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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部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宇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 

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编号

兹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易和发展理:I f会及其主要辅助机构文件的编母 

开列如下：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届会议  ................................................. E/(X)KF.UéA

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其后各届会议 ..........................................TD/-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 .................................................................................td /b A

商品委员会  ...............................................................................................T D /B /C .1/-

制成品委员会  ..........................................................................................T D /B /C .2/-

无形贸身和贸身资金委员会 ...............................................................T D /B /C .5/-

航 运 委 员 会 ................................................................................................. T D /^ /C .V -

优寒问题特别奏员会 ............................................................................T D /B /C .5/-

技术转让委员会  ......................................................................................t d / b / c .6 / -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f 唯 委 员 会 ............................ ...........................TD /fe/C .7/-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 ............................................................ t d ^ /V p /-

限制性商业惯例问题政府间专家组 ..................................... .. td /b /r b p /-

理事会资料:t 件 ..................................................................................... TD/B/INF.-

理事会非政府组织文件 ...........................................................................................TD/B/NGO/-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会议记录，第六届会议》分为下列三卷：第一卷， 

《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等： \  s a 工3̂  Ü 6 ) 载有贸发会议 

的决议和决定等；第二卷，《各国代表a a 长发言和全体会议简要记录》（出， *  

品编号：風 s a 工 D. 7 )；第三卷 ， 《基本文件》（出 會 品 编 風 s a 工n*

D. 8 ) .

贸发会议各届会议的决议和决定的编号，都用两拉伯数字后面紫接着一个罗马 

数字 " （工工），，，" （工1 工）"、" （工V )"、" （V ) " 、或 " （V I )",例如 1 ( 1 1 ) ,  3 6 ( 1 1 1 ) ,  

8 5 ( i v ) ,  l O K V h  1 3 6 ( v 工傳，



贸发理♦会决议和决定的编号，也用照拉伯援字和括孤内的罗马数字，阿拉佑 

援字系指决议或决定的号数，括孤内的罗马援字则指采取行动的那一届会议，

简要记录

贸发会i t 会议所厲各会期委员会以及黄发理事会全体会议的辦论如保有倚要 

记承，m 以各该机构歯专用编等( 参看上文）嚴接着 "S R "字 毋 来 表 示 .，五届 

贸发会谈无 «要《•傘• ft 1 »  7 € 年 1月以来，理事会每届会议的正式记录内都 

栽 有 对 该 厲 会 谈 f î要记乘的更正汇辑（TD/B/SII •…和 Corrigendum).

正式记录内还载★ 该廣会议的俯要记录的目录，直到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为止， 

并栽有通过的议樣与同谈程有关的文件一览表，

附件

编aùè载 入 会 会 谈 记 录 内 的 文 件 ，都编为理事会《正式记录》的附件，按 

有关议程项É , 成♦行本•

补编

理 事 《矣武觉傘》 括有等次飽补编如下：

补I H :次 , 二十八届会议 文件编等

1 進♦ 会組振♦ ，第 分 ：决议和决定 \

1 A 理事全射# 1 * :会议记要 > T W & 9 7

2 度展中雄家间经济合作条员会第三雇会议餘报含 TD/B/974

5 技术翁址香员会免一届特别会议的振告 TD/VÔ86

4 ♦ 索甘m狗 T案激算工作组第八届会议的振普 TD/B/995

Iv



第十三届特别会议

2

理事会的报告，第一部分：决定 

理事会的报告：会议记要

第二十九届会议

理事会的报告，第一■部分：决议和决定

理事会的报告：会议记要

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的报告

TD/B/996

TD/B/I026

TD/B/998



〔原件：英 文 〕

〔 1 9 8 5年 2 月 1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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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说明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次年度报告，是按照 1 9 6 4 年 1 2 月 3 0 日大会第 

1995 (X：0C)号决议的规定向大会提出的。这份报告2 的起讫日期是1983年 1 1 

月 3 日至1 9 8 4 年 9 月 2 7 日，内载第二十八届常会和第十三届特别会议的报告，

两小会议于1 9 8  4年 3 月 2 6 日至4 月 6 日举行，此外还有第二十九届常会的报 

喪， 于 1 9 8 4 年 9 月 1 0 日至2 1 日举行。

在理事会第二十九届常会开会以前，理事会下列附厲机构曾举行会议，具体情 

况如下：

会 议  日 期  报告的文件编号名 称

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 

第二次技术反向转让问题政 

府专家会谈

第十二届会议 1984#4月24日至5月4H TD/B/998

19 84辆月27曰至9月5日 TD/B/1018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前十九个年度报告载于《大会正式记录，补编》如下：

大会 补编

年度报告 起讫日期 届会 号数 文件等巧

第 1个 1965年 1月1理 10月29日 20 15 A/B023/Hev. 1

第 2 个 1965 年 1月 310 至 1966#9月24日 21 15 A/B315/Rev. 

和 Corr. 1

1

第3 个 1966年 9月25日至1967年 9月9日 22 14 a /6714

紫 4 个 1967年 9月10日至1968年 9月23日 23 14 A/7214

第 5个 1968年 9月24日至1969年 9月23日 24 16 A/7616̂ 0 C orr^

第 6 个 1969年 9月24日至1970年 10月13日 25 15 A/8015/Rev. 

和 Corr. 1

1

vlii



• ( 续 前 ）

- 大会 补编

年度振告 起讫日期 届会 号数 文件号妈

第 7 个 1970^10月14日至1971年9月21日 26 15 A/8415/Rev. 1

第 8 小 1971#9月22日至1972年10月25日 27 15 A/8715/Rev. 1 

和 Corr* 1

第9 小 1972^10月26日至1973#9月110 28 15 A/90 15/Rev. 1

第 101^ 19 7样 9月12日至1974#0月130 29 15 A/9615/Rev. 1

第 1H" 197换 9月14日至197详 10月20 30 15 A/100 15/Rev. 1

第 12小 197昧 10月3日至1976^10月23日 31 15 A/3 1/15第一卷和 

C o r r .嫩第二卷

1976# ! 0月24日至1977年9月10日 32 15 a/32/15第一卷和 

Corr. 第二卷

第 141" 1977料月 n 理 19?濟 9月17日 33 15 V 3  3/15免一参和 

第二卷

第 15^ 1978#9月 180至 197 脾  11 月 23 日 34 15 A/34/15第一卷和 

第二卷

197闽 1月24日至1980#9月270 35 15 A/35/15 j!ï--卷和 

第二卷

ÜH7小 1 9 8 0 ^月2 8051981年 11月 6 日 36 15 A/36/15

1981年 U 月 70至1982^10月 280 37 15 A/37/15第一卷和-

第二卷

1982^10^29011 983#-! 1月 2 日 38 15 A/38/15第一卷和 

Corr. 1和第二卷

由于t 术上的原因，这份报告分为两卷—— 第一卷载列理事会二十A 届会议和 

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报告; 第二卷教列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报告。



一、导言

1 . 这份提交联大的报告是按照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982年 9 月 1 7 日通过的 

第 259 (XXV  ) 号决定附件内的指导原则1编写的• 按照指导原则第1 段的规定， 

本报告全文将作为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1 和第 1 A 号印发（分别 

编为 TDXBX1026 ( 第一卷）和 TIV5/q026  ( 第二卷））， 该届会议全体会 

议的情要记录载于TDy^/SR. 642 — 653各号文件，将连同更正汇编作为理事会 

第二十九届会议的正式记录印发，

2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于1984年 9 月 1 0 日至2 7 H召开第二十九届会议;》 

由却任主席赖施先生（奥地利）主持开幕 .

A . 姓

3 . 本届会议议程载于附件一，

选举主席团成员

4 . 理亭会在开幕（第 6 4 2 次 ）会议上选出了下列主席团成员：

主 席 : M .艾哈迈德先生（M. Ahmad , 巴基斯坦）

副主席: G ，巴拉卡特先生（G. B a r a k a t ,约 旦 ）

G • P •卡门先生（G. c a r m e n ,美利坚合众国）

M • 工 • 避卜先生 ( M .工. El DeelD,苏丹 )

H • V .埃韦尔勒夫先生（H. V. EWerlbf , 稀 典 ）

C • 格特先生（C. G a e d t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 补编第15号》 ( A/37/15 ) , 第二 

卷，第一部分，附件一•



î' • M 。海斯先生（F。M. H a y e s ,爱尔兰）

R .马卡罗夫先生（R. Makarov , 苏 联 ）

J 。M ，马尔多纳多•穆尼奥斯先生 { «T. M. Maldonado Munoz^ 

洪都拉斯）

R ，佩 尼 亚 .阿尔法罗先生（R. PeSa Alfaro , 墨西奇 )

S • E ，夸•姆 先 生 （S. E。Q u a r m ,加 纳 ）

报告员 : J-，厄斯特赖希先生（ Oes tr e i o h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5 , 两个会期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2如下：

金体委员会 

主 席 : G •巴拉卡特先生（约 旦 ）

报告员: A 。蒙哥马利先生（A. Montgomery , 大不列顧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会期委员会

主 席 ; E —J . 姆巴加先生（E —J. M t a g a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副主席兼报告员：F '维雷斯先生（I  V e r e s ,捷克斯洛伐克）

成立全体委员会是为了审议议程项目2 ( 第六届贸发大^ 通过的决议、建议及 

其他决定所引起的，需要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予Ui注意或采取行动的具体事 

项 ）和议程项目7 ( 各附厲机和其他机构的报告和活就所明起的或与它们有 

关的，需要理事会采取行动的事项）的分项7 (a)— (C),并提出报告• 成立会

期委员会是为了审议项目5 ( 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货易关系以及由 

此引起的一切货易流动）和分项7 (<!)(旷大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货 

易和经济关系）并提出振告，



C . 成 ê 和》席情况 '

6 。下列为理事会成员的贸发会议成员国浪代表出席了会议：

阿富汗 比利时 落麦隆

阿尔及利亚 贝宁 加拿大

阿根廷 较利维亚 智利

澳大利亚 巴西 中国

奥地利 保加利亚 哥伦比亚

巴林 無句 哥斯达黎加

孟加拉国 有隆迪 古巴

塞浦路斯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 新加坡

捷克斯洛伐克 会主义共和国 索马里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约旦 西班牙

共和国 肯尼亚 斯里兰卡

民主也门 科威特 苏丹

丹麦 黎已傲 瑞典

多米尼加共和国 利比里亚 端士

厄瓜多尔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P 巧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埃及 国 泰国

萨尔瓦多 列支敦士登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埃塞俄比亚 卢森， 突尼斯

本届会议与会者名单见TD/B/IUP. 1 3 5 , 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成员和 

第二十七届会议的成员相同. 第二十七届会议成员名单见《贾易和发展理事 

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 A 号 》（TD/BX973 ( 第二卷））， 

附件八 .



