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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届会议 、

议程项目48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第二类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 : 拉斯卡罗先生 （L u is  M SCAEBD哥 伦 比 亚 )

1 . 大会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二+ —日第二二三七次全体会议上把题为"各国经 

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的议程项目4 8 发交给第二委员会。

2 . 第二委员会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千三日至千月八H第一五八七次至一五九 

八次、一六0 0 次和一六0 —次会议上，在一般性辩论的范畴内审议了这个项目。 

委员会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五H、二十七日、二千八日和十二月二日至十二月 

九日第一六三八至一六0 四次和一六四七至一六五一次会议上再度审议该项目。委 

员会有关该项目的讨论经过载入有关的简要记录（A/C. 2/SR. 1 5 8 7 - 1 5 9 8  , 
1600 ,  1 6 0 1 ,  1 6 8 8 - 1 6 4 4  和 1 6 4 7 - 1 6 5 1 ) 。

3. 委员会于审议该项目时面前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十四届第一期会议的报 

告，①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工作组第三届和第四届会议的报告（ TD/B/ 

AC. 12/3  ^ t d / b / a c .  1 2 / 4 )  „

①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 5 号 ( A / 9 6 1 5 )。 
7 4 -3 5 0 9 2



é . 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六三八次会议上，货发会议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 

章工作组主席发了言，介绍了工作组的报告（TD/B/AC.12/8及 TD/B/AC.12/ 

4 ) 。

5 .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一六三九次会议上，墨西哥代表以下列各国的名义：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林、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不丹、破利 

维亚、博茨瓦纳、細句、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卞得、智利、刚果、哥伦比U亚、哥 

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达特美、民主也门、多米尼加共和国、尼爪多尔、埃 

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斐济、加蓬、闻比亚、加纳、格林纳这、 

^ 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 - 比结、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 

i 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约旦、肯尼亚、高棉共和国、科威特、老榜、' 
黎巴嫩、某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 

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尼泊尔、尼加拉 

瓜、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卡塔’ 
尔、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被、索马里、斯里兰卡、苏 

丹、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已哥、突龙斯、

鸟干达、阿拉伯联合首长国、落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 

乌拉圭、委内瑞拉、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和赞比亚，提出一件决议草案（A/ 

C . 2 / L . 1 3 8 6 ) ,② 标 题 是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其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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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该决议草案附有附注如下： "作为这一决议草案的提案国，绝不妨碍提案国就 

它们所承认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中某些条款的范围问题，作出解释性的声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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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

回顾联合国贸身和发展会议在其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第45( III)号央议里 

强调迫切需要"建立普遍接受的准则来有系统地调卞国际经济关系"，并认定 "如 

不订立保护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权利的宪章就不能建立公正的秩序和 

稳定的世界，，， .

又回顾同一•决议里决定设立一个由政府代表组成的工作组去草拟各国经济权利 

和义务宪章草案，这个工作组经大会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第3037 (xx；vi工）

号决议里决定由四千个会员国组成, ’
- '

注意到大会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第3082(又又̂ 1工1)号决议里重申 "坚信

急，订立或改善可以普遍适用的标准，以便在公正合理的基袖上发展国际经济关、系",

并敦促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工作组" 完成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最后草案的

拟订, 以便提交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审议并核准，作为这份宪章的編暮和发展的第

一步 " ，

铭记着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第3201 (S-VI)和 3202 ( S—VI ) 号决 

议的精神和规定，这两个决议强调大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上通过这份宪章是"至为 

重要 " 的，并强调这一宪章 "应该是个旨在建立一个以发达家和发展中国家公 

平 , 主权平等和利益上的相互依存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关系新制度的有效文件"，

审议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工作组第四届会议的工作报告(TD/B/AC. 

ia/4), 这份报告是由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转递给大会的，

感谢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工作组从一九七三年二月至一九七四年六月举行 

四届会议执行任务以后，集合了一切必要要素, 使大会可以按照以前的建议, 在第 

二十九届会议上完成和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通过并庄严宣布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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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序言

重申联合国的基本宗旨, J 其是;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间的友好 

关系r ï 现国际合作以俩•决经济及社会领域的国际问题，

确认需要在这些领域加强国际合作,

进一步重申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以谋发展,

声明本宪章的基本宗旨之一是在所有国家, 不论其经济及社会制度为何，一律 

公平、主权平等、互相依存、共同利益和彼此合作的基础上，编暮和发展建立新的 

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

深愿为创造实现下列目标的条件作出货献:
(a)所有国家都达到较普遍的繁荣，各国人民都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平；

( b ) 由整个国际社会促进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 C )鼓励各国，不论其政洽，经济或社会制度如何, 在对所有愿意履行本宪章 

义务的爱好和平国家è 是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货易、科学和技术领城的

持) 克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 ® )加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弥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

( f ) 保护、维和改善环境，

' 需要通过下列途径来建立和维持一个公平合理的经济和社会秩j f :
( a ) 实现较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并鼓励世界经济的结构变革；

( b ) 为在所有国家间进一步^ 大贸易和加强经济合作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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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

( d )建立增进国际经济关系，要，照厥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方面公认的差异和 

它们的特殊需要，

决心在严格尊重每个国家主权平等的前提下,按通过整个国际社会的合作， 促 

进集体经济安全以谋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考虑到各国间在对国际经济问题进行共同商讨并采取协调行动基袖上的真'正合 

作，是实现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以取得世界各地的公平合理发展的必要条件，

强调为使所有国家之间，不分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差异，进行正常经济关系和充 

分尊重各国人民的权利 / 保证适当条件的重要性，以及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工具作
ê

为巩固和平造福全人类的手段的重要性，

深信有需要发展一个以主权乎等、公平互利和所有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为基袖 

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制度,
重申每个国家肩负本国发展的首要责任,但是同时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是充分 

实现其发展目标的一个必要因素,
，坚信有追切需要促成一个大为改进的国际经济关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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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養郑重通过这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作为就这主题进行编募和遂步 

发展的第一步:

■ 第一章k ■

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准则

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如同政治和其他关系一样，除其他外要受下列原则指导：

( a ) 各国的主权、领土完蕃和政治独立；

( b ) 所有国家主权平等；

< c )互不侵犯； '

(d) 互不干涉；

( e ) 公平互利；

( f ) 和平共处；

各民族平等权利和自决； .

