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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 

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编号

兹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身和发展理事会及其主要辅助机构文件的编号 

开列如下：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一届会议  ..................................................E/CON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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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 易 和 发 展 理 ♦ 会 ................................................................................. td /b /，

商品委员会  .......................................................    t d /b /c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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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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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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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 惠 问 题 特 别 委 员 会   ...............................................................  T D /B /C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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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 f 作 委 员 会   ............................................... T D /b /C .7 /-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其工作组  .........................................  td /b A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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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会资料文件  .......................................................................... TD/B/INF.-

理♦会非政府组织文件  ..............................................................   TD/B/NGO/-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会议记录，第六届会议》分为下列三卷：第一•卷 ，

《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風 8 3 L 工工. I ； 6 ) 载有贸发会议 

的决议和决定等；第二卷， 《各国代表团团长发言和全体会议简要记录》 （出焦品 

品编号： 21 8 S L 工 D. 7 ) ; 第三卷， 《基本文件》（出售品编号：風 s a 工3̂

D 8)。
贸发会议各届会议的决议和决定的编号，都用阿拉伯数字后面紧接着一个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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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 ( 工V)、l O i m 、1 3 6 ( V I ) 等。

贸发理♦ 会决议和决定的编号，也用阿拉伯数字和括孤内的罗马数字,阿拉伯 

数字系指决议或决定的号数，括孤内的罗马数字则指采取行动的那一届会议 ,

- i l l  -



倚要记录

贸发会议、会议所厲各会期委员会以及贸发理事会全体会议的辩论如保有筒要 

记录，则以各该机构的专用编号（参看上文）紫接着 " S R " 字毋来表示。 第六届 

贸发会议无简赛•贫•录， 自 1 9  7  6 年 1 月以来，理事会每届会议的正式记录内都 

载 有 对 该 届 会 议 简 要 记 录 的 更 正 汇 辑 （T D /B /S R .，… 和 C o r r i g e n d u m )，

里式记录内避载有该嚴会议的倚要记录的目录，直到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为止 , 

并载有通过的议程与同议程有关的文件一览表。

附件

祭à 定载入赛事余会议记录内的文件，都编为理♦ 会 《正式记录》的附件，按 

有关议程壤JÉ印成单

补编

理事会《正走记录》包括有等次的补编如下：

1 理事♦ lÉ 振奢，第 分 :决 议 和 染 定

1 A 理》会É 概告: 会^记要

2 r 发展申廣i S S ÿ Ÿ ÿ ÿ ï 会，三届会议的报告 

2 技术转让! I员会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报告

4  ，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八届会议的振告

第十三届特别会议 

1 理^1会袖报告，第一郁分：决定

1 A 理会的振告:会议记要

, 二十;^会议 

〔见，二卷〕

文件编号

T D / B / 9 9 7

T D /B / 9 7 4

TD/V^986

T D / b/ 9 9 5

TD/b/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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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次年度报告 ’ 是按 照 1 9 6 4 年 1 2 月 3 0 日大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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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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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会议于1 9 8  4年 3 月 2 6 日至4 月 6 日举行，此外还有第二十九届常会的报 

告，将 于 1 9 8 4 年 9 月 1 0 日至2 1 日举行。

在理事会第二十八届常会开会以前，理事会下列附属机构曾举行会议，具体情 

况如下：

名 称 会 议 曰 期 报告的文件编号

技术转让委员会  第一届特别会议  198掉 2月13日至22日 TD/^/986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  第八届 198弈 2：月27日至3月9日 TD/B/995

注

，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的前十九小年度报告载于《大会正式记录，补 编 》如下：

年度报告  起讫日期

第 1小  1965年 1月1日至10月29日 

第 2 小  1965年 1月31日至1966年 9月24日

第 3 个  1966年 9月25日至1967年 9月9日 

第 4 个  1967年 9月10日至1968年 9月230 

第 5 个  1968年 9月24日至1969年 9月23日 

第 6 个  1969年 9月24日至1970年 10月13日

大 会 补 编

届 会 号 数  文件号妈

20 15 A/6023/Rev. l
21 15 A/6315/^ev. 1

和 C o r  r. 1

22 14 A/6714

23 14 A/7214

24 16 A /Y 6 ie ftiC orr^

25 15 A/BO 15/Rev. 1
和 C o r  r. 1



- 大会 补编

年度报告 起 i乞曰期 届会 号数 文件号码

第 7 个 19 70#a 0月14日至1971年9月21日 26 15 A/8415/Rev. 1

第 8 小 1971糊 22日至1972年10月25日 27 15 A/8 7 15/Rev. 1 

和 Corr. 1

第 9 个 1972年10月26日至1973辆 月 11日 28 15 A/90 15/Rev. 1

第 lO i" 197禅 9月12日至1974年9月13日 29 15 A/9615/^ev. 1

第 11 小 1974^9 月 14 日至197 5#-10月 2 日 30 15 A/10015/Rev 1

第 12个 197择 10月3日至1976#10月23日 31 15 A/3 1/15第一卷和 

Corr.咏第二卷

第 1S4" 1976年10月24日至1977年9月10日 32 15 A/3 2/15第一卷和 

Corr. 1和第二卷

第 141^ 19 77年9月11理 19 7軸 月 17日 33 15 A/33/15第 一 妙  

第二卷

第 15^ 1978^9月18日至197游 11月23日 34 15 A/B4/15第一卷和 

第二卷

第 1979^11月24日至1980辆月 27日 35 15 A/35/15第一卷和 

第二卷

第 17小 1 9 8 0 ^月28日至1981年11月6日 36 15 A/36/15

第 18^ 1981年11月7曰至1982年10月28日 37 15 A/B7/15第一卷和 '

第二卷

第 191^ 19 82第10月2 9日至19 8脾 11月2日 38 15 A/38/15 第一卷和 

Corr. 1和第二卷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这份报告分为两卷—— 第一卷载列理事会二十八届会议和 

第十三届特别会议的报告；第二卷载列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报告。



第 一 部 分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八届 

会议报告 

1984年 3 月 2 6 日至4月 6 日在 

H 内瓦万国宫举行） ’



Blank page 

Page blanche 



一、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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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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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全文将作为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正武记录补编第1 和第1 A 等 

印发（分别编为TD/B/997 ( 第- «卷 ) 和TD/B/997 ( 第二卷) . 该届会议全 

体会议的傅要记承载于：n V ^ R . 631 - 6 3 6 ,  638, 639、641.各号文件，将 

连同更正汇辑作为理事会第二十会议的正式记承印发.

2 .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于1984年3 月 2 6 日至4 月6 日召开第二十八届会议， 

A. S . 奥斯曼先生（素马里）主持开軍，

A , 议程

3 . 本届会议议程载于附件一‘

选举主席团成员

4 . 理事会在631次 （开幕）会议上选出了下列主序团成员：

主 康 ： 赖族先生（G, Reisoh ,奥地利 )

剧主库： 阿莱曼先生（ M，Aleman,厄瓜多尔)

阿纳斯塔素夫先生（工，Anastassov,保加利亚 )

德拉塞尔纳先生（A. de la Sema, 西班牙）

马尔律一鲁伊斯先生（B. Ould"Rouis,两尔及利亚）

素斯诺夫斯基先生（B. Sosnovski, 波兰）

斯特里參先生（G. StreelD,美利坚合众国）

巴尔加斯先生（G. V a r^ a ,尼加拉瓜)

维达斯先生（2, Y id as ,南斯拉夫）

瓦兰先生（J，Warin ,法国）

荣格先生（ Tong ,傘麦隆 )

报告资： 马纳洛先生（ E«A, Manaloy 蒋律宾）



陌富汗 比利时

阿尔及利亚 较利维亚

錢 拉 巴西

陌根廷 保加利亚

澳大利亚 鋪甸

奥地利 布隆迪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

置加拉国 会主义共和国

15̂ |路斯 约里

lUfc斯洛伐克 科威特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黎巴嫩

共和国 利比里JE

5 . 在两个会期委员会开茶会议上选出的委员会主康团成Æ ，如下：

第一会期委员会

主 海 : 赫夫尼先生（M. Hefner,埃及〉

别主庸兼报告员: 基斯林女士（ A4  K is l in g ,丹麦 )

第二会期委员会

主 库 ：奥通，里斯莱尔先生（▲• Hotton Rigler, 阿根廷） 

刷主，兼报告员: 索莫尔先生（M. Somoly 捷克斯洛伐充)

C . 成员和出席情况，

6 . 下列为理事会成员的货发会议成员国派代表HJ康了会议：

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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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也门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埃及 

萨尔瓦多 

埃塞俄比亚 

芬兰 

法国 

加遂

德意志民王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加纳 

希腊

危地马拉

m
洪都拉斯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明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象牙海岸

牙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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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国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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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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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

列支敦士登 

卢森堡 

马达加斯加

苏丹

m
墙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泰国

特立尼达和多巴身 

突尼斯 

土耳其 

马干达

為克兰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嚴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大不列斯及北爱尔兰 

联 合 王 国 .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H
美利坚合众国

马拉圭

委内潘拉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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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

札伊尔

赞比亚

7 . 下列货发会议其他成员国減代表出席了会议：民主束捕秦、教廷 .

8 .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室、世界粮食理事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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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货发会议和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货暴中心派代表出席了会

议。

9 . 下列专门机构派代表出库了会议：

国际劳工趙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組织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钱行 

国际货币基金级织 

世界知识产权趙织 

S 际振子能机构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派代表出摩了会议•

1 0 . 下列政府间组织嚴代表出库了会议：

改^«经济共同体

欧洲自由货易联盟 

阿拉伯国家联盟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非洲统一组织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级织 

石油输出国组织

中美洲经济一体化总条约常设秘书处

1 1 . 下列非政府想织浪代表出库了会议：

公谊会 i ：界协密委资会 

国勝律晦协会 

国际商会

® 际基徒商业行政人员联合会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国际妇女理事会



国际发展途径基金会 

国际开发学会 

国际妇女和平自由联盟 

世界工会联合会 

世界和平理事会

特别类 :

改洲和日本国民般来协会理事会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国际制药商协会联合会

1 2 . 根据 1974年 11月 22 H联大第3 237 (X X IX ) 号决议出席会议的有已勒 

斯坦解放里织• 根据 197 4年 1 2月 1 0 日联大第3 280 (XXIX  )号决议出席会议 

的有南非非调国民大会和阿札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根据 1976年 1 2月 2 0 日 

联大第31/152号决议庸会议的有西南非洲人民經织，

D . 需要联大注意或基取行劫的决议和决定 ‘

1 3 . 载于下文第二节的需要联大注意的决议和决定如下：

决 议

282(XXVTI[) 及时以所有正式语文分发货发会议文件 .........

286 (X X V I )  关于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的工作方案 ............

291 (XXV I )  货身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届常会的时间安排… .

292(XXV1I[) 对佛得角、瓦努阿图和马千达的援助 .........



决 定

284(XXV I )

287 (XXV I )  

288 (XXV I )

289(XXV I )

294 (XXV ]!)

