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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 . 既然没有代表要求作解释性发言，大会现 

在表决第四委员会在其报告第1 0段中所提的决议草 

案。有人要求进行唱名表决。

进行唱名表决。

经主席抽签决定，由伊朗第一个投票。

赞成：伊拉克、象牙海岸、约旦、肯尼亚、科威 

特、老挝、黎巴嫩、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毛 

里塔尼亚、毛里求斯、蒙古、摩洛哥、尼日尔、尼日 

利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 

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新加坡、南也门、 

西班牙、苏丹、叙利亚、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 

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上沃尔特、委内瑞拉、也门、南斯拉夫、赞比 

亚、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保加利亚、布隆 

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柬埔寨、喀麦

隆、锡兰、乍得、刚果 (民主共和国) 、古巴、塞浦路 

斯、捷克斯洛伐克、达荷美、多 米 尼 加 共 和 国 、加 

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匈牙利、印度尼西 

亚。

反对：以色列、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新西兰、 

挪威、葡萄牙、南非、瑞典、美利坚合众国、澳大利 

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

弃权：伊朗、爱尔兰、牙买加、日本、利比里 

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墨西哥、尼泊尔、塞内加 

尔、瑞士、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巴多斯、玻 

利维亚、巴西、缅甸、中非共和国、智利、中国、埃 

塞俄比亚、法国、圭亚那、印度。

决议草案以六十四票对十七票通过，二十四票弃 

权〔第 2 5 5 S G O T T )号决议〕。

下午六时三十分散会

第 一 八 三 二 次 会 议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时三十分红•约

主席：安 吉 . E . 布魯克斯小姐(利比里亚）

议程项目1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续）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 /7 85 4 )

议程项目37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易和发展 

理事会的报告(续完） *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第二部分） 

(A /7 7 6 4 /A d d .l)

议程项目40

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联合国第二个 

发展十年筹备委员会的报告(续完） *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 /7867)

议程项目41

国际教育年：秘书长的报告(续完广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 /7848)

1 . 主席：大会将继续审议列在议程项目 1 2下 

的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 /7S 54〕，该报告涉及提交第 

二委员会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报告的某些章节。

*续自第一八三〇次会议。 *续自第一八三O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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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现在请马耳他代表发言，他希望对他的投票 

作一解释。

3 . 斯特利尼先生 (马耳他）：我国代表团对见于 

报告第 5 8段中的决议草案 I ，愿意保留我们所持的 

立场。当第二委员会对该草案进行表决时，.我国代表 

团不幸未能出席，因而未能阐明其立场。我们现在要 

求发言以使我们的观点见诸记录。如果对该草案进行 

表决，我国代表团将不采取明确的立场，因此将不参 

加表决。如果对该草案不经表决而通过，那么我国代 

表团就建议把摆在我们面前的报告第 1 3段中“一致 

地 ” 字眼改为 “无异议地 ” 几个字。

4 . 主席：现在我们对报告〔4 /7 5 5 4〕第 5 8段中 

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有人建议决议草案 I 应无异议 

地通过，我认为大会是同意这项建议的。

决议草案 J 通过〔第 25卯 (X X T F )号决议〕。

5 . 主席：第 二 委 员 会已一致通过了决议草  

案 I I , 我认为大会也愿意一致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 I f  一致通过〔第 2561 ( X X / F )号决议〕。