(11)和平解决争端；

a r 对于以武力造成的、使得一个国家失去其正常发展所必需的自然手段的不 

正义情况，应予补救；

. ' ( ô r 真诚地履行国际义务；

W 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 1 ) 不谋求霸权和势力范围；

N 促进国际社会正义；

N 国际合作以谋发展

( 0 ) 内陆国家在上述原则范围内进出海洋的自由。



第二章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

第一条

每个‘国家有依照其人民意志选择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的不可刺 

夺的主权权利P 不容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强迫或威脉。

第二条

1 。 每+ 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 

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Î 并应自由行使此项主权。

2 。 每个国家有权： ,

( a ) 按照其法律和规章并依照其国家目标和优先次序，对在其国家管赛范圓内 

的外国投资加以管理和行使权力。 任何国家不得为其在国外投资的国民要求特殊 

待遇； ,

Cb)管理和监督其国家管辖范围内的跨国公司的活动，并采取措施保证这些活 

动遵守其法律、规章和条例及符合其经济和社会政，。 ，跨国公司不得干涉所在国 

的内政。 每个国家应在充分顾到本国主权权利的前提下，与别国合作实施这一项 

所规定的权利； ，

( C )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征收或转移，在收归国有、征收或转移时， 

应由采取此种措施的国家给予适当的赔偿,但以在一切有关情况下确实需要作此种赔 

偿者为限。因赔偿问题弓I起的任何争论，均应由实行国有化国家的法院依照其国内法 

加以解决，除非有关各国自由和互相同氣根振各国主权平等并依照自由选择方法的 

原则，寻求其他和平II决办法。 ,

第H■条.
对于二国或二国以上所共有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各国应合作采用一种报导和事 

前协商的制度，旨在对此种资源作最适当的利用9 而不损及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

a/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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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每个国家，不论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任何差异，有权进行国际货易和其他 

方式的经济合作。 任何国家不应遭受純择基于此种差异的任何救视。每个国家在进 

行国际贸易和其他方式的经济合作时,可自由选择其对外经济关系的组织方式，和订 

立符合其国际义务及国际经济合作需要的双进和多边协议。

第五条._

所有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义获得稳定的发展资金 ， 并力了实现其目的，潮 

助促进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权参加初级商品生产 

者组织；所有国家也有尊重这种权利的相应义务，不来取限制这种权利的经济和政 

洽措施，

第六条

各国 有义务 对国际货物贸易的发展作出贡献，特則是在适当情况下通劲: 

协 议 的 I办法，并照顾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所有国家共同有义务促进一切

在稳定，有利和公平的价格上交易的商品的正常流动和进出， 从而有助于世界经济 

的公平发展， 要特别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第七条 ;

每个国家有促进其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首要责任， 为此，每个国 

家有权利和资任选择其发展的.目标和途径，充分动戾’和利用其资源，逐步实族经济 

和社会改革，并保证其人民充分参与发展过程和分享发展利益， 所有国家有义务 

♦ 别地和集律地合作，'以消除訪碎这种动员顏利用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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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各国应进行合作, 以促进较为公乎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并在一个均街的世 

界经济的意义上鼓励结构.变 革 ，要符合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利益, 
并要为此目的采取适当的措路。

第 九 条 ‘ '
所泡® 家有青任在经济，社会，文化、科学和技术领域进行合作，以促进全世 

界 尤 其 展 中 0 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第十条

所有国家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并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有权充分和有翁地参 

加 ■一 一 包括通过有关国际组织并按照其现有的和今后订定的规则参加 —— 为解决世界 

经济、金融和货市问题作出国际决定的过程，并公平分享由此而产生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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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所有国家应进行合作 ;̂ 加强和不断改进国际组织执行各项错旅的效能，以 促 进 '

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总的经济发展因此还应该掛商情况为使这些组织适应国

际经济合作方面不断变化的需要而进行合作。

第十二条

1.各国有权在有关各方同意之下，参加分区遂、区域和区域间的合作，以谋经济 

和社会发展。 所有参加这我合作的国家，有义务保证其所属集团的政策是符合本 

宪章的规定的，是向外看的，是同它们的国际义务相一致的是同国际经济合作的霜 

要相一致的，而且是充分顾到第三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合法利益的。

2.在有关国家将属于本宪章范围内事项的某些权限已经转移给或可能转移给所晨 

集团的情形下，关于这些事项，有关国家应保证它们所参加的集01 在行动上要与它 

们作为这些集团的成员的责任相一致，并符合本宪章的规定。.

第十三条 •

一~ Î7"每个国家有权分享科学技术进步和发展的利益,以加速它的经济和社会发

辰《

2 . 所有国家都应促进国际问的科学和技术合作与技术转让，要适当地照顾到 

一切的合法利益，其中包括技术持有者、提供者和接受者的权利和义务， 特别是， 

所有国家应促进： 发展中国家取得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果、转让技术、以及为了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创造# 国技术, 其方式和程序要符合其经济与需要。

3 . 因此，发达国家应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建立、加强和发展它们的科学和技 

术基层结拘以及它们的科学研究和技水活动，以.助发展和改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
4 . 所有国家都应合作，进行探讨，以期进步订定为国际间所接受的关  

于技术转让的准则或章，要充分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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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 i 不国家有义务进行合作，促进世界贸易稳定的、日益增加的发展和自由化以 

及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改善。 因此，所有国家 

应进行合作， 遂渐打破妨碍货易的各种障碍，改善进行世界贸易的国际体制。为 

此，各国应作出协调的努力，公平地解决所有国家的贸身问题，要考虑到发展中国 

家的具体贸易问题。 在这方面，各国应采取措施，旨在使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 

取得更多的利益，从而使它们的外汇收益大幅度地增加；使其出口商品多样化；考 

虑到它们的发展需要,，加速它们的贸易增长率；增加这些国家参与世界贸易扩展的 

机会；并尽量通过大大改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市场的条件，通过酌情采取可使 

初级产品取得稳定、公平和有利的价格的措施，在分享由这种扩展而产生的利益方 

面取得对发展中国家较为有利的均衡。 •
第十五条

^ 国家都有义务促进实现在有效国际管制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把从有效的裁 

军措施节番下来的资源用于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把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作为 

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戾展需要的额外资源。 '
第十六条 .'

X 所Æ国家有权利和义务, 个别地和集体地采取行动，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离、 

种族跋视、新殖民主义与一切形式的外国侵略、占领和统治，以及其经济和社会后 

康，作为发展的先决条件。 实施这种脉追政策的国家，对于受到影响的国家、领 

土和民族责有经济上的责任，必须补救和充分赔偿这些国家、领土和民族的自然资 

源和一切其他资源所遭受的剥削、消耗和損眷。 /片有国家都有义务向它们提供援 

助 ，

£任何国家没有权利促进或鼓励足以妨碍被武力占领的'领土获得解放的投资。

第十七条-

0 际合作以谋发展是所有国家的一致目标和共同义务。每个国家都应对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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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努力给予合作, 提供有利的外界斧件, :给予符合其发展香要和发展目插的、

潮极协助，要严格尊重各国的主权平等，不附带任何有损它们主权的条件， 以加速 

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八条

*~ l â F 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旋行、改进和扩大普遍的、非互惠的和非彼视的关 

税优惠制度，但要按照在主管国际组织范围内就这一制度所通过的有关协议结论和 

有关决定。 发达国家还应认真考虑在可行和适当的领域内，并以给予特别和较为 

有利的待遇的方式，采取其他区别对待的措施，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货身和发展需 

要。 发达国家在其国际经济关系中,对于由普遍关税优惠和其他有利于发展中国 

家的普遍协议的区别对待的措施所增进的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应尽力避免 

采取有消极作用的措拖。

第十九条

为了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弥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 

起见Î 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合作可行的领域内应给予发展中国家普遍优惠的，非互 

惠的和非歧:视的待遇。

第二十条

发展中国家在增加它们的全面货易的努力中，应对扩大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的 

货易的可能性给予应有的注意，给予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条件不应当亚于它们通常 

给予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货易条件。

第二十一条

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促进它们之间相互货易的f •展，并为此目的，可以按照国际协定 

中凡能适用的现有或制订中的规定和程j ç向别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货易优惠，而不必将 

这种优惠给予发达国家，但是这种安排不得成为对普遍货易自由化和扩展的胆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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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î . 所有国家应响应一般公认的或彼此同意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和目标，在 

