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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科学和技术便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的报告 

特别会议

1983年 4 月 2 5 日至5 月4 曰

在组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一• 导百

1 . 大会在其1 9 7 9 年 1 2 月 1 9 H 题为 " 联合国科学勃技术促进发展会议" 

的第34/^ 18号决议中，决定设立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大会还在 

同一决议中决定，该委员会应当让所有国家作为正式成员参加，并应当由各成员国 

的高级代表出鹿委员会，

2 . 大会还决定，委员会应当每年开会一次，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 

提出报告命建议，经社理事会认为必要时可向大会提出对此项报告的意见，特别是 

关于协调方面的意见

3 . 大会在其1 9 8 2 年 1 2 月 2 1 曰题为"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 

系统的长期财政翁体制安排" 的第37/244号决议中决定：

( a ) 科学命技术政府间委员会将于1 9 8 3 年举行一屈特别会议，会期为一个 

屋期，会议将：

( - ) 对 1 9 8 3 年筹资系统的资源情况翁以后两年的展望作出评价；

( = ) '制定资金提供计划的规定，并在这方面制定执行理事会投票办法的规则；

曰 确 定 ( 最后认捐 ) 1 9 8 3 年的认捐数额，如有可能表示一下1 9 8 4 年 

愈 1 9 8 5 年的数额，

( b ) 政府间委员会第五届会议除其他外将选出筹资系統执行理事会的成员，



二. 组织事项

A . 会议开幕命会期

4 . 科学斤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特别会议从1 9 8 3 年 4月 2 5 H 至 5 

月 4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

5 . 委员会从4 月 2 5 日至5月 4 H举行了四次会议（第 3 4 至 3 7 次 ）. 委 

员会也在此期间举行了一系列非正式会议•

B . 成员廣I出席情况

6 . 根据大会1 9 7 9 年 1 2 月 1 9 日第34/^1&#"决议的规定，委员会开放 

给所有国家作为正式成员参加. 下列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委员会特别会议：

阿富汗 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愈国 芬兰

阿尔及利亚 加拿大 法国

安哥拉 智利 同比亚

阿根廷 中国 德意志民主共命国

澳大利亚 哥伦比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奥地利 古巴 加纳

孟加拉国 捷宽斯洛伐克 希腊

巴巴多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命国 几内亚

比利时 丹麦

贝宁 吉布提 -却牙利

不丹 多米尼加共命国 印度

破利维亚 厄瓜多尔 印度尼西亚

博茨瓦纳 埃及 伊朗伊斯兰共勃国

巴西 萨尔瓦多 伊拉克

亚 埃塞俄比亚 爱尔兰



意大利 新西兰 端士

象牙海岸 尼曰尔 阿拉伯叙利亚共斤国

牙买加 尼 H利亚 泰国

曰本 挪威 多哥

约旦 巴基斯坦 特立尼达翁多巴哥

肯尼亚 秘鲁 突尼斯

科威特 菲律宾 土耳其

老抽人民民主共永》国 波兰 乌干达

茶索托 葡荀牙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圓

利比里亚 卡塔尔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加国联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大韩民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拉维 罗马尼亚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圓

马来西亚 卢旺达 美利坚合众国

马里 沙特阿拉伯 上沃尔特

马耳他 塞内加尔 乌拉圭

毛里塔尼亚 塞拉利昂 委内端拉

毛里求斯 西班牙 越南

墨西哥 斯里兰卡 也门

摩洛哥 苏丹 南斯拉夫

莫桑比克 斯威士兰 赞比亚

尼泊尔 瑞典 津巴布韦

荷兰

7 . 下列联合国机关— 构派代表出席：

联合国货易如发展会议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 11开发计划署

8 , 下列各专门机构派代表出鹿：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纽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世界:&生组织

9 . 下列各政府间组织也派代表出席：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欧洲经济共同体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C. 选举主席团成员

1 0 . 委员会在4 月 2 5 日和2 6 H第 3 4 次糸13 5 次会议上，以鼓掌方式选出 

1 9 8 3 年主席 I Î成员如下：

主席 : 胡安。卡洛斯。布兰科先生（乌拉圭）

副主席: 奥拉戈克 •艾德雷米。埃桑先生（尼 H利亚 )

安 东 。格雷伯先生（端士）

1 1 . 委员会在5 月 4 H第 3 7 次会议上决定，延返到第五届会议再行选举另一 

位到主席加一位报告员.

P . 文件

1 2 , .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

( a ) 特别会议的临时议程（A/ce. U / 3 2 ) ;

(b) 一份载有关于某些有关筹资机构表决办法的资料的会议室文件（A/  

Gif. n / 1 9 8 3 / C R P .  1 ) ;



(2) 一份关于筹资计划期间 ( 1 9 8 3  — 1 9 8 5 年 ）管理考虑的会议室 

文 件 11/1983/CRP. 2 ^  Add, 1 )；

(d) 委员会特别会议的报告草稿（v e i l  11/L. 4 8愈 Add. 1 ^ 2  ) .

E . 通过议程

l a 委员会在4月 2 5 H第 3 4 次 会 议 上 通 过 11X32号文件中所载本 

届会议的下列议程：

1 . 选举主席a

2 .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3 . 科学如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1 9 8 3 年资源情况的倍计及其后两年的展 

M,

4 . 制定筹资计划的规定以及在这方面执行理事会表决办法的规则.

5 . 确定（最后认捐） 1 9 8 3 年的捐款数额，可能时并指出1 9 8 4 年命 

1 9  8 Ô年的数额，

6 . 通过委员会的报告，

F . 避过报告

1 4 委员会在5月 4 日第3 7 次会 i义上通过经修正的报告草稿（y^C双 11/  

I, 4 8 ^ A  d d.  1加 2 ) , 并授权主席与名•有关代表团协商，编写委员会报告的 

最后定稿, 其中应载入第3 7 次会议的讨论情况《



三.委员会特别会议的工作

A . 介紹性和一般性发言

1 5 .政府间委员会的特别会议由政府间委员会1 9 8 2 年主序主持开幕.他回 

顾了 1 9 7 9 年在维也纳举行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以来所进行的协商， 

首先谈到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问题政府间专家小组的工作，其次谈 

到政府间委员会的前四届会议和特设会议，漱后谈到在1 9 8 2 年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第二届常会期间举行的非正式协商. 这些努力历经大会的四届会议，最后导致

1 9 8 2 年 1 2 月 2 1 日大会通过第37/244号决iJÎL他说，寒资系统意在成为给 

度展中国家范围广泛的各种活动筹资的工具，目的是加强它们的科学和技术能力* 

他说，大会通过几个决议遂步建立了筹资系统，列出其目的和范圃，并决定从1982 

年 1 月 1 日起用长期安排来取代筹资系统的临时安排. 他说，委员会去年的工作对 

他个人来说是很有价值的经艘，他将趣续为筹资系统的成功作业而工作.

1 6 .政府间委员会1 9 8 3 年的主廣就主廣位后说，召开特别会议是为了使筹 

资系统的长期安排充分生效，并以确定的形式展开作业.这是国际社会为建立可维 

持和可信韋的科技促进发展筹资系统，幾维也纳会议所展开的过程而进行的集体努 

力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他说，不容争辨，科学和技术在各会员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的努■力中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科技还能产生重大的成倍翻番的效应，因此特别重要.

1 7 .主廉回顾，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中明補表示必须消 

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矩，并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本土能力和结构. 必须 

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委S 会当前的工作. 在这段期间曾进行了几项努力来建立筹资系



统并使其付诗实施* 利用这段期间所获得的经验，可以更好地了解尚待解决的各项 

问题的性质，并定出灵活的解决办法.这些问题也必须从当前异常深广的经济危机 

的角度来考虑，这种危机已影响到南北对话的构架，尤其是影响到发展中国家•这 

种危机的综合冲击已经对联合国系统的许多活动，诸如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 

计划署）和其他供资机构的捐款，投下了阴影.

1 8 .主席说，尽管有这些内在的宙难，我们还是取得了大量进展和协商一致.

《维也纳行动纲领》为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哲学和政治基础.大会设立政 

府间委员会时，责成它负责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科学和技术便进发展临时基 

金建立在自愿捕助的基础上， 已经有效地展开业务，并在发展中世界各个不同部分 

支助了 8 0 小以上的项目. 此外，基金还收到1, 0 0 0 件以上要求援助的申请，总 

数 超 过 7亿，这反映出发展中国家高度重视筹资系统。大会 1 9 8 2 年 1 2 月21 

日通过的第37/244号决议是这些努力的一^重要里程碟因为决议中载有关于筹 

资系统的长期财政和体制安排的协定。科学和技术合作当然不能脱离国际经济合作 

的大框架，但同时也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以突尼斯的阿卜德拉齐兹，本 - 

迪 亚 先 发 展 中 国 家 组 成 的 友 好 特 浪 团 所 作 的 工 作 ，是力科学和技术以及 

为筹资系统动员国际支助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努力. 秘书长采取主动，任命加拿大的 

莫里斯.斯特朗先生和秘鲁的曼努埃尔.乌略亚先生为他的特别代表，也作出了重大貢献， 

为建立筹资系统取得了友好关怀和支持，在这一切努力和已经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 

的基袖上，委贾会应审i义悬而未决的问题以求达成协议.

I 9 .主席指出,大会第37/244号决议提供了有意义的机会，使捐助国和受拔国能 

相互合作，并经由各科渠道和捐助方式来取得资源.非核心资源能够为筹资系统提 

供维持下去的资源，但这种资源只能建立在核心资源的基础上•

2 0 .主康回顾，委员会要审议的重要项目是制定关于筹资计划的规定，在这方 

面还要为执行理♦ 会的投票办法制定规则，并确定 1 9 S 3 年的捐救，如有可能还



查出下两年可能摘敦的概略数字. 他说，审议这些问题时应考虑到，尽替这些项自 

都很具体》但彼此还是密切相关的，他指出，关于筹资计划应讨论会f i画捕敦的方 

式，同时要维持大会第37/244号决议所确认的自愿原则.姿员会应采取夷活而切 

合实际的办法来调和这种种方面的考虑，并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 由于参员会必痰 

在很有限的时间内审议这些非常复杂和彼此相关的问题，因此应该以夷港变通的方 

式安播委员会的工作，以便在工作进展的过程中容纳适当的调盤修改.

21 . 4 月 2 5 日，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在第3 4 次会议上发了言。 他 

谈到自1 9 7 9 年维也纳会议以来就建立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便进发展筹资系统的长 

期安排问题所进行的密集而持续的协商，以及所有有关各方为此投入的巨大努力。 

他说，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想成了友好特振团进行努力，以期促进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科学和技术领域达成国际协i义》 联合国秘书长对这个问想徐予 

最高优先，这可以从他1 9 8  2 年 8 月 3 0 日给所有会员国的信中看出来• 秘书 

长还任命了-•位高级代表，加拿大的莫理斯。斯特朗先生,池访问了若干会贞S 以动员 

它们支持筹资系统。 最近秘书长又请秘鲁的前任总理曼努埃尔.乌略亚先生，为同 

样的目的去访问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首都。

2 2 .总干事说，由于这种种措族的结果，国际社会现已进展到全面实族筹资系 

统长期財政和体制安排的过缘，尚待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是，关于 1983 — 1985 

年筹资计划的协定和执行理事会的选举办法及理事会内的投票办法。 关于筹资计 

划，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达成的为筹资系统摘献核心资源的协议，在当前极其 

不利的国际经济局势下—— 这种局势特别影响到许多发展中国家'— 是一项重大的 

成就，总f ♦ 说,尽管有这些困难，一些国家,尤其是t 几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决薄脚筹资系统，

这使他非常感动，协议中说,对筹资系统核心部分的播献应当在为期三年的筹资计划范 

围内自动捐献，这也就是说，应该尽力确保在持续的和尽可能在可预测的基袖上取 

得所需资源C 同时，许多会员国目前也许无法傲出一年以上的坚定財政承诺*他 

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值得认真对待，但是只要有政治意志、想象力和创透力，



这也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c 筹资计划的夷一个重要部分是如何产生大量非核心资 

源，而这又取决于调集可靠的、可维持的核心资源基础的能力。

2 3 . 总干事说，在筹资系统的体制安排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惟一尚待协商解 

决的问题是，执行理事会不能就某些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时所应采取的决策过程。此 

外，委员会还应审议选举执行理事会成员的办法，应该使理事们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和经验。 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应当就大会交付的各项待决问题达成协议，以便在 

6 月里委员会常会上完成审议过程，选出执行理事会的理事。

2 4 . 总干事说，委员会该届会议面前的財政和体制安排问题，如主席所说，彼 

此密切相关，在协商这些问题时应该考虑到，设想的筹资系统不仅是一个资金来源，

W且还是通过广泛基础的国际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它们的本土科技能力的协调 

中心。

2 5 . 孟加拉国代表在4 月 2 6 日第3 5 次会议上，代表属于7 7 国集团的会员 

国作了发言. 他说，政府间委员会本届会议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显示出国际社 

会正在继续作出努力，将筹资系统发动起来. 大会通过第37/244号决议的行动， 

已经突出地表明了筹资系统对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政 

府间委员会本届会议的任务 , 就是研讨如何维# 该决议的通过所造成的势头，以及 

采取哪些适当措施来执行这个决议. 他向委员会保证说， 7 7 国集团对于执行 

《维也纳行动纲领》是矢志不移的，它将继续尽其所能，使筹资系统成功地发动起 

来.

2 6 . 他着重指出，在这个关鍵的时机， 7 7 国集团的对方伙伴必须站起来肩负 

起它们的责任. 现在需要它们优先考虑作出承诺，自愿地向筹资系统提供为数可 

观的资金， 7 7 国集团的成员国都充分承诺，在它们的能力范围内，并遵照第37/ 

244号决议的要求，向筹资系统作出有实质意义的捐献， 同时，它们期望在本届 

会议上听到发达国家明确、坚定地作出承诺，向筹资系统作出有实质意义的捐献.



他表示，本届会议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要能够调动充足的资源.

27 . 7 7 国集团的主席赞赏地指出，尽管在资金有限、谈判继续遇到困难的背 

景上，筹资系统仍然能够拟订和评议了超过8 0 小对发展中国家真正具有重要意义 

的项目. 而同时，这也突出地表明了临时基金的资金不足，不够能力对发展中国 

家的迫切需要作出反应， 已经仔细拟订了一批为数不少的项目，期望会得到更多 

的资源来予以执行，因此更加需要尽快使筹资系统全面展开业务.他表达了发展 

中国家的一个希望，就是盼望它们在盤小经济领域以及特别在这个方面建立持续不 

断的合作过程的政治决心和努力，将会引起发达国家也表现出相应的政治意志和决 

心.

