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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及其主要辅助机构文件的编号 

开列如下： 

联 合 国 贸 易 和 发 展 会 议 第 一 届 会 议 4 6 / / — 

联 合 国 贸 易 和 发 展 会 议 其 后 各 届 会 议 T V -

贸 易 和 发 展 理 事 会 T I V < B / — 

商 品 委 员 会 1 / — 

制 成 品 委 员 会 ‧ T D / 1 B / C ， V — 

无 形 贸 易 和 贸 易 资 金 委 员 会 T D / B / C . 3/— 

航 运 委 员 会 T D / B / C . 4 / — 

优 惠 问 题 特 别 委 员 会 ： " T D / % / C . 5 / — 

技 术 转 让 委 员 会 ⋯ ⋯ ， T D / B / C . e / — 

发 展 中 国 家 间 经 济 合 作 委 员 会 ' ⋯ T D / B / C , 7 / — 

中 期 计 划 和 方 案 预 算 工 作 组 T D / B / W P / — 

限制性商业惯例问题政府间专家组‧ T D / B / R B P /— 

理 事 会 资 料 文 件 — 

理 事 会 非 M 组 织 文 件 T D / B / N G O /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会议记录，第七届会议》分为下列三卷：第一卷， 

《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3. I I . D . ] )载有贸发会议 

的决议和决定等,笫二卷，《各国代表0团长发言和全体会议简要记录》（出售品 

编号：E. 83.工1. D. 2 ),第三卷，《基本文件》（出售品编号：E.83.II.D.3), 

贸发会议各届会议的决议和决定的编号，都用阿拉伯数字后面紧接着一个罗马 

数字"（11)"、"（工工工）"、"（IV)"、 "（V)"、或"（VI)",例如1 (11)、 3 6 

(111)、 85(工v)、 101(v)、 136(Vl)168m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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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理事会决议和决定的编号，也用阿拉伯数字和括弧内的罗马数字，阿拉伯 

：系指决议或决定的号数，括弧内的罗马数字则指釆取行动的那一届会议。 

附 件 

经选定载入理事会会议记录内的文件，都编为理事会《正式记录》的附件，按 

有关议程项目印成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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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 言 

1. 提交联大的本报告是按胎贸易^发展垤事会1 9 8 4 年 9 月 2 I日第302 

(XXIX)号决定附件中所载准则编写的.‧！ 

2 . 事会第三十六届第一期会议于1 9 8 9年1 0月 2至 1 3日和1 0月18 

日（第753至762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理事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主席由托布 

吉‧多尔吉先生（不丹）主持开幕. 

A .议程 

3 .本届会议议程载于附件一. 

B.选举主席团成员 

4 . 1 0月 2日第 7 5 3次会议选出理事会主席团如下： 

主 席 : 奥 期 卡 ‧ R ‧德罗哈期先生（委内瑞拉) 

副主席:MMM‧艾布控姆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安娜‧多伊诺娃女士（保 加利亚） 

希沙姆‧哈姆丹先生（黎巴嫩） -

亚历山大‧卡恰诺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k联盟). 

让一达维德‧勒维特先生（法国） 

迈克尔•约瑟夫‧利利澌先生（爱尔兰） 

维斯伯•卢伊澌先生（印度尼西亚) 

奥利‧阿道夫‧门南戴先生（芬兰） 

托马斯‧奥加先生（肯尼亚） 

古斯塔沃‧阿道弗》巴尔加期先生（尼加控瓜） 

损全 ^ Î阿卜德控扎克•阿扎伊兹先生（突尼斯) 



c .成员和出席情况' 

5 . 下列厲于理事会成员国的贸发会议成员国派代表出席了本届会i义：阿富汙、 

阿尔及利亚、安哥it、阿根廷、渙大利亚、奥;^利、巴林、孟加拉国、比利Bîh、不 

丹: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白俄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落麦隆、加拿 

大、智利、中国、哥伦《1亚、《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湘,、民主也门、丹麦、厄瓜多尔、挨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 

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湘国、德意志联邦共湘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控、海 

地、洪都脑、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澌兰共湘国、伊克、爱尔兰、 

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利比里亚、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期加、马来西亚、马耳他、墨西哥、索古、摩洛哥、缅 

甸、尼泊尔、荷艮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亚、挪威、阿雙、巴基^坦、巴拿 

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罗马尼亚、沙特 

阿控伯、塞内加尔、新加拔、索马m、西班牙、^里兰卡、苏丹、墙典、瑞士、阿 

控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紫、土耳其、乌克兰苏缍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î国、美利垒合;^国、乌控É、委.内瑞拉、越南、 

也门、南澌控夫、扎伊尔、赞比艮津巴布韦. ' 

6. 下列不厲于理事会成员国的贸发会议其他成员国淤代表出席了会议：文茱 

达鲁萨兰国、民主東埔蓁、教廷，尼日尔。 

' 7 . 巴 勒 ^ 坦 根 据 联 大 1 9 7 4 年 n 月 2 2日第3237(»CIX)号决议眷加了 

会议.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傻照联大1 9 7 4平 Î 2 S 1 0 B « 3 2 8 0 ( X X I X ) 

