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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 

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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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 大会 1 9 8 4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9 / 1 6 3 号决议决定彻底而有系统地审查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执行情况，顾及与《宪章》所依糖的原则及其宗旨 

有关的所有经济、社会、法律和其他因素的演变情况，以便认明《宪章》最适当的 

执行方法，从而找出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经济问题在联合国范围内的长期解决办法。

2 . 在同一份决议中，大会还决定设立审查《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执行 

情况特设全体委房会，在 1 9 8 5 年举行为期3 周的会议，并向大会第0 十届会议 

提出报告。



二 .组织事项 

A. 会议的开幕和会期

3 . 审查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执行情况特设全体委员会议于1 9 8 5 年 3 

月 2 5 日至4 月 1 8 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 在此期间，特设委员会分别在1985  

年 3 月 2 5 日和4 月 1 、 2 、 3 、 4 、 8 、 9 、 1 1 、 1 2 和 1 8 日召开了 1 1 次 

会 议 （第 1 至第 1 1 次 委 员 会 还 召 开 了 一 些 非 正 式 会 议 ，

B. 成资和出席情况

4 . 特设委员会由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组成。 下列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 iB席了 

特设委 i 会的会议：

阿富汗 加拿大 加塞

阿尔及利亚 佛得角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安提瓜和巴布达 中非共和国 加纳.

阿报廷 中国 希腊

澳大利亚 智利 危地马拉

坡利维亚 哥斯达黎加 却牙利

&哈马 . 古巴 印度

孟加拉国 塞浦路斯 印度Æ西亚

巴巴多斯 捷克斯洛伐克 伊拉克，

巴西 民主也门 以色列

保加利亚 多米尼加共和歯 牙买加

布尔基纳法索 尼瓜多尔 约旦

不丹 埃及 老姆人民民主共和国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萨尔瓦多 黎巴嫩 .

.共和国 芬兰 利比里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菲律宾 特立尼这和多巴哥

马达加斯加 波兰 突尼斯

马耳他 卡塔尔 土耳其

墨西哥 罗马尼亚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

蒙古 卢旺达 义共和国

摩洛哥 圣卢西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莫桑比克 塞内加尔. 国联盟

尼泊尔 西班牙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新西兰 斯里兰卡'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Æ加拉瓜 苏丹. 乌拉圭

尼日利亚 斯威士兰 委内瑞拉

阿曼 瑞典 越南

巴拿马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南斯拉夫

巴拉圭 泰国 举巴布韦

秘鲁 多哥

5 . 大韩民国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6 . 出席会议的还有下列联合国机构和组织的代表：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G. 选举主席团成员 ’

7 . 在 4 月 1 日的第二次会议上，担任临时主席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 

邀请与会者对特设委员会主席一职提名。 安提瓜和巴布达的代表提议由波菲里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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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尼奥斯一莱多先生（墨西齋 ) 、尼泊尔代表提议由法鲁克，齐亚达先生（伊拉克） 

担任特设委员会主席职务。 特设委员会进行了无记名投票，结果波菲里， •穆尼 

奥斯一莱多先生（暴西哥）当选特设委员会主席。

8 . 在 1 9 8 5 年 4 月 2 日的第三次会议上，特设委员会选举塔马什弗尔代阿 

克先生（却牙利）和卡巴奇先生（突尼斯）为特设委员会副主席。

9 . 因此，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名单如下：

主 席 : 波菲里奥，穆尼奥斯一莱多（墨西哥）

副主席 : 塔马什，弗尔代阿克（却牙利）

哈比卜，卡巴奇（突尼斯）

D. 有关文件

1 0 . 特设委员会实质性会议收到了下列文件：

(a) 1 9 8 5 年 3 月 1 9 日；t 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A /  

4 0 / 1 8 5 ) ;

(b) 1 9 8 5 年 3 月 2 2 日曰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4 ^ 4 0 / 2 0 2 》；

(c) 1 9 8 5 年 3 月 2 2 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

4 0 / 2 0 3 ) ;

( d ) 临时议程（A/AC . 2 2 6 / 1  );

( e ) 秘书长关于审查《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执行情况的报告（A /AC.226/  

2 ) ；

( f ) 委员会一致同意的结论* (AXAC 2 2 6 / L  . 1 )；

* 埃及代表闭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属于7 7 国集团的成员提出。



( g ) 题为 " 审查《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执行情况" 的决定草案（A /  
AC. 226/1*.  2);