2 8 . 最后，他特别对已逝世的印度副常驻代表普鲁肖塔姆先生表示悼念并赞扬他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29 . 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发了言，表示支持7 7 国集团主席的发言，并且表示 

决意在大会第37/244号决议所规定的范围内，通过谈判将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 

资系统全面发动起東他们着重指出，发展中国家缺乏科技知识，是它们的整个发 

展努力受到局限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缺乏知识，它们无法开发自己的自然资源。 

它们也作出了努力，以期掌握这种知识，但是往往因为缺乏财力资源而终归失败， 

在研究与发展方面和在发展基袖设施方面尤其是如此，而基础设施部是持续的经济 

发展和增长所依赖的基袖。

3 0 .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表示，他们的国家愿意负起自己的一份责任，向筹 

资系统核心资源作出捐献。一些代表说，如果发达国家能向筹资系统作出有实质意 

义的捐献，那么，他们的国家虽然资源有限，也会作出更大的努力，证明它们是认 

真的；他们还希望各发达国家能表现出有远见的、明智的态度，积极参加筹资系统。 

在大会翁7/244号央议里达成的协议，应是本届特别会议赖以达成协议的一个坚实基 

础。他们还说，各会员国向筹资系统作出的捐献，不应只暇于提供给非核心资源， 

核心资源也必须得到捐献，才能在持久而可信的基础上将，资系统建立起来



31 . 一个友展中国家的代表回顾了在维也纳会议上达成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协议， 

并说，委员会应当设法恢复这种" 维也纳精神" ，以期就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題达成 

协议》另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谈到用在军火武器生产方面的巨大数额，他说，只 

要将这种开支的一小部分拿出来，就可以大大推动发展，都助发展中国家建立科技 

能力。

32 . 一个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着重指出了科学和技术对最不发达国家 

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国家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然而缺乏进行开发的科技能力，所 

以始终停留在极低的发展阶段。他本国虽然处在极为恶劣的经济条件之下，部还是 

对临时基金作了捐献，P魅 0片 这 个 基 金 视 ;他吁请各发达国家表示它们的政治意愿， 

向筹资系统作出有实质意义的捐献。

33 . 一些代表介绍了由筹资系统提供资金在他们的区城和国内进行的项目给他 

们的国家常来的显著好处。 他们感到头望地指出，就连在维也纳定下的在临时基 

金的商年期间，集 2 . 5亿美元的指标，到现在过了四年还没有.达到；由于资源不 

足，提请筹资系统供应资金的逾9 0 0个项目提案，不获通过的百分比很高。 他 

们说，从临时基金和筹资系统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来看，是发挥了有效作用的. 这是 

发达国家应当支持筹资系统的一个强烈的理由。

34 .. 一些代表赞扬了 7 7 国集团所组织的一些亲善特浪团所作的努力，也赞扬 

了联合国秘书长主动采取的一些行动。

35 . 印度代表以1 9 8 3 年 3 月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第七届会议东 

道国的身分，提请委员会注意《会议的经济宣言》（A/38/132—S/15675和 

C o r r . l 和 2 , 附件，第三节）中表示支持大会第37/244号决议各项规定的几 

个要点， 她还提及，该次会议注意到，凡尔泰最高级会议曾确认赛消除公、私部 

门新技术贸易方面的壁全，和促进这种货易的发展，并要采取有效的实际措施和展 

开有意义的合作，以政府间委员会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有关组织在这个重要的领城 

持续不新地进行的对话作为基础，改善国际科技关系上的现状。



3 6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以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经共同体）的会员国的 

名义发言，回顾了欧经共同体在谈判建立筹资系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并 

说，它们一贯地表现出诚意和灵活性。 欧经共同体确认科技是进行国际合作的一• 

个重要方面，若干成员国正在同发展中国家搞一些值得注意的双进合作计划》 改 

经共同体的成员国已向临时基金作出了捐献。 而且，改经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国对 

关于筹资系统的长期财政和体制安排的大会第37/244号决议都投了赞成票，它们 

确认，建立 ,筹资系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意愿。

37.他说，欧经共同体确认、并且赞扬秘书长所作的努力，加他对这个问题的政治 

意义的重视， 筹资系统应当在自愿的、具有普遍性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并应反映 

出它是一种共同合力进行的任务，以期在较长的期间内都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国际支

他强调说，筹资系统有没有均衡的体制安排，是它能不能吸引可能的捕助者 

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经济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加以有效的利用， 

应当成为一个共同关心的间题；在设法就尚未解决的问题达成协议时，这一点是应 

当宇记在心的，

3 8 ,-些发达国家的代表说，他们赞成建立筹资系统，所以已向筹资系统作出了可观的 

捐献， 而同时，按照设想，筹资系统的范围应当具有普遍性，因其他圓家也应 

按照维也纳会议所达成的1•办议，履行它们的责任。 筹资系统的结构，是在创建一 

个新的筹资系统时对于所面脑的挑战而作出的一种创新性的反应，在一些重要的方 

面，例如动员资源和决策的办法，有若干新廣的特点。 他们还说，财政安排激体 

制安排是互相关连的，应当综合地加以考虑*



B . 资源情况的倘计，和制定筹资计划的规定 

以及在这方面执行理事会表决办法的规则

3 9 . 委员会在4 月 2 5 日第3 4 次会议上决定，就议程项目3 和 4 举行非正式 

协商。

4 0 . 在委员会于5 月 4 日举行的第3 7 次会议上，主席向委员会汇报了在特别 

会议期间进行的非正式协商所取得的进展，并提出了一份主席的理解声明，给委员 

会审议。

4 1 . 委员会在同一次会议上决定，将主席的理解声明载入委员会报告的正文中 

去。声明全文如下：

" 制定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的长期财政和体制安排

" 委员会主席在同各代表因协商后所得的理解是，已经就下列两点达成协

议：

“ 1。如大会第37/244号决议所达成的协议，在从 1 9 8 3 年起的三年 

期间内，核心资源的指标至少应为《 3亿，按照资源逐渐累积的武，同时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筹资系统的捐敦形式应当反映出这是一项共同合力进行 

的任务。在这个前提下，大家认为，为了使各种长期安排得到落实，在 1983 

年 7 月至 1 9 8 4年 6 月期间至少需要得到$ 5, OOÛ^的捐敦。

" 2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的主席应立即发动一个协商过程， 

让各个成员国能够倍计如何去满足以上所述各种条件，并就执行理事会的表决 

办法达到协议。假定能就这些协商的结果以及就确保筹资系统的长期维持能力 

的问题达成协议，则关心此事的各国政府将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 

会第五届会议上表明它们打算对筹资系统提供多少捐I t  ，，

4 2 . 在委员会第3 7次会议上，一个发达国家的代表说，维也纳会议结束已经 

快四年了，但是有些重要的问题仍未获得解决，以致筹资系统的各种长期安排无法



得到充分落实，这是令人遗憾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已经降低了期望，而会员国 

之间的多次谈判也还是得不到成果。他说，委员会本届会议所邀过的决定純粹是一 

种程序性的协议，并没有完成大会给予特别会议的任务。他复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 

的代表先前说过的一点意见，就是应当恢复 " 维也纳精神" ，以期推动就各项悬而 

未决的问题达成协议；他表示，他的代表团将全力支持这项努力。

4 3 . 孟加拉国代表以属于7 7 国集固的会员国的名义发言说， 7 7 国集团将尽 

其努力，确保本届会议所达成的理解能在政府间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上导致具体的决 

定，从而使筹资系统具有充足的资源。他重申， 7 7 国集团决心要建立一个可以长 

期维持的筹资系统；他说， 7 7 国集团的成员国将会按照大会第37X244号决议所 

反映的协议，对筹资系统作出有实质意义的捐献。

44. 一个友展中国家的代表说，他的国家参加这届特别会议时，怀着一个期望， 

就是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由于遇到了困难，所以委员会未能完成大会第37/  

244号决议交给它的任务。他的国家将会耐心地同7 7 国集团合作，并将继续同主 

席合作，争取在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4 5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以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名义发言说，本届特别 

会议上的讨论十分坦率，这有助于澄清某些与设立长期，资系统有关的问题。他还 

说，在现在到第五届会议之间的这段期间，欧经共同体将随时同主席进行合作。

4 6 . 委员会主席说，委员会交给他的任务十分艰巨。他表示希望，当各国代表 

因在为了寻求必要的共同点而进行协商时，能够向他提出新的倡议和意见，从而使 

大家在大会第37/^244号决议中达成的协议得到充分落实，这项决议是他的工作的 

政治基础。他说，各项问题都已经过深入审议，所以现在应该就各项悬而未决的问 

题的实质内容达成协议；他吁请所有各代表团表明它们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为这些 

悬而未决的问题找出解决办法。

，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报告，维也纳， 1 9 7 9年 8 月 2 0 日至 

3 1 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 9 .工，21和更正），第★ 章。



第 二 部 分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的报告 

第五届会议

1983年 6月 6 日至2 0 日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一、导 言

1 . 大会在其1 9 7 9 年 I 2 月 1 9 日题为"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 

的第34/218号决议中，决定设立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大会还在  

同一决议中决定，该委员会应当让所有国家作为正式成员参加，并应当由各成员国 

的高级代表出席委员会，

2 . 大会还决定，委员会应当每年开会一次，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寒会向大会 

提出报吾和建议，经社理事会认为必要时可向大会提出对此项报告的意见，特别是 

关于协调方面的意见，

二、组织事项

A. 会议开幕和会期

a 科学和技术促进友展政府间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于1 9 8 3 年6 月 6 日至6 

月 2 0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

4 . 委员会从6 月 6 H至 6 月2 0 日举行了 I I 次会议（第 3 8 至 4 8 次 ）。

委员会也在此期间举行了一系列非正式会议*

B. 成员和出席情况

5 . 根据大会第34/218号决议的规定，委员会开放给所有国家作为正式成员 

参加。 下列国家的代表出廣了委员会第五届会议：

阿富汗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地利 不 丹

孟加拉国 破利维亚

比利时 巴 西

贝 宁  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 爱尔兰 葡荀牙

主义共和国 以色列 卡塔尔

如拿大 意大利 大韩民国

智 利 象牙海岸 罗马尼亚

中 国 牙买加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奇伦比亚 曰 本 沙特阿拉伯

剛 果 约 旦 塞内加尔

哥斯达黎如 肯尼亚 塞拉利昂

古 巴 科威特 西班牙

塞浦路斯 老姆人民民主共和国 斯里兰卡

捷克斯洛伐克 黎巴嫩 苏 丹

丹 麦 利比里亚 斯咸士兰

吉布提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瑞 典

厄瓜多尔 卢森堡 瑞 士

埃 及 马来西亚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萨尔瓦多 马耳他 泰 国

埃塞饿比亚 毛里塔尼亚 多 哥

矣 济 毛里求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芬 兰 墨西哥 突;!•斯

法 国 莫桑比克 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尼泊尔 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圍 荷 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加 纳 新西兰 联盟

希 腊 尼加拉瓜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危地马拉 尼日利亚 联合王国

教 廷 挪 威 美利坚合众国

供都拉斯 巴基斯坦 马拉圭

部牙利 巴拿马 委内瑞拉

印 度 巴拉圭 南斯拉夫

印度尼西亚 秘 鲁 赞比亚

伊朝伊斯兰共和国 菲律宾

伊拉克 波 兰



6 . 下列联合国机关和机构派代表出席： 

联合国贸暴和发展会议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7 . 下列区域委员会派代表出席：

欧洲经济委员会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非洲经济委员会 

西亚经’济委员会

8 . 下列各专门机构派代表出席：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国教盲、科学及文化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

9 . 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游代表出席了会议。

1 0 . 下列政府间组织也嚴代表出席：

欧洲经济共同体

国际资料学局 

国际水路组织 

阿拉伯圓家联盟 

非洲统一组织

中美洲经济一体化总条约常设秘书处

1 1 . 下列非政府组织也滅代表出席：

巴哈教国际联盟

浸礼教徒世界联盟



国际商会

国际商业及职业妇女联合会 

世界天主教妇女级织联t

C 选举主席团成员

12. 1 9 8 3 年 4月 2 5 日和2 6 日第3 4 次和第3 5 次会议（第一届特别会

议 ）和 1 9 8 3 年 6 月 1 0 曰第4 3 次会议（第 5 届会议 ) , 委员会以鼓寧方式选 

出 1 9 8 3 年的主席团成员如下：

主 席 : 胡 安 ，卡洛斯 • 布兰科先生（马拉圭 )

副主席 : 奥拉果克。阿德里米，埃条先生（尼日利亚）

安东。格雷贝光生（瑞 士 ）

乔 治 ，马塔切先生（罗马尼亚）

报告员: 优素福，格瓦伊利先生（卡塔尔）

D. 文 件

l a 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 1 ) 各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成就水平：秘书长的说明（A/CN. 1 1 / 1 3 );

(2) 其他联合国会议对于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便进发展会议冬项余留未解决 

的问题进行谈判的现况：秘书长的报告（A/C；N. 11/14和 Add. 1 和 2 ) ;

( 3 ) 关于各国所达到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水平问题的报告：联合国系统的 

活參 秘书 长 的 说 明 （A/CN. 11/25和 Add. 1 ) ;

( 4 ) 联合国系统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领城方面的效率研究翁后趣行动： 

秘书长的说明（A/CN. 1 1 / 2 6 );

( 5 )科学和技术便进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报告（A/Cir. 11/30)；



( 6 ) 第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A/C双 11/33 ) ;

( 7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报告（A/CIÎ。11/34 ) ;

( 8 ) 联合国系统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领域的活动的综合年度报告：秘书长的 

报 告 （A/cir。11/35 ) ;

( 9 ) 为加强发展中国家国内科学和技术能力制订具体项目和方案的准则：秘书 

长的说明（A/Cïf. 11/36 ) ;

a o )联合国系统在执行《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方面的合办活 

动：秘书长的说明（A/c;tt 11/37 ) ;

a i ) 在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业务计划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的第一次两年期审 

查和评价：秘书长的说明（A/cir。11/38 ) ;

a s )关于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业务的报告：联合国开友计划署 

署长协同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编写的报告（A/CH, 11/39 ) ;

a a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的活动：秘书长的报告（A/CH。11/40和 

Corr。 1 ) ;

任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的成员：秘书长的说明（A/C风 11/

41 ) ;

⑩关于非政府组织参加政府间委员会活动的标准和安徘 ( 会议室文件/  19 

82/1 ) ;

ae) 区域咨询机关和全球资料网：秘书处的说明（A/C双 11/1983/CRP。3 );

⑩各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联络中心登记册：秘书长的说明（A/CN。11/ 

IN I'。5 ) ;

m 非政府组织参加委员会的工作：秘书处的说明（A/CN。11/1, 47 ) ;



( 1 9 )秘书处关于会议工作安排的说明（A / C U 。11/1^ 49 );

0 3 )孟加拉国以7 7 国集闭成员国名义提出的题为" 技术颁报系统"的决定草 

案 （A/cu。11/1* 50 ) ;

(2 1 )孟加拉国以7 7 国集团名义提出的题为" 联合国系统内的合办活动"的决 

定草案（A/C双 11/1* 51 ) ;

(2 2 )孟加拉国以7 7 国集团名义提出的题为"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 

的活动"的决议草案（A/CIf。11/1, 52 ) ;

(2 3 )孟加拉国以7 7 国集团名义提出的题为"科学和技术领城的区城性咨询机 

构 ，，的决定草案（A/CH。11/1, 53 ) ;

(2 4 )孟加拉国以7 7 国集团名义提出的题为" 全球科学和技术情报网"的决定 

草 案 （A/CN。11/J； 54 ) ;

(2 5 )孟加拉国以7 7 国集团名义提出的题为" 非政府组织在执行《科学和技术 

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方面的贡献 " 的决定草案（ 11/1. 55 ) ;

(2⑦ 孟加拉国以7 7 国集团名义提出的题为" 国家联络中心在执行《维也纳行 

动纲领》方面的作用"的决议草案（A/GII 11/1, 56) ;

0 7 )孟加拉国以7 7 国集因名义提出的题为" 制定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的 

项目和方案的指导方针和对业务计划执行进度的而年期审查和评价" 的决议草案 

( A/CS。11/It 57 );

(2 8 )孟加拉国以7 7 国集团名义提出的题为" 科学和技术与妇女"的决定草案 

( A/cif。 1 1 / It 58 ) ;

C 9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改洲经济共同体成员的名义提出关于《科学和技术促 

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科学和技术使进发展中心的活动、和科学和

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的活动的提案，载有待纳入将由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有关主



题事项的决议草案案文的组成部份（A/cir。 1 1 /L„ 59 )；

(3⑦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第五届会议的报告草案（A/cir。11/

Ik 60 和 Add  ̂ 1 至 6 ) ;

(3 1 )委员会第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草案（A/C双 11/1* 61) ;

(3 2 )委员会别主席奥拉戈克，阿德里米。埃桑先生（尼日利亚）就决定草案 

A/C双 11/1, 5继行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题为 " 全球科学和技术情报网"的决定 

草案（A/CÎU。I l / I t  02 ) ;

(3 3 )委员会副主席奥拉戈克。阿德里米，埃桑先生（尼日利亚）就决定草案 

A/C风 11/1, 55^行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题为 " 非政府组织在执行《科学和技术 

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方面的贡献 " 的决定草案（A/C耳 11/63 );

(3 4 )委员会副主席奥拉戈克• 阿德里米 • 埃桑先生（尼日利亚）就决定草案 

A/CU. 11/1, 53进行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题为" 科学和技术领城的区城咨询机构" 

的决定草案（a/ch。11/64 );

(3 5 )委员会副主席奥拉戈克，阿德里米 • 埃桑先生（尼日利亚）就决定草案 

A/cu, l l / A  52^行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题为"科学和技术便进发展咨询委员会 

的活动 " 的决定草案（A/C風 11/1, 65) ;

(3⑦委员会副主席奥拉戈克，阿德里米，埃桑先生（尼 H利亚）就决定草案 

A/CE。11/1, 57进行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题为" 制订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的 

项目和方案的指导方针和对业务计划执行进度的两年期审查和评价"的决议草案

. ( A / C N 。 l l / A  6 6 )；

( 3 7 )委员会副主席奥拉戈克 . 阿德里米• 埃桑先生（尼日利亚）就项目7 进行 

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题为"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的活动" 的决定草案（A / C N ,  

11/1* 67 ) ;



(3 8 )委员会副主席奥拉戈克。阿德里米。埃桑先生（尼日利亚）就决定草案 

A/C双 11/1* 51进行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题为" 联合国系统内的合办活动"的决 

定草案（A/CE. 11/1, 6 8 )；

(3 9 )委员会副主席奥拉戈克，阿德里米 • 埃桑先生（尼日利亚）就决议草案 

A/ce, 11/1； 5嫩行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题为 " 国家和区域活动：国家联络中心 

在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方面的作用"的决议草案（A/G巩 11/1, 69) ;

(4 0 )委员会主席在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题为"联合国系统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 

展领域的活动的综合年度报告" 的决定草案（A/CIf。11/L. 7 0 )；

(4 1 )委员会主席在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题为"建立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筹资系统的长期财政和体制安排" 的提案草案（A/C风 11/1, 71 ) ;

(4 2 )委员会主席在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题为" 对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机关和 

组织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方面的活动、任务和工作方法进行基本研究后的后续行 

动 " 的决定草案（A/CÏÏ. 11/1, 72 ) ;

(4 3 )委员会主席在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题为" 在 1 9 8 0 年代有效发挥科学和 

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的作用" 的决议草案（A/C双 11/1* 73 ) .