6 . 主席：第五委员会关于通过决议草案 I I I 势 

必引起的行政及财务方面诸问题的报告见于文件 

A /7 8 5 9 中。我现在将决议草案 I I I交付表决。

决议草案 I I I 以八十九票对零票通过，七票弃权 

〔第 2562 (兄X 7 V )号决议〕。

7 . 主席：鉴于决议草案 I V 巳在第二委员会一 

致通过，如无异议，我认为大会也一致通过这个决议 

草案。

决 议 草 案 — 致通过〔第 号 决 议 〕。

8 . 主席：第五委员会关于决议草案V 所涉及的 

行政与财务方面诸问题的报告见于文件A /7 8 5 9 中。 

如无异议，我认为大会也通过决议草案V 。

决议草案V 通过〔第25W C X X /V ")号决议〕。

9 . 主席：我现在将决议草案V I付诸表决。

决议草案以六十七票对一票通辻，三十票弃权 

〔第 2 5 S 5 ( x x r v )号决议〕。

1 0 . 主席：第五委员会关于通过决议草案V II势

必引起的行政及财务方面诸问题的报告见于文件 

A /7 8 5 9中。鉴于决议草案V II在第二委员会已一致通 

过，如无异议，我认为大会也一致予以通过。

决议草案V / / — 致通过〔第25卵 (X X 7 F )号决议〕。

1 1 . 主席：我现在将决议草案V I I I付诸表决。

决议草案V777以八十九票对零票通过，+ 票弃权 

〔第 2 5 ff7 (X X T F )号决议〕。

1 2 . 主席：如无异议，我将认为大会愿意通过 

决议草案IX。

决议草案/ X 通过〔第 号 决 议 〕。

1 3 . 主席：现在请各位代表转而注意报告〔4 /  

7554〕第 5 9段。第二委员会建议通过两项决定。如无 

异议，我认为大会愿意通过这两项决定。

会议决定如上。

1 4 . 主席：现在请那些对投票表示希望作解释 

的代表们发言。

1 5 . 艾伦先生 (联合王国）：我只想就大会刚通 

过的关于海洋科学的决议谈一点意见。

1 6 . 我国政府极为重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 

组织所屈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在海洋勘察及研究方面 

的工作，也很重视联合国系统其他各组织和许多成员 

国政府的工作。我们已表示赞成关于海洋科学的决议 

草案。

1 7 . 决议第 3 段要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 

织及其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在与其他有关组织的合 

作下，设法使这个长期的扩大的规划保持现代水平并 

考虑在适当的阶段执行这个规划。在这方面，我国代 

表团欢迎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最近做出的决定，即设 

立一个专家小组以负责长期的科学工作方针与计划。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主席、海军少将兰格达尔曾在对 

第二委员会〔第一二八六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及这个小 

组。这个专家小组在下列工作上将对拟议成立的政府 

间海洋学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负责，即设法使这个长期 

的扩大的规划受到经常的检查并对其实施提出建议。 

该小组的组成将在专局咨询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上加以 

决定。我国政府充分了解非政府机构向政府间海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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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在这方面提供建议的价值，但我们认为下面一 

点是IE要的，即政府方面的专家代表应在小组中居多 

数，以便确保所制订的计划在国家承诺的意义上是现 

实的。

1 8 . 普林 •梅希亚先生 (墨西哥)：我代表智利

及墨西哥代表团讲话，希望指出我们投票赞成决议草 

案 V 的条件是这样的：鉴于在第二委员会就此项议题 

发生的辩论，秘书长会把发展中国家里最不发达的地 

区放在他的研究之内，而不只是研究那些把自己说成 

是发展中国家中所最不发达的国家。

1 9 . 主席：现在我们着手讨论关于议程项目37 

〔A /7 7以 忍 .2〕的第二委员会报告的第二部分。

2 0 . 杜贝先生（印度)：我代表在第二委员会里关 

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讲话。 

我们对于在第二委员会里某些发达国家的代表就报告 

第 1 0段中决议草案序言第3 段所做的解释，感到颇 

为不安。那些代表们看不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当 

前所要解决的各项突出问题与该会议对联合国第二个 

发展十年所应做的贡献之间有什么联系。他们甚至说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贡献应该完全以现存的协议 

