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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82 (b)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贸易和发展 

笫二委员会的报告（笫三部分)* 

报告员：玛尔塔，杜埃尼亚斯.德维斯特女士 

(厄尔多尔） 

一、导言 

1 .笫二委员会对项目8 2进行了实质性辩论（见 A / 4 4 / 7 4 6 »笫2段）.在 

1 9 8 9年 1 1 月 1 7 和 2 4 日 ， 1 2 月 4 、 1 1和 1 7 日 # ^的笫 3 8 ^ 4《48 ^ 

4 9 和 5 1次会议上审议了对分项目W采取的行动，委员会审议项目的愤况见有 

关的简要记录（A/C . 2 / 4 4 / S R . 38、 4《48^ 4 9和5 1 ) ‧ 

二、对各项提案的审议 

A . A / G .2/44/L.5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 

2 . 在 1 9 8 8 年 1 2 月 2 0日第43/4 3 8号决定，大会根据第二委员会的 

建议，决定推迟至第四十四届会议审议题为"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和"商品" 

*委员会关于本项目的报告将分1 2部分印发（参看 A / 4 4 / 7 4 6 和 A d d . l 和 

A d d . 3 - 1 1 ) , 

9 0 - 0 0 1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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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项决议草案.两项决议草案均载在A / c.2/44/: l. 5号文件，全文如下： 

"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 

"回顾其1974年5月1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 

練》的第3201(S-VI)和3202(S—VI)号决议、1 9 7 4年 1 2月 1 2 

日载有（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3281(XXIX)号决议、1 9 7 5年 

9月 1 6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 3 3 6 2 ( S - V I I )号决议、 1 9 7 6 

年 9 月 2 1日第31/16af决议和1 9 7 9 年 1 月 2 9日第33/16&f决议， 

"铭记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尤其是1 9 7 6年5月31 

日题为"一套扩展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和半成品出口并使之多样化的互相关连并 

互相支援的措施"的第96< I V ) # 决 议 ' ， 

"并回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 9 7 9年 6月 3日题为保护主义和结构 

调整的第 1 3 1 ( V )号决议'， 

"注意到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 9 8 1年 3月 2 0日题为保护主义和结构调 

整的第 2 2 6 ( X X I I )号决议，， 

"认识到国际贸易应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 

展发挥重大作用，又认识到在公平基础上扩展国际贸易应对所有国家有利， 

，参看《联合囿资易^发展会 i义记录，第四届大会》，第一卷，《报告件》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7 6 * I I . D . 10^更正），第一部分,A节， 

'同上，《笫五届大会》，笫一卷：《îft告和附件》（联合国出敝物，出售品编 

号： E , 7 a I I . D. 1 4 ) ,第一部分， A节. 

， A / s e / l S l P a r t I ) .附件一，将以（大会正式记录，笫三十六届会议， 

补编第 1 5号> (A/36/15)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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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切地注意到许多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补貼给效率低、国际竟争力弱、然 

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特别利害侠关的生产行业， 

"并注意到发达国家日益增加对国内农A生产的补贴,这是在多边贸易谈判 

中并没有充分谈判的一个问题,这种补貼扰乱了国际贸易，严重^^响到发展中 

国家的生产和输出， 

"并认识到健全的世界经济,除其他外，必须订立长远的工业结构调整 

政策和措施，便利发达国家把更多的工业能力迁往发展中国家，以求实现公平 

和有效的国际分工，并参照《关于工业发展和合作的利马宣言和行动计划》* 

所定的目标，促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和在制成品与半成品出口方面所 

占份额能大幅度增加， 

"竺^所有国家对变本加历的保护主义压力深感关切，发展中国家尤其关 

切近Âïi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日益坩加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些 

措施影响到它们的出口，特别是彩响到已改由它们占有相对优势、能为它们的 

经济增长开辟大好前景的那些部门的出口， 

"还认识到明的或暗的保护主义都不能觯决发达国家当前的经济问题,而且 

限制贸易的措施可能觫发连锁反应，使越来越多的国家釆取范围越来越大的一 

系列行动，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这种措施由于拖延了发达国家必要的结构改革过程,结 

果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农产品、制成品和半成品进入市场的机会，对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有不利的彩响， 

"认识到越来越多的保护主义措施,除其他外， 6使发达国家的通货膊 

胀更; 5 ,而它们的通货膨胀界转嫁铪了发展中国家， 

参看 A / 1 0 U 2 , 笫四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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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使发展中国家早日达到它们的发展目 

标，Si进行结构调整，消除保护主义，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展， 

"1.促请发达国家全面实施并严格遵守它们已接受的维持现状规定,不设 

立彩响发^国家出口的新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大大减缓关税的升级，使 

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成品、半成品和巳加工的初级产品较容易进入巿场； 

"2.要求发达国家迅速取消现有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特别是数量限制和 

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有同样影响的其他措施； 

"3.同意结构调整应该是一个恒久的总体过程,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 

家，应当刻意努力促进这个过程，以保证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快的、持久的全面 

增长，包括使其经济不断发展和多样化，以及在产业部门间和部门内进行有效 

的国际专业分工，使发展中国家能提高它们在世界贸易、加工品和制造业中所 

占的份額； 

"4.要求发达国家实施长期工业结构调整政策,以利建立公平有效的国际 

分工； 

" 5 .欢迎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决定按照其第226(XXii)号决议,在理事会 

第二十四届会议设立一个会期委员会，负贲处理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的问题； 

"6.要求该会期委员会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笫131 (V)号决议中所提 

到的年度审查的范围内，着手进行部门性审查，以期有效地、充分地执行该决 

议A节笫3段的规定，并请贸发会议根据这些年度审査，拟出各国政府在执行 

笫131( V )号决议A节第3段时要考虑到的一般性建议，并继续不断地审査 

响到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贸易限制的事态发展，以期研究和拟定适当的建议，并 

保证这项全面的审査也包括监溯发达国家工业能力的演变，以便建议必要的'措 

ife,防止这些国家出现保护主义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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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  :*K 3 ^ 
..：^^ -ffli w ^ 4 

^ W A 

^ $ = K ^ a ^ 55 < 

I B # « 《 

^¥iJî«^ :*K 5a Bit 

: 3 H ig^ t i l悻 ^ 

《 擎 一 ^ 
揪' ê ê 1̂  ^ 
. n % . Ê 

瓣 
；?、 

a e q3 

IS/ «1? î»K os 
： ^ ^ 

* , 
-N -K ag " 

l e K " ^ ^ 

^ 3^ é 《 

@1 1^ 93 

g f e ^ < 
& ^ 3̂  ^ 

- ^ s ^ 

îi3 s ^ H 



A/44/746/Add.2 
Chinese 
Page li 

I 巷 i 

V- t 。 

^ } e E I c 3 蓽 

^ < H .«̂  "ÎĴ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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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回顾其1 9 7 4年5月1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 

纲领》的笫3 2 0 1 ( 3—7工）号和3 2 0 2 ( S— V I )号决议、1 9 7 4 年 1 2 

月 1 2日载有《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3281(XXIX)号决议、1975 

年 9 月 1 6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笫3362(8—VII)号决议以及1980 