Ü 通过议程

14 6 月 6 日委员会第3 8 次会议通过了该届会议的條时议程（A/ce。h /

33 ) 如下：

1 . 选举主席团成员 .

2 . 通过议程及其他组织事项.

3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

4 . 对联合国系统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方面的效率进行研究后得出的一 

些建议.



5 。对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余留未解决的问题将要采取的行动.

6 。筹措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资金

7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的活动

8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的活动

9 。任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10。 选举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执行委员会成员

11. 委员会第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草案和文件 

I Z 通过委员会的报告

通过报告

l a  6 月 1 7 日委员会第4 7 次会议通过了报告草搞（A/cit 11/1, 60 

和 Add  ̂ 1-6  ) , 并授权报告员同主席团其他成员协商，最后将委员会第4 6 至 

4 8 次会议的议事记录编入委员会的报告.



三、委员会第五届会议的工作

A . 导言性⑩一般性友言

1 6 . 主席在宣布会议开始时说，尽管国际经济现状造成了许多限制，委员会仍 

然必须履行大会所赋的责任， 委员会的任务是制订必要的政策和指示，把 《科学

和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的目标变为具体行动》

1 7 . 因此主.席指出，委员会必须特别注意有关制订项目禾0方案的指导方针的问 

题、联合 I I系统内的合办活动和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诗委员会的报告，主席说， 

委员会必须对提议的指导方针作出坚决的决定，以协助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

1 8 . 在合办活动方面，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会）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工 

作队完成的工作为作出决定以促进联合国系统活动的协调提供了有益的基础.

1 9 . 他提到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列举旨在加强发展中国家内部能力 

的重要活动的工作，并希望委员会能同意坚决支持咨询委员会的工传g

2 0 . 他谈到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筹资系统的问题时说，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把 

，决建立筹资系统长期安排的悬而未决问题这项任务交给了委员会， 这些问题涉 

及捐敦和筹资系统执行理事会的投票办法，

2 1 . 主席请委员会注意，委员会4 月 2 5 日至5 月 4 日的特别会议没有能够 

对这些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但对主席的一项理解声明达成了协议（见本报告第 

一部份，第 4 1段 ），由主席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非正式协商，将结果通报委员 

会本届会议。

2 2 . 主席说，经协商后发现，大家普遍认为，正如《维也納行动纲领》和大会 

第 34/218湘 37X244号决议所指出 . 由于科学和技术是优先的工作，发展合作领 

械中必须给予特别注意，让它独立自主地进行， 一些国家为了表示支持，已经在 

其领算中留出了资金 .



2 3 . 主.席说, 自从特别会议以先各代廣S 对筹资计刘安排和执行理事会投票 

制度 iïà基本立场无重大改变， 不过，协商帮助澄清了观点，缩小了立场分破*

2 4 . 主席强调本届会议必须大力在体制问题上这成协议，他还提出了委员会的 

一些意见供审议，这些意见是：作为鹿则问题 . 重申科学和技术对友戾的重要性， 

从而重申需要在一个专门加自主的体fil内为此输送新的資源；鉴于目前状况$ 祐别 

是经济状况，把实施长斯的体制和财政安排推返一段时间；在此期问采用介乎观有 

临时机构況长期安徘两：# 之间的制度，作为朝着《难也纳纲领》目亦的，一个明确进 

展，既保证了目前活动的连续1生，又立即利用了现有的积极因素，

2 5 . 这种安徘的主要特点是：（a ) 设立科学^0技术特别基金.同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挂钩，并纯属自愿性质，这就意味着热心国家的祸款可立即加以利用，如联合 

国人口活动基金的情况那样；（f c ) 实施大会第37/244号决议在 “ 非核心發源" 项 

下所列的新的业务方式，以便采用多种多样的新颖途径，为吸引更多的资源创造良 

好的前素；( C )修改和调盤计划书，把上述事项利大会第37X244号决议中被认为 

可立即执行的其他填则和要点包括在内；（d) 请秘书长作出适当的行政安排并保证 

必要的协调，主席说, 他随时可听取任何代表团对这些意见和新的倡议的反应，并 

继续进行非正式协商。

2 6 . 联合S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执行主任说，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 

对于不能向委员会本届会议讲话并取代表的发言，深感遗憾》

2 7 . 执行主任说， 《维也纳行动纲领》是一项意义深远、规模宏大，全面兼顾 

的纲领，是国际社会近年来在友展问题上这成的最重要的协议之一，

2 8 . 他还说，由于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必然受经济环境的制约 , 因此，为 

了顺利指导委员会的努力，必须透彻地理解国际社会现在面临的危机局面，

2 9 . 发展中S 家的科字和技术友展同其经济增长有着不可划分的关系. 没有起 

码的科学和技术能力，不可能有任何发展， 由于这种现实情况，发展中国家不可 

避免地. 要重新安排优先次序，重新分配资源与外贸。 因此，必须在社会经济发 

展计刘范É 内制订科学和技术政策，



3 0 . 以开发计划I署署长名义宣读的祝词就筹资系统指出，经过四年的细致协商， 

姿员会现在已经可以对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成协议，从而全面实施长期安排，

3 1 . 孟加拉国代表以七千七国集团的名义发言，提到发展中国家资源紫张的情 

况；这种情現存在于财政和基本建设方面，也存在于科技专门知识方面• 他说， 

发展中国家极少科技人员是直接参与生产系统的• 根据有关业务计划（A/CIt 

11/23)、两年一次审查（A/CU. 11^"38)、和准则（A/CÏI 1 1 / 3 6 )的各项文 

件披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科技规划工作严重落后•执行此种规划所需的基本设施 

倚陋，人力资源及其他發源可悲地缺少，

3 2 . 他谈到发展中国家经济情况恶化时指出，世界经济具有相互依存的性质一

这是无可争辨的. 因此，要是不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成长，经济复苏就是不 

可能持久、稳固的• 达成持义、稳固的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发展中国家的 

科学和技术得到发展. 但是，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 它们由于资源极端 

嚴张，在满足科学和技术需要以实现发展目标方面没有灵活性• 发展中国家在联 

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上曾作出这样的保证，如果全人奥都参与发展过程， 

这将不断提高人类的福社.

3 3 . 他说，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是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尽管委员会到目前 

为止做了有用的工作，但是在加强发展中国家当地的科技能力作力促进其发展的重 

要手段方面则严重缺乏显著的进展. 1 9 8 3 年 3 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七次不结盟 

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最近指出， " 1 9 7 9 年經也纳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通过

的各项建i义的执行，遗憾地十分缓慢和不泥.......，，• （见 A/38/132 -S/15675

和 c o r r . l 和 2 , 附件，第 三 节 ，第 1 0 3 段 ）虽然《业务计划》的架构. 以及 

.为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所定的按主题处理的办法都报好,但是委员会现在应当提 

供必要的经费和支助，把 《维也纳行动纲领》的各項建议转化为业务计划，并予以 

执行.



34.  一个发达国家的代表谈到委员会的全面工作表现，他表示这方面尚有可以改 

进的地方， 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要成为一小高级别委员会，吸引各国首都的高级

‘ 官员参加， 但是》—般代表的级别并未如原来的设想， 因此，委员会应考虑其 

职能问题, 以期加强其作为应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主要世界论坛的效能.在为 

此而进行的各项工作中，委员会应当拨出一些时间单独同每一个国家就科学和技术 

的各个重要面进行生动的、实质的讨论， 他并且说，如果认为全球的所有科技活 

动可以纳入一业务计划，那将是不切实际的。

3 5 . 夷一小发达国家的代表说，如果各方案是按郁门编制的，这将有助于《维 

也纳行动纲领》的执行， 实行这种办法的话，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慨念将更有 

效， 这些方案的费用应当按机构分别，列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项目的费用、一 

般的科学和技术的费用、以及各有关机构的总的支出费用， 秘书处S 后如能向委 

员会提供这些资料，韻助不少.

36.  一♦ 代表说，如果发展技术纯粹是为发展而发展，并只用于军事用途. 则 . 

科学和技术将使全人类关望• 但是.科学和技术是发扬文化而不是摧毁文化的手 

段，因为今S 令人类社会苦恼不堪的严重不平街，已经由于科学和技术利用得当带 

来的变革而得到改善，

37.  — 些代表说，《维也纳行动纲领》是否能长期实际有效地执行得视世界和 

平是否加强、缓和是否受到支持和是否具备限制军备竞泰和促进裁军的条件而定。 

目前，军事预算继续增加，牺牲了基础研究。 世界社会必须讨论这类全球性问题， 

同时也要考虑到其他国际议坛的提议。

3 8 . 东改国家的一位代表说，科学和技术已成为重要的因素，影响到社会生活、 

生产力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也影响到国际关系。 科学和技术方面是诸如 

自然矿物和原料资源耗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和环境变坏威胁等全球性 

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问题是否能有效解决在报大程度上以联合国全体会员



国的国际合作情形为转移. 他还指出 . 加强和平与安全、维持缓和和在裁军领域 

取得进展都是社会经济发展获得成功，光其是在科学和技术领城获得成功的先决条 

件 .

3 9 . 执行主任就各国代表团提出的一些问题表示意见。 他说，大家必须记得， 

《维也纳行动纲领》的主旨并不是发展科学和技术本身，而是以科学和技术促进发 

展 。 他指出•按照大会第34/21 S f决议，委员会的具体职责有八项，这见诸于 

委员会本届会议的议程。

40 . 他说，他深悉拟订全球性业务i t 划的种种困难。 但同时，也必须在最低 

的实除限度上把《维也纳行动纲频' 》转化为业务纲领，以作为执行的准则。

41 • 关于委员会 '的整个职能• 执行主任提议，值得审议的途径之一可能是保证 

议程和工作安排得到更仔细的筹备。 委员会不访在某一阶段考虑这个问题。



B.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經也纳 

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

( 议程项目3 )

1. 制订项目和方案的准则

4 2 . 执行主任在介绍A/Cli 11/36号文件时指出,则准草案是在收到各会员国 

对一份问题单所表示的意见之后编制的. 他说，对问题单作出反应的国家相当具 

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各国不同的情况，慨括了全世界将近6 0 % 的人口.

4 3 .他指出，这些准则并不在于规定各种程序和方法，而仅在于说明有兴趣的 

国家、组织和机构制案和项目的范围，他并指出，制订一奢普遍适用的准则也 

不是有用的. 他强调，在第五届会议上通过一查准则是一件重要的事，标志着从 

第一届会议以来所进行的过程的顶点，并对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提供了方向。 

下一小合理的步骤是设拟一系列项目意见，促使各国和组织展开订有时暇的项目， 

以满足具体要求.

4 4 孟加拉国代表以77国集团的名义发言，他指出，通过准则是将《维也纳行动 

纲领》的各项建议转换成实用提案和落实这些建议的重要步凝之一》 他指出，准 

则的精髓应予保留，但同时也应考虑到各发展中国家间目前存在的各种社会、经济、 

和科技问题所造成的巨大差异， 因此，应对这些准则时时进行审查，以便能使其 

适应于各种不同的情况和环境.

4 5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以欧洲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的名义发言，他强调应 

划分短、中、长期任务集中力量在最追切的问题上，并找出最适于执行这些任务的 

机构和已经可用的资源或似乎可供这一目的便用的资源。委员会应讨论科学和技术在 

国家、区城和世界一级有关的具体部门的作用. 在业务计划的方案领城内，欧洲经济 

共同体各成员国赞同就方案领城二、四、七和八所作的建议，因 为 这 些 准 则 th较 

将合实际 . 而且适于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 • 他进一步指出，在进一步研究和

讨论之前，不应将方案领城三和六列于优先地位，即使这两个领城中的有些建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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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取的• 方案领城一和五不应列为紫急优先. 即使这两♦领械对有些国家可能至 

为追切， 这些领城应配合科学和技术能力的发展取得重要地位.

4 6 .许多代表支持A/Clî 11/36号文件内所载的准则提案，认为这些准则可作 

为采取进一步措施找出加栽发展中国家本国科技能力的项目和方案的德固基础.

4 7 .有一位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支持第AXCl^ 11/36号文件第1 9 和 2 0 段所

载关于加强发展中国家科技决策和规划能力的准则提案• 有若干位代表支持方案 

领域六关于科学和技术资料系统的拟议准则•

4 a 有一位发达国家的代表同意报告中关于一奢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准则只

有徽不足道的用处的声明，并对投入大童精力制订业务计划和随后制订准则的理由

表示怀疑《

4 9 .另一位代表建议这项工作应予加强，并将结果在联合国系统广为散发，以 

协助各组织报告其活动， 不过，他又指出，鉴于资源的短缺，应对方案领城二、

四、七和八给予优先考虑• 他还认为，如果各项准则能根推郁门划分，则将更具 

效率 .

5 0 .有一位代表虽然欢迎拟谈的准则.但对这些准则的目的和目标的广泛笼统 

表示警慑，因为在实际应用这些准则时可能产生各种难题•

5 1 .根据各国代表团对准则所表示的意见，执行主任表示，认为方案领域一

( 科学和技术政策和计划），三 （技术的选择、取得和转让）、五 （第措科学和技 

术的资金》和六（科学和技术资料）比较不重要可能是不正确的• 委员会曾经决 

定业务计划应根据方案领城，而不预先判定这些方案领城的优先次序.他虽然同 

意科技的部门方面至为重要• 但他强调《维也纳行动纲领》和/V个主要方案领域是 

相互有关的，而且是在困难的谈剑和妥协之后才获得通过的，将其人为地划分成各 

小部分可能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严重的异常现象，在提到科学和技术政策 

和计划时. 他指出，要是没有这种" 救件，，能力，发展中国家可能将其贪乏的资源 

用于和投入使用科技的" 不断摸索 " 的方法中.