考虑到有关国家的任何义务和承诺的情况下，促使增加的真实资源净额，从所有各方 

流入发展中国家，以增强它们为加速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作的努力。

2 . 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国家应按照上述目标，并考虑到这方面的任何义务和承 

诺，努力增力；!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官方资金净额，并改善其条件。

3 . 发i 援助资源的流动应包括经济和技术援助。，

第二十三条

一" 发展中国家为了增强其本国资源的有效动员, 应J 加强它们的经济合作并IT大它

们之间的相互贸易，以加速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所有国家, 特别是发达国家，应

当个别地和通过它们为其成员的主管国际组织，提供适当的、有效的支持和合作。 

第二十四条

所有国家有义务在其相互间的经济关系中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 特别是所有 

国家应避免损.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第二十五条

为了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国际社会特别是其中的发达成员应特别注意最不发达 

- 的，内陆的和岛>1#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以帮助它们克服其特殊困 

难，从而对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第二十六条

所有国家，不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的差别，有义务宽容相待，和平相 

处，并为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国际贸易的进行应不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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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的、非艘视的和非互惠的优惠待遇，并应以公平互利和

交换最惠国待遇为基础。

第二十七条

~ 1 . 每个国家有权充分享受世界无艰贸易的利益, 并有权参与这种贸易的i r展。

2 . 在有效能和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世界无形贸易， 

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标。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无形贸易中的作用，应依照上述目标 

予以增进并得到加强, 要特别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昧需要。

3. 所有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为提高从无形货易获取外汇收入的能力所作的努 

力给予合作，但要符合每小发展中国家的潜力和需要》并与上述目标一致。

第二千八条 ,

所有国家有义务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价格和它们，的进口商品价格之间达 

成调整而进行合作, 促成对发展中国家公平合理的贸身条件，使生产者有利可爽同 

时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均厲公平。

第三章 

对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第二十九条

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 以及该海域的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的

财产。 根据一九七0 年十二月十七日联合国大会第2749  ( XXV )号决议内通过的 

原则，所有国家都应保证，对该海域的採测和对其资源的开发要专门用于和平目的，

. 并在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和需要的情况下，由所有国家公平分享由此所得

的利益；应由一项共同协议的普遍性的国际条约订立一项适用于该海域及其资源的

国际制度，包括一个实拖该制度的各项规定的适当国际机构。



a/9946
Chinese
Page 15

第三十条

为了今代和后世而保护、维护和改善环境，是所有国家的责任。 所有国家都 

应根掘此项责任制定它们自己的环境和发展政策。 所有国家的环境政策 

应对发展中国家当前的和未来的发展有所增进，而不发生不利影响。 所有国家有 

责任保证，在其管律和控制范围内的任何活动不对别国的环境或本国管辖范围以外 

地区的环境造成損，。 所有国家应进行合作，拟订环境领域的国际准则和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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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最后条款

第三十一条

'  ^ 有茵東有义务对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作出贡献，要适当考虑到发达国家

的福利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积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连，并考虑到蹇个国际社会的繁荣 

依其组成部分的繁荣力转移。

第三十二条

任何国家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其他措施，强迫他国使其在 

主权权利的行使方面屈从，或从该国取得任何利益。

第三十三条

1 •本宪章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有摘于或贬低联合国宪章条款或据以采取的行

动。

2 . 本宪章各项条款在解释和适用方面互有关连，每一条款的解释应参照其他 

条敦》 •
第三十四条

联 合 国 大 会 第 三 十 届 会 议 ， 及其后每五届会议的议程中应列入各国 

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一项再从而对宪章的执行情况，包括所取得的进展和任何可能 

成为必要的改进和增补，进行有系统的、全面的审议，并建议适当的措施。 这种 

审议应考虑到同本宪章所根据的原则和宗旨有关的一切经济、社会、法律和其他因 

素的演变情况。

后来，阿富汗、巴巴多斯、不丹、智利、埃塞俄fc亚、马拉维和巴拉圭声明退 

出，不再是该决议草案（A/C。 1 3 8 6 / C o r r。1 ~ 5 )的提案国，原因是它们

对于宪章的特定条敦有保留。



6. 委员会面前也有了对A/g。a/L. 1 3 8 6 号决议革案的下列修正案：

( a ) 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声森堡、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 

合众国所提的修正案( A/C. ^ L .  1 3 9 8 ) 主张修正：

H 序言部分第4 段如下： g’

" £15本宪章的基本宗旨之一是促进各国之间公正和合理的经济关 

系" ，

0 序言部分最后一段如下：

" 大会兹郑重通过这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

(功 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 

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 

坚合众国所提的修正案（a/g. 2/ l .  1 3 9 9 ) 主张修正: '

序言部分第5 (e)段如下：

" ( e )鼓励各国，不论其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如何，在对所有有关国 

家都是公平互利的基袖上，进行经济、货易、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合作；" ；

( C )比利时、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 

日本、卢森堡、大不列顧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所提的修正案 

( A/C. 1 4 0 0 ) , 主张修正：

序言部分第Ï 段如下：

' " 决心在充分尊重每个国家主权平等的前题下；并通过每个国家的合# ,  

便进集体经济安全以提供有利环境，让一切国家谋求发展和福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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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比利时、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爱尔兰、意大利、 曰本、卢森 

堡、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所提的修正案( A/C. a/

1401 )主张第一章第一句英文Shall改为should , 中文无更改；

(e)比利时、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 

日本、卢森堡、荷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所提的 

修正案（ 2/L. 1402) ，主张

修正第一章(f)项如下：

"和平合作 "；

(f)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 日本、 

卢森堡、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所提的修正案( A/

2/i. 1403) , 主张 

删去第一章的第(一)分段；

(g) 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 

腊、爱尔f ï ：大利、 日本、卢森堂、荷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和美利坚合众国所提的修正案( A/C. a/L. 1404) , 主张修正

第二章第二条第1、 2和 3款如下： .

" 第二章 

"第二条

" 1 .每个国家对其自然财富和资源享有永久主权，并享有充分和自由处 

置此种自然财富和资源的不可剥夺权利。

" 2 .每个国家有权：

"(a) 按照其发展目标制订法律并颁布规章和条例以管理外国企业入境及 

其在境内的活动；

"(妨自由缔结关于外资输入的协度并应诚实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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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 )管理和监督其国家管辖范围内的跨国公司的活动，并采取措施

保证这些活动充分遵守其法律、规章和条例及符合其经济和社会政策。

每个国家应保证跨国公司在其国家管辖范围内应享有相同的权利并履行相 

同的义务，一如任何其他外国人。 跨国公司不得干涉所在国的内政。每 

个国家应在充分顾到本国主权权利的前提下，与别国合作实施这一分项所 

规定的权利； ，

" ( d )为公共目的将外国财产收归国有、征收或征用，但以按照一切 

有关情况应付予公JE赂偿为限； • .
" ( e ) 凡处理外国投资或赔偿问题因而引起争论时，要求尽量行使其 

国家管粮权，除非各有关方面同意其他办法；

'‘ ( f ) 根据各国主权平等和自由选择方法的原则，经各有关方面如此同 

意时，通过谈判、翰旋、调查、. 事实调查、和解、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 

以解决争端。

^ 3 .各国采取措施行使上述权剩时应忠诚履行其国膝义务。" ；

■ ( H )比利时、加拿大、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希腊、爱尔.