年 1 2月5日在附件中载有《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1^5/ 

56号决议， 

"又回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笫四、第五和第六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商品 

综合方案》的1 9 7 6 年 5 月 3 0日第9 3 ( I V ) 号 ， ， 1 9 7 9 年 6 月 3 

日 第 1 2 4 ( 7 ) 号 * 和 1 9 8 3 年 7 月 2 日 笫 1 5 6 ( V I ) ‧ ̂ 决议'，和关 

于商品共同基金的1 9 8 3 年 7月 2日第 1 5 3 ( V I )号决议‧， 

"重申它对特别是由于一些主要商品出口国或进口国以及摊缘基金资本重 

份額的国家不批准建立基金的《协定》，，商品共同基金开展业务的进展缓馒, 

表示关切， 

，参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笫四届大会》，笫一卷，《报告和附 

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6. I I . D, 10*1更正），第一都 

分， A节。 

'同上，（第五届大会》，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E« 79. I I . D. 14)第一部分，A节。 

，同上，《第六届大会》，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E. 83. I I . D. 6),第一部分1 A节。 

' 同 上 。 

，联合S I出版物，出,品编号：8 1 . I I . D，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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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商品贸易的现状深慼关切,商品贸易的基本特点是市场‧，市场 

结构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价格继续过度恶化，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没有春 

加加工、分E和销,它们的商品，国际商品协定，如糖、锡和^协定均面临着 

严重的问题，使商品贸'易循环不息地出现严重的、不可预測的波动， 

既不利于生产者，也不利于消费者，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压低商品生产者价格，特别是压低发展中国家商品生产 

者价格对社会和经济所产生的不利彩响， 

"认识到发达国家在商品贸易自由化方面负有重大责任， 

"强调只有根据《商品综合方案〉的目标，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互利的基础上 

釆取紧,协调的国际行动，才能有效地傻进国际商品贸易， 

"注意到快将举行的1 9 8 7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七届大会,这届大 

会将是在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的主要问题上谋求进展的一次重大机会， 

"1.强调必须采取紧悉行动,以应付发展中国家在商品领域所面临的日益 

悉 化 的 情 ^ 

"2.重申设立商品共同基金的重要性,促请尚未签署和批准设立该基金的 

《协定》"家不再返延，立即签署和批准该《协定》，使共同基金能开展业 

务，从而有助于《商品综合方案》的全面实施； 

"3.要求发达国家不要为商品进口设置新的障碍或加强现有的障碍;要求 

它们釆取有计划的行动，消除现有的一切障碍，取消一切补貼，使初级商品、 

半加工品和加工品都可以更自由地进入它们的市场，从而1^1^产品的消费 

价格； 

"4.还要求生产国和消费国,尤其是加入了在有效开展业务方面受到特剁 

限制的国际商&协定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尽快根据既定程序进行会谈，以便就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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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商品市场的问题制订出短期和中期的解决办法，包括剩订措施，使价格恢复 

到对生产者有利和对消费者公平的水平，这些将最终有利于《商品综合方案》 

的贯彻实施； 

"5.吁请生产国和消费国根据 <商&综合方案》的目标和原则,采取各项 

措施，特别是通过加入国际商品协定，促进商品贾易方面的有效的国际合作； 

"6.要求各国加强国际合作,使发展中国家能更多地参加商品的加工、分 

配和销售； 

" 7 .皿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 9 8 5年 6月 2 7日关于出口收入不足的补 

偿性融资的笫317(S~XIV)号决定'a,并促请各国执行这一决定； 

"8.，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同联合国系统其他有关机构合作，继 

续审査初â商品的长期趋势和前景，以便建议政策攢施，促进和支持发展中生 

产国努力使商品贸易长期为其本国发展尽:t作出贡献； 

"9.又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继续密切监测a际商品资易的动 

以及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并就此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1 5号》（ A / 4 0 / 1 5 ) 

第一卷，第二部分，笫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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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1 2 月 1 7日第5 1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巴达姆.奥其林‧道尔金 

策伦先生（蒙古）发言后，马来西亚代表以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名义 

发官，擻回载于A/C.2/44/I<.&f文件的决议萆案， 

B . 决 议 尊 案 A / C ‧ 2 / 4 4 / L . 4 ^ R e v . 1 

4 .在 1 2 月 1 7日第3 8次会议上，尼泊尔代表以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 

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待、老射人民民主共 

和国、莱索托、马拉维、马里、萦古、尼泊尔、尼日尔、巴拉圭、卢旺达、斯威i 

兰、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名义提出了 一项决议萆案（A/C.2/44/~L.42) 

标题是"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珠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全文如下： 

"大会， 

"直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 9 7 2 年 5 月 1 9日第6 3 ( I I I ) 号 、 " 

1 9 7 6 年 5 月 3 1 日 第 9 8 ( I V ) 号 、 " 1 9 7 9 年 6 月 3 日 第 1 2 3 ( V ) 

号，，和1 9 8 3年7月2日第1 3 7 ( V i )号"决议以及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 9 

，，参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第三届大会》，第一卷，《报告和附 

件 > (联合国出版物，出 I I品编号： E . 7 & I I . D. 4 ) , 附 件 一 A , 

"同上，《第四届大会》，笫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E. 76.工1. D. 10和更正），第一部分，A节. 

1，同上，《第五届大会),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 

賴号：E. 7 9 . 1 1 . D. 14),第一部分，八节. 

"见《联合国寅易和发展会议记录，第六届大会》，第一卷，《报告和附件》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3. I I . D. 6 ) ,第一部分， 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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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年 9 月 2 7日第319(yxxi)号决议"所列举的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 

需要有关的具体行动， 

"回願其关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的1 9 7 6 年 1 2 月 2 1日 

笫 3 1 / 1 5 7 号、 1 9 7 7 年 1 2 月 1 9 B第32 1 / 1 9 1号、1 9 7 8 年 1 2 月 2 0 

日第33/150t、 1 9 7 9 年 1 2 月 1 9日第34/ 1 9 » f \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 第 3 5 / 5 8 号 、 1 9 8 1年 1 2 月 1 7 日 第 3 6 / 1 7 5 号 、 1 9 8 4 年 1 2 

月 1 8 日第 3 9 / 2 0 转和 I 9 8 5 年 1 2 月 1 7日笫40/183f决议以及联合 

国其他决议的有关规定， 

"注意到多数发展中内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中最穷的一些国家,在2 1个发 

展中内陆,家中，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的有15个， 

"认识到领土不通海洋，加上同世界市场隅绝以及离得使人不敢问津的过境， 

运输和转运费用和非常大的风险，为发展中内陆国家的出口收入、私人资本的 

流入和国内资源的调动带来严重的限制，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它们的增长和社会 

经济发展， 

"进一步认识到发展中内陆国家的地埋状况使它们的经济特别薄弱,因而降 

低了它们对付极不发达的严峻挑战的总能力， 

"回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笫七届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的有关条款 

又回頋1 9 8 2 年 1 2月10日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5 

条，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笫四十届会议，补编第1
 5
号》（A/40/15)，第 