2. 联合国系统为执行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

.而进行的合办活动

5 2 L 执行主任在介绍A/CU. 11/37号义件时说，行政协调会科学和技术促进 

发展工作队的四个工作组遵照政府间委员会的决定，加速进行它们各自鄧门的工作， 

并制i了了着重加强发展中国家国内能力的共同活动， 工作队第四届会议已核可这 

些合办活场。这些活动是共同构想和规划的，将由联合国系统的有关經织作为一项 

集体任务加以执行。 大家还议定，有关的领导机构将同其他参加组织协商，负起 

保证这项任务获得切实貫彻执行的首要责任。

5 3 . 他指出，行政协调会还决定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应尽可能调动其方案和预算内 

的现有资源来执行这些合办活动，各领导机构在必要时也应寻求预算外资源，他说， 

要寻求预算外资源，是因为所需资源数颗非常大，而联合圓系统内许多粗织当前都 

紧缩頸算， 考虑到筹资系统的任务是为范围广泛的、 旨在加强发展中国家国内科学 

和技术能力的活动筹措资金，特别是协助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因此可以颜期 

筹资系统会在道用于筹资系统的政策、程序和准则的规定和条件的范围内，考虑是否 

可能支持提议的合办活劫，

54 执行主任说，应当鼓厳加强联合国系统内科学和技术领械的协调和合作的 

通盘努力，

5 5 .行政协调会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工作队主席回顾工作队的任务，并指出工 

作队在拟订执行《维也纳行动计划》的业务计划方面，以及在制订某些特定领域的 

合办活动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貢就。 尽資联合国系统的每一个有关粗织都大大 

紧糖頸算，但它们在制订合办活动的工作方面都拾予充分合作，其中在很大程度上 

还包括共同规划和共同编制方案。 尽管提议的合办活參f是根据现有方案和认为发



展中国家会有的需要制订的，但将作出一切穷 力̂同各成员国联系，以便充分反映发 

展中国家的利益和优先事项。 他进一步指出，所有參加组织都表明坚决保证调动 

资源来进行这些合办活动。 但如果没有大量的预算外支助，则很有可能发展中国 

家的期望将再次因为资源缺乏而无法实现。

5 6 . 孟加租国代表以7 7 国集团的名义发言，赞赏地注意行政协调会科学和技 

术促进发展工作队为保证联合国系统内各项科学和技术活动获得更好的协调而作出 

的努力，并且由于这些务力， 已 制 订 了 一 系 列 合 办 的 活 动 。委员会应认可这 

些合办活动，作为对协调和统筹联合国系统内各项科学和技术活动的通盘努力的一 

项直大贡献，并应提供实质支助使这些合办活动得以继续下去，作为一大有作为 

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主动行动。

57。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以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名义发言说，他们认为，拟议

的合办活动是个令人鼓舞的例子，它有可能改善联合国系统的业务活动。’令人高 

兴地看到，这些活动是联合编制出来的，将会联合付诸实施。 不过，由于迟返才 

收到有关的报告，他们无法仔细研究其中所载的合办活动。 因此，对该项目的审 

议，应延至委员会第六届会议。 该报吾也没有列出详细的费用分类，没有具体列 

出将把合办活动付诸实施的国家机构。 在进行初步研究之后，他们认为，特别有 

用的合办活动涉及下列领城：微电子学提肩传统技术以利根食做存、建筑材料和 

非洲区城农业工具和设备网。 不过，他们感到惊讶的是，关于方案领城/V,即  

" 加强发展中国家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友这国家间科学和技术领城的合作" ，没有 

合办活动。 与此类似，关于方案领城六" 科学和技术资料 " 之下拟议的合办活动， 

他们也有些疑问。关于筹措资金问题，合办活劫应由联令国系统各組织的经常激算提 

供资金。 他们支持的建议是，在编制更多的活动之前，应确保拟议的联合活教付 

诸执行。 在未来的报告中，应让委员会知道，联合管理的慨念是如何付诸实施的。



5 8 1 许多代表对行政协调会工作队编制合办活动的工作，表示赞赏，他们说， 

各项活动应迅速付诸有效实施。 工作队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应当趣续这个 

过程，并应以渐进的方式制定更多的合办活动。

59. 一个发达国家代表说，令人高兴地看到，拟议的合办活动是经过深思熟虑 

的，其根据是实事求是的办法,即对目前各式各样错综复杂的科技领械的活动进行精筒。拟 

议的合办活动，将有助于联合国系统在科技领城进行更妥善的协调工作。目前必须仔细 

审议， " 筹资系统 " 应在何种程度上支持这种合办活动；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目前 

关于 " 筹资系统 " 的谈判工作。

60. 一个发达国家的一名代表说，工作队已经认明应当在执行这种合办活 

动时担当领导作用的机构。 应当高度优先考虑导致下列工作的活动：提 高 传 统 ， 

农村技术，编制科技资料系统，制 订 研 究 和 发 展 机 构 与 国 家 生 产 系 统 之 间  

的联系。

6 1 . 另一个发达国家的代表希望• 在继续作出努力时，会同各会员国，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进行密切的协商，因为这些活动的最后成就，只能取决于它们如何赛 

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其科技能力。 他又希望，合办活动会继续获得各别机构的资助, 

在最大可能程度上依靠其各自的预算资源。 对 " 筹资系统 " 的资源打主意，至少 

在目前，不会使情况好转。

62. 一个代表团希望，将来有可能会让委员会知道，联合国系统用什么规范去 

决定弾个区域或个别国家应参与个别的合办活动。

6 3 . 东欧国家的代表说，他们原则上支持拟议的合办活动，尤其是与社会经济 

发展、训絲、决策和联合国系统内协调工作有关的活动。 他们认为，原则上，这 

些活动符合评价和提高发展中国家科技水平的需要。

64 一个东欧国家的一名代表说，委员会值得支持行政协调会的建议， 即应动 

员现有资源以实施科技领域.的.合办活祐。尤其是，诸如微电子学、生物技术、海洋



资源发展、科技资料等领域的合办活动• 都是有用的。 行政协调会工作队应当趣 

续其具有目林的工作，为联合国系统内的有关组织拟订合办活动，这些项目应当 

列入其目前和未来方案中，

6 5 . 执行主任在对各代表作出评论时，向委员会确保，合办活动将会针对具体 

的国家和区域。 因此，虽然不应完全或专门由" 筹资系统 " 提供资助，但完全排 

除 '‘ 系统 " 作为协助实施合办活动的可能资金来源之一，也是不正确的，

6 6 . 译细赛用，将列入各主导机构目前正在编制的项目文件中， 与此类似， 

认明适当的国家机构作为执行机构，将是主导机构同发展中国家举行t办商的一部分 

工作 * 国际合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将是合办活动鉴体的一部分， 

因此，迄今为止，工作队没有编制业务计划方案领域八之下的具体頃目，



联合国系统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领城的 

活动的综合年度报告

67 , 执行主任介绍了关于联合国系统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领城的活动的第三 

次综合年度报告(A/CIJ. 11/35)。 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所提供的资料都归纳在业 

务计划的八个主要方案领城之内，这些方案领城已尽可能同计划内的业务活动相呼 

应。

6 8 . 有一个发达国家的代表说，报告表明了联合国系统所进行的活劫的范围， 

并认为颇令人鼓舞。

6 9 . 有些代表同意报告内的意见，认为今后关于联合国系统各项活动的汇报应 

当同方案预算两年期的编制周期相互吻合。

7 0 . 亚太经社会的代表说，亚太经社会曾于1SS2年举办了两次区城调查中 

一项关于区域内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另一项则关于技术转让的体制。他也告诉委员 

会说，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已决定将技术促进发展问题作为其第四十届会议 

的一个主要议题。

D . 业务计划执行情况的两年期审查和评价 

及其所达成的进展

7 1 ，执 行 主 任 在 介 绍 11X38号文件时指出，散发给全体会员国用以制 

订准则的问题单也是用来编制关于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业务计划所已达成进展 

的第一次两年期审查和评价报告的 •  他指出， 这项审查显示出一系列的积极发展 

和许多重要的差距。因此，审查过程应大力继续进行，他特别认为，下一次，查应 

当同第三个联合国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中期审查一包括区城审查一密切地联系在 

- 起，为了这个目的，执行主任继续说，如能制订适当的方法并建立适当的数据库, 

以便对各项进展、差距和障碍以及对各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水平的评价提供可靠的 

资料，那将是有帮助的，



7 2 . 许多代表注意到两年期审查发掘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并对当前的科学和 

技术发展情况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同时它指出需要继续努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国 

内的科学和技术能力，

7 3 . 孟加拉国代表以7 7 国集因的名义发言说，正如两年期审查所证实的那样， 

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资源缺乏问题，不仅仅是由于财政因难和基础结构方面的 

缺陷，而且也是由于严重缺乏科学和技术的人材的缘故。就在这个时候, 发展中国 

家的科学和技术需要又日趋多样化，从而需要技术适应和由发展中国家自己来发展 

新的技术过程。

7 4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以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名义发言时指出，两年期审 

查证实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科学和技术领城内的资源和活动都大大地落于人后。 

但是他又指出，报告中并未载有一切必要的数据，因此在制订解决办法方面，报告 

的 用 处 有 限 。 # 特别指出，如能有一张按照国家和部门列举各种数振的图表，

或者把来自某些国家的特定结果编成一份说明，也许可以帮助大家对当前的情况 

了解得更清楚一些。此外，他认为方案领域八应当予以更详尽的拟订.，以便能够提 

供更多关于国际合作和其他形式的合作以及从中产生的惠益的情报。但是他又 

说，用以拟订两年期审查的问题单最好能让提出答复的国家能更明确地i兑明它们自己 

的问题和已经作出的进展。他说，问题单的填报和回答今后应予持续进行，但每次 

的填报和回答应当有充分的时间差距，以便允许各会员国能够更有意义地发展其基础 

结构。

7 5 . 有些代表指出，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制订其科学和技术政策和计划方面 

已作出了长足的进展，但在其他领城—— 例如人力资源、财政资源、技术登记、科 

学和技术同生产系统之间的联系、训练设施—— 则进展颇不平衡，也不充分。

7 6 . 有一个代表说，正如两年期审查所指出的那样，虽然最不发达国家已经作



出了加强其科学和技术能力的努力，但是进展十分有限。 ’ 显然，特别是最不发达 

国家，需要更多的财政资源来支拔资料、训练、研究和发展、科学和技术事务，以 

便加强它们的经济系统。

7 7 . 正如两年期审查所表明的那样，有一位代表注意到许多领械都缺乏显著的 

进展，关于这一点，他说，我们必须承认两个主要的限制性因素Î 第一，培训人力 

资源是一项长期的努力，不可能在短短的两年期间内就会完成任务；第二，世界的 

经济情况P且授了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努力。 他强调说，他的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都想要增加各自的科学和技术活动，并希望发达国家也能增加它们的努力，来帮助 

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作。

7 8 . 有一个发达国家的代表注意到发展中国家一些关于部门优先事项的回答具 

有特别的意义。

E. 各国所达到的科学和技术发展水平

79 . 执行主任在介紹关于各国所达到的科学和技术发展水平问题的A/CE，11/ 

2 5和 Add . 1号文件时说，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而纯粹的统计指标也许不足 

以说明整个问题，有时甚至导敦误解。 这份文件除了扼要说明这个主题在慨念和 

方法上的问题以外，还载有联合国系统内外正在从事的各种努力的摘要。 他说， 

主要由于行政协调委员会工作队和咨询委员会的工作，结果通过采行审慎而遂步渐 

进的步骤，从而导致某些进展。 作为第一个步驟，就需要审查关于适当方法的现 

有途径和定义，然后再通过指标来确定街量的各种特定目的，

8 0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以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名义发言说，编制一项可靠、 

有意义而和谱的国际统计数据的工作是十分困难的，而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统计更是 

如此，特别是产出指标。 由于缺乏完整的数据库，因此设法使计算产出指标的方 

法趋于完善的努力是毫无意义的。



81 . 有些代表认为需要制订适合于衡量发展中国家科学和技术进展的指标。有 

一位代表认为适当的科学和技术指标对于决策和规划可能是有价值的。

82 . 有些其他代表则强调需要具备街量各个不同国家所达到的科学和技术水平 

的指标，并重申他们自从维也纳会议以来，持续对这个问题表示兴趣。 他们支持 

通过好几个阶段并以协调的形式开展制订适当指标的活动的提案。

8 3 . 执行主任对各a 代表某些论点提出评议说,确定所已达到的水平的工作是 

必须要予以进行的，虽然这项工作是十分复杂的。 除非委员会切实地开始对此项 

工作进行深入的研讨，否则由于此项工作的复杂性，势将年复一年地被拖延下去， 

不予处理。

对联合国系统在科学和技术促进

发展方面的效率进行研究后得出

的一些建议 
 ( W 项目4 )

84 . 执行主任在提出A/CE . 11/26号文件 0̂ 提到了委员会在第四届会议上所 

作的决定，即把其中所载建议延至第五届会议进行审仏他说，那些建议是以秘书 

长题为 " 对联合国系统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方面的效率进行研究" 的报告（A / 

3 6 / 2 4 0 )中所载六项提议作为根据的，他说，六项提议提出的同题可以分为两大 

类：挺议一，二和四主要是关于业务活动的行政和管理方面的问题；提议三、五和 

六是关于具体的方案问题。

8 5 .他说，关于第一和第二项提议提出的，主要是行政和管理方面的问题，建

议采取提议四详细说明的以评价、衡量和自学为基础的双管齐下的办法。首先， 

它建议委员会应每年邀请若干发展中国家政府就联合国系统的科学和技术活动对于

建立那些国家的国内能力的作用进行估计，并向委员会提出报告，其次，它建议委

员会请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审议：（a) 对加强发展中国家国内科学和技术能力所作的

贡献，和( b ) 提议一和二提出的各项问题，以此作为对它们自己的方案和活动的评



价工作的一部分。他说，后一项工作所得的资料将向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提 

出，然后总干事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的协助下，向委员会提出报告，

8 6 . 关于提议六，即建立技术工作组的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了， 提议三内的建议 

正在行政协调会工 作 队 中进行讨论。委员会将在以后的会议上对其结某进行评价， 

关于提议五，必须建立联合国系统活动的数据库，使中心能向委员会、咨询委员会 

和行政协调会工作队 提 供必要的支助。

8 7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以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名义发言，他说，对联 

合国系统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方面的效率的研究进行后继行动的建议 (

1 1 / 2 6是对委员会的审议工作一项宝责的贡献，将有助于使联合国系统在科学和 

技术方面的工作更有效率，对会员国更有益处， 他强烈支持以下建议，即联合国 

系统旨在进一步发展发展中国家科学和技术能力的各项活动的设想和执行应该与各 

别国家的政策和方茶取得和谐和协调的关系， 因此他认为这类联合国活动应该定 

期受到接受这类活动的会员国本身的评价. 许多代表也同意这项看法，

8 8 . 他同意研究中提出的意见，即现有的经费在很大的程度上集中在农业和保 

健的横向面上和纵向面上，他还同意应该改善对粮食加工和住房方面的工业技术， 

发展勤探和处理自然資源、能源、运输和通信等须域的国内能力. 他说，行政协 

调会工作队工作组是处理部份上述各项问题的适当机构.

89 . 关于设立联合国系统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方面的活动的数据库的提议五， 

若干代表觉得在作出决定以前，必须先证明这样的数据库是必要的，不会与现存的 

数据库重复. 另一名代表请中心提供更详细的資料说明数，库的具体目的及其所 

涉经费问题，许多代表同意报告的建议，即设立科学政策训练和研究所的工作应等 

到教科文組织所作的冗行性研究完成之后进行，



G .对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使进发展会议余

留未解决的问题将^

'~ 采取的行动 

( 议程项目 Ï )
9 0 . 贸发会议代表提到了向委员会傲发的： 6/^73号文件，该文件载 

列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尚未达成协议但直接关系到货友会议的活动而在 

贸发会议的谈判中已达到共同一致意见的各项问题，

9 1 . 孟加拉国代表以7 7 国集团的名义发言，他对维也纳会议所谓尚未解决的 

问题仍然停留在委员会的议程上表示遗憾* 他提议委员会应该立即认真试图解决 

那些问题，



H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的活助 

( 议程项目1 )

9 2 .执行主任在介绍A/CU.11/40号文件时指出，这份文件载有关于该中心主要 

活动的资料，这些活动是按照其工作方案和委员会规定的任务进行的。 他特别提 

到为建立一个关于各项科技资料的数据库莫定基础，并根据这个数据库制订科技成就的 

新指标和更有系统的索检资料的方法。

9 3 . 关于同国家联络中心有关的活动，执行主任说科技促进发展中心同刚果人 

民共命国政府合作举办了一小关于加强非洲国家科技能力的会议， 该中心按照委 

员会的要求，还发表了一小关于所有国家联络中心的最新名册，该名册已作为A/  

CIT. 1 \ / i m,  5 号文件提供给所有会员国.