兰、意大利、日本、卢森，、荷兰、大不列煎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 

坚合众国所提的修正案( A/C. 2/L. 1 4 0 5 ) , 主张修正第二章的第四条 

和第二十六条如下:

" 第二章 

" 第四条

"每个国家, 不论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有什么差异，都有权进行国 

际贸易和其他方式的 '经济合作。 所有国家都不应纯因此种差异而遭受任何 

形式的跋视， 即在类似情况下各国不应受到不同的待遇。 每个国家在进行 

国际货鼻和其他方式的经济合作时, 可自由选择其对外经济关系的姐织方式, 
和订立符谷其国际义务及国际经济合作需要的双边和多边协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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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所有国家、不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的差别，都有义务宽容相 

待，和平相处，，并为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国际贸 

易的进行应不妨凄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的、非坡视的和非互惠的优惠待遇 

并且以公平互利为基袖。 各国在发展贸身关系时，得一般地通过双边或多边 

安播互相交换最惠国待遇。 " ； ，

( f ) 比利时、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 

卢森堡、有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所挺的修正案 

( A/C。a/L。1406),主张删去第五条； .

( 3 ) 比利时、丹麦、. 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 

卢森，、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所提的修正案（k/ 一 

2/L. 1 4 0 7 ) , 主张修订第六条如下::

"所有国家应掛酌情况，对遂个商品，研究并谈判订立全球范围的商品 

协定；这种协定应尽可能把更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包括在内，并应想括有关 

贸易的一个大部分。 所有国家，应在减到个别国家的特殊经济情况之下， 

力求促进原料供应，包括农J i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在稳定、有利和公平的价 

格上的正常流动，从而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公平发展，并要特别顾到发展中国 

家的利益。 " ；

(1^ )比利时、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

日本、卢 特 兰 .、大不列额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所提的修 

正案（a/g. 2/L. 1408) , 主张修订第千二条第2敦如下：

" 2, 在有关国家将属于本宪章范围内事项的某些权限已经转移给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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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转移给所集团的情形下，关于与这种国家作为这些集团的成员的责任相一 

致的事项，本宪章的各项规定也应适用于这些集团。 " ；

(1)比利时、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 

卢森，、有兰、大不列颤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所提的修正案 

( A/C, a/L 1 4 0 9 ) , 主张用下列条文代替第三十一条，置于第千四条之 

后： .

"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对世界经济的均街发展作出贡献，并考虑到所有 

国家的福利和发展之间的关连。 因此'所有国家在处理其相互的经济关系 

时，有义务考虑到所有国家经济的密切关系和互相依存性，并在原料出产 

国和消费国利益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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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比利时、法国、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希腊、意大利、卢森，、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所提的修正案（y c  » 。1410 ) ,主张

删去第十五条；

n ) 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意大利、爱尔

兰、日本、卢森堡、g 大不列颤~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ÿ j坚合;^国所提的修
——  - ‘ ——  - - -.  ■ —    —  ■■   —

正案（A/C，2/i • 141 r ) 主张删去第十六条；

0 ) 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養、意志联邦共和国、希 

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 

坚合众国所 提 1386号文件内载决议草案的修正案(A/G.2/I- 1412),主张删 

去第十九条；

. P ) 比利时、丹麦、法国、德 意 à 联邦共和国、意大利、日本、卢森，、 

大不列颠及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所提的修正案（A//c，2^i<，1 4 1 3 ) ,  

主张珊I去第二千八条；

q .) 比利时、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意大利、日本、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 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所提的修正，案 （A/G。a / l 。1 4 1 4 ),主张在 

第三十条第四句"所有国家有责任…，'…"等字后插入"依照有关的国际规范、条例 

和义务" 等字；

r  ) 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 

腊、爱尔兰、意大利、 荷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 

坚合众国所提的修正案(V C 1 4 1 5 ) , 主张在第三十二条第三行以" 和 " 代 

替 "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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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十二月六日第一六四七次会议上g 墨西哥代表与其他各集团协商后3 以 

共同提案国的名义介绍了 V G ，2 / 1-  1 3 8转文件所载对决议草案的订正（A/C，2 /
I .-1386/C  o r r ， 6 )。 这份订正如下： 

a .)序言部分第Ô段(C)分段改力下文:

" ( c ) 鼓励各国，不论其政治、经济或社制度如何，在对所有愿意履行本 

宪章规定的爱好和平国家都是公平互利的基維上，进行经济、贸身、科学和技 

术领域的合作; ;

-b )第二条第2 敦(a)项，改为如下2 

" ( a ) 按靡其法律和规章并依照其国象i 标和优先次序，对在其国家管辖范 

围内的外国投资加以管理和行使权力。 任何国家不得被迫对外国投资给予优 

惠待遇；" ；

0 第二条第2 款(0)项改为下文:
"(C》 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牧归国有、征收或转移，在收！13国有、征收或转

-

移时，应由采用此种措施的国家给予适当的赔偿，要考虑到它有关的法律和规 

章以及该国认为有关的一切情况。 因赔偿问题引起的任何争论均应由实行国 

有化国家的法院依照其国内法，加以解决，除非有关各国自由和互相同意根据 

各国主权平等并依照自由选择方法原则寻求其他和平解决办法；

â ) 第六条改为下文Ï

" 各国有义务利月1种种安排，特别是在适当情况下缔结长期多边商品 

协定，对国际货物贸易的发展作出贡献，襄照顾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所有国家共同有义务促进一切在稳定，有利和公平的价格上交易的商品的 

正常流动件进出，从而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公平发展，要特别顾到戾展中国 

家的利益；" ；

Ç ) 第十二条第2 敦改为下文：



a/9946
Chinese
Page 24

2. 在有关国家将属于本宪章范围内事项的某些权限已经转移给或可能 

转移给所厲集团的情况下，本宪章的规定也应，在这些事项方面，与这些国 

家作为有关集团成员的责任相一致，适用于这些集团。 这些国家应合作 

使各集团遵守本宪章的规定。

f ) 第三十二条改为下文： 、

" 任何国家不得使用或放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其他措施强迫他国 

在主权权利的行使方面屈从。" 。

8 » 在同次会议上，墨西哥代表以各提案国的名义，又介绍了口头的订正如下： 

a ) 在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序言第四段里，将"编暴和发展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的规则" ，改为"促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
•b ) 在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序言最后一段里，删去" 作力就这主题进行编 

募和遂步发展的第一步。 "
9 。在十二月六日第一六四七次会议上，法国代表团以比利时、舟麦、法国、 

德 意志 联 邦 共 和 国 、爱尔兰、意大利、卢森，、特兰、大不列额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的名义介绍一份决议草案（A/C。2//I-14 19  ) ,条文如下：

大会,
忆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第45 ( 1 1 工）号决议,

到一项规定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的宪章对于国际大家庭至为重要，，

考虑到这一宪章由于其目标和普遍的性质,应能反映一切国家之间最广大的协

议，

照顾到在拟订这一宪章和寻求共同意见的前后各阶段中所已经得到的显著进展， 

注意到仍有若干¥ 论之点，亟宜在提出案文请联合国通过之前通过适当的协商 

先予解决，



a/9946
CMnese
Page 25

1 • 请参加上述第45( 1工I )号决议所设工作组的各国继续努力，以期向专门 

处理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一九七五年九月）提出一项普遍接 

受的宪章草案定稿'
2 • f •贸发会议秘书长从七五年年切起协助促进为目的所进行的协商。

. 1 0 - 在同次会议上，应法国代表的请求，委员会决定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一 