援助国政府专家和多边及双这资金援助和 

技术捷助机构同最不发达国家代表为开展 

《 1980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新的实质 

性行动纲領》执行情况全球性中期审査筹 

备工作而举行的会议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部长级会议 

按照货发大会第161 ( V I ) 号决议审查货 

易和发展理事会第222 (XX工）号决议所 

栽议定要点执行情况的议定结论 

较穷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 

债务与发展问题：货易和发展理事会第 

1 6 5 ( S - I X ) 号决议和贸发大会第161 

( V I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审査会议日历

1 4 . 第 2 8 4 ( x x v m )号和第2 8 7 ( x x v i r )号决定所涉经赛间题见下文附

rr—P



282(zxmz)

286(xxvm )

29i.(xxvm)
292(x m n )

2e4(m z i i )

285(XX7H1)

287(XXVHI)

288(XX7ZH)

289(xxm i)

29o(xxmi)

二>贸身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 

通过的决议和决定 '

A . 决议

及时以所有正式语文分发货发会议文件 • 

关于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的工作方案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届常会的时间安排 

对佛得角，瓦努阿圏和乌干达的接助 •…

B . 决定

接助S 政府专家和多这及双这资金援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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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决议

282(XX7IH) 及时以所有正式语文分发贸发会议文件

货身和发展理事会,

回顾其掘以设立文件编制问题特设工作經的1983年 1 0 月2 0 '日第280

( X X V I I )号决定，

还目顾其关于货发会议机构合理化的1981年 3月2 0 日第231 (XX工工）号 

决议第十一节，

注意厕特设工作想的报告6

1 . 决定：

( a ) 关于理事会的成员：

H 各代表团对文件编制的要求应尽可能减少，以不访巧工作的有数 

进行为准，并应在秘书处现有资源范围内为之Î 

a 成员圓在要求编写文件时，应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参翁已有文件工 

作* 的情况，将拟稿，翻译和印发的时限通知它们Î 

© 理事会应参照联大1981年 1 2 月 1 0 日关于文件最好以3 2 冗 

为限的， 36/117A号决议，来审查关于编写提交联大的年度报 

告的理事会1982年9 月 1 7 日第259(X：XV)等决议的执行情 

况；并应利用这一机会审査理事会附厲机构报告的第幅问類； 

m 若请指定的专家想以理事会或理事会附厲机构的名义编写报普, 

理事会应规定其报告最多不得超过3 2 冗Î 但有一坂谅解：若认 

为报告的主题需以较长篇幅闻述，则由专家想编写简要文本作为 

文件分发，其他补充材料则备供参考；



( b ) 关于货发会议秘书处，请贸发会议秘书长：

H 在同各区坡协调 3̂就会议日历定期进行协商之前两周，分发 

一份报告，阐述货发会议今后六小月会议的所有文件的编写 

情况，以便贸发会议秘书处得以事先同联合®日内瓦办事处 

进行必要的协调，等到进行上述协商时，就可以及时作出重 

新安徘会议的决定Î 

a 改善在贸发会议秘书处内部进行协调和經织编写文件的安排， 

以期确保能及时将文件提交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 C ) 关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应按照联大1981年 1 2 月 1 0 日第 

36 / 117B 等决议，并铭记贸发理事会议事规则第2 9 条关于至 

巡应于开会前6 星期印发文件的重要规定，切实做到使贸发会议 

文件以所有正式语文同时分发；

2 . 确认必绩从速以正武语文分发会期文件,以使各代表团均可充分参加谈判 

会议，请贸发会议教书长在非正式协商中审议这一事頂，并就此向理事会第二十九 

届会议提交振食；

3 . 重申其1979年 1 0 月 2 0 日关于文件编制问题及其对货发会议工作方案 

之影哺的i n s s u i x ) 等决议；

4 . 还决定从1985年，三十一届常会起, 理事会每年的第二届赏会均应审查 

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1984年 4 月 4 日 

第 6 3 9 次会议



贸身和发展理事会,

考虑到货发大会1 983年 7 月2 日第1 6 0 (V I)等决定要求理事会制定一項工 

作方案，以便理事会纖续进行有关保伊主义和结构调墓的工作，

铭记货发大会关于理事会在这-■领域的责任的1979年6 月 3 日第131(v)号和 

1983年7 月 2 日第1 5 9 (V I )号决议，并回顾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981年 3月 20 

H第 226UXIE )号决议和1982年 3月 1 9 曰第250U；X IV )号决定，

强调有必要个别地和集体地作出努力，使货身制度得到改进和加强，使其成为mmÊÊimmmmmm

一小开放的、扩展的制度, 以恢复和增强信心,

1 . 决定根据理事会第226( XXH ) 号决议设立的会期委员会应该在理事会每 

年第一届常会上按照货发大会第159( V I ) 等决议的规定，对保拍主义和结构调签 

问题进行年度审查，在这一方面，应：

( a ) 按照贸发大会第159 (V I  ) 号决议关于保ÿr主义的第一 A节的规定， 

监测第159( V I )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必要时就保ÿ «主义的一般间题 

拟订适当建议；并依照货发大会第I31(v)号决议第6 段和货发大会第 

1 5 9 (V I )号决议第60))段，继续进行关于非壁金的工作；

( b ) 按照货发大会第159( V I)号决议关于结构调整的第一 S 节的规定， 

就各成员在结构调鉴方面的经验交换情报并进行讨论；审查并监测货 

暴发展情况，视情况提出一般性的政策建议；审查结构调塞的进度并 

在必要时提出适当建议；

2 . 还决定在进行上述年度审查时:
( a ) 应按照理事会第25CKXXIV)号决定，同时注意所有部门的情况，包 

括农业、制成品和服务等部门，并且应始终包括所有国家和国家集团；

0 > )所有同保护主义和结构调蹇有关的因素都应审査，应特别考虑到⑤际 

货易和解决® 际收支问题之间的联系，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与发展和货 

易有关的倩务问顾；以及世界货易的演变与工业结构之间的联系等；



3

措族；

4

5

( c ) 应该注意使这一领域的政策和做法更为明解；

《d》 应该审议各项政策和方式方法，以利结构调整；

( e ) 应注意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农用工业生产及货易的参与；.

( f ) 可审议工业协作安排； ‘

( g ) 还应该注意查明对结构调整进巷影响重大各因素的趋势，例如技术发 

展，需求，国际货易；并注意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和资本；

0 1 )关于非关税壁全的工作，应着手解决定义问顾和传播非关税壁全清单 

的问题；

( i ) 应该特别注意最不发达国家的特珠问颜和需要；

Ü ) 关于上述的(a)至（）i 项，应按照理事会第226 (X X n )号决议和第 

2 5 0 ( x x r v )号决定，考虑到其他有关的国际机构所进行的有关工作 

和可以提供的文件和资料;

还指示会期委货会审议其他旨在帮助发展中®家便进出口并使之多样化的

请货发会议成员国为了执行上文第1、 2 段的决定：

( a ) 提供与贸发大会第159 ( V I )号决议的协议和承诺有关的行动的资料, 

以便蒋助理事会按照本决议第1(a)段，监测该决议的执行情况；

Cb) 参照贸发大会第1 5 9 (V I )号决议第1 0 段，趣续提供关于结构调蹇 

方面经验的资料，以协助会期委员会审查结构调養的进展情况和佑价 

这种进展情况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乃至鉴小世界经济的影响； 

( C ) 趣续进行合作，提供并在必要时核实所需的资料，以供贸发会议秘书 

处编写全面的、有事实根掘的分析性研究报告；

鉴于货发大会第159 ( V I ) 号决议中的决定，决定密切注意总协定在就一 

壤改进的更有效的保摩办法达成全面谅解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协助发展中®家充 

分参与这■ ^ 程Î 为此， 发会议秘书长和总协定总干事进行协商，

1984年 4月 6 曰 

第0 4 1 次会议



2 9 i(m iii)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届常会的时间安徘 

货身和发展理事会,

忆及贸发大会1983年 7月2 日第1 4 0 (V I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决 

定理事会应继续每年召开两届常会， "

考虑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3年 2月 4 日第1983/101号决定中所载邀请， 

还考虑了联大1983年 1 2月 1 9 日关于使第二委员会工作合理化的第38/ 

42 9 号决定对理事会提出的要求，

根据万国宫内会议设施容纳能力以及联合国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纽的总的 

会议日历，仔细研究了各种可能的备择方案及其所涉间题,

意识到要协调所涉各种不同因素相当困难，

1 . Ü 不能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 983/101等决定中所载邀请做出积极反 

应表不遗憾；

2 . 重申将继续于每年秋季召开贸暴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届常会,但将根据联大 

第 38/429号决定的要求，尽量提早举行，以便留出充足的时间将报告编译成联 

大所有工作语文，及时提供联大审议Î

3 . 决定应由下届会议根据联合国系统内与经济及发展事务有关的各小部门、 

特别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目前进行的合理化工作之结系，审议理事会届会的时间安 

排间题；

4 . i 贸身和发展理事会主席将本决议告知联大主席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庸。

1984年 4月 6 日 

第 6 4 1 次会议

292 (xm n ) 对佛得角，瓦努阿图和乌干达的援助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

回顾联大关于接助佛得角的1983年 1 2 月2 0 B第38/^19号决议、关于



对瓦努阿图提供经济捷助的1983年 1 2月2 0 日第38/218号决议，以及关于 

援助乌干达的1983年 1 2月 2 0 日第38/207号决议，

1. M i l 贸发会议最近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下在佛得角进行的活动，请 

货发会议秘书长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密切合作，查明佛得角厲于货发会议职权范围 

的援助需要，并努力满足这些需要；

2 . 货发会议秘书长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密切合作，查明瓦努阿图厲于贸发 

会议职权范围的接助需要，并努力满足这些需要；

3. g 盡ÿ 货发会议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助下对乌千达提供的援助，请货发 

会议秘书长为实施修订后的1982 — 1984年复兴方案作出贡献；

4. â 货发会议秘书长趣续遵照上述联大决议，进行有利于佛得角，瓦努阿图 

和乌干达的活动，它向理事会第三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1984年 4 月 6 日 

第 6 4 1 次会议

284(XXV I)

B. 决定

提助国政府专家和多这及双这资金援助和技术 

援助机构间最不发达国家代表为开展《 1980 

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 

执行情况全球性中期审查等备工作而举行0̂ 议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1. 决定召开援助国发展合作问题政府专家和多这及双边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 

机构代表同最不发达国家代表力开展《1980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新的实质性行 

动纲领》执行情况全球性中期审查的筹备工作而举行的会议，以审议下列问题：



( a ) 顾及从国家审查会议吸取的经验，设法改进对最不发达国宏的援助实 

务和管理，特别是：

H 对援助方案协调工作的改进措施Î

口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支助下已采取的措施，以及可以在顾及 

最不友达国家经济情况的情形下,为了加速最不发达国家的进步 

并逃速彻底执行《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而采取的进一步措施Î 

曰在顾及多这及双进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机构同最不发达国家代表 

第二次会议议定结论的情形下，使发展援助方案的执行更加切合 

最不友达国家具体需要的措施；《

( b ) 同 1985年 《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全球性中期审查有关的 

组织问题，包括该项审查所需文件、特别是同最不发达国家经济局势 

有关各文件的编制情况，

2。g 贸发会议秘书长及时散发此一会议所需文件。

1984年 4 月 6 H

第 641次会议

285(XXV I) 便进发展中国家药物部门的技术改革，

货易和友展理事会,

回顾题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改革》的贸发大会第143 ( V I ) 号决议，特 

别是其中第1 7 段，

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 《促进向发展中国家供应药物的适当战略》，，。 

决定将该说明以及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对该说明的意见与决议草案TD/ 

B(XXV1)/SC I/L. 2 "  一起提交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作进一步的审化