芬兰 马达加斯加 土耳其

法国 马来西亚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

加蓬 马耳他 义共和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墨西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蒙古 国联盟

加纳 摩洛哥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希腊 尼伯尔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威地马拉 荷兰 联合王国

海地 新西兰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 美利坚合众国

却牙利 尼日.利亚 乌拉圭

印度 挪威 委内端拉

印度尼西亚 阿曼 越南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巴基斯坦 也门

伊拉克 巴拿為 南斯拉夫

爱尔兰 秘鲁 札伊尔

以色列 菲律宾

意大利 波兰

象牙海岸 葡鶴牙

牙买加 卡塔尔

曰本 大韩民国 

罗马尼亚 

沙特网拉伯 

塞内加尔

7 . 下列贸发会议成员国派代表出原了会议：民主束墙表數廷，卢旺达 .



8 .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室、欧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济委员会、 

世界粮食理，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派代录出廣了会议， 

贸发会议和关贸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货易中心也浪代表出鹿了会议，

9 。下列专门机构派代表出鹿了会议：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a 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報行 

国际货市基金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关税及贸鼻总协定也游代表出席了会议.

1 0 . 下列政府间组织浪代表出席了会议：

.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缓矿砂出口国协会

经济互助委员会 

欧洲经济共同体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泛美开发锻行 

政府间移民委员会 

拉丁美洲经济体系 

阿拉伯国家联盟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非洲统一组织

中美洲经济一体化总条约常设秘书处

â



1 1 . 下列非政府组织浪代表出席了会议 î 

普通类；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国际事务委员会 

公谊会世界协商委员会 

国际律师协会 

国际商会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国际合作社联盟 

国际发展途径基金会 

国际开发学会 

世界联谊城联合会 

国际妇女和平自由联盟 

世界工会联合会 

世界和平理事会 

特别类 :

欧洲和日本国民船东协会理事会

国际制药商协会联合会

12 . 根据联大1 9 7 4 年 1 1月2 2 H第 3237 (X X IX )号决议出席会议的有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根推联大 1 9 7 4 年 1 2 月 1 0 日第32 80 (11工} 0 号决议 

出席会议的有南非非洲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根振联大1 9 7 6  

年 1 2 月 2 0 日第3 1 / 1 5 2 号决议出席会议的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D . 需要联大注意或采取行动的决议和夾定4

1 3 . 载于下文第二节的需要联大注意的决议和决定如下：

决 议

2 9 5 (X X IX ) 苏丹一萨赫勒区城中期和长期复兴和

重建计划的执行情况 ......................................

S O O (X X IX )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发展中国

家间技术人才的合作交流 ................................

304CXXIX) 援助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 ................................

决 定

301 (X X IX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部门级会议 ..........................

302CXXIX) 文件的管制和限制 ...........................................

303CXXIX) 审查会议日历 ...................................................

1 4 . 第 2 9 5 U X I X )、 S O O U X IX )、面号夾 i义和第301 ( x x 工X )号决定所 

涉行政和经费问题见附件二，

除了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3 0 4 U X IX ) 号决议是以唱名表决方式通过的以外 

( 唱名表夾结果见下文第二节A和脚注 9 ) , 理事会未经表决即通过了其他决 

议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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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决议

295 (X X IX ) 苏丹一萨赫勒区城中期和长期复兴 

和重建计划的执行情况

贸身和发展理事会 ,

回顾货发大会1983年 7 月 2 日第1 5 1 (^ 1 )号决议，联大 1983年 1 2 月 20 

日第3 8 / 2  2 5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4年 7 月 2 6 日第1984/135号

m ,

注意到联合 i l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1984年 2 月 2 9 日关于苏丹一萨赫勒区械中 

期和长期复兴和重建计划的执行情况的盤8 4 / 2  8 号决定，

认为夢赫勒国家所处气候条件对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强烈的不利影响，

到萨赫勒国际抗軍常设委员会成员国各项需要的性质和现模,以及国际社 

会 有 必 要 继 续 并 进 强 支 m 些国家的复兴工作和经济发展，

感谢通过国际社会 , 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剑署、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和 

世 界 的 努 力 已 经 得 到 的 支 援 ，

审议了贸发会议秘书处关于贸发会i义对执行苏丹一萨赫勒区城中期和长期复兴 

和重i î S ] 所作贡献的说明， ，

1 . _ ^ 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继续加紧支持苏丹一萨赫勒区城中期和长 

期复兴和重建计划的执行；

2 . 注意到贸发会议在其说明中所叙述的, 对该计划的贯献；

3 . 决定按货发大会第151 ( V I ) 号决议的要求，将上述说明转交联大第三十

4 .  贸发会议秘书长在贸发会议的职权范围内，继续并加强贸发会议对苏丹 

一萨赫勒" i ■域中期和长期复兴和重建计划所涉国家的技术援助活动；

TD/B/1004



5 .  大第三十九届会议考虑通过联合圓苏丹一薛赫勒办事处，加骚联合廣

系统在苏i •一萨赫勒区械的活动；

6 . 又请联大委托贸发会议在联合园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和其他有关主管机构的 

密切合作下，研究军灾对萨赫勒国^抗旱常设委员会成员国外贸部门的影响以及外 

贸部门在这些国家的中期和长期发一;Ï 过程中的作用•

1984年 9 月 2 1 日

第 6 5 2 次会议

2 9 6 C X X IX )继续资助贸发会议举办的普遍 

优惠制技术合作方案

贸身和发展理事会 ,

回顾贸发大会1983年 7 月 2 日第1 5 9 ( V I )号决议第1 9 段请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 ^ 9 8 3 年以后继续支持贸发会议和开发计划署合办的技术援助方案，以使发 

'Mi中国家能充分利用普遍优惠制办法，

并回顾优惠问趙特别委员会第千二届会议报告中再度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继续 

提供财政支援 , 6

1 • 重申其过去的请求,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再次继续为这些极其需要的活动 

提供财政" Ü ;

2 . i 有能力的成员国向贸发会议信托基金提供预算外捐款以保证贸发会议的 

普遍优惠制技术援助联络中心能继续工作•

1984年 9 月 2 1 日 

第 6 5 2 次会i义

参看《货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千九届会议，补编第2号》（T C W ^  

9 9 8 ) ,第 260 段 .



3 0 0 ( X X I X )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发展 

» 国家间技术人才的合作交流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回顾其1983年 1 0 月 2 0 日题为"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发展中国家间 

技术人才的合作交流 " 的第2 7 9 (X X V i i )号决议，

注意到货发会议秘书长与贸发会议成员国政府、特别是有关的发展中国家政府 

嗟商的ÿ i ,

注意到联大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将审查联合国系统范围内有关发 

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方案 , 并等待其结论，

1 . 欢迎审查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高级别委员会在其1983年6 月 6 日第3 /  

0 号决议Ï Ï Ï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提出的邀请；7

2 .  t 贸发会议秘书长在1985年第一季度结束之前 ， 召集一小有关国家政府 

专家和有I 国际組织的会议，其职权范围如下：

(a)依据贸发会议秘书处文件，对 "技术人才交流合作一体制和政策问起" 

研究报告8 第二章中分析的合作形式进行审查；

( t ) 提出有计划地促进发展中国家间技术人才合作交流的方武方法；

( 0 ) 将结果提交贸身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届会^ 以转交1985年召开的高 

级别委员会第四届会议； •

3 . 并请货发会议秘书长努力争取获得货发会议经常预算以外的资金 , 以帮助 

最不发达 Ï Ï 的专家参加这一会仏

1984年 9 月 2 1 日 

第 6 5 2 次会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3 9 号 》（A / 3 8 / 3 9 ) , 附件一. 
Ï D / B / 9 4 3 和 Corr.  1 ,将作为联合圓出版物印行（TO/B/943/^Lev) ,



3 0 4 ( X X I X )援助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

回顾货发大会1979年 6 月 1 日关于援助区城政府间组织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

理事会采用唱名方式表决，以 7 5 票对1 票， 1 6 票弃权通过了这项决议草策 

表决经过如下：

赞成 :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漠大利亚、奥地利、 已林、孟加拉国、 

贝宁、坡利维亚、 巴西、保加利亚、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古已、塞浦路斯、捷充斯洛伐克、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0 、民主也门、厄瓜多尔、埃及、埃塞饿比亚、芬 