为基础。

2 1 . 我们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国家的政府竟然 

决定延期一年或两年履行任何承诺或参与任何旨在解 

决贸易和援助方面诸问题的谈判，而对于上述诸问题 

的解决，所有发展中国家，不，整个国际社会都寄予 

了莫大的希望。依我们的愚见，这些政府的行动与其 

政治领袖们在过去几周内所作的颇有政治家风度和鼓 

舞人心的政策声明似乎是不协调的。

2 2 . 他们说，如果把解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面临的问题与该会议对第二个发展十年应做的贡献 

联系起来，就会打乱目前正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此种 

贡献的谈判。这种论点是什么意思，我们实在不理  

解。恐怕我们是在用不同的波长讲话吧。恐怕那些代 

表们对于贸易和发展会议对第二个发展十年的贡献应 

该是什么， 自有一番独特见解吧。我揣测，他们说大 

会在这里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将打乱贸易和发展会议的 

谈判，其 0 的不过是想让我们在贸易和发展会议贡献 

的性质问题上接受他们的观点罢了。就我们而论，我

们实在看不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贡献除了就各 

项实质性问题达成政策措施的协议之外，还能采取什 

么别的形式或别的花样。

2 3 . 他们还说：“ 我们还是别谈解决问题吧，因 

为我们是不可能在一九七〇年底以前解决所有问题 

的。”对此，我们要不揣冒昧地向那些来自发达国家的 

朋友们指出：要实现“ 十年” 的指标和局部的指标，非 

得解决所有的问题并且做更多的工作不可。

2 4 . 巳被作为“ 十年”计划行动设想的百分之六 

的国民生产总值全面增长率究竟意味着什么，关于这 

一点，我们收集到的全部研究材料都表明，从政策措 

施的观点看来，就是要求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还要做 

得更多。我要谦虚地指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笄术问 

题。即使我们采取现实的看法—— 在这里我不得不  

说，在我们所面临的局面中并没有什么现实性，原因 

是缺乏政治意志力一 - 即在第二个发展十年开始之前 

我们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认为 

我们就要下定决心任何问题也不解决呀。一九七〇年 

以后的情形又会怎么样呢？当我们试图谈起此事时， 

人家说那可没法保准，因为没有哪一个政府愿意或者 

能够承诺它在一九七〇年之后的一年、两年、三年或 

四年中能够做些什么。

2 5 . 如果态度就是这个样子，那 么 恕 我 冒 昧 ， 

第二个发展十年岂非依然纸上谈兵，名实不符，一起 

步就失败了吗？即使我们几乎无可奈何地可以勉强同 

意这种观点，说在第二个发展十年开始之前，这十 

年一 - 很不幸—— 并不是一个对所有重大问题都能达 

成协议的时机，可是叫我们面对一种把 “ 十年”变为搁 

置一切问题或磨蹭时间的局面，也实在忍受不了。

2 6 . 假如要我们就下述两种情况做出选择，即要 

么有第二个发展十年而没有任何承诺或任何政策措施 

的协议，要么有政策措施的协议和执行而没有第二个 

发展十年，又假如我们为做出选择而不得不把发展中 

国家手头最宝贵的财富—— 也就是今年和明年的时 

间—— 作为赌注而冒然一试的话，那么，如果发展中 

国家做了第二种选择，可不要见怪。当然，如果我们 

被迫做了这样的选择，我们是会后悔的，一则因为那 

么一来，我们就等于自行放弃了一个宏伟的计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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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因为我们还会把一个关于国际合作发展的看来是必 

