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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需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或 

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的事项

A . 将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决定

1. 经社会在其第五O —次会议上赞同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下列决定：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年度报告

“理事会于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第一九七一次会议：

⑻注意到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一九七四年四月七日至一九七 

五年三月七日的工作报告及报告第二和第三章所载的各项决议和决定；

) ๖ * 决定核准报告第四章所载的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 ”

B .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注意的决议和决定

决议

2. 经社会提请理事会注意第三章所载的下列决议：

(a) 第 1 5 4 (X X X I)号决议.新德里宣言：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区 

域贡献

)b* 第 155 (X X X I)号决议. 更改亚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的名称 

（C） 第 1 5 6 (X X X I)号决议.设立亚洲农业机械中心



) d *  第 157 (XXXI)号决议。增强妇女在发展事业中的作用的区域行动计 

划

)e *  第 158 (XXXI)号决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助的经社会区域训练机 

构

( f ) 第 1 5 9 (XXXI)号决议。 区域的技术转让中心 

)g * 第 1 6 0 (XXXI)号决议。关于航运和港口的安排

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区域贡献

3 - 经社会认为其第三十一届会议的会议记录是为即将到来的专门讨论发展和 

国际经济合作的大会特别会议在区域级上所做的筹备工作，并且是对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的区域贡献。

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区域级期中审查和评价

经社会提请理事会注意议程项目4 下第二章所载的关于期中审查和评价的

讨论。

区域训练机构的通盘审查

5. 经社会提请理事会注意议程项目6 (b)(i)下第二章，特 别 是 第 158 (XXXI ） 

号决议关于区域训练机构的通盘审查的各项决定。

区域结构的研究

6. 在审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有关经社会工作的各项决议时，经 

社会特别审议了议程项目8 下关于区域结构的研究的理事会第1756 (L IV )号决议。



亚太经社会会议结构的合理化

7 . 经社会提请理事会注意其关于亚太经社会会议结构合理化的各项决定，包 

括第二章及其附件所载关于拟定主要立法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各辅助机构的今后地 

位和主持在议程项目7 下的会议的准则。

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

8. 经社会提请理事会注意一九七五 -一九七七年的新的综合工作方案，特别 

是第五章所载经鉴定的优先领域内的工作方案。

下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9. 经社会感谢地接受印度尼西亚政府愿意担任一九七六年三月—— 四月在雅 

加达举行的经社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的东道国的提议。

对经社会职权范围的修改

10. 经社会要求理事会将经社会职权范围第2 段 中 “ 澳 洲 大 陆 ” 的 字 样 改 为  

“ 澳 大 利 亚 ” 。



第二章

经社会第三十一届会议

A . 与会代表和工作安排

11. 经社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于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七日在印度新 

德里举行。

12. 下列会员国和准会员国和地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阿富汗、澳大利亚、孟加拉 

国、不 丹 、 缅甸、中国、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日本、高棉共和国、老 

挝、马来西亚、蒙古、瑙鲁、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大韩.民 

国、越南共和、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库克群岛、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香港、

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太平洋托管领土。

13. 依照经社会议事规则第三条，下列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列席了会议：比 

利时、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 

牙利、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波兰' 罗马尼亚、瑞典、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和南斯拉夫。 瑞士的一名代表依照理事会第860 (X X X II)号决议的规定列 

席了会议。

14. 下列联合国机关的代表列席了会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工 

业发展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方案、联合国人 

口活动基金和世界粮食方案。

15. 下列各专门机构的代表以咨商资格列席了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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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民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 

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信联盟、世界气象组



织、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 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16. 下列各政府间组织派观察员列席：亚洲椰子联合会、亚洲发展银行、经 

济互助委员会、联邦秘书处、 欧洲经济共同体、阿拉伯国家联盟、地区性发展合作 

组织和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

17. 下列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列席了会议：国际商会、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国际合作社同盟、 国际社会福利协进会、 国际雇员组织、 国际计划生育协会、 国际 

地方当局联合会、红十字会协会、世界劳工联合会、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联合国 

协会联合会、世界退伍军人联合会、 国际住房和设计联合会、 国际大学妇女联合会、 

世界联邦主义者世界协会和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

选举主席团成员

18. 经社会第四九二次会议按照议事规则第十三条的规定，选 出 （印 度 ）商 

业部长查托巴德雅雅教授阁下为主席。

19. 查托巴德雅雅教授阁下对各代表选举他担任经社会主席表示感谢。

20. 鉴于议程项目繁多，经提议暂不依照经社会议事规则第十三条选举副主 

席二人的规定，而选出副主席十二人：阿 卜 杜 拉 •拉 赫 曼 •帕 兹 瓦 克 先 生 阁 下 （阿 

富 汗 ）、德 石 • 法 里 德 • 加 齐 先 生 阁 下 （孟 加 拉 国 ）、马牧鸣先生阁下（中 国 ）、 

法 罗 克 • 纳杰马巴迪先生阁下（伊 朗 ）、木村俊夫先生阁下（日 本 ）、达 图 •阿 卜  

杜 勒 •塔 伊 卜 • 马哈茂德阁下（马 来 西 亚 ）、布 扬 • 达什策伦先生阁下（蒙 古 ）、 

哈 默 德 • 罗 伯 特 阁 下 （瑙 鲁 ）、米 勒 先 生 阁 下 （新 西 兰 ）、赫 拉 多 • 西卡拉先生阁 

下 （菲 律 宾 ）、苏巴辛格先生阁下（斯 里 兰 卡 ）和 奥 瓦 • 苏 特 瓦 • 那雷蒲德先生阁 

下 （泰 国 ）。

21. 经社会任命了 一个全体委员会来审议项目5 和 6 。



22. 阿 卜 杜 拉 • 拉 赫 曼 • 帕兹瓦克先生阁下（阿 富 汗 ）当选为全体委员会主 

席 。卡 洛 斯 • 拉 莫 斯 先 生 （菲 律 宾 ）和 贾 亚 科 迪 先 生 （斯 里 兰 卡 ）当选为副主席。

23. 经社会又任命了起草委员会，选 出 吴 德 敦 （缅 甸 ）为主席和戈斯先生 

)澳 大 利 亚 ）为副主席。

24. 主席在经社会第五O O 次会议上宣布，按照议事规则第十二条的规定， 

他同各副主席组成全权证书委员会，审查了各代表团的全权证书。 担任副主席的 

中国代表对三个国家代表的资格表示反对，并重申他在一般性辩论中所申明的立场。 

担任副主席的蒙古代表对两个国家代表的资格表示保留。 以上各项保留意见列入 

记录后，全权证书委员会认为所有代表的全权证书均属妥善。 若干代表团说，它 

们对某些代表团的资格有保留意见。 有关的代表团在重申它们的合法代表性时， 

对这些保留意见表示抗议并加以反驳。全体会议的简要记录照例注意到这些保留意 

见和反驳。

B - 议 程

25. —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六日经社会第四九二次会议一致通过下列议程：

1. 开幕词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通过议程（E/CN. l l /1 1 8 9 /R e v .2 ; E/CN.1 1 /L .4 1 5 ,  C o r r .l  
和 Add.1)

4. 亚太经社会区域发展的政策、方案和前景： 《科伦坡 宣 言 》和 《建立新的 

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的 执 行（E/CN. 1 1 /1 2 1 0 )

( a ) 《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区域级期中审查和评价 

( E /C N .11 /L .4 0 7 ,  L. 412 和Corr.1)



( b )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工作和优先次序综合方案；审议各优先领域 

的计划项目的进展（E /C N .11 /L .413  和 Add .1 ; E /C N .1 1 / 

1206)
( c)对下列会议的决定和建议所采取的后继行动

㈠世界人口会议（E/CN.1 1 /1 2 0 8 )
㈡世界粮食会议（E/CN. 1 1 /1 2 0 7 )

㈢工发组织第二次大会的特别筹备会议（E/CN. 1 1 /1 1  81)

5 . 审议下列领域的活动

( a )经济及社会发展（E /C N .1 1 /L .4 0 9  和 C o r r .l ;  E /C N .1 1 / 
1190  和 Corr .1 ; E /C N .1 1 /1 2 0 2 )

)b * 粮食和农业（e / c n .1 1 /1 2 0 5 )
( c )贸易、工业、住房和技术以及运输和通信（E/CN.1 1 /1 1 8 6 ;  E / 

CN. 1 1 /1 2 0 0 和 Co r r . 1 ;  E /CN. 11 / 1 1 9 3和 Cor r . 1)

( d )人口和统计（E /C N .1 1 /L .4 1 4 ; E /C N .1 1 /1 1 9 1  Corr . 1)  

⑻自然资源:能源、水和矿物（E/CN.1 1 /1 1 8 2  , 1 1 9 5和

Add . 1 )

( f ) 技术合作和开发事务管理（E /C N .1 1 /L .4 1 0、L .4 1 1 ;  E /

C N .1 1 /1 1 9 4、 1199 )

6 . 各项主要区域项目和各区域研究所的进度报告

⑻主要区域项目

㈠湄公河下游勘察工作协调委员会(E /C N .1 1 /1 1 8 8 )
㈡亚洲岸外矿物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E/C N .11  /L .406  )



㈢南太平洋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E /C N .11 / 
L .405  和 Corr . 1 )

㈣ 亚 洲 公 路 （E/CN.1 1 /1 2 0 1 )
㈤台风委员会（E /C N .11 /1180  ; E /C N .1 1 /L .4 1 6 )

) ๖ * 区域研究所

㈠ 执 行 秘 书 关 于 区 域 训 练 机 构 的 通 盘 审 查 的 报 告 ：委 员 会 第 148 
(X X X )号 决 议（E /C N .1 1 /1 2 0 9、 1 2 1 1 )

㈡亚洲经济发展及规划研究所（E/CN. 1 1 /1 1 8 7 )
㈢亚洲统计研究所（E/CN.1 1 /1 1 9 7 )
㈣亚洲开发事业管理中心（E/CN. 11 / I I 96)

㈤ 亚 洲 社 会 福 利 和 发 展 事 业 训 练 和 研 究 中 心 (E /C N .1 1 /1 2 0 4 )
7. 所派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建议

(E /C N .1 1 /L .4 0 8 )

⑻亚太经社会主要立法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 

)b* 各附属机关的今后地位 

( c )关于航运和港口的法律安排 

( d )主持会议的准则

8.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有关经社会工作的各项决议

9. 任何其他事项

1 0 . 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的年度报告



C . 会议记要

会议的开幕和闭幕

26： 应经社会第三十届会议主席苏巴辛格阁下的请求，印 度 总 理 什 里 马 蒂 •英  

迪 拉 • 甘地阁下宣布本届会议开幕。 助理秘书长赫尔维西皮拉夫人宣读了秘书长的 

祝 词 ，执行秘书马拉米斯先生在开幕式中讲了话。

27. 苏巴辛格代表所有的与会代表感谢总理的开幕词。

28. 总理代表印度人民和政府欢迎与会代表。 在开幕词中，总理表示希望亚 

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现改名为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意味着它在处理该地区 

的问题方面有了新的方向。 “ 远东” 一词显然地是殖民主义时期的遗物，那时连各国在 

地球上的相对位置都是以西方作为基准的。 委员会的新名字的另外一个值得受欢迎 

的方面是它承认经济和社会现象是不可分的。 在过去二十年，经济进展是根据一、 

两个简单的指标，例如国民生产总值或按輝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的成长率来进行评价 

的。 这个方法现在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疑问。一国人民的满意或不满意程度并不取 

决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总成长率，而是取决于它在不同阶级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 

情况以及它对环境和生活质素的影响。 对人民来说，各项发展计划只有在它们能够 

直接减少人民的贫困时才具有意义。 生产的增加只有在能够改进生活最低水平才显 

得有意义。 一九七五年，印度完成了二十五年的计划，同时也是成为共和国的二十 

五年。 在这二十五年中，印度在经济上已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成长的技术能力，粮食 

产量增加了一倍，工业产量增加了三倍。 但是由于这些增加没有得到均匀的分配， 

使人的期望增加了并导致社会的紧张局面。 这就是为什么在灌溉区进行深耕细作和 

通过较大农民的帮助的战略必须辅以为干旱区和贫农制定特别方案的原因之一。 印 

度过去十年的经济强调了经济成长和社会正义要得到平衡的重要性。

29. 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经济力量是那么大，任何国家都不能在不依靠国际合 

作之下独自解决其内部问题。 谷类、肥料、工业设备和石油的世界价格的上涨大大



地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困难。 把目前的混乱局面完全归咎于能源危机是不正确的。 
源 危 生 ' 前 谷 类 和 肥 料 的 价 格 就 已 经 在 上 涨 了 。 肥料价格的增加同它的原 

料价格的增加完全不成比例。 输出国向进口国索取的价格比向它们本国的消费者索 

取的价格要高得多。 这种差别待遇的价格政策是对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嘲弄。人为 

的加价对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自给自足的计划构成了威胁。 工业化国家很大一部分的 

财富是由于廉价能源和廉价原料获得的。 工业化国家为了维持巨大的消费率，而不 

加限制地耗费不可再生的石油储备。 最近石油的加价，使发达国家经济政策所根据 

的假设有了改变，严重地威胁到工业化国家和穷国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 石油生产 

者 ，工业消费者和发展中国家应坐下来，共同拟定一个使用和养护石油资源的长期战 

略。

30. 亚太经社会地区内有众所周知的受到石油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因此对任 

何减轻困难的努力都极为关心。 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显示出它们已多少认识到它们 

的价格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并采取了若千补救措施。 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持 

团结它们应进行协商以制定其他的步骤。 但是如果只是把注意力局限在石油的价格 

上 ，就不能使现在国际经济的混乱局面回复正常。 先进国家应该就谷类、肥料和其 

他商品的价格，审查它们的政策。

31. 许多石油输出国因为在工业上不发达，所以它们计划利用它们的新的收入 

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多样化。 这些国家在发展方案上要求工业化国家提供技术和其 

他形式的援助是可以理解的。 但石油输出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有很多地方可 

以合作。 已经提出的各项提议必须有力地加以推行和扩大。

32. 亚太经社会区域的国家在文化和政治上具有很大的差异。 它们唯一的共 

同点是消灭贫困的决心。.它们在经挤上能够相辅相成的地方较一般认识到的为多，因 

此它们应鉴定在发展工作方茵彼此互助的方法和途径。 发展中国家已养成了 一种习 

惯 ，认为从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获傳技术，将能使它们跳过许多发展的阶段。 但 是 ， 

在这种前题下进行发展而导致发展中国家有形或无形地更加依赖高度工业化国家的例 

子已经太多了，这告诉我们必须要有一条新的途径。 发展中国家应下定决心日益依



靠它们自己发展的技术，因为这些技术适应它们的需要和处境以及它们的国内自然资

源 ，并且将能让它们建立起作为一个独立国所必要的解决问题的民族自信心。 这些 

技术应该在能够促进整个发展中世界的集体自助精神的政策、制度机构以及特别是思 

想方式的基础上共同分享。只有在发展中国家间1的真正的“ 技 术 合 作 ” 过程取代了所 

谓 “ 技 术 交 易 ” 的传统过程—— 即发展中国家必须从高度工业化国家获得技术的过程一 

之后，这种情况才能实现。

33 总理在提到一九七五年是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中期点时说，联合国及 

其各机构目前正在对实现国际发展战略的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进行评价b 显而易 

见约定的目标进展甚少。 在世界性通货膨胀、 国际金融不稳定和工业国家经济衰遐 

的威胁日益严重的多重冲击下，本区域许多国家的发展环境有了进一步的恶化。这些 

情况的发生不是由于缺乏可行的技术解决办法而是由于缺乏政治意志。 国际合作是 

政治主权的一项条件；国家利益本身的定义里1 应包括对国际法的遵守。 在一个相互 

依赖的世界里，吴 丹 描 述 为 “ 地方繁荣主义” 的观念对世界的秩序来讲是一种危险的 

观念。 总理在结束其开幕致词时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每一个会员 

国在处理它们的工作时不应采取狭隘的国家沙文主义或区域沙文主义，而应本着忠于国 

家、 区域和世界的和睦豁达精神。



34. 联合国秘书长在他的祝词中说，第三十一届会议是特别重要的会议，因 

为它构成即将来临的关于国际发展和合作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准备工作的一个重要部 

分，并且这届会议是在发展十年的中期举行的。 它又是在各个重要的全球性会议 

之后以及在工发组织第二次大会和国际妇女会议之前举行的。 联合国区域委员会 

现在解决世界问题方面作出贡献的重要性远较以往为大。 在本届会议，亚太经社 

会将有机会审查为执行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大会第六届 

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而在区域一级进行的许多重要活动。 期中区域审查和 

评价着重了本区域的主要的发展问题，特别是在达成国际发展战略规定的目标方面 

所遇到的困难。 期中区域审查和评价又载有提交审议的短期和长期提议，并强调 

本区今后发展的若干优先事项。

35. 联合国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国家、区域和全球政策并合成为一个连 

贯泉凑的政策，这个政策最低限度可以缩小较穷和较富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 

到目前为止在这个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只能算是一个起步，并且尽管在认识新的挑战 

的范围方面有了进展，但若干国家所表示的保留意见却明确地显示还需要走很长一 

段路才能对优先次序达成共同意见，而这对于有效的全球战略是极为重要的。

3 6。 秘书长真切地担心如果真诚合作和互相了解的精神不存在，朝向一般协 

议的趋势可能会逆转。 作为世界的论坛，联合国的讨论应该是坦诚的，秘书长对 

于各国去年在各次会议上所坦率发表的各种不同的意见表示欢迎。 在各国对其他 

国家的忧虑和愿望有了较多了解的情况下，他觉得积极地走向采取能够得到广泛协 

议的、具体的和实际的政策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这项工作是不容易的，并且是对 

所有国家，同样也是对联合国的极大的挑战。 但是世界局势特别是饥贫人民的困 

境需要我们采取果决和富有想象力的行动。 重要的是要确保即将举行的大会特别 

会议得到充分的准备，以便到时能够对旨在解决影响一切国家和区域的全球性问题 

的具体的和周详的行动计划进行审议。



37. 秘书长总结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的贡献是极为重要的。

它过去的活动，特别是一九七四年的活动，以及本届会议将审议的议程中的各项行 

动计划，使他更有信心认为本届会议将是一个取得真正进展的会议。

38. 执行秘书马拉米斯先生对印度政府和人民热情和客气的招待以及印度政 

府为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所提供的良好设备和便利表示由衷的感谢。 他说经社 

会这届预期将确定区域对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贡献的会议在印度首都召开是最适当 

不过的， 因为这里正在进行一项比以往的任何尝试都要艰巨的实验， 目的是要将许 

多世纪以来作为该国人民的力量源泉的那些传统的、永恒的价值注入到现代技术和 

科学知识中。

39. 马拉米斯先生说本区域的人民遭遇同样的问题，对美好远景有共同的愿 

望。 他们有很丰富的人力物力，并且在各部门都具有强大的能力。 现在重要的 

是集中精力，尽量利用这些能力，并把他们的资源适当运用，发扬合作和协同的精 

神，迅速达到所期望的目的。 本区域各国，只有通过它们之间的这种合作，才能 

在促进发展的广泛伙伴关系的意义上，而不是在任何狭窄的意义上促进它们的自力 

更生。 秘书处按照亚太经社会上一届会议的指示， 已开始对区域发展采取了新的 

办法，包括对优先领域，特别是粮食、 能源、原料、技术和外界财政资源的行动方 

面采取一体化的战略。 过去一年来，在使委员会工作的形式和内容合理化的方面 

也取得了不少成就，马拉米斯先生确信本区域对执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将会作 

出重要的和深远的贡献。

40. 亚太经社会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七日第五◦一次会议通过起草委员会所编 

制的报告草案。 中国代表团声明对年度报告内容的一些部分具有保留。



亚太经社会区域发展的政策、方案、和前景： 《科伦坡宣言》和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的执行

41.经社会在讨论项目4 时面前有下列文件： E/CN 11/1210 , E/CN. 1 1 /
L, 407, E /CN. 11/ L . 4 1 2 C o r r .  1和 2 , E/CN. 11 /413  和 Add. 1, E/CN. 

11/ 1206, E/CN 11/1208, e/ cn 11/1207和 e/ cn 11/1181。 经社会在

审议项 目4 时，特 别 参 照 了 印 度 总 理 什 里 马 蒂 .英 迪 拉 .甘 地 阁 下 在 项 目 1 下所作 

的讲话以及执行秘书在介绍项目4 时所发表的政策声明。 经社会特别注意联合国

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区域级期中审查和评价，一九七五 -------- 九七七年

的工作和优先次序综合方案，和 “ 优先领域方面选定项目的进度报告” 。

42. 经社会认为本届会议对在区域一级筹备即将召开的专门讨论发展和国际 

经济合作的大会特别会议具有重大的意义。 自从科伦坡宣言发表以来，联合国论 

坛上就展开了空前的辩论和活动。 经社会回顾了科伦坡宣言，该宣言主张民族独 

立、经济和社会发展上自力更生和国家间需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合作的原则。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有关的行动纲领也要求重新安排国际经济关系。 若 

干代表团强调发展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全面对话、妥协和共同意 

见的过程。 关于这一点，经社会认为亚太经社会的任务是在全球的范围内寻找解 

决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需要的最适合和恰当的办法；它应补充全球性的活动，并通 

过它们取得援助。

43. 经社会称赞了 E/CN. 11/412, C o rr. 1和 2 号文件内全面列出的期中 

审查和评价，因为它反映了仔细和透彻的编制工作，特别是它非常详尽地编录和分 

析了影响本区发展的各项迫切问题。 它认为期中审查为今后发展政策、方案和前 

景的策划和评价提供了宝贵的基础。

44. 经社会关切地注意到恶化中的国际经济情况仍为本区域带来了极严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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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的影响，而且本区域许多国家目前的情况远比去年要严重得多。 世界性的粮 

食短缺、基本商品和投入货品的高昂价格、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处于广泛通货膨 

胀和经济衰返的交困下、 国际金融制度经常的不稳定、 能源的情况、原料价格下跌 

和贸易保护主义再次出现的危险都严重地妨碍发展的过程。 对若干国家，包括本 

区域某些国家来说，去年是为生存而斗争的一年，如果不采取强烈的补救行动，千 

百万人的生存将会受到影响。 因此，经社会强调最受影响的国家应该继续得到联 

合国紧急基金特别方案的特别援助，并且应增加这种援助。

45. 一个遭受战祸的国家的代表团说亚太经社会和世界各国应特别考虑本区 

遭受战祸的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46. 经社会发现亚太经社会区域的发展中国家的成就是参差不齐的。 有些 

国家达到了、 或几乎达到了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所规定的年度增长率；但是它们 

经济继续增长的希望主要是依靠它们的出口成绩。 拥有大量仅能维持生计的人口 

的国家的增长率比较低；但是有许多这些国家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在很困难的情形 

下为今后的增长建立起相当大的能力。 在社会发展方面，特别是卫生和教育方面 

已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是增长的条件仍然非常不足。

47.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说，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以来，亚太地区 

发展中国家的反帝反霸斗争在经济领域中进一步深入展开，并在斗争中不断增加团 

结和协作。 它们一年来为掌握和维护国家资源、保证原料合理价格、扩大出口市 

场、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为发展农业、建立和发展工业、逐步改变畸形的单一经济, 

为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它们同其 

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一道；正在联合起来，汇成一股势不可当的力量，为改变建立 

在殖民主义、.帝 国主义、霸权主义剥削、掠夺和控制基础上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共同奋斗。



48 . 经社会极为关切地注意到本区稂食不足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南亚若干地 
区已到达惊人的程度。 它 意 到 事 实 上 几 乎 所 有的 亚 太 经 社 会 发 展 中 到 目  

为止在农业方面都没有达到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所规定的百分之四的增长指标， 

而亚洲人口的每年增长率却超过百分之二。 因此必须断然采取措施，根本扭转农 

业产量和人口增长间的不平衡。 在进口的农业投入发生短缺的同时，不稳定的气 

候条件继续危害着农业的产量。 应加强注意依靠雨水的农业以及不依靠雨水的作 

业 。 必须确保小农和无地的劳动者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和经济成果的分配。 稀 

少的进口的投入应由国家当局分配， 以便小农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 同时，应加 

强依靠地方所能提供的投入。 需要继续作出努力以导致必要的制度变革。

49 .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对科伦坡会议关于设立世界肥料基金的决议所采取 

的后继行动。 它对伊朗政府的下列行动表示欢迎：伊朗政府准备在财政方面协助 

邻接印度洋的国家建立新的和经济上合理的肥料生产量以满足地方和区域的需要； 

除了广泛的肥料生产计划外，伊朗政府还准备作出双边安排以扩展肥料工业 .

5 0 。 经社会赞同地注意到工.作计划中所提议的许多互相关连的活动，这些活 

动旨在对继续存在的农业停滞不前和粮食不足的问题进行多学科的解决；经社会又 

核可向本届会议提出的关于优先领域的工作计划。 经社会提议在区域一级采取行 

动 ，解决被忽视的本区域粗稂和豆类的增产问题。 经社会已连同工发组织在化肥 

方面采取初步措施， 以寻找将由本区域石油输出国和肥料不足的国家之间协商制定 

的互相有利的生产和贸易新安排。 经社会和稂农组织将参照本区域所取得的经验， 

在研究更好地利用和处理有机肥的方法方面进行合作。 经社会又建议说，本区域 

各国在生产和分配例如农药之类的其他农业投入方面进行合作将是有用的。

5 1 。 经社会强调为紧急情况作出稂食安全安排的重要性，以及穷苦人民能够 

以合理的价格得到所能提供的粮食的必要性。 在粮食援助不断减少，世界存稂下 

降和价格上升的情况下稂食进口需要得到保证。 在稂农组织为稂食安全所作的全 

球安排下，将迫切需要向本区域最受影响的国家提供大量的粮食援助，另外辅以其



他的外来援助。 虽然许多代表团强调区域稂食安全的安排应为全球安排的一部分， 

有一个代表团请执行秘书采取措施， 以便在区域和分区的基础上设立一个粮食“ 银 

行 ” 。 关于这一点，经社会对若干重要的粮食援助捐助国在一九七五年宣布增加 

粮食援助的价值和数量， 以及各项农业项目将得到更多援助表示欢迎a 经社会又 

认为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能够早日成立和进行业务是极为重要的。

52 . 经社会注意到亚洲和太平洋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产量有稍微的增加。 经 

济上以出口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生产方面有相当大的增加，但是商品畅销情 

况逐渐的消失已开始对它们工业产量的增长率有不利的影响。 以输出制成品为基 

础的工业成长不仅遭遇进口费用日益高涨所造成的困难，而且还遭遇到发达市场经 

济国家经济衰退的趋势。 经社会说，各国必须按照它们自己的特征来拟定它们的 

工业化战略。 但是 ，应作出更大的努力来更充分利用所有亚大经社会发展中国家 

的剩余生产力。

53. 经社会核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长关于“ 亚洲及太平洋 

区域的工业化：原则和行动纲领” 的宣言，该宣言是亚太经社会一九七四年十月在 

曼谷为工发组织第二次大会所举行的特别筹备会议上通过的。 若干代表团在全体 

会议上重申它们在筹备会议上对该宣言所作的保留。 该宣言呼吁本区域内外的发 

展中国家彼此加强合作安排，并呼吁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建立新的合作方式。 

该宣言注意到各国强调通过促进小型工业部门、提供充分的工作机会以保证社会正 

义的目标1,

54. 为了克服迅速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和依照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新的发展 

战略，若干选定的非传统的能源，包括生物气的发展被定为立即执行的优先项目， 

经社会对这一点表示支持。

55. 经社会强调变通地使用现代技术和就地发展适合当地资源状况的产品和 

工序对自力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不加鉴别地使用外来的技术以及支付“ 专门技 能 ’



的特许权和专利权的费用，都导致发展的费用日益增加• 若干发展中国家所作的 

研究工作已经显示出可以从它们传统和现代的技术中产生一种适合它们现阶段发展 

的适中的技术。 一个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在分散和小规模重新组织传统的大规模机 

器制造业方面所获的经验提供了宝贵的指引。 区域合作逐渐成为取代依靠某些专 

有的技术来源的可行办法。

56.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印度政府表示愿意为设立一个技术转让区域中心提 

供设备。 经社会早就觉得需要有这样一个中心来促进发展、适应、吸收和转让适 

合当地情况的技术。 印度政府的提议是朝向满足这种需要的一个具体步骤。 经 

社会敦促执行秘书召集一个区域专家小组对在印度设立一个转让技术中心的提议进 

行可行性研究，并编制一个项目报告以供经社会下一届会议决定。

57. 关于本区域内陆国家和发展中岛屿国家的问题，经社会注意到， 自从联 

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开始以来，这些国家及其援助国的一般表现显示出需要作出进 

一步的努力来克服这些国家的地理处境所带给它们的特殊困难。 所有这些国家必 

须使其贸易扩展和多样化才能有迅速的增长。 关于这一点，经社会对伊朗和阿富 

汗达成了一项新的过境协定表示欢迎。 一个内陆国说，应协助它增加它的吸收能 

力 ；经社会支持在发展经济和促进贸易的领域执行训练各国政府和商界人员的计划• 

经社会欣然注意到亚太经社会和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之间的合作日益增加。 有人 

建议在亚太经社会中单独设立一个关于过境便利的委员会。 若干代表团建议在秘 

书处内为太平洋岛屿国家设立一个组以及探讨设立一个南太平洋区域发展银行的可 

行性 。

58 . 经社会注意到在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头五年中，本区域的基层结构，特别 

是运输和通信的发展进展得仍旧很不均匀。 经社会特别强调在一体化农村发展的 

范围内发展公路支线和发展稂食和农业的优先领域的需要。 它又强调需要加紧努 

力发展本区域的航运和港口。 在统计资料方面迫切需要有充分的发展和服务以便 

能够执行这些计划和项目，



59.  经社会强调发展本区域航运的重要性，并且表示有许多机会可以进行对 

所有会员国都有利的区域合作。

6 0 . 经社会关切地注意到几乎所有的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都面对着日益严 

重的贸易和收支赤字。 虽然出口有了相当大的增长，但是由于基本进口物品价格

飞涨，贸易差距反而扩大。 关于这一点，经社会又注意到一个发展中国家就肥 

料等基本商品实行差别待遇的价格政策问题所作的发言，大意是这些商品价格的飞 

涨同它们的原料成份的价格的增加完全不成比例，并且出口国的外销价格比它们销 

售给国内消费者的价格要高得多。

6 1 。 经社会又注意到商品价格的上升只是短暂的现象；石油和若干其他不可 
再生的资源可能是少数的几个例外。 一些拥有例如某叶和铁矿等出口商品的发展 

中国家没有享到商品价格飞涨的利益。 经社会注意到由于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所 

导致的关于争取更高的原料出口价格的广泛辩论。 若干代表团说，亚太经社会区 

域的生产者联合会可以在很多方面扮演有用的角色。 它们要求亚洲椰子联合会、 
胡椒 i 合会、橡胶生产国协会朝着这个方向加强努力。 若干代表团认为应该也可 

能在同本区域有关的其他商品方面采取类似的合作行动。 一个代表团建议加快采 

取行动设立一个国际黄麻协会将是有用的。 关于石油方面，一个代表团回顾到它 
的i 府的一项提议：举行一个能源会议，以便生产国和消费国能够展开可能导致互 

相有利的一致行动的对话。



62. 经社会注意到原料价格的长期稳定，对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未来生产和 

投资计划都是必要的。 另外一个能够有力地促使商品生产进行有规律的扩展的情 

况是当一个国家能够有机会利用其本身的自然资源来发展工业。 经社会强调关于 

商品的区域和分区行动，在通过生产国和消费国协作的情况下，应能补助和加强国 

际一级所需要采取的行动。 经社会注葸到贸发会议在商品一体化计划方面进行的 

工 作 ，并支持秘书处为了研究在本区就商品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合作行动的可行性而 
进行的优先项目。

63. 经社会强调发展的最后目的是为了使人口中的各个阶层都能够有机会过 

更好的生活。 虽然在达成国际发展战略所规定的社会目标方面有一些进展，但是 

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必须要比以往更有效地和更直接地把发展的成果带给广 

大的穷人。 必须着重农村发展、 土地改革和改善小农和无地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 

平 ，他们共同构成本区域绝大多数的人口。 因此，经社舍强调使农村人口，包括 

妇女和青年，参加发展过程的重要性。

64.----经社会，注意到经济及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间的不平衡状况，强调说如 

果不采取有效的人口策略，发展努力的成果将会逐步地但是肯定地被腐蚀掉。 它 

指出粮食生产和稂食需求的差距正在扩大。 经社会一般赞同一九七五年一月在曼 

谷举行的世界人口会议后区域协商舍议在题为“ 促进发展的人口策略” 的文件中提 

出的各项建议。 经社会强调在发展问题中人口和经济及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并 

赞成旨在确保有效人口政策和计划的拟订和执行成为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的一九七 

五--------- (九七七年工作计划。

65. 经社会说， 目前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紧急援助的国际努力的基本精神应 

该能够更大地促进全球的发展努力。 经社会对援助国把着重点放在将会对穷国收 

入的重新分配有直接影响的大型计划上，表示欢迎。 它又赞赏地注意到，在协助 

建立重工业、进行地质勘探和生产电力的同时，经济互助理事会成员国正在同一些 

发展中国家在其他的制造业和农业方面进行合作。



66. 虽然一些国家在过去一年已经增加了 它们的官方发展援助，并 胃 准 ต็在 

今后几年增加它们的援助，经社会仍然对官方发展援助的指标不能完成表示忧虑 . 

经社会希望从现在正在进行的国际会议中，能够早日达成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连接 

和炉大的贷款办法，包 括 再 循 环 “ 石 油 收 入 ” 在内的政治决定。 经社会注意到， 

虽然在一九七四年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贷款办法的条件不算很高 • 但是很可能已经 

超出一些国家能够负担的程度。 经社会希望不论贷款最后将采取什么形式，它的 

条件应该优厚一些，以免造成债台高筑无法应付的情况。

67. 经社会对伊朗政府的声明表示欢迎，该声明说伊朗政府的双边和多边承 

诺已达到一百零五亿美元，为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 

伊朗皇帝阿尔雅梅尔陛下所提关于设立一个中立的国际发展基金作为增加发展财政 

资源的办法的提议， 已列入一九七五年二月在阿尔及利亚举行会议的七十七国集团 
的行动计划中。

68. 经社会强调减少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壁垒的国际合作是符合发展中国家 

自力更生的努力的。 它注意到总协定最近关于推进多边贸易谈判的发展，特别是 

由贸易谈判委员会设立关于热带产品、农业、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小组 . 经社 

会又注意到在普遍性特惠制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同许多发展 

中国家，包括本区域一些发展中国家，所达成的安排。 许多代表团强调在发展中 

国家的出口货品进入市场方面需要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在拟订和迅速执行适当的调 

整措施以促进从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进口货物方面也需要取得进一步的 

进 展 。

69. 经社会强调发展中国家间进行合作，建立新的生产和贸易关系，对它们 

达到自力更生是极为重要的。 关于这方面：经社会对亚洲票据交换联盟和亚洲大 

米贸易基金的设立表示欢迎，并注意到扩展区域内贸易的谈判继续在进行，而且取 

得越来越大的成绩。 区域内合作对于发展加工业，特别是克服有限市场的问题起 

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它注意到这种努力到目前为止只有部分成功，敦促应从这种



办法获得全部的利益。

70. 经社会对世界各国日益关切自然资源的适当利用和开发问题表示赞同， 

并强调需要在环境问题的范围内对人类问题采取一体化的对策。 经社会希望将在 

伊朗举行的区域筹备会议能够为将于一九七六年在温哥华举行的一九七六年生境会 

议提出重要的建议。

71. 经社会核可一九七五---------九七七年的工作和优先次序综合方案，并且

对在经社会通过常驻代表咨询委员会同各会员国政府进行密切磋商的情况下拟订的 

工作计划格式的更改表示欢迎。 它敦促执行秘书继续加强着重经社会科伦坡会议 

所指定的优先领域内的项目。 特别是经社会同意选出若干优先项目，立即加以执 

行 ，并敦促各有关会员国政府尽可能合作，以便能够早曰和成功地完成这些项目。

72. 经社会认可地注意到这些项目是根据下列标准选出的：迫 切 性 、所能提 

供的资源、 多部门的办法、对最近将来能造成尽可能大的影响。它敦促执行秘书对 

工作计划继续不断地进行审查，并且只选择那些符合上述标准的项目。 它对在秘 

书处设立一个进度评价和监察组的提议表示欢迎。

73. 经社会对工作计划作了若干具体的修正和增补。经社会决 定 ，应与常驻 

代表咨询委员会协商，在不久的将来订正该工作计划，以便充分反应在经社会会议 

的各次讨论中提出的这些和其他建议，特别是关于议程项目5 的建议。 一九七五 

--------- 九七六年的暂订会议日历也将在必要的程度上加上订正。

74. 经社会对为了使亚太经社会的会议结构合理化和整顿秘书处以确保其灵 

活性和对新近出现的任务作出有效的反应而采取的各项步骤表示欢迎。 关于这一 

点 ，经社会敦促各捐助国和各组织扩大其预算外捐助，以便执行秘书能够迅速地执 

行优先领域内的工作计划。 经社会表示希望亚太经社会不久就会被指定为开发计 

划署区域项目的执行机构，以便进一步促进优先计划得到迅速有效的执行。

7 5 . 经社会通过载有《新德里宣言》的 第 154 )X X X I*号决议：对建立新的 

国际经济秩序的区域贡献。

7 6 . 阿富汗代表团对第154 )X X X I*号 决 议 所 载 《新 德 里 宣 言 》的执行部分 

第 6 段有所保留，因为该段继续使用“ 或 双 边 ” 和 “ 斟 酌 情 况 ” 的字样。



各种活动的审议

经济及社会发展

77. 经社会在审查经济及社会发展方面的活动时，收到了 E/CN. 1 1 /1 2 0 2  
E/CN 11 /1190， E/CN. 11/L . 409 和 E/CN. 1 1/L. 413 号文件。

78. 经社会在审查和评估在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上半期本区域所取得的经 

济和社会进步情况时，注意到经济规划委员会的报告，认出本区域各国面对的主要 

问题。 经社会又宣布在国别、 区域与国际各级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各项发展问题，

并就发展的全盘战略提出了政策性的建议。 经社会同意经济规划委员会关于将名 

称 改 为 “ 发展规划委员会” 的建议，并注意到有些代表团希望增加会议的次数和召 

开更多的政府间专家小组会议。 然而，其它一些代表团则赞成依照第1 4 3 )x x x *  

号决议的规定，保持现在的会议结构。 经社会决定将这个问题留待常驻代表咨询 

委员会在下届经社会会议召开前讨论。

79. 经社会表示支持秘书处在文件及工作方案上日益强调发展规划的统筹办 

法的重要性。 经社会强调指出，只用任何一种指标，就想掌握纷繁杂乱的发展问 

题 ，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观寒几个重要指标的趋势；执行这个方针需要雇用 

有经验的规划人员，.并需要收集和重新整理有关的数据。

80. 经社会强调称，广大群众踊跃参与地方与国家级别的计划制定和执行， 

是发展的主要部分，应确保在发展进程中有这样的参与。

81. 经社会极为赞同发展努力的重点日益放在消除普遍贫穷上。 归根结底， 

由于各国贫穷的程度与性质彼此不同， 因此必须找出适合本国情况的解决办法。然 

而’，重新分配收入与财富，变革经济及社会的结构，以便扫除本区域许多国家现存 

的令人触目的不平等现象，却足以形成一般解决办法的基础。经社会强调称，消除 

贫穷的计划不仅可以而且也应该有助于成长的过程；这些计划不但要重新分配现有 

的国民生产，同时也要增加国民生产量。



82 经社会赞同一九七五-------- 一九七七年度经济发展及规划方面的一体化的

工作计划。 秘书处虽然作了一些令人赏识的工作，包括举办了一个关于动员私人 

储蓄的讨论会，但经社会却认为，秘书处还可以在下列各方面作出更多有用的工作： 

⑻ 农 村 和 城 市 的 就 业 ，㈨ 消 除 贫 穷 ，⑹ 开 发 落 后 地 区 和 ⑹ 运 员 农 村 储 蓄 。 

必须认出这些方面的问题，并确定它们的范围，才能提出必要的一体化制度构架和 

政策性的文件。

83. — 些代表团描述了他们国家为求社会进步而采取的各种政策与措施，反 

映出社会正义的经济成长的观念。 上述措施包括：扩大卫生、教育、就业与福利 

方面的社会服务；推动青年与妇女的参与；制定一体化的农村发展计划； 以便更好 

地对收入和发展利益进行分配或重新分配，特别是偏重于社会中最贫穷的阶层。

84.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目前在培育青年方面的活动，这些活动是通过为青 

年工作者开办关于青年政策各方面的领袖人才与技术训练的课程。 经社会同时也 

赞赏地注意到各种旨在加强青年技术和才能，以便为全面国民发展作出贡献的计划。 

一些代表团谈到各国目前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是为了要将年青一代，包括女孩， 

加入到发展的进程。

85. 经社会一致回顾到宣布一九七五年为国际妇女年的大会第3 0 1 0 )x x v n *  

号决议，并请所有成员国尽快执行该决议所列出的计划与活动，以便加强妇女在发 

展进程中的作用和贡献。 经社会强调说，不将妇女和青年列入发展过程，就意味 

着人口中有大部分没有参与发展的工作，更谈不上去享用发展的利益。 一些代表 

团报道说， 已经成立高层次的国家委员会，以便规划、执行、 审查和推动一九七五 

年年中和日后的妇女活动。

86. 委员会赞同第；E/CN 1 1 /1 2 0 2 号文件第四编： 妇女加入发展进程的 

亚洲计划称之为实际而且适当的提议。 由于联合国将于一九七五年六、七月间在墨 

西哥召开国际妇女年大会，讨论与通过全球行动计划，经社会因此提议将亚洲计划 

列入全球行动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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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经社会又建议为妇女的发展制订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同非经委会自一九 
七一年以来所用的类似，而其中关于少女的特定计划与活动是这个计划的不缺少的 

部分。 计划的初步期限是十年，期满后逐步结束。

88. 这方面经委会赞赏地注意到伊朗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表示愿意作训练、 

研究与资料中心的东道国，这是亚太经社会的一个区域机构，为成员国的利益从事 

各种技术援助活动，以便使妇女更全面地参与发展的各个方面。 该中心首先会收 

集和传播关于各成员国现行计划与政策的数据和资料，帮助他们制定新的战略和面 

向行动的研究，推动妇女在发展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89. 以色列代表团说，以色列准备通过颁发五名研究金和指派两名专家/ 顾 

问让亚洲计划调用的方法，来增加对亚太经社会的预算外援助。 如果愿意的话， 

为了计划的执行，以色列还可以在国家中心提供更多的训练设施。

90. 在国际妇女年和亚洲计划方面，经社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妇女在发展中的 

作 用 的 第 157号决议。 在决议中，经社会促请各成员国政府在制定发展计划与方 

案时，把一些项目包括在内，这个项目是为了训练和帮助妇女，使她们不但在国家 

经济发展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同时也使她们更充分地参与其中。 经社会又促请各 

成员国政府，根据国际妇女年的精神，作为一个优先的措施，成立适当的国家机构， 

以达到上述的目标。 经社会并请执行秘书及早执行亚洲计划，寻求必要的财政和 

人力资源，在伊朗设立一个研究与资料中心，来实现亚洲计划的区域性目标。

粮食及农业

9 1 . 经社会审议了亚太区域的粮食与农业问题，并注意到下列文件列出的关 

于秘书处在粮食与农业方面的活动：粮食与农业方面的活动的审议（E/CU. 1 1 /  
1 2 0 5 和 C o rr. 1 * ;关于在优先地区各选定预目的进度报告（E/CU. 1 1/1206 , 

附 件 一 ）；关于亚太区域粗谷物和豆类生产的区域性合作的专家小组会议报告；关 

于 世 界 粮 食 会 议 的 决 定 和 建 议 的 后 继 行 动 1 1 /1 2 0 7 *； 一九七五---------



九七七年度综合性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E/CN. 1 1 /L. 4 1 3 第 1-1 3 段 ）。

92. 经社会对本区域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多数发展中成员国的农业部门表现 

不太理想，表示深切的关怀。 尽管各国作了很大的努力，可是区域总的农业产量 

的成长率据估计却在减少。 经社会强调说，各成员国增加粮食生产，实属急不容 

缓 ，并重申亚太经社会必须以高度的优先次序给予粮食生产。

93. 认识到本区域就其总体来说是要进口谷类及诸如肥料的主要农业必需品, 

经社会对谷类及农业必需品的涨价，表示深切的关注，因为，这使得许多进口国在 

外汇资源方面受到沉重的负担。 这些国家谋求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努力因而遭到严 

重的打击。 农业必需品的价格上涨，来源短缺，对一些出口谷类的成员国也产生 

了不良的影响。

94. 本区域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萎靡不振，更因下列各种因素而加 

剧 ；气候不佳；现代农业技术利用不足；必要的农业必需品供应不够；土地改革及 

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进展缓慢。 因此，必须大力地提出补救的措施。 经社会 

强调，必须大胆地执行关于增加农业必需品供应的工作方案，以便稳定和扩大粮食 

的供应。 经社会注意到这种必需品的全面性质，它们应包括，生 产 所 必 需 的 全  

钾因’素 ，如肥料与杀虫药水利灌溉、机械化、农业信贷、农场管理和激励性政策。 

制定适当的激励性措施，和通过如农业多样化、采用经改良的技术和一体化农村发 

展方案等行动来创造就业的权会，可以更充分地利用人力资源。 经社会促请成员 

国对此作出慎重的考虑，好让人民群众有效地参与发展的过程。

95. 经社会对于粗谷类与豆类生产的区域性合作项目所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在曼谷召开的专家小组会议所作的调查结果 

和建议，同时促请秘书处积极采取必要的后继行动，并向农业发展委员会第一届会 

议提出进度报告。 许多代表团强调了粗谷物与豆类的重要性，这些作物常常被称 

为劣等的粮食件物。

96. 粗谷类和豆类通常生长在雨水充沛的旱土上， 它们比较便宜，是低收入



家庭的重要粮食来源，一向不大受人注意。 鉴于这些原因，为了促进这种谷类的 

生产，经社会强调了本地区成员国之间进行技术合作的重要性。 这些作物，有部 

分还当作饲料出口，赚取外汇。 改善这种作物的国内和国际销售情况会导致这方 

面的进一步发展。 这种谷类也可能提供农业与加工工业挂钩的机会。

97. 经社会欢迎亚洲大米贸易基金的成立，该基金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成为 

一个法律实体，成员有孟加拉国、 印度和斯里兰卡。

98. 经社会获悉亚洲大米贸易基金一九七五年二月第一届会议的决定和建议。 

关于基金进行更有效的业务活动的决定，值得慎重注意和进一步研究。 研究应偏 

重于阐明成员国的范围作用和资格，以便亚太经社会其它成员国同基金合作。一些 

代表团建议在这方面编制一份研究，研 讨 有 关 在 《粮食安全国际约定》的范围内扩 

大基金日后活动的可能性。

99. 认识到有系统地收集、保持和改进有关本区域粮农情况的基本和最新的 

资料，并在各成员国间予以传播，很是重要，经社会敦促秘书处制定适切的区域性 

措施P 补足粮农组织在这方面所作的全球性努力。

100. 注意到新成立的农业发展委员会暂订一九七五年八、九月间举行第一 

届 会议，经社会通过了这届会议将要讨论的临时议程概要。 经社会赞扬并接受印 

度 西 亚 政 府 担 任 农 业 发 展委员会第一届会该东道国的提议。

101. 经社会获悉，世界粮食理事会一九七五年六月举行的第一届会议将制 

定理事会的工作方案。 经社会认为，为执行世界粮食会议决定与建议所需要的任 

何有效的和必要的行动，只有在世界粮食理事会阐明其世界性方案后才能采取。经 

社会建议亚太经社会农业发展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在制定有效的区域性后继行动时， 

充分考虑到世界粮食理事会第一届会议的结果。

102. 经社会注意到去年第十二届粮农组织区域性会议的建议的优点,即农 

业发展委员会的业务应与粮农组织区域办事处紧密合作。



1 0 3 . 经社会注意到，本区域粮食和农业问题的广度和严重性，强调必须倡 

议实际项目和倡议的可能性，这些项目可由亚太经社会通过国家间合作在区域一级 

上执行而且收效最大。 经社会认为，一九七五—— 一九七七年度的一体化工作方 

案和优先次序内的方案部分与具体活动，以及特别是粮农发展方案，尤其适合采取 
区域性行动，并且符合世界粮食会议通过的一般性全球政策。 经社会通过一九4

五-------- 九七七牟度的工作方案与各种活动，并建议在执行工作方案时，同其它国

际和区域性组织，特别是粮农组织，在有关方面进行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协调和合 

作 。

104. 经社会注意到执行秘书迄今所作的努力以加强亚太经社会 / 粮农组织 

的联合农业司，并敦促在这方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使农业司能够有效地执行其工 

作方案。 经社会感谢日本政府在一九七五年财政年度继续对这方面提供财政援助， 

同时也感谢其它一些政府在亚太经社会/ 粮农组织联合农业司的各方面活动中所给 

予的合作。

贸易

105. 经社会大体上认可贸易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的报告（E/CN. 1 1 /1 1 8 6 *， 

该报告审查了本区域内外的贸易、 贸易政策和航运与海运费率的最新发展，以及这 

些方面的各种活动。 经社会十分重视目前在总协定下进行的多边贸易谈判，并希 

望上述的谈判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贸易问题，包括东京宣言所指出的发展中

国家在世界贸易所占份额中日益下降的问题。

106. 经社会对总协定代表的发言感到很大兴趣，发言内容是关于展开实质 

性谈判的安排情况，特别是贸易谈判委员会内各小组目前在热带产氟关税、非关 
税措施和农业#方面的工作方案。 经社会指出，经 社 会 将 继 续 同 贸 发 会 议 开 发 计  

划署和总协定合作，向亚太区域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帮助他们搞好筹备工



作 ，使他们能够从谈判中取得最大的利益。 这些援助包括在一九七五年四、五月 

间举办一个技术性的区域讨论会和紧随其后为决策的高级人员举办另一个讨论会。

经社会遇有请求时还会向本区域发展中国家提供咨询服务。

107. 许多代表团指出，若干同本区域国家有关的商品并没有从最近的经济 

繁荣中获得好处。 大多数国家仍然依赖商品的输出。 在贸发会议和粮农组织主 

持下的各种协商中所作的努力，并没有显著地改善商品的价格或其进入市场的机会。 

因此，他们就商品问题提出一个新的一体化办法，并在适当时组织商品联合会或生 

产者协会。 商品联合会应谋求争取既对生产者有利又对消费者公平的价格，着手 

研究、发展和改善这方面的销售分配制度。 经社会又希望，生产国和消费国共同 

努力 ，从事研究这种一体化办法。

108. 经社会欢迎亚洲票据交换联盟的新近成立，感谢伊朗政府提供东道国 

设备，同时希望不久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该联盟。 经社会对日本政府一九七四年 

向秘书处提供专家服务并对日本愿意在一九七五年继续提供这种专家协助，表示赞 

赏 。 经社会认为，应进一步致力于实现更密切的区域性货币合作，因此请秘书处 

加速进行关于成立亚洲储备银行的工作。

109. 经社会赞同亚洲贸易扩展方案内的贸易谈判小组的工作，这为本区域 

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相互进行贸易谈判的机会。 经社会指出，如要在一九七五年完 

成第一个回合的谈判，就必须在国家和区域各级上加紧努力，大力做好技术筹备工 

作 。 经社会强调称，必须援助发展中国家去推进分区域与区域的贸易和经济合作 

的计划。

110. 贸易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对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非互惠及非歧视 

性优惠制，表示了意见。 许多国家在普遍优惠制的讨论中也重申了这种意见。经 

社会欢迎欧洲共同体和日本对优惠制的改善，及加拿大对优惠制的采用。 经社会 

注意到美国采取的立法行动，这个行动将使美国的优惠制约于一九七五年秋天开始 

生效。 经社会又注意到美国代表的发言，说美国当局曾表示反对某些条文的内容9



经社会希望，美国当局尽一切的努力，务求在优惠制生效前把上述的内容删除。

111. 经社会促请优惠给予国家对下列产品放宽其优惠制：属 于 税 则 名 目1 

至 2 4 类的产品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有扩大贸易机会的产品，如纺织、皮革和手工业 
等。

112. 在刚开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发展中国家代表团建议优惠给予国进一 

步减收同他们有关产品的关税，这些产品当然不在例外商品清单之内。 他们建议 

扩大减让性措施，并于必要时，在非互惠的基础上开列新的关税名目加以扩大。他 

们也建议让同某类商品或产品有关的本区域国家提出联合商品清单。 他们又建议 

保持普惠制下的关税优惠差额，如果这是办不到的话，可通过提前执行或扩大限额 

的措施，对普惠制作出相应的改进。 他们一般都建议提前执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的承诺，加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条文，并通过规定有约束力的承诺来充 

实总协定第四编。

113. 经社会建议，应处处鼓励发展中国家根据其自然资源与天赋条件建立 

各种工业。 发展中国家希望，发达国家考虑给予这些产品进入市场的机会，并于 

必要时，向本国工业提供调整性援助，特别是那些手工产品、工艺品和技术需求低 

劳力强度大的工业。

114. 纺织方面，经社会注意到，一些发达国家和本区域一些发展中国家正 

根据多种纤维安排就缔结双边协定进行谈判。

115.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去年扩展得很快的贸易促进中心的活动和贸发会 

议—— 总协定国际贸易中心之间的紧密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贸易促进中心的扩展。 

经社会支持贸易促进中心建立起一个贸易文件股，作为使贸易促进中心发挥充分效 

率的一项必要步骤。 经社会感谢开发计划署及时核可了为贸易文件提供区域性咨 

询服务的项目，这个项目方便该股早日展开全面性业务活动，使本区域国家能够改 

进或开创其国家贸易文件与贸易促进的服务。 经社会建议贸易促进中心应优先著 

手调查同本区域发展中出口国家有关的产品的销售情况，并建议尽量利用本区域各



机构的现有设备和便利。

1 1 6 .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澳大利亚政府于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间向贸 

易促进中心提供贸易促进专家的服务，而日本政府又为贸易促进中心和日本外贸中 

织联合举办的贸易促进讨论会筹措经费。 日本政府所提供的市场研究与专家培训 

的服务也至少会延长一年。 经社会注意到日本政府的声明，说日本政府曾进行一 

项调查，研究能否同亚太经社会合办一个在船上举行的贸易博览会，以便促进东南 

亚国家产品的出口，同时， 日本政府会研究该项目的可行性，并联同秘书处制定实 

际的方案。

117. 经社会强调了航运对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注意 

到亚太经社会航运情报与咨询服务中心所作的工作。 中心去年的活动包括： 推 

动托运人理事会、货运研究小组和货运预定与租船中心的成立、执行航运统计统一 

制 度 （ 溯 ）；分区域航运的统筹办理；航运服务合理化；货物统筹办理；关于 

航线和特定商品的船只选择的研究；和专门性的海事训练。

118. 经社会深切感谢亚太和亚太以外地区各国所提供的大量财政与专家援 

助 ，使中心得以进行这么广泛的活动。 经社会促请加强此等活动。经社会赞赏地 

注意到苏联政府愿意于一九七六年举办关于中央租船与航运预定的讲习班。

119.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向亚太经社会发展中成员国提供优厚条件的贷款， 

帮助他们发展和扩大商船队，同时，更支持亚太经社会航运中心的努力，鼓励在本 

区域的船妈内建造商船队。

120. 经社会注意到在东南运协会成员国间进行的海事训练专家会议所取得 

的成果，该会议是由亚太经社会航运中心安排，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召开的。 天然 

橡胶生产国协会要求航运中心提供更多的援助，以便进行有关天然椽胶与其它同类 

商品的海洋运输问题的研究。经社会对此表示支持。 经社会也注意到航运中心同 

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紧密合作，共同制定分区域航运统筹办法。 经社会促请加强 

亚太经社会航运中心与其它区域和分区域机构，包括商品联合会的合作。



121. 经社会欢迎大韩民国愿意于一九七五年为一系列关于托运人合作的讨 

论会之一担任东道国，也欢迎它将釜山的水手技术训练中心作为是亚太经社会的区 

域性中心，向本区域其它发展中成员国提供训练设备及便利。

122. 经社会获悉，国际仲裁会议在制定贸易方面的典型仲裁规则方面所作 

的努力，经社会对此项发展并表示欢迎。

123. 经社会注意到贸发会议代表的发言，他将第四届贸发会议看成是一个 

解决问题的会议，会议会集中精力处理数量有限，意义重大而又相当明确的贸易与 

发展问题。

124. 经社会有兴趣地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长所提的商品一体化方案。这个 

方案包括下列五个基本部分：国际商品存货办法；用以支助存货费用的共同基金； 

买家与卖家在特定期间，议定的价格范围内所缔订的多边承诺；一个经订正的补偿 

性筹资制度；初级商品加工的新方法。 经社会指出，这种解决商品问题的一体化 

办法并不意味着反对采用单一商品的解决办法，只要这些办法的确可以解决这种问 

题 。 经社会指出，贸发会议商品问题委员会在最近的一届会议上取得一致的看法， 

咸认为贸发会议秘书长的建议为制定全面一体化商品方案的进一步工作提供了有利 

的基础，而且这项工作应成为贸发会议活动的重心。

125. 经社会确认有需要向本区域内陆国家和发展中岛屿国家提供适当的援 

助，同时敦促发达国家与其它国家，以及各国际机构，本着区域合作的精神，全面 

支持和援助他们，寻找解决他们的贸易及转运问题的办法，但要注意有关国家的权 

益。 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虽然确认有需要援助内陆国家，但过境贸易的问题最 

好是通过双边谅解来解决。 在这方面，除了亚太经社会其它成员国间的现有协定 

外 ，经社会还赞扬了阿富汗与伊朗所缔结的新的过境协定。 #

* 阿富汗代表团对这段保留立场。



工业、住房和技术

126. 经社会审议了秘书处关于工业、住房和技术司的活动的第E/CN. 1 1 /  

1 2 0 0 号文件，认可了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度关于这些方面的综合性工作方案。