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却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约旦^ 肯尼亚、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 

众国、马àè加斯加、马来西亚、马耳他、墨西署、蒙古、摩洛哥、尼泊 

尔、尼 H利亚、阿曼、 巴基斯数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卡塔 

尔、大韩民国、罗冯尼亚^ 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新加坡、索马里、

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墙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 a 、突尼斯、 

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S 联盟，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圓、鸟拉圭、委内瑞拉、越南、 

南斯拉夫、礼伊尔.

m ：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 : 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圓，希腊、爱尔兰、意 

大利， 日本、.卢森 :i 、,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端士、大不列颤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IL  

美利坚合众国、澳大利亚、爱尔兰（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郁翁牙、 曰 

本、瑞士、加拿大、挪威、新西兰等国代表的发言参看《货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 

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I  A 等 》（TO/BX1026C第 = ^ ) ) , 第 二 章 梵



动的第 1 0 9 ( V ) 号决议，

还回顾联大 1982年 1 2 月 2 0 日关于联合圓纳米比亚基金的第3 7 / 2 3 3 E  

号决议第1 0 ,  1 7 和 1 9 段，

又回顾贸发大会 1983年 7 月 2 日第147 ( ^工）号决议，

重申迫切需要增加联合国各經织向区填政府间組织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 

的援助，

1.  ^ 贸发会议秘书长彻底执行货发大会第1 4 7 ( V I )号决议，

2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按照贸发大会第 147 (V I  ) 号决议的请求 ， 为 

贸 发 会 议 长 提 供 充 分 的 资 源 ，使他得以执行有关南非受压迫人民的任务；

3 . t 贸发会议秘书长向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千一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本决 

议 第 1 段i 「行情况的综合书面报告，

1984年 9 月 2 1 日

第 6 5 2 次会议



B . 败

297 (X X IX ) 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暴关系 

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货易流动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

1  其 1981年 1 0 月 9 日第2 4 3 (：0 ：工工工）号 îH义和1983年 1 0 月 2 0 日第 

2 7 6 (X X V l i )号决定之后，

1 . 决定将贸发大会1983年 7 月 2 日蕩145 (^1  ) 号决定所附非正式案文移 

交理事会 ï i 十一届会议惟进一步谈劍；

2 . 注意到 " 审议护大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东欧 

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货易和经济关系的方式方法，特别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和出 

口的新合作方式，包括研究贸发大会第1 4 5 (V I  ) 号决定所述的悬而未决问题特设 

专家组 " 的报告； 1°

3 .  f ■贸发会议秘书长在继续执行贸发大会1968年 3 月 2 5 日第1 5 (工工）号 

决议、 1972年 5 月 1 9 日第5 3 (工工工）号决议和1976年 5 月 3 1 日第95(工力 

号决议的同时/ :编写研究报告以便有助于促进经漆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经 

济合作，要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的贸身利益，报告中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同东欧社会 

主义国家合作的案例研究和建立有东改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参加的联合企业和混合公 

司的案例研究，以探索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参与的经济合作的形式和经教；

4 .  ^ 货发会议秘书长编写一份关于贸发大会第1 5 (工工）号和第9 5 ( IV )号决 

议所规定¥ 贸发会议i咨询机构的评价报告，将这份报告连同改进该机构的建议一道 

提交贸易教发展理事会舊三千一届会议；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 ,  TD/ 

B/lOOl号文件。



5 . 还请贸发会议秘书长j 在现有颈算资源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提供 

充分支助，供贸发会议在发展中圓家、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各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 

家的货易方面执行各种技术援助项目和计划，以期加强发展中国家对贸易和经济谈 

判的有效参与；请联合 ffl开发计划署为此提供资金；请各方为此提供自愿捐助》

1 9 8 4 年 9 月 2 1 日 

第 6 5 2 次会议

2 9 8 C X X I X )内陆发展中国家的过境运输的 

基础设施和服务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1 . 注意到研究如何设法改善发展中内陆国家过境运输的基本设施和服务的特 

设专家姐会议的报告； I1

2 . 1  各成员S 尽快向贸发会议秘书长提出它们对特设专家组报告的意见和看

法；

3 . i 贸发会议秘书长就各国政府表达的意见和看法向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 

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1984  年 g 月 2 1 H 

第 6 5 2 次会议

同上， TD/B/1002号文件 ,



299CXXIX) 促进出口：对贸发会议和关贸总 

协定合设的国际贸易中心的自愿 

捐助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

1 . 替赏地注意到贸发会议和关贸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货易中心联合咨询组第+  

七届会议的报告欢迎该中心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最不发达国家促进贸易 

和发展出口的努力所给予的有效支持；

2 . 关心地注意到该中心执行主任为制订商品销售和分销项目而作出的努力;

3 . 欢迎一些援助国政府对贸发大会1983年 7 月 2 日第1 5 8 ( V I )号决议发 

出的增加资源的呼吁所作的反应；

4 . 决定在联合咨询姐第十八届会议和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 , 

请各国政府宣布对该中心1985和 1986年活动的自愿捐助•

1 9 8 4年 9 月 2 1 日 

第 6 5 2 次会议

工TC/AG(XVII  ) / 9 3 和 Corr.  1 及 Add. 1 (分发给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成巧 

圓时，封面编号是T D / B / 1 0 1 0



s o i f x x i x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部长级会议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

回顾贸发大会1976年 5 月 3 0 日舊9 0 (工V ) 号决议第二节第2 段，

并回顾理事会 1984年 4 月 6 日第287 (3 0^工工工）号决定，

注意到力做好订于1985年举行的贸易和发展理事会郁长级会议的筹备工作而 

设 :£ 的特设协商番员会的报告，包括*议定结论在内广

1 . 决定设立由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主席主持的临时番员会, 委托*就尚未取得 

协商一致意见的问题设法达成协议；

2 . 并决定 :

( a ) 临时委员会应由下列1 9 名成S 组成： 7 7 国集团9 名，S 组 6 名，

D组 3 名，中a ;

( b ) 临时姿员会应向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期就 

1985年秋季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着手理事会第287 (XXV I I I ) 号 

决定所设想的筹备工作一事，作出决定；

( C ) 贸发会议秘书长应充分秦与上述工作的各小阶段，

1984年 9 月 2 1 日 

第 6 5 2次会议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 附件》， 议程项目9 ,  TD/ 

B/1017号文件。



3 0 2 (X X IX )  文伴的管制和限制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处关于文件酌管制加限制和有关事项的说明,

1 . 决定继续根播1982年 9 月 1 7 日理事会第2 5 9 (：0 ：7 ) 号决定所倡议试 

行一段期间的办法，编写一份提交联大的年度报告和一份作 3̂ 理事会正式记录一部 

分印发的理事会报告全文；

2 . 通过本决定附件中经过订正的，关于编写提交联大的报告的准则，自理事 

会富三十届会议起开始麥施；

3 理事会和会期机构的报告员在贸发会议秘书处的协助下，尽力编制倚明 

扼要的报告，Æ中应只包括必须列入记录的部分；

4 . 促请各国代表铭记 . 写入报告全文的发言搞単既需要充分反映讨论情况， 

也需軍尽量倚短；

5 . 决定此后不必为理事会全体会议编制筒要记录;

6 . 指示理事会主単委员会加Æ他附属机构 , 保证使* 报告筒明扼要，着直叙 

述所采取的行动，并且不超过3 2 页的篇幅，

1984 年 5 月 2 1 H 

第 6 5 2次会议

TD/B/L. 705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提交联大的报告的 

编写准则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提交联大的年度报告应由理事会各届会议的报告组成，编写 

方式如下：

A . 报告的編写

1 . 提交联大的理事会每届会议的报告应根播理事会主席的授权由理事会报告 

员编写；报告员并应负责完成作为《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一郁分印发的报 

告全文 .

B . 报告的内容

2 . 每届会议的报告应包括导言 ， 载有理事^会各项决议和决定的主要部分3 介 

绍在通过决议和决定时所作发言的第二部分，以及有关附件，

3 . 每一组成部分的内容如下：

(a) 导 言  

(―) 会期；

( = ) 会议主席团成员；

B 会议出席情况；

m 列举需要联大注意或采取行动的理事会决议如决定；

© 提示对应的理事会报告全文.

