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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主席缺席，由副主席te夫拉克先生（波兰）主持会议. 

下午 3时 1 5分开会。 

议 程 项 目 8 2 ( 续 ） 

发展和la际经济合作： 

(i)科学技术促进发展. 

(a) 科学和技术促 «展政府间委员会的报告（ A / 4 4 / 3 7 ) , 

(b) 决议草案（A/44/37 , 第 3 ‧ 1 ( X )段）.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报告员，马干达 

的杰姆斯‧移古米先生介绍该娈ê会的报告. 

穆古米先生（马干达）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报告员)(以英语发 

言）：我谨代表科宇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娈员会介绍1 9 8 9 年 8 月 2 1日至9 

月1日举行的第十次会议的报告（A/44/37) ‧ 根据本委员会所采用的程序， 

委员会主席团当选成员在第十届会议前举行了磋商。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向大会报告，根据娈员会的要求，同意为本政府间委员会 

第十一届会议提供主席人远的东欧地区集团代表，已逋知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 

副院长巴鲁克先生已被提名担任娈员会笫十一届会议主席.我们希望，这袢尽早 

确定本届姿员会主席Ait将使主席团其他成员人选可以计划在1 9 9 1年举行的委 

员会第十一届会议上尽早进行#/J^。尽早确定主席团成员人选的办法已经证明在会 

i义筹备和保证委员会工作连续性方面非常有效. 

关于报告本身，人们将看到，委员会今年所讨论的实质性主题与维也纳行动纲 

领执行情况十年底审议有关.正如我们在今天上午的纪念会议上已经听到的那 

样，本政府间委员会要审议方案执行中所週到的问题，以及在科学技术促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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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面取得的进展* 这届会议的特点是进行实;性讨论，参加娈员会工作的所 

有成国都是认真严甫的。 

委员会讨论以非常重要的文件为基础，它们包括秘书长关于维也纳行动纲领执 

行情况十年底审议的报告以及与十年底审议有关问题的文件。后一类文件包括为 

先进技术预警系统评价报告、科学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报告，以 

及题为"未来逸择"的有关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世界状况的背景文件.娈员会完全 

掌捱为夯员会审议工作作准备，由发展中国家在四个不同区域^开的区域和区域间 

会议的情况，以及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召开的一次区域间会议的情况.秘书长的 

报告概括了这些会议的结论，以及与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有关的其它活动，包括 

联合国系统为方案执行所作贡献的主要内容。 

在多年探索有效的，恰当方针之后，委员会已决定今后工作方向是大会所处理 

的问题的主流，将技术评价作为其分忻手段。 

在这方面，它已经选择了这一项目作为其下次会议的实质性的主"确保发 

展中国家参与研究和发展对环境可靠的技术的国际合作并迅速有效地将此类技术转 

让给这些国家的方式方法"。 

在十年结束时对《维也纳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进行的审査中所提—i的这方面 

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反映在本委员会的报告中的第2至笫8页的决议草案之中。 

经过有关各方——包括本委员会的各个集团一所进行的一系列艰苦的磋商之 

后，本委员会协商一致通过了这项案文。因此本委员会郑重地建议大会通过这项 

案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想再次指出，有关这一项目的辩论的发言人名单将在 

今天下午4点钟截止报名.因此我请那些想参与这次辩论的代表尽快报名。 

就这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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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萨‧希塔姆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首先代表77国集团向科学 

和 技 术 傻 进 展 j « 间 委 员 ‧ 十 次 * 複 揋 告 员 杰 « . 穆 加 米 先 示 感 谢 ， 

感谢所提出的这项报告。 

在维也纳会议十年以后，世界今天仍然面临着一种深刻的自相矛盾的局势。由 

于诸如傲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这些新技术的发展，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中的千 

百万人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物质福利水平。与此同时，居住在发展中地区的数十 

亿人民却正在为生存和生计进行着坚苦卓绝的斗争。尽管有些国家正在朝着以知 

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社会前进，但多数国家仍然处于工业前的经济社会水平。当 

我们进入通过《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的笫十个年头的时候，发展 

中国家仍然发现它们自己在技术改进的发展进程中继续处于落后状态，因此，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科学技术鸿沟更加扩大了. 

目前人们普遍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人们对《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 

纲领》所给予的殷切希望尚未实现。然而，无论是对《纲领》本身及其实施不 

加区分还是眨低其巨大成就，都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正是《维也纳行动纲领》 

促使科学和技术这个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注目的中心，并且正是这项《纲领》提高 

了各会员国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水平。在没有通过这项《纲领》之前，人们普 

遍认为科学和技术最适于纳入诸如农业、工业和卫生保健这样一些部门之中。当 

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把它专门作为一种明确的手段加以运用的可能性。此外，人 

们还广泛地认为，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技术发明完全是工业化国家的事，发展中国 

家只应满足于技术进口和技术改造. 

正是维也纳会议向人们传达了明确的信息：技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能把它 

归入按学科划分部门的内在成份；：科学与技术还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 

也不能仅仅在工业化国家中进行发展.从 发达国家所获得的技术和技术转让不可 

能代替创立和加强发展中画家自身的科学技术能力的进程。维也纳会议所提供的信 

息目前比1 9 7 9年显得更为盡要、有效和关键。.现代技术成为比以往任何肘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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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加强大的工具.如果我们对它加以适当管理和传播，它就会对日益加速的增长 

和发餍提供一种重要的推动力。 

7 7国集团明确地注意到，在过去十年中所出现的全球性的巨大变化.它也 

同样认识到，在这些变化产生之后它们所带来的大量的纷繁复杂的问题.解决这 

些问题需要我们以大胆和富有想象力的主张进行富有活力的思考.许多发展中国 

家正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债务问题，这些债务问题正在破坏着它们社会的生存.尽 

管我们对目前所提出的旨在减少债务负担的计划和建议表示欢迎，并需要对它们进 

行进一步的修改和扩大，但我们同时也需要就现代技术对提高负债的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和工业竟争能力，以便促进其出口潜力并使之全面减少外债需求方面所作的贡 

献进行深入的研究。 

技术变革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在生产和贸易领域各国的竟争地位的变化以及作 

为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决定性因素的技术的日益提高的重要性，都是应当 

在科学和技术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这一范围内加以，虑的问题.新的技术对 

国际社会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向它提供了机会， 

目前对待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存在着广泛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虽然在召开 

1 9 9 2年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时候将讨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赤贫与保护环境之间的有 

机联系，但是目前强调发展中国家参加研究及发展对环境无害的技术的国际合 

以及以公平优惠条件迅逨有效地转让上述技术问题是适当的。7 7国集团希望指出 

HtM:中国家的技术转让不应有(士何壁垒，应该使发展中国家具有优惠地获取技 

长的机会。嬝好在发展中国家急需恢复它们的经济增长和发4冬的时候'不应该使 

专fij权，版权和知识产权在目前It碍发展。 

7 7国集团一再指出保护环境和发展不应该戍为附加的条件限制。对于保护地 

球我们这一星球的脆弱的生态系统的必要性不应有任何怀疑，对于发展节能和无 

害环境的技术的必要性也不存在任何争议。但是'同样明显的是发展上述技术的 

代Î)V应该由拥有这些技术的国家承担，即那些其政策和行动构戍了目前状况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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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的工业化国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无能力满足它们的生存需要的时候指望 

它们承担发展和获取上述技术的商业费用是不公平的。科学与技术促进发展政府 

问^员会将此问题作为其第十—-次会议的实质性问是十分适;' 4的，我们确实希 

望枓学与技术促进发展中心邇过与联合国系统的有关机抅进行 ^商，将起草 -份 

可以成为上述政府间委员会进行审议的基础的全面分祈报告。 

我现在想提 a我们认为是十分重要的另一个维也纳会议的产物：这就是为ff 

学与技术促进发展的^种方案作出财政安排。在此也有必要强调这一事实，即主 

要由于未能设立资金安排方面的长期的供资系统因而导致了对维也纳行动方案的 

执行情况的广泛的失望感。就建立资金供应系统达成的协议是维也纳协商一致意 

的中心方面。上述系统目前已缩减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内的--

个很小的基金，它的存在目前正遭到威胁。7 7国集团坚决认为应该保存联合国科 

学与技术從进发展基金这一明确的实体。该基金和科学与技术促进发展中心之问 

应该建立起密切和有机的工作关系，以便彼此加强相互的能力和责任。也应该特 

别注意到最不发国家的需要，它们的科学和技术仍停留在落后水平，在所有的努 

力方面仍然落)S-于国际社会的主流。 

在纪念维也纳行动纲领通过十周年之际，国际社会应该承认发展申国家的内 

在的科技发展是9 0年代的主要的发展目标之一。虽然主要的责任应该由发展中国 

家自己承但，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这一进程需要提供在资金和获取及吸收先进技术 

方面的大力和持续的国际支持。内在能力的建立丝毫不意味着必定实现技术方 

的自给自足。内在能力建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是技术估价，这将使发 

展中国家得以客观地估价新兴的技术的充分影响，以便采取适当的政策将利润扩 

大到最大程度，将危险缩小到最小程度。 

联国系统在这一挑战性的努力方面的作用是关键性的，这不仅仅反映在它 

在此领域中引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量方面，而且也反映在它的催化作用和可靠 

性 - •对全 ^具 t ' t加 f -意义的方面。在建立和维恃犮 / g中 H %的内ft能h片 

f命保世^的枓技潜力被ff j于为.t展中国家谋利所需的^种努力中，联合国需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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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先锋 ! H 。 - —第四个 t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的制定 " &即将开的有关恢 ^ & 

济增长的大会特别会议 %将继续变化的方面纳入到宏 % ï l济管瑰的主流中拔供T 

特别适当的机会。 

7 7国集团十分高兴19 8 9年8月2 1日至9月1日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上届会议上 

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有关执行维也纳科学与技术便进发展行动纲领的决议草 

案。科学与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建议在大会本届会议上考虑通过上述决议 

草案。7 7国集团期待着该草案的通过。 

最后 7 7国集团希望重申维也纳行动纲领的继续有效性及其基本目标的重要 

性，这些目标是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内在科技能力，改革国际科技关系，加强联合国 

系统在枓技领域的作用以及提供更多的资金。 

7 7国集团充分支持联合国科学与技术促进发展中心，咨询委员会和联合国科 

学与技术基金的活动.这些机构确实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7 7 

国集团希望看到它们继续其良好的工作. i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 7 7国集团愿就于《维也纳行动纲领》十周年之际 

发表的题为"社会变革的必要"的重要宣言向科学与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目前 

和以前的成员表示赞扬. 

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以英语发言）《马来西亚代表刚才概括了7 7国集 

团对科学与技术及《维也纳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一般观点，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 

这些观点. 

我 « 慼 谢 报 告 员 对 委 员 M 告 的 介 绍 . 

纪念联合国科学与技术促进发展会议十周年的活动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使我们 

不仅可以审査《维也纳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而且可以审査科学与技术对整个发 

展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相对立场的影响. 

科学与技术在过去十年中前所未有的发展，扩大而不是缩小了高度发达的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技术能力上的巨大差别.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这十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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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没有——达到维也纳会议所产生的期望.联合国、政府间委员会与科学 

与技术中'4、尽瞀作了努力，但由于各种原因——至少不仅是缺少足够的资金——也 

未能发挥其各自的作用. 

发:^国家所取得的技术发展，特别是在新出现的技术方面的发展，是发展中国 

家所不可及的‧ 显然，现有科学与技术合作的格局胬要改变.我们必须根据世 

界上正在消粍的资源及环境再无法承受传统发展方式这一事实看待专利权、般权 

和知识产权.发展中国家意识到，如果要保持良好的环境与持续发展，就需要为 

生产目的而应用新的技术. 

执行《维也纳纲领》方面的经验以及在越来越相互依存与一体化的世界中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科学与技术差别，都需要我们重新努力，以保证纲领的执 

行. 

不结盟国家运动第九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在一项单独的文件中特别注 

意到成为发展与变革的推动因素的科学与技术.文件指出，在为发展中国家迅速 

发展科学与技术潜力创造条件方面并未取得任何积极进展.它还对向发展中国家 

的科学与技术转让缓慢和不足表示关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需要 

国际上广泛支持其建立、加强和发展其科学与技术基础的国家努力以及它们广泛纳 

入该领域中国际合作的努力. 