然的设想延迟了。然而我们能做别的什么呢？为什么 

非叫我们面对这种不幸的选择不可呢？为什么不能同 

时达成及执行政策措施的协议并把它作为制定第二个 

发展十年的一项内容呢？

2 7 . 巴科托先生 ( 喀麦隆）：尽管印度代表团刚 

才代表决议草案 II ：A/7764/Add. 1 , 第 1 0 段〕发起 

国，其中包括喀麦隆，发表了意见，我国代表团还是 

要求对我们的投票作解释性发言，因为我们很想就第 

5 段作些进一步的说明。在第二委员会表决之后，某 

些代表团提出了一些意见，而这些意见是我国代表团 

所不能回答的，因为喀麦隆是这个决议草案的发起国 

之一。

28. 鉴于国际社会再次考虑到目前的形势有利 

于缔结一项国际可可协定这一事实，我想就此段发表 

一些意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在第二委员 

会〔第一二六五次会议〕发言中说，他正等待十月九日 

至十七日在雅温得召开的可可生产国联盟会议的结 

果。那个会议闭幕的时候，有关国家发表了如下的公 

报：

“ 经过有益的讨论之后，各成员国代表团一

致同意请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加强双

边磋商，以便劝说可可咨询小组十四个成员国政

府为恢复国际可可协定的谈判尽早举行会晤。”

2 9 . 因此，我国代表团满意地看到巳向这个正确 

的方向跨出了一步。我国代表团大胆地希望有关方 

面，特别是那些起决定性影响的方面，能改变他们目 

前的立场，以便最后能就可可这一商品达成协议，因 

为许多联合国会员国的经济发展都有赖于这一商品的 

协议。现在从言辞走向行动的时刻巳经到了，如果言 

辞变成了行动，那么在一九七〇年内就能最终达成一 

个协议。这就是在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开始之前需 

耍的政治措施的一个例子。

3 0 . 除以上的意见之外，我国代表团对于决议草 

案 I I 第 2 段和第 3 段还有过一些别的意见。但是由 

于我国代表团支持印度代表团所发表的意见，所以我 

就不想再占用大会的时间了。

3 1 . 主席：现在我们要对第二委员会提交的决

议草案做出决定。这些决议草案见于第二委员会报告 

〔A /7 7 S 4 /4 J J J〕的第 10 段。

3 2 . 现在我把决议草案 I 交付表决。

决议草案 i■以一百零一票对零票通过〔第 2569 

(X X J V )号决议〕。

3 3 . 主席：现在我们转向决议草案 II。如果没 

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大会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 / / 通辻〔第2570(X X J F )号决议〕。

3 4 . 主席：请法国代表对他的投票作解释性发

曰o

3 5 . 维特科夫斯基先生（法国）：法国代表团愿 

就题为 “顾全内陆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特别措施”的决议 

草 案 I 的投票作解释性发言。

36. 我们投票赞成那项决议草案的动机是不愿 

阻挠这个提议在第二委员会表决时几乎达到的一致意 

见。然而对于第4 段，我们愿意重申我们在第二届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对于同一文本所提出的保留意 

