

一三四 . 有人在委員會討論區城座譲會時，對於 

臨時議程所表明的積極切實继法表示滿意，那個議程 

是依據各區域經濟委員會的建議擬具的；區城座課會 

的書辦係與医城的各國特殊利益配合，中心與各IE城 

委員會在囊備座談會時彼此合作，他們都表示滿意， 

有人認爲國家研究是座談會的重耍特點，因爲那些研 

究可使參與國着手審查其本國的工業情勢，並可便利 

技術協助計劃的擬訂。

一三五 . 有人就E 城座談會可以討論的專題提出 

建議，那些專題計％技術人員的訓練、工業資金的壽 

措、外國私人投資的管制及國家方面在工業發展中所 

起的作用。同時有人建議，大家應該小心翼翼地利用 

工業發展中心所辦各區及分區研究班的結果，並應盡 

量利用各® 城委員會的資源及研究。.

一三六 . 科威特政府代表通知委員會說，該政府 

已請其他阿拉伯國家於一九六六年三月參加工業化問 

題會議；中心及聯合國其他有關機關亦將被邀參加。

一三七. 一般均認爲國際座談會應於一九六七年 

年初舉行，俾委員會第六屆會可以赛議秘書長關於匿 

域座談會結果的報告及所擬國際會議的議程與會議的 

組織問題。

一三八 . 理事會依據委員會的建議，通過了一件 

決議案 (一0 / V - B ( 三十九)），歡迎亞經會決定於一 

九六五年十二月召開區城工業發展會議，非經會決定 

於一九六六年一月在非洲舉行區域工秉發展座談會， 

拉輕會決定於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拉丁美洲舉行區城工 

業發展座談會， 以及歐綴會決議請其執行秘書及委員 

會輔助機關協助壽備® 城及國際座談會。決議案除其 

他規定外，復請秘書長完成舉行區城座談會所需的»  
備工作， 並採取必耍步驟，包括編撰適當的研究報告 

在內，以便於一九六七年初在發展中國家舉行國際工 

業發展座談會。決議案復請秘書長輕由工業發展委員 

會第六届會，向理事會第四十一届會報告區城座談會 

的結果， 及國際座談會的壽備工作，並將所擬國際座 

談會議程及其組織辦法提請委員會核定。

一三九. 許多代表画曾在理事會討論委員會的報 

告書時進一步强調，參照發展中國家加速工業化的努

力，舉辦國際工業發展座談會是有重大作用的， 在此 

之前應先舉行直域座談會。理事會通過一件決議案 

(一0 八一G (三十九)），請秘書長特別在壽組關於工 

業化的國際座談會及區城座談會時， 顧及下列各項： 

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舉行的有關辯論及所作建議；發 

展較差國家藉工業化以求繞濟多樣化之需耍；及關於 

人力設評、訓練及運用與關於應用科學及技術以促進 

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各項問題之重耍。

第三節 . 與聯合國資易及發展 

會議的關係

一四0 . 有人在委員會討論其與聯合國賈易及發 

展會議的關係時，提請大家注意會議的建議，那些建 

議是由於會議承認發展中國家加速工業化的需耍，尤 

其是關於促進製造品出口的需耍。會議爲此決定建譲 

設置製造品委員會。工業發展委員會認爲， 該委員會 

本身的任務規定及製造品委員會的暫定任務規定已爲 

兩機關的未來工作提供了妥善的基礎，而無責任耕疊 

及重複的危險。

一四一 . 理♦ 會依據委員會的建議，通過了一件 

決議案(一0 八一 c ( 三十九)），請秘書長商同適當專 

門機關及其他聯合國機關，於實行工業發展中心工作 

方案時，絵予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蔵事文件所規定 

的關於工業發展的工作以優先權；尤其是儘速實施上 

述會議建議^111 .3,此項建議係關於發展中國家在其 

全盤發展方案範圍內建立及發展有輸出前途的工業 

者。理事會請發展中國家政府注意，各該政府依照上 

述會議的建議採取措施及切實方案，以促進、建立及 

發展輸出工業， 實屬重耍。理♦會復請秘書長在審議 

有關工業發展的問題及發展中國家輸出工業之建立與 

發展方面，，固工業發展中心與上述會議秘書處之間 

的工作關係。理事會復請秘書長就工業發展中心依上 

述會議蔵事文件關於工業發展的建議案所辨的工作， 

向理事會第四十届會提出報告書。

第四節 . 聯合國體系在工業發展 

方面之活動

一四二. 委員會對於各專門機關就其在工業發展 

方面的活動提供的情報，表示感謝。但是，有人認爲 

各專門機關的報告書沒有完全完成所耍發生的作用， 

如由該中心擔任聯合國體系的協調機關，編製一件綜 

合協調報告書， 那就更有用處。報告書以向各機關發



生的間題單所得的答案爲根據，報告書的性質應爲分 

析的性質，並應載列各機關主管工業部門的組織大 

綱。有人建議編製所有機關在工業發展郡門所辨工作 

的淸單，並將此淸單提送委員會第六届會。那個辦法 

可使委員會能够檢討各機關現在的分工情形，並建 

議如何使其合理化。但是，若千代表表示他們擔憂該 

中心現有的財源及職員恐怕不能有效地履行所擬的任 

務。

一四三 . 理♦ 會依照委員會的建議，通過了一件 

決議案 (一0 八一D (三十九)），略稱理事會重申工業 

發展中心主耍職務之一乃充當聯合國體系內各組織工 

業發展方面工作的協調植紐。理♦會請秘書長與聯合 

國體系之其他機關嗟商，以期依據上述方針擬具協調 

報告書的綱領；並綴由工業發展委員會向理♦會第四 

十一届會提出進度報告書。理事會復請秘書長再與各 

專門機關、原總及聯合國體系內其他機關握商，以期 

滑加該中心與聯合國體系內其他機關聯合舉辦之計 

劃，並探討爲若干選定工作聯合設立向其本人及適當 

機關行政首長負責的職員的時機。

第五節 . 聯合國工業發展機構

一四四 . 從委員會的討論可以看出，各委員大致 

同意聯合國必須擴大工業發展方面的活動。各委員一 

致同意，大量境加中心的財源是必需的。

一四五 . 理事會依據委員會的建議，通過了一件 

決議案 (一0 / 1 — E (三十九)）；理♦會在該決議案內 

確認該中心須有充足的資金，以實施理事會決議案一 

0 三0 A  (三十七)所撮述之有力方案，並支持該中心 

大量擴張資源，認爲此乃達成上述決議案所列目標的 

先決條件。理事會促請聯合國各會員國或各專門機關 

及原總會員國注意特設基金會總終理及技術協助局執 

行主席表示有意收受與製造工業直接有關的安善計劃 

的請求。除其他事項外，理事會復請秘書長及各匿域 

終濟委員會採取一切適當步驟，以協助發展中國家擬 

具製造工業的健全計劃。理事會復認爲聯合國技術協 

助方案及技術協助擴大方案所付技術協助款項用於製 

造工業計劃的百分率應大量增加，並表示一九六七年 

至一九六八年應估擴大方案資金的適當比額約爲此兩 

年核定方案中所列此項用途款項的兩倍。理♦會希望 

特設基金會董事會採取步驟，以大量增加：（a)供初步 

協助特設基金會計劃之用的資金，以便除其他事項 

外，提供充足敦項 ， 協助各國擬訂與製造工業直接有

關的特設基金會計劃；（b)直接促成工業生産的計劃 

數目，尤其包括試驗及示範工廠的建立。

一 0 六 . 在理事會辯論斯間，有人提出建立以自 

願方式增壽資金的問題。一個代表團認爲可以達到所 

耍達到的目標，而無須設置新的自願捐款基金，而且 

向秘書長提出的問題是可否爲若干工業計劃預先推撥 

德費。若干代表團認爲那些辦法不能視爲代替設置一 

個專門機關的辦法，因爲它們認爲設置一個專門機關 

可爲這個問題提供更有效的解決方法。有些代表圃則 

認爲，在設立資本發展基金的決定尙未實施時，考慮 

設立新的自願捐款基金是毫無意義的。它們認爲所需 

耍的是設立足以有效促成發展中國家壽措工業發展資 

金的一個資本發展基金。大部分代表團欣然察悉聯合 

王國的建議，就是應於所擬聯合國發展方案的通盤體 

系內規定以自願捐款方式墙壽資金的辦法，以協助工 

業方面壽措業務活動所需的資金；那個辨法由聯合 

國技術合作方案的管理當局與工業發展專員特別商定 

之。

一四七. 它們認爲秘書長如能參照討論的情形及 

理事會決議案一0 八一 F (三十九) 4的規定，就組織 

辦法—— 他認爲那些辦法可以"絵與工業發展中心必 

耍的業務伸縮性與自主性，符合加速發展中國家工業 

化基礎廣大的行動方案的性質與需耍—— 向大會第二 

十届會提出簡略的進度報告書，同時顧及以自願捐敦 

方式滑壽綴費的問題及可在聯合國發展方案體系內利 

用那些經費的方法，則秘書長這些行動是會有用的。

一四八 . 關於設置工業發展專門機關的間題，各 

代表團對於委員會最近一届會的兩個基本立場意見紛 

歧。若干代表團認爲，設置行政廣泛獨立而且財源雄 

厚的專門機關最能適應發展中國家工業發展方面的需 

耍；若干其他括動部門已綴設有專門機關，它們認爲 

那些部門並不比工業發展重要。它們認爲聯合國在該 

部門的行動性質應有系統，範圍應該廣大，俾可適應 

發展中國家請求協助其設計及實施工業發展計劃的日 

漸增加的需耍。但是其他代表圃則認爲設置工業發展 

方面的專門機關的需要尙待證明。若干代表團指出， 

設立專門機關一事引起了新的問題，包括所擬設立的 

機關與業已積極致力於工業發展間題的若干現有專門 

機關間的關係。有人表示，他們深恐設立新機關的結 

果會使工作重複，財源浪費。

參閱下文第一四九段。



- 一四九 . 理事會依據委員會的建議，通過了一件 

決議案 (一0 八一 F 〔三十九)），表欣悉秘書長已遵  

照理事會決議案一0 三0  B (三十七）的規定，擬具關 

於工業發展專門機關之範圍、組織及職務的報告書(A / 
5 8 2 6 ) ,送交大會；重申亜需採取行動，早日依照聯合 

國賈易及發展會議蔵事文件所載的建議及理♦會決議 

案一0 三O B  (三十七）的規定，設立工業發展專門機 

關。理事會請大會第二十届會審議此一間題，以期早

日決定在聯合國體系範圍P3, 設立工業發展專門機關， 

使其能切實協助發展中國家，鼓勵及加速其工業發 

展。理事會請秘書長於工業發展專門機關設立之前： 

(A)大量增加工業發展中心的預算，以使執行其現有 

及擴大的職務，尤其是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建議案 

A .III .I所列的職務；（b)制定適當的組織辦法，俾可 

絵與工業發展中心符合加速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基礎廣 

大的行動方案的性質與需耍的伸縮性及自主性。



第七章

資源蓮輸的發展

第一節 . 滅水淡化間題

一五0 . 理事會於第三十八届會1據有喊水淡化 

問題的報告書兩件，一件是關於發展中國家喊水淡 

化問題的報告書，特別提及成本計算程序的問題 (E / 
4006) ,2另一件是依據理事會決議案一0 三三A (三十

七 )編製的，題爲 " 喊水淡化：關於成本計算程序的提 

議及有關技術及綴濟考慮(ST /E C A /S6)"。3

一五一 . 第一‘ 件報告書（E/4006)簡略地檢討聯 

合國一九六四年七月出版"發展中國家的滅水淡化問 

題 "(ST /E C A /82)4的調查報告後的發展情形。報告 

書載稱，加强研究喊水淡化問題的各機關間的合作是 

適當的；報告書並且建議聯合國秘書處從事特別顧及 

發展中國家需耍的有關研究。秘書處也可擔任那方面 

的植紐，並加强其擔任情報交換中心的作用。

一五二 . 第二件報告書（ST/ECA/S6)共分兩編， 

主耍是向技術人員提出的。第一編載述成本計算所用 

的主要投資項目，並且載列了一個可以獲得相當切合 

實際的産水費用的簡化程序。第二編檢討選擇、建築 

及運用淡化工廠所遭遇的技術及綴濟因素。

一五三 . 各代表在理事會舉行辯論時，表示他們 

關切向理♦ 會提出的情報，尤其關切技術協助的工作 

已經推廣至喊水淡化方面；同時他們也關切編製向特 

設基金會提出的關於滅水淡化計劃的請求。有人認爲 

關於成本計算程序的報告書須予審愼的研究。因此大 

家同意滅水淡化的問題應於第三十九届會進一步加以 

討論。

一五四 . 各代表在第三十九届會的辯論期間5重 

新强調，許多發展中國家及若千發展地 ®都需要有 

效而雜濟的喊水淡化技術。他們對於喊水淡化的重耍

1 E/SR.1355。
3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八屆會，附件，議 

程項目五。

0 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65.II.B.5。
4 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64.II.B.5。
5 E /AC.6 /SR .362； E/SR.1385。

業綴理事會確認及聯合國在那方面的工作業維加强兩 

點，表示欣慰。關於那點，他們讚揚秘書處及原總所 

完成的工作。他們欣悉理事會所屬發展方面應用科學 

技術問題豁詢委員會已將那個問題列爲其儘先辦理的 

工作之一，並歡迎在會所舉行聯合國 IE域間研究班， 

及在華盛頓舉行國際座談會。他們同意就秘書處任務 

所作的建議，並且提議秘書處於進行工作時，應顧及 

各國、各政府及各私人機關所獲的經驗，以及關係非 

政府組織所獲的經驗。若干代表强調核能對於大規模 

喊水淡化工作已綴可以發生的作用。原總代表已將總 

署在那方面的工作通知理事會。

一五五. 從設置每個容量單位所需的投資及産水 

的單位費用總數兩者看来，減水淡化的費用極高；璧 

於這點，想出一個簡單明瞭的成本計算方法是特別重 

耍的事。各代表歡迎就成本計算程序的提案提出的合 

時而健全的報告書。

一五六 . 理事會通過了一件決議案(一0 六九(三 

十九 )），在該決議案中覆案並重申決議案一0 三三 A 
(三十七）,嘉許各國已益加重跪喊水淡化，以便利缺水 

地 ® 經濟發展的過經；獲悉聯合國秘書處.、各專門機 

關及原總在喊水淡化方面的工作，至爲欣慰。理♦會 

慶於需耍研究滅水淡化問題的各機關加强合作，並且 

需耍激勵各會員國遇有新發展時交換技術情報，促請 

各會員國注意報告書 (EA*006) 及成本計算研究 (ST / 

ECA/86) , 及後者作爲處理喊水淡化問題的行政首長 

及工程師之工具的用處；理事會請發展方面應用科學 

技術問題諮詢委員會也顧及此項工作。理♦會請秘書 

長加强秘書處的任務，在廣大的喊水淡化事宜方面擔 

任交换情報的中心，並作爲合作的極紐，同時確認其 

他組織的專門任務；調查各會員國已綴完成或正在進 

行的滅水淡化研究與計劃，不論此項計劃或研究爲政 

府、國際或私人所辦，編成報告書；將此報告書提交理 

事會未來届會審議，並於以後分發各會員國；商同有 

關各專門機關及原總進一步探討能否加速喊水淡化工 

作一般努力的進展及其實際應用於缺水地S , 並就此 

事向理事會具報。



第二節 . 土地改革

一五七 . 理♦ 會於第三十九届會《據有土地改革 

問題第四次進度報告書 ( E /^ 20 and Add. I-2),7及 

秘書長節略 (E /W A 8),8報告書及節略是依據理♦會決 

議案八八七（三十四）及九七五D (三十六)以及大會決 

議案一八二八 (十七）的規定提出的。

一五八. 第四次報告書是糧農組織舆聯合國及勞 

工組纖共同編製的，係以從若千不同來源搜集的資料 

爲根據：各國政府提供的情報、士地改革特定問題的 

個案研究、判物及從聯合國與各專門機關專家得來的 

情報。這件報告書採用的方法較以前的這種報告書更 

富於分析性，其目的是耍向負責草擬士地改革政策及 

計劃實施方案的人提供有用的情報。第一章申論間題 

的背景；第二章至第六章包括土地改革及農業技術發 

展的問題與政策的分析研究；土地改革與就業；重新 

分配士地方案的賠償問題；土地改革、綴濟滑長及社 

會發展。報告書全篇都着重於證明政策的後果，尤其 

是很容易忽視的無意造成的後果。報告書並且敍述聯 

合國及各關係專門機關進行的括動，並簡耍敍述進一 

步加强協助各會員國計劃並實施土地改革的建議。

一五九 . 秘書長節略 (E/4CW8)包括關於報告書 

各章的評議，及就土地改革方面進一步工作提供理事 

會赛議的建議。

一六0 . 秘書長代表於理事會提出報告書9時說， 

過去三年的趟勢表明土地改革已在許多發展中國家走 

進一個新的階段。將陳腐的農田制度現代化的必耍，已 

雜不復有人懷疑；許多發展中國家已輕舉行公開辯 

論，並已採取初步的立法措施，着重點顯然已綴移至 

實施及評價問題。但是，那並不是說一切問題業經解 

決。事實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實施方面並未達到一 

個階段，使我們可以看出對於經濟及社會的發展已終 

産生何種重大的影響。若干國家由於缺乏强有力量的 

領導人物，同時不能以周詳協調的方式去設計措施， 

立法的實施顯然受到阻礙。報告書第二章是關於基本 

問題及最近進展的，秘書長代表特別提及該章說，各 

國在土地租個制度的改革及重新分配土地的措施上遺 

有若干顧著的成就的，尤以亜洲及拉丁美洲爲然；同

® E/AC.6 /SR.360-364; E/SR.1392。
7 將編爲聯合國出售出版物發行。 .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附件，議 

程項目二十。

» E/AC.6 /SR.360。

時非洲在士地塾殖方面已經有新的辦法，往往是耍探 

用集體耕作的新方式及農業技術的新標準。此外，各 

國似乎更加關切審愼的設計及輔助的措施，包括社直 

發展。所有這些趨勢應由國際行動有系統地加以發揚 

光大。她請各理事注意社會委員會第十六屆會審議土 

地改革問題的情形，及該委員會提請理♦會通過的決 

議草案。1»

一六一. 有人在討論期間就報告書的品質表滿 

意。他們特別注意到報告書對於實施土地改革方案時 

發生的問題及士地改革在一般維濟及社會發展中所發 

生的作用作了一個有益的分析。但是，若干代表指出， 

他們認爲報告書沒有充分注意社會主義國家的綴驗， 

他們並就報告書所載若千情報及若干結論表示保留。

一六二 . 理♦ 會一致强調，士地改革是許多國家 

的國家發展及實現更高的生活水平及社會正義的基本 

因素。有人說，由於主耍結構更動所涉問題的複雜,各 

國政府必須採取一系列的統一措施。除了土地權利關 

係制度本身所需的改革外，諸如農業信用、合作社、運 

銷設施及訓練與推廣事務一類的有效輔助事務及技術 

協助是必不可少的。若干代表提及社E 發展在士地改 

革E 城中的重耍性。

一六三 . 各理♦會在整個討論期間强調增加農業 

生産力的需要。那個問題特別重耍，因爲發展中國家 

大部分人民都是務襄，那個間題是各該國家綴濟增長 

及社會進展的基本因素。若干代表提及通盤發展中較 

廣泛的問題，强調土地改革措施與工業發展及都市化 

的關係，及其與國家一般輕濟政策的關係。

一六四 . 各理事普遍同意，聯合國應各國政府之 

請，給予它們詳細編擬及實施土地改革方案所需的技 

術協助，是一件董耍的事。有人就那點說，周詳的土地 

改革須有靡大的財源，因此許多發展中國家不但需耍 

國際社E 的技術拨助，而且需耍國際社E 的財政援助。

一六五. 聯合國和糧農組織壽備於一九六六年在 

羅馬召開世界土地改革會議，並由勞工組織參加；理 

事會® :迎那個會議的壽辨。有人說，那個會議在現階段 

有特殊的價値，因爲會議可以絵予從事士地改革的各 

國政府交換緩驗及估評其土地改革政策及方案的機會。 

一位代表對於沒有邀請所有關係國家參加會議一事表 

示遺憾，並且認爲會議的議程反映出一個纖勢,就是侧 

重技術問題 ,而忽視士地改革的政治及社會方面間題。

l e 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屆會，補編 

第十二號，第九章，決議草案《 。



一六六 . 有人建議進一步從事秘書長餘略（E/ 
^ 0^ 8 ,第十三段)所載土地改革方面的工作，這個建議 

得到了普遍的贊助。有人就所擬進行的若干研究工作 

及土地改革第五次進度報告書可能特別注意的間題提 

出若干具體建議及意見。但是有人指出，世界土地改 

革會議可以更進一步閩明那些問題，並可幫忙確定各 

國政府願意優先處理的問題。關於業務的活動，有人 

贊成依照理事會決議案九七五D (三十六 ) 的建議，於 

可以辦到時盡量實行合郝實地特派團及其他技術協助 

工作的辦法。同時也有人認爲，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 

對於促進遂步土地改革方案及使各E 城綴濟委員會 

與那個重耍工作發生關係兩點所雜的工作大體仍嫌不 

够。

一六七. 理事會於結束辯論時一致通過一件決議 

案 (一0 七八 (三十九)），嘉許土地改革進展情形第四 

次報告書，及社會委員會第十六届會提請理事會通過 

的決議草案戴。理事會請參加世界士地改革會議的各 

國政府竭盡所能，以底於成，並請各該國家、各有關專 

門機關及各匿域綴濟委員會與秘書長及糧農組織積極 

合作 ,書備上述會議。理事會建議各國政府爲無地貧農 

與小農及農業雇工計 ,採取迅速實施士地改革的措施， 

並採取調整農田結構使其適合技術進步情形的措施。 

理事會復建議各國政府注意士地改革的農業課税問 

題；辦理支持耕種人的服務；促進以民衆參加爲基礎 

的土地改革方案，並輕常考核土地改革方案的實施。 

理事會復建議各國政府依照大會決議案一九三二  (十
八)的精神，會同適當機關，對於實行土地改革的國家 

循請絵與財政或任何其他適當的協助。關於土地改革 

方面的進一步工作，理事會建議秘書長及有關專門機 

關特別注意一系列特殊問題的研究。理事會復建議秘 

書長及有關各專門機關對於士地改革措施的擬訂與實 

施，照各國請求，繼續予以必要的技術協助。最後，理 

事會請秘書長及有關各專門機關分配充足的預算輕費 

及職員，继理土地改革方面的研究與業務工作；並參 

酌世界土地改革會議的結論， 於一九六A 年向理事會 

及大會提出關於土地改革進展情形的第五次報告書。

第三節 . 蓮輸發展

一六八 . 理事會於第三十九屆會11審議了秘書長 

關於運輸發展的報告書 (E/W 36) , 那件報告書是秘

書長依據理事會決議案九三五(三十五)的規定當作定 

斯進度報告書提出的。報告書簡略敍述第三十五届會 

以來所進行的工作，並且檢財各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十 

年的中點所有的運輸間題。關於各®的運輸方面活動 

只曾槪括提及，因爲各區城雜濟委員會報告書已經討 

論那些活動。同樣的，報告書只約略討論各專門機關 

的活動。報告書載述的問題計有運輸維濟、設計與行 

政、管制問題、運輸技術、公路運輸、鐵路、內陸航行及 

海洋運輸。報告書强調，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最複雜的 

一個間題是，分配給運輸方面的財源比率應該如何確 

定，及運輸方面的投資與國民生産毛額相比的數額應 

該如何確定。

一六九 . 若干代表在辯論時讚揚報告書，而且全 

體代表都同意運輸是雜濟及社會發展的基本因素，因 

此是重要的。若干代表提及聯合國在徒進並協調各IS 
及區城間運輸計劃的研究方面所負任務的重耍性。

一七0 . 理事會通過一件決議案(一0 八二(三十 

九)），在該決議案中覆按並重申其決議案九三五(三 

十五 ) ，並已審議秘書長關於運輸發展的報告書 (E / 
W 63)及發展方面應用科學技術問題豁詢委員會發表 

的意見，因此對秘書長內容豊富的報告書，表示滿意。 

理事會建議秘書長酌量商同其他有關聯合國機關，舉 

辦研究方案，包括研究發展中國家有關運輸機構及制 

度上的安拂，就其運輸需耍及潛在的發展可能性而言 

是否適當，現有缺點如何。理事會復建議酌量商同各 

會員國及各區城綴濟委員會舉辦區域及區城間運輸發 

展重要問題班究班，特別注重匿城及國際公路；並請 

秘書長堅決鶴請各會員國政府善意考慮能否供絵或繼 

續供絵大量技術及財政協助， 以完成區域及內國運輸 

計劃。最後，理事會請秘書長加緊推進秘書處對聯合 

國及其體系的運輸工作，擔負聯絡與協調植紐的任 

務，並將秘書處運輸工作進展情形按期通知理事會。

第四節 . 奥圖綺製方面之國際合作

第四次聯合國亞洲遠東展域舆圖食儀

一七一 . 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 I3據有秘書長就第 

四次聯合國亜洲遠東度域舆圖會議提出的報告書 (E / 

^ 5 7 ) 會議係於一九六四年H 月二十一日至十二 

月五日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 參加者有三十個國家的

11 E/AC.6 /SR.369-371; E/SR.1394。
I2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 九届會，附件，議 

程項目二十H 。

1® E/AC.6 /SR.362, 363； E/SR.1385。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附件，議 

程項目二十二。



代表及視察員，以及文激組織、兩個政府間組織及兩 

個國際科學組織的視察員。所时論的問題屬於下列部 

門 :測地學、地理學、海洋學、地形學、電報傳眞學、空中 

照片解釋、分類地圖、航空圖表、國際百萬分一世界地 

圖及地名。會議通過了二十二件決議案，其中包括若 

干建議，就是應於亜洲遠東終濟委員會會所設立聯合 

國舆圖組的一股，第五次聯合國亜洲遠東®域舆圖會 

議應於澳大利亜舉行，其日期不得遲於一九六七年三 

月。

一七二 . 各代表在理事會討論期閩，欣然察悉第 

四次舆圖會譲爲IS域舆圖專家交換意見的有用會議， 

並且認爲第五次會議可爲各匿在舆圖方面的合作提供 

另一有盖的機會。但是，若干代表卻認爲不是聯合國 

或各專門機關會員國的若干亜洲國家沒有出席，是一 

件憾事。有人希望 '會議更加注意本匿的地理情況，及 

區內發展中國家的問題，而不耍注意一般性質的問 

題。在亜經會會所設立舆圖股的建議得到了普遍的贊 

助，但該股須爲相當小的一個單位。

一七三 . 理♦ 會通過一件決議案(一0 七o (三十

九) ) ，嘉許第0 次聯合國亜洲遠東IE城舆圖會議對於 

促進該區舆圖工作的進展所作寶貴的貢獻。理事會欣 

悉澳大利亜政府建議由其作東，束請該會議於一九六 

七年三月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坎培拉舉行，並願充分合 

作，故請秘書長採取必耍步驟，召開第五次會議，並 

請聯合國各會員國政府及各專門機關會員國以及有關 

專門機關及其他有關國際組織參加會議。

聯合國地理名糖探準化食儀

一七0 . 理♦ 會復於第三十九屆會I5察悉秘書長 

就《備召開聯合國地理名稱標準化會議提出的節略 

(E/4087) ,14該節略是依據理事會一九六四年八月六 

日第一三四三次會議所作的決定提出的。節略建議會 

議應於一九六七年八月在日內冗召開，會期定爲三星 

斯。

E/SR-1385。

附 件  

非政府紐織的陵述

非政府组歡依議事親则第八千六條向理事會或其所厲委員食所作的口頭陳迷

第三十九屈會

國際合作社同盟 

士地改革的進展—— E/AC.6/SR.36U

國際基督敎工會聯合會 

土地改革的進展—— E/AC.6/SR.36i„

非政府组撒向理事看非政府组龜間题委員食所作的口頭陳迷 

第三十九在會

國際住宅與設計聯合會 

運輸發展一 E/C.2/SR.205。

非政府组識提途理事食的書面陵述

國際商會 

E /C .2 /6 3 4 .危險貨品的運輸。



第八章

科學及技術問題

一七五. 發展方面應用科學技術問題諮詢委員會 

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日至十三日在♦所舉行第二次 

會議。有如該委員會第二次報告書(E/4026)1所說，那 

次會議主耍是進一步審議該委員會第一次報告書 (E / 
3866)2所論的三個事項：全世界研討少數關於研究或 

應用的特別重耍問題之可能性；大會決議案一九四四 

(十八 )所建議國際在科學及技術方面合作，以謀輕濟 

及社會發展方案，特別是動員發展國家科學技術機構 

之力量，與發展中國家積極合作之可能性；以及發展 

中國家科學技術發展所需機構如何組成。，該委員會並 

且擬I I了届會休會期間詳細工作計劃目的是壽備其第 

三屆會。

一七六 . 在協委會的一件來文（E/AC.52/L .I9)

裏面該委員會獲悉協委會科學及技術問題小組委員會 

關於若干事情的結論。那件来文載有應大會決議案一 

九四四(十八)所請而提出關於各參加組織，包括各區 

域經濟委員會在內，在國酸協助範囑內所可提供之協 

助的一項陳述；關於依照理事會決議案一0 四七(三 

十七)正文第三段所舉豁詢委員會提議所採行動的一 

個報告；以及關於各組織爲諮詢委員會撰擬定期與其 

他報告書以至向委員會各委員遞送抽選現行報告書的 

各種建議。

一七七. 該委員會的三個區城檢討小組於一九六 

五年年初在各該區域終濟委員會的會所集合。它們曾 

審議從區域需要的觀點来看，該委員會對於所建議全 

世界研討少數研究或應用的特殊董要問題的初步判斷 

能否適用一事；IS域內科學技術合作的可能性；以及 

該委員會全載會終表示意見的其他事項。若干專門機 

關的代表曾參加® 城階層的时論。

一七八. 諮詢委員會應文敎組織邀請於一九六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至0 月九日在巴黎文敎組織總郁舉行 

第三届會。議程上主耍項目就是審議並通過在起草委

四雖。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補編第十 

闻上，第三十七届會，補編第十四號。

員會一次特別會議所編致理事會的一個報告書。該報 

告書論及第二届會的結果；聯合國、各專門及有關機 

關以及協委會所提供的情報，以及該委員會所屬各專 

門小組及匿域小組的報告書。遵照理事會協調委員會 

所說諮詢委員會應在諮詢委員會及文敎組織雙方俱可 

接受的條件下充任文教組織在應用科學與技術從事發 

展方面方案之諮詢委員會的建議,3該委員會應文敎組 

織理事長的請求，曾檢討文敎組織有關自然資源研究 

方案的大綱，並對該方案提具幾項初步意見。該委員 

會方面曾懇索並已牧到文敎組織應用科學技術從事發 

展方案的扼耍檢討。

一七九. 諮詢委員會曾在致理事會的第二次報告 

書 (E/ao26 )內，大致討論科學與技術的前景，指出道 

斜經濟及社會發展可能有舉足輕重之勢，只耍有充分 

財政，並且配合全盤計劃就行。該委員會强調注意廣 

泛組織問題以及如何選定具體計劃之必耍，並且認定 

有訓練的人力之缺乏爲一國應用科學技術從事發展之 

能力的最大限制。該委員會曾相當詳細地討論協同研 

討少數研究或應用之特別重耍問題的優酣。它曾扼耍 

檢討聯合國系統目前的科學與技術工作，以及它本身 

迄今的工作。它曾試擬關於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的若干 

建譲；並略述它建議在下一期舉辦的一個工作方案。

一八0 . 在討論所建議的協同研討(前此各次討 

論稱之爲 " 全世界研 Î T )時，該委員會挑選了八個間 

題領域認爲都對許多發展中國家有特殊意義，並且是 

不妨由發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協同加以研討的。 

該委員會在其中指認了若千具體研究問題，認爲爲了 

發展，値得多多注意並投入更多資源的這®領城及其 

分領域計爲：（一 )充分糧食之供應，挪法是利用(子） 

水力資源(通常水力資源、喊水淡化 )之改善，（丑)氣 

象學應用上(氣候預測、氣候控制）之改善，（寅)食用 

蛋白質供應 (從動物方面、漁業方面、工業提練技術所 

産食物取得)之改善，（卯 )防止糧食之損失及 (展）防 

洽萃翠繩及非洲睡病蟲；（二 )改善衞生，辦法是(子）

8 同上，第三十七届會，附件，議程項目十六，文件 E / 
3 9 7 8 ,第六段。



防治水傳播疾病，（丑 )根除蛋白質營養不良及(寅)防 

治媒介傳播疾病；（三 )更充分了解人口問題，辨法是 

(子 )研究人口、社會及經濟三方面之相互關係，（丑） 

研究人口繁殖及其調節方法及 (寅)關於人口問題之通 

訊研究；（四)發展中國家自然資源最有效之開發與利 

用，辦法是利用（子 )淸查及評價之科學方法及(丑)非 

尋常能力資源；（五 )工業化，注意(子)適合發展中國 

家特殊情況的工業技術，（丑)符合發展中國家特別需 

耍的機械及設備及 (寅)用於終濟處理供應國內及外銷 

市場之本地原料之技術；（六 )改善住宅及城市設計， 

辦法是 (子 )新來者在城市中心定居，（丑)建築物之工 

業化，及 (寅 )熟帶地區利用士産建築材料及覆蓋物 

品；（七）改進運輸，注意 (子 )修築公路、鄉村支路及 

土壤保持常態，（丑 )鄉村地直所用車輔，（寅)各口岸 

航運迅速流通；（八)提高激育水準，包括新敎育方法， 

注意(子)科學與技術對於改善一般敎育方法之貢獻； 

及(丑 )改善科學敎學。

一八一. 該委員會答覆大會在決議案一九四四 

(十八）內所提關於能否建立國際在科學技術方面合 

作，以謀織濟及社會發展的方案一問題，在它的報告 

書 (E /4 0 2 6 ,第一二九段至第一三0 段）內說，在理事 

會指導下發展一種有計劃國際運動性的世界方案，來 

加强現有方案，並樓加適當的新安挑，來調和全盤努 

力一一♦ 實上在規摸、範圍及效力方面都焕然一新的 

一種方案—— 不但是可能，而且允宜壽劃。該委員會 

曾考慮聯合國組織系統在這樣一個方案裏面的可能作 

用；各機關間，以至政府各部門間以及各國多邊與雙 

邊方案之間改善調整之必耍；發展中國家所需耍的內 

國措置，特別是科學與技術的一個國策，以及一個充 

分的科技機構網絡;發展中國家本身科學與技術組織 

之間合作的重耍可能性；以及雙邊安排之目前範圍與 

將来潛勢，特別是發展國家各大學及科技機構與發展 

中國家對應單位之間的合作聯繁。

一八二 . 最後，該委員會在報告書內論及其將來 

工作，敍述計議中的下斯工作，並且表明耍是它繼續 

有效服務，需耍多少資源。該委員會打算在它的下斯 

工作，包括行將在其第四届會舉行的討論中，綴由各 

工作小組大半注意三件事情：第一，繼續檢討進展， 

特別是對所建議 " 協同研討 " 所得反應方面；第二，科 

學與技術情報之移轉，特別是其取得及是否適當的問 

題，各企業間移讓專利及非專利技術，移讓之障礙及 

克服這些障礙的方法；第三，旨在促使公衆了解科學 

與技術在發展上之作用的廣泛敎育方案。此外，該委

員會在它的報告書裏面請各委員個別進行届會閉會斯 

間的工作任務。

一八三 .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協委會所屬 

科學及技術問題小組委員會在日內冗舉行特別届會， 

審議豁詢委員會的第二次報告書(E/4026)。它通過了 

關於該報告書集體意見的一個聲明，輕代表協委會向 

理♦ 會協調委員會提出。4 在它的聲明中，協委會讚揚 

第二次報告書內所表現的諮詢委員會的主動與判斷， 

它說該報告書 " 表示—— 九六三年會議所揭藥的許多 

崇高目標之實現很有希望見諸實際"。它贊助該委員 

會所建議 " 協同研討 " 的觀念和大部分說明，歡迎諮詢 

委員會主席表示想邀請有關組織向他提供它們以後對 

於詳細提格的概念與評論的意向，並且贊助該委員會 

所說所建譲的協同研討旨在補助目前的努力，不是想 

耍取而代之的保證。它證實聯合國系統中各組織有意 

在大會所壽擬並在該委員會報告書內加以討論的國際 

科學技術合作，以謀終濟及社會發展方案內發生領導 

作用。協委會再度强調它以前所表達的觀黯，認爲必 

須動以上協同研討提議以及整個國際合作方案所引起 

的財政問題找到答案。它表示，雖然倘未求得完全滿 

意的挪法，讓各參加組織能够就其本身活動或其權限 

以內所注意方面情形向諮詢委員會具報，可是它們對 

此事都準備和該委員會合作，保持各種安排之弾性， 

一直到終驗足以進一步確定眞正需耍爲止。協委會贊 

助諮詢委員會關於其下期工作之初步提議，促請提供 

必耍資源，讓它能够執行所負應用科學技術從事發展 

問題顧問的特別責任。協委會表示意見，認爲該委員 

會所想做的事應獲最充分的支持與合作。協委會斷 

定，以諮詢委員會活動爲中心的努力固然仍屬試驗性 

質，但是這是一個很有希望的試驗，很可能成爲發展 

十年中一個最强的積極因素。

一八四 . 理事會在辯論時5熱烈讚揚諮詢委員會 

的工作。所有代表團都讚許該委員會的第二次報告 

書，認爲是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而且是採取行動的 

可貴南鎭。依照某一代表團的意思，該報告書叙述近 

年來理事會任何輔助機構所完成的一樁最傑出的成 

就。若干代表贊助該委員會的觀點，認爲科學途侄門 

道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加速其全盤發展過程的最大希 

望。其他代表則强調，因爲這種緣故，現在正該把應用 

科學技術以謀發展的問題當做聯合國普通工作方案之 

一部；希望該委員會不久就把自己當作聯合國在應付

4 參閱 E /AC.24 /270 及 E /A C .24 /L .253。
® E/AC.24/SR.270-274, 276； E/SR.1375。



賛乏、疾病、發展落後，歸根結糖遺是防止戦爭的奮歸 

中的科學總部。有人表示，希望該委員會的權威有助 

於發展聯合國系統全盤努力的更詳盡政策，希望其意 

見及優先次第幫助聯合國技術協助方案更迅速進入技 

術上的新活動範圍；聯合國系統內各組織都受到敦 

促，把該委員會的第二次報吿書當作指南。有人對該 

委員會所囊劃的工作方案表示堅强支持，並且强調提 

供該委員會報告書內所說爲執行該方案所必需的財政 

資源—— 據說並不多，可是必不可少—— 之重要性。

一八五 . 理事會强調發展中國家具有政策上、制 

度上及技術人員上充分基層組織之基本需耍，以便確 

保—— 依照文敎組織理事長的說法—— 科學不再是 

一種輸入的魔術，而應成爲一種從內部生長出來的發 

展因素。在此方面，理♦會一致贊助諮詢委員會的觀 

點，認爲有訓練人力之缺乏乃是一個國家败牧並應用 

或酌採科學技術，從事發展的能力的最大跟制；因此 

採用並執行增進科學技術幹部人數及平均分配的有效 

方案就成爲發展中國家所能採取，利用科學技術，去 

加速其發展的最重耍行動—— 沒有這些行動，該委員 

會報告書內所列其他建議就很少順利實現之可能。所 

以理事會同意該委員會的判斷，認爲以提高各發展中 

國家敎育水準爲目的的各種措施，特別是無論觀念多 

麼新奇的新敎育技術之創始發展與應用，都應該獲得 

最高度的優先。

一八六. 許多代表團都表示同意豁詢委員會報告 

書內所建議的協同研討優先次第表。有些人希望該委 

員會抵抗再進一步擴大這個淸單的塵力，或者進一步 

加以分析，俾能剧減，以使鼓勵集中應付加强行動將 

産生迅速結果的選定問題。很多代表團都贊助該委員 

會的觀點，認爲在現狀之下，更廣泛、更精極應用現 

有智識，適當配合當地情況，乃是發展中國家獲得迅 

速發展的最大希望，這些代表團其中有幾個表示，希 

望該委員會以後自己多多注意確定可以立卽應用現有 

智識，應付發展中國家各種問題的那些事項的緊急工 

作。

一八七. 理事會歡迎該委員會依據大會決議案一 

九四四(十八)，在科學技術方面進行國際合作的提 

議，認可該委員會所說並不需要額外機構，但是有可 

能並且很適宜在理事會本身指導之下，沒有在規模、 

範圉及效率上都一新耳目的一個方案的那種觀點。這 

樣一個方案將加强現有內國、E 城及雙邊安緋，以至 

聯合國系統中各組織之工作表現與協調，並將滑添適

當的新安拂，去調和全盤努力。不過關於此事，若干 

代表團强調財政緣是根本，並且警告沒有理由以目前 

的工作情形自滿；有如該委員會指出的情形，應用科 

學技術從事發展的投資是太少了。

一八八 . 理事會在結束辯論時通過決議案一0 八 

三 (三十九），其中熱烈讚揚諮詢委員會的第二次報告 

書；並贊助其觀點，認爲更廣法、更積極應用現有智 

識，適當配合當地情況，乃是發展中國家獲得迅速發 

展的最大希望，並且認爲應當幫助發展中國家儘速建 

立它們吸牧科學按術之能力與準備所必然依賴的政 

策、機構與技術人員之供應，又認爲需耍一個敎育方 

案，讓世界舆論注意該委員會的任務。理事會將它的 

第二次報告書遞交大會，作爲爲實現決議案一九四四 

(十八 )所定目標起見所必須採取的步驟的說明。理事 

會核准了該委員會的下斯工作 i t 劃，盤表示希望其中 

也列入利用並配合現有知識從事發展一事之檢討，以 

及設立或改善國家科學情報處及研究所，來散佈這種 

知識的方法。理事會請該委員會爲了盡量集中力量及 

現有資源於儘先處理的問題，考慮有無再行縮減該委 

員會所建議 " 協闻研討 " 的優先問題單的可能。它請諮 

詢委員會和協委會密切合作，按期檢討現有方案，可 

能時，兼及聯合國組織系統所壽擬之方案，並請該委 

員會提出旨在鼓勵、調整、或於必耍時重新支配此等組 

織在應用科學技術於發展方面之各種活動之建議。它 

也請諮詢委員會向理♦會提出關於其工作情形的常年 

報告書，並且和聯合國秘書長握商，考慮以後是不是 

可以由其主席或主席所指派的一位代表，向理事會提 

出其報告書，並於討論報告書時列席。理事會還請秘 

書長儘先在聯合國經常預算內提供諮詢委員會在第二 

次報告書內所建議的財政和人員支持。

一八九 . 在該決議案以後各段內，理♦會先請秘 

書長並邀請各專門機關與原總並於適當時機，請協委 

會，執行諮詢委員會關於所建議 " 協同研討"所舉各方 

面的提議和建議，晃予敎育及訓練工作高度優先，包 

括協助發展中國家方案所涉改良敎學方法之發展，其 

中除其他事項外，亦有成音ü 覺方面之敎學方法；更 

積極繼續研究應用現有科學技術和知識於發展中國家 

各種問題所可能得到的費用利益，並研究可能適用於 

機關間的各種方法論；繼續在終常報告書內，或可能 

需耍的特別報告書內，提供描寫有益於發展中國家之 

新科技進展預壽未完成或應用之方針的資料，以及發 

展中國家現有但未應用之重耍科技知識，於可能時， 

在此等報告書內對應用科學技術所實際獲得之結果，



無論失敗成功，均加以客觀之分析；並繼續供給諮詢 

委員會爲完成其任務所必需之一切便利。它請各國政 

府，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政府注意如果耍科學技術之應 

用對它們有眞正長期的好處，那麼就亜需採取步驟， 

發展一個明白的政策，設立執行政策，調整關於取得 

技術協助之內部活動的適當機構並促進此方面的區 

域合作。最後，它請聯合國所有會員國政府或各專門 

機關及原總會員國於適當時機，利用各區域終濟委員 

會 ，去用一切可能方法協助諮詢委員會；盡力執行諮 

詢委員會第二次報告書內的各項建議與提議；協助發 

展中國家設立國家機構並訓練人才；並與聯合國組織 

系統合作，斯酌情形，鼓勵其大學、研究所及實驗室， 

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與較前進國家此等團體間建立雙邊 

關係。

一九0 . 理 事 會 所 屬 協 調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E / 
13,«第四段），蠻悉關於自然環境之保存與改善的

6 經濟® 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附件，議 

程項目十二。

報告書 (E /4o67) ,6以及關於國家與國際研究每種混溝 

情況，及其管制措施的報告書(E /4073),®這是文敎組 

織與衞生組織遵照理事會決議案九一  0 ( 三十四)正文 

第六段以聯合國秘書長名義提出的。它贊成文激組織 

與糧農組織合作，撰擬關於自然環境之保養衞護與改 

善的一個進一步更詳細報告書，以備向一九六七年理 

事會夏季届會提出的提議。關於各種混溺情況的問 

題，它同意衞生組織及與其合作各組織所表示的意 

見，認爲需耍行動，而不需耍更詳盡調查的時機業已 

到来，因此促請各國政府及有關國際組織，進一步支 

持並發展道方面的各種活動包括防範工作在內；它並 

靈悉衞生組織業已同意撰擬一個槪述關於混獨問題的 

主耍國際性與國家性研究的簡短報吿書供理事會第0  
十一届會審查。最後，協調委員會認爲環境之保養衞 

護與改善以及混淘與其管制等事乃是應用科學與技術 

從事發展問題諸詢委員會有權去調查並提具建議的事 

項之一部，所以希望諮詢委員會工作時充分注意這些 

重耍事項。 '