因此*我们认为各国应一道采取行动，保证科学与技术方面的成果能够迅速在 

发展中国家应用。人们很难在谈论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的同时否认普il技术转 

让的必要性.我要指出，就在小痺疫苗刚刚被发现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庄 

严宣布，其生产模式和有关瞥理方式的悄报应向各国提供，从而促进了这种普通药 

品的广泛应用.，这一光辉韵事例难道不食^为卫生、食品*农业或环境领域中向 

那.些需要科学与技术成果的人——正如全世界的儿童需要小瘠疫苗一一传送这 

种成果的适当典范吗？ 



A/44/PV.42 
9 

丁源洪先生(中国）（以中文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当选为 

本届会议主席表示祝贺* 中国代表团希望，本次会议在你的杰出领导下能^取得 

圆满成功. 

本届联大为庆祝"维也纳行动纲领"执行十周年举行了部分科学家和知名人士 

研讨会，秘书长和萨拉姆先生亲临会议作了重要发言.联合国举办这类活动是富 

有意义的.现在，我愿借此机会，就审议第十届科技政府间委员会报告发表一些 

意见. 

主席先生，十年前，"维也纳行动纲领"是在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刻产 

生的‧ 这是因为，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一系 

列新兴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它改变 

着世界的经济.社会的结构，改变奢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它既给人类带 

来了新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巨大挑战.十年前的联合国维也纳科技促进发展大 

会，制定了"维也纳行动纲领"，提出了 "科学技术促进发展"这一重要概念. 

现在看来，这无疑是具有远见的.它导致在联合国系统内建立了包括科技政府 

间委员会在内的一些科技机抅，组织了大量国际性^区域性的科技活动，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了成百项技术援助，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科技自生能力，并为 

南北科技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这一切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今 

世界上，经济的发展要建立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而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有利于 

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样，才能形成经济、社会和科技三者协调的持续发展.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行动纲领的实际实施情况并非尽如人意.许多国窠的 

代表在第十届科技政府间委员会会ilh对其执行结果表示关切.过去十年，虽然发 

展中国家为科技促进发展尽了很大努力，但结果与人们的期望相差甚远.究其原因 

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部分发达国家没有覆行当初承担的义务。致使 

科技资金短缺而未能有效地执行纲领规定的任务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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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先生，第十届科技政府间委员会报告对政府间委员会、科技促进发展中心 

和科技伲€^展基金的工作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且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 

这些年来，政府间委员会和科技中心在为协助成员国实施纲领，协调联合国系 

统的科玟活动，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指导，开展学术评价湘技术预报等方 

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我们认为，科技政府间委员会作为联合国讨论当代科技与 

发展的重要论坛，不但需要继续独立存在，而且其作用应得到进一步加强.我fl^ 

议：政府间委员会要有选择地针对某些与科技有关的全球性问题，如资源利用和环 

保问题开展技术评价工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髙对全球性科技发展的预测ifc适应能 

力；要为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和经济特别联大作出贡献；要努力促 

进将科技纳入到宏观经济政策和管理的主流中，并将科技促进发展问题列入联大的 

议题， 

近年来，科技促进发展基金在克服资金短缺，帮助发展中国家缩短南北科技差 

距方面作出了显箸成缋，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应该特别指出，基金的工 

作有其鲜明的特点，它不同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技术活动。因为，基金是在科技 

政府间委员会的政策指导下，着重开展提高发展中国家科技自生能力的活动，其工 

作目标是增强各国科技基础设施和长期效益，有别于联合国开发署的着眼于短期见 

效的开发项目. 

我们赞赏第十届科技政府间委员会决定继续维持科技基金作为一个实体存在， 

#支持下届政府间委员会增加一项议程为科技促进发展筹集资金，包括中国在内的 

不少发展中国家与该基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愿在此表示，中国政府将 

继续对它提供力所能及的财力支持， 

主席先生，第十届科技政府间委员会会议一致邇过了两项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决 

议。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地实施这两项决i义， 

近年来，世界高技术、新技术的发屣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科技差 

距进一步扩大'特别巷不利的外部经济环境严重地影响发展中国家科技促进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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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今天，随着世界经济祠互依存关系的进一步加深，科技促进发展的概念应该 

是一个完整的、包括多方面内容的人类共同发展的概念.重视和支持"科技促进发 

展"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任务。而且也是发达国家的义务.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认为科技促进发展首先应该建立在每个国家自力更 

生努力的基础上，各成员国必须根据本国的能力命需要并且能够烦应世界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迅速变化的形势作出自己的正确选择‧同时，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同样 

是不可缺少的，外部援助也是十分必要的.在发展中国努力促进科技与经济进步 

的时候，专利权、版权和知识^不应成为发展的障碍.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发达国家拥有世界95 %以上的科技能力，它们应对全球 

的共同发展和解决全球性问题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这不仅符合发展中国 

家利益，也是发达国家当今和长远利益所在。 

主席先生，近年来，联合国在解决地区冲突，致力促进对话与缓和的进程中赢 

得了一定的声誉，当前又在从事皆在改善世界经济形势的各种努力。中国代表团 

希望，联合国同样能在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的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施勒格尔先生（i意志民主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今夭--般都认识到科技的 

应用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前提条件。所有社会部门以.诞所有国家都都是 

这样。为了集中完成迅速增加的任务应该将国家的努力和国际努力结合起来以调 

动所需的知识、材料和经济潜力。东方、西方和南方在高级广阔范围上的科技合作 

是我们时代的一大挑战。 

19 7 9年维也纳il过的《科技发展行动纲领》考虑到了这一准则。它有益地推动 

了这一领域的合作。它对国家科学政策和国际战略的指导方针仍然适用。首先在 

下、'J方面是适用的：如增强发展中国家科技能力等长期目标；调整科技中国际关系 

现,结构；增强联{ ^国在科技方面的作用；培训发展中国家人员并使其#格；以及 

进- .告发展和利用枓技的信息系统。 

现在很明显，在这一领域巳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政府间委员会和枓技中心证 

明-〗乏枓技合作的重要讲坛。它们发起了有意义的现实僞议，以促进联国系统枓 

支活动的协调，并在更有效地执行《维也纳方案》中进行^作。餵近举行的知名人 

t关于和平、发展和科技作ff i的会议只是这些活动中的--个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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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必须指出，自从邇过了《维也纳方案》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应用枓技， 

面不利地位还没有得,到真正改变。这些国家的不平等地位不仅仅是由于其外(赍的 

严 t 机而在许多情况下恶化了。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大:净转柊至今巳有5仏了， 

这严 ,地节 "了它们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出口收入的减少缩小了发展中国 

t在拥,科技方面的行动余地；往住随之而来的是投资活动的下降趟势。它禁!t 

或甚；停止了发展中国家引进科'技改革。 一皿 

政府间委员会在其最近的第十次会议上在联合国系统的框架下为19 9 0年代的 

科技合作制定了进一步任务。正如最近贝尔格莱德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重申的 

那样，我们支持加紧在这方面的国际合作。我们还支持立即实施技术转让的国际 

行为准则的要求，真正遽切需要的是,国际科技关系应该更加稳定，更加有预见」性 

和更加可靠。所有国家必须不受歧视妁平等享有科技新发展。国际关系的改善同 

样创造了可以充分应用于进一步发展19 9 0年代科技合作的新潜力的条件。这包括 

消除由于如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机制:等过时的政治动机所造成的障碍。 

；S前世,经济: i展的特点是经济问题史无前例的全球化。这些问题需有效的 

和有目的使用科技新成果才能得到解决。我们认为，各国在国际经济以及科技关 

系方面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应该在19 9 0年代在联合国内的科技合作方针方面得到 

更明确的反映。这方面世界范围的合作必须注意到有关各方的利益和问题。 

我们感到对使用与应用新的和正在出现的科技领域给予应有的注意是尤为重 

要的。特别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进步并考虑到它们的具体需要与特点, 

必须发掘这一潜力。因此，我们倡议，进一步改善先进技术通报系统，并使技术评 

价成为促进发展进程的有效工具。在这方面，应进一步集中在国际合作的社会方 

面，包括有系统地动员发掘人力资源，将其作为社会经济以及科技发展的发动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极为注意这些问题。执行今年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夏季会议 

—致协议邇过的有鹰t志民'主共和国倡议的关于开发人力资源的19891120号决;,义 

对联7>国在科技领域的OL作非常重1。同样，.去年在联合国科忮中心的合作下于 

怕林举行的评价新的正在出现的科技领域的专家会议应在这方面给予考虑。我们 

还将在今后努力推动中心的这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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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我们，科技可以被用来为人类刨造利益，也可以被用来损害人类。转 

入下一个千年期的时间不久了。要保证人类能够生存，必须采取进一步的决定性 

n动，以消除核浩劫的威胁，达成裁军，防止环境灾害，以及克服不发的最坏形 

势。 

由于裁军可以促使节省资源，用于解决所有这些全球问题，这一点就更其重要。 

应当从这一角度出发，来看待联合国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活动.联合国及其会员国 

应当为建立一个和平世界铺平道路，并紧紧为此目的来利用科学和技术发屣。 

贝当古斯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重大国际问题的全球化提供 

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促使人们通过多边努力来确保有效地利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使各国和后代人享有和平与安全，世界的技术进步始终被用于促进或增加军事实力. 

现在，在一个谅解和对话的时代，我们面临着一次#特的机会，可以把科学和技术 

资本的全都力量用来推动实现发展目标， 

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第十届会议期间，我们参加了关于这一问 

题实质的一次辩论.基本议题是在十年结束时审査《维也纳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 

政府间委员会主席在提交大会的裉告中清楚地表明： 

"与会者几乎一致认为，维也纳会议的崇高理想大都未曾实现，然而，将整个 

科学与技术问题提到多边关系日程前列的《维也纳行动纲领》所宣扬的主*不仅仍 

然有效，而且也已变得更加重要，但是，尽管这一主皆目前仍然有效，国际社会却 

至今未能制订框架，调动人力物力，将巨大的科技力量用于为全人类而尤其是生活 

在发展中世界的那些人们谋福利."（ A / 4 4 / 3 7，第 5页） 

有利的经济气氛、平衡的环境以及培训人力来满足下一个世纪的技术挑战是一 

些基本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同时考虑到目前的情况，必须使联合国、尤其是联 

合国科学和技术中心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帮助我们全面考査这方面的关鍵因素和现 

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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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问题，正如我们 1 0月 2 4 B在大会上就将于1 9 9 2年召开的环境 

与发展问超会议时所讲的， 急须发展对环境适宜的技术.毫无疑问，未来的技 

术发展应当促成一种良好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各国可以在公正和有利的国际经 

济气氛下从有效的技术转让中得到好处.由于技术问题是与环境挑战密切相关的一 

个因素，联合国科学与技术中心必须在会议的整个筹备阶段参与这方面」的工作,此 

外，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选定的实质性议题一"确保发展中国家参与有关 

研究和发展无害环境技术的国际合作和迅速切实地向发展中国家转让这种技术的途 

径和方法"，连同该中心准备提交的报告，可以为今后十年技术变革的全过程莫定 

基础. 

当我们谈到技术挑战时，我们必须提到外国投资在我们这些国家的重要作用. 