见。法国还没批准内陆国家过境贸易一九六五年公 

约，因此不能支持一个要求法国尽可能早地实施那个 

公约的文本。

3 7 . 主席：现在大会转入第二委员会就议程项 

目 4 0所作的报告〔A /7 卵7〕。

38. 现在请那些愿意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的代 

表们讲话。

3 9 . 帕拉先生 (哥伦比亚）：哥伦比亚代表团巳 

把注意力集中到议程项目40 (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 

年) ，因为我们确信：就执行国际团结原则的整体战 

略达成协议，是这个规划范围内的事。这种协议是和 

平必不可少的条件。

4 0 . 由于这个原因，我国作为筹备委员会的成 

员，参加了该委员会的全部会议并且深为关注和吃惊 

地注意到，该委员会未能执行大会在其第二十三屈会 

议上根据第2411 (X X III)号决议的条款所分派给它的 

任务。这也许是该委员会太蜇视技术上的细节而在规 

定战略政策方面没有付出足够努力的缘故吧。



笫一八三二次会议-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321

4 1 . 由于这种关注，第二委员会在本屈会议的 

工作开始时，哥伦比亚代表团提出了一个供该委员会 

〔第一三〇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 

年的国际战略的总计划〔4 / 7 卵7， 第 5 段 〕， 其中包 

括一个系统的细目表，在这些细目上巳经有了一个达 

成协议的核心。

4 2 . 我们在那个总计划里说，每个国家主要地负 

责本国的发展；必须达到某些全面的及局部的最低指 

标，例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六，每人实际收 

入增长百分之三点五，农业生产增长百分之四，制造工 

业增长百分之八，国内储蓄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五；最 

低商品价格应视为一种权利，因为这些商品包括在生 

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国际协定里；急需采用一项普遍 

的非互惠性的和非歧视性的优惠制度，以利于发展中 

国家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出口，同时要制订一个计 

划以消除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货物的各种障碍和关卡； 

转移形式的官方援助总量应不少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百 

分之一；应在给予发达国家流动资金的增长方面与发 

展中国家的援助需要方面建立一种联系，等等。

43. 尽管七十七国集团在与高度发达国家的谈 

判中做出了努力，哥伦比亚代表团注意到取得的结果 

仍然是微乎其微，而且不可避免地，大会就讨论中的 

项目取得积极进展的任何可能性都正在迅速地消失。

44. 由于战略方针到现在也没制订出来，一 年的 

时光不可挽回地浪费了，而这一年本来是可以作为筹 

备年，以便各国在一九七〇年中开始实行自己的全国 

性的和区域性的计划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间隙，它 

很可能进一步减缓发展中国家的进展。

45. 由于从一开始我们就在提到的这个文件中 

以及在第二委员会里关于这个问题的两点详尽的声明 

中阐明了我们的立场，所以尽管我们很赞扬第二委员 

会提交的决议草案〔4 / 7 狀7，第：U 段 〕起草国为制订 

第二个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取得更大进展所作的努 

力，但是很遗憾，我们不能投赞成票，而是象我们在 

第二委员会上所做的那样，在本大会上投弃权票。

4 6 . 最后，我国代表团对本屈大会决定将我们的 

草案提交筹备委员会研究和审议一事表示感谢。 .