第九章

國際財務問題

第一節 . 國際間資本的流動與協助

加速，發展中圃家的資本的统動與播助 *

一九一 . 爲應大會決議案一 0 三五 (十一)、一五 

二二 (十五)及一七一一 (十六）以及理事會決議案七八 

o ( 三十) 及九二三（三十四）的耍求，題爲"國際間長 

期資本之流動與官方捐贈，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 

年 "(E //)079)i已提交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此項報告 

書是關於這個項目的一系列常年檢討中的第0 次報告 

書。它審查了在所檢討期間內已發展市場綴濟的資金 

流出情形，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金總額以及中央計劃 

綴濟所承擔的國際維濟協助的義務等。

一九二 . 該報告書指出，從已發展市場經濟方面 

流向發展中國家及多邊機關的長期資本及官方移交款 

項淨額， 就其總數而言， 在一九六二年與一九六三年 

之間並無重大變動。雖然政府間雙邊性借貸曾急劇增 

加，商品接助續再擴展。而直接民間投資也略告恢復， 

但此等增加已多少爲流向國際機關的資金的大量減少 

所抵銷。但是此等機關在發展中國家的支付毛額在一 

九六一年與一九六三年之間曾增加一倍以上。固然官 

方雙邊支付曾在一九六二年與一九六三年之間滑加， 

但新承付款額則鋭減。實際流出數額與新承付數額間 

的差額是多年來最小的一個。就其對已發展市場終濟 

的總産量的比率而言，流向發展中國家及多邊機關的 

資金在一九六一年達到最高峯。那時候以來，流動資 

金中的官方雙邊成分繼續擴滑，而多少係與已發展市 

場観濟的生産毛額並進，但其他成分則落後。結果， 

全盤比率在一九六三年降至百分之零點七以下。該報 

告書稱，雖然近年來頗有以貸敦代替純然捐贈的趨勢， 

但是應以可兌换貨幣付還的貸敦條件的從寬也有緩和 

的趨勢。.因此，在一九六一年與一九六三年之間，承 

擔年息率在百分之一以下的官方雙邊貸款所估比例 

曾增加一倍以上，年息率在百分之五或以上的貸敦在 

總額中所估比例從百分之六十降至百分之四十。同樣

大會第二十屆會臨時議程項目 , 
將編爲聯合國出阪物發行。

的，期限較短—— 十年以下—— 的貸敦所估比例減低 

一半以上。

一九三 . 報告書指出，中央計劃經濟所承擔對發 

展中國家的協助在一九六三年繼續減少，約減至三0  
0 , 0 0 0 , 0 0 0 美元的等値，但在一九六四年又告 

劇滑。一九六三年各方認擔的貸款中的大部分是貸絵 

北非洲的，其他承擔是對西郁亜洲及遠東國家而作 

的。一九六四年中央計劃經濟所安挑的貸敦的增加使 

承擔貸敦總額達到一 , 0 0 0 , 0 0 0 , 0 0 0 美元以 

上，並且就貸敦國及借款國雙方而言，较諸上一年度 

均呈現更廣大的分配。蘇聯所承擔的敦項估其中主耍 

部分，但大陸中國及捷克斯拉夫也曾縮結綴額貸敦協 

定。波蘭、甸牙利及南斯拉夫也曾與發展中國家商定 

貸款辦法。

一九四 . 該報告書稱，在一九六二年與一九六三 

年之間，拉丁美洲及遠東的發展中國家報告所牧款項 

有大量增加，但流入非洲及亜洲西部各國的款項則減 

少。一切資本流動的高度集中狀態續爲一九六三年的 

主耍特徵。總計有十五個發展中國家又復吸牧^九六 

三年流入款項淨額總數的三分之二。在這一組國家之 

中，流入款項的集中程度在一九六三年顯然較一九六 

一年至一九六二年爲高。

一九五 . 該報告書力言，最近數年間，流入發展 

中國家的日益增加的大量貸款資本使與外的官方及由 

官方擔保的債務急劇增加，同時又使償還本息的義務 

同樣的增加。償還本息的墙加率—— 毎年約爲百分之 

十二—— 遠超過輸出收盡的增加率。結果是償還債務 

本息的款額與輸出收益總額的比率不斷上升：在一九 

五0 年代中期約爲百分之四，在本十年年代之初約爲 

百分之九，到了一九六三年達至百分之十一以上。

一九六 . 理事:會在其第三十九届會也審議了題爲 

"長期資本及官方捐贈流入發展中國家的數額的衡量： 

概念及方法 " 的報告書 (A/S732) , 該報告書是爲應大 

會決議案一九三八（十八）耍求而編製的，並已提交 

大會第十九届會。該報告書曾審查關於資本形成及壽



措、國際收支差額、資本流動數額的衡量等槪念及統計 

問題，以及施助國及受助國努力成績的衡量一事所涉 

間題。

一九七. 該報告書强調對投資及財源作緩常的和 

新近的分析一事的複雜性。旣有統計可用，總須仰賴 

個別國家的國際牧支帳册所記載的款項流動的現有衡 

量。雖然此等統計的分類及範圍已有改進，但是許多 

國際組織所：i ；集的關於資本流動及經濟協助的資料仍 

然不足以充分析外國財務協助之用，而此種分析是綴 

常估評對外發展十年斯間終濟境長有影響的各項因素 

一事必需的。該報告書研究各種款項流動的情形，並 

时論對受助國具有重大意義的各種流動的特性或"品 

質 " 的繁雜性。它說欲充分估評此等流動的意義及其 

數量、方向及結構的變遷，那就需耍遠比現有爲多的 

資料。

一九八 . 該報告書稱，國際資本流動中各種成分 

的質素差異，從施助國的觀點看來，也是很重耍的。提 

供接助的眞實所費可能隨流動種類而異。倘以可以自 

由兌換的現金去提供接助，而不以由施助國指定的貨 

物及勞務去提供援助，那就勢將引起更爲重大的負 

擔。如果對施助國定下了目標數額，尤其是如果此種 

目標是按個別國家而定的，則上述問題的重耍性就更 

大了。努力成績的估評對受助國的重耍性並不在對施 

助國之下，但是外來財務協助對資本形成的貢獻程度 

紙能事後在發展中國家內作個案研究方可加以評定。 

該報告書在結論中提出建議，說明爲求解釋關於資本 

流動及接助的數量資料而進行的工作方案的性質。

促逼國擦私人★本的统動

一九九 . 理♦會第三十九届會也接獲秘書長遵照 

理事會決議案九二二〔三十圆)及一 0 —三 (三十七)所 

編製關於促進國際私人資本的流動的報告書 (EAW38 
and AcW.I)。2 這報告書是爲應大會決議案一三一八 

(十三)的耍求而從一九五八年開始編製的一系列報告 

書中的第五件；它論述有關傳授技術及管理技能以及 

在此事範圍內技術與資本的適當結合的問題，並列出 

選定的關於在發展中國家內的外國私人投資的法律及 

其他官方文書一覽及設法促進並保護在此等國家內的 

私人投資的協定一覽。

二0 0 . 這報告書稱，企業與企業間的安挑提供 

了富有彈性的方法，以滿足發展中國家內的企業對管

2 經濟《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附件，議 

程項目八。

理上及技術上專門知識的迅速日益增加的需耍，而此 

種知識可由在同一部門內的先進國家企業最有效地提 

供。慣常的種種安排往往不是足以調和接受與傳授技 

術的各企業間以及受助國政府間不同正當利益的適當 

辦法。一切有關方面日益認識，就工業發展而言，如 

果結合遵循的群法與各有關方面的基本需要與目標 

相符合則此種結合大概可以産生更大的效果。就是 

在此種基礎上，似乎大有機會去作進一步的有系統的 

努力，以求根據綴驗來分析這個部門內的實際雜法的 

推行情形及其效果，並想出新的富有弾性的方式與制 

度所應有的原則與標準，以期可以更滿意地調適各方 

的利签，並確保獲致更爲有效的方法，用以傳授外國 

技術，而發展地方研究設施。

理事♦的封論

二0 — . 理事會內的时論3是由秘書長代表首先 

發言，他簡短地檢討理事會所獲得的各項文件。他指 

出，" 長期資本的國際流動及官方捐贈 " 報告書(E / 

^ 7 9 )所載的資料，就一九六四年度資料而言，並不完 

備，希望在大會第二十屆會赛議這個問題以前，能够 

獲得更多的資料。關於"對發展中國家的長期資本的 

國際流動及官方権贈的衡量：槪念與方法"的研究報 

告 (A/5732)將由不久就耍集會的一個很小的專家小 

組去討論。在他們的協助之下，關於如何改善提出資 

料的方法的提案便可以擬就。他也告知理事會,秘書長 

擬使 " 一九六五年世界綴濟調查"的第一編專論經濟發 

展的» 資間題。

二0 二.各國代表都表示很欣賞他們所獲得的文 

件，若干發言人讚揚秘書處，因爲這些文件的質量極 

佳。他們力言，輕濟發展的壽資間題是理事會目前所 

时論的最重耍題目之一。

二0 三 . 若干代表表示關切，因爲一九六三年內 

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金總額並未擴壇，大會(決議寒 

一七一一 (十九))所規定而復綴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 

議驚訂的給予資金目標的實現也受到了挫折。若干發 

言人稱，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廣訂它們的發展計劃時曾 

假定流入的資本與援助將增加，現在旣不增加，勢恐 

危及此等計劃的實施。若干代表指出，向發展中國家 

的雙邊性質的流動在一九六一年與一九六三年之間 

曾增加，對多邊機關的捐助的減少並不影響後者的付 

出；事實上，自從一九六一年以來，它們的付出大有

E/AC.6 /SR .371 -373； E/SR.1395。



擴增。若干發言人認爲由多邊機關綴辦的按助所估比 

例應當續墙。

二Q 0 . 各國代表强調，受助國對於向發展中國 

家的流動的性質與質量極感關切，正與對此等流動的 

數量同。財務條件一 - 利息率，寬限及償還期限——  
往往決定一國能够接受多少協助。璧於它們在廣務償 

遺本息方面的重貢，許多發展中國家已不再能按照商 

業條件借敦而不嚴董地妨礙它們的償付國際債務的能 

力。若千發言人稱，欣悉在一九六一年與一九六三年 

之間貧款條件已輕放寬了好多，但是他們指出很大一 

部分的宫方貸款是繼續按照近似商業條件發絵的。他 

們表示希望，先進各國政府能對進一步放寬貸款條件 

一問題予以同情考慮。就此而言，據說經濟合作與發 

展組織所屬的發展協助委員會委員最近所同意的若干 

措施一綴批准，當足以促成重大地放寬若干施助國的 

貸款條件。許多國家代表在評議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 

流動與按助的其他質的方面問題時，强調方案協助及 

可兌换貨幣協助的受助國所可得的好處以及一般接助 

上束縛所引起的困難。

二0 五.關於衡量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與援 

助的問題，若干國家代表表示同意秘書長在其報告書 

中所提出的各點。國際組織所宽集的資料不及經常審 

評影響到雜濟增長的種種因素一舉所需耍的。現有財 

務統計並未揭露資本流動的重耍質量差異。外來的財 

務協助需在受助國國民收支範圍內予以分析。就此而 

言，有人指出在按術方面協助發展中國家改善它們的 

國民收支統計，有助於獲致更深刻地了解外來財務協 

助在資本形成中的作用。利用資金流動的慣常統計去 

衡量施助國的貢獻在某幾方面也並未令人滿意，但是 

若千國家代表認爲標準化的方法流於武斷，需耍詳加 

審查。若干發言人同意關於衡量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 

流動的種種問題甸須另加研究；他們欣悉秘書長決定 

召集一專家小組去審議這些有關問題。

二0 六.就促進私人資本向發展中國家的流動而 

言，若干國家代表强調此種資本的移交對»濟發展的 

重耍性。其他國家代表認爲紙有在發展中國家能對投 

資及利潤的移交行使有效的控制並採行遞進税制這 

些條件下，此種資本績有切實的貢獻。他們指出，過 

去私人投資所獲利潤及高利息的回流大大地減低了外 

國資源向發展中國家的流動的淨額。有人建議聯合 

國秘書處應當在它的將來關於資本流動的研究報告中

列入從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牧盖敦項的流動的有系統檢 

討。

二0 七.若干國家代表力言向發展中國家傳授技 

術與管理技能一 - 這是與私人投資有關的—— 實爲企 

業綴營的成功及發展方案的實施所必需。代表們同意 

向發展中國家傳授技術與技能的任何維法必須對於當 

地及外國商行以及東道國政府都屬有利。秘書長報督 

書內所提出關於此等辦法可能採取的新動向的建議引 

起各方很大興趣。若干發言人建議發展中國家彼此間 

傳授它們所已有的技術及管理方面專門知識技巧——  
尤其是某種與地方情況直接有關的專門知識技巧——  
一事的可能性應多予注意。若干國家代表同意上述報 

告書内所載的結論，卽關於傳授技能與技術，可能供 

應者爲誰，所可得專門知識技巧的性質及可能傳授的 

條件等情報的寬集和傳播，都有發展其改進程序的基 

本需耍。按照上述報告書;內所建議的方針而進行關於 

促進私入資本向發展中國家的流動的研究 (E/A038 
and A d d . l ) ,各方認爲確屬有益。

二0 八 . 代表們欣悉秘書長擬在"一九六五年世 

界經濟調查"第一編內特封發展所需資金的壽供作綜 

合的檢討。關於此項調查所應包括的間題，各方提出 

了許多不同的建議。

二0 九 . 理事會在辯論結束時通過一決議案(一 

0 八八B (三十九 )），其中表示，蠻於國際資本流動與 

援助並未達到大會所規定的先進國家國民所得的百分 

之一的目標，頗惑關切;請秘書長親請各會員國政府 

提供更詳細的資料；並贊同秘書長的決定，就是召集 

一專家小組去繼續審議衡量資本流動一事的概念及方 

法問題。它也表示欣悉秘書長擬在"一九六五年世界 

終濟調查 " 第一編內去檢討發展所需資金的壽供問題。

二一0 . 理事會復決定請秘書長在編製與發展所 

需資金書供問題的檢討及將來關於長期資本的國際流 

動及官方捐贈的報告書時注意下列各問題：（子)纏由 

多邊途徑增加資本向發展較差國家流動的方法；（丑） 

使向發展較差各國的資本流動維持高水平的方法；以 

及(寅)消除目前阻礙資本流向發展較差國家的情況的 

方法，尤其是有關資本供應、債務本息的償還、貸款條 

件、資本出國以及地方費用等方面的問題。

二一一 . 最後 ,理事會通過一決議案(一0 八八A 
(三十九)），其中建議各先進會員國政府及早對如何 

使發展中國家克享對其較爲有利的貸款條件問題加以 

同情考慮。



第二節 . 國際復與建設銀行、國際銀公司 

及國際發展協會報告書

二一二 . 國際復與建設銀行(國際銀行)及其兩個 

聯繁機關，卽國際銀公巧(國際銀公司)與國際發展協 

會 (發展協會)的一九六四年六月三十日届終會計年度 

常年報告書以及關於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五 

年三月一日期間的會員國、資本、貸款及投資的補充資 

料 ，業終理事會第三十八届會予以審議。5

二一三 . 國際銀行 f f 長在提出這些報告書時指 

出，在以前十五個月期間，國際銀行及其聯繁機關曾 

放出打破紀錄的大筆款項，以充組濟發展之用。在一 

九六四年內 ,國際銀行、國際銀公司及發展協會所承擔 

款項總計近一，二0 0 , 0 0 0 , 0 0 0 美元。僅僅發 

展協會的貸款就達四一八 , 0 0 0 , 0 0 0 美元；它所 

承擔的敦項總額起過一 , 0 0 0 , 0 0 0 , 0 0 0 美元。

二一四. 一九六四年度的業務使獲得國際銀行及 

其聯簾機關協助的國家增至八十四個；其中以非洲 

新國家從最近擴展加速獲得最大利益。截至一九六四 

年底爲止，壽供資金淨額總計提高至九，三0 0 , 0 0  
0 , 0 0 0 美元以上。

二一五. 國際銀行曾愼重考慮如何改善貸敦條 

件，以求減輕償遺債款本息的負擔。遇到理當採取此 

種行動的情形時，貸款期眼曾抵長至三十五年，償還 

以前的寬限期間展至十年。

二一六. 國際銀行及其聯撃機關繼續集中對大提 

模公用事業提供資助，尤其與運輸及電力事業的發展 

爲然。但是，國際銀行與發展協會的貸敦範圍業綴擴 

大，以期與糧農組織及文敎組織合作去協助旨在滑加 

農業生産力及發展敎育的計劃，並與國際銀公13合作 

去協助旨在促進工業擴展與多樣化的計劃。改善並擴 

大對工業的協助的新步驟包括對印度的貸款九0 , 0  
0 0 , 0 0 0 美元，以充爲充分利用現有便利而輸入 

配件及物資所需的資金。在這方面的另一重要創舉就 

是加强國際銀公1]。國際銀行與國際銀公司的協定條 

敦業綴修正，使國際銀行能貸款絵國際銀公巧，不必

4 國際復與建設銀行及國際發展镜會，常年報告書，一九 

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度（華盛頓），由秘書長以一件節略 (E /- 
3992)遞送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國際銀公司第八次常年報告 

書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度 (華盛頓）,由秘書長以一件節赂 

(E/3993)遞送經濟 f i 社會理事會；關於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曰 

至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期間的補充參考資料，由秘書長以一件 

節略 (E/3992/Add. 1-E/3993/Add. 1 )遞送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由任何國家政府擔保，最高限額可以達到該銀公司資 

本與盈餘的四倍。這可以使國際銀公巧的可能資金增 

加四0 0 , 0 0 0 , 0 0 0 美元。此外，國 際 銀 公 規  

程關於紙可投資於私人企業的規定業綴重新審查，因 

爲若千會員國很缺乏私人儲蓄及工業企業家。

二一七. 與國際銀行有關係的一組機關想耍加緊 

努力去使利適當的設計及計劃的壽備。在某些事例 

中，借款者曾就設If•及嗣後執行計劃所需技術服務費 

用取得償還；對於不能資擔投資前調查的費用的國 

家、國際銀行及其聯撃機關可能甚至償付請議服務的 

應兌費。此外，國際銀行繼續擔任由聯合國特設基金 

費撥敦進行的九項投資前研究工作的執行機關。

二一A . 國際銀行的活動繼續反映出它對於發展 

設計较廣泛方面的興趣。技術協助特派團曾前往巴西、 

摩洛哥及土耳其去檢时並評估綴濟情況。旨在改進發 

展中國家輕濟業績的其他服務爲援助印度及巴基斯坦 

的財團及若干資本輸出國及關切某某國家的發展的國 

際機關所組織的諮詢團體的工作。

二一九. 國際銀行的主耍任務是綴辨來自已發展 

國家的資本流向發展中國家。償還債務本息的重擔的 

劇增續爲發展中國家的一個根本問題。發展協會的設 

置就是爲了提供長斯資金以減輕此種貢擔；因爲在一 

九六0 年曾採取行動去充實此等資金，發展協會可兌 

換貨幣資金總計約爲一，0 0 0 , 0 0 0 , 0 0 0 美元。

二二0 . 私人儲蓄是綴濟發展所需資本的一個重 

要而必需的来源。但是國際間私人投資者是保守的， 

在其信心動搖時，立卽長縮於投資。國際銀行已擬具 

一項國際公約，其中論述如何設置一個中心，藉以輕 

由公斷與和解去解決各國政府與私人投資者間的投資 

爭端。大家有理由可以相信通過此種公約有助於增加 

私人投資者資本的流動。

二二一. 國際銀行已同意去研討聯合國賈易及發 

展會議所提出關於改善賈易與財政的環境的若〒建 

議。它曾向聯合國提出關於另一項提案的研究報告， 

這提案主張發展協會那種貧敦應當向金融市場借取， 

借貸之間利息率的差異應當由工業先進國家負擔，親 

爲津貼。它目前正在從事研究如何以補充性壽供資 

金去減輕商品價格的長期的不可預測的波動對發展 

計劃的影響。國際銀行也在研究如何利用供應者貸 

款及此種貧款條件以及建立多邊投資保險制度的可能 

性。



二-二二 . 在結論中，國際銀行行長指出資本輸出 

國的不斷財務支助實屬必需，受助國亦須決心去保證 

外來協助的利用應能産生最大實效。

二二三 . 在理事會繼續辯論期間，國際銀行及其 

聯繁機關對發展中國家的廣續擴大協助頗受各方歡 

迎，許多國家代表璧於本年度內三個國際機關的事業 

在質舆量兩方面都很有進展，表示滿意。若干代表對 

於國際銀行爲應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請求而擔任的 

關於改善資易及綴濟發展情況的幾項班究的結果，表 

示深感興趣。各方認爲國際銀行與新設置的賈易及發 

展機關務須在聯合國系統內建立彼此間永久關係。若 

干代表欣悉國際銀行国然繼續特別重視對基層結構建 

設的投資，但亦已開始對農業與敎育益感興趣。他們 

也歡迎國際銀行及其聯繁機關增進參加對製造業篇供 

資金，尤其是綴由國際銀公1 ]來辦理。

二二四. 在答覆各方於討論斯間所提出的問題 

時，國際銀行行長同意國際銀行及其聯繁機關特別重 

視幫助在發展中國家內建立充實基層結構，因爲如果 

沒有基層結構 , 工業化使不能推進。他本人画信奉私 

人企業，但是以國際銀行行長的立場來說，他確認對 

於採行他種制度的國家不應不予以貸款。

二二五 . 理事會在決議案一0 五二 (三十八)中表

示璧悉這三個機關的報告書。

第三節. 國際货幣基金會報告書

— — » I .
— - . 國際貨幣基金會(基金會)一九六四年0  

月三十日届終會計年度常年報告書及一九六四年五 

月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期間基金會工作提 

要 綴 理 ♦ 會第三十八屆會予以时論。7

二二七 . 在向理事會提出報告書時，基金會總輕 

理歡迎設置聯合國資易及發展會議作爲大會的一個機 

關，並表示深信基金會與資易及發展委員會之間將建 

立密切的合作關係。

二二八 . 總經理說明，雖然一九六四年始終在大 

體上維持着一種繁榮的氣氛，初級産品同時也享有一 

般良好的市場，但到了該年度將終時，擴張之勢已喪 

失其一鄧分推動力。若干工業國家遭遇國際收支差額

6 國際貨幣基金會，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曰届終會計年度 

執行董事常年報告書 (華盛頓)，及一九六四年五月一日至一九 

六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期間補充參考資料，經秘書長以一件節略 

(E/4003 and A dd.l)遞送理事會。

方面的困難。工業國家綴濟活動的繼續擴張促成國際 

資易在數量與慣値兩方面的大量滑加。同時，初級産品 

輸出慣値的上升，使發展中國家大體上在一九六三年 

全年以及一九六四年的大部分都能增加它們的外應準 

備，但是在一九六0 年將終時，此等準備便停止境長， 

在許多國家內竟開始下降。

二二九 . 一九六五年，世界輕濟進入了一個較爲 

困難的階段。事態的發展將繁於若干主耍工業國家旨 

在控制國內成本與物慣上漲K 力的努力對國際經濟所 

生抑藍性影響是否較其他國家一一主要是加拿大、義 

大利、日本及美利堅合衆國—— 期將發生的擴展性影 

響所能抵銷者爲大。無論如何，初极商品生産國家的 

一九六五年度的國際收支差額情形可能询比一九六四 

年還來得不利，因爲對初級商品的需求旣下降，而此 

等國家的輸入又上升；它們所持有的外應頗似將告淨 

減。

二三0 . 講到基舍會的工作，他指出一九六四年 

度的主耍特點是基金'會曾予工業國家以大量財務協 

助。工業國家的集體情況具有特殊意義，因爲大部分 

是由此種情況來決定世界經濟的氣氛：此等國家估世 

界輸入約百分之七十，又是非工業國家所出售的貨物 

的主耍市場。先進國家對於發展中國家的助益無過於 

保證後者能够插足日慈增長的市場。發展中國家的經 

濟增長與繁榮是健全的世界經濟的基本條件。發展中 

國家需耍資易途侄去推進它們的經濟擴張，而此等途 

爸又是工業國家商業結構中的必需部分。世界經濟 

相依這個槪念就是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的哲學基 

礎。

二三一 . 關於發展中國家，各方感到特別關切的 

問題是關於外債本息的償遺，通貨膨服以及需耍改進 

貨幣與財務管理等事。基金會於一九六四年設置的中 

央銀行事務處及財政事務部都積極地就中央銀行間 

題、賦税問題、捐税政策及預算控制等事項向發展中國 

家提供意見。就此而言，基金會財政事務部與聯合國 

有密切的工作■ 係。此外，基金會已設置一國際貨幣 

基金研究所去負責辦理基金會的一切訓練工作。

二三二 . 最後，總經理提及擬請將會員國緣敦額 

普遍滑加百分之二十五的提案，另有十六國因其最近 

輕濟發展而使其緣敦額被認爲與現實並不相稱，故擬 

作較大增加。如果所有擬議滑加都付諸實施，則纖敦 

總額將從目前約爲一六 , 0 0 0 , 0 0 0 , 0 0 0 美元 

水平升至二一 , 0 0 0 , 0 0 0 , 0 0 0 美元水平。緣



款額的增加是國際貨幣制度繼續演進中的一個步驟。 

連同有關國際財政合作的其他最近實際事例，這些都 

是指明現有國際貨幣制度能够循序演進的令人欣慰的 

跡象。

二三三 . 在辯論過程中，許多代表都嘉許基金 

會，因爲它努力擴滑它的活動，使其活動多樣化而能 

適應先進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兩方面的常在變遷中的 

需要。有人指出關於緣款額的建議頗合時宜，並充分 

表示各方對於有需增進國際償付能力一層的意見是一 

致的。若干代表强調重視基金會的任務，並提請大家 

注意它對於發展中國家貨幣問題的解決能够直接並 

協同其他國際機關作出特殊貢獻，又請大家注意它對

於發展中國家擬訂健全財政與貨幣政策所能提供的協 

助。

二三四. 總經理在答覆各方於討論期間所作評論 

時稱，他深知需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實際協助。基金會 

曾對工業化程度較高國家提供較大協助，因爲它們的 

貨幣問題重大得多，影響到整個國際貨幣制度。仍以 

基金會爲中心的現行貨幣制度應續求發展與改進，不 

宜廢止而以另一不同制度代之；大家對它固可加以批 

評，但在長期改，尙未達成之前，孩須設法使它能繼 

續發生作用。

二三五 . 理事會於決議案一0 五一(三十八）內表 

示璧悉基金會的報告書。



第千章 

E 域合作'
二三六. 理事會第三十九屆會接到各匿域經濟委 

員會的常年報告書並聽取歐洲經濟委員會、亜洲遠東 

緩濟委員會及非洲經濟委員會執行秘書和拉丁美洲輕 

濟委員會助理執行秘書的陳述，分別敍述檢討期間內 

各該委員會工作的主耍特點並摘述各自區城內經濟情 

勢的發展。委員會各報告書摘耍見下文第二三九段至 

第三一0 段 ；各執行秘書陳述的大意載於第三一一段 

至第三一四段內。關於歐洲及亜洲遠東綴濟調查的摘 

耍，見第四章。

二三七. 理事會又接到秘書長關於分散維濟及社 

會工作和加强匿域輕濟委員會及聯合國駐貝魯特事務 

處問題報咨書 (EA*075)„1這件應大會決議案一九四 

一 (十八)之請遞送的報告書檢討了反映在區城階層所 

採主動的區域工作，並指出分散辦法如何影響了秘書 

處各主耍活動部門工作的處理情形。

二三八. 理事會又接到依照大會決議案一八二三 

(十七)遞送的區域經濟委員會執行秘書會議的報告書 

(E /4093)„ i在該報告書內，秘書長摘述了會議特加討 

論的共同關切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科學技術適用於 

發展問題豁詢委員會的建議反映於工作方案內的情形 

和各區城秘書處、會所秘書處、諮詢委員會及各專門機 

關間合作的各方面；經濟預測工作的協調；聯合國資 

易及發展會議與各IS域終濟委員會秘書處間合作上需 

特加考慮的各方面，尤其是關於發展中國家輕濟統壽 

的問題 ;社會事項 ,特別是關於®城發展研究及訓練方 

案 ；業務方案，包括與世界糧食方案之合作；及聯合國 

訓練研究所與各直域輕濟發展研究所間的合作問題。

第一節 . 各 I I 域經濟委員會報告書

歐洲經濟委員食

二三九 . 如在其常年報告書( E /^ 3 1 )2中所指出， 

歐洲雜濟委員會(歐經會)第二十唐會審查了它的輔助

* 大會第二十届會的臨時議程載有分散聯合國之經濟及 
社會工作 " 一項目。

1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附件，議 

程項目十三。

2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雇會，補編第三號。

機構的工作和整個委員會的工作，並根據"一九六四 

年歐洲經濟調查 " (E/ECE/572)3檢討歐洲的織濟情 

勢。委員會又研討了理事會和大會關於它的工作的決 

議案；它自己對旨在協助發展較差國家的聯合國方案 

的貢獻；它與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有關的活動；它 

依據大會決議案一九四o ( 十八)就工業發展部門的活 

動所採行動；及下文所述其他問題。

二园0 . 在通過議程前，若干代表團說，德意志 

民主共和國滿足了在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平等的基礎 

上與委員會合作的一切耍件，應立卽准予參加歐綴會 

的工作；委員會應請理事會安排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 

參加歐輕會，一如其以前爲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所作的 

安排。其他若干代表團說，該領士的代表可以依照委 

員會任務規定第十條完全自由地參加它的工作；該領 

土的國際地位旣無變更，卽無更改此項任務規定的正 

當理由，在該論壇上提出這個問題殊無意義。

二四一. 委員會通過了一系列關於其工作的決議 

案 (E//K33 I ,第三編）。在第一個決議案中，委員會建 

議理事會不遲於一九六七年召開一個會議，以使蹄訂 

一件或兩件新的國際約章，以眷代一九四九年公路交 

通公約及一九四九年公路標誌與信號議定書。它建議 

理事會應請各匿域綴濟委員會研討秘書長所擬公約草 

案中的技術性規定，並及時提具必耍修正案藉供該會 

議赛查。4

二四二 . 至於工作方面，委員會請執行秘書將聽 

其支配的資源首先分配於永久性工作及應優先處理的 

問題，並希望會員國政府對秘書處提出的關於從事研 

究的請求會集中於主耍的問題。它促請其輔助機構注 

意仍須繼續努力完全取消—— 或延至日後進行一 -任 

何次耍活動；並請它們於決定設置一工作小組從事一 

項非永久性é 特定工作時，在該工作小組的任務規定 

中，明確規定給它多長的期間，以完成其工作。

二四三 . 關於水資源的利用問題，委員會贊同一 

專設政府專家會議所通過的採取進一步行動的建議，



和執行秘書關於歐經會此方面的可能行動與其他國際 

機構的行動相協調的提案；委員會請執行秘書將道些 

建議和提案付諸實施。

二E 四 . 委員會請執行秘書考慮各項安排，藉使 

其他區城的發展中國家的專家能參加委員會所組織 

的、彼等或感興趣的研究旅行。

二四五. 委員會決定對與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 

有關而屬於委員會任務規定範圍內及屬於其輔助機關 

範圍內的那® 活動，繼續予以高度優先地位；與新成 

立的賈易及發展理事會維持密切合作，並爲此目的對 

於聯合國主管主耍機關就賈易會議的工作委託絵委員 

會在其職權範圍內的任務予以承擔。它請執行秘書對 

於綴由輕常途徑向他提出的請其就賈易會議的計劃或 

研究提供協助的請求，從速予以響應，並就此事在其 

職權及資源範圍內於切實可行的情形下提供最充分的 

合作。它請賀易及發展委員會於其一九六五年十月間 

的會議上參照委員會第二十屆會的討論，且在不妨礙 

會員國政府對資易會議個別建議所持態度的條件下優 

先詳細研究該會議的建議，並繼續進行其活動，以期 

實施這些建議。委員會復請其會員國'向執行秘書提送 

意見，指出依照理事會決議案一o o o ( 三十七)賈易 

會議的何項建議可由賈易及發展委員會加以研究；並 

請其所屬委員會除爲實施歐綴♦ 決議案九(十六)決定 

提出的其他任何建議外，擬具適當建議以期協助消除 

發展歐綴會會員國間賈易的綴濟、行政及資易政策方 

面的障礙。它請執行秘書就其決議案的實施情形向委 

員會第二十一屆會提具報告。

二四六. 委員會又請其所屬資易及發展委員會向 

專設東方國家與西方國家賈易問題研究團指出其應專 

心致意的工作領城，以期便利賈易及發展委員會爲實 

施歐綴會決議案九 (十六 )而擬訂其他特定建議。它決 

定該專設團應再繼續設置一個時期。它請執行秘書請 

會員國政府向資易及發展委員會主席指出它們希望請 

專設團從一九六六年初起集中注意的具體問題；訓令 

該專設團主席請未有代表參加該團而表示希望與該團 

諮商、或據該團的意見能對其工作作出特定貢獻的會 

員國專家，於適當時機爲此目的與該團會見；又請執 

行秘書將各國政府對於該團第二届會報告書的意見 

(E/ECE/553及增編）遞送該團。

二0 七 . 在另一件決議案內，委員會請執行秘書 

就編撰研究報告供工業化間題區城座談會及國際座談 

會之用一事繼續協助土業發展中心及其他區城雜濟委

員會秘書處，並和它們合作。它請委員會所屬輔助機 

構對於能否就工業各部門對此等座談會之成功作出貢 

獻一點，予以適當考慮。

二0 八.委員會對於在最初二十届會中會員國間 

在經濟合作方面所獲良好成果，表示滿意。它重申信 

心，卽會員國政府當會繼續並加緊合作工作，並請它 

們就委員會的活動及從委員會所主持的IE域合作得到 

的利益，盡可能廣爲宣傳，尤其是在經濟界方面。'

二四九. 委員會決定將来歐經會各國政府高級經 

濟顧問會議舉行次數應予增加，以期變善實施長期工 

作方案，並爲此目的訂定一九六六年及一九六七年爲 

以後兩次會議舉行日期。

二五0 . 在自動化方面，委員會請執行秘書將最 

近它的輔助機構就此問題所撰一切主耍文件分發絵報 

告員，請他們加以評論；就他的進度報告書 (E/ECE/ 
567)中所提及的研究報告編撰詳細耍略，以便提送報 

告員會議 ; 召開報告員會議第二屆會，以使審查研究 

報告的初稿，並就自動化方面的進一步行動向委員會 

一九六七年第二十二届會提出提案。委員會請其輔助 

機構在其各自活動範圍內從事有關自動化的工作。

二五一. 委員會請執行秘書就各方在第二十屆會 

中提出的關於發展E 城經濟、科學及技術合作的提案 

編撰摘耍，以便遞送會員國政府，請它們就此等提案 

向他提出意見，如屬可能，並請它們就擔任研究所涉 

問題一事，表示其自己的意見。

二五二. 委員會所通過的其他決議案關涉化學産 

品的市場趨勢及遠景、空氣及水之汚淘、自動化問題和 

委員會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工作方案。

二五三. 委員會又就對外資易統計資料的可比較 

性、交換有關應用經濟學文件的科學提耍及機械和電 

機工程的進一歩工作，作成了決定。

二五四 . 在這一年中，委員會繼續和專門機關、 

原總以及各種非政府組織合作。它又在秘書處階層 

上，與聯合國系統外的若干政府間組織保持非正式的 

接觸。

二五五. 輕委員會加以檢討並在其報告書中加以 

敍述的輔助機構的活動中，有下述各項可予提及。農 

業問題委員會就發展農業及農業政策從事一年一度的 

情報交換，並與其他國際及區域組織密切合作從事其 

關於技術問題的工作。煤炭委員會對於有關煤炭工業 

效率進一步提高的一切主耍問題，續加注意。在檢时 

斯間內，曾舉行各國採鎭研究所街長會議及煤炭與煤



氣卽時爆發問題座談會。歐洲統計人員會議曾舉行第 

十二届全體會議。關於下述間題，亦曾舉行會議：公 

共部門統計、生産力統計 (與勞工組織聯合舉行）、電子 

資料處理、國民會計與差額及(與糧農組織及農業問題 

委員會聯合舉行 ) 農業人口普查。電力委員會到行了 

下述出版物：歐洲電力供應工業的情形及前瞻調查； 

歐洲鄉村電氣化情形調查；有關特定問題的報告；及 

國際電力供應合約的模範索引及訂正條敦。大量天然 

煤氣的輸送及儲蔵問題仍爲煤氣委員會所注意，該委 

員會在國際煤氣業聯合會的協助之下擬訂了關於利用 

國際管線輸送煤氣之國際安全守則。住宅、建築及設 

計委員會曾從事下述工作：建築及營造；住宅的社會 

經濟方面；都市更新及設計；住宅、建築及設計統計。 

它董申願意與理事會所屬住宅、建築及設計委員會和 

其他區域經濟委員會所屬類似機構密切合作。內陸運 

輸委員會繼續從事其活動，其目的尤在劃一內國交通 

及運輸條例和在歐洲區城內建立國療運輸制度，藉以 

便利國際上利用公路、鐵路及內陸水道運輸物資及旅 

客。此項工作包括制訂一件關於內陸航行船舶註册的 

公約，聽由簽署。至於鋼鐵委員會從事的研究，有關 

鐵礦保藏的經濟方面及與其他材料相比較鋼之競爭性 

使用的長期趨勢的研究報告，卽將完成。鋼鐵委員會 

的有些研究報告亦供國際及區域工業化問題座談會 

之用。木材委員會檢討了一九六H年歐洲已銀軟質木 

材、硬木 (包括熱帶硬木）、紙號木材及礦玩支柱市場的 

動向，並就一九六五年的前景作一評估。它又就歐洲 

膠合板、硬紙板及細粒板市場着手作一年一度的檢討。 

資易及發展委員會就歐洲各國間，尤其是東歐與西歐 

間賈易的發展，作了一年一度的討論。它又檢討了聯 

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的成果，並承認它對該會議工作 

所能作貢獻的重耍。此外，它又審查了專設東方國家 

與西方國家間資易問題研究小組爲實施歐綴會決議案 

九 (十六 )所從事的工作。

亜洲遗隶經濟卖員食

二五六 . 在這一年內，亞洲遠東綴濟委員會(亜 

經會 )的工作重點在加速和擴展區域及國際合作，進 

行此項工作時特別參照亜洲綴濟合作問題部長級會議 

和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的建議，以及有關國際合作 

年的方案。如在它的常年報告書(E/4005)5中所指出， 

亜經會依照理事會的建議重新安拂了它的工作方案，

該建議主張此項方案應按聯合國活動的依專門問題分 

類辦法加以編訂。亜終會根據"一九六四年亜洲遠東 

綴濟調查檢討了亜 g 會區域內的繞濟情勢。

二五七. 亜輕會通過了若千關於下述問題的決議 

案 (E/A005 , 第三編)—— 其主耍規定在下文中加以論 

列—— 內國發展計劃之區域性協調；工業發展及促 

進；亜洲鎭産財富之開發；應用科學及技術於亜經會 

各國的經濟及社會發展；亜洲建設銀行；聯合國賈易 

及發展會議；亜洲國際貿易博覽會；供技術協助用的 

資源、此等資源的協調及發展的部門。亜綴會設置了 

一個小組，研究它的地城範圍及會員國籍的推廣問 

題 ；該小組將向委員會次一届會提具報告。

二五八 . 亜綴會承認，擬議中的亜洲發展銀行的 

設置足以幫助動員新的、額外的資本，充未經現有機 

構壽供足够資金的各項計劃之用。它强調已發展各國 

的支持，對於擬議中的亜洲發展銀行，至爲重要。它 

設置了一個高級專家諮詢委員會—— 這些專家由錫 

蘭、印度、伊朗、日本、馬來西亜、巴基斯坦、菲律賓、越 

甫共和國及泰國政府指派—— 與亜維 會 ®域內各會員 

國政府、E 域外已發展各國政府及國際金融方面及其 

他方面機構從事諮商。該諮詢委員會被請就其諮商結 

果向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馬尼拉舉行的第二届亜洲經 

濟合作部長級會議提具報告；撰擬一件約章草案，並 

以其他方式就設置亜洲建議銀行的進一步措施的擬 

訂，提供諮詢意見和協助。

二五九. 亜織會研討了経濟發展中農業部門的作 

用，這個問題構成 " 一九六0 年亜洲遠東經濟調查"第 

一編中的一個課題。亜綴會區域內的農業生産雖然自 

從一九六一年以來第一次顧示顯著的恢復，可是此等 

國家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期間糧食生産的滑加率 

較人口增加率低很多，而一九六四年毎人平均糧食生 

産量仍在一九六一年水平之下。

二六0 . 亜綴會對於其區城內大多數發展中國家 

出口賈易增長的緩懷及其賈易條件的繼續惡化，深感 

焦慮。它着重指出迫切需耍採取實際措施，以便綴由 

國際合作使物價穩定於有利的水平；它强調對發展中 

國家提供國際協助及外國資本投資必須與加緊努力 

改善此等國家賈易機會一事，同時並進。委員會希望 

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及新成立的賈易及發展理事會 

會試圖達成此等改善，並爲更合理的國際分工及出産

5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屆會，補編第二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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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從事努力。它着重指出，爲了以强有力的方式 