(t> )舊•部分

第一部分牧录理事会通过的全郁决议和决定案文，以及有关理事 

会采取的: 他行动的東文， 每项决议或决定均应用胸注说明是无异 

议通过还是表决通过，以及表决结渠成唱名表决详情， 脚注还应说



明对决议或决定的通过是否已有任何声明，并列出作如此声明的II家， 

同时适当提及报告奪二部分的有关章节，

(C) 第二部分

第二郁分应载录在通过理事会各项决议和决定时所作的一切发言。

(d) 附 件

报告通常有两♦ 附件， —载表该届会议议程， 二转录报告全 

文中所载提交理事会的，关于其各项决定所涉行政和经赛间题的说明， 

如理事会决定将报告全文中所载酌决议草案或某一项目的讨论情况等 

材料送交联大，则 应 将 这 类 材 料 载 于 第 三 件 .如 对 拟 列 入 这 一  

附伴的材料有疑问，则应由理事会主席与报告S 或在适当时与报告员 

之友协商后作出决定•

303 (X X IX )  审査会议日历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旦 § 本决定附件中所载1984年所余时日和1985年的会议H历，以及 1986、 

1987两年暂定会议表，

1984年 9 月 2 1 日 

篇 6 52次会议



附 件

1984年所余时日和1985年的会议日历以 

及 1986, 1987两年暂定会议表，，

A . 1984年所余时B 的会议日历

国际航运立法问题工作组，第十届会议 

蕃助秦加发展中国家间全面贸易优惠制谈判的发展中 

国家继续开展建立全面贸易优惠制的必要工作会议， 

舊二届会议 *

.1984年联合国可可会议，第二期会议 

对出口收入不足提供补偿贷敦问题专家組，第三届会 

议 *

暇制性商业惯例政府间专家组，第三届会议

航运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

技术转让委员会，篇五届会议

鹤委 R 会 ,第十六届会议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临时委员会*

±  M

9 月 24 B — 10月 5 曰

1 0 月 8 日一 1 9 日 

10 月 8 H -  26  H

1 1 月 1 0 - 2 日 

1 1 月 7 B — 16 H 

1 1 月 19日一 3 0 日 

1 2 月 3 H -  19 H 

12 月 10 日一 14 H 

视需要而定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会议均在日内瓦召开。星号是指可从 " 工作组、研究组和 

专家组 " 的会议时间项下扣除的会议。

可能延长至1 1月 2 日。



曰期尚未确定的会议

合成品和代用品常设组，第七届会议（如有需零 ) 

联合国为取代已延长的 'L 1971年S 碌小麦协定》 

而举行的国际安排谈判会议，第 25期会议（如有 

需 要 ）

雷二次錯土筹备会议

第七次 ( 第三期）或第八次铜筹备会议

富六次棉花筹备会议，第二期会议

硬纤维 ( 筹 备 ）会议

第三次裤酸盐筹备会议

有关国家政府代表秦加的散装货运输会议（贸发大 

会第 1 2 0 (V )号决议，第 5 段 ） *

国除货市制度沿拿问题特设政府间高级专家组，第 

二届会议 *

当前援助和资金流动指标慨念政府专家组，第四届 

会议 *

最多 4 周 

1 周 

1周 

1周 

1周 

1 周

1 周

1 周

1女周

* * * * * * *

他商品会议

工作组，研究姐和专家組

视需厚而定（最 

多 2 2 周 ）

视需霉而定，

本振题下所列会议如未能在1 9 8 4年召开，则转入 1 9 8 5年 .

如 1 9 8 4年实际举行这类会议的周数超过1 6 周，删所超过的周数将从1985  

年的本项下相应扣除。



商品常设小组番员会，雷四届会议 

商品委员会，第一•届特别会议 

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扩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间题工 

作组，第三届会议 *

联合S 船舶登记条件会议，第二期会议 

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要员会，第 +—届第一期会 

议 （贸易资金）

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S会，富十一届第二期会 

议 （无形贸易：保险）

联合Ü ® 除技术转让行动守则会议，赏六届会议 '9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届会议2°

优惠问 '颖特别委员会，富十三届会议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九届会议 

贸发会议和关贸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贸易中心联合 

咨请姐，第+八届会议 

限制性商业惯例政府间专家组，第四届会议 

援助国政府专家和多遠及双迫金融和技术机构同 

最不发达国家代表为开展，L 1 9 8 0 年代支援最 

不发达国家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全 

球性中期审査筹备工作而举行的会议 f 理事会 

第 2 8 4 ( X X V I I I )号决定） *

会 期

1 月 1 4 H -  18 日 

1 月 2 1 日一 2 5 日

1 月 2 8 曰~ 2 月 1 曰 

1 月 2 8 日一2 月 15 H

2 月 4 日一 1 5 日

2 月 18 H - 22 H

2 月 25 H - 3 月 1 5 日

3 月 18 日一 29 H

4 月 10 H - 19 H

4 月 15 日一 19 H

4 月 15 日一 23 H

4 月 22 日一 30 H

5 月 1 H -  10 0

根播联大 1 9 8 3年 1 2 月 19 0 富 3 8 / 1 5 3 号决议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篇三十届会议将在4 月 2 9 日一 5 月 3 日一周中复会一天， 

审议工作组的报告，



商品委员会，第三届特别会议2'

198 5 年联合国振槐油会议 

审议对付包括海盗行为在内的一切海上欺谁行为 

的手段特设政府间小组，第二届会议A 

制成品委S 会，第十一届会议 

第三次技术反向转让问颠政府专家会议（联大第 

3 8 / 1 5 4 号决议 ）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一届会议 

最不发达国家问题政府间小组，第六届会议22 

国际航运立法问题工作组，第十一届会议 

联合1S审査《管制暇制性商业惯例的一杳多迫协 

议的公平原则和规则》各小方面的会议 "

发展中国家间经 '济合作委员会，第四届会议 

向发展中S 家转让技术时工业产权制度的经济，

商业和发展方面问题政府专家组，舊二届会

议*24

原产地规则工作组，第+ 届会议 *

贸易加发展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临时番员会*

会 期

6 月 3 日一 7 日 

6 月 1 7 H -  28  日

6 月 2 4曰一 7 月 5 曰 

7 月 2 2 H - 8 月 2 H

8 月 2 6曰一 9 月4 日 

9 月 1 6 日一 2 7 日 

9 月 3 0曰一1 1 月11B 

1 0 月 14日一2 5 日

1 1 月 4 日一 1 5 日 

11 月 18 H -  29 H

1 1 月 2 7日一 12月6日 

1 2 月 2 H -  6 日

视需要而定

根据贸发大会1 9 8 3年 7 月 2 日篇1 5 5 ( V I )号决议*

对执行《1 9 8 0 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的进展情况进行 

全球性中期审査的高级别会议 ,

根播联大 1 9 8 0年 1 2 月 5 H普 3 5 / 6 3 号决议，

需得到技术转让委员会第五届会议的确认，



曰期尚未确定的会议

贸易和发展理建 会̂，第十四届特别会议 

中期计划和方案领算工作组，第十届会议 

发展中国家间技术人才合作交流问题政府专家 

会 议 （理事会第S O O f X X l X ) 号决议》 *

商品常设小姐番员会，第五届会议 ( 如 有 需 要 )

合成品和代用品常设组（如有需專 ) 

m 5 会，第十七届会议（如有需專 )

第四次秩矿砂筹备会议 

第三次鍾筹备会议

茶叶出口国配额分配及最低出口标准问题会议 

第四次茶叶筹备会议

会 期

1周

1周

l i ■周 

1 - 2 周 

1周 

1周 

1周 

1周(春季) 

3 天 

1周

♦ « *

其他商品会议

工作组，研究组湘专家姐

视需零而定（最多 

344■周）

视需単而定

根据贸发大会1983年 7 月 2 H第 1 5 6 (V I )和 157 (V I)号决议审査商品问颠. 

假设茶叶出口国配额♦ 配及最低出口标准问颜会议能圆满结束.

见上文注18 .



198 6 年

贸发会议和关贸总协定合设的国碌货易中心联合 

咨询组，第十九届会议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 ， 第十一届会议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需三十二届会议 

优惠问颗特别要S 会，第十四届会议 

中期计划加方案预算工作组，第十二届会议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需三十三届会议 

国际航运立法问题工作组，第十二届会议 

暇制性商业惯例政府间专家姐，第五届会议 

2 或 3小主革番员会届会 

商品常设小组委员会 (如有需厚 )

鹤番员会（如有需要）

合成品和代用品常设组(如有需要）

会 期

9 天 

1周 

2 周 

1一2 周 

1周 

2 周 

2 周

H M

全年，各 为 1 一 2 周

1-2 M
1周 

1周

* *

Æ他商品会议

工作组，研究组和专家姐

视需專而定（最 

多4 0 周 ） 

视雷军而定（最 

多 16周 ）



贸发会议和关贸总协定合设的国脉贸易中心联合 

咨询组，第二十届会议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姐，第+三届会议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十五届特别会议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一 高级官 fS会前会议 

一 第七届会议 

优惠问题特别番巧会，第十五届会议 

中期计划和卞案预算工作组，第十四届会议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五届会议 

国际航运立法问题工作組，第十三届会议 

限制性商业惯例政府间专家组，第六届会议 

2 或 3 小主要委员会届会 

商品常设小组委巧会 f 如有需軍）

鹤番5 会 f 如有需募）

合成品和代用品常设组（如有需專 )

± _ M

9天 

1周 

2 周 

1周

2 天 

4 周 

1 -2周 

1周 

2 周 

2 周 

U 周 

全年，各 为 1一2 周 

1一2 周 

1周 

i 周

« *

:&他商品会议

工作组，研究组和专家组

28
审议第七届贸发大会的筹备情况。

视寄零.而定（最多 

4 0周 ）

视需単而定（最多 

16周 ）



G . 其他决定

(a) 1985年中期计划和方案頸算工作组的成员

1 9 8 4 年 9 月 1 1 日，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6 4 4次会议决定， 1 9 8 5 年 

中期计划和方案颁算工作组的成员由以下1 9 国组成：

孟加拉®

巴西

保加利亚 

中国 

埃及

埃塞饿比亚

芬兰

法国

德意志 i l主共和国 

H本

墨西哥 

荷兰 

菲律宾 

卡塔尔 

塞内加尔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輕及此爱尔兰联合王圓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 h ) 为了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 8 条的目的指定政府间机构

1984年 9 月 11 B , 理♦ 会， 6 4 4次会议根播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 8 条和贸 

发大会议事规则第8 0 条批准了国脉刑事警察组织的申请.