号决议吞加了会议‧ 

8. 下列专门机抅和有关机构派代表出席了会i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 

界银行、国际货帀基金组织、联合匡I工业发屉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派了代表 

出席会 

9 . 下列政府间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f^fe伯社会^经济发展基金、英^邦 

秘书处、经济互助委员会、欧洲经济共同休、国^纺织品湘服装局、#丁美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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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阿拉伯国家联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非洲统一组织.、伊澌兰会i义组iR 

(伊期兰贸易发展中心）、中美洲经济一体化总条约當设秘书处， 

10.下列非政府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普通类:公谊会世界协两委历会（贵 

格会）、国际律师协会、国际自由工会联^‧ 特另!1类：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国 

际伊澌兰银行协会， 

D.需要联大予以注意或采取行动的各项决议相决定 

11.兹请联大注意以下各项决议和决定，这些决议相决定的案文载于下文第二 

节: 

374(XXXVI) 

375(XXXVI) 

376(XXXVI) 

372(XXXVI) 

373(XXXVI) 

3 7 7 C X X X V I ) 

378(XXXVI) 

贸易、发展资金湘国际贷帀制度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 

发展中国的债务何题^发展问题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二十五周年 

决 定 

絲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对执行《联合国1986—1990年 

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的贡献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订《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 

国际发展战略》的贡献 

联合国贸易*ï发展会议第八届大会的安排和筹备工作 

审査会议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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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醬要联.大予以注意或采取行动妁各项决议和决定 

页 

3 7 4 ( X X X V I ) 

j 

3 7 5 ( X X X V I ) 

3 7 6 ( X X X V I ) 

3 7 2 ( X X X V I ) 

3 7 3 ( X X X V I ) 

377(XXXVI) 

3 7 8 ( X X X V I ) 

A .决议 

贸易、发展资金和国际货帀制,问的 

相互依存关系 

M中国宏的债务问题 * ï发展问题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二十五周年 

B ‧决定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对执行《联合国 

1986—19 90#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 

动纲领》的贡献 

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对拟订《联合国 

笫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贡献 

联合国贸易和发屉会议第八届大会的安 

排和筹备工作 

审査会议日历 



A . 决 议 

3 7 4 ( X X X V I )贸易、发展资金^国际货帀制^问题 

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回顾联大1 9 6 4 年 1 2 月 3 0日第1995(xix>f决15^经社理事会笫1989/ 

1 1 0号和1 9 8 9 / 1 U号决议、第七届贸发大会《最后文件》*及其笫3 5 0 

( X X X I "号决定， 

关于贸易、发展资金和国际货帀制度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之辩论居于枢钮. 

地位^继续具有重要性， 

认识到贸发会议秘书长致力于加强关于相互依存关,系的辩论、'《1 9 8 9年贸易 

和发展报告》-的全面分析以及贸发会议作为经济和发展事务上国际对话与合作之渠 

5t;;f起的作用， 

尽管相互依存关系日益扩大，若干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令人满意的增长，但11与 

国间，特别是发达il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增长和发展上的差距却有增无减，对此 

表示关切, 

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国家的经济继续处于:停滞和衰退状态， 

造成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进一步削减，普遍的贫穷更为变本加剧， 

这些差距和逐渐恶化的趋势会威胁到世界增长和稳定， 

强调结抅调I整的重要性，并深信有助于特另!I是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增长发展 

的外部环境，对于正在进行的国内经济政策改革之能否成功无比重要， 

1. 保证再度致力于加强多边合作，以促絲眼 «复錢、增长和国际 

贸易的政策‧之生效，同时提高贸发会议作为国际经济合作重要渠道的效用； 

2. ，亟需以通盘的、基础广泛的方式采取适当的政府间和ii家行动，处理 

贸易，发金和国际货币制度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以保证所有各方，特别是发 

展中il家相互受益‧在这方面，建议： 



(a)各il政府拟订和执行有的国家和a际政策，采取措施，以促成有利 

于所有s家的平衡的、较均勻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0>)各国政府为此目的从事较全面的、持续的、富有成果的对话. 

第76I次会i义 

1 9 8 9年 I 0 月 I 3日 

3 7 5 ( X X X V I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和发展何题 

贸易和发屉理事会, 

忆及第七届货发大会《最后文件》 4相联大198脾12^8BJg41/202» 1987年 

12^ 11HIB4 2/19 8^198脾12^ 20BIÇ4 3/198号决议' 

根据这一背景审査了目前国际上为解决债务问题和与此有关的增长和发展问题 

所做的合作努力， 

关注许多发展中国家遇到债务困难,引起严重的杜会问蕺，多年来产出增长率 

和发展情况不佳，A总体上看这些国家的状况在1989年仍不能令人漪象， 

欢迎处理债务 m的努力最近得到改进和加强,包括： . 