處理亜綴會區城內發展中各國的工業化及出口資易的 

擴展問題，還必須使生産計劃與投資方案相協調，以 

期避免爲發展所作努力發生浪費性的董複情形。亜終 

會促請加强設置在秘書處內的輕濟預測及方案擬訂E  
城中心，俾它能纏常檢討增多對發展計劃的區城性或 

分區性協調卽足以導致相互利益的各部門和領域。它 

請執行秘書組織一設計專家工作團，藉使來自區城內 

各國的發展問題設計人員能計及其他國家的計劃，以 

期加以協調。

二六一 . 亜繞會歡迎大會決議案一九九五(十 

九），內中規定將聯合國資易及發展會議設置爲大會 

的一個常設機關，又資易及發展理♦會設置爲該會議 

的一個輔助機關。許多國代表認爲該會議的各項建議 

在許多方面雖倚不足以滿足發展中國家的期望，但是 

就諸如外界協助、償債事務、區城囊資及發展、發展中 

國家與國家間的航運及賈易等郡門而言，已有長足進 

展。希望已發展國家從速修改其賈易政策，俾以更大 

的貧易機會提供發展中國家。亜經會E 城內各發展中 

國家代表着重指出急須早日實施資易會議關於來自發 

展中國家的初級産品及製造品進入已發展國家市場的 

建議，尤其是關於亜經會與資易會議在政府間及秘書 

處兩方面合作辦法的建議，和關於在賈易及發展理事 

會的壽資及無形項目委員會下設置一航運及海洋運費 

率小組委員會的建議。亜ë 會察悉，亜綴會區域內發 

展中各國正期望歐洲經濟聯盟能配合聯合國貿易及發 

展會議的一般精神改變其政策方針，同時希望賈易會 

議及其機構對此等事項予以適當注意。

二六二. 亜綴會察悉泰國政府在委員會區城內各 

國支持之下，已安挑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至十 

二月十日在曼谷舉行第一屆亜洲國際資易博覽會。它 

促請所有委員國及協商委員國政府參加這個博覽會， 

在各該國內廣爲宣傳，並鼓勵和協助它們的工商組織 

參加。

二六三. 亜綴會注意到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團所表 

示的信念，卽這些國家在終濟結構上達成改變的最佳 

手段爲組由輸出發展，如聯合國資易及發展會議所强 

調的。各方認爲建立合辦工業企業是亜經會區城內發 

展中國家綴濟結構上達成適宜改變的一種尤其重耍的 

手段。除其他措施外，可用這種方式來促進此項合辦 

企業：將已發展國家以勞工密集方法製造較簡單的消 

費品的工厳實際地移轉給發展中國家。委員會察悉， 

一九六五年二月第一系列的工業促進會談曾於工業及

天然資源問題委員會第十七届會斯間舉行；它決定IE 
域工業促進及設計中心的當前任務應該是：宽集和傳 

佈關於內國工業發展計劃的情報並研究和分析此種計 

劃；從事工業各部門的研究，以期查明那些在合作方 

面最有希望獲得豊碩成果的部門；應E 域內各國之請 

向它們提供協助。

二六亜經會因靈於各區城綴濟委員會對於應 

用科學及技術於發展方面需要最高優先權的各部門的 

問題頗爲熟悉，故請執行秘書加緊進行秘書處有關發 

展方面應用科學技術問題諮詢委員會工作的活動。委 

員會贊同工業及天然資源問題委員會關於就亜洲離岸 

區域聯合從事地球物理調查的建議，並核准將贱風緩 

和及控制問題列入秘書處的工作方案。

二六五 . 亜綴會察悉關於亜洲公路、循公河下游 

流城及聯合國亜洲纏濟發展及設計研究所的三個區城 

計劃的進度。它歡迎亜洲公路餘調委員會的設立，確 

定了那個委員會的任務規定。它察悉關於循公河下游 

流城的工作已從研究階段進入實施階段。它歡迎若干 

國家及世界糧食方案所提供的進一步的協助。它對於 

亜洲綴濟發展及設計研究所在其成立後的第一年內的 

活動成績表示滿意，在這一年P3該研究所爲亜綴會區 

域內十四個國家的三十名官員完成了一般性高級訓練 

方案，並在印度尼西亜及馬來西亜兩國舉辦短期內國 

講習班，該兩國各有大約四十名官員參加訓練課程。 

澳大利亜及香港在届會上宣布對該研究所續有捐助。 

各方認爲該研究所可與亜緩會秘書處共同挤究亜輕會 

匿域內各國發展計劃的協調。

二六六 . 亜綴會贊同第六届水資源開發問題E 城 

會議的建議 (E/CN. I I /Ô78) , 並强調必須早日擬訂與 

內國全盤終濟及社會發展計劃相配合的長期水資源發 

展總計劃。它又確認需耍可靠的水文學及其他基本資 

料，以使擬訂水資源發展計劃。它察悉預防和控制土 

壤的墮化，是增加亜綴會區城各國農業生産的極重耍 

因素。蘇聯政府表示願於一九六六年舉辦一個關於這 

些問題的研究班。

二六七. 亜綴會建議各國加强或設置內國協調技 

術協助的機構，以期改善所有技術援助方案的組織、 

利用及管理；它請執行秘書商同並配合技術協助業務 

局、特設基金會、技術協助局常駐代表及特設基金會董 

事鼓勵並協助會員國查明它們對於技術協助的個別需 

耍，且將這些需耍併入與其內國發展計劃相協調的技 

術協助方案。它又請執行秘書與技業局及技協局合作



舉鮮關於內國技術協助協調問題短期研究班或工作 

團。它竭力主張在技術協助擴大方案下向匿域內各國 

提供的技術協助應在量的方面予以增加，這是因爲亜 

經會區域內各國對這種援助的需耍日益填多之故。它 

又表示希望在未來若千年中技術協助方案會進一步分 

1 :。它承認區城計劃、特別是區城顧問的功用，並認爲 

方案的擴大更有助於區城內各國政府；它强調分配給 

IE域計劃的款項應予增加，使它達到擴大方案下可用 

敦項總額的百分之十五的最高限額。

二六八 . 委員會於檢討亜綴會匿域內的社會情勢 

時認爲在諸如敎育及衞生等若千部門已獲有進展，然 

同時貧窮、飢餓、文盲及疾病等現象仍極廣泛。待辦之 

事筒多，且須從事大量研究工作，然後亜綴會區城內 

發展中國家繞能有信心地對影響其經濟增長的社會問 

題製訂出解決醉法。委員會注意到亜綴會E 城內大多 

數國家的人口有悬劇潛加的現象，至感焦慮，據各其 

中若干國家正採取措施應付這個問題。它又注意到近 

年來爲此目的已訂出更有效、更合適的方法。亜綴會 

歡迎秘書處在社會事項方面的工作，特別是它爲鼓勵 

舉辦專業性社會工作、敎育及社區發展問題內國研討 

會所作的努力。

二六九 . 亜g 會檢时了一九六圓年內糧農組織 /  
亜經會農業司所從事的工作，並請秘書處商同會員國 

政府探討能否爲從事農業資金之囊供及信用貧款的人 

員設置一 IE域訓練中心。

二七0 . 亜綴會於核准工作方案及優先次第時 

(E//KD05,第五編），表玩讚賞以優先地位絵予指向實 

際行動的計劃，並請執行秘書根據切實施行工作方案 

的需耍對秘書處加以改變及增翁。

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

二七一. 拉丁美洲綴濟委員會第十一届會於一九 

六五年五月六日至十七日在墨西哥城舉行。委員會 

全部審議情形載入其常年報吿書 (Ë/4032/Rev.l and 
Rev.I/Add. 0 , 7 內中並摘述去年所從事的活動及以 

後兩年的工作方案及優先次第。委員會的決定載入一 

系列的決議案(E /4 0 3 2 /R e v .l,第三編) 中。

二七二 . 本屆會的討論着軍0 個主耍題目：一般 

綴濟情勢、輕濟統壽、貿易政策及拉丁美洲的工業發 

展。

7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補編第四 

號及第四號A 。

二七三 . 委員會察悉，整個說來，拉緩會區域內 

的最近綴濟發展顯已變好，至少就目前而言，由來已 

久的不利趨勢業已成功地挽回過來了。因此，不是由 

於不利的綴濟情形鎭如此着重E 域統書的需耍。反 

之，它是拉丁美洲各國政府所表示的信念的結果：共 

同市場的方向是繼續進展的途淫。委員會在一件決議 

案內總結說明了關於統壽問題應從事的當前任務的迫 

切性質 ,該決議案除其他事項外,促請秘書處與拉丁美 

洲自由賈易協會及中美洲共同市場兩機構的秘書處密 

切配合，重行審查文件 E /C N .I2 /728內所載公式及 

可供選擇的其他可能辩法，同時適當地注意會員國政 

府、各拉丁美洲組織及專家最近所提具的研究報告、提 

案及意見；擬具短期及長期行動特定提案，以使推廣 

和加速統壽過程。爲此目的，拉綴會請秘書處召開一 

特別專家會議，於一九六五年七月舉行。秘書處受權 

設置適宜的專設工作團，負責研討統壽的特殊問題。

二七园 . 拉綴會在其辯論中特別關切發展較欠國 . 
家的問題，以及某些活動的發展缺乏適當市場的國家 

的問題。它請秘書處特別注意這些問題，編撰一件關 

於這些問題的研究報告，並召開一此等國家政府高 

級代表會議檢討該研究報告，就內中所載提議作成決 

定。

二七五 . 關於一般資具問題，拉綴會通過了一件 

決議案，內中確認一九六E 年十一月拉經會賈易委員 

會第四届會所達成的許多結論，並就下述事項規定一 

個特定工作方案：特惠制度；編訂拉丁美洲視爲輸出 

品加以重視的初級商品、製造品及半製品一覽表；及 

拉丁美洲國家出口商品的國際慣格的纖勢。它促請委 

員會會員國政府依照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的建議， 

特別儘先努力防止影響拉丁美洲出口資易的一切差別 

待遇，凡有此種差別情形的地方均予以消除。它又請 

賈易會議就消除差別待遇一事採取適當行動。

二七六 . 拉綴會於討論工業發展問題時，極注意 

理事會決議案一  0  二九 (三十七）及一 0 三0  C (三十 

七）。一般說來，它促請秘書處繼續編撰關於工業部門 

的研究報告，並續就這個問題的技術方面及工業化的 

過程從事研究，以便將此等報告提送訂於一九六六年 

二月在智利桑提亜哥舉行的工業化問題E 城座談會， 

藉爲工業發展中心召開的國際座談會作準備。敎育及 

訓練對於工業發展及統壽的重耍性，綴加以强調。關 

於道一點，委員會歡迎秘書處與文敎組織合作組織應 

用科學技術發展拉丁美洲會議—— 訂於一九六五年九



月在桑提亜哥舉行—— 和敎育部長及負責經濟設計部 

長會議。執行秘書被促請與文敎組織會商確保訂於一 

九六六年年中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召開的後一會 

議共同主持的辦法。委員會又關切一項需耍，卽促進 

部門性工業設計與區域性設計的切實統壽，和研討拉 

丁美洲區城內關於主耍商品賈易的趨勢及可能性，以 

使各設計機構較易利用拉丁美洲製造品賈易所提供的 

終濟發展方面的機會。

二七七. 拉綴會對工業統壽前景的興趣部分地基 

於一項事實，卽許多國家在進口品替代方面幾乎已達 

到最高限度，而最近縫進入工業化該階段的其他國家 

表示知道一點：如果這種過程在和早先相同的一般情 

形下繼續發展，就♦ 引起生産資源費用的增高、效率

到，在促進工業化方面正顯現新的機會和需要。它們 

所關涉的主耍是在此方面須由區域統壽負起的基本任 

務，和需耍加速拉丁美洲的滑長率、促進內部結構的 

改革，期使所得分配更加公平，因而對製造品的需求 

發生影響，並爲造成製造品的新的輸出流動作出更大 

的努力。

二七八. 拉組會對於與專門機關及美洲組織合作 

從事的那些計劃特惑興趣。它歡迎就研究熟練人力需 

耍及勞工費用一事與勞工組織的密切聯繁、與糧農組 

織共同繼續從事的努力、上述與文敎組織合辦的計劃、 

衞生組織與氣象組織在水資源研究方面的合作、以及 

衞生組織就住宅研究事宜所提供的協助。美洲發展銀 

行在技術及財政上對拉経會 / 研究所/美洲發展銀行合 

辦工業發展統壽方案受到歡迎，被認爲是協調努力的 

一個範例。

二七九 . 拉g 會對中美経濟統壽方案績有進展及 

中美綴濟統》總條約秘書處與拉丁美洲自由賈易協會 

秘書處間所建立的密切關係，表示滿意。

二八0 . 拉丁美洲經濟及社會設計班究所的工作 

綴加以檢討 (EA*032/Rev. I , 附件参) 。拉g 會尤感欣 

慰地注意到，該研究所自一九六二年成立以来工作不 

斷擴展，又在組織專門課程方面，愈加與專門機關合 

作。若干代表對於發展計劃的擬訂方面已獲的進展和 

以技術豁詢服務方式向他們的政府提供的協助，表示 

滿意。依照拉經會全體委員會決議案二二0(A C .52 ) , 

拉越會選出了研究所理事院的新理事：。

二八一 . 爲了確保拉組♦關於在區城基礎上的經 

濟統壽、國外資易及工業化的工作獲得足够宣傳起見，

秘書處被請在一九六五年年底前召開一少數嬉濟消息 

及宣傳間題專家會議，以期建議特定措施，俾使確保 

拉經會的文獻在拉丁美洲各教育中心及民間組織間適 

時而廣泛地傳佈。

二八二. 拉輕會又關切通訊對於區域統壽的重耍 

性，並請秘書處在其工作方案中列入該問題的有關拉 

綴會區城內通訊方面的研究及已獲進展。拉綴會又强 

調必須與國際電訊同盟最近所設拉丁美洲画：域電訊團 

從事有效的合作。

二八三. 拉經會計及理事會關於維濟及社會方面 

工作方案的指示後，很滿意地注意到秘書處編列其工 

作方案及優先次第的新形式，内中包括各工作部門實 

質費用摘耍和按計劃分的人員資源明細表。靈於自從 

一九五二年以来拉綴會工作方案係按雙年基礎編製， 

委員會決定毎兩年向理事會提出經委員會核定的詳細 

方案，在拉ë 會全體委員會所遞送的常年報告書內紙 

列入因全體委員會的審議而發生的那些修改。

二A 四 . 儘管對工作方案而言資源顯屬有限，然 

拉綴會仍請秘書處在總常基礎上就各方面研究卡里比 

安各國的綴濟問題和該地厲各國間以及最後此等國家 

與大陸拉丁美洲間更密切合作的可能性。拉終會備悉 

關於若干卡里比安國家的纏濟發展與貧易的研究報告 

(E /C N .I 2 /7 I 2 ) ,表示滿意；關係國家的代表對於拉 

經會爲分析此等國家的經濟而作的第一次嘗試，表示 

感佩。

二八五. 拉緩會欣悉列入技術協助方案的直域計 

劃的比率日益增加，這種增加反映拉綴♦技術協助方 

面活動的擴展。

二八六. 在第十一届會舉行時多明尼加共和國嚴 

重的一般政治局勢，對於拉綴會的春議有重大的影 

響。若干代表圃認爲，嚴格地說，拉經會會議雖係一 

個經濟性的會議，然在那種情況下耍把政治和綴濟問 

題分開是不可能的。它們就多明尼加共和國的事態聲 

明了各該國政府的立場。其他代表圓主張拉綴會的辯 

論應嚴格限於綴濟問題，並將政治題目完全除外。在 

屆會結束前，執行秘書通知委員會說，依照安全理事 

會所達成的一項協議，他被指派爲聯合國秘書長的代 

表，責責觀察多明尼加共和國的事態。

非洲經濟类員食

二八七. 非洲綴濟委員會於一九六五年二月九日 

至二十三日在肯亜的奈羅比舉行第七届會。非終會自



第六届會以来的全部工作情形，具載於其遞送理事會 

的常年報告書(Ë/A004)8內。

二八八. 非經會歡迎馬拉威和尙比亜爲新會員 

國，並承認坦尙尼亜聯合共和國爲一個具有單一實體 

的會員國，以替代業已組成一個政治聯盟的坦干伊略 

和尙西巴。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西南非的代表權問題 

暫從緩議，因若千會員國對於執行秘書一九六四年十 

月二日一面筒未表示其反應，而其他會員國提出的答 

覆也未明白表示其立場。

二八九. 非經會注意到執行秘書關於第六届會以 

來的工作報告(E/CN . 14/2<?4)、主管經濟及社會事務 

次長的一項陳述(E/CN . iVL.228)及拉経會第六届會 

主席的報告書CE/CN. I4/L.223)。

二九0 . 在隨後的關於非洲ë 濟社會趨勢及非經 

會工作的討論中，各方一再提及非洲各國間合作的必 

耍。大家强調一步一步地實行綴濟統壽和賈易、交通、 

工業、天然資源及發展設計等方面的配合努力的重耍 

性。這也正就是非綴會通過的大多數決議案的共同主 

題 (E /4 0 0 4 ,第三編）。

二九一 . 在一件關於經濟統» 的決議案內，非緩 

會於提及非洲國家對綴濟合作所已作的重大努力後， 

建議會員國從早發動彼此間的諮商，以期設置旨在促 

進各分區經濟及社會發展之協調的政府間機構；又請 

執行秘書就此項工作協助各國政府。執行秘書在關於 

此問題的一項陳述中提及非洲國家關税術語標準化方 

面的滿意的進展、非洲各國在國家閩合作一事上所顯 

示的主動精神愈症增多和雙邊方面對多國計劃提供的 

協助。事實上，璧於其本身資源的限度和請求類似協 

助的國家集團所提出的耍求日益增加，秘書處認爲宜 

將多國集團作爲最近將来它的許多活動的董點。

二九二. 非經會在一件關於統書設計及發展的決 

議案中，請執行秘書依一九六四年在達卡舉行的非洲 

設計人員會議的建譲在各分區儘早成立設計協調委員 

會，並就動員必耍人員一事設法取得聯合國特設基金 

會及其他主管機關的協助。可是，非經會有些會員國 

雖然同意經濟統囊作爲個別地和集體地加速非洲各國 

的進展的一種手段，至爲重耍，但它們希望分E 辦法 

耍很實際而具有伸縮性，以期確保達成非洲共同市場 

的最後目的。在討論中，各方一再提及必須取得聯合

經濟® 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補編第十

號 C

國和它的機關及其他方面的技術與財政協助，以使進 

行更多的具有多國性質的計劃。

二九三 . 非輕會通過了一些決議案，核准執行秘 

書爲設置一個中非分IE挪事處而採取的措施，並請他 

加强所有分區辦事處，俾它們能使非經會與各分IS的 

利益發生更密切的關係，迅速提供適合當地情況的技 

術檢助並 ï f 及分區目的與維驗藉使非經會的研究切合 

實際情形和具有稽極性。

二九0 . 非經會歡迎非洲建設銀行的設置，認爲 

它是動員資本和促進統壽發展的一種有效工具。非經 

會請會員國給予該機構以充分的支持。

二九五 . 在工業方面，非經會注意到北非協調工 

業發展機構的設置，和秘書處爲此目的在其他分區進 

行的組織會議活動。它促請執行秘書加速槍製各分IS 
的工業地圖，用作將來工業協調努力的準據。它提及 

巴馬科會議關於工業協調的建議，並强調必須研究工 

業資金的壽供及聯合管理問題，這些工業需耍較個別 

國家所能提供者爲廣的市場。它一方面備悉投資前的 

研究報告和方案擬訂情形，他方面促請注意一九六四 

年十一月在達卡舉行的非洲設計人員會議所提建議。 

它警告不耍讓分區辦法完全替代全洲辦法。它請會員 

國及協商會員檢討和協調其有關在® 濟方面對投資者 

及企業家提供鼓勵的工業法律及政策，以期避免非洲 

各國閩爲了爭取資本而從事的不健康的競爭，同時促 

進協調的發展。關於這一點，它促請注意華盛頓國際 

復興建設銀行最近的會議。

二九六 . 最後，非綴會很滿意地注意到理事會核 

准於一九六六年一月在非洲召開工業發展間題區城座 

談會的決議案一  0 三 0  C (三十七）、工業發展中心爲 

此目的提送大會的一項計劃和一項預算，及它自己的 

秘書處爲壽備該項會議與工業發展中心所從事的合 

作。

二九七. 非經會在一件就農業問題通過的決議案 

中建議，它的秘書處應與糧農組織合作,從事研究使非 

洲農業現代化的必耍措施、混合農作的各種問題及因 

結構方面的改革而引起的問題。它又建議發展應用研 

究、設置農業綴濟研究所和在專家協助下就下述問題 

作一廣泛研究：有關進口食品及農業原料的特定問 

題、對若干農業品所作投資的報酬、糧食加工及装赠工 

業和河海漁業。

二九八 . 非維會通過兩件關於運輸的決議案。一 

件顏請秘書處、各國政府及國際機關在技術及綴費方



面支持尙比亞 - 坦尙尼亜鐵道環的建築；另一件請執 

行秘書努力進行關於分區公路網的初步研究並將此等 

研究併爲一種非洲初步運輸f {•劃在一件關於電訊的 

決議案中，它迫切建議非洲各國對於*供電訊計劃所 

需綴費一事予以優先權，並積極參加國際電訊同盟所 

從事的設計工作。

二九九. 非經會反復地表示它很重視非洲支付同 

盟及沉非淸算制度的成立，藉以作爲鼓勵非洲各國間 

的貿易和加强非洲各國與已發展國家的相對地位的一 

種手段。它請執行秘書與非洲主管貨幣當局合作繼續 

進行此事。

三0 0 . 非経會認爲聯合國資易及發展會議雖未 

滿足非洲國家的期望，仍然它是一大進步，而且獲致 

了一® 董大的成果。

三0 — . 在統計方面，非綴會的成員核准秘書處 

的工作方案。他們在射論中强調爲了設計改善統計的 

重耍，特別是關於資本形成、物價指數及國民會計的 

統計。非綴會通過一件決議案，建議於現行協定期滿 

時將設在雅翁的統計訓練中心改爲非洲統計訓練 

所。

三0 二 . 對於技術上合格的非洲人的需耍一點， 

是非経會許多決議案一再指出的另一題目。非綴會服 

在各部門對非洲人提供各種水平的訓練便利爲應最優 

先舉辦的事項之一。它通過若干決議案，請執行秘書 

檢討非洲各國間能否相互協助和促進組成這種協助， 

並請會員國在主任秘書及專門機關的協助之下設置實 

施其訓練方案的內國機構，和採取步驟實施文敎組織 

與非緩會協力組纖的非洲有關研究、保藏及利用國家 

資源之研究與訓練組織問題國際會議所擬拉哥斯計劃 

中的建議。

三0 三.非經會建議會員國及協商會員國將識字 

方案列入其全盤發展計劃內，並請執行秘書研究如何 

增進識字對社會終濟發展的貢獻和協助各國政府在文 

敎組織世界識字實驗方案的範圍內擬訂本國計劃。

三0 四.非經會沒有通過任何關於社會福利或發 

展的決議案，因爲大體說來，它對於秘書處根據以前 

各届會通過的決議案擬訂的工作方案表示滿意。這個 

方案除其他事項外包括訓練社會福利工作專業及技術 

人員、消除經濟發展的社會障礙和減少迅速經濟發展 

所發生的不利社會影響。在這一切活動中，婦女的任 

務均予以計及。關於城市及鄉村的靑年問題亦曾加以

注意。在討論中提及的論點,包括需耍將發展的社會方 

面問題列入非洲綴濟發展及設計研究所的工作範圍。

三0 五 . 非總會依執行秘書的建議，核准了對其 

工作組織的一項重耍變更，並通過一件決議案實施這 

個擬議的變更。會員國間和秘書處內發生一種感想， 

卽委員會已達到能在非洲事務中發揮更多的業務方面 

作用的階段。執行秘書璧於這種感想，爱建議設置E  
城工作小組，由每一分區的各國政府邁選專家組成。 

非綴會已就下列各問題設置了工作小組：非洲內部賈 

易，包括關税問題；貨幣處理及非洲各國間之支付；工 

業及天然資源；運輸及電訊；人力及訓練；終濟統書； 

及農業。由非洲國家集圓代表的非洲團結組織所設十 

四國委員會將在貿易及發展方面發揮類似作用。各工 

作小組所需服務由非經♦秘書處會同非洲團結組織秘 

書處提供。

三0 六.設置工作小組以替代常設委員會的主耍 

目的在便利非輕會各項決定的實施。這些工作小組將 

集中注意力於非綴會所着重的特定問題，並使它們對 

這些問題的研究達到各國政府可作成具體決定的階 

段。工作小組的組織和它們所依循的程序，都旨在達 

到這個目的。由下向上，換言之，由分區階層向上建立 

起來的組緣，旨在擴大其對非洲大陸發展的貢獻，和提 

供經常性的機構以便就特定問題諸商各國政府並使它 

們的代表參加解決這》問題的任務。最後，它應該使 

非綴會和非洲團結組織在業務方面的合作更加有效。

三0 七 .非 經 會 蠻 於 其 活 動 在 組 織 方 面 的 變  

更—— 此項活動以兩軍爲準據，着重分區階層的工 

作—— 及其會議在物質及組費方面的開支，爱建議非 

組會的届會應每兩年舉行一次。在非綴♦不舉行會議 

的各年，執行秘書將商同主席就各輔助機構及秘書處 

的活動向理事會遞送詳盡的報告書。

三0 八 . 非終會通過一件決議案，請執行秘書商 

同非洲團結組織行政秘書長採取措施，明確規定該兩 

組織間的合作體制。

三0 九.非經會據告非洲綴濟調查的編撰工作卽 

將完成，不久應可就一九六0 年代最初數年非綴會區 

域內各國的發展情形提供一個報告，同時預測以後十 

年左右的動向。

三一0 . 非經會所屬輔助機構的活動、秘書處的 

行政結構及配置載員的情形，均敍述於委員會常年報 

吿書第一編內。



第二節 . 理事會的討論

三一一 . 歐綴會執行秘書於第三十九屆會上提出 

歐緩會報告書(E/403 I )時指出在這一年內歐洲經濟 

的發展和前景仍舊如 " 一九六四年歐洲經濟調查"中所 

描述的那樣良好。西歐作爲一個分E 的預期增長率在 

百分之三至四間，一如一九六二年及一九六三年的情 

形；因此它比一九六H 年稍低。東歐方面自從一九六 

一年以来速度稍稍減緩，但大多數國家的毎年增長率 

仍舊很高，爲一九六五年擬訂的擴展率與一九六H 年 

實際達到的大約相等。雖然許多問題繼續發生，對此 

個別政府須綴常加以注視和留心，但西歐各國政府在 

使用聽其利用的經濟工具上顯示更大的技巧和能力； 

同時東歐許多國家正在擬訂或試驗新方法，其目的有 

二，卽在生産增長方面獲致更協調的平衡和刺激生産 

力的增加。執行秘書希望國際上對各國本國問題的 

討論—— 此種討論主耍按分區進行—— 最後能加以推 

廣，俾計及所有關係國家的需耍，在那種情形下聯合 

國及其經濟機關可被視爲合理運用的工具。執行秘書 

接着促請注意國際資愿中有驻顯著的趨勢。現有指數 

指出一九六五年歐洲及世界資易繼續擴展， 雖則一九 

六四年紀錄所顯示的高級增長率不會再度發生，尤其 

是因爲若干工業化國家的綴濟擴展率已綴緩慢下來。 

可是西歐範圍內的賈易似乎可能繼續激滑，並且進一 

步着重歐洲綴濟聯盟及歐洲自由貿易協會範圍內的賈 

易。一九六四年墻加數額比較小的東歐輸出資易又有 

重新激增的跡象。歐經會各國日益注意它們從發展中 

國家輸入的貧易量的境長。可是，發展中國家某些主 

耍輸出品償格的低廉，和某些工業化國家需求的普遍 

減少及牧支差額問題，使人對前途發生焦慮。執行秘 

書向遠處着眼，預料大多敷歐洲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得 

不愈加仰賴技術方面的進展和合理化，因爲人力資源 

的滑加淨額可能不够。因此他建議各種必耍的政策性 

措施應儘先加以研究，並於適當時機予以實施。爲了 

解決具有緩濟及按術性質的共同問題，歐經會各國間 

必須滑加合作，同時計及發展中國家對於高等工業技 

術轉讓的需要。執行秘書於檢討歐德會的活動時促蕭 

注意秘書處與各國政府經濟學家間接觸的增加可能産 

生的利益，他特別提及歐雜會上一届會所通過的一件 

決議案 ,1»內中促請歐經會各國政府的高等經濟顧間 

增加舉行會議的次數和擬訂他們的長期工作方案。他

0 E/SR.1381。
1 0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屆會，補編第三 

號，第三編，決譲案十一〔二十）。

又促請理事會注意歐總會關於召開會議商訂國際文書 

以替代一九四九年公路交通公約及一九四九年公路標 

誌與信號議定書的決議案及活動；歐經會資易及發展 

委員會下次會議將優先詳細研究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 

議在其職權範圍內的建議；延長研究東方國家與西方 

國家間賈易問題專設小組的設置期限；發展中國家專 

家參加歐經會組織的研究旅行；關於水汚渴控制及現 

有水資源合理利用問題；歐経會秘書處對工業化問題 

處域及國際座談會壽備事宜的貢獻。執行秘書在結語 

中强調一動：在一個爲政治分界和困難所困擾的區域 

內工作的歐經會，一直而且正在愈加被它的會員國政 

府用作它們爲許多問題合作的工具。

三一二. 亜輕會執行秘書於提出委員會的常年報 

告書 (E//)005) 時提及9區城內最近的經濟及社會發展。 

他促請注意一項事實，卽"一九六四年亜洲遠東經濟 

調查 " 特別着重討論經濟發展及農業部門的任務問題。 

雖然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的糧食生産增加了百分 

之四以上，但迄今爲止一九六0 年代農業的毎年增長 

率僅較人口增長率略高，而較發展十年所定目標低很 

多。一方面工業生産繼續按毎年大約百分之八的比率 

壇加，他方面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製造工業在全國産品 

中所估的一份仍舊較小。最近e 濟發展中最令人沮喪 

的一動，無疑地是國外帳項綴額藤欠的繼續一一在一 

九六0 年最初三季中這種« 欠幾達該E 域發展中國家 

出口收益總額的五分之一。過去E 年中此等國家將它 

們的出口貧易數量擴充了幾達百分之二十五，但由於 

所得單位偵格的不利觸勢，一九六四年它們出口品的 

收益僅較一九六0 年多大約百分之十四。自從一九六 

0 年以來，區城內各發展中國家由於其賈易條件的悪 

化而遭受的實際損失，幾達這座國家賈易廣欠額的百 

分之六十，和它們近年來所得外援的百分之五十。此 

外，區域內有些國家承擔一種付息還本的重貴，其數 

額達其出口品收益總額的五分之一。慶於這些困難， 

大會建議的已發展画家應以其國民總所得的百分之一 

作爲對發展中國家的接助一節，應立卽予以實施。執 

行秘書億及，亜經會區城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終了以 

來獲有矩大進展，尤其是資本形成已自國民生産總値 

的百分之H —增加到幾及百分之十五。他又着重指出 

公共部門在計劃的綴濟及社會發展中作爲主耍促成工 

具的新的重要性，以 及 ®城內爲改組機構而作的努 

力。E 城內發展中國家已將其毎年增長率的目標定爲 

百分之六點四，這個目標較發展十年所定的爲高。論 

及匪綴♦ 的活動時，執行秘書說，具有區域意味的計



劃已特加注意。一九六0 年亜洲綴濟設計人員會議建 

議內國發展計劃的區城協調，和 全 ®域以及選定國家 

一般及部門預測工作應加緊進行。爲了這個目的，亜 

經會秘書處內業已設置一 個 ®城終濟預測及方案擬訂 

中心。至於綴濟發展的社會問題，第一次向亜經會提 

出了一件關於® 域內社會情況的檢討報告。一九六四 

及一九六五兩年內，關於設置亜洲發展銀行一事已有 

重大進展。依照在馬尼拉舉行的部長會議所通過並經 

亜綴會贊同的區城綴濟合作方案，一個專家團業已成 

立 ；專家團建議該銀行應有資本十億美元，其中百分 

之六十由亜洲國家提供，其餘百分之四十由非亜洲國 

家提供。亜綴會又設置了一個專家諮商委員會，貴責 

就專家團的建議與亜洲及非亜洲各國政府協商、草擬 

亜洲建設銀行組織法草案和協助該銀行的設置。亜綴 

會也採取K 域綴濟合作的其他途括。執行秘書特別提 

及擬議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在曼谷舉行的 

亜洲國際賈易博覽會、循公河發展計劃的續有進展、亜 

洲公路計劃和亞洲經濟發展及設計研究所。他在結 

語中着重指出，對於全體人民而言，只有維由經濟發 

展及達成较高生活水準，國家獨立繞有任何眞正的意 

義。

三一三. 拉經會助理執行秘書於提出委員會常年 

報告書 (E//1032/Rev. I)9時，特別論述拉丁美洲對外 

部門的複雜情況及區城統» 政策。他指出一九六四年 

內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的一般經濟趨勢很好。一九六 

三年以前，整個拉綴會區城的綴濟增長率不斷下降， 

一九六四年開始的改善大體上多半是由於初級商品價 

格上漲。然這個因素不再發生一種强有力的效果，因 

一九六0 年下半年大多數農産品的價格已開始下降。 

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綴濟情況的改善係由於國內投資 

額有些增加、出口牧盘的滑多和在政府及國際金融合 

作方案下國際上所壽供的資金數額較多。大體說來， 

一九六0 年內若干國家的對外金融情形亦見改善，並 

能堵加輸出而無須謝諸補償金融措施。可是，國外金 

融趨勢絕不使人滿意；許多國家由於其累積債務的結 

果 ，不得不雜持、甚或推廣其輸入限制政策。再者，已 

有的改善非由於任何結構性的改變，乃由於一種上漲 

的物償趟勢，然這種趨勢已顧示逆轉的値向。一九六 

四年拉丁美洲各國出口收益已增加百分之五，就整個 

一九六0 年代而言年率爲百分之三動八。此項墙加數 

的一半係由於對其他拉丁美洲國家輸出的滑加，這種 

發展部分由於區域統* 政策。可是一九六E 年輸出收 

益增加的主要原因係輸出品償格的增加，因爲就整個

0 ；城而言，輸出量仍舊大致相同。該年輸出品平均償 

格已恢復一九五八年的水平，雖則較一九五0 年代前 

五年的水平爲低。因此，一九六0 年的賈易條件仍處 

於顧然不利的地位，後由於輸入品價格的遂漸上升這 

種情形愈加嚴重。拉丁美洲國家力圖用輸入限制及替 

代和向外借款的方式來應付國外部門所引起的問題。 

近年來已採用第三個解決此項問題的方法，卽在輸出 

品中列入製造品，藉使輸出品多樣化。可是拉丁美洲 

國家如果孤立地行動，就不可能克服障礙，也不可能 

希望與工業化國家的輸出品競爭和渗入它們的市場。 

他方面，拉丁美洲國家間的綴濟聯盟可使此項任務 

更易於實施，因爲在第一個階段，綴由區域市場的建 

立，國內市場卽可擴大，可以奉行一種區城役資的合 

理政策，可以交换技術及科學情報，且可達成規模的 

經濟。在第二個階段，綴濟聯盟的工業生産在世界市 

場上將有更大的競爭力量，這樣使可賺得迫切需要的 

外應。說到拉経會的活動，助理執行秘書促請理事會 

注意一項事實：現在吸牧秘書處大部分資源的計劃係 

由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和各項統壽計劃而來的補充 

研究，包括研究規定優惠待遇的制度、擬I t作爲出口品 

對於拉丁美洲特別重耍的商品、製造品及半製造品的 

品目單、和研究給予發展較差國家的其他減讓。助理執 

行秘書又提及拉丁美洲終濟及社會設計研究所所從事 

的工作和拉綴會秘書處與專門機關密切合作實施的各 

項計劃。他促請注意美洲發展銀行在技術及財政上對 

秘書處工作的貢獻，特別是對於拉綴會、研究所及美 

洲發展銀行主辦的統囊工業發展聯合方案一事。

三一四. 非経會執行秘書於提出委員會常年報告 

書 ( E / ^ 4)9時指出，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二年期 

間，所有非洲國家的所得毛額毎年約增百分之四，但 

由於人口的滑加，國民每人平均所得的滑長率不及百 

分之二，實際上若干國家的這種所得業已下降。比较 

少數國家的資料顯示一九六三年的國民所得上昇。直 

至一九六四年第三季度，綴濟情況續見改善；大體說 

來，非洲國家大致維持早先的滑加率。這種增長率形 

成的主耍原因爲世界對非洲出口品的需求的增加。可 

是，大多數非洲國家的依賴初級産品的輸出，使它們 

處於一種困難地位，它們的，長率過度密切依賴不定 

的外界力量。再者，生産初級商品的國家與已發展國 

家間賈易條件方面的長期不利趟勢，使人們對於直至 

那時爲止支配發展落後國家之墙長的那種國際專門化 

的利盖發生重大的懷疑。因此非洲國家在與其他國家 

合作之下試圖將它們的資易置於較穩定的基礎上，同



時減少它們對外界因素的依賴性。爲了達成此項任 

務，各非洲國家的本國綴濟在結構上必須加以變更， 

藉使不同部門愈加相互依賴，而較少依賴外國經濟， 

利用國外市場支接和加强國内綴濟。執行秘書接着簡 

短地檢討了非洲方面爲此目的正在採取的措施。他特 

別强調需耍探知非洲國家的實際及潛在天然資源，充 

分開發已知資源，和以足够通訊網供給該大陸。非綴 

會在該大陸的各分B；從事若千研究，藉以使利內國及 

E 域綴濟的統囊；在次一階段，當以整個大陸爲準據 

將各分區加以統壽。因此，非經會曾試圖綴由分區織 

濟調查及工業協調會議，以促進工業發展。此等調查 

及會議的目的在：指出協調發展的機會及需耍；遇規 

模的經濟至關重耍的情形時使利分E 工厳的設置；促 

進製成品及半製成品交換和在均衡發展的範囑內 

生産機器構成部分及設備。非綴會又協助各國訓練人 

貴,以使估計人力需耍和設置協調及管理訓練的本國 

單位，並實施若干公共行政方面的訓練計劃。執行秘 

書着重指出非洲國家允宜按合理價格取得足够的資本 

供應，又提及委員會秘書處在此方面所從事的各項研 

究。爲了按計劃的發展速度獲致必耍的資本，非洲國 

家必須動員國内儲金，並須取得較大規模的外接。可 

是大多數非洲國家動員國P3儲金的制度辦法極壞，而 

多半在雙邊基礎上的外按尙不充足。爲了應付這些問 ' 
題，尤須在貨幣及財政方面採取措施，包括設立中央 

銀行。執行秘書通知理事會說，非經會正在考慮設置 

一非洲經濟合作理♦ 院，在該理事院的指導之下捐助 

國與受助國雙方當試圖促進外援之流入。非洲各國亦 

正加緊進行雙邊賈易和彼此間以及與世界其他國家間 

的支付協定，以期解決因長期收支不平衡而發生的問 

題。它們又在非洲範圍內或與歐綴盟國間組成總濟集 

團。然歐綴盟與若干非洲國家間的聯合被認爲足以引 

起非洲國家間經濟合作上的困難，且不論此種聯合對 

於非洲參加國家如何有益，就長期而言對於發展中國 

家的利签可能有損害；聯合國資易及發展會議所提供 

選擇的維法已到須作決定的時候。執行秘書又提及非 

經會秘書處關於公共財政及設計問題的活動；關於這 

一點，他摘述非洲綴濟發展及設計研究所和非洲設計 

人員會議所從事的工作。他在結論中說，非洲正在遭 

遇該 IE域經濟發展方面的眞正問題，深知它需耍世界 

其他地IS的協助。

三一五. 理事會中就各區城綴濟委員會的報告 

書 所 作 » 論，着重各該委員會在爲確定發展的戦略

E 城和爲協助它們的地區內各國所作努力中遭遇的共 

同問題，也着重毎一個別地區的特點。各方承認，發 

展中國家愈加一致地察覺到設計、統壽及結構改革等 

觀念的意義和重要性，應繼續特別努力發展E 城性及 

國際性合作方法，尤其是在賈易、工業化及資金囊供 

方面。各國代表又强調此等方面之間的密切關係，須 

同時採取行動。關於這一點，他們對於各委員會及其 

秘書處爲加强IS城合作的工具—— 特別是各區域發展 

銀行及區城經濟發展及設計研究所—— 而從事的工作 

表示讚賞；他們稱讚各區城秘書處協力壽傭工業發展 

問題區域及國際座談會。他們又指出，如果耍達到爲 

發展十年所定目標，就應特別注意第一属聯合國賈易 

及發展會議的建議和該會議與各匿城委員會就政策事 

項密切合作的需耍。在辯論中，曾 f t論到非洲及拉丁 

美洲區城的及分區的経濟統壽的重要。雖然一位代表 

認爲全大陸的綴濟統壽政策及蔑親某些綴濟現實，因 

爲它等於使經濟考慮服從政治考慮，但其他代表認 

爲這種政策是合理的，因爲需耍建立新的輕濟基層結 

構、使利工業化和確保綴濟發展的較佳條件。

三一六. 若千代表提及秘書長關於事權分散問題 

的報告書(B / 0々75) , 並核准爲加强各區域經濟委員會 

在終濟及社會方面的地位及任務而採取的f 施。他們 

都認 爲 ®城秘書處與會所間關係的確定和澄淸方面已 

輕有了進展，並强調它們的活動必須是相輔相成的。 

一位代表於完全贊同聯合國胜貝魯特輕濟及社會事務 

室的工作並促請加以擴展時，指出該事務室的職權太 

小，不能與直域委員會相較，因爲它的發動力只能來 

自聯合國秘書處，而不能來自® 域內各國。若干代表 

對於各區城委員會執行秘書會議的報告書 (E/W 93) 
表示讚賞，並强調該會議的重耍性，因它提供了一個 

機會使秘書處高級人員得交换意見並確保其工作方案 

獲得必耍的協調。

三一七. 各國代表於檢討各園域綴濟委員會的工 

作時强調歐經會在鼓勵歐洲合作方面的獨特作用。各 

方確認，委員會中具有不同經濟及社會制度的各國間 

意見的交换，産生了豊頓的效果，且已導致令人鼓舞 

的進展，特別是關於研究擴展東方國家與西方國家間 

的賈易間題，並使大家更加知道在有關科學技術問題 

上從事合作的日盖增加的重耍性。

三一八. 各方特別讚揚亜綴會就舉辦大規摸直域 

計劃一事與E 城內各國提供的協助，特別是亜洲發展 

銀行、循公河發展計劃和亜洲輕濟發展及設計研究所。



各方對於有些因素的嚴重性至表關切，這些因素至少 

部分地說明亜經會區城在達成發展十年目標方面爲何 

進展遲緩，特別是賈易條件的惡化、人口的迅速增加 

和外幣的缺乏。亜輕會爲應付這個最大、最靡雜的直 

城的艱巨工作所作努力極受讚賞。

三一九 . 至於拉綴會，理事會很重視它爲協助匿 

域內各國政府進行輕濟統壽而作的不斷的努力以及它 

的秘書處所作—— 特別是在綴濟設計方面—— 研究工 

作。

三二0 . 各方對於一項事實頗表讚賞，卽非綴會 

正集中其活動於訓練熟練人員和經濟統囊所必耍的探 

究工作，對北非洲國家極爲重視。若干代表指出，非 

經會促進協調的處理方法，卽係減少孤立發展的危赚， 

同時協助區域內國家集中力量建立基層結構，此仍係 

非洲的主耍事業。後緩指出，非經會是一個可貴的途

經，可藉以散佈關於發展過程的主意及技術和集中多 

邊技術協助。若干代表强調必須加强委員會與非洲團 

結組織之間的關係，並對委員會上一屆會所作關於設 

置工作小組和舉行雙軍届會的決定，表示滿意。

三二一 . 理♦ 會於其決議案一 0 六三(三十九）、 

一 0 六四(三十九）、一 0 六五(三十九)及一  0 六六(三 

十九 )中分別備悉歐綴會、亜經會、拉經會及非經會的 

常年報告書，並認可它們的工作方案及優先次序。理 

事會於決議案一 0 六六(三十九)中又對非經會關於在 

封非洲輕濟及社會發展有重耍關保的若干部門設置工 

作小組的決定，表示歡迎；它備悉非經會每兩年舉行 

届會的決定，並請該委員會執行秘書於豁商其會員國 

政府後向委員會第四十一届會提具詳細報告書；它又 

請非綴會就在其不舉行全體會議的那些年份向理事會 

提具報吿書的程序，作一決定。



第千一章

技術合作方案

第一節 . 聯合國技術協助方案 *
三二二. 理事會在第三十九届會審議了  1按術協 

助委員會報告書(E/408I)2 及秘書長關於聯合國技術 

協助工作的報告書（E/A0I6 and A dd.l)。2 秘書長報 

告書敍述在一九六0 年內所執行及爲一九六六年所建 

議關於經濟及社會發展、公共行政、人權方面的諸詢服 

務及麻醉品管制的工作。

三二三. 一九六四年技術協助的支出計二千零四 

十萬美元，而一九六三年爲一千五百七十萬美元，一 

九六0 年爲九百十萬美元。一九六四年數額中包括： 

綴常方案下的支出六百四十萬美元，技術協助擴大方 

案下的支出一千零五十萬美元，又在信託基金挪法之 

下執行的各項計劃共支出三百五十七萬美元。在後一 

數額中，約有二百萬美元係用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的。

三二四 . 在經濟設計、工業及資源發展、統計、住 

宅及社會發展方面，一九六园年支出數字大爲增加。 

在緩常方案之下，工業方面的支出計五三九 , 0 0 0  
美元，爲一九六五年方案列有八0 七，0 0 0 美元，爲 

一九六六年擬請核撥一 , 0 五0 , 0 0 0 美元；對於各 

國政府在此方面所提申請予以特別優先的辦理次序。 

訓練工作受到特別注意；一九六四年綴常方案及擴大 

方案下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係充研究獎金及 

研究班與其他團體訓練工作參加人員之用。所給獎金 

總共在二，三0 0 名以上，其中半數左右係用於進入 

大學、研究機關及公敦企業的個人研究獎金。

三二五 . 全部款額用於涉及兩國或兩國以上的1E 
城計劃的比例一九六四年較之一九六三年增加，其中 

許多計劃關涉在運輸、貿易、能及流域發展等方面的共 

同行動的措施。

三二六. 技協委會並據有秘書長爲一九六六年輕 

常方案所提提案(B /A 0 i6 /A d d .l) ,以待核定。所建議

* 大會第二十届會的臨時議程載有 " 聯合國技術合作方案 "  
一項目。

1 E/TAC/SR.34S-349; E/SR.1380。
3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附件，議

程項目十五。

的支出共針六百四十萬美元，此係理事會於一九六四 

年依循委員會之建議核定的一項預計數字(理事會決 

議案一0 0 八 (三十七））。此類提案係根據受助國的 

申請，依照優先次序排列，並根據各區域経濟委員會 

的請求。一九六六年方案最初的分配情形如下：終濟 

發展三 ,三三六，三0 0 美元；社會發展一，九一八，八 

0 0 美元；公共行政八八九，九0 0 美元；麻醉品菅制 

七五 , 0 0 0 美元；人權方面諮詢服務一八0 , 0 0 0  
美元。委員會循婦女地位委員會之請求，建議於一九 

六六年召開婦女公民及政治敎育工作會議作爲一項額 

外計劃，此項建議業經理事會核准 (決議案一0 六二 

(三十九）,第毫編）。3爲人權方面豁詢服務建議的終費 

隨之增加四0 , 0 0 0 美元。因此，秘書長所提預算第 

伍編各款費用的分配情形如下：第十三款 (綴濟發展、 

社會發展及公共行政），六，一0 五 , 0 0 0 美元；第十 

四款(人權諮詢服務）,二二0 ,  0 0 0 美元；第十五敦 

(麻醉品管制），七五 , 0 0 0 美元；總共六，四0 0 , 0  
0 0 美元。

三二七. 爲一九六六年度預算第伍編綴費所建議 

的數額及用途，業經技協委會提出，並維理事會核准 

(決議案一 0 六二 (三十九）,第« 編）。理♦會並依照委 

員會的建議，核定一九六七年度經常方案預計數字六 

百园十萬美元（決議案一0 六二(三十九），第威編）。 

在委員會及理事會中均有三位代表在表決時素權，他 

們的理由是，技術協助工作的経費應出自自願捐款。

三二八 . 關於適用於預算第伍編的財務辦法，委 

員會與理事會欣悉委員會於一九六四年就擴大方案所 

採用的財孩條例及細則與適用於綴常方案的財務條例 

及細則二者間必須更可加以比較所提建議，已獲行政 

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贊同（E/A08I , 第五十八段）。 

據說秘書長擬向大會提出此類提案。

三二九. 技協委會接受了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 

員會就將執行擴大方案計劃的費用由參加組織經常預

又參閱第十三章，第十一節。



算及擴大方案分擔所提新辦法，准此，技協委會表示 

希望 ( E /W 8 I ,第六十二段），聯合國在新郝法之下收 

到的額外收入，可以直接而有效地加强技術協助工作 

的行政機構，特別着重於計劃的執行。

三三0 . 理事會贊同委員會的建議，卽由秘書長 

編製一項評估報告書，說明個別研宪獎金，及在人權 

方面的研究獎金方案之下所受訓練的利用；該報告書 

將於一九六六年提送人權委員會、婦女地位委員會， 

並雜由技協委會提送經濟壁社會理事會(決議案一  0  
六二 (三十九），第â 編）。

三三一 . 理♦會誌悉技協委會關於利用非政府機 

關可能供絵的志願工作者所作決定 (E /^ 8 1 , 第五十 

九段）。技術協助專員曾表示，他可能從事一項小提模 

試驗，而將結果具報技協委會。惟委員會認爲必須首 

先研究若干問題，包括：此種方案對協理專家計劃的 

關係；可能提供服務的各志願工作者的資格及其利 

用；以及爲捐贈者、受助國政府及國際組織擬訂的財 

務辩法。研究的結果須儘早具報技協委會。

三三二 . 理事會依循技協委會的建議，促請受助 

國政府、秘書長及執行主席注意是否可能在一九六五 

年及一九六六年内利用方案節餘或在核定方案中以相 

互替換辦法實行專門問題委員會所提出的若干關於技 

衛協助的提案(決議案一0 六二 (三十九），第査編）。

三三三 . 理事會依循委員會的建議在決議案一0  
六二 (三十九)第威編中表示希望，在擬訂技術協助方 

案時，受助國政府、秘書長(就一九六七年度預算第伍 

編而言）及技協局執行主席（就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 

兩年期間擴大方案而言)審愼考慮理事會所屬各專門 

間題委員會在其最近届會提出的提案。

三三四 . 理事會在決議案一0 六一(三十九）中備 

悉秘書長關於聯合國技術協助方案的報告書 (E/40I6 
and A d d . l ) , 至爲感謝。

第二節 . 技術協助擴大方案 *

三三五 . 理事會於第三十九屆會4據有技術協助 

委員會 (技協委會)關於其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所舉行届 

會的報告書 (B/3995),5委員會在那一届會中核定了一 

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方案，並授權分配一九六五年

* 大會第二十屆會的臨時議程載有 " 聯合國技術合作方案 "  
一項目。

4 E/TAC/SR.338-349; E,/SR.1380。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屆會，附件，議 

程項目十五。

款項，惟綴受助國政府請求、輕技協局執行主席核定 

的 ,並在適當期間向委員會具報的任何方案的變更,則 

不在此限。理事會显據有技協局向技協委會提送的一 

九六四年常年報告書 (E/402I /R ev. I )6及技協委會關 

於其一九六五年六月所舉行屆會的報告書(E/408I ) 。5 

理事會認悉，委員會在其届會期間審查了執行主席 

的開幕詞 (E/TAC/L.352)及他在一九六四年內爲一 

九六五年頭四個月所作臨時撥款的報告書 (E/TAC / 
L.348及 3 9々)及爲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與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期間所 

作方案上之變更(包括機關閒的流用敦項在內)的報告 

書 (E/TAC/L.350 及 350 。委員會又曾春查技傷局關 

於一九六五年及以後各年行政及業務費用分配問題的 

報告書(E /T A C /I52) 。最後，技協委會曾審議技術協 

助擴大方案十五年檢討(E /T A C /153 and Add.l)。兹 

將技協委會所作決定及建議及理事會就之採取的行動 

說明如下。

一丸六三牟至一丸六四年工作換封

三三六. 技協局就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整個 

方案的實施情形向技協委會提送一九六四年常年報告 

書(E/4021 /R ev. I ),«技協委會對於該報告書的格式及 

內容，表示滿意。委員會中各位代表對於一九六三至 

一九六E 兩年期間擴大方案的繼續成長，表 欣 徹 ， 

此種成長可由所提供的專家人數及所頒發的研究獎金 

名額均在增加一事中獲得證明；惟所購置設備的價値 

則略見減低。委員會欣悉非洲在方案中所分到部分繼 

續在增加，但若千代表對於亜洲遠東及中東所分到部 

分在縮減，表示不安。

三三七. 委員會須就下一期方案的期間作成建 

議，因爲根據理事會決議案九0 九(三十六)，兩年方 

案擬訂的延展只以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兩年期間爲 

眼。若干代表認爲兩年方案擬訂的主耍優點是在'財務 

上延展截止日期以利用委員會爲實施核定方案所分配 

的款項。對此類財務辦法所引起的困難如可覓致解決 

之道，方案擬訂便可恢復一年輪流一次辦法，從而避 

免有擬訂一項爲期可至三年之久方案的必耍。其他代 

表們認爲兩年方案擬訂辦法具有嚴重的缺點，因爲它 

將使方案斯間所作變更次數墙加，並會引起接助數額 

自一年至另一年的波動。採用兩年方案擬訂辦法係爲 

達成長期計劃的設計，但如進一步利用計劃設計制度 

及毎年執行方案擬訂辦法，則可達成同樣結果,而無此

同上，第三十九屆會，補編第五號。



種缺點。委員會中一般認爲，如果沒有明顯的利弊存 

在，而多數參加組織又認爲最好採用兩年輸流一次方 

案擬訂辦法時，則應作爲試行性質繼續採用兩年方案 

擬訂制度，直至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兩年期間爲止。

三三八 . 理事會依循委員會的建議，決定(決議 

案一 0 五九 (三十九))將兩年輪流一次方案延至一九 

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但如大會通過關於合併特設基 

金會及擴大方案的決議案，以不妨礙方案菅理機關對 

於方案擬訂程序可能採取任何行動爲跟。

三三九 . 一般說起來，委員會對於專家任命數目 

的墙加，尤其是自發展中國家徵聘的專家數目及比例 

的繼續增加，感覺欣慰。若干代表認爲提供對等人員 

的辦法在許多國家中仍有尙待改進之處，耍方案達成 

其傳授技能於發展中國家國民的目標，在訓練對等人 

員询未成爲每一計劃的特徵以前，難望實現。若干代 

表對於有些專家長時期的任命，表示不安。

三四0 . 若干代表對於擴大方案之下研究獎金頒 

發數目的增加，固表欣慰，但認爲研究獎金方案本質 

的改進比較頒發數目的滑加更爲重耍。研究獎金如爲 

訓練接受專家協助的計劃中對等人員而頒發，則其得 

到的收獲爲最多。

三四一. 有一位代表促請委員會注意歐洲綴濟委 

員會關於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專家參加該委員會所組織 

研究旅行的一項決議案。7他建議技術協助方案的執行 

機關商同各處城纏濟委員會執行秘書及貝魯特聯合國 

經濟及社會事務處，應考慮是否可能資助來自有關E  
域以外的關係國家專家參加各區城綴濟委員會所舉辦 

的研究班、課程及研究旅行。

三四二. 多數代表對於工業化方面的計劃在方案 

中所分到部分不斷在降低，尤其塵於若干聯合國機關 

建議應更加着重於此方面工作，表示不安。工業發展 

間題委員會最近建議，工業發展處職員應派駐各常駐 

代表辦事處，俾協助各政府發展此方面的tf■劃，委員 

會對此建議特別欣慰。技協委會並贊同工業發展問題 

委員會的下列意見，卽在工業發展方面所給與協助的 

比例至少應該加倍。

三四三. 常年報告書中指出在擴大方案下根據償 

還辦法申請協助的國家數目一九六三年爲五十七，一 

九六四年爲六十九，而一九六二年則爲四十二。一般

7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屆會，補編第I 
號 ，第参編，決議案四 (二十）。

而言，委員會對於此種翅勢感覺欣慰；此種趨勢具體 

說明了參加組織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協助甚受歡迎。

三K 四 . 委員會强調，當地的读調對於方案的有 

效設計及實施極關重耍。各參加組織確認，它們正在 

繼續竭力改進它們與外地常胜代表之間的有效關係。

三四五. 委員會中若干代表欣悉地勸專家的工作 

可繼續獲得靑年服務有益的襄助，那些靑年服務是由 

五國政府提供，擔任協理專家職務對於加入計劃的參 

加組織或受助國家均無須支出任何費用。若干代表促 

請提防專家專業標準的降低，認爲不應用協理專家接 

替或替代專家，並建議在徵聘屬於協理專家類的人士 

爲正式專家時須謹慎將事。

三四六 . 有人强調必須加速徵聘專家。另有人認 

爲不應時時着重徵聘高級專家，而須更爲切合實際地 

設法邊選具有此項載位實際所需資格的候選人。委員 

會又提請注意須有充足資源供專家支配，以履行其職 

務，丽發展中國家在請求專家協助時又須考慮到是否 

可以獲得對等人員。

三四七. 一般對於常駐代表向受助國提供的事務 

日益重耍，感覺欣慰，此種事務本身便是一種技術協 

助。惟若干代表對於技協局外地辦事處的不斷壇加， 

表示不安，認篇將来應竭力加以限制。有一位代表認 

爲應盡可能利用爲若干國家服務的區城辦事處，而不 

爲毎一國家設置個別辩事處，同時，現有 "模範"挪事 

處是一種不必耍的開支。

三四八. 理事會依循技協委會的建議通過一項決 

議案 (一0 五七 (三十九)），其中理事會獲悉技協局提 

送技協委會的一九六四年常年報告書，表示欣慰。理 

事會又獲悉技協委會報告書(E /3995及 E /i ( 0 8 l ) ,亦 

表欣慰(決議案一 0 五六 (三十九)）。

擴大方案的避年檢前

三四九. 委員會中多數代表稱讚以技協局執行主 

席的名義發表的擴大方案頭十五年工作之檢討 (E / 
T A C /153 and Add.I) ,認爲該報告書對於擴大方案 

歷史的了解極有貢獻。執行主席指出，此項週年檢討 

在稍後階段將增添數章，由各參加組織本身說明它們 

在擴大方案之設計及實施上所作努力各項顯著特徵， 

以及對於所獲各項具體結果的評估。他預計全部工作 

可向大會第二十届會提出。

三五0 . 理事會通過一項決議案(一0 五八(三十 

九) )，理♦會在其中璧悉技術協助擴大方案的週年檢



討表示欣慰；感謝執行主席提出教報告書；並就執行 

主席及其屬員以及各參加組織秘書處十五年来所完成 

的圓滿工作，向他們表示嘉許。

三五一 . 委員會並據有執行主席關於一九六0 全 

年 (E/TAC/L.3幼）及一九六五年頭 gg個月（E/TAC/ 

L.349)所作臨時撥款的報吿•書。執行主席確認他臨時 

核撥敦項權力的重要性，這使他能爲提供短期協助迅 

速採取行動，以應付臨時緊急需耍。

三五二. 委員會並誌悉執行主席關於一九六四年 

十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E/TAC/L.350)及一 

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三 i ^一日（E/TAC/L.35I) 

期間所作方案的變更，包括機關間分配款項的流用的 

報告書。許多代表對於委員會爲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 

四年兩年期間核定的方案在實施過程中受到種種改 

變，感到相當不安。有幾位代表建議方案節餘毎隔一 

定時間應會同參加組織會員國政府予以檢討，以確保 

其盡可能最善之利用。

一丸六五年及以後各年各參加組殺行政及業務費用的 

分配數額

三五三. 委員會據有技協局關於爲一九六五年及 

以後各年各參加組織行政及業務費用分配數額問題的 

報告書 (E /T A C /I52)及行政及預算間題諮詢委員會 

提送大會關於間接費用的報告書(A/5842)。豁詢委員 

會發動此項研究係響應一九六二年八月所通過理♦會 

決議案九O O A (三十四) 。諮詢委員會建議：由擴大 

方案償還各參加組織的間接費用，就一九六五年而 

言，應按核定方案中計劃費用的百分之十三的比例， 

包括過去兩年的臨時費用在內，以後則按此種費用的 

百分之十四的比例；償還的比例於適用於各小画組織 

時應繼續有伸縮性，此類措施應由諮詢委員會於數 

年以後加以檢討，但此期間至多不出五年。執行主席 

指出，固然技協局多數代表認爲大可採用比較諮詢委 

員會所建議者更爲寬大的償還比例，惟技協局感覺 

技協委會或願建議理事會對諸詢委員會提案作有利的 

考慮。

三五四 . 技協委會多數代表支持技協局的建議， 

但許多代表對於間接費用分配款項有增加必耍，表示 

不安，因爲那會引起減少用於實地方案經費數額的一 

種影響。有幾位代表認爲對於自願捐款方案間接費用 

的整個問題値得再加以研究。兩位代表請執行主席 

擬訂減低間接費用的具體提案，爾有若干代表對於自

願方案間接費用增加的趨勢極惑不安，並說他們擬反 

對通過技協局所提關於行政及業務費的決議草案(E / 
^ 8 1 , 附件伍）。

三五五 . 理事會依循委員會的建議，通過一項決 

議案 (一0 六o ( 三十九 )），其中理事會決定：一九六 

五年特別帳戶爲各參加組織行政及業務費用分配的款 

項應爲一筆整數，相當於過去兩年核定實地(第一類） 

方案半數及過去那兩年技協委會爲臨時費用核定的數 

額兩者的百分之十三；一九六六年及以後，此項分配 

敦項應按此類費用百分之十0 的比例；款項分配於各 

參加組織的辦法視毎一組織爲第一類計劃費用分配的 

款項而定。理事會並決定，此項規定適用於較小里及 

較新機關(民航組織、萬國郵聯、電訊同盟、氧象組織、 

海事組織及原總 )時應有相當伸縮程度。最後，它決定 

此項款項中非各組織須用作行政及業務費用的任何部 

分均應併入技協局執行主席設計準備。

一丸六三年及一丸六四年擴★方案的許倍

三五六 . 技協局提送技協委會的一九六0 年常年 

報告書 (E/4021 /Rev.l)第四章所載擴大方案的評估， 

係基於常駐代表針對詳細問題單所作答覆，博得委員 

會一般代表的稱讚，認爲所表示的意見坦白客觀。惟 

若千代表指出，受助國政府本身所作評估將更有裤  

益，因爲它們最知道它們本身的需耍，並知道此種需 

耍是否已予適當滿足。執行主席說：常年報吿書中關 

於評估的一章是一種有限制的評估，常駐代表的答覆 

只是他們個人的判斷；他人對於同樣問題可以而且理 

應有不同的看法。

三五七 . 執行主席並詳述秘書長依理♦會決議案 

一 0 四二 (三十七）就評估工作試驗研究所作成的安 

拂。8 他並通知委員會技協局將於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在 

幾個國家中所進行的另一評估工作。此項研究的結果 

將具報方案菅理機構一九六八年夏季届會。委員會中 

一般認爲擬議的評估工作很合時宜，而且有必耍。若 

干代表强調須使關係受助國政府在此項工作中起充分 

作用，並强調在報導研究結果時必須坦白、客觀及誠 

實。其他代表就評估小組在其研究中應計及的若干重 

要之動作成建議。各參加組織的代表亦詳細述及各該 

組織對於技術協助的評估所作工作。委員會確信技協 

局秘書處在»傭及進行擬譲的評估工作時將充分計及 

所表示的意見及所作建議。

參閱下文第五節。



第三節 . 特設基金會 *

三五A . 理事會於第三十九屆會審議》特設基金 

會董事會關於其第十三届會及第十四屆會工作的報告 

書（E/3996 及 E/4072)。!。

三五九 . 特設基金會協理提出報告書時說，董事 

會於其第十四届會及第十五屆會核准了一百十一件計 

劃，因之特設基金會實際上協助的計劃總數境至五二 

二件。這些計劃的地城分佈遍及一三 0 個國家及領 

士，其中最大多數仍是在非洲。計劃費用總共是十一 

億五千一百萬美元，其中由特設基金會供絵者計ra億 

七千八百萬美元，由參加的發展中國家政府供給者六 

億七千三百萬美元。迄一九六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 

八五件計劃已簽訂了業務計劃，其中三六七件已獲准 

開辦。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由執行機關聘用的專 

家一千六百人以上及受助國政府提供的技術人員八千 

人左右從事於二八四件計劃的實地工作。迄至一九六 

西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參加全時訓練課程的人員共有 

六七，二0 0 人，在此項課程中給與或卽將給與特殊 

訓練，以培養一一 , 0 0 0 名大學畢業工殺師，一二， 

五0 0 名中級技術人員，一三 , 0 0 0 名工業訓練方 

案激師，二0 , 0 0 0 工場管理及監督人員，E ,二0  
0 名中學敎員及公共行政、設計、運輸、交通方面的專 

家六，五0 0 人。十八起投資前調查共用去二千二百 

萬美元，這些調查已輕直接間接在動力、運輸、採礦、 

交通、農業及工業發展各種事業上引起十億美元以上 

的投資。

三六0 . 特設基金會的大量工作国仍集中於傳統 

工作方面，但在其任務規定內仍有很多從事各項新計 

劃的餘地。

三六一. 董事會一九六五年主耍關切的事項之一 

是加緊努力促進工業化。爲達此目的，特設基金會與 

工業發展處維持密切關係，並在擬訂計劃的主耍階段 

與有關專門機關維持密切合作。董事會須派遣壽備事 

宜聯合特派團前往各國協助各該國政府調查工業需耍 

及擬訂計劃申請書。所需揺費出自壽備協助指定用途 

的款項，董事會已將此項款項增至一百萬美元。工業 

發展委員會建議在技協局特設基金會合辦的外地辦事 

處設置工業顧間，以促進適應個別國家之工業計劃的

* 大會第二十届會的臨時議程載有"特設基金會之進展與 

業務 " 一項目。

® E/SR.1378, 1379。
10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盾會，補編第十 