127. 经社会重申工业在成员国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大多数代表对 

工业化增长的步伐缓慢下来，表示深切关注—— 缓慢下来的主要原因是：价格飞涨、 

原料供应不足、适当外汇的短绌和技术转让的限制。 他们也看到，现有工业生产 

力的未能全部利用，使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所订的工业增长目标的实现更加困难。 

鉴于这种情况，经社会强调说，更需要通过彻底改革国家政策与战略的方针来加强 

本区域的工业努力。

128. 鉴于农用工业与取得“ 绿 色 革 命 ” 的最大利益、创造就业机会和改善农 

村广大人口的生活水平有关，因此，经社会把最主要的重点放在发展和促进这些工 

业上。 经 社 会 欢 迎 “ 审查成立农用工业区域性技术库可能性的特设专家小组会议” 

的报告，报告展现了在本区域内就适合本区域发展中国家和经使用证明成功的技术 

的转让和适应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经社会敦促早日采取行动，执行该报告的主要 

建 议 ，特别是有关组织一个亚太经社会农用工业资料服务处的建议。 农用工业资 

料服务处不但帮助编制清单，同时也帮助认明在特定的农用工业中进行技术或元件 
的转让的需要。一些代表团蜂议，资料服务处可充当技术转让区域网1的一部分，在 

农用工业方面展开有关的活动。 一些代表团也认为，拟设的农用工业服务处应同 

拟设的农业机械中心密切协调，展开工作。

1 2 9 . 鉴于区域间合作对促进本区域农用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和有需要为这种区 

域合作制定一个实际可行的办法，经社会认为，应召开政府间会议，鉴定在农用工 

业方面的具体合作范围，研究成员国间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经社会也建议，在联 

合市场的基础上拟定农用工业的建议，以供审议。



130.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在成立区域性组织以促进农业机械的发展与适应方 

面所取得的进度，并在原则上认可联合特派团报告内的有关建议。 经社会赞同把 

区域性中心设在菲律宾的建议。 经社会欢迎开发计划署决定将经社会指派为项目 

筹备性援助阶段的执行机构。 经社会又要求开发计划署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 8 9 6 (L V I I )号决议指派经社会为项目的执行机构。 经社会也赞赏地注意到，开 

发计划署对项，初步工作所提供的支助，该项目预计在一九七五年三月底开始。

131. 经社会重申第三十届会议的结论，即：有需要建立一个技术转น 的区域

性中心。 经社会赞赏地欢迎印度政府愿意提供东道国设备以成立拟议中的中心，

它又建议执行秘书指派一队区域性专家对在印度设立中心的建议进行可行性研究，

并编制一份综合性的项目报告，交工业、住房和技术问题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审议，

万一不成，则交常设代表委员会审议。 总之，不管怎样，报告都得由经社会第三

十二届会议作出决定。 经社会建议，该中心不但应作有关可用技术的资料交换中

心 ，同时，也要评估它们的费用和是否适合本区域个别国家的条件。 经社会也建

议拟设的中心，从事组织区域性训练服务，主办有关适应、吸收和改善向发达国家 *
和发展中国家借镜的技术的工作和方案。 经社会也强调，该中心应同本区域各研 

究院和大学密切联系，以便吸收最大量的资料，加强国家的能力。

132. 在亚洲工业调查方面，经社会注意到规划人员会议将于一九七五年五月 

举 行 ，审议有关合作的“ 一 揽 子 ” 的建议。 鉴于其重要性，经社会强烈敦促加强 

有关该项目的后继工作。

133. 经社会赞赏外国投资与税务管理问题讨论会的用处。它认为，遵照所在 

国国家政策的外国投资可继续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中发挥有用的，用 。 然 而 ， 

经社会又认为，除非受到明智政策的管制，否则外国资金对工业成长是花费多而且 

没有帮助的。 一些代表强调称，必须有一个讨论会，以研讨和审查本区域发展中 

国家的投资与税务政策。

—34 —



134. 经社会审议了工发组织第二次大会特别筹备会议的报告，并注意到亚太 

区域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长编制的其后并经筹备会议通过以备提交利马大会审议的宣 

言。 一些代表团对宣言作有保留。 经社会注意到，宣言通盘论述到亚太区域所 

面临的各项问题。 并且又认可了宣言的内容，因为它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要求加速 

工业增长步伐的合理愿望。 但 是 ，一些发达国家却对宣言中的若干建议和观念， 

表示保留。 其它一些发达国家认为，总的来说，宣言公正不倚地表达了本区域的 

需 要 ，但他们倒愿当初有机会为宣言的编制作出贡献。

135. 经社会指出，只要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有意义合作制定新的办 

法和措施，就足以矫正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工业化结构、 国际金融贸易方 

面的严重不平衡，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害的工业加工和自然资源的利用。 经社 

会同意通过提高国家的现有和潜在能力，加强努力，使本区域发展中国家能够大大 

增加他们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的份额。 这方 面 ，经社会注意到亚洲及太平洋地 

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部长宣言，宣言指出本地区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的份额，目 

前为百分之二点七；到本世纪终了前应增加至百分之十。 因此，经社会促请各成 

员国尽最大的努力，制定实际可行的政策，以实现以上的目标。

136. 由于宣言代表了发展中国家要开创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共同愿望， 

经社会因此促请各成员国早日采取行动，研讨执行宣言的方法和手段，包括宣言内 

的行动计划和那些同本区域工业计划有关的利马大会建议。 经 社 会 还 建 议 对  

1 9 7 5 -1 9 7 7年度工业与技术方面的综合性工作方案作出必要的调整，使它足以反 

映利马大会的结论，并将这种调整提交给新成立的工业、住房和技术问题委员会在 

一九七五年九月举行的第一届会议上审议。

137. 经社会对执行秘书为成立一个亚太经社会 / 工发组织的联合工业司所采 

取的步骤表示欢迎，这个联合工业司会加强亚太经社会同工发组织之间的合作，并 

使秘书处能够发挥更加有效和积极的作用8 经社会建议，联合工业司应予大力加



强 ，以承担在工业与技术方面日益繁重的任务和责任。

138. 经社会听取了工发组织代表关于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二至二十七日在利马 

召开的第二次工发组织大会的筹备情况的说明。

139. 贸发会议代表说，贸发会议会在技术转让问题上将同亚太经社会密切合 

作 ，并且已成立一个委员会去研究制定一个国际行动守则的可能性，以促进条件宽 

厚的技术转让。 经社会也认为，既然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部长宣言预期制 

成品和半制成品的产量会大量增加，因此，必须更仔细地研究这种增加对贸易的影 

响。

1 4 0 .关于住房、建筑和规划方面， 已组织了一个有关改进标准组件协调与元 

件组成建筑物的巡回讨论会，举办了一个特别着重农村拓居的全面性区域规划和发 

展问题研究旅行以及成立了贫民区及棚户区改善问题咨询小组（咨询小组曾到印度 

伊朗、菲律宾、越南共和国和斯里兰卡进行研究旅行），经社会对此等活动表示赞 

赏。

141. 不 过 ，经社会认为，鉴于住房同工业和人类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及 

住房对发展的好处，应该在这方面进行更精细的工作，特别是注意发展造价低廉的 

住房、农村规划和城市规划。 经社会也敦促大家必须注意有关改善农村住房和重 

新安置棚户区及贫民区居民的项目。 经社会很高兴地知道，一份关于把环境因素 

列入经济及社会发展规划内的手册已编写完毕，并要求尽早分发给各成员国和其它 

国际机构。 经社会也认为，由于环境对工业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因此，应着手 

进行更多同发展中国家在这工作范围内有关的活动。

142.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一九七五年六月在德黑兰举行的人类住区筹备性区 

域会议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 区域性会议为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特别问题，提供 

了有用的互相协商机会，以便在一九七六年温哥华举行的人类住区展览会议（又名 

一九七六年联 合 国 生 态 ）进行重要的政策讨论前，协调他们的立场。



运输和通信

143. 除有关议程项目7 下审议的航运职权范围草案外，经社会通过了运输和 

通信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的报告及其工作方案（E/CN. 1 1 /1 1  93 ) 。

144. 经社会欢迎继续对国家运输发展计划和方案进行定期而具分析性的审查， 

并特别注意到各种运输方式同投资决定的相互协调和相互补足的问题。 运输政策 

和国家财富之间的关系必须平衡和对称。 经社会又认为，在整个运输部门的基层 

结构设施和各种运输方式之间，必须根据经济、社会和财政可行性的因素，将政府 

的资源和援助加以公平分配，以便用最低的费用就满足一个国家的全部运输需要。

145. 经社会鉴于铁路交通的日益重要，特别是在目前的能源情况下，所以认 

识到有必要执行各种方案，以便进行铁路系统、路轨和机车，包括铁路全部车辆的 

修复、现代化和加建的工作。

146. 经社会注意到，法国打算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和一九七七年为本区域分 

别举办关于柴油机车和汽轮机车及关于近郊和城市运输的讨论研究旅行，而苏联也 

打算在一九七五年举办有关训练工程师与技术人员以及在铁路运输方面设立科学研 

究的方法的讨论研究旅行。 日本也愿意在一九七五会计年度举办另一个关于路轨 

修复、建筑和养护的铁路讨论研究旅行。

147. 印度、 日本和苏联政府以及国际铁路联合会对本区域一般的铁路研究问 

题已提供了慷慨的援助。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 日本曾发起一个实地视察团，到 

孟加拉国和泰国鉴定有关铁路的研究问题。 如果效果令人满意，日本还筹备于一 

九七五年向其它国家再派遣几名专家。 经社会注意到印度愿意参加铁路研究专家 

联合巡回视察团。 印度铁路研究、设计和标准组织，在设计研究和发展、服务工 

程和检查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它们在本区域内外的其它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若 

干次调查，为了建造新的铁路线，并提供各种咨询服务，包括关于增加速度的可行



性研究。经社会希望，新成立的印度铁路咨询组织向本区域铁路管理当局提供援助。 

经社会注意到各种关于改善操作和养护的技术经济研究，特别是克服能源危机的措 

施 ，因此强调有需要进行研究，评估铁路当局在实际操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同时，

订出更多的研究范围，来确保可以用微少的开支而又最适度地利用现有的资源。

148.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开发计划署对横贯亚洲铁路计划项目提供的技术 

支 援 ，并希望这些支援在1 9 7 7 -1981 年第二个国家间计划周期中予以继续和扩大。 

经社会感谢日本对大喀拉嗤地区的铁路电气化问题进行了调 查 ，这个调查已告完成。 

它还感谢日本表示愿意每年派一两个调查队调查各项铁路项目，加强同本地区有关 

国家的合作。 但亚太经社会必须协调调查计划同受援国间的关系。

149. 经社会核可了运输和通信委员会提议的横贯亚洲铁路的十七个分项目。 

经社会注意到，其中一个分项目是关于改建和延长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铁路连接线， 

应尼泊尔王国政府的要求，这项工程的初步调查已于一九七一年完成。 最后，将 

视有关政府的要求和同意，决定由双方或者由亚太经社会就这工程展开进一步的行 

动。

150. 经社会认可了阿富汗的援助要求，不但要在阿富汗进行详细的研究和调 

查 ，同时也实际修复残缺的连接线和铺设岔路轨。

151. 经社会欢迎把下列方面的讲习班列入1975 -1 9 7 7 年的工作方案内：⑻ 

支路和农村运输的经济与工程问题；（b* 人行道设计和其它有关事项；和 （ c*交通 

工程和高速公路的安全，以及有关改进农村公路运输的运送量和使用效率的研究。 

经社会强调说，为了解决粮食和农业方面的问题，有需要提供援助，去改善和扩大 

支路系统。 同时，更需要发展技术，以利用当地现有的资源和劳力密集的技巧， 

修筑廉价的全天候公路，并提高它们的使用效率。

152. 经社会对进行中的实地调查研究，表示欢迎。这些调查研究是关于：亚 

洲高速公路西部地区乘客和货物的国际公路运输的技术经济情况；制定行政措施和



规则；扫除造成交通阻塞的障碍。有倾向显示，这个分区内各国的交通可能会日益 

频繁 ，这些研究因而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153. 经社会认为，既使亚洲高速公路项目同运输和通信委员会合并在一起， 

仍须提供长期性援助，促进高速公路项目的发展。

154. 经社会注意到在航运、港口、集箱化和内陆水运方面所作的工作，这些 

工作是为了发展国家商船队，提高它们的作业效率，和对本区域的水路交通实行驳 

船运载制度。 在新的经济秩序的范畴内，必须发展本区域国家内的航运设施，以 

赚取并节省难得的外汇，同时也促进航运方面的卫星工业的发展。 在这方面，有 

些代表团认为，如果单独成立一个航运委员会，这些目标也许会更好地实现。 国 

家航运公司也受到鼓励，在发展航运业务，包括它们国家的航运处理方面，发挥全 

面的作用，这亦包括向他们的国民提供训练在内。 经社会注意到印度打算早曰签 

署和批准联合国班轮公会行动守则公约，并希望其它国家把它作为优先事项，采取 

同样的行动。

155. 菲律宾制定了一个十年期的海运业发展计划，为他的海洋工业订下了综 

合而合理的发展蓝图，这些工业包括岛屿间航运业务、造船业和人力训练。 为了 

支助这项计划，菲律宾又制订另一个造船业计划，准备本国建造3 3 4 条 船 ，这个 

计划的目标是要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四年这十年内提供航运需要的百分之三十三 

由于牵连到重大的投资，因此，就制定了一个以外国借款和当地财源为基础的投资 

计 划 ，根据目前或预测的国民经济的需要，对岛屿间和远洋船只进行合理的替换。

156. 经社会注意到， 已为提高港口作业效率提供了咨询服务，包括制定基本 

的港口绩效指示数据和使港口关税制度的合理化。 经社会敦促恢复区域性疏浚咨 

询服务，帮助成员国解决港口疏浚的种种问题以及使用中的挖泥船的调动和绩效。 

经社会感激地注意到，荷兰愿意用它拨给亚太经社会的款项来资助一个疏浚队。经 

社会还希望其它发达国家也向这支疏浚队提供更多的专家。 经社会敦促受援国指



派它们的专家从事促进技术的转让。

157. 经社会希望，向本区域成员国提供援助，以促进其内陆水运的发展。 

经社会在这方面注意到，印度打算通过增加和更换拖船与平底船，来扩大中央内陆 

水运公司的船队。

158. 经社会对联合王国通过国际贸易程序简化委员会提供一名专家，表示 

感谢8 这位专家将访问本区域的一些国家，以推动全国促进委员会的成立和提供有 

关文件简化的援助。 经社会也对联合王国愿意就文件整理、基本自动化数据的处 

理和传送标准等事项考虑给予援助，表示感谢。 经社会希望本区域建立全国促进 

机 构 ，在区域性促进努力的范畴内，最有利地使用它们的建议和制定独特的国家解 

决办法。

159. 经社会注意到，已计划编制有关下列方面的具体研究：拟定国家旅游业 

总计划的方针，筹措旅游业发展方案的经费和加强国家旅游组织在工业发展中作用 

的必要措施。 鉴于旅游业对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愈益发生重要作用，经社会 

因此促请加紧努力，执行旅游业方面的计划，包括国家、分区域和区域各级上的专 

业训练援助。 经社会有兴趣地注意到，’ 已建议提供援助，去推动促进性与销售方 

案间的协调和评估旅游业对本区域各国所产生的经济、文化和生态影响9

160. 经社会注意到本区域在电信方面所达成的迅速进展，并对国际电信联盟 

和亚太经社会扩大其向本区域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技术援助，表示赞赏。 不 过 ， 

由于到处通货膨胀，而电信部门在发展战略中的作用又愈益重要，因此，经社会认 

为 ，本区域国家在其发展规划中应给予这部门以极高的优先次序和更多的拨款。经 

社会认为，国际电信联盟和亚太经社会应继续在规划与管理方面提供必要的技术援 

助 ，特别是采用为促进各种服务不断增加的电信需要所必需的新的技术改良，这些 

服务包括民用航空、广播、旅游事业、报纸、 电视转播和数据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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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在国际电信联盟和开发计划署的援助下，本区域的十五个国家已成立 

国家训练中心。 经社会认为，这类援助应予提供，以便在其他如孟加拉国、缅甸 

和高棉共和国等国家成立同样的中心。 经社会对印度愿意借一所高级训练中心向 

本区域国家提供训练便利，表示赞赏。 该中心在德里附近，是最近在开发计划署 

国别计划下设立的。 经社会继而强调称，举办有关最新技术的讨论会，是急不容 

缓的，而且，也有需要通过开发计划署国别和国家间方案来扩大研究金的计划。.

162. 经社会注意到，通过亚太经社会Z 国际电信联盟股向本区域十四个参加 

国家提供的援助和协调，在执行亚洲电信网上取得了进展，这些援助使电信网的工 

作能于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完成。 经社会感谢印度和伊朗为促使通信网分别 

扩展至斯里兰卡和阿富汗两国所提供的双边援助，特别是为这两个国家通信网的各 

种线路提供经费，这些线路是：哥伦布至马杜赖的微波线路，喀布尔一坎大哈一赫 

拉特和贾拉拉巴德一达尔豪谢的微波与对流层散射线路，在这方面， 日本提供了两 

名专家。

163. 经社会赞同早日成立亚洲电信共同体， 以便成功地操作本区域的电信网， 

协调本区域将来的电信发展和解决那些可在区域基础上处理的电信问题。 经社会 

敦促依照方案的时间表，在一九七六年年初制定电信共同体观章。 经社会对泰国 

愿意向电信共同体提供东道国设施，表示感谢。

164. 经社会认可了下列方面的项目：（a*关于长期扩大和发展本区域国际电信 

以包括采用不同的传送媒介和现代技术的协调的可行性研究；)b*同南太平洋经济合 

作局密切协调的南太平洋地区训练计划；)c*液太平洋岛屿国家建立电信设施的可行 

性调查；和⑹帮助本区域发展无线电和电视广播的设施。

165. 经社会强调称，一俟电信网和上面一段所提到的其它项目完成，本区域 

各国必须迫切地改善他们国内的通信网，把同样的设施普及至农村地区。

166. 鉴于这些项目完成后技术援助的需求会随以扩大，经社会请大家注意， 

亚太经社会/ 国际电信联盟股必须至少维持在目前的水平上。



167. 经社会注意到菲律宾的下列要求：将国际电信联盟 / 开发计划署的菲律 

宾训练计划展延五年和在微波调查和对流层散射系统试验方面特别是由日本政府提 

供专 家 。它也注意到菲律宾关于为亚太地区进行海底同轴电缆系统调查的建议。

168. 经社会对万国邮盟和区域性邮政专家向本区域国家提供援助，促进他们 

邮政服务的发展和现代化，表示赞赏。 经社会赞同按照通信委员会的建议，通过 

提供额外的专家，来继续进行并加强区域性咨询服务。 它也建议，象亚太经社会/  

国际电信联盟股一样，将这些服务作为亚太经社会Z 万国邮盟股予以制度化，并且 

满意地注意到，万国邮盟正审慎地考虑成立这样的一个股。 作为一种临时措 施 ， 

经社会欢迎万国邮盟所提出的由亚太经社会与万国邮盟的有关高级工作人员定期举 

行会议的建议，以便在亚太经社会的工作方案范围内制定或修正万国邮盟的行动计 
划 。

169. 经社会认可就设立下列机构进行事先可行性预测的研究的建议：区域研 

究调查与发展中心、 区域性邮政数据库和区域性高级管理训练研究院。

170. 经社会赞同成立一个共同邮政€ 以制定共同的邮率、航空邮率、装卸费 

和过境费，改善邮件的派发和共同邮政关税联系的合作。 经社会注意到，由本区 

域十个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组成的亚洲一大洋洲邮政联盟也是为了要向本区域提 供 共  

同的邮政服务。

人口

171. 经社会审议了秘书处在人口方面的活动，这些活动叙述在有关人口活动 

的报告内 ) E / C N . 1 1 / l .4 1 4 *。 经社会强调了人口、经济与社会因素在发展中 

的相互关系，并确认到只有把人口部分当作社会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中 

牵涉到特别在农村地区提高妇女与青年的地位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变革—— 才可以成 

功地推行积极的人口政策，减低偏高的生育率。 经社会指出，积极的人口政策是 

由各国根据其国家需要和目标来决定的，不应受到外来的限制，并充分地照顾到人 

口的全面参与。



172. 除了急剧的人口增长外，还提到其它的问题，其中包括：人口的分布区 

域不均和不受控制的内部迁移的有关问题；由于对青少年年龄特别加权的结构所引 

起的各种困难；和缺乏适当的人口数据，而这些数据又被认为是有效的发展规划所 

必需的。

173. 经社会活动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的范围和重要性以及为帮助解决这些问 

题而作出的努力都获得了注视。 虽然，一 九 七 五 至 一 九 七 七 年 度 人 口 方 面 的 工  

作计划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是，有人仍就特定活动的计划方针和改善办法提出若 

干建设性的建议。

174. 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和亚太区域的人口发展战略特别注重到在一体化发展 

过程内处理人口政策和计划所遇到的复杂性。 这方面，有人建议亚太经社会的任 

务应包括：⑷根据各国要求，帮助他们制定人口政策和推动行动计划，（5*根据要求， 

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制定和执行各个计划，和⑹定期审查各种政策和计划。

175. 在计划发展方面， 已注意到面向政策的研究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必须从 

效能、公 平 和 “ 副 作 用 ” 方面去研究怎样把计划生育结合到发展中去。

176. 经社会认为，更多的注意力应放在面向行动或业务性的研究上，包括人 

力的人口因素、粮食与营养的人口因素、和生育与计划生育行为的动机成分。进行 

所有这些活动时，应同联合国系统其它部门密切合作，以便避免重复，保证最充分 

地利用现有的有限资源。 经社会注意到有进一步改进数据收集办法的需要，也注 

意到人口司和统计司有采取联合行动的需要，来决定怎样在本区域内应用各种技术， 

以便从不完整但重要的数据中估计各种人口的变数。

177. 虽然研究人口因素在靓划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了欢迎7 但有人还建 

议亚太经社会同那些制定各种同研究有关的模式的专门机构合作，并利用最近可查 

的户口数据，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微观的层面。

178. 经社会也强调收集、交换和传播资料的必要性，为了这些工作需要在国 

家和区域各级上有适当的交换所和资料服务。 为了方便更广泛地交换资料和交流 

经验，应鼓励翻译有关人口问题的重要资料。



179. 有人对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方面进行训练的重要性以及短期训练课程的用 

处发表了意见。 有人也提到利用最新的技术和设备去改进印度孟买的国际人口研 

究院的人口训练设施，是很重要的。 自该研究院在一九五七年成立以来，使联合国 

的研究员能够利用这种训练设施，印度政府已使来自本区域十六个国家的近50銘  

人口学家受过训练。

180. 经社会对人口基金和各国政府对区域性活动所给予的支持，表示赞赏， 

并对它们愿望日后提供援助，表示欢迎。 澳大利亚政府表示会继续通过亚太经社 

会及其它国际机构，和通过亚太经社会的双边计划来支助区域性人口研究。 法国 

政府会继续向亚太经社会提供一名人口专家,帮助拟定国别的专题报告，并会提供一 

些专家，充当短期训练课程的训练教员。 日本政府提供了 一名专冢去帮助分析人 

力的人口因素。 日本政府还成立一个国家专家委员会，通过该委员会向亚太经社 

会提供人口资料的英文译本。 曾主办过关于迁移数据分析的区域性训练课程的马 

来西亚政府，对提供这方面的更多援助，表示感到兴趣，不过这种援助当然要看有 

多少可用的资源而定。 苏联政府由于注意到人口统计训练的需要，因而宣布随时 

愿意提供这方面的援助。

统计

181. 经社会在审议本区域的统计发展时，面前有统计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报 

告 （E/CN. 1 1 /1 1 9 1 *。

182.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统计方面的活动（包括举办各种会议、讨论会和训 

练 课 程 ），大大地有助于改进他们的统计制度。

183. 虽然统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已最后订定并得ล ี经社会第三十届会议的核 

可，但是经社会没有根据亚洲统计人员会议第十二届会议的要求征求统计委员会的 

意见，因此，经社会建议统计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参照在此期间所取得的经验，审议 

其职权范围。



1 8 4 .经社会认识到，缺乏航运统计数字是制定航运与港口政策的主要阻碍。 

经 社 会 认 为 L,2 计划是在合理费用下取得所需的统计数字的最好方法，并建议继续 

将 L ,  2 计划作为秘书处工作方案的优先部分之一。

1 8 5 ,经社会赞同统计委员会的看法，认为由联合国统计处所编制的基本能源 

统计表，为说明这种数据提供了有用的起点。 经社会欢迎统计委员会有关编制一 

份手册的建议，这份手册将载列秘书处同能源专家咨商后所订定的一切有关定义。

1 8 6 » 由 于 认 识 到 有 需 要 开 始 行 动 ，建立一个关于环境统计学的适当的统 

计架构，经社会赞同统计委员会的看法，确 认 “ 按步就班的办法” 是发展环境统计 

学最适切的办法。 经社会促使各国根据这个方向开展行动。

1 8 7 .由于认识到统计业务中机密性问题的重要性，经社会同意统计委员会的 

看 法 ，即 ：虽然广泛地传播和采用收集到的数据显然是需要的，但 是 ，统计机构却 

必须保护有关个别回答者的机密资料。

18' 鉴于亚太区域就业问题的重要性，经社会建议本区域目前还没有组织劳 

动力调查的发展中国家作出必要的安排，以便定期组织这种调查。

189, 经社会对缺乏必要的基金去组织各个工作小组表示关注。 鉴于这种会 

议可以使许多专家聚集一堂，交换意见和经验，从而产生有用的作用，经社会敦促 

提供必要的拨款去组织这些会议。 经社会强烈地敦促加强各种咨询服务，特别是 

抽样和经济与社会统计方面的服务。

190, 鉴于在新的会议表下，统计委员会每两年才开会一次，经社会认可了统 

计委员会的建议，即由执行秘书组织一个小型的政府间工作小组，至少在任何两届 

会议之间开会一次，审查本区域各国以及秘书处的统计发展活动。 但 是 ，另一个 

意见却认为，只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才应成立工作小组声执行工作方案所订下 

的特定项目或计划。

191，经社会对伊朗政府愿意担任一九七六年举行的统计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 

东道国表示赞赏，并予以接受。



自然资源

1 9 2 ,  经社会审议了自然资源委员会第一届会谈的报告（E / CN. 11/ 1 1 8 2 )  

及文件：《审议自然资源领域上的活动：能、水和矿物（E/CN.11/11P5和 Add.1 ) 》 

并对各项建议以及在E/ CN. 1 1 /L .  4 1 3 号文件（第 1 4 - 2 0 ,  8 3 - 9 2 页）中摘要 

载述的拟议工作方案表示赞同。

1 9 3 ,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在自然资源的调查、开发和管理方面已进行了广 

泛的活动。 本区大多数国家都拥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其有计划的开发，一般 

对国家湘区域发展而言，是有着根本重要性的。 一方面各国主权应受到尊重，但 

为适当使用资源和迅速有效地转让与方案相关的技术，合作努力也是必要的。 由 

于本区内外各国、开发计划署和其他机关巨额的预算外援助，在达成目标方面， 已 

有了有益的进 展 。 曾提请各国注意，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加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包括提供训练活动和场合，以交换资料和经验。

1 9 4 , 经社会认识到监测区域水资源的开发情况需要适当而且一致的资料，因 

而对自然资源委员会的提议表示赞同， 自然资源委员会认为水事部门的工作方案中 

应 列 — 项关于改进水资源统计资料汇编和报告的项目。 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代表 

表示愿协助该项活动。

1 9 5 , 经社会注意到自然资源委员会对地面和地下水的联合管理的审议造成了 

对该一事项的两点行动建议：（a )洛成员国特别注意其水资源有限的河流盆地，以应 

用联合管理地面和地下水资源的原则和技术，求得最适当的开发；（b*在适当时期召 

开一次地面和地下水联合管理讨论会。 大家认识到这种活动可以促使水的管理较 

为完善，并且希望拟议的讨论会将在其工作中谈到资料的收集和适当贮存，以及所 

获资料的准确程度。

1 9 6 , 经社会感谢印度尼西亚政府为将于一九七七年召开的第三届三角洲地区



开发座谈会提供东道设施，感谢荷兰政府为该座谈会、水资源开发方面的社会及非 

经济因素座谈会、水文学和水资源规划方面运用电子计算机巡回讨论会，提供技术 

和财务援助。

197. 经社会知道了将于一九七七年召开的联合国水事会议的拟议区域筹备方 

案的重要性和意义，并且知道了该筹备方案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影响会议的一个机会 

后，通过了拟议的方案，包括于一九七六年召开一个特设政府间区域筹备会议在内 

有人说，选定的各国专家在适当咨商支助下召开会议，是会产生有益的结果的。

198.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气象组织Z 亚太经社会合设热带气旋专家小组在 

减少气旋灾害的努力方面的工作。 它赞同气象组织/ 亚太经社会合设热带气旋专 

家小组第二届会议的建议，认为亚太经社会应斟酌情形，同气象组织和红十字会联 

盟合作：)a*提供指导和其他援助，在选定进行试验的河流盆地设立洪水预报和警报 

系统，)b*拟出指导准则，组织有效的防灾系统，（C*在一九七五年组织一个社区作好 

准备和防灾区域讨论会，)d*在成员国要求下，完成共同视察社区作好准备和防灾计 

划，)e*拟订一项计划，以备提送开发计划署，其中包括专家服务、奖学金和有限的 

设备。 经社会很高兴获知荷兰政府已批准经费，征聘一名专家，充任专家小组秘 

书处的核心。

199. 印度代表提请大家注意拟议的区域季候风实验计划，那个计划将于一九

七八---------九七九年进行，作为全球大气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他并促请亚太经社会

成员国在实验中发挥积极作用，因为季候风对本区许多国家关系至为重要。

200.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能源领域活动的主要重点在创设一个综合方案，以 

进行能源的调查、 开发和管理工作。

201. 大家很关心地注意到有关能源开发初步视察团进度的一个简短报告，这 

一个视察团于一九七五年二月完成其为期将近二个月访问八个国家的视察工作。

显然的，整体着手开发能源的概念已为大家所普遍接受，大家应该利用种种方式去



兢励这种处理方法。 因此有人表示支持秘书处的构想，寻求开发计划署的财政援 

助 ，派遣一个小队到愿接受援助的国家协助规划它们能源的调查、 开发和管理工作 

为期二、 三个月。 在此同时，有人希望及早注意协助预先研究任何可视为与整体 

能源计划一致的计划项目是否能够实行。

202, 经社会还关切地注意到各国进行的风、太阳能和生物气体的开发情形。 

有人强调开发这些及其他非传统性资源，诸如地热能的重要性。 他们并且强调区 

域水力发电的开发潜能。 大家注意到各种形式的能源的研究和开发需要国家间的 

合 作 ，并且需要由亚太经社会来促进这项合作。

203, 经社会对地质和矿物资源的开发方面的进展，表示满意。

204,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区域矿物分布图的再版草案已緣完成阶段。 这 

一分布图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拟订并执行其矿物开采方粟。 关于那点，经社会关 

心地注意到一项报导说：苏联已完成欧洲和亚洲地质数据的汇编工作，并将于一九 

七五年出版一个五百万分之一比例的欧亚地质学地图。 亚洲水文地质学数据的汇 

編和分析也已完成，并 出 版 有 《亚洲水文地质学》专论 。 正在编订亚太经社会区 

域第四纪矿藏和同一比例的水文地质学地图。

205, 经社会同意，由于第九届世界石油大会将于一九七五年五月在东京举行, 

原订于一九七六年举行的第五届亚太经社会石油座谈会就应延迟至一九七七年举行, 

它很感谢印度尼西亚政府再次表示它愿意担任座谈会的东道国，并希望开发计划署 

同意提供财政支助，助成发展中成员国家的参与，而且寿供适当专冢蚕与的经费。

206, 经社会满意地注惠到，与成立东南亚砀矿研究和开发中心最有关糸的三 

国均录示想按照计划，于一九七五年三月底丽签署协议和项目文仵，并于最近的将 

来 1 最后选定一名适当的项目管理员。

207, 经社会很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日本和荷兰三国政府为区域矿物资源 
开发中心提供专家。 目前有三名专家任职于曼谷，第四名将于一九七五年三月初



抵达。 经社会注意到在为期约两年的过渡期间把中心迁到万隆之事取决于亚太经 

社会和印度尼西亚政府间的最后协议，而表示希望协议早日达成，中心尽快迁到万 

隆。

208. 印度尼西亚代表除提供东道设施外，愿意提供当地币值等于2, 5 0 0 美 

元的数额，供中心业务开支之用。 日本代表说，在议会批准下，该国将于一九七 

五会计年度提供十万美元的数额，主要用 于 其政府提供专家，并且帮助支付其他费 

用 。 印度代表也宣布其政府在原则上已同意认捐一笔钱，祺中心业务开支之用。

209. 渙大利亚、 印度、美国和苏联的代表们再次肯定他们先前所提，愿以提 

供专家服务的方式，来支持中心。

210. 经社会很感谢各有关国家政府慷慨提供援助。 在此同时，它敦促想使 

用中心服务的区域发展中国家尽快认捐现金，不再迟延，因为需要这些捐款帮助支 

付业务费用。

211. 经社会注意到已采取了行动，寻求开发计划署的财务支持，以期在国际 

上为中心征聘一名协调员兼项目管埋员；同时，经社会也注意到想要寻求开发计划署 

对整个项目的支持的意向。

212 . 经社会注意到自从导致中心的成立的初步调查以来，匆匆已有三年多， 

因而赞同这一提议：代埋协调员兼项目管埋员如果及时任命，则他应协同亚太经社 

会一名工作人员，视察区域各有关国家，重新评价各国的需要。 在此同时，将讨 

论中心法规草案，并斟酌情形，审查各国对中心业务费用的可能认捐款额，以求较 

好地进行规划。 经社会同意可能于一九七五年召开一次政府间会议，审议中心的 

法规草案和业务计划，那个草案和计划是参照视察备确关国家时所举行的讨论结果 

修正过的。

213. 经社会认识到许多国象越来越关心便用与地球资源卫星笮关的遥测设备 

因而赞同这一提议：秘书处设法获得三万美元预算外经费，来进行一项研究，决定



能否设立一个区域性遥测设备，接受并发布地球资源卫星数据。 有人提到，这一 

研究将协同联合国自然资源中心、 能和运输、 外层空间事务司及其他适当机关，共 

同规划进行。

214. 澳大利亚政府表示愿意考虑在任何自然资源开发方面的援助要求，联合 

王国政府表示愿意考虑在拟议的讨会方面产生的短期技术援助的任何要求，大家 

满意地注意到这两项提议。

215. 教科文组织代表说，在有着相互利害关系的各方面，均与亚太经社会维 

持了有效的联系。 该组织将帮助水文地质学地图册的工作，并讨论水资源方面的 

其他可能合作领域。 教科文组织将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安排一次关于能源技术的 

国际性会议，以辨别出可以采取国际行动的领域，解决有关利用一些比较不太传统 

性的资源的科学问题。 还计划于一九七六年在南亚成立一个区域性热能和质量传 

送 中心。 教科文组织已和日本政府合作，在九州大学开办了一系列关于地热能的 

训练班。

216. 教科文组织继续同亚太经社会在地质测量和地层关系方面进行合作，并 

计划合作进行地质和地球物理学方面的训练方案和设备研究，为这一领域未来方案 

提供基础。 教科文组织提议，它可以给该组织雅加达区域办畢处提供支助和服务 

协助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在发展阶段的工作，

217. 在自然灾害领域方面，教科文组织正在买施或正在规划一些方菜， 目的 

在于促进研究为地球物理源由的自然灾害，如地晨和火山爆发，以及这类灾署的防 

护方法；这些方案包括在东南亚发展一个由开发甘划署筹供资金的地震网, 勘查地 

震和地震结构，于一九七六年三月召开一次关子地震危险的评价及减少危险的会议。



技术合作

218. 在技术合作領域上，对于把开发计划署筹资办理的计划的执行机构职能 

授与亚太经社会的发展，经社会深表兴趣。 经社会对其第144 )X X X * 号决议和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 8 9 6 )L V I I * 号决议在这方面显然未获充分执行一事，表示 

关心，据报导，总部的一个研究小组正在调查经常开支经费的分配问题。 经社会 

强调应迅速保证把执行区域性计划的执行机构职能授与亚太经社会，特别是在优先 

部门方面，同时把执行这些计划的方式加以适当的划分，包括由委员会适当地分摊 

一部分经常费用。

219. 有人提到通过亚太经社会提供的技术合作量在一九七四年有了进一步的 

增加。 一些代表团提请大家注意，迫切需要加强处理技术合作的行政机构。 有 

些代表团认为，指定亚太经社会为执行机构应限于在当时认为属于联合国技术合作 

处范围内的计划，而不应把专门机构所处理的范围列入。 一国代表团认为，办理 

技术合作活动的权力应该分给开发计划署常驻代表担负，重点应放在国别方案上。

220. 技术合作的一般论题进一步引起了各 国代表团各种不同的评议，那些论 

题可以略述如下： （a *最好由区域各国通过双边或如亚太经社会的多边机关，提供 

奖学金或专门知识，来进行技术合作交流； （b *捐赠国可能认捐一些预算外款项， 

在适当情形下，资助本区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 （C*通过专家和奖学金的方式 

进行技术合作的现有制度是否有效的问题，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些方式已经过时；

)d * 可否用技术合作，沟通现有技术差距； （e *有结构、面向行动而且大规模的预 

算外项目同讨论会、讲习班、训练班和奖学金的影响相较的价值； （f * 建立机构并 

发展全国性专门知识的需要； （g *常驻代表咨询委员会利用亚太经社会技术合作管 

理程序的一项研究， 以及利用亚太经社会一个可能的技术合作委员会。

221. 经社会感谢开发计划署用于该区域的资源日渐增加，这可由最近个别国



家和整个区域的指示性规划数字中显示出来。 经社会感谢捐赠国继续并且有时还 

增加的预算外支援。 一些捐赠国的代表团简单扼要地谈了它们的捐款，以及它们 

准备在未来资助的活动类别，包括从加强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到组织讨论会和训练班 

颁授奖学金和提供专门知识等。

发展事业的行政

222 .经社会收到供其审议的一个文件：审议发展事业行政方面的活动（E /

C N .1 1 /1 1 9 4 *。

223. 经社会批准了在发展事业的行政方面的工作方案，满意地注意到为帮助 

国家行政系统而作出的努力，其目的是要参照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日益复杂的要求 

去改善它们的能力。

224. 有人提到经济和社会改变的要求是需要有一个能响应新需要的管理制度 

并且鉴于各国政府责任日益重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公务人员必须拥 

有必要的知识、技能和适当的态度。

225. 经社会忆及其关于辨明区域优先事项的决定和决议，在综合而紧密的架 

构中工作方案的重新拟订，以及其结构的调整，以便它更好地适应亚太经社会区域 

各国的需要，并且促进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而强调区域努力和国家一级努力 

有相互关系，在这些国家行政机构中需要有相当的改变。

226. 就此，经社会强调，亚太经社会在帮助区域各国改进它们全面行政和管 

理能力方面，必须发挥重要作用，并且敦促对此事应给予适当的优先考虑，并提供 

资源， 以制定扩大的训练、咨询服务和研究综合方案。

227. 经社会虽然赞同目前在该方面的活动，但建议扩大的方案重点应放在本 

区发展中国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和岛屿国家的行政和管理需要上。 为



此目的，它注意到本区一些国家，包括印度和菲律宾在内，将欢迎在针对制度和人 
发屉以及加强本区发展中国家行政和管理能力的计划项目和方案方面，同亚太经

社会进行合作。

228. 关于方案内容，经社会欢迎训练发展行政培训人员的方案：并且表示感 

谢荷兰政府慷慨捐赠亚太经社会奖学金基金，这一基金使得该方案的执行得以实现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一九七四年与菲律宾大学联合举办的训练培训人员的方案，而

批准了拟议的一九七五--------- 九七六年方案，在分区域基础上，与亚洲发展事业行

政中心联合在印度尼西亚和伊朗进行。 鉴于方案的重要性，它希望荷兰政府将和 

已往一样，继续给予支持。

229. 经社会注意到大家对本区当地政府的问题的注意，并且特别注意到亚太 

经社会/ 国际地方当局联盟的地方政府财政区域讨论会，这一讨论会是在协同国际 

地方当局联盟以及获有联合国总部、亚洲发展事业行政中心、德国国际开发基金会 

和国际地方信贷中心的技术投入下组织起来的。 它并满意地注意到马来西亚政府 

的慷慨捐献，该国政府为讨论会的东道国，还注意到荷兰政府的财政支助。

230. 经社会赞同要在一九七六年举行的地方政府人事制度讨论会，那个讨论 

会的目的是要就地方政府在全国发展上所担负的日新月异的任务，去审查地方政府 

.人事制度和政策的种种不同问题，希望能为个别工作人员拟出系统化的训练方案。

231. 经社会注意到在本区发展事业行政方面，公共企业部门取得了重要地位、 

并且赞同拟于一九七五年举行的有关在这类企业中使用管理技术的区域性讲习班 /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德国国际发展基金会给予那个计划项目的慷慨的财政支助。

232.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向伊朗、马尔代夫、 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政府 

和全国性机构提供的咨询服务和援助，这些援助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行政能力，支持 

各国的发展努力。 经社会敦促加强这类服务和援助，并增加资源。



233. 经社会赞同在计划执行方面所拟议的活动，该活动将于一九七五年开始， 

研究执行发展计划的行政问题，特别是关于农业部门方面的问题。

234. 经社会欢迎在下列部门方面，向亚洲发展事业行政中心提供的支助：

) a * 管理发展的机构， ) b *农村发展的政策和方案；经社会并建议继续同各区域机 

构进行合作。

关于主要区域计划项目的进度报告

湄公河下游盆地勘察工作协调委员会

235. 经社会审查了湄公河下游盆地勘察工作协调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并且听 

取了湄公河委员会主席及委员们和委员会执行干事的发言。

236. 湄公河委员会和滨河国家，尽管盆地部分地区情况困难，上一年内仍旧 

取得了成 就 ，一些代表对此表示称赞，并且称赞在不同领域许多计划项目上所作出 

的不断进展，包括实施南娥第二期水力发电工程、 巴蒙最大限度利用和下游作用研 

究、航运改善、农业发展、渔业、矿物勘探、公共卫生、环境问题研究等。 经社 

会注意到，在其本届会议中，湄公河委员会已批准了在老挝执行两项有很大社会意 

义的计划项目的提案：控制血吸虫病和南娥重新安居计划项目。 法国代表宣布捐 

给 南 娥 计 划 项 目 新 赠 款 10万 美 元 ，那个计划项目也是设在老挝，这笔赠款将列入 

早期从澳大利亚、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日本、荷兰、 新西兰、联合 

王国和美国所获得的认捐贷款或赠款2430万美元之中。

237.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湄公河委员会对可以对农村社区迅速产生直接重大 

利益的小规模计划项目特别注意，同时继续研究并规划将在长时间内兴建的大规模 

计划项目、主要的发电、灌溉、 防洪计划和其他利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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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 经社会进一步注意到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一九七四年曾批准了滨 

河国家湄公河下游盆地农垦计划项目的贷款，并且注意到最近又有六个这类计划项 

目的文件和审查备忘录已经完成，其中包括在本年度内寻求必要的财政资助的计划

239. 经社会获悉许多合作国家、联合国及其机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 

和私人基金会在令人鼓舞的程度上，对湄公河委员会给予继续支持；双边专家人数 

有显著的增加，由各合作国家向湄公河委员会提供了这些专家的服务、

240. 经社会对各合作国家所作许多支持和继续提供协助的表示，十分欢迎， 

并注意到湄公河委员会已接受这类协助的提供，而且还授权其执行干事作必要的伃 

细安排。

亚洲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

)岸 外 联 勘 协 委 会 ）

241. 经社会收到岸外联勘协委会关于其第十一次会议的报告(E / C N . 1 1 / L

. 4 0 6 * ,其技术咨询小组关于其第十次会议的报告，以及在岸外联勘协委会和政 

府间海事委员会联合主持下，协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际海洋勘探十年办事处举 

行的东亚和东南亚矿成因和构造地质学型式讲习班的报告。

242. 经社会认识到岸外联勘协委会自一九六六年成立以来，在东亚和东南亚 

勘察和探测岸外地区矿物资源以及相关活动上，已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开发计划 

署透过一项东亚岸外勘探区域计划，开始给予协助后，这种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加强8 

由于岸外联勘协委会之故，东南亚成为大家注目的关于勘察碳氢化合物储藏情况的 

焦点。 经社会注意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岸外地区已取得了石油和天然气的 

大量生产，并且在东南亚一些其他国家，岸外地区的勘探也产生了令人兴奋的结果, 

勘探工作已日益进展到本地区的深海区域。 经社会注意到岸外联勘协委会正开始



评价海洋区域碳氢化合物和其他种类矿物资源的可能数量，并且评价深海勘探和开 

采 的经济能力。 一般认为，这种评价对其成员国家拟订有关大陆架外的矿物资源 

的国家政策会有帮助。

243 , 关于勘探锡和其他重金属矿藏的问题，经社会注蒽到马来西亚半岛东岸 

和南泰国西岸外已进行了调查工作，勘探船只和双方人员是由两国所提供的，他们 

并获有荷兰政府和计划项目办亊处所提供的专冢和设备援助。 要于一九七五年联 

合勘探麻六甲海峡锡和其他矿物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从亭这项工作的国家为印度 

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并将获得德蒽志联邦共和国的协助。

244. 经社会对联合岸外联勘协委会 / 政府间海亊委员会 / 国际海洋勘探十年 

为了研究东亚矿成因、碳氢化合物和构造地质学型式所合办的方粟，表示重视。 

它认为该方案为联合国各机构、全国性组织和科学机构间共同规划和研究的一个杰 

出例子，其他地方可以效尤。 经社会注蒽到岸外联勘协委会五个成员国已拟订了 

十六个具体提案，以供列入方案。 印度尼西亚代录团特别要求计划项目办事处协 

助早日实施班达弧形地地球物理调查的工作。

245. 鉴于岸外和有关的勘探活动日益增加，显然需要比较多的技术人员。 

因此，经社会高兴地注意到岸外联勘协委会对训练问题相当地注意，并且还建议举 

办一些新的研究、讨论 会 ，同时提供其他训练的机会。 经社会也注蒽到岸外联勘 

协委会曾提议选定一些专家，接受特别领域方面的训练，他们可以负起责任，从事 

岸外方案，管理海洋资源的开发，并且対岸外联勘协委会岸外地区和西太平洋区矿 

物资源的科学知识作出贡献。

246 , 经社会忆及在前一次会议上，一些国冢代表团已强调在岸外联勘协委会 

工作方案中进行花岗石和有关的矿物化的年代判断的工作。 经社会很高兴地注意 

到，计划项目办亊处将于一九七五年四至五月间在曼谷举办一次关于年代福射测定 

的讨论会。



247. 经社会认识到，由于岸外联勘协委会和其成员国家的活动日益增加，除 

了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以外，还继续需要外界的支持。 这些年来，双边的现金和实 

物捐献对岸外联勘协委会方案一直很重要。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曰本代表所说， 

其政府将继续以下列方式支持岸外联勘协委会的方案： （a *举办岸外勘探小组训练 

班 ， （b *为计划项目办事处提供专家，其薪给无需偿还， （C*编印岸外联勘协委会 

技术公报， （d *通过双边安排，协助其他成员国家。 此外 ，经议会批准后， 日本 

将为一九七五年会计年度捐赠现金二万美元，由计划项目管理员用于岸外联勘协委 

会的工作。 日本还表示愿为一九七五年八月在东京召开的岸外联勘协委会第十二 

届会议提供便利。

248. 经社会对荷兰政府协助上述在马来西亚和泰国进行的勘察工作，表示感 

谢 ，该工作以现金计，花费 在2 5 万美元以上。

249. 经社会对其他发达国家愿意继续对岸外联勘协委会提供支助一事，表示 

感 谢 。 它很高兴地知道加拿大已加入了同岸外联勘协委会合作的国家的行列，那 

些国家是澳大利亚、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荷兰、美国和联合王国。 委员会 

获悉苏联也准备成为一个合作国家8

250. 经社会获悉岸外联勘协委会为一九七四年八月在檀香山举行的环太平洋 

能源和矿物资源会议的赞助者，并将参加会议所设立的环太平洋区能源和矿物资源 

理事会。

251. 经社会注意到岸外联勘协委会已开始有关岸外勘探的环境保护研究工作， 

它并将协助成员国家致力防止污染，包括从事规划和人员的训练。

南太平洋岸外地区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南太平洋岸外联勘协委会）

2 5 2 .经社会审议了南太平洋岸外联勘协委会关于其第三届会议的报告和技术



咨询小组关于其第三届会议的报告（E/ CN. 11/ L. 4 0 5 * 。

2 5 3 .经社会在审议协委会的活动时，赞同这一提案。请开发计划署对一项扩 

大项目给予三年的财政资助。 经验明显证明这一项目对本区十分重要。

254. 经社会注意到南太平洋岸外联勘协委会上一年的活动有很大的进展。 

其工作方案下所进行的调查发现在库克群岛西南方有一个很大的铭矿球矿床，并且 

还很可能在西南太平洋赤道区域发现磷酸石矿床。 在斐济海岸和近岸地区勘察重 

金属冲积矿藏时，发现了有商业价值的锰矿藏所在地。

255. 经社会欢迎在斐济的苏瓦成立一个技术秘书处核心， 由开发计划署提供 

一名海洋地质学家担任协调员，管理协委会会议间的事务。 经社会认识到参加的 

岛屿国家分散辽阔，而且资源有限，因此很高兴地注意到亚太经社会将为协委会继 

续提供行政支助。

256. 经社会很高兴地注意到参与国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及从各种来源所提供 

的协助。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新西兰政府愿继续大力支持该方案，澳大利亚政府 

也愿继续支持，并愿考虑在矿物资源开发方面的援助请求。 有人提到由于特别在 

有些情形中，请求援助的是同一来源，因此两个岸外联勘协委会方案之间，最好求 

得比较密切的合作。

257. 经社会获悉，由政府间海事委员会（海 事 委 员 会 ）和南太平洋岸外联勘 

协委会联合主持的国际海洋勘探十年（海 勘 十 年 ）讲习班已经筹备完毕，将于一九 

七五年九月在斐济的苏瓦开班，紧接着将在英属所罗门群岛的霍尼拉举行第四届南 

太平洋岸外联勘协委会。 经社会对斐济和英属所罗门群岛提供东道设备一事，表 

示感谢。 它并对美国政府愿协助组织讲习班一事，表示谢意。

亚洲公路

258. 经社会注意到关于亚洲公路方面所作的进展（E/CN. 1 1 / 1 2 0 1 * , 并 

对开发计划署第二期计划项目表示满意。 该计戈โ项目为期两年半，至一九七五年



底为止。 第二期目的是为加强已经完成的工作，并把计划列入运输和通信委员会 

的工作方案内。 它包括准线的重新调整：公路、交通量、工程、维修及改进的需 

要，以及亚洲公路标准的订定8 为最终评定计划项目的活动及其影响起见1 特别 

是有关训练方案、最适当地利用第一期所提供的公路研究室的设备以及提供的咨询 

服务和编写的技术报告等，经社会要求亚洲公路国家提供数据，以便按照它们各种 

分 类 ，确定开工前公路的自然条件，而可同一九七五年底的自然条件作一比较，同 

时可就计划项目对公路投资作合理的评价。

259. 有人提到，在各机构的要求下，从万象到新加坡一段（3, 0 0 0 公 里 ） 

的亚洲公路指南已在世界各地分发，从伊朗 / 土耳其边界到巴基斯坦 /印度边界一 

段 （4, 0 0 0 公 里 ）的地图也可供散发。 有人表示希望尽一切努力：为东西交通 

线上的亚洲其他公路国家，诸如包括印度、 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在内的区域，编制类 

似的地图。

260 , 有人提到，印度已经完成A— 1 公路和另一干线A _  2 公 路 ，只有尼泊 

尔两边的短线尚未完成，它们到尼泊尔境内的A — 2 修成时也将会完成。 亚洲公 

路网的其余部分将获改善，但大多数只能达到最低标准。

261，经社会认可阿富汗的要求，它要求给它协助，勘查从卡布勒到赫拉特直 

达线中段的560公里，该段工程将把很大的地区，包括该国最落后地区开放给外界 

经社会并认可越南共和的要求，它要求给它协助，重建、修复和改善战时遭破坏的 

公路和桥梁。

262, 公路网渐趋完成阶段，经社会强调必须促进国际交通，确保充分利用公 

路 网 8 通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援助，所展开的有关亚洲公路西区的勘查工作是 

迈向正确方向的步骤。 在这方面，有人认为分区域的办法可能更实际可行，特别 

是在运载旅客和货物的公路运费同其他运输方式相较甚为经济的区域。

263. 经社会强调需加强努力，在粮食和农业优先地区，一方面发展同亚洲公 

路线挂钩的支线，一方面协助综合的农村发展。



264. 经社会向下列政府和机构表示谢忱： （a *澳大利亚、 日本、美国、 苏联 

等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向泰国、 缅甸、孟加拉国和阿富汗提供沿亚洲公路的公路和桥 

梁研究及工程援助； （b *泰国政府在曼谷设立并经管亚洲公路技术资料中心，提供 

了很好的资料文件； （C*印度政府向公路工程人员提供训练设备，向老挝提供援助 

协助 完 成A— 3 线上的南娥和南卡定桥梁（有人提到，曾在南卡定建了一座浮桥 ， 

作 为 临 时 措 施 ）； （d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两国政府提供公路工程人员，为亚 

洲公路国家提供咨询服务； （e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将于一九七五年举行的土壤检 

测方法和交通工程两个讨论会提供经费； ) f * 法国政府向十四名在法国受训的亚洲 

公路工程人员提供训练便利； （g *苏联政府表示愿意委派公路工程和公路交通发展 

专 家 ，积极参与亚洲公路工程计划。

265. 大家认为必要时，应召开亚洲公路协调委员会的会议。

台风委员会

266. 经社会收到台风委员会关于其第七届会议的报告（E/CN. 1 1 /1 1 80 * 

以及秘书处的说明（E/ CN. 1 1/L .  416 * 。 台风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已为大家 

所 赞 同 。

267. 有人提到，在下列这些领域上已有了显著进展：气象电讯系统，在大韩 

民国实施试验性防洪预报计划，在老挝实施类似计划的初期步骤，社区的准备工作 

和防灾工作，以及所有有关这些问题的训练工作。 造成这些进展的原因主要是由 

于在区域内外的几个国家以及开发计划署所提供的援助，以及气象组织、红十字会 

联盟和亚太经社会对舍风委员会工作的合作协助。 经社会感谢那种宝贵的支助。

268. 经社会注意到，关于台风委员会秘书处聘请长期工作人员的问题，菲律 

宾政府已准备在秘书处总部设在马尼拉的时期内：提供一名气象学家， 日本政府也 

考虑于一九七六年内提供一名水文学家。 开发计划署目前的计划项目结束后，秘 

书处的员额编制似乎已得到保证。 台风委员会认为仍然需要一名资深国际技术顾 

问 ，来指导专业工作人员。 经社会同意亚太经社会应在同气象组织合作下：请开 

发计划署至少提供这种顾问服务，来延长其在目前项目下对台风委员会的技术支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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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9 .在社区准备工作和防灾工作方面，也已有了进展。 这一部分主要的活 