工业化世界的经济一体化应当促进对我们这些国家的大规模资金流动，在此过程中, 

没有任何疆界妨碍贸易或信息的;《ct«,域是为什么我们要认为，联合国跨国公司 

中心在推动经验交流、增进我们这些国家的谈判能力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们希望，秘书长所召集的知名人士会议将讨论和平、发展和科技作用 

这些问题，将为我们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提出新的解决办法。 

卡姆南威尔先生（乌干达）：马来西亚代表已经阐明了77国集团就用于发屣 

目的的科技问题的立场.我们完全支持这一集团主席在发言中所表明的立场， 

十年前，在维也纳世界各国就科学与技术促进发展的概念达成了一致意见。维 

也纳行动纲领闹明了调整国际科学与技术关系方面的基本准则，以及动员足够的资 

源以加强发屣中国家选择、采納、消化和利用发展方面的科技的本国能力， 

在我们即将迈入新的十年并为二十一世纪作出准备时，我们无疑会发现正处于 

十字路口，面临着我们时代最大的矛盾。我们听到人们谈论国际关系中的缓和和积 

极的变革。我们谈论一个紧张局势得以鑀和的时期的到来.新闻媒介每天都告诉我 

们在科技方面出现了史无前列的进展，国家集团市场的统一，金融市场的全球化， 

以及傲型集成电路片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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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非洲，我们所听到的却是沉重的偾务负担，日 

益增加的贫穷以及环境的恶化.的确，随着九十年代的临近，国际经济和科技气氛 

仍然反映出目前国际经济关系转变中的消极方面。"利益扩散"理论的概念已明显破产,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之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怎么会还出现经济停滞和衰退呢？是 

什么造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大的科技鸿沟呢？换句话说，是什么 

破坏了维也纳科技用于发展的行动纲领的制订者的愿望呢？ 

科技已成为各国和各公司在生产力和国际贸易领域里占比较优越地位的关键领 

域和相对竟争力的决定因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科技鸿沟正是 

发展中国家日益贫穷的基本原因。的确，非洲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已降到百分 

之一点五。 

益减少的出口收入。生物工程中的突破使农民成为一个高价食品生产者.新的设计 

和产品产生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所完全不能适应的消费形式. 

一整套新的可交换的服务网络已经建立，低水平的技术发展，缺少足够的研究和发 

展基金和缺少为有创新精神的企业提供信贷安排，这些都意味着非洲大陆再次不能 

在发展的关键时刻从重要的技术力量中获益。 

在许多非洲国家都缺少用于保护和维护环境和其他民族资源所需的科技能力， 

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干旱、土壤恶化和砍伐森林的挑战继续折磨着非洲大陆。非 

洲的农民仍然依赖锡头进行轮作耕种，依赖朋友和亲属来帮助收割和储藏粮食，依 

赖木柴来作为能源。 

非洲为了达到自我维持和保持环境无害的持续发展就必须选择能提离生产力但 

同时又对环境造成最少影响的方法和技术力量，因此，非洲各国在1 9 8 9年 6月 

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坎帕拉宣言》中阐明以下的目标为国家、次地区和地区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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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首先，建立新的管理措施来刺激经济发展以加强研制工作，进行技术投资寻找 

有效的再生能源，例如生物能、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第二，建立遗传基因库和生 

物圏保护区以便在自然保护区和保护地区如热带森林、种质储存库和生物技术研究 

中心之间建立联系；第三，发展对沙漠化问题的研究以改进稳定沙丘方面的技术并 

选择农作物品种；第四，拟订立法和规章制度，例如训练计划，使工业技术同环境 

方面的目标相结合， 

《维也納行动纲领》的中心是一致同意动员各种资源以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家、 

次地区和地区一级的本国科技能力•这一目标是要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在政策分析, 

技术评价，组织建设，以及建立金融基层组织和促进获得技术方面进行研究工作和 

作出决策. 

我们礴来认为，如果是我们各画有能力培养选择、估价和采用促进发展的科学 

与技术的自身lE;^,非洲将能够：第一，提高用于本国消费的粮食产量，改进加工 

与分配方式，提高在国际贺易方面的竟争能力；第二，控制森林减少，土质恶化， 

减少旱灾的影响和犮展适于当地情况的对环境无箐的技术，以此来保护环境；第 

三，使能源多样化，在教育、卫生、住房方面§1进综合的:^面，提髙生产力，以此 

来振兴农村地区;第四,提髙这些国絲现、分柳摧毁有毒、核与其他危险物质的能力。 

因此，我们认为，在培养具有生命力和自我维持的科学与技术自身能力方面， 

非洲各国应当集中在若干直要的领械，包括人力资源的发展，以满足蔷求为出发点 

的研究和发展以及次区域和区械性经济合作一体化的作用。 

现在，科学与技术和人力资源发展之间的关系己得到承伹是，在目前的 

结构调整方案中，为了削减政府的赤字，这一重要的因素往往衩 f《仏为了创造 

一种科学与技术的文化，必须在教育和提高人的能力方面进行投资，以便能产生竟 

争力，熟练的劳工和以知识为基础的就业及管理能力。要想将非洲的农业变成一 

个富有创造力和生产力的部门，那么非洲的农民就必须能够对有关改进的技术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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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机会的信息加以估价。 

在将资源投资在培训科学家和建立研究与友展设施方面，非洲国家正日益落后。 

例如，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的统计数字，1 9 8 5年，在每I 0 0万 

个非洲人中有1 50ag#f:家,.雨在北美洲，每1 0 0万个居民中有1 2 6,0 0 0 

名 科 学 t 在 1 9 8 0年，研究与实验犮展的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 

非洲是 0 . 3 % ,北美洲是 2 . 4 % ,苏联则是 4 . 6 %。 自那以来， 8 0年代的僙务 

危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支持推行的调整方案则便这一状况更为^仏 

在培养研究与研制能力及作出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其他机构性安排时，我们必须 

确保所有利益攸关的入都参与并作出承诺。如果农民、企业家、银行家和议员不 

参与这一进程，那么就不可能有效地利用稀少的国家资源，也不可能将研究结果用 

于觯决发展方面的问Mo 科学家也许知道世界和有关基因工程或生物技术方面的 

普^！原逸但是，如果不能用此来发展出新的产品或获得能抵抗虫灾和旱灾的种子和 

作物，那么这种知识对非洲的企业家或农民来说就是毫无用处的。科学家、农村 

扩大的工人，全国性的新闻媒介和贷款管理人员以及产品的发明创造者必须一道参 

加全国性的努力，以便建立一种生机勃勃的自身能力。 

我们认为，国营与私营部门能够也应当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为创造有效和自 

我维持的科学与技术基础而计划所必须的行政与机构性结构。私营部门在研制、 

获取和采用技术以及技术贸易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与此同时，也蘅要国家 

在宏观、中层和微观各级加以明确的政策指导和投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具有明 

确的作用，负责制定短期和长期的战略，以加强本国的资料资源，以碉保技术与经 

济增长,利之间建立适当的关系，为研究和研制的基本设施提供支持，并就逬行国 

际合作的公平的规定逬行谈判。 

维也納行动纲领未能在8 0年代向发展中阖家有效地转让技礼这在很大程 

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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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申自己对维也納行动纲领所作的承诺时，我们不H当将该纲领看作是一份可以 

加以挑三拣四的莱为科学与技术作出可行的投资安排的必要性应当成为我们 

在 9 0 年 代 的 主 要 目 确 实 ， 1 9 9 0年的联合国关于振兴增长‧ ̂经济发展的 

特别会议； 1 9 90年的关于最不友达国家的联合阖第二次会议；第四个国际^展 

战略的筹备过程以及1 9 9 2年召开的联合il环境与友展会议应当为在这一领域采 

取具体行动提供机会。 

除了加强在现有的双边和多边发展体制内的资源联合所作的尝试之外，也需要 

对具体和大量的金融安排采取新的和创新的想法。我们希望进入市场，获得技 

术，以使我们能够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加工和销售我们的商品和产品，而不是窬 

要更多的有条件的援助和根食援助。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萨扭姆教授和他的杰出的 

朋友今天上午进行的讨论令人耳目一新，促使人们考虑新的想法。 

的工作。现在已向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四届常会提出了一些建议，等待批准，我们 

对此^到鼓舞。秘书长应当动员足够的资源，以扩大对有关在国家和次区域一级 

培养自身能力的先期性研究，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分。我们希望，这些 

先期性项目将产生在9 0年代实施《科学与技术促进发展的维也納行动纲领》的具 

体建议和方案。 

我们期望着科学与技术中心就使非洲国家能够加强自己的评估新技术能力特别 

是在新材科和加工原材料方面的能力的方式与途径提出建仏 我们希望这一研究 

将在同非洲各国的研究机构和各个非洲国家的决策人员进行磋两情况下逬行。也 

应作出努力，将这些建议同秘书长的有关非洲两品的知名人士小组目前所作的工作 

联系起3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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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ASIE先生(罗马尼亚）（以英语发言）：我们审议分项目8 2 ( i )"科 

学技术促进发展"正是关于这一问题的《维也纳行动'纲领》通过十周年；这使我们 

有机会再次强调科学技术对于当今世界进步与繫荣的重大意义。 

我慼谢主席^秘书长关于科学技术对于发展作用的发言。我们还高兴地注意 

到一组被邀请来总部的知名人士所作的贡献，他们表示愿意就勒平、发展以及科学 

技术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中的作用提供意见。 

本世纪最后一段时间广泛地推动科学与技术以及重大的科学发现将对于所有各 

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消除欠发达状态以及全人类的进步产生重大的彩响。技术 

进步湘经济增长是密切相关的。正因如此，我们赞同这样的意见：成员国和联合 

国都应该把科学^技术纳入社会和经济思想、规划及执行工作的主流。技术成就 

应该纳入公平的经济增长、稳定和世界和平之中。 

a际生活的演进证明，在1 9 7 9年维也纳会议之后人们已经日益认识到科学 

技术促进发展的重要性。虽然 1 9 8 0年代的成就还远远没有达到《维也纳行动 

：纲领》所追求的目标，但这个计划在困难的社会^经济嘴景下£«^^^^^^^7^伺的 

考验，正如今年的科学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会议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一个 

普遍的意见认为，《维也纳行动纲领》未能得以充分执行的主要〖姻是本1 0年的世 

界经济条件不利以及没有真正地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和技术部门。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一种矛盾现象：科学技术在成员国的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日益上升，而在这 

一领域内对多边合作的支持却正在削弱。 

借'此机会，我表明我国代表团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即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条 

件，使它们利用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的巨大潜力。在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发展中国家 

却得不到新的发现 •明。由于没有让它们分享这些成就，发展中国窠同发达国 

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大。在直接彩响到整个人类的前途的新技术和新兴技术 

方面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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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二、三十车中，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明显地拓展了生产领域^扩大了选 

择，但发展中国家却由于缺乏物资^人力资源，无法吸收和应用新技术而被甩在一 

在这方面，也许有必要在某一个时候考虑召开笫二次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 

会议，以便加强联合国系统的作用，促进在这一领域内的国际合作以及使发展中国 

家获得更多高级技;^ 

我们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科学技术发现和应用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军备竟 

赛的继续进行。军备竟赛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耗费于储备新的、更加尖端 

的武器。更具体地说，军备竟赛造成日益强烈的科学技术领域内的秘密't^ 这 

造成对新思想自由交流的限制以及在分享研究与发展成果方面的限制。在过去十 

年中，越来越多地用军事安全方面的考虑来实行技术转让领域内的限制ifc歧t 

妨碍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转让技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高价格和强加给接受 

国的限制性商业条件，尽管已经收回了被转让技术的研究和发展费用。 

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还受到反向技术转让，即一般成为"人材外流"现 

象的影响。在这方面，我提请大会注意，不结盟国家元首ifo政府首脑最近在 

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会议上强调有必要 

"适当注意发展中国家严重的人材外流问题"。 

k学技术合作领域内当前状况I 

纳行动计划》中所制定目标的主要原因。 

从通过《维也纳行动'纲领》以来，出现了直接彩响到科技发展的新的全球性问 

减弱。最近有毒^危险康料及产品的运输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受害最深 

的 ; ^ 展 中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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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奉行的政,笨全符合《维也纳科学技术促进发展行动纲领》的规定。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建立自身飽力，以便在我们国家体制框架之内选择、获得、采用、 

利用和发明技术。我们知道，建立国家科技能力应该是每一个S1窠的首要任务。 

我们铭记这一点，把我们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研究发展活动，并且把新技 

术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中。在 1 98 6年，罗马尼亚单方面地把军事力量^开支削 

减了 5 %。 由此腾出的资金主要用于民用部门的研究Jfti发展活动。 

罗马尼亚在科技中的指导方针可见于一项为期至2000^的国家长期特别方案， 

在此方案的基础上又推出了包括有关各部门具休技太和产品章，的五年计划， 

在八十年代结束时审査《维&纳行•颇》的执行情况使我们有机会思考科学技术 

促进发展的意义并评估 世界科技进步的积极与消极影响，有关科学技术促进发展 

的政府间委员会的报告很好地总结了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所进行的辩论.我们特 

别感到高兴的是向大会提出的决议之一重甲了《维动纲领》的效力并认为科学与 

技术应是有关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振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会特别会议、 

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特设全休筹备委员会，第二届联合国最不发 

达国家会议、及拟议中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主要审议内容，在这方面，我 

们要求科学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作è宝'i"的贡献，确定共同关心的关鍵问题并 

提出这方面未来行动的新的方法， 

加强多边合作要求有恰当的机制枸架.我们和大家一样认为政府间科技委员 

会是联合国系统内有关科学技太的唯一进行决策和协调的全球机构，可以邾助大会 

提供有关辩论议程上具有科技意义的全球问题的必要投入和背景资料，联合国系 

统应认为获得新的和新出现的技太是各国的基本权利， 

至于科学技太中心t，我们认为它作为秘书处的辅助单位进行了可贵的工作， 

政府间委员会在:^ % 4- k会议上通过的第二号决议为委员会未来的工作制定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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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欢迎科学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以协商一致通过的决议‧ 我们希望 

大会将以同样方式通过这些决议， 

由于最近世界政治气候的发展以及减少军费支出的前景，比起过去未来可能会 

更有希望振兴国际社会的努力以加强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科技能力，进鼓励信任 

和信心的国际科抆合作，并确保充分掌握科技知识，包括新的和太，以及在 

互利基础上的不受阻褥的技术转让. 