4 7 . 巴科托先生 (喀麦隆）：我国代表团既然协

助拟订了第二委员会同意的国际发展战略决议草案 

C A J 7 8 6 7 ,第 J 3 段 〕， 当然能够确认自己的赞成票。 

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把在承担义务问题上产生的意见 

分歧减至最低程度。在专门讨论穷国发展的时候，发 

展中国家之间出现了在解决问题途径方面的分歧，恐 

怕是很不寻常的事，但是我国代表团希望强调，这些 

分歧除了说明问题的蜇要性之外，归根结蒂仅仅是表 

面的；因为这些分歧所涉及的多半是方法、战术和程序 

问题，很少是关于实质性问题的。

4 8 .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喀麦隆不能设想任何 

没有承诺的国际发展战略。这个意见我们巳在筹备委 

员会里多次重中，又在第二委员会〔第一二六三次会 

议〕上再次强调。因此我国代表团极想坚持在任何决 

议草案的实施部分都写上“ 承担义务 ” 的字样；但是我 

们不能光受感情的支配，也得要受理智的指导,所以从 

几个方面看已达成的折衷方案就笄是令人满意的了。

4 9 . 首先，既然在政治措施方面没有达成任何协 

议以支持国际发展战略，那么要谈承担义务就似乎为 

时过早，因为在我们看来，承担义务必须是具体的。

换句话说—— 这里我在意译其他代表团的发言 ----------

谈承担种种义务，脑子里就要想到它们的性质、范围 

和期限。例如我可以设想有关缔结国际商品协定或转 

移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一的承诺，但是我不能设想保 

证达到百分之六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承诺，这个增 

长率是筹备委员会所采纳的设想。

5 0 . 我不能坚持在决议草案的实施部分里写进 

“ 承担义务 ” 字样的第二个理由，是因为这个问题已列 

入筹备委员会的议程上了。这就意味着，对承担义务 

的需要已有了一致看法。一次初步讨论已经举行。我 

国代表团已经说过，拟订中的文件应以承诺为基础， 

否则第二个发展十年就会象第一个十年一样；因为即 

使我们在拟订文件方面花费最大的楮力，即使我们考 

虑到一切方面，也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强制各国履行这 

个文件。

5 1 . 喀麦隆政府持目前看法的第三个理由是:从 

战术的观点看，在目前情况下给发达国家提供哪怕是 

最小的借口也是不利的。我们必须避免使自己处于一 

种某些国家基于对大会通过的决议所持的保留意见而 

拒绝合作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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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 我们认为，在采取任何立场之前，最好还是 

等待筹备委员会工作的结果。因为到那时具体的建议 

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就会处于更好地理解发达国家意 

图的地位。此外，我们希望其他政府能效法例如荷兰 

政府那样采取一种较为灵活的态度。

5 3 . 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第4 段是不排除义务 

承担的。相反，在我国代表团看来，通过导致明确具 

体措施的政治决定就意味着承担义务，因为如果没有 

义务承担，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措施。 •

54. 这些就是喀麦隆代表团为什么认为提交大 

会的那项决议草案是令人满意的原因。

5 5 . 主席：现 在 大 会 就 第 二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01 /7 S S 7〕第 1 3段中所推荐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决议草案以八十五票对零票通过，十一票弃权 

〔第 2571 (X X A O 号决议〕。

5 6 . 主席：现在请希望对其投票作解释的代表 

们发言。

5 7 . 科雷亚先生 (智利）：首先，我要求第二委员 

会的报告把我们在这个项目表决时所做的声明包括进 

去，以便洁•楚地记载智利代表团没有参加这项决议草 

案的表决。

58. 智利代表团还希望把我们在大会上没有参 

加对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决议的表决记录在案，没 

参加的理由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完善的文件，因 

为在未来的国际发展战略中一项关键性的条款从文件 

的实施章节里删掉了。我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这 

项战略应该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具有一种承 

担义务的性质。这种战略应该是一种表态，表明愿意 

承担普遍的义务而又完全知道这些承诺的含义是什 

么。它应该采取一种宣言或公约的形式。这些承诺的 

性质应由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筹备委员会来决 

定，并应该对那些承担提供发展援助的国家和接受这 

些援助的国家都同样具有约束力。这些承诺应该受到 

评价和监督，还应该按照一个业经预先同意的时间表 

来履行。

5 9 . 然而，我们对第二委员会在这方面所做的工 

作感到满意。我们认为在促进对一个菡本概念的理解

方面已经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进展。这次辩论使所有的 

代表团认识到今后极其重要的事不是谈一项善意的宣 

言，而是谈一项有承诺的战略。

6 0 . 我们感到满意，因为各国代表团对这个意见 

的重视使得这个意见写进了决议草案的序言中。委员 

会中有代表参加的那些国家的实质上的一致的意图和 

意见，在报告的纲领中清楚地反映了出来，也清楚地 

反映在许多国家代表团的声明中，这些国家并不包括 

联合发起那个修正案的十五个国家；修正案的目的在 

于把承诺这个观念写进决议草案的实施部分里。没有 

人比第二委员会主席希腊的卡拉尼卡斯先生更适于总 

结我们的想法了；他在昨天的告别讲话里谈到战略的 

基本概念意味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方都要坚持 

协议和承担义务时，正是这样总结的。一个由一般概 

念和含胡不清的诺言组成的、听任双方随意支持或不 

支持的战略，根本不会起任何作用。

6 1 . 我们准备积极参加筹备委员会今后的会议， 

坚持这个及其他我们认为极为重要的观点。我们希望 

我们将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从而能投票赞成那项将被 

筹委会所同意的发展战略，以便参加联合国成立二十 

五周年的庆祝活动。

6 2 . 博萨先生 (秘鲁)：秘鲁代表团认为刚才通 

过的决议没有完全满足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愿望， 

因为它没有以具体的形式把承诺的概念作为战略在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种职责包括进去。如果 