动是红十字会联盟/ 气象组织 /亚太经社会的第二次联合视察团，它们曾于一九七 

四年访问了日本和菲律宾。 台风委员会认为联合视察团也应尽早利用机会访问其 

余成员一 一 高棉共和国和老挝。 但它对于能否于一九七五年进行视察访问，则表 

示怀疑。 经社会认可台风委员会的要求，请红十字会联盟、气象组织和亚太经社 

会审查这一事项，并尽早向这些国家提出提议。

270. 有人提到，根据联合视察团的建议， 已经拟出了一个详细的提案，将在 

日本举行一次社区作好准备和防灾工作的区域讨论会。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日本 

政府表示愿于一九七六年三月结束的一九七五年会计年度中，为讨论会提供经费， 

但有这一项了解： 日期和详细安排应由日本政府和亚太经社会拟出。 台风委员会 

和气象组织，亚太经社会热带旋风小组的所有成员国家的人员都可参加讨论会。

271. 经社会对于在日本举办的训练班以及成员国家所提供的财政支助表示感 

谢 ，这种支助便同台风委员会有关的国家的人员得以参加训练班。

272. 经社会关心地注意到美国和苏联对有关台风委员会各方面工作进行观察 

和研究的方案和计划„ 关于那点，中国代表指出，许多国家受到台风的巨大影响 

这种影响有利也有弊，连带而来的雨水就是很重要的资源。 缓和台风的实验将会 

有不可预料的结果，因而只应在获得一切有关国家的同意之下才可进行。

273. 红十字会联盟和气象组织代表提及这两个机关同亚太经社会之间，在支 

持台风委员会秘书处各项活动方面，有着不断的密切合作关系。 红十字会联盟和 

这一计划项目的关系很深，它主要是基于人道原因，关心社区作好准备和防灾工作。 

红十字会联盟已开始着手编写手册，定出在发生热带旋风和有关水灾时，社区作好 

准备和防灾工作的准则B 那个准则预定于一九七六年年中出版。

274. 气象组织通过其志愿援助方案，捐助了价值两百万美元的设备和有关专 

家服务，供台风委员会有关工作之用。 台风方案和有关的热带旋风方案事实上为 

气象组织热带旋风计划项目的执行部分；相辅相成的部分包括针对改善旋风警报和 

暴风浪预测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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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区域性机构的进度报告

区域性训练机构的全面审查

275. 经社会回顾到它关于全面审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支助的区域性训练机构 

的 第 1 4 8 )X X X *号决议, 注意到审查视察团给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的报告（E /  
CN. 1 1 /1 2 1 1 *，并且审议了执行秘书关于区域性机构的报告和建议（E/ CN. 1 1 /  

1 2 0 9 *。
276. 经社会对执行秘书迅速采取执行第148 )X X X *号决议的行动表示满意，

对视察团成员编写一份报告—— 该报告客观而批判地分析了区域性机构全面的情况一 

一事表示称赞，并且建议对进行审查的机构从事广泛的改革。

277. 经社会注意到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也被列入全面审查的范畴内，虽然它是 

一个全球性机构，而非开发计划署支助的区域性机构。 它欢迎该中心同委员会的 

区域性机构在未来合作计划和为区域造福的联合努力中，继续合作。

278. 经社会注意到执行秘书的报告和建议中适当地考虑到各国政府代表、各机 

构理亊会Z 咨询委员会、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有关办亊处和其他有关方面所表示的 

意见。

279. 在这方面，经社会认识到需要延期执行视察团关于各机构统一预算的建议， 

并且认为应当审查最后要把亚洲经济发展和规划所同亚洲发展事业行政中心合并的 

问题，

280. 关于迁址问题，经社会注意到泰国皇家政府愿意提供土地和百分之二十的 

建筑费用，以曼谷作为亚洲经济发展和规划所的长期会所所在地，并对它的提议表 

示感谢。

281. 经社会在审议执行秘书关于方案协调、财政问题和亚太经社会的执行机构 

的任务时，注意到执行这些建议可造成资源的有效利用，避免重床叠架的情形。 

但经社会同时注意到一些代表团的意见，它们提请委员会注意关于某些建议的一些



看 法 ，这些看法就是：各机构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以维持它们专门的学术性； 

协调委员会的主席应由各机构主任轮流担任；单一的政府间理亊会、协调委员会和 

各机构的咨询委员会的职能应有明确的划分；应在同有关各叫、特别同东道国政府 

密切磋商下，从事有关机构法律地位的拟议改变；接受逐渐减少开发计划署对各机 

构的支助的原则，但这种行动应在十年至十五年内逐步完成，同时也应逐步进行开 

发计划署所支助的方案。

282. 经社会认为在管理各区域性机构的各种法律文书或经管计划上，需要有适 

当的改变，使这些机构成为政府间机构。 它并大体赞同执行秘书关于为目前审查 

中的区域性机构成立一个综合的政府间理事会的建议。

283. 在这方面，经社会还注意到一国代表团的意见，它建议可通过拟议的协调 

委员会组织的调整，而不需要设立一个综合政府间理事会，来达到改善协调、避免 

重复的目标。 该代表团还表示，并没有特别需要，要改变各机构现有的法律地位, 

目前独立的各机构理事会/ 咨询委员会可在所建议的调整后的协调委员会协助下，

继续它们的工作。

284. 经社会强调亚太经社会身为执行机关所负任务的重要性，并且促请一切有 

关各方迅速采取行动，把执行机关的职能委派给亚太经社会，并向它提供必要的经 

费，使它可以有效执行有关各区域性机构的各项建议ท

285. 经社会在结束它大体赞同执行秘书的建议的讨论时，审议并通过了有关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所支助的区域性训练机构的第158)XXXI *号决议。

亚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

286. 经社会审查了该研究所理事合报告中（e/ c n  11/ 1 1 8 7 *所提出的该研 

究所的进展和成就情况。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该研究所过去几年的活动 .并对其 

拟议方案的方针和内容表示赞同。

287. 经社会注意到一九七四------ 九七五年计划项目文件以及特别是第三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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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充分考虑到各国在发展训练和研究方面的需要的变化。 该研究所工作方案的 

设计是要使研究所对于面向行动的方案能够采用多科间和各科间的处理办法。 在 

进行活动时，该研究所着重训练、研究和咨询服务三个重要职能的综合处ซ ี办法， 

而且将在其方案的拟订和执行方面，同从事训练和研究工作的各国家机构进行最密 

切的合作。

288. 经社会对该研究所同各国政府、各国家和国际性机构，就拟订其准则上、 

进行多次磋商，表示满意。 这种磋商把对发展中国家似乎是十分关键性的一些 

问题显露了出来，这些问题是：农村和城市较贫穷人口的收入着落；个人收入分配 

不平等的减轻；最不发达国家，包括内陆国家和较小的岛屿国家在内的特殊不利条 

件 ；博调各国家集团发展计划的需要。 有人表示，该研究所应多注意受战祸摧残 
的国家的问题。

289. 大家满意地注意到第三期选定的主题是“ 扫除贫穷、失业和不平等现象” ， 

这些问题尚无解决办法，而且是区域发展中国家所迫切关心的问题。 他们并且注 

意到，该研究所想协同各国政府、各国家和国际性机构，拟订其第三期的详细活动 

方案 。

290. 经社会注意到该研究所曾努力为太平洋岛屿国家研拟工作方案，以及该研 

究所想在太平洋区成立一个分所的想法。 有人表示，该研究所有必要的接受能力 

和技术能力，可以解决分区域在有关改进必不可缺的技能、设立机构和人类发展方 

面的特殊问题。

291. 经社会获悉本年度预算估计为两百万美元，第三期每年的经费需要估计为 

两百五十万美元。 经社会希望各国政府、开发计划署和其他现有和可能的捐赠者 

将会作出慷慨的认捐，使该研究所能执行其所设想的第三期工作方案。

292. 经社会赞同该研究所理事会的建议，决 定 把 其 名 称 从 ‘ 亚洲经济发展和规 

划研究所’ 改 为 * 亚洲发展研究所’ ，以反映该研究所在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方面以 

及在发展规划、执行和评价方面的活动。 经社会就这方面通过了第155 )X X X I*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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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泰国政府愿意为该所提供永久所在的东道设施，并在 

曼谷提供一块土地，以及捐献该所百分之二十的建筑费用。 有人表示希望各成员 

国家志愿捐款，筹集其余百分之八十的经费。

294. 经社会对各成员国、各国际机关，包括卫生组织和儿童基金会，所继续提 

供的财政援助，表示欢迎。 它并感激地提到从几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收到的捐 赠 ， 

感谢澳大利亚政府每年捐款之外，还捐赠了 1 5 万澳元的奖学金8 经社会满意地 

注意到法国和苏联政府表示愿为该研究所提供教员。

295. 经社会决定把该研究所理事会本届任期延长一年，延至经社会举行下届会 

议时为止。

亚洲统计研究所

296. 经社会审查了计划项目管理员Z 主任提出的一九七四年四月到一九七五年 

二月期间的亚洲统计研究所的报告（e/ c n . 11/ 1 1 9 7 *。 它注意到在在过去五 

年中亚洲统计研究所通过的对各国政府统计人员的训练方案，对区域统计的发展作出 

了令人满意的贡献。 至一九七五年九月第一期结束前 .该研究所通过其普通、 高 

级、 国别和分区域班级，将亚太经社会区域内二十八个国家几达400名的统计人员 

提供了训练，共计作了 2, 0 0 0 人工月的训练工作。

297. 经社会注意到该研究所在阿富汗政府的请求下，曾于一九七四年六Z 七月 

间在卡布勒举办了一次为期五周关于普通应用统计学基本问题的讲习班。 经社会 

还注意到该研究所曾同南太平洋委员会合作，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斯比港为南 

太平洋各国资深统计人员举办了一次关于国家帐目的分区域训练班。

298. 经社会认可亚洲统计研究所咨询委员会的建议，要在该研究所第二期内， 

把普通课程的上课时间缩短为六个月，使教员可教授较多的高级和国别课程，也可 

从事有关的研究和咨询服务。

299. 经社会还认可统计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建议，在亚洲统计研究所，把训练



视为比研究和咨询服务重要，并且该研究所的研究活动是补充亚太经社会的工作的， 

应当在亚太经社会和其他有关机关的密切合作之下，从事这种研究。

300. 经社会还赞同统计委员会的意见，认为该研究所应多着重培训将来的训练 

人 员 ，而且该研究所的活动应尽量是支持国家性的训练方案的。

301. 经社会向各国政府表示感谢，它们至目前为止，为该研究所第二期（一九 

七五年十月至一九八O 年 九 月 ）认捐了总计将近3 3 0 万美元的款额。 由于按目前 

教职员薪给和学员生活津贴以及其他费用来算，第二期估计费用将为5 10 万 美 元 ， 

经社会因此敦促开发计划署考虑增加捐款数额，捐出估计费用同各国政府认捐款项 

之间的差额，使该研究所第二期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302. 经社会感谢澳大利亚、 印度、 日本、联合王国、 美国和苏联等国政府、亚 

洲开发银行和诸如粮农组织、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和卫生组织这些专门机构， 它 

们在报告期间，为该研究所提供了短期客座讲师的服务。

303. 经社会也如统计委员会所表示的，希望亚太经社会发达成员国家和各国际 

组织向亚洲统计研究所提供更多的不需偿还薪给的专家，作为一种实物捐献，不论 

是短期或长期的都好，使该研究所可以扩充其训练活动，并使其多样化，而且可在 
第二期内从事有关的研究和咨询服务。

304. 经社会还希望除了开发计划署和日本与荷兰政府所提供的奖学金外，其他 

愿意提供奖学金的国家将以实物捐献的方式提供奖学金，以便在该研究所训练区域 

成员国的统计人员。

亚洲发展亊业行政中心（亚 发 中 心 ）

305. 经社会审议了亚发中心理亊会的报告（E/CN. 1 1 /1 1 9 6 * ,同时审议了秘 

(书处关于主要的区域性机构的报告，后一报告载于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六日秘书处 

的说明中。

306. 经社会注意到亚发中心理事会核可的中心初期工作方案展望了下列五方面



的活动:  ) a * 发展的政策规划和分析，（b* 公共企业方面的改进，) c * 农村发展方面 

的政策和方案，) d * 计划生育方面的改善， )e *为管理发展设立机构。 委员会也注 

意到以后列入工作方案的其他方面的工作包括： ) a * 关于发展公共部门的管理咨询 

的方菜，) b * 关于管理基本设施的方案， ) c * 收集和散发有关发展行政的资料的方 

案 。 中心扩大工作方衆中还包括有培训发展行政训练人员的方案，这一方案将协 

同伊朗政府在德黑兰进行，
307. 经社会注意到在执行中心核可的工作方案上， 已作出有相ซ ื大 的 进 展 •而  

且中心正在上述各方面从亊一个综合性的方案：这 一 方 案 包 含 有 训 练 事 务 一 近 来  

更有咨询事劣 •一中面向问题的研究和比较研究。 经社会还注意到中心在执行其 

工作方案时，同关心发展行政问题的国家训纟声和研究机构及政府组织密切合作，并 

且在许多情形下，逐通过它们去执行工作方案。

308. 经社会注意到共有167人参与了亚发中心组织的训练方案和专家学习小组。 

这些方案中比较重要的是一九七四年十月在马尼拉同菲律宾大学合作举行的公共企 

业行政控制和管理资料系统方案，和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吉隆坡举行的政策分析和 

发展讨论会。 讨论会的目的是要分析各国最高阶层拟订和研拟政策的机构和程序， 

出席的都是资历很高的官员。

309. 经社会还注意到亚发中心在各个工作领域上，特别是为有关下列方面的方 

案 ，进行了研究，编写了文件：（a * 聢策的分析和编制， （b* 公共企业方面的改逬, 

⑹ 计 划 生 肓 方 案 的 管 理 ，⑷ 农 村 发 展 方 面 的 政 策 和 方 案 。

310. 经社会赞同为亚发中心初期活动选定的工作领域以及利用来执行理事会报 

告中订定的工作方案的方法。 经社会强调对区域发展行聢的需要上产生的变化必 

须特别注意，建议亚发中心同会员国政府定期协商，以辨明这些需要，并确保亚发 

中心各方案同发展行政方面的国家训练和研究所各方案间的协调。

311. 经社会注意到， 自从前期会议开始以来，又有四国政府签订了亚发业务计 

划 .现 有 签 字 国 总 计 1 9 国。



312. 经社会注意到，由于业务计划的需要，联合国法律亊务厅已拟订并批准了 

一项协议形式的规章草案，供各参与国政府签订，但尚未向本届会议提出。 由于 

经社会按照其第148 )X X X *号决议的规定，对执行秘书关于区域训练所全面审查 

的报告采取了各种决定，因而这一规章可能需要订正。 经社舍将依照这些决定去 

订正这个规章，并向经社会下一届会议上提出这个规章。

313. 经社会注意到已经任命了从本区九个国家抽调的十一名专业人员，他们已 

担负起亚发中心的职责。

314. 经社会向马来西亚政府表示感谢，它作为亚发中心东道国家提供了很好的 

物质设备和人员。 经社会注意到亚发中心新的永久性总部将建于吉隆坡1 占地八 

亩 ，将于一九七七年年中建成。

亚洲社会福利和发展亊业训练和研究中心（社 发 训 研 中 心 ）

315. 经 社 会 注 意 到 经 社 会 11Z1204号文件中报导的朝向成立社发训研 

中心所作的进展11

316. 经社会在审议执行秘书关于区域训练所全面审查报告（E/ CN. 11/ 1209* 

时，注意到并且赞同下列各项建议，这些建议特别适用于社发训研中心： （a * 增加 

开发计划署对社发训研中心每年估计为1 5 万美元的支助，约 增 1 0 万美 元 ，并在 

长期基础上扩大中心的财政基本标准（即捐款国政府的数目和所捐数量）； （b*

计划项目的拟议执行期要象执行秘书报告附件一那样地详细说明。

317.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由于视察团建议中心初期阶段从二年延长为三年， 

菲律宾政府因而按照比例，把其现金捐助由6 万美元提升为9 万美元，以配合延长 

的时期，该国政府资助的中心永久性建筑预计将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前开工。

318. 鉴于成立中心的迫切需要为当前问题，经社会因此授权执行秘书在组成开 

发计划署所资助所有各机构的一个综合理亊会后，行使其理亊会的权力，因而尽早



展 开 社 发 训 研 中 心 的 工 作 .经 社 会 并 且 建 议 就 此 设 立 一 个 由 开 发 计 划 署 、联合国 

社会发展司和东道国政府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的小型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可在这个 

中期阶段，协助执行秘书从亊e/CN.  11 /1204号文件第7 段中所规定的任务。

319. 经社会对宣布捐给社发训研中心的下述捐款,z表示欢迎： ) a * 日本再次 

肯定它早期在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上的提议， 表示愿为一九七五年会计年度捐献 

50, 0 0 0 獒元； （b* 美国再捐献50, 0 0 0 美元； （c*越南共和再捐献1. 0 0 0 美 

元 。 经社合并吁请其他成员国政府尽早宣布它们对社发训研中心的捐献。 经社 

会对已经把捐款存入它们各自在开发计划署的帐户内的成员国政府表示感谢，并请 

先前已认捐的其他国家政府尽快这样作。

320. 几国代表团重申，按照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区域性中期审查的建议，需 

要设立社会福利和发展事业区域中心，为社会低阶层的发展研拟出综合性的技术和 

战略。 经社合认为，中心可以帮助发展人类资源，特别是使青少年和妇女参与发 

展过程，并且也可从亊面向行动的研究和社会福利规划所需资料的汇编。

321. 有人建议，社发训研中心征聘专业人员时，应特别考虑捐款国内的现有人 

才。

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

322. 经社会收到由常驻代表和经社舍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和 

建 议 （E/CN. 1 1 /L . 4 0 8 和 Add. 1 * , 供其审 议 ，这些意见和建议是由印度尼西 

亚驻亚太经社会常驻代表贾辛先生提出的。 在他的说明中，贾辛先生指出， 自从 

经社会第三十届会议以来，咨询委员舍在同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密切合作下，举行了 

八次会议。 咨询委员会的葸见和建议谈到各主要立法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而 

非农业委员会和统计委员会的职杈范围草案，并且谈到附属机关未来的地位、关于 

航运和港口的立法安排以及召开会议的准则等。 咨询委员会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包括科学和技术服务登记处执行局想要把登记处的内容提供给联合国秘书长以供亚



太经社会成员国使用的提议1 以及拟订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七年的综合性工作方案等。

323. 经社会一致表示，咨询委员会的成立证实是按照经社会关于促使亚太经社 

会会议结构合理化的第143 ) X X X * 号决议所采取的有用而有建设性的步骤，它对 

此很为满意《1 经社会敦促咨询委员会必须在未来继续按期举行会议，并需要进一 

步加强咨询委员会同亚太经社会秘书处间的合作， 目的在促进经社会的工作。 经 

社会一般赞同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并听取了关于其报告中谈到的各种问题的 

特别提议和建议。

324. 经社会核可了经济规划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以及把该委员会名字改为发 

展规划委员会的提议。 它并核可了第二章附件中工业、住房和技术委员会、 自然 

资源委员会、人口委员会、社会发展委员会、贸易委员会及运输和通信委员会的职 

权范围。 经社会并注意到，新成立的统计委员会在其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举行的第 

一届会议上，对经社会未能在任务规定中加入亚洲统计人员会议第十二届会议报告 

第 1 3 5 段所载的建议，也未能按照会议的建议，在最后审定任务规定时，征询统计委 

员会的意见，表示遗憾。经社会同意统计委员会在其一九七六年第二届会议上重新拟 

订其职权范围草案，并向经社会下届会议提出，由其核准。咨询委员会应协助该项任务。

325. 经社会赞同咨询委员会下一建议：废除现有各小组委员会，以特设性质的 

机关取代之。 由于工作方案中有特殊的面向行动的计划项目和提议，需要这一行 

动的理由相当充分。 这一方面，有人建议，在安排特设机关会议时， 应有充分的 

伸 缩 性 .以 保 证 有 效 实 施 工 作 方 案 。 有人强调，在改组后的结构中，应继续适当 

地注意现有各小组委员会的讨论主题。 有人认为特设机关的性质应是政府间的8

326. 经社会赞同咨询委员会的建议，认为主要立法机关和咨询机关的会议应按 

照关于会议次数和天数的经社会第143 ) X X X * 号决议的规定进行。

327. 经社会通过了关于航运和港口安排的决议。 一个发展中成员国强调，一 

般了解认为，那个决议预期在下一届会议上成立关于航运的一个独立委员会。 经 

社会认为：



) a * 应适当重视航运问题，给予优先地位；

⑻ 应 采 取 步 骤 ，维持充分的合作；

(C )应在过渡期间，继续现有的安排。

328. 经社会赞同咨询委员会关于召开亚太经社会会议的准则的建议（E /C N .1 1 / 

i . 4 0 8 , 附 件 九 ）。 有人认为，务必要选出亚太经社会立法会议的报告员。

329. 经社会审议了科学和技术服务登记事务执行局的请求，这个请求是由澳大 

利亚外交部长转递给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的；它请亚太经社会接管登记处的资产挪 

太 经 社 会 （X X X I * /C R . l * 。 经社会获悉，澳大利亚政府在其一九七四年十月九 

日的备忘录中， 已向执行秘书表示愿把登记处在堪培拉的资产移交亚太经社会。

它并获悉执行‘秘书已采取了步骤，请联合国总部提出关于如何完成资产转移的法律 

方面的意见， 它获悉各方已采取各种措施，审查计划项目如何可以成为发展资料 

系统的一部分，并且获悉那个提议已交付咨询委员会审查。 澳大利亚代表团曾提 

出关于这问题的一项决议，

330. 许多代表团指出，它们认为登记处的活动似乎是很有益的活动，并且表示 

它们在原则上支持亚太经社会接受这一资产。 但认识到对联合国而言，会牵连到 

长期的财政问题，而且这个问釋在该阶段尚无法弄清楚。 一些代表团并且认为，

由于发展资料系统还在发展阶段中，登记处在该系统内的地位尚不清楚。 除非弄 

清这两点，一些国家代表团将不能支持由亚太经社会接受登记处的资产。 一国代 

表团指出，如果接受登记处将使联合国发生财政问题，它将反对这一决议1, 澳大 

利亚代表团认识到提出的各项问题，但它注意到在几年内是不能弄清楚登记处同发 

展 资料系统间的关系，也不能弄清楚联合国因此要担负多少经费的。 澳大利亚认 

为登记处有其价值，并且因为它可以成为发展资料系统的有用部门，如果不想失去 

’这一资产，就必须立即作出决定9 澳大利亚政府将准备继续为维持登记处慷慨捐 

献，如果亚太经社会其他成员国赞同这一看法并且也肯捐款的话9 但如果弄不清 

楚成员国政府到底要不要亚太经社会接受资产，到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十日后，它就



不准备对目前登记处继续提供财政捐助了。 由于经社会会议在该阶段不能接受这 

些资产，澳大利亚代表团遂撤回其决议。

331. 一些国家代表团强调，各方有必要确保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对于所有向经 

社会提出的提议所涉及的财政问题必须明确说明的条件，必须继续确实遵守。

332. 经社会表示感谢咨询委员会这一年来所办理的工作，包括重新拟订一九七 

五至一九七七年的综合性工作方案在内。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所通过的

对 经 社 会 工 作 有 影 响 的 各 项 决 议

333. 经社会审议了 ESCAP/ 1 81 和 Add. 1 号文件，其中载有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和大会所通过的对委员会工作有影响的各项决议的摘要，并且审议了ESC A P / 
182 号文件，其中载有经济及社会理事合第1756 ) L I V * 号决议所要求的对区域

结构的研究。 经社会听取了执行秘书的说 明 ，他特别解释在区域一级为执行经社 

理亊会第1 7 5 6 ) L IV * 号决议所釆取的行动：这件事在经社会前次会议上也受到 

注意B
334. 理 事 会 第 1 7 5 6 U IV *号决议强调，必须加强各区域委员会作为联合国系 

统内一般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中心的任务和用途，而要求系统内所有组织和机构同 

区域委员会密切合作，在 区 域 阶 层 上 达 成 通 盘 的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目 标 .它 进 一 步  

要求逐渐简化并调整区域结构，使其配合各个区域的实际情况、需要和愿望。 它 

还请秘书长在编制这项报告时，除其他亊项外，还考虑到各区域委员会成员国的意 

见 。

335. 就这方面而言1 经委会注意到它在前届会议通过的几项决定，特 别 是 第 140
)X X X *号决议中所载的科伦坡宣言、 关于使经委会会议结构合理化的第143 )XXX*



号决议、分散技术援助活动和加强委员会工作的第144 )X X X *号决议，都对执行 

理 事 会 第 1 7 5 6 )L IV *号决议有直接的影响。

336. 经社会还注意到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七年的工作方案已照亚洲和太平洋区的 

实际情况、需要和愿望拟出， 目的在于促成对区域发展问题有一综合性的着手办法。

337. 经社会更注意到由于理事会第1756 )L I V * 号决议的要求< 曾与常驻代表 

咨询委员会磋商，在致力使亚太经社会会议结构合理化方面—— 这是委员会第三十 

届会议所议定的指导原则—— 已作出了很大进展。

338. 经社会还获悉所采加强机构间合作的其他步骤。
339. 经社会特别注意到理寧会关于区域合作的第1 896 ) I V I I * 号决议，这一 

决议将连同关于执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第1911 ) LV I I * 号 

决议：一同审议。 第 1 8 9 6 ) I V I I *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一节谈到区域委员会在下 

列各方面必须发挥的作用• . 执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行动纲领，提出国际发展战 

略的区域性中期审查，在区域一级筹备讨论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大会特别会议。

340. 经社会注意到提供给它审议的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七年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 

是区域方面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贡献。 经社会还审议了国际发展战略 

区域一级的中期审查和评价。 预期经社会本届合议的审查和决定将会对讨论发展 

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成就，作出有效贡献。

341. 同一决议执行部分第二节讨论把执行机构的职能分派给区域委员会的事项。 

在这方面 .有人注意到经社会曾在前届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分散技术援助活动和加强 

委员会工作的第1 4 4 )x x x * 号决议，并且赞同为执行区域计划， 特别是优先部门 

的选定计划，必须把执行机构职能分配给亚太经社会。 为 了履行其新的执行机构 

的职能，亚太经社会本身应予以适当地加强。

下届会议日期和地点

342. 经社会欣然接受印度尼西亚愿作亚太经社会一九七六年三Z 四月在雅加达



举行第三十二届会议的东道国的提议。

经社合职权范围的修正

3 4 3 . 经社会注葸到澳大利亚代表的声明，他说 ，在澳大利亚成为经社会区域成 

员国时， 《职 杈 范 围 》把 它 称 为 “ 澳大利亚大陆” ，如果修 正 那 个 《职 权 范 围 》， 

把 “ 澳大利亚大陆” 改 为 “ 澳 大 利 亚 ” ，才比较合适。 经社会决定请经济及社会 

理亊会 将 其 《职 权 范 围 》第 2 段 ‘ 澳 大 利 亚 大 陆 ’ 字 样 改 为 ‘ 澳 大 利 亚 ’ 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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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各立法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1 . 发展规划委员会

发展规划委员会的职权如下：

㈠审查和评价本区域在经济发展和规划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㈡ 审 查 和 讨 论 拟 订 、执行和评价计划的各种技术，并就此提出建议；

㈢ 审 查 和 讨 论 本 区 在 经 济 发 展 和 规 划 方 面 的 具 体 问 题 ，并就此提出行动

建 议 ，但要注意这样的发展所涉及的社会问题，同时要特别注意在这 

个领域促进区域级和分区域级的合作；

㈣ 审 查 秘 书 处 在 经 济 发 展 和 规 划 领 域 的 活 动 ，并为拟订和执行这个领域 
的i 作方案作出建议，特别要强调由经社会陆续规定为优先范畴的那 

些活动；

㈤ 在 有 关 本 区 的 经 济 发 展 和 规 划 的 一 切 事 项 上 ，进行经社会可能提请委 

员会担任的其他职责和活动；

㈥ 在 需 要 时 同 其 他 由 经 社 会 设 立 的 立 法 委 员 会 ，特别是社会发展委员会， 

进行联系，并参考它们的有关建议。

委员会每三年应开会一次，并向经社会提出报告。



2 . 工业住房和技术委员会

工业、住房和技术委员会的职权如下：

㈠审查本区在工业发展方面的计规、政策和战略，并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㈡从事执行工业发展计划项目，包括经由旧亚洲工业发展理事会确定的

那些项目（这个理事会的活动将归入新委员会的活动范围之内）；

曰审查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问题，并就加强区域内技术能力和便利技术转 

让的措施提出建议；

㈣在考虑到其全球性影响的情况下，研究在人类住区、住房和环境领域 

的进展和问题，并开始采取行动；

㈤ 在 工 业 、住房、环境和技术领域促进区域级和分区域级的合作；

(六）审查秘书处在工业、住房、环境和技术领域的活动，并在考虑到联合

国和其他有关组织正在这些领域进行的工作的情形下，为拟订和执行 

这些领域的工作方案作出建议，特别要强调由经社会陆续规定为优先 

范畴的那些活动；

㈦在有关本区的工业、环境和技术的一切事项上，进行经社会可能提请 

委员会担任的其他职责和活动；

⑻在需要时同其他由经社会设立的立法委员会进行联系，并参考它们的有 

关建议。

委员会每年应开会一次，并向经社会提出报告。



3 . 自然资源委员会

自然资源委员会的职权如下：

㈠ 研 究 、审查和评价本区在自然资源发展方面的进展，特别是水利、能 

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等等领域；

㈡ 深 入 讨 论 水 利 、 能源和矿产资源领域的技术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

㈢ 在 适 当 地 考 虑 到 经 济 、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情形下，建议政策、战略、 

方法和技术，以便正确地调查、开发和利用水利、能源和矿产资源；

查明在这些领域内造成障碍以致进展不能达到合乎人意的速率的问题; 

建议适当的措施，包括所需的训练方案；

㈣ 在 水 利 、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这几个领域促进区域级和分区域级的

㈤ 审 查 秘 书 处 在 水 利 、 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几个领域的活动，并在考 

虑到联合国和其他有关组织正在这些领域进行的工作的情形下，为拟 

订和执行这些领域的工作方案作出建议，特别要强调由经社会陆续规 

定为优先范畴的那些活动；

㈥ 在 有 关 开 发 本 区 的 水 利 ，能源和矿产资源的一切事项上，进行经社会 

可能提请委员会担任的其他职责和活动；

㈦ 在 需 要 时 同 其 他 由 经 社 会 设 立 的 立 法 委 员 会 进 行 联 系 ，并参考它们的 

有关建议。

委员会每年应开会一次，又分别每隔三年一次单独讨论能源、水利和矿产资源 

的开发三个问题（但不排除同时讨论其他问题），并向经社会提出报告。



4 . 人口问题委员会

人口问题委员会的职权如下：

㈠ 不 断 地 审 查 本 区 各 国 当 前 和 未 来 的 人 口 状 况 ，并就发展所涉的问题向 

经社会提供意见；

㈡ 参 照 人 口 与 发 展 过 程 的 相 互 关 系 ，审议人口问题的各个方面，以期加 

速实现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

㈢ 审 查 秘 书 处 在 人 口 领 域 的 活 动 ，并在考虑到联合国和其他有关组织正 

在这个领域进行的工作的情形下，为拟订和执行这个领域的工作方案 

作出建议，特别要强调由经社会陆续规定为优先范畴的那些活动；

㈣ 在 有 关 本 区 的 人 口 问 题 的 一 切 事 项 上 ，进行经社会可能提请委员会担 

任的其他职责和活动；

㈤ 在 需 要 时 同 其 他 由 经 社会设立的立法委员会进行联系，并参考它们的 

有关建议。

委员会每三年应幵会一次，并向经社会提出报告。

5 . 社会发展委员会

社会发展委员会的职权如下ะ
㈠审查和分析本区各国当前和未来的社会状况，并为促进<联合国社会 

进步和发展宣言》的基本原则和目标的实现作出适当的建议；

㈡ 审 议 社 会 发 展 问 题 的 各 个 方 面 ，特别是社会发展同经济成长，造成制 

度变化的政策和人员的训练的相互关系，并作出适当的建议，以期加



速消除贫穷，促进发展利益的公平分配和提高生活水平；

㈢ 审 查 秘 书 处 在 社 会 发 展 领 域 的 活 动 ，并在考虑到联合国和其他有关组 

织正在这个領域进行的工作的情形下，为拟订和执行这个领域的工作 

方案作出建议，特别要强调由经社会陆续规定为优先范畴的那些活动;

㈣ 在 有 关 本 区 域 的 社 会 发 展 的 一 切 事 项 上 ，进行经社会可能提请委员会 

担任的其他职责和活动；

㈤在需要时同其他由经社会设立的立法委员会，特别是发展规划委员会， 

进行联系，并参考它们的有关建议。

委员会每三年应开会一次，并向经社会提出报告。

6 . 贸易问题委员会

贸易问题委员会的职权如下：

㈠ 不 断 审 查 本 区 各 国 的 贸 易 和 商 业 政 策 ，同时促进本区各国之间和本区 

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贸易发展，以助长本区各国的经济发展；

㈡ 审 查 本 区 各 国 在 发 展 和 扩 大 贸 易 方 面 所 已 取 得 的 进 展 ，并促进这方面 

的技术和方法—— 包括贸易工作人员的训练—— 的发展；

㈢ 审 议 国 际 贸 易 的 问 题 ，特别是影响到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内各国在区域 

范围和分区域范围的贸易的那些问题，包括有关下列各方面的事项： 

对本区各国有利的商品的贸易；金融机构和贸易资金的筹措； 出口信 

用保险；保险和再保险；还本付息；商品的标准化；商业仲裁；关税 

管理；销魯和市场研究；产品研制；包 装 ；货运和远洋航运赞率；发 

展中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受到最严重影响的国家和内陆国家的



特硃问题，包括过境性贸易设施（但要照顾到有关各国的权利和利 

益①）；以及贸易和商业的组织和机构制度。 审议这些问题时，要 

注意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正在这些领域进行的工作；

㈣在有关国标贸易、区域贸易和分区域贸易的事项上，进行经社会可能 

提请委员会担任的其他职责和活动；

㈤审查秘书处在贸易领域的活动，并在考虑到联合国和其他有关组织正 

在这个领域进行的工作的情形下，为拟订和执行这个领域的工作方案 

作出建议，特别要强调由经社会陆续规定为优先范畴的那些活动；

㈥在需要时同其他由经社会设立的立法委员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和其他国际机构进行联系，并参考它们的有关建议。

委员会每年应开会一次，并向经社会提出报告。

7 . 运输和通讯委员会

运输和通讯委员会的职权如下•.

㈠不断审查本区当前和未来计划中在运输和通讯、旅游和用一切形式的 

运输工具促进国际交通这个领域的各种发展；

㈡建议政策、战略、方法和技术，包括所需的训练方案，以便进一步发 

展运输和通讯、旅游和用一切形式的运输工具促进国际交通；

㈢在运输和通讯、旅游和用一切形式的运输工具促进国际交通这个领域， 

促成区域内、分区域内以及在需要时区域间的合作，并在考虑到联合

①有一个会员国对于这个方案中关于内陆国家的部分提出保留。



国和其他有关组织正在这个领域进行的工作的情形下，为拟订和执贫 

这个领域的工作方案作出建议，特别要强调由经社会陆续规定为优先 

范畴的那些活动；

㈣审查秘书处在运输和通讯领域的活动，并在考虑到联合国和其他有关 

组织正在这个領域进行的工作的情形下，为拟订和执行这个领域的工 

作方案作出建议，特别要强调由经社会陆续规定为优先范畴的那些活 

动；

㈤在有关本区的运输和通讯、旅游和用一切形式的运输工具方便国际交 

通的一切事项上，进行经社会可後提请委员会担任的其他职责和活动;

㈥在需要时同其他由经社会设立的立法委员会进行联系，并参考它们的 

有关建议。

委员会每年应开会一次，并向经社会提出报告。



第 三 章

经社会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上 

通过的决议

1 5 4 ) X X X I * .新德里宣言：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区域贡献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

回 顾 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 《行 动 纲 领 》的第 

3201 ) S - V I * 号和第 3202) S - V I * 号决议，

又 回顾经 社 会 第 140 ) XXX* 号 决 议 载 有 《科 伦 坡 宣 言 》要在已经找出的优 

先领域内加强行动，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面力求采取一体化路线，并在区域合 

作的总范围内协助分区的和其他形式的共同努力，

确 信 执行上届经社会会议各项决定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对本区域各项发展问 

题采取互相关连的多部门的办法，特别是通过面向行动的工作方案所取得的进展， 

将促进新的经济秩序的建立，

丛里避在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中期点召开的经社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具有 

重大意义，并i k i a i i 这届会议提供了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区域贡献的首 

次机会，

审查了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期间的进展，

关切现在离开达到《战 略 》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发展的速度不能令人满意， 

特别是农业生产落后、粮食仍旧不足、工业成长率低下、贸易条件和国际收支问 

题恶化、若干商品价格下降和进口的价格上涨，所有这些都影响到本区域的大多 

数发展中国家，



认 识 到这些问题常常是因历史背景的因素而产生或引起恶化，这些因素包括 

外国统治、殖民统治和一切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粮食和原料分配不匀、经常出现 

的自然灾害、全球性通货膨胀和同时出现的某些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衰退、国际 

货币制度重现不稳定现象、基本货物和投入物的价格高昂及全球性的缺乏以及迅 

速的人口增长率等，

[需要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最贫穷人民，包括内陆国 

家、 岛屿国家和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重 申 本区域的人民热切希望按照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则，继续发展它们 

的国民经济，并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促进国际合作，

认识到仅是经济的高速成长仍旧不罅，人民的福利取决于财富在区域间和人 

民间的分配，以及经济成长对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起于要消灭本区域的贫穷，并使本区域人民有较丰富、较完满的生活的共同 

决 心 ，

急需进一步加强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一切部门的区域合作，以期促进 

本区域发展中国家个别地和集体地曰益达到自力更生，

审议了世界人口会议举行后的区域协商会议的报告，其中强调了人口是一体 

化发展规划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又审议了大 会 第 3 3 4 4 )X X IX *号决议，其中强调人口政策和人口方案的重 

要性 ，

深知技术在发展本区域各国经济中的重大作用及对经济活动各部门的密切关 

系 ，

相信地球上的资源需要节省，应以最有效的方式加以利用，

1. 国际大家庭和本区域的会员国重新致力，并表现必要的政治意志， 

去争取达到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目标和具有社会正义的成长；应以最高优先 

从事粮食生产和谋求条件最差的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2. 要求各会员国加强努力，特别是通过合作的措施，来增加粮食生产，以



求通过农业投入的生产和有效利用、所需基层设施的改进和对靠雨水谏溉地区生产 

根食的潜力的充分利用，达成粮食的自给自足，着重于通过适当的土地改革等等方 

式， 以改善小农和农业劳动者的福利；还夏處国际大家庭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切可 

能 的 援 助 ，使它们达到这一目的；

3. 羞这各发展中会员国加速实行为一般人民提供教育、卫生、住房和其他社

会服务的方案，并通过人民在规划和执行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实现农村发展；
4. 直各会员国继续努力，以期在发达国家和其他拥有资源的国家充分合作和

援 助 下 ，有 效 地 解 决 它 们 持 续 的 、重大的收支平衡困难，同时注意国际大家庭 
为解决这些困难而采取的步骤；

5. 建 议 各 发 展 中 国 家 尽 量 在 适 当 情 况 下 通 过 真 正 的 技 术 合 作 ，渐增地使 

用它们为适应本国需要而发展的技术和利用本国国内的自然资源；

6. 又建 议 区域内各国努力进行多边或双边合作，斟酌情况，解决有关商品和 

原 料 在 贸 易 、转运便利和发展方面的基本问题；

7. 遣 ；各会员国探讨加强发展航运和港口的区域性合作的各种可能；

8:竖 渔 在 经 社 会 的 工 作 中 ，特别在执行一体化工作方案时，尤其在各个优先 

领 域 内 ，尽量利用区域内的技能、能力和专门知识；

9 . 直'区域内各国应以日渐增加的分区和区域了解和日渐增强的国际合作的 

精神，来对付它们各种不同的问题 .同时宣告，经社 会 本 届 会 议 的 讨 论 于 新 国 际  

经济秩序的早日建立和新的发展战略应当有所贡献，因为本届会议特别集中注意到 

一般人民的问题，以求通过在社会正义下的成长，来 改 善 他 们 的 生 活 质 量 和 生 条  

件
° 一九七五年三月六日，

第五0 ๐ 次会议。



155 )X X X I*. 更改亚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的名称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

回顾到经委会设立王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的第43 ) X IX * 号决议，

认识到统筹发展办法的重要性，
注 意 ^ 研究所一九七五年的工作方案和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O 年第三期工作计 

划的准则，对于发展事业的经济和社会两个领域，同样重视，

又注意到研究所理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建议，应将研究所现有名称“ 亚洲经济 

发展和规划研究所” 改 为 “ 亚洲发展研究所” ，

决定将研究所现有名称“ 亚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 改 为 “ 亚洲发展研究所” ， 

以符合对发展研究所各项工作所采用的一体化办法。

一九七五年三月六日， 

第五O O 次 会 议 。



156 ) x x x i* .  设立亚洲农业机械中心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

芭喪其关于在菲律宾设立亚洲农业机械中心的第145 ) x x x * 号决议，

赞赏地注意到在执行上述决议方面取得的进展，

注意到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粮农组织、亚太经社会合组的发展适宜亚洲国 

家使用和生产的农业机械技术援助筹备工作团的各项建议，

1. f 执行秘书立即采取适当措施，执行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粮农组织、 
亚太经社i 合组的筹备工作团的各项建议，并将这个区域中心设在菲律宾；

2. 丞 联 合 国 开 发 计 划 署 的 决 定 ，指定了经社会为这个计划项目的筹备性援 

助阶段的执行机构；

3. 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896) L V I I * 号决议指定 

经社会为这个计划项目的执行机构；

4.与设计和改良合用农业机械有关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及所有会员国给予 

最充分的援助，以确保计划项目的成功执行。

一九七五年三月六日， 

第五O O 次会议。



157 )X X X I* .增强妇女在发展事业中的作用的区域行动计划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

回顾大会第3 O 1 O )X X V II*号决议宣布一九七五年为国际妇女年，第 3275 

)X X IX *号决议要求各国政府、各专门机构、 区域经济委员会和非政府组织充分执 

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通过的国际妇女年方案，和 关 于 妇 女 及 发 展 的 第 3342 
) X X IX *号决议要求联合国系统对鼓励和促进妇女进一步参加国家、区域及区域间经 

济发展活动的各项方案、计划和工作，提供更多的援助，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国际妇女年的第1849 ) LV I *号决议，关于设立 

国际妇女年志愿捐款基金的第1850) L V I*号决议，关于执行《消除妇女歧视宣言》和 

有关文书的第1 8 5 2 )L V I*号决议，关于研究妇女地位与计划生育的相互关系的第1854 

) L V I * 号决议，关于执行促进妇女地位及妇女参加发展事业的国际一致行动方案 

的 第 1855 ) L V I *号决议，和关于农村妇女地位的第1856 ) L V I *号决议，

还回顾经 委 会 第 135 )X X IX *号决议，按照此一决议，关于妇女参加发展事业 

的亚洲及远东区域协商会议已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召开，其中特别讨论人口因素，并 
产 生 了 一 项 《行 动 计 划 》① ，这项计划除其他事项外，曾建议执行秘书从事拟订并 

执行妇女参加发展事业的综合性区域方案，

欢 迎 《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着重了妇女作用与地位同人口因素间的关系，及其 

承认没有妇女的积极参与生活各方面的计划与决策过程，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 

阻碍，

注意到本区域内若干地区妇女在更充分地参加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及争取 

平等机会方面所已取得的具体成绩，

至 连 妇 女 在 家 庭 和 社 会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以 及 本 区 域 一 些 发 展 中 国 家 内 的 社 会  

经济生活的现实情况，

① ST /ESA/SER. B /5  Add . 1 .



豐鐘执行秘书向经社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的《亚洲妇女参加发展过程计划》，②

1. 促请各会员国政府在国家发展计划和国别方案中，列入旨在训练和培养妇女的 

目标和计划，使她们更充分地参加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2. 又促请各会员国政府本着国际妇女年的精神，优先设立适当的国家机构， 
加速妇女参加发展事业的过程，并负责采取措施，保证同工同酬的基本权利，不因 

性别而有就业歧视；

3. i 执行秘书及早执行《亚 洲 计 划 》，同时筹措充分的支援经费和人力资源， 

特别是按照伊朗政府关于设立一个中心的提议，执 行 《亚 洲 计 划 》所详列的区域性 
义务，③ 包 括 设 立 一 个 订 有 下 列 目 标 的 研 究 和 资 料 中 心 ：

⑻ 协 助 各 政 府 和 非 政 府 组 织 拟 订 政 策 、战略和方案，以加强妇女在国家 

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上较脆弱的领域里的作用；

（๖ * 促进偏重行动的研究工作和数据收集，以此为基础，拟订实用的方案 

和评价及注意在妇女有效地参与发展事业方面取得的进展；

⑹ 设 立 资 料 交 换 所 ，让区域内各国就有关方案和服务交换资料；

⑷ 加 强 训 练 方 案 ，增加妇女成为地方、国家和区域领导人的潜力；

⑹协助各国政府在拟订国别方案和要求技术及财政援助的申请中，特别

是当这些同农村和工业发展有关时，列入促进和便利妇女参加发展事业的计划

项目；

4. 促请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其他联合国机构—— 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 

合 国 儿 童 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环境方案—— 以及非政府组织在拟 

订它们的国别方案时适当地注意它们在发展方面的努力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并注意 

使妇女全面参加发展过程的问题，同时与执行秘书合作，努力促进这些目标；

)2） E/C N.# 1 1 /1 202.第四部分。 这 件 《亚 洲 计 划 》是 根 据 《行 动 计 划 》编制 

的。

③ 同 上 ，英文 本 第3 4 页。



5. 非常赞赏地M 伊朗政府向经社会提出的提议，即在伊朗设立中心，作为 

亚太经社会的一个区域机构：其经费部分来自东道国政府，部分来自其他会员国的 

志 愿 撇 ；

6.执行秘书就这个提议同伊朗政府商谈，并 就 执 行 《亚洲计划》取得的 
进展向经社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五年三月六日， 

第五0 ๐ 次会议。

1 5 8 ( X X X I)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助的经社会区域训练机构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
回顾其 第148(xxx)号决议，该决议是关于亚洲经济发展及规划研究所、亚洲统计 

研究所、亚洲发展事业管理中心、和亚洲社会福利和发展事业训练和研究中心等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支助的经社会区域训练机构的通盘审查，

赞赏地注意到执行秘书已经就组成工作团对经社会各区域机构进行通盘审查采 
取了步骤，

非常感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提供的财政援助，这使执行秘书可以派出一个工

作 团 ，对各机构进行通盘审查，
           

注意到审查工作团提交给执行秘书的报告（4）及其中的结论和建议，
注意到执行秘书关于区域机构的报隹@及其中的建议和提^义，

1. 执行秘书同有关各国政府尤其是各东道国政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 

联合国总部的适当单位协商，按照他报告内的建议和提议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 

便 ：

④  E /CN . 1 1 / 1 2 1 1 。 
©  E/CN . 1 1 / 1 2 0 9 。



⑻对管理区域机构的各项法律规章或业务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使这些 

机构成为政府间机构；

) ๖ * 为四个机构设立一个单一的政府间理事会，代替现在分立的理事或咨 

询机关；

（C） 设立一个技术性的协调委员会，协助该政府间理事会；

) d * 为每一个机构设立一个专家咨询委员会，协助各该机构进行其实质方 

案领域的工作；

⑹ 委 托 政 府 间 理 事 会 在 通 过 执 行 本 决 议 所 规 定 的 其 他 措 施 而 取

得一些经验之后，审议并合预算的问题；

(f) 经 常 审 查 最 后 将 亚 洲 经 济 发 展 和 规 划 研 究 所 与 亚 洲 发 展 事 业 管 理  

中心合并起来的问题；
(g) 做好准备逐步减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供给各区域机构的机构性支助， 

同时逐步增加方案性支助，但要符合执行秘书报告所载的条件；

⑻ 采 取 必 要 的 步 骤 ，将经社会指定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支助的各区域机 

构的执行机关，并作出安排为此目的把所需的经费拨给经社会；

a 在日本名古屋的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继续同执行秘书和各区域机构合作;

3. 热切吁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总部的适当单位妨助执行秘书努力执行本 
决议'执行秘书报告® 所载的各项建议，同时加速把各区域机构的执行机构职权交 

付给经社会的过程，并为此目的把所需的经费拨给经社会；
4. 请 执行秘书加速成立亚洲社会福利和发展事业训练和研究中心，并采取一

切 必要措施，以保证在执行上述各项建议的过渡时期，各机构的活动、方案和业务 

不会受到不良的影 响 ;.........
5.就所取得的进展向经社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五年三月六日， 

第五O O 次会议。

⑥ 同 上



1 5 9 (X X X I ) . 区域的技术转让中心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 委员会 ，

技术在发展中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又认识到它们 

工业的落后正反映技术的落后，

在公平条件下的技术转让对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有决定性的重要，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取得或输入适合它们特硃需要的技术方面遭遇到重
大的问题，

鉴于仅仅从发达国家输入技术还是不够，同时更重要的是技术需要适当地加以 

采用、吸收和革新，以便为发展中国家各种不同的需要服务，

有需要在亚太经社会区域内创立一个适当的机构，帮助发展中国家取得、 

采用和吸收技术，

其信念，认为为了促进自力更生，亚太经社会区域的发展中国家有需要在 

技术转让方面进行合作，

1 .重 申 亚太经社会第三十届会议的结论，即有在这个区域设立一个技术转让 

中心的需要；

2. 非 常 赞 赏 地 印 度 政 府 愿 为 拟 设 的 中 心 提 供 东 道 便 利 的 提 议 ；

3. 请执行秘书委派一个区域专家小组，对在印度设立技术转让中心的提议进
行可行性研究，并编写一份综合性计划项目报告，由工业、住房和技术委员会一九

七五年第一届会议审议，如果不可能，则由常驻代表咨委会审议，但无论如何应备

供经社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作成决定。 ,
一*九七五年二月 / 、日，

第五OO次会议。

1 6 0  (X X X I). 关于航运和港口的安排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

胃 《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以国家、区 

域和国际行动，增进发展七国家的无形贸易，包括航运的收入，并回顾发展中国家 

各国的航线应该逐渐增加，并承载各国对外贸易所产生的大部分货运，



念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領> 親定，陳其他事 

项外，应作出一切努力：

(a) 推进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公平地承运世界航运吨位；

)b* 固定和削减日益提高的运费率，以减少发展中国家进口和出口的费用，

关切地注意到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的船队一九七三年合计只占世界船队的百 

分之三（载貧净吨），

认识到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拥有成功地发展航运业一切方面的潜力，

念及发展航运对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一般经济的迅速发展可以作出很大的贡

献，

特别注意到船只不需要准备时期，也是国际上可以出售的资产，

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在双边及多边方面的援助下专心努力，就 

设有能力达到第二个发展十年战略所定的指标，

念及发展中岛屿国家和内陆国家的困难，

回顾到第 143 )X X X *号决议，连 皇 到 有 关 专 家 小 组向执行秘书提出的报告，

并考虑到“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中所 

载的提议，

区域经济委员会需要把它的航运活动同几个其他联合国和国际机构协 调 ， 

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非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经济 

委员会和西亚经济委员会，

1.    决定航运和港口事务在原则上应该设立一个单一机构；

2. 又决定关于设立这个机构的决定应由经独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作成•.