一號及第十一號A 。

擬訂，董事會對於此項建議極表贊同。此類措施應更可 

增進特設基金會向二二  0 項工業計劃所提供的協助， 

目的在幫助建立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必需條件。董事 

會已核定總輕理的建議，卽增加若干工業實施可能性 

研究的數目，並特別注意涉及工業産業設計及工業發 

展諮詢中心之組織的計劃。總綴理並主張設置試驗及 

示範工場，因爲那一類工場對於加强國家經濟並使之 

多元化的努力可能有利的影響。董事會並核定總組理 

所提的一項建議，卽考慮按試行辦法實行全部或部分 

償還計劃。

三六二. 特設基金會研討有無可能實行新計劃以 

培養管理人員及金業家，訓練鄉村領袖，並實行爲發 

展所需的識字試驗計劃。

三六三. 依循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的建 

議 ,董事會根據總經理提案,決定將特設基金會償遺各 

執行機關間接費用的比率境至全部計劃費用的百分之 

十一，自一九六五年六月孩定的方案開始。又棍據經 

董事會核定的總經理提案，新比率亦適用於一九六五

三六四..各國政府及執行機關幫助基金會執行其 

任務效率日滑，協理特向它們表示惑謝。他强調最近 

所採取增進執行機關與特設基金會之間的協調措施的 

重耍。

三六五 . 關於特設基金會的資源，他提起秘書長 

曾建議在下次認捐會議上以二億美元爲與特設基金會 

及擴大方案捐款的新指標。董事會竭力支持此項建議。

三六六 . 在辯論的過程中，代表們對於協理的陳 

述及總組理在屆會早期11所作陳述，’表示欣慰。他們 

認爲特設基金會回顧過去是確有成就的一年。它擴大 

了工作的範圍，引伸出若干新的部門；各項計劃曾按 

照IS域變予分配，而若干調查及實行可能性研究已開 

始在進行進一步行動。

三六七 . 在工業化方面，代表們支持總綴理的建 

議，卽基金會應多注意各項關於與»造工業直接有關 

試驗計劃的明確提案。此項行動係依照聯合國賈易及 

發展問題會議的建議。有些代表認爲基金會應該特別 

注意設置工業藉以停止或至少減低發展較差國家主耍 

消費品之輸入。董事會歡迎組織調查小組的計劃，以 

便於工業計劃的擬訂時提供指示，並歡迎工業發展問 

題委員會與董事會第十四届會爲提供必要實地協助所 

作決定。特設基金會不但願爲工業調查，而且亦願爲

E/SR .137ÛC



確定那一類製造企業在發展中國家最有成功希望的研 

究工作，幫助* 資，頗可嘉許。但有一位代表認爲特 

設基金會在此方面過分着重於輕濟基層結構的發展， 

這是爲外國私人投資開■ 途容，而非爲了發展中國家 

的眞正利益。

三六八 . 若干代表重申他們的意見，卽特設基金 

會應以更多的資源用於投資活動，尤其是在工業投資 

方面，同時它應演進而爲一種聯合國資本發展基金。

三六九. 總綴理提議根據償還原則提供特設基金 

會協助，這個提案極受注意，但有一位代表說，此項 

放款是否應與工業發展貸款聯在一起是有疑問的，因 

爲有些國家是無法利用前一種制度之下的款項。

三七0 . 有人提到某幾方面專家全世界普遍缺乏 

情形日益嚴重現象。在若千代表看來，特設基金會應 

敎處理此項問題，而且，基金會無論在計劃執行方面 

或在有關人事問題程序方面所貴責任，並不因業務計 

劃簽訂後一項計劃一旦已交絵執行機關使告中止。

三七一 . 關於行政費用的償還問題，董事會認 

爲，由於執行基金會計劃直接的結果支付的費用，應 

由特設基金會全部償遺執行機關。主耍的困難在確定 

各機關所支付此種確可辨別費用的數額。若干代表固 

贊同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所建議並經董事會接 

受的百分之十一之數，但亦支持董事會的一項看法， 

卽此事可由理事會所屬協調事宜分組委員會在適當時 

斯再加以研究。

三七二. 若千代表期望着大會循輕濟暨社會理事 

會的建議設置聯合國發展方案，認爲大會所作積極性 

決定可使發展十年下半期投資前方面的國際合作加强 

一倍。有人認爲，擬議的聯合國發展方案管理機關的 

組成應與董事會相類似，董事會中捐贈國與受助國代 

表比例保持平衡，在特設基金會事務圓滿進行上已證 

明其償値。同時又有人認爲，在進行預斯的結構上的 

變更以前，似宜對基金會工作，以及其業務的行政方 

面的優點劣點加以評估。基金會可從事技協局所進行 

的那一類研究。此項研究應該集中於少數幾項經選定 

的計劃，諸如經濟發展及設計區域研究所，並就其進 

展、結果及所遭遇的困難作成報告。

三七三 . 關於特設基金會的資源，若干代表對於 

在發展十年的中點，特設基金會與技術協助擴大方案 

兩者合在一起的每年資源甚至尙未蒙達在十年開始 

時所確定的一億五千萬美元的指標，引以爲憾。一般 

均支持董事會各位代表的建議，卽大會應採取適當行

動，促請各會員國在下次認捐會議時努力認捐二億美 

元總額。關於此點，値得强調受助國極有興趣，此可 

由下列事實中獲得證明，卽它們的捐款大爲增加，預 

期總計達七億美元左右，超過特設基金會的捐敦總額 

二億美元以上。

三七四. 在結束辯論時， 理事會通過一項決議案 

(一0 五五 (三十九)），其中它查悉特設基金會董事會 

關於其第十三届會及第十四届會報告書，表录嘉許。

第四節 . 世界糧食方案 *

三七五 . 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m據有下列文件作 

爲它赛議世界糧食方案的基礎：聯合國與糧農組織合 

辦的世界糧食方案政府間委員會第三次常年報告書(E /
I3該委員會關於方案前途的建議〔E/i*060) , 13聯 

合國秘書長及糧農組織餘事長關於方案將來發展與大 

會決議案一七一  0 ( 十六)關係的報告書〔E/aoi 5)13執 

行幹事關於方案的報告書(E / 0々43)i3及糧農組織理事 

會第0 十四届會關於方案的臨時報吿書 (E /409A)摘 

錄。

三七六. 執行幹事在概括聲明中指出， 世界糧食 

方案正在履行兩項不同的職務：它提供發展所需糧食 

援助，從而補充他種多邊協助的不足：它又幫助縮小 

發展中 IS城糧食生産與糧食需耍之間的差額。利用剰 

餘糧食於後一目的與其說是一項解決問題辦法，不如 

說是一項臨時措施，目的在消除餓鐘，而於同時擬定 

一項經由增加當地糧食生産的長期解決辨法。

三七七 . 就世界尺度而言， 目前的試驗方案的規 

模甚小。捐款數額共計九千三百七十萬美元， 在五十 

三國中業綴核定發展計劃一0 七件，並曾提供緊急接 

助二十四起。可用以應付緊急事件的資源遠超過这今 

所遇到的需要。

三七八 . 在審愼考慮方案前途問題以後，政府間 

委員會建議將方案無跟期延展下去。委員會的建議輕 

作成決議草案向綴濟® 社會理♦ 會提出，該草案業綴 

糧農組織理事會一致通過。決議案的一項附件中載有 

另一決議草案， 提請大會及糧農組織會議審議。在該 

附件中，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期間自願捐敦的 

指標數目以及其中現金與勞役所應估的比例，均留空 

白。但在政府間委員會報告書正文中，據稱委員會中

* 大會第二十屆會臨時議程項目。

12 E /A C .6 /SR .367-370; E/SR.1394。
1=<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画會，附件，議 

程項目十六。



大多數代表建議各國政府在決定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 

八年認捐的數額時，認眞考慮以達到二億七千五百萬 

美元一數爲目標。委員會並指出執行幹事認爲方案的 

資源至少有百分之三十三應爲現金及装運事務。備向 

大會及糧農組織會議提出的決議草案中另留有兩個空 

白地位，這兩個地位均渉及政府間委員會當選委員的 

任期。

三七九 . 糧農組織理♦會對於指標數字或委員會 

委員任期均未作成決定，但決定在一九六五年 i 一 

月下一届會再行審議那兩項問題。委員會行將於十月 

開會，預期到了那時，理事會可據有委員會本身關於 

其委員之選舉的建議。

三八0 . 在理事會討論的過程中，代表們對於It  
界糧食方案在目前試騎期間所作開天關地工作，表示 

嘉許。此項方案被認爲聯合國體系內所從事的最有創 

造力與最富建設性的方案之一。多邊的糧食按助旣被 

用來協助許多綴濟及社會部門內種種不同的計劃，大 

家認爲此項方案顧然應予延展擴大。此外，此項方案 

也很獨特，因爲它是在聯合國與糧農組織共同主持之 

下會同其他專門機關進行的，從而創立了機關間合作 

的里式，大可爲其他方面效法。

三八一 . 政府間委員會第七届會接獲提案，主張 

將世界糧食方案改變爲世界糧食基金，若干代表支持 

該提案。此項提案係基於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的建 

議 A.II.6,14現正由一位獨立的專家加以研究，他的報 

告書將提送政府間委員會第八届會。

三八二. 代表們亦贊同委員會第七届會所審議的 

提案，卽提供糧食接助以支持整個國家發展計劃，此 

提案稱爲 " 方案雜法 "，以別於對特殊發展計劃的援 

助。方案執行幹事綴政府間委員會邀請，現正會同其 

他有關組織進行基於與某一特定國家充分合作關於方 

案辦法的詳細事實研究。

三八三. 若干代表强調方案捐款三年指標增至二 

億七千五百萬美元極屬重耍。唯有些代表對於此數是 

杏切合實際表示懷疑，另有一些代表則建議在作成決 

定以前，須對此問題董新考慮。有一位代表指出，在 

曼業市場並無通盤組織的情形下，增加捐款指標對不 

同捐贈國將引起不同的影響：對若千國家等於滑加外

按方面的支出 ; 而對其他國家並不引起額外貝擔，因 

爲在現有援助方案之下已有可動用的資源。

三八四 . 在辯論結束時，理事會誌悉世界糧食方 

案政府間委員會第三次報告書，並將其關於方案前途 

的建議遞送大會，但糧農組織理事會決定作一修正， 

卽在方案目標中增列 "增加農業生産力 "一子句。

三八五 . 理事會決定(決議案一0 八o ( 三十九)） 

提出決議草案一件，以供大會審議通過，並顏請聯合 

國會員國及糧農組織會員國迫切考慮有無可能在大會 

及糧農組織會議採取行動後召開的認捐會議中宣布捐 

款數額。

三八六 . 向大會提出的草案中規定：在多邊糧食 

拨助係屬可行及合宜的情形下繼續逝展世界糧食方 

案。此外該草案並提定：將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 

三年自願捐款的指標定爲二億七千五百萬美元，其中 

至少百分之三十三應爲現金及勞役；召開認捐會議； 

選舉政府間委員會委員；並覆核方案一般條例。

三八七 . 理事會對於委員會委員之選舉及將来舉 

行選舉的間隔期間，均未作成決定。

第五節 . 技術合作方案的評估

三八八 . 秘書長依照理事會決議案一0 四二(三 

十七）所編製關於技術協助方案之評估的報告書 (E / 
4064), 以及特設協調事宜委員會關於此項問題的意 

見 (E /4068 , 1®第十七段），業經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加 

以赛議。I7

三八九 . 秘書長在他的報告書中說，理♦會曾請 

他在有限數目國家中設置試驗計劃，以評估聯合國組 

織體系技術合作方案的整個影響及效率，他遵照此項 

請求，做了安挑使兩個小組於一九六五年夏季在智利 

及泰國從事試驗計劃。報告書中詳細說明兩個小組的 

組成及臨時任務規定。報告書中述及下一年內將從事 

有限數目的試驗評估計劃，包括巴基斯坦及突尼西亜 

計劃在內，那兩個政府業已同意從事此種計劃。已在 

實地工作的兩個小組尙未完成任務，故尙不能循理事 

會之請， 在報告書中把業已完成的計劃包括進去，或 

載述秘書長關於將來評估方法的意見。惟秘書長的代

" 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議事錄，日內冗，一九六四年三 

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六日；第一卷，截事文件及報告書(聯合國 

出版物，出售品編號：64 .II .B .11) ,第三編。

I5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屆會，附件，議 

程項目十五。

同上，附件，議程項目H 。

17 E/AC.24/SR.275, 276, 279, 280； E/SR.1396。



表通知理事會，此種報告書可於第国十屆會或第四十 

一届會提出。

三九0 . 特設協調事宜委員會在赛議過秘書長報 

告書之後說，評估小組應抱批評的及坦白的態度。它 

强調聯合國體系內各組織工作有何缺陷及短處須予查 

明，並促請注意那座小組機會難得，可審查有關各組 

織間在個別國家方面之協調及合作是否足够。它建議 

應請第一批各小組作成提案，以改進未來小組的任務 

規定及程序。

三九一 . 秘書長在他致理事會的陳述1®中說，聯 

合國希望能自評估小組的報告書學習到很多知識。那 

些計劃應可成爲使聯合國技術合作工作獲得更多支持 

的一項重要工具，因爲如果聯合國不斷從事評估此種 

方案之效率，則各國政府大槪會給予聯合國方案更多 

的支持。固然評估技術引起許多困難問題，他認爲評 

估工作應逐漸成爲聯合國業務活動中的構成部分。

三九二 . 在辯論的過程中，若干代表歡迎秘書長 

重視對聯合國技術合作方案之整個影響作有效評估。 

他們說，發展中國家可以得益於此項評估，因爲，就 

發展而言，它們可從所使用的資源中得到較好的收 

獲。他們並指出，各專門機關也同樣耍求從它們的方 

案中産生最大跟度利益，並說，如果已發展國家深信 

已在盡力務使可動用資源獲得最理想的使用，則它們 

亦將樂意維持並增加其對聯合國技術合作方案的支 

持。另一方面，若千代表促請注意企圖估計聯合國技 

術合作方案的整個影響所固有的極大困難，因此種

E/SR.1373。

方案在發展中國家可動用的全部外國資源中僅估一零 

數。

三九三. 若千代表强調必須確保地主國充分參加 

試驗評估計劃，並提出了爲達此目的的若干建議。有 

人並認爲毎一小組規模雖小，但各組應盡可能基於公 

甸地城分配邊選人員。

三九因. 特設協調事宜委員會認爲實行試驗評估 

計劃時的態度須絕與坦白，若干代表贊同這項意見。 

他們希望小組查明聯合國各項方案之間有無重疊或失 

調之處。

三九五 . 理事會在決議案一0 九二(三十九)中對 

於同意合作在其本國內實行評估計劃的各國，表示欣 

慰。它請秘書長通知評估小組 , 理事會希望它們能够： 

(子)充分注意聯合國及其所有有關機關技術合作方案 

及工作的可能的缺點及短處以及成就，並就之提具報 

告，俾受助國及參加組織能改進其方案的效率；（丑） 

利用此一機會審查各有關組織之間在個別國家方面的 

協調及合作對聯合國組纖體系技術合作方案所起整個 

影響的程度；（寅)根據它們的綴驗作成建議以改進各 

參加組織之間各具體部門的協調及合作，並改進未來 

小組的任務提定及程序。

三九六 . 理事會又在其決議案中說，它盼望能儘 

早接獲第一次評估報告書 ,最好能在第四十届會接獲。 

它並請各會員國、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行政首長、技協 

局執行主席及常駐代表在編製未來技術協助計劃及方 

案時妥予計及秘書長的建議，卽評估工作應成爲所有 

業務活動之構成部分。

附 件  

非政府姐織的陳述

非政府組繊依鎭事想则第八千六條向理事會或其所厲各委員食所作的口頭陳述 

第三十九屈會

國際合作社同盟 

世界糧食方案 - -E/AC.6/SR.368。

非政府姐漱提邀理事， 的書面陳述

三個甲類非政府組織提出的共同陳述 

E /C .2 /6 3 I .擴大世界糧食方案。



第十二章

社會問題

第一節. 社會發展

三九七 . 理事會於其第三十九届會審議1社會委 

員會關於其第十六届會之報告書(E /4061 ) ;2關於社會 

發展目標之秘書長初步報告書(E /C N .5 /：m ) ;及關於 

確定如何分配款項與各社會部門的秘書長報告書 (E / 
C N .5 /387)。

三九A . 社會委員會報吿書（E/A0 6 I)載有關於 

下列各項文件的意見：聯合國社會發展研究所第一次 

進度報告書(E /C N .5 /389),關於確定如何分配款項與 

各社會部門的秘書長報告書(E /C N .5 /387),關於社會 

設計的行政方面問題之秘書長節略(E/CN .5 /393),關 

於社會發展目標之秘書長初步報告書(E/CN .5 /394) , 

關於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在社會方面一致實薛行動之 

秘書長節略 (E/CN .5 /388)。

三九九 . 社會委員會亦已審議住宅、建築及設計 

委員會第二届會報告書（E/3858)3及住宅與城市發展 

的社會方面問題豁議所編之臨時報告書（E /C N .5/  
3 9 2 ) /並就此等報告書提出意見。

四0 0 . 它又已審議關於下列事項之秘書長報告 

書：家庭、兒童及靑年福利服務（E/CN .5 /AC.I2 /L .4  
and C o r r .l -3 ) ,社會福利人員的訓練（E/CN.5/AC.
12 /L .6 )與聯合國社會福利方案之重行評估(E /C N .5 / 
AC.12/L.3 and A d d .l ) ,及秘書長所提關於家庭、兒 

童及靑年社會福利服務的開辦或擴充的準則之飾略 

(E/CN .5 /396) , 它於審議時曾參照專設社會福利問 

題工作團報告書(E /C N .5 /395);按理事會決議案九七 

五 G (三十六）規定，該團任務之一爲檢时上述各報告 

書以及關於社會安全與社會服務的關係之報吿書 (E / 
CN.5 /AC.I2 /L .2)。

目。
* 大會第二十届會的臨時議程載有 "世界社會狀況 "一項

1 E /A C .7 /SR .525-529; E/SR.1395。
2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雇會，補編第十

同上，第三十七届會，補編第十二號。

參閱下文第三節。

四0 — .委員會報告書也使理事會注意到關於秘 

書長所提下列節略的委員會意見：完成聯合國在防止 

犯罪及罪犯處遇方面責任的辦法之估定(E /C N .5/ 383 
and Add. I )及第三届聯合國防止犯罪及罪犯處遇問題 

會議之計劃（A/CONF.26/INF. I /Rev. I 及 E /C N .5 / 
371)。

四0 二 . 在 根 據 秘 書 長 所 提 報 告 書 (E /C N .5/  
390)及根據對於各政府就關於社會服務組織及行政的 

報告書所提的意見之分析（E/CN.5/ 390/Add. I )檢討 

聯合國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期間在社會方面所獲進展及一九六五年至一九 

六七年工作方案建議後，社會委員會將秘書長施行聯 

合國社會方案的各方面所採行動及未來工作建議通知 

理事會。

四0 三.社會委員會報告書亦載入其關於秘書長 

所提下列兩項節略的意見：一項關於士地改革對綴濟 

及社會發展所生影響(E /C N .5/ 386) , 另一項關於世界 

士地改革會議 (E /C N .5/ 385)的安排。理事會第三十九 

届會就士地改革的問題所採行動於第七章第二節內有 

所敍述。

0 O 四 . 社 會 發 展 目 標 初 步 報 告 書 （E/CN ，5/  
394)緣自大會決議案一九一六(十八)，這是對該項決 

議案所作的部分回答，因決議案內尙載有若千其他請 

求。報告書所根據的是各發展中國家對於與各區城綴 

濟委員會及有關專門機關合作編製的問題單所作的答 

覆。報告書撮要栽述全部社會方案範圍內的各項政府 

目標及目的，指明最常設計的各個部門。

四0 五.關於確定如何分配敦項與各社會部門的 

報告書（E/CN .5/387)及關於社會設計之行政方面問 

題的姊妹編（E/CN.5/ 3<?3)係依據瑪事會決議案九0  
三 B(三十四）編撰的。其所以請求作此等研究是因爲 

大會與理事會有意壽劃平衡協調的綴濟及社會發展。 

在檢計經濟及社會設計的一般問題並簡述現代綴濟設 

計所用方法之後，報告書指明當今實瞭所用的確定如 

何分配敦項與各社會部分的基本方法可分四種：（子）



估定社會需要，這是一種特別在各社會部門所用的方 

法 ；（丑 )分析費用與利益，這是一種將利益(物質的與 

非物質的）與費用比較以資估定各種不同計劃之價値 

的推斷方法；（寅 )分析需耍，這是一種依據在其他發 

展部門 (例如工業）內需耍某一社會因素(例如敎育)的 

情形以確定該因素的重耍程度的方法；及 (卯)國際比 

較分析，這是各國所用的方法據以分析其他國家在全 

部發展的大約相似的階段於某種郁門方面所獲成就以 

確定其本國社會發展在此種方面之目標。

社會發展的目探

四0 六.講到關於社會發展目標的初步報告書 

(E/C N .5 /39A ), 秘書長的代表曾謂5報告書所根據的 

各方對問題單所作的答覆，雖屬爲數有限，卻是有意 

義、有益，並且爲各類不同的發展中國家所提出。所提 

供的情報表明各個不同國家所定優先次序挪法大不相 

同，這無疑一部分由於償値的不同，一部分由實際社 

會成就之模式的不同。在差不多毎一社會部門,各國均 

指明缺乏綴費及人員，並且一再力言需耍財誇上以及 

技術上的協助。報告書指明經費不足的問題，亦暗示宜 

研究某種社會部門内的計劃費用以求找出將此等費用 

減到最少的辨法。所得的分配綴發現爲在此範例中的 

少數國家内社會設計之一特定目的，但是亦有跡象表 

明實際採行的一部分社會措施不必有利於最貧窮的階 

層，因此不足以促成更均等的所得分配。

E O 七.秘書長的代表指明秘書處計及社會委員 

會內的計論之後，原打算設法從發展中國家多得到關 

於它們的社會目標的情報，俾能增列一項關於每一主 

耍社會部門內求達的目標之分析研究。各方對問題單 

所作答覆內未有此種分析所需之充足資料。秘書處遵 

照大會決議案一九一六(十八 )之規定，亦打算從事研 

究發展十年後半斯經灣預測下的社會目標，如輕查明 

現有資料足供此種分析之需。惟現倘未有此種輕濟預 

測。

四0 八 . 理事會方面大體同意此等建議。

蘭於殖定敦顧务酣舆社會各部ra之方法

0 O 九.理事會由關於確定款額分配社會各部門 

之方法的報告書（E /C N .5 /387)獲知：直至很近日期 

爲止，綴濟與社會政策日漸分道揚纖,但是現在各方普 

遍對於協調設計發生興趣。惟協調經濟與社會設計的 

正確方法仍然幾乎是不知道並爲很複雜的問題。實際

上，關於分配綴費於各社會部門的決定常是不很有系 

統的或有條理的。數量化問題，尤其是將若干社會價値 

變爲金錢數額的困難，使完全應用經濟設計方面所用的 

技術量的方法來處理社會問題的任何努力，受到阻礙。

0 — 0 . 理事會內就報告書發表意見的大多數代 

表均認爲報告書爲饒有意義而有用，並同意應訂正付 

印以廣流傳。有人表示意見說報告書太抽象專門，不 

合發展中國家之用，但是若干此等國家代表並不同意 

此語。同時有人認爲因爲報告書僅爲一個困難複雜題 

目的初步探究，故在此方面應繼續作進一步的工作。

园一一. 理事會同意必須有迅速而協調的輕濟舆 

社會發展的設計並承認多數國家均對設計問題的研究 

發生與趣。理事會於其決議案一0 / 1 六M (三十九）內 

請秘書長編撰更詳細的進一步研究報告並提具更深入 

的結論，同時計及各種不同社會發展設計制度。它建 

議，除其他機關外，應請聯合國社會發展研究所與綴 

濟預測及方案擬訂中心以及代表不同經濟及社會制度 

國家之專家盡最大可能參加此等研究。它復建議關於 

此等研究的報告書應向社會委員會第十八届會提出。

所得务配與社會政策

E —二.關於社會委員會所提有關所得分配與社 

會政策的決譲草案，秘書長代表述及大會與理事會久 

已促請各方更加注意在發展方面的所得分配。理事會 

對於所用名辭有相當的辯論，並議定在委員會所提案 

文內述及 " 國內所得分配 " 而不僅云 "所得分配"以使案 

文意義明晰。此種措詞不是要改變決議草案的基本意 

義，按草案所注意者爲各種不同人民階層之間從不論 

何種來源而得到的所得分配。同時它同意所得的概念 

應作廣義的解釋 ,以使包括除其他事項外，政府所提供 

的各種公共服務，例如衞生服務及敎育服務，與在人 

民之中此種服務之分配的問題。

四一三 . 理事會棍據委員會的建議，通過了一項 

決議案 (一0 八六D (三十九 )）云：請秘書長召開一個 

小規摸的專家團會議檢討國內所得分配與社會政策的 

關係，包括社會政策下之國內所得分配之定義及測量 

的問題；根據專家團建議擬訂聯合國關於此題目的工 

作及研究方案；並向委員會第十八届會報告在此獨工 

作所獲進展。

聯合國社會發展挤究所

四一四. 理事會備悉社會委員會於其第十六届會 

接到聯合國社會發展研究所的進库報告書。委員會各



委員讚揚該所所長辦理研究所著有成績。若干委員對 

於研究所共計僅有三年至四年期間的經費，若非另獲 

其他資源就不克完成長期方案一層，表示關懷。委員 

會因此通過一項決議案(E / o々6i , 第七十二段，決議案 

五(十六)）力言W 究所研究工作的重要,歡迎類似的國 

家研究機關的合作，並請研究所董事會，與秘書長、各 

政府及各非政府組織，探討由它們以直接捐敦及以提 

供特別合格人員辦法繼續支持研究所的可能性。

關於廣域發展的挤究訓練方棄

四一五. 理事會依社會委員會所提建議在匿城發 

展方面訂立了一項新的聯合國方案，藉此方案或可對 

於那些面臨農村人民紛紛移徙往人煙過於獨密城市和 

附帶的失業間題及其池社會病害的國家，予以協助。 

此種方案可牽涉到下列各項問題：農村改進、區域發 

展及事務之劃歸區域辦理，定居及重行定居政策、與 

移徙者的城市生活訓練。這方案的主耍着重點爲度城 

發展的社會方面。

四一六. 理事會於其依委員會建議通過的決議案 

一0 八六C (三十九）內，請各會員國與秘書長合作， 

提供其本身在直城發展計劃方面適合國際研究及訓練 

用途的經驗，並考慮作技術上及財務上的捐助以實施 

此種方案。理事會請秘書長針對若干會員國內目前所 

進行的1S域發展計劃編製研究及訓練方案草案，以期 

作成建議協助各國促進發展並獲致農村及城市人民定 

居及生産活動之最宜里式。秘書長應於與可能成爲實 

施計劃地點的國家政府諮商之後，擇定若干最適合於 

所計劃的研究及訓練工作的發展計劃，其合理數目可 

能爲六個至十二個。理事會並請他擬訂辦法驚猎必需 

資源舉辭方案，探究能否向特設基金會等機關取得實 

施方案所需的財務支持，並將他的關於方案的具體建 

議，連同所徵得各K 域綴濟委員會、工業發展委員會、 

住宅、建築及設計委員會、各專門機關及聯合國其他主 

管機關的意見及評議，向社會委員會第十七屆會及理 

事會第四十一雇會具報。

建儀召賭的生管社，福剑事務的部長脅儀

四一七. 在審議社會委員會所提召開主管社會福 

利事務部長會議時，理事會討論了此種會議宜否舉行 

的問題，其舉行的時間及其必需的壽傭工作。有幾位 

理事雖表示意見謂所建議的會議應可有助於獲得社會 

福利政策方面的重耍進展，而其他理事卻力言需耍充 

分時間俾克就此項建議的利弊（對此建議已有人表斤

懷疑）向政府請示f 及作仔細的實體上及行政上的準 

備。

E — 八 . 依委員會的建議，理事會通過一項決議 

案 (一0 八六 F (三十九））云：理事會確認於一九六八 

年或較後日斯召開部長及其高級社會福利顧間會議赛 

議國家發展中之社會福利方案，係屬有益。它請秘書 

長就此種會議宜否召開一事徵詢聯合國會員國及各專 

門機關會員國之政府的意見；就所應列入議程的各項 

問題徵詢此等會員國及有關專門機關的意見；並就徵 

詢意見所得結果及關於此事擬採的步驟，向社會委員 

會第十七屆會及理事會第四十一届會具報。

社♦福利服務

0 — 九.理事會審議了社會委員會爲重行評估及 

發展聯合國社會福利方案所採行動。有幾位代表力言 

國家發展所需的家庭、兒童及靑年福利方案與社會福 

利工作人員訓練方案的重耍。其他代表懷疑聯合國在 

該方面所採辦法，並認爲此種辦法過分着重範圈狹小 

的志願工作而未充分注意國家所負增進人民幸福的廣 

大責任。也有幾位代表表示意見謂適當辦法爲：待對 

聯合國在社會方面的工作方案及優先次序加以所建議 

的重行評估後，繞去設法估定在會所及在各匿域綴濟 

委員會增加社會福利職員之需耍。

四二0 . 依委員會的建議，理事會通過了一項決 

議案（一0 八六 G (三十九)）云：理事會建議關於家 

庭、兒童及靑年福利服務之秘書長報告書（E/CN.5/  
AC. I 2 /L.4 and Corr. I - 3 ) ,包括秘書長節略 (E /C N .5 / 
396)內所列及決議案附件所載之举則，應盡可能廣爲 

分發。它建議各國政府用更多的國家資源並作更大的 

努力，以減少及消除兒童及靑年文盲，使靑年人民有受 

敎育之均等機會，並消除對兒童的忽視及兒童之無家 

可歸。它請秘書長編撰專列論述在不同發展階段的若 

干國家内與家庭兒童及靑年之福利服務的發展及辦理 

情形，並研究 :迅速的人口滑長、都市化及勞工移動對 

家庭生活所生影響及有關的社會福利措施；志願工作 

人員的有效使用，尤其在靑年方案方面;及靑年之社會 

福利需要及間題與有關的社會福利方案。理♦會復請 

秘書長儘先與兒童基金會及有關專門機關合作進一步 

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的家庭及兒童福利方案之協助，以 

符聯合國發展十年關於靑年之目的。

四二一 . 又依社會委員會的建議，理事會通過了 

一項決議案〔一0 八六H (三十九) )云：理事會嘉許關



於 社 會 福 利 人 員 訓 練 之 秘 書 長 報 告 書 （B/CN.5/  
AC. I 2/L .6)並認可該報告書內所載繼續發展聯合國社 

會福利方案訓練部門之準則。理事會請秘書長將他的 

報告書提供各會員國、各有關專門機關及有關非政府 

組織；將旨在繼續發展聯合國社會福利方案之訓練部 

門的計劃及工作列入在聯合國發展十年斯間應予儘先 

辦理的計劃及工作內；儘先協助發展中國家制定及擴 

大與當地情形及人力需耍適合的社會福利訓練方案， 

並特別協助爲敎師與訓練員、設計、政策擬訂及行政方 

面重要人員及輔助社會福利工作人員而設之社會福利 

訓練方案；並作社會福利訓練方面的新辦法之有系統 

研究及實驗，作爲編撰第五次四年國際社會福利人員 

訓練報告書之張本。

四二二. 在社會委員會向理事會建議的另一決議 

內(決議案一0 八 六 I (三十九)），理事會嘉許關於聯 

合國社會服務方案之重行評估的秘書長報告書（E/ 
C N .5 /A C .I2 /L .3 ) ,並贊同下列意見：社會福利在各 

國的發展努力中負有緊耍任務，故應堵强聯合國社會 

福利方案俾對各國發展絵予最大協助。理事會通過了 

重行評估報告書內的方案建譲，其中强調發展式的廣 

泛社會福利方案，並力言需要研究及分析社會福利設 

計及行政方面的國家経驗以資擬訂對各國政府有益的 

準則。理事會建議對於聯合國內社會福利組織機構應 

予重視藉以便利在社會福利方面的領導、方案擬訂、研 

究及技術協助等職務之執行；並促請聯合國主管當局 

儘速考慮在♦所及在各區城經濟委員會需耍大量增加 

社會福利職員及增加諮詢社會福利服務資源俾有適當 

準備以擴充聯合國社會願利方案的問題。

0 二三 . 又依社會委員會的建議，理事會於決議 

案一 0 / 1 六 K (三十九）內促請各會員國提供傷殘重建 

服務，尤其是人員訓練，其社會方案內的一個適當處 

所 ;並請聯合國、各專門機關及各非政府組織於其優先 

次序及現有資源範圍內擴充其重建方面的工作。

四二园 . 最後，在決議案一0 八六L (三十九）內， 

理事會促請聯合國會員國政府並請各專門機關、兒童 

基金會及非政府組織採取必要步驟，確保盡可能最迅 

速實施兒童權利宣言並注意於社會發展方案內列入關 

於兒童需耍的一切必需規定。理事會請社會委員會於 

一九六六年届會重行檢討聯合國方案體系內該委員會 

之任務時，審議社會發展方案內關於照應兒童需耍方 

面是否充分的問題，同時計及兒童基金會的意見。

青年與國家發展

0 二五.理事會欣悉在動員人力以達聯合國發展 

十年目的之方案內對於靑年特予重視，並贊成在聯合 

國方案內對於與靑年、其特殊問題及需耍有關之問題 

及對於國家發展中靑年人的任務日漸更爲重f t。各方 

承認靑年問題的許多方面屬於專門機關的職權範圍之 

內，所以必須增强它們在聯合國總領導下的一致行動。 

文敎組織代表於一次陳述中報告該組織在校外敎育方 

面的工作。

四二六 . 因贊同社會委員會的建議，理事會通過 

了一項決議案(一0 八六 J (三十九)）云：理事會建議 

各國政府，於擬訂及實施其發展計劃時,應充分計及靑 

年人之需耍及其在國家發展中的任務，並應顧及其職 

業之社會保障以及發展與使用其才能的機會均等。它 

復建議各國政府儘先考慮適當政策及措施以消除靑年 

人失業及就業不足情形並使他們能依其職業及能力在 

他們的社區內參加服務。理♦ 會請秘書長，商同兒童 

基金會並與各專門機關合作，在區城間、區域及國家方 

面，以提供顧問服務辦法，除其他事項外，妥爲注意： 

協助各國政府，如綴請求時，協助其解決在全盤發展 

方案下爲靑年囊劃的問題及擬訂有關政策及方案，包 

括各項措施以求境進靑年參加國家發展的能力及範 

圍；鼓勵適當的非政府組織或有關的專門機關參加； 

及促成與有意對發展中國家提供靑年方面協助的雙邊， 

及適當的多邊方案的合作。理♦會復請秘書長考慮是 

否必須另加資源以增强聯合國在該方面協助各國政府 

的能力，並請兒童基金會協助，以達此目的。

社食防護方面的组缴安徘

四二七. 在審議履行聯合國在防止犯罪及罪犯處 

遇方面的責任所需之組織安排時，理事會已對於社會 

防護方案在聯合國社會方面的工作中所應佔的地位， 

加以注意。有位代表認爲少年犯罪的防止雖屬於社會 

委員會的範圍，而其他事項如少年罪犯的處遇及成人 

犯罪的所有各方面問題等則爲刑法間題。此種問題不 

是理當屬於社會委員會的範圍之內並且分散了對於各 

項中心問題的注意，例如裁軍的社會影響、工業化的 

社會方面問題及爲維持社會發展方案而增加國家資源 

之方法。與此相反的意見是少年犯罪及成人犯罪都是 

宜由社會委員會加以討論的重耍問題。成人與少年二 

者的犯罪行爲都是在社會的社會結構中根深蒂国。解 

決辦法所以必須在性質上爲社會的。如果少年犯罪的 

防止應當視爲聯合國在社會方面理當關切的事，那末



由此推論，當然社會防護方面的一切問題都應觸爲如 

此。聯合國已正確地對於社會方面的各項廣泛理論問 

題加以注意，都不能反而對於各國請聯合國幫助的日 

常迫切現實問題袖手旁觀。各國政府已一貫地求聯合 

國在社會防護方面予以協助，並且已發展國家及發展 

中國家都在此方面受到聯合國工作的惠澤。

四二八 . 就組織安挑的本身而言，關於在紐約或 

在日內冗設立秘書處負責辦理此種方案一事的相對利 

弊，各方意見紛政。將一在紐約及一在日內冗的兩個 

現有單位在會所合併，會增多與社會事務局及技術協 

助業務局所屬其他單位的合作。在另一方面，如設在 

日內冗，則有機會與設於歐洲處理社會防護問題的各 

專門機關及其他國際組織維持密切合作。理事會獲悉 

秘書長將繼續尋求一項比目前可獲更多人同意的解決 

辦法。

四二九. 一部分代表雖歡迎晴强聯合國社會防護 

方面工作的機會，而對於依社會委員會主張利用信託 

資金辦法維持聯合國工作的基本原則，則表斤疑慮。

0 三0 . 依委員會的建議，理事會通過一項決議 

案（一0 八六B (三十九））云：理事會認可少年犯罪及 

成人犯罪的防止及控制應作爲廣泛的組濟及社會發展 

計劃之一部分進行一原則，並對於近年增强社會防護 

方面技術協助一事表示滿意。理事會同意應繼續將專 

家豁詢委員會在該方面的專家意見提供各方參考。它 

請秘書長設立一信託資金帳戶，由聯合國掌管，以充 

墙强本組織履行其社會防護方面責任的能力之用，並 

請會員國政府對此帳戶捐助款項。

重行許佑社會委員舍的任務與社會方面的工作方案及 

優先次序

四三一 . 犬會於其決議案一九一六(十八) 内，請 

理事會根據世界社會狀況報告書及聯合國發展十年之 

目標重新檢討理事會一九五三年七月三十一日關於 

"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在社會工作方面之一致實際行 

動" 之決議案四九六(十六）。理事會獲悉，爲便利該項 

問題的檢討起見，聯合國秘書處已於一九六四年九月 

送一問題單予各國政府，請它們提出，除其他事項外， 

關於下列兩點的答覆：發展十年後半期內在社會工作 

方面何項國際行動應優先進行以支持及補足國家努 

力，及應將理事會決議案四九六(十六 )修訂多少。

四三二. 各國政府對於此項調查提出的答覆可作 

計論間題的根據，雖然發展中國家所作的答覆未如所 

希望的那樣詳盡。一九六五年三月十日前答覆問題單

的0 十三國政府之中，紙有受聯合國技術協助的少數 

國家答覆了關於國際優先進行事項的問題，特別是， 

訂決議案四九六(十六 )的問題。十八個工業國家答覆 

了後一問題，這是在問題單內向它們詢問的唯一問 

題。

0 三三 . 社會委員會討論了這問題，以斯向理事 

會提出關於所應採取行動的意見。委員會内爲數不少 

的委員表示意見說應當參照自一九五三年以來所發生 

的社會及經濟變遷並參照聯合國會員國組成情形的改 

變 ，着手修訂理事會決議案E 九六 (十六）。幾位其他代 

表力言理事會決議案0 九六(十六)的修訂應當與聯合 

國在社會方面工作的修訂及重行評估有關，因爲決議 

案涉及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在社會工作方面之一致實 

際行動。他們認爲修訂的意義不僅是重行評估，而且 

亦是增多間題數目並更透徹地研究它們。關於此點， 

他們述及聯合國在社會方面的工作需耍集中於極屬重 

耍的基本問題以改進全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內的 

社會狀況。此等工作的重心應爲作成決定及採取措施 

實行社會改革，以期終於有效地解決發展中國家面臨 

各種社會問題並協助加速此等國家之獨立輕濟及社會 

發展。贊助此項意見的代表認爲必須仍然將聯合國憲 

章第五十五條內的明文提定應用於聯合國社會方面工 

作方案。他們建議在修訂理事會決議案四九六(十六） 

以前應先重行評估聯合國社會方面工作方案，這將涉 . 
及各項重耍問題，例如公共衞生服務的改進、免費醫療 

制度的設立、文盲的劃除、所有各級免費激育的採行、 

社會安全及保險、重建傷殘使適於工作、國家及公共部 

門在改進公共福利方面所負任務、生活程度的提高、及 

社會所有各成員間國民所得的公平分配。

四三园. 理事會當前不僅有關於此事之社會委員 

會報告書，而且亦有捷克斯拉夫及蘇聯兩國政府来文 

(E/AC.7 /L./^73)陳述該兩政府關於聯合國社會方案 

方面所應定之優先辦理事項的意見。

因三五 . 理♦會內有幾位代表發表意見說社會委 

員會應處理廣泛的社會政策、社會設 If■及社會改革的 

問題而應少菅專門問題例如社會福利及社會防護。他 

們重述其意見，謂社會委員會在社會防護的標題下所 

討論的許多問題，由專攻刑法的組織去討論，更爲適 

當。惟他們力言少年犯罪的問題或許是一件社會關懷 

事項而需要作爲廣泛的社會發展方案的一個構成部分 

看待。其他代表對於社會委員會所討論而未篇各政府 

間組織所論及的專門問題，頗爲重視。一般的意見認



爲：透徹檢討聯合國社會方案與社會委員會的任務及 

職權，至爲重耍。

四三六 . 依社會委員會的建議，理事會通過一項 

決議案 (一0 八六E (三十九) )云：理事會請委員會於 

其下一届會重行檢时其爲滿足各會員國之需耍在聯合 

國方案範圍內所應負擔的任務。它請秘書長向各國政 

府提出問題單以便確定會員國在社會方面的需耍並於 

可能時確定此等需耍所應有的優先次序，及確定增加 

會員國提供技術合作資源的可能；然後根據它們的答 

覆，向委員會提出報各書。理事會復請委員會向理事 

會第四十一屆會提出關於實施此決議案所應採取行動 

的建議。

四三七 . 最後，理事會通過一項決議案(一0 八六 

A (三十九 )）云:理事會備悉委員會關於其第十六屆會 

的報告書，並決定通過該報告書內所載的工作方案及 

優先辦理事項，惟須參照關於聯合國社會方面工作的 

重行評估及改訂之时論結果重予檢討。理事會請秘書 

長儘先最速編製重行評估所必需之文件，編製時計及 

各國政府斜於決議案一0 八六E (三十九）內規定的問 

題單所作答覆與委員會第十六屆會內所作时論及所提 

建議。

第二節 . 人口問题 *

四三八 . 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討論人口問題時， 

其當前有®人口委員會關於其第十三屆會的報告書(E / 
^ 1 9 )。7 向理事會提出的文件亦有秘書長依據大會決 

議案一八三八 (十七）向各國政府進行調查因経濟發展 

與人口變遷互相影響而有的問題所得答覆之訂正撮耍 

(E/3895/Rev. 1 and Corr. I and Add. ' -2 );人口方面

長期工作方案問題專設專家委員會報告書（E/CN .9 / 
182 and A d d .l ) ;及世界人口會議囊備委員會第二次 

及第三次會議報告書（E/C0NF.4 I/PC.2 and 3)。理 

事會於決議案一0 八四(三十九）內。表示備悉委員會 

所表示的意見並認可其報告書內所載之工作方案及優 

先辦理事項。

人口傳長與經濟及社會發展

四三九 . 理♦會第三十七届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案 

(一0 四八(三十七））云：除其他事項外，理事會請人

* 大會第二十屆會的臨時議程載有"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 
一項目。

® E/AC.7 /SR.529.530; E/SR.1394。
7 經濟《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補編第九

口委員會以及其他機關，調查因綴濟發展與人口變遷 

相互影響而有的問題以期加强聯合國工作協助發展中 

國家政府處理其所面臨的人口統計問題。在同一決議 

案內，理事會又請秘書長將来在每隔適當期間後作相 

似的調查。

0 四0 . 理事會獲悉已牧到五十六國政府對於調 

查所作答覆。在辯論期間,有幾位代表對於調查結果表 

示感謝，並注意到，依理事會決議案一  0 四八(三十七） 

規定，所得結果將提供於卽將舉行的世界人口會議的 

參加者。理事會贊同人口委員會所作的建議，卽在一 

般情形下此種調查應每隔五年作一次，且秘書長應擬 

具第二次調查的提議以備預定於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舉 

行之委員會第十四届會赛議。第二次調查的範圍應比 

第一次較狹小，俾可對於特別緊急的人口問題作更深 

入的分析。

H 四一 . 在理事會討論期間，有人指出，若不計 

及各種人口因素，那就不能實事求是地處理纏濟與社 

會發展的問題，那種因素不僅包括人口的多少及組成 

與人口增長的速率，而且亦包括一個國家pg人口的分 

布，尤其是城市與農村區域間的分布在內。他們承認 

發展中各國所面臨的人口問題不能一槪而言。在若干 

發展中國家內，人口滑長的高速度及高的人口密度是 

主要的人口問題。在其他國家內，卻有容納更多人口 

的相當大可能性。在所有國家內，都需要就基本人口 

趨勢及此種趟勢與維濟及社會發展的相互影響，宽集 

更多的情報。

世界人口狀扰，特別着重人口海長及 

城市奥霞村分布

四园二 . 人口委員會請理事會注意至二0 0 0 年 

爲止的世界各不同區域之新人口預測，按此項預測報 

告係作爲秘書處工作方案之一部分編成，列載於"一 

九六三年所估定之世界人口前瞻臨時報告書 " (S T / 
SOA/SER.R/7)。假定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內許多發展 

中國家中因預期的綴濟、社會及文化的進步與若干政 

府方面日漸更加努力提倡家庭計劃挪法的結果，生殖 

力會減低，則普通預測爲一九六0 年約爲三十萬萬的 

世界人口，至一九八0 年將增至四十三萬萬，而到本世 

紀之末將滑至六十萬萬。人口的前瞻在已發展國家與 

發展中國家有顯著的不同。在前一種區城內預料將有 

比較上不很大的滑長，但是在後一種國域內則將有繼 

續的迅速擴張。由一九五0 年至一九六0 年期間發展 

中區域內的增長估1Ü：界人口滑長的西分之三，而且此



項比例數預料至本世紀之末甚至將更爲提高。理事會 

獲悉秘書長現正預備改編此項報督書以傭早日出版， 

其中將計及所收到各國政府及若干個別專家就臨時報 

告書提出的意見。

四四三. 委員會歡迎秘書處在世界不同區域的城 

鄉人口趨勢之很複雜研究方面所採取的最初步驟。秘 

書處研究的初步結果表明在一九六0 年左右世界人口 

約有四分之一居住於有居民二萬或二萬以上的城市。 

在一九五0 年代的十年期間 ,都市化的速度（卽都市區 

域人口總數之百分比增加）在發展中國家比在已發展 

國家較高，並且在非洲及拉丁美洲似乎特別快。

四四四. 基本統計資料的不足使城鄉人口的研究 

受到厳重限制；"都市 " 人口的定義各國大不相同，並 

且卽使紙比較居住於有居民二萬或二萬以上之地方的 

人，在比較方面仍有許多問題。委員會對於改進一九 

七0 年人口調查中之都市人口統計一事甚爲重視；並 

已建議於一九六七年初召集一專設專家團檢时在該方 

面之各種槪念及定義與發展中國家的研究需耍。

長期工作方案

四因五 . 一九六H 年九月召開了由世界各地與人 

口統計學有關各方面極合格專家所組成的一個專設委 

員會就人口問題長期工作方案向秘書長提供意見。人 

口委員會贊同專設委員會報告書（E /C N .9 /I82 and 
Add. I )內所表示的意見，卽需耍擴展聯合國及各專門 

機關與人口問題有關的工作範圍，而同時繼續並加緊 

與下列事項有關之工作 :人口統計之改進、擴展及國際 

1 ；輯與人口趨勢及其與輕濟及社會因素之相互關係的 

研究。人口委員會認爲於各國政府請求協助研究人口 

間題時須擴大關於人口問題的一切方面的協助範圍， 

包括訓練、基本統計的寬集、研究、情報及綴驗的牧集、 

及行動方案等方面。

E 四六.人口委員會所認可的長期工作方案係根 

據專設專家委員會的建議，與大會、理事會、亜洲遠東 

經濟委員會及亜洲人口會議的有關建議；並亦計及各 

國政府對關於因輕濟發展與人口變遷相互影響而發生 

之問題的調查所作答覆中表示的意見。8在爲由一九六 

五年至一九八0 年的十五年期間所擬定的長期目的範 

圍之內 ,委員會爲發展十年的餘下幾年(卽爲一九六五

®大會決議案一A 三八(十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決議案 

九三三(三十五)及一0 四八(三十七）; 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決 

議案五十四（二+ ) ; 亞洲人口會議報告書，一九六三年（E / 
CN .11/670)； E/3895/Rev.l and Corr.l and A d d .l。

年至一九七o 年期間）建議了一項更具體的中間工作 

方案。

四四七 . 委員會方案內所列主要工作計有：人口 

統計的滑加及改進；關於生産、死亡及病態，內部移 

民及都市化，綴濟發展的人口方面間題，及社會發展 

的人口方面間題之研究及技術工作；技術協助；及會 

議與有關工作。長期目的及中間方案二者均應於必耍 

時由人口委員會將來届會予以覆審及於必耍時加以修 

訂。委員會報告書力言需耍由聯合國所屬各機關及各 

專門機關參加在人口方面所計劃的擴大工作方案。關 

於此點，理事會獲悉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期間將在日內冗召開一機關間會議，審議聯合國與各 