二卷，第一节， 

"见 T D / 3 5 1，第一部分，第一节.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第十七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E. 84. V. 3 ) , A / C O N F . 62/122号文件‧ 



A/44/746/Add.2 
Chinese 
Page 20 

"注意到适当的m、次区蜮和区域的合作安排可以为改进内陆国家及其过 

境邻围的过境一交通系疣提供一个结构， 

认识到有公认的过境贸易和交通的国际公约，执行这些公约将有助于消除 

某些目前限制次区蜮和区蜮的过境交通的瓶颈， 

"还认识到大多数过境国本身就是发展中国象,它们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 

包括运輪部门缺乏充分的基础设施的问題， 

"关切地注意到迄 今为止所采取的搢施没有遭当处理发展中内陆国家的问题 

和inl^ 

"1.重申内陆国按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 2 5条的规定,享有出入 

海洋的权利和以各种运输工具速过过境国领土的过境自由； 

"2.呼吁所有国家、各SI际组织及金融机构优先紧患执行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第6 3 ( 1 1 1 )号、第9 8 ( I V )号、第1 2 3 ( V ) ^和第1 3 7 ( V i )号决议、 

贸发会议第七届大会通过的《最后文件》、《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a际发屣 

战"&》'"《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1 9 80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以及联 

体行动； 

"3.敦促国际社会，特别是捐助国和多边金融和发展组织，以赠款或优惠 

贷款方式^展中内陆国和过境国家提供适当的财政和技术援助，以建造、维 

侈和改善它们在运输和过境方面的基础结构和设施，包括其它通海路径； 

"4 ‧强调应该将改審运输和过境设施和服务方面的锾助视为是发展中内陆 

"第 3 5 / 5 6号决议，附件.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报告，巴黎，198 1年9月1日至14 

日》（联合国出版物，出鲁品编号：E. 82. I. 8 ) ,第一部分， 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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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发展总战"ê^的一郁分，因而捐助者的援助应该考虑到长期改变发展中 

内陆国经济结构的要求，包括对生产大体积、低价值产品的工业推广进口代替, 

和发展小体积、离价值产品以供出口； 

"5 . ;3二过境国与发屣中内陆国在运输和通讯领域及其他适宜部门进行有效 

合作； 

" 6 . 54有关的多边和厌边国际和技术援助机构对发展中内陆国与其过境 

邻国间的这类合作安排给予优先地位； 

" 7 . 3会员国批准和实行关于过境货易和运输的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 

" 8 . 3发展中内陆国及其过境邻国酌情本着互利精神促进各种旨在便利过 

境交通的厌边、次区槭和区域安排； 

"9.呼吁国际社会根据过境国和发展中内陆国的要求,以途当的条件，包 

括减让性安排等等，向它们提供有关具体过境一运输和逋讯问题的新的和刚 

萌芽的科技专门知识； 

"10.，吁国际社会,特别是捐助国、多边金融和发屣机构、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以及各区械委员会向发屣中内陆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支助，协助它们努 

力实施经济错施和政策，以期推行不易受到其内陆位置的不利所损害的经 

济增长糢式； 

"il敦促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以及各区械委员会；尽快有利地响应发展中内陆国提出的请求，扩 

充它们对发展中内陆国运输和逋讯部门的财政和技术缓助方案，包括为过境国 

的港口和内陆国的铁賂终端站提供充足的放设施，以及提供充足的泊位和装 

卸设施； 

"12.里联合国贸易和发屣会议秘书长当上面第1 1段所述的目的，继续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其他自愿捐助者寻求预算外资源，使其能应有关B家政府 



A/44/746/Add.2 
Chinese 
Page 22 

的*求，协助发屣中内陆S及其过境邻国从事上述努力； 

"la又谦联合齒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按照贸发会议第13 7 ( V I )号 

决议第9段的规定和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笫3 1 9 ( X X X I )号块议第1 0段的 

规定，加强联合面贸易和发展会议在过境运输领域的技术合作活动； 

"14豈联合面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在筹备笫二次联合国最不发达S家问 

超会议时，除其他事项外，考虑发展中内陆国的问题和弱点； 

15.欢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按照贸发会议第1 3 7 ( VI)号决 

题有关的具体行动的进展情况报告，"并请他考虑到本决议的各项规定，编写 

另一份裉告，提交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 

5 .在1 2 月 1 7日第5 1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巴达姆‧奥其林‧道尔金 

策伦先生（蒙古）报告了就决议草案A/C . 2 / 4 4 ^ . 42进行非正式协商的结果， 

并 提 请 委 员 会 注 意 有 决 议 草 案 的 提 案 国 提 出 的 订 正 决 议 草 案 

( A / C . 2/44/^-. 4 2 / R e v . 1)。 

6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进行记录表决，以1 1 0票对 0票、 4票弃权 " 

通过了决议萆案 A / C . 2 / 4 4 / L . 4 2 / H e v . l (见第3 1 段 ， 决 议 草 案 一 ） 。 投 

票如下： 

A / 4 4 / 5 8 8 ,附件. 

"后来阿曼代表团表示，如果投票时在场，该代表团会投票赞成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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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 

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文莱国、 

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t 

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古 

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丹麦、厄瓜多尔、埃及、斐 

济、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 

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匈牙利、冰岛、印度尼 

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肯尼亚、科威特、老 

^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 

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墨 

西哥、蒙古、車洛哥、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B 

利亚、掷威、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魯、菲律宾、波兰、葡襯牙、卡塔 

尔、罗马尼亚、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新加坡、西班牙、斯 

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秦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瑤拉、越南、也门、南斯拉 

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无。 

弃权: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美利坚合众国。 

7 .决议草案通过后，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智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尔 

及利亚、土耳其^美利坚合众国。 

C ‧决议草案 A Z C . y 4 4 / 1 . 4 9 

8 .在 1 1月24日第44次会议上，马来西亚代表以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 

国会员国的名义提出了 一项决议草案（A/C.2^44/t«.49)，标题是"作为向发展 

中囿家进行政治和经济胁迫的一种手段的经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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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 1 2月 4日第 4 8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巴达姆.奥其林.道尔金策 

伦（蒙古）向委员会报告就该决议草案进行非正式协商的结果。 

10.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进行记录表决，以8 9票对 2 2票、3票弃权通过 

了决议萆案 A / C . 2 / 4 4 / L . 4 9 " ( 见 第 3 1段，决议草案二）。 投票如下：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巴哈马、巴林、孟加拉 

―国、巴巴多斯、贝宁、不丹、坡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文莱国、保 

加利亚、布基纳法索、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非共和国、 

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期、捷克斯 

洛伐克、民主也门、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印度、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牙买加、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人 

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 

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 

桑比克、缅甸、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曰尔、尼B利亚、阿曼、巴基斯 

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卡塔尔、罗马尼亚、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新加坡、斯里兰卡、苏里南、斯威士 

兰、奉国、多哥、突尼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钍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É：、 

委内瑞拉、越南、南斯拉夫、赞比亚。 

反对：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斐济、芬兰、法国、德意 

后来阿根廷、«庚隆、利比里亚、塞内加尔和乌干达的代表团表示，如果投票 

时他们在场，他们会投票赞成决议草案；又斐济代表团表示，该国对决议草案 

的投票应记录为赞成，而不是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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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联邦共和国、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 

兰、挪威，葡葡牙、瑞典、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 

利堅合众国。 

弃权:希腊、马耳他、西班牙。 

1 1 . 决议草案通过后，中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土耳其的代表发了盲， 

D .决议草案AyV . 2/44/t.. 50 

1 2 . 在1 1月 2 4日第4 4次会议上，马来西亚代表以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 

国会员国的名义提出了 一项决议草案（Aye. 2 / 4 4 / 1 . 50),标题是"技术转让国 

际行为守则". 