3. 遺执行秘书同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保证所有关于航运和港口的事项 

均可在他的指导下得到更好的协调。

一九七五年三月六日， 

第 五 O O 次会议。



第四章

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

3 4 4 . 经社会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七日第五O  —次会议上，核可了按照经社会 

会议讨论的结果应由它加以修订的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七年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 

经社会就此事商同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修订了一九 

七五至一九七七年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现将那个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载列于下。 

有关发展航运和港口的方案（I  I  * 反映了经社会第1 6 O )X X X I*号决议所载列的 

决定。

导 言

345. 在一九七四年三月至四月于斯里兰卡举行的经社会第三十届会议上， 

大 家 “ 有一个共同意见是：执行秘书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亚远经委会所 

有辅助机构都注意到要付诸行动的高度优先领域，并在它们的活动和工作方案中 

表 现 出 来 ” ) E /5 4 6 9 ,第2 0 2 段）。

346. 按照经社会第三十届会议发出的指示，经社会曾商同常驻代表和经社 

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并根据经社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以前举行的各次 

立法委员会会议的讨论情况，详细审查并修订了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七年工作方案和 

优先次序。 这项做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㈠ 替 整 个 亚 太 经 社 会 制 定 出 一 个 相 关 连 的 、 多部门的和面向行动的工 

作方 案 ，这个方案是处理区域发展问题，尤其是各优先.领域的问题的 
一种k 体性方法。 这意味着一种运动，那个运动是要打破绝对在分 

工的基础上制定的支离破碎的传统工作方案；

㈡ 小心挑选互相加强、并对这一地区的发展将有最大影响的方案和计划。



此外，这些方案和计划，在执行上应有最大的成功机会，也必须有一段 

合理的构思酝酿时期；

㈢ 使 工 作 方 案 列 入 亚 太 经 社 会 的 基 本 功 能 ，这些功能包括：（a*研究和调良 

)b*讨论和谈判的场所、)c*技术援助、)d*情报交换站；

四） 获得实体性方案和计划的明确定义。 至目前为止，方案、计划和各种 

不同的工作之间相当混淆，其中有好几种工作又是属于经常性质和管理 

性质的工作；

⑹ 保证各种具体的工作尽可能达致具体的结果，并与相关方案的各组成部 

分产生直接的关系，反过来说，也对整个方案产生直接的关系。

A 基本指不

347. 经社会执行秘书和经社会各附属机构，在编制这个方案时， 曾根据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的基本指示和决定，以及行巧咨委会的建议；这些指示、 决 

定和建议关系到集中、 协调、分散、 经济及社会方面的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会议 

时地分配和有关问题，以及文件的管制和限制。 在编制方案时， 曾特别尽力保证 

工作方案在执行大会第3201 ) S - V I * 号 和 第 3202 ) S - V I * 号决议所拟定的建立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方面，能构成一项有效的区域性贡献。

B 一致行动和协调

348. 在执行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时，一方面将继续着重实际的计划项目和 

实地活动，同时也建议在既定的领域中加强多部门和多部门间互相参照的办法。

这 种 尝 试 可 从 修 订 工 作 方 案 的 内 容 明 显 地 看出，那个方案的用意是要对该区的发 

展问题制定一项整体性的处理方法。

349. 联合国系统内的一致行动和协调,也通过各种联合机构间部门或单位

พ  94 -



以及区域一级的机构间协调工作，特别是在题为“加强并协调联合国各区域机构” 

的经社会第1 1 9 )X X V II *号决议的意义上 ，维持下来。 亚太经社会在与该区有

关的贸易发展活动方面，继续与贸发会议与国际贸易中心广泛合作。 经社会和万 

国邮盟合作执行的业务， 已日渐壮大，进展令人满意。 除了关于发展和人口问题 

的各机构间会议外，全面的机构间协调已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350. 在制定整体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时，已与有关机构紧密协商，并详细 

地有议了它们送来的意见。 此外，正如过去几年一样，执行秘书采取的政策是在 

适当的情况下，利用例如大学，国立、私立或公立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来执行工作 

方案中的部分计划。

C. 新的体制安排

351.气象组织和亚太经社会合办的热带旋风专家小组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举行了第一届会议。按照经社会早期的决定，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已于一九七三 

年十月二十四日成立。 设立锡工业研究和发展中心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进展。 

而设立由开发计划署援助的亚洲社会福利和发展事业训练和研究中心的进展情况，

亦可令人满意。 亚洲大米贸易基金已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一日成为合法团体，正 

由亚太经社会援助进行活动。 亚洲票据交换联盟已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成立, 

其董事会的升业会议也已举行。

D. 秘书处事杈的分散和加强

352.有 关 将 执 行 机构的职能交付给经社会的问题和加强秘书处事权的问题， 

已经有了进展。



E. 文件的管制和限制

353. 按照内部的安排和上级机关的指示， 已经继续不断的实行管制文件的 

措施，包括事免规划在内。 亚太经社会成功地达成了秘书长的要求，将一年内的 

文件减少了百分之十五。 此外，正尽力保证文件早日完成，让与会者有足够的时 

间加以研讨。 在这方面， 由于各主要委员会的会议是在经委会常年会议开会前不 

久举行的，为了处理它们的报告，秘书处的职员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赶办一件相 

当繁重的工作。 为了今后避免这些困难，使遵照经社会议事规则第二条采取行动 

更为方便，因此建议在暂定会议日程中，安排各主要委员会在每年十一月或十二月 

前召开所有的会议。

F . 工作方案的执行

354. 工作方案虽有尽可能求其确定的需要，但有不可预见的因素使人不得 

不更改或放弃某些计划项目。 因此经社会一如过去，可以让执行秘书斟酌情形更 

改或缓办计划项目，或在其认为必要时，于 核 定 的 工 作 方 案 范 围 内 改 订 些 计 划 项  

目的优先次序。

355. 以收集、 编纂和出版方式对整体工作方案加以支持的统计支助数字将 

优先提供。

解释性说明

356. 工作方案的现有格式已被修改及用来叙述三个单独,层面的工作：方案， 

方案组成部分和具体工作。 这些类别是以按照大会第3043 ) X V I I * 号决议作成 

的联合国两年期方案预算和中期计划为根据的。

357. 方 案 指 广 泛 的 工 作 范 围 ，它可能或不可能与秘书处各司的工作相符, 

如原料和发展就是一个例子。

358. 方案组成部分打算用来包含中期的一段时期，并制定关于有关方案的



主要因素，如原料、原料和发展方案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

359. 具体工作是指那些有具体成果，而其持续的时间可用合理的准确度计 

算 的 工 作 （研究、会议， 技 术 援 助 等 ），如木材、棕榈油、黄麻、 参茨淀粉和定于 

一九七七年完成的其他有关商品的研究，这些研究工作是在《方案组成部分：原料 

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项下进行的。

360. 就每一个具体工作，提供了以下情报：㈠工作性质； （二）亚太经社会 
负责这项工作的主要单位;( ② （三）亚太经社会内的参加单位；㈣亚太经社会外的参 

加单位；㈤时间表；以及内资源（现有和预期两者）。

361. —粒 星 号 （★ * 表示那些在最近的将来无可用资源的工作。

362. 草案第一节载有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认定的五个优先领域内的综合工 

作方案，这些方案是：⑻发展粮食和农业；（b*开发、使用和保存能源；)c_原料和 

发展；)d *发展和转让适当技术；)e *外部财源。

363. 第二节载有其他工作领域的工作方案，包括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 

以及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别措施。

① 指以下各类别：

⑻ 技 术 援 助  

⑼ 研 究 和 调 查

⑹ 情 报 的 搜 集 与 散 发  

⑹ 通 过 会 议 进 行 讨 论 和 谈 判

② 技术合作股的参与是大部分具体工作的普遍现象。

③ 常 =常 设 员 额 ； 咨 =咨 议 ；

区 =区 域 顾 问 ； 外=预算外额员。

资源栏所指者与“ 亚太经社会内负责这项工作的主要单位” 相关。



3 6 4 . 各方案所采记号如下:

记 号

)1 *  发展粮食和农业 01

)2 *  开发、使用和保存能源 02

)3 *  原料和发展 03

)4 *  发展和转让适当技术 04
)5 *  外部财源 05

)6 *  发展规划 06

)7 *  工业发展 07

)8 *  住房、造房和物质规划 08
)9 *  人类环境 09

)1 0 *  增进和扩展贸易和货币安排 10

( 1 1 )  发展航运、港口和内陆水运 11

)1 2 * 发展运输 12

)1 3 *  发展通讯设备 13

)1 4 *  发展旅游事业

)1 5 *  开发矿物资源 15

)1 6 *  开发水利资源 16

)1 7 *  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以及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别措施U

)1 8 * 社会发展和福利的政策与计划 18

)1 9 * 人口政策与方案 19

)2 0 *  统计发展与服务 20

365. 每一方案组成部分构成了一项次级分类，如方案：发展粮食和农业 

) 0 1 * 项下的方案组成部分：改进农业计划和政策编为01. 1 ; 方案：发展运输

) 1 2 * 项下的方案组成部分：国际交通的一般运输规划和促进编为12. 1 等等。

366. 具体工作的旁注是以数字记号顺序排列；例如 ，具体工作：审查和

- 9 8 -



分析农业发展计划及其执行，包括挑选的个案研究， 已被编为01. 1. ( i ) 等等 。

367. 为使工作方案尽可能按实际与联合国两年期预算和中期计划联系起 

来 ，所拟工作方案的起迄期间是经社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结束至一九七七年年底为 

止 。
368. 工作方案并未列出各主要立法委员会的会议。 它所载有关亚太经 

社会所能提供的区域咨询事务的情报则载于附件之中。

369. 按照定义，最高的优先次序应为第一节中各项工作的执行，即五项 

优先领域的工作方案的执行。



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七年优先领域的工作方案

A , 方案 ： 发展粮食和农业（01 )

本区许多发展中国家粮食的生产和分配尚未能满足日益增长人口的粮食需要，不能对各部分人口、 

尤其是对最易受害的人群提供适当的营养。 继续进口所需的基本粮食项目和农业必需品已对稀少的外 

汇资源产生了沈重的负担，也因此影响到成功地执行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因此，主要的是要在各 

国和本区内增加农业，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改善分配以及获致粮食的稳定供应，以满足曰益增加的需要, 

特别是要通过改善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目标相一致的农业计划和政策，以满足那种需要。 这项方 

案的目•的是要对在国家和区域一级上达成这些目标而作出贡献。

B 。 方案组成部分

1 . 改进农业计划和政策 (01 . 1)

各国农业发展计划和政策的目标与措施将予以审查，其实际的执行情况，包括农业部门的成长型 

态和成长率将在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目标范围内加以审查。 关于农业规划和为达成这些目的而采 

取的农业政策措施的主要问题将予以分析；同时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将拟具克服这些问题的适当建议11 

发展粮食和农业的另一类可行政策措施也将加以审查，在国家和区域一级上的可行行动准则也将制定出 

来n



H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舍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现有的 
( )
常咨 区 外

预期的 
( 人 )

常 咨 区 外

审查和分析农业发展计划及其 )๖* 农业 发展规划、统计 粮农组织 继续中
6------------ -----------------

执行情况，包括选定的个案研究

a 关于粮食短缺及粮价上升的研 )๖* 发展规划 农业 粮农'组织 1 9 7 6 - 22- — —----- 一 — — 8

究 ⑹ 1977

㈢ 关于同农业生产有关的各种鼓 农业 发 展 规 划 、统计、 粮农组织，日 1975 8------------  -  10 - - - ---------

励政策有何作用的研究 社会发展 本

㈣ 关于稳定并增加农业生产的有 农业 发展规划、社会 粮农组织 197 5 - 4------------- ----------------

效鼓励政策的讨论会 发展 1976

ธ 。 方案组成部分:

2 。 发展农业的基本设施(0 1 o 2 )

改进基本设施，包括机构安排的政策和方案将加以分析，并制订改进它们旳准则.将特别注蒽灌溉与排水，农产品的运输、投入量与通讯，农业 

合作社、市场与信用。



工亚太经社会

时 间 表

资 源

作
性
质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常

现有的 
(又王月） 

咨 区 外

预期的 
( )

常 咨 区 外

㈠ 对本区各国农业的经济报导作比

较分析，包括收入分配在内

(b) 农业 发展规划、统计、

人口

粮农组织 1976 10 - - 6 — — — —

(二）关于农业部门可投资资源和动员

这些资源的方法的研究，包括财政、劳

力及其他的研究

(b) 农业 发展规划、统计、

社会发展

粮农组织

劳工组织

1976 12

（三）关于小农农业信贷需要和资助这

些需要的措施的研究

(b) 农业 发展规划、社会

发展

粮农组织

劳工组织

1 9 7 6 -

1977

6

㈣ 审査针对制造农村就业机会的国家

政策、政策文书和机构

(b)

⑹

农业 发展规划、社会

发展

粮农组织 

劳工组织

1976 10 — —

B 。 方案组成部分：

3 。 稳定和扩充粮食供应(0 1 o 3 )

透过各国内部及区域一级适当的粮食获得、储存、分配和增加措施，并透过如所提《世界糖食安全国际约定》所拟议的那些世界性政策范围内的 

方案，如亚洲大米贸易基金和其他的安排，莸得粮食的供应.



C . 具体工作：

资 源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现 有 的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预 期 的
)人 工 月 ） 

外 常 咨 区

㈠ 亚 洲 大 米 贸 易 基 金 ：为 早 曰 执 行 ⑻ 农 业 国 际 贸 易 、 发展

规划

开 发 计 划 署 、 贸 发 197 5

会议 、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世 界 银 行 、粮

农 组 织 、 亚发银行

工 作 而 采 取 的 后 继 行 动 ，包 括 业 务 计 划  

的研究和编制 (d)

㈡ 对 《世 界 粮 食 安 全 国 际 约 定 》的 ⑻ 农业 运 输 和 交 通 、 国 粮 农 组 织 、 亚发银 1 9 7 5 -

区域贡献 际贸易 行.，东南亚农业中 1976
:旬 心、 儿 童 基 金 会

㈢ 关 于 在 粮 食 和 农 业 发 展 长 期 远 景 (b) 农业 统计、 发展规 划 粮 农 组 织 、 亚发银 1 9 7 5 -

方 面 的 区 域 合 作 的 研 究 行、 曰本 1977

5 10

9 — — — — — — 12

■ ■ 一  24 — — — 4 8

外

B.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4 。 使 粮 食 生 产 多 样 化 和 贮 存 粮 食 资 源 （01。4)

对 粮 食 生 产 和 农 民 耕 作 的 多 样 化 以 及 增 加 粮 食 资 源 和 农 民 收 入 方 面 ，必 须 更 加 注意 。对 于 次 等 谷 物 的 生 产 问 题 尤 需 加 以 注 意 这 些 问 题 和 低 收 入

人 群 的 锫 要 和 用 作 为 牲 畜 饲 料 以 代 替 普 通 饲 料 的 需 要 有 关 。



ร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现有的

(人工月 ）

常 咨 区 外
预期的（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㈠ 关于选定的收获后工业技术的研究（切 工 业 和 住 房 农 业 、发展规划粮农组织 1976— 2 — — — 4 — - —

1977

㈡ 对粗糙谷类和豆类专家小组建议的（a ) 农业 发展规划、 国际 粮 农 组 织

后继行动 贸易

(d)

1 9 7 5 - 8
1976

- 2 4

㈢ 关于促进同农业资源，尤其是同牲 

畜、渔业和林业有关的贸易方面的区域合 

作研究

) b * 农业、国际 粮农组织

贸易

1 9 7 6 -  12 -  -  12

1977

㈣ 关于亚太经社会区域各发展中国家（b ) 工 业 和 住 房 农 业 、社会发展粮农组织、工发

适当农用工业技术的工作会议 ⑹ 组织.儿童基金

会、 日本

1976 2 -  4 -  4 -  -  1

B 。 方案组成部分：

5 。 增加农业必需品的供应（01。5)

本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遭遇的最紧急问题之_是如何获得农业必需品的适当供应，以增加它们国内粮食的生产， 这些必需品必须以适当的数 

量和合理



( - ) 设立亚洲农业机构中心

ร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苎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4位

( a ) 工业和住房农业

(0
(d)

㈡ 研究如何估评增加农业生产所需的⑼农业  

必需品和供应

㈢ 在世界肥料和农药政策的范围内制㈦ 农业 

定有关获得湘供应农业必需品的区域计划⑹

㈣ 化学肥料的生产、分 配 和 使 用 方 面 （切 发 展 规 划

的区域合作计划 ⑹

(d)

发展规划

发展规划

工发组织、粮 农 1975— 

组织、开 发 计 划 1976 
署

粮农组织、 曰本 1 9 7 5 -
1976

粮农组织、荷兰 197 5—
1977

(义i 月）
常 咨 区 外

12

24

36

㈤ 促进本区有机肥使用的计划 ) ๖ * 发展规划 

（C）

掛

农业、工业和住稂农组织、开 发 197 5 
房、国际贸易 计划署、工发组

织

农业、工业和住粮农组织、开 发 1975— 

房、 自然资源 计划署 1976

17

16

预 -粗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326

B 。 方案组成部分：

6 。 制定营养政策（01。6)

营养方案和政策对本区各发展中国家是极为重要的。 打算继续注蒽本问题.并帮助各会员制定适当的营养方案和政策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 的 
主要¥位

资 源
亚太经社会内 

的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现有的 

(AX 肩 ）

预期的 
(汄王月）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㈠ 对 粮 食 决 算 表 的 分 析 ) ๖ * 农业 统计 粮 农 组 织 、 曰本 1 9 7 5 -
1977

㈡ 关 于 在 可 供 选 择 的 土 地 利 用 方 面 估 )๖ * 农业 发 展 规 划 、 社会 粮 农 组 织 、 卫生 1977

评 其 效 率 的 范 围 内 ， 对 于 不 同 来 源 蛋 发展 组织、教科文组织

供 求 的 研 究

㈢ 关 于 人 口 变 迁 、 粮 食 和 营 养 需 要 的 )๖ * 人口 农业 粮农组 织 1976

研究

8 -  -  ， 12

8 -  -  22

12 2 -  -

- 12

B 。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7 。 制 定 本 区 农 业 情 报 方 案 ， 并 调 查 当 前 的 发 展 情 况 （0U 7)

如 何 有 系 统 地 搜 集 、 保 存 和 改 进 本 区 粮 食 和 农 业 情 况 的 基 本 最 新 情 报 ， 以 及 将 它 散 发 给 各 成 员 国 ，是 构 成 本 方 案 的 主 要 部 分 。 在 这 项 情 报 的 基  

础 上 ，将 对 发 展 作 一 最 新 审 查 ，其 中 尽 可 能 包 括 对 短 期 农 业 生 产 的 主 要 特 色 作 一 预 测 。



C . 具体工作：

107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现 有 的  
) 人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常

㈠ 锆 写 当 前 审 查 亚 太 经 社 会 区 域 粮 食 ⑼ 农 业  国 际 贸 易 、 工 业 和 住 粮 农 组 织 继续中

和 农 业 情 况 的 报 告 ⑹ 房 、 发 展 规 划 、 社会 

发 展 、人 口 、 统计

㈡ 在 全 球 情 报 及 早 期 替 告 系 统 的 范 围 ⑻ 农业 统计、人 口 、 社会发 賴 农 组 织 、 0 1S 75-

内 设 立 一 个 区 域 农 业 情 报 服 务 处 （C） 展 本 1976

曰 有 关 如 何 使 用 得 自 遥 测 设 计 的 资 料 (b) 农业 、 湄 公 河 粮 农 组 织 、 气 1 9 7 6 -

和 其 他 预 测 农 业 情 况 及 作 物 生 产 的 气 象 资 ⑹ 自然资源 象 组 织 、 曰本 1977

料 的 讨 论 会

24

12 - - 24 -  -  -  24

4 -

自然资源

2 -

资 源

外

A. 方 案 ：开 发 、 使 用 和 保 存 能 源 （02 )

本 方 案 的 主 耍 目 的 是 试 图 对 当 前 的 重 要 问 题 提 供 解 决 办 法 ， 这 些 问 题 包 括 不 适 当 地 供 应 能 f i 以 满 足 曰 益 增 长 的 需 求、 当 前 的 高 价 能 源 、 消费者 

对 能 的 浪 费 以 及 有 史 以 来 越 来 越 依 赖 石 抽 而 以 石 油 为 主 要 能 源 的 问 题 。在 各 种 提 出 的 工 作 中 ，社会 、 人 口 和 环 境 方 面 的 能 源 问题 将 继 续 予 以 注 意 。

B .  方 案 组 成 部 分 ：

1 . 探测、开采和生产能源

打 算 协 助 制 定 国 家 能 源 发 辰 方 案 ；奴 进 包 括 石 油 、 天 然 气 、煤 和 褐 炭 、孕 藏 水 电 和 妇 传 统 的 资 源 等 各 种 本 地 能 源 的 探 测 、 开 采 和 生 产 ；在 次 区 域  

和 区 域 一 织 从 辜 协 调 努 力 ;改 进 能 源 痧 业 P 行 政 、 企 业 和 财 政 管 理 ； 以 及 促 进 生 产 能 海 工 业 中 各 类 人 员 的 训 鲸 。



C . 具体工作：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㈠ 对 各 发 展 中 国 家 作 如 下 的 技 术 援 助 :

(a) 从 事 有 系 统 的 能 源 调 查 和 制 定 全 ⑻ 自 然 资 源  

面 的 能 源 发 展 方 案 ®

(b) 水 电 项 目 的 估 价 ：石 油 和 天 然 气 . ⑻ 自 然 资 源  

煤 和 褐 炭 的 开 采 （包 括 亊 先 可 行 性 的 研

继续中

继续中

究报告及有关项目执行意见的编写）， 

能源公用事业及财政管理的改善：以及

• 供 电 技 术 ®

S

㈡ 在 鉴 定 非 传 统 性 能 源 以 供 能 量 生  

产 方 面 ，对 发 展 中 国 家 作 技 术 援 助 ，并 

编 写 事 先 可 行 性 的 研 究 报 告 和 执 行 下 列  

计 划 项 目 的 意 见 ：

( a ) 应 急 方 案 一 太 阳 和 风 能 、 废 物 、 

生 物 气 体

( a ) 自然资源、工 

业和住房

教 科 文 组 织 、 继续中 

开 发 计 划 署

时 间 表

资 源

现 有 的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常

预 期 的  
) 人工月）

咨 区 外

34 -  -  - 42 - 12 168

18 -  -  - 21 80

自然资源

5 -  -  - 4 -  5 12

工业和住房
4 -  _  _ 3 -  — •



资 源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 )
常 咨 区 外

.预•卵.

(人ร月）

（b * 长期方案一地热和核子能、油 页 岩 ⑻ 自 然 资 源  

柏油沙和潮水能①

教科文组织 继续中 ©

㈢ 搜集、分析和散发下列有关情报：

( a ) 供 电 情 况 ，包 括 核 子 发 电 （出版 （ c *自然资源 统计

《亚洲和太平洋的电力》）

)b * 开发能源

教科文组织 继续中 23

1
0
9
I

㈣ 搜集和编纂有关能源的统计，并 ⑹ 统 计 自然资源 继续中

将其出版

㈤ 有关乡村电气化的讨论会和研究 ⑹ 自 然 资 源 1975

旅行

㈥ 有关资助乡村电气化的研究 （b ) 自然资源 世界银行、亚 197 5 -  4

发银行 1976

11 - -  -

6 -

5 - -

㈦ 编写下列有关能源开发的丛书： （切

㈨ 城市电气化规划 自然资源

)b* 国家电力网和超高压系统 目然资源

33 — — 一 4 9 一 一

1975

1975

~包 括 在 以 上 （一）(b)之内.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现 有 的  
（人工月)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 ) 

常 咨 区 外

（C） 石 油 和 天 然 气 的 供 求 情 况 自然资源 工 业 和 住 房 、 统计 1 9 7 6 -

19 77
⑹ 气 仿 涡 轮 和 传 统 储 存 与 抽 水 储 存 )๖ * 自然资源 1 9 7 5 - 5 一 —* — — — — —

形 式 的 水 力 发 电 尖 峰 站 的 作 用 1977

（八）在 能 源 开 发 方 面 有 关 促 进 区 域 和  
次 区 域 合 作 的 研 究 1

（๖* 自然资源 1 9 7 5 -

1977

5

㈨ 有 关 开 发 非 传 统 性 能 源 的 巡 回 讨 ⑹ 自然资源 教 科 文 组 织 、 1976 1 _ _ _ 4 .  - 10
论会 开 发 计 划 署

㈩ 研 究 石 油 和 天 然 气 的 海 洋 运 输 )๖ * 国际贸易 运 输 与 通 讯 1 9 7 5 -
1976

- — — _ - 6 _ 3

B . 方 案 组 成 部分 ：

2 .  使用能源 （02. 2 )

打 算 促 进 能 源 的 有 效 使 用 ，并 促 进 各 消 费 者 部 门 使 用 正 当 形 式 的 初 级 能 源 （如 交通 、 工 业 、 农 业 和 本 国 消 费 者 部 门 ）， 引 进 新 的 能 源 消 费 技 术 和 方  

法 ， 以 及 改 善 人 员 的 训 练 。



资 源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㈠ 关 于 能 源 危 机 对 某 些 选 定 国 家 的 （b) 发展规划 

发 繊 经 济 影 响 研 究

自然资源 世 界 银 行 1975

1977

㈡ 关 于 能 源 市 场 贸 易 和 支 付 变 革 的  

影 响 研 究

(b) 国际贸易 自然资源、 发

展规划

世 界 银 行 1975

㈢ 关 于 多 国 公 司 在 燃 料 的 进 口 和 分  

配 及 其 价 格 政 策 的 作 用 方 面 的 研 究

)b * 国际贸易 发 展规划 1975

㈣ 关 于 适 用 于 发 展 中 国 家 所 拥 有 能  

源 的 可 供 选 择 的 技 术 及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之  

间 转 让 这 类 技 术 的 研 究

（b * 工 业 和住房 自然资源 工 发 组 织 、 教 

科 文 组 织

1976

（五* 对 基 于 较 不 密 集 能 源 程 序 的 具 体  

工 业 部 门 的 问 题 的 研 究

(b)
(c)

工 业 和 住 房 工 发 组 织 1976—

1 1 7  7

㈥ 调 查 在 国 冢 、 次 区 域 或 区 域 的 基  
础 上 有 关 液 态 天 然 气 的 使 用 ®

(b) 工 业 和 住 房 自然资源 工 发 组 织 1977

㈦ 对 基 于 能 源 胬 要 减 少 的 小 型 工 业  

发 及 方 案 的 规 g 作 出 技 术 援 助

(a) 工业和住房 自然资源、

发展规划

工 发 组 织 继续中

㈧ 关 于 人 口 变 动 和 能 h H : 的 砑 究 ① ⑽ 人 口 自然资源

现有的 . ส ุ
) *

2 4 -  -  2 -  -  -  4

10 — — 3 12. — — —

12 -  -  -

3 一 — — 4 — 一 —

4 — — — 3 — — 一

4 -

2 — — — 4 — — —

1 975 -1976  12 -  - 2



A • 方 案 ：原 料 和 发 展 （03)

将 整 个 原 料 所 特 有 的 通 盘 问 题 作 一 研 究 ，一 方 面 注 意 到 矿 业 、 农 业 、 林 业 和 水 产 业 等 各 项 小 组 不 同 的 特 征 。 所 有 短 期 和 长 期 方 面 ，包 括 对 外 贸 易 、 

国 内 消 费 、 农 村 人 口 的 收 入 、 对 区 域 而 言 那 些 认 为 重 要 的 个 别 商 品 的 销 售 和 运 输 或 经 本 区 各 国 辨 认 为 问 题 商 品 的 销 售 和 运 输 在 内 ，都 将 加 以 审 查 。 在执 

行 本 方 案 时 ，拟 充 分 注 意 联 合 国 大 会 第 六 届 特 别 会 议 所 通 过 的 建 立 新 的 国 际 经 济 秩 序 宣 言 的 有 关 条 款 。

ธ  -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1 • 原 料 的 生 产 和 贸 易（0 3 . 1)

将 特 别 注 意 销 售 和 贸 易 政 策 ，原 料 价 格 的 稳 定 以 及 原 料 经 二 级 加 工 和 三 级 加 工 后 所 增 加 的 价 值 。

C . 具 体 工 作 ：

资 源

rv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又 i 月 ） 

常 咨 区

预 .期 殁  
) *

外 常 咨  区

๓ 关 于 原 料 各 种 问 题 和 政 策 的 审 查 )b * 发展规划 农 业 、 国际贸易、贸 发 会 议 、 稂农 

自然资源、 工 业 组 织

和住屋统计

1975

๐ 原 料 对 外 贸 易 的 趋 势 的 统 计 研 究 )b * 统计 发 展 规 划 、 国 际 贸 发 会 议  

贸易

1975

( 3 对 亚 太 经 社 会 国 家 有 利 害 关 系 的  

原 料 进 入 市 场 的 研 究

)b * 国际贸易 自然资源、 统计、 贸 发 会 议 、 总协 

发 展规划 定

1976

® 对 本 区 各 国 有 利 害 关 系 的 若 干 选  

定 原 料 的 合 成 物 和 代 替 物 的 竞 争 的 研  

究

的 关 于 参 照 执 行 国 际 商 品 协 定 的 目  

前 发 展 就 各 种 定 价 问 题 从 事 深 入 的 研

究

)b * 发 展 规 划 、

国际贸易

工 业 和 住 屋 、 自 贸 发 会 议 、 总协 

然 资源 定

)b*

发展规划 国 际 贸 易 、 自 然 贸 发 会 议 、 粮农 

资源 、 统计 组织 、 国际商品

协 定 理 事 会

1 9 76 -

1977

发展规划
18 - - -

贸易
42 J  -  3
18 -  -  -

- 12

- 9
- 12

H

6

外

2 •* — — 2 — — —

12 — —  ̂ — — —



㈥ 原 料 进 一 步 加 工 和 销 售 的 研 究

)b*

工 业 和 住 房 、 

发矣规划

国 际 贸 易 、 自然 

资源

贸 发 会 议 工 发 组

织

1975-

1977

工 业 和 住 房
7 3 2

发展规划
18 - - 2

2 - 3

- -  - 30

出 关 于 原 料 的 专 设 政 府 间 协 商 小 组

)d*

发展规 划 国 际 贸 易 、 自然 贸 发 会 议 、 稂农 1975 6 - - 6 . . . .

资 源 、 工业和 住 组 织 、 国际商 品
屋 、 统计 协 定 理 事 会

㈧ 商 品 共 同 体 办 法 的 审 查 )b * 、开发规划 国 际 贸 易 、 自然 贸 发 会 议 、稂农 8 - - 24 - - - -

       )d*
资 源 、 工 业 和 住 组织 、 国际商品

屋 、 统 计 、 农 业 协定理事会

B •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2 •原 料 的 区 域 和 分 区 域 合 作 （0 3 .2 )

拟 加 紧 办 理 现 有 商 品 共 同 体 的 工 作 ， 同 时 计 及 航 运 及 其 他 问 题 。 目 的 是 在 商 品 对 商 品 的 基 础 上 进 一 步 进 行 区 域 和 分 区 域 合 作 ，并 探 究 在 原 料 方  

面 可 否 采 用 这 种 合 作 的 其 他 方 式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合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现 有 的  
( 人工月 )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入 X 月 ） 

常 咨  区 外

（一）在 自 然 资 源 的 研 究 和 发 展 、勘探、 (a) 工业和住屋 自然资源、 发展 教 科 文 组 织 、 工 继续中 8 3 - - น -  - น

开 发 、 保 养 和 利 用 方 面 ，促 进 区域合 （๖* 规划 发 组 织

作 的 研 究

㈡ 经 由 下 列 各 种 办 法 援 助 商 品 共 同

体 ：

( a ) 特 别 注 意 研 究 )๖ * 发展规 划 国 际 贸 易 、 农 业 、贸 发 会 议 1 9 7 5 - 9 21

工 业 和住房 1977



( b ) 改 善 生 产 和 生 产 力 的 统 计 (a) 统计 农业 稂 农 组 织 1977 - - - — - 11 - -

㈢ 航 运 方 面 的 区 域 和 分 区 域 合 作 ：

⑻ 自 然 橡 胶 、 椰 子 产 品 、 木材 ⑹ 国际贸易 统 计 、 运 输 和 通 挪 威 、橡 胶 国 协 、 1975 -  -  -  - 3 12 - -

食 用 油 等 的 海 运 讯 东 南 运 通 机 构

( b ) 依 照 橡 胶 国 协 专 家 小 组 建 议 （๖* 国际贸易 统计 橡 胶 国 协 、 亚洲 1976 -  -  -  - - 2 - 16

对 性 质 相 同 的 商 品 进 行 联 营 椰 子 共 同 体 、 木

的研究 材 和 食 油 协 进 会

和船主

⑹ 关 于 选 择 载 运 特 定 商 品 的 船 )๖ * 国际贸易 统 计 、 运 输 和 通 荷 兰 1977 — — - 3 - 3

只 及 其 航 线 的 研 究 讯

四* 关 于 木 材 、 棕 榈 油 、 黄 麻 、 木薯 )๖ * 发 展 规 划 、 工 国 际 贸 易 、农业 稂 农 组 织 、 工发 1 9 7 5 - 发展親划

淀粉 、 及 其 他 问 题 M 品的研究 (C) 业及住房 自然资源 组 织 、 贸 .发 会 1977 6 . - - 2 - - - 22

⑹ 议 / 总协定国 工 业 和 住 房

际 贸 易中心 6 - น - - - - -

㈤ 在 商 品 对 商 品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区 域 ⑹ 发展规划 国 际 贸 易 、 工业 稂 农 组 织 、 工发 197級 3 - - -
和 分 区 域 合 作 的 专 设 政 府 间 协 商 和 住 房 、 农 业 、 组织 、 贸 发 会 议 1977
机构 自然资源 __

B •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3 •原 料 的 保 护 、 重 生 和 盘 存 （0 3 ,3 )
建 议 对 自 然 资 源 的 保 护 和 重 生 的 政 策 和 办 法 进 行 定 期 全 盘 审 查 ， 以 期 评 估 本 区 在 这 方 面 的 进 展 情 况 ，并 厘 订 谋 求 发 展 的 区 域 战 略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现 有 的  
)又 i 月 ）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 *

常 咨 区 外

（一）关 于 原 料 保 存 和 环 境 保 护 的 研 究 )๖ * 自然资源 发 展 规 划 、 工业 

和住房

继续中 2 - -  -  -  -

㈡ 编 辑 并 分 析 本 区 矿 产 、 水 产和林 

产 方 面 重 要 原 料 的 存 货 谙 单

)๖ * 自然资源 农 业 、 发 展 规 划 、 

统计

工发组 织 1 9 7 7 น -  -  - - 3 - ~

A •方 案 ：适 当 技 术 的 发 展 和 转 让（04)
本 方 案 的 目 的 ， 是 在 处 理 这 方 面 若 干 极 为 重 要 的 基 本 问 题 ，包 括 技 术 从 发 达 国 家 转 让 到 发 展 中 国 家 所 加 的 限 制 ， 已 转 让 的 许 多 技 术 的 不 适 当 ’ 许 多 发  

展 中 国 家 没 有 能 力 发 展 自 已 的 技 术 或 没 有 能 力 吸 取 他 国 的 技 术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内 或 发 展 中 国 家 间 传 播 技 术 的 困 难 ， 以 及 技 术 熟 练 人 员 因 移 民 到 较 发 达 国 家  

以 致 人 数 减 少 等 等 。

B .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1 . 科 学 和 技 术 的 政 策 和 机 构（0 4 . 1 )

建 议 在 同 联 合 国 主 管 机 构 合 作 下 协 助 会 员 国 审 查 并 执 行 世 界 和 亚 洲 行 动 计 划 ， 强 调 产 生 和 获 得 本 土 技 术 的 当 前 问 题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i 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_现 有 的 _
)人 i 月 ）

常 咨 区 外

预_期@
) 入王月）

常 咨  区 外

（一）举 办 国 家 讨 论 会 、 以 执 行 《应用 
科 技 促 进 发 展世 界 和 亚 洲 行 动 计  

划 》中的建议

㈡ 对 科 学 和 技 术 机 构 的 辨 认 和 评 价  

进 行 分 国 审 查

㈢ 关 于 技 术 的 发 展 和 转 让 的 国 家 政  

策 和 方 案 的 方 针

( d ) 工 业 和住房

( b ) 工 业 和住房

发展规划

(b) 工 业 和 住 房 发 展 规 划 、 国

际贸易

教 科 文 组 织 、 科 继 续 中  

学 和 技 术 办 事 处 、

劳 工 组 织 、 卫生 

组织

教 科 文 组 织 、 工 1975 
发 组 织 、 卫生组 

织

工 发 组 织 、 贸 发 1975— 

会 议 、 国 际 商 会 1976 
亚 远 事 委 会 、 劳 

工组织 

- 10

资 源

น 2

4 4

6

B 。方案的组，成 部 分 ：

2 。发 展 当 地 的 能 力 ， 以培养、选 择 并 修 订 适 当 的 技 术（04。2)
目 的 特 别 是 要 在 各 部 门 的 基 础 上 加 强 本 土 的 能 力 ，其 方 法 是 训 练 测 报 ，选 择 、 调 节 并 修 订 技 术 等 方 面 的 干 部 人 员 ，并 传 播 适 合 于 亚 太 经 社 会 各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因 素 或 其 他 情 况 的 各 种 技 术 的 资 料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亚太经社会外

的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关 于 适 当 技 术 的 发 展 和 转 让 方 面 （๖ * 发展规划 工业和住房 劳工组织 1 9 7 5 -
的 e 究 1977

' 二 关 于 厘 订 适 当 技 术 的 标 准 和 选 择 （๖* 工 业 和住房 发展规划 教 科 文 组 织 、 工 1975

方法的研究 发 组 织 、 贸 发会

议 、 劳工组织

曰 关 于 目 前 和 未 来 工 厂 的 废 物 处 理 )๖ * 工 业 和住房 农业 环 境 方 案 、 科学 1976

方 法 以 及 探 测 低 成 本 处 理 和 回 收 利 用 和 技 术 办 事 处 、

的 方 法 等 等 问 题 的 研 究 劳 工 组 织 、教 科

文组织

㈣ 若 干 选 定 国 家 内 举 办 训 练 讲 习 班 ， ⑻ 工 业 和住房 发 展 规 划 、 国际 工 发 组 织 、 贸发 1 9 7 6 -

以 期 发 展 各 种 技 能 ， 对 通 过 “ 专门技 贸易 会 议 、 亚远事 委 1977

能 ” 的 许 可 证 和 专 利 证 而 进 行 的 技 术 会 、 劳 工 组 织 、

转 让 能 作 出 各 种 安 排 教 科 文 组 织

㈤ 对 关 系 各 国 提 供 咨 询 服 务 ， 以进 ⑻ 工 业 和住房 工 发 组 织 、 教 科 继续中

行 研 究 及 发 展 ，并 在 研 究 及 发 展 各 机 文组织

构 和 使 用 者 之 间 建 立 联 系 ， 来 改善发

展 中 国 家 的 产 品 和 工 厂 的 设 计

资 源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22 32

น 3



B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3 • 从 发 达 国 家 到 发 展 中 国 家 以 及 各 发 展 中 国 家 间 的 国 际 技 术 转 让（0 4 . 3)
目 的 在 促 进 区 域 内 和 国 家 间 资 本 和 技 术 的 转 让 ，特 别 在 亚 太 经 社 会 各 发 展 中 国 家 间 的 转 让 ，并 协 助 消 除 获 得 技 术 上 的 各 种 障 碍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现 有 的  
( A X  月 ）

咨 区 外 常

预 期 的  
) *

咨 区 外

（一）关 于 可 否 设 立 一 个 技 术 转 让 区 域

中 心 的 问 题 的 专 家 小 组 会 议

工 业 和住房 发 展 规 划 、 国际

贸易

教 科 文 组 织 、 劳 

工 组 织 、 工发组

织、 世 界 银 行

1975
3 -  -  - น -  -  -

㈡ 在 各 部 门 基 础 上 资 本 和 技 术 转 让  

问 题 的 研 究 ，包 括 这 种 转 让 的 条 件 和  

所 涉 影 响 在 内 以 及 各 发 展 国 家 间 促 进  

经 验 交 换 的 研 究

（b * 工业和住房 发 展 规 划 、 国际

贸易

贸 发 会 议 、 工发 

组 织 、 劳工组织

1 9 7 5 -

1976
2 8

㈢ 协 助 会 员 国 设 立 制 度 性 机 构 ， 以 

测 报 并 调 节 技 术 的 流 动

(a) 工业和住房 发展规划 工 发 组 织 、贸发

会 议 、 世界知 识

产 权 组 织

1 975 -

1976
2 น

㈣ 关 于 厘 订 许 可 证 契 约 并 重 订 专 利  

法的研究

)a * 工 业 和 住 房 工 发 组 织 、贸发

会 议

1975-

1976
5 - 3 - น -  -  -



B .方案的组成部分：

4 。 .作 为 转 让 机 构 的 技 术 资 料 制 度 （0 4 .4 )

目 的 在 于 协 助 编 纂 目前 国 家 和 区 域 阶 层 上 技 术 能 力 的 资 料 ，并 最 后 设 立 一 个 有 效 的 区 域 资 料 网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现有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 - * 搜 集 并 传 播 适 合 于 技 术 转 让 的 本  

区 国 家 标 准 机 构 和 工 业 研 究 所 的 地 位  

和 活 动 的 资 料

（C) 工 业 和住房 标 准 研 究 所 、工 

技协会、工发组 

织、 科 学 和 技 术  

办事处

继续中 4-------------

4--------------------

㈡ 设 置 一 个 关 于 现 有 技 术 及 其 评 价  

和 转 让 的 区 域 资 料 网 的 研 究

)๖ * 工业和住房 统计 教 科 文 组 织 、工

发组织

1977 4--------- 4-----------

A - 方 案 ： 国 外 财 政 资 源（05)

鉴 于 目 前 的 各 种 发 展 ，将 依 照 经 社 会 和 联 合 国 大 会 第 六 届 特 别 会 议 的 决 定 ， 优 先 注 意 下 列 问 题 ：国 际 收 支 支 援 的 各 项 问 题 ，发 展 援 助 ， 以及私人资本 

流 动 和 贸 易 扩 展 。



B •方案的组成部分：

1 •本 区 重 大 国 际 收 支 和 发 展 援 助 问 题（05-1)
拟 分 析 目 前 国 际 收 支 的 趋 向 ， 以 期 厘 订 各 种 面 向 行 动 的 方 案 ，例 如 象 国 际 收 支 支 援 和 航 运 、 旅 游 事 业 及 技 术 转 让 等 无 形 贸 易 的 各 种 区 域 安 排 。 

各 种 发 展 援 助 的 研 究 的 目 的 在 于 协 助 ：（一）亚 太 经 社 会 各 发 展 中 会 员 国 对 发 展 援 助 方 面 商 定 共 同 意 见 ；（二）就 国 家 阶 层 的 政 策 部 门 和 亚 太 经 社 会

所 采 行 动 提 出 建 议 。

C . 具 体 工 作 ：

1
2
0

 
I

--------------------------------------- ----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隹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现 有 的  
) 人 工 月 ）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H 分 析 国 际 收 支 的 长 期 和 短 期 趋 向 ， 

以 及 若 干 选 定 国 家 的 问 题

（b *

)d*

发展规划 国 际 贸 易 、 运输 

和通讯、统计

贸发会议、货币 

基金组织、经合 

发 组 织 、 预测中

中

贸发会议、货币 

基 金 组 织 、 经合 

发组织、预测中 

心、世界银行、

非洲发展银行

1 9 7 6 -

1977
25 -  -  - -  - 6

㈡ 分 析 亚 太 经 社 会 各 发 展 中 国 家 发  

展 援 助 的 趋 向 ， 展 望 和 最 适 当 的 利 用

方法

)b *

)d *

发展规划 国 际 贸 易 、 统计 、 

农业、工业和住

房 、 运 输 和 通 讯

1 9 7 6 -

1977
25 6

㈢ 国 外 财 政 资 源 专 设 政 府 间 协 商 会

议

(d) 发展规划 国 际 贸 易 、 工业

和住房、运输和

通讯

贸 发 会 议 、 经合 

发组织、气測中

心

1976 2



B •方案的组成部分：

2 •贸 易 扩 展 和 支 付 安 排（0 5 .2)
本 区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目 前 贸 易 政 策 的 方 案 ， 将 参 酌 国 际 发 展 战 略 所 规 定 的 目 标 予 以 分 析 ，并 提 出 各 种 措 施 以 推 进 和 扩 展 其 贸 易 。 包 括 货 币 和 财 政

安 排 在 内 的 各 种 促 进 贸 易 措 施 ， 也 将 加 以 推 广 。

C .具 体 工 作 ：

资 源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又 i 為 ）

常 咨 区 外

预 _期 '
 （（） （）

常 咨  区 外

（一）分 析 贸 易 、 关 税 和 支 付 政 策 ，特（ b ） 国际贸易

别 注 意 本 区 的 发 展

㈡ 贸 易 扩 展 ： 准 备 设 立 贸 易 谈 判 小  ⑻ 国 际 贸 易

组 并 向 其 提 供 服 务 ， 同时向参加该小 （b)

组 的 有 关 国 家 提 供 援 助 ：关于商品问 )c*
题 的 研 究 ，包 括 贸 易 政 策 、 关 税 和 非  2  

关 税 壁 垒 以 及 为 取 消 这 些 壁 垒 而 提 出  

的 适 当 措 施 ；关 于 关 税 协 调 可 能 性 的  

研究

统 计 、 发 展 规 划 贸 发 会 议 、 拉 美 继 续 中  

经 委 会 、 非 洲 经  

委 会 、 欧洲经委 

会 、 拉 美 自 贸 会 、

欧 经 共 同 体 、 经 

互 会 、 南 太经合 

局

统 计 、 发 展 规 划 贸 发 会 议 、 总 协 继 续 中  

定， 开 发 计 划 署

12

36 - 7254

6



㈢ 提 供 下 列 的 技 术 援 助 ： 多边贸易 

谈 判 的 举 行 ；从 普 惠 制 所 得 利 益 ；非 

关 税 壁 垒 的 辨 认 ；国际商品问题

(a)

(b)
(c)

)d*

国际贸易 统计 贸 发 会 议 、 总 协 继 续 中

定、 开 发 计划署
- - - 1|2 - 68

㈣ 多 国 家 出 口 信 用 保 险 计 划 的 制 订 (a) 国际贸易 联 合 国 总 部 、 开 继 续 中 - - - 36 - 4 2

和执行 (b) 发 计 划 署 、 贸发

)d*

会议

® 对 亚 洲 票 据 交 换 联 盟 和 分 区 支 付

(a)

国际贸易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 ■ 垂 9
1 - -

办 法 提 i 技术援助
(b)

美 洲 间 发 展 银 行 、

(d)

开 发 计 划 署 、 贸

发 会 议

1

B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3 •用 于 发 展 的 私 人 资 本 流 动 （0 5 。3)
打 算 分 析 外 国 私 人 资 本 的 重 要 方 面 ， 以 期 发 展 中 国 家 厘 订 并 执 行 适 当 政 策 。 特 别 注 意 同 多 国 公 司 进 行 业 务 有 关 的 各 种 问 题 .



工

作

性

质

1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亚太经社会外

常

现 有 的  
)又 i s  )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 人 卽 ） 

常 咨  区 外
的

参加单位

（一）分 析 同 本 区 各 发 展 中 国 家 内 的 多  

国 公 司 业 务 有 关 的 问 题

)ไb*

)c *

)d *

发展规划 国 际 贸 易 、 工业

和 住 房 、 自然资 

源

联 合 国 总 部 、 贸 

发 会 议 、 劳工组

织

1 9 7 5 -

1977
27 - - 5 -  - 40

㈡ 研 究 关 于 扩 充 区 域 内 工 业 品 贸 易  

的 外 国 私 人 投 资 的 可 能 性

)b * 工 业 和住房 国际贸易 经 合 发 组 织 、 世

界 银 行 、 非洲发 

展 银行

1975

㈢ 关 于 下 列 问 题 的 研 究 ：㈨ 投 资 法  

和 税 务 行 政 ，（切领取工业执照程序

)b * 工 业 和 住 房 国际贸易 工 发 组 织 、 荷兰 1976 7 น 2 - - -  - -

㈣ 研 究 在 自 由 贸 易 区 设 立 偏 重 出 口  

工 业 的 技 术 和 经 济 领 域

(b) 工 业 和 住 房 国际贸易 工 发 组 织 1976 6 1 6 . - - 12 น

㈤ 促 进 投 资 会 议      (d) 工 业 和住房 工 发 组 织 每 年 一 次 3

㈥ 关 于 编 制 适 合 于 外 国 投 资 的 特 定  

工 业 项 目 的 讲 习 班

)d*

工业和住房 发展规 划 经 合 发 组 织 、世

界银行

1 9 7 5 -
1976

15 3 - - - ~ 12



二、 其 他 活 动 部 门 的 工 作 方 案 ， 1975 — 1977

A •方 案 ：发 展 规 划 （06)
本 区 各 国 所 作 的 发 展 努 力 是 根 据 不 同 的 战 略 ； 它 们 在 经 济 增 长 上 获 得 不 同 程 度 的 成 功 ，并 注 意 到 必 须 更 公 平 地 分 收 入 和 财 富 。 长 期 发 展 政 策 ，不 

得 不 注 意 目 前 所 发 生 的 各 种 紧 急 问 题 。 定 期 审 查 发 展 努 力 再 加 上 有 关 的 深 入 研 究 和 就 国 别 经 验 交 换 意 见 ，必 能 充 分 改 善 发 展 努 力 来 解 决 长 期 问 题 ， 并从 

发 展 的 角 度 来 解 决 目 前 紧 急 问 题 。 那 些 审 查 也 将 说 明 区 域 和 分 区 域 合 作 的 范 围 ， 以 及 在 那 方 面 所 采 继 续 行 动 的 可 能 方 式 。

国 家 行 政 制 度 支 援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程 序 的 能 力 ， 仍 旧 是 本 区 各 国 的 一 个 主 要 的 问 题 领 域 。 由 于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的 目 标 、 战 略 和 处 理 途 径 继 续 有 所 变 动 ， 

以 期 满 足 日 新 月 异 的 需 要 ， 因 此 提 高 国 家 行 政 能 力 的 工 作 来 支 援 这 些 目 标 的 完 成 并 支 援 这 些 战 略 和 处 理 途 径 的 执 行 ，就 成 为 这 个 方 案 的 一 个 完 整 部 分 。

B •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1 •分 析 具 有 重 大 政 策 性 的 发 展 问 题 ，并 全 面 审 查 和 评 价 经 济 发 展 及 谋 求 发 展 的 区 域 战 略 （0 6 -1 )
目 的 是 通 过 有 关 的 研 究 ，去 促 成 制 订 适 合 本 区 发 展 的 适 当 范 型 。 将 定 期 进 行 全 面 审 查 本 区 的 经 济 进 展 ， 以 评 价 制 订 和 执 行 谋 求 发 展 的 区 域 战 略

的 进 展 情 况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弟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现 有 的  
) *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人 i 月 ）

常 咨  区 外

（一）通 过 下 列 办 法 ， 审 查 并 评 价 本 区

经 济 和 社 会 进 展 情 况

(a) 年 度 调 查 ， 1975

(b) 在 区 域 阶 层 上 ， 第二个两年 

审 查 和 评 估 国 际 发 展 战 略 ，

1976

（C ) 年 度 调 查 ， 1977

)b *

)c *

发展規划 有 关各司 有 关 各 机 构 1 9 7 5 -

1977

156 21 - - - • - 12



㈡ 关 于 本 区 若 干 选 定 经 济 问 题 的 特  

别 研 究 ，包 括 ：

(a) 谋 求 发 展 的 贸 易 政 策

(b) 谋 求 发 展 的 就 业 和 人 力 政 策  

( C ) 谋 求 发 展 的 工 业 政 策

( d ) 发 展 的 新 范 型 和 战 略

) e * 动 员 国 内 资 源 ， 以谋发展 

( f ) 关 于 农 村 发 展 各 方 面 的 研 究

)๖ * 发展规划 国 际 贸 易 、 工业 

和 住 房 、 社会 发  

展 、人口

1 9 7 5 -

1979
144 - - 12 - -  - 2 4

㈢ 参 酌 经 社 会 会 议 的 讨 论 情 况 所 详  

细 说 明 的 进 一 步 研 究

)๖ * 发展规划 有关各司 有 关 各 机 构 1 9 7 5 -

1977

l6  -  - - — — -

㈣ 发 展 政 策 及 规 划 专 家 小 组 和 发 展

规 划 委 员 会 的 会 议

⑹ 发展规划 有关各司 有 关 各 机 构 1 9 7 5 -

)发 规 委 会

1977 )

7 - - 22 -

B •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2 • 规 划 技 术 的 发 展 （0 6 - 2)
目 的 是 要 使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规 划 程 序 上 有 所 改 善 ，特 别 强 调 对 符 合 社 会 正 义 的 经 济 增 长 的 规 划 ，采 取 统 一 办 法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i 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现 有 的  
(A X  月 ）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 *

常 咨  区 外

（ ） 关 于 规 划 活 动 和 技 术 的 研 究 ，也 

就 是 ：

⑻ 会 员 国 规 划 活 动 的 审 查  

) ๖ * 对 发 展 规 划 采 取 统 一 办 法 的

数 量 和 质 量 分 析

（b * 发展规划 社会发 展 卫 生 组 织 、 联合 

国 社 会 发 展 研 究  

所

1 975 -

1977
48 - - - 12

㈡ 高 级 工 作 人 员 审 查 并 评 价 发 展 进

展 的 会 议

)d*

发展规划 社 会 发 展 预 测 中 心 1975 2

( 3 中 级 工 作 人 员 审 查 并 评 价 发 展 进  

展 的 讲 习 班

)a*

经 规 研 究 所 、

发展规划

) 支 援 任 务 ）

预 测 中 心 1975 1

B •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3 •促 进 区 域 和 分 区 域 的 合 作 （0 6 -3 )
目 的 是 要 在 商 品 和 部 门 基 础 上 促 进 并 扩 展 分 区 域 和 区 域 合 作 ， 以 及 探 索 其 他 各 种 方 式 的 分 区 域 合 作 。



资 源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义 i 月 ）

常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入 ร 月 ）

常 咨 区 外

( - ) 关于湄公河沿河国家间分区合作及 发展规划   (b)

_ （c）
及 其 政 府 间 协 商 的 研 究      )d*

1 9 7 6 -

1977
21 - 10

㈡ 关 于 东 南 亚 国 家 联 盟 各 国 间 分 区  

合 作 的 研 究

( b ) 发 展规划 有关各 司  

（c）

东 南 亚 国 家 联 盟 1 9 7 5 - 2!1

秘书处 1977

有关各司、湄公

河委员会

6

• B •方案的组成部分：

4 •资料的传播（0 6 - 4)
将编制年度调查和经济季刊，以提供关于本区各国经济增长的资料，其中并叙述经济发展和分析主要问题及政策。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的 

主 要 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现有的 
(义 i 月 ）

常 咨 区 外

预期的 
(入 ร 月 ）

常 咨 区 外

（一）

准备本区年度调查的出版 )๖ * 发展规划 有关各司 1 9 75 - 3 - - -
⑼ 1977

㈡ 编写经济季刊 )ไว* 发展规划 有关各司 1 9 75 - 3 - - -
⑹ 1977



B . 方案的组成部分:

5 。发展事业行政（0 6 。5)
目 的 在 协 助 各 会 员 国 提 高 各 该 国 行 政 制 度 的 能 力 ，使 那 些 制 度 在 制 订 国 家 发 展 规 划 时 成 为 更 有 效 的 工 具 。

C . 具 体 工 作 ：

资 源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亚太经社会内 亚太经社会外
这项工¥ 的 的 的 时 间 表

主要单位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现有的人工月 （预人至月的)

) 一 * 关 于 执 行 发 展 规 划 行 政 方 面 的 研  （b ) 发 展 事 业 署  农 业 、 亚 发 中 心 、粮 农 组 织  1975— 24

ร

& 经 规 研 究 所 1977
๐ 训 练 公 共 行 政 训 练 人 员 的 方 案 (a)

(c)

发 展 事 业 署 印 度 行 政 工 作 人

员学院

1 9 7 5 -

1977
㈢ 关 于 在 公 营 企 业 中 使 用 管 理 技 术  

的 区 域 讲 习 班

(d) 发 展 事 业 署 工 业 和 住 房 、 亚

发 中心

劳工组织 1975

四） 关 于 当 地 政 府 工 作 人 员 制 度 的 区  

域 讲 习 班 ，特 别 注 意 因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而 引 起 的 需 要

(d) 发 展 事 业 署 亚 发 中 心 地 方 联 盟 、 劳工

组织

1976

© 区 域 训 练 和 研 究 机 构 的 协 调 (a) 发 展 事 业 署 经 规 研 究 所 、 亚 

统 研 究 所 、 亚发 

中心 、 社 发训研 

中心

区域中心

) 名 古 屋 ）

1 9 7 5 -

1977

6

2

6



A. 方案：工业发展（07)

这 个 方 案 的 用 意 是 在 规 划 、 方 案 拟 订 和 执 行 计 划 项 目 方 面 援 助 发 展 中 国 家 。 它 还 要 特 别 注 意 工 业 化 的 发 展 规 划 、 战 略 和 政 策 ，计 划 项 目 的 发 展 , 
促 透 国 内 和 国 外 投 资 ， 以 及 工 业 出 口 货 的 扩 展 。 此 外 还 要 重 视 区 域 间 的 规 划 协 调 ， 以 便 发 展 区 域 和 分 区 域 的 工 业 项 目 ， 而 且 要 重 视 本 区 各 国 工 i 能 

力 的 更 充 分 利 用 .