( h ) 特设委员会报告草稿（V"AC. 2 2 6 /工 . 3 ) ,

E. 议程的通过

1 1 . 在 4 月 1 日第二次会议上，特设委员会通过了载于文件A/AC. 2 2 6 / 1 中 

的以下会议议程：

1 .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 通过议程及其他组织事项

3 . 审査《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执行情况

4 . 通过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的通过

1 2 . 在 4 月 1 8 日 的 1 次会议上，特设委员会通过了其报告草稿（A /  

AC 2 2 6 / L .  3 ) , 并授权主席团在草稿中加入程序情况一章和第1 1 次会议的记 

录，并将报告定稿。



三、委员会工作报告 

A . 导言和一般性发言

1 3 .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于事主持了特设委员会会议的开幕式，并就《各国 

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历史意义合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它的重视发了言。 

他说，过去十年来，各种问题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另外的领城却进展有限或毫无 

进展。大多数问题仍然留在联合国系统有关政府间机构的议程内。他强调，在这小 

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多边合作必须加强。特设委员会的会议为与会者提供机会 

思考这些问题。

1 4 .  1 9 8 5 年 4 月 1 日， 特设委员会主席在第2 次会议上发了言。他强调， 

《宪 章 》是大会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其中列出了经济合作和关于发展的国际 

法的基本准则。他回顾了特设委员会的基本目的和大会就审查《宪章 》执行情况和 

需要设法解决由于当前的危机而变得更加尖镜的问题而赋予它的职权范围。他请全 

体代表一本合作精神和乐于促进多过解决影响所有国家的经济问题的态度，参与特 

设委员会的工作。

1 5 . 在其后各次会议上，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f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推廷、 

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坡利维亚、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 

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完、多米尼加共和国、埃 及 （代表厲于7 7 国集团的成员国）. 

芬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却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老树人民民主共 

和国、墨西哥、蒙古，尼加拉瓜、波兰、罗马Æ亚、斯里兰卡、端典、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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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 

越南、南斯拉夫。 联合国货身和发展会议的代表也发了言。

16 . 许多代表说《宪 章 》基本上尚未执行，认为这是世界经济局势恶化的原因。 

各国代表说，《宪章 》的效力是没有时间性的，因力它规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一般



原则。 同样，许多代表谈到了当今世界一般的经济局势及其种种不稳定情况：利 

率高，汇率波动和失调、初级商品生产者的货鼻条件恶化、官方发展援助停滞不前、 

，还债务困难、保护主义括头。又有人说，必须勾销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并且债权 

国要同债权国的報行一起负担发展中国家的债务。

1 7 . 许多代表强调，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未旁及世界其余地方，主要是 

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继续面临恶劣的外界环境。关于这种情况，大多数代表强 

调说， 《宪 章 》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文书。

1 8 . 有人指出，执行《宪章》的责任在于各国政府。执行时，要考虑到各国间 

互相依存和各问魔间互相依存。 此外还提到了联合国在为扩大对于国际经济合作 

促进发展的所有重大问题的一致看法而寻求方法和途径中应起的重要作用。

1 9 . 若干代表说， 《宪 章 》的没有执行同国际紧张加剧和军备竞泰加速之间互 

有关联。这些代表说，增加使用经济和政治威胁的行为是遗反《宪 章 》的。

20 . 若干代表说，他们尽管有所保留，仍然于 1 9 7 4 年投票赞成《宪 章 》

但却不赞成大会1 9 8 4 年 1 2 月 1 7 日设立特设委员会以审查《宪 章 》执行情况 

的第3 9 / 1 6 3 号决议。 他们怀疑提议的程序是否可以对南北对话有所贡献，并质 

疑在目前设法谈判一份正式文件是否恰当。

2 1 . 许多代表团对一些国家决定不参与会议表示深切的遗憾，并请这些国家本 

着合作精神改变其立场，这样会增强多边主义精神并且是运向建立建设性对话的一 

步。

B • 审查《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的执行情况

2 2 . 在 4 月 1 1 日的第9 次会议上，埃及代表以7 7 国集团的名义提出了一份 

题为 " 委员会一致同意的结论" 的文件（A/AC. 2 2 6 y x .  1 ) 。



2 3 . 在 4 月 1 2 日第 1 0 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由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却牙利，蒙古、波兰、乌 

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的一份决定草案（ 

AC. 2 2 6 / L .  2 ) , 题目是：" 审查《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执行情况"。

2 4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请秘书处安排在1 9 8 5 年 4 月 1 5 日至

1 9 日这一周内召开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并安排在此之前召开而次非正式协商会 

议。

2 5 . 在4 月 1 8 日的第1 1 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将文件A/AC。2 2 6 /1 .. 1 

和 1̂ . 2 ( 见上文第2 2 段和 2 3 段 ）附于委员会的报告之后（见附件一和二 ) 。

2 6 . 在 第 1 1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将埃及代表以7 7 国集团的名义所作的最 