9 4 .执行主任说，该中心同积极参与科技促进发展的非政府组织保持密切联系， 

并举办了一次初步协商会议，这个会议主要是分析非政府组织对执行维也纳行动纲 

领所作的贡献，以及调査最近从事科技促进发展活动的组织，

95. 非政府组织对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所作贡献的初步协商会议主席在其 

声明中强调有广泛的国际，国家和前线组织出席了在罗马举行的会议* 他说，虽 

然 非 政 府 组 织 已 经 按 照 ’维也纳行动纲领进行工作，但是它们都是各干各的，互 

相之间很少通气在这方面，协商会议是该中心为了使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同各政 

府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国家斤区城一级进行的活动更加协调一致而采取的第一项 

措施》他要求委员会各成员采取适当措施，鼓励各非政府组à 继续参与执行维也纳 

行动纲领的工作，

96. 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代表赞赏地注意到非政府组织在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方 

面所作的有益贡献，满意地注意到最近在罗马举行的会议的成果，并希望将采取适 

当的后续行动。



97. 一个代表团在提到非政府组织.参与科技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的活动 

时指出，这种参与应暇于那些曾参加1 9 7 9年维也納会议的非政府组织。 如果 

让所有非政府组织参加，在时间方面可能安排不过来，并且会影响或延长许多问题 

的解决，委员会各成员国应同本国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协商，以确保它们的参与。

9 8 . 若干代表对科技促进发展中心所作的各项工作表示赞赏，并希望它将继续 

履行维也纳行动纲领赋予它的任务。

99. 一些代表团在提到非洲联络中心布拉柴维尔会议 时 ，强调应执行该会议各 

项 建 议 , 并予以广泛散发。一小代表团认为该中心应在国家和区城各级进行类似活 

动。

100. —4^^*^表强调该中心在支持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的国家和区城活动方面所 

起的重要作用。 .

1 0 1 .另一名代表说，该中心为建立一小计算机化的科技指标数据库而作的努力 

似乎是一小积极的步骤，这项工作有助于分析各国在科技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

102. 国际水文组织代表提出了其组织的目标和目的，他强调需要在发展中国家 

加强术国水文调查的基★ 结构，这样它们才能在海洋和沿岸发展方面接受和采用新 

技术，他 i l 为国际水文组织如科技促进发展中心在这方面进行合作将有助于维也纳 

行动纲领的进一步行进。

技术频报系统

103. 执行主任在介纯A/CE. 11/40号文件咐件中关于技术预报系统的提议时 

指出，维也纳行动纲领的一项重要建议是为早0 确定和评价新科技发展的影响作出 

安排。 为了执行这项建议，科技促进发展中心同本系统各有关组织一起提议律立一 

小协助发展中国家选择新技术和建立各国早期监察如评价这种技术的能力的系统， 

这小技术预报系统将同一小机构网进行合作，Ü 过一个半年刊了解 1̂1散发这些香料,



1 0 4 .许多代表支持建立技术预报系统的提议，并且说，鉴于新技术的迅速发展， 

为了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将需要建立这种系统一些代表指出，这项工作可同 

一切有关联合国机构合作进行，并且科技使进发展中心是一小协调和促进拟议系统 

的适当单位，

1 0 5 .鉴于技术预报系统工作的复杂性，若干代表建议根据现有的科技评价和预

报机构的♦ 例研究，采取审慎的态度。 所涉经赛问题以及同现有资料系统的关系 

.也需要仔细审查，

106. 孟 加 投 国 代 表 在 代 表 7 7 国 集 团 发 言 时 提 到 大 会

第 34/218号决议，其中大会请委员会作出安徘，及早鉴定如评价新科技发展，并 

支持将制订一小需要在规定时间完成的技术预报系统试验性项目作为对发展中国家

极为重要和可能有很大好处的事项，

1 0 7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在代表欧洲经济廷同体爱É0!}也支持建立技术预报系统 

的提议，并强调拟议的半年刊的用处，该刊物每期应以一小重要和有关的题目为重 

点，以使吸弓I一流的专家供稿* 它强调这个刊物对科学家和决策人员非常有用，因 

为它将使他们注意到新的发展。 ’

108. 一小代表强调科学促进发展中心对协助发展中圓家建立太国的科技能力和 

建立术国和区域的技术预报系统—— 这些系统可同中央技术预报系统联接起来——  

所起的重要作用，

1 0 9 .执行主任在评论各代表的一些意见时指出，正如发达国家认为技术预报系 

统是一个追切斤重要的事项一样,建立技术预报系统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高度优 

先的事项，尤其是因为这种系统有助于以系统的方式消除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不利地 

位，



I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的活动 

( 议程项目8 )

110.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主席在提交咨询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报告 

(A/CH 11/34 )时说，各询委员会的注意力最初是集中在对《维也纳行动纲领》 

及其业务计划的执行进程最有帮助的各种办法上。 首要考虑因素与其说是科学和 

技术本身，不如说是科学和技术对人民生活以及对可采用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和经济 

环境所起的影响。 科学和技术发展对环境保护、制造就业机会和不可再生能源维 

护等方面的长期影响，应在考虑之列。 他强调了政策、人力资源和资金，供这三 

个科学和技术发展基本先决条件的重要性。 他还强调有必要在国家一级设立一个 

科学和技术高级决举机构。

1 1 1 .他又建议，还需认真注意在国家一级筹暮和划拨充足的财政资源，从而有 

效利用以科学为基础的各门技术，以便将国家自然资源转化为有益于人民的财富。

112. 在提到咨询委员会关于设立全球科学和技术资料网以及区楼性科学和技术 

促进发展客询机构的报告（A/CU. 11/30和 A/CN. 11/1983/CRP 3 ) 时，执 

行主任向委员会汇报了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这些方面的进行中的各项活动。 他特 

别提到了联合国系统的许多组织在各会员国境内所设的作为其资料活动一部分的许 

许多多联絡点和旨在逐步建立全球网的五项合办活动以及各区械委员会所设立的区 

械性科学和技术咨询服务部门。

1 1 3 .孟加拉国代表代表7 7 国集团说，咨询委员会对各项专题进行了有益的分 

析 , 其活动值得表扬和支持。 他赞赏地注意到，各询委员会的报告表明了对发展 

中国家的问题具有深刻的认识。

114.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代表欧洲经游铜体成员国对各询委员会的努力表示了 

祝贺，并说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载有许多同政府间委员会相关的有益构想。 他赞同



委员会的以下做法，即审慎选择各项专题而由特设专家小组加以审查，并答许国际 

科学界来处理对《维也纳行幼纲领》的执行极具重要性的各项问题。 他建议各询 

委员会今后应根据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重要性和对社会、工业和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来选择关键领城。

1 1 5 .许多代表赞扬了各询委员会的工作和建议，并強调须支持其活动。

116. 一位东欧国家代表缴 扬̂了咨询委贞会的全面的和有益的工作，并支持咨询 

委员会所建议的关于设立各国科学和技术管理机构、开发人力资源和调动各国财政 

资源的三项基本方针。

1 1 7 .另一位东欧国家代表建议，咨询委员会应适当地注意到逐步进行社会经济 

改革、加强国家部门、改进规划和培养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和技术人员等等问题。他 

建议各询委员会各特设小组也应审议下列专题： 科 学 ， 技术和未来； 科

学和技术作为社会经济进步的重要因素； 和基本研究在发展方面的作用。

118 . 若干代表赞同咨询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对同妇女职业有关的改良技术的发展 

和转让进行一项深入调查的建议0 另一位发达国家代表提到，咨询委员会关于科 

技和妇女的进一步工作，应完全遵照《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有关规定的 

精神。

1 1 9 .许多代表认为，咨询委员会各小组的会议记录如能印发，将是把专家对科 

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意见散发给所有国家的一个有用方式。

1 2 0 .许多代表对1 9 8 2 年举行的特设专家小组会议的建议和洛斯巴诺斯小组 

会议记录的印发表示了，赏。 他们建议，应认真考虑在国家、区城和国际各级有 

效落实这盛建议。



J . 筹措科学如技术促进发展香金 

( 议程项目6 )

1 2 1 .委员会于6 月 1 6 日第4 5 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委员会面前有联合 

S 开发计划署署长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协商后编制的报告，报道联合国科 

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的业务情况（A/CU. 11/39 ) .

1 2 2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主任在介绍报告时指出，这份报告报 

道了筹资系统在审查时期的活动加政策. 目前已有8 3 小项目正在执行，至今约已 

完成十余小，各国政府总共认捐了 3,890万美元，此外，通过其他途径还取得了 

6 5 0 万 美元。发展中国家佳计为这些项目提供了 7, 500万美元。 通过筹资系统 

的活动，知识有了 '增加，接触频繁，而且全世界的合作也有加强》提交筹资系统的 

项目的核准率略低于10% 。 除了正在执行的项目之外，在资金许可的情况下， 已 

经核准了一批经过充分评价的项目 ， 共约7 7 小 ，约值8, 300万美元。 其中有些 

须目是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的第二阶段 . 1 9 8 3 年 1月对筹资系统核准的所有项 

目进行了详细审查，以便整理取得的经验， 加以系统化，并评价这些项目的潜力.

1 2 3 .他提到维也纳会谈以来所进行的工作， 以便充分运用筹资系统的长期安排， 

他还指出，除了在联合国体系内所作的努力之外，约有 2 1 国部长所组成的友好访 

问团也对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至今仍有各种严重的问题，但不应低佑已经 

作出的进見

1 2 4 .关于尚未解决的各项问题，重要的是注意到执行局所关注的是业务问题， 

应使它能明确地，迅速地对这些事务进行工作• 从而作出安排，而将引起其他各种 

关切的问题移交政府间委员会处理. 以资源而言，必需放远眼光，并且时时记住设 

立筹资系统的基本目的，虽然必须解决的各项问题在联合圓体系内具有特殊的重要 

性，但必须认识到设立筹资系统更有广泛的关联和意义，



1 2 5 .为了说明筹资系统资助的项目的重要性，主任提出了一整实例说明这些活 

动对发展中国家建立科技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1 2 6 .许多代表赞扬委员会主席从委员会特别会议举行以来在其协商下，努力就 

设立筹资系统所作的进尾他们愿意在本届会议继续与他积极合作，设法就各项尚 

未解决的问题达成具有意义的成果•

1 2 7 .孟加拉国代表代表7 7 国集团发言，他指出在国际一级执行《维也纳行动 

纲领》的最重大需求是设立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他向委员会保证， 7 7 

国集团将与主席进行最充分的合作• 有效支持主席的工作， 以便克服至今仍然ü 碍 

开展筹资系统的各项剩余的障碍和差异* 7 7 国集闭对筹资系统的承诺是全面的• 

它愿担负应尽的作用，依播 1 9 8 2 年 1 2 月 2 1 H通过的大会第37/244号决议， 

使这一系统成为共同，相互的事业. 他指出，设立筹资系统的长期安排极为重要， 

以便扭转最近令人遗憾的在多边合作方面的退减，并用以维持和加强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精神，

1 2 8 .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在发言时表示了与孟加拉国代表相似的意见。他们指 

出，筹资系统是维也纳行动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充分实现等资系统的 

长期安排极为必要，应该竭尽全力顺利完成这方面的谈判。在这方面，一些代表指 

出， 1 9 8 3 年 3 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七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欢迎最近就联合国 

科学来》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达成了协议，促请那些对筹资系统犹豫不决的工业国 

家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并重申发展中国家愿意向筹资系统揭敦（见 A/38/132— 

S/15675和 Corr ,  1和 2 , 附件，第三节，第 10  4 段 ），

129 .  —位发展中国家代表说，如果无法以协商一致方式解决关于筹资系统各项 

尚未解决的问題，最好采取主席关于中间阶段的建议，使筹齋系统得以继续运行，

按照主席的建议，还可以利用并发计划署理事会的结构麻现行议事规则.对于认 

捐会议，最好是采取自愿捐款原i l , 不必就已经确定的百分比作出任何承诺，



1 3 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以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名义向主鹿保证，欧洲共同 

体成员国随时准备进行合作，象以往一样继续在谈判中发挥积极作用，以期达成协 

议。

131. 一位发达国家的代表说，他赞成主席的意见，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切实佑 

计形势，尽管还有些直大问题没有解决，但除了继续努力，按照大会第37X244号 

决议的规定达成协议外，别无他途可循. 而且，委员会似乎也没有权力改变大会的 

决议。

1 3 2 .他指出，虽然有些代录因担心，友展筹资和执行局的表决办法不符合联合 

国系统的现存惯例，但他认为这并没有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大会的议事规则。此外，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是呼吁召开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基础，性质特殊， 

因此也需要在筹资系统采取特珠办法。在这个领域，创造革新是进步的根源，因此， 

针对特殊需要制订新的办法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不必因为就一些联合，资办法达成 

协议，就担心会速反联合国的原有惯例，因为所有的捐敦都是自愿性质，每个国家 

都可以自由参加捕敦。他呼吁大家互相信赖，就尚待解决的问题继续进行谈判，不 

要无缘无故地担心猜忌。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已经表示，这些建议值得仔细考虑。

K •任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姿员会的成员

( 议程项目9 )

1 3 3 .执行主任在介绍秘书长关于任命咨询委员会成员的说明（A/CN* 11X41) 

时指出，咨询委员会1 4 名成员的任期到1 9 8 3 牟 1 2 月终J h 他筒单说明了关 

于任命的一些有关规定。



1 3 4 .关于这个问辦，他请委员会注意第3 ( 工V )号决定，其中委员会考虑到秘 

书长关于这个问趣前一个说明（A/CIf. 1 1/31和 c o r r  . 1〉 的第 1 0 段，即表 

示将在1 9 8 3 和 1 9 8 4 年优先提名还没有获得任命的国 .家的专家，包括下列七 

国：比利时、加拿大、埃及、希 腊 、尼日尔、瑞典和端士。 由于考虑到咨询委员会 

成员的专业应该不同以及名地区都应渭■公平的代表机会，从上述七国中提出了 3 名候 

选 人 他 又 指 出 ，秘书长提请突员会考虑的1 4 名候选人中，准 5 名是第二任，其 

余 9 名是第一任。

135. 6月 1 6 日，委员会第4 5 次会议决定按照秘书长说明（A/CN»11/41: 

第 9 段的建议，任命 1 4 名候选人为咨询委员会成员《见下文第19 7 段 》。



四.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A .组织事项

(a) A/CN。11/L . 7 3号决议草案

136.  1 9 8  3年 6 月 2 0 日，在委员会第4 8 次会议面前有主库经非正式协商 

后提出的题为 " 在 1 9 8 0年代有效发挥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的作用 ’ 

的决议草案（A//CN。1 1/L .73 )。

1 3 7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决议草案A / C N .1 1 / L * 7 3 (见附件，第 

工（V)号决议

(b) A / C Ü  .11/1*. 47 等决议草案

138. 1 9 8 3年 6月 1 3 日，委员会第4 4 次会议开始审议委员会第四届会议 

递交的题为 " 非政府组织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的决议草案（A//CU.11/L.47, 附 

件 ），

1 3 9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载于A / C I L  11/L. 47号文件附件内的决议 

革 案 （见附件，第 2 (^ )号决议）。

B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a) A/ClSr. 11/L.51 和 L. 68号决定草案

1 4 0 .在第 4 4 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7 7 国集团的名义★ 结了题为"联合 

国系统内的合办活动" 的决定草案（A / G IT .1 1 / L .5 1 ) ,案文如下：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 1。注意到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关于联合国系统在执行《科学和技 

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方面进行的合办活动的报告（A/GU . 11/37 );