-= . 方 案 的 组 成 邯 分 ：

1 • 工 业 发 展 和 规 划 （07. 1 )

目 的 是 要 向 会 员 国 ：特 别 是 较 不 发 达 的 国 家 提 供 工 业 发 展 、 规 划 过 程 和 技 术 以 及 拟 订 适 当 政 策 和 战 略 方 面 的 援 助 。 这 种 援 助 特 别 提 供 给 农 业 和  

综 合 农 村 工 业 的 发 展 。 此 外 还 要 着 手 工 业 部 门 在 区 域 一 级 所 获 进 展 的 审 查 和 评 价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现 有 的  
)义 王 為 ）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 入 到 ）

常 咨 区 外

㈠ 关 于 管 理 协 商 、 区域、 工 业 发 展  

和 低 成 本 自 动 化 的 国 际 训 练 课 程

(a)： 工 业 和 住 房 菲律宾大学小 

规 模 工 业 研 究  

所 ，荷兰

继续中 12

㈡ 审 查 和 评 价 工 业 部 门 的 进 展 ， 以 

备 进 行 中 期 的 审 查 ，包 括 到 )a *南 太 平洋区 

域)切最不发达国家 ( C ) 选 定 的 几 个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特 派 团 的 审 查 和 评 价

)b *

(c)
工 业 和住房 发 展 规 划 、 统

计

工发组织 1975 36 36 一

㈢ 发 展 钢 铰 工 业 的 区 域 合 作 的 筹 备

工作

(a) 工 业 和 住 房 统计 工 发组织、开发  

计 划 署

1975 12 一 2 — 一

㈣ 通 过 更 充 分 利 用 工 业 能 力 采 扩 大  

贸 易 的 专 设 政 府 间 咨 询 小 组

(d) 工 业 和 住 房 国际贸易 1975 18 - - 6 18

( ) 关 于 小 规 模 工 业 在 发 展 非 都 市 地

区的作用的研究

)b * 工 业 和 住 房 发 展规划 工 发 组 织 、 劳

工组织

1976 8 --  ■— - 2 - -

㈥ 关 于 农 业 和 综 合 农 村 工 业 发 展 方  

案 的 政 策 和 战 略 的 研 究

)b*

工 业 和住房 发 展 规 划 、 农 

业 、 社 会 发 展

工 发组织 1976 10 5 -  9 1 ~  -



ธ . 方案的组成部分：

2 .  工 业 发 展 的 区 域 合 作 （07. 2)

目 的 是 要 鉴 别 工 业 化 领 域 内 通 过 政 策 和 战 略 的 规 划 协 调 实 现 分 区 域 和 区 域 合 作 的 可 能 ， 并 考 虑 到 资 源 储 藏 和 比 较 的 利 益 。 
C . 具 体 工 作 ：

—  130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 要 ▲ 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现 有 的  
) 又 妇 ） 

咨 区 外 常

预 期 的  
（人工月 )

咨 区 外

㈠ 调 查 本 区 的 农 用 工 业 发 展 ， 以 (a) 工 业 、住房和 农业 工发组 织 1975 3 一 4 — — 6 一 6
便 拟 订 这 方 面 的 区 域 和 分 区 域 的 合 作 计 （b * 技术

划 (c)

（二）支 助 编 写 清 单 和 识 别 特 定 农 用 (a) 工 业 、住 房和 农业 工 发组织 ] 9 7 5 /7 6 3 — 4 一 — 6 - 6
工 业 方 面 技 术 转 让 的 需 要 )b * 技术

㈢ 举 行 政 府 间 会 议 ，来 审 查 各 农 (C) 工 业 、住 房和 农业 工发组织 1976 3 — 4 — 一 3 - 3
用 工 业 的 结 构 并 识 别 农 用 工 业 方 面 的 特

定合作范围

)d*

技术

㈣ 出 版 《亚 洲 工 业 发 展 新 闻 和 小 (c) 工 业 和 住 房 统计、发展规划 各 国 政 府 通 讯 继续中 36 — — —— 10 一 — -

工 业 简 报 》 员

㈤ 含 铁 的 合 金 工 厂 的 研 究 ：分区 )b * 工 业 和 住 房 工 发 组 织 1 975 /77 10
域 和 区 域 的 研 究

上 级 规 划 人 员 和 政 府 官 员 、企

)d*

工 业 和 住 房 工 发 组 织 、 贸 1975 12 3 18 4 — 一 一

业 家 和 各 财 政 机 关 的 代 表 举 行 会 议 ，讨 发 会 议 、 亚洲

论 《亚 洲 工 业 调 查 》指 明 要 执 行 的 计 划 开 发 银 行 、世

项目 界银行

㈦ 举 行 区 域 调 查 ，审 查 纺 织 工 业 (b) 工 业 和住房 统 计 、 国际贸易 工发组织 1975 6 -  4 一 一 — —

和 生 产 纤 维 和 包 装 材 料 的 规 划 可 否 取 得

协调

   (c)

⑻ 实 地 调 查 团 编 写 关 于 电 子 产 品 ⑻ 工 业 和 住 房 统 计 、 国际贸易 工发组 织 1975 8 一 3 — 一 — — n

和 零 件 的 生 产 和 贸 易 的 报 告

)c*

㈨ 在 技 术 和 经 济 的 基 础 上 研 究 如

(b)

工 业 和 住 房 工发组织 1 975 /76 8 一 3 ~ 4 — — -



C . 具体工作：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住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 ^ )

外 常

预 期 的  
) 入 卽 ）

咨 区 外咨 区

㈩ 混 合 动 物 饲 料 工 业 的 咨 询 特 派 (a) 工 业 和住房 联合王国 1975 4 — 2 4 一 一 一 —

团

)十 一 ） 机 床 工 业 和 翻 砂 作 业 的 调

查 小组

)a*

（C）

工 业 和 住 房 工发组织 19 7 5 /7 6 18 3 2 一 12

)十 二 ） 执 行 《亚 洲 工 业 调 查 》的

投 资 经 费 筹 措 咨 询 会 议

(d) 工 业 和 住 房 工 发 组 织 、 贸

发 会 议 、 亚洲

开 发 银 行 世

界 银 行

1976 12 2 3 15 4

)十 三 ） 合 成 纺 组 品 的 专 家 小 组 会
(d） ） ） ） )

工业和住房 工 发 组 织 1976 4 4

议 （

)十 四 ） 电 子 产 品 的 专 家 小 组 会 议 (d) 工 业 和住房 工发组织 1976 4 4

)十 五 ） 研 究 设 立 西 亚 钢 铁 研 究 院 )b * 工 业 和 住 房 工发组织 1976 10 一 3 — 一 一 一 8

的 可 行 性



A. 方 案 ：住房、 造 房 和 物 质 环 境 设 计（08 )
各 个 区 域 和 国 际 论 坛 以 及 《联 合 国 第 二 个 发 展 十 年 战 略 》都强调了有关人类住区情况的严重，并促请各国采取有力而彻底的行动，来消除都市和 

大都市地区内贫民窟和棚户住区等等日形严重的问题，而且要消除农村地区人类住区的不卫生情况，那些住区甚至连最基本的必须设备都没有，并且 

所有居民都是普遍的贫穷。 这个方案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本区发展中的亚太经社会国家改善现有的住房情况。

B .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1 . 住 房 和 有 关 的 社 区 设 施 （08. 1 )
目的是要帮助会员国拟订和执行有效的住房政策和方案，并促进国内资源的动员和当地材料的利用： 以便改善都市和农村的住房。

C.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 要 卓 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资 源

现有的(人工月 )
常 咨 区 外

预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 - * 加强设在印度新德里的联合国 

区域住房中心的工作， 以执行其工作方 

案 ，并扩大其区域工作，包括住房和有 

关社区设施的各个方面的训练

(a) 工业和住房

（二）援助各国改进农村住区，包括

实验计划项目的编制

(a) 工业和住房

㈢ 关 于 人 类 住 区 会 议 一 展 ษ 嫩 府  

官员区域会议

(d) 工业和住房

（四* 设立农村住房和社区设施的研 

究和训练中心

(a) 工业和住房

㈤ 研 究 下 列 问 题 ：⑻住房投资的 

准则 ；㈨ 筹 措 住 房 经 费 的 抵 押 制 度 ；

⑹ 住 房 情 况 的 审 查

（(b)

工 业 和 住 房 统 计

继续中               14

住房 、造 房 和 继 续 中  

设 计 中 心 ，儿 

童 基 金 会 ，卫 

生 组 织 ：开发 

计划署

住房、 造 房 和 1975  

设 计 中 心 ，环 

境规划署 

住房 、造房和 

设 计中心，在 

万隆和新德里 
的 区 域 住 房 中 1975  

心 ，开发计划 

署
1975/76

24 — — 5

14 — — 1 — — — 12

7

3 2

30

4'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资 源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现 有 的
)义 三 ด ุ้*  

常 咨 区

. 预 . 隨  
)入 王 月 ）

外 常 咨  区

（六）关 于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区 农 村 住 房  

和 社 区 设 施 的 国 家 机 构 应 具 何 种 组 织 和  

应 付 何 种 职 责 的 讨 论 会

㈦ 农 村 住 房 政 策 和 方 案 专 家 小 组

⑻ 关 于 亚 太 经 社 会 区 域 内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农 村 住 房 和 社 区 设 施 的 经 费 筹 措  (d)

的 讨 论 会

（d) 工 业 和住房

工 业 和住房 

(d)

( b ) 工 业 和 住 房

住 房 ， 通 房 和 

设计中心

19 7 6 /7 7

社会发展，人 住 房 、 造房和 1976/ 77

口

设 计 中 心 ，开

发计划署

发 展 规 划 ，社 住 房 、 造房 和 1977

会 发 展 ，人口 设 计 中 心

6 12

6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24

5 12

๕



B. 方案的组成部分：

2 。 造 房 和 建 筑 材 料 的 发 展 （08, 2 )

目 的 是 要 帮 助 会 员 国 发 展 和 加 强 它 们 的 造 房 和 建 筑 材 料 工 业 ， 以 便 通 过 合 理 化 、 标 准 化 、 模 数 协 调 和 其 他 方 法 采 改 进 效 能 ， 增 加 生 产 力 卉 减 少 建  

筑 成 本 。
C.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负 责  

这项工作的
亚太经社会内 

的
亚太经社会外 

的
主要单位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游 月 的 *

资 源

)预人至月的*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㈠ 加 强 设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万 隆 的 联  

合 国 区 域 住 房 中 心 的 活 动 ，使 其 执 行 其  

工 作 方 案 ，并 扩 大 其 区 域 活 动 ， 包 括农 

村 住 房 和 有 关 社 区 设 施 的 建 筑 材 料 、研

(a) 工 业 和住房 社 会 发 展 、 人  继续中

口
15

1 究 和 训 练 在 内 的 活 动

)=） 援 助 发 展 中 国 家 引 进 和 采 用 关

( 于 造 房 的 标 准 化 、 模 数 协 调 和 其 他 新 方

⑻

（C）

工 业 和 住 房

法

住房、 造 房 和 继 续 中  

设 计 中 心 ，丹 

麦

21 18

㈢ 造 房 研 究 所 和 发 展 组 织 的 主 任 ⑴ 工 业 和 住 房

会 议

住 房 、 造房和 1975 
设 计 中 心 ， 区 

域 住 房 中 心  

) 新 德 里 和 万  

隆 ）

8 一 一 一  — — — 1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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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方案的组成部分：

3 . 都 市 和 区 域 发 展 （08. 3 )

目 的 在 于 通 过 综 合 的 区 域 发 展 规 划 和 有 关 活 动 采 促 进 都 市 和 区 域 发 展 活 动 。

C.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现有的(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一） 关 于 把 当 地 资 源 的 发 展 和 人 类 ⑻ 工 业 和 住 房 发 展 规 划 ，社 劳 工 局 ，儿童 1 9 7 5 /7 6 11

住 区 的 发 展 结 合 起 来 的 讨 论 (d) 会发展 基 金 会 ，环境

规 划 署 ，卫生

组 织 ， 以色列 1975/ 76 5

㈡ 关 于 包 括 设 立 农 村 中 心 在 内 的

)B*

工 业 和 住 房 发 展 规 划 ，社 区 域 发 展 合 作 ，

农 村 住 区 规 划 和 发 展 的 研 究 会 发 展 ，人口 卫 生 组 织 ， 以

色列

㈢ 关 于 创 办 农 村 储 蓄 和 贷 款 协 会 )b * 工 业 和住房 发 展 规 划 ，农 住 房 、 造房和 1975/ 76 3

或 鼓 励 储 蓄 的 类 似 计 划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业 设 计 中 心 ， 区

域 发 展 合 作 ，

劳 工 组 织 ，稂

农组织

㈣ 关 于 亚 太 经 社 会 区 域 发 展 中 国

)a*

工 业 和 住 房 发 展 规 划 ，社 住 房 、 造房和 1976Z77 11

家 区 域 发 展 机 构 的 组 织 和 职 责 的 讨 论 会 (d) 会发展 设 计 中 心 ， 区

域 发 展 合 作 ， 

儿 童 基 金 会 ， 

社 会 发 展 慈 善  

中 心 （社 会 发  

展 司 ）

3 1 -

预 期 的
)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12

12



A. 方案：人类环境（0 9 )
亚太经社会区域的人类环境问题可.在三个主要领域中显示出来：人类住区的发展；自然资源的利用；大气和水的污染。 在最近的区域和国际论坛 

上已经强调迫切需要在全球努力的范围内处理这些问题。 本方案是为了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而设计的。

ธ .  方案的组成部分：

1 . 发展计划项目的环境影响（09. 1 )

目的是要培养和/ 或加强国家拟订政策和方案的能力，并发展方法和标准，来评价发展过程所造成的环境影响。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资 源

内负责 亚太经社会内 亚太经社会外 现有的 预期的
这项工•^的 的 的 时 间 表 (又i 肩 ） ( 人 却 ）

主要单:位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㈠ 关于监测环境特性的研究，特       （a * 工业和住房 自然资源

别是环境污染情况的研究.尤其注蒽到⑹

水的污染问题

㈡ 关于在不同的工业内控制污染⑼工业和住房 自然资源

的方法和费用的研究

— 6 — —环 境 规 划 署 、 继续中 

工 发 组 织 、 开 

发 计 划 署 、 卫 

生组织

环境规划署、 继续中 

工发组织、劳 

工组织

一 3 -  3

㈢ 关于需要人口控制和疾病的预  （b ) 工业和住房 自然资源 环境规划署、 继续中

先警报系统的监测设备的研究 气象组织

（四）关于本区若千选定主要出口商（a* 工业和住房 国际贸易 贸发会议，环 继续中

品的研究，从环境的副作用来看，这些 境规划署，政

商品可能比和它们竞争的合成品较为有 府间海洋委员

利 会

6 — 一 一

6 — — 一

8 -  ~ 一 一 一 6

3 -  4



ธ .  方案的组成部分：

2 .  环境的情报、训练和研究（09. 2 )
目的在于传播有关环境事务的情报，并采取措施采满足会员国在环境规划和研究方案方面的训练需要。

C . 具 体 工 作 ：

资 源工

作

性

质

㈠ 编篡亚太经社会区域内人类环⑼工业和住房 

境的现有训练设施及区域以外可以得到 

何种适当设施的一览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亚太经社会内

这 项 的  的
主要i 位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现有的_
(人王月）

常 咨 区 外

预.期 
(又王A )

常 咨  区 外

㈡ 识别各国训练需要的人类环境（a ) 工业和住房 

工作队

环境规划署、 1975 

开发计划署、
劳工组织、卫 

生组织

联合国总部、 1975 
开发计划署、

坏境规划署、

稂农组织、卫 

生组织、教科 

文组织、劳工 

组织

4 一 — — 一 3 一

4 一 一 — 一 3 —



A. 方案：贸易和货币办法的促进和扩展（10 )

这 个 方 案 的 目 的 是 为 了 援 助 会 员 国 拟 订 贸 易 政 策 和 办 法 ， 以 便 利 国 际 贸 易 的 扩 展 、 促 进 贸 易 扩 展 和 货 币 合 作 以 及 加 强 出 口 鼓 励 和 贸 易 发 展 。

B . 方案的组成部分：

1 . 贸 易 、 关 税 和 支 付 政 策 方 面 的 发 展 审 查 （ 10. 1 )
目 的 是 要 帮 助 会 员 国 特 别 注 意 贸 发 会 议 的 决 议 和 决 定 ， 釆 审 查 全 面 的 贸 易 政 策 ，和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拟 订 贸 易 及 经 济 发 展 的 区 域 和 国 家 政 策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资 源

内负责 亚太经社会内 亚太经社会外 现有的 预期的
这项工作的 的 的 时 间 表 (人工月 ) (人工月）

主要弟:位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Co
CO

) - * 调 查 本 区 贸 易 和 支 付 政 策 以 及 （b ) 国际贸易 统计 

商 务 政 策 的 其 他 主 要 方 面 的 发 展 ， 国 营 （C)

贸 易 ； 与 中 央 计 划 经 济 的 贸 易 ®

㈡ 审 查 有 关 非 洲 区 域 贸 易 办 法 的 （b ) 国际贸易 统计 

发 展 和 分 析 亚 太 经 社 会 与 这 些 集 团 的 贸  

易

㈢ 在 贸 易 领 域 内 ，在 其 他 区 域 所 （b ) 国际贸易 

作 活 动 的 研 究 和 编 写  （C）

继续中

继续中

㈣ 政 府 机 构 间 在 出 口 品 和 制 成 品 （切 国 际 贸 易  

的 出 口 促 进 方 面 的 协 调 的 比 较 研 究

㈤ 一 九 七 六 年 贸 发 会 议 第 四 次 会 （a）（b）国际贸易 

议 的 筹 备  （C)（d)

发 展 规 划 、 工 

业 和住房

③ 也 包 括 优 先 领 域 （02. 2 ) 项 目 ㈡ 的 活 动 。

拉 美 经 委 会 、 

欧洲经委会、 

非 洲 经 委 会 、 

西亚经委会、 

贸 发 会 议

贸发会议

继续中

1 9 7 5 /7 6

1975/ 7 6



ร . 方案的组成部分：

2 .  保险和再保险（ 10. 2 )
有关本区各 ffil的保险和再保险问题将加以审查，以便促进这个领域内的区域/ 分区域的合作，同时考虑到世界其他区域的发展情况。 将援助各会 

员国，以增加它们维持保险和再保险业务的能力，这样可减少本区的资金流出。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㈠ 关于保险和再保险问题的研究 ( b ) 国际贸易 开发计划署， 1 975 /77
贸发会议

（二）贯彻亚洲再保险合作会议的建 ( d ) 国际贸易 开发计划署， 1975Z77
议 贸发会议

资 源

常

现有的 
(  人工月）
咨 区 外

预期的 
(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12

12 —— 一 — —— 一 —

ธ .  方衮的组成部分：

3 . 关税法和行政（10. 3 )
目的在于通过拟订和建议适当的关税法和程序，给予关税官员训练便利：和促进各国关税当局的国际合作，从而使国际贸易顺利进行。

C.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i 位

亚太经社合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现有的 
( 人工月）
咨 区 外

预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㈠ 收集、分析和传播有关关税法 

和行政的情报

(c））) 国际贸易 开发计划署 继续中 12 12

训练课程的安排和有关这个区 

域内训练设施的情报交流

(a) 国际贸易 关税合作理事 

会、贸发会议

1 9 7 5 /7 6



) 三 * 关 税 行 政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和 所 建
1议 的 后 继 行 动 的 执 行

(d) 国际贸易 运 输 和 通 讯  关 税 合 作 理 事

会 、贸 发 会 易 、

1 9 7 5 /7 6 ~  — — — — — ..一

（四）进 行 技 术 调 查 和 询 问 ， 以便促 (a) 国际贸易

开 发 计 划 署  

关 税 合 作 理 事  

会 、 国际贸易

法 委 员 会 、 贸 

发会议、总协定、

1975/ 77 12 -  — 一 一 一 - 12

㈤ 关 于 亚 太 经 社 会 建 议 的 关 税 程  

序 守 则 的 后 继 工 作

(b) 国际贸易

开 发 计划署 

开发计划署 1977 6 — — — — 一 — —

B .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4 .  贸 易 文 件 和 程 序 的 简 单 化 和 标 准 化 （ 10. 4 )
目 的 是 要 考 虑 到 贸 发 会 议 和 欧 洲 经 委 会 所 完 成 的 工 作 ，去 促 进 对 外 贸 易 文 件 和 程 序 的 简 单 化 和 标 准 化 方 式 的 通 过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人 i 月 ）

常 咨 区 外

源

（  （ ）
常 咨 区 外

㈠ 制 定 简 单 化 和 标 准 化 的 贸 易  พ  国际贸易 运 输 和 通 讯

文 件 及 程 序

关 于 这 个 问 题 的 专 设 专 家 小 ( d ) 国际贸易 运 输 和 通 讯

组 会 议

开发计划署、 1 9 7 5 /7 7

贸 发 会 议 、

欧 洲 经 委 会 、

国际贸易 法 委  

员会

开 发 计 划 署 、 197 5 /7 6  

贸 发 会 议 、 欧 

洲 经 委 会



B. 方案的组成部分：

5 .  商业公断（10. 5 )

目的是要促进利用商业公断及调解，作为解决亚太经社会区域内各国的国际贸易争端的方法。 

太经社会国际商业公断和调解标准守则方面的援助。

各会员国还会得到公断设施的发展及尽可能采用亚

C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 位

资 源

亚太经社会内 

的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现有的 
(人工月）

预期的 
( 人工月）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 - * 援 助 各 会 员 国 利 用 亚 太 经 社          )a* 国际贸易 

会国际商业公断守则和亚太经社会调解 

标准
㈡ 通 过 各 国 通 讯 员 的 报 导 ，收       )b* 国际贸易 

集和传播有关这个区域内各国现有的公 

断设施、立法和法院判决的情报

国际贸易法委继续中 3 — 一 一
员会

继续中 3 — 一 一



本 区 各 国 通 过 集 体 的 行 动 ， 可 以 大 为 加 强 彼 此 间 的 经 济 、 贸 易 和 财 政 合 作 、 

并 有 助 于 加 强 它 们 在 新 的 国 际 经 济 秩 序 中 的 任 务 。

C .具 体 工 作 ：

促 进 发 展 中 国 家 间 的 此 种 合 作 将 有 助 于 加 速 它 们 的 经 济 及 社 会 发 展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资 源

内负责 亚太经社会内 亚太经社会外 现有的 预期的
这项工作的 的 的 时 间 表 (人i 月 ）

(入王月）

主要i 位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㈠ 研 究 及 筹 备 亚 洲 储 备 银 行 的 设 （切 国 际 贸 易  统计  

立

5国 际 货 币 基 金 1975 

组 织 、亚洲开 

发 银 行 、 开发 

计划署



UJ

ธ .  方案的组成部分：

7 。 贸易的促进和发展（10。7 )
作 为 扩 展 本 区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贸 易 所 作 持 续 努 力 的 一 部 分 ，现 在 提 议 加 强 促 进 出 口 和 贸 易 发 展 领 域 的 工 竹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祕的 
主要•^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现有的)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资 源

㈠ 关 于 商 品 、 产 品 、 分 配 渠 道 、 (a) 国际贸易 统 计 、 农 业 、 贸 发 会 议 / 总 继续中

贸 易 服 务 、 销 售 及 市 场 的 贸 易 情 报 的 收  

集、 传 播 和 分 析

（b)
(c)

工 业 和 住 房 协 定 合 设 国 际

贸 易 中 心 ， 开

发 计划署

㈡

练 课 程 、

方案

安 排 有 关 出 口 促 进 及 发 展 的 训  

讨 论 会 、 和 讲 习 会 的 专 业 发 展

⑻ 国际贸易 国 际 贸 易 中 心 、 

贸 发 会 议 、 荷 

兰、 日本、 新

加 坡 、 开发计 

划署

1975/77

㈢
展 ④ ：

销 售 研 究 / 市 场 调 查 和 产 品 发 (a) (c)国际贸易

(b)

统 计 、 农业、

工 业 和住房

开 发 计划署 继续中

(a) 为 本 区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而 编 制 发  

达 国 家 的 贸 易 促 进 和 发 展 方 案

⑻

)๖ *

国际贸易 贸 发 会 议 Z 总 

协 定 合 办 国

际 贸 易 中 心 、

开 发 计 划 署

继续中

(b) 产 品 市 场 发 展 服 务 (a)

)ไว*

国际贸易 贸 发 会 议 / 总

协 定 合 办 国  

际 贸 易 中 心 、

开 发 计 划 署

继续中

3 6 - 1 2

外 常

12 -

.预 期 的  
) 人工月） 

咨 区

36

24 -  6 3 12 -  -  10

52 -  12 12 12 -  -  24



A . 方案：航运、港口和内陆水道的发展（11 )

发展亚太经社会区域内航运、港口和内陆水道的目的为促进货物和旅客的流动及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及使国家收支情况得到改进，方法为促进有效 

而经¥ 的i 运¥ 有4 服务，以及发S 国家商船、区域或分区域航运联营事业、内陆水道和水运。

B. 方案的组成部分：

1 - 人力发展（11 .1 )

这个方案的目标为：（1 ) 使发展中的亚太经社会国家能够对充分受有训练的航运、港口和经理人员的日增需要得到满足； ⑵使发展中国家能够 

使用最新的¥ 理技术，来有效管理它们的船只、港口和航运机关； （3 ) 协助改进本区现有各训练机构。

C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资 源

亚太经社会内 

的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现有的 

(人 i 月 ）

预期的 
( )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大韩民国、日本、 继续中 

东南运咨会、开 

发计划署、劳工 

组织、海事组织

㈠ 设立区域或分区域海事和港务           (a)航运和港口  

人员训练中心〔亚太经社会一九七O 年 工作人员服

第 108 ( X X V I )号决议〕 务处

（二）举办讨论会、讲习班、训练课 

程和研究旅行：

( a ) 托运人的合作 

(b) 货物集装和货船预订的管理和 

技术

( c ) 船队的发展和管理 

( d ) 港口发展和管理(e)

商品/ 货物包装和处理系统 

( f ) 海事行政

(g) 专门化和有关事项的发展和管

理

叫 疏 浚 工 作  

(i) 内陆水道和水运 

(三)举办所有各级人力发展会议

  (a)航运和港口 

  (b)工作人员服 

务处

国际贸易

6 -  40 -

威
威

 

挪
挪

197 5 /7 7  
1 9 7 5 /7 6

9 - 3 7 12 -  -  1

瑞典、开发计划署

开发计划署

荷兰差国 19 7 5 /7 6

( d ) 航运和港口工

作人员服务处

开发计划署

开发计划署 1975 /77  
东南运咨会

2 - 1  1 6 - 8 1

3 - - -



B . 方案的组成部分

2 . 海 事 政 策 和 机 构 的 发 展 （11. 2 )

海 事 工 业 的 组 成 将 予 加 强 ，方 法 为建 立 各 种 航 运 机 关 ，包 括 托 运 人 组 织 、运费研究和政策单位、货船包租和预定组织、船 主 公 司 、航 运 代 理 人 和 经纪人组织 

C . 具 体 工 作 ：

资 源

H
ก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專隹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又 王 月 ）

常 咨 区 外

.预

常 咨 区 外

㈠ 协 助 各 会 员 国 建 立 作 为 决 策 机 ⑻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统计 开 发 计 划 署 、贸发 继续中
关 的 一 个 运 费 研 究 单 位 ，并 发 挥 其 功 能 )๖ * 作 人 员 服 务 处 会议

（二）对 收 集 航 运 统 计 资 料 的 统 一 办  
法 （大 家 熟 知 为 “  L .2 计 划 ’’ ）的执行 
提供援助

⑻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作 人 员 服 务 处
统计 开 发 计 划 署 、统计 

处 （联 合 国 总 部 ）

1975-77

曰 协 助 设 置 一 个 贸 易 和 航 运 资 料  
和 服 务 单 位

（C）
⑻

航运和港 口 工  
作 人 员 服 务 处

统计 挪 威 、开 发 计划署 继续中

（四）协 助 会 员 国 建 立 关 于 下 列 两 方  
面 的 行 政 和 管 理 机 关 ：

⑻
（b *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作 人 员 服 务 处 开 发 计 划 署 继续中

2 - - -

1 一 20 _

1 -  4 -

2 -

3 1 24 6

1 _  -  _

2 - - -

3 1 - -

⑻ 航 运 、船队 挪威 1975 年和 
继续中

)b * 托 运 人 的 活 动

（五）协 助 会 员 国 拟 制 和 执 行 关 于 联 ⑻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开 发 计 划 署 、 1975-77
合 运 输 的 国 际 公 约 （“ 集 装 箱 化 # ） (d) 作 人 员 服 务 处 贸发会议

㈥ 协 助 拟 订 国 家 海 事 法 规 和 执 行 (a)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贸 易 法 委 会 、开 继续中
国 家 或 国际法律

) 七 ） 筹 办 关 于 上 巧 各 项 主 题 的 会 议 (d)

作 人 员 i 务处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发 计 划 署 、海事 
组 织 、贸 发会议

继续中
作 人 员 服 务 处

1 2 - -

1 - - -

1 - - -



B . 方案的组成部分：

3 . 商 船 和 航 运 服 务 的 发 展 （国 内 和 国 外 ）（11. 3 )

晚近船只的设计技术和货物处理办法的进步 使 各 式 各 样 的 船 只 得 以 建 成 。 选 择 最 适 宜 于 特 定 货 物 运 输 方 式 的 船 只 种 类 极 为 重 要 。 发 展 中 的 亚 太 经  
社 会 国 家 所 面 临 的 主 要 选 择 问 题 为 最 适 宜 于 特 别 服 务 的 船 只 种 类 的 选 择 、 船 队 换 新 和 采 购 的 资 源 ,以 及 ข ี̂ 戈航运i 务的管

，'，士 方 ， ” 目， 为 使 本 区 会 员 国 能 够 ：㈠ 提 供 有 效 的 航 运 服 务 ； ㈡ 获 得 合 适 的 船 只 种 类 ； 曰 经 常 得 到 贸 易 和 航 运 资 料 ； ㈣ 最 佳 利 用  
现 有 船 队 的 载 运 能 量 ； ㈤ 协 助 所 有 各 级 的 合 作 和 航 运 资 源 的 汇 集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资 源
亚太经社会内 

的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现有的 

(义 i 月 ）

预期的 

( )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 区 外

ร,

㈠ 协 助 各 会 员 国 建 立 供 国 内 和 国 外 （a )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用 的 现 代 商 船 ，并于各会员国提出请求时对下⑴）作 人 员 服 务 处  
列 事 物 所 需 的 最 适 宜 的 船 只 4 类的选择和

航 运 服 务 进 行 专 门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

(a )  干 货 和 液 体 的 散 装 运 输 （粮 食 、
矿 物 、 油、 天 然 气 、 液 化 天 然 气 、 液 化 石  

油 气 等 ，木 材 和 木 材 产 品 ，其 他 种 类 的 产  
物 承 运 货 船 ）

) ๖ * 班 轮 贸 易 （普 通 的 鉄 骨 木 壳 合 成  
的 区 间 集 装 箱 、 母 子 船 、 车 辆 装 卸 船 和 其  
他 船 只 ）

⑹ 专 门 麼 务 （水 果 、 向类、渡船.驳 

船 、海 陆 挂 钩 和 其 伸 .特 瘁 船 只 ）

㈡ 船 队 载 运 能 量 利 用 的 分 析  ⑻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b* 作人

㈢ 对 国 家 、分 区 、 区 域 或 区 域 间 各 ⑻
级 合 作 、航 运 资 源 的 汇 集 和 服 务 的 发 展 和 ㈦  
管 理 提 供 援 助  （d)

统计 荷 兰 -挪 威 、汗发计 
划 署 j 发 会 议 、
海 事 组 织

继续中 14 - - 2

统计 荷 兰 、开 发 计 划 署 继续中 4 -

荷 兰 、挪 威 、开 发 计  

划 署 、南 太 平 洋 经  

经合作局

继续中 6 - • 一  10

6 3 36 -

2 -  4 -

4 1 8 -

㈣ 对 船 只 采 购 或 改 装 所 需 资 金 提 供 ⑻ 航 运 港 口 工  
援助 1 作 人 员 服 务 处

联 合 王 国 、 2
开 发 计 划 署



㈤ 协 助 会 员 国 家 设 置 船 只 包 租 组 织 ⑻  
)b *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作 人 员 服 务 处

荷 兰 、 苏联 继续中 2 - 一 一 — 2 一 一

㈥ 协 助 会 员 国 家 设 立 船 只 保 养 / 清 ⑻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一 — — 一 — 2 — 一

洁 、 港 口 代 理 服 务 和 供 应 组 织 / 中心 （b)
作 人 员 服务处

㈦ 协 助 会 员 国 家 发 展 、 管 理 和 维 持 （a)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海事组 织 继续中 一 — — — — 2 — —

航 运 援 助 ，以 及 执 行 关 于 海 上 生 命 和 财 产 作 人 员 限 务 处

安 全 的 各 项 公 约

B .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4 . 港 口 和 港 口 管 理 的 发 展 （11.4 )
现 在 船 只 设 计 和 船 运 商 品 包 装 的 技 术 发 展 对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港 口 有 很 大 的 影 响 ，必 须 改 进 现 有 港 口 的 管 理 ，并使之现代化，同时必 须 发 展 新 的 港 口 和  

港 口 设 施 。 现 拟 以 干 在 各 方 面 ;会 员 国 提 供 援 助 ：有 效 的 港 口 和 设 施 的 设 计 和 发 展 、 货 物 处 理 的 方 法 、港 口 管 理 采 用 最 新 的 航 运 和 港 口 发 展 技 术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的 

主要单位

资 源

亚太经社会内 
的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现 有 的  
) *

预 期 的  
) *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一）协 助 各 会 员 国 家 改 进 现 有 港 口 和 (a) 
港 口 设 ;并 使 之 现 代 化 ， 以满足船 只和（b） 

商 品 的需求

㈡ 协 助 各 会 员 国 家 管 理 港 口  (a)

㈢ 收 集 和 传 播 港 口 统 计 资 料 ，并 设 （C) 
置 港 口 资 料 单 位

) 四 * 关 于 港 口 关 税 和 费 用 的 结 构 的 研 （b * 

究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作 人 员 服 务 处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作 人 员 服 务 处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统计 
作 人 员 服 务 处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作 人 员 服 务 处

荷 兰 、开 发 计 划 署 继续中

荷 兰 、开 发 计划署 继续中

开 发 计 划 署 继续中

开 发 计 划 署 继续中

20 -  -  20

6 — 一 一

6 1 -  20

2 -  -  2

2 2 - -

2 1 - 2



B. 方案的组成部分：

5 . 内陆水道和水运（11.5 )
这 个 方 案 的 目 标 为 对 亚 太 经 社 会 区 域 内 的 内 陆 水 道 和 水 运 的 发 展 提 供 援 助 ，特 别 对 适 宜 于 特 种 贸 易 和 旅 客 交 通 的 运 输 系 统 业 务 、管 理 和 维 持 效 率 的 改  

进 提 供 援 助 ，并 满 足 这 种 日 益 增 加 的 运 输 需 要 。

C. 具 体 工 作 ：

资 源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祕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现有的( 人工月 )
           常 咨 区 外

.预期的
(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 - * 编 制 现 有 内 陆 水 道 和 水 运 系 统 ㈦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荷 兰 、德意志联 19 7 5 /7 7
和 设 施 的 一 个 审 查 报 告 作 人 员 服 务 处 邦共和国

㈡ 协 助 会 员 国 国 家 发 展 最 适 宜 的 ⑻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荷 兰 、德意志联 继续中
内 陆 水 道 运 输 系 统 和 设 施 （b * 作 人 员 服 务 处 邦 共 和国开发 

计划署

㈢ 协 助 会 员 国 国 家 改 良 它 们 的 内  
陆 水 道 系 统

(a)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作 人 员 服 务 处

荷 兰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开 发  
计 划署

继续中

㈣ 对 会 员 国 国 家 提 供 技 术 援 助 ， 
以 改 进 各 疏 浚 工 厂 的 业 务 、 管理和维持

(a)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作 人 员 服 务 处
荷兰 继续中

的效率

2 -  2 -

6 2 10 -

2 2 10 -

2 -- 2 —

4 — — 2

12 _  — 1

7 — — —

1 -  -  1



B. 方案的组成部分ะ

6 . 托 运 人 的 组 织 和 合 作 (11 .6  )
许 多 年 来 ，托 运 人 及 其 组 织 质 和 量 的 航 运 服 务 及 运 费 问 题 一 直 是 亚 太 经 社 会 会 戸 国 家 关 切 的 重 大 事 项 。 这 个 方 案 的 目 标 为 协 助 各 t 员 国 家 ： 

( 1 ) 建 立 和加 强 托运人 理 事 i 织 ； ⑵ 拟 订 托 运 人 组 织 在 与 船 主 （尤 其 是 航 运 t 议 ）和 其 他 有 关 方 面 从 事 有 意 义 谈 判 时 所 使 用 的 文 书 ; 

(3) 制订 决 定 ) 水平和 结 构 ) 的 经 济 准 则 ； （4 ) 拟 订 航 运 、货 物 集 装 和 货 船 预 订 的 可 供 抉 择 办 法 ； （5 ) 设 立 货 船 预 订 中 心 。

C.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资 源

内负责 亚太经社会内 亚太经社会外 现 有 的 预 期 的
这项工作的 的 的 时 间 表 ( 人 工 月 ) (人工月)（ （

主要¥位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㈠ 协 助 设 置 和 管 理 会 员 国 国 家 中 ⑻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挪威

挪 威 、开 发 计划署

挪 威 、苏 联 、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

继续中

继续中

继续中

托 运 人 理 事 会 或 类 似 组 织

㈡ 就 货 物 集 装 和 货 船 预 订 对 会 员  
国 政 府 和 托 运 人 组 织 提 供 协 助

曰 协 助 货 物 运 输 人 组 织 和 货 船 预  
订 中 心 的 业 务

（b * 作 人 员 服 务 处  

( a )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b * 作 人 员 服 务 处  

( a )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作 人 员 服 务 处

㈣ 协 助 会 员 国 政 府 和 托 运 人 组 织  
衡 量 合 于 航 运 服 务 和 船 只 的 种 种 需 要

⑻
)ไว*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作 人 员 服 务 处

统计 挪威 继续中

㈤ 关 于 主 要 输 出 或 输 入 商 品 运 费  
和 附 加 税 的 研 究

（๖* 航运和港 口 工  
作 人 员 服 务 处

开 发 计 划 署 、挪 
威 、橡 胶 国 协 、
贸发会议

继续中

㈥ 筹 办 关 于 以 上 主 题 的 会 议 ⑹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 人 员 服 务 处

继续中

㈦ 筹 设 建 立 托 运 人 与 航 运 会 议 间  
协 商 和 谈 判 机 关 所 需 的 各 种 资 料 和 服 务

⑻
)๖*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作 又 员 服 务 处

统计 挪 威 、开 发 计 划 署 继续中

中心

3 -  12 6

2 - 2 4

1 -  2 -

2 - 2 1

1 一 1 -

1 -  - -

2 - 1 1

6 -  -  8

2 -  -  8

4 一 一 2

2 -  — 4



A , 方案：运输的发展（12)

这 个 方 案 的 目 的 为 协 助 发 展 中 国 家 在 设 计 ，拟 订 和 执 行 与 公 路 、 和 内 陆 水 道 有 关 的 各 个 项 目 的 决 策 者 .、运 输 设 计 人 、 管 理 人 员 和 技 术 人 员 ， 
以 便 建 立 经 济 和 社 会 费 用 最 低 的 一 个 有 效 系 统 迎 合 本 区 改 变 中 的 种 种 需 要 。这 个 方 案 的 另 一 目 的 是 要 提 倡 由 所 有 运 输 工 具 来 i 进 国 际 i 通 的 种 种 族 。 

B.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1. 一 般 运 输 设 计 和 促 进 国 际 交 通 （1 2. 1 )
现 拟 巧 委 员 国 国 家 运 发 展 计 划 进 行 一 项 分 析 性 研 究 ，特 别 是 关 于 各 种 方 式 的 运 输 和 投 资 决 定 的 协 调 ， 以 便 促 进 区 域 和 国 家 运 输 制 度 有 系 统 地 发  

展 。 还 要 通 过 巡 回 特 派 团 和 座 谈 会 去 协 助 会 员 国 ，使 运 输 和 旅 行 所 用 的 文 书 标 准 化 和 筒 单 化 ，此 外 又 要 协 助 各 会 员 国 加 入 和 执 项 国 เ ^ 公 

定 。
C . 具 体 工 作 ：

资 源

—

 

1
5

0

 

I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 人工月 )

常 咨 区 外

.ส ุ

常 咨 区 外

㈠ 收 集 、 分 析 和 传 播 关 于 运 输 的 技 ⑹  
术 性 资 料

运 输 和通信 继续中

（（（= ) 协 助 会 员 国 编 制 、批准 / 加 入 和 （a* 
执 行 关 于 促 进 国 际 交 通 ，包 括 建 立 体 制 安  
排 的 国 际 公 约 和 协 定

运 输 和 通 信 民航组织、海事 
组 织 、旅 车 组 织 、 
统一和法 学 社

继续中

㈢ 研 究 现 有 促 进 指 施 ， 以 便 建 议 区 （b) 
域 和 分 区 域 ' 法

运 输 和 通 信 民 航组织、海事 
组 织 ，旅车 组 织 、
贸 简 委 会 、统一 
和 法 学 社

继续中

㈣ 运 输 协 调 的 研 究  (b) 运 输 和 通 信 1975

㈤ 在 本 区 改 变 中 的 经 济 和 社 会 情 况 （๖ * 
范 畴 内 推 出 某 些 运 '技 术 的 可 能 性 的 研 究

运 输 和通信 工 业 和住房 1976

㈥ 对 会 员 国 提 供 技 术 援 助 ，使 得 运 ㈨  
输 和 旅 行 文 书 简 化 和 标 准 化

运 输 和通信 国际贸易 贸 简 委 会 、贸发 
会 议 （促进贸 
易程序和文件 
提 供 ）

1977

8

11

10

11

15



㈦ 巡 回 特 派 团 和 產 谈 会 ( a ) 运 输 和 通 信  国际贸易

)/ง 大都会区以公路、铁 路 、 单 钢 轨 ㈦ 运 输 和 通 信  工 业 和 住 房

铁 路 和 快 速 运 统 大 规 模 运 输 的 协 调 和 ⑹

改进的研究

贸 简 委 会 、贸发 
会 议 （促进贸 
易 程 序和文件 
提 供 ）
公运会、开发计 

划署、铁路联盟

19 7 5 /7 6

1 9 7 5 /7 7  17

4

5

B .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5 . 公路和公路运输( 1 2 .2  )
工 作 的 进 行 将 分 为 三 个 阶 层 ：⑻ 公 路 ® ;  ) ๖ * 支 路 和 补 助 公 路 网 ； ⑹ 农 村 公 路 。

~主 要 强 戸 的 领 域 为 拟 订 国 家 、 区 域 和 国 际 公 路 运 输 所 有 方 面 的 行 政 措 施 。 并 在 发 展 充 足 的 现 代 公 路 建 筑 、维 持 和 技 术 、道 路 安 全 、 交 通 和 运 输  
管 理 以 及 达 到 道 路 标 准 、 道 路 标 记 和 标 志 及 道 路 交 通 立 法 的 一 致 化 各 方 面 提 供 协 助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苎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4 位

资 源
亚太经社会内 

的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现有的 

(人 i 月 ）

预期的 
(人工月)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㈠ 协 助 调 查 和 收 集 关 于 道 路 ，尤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运技局 劳 工 组 织 、开发 1975
其 是 公 路 ，物 质 条 件 的 资 料 （C） 计 划 署 、有 关 各  

公 路 部 门
继续中

㈡ 拟 订 交 通 调 查 和 交 通 预 测 的 研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运 技 局 、 劳 工 组 织 、开发 1975
究 、调 查 和 评价的准则 （๖* 工 业 和 住 房 计 划 署 、有 关各 

公 路 部 门 、路运 
联盟

继续中

⑤ 因 为 亚 洲 公 路 运 输 技 术 局 正 与 运 输 和 通 信 司 密 切 合 作 执 行 其 工 作 ，最 后 将 自 一 月 起 与 该 司 共 同 执 行 其 工 作 ，所 以 有 关 工 作 均 在 这 个 项 目 下 反 映 出  
来 。 “ 亚 太 经 外 的 参 加 单 位 ” 标 题 下 所 指 的 开 发 计 划 署 仅 指 一 九 七 五 年 。

- - - 8

— _  — 8



㈢ 研 订 关 于 公 路 建 筑 、 维持费用 
和 运 输 费 用 ，包 括 公 路 条 件 不 足 和 意 外  
造 成 的 损 失 在 内 的 研 究 方 法

㈦ 运 输 和 通 信  
⑹

运技局 劳 工 组 织 、开发  
计 划 署 、路 运 联  
盟

1975
继续中

2 - 4 -  3 - 3

㈣ 对 促 进 长 期 公 路 建 筑 和 运 输 方  
案 的 协 调 和 执 行 提 供 协 助 和 意 见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b)

运技局 开 发 计 划 署 、公 
路 联 合 会 、有关 
各 公 路部门

1975
继续中

2 - 6 - 5 一 12

㈤ 协 助 初 步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和 编 写  
公 路 建 筑 筹 集 资 金 的 请 求 书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⑹

运技局 开 发 计 划 署 、贸 
发 会 议 、世 界 银  
行 、亚 发 银 行 、 
公 路 联 合 会

1975
继续中

2 - 4 - 3 - 15

㈥ 在 举 办 训 练 课 程 时 查 明 训 练 的  
需要和援助

( g 运 输 和 通 信  

⑹

运技局 开 发 计 划 署 、有 
关各公路 部 门

1975 2 一 3 一 6 - 4

㈦ 与 国 家 和 国 际 公 路 运 输 有 关 的  

数 据 和 资 料 的 收 集 、 评 价 和 传 播
( c ) 运 输 和 通 信 运技局 开 发 计 划 署 、有 

关各公路部门
1975

继续中
2 一 2 — 一 - 2

绘 制 和 出 版 佣 进 国 际 交 通 的 地
图和指南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⑹
运技局 开 发 计 划 署 、有 

关 各 公 路 部 门
1975

继续中
2 - 2 — — 一 2

㈨ 在 分 区 域 和 区 域 基 础 上 研 订 促  
进 国 际 公 路 运 输 的 统 一 行 政 措 施 方 面 的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b)

国际贸易 路运联盟 19 7 5 /7 6 10 - 一 12 — — - 12

研 究 、调查和协助 （C)
(d)

㈩ 关 于 支 路 和 农 村 运 输 经 济 和 工 ( b ) 运 输 和通信 工 业 和 住 房 、 粮 农 组 织 、劳工 1976 8 - — — - -  -  12

程 方 面 的 讲 习 班

 研 究 ： (b)

农业 组 织 、公 路 联 合 会

⑻ 农 村 公 路 运 输 载 货 量 和 业 务 效  
率 的 改 进

运 输 和 通 信 农业 粮 农 组 织 、
劳工组织

1975 9 -

)切 兽 力 车 辆 的 拖 拉 设 备  

( c ) 设 计 农 村 公 路 的 方 法
运 输 和通信 
运 輪 和 通 信

工 业 和 住 房 工发组织、粮农组织 
劳工组织、粮农组织

1976
1976

5 -
8 -

© 关 于 公 路 设 计 ，包 括 公 路 排 水  
管 和 底 土 渗 透 有 关 问 题 在 内 的 讲 习 班

(c) 运 输 和通信 有 关 的 发 达  
国 家 和组织

19 7 6 /7 7 2 - - - -  4

闺 关 于 交 通 工 程 和 公 路 安 全 的 讲 。
习班

(c) 运输和通信 有关的捐赠国 1976Z77 2 - 4



B. 方案的组成部分

3 . 铁 路 和 铁 路 运 输 ) 12. 3 )
主 要 的 目 标 为 通 过 恢 复 、革 新 和 添 补 ，包 括 欠 缺 的 弥 补 ，协 助 会 员 国 改 进 它 们 铁 路 系 统 的 效 率 ， 以 便 建 立 一 个 区 域 铁 路 网 （横 贯 亚 洲 铁 路 ）。此外 

还 要 ร 应 危 ท ้̂ 措 施 ร ร 拟 订 和 农 尸 品 较 佳 运 输 的 提 供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资 源

亚太经社会内 

的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现有的(人工月)

预期的 
( 人工月)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㈠ 协 助 会 员 国 和 铁 路 研 究 巡 回 专 a ) 运 输 和通信 统计

家特派团

印 度 、日本、法国 继续中 16 4 — 6 — — — 30
和 苏 联 的 铁 路 研  
究 所 和 铁路联盟

•1
5
3

 

.

㈡ 关 于 下 列 各 项 的 区 域 讨 论 会 和  
研 究 旅 行 ：

( a ) 柴 油 和 燃 汽 涡 轮 牵引机
)b * 训 拣 工 程 和 技 术 人 员 的 方 法 以 ) d * 运 输 和 通 信

及 科 学 研 究  
（C） 横 贯 亚 洲 铁 路 专 家 工 作 小 组                 （d* 运 输 和 通 信

(R A S /72 /160 )
(d) 横 贯 澳 大 利 亚 铁 路 ， 以 便 研 究 ๓ 运输和通信 

¥ 于名^种轨辐、设 备 标 准 和 作

业程序等 问 题
(e) 郊 仏 i  (d)
(f) 铁 路 车 辆 的 维 持 和 修 理  )d*
(g) ) d * 运输和通信 

㈢ 研 究 ：
⑻ 铁 路 当 局 应 付 能 源 危 机 所 采 的 ) b > 运 输 和通信 

措施

国
联

 

法
勒

开发计划署

澳大利亚

1975 
19 7 5 /7 6

1976

1976

法国 1977
1976
1975

8 -  -  6 -  - - 3 0

) ๖ * 改 善 农 业 货 物 运 输 的 措 施  （๖ * 运 输 和 通 信

能 源 危 机 工 作 本 区 铁 路 管 理  
队 局 发 计 划 署

41 -  -  1 8 - 4  -  3
19 7 5 /7 6

农业 本 区 铁 路 管 理  1 9 7 5 /7 6
局 开 发 计 划 署



C . 具 体 工 作 （续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亚太经社会内

这项工¥ 的 的
主要单位 参加单位

资 源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
常 咨 区

预期的 
人工月 )

外 常 咨 区 外

（C） 铁 路 设 计 的 标 准 和 规 则 )c * 运输和通信 本 区 铁 路 管 理  
局 、铁 路 联 盟 、 
美 国 铁 路 工 程

1975

(d) 统 一 收 集 亚 太 经 社 会 区 域 内 铁  
路 统 计 资 料 的 规 则 和 程 序

)d * 运 输 和通信 统计 本 区 铁 路 管 理  
局 、铁 路 联 盟 、 
美 国 铁 路 工 程

1 9 7 5 /7 7

(e) 减 少 铁 路 建 筑 费 用 的 措 施 )e * 运 输 和通信
协会
呆 E 铁路管 理  

局 、铁 路 联 盟 、 
美 国 铁 路 工 程  
协会

1975

(f) 铁 路 车 辆 、横 贯 亚 洲 铁 路 网 米  
制 轨 福 部 分 的 同 一 标 准

)f * 运 输 和 通 信 本 区 铁 路 管 理  
局 、铁 路 联 盟 、 
美 国 铁 路 工 程  
齡 汧 发 计 划 署

19 7 5 /7 7

te) 横 贯 亚 洲 铁 路 计 划 项 目 宽 轨 辐  
部 分 联 结 和 制 动 设 备 的 标 准 化

)g * 运输和通信 本 区 铁 路 管 理  
局 、铁 路 联 盟 、 
美 国 铁 路 工 程  
脸 、开发计划署

1 9 7 5 /7 7

(h) 本 区 铁 路 运 输 冷 藏 车 的 使 用 （h * 运 输 和 通 信 本 区 铁 路 管 理  
局 、铁 路 联 盟 、 
美 国 铁 路 工 程  
协会

1 9 7 6 /7 7

(i) 改 进 单 线 载 运 量 的 措 施 及 其 经  
济理由

) i * 运 输 和 通 信 本 区 铁 路 管 理  
局 、铁 路 联 盟 、 
美国铁路 工 程  
协会

1976 /77



C . 具 体 工 作 （续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亚太经社会内

这 的  的
主要¥ 位 参加单位

资 源

( j ) 使 用 新 的 焊 接 技 术 修 理 铁 路 的 （b * 运 输 和通信 
组成部分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 ( 人工月) 

常 咨 区
( 人工月) 

外 常 咨 区 外

本区铁路管理 1 9 7 6 /7 7  
局铁路斩究所 

(苏联）

㈣ 对 横 贯 亚 洲 铁 路 （R A S /7 2 / 
1 6 0 ) 提 供 以 下 的 援 助 ：

⑻ 将 大 卡 拉 奇 （巴 基 斯 坦 ）地区 
内 和 四 周 的 郊 区 铁 路 运 输 电 气  
化

为 孟 加 拉 铁 路 的 职 员 和 工 作 人  
员 设 立 一 所 训 练 学 院

) b * 运 输 和 通 信  日本、开发计划 
署

19 7 4 /7 5

)๖* ) a * 运输和通信 
)b*

有 关 的 发 达 国 家 1 9 7 5 /7 6

（C） 对 恢 复 孟 加 拉 铁 路 （孟 加 拉 国 ） 
信 号 装 置 提 供 技 术 援 助

) a * 运 输 和 通 信  
)b*

开 发 计划署 1 974 /75

将 拉 克 索 尔 )印 度 ）与伯甘吉)尼 
泊 尔 ）之 间 的 狭 轨 铁 路 （九公 里 *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b *

开 发 计 划 署 1975

改 成 米 制 轨 辐 铁 路 的 投 资 前 调  
查

⑹ 自 查 曼 至 阿 富 汗 坎 达 哈 尔 的 一  
条 i 线的调查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b *

开发计划署 1 975 /76

(f) 完 成 自 多 哈 扎 里 至 科 克 斯 巴 扎  
) 孟 加 拉 国 ）铁 路 延 伸 部 分 建  

筑的调查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b *

开 发 计 划 署 1976

)๙ 泰 国 国 家 铁 路 （泰 国 ）钢 桥 巩  
固 和 换 新 的 研 究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b*

开 发 计划署 1975

(h) 设 置 泰 国 国 家 铁 路 （泰 国 ）新 
的 业 务 管 制 中 心 的 研 究

( a ) 运输和通信 
)b *

开 发 计划署 1975

(i) 马 来 亚 铁 路 （马 来 西 亚 ）鉄路 
桥 梁 巩 固 和 换 新 的 研 究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b *

开发计划署 1975

12 - 42 - - - 180 ⑥



C . 具体工作（续 ）

资 源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亚太经社会内

这项工作的 的
主要单位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现有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预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H

( j ) 改 进 火 车 速 率 （马 来 西 亚 ）的 ( a ) 运 输 和 通 信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切

开 发 计 划 署

开 发 计划署

开 发 计 划 薯

1 976 /77

1976

1977

(k)

(l)

可 行 性研究

衡 量 尼 泊 尔 希 陶 达 与 加 德 满 都  
之 间 钦 路 、 索 道 和 公 路 的 技 术  
一 经 济 可 行 性 的 比 较 研 究

建 筑 横 贯 苏 门 答 腊 铁 路 （印度 
尼 西 亚 ）⑦ 的 详 细 调 查

⑻
(b)

运 输 和通信

(m) 达 卡 与 吉 大 港 （孟 加 拉 国 ）之 
间 主 要 铁 路 电 气 化 的 调 查

⑻ 运输和通信 开 发 计划署 1 9 7 5 /7 6

(n) 为 泰 国 国 家 铁 路 设 计 一 种 有 较  
大 载 重 能 力 的 新 货 车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开发计划署 1975

(o) 建 筑 达 卡 一 吉 大 港 双 轨 铁 路 的  
两 座 主 要 桥 梁 的 调 查

⑻ 运输和通信 开 发 计 划 署 19 7 6 /7 7

(P) 阿 富 汗 迈谢德一赫拉特支线的 

调查
⑻ 运输和通信 开 发 计 划 署 1976

(q.) 在 不 断 评 价 交 通 潜 力 方 面 ，及 
在 国 家 和 国 际 两 级 上 评 价 各 分

⑻
(b)

运 输 和 通 信 开 发 计 划 署 继续中

项 目 的 经 济 理 由 方 面 ，对铁路 
行 政 提 供 援 助 ，经常注意铁路网 

所 经 过 的 国 家 中 运 输 政 策 方 面  
改 变 中 的 社 会 一 经 济 情 况 ， 因 

为 这 种 情 况 可 以 影 响 各 种 交 通  
方式

⑥ 希 望 发 达 国 家 能 免 费 提 供 由 十 名 专 家 组 成 的 工 作 队 每 年 编 写 的 两 个 调 查 报 告 （每 一 调 查 报 告 需 时 三 月 ）。

⑦ 一 九 七 九 年 开 始 的 印 度 尼 西 亚 第 三 期 计 划 中 将 对 横 贯 苏 门 答 腊 铁 路 的 建 筑 有 所 规 定 。 如 果 这 个 计 划 项 目 被 列 入 国 家 计 划 ，则 应 提 出 其 临 时 进 度 表



A 方案：通信设施的发展（13)

本 方 案 的 目 的 是 要 协 助 各 会 员 国 在 国 家 、分 区 域 和 区 域 的 基 础 上 发 展 和 改 善 其 电 信 服 务 ，尤 其 要 建 立 一 个 区 域 性 电 信 网 ；另 一 目 的 是 研 究 这 个 部 门  

的 训 练 工 作 的 需 要 。 同时，亦 将 促 进 本 区 的 邮 政 发 展 。

B.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1 . 电信 （13. 1)

各 国 国 内 电 信 服 务 网 的 发 展 将 予 以 促 进 ， 以 求 建 立 一 个 亚 洲 电 信 网 ，来 满 足 各 国 国 内 电 信 网 日 新 月 异 的 需 要 ， 和 解 决 其 保 养 的 问 题 。 将 向本 

区 各 国 提 供 技 术 援 助 ， 以 改 进 其 国 内 电 信 网 和 训 练 中 心 9 并 编 制 长 远 计 划 .
C.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 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现有的.
常 咨 区

资

外

源

常

预•峡 
{ )

咨 区 外

㈠ 建 立 微 波 接 力 线 路 和 附 带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亚 太 经 社 会 /  电信联盟
的 交 换 和 互 连 装 置  电 信 联 盟 合 设 单 位

1. 塔 雅 贝 特 一 坎 大 哈 一 卡 布 勒
微 波 无 线 电 转 播 路 线

2. 卡 布 勒 一 贾 拉 拉 巴 德 一 托 尔 哈 姆  
微 波 系 统

3. 贾 拉 拉 巴 德 一 达 尔 豪 谢  
)对 流 散 射 系 统 ）

4. 拉合尔_阿姆利则（微波）

5. 马杜赖一科伦坡（微波）

6. 巴 特 那 一 拉 克 索 尔 一 加 德 满 都

7. 库 斯 蒂 亚 一 加 尔 各 答 （微 波 ）

8. 佩坎巴鲁一新加坡

9. 佩 坎 巴 鲁 一 磅 甲 一 普 莱 山

1975-
1977

1975-
1977

1975-
1977

1975-
1970
1975-
197(3
1975-
1976
1975-
1977
1975-
1977
1975-
1977

-  - 123 _  _  — 24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亚太经社会内 亚太经社会外

这项工作的 的 的 时 间 表

主要单位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思 月 的 *

区

资 源

预 期 的  
) 人工月）

外 常 咨 区 外

10. 槟榔屿一哈德雅伊
11. 巴德拉普尔一塔库尔冈

12. 农卡一万象

13. 亚兰一金边

14. 金边一西贡

15. 万象一巴色

16. 米 尔 普 尔 哈 斯 一 乔 德 普 尔  

㈡ 就 有 兴 亚 似 电 信 网 的 关 税 问 题
向 各 会 员 国 i 供 援 助  

㈢ 研 究 本 区 域 的 无 线 电 和 电视广播
的技术和训练方面的问题

㈣就发展国家分区域和区域电信 
服务问题向各会员国提供援助

㈤援助本区的太平洋和大洋洲国家 
就建立电信设施问题作可行性 

调查
㈥援助编制本区传递工具的可行性 

计'和协调研究报告

㈦促进经营亚洲电信网的“ 亚洲 
电信共同体”

⑻ 完 成 有 关 设 立 “ 亚 洲 电 信 共 同 体 ” 
的 研 究 报 告 ， 并 将 那 些 报 告 分 发 给  
各 国 政 府 和 各 电 信 管 理 机 构 ，请 其

a
 

b

(a)a

b

(a 

1975-
1978

1975-
1977
1975-
1977
1975-
1976

运输和通信 亚太经社会/ 电 
信联盟合设单位 电信联盟

1975-
1976 
1975-
1977

运输和通信 亚太经社会/ 电 
信联盟合设单€

电信联盟 1975-
1977

运输和通信 亚太经社会/ 电 
信联盟合设单4

电信联盟 1975-
1977

运输和通信 亚太经社会/ 电 
信联盟合设单位

电信联盟 1975-
1977

运输和通信
亚太经社会/ 电 
信联盟合设单位 电信联盟 1975-

1977

运输和通信 亚太经社会/ 电 
联盟合设单应

电信联盟 1975 - 
1977

1975

43

1

30

18



C . 具体工作：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算

现 有 的  
)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㈦ 召 开 专 家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 以便讨 论  
上 述 问 题 ，并 为 该 共 同 体 草 拟 章程  

草寒

1975

⑹ 由 政 府 间 区 域 专 家 工 作 小 组 最 后  
拟 定 该 共 同 体 的 章 程

1976

（八）举 行 交 通 工 程 和 交 通 网 规 划  
讨论 会

(a) 运 输 和 通 信 亚 太 经 社 会 / 电 
信 联 盟 合 单 及

电信联盟 1975 - - • 3 -  -  — -



B. 方案的组成部分：

2 . 邮 政 （13. 2)

应 促 进 本 区 的 邮 政 发 展 ， 以 求 确 保 各 种 部 门 的 钼 织 和 职 能 的 现 代 化 ， 促 进 这 个 领 域 的 区 域 性 和 分 区 域 性 合 作 。 向 各 会 员 国 提 供 技 术 援 助 ， 
以 改 进和发展 i 现 有 邮 政 事 业 的 各 个 部 门 ，包 括 为 社 会 大 众 提 供 新 的 服 务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资 源

亚太经社会内 
的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现 有 的  
) 人 工 月 ）

预 期 的  
) 人工月）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㈠ 关 于 促 进 和 改 善 储 蓄 银 行 和  
汇 款 业 的 研 究

)b * 运 输 和 通 信 万 国 邮 盟 1975-
1977

㈡ 关 于 可 否 设 立 一 个 区 域 性 发 展 、
调 查 研 究 中 心 之 前 进 行 的 研 究

)b * 运 输 和 通 信 万 国 邮 盟 1975-
1976

㈢ 协 助 各 会 员 国 向 国 际 财 务 机 构  
寻 求 发 展 AP政 基 本 建 设 的 技 术  
和 财 政 援 助

)a*

运 输 和 通 信 万 国 邮 盟 、 亚 发 银 行  
世 界 银 行 、 开 发 协 会

1975-
1977

㈣ 为 设 立 主 管 下 列 工 作 的 单 位  
拟订 摘 要 和 方 针  
(a)检 查 技 术

（b）统 计 业 务
⑹ 处 理 国 际 邮 件 的 规 则 和 程 序  
⑷ 款 项 方 面 的 邮 件 的 服 务

（b * 运 输 和 通 信 万 国 邮 盟 1975-
1977

㈤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进 行 设 立 近 代 订 价 、 
会 计 和 统 计 制 f 以分析成本与
4 润 关 系 的 研 究

（b * 运 输 和 通 信 万 国 邮 盟 1975-
1977

㈥ 关 于 应 各 国 请 求 在 印 刷 和 供 应  
一 切 国 际 邮 件 式 样 进 行 区 域 性

(a) 运 输 和 通 信 万 国 邮 盟 1975-
1977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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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资 源

内负责 亚太经社会内 亚太经社会外 现 有 的 预 期 的
这项工扣的 的 的 . 时 间 表 ) 人工月* ) 人工月*

主 要 本 位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出 关 于 订 定 邮 件 从 一 个 国 家 到 另 一  
个 国 家 时 的 标 准 过 境 时 限 的 研 究

)a*

运 输 和 通 信

)八*关 于 城 乡 地 区 的 邮 递 业 务 的 研 究 )b * 运 输 和 通 信

㈨ 在 个 别 国 家 设 置 有 关 管 理 和 业 务  
问 题 的 特 别 训 综 课 程

)a*

运 输 和 通 信

什 *为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设 置 区 域 性   
训 练 设 施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前 调 查

        ) b* 运 输 和 通 信

（二）设 立 区 域 性 邮 政 资 料 库 的 初 步  
研 究 ，对 设 立 邮 政 行 政 研 究 、

规 和 发 展 小 组 给 予 援 助

)a*

)b*

运 输 和 通 信

拦*在 同 邮 政 局 高 级 官 员 协 商 下

)a*

运 输 和 通 信

举 办 调 查 某 一 发 达 国 家 的 特 殊  
课 รึ呈 论 会 一 4 究 旅行

万 国 邮 盟 1975-
1977

万国邮盟     1975- 
1977

亚洲、大洋洲邮政训练学校          1975-1976

万国邮盟 1975-

1970

万国邮盟 1976

万 国 邮 盟 的 有 关         1976-1977 

发 达 国



A 方案：发展旅游业 （14)

本 方 案 的 目 的 是 要 通 过 对 具 体 问 题 的 研 究 和 分 析 ， 来 协 助 发 辰 中 国 家 建 立 其 旅 游 业 自 给 自 足 地 增 长 的 适 当 基 础 ，并 促 进 区 域 性 和 分 区 域 的 合 作 努 力 •

B.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1 . 旅 游 设 施 和 潜 力 的 说 明 （14 . 1)

目 标 是 ：㈠ 有 计 划 地 改 进 和 扩 充 本 区 的 胃 设 施 ㈡ 为 草 拟 发 展 旅 游 业 的 纲 领 计 划 制 订 方 针 ，㈢ 评 价 旅 游 业 对 亚 太 经 社 会 区 内 各 国 的 经 济 、 文化和 

生 态 的 影 响 。

C.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资 源
亚太经社会内 

的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现有的
(人工月）

预期的 
( 人工月）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一*援助甘达基/ 蓝 毗 尼 区 域 发 展  
方 案 的 制 订 ，尤 其 是 蓝 毗 尼 公 园

(a) 运 输 和 通 信 贸易 、 工业和 
住 房 发 展 靓 划

开 发 计 划 署 继续中

（二）有 关 在 国 家 一 级 上 编 制 旅 游 发 展  
纲 领 计 划 的 方 针 的 研 究

(̂ ) 运 输 和 通 信 贸 易 、 工业和 
住 房 发 展 规 划

联 合 国 总 部 、 
开 发 计 划 署 : 

东 南 亚 国 家  
联 盟 、 太旅 
协 会 、 亚发 
银 行 、 官旅 
组识

1975-
1977

曰 对 在 分 区 域 一 级 上 设 立 旅 游 亚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贸 易 、 工业和 亚 发 银 行 、 1975-

训 练 中 心 的 工 作 给 予 援 助 住 房 发 展 规 划 官 旅 组 联
1977

㈣ 评 价 旅 游 业 对 亚 太 经 社 会 区 域 的  
经济 、 i 化 和 i 态 的 影 响 的 研 究

b) 运 输 和 通 信 贸 易 、 工业和 
住 房 发 展 规 划 、 
统计

官 旅 组 联 、
太 旅 协 会

1975-1977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扣的 
主要¥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现 有 的  
)人 i 心

常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 人 益 ）

常 咨 区 外

㈤ 援 助 会 员 国 现 有 的 促 进 和 销 售 方 案  
的协调

)a*

运 输 和 通 信 贸 易 、 工业和 
住 房 发 展 规 划

太 旅 协 会 ，东 
南 亚 国 家 联 盟 、 

东 亚 旅 游 业 协 会  
官 旅 组 联 一 (1)南 
亚 旅 行 委 员 会  
(2)东 亚 和 太 平 洋  
旅 行 委 员 会 ，旅 
游 组 织

1975-
1977

6 — — —

㈥ 关 于 旅 游 发 展 方 案 的 筹 资 问 题 的  
研 究 和 确 保 具 有 经 费 的 措 施

)b * 运 输 和 通 信 游 旅 组 织 、 太旅 
协 会 、 世 界 银 行 、 
亚 发 银 行

1975-
1977

- - - - -  -  - น

出 关 于 所 提 议 的 有 关 促 使 国 家 旅 游 组 织  
在 发 展 旅 游 业 和 促 进 其 增 长 上 发 挥 更  

大 作 用 的 措 施 的 研

)b*

运 输 和 通 信 旅 游 组 织 、 太旅 
协 会

1975-
1977

_ -  _



A . 方案：矿物资源的开发（15)

本 方 案 的 目 的 是 要 协 助 各 国 规 划 有 关 蕴 藏 的 矿 物 资 源 的 探 测 、 估 计 、 开 发 和 利 用 方 案 。 在 中 期 计 划 期 间 ， 将 强 调 提 供 ：㈠ 探 测 矿 物 资 源 的 情 报  

和 方 针 ，㈡ 绘 制 矿 物 蕴 藏 图 和 调 查 工 作 方 面 的 专 家 顾 问 服 务 i 曰 矿 业 和 石 油 工 业 特 殊 部 门 技 术 人 员 的 训 练 .