( C ) 変施有关海峰和内陆发展中国家特别需単及问颜的具体行动的 

进展情况

1984年 g 月 21 H , 理事会富6 5 2次会议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处关于展中 

内陆国家的进度报告， " 以及.贸发会议秘书处1 9 8 3 年 7 月 2 日关于贸发会议在

29 TD/B/1007 和 C o r r ，1 ( 后来又印发了 C o r r ，2和 Add. 1



发展中岛崎国家领城的活动的货发大会第1 3 8 ( V I )号决议执行情况报告， 并决 

定把这两份报告连同对报告提出的意见一起提交联大。 "

(d) 力了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 9条目的指定非政府組织并将Æ分类

下列非政府组织提 iB申请，要求贸发理事会报播其议事规则指定它们为该规则 

第 7 g 条和贸发大会议事规则第8 1条所述的组织； 1984年 9 月 2 1 日理事会第 

6 52次会议批准龙，请 ，并决定将它们分类如下：

普通类

达落尔俱乐部

特别类一 同下列贸发会议机构（理事会除外）对口

贸发会议机构

国际航空电信资料处

农产品贸易协会联合会欧洲秘书处

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 

航运委资会 

商品委员会 

航运委员会

( e ) 将若干非政府組织从理事会议事规则舊7 9 条规定的名单中删除 ,

或暂不列名并智时取消Æ地位

1984年 9 月 2 1 日，理事会第6 5 2次会议决定从议事，则第7 9条规定的名 

单中《1去现已解散的© 际批发贸易中心，理事会又决定• 暂时取消下列组织、在贸发 

会议所享有的地位，并把它们暂时从非政府组织的名单中删去，直到它们与贸发会 

议重新建立联系时为止：

亚非经济合作组织

拉丁美洲舶加勒比輪出者协会联合会

TD/B/1006。 

参看下文第三节。



( f) 技术反向转让

1984年 9 月 21 H , 理事会第6 52次会议注，到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 

中载有第二次技术反向转让问颠政府专家会议通过的结论兩J建议，"及所涉行政和  

经赛问题说明 .

1984年 g 月 2 7 日，理事会第6 5 3次会议进一步决定将上段所述结论和建议 

及 :a：所涉行政和经赛间颤说明，连同各代表® 针对这些结论加建议所作发言的全文， 

一并送交联大》 "

{ g ) 划分文菜达鲁萨兰的选举組别

1984年 9 月 2 7 日，理事会第6 5 3次会议决定，在第七届窗发大会按照修订 

过的联大第1 9 9 5 (X IX )号决议篇6 段采取行动之前，应 将 1984年 9 月 2 1 日成 

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文某达鲁萨兰视为上迷决议附伴A部分的国家•

理事会采取的他行动

1 . 1984年 9 月 13 H , 理事会第6 4 6次会议注意到贸发会议和关贸总协定 

合设的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咨询组第十七届合议的报告，

T D / B / L . 7 0 7 。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 ,  TD/ 

B / 1 0 1 8 号文件。

同上，附件二。

参看本报告第三节。

见注 1 2 。



2 . 1 9 8 4 年 9 月 1 4 H , 理 事 会 第 6 4 7 次 会 议 注 意 到 联 合 国 国 际 贸 易 法 要 员  

会 篇 + 七 届 会 议 的 报 告 • "

3 . 1 9 8 4 年 9 月 2 1  H , 理 事 会 第 6 5 2 次 会 议 ：

( a ) 通 过 了 主 席 团 关 于 全 权 证 书 的 审 查 报 告 ； '8

( b ) 注 ， 到 优 惠 问 颖 結 别 委 S 会 第 十 二 届 会 议 的 描 告 ； "

( C ) 注 索 到 审 议 对 付 包 括 海 盗 行 为 在 内 的 一 切 海 运 欺 诈 行 为 的 手 段 特 设 政  

府何小姐的报告；

( d ) 注 意 到 技 术 转 让 委 ® 会 第 一 届 特 别 会 议 的 报 告 ；*，

( e ) 在通过第 .297(XXIX )号决议(U L 文 碑 )的同时，决定将贸发大会1983年T月 

2日第145( VI )号决议所附非正式案文移交理凄^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作 

进一步谈判；并注意到 " 审议扩大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间、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 家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的方式方法， 

特别是有利干发展中国家发展和出口的新合作方式，鬼括研究贸发大 

会第 145 (V I  ) 号决定所述的悬丽未决问题特设专家组" 的报告；

78

40

42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 7 号 》（A / 3 9 / 1 7  ) ( 分发给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成员国时，封面文号是T D /B /1 0 1 1  ) ,

T D / B / 1 0 2 4 阿富汗代表发言参看《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 

届会议，补编第 1 A号 》 ( t d / b / 1 0 2 6 ( 第二卷）），第七章？节 。 1984  

年 9 月 2 7 H , 理事会第6 5 3 次会议获悉主席团报告中有一处须更正，其后 

作 为 T D /B /1 02  4 / C o r r ，1 号文件印发*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2 号 》（T D /B /9 9 8)。 

同上，《第二十八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6 ,  T D / B / 9 8 5号文件。

同上， 《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3 号 》 ( ï I V B / 9 8 6  ) 。

同上， 《第二十九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 ,  ï D / b / 1 0 0 1 号文件。



( f ) 在通过第2 9 8 (X X IX )号决议（见上文B节 ）的同时，注意到研究如 

何设法改善发展中内陆国家过境运输的基本设施和服务的特设专家組 

的报告；4,

( g ) 决定将有关发展中内陆® 家特别需專及问题的具体行动的决议草案TD/ 

B/L. 734 " ( 执行郁♦第10 —12段除外）移交理事会第三十届会 

议作进一步审议；

( h )决定将发展中国家技术改革问题（货发大会1 9 8 3 年 7 月 2 日第143 

(VI )号决议）及决议韋案 T D / B ( X：X V I I I  )/SC. I / L，2 "  —并

移交理事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审议；

( i ) 决定将阿根廷以7 7 国集团成 f i国名义提出的关于劳务的决定草案 

TD yï(X X IX )/C W yï.  4 ( 经提案国订正的文本），和关干国际贸 

易体系的结论草案（T D / Ï (：XXI；X)/CW/_L. 4 ) , 列3^理事会报告 

的附件

Ü ) 在通过第2 9 5 (X X IX )号决议（见上文B 节 ）的同时，决定将贸发 

会议秘书处的说明 ' L贸发会议对执行苏丹一萨赫勒地区由期和长期复 

兴和重建计划所做的贡献》" 送交联大舊三十九届会议；

46

同上， T D / B / 1 0 0 2号文件。

决议草案案文参看附件二。

决议草案案文参看《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 
号 》（TD /B /997  ( 第二卷）），附件二，

两份案文均参看《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 於 

号 》（t d / b / 1 0 2 6 ( 第二卷）），附件三。

T D / B / 1 0 0 4 .



( k ) 通过理事会第三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同意把裁军问颗的贸易加经济 

方面这一项目列入理事会下一届会议临时议程的问题延期到理事会富 

三+ 届会议讨论；授权主席，经与贸发会议秘书长协商后，根振理事 

会作出的进一步决定以及: 他发展情况，对理事会第三十届会议的临 

时议程进行调签，并请贸爱会议秘书长就理事会第三十届常会和笛十 

四届特别会议的工作安排与各IS代表团嗟商，并把他对这个问颠的建 

议加以分发；楚期对理事会第十四届特别会议的临时议程作出决定； 

同意把理事会赛三十届常会和第十四届特别会议的正式会议都排在下 

午举行•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 A号》（TD /B/  

1 0 2 6  ( 第二卷 ) ) , 附件六。



三 . 贸易和友展理事会送交联大的材料♦ :

A . 第二次技术反向转让问题政府专家会议的结果"

1 . 会议的结论和建议

根据联大1983年 1 2 月 1 9 日第38/a5 4号决议及其所载的职权范围，第 

二次技术反向转让问题政)i?专家会议于1984年 8 月 2 7 H至 9 月 5 日在日内瓦召 

开.会议继续审议了技术反向转让问题并审査了贸发会议秘书处提交的下列研究 

报告；《制订国际技术人才交流的综合方针：关于技术反向转让的政策和行动的建

议 》，'、 《减轻技术反向转让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影响的具— 施的建议》"、 《一 

參有关技术反向转让的国际协议的原则、定义和标准的主要内容》 " 和 《改进技 

术反向转让数量性和质量性情报的收集与传播》

政府专家会议

回顾联大 1974年 5 月 1 日第3201《5—7工）、 3 2 0 2 ( S - V I )号、 1974年 

1 2 月 1 2 日第3 2 8 1 (又乂工2：) 号、 1975年 9 月 1 6 日第3362 ( S - V I I  ) 号 ’ 

1980年 1 2 月 5 日第35/56号决议以及其他各项有关技术反向转让的决议，

理事会第6 5 2 、 6 5 3 两次会议决定，按照理事会第25 9  (XXV ) 号决定附件 

第 4(0)段的规定，将这些材料送交联大《参看上文第二节，其他决定：（C)和(f))

联大第 3 8 / 1 5 4 号决议要求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在其向联大第三十九届和第四十 

届会议提出的报告中，列入技术反向转让问题政府专家会议的结果.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 ,  TD/  

2 / 1 0 1 8 号文件，附件一，

TD/B/AC. 35/2/Rev.  1 ( 将作为联合国出版物印行）。

TD /B/AC.3 5 / 6 ,

T D / B / A C . 3 5 / 7 和 C o r r . l  ( 将作为联合国出版物印行）。 

T D / B / A C . 3 5 / 8。



作出结论认为 :

( a ) 技术的培养及其有效使用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和技术改造的一个 

十分重要的环节；

m 技术人才从发展中国家流向接受人才的发达国家，或称技术反向转让. 