13. 在1 2月 4日笫 4 8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巴达姆*奥其林.道尔金策 

伦先生（蒙古）向委员会报告了就决议草案进行非正式协商的结果. 

14.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2/，4/t«.50(见 

第 3 1段，决议草案三）. 

1 5 . 决议萆案通过后，马来西亚代表以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名义 

发了言。 

E .决议草案 A Z C . a / 4 4 / L . 5 I 

1 6 . 在1 1 月 2 4日第4 4次会议上，厄加拉瓜代表以阿尔及利亚、民主也门.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和秘魯的名义提出了一份决"i义辈 

案（八/0.2/44/1<.51)，标题是"对厄加拉瓜的贸易禁令"。后来，津巴布韦 

加入为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17. 在 1 2 月 4日第 4 8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巴达姆‧奥其林.道尔金策 

伦先生（蒙古）告诉委员会就决议草案进行非正式协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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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进行记录表决，以7 8 票 对 2 票 、 3 2票弃权通过 

决议萆案A/C.21/44/L.51 " ( 见 笫 3 1段，决议草案四）。投票如下： 

赞成:阿窗汙、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 

利、巴哈马、巴巴多斯、贝宁、坡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 

亚、布基纳法索、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哥伦比亚、 

剛果、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丹麦、厄瓜多尔、埃塞俄比 

亚、斐济、芬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几内亚，圭亚那、海地、 

甸牙利、冰J^、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 

兰、肯尼亚、科威特、老挞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 

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里、墨西哥、蒙 

古、摩洛哥、莫桑比克、麵甸、尼泊尔、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 

亚、鄉威、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魯、菲律宾、罗马尼亚、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西班牙、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首长国、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南斯拉夫、赞比亚。 

反对:以色列、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巴林、比利时、文莱国、加拿大、乍得、智利、哥斯达黎加、吉布提、 

―埃及、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 

旦、马耳他、荷兰、尼日尔、阿雙、巴拉垂、葡萄牙、萨庫亚、塞内加 

尔、塞拉利吊、新加坡、索马里、斯里兰卡、多哥、突尼斯、土耳其、 

大不列麵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后来，塞浦路斯代表团表示，它本来打算投票赞成决议萆案；《麦隆和乌干达 

代表团表示，如果投票时他们在场，他们会投票赞成决议草案；又贝宁代表团 

表示，它本来不打算参加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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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通过决议草案后，美利坚合众国和尼加拉瓜的代表发了官. 

决议草案 A / C , 2/44/二 52 

, e v , 1 

20. 在1 1 月 2 4日第4 4次会议上，马来西亚代表以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 

国会员国的名义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A/C. 2/44/L. 5 2 ) , 标 题 是 " 商 品 " ， 

全文如下： 

"大会， 

"回顾其关于设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经修正的1 9 6 4 年 1 2月 3 0 

日笫1995(xix)号决议，贸发会议的关于商品综合方案的1 9 7 6#6月30 

日第9 3 ( I V ) 号 决 议 、 1 9 7 9 年 6 月 3 日 第 1 2 4tv)号决议、1 9 8 3年 

7 月 2日第 1 5 5 ( VI )号、第156(VI)号和第1 5 7 ( V I )号决议，贸 

发会议第七届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以及大会198 8 年 1 2 月 2 0 日 第 

4 3/18 8号决议， 

"认识到必须改进商品市场的运作并有必要实现荊品贸易中的稳定更能 

预测的条件，避免价格过于波动，以及寻求对商品问题的长期觯决办法， 

"铭记商品出口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仍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是它对这些 

国家的出口收入、它们的偿偾能力以及振兴它们的增长和发展可做出至关重要 

的贡献， 

"对发餍中国家在蔺品领域里面临的不利形势深表关切， 

"铭记发廢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依赖两品的发展中国家受商品价 

格形势的影响最为严重， 

"深表满意地看到,《设立商品共同基金的协定》于19 8 9年6月1 9日 

生效，并且如完全按照《协定》的规定设立共同基金，则将为持久地解决发展 

中国家的商品问题提供强有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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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调当务之患是在全球范围内及早采取恰当行动处理当前的商品形势； 

"2.对两品价格继续呈长远下降趫势表示严重关切，这种趋势便发餍中国 

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不利影响，并阻砑了它们为改舂其人民生活汆件和解决其不 

断加剧的贫困问题而做出的种种努力； 

"3.强调发达国家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发屣中国家扩大参与两品的加工、 

售和分销，包括运输，并且，在这方面，强调必须让发屦中国家的两品有机 

会逬行市场，而且必须提高发达国家市场的透明度； '-

"4.关切地汪意到,发餍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相依赖商品的发屣 

中国家的两品价格和两品出口收入的进一步下降，以及其贸易条件的长期'蹵化， 

加上不成比例且不断堉长的偿偾负担，将阻碍这些国家取得持续增长和发屦的 

任tiî前景； 

表示深信两品的有,价格将会有助于发展中国冢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并将促进桨止麻醉药品非法生产、販运和消费的国际斗争: 

"6.，必须改进商品市场的运作并实现商品贸易和浙格条件的稳定和可 

预测性，并敦促生产国与消费国在这方面合作，以便酌'It制定或加强附有经济 

条软的国际商品协定； 

«7.旦多边金融机构制定特别办法，帮助商品出口收入下降的发餍中国家， 

并支持可行的多样化方案； 

«8.注意到贸易和发展理華会将召升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一项出口收入减少 

补偿筹资办法，并建议理事会在特别会议上考虑制定一^商品有关的补偿筹 

资办法； 

"9.呼吁那些已批准设立商品共同基金协定的国家^P着手执行协定,并 

呼吁尚未批准协定的所有国家，特别是主要商品出口国和J消费国，尽快予以批 

准，从而有助于实現国际蔺品市场既有益于生产国也有莰于消费国的稳、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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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 

世界商品S势和前景的裉告，其中特别提及依赖于商品的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1 L ，_應将商品问题列入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2 1 . 在1 2 月 1 7日第5 1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巴a» ‧ 奥 遛 尔 金 

策伦先生（蒙古）报告了就决议草案A/C. 2/44/丄.52进行非正式协商的结果， 

并提请委员会注意由决议草案A/C. 2/44/1^ 52的提案国提出的订正决议革案 

( A / C . 2/44/1'. 5 2 / R e v . 1 ) . 