岸 外 联 勘 协 委 会 的 方 案 未 列 入 本 文 件 。

B .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1 . 开发石油和天然气（15. 1)

目 的 在 于 协 助 各 国 探 测 和 开 发 石 油 和 天 然 气 ，促 进 应 用 新 技 术 来 开 发 石 油 和 天 然 气 资 源 。 

同 时 也 绘 制 、 订 正 和 出 版 本 区 的 区 域 性 地 质 图 和 有 关 的 特 殊 地 图 。

C . 具 体 工 作 ：

资 源

㈠ 收 集 、 分 析 和 传 播 有 关 石 油 和  
天 '气 资 源 的 开 发 资 料 和 有 关  

污 染 的 法 律 的 消 息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亚太经社会内

这 的  的
主要i 位 参加单位

（C） 自然资源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开 发 计 划 署

时 间 表
常 咨 区

继续中 21 - -

二)收 集 和 编 纂 地 层 较 对 资 料 、 援助 (a) 自然资源 继续中
各 国 绘 制 地 层 图 ⑼

曰 援 助 会 员 国 在 亚 太 经 社 会 区 域  
设 立 标 准 化 石 原 始 种 类 标 本 的  
贮 藏 库

⑻ 自然资源 缘 科 文 组 织 继续中

（四）在 本 区 内 或 区 域 外 各 国 的 机 构  
举 办 石 油探 测 业 特 殊 阶 段 的 训 练

(a) 自然资源 教 科 文 组 织 继续中

6 6 9  - - - - — 12

外 常
) 人工月） 

咨 区 外

ร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现 有 的
) *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人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伍 *矿 物 分 布 图 （第 二 版 ）：完成 ⑹ 自然资源 1975 18 18 18.

编 纂 ，编写定稿和印刷

㈥ 重 力 图 （第 一 版 ）： 完 成 编 纂 ， ⑹ 自然资源 教 科 文 组 织 、 1975 13 18 一 ■ 一 18

印刷 和 发 行 工 发 组 织

七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哥 罗 石 油 资 源

座 谈 会

⑹ 自然资源
教 科 文 组 织 、

工 发 组 织

1976 32 -  - ■ - 9  - 21



B . 方案的组成部兮:_______ _  .......
1 . 源 的 探 测 、 开 采 和 利 用 （1 5 ,2 )
1 . 促 进 矿 源 的 开 发 和 利 用 ，本 区 产 锡 国 家 的 合 作 ，应 用 新 技 术 开 发 矿 物 资 源 和 改 进 矿 物 资 源 工 业 的 经 济 情 形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 A i  月 ） 

常 咨 区

资 源

) * 
外 常 咨 区 外

)一*编纂、 分 析 和 散 发 开 发 矿 物  
资 - i 的 情报

二)编 纂 有 系 统 的 矿 物 资 源 清 单

曰 对 区 域 矿 物 资 源 发 展 中 心 予 以  
行 政 和 技 术 支 助

㈣ 对 东 南 亚 锡 业 研 究 发 展 中 心 予 以  
行 政 S 技术支助

（五*绘 制 和 印 制 国 家 和 分 区 域 水 文  
图，援 助 各 国 探 测 和 开 发  

水

㈥ 有 关 金 属 矿 物 供 求 问 题 的 研 究

)七）编 纂 、 印刷 和 发 行 应 用 遥 测  
技 于 自 然 资 源 发 展 的 讨 论 会  

的 会 议 记 录

㈧ 对 应 用 遥 测 技 术 于 自 然 资 源  
发 展 的 讨 论 会 所 提 建 议 的 后 续  

行动

⑹ 自然资源

⑻ 自然资源

(a) 自然资源 工 业 和 住 房

⑻ 自然资源 工 业 和 住 房

⑻ 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 国 际 贸 易 、

⑹ 统计

（C） 自然资源 工 业 和 住 房

⑼
自然资源 工 业 和 住 房

教科文组织 继续中 5

教科文组织 继续中 3

1975-
1976

18

1975-
1973

18

教科文组织 继续中 -

1975 9

1975 2

1975- 9
1973



B 方案的组成部分：

3 . 探 测 南 太 平 洋 岸 外 地 区 的 矿 物 资 源（15. 3)

主 要 部 分 包 括 训 练 岸 外 探 测 人 员 ， 制 订 岸 外 地 球 物 理 测 量 和 其 他 测 量 方 案 ， 向 分 区 域 •协 调 委 员 会 提 供 援 助 以 及 收 集 、 分 析 和 散 发 有 关 情 报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贵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现 有 的  
)又 i 肩 ）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 *

常 咨 区 外
㈠ 收 集 和 分 析 资 料 ；传 播 有 关 岸 外

和 采 矿 技 术 进 步 的 情 报
自然资源 继续中 6 - 2 15 - - 6 18

㈡ 向 各 成 员 国 就 制 订 和 执 行 国 家 ⑻ 自然资源 ⑧ 继续中 36 - 2 18 一 9 15 18

和 分 区 域 的 岸 外 地 球 物 理 方 案 和  

其 他 调 查 给 予 技 术 援 助

曰 举 办 岸 外 业 务 训 练 (a) 自然资源 教 科 文 组 织 继续中 6 - 2 - -  - 3 -

（四）举 办 岸 外 测 量 和 解 释 测 量 资 料 ⑻ 自然资源 教 科 文 组 织 继续中 2 - 2 - -  - น  -

的 小 组 训 练 课 程

田 向 南 太 平 洋 岸 外 联 勘 协 委 会 ⑻ 自然资源 继续中 9 - - - -  - - -

提 供 行 政 援 助

㈥ 南 太 平 洋 岸 外 联 勘 协 委 会 自然资源 海 外 联 勘 协 委 会 ⑧ 继续中 9 - - - -  - - -

举 行 会 议 并 安 排 举 办 海 勘  

十 年 讲 班



A . 方案：发展水力资源（16)

本 方 案 的 目 标 在 于 为 农 业 、工业 和 家 庭 的 需 要 促 进 本 区 水 力 资 源 的 科 学 开 发 和 利 用 ， 以 应 国 家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计 划 的 需 要 。

B .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1。 水 力 资 源 的 调 查 、 规 划 和 发 展 （16. 1)

旨 在 通 过 制 订 适 当 的 政 策 和 计 划 以 及 研 究 、 训 练 和 示 范 表 演 ， 来 促 进 利 用 和 养 护 水 力 资 源 的 河 流 综 合 发 展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现 有 的 _

常 咨 区 外
) 入 却 ）

常 咨 区 外

—

 

1
6

8

 

I

（一）改 善 水 力 资 源 统 计 资 料 的 收 集 ㈦ 自然资源 卫 生 组 织 继续中 9 - - -
⑹

㈡ 举 办 调 查 本 区 各 国 的 用 水 供 应 )๖ * 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 能源和 继续中 24 - - -

和 需 求 的 研 究 ⑹ 运 输 中 心 ®

曰 研 究 开 发 水 力 资 源 所 引 起 的 自然资源 工 业 和 住 房 环 境 计 划 署 、 教科 继续中 24 - - -

环 境 问 题 ⑹ 文 组 织 、 卫 生 组 织

（四）举 办 开 发 三 角 洲 地 带 的 区 域 ⑹ 自然资源 教 科 文 组 织 1975- ร - - 6

座 i炎会 1977

㈤ 研 究 开 发 水 力 资 源 的 各 方 面 (b) 自然资源 1970-
的 问题 1977

(a)采 取 改 善 农 村 部 分 的 灌 溉 农 业 粮 农 组 织 6 1  - -
计 划 的

㈦ 筹 办 水 力 资 源 的 开 发 事 务 6 1  - -

⑹ 调 查 利 用 沿 岸 和 港 湾 的 建 筑 6 1  - -
以€ 存 淡 水 供 应 的 可 行 性



的关于水质测报系统的讨论会

办 理联合国水事会议的 
筹备工作

I

<0
I

㈧ 联 合 国 水 事 会 议 特 设 区 域  
筹备 会 议

㈨ 出 版 物 ：⑻ 《水 力 资 源 汇 编 》； 
⑽ 《水 力 资 源 什 志 》季刊

㈩ 举 办 开 发 水 力 资 源 % 社会和 
非 经 济 因素座谈会๑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 ๖ * 自然资源
(d)

)b * 自然资源

（๖ * 自然资源
(d)

⑼ 自 然 资 源

㈦ 自 然 资 源  社 会 发 展

⑨ 联 合 国 自 然 资 源 、 能 源 和 运 输 中 心 .

经 核 准 在 一 九 七 四 年 执 行 的 工 作 ，但 延 期 至 一 九 七 五 年 执 行 .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环 境 规 划 署 、 教 科 1977 
文 组 ¥ 、 卫 生 组 织

粮 农 组 织

自然资源、 动力和 1975- 
运 输 中 心 、 教 科 文  1977 

组 织 卫 生 组 织 、
¥ 农 组 织

自然资源、 动力和 1975- 
运 输 中 心 ，教 科 文  1975 
组 织 , 卫 生组织

1975-
1977

1975

资 薫

現有的
)

常 咨 区 外

預 的  
) 人工月）

常 咨  B 外

O — — — - - - ร

12 3 - - - - - 2

48 - 7 ~ - - - -

ร - -  3



B 。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2 . 国呩河流的开发（16. 2)

主 要 目 的 在 于 查 明 本 区 的 国 际 河 流 在 满 足 国 家 需 要 和 国 家 发 展 计 划 方 面 所 具 有 的 潜 力 ， 这 是 指 一 切 可 能 用 水 的 方 面 ，包 括 水 电 的 生 产 。 并 
将 进 行 流 域 规 划 和 计 划 项 目 设 计 上 所 需 的 物 质 、 经 济 和 水 文 资 料 的 收 集 和 初 步 分 析 ， 以 便 确 定 需 要 技 术 和 财 政 援 助 的 高 度 ^ 项 三 .

C . 具 体 工 作 ：

-
170  

•

工 亚 太 经 社 会 资 源
作

性

质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4 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现 有 的
)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㈠ 对 选 定 的 国 际 流 域 的 初 步 调 查  （b） 自然资源 运 输 和 通 信 继续中 18 - - — -• •  

⑵ 探 测 选 定 的 河 段 和 可 能 的 发 展 （a* 自然资源 继续中 18 - - -

地区

㈢ 向 湄 公 河 下 游 勘 察 工 作 协 调

)a*

自然资源 卫 生 组 织 继续中 9 - - - . . . .

委 员 会 给 予 技 术 援 助



B。 方案的组成部分

3 . 减轻洪水损害的措施（16. 3)

主 要 目 的 在 于 调 查 洪 水 损 害 和 促 进 减 轻 洪 水 损 害 的 措 施 ， 尤 其 是 台 风 和 热 带 旋 风 所 造 成 的 损 害 .继 续 对 两 个 分 区 域 机 构 —— 台风委员会 

和 热 带 气 旋 问 题 专 家 团 —— 给 予 援 助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亚 太 经 社 会  
作 内负责
性 这 项 工 ' 的  
质 主 要 ^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现 有 的  
)人工月 *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一）举 办 评 价 本 区 各 国 所 受 洪 水  

损 害 的 研 究

) ๖ * 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 能源和 

运 输 中 心

继续中 9

㈡ 向 各 会 员 国 就 收 集 和 编 纂  

洪 水 损 害 统 计 资 料 提 供 技 术  

援助

⑻ 自 然 资 源 自然资源、 能源和 

运 输 中 心

继续中 9

⑪

~ —

㈢ 向 台 风 委 员 会 提 供 行 政 和  

技术支 助

(a)(b) 自然资源

(c)(d)

气 象 组 织 、 

开 发 计 划 署

继续中 12 - - - 12

㈣ 向 气 象 组 织 及 亚 太 经 社 会  

热 带 气 旋 问 题 专 家 团 提 供  

行 政 和 技 术 支 助

⑻ (b )自然资源

⑹ ⑹

气 象 组 织 继续中 12 12 - - - 24



B . 方案的组成部分:

4 . 应 用 科 学 和 技 术 促 进 水 力 资 源 的 开 发 （16。4)

将 与 联 合 国 科 学 和 技 术 应 用 于 发 展 咨 询 委 员 会 就 拟 订 该 委 员 会 的 世 界 行 动 计 划 维 持 紧 密 合 作 ， 尤 其 在 水 力 资 源 方 面 .同 时 ， 也 希 望 研 究  
具 体 的 需 i ， 达 国 家 i 地 物 理 科 学 有 关 的 近 代 科 学 知 识 的 传 授 ， 以 及 促 进 水 力 资 源 系 统 处 理 和 分 析 资 料 时 使 用 电 子 计 算 机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木经社会
4 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 要 ▲ 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现 有 的  
( 人工月 )

常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㈠ 就 水 文 资 料 的 收 集 、 贮藏和回用 

给 予 技 术 援 助

⑻ 自然资源 继续中 12 - - -

)=*举 办 水 文 和 水 力 资 源 规 划 上 应 用  

电 子 计 算 机 的 巡 回 讨 论 会

自然资源 教 科 文 组 织 1970 10 - - 30

㈢ 组 织 旱 灾 专 家 工 作 组 自然资源 农业 气 象 组 织 ， 

稂 农 组 织

1977 4 - - - - 2 - -



A .方 案 ：对 最 不 发 达 和 内 陆 国 家 以 及 发 展 中 岛 屿 国 家 的 特 别 措 施 （17)

需 要 采 5 特 别 措 施 发 展 中 国 登 胃 不 发 达 国 家 ，是 国 际 芒 展 战 略 的 基 本 目 呀 。 在 亚 太 经 社 会 ，有 七 个 “ 特 别 困 难 ” 的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其中五 
个 又 是 内 陆 国家 。 必 需 尽 量 帮 助 这 些 国 家 ，使 它 们 能 够 完 全 受 益 于 联 合 国 第 二 个 发 展 十 年 所 通 过 的 政 策 措 施 。 内 陆 国家 的特 别 问 题是 有 关 过 境 的 基本问 
题 ，而 南 太 平 洋 岛 崎 国 家 的 问 题 则 为 岛 屿 间 联 络 的 问 题 。 根 据 现 有 方 案 的 各 组 成 部 分 ，这 个 方 案 承 认 援 助 最 不 发 达 和 内 陆 国家以及岛屿国家是迫切需要的 

B.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1 . 提 高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的 吸 收 能 力 （1 7.1)

打 算 提 供 援 助 绐 正 求 增 进 本 身 行 政 及 规 划 能 力 并 训 练 社 会 发 展 方 面 的 发 展 规 划 千 部 的 国 家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祕的 
主要¥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作

常

现 有 的  
) 人 工 月 ）

咨 区 外 常

预 期 的  
) 人工月*

咨 区 外
性
质

㈠ 对 亚 太 经 社 会 区 域 发 展 中 国 家 中 ⑻  
的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提 供 技 术 援 助 ， 以 改 进 （d) 
它 们 的 行 政 和 规 划 系 统

发展规划 马 尔 代 夫 ： 
1975;

不 丹 ：1975; 
老 挝 ：1976; 
阿 富 汗 ：
1977

4

（二）关 于 内 陆 国 家 主 要 经 济 问 题 的 研 ㈦  

究

发展规划 工 业 和 住 房 、
国 际 贸 易 、运 
输和 通讯

贸发会 议 1 9 7 5 -7 7 22 8

㈢ 关 于 发 展 中 岛 屿 国 家 主 要 经 济 问 ㈨  

题 的研究

发展规划 工业和住房、

国 际 贸 易 、运 
输和 通讯

贸发会议 1975-77 22 8

㈣ 在 社 会 福 利 、社 区 发 展 、合 作社、⑻  
地 方 政 府 和 青 年 福 利 方 面 的 流 动 训 练 队

社会发展 农 业 、 工 业和 
住 人 口

技 合 处 、选 
定 的 社 会 工  
作 学 校 、 儿 
童 基 金 会 、 
粮 农 组 织 、 
教 科 文 组 织 、 
劳 工 组 织

老 樹 ：1975; 
尼 泊 尔 ：

1975; 
阿 富 汗 ：

1975-76

6 -  - 60 12



㈤ 协 助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制 订 及 执 行 工 ⑻  

业 政 策 、 i十划和方案

工业和住房 发展规划 工 发 组 织 完 成 第 一 阶 段 : 
1975；

第 二 阶 段 ：
1976

7 一 4 - 1 -

㈥ 协 助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扩 充 旅 游 事 业 (a) 运 输 和 通 讯 国 际 贸 易 、
工 业 和住房

太 平 洋 区 旅  
游协 会

5 一

㈦ 关 于 发 展 中 国 家 中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⑻  

进 出 口 贸 易 有 关 问 题 的 研 究  ⑼

国际贸易 一 6

BI.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2 . 对 内 陆 国 家 的 援 助 （1 7.2)
内 陆 国 家 的 问 题 值 得 特 别 注 意 。 将 对 贸 易 政 策 和 程 序 ，包 括 运 输 和 过 境 的 贸 易 问 题 提 供 援 助 。

C.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现 有 的  
) 义 以 ）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 人 赶 ）

常 咨 区 外

㈠ 按 照 内 陆 国 家 运 输 和 过 境 的 需  
要 ，审 查 其 实 际 和 可 能 的 对 外 贸 易

（๖* 国际贸易 运 输 和 通 讯 贸 发 会 议 、
开发计划署

1975—76 3 - 12 10 — — — 一

㈡ 调 查 各 过 境 和 转 载 地 点 货 物 处  
理 和 储 存 的 现 有 和 可 能 的 过 境 设 备 ， 以 
及 改 进 和 扩 充 的 计 划

)ไว* 国际贸易 运 输 和 通 讯 1 975 -76 3 6 24 6

曰 制 定 适 合 有 关 国 家 需 要 的 适 当  
联 合 运 输 系 统 或 其 他 系 统

)๖ * 国际贸易 运 输 和 通 讯 贸 发 会 议 、
开 发 计划署

1976 — 3 6 — 一 — 3

㈣ 组 织 前 往 内 陆 国 家 的 多 部 门 视
察团

(d) 国际贸易 办理实务各司 贸 发 会 议 、
开 发 计 划 署

1976—77 3 3

㈤ 内 陆 国 象 问 题 特 别 小 组 第 三 届

会议

(d) 国际贸易 办理实务各司 贸发会 议 1975 3



ธ . 方案的组成部分：

3 . 对 发 展 中 岛 屿 国 家 的 援 助（17.3 )

发 展 中 岛 屿 国 家 在 努 力 发 展 如 航 运 、农 业 、 贸 易 和 通 讯 等 各 部 门 的 分 区 域 合 作 时 ，需 要 得 到 援 助 。 也 将 在 加 强 南 太 平 洋 经 济 合 作 局 的 活 动 方 面  

提 供 援 助 。

除 了 上 述 问 题 之 外 ，发 展 中 岛 屿 国 家 也 面 临 着 其 他 的 问 题 ，这 些 问 题 必 须 加 以 研 究 ， 以 便 在 它 们 的 发 展 努 力 中 对 它 们 提 供 适 当 的 援 助 。 第一个 

步 骤 是 打 算 为 此 絚 织 一 个 专 家 小 组 。

C . 具 体 工 作 ：

资 源

ร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预 . 祖  
)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㈠ 在 组 成 一 个 航 运 理 事 会 方 面 ， 
对 南 太 平 洋 经 济 合 作 局 的 各 成 员 国 作 技  
术援助

㈡ 研 究 海 运 率 及 其 对 南 太 合 作 局  
各 国 贸 易 和 经 济 发 展 的 影 响

曰 研 究 各 岛 屿 国 家 特 别 关 心 的 商  
品 ，并 就 这 S 商 品 倨 进 各 国 间 的 合 作

的贸易

⑻ 国际贸易 运 输 和 通 讯 贸 发 会 议 、 
开 发 计 划 署

197&-76

)๖ * 国际贸易 运 输 和 通 讯 、 贸 发会议 1975—77
发 展 规 划 、统计

(a) 国际贸易 发 展 规 划 、 贸 发 会 议 1975—77
统 计 、农业

⑻ 国际贸易 发展规划 贸 发 会 议 1975-77
)๖ *

⑹ 国际贸易 办理实务各司 贸 发 会 议 、 1975—77
开 发 计划署展 中 岛 屿 国 家 的 问 题

6 — 6 -  -

6

A . 方 案 ：社 会 发 展 和 福 利 的 政 策 和 计 划 （18)

本 方 案 的 目 的 是 要 ••㈠ 将 发 展 的 社 会 和 社 会 学 方 面 的 问 题 和 发 展 规 划 过 程 相 结 合 ，㈡ 就 政 策 的 制 订 、行 政 和 训 练 方 面 ，使 本 区 的 社 会 福 利 工 作  

重 新 朝 向 各 会 员 国 的 发 展 目 标 。 将 特 别 注 意 为 发 展 而 动 员 社 区 资 源 ，包 括 妇 女 和 青 年 参 与 国 家 的 发 展 工 作 。

B..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1 - 对 发 展 规 划 的 社 会 调 查 和 统 一 处 理 方 法 （18.1 )

持 续 的 社 会 调 查 是 审 查 本 区 发 展 和 为 社 会 发 展 提 供 制 订 政 策 与 计 划 的 基 础 所 必 需 的 。 也 必 须 考 虑 各 部 门 间 的 关 系 ， 以 增 加 发 展 活 动 的 效 率 1,



C . 具体工作：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เ ^ 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 A X ^  )

常 咨 区 外

.ส ุ

常 咨 区 外

㈠ 筹 备 本 区 的 社 会 调 查 )a *

(c)
社会发展 发 展 规 划 、 

农 业 、统计
发 展 规 划 、预 
测政策中心

每年

㈡ 在 选 定 的 优 先 领 域 研 究 统 一 发

展问题

)b * 社会发展 发 展 规 划 、 
统 计 、亚 洲 经  
济 发 展 和 规  
划 研 究 所 、
亚发中心

区域发展中心 
) 名 古 屋 ）

继续中

㈢ 在 统 一 的 发 展 规 划 处 理 方 法 的  
范 围 内 援 助 各 会 员 国 发 展 改 进 的 规 划 技  
*

(a) 社会发展 发展规划 联 合 国 社 会 发 展  
研究所

继续中

㈣ 执 行 有 关 发 展 的 社 会 方 面 的 一  
个 情 报 制 度

(c) 社会发展 弗 里 德 里 希 •艾  
伯 特 基 金 会

1975

㈤ 关 于 贫 穷 问 题 的 研 究 ⑫ )b * 社会发展 发 展 规 划 、 
统 计 、湄公 
河 委 员 会 、 
亚 发 中 心 、 
亚 洲 经济发 
展 和 规 划 研  
究所

劳 工 组 织 、粮农 
组 织 、教科文 组  
织 、儿 童 基 金 会

1975-76

內 从 事 粮 食 生 产 、 技 术 转 让 和 其 )b * 社 会发展 农业 粮 农 组 织 1975-76
他 合 办 项 目 的 社 会 方 面 的 工 作

45

3

6

6

21

20

10 - -  -

- 33 - - - — —

— 6 一 一

_  一 — 1 4 - - -



B. 方案的组成部分：

2 . 拟 订 有 效 的 社 会 福 利 政 策 、 规 划 和 方 案 制 度 （18 .2)
目 标 是 要 援 助 各 会 员 国 重 新 制 订 朝 向 发 展 目 标 的 社 会 福 利 政 策 和 管 理 制 度 ，例 如 ，按 照 亚 太 经 社 会 / 国 际 社 会 工 作 会 议 合 办 社 会 福 利 服 务 标 准 和  

立 法 专 家 小 组 会 议 （汉 城 ，一 九 七 三 年 ）制 订 的 准 则 ，将 社 会 福 利 同 计 划 生 育 和 制 订 中 的 这 些 服 务 标 准 和 立 法 联 系 起 来 。

C.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资 源

内负责 亚太经社会内 亚太经社会外 现 有 的 预 期 的
这项工作的 的 的 时 间 表 ( A X ^  )

主要单位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一）应 请 求 协 助 审 查 和 估 价 由 儿 童                 ⑻ 社 会 发 展  

基 金 会 援 助 的 社 会 服 务 项 目

㈡ 关 于 社 t 福 利 服 务 标 准 和 立 法  
的 区 域 工 作 会 议 ⑬  社 会发展

儿 童 基 金 会 、社 继续中 6 - 2  
会 发 展 慈 善 中 心

社 会 发 展 慈 善 中 1975-76  
心 、儿 童 基 金 会 、
教 科 文 组 织 、 卫 

生 组 织 、劳工 组  
织 、非 政 府 组 织

7 - 1 2

㈢ 协 助 各 国 政 府 拟 订 计 划 生 育 社 （a ) 社会发 展 人口 人 口 基 金 、社会 继续中

会 福 利 方 面 的 工 作 发展慈善 中 心

㈣ 关 于 扩 充 社 会 福 利 服 务 及 其 深 （切 社 会 发 展  
入 农 村 地 区 的 传 送 系 统 的 国 家 研 究

儿 童 基 金 会 、粮 
农 组 织 、 劳工组 
织、 教 科 文 组 织 、 
卫生组织

1975

㈤ 关 于 透 过 社 区 组 织 对 计 划 生 育 ㈨ 社 会 发 展  
进 行 的 国 家 间 研 究 ⑬

人口 人 口 基 金 、
卫 生组织

1 975 -76

㈥ 关 于 使 用 社 会 团 体 的 工 作 以 促  

进 民 众 认 识 和 青 年 性 教 育 的 区 域 会 议 ⑰
人口 人 ； 基 金 、

卫生组织

1976

2 - 2 4

6 — 一 一

4 一 6 —

5 -  6 -

- 2

- -  - 2

— 一 一 5

⑫ 由 预 算 外 资 金 （荷 兰 ）出 资 办 理 。 

⑭ 须 视 人 口 基 金 提 供 经 费 的 情 况 而 定



B .方案的组成部分:

3 . 重 新 拟 订 社 会 工 作 教 育 的 方 针 （1 8.3 )

目标是以执行亚太经社会之儿童基金会社会工作训练课程发展方面的区域讨论会（曼谷，一 九 七 二 年 ）所制 订 的 区 域 行 动 建 议 ，更具体地将社会工作 

教育和各种国家发展目标联系起来。

C . 具 体 工 作 ：

资 源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e 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 A X ^  )

常 咨 区 外
) *

常 咨 区 外

㈠ 发 起 并 支 持 亚 洲 社 会 福 利 和 发 （a ) 社会发展 发展规划人口 社会发展慈善 继续中

展训练研究中心的筹备工作 中心、技 合 处 、
糊 贼 各
非政府组织

a 协 助 各 国 政 府 重 新 制 定 朝 向 发 （a ) 社会发展 儿 童 基 金 会 、 继续中
展目标的社会工作教育方针 各 专 门机构、

各非政府组织

㈢ 《社 会 工 作 教 育 和 发 展 新 闻 通 ⑹ 社 会 发 展 继续中
信 》 （第 1 3 至 2 1 号 ）

6 -  18 -

14 一 2 — 4 — _  —

5 — 8 -

㈣ 关 于 下 列 事 项 的 集 体 训 练 (a) 社会发展 选定的社会工 1975
课程⑮

⑻ 社 会 工 作 教 育 在 农 村 发 展 方 面  
的作用

⑺） 社会研究方法

) = * 在社会工作教育方面的社会发 
展技术

作 学 校 （只有 
粮农组织 (a))

1976

1976
1977

伍） 对重新制定朝向发展目标的社 
会工作教育方针的区域协商®

⑹ 社会发展 人口 儿 童 基金会、
粮农 组织、劳 
工 组 织 、教科 
文组织

1977

㈥ 参 加 卫 生 ,组 织 有 关 显 示 重 建 服  
务的综合制度的项’目以及切1练医6 重建 
服务队⑰

(a) 社会发展 卫生组织、社 
会发展慈善中 
心

197S-7

6 一

9 -  1 -  4 -  -  2

6

© 巧 太 经 社 会 奖 学 金 基 金 或 其 他 预 算 外 资 金 提 供 经 费 的 情 况 而 定 。
⑯ 须 视 预 算 外 资 源 提 供 经 费 的 情 况 而 定 。
⑰ 须 视 亚 太 经 社 会 奖 学 金 S 金 算 金 （曰 本 ）提供经费的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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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 . 方案的组成部分：

4 . 人 类 与 社 区 资 源 的 开 发（18.4 )

目 标 是 透 过 训 练 和 面 向 行 动 的 研 究 ，为 国 家 的 发 展 去 开 发 个 人 和 社 区 的 资 源 ，尤 其 是 在 增 进 妇 女 的 作 用 和 参 与 方 面 。 经 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第 1850 
( L V I ) 号 决 议 建 议 设 立 国 际 妇 女 年 自 愿 捐 助 基 金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合内 
的

参加单位

㈠ 制 订 并 执 行 关 于 妇 女 参 加 国 家  
发 展 工 作 的 区 域 行 动 计 划 （与 伊 朗 政 府  
及 任 何 捐 赠 政 府 协 商 ）®

)a*

社 会发展 人口 粮 农 组 织 、一 
切 专 门 机 构 、 
儿 童 基金会

1 975 -76

㈡ 关 于 下 列 事 项 的 区 域 和 国 家  
研 究 ⑱ ⑲

( a ) ,妇 女 对 发 展 各 部 门 的 贡 献  

⑻ 妇 女 的 地 位 与 妇 女 的 组 织

（ (b) 社会发展 伊 朗 的 区 域  
中 心 ®

1975-77

㈢ 就 增 进 妇 女 在 国 家 发 展 中 作 用  
的 国 家 政 策 方 面 协 助 各 会 员 国 ® ®

(a)

社会发展 伊 朗 的 区 域  
中心⑱

1 975 -77

㈣ 训 练 各 发 展 领 域 （社 会 福 利 之  
外 的 领 域 ）的 人 员 雜

(b) 社会发展 亚 洲 社 会 福 利 和  
发 展 训 练 与 研 究  
中心

伊 朗 的 区 域 中  
心 、开发计 划  
署 ⑱

1975-77

㈤ 组 织 有 关 社 会 发 展 的 机 构 间

会议

(d) 社会发 展 发 展 规 划 、统 计 、 
农 业 、 工 业和住 
房 、 人 口 、 自然 
资 源 、 亚 洲经济

各 专 门 机 构 、 
非 政 府 组 织 、 
儿 童 基 金 会 、 
开 发 计 划 署

继续中

发 展 和 规 划 研 究  

所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资 源

常

现有的 
(人工月）

咨 区 外 常

预期的 
(人工月）

咨 区 外

6 一 一 J® — — 一 id®

5 一 一 - — 1 — 4

4 36 4

4 - 18 — — - 18 •6

4 4



㈥ 关 于 农 村 工 作 方 案 的 国 家

研究

) b * 社会发展 粮 农 组 织 1975 2 — — — 4 - - -

㈦ 关 于 较 不 发 达 地 区 和 社 会 团 体  

的选择性研究

) b * 社 会 发 展 工 业 和 住 房 、运 
输 和 通 讯 、 国际 
贸 易 、 发展规划

坏境规划署 1975—77 6 — — — 4 -  - -

ธ .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ธ . 为 国 家 的 发 展 工 作 动 员 青 年 （18.5 )

目 标 是 协 助 制 订 国 家 青 年 政 策 ，尤 其 是 可 供 青 年 贡 献 于 社 会 变 革 ，解 决 其 他 问 题 ， 以 及 为 国 家 发 展 而 建 立 训 练 有 素 的 青 年 领 袖 和 青 年 工 人  

千 部 的 方 法 。

C . 具 体 工 作 ：

资 源

g
I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预期的
( 人工月 )

常 咨 区 外

㈠ 关 于 国 家 青 年 政 策 各 方 面 的 国  
家 和 区 域 研 究

)b * 社 会 发 展 儿 童 基 金 会 、各 
专 门 机 构 、 社会 
发展慈善 中 心

继续中

㈡ 制 订 纲 领 ， 以 协 助 各 国 政 府 促  
进 和 拟 订 青 年 政 策

⑻ 社会发 展 儿 童 基 金 会 、 各 
专 门 机 构 、社会  
发 展 慈善中心

继续中

曰 搜 集 和 散 发 关 于 青 年 发 展 的 研  
究和方案的情报

（C） 社 会 发 展 弗 里 德 里 希 •艾  
伯 特 基 金 会 、 票 
据 交换所

继续中

H 特 设 青 年 咨 询 小 组 会 议 ® (d) 社会发展 发 展 规 划 、人口 儿 童 基 金 会 、各 
专 门 机 构 、 社会 
发 展 慈 善 中 心

1975

30®

12 -  -  2

1

1 -

1 -

⑱ 透 过 伊 朗 政 府 或 任 何 其 他 政 府 提 供 的 预 算 外 资 源 资 助 执 行 。这 将 包 括 在 伊 朗 设 立 一 个 训 练 、研 究 和 情 报 交 换 中 心 ，以 及 可 能 在 亚 太 经 社 会 内  
部 设 立 二 个 行 政 单 位 一 当 前 芒 有 反 映 在 以 上 所 载 的 X  B 人 月 内 。

© 这 些 也 可 能 部 分 由 亚 太 经 社 会 顾 问 经 费 拨 款 办 理 。
⑳ 这 些 也 可 能 部 分 作 为 亚 太 经 社 会 的 正 ¥方 %加 以 k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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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关 于 下 列 事 项 的 一 系 列 短 期 训 ⑻ 社 会 发 展  
练 工 作 会 议 ㉗ ：

( a ) 拟订青年方案 

⑼ 青 年 工 作 中 的 训 练 员

⑹ 青 年 及 民 众 认 识  人口

⑹ 发 展 农 村 机 构  

⑹ 与 失 学 青 年 一 起 工 作

(f) 工 业 发 展 中 的 青 年

(g) 特 别 是 有 关 职 业 咨 商 方 面 的 咨  
商工作

㈥ 将 上 述 特 设 训 练 方 案 与 区 域 内 ⑻ 社 会 发 展  
有 系 统 的 长 期 高 级 训 练 方 案 结 合 起 来

康 拉 德 • 阿登纳 
基 金 会 国 际 合 股  
关 系 研 究 所 、各 
专 门 机 构 、儿童 基  
基 金 会 、非 政 府  
组织

1975

1975

教科文组织 1976

1976

1976

1977

1977

24

现有各国家/ 区 1 9 7 5 -1977
域青年发展训练 
中心

9 6 -  16

14



A . 方 案 ：人 口 政 策 和 方 案 （19)

本 方 案 的 目 的 是 要 确 保 拟 订 和 执 行 有 效 的 人 口 政 策 和 方 案 成 为 发 展 过 程 的 组 部 分 。本 方 案 也 要 协 助 各 会 员 国 通 过 发 展 、 执 行 和 评 价 国 家 的 人 口 和 家  

庭 计 划 方 集 )来 实 现 其 生 育 目 标 。 此 外 ，人 口 资 料 构 成 方 案 必 不 可 缺 的 组 成 部 分 • 未 来 数 年 内 ， 全 面 的 方 案 发 展 和 支 持 而 刷 崭 亚 洲 人 口 方 案 是 _项 持 续 和  

重 要 的 活 动 。

ธ .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1 . 政 策 拟 订 和 方 案 支 持 ，包 括 训 练 战 略 的 制 订（19. 1)

目 标 是 要 根 据 公 认 的 国 家 需 要 和 优 先 次 序 ， 制 定 一 个 平 衡 的 活 动 方 案 。 对 其 他 戊 案 组 成 部 分 的 具 体 活 动 提 供 一 般 管 理 和 辅 导 的 方 案 支 持 ，并 定 期 评  

价 它 们 的 成 绩 ：又 包 括 人 口 和 计 划 生 育 训 练 的 非 实 务 方 面 ，例 如 训 练 战 略 和 训 练 活 动 的 协 调 等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4 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现 有 的
( )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 * 

常 咨 区 外

㈠ 为 整 个 亚 洲 人 口 方 案 拟 定 政 策  

和 发 展 方 案 ， 以 满 足 国 家 需 要 和  

和 优 先 考 虑 事 项

(b)
人口 发 展规划 有 关 专 门 机 构 继续H3 84 27  - - 12 - 一

) = * 为 发 展 适 当 的 训 练 战 略 ，研究 

和 评 价 本 区 的 训 练 需 要 和 设 备 ；

协 调 各 项 训 练 活 动

(b) 人口 发 展 规 划 人 口 基 金 ， 有

关 专 门 机 构

197 5 -
1977

54 8 9 - 12

㈢ 给 设 在 印 度 孟 买 的 国 际 人 口 问

题 研 究 所 提 供 技 术 援 助

(a) 人口 人 口 基 金 ，人

口 司 （经 社 部 ）

1 9 7 5 -
1977

6 - - 12 - 24 - 48



B 方案的组成部分

2 . 在 人 口 分 析 领 域 内 编 制 具 有 叙 述 、合 理 、 方 法 学 的 应 用 报 告（19。2)

第 一 级 报 告 描 述 人 口 趋 势 和 特 点 。这 些 报 告 可 以 作 为 有 关 政 府 部 门 的 参 考 资 料 。第 二 级 报 告 i仑 述 人 口 和 发 展 因 素 间 的 关 系 ， 给 各 会 员 国 在 发 展 和 人 口  

规 划 方 面 提 供 实 际 和 有 应 用 价 值 的 贲 料 。 第 三 级 研 究 报 告 论 述 在 应 用 人 口 分 析 领 域 里 使 用 的 方 法 学 技 术 设 计 ，特 别 是 在 各 会 员 国 的 人 口 分 析 和 可 用 数 据  

的 专 门 知 识 范 畴 内 的 设 计 • 此 外 ，又 召 开 一 些 专 家 工 作 小 组 的 会 议 ， 以 处 理 选 定 的 论 ;^ 就 这 些 论 题 ：F )提 出 关 于 研 究 设 计 和 研 究 问 题 领 域 的 建 议 ；O  

评 价 已 经 完 成 的 项 目 ， 并 作 进 一 步 的 建 议 。

⑩ 作 为 特 设 咨 询 小 组 或 行 政 、 规 划 人 员 等 的 训 练 工 作 会 议 等 等 ， 由 预 算 外 资 金 提 供 经 费 。

由 国 际 合 股 关 系 研 究 所 或 其 他 国 际 拨 款 机 构 提 供 经 费 。

I㉓ 这 个 员 额 很 可 能 经 由 预 算 外 不 为 偿 还 的 援 助 资 金 提 供 经 费 。

.183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เ^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ส ุ

常 咨 区

资 源

外 常

.预•祖 
( )

咨 区 外

（一）人口预测专家工作小组 (d) 人口 统计 人口基金、人口 

司 （经社部）、

卫生组织、教科 

文组织、劳工组 

织、稂农组织

4 9 7 5

（二）

评价人口因素在计划过程内的任务 

的研究

⑼ 人口 发展规划 人口基金、稂农 

组织、劳工组织

1 9 7 5 -
1976

㈢ 家庭、户口和住房需要的预测 (b) 人口 工业和住房 人口司（经社部） 

有关援助国

1976

㈣ 关于人力的人口方面的研究（第二 

期 ）

(b) 人口 统计 劳工组织，日本 1 9 75 -
1976

（五）

人口和发展规划专家工作小组 (d) 人口 发展规划 人口基金、稂农 

组织、劳工组织、 

卫生组织

1976

㈥ 内部迁移和人类定居专家工作小组 (d) 人口 统计、工业 

和住房

人口基金、生境 

会 议 （联合国总 

部 ）

1976

出 内部迁移和城市化与发展的关系的 

比较研究

(b) 人口 发展规划、

工业和住房

人口基金、劳工 

组织、环境规划 

署

1 9 7 6 -
1977

㈧ 人口增长、结构、组成、分布的比

较研究

(b) 人口 统计 1 9 7 5 -
1977

㈨ 次国家区域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

专家工作小组

(d) 人口 发展规划 人口基金、稂农 

组织、劳工组织、

卫生组织

1977

2 一 一

3 -  -  18

3 2 — 一

12 — — 17

2 - - -

3 — — 一

3 — 一 一

24  - - -

2 一 — —

1 -

一 2 — —

- 一  一 12

— 1 — —

— 2 — —

- 2 - 1 8

— 6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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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国家专题报告汇编

( a ) 大韩民国 

)b* 泰国 

( c ) 斯里兰卡 

(d)日本  

( e ) 印尼

(f) 尼泊尔

(g) 马来西亚

M 菲律宾

( i ) 印度

㈡人口转变和原料需要的研究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 b ) 人口

(b) 人口

资 源

亚太经社会内 

的

亚太经社会外 

พ 时 间 表
现有的 

(人 i 爿 ）

预期的 
(人王肩）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统计 人口基金、法国 
和有吴国家

大韩民国 1975
泰国 1975
斯里兰卡 1975
曰本 1975
印尼 1 9 7 5 -

1976
尼泊尔 1 9 7 5 -

1976
马来西亚 1 9 7 6 -

1977
菲律宾 1 9 7 6 -

1977
印度 1977

发展规划、 

自然资源、 

农业

稂农组织 1977

1
2
 
1
 2
 

2
 

2
 

2

2
 
2

- -  6 
- -  8 

1Z2 -  12
1 -  12 

1 /2  -  18

1Z2 -  18

1Z2 -  18

1Z2 -  18

1Z2 -  18

2 -  -

ธ . 方案的组成部分：

3 . 人口分析训练โ 19. 3)

为了帮助抵消在人口分析工作中熟练人员的缺乏和提高现有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定期举办一些主要属于速成和短期（四至六星期）讨论会性质的 

训练班。按照各会员国和该特殊课题的需要，讨论会可为国家主办的、分区域主办的或区域主办的讨论会。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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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一 系 列 的 训 练 班 ：

区域的

) - * 生 育 率 和 死 亡 率 数 据 的 分 析 (a) 人口 统计

分区域的

ช 人 口 分 析 的 基 本 技 术 (a) 人口

㈢ 生 育 率 和 死 亡 率 数 据 的 分 析 ( a ) 人口 统计

㈣ 迁 移 数 据 的 分 析 ( a ) 人口 统计

资 源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问 表
常

现 有 的  
)又 i 月 ）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 *

常 咨 区 外

有 关 援 助 国 、 人口 
司 （经 社 部 ）、 卫 
生 组 织

1976 3 «
-- --1 --

人 口 基 金 、 法 国 、 
加 拿 大

1975 4 — 一 —ะ. - 4 ——

人 口 基 金 、 卫 生 组  
织

1977 2 — 一 一 - 8  - -

人 口 基 金 1977 2 — 一 _ - 8  - -

B .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4 . 计 划 生 育 方 案 的 行 政 方 面（19. 4)

目 标 是 要 通 过 举 办 计 划 生 育 行 政 人 员 国 家 训 练 班 、 计 划 生 育 行 政 巡 回 讨 论 会 以 及 计 划 生 育 方 案 行 政 方 面 的 专 家 小 组 会 议 ，发 展 和 改 善 国 家 的 人 口 和 计  

I划 生 育 方 案 的 行 政 和 组 织 效 率 .



C . 具体工作：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资 源

-
187  -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现 有 的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预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为 计 划 生 育 行 政 人 员 举 办 关 于 行 政 (a) 人口 亚发中心 人 口 基 金 、 国际 197 5- 6 一 一 一 — 4 — —

问 题 的 国 家 训 练 班 （每 年 一 班 为 期 人 口 方 案 管 理 委 1976

三 星 期 ） 员 会 （人口管委
会 ）、 政 府 间 协
委 舍 、 卫 生 组 织 、
有 关 国 家 、

a 关 于 计 划 生 育 方 案 的 行 政 问 题 的 巡 (a) 人口 人 口 管 委 合 、 政 1975- 4 - 一 4 _ _ _ _ _

回讨论会 府 间 协 委 会 1976

㈢ 为 研 究 和 发 展 计 划 生 育 而 举 办 的 量 (a) 人口 统计 卫 生 组 织 、 密执 1976 3 一 一 — — 3 — —
化 数 据 收 集 、 处 理 和 分 析 的 分 区 方 安 大 学 、 有关国
法 学 训 练 班 家

© 关 于 亚 太 地 区 计 划 生 育 方 案 的 成 绩 (b) 人口 发 展 规 划 ， 人 口 基 金 、 人口 1975- 6 - 一 8 - 2 - 1 2
在 组 织 方 面 的 决 定 因 素 的 各 国 家 研 亚 发 中 心 管 委 会 、 政 府 间 1976
究 协 委 会 、 卫生组

织、 有关国 家

㈤ 关 于 把 计 划 生 育 结 合 于 发 展 中 的 组 (b) 人口 发 展 规 划 人 口 基 金 、 卫生 1976- 9 - 一 一 - 8 - 2 4
织 需 要 研 究 社 会发展 组 织 、 粮 农 组 织 、 1977

有 关 国 家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5 . 生 育 和 计 划 生 育 行 为 的 促 动 因 素 （19. 5)

目标是要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小家庭规范可以为人接受；还要动员大众支持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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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เ ^ 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位

资 源

亚太经社会内 
的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现 有 的  
) 又 以 ）

预 期 的  
)  人工月*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关 于 生 育 行 为 的 社 会 和 心 理 方 面 的  
分 区 i寸论会

(a) 人口

ช 关 于 影 响 生 育 行 为 的 各 种 社 会 ~  
经 济 政 策 和 措 施 的 专 家 小 组 合 议

(d) 人口

㈢ 关 于 青 年 （未 来 的 父 母 ）对 家 庭 大  
小 的 后 果 的 看 法 的 研 究

⑼ 人口

人 口 基 金 、 劳工 组  
织、 教 科 文 组 织 、 
卫 生 组 织 、 计 划 生  
育 会 、 伊 朗 、 阿富 
汗 、 巴基斯坦

1975 8 — 一

社 会 发 展 ， 人 口 基 金 、 人口司 1 9 7 6 - 7 -  —
发 展 规 划 ) 经 社 部 ），教 科  

文 组 织 、 卫 生 组 织 、 
计 划 生 育 会 、人口 

理 事 会

1977

社 会 发 展 教 科 文 组 织 、 人口 
理 事 会 、 发 研 中 心

1976—
1977

13 -  -

— 8 一 -

- 8 - 2 4



ซี

ธ . 方案的组成部分：

6 . 计 划 生 育 方 案 的 效 率 和 有 效 与 否 的 评 价 （ 1 9 .6  )

目 标 是 要 制 定 一 些 评 价 制 度 ，来 评 价 本 区 各 国 的 国 家 计 划 生 育 和 人 口 方 案 对 居 民 接 受 计 划 生 育 方 法 和 人 口 生 育 率 的 影 响 • 本 方 案 将 强 调 评 价 人 员  

的 训 练 和 关 于 计 划 生 育 与 其 他 发 展 方 案 结 合 的 研 究 •

C . 具 体 工 作 ：

一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A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 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现 有 的  
) 又 *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常 咨 区 外

㈠ 利 用 研 究 结 果 于 计 划 生 育 方 案 发

展 的 国 家 讨 论 会

)a*

人口 人 口 基 金 、 福 
特 基 金 会 ：人  

口研委会、东 
西 中 石 、 有关 

国家

1975 —
1976

8 _  — — 一  6 — —

㈡ 关 于 (a)计 划 生 育 方 案 的 投 入 一  

产 出 关 系 和 )切 设 立 计 划 生 育 指 标  

方 法 学 的 研 究

)b * 人口 发 展 规 划 农 业 ，

社 会 发 展

人 口 基 金 、 卫 
生 组 织 、稂农 
组 织 、 政 府 间  

协 委 会 、 发研 
中 心 、 福 特 基  
金会

1975 4 — — 11 一  3 —

㈢ 计 划 生 育 评 价 人 员 的 分 区 复 习 班  

和 研 究 旅 行

)a*

人口 统计 人 口 基 金 、 卫 
生 组 织 、人口 
理 事 会 、有关 
国家

1976 —
1977

4 — 6 —

㈣ 为 达 成 计 划 生 育 方 案 中 的 人 口 目  

标 而 研 究 资 源 规 划 和 拨 款 方 法

)b*

人口 亚 洲 反 展 研 究

所

卫 生 组 织 、人  
口 理 事 会 、 有 
关 国家

1976  —
1977

12 — — — — 6 — 15



ธ . 方案的组成部分.•
7 . 关 于 人 口 的 资 料 交 换 所 和 资 料 （1 9 .7 )

目 标 是 要 向 各 国 关 键 人 员 提 供 关 于 各 国 人 口 方 案 发 展 的 最 新 资 料 ，作 为 各 国 本 身 的 发 展 方 案 的 准 则 。 特 别 注 意 国 家 翻 译 方 案 、 国 家 人 口 资 料 网 的  

加 强 和 人 口 方 面 的 训 练 方 案 .

C .具 体 工 作 ：

资 源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负责

这项工¥ 的 
主要4 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 人工月 )

常 咨 区 外

( 人工月 )

常 咨 区 外

190

㈠ 人 口 资 料 的 收 集 、处 理 、 编制和 (0 人口 

传播

国 际 学 校 、行 政 、 人 口 基 金 、 ， 科 继 续 中
统 计 、 语 文 服 务 $ 5 ? ' " 发 ？ ？

业 宣 导 处 、政府 
间 胁委会、 计划 
生育 会

46 12 — 162 10 4 — 10

㈡ 在 设 立 资 料 网 和 国 家 交 易 所 方 面  ⑻  人口

提 供 技 术 援 助

国 际 学 校 、 社 会 人 口 基 金 、 教 科 继 续 中  
发展 文 组 织 、 国际拨

款机构

34 一 —— 46  4 — —— 4

㈢ 翻 译 方 案

( a ) 关 于 问 题 、资 源 和 方 法 的 研  （b)

究

（b * 设 立 国 家 翻 译 委 员 会 的 技 术  ⑻

援助

人口 语 文 服 务 人 口 基 金 、教科  
文 组 织 โ 联合国 

总 部 、 各 语 文 服  
务 处 ]国 际 拨 款  

机构

12 18 — 19
1976



㈣ 亚 太 经 委 会 人 口 通 讯 员 的 国 家 工

作 会 议

⑹ 人口 国 际 学 校 人 口 基 金 、 开发 
计 划 署 、 有关国
家

继续中

㈤ 为 设 立 人 口 资 料 交 换 所 而 举 办 特 ⑻ 人口 国 际 学 校 人 口 基 金 1976

㈥
设 训 练 方 粟
亚 太 经 社 会 人 口 出 版 物 的 读 者 兴

趣调查

⑻ 人口 人 口 基 金 ，开 

发 计 划 署
1976

8 — — 3. 一 一 一 一

2 — — — — — — -

6 一 一 25 10 — — 10

A . 方 案 ：统 计 的 发 展 和 服 务（20 )

本 方 案 旨 在 促 进 本 区 各 国 的 统 计 发 展 ， 给 亚 太 经 社 会 秘 书 处 提 供 统 计 服 务 .

