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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改革慨念和联合检查组

联合检查组章程中阐明检查专员的职责时用了 “改革” 一词„ 章程第5条第 

5款全文如下：“检查专员可视需要向组织的主管机关提议进行改革，或作出各种 

建议。”自从1 9 6 8年成立联检组以来.所有的同事们和我本人都参照第5条 .

其他各款，*认为改革概念意味着精心计划改变方法、做法、程序*有时且要改变 

结构.以增进一个组织或整个系统的功能《 换句话说，我们所采用的职业概念意 •

味着.我们认为自已有责任进行研究，提出可能增进各组织功能的局部改革或具体 

改革建议.但我们从未认为自已应探讨彻底改革各机构或整个系统的现有结构的问 

題。

1 7年的工作似乎己表明，这一-方法产生了一定的效I 现在正编写一份报 

告.叙述在规划、方案拟订、监察、评价方面，以及在人事方面•取得的各项成果. 

然而，这项经验似乎也指出•我们的工作必须更进一步.联合国4 0周年纪念是 

作全盘考虑的机会。因此.本文中“改革”一词的涵义比以前一切报告中所用的 

要广泛得多。

第5条第1款：“检查专员对一切同服务效率和资金妥善运用有关的事项均具 

有最广泛的调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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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观念和可行性

1•本报告主要提供考虑的论点如下：

在联合国创立40年后的今天，认真考虑对联合 

国组织系统逬行改革不仅是需要的，也是完全做得到 

的；

这种考虑必然会对联合国机构的根本概念提出异 

议；

因此，继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两项未完成的实验 

之后，必须集中考虑真正符合现代世界需要的第三代 

.世界组织问题-

2 •这一论点并不是说现有的世界组织已经失败了。怡 

恰相反，改革的想法不仅无碍于承认联合国所起的历史性作用， 

更憨味着肯定它今日的重要性和用途-这一想法只是假定， 

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在当前政治背景下能发挥更大作用的系统。

3 .这一论点也不是说我们可以低估改革事业的巨大困难. 

至今为修改联合国宪章所作的种种尝试确实都没有成功，各国 

政府之间的默契是不再试着推动这事-另一方面，对联合国 

系统*各组织的管理工作批评得最利害的成员国，在别人提出 

各种内部改革建议財，也并不一定热心支持。

4.无情的畢实是，联合国柞专门机构中已经为人所接受 

采用的结构，政策柞方法很难再作重大改变要使成员国对 

一项技术性建议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不是容易的事，而且，即使 

它们一致通过决议，决定改变现行的规则或做法，秘书处的抗 

拒力也往往会使决定成为一纸空文。笔者就曾多次发现这种 

情况-2

本报告的根本论 

点是，现在必须 

认真考虑对联合 

国系统进行改革， 

且这种考虑应导 

向第三代世界组 

织的概念。



这种困难想法的 

必要条件已经存

茌，

……本报告旨在 

对■此做出贡献》

5. 不过，这种局面正在改变。首先，对联合国和联合 

国系统若干组织“管理不莕”的批评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上的现 

象。这种批评在联合国内外都存在^ 主要的批评者是富有 

的西方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最近几年来，通常随同这种批评 

提出紧缩财政提案7或威胁说要退出的提案；〃至于7 7国成 

员国则在“全球谈判”失败后提出了如何避免死胡同的问题a 

倒象是南北双方正在寻求一种新型的对话，正在考虑世界组织 

的管理情况及有关其作用的概念是否可以提供这种机会B

6. 同对，在很多不论是穷是富的_家中，一种失望殂丧 

的感觉正在滋长^ 在集体的潜葸识中，希望看到世界组织矿 

.和平、裁军做出较大贡献的想法还很难消失现茌消息比较 

灵通，若干不发达或侵犯人权的情况也越来越使舆论受到欝动。 

人们对世界组织在其各活动领域中可以起的作用怀有理想化的 

看法，这种看法有时很天真，但总是要求很高的，因此也就批 

评联合国“无功效

7. 这种沮丧和批评的合理结论当然就是改革的念头U 

如果舆论认为可以精心策划改革以提高世界组织在和平、发展、 

人杈万面的成就，它对政府施加的压力就可以使政府不再象现 

在这样对变革的可能性犹豫不决更重要的是，这同以前視 

些国家只为改善其本身在联合国内的地位而提议逬行的局部改 

革（例如将日本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列为安全理箏会常任理事 

国）很不相同，我们不能引述局部改革的失败来证明，为了建 

立一个全新的世界组织而彻底修改宪章一举更加难免遭到同样 

的命运。

8. 要认真考虑这样彻底的变革，无疑就得改变环绕着这 

个问题的政治气氛。声称目前的危机和舆论的趋势能导致采 

取彻底的改革措施，在今日看来似乎是空想然而，



从现时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人们已多少认识到这一亊实，即世 

界组织所起的作用的矛盾的、不定的、同当前的问题很不配合 

(参看教科文组织的危机）。人们已对联合国这一概念本身 

提出了疑问，而且不是幻想“加强”联合国组织的权力，相反 

的，正是朝向更加现实的方向发展。希望由所有国家协调努 

力以形成和平、合理的觯决方式的想法并未削弱。看来舆论 

已厌倦了空洞的套语和过分的野心，正笨拙却清楚地表示，需 

要一个更有效率的、能完成有用职能的组织因此，同马托 

邦的想法恰好相反，问题实际茌于怎样做法。

9.迄今还没有符合这种希望的，明确的技术性答案。 

要培养变革的蒽志，必须明确可能逬行的改革的内容。这种 

思考只能集体进行，也就是说，人人都可有所贡献B 本报告 

的目的就是对这一思考工作做出贡献

-V4 -



第■章

管埋的缺陷或结构的缺陷

同样的错误

10. 舆论和政治界都广泛接受对联合国及其系统的批评， 

这是一个重要而又自相矛盾的政治现象。目前人们对世界组 

织的性质和职能虽然没有明确的概念，但在现实主义者和理想 

主义者之间，在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确正在出现 

一些共同的看法。其中既包括“缺陷”的单子，也涉及“无 

功效”的原因。受批评的主要管理方法，许多批评似乎都 

系于一个简单的意念：改正这些缺陷有助于增进功效。

11. 我在本章中将尽力说明，上述意念意味着人们犯了同 

样的错误。错误当然不在缺陷的大小方面（因为这些缺陷显 

然是严重的），而在其原因和世界组织职能的性质方面缺 

陷的原因不在方法上而在结构上，世界组织的职能主要不是管 

理而是谈判。对主要缺陷作一番考察不但叼以证明急需改革， 

也能使人们答易理解为什么问题不在方法上而在结构上。

情况异常复杂 12

12. 不论对局外人还是对在联合国糸统内生活、工作的人 

来说，最显着的缺陷无疑是力*分散，或者说是饥先次序不明 

确且缺乏“协调”。我们很答易证明，这一情况同各组织的 

结构本身是不可分的。'在谈协调或优先次序以前，我们必须 

承认机构本身具有不必要的、异乎寻常的复杂性质。熟悉联 

合国组织的人对这一现象已熟视无睹，最后竟认为这种情况很 

正常，把“关于联合国系统的知识”视为一种显着的专业技能。

联合国系统各种 

缺陷的原因不在 

方法上而在结构 

上。不是管理 

问题而是谈判问 

题。_

缺乏协调和优先 

次序不明佛……



.......是由于结构

异常复杂。

各种方案的内容 

都野心太大,……

13. 从附件一可以看出这种结构复杂性，该附件列示各不 

同组织及其附属机构的预算经费及预算外经费细数和工作人员 

数目。从附件二可以宥得更清楚，其中开列的是同每一组织 

有联系的法律上独立的实体：卫生组织有2 0个，粮农组织18 

个，教科文组织和劳工组织1 〇个左右，联合国1 5个，开发 

计划署1 3个。这样，法律上独立的实体在i 0 0个以上。 

而这个单子还只不过是大略表明实际的复杂性而已。

14. 要更准确地估计这种情况，我们得认识到，一个司 

(特别在联合国内，这有时是一个专家委员会或其本身的政府 

间机关）或一个外地办事处的独立程度往往不亚于一个法律上 

独立的实体。每个组织的协调程度和等级结构不一，但多半 

都极弱。在这方面，各不同组织“总部”的活动（在规划和 

方案文件中称为“方案”或“次级方篥” 5 )和“外地”业务活 

动（称为“项目”）的情况，也大致相仿佛。

分得太散

15. 关于各总部的活动，最重要的一点是方案的内容无所 

不包一-在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领域中，我们可以看到各国 

政府所处理的一切问题：贸易，工业，自然资源，粮食和农业, 

渔业，林业，科学和技术，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卫生，文 

化，人权，民族权利，一般发展问题，核能，以及可纳入这每 

一领域的一切分部门。附件三只列有六大组织最重要的主要 

方案名目，从中已可看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劳工组织 

和粮农组织所关心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各种各样的问题（后 

两组织范围稍窄一点），彼此的管辖范围也有许多重叠之处。 

但这还远不能表现出它们所处理的种种问题的全貌。

16. 方案名目异常繁多的结来是可用资源分得太散。这 

往往/又映在以下情况中：借调一两个专业人员来从各种角度研



究、处理某一个世界性问题。例如，简单统计一下就可看出， 

联合国各区域经济委员会“次级方案”的平均工作人力是a 4 

名专业人员；人类住区2名专业人员；社会发展2. 3名专业 

人员。别的可以举出的例子是贸发会议的保险方案，5名专 

I人员；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环境方案，3名。6

17. 业务活动零散的首要原因是工作分由不同的独立机构 

进行。1 9 8 3年这种资金的总额估计为25. 3亿美元，占 

该年联合国系统总支出的5 296。 其细数如下：儿童基金会

3. 8亿美元，世界粕食计划署7. 37亿美元，联合国人口活 

动基金1. 35亿美元，各专门机构直接收到的资金炫54亿美 

元（其中一邵分是分摊的会费，其余为自愿捐款），开发计划 

署约6. 3亿美元，开发计划署本身又将它所收到的大部分资 

金再分配给各个“执行机构”。

18. 这种拨款制度蒽味着，在单独一个受援国内大约有15 

个不同的组织（联合国系统的11个组织加上述方案机构）同 

时举办其项目。还要加上直接附属于开发计划署的13个机构 

中的1个或多个，如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或联合国萨赫勒办事 

处。7其他独立机构，例如附件二所列的，也可以有项目。因 

此，通过联合国系统给予同一个国家的援助可以由大约3 0个 

性质迥异且完全独立的机构来提供。

19. 所有这些机构的活动都采取“项目”形式，大多■项 

目以提供专家服务为主，规模很小，从而分散的情况更加严重# 

1 9 8 3年由开发计划署资助的项目（大约1，000个）的平 

均金额为393, 000夹兀。聘用一位专朱的年平均费用为 

100, 0()0美元，所以，平均一个项目提供的是一年两三位专 

家，加上若干设备费用。这样，提供项目丨者在设计和方法上 

旱有的高度独立性，导致了职权的分散。

20 .专家和政府间机构的复杂性是机构和方案众多的反0央。 

此外，由于成员国多，在每一i要委负会都有一位代表，娈员

……以致各“总 

郡”的活动、业 

务活动……

.......和政府机构

的工作都分得太



散。

势力和权力的交 

互作用……

会无法详细审查一切问题》因此创设了较小的娈员会，专门的 

“附属机构”，而它们彼此间又建立了关系体糸。在这一结 

构之上再加上整个一套协调机构。职权范围楔糊，象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贸芡会议、联大的第一、兔二两委员会赵样重要 

的机关彼此管辖范围相类似，若干相对地位不明确的委员会一 

个接一个地在审查议程项目之前重复同样的“一般性辩论”， 

凡此种种，特别在联合国内，造成了一种混乱情况，虽然经过 

无数次努力也难以纠正^ 专门机构的组织积构通常只限于执 

行局和大会，无疑比较简单，但因分布的地区广，其方法和方 

案也是不易协调。8

势力和权力的交互作用

21.这种情况又转而使每一成员国必须：

建立一个代表网 在联合国的四个总部，每一

个专门机构的总郡和各区域经济委员会（亦即在大约 

15个不同的城市中）；

在其驻每一组织或总邵的代表之间做到协调。根 

据国家力童调派这些代表团的人员，各国人数不一， 

但总不会很少，级别也不一定都很高。

此外，由于所处埋的问题很复杂，而且往往并不 

怎么重要，中央政府无法就一切问题作出指示，负责 

这一协调工作的外交郤又没有所衡的一切权限来监督 

各技术部的代表们。结果是，在很多情况下，尽管往 

返公文不少，仍然是代表个人比首都发来的指示更能 

影响各国政府采取的官方立场。在这种局靣下，同 

一国家政府派駐不同组织的代表会在行政或财务问题 

上持有不同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整个谈判和 

代表体系的信誉显然因此而多少受到影响。



22. 这样，到头来，整个联合国系统的管理和运行问题占 

据了代表团和秘书处太多的工作时间，也不足为奇。磨粉机的 

运转情况变成比面粉质量更重要得多的事„为了克服这整个复 

杂局面中固有的种种困难，各代表团被迫不仅要认识到势力的 

交互作用如何受到机构的限制，还要密切注意最琐碎的行政事 

项„

23. 然而，势力和采取主动的权力对确定各种方案的方针 

有什么影响，在联合国中同在专门机构及大的方案机构5 (如 

儿童基金会、粮食计划署、人口活动基金等）中很不一样。在 

上述专门机构和大的方案机构中，总千事或秘书长和他的班子

—如果他能建立一个班子的话一的作用可能很大„他个人 

对世界问题的看法，他对发展工作的态度，可以直接影响到执 

行局或大会的决定„他可以影响到如何确定专门机构的目标 

(方案文件是他负责起草的），把资金分配给哪一个方案，最 

后也影响到优先次序的确定„他对工作人员及征聘工作掌握有 

全权，更扩大了他的势力■•相反的，在联合国内，各代表团安 

排了一种议会式的权力，甚至也在行政方面行使》绝大多数倡 

议来自各代表团，这实际造成了停滞不动的局面《改变方案方 

向的情况很少，规模也不大，创立新“方案”更是绝无仅有的 

事。结果，部或司的首长可以在设计方案和募集自愿基金方面 

采取主动，至少是间接如此做，这使得他们在其特定领域内的 

势力比秘书长还大《

24. 在各组织建立时绐予它们的指导方针，以及后来肯定

或修改其精神的全部决定，造成了每个组织的特点.，在劳工组

织、教科文组织、9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和开发计划署各自的

气氛中逐渐形成的国际行动哲学很不相同„贸发会议和工发组

织的第三世界色彩，不断启发教科文组织的西方“启蒙”哲学，

劳工组织特有的三方性质，专门机构或联合国各方案机构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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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机构而异，

因而情况更加复 

杂„



动所本的种种发展观念，使得各代表团若要行动有效，就不得 

不考虑到所有这些细微差别。

无法协调

旨在进行协调的 

种种尝试最后在 

1960年代和 

1 970年代建立 

了极其复杂的机 

制….….