1984年 4 月6 日 

第 641次会议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 ,

希望执行贸发大会1976年 5 月3 0 日第9 0 (工V)号决议有关在第六届与第 

七 届 大 会 之 间 召开一次贸易和发展理事会部长级会议的决定，

1 . 决定设立一特设协商委员会，由贸发理事会主席担任主鹿,为最好在 

1985年召开的贸易和发展理事会部长级会议进行等备工作；

2 . 进一步决定: /

( a ) 协商委员会由下述1 9名成员组成： 7 7 国集à  9名，B组 6名， D 

. 级 3名，中国Î 

(切协商委员会应向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 C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将报据博商委员会的报告，做出所 

有有关决定, 包括决定部长级会议的具体H期与议程，以及设立一小 

由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主席担任主席的等备委员会；

(<3} 货发会议秘书长应充分参与上述各个阶段的工作，

1984年 4 月 6 日 

第 641次会议~

288( X X V I I I ) 按照贸发大会第16U  V I )号决议审査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第222 (X X I)号决议 

所载议定要点执行情况的议定结论

货易和友展理事会, ，，

兹通过按照贸发大会第161 ( V I》号决谈审査货易和发展理♦ 会第222 (XXI )



号决议所载议定要点执行情况的议定结论，列为本决定的附件，

1984 年 4 月 6 H 

第641次会议

附 件

按照贸发大会第l e n v i 》号决议审査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第222 ( XX工）号决议所载议定要点执行情况的

议定结论

1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在本《第二十八）届会议为确定债务问题的解决方法， 

按照货友大会1983年 7月 2 日第161 ( V I ) 号决议审査了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980 

年 9月 2 7 日第222(XX：I 》号决议所载议定要点的执行情况；

2 . 会议在贸暴，发展资金和国际货市体制等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议程项目 

3 ) 的范围内. 还讨论了发展中圆家债务问题的主要方面，弁光其认识到：

( a ) 必頻根振这些国家问题的长期和短期性质，分析各国的困难.以便求 

得适当的解决办法.这在需要相当长时间加以实施的结构调甚方案 

的情况下，光为重要；

( b ) 极为重要的是扩大负债国家的出口，以保持其发展动力，并避免对其 

进口过度压制，同时使它们能够偿还其债务• 这就意味着光应履行 

在第六届贸发大会和其他会议就此所作出的承诺，积极抵制保ÿ «主义；

( 0 ) 必须为支持债务国的政策加强国际合作，以期维持或恢复其信举，从 

而协助它们保持或直新取得正规资金来源，借此巩固其经济，提高其 

偿还倩务的能力；

3 • 为协助审査贸发理等会第222《XX：i ) 号决议所载的_" 耍点 " 约执行情况， 

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贸友大会第161 ( V I 》号决议编写了一份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面 

分析研究• 參加审査的全体与会者对秘书处的有益贡献表示感谢；



4 . 会议期间所进行的各种意见交流表明，国际社会认为贸发理事会 1 9 8 0 年 

9 月 2  7 日第 2 2 2  ( X X I ) 号决议， 1 9 7 8 年 3 月 1 1 日第 1 6 5 (  S—工X )号决议和 

贸发大会第 1 6 1  ( V I  ) 号决议是解决这些决议所涉问题的共同基础 .根据就这些 

决议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各项发言主要侧重于提出建议，在有关各方通过合作取得 

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具体问题切实实施上述决议；

5  . 与会者注意到在审査期间进行的非常有益的意见交换的质量， 因此，大 

家同意与会者应将会上发表的各种观点转达其本国政府和讨论这些问题的其他论坛， 

以使它们参照上述决议改进其今后的行动 ;

6 . 在这方面，为了更好地执行议定要点 . 各国政府应特别注意下列议定观点：

( a ) 要注意无论短期或长期的倩务重新安徘均需经过彻底分折，并应考虑 

到理事会第 2 2 2  ( X X I  ) 号决议附件所载详细要点第7 段的规定 * 

应改进有关各方为提高分析质量并将其考虑在内而作出的重大努力；

( b ) 解•决友展中国家债务困难的国际行动应具有一切必要的灵活性，以便 

在处理有关国家的具体情况时，特别是需要采取适当较长期限措施的 

长期性问题时，提高效率并使其更为及时；

( 0 为了r 大已获得的成果，特别要通过增进有关国家间的协调，对个别 

较贪穷友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重新安徘的问题予以 

特别注意；

( d ) 尤其应通过有关各方间尽早充分交换资料，尽力加速在有关官方债权

人集团达成多边协议之后所进行的双这协商；

( e ) 各国政府应保持其行动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并促进有关各方的合作和讨

论 ，以便在有关论坛上继续进行其旨在更好执行议定要点及从一般意 

义讲解决友展中 11家债务问题所作出的努力；

7 , 应强调指出世界钱行在帮助友展中国家制订中期投资计划及在对此类计划

提供资助方面的作用；

8  . 货发理事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应审査其第 2 2 2 《：X X I )号决议所载准则的执

行情况，要考虑到在第二十八届会议上进行审査时所得出的结论•

- 20 -



289(XXVIII) 较穷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 

.债务与友展问题：贸身和发展理爭会第 

165 ( S-IX)号决议和贸发大会第 

.161 (VI)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 贸 易 和 发 展 理 事 会 ,
1 . 关于较穷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费务与发展问题，决定在其 

第三十届会议上全面审査货发大会1.983年 7月 2 日第 1 6  1 ( V I  ) 号决议第 1 段所 

要求的执行理事会1978年 3月 1 1 日第 1 6 5  ( S—工V ) 号决议 A 节的情况，以及 

《 1980年代支援最不友达国家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和贸友大会关于执行《纲 领 》 

的进展情况的1983年 7月 2 日第 1 4 2 ( V I ) 号决议所要求的执行第 1 6 5 《— I X )  

号决议的情况 . 在有关《纲领》执行情况中期审査的筹备过程中，’应考虑到上述 

审査结果；

2 .请 贸 发会议秘书长就此问题编制有关义件《

19 84年 4月 6 曰 

第 641次会议

290 (XXVIII)发 展 中 a 家 间 的 技 术 合 作 :
友展中国家间技术人才的合作交流

货易和发 展 理亭会，

回顾关于" 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发展中国家间技术人才的合fP交流"的 

1983年 1 0月 2 0 B第279(工又7工工》号 决定，

又回顾审査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活翁高级别委负会1983年 6月6 日通过的 

第 号 决 定 第 2 段，其中请贸暴和发展理事会" 审议上述研究报告，， 第二章中 

所分析的合作模式，弁建议具体方法和途径，以便制订友展中国家间技能交流的合



作体制和政策，同时要考虑到这项任务是否可委托给一个政府专家组执行"；以 

及该决定第3 段，其中请贸身和发展理事会向审査友戾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活纺高级 

别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报營第3/6号决定第2 段的执行情况， "

1 . 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长与贸发会议各成员国政府蹇商的结果,以及各国政 

府在第二+ AÆ会议上发表的意见；

2 . 數促贸发会议所有成员国的政府积极响应审査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活动 

高级别委员会第3/6号决定中贸易和友展理事会提出的邀请，包括召集一个关于 

发展中国家间技术人才舍作交流的政府专家组，弁在理亭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上对这 

一问题作出决定；

3 . 决定把巴基斯坦以7 7 国集团成员国名义提出的决议革案《友展中国家间 

的技术舍作：发展中国家间技术人才的舍作交流》（TD/B/I*. 698 ) , ，， 作为 

附件载入理♦ 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报告-

1984年 4月6 日 

第641次会议

293 ( X X V I I工)纪念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立二十周年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1 . ，同关于在^第二十九届会议期间召开一次纪念贸友安议成立二十周年会 

议的意见；

2 . 请贸发会议秘书长为该会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要考虑到各区城集团关

于邀请某些知名人士出席会议的建议;

3 ‘ 注意到该纪念会议将不会产生额外经赛问题•

1984年 4月 6 日 

第 641次会议



间表

294( X X V I )审査会议日历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

核准-本决定附件中所载1984年余下时间的会议日历和1985年的哲定会议时

19S4年 4 月6 日

第 641次会议

附 件

货发■会议19 84年余下时间会议日历及 

1985年暂定会议时同表’7 
A. 1984年余下时间会议日历

日 期 -

对出口收入不足提供补偿贷敦问题专家组，第一 4 月9 日至1 3 日

届会议（贸发大会第1 5 7 ( V I )号决议）•

第三次佚矿砂筹备会议 4 月9 日至1 3 日

贸发:会议和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货易中心联合咨询 4 月9 日至1 7 日

组，第十七届会议

优惠间题特别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 4 月2 4 曰至5 月4 日

多式联运集装箱运赛规则范本专家组，第二届会 5 月7 日至1 1 日

议 （航运委员会第47 ( X ) 号决定），

1984年联合国可可会议 5 月7 日至2 5 日

曰 .期

帮助参加发展中国家间全面贸易优惠制谈判的发 5 月 1 4 日至2 5 日

展中国家能够趣续开展建立全面货易优惠制所

必需的工作会议（理事会第274 U x  VU y 号决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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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扩大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间、特另！1是发 

展中国家和东改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鼻和经济 

关系的方式方法，特别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 

展和出口的新合作方式，包括研究货发大会第 

145 ( V I ) 号决定所述的悬而未决问题特设专 

家组（理事会第276 ( X X V I )等决定） *

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和一体化集团秘书处同多进 

发展金融机构审査促进和资助一体化项目问题 

的会议（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第2 (IÇ 

号决议） *

研究改进友展中内陆国家过境运输基本设施和服

务的方式方法特设专家组（贸发:大会第137 (VI )

号决议） *

1983年联合国糖会议，第三期会议

联合国船舶登记条件会议"

对出口收入不足提供补偿贷款问题专家组，第二

届会议（货发大会第157 ( V I ) 号决议）*

第二次技术反向转让发展方面问题政府专家会议

( 联大第38/154号决议) *
对出口收入不足提供补偿贷款问题专家组，第三

届会议（货发大会第1 5 7 ( V I )号决议），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商品常设小组委员会，第四届会议

国际航运立法问题工作组，第十届会议

商品委员会，第二届特别会议

第三次值筹备会议

技术转让委员会，第五届会议

5 月2 8 曰至6月 1S

6 月4 日至8 日

6 月4 日至8 日

6 月1 2

7 月 1 6

7 月3 0

9 月3 日至5 日

曰

曰

8 月2 7 日至9 月5 日

9 月 

9 月 

9 月2 

0月 1 

0 月8 

0 月2

0 日至2 

4 日至2 

4 H 至 1 

日至5 曰 

日至1 2 

2 日至1

1 B

8 曰

0 月5 日 

曰

1月7 曰



B m
限制性商业惯例政府间专家组，第三届会议 

航运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

发展中廣家间货易扩展和f  # 经济一体化 

间题工作组,第三届 

贸易和发展理♦会部长级会议筹备 

工作特设协商委员会会议（理事会第 

287UXV：1 )号 决 定 ) *

曰期待定的会议

中期计划和方案颈算工作组，第九届会议 

合成品和代用品常设组，第七届会议（如有需要） 

妈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如有需要）

联合国为取代已爽长的《1971年国际小麦协定》 

而举行的国除安排谈判会议，第四期会议（如有 

需要），

第二次矩土等备会议

第七次（第三期）或第八次铜筹备会议

第六次第二期棉花第备会议

硬纤雄（筹备）会议

第三次碟跋盐筹备会议

茶叶出口国配额分配及最低出口标准问题会议

第四次茶叶筹备会议

帮助参加发展中国家间全面贸易优惠制谈判的发展 

中国家能够蕴续开展建立全面贸易优惠制所必需 

的工作会议（理事会第274 (又2：7]1)号决议） *

1 1月7 日至1 6 日 

1 1月 1 9 日至3 0 日 

1 2 月3 日至7 日 '