(a) 巴黎倶乐部采取了一些较有利的做法，据以重新安排某些低收入发展 

中国家欠官方债权 者的债务的偿还期； 

(b) S际货基金组织理事会和世界钹行理事会最近关于业务准则的决定， 

即利用其资源支持民间债权人自愿减少对其所欠债务和还本付息额； 

(C)日本宣布将搓供额外资金支持这些努力； 

(d)另一些发达债权国也做了努力，包括其中某些国家最近宣布匀销某些 

发展中国家的宫方发展援助倩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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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某些负债严重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其资金外流 

未得到资助其发展努力的必i资金流入的 

铝记1 9 8 0年代支援最不发达El家的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6以及联合国1986 — -

1990年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7 

1. 二EM需要最优先地考虑迅速有效地利用改进和加强的债务战略，联同 

适当的经济政策，再加上改善的n际环境，对每个有关国家的偾务问题找到持久、 

公平和多边商定的解决办法，同时促进实现持久的、基础广阔的增长和发展，除其 

他^—要求： 

(a) 谈判一揽子供资计划-使之足以支持着眼于增长的调整方案，适当时 

包括减少债务，减少还本付息额，提供新的放款和其他办法，使各个-

债务国的m义务与支付能力更为一致；这些办法的结合应能恢复有. 

力的增长和发展并满足人民的需要； 

(b) 债务国制订和执行着眼于增长和发,-?57、适当的宏观经济稳定地和结 

构调整及改革方案，这些方案一定i符合各个国家的具体需要和囿情， 

包括保护易受影响群体及克服经济混乱的蘅要； 

(C)债权国政府审查对税收:规章和会计做法，以消除不必要的障碍，为 

发展中国家提供新，款以及减少债务和还本付息额，-以确保实现和维 

持 ~ ^ 支 的 政 策 环 境 ； ‧ 

(d) 工业国加强努力，特别注意以下需要：负债5冗重的国家增加出口、采 

取结构调整措施、维持攢长的活力同时减少和/或控制通货膨胀，并 

争取把财政和货币政葷相结合，以便降低利率,.从而形成较有利的国 

际经济环境； 

(e) 把以上要点结合起来，促进对各债务国经济和金融前景的信心及对战 

路本身的信心，以创造有利于增加投资流量的气氛；, 

it)有关各方酌情考虑以上各点，争取我到着限于增长的A法，解决债务 

还本付息问题严重的所有中等收入国家的外债问顦，除其他外包括债 

务主要是欠官方债权 者或多边机构的国家的外债何题； 



2 . 强调正在进行的讨论十分重要,目的是使国际货帀和金机构能掌握ife-足 

M体成员螯要的一切资金 ,为此帀基金组织的观行谈判迅速取得圆满结杲 , 

并早日两定对国际发展协会大量补充资金；本着Ri一精神，要求多边贸易谈判乌拉 

圭'回合及时取得圓满结杲； 

3. 促 请 尚 未 采 取 必 要 步 骤 的 所 有 发 捐 助 国 采 取 步 骤 ， 充 ^ 发 理 # 

第165(S—IX)号决议A节，调整关于以往官方发展援助债务的条件，并进一 

请债杈国，特别是发达的债权国，按1 9 8 8年1 0月5日贸发理事会第358 

(XXXV)号决议要求充分执行关于巴黎倶乐部债务的措施； 

4. 重申在执行以上措施时需特別注意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宏的特殊问题， 

第7 6 1次会议 

1 9 8 9年 1 0 月 1 3日 

376 (XXXVI)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i文二十五 

周年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

回顾大会1 9 8 8 年 1 2 月 2 0日第43/183 ，决议和贸发理事会1989^ 

月 1 4日关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二十五周年的第365(XXXV)号决议， 

赞赏地确认在贸发会议二十五周年之际所作的发言和发来的贺信以及贸发会议 

秘书处为纪念这一时刻而组织的活动， 

通过以下宣言： 

1.加强园际经济合作，包括合作促进发展方面，存在积极的条件.园际政治 

气侯是有利的，全球产出和贸易的稳定增长为发展中国家的进展提供了可能性.但 

重大障碍仍然存戎参与分享经济扩展和技术进展的矛j益方面存在不平等.收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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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极端不平等现象持续存在，贫S普遍存在，大量人类潜力被浪费.生态系统受到 

威胁.许多发展中®家普遍出现经济停滯和倒退.最不发达H家和非洲发展中IS家 

的问题尤为尖锐. 

2. 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沾沾自喜，而是有理由和迫切:^要釆取一致的図家 

和多边行动，排除对健全、稳固和公平世界经济的障碍.这些障碍不能仅仅依靠 

自发的经济力量^艮.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应在规则,1^合作性安排范EU内按照协商 

一致扩大得封创造财富和收入的机会所有园家均应根据其能力和经济实力负贵便 

进所需采取的行动.贸发会议可以通过分析、新的设想、提议、对话、谈判、决定 

和技术合作在这项努力方面发挥显著作用. 

3. 发效的作用来自大会1964年12月30日第1995(XIX)号决议确定 

的职权，并在历届贸发大会的指导下有所发展.第七届贸发大会《最后文件》'中体 

现的协商一致为拟定体的麟措施提供了有效的构架.贸发 ^变化中的条件. 

.需要和方向作出反应，同时保持其普遍性质和发展的使命.通过贸发会议内的政. 

府间谈判，或通过其工作对各国政府和其它园际论坛的思想和决定产生的影响，& 

经取得了宣要的政策进展和达成了协iX»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贸发会议的工作对园家 

和国际政策制定的影响.为此目的，各成员国应进一步鼓励机构间联系，并把园家 

观点i和利益更直接地引入辩论和谈判，以便形成持久的多边觯决办法. 