25. 我们很难看出怎样能靠改进管理方法来整顿这种局面„ 

考察一下各种“协调”和“规划”尝试的失败经过，可以比较 

容易了解这一工作是无法做到的„决不能说未曾既在总部又在 

外地设立了整小一套协调规划体制„事实上，这方面的关注使 

人们若干年来不断设法加强协调，情况也越来越复杂^自开始 

至今唯一未变的一点是始终不能令人满意„

26. 在联合国系统早期建立的机关有行政协调委员会（由 

联合国秘书长和各专门机构首长组成），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 

委员会（审查预算、包括各专门机构预算在内的专家委员会） 

和若干附属机构，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些职司委员会，它 

们“可以通过磋商来协调专门机构的活动”。其后又增设了以 

下各机构：

27. 1 9 6 0年代：1 9 6 2年，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大共有的主要附属机构，负责规划、拟订 

方案、评价和协调）；1 9 6 4年，发展规划委员会（以个人 

资格被任命的一组专家，“审议、评价联合国和专门机构的各 

机关在经济规划和设计方面的方案和活动”）；1 9 6 8年， 

联合检查组，检查专员对一切同服务效率和资金妥善运用有关 

的事项均具有最广泛的调查权，也负有“加强各组织间协调” 

的任务。

28. 1 9 7 0年代：1 9 7 0年代，开发计划署创立了 

“国别计划”，根据每一国家本身的发展计划制定，确定由开 

发计划署资助的项目的性质和类型；1974年，由36个成 

员组成的世界粮食理事会受命“在部长一级制订本身的行动方



案，协调有关联合国机构”粮食和农业方面的活动；197 5 

年，通过所谓“改组”工作，根据第32X1 97号决议设立了：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一职；

方案规划和协调厅，审查全系统一级的协调问题，提 

议进行研究和分析跨部门方案；

实质问题协商委员会，使各组织和联合国能协调方案 

编制工作，甚至“在系统一级进行中期联合规划

驻地协调员，负贵“协调在国家一级进行的发展业务 

活动” „

29. 这种异乎寻常的坚持努力并未奏效„大量的努力、结 

构变革、对方法的研究和建议，尽管很详确，且采取联大指示 

的形式，却毫未提高协调程度„ “联合规划”始终是痴心妄想, 

每一个组织在执行发展战略时继续各行其是，“国别计划的拟 

订”和“实地协调”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空话.联合检查组许 

多报告中再三描述的情况始终不见改善：“缺乏从事方案拟订 

工作的知识准备，对联合国系统在各不同国家整个技术援助需 

要中应起的作用分析失当，没有统一的发展概念，在中央一级 

和地方一级都缺乏令人满意的机制以保证对各机构的贡献做到 

初步协调，缺乏确定项目类型的共同方法“综合发展途径” 

观念尽管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每届联大也照样重述一番，"在 

联合国系统内始终是一句空话。

30. 事实上，在过去1 5年中，协调方面这种毫无用处的 

努力一直同规划、方案拟订、监督方案执行及评价方面的努力 

齐头并进《从文件中眷，这些领域中都取得了进展，因为联大 

和大多数专门机构都批准了制定规划周期的原则，也为此设计 

了工具：周期划一的两年方案预算和六年中期计划，发展了监 

督和评价工作，关于方案执行情况的报告，定期的评价研究报

但毫无成效



同时进行的规划 

和方案制订方面 

的努力，使人们 

对方案有了较好 

的理解，•…•…

……但是，方法 

上的改善并未能 

补救结构上的缺 

陷„

无论是出版物、 

文件或项目，差 

劲的“产出”太

多了 ■、

告，各专门机构接受了进行磋商以协调计划和方案的制订工作 

这一原则，联大通过了有关规划周期的条例与细则，等等

31. 这种种形式方面的工作使人们可以-这不是小事一 

更好地描述方案活动„但它们并未用于最初设想的目的，即更 

好地确定优先次序，确定可达成的目标，研究他种解决方式， 

集中全力于少数首要目标，改善组织方式和执行者之间的分工， 

利用从成功或失败中汲取的教训以拟订更好的方案„对现有各 

项活动的描述是改善了，这些活动的设计或执行工作却没有改 

善，

32. 这样，方法上的改善并没能矫正结构上的缺陷„联合 

国系统权力极度分散的情况，最初原是有意安排的，以后因建 

立了几十个新机关而变得严重起来，硬想“协调”那些不愿被 

协调的对象并未能使情况得到改善„人们也许会认为，别种缺 

陷不是这样，因为它们在大多数官僚系统中都纯粹是管理方法 

造成的，例如，“产出”平均质量不佳，或工作人员的平均资 

格水平问题。但在这两方面，要补救联合国系统现有的缺陷都 

远不是只改良管理方法就能奏效的„

“产出”的质量和工作人员的资格水平

33. 关于产出质量有严重缺陷的说法，可以提出准确的根 

据：不同的秘书处或局外专家们的报告，许多成员国代表团在 

大量决议或者若千附属机关的定期报告中表明的意见„'4而任 

何人只要主动考察一些这种“产出”，也会很快就发现这一总 

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参照最良好的国家文官制度或大的私营 

公司所用的管理方法，可以确定精确的单子而不会错到哪儿去„

34. 就业务项目来说，许多研究报告都突出了这一事实， 

即基本上应该先进行较好的规划，订出较明确也较易评价的目 

标，专家的资格水平应较高，也较熟悉有关国家的问题，并应



在预定期限内指派，15等等。就出版物来说，销售量大都少得 

不象话，表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则作为“出版社”是既不赚钱 

又无效率的，细读几本这种供应公众的书便很容易了解为什么 

这种书无甚销路~16

35. 无数文件和报告日复一日地堆满了代表们的办公桌， 

它们的缺陷常受批评，总也不见纠正，尽管订有各种准则，想 

让它们比较有趣味，不那么难懂，比较易读：平淡枯燥的文体， 

编排上绝少利用图表或摘要，描述冗长，分析不精或缺乏分析 

及精确的结论和建议，都使得预定的读者很难利用它们J7

36. 当然也有例外„ “产出”的质量主要取决于部门首长 

的能力和才干，以及他们能以建立的工作班子的持久性及平均 

资格标准„虽然可能真有些单位一向保持着稳定的工作成绩，

也可以举出一些有份量的文件或饶有趣味的出版物的例子，但 

能力的差别太大了，平均质量还是不够水平„

37. 造成这一情况的理由无疑是工作人员平均来说资格水 

平很低..这方面的情况事实上糟到极点，同宪法第一〇一条第 

三项规定的原则相去甚远18专业一级人员（从事方案设计、 

管理、研究和起草的人员）的平均资格水平同其所负的责任极 

不相称。例如，联合国内这种专业人员有2 596没受过大学教 

育，1 0%在大学修业期限不足三年„就儿童基金会而言，

1 9 8 2年的统计数字表明，30%没有大学学历，3 2%有 

第一个学位，仅38%有第二个或较高的学位。大多数其他专 

门机构的情况也与此类似„ 19

38. 在高级职位方面，这种不称职的情况很可能最严重„ 

主任级—1 ,』> 2 )工作人员没受过大学教育的百分率大致 

也一样最高级职位的人（主任，助理秘书长，副秘书长） 

是否具有责任感和管理或分析能力是碰运气的事，任命时往往

并不考虑学历或专业上、行政上的经验》征聘高级人员或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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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若干例外不 

计，平均质量不 

够水平……

.......其原因是各

级都有一些不合 

格的工作人员》



这方面的改革努 

力始终不够-

必须揭露这些缺 

陷，…•….

到高级职位的资格要求不明确，对能力和工作标准漠不关心， 

没有在职训练制度，造成了令人遗憾的工作环境，最好的工作 

人员在这种环境中也不再有献身工作的动机„

3 9.唯一能扭转这种局面的办法是拟订并执行以提高专业 

能力和责任感为主要目标的工作人员政策„正式委托给联合国 

系统的任务——和平、保障人权、发展-…-是人们所能想象的 

最困难的一些任务，按理只有指派才千出人头地的工作人员才 

能做出不是虚掷精力的贡献„然而，今天棄无迹象显示人们正 

在有计划地努力提高资格水平，或者训练专业人员从事要他们 

担任的具体职务„与此相反，这方面的松驰情况似乎鼓励人马 

虎平庸。

4Q.联合国已做出一些努力，开始形成征聘政策（初级专 

业人员竞争性考试），制订职业发展政策（订出职业组）。但 

这些其他机构所未采取的政策，至今还是不够认真，也未充分 

实行„在把客观征聘方法扩大适用于所有职等、保证有一种工 

作负责的气氛、建立培训制度、设法在这一文化交流困难的环 

境中发展团体精神和符合宪章条款及精神的献身热诚等方面， 

都未采取任何行动-

结构问题和世界组织概念

41.这样，在这方面，我们面对的情况也同协调和规划方 

面一样：抗拒改善的力量很大，如果采取了正式措施，其执行 

方式也会使这些措施不能取得成员国原先设想的效果。因此， 

让舆论以及政府和议会内的政治领导人清楚认识到联合国系统 

各组织的一切“管理不善”问题无疑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施 

加压力，推动改善。压力增加了，就会加紧整顿，也许可以多 

收到一些效果„但我认为，必须作出两套结论。



42. 首先，就算矫正了上文中查出来的各种缺陷，也并不 

能保险世界组织能在履行其根本任务方面有多大改善„安全理 

事会维护和平的功效并不直接取决于报告的质量或秘书处工作 

的效率。在许许多多情况下，良好的报告不见得能促成令人满 

意的政治决定。经济、社会领域和发展领域可能不大一样，如 

果行政效率导致较好的结果：较好的研究报告，更中肯、编排 

较好、写得较好的报告，销售量可同大出版社媲美的令人感兴 

趣的出版物，对谈判者提供较好的文献，较好的外地项目。不 

仅这样，世界组织的形象也会因此而得到改善。

43. 但是，丝毫不能证明可以在现有结构的范围内取得这 

种成果„其主要理由是各国政府根据它们对世界组织所起作用 

的概念，未必要做到这点..目前，成员国把联合国秘书处一 

对主要专门机构和方案机构的秘书处也多少一样一-视为施加 

政治影响力的场所，以求尽量控制其工作，或尽量多安插本国 

人员„仿佛选举秘书处首长或任命高级人员（甚至较低级的人 

员）是一种重要的外交行动，比保证应进行的工作的质量更为 

重要。这种局面表明各国政府认为这些组织效率如何是次要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特别关心“产出”不佳，因为这对它 

们反正没有多大利益。总之，它们并不清楚一个世界组织，即 

使管理完善，应为什么目标服务。因此，问题在于这种机构的 

概念本身„应当仔细考察这方面的混淆情况.

但即使弥补 

了这些缺陷，世 

界组织在履行其 

基本任务方面也 

不会有多大改善„

需要改革的是结 

构，但是最需要 

改的是世界组织 

这一概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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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界组织的性质和作用

认识不清，烟幕重重

44. 我们必须正视的这一现象：事实上，没有人清楚知道 

联合国及其系统各组织究竟是什么。历史表明，在政治舞台 

上，认识不清往往同利害或感情上的冲突起一样重要的作用。 

过渡期间尤其如此。这时机构的名称依旧，却已不再执行同 

样的职责，文献中的定义也不再符合实情。如果我们不考虑 

到4日对联合国的性质和作用把握不定的情况，必然很难理解 

各不同国家政府对现有世界组织的态度。

45. 要把世界组织整体这个相对说来比较晚近才出现的历 

史现象放在国际关系体糸的范围内，当然不是一件答易事。首 

先，它究竟包括哪些组织可能就不易确定。我们是否遵守普 

遍性规则，只把各类国家一-社会主义国家或西方国家---都 

参加的组织视为世界组织？如果这样，只有1 1个这种组织；a 

或者，是否应把货巾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金 

融组织”包括在内？这类组织虽然純属西方，但也是世界性的， 

狭义的联合国系统在货帀、金融和国际贸易上所缺的，止由它 

们填补上。在本报告中，我对联合国糸统只采用了较严格的， 

具有普遐性的定义，只有这种组织才有权称为世界组织。然 

而，耽算我们遵守这种限制，也还是很难埋解这一糸统自1919 

年有了国际联盟和劳工组织以来是怎样演变的-政治词汇中 

没有可用以说明的词语，这个糸统既不是肤邦也不是起级大国， 

不能硬装入任伺传统的政治论述中。

46. 研究各种集文、决议和文件几乎完全无助于埋解联合 

国组织的具正性质。基本文件-一宪草和萆桎-一倾向于把

目前联合国的作 

用模糊不清，这一 

现象具有重要蒽 

义〇

很难给世界组织 

下定义，划定其 

界线，认明其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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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组织的任务 

说明不切实际， 

只制造烟幕。

不切实际和滔滔 

不绝能起两种作 

用：

完全不切实际的职权范围当作正常职能提出，是严酷的事买同 

空言凑不拢的免一个例子。“维持Ü1际和平及安全”；“促 

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 

利性质之国际问题•”（联合国宪箄免一条）；“迥过促逬 

各国间在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合作来对和平与安全作出贡 

献，以促进对正义、法治以及人类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 

宗教均得享受之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教科文组 

织章程）。

47. 每年通过的几千项决议、从理论上描述各组织目标和 

战略的规划和方案文件，并不提供多少正确的资料。我们也 

不能参考评价所获成果的文件，因为实际没有这类文件，那些 

自称履行这一任务的文件也因缺乏标准和方法而可靠性不大。 

总之，就好象这个系统一直不断地放烟幕，遮掩它的真实性质:

以不切实际的方式说明其任务；试图予人这种印 

象：其活动的产出直接影响到各国内部的实际情况； 

在谈判或寻求更进一步的协两一致这项职能同管 

理职能之间，一直保持混淆不消的局面。

只尚空谈，不切实际

48. 只尚空谈不切实际的不仅是宪章和章程的汆款而已， 

这一特点在各组织的生活中经常起看必不可少的作用。一定 

数量的理想主义措词无疑是必要的，一定程度的含糊其词便彼 

此对立的政权或蒽识形态的代表们比较谷易进:行会议。因此, 

世界组织生活于人工造成的、原则上的埋想主义气氛中，有一 

定的好处；但这种表现若太过分，最后会妨碍世界组织发挥作 

用。我们实际已很接近这种局面。空谈可起两种截然不间 

的作用，两种都有损于世界组织的形象及其功效《



49. 第一种作用是遮掩没有达成协议(很可能是因为没有 

真正进行谈判的事实。这样，“字面上的协商一致”取代了 

真正讨论问题和既得利益集团间的互相让步。起这一作用的 

是决议中提出基本原则或陈词烂调的段落，这种决议段落没有 

后续行动，因此越发容易得到人们赞同。要举出一大堆例子 

是很咎易的事，因为在全部决议段落中，原则宣言或责成各成 

员国予以遵守的宣言大约占了四分之一。22 最近一份国际发 

展战略第12段就是这类措词的例子，该段建议各成员国政府: 

“毫不迖延地终止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解放和发展构成主要障 

碍的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种族隔离、种 

族歧视、霸权主义、扩张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外国侵略和占领”。

50. 长篇大论的第二种作用可能害处更大:在规划和方案 

文件中可以找到大量这种例子。例如,联合国1984…1989 

年中期计划中说，公共行政领域主要方案说其目标是：“在分 

区、区域和区域间各级上加强和扩大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合作， 

密切注意调动发展中国家规有行政和机构资源的积会”，“在 

友展中国家各发展部门建立行政基层结构”，“改进和提咼犮 

展中国家的管理和行政能力以便增加它们的公共经理人员的工 

作缋效”。详细研究这一方案月以看出，这些宏伟任务的 

“产出”主要是：几本无大影响的出版物，既未达到蚀定读者 

的手中也未卖给公众；同有关国家行政问题没有关驮的那么一 

次会议，或者那么一项既不起跟也无成效的项目。因此，人 

们可以怀疑，这类方案同现实生活还有什么关系。”

51. 此外，同一中期计划免2 4草兔24. 10段中说，运 

输发展方条的目标是：“消除发展中因家交迺运輪方面的障碍 

和限制”，查明犮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在联合国系统 

各组织内推动和促进合作和协调……监督和审查进度……提供 

有关新的运输技术和全球性机构问题的恼报 报告深入的研

⑴以“字面上的 

协商一致”掩饰 

困难，

⑵掩饰无法执行 

的方案所具有的 

荒谬夸大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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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化+世界范 