就是包含人的专门技术的生严力资源从前者单向流入后者，这在经济、 

政治和社会方面都给友展中国家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

( C )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揉立，应确保友展中国家技术人才的外流成为一 

种交流，使所有受技术反向转让不利影响的国家的利益得到适当的保 

护.接受国因友展中国家的技术人才的流入而得到的利益应让技术 

人才来源的发展中国家公平分享；

i à ) 各集团之间有不少领城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这一点体现于一敦通过 

的各项决议，提出了关于技术反向转让的普遍原则，说明追切需要制 

订和执行国家，区城和圆际政策. 以避免 " 技术人才外流" ，事先排 

除这种外流的不利影响；

(e) 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减轻技术反向转让的不利影响，已在国家一级制 

订和执行了一些政:策和具体措施• 但是，仅仅在国家一级采取行动， 

没有国际一级行动的补充，不足以应付这一问题，而迄今为止，国际 

一级的补充行动还是很不够，缺乏一项.综合处理办法；

( f ) 为了设法长久地解决技术反向转让的问题，有关各方均座积极地参与 

这项工作；

( g ) 有必要采取一项全面的、综 合 性 处 理 办 法 扭 转 ! 国 际 技 术 转 向  

趋势。 有效的国际行胡需要就一查有关技术反向转让各个方面的定 

义，原则、方针和标准达成协议 -已由国际社会一致通过的一些决 

议和国际文书载有某些普遍议定的原则，国际社会可在这些原则的基 

础上拟订和通过有关衡量、定义、规范和资料收集与传播的方针；



(H )改进数量和质量情报的收集和传播有一些具体方式方法，应加以使用， 

以便为各级制订政策提供坚实的基础；

( i ) 近年来. 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杰出领导人在内的各方人士已提出了 

多项有关减轻技术反向转让不利影响的建议. 这些建议都是针;^技 

术反向转让的不利影响，提出了减轻这些不利影响的可能的方式方法- 

国际社会应在适当场舍审议这些建议和其他建议，以便采取一查最佳 

的政策和具体措施，来减轻技术反向转让的不利影响；

Ü ) 在不访碍继续在国际一级为解决技术反向转让问题寻找长期的，持久 

的解决办法的情况下，有必要不断地在各级采取和改进各项措施，以 

避免问题的加剧 .

2 . 建议 :

所有发达国家

( a ) 支持各项措施• 鼓厥在发展中国家内吸收专门人才. 并在无损于各项 

现有国际安排的情况下，交持各国际组织为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而进行的活动；

( b )鼓嚴发展中国家机构的研究与培训活助，并鼓厳在方案与项目中更多 

地利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人员；

接受移民人才的发达国家

( a ) 审议一些安徘，让友展中国家分享发达国家从技术人才迁移中得到的 

利益；

( b ) 协助.藥立关于技术人才迁移的较好的资料库，收集和传播关于技术反 

向转让的数量和质量情报；

发展中国家

监测技术人才外流问题，采取适当补救措施，以减轻这种现象所带来的不

利后果，包括：



H 加强各项有关措;让它们本国的经济能尽量吸收并保持技术人 

才；

a 采取或改进一些措施，吸收外卖的技术人才返回本国，弁为充分 

利用他们的技能提供便利；

a 际一级的行动

( a ) 贸发会议秘书长应按照联大第38/154号决议的规定，召开必要的 

技术反向转让问题政府专家会议. 第三次会议已定于1 985年召开， 

第四次会议可在1986年技术转让安员会第六届会议之前召开；

( b ) 第三次技术反向转让问题政府专家会议，作为制订技术反向转让综合 

行动纲领工作的一郁分，应：

H 审议可能采取的办法，以便制订和执行减轻技术反向转让对友展 

中国家不利影响的政策和具体措施； 

a 以贸发:会议秘书处提交这次会议的初步工作为基础.审议拟订一 

秦有关技术反向转让各个方面的国际协议的定义，原则，方针和 

标准，同时要考虑到这次会议期间提出的震见和建议；

B 继续审议如何改进技术反向转让情振的牧集和传播的问题，最后 

拟订下送交贸发会议各成员11和有关各国际组织与机构的有关技 

术反向转让数量和质量情报的调査表；

( C ) 贸发会议秘书长应同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统计局和其他有关组织协 

商，编写必要的义件，以协助第三次技术反向转让问题政府专家会议, 

特别是深入研究上义H 、（=)，白项中所提出的问题；

3 . 货发:会议秘书长邀请国际劳工局局长，联合国教盲，科学及义化组织总 

干事，世界卫生组级总干事、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执行主任以及主管国际经济和社会 

事务部副秘书长向第三次技术反向转让问题政府专家会议提供关于他们当时在技术 

反向转让领域内进行的活动的情报；



4 . ， 舍国秘书长和贸发会议秘书长同各国政府和各区域集团举行协商，以 

.使所有集团都充分参加今后召开的技术反向转让问题政府专家会议；

5 . 建议贸发会议秘书处趣续研究技术反向转让问题

1984年 9 月 5 日

第 7 次会议

2 . 会议通过的结论和建议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

1 . 政府专家会议在结论和建议草案执行部分第2 段中建议，在国际一级的行 

动范围内，贸发会议秘书长按照联大3 V 1 5 4 号决议，召集必要的技术反向转让问 

题政:府专家会议，并建议第四次会议于1980年在技术转让委负会第六届会议之前

举行，

2 . 请会议注意第一次技术反向转让问题政府专家会议结论和建议所涉行政和 . 

经费问题的说明，载于该次会议报告，6 附件二. 其中指出，一次会议的直接会 

议服务费用（按所提供的服务水准倍计》为 141. 0 0 0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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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 TD/ 

B/1018号文件，附件二。

同上，《第二十七届会议，咐件》，议程项目6 , TD/B/969号文件。



3 ‘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期间关于政府专家会议的结论和建议的发言

7 7 国集团

〔原件：英文〕

( 1 ) 政府专家组只是上个星期方开会，以执行联大第38/154号决议规定的任 

务。 理事会收到的结论和建议充分证明了专家们是以严肃和客观的态度进行讨 

论的。 结论和建议反映了实际:情况，也反映其局眼性，而这种局限性是会议进行 

时的环境造成的。 众所周知， E 组国家（土耳其除外）再次决定不參加会议，因 

此，会议工作的速度和深度自然会受到影响。 我们所以要说这些，因为我们仍然 

认为只有有关各方都参加，特别是主要的接牧外来技术人员入境的国家的参加，才 

能为解决技术反向转让间题找到有意义的持久的办法。

( 2 ) 结论和建议并来载有任何先决条件，也没有先发制人地胆碍提出新的建议 

性意见和为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作出真正的努力。 结论和建议第2 段所载第 

三次改府专家会议的工作计划清楚地说明了整个专家组是坦率而虚心的， 7 7 国集 

团尤其如此。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关制定政策和具体措施的几项建议已经提出， 

并已载于贸发会议秘书处提交政府专家第一和第二次会议的文件。 我们愿重申， 

这些和其他可能提出的建议都应根据它们的是非曲直遂一加以研究, 但也要认识到 

其中的有些建议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把某些建议加以合并，不仅必要，而且有利。 

我们认为，这一任务已不太复杂，因为专家会议已在下述几方面的政策措施之间建 

立了一般的联系：定义、原则、方针、标准和统计资料的收集；把所有这些加在一 

起，即可构成技术反向转让的综舍行动计划。

( 3 ) 由于会议过细地、审慎地把政府专家组第一次会议所做的工作推向前进，

已再次向B組国家提出了任务。 这是一项我们大家都应接受的共同任务，以便将 

需要我们大家作出真正努力的工作推向前进。 尚来完成的任务虽然仍很复杂，但 

只要有充分的政治意志，这是可以完成的。



中国

〔原件：中文〕

( 1 )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政府专家第二次会议已一致通过了一套结论和建议。 

但由于有个集团的大多数成员国来与会，会议未能进行实质性讨论。

( 2 ) 我们认为技术反向转让间题是个复杂的间题。 如果国际社会不予关注和 

采取适当措施，发展中国家技术人员外流造成的不利影响不可能减轻。 特别是， 

发达国家接收国应以合作精神同发展中国家一起参加政府专家会议，这样才能为解 

决技术反向转让问题找到方式方法。

( 3 ) 我们希望有小集闭的大多数成® 国参加政府专家下次会议，以便会议完成 

其任务。

B 组

〔原件：英文/ 法文〕

B組已注意到第二次技术反向转让间题政府专家会议的振告和有关这一议题的 

评论。 这小只对参加会议的国家具有约束力的报告还未在我们各自国家的首都加 

以深入的研究。 我们愿楚此机会回顾一下我们认为很重要的几个间题：

一 、 技术人员的迁居是个很复杂的现象^ 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 重要性，各 

国之间很不一样。 特别是：

( a ) 不能 '简单地将此现象比作资源从移民迁出国向接收国的转移，相反， 

这一敦‘康对于这西类国家都有着数量和质量上的成本和利得；

( b ) 它不仅仅涉及南北关系，对南南关系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也必须 

把它放在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范围内加以研究；

( C )迄今为止，还来表明这种现象的后果实际上是可以衡量的。

因此，考虑到技术人员迁居这一现象的复杂性，很显然，它是与好几个国际组



织有失的。 正如专家组振告所示，所有这些组织都有必要參与研究这一问题。

二、 S 组遗憾地指出，在两次会议上，有关专家组的工作的方向，是 S 组大多 

数成员国所不能接受的。 B組希望联大今后能一致通过一个新的方向，要考虑到 

其本身所关注的间题，能让其大多数成员国参加今后有关这一重要议题的工作。 

我们愿意为此目的采取建设性的步驟。

D 组

〔原件：英文〕

(1) D组成员国对技术反向转让问题所持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认为，

发展中国家合格人员向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外流来得到适当的补偿，是仍然存在

的刹削发展中国家和ü 碍它们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

( 2 )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感到遗憾的是，两次政府专家会议取得的进展不 

大，这主要由于一个直接从发展中国家技术人才外流中得益的国家集团来参加会议。

(3) 考虑到有必要减轻发展中国家技术人才外流造成的不利影响和胆止这种外 

流， D组国家将继续支持贸发会议尽力促进决技术人才外流的间题，作为在平等 

的基袖上改革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关系和加速它们经济发展的前提之一。

( 4 ) 我们还认为，下次政府专家会议所需资源可从现有预算中支拨。



B . 第二十九届会议斯间就货发会议秘书处在议程项目6 

( 实施有关岛楊和内陆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及问题的 

具体行动的进展情况）下提交的关于岛发展中国家 

和内陆发展中国家的报告所作的评论"