4.贸发会议面临的主要实质性挑战是对长期未决的问题和新的关注方面提出 

卷新的思想，以便促进富有创造性的政策搢施.与此同时，它应该充分考虑到经济 

和政策方面的相互依存性，世界经济的长期结构变化以及特剁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 

和发展对提供更多支持和更可预料的国际经济环境的需要.它还应探讨不同国家的 

增长和发展经验多样化的政策意义以及对世界经济具有重大钐响的一体化进程的政 

策意义.贸发会议应继续特別注意发展中园家共同面临的经济问题，尤其是扩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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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其生产基础及其包括相互贸易在内的货物和劳务贸易，减少商品依赖，建立财 

政、技术和运输能力，对付债务负担及其响和资金流动中的不良倾向以及展开旨 

在实现增长和发层的调3计划. 

5. 世界经济和H际经济合作的前景将^:^^;5越取决于探讨各种方法，把追求经 

济*益同更为广泛的国家和国际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在^定如何适当地结合经济瞀 

理工具方面，没有任何统一的标准，但人们注意到，世界各地更多的国家正在利用 

市场信号和竟争力来促进企业主动性和促佼公共和私营企业作出聂大贡献.一个有 

关的因素将是促进可以鼓励持续发展的增长办法，满足人类目前和今后几代人的需 

要.根除贫@应在这些努力中占据中心地位.贸发会议应在其职杈范0内对这些方 

面的多边合作作出实质性贡献.此外，裁军的经济影响和机会应引起越来越多的囯 

际注意. 

6. 各成员国对贸发会议的国际承担义务，保证个别地和集依地奋起迎接这些 

挑战，增强其对贸发会议的政治支持，使之成为更有效、反应更迅速的囯际合作工 

具，以便便进特别;^展中园家的贸易、增长和发/^ 

第 7 6 1次会议 

1 9 8 9年 1 0 月 1 3 B 

B . 丝 

372 ( X X X V I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对执行《联合国1 9 8 6 — 

1 9 9,0年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的贡献 

贸易和发屉理事会, 

回顾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 9 8 8年 1 0月5日第36 3 ( X X X V )号决定, 

'的步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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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赞赏地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处题为"贸发会M执行《联合国1 9 8 6— 

1 9 9 0年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的贡献"的TD/Va222号文件， 

尤其了解到贸发会议有特殊fe'要派评估团访问非洲国家,希望这种访问能继续 

下去，遍及所有非洲发展中的地方， 

1 ‧重申贸发会议有必要加强并更有针对性地执行笫363(xxxv)号决定的 

工作，特别是在政策研究和技术援助领域； 

2. 请贸发会议秘书处保证今后的评估报告能普遍地针对所有非洲发展中国家， 

关于贸发会议发展中国家〖；咸间方案的非洲受惠国的资料也应更为详尽，以便更清 

楚地了解贸发会议‧#《1986-1990年;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41»所能作出的贡献; 

3. 按照联合国大会对《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的1 9 8 8年中期审 

査和评估，强调非洲和国聲社会应互相负责，互相合作，故吁请发达国家和多边机 

构加强支助执行《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包括对贸发会议的预算外资源 

提供更多的自愿捐款，让贸发会议能对《行动纲领》的执行作出贡献； 

4. 决定在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七届第一期会议上开始筹备贸发会议对联 

合国大会19 9 1年关于《非洲经济复苏和衧动纲领》的最后评价的政府间投入. 

笫 7 6 1次会i义 

1 9 8 9 年 1 0 月 I 3 B 

373(XXXVI)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对拟订《联合国 

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贡献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回顾联大1 9 8 8年1 2 月 2 0日第43/182和43/188号决议以及资易和 

发展理事会1 9 8 9 年 3月 2 2日第 3 7 1 (XXXV)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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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贸发秘书处关于贸发会议为拟订新的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 

略所作贡献的报告， ‧ 

1.决定向联大拟订#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特设全体委员会递交 

上述报告 1 5 报告中有关贸发理事会审议如何为拟订国际发展战略作出贡献情况的 

部分， 

：a^â^于第四十届联大第二委员会审议了国际发展战略和特设全体委员会于 

1 990年1月举行会议之后，将在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主持下进行槎商，以决定资 

发会议能在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范围内为從进（联合国笫四个发展十年s际发展战«》 

的拟订过種采取哪些下一步的行动‧ 

第 7 6 1次会1^^ 

19 8 &年 1 0月 1 3日 

377( XXXVI)联合国贸易湘发屉会议第八届大会 

的安排湘筹备工作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 

审议了贸发会议秘书处说明'。以及贸发会议秘书长在理事会第三十六届第一期 

会议开幕发言中的资料和建议,并注意到第八届贸发大会与1 9 9 0— 1 9 9 1两 

年期内将举行的其他活动和会议的关系， 

1 ‧ 商 錄 / 徹 馱 会 应 于 1 9 9 1年举行； 

-'2.^易和发;^^主席按照过去的惯例、贸发大会议事教则第1条''以及联大 

1 9 8 5年 1 2月 1 8B第4a/24âf决议的教定,1 9 9 1年在拉丁美洲举行货 

发大会的地点和日期进行磋商，并就此向理事会第三十六届第二期会议提出损告， 

使^事会有可能向联大第四十五届会议il出建议； 

3 . ^ i t m ê，>书长考虑到理事会本届会 ‧ ̂义上发表的有关索见，尽快If第 

/V^货发大会的议程逬行磋两，并根据逄两情况编写一份说明，包括一个贸发大会 

m m 4之下规定的项目清单，供理事会第三十六届第二期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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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在理事会第三十六届第二期会议议程中列入关于联合国易和发展会 

议第大会的安排和筹备工作的项目. 