围==不切实际

传统的描述和局 

部观点更增加了 

混淆8

究……定期审查最不发达国家的全面运输要求，等等”。然 

而，我们友现，秘书处负责这些工作的行政单位只有一名专业 

人员。人们似可怀奴，这种绝对不现实的说法究竟要表明什么^

52. 从教科文组织的中期计划、粮农组织的预算、玫其他 

组织的方案文献中还可以举出其他例子„ 各方案的不现实程 

度不一。有的确实有用。但总的来说，由于所有这些事业 

的世界性规模，雄心同实际手段之间的鸿沟，总部各办公室同 

每一国家内有关行政部门之间缺少联系，不能订出可在规定时 

限内做到的有节制的目标等，使人未免怀疑，从长期来说大多 

数活动同现实还有什么联系。

53. 这多少表明，在上述情况下，仅有描述性说明不能澄 

清问题。按组织或按沽动部门的描述说明了联合国本身工作 

的复杂性（主要是政治性的组织要进行经济、社会、人道主义 

方面的工作），其他各组织的工作较明确，教科文组织管教育、 

科学、文化，劳工组织管劳工法，卫生组织管卫生，粮农组织 

管农、林、渔业，原子能机构管原子能，万国邮联、国际电联、 

海事组织、民航组织管通讯运输，知识产权组织管著作权，气 

象组织管气象，表靣看来分工很合埋，好象每一部门中该从事 

的活动都是一样的。这也予人一种极端错误的印象，即各有 

关部门（和平、裁军、运输、教靑）中的工作可以取得同样的 

成效，因此掩饰了在问题性质和活动类型上的不同。

54. 这一系统自建立以来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因之人们 

更难理解它的性质。它受托履行许多最初料想不到的任务； 

对原有的任务也产生了新的埋解；系统本身远比以前复杂且多 

样化。同时，又有大童其他国际组织的职杈范围与它相近， 

最后，专家和知内情的人总是倾向提出局部观点，仿佛这代表 

全局——例如主张联合国主要就是和平、裁军、安全理事会、 

维护和平等政治活动；在别的情况下，又倾向夸大人道主义事



务、人权或业务活动的作用而忽视其他，不正确说明全局。

看法不同，错误一致

55.因此，无怪乎舆论对联合国及其系统的看法既多种多 

样又很不正确。 这不只是对联合国组织的认识问题，也取

决于文化概念和政治偏好。对联合国系统有许多看法，对这 

组织本身的性质、对它成缋的估价和其所以“无能”的理由， 

都有不词的见解。在许多国家内，一些政治水平不高的舆论 

仍认为联合国具有潜在的权力，同超国家的观念相去不远；并 

觉得惟有“加强其权力”才能使它达到维护和平的目的。这 

种天真观念有人们想象不到的重要作用《

5(5.在西方国家内，对和平问题的关注无疑是衡童联合国 

组织“无功效”的主要尺度。最近又加上别种批评，指责 

“管埋不善”，费用太大，国际官员薪金太高，职权重叠，浪 

费。这样，人们认为联合国组织的行政缺陷同它在和平及人 

权领域缺乏成效有直接联系。在友展方面蒽见不尽一致，对 

业务活动的评价比较高，对政治或蒽识形态方面的辩论则深为 

厌烦，不明白其作用何在。

57.在社会主义国家内，由于明显的哲学上和政治上的埋 

由，并不象西方国家那样把世界组织视为重要的现象，宁是把 

它当作一个主要应为和平及裁军服务、并使人有机会支持友展 

中丨Ü家主张的机构。关于费用太大，管理不善的批评则与西 

H 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民而言，世界组织首先是一个讲 

坛，以前曾成功地在这儿争取到反殖民化，今后它也应当继续 

使改善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成为可能。世界组织也是多机构 

的综合体，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技术援助。

5 8 .对世界组织的这些看法虽然有分歧，也有其相同的地

方。但这种一致之处恰是由本草免一邵分描述的烟幕和有葛

-?1 -

对联合国及其系

统的蒽见不-----

但东、西方研讨 

这个问题的方式

……有一些互相 

接近的地方：…

即关于这一机构 

的相对重要性，



及其职能的性质。

现有的世界组织 

在国际关系中所 

起的作用非常有 

限，……

……特别是因为 

有大量国际组织

不准确的叙述所造成的，因此趋向于歪曲事实。这些共同点 

主要是：

过分夸张世界组织今日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重要 

性和地位；

认为肤合国系统在任一领域（和平、发展、人权 

等）中的根本职能都是联合管埋职能，不同的组织在 

不同部门内管理国家政府各部（卫生、劳工、农业等） 

所主管的领域。

真象却与此截然不同。

世界组织在国际关糸体系中的地位

59. —种很难消除的幻想是认为联合国尽管缺乏效率，仍 

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占有中心的重要位置。例如，批评联合 

国费用太大可以使人认为它在每一国家的公共收入中捞取了一 

大部分；惋惜它在和平方面效力不大暗示它可能有实在的权力。 

实际联合国及其系统在国际关系范围内的作用非常有限。联 

合国所处理的问题，只在少数例外情况下是由部长级人士处理 

的，它的资源总额也极其哨■限。

60. 敦根本问题而言（东、西方关系，美国和苏联之间的 

战略均势，所有国冢间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工业化闺家同友展 

中国家的关系），最常用以探讨、觯决具体问题的手段仍是双 

边外芡。同时，各国政府也利用在地埋范围上或蒽识形态上 

不是世界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来达成一些同联合国系统的宗旨 

往往很相近的目标^ 这类组织在过去4 0年中大为友展和加 

强，分布很广。24

61. 的确，国际组织不仅数目大增（19 10年有3 7个， 

1 9 5 1年9 3个，今日3 3 0个；其中2 8 0个区域组织，

5 0个洲际组织），其受托职权也导使它们在最重要的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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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同世界组织竞争。这样建立起来的机构在多方面友挥了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军事方面（因此也在对和平的一定态度 

方面），由于建立了常设军事组织，而且东、西双方都组成了 

相当坚定的集团；在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组织方面 

(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后来的鲜合发组织，经济互助娈员会）； 

在西欧新的组织方面，由于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和扩展，•在主要 

大国的势力范围方面；在商品市场的官方地位方面；在世界一 

级的所有技术和商业关系方面；在区域组织方面，由于各式各 

样的组织大量增加。

62 .这样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体系趋向便联合国及其系统 

的作用大为削弱，除了少数特别情况外，委托给联合国的职责 

不是限于狭隘或边际的领域，就是只须作出局部贡献，全面工 

作由其他组织进行，或通过其他手段进行。各国政府对这一 

类外交关系或组织方面的关系远比对世界一级的关系更为重视。 

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多边主义危机”，虽然事实上世界一级 

的多边主义从来没有过多大的发展>

63.下述事实也可以说明肤合国的地位比较次要：各国政 

府派往政府间机构的代录基本是政府官员一外交官或技术性 

邵委的代表一-而不是政府成员孰国家首脑。其他国际组织 

有定期召开部长级会议的规定（例如，欧洲共同体、经合发组 

织、经济互助委员会），或至少每年召开一次这种会议。联 

合国方面就很难举出这种例子，除了每年九月联大一般性辩论 

期间非正式举行的外交部长或国冢首脑会议，或者教科文组织 

及区域经济娈员会组织的区域性铞长级会议。惟一每年举行 

部长级会议、其讨论也确实鉍叩j到业务友展方式的机构是世界 

粮食理事会。因此，联合_召升部长级会议是例外悄况，对 

这一组织的日常生活无大渺咽。

.......同联合国系

统竞争，……

……联合国只在 

很例外的情况下 

才召开邵长级会 

议。



每年的资金和专 

用款项数额也显 

示出世界组织相 

对来说并不重要: 

占官方发展援助 

支出的6. 5%，

……安全支出总 

额的Q 03%。

最严重的错误是 

混滑了管埋活动 

和谈判活动。

64. 可以举几个数字来说明世界组织的相对重要性：联合 

国系统每年得到的官方或自愿捐款大约为5 5亿実元（1984 

年）。其中5 2 %以上用于业务活动，1 3 %左右用于教助 

难民的人道主义支出，3 0 96用于经济、社会、职司性和技术 

性活动，只有4. 4 %用于政治问题及和平”（2. 4 3亿美 

元.，包括维持和平部队补给支出），将这些资源额同其他资料 

对比一下可能有助益：

业务支出同官方发展援助（包括双边援助和世界 

银行、经合发组织、欧洲共同体等多边组织的援助） 

对比：通过联合国系统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坳为这种援 

助总额的6. 5%; 26

和平、政治问题和安全支出同全世界军费（同样 

用于个别国家安全的）支出总额对比：占后一总额的

0. 03%,即不及每日军备支出的十分之一（一为 

2.43 %亿美元，一为8, 000亿美元）；

^部资源（5 5亿美元）同其他国际组织预算 

(欧洲共同体：2 5 0亿吳元）或同一些城市、国家 

的预算对比:纽约，7 0亿夹元，矣国联邦预算，

8，000亿美元8

联合国系统各项活动的性质和“世界协两一致m见”观念

65. 比夸K联合国系统实际重要性更严重的，关于这一系 

统的性质和活动的最严重的错误，是认为它要进行管理活动。 

把谈判职能同管理职能混为一谈（这种混淆有几分是结构性的, 

或至少是固执保存下来的）的根源无疑是联合国创始者所珍视 

的幻想，即政府间组织的目的是使成员们能一致行动.但无 

论这一混淆的原因佝在，其结果总是便人们无法了解这一组织 

的真正性质和作用。



66. 只有在少数几个具体领域（原则宣言或起草公约）中， 

人们认识到世界组织的作用是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谈判，这是例 

外情况。在各不同组织的方案中描述活动时，多半说成某些 

领域中的联合管理（第4 6 —4 9段所举例子清楚说明了这一 

点）。然而，除非已议定了活动的目标，将拨供的资源，执 

行方法，并知道能取得明确成果，否则联合管理是不能想象的 

事。联合国系统整个一套所谓管理活动，很少能符合这些条 

件。

67. 因此，如果我们要理解世界组织究竟是什么，就必须 

把其活动同存在于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协商一致蒽见的类型和 

程度对比一下。国际组织的工作在协商一致程度高的领域就 

容易，在实际不存在协商一致慈•见的领域就困难，甚至无法进 

行，这种说法已是老生常谈。但人们在分析世界问题和确定 

世界组织的职能时，却经常忘了这项基本事实。

68. 忘记了这点便得人们相信，或表面上相信，因为联合 

国糸统有秘书处、办事处这样的等级结构，所以其职能也很可 

以同国家政府相比；或者使人有这样的观念：联大决议可赋予 

负责部门进行某些工作的权力，就好象政治舞台上作出的“决 

定”也同国家的决定一样；或者使人设法实现“较好的管埋” 

戢较有效的“决策方式”，而实际在大多数悄况下，主要应关 

心的是提高谈判方法的成效。

69. 众所周知的畢实是，狀合国及其糸统的主要组织是免 

二次大战后创设的，为了响应问盟国胜剂所激起的希望：建立 

能稳足和平局面的新秩序。人人都熟悉宪章和其他章程中用 

以表现这种梦想的埋想主义词语。但是，由于事实上没有人 

不同蒽这种理想，人们往往会看不透其况：世界上现有的协商 

一致蒽见的类型同这些崇咼的辞令相去不可以道里计a 民主

就目标、手段和 

方法达成协议之 

后，才能进行联 

合管理。

人们太答易忘记， 

能否采取行动取 

决于协商一致的 

程度。

这些活动不能同 

国家行政部门的 

活动相比。

-W —



世界组织的正常 

职能是坚持工作 

以求达成进一步 

的协商一致蒽见， 

或别种类型的协 

商一致意见。

要靠闸里阿德涅 

的线引路，才能 

走出迷宫，……

……答案在于活 

动类型同协商一 

致水平之间的关 

系。

囿家内的一般选民不会把选举诺"g".间建议用以般行诺言的手段 

混为一谈；但在世界组织方面，迟钝的批判感似乎使这类辨别 

力衰退了。

70. 因此人们认为，或佯称认为，世界组织的主要职能是 

管理各种活动——真要好好进行这些活动的话，必须先有一定 

程度的协商一致蒽见，而现在各成员国之间的协商一致远达不 

到这个程度。这项基本混淆必须澄清》 没有协商一致急见 

的联合活动根本无法管理。因此，世界组织的正常职能主要 

是锲而不舍地工作，力求达成进一涉的协商一致蒽见，或别种 

类型的协商一致意见，以便朝着宪章和章程所定的远大目标前 

进几步。

管埋和谋求协商一致

71. 如果要理解我们在联合国系统内想要做到什么——这 

往往是以古怪的方式进行的一-就必须时时铭记这一项简单的 

事实。本章中已说明，观察者在试看埋解所见事物时会遇到 

许多障碍。权力极其分散，秘书处、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 

的复杂结构，每一机构的特点，联合国系统同各国政府之间的 

复杂关系，协调的困难，内部问题本不应有的重要性，产出质 

量一般不高，职员中一大部分不合格，缺少评价工作成绩的制 

度，决议和方秉文件的不实际性质，活动的混杂性质，凡此种 

种都使人无法认清联合国系统的本质和作用。

72.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阿里阿德涅的线，弓丨我们走出迷 

宫。惟一能提供这一线索的是各类活动同各领域中成员国协 

商一致程度之间的关系。这个简单的观念使我们能避开按组 

织、部门或方案分列的传统描述方式，看出我们所拥有的世界 

组织实际是四类很不相同的活动的综合体。

73. 只有釦一类其正包括管埋沽动，即存在协商一致惠见



的、范围很有限的领域，这包括：

人道主义活动，特别是救助难民的活动，其中有 

关巴勒斯坦难民的由近东救济工程处管埋（管理教育、 

卫生、社会福利或社会保险服务），有关其他各国难 

民的由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管理（保护、接纳、 

住宿、卫生、援助）；27

有关法律规范的活动，涉及运输、电讯、气象、 

统计和若干卫生问题领域内的信息收集和散发，业务 

合作和技术标准化工作，进行这类活动的主要是较小 

的业务机构（气象组织、万国邮联、国际电联、民航 

组织、海事组织、知识产权组织）和卫生组织（国际 

协作进行防治某些疾病的运动、制订药物标准、流行 

病信息、制订国际卫生条例），也有一邵分属于教科 

文组织（建立世界科学信息系统）、联合国和所有的 

大机构（汇编统计资料），以及欧洲经济委员会（一 

些区域一级的标准化活动）。

74. 迅速计算一下便可看出，这一切约占联合国糸统全邵 

支出的2 0%(业务合作7%,救助难民1 3%)。 要在上 

述活动和所有其他活动之间划出界线往往很困难，因为在协商 

一致程度较低的领域中也有一些研究和传播信息的活动，或关 

于可行规范的讨论。不过，这一困难不太费事就可以克服。

75. 世界组织的一切其他活动都在协商一致程度很低、甚 

至与委托给世界组织的工作有分歧的领域里，主要是：

寻求和平与安全；

协助发展；

就具体问题（人权、国际法等）安排讨论、研究 

和谈判的场所。

我们这儿谈的都与“管理”无关。世界组织只

联合国系统全部 

活动中，管理活 

动占2 0 96。

一切其他活动都 

集中在协商一致 

程度十分低的领 

域里：和平与安 

全，犮展，讨论 

与谈判的场所》

-27 -



有在最后一点上清楚承认它负责进行谈判。但谋求 

达到前两项目#-一和平及发展-也只不过是艰难 

地寻求共同看清问题。在这三种情况下，对用以实 

现目标的方法和结构逬行分析都具有关键重要性，因 

为这会使我们理解世界组织的基础概念必须根本修改 

的情况和埋由。

%

28



第四章

谋求三项主要目标

76.对于三项主要目标的考察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B每一 

个问题都属于一个不同的类别，为解决问题所釆取的战略也各 

有独特之处.但是在所有这三方面，都不难证明各种体制陈旧 

和过时的性质及其在适应当代世界各种问题方面的失败。

集体安全与寻求和平

77.集体安全体系和对于和平的追求是最突出的毫无希望 

的工作，因为在联合国内所采取的途径不可能改变世界上现在 

存在的协商一致意见^众所周知，联合国组织釆取两种途径： 

“维护和平”和为了 “裁军”而进行谈判。联合国所掌握的手 

段是非常有限的：

一个由15个理事国（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组 

成的安全理事会，由大使（而不是部长）参加；根据 

宪章第二十四条，理事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 

之主要责任”，而且根据第六章和笫七章的规定，拥 

有必要的权利，为了“争端之相平解决”而进行干预, 

并且在发生“任何和平之威胁、相平之破坏及侵略行 

为”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第四十一相四十二条更授予 

安理会经济或军事制裁的权力.

根据第九十九条，秘书长本人“得将其所认为可 

能威胁囿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 

注意”。

从属于联合国政治部门的、工作人员非常有限的 

秘书处单位（大约2 0 0名专业人员）B

裁军谈判委员会相裁军审议委员会、联大及其各 

政治委员会（第一委员会和特别政治委员会）。28

考察为实现三项 

目标而釆取的方 

法显示出，结构 

已经过时》

对和平的追求最 

明显地说明了一 

种没有希望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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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事务方面 

的协商一致意见 

是，各国必须组 

织水国的国防， 

容忍除使用核武 

器以外的一切暴 

力形式》

当前国际关系的 

特点是：

一欧洲列国甚 

至西方国家 

之间的持久 

和平关系

一东西方和平 

共处

78. 然而，在这两个领域内，当前世界上存在的协商一致 

意见类型是人所周知的•每一个国家都认为，它的安全在于它 

的军队、其军备水平、在侵略者而前讲行自卫的决心以及它的 

盟国.而且，各国普遍认为，必须排除核武器的使用，而所有 

其他形式的暴力都是许可的.对问题的这种观点所造成的体制 

性后果是，军费预算在各国约占公共开支的10—15%,任何 

时候都有几千万军人在服役，

79. 对于当前危险所作的分析是以过去的侵略和战争中的 

历史经验为依据的。每一个国家的自卫精神是实现民族团结的 

手段。十九世纪末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并没有根水改变心理状态 

或者军事政策#在多数工业化国家中，科学精神的发展以及初 

级和中等教育的普及并没有带来政治行为方面更合理的态度。 

经验仅仅表明，随着战争的进一步科学化，它变得更加可怕了. 

换言之，同教科文组织章程起草者的希望相反，“开明精神” 

的普及并不是以减少战争风险为目的•从六十年代以来国家数 

目的增加只不过是使得国家军队的数目同时成倍增加.