视需要而定 

( 5 - 1 0 次会议 )

期 间

1星期 

1星期 

1星期 

最多4 星期

1星期 

1星期 

I 星期 

1星期 

1星期 

3 天 

1星期 

最多2 星期



期 间

有关国家政府代表参加的散装货运输会议（贸发大 

会第12000号决议，第 5段 ） *

国际货市制度沿革问题特设政府间高级专家组，第 

二届会议*

当前援助和资金流动指标慨念政府专家组，第四届 

会议（理事会第197 ( X工X ) 号决定） *

1星期 

1星期 

1 女星期

♦ » » «

其他商品会议

工作组^研究组和专家组

视需要而定（最多2 0 i■星期 

视需要而定"

B. 1985年哲定会议时间表

无形贸易和货易资金委员会，第十一届 

第一期会议（货易资金问题）

无形货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第十一届 

第二期会议（无形货易问题）

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会议第六 

届会议g»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届会议 

援助国政府专家和多这及双这金融和技术机构 

同最不发达国家代表为开展《1980年代支 

援最不发达国家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执行 

情况全球性中期审查等备工作而举行的会议 

( 理事会第284 (X3miI)号决定），

2 月 4 日至1 5 日

2 月 1 8 日至2 2 日

2 月2 5 日至3 月 1 5 日

3 月 1-8日至2 9 日 

5 月 1 日至1 0 日



最不发达国家问题政府同小组，第六届会i义"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一届会议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十四届特别会议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十届会议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第十一届会议 

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 

商品委员会，第三届特别会议 

主要委员会的会议

商品常设小组委员会（如有需要）

合成品和代用品常设组（如有需要）

鹤要员会（如有需要）

限制性商业惯例政府间专象组，第四届会议 

国际航运立法问题工作组，第十一届会议 

联合国审查《管制限制性商业慎例的一香多适协 

议的公平原则★规则》各♦方面的会议 "

贸发会议和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咨询 

组，第十AÆ会议 

审议对甘包括海斑行为在内的一切海上欺诈行为 

的手段特设政府间小组，第二届会议* .

第三次技术反向转让问题政府专宏会议（联大第 

38/154号决议） * 广

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时工业产权制度的经济、商 

业和发展方面问题政府专家组，第二届会议（技 

术转让委员会第21 ( 工V )号决议） *

9 月2 3 日至1 0 月4 曰 

2星期 

1星期 

1星期 

1星期 

1 一 2 星期 

1星期 

全年，每个委员会 

1 一 2 星期 

1 一 2 星期 

1星期 

1星期 

1 女星期 

2 星期 

2 星期

Ô天

2 星期

1 女星期

» »



其他商品会议 视需要而定（最多4 G屋期）

工作组，研究组和专家组 视需要而定（最多2 屋期）

C. 其他决定

为了理事会议» 规则第' 7 9条的目的 

指定非政府组织并将其分类

两个非政府經织提出申请，要求货发理事会根据其议事规则指定它们为该规则 

第 79条和货发会议议事规则第81条所述的组织；1984年 3 月 2 7 日理事会第 

633次会议上批准了上述申请，并决定应将它们分类如下：

普通类

联章城市组织

特别类—— 同下列货发会议机构 

( 理事会除外）对口

货发会议机构

国际伊斯兰钱行协会 无形货易和货易资金委员会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委员会

国际工业产权保护组织，一个经货发会议指定为同技术转让委员会工作对口的 

特别类非政府組织，要求理事会将它列为也同制成品委员会工作对口的组织. 理事 

会第633次会议批准了这項要求，

理事会采取的其他行动 

1984年4 月6 日，理事会第641次会议：



( a ) 决定把体制问题的审议工作（贸发大会第 1 4 8 ( V I ) 号 决 定 ），包括 

决定草案  T D ( 7 I ) / C .  4 ^ . 1 4  和决议草案  T D (V I  ) / C , 4 ^ L .  1 7  , 

移交给今后一届会议，由其在货发会议秘书长按照理事会第143(XV I )  

号决定进行的协商会议上审议此一问题之后，加以处理；

0 5 ) 把 " 货物和劳务方面的国际贸易问题：保护主义、结构调查和国际货 

易体系（贸发大会第 1 5 9 ( V I ) 号决议第二节）" 这 i 题，连同关 

于国际货身体系发展情况的决议草案T D / 3 ( X X 3 [ ) / / S C .  工/ L ,  1 /  

R e v . I  , «  一并移交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C) 注意到限制性商业惯例政府间专家组第二届会议的报告及专家组通 

过的第 2 ( H ) 号决议；

( d ) 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 《由审议对付包括海盗行为在内的一 

切海上欺诈行为的手段特设政府间小组弟一届会议引起的事项》，以 

及政府间小级通过的第 1 ( 1 ) 号决议； "

(e》 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处关于技术转让委员会第一届特别会议所引起的 

事项的说明，并认可该委员会通过的第 2 6 ( S  — I ) 号决议； "

( f ) 注意到并认可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报告 ; "

( S ) 法意到中期计划和方案預算工作组，/ ^ 会议的报告 , ^ * 4决定将该报 

• ♦ 和各方的有关意见一并提请联大有关机构审议；

瑪过第二十九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i 决定将关于在以后一届会议的臉时 

议程中包括有关裁军的贸身和经济方面的议程项目这一问题推返到第 

二十九庙会议再讨论 Î 授权主席根据第二十八届理事会以后的事态发 

展，与贸发会议秘书长建商，视需要调鉴增补第二十九届会议的临时 

议程；请货发会议教书长就会议的工作安徘与各国代表团建商，并散 

发其就此提出的建议；同意下述建议：根据第二十八届会议 -的经验， 

第二十九届会议最好也只在下午举行正式会议 .



三、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对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  

工 作 组 第 八 届 会 议 报 告 的 审 议 经 过 ，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 

(议 程 项 目 6(e))

第一会期委员会的审议

63 2.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主席★ 绍 了 工 作 组 第 八 届 会 议 的 报 告 （TD/B/ 
WP/Ii.23和 Add.l — 4 , 以 及 订 正 和 补 足 这 几 份 文 件 的 ÏD/V工.687号 文 件 )， 

他 说 ，工 作 级 审 议 了 关 于 修 订 1984 — 1989年期间联合国中期计划中有关货发会  

议 部 分 的 问 题 （议 程 项 目 4 )Î各区械集团和中国编写的立场文件列为该报含的附  

件 ， 也用 了 一 — 时 间 审 查 贸 发 会 议 的 技 术 援 助 活 场 (议 程 项 目 5 ) ; 工作組第 

九届会议可能会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趣续审议这些活动 • 关 于 方 案 评 价 ( 议程项  

目6 ),他 表 示 ，第九届会议将在贸发会议秘书长提出一份报告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633.他 对 工 作 组 通 过 一 奢 议 定 结 论 （报 告 附 件 一 ）表 示 满 意 * 在理事会第二 

十 八 届 会 议 以 后 ，贾发会议秘书长的协商会议将审议确定工作组第九届会议的临时  

议 程 以 及 会 议 日 期 问 题 ， 最 后 ，他 促 请 理 事 会 采 取 所 建 议 的 行 动 •
634. D經 发 言 人 说 ， D组国家十分重视 工 作 组 的 活 动 ， 因为它是理事会中负责 

把联大和贸发会议所通过的法律授权变为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具体内容随后变为贸  

发会议实际活动的主要机构， 工 作組也应为使秘书处工作合理化的进程作出赏献， 

从而提高效率，使货发会议这个处理贸易及同发展有关各方面问题的主要的联合国  

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 一 节 照 录 理 事 会 报 告 全 文 第 五 草 S节 （参 看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二 十 八 届 会 议 ，补 编 第 1 A等 》 （TVB/997 (第 一 卷 ） ）•



6 3 5 .虽然工作组第八届会议未能就修订1 9 8 4 -1 9 8 9年期间中期计戈!|中有关 

贸发会议部分的问题商定政府间建议，但是广泛的讨论部是赛益的；附于会议报告 

的各区埃集a 立场文件可能会促进今后制定方案的工作. 关于具体的改进意见，

D經认为，中期计划应当极为注意第六届货发大会和联大最近的政策方针，特别是 

重新树立对于国际经济合作的信心. 货发会议应当如紧努力，以便消除保护主义 

和救视性的货易措施；在不技视和最患国待à 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和改进国际货易体 

系；促进所有国家，包括社会与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货身• 应该优先注意截 

军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引起的问题；这方面在货发大会关于《裁军的贸易和经济 

方面》的第44(11)号决议及若干联大决议，特别是联大第37/1 6 和 33/188 J 

号决议中已有规定.

6 3 6 .他重申D组认为，秘书处在任命顾问小组成员以研究方案评价等对于货发 

会议的活动比较重要的问题时，应注意公平地域分配原则，不带有任何艘视 .工 

作组应继续主要针对方案和预算问题向理事会提供咨询意见， 因此，工作组届会 

的日期安徘应依循有关编制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的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可 

审议其职责范围内的其他问题， D组在同秘书处就工作组第九届会议的日期，议 

程和期限作进一步协商时，也会持同一态度，

全体会议的审议

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637. 1984年4 月6 日，理事会第641次会议注意到中期计划和方案豫算工 

作組第八届会议的报告，决定将该报告同各方的有关意见一并提请联合国适当的机 

构审议•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 5 号 》（AX37X15) , 第二 

卷第一部分附件一 .

成立第一会期委员会是为了审议议程项目2 ( 由于第六届贸发大会通过的决议、 

建议及其他决定所弓I起的需要理事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加以注意或采取行动的具 

体 事 项 ）和议程项目6 ( 由于理事会附属机构和其他机构的报告和活动所引起 

的或与它们有关的需要理事会采取行动的事项）并 就 此 提 出 报 告 .成 立 第 二  

会期委员会是为了审议项目5 ( 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并提出报告。

本届会议的与会者名单见TD/B/I.IO： 132。货发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理 

事国名单与第二十七届会议一样 . 第二十七届会议的理事国名单见《贸易和 

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 A 号 》（TD//B/973, 第 

二 卷 ），附件八 .

所有决议和决定都是未经表决通过的 .

同上。

TD /BX988 ,这份报告将作为《货身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 

议，附件》 （议程项目8 ( e ) ) 印发 .

B组、 Ü组、 中国、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的发言载于《货易和发展理事会， 

第二十八庙会议 , 补编第 1 A 号 》（TD/BX997 , 第二卷）第5 6 6 — 586 

段。

参看《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6 ,  

TD//BX933号义件，第二部分 .

7 7 国集团和B组的发言分别载于《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



会议，补编第 1 A 号 》（TD X B /997 ,第二卷）, 第 3 3 6 — 3 3 9 和 340— 

3 4 4 段.

TD/BX982和 Corr.  1及 2 , 将作为《货身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 

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2 ) 印发.

决议草案全文见《货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A 

号 》（TD X B /997 ,第二卷）, 附件二， A 。

同上 . 亚洲集团和组的发言分别载于第 2 8 4 和 2 8 5 段。

" 技术人材合作交流：体制和政策问题 "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研究报告（TD// 

BX943和 Corr。 1 ) , 将作为联合国出版物印发，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3 9 号 》， （A / 3 8 / 3  9 ) ,  

附件一 .