后发言附在报告后面（见附件三）。

2 7 . 此外，委员会还决定在其报告中载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非正式 

协商中提出的对文件A/AC.  2 2 6 / 工. 1 的修正。 2



注

在 4 月 9 日第8 次会议上，尼泊尔代表在以亚洲国家集团名义发言时提出了关 

于委员会在选举主席团成员中所循程序的疑问。 但是，他表示，本着合作精 

神，该集团决定不追究这一问题。

在非正式协商中提出的修正如下：

( a ) 标题：将 " 一致同意的结论" 改为 " 宣 言 "；

第 1 段：将"胆碍世界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互相关联的(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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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题和障碍" 改为 " 胆碍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世界经济问题" ；

篇 2 段》第二句在" 实现，，之后加入" 所有国家，之间平等互利的合作， 

不论其经济和社会制度为何" 同一句" 和 " 和 " 发展中国家"之间加入 

" 所有国家，特别是 " 字样。

第 4 段: 第三句中，在 " 因此， " 和 "发展中国家"之间加入" 特别是" 

字样，最后一句，将 ‘‘ 面临，’ 改为 "趣承和遭遇的，’；

第 5 段g 在本段末尾加上" 遂需采取争取全面彻底裁军的有效措施，以便 

将大量物力和人力资源从毁灭性用途转为建设性用途"；

第 6 段：第一句末尾加上" 并应恢复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信任" ；
. i w a u u  I ' i  —  i '   . . . . . . . . .

第 8 段 " 在 "勒助 " 和 "消除 " 之间加入" 除其他方面外" 等字样；

第 1 0 段: 在第一句中，将 " 以消除" 改为 "并 消 除 "；

第 1 1 段：第一句中，将 "合作，以促进发展" 改为 "合作与发展" ，



附 件 一

委员会一致同意的结论#

1 . 对 《宪章》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使国际社会有机会寻求共同观点和具体解 

决方案，以便解决胆碍世界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互相关联的问题 

和障碍。

2 . 大会在1 9 7 4 年 1 2 月 1 2 日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a 是国 

际社会努力使国际经济关系获得一个公正而平等的泰础的一个重要步骤。《宪章》 

载入了指导国际关系的许多重要原则，以便实现世界经济的持续均衡增长和发展中

国家的发:展。

3 . 《宪章》所载的各项原则和宗旨至今仍然有效，弁和国际社会建立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的努力有着直接的联系。 建立新的国际经麻秩序就能通过在相互信任 

的气氛中进行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谈判，达成改变国际经济和金融制度的结构不平 

衡和不平等的全面而公正的解决方案。

4 . 《宪章》通过已有十年，但基本上仍未得到执行。 目前的国际经济结构 

不足以实现《宪章》所设想的世界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这一目标。 因此，发展中 

国家继续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以至严重影响了它们的发展前景。 它们受到许多 

同时存在的严重问题的，响，特别是增长率低或下降、商品价格恶化..汇率大幅度 

波动、货易条件恶化 . 保ÿ*主义抬头、由于利率极高和其池不利的偿还条件而致曰 

益加剧的债务危机严重，停滞不前的官方发展缓助、多边发展金融机构资源不足、

* 埃及代表Ü 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属于7 7 国集Ü 的成员提出, 

a 第 3 2 8 H  XX IX)号决议，附件。



Pi及资金资源从发展中国家倒流向发达国家。 非洲出现的危机光其说明了发展中 

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

5 . 由于多边形式的采用减少，国:豕社会的国际经济谈判陷僵局。紧张局势的 

加剧和耗赛大量资源……这些资源没有用于经济发展一一的军备竞赛升级使这一形 

势进一步恶化。 改善实现真正的国际经济合作的气氛已成了当务之急。

6 . 国际经济和财改合作应当以普遍尊重各国选择其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 

权利为基础，而不应受到外来因素的考虑的:影响。 发达国家应当避免对发展中国 

家采取任何强制的措施 .

7 . 所有国家都必须单独和集体采取行动 . 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离、一切形 

式的种族彼视、新殖民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外国侵略、 占领和支配。 令人遗憾的是 ,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通过十年后的今天 . 经过联合国四十年的努力.国际 

社会某些成员仍然从政治、经济和道义上支持种族主义南非和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 

勒斯坦和其它阿拉伯领土上实行的政策。 外国在被领的纳米比亚的投资从经济 

上加强了占领军 . 而占领军的目的是要胆止该领土的独立。

8 . 各国政府有责任执行《宪章》。 所有国家都必須执行《宪章》的原则和 

目标. 以帮助消除国际经济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不良影响。

9 . 在这方面，联合国通过委托给其各机构的任务承拒了重要责任。 S关合国 

是审议和促进《宪章》的执行的多这机构。 为此目的，应该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以便通过其各机构探索扩大在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所有重要题上意见一致的领 