80. 在另一方面，从1 9 4 5年以来在国际关系中所发生 

的重大变化已经从根水上改变了安全问题的地理面貌•尽管第 

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承袭悠久的传统，在欧洲列强的冲突 

中爆发的，但是今天，西欧已经建立起了高度的经济上和体制 

上的合作，因此很难设想世界上这一地区的各国之间会发生武 

装冲突.在所有西方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着持久的和平关系. 

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增加了冲突中的风险，使其达到参战国全 

面毁灭的程度，因而造成了一种恐怖下的均势，两个超级大国 

之间定期举行的军备控制谈判目前已经使这种均势体制化了。 

其结杲是东西方之间的和平共处.所以，从1 9 4 5年以来，

武装冲突仅限于世界上欠发达的部分.这些冲突主要分为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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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非殖民化所造成的冲突；在许多国家中由于暴乱或内战所 

造成的冲突；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入侵•，以及发展中 

国家之间的战争.

81. 所以，安全理事会所需要处理的问题全部发生在第三 

世界国家中：中东、塞浦路斯、印巴次大陆、刚果、朝鲜、阿 

富汗、柬埔寨、越南、等等.太文不介绍安理会的历史记录. 

但是需要指出，总的说来，通过否决权制度而载入宪章的思想， 

即通过由五个常任理事国组成的大国领导机构就可以维护世界 

和平的思想，并没有能够制止1 9 4 5年以来所发生的许多战 

争•他反而大大地拉长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居民之间的差 

距：不安全以及战争成了处于最不利地位人民的问题.24

82. 出于实际上的考虑，没有适用宪章第四十一和四十二 

条的规定• 29因此，和平解决争端和维护和平就局限于：

在大国同意让联合国组织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查明 

实际问题——包括在某些情况下成立并部署“维持和 

乎部队”（例如在刚杲、中东和塞浦路斯）；

秘书长为了寻找机会进行斡旋而作出的努力：道 

义上的呼吁、唤起良知以及为了举行预防性谈判而作 

出的尝试；

由安理会起萆决议，但往往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X 

这些结果表明，在联合国组织内还有采取政治行动的 

余地，而且由于它们的矛盾性质，所以远远不象普遍 

认为的那样无足轻重《历任秘书长和他们的政治助手 

都巧妙地使用了蹩脚的工具，他们也深刻地思考了缺 

乏效力的原因以及进行补救的方法.和措

X 联合国秘书长在1_9_82年联合国组织工作报告中写到:“在

联合国内有一种趋势，各国玫府对所讨沦的主题似乎只要

通过一项决议.就免除了进一步的责任……除非各会员

国晈府给予适当的支持并付诸行动，世界上最好的决议也 
不会有什么实效。”

一第三世界武 

装冲突的发

安全理事会进行 

的干预虽很有限



…••…但表明联合 

国组织仍有采取 

行动的政治余地-

秘书长建议安理 

会起预防性作用》

但是这项建议没 

有受到鼓励。

裁军途径的成果 

寥寥无几.

83.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思考缺乏效力的原因以及进 

行补救的方法和措施，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天真 

地希望“加强联合国力量”的人才认为，完善安全理事会的方 

法或休制能够使它更为有效，一些出色的外交家也确实认为， 

这个途径是值得探讨的„例如，人们发现理事会倾向于在发生 

冲突之后才进行千预，所以很自然地认为，关于理事会的干预 

缺乏效力是由于它行动太迟的这种思想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84. 联合国现任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1 9 8 2 

年在他关于联合国工作的第一份报告中提请注意这一问题，并 

且对于联合国可以起到预防性作用的思想阐述如下：“各国政. 

府可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地帮助加强宪章中所提出的这种体制„

更经常地、而不要到最后一分钟才召开安全理事会，即是途径 

之一。如果安理会能经常积极关注各危险局势，并且必要时在 

局势发展成为危机以.前，主动同各方进行讨论，就时常有可能 

在早期加以消解，而不致酿成暴力事件”。

85. 关于赋予联合国以预防性作用，例如发展一种“更广 

泛而有系统的能力，去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进行调查的建 

议，以及关于改善方法或程序，以便使安全理事会更有效地发 

挥其作用的思想，似乎没有得到实际上的鼓励•当然不应该打 

消在这一方面继续进行的技术性努力，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料世 

界政治气氛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可以很有把握地设想，安全 

理事会中所作任何改进都能够使它更有效地采取行动。

86. 寻求和平的另一途径是“裁军”。尽管关于这一问题 

的谈判早在联合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并且促成了公约的签署/ 

但是可以归功于这项工作的少数几项成就都仅仅是轻微的限制： 

武器类型方面的限制’核武器制造的试验限制、”对于相对 

受保护的地理区域的限制或者是核国家为了维持其垄断地



位而进行的尝试所有这些努力当然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从 

现在的状况和其目标来看，又是微不足道的。军备竞赛从1945 

年以来就从未间断过„军费开支已经达到了上文第2 3段所引 

的数字》核武器的总数从1 9 4 5年的5个上升到今天的6万 

个，而且人类自行毁灭的能力将继续提高》从上文第71和72 

段中所阐述的那种协商一致意见来看，所有这些都并不奇怪。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不能认真指望通过裁军途径来实现真正的 

变化》

87. 所以，如果政治气氛和各国在维护安全方面的协商一 

致意见依然不变，那么从联合国为直接寻求和平所进行的活动 

整体中所得到的结论是，“维护和平”或者“裁军”办法不大 

可能带来重大的成果•■因此，应该主要通过其它的方法和措施 

来实现和平，例如发展经济合作，一一从长远看来，可以有助 

于改变对自身利益的概念和对于维护安全的方法和手段所采取 

的态度。这并不是一种新的结论》宪章本身就提倡这种发展友 

好关系和国际合作的路线„关于“功能主义”56和“一休化”57 

问题的全部思想都是针对这一方向的》另一方面，更具有创造 

性而且应该极为谨慎地考虑的一种思想是，在联合国内，将直 

接和间接寻求和平两种方式当前的优先顺序颠倒过来„

88. 当前，舆论、外交家、机构和各国的注意力完全集中 

于直接的途径，即集中于解决实际发生的冲突，也就是在任何 

特定时间的具体局势。这样做当然有其道理《如果一次暴动引 

起5 0人死亡，或者一场战争引起5 0万人死亡，那么它就比 

贸易淡判的进展情况或者各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更能引起新 

闻界的注意，尽管从长远来看，后者对于建立和平所做的贡献 

要大于那些毫无结果的谈判工作。所以，如果要突出建立长远 

和平的方法和手段以及能够起到建立和平作用的、经济和社会

直接和间接谋求 

和平之间的优先 

地位关系应该颠 

倒》这意味着相 

当大的再转变《



对于发展的方式 

所进行的辩论不 

应掩盖这一事实， 

即协商一致意见 

的基础是：

—国家对于发 

展所负的责任，

一存在着影响 

范围

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并使这方面工作受到舆论、各国政府和世 

界组织本身的优先关注，这就需要从认识和体制方面进行重大 

的改革《然而，只有在这个方向，才真正有希望维护和平，为 

了当前局势中唯一的直接受害者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维护和 

平。本报告以下部分将具体指出需要进行哪些必要的方法和体 

制变化，以循序渐进地寻求这一领域内另一类型的协商一致意 

见》但是，在确定它所适用的方向之前，有必要密切考察世界 

组织今天在其他领域内进行工作的方式„

为发展而釆取的行动

89. 目前世界上，发展方面协商一致意见的定义比安全方 

面更为复杂„众所周知，有关发展战略的思想种类繁多，仍然 

处于对抗和进化的阶段。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还将继续讨论 

规划、工业化、农业部门或这样或那样的部门的优先地位、粮 

食战略、发展的两个极端或者精华教育或普遍教育途径、通过 

优先重视出口而进入世界经济整体或者“切断联系”和当地发 

展等等问题的利弊。随着人们从西方模式普遍应用的角度或者 

侧重于维护并丰富现有各种文化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对于发展 

概念本身也有不同的理解。

90. 但是，处于舞台中心的这种对于方法的辩论不应掩盖 

作为其背景并且决定当前的协商一致意见本质的政治和社会条 

件.两项基本要素是，首先，每一国家为其本国的发展负责， 

其次是影响范围这一政治现象.这两种现象有所区别，而且似 

乎互相抵触，但却相辅相成地造成一种不利于世界上较贫穷部 

分加速发展的局面》

91. 每一个国家各为本国的发展负责是国家主权观念的直 

接后果.那些不久前才取得独立的国家害怕类似殖民主义卷土 

重来的任何侵犯，因此更抱紧这一原则。与此对应的政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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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富有国家显然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遭受的贫困、不幸和 

各种社会灾难缺乏直接责任感.目前，贫苦灾难是国内问题而 

不是国际社会的问题。富有的国家根据它们舆论界感情受刺激 

的程度来估算给予捐助的数量》

影响范围和分散的双边援助

92. 这种局势毫不影响“影响范围”的维持或发展，后者 

已经取代了殖民帝国范围，尽管它们所包含的地理区域不尽相 

同.这些影响范围是多种现象聚合的结果：

在前殖民地及其宗主国之间保持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有 

时是军事方面的联系，这些联系常常以灵活的方式俅制化了 

(英联邦等等）；

一些发展中国家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军事同盟或结盟的 

发展，其形式随着有关国家的实力或者重要性而略有不同；

过去不拥有殖民帝国的工业化国家同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 

通过双边援助和发展特殊经济关系而发展起来的经济联系；

在这些双边事业之上建立起来的多边经济援助体制，例如 

欧洲经济共同体通过洛美协定而提供的体制》

93. 这些援助系统首先在援助国和接受国之间造成政治依 

赖关系。不论是现金或者是实物捐赠（提供武器、小麦、或者 

支付教师或专家的薪金）、低息贷款还是依市场利率提供的银 

行信贷，援助首先是施加影响的一种手段„在此方国家之间的 

政治或经济争夺中，南方的国家是一种赌注（造成了我在谈论 

南半球安全问题方面所提到的后果）•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些 

方法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双边援助方案既分散（其中可 

能涉及2 0个方案，其中包括一两个、或者三、四个占主导地 

位的方案，而其余十几个则不那么重要）又互相竞争，为受惠 

国在协调外部援助整体以及逐个项目进行谈判方面造成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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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范围是许多 

现象所造成的„

双边援助方案既 

分散又互相竞争，



•……不利于形成 

对于长远问题的 

整体观念》

联合国系统着眼 

于部门的办法增 

加了，而不是减 

少了复杂性，•••_

的问题„这种援助的“附条件”性质带来了不利的经济条件， 

因为它要求必须从援助国购买供应品或人力。

94. 即使对于最贫困的国家，例如联合国所列的2 5个最 

不发达国家，也从来没有提出建立起一个连贯的、集体性的长 

期援助体系，使这些国家能够制订长期的计划和政策，欧经共 

同体同非、加、太国家之间的洛美协定体制58是朝着集体和体 

制性援助谈判方向发展的唯一的例子，目前在欧洲范围之外， 

还没有类似的做法„在比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中，给予银行贷 

款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计划的：绐予贷款仅仅是为了使某些生产 

者能在工业化国家中争夺市场，其结果是债台高筑，达到许多 

债务国的经济所无法承受的地步.

部门一级的途径和理论分歧

95. 面临这样一种局面，人们可能会认为联合国及其系统 

的作用应该是首先集中解决协调问题。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联 

合国系统发展了一套着眼于各部门的办法，使援助更加分散， 

问题更加复杂。在前一章中已经提到，约有15个到30个额 

外的机构插手于受惠国，所以几乎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使得发 

展中国家的任务更加复杂化，而不是简化》

96. 而且，这种活动分散的情况并没有由思想方面或者方 

法以及体制方面的任何真正的协调所抵销„每一个组织对于发 

展问题以及受援国所应实现的目标不仅自有其办法而且有其理 

论•开发计划署是唯一的例外• i 9 7 0年的“共同意见” 59 

决定由有关国家政府负责制定“国别计划”，并且尽可能由它 

们自己执行项目.但是，这一理论基础并没有真正改变一个 

“执行机构”的做法：它们向有关各技术部提出对于项目的意 

见，并且同其他机构争夺为每一个国家所调拨的信贷的最大份 

额（即“指示性规划数字”）。这一制度使得开发计划署没有必 

要搞出自己的发展概念。
—7jf)—



97. 另一方面，联合国系统内负责业务活动的所有其他机 

构各有其见地。总的说来，这意味着提高它们所负责的那个 

部门的重要性：对于工发组织来说是工业、对于粮农组织来说 

是农业、对于世界卫生组织是保健、对于人口基金则是计划生 

育。 但是，在这种部门分裂的现象之上还有理论上的分裂„ 

例如，儿童基金会的理论长期以来是以所谓的“基本服务”为 

基础，它力求为较贫困的地带制定社会政策，目前侧重于一些 

儿童保健目标（防疫、母乳哺育，等等）；而世界卫生组织则 

继续Æ “初级保健”的基础上提出更加全面的政策。

98. 每一个机构都想证明本部门的重要性，而这些途径又 

并不形成整体经济.和财政分析的一部分，也不为确定优先次序 

提出标准。这样，工发.组织的工业化目标、粮农组织提高农 

业产显的目标、世界粮食理事会或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粮食战略、 

劳工组织关于就业或者发展社会保险的方案、以及教科文组织 

的教育发展计划都没有能够融合到一个连贯的分析体系内。

“遥控”咨询的可靠性

99 .理论方面的妒歧在外地项目的选择方面造成了灾难性 

的后果.，而在“总部活动’’一级，可能就更加敏感了。 这在 

多数情况下涉及到研究和探讨，最后形成文件、报告现者岀版 

物„ 逐个部门地查明问题，制订原则粕标准，编集并散发情 

.报等#s这些活动常常很难:司支助外地项目的活动或者讨论相 

谈判区分开来-它们是秘书处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其 

中多数是提供给政府间变员会或专家娈员会的》 它们的“产 

出”是在方案预算戢者中期计划（如果有的诂）中所描述的 

“方案’’的背景材料,；

1〇〇„关于发展问题的这些方I中可以变化的、但是很重要 

的一邱分，同公共行政方案（其目标见上文弟5 7段）一样，

基本上是就某些具体的技术问题向犮展中11冢提出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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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组纽都自有 

其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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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的遥控咨询 

的媒介常常是低 

劣的“产出”， 

且不能实现其目 

的。



“就利用同位素相辐射技术提高作物产量的最经济 

方式，向成员国提供总见相协助”（原子能机构预算); 

(粮食相农业-次级方案1 )

“协.助成员国改#其人民的粮食湘营养状况”（粮 

农组织预算）；（方菜2. 1. 6营养）

“帮助成员H!为了执行发展项目而调动必要的资I 

如入力资源”（教科文组织中期计划，笫8033段）； 

“为城乡地区拟定有效的住区规划办法:和体制结构 

相程序，并促使这些地区加以使;fl”（联合閣1984… 

1989年中期计划，14. 17段）。

在描述各个总部的活动实质时，所有各组织的愤算如计划 

几乎在所有$况F都套用这种公式，而且这种单调的重复似乎 

表明，处理K些问题的各部门负乎都在有关顶域内具有极高的 

专Üi水平如能力。

i〇i.位是，它实际蒽味着，设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 

巴黎、罗马义某些其他大的苜邵的办事处中，有那么两三个专1 

业级工作>.坑（他们的资历相能力水平通常是前一章中所I单丨述 

的情况）为ir-项:项算细西起草报告，然后将.服告分发到一个 

政府间机构，汪特殊情况下分发到有关的国家公共部门中的一 

些联系人，或者它意味着他们将为几十个人偶或组织一次戢两 

次培训课裎/。 在少数几种请况下，这些活动将协助筹备一

个大型会议：会议将需要大董的文件，由各国有关部门的代表 

参加。

102.由于缺乏严密的评价制度，因此无法确定这些数以千 

计的、各种类塑的部门活动是否对于规则的协调、成员围政策 

的制订.起到仕何实际的衫响。只有汪实现某些条件，包括以 

下各项条件的情况下，这些事业才能跨入可t性的界限：负责 

各项方案的行政单位真实的、受到承认的能力水平，出物的



销售量;.所散发的情报送达国家主管部门；后者直接参加政府 

间业务；成员国对于审议中的问题确实感兴趣。其有效程度 

当然还取决于所处理问题的性质：在社会政策事项、承认工人 

或妇女权利、土地改革或者人口政策等方面的葸见就不如林业 

技术规范那样容易得到认真的考虑。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因 

素之一是政府间机构本身的工作方式。例如，在应由各技术 

部派专家出席的某一个娈员会中实际出席的是纽约或日内瓦的 

代表团成员，那么，在丨SJ笼政策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显然就会下 

降，不论决议中的措词是多么有力。

103 .然而，我们在第二章中（第2 5…2 7段）已经看到， 

在这方面毫无协调。而且更为矛盾的是，当这些专门机构成 

立的时候，它们的根本目标是某一特定部门内方法的对照、观 

点的调湘以及共同标准的制定，而在今天，此种国际合作的作 

用已经逐步被削弱，让位于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活动。 

据估计，目前联合国系统将大部分资源.-一近7 0糸一-用于 

发展。

需要改变联合a系统的结构

104.简而言之，联合国系统未能觯决发展问题，其原因在 

于这一系统部门化的、权力分散且支离破碎的结构。联合国 

系统在1 9 4 5年采取分部门结构的原因是，当时认为^特定 

领域内的专门技术人员将能够比奉命处理政治问题的外交家们 

更好地解决国际合作问题。这种思想本身是好的，但是它所 

反映的局势与今天不同。当时的问题是在大约5 0个会员国 

中实现合作，其中某些国家拥有大规模的殖民帝国，并自己打 

算解决这些帝廳中的发展间题,今天的问题是代表世界上四 

分之三人口的120多个独立国菜的发展问题，以及帮助它们 

兖服它们的历史性弱点，并弥合这些ill家同北方M家之间的差 

距。

联合国系统用于 

其各项活动的资 

源占总数的70%。

权力分散的、部 

门化的支离破 

碎的结构不适应 

于犮展问题。



发展是一个综合

性问题A

105 „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它在苺一个国家中所需

要帮助解决的问题随着这些国茉的大小、性质欢者特点而不同, 

但这些冋赵都有以下的共同点：

它们都是具体的问题，要求深刻地了觯当地、国家或g域 

情况，以及对所有这些方面进行跨学科的分析；

它们郁要求淘:出长远的政治决策：所以也要求确定优先次

需要改变联合il

系统的现茗结构。

-

它1Ï1都爾临着各种资源不足以及多种耑求相困难的丨题.