三一条的规定，将A/C* 2 / 1 - 141  决议草案优先加以审议。

，1 1 。 在十二月六日第一六四七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请求将在这项目 

下所作的一切表决都记录下来。 .
1 2 。 在同次会议上, 委员会以八十一票对二千票2十五票弃权，否决了决议草 

案 1 4 1 9 )。

赞成的：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冰岛、 

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挪威、荀葡牙、西 

班牙、墙典、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i 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的：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林、孟加拉国、巴巴 

多斯、破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铜甸、布隆迪、白俄 

罗斯苏维埃杜会主义共和国、卞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香斯达 

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厄.瓜多尔、埃及、伊尔瓦多、 

埃塞俄比亚、斐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危地马拉、几内亚一 

比绍、海地、洪都拉斯、句牙利、印度、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

牙买加、肯尼亚、科咸特、黎G嫩、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马达加斯加、马耳他、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尼泊尔、 

龙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 

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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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的:

斯里兰卡、苏丹、斯咸士兰、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干达、乌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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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龙亚联合共和国、上汰尔特、委 

内瑞拉、南斯拉夫、札伊尔、赞比亚。

澳大利亚、塞浦路斯、达荷美、芬兰、希腊、格林纳达、印度尼西亚、 

约旦、高棉共和国、老秘、马拉维、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被、泰 

国。 .



13.在十二月六日第一六四七次会议上，爱尔兰参加为y c .  2 / L . 1 4 1 0 号 

文件所载修正案的提案国。

1 4 .在同次会议上，澳大利亚从y c  • 2/ L ，141 2号文件所载修正案的提案 

国中退出。

1 5 .在同次会议上，法国从A/C . 2/L，1 4 1 3 号文件所裁修正案的提案国中 

退出。

1 6.在同次会议上，各提案国撤回了 A / C 。2 / L . 1 4 0 8 及 A /C  • 2 / 1 ，141  5

号文件内所载的各项修正案。

1 7 .在十二月六日第一六四七次会议上，委员会也就AXC，2X：L « 1 3 9 8至
A / C  . 2 / L  . 1 4 0  3 号文件内所载的各项修JE进行了表决（见上面第6 段 ）

表决结果如下：③

(a)委员会以八十九票对十七票，三票弃权,否决了么/(^^/1，1398号

文件内的各项修正（见第6(a)段 ）； . '
Cb)委员会以九十二票对二十票，十票弃权,否决了 V C ，V t * 1 3 9 9 号

文件内的修正（见第e(t)段 ）；

• ( C )委员会以九十四票对十四票，十四票弃权，否决了 V C . 2 / L . 1 4 0 0

号文件内‘的修正（见第©(e)段 ）；

( d ) 委员会以九十二票对十八票，十二票弃权，否决了 A X C . y L ，1 4 0 1
号文件内的修正（见第6 (d)段 ）； 、

( e ) 委员会以九十四票对二十一票，八票弃权，否决了 A / C . ^ L . 1 4 0 2  

号文件内的修正( 见第0(e)段 ）；

( f ) 委员会以九十五票对十六票，十票弃权，否决了^ / / 0 ,2/ 1-140巧  

文件内的修正（见第0(f)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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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表 决 记 录 见 AXC .2//SR，1647。全部记录将列在本报告的定本内。



1 8 .在十二月六日第一六四八次会议上，委员会就AXC • 2 / 1 . 1 4 0 4 至A/"
C。V I -  1 4 1 5 号文件内所载的各项修正进行了表决（见上面第6 段 ）。 表决结 

果® 如下：

( a ) 委员会以七千一票对二十票，千八票弃权，否决了 A/C. 2/ 1  *1404  

号文件所载各项修正第3 段内的修正（见第6 (g)段 ）；

C b)委员会以八十七票对十九票，十一票弃权，否决了 AXC。2 / 1 ，1404  

号文件所载各项修正第1 及 2 段内的修正;
( C )委员会以八十六票对二十票，十票弃权，否决了 A/C。2 / 1 ，1405  

号文件所载的各项修正（见第6 叫段）；

( d ) 委员会以九十八票对十五票，八票弃权，否决了 AX C.2/L.1406  

号文件所载的修正（见第6 (i)段）；

( e ) 委员会以九十五票对十七票，十票弃权，否决了 AXC.2/L. 1407  

号文件所载的修正（见第6 U)段 ）；

( f ) 委员会以九十七票对十五票，十票弃权 , 否决了 A/C. 2 / 1 . 1409  

号文件所载的修正（见第6 (1)段 ）;
( g ) 委员会以七十六票对二十二票，二十四票弃权，否决了 A/C,，2X  

工. 1 4 1 0 等文件所载的修正（见第6 (m)段 ）； ' ■

( i l )委员会以九十八票对十七票，八票弃权,否决了 V C  . 2 / 1 。14 1 1

号文件所载的修正（见第6如段）；

( i ) 委员会以一百0 二票对十七票， 五票弃权，否决了.A/C，2X：L. 1 4 1 2

号文件所载的修正（见第® (0)段 ）；

( 3 ) 委员会以一百0 —票对十二票9 十一票弃权，否决了 V C  . 2 /

工。1 4 1 3 号文件所载的各项修正（见第® CP)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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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表 决 记 录 见 A//C. 2XSR. 1648,全部记录将列在本报告的定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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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委员会以九千一票对二十二票；h二票弃权否决了 A/C。2/L • 141 4 

号文件所载的各项修正（见第e (①段）。

1 9 .在十二月六日第一六因八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要求对订正过的各 

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草案( A / C  . 2 / L 。1 3 8 6 ) 序言部分的每一段、第， 

一章内的每一分段以及每一条分别进行表决。

2 0 .委员会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的要求，决定不进行表决； 

因此，第 A/C，2/L . 1 3 8 6 及 Co r r  • 6 号决议革案的修正案内所有要求彌去的那 

些部分, 如遇有关修正案未经通过时, 就仍然保留。

21.在同次会议上，瑞典代表要求对宪章第二条的第1款和(a)、W 及(0)项分别 

进行表决。

22.对订正的第义/(：!，̂ ：1：，1 3 8 ® 号决议尊案进行表决⑤的结果如下：

序言部分第1 段 1 2 8 0 0
序言部分第2 段 1 2 8 0 0
序言部分第3 段 1 2 8 0 0

序言部分第4 段 1 2  0 0 1 0

序言部分第5 段 1 3  1 0 0

序言部分第6 段 1 3 1 0 0

序言部分第7 段 1 2  0 3 7

序言部分第8 段 1 3  0 , 0 0

序言部分第9 段 1 2  9 0 0

序言部分第1 0 段 1 3  0 0 0

序言部分第1 1 段 1 2  9 0 0
序言部分第1 2 段 1 2 9 0 0
序言部分第1 3 段 1 3  0 0 0

⑤ 因 为 A/C，2/工，1 4 0 3 号文件内的修正被否决，所以就没有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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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弓1言 115 0 13

