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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秘书长的说明

1. 联合检查组关于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的报告是根 

据该检查组的任务及其核定工作方案撰写的，也是联合检查组就执行大会关于改造 

联合国体系经济和社会部门的大会1 9 7 7年1 2月2 0日第3 2/1 9 7号决议 

的进展情况而编写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之一，检查专员们就改进亚大经社会的工作 

提出了若干项建议，其内容分为组织工作、方案和资源三类。秘书长大体赞成这 

些建议，并将在考虑到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意见的前提下，想出适当的方法去执行 

这些建议，

2. 从总体上说，秘书长支持检查专员们的下述意见，即亚太经社会是一个促 

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区域多学科中心，它正努力加强自身的能力，以满足正处于发 

展关口的为数众多的贫困人口的各种需求，并同时努力在该区域的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间建立和谐的关系，检查专员们正是本着这一点去检査亚太经社会在计划 

拟定、业夯及管理方面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并认为必须加强各区域委员会的决策 

衩，让它们在其业务工作中有更大的灵活性•

3. 检査专员们找出了许多相互联系而复杂的问题，对亚太经社会促进该区域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在相互依赖和国际舍作的前提下推动雨南舍作这一正当职能， 

具有许多重要影响，这些问题涉及下述一些复杂的关系：亚太经社会的组织结构、 

必需的人力资源基础、同各立法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同时还涉及各种区域项目、区 

域机构及咨询机构，例如常駐代表和亚太经社会成立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 

(常駐代表咨委会）秘书长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如果按检查专员建议的创造性措施 

进一步加强上述的种种关系，会大大有利于加强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及各优先项目 

的效率•

4. 检查专员们指出，亚大经社会现有的资源宪全不足以用来对付该区域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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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种难题.已提请人们注意预算外捐助的增长这一现象。人们特别注意到的 

是，预算外捐助额的利用，由I 9 7 6 —1 9 7 7两年期的3 0 0万美元上升到 

1 9 8 4 — 1 9 8 5两年期的3 8 2 0万美元# 亚太经社会摁有的两年期资源总

额为7 4 2 0万美元，这包括经常预算拔款和预算外算资/ 秘书长认为，由于预 

算严格限制，联合国经常预算在最近一段时期没有大幅度的增长，然而预算外资金 

却便各区域委员会得以着手各成员国提出的某些紧迫任务，秘书长认为，预算外捐 

助的增长说明，亚太经社会重视其促逬这一生气勃勃的地区进行发展的方案。在 

论及检查专员提到的捐助方可能造成的影响时，秘书长认为，如果逬一步加强已在 

联合国中央及亚太经社会建立起的各种管理控制方面的手段，使可能抵制上述影响, 

秘书长认为，加强各立法委员会并使各成员国在其中具有高级别的代表，使技术合 

作司充努捐助方和秘书处各实务司之间的联系纽带，并使项目审查委员会有效犮挥 

职能以确保在提出有关预算外资金的建议之前按照委员会项目的优先秩序为项目定 

出其优先秩序，这一切是抵制上述影响的关键性步骤。就检查专员提到的有关亚 

太经社会的一个区域机构的事例而言，各区域机构总的业务情况这一问题一直是整 

个亚太经社会和亚太经社会组织成的一个特别工作小组所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 

由受援国的邵长级代录组成的特派团被派往各东道国及受援国，以动员各政府提供 

足够的捐助便各区域机构得以存在下去，并避免不适当地将一个捐助国（常常是东 

道国）提供的捐款集中在各机构中。

5.在论及经社理華会的组织结构对工作人员的职能安挑时，检查专员们得出 

的结论是，从质量上来说，亚太经社会的人力资源基础尚称健全,但是，他们又 

提请人们注意高层工作人员的权责，这类工作人员必须精明强干，并须具备相当程 

度的管理技巧，以便处理区域发:展中的那些复杂问题• 他们还指出亚太经社会工 

作人员的双重作甩:第一，善于说明和表达亚洲和大平洋各国人民的观点，第二、

善于开展旨在满足区域内各种需求的行动，就提高各区域委员会的行政官员级高 

级员额职等的问题而言，视察专员请秘书长详细审查上述员额所承担的全部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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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和决策权。秘书长注蒽到这一要求，他的观点载于下文第1 8段，