106.有关国'ü要有--'1、世界组织来促进综合、组织协调.

帮劢达成长期资金安诽、并且给予多方面的援助来解决飪羝迫 

的IW题。而联合国系统所提供的是一系列相互分歧、祁互矛 

尼力建议，大约3 〇个机构的行动必须同约2 0种双边M劭来

源协_，但不能帮助它们觯决中期相期的资金问题。显然,

不t我们是否愿憨，目前都必须重新考虑联合国系统的结构问

题。

当前世界讲坛所

提供的谈判结构

不适合当代世界

的问题.......

世界讲坛

1 07 „关于“世界讲坛”的问趔在性质上不同于湘平和发展 

的问题。在这方面，不存在对那些为了谋求野心勃勃的、几 

乎无法实现的目标而米取的方法进行评价的问题。这方面的

问题是，世界组织为了炉大戒者修改世界协两一致憨见性质而 

进行努力的体制基础是否恰当3 换言之，由于世界组织在:这 

方面所面对的是根本性使命，我们就不得不考虑本组织是否具

备必要的手段；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果究竟是令人满憨的， 

还是微不足道的；世界组织是否具有真正能够认真考虑并且认

明各种冋题的机构，以及当代世界所耑要的谈判体制。

108.对于这些问题的答复必然是否定的；谈判机构同各个 

部门性方案的活动没有明显的界限，而且不构成一个连贯的体

_ 4〇 一



系。所取得的成果仅仅限于少数几个有限的领域，并不代录 

在改变世界协商一致意见方面的实际进展。这种情况有其政 

治原因，这是人所周知的；但这并不能解释一切。实际上, 

远个世界组织所提供的谈判结构本身就不适合于解决当代世界 

的各种问题。

109.毫无疑问，应该指出，任何多边谈判，特别是在世界 

一级的谈判都有其本身的特点和固有的限制，特别包括：

它们几乎不可避免地重视思想意识，而压制了比 

较技术性的解决办法，由于“世界讲坛”的作用之 

一是使各种“世界慨念”相互见面，或者有可能的话 

寻找共同之处，所以存在以上问题并不奇怪。但是 

这一因素的直要性却有时不仅使外行的观察者，而且 

使谈判者本身起误觯；

它们要求在逬行谈判之前作大量的准备工作，认 

明那些可!进行谈判的问题。这项调查工作是复杂 

的，在乂化、技术、思想意识相语义学方面都遇到困 

难；它往往是在某一特定檄念的基础上开始形成初步 

一致意见之沿才告结束；所以毫不奇怪，这意味着一 

再傲出的、且常常是拙劣表达意念的尝试，而旦常常 

引起无休无止的讨论；

1 6 0个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所带来的具体技术 

困难不仅仅限于会议室的大小和同声传译的组织问题。 

它涉及到确定利益集团的问趱，后耆的构成和规模随 

着议题而烫化，它还涉及到这些集团的代表方法u

……尽管世界一 

级的谈判有其特 

定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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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坛包括三类活 

动：

认明世界问题的 

任务。

如果我们铭记这些特点，那么我们就能够从认明 

世界问题、交流意见相谈判方W将狀合函系统内的活 

动划分为三个类型：

:nh为了通过公约或条约而进行的谈判工作本身。这个 

“司法”方面除其他外包括发展IÜ祐法.外空法相海洋法、人 

权.，劳工法等等。主I设在联合㈤以内的这些谈判体制龙多 

I彳、hHf-的：包牯专门化的委员会，其成(4-一般在30 50之间：

I人权空员会，吟这丨公司娈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附属机 

!关），国际法杳员会、㈤际贸易法委钉会（耿大的附M机关）， 

I说â所设立的临时机构，相平利用外空委M会，相平利用海底 

i娶员会（i 9 6 9年），劫持人质问题临时委员会；或者可以 

I利周大型国际会议，例如从1 9 7 3年到I 9 8 2年之间举行 

的海洋法会议。在联合国之外，还应该提到国际劳工组织关 

于劳工公约的会议。

I Ï11关于工业化囤K同发展中㈤家之网的关系所进行的绞 

i济，砬治和社会方面的讨论可以列在“阐北对话”标题下。 

i这:种对诂主要是关于政治哲学的，实际上在联合国系统的所有 

I政府间机关中逬行，但主要在贸易相发展理事会、贸发会议各 

I届.À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联合国大会中逬令L

112..在进行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仅仅是笼统地承认庄所 

有各国之间存在着“有问题的”因素*的时候，认明世界问题， 

但走不提岀任何超出分析阶段的建议。

在所有各级都处理这些问题。实际上，所有各组织的所 

有方案中都有这样一种研究和识别的成份。但是，如第二章

“有问题的”一词用来录达法语中“ Problemat iq uo 

一词，表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问题；参见注释4 1。

-42 —



中所阐述的，从这一整体及其普遍性的大纲中仅仅能够逐步出 

现少数几个问题，并且逐步认明可以就这些问题讨论国家政策 

的聚合成分或者谈判共同标准。环境问题、人口问题、某些 

社会问题、经济和货币问题目前在世界讲坛上处于不同的识别 

阶段。

1 13,考察这个各种体制的复合体4 0年来所取得的种种成 

就可以明显看出，它们为所谓的“世界问题”（World pro 

b:Lema t iquc )提供了某些内容，因而能够为一种“世界政 

治空间”勾画一个可能的轮廓？但它们仅仅涉及目前在世界 

一级所出现的某些问题。它们所傲到的主要是使人们能够衡 

量这个世界还有多少事情要做，并且认朋有待于克服的各种困 

艰

某些谈判实例。非殖民化和国际法

i 14.在1 9 5 0年代末到1 9 7 0年代初之间，世界上出 

现了重大的政治变化,，在非洲、亚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相 

继出现了约1 0 〇个新国家，完全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联 

合国为这一进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尽管它未能制止一些严重 

的武装冲突，但无疑已减少了冲突的数目。在这个世界组织 

内发起的反殖民主义攻势的成功要归功于两种现象：

两个主要的世界强国持赞成态度J 

殖民地人民的利益符合于西方所承认、而且欧洲 

和世界上其他部分在19世纪建立新的民族国家时已 

经在政治上使用了的..关于人权和民族自决权力的主 

要原则

世界组织的努力同世界协商一致意见中反映新的 

力量对比而起的变化携手并逬这一事实，特别标志着 

前欧洲列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衰落。

联合国在促进非 

殖民化方面所取 

得的成功是由于 

新的力量对比。

--



海洋法方面的成 

就巩固了这一发

人杈方面的努力 

有两条战线.一 

是公民和政治杈 

利，一是经济、 

社会和文化杈利。

115.这项重大的成就还得到海洋法谈判方面所取得成就的 

补充；由于这方面的谈判，因而能够完成国家主权的领土界限 

方面的定义，并且开始赋予“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观念以具 

体的意义^ 除此以外，联合国在国际法领域内所提倡通过的 

各项公约宁是所谓“巩固成果”的一部分：例如，国际法委员 

会的工作（维也纳公约，条约法，W家的继承，等等）以及㈤ 

际贸易法妾员会的工作际货物销售3国际支付5国际贸易 

法方而的仲裁，海祐公约等等:K 闽际法杳扒会草程枚.出：

編纂并发展”这种法。但是眷起来，这两个法律委员会似乎 

一般M向于慕編已经得到承认的规则，或者至多予以罗列，而 

不是进行实际发展。

人权

+ U6 .另一方面，在人杈和工作权利领域内所作的努力是为 

世界问题（w ( ) r丄rl f ) r 〇 b 1 〇丨1丨a I. j q丨! 0 )奠定总的基础所伤 

出的级步尝试，这种尝试的起源是西方和ÉJ由化的z在本质上 

是-苁法律.角度出发的,，众所周知，在联合国戚立的姑初几年 

中5汰种努力促成了 1948年12月10日的《世界人杈宣 

言》，此后又签署了两项公约8 —项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公约f另-项是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公约【后者附有一项任意 

议定书）/这两项公约由联合国大会于1 9 6 6年通过„ 所 

拟议的这一套规则按这两者的标题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关于人身自由安全，宣布奴役、酷刑和所有不人 

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为非法，禁止任意逮捕，受到法律承认 

的钗利，得到公平和公开审讯的权利，国籍杈，拥有财产的权 

利，良心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等等；

另一部分M是关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杈力„

117.《人权宣言》中将后者列为享有社会保障、工作、休 

息和闲暇的权利，享受足以保证健康和舒适的生活水平、教育、



以及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杈利• 国际劳工组织许多公约中所 

规定的工人杈利是公民和政治方面以及经济和社会方面人杈的 

一部分《 其他方面的一些公约宣言补齐了这一法律机器：消 

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19 6 3年宣言和19 6 5年公约），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p妇女的专门权利（消除对妇女的一 

切形式的歧视），儿童权利，在非常状态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妇 

女和儿童，消除一切形式的宗教不容忍，等等。此外，仍在 

继续探讨关于保护少数的措施、犮展杈■•科学和技术对于人杈 

的影响。

118 •控制侵犯人杈行为的程序补充了界定、拟订、设计和

建立法律机器的全部工作„ 人杈委员会及其防止歧视及•保护 

少数小组娄员会可以利用许多工作组来考察甚至观察一些国家 

中的人杈情况。所以，对于一些国家的政府施加了完全属于 

公民和政治杈利方面的某些道义限制，而且在众多的非政府组 

织不断的压力下，这些限制已经发展了。

1.19 •具体的成果是很有限的。但是，这两小主要方面之 

间有着明虽的区别，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所宣布的原则已 

经实际上得到了所苞各国政府的正式承认。在某些情况下，

有系统地侵犯这些杈利是很困难的。当然，在那些其体制同 

承认这些杈利有矛盾的政府方面以及那些在本国领土内遵守这 

些原则却为保护其商业利益或政治同盟而对不遵守这些原则的 

国家中发生的事项熟视无睹各国中，还存在着一定的伪善现象. 

而在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宣言》或者《公约》对于教育、 

就业、娱乐和社会保障杈利的确认并没有带来实际的成果。由 

于在世界一级没有足够强烈的团结感，无法釆取经济和社会措 

施来使这些杈利得到保障，因此在这方面的情况仍然是伪善和 

空谈• 仅仅重述有这些权利存在不大可能导致这方面世界协 

商一致意见的改变。尽管如此，国际劳工组织还是通过各种

公约和建议便得范围有限的某些经济和社会杈利有了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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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民和政治权 

利方面，对国家 

政府施加了某些 

道义限制….…

•…•…在经济和社 

会杈利方面的情 

况仍然限于空谈。



南北对话

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是为世界问题 

奠定总的基础而 

作出的第二次尝 

试….….

•…•…其根据是两 

项基本呵：国 

家主权平等和进 

行合作的义务a

120 .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作出的努力是另外一项重

要的尝试，它是由7 7国集团芡起的，为解决世界“间题” 

(pro bl emat i q ue )奠定了另个总的基础„ 这方面的工 

作是经济性的，而不属于人杈范围；但它在根本上仍然是规范 

性的》 所谓的南北对话是非殖民化攻势的延续，它从大多数 

殖民地人民获得独立的时候开始已经从纯粹的政治间题领域内 

转向经济关系。众所周知，它源于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要求， 

要求的主要基础是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殖民主义国家为第三 

世界的贫困所负责任的分析，以及对于统治关系所提出的批评， 

因为这种统治关系通过市场的机制最终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财 

富的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 我们都知道有关下述各方面的分

析：有必要稳定商品价格并组织更好的国际分工以便促进发展 

中Ü1家的工业化，技术转让，有必要扭转货帀和资金的流动并 

且特别要准确地确定工业化国家所应支付的官方发展援助额， 

利用人类共同继承人的财产的条件，制定跨国公司行为守则， 

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组织经济和技术合作，等等„

121 •这些哲学和政治结构已经反映在许多宣言和决议的法 

律基础的定义中，其中有些宣言和决议是众所周知的.42根据 

A b i — S a a b教授从法律观点所作分析，所有这些都是基于当 

代国际法中最根本的两项原则：各国主杈平等和进行合作的义 

务；前者包括各国选择本国经济制度的杈利，对于自然资源的 

永久主杈、发展中国家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关系的原则；后者 

包括优惠待遇、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稳定、所有各国享受科学 

和技术成果的权利、发展中国家获得犮展援助的杈利、以及人 

类共同继承的财产原则等五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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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这项工作遇到了同人权工作一样的困难：首先是提出 

原则和有否可能应用这些原则之间存在着差距；其次在第一方 

面和第二方面有一样的不同影响•国家主权平等是国际法上久 

已公认的一项原则（实际上自威斯特伐里亚洳平条约以来），

由此引起的后果也得到普遍承认-一当然也有许多保留；然而 

根据合作义务原则建立的规范结构仍然十分脆弱，迄今尚未找 

到充分的法律依据，更不用说被人们普遍接受由于经济理 

论方面存在同样困难，使接受同第二类原则有关的规范变得更 

难.

12 3. 7 7国集团年复一年利用每个机会重述同样原则，设

法将南北对话列入规范性问题中，并且在联合国内外进行的其 

他各种讨论会上提出这一问题.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原则受到 

来自右派和左派理论家的挑战，前者认为其计划经济和保护主 

义色彩没有什么新内容，仞仅为了阻止市场法则起正常作用， 

后者则认为它们所建议的机制只会加深发展中国家的依赖性， 

这只对发展中国家内为数极少的人带来好处，因此建议使发展 

中国家经济和工业化国家经济脱离挂钩这另一种可供选择办 

法。而且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提倡者看来对经济理论也尚米进 

行充分探讨，从而能建立一个与规范建议那样前后一致的结构。

124.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对7 7国集团的建议作出了 

各种反应，这包括：

尽管对国有化有所保留，但还是接受主权1相独立的观念； 

虽然原则上接受官方发展援助的百分率，但拒不履行； 

对国际贸易作1些次要的让步；

对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的战略提出矛盾的建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强加的苛刻条件，（就社会政策等提出建议）；

各种旨在确定第三世界国家和问题类型的建议；

遇到了同人权问 

题上一样的困难

这些原则遭到挑 

战，而反应未能 

前后一致，看来 

对话不一定会产 

生任何结果a



对银行贷款采取自由政策以后，紧接着在出现债务国无力 

偿付债务问题时，釆取限制措施；

125,.这各种态度并不一致，可以说，尽管今天正在釆取各 

种方式进行南北对话，但是看来进一步取得进展的机会极少， 

除非其经济基础更加具体。

联合国系统并没 

有确定世界问题 

的明确标准

对环境和人口问 

题的了解开始有 

某些变化，……

确定相讨论某些世界问题

126.世界组织对世界问题也釆取了另一种办法；即确定比 

较具体的问题，强调这些问题对所有国家（不论其财富情况相 

政治制度如何）的重要性，例如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范围内确定 

的以下题目：制订跨国公司行为守则或寻求稳定商品价格的办 

法（特別是共同基金），或工业化国家更为关切的题自：例如 

世界人口增长或环境问题a

12 7.联合国系统并没有明确标准来确定那些整个国际社会 

可能认真对待的问题3确定问题，例如确定“大型会议”的主 

题，主要是根据现有各部门性问题进行安排：工业化，科学加 

技术，土改，人口，妇女，环境，水资源，等等•但是选择的 

主题往往并不真是新的问题，或者仅仅是为了使人们了解77 

国集团提出的要求（増加工业化国家提供的援助等）而使用的 

重复手段•因此这类大会最后经常通过“行动纲领”-一尽管 

标题如此，其中并不包含任何具体内容，也并不使与会者各自 

的态度有任何改变I

12 8 a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所确定的问题对当时存在的协商 

一致意见产生了影响，这是由于对主题进行了深刻、重要的思 

考，认识到会对整个国际社会带来明显的风险.例如,在环境 

问题上取得的进展，或目前在人口政策问题上取得的进展，是 

因为第三世界人口增长使工业化国家认为有引起政治不稳定的 

危险，发展中国家则认为这会妨碍发展关于某些问题开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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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正面变化的情况反映在修改观念的现象上，而在进行研究相 

谈判以前这些变化没有这么令人注目.这里有可能提供改变世 

界协商一致意见类型的答案.