" 2 . 建议 A/CJT. I I / / 3 7 号文件第5 至 2 8 段所载的有关合办活动的提议 

应作为领导机构同联合国会员国就它们在执行这些提议方面的利益进行f办商的

基袖；

" 3 . 决定同有关会员国进行的协商应在提出申请有关合办活动的最后提议 

的经费之前结束；

" 4 . 还决定根据以下原则调集执行合办活动的资源:

" ( a ) 联合国系统各机关、组织和机构，特别是领导组织和其它参加组奴， 

应在合办活动得到明确核准的情况下尽可能最大敝度地调集其方案和预算中现 

有的资源，以资助合办活动的执行工作；

" ( b ) 个别合办活动的领导机构必要时也应寻求预算外资源；

" (C)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应考虑是否可能在对筹资系统适 

用的政策、程序和标准的范围和条件内支助合办活动；

" S . 要求总干事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的协助下以协调一致

的方式监测合办活动的全面执行情况，并每年向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 

员会提出一•次报告；

" 6 . 决定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应继续努力, 颗定联合国系统其他业务 

活动所产生的更多的合办活动的领械，并将其提交机构间审议，以便制订进一 

步的合办活动。"



141.委员会第4 7 次会议审议了付主席奥拉戈克，阿德里米.埃桑先生就决定 

草案 A /  CN，11/L . 5 1进行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题为" 联舍国系统内的合办活动 

的决定草案（A/G IT .  1 1 / L .6 8 )。

1 4 2 .在同次会议上，委资会通过决定草案A / G I Î。1 1 / J L .6 8 (见附件，第工 

( ^ )号决定）。

1 4 3 .由于通过决定草案A / C ]? .  11/工. 6 8 » 决定草案A//(pî. 1 1 / L .5 1 由 

其提案国撤回。

( b ) 决议革案 A/CH. 11/L .57  和 JL,66

1 4 4 .在第4 4 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7 7 国集团的名义介绍了题为"制订 

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的项目和方案的指导方针和对业务计划执行进度的而年期 

审查和评价 " 的决议草案（A /C l? . 1 1 / L . 5 7 ) , 案文如下：

" 科学积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

" 回顾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积行动纲领》的大会1 9 7 4年 5 月 1 

曰第320 H  S -V I )号和 3202 C s - v i  ) 号决议、载有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的 19  7 4 年 1 2 月 1 2 日第3281 ( X X I X )号决议，和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的 1 9 7 5 年 9 月 1 6 日 第 3 3 6 2 ( 8 - 7 工工）号决议，

" 义回顾大会 1 9 7 9 年 1 2 月 1 9 日第34/218号决议，

" 并回顾其1 9 8 2 年 6 月 4 日第1 ( I V ) 号决议第1段，

" ^ 其 1 9 8 1 年 6 月 5 日第2 ( II工）号决议第1 0 段，

" 1 . 赞赏地欢迎秘书长关于《维也纳行动纲领》业务计划执行进度的第一次而 

年期审查和评价的说明；（A/nN 11/38 )

" 2 . 尚未对.问题单作出回答的会员国尽快（但至迟在1 9 8 3 年年底前 )作 

答，以便i 续更广泛地分折《维也纳行动纲领》业务计划的执行情况；



" 3 . 赞赏地注意到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关于确定可以搞科学和技术

方案和項目以加强发展中国家本身科技能力的那些领械的指导方针的报告；

[ Ayes .  11/30,)
" 4 . 建议以该报告作为确定可以搞科技方案和项目， 以满足具体国家和区

■ I . ■'

械需要的那些领城的基础；

" 5 。1 会员国在努力确定可以搞科技项目和方案的领城的过程中考虎到与 

它们有关^ 那些指导方针；

" 6 . 吁请发达国家在援助发展中国家时考虑到这些指导方针;

"7 .  联合国系统的机关、组织和机构根据它们的任务规定，在援助发展 

中国家时考虑到这些指导方针；

“ 8。J 有关的非政府組织在努力加强发展中国家本身科技能力的过程中考 

虑到这些指导方针；

" 9 . 又请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制订由它 

资助的方案和项目时考虑到这些指导方针；

" 1 0 。 总干事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的协助下，定期审查这 

些指导方针，并在必要时提出新的指导方针，以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

" 11 . I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及其1 9 8 4 年特设专门小组帮助 

进一步改进今后对《维也纳行动纲领》的执行进度进行两年期审查t 年中期审 

查以及对这方面的沮力进行分析的分析结构。"



145 . 委员会第4 7 次会议审议了i l 主廣奥拉戈克，阿德里米.埃桑先生就决议 

韋案A / c if . 11 /L . 57进行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决议，案 （AXCJJ .M / L . 66 ).

1 4 6 . 在同次会议上，委 员 会 通 过 决 议 宣 案 见 附 件 ，第 3(v) 

号决议

1 4 7 . 由于通过决议章案A/GH. 1 1/L . 6 6 .决议塞案A/CU , 11/：L. 5 7 由其 

提第国撤回.

( c ) 决定韋案 AXGljr.U/g.58

1 4 8 . 在第4 4 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7 7 国集团cfÿ名义介绍了题为"科学 

和技术与妇女 " 的决定草案（A/CU.11X：L.58) .

1 4 9 . 姿员会第4 7 次会议通过决定塞第A / C i î . l l/ a .5 8 (见附1牛，第 2(V)号 

决定），

( d ) 载 于 1 1/0：<.59~#义件内的提案，案

1 5 0 .在第4 4 次会议上，傳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以欧洲经济共同I f 的名义介绍 

了 11 / L .5 9 #义件，其中载有待纳入委员会就下列议程项目通过的决议韋

寒寒义的组成部分： 《科宇和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科学湘 

铁术促进友展中心的活动；激科学和技术促进发疑咨请委员会的活;>力* 如下 :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 赞赏地注意到A/C If. 11/35、 3 6 、 3 7 、 3 8 和 4 0 号文件，

" a 顾 《维也纳行动纲领》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增强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在其各自职 

权领城对发展中国家科学和技术基础结构的贡献， 2



" 参照《业务计划》3 方案领城八列述的加强国家. 区城、国际或世界范围的中 

心之间的合作，以在具体共同利益领域执行共同商定的科学和技术方案的目的，

" 考虑到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某些应用领域属于联合国系统某V--■个组织的取 

权范围， 其他械则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组织的职权范围 ， 或具有超越任何个组 

织职权范围的—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例如微电子学或生物工程学），

" 考虑到和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在联合国系统内具有协调职责,座集中处理若 

干机构共同负貴的事; -

‘ ' t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在组织其短期、中期和长期活动时和在制订多年工 

作方案时，考虑到下列准则 :

" ( a ) 在区域或全球关心的领城，例如粮食生产和营养、保键、能源、资源、教 

育、通讯、住房和工业等，该中心应查明一切属于若干联合国机构职权范围的科学 

和技术应用领遂；

" 0 ) ) 在各2 政府、各区城委员会和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各询委员会已经表明的 

需要方面，该中心应高度优先协助行政协调委员会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工作队协调 

各专门机构的工作，查明必要的基础结构和为执行共同商定的方案而组织各科学和 

技术单位和中心之间的合作；

" ( c ) 对具体领域的国家、区域和更广泛的基础结构的必要改进作出的调査应提 

交政府间委员会，以使政府间委员会能够在各询委员会的参谋下不断提请各有关当 

局注意需要对科学和技术基础结构作出此种投资；

" ( d ) 査明领域的清单和有关部门报告的规划都应提交政府间委员会第六届会议;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按照《维也纳行动纲领》，向政府间委员会提出 

各机构在仅涉及一个机构的领域和在涉及若干机构的领城进行的工作的分析和评价;



" ÿ 行政协调委员会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工作队：

" ( a ) 提出详细说明和费用概数，以订正和完成夫于联合行动的提议；

" ( b ) 在科学和技术资料系统方面，更为深入地分析发展中国家研究人员和其他 

使用人员的投入和产出需要，以及在完全标准化的全球网络范围内早日以合理 

赛用解决此种需要的可能性

1 5 1 . 由于通过各相关项目下纳入提.案韋案A/CE. 1 1XL. 5 9的有关段次后的提 

案韋案，提案章案^/(：：17，11/工*59由提.案11撤回》

C . 对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机关浪3组织 

在科学湘技术促进发展方面的活动、

任务和工作方法进行基本研究后的

后续行动

(a) 决定章案 AXC1T.11XI<.72

1 5 2 .姿员会第4 8 次会 i义面前有主庸就议程现目4 经过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题 

为 " 对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机关和组织在科学湘技术促进发展方面的活动、任务 

和工作方法进行基本研究后的后续行动 ’，的决定韋案（ . 11/L.72 ) .

1 5 3 . 在同次会议上， 委员会通过决定，案 A/CH.11XJ：.7 2 (见附件， % 3 (V) 

号决定），

对联合国科学湘技术促进发展会议
.■ Ml ■ ■■■■'■...................

余留未解决的问题，lf要采取的行动

1 5 4 . 委员会第4 7 次会议决定推返到第六届会议审议题为" 对联合国科学湘技 

术促进发戾会议余留未解兴的问題将要采取的行动" 的议程项目.



E. 筹借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资金

1 5 5 . 在第4 6 次会议上 . 主席通知委员会，在就联合国科学激技术促进发展筹 

资系统进行的非正式协商后，已对筹资系统执行理事会的表决方式取得协议，

1 5 6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批准上述决议• 这项决议随即纳入主席就建立联 

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的长期财政》体制安排的提案塞案中（见附件，

第 4 00号决定），

( a ) 提案普.漠 AXCiT.UXjL.71

1 5 7 . 在第4 8 次会议上，委员会面前有主席经过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题为"建 

立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統的长期财政》体制安排 " 的提案韋案 (A /  

C H . l l X L . 7 1  ).

1 5 8 . 在同次会议上， 姿员会得知在进一步非正武Î办兩后对主席提出的提案章案 

第 2 段作了进一步更动， 委员会也得知提案重案所涉的行政和经養问题*

1 5 9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订正后的提案草案A X C ! i r . l lX L .7 1 (见附件，

第 4 (V)号决定），

160. 在同次会议上， 姿员会决定请大会和会议姿员会核准并作出必要的安排召 

开提案韋案A/CN . 11/L . 71中所设想的会议（见附件 ， 第 5 (V)号决定）.

1 6 1 . 孟加拉国代表以7 7 国桌团的名义指出.在促使筹资系统的长期安排产生 

充分效用的过程中，这个商定的协议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它能对南北对话而尤其对

贝尔格莱德举行的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第六届会议目前进行的谈判产生积极的影响.

1 6 2 . 根据这项协议还需要采取其他步操，尤其是召开对筹资系统认摘的会议，

这应导致在1 9 8 3年 1 1月以前展开各项长期安排。 发展中国家仍然极为重视 

筹资系統的成立，它们将尽力在自愿的基础上向筹资系统摘献，作为共同合力进行



的任务的一部分，

1 6 3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名义发言，他欢迎就筹资系 

统的保制安排所取得的协议，并表示希望这项商定的均街体制安排会在使筹资系统 

吸引可能的捐助国方面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他重申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项了解，

即在财政上是以自愿•和普遍的方式参加这个系统，并将反映一种相互共同的承诺• 

为了得以设立，应该保证这个系统在数年内能有吸引大量国际支持的能力. 有兴 

趣的国家需要评价就长期财政安排所商定的各项条件是否都已实现》

1 Ô 4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也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愈国、捷充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却牙利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名义发言，他指出， 

在他们.各国就大t 第 37/244号决议的投票所发表的声明中已经明确指出他们各国 

对设立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的观点；他还表示他们的原则态度并无改变， 

他指出，他们详细地研究了载于AX CH.11//JL.71号义件内的提案，认为其中载 

列了一些积极要素》 1 旦在另一方面，象以前一祥，他们目前无法核准这项提案， 

因为拟议的系统的基本要素并无改变， 他重申他所代表的集团国家颜备与发展中 

国家在这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城合作，并对执斤《维也纳行动纲领》作 

出贡献.

1 6 5 . 有若干位代表对达成的协议表示欢迎》 有几位发这国家的代爱认为，他

f i l l 加入取得协商一致的意见 . 但 !巡们认为蔣定的形武太过复杂繁琐，而尤其是关 

于由政府间委员会决定个别项目的规定可能不是一种正确的途径《 此外，他们重

视发达国家和友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这国家与发这国家之间3̂ 捐款形式. 他们，惑 

到筹资系统应以公平和均衡的方式从集团内禾Ü从集团间各国取得资源.

1 « 6 . 开发计湖署署长在他的声明中祝赛委员会就联合国科学加技术促进发展筹 

资系統ag长期对政安排这成协议， 他指出，这项协议是在联合圓体制内通过使列



达成的 . 这种情况允其令人感到高兴 . 它显示了多这合作继续具有效用.这项协 

议也是扭转世界性机构和区械性机构的地位曰益削弱的这种趋势的一步，它还会构 

成联合国系统内扩充的业务活动的基础.他慎重地要求所有各国政府在商定的范 

畴内尽量懷慨认捐. 拟议的关键数银合乎实标，也是可以达到的数额， 由于这 

项决定受到广泛支持，他希望/?̂有国家都会尽力向筹资系统认捕.

1 6 7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执行主任指à , 就筹资系统所这成的协议是执行 

《维也纳行动纲领》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贡献，



p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的活动

( a ) 决议草案A/C双 11/L. 5 6 湘 JL.69

1 6 8 .在第 4 4 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7 7 国集团的名义介绍了题为"国家 

联络中心在执行《雄也纳行动纲领》卞面的作用 " 的 决 议 草 案 H / I .  56) ,  

案文如下：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 回顾加强发展中国家国内科技能力乃是《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 

纲领》和 《业务计划》 ’ 的一项基本目的，

" 又回顾大会 1 9 7 9 年 1 2 月 1 9 日第34/21 决议，特别是其中第二

节第5 (C}段，，

" 决心买现科技加速发展, 包括旷大国际合作，使科技适用于国家^ 分区域、 

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发展过程，

" 回顾其1 9 8 2 年 6 月 4 日关于国家联络中心在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 

方面的作用的第2【工V )号夾议，

" 回顾其1 9 8 2 年 6 月 4 日第3 I I V ) 号決议第二节第3 段，以加强其在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的国别活动和区城活动方面的努力，

“ 注意到1 9 8 2 年 1 1月 2 4 日至2 6 日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的主 

持下和在刚果政府的合作下，在布担柴维尔举行了一次关于加强非洲国家科技

能力的会议

‘‘ 认识到需要向中心提供必要的手段, 便其能在《维也纳行动纲领》范&|内 

根据各项活动的优先次序，有效地执行有关会员国、政府间委员会和大会为它 

所规定的任务，



" i . 赞赏地注意到加强非洲国家科技能力会议的结果,并就此对剛果政府 

作为这次会议的东道国表示感谢；

" 2 . 重申这类会议的重要性 , 再次建议在其他区城组织这类会议，以期在 

国家一级和区械一级以及在《维也纳行动纲领》范围内推广运用科学和技术促 

进发展，并加强国家联络中心同科学相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的相互作用；

" 3 . 重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执行主任提出这奥会议的报告，供委员会 

审议；

“ 4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执行主任通过已经建立的国家联络中心网 

同各政府继续进行并IT大其相互作用和合作. 以及同在科技促进发展方面积极 

活动的有关非政府组织和区城性政府间组织继续进行并扩大其相互作用和合作；

" 5 .  ^ 秘书长提出旨在加强和提高现有的结构的建议，促进中心的国别活 

动和区城活动，以期使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在审议中心1 9 8 4 — 1 9 8  5 两 

年期的方案慨算时考虑到这些建议；

" 6 . 请秘书长向政府间委员会第六庙会议就执行本决议所采取的行动提出 

报告，"

1 6 9 . 委员会在第4 7 次会议上审议了副主席奥拉戈克 . 阿德里米.埃桑先生就

决议草案A/C 1 Î  1 1 / I i  5 6 进行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决议草案（A /C  II 1 1 / I t  6 9 )。

1 7 0 . 在同次会议上 . 委员会通过决议草案A / c e .  1 1 / a  6 9 ( 见附件，第 4 (V )

号决议。

171  . 由于通过决议草案A / C I I  1 1 / L .  6 9 . 决议草案A/GE . 1 1 / 1 ,  5 6 由其 

提案国撤回。



(Ta) 决定草案 A/Clil l l / I ,  55 加 :L. 63

1 7 2 .在第 4 4 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7 7 国集团的名义介雜了题为"非政 

府组织在执行《科学和技术便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方面的贡献"的决定草案

(A/CU. 11/1* 5 5 ) , 案文如下：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 1 ^  1 9 7 9 年 1 2 月 1 9 日大会第34/218号决议，

" 回顾1 9 8 0 年 6月 4 日委员会第1 ( 工工)号决议第（h) 口 段 和 1 9 8 1 

年 6月 5 日第2 ( 工工)号决议第8 段，

" ：L 赞赏地注意到1983年3月2 8 日至3 0 日在罗马举行的关于非政府组 

织在执行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方面的贡献的初步协商会议的报 

告；

" 2 。 建议应继续加强各非政府组织的參与, 其办法是各非政府组织通过科学 

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同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合作，以加强它们在 

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方面的贡献，"

1 7 3 .在第 4 7 次会议上 . 委员会审议了副主席奥拉戈克 . 阿德里米。埃桑先生 

就决定草案A /eg  11/1, 5 5 进行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决定草案（A/CU. 11/

Il 6 3 ) .