塔尔米兹4^,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mmm.)ks^n 

门用来审议科学技太促进发展这一重要问题表示欢迎.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对秘书 

长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深切的谢意，这确实表明了联合国对这个问题的重 

视，我们还想借此机会对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的执行主任给我们佑简捷而内 

容丰富的报告介绍表示慼谢， 

4 ^ , ^《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的维 { ^ ^ ^ ? 5 ^ ^腿：^±^周朱^召开的，我国 

代表团十分赞同:十车末实质性审査的结论，特别是委员会有关振兴《维 ‧， 

领》的协商一致决议.因此，我们相信大会将一致通过政府间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所 

提出的决议草案 • 

请 允 许 我 简 短 地 谈 一 下 执 行 《 缁 领 》 及 其 绝 对 必 要 性 ， 这 一 纲 

领是为了寻求可行的、革新性的方法便科学技术进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纲领 

是在希望和乐观主义的时代诞生的‧ 人们因此希望多边合传将确保其得到促进和 

实,"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行动纲领刚刚通过就出现了不利的经济时代.多边 

主义退却了，支持纲领的诺言从未充分实现，其后的8 0车代现在已被称为发 

展失败的十牟， 

同时，在八十车代占上风的是另一个主要现象：前所未有的快速的科学技太革 

新，在科技上的这场革命和一些重大突破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社会经济进 

程.科学技太与贸易投资这样较为传统的因素一起成为经济增长的因素，使这种 

增长达到新的高度，带来了发展的巨大潜力，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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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变革的年代中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经济上变得比以往更加处于不利地位，推动 

科学技太为发展服务仍然是我们这次会议的紧迫目标. 

然而，最近的确又出现了一线小小的希望 .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政治 

缓和似乎确保了一个全球紧张局势的缓和时期.这同时还开创了新的多边主义的 

环境，从而也带来了一个促进发展和加快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的新机会. 

我们完全相信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ïi5「i力是加快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 

的支柱‧如果不能自力更生地选择和利用科学技太促进发展，发展中国家就有在 

全球经济利益中进一步落后的危险，八十车代初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一直停滞不 

前，在发展自身能力方面没有取得必要的进展‧ 

我国代表团支持报告中的信念，即在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内部能力时，所有有利 

害关系的人参加社会是最重要的，只靠自上而下的命令并未取得成功，因此，应 

当通过有所有有关的角色和选民参加的并反映他们对发展进程的要求和利益的全国 

•对话来确定应注意的优先领域. 

《维也纳行动纲领》的第二个关鍵目标是改组国际科技关系，更好地促进向发 

展中国家转移科技.尽管我们认为建立内部能力最为重要，我们认识到这不能在 

真空中建立.获得充分和有关的皿也是一个关键.迄今为止，技术转移由于 

缺乏工业化国家的充分支持而受到阻碍。需要急剧改变目前的技术合作方法，强 

调考虑周详的优先注意的领域.通过种种革新性安排创造国际合作咨询机构的 

新机会正在出现，同时，发达国家由于其宏观经济政策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对 

提倡国际合作促进发展负有特殊贲任. 

我国代表团一向强烈慼到技术转移和技术合作的范围应当扩大，以便也包括发 

展人力资源与不损害环境的工业技术，在这方面应当指出，由于持续发展的不损 

害环境的技术显然应当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并且正如我们面前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 

为了把科技有效地用于发展，需要动员所有国家和全球资源，特别包括人力资源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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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科技在发展进程中的根本和广泛的作用，《维也纳行动纲领》还呼吁尽可 

能扩大联合国系统的潜在的贡献‧由于迅速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技术环境，联合 

国把科技带入发展进程主流的作用现在和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更加紧迫.如果联合 

国系统要扩大它在这一领域中的潜力，必须强调其科技努力的和谐与协调.鉴于科 

技在联合国系统的大量主要组织中无所不在以及手头资源有限，必须充分使其和谐 

与协调，我国代表团赞同要求联合国系统组织持续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内部科技 

Éè;^的进程，包括技术评价的能力.本着同样精神，我们充分希望会员国将能一 

致通过我们面前的决议蕈案，确保赋予纳行动纲领》新的活力. 

最后，我们谨重申我们对《维也纳行动纲领》及其基本目标的有效性的信念， 

我们也完全支持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中心的活动并相信多数发达国家对联合国科技 

促进发展基金的响应将会大大加强.总之，我们必须把集体决心的焦点放到更新 

和成功贯彻《维也纳行动纲领》上来，因为不这样做等于忽视把这一强大力量用于 

发展，并且冒着扩大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技术差距的风险.本着同样精神， 

国际社会在即将举行的大会 特别会议以及在为下一个国际发展战略进行筹备时不忘 

处理这一重大发展问類也是重要的. 

加贺触生(日本）（以英语发言）》自从 1 8世纪发明蒸气机以来，技术进 

步的步子已经大大加快，人类的视野不断扩大.我们的目光看得更高，看到外空，看 

得低,看到洋底以及看到更深的人体内部，试图理解生命的奥秘.这些科学技术的 

急剧发展所产生的知识具有帮助我们觯决我们面临问题的潜力.因此，科技是整 

个人类福利的基础，但是，实际上当发达国家能够大大利用这一领域中所取得的 

知识的时候，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未能从中获得充分的好处. 

一方面是这种迅速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在赶上这^变化的过程中成就有大有小,科学 

技术促进发屣会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 9 7 9年在维也纳召开的.这是为了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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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 4 2个国家出席的这次会议的高潮是通过了《维也纳行动纲领》，除其他 

事项外，该纲领强调了把科技引入发展中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努力主流的重要性. 

另外，正是《维也纳行动纲领》介绍了 "内部能力"的概念，作为实现《纲领》目 

标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总之，这项《纲领》体现了发展中国家改善其社会经济状 

况的愿望. 

日本认为，尽管鉴于发展中国家正在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目前赛要对其运行作 

新的觯释，《维也纳行动纲领》的基本信息和主旨今天仍然有效,因此，我们高 

兴地看到^ ¥ ^； ^进发展间委员会在今年 8月# ^的第十届会 i l h重申了《维 

也纳行动纲领》的有效性，并重新强调培养发展中国家内部能力的重要性. 

但是，在说了上述话之后，应当坦率指出，我们正在纪念十周年，虽然当《维也 

纳行动纲领》通过时对促进科学和技术用于发展所抱的期望很高，但后来这些期望 

都受到了挫折。随着经济差距的拉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和技术能力 

之间的差别也巳,大。这一失败的原因可归结于多种问题。其中有继续缺乏执行 

这一方案的资源问题，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未能正确理解 "自能力 "一 n " Â由 

于19 8 0年代存在的普遍不利的经济环境而变得1!加复杂的1$种因素、> 如果要It分 

实现《维也纳行动纲领》的目标，必须克服这种困难。 

1 9 8 0年代我们在这一领域中取得的经验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教圳，当我们在 

制定1990年代及其后的新行动路线时，我们将会很好地考虑这些经验，以使保证成 

功地实现《维也纳行动纲领》的基本目标。政府间委员会对《维也纳纲领》进行的十 

年-未审查是朝着正确方向逗出的可喜一步。它将指明未来可能的行动路线，这一 

行动路线将建立在对纲领通过以来十年的活动进行全面审查的基础之上。鉴于邵 

次会上取得的成就，日本充分赞成作为文件A/ 44/ 3 7摆在我们面前的政府间 

会报告。 

^我们谈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时，我们始终应当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它们在枓 

学tt术领域中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 -—反映了它们1，自特定的国内情况。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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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地理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其他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应当确定必须作出 

具体努力的科学和技术领域，改进一个特定国家的工业结构，并帮助发展它的自身 

能力，以便促进科学和技术，使它们成为该国全面经济发展活动的组成部分。所 

以，从基础上解决具体问题的方式非常重要,联合国系统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领 

域发挥的作用基本上将是咨询作用。 

为了保证在下--个十年以及更远的年代.1实现《维也纳行动纲领》的目标，我 

们应当重申并且应当更加强调它的基本理论，即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主要贵任在于 

这些国家本身。在这--方面，我们要赞扬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采取主动行动， 

最近在向尼殆尔、约旦以及泰国这样的国家进行了一系列试验项目，其目的是为了 

加强它们的自身能力。秦国的项目是在我国政府的财政支援下进行的，它的初步 

成就尤其令人鼓舞.我们希望这一项目有助于确定那里的科学和技术领域中的优 

先问题。 

我们认为该中心应当在有关捐助国的财政支持下，进一步探索为加强自舞能 

力作出努力的可能性。 

鉴于上述考虑，政府间委员会、该中心以及其他有关机构将发挥的作用应当变 

得更加重要,使我们能够作出集体努力，促进科学和技术用于发展。它们在联国 

系统内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领域中作为动力和焦点的作用应当进一步得到加 

强。我们相信这些机构将迎接挑战，把它们有限的资源用于一些有用的、有效的活 

动并且使这些活动与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所有有关机构的活动充分协调- -致起来。 

曰本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科学与技术、作为这样--个国家，日本高度 f 

视促进这一领域，认为自己在推动发展中国家从事发展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尤 

其自从《日内瓦行动纲领》通过以来，日本一直积极地从事双边技术和研究援助活 

动其口的是为了加强这些国家的科学与技术。曰本还支持了一些国际机构，洲々口 

联国幵发计划普，所作的各种有关努力。在这方面，我国代喪团非常高)、(地指 

出，自从1980年以来，日本与中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印度以及大韩民国i<5成了科 

学和技术合作协i义，并一直在徙进情报和专家的交流以及与这些国家同进n -的 

研究项目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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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i >们面临着各各样、范围广泛的重大问题。象贫困、人口 、愦务和环境 

这样的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的，因此需要在全球范围内作出一致的共同努力。除非 

：域过适当利用科学和技术实现持久的、理的发展，S;则就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0 

因此,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主题不应当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而且也是发达国家关 

心的问题。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应当从长期和全球角度出发，共同解决这一主题。 

在这方面，《维也纳行动纲领》绪言中所说的话至今仍然正确： 

"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表明，需要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采取纠正这种情况的 

坚决措施，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行动，目前不公平的情况就会进--步恶化，发展 

中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就会继续矿大。 " 

我们希望当我们为明年4巧的大会特别会议以及新的国际犮展战略进行准备 

时，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这--重要问题应当得到及时考虑。 

曰本将充分牢记这些问题，随时准备加入--致共同努力，以通过科学和技术改 

俸人类福利事业，尤其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事业，并决心为成功地执行《日内瓦行动 

纲领》作出进一歩贡献。 

(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十年前，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会议在乐 

观气氛中以通过《维也纳行动纲领》而结束。纲领的目标是崇高的，旨在帮助发展 

中国家的人民及整个国际社会。人们曾希望更有力地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本国科学技 