22.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进行记录表决，以1 1 3票对 0票、2票弃权 

通过了决议草案A/C. 2/4 4 / " 5 2 / R e v . 1 (见第3 1段，决议萆案五）‧投票 

如下：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 

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坡利维亚、巴西、文莱国、 

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咪 

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古 

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丹麦、厄瓜多尔、埃及、斐 

济、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 

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匈牙利、冰岛、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 

曰本、肯尼亚、科威特、老^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利比里亚、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夬、马 

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 

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揶威、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 

亚、秘魯、菲律宾、波兰、葡菊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沙特 

*后来阿曼代表团表示，如果投票时在场，该代表团会投票赞成决议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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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塞内加尔、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 

南、斯威士兰、瑞典、奉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 

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阿拉伯联合前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瑙拉、越 

南、也门、南斯拉夫、礼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无。 

弃权-: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23. 决议萆案通过后，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大不列顛及北愛尔兰联合王国、 

日本、美利坚合众国和马来西亚（代表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 

0 .决议草案A/ C , 2 / 4 4 八 5 ^ e v . 1 

24. 在 1 1 月 2 4日第4 4次会议上，马来西亚代表以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 

国会员国的名义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A/C. 2/4 4/L. 5 3 ) ,标题是"贸易和发 

展理事会的报告"，全文如下： 

"大会, 

，其关于设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经修正的1 9 6 4 年 1 2 月 3 0 

日第199 5 ( X I X )号决议和1 9 8 7年7月9日至8月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七届大会所通过的《最后文件》， 

"又回顾其1 9 8 8年 1 2 月 2 0日关于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的第43/ 

1 8 8号决议， 

"注意到《1 9 8 9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对于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六 

届%—期会议关于贸易、发展筹资和国际货币制度名种问趙间的相互依赖情况的 

审查工作，以及对于理事会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愤务和发展问题的审议工作，都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 国 出 版 物 ， 出 售 品 编 号 E . 8 9 .工工. D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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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意到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五届第二期会议的报告"和第三十六 

届第一期会议的报告,"，理事会最近的讨论充满建设性精神，并t所有各 

方执行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和决定； 

"2.欢迎各国政府和秘书处致力于加强理事会关于贸易、发展筹资和国际 

货币制度各种问题间的相互依赖憒况的辩论，并逬一步欢迎理事会1 9 8 9年 

1 0 月 1 3日关于该题目的第374 ( X X X V I )号决议； 

"3 •还欢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寻求发展中国家外偾问题的持久解决 

办法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进一步欢迎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 9 8 9 年 1 0月 

1 3曰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偾务和发展问题的第375(XXXVI)号决议； 

"4.欢迎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 9 8 9 年 3 月 1 7日关于保护主义和结构调 

整的第367(xxxv)号决定，并促请各有关政府履行其承诺，制止和扭转保护 

主义，迅速采取具体的结构调整措施，尤其是有利于扩大发展中国家占相对优 

势、或可能获得相对优势的产品的出口市场的措施； 

"5 ‧注意到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已决定在未来一届会议审议双边安排和区域 

经济一体化所涉的问题，特别是对全球贸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有 

重大响的^边安排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所涉的问题，并同意必须确保这些计划 

能够活跃全球贸易，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机会； 

"6.强调在乌拉圭回会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应同样注意谈判的所有领域， 

尤其是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特别有关的领域； 

"7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继续密切注意乌拉圭回合中特别令发展中国家关 

注的憒况发展和问题； 

" A / 4 4 / 1 5 , 第一卷 ‧ 

" A / 4 4 / 1 5 , 第 二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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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注意到商品共同基金已经设立和开展业务,欢迎理事会第一次年度会 

议作出的决定，并请基金的成员国全力支持基金的业务； 

'^-注意到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 9 8 9 年 1 0 月 1 3日关于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第/大会的安徘和筹备工作的第3 7 7 ( X X X V I )号决定，包括于 

1 9 91年在拉丁美洲举行该届大会的协议‧" 

25. 在 1 2 月 1 1日第4 9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一份订正决议草案（A/C. 

2/44/1.. 5 3 / R e v . 1),是由马来西亚代表以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的 

名义提出的. 

26.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巴达姆‧奥其林‧道尔金策伦先生（蒙古) 

向委员会报告了就订正决议草案进行非正式协商的结果. 

27.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 2/44/二 5 3 / R e v . 

1 (见笫3 1段，决议萆案六）. 

H .决议草案 A / C , 2/44/L. 54 

28. 在 1 1 月 2 4日笫4 4次会议上，马来西亚代表以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 

国会员国的名义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A/C. 2/44/L. 5 4 )，标题是"第二次联 

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后来，下列国家加入为决议草案提案国：渙大利 

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中国、 

捷克斯洛伐克、丹麦、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 

匈牙利、冰岛、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掷威、波兰、葡萄牙、瑞典、土耳 

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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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在 1 2 月 1 1日第4 9 次 会 议 上 ， 委 员 会 副 主 席 巴 奥 其 林 ‧ 道 尔 金 

策伦先生（蒙古）宜读就决议草案进行非正式协商时同意的修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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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序言部分第二段，在"日内瓦"三字后面加播"向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合作"等字； 

(b) 在执行部分第5段，在整段前面加上如下一句："鼓励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继续作出具体努力*提供方便，帮助最不发达国家自己筹备会议，同时"； 

(C)在执行部分第6段，将"额外资金"改为"额外的预算外资源"， "三 

名代表"改为"第三名代表"。 

30.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萆案A/C. 2 / 4 4 / 

二 5 4 (见第3 1段 .决议草案七）. 

三、第二委员会的建议 

3 1 . 笫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革案： 

决议单案一 

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需要相问題有关的具体行动 

兰 ， 

回頋其关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的1 9 7 6年 1 2 月 2 1日 

第 3 1 / 1 5 7号、 1 9 7 7 年 1 2 月 1 9 B笫32 1 / 1 9 1号、1 9 7 8 年 1 2 月 2 0 

日第33/15(>f、 1 9 7 9 年 1 2 月 1 9日第34/ 1 9 » ^、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 第 3 5 / 5 8 号 、 1 9 8 1年1 2 月 1 7 日第 3 6 / 1 7 5 号、 1 9 8 4 年 1 2 

月 1 8 B 第 3 9 / 2 0 转 、 1 9 8 5年 1 2 月 1 7日第4 0 / 1 8 3 ^和 1 9 8 7 年 

1 2 月 1 1日第4 2 / 1 7 4号决议以及联合国其他决议的有关规定， 

直申联合S贸易相发展会议1 9 7 2 年 5 月 1 9 日 第 6 3 ( 1 1 1 ) 号 、 " 

1 9 7 6 年 5 月 3 1 日 笫 9 8 ( i v ) 号 、 " 1 9 7 9 年 6 月 3 日 第 1 2 3 ( v > 

- 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第三届大会》，第一卷，《报告和附 

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 a I I . D. 4 ) , 附 件 一 A . 