城的办法和途径。

1 0 . 执行《宪章》的国际努力的背景是，所有国家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将导 

致为所有国家的利益而联合努力.以消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差 

距。 因此，这就需要改革目前的国际经济制度. 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发挥 

自己的作用. 并且充分參加决策过程.以便促进建立一个比较公正和平等的国际经 

济制度。



1 1 . 国际社会从未象今天这样亟需普遍致力于合作，以促进发展。 今天 .国 

际社会应该证明它能够齐心协力 . 为所有国家之间的相互利益进行合作.以充分执

行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充分参加国际社会执行《宪章》

的各项原则和目标。 为此目的，所有国家都应该 

的努力。



附 件 二

决议草案*

审查《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的执行情况

审査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执行情况特设全体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以下 

决议：

" 大会，

" 回顾其1 9 7 4 年 1 2 月 1 2 日第3 2 8 1 ( 乂又工：?[)号决议. 其中载 

有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 又回顾其1 9 8 4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9 /  1 6 3 号决议，其中决

定对《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执行情况讲行一次彻底、系统的审查 .

" 1 . 满意地注意到审査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执行情况特设全体 

委员会的报告；

" 2 . 通 过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执行情况宣言》, 载于本决议 

附件； C附件以后再加〕

" 3 . 要求所有国家和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姐织，铭记上述《宣言》 

的规定，用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原则指导自己的政策和活动；

由保如利亚，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 句牙利、蒙古、波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提出。



" 4 .  ■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组织定期在届会上审议在执行《各国经 

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有关规定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 5 . 请秘书长与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组织进行邊商.就
II 'ma，——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执行情况编写一份报告. 通过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 1 9 8 7 年第二届常会提交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 6 . 决定将题为" 审查《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执行情况" 

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 "



附 件 三

埃及代表以7 7 国集团的名义所作的最后发言

三♦ 星期以前，我们按照大会交给我们的任务，聚会审查《各国经济权利和义 

务宪章》的执行情况。 我在开幕铜中曾強调，7 7 国集团重申它坚定不移地忠实 

于 《宪章》的各项原则，并坚信《宪 章》在国际社会建立一项基于公平* 主权平等 , 

民主和正义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中具有直接的关联。 我还強调了《宪章》 

的重要性，因为它为国际社会开展建设性和积极的对话以便全面而公正地解决国际 

经济制度的结构不平衡和不公正的问题提供了一小工具。

此外，我还强调了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高度重要性，这种相互依存应该导致为 

所有国家的利益而合作的努力，以便消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鴻 

沟。 因此，我们再次呼吁所有国家本着互相信任的精神携手合作，共同为执行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各项原则和自标而香斗。

在过去几周审查《宪章》的执行情况的过卷中， 7 7 国集团本着负责的精神努 

力工作，提出了实现其各项自标的方法和途径的建议。 在这项工作进行期间，11  

国集团回顾了世界经济状况和班碍世界经济持久均衡增长及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各种 

障碍和困維。 7 7 国集因得出的结论是， 《宪章》通过已有十年，但到今天在报 

大程度上仍未得到执行。 此外，国际社会由于多进货易遭到破坏，致使国际经济 

谈判陷入僵局，，张局势的加剧和以大量本应用在经济发展上的资源支據的军备竞 

泰日益激化使这一僵局更为复杂化了。

7 7 国集团认为，执行《宪章》的义务应由各国政府承担，但强调为国际经济 

合作促进发展所有重要问题上扩大意见一致的领城探索各种办法和途径上，联合国 

应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考虑，7 7 国集团认为，国际社会从未象今天这样亟需普遍致力于合 

作以促进发展。 为此，本集团敦促所有国家充分参与国际社会的集体努力，以执



行 《宪章》。

结束会议时，本集团得出结论，认为它向委员会提出的意见可以得到一致的同 

意。 但尽管我们作了种种努力，表现出最大服度的灵活性，委员会仍然来能取得 

这一成果。 我们感到极为遗憾和关切的是，这一建设性的积极精神没有得到响应 , 

我们反而面脇一些国家消极和反对的态度， 它们毫不理会我们为开展一项有意义的 

建设性对话而提出的邀请。 在此，我想再次对几♦发达国家抵制委员会工作的立 

场表示深为遗憾，并希望今后不再采取这种立场。 同时，我还要向其他为这项工 

作作出了积极贡献并和我们一起努力争取委员会圓满成功的国家表示感谢。

最后，我想重申一下，虽然遭到了暂时胆碍，7 7 国集团仍将继续坚信，在互 

相信任气氛中的合作是争取所有国家利益的唯一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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