术能力,重新安排国际科学技术关系，增强联合国系统在该领域中的作用。《维也纳 

行动纲领》通过已有十年，现在是总结我们的成就与不足的时侯了。确实，在这十年 

的头几年，世界经历了一场重大国际经济危机，给维也纳会议所引起的期望投下了阴 

影。然而同样确实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当许多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停止不前，甚至 

倒退的时候,有些国家却取得了进展。 

《维也纳行动纲领》接受了伙伴关系的责任，由工业化国家在研究与发展领域 

中协助技术簿弱的国家。不幸的是，这一相互义务并没有得到歷行。正在竭力追上 

技术革命第一阶段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科学进步突飞猛进而被远远地拋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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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促进发展基金原设想在《维也纳纲领》的执行中发挥中心作用，但对基金 

的財政承诺并不积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88年的认捐会议上，承诺主要来自发 

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方面却表现得对该事业缺乏任何承诺。此外，已经认捐的数目 

有相当部分依然没有兑現。 

联合国中有关科学技术的机构安排一--如科学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问委员会、科 

学技术促进发展资助系统以及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中心一一都未能发挥预期的潜力。 

然而，它们在过去十年的作用说明它们仍然有用，可通过改变其范围与作用得到加 

强。 

《维也纳纲领》首先重视在联合国系统的帮助下发展发展中国家的自身能力。 

但这并没有实現。在掌握先进技术方面，发展中国家依然远远蕃后于发达国家。 

《维也纳行动纲领》的第二项基本目标是重新安排国际科学技术关系，加强联 

合国系统的作用。迄今为止,对科学技术的支持都是双边的。在联合国系统内以多 

边方式执行方案可能更为有效,而这种方式正如前面指出，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联合国系，内,，，力基本上取决于财政支持。我们相信，、须向联合国科 

学技术促进发展基金提供饿慨捐助。 

《维也纳行动纲领》十周年的到来正值我们正在为国际经济合作与第十个联合 

国发展十年新的国际发展战略问题大会特别会议进行筹备工作。目前的辩论使我们 

有机会把科学技术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因素纳入正在制定中的战嗜。周年纪念会议也 

应当被用来重申我们致力于尽早充分实现《维也纳行动纲领》的承诺，以全球的观 

点看待世界重大问题中的科学技术问题。 

随着政治经济气候的改善，应当在国家一级采取新的、创造性方针，在全球综合 

全面地看待国际发展中的科学技术作用,利用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 

埃姆尼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尼日利亚高兴地参加今年科学技术促进 

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通过十周年的讨论。《维也纳行动纲领》是国际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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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国际社会愿意加强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重要领域 

中的能力，加速它们的发展步伐。 

自从纲领十年前通过以来,尼曰利亚积极参加纲领执行的各项活动。最近,在8 

月21日至9月1曰纽约举行的科学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第十届会议上，尼日利 

亚同该机构其他成员国一起，就《维也纳行动纲领》十年末审査的问题产生了一项 

商协一致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已推荐大会本届会议通过。 

在纪念《维也纳行动纲领》十周年的时侯,我们必须牢记该纲领所制定的三大 

主要目标，即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能力，重新安棑现有的国际经济和技术关系 

格局，以及加强联合国在科学技术领域中的作用并提供更多的財政资源。提出这些 

目标的的考虑在今天如同行动纲领十年通过一样有效。然而，这些目标还没有实 

现。这是十年末审议的主要结论之一。 

由于科学技术在国家和国际努力许多领域中得到曰益广泛的应用，科学和技术 

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已有很大增加，并将继续增加。国际议程上的一些问题, 

如环境、自然资源、消除贫困和其他需要国际合作行动的社会经济问题，通过科学 

技术办法可以得到很大的改善。 

如果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入解决这些问题的国际努力,那么，发展中国家加强本国 

科学和技术能力的国家努力就应当象《维也纳行动纲领》所设想的那样成为集体关 

心的问题。 

政府间委员会第十届会议期间进行的《维也纳行动纲领》十年末审议,检査了 

造成纲领执行缺乏进展的各种困难。这些困难一般地,至少部分上是由发展中国家 

所面临的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所造成的。我们也必须承认，技术进步的国家缺乏覆 

行在《维也纳行动纲领》范围所作出的承诺的政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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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系统无法筹措足够的基金并制定旨在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的方案，这种 

现象反映出缺少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政治意愿、 

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和技术的内部能力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制定一项集中 

世界银行，¥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双边和援助机构资金的战略并尽早加以贯彻 

执行，此外，对那些愿意培训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员并与这些国家进行共同研究 

以便帮助他们运用;^环境无害的技术并促进这方面的发明创造的工亚化国家中的 

大学以及研究和发展机构应当加以确定， 

我们必须通过实际行动来重新唤起并加强国际社会的决心以便促进发展中国家 

的科学和技术能力. 

尽管寻求集体觯决正在出现的全球问题本质上是一种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其科 

学和技术能力的新的推动力，、：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国家正面临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 

问题，而立足以科学和技术之上的解决办法将有助'于克服这些社会经济问题.这 

些问题包括在有关国家中提供诸如安全饮用水，满足其人民需要的食品生产以及现 

'代信息和通讯系统ftl发展等基本需求.. -

在这方面，我要强调指出尼日利亚对在十年末审査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中心所承担的作用是十分重視的，也就是说这一审査需要研究旨在加强发展中国家 

评价技术能力的方式方法以便判断其在当地加工农业和矿物原料的努力中所用的 

技术是否符合健康，安全和保护环境*标准.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期望着在这一具体工作中、与该中心进行密切的合作， 

最后，我国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行动以便把尼日利亚的科学相技术发展放在头 

等重要的位置.此外，尼日利亚还准备参与及边和多边安排以便加强相深化科学 

和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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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德拉先生（斯里兰卡)(以英语发"1 )：鉴以我是笫一次在本届大会的全体会 

议上发言，我想和其他发言人一样，向尼日利亚加巴大便表示祝贺，祝贺他当选为 

主持大会本届会‧ ^义讨论的主席.我国代表团还非常高兴看到他在主持着大会 

的工作并且我们相信，在他干练的指导下，本次会议将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今天上午我们有机会听取了加巴大使在纪念通过《维也纳科学和技术行动纲领】 

十周年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这确实是令人感到鼓舞的* 我们还以赞许的心情，'听 

了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精彩和全面的讲话以及地区集团的领导人所做的深刻的发 

言. 

我国代表团愿'特别提及诺贝尔物理奖桂冠的获得者,Ht斯•萨拉姆教授所做的 

碁调讲话，这个讲话确实是发人深思的，我们还要向斯瓦米纳^教授所做的发言 

表示慼谢，他是代表秘书长所召集的知名人士小组发言的.^谨代表我国代表团 

和我本人，向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的执行主任塞吉奥 ‧特里安达德 

先生表示慼谢，感谢他迄今为止所完成的出色工作， 

《维也纳行动纲领》通过的十年及其他的三项基本目标已经使他旨在向世界上 

科学和技术比较贫穷的国家所传递的重要信息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他还使发达 

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他Cl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影,方面所承 

担的巨大的全球性贲任.在这方面，《维也纳行动纲领》确实是为90年代的发 

展十年及其未来奠定了基础. 

回顾起来，《维也纳行动纲领》的实施是一种进程，这种进程已经和发展中国 

家的发屣有机地形成一体.国际社会也认识到通过综合的发展网络指明道路6^任 

务乃是他的首要贲任之一，这其中包括了发展中国''家:稀少的资源及其人民, 

的社会；t愿这些组成部分，，科学和技术通过《维也纳行动纲领》已经为全球性理 

觯的新时代开辟了道j^,.、我们彼此和睦相处的能力需要我们制订共同的政策.如 

果存在着制订这种政策à&、催化剂，那么这种政策制定就不是遥远的了， 《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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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行动纲领》正是这样一种催化剂‧ 

《维也纳行动纲领》的设计师当初或许认识到也或许还没有认识到他们已经 

确实在朝着和平目标开始了万里长征的进程.其目标在性质上是更为具体的并且 

在其范围上也是可以衡量的.但是正是确实可感0^事物有时会引发出无形的东西. 

《维也纳行动纲领》的本质或许是引导我们进入这斗十年，我们将在这次长征中采 

取确实的第一批步骤，此外，这项纲领还激发了发展中国家象小孩有生以来蹒跚地 

出第一步似的那种热情. 

：这就象第一次载人宇宙飞船的飞行一样，那些首次进入大空的宇航员们绝不会 

设想到太空试验站的时代；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进入太空并穿越宇宙.《维也纳行 

动纲领》也是同样的；这项纲领最初,行动!现在已经使发展中国家进入了科学相技术 

的领域， 

《维也纳行动纲领》通过的笫一个十年已经成为发达世界技术和科学迅猛发展 

的阶段.他也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广泛传播其影响的阶段.—对科学和技术促进发 

展的关系的认识水平已在这些国家中炉大，这种扩大是在发展的其他方面处在 

辩论0^樣而无法预见的方式进行的,对这一点所觖的直接贡献就是联合国科学和技术 

促进发展中心以及根据《维也纳行动纲领》所创立的联合国各机构开展的各项活动.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娄员会一该委员会为了《维也纳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 

进行十年中期审査而在今年8月至9月期间举行了会议一已经为下一个十年确定了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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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i义我们应S协调—第fi i ï^pf^^技术活动，他也强调了联合国科 

学与技术促进发展基金这一明确的实体所开展的工作的重要性‧ 而且他也要求联 

合国科学与技术促进发展中心这一联合国系统内唯一的在科技领域中肩负责任的讲 

坛重新将自己体现为一个旨在调觯政策方面的分歧并给予全球辩论更加有效的援助 

成熟而富有远见性的机构，在此方面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上述立场，并希望朴 

充指出应该优先考虑V在发展中国家建立自身的科技能力的试验项目. 

我国代表团也十分高兴大会决定在目前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场合考虑该项目• 

这确实是朝着正确方向釆取的涉及所有利益牧关人士的步骤. 

斯里兰卡追寻一条体现将科技纳入发展的那类国家的道路，在过去十年里， 

随着新兴技术，特别是包括电子计算和通信技术在内的信息技术领域机构的任务， 

斯里兰卡在种植和国内农业部门以及各大学的传统的科研机构也得到增加.这一 

系列的机构从政策上得到了科学和技术的支持. 

下一阶段憒况是令人鼓舞的，同发展相结合的科学技术可以导致国家利益攸关 

人士获取可观的利益‧ 斯里兰卡总统阁下恰当地提请我国的科学技术界注意以下 

问题： 

―"科味 i ^ ; ^ ^利？技术又1：味-蓍为谁谋利？ " ^ I ^ i S ^ i S科学 

得到消除，如果科学不能消除疾病和体质É弱，我们就不需要这一科学，如 

果技术不能消除贫困，失，和匮乏，我们就不需要这一技术.如果科学家和 

技术专家不能给贫穷者提供救济，人类对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又有什么需要呢Î" 

主席阁下的话语反映了《维也纳行动纲ë》的倡导者所看'到的世界部分地区的 

现实憒况.正是在此情况下, '建立自身能力如同对于许多 s家一样，对斯 

里兰卡也变得十分重要， 

我们在里兰卡深刻认识到我们在科技领域中对全球关注的问题自己所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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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任.臭氧层的消耗和全球变暖就是这类的两个问题，我们已经批准了《蒙特 

利尔公约》，并正在密切地注视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目前所采取的丰 

动行动‧从我们参与这一，球活动力看来，我们认为必须分享对环境无害的技 

术* 5、我们认、识到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任何技术都会在全球市场上产生巨大 

m . 他进一步证实本论坛是为了公众利益就供求规则达成一致:tRL的会晤场所‧ 

目前是欢呼《维也纳行动纲领》第一个十年的时候‧ 我国代表团坚定支持 

7 7国集团主席，天下午在大会发表讲话8^所表达的观点‧ 我国代表团也认为目 

前是认真开始审査:第一个十年出现的实际问题的时候，让我们大家努力理解这些 

问题，并使我们的地球在下一个十年和下一个世纪里变，真正富有吸，1力. 