B . 方 案 的 组 成 部 分 ：

1 . 统 计 资 料 的 编 辑 和 分 析（2 0 . 1 )

目 标 在 于 给 秘 书 处 提 供 统 计 服 务 ，包 括 以 工 作 记 录 单 或 出 版 物 形 式 从 事 数 据 的 收 集 、 编 订 、 保 存 、 编 辑 和 提 出 。



C .具 体 工 作 ：

工 亚 太 经 社 会

时 间 表

资 源
作

性

质

内负贵 
这项工'的 

主要¥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常

现 有 的  
) 人 工 月 ) 

咨 区 外 常

预 期 的  
) 人工月） 

咨 区 外

) - * 收 集 和 编 辑 按 月 、季 、 年 或 更 长  

期 间 的 汇 编 ，并 把 这 些 汇 编 出 版  

于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经 济 年 鉴 》、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统 计 季 刊 》、《亚 

太 区 域 国 家 的 统 计 指 标 》

（C） 统计 联 合 国 统 计 处 （统

计 处 ）、 专门机构

继续中 45 9

) = * 为 《经 济 概 览 》和 秘 书 处 的 其 他  

经 常 性 的 特 别 项 目 进 行 特 别 统 计  

表 的 收 集 、编 辑 和 分 析 工 作

（C）

统计 发展规划 统计处 继续中 9 —  —  — 4 —  —  —

㈢ 编 制 一 份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经 济 年  

鉴 》的 技 术 补 编 ，载 列 《年 鉴 》 

发 表 的 统 计 汇 编 的 详 细 定 义 和 解

释性说明

（C）

统计 统计处 继续中 9

㈣ 编 制 一 份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经 济 年

鉴 》的 补 编 ，载 列 各 会 员 国 一 九  

七O 年 人 口 和 住 房 普 查 的 结 果

（C） 统计 人口 统计处 1975 7

㈤ 编 制 一 本 关 于 儿 童 和 青 年 的 统 计

手册

(C) 统计 统 计 处 、儿童 

基金会

1975 一 一 12



ธ . 方案的组成部分

2 . 统计的发展（20. 2 )

目标在于改善本区内各国政府统计服务的能量和能力，并主要地强调人口、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统计。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女经钍合
资 源

内负责 亚太经社会内 亚太经社会外 现有的 预期的
这项工¥的 的 的 时 间 表 (又 i 月 ）

( 人 野 ）

主要#位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㈠协助各国从事下列工作： (a) 统计 统计处， 继续中 12 — - -

国家统计方案的拟订和执行；规划 

和拟订技术援助要求；使国际统计 

方案、标准和建议生效，包括筹备 

和举办下列的经济统计会议：

技合处

一 一九七五年小规模和家庭工业统计 ⑹ 工业和住房 统计处 1975 - 3 -  - — — — —

工作小组

- 一九七五年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 ⑹ 统计处 1975 __ — — 一 - 3  - -

格统计工作小组

- 一九七五年统计专家工作小组 ⑹ 1975 3 - -  -

- —九七六年住房和建设统计工作小 ⑹ 统计处 1976 — 3 — — — — — —

组

一 一九七六年运输和通信工作小组 ⑹ 运输和通信 统计处 1976 3 - -  -

- • - 九七七年综合普查和调查工作小

（d）

统计处 1977 ~  ~  — — — 3 — —
组

一 一九七七年统计组织讨论会 ⑹ 统计处 1977 3 - -  -

㈡ 编 写 一 本 关 于 "能 源 统 计 ”文件 )๖* 统计 工发组织 1976 一 一 一 一 - 4  - -

(E/CN ll/S T A T /L . 1 0 ) 内使

用的名词的定义手册



㈢ 促 进 本 区 各 国 按 照 订 正 的 国 家 会 计  

制 度 来 发 展 国 家 会 计 ，包 括 筹 办 一  

个 关 于 国 家 会 计 紧 缩 、收 入 分 配 、

消 费 和 财 富 的 工 作 小 组

统计

㈣ 研 究 和 严 格 评 价 目 前 编 辑 本 区 各 国  

的 国 家 会 计 办 法 ，包 括 投 入 一 产 出  

一 览 表 的 编 辑

统计

㈤ 研 究 本 区 选 定 国 家 的 商 品 差 额 表 的  

方 法 学 和 编 辑

统计

㈥ 协 助 各 国 组 织 和 进 行 普 查 、 改善抽 

样 调 查 制 度 和 人 口 、社 会 统 计 ，包 

括 筹 办 下 列 会 议 ：

⑻ 统计 人口

— 一 九 七 六 年 举 办 关 于 一 九 八 O 年人  

口 和 住 房 普 查 的 区 域 性 方 案 讨 论 会

⑹ 人口

— 关 于 人 口 、人 力 和 社 会 统 计 的 综 合  

系 统 的 工 作 小 组

⑹ 人 口 、

社会发 展

㈦ 收 集 和 传 播 下 列 资 料：（a ) 在不同

领 域 内 的 抽 样 技 术 和 抽 样 调 查 ； ⑼ 

编 制 亚 太 区 域 抽 样 调 查 年 报 ；⑹人 

口、住 房 和 经 济 普 查 所 用 方 法

统计

㈥ 以 行 政 报 告 和 抽 样 调 查 方 法 来 编 制  

各 国 的 人 口 统 计

(a) 统计 人口

㈨ 关 于 从 不 完 整 的 人 口 数 据 作 人 口 参  

数 估 计 的 技 术 的 区 域 性 工 作 会 议

⑹ 统计 人口

㈩ 编 制 和 促 进 航 运 和 港 口 统 计 的 区 域 (a) 统 计 国 际 贸 易 、

方案

统计处 继续中 _  一 36 —

继续中 60

亚 发 银 行 、 1976 

粮 农 组 织 、

发 经 研 究 所

统 计 处 、 继续中

技 合 处 、

人 口 基 金

统 计 处 、 1976
人 口 基 金

统计处 1976

3 6 一 -*■ 7 一 一 —

12 -  — -  -  -  -  84

12 - - - - - - -

6 - - - - - - -

继续中 24  -  24

运 输 和 通 信

统 计 处 、

开 发 计 划 署

继续中

人 口 基 金 1977

统 计 处 、

贸 发 会 议 、 

开 发 计 划 署

继续中

30 — — — 一 一 36  —

1 — — — —  6  —  •—



（十一）协助各国编制训练方案，支 持 区 域  （a) 统计

性训练项目，特别支持亚洲统计研 

究所的训练项目

（十二）为统计的教育和训练从事关于统计（a) 统计

人力和设备的资料的收集和分析

闺 为 南 亚 、东亚、东 南 亚 各 国 及 法 语         （a)    统计 

国家的中级工作人员在分区基础上 

筹办训练中心

亚洲统计

研究所

法国、

开发计划署

继续中

亚洲统计

研究所

开发计划署 继续中

亚洲统计 

研究所

开发计划署 继续中

B . 方案的组成部分

3 . 数据处理（20。3)

目标是用计算机去组织、管理、保存和恢复秘书处及其他联合国使用者所需要的数据，支持各会员国改进数据处理能力。

C . 具 体 工 作 ：

工亚太经社会 资 源

作
性
质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合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常

现有的 
(人工月） 

咨 区 外

预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㈠在下列各方面协助各国：（a ) 各政 (a) 统计 统计处、 继续中 27 - 36 - 6
府在数据处理和计算机应用方面的 人口基金、

一般需要；⑼处理普查和调查数 美国人口

据的技术；在各会员国内以开 

办工作会议和训练课程的办法来改 

进设备的利用和工作

普查局

为秘书处的需要.并在有限范围内 (c) 统计 继续中 72
为各会员国，特别是最不发达的会 

员国提供数据处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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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编辑亚太区域对外贸易的统计，和 ⑹  统计

出版《亚洲和太平洋外贸统计》，

A和 B汇编

㈣人口方案的统计支持，包 括 发 展 和 ⑹  统计

维持一个人口统计磁带库和发展人 

口数据档案

㈤ 筹 办 和 进 行 政府用途的区域性计算（a) 统计 

机处理训练班，包括：

一 一九七五年评价和制表系统的工作 

会议

- 一九七六年普查和调查的电算机编 

辑工作会议

统计处 继续中

人口 统 计 处 、 继续中

人 口 基 金 、

美国人口

普查局

统 计 处 、 继续中 

人 口 基 金

统计处、 继续中

人 口 基 金

附件

一九七五年亚太经社会可以提供的咨询服务

由于咨询服务主要是由联合国正常预算提供经费，亚太经社会只能逐年预见或计划区域顾问和专家计划向会员国提供的咨询服务。一九七五年可以提供 

的咨询服务是下列各方面的免费短期特派团：

国民核算：国民收入统计，国民和国内生产概算的改善，政府决算，执行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关于国民核算订正制度的建议；

数据处理：新装置的可行性研究，数据处理工作人员研究的训练班，一般用途计算机的应用，数据处理网的应用等；

经济规划：经济发展规划的一切方面，包括国家和区域一级的短期、中期或长期经济发展规划的拟订、执行和评价；

航运和运费率：就航运和运费率问题进行特别与本区出口有关的技术调查与询问；协调国家和区域海洋运输设备；设立国家和区域的货运研究单位; 

改善航运和港口设备；设立合办航运航线；

社会工作和社区发展：改善和扩大社会工作和社区发展的训练方案；计划和进行社会福利和社区发训练的国家讨论会或工作会议；



社 会 发 展 计 划 ：拟 订 和 执 行 对 全 盘 迅 速 发 展 有 帮 助 的 社 会 发 展 政 策 和 计 划 ； 乡村 、农 业 、都 市 、工 业 和 区 域 发 展 的 社 会 因 素 ；

计 划 生 育 的 社 会 福 利 方 面 ：父 母 教 育 、家 庭 劝 导 事 务 和 家 庭 生 活 教 育 ；人 类 资 源 发 展 ；为 家 庭 计 划 方 案 积 极 从 事 家 庭 生 活 教 育 的 社 会 发 展 工 作 人 员

编制训练方案；

人 口 政 策 和 方 案 ：开 始 和 执 行 人 口 政 策 ，特 别 注 意 态 度 和 动 机 的 研 究 和 抽 样 调 查 ， 有 效 利 用 推 行 政 策 的 大 众 传 播 方 法 。

贸 易 和 出 口 的 促 进 ：改 善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出 口 促 进 机 构 ；找出和发展一些具有 潜 力 向 西 欧 市 场 作 初 步 出 口 或 增 加 出 口 的 产 品 ；研 究 上 述 国 家 管 制 产 品 进  

口 的 政 策 、程 序 和 手 续 ； 市 场 研 究 和 产 品 发 展 ；
i 共 行 政 ：人 事 仃 政 ；行 政 计 划 的 发 展 ；系 统 管 理 ；开 始 改 善 管 理 部 门 发 展 方 案 的 行 政 能 力 ；公 共 企 业 的 组 织 和 管 理 ；

住房政策和计划：拟订和有效执行住房政策和方案；

燃料 技 术 和 能 源 发 展 ：动 力 生 产 和 工 业 上 使 用 城 市 和 工 业 的 废 物 ；更 充 分 地 使 用 煤 和 褐 煤 ；燃 烧 技 术 ；控 制 燃 料 燃 烧 时 造 成 的 空 气 污 染 ；

农用工业和轻工业：在油、脂肪、蛋白质、谷类加工、乳酵产品、糖、水果、蔬菜等方面发展农用工业和农用工业综合体；在诸如纺织、术材加工、

. 制 革 、皮 鞋 、皮 制 品 、 胶 制 品 、 印 刷 和 香 烟 制 造 等 方 面 发 展 轻 工 业 ；

技 术 转 让 ：建 立 本 土 的 技 术 发 展 ，并 且 建 立 设 计 组 织 ；发 展 机 构 间 基 本 设 施 ， 找 出 本 国 适 用 的 技 术 解 决 办 法 ； 改 善 关 于 订 立 技 术 知 识 购 买 合 约 和 合  

办 工 业 อ พ เ ] 能力；执 行 科 学 和 技 术 应 用 于 发 展 的 亚 洲 行 动 计 划 ；

工 业 经 济 ：监 测 和 评 价 工 业 发 展 ；亚 洲 工 业 发 展 的 区 域 分 析 和 评 价 ；拟订一些旨在发展工 业 以 便 促 进 经 济 制 度 快 速 扩 张 、现 代 化 和 多 样 化 的 措 施 ； 

工 业 计 划 和 政 策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国 家 工 业 化 战 略 的 比 较 研 究 ； 拟 订 工 业 方 案 、 战 略 、 政 策 及 工 业 计 划 的 其 他 方 面 ； 鉴 定 、初 步 选 择 和 拟 订 各 种 项 目 ，

包 括 可 行 性 、 市 场 、 区 域 地 点 和 经 济 可 行 性 研 究 。

除 上 述 咨 询 服 务 外 ，联 合 国 发 展 顾 问 小 组 在 旅 游 、统 计 、农 业 发 展 、公 共 行 政 、物 质 环 境 设 计 、 项 目 评 价 和 人 力 计 划 方 面 也 给 南 太 平 洋 各 国 提 供 咨  

询 服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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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源分配的摘要 

A . 分配给不同的方案活动

一.优先部门的工作方案 

01 粮章
02刹角和保存能源

03原料和发展
0 4 发展和转让适当技术 

0 5 外部财源

二 .其他活动部门的工作方案

0 6 发展规划
0 7 工业发展
08 住房，造房和物质规划

09.人类环境
10.促进和扩展贸易和货币安排

11.发展航运、港口和内陆水运12.发展运输

17对最不发达和内陆国家以及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别措施
18.社会发展福利的政策与规划

19.人口政策与方案

20统计发展与服务

资 源

（a+b)

总

计
现有的（人工月） 预期的（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合计 (a 常 咨 区 外合计)b*

200 17 16 213 446 12 455 467 913

192 - - 5 197 124 28 17 285 454 651

145 6 6 43 200 11 31 3 129 174 374

64 - 17 2 83 57 9 - 44 110 193

158 8 8 146 320 - 6 12 250 268 588

759 31 47 409 1,246 204 74 32 1,163 1,473 2,719

481 21 34 536 128 128 664

237 7 72 46 362 23 21 6 85 135 497

153 6

-

6 165 - - - 156 156 321

32

- -

- 32

-

18 - 13 31 63
219 - 30 27 276 24 12

-

96 132 408

120

-

48 56 224 96 22 144 54 316 540

215 4 - 117 336 - 21 - 338 359 695

6 一 - 180 186 -

-

- 144 144 330

36

-

-

-

36 - - - 8 8 44

243 - 8 184 435 - 31 28 326 385 820

270 6 • 75 351 - 2 - 60 62 413

90 34 100 224 19 - - 55 74 298

258 • 105 2 365 84 15 72 95 266 631

426 46 36 453 961 24 136 - 189 349 1,310

482 15 96 115 708 22 16 36 132 206 914

3,268 105 429 1,395 5,197 292 294 286 1,879 2,751 7,948



B. 分配给方案的不同具体活动

资 源 总 计
现有的（人工月） 预期的（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合计(a) 常 咨 区 外合计)ไว*
(a) + (b)

一

优先部门的工作方案

01. 发展粮食和农业

01.1 改进农业计划和政策 40 « 10 50 -

- -

8 8 58

01.2 发展农业的基本设施
28

- -

16 44 -

-

«. 一 44

01.3 稳定和扩充粮食供应 14 10

-

24 48

- -

- 60 60 108

01.4 使农业生产多样化和贮存粮食资源 24 ■ 4 12 40 8 鑛

-

25 33 73

01.5 增加农业必需品的供应 24 5 12 93 134 4

- -

326 330 464

01.6 制定营养政策 28 2

-

34 64

-

■

-

12 12 76

01.7 制定本区农业资料方案，并调查当前的发展情况 42

- -

24 66

- - -

24 24 90

200 17 16 213 446 12 - - 455 467 913

02. 开发、使用和保存能源

02.1
探测、开采和生产能源

133 133 89 26 17 281 4X3 546

02.2 使用能源
59 ■ - 5 64 35 2 4 41 105

192 - - 5 197 124 28 17 285 454 651

03. 原料和发展

03.1 原料的生产和贸易 107 3 2 41 153 4

-

3 73 80 233

03.2 原 # 蜮 和 芬 g 域合作
32 3 4 2 41 7 28

-

56 91 132

03.3 原料的保护再生和实地盘存 6

- -

- 6 - 3 - - 3 9

145 6 6 43 200 11 31 3 129 174 274



源
曰 -1-

(a) + (1

现有旳（人工月） 预期的（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合计(a )常 咨 区

04. 适当技术的发展和转让

04.1 科学和技术的政策和机构 8

-

6 - 14 12 6

-

10 28 42、

04.2 发展当地的能力，以培养、选择并修订适当的技术 36

-

8 2 46 17 3 ■ 34 54 100

04.3 公赛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间的国际 
技术转让
作为转让机构的技术资料制度

12

-

3

-

15 20

-

- - 20 35

04.4 8 - -

-

8 8

-

-

-

8 16

64 - 17 2 83 57 9 - 44 110 193

05. 外部财源

05.1 本区重大国际收支和发展援助问题 52 ■ - - 52 -

-

- 12 12 64

05.2 贸易扩展和支付安排 48 - - 141 189 - 6 - 182 188 377

05.3 用于发展的私人養本流动 58 8 8 5 79 • - 12 56 68 147

158 8 8 146 320 • 6 12 250 268 588

二. 其他活动部门的工作方案

06. 发展规划

06.1 分析具有重大政策性的发展问题，并全面审杳和评价 
经济发展及谋求发展的区域战略 

3 23 21 ■ 34 378

-

- 94 94 472

06.2 规划技术的发展 51

-

- - 51 -

- -

12 12 63

06.3 促进区域和分区域的合作 45 - -

-

45 - -

-

16 16 61

06.4 资料的传播 6 - ■ - 6 - - - - - 6

06.5 56 - «- * 56 * - 6 6 62

481 21 ■ 34 536 ■ - ■ 128 128 664



0 7 . 工业发展

0 7 . 1 工业发展和规划

0 7 . 2 工业发展的区域合作

0 8 . 住房、造房和物质规划 

0 8 . 1 住房和有关社区设施 

08.2 造房和建筑材料的发展 

0 8 - 3 城市和区域发展

09-人 类 环 境

' 0 9 . 1 发展计划的环境影响 

0 9 . 2 环境的情报、训练和研究

1 0 . 贸易和货币办法的促进和扩展

1 0 . 1 贸易、关税和支付政策方面的发展的审查

10.2 保险和再保险

1 0 . 3 关税法和行政

1 0 . 4 贸易文件和程序的儀单化和标准化

! 0 . 5 商业公断

! 0 - 6 贸易扩展和货币合作

1 0 . 7 贸易的促进和发展

96

141

5

2

36

36

9

37

146

216

1

22

4

17

6 18

67

29

106

175

322

237 7 72 46 362 23 21 6 85 135 497

79 2

-

6 87 94 94 181

44 - 一 - 44

-

- - 28 28 72

30 4

-

- 34 - - - 34 34 68

153 6 - 6 165

-

- - 156 156 321

24

-

24 12 13 25 49

8 -

-

8

-

6 -

-

6 14

32

-

-

-

32 - 18

-

13 31 63

42

-

42 12 2 14 56

24 -

-

. - 24 - - -

-

- 24

30

- -

- 30 - - - 24 24 54

6

-

- 一 6

- - - -

6

5 - - 5

-

- - -

-

5

112 - 30 27 169 24 - - 70 94 263

219

-

30 27 276 24 12

-

96 132 408



11. 航运、港口和内陆水道的发展 

11.1.人力发展

11.2海事政策和机构的发展
1 1 .3 商船和航运服务 的发展 （国 内 和 国 外 ）

11 .4港口和港口管理的发展
1 1 .5 内陆水道和水运
1 1 .6 托运人的组织和合作

1 2 运 输 的 发 展 . .........................
 12.1  一般运输设计和促进国际交通 

• 1 2 . 2 公路和公路运输
1 2 . 3 铁路和铁路运

ท . 通信设施的发展 

1 3 . 1 电信 

1 3 - 2 邮政

14-发 展 旅 游 业
14. 1 旅游设施和潜力的说明

资 源 总 计
现有的（人工月 ) 预期的（人工月น

常 咨 区 外
备计

(a)
常 咨 区 外

谷计
（๖*

⑻十)ไว*

14 4 8 26 24 48 2 74 100

8

-

24 - 32 12 4 24 6 46 78

28 ■ 12 40 12 10 48 • 70 110

34 ■ 20 54 12 4 - 24 40 94

24 • - 4 28 12 4 24 - 40 68

12 - 20 12 44 24 ■ - 22 46 90

120

-

48 56 224 96 22 144 54 316 540

78 «- 78 9 9 87

60 - 45 105 - 17

-

86 103 208

77 4 72 153 - 4

-

243 247 400

215 4 •a 117 336 - 21 - 338 359 695

3 • 180 183 72 72 255

3

-

- - 3 - ■ - 72 72 75

6 - - 180 186 ■ ■

-

144 144 330

36 - 賺 - 36 - ■ - 8 8 44

36

-

■ - 36 • - - 8 44



15.矿物资源的开发

1 5 . 1 开发石油和天然气
1 5 . 2 捷i 矿物资源知探测、开采和利用 

15-3 探测南太平洋岸外地区的矿物资源

16. 发展水利资源

16.1 水利资源的，查、规划和发展 
16-2 国际河流的开发
163 减轻洪水损害的措施
16.4应用科学和技术促进水力资源的开发

           17. 对最不发迭和内陆国家以及发展中岛屿国家
17 .1  提高最部发达国家的吸收能力

17.2 对内陆国家的援助
17.3对发展中岛屿国家的援助

18.  社 会 发 展 和 福 利 的 政 策 和 计 划
18.1对发展规划的社会调查和统一处理方法

18.2拟 定 有效的社会福利政策、规划和方案制度

18.3 重新拟订社会工作教育的方针
184 人类与社会资源的开发

18-5 为国家的发展动员青年

110

65

68

-

•

-

8

36

115

33

146

180

109

-  15 - 69

221

36

84

228

73

230

408

182

•

-

7

9 28

243 - 8 184 435 • 31 28 326 385 820

157 6 - 9 172 24 24 196

45 -

-

- 45 -

- -

- 45

42 - - 36 78

-

-

-

36 36 114

26 -

-

30 56

-

2

-

5
2 58

270 6

-

75 351

-

2 - 60 62 413

66 4 60 130 43 22 35 165

12 - 24 40 76 -

-

- 9 9 85

12

-

6

-

18 6

- -

24 30 48

90 • 34 100 224 19 - • 55 74 298

101

-

33 134 24 6 30 164

30 - 39 2 71

-

2

-

7 9 80

51

-

15 - 66 24

-

18 2 44 110

31 • 18

-

49 12 1 54 24 91 140

45 - •

-

45 24 6 - 62 92 137

258

-

105 2 365 84 15 72 95 266 631



1 9 . 人口政策和方案

! 9 . 1 政策拟订和方案支持，包括训练战略的制订 

1 9 . 2 在人口分析领域内 编 制 具 有 叙 。述、合 理 、方法

19-3 人口分析训练
19-4 计 划 生 育 行政方再
1 9 . 5 生 育 和 计 划 生 育 的 促 动因素 

19-6 计划生育方案的效率和有效与否的评价 

1 9 . 7 关于人口的资料交换所和资料
I
 2

0
U

2 0 . 统计的发展和事务
20.1统计资料的编辑和分析

20.2 统计的发展 

2 0 . 3 数据处理

资 源

现有的（人工月） 预期的（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合计

(a ) 常 咨 区 外
合计
()b *.

(a )+ （b *

144 8 36 12 200

-

36

-

60 96 296

79 8 • 163 250 • 18 - 30 48 298

ท •

- - 11

• 24 - - 24 35

28 - • 12 40 - 13 - 36 49 89

28

-

พ - 28

-

20 - 24 44 72

28 -

-

11 39 - 21

-

15 36 75

108 30
9

255 393 24 4 - 24 52 445

426 46 36 453 961 24 136

-

189 349 1,310

70 70 13

-

12 25 95

232 6 60 79 377 3 16 36 120 175 552

180 9 36 36 261 6 - - 一 6 267

482 15 96 115 708 22 16 36 132 206 914



四 .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会议日历 

)一 九 七 五 年 四 月 至 一 九 七 六 年 三 月 ）

立法机构 非立法机构
主要区域 

计划项自和轨构 曰 期 地 点

一九七五年四月

1. 亚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

亚洲统计研究所咨询理事

亚洲发展事业行政中心理
J

> 联合会议，
四月 三十 曰 
至五月二日

曼谷

五 月

1 - 高级设计人员、政府首长、企业家和金融机构代表会议

讨论执行亚洲区域合作工业 
调查所议定的计划项目

十九日至 曼谷

六 月

2. 湄公河委员会，第七十届 
会议， （特 别 *

十二日至 
+ 六曰

曼谷



立法机构 非立法机构
主要区域 

计 划 项 轨 构 曰 期 地 点

七 月

2 . 贸易谈判小组，第五届会议 一日至 曼谷
和第二期会议 三十一日

1. 社会发展委员会， 七月三十日 曼谷
第一届会议 ร ี入月五曰

八 月

3 . 亚洲海岸外地区矿物资源 八日至 东京
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第四届会议 二十三日

3 . 原料和发展问题专设政府间 未定 曼谷
协商会议

2. 农业发展委员会， 八月二十五日印度危西亚
第一届会议 至九月一日

九 月

3. 内陆国家问题特别 四 日 至 日 曼谷
小组，第三届会议

4 . 南太平洋海岸外地区矿物 八日至十七日英属所罗门
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第四届会议 群岛 ，

ช ิ尼並拉
4 . 化学肥料区域合作政府间 九日至十三日 曼谷

（« *
4. 工业、住房和技术委 十五日至 曼谷

员 第 一 庙 会 议 二十二日



十 月

5. 湄公河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六日至十五日 曼谷
第二十四届会议

5. 自然资源委员会， 十四日至 曼谷
第二届会议

6. 湄公河委员会，
二十日 
十五日至 未定

窠 ％ +二 屌 签 议 （特 别 ） 二十日

5. 统计专家工作小组 二十日至 
二+ — 曰

曼谷

6. 亚洲公路和国际道路运输 十月二十九日 谷
政府间专家会议 圭+ —月兰曰

十一月

6. 贸易委员会， 三日至十日 ^ 谷
十九届会议

7. 台风委员会，第八届会议 十一日至 - 谷
+ 七曰

7. 设立亚洲农业机械中心政府 十八日至 谷
间会议 二十日

7. 运输和通讯委员会， 十一月二十四日 >-谷
第二十四届会议

8. 亚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
 

十一月一日 谷
+ 二为

十二月

8. 编制设立输出信用保险规章 
草案政府间会议

二日至八日 一-谷



立法机构 非立法机构
主要政府 

计划项目和机构 曰 期 地点

一九七六年一月

9 . 区域专家政府间工作小组，
以最后拟定亚洲电讯组织条例

)五 天 ） 曼谷

9. 湄公河委员会咨询委员 一月二十八日至
二月九日 

( 暂 定 )

曼谷

10. 气象组织/ 亚太经社会 
热带气旋专家小组，
第三届会议

一月/ 二月 印度

二 月

1 0 . 政府间会议，目的在辨认在农业方面合作的具体部门，并设计出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的可能办法 二日至六日 曼谷

11. 湄公河委员会，第七十 
三眉谷孜

四日至九日 
（暂定)

曼谷

三 月

8 . 委员会，
第三十二届会议

三月/ 四月 雅加达



五 .其 他 小 组 活 动

训 练 班 （主要由外界提供经费的讨论会、.研究旅行、座谈会、专家小组 和 工 作 组 ）

编号 活动 曰期 地点

一九七五年四月

1. 有关道路建筑的泥土试验方法的讨论会一工作会议 十四日至二十六日 吉隆坡
2. 航海和工程训练技术委员会 二十一日至 

二十二曰
曼谷

3. 东南运协会各会员国第二次海事训练专家会议 二十三日至 
二

曼谷

五 月

4. 亚太经社会第一次多边贸易谈判讨论会 五日至十日 曼谷

5. 婴儿死亡率与生育率关系讨论会 六日至十二日 曼谷

6. 托运人法律和文件环境的工作会议（区域） 十九日至三十日 曼谷

7. 人口分析基本技术分区训练班 五月十衣曰至 
六月二十七日

曼谷

8. 高级人员审查和评价发展进展情况会议 日期未定 曼谷

9. 内燃机和燃气轮机牵引讨论会一研究旅行 五月二十六日至 巴黎

10. 生物一瓦斯技术和利用工作会议 )七 天 ） *

11. 生物一瓦斯技术和利用工作会议 )七 天 ） *

* 现在提议这个工作会议在两个不同的国家中举行，地点待以后决定。



六 月

12. 亚太经社会区域内发展中国家间关于更充分利用各种工业过剩能力的 二日至十日 曼谷

13. 目前人口统计工作组 九日至十四日 曼谷

14. 亚洲、太平洋和西亚人类住区问题区域筹备会议 十四日至十九日 德黑兰

15. 化学肥料生产、分配和利用问题区域合作专家小组会议 六月三十日至 
七月五白

曼谷

七 月

16. 小规模和家庭工业统计工作组 十五日至二十一曰 曼谷

17. 亚太经社会区域内各沉积盆地之间地层对比工作小组特别会议 七月 / 八月（五天） 曼谷

18. 发展政策和规划专家小组，特别会议 七月下旬 曼谷

八 月

19. 训练青年工作训练员区域训练工作会议 八月二十四日至 
九月六0

马尼拉

20. 国际市场包装设计区域讨论会 八月二十七日至 
九月五ธํ

香港

21. 计划生育方案行政方面问题旅行讨论会 )两 星 期 ） 印度尼西亚， 
大韩民国，

22. 国际道路运输分区专家会议，第二届会议 )八 月 下 半 月 ） 未定

23. 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训练方法和建立铁路运输方面科学研究制度的 
讨论營—研究旅行

) 三 星 期 ） 苏联



 九 月

24. 国际海洋勘探十年方案（海 勘 十 年 ）工作会议 一日至五日 斐济，苏瓦

25. 亚洲公路各会员国交通工程师讨论会一训练班 一日至十四日 新加坡

26. 农村电气化讨论会一研究旅行 一日至二十三日 苏联的一个 
亚洲共和国

2 7. 关于水利资源发展的社会和非经济因素座谈会 二日至八日 曼谷

28. 青年训錄方案区域工作会议 九月二十二日至 
十月五日

尼泊尔

29. 关于模型的使用、数据的搜集和传播的工作会议（区 域 ） 九月二十二日至 
十月三曰

曼谷

30. 人口预测专家小组会议 九月三十日至 
十月六日

曼谷

31. 国家研究所长会议：在亚太经社会区域内确定计划生育指标的方法 )一 星 期 ） 曼谷

32. 亚洲和太平洋造房研究所所长及开展组织主任第二次会议 九月/ 十月 
)两 星 期 ）

哥本哈根

十 月

33l 南太平洋发展中岛屿国家专家团 七日至十三日 曼谷

34. 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和立法工作会议 八日至十四日 曼谷

35. 亚太经社会/ 德协发基金在公共企业中利用管理技术联合讨论会 十月十九曰至 
十二月八日

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

36. 轨道的修复、建 造 和 维持的讨论会 -研究旅行 )三 星 期 ） 曰本

3 7. 来自伊朗的亚太经社会人口通讯员国家工作会议 )两、三 天 ） 德黑兰

38. 编制亚洲电讯共同体组织法初稿专家小组会议 ) 五 天 ） 曼谷



十一月

3 9. 关于人口生殖行为的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分区讨论会 十七日至二十七日 德黑兰

40. 生产者和消费者物价统计工作组 十八日至二十四日 曼谷

41. 关于亚洲和太平洋农村住房及社区设施国家机构的组织及职务 
的讨论会

十一月
(十天至十二天）

万隆

42. 发展政策和规划专家小组，第二届会议 十一月下旬 
(七 天 ）

曼谷

十二月

43. 关于翻译人口资料的专家工作组 八日至十二日 曼谷

44. 关于模型的使用、数据的搜集和传播的工作会议（分区域） 八日至十九日 新德里

45. 利用计划生育方案发展的研究结果的国家讨论会 (两 星 期 ） 菲律宾

一九七六年一月

4 6. 关于制订和转让工业技术的国家政策和方案准则的专家小组会议 (一星期） 曼谷

4 7.

二 月

青年工人区域训练工作会议和编制青年方案咨询小组 二月二十一日至 
三月十日

伊朗
大韩民国(暂定）



第五章

经社会自第三十届会议以来的工作

370. 科伦坡会议的决定和建议主张采取新的路线和新的方向，使亚太经社 

会能够更加切实的完成它优先部门的工作；秘书处已按照这些决定和建议开始进行 

本检查年度内执行其任务的一些新的行动方针。

371. 其中一项新的行动方针为在秘书处内成立司际工作队，来执行最高优 
先的计划项目。 按照亚太经社会第142)X X X *号决议， 已成立一个工作队， 以 

便执行亚太经社会关于设置世界肥料基金的决定。 为联合国紧急行动另外成立一 

个工作队， 以便对设在联合国总部的该行动办事处提供援助。 此外，并成立下列 

工作队， 以拟订下列各优先领域的一体化工作方案：（a * 稂食和农业；⑼ 能 源 ； 

（C * 原料和发展；（d * 适当技术的发展和转让；⑹ 外 来 财 政 资 源 。

372. 亚太经社会四项任务之一为充当本区域中供发展之用的情报交换所。 

它还成立了一个工作队，专事研究这个计划项目；召开各专家小组会议， 以协助执 

行秘书撰写关于世界肥料基金、航运工作方案和作为情报交换所的亚太经社会任务 

的各项建议。 此外，并已举办关于粗稂和豆类以及原料的专家小组会议。

373. 为了加速各优先领域的工作，各工作队在下述优先领域选定了八个特 

别计划项目， 以供立即执行：（a * 稂食和农业；⑼ 能 源 ；（C * 原料和发展；⑴ 

肥 料 ；⑹ 适 当 技 术 的 发 展 和 转 让 ；๓ 内陆国家和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别措施。 

这些领域的八个计划项目中有七个计划项目已按照优先次序提请开发计划署筹供经 

费，并已获得该署核准。 这些计划项目现已加以执行。 第八个计划项目亦已提 

请开发计划署核准。



A .  各附属机构的工作①

农业发展

3 7 4 . 亚太经社会区域生产粗粮和豆类区域合作专家小组会议已于一九七四 

年十二月在曼谷举行。 这个会议审查和判定了本区各国粗稂和豆类生产和需求方 

面的问题所在，并讨论了关于这些稂食作物生产的四个主要方面，即种子、 区域、 

供求研究和贸易，在国家和区域两级上所需的各(项优先行动方案。 该小组对于必 

须立即采取区域行动的种种研究作了建议。

发展规划

375. 在本检查时期内，举行了下列会议：

亚太经社会Z 瑞发局/ 储银协会合办动员私人储蓄讨论会，一九七四年九 

月 ，曼谷

发展政策和规划专家小组会议，一九七四年十一日，曼谷 

原料和发展问题专家顾问小组会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曼谷

376. 关于动员私人储蓄的讨论会曾作成许多建议，来促进亚太经社会区域 

内各国中的储蓄，并强调交换意见和情报的迫切， 以及这一方面区域合作的需要。

377. 发展政策和规划专家小组曾详细审议亚太经社会区域中国际发展战略 

中期审查和评价草案， 以及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 该小组曾作成许多建议， 以便 

改革和改进审查工作，并一般地核准该工作方案。

378. 原料顾问会议审查和评价了亚太经社会区域中几个商品共同体的任务 

和活动，探讨和建议了解决原料方面生产和贸易问题的可供抉择办法，同时说明了 

.亚太经社会，现有商品共同体和类似组织的种种活动。 此外，并曾专门谈论与天 

① 各 附 属 机 构 会 议 一 览 表 见 附 件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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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橡胶、热带硬木、椰子和胡椒有关的问题，因为这些产物是亚太经社会区域中最 

主要商品的一部分。

工业、住房和技术

379 . 在本检查年度内，举行了下列会议

编制关于将环境问题并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工作手册的特设专家小组， 

一九七四年八月，曼谷

科学和技术应用于发展咨询委员会（科技咨委会）亚洲区域小组，一九七 

四年九月，曼谷

检查设置农用工业区域技术银行可行性的特设专家小组会议，一九七四年 

十月，曼谷

工发组织第二次大会特别筹备会议，一九七四年十月至十一月，曼谷（一 

九七四年九月已先举行了专家小组会议）

380. 举行“编制关于将环境问题并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工作手册的特 

设专家小组会议”是为了要制定这个手册的详细目录表和各参与人完成各章的时间 

表。

381. 科技咨委会亚洲区域小组重申了它先前关于执行科学和技术应用于发 

展亚洲行动计划的各项建议。

382. 检查设置农用工业区域技术银行可行性的特设专家小组会议曾建议举 

办更加密集和改革方案，以便转让有关技术及技术和管理技能，特别应设置区域和 

分区制度机关。该小组会议认为亚太经社会应会同其他机构促进关于生产、发展和 

交流情报各方面的一项政府间协商方案，特别注意以农为本的工业的适当技术。

383. 特别筹备会议讨论了亚太经社会区域工业化的基本问题和需要，并通



过了题为“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工业化：原则和行动纲领”的一项宣言，作为其报 

告的第二部分。 该宣言将提交一九七五年三月在秘鲁利马举行的工发组织第二次 

大会。 它重申将工业化作为改善发展中国家大众生活标准和生活品质的工具是很 

重要的；它并扼要说明达到增长、社会公平和自力更生最终目标的国家政策措施， 

建议亚洲和太平洋发展中国家间的种种合作行动，同时建议使发展中国家之间加速区域 

间合作的种种措施3 该宣言促请通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新的合作方式。特 

别建议亚洲发展中国家每年的工业增长率最少约应增加百分之十二。

自然资源

384. 在本检查时期内，举行了下列会议：

遥远感应技术应用于自然资源发展讨论会，一九七四年九月至十月，曼谷

气象组织Z 亚太经社会合办热带气旋专家小组（第二次会议），一九七四 

年十二月，科伦坡。

385. 遥远感应技术讨论会除其他事项外，曾建议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商同各 

会员国举办一项研究，以便决定是否需要包括地球资源远测数据收听站在内的区域 

遥远感应设施、，数据处理和说明设施、 以及一个资料库，并审查如何可以建立这些 

设施。

386. 气象组织/ 亚太经社会合办热带气旋专家小组曾请气象组织、亚太经 

社会和红十字会协会迅速拟订建立有效防灾系统的准则，并支持台风委员会的意见， 

即迫切需要举办关于社区准备和预防灾害的一个区域讨论会。 它请气象组织，商 

同亚太经社会和各会员国，草拟请求开发计划署援助的一个计划项目。

人口

3 8 7 . 在本检查时期内，举行了下列会议:



世界人口会议前区域协商会议，一九七四年五月，曼谷 

世界人口会议后区域协商会议，一九七五年一月，曼谷

388。 世界人口会议前区域协商会议审议了世界人口会议（一九七四年八月， 

布 加 勒 斯 特 ）的主要议题，并审查了世界人口行动计划草案， 以便作出汇集具体亚 

洲经验的各项提议。



3 8 9 . 举行审查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的世界人口会议后区域协商会议的理由， 

是为了要提出适应本区各国需要和条件的一个实体方案。 载 在 E/CN. 11/1208  
号文件中的这个会议的报告包括：关于人口发展战略方案和措施的建议；执行各项 

提案，包括并入发展规划的方法在内的建议；区域合作和协调的提议。

社会发展

390. 已举办的会议如下：

决定社会工作教育课程中社会发展内容的专家小组会议，一九七四年十 

一月，曼谷

计划生育的社会福利方面区域工作会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曼谷

亚洲和远东妇女参与发展，特 别 是 关 于 人 口 因 素 的 区 域 协 商 会 议 ，

一九七四年五月，曼谷

391. 专家小组会议已经召开： 目的在制定侧重发展的社会工作课程的各项 

准则。

392. 区域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了社会和社区各方面的问题， 以及支持临床工 

作的计划生育活动所应具备的态度问题。

393. 区域协商会议已经举办，其目的是为了界定妇女在亚洲发展过程中更 

为明确的任务，和提出妇女参与发展的一个亚洲计划。

统计

~394. 在本检查时期内，举行了下列会议：

使 用 普 查 资 料 整 理 系 统 编 制人口普查表格工作会议，一九七四年八月,

曼谷

人力和劳工统计工作小组，一九七四年十月至十一月，曼谷

3 9 5 . 编制人口普查表格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使用普查资料 整 理 系 统 程 序设备 

的训练问题， 以保证更快和更有效地编制人口普查表格和调查数据8



396， 人力和劳工统计工作小组賒其他事项外，建议 ：㈨建立作为家庭调查的一 
种 必 充 的 系 统 ；（切编制各公司的登记册或总名册；⑼制订手册、训练教材 

等方式的一般管理准则；⑹在发展人力和劳工统计时经常注意社会和人口统计系统 

中分支系统的统计概况。

贸易

397. 在本检查时期内，举行了下列会议 •.

国际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四年六月，华盛顿

贸 易 谈 判 小 组 （第四届会议第二期会议），一九七四年七月至八月，

曼谷

东南亚运输协委会会员国间海事训练专家会议，一九七四年八月，曼 

谷

亚洲再保险合作圆桌会议，一九七四年十月，曼谷 

贸易谈判小组会议（审 查 工 作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曼谷 

亚洲票据交换联盟董事会成立会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曼谷

398. 贸易和发展会议由亚太经社会与华盛顿国家委员会合作举办，其主要 

目的为促进亚太经社会区域各国与美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和发展活动。

399. 在贸易谈判小组第四届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 曾举行双边谈判六十八 

次。 谈判期间交换了特别要求的商品名单，并且提出了对特定商品减低关税的提 

议。

400. 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及东南亚区域运输和通信发展机构合办的东南亚运 

输和通信高级官员协调委员会（东南亚运输通信协委会）成员国家间的海事训练专 

家会议， 已就通过共同标准和人员训练问题作成各项建议。

401. 得瑞典国际开发局的经费支持举行了由贸发会议 / 亚太经社会合办的 

亚洲再保险合作圆桌会议，作为对一九七二年七月在曼谷举行的贸发会议 / 亚太经 

社会合办亚洲保险人圆桌会议的一项直接后继行动。 这个会议讨论了亚太经社会 

区域中当前的再保险情况，并检查了亚洲分区现有的各个再保险计划。 它并审议



了设立亚洲区域再保险公司的一项提议，决定了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 以便在一九 
七五年从事种种必要的研究。

4 0 2 . 亚洲票据交换联盟业经成立，并已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和十日举 

行了它的第一次董事会议。 该董事会已经推选锡兰中央银行总裁坦尼孔先生为该 

联盟主席， 印度储备银行总裁贾根南塞先生为该联盟副主席。 董事会一致接受伊 

朗马克齐银行的提议， 由它担任该联盟代理人办理票据交换工作，并决定将联盟总 

部设在德黑兰。 由参加票据交换各中央银行高级工作人员组成的一个技术委员会 

已经董事会设立， 以便拟订办理票据交换工作的议事规则草案。

运输和通信

4 0 3 . 在本检查时期内，举行了下列会议：

铁路小组会议和横贯亚洲铁路专家工作小组会议，一九七四年九月，

曼谷

亚太经社会/ 万国邮盟合办政府间邮政专家工作小组，一九七四年十 

月 ，曼谷

政府间电信专家工作小组，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曼谷

4 0 4 . 铁路小组会议曾建议设置一个铁路研究专家联合巡迥特派团，以协助 

本区各秩路当局辩明各调查研究领域和值得详细调查的问题；赞同提议的关于“ 柴 

油机和燃汽涡轮机动力” 的 讨 论 会 —— 研 究 旅 行 （在 法 国 举 行 ），和 关 于 “ 训练工 

程师和技术人员方法以及在铁路运输方面进行科学研究” 的讨 论 会 —— 研 究 旅 行 （

) 在 苏 联 举 行 ）；并建议执行横贯亚洲铁路网中十七个计划分项，

4 0 5 . 邮政专家工作小组建议：⑻继续和加强区域邮政咨询服务及其制度化; 

⑼协助设立邮政发展的国家研究、调查和规划单位；⑹研究区域问题，包括设置一 

个区域调查、研究和发展中心、一个高级管理人员区域研究所及一个区域资料库的 

初步可行性研究；（d)加强本区邮政训练方案；⑹加强并扩大亚太经社会 / 万国邮盟 

的合办活动.



406. 电信专家作出了关于以下各项的建议：⑻由电信联盟和亚太经社会作 

成关于亚洲电信共同体的各项研究报告，并于一九七五年中期完成；㈨在一九七五 

年十月召开一个专家小组会议，草拟亚洲电信共同体法规;⑹在一九七六年年初召 

开一个政府间电信专家工作小组会议， 以便最后确定亚洲电信共同体的法规和任务; 

⑹发展国际电信的一个协调可行性研究报告，特别包括这个十年的其余时期内全面 

使用各种传播媒介，加强训练方案和扩大亚远经社会 / 电信联盟合办单位。

B . 其他活动

农业发展

407. 如过去几年一样，秘书处继续收集和分析关于国家和区域级的稂食和 

农业生产、需要和消费，贸易以及价格的数据。 它曾参与一九七四年亚洲及太平 

洋经济及社会调查（亚太经社会区域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中期审查和评价）的筹 

备工作；并继续协助亚洲和远东稂农组织区域办事处处理该区粮食和农业的经济问 

题。

408. 经社会继续邀请合格国家加入亚洲大米贸易基金的后继行动，，并请各 

缔约国向联合国总部交存接受文书，和按照经社会第二十九和第三十届会议所作各项 

建议动员其业务所需的原定经费。

409. 经社会已着手关于农业必需品方面需求和供应的区域审查和分析，作 

为亚洲农业产品和必需品计划的第一步。

410， 由于亚太经社会区域粗粮和豆类生产区域合作的专家小组会议的举行， 

已对粗粮和豆类生产的三个主要方面从事研究，它们为：⑻供应增加粗稂和豆类生 

产所需的种子；⑼扩大种植面积，和鼓励实行间作；⑹粗稂和豆类的贸易。

经济发展和规划

411， 一九七四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调查包括亚太经社会区域的联合

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中期审查和评价。 这个审查是调查本区的经济

和社会情况，和专门研究本区粮食、原料、能源、贸易、外来财政资源以及内陆国家和

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别问题。它并建议联合国第二个十 年 发 展 战略和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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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 亚太经社会秘书处编写了关 于 “ 提议的统一发展规划路线，特别注意 

泰国的这种路线” 和 “ 发展规划统一路线：发展中的亚太经社会区域中各种趋势的 

审 查 ” 的两个研究报告，并已把它们提交经济规划委员会第一届会议。

413. 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并已就亚太经社会主要优先事项的各方面开始深入 

的研究。 这些研究的第一部分将于一九七五年年鹿完成。

414. 《亚洲和远东经济公报》季刊一九七四年六月号载有一九七三年为亚 

太经社会政策评价小组编写的关于亚太经社会区域主要问题所在的各项文件。

415. —九七四年八月间在马来西亚举行了发展行政方面关于地方政府财政 

的区域讨论会。

416 . 一九七四年十月至十一月在菲律宾举办了为公共行政训练人员而设的 

为时六周的训练方案，

4 17 . 对伊朗、马尔代夫、 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曾提供实质的咨询服务和援 

助 。

418 . 对亚洲发展行政中心的活动方案曾提供实务支助和资料。

工业、住房和技术

419 . 与提议的亚洲农业机械中心有关的工作已按照经社会的指示办理。开 

发计划署Z 工发组织 / 粮农组织/ 亚太经社会合办筹备工作团派驻外地的原因，是 

为了与有关国家政府就适宜于亚洲国家使用和生产的农业机械发展的技术援助进行 

协商，并最后确定计划项目文件。 有人提议在一九七五年三月间召开一个政府间 

会议，来审议筹备工作团的报告， 以便最后确定所建议设置的中心的职杈范围、筹 

供经费的方法和其他有关细节。 关于棕榈油产物工业加工方面的手册将在一九七 

五年印发。 并已着手遣派一个混合动物饲养工业协商工作团，驻在本区四个会员 

国家内。

420 . —九七四年三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关于改善亚洲农村住房讨论 

会有力地建议，发展中国家可以考虑设置一个单独机构或一个中央农村住房机构，1



以便改进农村住房和社区设施，并建议各国政府给予农村住房以较高优先。 该讨论 

会认为，缺乏审慎的政策和方案以及没有或有欠完善的行政和组织的安排，是许多发

展中国家不能有效解决农村住房问题的主要原因。

421. 秘书处已于一九七四年六瓦运i l k 善贫民和棚户住区咨询小组。 该 

小组访问了印度、伊朗、菲律宾、越南共和和斯里兰卡。 它曾建议在本区执行关于 

改善贫民和棚户住区的一系列实地训练计划项目。

4 22 . 综合性区域规划和发展研究旅行已于一九七四年四月至五月在以色列举 

行，该研究旅行曾建议由发展中国家设置区域发展机构，并授予充分的权力和资源， 

来有效地完成其任务9 该研究旅行曾强调区域规划和发展的技术和方法方面训练的 

必要，以及立即应用它们的必要。

423 . 执行模数协调和构成部分建造的巡回讨论舍曾于一九七四年九月在曼谷 

和新德里举行，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马尼拉和万隆举行，那个巡回讨论会曾建议发展 

中国家加强努力，以便推出和应用模数协调和构成部分建造的原则和技术。 娈’促进 

这些原则和技术的推出和应用，其办法应首先在学校和医院一类的公共大厦方面加以 

施行。

424 . 得荷兰皇家政府的经费咨助和与菲律宾大学小规模工业研究所合作之下， 

已对来自本区会员国的国民提供研究金，以便他们参加下列课程：第九次管理协调课 

程、第六次区域工业发展行政课程、第九次低费用自动作业和高级生产管理课程。

425.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在马尼拉举行了外国投资和税务管理的讨论 

会，该讨论会的经费是由荷兰政府提供的。 这个讨论舍讨论了与政策和发展规划、

外国投资方式、谈判问题和技术、税务和奖励、投资促进和国际合作方面行政战略有 

关的种种问题。

自然资源

4 2 6 . 经社会已为自然资源委员会第一届舍议所讨论的三个主要主题编制背景 

文件。 四期《水资源季刊》和三期《水资源丛刊》已经出版和分发。



427. 经社舍已为定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举行的经济及社舍理事会自然资源委员 

会第四届会议关于国际河流的文件提供了稿件。

428 . 红十字舍协舍/ 气象组织/ 亚太经社含合办关于社区准备和灾害预防的 

第二个工作团已于一九七囚年五月至六月设立，并已访问菲律宾和日本。 该工作团 

的主要建议之一是制订准则，来协助各国建立有效的社区准备和灾害预防系统。

429 . 关于水文学和水资源规划方面使用计算机的巡回讨论舍将于一九七六年 

举办，该巡回讨论舍所需的资料已经汇集，关于经费援助的一个计划项目建议业已提 

出。

4 3 0 . 秘书处已于一九七四年六月至七月在曼谷与亚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 

合作举办关于电力部门计划项目发辰和分析的第二次训练班。 关于城市电气化规划 

的一个研究报告已经编写完毕，并已付印。关于国家电力网和特别高压电力系统的一 

个研究报告正在编写中。 题为“亚洲和太平洋区电力”的载有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 

二年资料的两年期刊物第一期已经付印。

431 . 能源和电力小组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的会议记录和现时能源危机对亚太

经社含区域经济影响的政府间合议的合议记录均已汇集付印。 关于一九七五-----

九七七年能源事项的一体化方案已经重新编制，

432 . 《亚洲和远东石油和天然气地图》第二版已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付印，准 

备出版。 《亚洲和远东石油资源发辰第四次座谈会记录》三卷（《矿物资源发展丛 

刊》第 4 1号 ）已经印发。

433.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三国政府代录举行了两次特别会议，一次 

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在曼谷举行，另一次于一九七四年1十月至十一月在吉隆坡举行。 

那两次会议阐明了开发计划署关于在马I来西亚怡保建立东南亚锡研究和发展中心的计 

划项目文件中的各项要点。 设置该中心的协定草案定稿已经拟定，该中心是娶作为 

具有法人身分的法律个体的1 1 按照由当事国负担前往区域矿物资源发焱中心服务的 

专家费用的提议，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荷兰已提供四种不同专业的专家前往该 

中心。 亚太经社舍秘书处并已向开发计划署建议，在两年过渡时间为区域矿物资源 

发展中心委派计划项目经理一名。

22U



人口

434. 自从亚太经社会举行上届会议以来，秘书处举办了下列训练班、专家 

小组会议和其他技术会议： 一九七四年四月至五月在巴基斯坦拉合尔举办的由从 

事计划生育和有关方面工作的二十六名巴基斯坦受训人参加的生育力和计划生肓评 

价训练班（一系列中的第六次）；一九七四年六月在曼谷举行的关于生育行为的社 

会和心理方面的专家小组会议，该会议分析了各种因素对生育态度的影响，讨论了 

方案问题、研究设计和方法，并建议了协调和促进的方法；一九七四年五月在曼谷 

举行的关于计划生育方案行政比较研究的国别个栗研究主任会议，和一九七四年七 

月在曼谷举行的关于亚太经社会某些国家计划生育方案中投入和产出关系比较研究 

的国别个菜研究主任会议；一九七四年五月至六月在汉城举行的亚太经社会大韩民 

国人口通信员国家工作会议，和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拉合尔举行的亚太经社会巴基 

斯坦人口通信员国家工作会议，该工作会议讨论了国内人口资料流动和利用问题， 

并建议设置一个全国人口资料交换所；一九七四年八月至九月在曼谷举行的关于人 

口资料分析的区域训练班，参加者为来自亚太经社会十四个国家的二十六名学员；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在吉隆坡举行的关于移民资料分析的区域训练班，参加 

者为来自十六个国家的二十三名参与人；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在曼谷举行的计划生育 

方案行政训练的专家小组会议，该会议强调了改善本区计划生育方案行政方面高级 

和中级管理人员短期训练班的重要性，并建议了举办这些训练班的种种准则。

435. 秘书处并参加了一九七四年四月在西贡举行的人口方案拟订国家工作 

会议；协助高棉共和国政府详细制订金边总计划；协助马来西亚国家计划生育局拟 

订设置中央资料中心和管理资料系统的种种方案；协助印度尼西亚计划生育局办理 

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资料网研究员和图书管理员的训练班，以及协助拟订该局建立 

全国网状组织的五年计划；就人口文件和办理资料交换所业务办理了为时两周的训 

练班，分别训练来自马來西亚统计部的人员，和来自曼谷佐拉隆科恩大学人口研究 

所的人员.

436. 经社会已对孟加拉国、斐济、老挝、斯里兰卡、汤加和西萨摩亚各国



政府提供了区域人口咨询服务。

社会发展

437. 经社会为青年工作人员举办了三个区域训练班：一九七四年四月在新 

德里Z 卢迪亚纳举办的农村社区训练班；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卡拉奇Z 伊斯兰堡举 

办的志愿服务方案训练班；一九七五年一月在吉隆坡举办的国家青年政策训练班。 

这三个区域训练班是青年领导方面关于各个主题的训综班8

438. 关 于 “ 发展和低收入阶层” 的大规模三国研究的经费筹供和进行问题 

已与荷兰政府达成协议， 以便判定贫穷的程度、概况和社会分布情形，造成此种发 

展落后的种种原因，和消弭发展落后的可能战略。

439. 经社会编制了下列两个文件：（a * 亚太经社会区域联合国第二个发展 

十年中期审查的一项社会调查报告；) b * 关于水资源发展的社会方面的一项文件， 

这是为亚太经社会将于一九七五年举行的一个座谈会编制的 .

440. 秘书处编制了关于长期青年政策的一个区域研究报告， 目前正在把关 

于青年在社会进步和发展方面的任务的一个研究报告编成最后定稿。

441. 由技合处供给经费的亚太经社会区域内陆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中前线 

和监餐发展人员训练的一个流动训练计划项目已在该年开始办理，为此征聘的国际 

工作队现正在尼泊尔工作， 以便改善各前线方案的师资训练。

442. 经社会已提供下列的区域咨询服务：（a * 关于社会工作和社区发展训 

练的区域顾问访问了巴基斯坦、菲律宾、 新 加 坡 和 泰 国 （坦 马 斯 特 大 学 ）；⑼ 关  

于计划生肓社会福利方面的区域顾问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协助儿童基金 

会一东亚巴基斯坦区域办事处在印度尼西亚的各方案， 以便更有效地将这些计划项 

目同计划生肓活动联系起来；协助开发计划署一菲律宾检查由该国政府提请人口活 

动基金援助的“ 校外青年的人口认识和性教肓” 计划项目；⑹ 关 于 社 会 发 展 规 划  

的区域顾问访问了老挝 .