(a) 130 0 0
(b) 129 0 0

( c ) , 129 0 0

(d) 130 0 0

(e) 129 0 0

(f) 117 5 5

(g) 129 0 0

(H) 130 0 0

( i)⑤

Ü) 130 0 0

(k) 130 0 0

a )、 w 和(n) 130 0 0

(0)项 117 0 12

第二章

第—*条 131 0 0
第二条

第 1敦 119 9 3
第 2款(a)项 ， 113 10 h

第 2 象Cb)项 119 k 6

第 2象(0)项 lOlj- 16 6

第三条 97 7 25
第四条 115 8 7

第五条®

⑥ 因 为 A X c . y：L.i406号文件内的修正被否决, 所以没有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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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119 8 2

第七条 129 0 0

第八条 131 0 0

第九条 129 0 0

第十条 129 0 0

第十一条 129 0 0

第十二条 128 0 0
第十三条 129 0 0

第十四条 128 0 1

第十五条®  、 

第十六条 1⑧
第十七条 130 0 0

第十八条_ 131 0 0

第十九条③

第二十条 110 1 12

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二十四、二十五条 131 0 0
第二十六条 105 Ih 10

第二千七条_ 131 0 0

.禁二十八条⑩

第二十九条 113 0i 17

第三十条 126 0 3

第三十一条 129 0 0

第三十二条 119 0 11

第三十三条 131 0 0

第三十四条 123 0 8

⑦ .因为A/C，2X：L，1 4 1 0 号文件内的修正被否决，所以没有进行表决。

⑧ 因 为 V c ，2 / l ，1 4 1 1 号文件内的修正被否决，所以没有进行表决。

⑨ 因 为 A/C. V i ，1 4 1 2 号文件内的修正被否决，所以没有进行表决。

⑩ 因 为 A/̂ C，2 / l，141 :3号文件内的修正被否决，所以没有进行表决。



2 3 .在十二月六日第一六四八次会议上，委员会就整个订正过的决议草案 

( A/C，2/L  » 1386  ) 进行了表决。 该决议草案采用唱名方式表决，以一百 

一十五票对六票，十票弃权，获得通过。 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的S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JE、巴林、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不丹、坡利维巫、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巫、细甸、布隆迪、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卞得、智利、中国、哥伦 

比亚、剛果、哥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达有美、民 

主也门、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 尔瓦多、埃塞俄比亚、类 

济、芬兰、加蓬、P?]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 

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JE—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却牙利、 

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约旦、

尼亚、高棉共和国、科威特、老树、黎巴微、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共 

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墨 

西哥、蒙古、摩洛寄、尼泊尔、新西兰、尼加拉瓜、尼H尔、尼日利亚、 

阿曼、巴基斯坦、Ë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前牙、卡塔 

尔、罗马尼JE、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彼、索 

马里、斯里兰卡、苏丹、斯威士兰、瑞典、泰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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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联合首长国、落爱隆联合共和gf、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乌拉圭、委内瑞拉、也门、南斯拉夫、札伊尔、赞 

比亚。

»

反对的：比利时、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卢森盤、大不列颤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的：奥地利、加拿大、法国、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特兰、挪威、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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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é.在十二月六日第一六四九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授权委员会报告员将委员 

会关于这个项目的报告，连同仅仅就这个项目进行表决的数字结果提交给大会，但具 

有下列的了解：各代表团可参看筒要记录所载表决结果的全部名单；这项决定不应 

成力先例以及整个表决的记录将列在报告的定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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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委员会的建议

25。 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大会 ,

^ 联合国贸暴和发展会议在其一九七二年五月千八日第4 5 ( 工工1 )号决谈里 

强调î î i 需要 ‘ ‘ 建立普遍接受的准则来有系统地调卞国际经济关系 " ，并认定>‘如 

不订立保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权利的宪章 , 就不能建立公正的秩序和 

糖定的世界" ，
. • • . . .  • ■ . ■

又回顾同一决议里决定设立个由政府代表组成的工作组去草拟各国经济权利 

和义务宪章革案, 这个工作组绘大会在九七二年十二月 + 九曰第 3037 ( X X V工I ) 

号决议里决定由四千个会员国组成,

注 意 到 大 会 在 九 七 三 年 十 ：：：̂ 月 六 B 第 3 0 8 2  ( X X V工1 1 ) 号 决 议 里 重 申 盤信 

急 需 订 立 i 改 善 可 以 資 遍 适 用 的 择 准 , 以 在 公 正 合 理 的 基 础 上 发 展 国 I际 经 济 关 系 , 

并 數 促 各 国 经 济 权 辦 和 义 务 宪 章 工 作 组 鬼 成 各 国 经 济 权 利 和 义 务 宪 章 攝 后 案 的  

拟 灯 , 以 便 提 交 大 会 第 二 十 九 届 会 ^ 审 议 并 核 准 ， 作 为 这 份 宪 章 的 编 黎 和 发 展 的 第
tk. ®

一 , ，

铭记着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关于建立新的国碌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第 

3 2 0 1 (  8-\/1；) 和 3 2 0 2 ( 8 —7 1 ) 号决议的精神和规定，这两小决议强调大会在第 

二千九届会议上通过这份宪章是至为重要的，并强调这一宪章应该是一个旨在建立 

一个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公平，主权平等和利益上的相互依存为基础的国际经 

济关系新制度的有效文件， ,
审议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工作组第四届会议的工作振告, ® 这份报告是 

0  TD/1B/AC, 1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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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十四届^ 议转递给大会的，

各国经济权制和义务宪章工作组从■-•九七S 奔二月至•一九七四年六月举行

四届Ï Ï 执行任务以后，振合了一切必要要素，使大会可以按照以前的建议，在第

二千九屈会议上完成和通过各国绝济权对和义务宪章 ’

通过并庄严直布下面的：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草案

a/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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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大会 , ;

重申 联 合 圓 飽 基 本 宗 旨 其 是 ;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间的友好 

关系，实现国际合作以解决经济及社会领域的国际问题，

确认需要在这些领域如强国际合作 ,
. miÊmmmtmm  . .

进一步重申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以谋发戾，

声明本宪章的基本宗淳之一是在所有国家 , 不论其经济及社会制度为何 , 一律 

公平、主权平等、互相依存、共同利益和彼此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建立新的国际经

滴^秩序，

深愿为创造实现下列目标的条件作!B贡献：

i 所有国家都达到较發遍的繁荣，各国人民都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平；

(b》 由盤个国际社会促进辦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 C ) 鼓嚴各国，不论其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如何，在对所有愿意履行本宪章 

义务的爱好和平国家都是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贸易、科学和技术领城的 

妹 ；

克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陣碍；

路； ( ^ ) 加迷^ 中圓家的袋济增长,"称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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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保护、维伊和改替环境

U i l 需要通这下列途径来雄立和维持一个公平合理us经济和社会秩序：

» 实现较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并鼓助世界经济的结々变革；

(t)》为在所有圓宏间进一步扩大贸易和加强经济合作创造条件；

(C )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

(4) 建立和’增进国际经济关系，要照顾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方面公认的差异和 

它们的特殊需要，

决心在严格尊重每个国家主权平等的前提下, 并通过整个国际社会的合作 , 促 

进集体经济安全以谋发展, 特别是度展中⑤家的发展，

考虎到各国问在对国际经济问题进行共同商讨并采取协调行动基础上的真正合 

作，是实现国际社会的共同態望，以取得世界各地的公平合理发展的必要条件,
强调为使所有国家之间，不分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差异，进行正常经济关系和充 