以表面方式处理经济和金融问题

129. 另一方面，在联合国系统外理论上已发生重要变化的 

领域，还没有取得这种进展.在联合国系统的讨论和谈判机构 

中仅仅十分表面地讨论了经济、金融和货币问题.在讨论这些 

问题时只是从事实上或意识形态上说明一些情况，人们不是为 

目前危机和困难悲叹，便是讨论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贸发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或联大提供的会场，只是用来辩论7 7国集 

团想在工业化国家的讨论中起什么作用，或者对国际if币基金 

组织进行批评 .

130. 在工业化国家里，任何一方的增长对另一方都是必要 

的这种说法，已是老生常谈《人们懂得，目前的相互依存关系 

不允许某个国家采取非正统的经济政策而不考虑其他国家采用 

的办法*在国际经济上，某些国家运气不佳并不意味着另一些 

国走好运•因此，迮济战略的相辅相成已成为美国、欧洲和日 

太所代表的经济方面主要三极之间关切、探讨和经常谈判的主 

紙但联合国系统并未分析，在这些令人关注的事上，发展中 

国家可以或应该占什么地位，也没有为发展中国家提出它们可 

能认为有用的经济方面相辅相成的理论。”由于缺乏严肃的研 

究为它们提供思考材料，发展中国家只是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的 

做法一-强迫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保持一致，而不管前者 

的社会问题或具体问题，及其经济政策为何》然而这些杭议并 

不能代替十分缺乏的具体建议》

131s使得这些差距更难填补的是，十年前激起很大希望的

未来研究报告现在几乎已完全放弃.那些由于油价和汇率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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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只是表 

面地处理经济和 

金融问氬

联合国系统并没 

有讨论各主要国 

家所关心的经济 

战略相辅相成问 

题，也忽视了对 

中期问题初长期 

问题的研免



变动，前景骤然改变而吃过苦头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变得过分 

谨慎小心，不再相信预测或模式•也没有人鼓励联合国经济部 

门顶住这种趋势变化■«然而世界组织应该是研究中期加长期问 

题的良好场所。今天必须面对世界压力的各_政府很难对明天 

的问勸!给以必要的注意。世界组织至少应该部分地填补这一差 

距，其使命包括指出目前趋势中潜在t将来的危险，并提出防 

止这些危险的办法n

132f即使需要完善这种工作的方法，这种预测总是可行的。 

例如，世界人口的演变趋势是人所共知的，无论園家政策如何, 

予綱大小程度仍然是可能的《预测提供足够资料，使人能立即 

指岀> 此界范围的移民问题将成为二十世纪末主要问题之二 

但是联合_还没有对这一现象及其所涉政治风险进行彻底帘杳, 

㈤为秘书处没有做这件事的经费，也因为政府间机构未要求这 

么做。

.和合匡行'经.丨

.包:彳:'丨e万®的

恩考X诈没有足 

够fed:备

人们花t了许多时间湘精力制定的主要政策文件（例 

如üilV:发展战略）的浅薄性，反映出联合㈤没有充分的准备来 

进打经济和社会思想领域的工作。会员既糾在联合国内认真讨 

论这些问题所抱的冷漠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兄疑是由于工业化 

国家宁可在它们彼此间讨论它们认为有重大关系的问题.，即国 

际贸易流动差额、货币、信贷、投资等问题，而把发展中国家 

排斥在讨论之外.这种情况对发展中国家有害，对整个国际社 

会也有害，因为它使国际社会看不到经济相政治思想的一个方 

面，而国际社会为了预见将来的风险，太应该认识这个方面. 

为了填补这一差距，需要一个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有充分准备的 

“经济联合国”，但是这就需要彻底改变迄今盛行的世界组织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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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空间”要义

13 4.对世界问题找出共同看法的困难同建立“世界政治空 

间”的困难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今天世界组织提供了一个全 

球系统的要点.联合国及其系统几乎做到了成员普及，现在这 

一点往往被人们低估，因为这种普遍性是在世界组织不萍处理 

重要问题的情况下取得的.然而，取得这种普遍性曾经历了漫 

长艰难的道路，从联合国接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的敌手, 

到1 9 7 2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间经过接纳非殖民 

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所有新兴国家B如果把这一项我们今日视 

为理所当然的成就同相平、发展或安排谈判会议方面已经提到 

的所有其他积极成就（尽管还远远不够）加在一起，那末我们 

所面对的政治现象，归根到底远比构成它的组成部分重要得多.

135. 普遍性；世界组织在和.平领域有采取政治行动的余地; 

通过非殖民化和国际法的发展建立了体制和法律机构；在人权 

领域内行使道义约束；建立了通过南北对话考虑到穷国利益的 

辩论；对某些重要的世界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等等，以上这一切 

组成了“世界政治空间”的真正要点.这样建立起来的机构使 

世界主要政治看法的代表之间有可能进行辩论，这事无疑还存 

在缺陷，例如夸大意识形态、虚伪相资料不足，也无疑会带来 

挫折感.但是这些缺陷并不比民主国家内、各国政治空间范围 

内常有的缺陷更严重.，而各国政治空间还有比较好的结构。

136. 提出各种各样的新方法并未能使大多数与会者接受世 

界讲坛，以之作为讨论最重要问题的正常场合。为了使16 0 

个大小不同且重要性各异的成员国有效地参加谈判，采取了以 

下种种措施：按国家组别拟订共同立场（贸发会议把国家分成 

A. B. C.相I)组联大也有相当于此的办法）；或按专题 

划分特别小组（例如海洋法会议上的内陆国家）；或建立由少
—丄—

目前的世界组织 

提供了“世界政 

治空间”的要点

•••…但这个巧妙 

的谈判机制并不 

能补偿以下事实,



.......即这一世界

组织未被所有与 

会者接受^

数当选的与会者组成的附属机构（所有机构或方案的理事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附属机构等），以及建立由这些人数受限 

制的小组向全会机构提交报告的制度》

137.但正是因为这种种解决办法都不适当，所以一切与 

会者不能都认真对待这个世界讲坛.换句话说，要每个与会者 

都具有充分的经济力量和与他所代表利益的一致性，并真正在 

会上进行谈判，这个问题尚未解决.目前阶段世界上的政治组 

织还不存在这种一致性，是否能通过谈判结构人为地加强这种 

一致性是需要进行彻底帘查的基本问题•组织真正的世界政治 

空间是世界组织应能处理的最.重要任务之一；而就谈判机构进 

行谈判的事仍有待安排.

当前的世界组织 

的结构建立在三 

种谬误上

今天我们具有的世界组织类型

138.今天我们具有的世界组织可以说是这样一类组织：这 

是一个机构，

其总S标一-和平，发展，人权s寻求较令人满意的世界 

铋商一致意见水平一非常适合人们对这类组织的使命所具有 

的观念.也能动员舆论；

其全面成就远不是象一般人所认为的那么微不足道，这些 

成就已能建立“世界政治空间”的开端，提出了 “世界问题” 

的一些内容；

但其结构湘采取行动的手段却不适合于谋求达成总目标， 

因为它们是根据以下三种谈误设想出来的，*7这三种谬误是：

谬误一：“维护湘平”在现代世界上可以通过一个机构来 

实现；

谬误二：世界贫穷区域的发展可以通过部门性办法，也就 

是非统盘考虑办法来实现；

谬误三：改进或改变世界协商一致意见的谈判可以不必事 

先确定所有与会者均接受的谈判结构就进

因此，集中考虑改革世界组织意味着对目前这个机构治重 

本观念挑战，并用倉现实的观念来代替它们《



第五章 

改革意见的重点

技术方面的条件

139, 有人认为现在已经具备了提出改革主张的条件，如杲

我们同意这种假设，那么强调这项工作的困难之处就更加重要 

了 它不仅仅是一个消除一些表面弊端的问颞。如果不对

这一问题充分加以分析，即使取得了协商一致意见，也可能导 

致失败。大约十年以前通过“结构调整”工作所取得的经验48 

清楚表明，发表并组织可能进行国改革的思考过程存在一些困 

难的技术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导致严重失败。 

因此，只有在具备某些条件的情况下，才可能克服所出现的技 

术性困难。

140. 首当其冲的问题无疑是要确认必须提出目前整个体整 

的基水概念与结构的问题，才能进而涉及其他问题，建立一个 

全新的世界组织。这一f要条件暗示了第二项条件，即这一 

思考和比较分析的过权必然是一个氏时间的过程。例如，假 

定改革这一世界州3至少和诲洋法一样重要，一样复杂，那么， 

认为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讨论和谈判可能要十年时间似乎就.， 

是不无道理的a 这还使下述问题也变得较易接受：

必须组织极为彻底的筹备工作，设法促使最有能 

力担负这一工作的人作出贡献；

应特别注意设计制定分析大纲和逐渐达成解决办 

法的途径这一任务。

141 .假设这些条件都已具备，我建议在这最后一章研究一 

下我认为必须考虑的各种问题首先一点应该是讨论是否可 

能改变有关世界组织基本概念的世界性协商一致意见的类型。

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审查各种意见交锋，而且首先要审查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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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宏伟的改革 

必须有深入的工 

作，从而也需要 

时间a

这一章将阐述思 

虑的三个专题



共同点„ 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涉及.为了达到主要目标可能设 

想建立的各种结构，这就意味着要探索一下是否可能在选今为 

止仍然是极端因循守旧的领域进行革新u 第三个问题是所有 

这些考虑可能导致一种什么类型的世界组织，这就意咪着必须 

制定若干准则，以便说明第三代世界组织可能是什么样子，还 

必须制定从目前状況过渡到明天的组织所必不可少的各.种过# 

措施。

修正世界协商一致*见的可行性

各大学关于国际 

组奴的工作反映 

了一场长期辩论， 

1&4Ü年以 

来> 对这步机构I 

有声生任何

142.自从就有关实现世界相平的思想开始辩论以来，理想 

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就一直在就修改世界性协浼一致+,#:见的可 

行性问题进行辩论。这--辩论本身只是反映了下述对杭：只 

相痦权力关系的人与相信理想、概念相这传的作用的人之间的 

对抗，或者说是那些认为技术和经济基础设施是思想、信仰和 

行为产生的唯一原因的人，与那些认为思想和概念决定每个人 

理敝其自身利益的方式的人之间的对抗„ 政治见解本身的形 

成有多长时间，这场辩论就已进行了多长时间。

143 .各个大学就国际组织相联合㈤所进行的工作是这种辩 

论的反映，有时采取溆述和悲观的态度，而有时却相反，力图 

对一大部分舆论表明的对相平的热烈追求作出科学的反应。因 

此，“通过法律实现和平”的研究已经轴变为功能主义者的工 

作，然后又转变为新功能主义者，转变为这些人对一体化现象 

的研究，今天，终于产生了许多有关“体制”的专题文章。49

144.这一工作从很多方面揭示了各种有关的困难问题，有 

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整个国际组织的发展过程^ 然而，还应 

该指出：

自从联合国建立以来，这些研究从未对这一世界 

组织的演变产生任何影响，该组织的结构仍然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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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5年以前的思想水平，换句话说，就是“通过 

法律实现和平”的思想和“部门”功能主义思想^

总的来说，这座研究受到理想主义和寻求和平思 

想的启发，而最近，又着重研究有利于统一各工业化 

国家之间的利益的方法，而不是适用于东方和西方或 

北方与南方共存的各种“规则、规范、原则和决策过 

程”，以便看起来更为“现实一些”。5°

简而言之，很难说我们今天已经掌握了可以使我们理解在 

国际关系领域，特别是有关安全与和平问题的思想和实践发展 

趋势的理论分析方法。

145.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在占居中心位置的意识形态对 

立之上，东方和西方的恐怖均势状况实际上导致了在军事上 

(两个超级大国就军备控制问题进行谈判）和经济上，特别是 

有关继续发展贸易关系方面（例如美国向苏联出售粮食，或苏 

联向欧洲出售西伯利亚天然气等）寻求一致，因此，完全有理 

由认为，以协助维护和平为主要任务的世界组织的作用应该是 

尽可能为查明和发展具有共同点的领域作出贡献，因为这才是 

由共存状态逐渐过渡到和平状况的唯一切实途径•

寻求共同点

146 .我们生活在一个各种既得利益和信仰尖锐对立的世界 

上^ 在这个世界上经济竞争通常被说成是无情的，而由于对 

立的意识形态引发的恐惧，人们就认可耗费巨资的军备敵策，

势力范围的竞争、机密部门之间的斗争；极度的贫困与苦难只 

会引起短暂的团结反应。在这个“严酷的”世界上，世界组 

织的存在力图将广大公众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深切愿 

望转变为现实，换句话说，就是要更合理地组织各种国际关系, 

建立起和平大厦。这一争取合理的努力很可能成功，因为不

寻求一致和共同 

立场是取得世界 

性协商一致意见 

的最佳途径........

.......尤其是因为

强迫共存的情况 

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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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待弥合的差距

-寻求和平的 

方法

一 国家经济战 

略之间的相 

互补益

一 团结体制的 

进展

一 一个“经济 

联合国”

合理的现象已达到荒唐地步：发展核武器使火箭和炸弹的数景 

和威力不断增加，其目的却正好是为了不使用它们。在这种 

对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之间强迫共存的状况下，合理寻求 

共同点的努力便成为一种现实的要求，

147.然而.，由于理i仑上和结构上的缺陷，现有世界组织讫 

今为止对这一寻求所作的贡献仍然十分微小。正如我们已见 

到的那样，这个组织是建立在“通过法律实现和平”、“全面 

彻底裁军”、以及部门.发展等已经过时的观念上的，它迄今并 

未改变其观点和方法，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世界輿论对 

它感到失望的原因a 这样，为了寻求共同点，特别紧迫的是 

要更新这些基本概念.前几章已指出存在哪些方面的差距， 

这一理论研究工作应有助千弥补这些差距。

148 „问题主要在于：

确定怎样才能以逐步建设和平的间接方式来取代我已分析 

讨注定要失败的直接寻求和平做法，例如在世界上进行真正的 

联合行动或联合事业.，不管其规模多小，在这类行动相事业中, 

政府向輿论農明的和平意愿要比在柺倡裁军演讲中明确得多；

有系统地探索争取国家经济战略之间互相补益的途径和办 

法，不仅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而且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或 

北方相南方之间；

探索怎样才能超越国家主权，在体制上具体体现人类团结 

一致面对贫困的思想，和享有食物.、教育、社会保险和发展的 

权利；

更准确地解释“经济联合国”的概念，以此补充目前的 

“政治联合国”的概念，并更深入地探索如何使对受托“维护 

和平”的世界组织已感到习惯的舆论更切实地接受这一概念： 

世界组织首先应该是为查明和发展一致领域而谈判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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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项根本性的研究同彻底修改有关来来的世界组 

织可能采取何种结构的意见是不可分割的。

关于“世界组织”的技术水平

149 .根据当代世界的需要确定世界组织的结构存在某种技 

术上的问题。然而，建立目前这个世界组织中使用的“技术” 

从历史上看是根据各种理论和情势“业余地”形成的，而此后 

理论和情势都改变了。 如果说今天的现有手段不适应当代世 

界的需要，其原因乃是这方面的技术发明是缓慢而笨拙的，似 

乎总是落在后面。

150 . “政府间国际组织”这一事物仅仅是在十九世纪下半

叶才出现的a 主要从1 8 6 5年以来建立的国际关系技术所 

采取的形式是“业务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政府之间或国 

家部门之间为有助于解决具体问题而进行技术合作的一种简单 

而有效的工具g 1 8 6 5年建立国际电信联盟，1 8 7 3年

建立世界气象组织，1 8 7 4年建立万国邮政联盟，以及第一 

次世界大战以前建立的二十几个这类组织（大多数是区域性的） 

清楚地.表明这一新k术如何满足了一种需要a 从根水上看， 

其新颖之处在于这些机构为在许多国家的国家部门之间建立直 

接联系的永久性地位，抛弃传统外交部门对这类问题的垄断，

釆用多边途径》 于是，各有关技术部门~一邮政、运输，电 

讯等..一的代表慢恂习惯子共同工作，具有三个主要机关一- 

一个常设秘书处、一个几乎总是举行年度会议的大会和一个较 

经常举行会议的、有--定限制的理事会一-的机构形式迅速形 

成，变得普遍起来.5'

15 1 •另一方面，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不断摸索，在枝术上对 

具有普遍性和政治性的国际组织的形式的探索还没有找到明确 

答案。一开始曾考虑采取强制性仲裁的办法，或国际法院，

世界组织结构问 

题的本质是技术 

上的。

“业务性”组织 

的“技术”是适 

用于世界组织的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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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使用的

技术没有涉及任

何重大革新，并 

导致了一种复杂 

的分散的系统.