决议草案全文见《贸身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A  

号 》 （TD /B /9 9 7 ,第二卷）附件三。

除非劣有注明，所有会议均在日内瓦举行。 标 有 * 号的会议可从 " 工作组、

研究组和专家组 " 项下扣除 .

B組的声明见《货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A 号 》 

( TD/BX997 , 第二卷），第 7 0 1 段，

1 9 8 4 年 5 月 3 1 日不召开任何正式会议。

7 月 1 2 日至1 3 日将举行会IT协商会议，以审议组织事项。

根据理事会第2 93 (XXV；! ) 号决定，在这届会议期间将举行一次特别会议以庆 

祝贸发会议成立二十周年。

假设茶叶出口国配额分配及最低出口标准问题会议能圓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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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 9 8 4 年 （5 月 1 4 日至2 5 日 ）已安徘了两周会议。

如 I 9 8 4 年实际举行这类会议的周数超过1 6 周 ，则 1 9 8 5 年将相应扣除 

所超过的周数，

根据联大 1 9 8 3 年 1 2 月 1 9 日第3 8 X 1  3 5 号决议，

报 据 《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第 1 1 9 段，举行高级别会议，对执行《 1980 

年代支搂最不发达国家的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的进展情况进行中期全面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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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联合国出版物，稱售品编号E 。 8 ) , 务 分 ，A 节 ）. 该 政 府

间小组在其第三、 四和五届会议期间，曾充任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 

筹备委员会.
根 据 1 9 8  3 年 7 月 2 日货发大会第 1 5 6 ( V I ) 和 第 1 5  7  ( V I ) 号决议审谈 

商品事务，

根 据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联大第3 5 / 6  3 号决议。

见 上 注 2 3 .

决议草案全义见《大会正武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 5 号 》（A/30/  

1 5 和更正），第三部分，附件二， A 节 .

TD /B /976 .该报告将作为《货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 

附件》印发.

TDXB/J, 684 . 该报告将作为T V B / 9 8 5号文件印发 .

TD/B/6li 6 8 5。该委员会的报告已经作为T W C 。6 (8 -1  ) Mise .  3 

号义件临时散发，并将作为《贸身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 

补编第3 号 》（TD/B//986—TD/B/C。6 / 1 0 1 )正式印发。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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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D /B /C  7 ( I I I ) M i s c „  3 . 将作为《货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 

八届会议，补编第 2 号 》（TD/B//974-Tr>XB/C. 7 / 6 3  ) 正式印发。

作 为 6 8 7 号文件提交给理事会。 该报告全义作为T D //B /W P (V ]ir .) /  

M i s c .  2 号文件临时散发，并将作为《贸身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 

届会议，补编第 4 号 》（T V B / 9 9 5 - T D / B /W P X 3 4  ) 号文件印发 .

工作组的报告将作为《贸身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4  号 》（T V B / 9 9 5 —T D //B /W P /3 4  ) 印发，现在则督作为  t d / b / w p ( v m ) X  

MISC. 2 号义件印发。



附 件 一

贺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议程

1 . 程序事项：

( a ) 选举主席团成员；

( b ) 適过议程和安徘会议的工作； ‘

( 0 通过全权证书的审查报告Î

( d ) 理事会第二十九届常会的时 ÿL程和会议的工作安徘。

2 . 第六届贸发大会通过的决议、建议及其他决定所弓I起的、需要理事会第二十八 

届会议加以注意或采取行动的具体事项，

3 . 贸易、发展资金和国际货市体制等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

4 .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发展问题：按照贸发大会第161 ( V I ) 号决议第5 和 6 段 

的规定，审查理事会第2 2 2 ( X X I )号决议所载准则的执行情况，

5 . 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

6 . 各附属机构和其他机构的报告和活动所弓I起的或与它们有关的、需要理事会采 

取行动的事项：

( a ) 制成品和半制成品；

( b ) 航运；

( C ) 技术转让；

( d )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 -

( e )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

7 . 贸易和友展领楼的其他事项：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

8 . 体制、组织、行政与有关事项：

( a ) 划分货发会议新成员国的选举组别；

( b ) 公布理事会成员的变动和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成员；



(0》为了议事规则第78条的目的指定政府间机构；

( d ) 为了议事规则第7 9条的目的指定非政府组织并将其分类

( e ) 文件编制问题特设工作组的报告；

(f) 理事会第二 f 常会的时间安排； , 

i s ) 审查会议日历；

( h ) 理事会行动所涉的经费问题•

9 . 其他事项.

1 0 . 通过理会的报告 .



附 件 二  

理事会行动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

1 . 援助国政府专家和多进及双遂资金援助和技术 

捷助机构同最不发达国家代表的会议a 

〔TD /B/L . 6 83 /A dd . 2 }

1 . 遂照贸发大会第1 4 2 ( V I ) 号决议第1 7段所载的要求， 贸易和发展理事 

会在审査会议日历时（参 看 第 2 3段 ）要审议有关召开多这和双 

进资金援助及技术援助机构同最不发达国家代表之间的第三次会议一♦ •  假设该 

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为期 1 0天，需提供一个0 种语言的口译组、一间会议室及总 

共 100冗文件，那末，直接的会议服务養用佑计为8S, 000美元左右，

2 . 这次会议将利用会议日历中为工作组、专家组和研究组准备的时间•

2 . 货易和发展理事会部长级会议^

C TD/B/L. 703/Add. 1 )

1 . 在 T D / B / L .7 0 3号文件所载决定草案中，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决定设立一 

个特设协商委员会，由理事会主席酌情召集会议，并向理♦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提出 

报告，

2 . 据了解，该特坡委员会的工作方武与特设工作组相同， 将根据需要，为 

其 5 至 1 0次会议提供贸友会议所有正式语文的会议服务， 这些会议的时间将从 

已核准的会议日历中工作组，研究组和专家级的会议时间项下扣除，

a 第 284(XXVU )号决定所涉经费问题， 决定案文见上文第二节* 

b 第 287(X：C7]Œ)号决定所涉行政问题， 决定案文见上文第二节



第 二 部 分

贸身和发展理事会第十三届特别会议报告

( 1 9 8 4 年 4 月 2 日至6 日 

在 B 内冗万国宫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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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这份提交联大的报告是按照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 98 2年 9 月 1 7 日通过的 

第 2 5 9 ( X X V )每决定附件内的指导原则，编写的。按照指导原卿第1 段的规定， . 

本报告全文将作为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十三届特别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1 和第 1 A 

号印发（分别编为TD/B/996 ( 第一卷 ) 和 TD/B/99i6 (第 二 卷 该 届 会 议 全 体  

会议的倚要记录载于TD/B/SR. 6 3 7 和 6 4 0 号文件，将连同更正汇辑作为理事会 

第十三届特别会议的正式记录印发，

2 . 联 大 1 9 8 2 年 1 2 月 2 0 曰第37/202号决议重申，决定于 1 9 8 4 年 

对全球各地《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政策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实现 

《国际发展战略》的目标和目的情况进行第一次全面审查和评价， 联大在同一决议

.中呼吁联合国系统的各有关机关，组欽和机构向审查和评价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 

国除发展战略执行情况委员会报告它们在各自部门中执行《国尿发展战略》所取得 

的成果，

3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 9 8 3年 4 月 2 8 日第26 9 ( X：;x；Y I ) 号决定设立了一 

个 《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除发展战略》执行情况审查和评价工作政府间高级宫 

员小组，该政府间小组应向理事会第二十八届常会期间召开的特别会议提出报告。 

理事会在其1 9 8 3年 1 0 月 2 0 日第2 8 1 (叉：£7工工）号决定中决定，政府间高级小 

姐会议应于1 9 8 4年 1月 3 0 日至2 月 1 0 日举行，理事会第十三届特别会识于 

1 9 8 4年 4 月 2 日举行，

A . 议 卷  

4 . 本届会议议巷载于本报告附件。

B . 理事会主鹿团

5 . 理事会在第二十八届常会开始时选出了下列主席团成员：



主 鹿 ：赖旅先生（ G, Eels ch , 奥地利）

劉主摩：阿茶曼先生（ Aleman , 厄; 多尔）

河纳斯塔索夫先生（ I ，"^ s ta s s o v ,保加利亚）

德拉塞尔纳先生（ âe la Sema , 西班牙）

乌尔德一♦ 伊斯先生（ Ould-Eouis , 阿尔及利亚） 

索斯诺夫斯基先生（B， Sosnowski , 波兰）

斯特里熱先生 ( G, Streeb , 美利竖合众国）

巴尔加斯先生（ G，Targas , 尼加拉瓜 )

维达斯先生（K，Vidas , 南ÿ 拉 夫）

瓦兰先生（ J，Warin , 法国）

荣格先生（仏 麦 陵 ）

报告贾：马纳洛先生（E. A. Manalo , 菲律宾 )

C . 成员和出鹿情况 :

6 . 下列为理事会成员的货发会议成员嚴代表出庸了会议：

阿富汗 破利维亚

阿尔及利亚 已西

安濟拉 保加利亚

阿根廷 無甸

澳大利亚 布隆迪

奥地利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G林 落庚隆

孟加拉国 加拿大

比利时 中非共和国



.智利 伊萌伊斯兰共和国

中国 伊拉克

齋伦比亚 爱尔兰

. «达 黎 加 以色列

古巴 意大利

塞甫路斯 象牙海岸

捷充斯洛伐充 牙买加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日本

民主也门 约旦

« 科威特

多米尼加共和国 黎巴嫩

厄瓜多尔 利比里亚

埃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萨尔瓦多 列支數士登

埃塞俄比亚 卢森堡

芬兰 马达加斯加

法国 马来西亚

，加蓬 马耳他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塞西■齊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蒙古

加纳 摩洛哥

希腊 尼泊尔，

危地马拉 特兰

海地 新西兰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

却牙利 尼 y l l 亚

印度 挪威

印度尼西亚 阿曼



已基斯坦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巴★马 泰国

秘替 特立尼达和多巴得

菲律宾 突尼斯

波兰 土耳其

菊有牙 乌干达

卡塔尔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大韩民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罗马尼亚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沙特阿拉伯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塞内加尔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新加坡 美利竖合众国

索马里 乌担圭

西班牙 委内瑞拉

斯里兰卡 越南

苏丹 也门

墙典 南斯拉夫

卷士 乾伊尔

赞比亚

7 . 下列贸发会议其他成员国摊代表出廣了会议：民主東辅寨；教廷.)

8 . 发展和国照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室、世界粮食理事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贸发会议和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货易中心也派代表出鹿了 

会议•



9 . 下列专门机构派代表出廣了会议：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報行

国膝货市基金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国蹄原子能机构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1 0 . 下列政府间组织派代表出鹿了会议：

欧洲经济共同体

欧洲自由货身联盟 

阿拉伯国家联盟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非洲统一组织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 

石油输出国组纽

中美洲经济一体化总条约常设秘书处

1 1 . 下列非政府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普通类:

公谊会世界协商委® 会 

国除律师协会 

国除商会

国际基督徒商业行政人员联合会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国际妇女理事会 

I I除发展途径基金会 

国除开发学会 

国际妇女和平自由联盟 

世界工会联合会 

世赛和平理事会

特别类:

欧洲和日本国民船东协会理事会 

® 际航空运输协会 

E 际制药商协会联合会

1 2 . 根播1974年 1 1月2 2 日联大第3237(XX；CX )号决议出鹿会议的有& 

勒斯坦解放组织. 根据1974年 1 2 月 1 0 日联大第3280UXIX )号决议出廣会 

议的有南非非洲国民大会和阿札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根振197©年 1 2月 2 0 日 

联大第31/1 52号决议出席会议的有西南非洲人民趙织.