巴列尼利亚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有机 

会就《维也纳行动方案》的第一个十年的进展提出一些看法， 

《维也纳行动方案》由3个实质性因素组成：:即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自身科学 

与技术能力，改革目前的国际科学技术关系体系以及提供更，的资金.我们认识 

到这些因素的发展过程，我们认为《维也纳行动纲领5为我d各国科学技术活动提 

供了新的投入，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上述的第一个十年里我们未能够实现 

1 9 7 9年的期望 . 

我们知道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缺乏支持科学技术的政治意愿以及缺乏对经济 

和社会发展具有头等重要性的这一领域取得进展的必要性的认识，这些都是使得 

《维也纳行动纲领》的目标难以实现的因素. 

.—-—— 

科学与技术的相互联系和正在变化的国际经济^i这两方面导致了一种矛盾状 

况，^^致出现阻碌科技政策执行的各种困难，同时又创造了鼓励科学技术进歩0^ 

机会.这给为了利用有利形势，从政治上寻求新的国家办法提供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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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方面，在委内瑞拉这样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再是对于科学技术与国际 

经、^秩' i f的矛盾关系的认识，进或影响了旨在 i i f f并巩固国家科技"f^^lBô^l^ • 

事实上，委内瑞拉赞成这一、^点，为了建立^身'能力，应该具有来自公共相私 

人部门的国内需求，这一点是基本的，十分重要0^ 因此我们必须加速国家努力， 

以鼓励5实提供国家，其方式不是放弃已经存在的努力，而是使上述努力适应国家 

的经济现实需要. 

但是，资金流量6^稀少以及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技术问题复杂性促使国I际社 

会的所有成员国进行：真正的作.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的科学与技术的进展已遭到了国际经济形势 

中的不利势态及其沉重的外偾负担的限制，这可能断送在过去十年里在发展方面所 

取得的微薄成就.* 

这种局势将会扩大发达国i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使我一们忽视科学与技 

术应在我们这些国家逐步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起到的相关作用. 

因此，我国政府极为关注9 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前景，因为 

由于国际经济制度内存在着象财政不平衡这Ç因素而使科学与技术发展中出现前所 

未有的倒退，我们不会忘记，在所谓"失掉11^发展十年"的8 0年代，国际经济 

秩序中的不平等现象有所增加，这些不平等或许便，达国家能够资助其科学与技 

术研究和发展，而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却受到限制. 

委内瑞拉坚信，一种自身能力应促进真正掌握科学与技术.发达国家必须 

懂得，我们必须在新的技术方面率现自主，而不是仅仅依靠外来的科学与技术，我 

们必须在鼓励与加强发展中国家自身'能力方面进行努力.否则，我们就只能依靠 

外部的帮助，并受国际经济中难以预测的变化的影响，而这种帮助几乎总是便进口 

‧阿卜杜先生（苏丹)、》4主席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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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技术的国家付出更高的代价. 

我国k表团认为，科学与技术促进发展中心和本系统内其他机构的项目必须得 

到指导，而政府间委员会的活动必须实际进行，以便能够建立有效和可行的机构， 

以鼓励我们各国经济中的生产部门的参与，我国代表团愿为此目的提供全力支持. 

委内瑞拉科学与技术部长德乌斯卡特吉先生以个人的身份被接纳进科学与技术促进 

发展咨询委员会，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同样，委内瑞拉将于1 9 9 0年开始担 

任拉丁美洲科学与技术理事会的主席，并将成为其秘书处所在地.我国希望，这 

一情况将能够有利于加强这一促进我们地区科学与技术合作的重要机构. 

加强主要t在为人类资源提供很好的培训方面的国际合作，应得到优先考虑。 

工业化国家应在发M中国家目前不利的局势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代表团认为， 

作为一种可以保障自身革新能力的选择而鼓励各机构支持工业方面再次转化进程， 

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我们相信，关于科学与技术的政策必须适应有关工业与 

贸易的政策. 一 

总之，委内瑞拉代表团认为，在科学与技术领域中今后的活动方面，应考虑到 

下列囡素一一我们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同意这些囡素. 

首先，我们必须鼓励执行国家科学与技术政策，以促进科学与技术管理权的下 

放，从而通过为此目的建立一个专门机构而发展加强建立自身能力的努力各种力量. 

第二，联合囯科学与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的项目以及政府间委员会的活动应旨在 

建立能够鼓励我们各国的经济中生产部门的参与的有效和可行的机制，而釆取这一 

行动的范围应能够为使有关科学与技术的供求问题的各实体实现一体化创造适当条 

件， 

第三，我们应当鼓励区域合作，以便真正进行联合的行动，在真正的多边行动 

一一而不仅仅是资助那些孤立的国家行动的机制一一的基础上研究和觯决共同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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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合作的目的应主要是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培训人员.鉴于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此刻所面临的经济困难，这一行动可能是工业化国家能够对相对不发达 

的国家作出最有意义的贡献。 

第五，我们应当支持把区域和国际一体化行动一一包括各种承诺一一纳入各国 

的科学与技术计划，以保证执行计划所需要的各种力量。 

第六，我们应鼓励议会中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委员会作为后续行动机构釆取行动, 

以估价釆取这一行动将需要的资金. 

第七，应成立一个高级委员会来评价为促进科学与技术发展而成立的各次区域、 

区域和国际机构，以便估价其效率并建立各种集体努力与活动的机制. 

第八，应寻找各种方法与手段来支#工业方面的再次转化进程，因为该进程是 

保证在技术革新培训和吸收方面建立自身1è力的可行选择. 

第九，我们应当提出能够保证使科学与技术政策同工业与贸易政策更加吻合的 

行动纲领. 

在新技术领域中，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組织主持下根据《维也纳行动纲领》的原 

则而成立的国际遗传和生物技术工程中心，具有特殊意义.该中心体现了建立国 

际合作的集体意志.生物技术能够为提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生活质量作出巨大 

贡献.我们必须承认，国际科学团体在成立该中心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 

们对这一重要努力提供我们的合作，并希望其他会员国将釆取同样行动，以改进中 

心的作用并釆用其活动所带来的有利成杲. 

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科学与技术是并将继续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决定 

性因素.囡此，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科学与技术潜力，并便之为我们各国人民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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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行动计划》的精神应、该加以重申.政府间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和联 

合国技技发展中心的建立特别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希望， 伹是，我 

们不得不承认，希望还没有实现，：科技和发展关系的国际构荣还没有调整. 

国际社会对将科技纳入宏观战略和'豉5^兴趣不大，特别是&微电子学、生物技术、 

信息学^超导等目前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兴趣不大，而所有这些技太正在彻底改革 

制造过程和通讯系统，并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庆祝《维也纳行动计划》通过十周i便我们有机会重申政府间科技伲进发展委 

员会和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中心佑为服务于'会'6国的工具的传用，以及将科技运用 

于发展的重要事业‧ 这还是我们发扬"维也纳精神，，的机会， 

对《维也纳行动计划》的十年来审査是一个必'须要应付的挑战；这是各 

国能够'为科技纳入发展进程的战略作出贡献的唯一机会，以便在这一领诚的真正 

国际合#方面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这还是一个评价成就'和分析目前问颞的机会，但 

也同样是评价随后执行维也纳决定的建设性方针的机会. 

由于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千旱不再给发达世界带来饥荒，伹是，在发展中国 

家，首先在非洲，情况还不是这样，1 9 6 8车在撒哈拉开始的大千旱连绵不断， 

范围也扩大了，成为本世纪最严重的千旱和非洲危恚的经济形势的主¥原因之一， 

布基纳法索政府非常重视彩响环境，特别是影响千阜浙M化的技^面际洽佑 ‧ 

布基纳法索是'萨赫勒的一部分，'它是受到千旱和沙漠化最严重影的非洲国家之一, 

首先，受到千旱和沙漠化影响的国家必须增进'它们自己监视相与千阜和沙漠化传斗 

争的办法，其次，它们必须有效地^:用科技新发现，如用新的生物技术办法挑选和 

iNrti/种，新能源、气候监)测'，发展预损手段以及水文观察和模型制作，以合理地 

保护*3使用水， 

这就是#尔基纳法索政府采取全国环境恢复政策的原因.五车前开始了广泛 

的保护^植树造林计划. 

由于人们不能一下子;it纠正几十车来自然环境所遭到的破杯,布尔é纳法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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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瓦多戈夫人(布尔基纳法索)'(以法浯发言)S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近几十《来CT^断扩大,虽然科技革新加快了速度，伹国际经济形势却恶化了. 

发展中国家参与新的科技革命至今仍受到极端的限制；科技仍然:被少教几个国家 

垄断，伹是，科技革命大大改变了贸易、通讯、生产方式和人在生产活动中的 

作用， 

科技促进发展对布基纳法索政府来说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双重彩响.首 

先它们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能够获得新技太, 

以便它们能够发展自己的工业，提高农业生产力，消除贫困以及满足它们的能源需 

要*其次,它们对环境产生影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 非洲许多发展中国家 

同千旱和沙漠化的斗争尤为紧迫‧ 科技在发展同千旱和沙漠化斗争的新途径中起 

着重要的传用. 

科技对所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1 9 79车维也纳科技俱进发展会议 

以来有所提高， 

我在此还高兴地回顾， 1 9 8 6车 4月在新德里^ 1 9 8 6车 1 2月在哈拉雷 

不 结 盥 国 家 达 成 了 协 商 一 致 意 见 ， 义 验 , ， 并 在 新 技 太 和 最 新 工 艺 

方面制定合传战略， 

维也纳会议通过了《维也纳行动计划、、其主要决定涉及到提高各成S国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内在能力‧ 技太发展和经济增长有者密切的关系，科技的 

进歩不能停止‧ 因此，它们必须衩纳入经济均等增长以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进程 

中.为此，必须要增强所有国家，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内在科技能力. 

内在科技能力由于便各国能够从使用技太中获得最大的好处，因此它们对所有 

国家都极为有用，现代技术发展很快伹是不平衡'，发达a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在增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如果耍根槺联合国的理 

想弥合日益增大的差距，各国必须堉强其内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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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坚倌，在其他政府、联合国系统^非官方组织的支持下,布尔基纳法索政府正在进 

行的努力将对恢复布基纳法索的环境作出贡献• 

在次地区一级，萨赫勒千旱控制常设国家间委员会一一1 9 8 4年通过的同千 

旱作斗争并努力发展萨赫勒的区诚性战略的一部々一一湘联合国苏丹萨赫勤办事处 

在同沙漠化的斗争中起着积极的传用，这一活动的重要性在《198 6—一19 

9 0车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行动计划》中得到了承认，这进一歩推动了这些努力. 

自相矛盾的是，即使科技对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伹基本上是由于财政 

问题，《维也纳行动计划》实际上没有得到实施，科技是发展的关鍵* 

促进发展基金和联合H系统内其他齊关机构的合作！^,在告作领域制定新的方案和 

项目并发展现有的方案和项目，加强科学和妹术，新领域、特别是倌,培训、 

计划，技术评价和预洲、研究、发展和应用等领域内生能力. 

致府间委la会是联合国系统内有关科学和技术问题的主要审议机构，它还负有 

为北半球和南半球的共同利益，研究新的技术革命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带来É的挑 

战和可能性的任务. 

反向技术转让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有关.布尔基纳法索支 

持在国际一级采取措施和‧行动，确保就发展中国家专门人材移居发达国家的问 

题作出适当安排，使在技术转让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利益得到适当保护.同样， 

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问题，我们认为，目前国际经济局势的恶化要求通过经济 

和技术合作、经验交流以及新技术、运用方面的合作与援助来加强集体自力更生，帮 

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它们在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时遇到的一些困难. 