第 7 6 1次会议 

1 9 8 9年 1 0月：[3日 

378 ( X X X V I ) 审査会议B历 

核准1 9 8 9年余下部分和1 9 9 0年的会议日历并注意到19 9 1年暂定日 

第 7 6 1次会议 

1 9 8 9 年 1 0 月 1 3 日 

C.贸发会议二十五周年 

( 议程 ^目 5 ) 

1 .根据联大1 9 8 8年1 2 月 2 0日笫43ya8af决议和贸发理事会第365 

号决议，理事会于1 9 8 9年1 0月5日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纪念本组 

织二十五周年，'-

2 ‧在这次纪念会上，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扬'马滕森先生朗读了联合 

国秘书长贾维尔，佩雷斯‧德查利亚尔先生发来的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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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事会听取了下列各位的发言：奥斯卡‧德罗哈斯先生，资易和发展理事 

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主席；K. K S.达齐先生，贸发会议秘书长；加马尼，柯利亚 

博士，贸发会议前任秘书长，国际发展战略特设全体委员会主席；阿瑟•邓克尔先 

生，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干事；威廉•罗西尔阁下，大使，东道国代表；亚历山大• 

嘛査诺夫阁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外经济关系部第一副部长，表D组 

各国；沈觉人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輿利‧阿道夫‧门南 

德阁下，大使，芬兰常驻代表，B组协调员I劳埃德‧巴奈特阁下，牙买加常駐代 

表 ， 7 7国集团主席；奥斯瓦尔多'德里维如阁下，大使，秘鲁常驻代表，扛丁美 

洲组协调员；科约‧阿莫一戈特弗雷德阁下，大使，加纳常驻代表，非洲组协调员； 

法鲁克'卡渐拉维阁下，约旦常驻代表，亚洲组协调员；莫科斯‧阿布拉姆阁 

下，大使，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让一大卫‧勒维特阁下，法国常驻代表，代表 

欧洲经济共同体；德蒙泰涅‧马尔尚阁下，大使，加拿大常驻代表， 

4 .放映了下列人士致贺词的录相带：弗朗斯瓦‧密特朗阁下，法兰西共和国 

总统（玖洲共同体理事会主席）；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阁下，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前总统，南方委员会主席；布迪米尔•伦卡尔阁下，南斯拉夫联邦外交部 

长（不结虽运动东道国代表）；阿里‧阿拉塔斯阁下，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东南 

亚国家联盟常设委员会主席）；朱利约•伦多诺阁下，哥伦比亚对外关系部长（拉 

丁美洲经济理事会主席）；伊芬娜'M. C. T.范洛伊女士阁下，荷兰外I大臣；巴 

伯'康纳博先生，世界银行行长；米歇尔‧坎德索先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米歇尔‧汉森先生，国际劳工局总干事；恩里克‧伊格列西亚斯先生，美洲开发银 

行行长， 

5 .分发了下列人士发来的贺信：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阁下，古巴国务委 

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TDyVX.888);胡斯尼‧穆巴拉克阁下，阿拉伯埃及共和 

国 总 统 ， 非 洲 统 一 组 织 现 任 主 席
（
T ) ； 萨 达 姆 ' 侯 赉 阁 下 ， 伊 拉 克 共 

和国总统（ T D / B / L 874 )；科拉桑‧阿基诺夫人阁下，菲律宾共和国总统（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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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873 )；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阁下，委内瑞拉总统；马哈蒂尔•宾‧ 

穆罕默德博士阁下，马来西亚总理（TD/B/A 867 );塔德乌什'马佐维茨基阁 

下，波兰总理（TD/B/L. 866 ) ； V . A.马索尔ffl下，乌克舞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TD/B/L， 8 7 1 ) ; N. I.雷日科夫阁下-,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TD/B/I; 870 )；维利‧斯多夫阁下，德;1：志民主 

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TD/B/L. 865 );贾达拉‧阿祖兹‧塔勒希阁下，阿拉伯 

利 比 亚 民 众 国 对 外 关 系 和 国 际 合 作 人 民 委 员 会 秘 书 詹 姆 期 ' 贝 克 

阁下，美利坚合众国国务辨（TD/B/I» 877 ) ; V ‧西切夫阁下，经济互助委员 

会秘书长（TD/B/It 876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代表团（TD/ 

B/Ii 885 );布~森'特德大使阁下，非洲统一组织代理秘书长（TD/B/l^ 8 7 8 ) . 

6 . 在 1 9 8 9 年 1 0 月 1 3 日 第 7 6 1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关于 

贸发会议二十五周年纪念的宣言(见第376 ( X X X Y I )号决议）。 

7 . M说，《宣言》的通过使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达到了离潮，这些活动包 

括7月份举行的第四次劳尔‧普茱比希演讲会，纪念这位贸发会议的前秘书长；9 

月份组织的关于1 9 9 0年代E际经济关系及发会议的作用的讨论会；此外还编 

辑了一期"_^发会议公报"特刊，这些活动是对理事会通过的《宜言》的宝贵的启 

迪，对于由大会来开展纪念活动是一个极好的基础. 