專門機關間的責任之劃分並擬訂有效地協調各項工作 

的計劃。

四0 八 . 理事會於其決議案一0 八四 (三十九）內 

認可人口委員會關於長期工作方案的建議，其中除其 

他事項外，包括關於求達下列目的之工作：增加發展 

中國家內在技術上訓練有素的人口統計人員之供應， 

擴大並加緊關於研究及技術的工作，增大人口方面之 

會議方案及有關工作。它請各區城經濟委員會及各專 

門機關考慮依據人口委員會所建議的工作方案修改並 

擴大其在人口方案的工作。它復請秘書長考慮對人口 

方面工作在聯合國秘書處内絵予與它的重耍性相稱的 

一種地位，並請大會注意需耍核撥必需資源以充所建 

議的擴大工作方案之用。

給予各國政府的處理人口間题的播助

四四九. 委員會於其提送理事會的報告書內述及 

一九六五年初 ,m 印度政府請求，已派一人口專家技術 

協助團赴印度，評估該國的家庭計劃方案，以期建議如 

何能加速推動此項方案及有關工作並儘速達成政府所 

規定之人口目的。上述的人口方面長期工作方案規定 

將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協助擴大範圍並增多數量。理 

事會內有若干代表認爲應當言明，關於人口方面的行 

動方案，包括目的在限制人口增長率及應付農村遷移 

至都市問題的方案在內，對各國政府如維其請求應提 

供諮詢服孩。他們說各國政府雖應自行決定其本國的 

政策，惟在此種政策的簿劃及實施上應能得到聯合國 

協助的益處。一郁分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指明他們有意 

接受聯合國、其所屬專門機關及兒童基金會的此種協 

助。其他代表所表示關切的一點爲聯合國現有爲數有 

限的技術協助終費或許將由経濟及社會發展的緊急工 

作移作別用。他們又表示意見云：聯合國所應集中注



意者是推進人口方面的研究及訓練工作而不是業務方 

案。當經議定聯合國及其所屬各專門機關不應建議或 

提倡應由各國政府施行之任何人口政策。理♦會於決 

議案一0 八四 (三十九）內請秘書長，如經政府請求表 

示願得人口方面協助時，依據理事會決議案二二二 

(九) 及大會決議案四一八(五)提供教方面之豁詢服務 

及關於行動方案的訓練。

世界人口會截

0 五0 . 理事會獲知將於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十日 

至九月十日在貝爾格來德舉行第二届世界人口會議的 

計劃。有幾位代表感謝聯合國，其所屬專門機關及東 

道國政府爲該項會議所安緋的辦法。理♦會獲悉預計 

約有參加者一千人出席會議。現已竭力務使有發展中 

國家的大批專家出席。差不多有五百件文件已分發予 

參加者，內有特約的及投稿的文件以及若干背景文件。 

約有三百件研究報告將於一九六六年會議紀鋒内發 

表。一部分代表希望會議將大有助於增進對世界各地 

區內，尤其是經濟及社會發展問題嚴重的發展中國家 

地區内人口問題的了解。

第三節 . 住宅、建築及設計 *

四五一 . 住宅、建築及設計委員會第二屆會報告 

書 (E/3858) ,9連同工業發展處與各區域輕濟委員會就 

該報告書提出的意見，綴提出於理事會第三十七屆會。 

理事會關於此報告書的討論及行動載入提送大會第十 

九屆會之理♦ 會報告書。1。委員會報告書亦綴提出於 

社會委員會第十六届會。社會委員會於其報告書（E/ 
^ 1 ) 1 1 內■ 有專章論述住宅、建築及設t h 特別强調 

需耍在國家及國際兩方面多爲努力使低收入家庭獲有 

住所，並亦特別提出住宅問題的其他社會方面。由一 

位諮議編撰的關於住宅之社♦方面問題與都市發展的 

研究報告亦綴提出於社會委員會(E/CN .5/ 392) ;惟因 

該項報告書未譯成所有各種工作語文，委員會決定在 

- 九六五年九月住宅、建築及設計委員會第三届會加 

以討論前，暂緩討論研究報告的內容。

* 大會第二十届會臨時議ë 項目。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七屆會，補編第十

二號。

1»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九届會，補編第三號，第八章，第 

一箭。

11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補編第十 

二號，第五章。

第四節.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四五二. 兒童基金會執行委員會關於其一九六五 

年六月届會的報告書（E/«)83/Rev. I 已由理事會第 

三十九届會予以審議。I3

四五三 . 執行委員會主席於提出報告書時，逃及 

兒童基金會因自其成立以來擔任執行幹事的Maurice 
Pate的逝世受到重大損失。她歡迎委派Me. Henry 
Labouisse 繼任。

四五四 . 她就委員會的工作發表意見說：在使兒 

童因損失、貧窮、疾病及失學而有的各種需要得到滿足 

的工作方面進展自然遲慢，特別是由於世界人口是在 

以每年百分之二至二點八的高速度不斷滑加。此等同 

様因素阻礙了 " 兒童權利宣言 " 的目標之普遍實現——  
這是交付兒童基金會貢擔的一種任務。

四五五. 委員會於其最近届會所通過之兒童基金 

會來年方案需撥織費三千五百萬美元至三千七百萬美 

元挪理。這就是說與一九六0 年的數字比較而言，一 

九六五年的支出減少百分之十五，一九六六年支出減 

少百分之十。在一九六二年，所撥綴費爲0 千四百萬 

美元左右，因兒童基金會依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利 

用了它的準備金的一部分，故能暫時不超過其本年收 

入。莫說擴展工作以滿足所收到各國政府爲數日增的 

更多的請求，如果兒童基金會耍維持其工作，亦必須 

大爲增加政府及私人方面的捐款。業已有一二一個政 

府作経常的捐助，並且它們之中有一部已宣布增多來 

年捐敦。現已建議向非政府來源壽暮款項的各種新方 

法，並由爲協助兒童基金會而組成約二十個國家委員 

會給予可貴的支持。現在可以由捐贈人指定將此種來 

源的捐敦用於某項計劃。

四五六 . 在現時，兒童基金會正在衞生服務、疾病 

防治、營養、家庭及兒童福利、敎育及職業訓練等方面 

協助一一A 個國家內的五四四個計劃，並且它亦在以 

緊急接助方式提供相當的協助。

四五七. 委員會於其最近届會中特別注意發展中 

國家內已斷奶而未屆學齢的兒童之需要，那裏死亡率 

最高，有時比已發展國家两一般死亡率较高四十至五 

十倍之多。委員會議定郝理一系列的工作以鼓勵各國 

政府更集中注意於幼童，並建議執行幹事於其屬員之 

中指定一人特別頁責該方面的工作。

I2 同上，補編第十五號。 

E/SR.1391。



四五八. 營養不良及營養不足對於兒童及靑年人 

雖有悲慘且常不能彌補的影響，而在營養方面請兒童 

基金會援助的請求卻減少了；委員會內對於此事表示 

關切。在另一方面，敎育方面的協助要求日漸增多。至 

兒童基金會執行委員會最近届會結束時爲止，計有五 

十五個敎育計劃及九個職業訓練計劃在分別與文敎組 

織及勞工組織密切合作辦理之中；在此届會時於該方 

面承擔綴費計達五百九十萬美元，卽承擔方案經費總 

數的百分之二十二。兒童基金會所絵予的敎育協助主 

耍是在師資訓練方面 , 包括學校用品、敎具及其他設備 

的供絵。雖有各種新的方面的發展，兒童基金會仍繼 

續支持衞生及營養方面的長斯工作，委員會最近届會 

爲此種工作承擔的雜費計達承擔方案經費總數的三分 

之二。紙有百分之十是爲各種完全新的計劃承擔的綴 

費，而餘數則爲各種方面現有計劃之進一步發展所需。

E3五九.執行委員會感覺到人口問題的日錢嚴重 

及兒童基金會因而在産婦及兒童衞生服務方面貝有的 

任務。它因此議定將此題目列入委員會一九六六年屋 

會的議程，並令執行幹事就兒童基金會在家庭計劃方 

面的任務編撰一報告書。它亦議定委員會對於以該項 

問題爲最急耍務的國家所提一、二件協助請求可予考 

慮，但在達成政策上決定以前不能採取行動。所提供 

的任何協助均將依據世界衞生組織的技術上豁詢意見 

而不越出世界衞生大會最近屆會爲該組織所定的政策 

範圍。

四六0 . 協助兒童方案與協助靑年人方案是密切 

被此相關的，同時兒童的需要須以一種綜合的方式處 

理。而且不能視兒童爲與家庭、社匿及其環境分開的 

一種協助對象，亦不應把兒童當作一個單獨實體由一 

特設的部或署或依一局部的計劃去處理。已輕或現正 

擬訂經濟及社會發展長期計劃的國家極應在此種計劃 

內列入適當親定協助靑年人達到衞生、營養、教育及成 

人生活準備的更好標準。討論在國家設計及發展中之 

兒査及靑年問題的處城會議已經壽備於此一年內在兒 

童基金會、E 域綴濟委員會及國城發展研究所共同主 

持之下於曼谷及桑提亜哥舉行。各該區:域內最高政府 

設計人員，與各有關專門機關代表均將參加。

E 六一.受協助國家國民的訓練繼續在兒童基金 

會所提供的協助中估一大的並日漸墙長的地位。現正

依理事會對於評估的重視情形，日漸更加着重評估。 

最後，委員會主席說委員會已審議對於尙在發展初斯 

故未有必需的使利便其能利用兒童基金會協助的國 

家，尤其是非洲的一部分國家，如何能絵予特別協助 

的問題。委員會已議定見童基金會應提供更多的供應 

品及在分擔當地辨事費用方面責擔更大責任；並應努 

力使各種計劃得到雙邊及多邊援助。

四六二 . 其後在辯論期間，各方對於已故執行幹 

事，Maurice Pate紛紛表示捧念，並亦.對其繼任者Mr. 
Labouisse表示歡迎。

四六三 . 討論委員會報告書時，許多代表讚揚兒 

童基金會的工作及其在他們本國內現正提供的協助。 

兒童基金會工作因財務關係而受限飼，殊屬遺憾，故 

所有各代表均同意應竭力使公私雙方捐敦增加。執行 

委員會最近屆會核准承擔綴費之中僅有百分之十係充 

新計劃用途，尤被認爲遺憾。一位代表指出歐洲各國 

捐款應當加倍使之符合一般捐贈款項比額。另一代表 

促請於通過新的壽款計劃時應注意通常預算程序。

四六四. 有幾位代表贊同兒童基金會應提供與家 

庭計劃有關之協助的建議；其他代表則提出警告並促 

請對於此種發展愼重將事。一部分代表促請更多集中 

注意於兒童基金會的工作及其協助兒童的力量有限。 

他們亦表示欣悉新執行幹事在執行委員會最近届會曾 

說將維持並發展與聯合國體系內其他機關的密切合 

作。一位代表耍求重行提定兒童基金會的目標及優先 

次序。

四六五. 有幾位代表力言兒童基金會在非洲各國 

所雜工作的重耍。據云至一九六五年六月底爲止所雜 

五四四種計劃之中。在非洲境內者不下一九七種。就 

任何一洲而言，這是最高的數宇。

四六六 . 討論結束時，理事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案 

(一0 七三(三十九 ) ) 云：理事會促請各國政府及私人 

圉體加緊努力大量增多兒童基金會的資源。它亦歡迎 

對於協助未屆學齢兒童一事的更加重視；贊同兒童基 

金會努力務使國家綴濟及社會發展計É 內？！1入適當規 

定以滿足兒童的需耍；並歡迎兒童基金會執行委員會 

決定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在非洲舉行其下一届會。



附 件

非政府紐織的康述

非政府姐識俊截事親则第八十六條向理事會或其所厲各类員食所作的口頭陳述

第三十九在會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 

社會装展—— E/AC.7/SR.525。

國際基督敎工會聯合會 

社會設計—— E/AC.7/SR.525。

世界工會聯合會

社會設計—— E/CA.7/SR.525。

非政麽姐鎮向理事會非政府姐織間题委臭食所作的口頭味迷 

第三十九屈會

天主敎國際社會服務聯合會 

社♦ 發展—— E/C.2/SR.205。

世界基督敎女靑年會 

社會委員會報告書一一E/C.2/SR.205。

非政府姐識提送理事♦的書面陳述

國際女律飾聯合會 

E /C .2 /6 3 7 .社會委員會報告書。



第十三章

人 權

0 六七 . 理事會在其第三十九屆會1審查了人權 

委員會第二十一屆會報告書(E/4O2i 0 ,2並在決議案一 

0 七四A (三十九）内表泰備悉這件報吿書。理事會遺 

審查了3婦女地位委員會第十八屆會報告書（E/4025)t 
並在決議案一  0 六八 A (三十九）内表示備悉該報告 

書。理事會遺審議了5秘書長就實施聯合國消除一切 

形式種族政觸宣言之措施所提報告書(E /4028),«射論 

了人權方面鶴詢服務方案7 及奴裁問題。8 竊將理事會 

關於上述及其他問題所採行動敍述如後。

甲 

第一節. 消除宗敎上一切形式不容異己之 

國隱公約草案

四六八 . 依照人權委員會決議案二(二十)，防止 

歧視及保護少數分設委員會曾向人權委員會第二十一 

届會提出一件依據大會決議案一七八一 (十七)擬具 

的清除宗敎上一切形式不容異己之國際公約草案初 

稿。這件草案內有前文及十三條條文（E/CN .4/ 8^2 , 

第三二一段，決議案一(十七），附件)並包括若干關於 

旨在使公約草案更加有效的其他實施措施的提案（E/ 
C N .V 8 8 2 ,第三二九段，決議案二 (十七），附件）。

ra六九 . 人權委員會第二十一届會審議了9分設 

委員會擬具的草案初稿，通過了前文及四條條文，以 

便載入公約草案內。但因時間不够，來不及完成審議

號。

號。

* 大會第二十屆會臨時議程中一分項。

1 E/AC.7/SR.516-522; E/SR.1391, 1392。
2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屆會，補編第八

3 E /A C .7 /SR .508-513； E/SR.1385。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 會 ，補編第七

5 E /A C .7 /SR .521-522; E/SR.1392。
6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屆會，附件，議 

程項目二十六。

7 E/AC.7/SR.513-517; E/SR.1385。
« E /A C .7 /SR .522-524； E/SR.1392。
0 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補編 

第八號，第二章；及第十二章，決議草案査。

草案的工作，故決定於第二十二届會絕對優先進行這 

項工作。

西七0 . 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1•'表示嘉許人權委 

員會對公約草案的工作。不過，若千代表對委員會沒 

有充分時間完成這件草案，表示惋惜。依據人權委員 

會的建議，理事會在其決議案一0 七因B (三十九）pg 
表示備悉人權委員會的決議案一(二十一)，並決定促 

請大會注意該決議案。

第二節. 關於人權的定期報告及關於 

新聞自由的報告書

0 七一.自從一九五六年根據理事會決議案六二 

129 B (二十二)開始建立由各國政府就其境內人權方面 

發展情形提出定期報告(三年一次)的制度以來，現在 

已經提出的這種報告計有三輯。第一輯所述時斯爲一 

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第二輯爲一九五七年至一九 

五九年；第三輯爲一九六0 年至一九六二年。

四七二 . 人權委員會審議一九六0 年至一九六二 

年報告11時已經接獲人權問題定期報告書審0 委員會 

擬具的報告。這個委員會是人權委員會於第二十届會 

時任命委員八人m組成的。這個委員會在其報告書(E / 
CN.4/876 and Corr. I ) 內，以決議案方式提具其意見、 

結論及建議，備供人權委員會審議。這個委員會除其 

他事項外，建議修訂關於人權問題定期報告的制度。

四七三. 人權委員會大體贊成定期報告書審查委 

員會的建議 ,將後者提出的決議草案加以修正後通過。 

委員會相當詳細地討論了將來定期報告書應當遵循的 

程序。委員會的辯論大槪集中下列數點：誰應有權提 

出報告及意見，報告的範圍舆內容，提交人權委員會 

的報告書應取的方式，審查報告書時應採的程序。人 

權委員會若干委員說非政府組織對報告制度可能提供

10 E /A C .7 /S R .516-518; E/SR.1391, 1392。
11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補編 

第八號，第S 章；及第十二章，決議草案或。

I3 同上，第三十七盾會，補編第八號，第三二八段。又參 

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九届會，補編第三號，第四四二段及第 

四四八段。



有用的貢獻；它們的意見能够補充政府所提報告內有 

時可以看到的缺漏之處，且能提供必耍的刺激，使政 

府提出充分的報告。其他委員則認爲非政府組織的意 

見，往往範圍有限，有時太過膚淺或別有用意，所以 

不應鼓勵非政府組織參加報告制度；尤其是，絕對不 

能將這些機關的意見與各國政府及各專門機關提出的 

報告書視爲具有同等的地位。

四七E . 理事會各理事國，與人權委員會各委員 

國一樣，大都認爲還有別的辦法，可以更充分地利用 

定期報告書所載有關人權方面的情報，所以很歡迎有 

人建議修改報告制度之意。有人答覆批評擬議中新制 

度的若干代表說，擬議的制度 f t 根本沒有將屬於各國 

政府的權力授予非政府組織的事；其目的紙是使秘書 

長能將涉及若干國家政府的意見轉達有關國家政府而 

已。若干委員認爲非政府組織在其所提意見涉及的國 

家內設有辦事處者與不設辦事處者不同。若干代表並 

對由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分設委員會接受報告及擔任 

初步研究工作一事，提出批評。

四七五 . 理事會依據人數委員會的建議，在決議 

案一 0 七四 C (三十九）內請聯合國或各專門機關會員 

國繼續不斷的每三年一次按期輪流提供關於人權的各 

方面的情報，第一年關於公民及政治權利方面，第二 

年關於綴濟、社會及文化權利方面，第三年關於新聞 

自由方面。除其他建議外還促請各會員國提具有關人 

權之發展的報告書；請各國政府及非政府組織於所提 

報吿書內附列該報告書之槪耍；請秘書長將自非政府 

組織方面接獲之資料內提及聯合國任何會員國，或專 

門機關會員國之任何資料轉交各該國家政府，並請其 

提具可能有意提具的意見；請秘書長將各會員國及各 

專門機關依據決議案規定提出之情報全部轉交人權委 

員會、婦女地位委員會及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分設委 

員會；請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分設委員會擔任所接獲 

資科的初步研究工作， 並請人權委員會設立一個專設 

委員會由人權委員會委員中推選若千委員組成，其任 

務爲對根據決議案規定接獲的定期報告及其他情報加 

以研究及評慎。

第三節. 國際人權年*
四七六 . 秘書長依據人權委員會決議案六(二十） 

設置由會員國三十0 國代表組成之國際人權年委員 

會，曾於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十月及一九六五年二 

月及三月間舉行會議，並擬具一項方案，規定聯合國、

各會員國及各專門機關於一九六八年度內應採之措施 

及行動。按大會曾在決議案一九六一(十A )內規定一 

九六八年爲國際人權年，以資慶祝通過世界人權宣言 

二十週年紀念。

四七七. 人權委員會第二十一届會對國際人權年 

委員會報告書已作初步赛議，並通過委員會断提關於 

必須立卽採取行動的擬挪事項I3的若干建議。委員會 

建議之一，卽主張於一九六八年年底之前，完成關於 

見童權利及家庭權利公約，備供各國批准的建議組人 

權委員會否決。人權委員會任命了一個工作小組（E/ 
^ 0 2 4 ,第四六五段，決議案五B (二十一)），由人權委 

員會各委員國組成，與秘書長通力合作，囊劃人權委 

員會應向大會建議由聯合國在慶視世界人權宣言二十 

週年紀念時擔任的其他儀式、措施及行動。工作小組 

已於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七日舉行第一次會議。

四七A . 理事會於第三十九届會I4中審議了人權 

委員會及國際人權年委員會的建議，內中除其他事項 

外 , 主張在一九六八年度內召開一次國際人權會議。理 

事會各理事大半贊成舉行這種國際會議，但認爲事先 

應先審愼書備，而且應有確切的議程。若干理事表示 

意見認爲會議議程內應包括關於工人權利、種族歧視、 

種族隔離、殖民主義及新殖民主義等項目。

四七九 . 理事會大體上贊成人權委員會的建議， 

並提到消除種族隔離政策一節以補充人權委員會所擬 

決議草案的案文，於是，理事會於決議案一0 七四 E 
(三十九）中，建議請大會通過一件決議草案，槪述一 

九六八年度內爲促進人權應採措施的方案，包括召開 

國際會議在內。

四八0 . 理事會還在決議案一0 七四 F (三十九） 

內決定應請婦女地位委員會代表一人參加根據人權委 

員會決議案五B (二十一 )任命的工作小組會議，最好 

能在討論有關擬議舉行的國際人權會議的事項時參加 

一個很短的時期。

第四節 . 實施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 

種族歧視宣言之措施 *

四八一 . 秘書長通知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 (E / 
^028)15說 ,他已提請大會第十九屆會注意理♦會決議

* 大會第二十届會臨時議程項目。

I3 參閱經濟® 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S 十九a 會 ，補編 

第八號，第四章；及第十二章，決議草案肆。

E/AC.7 /SR.516-521; E/SR.1391, 1392。
I5 經濟》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附件，議 

程項目二十六。



案一 o 一六 (三十七)—— 建議請大會通過一件關於實 

施聯合國清除一切形式種族妓視宣言之措施的決議草 

案一 又■於大會未能於該届大會期間赛議這個項 

目，所以已將其列入第二十届會臨時議程。

四八二 . 理事會第三十九屆會1® 審議了這個問題 

之後, 在其決議案一0 七六 (三十九）內歡迎防止歧視 

及保護少數分設委員會決定進行有關政治、綴濟、社會 

及文化方面之種族妓規的專門研究，並請秘書長在分 

設委員會養備研究工作時，予以必耍的協助。理事會 

請人權委員會在其第二十二届會議程內載列迅速實 

施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宣言之措施 " 問題，並決定在 

其本身議程內也保留這個問題。理事會請秘書長向理 

事會第四十一届會另提一件報告書 ,說明各會員國、聯 

合國、各專門機關及各E 城政府間組織對實施宣言所 

採之行動。

第五節. 肪止歧視及保護少數

四八三. 人權委員會在其第二十一届會審議了防 

止 政及保護少數分設委員會報告書（E/CN.4/882 
and Corr. 1)17並表示備悉這件報吿書。

被视間题的拼究

四八四. 人權委員會已接到分設委員會擬具的政 

治權利方面之自由與非政視原則草案。遺接到分設委 

員會專題報告員Mr. José D. Ingles擬具的"關於人 

人離去任何國家，連其本國在內，及歸退其本國之權 

的政視的班究的報告書 "1® 及分設委員會第十五屆會 

通過的人人皆有離去任何國家，連其本國在內，及歸 

返其本國之權方面之自由與非政視原則草案。人權委 

員會已將這些項目的審議延至第二十二届會。

四八五 . 理事會於其第三十九届會決定1® 請人權 

委員會注意一件提案（E/CN，V 767)。該提案請將下 

列兩個文件併成一件印行：一是分類列舉對於各族人 

羣、各宗敎人羣或語文人羣定有國際性質特殊保護措 

施的秘書長節略(E/CN.VSub.2/ 221 ) ; 一是業已編就 

的此類國際文書及同類國際性質的措施中具有現代價 

値而且對於各族人羣、各宗敎人羣或語文人羣定有特 

殊保護辦法的案文囊編(E/CN .VSub.2 /2 l )々。

四八六 . 人權委員會第二十一届會》已接獲上述 

提案，但是委員會沒有時間加以審議。

分俊类員會的成員

四八七 . 理事會在決議案一0 七四G (三十九）內 

核准人權委員會的決定，將分設委員會委員人數自 

十0 人 增 至 十 八 人 俾 使 各匿城、各種法律制度及各 

種文化皆有充分代表。

四八八 . 理事會辯論時"^各代表大體上都贊成擬 

議增加委員人數之意。不過，若干代表認爲滑加人數 

不一定能使各區域有更充分的代表，並認爲'增加一個 

機關的員額不一定能增進其效力。若干代表說，如果 

增加員額，那末新委員應來自亜洲或非洲國家。

第六節 . 懲罰戰犯及危害人類 

罪犯的問題

四八九 . 人權委員會第二十一屆會審議了懲罰戦 

犯及危害人類罪犯問題。M 人權委員會各委員都認爲 

檢舉及懲罰戰犯及危害人類罪犯可防止別人再犯同類 

的罪行，保護人權及基本自由，促進各民族互相信任， 

並對國際和平安全有所貢獻。他們認爲聯合國必須貢 

獻鮮法 , 解決戦爭罪及危害人類罪引起的間題，因爲 

這種罪行都是違背國際法的， 而且認爲聯合國尤其必 

須研究途徑與方法，在國際法上確立對這種罪行的檢 

舉及懲葡不受時間跟制的原則。

四九0 . 人權委員會請秘書長（E/ 恥24, 第五六 

七段，決議案三(二十一))研究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在 

國際法上引起的問題， 並儘先研究法律程序， 以確保 

這種罪行不適用時限規定。委員會決定於第二十二屆 

會討論這件報告書，作爲優先處理的事項之一。

四九一 . 綴人權委員會建議，理事會在決議案一 

0 七四D (三十九）內促請各國繼續努力， 確保將依據 

國際法及其本國法律規定，對犯有戰爭罪及危害人類 

罪的罪犯當予以追索、逮捕，並由主管法院施行公允的 

刑罰；理事會請甸未加入大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 

通過的防止及懲洽殘害人羣罪公約的國家儘速加入該 

公約。

E/AC.7/SR.521, 522； E/SR.1391, 1392。
I7 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補編 

第八號，第七章。

U 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64 .XIV.2。 
E/AC.7 /SR.S24； E/SR.1392。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補編第八 

號，，第七章，第四九八段至第五一一段。

同上，第六章。

22獲選委員名單，參閱附錄《 。

E/AC.7 /SR.516-521; E/SR.1391, 1392。
24參閱經濟* 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屆會，補編 

第八號，第九章；及第十二章，決議草案奪。



第七節. 委派聯合國人權事宜 

高級專員間題

四九二. 人權委員會第二十一届會決定在其議程 

內增列題爲"由聯合國人權事宜高級專員或其他適當 

國際機構實施人權問題 ""® 的項目。但因時間不够，未 

能加以審議。M

四九三 . 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接獲一件提案說理 

事會應建議請大會於第二十届會時審議邊選一個聯合 

國人權事宜高級專員的問題，並認爲可由大會指定一 

個工作圉進行此事。

因九四 . 理事會討 論 時 有 好 幾 個 理 事 國 支 持  

這個提議。若干理事國說雖然實際實行這種計劃時無 

疑必會發生困難，但是現有促進人權機構之須加補充， 

是毫無問題的。若干代表認爲這事雖然非常重耍，但 

是根本無法在本届理事會內充分研討，所以建議，m  

於人權委員會尙未對此問題採取任何行動，不如等人 

權委員會提出一件關於這個問題的具體決議草案，再 

作決定。若千其他理事國則認爲這項提案根本不能接 

受，他們認爲通過這件提案會妨礙這個非常複雜的實 

施人權的問題；因爲這個問題牽涉國家主權及特權， 

所以不能將這種權力授予一個人；而且必須避免任何 

對主權國家內政事項的干涉。

四九五 . 理事會對於此事沒有作任何正式決定。

第八節 . 關於實施人權方面公約及建議的 

組織及程序辦法

四九六 . 理事會因深知人權方面的有效國際方案 

非常重耍，深盼能檢討一下聯合國各機關在實施人權 

公約及人權建議之現行辦法及程序方面所得的德驗， 

所以在決議案一  0 七五（三十九）內請聯合國秘書長、 

勞工組織及文敎組織幹事長分別就各該機關實施人權 

方面各公約及建議的現行組織及程序辦法，爲理事會 

擬具報告書，並斯酌情形，包括有關過去綴驗的情報。 

遺耍求他們在理♦ 會第四十届會時提出這些報告書。

四九七 . 在通過這件決議案前的辯論& 中，有人 

說應將大家對社會正義及人權的關注移至聯合國舞臺 

的中心， 所以倘能利用本組織、勞工組織及文敎組織 

對於這事的終驗，一 定非常有益。若干代表說他們在程

序上和事實上都有理由使他們不能支持這件提案：這 

個提案未在理事會的社會委員內討論過，而且道個提 

案與理事會就定期報告書問題通過的決議案（決議案 

一0 七四 c ( 三十九) )有重曼之處；再者，大會第三委 

員會已在審議實施問題。其他理♦則說這件提案純屬 

程序性質，內中處理的間題根本與關於報告制度的決 

議案所處理者不同。

第九節. 奴裁問題

四九八 . 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審議a 了秘書長依 

據理事會決議案九六o ( 三十六）委派的專題報告員 

Mr. Mohamed Awad所提關於奴裁問題的報告書 (E / 
^056 and Add. I-3 ) , 報告書載有五十三個會員國政 

府及有關各非政府組織封秘書長商同專題報告員編製 

的關於奴裁問題的間題單提供的情報。

四九九 . 理事會接到專題報告員擬具的導言（E/ 
A C .7 /L .^ 6 ) ,並且舉行了初步辯論，但未對問題的實 

體作成任何決定。

五0 0 . 辯論結束後，理事會通過了一件決議案 

(決議案一0 七七（三十九)），內中理事會表示因爲報 

告書各種工作語文的案文尙未齊全，所以無法充分審 

議奴截問題專題報告員的報告書。又靈於遺有六十一 

個會員國至今尙未答覆關於奴織制度的問題單，所以 

請尙未答覆間題單的聯合國會員國政府、專門機關及 

非政府組織儘速提出答覆，以使幫助專題報告員完成 

他的工作。決議案請專題報告員繼續工作，在理♦會 

一九六六年夏季舉行届會時向其提出最後報告書，並 

在報告書內包括有關聯合國在奴截問題方面可能採取 

之行動的建議，決議案復促請聯合國各會員國及專門 

機關各會員國中尙未參加一九二六年國際奴截公約及 

一九五六年廢止奴载制度、奴截販賣及類似奴裁制之 

制度及習俗補充公約者儘速參加此等公約。

乙

第十節 . 婦女地位

五0 — . 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審議了W —九六五 

年三月一日至十九日在伊朗德黑蘭舉行的婦女地位委 

員會第十八屆會的報告書(E/4025)31並在理事會決譲 

案一 0 六八A (三十九 )內表示備悉這件報吿書。

35同上，第一章，第十三段至第十四段。

同上，第十章，第五六八段。

" E /A C .7 /SR .517-521; E/SR.1392。 
E/SR.1391, 1392。

E/AC.7/SR.S22-S24; E/SR.1392。 
E/AC.7/SR.S08-513； E/SR.1385。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iE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補編第七

號。



五o 二 . 理事會還接獲一件提案，內中擬請婦女 

地位委員會考慮如何切實實施兒童權利宣言之各項原 

貝0 , 並綴由理事會向大會提具建議。這件提議嗣經理 

事會在討論社會發展問題時再行審議後，通過了理事 

會決議案一 0 八六L 〔三十九）。32

五0 三.婦女地位委員會報告書內請理事會對婦 

女地位委員會的年會確立一種画定的政策（E / 0々25 , 

第三二二段，決議案十七（十八））。理事會許多理♦强 

調委員會工作的重要，並說欲求男女地位完全平等， 

遺有許多工作尙待進行，所以表示贊成繼續舉行年會。

五0 四.鼓將理事會對婦女地位委員會主耍建議 

所採行動槪述如下。W

歸★的政给權利

五0 五 . 理事會與婦女地位委員會都欣悉，根據 

多數國家的法律，婦女現在都享有充分的政權。不過， 

雖然已有相當的進展，但是至今紙有园十四個國家加 

入一九五二年通過的婦女政治權利公約。

五0 六 . 理事會大體贊成委員會的建譲，所以在 

決議案一0 六八 B (三十九）內，邀請各會員國加緊努 

力，加入這件公約，並充分實施該件公約內所載的原 

則；並 I I請他們將來依據決議案九六一  B (三十六）， 

向秘書長提供有關該公約實施情形的充分情報。

五0 七.理事會與婦女地位委員會都曾從長討論 

關於婦女公民及政治敎育的提議。所採的行動在下文 

第十一節內，另行敍明。

清除動婦女之妓我宣言革案

五0 八 . 理♦會及委員會各代表都强調大會決議 

案一九二一 (十八)請委員會擬具的消除對婦女之政視 

宣言草案的重耍。三十個國家政府、因個專門機關及 

十五個非政府機關對或可載入宣言草案的各項原則提 

出的意見及提案已依據決議案一九二一  (十八)促請養 

員會注意。

五0 九 . 不過，委員會未能在第十届會時完成關 

於宣言草案的工作。委員會審議了專爲擬具宣言草案 

而設的起草委員會報告書後，決定適至一九六六年下 

次届會時，再辯論這個問題。委員會請秘書長將起草 

委員會草擬的宣言草案，其他相關案文及婦女地位委 

員會辯論紀鋒分發委員會各委員，請其發表意見，並 

將所按獲的意見在下屆會以前分發給委員會各委員。

五一0 . 理事會辯論時，有人指出說這項宣言可 

以用来作爲對婦女有重耍性的各方面的國際標举，所 

以對於各國政府在國家立場上採取行動時一定非常有 

用，而且動於各非政府組織謀求改進婦女地位的努力 

一定也有幫助。若干代表對於委員會未能在第十八届 

會期間完成宣言草案的工作，深表遺憾。其他代表則 

認爲靈於擬具這種文書時牽涉許多困難，所以委員會 

的決定是聰明的。

聯合國剰■婦女逸展的授助

五一一 . 大會在決議案一七七七（十七）內請秘書 

長會同各會員國、各專門機關、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及有 

關非政府組織研究能否提供及發展目的特別在發動及 

實施長期而統一之聯合國婦女進展方案的新資源。一 

九六三年，委員會第十七屆會認爲，而且理事會第三 

十六届會也同意，這種研究的初步，應爲對婦女進展 

已有的資源，作一檢討及估I f , 而且委員會已請秘書 

長，除其他事項外，向委員會提具一件節略摘要敍述 

這種資源，包括處在諮詢地位的各非政府組織所有者 

在巧(理事會決議案九六一  F (三十六)）。

五一二. 秘書長向婦女地位委員會第十八届會提 

具了一件關於這個間題的初步報告書（E /C N .6 /435 
and Add.l-5)„31這件報告書內包括各國政府、各專門 

機關、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及非政府組織對秘書長依照 

大會及理事會的耍求提出的若千點所提的答覆。報告 

書內還包括聯合國系統各方案下及非政府組織各方案 

下爲婦女進展可獲得的各種資源的撮耍。

五一三 . 委員會請秘書長(E/4025, 第一四七段， 

決議案五 (十八 ) )設法，將其報告書內叙述各會員國對 

婦女進展工作可獲的資源（E/CN .6/ 435/Add.5)的那 

一部分，印成出售品，並請各會員國及各非政府組織 

充分利用這一判物，在擬具計劃及政策時予以注意， 

以便使受聯合國接助的系統與各會員國國內政府及非 

政府所挪婦女進展計劃能够成爲更協調的綜合方案。

五一因 . 委員會建議(E/4025, 第一五七段，決議 

案七 (十八))請處在諮詢地位的各非政府組織各按其 

本身的方案、目的及政策,研究是否能將日益豊富的關 

於家庭計劃的知識供給已婚夫婦作爲幫助他們履行其 

父母責任的知識來源。委員會違請秘書長提具一件報

參閱上文第十二章，第一節，第四二四段。 

83又參閱下文第十一節。

34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 九盾會，補編 

第七號，第四章。



告，説明缺乏家庭計劃對人口過剰國家內婦女地位的 

影響，以及家庭計劃與婦女進展的關係。人口委員會 

曾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及四月間舉行第十三届會時表示 

備悉上述建議，認爲委員會請秘書長擬提的研究報告 

一定很有償値，該委員會表示希望將未能檢討這件報 

吿，並與研究報告內包括的各節提出了若干建議。®

五一五. 理事會大體接受委員會主張設置訓練所 

訓練合格婦女領袖人才或幹都的建議。不過，討論時， 

有人强調說發展中的國家對於訓練男女領袖，都有迫 

切需耍。還有人指出，設立訓練所不一定是最好的或 

唯一的訓練辦法。委員會案文內建議的各種訓練，他 

們認爲不够完善：有人認爲應特別着重訓練婦女使她 

們能充分參加其本國的綴濟、社會及政治生活。還有 

人說應當訓練婦女參加科學及技術發展。

五一六. 理事會修正了委員會的提案使其能顧 

及上述各點後，通過了一件決議案( - ^ o 六八 C (三十 

九））内中表乐傭悉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內，訓練合格領 

袖人才或幹部，尤其婦女領抽人才或幹部，非常重耍， 

俾使婦女能充分參加其本國經濟、社會及政治生活，並 

參加科學及技術工作；念及婦女領袖人才或幹部將來 

擔任的任務非常複雜，又璧於必須爲其訓練提供各種 

棱助，故提請各會員國注意設立訓練所及採取其他適 

當措施，訓練這種幹部的利益。理事會建議請各主菅 

當局在擬具各種聯合國接助方案時，應特別考慮，以 

拔助供給申請援助的各國，用以訓練合格婦女幹部， 

以資幫助其本國的進展；並建議請各專門機關考慮能 

否提供同樣的援助。

五一七 . 理事會通過了委員會所提關於 各 ®域內 

各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或現有旨趣相似各機關間互相合 

作的建議 (決議索一0 六八D (三十九)）。內中建議這 

種委員會或機關應組織IS域會議或研究班，並將其報 

告書送交婦女地位委員會供其參考。

五一八 . 理事會在起草方面加以若千修改後，接 

受了委員會關於藉技術協助及其他方案，運用可供促 

進婦女進展之用的資源的意見。理事會在決議案一0  
六八 E (三十九）內建議請各會員國，尤其是利用技術 

協助方案的各國，盡量優先舉辦旨在促進婦女進展的 

計劃及方案，並促其注意大家認爲足能助其達到這種 

目的的若千辦法。理事會請聯合國秘書長及各專門機 

關的幹事長鼓勵婦女參加政府要求舉辦的計劃；並請 

技協局常駐代表及特別基金會主任注意這種耍求的重

耍 ；繼續並於可能時盡量增聘合格婦女擔任技術專家 

之職；並確保所有技術合作專家皆應隨時注意婦女對 

內國發展的潛力。理事會請各會員國及關心此事的各 

機關注意是否可能根據慣還辦法（在 " 信託基金"辦法 

內)利用技術協助，促進婦女進展。理♦會請具有諮詢 

地位的各非政府組織通力合作，根據上述途径，採取 

行動，並就各該機關所挪厲城性或內國性促進婦女進 

展的任何新f t劃，向委員會下次屆會提具報告。

婦女在教法上的地位

五一九. 理事會備悉委員會已經審議了秘書長根 

據 0 十四國政府答覆問題單提供的資料所提關於解 

除婚姻關係、取消婚姻關係及依法分居的報告書0E/ 
CN.6/4I5 and Corr. I and'Acld. I'),而且委員會辯論％

時大家都强調保全家庭穩定的重要。若干方面促請大 

家注意各國爲達到此目的及防止破除婚姻關係而採取 

的措施。不過，據悉各國都承認，對於終須解除婚姻關 

係或須依法分居者，必須制定法律。大家覺得委員會 

班究這個問題的主耍目的，是依據世界人權宣言第十 

六條的原則，尤其關於離婚、取消婚姻關係、及依法分 

居的法律根據及程序的S 定，設法確保男女權利的平 

等。討論顯示若干國家內這種權利雖然平等，但是很 

多其他國家內，女子總是處於比男子低劣及不利的地 

位。委員會還討論了關於判給瞻養費及子女監護權的 

問題。據悉，現代法律上有^ 種趨勢，那就是，依照 

對子女最有利的情形，由法庭對毎一案件分別決定， 

解決監護間題。

五二0 . 理♦會大體接受委員會關於解除婚姻關 

係、取消婚姻關係及依法分居的建議。但是，有人指 

出，由於各國適用的程序各異，所以委員會的案文已 

引起種種困難，認爲案文內應境設一項規定以便應付 

這種事實。

五二一 . 理♦ 會在決議案一0 六八 F (三十九)內 

建議請各會員國政府採取一切可能措施，以確保遇有 

解除婚姻關係、取消婚姻關係及依法分居情事時，男女 

權利完全平等。復建議在充分顧及各國法律各有特殊 

性質的情形下，遵從下列原則以確保這種平等：（子） 

應提供和解的便利；（丑)紙有主管司法當局可以批准 

離婚或依法分居，且應有合法紀錄；（寅)在離婚、取消 

婚姻關係及依法分居的新訟中夫妻應享同一權利，應 

能使用同一法律根據；（卯)在雙方同意構成離婚理由 

的國家內，遇有根據雙方同意爲理由，申請離婚情形

同上，補編第九號，第二十四段。 同上，捕編第七號，第六章。



時，夫或妻皆有權表示完全自由同意或不同意；（辰） 

# 關係子女監護問題的訳訟中，子女的利盖應爲主耍 

4 慮 ; ( 已)離婚、取消婚姻關係、依法分居或因死亡而 

解除婚姻關係之結果不應造成男女法律地位或行爲能 

力的不平等。

, ★的组濟權到及機會

五二二. 理事會備悉委員會已强調確保婦女在輕 

濟方面W享受平等權利及平等機會的重耍。婦女的法 

律地位往往與其在社會上擔任的任務不相稱，而且婦 

女在就業方面往往遭受歧視。尤其是在發展中各國內， 

婦女往往必須對其本國織濟生活，作日益重耍的貢獻， 

因此，應當使她們有機會不受政視，充分行使她們的 

權利。

五二三 .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擬具的報告書，委員 

會審議了三個有關婦女輕濟權利及機會的主耍問題： 

勞工組織對婦女就業問題有關的活動(E /C N .6 /42/0 ; 
婦女局部時間工作（E/CN.6/Ü28)及婦女職業指導及 

訓練（E /C N .6 /429)。婦女地位委員會第十八届會結 

束後，國際勞工會議於一九六五年六月間一致通過了 

一件關於有家庭責任之女職員的建議的最後案文。這 

件建議內載有許多旨在幫助婦女的原則，因爲許多國 

家內婦女在家庭之外擔任工作者已日益增多，俾使其 

家庭責任與工作責任能互相協調。建議內指出，所涉 

的問題中有許多不僅是婦女的問題，而且也是整個家 

庭及整個社會的間題。

五二四 . 至於局部時間的工作，委員會各委員强 

調必須確保關於這種偏用的辦法應根據男女地位及待 

遇完全平等的原則，以使保護局部時間工作的人不受 

剝削，全部時間工作的人沒有不公平的競爭。若干代 

表表示意見說，局部時間就業適合已婚婦女，尤其有 

家庭責任者，的特殊需耍。不過，有人指出，不應將 

局部時間就業的問題視爲紙是關係婦女的事，因爲這 

個問題也影響男子。局部時間就業的危險往往由於通 

常付絵的薪水很低、社會安全利益、病假薪給及養邮金 

權利往往減少。此外，還有遭受剝削的危險及妨害全 

部時間工作者的地位的危險。局部時間工作者的偏主 

面臨的困難也不能漠視，諸如安# 可資滿意的社會安 

全保障、疾病利益及養邮金權利等問題都是必須解決 

的。委員會說國際勞工局尙在進行另一關於局部時間 

工作的研究 ,表示希望該組織不久卽能進行這種研究， 

並將研究結果向委員會最近的届會具報。

五二五. 委員會與理事會的討論都强調必須有更 

好的婦女職業指導及訓練。有人指出，婦女受改良的 

敎育及訓練使其能够就業 ,可獲更多的就業機會,而且 

婦女自己逐漸覺悟她們對其本國的發展能有貢獻，凡 

此一切都使人更加惑到，尤其是尙在經過迅速經濟及 

社會發展及技術進展的國家內，亟須有更多更完善的 

職業指導及訓練。

五二六. 委員會請國際勞工組織及聯合國文敎組 

織繼續在其向委員會提出之關於各該機關與婦女有利 

害關係之工作的定期報吿書內包括關於婦女技術及職 

業敎育及訓練的情報。委員會還請秘書長與有關各專 

門機關通力合作，向委員會提出一件檢討聯合國各機 

關與此問題街提建議實施結果的報告。

五二七 . 理事會在決議案一 0 六八 G (三十九） 

內，對草稿略加修改後，通過了委員會關於技術及職 

業訓練的其他建議，內中建議各會員國採取一切可能 

步驟，竭力提倡，使女子能受各級敎育及職業與技術 

訓練。促請各會員國竭力設法，鼓勵婦女在經濟及社 

會方面，擔任充分而積極的任務；並請會員國中尙未 

批准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就業及職業妓視問題公約（一

九五八年第----------號）及聯合國文敎組織反對敎育政

視公約(一九六0 年 )者速卽批准該兩公約，並接受勞 

工組織關於職業訓練之建議(一九六二年第一一七號） 

及文敎組織關於國際技術及職業敎育之建議〔一九六 

二年) 內規定的原則。

傅★教育微會

五二八 . 委員會"®及理事會內許多代表都强調亟 

須推廣婦女受敎育的機會。大家承認，婦女在社會上 

的地位大部分視她們所受敎育標準而定，倘無敎育， 

她們決不能在國家生活上擔任充分的任務。大家强調 

亜須掃除文盲，並指出，世界各國女子文盲遠较男子 

普遍。

五二九. 理事會獲悉聯合國文敎組織幹事長已委 

派一個由各國有聲望的婦女組成的豁議團，以斯獲得 

她們對於爲謀求改良婦女權利及機會可採行動的意 

見。文敎組織還在考慮設置一個自一九六七年至一九 

六八年度開始的幫助婦女的十年方案，將來將併入文 

激組織關於識字、師資職業地位以及科學及技術敎育 

等事項的總方案。理事會許多代表表示歡迎聯合國文 

敎組織所採的行動。

同上，第七章。 同上，第十章。



五三o . 理事會對草案作若干修改後，通過了委 

員會關於婦女識字敎育與繼續敎育，以及關於婦女受 

中等技術及職業激育機會的建議。上述建議是委員會 

審議了文敎組織的兩件報告書之後通過的。這兩件報 

告書中，一件是關於文教組織一九六二年與一九六四 

年內對婦女特別有關的工作及一九六五年與一九六六 

年度擬議進行的主耍工作 (E /C N .6 /432 and A dd.l); 
另一件是關於女子受中等敎育的機會(E/CN .6/433)。

五三一 . 理事會在決議案一0 六八H 〔三十九）內 

建議請各會員國在計劃其本國識字方案時予婦女方案 

以顧著地位，並充分顧及足以影響農村婦女的各特殊 

方案。理事會請聯合國文敎組織在德黑蘭舉行的世界 

各國敎育部長大會內，特別注意關於婦女識字激育及 

繼續激育的間題；並鼓勵各國在準備於一九六六年度 

開始的實驗方案內包括特別關係婦女識字敎育及促進 

婦女公民、社會及輕濟敎育的各種計劃。

五三二 . 在決議案一0 六 八 I (三十九）內，關於 

婦女領受中等激育及高等激育機會問題，理事會建議 

請各會員國：（子)在計劃敎育制度時準備採取一切措 

施—— 包括學校、寄宿學校及獎學金一一以確保女子 

能與男子在完全平等的立場上，有機會受中等激育， 

無論係普通敎育、師資訓練、職業或技術敎育；（丑)採 

取一切必耍捨施使中等敎育機關的全體學生，無論男 

女，皆能獲得升學指導，使他們能受與他們的性格最 

相宜的中等敎育—— 無論係普通敎育、師資訓練、職業 

或技術敎育；（寅)確保業已修畢中等學校學科之女生 

能與男生有同等機會受高等敎育，並有同等機會獲得 

中等敎育學科訓練她們擔任的工作或職業；（卯)在發 

展用以滑加中等敎育女敎員人數而必須設置的敎育機 

關時，充分利用技術協助可能提供的一切使利。理事 

會還請聯合國文敎組織在該組織關於中等敎育及敎育 

計劃的一切工作上特別注意在中等敎育方面可以絵予 

女子的機會。

婦★地位委員舍各块《索及建儀 

冊國家立法的夢響

五三三. 秘書長應婦女地位委員會第十六屆會及 

第十七届會® 之請，根據他所獲的情報，擬具了一件 

關於婦女地位委員會各決議案及建議對國家立法的影 

響的報蛋書 (E /C N .6 /« 7 )。報告內論到關於婦女的政

治權利及婦女在私法上的地位的建議。秘書長並未設 

法估計或評估委員會各決議案及建議對國家立法的影 

響 ；紙指出有關建議或決議案通過日期以後頒佈的法 

律的實體。

五三四. 委員會各委員認爲這件報告書特別有償 

値，因爲內中顯示政治權利及私法方面發生的重耍變 

動。不過，大家都承認這件報告書一定不完全，因爲 

它完全是根據從聯合國文件內可獲的資料擬具的。

五三五 . 委員會決定(E /恥 25, 第二六八段，決議 

案十四（十八)）請秘書長將這件報告書轉交聯合國各 

會員國及各專門機關會員國，希望它們能補充內中所 

載關於國家法律方面的情報；並擬具補充報佐書，倘 

若可能，毎兩年一次，提交婦女地位委員會。

婦女地仓委員食尉於人權間题定期報告書的意见

五三六 . 依據理事會決議案八八八B(三十四）， 

論列一九六0 年至一九六二年三年期間W發展情形的 

人權問題定期報告書撮要業已提交婦女地位委員會請 

其發表意見。委員會對上述報告書所提極簡短的檢討 

內說，報告書顯示委員會所做的工作已有功效：舉出 

的例子有廢除多妻制度及嫁窗制度、提定結婚最低年 

齢及頒布關於婚姻及盡護的新法律等。

丙 

第十一節.人權方面的請詢服務

五三七 . 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41審議了秘書長關 

於人權方面豁詢服務的兩件報告書（E/CN .4/ 877-E / 
C N .6 /W 6及 E/W23« ) , 婦女地位委員會報告書中有 

關各章〔E / ^ 25« 第二章、第五章及第十八章）及技術 

協助委員會報告書內有關的部分（E /W 8I)。" 人權委 

員會因時間不够，未能在第二十一屑會期間赛議關於 

諮詢服務的項目。

五三八 . 秘書長告蕭理事會說，一九六五年內已 

綴根據諮詢服務方案組織了兩個® 城研究班：在甫斯 

拉夫佐波爾嘉納舉行了關於多種民族社♦ 的研究班； 

在蒙古烏蘭巴托舉行了專爲亜洲及遠東綴濟委員會地 

理範圍領土內各國人員參加的關於婦女參加公共生活 

的研究班。秘書長提議在一九六六年內舉行三個研究

39同上，第三十四届會，補編第七號，第一 0 五段、第一 

四八段至第一五一段及第一五九段；及同上，第三十六届會， 

補編第七號，第一八八段至第一九二段。

« 參閱上文第二節。

41 E/AC .7/SR .513-517; E/SR .1385。
« 經濟a 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a 會 ，附件，議 

程項目二十八。

43同上，第三十九届會，補編第七號。

" 同上，第三十九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十五。



班：在塞內加南達卡舉行一個關於發展中各國的人權 

的研究班，供非洲綴濟委員會非洲會員國人員參加； 

在甸牙利布達佩斯舉行一個關於參加地方行政以資提 

倡人權的研究班，供歐洲各國人員參加；另外舉行一 

個關於婦女地位的若干方面的研究班。

五三九 . 關於人權方面的研究獎學金，秘書長說， 

根據大會決議案一七八二(十七），又念及理事會決議 

案一0 —七 (三十七），他預期一九六六年能够發絵的 

研究獎學金名額可較一九六二年度的名額增加一倍。

五0 O . 秘書長還通知理事會說，他無法遵行理 

事會決議案九五九(三十六)，內中請秘書長考慮於必 

耍部署就緒後，立卽以聯合國槪算第五編項下節省所 

得，以試驗性質，壽辦一個或幾個區域人權訓練班。參 

照技協委會的建議，復經理事會贊成，一九六五年度 

已綴維持了一個屬於第二類的E 城訓練班，一九六六 

年度也將維持同一情形 (E/C N .4 /877 -E /C N .6 /436 , 

第二十六段至第二十八段）。

五四一. 有人促請理事會注意婦女地位委員會第 

十八屆會對諮詢服務方案所提的建議 (E/AO25, 第一 

七四段，決議案八(十八)）。委員會贊成那個方案，表 

示歡迎計劃於一九六五年舉行的研究班，及對一九六 

六年所作的安排。委員會建議一九六六年度的研究獎 

學金方案應當容許發絵名額較一九六五年所能發絵者 

更多的獎學金，且應請各國政府注意在其人選中包括 

更多的婦女。委員會還表示希望研究班的各種基本文 

件及建議能更廣泛地發給各非政府組織，使它們能在 

其工作上充分利用道些建議。

五四二. 理事會遺審議了婦女地位委員會所提關 

於婦女公民及政治敎育的提案，&內中除其他各節外， 

建議請秘書長研究能否：（子 )在毎年預算範圍內，特 

別優先舉挪示範或小里試驗計劃性質的關於婦女公民 

及政治權利的研究班或作晋班，俾便將來各國或各地 

方照樣舉辦方案時也可以適應或採用這種計劃，使婦 

女有資格可覚其社匿提供更有效的服務；（丑)在一九 

六六年及以後毎年關於人權方面請詢服務方案的槪算 

內及補充預算內，包括額外綴費，以供舉辦一系列關 

於這個問題的IS域研究班或作習班之用。擬議壽辦的 

研究班或作習班將與在諮詢服務方案下舉辦的其他聯 

合國研究班根據同一原則。

五 0 三 . 依據理事會決議案一 0 0 八 (三十七）， 

委員會的提案速同提案所涉的纏費間題均已提請技協 

委會注意（E /T A C /I5I)。理事會根據技協委會的建 

議，在其決議案一0 六二 (三十九 )第一編內，請大會 

設法在聯合國預算第五編核准的範圍內壽措經費，毎 

年另外舉* 一個研究班或作智班，專門致力於婦女的 

公民及政治敎育。《同一決議案的第三編請秘書長向 

人權委員會及婦女地位委員會一九六六年度届會，並 

經由技協委會向理事會提具一件評估人權方面研究獎 

學金方案的報告書。47

五E 四.理事會後來辯論關於人權方面的諮詢服 

務方案時，各代表都强調諮詢服務方案下舉挪的研究 

班的慣値。他們都承認道種研究班使法律制度與慣例 

非常懸殊的各國的參加人員能有機會交换經驗，互相 

得益。若千代表歡迎像第一次在南斯拉夫舉辦研究班 

時那樣 ,把區域性的訓練班擴大爲全球性的研究班，對 

於研究班及研究獎學金的相對利盖，意見頗不一致。 

若干代表認爲從獎學金上得到的結’果抵不上所費的經 

費，因爲紙有幾個人能從發給的研究獎學金得到益處。 

若干代表還批評所選的研究題材。另有若干代表則認 

爲研究獎學金是諮詢服務方案很有用的一部分，希望 

獎學金名額能够增加。有人指出政府保薦領取研究獎 

學金的女子數額較少，希望各國政府將來能保薦更多 

女子。大家都同意評估研究獎學金方案的價値，一定 

非常有用。

五® 五.多敷代表原則上都贊成婦女地位委員會 

關於婦女公民及政治敎育的建議，尤其是塵於技協委 

會的建議顯示將來可以獲得必耍的綴濟資源。不過， 

關於這一點，好幾位代表指出技術協助委員會與理事 

會社會委員會的工作彼此須有更安善的協調。

五四六 . 时論時曾提出許多耍點。若干代表覺得 

"義務領袖 " 一詞不够淸楚。有人解釋說提案的用意是 

訓練能在其本國內擔任有用的工作的領袖，據說發展 

中國家非常需耍能義務工作的婦女領袖，因爲這些國 

家往往富有誠意而缺乏資金。若干代表提議說，訓練 

領袖不一定是最好或唯一能使婦女有資格擔任公務的 

辦法。大家承認非政府組織在幫助婦女有效行使政治 

權利的工作上，能够擔任最有用的任務。不過，有人 

說，許多有關的內國組織與處在諮詢地位的非政府組 

織沒有计麼連帶關係，所以認爲決議案對於道點的範

45同上，第三十九届會，補編第七號，第二章；及第十八

章 , 決議草案威。

« 又參閱第三二六段。 

« 又參閱第三三0 段。



圍應予擴大，許多代表反對用 " 作習班" 一詞，說研究 

班與作習班的匿別不淸楚。還有人認爲委員會提出的 

決議案內並未說明將来由聯合國在人權方面豁詢服務 

方案下舉辦的研究班與各國政府及非政府組織所辦全 

國性或地方性的研究班的® 別。若千代表反對主張絕 

對優先舉辦棍據方案可能提供的某一種方式的服務的 

建議。

五四七 . 理事會在決議案一0 六七A (三十九）內 

表示備悉婦女地位委員會建議 ,除其他事項外,應設法 

訓練義務領袖並激育婦女參加公共服務，以幫助婦女 

更加充分利用其公民及政治權利；理事會表示必須舉 

辦研究班，以達到這種目的，並說婦女的非政府組織 

在這一方面可能有寶貴的經驗與特別的能力。理事會 

請各會員國考慮舉辦全國性及地方性的關於婦女參加 

公共服務問題的研究班；建議各國非政府組織及與處 

在諮詢地位之各非政麻組織有關的全國或地方機關在 

計劃、囊組及舉辦這種研究班時,舆各會員國政府充分 

合作；並邀請有關各專門機關與各會員國及各非政府 

組織協力合作，以達到此等目的。還建議請秘書長審查 

能否 (子)毎年添辦一個示範或小趣試驗計劃性質，以 

供各國或各地方將來繼續辦理這等計劃時可以仿辦的 

關於婦女公民及政治敎育的研究班，俾使婦女能有資 

格對其政府提供更有效的服務；（丑)在其關於人權方 

面諮詢服務方案的常年概算及補充槪算內包括額外經

費，俾能每年舉辦一個這種研究班；並 (寅)以聯合國 

出售列物，尤其包括關於婦女公民及政治激育的新刊 

物在內，免費供給綴有關各專門機關及非政府婦女組 

織協助舉鮮的研究班之用。

五E 八 . 理事會又在決議案一0 六七B (三十九） 

內核准擬於一九六六年推行的研究班方案。

五四九. 主席在第三十九届會將結束時報告理事 

會49說他接到人權委員會主席、甫非共和國政府種族 

隔離政策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及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兼 