以解决国家间的争端，防止爆发武装冲突。正当海牙和平会 

议在完善这一办法之时，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52 1919 

年，在广大舆论迫切要求持久和平的压力下，在世界一级建立 

永久性关系的问题提出来了，而国际联盟盟约却仅采取了建立 

业务性组织的方案，一个常设秘书处、一个理事会和一个大会 

建立起来了（同时可以说在第二级J:保留了法院方案）。这 

样就造成了下述两种现象的混淆状况，一种是“政府问业务性 

组织”，另一种是“普遍性的国际政治组织”，由于缺乏更奸 

的解决办法，只能将为前者设想的技术用子后者。

152. 1 9 4 5年，又开始进行试验，并作了其种改进；但 

仍然f用现成的方案（秘书处、理事会、大会），只由于下述 

五项主要考虑而复杂了些：

希望采取“现实主义”，这反映在通过建立安全理事会和 

否决权，将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授与儿个最大最强的国家；

“部门功能.主义”思想，就是有意识..有系统地逐个部门 

组织世界性的专家合作3从而将已有的专门机构并入这一系统， 

并建立若干新机构，以将全部国家部门（教育、卫生、农业等) 

都包括进来；

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注意防止再出现导致三十年代大箫条的 

现象s从而努力组织世界自由贸易，通过建立国际货币基金钼 

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金融”机构控制汇率波 

动和贷款问题；

力图为全人类确定一整套共同价值准则，导致努力实现经 

济和社会合作；

最后，所关切的是将这一系列组织的费用维持在很低的水 

平上。

153. 正是这些思想（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合在一起，加上

19 4 5年时关于国际组织的技术水平，使这一“世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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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今天我们所知的状况,即成为一个具有许多独立结构的、 

权力分散的复合组织系统，每个结构都有不同类型的责任，指 

望它们每当需要时就能建立起合作。由于苏联和大多数社会 

主义国家从一开始就只同意与组织中的一部分群体合作（拒绝 

参加布雷顿森林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甚至拒绝参加粮农 

组织），这一组织的整体也就不可能具有普遍性。最后，过 

去四十年来，这个系统的总的结构没有改变，却变得极其复杂 

了。

新的技术

154.今天我们发现，我们这个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 

了，它已变得陈旧了，没有吸取过去四十多年来在国际组织 

“技术”方面所取得的进展9 然而技术却已经发展了，为了 

适应新的需要，已经产生了与1 9 4 5年时不同的各种类型的 

结构。因此，在考虑第三代世界组织的类型时，必须对目前 

的技术水平加以考虑u

155 .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途径。这主要反映在欧洲共同 

体中，该组织没有采取“大会--执行局一秘书长”结构， 

而是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作“理事会一委员会，加上发起联合 

事业”的不同体制。”在这种结构下，部长理事会可以召开各 

国政府负责部长的会议，以讨论每个国家的意见，捍卫各国的 

利益，而委员会则由各国政府根据其才干选出的杰出人士组成， 

从而有力地保证了独立性和为该组织的利益行使职能。委员 

会负责寻求共同体的观点，研究折衷解决办法，提出建议并执 

行预算。此外，不管是在共同体体制内部（例如共同农业政 

策，欧洲发展基金等）或是在该体制以外（例如欧洲核研究组 

织5阿丽阿娜空间机构，空中巴士工业，欧洲信息技术研究战 

略方案，尤里卡计划，箬等），越来越多地发起了共同体成员

革新来自欧洲共 

同体，它采用了 

“理事会…委员 

会-联合事业” 

的体制，在西方 

世界则采用了“最 

高级会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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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采用某些方 

案以适应世界组 

织的具体目标。

在直接寻求和平

方面不可能进行 

革新。

国共有的、或某些成员国共有的联合事业，有时还与非成员国 

联合起来，使共同体在实现各项明确目标方面更加协调一致。

156. 另一种国际合作形式更为灵活，包括的地理区域更大， 

这就是西方的“最高级会议”的形式• 一 一个没有常设秘书处 

但定期举行会议的理事会。我们知道，这个理事会有一次曾 

经将范围扩大到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这就是坆昆最高级会 

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既有西方也有南方。

157. 毫无疑问，特別是欧洲共同体所采取的这些结构，其 

活动体制与世界组织是完全不同的u 不可能将区域一级旨在 

容纳发展水平极其近似（同时数目不多）的国家经济的体制转 

化为世界范围内的体制，因为情况相去甚远# 但是为什么就 

不能够采取某些技术形式，为什么在审查待解决的问題和待实 

现的目标时，不能通过这类转变尝试帮助我们揭示世界组织的 

各神具体技术问题，并为克服这些问题寻找适宜的结构性的解 

决办法呢？

158. 凡考虑刊以设想的结构类型时，都必须铭记世界组织 

在2 0世纪末或2 1世纪初寻求达到的各项目标。上述分析 

力图表明，如果脱离现有世界组织目前尽最大努力所寻求的目 

标尽管没有取得明显成功一一即和平、发展和为查明问题 

进行谈判而建立一个世界讲坛，而去寻求其它的目标，这几乎 

是不可能的# 从可以设想的结构的角度对这三个方面进行的 

审查清楚地表明，关于后两项目标可以也应该采取新的重要方 

针。而关于和平，从目前来说似乎无论如何也很难在现有体 

制中实现任何直大的转变。

在直接寻求和平方面不可能革新

159 .说要改善为直接寻求和平而建立的现有结构可能性不 

大，这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其实不然。本报告提出的论点



是3只有关于发展经济和社会合作的间接寻求才有可能取得成 

功，55我在上文第77 —82段中已经指出，不应阻止为加强 

安全理事会的效力在技术上作出的努力，因为总的政治气氛的 

任何改变都有助于取得进展。但今天没有任何人设想能够修 

改安全理事会的结构或组成。事实上，想在目前的政治气氛 

下这样做是没有遒理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过去的改革企图均 

告失败，而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在着 

手从根本上改革世界组织（这可能会取得成功）时，极其有益 

的一步是从一开始就确认再一次企图解决维护和平的问题是没 

有希望的^ 确实，这样做毫无用处，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设 

想出可能比目前结构更为成功的任何新结构8 56另一方面，关 

于为了发展和组织一个真正的世界讲坛而寻求的其它目标，深 

刻的结构性变革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适宜的。

“区域发展机构或企业”

160.在发展领域，目前结构的转变应该是最有系统、最彻 

底的8 我在上文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

对于要求采取粘体方针，由有关各方进行有机合作的问题, 

部门性方针是完全不适宜的；

在世界一级有关发展的任何行动都意味着忽视区域或国家 

的独特性，导致从表面上看问题，一刀切，最终只是流于空谈。

既然如此s在结构上唯一可以作出的反应是在区域一级组 

织一体化的合作体系。

161 .取代联合国系统目前权力分散情况的做法并不是实行 

集中化，因为这可能会产生一个官僚主义恶魔，绝不是对目前 

各种缺陷的反应a 必须防止的是在世界一级解决发展问题， 

以及由住在发达世界各大首都的工作人员对世界贫困地区的各

项具体问题实行“遥控”的做法.必须具有全面观点，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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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如此严重，

应进行大胆改革-

联合国系统的业 

务结构必须彻底

应使用区域计划 

来建立“区域发 

展机构或企业”。

在合理地理范围内的确切方案，对问题的处理必须在现场进行， 

并与有关人民密切合作。因此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区域或分区 

性的综合办法，这就意味着必须将所有与发展问题有关的人 

都送去现场工作，换句话说，有关机构的总部必须设在区域或 

分区的首都，今天按部门分开的所有组织（不分是在总部还是 

在区域中）都必须集中起来，转移到各个区域去，成为统管卫 

生、农业、工业、教育等等的，单一的多学科发展机构或企业 

的组成部分。

162. 认为可以实现这样一种宏伟转变的思想，必然会使那 

些充分意识到官僚机构能抵制任何改革建议的人，为了维护现 

状而作出激烈反应并抱怀疑态度#因此，要使人们习惯于这 

一思想还需要时间，各种尚未解决的问题（在目前的混乱和 

分散情况下无法解决的问题h例如今曰在萨赫勒各国存在的 

那些问题，其紧迫性应促使人们考虑：鉴子某t情况的严重性， 

完全需要在寻找解决办法时采取一种较大胆的态度《

163. 在联合国系统一级，这只能意味着完全扭转所有的业 

务结构，即诸如开发计划署、粮食计划署、人口活动基金、儿 

童基金会等所有主要方案机构以及诸如联合国各区域经济委员 

会（除欧洲经济委员会以外）等主要机构的技术合作部门和其 

它主要机构的区域服务部门的结构，并按区域或分区建立“区 

域发展机构或企业”。57

164 .第一步M该确定需要做出反应的各种问题。显然， 

萨赫勒地区的问题和安第斯国家以及加勒比地区的问题是不同 

的^ 判断可以通过区域合作（辅以外援）加以解决的各种问 

题应该是任何调整或改组努力的前提^ 这样一种判断应着重 

于确定确切的中期行动计划，说明财政需要，以及该地区各国 

和为执行这些计划提供援助的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165.建立“区域发展机构或企业”，应将各种明确查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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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的现有手段集中起来：集中资金和人力，并酌情合并或 

改组现有机构。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来看待为大规模改革 

而设想的结构，但在铭记必须使它们适应具体情况的同时，还 

可以指出，它们一船应包括一个代表该地区各国政府的机构，

一个代表为该地区发展作出贡献的区外国家的机构，以及将谈 

判通过的计划付诸实践的联合理事会或委员会。

政府间区域组织

166 .将联合国系统所有发展活动完全转变为区域一级的活 

动还可提供一个机会，以便逐个区域地审查现有的“政府间区 

域组织”。这类组织日益增多，通常引起人们惊异，有时也 

带来祝贺。上文（第61段）提到已建立了280个这类组 

织，这一数字表明这种做法是成功的，表明区域合作符合具体 

需要。另一方面，现有组织的数景和多样性是否完全适应这 

些需要却不一定。确实，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个领域里用来确 

定干预结构的技术也是不适合的和过时的，目前的情况是许多 

思想和逐个查明的问题天长日久堆积起来的，而不是对整个问 

题有系统的认识，

167.这样，为了组织势力难围或加强历史联系，按照区域 

(其地理范围相差很远）建立了许多政治和经济组织（美洲国 

家组织，英联邦，等等）；区域内各国的政治组织（非洲统一 

组织，阿拉伯联盟，等）；区域银行；致力于组织“共同市场” 

或处理渔业、运输等领域具体技术问题的区域或分区组织；联 

合国的分支机构（区域经济委员会）或其他专门机构（例如世 

界卫生组织各区域，其地理范围与联合国各区域的范围不同）；

重新审查政府间 

区域组织的情况 

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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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使世界银行集 

团参加考虑整个 

问题的工作a

这一改革的区域 

部分工作是一个 

长期而复杂的过 

程。

各种方案的区域办事处，等等。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组织的 

结构在形式上是相似的.它们主要为举行大景的部长级或官 

员一级会议提供机会，但由于缺乏行动手段，管辖水平有限， 

加上这些模式与当地的各种问题不适应，58它们通常只能增加 

处理各国问题的复杂性，既不能协助查明也不能处理该地区的 

具体问题u 因此，现在正该研究能否逐个区域全面审查现有 

政府间区域合作结构。这样扩大思考范削的做法，即使揭露 

出若干难以克服的障碍，也有利子更好地认明整个问颠《

168. 最后，应该使世界银行和它的两个附属机构国际 

金融协会和国际开发协会一.参加考虑这个问题的工作a 它 

们可以审杳一下自己是否与这类改革有关这三个大组织发 

起的项目在种类上和规横上都与本报告提到的项目不同a但任 

何有关是否必须采用方案的做法的批判意见也同它们有关.如果 

它们参加区域发展机构或企业，将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有助 

于促进与其他多边（例如欧洲发展基金）或双边的猨助系统的 

联合行动。

169. 无论如何，联合国系统改革的发展方面工作应该放在 

区域一级,必须深入研究问题所在、结构、预算、从长远来 

看最有可能为区域（或分区）各国的发展提供资金的办法、应 

作为优先措施予以鼓励的公私投资、捐助国和有关区域各国之 

间的联系方式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行政与技术问题。列举这些 

问题可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我在上文第1 3 4段中说这必然 

是一条漫长而困难的道路，必须有系统地进行工作a 在这方 

面，为谈判作好十分详细的技术上的准备极为重要，因为只有 

密切联系世界一级的谈判系统的改革，才能谈得上联合国系统 

区域一级发展工作的改革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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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明问题相进行谈判的结构：代表问题

170. 如果不改变认识，就无法解决、甚至无法处理建立一 

个较好的世界讲坛的问题。这种认识上的改变应该比在发展 

问题方面谈到的更加彻底。在前面几页我巳试图解释这种办 

法的缺点是什么：

首先，由于集体欺骗或虚伪的结果，人们似乎认为世界组 

织可以，而且应该能够使其成员共同解决问题，甚至解决主要 

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提供一个谈判体制；

第二，一旦大家认识到有可能在这个场所逬行谈判，就几 

乎无例外地利用它来处理最困难的或者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 

例如裁军与相平；或者处理一些诸如将过去取得的成缋编成法 

典这类不重要的问题，而不是处理，例如，有意用来形成一致 

看法的经济和金融方面的问题。

171. 显然，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并不足以便人们考虑它9目 

前所使用的双边相多边谈判这种不完善而且很复杂的制度，或 

多或少地符合几个大国对实力关系相世界问题的分析。尽管 

政治舞台上某些人认识到，这种在大量小型讲坛上解决问题， 

而看不到整体真实情况的办法*是对所有国冢不利的，伹他们 

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要想改变这些复杂的结构，就蒽味 

着要冒不必要的风险，使其他人得到比他们实际所拥有的更重 

要的地位。同时，尽管77国篥团给人造成一种团结的幻觉, 

但第三世界各国在世界一级或者在区域一级的谈判桌上并没有 

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

172. 这样，如果没有许多迹象表明形势开始转变，这个问 

题就不大可能受到人们的重视。这种迹象包括：联合国系统 

目前的危机；舆论越来越沮丧失望；7 7国集团成员国代表因 

面临“全球谈判”的失败而引起的混乱；以及人们日益怀疑应

用不同的说法来阐述南北关系问题。另外也不能肯定，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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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问题实际已 

得到阐述.但阐; 

述得不恰当，因 

此，就更加不可 

缺少理论上的探 

讨。

业化适家屮入们对世界形势可以感到满意.-世界彤势的特点 

是，能源价格和汇率变化无常，大髮的丨慰发无力偿还债务（为 

减轻其债务问题的解决办法无法帮助掩盖这一状况），不断增 

高的失业水平，以及在南半球所发生的经济相政治事件，例如， 

:非洲的饥荒以及南非的种族隔离。总有一天，这些事伴可能 

:会弓丨起爆炸。

173 .茌世界一级建立较好的谈判制度是解决许多世界问题

;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需要时间^ 

im是，在我们:开始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值得探讨在理论方面 

:可能抱觯决办法。对“蓝图”进行讨论可能加速思考问 

:题已经实际得到了阐述.但阐述的不恰当。由于这一情况. 

在理论上定射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更加显得不可缺少。工业化 

国家越来越多地开始提掛国际组织内的决策权问题。这样.