D. 需要联大注意或采取行动的决定

1 3 * 理事会第十三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决定（见下文第二节）已送交《联合国第 

三个发展十年国膝发展战路》执行情况审查和评价工作委员会.

1 4 . 这些决定并不涉及经赞问题，因此不要求联大第三十九届会议来取任何行动。



二、贸身和发展理事会第十三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决定和会议采取的其他行动

决 定

283(S-X1：) 货发会议在联大审查和评价《联合 

国第三小发展十年国际友展战略Y  

执行情况中所分担的工作，

贸身和发展理事会•

1 . 决定将本决i 所附的案文送交《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执 

行情况审查和评价工作委员会，这是理事会依照联大1982年 1 2月 2 0 日第37/ 

20 2号决议对联大审查和评价《国际发展战略》执行情况所分担的工作；

2 • 又决定将《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执行情况审查和评价工 

作政府间高级官员小姐的报告（TD/B/984和Add, 1 ) 以及理等^会第十三届特别 

会议的报告‘ 送交上述番a 会，

1984年 4月 6 日 

第640次会议



附 件

贸发会议在联大审查和评价《联合国第三个发展 

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执行情况中所分担的工作
a

1 . 《联合国第三小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中期审查是一个就谋求国际发展 

合作新途径提出建议的重要机会 . 审查和评价工作的目的是要加强《国际发展战略》这一 

政策工具》提供必要的政治推动力并在必要时根据不断变化需要和发展情况*调 

整、加强或重新制订政策措施 . 这⑥工作同《国际发展战略》本身- 4羊，是一项艰巨的工 

作，需由整小国际社会合力促进国际发展合作*

2 . 《国际发展战略》的目的是要加快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大缩 

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目前存在的差距，以及尽早根除贪困和依赖状态， 这 

样就会有助于在公正、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解决国家经济问题，使全球经济持续发 

展，《国P示发展战略》是国际社会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不断进行的工作的一个 

组成郁分，其目标是要让发展中国家公平地、充分地^有效地参与制订和执行发展 

方面的一切决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以便对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构进行影响 

深避的改革，

3 . 《国碌发展战略》的一些主要目的> 目标和指标都是长期性的，应保持不变，而且 

不能因世界经济和世界经济关系的友展中出现的变化而受影》ig,

4 • 考虑到《国际发展战略》通过以来出现的新情况,实现其中若干目的和目标的必要 

性已更加紧迫•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那些间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政 

策造成的，因力这些政策允许结拘问题以及这种或那种的市场扰乱现象在本国经济

a 案文中的星号(*):

* 表示7 7 国集团的提策

** 表示B經的提案.

表示D组的提案，

表示中国的提案.



中发展• 因而对发达a 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国际联系的作用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要使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更加相互有利• 就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以恢复使发达 

ffl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均能实现更高增长率的条件* 振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本身 

将是振兴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 执行《国际发展战略》的政策措施将使发展中国家 

更有机会充分实现其增长潜力。 由于今日世界面临着严重复杂的间题，有必要采 

取一项让所有的国家都能发挥作用的全面解决办法，

5 • 各a 政t 力实现《国际发展摊》各项目标所应分担的主要工作是全力创造条件， 

使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本国的相对优势并进一步参与国 

际分工，以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 〔为此, 首先步驟是严格遵守国际经济关系 

中公认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包括在非对等的基袖上给予发展中国家以特惠及差别 

待遇的原则） * / * » * / * » * * ,  这样做会大大有助于人们对开放的贸易体制树立 

起更大的信心，相信它会充分尊重最惠国待遇和非彼视原则并且更加符合发展中国 

家的需要， 积极开展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充分利用现有机会以发展 

社会及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也将大大有助于改善上述条件。

6 .  I：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有国家的经济前途和政治稳定都是互 

相关联的， 和平与发展也是相互有关的， 因此，在十年期的余下时间能否达到 

这些目标主要取决于是否加强和平、和睡及合作的气氛，取决于是否采取真正的裁 

军措施；裁军可以卞省大量资源作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之用，并有助于缩小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 ） * * *

7 . 正如《国际友展战略》所指出• 不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特殊间题，就无 

法解决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面临的间题， 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对于世界经济的稳 

定增长是极力重要的• 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定是必要的， 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开始 

感觉到经济复苏的征兆* 可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依然面临重大困 

难甚至恶化， 必须认识到一点：不能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当作工业化国家复 

苏的必然后果， 虽然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的主要职责在于发展中国家本身，但是 

必须通过加强发展舍作促进发展过程，通过执行《1 9 8 0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新 

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



8 . 为了达到《国际发展战略》中的各项目标，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以 

振兴世界经济和持久地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发展，以及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必 

须采取一香综合政策，以充分执行《国际发展战略》的政策措施并作出必要的调整， 

加强和整顿，包括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关健重要性领城的短期措施以及长期改革。为 

了促进这种做法，必须恢复和继续关于国际发展合作的对话和谈判。

C 《国际发展战略》的执行亦将取决于国际社会如何一致坚决地设法克服改革 

国际经济关系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所面临的障碍。 〕* / * * * / * * * *

9 . 在这个前提下，必须为执行贸发会议职权范圃内下列措施等行动而加紧谈 

判： ^

案文中的方括号在某些情况下表示对某一段内的某些词句没有达成协议；在另 

一些 i t 况下方括号则表示不同集团所采取的不同立场（见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正式记乘，第十三届特别会议，附件》议程項目 2 ,  1 © /：6 / 9 8 4 号文件第8 5  

段和附件二），



—、商 品

A . 商品共同基金

促 IS所有尚来签署和（或 ）批准《建立商品共同基金的协定》的 〔所有区城集 

团的）""国家应毫不返延地予以签署和挑准，使基金能在1984年尽早全面展开工 

作， 〔此外，请各国际商品协定的理事机构考虑采取措施，使其商品协定能够与 

共同基金取得联系， 〕♦♦

B. 商品综合方案

1 •审查现有的协定和安排

根振贸发大会第1 5 5 (V I )号决议的要求，应该深入卞查在贸发会议内商定或 

再商定的现有国际商品协定或安排在实现商品综合方案的目标方面所起的作用， 

审査时应丰记: 虽然在本十年的开始，某些协定缓和了价格的下跌，但是其他一些 

协定没有完全达到其目标，其原因》除其他外，在于缺乏有效的价格稳定措施以及 

参加这些协定的国家有限. 促请各国政府就对这个问题的这些I：及其他有关）

方面进行审査的结果作出反应• 以便达到使商品协定和安排更加有效〔和更加适应 

不断变化的需要） d这个总目标， 〔这种办法视情况包括提供更多的资金、推行 

比较符合商品协定和安排的目标的国家政策、和更灵活地采用缓冲储存经营等价格 

稳定办法，）* 〔在不影响上述f 查成果的情况下，宜于完成对现有协定的重新谈 

判， ） "

2 . 其他商品协定、安排等

各国政府应充分支持就商品综合方案指示性清单上的商品正在进行的筹备工作， 

以便在联合国第三小友展十年结束时〔掛酌情况， 〕♦ 〔按情况） * *签订某种国 

际协定、安排或其他国际合作的文书，

°  根据D组要求放入括号内， 

^ 根据B想要求放入括号内，



c . 加工、稍售和经销

各国政府应采取必要步驟商定商品加工、销I I和经销 ( 包括运输）方面的国际 

合作纲要并予以执行， 〔应当特别注意支持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在商品加工、

销'♦ 和经销方面的活动实行有效的控制. ） ♦ * ♦ 〔应该根据'《联合国第三个发展 

千年国际发展战略》第 5 7 段所指出的方向以及贸发大会矣12400和第156( V I )  

号决议• 刻不容缓地进行这项工作. )

D. 技术援助

应该向贸发会议和关贸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贸易中心提供充分的自愿捐款，以便 

依照贸发大会第1 5 8 ( V I )号决议的规定，加强该中心的活动，特别是商品方面的 

活动•

E . 稳定出口收入

C应当尽快审议稳、定和增加发展中国家商品出口收入的补充措施。 在这一方 

面，各S 政府尽快结束对出口收入不足提供补偿贷敦间题专家组报告的审议，以便 

就后续行动作出决定，其中包括就建立新的补充设施间题可能举行的谈判会议. ：！

C人们承认》出口收入不足给许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问题， 各国和各集 

团在第六届货发大会上就这一间题陈述了立场.货发会议的一个专家想即将就出 

口收入不足的技术间题举行会议， 根据上述立场，将认真审查专家组工作的结果,

*

根 据 B姐要求放入括号内。



二， 国 际 贸 易 .

A . 保护主义

由于认识到保护主义不利于贸易和发展，必须执行关于维持保护主义现状和逐类

取消现有床护主义措施的应当有效地全面实施这些承诺，其中包括 1 0  8  2 年 1 I 

月的关货总协定部长级会议上和第六届货发大会上所作的承诺，

C保证这些承诺得到执行的最有效办法是在制度里规定严格的责任制，主要通

过采取有时间限制的措施的由贸易和发展理事会遂小监督 e 发达国家〕® 的执行

情况 〕 ••

Ü就贸发会议内所作承诺而言，保证其执行的最有效办法是实施第六届贸发大 

会关于监替货发大会第 1 5 9  ( V I )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决定，并在必要时，根据贸易 

和发展理事会对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的年度审查， 提 出 关 于 一 般 性 保 护 主 义 间  

题的道当建议， : **

B . 结构调盤

C现在通过一项国际方案和确定一些措施的时机已到 * 该方案应包括各种具

时间限制的目标，以实现已经作出的各项承诺，

按照贸发大会第 1 6 0 (  V I ) 号决定拟订的关于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的工作方案 

应在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完成，并在一定的时间内〒以执行，〕 *

I：根据年度审查的情况，应当尽快完成关于保护主义和结构调荃一般问题的贸 

易和发展理事会工作卞案。 ‘ 〕 **

C, 普遍优惠制

认识到有必零维持普遍优惠制的稳定性，促请所有给惠国按照普遍优惠制的作 

用 ’ 目称及商定性质，确保其普遍优惠制办法的趣续，并作出改进《 给惠国在修 _ 

改其办法时，应对受惠国关于进行协商的要求，作出积极而及时的反应，

e 根据D组要求放入括号内。



发达国家根据货发大会第 1 5 9 ( V I ) 号决议作出的关于发展它们的优惠制的承 

诺应尽快予以执行， 查惠制应保留其普遍非互惠性和非妓视性. 在产品范围方 

面，应特别注意现行制度来能充分照顾到的农业和工业郁门的产品以及对最不发达 

国家有利益的产品 .

原产地规则应进一步放宽和加以统一；对累计原产地规则也应作出改进，在抽 

行方面予以简化，

货发会议和开友计划署合办的援助方案应按照贸发大会第 1 5 9 (  V I  ) 号决议的 

决定，继续下善并予以扩大• 以便发展中国家能充分利用普遍优惠制， 给惠国应 

酌情继续支持技术援助活动，

D •劳务

C贸发会议秘书处应从事劳务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制订各项方案的研究 .  