D .其他决定 

1.通过全权证书审查报告 

‧ 1 .理事会第 7 6 1次会议通过了主席团关于全杈证书的,查报告（TD/B/ 

12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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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的成员 

(议程项目 1 3(c)) 

2 .理事会同次会议决定，中期会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 1 9 9 0年的成 

员为下列1 9个国家： 

阿根 I洪大利亚、利时、巴西、保加利亚、中国、 m .芬兰、德 $ 

志民主共和国、印度、日本、肯尼亚、秘魯、菲律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共和国、美利坚 

：合众国、南斯拉夫. 

3 ‧附與机构和其他机构的报告 

3 . 在 第 7 5 5次会议上，猓亊会注意到If发会议/关贺总，定合设国际贸易 

中心联合咨询组第二十二届会议报告（lTC/Aa(XXI)/116和Add. 1 )及有关 

賤 . 

4 ‧ 在 第 7 6 1次会议上，理事会注s到： 

(a)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报告（A/44/17 )及有关 

评论； 

(b) 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报告（TD/B/1219~TD/B/C. 5/ 

125 )及有关ifîè; 

(C)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第五届会议报告（TD/B/1217—TD/ 

B/C. 7/98 )及有关ifiêr; 

(d) 贸发会议秘书长关于贸发会议内方案评价工作的裉告（TD/B/1225); 

(e) 贸发会议秘书处关于被占领巴勒斯坦内最近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 

B/122n及有关评论； 

W秘书长关于筹备联合国第二次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报告（A/44/ 

437;由贸发会议秘书处作为说明在TDyB/L.863号文件中分发）及 

有 关 评 论 ； " 



fe)贸发会议秘书长根据贸发大会* 137(VI)号决议提出的关于内陆发 

展中国家的报告（TD/B/1220和Corr. 1 )及有关评论. 

4.理事会第三十六届第二期会议临时议程 

(议程项目 I W ) 

5 . 在 第 7 61次会议上，理事会核准了第三十六届第二期会议的临时议程 

( T D / B / l ^ 883 ),这是根据议事jWJ第8条编写的（见下文附件二 ） • 

6 .理事会授权贸发会议秘书长与主席协商，根据新的发展调整这一临时议程， 

伹有一项谅解：须与区域组代表在第143(xxi)号决定和第231 ( X X I I )号决议 

确立的协商机制、，围内协商之后才能作任何改动或增补.理事会请秘书长就第二期 

M的工作安排事宜与各代表团协商，并散发他对此提出的建议. 

5‧理事会行动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 -

(议程项目 1 3(g)) ‧ 

7 .未向理事会提出与行政或经费有关的具体问题. 

6 .划分贸发^新成员国的选举组别 

(议程项目 1 3(a)) 

8 .在第 7 5 3次会议上，理事会注意到贸发会议成员数没有变化，仍然是 

1 6 8个， 

7‧公布理事会成员的变动和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成员 

(议程项g 13(b)) 

9 . 在 第 7 53次会议上，理事会注意到其成员数和各主要委员会的成员数未 

变，即：贺易和发展理事会一 1 3 1;商品委员会一 1 0 7;制成品委员会一 1 0 1; 

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一 1 0 2 ;航运委^会— 1 0 3 ;技术转让委员会一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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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一 1 1 0 . 

8.为了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 6条的目的指定政府间机构 

(议程項目13(d)) 

10. 理事会第三十六届第一期会议未收到关于报据第7 6条加以指定的申请， 

9 .为了议事规则第 7 7条的目的指定非政府组织并将其分类 

(议程项目 1 3(e)) ： 

11. 在 1 9 8 9年 1 0月 3日第 7 5 5次会议上，理事会核t 了下列四个非政 

府组织关于根据理事会议事规则加以指定的申请，并决定根据贸发会议秘书长的建 

议，按理事会第43(VII)号决定第1 2(a)和(b盼段的规定将其分类如下： 

普通类: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学者协会（AEALL)" 

伊比利亚一美洲商会协会（AICO)'， 

拉丁美洲数据处理管理机构大会（CAI<AI)" 

特别类，标明有关的贸发会议机构（理事会除外）： 贸 发 效 机 构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运输同业公会联合会' 7~~ 航运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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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理事会通过的各项决ii和决定所作的发言 

A. 第374(XXXVI)号决议.贸易、发展资金和国际货币 

- 制 度 问 题 的 相 互 ^ ^ " 

1 . 77国集团发言人（印度）表示,她的集团很满意首次商定了关于相互依 

存关系的决议，能够商定这一决议要归功于辩论和谈判的公开性.77国集团特别 

欢迎强调关于相互依存关系的辩论继续占中心地位及其重要性.7 7国集团^欢迎 

强调贸发会议作为经济和发展方面国际对话和合作的工具的作用；欢迎确认全球经 

济差距和消极趋向危及世界经济增长和稳定；并欢迎重申第七届贸发大会《最后文 

件》中的保证,即，重新振作努力加强多边合作，推行着眼乎振兴发展、增长和国 

际货易的政策，提高贸发会议作为国际经济合作重要工具的有效性.第二段的一些 

提法很重要，指明了各方追求的全球对话的未来,.7 7国集团希望这一对话全面展 

开，无论在层次、题目和议程方面都应如此. 