1 7 4 . 在周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决定草案A/C双 1 1/L. 63 ( 见附件 . 第 6 

《V)号决定），

1 7 5 .由于通过决定草案A/CN. 11/L. 6 3 ,决定草案A/CH. 11/L. 5 5 由提 

案国撤回，



1 7 6 . 苏雄埃社会主义共愈国联盟代表指出，非政府组织可对执行《雄也纳行动 

纲领》作出积极贡献；不过，非政府组织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的合作应在现 

有预算资源内进行 . 不应为了推动这类活动而增加经常激算。

( c ) 决定草案A/C在 11/1, 50

1 7 7 . 在第 4 4 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7 7 国集团的名义介绍了题为"技术 

预报系统 " 的决定草案（A/CH. 11/1, 5 0》。

1 7 8 . 在第 4 7 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7 7 国集闭的名义口头订正决定草案， 

将执行部分第2 段的 " 接受 " 改为 " 欢迎 " •

179. 在同次会议上 . 委员会通过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A/CN. l l / I ,  5 0 (见附 

件，第 7(V)号决定

( d ) 决定草案A/C巩 11/1, 67

1 8 0 . 在第 4 7 次会议上，委员会面前有委员会副主席奥拉戈克 . 阿德里米•埃 

桑先生就议ê 项目7进行非政;协商后提出的题为 " 科学加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的活动" 

的决定韋案（A/C耳 11/1； 6 7 ) 。

1 8 1 . 在同次会议上 , 委员会通过决定草案A/CÏ1 11/1, 67 ( 见附件 . 第 8 

(V)号决定），

( e ) 决定零案A/C双 11/L. 70

1 8 2 . 在第 4 8 次会议上. 委员会面前有主席经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题力"联合

国系统在科学斤技术促进发展领城的活动的综合年度报告" 的决定草案 (A / C耳 11/

I .  7 0 ) .

1 8 3 . 在同次会议上， 委员会通过决定草案A / C 耳 l l / I i  7 0  ( 见附件 .第 9 

m 号决定），



G . 科学命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的活动

(a) 决定草案 A / C 双 1 1 /L . 5 2 ^  L ,  6 5

1 8 4 . 在第 4 4 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7 7 国集团的名义介绍了题为"科学 

命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的活动，，的 决 定 草 案 双 11/1,  5 2  ) 全文如下：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1 . 向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各询委员会表示感谢，并赞赏地注意到其第三届会 

议的报告（A/GN. 1 1 / 3 4  ) ;

"2  . 向菲律宾、科威特和突尼斯政府表示感谢；向作为东道机关的各机构在组 

织迄今举行的头三次特设小組会议方面进行的合作表示感谢；以及对与会者作出的 

宝责贡献表示感谢；

"3  . 注意到咨询委员会对小组会议报告积对第一次小组会议的会议记录的意见；

" 4 .欢迎咨询委员会关于综合应用新兴和传统技术和关于培养发展中国家的科 

学 如 技 术 人 材 的 建 议 （同上•第 I3 5 — 6 3 段 H

"5 各有关国家政府采取步绿，在其他有关发展中国家积发达国家的合作和

支持下，¥ 定和执行咨询委员会建议的试办项目；

" 6 . 建议以适当方式为出版今后小组会议记录而作出预算拨敦;

"7 . 'ÿ 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組织、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其关于科 

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方案和项目中严肃考虑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8  . 建议大会授权咨询委员会按照其职权范围在19 8 4 年和 1 9 8 5 年期间 

最多召开四次特设专家小组会议，但有一项了解，每年不得召开两次以上的特设小 

组会议，会议的会期也不应超过一星期；



"9 . 注意到咨询委员会的两次特设小组会议在1 9 8 4 年选定的进行深入审查 

的专题，即：

( a ) 衡量科学和技术对国家发展方面的下列有关目标的影响的标准：H 自力 

更生；C = )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现代化；© 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如住房、保健积 

环境卫生等；脚 创 造 就 业 ；

( b ) 按照《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友展战略》在十年中期对执行《科学和 

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场纲领》，的进展进行，查和对障碍进行分析，从而对科学积 

技术促进发展作的战略作出全球展望；

"10  . 建议审查科学和技术的，响的街量标准的工作应包括衡量不同国家内科学 

和技术发^ 成就水平；

"11 . 又建议此种衡量办法应充分考虑到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有关倡议;

"12 . ÿ 咨询委员会对关于拟订面向目标的标准和关于十年中期审查《维也纳行 

动纲领》的执行情况的进展报告作出分析，将其提交政府间委员会第六届会议，并

且将一份最后报告提交第七届会议；

" 1 3 . 注意到除两次小组会议之外, 在不增加联合国经费情况下于1 9 8 3 年召 

开共同发起的一次关于科学和技术与妇女的专家小组会议的建议U/CH. 11/34 . 

第 7 5 — S 0 段 ）；

" 1 4 .请将 1 9 8 5 年特设小组会议的各项专题提交政府间委员会第六届会议"。



1 8 5 .在第 4 7 次会议上, 委贾会审议了副主鹿英拉戈宠，阿德里米。埃桑先生 

就 11/4 5 2 f决定草案进行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题为"科学淑技术促进发 

展咨询委员会的活动" 的决定草案（̂ 0 双 11/1, 65 ).

1 8 6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决定草案A/CH n / X  6 5 (见附件，貧 JI 0 

(V )号决定），

1 8 7 .由 于 通 过 决 定 草 案 茂 liy i^  6 5 ,决定草案A/C双 11/1； 52由提案 

国撤回，

(b) 决定草案 A/CÜ 1 ly i.  53^ I m 64

18& 在第4 4 次会议上，孟加拉国代表以7 7 国集团的名义介绍了题为"科学 

尚技术领坡的区城咨询机构" 的决定草案（A/CIl l iy h  5 3 ) .案文如下；

"科学积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 1 . 赞赏地注意到A/^ch.1 1/30号文件中所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 

会对于区城咨询机构的各项意见 ; 、

"2  . f 各区城委员会r 展和加强现有咨请机构，并在寄要时设立新的机构，以 

便协助各Ÿ 区域委员会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的范围内落实各 

个区域的科学积技术发展战略。"

1 8 9 .在第4 7 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副主鹿奥拉戈克，阿德里米•埃桑先生 

就 4/CN* 11/1； 53号决定草案进行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题力"科学知技术领城的 

区城咨询机构" 的决定韋案（ 1 ly h  64 ).

190. 在同次会议上， 委 员 会 通 过 决 定 草 案 11/4  6 4 (见附件 ， 第 1 1 

(V )号决定草案）•

1 9 1 .由 于 通 过 决 定 草 案 l i y h  6 4 ,决定草案A/Cll 11/A  5 3 由提 

案国撤回.



1 9 2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加国联盟代表指出，苏联代表团已经同意这项决定，但 

有一项了解，即每一区械委员会应考虑到它可効用的资源，详细研究是否需要新设 

这样的咨请机构.

( C ) 决定草案 A / m  11X1, 54 62 ，

—  ■ ■ ■ —  ■ ■ —    . -

1 9 3 . 在第4  4 次会议上，孟加控S 代表以 7  7 菌集团的名义介绍了题为"全球 

科学衡技术情报网 " 的决定草案 (AycN, 11/4 5 4 ) ,案文如下 :

" 寒东俾进发展政府间委员舍

"1 • 确认秘书处的说明 (^ C N .  H X 1 9 8 3 X C R P .  3 , 第一章）中提议的关于

设立情报网的各项活动；

" 2 。雙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继续在这方面努力，神别是通过行政协调委 

员会的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特别工作组，进行协调工作，弁就此向政府间委员会 

第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1 9 4 在第 4 7 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副主鹿奥拉戈克。阿德里米，埃桑先生 

就 决 定 草 案 i i y i ,  5 避行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题为"全球科学如技术情报 

网 ，’ 的决定草案（ 1 6 2 ) .

1 9 5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决定草案4 / C 双 1 1 / 4  62  (见附件，第 1 2  

(V )号决定）.

1 9 6 . 由 于 通 过 决 定 草 案 11X1* 6 2 . 决 定 章 案 1 1 /1* 5 4 由提 

案国撤回.

H. 任命科学加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的成員

197 .  6 月 1 6 日，委员会第4 5 次会议任命下列十四名秘书长提名的人选（见 

A/C11  1 1 / 4 1 , 第 9 段 ）担任科学衡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从 1 9 8 4  

年 1 月 1 日开始至1 9 8 7 年 1 2 月 3 1 H 为止，任期三年：奥斯卡。阿圭罗，伍



德 （智 利 ），舍 托 ，科隆博 ( 意大利），艾蒂安。宪拉索（比利时），迪布里尔 

法尔 （塞内加尔）、埃 桑 。丁 ，贾拉勒（埃 及 ）、，利 • 奥贝一恩兰德（落麦隆联 

合共命a ) 、芒塔兹，阿 里 . 卡 齐 （巴基斯坦 ) 、莉迪亚。马克胡布 ( 斯威士兰）, 

詹姆斯。马林（加拿大）、蒂贝里鸟 . 穆雷桑 ( 罗马尼亚 ) , 小岛惠一（B本 ）， 

弗朗西斯科 . 萨加斯蒂（秘鲁 ) , 斯瓦米纳桑（印度），何 塞 。伊斯雷尔，巴尔加 

斯 （巴西）.

1 9 & 在 第 4 7 次会议上，希腊代表指出，希腊代表团了解秘书长在提名咨请委 

员会人选时所遭遇的困难，但希腊代表团感到，依照以前的决定，应当在 1 9 8 3  

勃 1 9 8 4 年优先考虑提名该国人选而其专家在1 9 8 3 年并未获得提名的国家应 

在发送拒绝信以前先予联系• 他希望希腊的人选会在1 9 8 4 年得到慎重考處 

斯威士兰愈瑞典代表团赞同希腊代表团所作的声明-

1 9 9 . 中心执行主任指明送出的信件不是拒绝信，这藍信件仅供参考之用，而且发 

送给提出人选的所有各国政府-

工. 秀员会第六届会议11̂ 时议程草寒 、

2 0 0 . 在第 4 7 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准了第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如下：

1 。 选举主席团成员 .

2 。 通过议程及其他组织事项》

3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

( a ) 政策、机构和基袖结构；

( b ) 联合国系统活幼的协调；

(C) 国家一级和区域一级活动•

4 。科学和技术促进友展咨询委员会的活动*

5 。 筹措科学恥技术促进发展资金

6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的活动•



7 。 对联合国科学勃技术促进发展会议余留未解决的问题将要采取的行动•

8 。任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

9 。委员会第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草案和文件•

1 0。通过委员会的报告，

1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报告，维也纳 , 1 9 7  9 年 8 月 2 0 日至 

3 1 日》（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0 . 7 9 . 1 , 2 1 和 C o r r ig e n d a  ) ,

第七章。

2 同上，第六章， r r . l 。

， 见 A/C ïî.11/12和 工 工 工 /CRP. 3 ;又见委员会1 9 8 1年 6 月 5 

日第2 ( 工工工）号决议。



附 件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第五届会议 

(1 9 8 3年 6 月 6 日至20日）通过的决议和决定

A. m x

1 ( V ) , 在 1 9 8 0 年代有效发挥科学和技术 

使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的作用

科学和技术便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铭记大会委交它的执行《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a 的责任,

1 . 决定审查其组织和工作方法, 以加强其作用和效能；

2.  ÿ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执行主任协

助下会第六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内载经适当协商后编写的关于这方面的
\

提案；

3 . 决定今后各届会议的文件应在会前六个星期提供;

4 . M 由第六届会议审议委员会每届会议将结束时选出下届会议主鹿团 

成员的可能性。

1 9 8 3年 6 月 2 0 日

第 4 8 次会议

a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报告， 1 9 7 9 年 8月 2 0 日至31 

日，维也纳》（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Ê、79.  1.21和更正），第 

七章。



2 ( V ) . 非政府组织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科学和技求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tS顾其 1 9 8 1年 6 月 5 H关于非政府组织参加变员会工作的第1 ( m ) 号决

议，

注意到联合 g 宪章第七十- -条的规定 ,
b

审议了题 为 ‘‘ 非政府组织参加政府间委员会活动的准则和安排" 的秘书长报告， 

决定采取下列程序 :

( a )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协商地位的有关非政府组织，和曾经参加联合 

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其他有关组织，可被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 b ) .敦，书长提请委f i会审议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如经委员会核准，可同样 

获邀參加；
、 . ■ ■

( C ) 秘书长在提名非政府组织请委员会审议之前，将应用下列准则：

H 有关组织应是真正被承认的全国或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它应是非营利 

组织，其公司章程双法规将呈交秘书处备案；

a 作为其方案的一部分，该组织应涉及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问题；

© 该组织应有一项现行的国际方案，或参与委员 会工 作的 实质有  

关的活动； 这种方案和活动应具有可转用于其他国家的性质。

1 9 8 3年 6 月 1 7 日

第 4 7 次会议

b Ca?/1982/1



3 ( V )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场纲领》的执行情况

制订执行《维也纳行翁纲领》的项目和方案的指导方针 

和对业务计划执行进度的两年期审查和评价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回顾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大会1 9 7 4年 5 月 1 

日第3201 ( S -V I ) 号和 3202【S -V I ) 号决议、载有《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的 1 9 7 4 年 1 2 月 1 2 日第3 2 8 1 U X I：X )号决议，和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的 1 9 7 5 年 9 月 1 6 日第3362 (8 —7工工）号决议，

又回顾大会 1 9 7 9 年 1 2 月 1 9 日第34/^218号决议，

并回顾其 1 9 8 2 年 6 月 4 日第1 ( 工V )号决议第1段，

回顾其1 9 8 1年 6 月 5 日第2 ( I 工工）号决议第1 0 段，

1 . 赞赏地欢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关于《维也纳行动纲领》业务计划 

执行进度的第一次两年期审査和评价的报告；

2 . 重肖未对问题单作出回答的会员国尽快作答，不得逃于1 9 8 3年年底， 

以便趣续更广泛地分析《维也纳行动纲领》业务计划的执行情况；

3 。赞赏地注意到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关于确定可以发展科学和技术方 

案和项目以便加强发展中国家国内科学和和技术能力的那些领械的指导方针的报告; (

4 . 建议该报告应作为确定可以发展科学和技术方案和项目以满足具体国家和 

区械需要的那些领城的基础；在这方面，

° A/CU. 1 1 / 3 8 ,附件。 

d A/CIT。1 1 / 3 6 ,附件。



(a) ， 员国在确定可以发展科学和技术项目和方案的领城的工作中考虑到与 

它们有关的那些指导方针；

0 > )吁请发达国家在援助发展中国家时考虑到这些指导方针;