特設委員會副主席的公面一件，這件公面提議請在一 

九六六年在巴西舉行一個關於種族隔離政策的國際研 

究班，作爲慶祝世界人權宣言二十週年紀念方案的一 

部分，還包括一項耍求，請理事會建議請大會視爲當 

務之急，核准並撥劃綴費於一九六六年舉行第四次關 

於種族痛離政策問題的研究班。主席又說，他已經答 

覆了這件公面說，他収到這件公函時已綴太晚，來不 

及在第三十九届會第一期會議延會以前根據提議採取 

任何行動，因爲理事會已綴完成了議程內關於人權方 

面諮詢服務一項目的審議。他又說，■於理事會已決 

定在大會初期復開第三十九届會，所以仍可能，依據 

議事提則，等到那時候，再在理事會議程內增列一個 

項目。

" 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64.IV.7o 
E/SR .1395。

附 件  

非政府躯織的陳述

非政府组織依儀事魏则第八千六條向理事舍或其所厲各妻員食所作的口頭陳述

第 ■十; 在會

世界工會聯合會 

人權委員會報告書- -E/AC.7/SR.517。

非政府姐纖向理事舍非政府组鎭問題委員食所作的口頭陳迷 

第三十丸I屈會

廢止奴制協會 

奴裁問題—— E/C.2/SR.205。

公誰會世界諮商委員會 

奴織問題—— E/C.2/SR.205。



國際法學家委員會 

人權委員會報吿書 -

國際猶太婦女協進會 

人權委員會報告書-

-E/C.2/SR.205o

-E/C.2/SR.205。

國際女律師聯合會 

奴裁問題—— E/C.2/SR.205。

聖若宛國際同盟 

奴謙問題—— E/C.2/SR.205。

國際廉女和平自由聯盟 

奴裁間題—— E/C.2/SR.205。

世界天主敎靑年婦女聯合會 

與

國際天主敎靑年聯合會 

人權委員會報告書—— E/C.2/SR.205。

世界猶太大會 

人權委員會報告書—— E/C.2/SR.204。

世界天主敎婦女組織聯合會 

婦女地位委員會報告書—— E/C.2/SR.205。

世界基督敎婦女節酒聯合會 

奴織間題—— E/CN.2/SR.205。

非政府組激提邀理事食的書面陵述

國際婦女協進會 

E /C .2 /635 .奴截間題。

世界工會聯合會 

E /C .2 /636 .人權委員會報告書。

國際女律師聯合會 

E /C .2 /6 3 8 .國際人權年。

國際猶太婦女協進會 

E /C .2 /639 .兒童權利。



第十四章

特別問題

第一節. 聯合國難民事宜 

高級專員報告書 *
五五0 . 理事會第三十九屆會審議了  1聯合國難 

民事宜高級專員報告書 (A /6 0 M),2其中主耍樓述一 

九六四年四月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高 

級專員辦事處工作情形。理事會並接獲高級專員方案 

執行委員會第十二及第十三届會報告書。

五五一. 高級專員報告書總結該辦事處在兩個主 

要工作方面所獲致的成就：國際保護及社會接助。報 

告書敍述辦事處的工作遂漸推廣到那些耍由高級專員 

協助解決新難民羣問題的地E —— 特別是非洲—— 並 

且說明了用以處理這些問題的辦法。

五五二 . 高級專員在提出報告書時說，辦事處的 

首耍職責在予難民以國際保護。經驗顯示在若干情形 

下必須協助東道國責起關於照顧難民方面所有的社會 

與財政負擔，因此大會曾授權高級專員壽募志願捐款 

供作接助方案維費之用。這様一來，依據眞正國際團 

結精神採取一致協力行動的基礎使奠定了。這種行動 

不但牽涉許多的政府、政府間組織及志願機關，而且 ft* 
及牧容國的主耍責任。

五五三 . 難民問題是流動的、變化的，高級專員 

辦事處的工作務須繼續不斷地適應變動的情況。雜事 

處遇到的問題日签增加，特別在非洲是如此，所以自 

一九六三年起開始一項新的當年援助方案，現已卓著 

成效 , 因爲辦事處從此使可迅速處理隨時發生的問題。 

高級專員在這方面的工作因有大會決譲案一六七三 

(十六 ) 的規定而得到特別便利。該決議案使高級專員 

能够對於新難民羣的重大問題適用以前專爲其職權範 

圍以外難民所適用的 "居間襄助 "程序。

五五四. 高級專員指出辦事處工作若千較爲重大 

的發展時說，辦事處所遇到的最嚴重問題仍然是在布

* 大會第二十届會臨時議程項目。

1 E/SR.1389。
2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屆會，補編第十一號，經秘書長 

以節略 (E/4058 and Add.1)送交理事會。

睦提剛果民主共和國、鳥干達及坦尙尼亜聯合共和國 

避難的盧安達難民問題。一九六四上半年情勢擾摸， 

如何安置人數特多的剛果基阜省與布蔭提兩處難民遂 

發生種種困難。幸頼坦尙尼亜聯合共和國政府條慨協 

助，其中若干難民得在姆威西高地定居。词時此種情 

勢亦有所改善，尙望勞工組織爲剛果民主共和國基阜 

省難民福利所訂的農村發展計劃迅速完全恢復進行； 

布隆提境内的難民也有相當數目能够從一項在該國東 

部進行的新農業懇殖計劃得到惠益。

五五五. 高級專員郝事處還耍與於主耍都在烏干 

達的蘇丹及剛果難民在坦爾尼亜聯合共和國的莫桑比 

克難民以及在中非共和國的葡屬幾內亜難民提供按 

助。

五五六 . 同時，高級專員辩事處正竭力避免歐洲 

新難民的累積，並欲將大部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戦造成 

的歐洲 " 舊 "難民的主耍救濟方案設法結束，不過在這 

方面所耍遇到的困難是很多的，尤以希纖爲然。

五五七 . 高級專員說，辦事處幫助東道國擬訂及 

實行盧安達難民統合計劃時曾得到聯合國各輔助機關 

及各專門機關的大量合作 ,特別是技協局、世界糧食方 

案、勞工組綴及糧農組織等機關的合作。爲了協助東 

道國嗣後加强難民統合計劃起見 ,曾由勞工組織、糧農 

組織及技協局在布隆提及剛果基阜省實行一種對於當 

地人民及難民同樣有利的區域發展計劃。高級專員辦 

事處本身的方案則爲補充性質，旨在補助各國政府、其 

他組織及志願機關所供接助之不足。

五五八 . 高級專員指出，辦事處雖然獲得各方面 

的支持，但它所遇到的問題日慈增加，所以一九六四 

年度綴費目標只有三 , 0 0 0 , 0 0 0 美元，而一九六 

五年度目標卻非增至三，五0 0 , 0 0 0 美元不可，因 

此他顏請各國政府增加捐助敷額到足以舉鮮事實上只 

是一項最低限度方案的程度。

五五九 . 關於辩事處的基本職責，亦卽國際保護 

問題，高級專員報告理事會說，有關難民地位的立法 

在不斷改善中。最近又有三國政府加入一九五一年公



約，所以該約當事國已有0 十八個。公約案文當然可 

以重行調整，將阻止對新難民羣自動適用的一九五一 

年一月一日期限删除。這個問題最近曾由法律專家座 

談會加以时論，他們的建議可望對間題的解決有所幫 

助。

五六0 . 高級專員於結束時强調處理難民問題務 

必本着純粹的人道立場，不存任何政治偏見，然後國 

際爲難民而採取的行動繞能綴常構成所有關係各方的 

一種緩和因素。

五六一. 在理事會辯論時發言的大多數代表都對 

高級專員的成就表示讚揚，並對他的陳述及報告表示 

佩慰，因爲他所做工作的世界性已由那個陳述和報告 

表明出来了。各代表也贊成高級專員所採行的一般政 

策以及他處理辦事處所遇各種複雜問題時的現實和積 

極態度。有些發言人着重指出，由於高級專員的人道 

的與非政治性的看法，他業已表現他不但能減輕人類 

痛苦與協助各國政府處理重大的問題，而且能對問題 

發生地區的社會安定有所貢獻。

五六二 . 理事會各理♦同意高級專員辦事處工作 

的重酣正從歐洲的難民轉至新的難民羣，尤其是非洲 

的難民。有些發言人還提請注意其他匿域—— 包括亜 

洲及拉丁美洲在內—— 也須面臨的評多難民問題。提 

到歐洲" 舊 "難民問題時，若千代表一方面對於這個間 

題竟然困擾國際社會二十餘年，表示遺憾，一方面也 

對於接助此等難民的主耍救濟方案，雖在相當困難的 

情況下，仍將大功告成，表示滿意。

五六三 . 關於援助新難民羣的工作，若干代表認 

爲高級專員所遇到的問題，特別是在非洲所遇到的間 

題，正在繼續增加。

五六四. 有些發言人對於高級專員辦事處與聯合 

國體系其他成員以及政府間區域組織及非政府組織之 

間日益展開的合作，表示滿意。有些代表對於辦事處 

與非洲團結組織之間所建立的關係，特別重視。若干 

發言人强調技協局、勞工組織及糧農組織在非洲所實 

施的一種爲難民與當地人民闻様謀福利 的 ®城發展 

計劃，很有效用。兩位代表表示非洲殖民主義的繼續 

存在實爲該洲難民問題的主耍原因。

五六五. 有些代表促請注意遣送回籍那一個解決 

難民間題的鍵法。

五六六 . 至於高級專員鶴請額外捐助俾能充分»  
供辩事處方案綴費一節，若干代表强調高級專員於新

情勢發生時應該具有迅速應付的能力，然後縫能避免 

延長難民地位的悲慘結果。雖然高級專員的任務主耍 

在於激起其他方面的支持，可是鍵事處的小規模方案 

卻非有充足的綴費來舉辦不可。據悉向辨事處提出捐 

助的政府數目已有增加。不過那個數目甚至不到聯合 

國會員國總數的一半，因此大家表示希望凡有捐助能 

力的國家都對國際援助難民的工作予以捐助。

五六七 . 若千代表着重指出法律保護—— 那是高 

級專員挪事處的基本任務—— 的重耍性。他們對非洲 

許多東道國家不顧它們自己嚴重的綴濟及其他困難， 

採行擴慨的庇護政策，表示讚揚。

五六A . 討論結束時，理事會塵悉了高級專員編 

製以備轉送大會的報告書 , 並表感謝(決議案一  0 七一 

(三十九））。

第二節，聯合國訓練研究所 *

五六九 . 理♦ 會第三十九届會3曾依據秘書長所 

提進度報告書（E/40i；9)4討論設立聯合國訓練研究所 

(訓練研究所）問題。該報告書檢討研究所組織辦法、 

該所財政狀況以及該所執行幹事所採的初步行動。

五七0 . 關於組織辦法，秘書長述及他曾與大會 

第十九届會主席及輕濟暨社會理事會主席舉行諮商， 

選派在聯合國有關方面享有國際聲譽與領導才能的人 

士擔任研究所董事會董事，以期代表各種不同政治及 

文化背景。當経委派十六人 ,5會同秘書長、大會主席、 

綴濟暨社會理事會主席及訓練研究所執行幹事，合組 

董事會，於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舉行 

第一屆會，由 Mr. Kenneth Younger任主席。秘書長 

於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諮商董事會後委派塞內加 

爾 Mr. Gabriel d'Arboussier爲研究所執行幹事，任期 

兩年。

五七一. 董事會董事曾就研究所初步工作方案交 

换意見。他們討論了一九六五年0 月一日至九月三十 

日期間的臨時預算並授權執行餘事得支出將近二五 

五，五0 0 美元的敦項，作爲研究所用途。他們並就研 

究所规程草案舉行了初步討論。

* 大會第二十届會臨時議程項目。

3 E/SR.1389-1391.。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 九屆會，附件，議 

程項目二十四。

5 —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五曰董事會董事名單，見 E/4049, 
附件S 。秘書長嗣後宣布另再委派波蘭Mr. Manfred Lachs 
爲董事。



五七二 . 秘書長在其報告書內稱，各國政府對他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請求捐助研究所纏費的呼 

顏，有了很好的反響。纖付捐款或認捐的政府已有五 

十以上，捐敦總額達二 , 八六五，三七四美元。此外，全 

世界各地政府方面所作的非正式認捐或允捐數額約計
—* — TÈÈf*-V̂
二百萬美兀。

五七三. 執行幹事在向理事會所作陳述中撮要列 

舉了研究所作爲聯合國體系一個中央訓練研究機構和 

該體系一種工具所擬進行的若干主耍工作。這 ®工作  

計爲檢时聯合國現行若干訓練計劃，以憑決定何項方 

案立卽或稍緩可以修改或合併；期■酌情形，在訓練研 

究所本部或外勤各地舉辦訓練方案；管理政府與非政 

府所設特別獎學金及研究獎金，充作符合訓練研究所 

目標的特定用途 ;依據秘書長或各專門機關首長之請， 

從事研究各種專題，自國際組織在發展過程中所貴的 

任務以至聯合國保持和平的問題，都在研究之列，研 

究時妥爲計及捐敦或分灘有關費用的事情；與一切聯 

合國有關機關並與聯合國區城輕濟發展研究機構進行 

有效合作；可能時將訓練研究所演進成爲現有國家或 

區城訓練與研究設備的中心，使聯合國體系與一般學 

術画體由此溝通起來。

五七四. 至於研究所與聯合國體制內其他機關的 

關係，執行幹事提到行政協調委員會第三十一次報告 

書，其中說 ( E /^ 29,7第七十三段至第七十四段)他已 

諮商協委會，並且說此等諮商旨在辨別優先次序及確 

保研究所與聯合國體制內一切機關—— 包括現有各種 

國際研究機關在內—— 的最高度合作，今後仍將繼續 

進行。他又說他擬向董事會提出關於各機關參加董事 

會會議的具體提案。

五七五 . 執行幹事補充進度報告書（E /m叫，附 

件I D 所提關於研究所財政狀況的情報稱，訓練研究所 

還牧到了其他政府的緣款及認捐,現在所有捐款總額 

計達三 , o 六0 , 三三九美元，業已緣款或認捐的捐款 

國家數目約有六十國之多。

五七六 . 理♦ 會討論時，許多代表對於秘書長報 

告書 (E /奶叫 ) 及執行幹事向理事會陳述中，所說明的 

訓練研究所創設進度，表示滿意。他們期望新研究所 

於履行訓練及研究職責時能够幫助加强聯合國的效 

能，實現維持和平與安全及促進經濟與社會發展兩項 

主耍目標。

五七七 . 雖然有些代表認爲研究所的工作，應當 

優先進行國際及國家公務的訓練，然後從事研究，但 

多數發言人惑到這兩項主耍工作應予合併並與實際計 

劃柜配合，尤以緩濟及社會發展過程爲然。

五七八 . 有人說，在訂立研究所行動方案時應當 

注意避免重複；這就非將業務加以協調不可，尤以聯 

合國直城組濟發展研究所工作方面爲然。有些代表提 

議，訓練研究所對於爲聯合國目標而從事訓練與研究 

的其他組織及機關，應該提供指導。若干發言人注意 

到秘書長進度報告書內及執行幹事É 述中都曾提及訓 

練研究所與聯合國體系其他組織之間業已進行諮商， 

其目的在辨定優先次序並確保最高度的合作。

五七九 . 有些代表說，他們希望得到更爲確切的 

初步工作方案資料，表明優先次序及預算安排。不過 

據悉有一個諮議小組定於七月底在義大利Belkgio開 

會，向執行幹事提出關於擬具初步工作方案的意見。 

若干代表提出了某些屬於研究所任務規定範圍的訓練 

項目及研究題目。

五八0 . 許多代表對於訓練研究所到目前爲止所 

得到的財政支持，表示滿意。有些人提到他們本國最 

近所宣布的認捐，或者報吿他們本國政府打算捐助新 

研究所的意向。

五八一 . 辯論結束時，理事會在決議案一0 七二 

(三十九）內欣悉設立研究所一事迄今已獲的進展，靈 

悉 了 秘 書 長 的 報 告 書 及 執 行 幹 事 的 聲 明 ，並 

希望訓練研究所儘速開始業務，至遲不逾一九六五年 

底。理事會並再度観請聯合國會員國政府、各專門機 

關及原總會員國以及私立機關之尙未捐助研究所輕費 

者絵予該所財政支助；並請秘書長向理事會第三十九 

届會第二期會議提供其他情報並向大會第二十届會提 

出進度報告。

第三節. 遭遇天然災害時之協助*
五八二 . 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審議了8秘書長根 

據理事會決議案一  0 四九(三十七)第三段編製的國際 

天災協助工作協調問題報告書(B /^ 3 6 )。9 那一段曾請 

秘書長考慮改善國際協助工作協調辦法的種種可能。 

理事會並曾接有特設協調事宜委員會關於此事的意見 

(E/4068 ,9第十九段)。

« E/SR.1389 及  E/L.1087。
7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附件，議 

程項目四。

* 大會第二十届會臨時議程項目。

8 E/AC.24/SR.279, 281, 282; E/SR.1396。
0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屆會，附件，議 

程項目四。



五八三 . 秘書長於報告書(e/4036)中指出， 雖然 

災害本來就會引起混亂，且使有效協調困難，可是最近 

業已採取若干步驟，改善國際天災協助方面之協調辦 

法。他促請注意各國在這方面可能採取的若干其他步 

驟，其中包括設立適當的設計及行動機構與完備的災 

害救濟計劃—— 必耍時會同常，駐代表辦理—— 以及設 

置國內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等項。他並請注意，聯合 

國可與紅十字會聯盟合作，於會員國請求時提供指導 

與技術協助，事先擬定救濟計劃，以備災害發生之用， 

並擬定災後詳盡善後及重建計劃。

五八四 . 特設協調事宜委員會大致贊同(EA*o68, 
第十九段 )秘書長報告書（E/4036 , 第十八段）中所提 

出的建議，但它認爲應將所提議的改善協調措施詳細 

說明，包括目前協調如何辨理及將來協調怎樣展開的 

情形在內。

五八五. 紅十字會聯盟秘書長在理事會協調委員 

會中發表聲明 ,1»歡迎秘書長報吿書所載的建議，尤其 

歡迎他對災前計劃的重視。

五八六. 秘書長代表說 ,11國際救濟聯盟秘書長 

來面表示該聯盟準備與聯合國商談，以便決定在聯合 

國救災工作增加的情形下好好實現該聯盟當初成立目 

標的可能辦法。

五八七 . 在第三十九届會射論時，除其他各點外， 

有人提議理♦ 會的任務在整理已定的協調辦法，閩明 

聯合國及其他組織特別是紅十字會聯盟的職責，並認 

可秘書長主張各主管組織應該更加密切合作的建議。 

若干代表對於聯合國與國際救濟聯盟打算進行討論一 

點表示興趣。有一位代表說，他希望秘書長會同紅十

人員及物質與財政資源列舉出來。

五八八 . 理♦ 會在決議案一0 九O C  (三十九)內 

建議大會通過一個決議案，請尙未如此辦理之國家考 

慮宜否設立適當國內設計及行動機構，以決定所需救 

濟之程度及性質，並統一指導救濟工作，辦理時聯合 

國常駐代表可以相機參加。大會並請尙未設置國內紅 

十字會或紅新月會的國家考慮設置此等機構。大會在 

此決議案下還耍請各會員國政府利用受害國所設有之 

常設機構，並將其所能提供之緊急協助種類通知秘書 

長。它也耍請聯合國體系內各成員在秘書長領導下， 

繼績並加緊努力，務使各該組織所提供或轉致之協助

獲得充分協調。最後，大會並將依擬譲中的決議案認 

可秘書長提送大會報告書( A /58 5々 )內所載的提議，授 

權秘書長自周轉基金提敦一0 0 , 0 0 0 美元，以供任 

何一年緊急救助之用，但對每一國家每一次災害之救 

濟通常應以二0 , 0 0 0 美元爲限。該決議案並提議 

於大會第二十三届會檢討這些款項的試用情形。

第四節. 統計問題

五八九 . 理事會第三十九屆會審議了I2統計委員 

會第十三届會報告書 (E/4045)„13 理事會於決議案一 

0 五四A (三十九)內暨悉該報告書並核准其中所載工 

作方案及優先次序。

五九0 . 理事會依該委員會之建議通過一個關於 

一九七0 年世界人口及住宅調查方案的決議案（一0  
五四 B (三十九)）。該決議案建議聯合國會員國於一 

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四年期間—— 最好於一九七0 年左 

右—— 舉行人口及住宅調查，並建議各會員國計及統 

計委員會第十四届會所將發表的國際建議，務使該項 

調查符合國內需耍並使利世界性之人口及住宅問題研 

究。理事會請秘書長依技術合作方案對於舉行調查時 

需耍技術指導與協助的國家提供協助。

五九一. 理事會塵悉了理事會第三十四屆會核准 

設立(決議案八八三(三十四)）的國際貿易統計中心所 

獲的進展。理事會並悉統計委員會曾請(E/4045,第三 

十二段，決議案二 (十三))秘書長保持並擴大該中心的 

業務，並於第十四屆會時報告所採避免重複請求各國 

政府提供統計資料的步驟。

五九二 . 理事會歡迎該委員會的決定(e/AO45,第 

一七四段，決議案十五(十三)），請秘書長與每一從事 

國際統計工作的主耍機關發動討論，並向該委員會未 

來届會報告毎一專題方面的主耍協調問題。

五九三 . 理事會復悉關於修IT及推廣聯合國國民 

牧支計算郝法方面所進行的工作。此種修訂及推廣之 

進行，旨在設計一項統一與完備的國民收支計算鮮法， 

可以符合總濟及社會分析與計劃的需耍，並可作爲訂 

立基本統計協調辦法的根據。統計委員會請

第一一三段，決議案十(十三))秘書長在專家小組協助 

下繼續此項工作。另外耍辦的工作計爲（與國際貨幣 

基金合作）研究訂正國民收支計算雜法中所用各國及

E/AC.24/SR .279 及 E/AC .24 /L .265。 
E/AC .24/SR .279。

E/AC .6/SR .359, 360; E/SR.1385。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屆會，補編第十

三號C



各部門資産負債統計的槪念、定 義 、分 類 及 列 表 ；研究 

國 民 收 支 計 算 辨 法 範 圍 以 內 所 得 分 配 統 計 的 概 念 、定 

義 、分 類 及 列 表 ；擬 訂 與 國 民 牧 支 計 算 辦 法 及 核 算 辦  

法 密 切 相 關 之 勞 工 、人口與其他社會統 ft•辦 法 的 提 議 ； 

研究國民收支計算辦法與中央計劃経濟國家所用物質  

生産辦法之間的關係，並研究毎一鮮法在資料上的必 

耍 調 整 ，以便聯繁兩種鮮法之對等槪念並找出特別重 

耍的共同基本總合額。

第五節 . 常設中央鸦片委員會報告書

五 九 四 . 常設中央辕片委員會一九六四年工作報 

告 書 （E/OB/20 及 E/OB/20/Addendum)M 曾由理事

會 第 三 十 九 届 會 加 以 檢 討 。1S當時理事會還接獲了麻  

醉品委員會各委員對於該項報吿書所提出的若干書面 

意 見 (E /4 0 7 4)。

五 九 五 . 委員會主席提出報告書時指出，單一公 

約 訂 立 以 後 把 麻 醉 品 方 面 國 際 法 的 嚴 董 漏 洞 塞 住 了 。 

一切爲生産天然麻醉品而種植的植物都已首次置於管 

制 之 下 。管 理 製 成 麻 醉 品 的 辦 法 現 你 繼 續 圓 滿 施 行 ， 

且實際上此等藥品絕無自合法製造與資易轉至非法製 

造 與 資 易 之 事 ；不過巨量非法産銷的繼續存在以及有 

組織的社會未能予幫會匪徒以致命打擊一節，顯示單 

一公約所崇奉的理想離實現之期仍遠。 中東方面毎年 

自合法生産轉至非法産銷的德片約有一八 OI« 至二 0  
0 顿 。單就東南亜而論，未受調節産量之作非法用途 

者 使 有 一 , 0 0 0 順 左 右 。如 將世界其他各地的非法  

生産及轉換計算在內 ， 毎年作爲非法用途之鸦片總量 

遠 起 過 每 年 世 界 合 法 牧 成 平 均 約 計 一 ，，三 0 0 啦之數 

量 。

五 九 六 . 據 估 計 一 ，二 0 0 順 瘾 片 大 約 含 有 嗎 俳  

一 二 0 喊，而所含海洛因則更多。這個數量足供有瘾  

癖 者 七 0 0 , 0 0 0 人 至 三 ，四 0 0 , 0 0 0 人一年之 

用，視其吸食辕片抑或使用嗎啡或海洛因而定。全世 

界 古 柯 葉 生 産 估 計 爲 三 二 , 0 0 0 順 至 三 八 , 0 0 0  
順 ，其中絕大部分係由安迪山地多數人民所胆嚼 ，對 

其健康極有損害，因而對該區之綴濟與社會進展亦有 

惡 劣 影 響 。相 當 數 量 之 古 柯 葉 用 於 秘 密 製 造 古 柯 臉 ， 

流入國際非法貿易。大麻 ( 大 麻 醋 、麻 力 化 那 、干 商 、基 

夫 等 ) 之 償 常 消 費 者 爲 數 約 有 幾 百 萬 至 幾 千 萬 人 。這 

種可悲的情勢不能單靠國際管制機關來補救，因爲此

等機關不是超國家機關，而是各主權國家之工具，並 

無直接管理的權力。補救之道握在各國政府手裏。

五 九 七 . 管制不當的因素甚多 , 其 中計有自滿、行 

政 無 能 、政 治 不 穩 定 、政府不能對某些區域行使管制及 

綴濟與社會發展程度低落。在若干情形下，增加技術 

協助可能提供局部解決；就其他情形說，似乎要由大 

規摸的國際接助來支持有長遠影響的改革 ， 向人民提 

出另一種生計方法。再 者 ，有些國家把它們麻醉品問 

題的程度估計得過低。

五 九 八 . 辕片 償 格 跌 落 ；事實上辕片價格已降到 

一九五一年以來的最低點。鸦片生産的適當菅制 ， 費 

用 至 綴 ；德片生產國家因此而須責起一種負擔，不只 

是爲了它們本身利慈，而且也涉及整個國際社會利益。 

委員會請求理事會考慮能否採取一些減輕這種負擔的 

措 施 。

五 九 九 . 委員會主席在結束時說，依照麻醉品單 

一公約規定行將成立之國際麻醉品管制局如欲順利地 

進行工 作 ，它使非有必耍的行政便利來保障它的技術 

獨立不可。

六 0 0 . 後來討論時，若 干 理 事 還 發 表 了 意 見 ， 

認爲須以理事會一九 0 九年決議案二 0 — ( 八）內對現 

有常設中央辕片委員會所規定的類似行政辦法確保該 

新管制局的獨立。

六 0 — . 理事會於決議案一 0 八五 ( 三十九）中靈 

悉該委員會一九六四年度報告書並表感謝。

第六節 . 修正一九 0 九年九月十九曰在 

日內冗簽訂之公路交通公約及公路標 

誌信號議定書之程序問題

六 0 二 .理 事 會 第 三 十 九 届 會 春 議 了  秘書長係 

照理事會決議案一  0 三 四 ( 三十七）提定所擬具的公路 

交 通 及 公 路 標 誌 信 號 公 約 草 案 二 件 （E /399817 及 E / 

3 9 9 9 ^ 0 ,及 關 於 此 等 草 案 的 說 明 節 略 二 件 （E /399S/ 
A d d .l l7 及 E /3999/A d d . l l7)。秘書長還有一個報告書 

(E /4066  and A c U .I ) , i7 摘 耍 敍 述 各 方 與 於 此 等 草 案  

所 提的意見，亦綴予以分送。

六 0 三 . 理 事 會 通 過 決 議 案 （一 0 八二  B (三十 

九 ) ) 一 件 ，決定召開國際會議，以使擬訂一個替代一

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64 .X I.9及 65 .XI.5。 
E/AC .7/SR .531； E/SR.1394。

E/AC.6/SR.370, 371； E/SR.1394。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附件，議 

程項目二十三。



九四九年公路交通公約I8的公路交通公約，並擬訂另 

一關於公路標認、信號及線道標公約或附載於第一公 

約之選擇性議定書；又決定邀請聯合國全體會員國或 

各專門機關或原子能總署全體會員國參與會議，並邀 

請各專門機關與有關非政府組織以請詢地位參與會議。 

璧於各方對於秘書長擬訂公約草案所提之意見似乎都 

認爲此等草案構成該會議之有效技術根據，所以理事會 

蓮請各IS城終濟委員會於一九六六年底以前研究該草 

案之技術規定，並請秘書長確保各該委員會工作密切 

協調。理事會決定該會議原則上應於一九六七年舉行， 

但其確切日期及地點則待第四十一屆會決定。理♦會 

請秘書長於適當時促請被邀參加會議的各國政府以及 

各專門機關與有關非政府組織，至遲於會議開幕前兩 

個月分別提送其斜公約草案所提出或建議之修正案。

第七節. 國際經博合作宣言問题 

專設工作小組會議問題

六0 四 . 理事會第三十七届會曾決定W將以前預 

定於一九六四年九月舉行之國際鍵濟合作宣言間題專 

設工作小組會議展至大會處理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 

各項建議以後再行定斯舉行。

六0 五.璧於大會第十九届會與該會議各建議案 

除大會決議案一九九五(十九)所涉及者外未有機會加 

以審議，理事會特於第三十八届會決定W在大會第二 

十屆會之前不討論專設工作小組會議問題，但將工作 

小組報告書(E /3725) " 轉送資易及發展理♦ 會。

聯合國公路及摩托蓮輸會議，蔵事文件及有關文件（聯 

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50.VIII.2)。

E/SR.1351。
20 E/SR.H358o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五屆會，附件，議 

程項目三。

附 件  

非政府報織的陳述

各非政府组缴經主席邀餘向理事食或其所属各委員食所作的口域陳迷

第 三 十 在 會

紅十字會聯盟 

與

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 

遭遇天然災害時國際協助方面之協調 - -E/AC,2A/SR.279o

非政府姐綴向理事食非政組敏間题类真食所作的口頭陳述 

第三十丸在會

國際天主敎移民委員會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報告書，

國際法學家委員會

-E/C.2/SR.205。

秘書長關於聯合國訓練研究所之報告書一一E/C.2/SR.205。



第十五章

與各專門機關的協調及關係問題

六0 六 . 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1依照奮例對聯合 

國、'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輕濟、社會及人權方 

案及工作的發展、協調及集中作槪括的檢討。

六0 七 . 理事會據有的文件包括：特設協調事宜 

委員會第三次報告書 (E/4068) ;2行政協調委員會第三 

十次及第三十一次報告書（E /399I 及 E /4029);2各專 

門機關及國朦原子能德署常年報告書 ;3主席關於理事: 
會職員與行政協調委員會於一九六五年七月七日所舉 

行會議的報告書 (E/4090)。2

1 E/AC.24/SR.274-282, 284-287, 289; E/SR.1396o
2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附件，議 

程項目四。

» 國酪勞工組織，國際务工組織提送聯合國的第十九次報 

告書 (一九六五年， 日內冗），經以秘書長節略（E/4076)遞送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提送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三十九屆 

會的報告書 " ( 一九六五年，羅馬），經以秘書長節略 (E/4039) 
遞送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提送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報告 

書 " ；" 科技問題 "；幹事長關於文敎組織一九六四年度工作的報 

吿書 (一九六五年），經以秘書長節略 (E/4044 and Add.1-2) 
遞送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世界衞生組織，衞生組織一九六四年度工作：幹事長提送 

世界衞生大會及聯合國之常年報吿書（一九六五年，日內冗） 

(世界衞生組織正式紀錄第一三九號）；及 "補充報告書，’，經以 

秘書長節略 (E/4041 and Add.1 )遞送經濟B 社會理事會。

國隱民用航空組織，理事會向大會提送的一九六E3年度報 

告書 (文件 8475, A15-P/3 , 一九六五年四月）；一九六二至一 

九六四三年間民用航空若干趨勢：理事會向大會提送的一九六 

E3年常年報告書補編 (文件 8497, A1S-P/4) ,經以秘書長節略 

(E/4062 and Corr.l and Add.1)遞送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萬國郵政聯盟，" 一九六四年聯盟工作報告書 "（一九六五 

年，伯恩），經以秘書長豁略 (E/4030)遞送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國際電R 同盟，國際電凯同盟一九六四年度工作報告書 

九六五年，日內冗）；國際電凯同盟關於電飘及和平使用外 

空第四次報告書(一九六五年，日內冗），經以秘書長節略（E / 
4037 and Add.1 )遞送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世界氣象組織，一九六四年世界氣象紙織常年報告書（氣 

象組織，第一六三號，RP. 6 0 )(—九六五年， 日內冗），經以 

秘書長節略 (E/4027)遞送經濟* 社會理事會。

" 一九六五年政府間海事諮商組織常年報告書 " （倫敦)，經 

以秘書長節略(E/4050)遞送經濟B 社會理事會。

" 國際原子能總署致經濟暨a 會理事會一九六四年至一九 

六五年常年報告書 " ，經以秘書長節赂(E/4022)遞送經濟暨社 

會理事會。

六0 / 1 . 秘書長在理事會開始進行討論時致詞， 

他 說 在 制 度 及 方 案 方 面 ，聯合國體系在過去幾年中 

大爲加强。關於聯合國本身的若干事例是：聯合國貿 

易及發展會議的設立，這爲本組織的工作開關了一個 

薪新的方面；可能設置聯合國發展方案，此項方案應 

可加强技術合作工作的整個基礎；開辦聯合國訓練研 

究所；兒童基金會之方針的重行確定及擴展；工業發 

展處的擎固及擴充。理♦ 會並接獲提案，主張續設並 

擴大聯合國與糧農組織合鮮的世界糧食方案，那項方 

案的進展極爲可觀。此外，充分合作及協調的雜法業 

已訂定。儘管聯合國體系內各組織在制度上及外表上 

是分開的，它們的報告書雖然不是爲了着重組織間的 

協調而編製的，卻絵予一種明確地密切合作印象。過 

去一年關於此一方面的情況，在協委會第三十次及第 

三十一次報告書中尙有詳細說明。行政及預算問題諮 

詢委員會與協委會之間關係日益密切，這是値得欣慰 

的；理事會與協委會之間又在加緊聯驚，這對於安善 

的協調及有效的國際發展行動，亦很重耍。一九六四 

年夏季所安排協委會與理事會職員的會議，是朝着密 

切合作方向前進的第一個有用的步驟，最近舉行的第 

二次會議又是朝此方向前進的另一步驟。

六0 九 . 秘書長並說，大家不但對於已獲得的成 

就，而且對於未獲得的成就，也宜作一客觀的檢討。理 

事會應該考慮可得到一些什麼激訓，應該作成一些什 

麼結論，何種成就應载乘勝追擊,又何種缺階應該設法 

補救。理事會及秘書處面臨的一項主耍工作是更爲充 

分地利用可供其支配的工具。他希望秘書處與理事會 

之間能在理事會届會期間及其他時期從事積極會談； 

達 格 •哈瑪紹在十一年前就說，此種會談爲使本組織幫 

助三分之二人類避免貧困、飢餓、疾病及愚昧所作努力 

能有成就的必耍條件；此種說法在今日之下是同樣眞 

實的。他促請注意協委會最近提送的報告書(E /«329) 
中一節，卽該機關願特別强調通過在組濟、社會及文化 

方面合作行動在建立和平上所獲致的不斷進展，同時 

此種合作必須更爲加强及加緊，俾更可變予計及發展



中國家日益增加的需耍及全世界和平及進步的增進。 

不可否認地，採取多邊行動以增進及加速發展的長處 

一 年一年地更爲顯著。

六一0 . 在其後所進行曾由多數專門機關及原總 

的行政首長或代表參加的辯論中，一般均贊同秘書長 

的意見。惟理事會主耍集中其注意力於促請其注意的 

若干具體問題。現把它關於此類間題所採取的行動分 

述如下。

第一節. 行政協調委員會及特設 

協調事宜委員會報告書

六一一 . 理事會肤悉（決議案一 0 九O G (三十 

九）)協委會報告書 (E /399I及 E /4029)及特設協調事 

宜委員會報告書(EAtOÔS)。它對於行政及預算問題諮 

詢委員會主席最近與協委會及特設委員會各別舉行 

會議，表示欣慰。它並在同一決議案中決定擴大特設 

委員會並變更其組成。結果，特設委員會自一九六六 

年起將由理事會職員、理事會所屬德調事宜分組委員 

會主席及理事會每年基於均句地域代表分配原則選出 

的十位理事組成之。理事會決議案九二0 ( 三十四)所 

設特設委員會迄今係由十一國代表、理事會理事或技 

協委會委員所組成。

六一二. 理事會塵於理事會的代表積極參加與協 

委會舉行聯合會議極有功用，一如一九六四年及一九 

六五年夏季理事會職員與協委會舉行會議所昭示者， 

決定經改組的特設委員會應參加與協委會舉行的有關 

聯席會議。理事會請特設委員會及協委會在聯席會 

議中：（子 )審查理事會届會臨時議程，並於必耍或合 

宜時促請注意需耍理事會採取緊急行動的主耍問題； 

(丑 )輕常檢討聯合國及其有關機關在組濟、社會、人權 

及有關方面的工作，特別是關於聯合國發展十年的工 

作；（寅)就此類問題以及在協調方面須請理事會特別 

注意的問題作成結論及建議，提交理事會。

六一三 . 提案者在解釋決議案時說，特設委員會 

的工作不限於與協委會舉行聯席會議，它仍須依決議 

案九二 o ( 三十四)的規定單獨舉行會議。

第二節 . 各專門機關及國原子能  

總署報告書

六一四 . 理事會在決議案一0 九O F (三+ 九)中 

欣悉各專門機關及原總報告書。在同一決譲案中，它 

請各專門機關及原總除它們的常年報告書外，自理事

會第四十一届會起，依照理事曾關於一般又件旧伏裁 

案 （一 0 九O E ( 三十九) ) 5第一編JE文第五段所載建 

議，提送一種依據分析及簡單扼要方式擬具的槪括報 

告書。此項請求係基於下列需耍，卽確保對一切向理 

事會提出的大量文件，包括各機關的常年報告書在內， 

能愼重加以研究，俾可辣別所提出的問題及評估所獲 

進展。

第三節 . 行政協調委員會的秘書處安排

六一五. 理事會靈於協委會所耍從事與理事會工 

作直接有關的任務爲數日增， 在決議案一 0 九0 H  
(三十九）中請秘書長商同各專門機關及原總行政首長 

與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考慮如何加强涉及協委 

會工作的秘書處安挑， 並採取適當行動。

第四節 . 預算的編製及提送

六一六 . 理事會在其決議案一0 九O D (三十九） 

中誌悉協委會第三十一次報告書 (E/4029)所載該委 

員會關於早先的理事會決議案一  0 四四(三十七)所提 

及的各專門機關及原總預算劃一提送問題所作第一次 

結論，及特設協調事宜委員會第三次報告書(E/4068) 

中所載有關評議。理事會作爲第一項措施，接受下列 

原則，卽協委會於理事會第四十一届會時將向之提出 

一項個別報告書，內載聯合國、各專門機關及原總與 

理事會有關方面的工作淸單， 並說明在各該組織輕常 

預算及預算以外方案項下所引起的支出。

六一七. 理事會請協委會向其第因十届會提出關 

於列入上述個別報告書的項目之選擇的詳細建議。它 

並請協委會會同行政及預算間題諮詢委員會繼續研究 

是否可爲各專門機關及原總預算的編製及提送採用劃 

一辨法，並於第四十一屆會提送一項報吿書，確切說 

明可以想像的切實解決辦法， 並於必耍時載述反對採 

用此種挪法的任何論據。

六一八 . 按職務分類可使聯合國、各專門機關及 

原總的工作與發展十年的關係一目了然，理事會億及 

使用此種分類的重耍，在同一決議案中請各專門機關 

及原總如尙未採用理事會第三十七届會在原則上核 

定的按職務分類制度， 採用此項制度， 編製及提送各 

該機關關於一切以發展十年目標爲宗旨之工作的報告 

書。

參閱第十七章，第五節。



第五節 . 個別國家方面的協調：常駐 

代表的任務

六一九 . 理事會在其決議案一0 九O B  (三十九） 

中，重申各常駐代表必須更爲有效地行使其中心地位 

任務，以達成聯合國及有關機關技術協助方案實地方 

面的協調，它又請求各參加組織合作以實現此項重耍 

目的。理事會並請秘書長商同受助國政府以及各參加 

組織行政首長、技術協助局執行主席、特設基金會總經 

理及世界糧食方案執行韓事考慮聯合國及各有關機關 

多邊技術協助方案協調方法可能之改進，連同其認爲 

適當之提案向理事會第四十一届會具報。

第六節 . 人力的發展及利用

六二0 . 理事會塵於人力是經濟及社會發展的主 

耍因素 ,尤以發展中國家爲然,在決議案一0 九0  A (三 

十九）中請聯合國主管機關、勞工組織、文敎組織及其 

他有關機關增加其與人力的發展及利用有關的工作。 

理事會認爲日益需耍加緊及加强此種工作， 促請關係 

機關之閩更加密切合作。因此，它希望聯合國體系中 

各主菅機關繼續採取一致步驟，編訂增進發展中國家 

人力訓練及利用的行動方案。最後，理事會請秘書長 

在與勞工組厳、文敎組織、其他有關專門機關、原總及 

有關機關握商後，就旨在加緊聯合國體系一致行動以 

訓練發展中國家綴濟及社會發展本國人員的措施向其 

第四十三届會提出報告。

第七節 . 各機關間關於設 t h 訓練及 

研究之協調與合作

六二一 . 理事會審議了各機關間關於設計、訓練 

及研究之協調與合作問題。它欣悉秘書長關於聯合 

國各機關與各專門機關之間關係的特別報告書 (E / 
4035)6及協委會第三十一次報告書(E /4029)中與此項 

問題有關的第十四章。理事會建議此項問題應由協委 

會再度加以審議，並決定理事會於第四十一届會時重 

予討論。

第八節. 關於原子能和平用途 

工作之檢討

六二二 . 理事會贊同協委會的建議 (E/i*029, 第 

五十八段），卽聯合國體系內關於原子能和平用途工 

作每年一次的多邊檢时將來應每兩年舉行一次，下次 

檢討於一九六七年舉行。

第九節 . 世界反飢餓、反疾病、 

反愚昧運動

六二三 . 理事會審議了7秘書長依照理事會決譲 

案一 0 三八（三十七）提送的節略（E/aom),®該決議 

案請秘書長就組織及執行一項世界反飢餓、反疾病、反 

愚昧運動的可行性及可能的計劃，作爲一件緊急事 

項 ，與各國政府、各專門機關及非政府組織進行權商。

六二四 . 秘書長在他的節略中說，在他再度從事 

的若干次礎商中，固然有許多政府及非政府組織曾表 

示願意支持所擬運動，但他認爲此種支持程度不够普 

遍或明確，不足以確保舉辦一項原由大會決譲案一九 

四三〔十八 )所擬運動定能成功。許多政府及非政府組 

織曾就屬次舉辦世界運動所固有的缺點以及圓滿解決 

所擬運動與免受飢餓運動兩者間的關係的困難提出保 

留，對於這些保留必須予以相當董視。在成功毫無合 

理把握之條件下而貿然發動一項主耍創舉，其危險性 

之大自不待言。

六二五 . 在辯論過程中，有人說擬舉郝該項世界 

運動的動機起於産生一項新方法以協助發展中國家撲 

減飢餓、疾病及愚昧的願望。大會原先的決議案提案 

者認爲廣次舉继個別運動可能引起混亂，最好在聯合 

國及各專門機關主持之下協調各非政府組織所作努 

力。有人指出，此種運動在原則上是極好的，但目前 

的環境顯然與發動此種運動不利。

六二六 . 理事會誌悉秘書長報告書(E/4034) ,並 

贊同秘書長的結論。

« 經濟》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附件，議 

程項目四。

7 E/AC.24/SR.274; E/SR,1396。
* 經濟 f i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 九届會，附件，議

程項目四。



第十六章 

非政府組織

六二七. 理事會於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五日曾有決 

定1將以後召開非政府組織問題委員會之通常會期由 

春季改爲秋季 ,故特於其第三十八届會議決2將非政府 

組織諮商地位申請書及改變諮商地位請求之截止收受 

日斯，由理事會決議案二八八B (十)第三十五段所規 

定之十一月一日，改爲六月一日。按此決議，凡於一 

九六五年六月一日前送達秘書長之申請書將由該委員 

會一九六五年十月來届會審議。

第一節. 取得絡商地位的非政府組織

六二八. 嚴將迄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取得諮 

商地位的非政府組織列後。其中屬於甲類組織者十 

個，屬於乙類組織者一三一個。另二一九個依照決議 

案二八八B (十）第十七段之規定列入秘書長登記册  

備供專案諮商。各組纖非經特別註明者，均係國際性 

質。

國際商會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 

國際合作社同盟 

國際農産業聯合會 

國際基督敎工會聯合會 

國際偏主組織 

議會間聯合會 

世界工會聯合會 

世界聯合國協會聯合會 

世界退伍軍人聯合會

乙 m

非亜綴濟合作組織 

世界以色列正敎組織 

全非洲婦女會議 

全印度婦女會議（印度）

全巴基斯坦婦女協會（巴基斯坦）

美西葡國際法學社 

國際大赦社 

廢止奴制協會 (英國）

世界鄉村婦女協會 

iifc界難民間題研究協會 

巴太爾紀念學社

美濟合社 (美國救濟世界各地合作社X 美國）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美國）

天主敎國際社會服務聯合會 

拉丁美洲貨幣研究處 

美利堅合衆國商會(美國）

世界基督敎民主聯合會3 
敎會國際問題委員會 

猶太組纖諮商會 

猶太組織協調委員會 

全國信用合作社協會 (信合協會）

歐洲新聞社同盟 

公誰會世界諮商委員會 

豪尼德刑罰改革聯盟〔英國）

印度世界問題協進會（印度）

工業協調局

美洲商業及生産協進會 

美洲汽車協會聯合會 

美洲設計學會 

美洲報業協會 

美洲統計學社 

國際廢娼聯合會 

國際空運協會

國際婦女權利平等責任平等同盟 

國際社會進步協會 

國際工業財産保護協會 

國際刑法读會 

國際社會工作學校協會

E/SR .1531。
E/SR.1363。

卽前 " 國際新工作同志社 "一 國際基督敎民主黨聯合



國際靑年推事協會 

國際航天聯合會 

國際汽車聯合會 

國際律師協會 

國際禁止販賣人口局 

國際天主敎兒査局 

國際天主敎移民委員會 

國際天主敎報業聯合會 

國際反與集中營辨法委員會 

國際法學家委員會 

國際灌槪及排水間題委員會 

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 

國際天主激慈善事業會議 

國際社會工作會議 

國際建築研究學術及文獻協進會 

國際科學管理協進會 

國際猶太婦女協進會 

國際婦女協進會

國際猶太社會及福利事業協進會

國際刑事警察組織—— 刑警組織

國際住宅及設計聯合會

國際人權聯合會

國際商業及專業婦女聯合會

國際病廢工人及傷殘平民聯合會

國際新聞記者聯合會

國際報紙出版業聯合會

國際社會服務團體及鄰里中心聯合會

國際社會工作人員聯合會

國際大學婦女聯合會

國際法界婦女聯合會

國際女律師聯合會

國際地方信用資料處

國際行政學社

國際財政學社

國際法協會

國際人權聯盟

國際種族及民族友好聯合協進社 

國際標準化組織 

國際援助囚犯協會 

國際娱樂協會 

國際公路聯合會 

國際公路運輸聯合會 

國際社會IS孩社

國黯犯罪學會

國際傷殘重建協會

國際社會防護扭會

國際統計學社

國際遊覽同盟

國際兒童福利聯合會

國際大自然及天然資源養護聯合會

國際內河航行聯合會

國際人口問題科學研究聯合會

國際建築師聯合會

國際家庭組織聯合會

國際地方當局聯合會

國際海上保臉業聯合會

國際公立旅行組織聯合會

國際電能生産業及分配業聯合會

國際公共交通聯合會

國際鐵道聯合會

國際社會主義靑年聯合會

國際靑年商會

拉丁美洲鋼鐵學社

紅十字會聯盟

國際鯽社—— 國際鯽社協會 

全國製造業協會(美國）

沉太平洋及東南亜婦女協會 

大同協會 

國際天主敎知識文化事養協進社 

國際天主敎學生協進社 

社會及視覺關係研究團(現代建築會） 

國際扶輪社 

救世軍

比較立法學會 (法國）

研究及擴展學會—— 國際科學協會

國際博覽會聯合會

聯合城市組織

國際婦女和平自由聯盟

國際猶太民族主義婦女組織

世界基督敎靑年會同盟

世界靑年大會

世界敎學專業聯合會

世界盲人福利協進會

世界精神衞生聯合會

世界天主敎靑年婦女聯合會

世界襲人聯合會



世界猶太大會 

世界母親協進社 

世界動力會譲 

世界進步猶太主義聯合會 

世界天主敎婦女組織聯合會 

世界護衞靑年組織聯合會 

世界基督敎女靑年會 

世界基督教婦女節制聯合會 

基督激靑年工人社

登記的組威

氣空醫學協會 

美國國外保險協會(美國）

擔任公職農業化學師協會 

生物統計學會 

世界童子軍總部 

天主敎國際敎育處 

中央衞生敎育協進會(英國）

煤氣業經濟研究委員會 

國際志願機關協進會移民委員會 

國際志願機關協進會難民委員會 

綴濟發展委員會(美國）

太空研究委員會 

國際小額貸敦聯合會 

拉丁美洲敎員聯合會 

國際志願服務協調委員會 

國際醫藥科學組織協進會 

數理、統計經濟學會 

工程師聯合協進會 

歐洲畜産協會 

歐洲廣播聯合會 

歐洲靑年及兒童局 

歐洲農業聯合會 

歐洲木作工業聯合會 

歐洲文化學會 

歐洲客車製造業聯合會 

歐洲作家聯合會 

國際生活實驗社

國際遊覽事業記者及作家聯合會 

國際流亡人及抗戰被拘禁人自由聯合會 

國際像具搬運業聯合會 

漢沙議會政治學會 

國際法學社

美洲廣播業協會

美洲衞生工程搞會

國察法醫學及社會醫學協進社

國際民航領航員協進會

國際航空聯合會

國際業餘無線電聯合會

國療兒童精神病學及有關專業協會

國際敎育及職業指導協會

國際敎育及職業新聞協會

國際開明基督敎及宗敎自由協會

國際大衆通訊研究協會

國際防盲協會

國際所得及財富研究協會

國際敎育研究促進協會

國際交换學生增進技術綴驗協會 (交換學生協會）

國際藝術(晝、彫刻、平面藝術)協會

國際藝術評論家協會

國際老年學協會

國際園藝生産業協會

國際棘球觸病學協會

國際法學協會

國際燈塔菅理局協會

國際語言爆正法及發音障礙療法協會

國際微生物學會協會

國際物理海洋學協會

國際經濟及商科學生協會(經濟商科學生協會）

國際大學協會

國際大學敎授講師協會

國際報紙、期列及書籍批發商協會

國際失調兒童工作者協會

國際天文聯合會

國際靑年書籍委員會

國際腦科研究組織

國際機器脚踏車製造業事務局

國際協調船貨處理協會

國際天主敎無線電及電視協會( 電波，"U N D A ")