不使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再一次成为纸上谈兵，我 

们认为把承诺的概念包括进去将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63. 然而秘鲁代表团将继续在筹备委员会中工 

作并将支持一切努力以确保第二个十年的国际发展战 

略的制订真正地反映一切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愿望并允 

许它们都参加进来。

6 4 . 主席：今天上午第二委员会提交审议的最 

后一个报告是关于议程项目41〔A /7 W S〕的。

6 5 . 既然没有代表想对投票作解释，大会将就第 

二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1 4段所提出的决议草案做出 

决定。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认为大会通过决议草 

案 I 。

决议草案J 通过〔第 2 5 7 2 C 0 7 F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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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 主席：既然决议草案 I I 已被第二委员会一  决议草案 IT 一致通辻〔第 号 决 议 〕。

致通过，如无异议，我认为大会也希望一致通过这个

决议草案。 _ 上午十一时五十分散会

第 一 八 三 三 次 会 议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纽约

主席：安 吉 ，E .布魯克斯小姐（利比里亚)

议程项目32

保留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公海的海床洋底 

及其底土专供和平用途并利用其资源 

以谋人类福利的问题：和平利用国家 

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的报告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 /7 83 4 )

第一委员会报告员巴尼特先生（牙买加）提出该委 

员会的报告。

遵照议事规则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决定不讨论第 

一委员会的报告。

1 . 主席：现在，我们就第一委员会在其报告 

CA/7834：第 1 3 段中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2 . 我请大会对决议草案A 首先进行表决。

决议草案4 以六十五票对十二票通过，三十票 

弃 权 〔第2 5 7 4 A (X X /V )号决议〕。

3 . 主席：大会将对决议草案B 进行表决。

决议草案B 以一百零九票对零票通过，一票弃权 

〔第 2574 B  ( X X I V )号决议〕。

4 . 主席: 大会将对决议草案C 进行表决。第五 

委员会曾就此项决议草案在行政及财务方面所涉及的 

问题提出报告〔Z /M 5 7 〕。

决议草案C 以一百票对零票通过，十一票弃权 

〔第 2574 C  ( X X / F )号决议〕。

5 . 主席：我请愿意就决议草案D 的表决作解释 

的代表们发言。

6 . 菲利普斯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代表团 

反对决议草案D ，并将投反对票。我愿再次说明我们 

采取这种立场的理由。

7 . 首先，这项决议草案依据的是一条不合理 

的、自相矛盾的前提，即应该推迟海床开发事业的发 

展，因此也应推迟海床开发技术能力的发展。使我们 

感到加倍惊讶的是，这个主张居然是就这样一个议题 

提出的，这个议题之所以存在主要出于这种信念：促 

进海床资源的开发将使全人类获得利益。因此，人们 

不禁要问：这种推迟究竟对谁有利，如果它对任何人 

有利的话。对这个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满意的答 

复。当然，我们知道，人们有时描绘了一幅过于简单 

化的图景：发达的海上强国垄断了海床开发技术，并 

在国际社会能够建立管理开发工作的体制之前，就一 

拥而上贪婪地挖尽海床资源。但在知情人看来，这种 

描绘至少在两方面是有缺陷的。第一，开发海床的技 

术即使现在有了一点，也不过是在萌芽时期。如果这 

种技术不能向前发展到使大规模开发海床资源在商业 

上有利可图的程度，那就根本谈不上海床资源的开 

发，也谈不上对谁有利，无论是对发达的还是发展中 

的国家，沿海的还是内陆国家，东方的或是西方的， 

北方的或是南方的国家。

8 . 第二，据我国代表团所知，根本不可能由一 

国或数国独揽开发海床资源的技术，正如没有可能由 

一国或数国独揽开发陆上资源的技术一样。如果个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