这些方案必须考虑到劳务领域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的特别和差别待遇及它们在国际劳 

务贸易中更积极的参与 . 这些研究并应包括下列建议：在劳务领城建立更多向发 

展中国家开放的多这合雅设施；有系统地收集和传播有关劳务的资料；为发展中国 

家制订有关劳务的技术捷助方案， ：） *

〔人们承认 * 在劳务贸易方面,特别是在加深对问题的了  方 面 （尤其是因这 

些同题也与友展过程有关）• 贸发会议、关贸总协定以及其他国际粗织所能够友挥 

的互相补充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确认劳务贸易是全世界日益普遍的现象，是 

一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活动• ） * *

〔人们确认^ 劳务贸易是全世界曰益普遍的现象•而国际想织在这一领城的活 

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贸发会议应当依照货发大会第 1 5 9 (  V I )号决议在劳务领 

域进行研究，包括审议劳务部门对发展过程所起的作用 . 在这方面，应当注意加 

深对这一领域所涉各种同题的认识，同时还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意见和关注 

事 項 . ）



E . 贸易体制

要 〔建 立 ）♦ 〔维 持 ） * * 〔加强：！ ♦ * * 对贸易体制的信心，必须严格遵守公 

认的原则和规则， I：不允许任何例外 ：1 * 〔不允许背离这些原则和规则） * ♦〔避 

免出于进背《关货总协定》和 《联合国宪章》的非经济性原因而采取限制性货易措 

施 ）* * * , 国家法律和其他措施应〔充分反映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以及 

非互惠原则） * 〔配合发展中国家的特别需要 . 同时考虑到关于根据《关贸总协定》 

的授权条敦可给予的发展中国家明确提出的差别和更优惠待遇：）

应执行第六届货发大会提iH的任务，深入审查贸易体制的发展〔•但应充分尊 

重最惠国待遇原则和非互惠性原则），f 〔各国政府应密切注意根据这次审查提出 

的建议，）* * 〔果断地指出该体制中的被陷•并将审査该体制后理应得到的结论 

变为具体可行的措施， ）*

冗 .商定一项国际保障办法

C 所有有关国家应参与制订一项更完善和更有效的保障办法，这项办法应以关 

贸总协定的各项原则力基础• 它还应保证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充分保护， 

取请所有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选择性和彼视性做法， ）* 〔这项办法应当确保• 包 

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充分保伊，取消不利于各国的选择 

性和跋视性做法， ） * ‘* *  I：任何保障办法的重点都应在于采取积极的调鉴援助措施， 

而不是限制性货易措施， 〕 ♦

〔目前在关货总协定中正在根掘关货总协定的原则制订一项更完善和更有效的 

保障办法， 这项工作有助于提高可预见性和明朗度，并且有助于增强进口国与出 

口国的安全和公平 . 因此应积极开展， 〕 * ♦

f 根据 B 组要求效入括号内



三、发展的资金和货市间题

A • 官方发展援助

1 . 〔促请发达国家重申其报握《国际发展战略》将国民生产总值的0.

为官方发展援助指标所作的承诺，争取在1985年之前达到此指标，无论如何也要 

在本十年后半期达到此指标， 尚未达到该指标的发达国家同意为此加倍努力，此 

后即应尽早达到1 %的指标， 指标完成情况相对较差的发达国家应作更大努力， 

各援助国应考虑制订臉时计划，例如制订官方发展提助数量指标，以增加官方发展 

援助，

2 . 认识到在 1985年之前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流置有必要比 

1976—  1980年期间的转移量增加一倍，并便请援助国在根掘已通过的《1980 

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新的实质性行參鋼领》争取达到0 7 %这个指标的大前提下，

于 1985年前后尽早将其国民总产值的0 • 1 5 % 用于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 

援助，或将这种捷助增加一倍，

3 . 发达国家应采取象急措施，以实行它们按《国际发展战略》所承担的、弁 

在第六届贸发大会上重申的有关官方发展援助指标的承诺，并实行它们同意的有关 

达到这一指标的时暇的承诺， 同时应迅即采取具体步骤，制定增加官方发展援助 

的临时计划，以期达到这一指标，

4 . 促请尚未接受宫方发展援助的指标和（或 ）有关时限的发达®家尽快接受•)*

5 • 〔所有发达国家以及有此能力的发展中国家都应努力增加援助额， 促请

尚未达到《国际发展战略》指标的援助国采取必要措族，报据第六届贸发大会通过 

的第1 6 4 (V I )号决议第1和2段，在规定的时限内实行其承诺， 应当审议具体 

措旅，制定达到这些指标的临时计剑， 应尽可能多地援助最贪穷的国家，包括最 

不发达国家，

6 。根摆货发大会第1 6 4 (V I )号决议第3 段的规定，官方发展援助应用于支 

援发展目标并提高使用效益，应以较灵活的方式提供援助，应改进援助方式和质Jt,



应以越来越有保证的、持续和可® 知的方式提供援助，应尽最大可能不附带条件， 

为达到这小目的，应鼓厳捷助国与受提国进行协调•需要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在发 

展援助的所有方面提供更多的资料弁增进明明度 ,

B •多这发展金融机构

U  .必须为冬这发展金融机构提供足量的资金， 以便提供良好的基础，使其借 

贷得以继续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 积极地执行其曰益重要的开发任务。

2  • 按照贸发大会第16  5 ( v i  ) 号决议第2 段,促请世界银行的各成员国政府积极考虑

世界報行关于增加贷放数额的建议和由此产生的资本需求， 请報行特别注意该决 

议第 g 敦中所提到的其他建议*

3 . 圓际社会一向族力, 最近又在贸发大会第1 6 5 (冗 )号彬义第Ô款中再次承认，有 

必要为国际开发协会提供大量资金 , 以满足发展中国家H 益增长的需要，C.援助国 

最近就貧七次补充国际开发播会资金所达成的协议将严重损害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 

国家为实现循际发展战略》的增长目标所作K? # 力 ， 应及时完成世界報行总裁所 

提议的关于补充資金的谈判， .使这项朴交資金同第七次补充的国际开发协会资 

金一起用于开展业务活动并使它成为后者的一小组成部分。 * 种补充'資金的水平 

应该考虑到）* 〔鉴于最近关于第七次补充国际开发协会资金的协议，捷助国应该 

审査由于向世界報行总裁提 i B 的补充资金要求而产生的后续行动建议，弁考虑到 :T *  

有必要照顾扩大了的受援国社会，弁需要扭转向开发协会借象的撒哈拉以南各国等 

最矣困的国家的负增长率。

4  • C多这区域報行成员国政府应采取适当步骤来履行它们已经答应承担的义 

务 ， 同样，援助国也应该采取措施保证国际农业发展资金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得 

到足够的基金J H

5 . 世界報行应该趣续努力，增加公共资金和報行界的联è •贷款，但此种联合 

.贷敦应是补充，而不是取代世界銀行与国际金融公司的正常贷敦，也不访碍報行资 

源的增加 '



c . 其他流动

1 .  c 外国直接投资

得合国家法律弁有助于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和优先事项的私人和其他外 

国直接投资可以大大有助于E 家的发展和经济多样化，并 有 助 于 扩 大 国 际 贸 易 ，

它除了起到转让长期资愿的作用以外，还是传授赞理和技术快每的一个极为有效的

渠道， 对外国直接投资感兴趣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其国家计划和政策范围内谈法

创 造 并 维 持 有 利 的 投 资 环 境 ，认识到总的经济政策对于造成此种投资气截的重

要性 .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双进协定以及国家投资保险和担保设施等措施可以有助

于促进外国直接投资 • 在这方面，应该从速完成一项关于跨国公司的守则的拟订

'工传 . r *

C 可将私人外国直接投资视作额外资金、管理和技术快穷的可能来源之一 . 

还应该设法滅轻私人外国投资所带来的不利的政治和经济后系• 应该争取至返在 

1 9 8 4 年完成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的拟订工作 . ) * * *

2 . 出口信贷

在出口信贷方面，应该根框有关国际安排〔不 断 审 查 C 不断审查并适当修改） 

担保条件，

该 在 无 形 贸 暴 和 贸 身 资 金 委 员 会 下 一 届 会 议 上 就 建 立 国 际 出 口 信 贷  

担保设旌的建议作出决定 , *

3 .  C 发 展 中 国 家 资 金 流 )

发展中国家货币和资金间题的解决应该从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流入和流出两小方 

面同时着手， 力化，货发会议应该开始有系统地监测和审议利润和其他资金从发 

展中国家外流的间题，以期巩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 . * * *

4 .  C 载军在贸易和经济方面的影响

考處到国际合作在Ü 际货暴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内的发展与跟制军备和裁军:之间



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货发会议应该按联大1 9 8 3 年 1 2 月 2 0 日第38/188 J 号 

决议，在其职权范圃内扩大它对于限制军备和裁军的贡献。 为此，货发会议应该 

更加注意裁军在货易和经济方面的影响，继续出版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报告，并恢 

复货发理事会关于裁军在货易和经济方面的影响的审议工作。 ） * * *

债 务

按照货发大会第161 (V I  ) 号决议，发达国家应该从速切实履行其依货发理事 

会 1978年 3 月 1 1 日第165 (3—工X )号决议A 节所作的承诺，对依照该决议第 

5 段所确定的有资格的债务国不加以任何艘视，同时考虑到贸发大会第1 4 2 ( V I )

号决议第1 0段甲所确认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情况， C发达的援助国还i 采取 

措施》实际上将一切未偿双这官方发展提助贷敦转变为赠敦, 〕*

鉴于奖旅货身和发展理事会第222(XX I序决议B节的承诺，特别是构成该决 

议想成部分的议定特点，请各国针对债务国为了还本付患而捉樣见村的困难情况嚴 

续改善官方债权国集a 的有效作用， 按照这一承诺，应该考虑到贸发大会第161(̂ 1) 

号决议第T 段中的全部规定，

希望各国政府充分参加对于货易和发展理事会第222 (XXI )号决议中所载准 

则实施情况的审査， 审査将按照贸发大会第161 (V I  ) 号决议，在贸身和发展理 

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上进行，

C请有关组织审查关于拟订类似准则使其适用于与蔣业贷敦有关的债务重新安 

排的何题，

应使发展中国家的倩务偿还支付能按照其出口收入和经济发展需.要 作 出 ， 

这除其他外需要降低利率和" 差幅 " ，重新安排较长的还倩期限和适当的宽限期， 

按适当的条件重新提供贷款，增加多迷发展金融机构提供的方案援助. r



E . 国际货市体制

C在力资助国际收支和发展而采取的措施中，极有必要在1 9 8 2 年开始的第 

四个基本时期中分配特别提款权。 应该在特别提款权的分配与发展资源间建立联

系 .