國際天主敎靑年聯合會

國際批發賈易處

國際海運商會

國際農業工程委員會

國際照明問題委員會

國際放射防護間題委員會

國際放射單位及量度問題委員會



國際社會科學文獻委員會 

國際天主敎護士委員會 

國際無線電學委員會 

國際書商協會公會 

國際助産士聯合會 

國際專業及智力工作人員聯合會 

國際作家及作曲者學會聯合會 

國際大發電系統會議 

國際大學成人敎育大會 

國際容器局

國際哲學及人文學術協進會

國際商業傷主協進會

國際博物館協進會

國際護士協進會

國際科學聯合會協進會

國際社會民主婦女協進會

國際工業設計學會協進會

國際病理學會協進會

國際運動及體育協進會

國摩酒精及酒癖研究協進會

國療檔案協進會

國際乳酪業聯合會

國際牙科聯合會

國際糖尿病聯合會

國際綴濟協會

國際電工學委員會

國際廣社

國際文獻聯合會

國際信息處理聯合會

國際醫療電子學及生物學工程聯合會

國際民航駕贼員協會聯合會

國際建築及公共工程聯合會

國際兒童 社 ®聯合會

國際棉業及有關総織工業聯合會

國際自由新聞記者聯合會

國際自由敎員會聯合會

國際婦產科聯合會

國際家庭經濟聯合會

國際獨立空運聯合會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

國際現代語文敎員聯合會

國際撒權種植業聯合會

國際學棱通訊及交换組織聯合會

國際無線電員聯合會

國際高級警官聯合會

國際運動醫學聯合會

國際外科學會聯合會

國際斯升業聯合會

國際翻譯員聯合會

國際工人敎育協會聯合會

國際工人旅行協會聯合會

國際生育力協會

國際電影與電視協進會

國黯財政協會

國際煤氣聯合會

國際地理學聯合會

國際醫院聯合會

國際人道及倫理聯合會

國際風濕病防治聯盟

國際兒童及成人敎育聯盟

國際皮膚學會聯盟

國際麻瘾病協會

國際救生艇會議

國際文學藝術協會

國際天主敎農業及鄉村靑年協進社

國際音樂協進會

國際砂眼防治組織

國際消費者聯合會組織

國際小兒科協會

國際筆社—— 世界作家協會

國際常設汽車製造業事務局

國際藥業聯合會

國際計劃生育聯合會

國際政洽學協會

國際公共關係協會

國際出版業協會

國際無線電及電視組織

國際海事無線電委員會

國際地産業聯合會

國際儲蓄銀行協進社

國際學校協會

國際科學無線電聯合會

國際海運業聯合會

國際社會科學協進會

國際寓敎育於藝術學會

國際生物氣象學會



國際輸血學會 

國際心藏病學會 

國際士壤學會 

國際社會學協會

國際特設無線電千擾問題委員會

國際學生會議

國際戲劇學社

國際癌病防治聯合會

國際結核病防治聯合會

國際花柳病及旋線蟲病防治聯合會

國際衞生教育聯合會

國際航空保臉業聯合會

國際森林研究組織聯合會

國際大地測量及地球物理聯合會

國際營養科學聯合會

國際純粹及應用化學聯合會

國際科學心理學聯合會

國際志願服務社

國際給水協會

國際世界曆協會

國際基督激靑年學生會

國際靑年宿舍聯合會

國際電訊線路及菅道保護聯合委員會

世界路德派聯合會

國際女醫師協會

新敎育同志會 (國際）

國際門戶開放社 (女工綴濟解放）

太平洋科學協會 

國際職業衞生協會及常設委員會 

國際保險計算大會常設委員會 

國際常設航行大會協會 

國際常設耀頭食品委員會 

國際防止公路事故社 

聖若宛國際同盟 

非洲文化學會 

國際婦女樂天協會 

國際協會聯合會 

國際工程組織聯合會 

萬國世界語協會 

世界基督敎廣播協會 

世界民意研究協會 

世界女童子軍協會 

世界物理治療聯合會

-全世界猶太人衞生及

世界民主靑年聯合會 

世界軸綴病學聯合會 

世界作業治療學家聯合會 

世界科學工作者聯合會 

世界麻醉學會聯合會 

世界醫師協會 

1ft界幼童敎育組纖 

世界精神病學協會 

世界基督敎學生聯合會 

世界天主教敎員聯合會 

世界衞生及兒童組織聯合會 - 
兒童護理組織 

世界大學服務社 

世界獸醫協會 

世界家禽學協會 

國際崇德社

第二節 . 與非政府組織之請商

非政府组織的書面陳述

六二九 . 在本報告書所檢討的工作期間，計有二 

十三個非政府組織分別依決議案二八八B (十)第二 

十二、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二及三十三各段規 

定向理事會或其所屬委員會提出書面陳述，共四十六 

件。另有三個甲類 '組織提出了聯合陳述。此類書面陳 

述的題目以及提出各該陳述的組織名稱，均經分列本 

報告書中應屬各章的附件。各非政府組織對各專門委 

員會所作之口頭及書面陳述，則分載在各該委員會對 

理事會的報告書裏。

非政府姐維的口頭陳述 

第三十八在會

六三0 . 理事會第三十八届會曾有一個甲類組 

纖，國際基督敎工會聯合會，依議事規則第八十六條 

就譲程項目之陳述意見。4

第三十九在會

六三一 . 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曾有五個甲類組織 

分別依議事規則第八十六條，就議程項目陳述意見：

國際商會：議程項目二及三併案5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議程項目二及= 併案，議程項 

目七及十八6

4 E/SR.1357。
5 E/SR.1374。

E/SR.1371, E/AC.6/SR.366, E/AC.7/SR .525。



國 際 合 作 社 同 盟 ：議程項目十六及二十 7 

國 際 基 督 敎 工 會 聯 合 會 ：議 程項目二、三 、五及三十五 

併 案 ，議程項目十八 0 0 及二十 8 

世 界 工 會 聯 合 會 ：議 程 項 目 三 、六 、十 八 ( e )及二十五 9

六 三 二 . 此 外 ，尙有兩個乙類組織，輕主席之蓮 

請 ，共同就議輕項目四向協調委員會提出聯合陳述。1»

六 三 三 . 第三十九届會中，理♦會非政府組織間 

題委員會曾依議事規則第 A 十 五 條 聽 取 了 十 四 個 類  

組織及一個登記組織的意見，如 下 ：

廢 止 奴 制 協 會 ：議程項目二十九 

公館 :會 世 界 諮 商 委 員 會 ：議程項目二十九 11 

天 主 敎國 際 社會驅務聯合會：議程項目十八 11 

國 際 天 主 敎移 民 委 員 會 ：議程項目三十一  11 

國 際 法 學 家 委 員 會 ：議程項目二十 E 及二十五併案 11

，E/AC.6 /SR.368, E/AC.6/SR.361。
8 E/SR.1378, E/AC.7/SR.S2S, E/AC.6/SR.361。
9 E/SR.1374, E/SR.1367, E/AC.7/SR.52S, E /A C .7 / 

SR.517。
1° E/AC.24/SR.279。
11 E/C.2/SR.205o

國際猶太婦女協進會：議程項目二十五 m

國際住宅及設計聯合會：議程項目二十三 (a )iî

國際 女 律師聯合會：議程項目二十九 11

大同協會—— 國際天主敎知識文化事業運動及國際天 

主 激 學 生 運 動 ：議程項目二

國際婦女和平自由聯盟：議程項目二十九 11

世 界 猶 太 大 會 ：議程項目二十五 I2

世界天主敎婦女組織聯合會：議程項目二十七 11

世界 基 督敎 女 靑 年 會 ：議程項目十八 0)11

世界基督敎婦女節制聯合會：議程項目二十九 n

塵若宛國黯同盟：議程項目二十九 11

理 事 會 非 政 府 組 織 問 題 委 員 會 還 聽 取 了 一 個 乙 類 組  

織 世 界 天 主 敎 靑 年 婦 女 聯 合 會 及 一 個 登 記 組 織 國 際  

天主敎靑年聯合會的聯合陳述 。11

六 三 四 . 上述委員會還聽取了五個甲類組織代表 

各就其後來向理事會或其委員會陳述意見之有關項目 

作 簡略之陳述。

E/C.2/SR.204o



第 十 章

組織法及實際組織問題

第一節 . 理事會的理事國、届會及職員

六 三 五 . 大 會第十九屆會選出加拿大、加 彭 、巴基 

斯 坦 、秘 魯 、羅 馬 尼 亜 及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以 接 眷 澳 大 利  

亜 、哥倫比 亜 、印度、塞 內 加 爾 、美利堅合衆國及南斯拉 

夫六個任滿的理事國。故理事會一九六五年度的理事  

國名 單 爲 ：阿 爾 及 利 亜 、阿 根 廷 、* 奥 地 利 、* 加拿 大 、 

智利、捷克斯拉夫、* 厄 瓜 多 、法 蘭 西 、加 彭 、伊 拉 克 、 

日本、* 盧 森 堡 、巴基斯坦、秘 魯 、羅 馬 尼 亜 、蘇維埃社 

會 主義共和國聯邦、* 大 不 列 顔 及 北 愛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 

及美利堅合衆國。

六 三 六 . 理事會於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第一三五  

三次會議，選 出 下 列 九 國 爲 理 事 會 終 濟 委 員 會 、社 會  

委 員 會 及 協 調 委 員 會 一 九 六 五 暦 年 之 委 員 國 ：略麥 

蔭 、丹 麥 、邀 納 、印度、伊 朗 、馬 達 加 斯 加 、墨 西 寄 、阿拉 

伯聯合共和國及坦尙尼亜聯合共和國。

六 三 七 . 理事會第三十七屆會第二期會議於一九 

六五年三月一日至八日在紐約舉行。第三十八届會於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在紐約舉行。第 

三十九屋會於一九六五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三十一日 

在日內冗舉行。

六 三 八 . 理 事 會 於 第 三 十 八 届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2選 

出 松 井 明 先 生 （日本）爲 一 九 六 五 年 度 主 席 ，及 Mr. 
Adnan M . Pachachi ( 伊拉克 )及  Mtr. Jifi Hâjek (捷克

斯拉夫 ) 各爲第一及第二副主席。

第二節 . 理事會的輔助機關3

理事會所厲类員食

六 三 九 . 下列十個理事會所設由各國政府代表組 

成之委員會曾在本檢时期間內開會。秘書處各委員會

*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滿理事國。

1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九届會，全體會議，第一三二八次 

及第一三三0 次會議。

2 E/SR.1355。
» 成員及會議日期見附錄威。

及 各機構、行政協調委員會及其輔助機關、技術協助局 

及各專設專家委員會均未列入。

( 0 經 濟 委 員 會 .由十八個理事國及其他九個聯  

合國會員國組成之届會委員會。

主 席 ：Mr. Adnan M . Pachachi ( 伊拉克），理事 

會 第 一 副 主 席 。

( i i ) 社 會 委 員 會 . 由十八個理事國及其他九個聯 

合國會員國組成之屆會委員會。

主 席 ：Mr. Jiri Hâjek ( 捷 克 斯 拉 夫 ），理事會第 

二 副 主 席 。

( H i ) 協 詞 委 貝 會 .由 十 八 個 理 事 國 及 其 他 九 個  

聯合國會員國參加的屆會委員會。

主 席 ：Mr. Alberto Area Parro ( 秘 魯 )。

代 理 主 席 ：Mr. Jorge Pablo Fernandini( 秘魯 ）。4

( i v ) 技 術 協 助 委 員 會 .依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二 二 二  

( 九 ) 設立的常設委員會， 由全體理事國參加。後綴以 

理事會決議案六四七 ( 二十三 ) 將 委 員 滑 爲 二 十 四 名 ， 

又以決議案 A 六三 ( 三十二 ) 委員增爲三十名。

—•九六 四 年 主 席 ：Mr. Friedrich A . Kolb (奥地 

利 )。 '

一 九 六 五 年 主 席 ：Mr. Francisco Pulit ( 阿根廷）。

( V ) 工 業 發 展 委 員 會 . 依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七 五 一  

( 二十九 ) 設立的常設委員會，由理事會全體理事國及 

由理事會選出的另外六個委員國組成。理事會又於一 

九六 0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決定將委員增爲三十名。

主 席 ： Jotge Pablo Fertiaticüni ( 秘魯）。

( v i ) 發展方面應用科學技術問題講钩委員會 .依  

一九六三年 A 月一日理 ♦ 會決議案九八 0  A  ( 三十 六 ） 

所設的常設委員會，委員十五名。理事會於一九六三 

年十二月十八日以決議案九九七（三十六 )將委員增至 

十 八 名 。

4 由協調委員會第二七0 次會議中選出，因一九六五年三 

月第二六九次會議中所選出之該委員會主席Mr. Area Parro 
(秘魯 ) 因故不克出席第三十九屆會。



主 席 ：Dr. Maneklal Sankalchand Thacker (印

度 )。

( v i i ) 理事會 # 政 府 組 織 事 宜 委 員 會 . 每年依議 

事 規 則 第 八 十 二 條 選 出 七 個 理 事 國 組 成 的 常 設 委 員  

會 。

主 席 ：Mr. Roland Stein ( 奥 地 利 ）。

( v i i i ) 會 讓 時 W地 點 問 題 遇 渡 委 員 會 . 依理事會 

決 議案一 0 — ( 五 ) 設 置 的 常 設 委 員 會 ,5 — 九六五年係 

由四個理事國組成。

主 席 ：Mrs. Vera Ivanova Kastalskaya (蘇 維 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

( i x ) 聯合國難民事 宜 高 級 專 員 方 案 執 行 委 ！會 . 

依理事會決議案六七二 ( 二十五 ) 設 立 。理事會決議案 

六八二  ( 二十 六 ) 將 委 員 國 由 二 十 国 國 增 爲 二 十 五 國 ， 

大會決議案一九五八 〔十八 ）又將委員國墙爲三十國。

一 九 六 四 年 主 席 ：Miss A . F. W . Lunsingh M ei- 

jer ( 荷 蘭 ）。

一 九 六 五 年 主 席 ：Mr. S. F. R a e (加拿大）。

0 0 特 設 協铜事宜委員會 . 依理事會決議案九二 

0 ( 三十四 ) 設立的特設委員會， 由十一個理事會理事 

國及技術協助委員會委員國的代表組成。

主 席 ：Mr. George Reisch ( 奥 地 利 ）。

專 委 員 舍 及 务 殼 类 員 舍

六 E O . 理事會設有下列六個專門委員會及一個 

分 設 委 員 會 ：

( 0 統 計 委 員 會 ；

( Ü ) 人 口 委 員 會 ；

( i i i ) 社 會 委 員 會 ；

( i v ) 人 權 委 員 會 ；防止政視及保護少數分設委員 

會 ；

0 ) 婦 女 地 位 委 員 會 ；

0 0 麻 醉 品 委 員 會 ；

六 四 一 . 理事會於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第一三五 

三次會議中在其決議案一  0 五 o ( 三十七 )裏表示注意 

到聯合國資易及發展會議蔵事文件中的建議 A .V . I及 

一九 六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之大會決議案一九九五 (十  

九）,決定將國際商品賈易 委 員 會 結 束 ,並 同 意 將 該 委

員會的任務移交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的商品賈易委 

員會及發展委員會辦理。

六 四 二 . 除統計委員會及人口委員會通常每兩年 

召開一次外，其他專門委員會毎年召開會議一次 。®

六 © 三 . 專門委員會中有五個〔統 計 、人 口 、社 會 、 

人 權 、婦女地位 )是由理事會選出聯合國會員國代表組 

成 的 。爲使各委員會主管的部門均能得到均衡的代表 

人 選起見，秘書長於代表人選由當選國政府正式提名 

並 由理 事 會 核 定 以 前 ，先與各該國政府礎商。7 麻醉品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係 就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專門機關會員國及  

一' 九六一■年麻醉品單一■公約縮約國中選出 。8

六 四 E . 除統計委員會及人口委員會有委員十八 

人 外 ，其餘各專門委員會均有委員二十一人。9 凡每年 

開會一次的委員會，毎年選出委員三分之一，任期三 

年 ；毎兩年開會一次者，委員任期四年。

六 四 五 . 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分設委員會係由人 

權委員會商同秘書長選派十四人並徵得各該人員雜籍  

國政府同意後組成之。分設委員會委員任斯三年。1»

六 四 六 . 理事會第三十八届會舉行了遞補各專門 

委 員 會 缺 額 的 選 舉 。U理 事 會 在 第 三 十 七 届 第 二 期 會  

議第三十八届會及第三十九届會中遺核定了各國政府  

所推薦的專門委員會委員。

逼域經濟类員舍

六 四 七 . 歐 洲 綴 濟 委 員 會 係 由 聯 合 國 歐 洲 會 員  

國 、美利堅合衆國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組成。

六 四 八 . 根據該委員會規則，瑞士得以諮商資格 

參加委員會工作。

六 四 九 . 亜洲及遠東綴濟委員會係由該委員會任 

務 規 定 所 指 地 城 範 圍 內 的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與 法 蘭 西 、荷 

蘭 、大韓民 國 、越 南 共 和 國 、蘇維埃社會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大 不 列 顏 及 北 愛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美利堅合衆國及

該委員會的任務規定後經理事會決議案一七四（七)加以

改訂。

6 參閱經濟暨 ;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七届會，補編 

第一號，第三+ 五貢。

7 參閱理事會決議案2 /1 2及三 (三）。

« 參閱理事會決議案八四五 (三十二 )第二節。 

g 參閱理事會決議案八四五 (三十二 )第一節。

1。參閱下文第十章，第五節。

11 參閱 E/SR.1359。
I2 棱定的委員名單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 

七雇會第二期會議，補編第一號A , 第三貢；同上，第三十八 

屆會，補編第一號，第三買；及同上，第三十九届會，補編第 

一號。



西薩摩亜所組成。波羅乃及香港爲該委員會的協商委 

員。

六五 0 .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及瑞士，分別根據一 

九五六年七月二十日理事會決議案六一七（二十二 )及 

一 九 六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A 六 0 (三 

十二 ) 得以諮商資格參加該委員會工作。

六 五 一 . 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印度尼西亜外 

交部主菅經濟事務次長照會亜經會執行秘書稱， 印度 

尼西亜政府已決意退出亜洲遠東經濟委員會 。B

六 五 二 . 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係由聯合國拉丁美 

洲會員國及加拿大、法 蘭 西 、牙 買 加 、荷 蘭 、千里達及托 

貝哥、大 不 列 顔 及 北 愛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及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所組成。英屬圭亜那及英屬宏都拉斯 ( 百里斯 )爲協商 

會 員 。

六 五 三 .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舆瑞士分別根據理事 

會決議案六三二 ( 二十二 ) 及八六一 ( 三十二），得以請 

詢資格參加委員會工作。

六 五 因 . 非洲終濟委員會係由該委員會地城範圍 

內的聯合國會員國所組成。該委員會地域範圍內的非 

自治領士及法蘭西、西 班 牙 及 大 不 列 類 及 北 愛 爾 蘭 聯  

合王國爲該委員會協商委員。

六 五 五 .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及瑞士分別根據理事 

會 決 議 案 七 六 三 D II ( 三十）及九二五 ( 三十四 )得以請 

詢資格參加委員會工作。

第三節 . 其他有關機關 "

特俊基金會

六 五 六 . 依照緩大會決議案一九四五 ( 十八 )修正 

的大會決議案一二四 o ( 十三 )的規定 ， 特設基金會董 

事會係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就聯合國會員國或專門機 

關會員國或原總會員國中選出二十四國代表組成 ， 任 

期三年。

六 五 七 . 由 於 理 事 會 曾 在 決 議 案 一 0 二 o (三十 

七）中建議大會設立一單一的政府間委員會以擔任過  

去由董事會及技術協助委員會所執行的任務，故在第 

三 十 七 屆 會 中 決 定 將 董 事 會 董 事 的 選 舉 延 至 第 三 十  

八届會中再舉行，並將八名卽將卸任董事的任期延至 

該届會爲止。 由於該理事會建議尙有待於大會之加以

1® 參閱 E/4080。
1*成員及會議日期見附錄威。 

E/SR.1349。

譲 決 ，故 理 事 會 第 三 十 八 届 會 M選出董事會董事三分 

之 一 ，其任期自當選之日起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 曰 止 ，另三分之一自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起，任期

三 年 。

聯合國見童基金食

六 五 八 . 根 據 大 會 決 議 案 一 0 三 八 ( 十 一 )的規 

定 ，兒童基金會執行委員會由理事會就聯合國會員國 

或專門機關會員國中選出三十國組成之。

六 五 九 . 執行委員會於一九六五年二月二日第三 

二 0 次 會 議 連 選 Mrs. Zena Harman ( 以色列）爲一九 

六五年二月一日至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執 行委員會主席，並爲此時期設立了一個工作方案委 

員會，委員十六人，及一個行政預算委員會，委員十 

人 。

六六 0 . 理 事 會 於 第 三 十 八 届 會 中 ,1®選舉了執 

行委員會三分之一的委員。

常後中央膽片类員食及麻薛品藍察圃

六 六 一 . 根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議定書修 

正的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九日國際鶴片公約的規定，常 

設中央鶴片委員會置委員八人，以個人資格由經濟壁 

社會理 ♦ 會 任 命 ，任 期五年。

六 六 二 . 一 九 六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0 日鶴片委員會  

連選 ' Sir Harry Greenfield 爲 主 席 ， Professor Paul

Reuter爲副主席，任期至執行委員會一九六六年第一

次開會時爲止。

六 六 三 . 麻醉品監察團係據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三 

日 限 制 製 造 及 調 節 分 配 麻 醉 品 公 約 所 設 立 ，委員四 

人 ，由世界衞生組織委派二人，麻醉品委員會委派一 

人 ，常設中央聰片委員會委派一人。

六 六 E .  — 九六五年五月二十四日，麻醉品監察 

團 連 選  Professor George Joachimoglu 爲 主 席 ， Mr. 

E. S. Krishnamoorthy爲副主席，任期至一九六六年

第一次開會時爲止。

第四節 . 與石油輸出國家組纖之關係

六 六 五 . 理 事 會 於 第 三 十 九 屆 會 I7決 定 （決議案 

一  0 五 三 ( 三 十 九 ））與 石 油 輸 出 國 家 組 織 ( 石油組織） 

建 立關係。爲此，特請秘書長採取適當步驟辨理情報

E/SR.1359。
E/SR.1365o



及參考文件之交換並使石油組織得派代表參加聯合國 

各機關时論與雙方有關間題之會議及安排石油組織與  

聯合國之間對於共同關係問題之諮商與技術合作。

第五節. 理事會的文件

六 六 六 . 特設協調事宜委員會曾於其第三次報告 

書中 (E //»068 , i « 第三段 )曾 以 文 件 分 發 遲 緩 之 一 般 問  

題 ，提請理事會注意。特設委員會認爲此問題影響理 

事會歷年之工作，且指出在其一九六五年六月之屆會 

中 ，卽曾因各種工作上必耍文件未克編就或以各應用 

語文編製之文本未完全齊備，或出刊太遲而在討論時 

受到嚴重 之 障 礙 。

六 六 七 . 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時文件之準備情形 

仍舊不 好 。在理事會通過議程之先，理事會秘書卽曾 

以 各 正 待 討 論 報 告 書 之 準 備 情 形 報 告 理 事 會 ，其中 m 
並提出了若干旨在幫助避免今後再有類似情形發生之 

意 見 。

六 六 八 . 綴 討 論 後 ，理 事 會 通 過 了 一 個 決 議 案  

( 一 0 九O E ( 三十九 ) ) 。該決議案共分三編。在敎決 

議 案 中 ，理事會表示斯酌了特設協調事宜委員會的批 

評 和 意 見 、秘 書 長 向 理 事 會 第 一 三 七 三 次 全 體 會 議 的  

陳 述 、理事會主席關於理 事 會 職 員 與 行 政 協 調 委 員 會  

洽 商 情 形 的 報 告 ( E / ^ 90)i« 及 理 事 會 秘 書 的 陳 述 與  

意 見 (E /L .I0 7 5) 之 後 ，認 爲 此 種 妨 礙 工 作 效 率 的 情  

勢 ，須由關係各方採取適當措施補救；因此請求秘書 

長向理事會第园十屆會作成提議，以期減少理事會所 

須时論文件的數量， 同時注意所提出的必耍文件，其 

內容必須簡明而可融會消納。理事會並決定爲減輕文 

件供絵方面的嚴重程度，今後在安挑工作時，當力求 

其兩主耍届會的議程均衡分配，並對特別報告書的編 

製 ，給予充分時間 ， 俾秘書處全年工作負擔得有較爲  

平均的分節。該決議案還請求秘書長：（一 )務使提出 

於理事會的文件内容在適當情形下應能幫助各政府決 

定其應採何種行動；（二 )爲長篇報告書及詳細研究報 

告作成提要及結論大綱；（三 )務必盡力使提出於理事 

會的文件能及時以現行議事規則所規定之理♦會工作 

蕭文製成備各會員國取用。

六 六 九 . 秘書長復綴請求於毎一届會提請理事會 

核 定 下 届 會 議 所 时 論 的 秘 書 處 各 主 耍 報 告 書 的 簡 表 ，

註明各報告書須定出版日期及列舉不能及時就緒的文 

件 。

六七 0 . 理事會請各專門機關及原總之尙未在向 

理♦會提出常年報告書時附送關於在所檢討期間內各 

該組織實務與行政上特與理事會有關各項主要發展與 

活動的扼耍分析者，於第四十一届會起，開始爲之。必 

耍 時 ，應在各報告書中附列關於理事會應採行動之適 

當建議，以斯迅速達成發展十年目標及加强聯合國各 

組織在綴濟、社會及人權方面的活動。

六 七 一 . 同樣的，政府方面亦應同樣遵守理事會 

及秘書長所定提送問題單覆文及其他批評或意見的最 

後 期 限 ；同時並希望大會能協助理♦會達成該決議案 

的目標。

六 七 二 . 理事會決定在第四十一届會重新檢討實 

施 此 決 議 案 所 採 的 措 施 。同 時 又 請 秘 書 長 商 同 行 政  

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及在其認爲適當之外來協助之 

下 ，早 日 設 法 檢 計 對 理 事 會 討 論 工 作 提 供 文 件 的 問  

題 ，其中包括對於現有的設備上及組織上》 法的分析。 

並 請 秘 書 長 將 此 檢 討 的 結 果 與 其 本 人 的 意 見 及 建 議 ， 

提至諮詢委員會並及早向理事會提出報告。

六 七 三 . 秘書長在一篇關於上述決議案所涉輕費 

問題的陳述中 (E /A C .2V L .2 7 5 )表示有意耍從事上述  

檢討 ，第一步交由其行政管理處研究，關於設備上的 

鮮法間題該管理處當請敎專製複印機的公巧。

六 七 四 . 最 後 ，理事會請秘書長檢討印製及分發 

其在綴濟及社會問題方面之報告書及研究報告之現有 

設施並於適當時提出應如何予以改良之建議，以期有 

關方面包括各國政府各設計機關及專門機關，能隨時 

取得聯合國出版物。

第六節， 一九六六年度會議時間及 

地點問題

六 七 五 . 理事會 第 三 十 九 届 會 W棍據會議時間及 

地酣問題過渡委員會的建議，暫時核定一九六六年度 

的 會 議 日 曆 ,21 待 第 三 十 九 届 會 第 二 期 會 議 根 據 大 會  

有關行動及績獲有關聯合國資易及發展會議一九六六 

年度會議日程的更多資料後，加以覆核。

W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附件，議 

程項目四。

20 E/SR.1393。
理事會所暫時通過的會議日屑，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補編第一號理事會所作之其他決 

定 "。



第七節. 經濟及社會事項建議的實施

六七六. 本報告書這一節係依據理事會決議案四 

五0 (十0 )列入，涉及各國就實施大會及理事會關於 

經濟、社會事項的建議而提送的覆文。本節並不涉及 

覆文的內容而僅指出本報告書那一節或其他文件載有 

此種資料。各國政府依通常程序提供聯合國統計處經 

常升物採用的資料，亦不載入本節。

六七七. 秘書長依照理事會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 

六日的決議,^請各國政府就重新檢討及重新評衡理 

事會地位及職務之問題提出意見。至一九六五年七月 

二十日爲止，理事會第三十九屆會獲有二十二國對秘 

書長請求的覆文 ,^ 經載文件E/ 0々52 and Add. I-6。

六七八 . 爲幫助評衡當前世界輕濟趟勢及前瞻， 

曾於一九六因年十一月將關於經濟纖勢、問題及政策的 

常年問題單，依據大會決議案五二OB (六）及理事會 

決議案二二一E (九）、二九0 (十一）、三七一B (十三） 

及六五四C (二十四)致送聯合國會員國及參加區域經 

濟委員♦ 工作的非聯合國會員國。一九六E年世界終 

濟調查(E/4047/Rev. 1 第二編卽曾根據這問題單所 

得覆文的資料而編製的。所收覆文來自五十個國家。

六七九. 關於長期資本國際流通及中央政府瞧劃 

的常年問題單，曾依據大會決議案一七一一(十六)及 

理事會決議案七八0 (三十)及九二三(三十四）分送聯 

合國各會員國及參加區域経濟委員會工作的非會員 

國。這間題單係與國際貸幣基金會合作擬成，故在草 

擬提出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的關於"一九六一年至一 

九六四年間長斯資本之國際流通與官方捐購"的報告 

書(E/^79)時，曾利用覆文的資料。$ 所牧覆文來自 

五十三個國家。

六八0 . 根據理♦會關於裁軍之經濟及社會後果 

的決議案一0 二六(三十七），及大會以裁軍節餘資源 

改作和平用途的決議案一九三一(十八)，以及此兩機 

關過去對於這問題的各項決議，理事會曾於一九六三 

年一月聯合國各會員國遞送口頭節略，請其提出與秘 

書長根據是類決議所應編製各項報告書有關的資料。 

所得覆文輕載於秘書長所擬提出理♦會第三十九届會 

的報告書(E/W^2)中。26所牧覆文來自二十八個國家。

" E/SR.1363。
23參閱第二章。

六八一. 根據大會關於發展中國家通貨膨服間題 

的決議案一八三o ( 十七），理事會曾於一九六五年一 

月向各聯合國會員國及非會員國政府致送問題單，以 

期*集各方面相互關係及處理是項問題方法的最新經 

驗及意見。各該覆文綴載入提送理♦會第三十九届會 

的進度報告書 (E/4053)及其後出之滑編中。W所收覆 

文來自二十八個國家。

六八二 . 自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二二六D(九）及決 

議案三七八B II (十三 )及大會通過決議案八二四(九） 

以後，秘書長曾不時向各國政府分送公画及特別調查 

表，耍求提出國際税務協定的文本及有關其目前狀況 

的情報。秘書長獲悉自一九六0 年六月一日以來下列 

各國曾爲其本身或爲其主持外交關係下的領土訂立税 

務協定：加拿大、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牙賈加、荷蘭、菲 

律賓、瑞典、泰國、大不列類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 

堅合衆國。由此而收集的協定文本及情報綴載入國際 

税協定叢刊。

六八三. 關於各國政府就實施理事會關於爲修訂 

公路交通公約及公路標誌與信號議定書之程序問題的 

決議案一0 三四(三十七)而提出的覆文，其中資料經 

載入文件 "E/MObb and Add. 1。货
六八四 . 至於 人 權 間 題 依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三 0  

三H (十一）及六八三D C 二十六)編輯的一九六二年人 

權年鑑載有八十六國憲法、立法及司法的發展情形。 

提供材料者有七十國政府。

六八五 . 迄一九六五年六月'，有六十七國政府曾 

依理事會決議案六二 0 (  二十二 )及八八八(三十四)就 

人權問題提出敍述一九六0 年至一九六二年情形的 

定斯報告書。秘書長關於此類報告書的摘耍綴以文件 

E/CN.4/860 and Add. 1-10 分發。

六八六 . 秘書長依理事會決議案七一八〔二十七） 

向人權委員會第二十一届會提出的新聞自由第四次常 

年報告書（Ë/CN.4/878 and Add. I -2) , 載有四十五

國的情形。爲報告書提供資料者計有四十三國。

六八七 . 一九六五年六月，已有四十七個國家 

批准或加入難民地位公約。

六八八 . 迄上述同一年月，已有十八個國家批准 

或加入無國籍人地位公約。

參閱第四章，第一節。 

25參閱第九章，第一節。 

參閱第三章。

27參閱第四章，第二節。

28參閱第十四章，第六節。
29 參閱第十三章。



六八九 . 關於理♦ 會決譲案七二八 D (二十八）， 

—九六五年六月，關於就業及職業政視問題的一九 

五八年國際勞工公約（第一 •一一號）已綴五十一國批 

准。

六九0 . 關於理事會決議案八二一  V B (三十 

二），遂一九六五年六月，一九六0 年文激組纖反對敎 

育歧視公約，已g 三十國批准。

六九一 . 大會接受理♦ 會決議案八九o ( 三十四） 

的建議，於決議案一八四一 (十七 )中，號召尙未參加 

一九二六年奴雜公約及一九五六年補充公約的國家， 

參加各該公約，並敦促此兩公約的全體縮約國家充分 

合作以實施各該公約的規定。迄一九六五年六月，一 

九五六年補充公約計有 緒̂約國六十一國，在本檢討期 

間，另有六個國家批准或加入該公約。

六九二 . 秘書長依照理事會M於奴雜問題的決議 

案九六0 ( 三十六)，曾以其與奴裁問題特別報告員合 

擬之奴裁問題問題單，分送聯合國各會員國，或專門 

機關會員國及其有諮商地位的有關非政府組織。這一 

九六五年四月三十日，已有五十一國提出覆文。所得 

覆文經已載入由特別報告員所撰提出理事會第三十九 

届會的報告書 (E/4056)裏。嗣後續得的覆文則綴以 

文件 E/i)056的補遺分發理事會。

六九三 . 理事會決議案八八八D (三十因)核准防 

止政視及保護少數問題分設委員會關於與非婚生人政 

視問題從事研究的決定。迄一九六五年六月，計有七 

十三國政府曾提供該項研究資料。

六九四 . 理事會決議案九五八C (三十六)核准該 

分設委員會關於研究司法裁判平等間題的決定。迄一 

九六五年六月，計有三十六國曾提供該項研究資料。

六九五. 秘書長依照大會關於種族偏見及民族與 

宗敎不容異己之現象的決議案一七七九(十七）,向大會 

第十九届會提出一項關於各國政府專門機關及有關非 

政府組織爲遵守此項決議所採行動的報告書(A/5473 
and Add.l-2 及 A/5703 and Add. I-2 )。

六九六 . 秘書長依照大會決議案一八四三B (十

七）及一九六0 ( 十八）,曾將其所擬國際人權盟約草案 

實施辦法說明書( A / 54 I I ) » —份，及大會第十屆會及 

第十八屆會第三委員會所通過的該盟約草案條文以及 

第三委員會對於實施雜法的辯論紀鋒，送請各會員國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八屆會，附件，議程項目K十八。

簽註意見。截至一'九六五年六月，曾有十六國政府提 

出意見(A/54I I /Add. I -2̂  及 A/5702 and Add. I )。

六九七 . 大會決議案一九0 五(十八)請秘書長及 

各專門機關務必立卽大規模傳布聯合國消除一切形 

式種族歧視宣言，同時又請各會員國政府、各專門機 

關及有關非政府組織將其依照此項宣言所採的行動通 

知秘書長。秘書長曾向理事會第三十九届會提出一項 

進度報告書(E/4028);至於各國政府、各專門機關及 

非政府組織所採行動的報告書則見文件A/5698 and 
Add. i -U 及 A/5698/Add. I /Corr. I 中。

六九八. 依照大會關於在靑年中培養民族間和 

平、互相尊重及了解等理想之措施的決議案一九六五 

(十八)，各會員國被邀向秘書長提出其對於擬發宣言 

的意見。 一九六五年六月，提出意見者計有十九個 

國家(A/5738 and AtW.I)。

六九九 . 至於大會決議案六四0 ( 七）及七九三 

(八）及理事會決議案五0 四 E (十六）、五四七B (十
八）及六五二B (二十四），迄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婦 

女政治權利公約已有四十二國簽署，批准或加入者 

亦有四十四國。在所檢討的年度，有兩個國家加入該 

公約。

七0 0 . 至於大會決議案一0 四o ( 十一)及理事 

會決議案六五二F(二十四 )，迄一九六五年六月一 

日,已婚婦女國籍公約，已有二十五國簽署，三十一國 

批淮或加入。在所檢討的年度，有兩國加入該公約。

七0 — . 至於大會決議案一七六三A(十七），遂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關於婚姻之同意、結婚最低年 

齢及婚姻登記之公約，已有十九國簽字，十四國批准 

或加入，在本檢时期間，批准或加入該公約者計有十 

一個國家。該公約於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生效。

七0 二 . 有四國政府曾依照理♦ 會決議案五0 四 

E (十六）向秘書長就其以婦女政治權利公約縮約國之 

地位對實施是項公約所採措施問題，致送覆文。同時 

又有五十五個會員國政府依照理事會關於聯合國會員 

國，不論其是否爲婦女政治權利公約縮約國，實施該 

公約原則情形之決議案九六一 B (三十六），向秘書長致 

送覆文。凡據此兩決議案所收到的覆文均終分別載入 

文件 E/CN.ô/SôO/Add.S-A 及 E/CN‘6/430 and Add. I,
並提出婦女地位委員會第十八届會。

七0 三 . 有三十個政府、四個專門機關及十六個 

非政府組織依大會決議案一九二一 (十八)就消除對婦



女政視宣言草案中可能列入的原則間題，提出意見及 

提 案 。此項意見或提案均經載入文件 E /C N .6 /4 2 6  and 

Add . I - 2 並提出婦女地位委員會第十八届會。

七 0 四 . 有三十五個政府、四 個 專 門 機 關 及 十 九  

個 非 政 府 組 織 ,依大會決議案一七七七 ( 十 七 ）,理事會 

決議案九六一  F ( 三十六 )及婦女地位委員會決議案十 

( 十 七 ），曾 就 秘 書 長 關 於 訂 立 增 進 婦 女 地 位 長 -期 方  

案 之 詢 問 ，致送覆文。此項覆文均綴載入文件 E /C N .6 / 
435 and Add . I - 5 並提出婦女地位委員會第十 A 届會。

七 0 五 .關 於 實 施 有 關 麻 醉 品 管 制 的 建 議 之 資 料  

將列入目前正在草擬預傭提出行將於一九六五年十二

月舉行的麻醉品委員會第二十屆會的報告書裏。此項 

資料並將編入輕濟壁社會理事會致大會第二十一届會  

的 報告書裏。

七 0 六 . 理 事 會 於 決 議 案 一 0 三 / U 三十七）中 ， 

曾請秘書長 " 依大會決議案一九四三 ( 十 八 ) 的請 求 ，作 

爲 一 緊 急 事 項 就 組 織 與 舉 辦 世 界 ( 反 飢 餓 、反 疾 病 、反 

愚昧 ) 運動一事之能否實行及可能計劃與各國政府、專 

門 機 關 及 非 政 府 組 織 進 行 豁 商 "。關於各國政府對秘 

書長請其對理事會決議案一九三八 ( 三十七 )表示意見 

之反應情形，見文件

參閱第+ 五章，第九節。



第十八章

工作方案與所涉預算間題

第一節. 經濟、社會及人權方面之 

工作方案

七 0 七 .依 照 大 會 關 於 在 方 案 及 預 算 方 面 的 協 調  

政策的決議案一七九七（十七）及理事會決議案九三六 

1^ ( 二十 五 ）、九 九 o ( 三 十 六 ）與一  0 四六 ( 三十七）的 

親 定 ，理 事 會 於 其 第 三 十 九 届 會 1收到秘書長關於總 

濟 、社 會 及 人 權 方 面 工 作 方 案 及 預 算 款 項 的 節 略 一 件  

( E /^ 7 0  and A d d . l ) ,2 其 中 敍 述 秘 書 處 處 理 綴 濟 及  

社會事項各單位的主耍責任及工作部門，並於一系列 

的 撮 耍 表 内 列 示 一 九 六 四 年 度 、一九六五年度及一九 

六 六 年 度 分 配 予 綴 濟 、社 會 及 人 權 方 面 毎 一 重 大 工 作  

鄧門的款項與此等款項的來源，不論款項是否來自包 

括聯合國経常技術德助方案在內的綴常預算，抑來自 

技術協助擴大方案或特設基金會。理事會於赛議工作 

方 案 時 ，亦瘦有遵照理事會決議案九八四査 ( 三 十六） 

提 出 備 用 ，關於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在發展十年範囑 

內 各 項 工 作 的 綜 合 報 告 書 (E /4 0 3 3 )。3 秘書長依理事  

會決議案一 0 四 六 （三 十 七 ）向 理 事 會 第 三 十 八 届 會 4 
提 出進度報告書〔Ë /W M )5 — 件 ，秘書長在該報告書  

内已將其擬提出工作方案的方式通知理事會。

七 0 八 .特 設 協 調 事 宜 委 員 會 在 其 第 三 次 報 告 書  

(E /40Ô8 )®F'g評 論 稱 ，特 設 委 員 會 已 獲 有 秘 書 長 節 略  

(B /m iO  and Add.I )之 暂定 稿 ，理事會於研討此項節 

略 時 ，可就實施計劃中之工作所需秘書處之服務及支 

持 ，包括人力及組織在內，是否充足一點，予以適當 

之 注 意 。委員會認爲就組織單位所作分類，不足以指明 

某座由不同單位所辦理工作在功能上的相互關係。不 

過那一種分類也許是當時唯一可能辦法，因爲旧與編

1 E/AC.24/SR.280, 288-290； E/SR.1396。
2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雇會，附件，議 

程項目三十五。

3 同上，議程項目二。

4 E/SR.1356。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 八届會，附件，議程

項目六。

« 同上，第三十九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四。

製概算所用的方法相當。再 者 ，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 

六 年 度 繼 續 辦 理 之 工 作 及 特 定 項 目 似 未 綴 淸 楚 規 定 ， 

不足以表現方案眞相。

七 0 九 . 關於編製一九六六年度槪算之政策，行 

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提交大會第二十屆會第六次 

報告 書 ( A / 6007) 7 内 有 所 說 明 ,理 事 會 也 收 到 了 此 項  

報 告 書 的 摘 鋒 (E /4092)。諮 詢 委 員 會 謂 秘 書 長 在 一  

九六六年度槪算書序內提到他所遵循的主耍各點與適 

用於一九六五年度槪算的考慮相同，而且雖然他仍然 

厳重關切本組織面臨的財務問題，但是他所能採行的 

辦法只是向會員國提出依他的判斷爲應付對秘書處不 

斷增多的耍求所必耍的最低數額。因此他請求大大增 

加一九六六年度雜費數額來加强終濟及社會工作，尤 

其 是 耍 確 保 工 業 發 展 中 心 的 重 大 的 擴 充 。除此以 外 ， 

經 費 境 多 數 額 並 不 算 多 ，主耍有關工作爲人口問題、 

住 宅 、建 築 與 設 計 和 發 展 設 計 與 綴 費 囊 措 ，這些都是  

包括大會在內的各主菅機關曾極力耍求秘書處擴大工 

作起過現有総費限額的部門。

七一 0 . 論及秘書長的陳述，諮詢委員會於其第 

六次報告書內說明該委員會贊同秘書長的建議，卽關 

於綴濟及社會方面新 i 作所需人員應予以高度優先次 

第 。委員會認爲將工作方案分成兩個有關部分提出的 

辨法較舊制度爲進步，在 舊 制 度 中 ，工作方案提出時， 

除新工作的情形外，關 於 所 涉 組 費 問 題 無 任 何 說 明 。 

委員會表示希望將來那兩個部分能够比較密切地合併 

起 來 , 以 使 明 白 顧 示 關 於 某 些 行 動 、方案及計劃方面 

所可動用或所請求經費數額的多少，並使理♦會及大 

會易於建立優先次第。在委員會看來，將那些方案與 

其有關費用按功能分類列示的一項優點，是增加與各 

專門機關的方案及預算的互相比較性。

七 一 -主 管 經 濟 及 社 會 事 狹 次 長 向 理 事 會 提  

出 關 於 工 作 方 案 及 預 算 款 項 的 報 告 書 (E /W 7 0  and 

A d d .0 , 8 說 明 現 時 可 在 方 案 與 可 用 款 項 閲 建 立 一 種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a 會 ，補編第七號。 