6.检查专员注蒽到，衩利下放的进程相当慢，而且各区域委员会现有资源同 

因有关改动结构的建议而使扩大的职责不相称，他们建议加强各区域委员会的决 

策权，并便它们有适当的手段以最有效的方式来履行其职责。秘书长将细心审查 

检查专员提出的看法和建议，并将对此采取必要而适当的行动，

7 .检查专员提请人们注意万案编制过多的现象及其对执行亚太经社会方案所 

产生的消极彩响# 检查专员建议终止可有可无的活动，并集中力量执行按亚太经 

社会为选择优先项目而制定的标准衡量属于有意义的为数较少的项目# 检查专员 

犮现，选择优先项目的标准和方法没有受到系统地采用去将资源由低优先活动调集 

到高度优先活动上来。秘书长大体上赞成检查专员们的意见，但他又认为在象亚 

太经社会这样一个包罗处于经济和社会犮展不同水准的国家的广大区域内，应谨懊 

处理方案制定过多的问题，并应结合对这一问题程度及预算外资金性质的分析来加 

以考虑。亚太经社会许多两年期活动是根据指示性预算外资源制定的，因此初看 

起来似乎过于雄心勃勃，伹是，究竟取消多少低优先活动，则要等到订正预算外 

资源的估计数时决定，也即是两年期中点改变方莱时处理的议题。秘书长注意到 

亚太经社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所作出的下述决定：鉴于要尽量限制预算这一全面性的 

政策，应逬一步重视有效利用现W的资源.在这一前景下，亚太经社会促请各邵 

门的立法委员会和常駐代录咨询会在制定工作万案时发挥更大的作用。亚太经社 

会决对其1 9 8 6 — 1 9 8 7年工作方案所怍的调整载于秘书长给万案和协调委员 

会的一份说明（E/AC.51/1985/CRP.3 )中，

8.就检査专员关于加强各司间多学科活动的建议而言，秘书长亦认为应进一 

步加强这种作法。伹是，他又指出各司之间的工作目前开展得很多。例如，起 

萆亚太地区经济和社会调查及关于技术促进发展和犮展人力资源研究报告这样一些 

文件的工作，均由所有有关各司联合进行的.诸如环境协调股、统计司和社会发 

展司这样一些办事机构同其他邵门单位紧密合作，以便为亚太经社会的方案打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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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多学科的基础。在这一点上，宇科间的工作在人们眼中仍是一道难题,而秘书 

处也一直在力图加以解决•

9.秘书长认为检查专员的下述建议有其可取之处，即设立一个方案编制和审 

查委员会，正式负起由常驻代表咨委会行便的某些职责，并拟订决定供部长们审议， 

但是，他也象亚太经社会成员国们一样难于赞成任何会使附属立法委员会广为增加 

的建议，因为这会带来经费方面的问题• 秘书长认为，应细心审查关于建立一个

上述委员会的建议• 他指出，经社会上次会议在审议关于改进处理各环节秘书工

作的立法委员会的职能及至有可能设立一个方案协调委员会的各种建议时曾决定， 

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应在同常驻代表咨委会协商的情况下进一步审查是否要设立这 

样一个委员会.

10.秘书长注意到，针对亚太经社会的各项决定和决议，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已 

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在规划和执行其工作方案时加强同其他联合国组织和机构的合 

作.例如，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电信联盟）、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及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之间都有联合组织股的存在•还 

确立了一些机构间的机制，以便在综合乡村发展、用水，妇女与发展，技术、运输 

及其他一些领域内联合制定和执行方案.还正在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 

会议）、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一起联合制定 

方案.此外，还同贸发会议，粮农组织、劳工组织、气象组织《旅游组织，救灾 

专员办事处及其他组织开展合作。秘书长认为，进一步改进各组织间制定方案的 

工作是有可能的，而且为了最好地利用现有资源并使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项目相辅 

相成，上述作法也是适宜的》

U •检查专员认为，在下述前提下亚太经社会参与的一部分国别活动是合乎情 

理的，即在部门组织无法满足提供援助的需求时，或援助是成立国按亚太经社会规 

定的优先秩序而具体提出的要乳 这些只在亚太经社会的全部方案中占较小的一 

部分•因为亚太经社会作为一个区域委员会，其首要工作是属于部门间的.区域性 

的，分区性的及区域间的性质，正如大会第32/197号决定所规定的那样•检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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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所提及的那些例子是根据有关国家的要求而开展的，并由亚太经社会在更广泛的 

区域性发展方案这一前提下并作为其中的一个阶段而予以批准的* 这些活动严格 

说来并不属于亚太经社会能有效动员现有资源以为其提供技术性和实质性援助的那 

些现有部门间组织的范围.各捐助国政府或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人口基金）一 

类组织将实施这些活动所需的进一步资金交付给亚太经社会。但是，秘书长将努 

力确保这些活动不会导致雷同或浪费资金的现象，其方法是加强亚太经社会活动同 

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的活动在大会第32/197号决议范围内的协调，协商与合作.