应 尽 快开始谈判以便纠正国际货市制度的结构缺陷，使其对国际发展进程、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起到更大的支持作用• 为此，国除货币体制的官方 

组成部分应该加强，并使其体制结构成为平合理的世界性工具 ‘

〔各国重 .申 需 要 有 一 以 民 主 、公正和公平原则为虽础的),***运转情况良好 

并 有 秩 序 地 发 展 的 国 际 货 市 体 制 ，但要顾及货发大会第1 6 2 ( V I ) 号夾议中

申 明 的 ，国际货币基金祖织的具体职能， '
按照贸发大会第1 6 2 (V I )号决议，弁注:f 到IS际社会最近关于该决议第二、 

三和四节所采取的措施，请国际货市基金组织及其成员继续审査第162CVI)号决 

议第一卞中所提到的关于在第四个基本时期内分配特别提敦权的问题

E 、最不发达国家

1 .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于1 9 8 1年在巴黎通过《1 9 8 0年代支 

援最不发达国家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 》，表示国际社会在这方面承担义务〔：《纲 

领 》确认必须大幅度扩大方案，包括大量地增加C按实值计算的：! * 额外资源转让， 

这样就会加强积极的国内措施， 二力使最不发达国家能实现《国际发展战略》和《新 

的实质性行动纲领》中的目板〕 第六届贸发大会第142CV I )号决议也[ 重申， 

所有国家和有关国际机构应全面和切实地履行其对《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所承担 

的义务，

〔2 . 援助国应根摆《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于1985年前将其国民总产值的 

0- 15%用于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捷期，或将官方发展援助增加一倍，弁在 

1980年代后半斯将这一数值增至其国民总产值iÿo. 196\*



3 . 鉴于对这些国家援助的质量，分寸、时机及有效利用同援助的数颇一样重 

要，多这及双这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机构同最不发达国家代表第二次会议的议定结 

论应在这些机构同国家的合作付诸实行，

〔4 。尚未执行其依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978年 3月 1 1 日第165 (S -；0 ：)号决 

议A 节对最不发达国家承担之义务的发达援助国应该从速彻底执行，弁吁请各发达 

国家在考虑到债务国的特殊情現和需要的前提下，积极响应最不发达国家的要求，

减轻由于有关发达国家向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所引起的债务负担， ) * * *

5 . 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因商品出口收入的波动而受到严重影响， 〔预斯独立 

的对出口收入不足提供补偿贷款问题专家组将根掘通过的贸发大会第157CVI) 号 

决议，特别注意至Ï这些国家的问题，：)*** Ûfc外，发达国家应考虑共同地或单独地 

对向它们Æ 口初级产品的所有最不发达国家采取适当有效的办法，：r

C 6 . 在扩大和放宽国际货市基金祖织补偿贷敦办法方面应考虑为最不发达国家

作扭特秀安排• ）* * * *  —
7.一所有国家和机我应SÆH家、区 域 和 级 别 上 积 极 地 充 分 参 与 《新

的实质性行动鋼 领 》所规定的审查程序，

五、技 术

1 . 各国政府必须在第六届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会议上承担义务，作 

出最大努力，以在该届会议上将《守厕》最后定稿》

C2 . 出席关于修订《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外交会议的国家应力求完成这一 

修订工作，以便在考虑到各国利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设法解决专 

利权的充分利用问题和工业产权的各种保形式问题， 出席外交会议的国家应考 

虎到，工业产权制度必须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以及工业化作贡献，r * * *  

3 . 应执行货发大会第1 1 2 (7 )和 143《̂工决议中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技 

*术改革的具体措施，特别是关于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审査友展甲a 家可以通过什么方 

*式最充分，自由地利用公共技术的要求.



c 4 . 依据联大 1 9 8 3 年 1 2 月 1 9 日第3 8 / 1 5 4 号决议并秉承联大 1 9 8 2  

年 1 2 月 2  0 日第3 7 X 2 0 7 号决议的精神召开的技术反向转让间题政府专家会议，

应采取全面的切实行动以执行《国际发展战略》的规定。 ) * * * *

C 4 .必须趣续联合国有关机构内部已进行的工作,设法减少发展中国家技术人

材外流所严生的不利影响• ）*#
C5 . 货友会议应邀续 :切实考虑拟订并执行一项发1展中国家技术改革战路•)'

六、航 运V.. f  >

1 . 吁 请 《联合国班轮公会行劫守则公约》缔约国在国家一级执行该《公 约 》 

的规定，以实现该《公 约 》确立的目振 • 各国政府应批准或加入《联合国S 际货 

物多式联运公约》 •

( 2 . 请各国政府执行散装干货运输问题专家组一 .致 通 >过的建:议和货友大 

会 第 1 4 4  ( V I  ) 号决议的规定 • ） 》 * * *

七，发展中内陆12家、

1 . 发达® 家. 能够出力的发展中S 家和有关分区填、区填和区壤间經织应毫 

不延返地切实实行〔联合国大会所有决议和〕♦ 贸度大会第9 8 ( IV )、123W和 

1 3 7 (V I )号决议所现定的、有利于发展中内陆S 家的具体播能 

C 2 . 请所有成页11签署和/ 或批准关于过境运输的®际公约：

《1950和 1975年便用11际路运单据本的圆际货物运输海关公约》；

《1956和 1972年集装箱海关公约》；

《 1 9 5 2 年促进钱路货物过境运输S 际公约 》 Î 

《 1 9 6  5 年内陆 a 家过境贸易公约》 . 〕 *

〔3 . 请援助 S 趙续向联合国发展中内陆® 家特别基金懷慨捐献• 请尚未捐被 

的a 家重新考慮其立场，以期向此项基金作扭捐截 . 〕 *



c 4 . 为了采取使发展中内陆国家经济多样化、促进工业和开发其自然資源等办 

法补偿其地理不利条件，请多边和双边金融机构切实加强采取下列措施来增加分配 

给发展中内陆国家的資源〕* * * *  :

〔动用额外资源；

放宽取得資源的条件及其有关时限；

筹资支付其由于内陆不利条件（运输、过 境 费 用 等 ）所引起的 S 际收文 

逆差；

减少其为了补救内陆不利条件而在® 家及区壤基本设施之建造、发展、设 

备和管理上利用贷款的赞用 . 〕 ♦

八、发展中岛唉国家

1 . 〔应协助发展中岛培11家 消 除 因 地 理 杯境不利而经常发生自然灾近离  

市场中心及Æ他种种不利因素所造成的主要障碍 .虽然已经在这方面作了  一些务 

力，但在下列领域仍有许多工作尚待进行：灾香（现划应付灾香风险的办法弁将救 

灾 防 灾 纳 入 其 规 划 ）、航运、开发海浮资源和海底资源、利用专厲经济区获益、

化进出口、增进市场销售机会、旅游、优先郁门的自力更生、外国投资及合资经营，

增加外郁资源的流入量、对 岛 经 济 的 共 同 问 题 进 行 研 究 ；为 此 贸 发 会 议 和 -

各区填经委会应取得必要资源，以便进行研究，向发展中岛培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 〕* 

〔2 . 发达 I I 家、能够出力的其他 11家和 a 际組织应参照贸发大会1983年 7月 

2 日第 1 3 8 ( V I ) 号决议中所述的措施，急切采取有效步骤以执行有利于发展中岛 

l i t s 家的具体的新措施

C l . 应协助发展中岛家消除因地理环境不利所造成的主要障碍， 虽然已 

在这方面作了努力，但仍有许多工作尚待进行， 〕 * *

〔2 . 发这国家、能够出力的其他 I I家和！1际 組 织 应 该 采 取 有 效 步 骤 执 行  

贸发大会第 1 3 8 ( V I ) 号决议和《I I际发展战略》有关各段（第 148—151段 ）中 

所现定、为 减 轻 发 展 中 岛 家 的 困 难 必 须 采 取 的 主 要 具 体 措 览 〕 * *



九，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 家间的贸身关系

自第五届贸发大会以来，就 对 " 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ü 家间的贸身关系以及 

由此引起的一切贸易流动 " 这一狹议进行的谈判一直没有取得成果，应尽快完成这方 

面的谈判 .

十、发展中S 家间经济合作^

〔1. 11际社会直甲，作为加强发展中a 家的经济和政:治独立的一项重要手段， 

发展中a 家间经济合作具有重大MX, 发展中a 家间经济合作是世界经济进行长 

期结拘调整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要素之一• 〕 *
〔2 . 为此，各国政府应重甲弁履行它们对发展中s 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第 

2(111)号决议和贸发大会第12700和 139(Vi) 号 决 议 所 承 担 的 义 务 ，支 

持发展中国家设法在各敬执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方策〕 *
〔各国政府应重申并继续履行它们对贸发大会第 1 3 9 ( ^ 1 ) 号决议和发展中国家 

间经济合作委员会富 2 ( 工工工）号 决 议 所 承 担 的 义 务 ，支 待 发 展 中 国 家 设 法 执  

行经济舍作方案 , 3 *  X

C E际社会重申，作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洽独立的一填重要手段，发展 

申圓家间经济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可以对在公正和民主的基础上调蹇国际经济关系 

发挥根本的作用， 大家公认，发展中国家同经济合作是世界经’济进行长斯结构调 

签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要素之一 ， 因此，请所有国家支持发展中国家 

设法执行其经济合作方案，）
« « «

理事会采取的其他行动

1984年 4月 6 日，理事会第6 4 0 次会议通过了主席团关于扭席第二十八届 

常会和第十三届特别会议各代表全权证书的报告，，



注

’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 5 号 》（A/"37/15 ) , 第二 

卷 ，-第一部分，-附件一。

2 本 届 会 议 与 会 者 名 单 见 1 32。 理事会第千三届特别会议的成员 

与第二十八届会议相同（见上文第一•部分，注 3 )。

， 理 ♦ 会未经表决郎通过了这一决议。

4 理 ♦ 会的报告见《货易和发展理♦ 会正式记录，第十三届特别会议，补编第1A 

号 》（TD/B/巧9 6 (第二卷））。 政府间高级宫员小组的报告将编为理事会 

第十三届特别会议报告的附件（议程项目2 )。

' T D y 3 / 9 4 4巴基斯坦、 中国、 苏联、美国所作发言，参 看 《贸易和发展理事 

会正式记录，第十三届特别会议，补编第 1 A 号 》（TD/By^96(第二卷 >), 

第 6 5 — 6 S 段》



J l  #

贸身和发展理事会第十三届特别会议议程 

1 . 通过议程和安排会议工作

2 . 贸发会议在联大审查和评价《联合国第三小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执行情况

中所分担的工作

3 •其他事项

4 • 通过理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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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飯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害。请向书店御问或写信到纽灼或S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 O W  T O  O B T A IN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P U B L I C A T I O N S

U n ited  N ation s  publications  m ay  be  obta ined  from  bookstores  an d  distributors  th roughout  the 

w orld . C on su lt  y ou r  book sto re  o r  write  to: U n ited  N ation s , Sales Section , N e w  Y o rk  o r  G eneva .

C O M M E N T  S E  P R O C U R E R  L E S  P U B L I C A T I O N S  D E S  N A T I O N S  U N I E S

Les  publications  des N a tio n s  U n 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 onde  entier. In fo rm ez -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 -vous  à  : N ation s  U nies , Section  

des  ventes, N e w  Y o rk  ou  G enève ,

KAK nOJiyMHTI» H3AAHHÎI OPrAHH3AUHH OB̂ EAHHEHHMX HAUHH
ÜSAaHHH OpraHH3auHH 06'T»eflHHeHHtix HaqHH momcho KynHTb b khhhchbix Mara- 
3HHax H areHTCTBax bo Bcex paHOnax MHpa. HaeoflHTe cnpasKH o6 HSflaHHHx b 
BameM khĥ hom MarasHHe h/ih nHiuHTe no aapecy : OpraHH3aiiHfl OÔTaeAHHeHHbix 

CeKî HH no npoAaH<e HSAaHHH, HbK)-HopK h/ih K̂enesa.

C O M O  C O N S E G U I R  P U B L I C A C I O N E S  D E  L A S  N A C I O N E S  U N I D A 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 ac ion es  U n id as  estân  en venta  en librerias  y casas  d istribu 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 u n do . C onsu lte  a su  lib rero  o  dirijase  a ;  N ac ion es  U n id as , Secciôn  de  Ventas , 
N u e  va  Y o rk  o  G in eb ra .

L ith o  in U n ited  N ation s , N e w  Y o rk  0 0 7 0 0  1 9 0 9 9 —S e p t e m b e r  19 8 4— 2 0 0

G A / O R / 3 9 ,  S u p p l.  15 , V o l .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