统计

443. 在本检查时期内，经社会出版了《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年鉴》第六期， 

并 编 写 了 关 于 《亚太经社会区域抽样调查》的 第 十 一 次 报 告 .该 年 度 内 并 出 版 了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季刊》各期 ，和 《亚太经社会国家统计指标》.经 社 会 批 判  

地检查了印度尼西亚的国民核算和投入产出表，该 《统 计 季 刊 》中有一期载有关于 

国民核算和投入产出的一项审查报告。

444. 关于商品余额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而亚洲开发银行与亚太经社会已 

签订一项技术援助协定，该银行同意对这个计划项目提供经费支援，并已与世界银 

行签订一项协定， 以便设置一个计划项目，这个项目旨在查明、 收集和评价关于本 

区收入和类似社会一经济特征的现有家庭数据，并建立关于收入分配的一个计算机 

化数据档案。 这个计划项目的最终目的是就本区中的收入形态提出一项报告，评 

价数据品质和清查有关数据档案。

445. 为高棉共和国、老挝和越南共和设置的分区统计训练中心继续作出有 

益的工作。 对亚洲统计研究所已提供支援， 以便举办其训练班。

446. 已对许多国家提供国民核算、数据处理和装置人口普查资料整理系统 

方面的咨询服务 .

447. 澳大利亚政府对秘书处提供了计算机专家服务， 以便将已在澳大利亚 

建立的时间数列系统移至亚太经社会使用的计算机装置场所。

贸易

448. 在本检查年度内，亚太经社会贸易促进中心的贸易文件服务是按照亚 

太经社会区域的资料需要，从事出版物的保存和编目。

449. 对阿富汗、 印度尼西亚、老挝和斯里兰卡已提供贸易咨询服务， 以便 

加强它们的促进国家输出工作。 贸易促进中心的销售研究、市场调查和产物发展



服务已从事五次商品研究，以支助贸易谈判小组的工作.一九七四年一月至九月 

间，有七个区域会员国（阿富汗、文莱、缅甸、印度、伊朗、尼泊尔和巴基斯坦） 

曾请求并获得关于五十余种产物，包括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在内，的一般性和特别资

料。

450. 贸易中心亦曾与国际贸易中心就宝石和半宝石、泰丝和兰花的销售 

研究计划项目密切合作.并对一九七四年八月期间从事研究泰国热带水果输出潜 

力的一名国际贸易中心的顾问提供协助。

451. 贸易促进中心是贸发会议总协定合设国际贸易中心在亚太经社会区 

域的分支机构，它所进行的其他活动包括对国际贸易中心在本区中各种专门发展方 

案活动所提供的支助，这些方案为国际贸易中心东南亚国家联盟合办的促进输出 

训练方案，及国际贸易中心一九七四年二月至三月为泰国举办的第三次促进输出和 

国际销售训练班。

452. 在本检查时期内，举办了下列训练班：

输出产物和工业设计专门发展方案，一九七四年九月至十一月，东京

促进输出和国际销售训练班，一九七四年十月至十一月，巴黎

货物集装和货运预订训练班，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曼谷

船只租赁的管理和技术训练班，一九七五年一月至二月，新加坡

453. —九七四年亚太经社会举办了输出产物和工业设计专门发展方案。 

这个方案的主要目标为训练促进发展中国家中制成品和半制成品输出的人员。

454. 亚太经社会举办了促进输出和国际销售训练班，以便促进亚洲及太平 

洋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输出。

455. 亚太经社会举办的货物集装和货运预订训练班为亚太经社会四年托运 

人理事会计划项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的目的为保证本区各国能够促进和保护托运 

人的利益。 货物集装和货运舱位预订和本区许多输出商品托运人的实际利益有关， 

所以对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和亚洲椰子共同体等商品协会特别重要11



4 5 6 . 亚太经社会已与荷兰和新加坡政府合作举办船只租赁管理和技术训练 

班，目的在使参与人有机会交流般只租赁方面的意见和经验，及吸取发达的海事国 

家船只租赁方面最先进的管埕技术•

运输和通信

457. 一九七四年三月曾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西柏林召开了关于跨越国界 

铁路运输技术和行政问题的一个讨论会和研究旅行，讨论跨越国界问题，和研究促 

进国际铁路运输的种种措施、 欧洲铁路基本设施计划、和供横贯亚洲铁路网将来采 

用的铁路技术数据的传播。

技术合作和有关活动

458. 分散到亚太经社会的技术合作计划项目价值总额去年再度增加，计达 

4, 137, 950美元，较 一 九 七 三 年 增 加 百 分 之 五 十 九 .这 是 由 于 开 发 计 划 署 和 人  

口活动基金对秘书处提供的资源增加及各捐赠国提供预算外援助之故。 有关的援 

助款项细节载在EZCNJ1ZI. 14的 文 件 中 11

459. 不过， 由联合国经常预算提供经费的区域顾问方案仅完成了百分之八 

十，主要由于填补空额困难 . 亚太经社会区域研究金方案下收到的请求超过了可 

供利用的资源 • 这一方面，最为令人满意的一件事要算荷兰政府提供的经费支援， 

那项支援从一九七三年的300, 0 0 0 荷盾增至一九七四年的400, 0 0 0 荷 盾 。 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一九七四年对该方案提供训练政府官员之用的200, 0 0 0 马克的援 

助，同样受到欢迎 .

460. 为了执行与亚太经社会有关的许多区域计划项目， 已继续与开发计划 

署总部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局保持密切合作， 亚太经社会曾继续履行其在执行由 

联合国总部技术合作处担任执行机构的那些计划项目方面的任务，而对于在亚太经



社会中办理执行机构工作一事业已取得进展。 关于这一事项的各项决议已经开发 

计划署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通过，并且正在拟定办法。 同时，一些 

区域项目的提议已向开发计划署提出，并已得到核准。

461. 经社会承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 

尼西亚、以色列、日本、荷兰、挪威、菲律宾、大韩民国、瑞典、苏联、联合王国 

和美国各国政府不断提供经费、专家、研究金和其他方式的援助，特向它们表示衷 

心感谢。

462. 荷兰/ 亚太经社会合办的预算外援助方案创始于一九七二年，拥有一 

九七二至一九七五年经费总额9 0 万荷盾，其执行情况新近已有起色，预料此种趋 

势将继续下去。

463. 在荷兰政府提供经费的亚太经社会区域研究金方案的那个部分下，已 

对十九个国家提供训练人研究金7 6 名，以便在本区域各训练所中从事研究。 此 

外，在德国对参加各项课程的政府官员所作的捐赠金下，已提供了二十五名研究金. 

凭偕预算外援助举办的其他团体训练班现正按照个别学科的情况分别加以考虑。

464. 在信托基金办法下提供的十四名区域顾问和三名专家已于一九七四年 

全部或部分时期为亚太经社会服务，他们已对本区的2 1 个国家完成了 5 5 次咨询 

任务.

465. 南太平洋联合国咨询发展工作队继续为那个区域的各国服务，其服务 

领域为旅游、统计、农业发展、公共行政、物质规划、项目评价和人力规划1, 该 

工作队并继续从事斐济糖业各方面的一项特别研究，为此征聘了额外的外间专家。



C . 区域机构和特别计划项目

区域训练机构的通盘审查

4 6 6 . 为了提高区域机构的效率及使得它们的方案和业务得到协调和一体化， 

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通过了第148( x x x ) 号决议，规定通盘审查由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支助的经社会区域训练机构。

4 6 7 . 按照这个议决，秘书处设立了一个特派团，来审查由开发计划署提供 

财政援助的各区域机构。

4 6 8 . 这个特派团由三名著名的专业人员和两名联合国高级职员组成，它访 

问了孟加拉国、斐济、 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朗、 日本、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菲 

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和泰国，并与各该国政府的官员和专家进行了广泛的协商。

4 6 9 . 虽然该决议规定该特派团审查开发计划署支助的各机构，但是设在曰本 

名古屋的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亦在其审查范围之中。

4 7 0 . 该特派团于一九七四年十月完成了它向执行秘书提出的报告。 执行

秘书与开发计划署和其他有关机构曾就该特派团的工作继续进行后继协商，后来在 

E /C N . 1 1 /1  文件中提出了备供经委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审议的各项建议。

亚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

4 7 1 . 亚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理事会已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曼谷举行 

了第二十四次会议，并：

) a * 核定了 一九七五年订正工作方案和一九七六-----九八O 年第三阶段的方

针路 线 ；
⑼ 审 议 了 平 均 每 年 资 源 需 要 概 数 2 5 0 万美元，并促请亚太经社会会员国和准 

会员国以及开发计划署增加捐款，使其达到所需的估计数额；



⑹ 研 究 了 亚太经社会关于开发计划署支助的各区域机构的调查特派团的报告， 

并强调了所有区域机构活动协调的需要；

) d * 赞赏地注意到泰国皇家政府将现有房舍提供研究所应用，直至一九七七年 

为止；

⑹ 建 议 将 该 研 究 所 名 字 “ 亚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 改 为 “ 亚洲发展研究 

所 ” 。

472. 该研究所在一九七四年举办了三项训练班，它们为工业发展行政（二 

月至四月在雅加达举行）、发 展 新 闻 事 业 （五月至七月在曼谷举行）、就业促进的 

财 政 和 货 币 政 策 （十月至十二月在曼谷举行）。

473. 该研究所并于一九七四年举行了三项专家小组会议，它们为贫穷和就 

业 （六 月 在 曼 谷 举 行 ）、环境研究和发展（十月在泰国帕塔亚举行）、农村发展方 

面 的 投 资 （十二月在泰国帕塔亚举行）。

4 7 4 - 该研究所曾在印度、老樹和泰国举办关于发展训练和研究优先次序的 

三项调查。

4 7 5 . 此 外 ，研究所曾对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并举办研究项 

目，以支持一九七五年的种种训练活动。

亚洲统计研究所

476. 在本检查时期内，该研究所成功地办完了关于农业统计的第四次为期 

十月的一般训练班，和为期六周的高级训练班。 它在阿富汗喀布尔举行了关于一 

般应用统计基本问题的国家训练工作会议。

477. 一九七四年九月开始的第五次一般训练班预料可在一九七五年六月结

束.



4 7 8 . 第四次一般性训练班和第四次髙级训练班的联合训练班已于一九七四 

年五月举行.

479 . 该研究所的咨询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已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雅加达举 

行。

亚洲发展行政中心

480. 在本检查年度内，该中心成功地办理了：

) a * 关于“公共企业行政控制和管理资料系统”的管理发展方案，一九七四年 

十月，菲律宾；

) ๖ * 关于政策分析和发展的座谈会，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吉隆坡，参加者是本 

区域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高级官员；

（C） 关于实施“农村发展政策和方案”的准备工作。 九国研究报告、几个技 

术文件和中心自己的技术文件均在编写中，不久可以完成。 同样的，关 

于 “计划生育绩效改进”的一项方案的九国研究报告已经编写完成；

( d ) 关于‘“管理发展机构的建立”的一项研究报告草案已编写完成。关于“管 

理方面的协商技术的发展”和 “基本设施管理”两方案的筹备工作亦已开 

始。

481. 亚洲发展行政中心理事会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和十二月在吉隆坡举行了 

会议。

亚洲公路

482 . 开发计划署核定了亚洲公路工程项目的第二阶段，时间为一九七三年 

七月至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计两年半.这个阶段将巩固第一阶段中已 

经完成的工作，这个工作照理可在第二阶段完成。



4 8 3 . 亚洲公路运输技术局继续对各国政府提供援助，方法为派遣咨询团前 

往许多亚洲公路国家。 对 于 A ~ 1 线 和 A ~ 2 线的重新调整， 已作成最后决定。 

对孟加拉国、老树和越南共和曾提供援助。 各项训练方案均继续不断 .为编制包 

括伊朗、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第二册亚洲公路指南所作的调查报告已编写完成，而 

由泰国政府提供房地的亚洲公路技术资料中心已继续对亚洲公路工程项目成员国供 

应技术资料。

湄公河下游盆地勘察工作协调委员会

484. 在本检查时期内，委员会举行了第六十五次、第六十六次、第六十七 

次和第六十八次会议。 二十五个国家、 十七个联合国机构、五个基金会以及若干 

个私营公司对湄公河发展计划所捐献或认捐的资源增加了 2, 400、万美 元 ，其总数 

迄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为29, 400万美元，其中百分之三十二指定办理投 

资前工作，百分之六十八指定办理营建工程。 沿岸各国本身也捐献或认捐了总数 

达 29, 40听 美 元 的 百 分 之 三 十 八 ，各合作方案也捐助了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 .

485. 荷兰政府已表示它将通过湄公河委员会把它的援助方案的一部分拨供 

印度支那地区战后重建和发展之用。

486. 一九七四年工作方案包括五十四个计划项目，共分成一百五十余种业 

务活动，预料十四种活动仍将暂停进行。 大多数计划项目巳取得重大进展，而就某 

些项目来说，如果环境容许，委员会已为一九七五年所将进行的工作作好准备 .

487. 一 九 七 三 年 《统 计 公 报 》第八期已于一九七四年出康，一九七 .三年 

《水 文 年 鉴 》准备在一九七五年年初出版。

488 . 环境研究。 为了评价关于湄公河下游盆地环境状况的現有知识和研 

究工作而设置的特设环境咨议小组已编写了一个报告。 委 员 会巳在这方面与联合 

国环境计划署签订了一个计划项目协定。



4 8 9 .  经济规划活动。 已为四个国家完成了一九七O — 二O O O 年的宏 

观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并已完成了规定计划项目评价程序的手册初稿。 这项工 
¥ 是由荷兰提供经费的。

4 9 0 .  巴蒙主流计划项目。 一九七四年曾集中注意力于研究最理想情况和 

下流所受影响这两个问题• 这些研究始于一九七三年，待其完成时便可提供决定 

水规高度和该计划琐目其他决定性因素所需的资料.

4 9 1 .  三角洲发展。 荷兰协助委员会设立的专家小组已完成了关于越南湄 

公河三角洲水利管制改进后农业发展的四年期研究报告，并于六月间向委员会提出 

了它的最后报告。 委员会现正参加美国援助的一项六年期试办性计划项目，这是 

关于在水利管制下可用多次种植的三角洲重黏土处理的一个计划项目。

4 9 2 .  支流计划项目。 在本检查时期将终了时，湄公河下流盆地有十三个 

水闸在使用中：一个在高棉共和国境内，三个在老挝境内，八个在泰国境内，一个 

在越南共和境内.在高棉共和国（特诺河燒内的一个支流计划项目正在建筑中。

因为战事关系，特诺河主要水闸工程仍然在停顿中，但是濱溉系统在一九七四年中 

曾获得进一步进展。 一九七四年九月一日老挝已将建筑南娥水闸向泰国所作的贷 

款清偿，它开始按照一九七一年签署的南娥能源协定对泰国销售它本身需要以外的 

剩余物资。 六月二十六日在亚洲开发银行总行签署了一个基金协定，要将南娥计 

划项目第二阶段扩大电力8 0 , 0 0 0 , 0 0 0 瓦特。 九个合作国家对这个计划项目的 

认捐款项超过了 2 , 5 0 0 万美元.

4 9 3 .  航行和运输。 委员会继续进行其测量、绘图、标志和疏浚湄公河以 

利航行的基本工作，并已获得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的援助。

4 9 4 .  洪水预报。 委员会继续办理一个试验性洪水预报系统，这个系统在 

六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二十五日高水位季节每天对湄公河的十二个选定的重要主流站 

和巴沙河上的一个站发送预报。



495. 农业。 国际发展协会和亚洲开发银行曾指定将数逾1，0 0 0 万美元 

的款项用于泰国东北部农业发展工作。 为筹划许多先驱农业计划项目由开发计划 

署援助的一项盆地全区方案一直在继续进行。

496. 渔业发展研究。 由美国提供经费的关于四年期盆地全区渔业研究方 

案的工作已经开始。 由以色列和荷兰提供经费的盆地中四个试办渔场的可行性研 

究已经完成。 

497. 矿物调查.在泰国东北部和老樹万象平原探钻中曾发现两国都有钾 

矿。

498 . 社会发展和公共卫生。 一九七四年年初委员会曾与荷兰政府签订了 

一项业务计划，以便举办使重新定居规划和处理得到改善的一项盆地全区计划项目。 

在委员会关于水传播疾病的研究方案下，已于一九七四年完成了由美国提供经费的 

一项该盆地中血吸虫病例调查。 泰国东北部疟蚊及其出没所在的一项研究报告亦 

已在一九七四年编写完成。

亚洲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

499 . 日本由于岸外联勘协委会的建议和作为对其活动的一项贡献，曾继续 

举办每年为期七个月的岸外勘探团体训练班。 这个计划项目的所有签署国家均曾 

派遣专家前往接受训练。

5 0 0 . 岸外联勘协委会和该计划项目办事处均继续与海事科学和技术以及寻 

求和勘探海底矿物资源有关的机构和组织保持密切联系。 岸外联勘协委会曾作为 

一九七四年八月在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周围能源和矿物资源会议的主办者。 由于 

那个会议，才决定设置太平洋周围能源和矿物资源理事会，岸外联勘协委会将积极 

参加此一理事会。



南太平洋岸外地区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

501 . 南太平洋岸外地区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南太平洋岸外联勘协委会） 

第三届会议在斐济苏瓦设置了它的技术秘书处。 委员会已同意技术咨询小组的建 

议 ，即技术秘书处应编制对发展中囿家切实可用并适于开发计划署购置的小型海洋 

测量设备的一览表。

台风委员会

5 0 2 . 台风委员会认为极需要由红十字会协会Z 气象组织/ 亚太经社会合设 

的关于社区准备和灾害预防的一个特派团尽早访问高棉共和国和老树。 它并认为 

有迫切需要加强台风委员会秘书处在社区准备和灾害预防方面的任务。 它查明了 

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九七五年方案中的各个项目。

D . 同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的关系

503. 在新的方针方面，亚太经社会不但加强其与联合国其他机构、政府间 

组织和机构在国家、分区、 区域和国际各级的活动的密切合作，并曾努力促使它和 

这些机构的活动获得切实协调。 促进这些活动的办法是，不但由亚太经社会参加 

其他机构和组织举办的会议，及由其他机构和组织参加亚太经社会举办的会议，并 

且在方案拟订阶段举行关于亚太经社会各方案的机构间讨论会。

504. 如今愈来愈被采用的另一种合作和协调的方式是与联合国和其他机构 

以及国家、 区域或全球组织联合举办和推行研究班、讨论会和工作会议。 此外还 

通过亚太经社会 / 粮农组织合设司等现有的合作办法或通过将与工发组织合设的一 

个新设机构，来增加彼此的合作，寻求协调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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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 件 一

审查期间各附属机构的会议

机构和主席团成员 会议 报告的文件编号

湄公河委员会 

主席：Khy Taing Lim先生
) 高棉共和国 )

第 六 十 五 届 会 议 （特 别 ）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至

四月八曰

科伦坡

E/ CN.11 /W R D/

M K G /L .。 392

湄公河委员会

主席：Khy Taing Lim先生

) 高棉共和国）

第六十六届会议（特 别 ）

一九七四年六月六日至十日

西贡

E /C N 。 。 .11 /W R D /

M K G /L 。 .396

湄公河委员会 

主席. Khy Taing L im 先生
) 高棉共和国 )

第六十七届会议（特 别 ）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曰至

十一曰

万象

E / C N 。 .1 1 /W R D /

M K G /L . 399

湄公河委员会

主席:
Houmpahnh Saignasith 先 生

) 老 挝 ）

第六十八 届 会 议 （全 体 ）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至二月三日

万象

E /C N .1 1 / W R D /

M K G /L . 405

亚洲岸外地区矿物资源 

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 

主席 Joung Hwan Lee先生

)大 韩 民 国 ）

第十一届会议

一九七四年八月七日至二十

一日

汉城

e/ c n .11/ l . 406



南太平洋岸外地区矿物

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 

主席;Tuala K- Enari 先生

( 西萨摩亚） 
台风委员4

主席：

Kamtanh Kanhalikham先生： 

(老挝）

工发组织第二届大会 

特别筹备会议

主席：
Aroon Sorathesn 先生

(泰 国 ）

自然资源委员会 

主席：

sunthorn Ruanglek :先生

(泰 国 ）

统计委员会 

主席：

M. Abdu lmadjid .先生

( 印度尼西亚）

贸易委员会 

主席：

Arjun  B. Singh 先生 

(尼泊尔）

第三届会议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日至十日 

阿皮亚

第七届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月八日至十四日 

马尼拉

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至 

十一月四曰

曼谷

第一届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五日至 

十一曰

曼谷

第一届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曰 

至二十七日

雅加达

第十八届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日至

九日

曼谷

E/CN. 11/4 0 5  和 

C o r r . 1

E/CN.11/118 0

e / cn. 11/1181

E/CN. 11/1182

E /CN.11/1191
和 c o r r .1

E/CN. 11/1186



机构和主席团成员 会议 报告的文件编号

经济规划委员会 
主席：L. K um ar先生

)印 度 ）

第一届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至

十四日

曼谷

E/CN. 11/1190

运输及通信委员会 

主席 ：
pradit Chandrawatana 先生

)泰 国 ）

第二十三届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至二十三日

曼谷

E/CN. 11/1193

气象组织/ 亚太经社会 

热带气旋专家小组

主席 ：
G.S. Jayamaha

) 斯 里 兰 卡 ）

第二届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至二十三日

科伦坡

E/CN. 1 1 /1 1 9 5 ,

附件

区域性战后人口会议协

商会议

主席：
Sem Pringpuankeo 先生

)泰 国 ）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四日至

二十曰

曼谷

E/CN. 11/1208



附 件 二

第三十届会议以来发表的出版物和主要文件表

A 。 出版物

主要研 究 报 告 （印 本 ）

Economic Bulletin fo r  Asia and the Far East, vol. 
XXIV, No. 1 June 1973: United Nations pub lication. 
Sales No.: E.74.II.F.3; vol. XXIV , No. 2 /3 , September/ 
December 1973: Sales No. E.74.II .F .4.

Economic Survey o f Asia and the F a r East, 1973： United 
Nations pub lication, Sales No.: E.74.I I .F.1.

Guidelines fo r  the Drafting o f Water Codes )Water Re- 
sources Series, No. 43*: united  Nations pub lication. 
Sales No.:  E.74.II.F .2.

Proceedings o f the Tenth Session o f the Regional Con 
ference on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F a r East )Water Resources Series, No.44*; United 
Nations pub lication, Sales No.: E.74.II.F.10.

Design o f Low-head Hydraulic Structures )Water Re
sources Series, No. 45*; United Nations pub lication. 
Sales No.： E.74.II.F.12.

E lec tric  Powe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1971 and 1972; 
United Nations pub lication, Sales N o .E .74 .II.F .22 .

Proceedings o f the Twelfth Session o f the Sub-Committee 
on Energy Resources and Elec M e  Power )Energy 
Resources Development Series, No. 11*: United Na
tions pub lication, Sales No.: E.74.I I .F.14.

Asi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News, No. 10: United 
Nations pub lication, Sales No.ะ E.74.II .F.13.

Asi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News, No. 11： United Na- 
tions pub lication, Sales No.： E.74.II.F.16.

Comparative study Social Welfare Legislation in the 
Countries o f the ESCAP Region: United Nations pub 
lication , Sales No. E.74.II.F.18.

Regional Survey o f Social Welfare Trends with special 
Relevance to Standards and Princip les: United Nations 
pub lication, Sales No.E.74.U .F .17.

期 刊 （印 本 ）

Water Resources Journa l )ST /ECAFE/SER.C/101-104 
[ Eng lis h ].

B. 主要文件

经委会

Summary records of the th irtie th  session )E /C N . l l/  
1158 .  E/C N .11/SR.479-491*.

Po lic ies, programmes and perspectives fo r  the deve 
lopment of the ESCAP regi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lombo Declaration and of the Programme of Action 
on the Estab lishment of a New Internationa l Economic 
Orde r  )E/CN.11/1210*.

M id -term  review and appraisa l ac the regional leve l of 
the Internationa 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 r the Seco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Decade in  the ESCAP 
region, 1974: L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Asia  and 
the Pac ific, 1974 )E /CN.11/412 and C orr.1 *.

Report of the Expert Group on Development Po licy and 
Planning on Its f ir s t  session )E /CN.11/ L .407*.

Integrated programme of work and p rio rities , 1975-1977 
)E/CN.11/L .413 and Add.1/ Rev.1*.

Tentative calendar of meetings fo r 1975/76 )E /CN.11/  
L .413 /Add.1*.

Report on progress in respect of selected projects in 
p rio r ity  areas )E /CN.11/1206*.

Fo llow-up action on the deci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Conference: report of the Re
gional Post-World  Population Conference Consultation 
)E /CN.11/ 1208*.

Fo llow-up action on the deci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World  Food Conference )E /CN.11/ 1207*.

fo r  the
1181*.

Report of the Seminar on the Mobilization  of Private 
Savings )E /CN.11/ L .409 and C orr.1 *.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Planning on its  
f ir s t  session )E /CN.11/1190 and C orr.1 *.

of the ac tiv ities  in  the fie ld  of development p lan- 
and soc ia l development including Che Asian Plan 
the Integration of Women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E /CN.11/1202*.

Consideration of ac tiv ities  in  the fie ld  of food and a g ri 
cu lture  )E /CN.11/ 1205*.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rade on its  eighteenth 
session )E/CN. 11/1186*.

Consideration of ac tiv ities  in  the fie ld  of industry, hous
ing and technology )E /CN.11/ 1200 and C orr.1 *.

F ina l report and draft project document prepared by the 
UNDP/UNIDO/FAO/ ESCAP P reparatory M ission on 
Technica l Assistance fo r the Development of A grtcu l- 
tu ra l Machinery Suitable fo r  Use and Production in 
Asian Countries )E /CN.11/ 1217*.

Report of the T 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Committee 
on Its twenty-th ird  session )E /CN.11/ 1193 and Corr.71*.

Population programme： report on the status of population 
change and development problems the ESCAP re 
gion,  and ac tiv ities  of the secretariat the fie ld  of 
population )E /CN.11/L.414*.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Statistics on its  f ir s t  ses-  
Sion )E /CN.11/ 1191 and C orr.1 *.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 l Resources on its  
f ir s t  session )E /CN.11/1182*.

General note on ac tiv ities the fie ld  of natura l re -  
sources )E /CN.11/ 1195 and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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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 l co-oper a tion ac tiv ities  decentralized to 
ESCAP, 1975 )E /CN.11/L .410*.

Ac tiv 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envelopment Advisory 
Team fo r the South Pac ific during 1974 )E /CN.11/  

411*.
Information paper on technical co-operation ac tiv ities  

Asia and the Pac ific as presen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the United 
Nations o ff ice of Technica l Co-operation )OTC*; the 
World  Food Programme; the United Nations Con
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 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E /CN.11/1199*.

Regional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grammes decen 
tra lized  to ESCAP  status of i mplementation as of 31 
December 1974 )E/CN.11 /L .418*.

Consideration of ac tiv ities  In Che fie ld  of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report on ac tiv ities  )E /CN.11/1194*.

Committee fo r  Co-ordination of Investigations of the 
Lower Mekong Basin： annual report, 1974 )E /CN.11/  
1188*；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fo r  Co-ordination of Joint P ro
specting fo r  M inera l Resources in  Aslan Offshore 
Areas )CCOP* on Its eleventh session )E/C N .11 /L . 406*.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fo r  Co-ordination of Joint P ro
specting fo r  M inera l Resources South Pac ific Off
shores Areas )CCOP/SOP AC* on its  th ird  session 
)E /CN.11/ L . 405 and C orr.1 *.

Progress reports on m ajor regional protects and re 
gional inst i tutions： Asian Highway )E/CN.11/1201*.

Report of the Typhoon Committee on its  seventh session 
)E/CN.11/1180*.

Typhoon Committee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E /CN.11/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Secretory to the Commission 
on the over-a ll review of the regional training  ins titu - 
tiCRS )E /CN.11/ 1209 and C orr.1 *.

O ver-a ll review  of the regiona l training  institutions： 
report of the Review M ission to the Executive Secre 
ta ry  of ESCAP )E/C N .11/ 1211*.

As lan  institute  fo 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report of the Governing Council )E /CN.11/ 1187*.

As lan  Statistica l Institute： report of the P roject Manager/ 
D irec tor )E /CN.11/1197*.

As lan  Centre fo r Development Adm inistration： report of 
the Governing Council )E /CN.11/ 1196*.

As lan  Centre fo r T ra in ing  and Research in Social Wel
fare  and Development (E/CN.11/1204*.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Advisory Commit
tee of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and other Repre
sentatives Designated by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E /CN.11/L .408 and Add.1*.

经济规划委员会 

第一届会议

The m id-term  review and appraisal of the Internationa 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 r  the Seco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Decade in the ESCAP Region. 1974 )E/  
CN.11/DP /L.1  -  E /CN.11/D P /L .1 5 *.

Unified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na lysis and planning 
)E/C N .11/ DP/ L .16*.

自然资源委员会

第一届会议

Review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E /CN.11/ NR.1/ WRD.11/L .3 *.

Pub lic partic ipation： an important factor in  water re  
sources development )E /CN.11/ NR.1/ WRD.11/ L .5 *.

Involving the pub lic the planning of water resources 
projects )E/CN.11/  NR.1/  WRD.11/L.6*.

Joint management of ground and surface water )E/CN.11/  
NR.1/ WRD.11/L .7  and C orr.1 *.

Problem  areas and examples of Jo in t management of 
eround and surface water )E/CN.11/  NR.1/ WRD.11/

Long-range planning fo r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its  re l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E /CN.11/ NR.1/ 
WRD.11/L .9 * .

The effect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on economic 
growth )E /CN.11/ NR.1/ WRD.11/L .10*.

A c tiv ities  of the secretariat in the fie ld  of water re  
sources )E /CN.11/ NR.1/ WRD.11/ L.12*.

Review of ac tiv ities  in  the fie ld  of energy resources 
development )E/CN.11/ NR.1/ WRD.11/ L.13*.

Report of the Seminar on the App 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to Natura l Resources Develop 
ment )E/CN.11/NR.1/WRD.11/L.14*.

A c t iv it ie s  of  the secretariat in  the fie ld  of geology and 
minera l resources development )E /CN.11/  NR.1/  W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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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

第一届会议

Report of the Asian Statistica l Institute  )E /CN.11/STAT /L.1

Statistics In the fie ld  of cu lture  )E /CN.11/S T A T /L .2*.

Report of the Workshop on Census Tabulation. Using the 
COCENTS System )E /CN.11/STAT /L .3*.

Discussions and decisions re lating  to statistics the 
th irtie th  session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m
mission fo r  Asia  and Che Pac ific )E /CN.11/STAT / 
L.4*.

Statistics fo r  environmental studies and po lic ies )E/ 
CN.11/STAT /L .6 *.

A c tiv ities  of the secretaria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a
tis tics  )E /CN.11/ STAT/ L .7*.

Progress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2 scheme 
In the co llection  of data on economic statistics of ship
ping )E /CN.11/STAT/ L . 8*.

Energy statistics  )E/CN.11/STAT /L.10*.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Manpower and Labour 
Statistics )E /CN.11 /S T A T /L .11*.

Review of statistics  development ac tiv ities  of： Indonesia 
)E /CN.11/STAT/L .1 3.1*, Hong Kong )E/CN.11/STAT / 
L.13.2）B u r m a  ) e/ CN.11/STAT/ L .13.3k India )E/ 
CN.11 /STAT /L.13.4*, New Zealand )E /CN.11/STAT / 
L.13.5*, Western Samoa )E /CN.11/STAT/L .1 3.6*,

Bangladesh(E/CN.11/STAT/L .1 3.7*, Malaysia )E/CN. 
11/STAT / L .13.8*, Singapore )E/CN.11/STAT/ L . 13.8 * 

Singapore )E /CN.11/ STA T /L.1340* Republic of Kor ea 
)E /CN.11/STAT /L.13.11 *, Aus tra l ia )E /CN.11/STAT / 
L .13.12*, Papua New Guinea )E /CN.11/STAT/L .1 3.13*, 
J a p a n  )E /C N .1 1 /S T A T /L .1 3 .1 4 *, Iran  )E /CN.11/

STAT/L.13.15*.

贸易委员会

Shipping and ocean fre igh t rates. Financing of fleet ac
quisition： institutions and techniques )E /CN.11/ 
TRADE/L.243*.

Regional trade and monetary co-operation： progress 
report )E /CN.11/TRADE/ L .244*.

Shipping and ocean fre igh t rates : ac tiv ities  of the ESCAP 
Centre fo r Shipping Information and Advisory Services 
)E /CN.11/TRADE/L .2 45*.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cent ac tiv ities of UNCTAD in  the fie ld  of trade and 
development )E /CN.11/TRADE/L.246*.

Review of developments In trade and trade po lic ies: 
m u ltilatera l trade negotiations under GATT )E/CN.11/ 
TRADE/L.247 and Add.1*.

Review of developments in  trade and trade po lic ies： 
a brie f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Economic Commis
sion fo r  A frica  )ECA* in  the fie ld  of trade )1973-1974* 
)E /CN.11/TRAD E/L.248 and Add.1*.

Review o f developments in trade and trade po lic ies； 
recent ac tiv ities  of the Economic Commission fo r 
Western Asia  )ECWA* in  the fie ld  of trade )E /CN.11/ 
TRADE/L.250*.

Review o f developments in  trade and trade po lic ies： 
ac tiv ities  of the ECLA secreta r iat the fie ld  of trade 
)E /CN.11/TRADE/L.251*.

Review of developments in trade and trade po lic ies in  
the ESCAP region )E/CN.11/TRADE/L . 252*.

Review of developments in  trade and trade po lic ies： 
work of the Economic Commission fo r  Europe in  the 
fie ld  of trade )E /CN.11/TR AD E/L.253*.

Review of developments in trade and trade po lic ies: 
imp lications of the recent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 l 
energy market fo r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the ESCAP 
region )E /CN.11/TRADE/ L .254*.

Report on the Round-table Meeting on Aslan Reinsurance 
Co-operation )E/CN.11/ T RADE /L .255*.

Review of developments in  trade and trade po lic ies： 
recent developments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
munity )EEC* in  the fie lds of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 -ope ration  )E/CN.11/ TRADE/L .2 56*.

•第十八届会议 运输及通信委员会

F ifth  Internationa l A rb itra tion  Congress )E /CN.11/ 
T R A D E /L  238*.

between 
a Hong

Shipping and ocean fre igh t rates. Negotiations 
a shipping conference and a shippers1 council： 
Kong experience )E /CN.11/TRADE/L.240*.

ESCAP Trade Promotion Centre： progress report )E/ 
CN.11/TRADE/L.241*.

Programme of work and p rio ritie s  in  the fie ld  of trade9 
1975-1977 [ธ ํ/c k i f / T I （ADE/L.242 and Add.1*.

第二十三届会议
Progress report เท the fie ld  of railways, including con

sideration of Che reports of the Railway Group Meetings 
and the Working Party of Experts on the T rans-Asian  
Railway )E /CN.11/TRANS/L.179*.

Review of progress the fie ld  of telecommunication, 
Including consideration of the report of the In ter
governmental Working Party of Telecommunication 
Experts )E /CN.11/TRANS/L.192*.

Review of progress in  the fie ld  of postal services 
)E /CN.11/TRANS/L.191*. 

E/CN.il/STAT/U2


Review of ac tivities  in  the fie ld  of highways and highway 
transport, including the Asian Highway )E /CN.11/  
TaA N S /L .181*.

Review of ac tivities  of the Asian Highway P roject 
)E /CN.11/TRANS/L .1 84*.

Review of ac tiv ities  in  the fie ld  of shipping. Including 
coastal and inland shipping )E /CN.11/TRANS/L .1 89*7

Factors affecting the se lection of locations In  the South 
Pac ific favourable fo r  utilization  of nutrients arid 
therma l energy of co ld deep oceanic waters )NR/ 
CCOP/SOPAC)3*/2*.

Observation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 ssion 
fo r  Asia  and the Pac ific concerning CCOP/SOPAC 
)NR/CCOP/SOPAC)3*/3*.

Views concer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ntinuing technical
 secretar i a t  fat fo r CCOP/ SOP AC )NR/ CCOP/SOPAC

Review of ac tiv ities  in the fie ld  of shipping, ports, con- 
u ineriza tion  and inland water transport )E /CN.11/  
TRANS/L.187*.

Views concerning the estab lishing 
fo r  financing CCOP/SOPAC 
SOPAC)3*/5*.

of a revo lving 
cations )NR/CC

fund
OP/

Review of ac tiv ities  in  the fie ld  of shipping, ports, con
tainerization  and inland water transpon； 
fo r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E /CN.11/TRANS/ 台风委员会

Review of ac tiv ities  in  the fie ld  of shipping, ports, con- 
tainerizacion and inland water transport )E /CN.11/  
TRANS/L .1 94*；

第七届会议

Review of ac tiv ities  in the fie ld  of general transport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of transport )E /CN.11/  
TRANS/L. 182 and Add.1*.

Review of ac tiv ities  in  the  fie ld  of faci l i tation of in te r 
national tra f f ic )E /CN.11/ TRANS/L.183*.

Review of ac tiv ities  In the fie ld  of tourism  development 
)E /CN.11/ TRANS/L.185 and Add.1*.

区域性世界人口会议后协商会议
Population change and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the 

ESCAP region )POP/POST-WPC/3*.

Population strategy fo r  development: proposed pro-  
gramme of action fo r  Asia  and the Pac ific )POP/ 
POST-WPC/4*.

工发组织第二届大会特别筹备会议

Report of the Expert Group Electing )Special Preparatory
Meeting, Second UNIDO Conference, October/Novem
ber 1974* (IHT/SPM-UNIDO(2)/3).

南太平洋岸外地区矿物资源 

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

第三届会议

Review of the ESCAP secretariat1 ธ ac tiv ities  fo r  CCOP/ 
SOP/AC since the second session )NR/CCOP/SOPAC 
)3*/L .1 *.

The Comm lttee,8 ac tiv ities  during 1974 )WRD/TC.7/4*.

UNDP technical support to the typhoon programme 
)WRD/TC.7/5, W RD/TC.7/12*.

Community preparedness and disaster p revention )WRD/ 
TC.7/6*.

C ooperation  with the WMO T rop ica l Cyclone pro jec t 
and ocher regional programmes )WRD/TC.7/7*.

Programme fo r  1975 )WRD/TC.7/8*.

气象组织 / 亚太经社会热带气旋专家小组 

.第二届会议

to reduce tro -  
engal and the 

PTC.2/13*.
Review of the co-ordinated technical plan to reduce tro- 

p ic a l  cyclone damage in  the Bay of 
Arabian  Sea )WRD/PTC.2/13*. WRD

Co-ordination with the WMO Tropical Cyclone Projectand other regional tropical cyclone programme 
)WRD/PTC.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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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本职权范围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四届会议通过又经理事会历届会议，加 

以修正，井依大会各项决议予以订正。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业己审议大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 

一日 第 4 6 〔工〕号 决 说 内 称 ：大 会 “ …  

建议为予各战灾国家以有效援助起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下届会议时应对亚 

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设置予以迅速和 

有利的考虑” ，

注意到战灾区域经济复兴临时小组 

委员会亚洲及远东工作小组的报告，

设立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 

会 ，其职权范围如下：

1 .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 

员会在联合国政策范围以内行事，并受 

理事会的一般监督，除因未经一国政府 

同意而不得对该国采取行动外，应 ：

) a * 发动并参加各项措施，俾以一 

致行动，促进亚洲及太平洋的经济复兴 

与发展，提高亚洲及太平洋经济活动的

水 平 ，维持并增强此等地区以内各地间 
及其与世界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关系；

) b * 就亚洲及太平洋各领土内的经 

济与技术问题及发展，举办或倡导经委 

会认为适当的调查与研究；

（C） 进行或倡导经委会认为适当的 

经济、技术及统计情报的蒐集、评价及 

传 播 ；

) d * 在其秘书处可有的资源范围内， 

办理本区域各国所欲获得的咨询服务，

但 服 务 不 得 与 各 专 门 机 构 或 联 合 国 技  

术协助管理处所办理者相重复；

) e * 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请求，帮 

同理事会执行其在本区域关于任何经济 

问题的职务，包括技术援助问题在内；

( f ) 在执行上述职务时，遇适当情 

形 ，处理经济发展的社会方面以及经济 

与社会因素间的相互关系。

) g * 第一段所称的亚洲及太平洋领 

土应包括阿富汗、澳大利亚、孟加拉国、 

不丹、英属所罗门群岛、文莱、缅甸、



中国、科克群岛、斐济、吉尔伯特一埃 

利斯群岛、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 

伊朗、日 本 高 棉 共 和国、大韩民国、 

老挝、马来西亚、蒙古、瑙鲁、尼泊尔 

新西兰、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

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汤 

加、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越南和西萨 

摩亚。

3. 经社会的会员为：阿富汗、澳 

大利亚、孟加拉国、不丹、缅 甸 、 中国， 

法国、印度、印度尼西 亚 、伊朗、日本 

高棉共和国、老挝、马来西亚、蒙 古 、 

瑙鲁、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巴基斯 

坦、菲 律 宾 、大 韩 民国、 越 南 共 和  

国、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汤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 

西萨摩亚，但将来本地区内任何国家成 

为联合国会员国时应准其为经社会会员.

4. 准会员包括英属所罗门群岛、 

文莱、科克群岛、斐济、吉尔伯特一埃 

利斯群岛、香港、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太 

平洋岛屿托管领土。

5. 第二段所定经社会地域范围内 

任何领土、任何一部分或一群领土、经

代各该领土、一部分或一群领土•负国 

际关系责任的会员向经社会提出申请时 

应准其为经社会准会员。 倘该领土、 

一部分或一群领土己自负国际关系责任、 

经其向经社会提出申请时，得准其为经 

社会准会员。

6. 准会员代表应有参与经社会一 

切会议的权利，无论其为经社会会议或 

全体委员会会议，但无表决权。

7. 准会员代表有被选派为经社会 

所设任何委员会或其他辅助机构的成礼 

及在此种机构中表决及担任职务的资格，

8. 经社会有权就其职权范围内的 

任何事％ 直接向各有关会员或准会员政 

府以协商资格与会的政府、及各有关专 

门机构，提出建议。 经社会任何关于 

工作的提案，倘对全世界经济有重大影 

响时，应先提请理事会审议。

9. 经社会应邀请非经社会会员的 

任何联合国会员国以协商资格参加审议 

与该非会员有特别关系的事项。

10. 经社会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成例，应邀请专门机构代表，并得邀 

请任何政府间组织的代表，以协商资格 

参加审议与该机构或组织有特别关系的



任何事项。

11. 经社会应依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为下述目的所核定并经理事会第1296 
(X L IV )号决议所列原则，作出安排，

与己经理事会授予协商地位的非政府组 

织协商。

12. 经社会应采取办法，切实与 

联合国其他机关及专门机构保持必要联 

络 。 经社会应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及大会的决议及指示，与其他区域经济 

委员会建立适当联络及合作。

13. 经社会经与从事同类一般领 

域的工作的专门机构商讨及得理事会的 

核准后，得设置其认为适当的附属机构， 

以利其职务的执行。

1 4 . 经社会应自行制定其议事规 

则 ，包括遴选其主席的方法在内。

15.-经 社 会 应 每 年 向 理 事 会 提 出  

报告一次，详述经社会及其附属机构的 

工作及计划。

16. 经社会行政预算，由联合国 

经费项下支付。

17. 经社会工作人员由联合国秘 

书长委派，为联合国秘书处的一部分。

18. 经社会总部设在泰国曼谷。
19 . 理事会应时时对经社会工

作加以特别审查。



附件四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议事规则

本议事规则经经社会第一届会议 

拟订、第二届会议审定通过，并经历 

届会议修正。

第一章

会 议

第一条

经社会开会的日期和地点，适用 

下列原则：

⑻ 经 社 会 应 于 每 届 会 议 中 商 同  

秘书长建议下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由理事会核定。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函请执行秘书召集时，经社会应于提 

出请求后四十五天内举行会议。 遇 

此种情形时，其地点由秘书长商同经 

社会主席加以决定；

⑼ 遇 特 殊 情 形 ，会议的日期和 

地点可由秘书长商同经社会主席及理 

事会会议日程临时委员会加以更改。 

经经社会多数会员请求，秘书长亦可 

在与经社会主席及理事会会议日程临 

时委员会协商后，更改会议的日期和

地 点 ；

（C） 会议通常应在联合国亚洲及 

太平洋办事处举行。 但经社会亦可 

建议某一届会议在其他地点举行。

第二条

执行秘书至迟应在一届会议开幕 

前四十二天通知会议的开幕日期，并 

检附临时议程及临时议程所列每一项 

目的有关基本文件各三份。 分发办 

法用第四十九条的类似规定。

第三条

经社会应邀请非经社会会员的任 

何联合国会员国以协商资格参加审议 

与该会员国有特殊关系的事项。

第二章

议 程

第四条

每届会议临时议程由执行秘书商 

同主席草拟。



第五条

下列各项目应列入任何一届会议 

的临时议程：

) a * 经社会前一届会议引起的项 

百；

( b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议列入 

的项目；

（C） 经社会会员或准会员提议列 

入的项目；

) d * 专门机构根据联合国与各该 

机构所订关系协定提议列入的项目；

) e * 第一类非政府组织根据第六 

条规定提议列入的项目；

( f ) 主席或执行秘书认为应予列 

入的其他任何项目。

第六条

第一类非政府组织可就其主管事 

项，提出项目，列入经社会临时议程、 

但须依照下列的规定：

( a ) 凡欲提出此种项目的组织，

至迟应于会议开幕前六十三天通知执 

行 秘 书 ，并在正式提出项目前对执行 

秘书所提的任何意见妥为考虑；

⑼ 此 项 提 案 至 迟 应 在 会 议 开  

幕前四十九天连同有关基本文件正 

式提出，经出席并参加表决人数三 

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后，列入经社会 

议 程 。

第七条

每一届会议临时议程的第一个 

项目应为通过议程。

第八条

经社会可以随时修正议程。

第三章

代表权及全权证书 

第九条

每一会员应有正式代表一人出席 

经社会8

第十条_

代表得携同副代表及顾问各若 

干人出席经社会会议；代表缺席时， 

由副代表代理。



第十一条

受命出席经社会各代表的全权证 

书及所指派的副代表姓名应尽速送交 

执行秘书。

第十二条

主席及两位副主席应审查全权证 

书，并向经社会具报。

第四章 

主席团成员

第十三条

经社会应于每年第一次会议时就 

与会代表中选出主席一人副主席两人, 

称为第一及第二副主席，其任期应至 

继任人选出时届满，连选得连任。

第十四条

主席于某次会议或会议的一部分 

时间缺席，其职务由主席指定的副主 

席代理。

第十五条

主席不复代表经社会会员或因丧 

失能力以致不能执行职务时，由第一

副主席继任，至主席任期届满时为止。 

如第一副主席亦不复代表经社会会员 

或因丧失能力以致不能执行职务时， 

由第二副主席继任，至主席任期届满 

时为止。

第十六条

副主席代理主席时，其权力和职 

责与主席同。

第十七条

主席或副主席代理主席时，应即 

以此种资格参加经社会会议，而不代 

表派其出席的会员，经社会应接纳其 

副代表一人代表该会员出席经社会会 

议 ，并行使表决权。

第五章

秘书处

第十八条

执行秘书于经委会及其小组委员 

会 、其他附属机构和委员会开会时， 

任执行秘书的职务。 执行秘书可指 

定另一工作人员在任何会议中代行其



职务。

第十九条

执行秘书或其代表可在任何会议 

上对所审议问题以口头或书面方式陈 

述意见。

第二十条

秘书长为经社会及其小组委员会 

与任何其他附属机构和委员会的需要 

而提供的工作人员，由执行秘书领导

第二十一条

执行秘书负责为各项会议作必要 

的部署。

第二十二条

执行秘书于执行职务时，代表秘 

书长。

第二十三条

经社会在核准须由联合国支出款 

项的新提案以前，须由执行秘书将提 

案中所需、非秘书处现有资源所能支

付部分的费用编制概算，分发各会员。 

主席应负责促请各会员注意此项概算， 

请其于提案核准以前，加以讨论。

第六章 

会议的掌握

第二十四条

经社会以过半数会员为法定人数。

第二十五条

主席除行使本规il惧他各条所赋予的 

权力外，应于经社会每次会议宣布开 

会散会、领导讨论、确保本规则的遵 

守、给予发言权、将问题提付表决， 

及宣布决定。 如发言人的言论与所 

讨论的议题无关，主席可以敦促他遵 

守规则。

第二十六条

代表可在讨论任何事项时，提出 

程序问题。 遇此情形，主席应立即宣 

布其裁定。 如有表示不服者，主席 

应立即将其裁定提请经社会公决；裁 

定除被推翻，应视为有效。



第二十七条

代表可在讨论任何事项时，动议 

延期辩论。此项动议应受到优先处理， 

除原动议人外，应准一代表发表赞成 

意见，另一代表发表反对意见。

第二十八条

代表可随时提出结束辩论的动议， 

不论是否有其他代表己要求发言。获 

准发言反对结束辩论的代表不得超过
二又.

笫二十九条

关于结束辩论的动议，主席应征 

询经社会的意见。 如经社会赞成结 

束，主席即宣布辩论结束。

第三十条

经社会可限定每一发言人的发言 

时间。

笫三十一条

决议草案、实体修正案或动议应 

以书面提出，送 交 执 行 秘 书 .除 经

社会另有决定外，执行秘书至迟应在 

讨论及表决上述草案、修正案或动议 

前二十四小时，将复制本分发各代表,

第三十二条

任何发言人所提动议及其修正案, 

如有任何会员请求以书面提交主席时 

发言人应即照办；在另请其他发言人 

发言前，并在即将进行表决前，主廣 

应宣读此种书面动议或其修正案。主 

席可指示将任何动议或修正案于表决 

前分发出席会议的各会员。

本条对结束或延期辩论等正式动 

议并不适用。

第三十三条

除经社会另有决定外，主要动议 

及决议草案应按提出的先后次序付表 

决。

第三十四条

如修正案对原提案有所修改或增 

删，修正案应先表决，如经通过，再 

表决修正后的提案。



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九条

当对某项提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修正案时，经社会应先就实质内容距 

离原提案最远的修正案进行表决，然 

后如有必要就次远的修正案进行表决、 

直至所有修正案均经表决为止。

第三十六条

经代表请求，经社会可决定将一 

动议或决议分成若干部分付诸表决。

然后将依次表决后所得案文的全部再 

付表决。

第七章

表 决

第三十七条

经社会每一会员应有一票表决权。

第三十八条

除 第 六 条 ⑼ 的 规 定 外 ，经社会的 

决定应由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会员过半数 

作 出 。

经社会未获一国政府的同意，

不得对该国采取行动。

第四十条

经社会表决，通常用举手方式。 

如任何代表要求采用唱名方式，应按 

会员国名英文字母次序进行。

第四十一条

一切选举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第四十二条

就选举以外的事项而为表决时， 

如遇可否同数，经社会应于下一次会 

议举行第二次表决。如第二次表决结果 

仍属可否同数，应作否决论。

第四十三条

开始表决后，除为了与表决的实 

际进行有关的程序问题外，任何代表 

不 得 打 断 表 决 的 进 行 /主 席 如 认 为  

必要，可在表决开始前或表决完毕后 

准许会员作仅属解释投票理由的简短 

发言。
- 2 5 น -



第八章 第四十七条

语 文

第四十四条

中文、英文、法文和俄文为经社 

会的工作语文。

第四十五条

以一种工作语文所作的发言，应 

口译成其他工作语文。

第九章

记 录

第四十六条

经社会会议简要记录应由秘书处 

保管。 这些记录应尽速送交各会员 

国代表及参与有关会议的任何其他政 

府、机构或组织的代表。 各该代表 

如对简要记录有所更正，应于该项文 

件分发后七十二小时内通知秘书处。 

对于此等更正如有异议，应由主席作 

最后决定。

公开会议简要记录的更正本应尽

速依照联合国惯例分发。 分发对象 

应包括第一类、第二类及载列登记册 

的非政府组织，于适当情形下并分发 

各协商成员。

第四十八条

非公开会议简要记录的更正本应 

尽速分送经社会各会员》参与会议的 

任何协商成员及各专门机构。 如经 

经社会决定，此项文件并应即分送联 

合国所有会员国。

第四十九条

经社会及其小组委员会或其他附 

属机构及其委员会所作一切报告、决 

议 、建议及其他正式决定的全文应尽 

速送达经社会各会员、各有关协商成 

员、联合国所有其他会员国、专门机 

构、及第一类、第二类与载列登记册 

的非政府组织。



第十章

会议的公开

第五十条

经社会会议通常应公开举行。经 

社会可决定某次或某几次会议不予公 

开。

第十一章

与各专门机构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协商

第五十一条

凡经提出列为一届会议临时议 

程的项目中列有提议，须由联合国对与 

一个或数个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 

直接有关的事项进行新工作时，执行秘 

书应就如何达成各机构间协调运用资源 

的方法问题，与各该专门机构进行协商， 

并向经社会具报。

凡在开会时提出的提案中，有 

须由联合国对一个或数个专门机构或国 

际原子能机构直接有关的事项进行新工 

作时，执行秘书应与参加会议的各该

有关机构代表作可能的磋商后，促请 

会议注意该提案所涉的此类问题。

经社会应在自认为已与有关机 

构有过充分磋商后，始对上述提案作 

成决定。

第十二章

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第五十二条

第一类及第二类的非政府组织可 

指派正式代表，以观察员资格列席经 

社会的公开会议。 载列登记册的非 

政府组织可指派代表列席与其职权范 

围内事务有关的会议。

第五十三条

第一类及第二类组织可就与其职 

权特别有关的事项对经社会或其附属 

机构的工作提出书面意见。 此种意 

见除属过时无用，例如涉及业经解决 

的事项，及业己以他种方式分发经社 

会或其附属机构会员及准会员者外， 

应由执行秘书分发经社会会员及准会员。



第五十四条

前条所称书面意见的提出与分发， 

应依下列条件：

( a ) 书面意见应以一种正式语文 

提 出 ；

)b* 书面意见应早予提出，俾执 

行秘书得在分发前有充分时间与该组 

织作适当的磋商；

(C )该组织正式提出最后书面意 

见 前 ，应妥为考虑执行秘书在磋商时 

所表示的意见；

⑹ 第 一 类 组 织 所 提 书 面 意 见 ， 

不超过二千字者，应分发全文。 超 

过二千字时，该组织应提送摘要，或 

供给足够的各种工作语文的全文副本， 

以供分发。 但如经经社会或经社会 

附属机构之一的特别请求时，亦可用 

全文分发；

⑹ 第 二 类 组 织 所 提 书 面 意 见 ， 

不超过一千五百字者，应分发全文。 

超过一千五百字者，须由该组织提送 

摘 要 或 足 够 的 各 种 工 作 语 文 的 全 文  

副本，以供分发。 但如经经社会或 

其他附属机构的特别请求时，亦可用 

全文分发，

( f ) 执行秘书与主席或经社会磋 

商后，可邀请载列登记册的组织提送 

书面意见。 上列(a)、㈨ 、⑹及⑹各 

项规定，适用于此等书面意见；

( g ) 不论书面意见或摘要，均由 

执行秘书以工作语文分发；经会员或 

准会员请求时，亦可用任何正式语文 

分 发 。

第五十五条

(a) 经社会及其附属机构可直接 

或经由为本目的而特设的委员会与第 

一类或第二类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 

无论直接或间接，此类磋商得经该组 

织的请求而举行；

(b) 经执行秘书建议并经经社会 

或其附属机构请求，载列登记册的非 

政府组织亦可向经社会或其附属机构 

陈述意见。

第五十六条

除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外，经社会 

可建议在某一方面有特别职权的非政 

府组织为经社会从事特殊研究或调查, 

或编制特定文件。 第五十四条(d)项



及⑹项限制对本条不适用。

第十三章

小纪委员会、其他附属机构和委

员会

第五十七条

经社会经与从事同类职务的专门

机构商讨，及得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

核准后，可设置其认为必要的经常执

行职务的小组委员会或其他附属机构。

各机构的权限及组成，应予明白规定 
0

经社会得授权此等机构享有为有效履 

行所负技术性责任所必须的自主。

第五十八条

经社会可视需要，设置其他委员 

会及小组委员会协助执行任务.

第五十九条

除经社舍另有决定外，小组委员 

会或其他附属机构及各种委员会、小 

组委员会及工作小组应自行制定其议 

事规则。

第十四章

报告

第六十条

经社会应按年向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提送报告，详述经社会及其附属机 

构的工作与计划。

第十五章

修正与暂停适用

第六十一条

经社会可修正或暂停适用本规则 

的任何条款，但以所拟修正或暂停适 

用并非企图摒废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 

订的职权范围为限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