12 .检查专员还强调指出，在太平洋分区域内应加强亚太经社会的存在。秘 

书长完全赞成这一看法*并指出太平洋地区成员越来越多地参与亚太经社会最近召 

开的会议这一点即证明新成立的亚太经社会太平洋业务中心对其环境所发生的影响《 

亚太经社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对其工作方案活动的优先秩序作出了特别的安排.以最 

不发达的发展中内陆国和岛屿国为对象《估计•这将会进一步加强亚太经社会在 

太平洋分区域的存在•

13. 就联合检查组报告第53段而言，应予指出的是，秘书长一直支持通过组

织工作来加强评价体系和评价股《 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方案规划和协调厅评价

股方案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有关编制手册及向联合国各实体提供援助和技术咨询以帮 

助其发展评价工作的。秘书长在A/38/133和Corr. 1号文件中提出一些建议, 

旨在加强各区域委员会和联合国其他评价单位的能力.秘书长在第三十九届会议 

上进行了这方面的努力。他的建议载于A/C. 5/39/45号文件，联合检查组报告 

第5 3段提到了这些建议.也得到大会的认可•

14. 以下是秘书长对检查专员的建议作的具体说明.对此应结合上述内容来 

阅读。

建议1

15. 秘书长赞成检查专员的下述建议，即使各成员国负起责任以确保在制定工

作方案时适用其制定的选择优先方案内容的标准，并力意制定过多的方篆 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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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方案制订过多的现象同预算外资金的提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秘书长认为 

在制定方案概算时应以更现实的态度来估计上述捐助的数额，以便秘书处据此制定 

其活动方案B

建议2

16 .秘书长同意检查专员关于由亚太经社会秘书处负责便会议次数合理化并进 

一步改进文件的内容.体裁和排印形式的建议。但是，由于亚太经社会乃是联合 

国在该区域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及区域合作的唯一中心，又由于在这一广大的区域 

内没有其他能与之比拟的组织•因此必须承认亚太经社会承担了推动讨论并抠当区 

域论坛的作用a 鉴于这一情况，秘书长认为，在秘书处现有资金许可的范围内， 

应该有比较地分析一下亚太经社会的所有活动（包括各种会议）的影响，从而确定 

一项更客观的标准来决定亚太经社会的活动是否重要和适当，并使其工作整体合理 

化和得到改进》

建议3

17 .秘书长原则上接受检查专员关于设立方案编制和审查委员会的论逸 但 

秘书长认为，由于这一新的安排涉及经费方面的问题，似乎应当进一步审查这个问 

题，这样便可避免使亚太经社会胡乱设立太多的委员会和机构，而太多的委员会和 

机构则会导致官僚主义和机构雷同现象的滋生。 亚太经社会上届会议曾初步讨论 

这一问题.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将就这一问题向亚太经社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交一 

份报告.秘书长亦同意下述建议，即有生存能力的各区域机构所需的财政支助应 

由这些机构服务的国家来提仇

建议4

18 .检查专员的一项建议是，将方案协调和监测处同技术合作司合并》 对此 

秘书长认为，这两个组织单位的职权范围和职能各有独特的规定• 方案协调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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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处负责监督工作方案的整体•而技术合作司则负责监督向工作方案和其他技术援 

助项目提供的预算外援助的管理工恨 两种情形下所需的工作途径和工作人员都

有所不同.因此，想通过合并这两个单位来达到改进工作的目的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这两者间也必须继续互相发挥作用•

建议5

19 •秘书长注意到要求他审查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副执行秘书的职等级别的建议， 

并将考虑检查专员提出的那些原因•

建议6

20.秘书长赞成下述建议.即各机构和各捐助国政府提供的捐助应符合亚太经 

社会制定的标准•他还认为，在行政活动与实务活动之间分配方案支助资源时应 

考虑各实务司在项目活动上的创新作用。他认为，项目审查委员会是亚太经社会 

的一项成功的革新成果《 秘书长认为，由执行秘书在其中任职的项目审查委员会 

已证明它在保证标准统一性和项目的高质量及防止捐助国发挥不适当影响上，具有 

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