B. 第375(xxxvi)号决议.发展中国家的偾务问题和 

发展问题 ~ ~ ~ ~ " 

2 . ç_§发言人（保加利亚）表示，她所代表的D组成员国^立场未变，仍然 

是！)组在理事会通过第165(S—IX)号和第358(xxxv)号决议时所表明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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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 5号》。（A/39/15，第二 

卷，第二节）。 

2 与会者名单见TDyB/IIO!/l75 。 

'所有案文均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将作为#国出版物印发，出售品编号：：E. 88. II. D. 2 。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9. II. D. 1 4 , 

6《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报告》，巴黎，1 9 8 1年9月1日至1 4 

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82.工.8 )第一部分A节。 

7联大& " 1 3 / 2号决议，附件。 

8 TD/B/12 2 2 . 

， TD/B/(XXXV)CRP. a/Add. 1/Rev. 1。 

"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 87. II. D. 4 。 

12 作为TIV%/Ilïî«.174分发. 

,， 发言和与纪念活动有关的贺电见U3ÏCTAD/SGO/4, 

,« 关于该组织的资料见TD/B/R^ 56/Add 1 (已取消分发限制）. 

关于该组织的资料见TD/B/I^ 56/Add 2 (已取消分发限制）， 

,6 关于该组织的资料见TD/B/R^ 56/Add 3 (已取消分发限制）‧ 

.7 关于该组织的资料见TD/B/R, 56/Add 4 (已取消分发限制）‧ 

- 2 0 -



附 件 一 

贸易和发展理亊会第三十六届第一期会议议程a 

1. 程序事项： 

(a) 选举主席团成员； 

( b ) 通过议程和安排会议的工作； 

( C )通过全权证书的审查报告； 

(d)理事会第三十六届常会第二期会议的临m义程和会议的工作安排 

2. 贸发会议对拟订《联会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发展战略》的贡献• _ . 

3. 贸易、发展资金和国际货币制度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 

4.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和发展问题 

5. 贸发会议二十五周年 

6. 筹备第二次联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7. 贸易和发展领域的其他事项： 

(a)资发会议秘书长根据贸发大会第137(VI)号决议就内pi发展中国家提出 

的报告； 

Cb)促进出口：贸发会议和关贸总协定^设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咨询组第二十二 

届会议的报告； 

(C)遂步制订国际贸易法：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十二次年度报告 

8.由理事会附属机构和其他机构的报告和活动起或与它们有关的、需要理事会 

采取行动的其他事项 

(a) 优惠问题特剁委员会 

(b) 发展中国家问经济合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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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贸发会议对执行《联合国 1 9 8 6—1 9 9 0年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 

的贡献 

1Ç.贸发会议的方案评价工作 

11. 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贸发大会1 9 8 3年 7月 2日第 1 4 6 ( V I )号决议 

和 1 9 8 7年 8月 3日第 1 6 9 ( v n )号决议） 

12. 联合国资易和发展会议笫八届大会的安排和筹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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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 布理事会成员的变动和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成员； 

(C) 1 9 9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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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7 6条的目的指定政府间机构； 

(e) 为了议事规则第7 7条的目的指定非政府组织并将其分类； 

(f) 审査会议日历； 

is)理事会行动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 

14. 其他事项 , 

15. 通过理事会报告 ' 

注 

a 经 理 事 会 1 9 8 9 年 ！ 0 月 2 日 第 7 5 3 次 会 议 通 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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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理事会第三十 六届常会第二期会议 

临时议程a 

1. 程序事项： 

(a) 通过议程和安排会议的工作； 

(b) 通过全杈证书的审查报告； 

(C)理事会第三十七届常会第二期会议的临时议程和会议的工作安排； 

fi)任命理事会第三十七届常会主席. 

2 . 按照理事会第350(XXXIV)号决定，贯彻^审査第七届贸发大会《昜后文件》 

的执行：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一些何题 

《最后文件》规定的、贸发会议职权范围内的事务、 

3 ‧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以及在这方面根据《最后文件》笫1038)段注意鸟控圭回 

合中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有关的事态发展和问题 

4 . 理事会根据联大第I995(XIX)号决议的授权、在《最后文伴》关于国际货易 

所做相当规定以及联大和贸发大会其他有关决议的范围内，审议的其他问题： 

(a) 技术变革对国际易格局的影响 

(b) 双边协议^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別是对全球贸易尤其；!"发展中国家的货易 

和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协议和一休化的含意 

5. 经济*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和由此造成的贸易流动 

6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八届会议的安排和筹备 

7.'贸易和发展领域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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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i&事态发展，予以#^〕 