" 同上，（第四届大会》，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E. 76. I I . D. 10和更正），第一部分，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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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 和 I 9 8 3年7月2日第13 7 ( V i )号"决议以及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 g 

8 5 年 9 月 2 7日第319(xxxi)号决议"所列举的与发屣中内陆国家的特殊 

需要有关的具体行动， 

汪意到大多数发屣中内陆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中最穷的国家,在2 1个发 

展中内陆国家中，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S家的有1 5个， 

认识到领土不邇海洋,加上同世界市场隔绝以及离得便人不敢问津的过境、 

运输和转运费用和非常大的风险，为发屣中内陆国家的出口收入、私人资本的 

流入和国内资源的调动带来严重的限制，从而严重地1^响了它们的增长和社会 

经济发屣， 

又认识到发展中内陆国家的地理状^是对它们应付发展挑战的总能力 

的又一限制， 

回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笫七届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的有关条歉， 

又回顾1 9 8 2年12月10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同上，《笫五届大会》,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 

编号 . E . 79. I I . D . 1 4 ) ,第一部分， A节. 

"同上（第六届大会》，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囿出版物，出售品 

编号： E . 8 3 . I I . D . 6 )，第一郁分， A节.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1 5号》（ A / 4 a / 1 5 ) ,笫 

二卷，第一节‧ 

" 见 T D / 3 5 ( K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第十七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编号：S. 84. y. 3 ) , A / C O H F . 621/122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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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商定的双边、次S域和区域合作安排可以为改进内陆国家和过境发 

展中国家的过境——运输系统， 

认识到大多数过境国本身都是发展中国家,它们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 

包括运输都门缺乏充分的基础设施的问题， 

还认识到实施公认的过境贸易国际公约将有助于消除某，目前限制次区域 

翱区域过境交通的瓶颈， 

关切地注意到迄今为止所釆取的国际支持措施没有充分处理发展中内陆国 

家的问题， 

1. f，内陆国按照«法享有出入海洋的权利和以各种运输工具通过过 

境国领土的过境自由；' 

2. ^所有国家、各国际组织及金融机构优先紧患执行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第63(：[工I)号、第9 8 (iv)号、第1 2 3 (V)号和第1 3 7 (VI )号 

决iJt贸发会议第七届大会通过的《最后文件》、大会第3 9 / 2 0 9号、第 

4 0 / 1 8 3号和第4 2 / 1 7 4号决}：^《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 

战略》、"《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1 9 8 0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以及联 

体行动； 

3 . 一致认为处理发展中内陆a冢过埂问题的各项措施衡要这些国家及其 

今laat^国之间的有效合作和商定的协作安排；. 

"第 3 5 / 5 6号决议，附件，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报告，巴黎，1 9 8 1年9月1日至14 

曰》（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2. I. 8 ) ,笫一部分， A节. 



À/44/746/Add.2 
Chinese 
Page 36 

4。敎促SI际社会,特别是捐助国和多边金触和发展组织，以賵歉或优惠 

货歉方式对发展中内陆和过境国冢提供适当的财政和技术後助，以建造、维 

修和改鲁它们在运输储存、和过境方面的基础结构W设應，包括其它通海路径; 

a家经济发展总战的一部分，fei而捐助者的援助应该考虑到长期改变发展中 

内陆国经济结构的要求，包括促进逬口替代工业，斟酌情况，生产大批量、低 

价值的两品，成发展小批量、鬲价值的商品，以供出口； 

6 .，过境国与发展中内陆a在运输和通讯等领域进行有效合作； 

7 ‧吁请有关的多边和双边ËI际和技术媛助机构考虑到发展中内陆a与其 

令 ) 间 的 这 类 合 作 安 排 ； 

8 . 1 会员国斟齡情况批准和实施关于过境贸易的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 

9.，发展中内陆S及过埂国本*互利精神，酌榦情况，促进旨在便利过 

境交ifi的双边、次区域戚区域安排； 

1 0 .呼吁际社会根据发展中过境圔内陆圔的要求,以适当的条件，包 

括揪让性安排等等，向它们捷供有关具体过运输和逋讯问题的新的科技 

专门知识； 

11 ‧ ^ 国 际 钍 会 ， 特 别 是 捐 助 国 、 多 边 金 融 和 发 展 机 构 、 联 合 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各区域委员会向发展中内陆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支助，协助 

它们努力实施经济措施和政策，以期推行某种经济增长模式，使它们的经济不 

那么容易受其内陆位置的不利后果的^响； 

12。敦促国际发展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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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以及各区域委员会进一步扩大它们对发展中内陆国的支持，包括支持这些 

国家的运输湘逋讯都门的技术援助方案； 

1 3 . f，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秘书长，按照贸发会议第137(VI)，决议 

第9段的规定和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3 1 9 ( X X X I )号决议第10段的规定， 

继续进行和进一步加强贸发会议在过境^运输领域的技术合作活动； 

1 4 . 又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fej^上面第1 2投所述的目的,继续 

寻求足够的资源^自愿捐款，便他能够应有关S家政厨的请求，协助发展中内 

陆IS及过境国从爭这些努力； 

15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在筹备第二次联合国最小发达SI冢问 

题会议时，就发展中内陆国的问趲提出建议，以期使这*国家的经济不那么容 

易受其内陆位置的不利后果的影响； 

关于实施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的进展It况报 

告，，，并请他考>^、到本决议的各项规定，编巧另一份报告，提大会笫四十六 

庙会议. 

决议草案二 

作为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 

和经济Jl&^迫的一种手段的经济措施 

^ ， 

M《联合国宪章 > 所载的有关原则， 

A l g 其 1 9 7 0年 1 0 月 2 4日载有《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聿建立友好 

" A / 4 4 / 5 8 8 , 附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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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的第2625(XXV)号决议、1 9 7 4 年 5 月 1 

日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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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号决i义、以及1 9 7 4年 1 2 月 1 2日载有《各国经济杈 

利和义务宪聿》的第3281 ( X X I X ) 号决议， 

4*《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隶》第3 2条，其中声明任何国家不得使用 

或敖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其他措施，以胁迫另一国家，使其在主权权利的 

行使方面屈从， 

铭记其1 9 6 4 年 1 2 月 3 0日第1995(XIX)号决议所载关于便进发屣 

的国际资異和贸易政策的各项总原则、联合国资易和发展会议1 9 8 3年 7月 

2日关于反对胁迫性经济措施的第1 5 2 ( V I )号决议，"和《关税和资易总 

协定》的原则和规则，以及《总协定》締约各方1 9 8 2年 1 1月 2 9日在其 

第三十会议邇过的（部长宣言》的第7曰段，'， 

重申其1 9 8 3年 1 2 月 2 0日第3 8 / 1 9 7号决议、1 9 8 4 年 1 2月18 

日第 3 9 / 2 1 0 ^决议、1 9 8 5年 1 2 月 1 7日第40 / 1 8 5号决议、19 8 6 

年1 2 月 5 B第41/165号决议和1 9 8 7年 1 2 , 1 1日第42/173号决议， 

并认为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以执行这些决议， 

严重关切采用性掊施对发展中 s家的经济和发展努力生产的不利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措施已变本加厉，对国际经济合作产生了不良后果， 

1.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作为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胁迫的一 

种手段的经济措施的报告;" 

"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第六届大会》，第一眷，《报告和附件》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3.11.D.6)，笫一部分，A节。 