« E/AC.24/SR.280  及 E /A C .24 /L .266。



初步的關係，並可指出某些在以前或許並不顯明的趣 

勢 。秘書長節略 (E /« )7 0 /A d cL  I )附件內所列各表特別 

顯 示 輕 常 預 算 款 項 就 預 算 以 外 敦 項 而 言 係 如 何 形 成 ， 

並可作爲將研究費用的形成與外勤方面實際行動費用 

的形成相互比較的根據。現有的資料可作爲研究組織 

及工作進行的基礎，較之理事會過去所從事者成效更 

大 。在改善有關方案的預算資料及數目編製方式方面 

的 堅 毅 努 力 雖 然 屬 於 暫 時 性 質 ，但 是 那 已 足 令 人 鼓  

舞 。將 來 ，工作方案應指明可用款項並敍述用此等敦 

項爲經費的那些計劃，毎一計劃應附具簡短而確切的 

說明，並將所有計劃分爲可在一定會計期間內完成者 

與 最好指定較遠完成日期者。理 事 會 可 以 此 爲 根 據 ， 

進而詳細研究優先次第的棘手問題，並決定何種工作 

應 立卽着手，何種計劃可任其徐徐成熟。該次長認爲關 

於工作方案及預算款項的報告書應不只是一個提供資 

料 的 文 件 ；它更應當是一種行動的工具，用來幫助理 

事會對於預算程序的改善有所貢獻 , 並幫助對於預算 

程序的事項甚且負有直接責任的機關行使它們的決策 

及菅制權力，以求達致更佳的效果。他提到行政及預 

算問題諮詢委員會本身在其評議中曾表示合併方案與 

預算編製方法很是重耍，因此可以作爲重行估量預算 

格式的正當理由 (E /40 9 2 , 第 七 十 八 段 ) 。他 補 充 說 ， 

關於聯合國在經濟及社會方面的工作也許需耍考慮單 

獨行政及預算處理醉法，而且行政及預算細則或許應 

當修訂以求適合秘書處在那些方面擔任工作的各單位 

所責異常不同的新責任。如果採用比較着重職能的工 

作方案編製方法，那麼這種方案應該比較容易以兩年 

時斯爲根據，其中並可列有建立與檢討優先次第的規 

定 以 使 利 任 何 對 此 事 負 有 責 任 的 機 關 進 行 討 論 。最 

後 ，關於理事會就各專門機關預算與方案編製事宜有 

所創議的問題，該 次 長 述 及 協 委 會 提 出 的 一 項 建 議 ， 

卽理事會應獲得一項列有各組織支出的文件，此項文 

件的編製方式應使人一見卽能了然於各項支出與心目 

中主耍目標的關係。9此種文件將供給理事會有價値的 

新資料来源，從而使垣事會建議的根據更加充實與範 

圉更加廣大。

七 一 二 . 在討論時，理事會確認在擬訂一項適合 

現階段需耍的工作方案上已有若干進展，但認爲秘書 

長節略 (E /4070  and Add . I )對於各項工作與其所需經 

費閒之結構上關係的處理有欠充分。有人對於毎一計 

劃的性質、時期與程序以及各項計劃的相互關係尙無

可用資料一點，引爲遺憾。理事會希望秘書長在一九 

六六年能提出一項比較完備的工作方案及預算敦項報

告書。

七 一 三 . 根據協調委員會的建議，理♦會通過一 

項決議案 ( 一 0 九三 ( 三十九 ))，內稱理事會璧悉特設 

協調事宜委員會第三次報告書 (E /W 6 8 )內關於工作方 

案的評論，並表示一項意見，卽關於個別計劃需耍比 

較完備的資料。理事會重申其對於可否編製一項兩年 

工 作 方 案 ，定期予以調整，使符合每年預算週期一事， 

感到興趣，並請秘書長編製一項工作方案，列載綴濟 

及 社 會 事 務 部 各 單 位 ，包 括 各 區 城 輕 濟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人 權 1 ]及麻醉品巧在內,並爲毎一主耍計劃提供關 

於其宗 旨 、範 圍 及 時 間 配 合 的 詳 盡 說 明 ，特別着重應 

於一九六六年度及一九六七年度辨理的工作。理事會 

請遵照決議案一  0 九 O G C 三十九 )規定改組的特設協 

調事宜委員會於一九六六年五月開會，參照一九六七 

年度槪算詳細赛查此項工作方案，並向理事會第四十 

一屆會提具報告書。理事會建議邀請行政及預算間題 

諮詢委員會主席出席新特設協調事宜委員會會議，特 

設委員會的報告書應於諮詢委員會審查一九六七年度 

槪算時提供該委員會參閲。最 後 ，理事會請諮詢委員 

會繼續將其關於綴濟、社 會 及 人 權 工 作 的 行 政 及 財 務  

方面的意見提交理事會夏季届會。

第二節. 理事會行動所涉預算問題
I

七 一 四 . 理事會於第三十九届會初斯對其行動所 

涉 組 費 問 題 作 初 步 審 議 。理事會獲有秘書長所作關  

於一九六六年度槪算水平的陳述 ( E / ^ 82) — 件 ，其中 

對於提具那一個年度訂 IE槪算的政策已有所決定。此 

項文件列述理事會所屬於一九六五年曾舉行會議各委 

員會的行動所涉輕費問題，此等纏費的大部分在一九 

六六年度初步概算內已予計及。此 外 ，理♦會獲有特 

設協調事宜委員 '會 報 告 書 (EA*068) , i i 其中討論關於 

聯合國綴濟、社會及 人 權 方 面 工 作 的 一 種 合 併 方 案 及  

預算文件的編製，並認爲豐於此項間題的重要與複雜， 

理♦會第三十九屆會或可考慮設立一個委員會以便深 

切研究此一項目 。

七 一 五 . 理♦ 會 又 牧 到 秘 書 長 節 略 and 
A dd . 1)12 一 件 ，其 中 將 聯 合 國 在 雜 濟 、社會及人 權方

» 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屆會，附件， 

議程項目四，文件 E /4 2 0 9 ,第八十四段。

10 E/SR.1368。
11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屆會，附件，議 

程項目四。

I2 同上，議程項目三十5 。



面的工作方案依照組織單位編列；à 是因爲理事會尙  

未 獲 有 該 報 告 書 列 示 毎一 單 位 所 可 支 配 款 項 的 '附 件 ， 

所以它決定在此項文件尙未遞到前暫停討論有關終費 

間 題 。但 是 ，在初步討論停止以前，有人指出，理事 

會 必 須 參 照 其 所 知 的 可 用 敦 項 就 優 先 次 第 採 取 行 動 。 

據說理事會不應將其關於經費問題的赛議僅限於理事 

會及其輔助機關所作的那些決議，而應審議與依照工 

作方案所採行動有關的一切支出。

七 一 六 . 在 届會期間，理事會重行論及特設協調 

事 宜委員會的意見，秘書長提出工作方案及款項的方 

式 ，以及諮詢委員會就合併方案與預算編製的重耍性 

所 表 示 的 意 見 。討 論 結 果 通 過 決 議 案 一 0 九三(三十

九 ），內如上文第七一三段所述，理事會請改組後的特 

設協調事宜委員 ♦ 於一九六六年五月開會，參照一九 

六七年槪算詳細審查工作方案，並向理事會第四 i ^一 

届會提具關於此事的報告書。理事會建議邀請行政及 

預算間題諮詢委員會主席出席特設協調事宜委員會的 

會 議 ，而且特設委員會的報告書應於諮詢委員會審查 

一九六七年度槪算時提交該委員會，以備參閱。如 此 ， 

諮詢委員會報告書及特設委員會報告書在理事會第四 

十一届會時都可提出。

七 一 七 . 在届會將近結束時，理事會曾檢討一項 

關於綴費問題的個別陳述的撮耍表，各該陳述是在屆

會期間依照議事親則第三十四條的規定於通過任何須 

增加開支的決議案前發表的。有的代表謂在以前的届 

會 裏 關 於 當 年 預 算 增 加 淨 額 及 未 來 槪 算 的 審 議 很 是  

膚淺，因爲沒有關於可用敦項及其分配於不同工作數 

額的詳細資料。秘 書 長 所 提 節 略 內 的 合 併 報 告 表 (E / 
4070 and A dd . I ) 輕 認 爲 有 助 於 方 案 及 預 算 的 互 證 。 

有的代表表斤希望新設立的方案委員會—— 改組後的 

特設協調事宜委員會—— 以及行政及預算問題豁詢委 

員會與社會及綴濟方案更密切結合，將有助於諮詢委 

員會所述目標的達成，卽在會員國日益墙多的需耍與 

其對本組織提供資源以使辦理現有高度優先的工作並 

從事經濟及社會方面額外迫切工作的能力間覓致合理 

的均 衡 。

七 一 八 . 有的代表曾就減少會議次數的需耍發表 

意 見 ，並列舉理事會所屬若干機關主張宜於毎兩年而 

非每年舉行一届會議。有的代表對於是否需耍爲新近 

設立致力婦女公民及政治敎育的常年研究班增加經常 

職員提出質詢，並促請將關於編撰種族政視問題研究 

報告的特設報告員的委派展緩到一九六七年，因爲那 

時無須增添人權司綴常職員卽可製就此項報告。

七 一 九 . 秘 書 長 報 告 書 〔E //U 22)13 內所列理事會 

第三十九届會採取的行動所需纏費數額見下表：

同上，議程項目三十七。

理事會
決
(或其他  所梦經費問题

参考文科） 文许

， 用来源

项 目

现有一 •九 一 九 六 六 一 丸 六 六 — 九六 七

六 五 年 度 年 度 相 步 年 度 # 正 年 度 相  
款项  椒算  概算  板 #

社會委員會

0 七 四 F E /A C .7 /L .4 6 5 婦女地位委員會代表參加國際人權 

( 三十九） 年工作小組

，0 六二  E /4 0 S I及  增設一個常年班究班或工作班，致

( 三 十九） E//1025 力婦女公民及政治敎育， 由人權

■*0六七  附件参  諮詢服務 ( 聯合國技術協助方案）

( 三 十九） 壽供綴費

一 0  七六  E/AC.7/L.470 
( 三 十 九 ）

一  0  七七  E/AC.7/L.472 
( 三十九）

一  0 七 四 G 

( 三 十九）

E/4024
附件 « ； A

編撰政 治 、經 濟 、社會及文化方面種 

族歧視研究報告的特別報告員 

繼 續 奴 裁 問 題 特 別 報 告 員 的 工 作 ， 

使其能於一九六六年度向理事會 

夏季屆會提出報告書定本 

將防止政視及保護少數分設委員會 

委員數目由十四名境加爲十八名

( 美元 ）

I ,500

25.000
2,500

25.0000

或2,500«



理事會 
決議案 
(或其他 

参考文件）

費用來源

所涉經實問題  

文件 項 目

現有■九 

六五年度 
款项

—"•Al六六  •九六六

年 度 却 步 年 度 訂 正  
概 概

一九六 - t
年度相步

經濟委員會 (美元）

E/3970, E /4087  及 聯合國地理名稱標準化會議 43,000

第三十一 附件壶

頁 ，第三

十七屆會

決議

一 0 七 0 E /A C .6 /L .3 I4 第五次聯合國亜洲遠東區城舆圖會 54,000^

( 三十九） 及嗣後根據 

從亜經會獲 

得資料之訂 

正本

議

一 O A 二  B E /A C .6 /L .322 國際修正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在 213,800*^

( 三十九） 及訂正本 日內冗簽訂之公路交通公約及公 

路標誌與信號議定書會議

一 0  八二  A E /A C .6 /L .324 着手關於發展中國家運輸發展的研 35 ,000

( 三十九） 究方案及發展中國家運輸發展技 

術方面的研究計劃調查

一  0 七九 E /A C .6 /L .320 召開發展設計方面資歷卓越專家小 14,000

( 三十九） 組會議

協 調 委 Ü 會

一  0  九 0  E E /A C .2 4 / 評估關於提供文件備理事會審議的 無 **

( 三十 九 ） L.275 程 序 ，包括對於現有機構及組織 

辦法是杏適當的分析在內

- O A 三 斜學及技術
e

( 三十九）

第一三九三 E /如 45 會 議 日 曆 ：璧於事實上統計委員會 33,000

次會議所 自從一九六二年舉行第十二届會

作決定 以來 ，只在一九六五年開會一次， 

該委員會將於一九六六年十月在 

日內冗舉行第十四屋會。因爲該 

委員會經常毎兩年開會一次，所 

以一九六六年度初步槪算內未開 

列經費

柱：下列脚註係槪括說明，關於各項目的詳情載上表所列 

所涉經費問題個別文件內。

關於種族歧視特別研究的決議案對於研究的時間IB合問 

題無明確規定，此事將由防止歧S 及保護少敷分設委員會於一

九六六年一月届會中予以計論。如果在一九六七年派任特別報 

告員，那麽費用二，五0 0 美元將包括在那一年度的初步槪算 

內；如果在一九六六年派任特別報告員，那就喬要在訂正槪算

(脚柱精見下灭）



(脚柱确自上頁）

內核撥經費二七，五 0 0 美元，此敷可供在特別報告員之外遺 

設置專門職類人員及書記各一名之用。

在關於所涉經費問題的說明 (E /A C .6 /L .314)發表後， 

據行將負責爲在坎塔拉舉行會議服務的 §5經會通知稱,須由歐 

洲辦事處權用傳譯員三名及會議事務人員二名，共需薪棒、旅 

費及生活津貼一二，九0 0 美元。因此會議費用總數將爲五四， 

0 0 0 美元，牧入項下將由澳大利亞政府債遺的額外費用爲  

一四，五 0 0 美元。

C在關於所涉經費問題的說明（E /A C .6 /L .322)發表後， 

據行將在此項國療會議中負擔主要責任的歐經會通知稱，須

遣派其職員一人前往阿的斯阿貝巴、曼咎及桑提亞哥，在區域 

會議裏舆各國政府代表討論公約修改事宜。所需旅費將使最 

初概算增加三，八0 0 美元，共達二一三 ,A O O 美元。

此項評估工作最初將由聯合國行政管理處辦理。

主管經濟及社會事務次長在®調委員會內爲應答一個問 

題發表一陳述 (E /A C .2 4 /L .2 6 2 ) ,他在此項陳述內說明： （0  
秘書長在供應科學及挟術所霞費用時，將遵循理事♦在辯論斯 

間對於此一項目所定高度優先次第的指示；及 （ii)不擬使在發 

展方面應用科學技術問題諮詢委員會服務的職員及諮議從事 

任何專門機關都有資格可辦理的進度覆核工作而發生重複。

附 件  

#̂ 5§^^府姐織的陳述

非政府組識依儀事想则第入千六條向理事舍或其所屬各类員食所作的口頭陳述

第三十九在會

國際基督敎工會聯合會 

聯合國在經濟、社會及人權方面的工作方案—— E/SR, 1378,



附 錄

附鋒查 

理事會第三十七届會第二期會議、第三十八届會及第三十九屆會議程

第三十七届會 

第二期食儀儀程a

三 十 九 . 選 舉 。e

四 十 一 . 核准理事會各專門委員會之委員國。

四十 二 . 理事會一九六五年度之工作。

0 十七 .國際商 品 資 易 委 員 會 委 員 國 任 期 之 延 長 以 及  

委員會委員國之選舉問題。

四 十 八 . 一九六五年會議日程之調整。。

第三千八屆食儀程

一 . 選舉一九六五年度主席及副主席。

二 . 通 過議 程 。

三 . 國際貨幣基金會報告書。

四 . （a) 國際復興建設銀行及國際發展協會報告 

書 ；

( b ) 國 際銀公 1 ]報告 書 。

五 . 發展中國家之滅水淡化問題。

六 . 聯合 國 在 綴 濟 、社會及人權方面之工作方案。

七 . 檢射並重新費定理 ♦ 會任務職權。

八 .國際綴濟合作 宣 言 問 題 專 設 工 作 小 組 開 會 問  

題 。

九 . 選 舉 。

十 . 核定理事國各專門問題委員會委員國。

十 一 . 理事會行動所涉綴費問題。

十二 .春議第三十九届 會 臨 時 議 程 並 訂 定 各 項 目 開  

始辯論日期。

a 項目一至三十八、四十及四十三至四十六已在本屆會第 

一期會議中審議。

。這個項目的一部分已在本画會第一斯會議中審議。 

e —九六五年三月一日第一三五二次會議，理事會決定在 

議程中列入此增列項目。

第三 + 丸届食 É 程

一 . 通過議 程 。

二 . 聯合國發展十年。

三 . 世界經濟趨勢。

E . 聯 合 國 各 專 門 機 關 及 原 子 能 總 署 之 全 部 組  

濟 、社會及人權方案及工作之發展、協調與集 

中情形之總檢討。

五 . 檢討並重新驚定理事會任務職權。

六 . 裁軍之織濟及社會後果。 '

七 . 綴濟設計及預測。

八 . 經濟發展壽資問題。

九 .通 貨 膨 膜 與 輕 濟 發 展

十 .貿 易 及 發 展 理 事 會 報 告 書  

十 一 . 工業發展委員會報告書。

十 二 . 科學及技術問題。

十 三 . 各 IS域輕濟委員會報告書。

十 四 . 特設基金會董事會報告書。

十 五 . 技 術 合 作 方 案 ：

( a ) 聯合國技術協助方案；

( b ) 技 術 協 助擴大方案；

( 0 方 案之評估。

十 六 . 世界糧食方案。

十 七 . 統計委員會報告書。

十 八 . 社 會 發 展 ：

( a ) 社會委員會報告書；

(b ) 關於聯合國發展十年後五年之社會方案 

及目標之報告書；

* 依照經濟委員會建議 (E/4104),理事會於第一三九二次 

會議決定將本項目延至第四十屆會審議。

8 理事會於第一三九0 次會議決定將本項目延至爲此項目 

的而召開之第二期♦ 議審議。



( c ) 關於確定敦額分配與社會各部門之方法  

及社會設計之組織上安排之報告書。 

十 九 . 人口委員會報告書。

二 十 . 土 地改革 之 進 展 。

二 十 一 . 發展中國家之喊水淡化問題。

二 十 二 . 舆圖输製方面之國際合作。

二 十 三 . 旅 行 、運 輸 及 通 訊 ：

( a ) 運 輸 發 展 ；

( b ) 修正一九 E 九年九月十九日在日內冗簽 

訂之公路交通公約及公路標誌與信號議  

定書之程序問題。

二 十 四 . 秘書長關於聯合國訓練研究所之報督書。 

二 十 五 . 人權委員會報告書。

二 十 六 . 實施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妓視宣言所採  

措 施 。

二 十 七 . 婦女地位委員會報告書。

二 十 八 . 人權方面之諮詢服務。

二 十 九 . 奴截問題。

三 十 .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委員會報吿書。 

三 十 一 .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報告書。

三 十 二 . 常設中央鸦片委員會報告書。

三 十 三 . 與石油輸出國家組織之關係。

三 十 四 . 一九六六年度會議日曆。

三 十 五 . 聯合國在経濟、社會及人權方面之工作方案。 

三 十 六 . 核准理事會各專門委員會之委員國。

三 十 七 . 理事會行動所涉經費問題。

三 十 八 . 一九六六年度理事會基本工作方案及第四十 

屆會臨時議程的審議 。̂

三 十 九 . 理事會向大會提送報告書之辦法。

，理事會於第一三九0 灰會議決定將本項目延至第三十九 

屆會審議。



附 蘇 武

理事會 s 各輔助及有關機關的成員國及會議

甲. 經濟壁社食理事會

任期於

第三十A i届脅：—* 
曰在日內冗舉行

九六五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三十一

—九六四年
理事國

一九'六五年
理事■國

十二月三 
•i— 日届I滿 全體會讓 開會三十三次

阿爾及利亜 阿爾及利亜…… 一九六六年
經濟委员會 開會十五次

阿根廷 阿根廷* ............. 一九六五年 社會委員會 開會二十四次

澳大利亜 奥地利★ ............. 一九六五年
協調委员會 開會二十一次

奥地利 加 拿 大 ............... 一九六七年
非政府組織問題委员會 開會二次

智利 智 利 ................... 一九六六年
會議方案問題遇渡委员會 開會一次

本届會共計 開會九十六次
哥倫比亜 捷克斯拉夫* •••• 一九六五年

捷克斯拉夫 /Ê瓜 多 ........... . ~ ■九六六年
乙 . 理事會所属各M會委員會

/Ê瓜多 法 蘭 西 ............... 一九六六年

法蘭西 加 彭 ................... ~ ■九六七年 經濟問題委員會、社會委1 會及協调委員會

印度 伊 拉 克 ............... 一九六六年 —九六四年

委員國 委员国
伊拉克 日本* ................. 一九六五年

阿爾及利亜 阿爾及利亜
日本 盧 森 堡 ............... ~ ■九六六年

阿根廷 阿根廷
盧森望 巴基斯坦 ........... 一九六七年

澳大利亜 奥地利
塞內加爾 秘 魯 ................... 一九六七年

奥地利 略麥隆*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羅馬尼亞 ........... 一九六七年

嘻麥蔭* 加拿大
和國聯邦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智利 智利
大不列顯及北愛爾 和國聯邦* •••• 一九六五年

哥倫比亜 捷克斯拉夫
蘭聯合王國 大不列顔及北愛爾 捷克斯拉夫 丹麥*

美利塾合衆國 蘭聯合王國*• •• 一九六五年 瓜瓜多 厄瓜多

南斯拉夫 美利堅合衆國，，- 一九六七年 法蘭西 法蘭西

* 任期屆滿的理事國。 加彭

印度 週納*
第三十七届會第二期食幾：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至八 印度尼西亜* 印度*

日在紐約舉行 伊朗* 伊朗*

全體會讓 開會三次 伊拉克 

義大利*
伊拉克

日本

第三十八届會：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日本 盧森堡

在紐約舉行 盧森堡 馬達加斯加*

全體會議 開會九次 馬達加斯加* 墨西哥*

協調矣員會 開會一次 墨西哥* 巴基斯坦

本屆會共計 開會十次 塞內加爾 秘魯



一•九六四年 '九六五年

委員國  委員國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羅 馬 尼 亜

邦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 邦

大 不 列 顧 及 北 愛 爾 蘭 聯 合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
王國  大不？(I顔及北愛爾蘭聯合

坦干伊略及倘西巴聯合共  王國

和國 * 坦倚尼亞聯合共和國 *

美利堅合衆國  美利堅合衆國

南斯拉夫

* 非理事會理事國。

巧 .理事會所 厲 各 委 員 食 及 專 談 委 員 舍  

技術協助委員會

任期於
丸1六四年  六五年  十二月三

委員國  委员國  十一日屈滿

阿富汗 * 阿富汗 * ................. 一九六五年

阿爾及利亜  阿 爾 及 利 亜 …… 一九六六年

阿根廷  阿 根 廷 ...................一九六五年

澳大利亜  奥 地 利 ...................一九六五年

奥地利  巴西 * .....................  一九六六年

巴西 * 加 拿 大 ...................一九六七年

加拿大 * 智 利 ....................... 一九六六年

智利  中國 * .....................  一九六五年

中國 * 捷 克 斯 拉 夫 …… 一九六五年

哥倫比亜  丹麥 * .....................  一九六六年

捷克斯拉夫  厄 瓜 多 ...................一九六六年

丹麥 * 法 蘭 西 ...................一九六六年

厄瓜多  加 彭 .......................一九六七年

法蘭西  伊 拉 克 ...................一九六六年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義 大 利 * ................ 一九六五年

國 * 日 本 ........................一九六五年

印度  約且 * .....................  一九六五年

伊拉克  盧 森 堡 ...................一九六六年

義大利 * 紐西蘭 * ................  一九六五年

曰本 亲及利亜 * ............  一九六六年

約且 * 巴 基 斯 坦  一九六七年

盧森堡  秘 魯 .......................一九六七年

奈及利亜 * 波蘭 * .....................  一九六六年

波蘭 * 羅 馬 尼 亜  一九六七年

塞內加爾  瑞典 * ..................... 一九六五年

任期於
一 九 六 四 年  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委员國 委员國 十一日在滿

瑞典* 瑞士* ..................  一九六六年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 和國聯邦  一九六五年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國* ................... 一九六六年

大不列顏及北愛爾大不列 I顯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 蘭聯合王國 . ，‘ 一九六五年

美利堅合衆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一 九 六 七 年

南斯拉夫

會議：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至二十七日在紐約舉行 開會六次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五日至二 

十五日在日內冗舉行 開會十二次

* 非理事會理事國。

工業發展問題委员會

任期於
— 九*六四年  ■九六五年 十 二 巧 三

委賣國 委員國 H■— 日/g，滿

阿爾及利亜 阿爾及利亞…… 一九六六年

阿棍廷 何 根 廷 .................一九六五年

澳大利亜 奥 地 利 .................一九六五年

奥地利 巴西* ...................  一九六五年

巴西* 略麥蔭* ...............  一九六五年

略麥蔭* 加 拿 大 .................一九六七年

中非共和國* 中非共和國* ••••  一九六五年

智利 智 利 .....................一九六六年

哥倫比亜 捷克斯拉夫   ■九六五年

捷克斯拉夫 框 瓜 多 .................一九六六年

厄瓜多 德意志聯邦共和

德意志聯邦共和  國* .................  一九六六年

國*  法 蘭 西 .................一九六六年

法蘭西 加 彭 .....................一九六七年

印度 希» * ...................  —九六七年

伊拉克 伊 拉 克 .................一九六六年

日本 日 本 ..................... 一九六五年

盧森堡 科威特* ...............  一九六七年

馬達加斯加* 盧 森 堡 .................一九六六年

墨西哥* 墨西哥* ...............  一九六七年

巴基斯坦* 摩洛哥* ...............  一九六七年

菲律賓* 巴基斯坦  一九六七年



— 九六四年

委员国

一 九 六 五 年  

委賈國

任期於  
十 二 月 三  

- f '日 /S，滿

波蘭 * 秘 §  ...................... 一九六七年

塞内加爾 菲律賓 * —*九六六年

ïw tifi *
墙典 波蘭 * .................... ~■九六六年

突尼西亜 * 維 馬 尼 亜 ............. 一九六七年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rti 曲 *
塌典： .................... 一九六五年

和國聯邦 土耳其 * ................ 一九六六年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國 * 和 國 聯 邦 …… 一九六五年

大不列類及北愛爾 大不列颠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 蘭聯合王國 一九六五年

美利堅合衆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 一九六七年

南斯拉夫

第 五 屆 會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一日至二

十八日在紙約舉行

* 非理事會理事國。

開會七次

、建察及投計問題■委员會

■—■九六五年

委员國
—九六六年 

委员國

任期於 
十二月三 

十一日在滿

加拿大 加 拿 大 .................. 一九六六年

智利 智 利 ...................... 一九六六年

哥倫比亜 哥 倫 比 亞 ............. 一九六八年

丹麥 捷 克 斯 拉 夫 ......... 一九六八年

法蘭西 丹 麥 ...................... 一九六六年

翅納 法 蘭 西 .................. 一九六七年

伊朗 加 彭 ...................... 一九六八年

以色列 m m  ................................................... 一九六七年

義大利 印 度 ...................... 一九六八年

日本 義 大 利 .................. 一九六七年

黎巴嫩 日 本 ...................... 一九六 A 年

馬達加斯加 黎 巴 嫩 .................. 一九六七年

奈及利亜 巴 基 斯 坦 ............. 一九六六年

巴基斯坦 a 秘 魯 ...................... ~ ■九六六年

秘魯 維 馬 尼 亞 ............. 一九六七年

羅馬尼亜 ± 耳 其 .................. 一九六八年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 和 國 聯 邦 • • • • • ~ ■九六六年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一九六七年

一九I六五年 

委员國

大不列顏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

美利里合衆國

烏拉圭

一九六六年 

委员國

大不列艱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鳥拉圭  ..................

任期於 
十二月三 

-f 日在滿

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七年

在 檢討期間委員會未曾舉行會譲。

a 於理事會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匹日第一三五九次會議當 

選 ，遞補印度尼西æ所空懸缺。

發展方面應用科學技術問避講詞矣员會

各委員係由經濟養社會理事會根據秘書長之 

提名委派，任期三年 

Professor Svend Aage Andersen 
Dr. Pierre Victor Auger 
Mr. Mamadou Aw 
Professor Nicolas Cernescu 
Dr. Carlos Chagas 
Dr. Josef Charvat 
Mr. Abba Eban.
Mr. Francisco Garcia Olano
Professor German Mikhailovich Gvishiani
Mr. Salah El-Din Hedayat
Professor Kankuro Kaneshige
Professor Eni Njoku
Dr. Oliverio Phillips-Michelsen
Professor Abdus Salam
Dr. Maneklal Sankalchand Thacker
Sir Ronald Walker
Professor Carroll Louis Wilson
Sir Norman Wright

第 二 屆 會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日至十 

三日在紐約舉行  開會十五次

第 三 届 會 ：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至 

四月九日在巴黎舉行  開會十二次

补政府組織問題委员會 

一九六五年委員國：奥地利、智 利 、法 蘭 西 、加彭、蘇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大不巧顯及北愛爾蘭聯合  

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

會 議 ：一九六五年六月三十日在日內冗 

舉行  開會一次



會議日程問題過渡委员會

委 員 國 ：法 蘭 西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 

颠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及美利坚合衆國。

會 議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日內 

冗舉行  開會一次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

委 員 國 ：阿 爾 及 利 亜 、澳 大 利 亜 、奥 地 利 、比 利 時 、巴 

西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倫 比 亜 、丹 麥 、德意志聯邦共和 

國 、法 蘭 西 、希 職 、敎 廷 、伊 朗 、以 色 列 、義 大 利 、黎巴 

嫩 、馬 達 加 斯 加 、荷 蘭 、奈 及 利 亜 、挪 威 、瑞 典 、瑞 士 、 

突 尼 西 亜 、土 耳 其 、大 不 列 類 及 北 愛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 

坦尙 尼亜聯合共和國、美利堅合衆國、委內瑞拉及南 

斯 拉 夫 。

會 議 ：一 九 六 0 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三十

日在羅馬舉行  開會十一次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日至十七日 

在日內冗舉行  開會十一次

理事會決議案九二0 ( 三十四）所故特级協調委員會

委 員 國 ：阿 爾 及 利 亜 、阿 根 廷 、奥 地 利 、加 拿 大 、法蘭 

西 、日本、盧 森 堡 、羅 馬 尼 亞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 、大不列顔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及美利藍合衆國。

會 議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至七日在紐

約舉行  開會六次

經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八日理事會決定修JE•樣之理事會  

法条案八"t五(三千三)所設國際經濟合作宣言問題 

專設工作小組

委 員 國 ：澳 大 利 亜 、巴 西 、哥 倫 比 亜 、衣 索 比 亜 、法蘭  

西 、印度、義 大 利 、波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大不列類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及 

南斯拉夫。

在檢討斯間專設工作小組未曾舉行會議。

理 事 會 決 讓 案 九 五 G 〔三十六)所設社會福利問題 

專效工作小組

委 員 國 ：阿 根 廷 、奥地 利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 國 、加 拿 大 、法 蘭 西 、馬 來 西 亜 、《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大不列顏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

會 議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三十

日在紐約舉行  開會十次

聯合國/糧晨組織世界糧食方案政府闕委員會

於理事會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一三五九次會議當 

選 ，遞補印度尼西匪所空懸缺。

理事會所避 
委員國

澳大利亜  

哥倫比亜  

丹麥 

牙賈加 

摩洛哥 

紐西蘭 

奈及利亜  

巴基斯坦 

泰國

大不列顯及北愛爾蘭聯合 

王國 

烏拉圭 

南斯拉夫

糧裏組織理事會 
所避委员國

阿根廷

巴西

加拿大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法蘭西

幽納

印度

印度尼西亜

荷蘭

菲律賓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美利堅合衆國

丁 . 專 W 委員舍及务鼓委員舍 

统許委員會

任期於
—~九六五年 一•九六六年 十二 工

委员國 委员国 十一曰在滿

澳大利亜  澳 大 利 亜  一九六七年

巴西  比 利 時 .....................一九六九年

加拿大  巴 西 .........................一九六七年

中國  加 拿 大 .....................一九六九年

法蘭西  中國 a .......................  —九六七年

甸牙利  法 蘭 西 .................... 一九六八年

印度  甸 牙 利 .................... 一九六八年

愛爾蘭  印 度 .........................一九六七年

日本 日 本 ..........................一九六九年

挪威  摩 洛 哥 .................... 一九六九年

巴拿馬  挪 威 .........................一九六八年

烏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巴 拿 馬 ..................一九六八年

主義共和國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主 義 共 和 國 一 九 六 七 年

和國聯邦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和國 聯 邦 …… 一九六九年

大 不 列 顏 及 北 愛 爾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一 九 六 七 年

蘭聯合王國  大不列顯及北愛爾

美利堅合衆國  蘭 聯 合 王 國 . ，• 一九六八年

® 中國任期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H 日届滿，復於一九 

六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理事會第一三五九次會議被選連任，遞補 

印度尼西亞所空懸缺。



T . 專 阿 委真，及 分 設 委 員 脅 （續前） 

统計委員會

— 九六五年

委员国

烏拉圭

一九六六年 ’
委員國

任期於 
十二月三 

十一 日 在滿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一九六九年 

烏 拉 圭 ..................一九 六 A 年

第 十 三 屆 會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日 

至五月七日在紐約舉行  開會二十五次

人口委賣會

任期於
一九1六五年 一九六六年 十二月三

委员国 委员國 十一曰在滿

澳大利亜  澳 大 利 亜  一九六八年

奥地利  奥 地 利 ....................一九六八年

中國  嘻 麥 隆 ....................一九六九年

薩爾冗多  中 國 ........................ 一九六七年

法蘭西  法 蘭 西 ................... 一九六七年

幽納  题 納  .................一九六七年

印度  印 度 ........................一九六八年

日本 日 本 .........................一九六九年

荷蘭  荷 蘭 ........................一九六 A 年

巴拿馬  巴 拿 馬 ................... 一九六八年

瑞典  秘 魯 ........................一九六九年

敍利亜  瑞 典 ........................一九六七年

突尼酉亜  突 尼 西 亜    一九六七年

烏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烏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義共和國  主 義 共 和 國 • • • 一九六七年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國聯邦  和 國 聯 邦 …… 一九六九年

大 不 列 顯 及 北 愛 爾 大 不 列 颠 及 北 愛 爾

蘭聯合王國  蘭 聯 合 王 國 ，，， 一九六九年

美利堅合衆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一九六九年

南斯拉夫  南 斯 拉 夫  一九六八年

第 十 三 届 會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至四月五日在紐約舉行  開會二十次

一九六五年 

委員國

阿根廷

奥地利

社會委员會

一九六六年

委员國

阿 根 廷 .........
保加利亜 ，• •，

任期於 
十二月三 

-f— 日在诛

■九六六年

一九六七年

社會委员會(續前）

任期於
' 九I六 五 平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委員國 委 S 國 十一日在滿

保加利亜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一 九 六 六 年

會主義共和國  中 國    一九六八年

古巴  古 巴 ......... 一九六七年

捷克斯拉夫  捷 克 斯 拉 夫 . ■九六六年

丹麥  丹 麥 ......... 一九六六年

法蘭西  法 蘭 西 .....一九六八年

加彭  宏 都 拉 斯 .一九六七年

宏都拉斯  以 色 列 .....一九六八年

伊拉克  馬 利 ..........一九六七年

馬來西亜  茅 利 塔 尼 亜 .一九六六年

馬利  荷 蘭 ......... 一九六 A 年

茅利塔尼亜 a 突 尼 西 亜 .一九六七年

突尼西亜  烏 干 達 .....一九六七年

烏干達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 國 聯 邦 …… 一九六八年

和國聯邦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一 九 六 七 年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大 不 列 顔 及 北 愛 爾  

大不列顔及北愛爾  蘭 聯 合 王 國 . . . 一九六六年

蘭聯合王國  美 利 塾 合 衆 國 .，， 一九六八年

美利堅合衆國  上 伏 塔 .....一九六八年

烏拉圭  烏 拉 圭 ................ ...........■九六六年

第 十 六 屆 會 ：一九六五年五月三日至 

十九日在紐約舉行  開會二十五次

。於理事會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一三五九次會議當 

選 ，遞補印度尼西亞所空懸缺。

人權委員會

—九六五年

委員國

—九六六年

委员國

任期於 
千二月三 

-f— 日屈滿

奥地利 阿 根 廷 ................ • 九六八年

加拿大 奥 地 利 ................ • 一九六六年

智利 智 利 .................... • 一九六 A 年

哥斯大黎加 哥 斯 大 黎 加 •••• • 九 年

達荷美 達 荷 美 ................ • 九 年

丹麥 法 蘭 西 ................ • 一九六七年

/S 瓜多 印 度 .................... • 一九六七年

法蘭西 伊 拉 克 ................ • 一九六七年

印度 以 色 列 ................ • 一九六七年



任期於
— 九》六 五 年  •一九六六年 十 二 月 三

委員国  委員國  十一日在滿

伊拉克  義 大 利 ........................... ■九六六年

以色列  牙 買 加 ...................一九六七年

義大利  荷 蘭 .......................一九六六年

牙買加  紐 西 蘭 ...................一九六八年

賴 ih瑞亜  菲 律 賓 ...................一九六七年

荷蘭  波 蘭 .......................一九六六年

菲律賓  塞 內 加 爾  一九六八年

波蘭  瑞 典 .......................一九六八年

烏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烏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義共和國  主 義 共 和 國 ，• • 一九六八年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國聯邦  和 國 聯 邦 …… 一九六七年

大 不 列 顯 及 北 愛 爾 大 不 列 顏 及 北 愛 爾

蘭聯合王國  蘭 聯 合 王 國 •，• 一九六六年

美利堅合衆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一九六八年 

第 二 十 一 屆 會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 

二日至四月十五日在日內冗舉行  開會三十六次

婦女地位委员會

任期於
--九 六 五 年  -一九1六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委員 Ü  委員國 i— 日屈滿

奥地利  奥 地 利 ...................一九六七年

中國  智 利 ........................一九六八年

哥倫比亞  中 國 ........................一九六七年

多明尼加共和國  多 明 尼 加 共 和 國 一 九 六 六 年

芬蘭  芬 蘭 ........................一九六八年

法蘭西  法 蘭 西 ...................一九六八年

继納  幽 納 ........................一九六七年

幾內亜  幾 內 亜 ...................一九六六年

甸牙利  宏 都 拉 斯  一九六八年

伊朗  甸 牙 利 ...................一九六六年

日本a 伊 朗 ....................... 一九六六年

墨西哥  日 本 ........................一九六七年

尼泊爾  賴 比 瑞 亜  一九六八年

秘魯  墨 西 哥 ...................一'九六八年

菲律賓  尼 泊 爾 ...................一九六六年

" 於理事會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一三五九次會議當 

選 ，遞補印度尼西亞所空懸缺。

― 义!六五年

委員國

一■九六六年 

委員國

任 期 於  

十 二 月 三  

-f-----日在滿

波蘭 菲 律 賓 ............... —■九六六年

御子山 波 蘭 .................... 一九六八年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 和國聯邦 ........ 一九六七年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一九六六年

大不列顏及北愛爾 大不列颠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 蘭聯合王國 • • • 一■九六七年

美利堅合衆國 美利堅合衆國 一■九六七年

第十八届會：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至

十九日在德黑蘭舉行 [開會二十七次

麻释品委员會

任期於
一■九六五平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委員國  委員國  十一日在滿

阿根廷  阿 根 廷 ....................一九六七年

加拿大  加 拿 大 ................... 一九六七年

中國  中 國 ........................一九六六年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一 九 六 八 年

法蘭西  法 蘭 西 ................... 九六七年

週納  邀 納 ........................一九六六年

甸牙利  甸 牙 利 ................... 一九六 A 年

印度  印 度 .....................'• 一九六六年

伊朗  伊 朗  ............... 一九六八年

日本 日 本 ........................ 一九六六年

墨西哥  墨 西 哥 ................... 一九六八年

摩洛哥  奈 及 利 亜  一九六八年

秘魯  秘 魯 ................................ ■九六七年

大韓民國  大 韓 民 國  一九六八年

瑞士  瑞士  ........................ 一九六七年

土耳其  土 耳 其 ...................一九六六年

蘇維埃社 ♦ 主 義 共 蘇 維 埃 社 ♦主義共 

和國聯邦  和國 聯 邦 …… 一九六六年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一 九 六 八 年  

大 不 列 類 及 北 愛 爾 大 不 列 顯 及 北 愛 爾  

蘭聯合王國  蘭聯 合 王 國 ，•， 一九六六年

美利堅合衆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一九六七年

南斯拉夫  南 斯 拉 夫  一九六七年

在檢討斯間委員會未曾舉行會議。



防 止 歧 祝 養 保 護 少 数 分 設 委 员 會 Â . 在遥域經游卖黃會

•丸1六 三 年 一 月 一 日里 '一^九六五年 狀 洲 經 濟 委 员 會

千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 之 委 員 委员國

Mr. Morris B. Abram (美利堅合衆 國 ） 阿爾巴尼亜 馬耳他

Mr. Mohammed Ahmed Abu Rannat ( 蘇丹） 奥地利 荷蘭

Mr. Peter Calvocoressi ( 大不列類孜北愛爾蘭聯合王 比利時 挪威

國 ） 保加利亜 波蘭

Mr. Francesco Capotorti ( 義大利） 白 俄 羅 斯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葡 萄 牙

Mr. Gabino Fraga ( 墨西哥） 共和 國 羅馬尼亜

Mr. José D . Ingles (菲律 賓 ） 賽普勒斯 西班牙

Mr, Boris S. Ivanov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捷 克 斯 拉 夫 瑞典

Mr. Pierre Juvigny ( 法蘭酉） 丹麥 土耳其

Mr. Wojciech Ketrzynski〔波蘭）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Mr. Arcot Krishnaswami ( 印度） 芬蘭 和國

Mr. Franz Matsch ( 奥地利） 法蘭西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Mr. Mohammed Awad Mohammed (阿 拉 伯聯合共和 希腹 邦

國 )" 甸牙利 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

Mr. Vieno Voitto Saario ( 茶蘭） 冰鳥 王國

Mr. Hernân Santa Cruz ( 智利） 愛爾蘭 美利堅合衆國

義大利 南斯拉夫

— 九 六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呈 *一九*六八年 盧森堡

千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 之 委 员 6
依據該委員會任務規定第八段，瑞士以諮商資格

Mr. Mohammed Ahmed Abu Rannat ( 蘇丹） 參加委員會工作。

Mr, Peter Calvocoressi( 大不列顧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第 二十届會 : e —九六五年 0 月二■!̂ 一日至五月八日在

Mr. Francesco Capotorti ( 義 大利） 曰內冗舉行

Mr, C. Clyde Ferguson, Jr .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Mr. José D . Ingles ( 菲 律 賓 ）

Mr. Pierre Juvigny ( 法 蘭 西 ）

Mr. Wojciech Ketrzynski ( 波 蘭 ）

Mr, Antonio Martinez Baez ( 墨 西 哥 ）

Mr. Nath Paz ( 印 度 ）

Mr. Yokov Arkadyevich Ostrovsky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和國聯邦）

Mr. Vieno Voitto Saario ( 芬 蘭 ）

Mr, Hernân Santa Cruz ( 智 利 ）

Dr. Eduard Schiller ( 奥 地 利 ）

Mr. Zeev W . Zeltner ( 以 色 列 ）

第 十 七 屆 會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一日 

至二十九日在日內冗舉行  開會二十六次

選。

選 C

於一九六三年四月三日人權委員會第七七0 次會議當 

於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二日人權委員會第八四六次會譲當

C 關於該委員會各輔助機關的會譲，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 

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屆會，補編第三號。

亞洲遠東經濟委 S 會 

委员國

阿富汗 察國

澳大利亜 馬來西亜

麵甸 蒙古

束補寨 尼泊爾

錫蘭 荷蘭

中國 紐西蘭

法蘭西 巴基斯坦

印度 菲律賓

印度尼西亜 a 大韓民國

伊朗 越甫共和國

日本 泰國

任期至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爲止。參閱上文第六五

-段。



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 ( 續 前 ）

委員國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邦  西薩摩亜

大不列類及北愛爾蘭聯合  

王國

请商委员

波羅乃

香港

依 據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六 一 七 ( 二十二 ) 及八六 o (三 

十 二 ) 之 意 志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及瑞士先後以諮商  

資格參加委員會工作。

第 二 十 一 届 會 :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在 

紐西蘭惠靈頓舉行

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 

委員國

阿根廷 宏都拉斯

玻利維亜 牙買加

巴西 墨西哥

加拿大 荷蘭

智利 尼加拉瓜

哥偷比亜 巴拿馬

哥斯大黎加 巴拉圭

古巴 秘魯

多明尼加共和國 千里建及托貝哥

iS瓜多 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

薩爾冗多 王國

法蘭西 美利堅合衆國

瓜地馬拉 烏拉圭

海地 委內瑞拉

協商委员

英屬圭亜那 英屬宏都拉斯或貝利士

依 據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六 三 二  ( 二十二 ) 及八六一(三 

十二 ) 之意 志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及 瑞 士 先 後 以 請 商  

資格參加委員會工作。

第 十 一 届 會 — 九六五年五月六日至十七日在墨西哥 

城舉行

^ 關於該委員會各輔助機關的會議，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 

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屆會，補編第二號。

關於該委員會各輔助機關的會譲，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 

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補編第四號。

非洲經濟委員會 

委员國

阿爾及利亜 邀納

布蔭提 幾內亜

略麥廣 象牙海岸

中非共和國 肯亜

查德 賴比瑞亜

剛 果 ( 布拉薩市） 利比亜

剛 果 ( 民主共和國） 馬達加斯加

達荷美 馬拉威

馬利 索馬利亜

茅利塔尼亜 南非 a

摩洛哥 蘇丹

尼日 多哥

奈及利亜 突尼西亜

盧安達 烏干達

塞內加爾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觸子山 坦倘尼亜聯合共和國

衣索比亜 上伏塔

加彭 岡比亜

協商委員

依據該委員會任務規定第六段，在非洲之各非自 

治領土  ( 包括非洲境內之各鳥媒 )及除葡萄牙以外對該  

項領士負有國際聯驚責任之國家，均係委員會之協商 

委員國。

依 據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七 六 三 D 威 ( 三 十 )及九二五 

〔三十 E ) 之意志，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及瑞士先後以豁  

商資格參加委員會工作。

第 十 七 届 會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至二十三日在肯亜  

之奈羅比舉行 e

S . 其他有鬧梭關 

特级基金會董事會

-先1六四年

委員國

廷根

西

 

阿

巴

一■九六五年

委員圓

阿 根 廷 ...........
巴 西 ................

任期於 
十二 >̂ 1三 

十一日在滿

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七年

« 理事會於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日決議案九七四D 肆(三 

十六〉决定，非待理事會經非洲經濟委員會之建議認爲南非共 

和國改變其種族政策、積極合作之條件業經恢復之後，不得參 

加非洲經濟委員會之工作。.
^ 關於該委員會各輔助機關的會議，參閱經濟《社會理事 

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九届會，補編第+ 號。



5 . 其他有鬧機蘭（靖前）

特設基金會董事會

任期於
一"Ai六 四 年  - -九 六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委员國 委員国 十一日在滿

加拿大  加 拿 大 ....................一九六五年

丹麥  丹 麥 ........................ 一九六七年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一 九 六 六 年

法蘭西  法 蘭 西 ....................一九六七年

继納  题 納 ........................一九六六年

印度  印 度 ........................ 一九六七年

印度尼西亜  伊 拉 克 ....................一九六七年

義大利  義 大 利 ....................一九六六年

日本 日 本 .........................一九六五年

墨西哥  尼 泊 爾 ....................一九六六年

尼泊爾  荷 蘭 ........................一九六六年

荷蘭  挪 威 ........................一九六六年

挪威  菲 律 賓 ................... 一九六五年

菲律賓  波 蘭 ........................一九六五年

波蘭  塞 內 加 爾  一九六六年

塞內加爾  瑞 典 ........................一九六五年

瑞典  突 尼 西 亜  一九六五年

突尼西亜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 國 聯 邦 …… 一九六五年

和國聯邦  大不列顏及北愛爾

大不列顯及北愛爾  蘭 聯 合 王 國 ，，• 一九六七年

蘭聯合王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一九六七年

美利 S 合衆國  烏 拉 圭 ....................一九六五年

烏拉圭  委 內 瑞 拉  一九六七年

第 十 三 届 會 ：一九六五年一月 ^^一日至十八日在紐約 

舉行

第 十 四 届 會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至八日在紐約舉行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委員會

—九六六年一 一九六六年二 任期於
月三十'一 à 為 月一日闕始之 ■月三十一
止之委員國 委员国 日在滿

阿富汗  阿 富 汗 ....................一九六七年

比利時  澳 大 利 亜  一九六九年

巴西  比 利 時 ................... 一九六八年

加拿大  巴 西 ........................一九六七年

智利  保 加 利 亜  一九六九年

中國  加 拿 大 ....................一九六八年

多明尼加共和國  智 利 ...................... 一九六八年

聯合國兒童1 •金會孰行委 f 會(續前）

一九六六年一  一■九六六年二 任期於
月三i — à 為 月一日開始之 一 H三十一
止之委员國 委员國 日在滿

厄瓜多 中 國 .....................一九六七年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尼瓜多 ...............一九六八年

法蘭西 衣索比亞  一九六九年

印度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一九六八年

以色列 法 蘭 西 ...................一九六七年

墨西哥 印 度 .....................一九六八年

摩洛哥 以 色 列 .................一九六八年

巴基斯坦 摩 洛 哥 .................一九六八年

菲律賓 巴基斯坦  一九六八年

波蘭 秘 魯 .................... 一九六九年

塞內加爾 菲 律 賓 .................一九六九年

西班牙  波 蘭 .......................一九六七年

蘇丹 塞內加爾  一九六九年

瑞典 瑞 典 ....................一九六九年

瑞士 瑞士 ....................  一九六九年

泰國 泰 國 ....................一九六七年

突尼西亜 突尼西亜  一九六七年

士耳其 土 耳 其 •...............  一九六九年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 和國聯邦…… 一九六七年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一九六七年 

大不列顯及北愛爾大不列顔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 蘭聯合王國，• • 一九六九年

美利堅合衆國 美利堅合衆國，•， 一九六七年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  一九六八年

届會：一九六五年二月二日在紐約舉行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0 日至二十三日在紐約舉行

常設中去據片委員會及麻哼品Ü 察圏

常毁中典端片委员會

委员由經濟變社會理事會選舉，其任期自一九六三年 

三月二 日至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曰

Dr. Amin Ismail Chehab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Sit Harry Greenfield (大不列類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Professor George Joachimoglu (希纖）

Mr. E. S. Krishnamoorthy ( 印度）

Dr. Vladimir Kusevic ( 南斯拉夫）

Professor Décio Parreiras ( 巴西）



常設中央端斤委員會(績前）

Professor Paul Reuter ( 法蘭 西 ）

Mr. Leon Steinig ( 美利藍合衆國）

第 八 十 五 届 會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及十二  

日在日內冗舉行 

第 八 十 六 届 會 ：一 九 六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至 二 十 八  

日、三 十 一 日及六月一日、二 日 、四日舉行

麻醉品監察国 

Professor George Joachimoglu ( 希風），'衡生組織委派 

Professor Décio Parrekas ( 巴西），衞生組織委派 

Mr. E. S. Krishnamoorthy ( 印度），麻醉品委員會委 

派

麻释品藍察阁（續前）

Mr. Vladimir Kugevid ( 南斯拉夫 )，常設中央鶴片委

員會委派

第六 十 二 届 會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及 

十一月十三日在日內冗舉行 

第六 十 三 届 會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及六月三日 

在日內冗舉行

搞委會及監察困聯席在會

第三十二聯席届會：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日 

在日內冗舉行

第 三十三聯席届會：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 

五日在日內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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