1 .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将项目6 与项目7(e)—起审议。为进行项目6 的审议， 

理事会分别收到了货发会议秘书处关于岛>1*̂发展中国家的报告，8和关于内陆发展中 

国家进展情况报告"。

2 .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在介绍性发言中回顾说，第 23届贸发大会以来，岛 

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问题就受到特别注意，联大也支持货发会议关于这一问题的 

各种决议》 关于岛发展中国家的报告审查了这些国家的具体问题，为满足这些 

国家需要而做出了一进结论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他指出，在波及岛发展中国家 

的.国际性讨论中，常常是只有很少数有关的较小国家能够浪代表参加，他建议考虑 

如何最能保证这些国家有效地参加与它们有关的讨论。

3 . 按照关于内陆发展中国家的货发大会1 9 8 3 年 7 月 2 日第1 3 7 (7工）号 

决议，贸发会议秘书长已经请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向他提供此类资料。 

进度报告就是根掘迄今收到的答复和秘书处本身就此进行的工作编制的。

4 . 他指出，内陆发展中国家一般是最資穷的发展中国家。 21个此类国家'中， 

15个还被列为最不发达国家，由于地理位置引起的额外障碍使其经济特别膽騎。

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报告全文第五章中有关各节(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 

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 A号 》（t i v b / 1 0 2 6 ( 第二卷））， （第 

2 一5 段是货发会议秘书长代表发言的摘要）。

T D / B / 1 0 0 6。

见注 2 9 。



5 . 他补充说，货发会议在使国际社会注意内陆发展中国家特别问题方面起到 

了先驱作用，但他指出，向这些国家提供的援助仍完全不足以满足其需要， 亟需 

增加对这些国家的捷助。

6 . 马达加斯加代表以 7 7 国集团的名义发言,他认为关于岛发展中国家的 

TD/B/1006号文件并未充分叙述特别是贸发大会1 9 8 3 年 7 月 2 日第138 ( V I )  

号决议第1 0 段所载的贸发会议任务。例如，该文件第6 0 段说，救灾专员办事处 

未就其关于岛崎发展中国家的活动提出报告，但救灾专员办事处已在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 1 9 8 4 年第二届常会上就此问题提È 了报告。

7. 7 7 国集团不同意该报告第7 0 、 7 1、 7 4(a)和 7 7 段中所包括的建议。 

这些建议中包括秘书处对早已接受的决议所做的解释。这会引起混乱，并会在岛崎 

国家间制造分坡。无论如何，报告附件二表1 和 2 B ，2 节所列的领土，大部分不 

是某些联合国会员国的组成部分，就是属于托管理事会和根振联大1 9 6 0 年 1 2 

月 1 4 日第1514 ( x v i )号决议属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 

委员会的管辖范围。

8 . 关于该报告第4 7 和7 1段所评论的意见，他说这些意见是在贸发大会第 

138 ( V I ) 号决议通过之前提出的，该决议已经取代了这些意见。

9 . 7 7 国集团要求在将该文件转交联大之前把受到反对的上述四段建议删去。 

他 还 要 求 散 发 更 正 ，并将他剛才代表7 7 国集团所提出的意见完全记录下来， 

并将其包括在理事会提交联大的报告中，

1 0 . 尼泊尔代表指出,审议如何改善内陆发展中国家转运和运输基础设施和服 

务的特设专家组的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默 

他赞扬专家组关于就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进行谈判的建谈。他指出，象他本国这样

《贸身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 ,  TD/ 

B / 1 0 0 2 号文件。



的内陆发展中国家，地理条件不利，因此需要花费很高的运输赛用。他提到进度报 

告中的看法，并指出，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外贸部门和養个经济发展情况都落后于其 

他发展中国家。他还赞扬专家们强调在改进过境运输设施和服务、培训技术人员及 

改进操作管理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极端重要性，并且指出，专家组的建议为理事会 

今后的行动提供了有益的指导方针他最后说，虽然不可否认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理 

解有所加强并显然已取得了某种进展，但其速度却慢得难以忍受。他呼吁座根据货 

发大会1 9 7 2 年 5 月 1 9 日第6 3 (工工I ) 、 1 9 7 6 年 5 月3 1 曰第98 ( I V )、

1 9 7 9 年 6 月 3 日第123fv)、 1 9 8 3 年 7 月 2 日第137 ( V I )号决议的要求多 

采取一些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国际行动。

1 1 . 布隆迪代表说 , 特设专家组的报告提供了有关内陆发展中国家的有益资料, 

并表示赞扬专家组的基本态度，即强调内陆发展中国家与其过境邻国之间进行合作 

的重要性， 他指出，大多数内陆发展中国家都在非洲地区，弁且其中大多数又都 

是最不发达国家， 此外D 由于大多数过境国也是经济膽弱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这 

些国家与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应象专家组建议的那样，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1 2 . 瑞典代表以B组的名义发言 , 他指出，秘书处编制的文件对于了解国际社 

会为援助岛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做了哪些工作是一种很宝责的背景材料。 

B组同情这两类国家对第六届货发大会为其通过的意见一致的决议感到深受鼓舞，

S 组始终恪守这项一致意见，其立场从未有任何改变*

1 3 . 中国代表说, 大多数岛培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都是小国，自然资 

源有限，远离世界市场，它们的外贸发展面临着特殊的问题。 在执行有利于这些 

国家的措施方面，进展缓慢；人们对它们面临的问题极为关注。 因此，他呼吁对 

这些国家增加资金和技术援助，特别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以便缓和其运输问题并 

促进其经济发展。 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其过境部国之间是否有合作精神是极为重要 

的，中国过去支持并将继续支持这种合作。

1 4 . 马来西亚代表说, 马来西亚是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问题， 

特别是包括许多内陆发展中国家的最不发达国家遇到的问题十分同情. 马来西亚



对肉陆友展中国家的捷助是在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提助的"马来西亚技术合作计 

划 " 的范围提供的》 他说，马来西亚将继续在其有限的资源范國内，本着南一南 

合作的精神提供接助。 马来西亚对内陆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反映在贸发会议秘书处 

的进度报告中，但他指出关于1982年马来西亚向马里提供的粮食援助，报告第15 

段提到的数字是1 ,500万美元，但正确数字应是1, 5 00万马来西亚元。61

1 5 . 苏联什表指出, 苏联极为认真地看待货发会议讨论的问题，尤 其 是 岛 发  

展中国家和内 f t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 苏联对货发会议秘书长普通照会的答复 

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还详细阐明了苏联向发展中岛崎国家和内陆国家所提供的各种 

实际援助，他感谢货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介绍了各份报告。 他同意这一领城的大 

多数活动应在分区械及区城一级进行，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应在此方面采取具体的 

行动。 一

1 6 . 贸友会议秘书长代表在1984年 9 月 1 9 日第651次会议上评论上述讨论时

指出，大家普遍同意秘书处建议的处理方法， 不过， 7 7 国集团友言人就岛崎发展

中国家提出的一些问题显示，秘书处的意见积7 7 国集团的意见有分艘. 秘书处

认为，为了拟订比较有意义的方案，或许需要考虑对小岛崎发展中国家下比较准确

的定义。 根糖货友会议秘书处的研究结果以及其他机构的研究结果，这一意见是 

得到广泛支持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是 1983年 9 月举行的不结盟运动专家組所

下的定义• 62 秘书处有责任、有义务坦白、清楚地向理事会和联大提出它的看法。

这正是秘书处所做的：按照货发大会第1 3 8 ( V I )号决议第1 0段的规定向理事会

提出它的研究结果* 各国代表团有同等的机会在本届会议上自由发表它们的意见，

他设想这要意见将会反映在理事会提出联大第三十九届会议的报告中，秘书处的报

告也将提交联大，

见 TD/B/1007/Corr. 2 。 

参看 TD /B /1006 ,第 3 段 ,



17 . 他还说关于岛崎发展中国家的报告是按照货发大会第138 (  VI ) 号决议编 

写的，该决议第1 0 段请货发会议秘书长"同各区城经委会及联合国有关专门机构 

合作，就如何减少发展中舟峰国家由于地理位置所造成的不利处境进行研究，并将 

其研究结果提交给货身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

1 8 . 关于报告中所列的岛崎国家和领土，他说，这些列法同联合国各种统计出 

版物和以前所有货发会议秘书处关于岛发展中国家的报告中的列法是一致的。

1 9 . 他回顾说， 7 7国集团发言人也提到救灾专员办事处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 1984年第二届常会的报告，" 不过，该报告未能及时提供，以致在编写关于岛 