，，见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基本文书及文件选编，补编第2 9号》（出售品 

编号：GÀTT/1983—1)， Ic/5424号文件。 

‧‧ A / 4 4 / 5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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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吁请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而有效的措施，禁绝向发展中国家使用胁迫措 

施，这种措施正在日益增加，形式日新月异； 

3 —些发达国家继续在运用经济措施，在某些情况下还增加这些措 

施的范围和数量，其目的在于直接或间接地胁迫发展中国家，使其主权决定受 

制于这些措施； 

4.吁请发达国家不要通过经济手段来进行政治胁迫，以图促使其他国家 

改变其经济或社会制度以及其国内或外交政策； 

5 .Î，发达国家不得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违背它们通过多边或 

双边安排承担的义务，对发展中国家威胁采用或实行贸易和金融限制、封锁、 

禁运和其他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胁迫，彩响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 

济和社会发展； 

6.f秘书长在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筝办公室内指定一个有名有实的 

单位来收集关于发达国家采取经济措施作为胁迫发展中国离的一种手段的资料: 

这个单位应收集和评价这种资料，并编写定期报告，提出建议，供大会审议； 

7‧又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交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决议草案三 

技术转让国际行为守则 

大会， 

回頋其关于技术转让国际行为守则的1 9 8 5 年 1 2 月 1 7日第40 / 1 8 4 

号 、 1 9 8 6 年 1 2 月 5 日 第 4 1 / 1 6 6号 * 1 9 8 7 年 1 2 月 1 1日第 4 2 / 

1 7 2号决议及其 1 9 8 8年1 2月 2 0日第43 / 4 3 9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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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意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关于19 8 9年就技术转让囿际 

行为守则的谈判进行协商的情况报告； 

2 .速联合国贸易和发屜会议秘书长在协商结果的基础上向大会第四十五 

届会议提出一份全面报^大会能够对关于行为守则单案的谈判采取适当行动. 

决议草案四 

对尼加拉瓜的贸易禁令 

5 ^其1 9 8 5年 1 2 月 1 7 B第 4 0 / 1 8 8号、 1 9 8 6年 1 2月 5曰第 

4 1 / 1 6 4 号 、 1 9 8 7 年 1 2 月 1 1 日 第 4 2 / 1 7 6 号 和 1 9 8 8 年 

1 2 月 2 0日第43/185号决议，以及其1987年1 2 月 1 1 B第42/204号、 

1 9 8 8 年 5 月 1 2日第42/231号和1 9 8 8年1 2 月 2 0日第43/21(>f 

决议，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对尼加拉瓜贸易禁令的报告,4* 

1 ‧，贸易禁令继续施行4t违反了大会第40/18 8号、第41/16 4号、 

第 4 a / l ? ê ^和第4 3 / 1 8 5号决议及1 9 8 6 年 6 月 2 7日国际法院的判决，，， 

再次要求立即擻销该等措施； 

2.适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 A/44/554c 

" A X 4 4 / 5 8 1 o 

*'见在尼加拉瓜境内和反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半军事活动（尼加拉瓜对美利坚 

合众国),事件实质、判决书、《国际法院判例汇编（1 9 8 6年）》， 

第 1 4 页 . 



A/44/746/Add.2 
Chinese 
Page 41 

决议萆案五 

商品 

大会， 

回頋其关于设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经修正的1 9 6 4 年 1 2 月 3 0 

日 第 : 5 ( X I X )号决议，贸发会议的关于商品综合方案的1 Ô 7 6年5月30 

日第9 3 ( IV)号决议、** 1 9 7 9 年 6 月 3日第 1 2 4^0号决议、*， 1 9 8 3 年 

7 月 2 日第 1 5 5 ( V I ) 号、第1 5 6 ( V I ) 号和第1 5 7 ( V I )号决议'Jp资 

发会议笫七届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 

认识到必须改进商品市场的运作并有必要实现商品贸易中的称定更能 

预測的条件，避免价格过于波动，以及寻求对商品问题的长期解决办法， 

销记商品出口在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仍发挥着关鍵作用,尤其是它对 

这些国家的出口收入、它们的投资以及振兴它们的增长和发展可做出至关重要 

的贡献， 

发展中国家在商'品领域里面临的困难形势表示关切， 

**参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第四届大会〉，笫一巷，《报告和附 

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6. I I , D. 更正），第一都 

分，A节。 

*，同上，《第五届大会》，第一卷，《报告和附件> (联合31&版物，出t 

品编号：IL 79. I I . D. 14)第一部分，A节。 

"同上，（第六届大会》，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s出版物，出鲁 

品编号：E« 83. I I . D. 6),第一部分 1 A节。 

" 见 T D / 3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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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发屦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依赖蔺品的发展中国家受商品价 

格形势的彩响最为严重， 

欢迎《设立商品共同基金的协定;T于1 9 8 9年6月19日生效，并且如 

完全按照《协定》的规定设立共同基金，则将为长期地觯决发展中国家的商品 

问题提供强有力的动力， 

1. 强调当务之患是在商品方面及早采取恰当行动处理当前的世界形势； 

2 . 表示关切商品价格继续呈长远下降趋势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不 

利影响，因为阻碍了它们为改善其人民生活条件相觯决其不断加剧的贫困问题 

而作出ft种种努力】 

3 . 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依照其经济能力及其在世界经济、国际组织、多 

i O t豉机构和其他有关组织中的响力，采取措施'确保发展中a家扩大参与 

来自发展中鏖家的商品的加工、销,和分销，包括运輪，并且，在这方面，强 

调必须让发展中囿家的商品有机会进入市场，而且必须提高发达国家市场的明 

朗度； 

4 . 认识到关于多样化的决定主要应由发展中国家负责;在这方面强调必 

须继续执行其多祥化方案，同时除了别的以外铭记巿场情况的长期演变和多样 

化工作与进入巿场机会之间的关联，并请发达国家、壇际财政机构及其他有关 

组织为这种多样化方案提供财政支助； 

5 . 关切地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依赖商品的发展 

中a家的商品价格和商品出口收入的进一步下降，以及其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 

将阻碍这些a家取得持续增长和发展的任何前景； 

-联合 8出版物，出售 s编号： S . 8 1 . 1 1 . D . S i f o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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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表示深信商品如果有更稳定的市场环境将有助于发展中g家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除了别的以外并将促进禁止麻醉药品非法生产、«运和消费的面际 

斗争，从而支助与这种非法活动进行战斗的国家的努力； 

7 . 认识到必须改进商品巿场的运作,并宜于实现商品贸易的稳定和可预 

测性，并敦促生产国与消费国在这方面合作，以便改进现有国际商品协定或安 

排，运作'和（或）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第七届会议所通过的《最后文 

件 >"的规定来谈判其他商品协定或安排； 

8 . 敦促所有有关各方实践商定的承诺,并设法在乌拉垒回合的范S内以 

平衡方式进行多边贸易谈判，以确保圆满完成今后使商品贸易进一步,屣和自 

载的其他原则； ' 、 、 - '' 