-入、 
发展中国家不应仅限于是技术革命中的旁观者，它们应参照本国的社会和经 

济政策以及各项目标，积极开发、借鉴和发展新的工艺技术. 
最后，联合国应加强其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活动，以满足许多国家日益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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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要 ， 加 强 科 学 技 T S S ^ ; ^ ! 共 同 问 的 作 用 ‧ 科 学 技 术 领 域 的 双 边 合 作 

虽然是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不能取代多边合作，这两类合作是相辅相 

m. 
必须增进联合国系统在下述重要领域的效率，即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和技术 

潜力，制定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的一贯政策，伊大各国之间的科学和技术合作，改进 

联合国中负贲科学和技术事务的机构和专门机构的职能， 

奥伯明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俄语发言）：目前的科学 

技术革命正在加^展其自身的皿质章也达到了 >"^新的水平,与此同时，科学技 

术革命本身^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矛盾和在很大 i &难以预料一的后果,并大 

大减少了人们为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作出决议的时间.今后可能犯下的镨误，的代 

价将大大超过以往.在目前的条件下，避免失算的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国际社会全 

体成员作出一致努力，为共同利益来管理科学和技术进步， 

正如米哈依。戈尔巴乔夫在索邦强调的那样：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所有进步都必须统一在 

人类的共同利益上，在核时代以及此后时代不可避免的科学和技术革命进程中， 

必须联合起来，制定共同的进步标准‧" 
/(—— 一—.- ⋯ , , 

目前联合国作用和权威的'复兴》其普遍关效地用联合国，就有关科学和 

技术进步的问题达成切实可行的,协商一致:t见的重要条件. 

联合国系统具有必要的能力，可以定期分析科学技术发展的全球性后果和问题， 

推动不涉及任何葸识型态的互利互益的技术交流，并制定有效的预防性科学技术政 

策，以避免科学技术进步带来不利的副作用，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提 

高世界经济的可预測性和穗定性，推动有条不紊地切实解决全球性问题.今后， 

我们不妨考虑在联合国范围内制定一项全球性多边科学技术合作方案. 

我 们 从 同 一 角 度 看 待 纳 科 学 和 技 术 促 进 发 展 行 动 纲 领 》 的 执 行 情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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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其各項目标的实现，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协调技术援助努力，并针对与各国 

有关的世界科学和技术问题制定共同方针，从而加强联合国系统内有关组"机构 

的效率‧苏联代表团同意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的报告(A/4/37冲所 

载的主要提案和建议，包括承队需要改进多边科学和技术合作，以解决发展中国家 

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并加强其内生科学和技术潜力，我们支持政府间委员会在联 

合国系统内发挥中心协调作用， 

、.政府间委员会第十届会议上讨沦的一个主要问M是技术评价问题，这不是偶然 

、、的‧ 

K自然和社会之间互相关系的f础上，转而采用一套质量上全新的技术,在我们的 

日程上，需要对人类的合理需求下定义在此过程中，应当考虑到现有的能源和原 

材料蕴藏量、人口需求、粮食éi^等等. 

在各项应当给予优先考虑的问题中，科学和技术革命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占 

有重要位置，世界环境状况的日益恶化、气候变化以及重大工业事故的后果都表明， 

因此，我们同意政府间委员会作出决定授权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作为联合国 

系统内就技术评价活动与其并组织保持关系的联络中心，并为此目的利用先进技术 

报警 $统 . 

然而，从严格的科学与技术角度来看，同时有鉴于有必要调整国家的经济与社 

会发展的计划与优先考虑问题，今后还需要作艰苦的工作。显然，必须在对技术的 

估阶方面最大限度的协调各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各专门机构的行动，以此 

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在扩大与联合国的各专门机构、特别是与在这一领域具有实际经验的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的合作方面，我们也许应更加大胆。这种合作将使裉除没有顼由的 

重叠、寻求实现巳规定的目标的最合理的途径与方式成为可能。没有科学家和专 

家们的建议，我们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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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 建 议 ， 政 府 间 委 员 会 议 的 实 质 性 主 题 应 为 " 确 保 发 展 中 国 家 参 

々口在研究与发展无害环境的技术方面的国际^作以及迅速和有效地向发展中国家 

转让此类技术的途径与方式"。 

我们认为，在对无害环境的技术进行全面研究和发展以及认真准备向没有此 

类技术的国家转让此类技术的机制是重要和迫切的任务。显然有必要协调这一工 

作，在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活动进行密切协调的情况下发展广泛和切实可行的 

国际合作。19 9 2年召开的环境与发展会议在此问题上肯定会出现重要的想法。 

苏联代表团赞扬联合国科学与技术促进发展中心在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方面 

开展的活动，包括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内在科学与技术潜力的措施。定期评价所执 

行项目取得的结果，同时考虑到那些领土被使用的国家的看法，可以提髙这一工作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特别工作小组正在作有益的工作，正 

在参加进行试验性研究，起草有关促进将世界取得的经验在国家一级综合的建 

议。我们认为，这一工作必须在区域和次区域两级根据维也纳行动纲领的原则加 

以密切协调。在联合国科学与技术促进发展中心和其他组织未来的活动中.寻求 

途径，将维也纳行动纲领的技术援助活动同发展解决全球性的科学与技术问题方 

式和谐地结合起来，这将是重要的任务。 

苏联一直积极地参加联合国在这些问题上开展的活动并与以配合。例如，我 

们的科学家和专家正直接参与准备有关空间技术的研究.并以一切方式帮助起草 

在这一方面提出的科学上站得住脚的建议。我们的科学家和专家也将努力将有关 

所有这些成就的消息提供给国际社会的成员。作为这一题目的一部分，19 9 0年将 

在莫斯科召开一次由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企业界人士人参加的大型讲习班。 

最后，我希望强调指出，苏联正在优先注意参加联合国、联合国的各机构和^ 

专门机构。苏联的最高机构一一人民代表大会一—已授权我们这样做。我们准备 

积极地促进提高联合国系统工作的效率，联合国在加速使各国融合这- -世界经济 

和劳动分工系统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这些活动也是国际科技合作的一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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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农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对科学与技术促进发展政府 

间委员会今年 8月 2 1日至 9月 1日在纽约召开的第十届会议进行审 i义所取得的结果 

表示满意。该委员会在进行了十年期结束时的审议之重申了维也纳行动纲令 3； 

依然有效。我们高兴地注悉到，国际社会一致表示支持维也纳行动纲领的:：1、^ 

本口标 - 一即培养自 - 4能力、改革在这-领域的国际关系以.强联 m i爭、统 f V 

扦学与技术领域的作用，&括提供财政资源。 

1 9 7 9年通过的维也纳行动纲领的目标使在科学与技术促进发展的领域进行的 

国际合作具有积极的形式和内容。发展中国家当时所面临的局势巳经是严凌的。 

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今天面临的局势要比10年之前更糟。发展中国家在其中(乍 

出发展努力的外部环境继续不利。其特点是用于发展筹资的资源流动减少，对发 

展中国家的出口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幽炅，继续存在着外债负担以及转让技术的 

禁止性和限制性条件一一这p、是 n ,种现象而已。发展中国家在培养科技领域的内 

生能力方面所作的努力由于这种不利的外部环境而遭到了尤其严重的打-ir 。 

除此之外，近年来.世界在技术方面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变革。生产和消费的 - h 

式因而正在出现巨大的变化.而这反过来又改变了现,的资《方式。技. K的进化 

对人类来说预示着长远的好处，但与此同时，必须对这些进步加以仔细的管理.以 

便确保从短期和中期角度来说这些进步不会使发展中国家巳经困难的局面更为恶 

化。发展中国家既不能无视技术革命，也不能选择退出技术革命，否则，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方面曰益扩大的鸿沟将会进一步扩大。在科技方面新的和正 

在出现的领域方面存在的情况尤其如此。不妨举几个例子： n如在生物工怪、新忖 

料、fè'息科学、微电子、超导和机器人这些领域。请允许我马上补充指出，发展中国 

t为采用这些新的领域的技术并使之内在化所作的努力的主要目标是揋高本人 

民的生活水平，满II本国人民最某本的需求。因此，必须使发展中国京能纟t. iT: 

f t出现的技术革命并从中受益。 

f it .#卜 f i l的々|、郞环境，发&屮W家已6：养内 t力 1 & IV ；!! / 《 

的努力。以我国为例，我们已使用于科研的拨款在总预算中所占的比例增加，从五 

十主代的0 . 6 % 左右增加到八十年代后期的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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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大大'超过了《维也纳行动计划》中提出的百分之一的目标‧ 在建立研 

究中心、实验室和重点机构方面作了大量的投资，同时还支持学校和大学的科学教 

育-通过培训、再培训和提高技能等方面的机会以人力资源发展投资的形式补充 

了基础设施的投资。其他方面对于资源调配的需求有时会挤占科学技术领域的资 

源。提供更多的国际援助会帮助发展中il家进一步重视本地的能力建设* 

我们十分重视在多边框架内为用于发展的科学技术等集资金的问题.其中的 

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定期的向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资金捐款，尽營数额有限.我 

们促请那些有能力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增加向基金和这一领域内全系统的活 

动的捐款.这将有助于保证《维也纳行动计划》得到充分支持. 

同样出于增进国际合作的精神:，我们积极参加，有时还带头'参'加区域一级的 

多边活动和我们自己的X边合作规划.我们荣幸地担当了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 

术中心的东道国；建立这个中心的目标是把生物技术的成果传播到发展中国家，今 

年9月份举行了不结盟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中心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会 

上通过了工作规划的细节以及筹资机制等等.中心将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莫 

定坚实的基础，并将促进科学技术领域内的协作行动.我请国际社会相联合国尽 

最大力量协助该中心的工作， 

印度荣幸地担任了 1 9 8 8年9月科学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会议东道国， 

这给我们自己的科学界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使它们同委员会成员交往并就广泛 

的科学技术问题交流意见‧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政府间委员会作出决定，鼓励咨 

询委员会尽量在发展中国家开会，以便为这种积极的交往提供 机会，我们还高兴 

地看到，已经要求咨询委员会为筹备联合国笫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向特设全 

体委员会的工作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我国代表团强烈感到，科学和技术应该是1 9 9 0年代国际发展战略的主要内 

容之一，这将表示国际社会继续重视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这个领域以及继续向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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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这一领域内的努力提供国际援助的必要性，新的国际发展战略应该载有国 

际社会在这方面拟订的具体的目的和承诺， 

近来，向发展中国家加速转让科技知识的问题变得更加重要，这反映在政府 

间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所选择的实质性议题之中，即"确保发展中国家参与研究与 

发展不损害环境的技术以及向发展中国家迅速而有效地转让此种技术的国际合作的 

方式湘方法"， 

令人遗憾的是，没有能够完成技术转让国际行'为守则.伹是，在技术对环境 

的影响方面爆发的强烈意识,要求绝不让昂贵的费用或以保护知识产权为理由的种 

种限制来妨碍发展中il家为取4*无害环境的技^所作出的努力‧事实上，如果我们 

决心把环境保护的严肃的承诺变为行动的话，就必须让发展中国家能够以保本、非 

商业、性和优惠条件取得和吸收不损害环境的技术. 

正因为我们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拉吉夫‧甘地总理于上个月在贝尔格莱 

德举行的第九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建议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一项地球保护基金* 

除最不发达国家以外的所有国家都应该把一定百分比的国民总产值捐献给这项基金， 

用于发展和取得为害环境的技术并广为传播*这种办法把这个重要领域内的全球努 

力 同 发 达 国 家 和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重 点 、 要 结 合 起 来 . 我 相 信 ， 大 会 将 会 支 

持这项建议，它体现了发展中世界和发达世界在这一领域内的共同承诺相努力， 

最后，我廑代表团赞扬政府间委员会提'交大会通过的笫号决议草案. 

勒梅尔（法il )(以法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戍员国发言• 

众所周知，我们的S家或欧洲发展政策都没有忽视科学技术因素* 对于我们 

来说，进行具体的合作活动而不充分地注意技术因素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欧洲 

共同体希望这个十周f能够带，「些有益的变化，我们感到，重要的是不能仅仅 

注意收支问题，当裉i问题在《应在各国或国家集团之间分担责任的时候尤其如此‧ 

所以，在.阐述我们认为在将来采取的切实的态度之前，我想谈谈所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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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到目前为止已采取措施的有限性这两者之间的反差. 