峰发展中国家的报告时没有考虑到它。 救灾专员办事处同货发会议秘书处密切合 

作，最近完成了一份联合研究报告：《自然灾香对发展中海峰国家的影啊》 。 "

20. 77 H集 g 发言人在答复时指出 , 类似的岛1% 发展中国家和领土清单也出 

现在货发会议秘书处为第六届货发大会编写的文件中，6.那时候一些代表团曾表示

它们认为这样的清单不妥当。 他很遗憾秘书处不能接受77国集a 对于秘书处报 

告第 70、71、 74 (a)和 7 7段的意见。

2 1 . 他怀疑秘书处有权提出报告中所载的意见，他指出不结盟运动的专家提出 

的意见并没有得到联大的核可* 7 7 国集团不能同意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并且很 

遗憾秘书处和岛峰发展中国家代表之间未进行充分的协商*

" A/3 9/267—E/198 4/96 和 C orr .  1 ( 没有法文本）。

64 TD/B/961。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六届会议，会议记录》第三卷： 《基本文件》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 8 3 - I I - D .  8 ) ,  TD/279号文件。



22 . 1 9 8 4 年 9 月 2 1 日第6 5 2 次会议上，主席介绍了他在经过非正式协 

商后提出的一项关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决定草案。 " 这项决定草案包含了阿根廷 

以7 7 国集团成员国名义提出的决议韋案执行部分的最后三个段落。 6 7 他指出， 

在协商中一致同意，决议草案其余部分将编为理事会报告的附件，他并宣布对案文 

作出的一项改正 .

2 3 . 同次会议上，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代表就发展中岛培国家议题作了总结。他 

指出，已就迈个问题进行了非正式协商。 他向理事会成员保证，它们的看法，包 

括马达加斯加代表以7 7国集团的名义为发展中岛崎国家发表的看法， 都已得到秘 

书处的仔细注意，在拟订贸发会议目前关于发展中岛崎国家的工作方案时会把这些 

看法考虑在内。 秘书处还打算继续征求岛峰发展中国家对其方案有关部分的看法。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4. 1 9 8 4年 9 月 2 I 日，理事会第6 2 5 次会议通过了主席提出的关于发 

展中内陆国家的决定韋案（见第 298 (X X IX )号决定），并同意把7 7 国集团提出 

的决议草案，除了其中执行部分第1 0 、 1 1和 I 2 段以外，编为理事会报告的附 

件 ，由理事会第三十届会议进一步审谈。

2 5 . 理事会第6 5 2 次会议还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处关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进 

度报告"以及贸发会议秘书处关于货发会议在发展中岛崎国家领城的活动的货发大 

会第 138(1^1 )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报告， 7» 并决定把这两份报告连同对报告提出 

的意见一起提交联大，

2 6 . 菲律宾代表说 , 他的了解是，贸发会议今后在进行有利于发展中岛^^^国家 

铜城的活动时应更加注意群岛国家。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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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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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注 2 9 。

t d / b / 1 0 0 6 „



附件—■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议程 

经 1 9 8 4年 3 月 2 6 日理事会第6 3 1 次会通过

1 . 程序事项：

(a) 选举主席团成员 

■ (b) 通过议程和会议的工作安排

(C) 通过全权证书的审查报告

(d) 理事会第三十届常会和第十四届特别会议的临时议程和会议的工作安 

排

2 . 第六届贸发大会通过的决议，建议及其他决定所引起的，需要理事会第二 

十九届会议予以注意或采取行动的具体事项

3 . 贸易、发展资金和国际货市体制问颠的相互依存关系

4 . 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和发展问题

5 . 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货易流动

6 . 实施有关岛峰和内陆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及问题的具体行动的进展情况

7 . 各附厲机构和其他机构的报告和活动所弓I起的或与它们有关的，需要理事 

会采取行动的事项：

(a) 制成品和半制成品 

(13) 航 运

(0) 技术转让 ,

( d ) 扩大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货易和经济关系（理事会第 276  

(X X V I I )号决定

(e) 内陆发展中国家的过境运输和基本设施和服务

8 . 贸易和发展领城的其他事项：

( a ) 促进出口：货发会议和关货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贸易中心联合谈询组第 

十七届会议的报告



m 国际贸身法的還步发展：联合国国际货易法委g 会第十七次年度报告

(0) 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

9 • 体制、组织、行政与有关事项：

( a ) 划分贸发会议新成员国的选举组别 .

(b) 公布理事会成员的变动和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成员 

(C)  198 5年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的成员

( d ) 为了理事会议事规则第七十八条的目的指定政府间机构

( e ) 为了理事会:议事越则第七十九条的目的指定非政府组织共将#分类

( f ) 理事会郁长级会议：特设协商委员会的掘告

( g ) 文件的管理和限制和有关事项（联大第 38/32 D和 E 号决议、联大 

第 38/429号决定、贸发大会第1 4 0 ( V I ) 、 第 141 ( V I ) 号决议、 

理事会第2 5g ( X；m 号决定和第282(XX：V工工工）号决议）

(h) 审査会议日历

(1) 理事会行动所涉的经赛间题

10 . 其他事项

11. 通过理事会的报告



附件二

理事会行动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

A . 苏丹一萨赫勒区域中期和长期复兴和重建计划的执行情况a 

(第 295(XX：工X ) 号决议）

1 • 决议草案TIVB(XXI；X)/CW/L.  2 执行郁分第6 段请联大委托货发会议 

在联合国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的密切合作下，研究軍灾对赫勒国际抗翠常设委员 

会成员国外贸郁门的影响以及外贸部门在这些国家的中期和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2 . 联大核准的1984 —1 9 8 5 年方案预其中来列入这项研究。

3 . 俊计所要求的这项研究约需六个工作月，其中包括三个月在外地研究。

4 . 联合国秘书长最近提出了一系列在联合国内节省开支的措施，息括冻结招 

聘六个月，将本两年期内用于顾间的核定拨款削减2 0 % ,将公务旅行减少10%等。b 

鉴于这些紧缩措施，贸发会议秘书处要在现有工作方案中增加一项重要研究是很困 

难的。 但是，贾发会议秘书处将尽一切努力，在目前条件下进行尽可能全面的研 

究0

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发展中11家间技术人才的合作交流e 

(第 3 0 0 ( x x i x ) 号决议）

1 • TD /B/I ,  73  9 号文件所载决议革案请货发会议秘书长于1 9 8 5 年召开一 

次敬府专家会议。

2 . 假设专家組在日内瓦开会，需要一个六种语文口译组，一个部分语文口译 

组，三间会议室和总计5 0 貝文件，则直接会i义服务费用佑计约为155» 0 0 0 美元。

3 , 会议将在获得批准的会议日历为工作组、研究组和专家组准备的时间内举

行。

 ̂ TD/B(XXIX)/CW/L.  7/A dd.  1 的主要内容。 

b 分别参看S T / A I / 3 1  民 321,  3 1 9 。

° TD/B/L.  740 /A dd.  1 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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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理事会部长级会议d

( 第 301 ( X X I X )号决定）

1 . 货发会议理事会在决定草案TD/B/JL. 740号中决定设立临时委员会，后 

者将向理事会第三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2 . 有一项谅解：委员会将行使特设工作组职能；而且如系需要，将得到贸发 

会议所有正式语文的会议雁务。 委® 会的会议将在获得批准的会议日历为工作姐、 

研究组和专家组准备的时间内举行。

>0̂  >0<

^ TD/B/L. 740/Add. 1 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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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构 取 联 合 国 出 版 物

联合国出饭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 iÊ)问或写信到旺灼或H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 O W  T O  O B T A IN  U N IT E D  N A T IO N S  P U B L IC A T IO N S

U 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 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 orld .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 Sales Section. N ew  Y o rk  o r  Geneva.

C O M M E N T  S E  P R O C U R E R  L E S  P U B L IC A T IO N S  D E S  N A T IO N S  U N IE S

Les  publications  des N 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 onde  entier. In form 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 ew  Y o rk  ou  G enève.

K A K  n O . i y H H T B  H 3 A A H H H  O P r A H H 3 A H . H H  O i r f c E A H H E H H W X  H A U H H

H sA a H H H  O p ra H iia a u H H  O Ô T je flH H eH H b ix  H a u H î î  m o jk h o  K y n H T b  b  k h h jk h b ix  M a r a -  
3 H H a x  H a re H T C T B a x  b o  B c e x  p a n o H a x  M w pa. H a B O A H T e  cn p a B K H  o 6  H SAaH H H X  b  
B a m eM  khh >khom  Ma■厂a s u H e  h ；i h  n H iU H Te  n o  a ^ p e c y  : O p 厂a H H 3 a u n «  0 6 ^ t.eA H K eH H b ix  
H a u H H , C eK U H H  n o  n p oA ^J K e  H t i o - P ï o p K  h .th  > K eH eB a .

C O M O  C O N S E G U IR  P U B L IC A C IO N E S  D E  L A S  N A C IO N E S  U N ID A 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ân en  venta en libreri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 Naciones  Unidas , Secciôn  de Ventas , 
Nu e  va Y o rk  o  G in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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