分算重各国人民的权利，保证适当条件的重要性，以及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工具作 

为巩圓和乎造福全人类的手段的重要性，

深信報需要发展--•个以主权平等，公平互利和所有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为基挑 

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制度，

重申每个国家肩负本国发展的首要责任，但是同时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是充分 

实现其发展目标的一个必要因素,
坚信有迫切需要促成一个大为改进的圓际经济关系体系，

大会兹郑重通过这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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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准则

各国间的经济关系, 如同政治和其他关系一样，除其他外要受下列原则指导： 

: a ) 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b ) 所有国家主权乎等；

I 互不侵犯;
d ) 互不干涉； .

e ) 公平互利;

f ) 和平共凝；

■S)各民族平等权利和自决；

0 ^ )和平辕决争端;

( U 对于以武力造成的、使 得 个 ®家失去其正常发展所必结的自然手段的不、 

正义情况，应予补救Î ’

□ )真诚地履行国际义务；

( k ) 举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 

a ) 不谋求霸权和势力范围 Î 

N 促进国际社会正义 I  

时国际合作以谋发展 I

(0 ) 内陆国家在上述原则范围内进出海洋的自由。



第二章

各同

第一条 、 . :

每个国家有依照其人民意志选择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的不可刺

夺的主权权利^̂ 不容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强迫或威脉。
«

第二条

1 . 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 

括拥有故、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并座自由行使此项主权。

2 « 每♦ 圓家有权：

( a ) 按照其法律和规章并依照其国家目标和优先次序，对在其国家管辖f 围内 

的外国投资加以赞理和行使权力， 任何国家不得被迫对国外投资给予优惠待遇。

( b )管理和监黎其国家赞糖范Ü 内的跨国公司的活动，并采取措施保证这些，活
. . .  . . . . . .  , '

动遵守其法律、规章和条例及符合其经济和社会政策。 跨国公司不得干涉所在国 

的内政《 每4^国家应在充分顾到本国主权权利的前提下，与别国合作实施这一⑥ 

所规定的权利；

(C )将外国財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征收或转移，在收îfâ国有、征收或转移时, 

应由采取此种横旅的国家é 予适当的路偿，要考虑到它的有关法律和规章以及该国

认为有关的一切情况》 因赔偿问题弓I起的任何争论均应由实行国有化国象的法院 

依照其国内法加以解决，除非有关各国自由和互相同意根振各国主权平等并依照.自 

由选择方法原则寻求其他和乎解决办法。

第三条:

对于二国或二国以上所共有的自然资源的开发, 各国应★作采用种报导和事 

前协商的制度，旨在对此种资源作最适当的利用V 而不振及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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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

每个国家，不论政治、线济和.社会制度的任何差斧，有权进行国际贸易和其他 ' 
方式的经济合作， 任何国家不应遭受纯粹基于此种差异的任何较幾舞个ëi.家在进 

行，因际贸易和其他方式的经济合作时可自由造語其对力'经斤天系的.姐织■为 式 ，和订 

立符合其国际义务及® 际绿冻合作供.襄的双进?3多％办议，. 、

第五条

所有国家为了发展民課经济以获得糖定的发展资金 ， 并为了实现其自的，.帮 

助便进世界经济的特续增长，特别是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 权 加 郁级商品生产 

者想织；所濟国家也有葬重这种权利的相应义务，不来取限制这种权利的经济和政， 

一治播施.

第六条

各国有义务利用种种安排，特别是在适当情况下缔结长期多进商品协定，对国 

际货物贸易的发展作出贡献， 要照顾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盖。 所有国家共同有 

义务促进一切在稳定，有利和公平的价格上交易的商品的正常流动和进出,从而有 

助于世界经济的公平发展, 并要特别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第七条

每个国家有促进其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首要责任， 为此，每个国 

家有权利和货任选择其发展的目标和途径，充分动员> »利用其资源，運步实族经娇 

和社会改本，并保证其人民充分赛与发展过程和分车发展利益， 所有 0 家有义务 

个别地和◎ 体地合作，以消除访这种动员和利用的种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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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I
K

各国应进行合作, 以促进较为♦平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 , 并在一个：̂街的世 

界经济的意义上鼓场结狗变，草 ，要符合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頃家的需要和利益, 

并要为此目的来敢道当的错;É.

::第九条: . 、

所 >̂1® 家有 t 任在 ;S 济，社会，文化、科学和技术領域进行合作，以促进全世 

界光其Æ 发展中旧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第十条

所前 ®隶在法雄上一律平银 , 并作为国际社会的乎等成员,有权竟分和有效地参 

加起括通过有关国际组织并按照其现有的和今后订定的规则参加—— 为âP夫世界 

经济、金 J ill和货市何题作出国际决定的过程，并公乎分享由此而产生的利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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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所有S 家应进行合作, 加强和不断改进国际姐织执行各斑措族的效能，以促进 

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总的经济发展周於还应读掛商情况为使这些组织适应国 

际经济合作方面不断变化的t 要而进行合作，

第十二条

1 .各© 有权在有关各方同意乏下> 参加分区这，区域和区域问的合作，以谋经济 

和社会发展♦ 所有参加这种合作的Ü 家 , 有义务资证其所属集0 的政赞是符合本

宪章的规定的，是向外看的，是同它们的 i a 际 义 务 相 一 致 ，是同国际经济合作的益
' . . . .  . . .  . . . . . . .  ' • ' ' ' .

廷 相 致 的 ，而且是充分顾到第三国特别是发廣中13家的合法利益的，

2。 在有关国家将属于本宪章范围内事项的某些权眼已经转移给或可能转移

给所属集团的情况下，在这些事项方面，本宪章的各项规定也应适用于这些集团，

与这些国家作为有关集团成员的责任相一致。 这襄国家也应合作，使各集团遵守 

本宪章的规定。

第十三条

1； 每个国家有权分享科学技术进步和发展的利益，以加速它的经济和社会发
■ ■ 參 . . ■ ■ ■ . • •

展 .

2, 所有国家都应促进国际间的科学和技术合作与技术转让，要适当地照减到 

— 切的合法利益，包 括 技 术 持 有 者 、提供者和接受者的权利★ 义务， 特别是， 

所有国家应便进 : 发展中国家取得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果、转让技术、以及为了 

发展中国家的利兹而创造本圓技米，其方武和程序要符合其经济与齋要，

3 , © 此，发达 12家廣与发展中面家♦ 作 , 立、加疆和发嚴它们的科學和技 

米基Ê 结幾以次它们的科学研究如技术 ^ 許 ，以報助展和改▲发展中国家的摩济 •
4 , 所有閣家都应合作，进行探讨，以斯进一步灯定为国际间所接爱的夫

于技术特让的准则或规章，策充分顾到发展中風象的利益。



-第十四条

每个 ü ]家有义务进行合作，促进世界贸易德定的、日益增加的发展和自由化以 

及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利和生活水乎的改善 . 因此，所有国家 

应进行合作， 遂渐打破妨碍贸易的种种陳碎，改善进行世界贸暴的国际体制。为

北，各 ® 应作出协调的努力 , 公平地解决所有国家的货易问题，要考虑到发展中国-
家的具体货易问题 / 在这方面，各国应采取措族，旨在使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 

取得更多的利益，从而使它们的外汇收益大幅度地增加；使其出口商品:多样化;考  

虎到它们的发展需要,如速它们的贸易增长率；增加这些国家参与世界贸易扩展的

机会；并尽货通过大大改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市场的条件, 通过酌情采取可使■ . . ■ - ■ ' .. . •
初级产品取得德定、公平和有利的价格的措旅,在分享由这种扩展而产生的利益方 

两 取 得 对 发 展 中 ® 家 较 为 的 均 衡•

第 十 五 条 .