8 . 由理事会附厲机枸和其他机构的报告和活动引起或与它们,关的、需要理事会 

采取行动的其他事项 

9 . 体制、组织、行政与有关事项 

(a) 划分贸发会新成员国的选举组别； 

( b ) 布理事会成员的变动*3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成员； 

( C ) 为了溼事会议事规则第7 6条的目的指定政；?F间机构； 

(d) 为了议事规则第7 7条的目的指定非政»织并将其分类； 

(e) 审査会议日历I 

(f) 理事会行动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 

〔根据事态发展，予以#^〕 

10. 其他事项 

11 ‧通过湮事会报告 

注 

贸发会议对拟订《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所做贡献这一项目是 

否列入议程贸发会议秘书长很据理事会笫373 ( X X X V I )号决定进行协商的结 

果 方 能 决 ^ 

关于第七届贸发大会《最后文件》通过事宜的发言，见《第七届贸发大会记录》 

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i出售品编号:E. 88.工工.D. 1),笫二部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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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主席对第三十六届第一期会议围绕项目3的辩论作的总结 

1.我认为，今年围绕贸易、发展资金和国际货f制度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进 

行的辩论内容特别丰窗，特别有义,揭示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各方的意见很接近, 

这方面的突出证明当然就是首次在理事会的工作中通过了一项关于这个根本性的项 

2. 

个项目的辩论.人们大多认为本届会议开始时对相互依存关系进行的非正式讨论是 

我们这次会议中极有价值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人们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建议，即建议把理事会的一些文件的编写工作集中在政策问题上.'此外，各组都为 

《19 8 9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向秘书长表示赞赏，尤其是这个报告对于不同国家 

的经验、偾务问题、以及外部环境的作用釆取的处理方式， 

3. til强调，在当前这个日趋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应当把贸易、资金和货 

币领域的问题作为整待，处理这些问题的政策应当占据突出地位，许多发言者 

还有已获通过的关于二十五周年纪念的宣言一都要求贸发会议强化其在这方面发挥 

的作用，因为贸发会议任务范围裉广,成员有普遍性，必能处理妤相互依存关系. 

4. 人们提请注意增长和发展情况差异很大.人们注意到，非洲和拉丁美洲以 

及最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很差，这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形成对照，此外，发达国家 

作为整体，其情况也与发展中国家形成对照.所有发言者都强调，必须大幅度提高 

我们这«界上增长俘滞或较慢的国家的增长率并改善其发展前景， 

5. 普遍认为，造成差异的原因既在于国内政策逸择，又有外部因素，因此解 

决办法中必须既包括国内行动又包括国际合作，对于国内政策改革和解决偾务的行 

动的意见分歧比以往大为减少,我们就这个本独的项目通过的重要决议证实了这一 

点， 

6..人们注蕙到一些国家出现了更为广泛地借助市场机制的趋向，一些国家的 

代表结合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联系讨论了本国在调整方面的经验。人们更加清楚 

a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9.工1. D. 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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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意识到此种联系的程度和复杂性，普遍认为需更好地加以分析并将其反映在政策 

中. 

7. 人们普遍注《到许多国家宏观经济失调很严重.一些发言者强调，外部因 

素'加剧了具有僙务困难的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和货f问题，一些调整政策产生了不应 

有的用，而且比例很大‧人们普遍认为，对许多国家来说，必需从外部给予救 

助，才能使国内的政策努力成功地稳定经济和振兴增长，并恢复投资者的信心. 

8. 因此，人们既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需要进行国内政策努力和改 

革又确认国际合，的重要性.人们特别强调，关于易、发展资金和货市问题的国 

际行动必需联贯一致，一些发言者指出，工业化国家的保护主义与对发展中国家提 

出的改善其出口状况的要求不一致；普遍认为必须使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取得 

圆满结果，并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对称的监督‧ 

9. 人们提到一些已察觉到的对国际经济的威勝，包括世界经济增长的不乎衡、 

重大的贸易和財政失衡、在解决货易冲突方面诉诸单边主义、实际利率很高，汇率 

不稳等等.人们普遍确认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动向，例如，处理偾务问题的战略和努 

力最近得到了加强.伹许多发言者都表示疑问：从问题的严重性来看，迄今采取的 

行动是否已很充分？事实上，许多代表强调迫切需要在一个加强的基础上恢复南一 

北对话的活力，并且再次指出各方可从较公正、平等和均衡的世界经济增长及发展 

格局中获得的收益， 

10. 会议通过的关于二十五周年纪念的《宣言》是成员国对这些广泛的政策问 

題不断演化的看法的其实写照.这是贸发会议政治行动的一个新的基本要素.《宣 

言》重新提出了"健全、稳固和公平的世界经济"这一目标，并提醒我们注意面临 

的拢战：须制订协商一致的规则，使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能够争取改善自己的福利. 

《宣言》期望贸发会议利用一切可用的办法在对付这一挑战中发挥突出作用，这个 

《宣言》必定会启迪成员国从实务和组织方面推进贸发会议的工作，我相信，《宣 

言》对于我们围绕相互依存关系开展的讨论是有特殊意义的. 

11. 观念尚未充分协调一致，仍需傲大量工作才能使所谓新"出现的协商一致，， 

真正成长壮大起来.然而，有一点极为令人鼓舞：各方都越来趨意识到需要对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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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广泛而复杂的问题作出多边协调的反应.我认为，理事会本届会议开展的十 

分成功的辩沦和作出的实质性结论就是对话得到加强的表现.必将表明是争取实现 

更切实、更有成果和有效的对话道路上的极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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