(0) 联合国系统的有关政府间机关、组织和机构根据它们的任务规定，在援

助发展中国家时考虑到这些指导方针；

(d) 有关非政府組织在努力加银发展中国家国内科学和技术能力的过程中考 

虎到这些指导方针；

(e) 又请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在邦助发展中国家制订由它资助 

的方案和项目时考虑到这些指导方针；

5 。 总干事在科学和技术使连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的协助下，定斯审査这些指 

导方针，并在必要时向委员会提出新的指导方针，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

6 。_̂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及其1 9 8 4 年特设专门小组在《联合 

m 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十年中期审査的范围内邦助进一步改进今后对 

《维也纳行纺纲领》的执行进度和问题进行两年期审查和分析的分析结构。

1 9 8 3 年 6 月 1 7 日
、    -  ----------------------

第 4 7■次会议



4 ( v ) 国家和m城活幼：国家联络中心在执行 

《维也纳行动纲领》方面的作用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页会,

回顾加强发展中国家国内科学和技术能力乃是《科学和技术便进发展维也纳行 

动纲领》和 《业务计划》a 的一项基本目的，

又回顾大会 1 9 7 9 年 1 2月 1 9 日第34/218号决议， 特别是其中第二节

第 5 ( e )段，

决心实现科技加速发展, 包括扩大国际合作，使科技适用于国策分区域、

区城和国际各级的发展过程，

回顾其1 9 8 2 年 6 月 4 日关于国家联絡中心在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

方面的作用的第2 ( IV  ) 号夾议，

回顾其1 9 8 2 年 6 月 4 日第3 (工7 ) 号夾议第二节第3 段，以加强其在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的国别活动和区城活动方面的努力，

注意到1 9 8 2 年 1 1月 2 4 日至2 6 日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的主

特下和在剛果政府的合作下，在布租柴维尔举行了一次关于加强非洲国家科技 

能力的会议，

认识到需要向中心提供必要的手段，便其能在《维也纳行动纲领》范围内 

根据各项活动的优先次序，有效地执行有关会员国、政府间委员会和大会为它 

所规定的任务，

1 . 赞赏地注意到加强非洲国家科技能力会议的结果, 并就此对剛果政府 

作为这次会议的东道国表示感谢；

2 . 重申这类会议的重要性，再次建议在其他区域經织这类会议，以期在



国家一级和区城一级以及在《维也纳行动纲领》范围内推广运用科学和技术促 

进发展，并加强国家联络中心同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的相互作用；

3 .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执行主任提供委员会有关这类会议的报告。

4 . 请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执行主任在现有资源范围以内，通过已经 

建立的国家联络中心网同各政府以及同在科技促进发展方面积极活动的有关政 

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继续进行并扩大其相互作用加合作；

5 . 秘书长以适当方式提出旨在于现有资源范围内加強或提高国别活场 

和区域活动现有结构职能的提案，以期使大会第三十/V届会议在审议1 9 8 4 

一 1 9 8 5 两年期方案概算时考虑到这些建议；

6 .秘书长向政府间委员会，六届会议就执行本决议所采取的行胡提出 

报告。

1 9 8 3年 6 月 1 7 日 

第 4 Y 次会议



B »决 定  

1 ( V ) . 联合国系统内的合办活动 

科学加技术使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a) S主意到发展舶国际经济总干，关于联合国系统在执行《科学加技术促进发 

展维也纳行动纲领》方面进行的合办活动的报告； ®

( b ) 建议该报告第5 至2 8 段所载一切拟i义合办活动应作为领导机构同联合国 

会员国就它们在执行这些提案方面的利益进行协商的基础；

(c) 决定 同有关会员国进行协商过程和详尽的项目说明均应在提交有关合办活 

动的最后提案的申请经赛之前完成并予以充分反映；

( d ) 还决定根è 以下原则调集执行合办活动的资源Î

H 联合国系统各机关、组织糸1机构，特别是领导组织和其它参加组织， 

应在合办活动得到明确核淮的情况下调集其方案如预算中现有资源V 以资助合 

办活动的执行工作；

a 小别合办活动的领导机构必要时也应寻求领算外资源Î 

曰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使进发展第资系统应考虑是否可能在有关国家或国 

家集团政府提出请求时根据筹资系统适用的政策、程序舶标准的范围棄1条件内 

支助合办活动：

(e) 主管发展淑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在科学加技术促进发展中心执行主任 

的协助下以协调一致的方式监测有关发展的合办活动的总的执行情况，并每年向科 

学加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提出一次报告；

e A/CIL 11/3 7 ,附件，



( f ) 决定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应继续努力,确定联合国系统其他业务活动 

所产生的更多的合办活动的领城，并将其提交机构间审议，以便制订进一步的合办 

活动。

2 ( V ) 科学和ÿ 术与妇女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决定在第六届会议上审查《难也纳行动纲领》a 中与妇女、科学和技术有关 

的各项规定的执行进度，审查时应考虑到一个联合主办的科学和技术与妇女问题 

专家小组讨论会的结果，并应铭记这次审查对于将在 1 9 8 5 年举行的审查和评 

价联合国妇女十年成就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所能作出的贡献。

3 (V )  对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机关和组织 

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方面的活动、任务和工作方法 

进行基本研究后的后续行动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

1 赞赏地注意到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关于对联合国系统在科学和 

技术促进发展方面的效率进行基本研究后的后续行动报告及其中所载的建议 f

2 . 赞同其中所载关于每隔两年分别由择定数目的国家以及联合国系统内 

各机关和组织;»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领城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一次评价的 

建议；

3 . f 联合国系统内各机关、组织和机构，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同择定的国 

家和总干事合作，进行这些评价工作；

f  A/CN. 11/26。



4 . 律总干事于进行两年期审查时将这些评价结果一并向委员会提出报告；

5.  f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执行主任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  

年 1 2 月 1 0 日第1 982/71号决议，向委员会第六届会议提出建议，说明如

何协同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利用现有计算机设施设立关于它们在科学和技术 

领域内进行旨在建立发展中国家国内能力的活动的数据库；

6. f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考虑在其今后的一届会议中，在科学和技术促进 

友展政策方面进行絶新的條纽级分析。



4 ( ^ ) 建立联舍国科学和技术 

促进发展筹資系统的长 

期财政和体制安排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遵照大会第37/244号决议决定上列有关联 

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的安排：

1. 大会第37/244号决议议定： 1 9 8 3 年开始的三年期同核心资源的指 

标至少应为取3亿，按照资源遂渐累积的方式筹措；发这国家和发展国中国家的 

捐敦给筹资系統的方式应反映出这是一种共同合力进行的任务， 在这小意义上, 

现认为 1 9 8 3 年 7 月至 1 9 8 4 年 6 月期间捐敦数额$ 5, 000万是实行长期安 

排所需最低必要数额•

2 。委员会请秘书长与会员国政府进行所有必要的协商，以便有效调集筹资系 

统的资源并掛酌情况在1 9 8 3 年 1 0 月切召开一次关于向筹资系统捐款的不限 

国别的非正式含议；会上，各有关政府可以表示头一年它们愿意捕献的数额，以及, 

如有可能，表示其后而年所感捕献的数额 . 根据这个非正式会议的结果,秘书长

可抖酌情况，如有可能，至 迟 于 I 9 8 3 年 1 I 月初，召开政府同委贞会第五届会 

议第二期会议• 在这次委负会第二期会议上，如果各国政府对这成上面第1 段所 

指的、保证筹资系统可以长期维持的必要条件满意的话，则它们可以表示是否愿意 

参加，資系統，并且明确肯定他们对筹資系统的认捐敦项。

3。 然后，委员会将按照大会第37/244号决议的决定，着手通过筹資系统 

筹资计划选举执行理事会的理事，

4。 执行理事会的所有决定都是根据协商一致意见的方武作出的。 如果在核 

可个别国别项目以外，无法这成协商一致意见，则决定将报据三分之二多数 1̂ 3方 

武作出；在这种情况下，将需要至少由友这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冬选出的半数理事所



构成的法定人数进斤表决， 在核可个别国别.项目时，决定则:报据三分之二多数 . 

的方式作出 在核可个别国别项目时，如果不能根据这种方式作出决定，则有

关理事国可把该事项提交政府间委员会载决。 执行理事会将通过调解程序执行其 

工作， 执行理事会向政府间委员会提出报告时，可促请政府间委员会注意尚末解 

决的问题并请其指导解决。

5 (V )。有关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 

发展筹资系统的会议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决定请大会和会议姿员会核准并作出必要的 

安排，以便召开上述第4 ( V ) 号决定所设想的会议。

6 (V ) 。非政府組织在执行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

方面的贡献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回顾1 9 7 9 年 1 2 月 1 9 日大会第34/

2 1 8 号决议，以及1 9 8 0 年 6 月 4 日委员会第1 ( 工工）号决议《第 (11) (二）段和 

1 9 8 1年 6 月 5 日第2 ( 3 ) 号 决 议 第 8 段：

( a ) 有兴趣地注意到1 9 8  3年 3 月 2 8 日至3 0 曰在罗与举行的关于非政 

庶组织在执行《科宇和术促进展发维也纳行动纲领》方面的贡献的初步协商会议 

的报告，并对国际发展学会担任该次会议的东道录示感谢；

( b ) 建议应继续跋励各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道过各非政府组织同政府间安负

会的合作，加强它们对于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的贡献。
    -

g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庙会议，补編第3 7 号 》（A/35/ 3 ? )附件 

h 《间上，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3 7 号 》（A/36/37 ) . 咐件。



技术预报系统

科学和技术促进和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1 . 赞赏地注意到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倡议技术颈报系统的活动,以便及 

早鉴定和评他可能对发展过程有不利影响的科技新发展, 以及可能对发展过程和加 

强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能力具有明确的潜在重要性的科技新发展；

2 ■欢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的各项建议, 包括在洛斯巴诺斯召开 

的特设专家小组会议提出的建议：

3 中心趣续执行秘书长报告 i 列述的计划，发行半年一次的出版物，并

同有关的联合国组织合作，进行其他有关的技术预报系统活动，以免工作重复；为 

此目的，建议国家和国际所有可能捐助者在1 9 8 4 — 1 9 8 5 年颗报系统开始 

阶段提供财政支助；

4 . ^ 中心就此问题所取得的进展向1 9 8 4 年政府间委员会第六届会议提出 

报告， 一

8(7)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的活动

科学和技术便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 a )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活动的报告 ;

( b ) 请科学和技术便进发展中心在组织其短期、中期和长期活动时和在制 

订多年工作方案时，考虑到下列准则：

( 1 )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应致力于查明广泛的部门间优先学科（例如，

參看 A/GH.11/40  和 C o r r . l  , 附件。 

A/G IL11/40  和 C o r r . l。



生物技术），这些学科約应用影响到全球关心的和属于若干联合国机关或 

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部门，例如粮食生产和菅养、保健、能源、自然资源， 

教育，通讯，住房和工业等部门：

( 2 ) 关于各国政府已经表明的需要方面，行政协调委员会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工作队同料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应高度优先地查明必要的科学和 

技术基捕结构和便利为执行共同商定方案而进行的国家和区城料技单位或 

中心之间的合作；

( 3 ) 对具体部门间学科的国家、区域和更广泛的基础结构的必要改进作出的评 

价应提交政府间委员会，以使政府间委员会能够在咨询委员会的参谋下不 

断提请各有关当局注意需要对科学和技术基础结构作出此种投资：

( 4 ) 查明的部门间学科清单和有关报告应提交政府间委员会以后举行的各岳会

iL

9 0 0 联合国系统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领城的活动的综合年度报告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1 .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领城的活动的 

综合年度报告： k

2 . 对联合国系统的各个机关，组织和机构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领城的各项 

活动，表示赞赏 ;

3 . 决定分析性报告的提出将按照行政协调委员会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工作队



的建议， 1 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两年期预算周期配合. 因此从1 9 8 4 年起，将在 

每两年周期结束时，提出报告；

4 . 还决定该报告相按委员会第2 ( I I I )号决议第1 0段的规定，也应载有关于 

在执行业务计划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情况的扼要分析性审查；

5 . 又决定委员会每隔一年应以书面方式提供有关联合国系统在媒举斤持★係

进发展4页城的各壞活动的资料《

10 (V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各询委员会的活动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 a ) 向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各询委员会表示感谢，并赞赏地注意到其第三

届会议的报告； m

m 向菲律宾、科威特和突尼斯政府表示感谢；向作为东道机关的各机构 

在组织迄令举行的头三次特设小组会议方面进行的合作表示感谢；以及对与会 

者作出的宝责贡献表示感谢；

( C ) 赞赏地注意到咨询委员会对巧次小组会议的报告和会议记录的意见；

(d) 赞赏地注露到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关于各国所这到的科学和技 

术发展水平问题的报告； n

(e) 欢迎咨询委员会关于综合应用新兴和传统技术和关于培养发展中国家的

科学和技术管理人材的建议： 。

1 同上，第 e 段 

m A/C 1 .11/34,

n 参看 A / C U .1 1 / 2 5 ,附件，和 A d d . l ,

。 参看 A / C I f , l l / 3 4 ,第 35 — 63 段，



( f ) 请各有关国寒政府采取步骤，在其他有关发展中国家和发这国家的合作 

和支持下，拟定和执行咨询委员会建议的试办项目；

{ g ) 建议 利 用现有预算资源和销售所得适当出版今后小组会议的会议记录 ;

( H )请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其关 

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方案和项目中严肃考虑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 I ) 建议大会授权咨询委员会按照其职权范围在1 9 8 4 年 和 I 9 8 5 年 

期同最多召开四次特设专家小组会议，但有一项了解，每年不得召开两次以上 

的特设小组会议，会议的会期也不应超过一星期；

( J ) 注意到咨询委员会的两次特设小組会议在1 9 8 4 年选定的进行深入 

审査的专题，即：

H 根据可行性研究结果，衡量科学和技术对国家发展方面的下列有

关目标的影响的标准：（a ) 自力更生；（b ) 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现代化；

( C )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如住房，保健和环境卫生等；（c i ) 创造就业，同

时考虑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的有关工作成果;

t = ) 在 《联合国第三小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十年中期审查范围内

对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战略作出全球展望.，特别是分析《维也纳行动纲领》

的执行进度和问题；

( k ) 建议审查科学和技术的影明的衡量标准的工作应包括衡量各国所达到 

的科学和技术发展水平； -

( 1 ) 又建议此种衡量办法应充分考虑到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有关倡议；

(m )请咨询委员会对关于拟订面向目标的标准和关于十年中期审查《經也 

纳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的进展报告作出分析，将其提交政府间委员会第六届 

会议，并且将一份最后报告提交第七届会议；



( n ) 欢迎除两次小组会议之外，在不增加联合国经赛的情况下，召开其他 

共同发起的专 家 小 组 会 议 的 建 议 P ;

( o ) 请将 1 9 8 5 年特设小组会议的各项专题提交政府间委员会第六届会

议 .

urn科学和技术领城的区城咨询机构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a) 关心地注意到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对于区城咨询机构的各 

项意见， g

03) 各区城委员会考虑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即发展如加强现有的客询机

构，并于必要时设立新的机构，赛助各区域委员会在《科学如技术促进发展维 

也纳行动纲领》的范围内落实各个区城的科学如技术 发 展 战略，促进同科学和 

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的区城成员相互交流，

12 W 全球科学和技术情报网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 a ) 注意到秘书处的说明r 中提出的关于设立情报网的各项提议，

( b ) 请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同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有关 

的联合国组织、行政协调委员会的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特别工作队和科技情报 

领城的其他政府间机构合作，编制一份关于设立全球科学和技术情报网的长期

同上, 第75 — 8 0 段。

A/CU.l 1/30 , 第 99 和 100 段， 

A/CN.11/1983/CRP.3 , 第一章,



行动计划的研究报告，包括提出关于所，采取的步擬、进行这些步徵的次序和 

时间以及所需要的资源的提议，特别要突出发展中国家的便用者的各种需要； 

并请该中心向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提出关于研究结果的最后报告，和向第六届会 

议提出进度报告；

(C) 数斯有关的联合国机构和组织继续致力于加强或设立各国科学和技术 

情报系统：

( d ) 请工作队参照上述的研究报告，审查各项关于料技情报的合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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