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促进实现在有效国际赞制下的全面彻度裁军, 把从有爱的裁 

军惜旋节 t 下来的资源用于香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把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作为 

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的额外资源*

第十六条

1,所有国家有权利和义务，个别地和集体地采取行动, 消 除 殖 民 主 种 族 隔 离 ， 

种族坡视、新殖民主义与一切形武的外国侵略、< 占领和统治，以及其经济和社会后 

娘，作为度展的先决条件• 实施这种胁追政策的国家，对于受到髮响的国à： >领 

À 和民族负有经济上的责任,必须补救和充分赔偿这些国家、领土和民族的自然资

源和一切其他资源所近受的制削，消耗和损， * 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向它们提供援
. • ■ ■ ■ . . ■ ■ ' , ■ ■■ ■ •

ml ‘
助，

2 .後何国家没有权利促进或鼓助足以场碍被武力领的领土获得解放的投资。\

第十七条

【? !时、☆ 作以谋 I T 展爱所有0  7% 的一致.目# 和共同X y r . 海♦ g b I C 都应对★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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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努力给予合作，提供有利的外界条件，给予符合其发展需要和发展目标的积 

极协助，要严格尊重各国的主权平等，不附带任何有损它们主权的条件，以加速它 

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篇十八条

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施行、改进和扩大杳遍的、非互惠的 f 非校视的关 

税优患制度，但要按照在主管国际级织4 圃内律这一制度所通过尚有关协议结论和 

有关决定 . 发达国家英â 认真考虑4 可行和适当的领域内，并以给予特别和较为 

有利的待遇的方式 , 采敢其他区别对待的措族，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需 

赛 . 发达国家在其窗际经济关系中 • 对于由普遍关税优惠和其他有利♦发展中国 

家的普遍协议的区别对待的措施所增进的发展中国家民族绞济的夢展，应尽力避戾 

采取有消极作用的措施，

第十九条

为了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弥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祭济t 距 

起见，发ià 国家在国际经齋合作可行的领域内应给予发展中国家普遍优惠的，非互 

惠的和非硬视的待遇。

第二十条

发得中閣家在增加它们的全，贸易的努力中，应对扩大它⑥同社会主义国家i的 

贸易的可能性给f 应有的注意，给予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条件不应当巫于它们通常 

J H " 发这的市场经齋国家的货易条件.

第二十一条

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促进它们之间相互货易的扩展，并为此目的，可以按照国际

协定中.凡能适用的现有或制订中的规定和程序，向别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货身优意,

而不必将这种优惠给予发达H 家，但是这种安排不得成为对普遍贸身自由化和扩展 

的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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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

1 . 所有国家应响应一般公认的或彼此同意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f 要和目# , 在 

考虎到有关国家的任何犬务和承诺的精况下促使增如的真实资源净额, 从所有斧方 

流入发展中国家 , 以墙襄它们为加速其经济和社★发展所作的努力 g

2. 在这♦ 意义土, 所★国家应按照上述目标, 并考虑到这方面的任何义务和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诺，努力增加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宜方资金净额, 并改善★条件.

3 / 发展极助资源的流场应愈括经炼和技术援助.

第二十三条  ,

发展中国家为了横强其本国资源的有效动M, 座身加强它们的經齋合作大它

们之间的相互贸易以如速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应
*

当/卜别地和通过它们为其à 贞的生管国际组织, 提供适当的、有效的支持和合作，

第二十四条

所有国家有义务在其相互间的鼓濟关系中考虑到其他国家的郝益， 特别是所有
.. ■ .  ■ " .  • • . - ■ . . . • ' .

国家应避免掘IF发廣中国家的利益,
. . :： ■ :

.第二十五条

为T促进# 系缘济寒廣' 国际社会特别是其申的发共成â 班特别注意最不发达

# 、内睡的和岛峰的发展中18東的特珠需要和问趣, 以帮助 它 们 克 服 其 特殊困• -

难 ，从 , 对电们的线济和社会发展作à , 就 .

第二十六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有国家, 不论政倍、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的差别> 有义务宽容相待，和乎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处，并为经济和社会制度不«6^名《间的贸易提供便料, 国际货易的进行座不纺



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的，非较视的和非互慈的优患待遇,并应以公平互利和

交换最意国待遇为基袖。

第二千七条，: .

J . 每个圓家有权充分享受世界无形货身的利益, 并有权参与这种資易的r 展 。

2 , 在有效能和公乎互利的基袖上进行的、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世界无形货氣 

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振。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无形贸易中的作用，应依照上述目标 

予以增进并得到加强，要特别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I,:要 .
3. 所有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为提高从无形贸暴获取外汇收入的能力所作的努 

力给予合作，但要符合每个发展中国家的潜力和需要, 并与上述目标一致。.

第二十八条

所有国家有义务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价格和它们的进口商品★格之间达 

成调盤而进行合作，促成对发展中国家公平合理的贸易条件，使生产者★ 利可爽同， 

时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均.II公乎，

第三摩

对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第二十九条，/

国家软描范11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以及该海域的: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的
• . ■ . ' .. . . .  '

财产， 振振一九七0 年十月十七日联合国大会第2749  U XV)♦决议内通过的 

凍则，所有W家都应保证，对该海域的探测和;^其资源的开发要专门用于和平目的,

并在考虑到发展中W 家的轉殊利益和需要的情况下，由所有® 家公乎分享由此所得

的利益;；应由觸共同协议的營遍性的®际条约订立一项适用于该海域及其资源的

国际制度，包括一个实施该制度的各确规定的适当国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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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为了今代和后世而保护、维护和改ÿ 环境 , 是所有国家的责任。 所有国家都 

应 报 据 此 项 责 任 制 定 它 们 自 己的环境和发展政策， 所有国家的环境政策 

应对发展中国家当前的和未来的发展3 1 ^ 增进，而 不 发 生 不 利 影 所 有 国 家 有  

责任保证，在其管辖和控制范围内的任何活动不对别国的环境或本国管辖范围以外 

地区的环境造成損寒 • 所有国家应进行合作，拟订环境领域的国际准则和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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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四章

最后条敦

第三十一条
國 ■ - ■ ■ ' ■ 國 遍

所有圓家有义务对 •§ 界经济的均衡发展作出货献，要适当考虑到发达国家 

的福利同发展中圓家的槽长和发展之同的密切关连，并考虑到整个国际社会的繁荣 

依其组成部分的繁荣为转移•

贺三千二条

任何国家不得使用成鼓勘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其他措^^强追他国使其 ^• /
主权权利的行使方面屈从，

第三十三条

1 •本宪章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有掘于成贬低联合国宪章条敦或据以采取的行

动,
2, 本宪章各项条款在解释和适用方面互有关连，每一•条款的#释应参照其他 

条款。

第三十四条

联合国大会贫 ; 三 十 届 会 议 ， 及其后每五届会议的议程中应列入各国 

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项^ 而对宪傘的执行情况，包括所取得的进展和任何可能

成为必要的改进和增净1；进行有系统的全面的审议并建议适当的措施 .这种审议应

考 虎到同本宪章根据的原则和 :宗旨有关的一切经济、社会、法律和其他因素的滨i 

进情况。 .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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