分析过去十年可以看出维也纳会议以来所取得的有限进展以及有时以相当悚人 

的方式证明我们事业的重要性的事实之间的反差‧ 在有限的成效面前我们应该思 

考我们计划中的失误* ' 

在我们看来，认识上的错误可以解#^一领域内过份的空谈可能'带来的挫折。 

科学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预测的相左，这意味着期望没有实现* 某些ià—时的 

高技术没有能够发挥实效.可转让的技术也并非随处可有；它们不象以前设想的 

那样普遍。 

最 后 ， 某 i 国 家 ^ ； ^ ^ 领 ; 中 g 得 的 可 观 ^ 已 ； 表 明 ， 相 对 简 单 的 技 

术可能会有十分重要的副产品，因此，我们看到必须通过快速结合技术转让所带来 

的成果才能达到现代化的这种认识的局限性*经济现实告诉我们这一进程是循序渐 

进的、自发的——尽管有质的飞越的理论。 

我们已认识到维也纳进程中的实际错误，因为政府间委员会最近两次会议讨论 

了这个问题.第一，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是发展中一个无所不在因素，完全不可能 

单独由一个专门组织来管理. 

第二，我们认为另一个错误与科技合作领域中的供求选择有关。一些供应战珞 

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将有限的人力和物质资源转入根据它们不应使用的标准而选定的 

活动。今年7月7日秘书长的报告强调了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一点是关键的. 

此外，协调整个系统内的行动方针对实施的一贯性是必需的条件.这需要有关 

组织进行更好的对话‧ 

在南裂的定义上也有一些错误。一些国家经历了基础广泛的科技发展，另 

一些具有相当多的专门知识。南南合作可以也应当发展，尤其是在这一领域， 

除了这些错误以外，我们应考虑到自1 9 7 9年以来所探讨过的发屣的新的形 

式和道路.发展的新的形式表明，一些发展中世界国家的起飞是与这些国家结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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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并持续进行科学投资同时出现的，在这种自发的演变过程中，信息的传播、劳 

动力的质量以及投资战咯都是成功的试验共同具有的特征，因此，在维也纳对自 

身发展概念的认识是重要和正确的， 

十年前开辟的多种道路是维也纳会议作出的另一个贡献，毫无疑问，一些实际 

成果应归功于那十年的风气，联合国中心所做的筹备研究使之成为可能‧确定该中心 

的作用、其活动中心及其与联合国系统的关系是一些现实的问题，并得到了反复的讨 

论。但今天回想起该中心及其出版活动所引起的思考，这只能是公平的.在政府间委 

员会的上一次会议上，我们评估了几年前开始的重新定向活动的范围,我们认为， 

这一活动应继续下去，尤其是要使这一机构成为专家委员会， 

主要关心发展中科技问题的那些人的认识的日益提高也许是维也纳会议最为积 

极的贡献.最不发达国家也必须经历这一觉醒a 

我还要指出，在阅读维也纳会议报告的时候我们慼到它所提议的许多活动已经 

在自发地进行了.我只想提一下欧洲共同体国家的例子，我记得我们的培训和研 

究中心接受了许多发达国家的学生，这些中心与南方国家的对口机构也进行了合作 

我们的发屣援助计划也强调要提高自身的能力. 

同时，联合国系统内许多机构以及区域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都有助于加强对发 

展中科技问题的认识。有些人懕到它们是在白费工夫，而欧洲共同体的十二个国家 

则愿意看到过去十年中的积极发展并要从中看到未来的前景.确实，我正是根据我 

们对未来的看法来总结我的发言. 

我们提出的许多方针来自我们在不久的过去所吸取的教训.我们认为维也纳 

主动行动应继续下去，但不是不进行实际和明确的努力. 

我们认为，联合国活动的辅助性质是首要的原则；如果得到尊重，这将保证迄 

今为止所缺乏的一贳性.当然，辅助性并不意味着次要性.联合国中心可以发挥有 

益的协调作用，尤其是在防止活动的重复方面——当然，也不要由于头脑发热而开 

展新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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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协调作用对辅助该中心开展这些问题的宣传工作可以是很有益的.正象我已 

说过的那样，我们赞赏这一工作的成果，如果该中心应发展中国家的请求，成为它们 

的顾问，发展中国家将首先成为受益国.该中心可以介绍发展中国家到恰当的专门机 

构去，而不是自行承担所请求的任务，那样会使它的工作负担进一步加重。 

与该中心这一方面的活动一作为这一体系的良知 起，专门机构的这类活 

动在许多方面也是特别重要的.要加强活动的效力就要把这些活动与原则协调起来， 

今后几年首要的活动之一就是制订这些原则•该中心显然是讨论并制订这些原则的最 

为恰当的论坛， 

我们认为第二个迫切需要审查的领域是澄清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的概念。关于自 

身因素，我们收到的文件似乎反映了完全基于理论的思想状态。新兴工业化国家的 

经验强调了所谓自身能力的参数，它体现在劳动力的质量、对技术变革的适应性及 

社会的接受性之中。 

对有关科学与技术下更为精确的定义是需要澄清的另一个领域，不久的过去的 

经验表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应是最主要的标准，确实，各个国家技术的 

多样化排除了简单化的结论.联合国最近裉告中有关在本身较为可以接近的领域 

进行有限数量的专门化的建议是有道理的。这些建议显然是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 

它们应得到我们的关心。 

最后，我重申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愿意继续并发展长期的合作，支持所有可望在 

把科技用于发展时获得援助的国窠。 

斯瓦特贝格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四个北欧国窠——丹 

麦、芬兰、挪威和瑞典一一发言。 

维也纳会议是7 0年代举行的有关全球问题并强调发展中国家问题的许多国际 

会议之一*在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谈判之后，会议的成果就是包罗万象的《行动纲领》‧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科技在有关经济湘社会问题的国际讨论中的更加中心的作用 

得到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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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r.我们期待着参 

加这些讨论的后续行动，以便改进联合国在科学技术领域中活动的组织，组织或执 

在联合a系統中的作用. 

在专家一级举行会议的咨询委员会已经能够提出了具有髙度专业价值的;t见。 

由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每两年才举行一次会议，咨询委员会就更加 

重要了* 应当在更大程度上利用咨询委员会的能力，我们认为，例如可以请委 

员会辩明在哪些问题或事物上应当优先重视联合国未来的介入。另一个任务也许是 

向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中心提供有关其活动的反馈，牢记咨询委员会的非政治性质。 

中心承担着尽其所能使政府间委员会的决定获得实质内容的重大贲任.中心与 

咨询委员会和联合11科学技术促进发展基金一道还代表了联合国内部在科学技术领 

域中的连续性.这些要求占重要优先地位。政府间委员会已授扠中心完成协调联 

合国在科学技术领域中活动的重要 任务，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中心与联合国科学 

技术促进发展基金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中心以其能力和远见在对联合国发展 

计戈|]#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活动作出宝贵贡献方面可起重要作用, 

中心应加强努力到这些国家去，特别是非洲国窠，试图制定一项用于发展^技术转 

移的能够满足特别需要的战略， 

但是，基金并不是与技术有关的活动的唯一资金来源.实际上，发展计划署资 

助活动的一大部分有些重要的技术组成部分，并且看来有理由对是否真正需要建立 

一个独立的科学技术基金提出疑问， 

我们对进一步贯彻《维也纳行动纲领》有下列见觯。 

的目标。但是，在发展、转移和应用许多领域中的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例 

如农业ifc健康，联合国粮食湘农业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方面作出了相当大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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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其他在科学技术方面从事重要活动的联合国组织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 

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等。已经作出了巨大努 

力，即便这些努力不总是与《维也纳行动纲领》的设想完全对应.与联合国系统面 

临的巨大要求相比较，各种活动常常从相对小的基础开始.我们相信，牢记在支 

持看来有希望的努力时，不能指望国际上对科学和技术的双边以及多边支持起超过 

催化剂的作用是很重要的n 

簦于不同种类技术的广泛^不断扩大的范围，任何一个机构，不管资金多么雄 

厚，都无法有意义地涉足现有技术的一小部分以上„ 大量动因^手头有限的资源 

使我们必须不断努力协调湘调觯各种活动并仔细挑选联合国系统最适合的任务* 

我们简单地评论一下《维也纳行动纲领》的一些主要成分. 

我们欢迎政府间委员会的报告（A/44/37 )所提出的商定的决议草案.除其 

他事项外，这些草案突出了培养发展中国家内部能力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它们还强调必须加强联合国系统已经作出的努力n 我们相信，中心内部开始 

的工作应当继续进行，从国家政策对话以及派往各个国家的机构间代表团吸取经验. 

为了使联合国能够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必须进一步加强系统内各组织管理机 

构之间的协调与和谐。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之一清楚地指出了这样做的适当的方 

式。联合国系统的方案与活动需要有不断的后续行动，以便能够实现所规定的目标n 

在信息领域中，政府间委员会很早就采取了主动行动，旨在使各国在审议有关 

科学技术问题时莸得更好的基础，除其他事项外，先进技术通报系统看来在促进 

建立内部能力方面特别合适，因此，我们非常欢迎决议草案中提议的后续行动与 

改进。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还要指出，北欧国家坚信与科学技术有关的问题对第三 

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提高对贫困环境恶化原因的理解而进行的 

斗争决不能结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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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应当始终让这些问题在它们今后的工作以及关于发展 

问题的辩论中起到重要作用。 

阿伦卡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维也纳行动纲领》通过1 0周年对 

联合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尽管国际社会在本1 0年中遇到了障碍，但科学勒 

技术促进发展问题仍然被坚决地作为促进发展的一个基本方面列入联合国的议So 

巴西感到自棄的是，它在1 9 7 9年于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科学ifti技术促进发 

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不仅通过本国代表团对辩论和最后结果作出贡献， 

而且还通过巴西最杰出的外交家之 已故的弗兰克‧达科斯塔大使为会议进行 

了工作。已故的达科斯塔大使曾担任会议的秘书长，今天我国代表团要对他表示 

特别的敬意。 

在日内瓦会议召开10年后，这一讨论提供了良好机会，使我们能够重申国际 

社会对《维也纳行动纲领》的原则和目标所作的承诺。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在过 

去10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技术进步，发展中国窠的情况与1 9 7 9年相比，实际上 

已 经 ^ t 1 98 0年代打击了发展中国窠的经济ifc财政危机对支持这些国家科 

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投资数額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彩响。经济危机实际上扩大了发 

达ifo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差Jio 

令人痛心的是， 1 9 7 9车维也纳会议结束后产生的希望已经消失，取而代之 

的是这样一种认识：技术革新具有使发达国家的市场一体化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边际化的重要一面。 

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发展中国家按照《关税贸易总协定》中关于"幻小工业" 

的 ^ 国 的 技 术 能 力 , ! ？ 己 的 高 技 术 工 业 作 出 的 努 力 经 常 受 到 一 皿 J à M 

家采取的单方面措施的阻ï|,这些措施违反那些得到普遍同意的规定。此外，在 

维护03际安全的借口下，设置了一些障碎，阻:碍发展中国*获得对它们的发展至 

关重要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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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环境保护的关心加强了《日内瓦行动纲领》的原则和目任何保护 

环境战略的成功取决于发展中国家是否存在自身的科学ifc技术能力，取决于是否能 

够导致这些国家获得清洁的技;^ 

开始执行笫四个联合国发 M 10年国际发展战略以及召开讨论国际经 M作何 

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尤其重新振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iftl发展，所有这些将提供 

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使我们能够加强联合国在实现10年前我们一致同意的目标 

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政府间委员会^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中心需要得到加强ifp 

支持，以协助我们按照1 9 7 9年所有会员国作出的承诺执行这些任务。 

我国代表团认为，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影响以及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领域内合作 

的复杂性应当在联合国范围内的讨论中占据显著位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在其上一届会议上对《日内瓦行动纲领》进 

行了十车末审查。当时，该委员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建议大会通过关 

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支持当时一致商定的文本，并希望大会不经 

表决加以批) 

在我结束发言时，我要重申《日内瓦行动纲领》的有效性。国际不对称现象 

比十年前更加明显，甚至更加令人不安。因此，在我们追求人类更美好未来的过 

程中，执行《日内瓦行动纲领》的原则并实现其目标变得更加必要。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大会将对科学^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在其报 

告（A/44/37)的第3段中建议大会通过的五项决议草案1(力'A —E作出决定。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这些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1 ( X ) A — E获得通过（第 4 4 , 1 4 A — ：E号决议） 

下午 7点 1 0分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