9 . 认识到迫切需要处理发展中11家商品出口收益亏空的严重问题，在这 

方面并注意到I？易和发展理事会将召开一届特别会议专门讨论这种亏空的补偿 

等资办法； 

定，协助尽速使基金的两个帐户都充分运作，在这方面并欢迎为基金第二枨户 

提供te大i自愿捐款，并希望会有进一步的捐款； 

11 尚未批准协定的所有国家，特别是主要商品出口国和消费国，尽快 

予以批准，从而有助于改进市场环境既有益于生产a也有益于消费a ft穗定条' 

件； 

12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 

世界商品：势和前景的报告，特剁需谈论依耧商品的发餍中国家的状况； 

13,决定将商品问题列入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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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萆案六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大会, 

回顾其 1 9 6 4年12月30日经修正的关于设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的第1995(XIX)号决‧ ̂义^ 1 9 8 7年7月9日至8月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七届大会所通过的《最后文件》，，。 

又回顾其1 9 8 8年1 2月 2 0日关于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的第43/ 

1 8 8号决议， 

注意到《1 9 8 9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对于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六 

届第一期会议关于贸易、发展筹资和国际货币制度名种|>，间的相互依輓情况的 

审查工作，以及对于理事会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偾务和发展问题的审议工作，都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 .注意到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五届第二期会议的报告"和笫三十六 

届第一期会议的报告,"理事会最近的讨论充满建设性積神，并请所有各 

方执行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和决定； 

见第2904 ( X X V I工）、 3 1/2 A ^ B , 34/3号决议‧ 

见 T D / 3 5 0 * 

^国出版物，出售品編号: E . 8 9 . I I . D. 14.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編II 15号》（A/44/15 ) , n 

一卷‧ 

同上，第二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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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欢迎各国政府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致力于加强贸易和发展 

理事会关于贸易、发展筹资和国际货币制度各种问题间的相互依赖情况的辩论， 

并进一步欢迎理事会1 9 8 9年 1 0 月 1 3日关于该题目的第37 4 ( X X X V I ) 

号 决 议 ； " 

3 •还欢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寻求发展中国家外债问题的持久觯决 

办法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进一步欢迎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 9 8 9 年 1 0 月 

1 3日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偾务和发展问题的笫375(XXXVI)号决议；" 

4.欢迎贸易和发展理事会I 9 8 9年3月17日关于保护主义和结构调 

整的第367(XXXV)号决定，"并促请各有关政府慶行其承诺，制止和扭转保护 

主义，迅速采取具体的结构调整措施，尤其是有利于扩大发展中国家占相对优 

势、或可能获得相对优势的产品的出口市场的措施； 

5 •欢迎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 9 8 9 年 3 月 1 7 B关于不同经济和社会制 

度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贸易来往的第368(XXXV)号决定？ 

并请理事会研究拟订一项进一步促进不同制度国家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尤其是 

东一南之间贸易的方案，这一工作应在政府间专家组对与不同制度间的贸易 

有关的现有和演变的趋势以及潜在因素所作的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进行； 

6 ‧注意到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已决定在未来一届会议审议双边安排和区域 

经济一体化所涉的问题，特别是对全球贸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有 

重大彩响的双边安排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所涉的问题，并同意必须确保这些计划 

能够活跃全球贸易，堉加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机会； 

同上，第二厶节， 

闳上，笫一眷，第二 • B 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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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强调在马拉圭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应同样注意谈判的所有领域， 

尤其是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特别有关的领域； 

8 • 贺易和发展理事会继续密切注意乌拉圭回合中特别令发展中国家关 

注的愴况的发展和问题； 

9.注意到《设立商品共同基金的协定》"已经生效，共同基金已经开展 

业务，欢迎共同基金理事会第一次年度会议作出的决定，并请基金的成员国全 

力支持基金的业务； 

10 ‧注意到贸易和发展理事会198脾10月13B关于定于1991年举行的联 

包括就在拉丁美洲举行该届大会的地点进行协商的协议， 

决议草案七 

第二次联合菌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大会， 

5 ^ 1 9 8 7 年 1 2 月 1 1日第42/177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于1990 

年9月在巴黎召开一个高级别的第二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又回顾 

其1 9 8 8 年 1 2 月 2 0日第43/ 1 8 6号决议， 

^^]1989^月22曰至31B=ÉB内瓦同《^贸易和发展会议合作举行的捐助 

国政府专家及多边和双边财政和技术援助机构同最不发达国家代表的会议和到 

目前为止举行的其 他筹备会议的结果， 

联合国 t B版物，出魯&编号 1 8 1 . I I . D . 8 ^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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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为了筹备这次会议,曾决定于199 0年初由作为第二次联合国最不 

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最不发达国家问遝政府阆小组举行一届会议， 

再次请秘书长谋求预算外资源,为每个最不发达国家至少两名代表出席肇 

不发迗国家问邇政府间小组会议提供旅费，以确保最不发达国家代表的有效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I 9 8 8年 7月 1日第8 8 / 3 a f决 

最不发达国家能充分参与该会议本身和该会议的筹备工作：包括该会议的筹备 

m;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第二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通会议的报告", 

£最不发达国家总的社会经济状况继续恶化，深表关切， 

1 ‧强调为第二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作充分准备是至为重要的, 

要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本身将会提出的优先次序； 

2 . 吁请所有各国政府、政府间和多边机构和其他有关方面采取适当步骤， 

确保为该会议充分做好筹备工作，并切实参与即将举行的最不发达国家问《5政 

府间小组会议和该会议本身，并支持最不发达国家进行本身的筹备工作； 

3 . 再次请尚未提出报告的联合国系统所有有关机关、组织和机构提出报 

告，审査在它们主管的领域内《支援最不发达国家1 9 8 0年代新的实质性行 

动纲领;T的执行情况，并为将来的行动提出建议，作为对筹备该会议的投入；. 

，，A/44/437 ‧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題会议的裉告，巴黎，1 9 8 1 年 9月 1曰至 

14日》（联合国出版物，出曹品編号：182.1.8)，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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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f联合国秘书长在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以及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祕;长的协助下正在采取步骤，并促请他们确保为该会议的筹备工作 

和该会议本身充分动员和协调联合国系统所有机关、组织和机构； 

5 .鼓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继续作出具体努力，提供方便帮助最不发达国 

冢 自 己 筹 普 会 议 ， 并 按 联 合 国 开 发 计 划 署 理 事 会 1 9 8 9 年 2 

月 2 4 日 第 8 9 / 1 2号决定，请各国政府通过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措施基金或 

其他适当途径为该会议的筹备工作包括举行筹备会议提供特别自愿捐款，尤其 

是要确保最不发达国家代表能充分参加该会议； 

6 .，书长按照以往的做法，谋求额外的预算外资源，按照他在报告中 

的说明？支付每一个最不发达国家第三名代表出席会议的旅费和生活津贴； 

7 . 1 秘书长在联合国有关组织和机关包括秘书处新 1 4 1部的协助下 

采取必要措施，加强新闻工作和其他有关倡议，以提高公众对会议、其目标及 

其重要性的认识； 

8 . ！秘书长就第二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结果向大会第四十 

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见A/44/437 ，第1 5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