针对国家的绝对主权要求每一个国家（不管其重要性如何）均 

应有一个表决权的思想，有人提出了根据诸如经济实力相人口 

等标准来衡量表决权的想法》6° 这一辩论反映为工业化国家 

坚持要求采用加权表决制。实际上，这个制度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制定®来，这表现为最近在工发组织的章程中加进了特别 

i条款，或者在共同基金的章程中采用了加权表决制。“这些 

迹象都很重要，因为它们表明一个根本的问题正在受到人们的 

重视。但是对这个冋题的讨论同真正应该提出的问题无关， 

后者是，在世界一级建立可行的谈判制度。

174 „目前进行的讨论是由下面这种错误想法引起的：即世

界组织就是，能够是或者应该是各成员国共同作出决定的机构。

因此就继续讨论决策机构应该如何f行其职能•例如，如何就

预算进行表决或者通过对方案逬行变动。按照此种推理，加

权表决问题具宥一定的葸义。但是，如果要解决的问题是如

何确定一个谈判机构，问趙就以不同的方式出现。我们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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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研究；• 2 0个人，或者最多2 4个人（肯定不会再多 > 怎么. 

能够真正代表1 6 0个国家》 每一个与会者不是代表一个大 

国就是代表一个国家集团，这个集团蒽见比较一致，地位比较 

重要，足以使其他国家认真对待它。

175,如果这样提出问题，那么以下的说法就不会自相矛盾: 

即这个问题不是为了工业化国家提出的，而是为了发展中国家 

而提出的。在这方面实际存在着下述问题：

7 7国集团各国在联合国所享有的多数并不具有真正的重 

要意义，因为它只能在通过没有实际后果的决议方面发挥作用;

相反，到目前为余，始终未让它们参加与有关它们的问题 

的讨论相谈判。在这些讨论相谈判中它们可以对涉及其经济 

相来来的真正重要的决定施加影响。

176 .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从未从这方面对问题进行阐 

述。相反，它们一直试图增加所‘有联合国机构的成员数目， 

以便增加每一个国家直接参与的机会，并取得多数。这样， 

这种增加成员的运动就在各个组织和方案以及许多附属机构的 

执行局中传播开来。对联合国宪鞏能以进行的唯一修正就是 

这方面的修正。1 9 6 3年，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数目从11 

个增加到15个，同时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理事国从1 8个增 

加到2 7个，然后在1 9 7 3年从2 7个增加到5 4个。尽 

管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要这样施加压力，但所取得的结果是众所 

周知的：本来有可能就重要问题进行谈判的讲坛变成了没有什 

么内容的空架子，因为工业化国家拒绝利用这些讲坛来讨论任 

何有可能引起任佰后续活动的问题，

177.在改革方面，对技术问题的考虑变得真正重要起来。

“技术”确实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它有助于找出一种考虑 

到复杂问题所有因素的觯决办法：考虑到有关当事方的数目；

它们在重要性相买力方面的不平衡；它们在经济或思想领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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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少数人参加谈 

判的代表权问题， 

主要影响到发展 

中国家。

问题不在于增加 

所有委员会成员 

的数目……



……而在建立一 

个真正的经济联 

合国，……

有:致fe〗1以义之'一敢泣；乂J有彳”丨九彳口板判的问题进行 

确X的方法；政肘间机构的巧能结构；祕书处的结构；国冡政 

府与“世界讲坛”之间的关糸类型 <.应该研究的问M有：

认明可谈判问题的办法；

政治谈判机构的结构；

成员国代表团的结构.

“经济联合囱”

178 .部门化和什么全分开来处理的做法不利于一体化发展。 

今天，它也妨碍联合国及其系统很好地认明世界上存在的各种 

问题。目前的讲坛政治性太强，很少能够组织真正的谈判一-- 

唯--值得注葸的例外是海洋法-一只能对不直接钐响根本性问 

题的那些问题交换看法，采取一致政策一-唯一值得注意的例 

外是人口冋题。然而，真正认明问题的办法应该能够做到以 

下几点：

就“有共同点”的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逬行深入的分析， 

提出对各成员国都很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寻找为犮展提供长期 

资金的方式方法，以及国家经济战略互相补充的各个方面； 

尽可能系统地探讨中期相长期趋势，确足可能会破坏国家 

关系的社会与政治风险；

就成员国之间为对付这些风险，战胜社会祸害等而进行合 

作的方法这一议趙，提出解决办法相建设性蒽见„

179.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新的世界组织就必须主要成为一 

个真正的“经济联合国” 一一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将这样称呼它。 

在这个世界组织中，当然不会排除纯粹的政治问题，但是将经 

济问题摆在首位。这就蒽味着，为了处理这些问题，将设有： 

一个秘书处，它应能够进行这个领域所需要的一切必要的 

多科性研究；

—6〇



^ 一个政府间m它对政治问题至少应象今天的安全：；里寧 

会邻#豐要，那射祗减信。

180.,所耑要的秘屮处应具有一个与我II今天所有的结构儿 

乎.it好相反的结构：我们需要的不是遍布联合国及主要机构的 

各个郤门性秘书处，时应是：

—个多科性中央秘书处，拥有一个由资格水平很高的经济 

学J<:..社会学家以及不同学科的专家所组成的庞大队伍；

在每个机构一级有较小的部门性秘书处。

中央秘书处的配备应该是为了处理世界一级的经济情报，

对国家经济战略提出分析意见（可能包括赞成相反对的理由）； 

它.应拥有确定未来趋势的所有最现代的方式方法；还应深入研 

究具体问题。中央秘书处的章程应该能够使它秉着批判精神 

逬行工作，并且显然是独立的。应该规定，中央秘书处进 

行的调查研究不隐瞒不同的观点和分析意见，这样谈判者就会 

对他们面临的问题有明确的全面了解。各机构的部门性秘书 

处应与中央秘书处直接联系进行工作。

“理事会——委员会”办法移用于世界一级“经济安全 

理事会”

……它有-一-个大 

型的多科性秘书 

处.......

181.总之，秘书处结构的界定是与主要政府间机关的结构 

分不开的..因此，如果把上文第1 5 3段撰到的“理寧会一 

委员会”结构比照移用于世界一级，很可使改革者得到启发.. 

由各国政府代表参与谈判并由国际社会根据个人能力选丨:B —组 

独立人士的兼行办法，是一个可使世界讲坛适当发恽作用的允 

当办法„ 这个办法是，依帘议的问题而定，由各国主管B长 

出席谈判（扣事会），而仅书处則由一 m独立人士，即委员会 

成只加以督导》 杳坑会成员的拔选方式与现行的选举各主耍 

十'@丨酋长或任命联4园P书长或副科屮长的方式全然不同《

.......参与谈判者

为数不多，并另 

有独立委员会成 

员》



从实际数字和政 

治现实出发，就 

比较容易界定可 

能的机构类型-

员会各成员（及其主席）将由全你耵关既:說集体任命3任_ 

劳干年，例如五年。在这群杰出人士中，有一些人将出任取 

合国秘书处各部门及各主要机构的首长，并定期在“委M会” 

中进行合议一-从而有可能废弃现行的竹政t调委员会办法， 

182.若要较重要的成员国同意参与，国际谈判机构的成员 

HP显然必须尽可能少，这样才能适当地发挥怍用。关于n 

类理净会或委员会的代表问题的数据可简列于下：

圆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浒2. 5 %以上的囿家 

有10圃。这1 0国共占世界生产总值的72 v:);

人口超过1亿居民的国家葙7固（这7国合计几 

近世界人口的半数）其中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不 

到世界生产总值的2. 5

两项标准并用，即有1 2个国家。若把国民

生产总值标准降至世界生产总值的0. 8 %,则须另加

1Û国。若人口标准降为八千万居民，就须另加4

国。这两项次级标准弁用，即有2 6个国家在 

联合国1 5 9个会员国中，有1 3 3个国家不符合这两项之中

任何一项标准，但这无碍于其中许多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担当重

要的角色8

183 .从世界各个地区那些不在符合前两项标准的1 2国之 

列的国家人口数字和茵民生产总值水乎来看，可以设想它们应 

当能另占大约1 1个谈判席位，即拉丁美洲两个、加勒比一个、 

阿拉伯国家一个、非洲撤哈拉以南地区两个、东欧一个、东南 

亚两个、大洋洲一个、西方中小国家一个。 这样，总数即为 

2 3个国家„如果设想的是较大的机构，并希望把合乎较宽 

标准的另1 4国也包括进来，则总数即为3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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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从这些计算结果，可.以对所要设立的两类机构的可能 

成员数目问题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政府间机关本身（理事会） 

的主要问题是，应当对其成员数目一直严加限制• 也许可将 

它命名为“经济安全理事会” s使它享有至少与安全理事会同 

等的威信.另一方而，就出任秘书处各个部门负责人并彼此 

合议事项的独立人士而言，或可给以较大的灵活性，办法是设 

立两个或甚至三个委员会（例如一个负责短期措施，一个负责 

长期措施，可能另有一个负责开展联合行动），或设立各专家 

工作组来处理专门问题。.

185. 最后，若要设立这样一个“经济联合国”，其成员国 

代表团的组成中，除有一名大使级的政治代表以外，还必须有 

一名地位相等的代表各国财经事务部的经济学家。事实上， 

新的世界组织与各国财经部门之间的直接联系是建立其威信的 

一个必要先决条件》64

向笫三世界组织过渡

186. 改革意味着设立新的机构，但也意味着改造和废弃 

世界组织改革工作的重点要.做到明确，就必须订有可从势前状

态过渡到理想状态的办法。更具体地说，问题是要决定何者 

拟保留、何者应改造、何者应废弃，并要制定一项改造计划， 

订明工作期限和有关资源与人员转移的详细规定*改造计划 

必须达到这种具体程度，才有可能克服一切既得利益者必然采 

取的抵制行动。

187 .因此，在谈判期之外，还须加上过玻期。在过渡期 

间，各机构必须继续进行工作。其工作当然须尽快加以改魯， 

不可坐等整个改革工作的完成„ 一旦就改良管理的措施达成 

协议，即应可立即付诸实行，同时注常务使这些措施不致妨碍 

日后的改革。这表示，改苹进程领分个盼段，订有：

除政治大使外， 

各国代表团应有 

一名经济大使。

改革计划应订有 

蓝图……



.......和直接了当

的槪念„

采取秭科措施即 

可消除最明显的 

缺点。

可清楚勾画出理想的釕三代世界组织轮廓的一份 

蓝图；

可立即釆取的一系列初步管理改良措施；

一项过渡计划。

188.蓝图必须简单地刻画所要K立的世界组织类型，并确 

切说明新机构的法律地位》 尤其必要的是，须使用少数几个 

易f的的概念来作描述，因为我们一定要去除选今所用的词汇 

在人们心中留下的不当印象。“维护和平”、“裁军”、 

“加强本组织作用”、“按部门处理问题”等等用语必须代之 

以其他概念•本报告试图提出了一些概念：“逐步建立和平 

“寻求相辅相成的战略”、“经济联合国”、“区域发展机构 

或企业”、“经济安全理事会”等等。还可找到其他的、更 

好的概念„ 但是，这些概念一定要尽可能简单地反映出希望 

达成的具体改进和改造。这份蓝图非转化为法律文件草案不 

可，但显然须先就主要重点达成协议，才能做到这一点。

189 .立即可对目前体制采取的一系列管理改良措施将必须 

取决于各方是否同意本报告笫二章所述的各项缺点为令人无法

接受的缺点，只要日后会进行全面的改革，则无须先作出深 

远的结构性改革，即可对这些缺点加以改正我曾经提到过:

工作人员的平均资格不高一-这是许多成绩欠佳的主要原因；

各个组织的预算和方案工作目前存在着混乱现象；目标的拟订 

不够明确中肯和实事求是；以及缺少一个评价制度。只要采 

取几项简单措施，即有可能作出一定的改进^其中一些主要 

措施早已有人提出过：

联合检查组曾经提出许多报告，特别是关于征聘 

和人事管理方法；规划、方案拟订、监督和评价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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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详细方法；RI版物政策；技术合作领域可采用的方. 

法等等；“

罗伯特.杰克逊爵士曾于1969年进行了能力 

.调査，其中的一项特别建议是设立一间“工作人员学 

.院，，-如杲这个办法的适用范围遍及整个系统的所 

有专业一级人员，就有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秘书 

处；66

再者，专家组曾于1 9 7 5年提出了关于“促进 

全球经济合作的新的联合国结构”的报告（岑'AC. 62/ 

9 )，其中的许多建议虽未列入关于结构改革的决议， 

但值得重新加以考虑（特别是第二章C和E段所载的' 

建议）•

190 . “过渡计划”的拟订无疑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而 

且最容易引起争论，因为现有机构的抵制能力是众所周知的„

因此，所需的改造工作的总的方向应予以明确规定s 本报告 

所提议的办法并不想对直接致力于和平的部门作任何改动，但 

将彻底革新整个业务协作概念，因而革新其结构，并将对查明 

各项世界问题和进彳1•谈判的制度加以全面整顿。因此，所要探 

讨的最重要的改造工作就是：

将现有的业务协助结构一-换言之，即诸如开发 

计划署、粮.食计划署、人口活动基金、儿童基金等所 

有方案和各主要机构的大多数技术合作部门一+-的资 

源、责任和工作人员转移至各个“区域发展机构”。

这是最为#要的更动，但新设的各个区域发展机构因 

而将得以从一开始即拥有丰富的资源，因为更动的范 

围及于联合国系统全部活动的近乎四分之三，或每年 

4 0亿美元左右；

过渡计划应当为 

转移和改组作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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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联合国和大型机构（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 

劳工组织、卫生组织）的秘书处，集中犮展联合国的 

经济和多科性部门，并妥善安排中央部门与各部门秘 

书处之间的关系；

改组政府问机构，而这方面要解决的最前要问题 

就是，如果要建立上文第1 7 8至笫1 8 1段所主张 

的一类经济谈判机构，则应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贸 

发会议和各主要机构的政府间机关作何处置；

改组机构间程序，因为行政协调委员会的目前程 

序仅处理行政问题，在此处设想的改革的体制中将一 

无用处；

最后.调整与各非政府组织和与支持各个组织的 

各委员会的关系。

最好能对宪章第 

九和第十卓加以 

修订。

上述各项措施绝不会影响联大或秘书长或安全理事会的程 

序或本系统的小型业务机构。所有各主耍机构仍将继续存在， 

但其活动和工作人员人数将大为减少，从而恢复其作为思考和 

协调中心的最初地位„

191 .过渡和改革计划同样也应订有详细的财务和人事措施， 

并就法律体制提出构想-因此，必须决定是否应考虑修订联 

合国宪章的条款、各专门机构组织章程和联合国与各专门机构 

之间的现有各项协定。只有从谈判的进展情况才能看出，宪 

章神圣不可侵犯的清规戒律是否会向深切的改革愿望让步》

为改组政府间机构起见，无疑最好能对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的第九和第十章加以修订.但必要时也可以仅仅设立新的机 

构3改组秘书处，并更改预算内容；能做到这一点，成果已很 

可观了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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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这里提出的改革大纲当然对许多问题略而未提，对其 

他不少问题的提法也过于粗略。.笔者的唯一借口就是，在这 

一类报告的篇章范围内，不可能无所不论• 68确应详加讨论 

的一个方面就是世界组织向“联合国人民”开放的问题。换 

言之，从切实有效这一角度考虑，我认为世界组织在今后几十 

年内仍应当是政府问的组织.我认为，考虑“世界议会”的 

时机尚未成熟，而相反的是，首先实应力求-各主权政府间进行 

多边谈判的制度臻于完善》 然而，任何办法如能使世界组织 

可对不同方面公众舆论的代表更加开放，当然都应加以研究„

有待探讨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对各种可行的方法作深入审查。

还可以采取，而 

且最好能采取其 

他的研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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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

本报告并不是承认失败.笔者希望向大家表明联合国及其系统已有史以来第 

一次成功地开始了一个“世界政治空间”，表明了一个世界组织是不可缺少的•同 

时这样指出也是毫不矛盾的：为了使这一机构更能适应广大的联合国人民继续寄予 

它的希望•必须使其目前状况适应现代需要并切实逬行彻底改革•

这里提出的论点可总结如下：

1 •联合国及其系统亟须改革•尽管对此问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 

但严肃地面对这个现实是可行的，

2.认真并富有抱负地考虑确定第三代世界组织之时已经到来.进 

行改革将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并将需要困难地探讨和协商•

3•目前系统的结构基于三种谬误的概念C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或者 

是被逐渐歪曲的）•其大意是“维护和平”能够通过一个机构来实现•贫 

穷国家的发展能够通过一种部门性办法来达到•以及不事先确定一致同意 

的谈判结构即在1 5 9个11家间逬行谈判.是可能的a

4. 在当前政治环境下，认为主权国家能够共同处理在有广泛协商一 

致意见的有限范围之外的活动是不现实的.世界组织的基本作用只能是 

坚定地寻求一种较好的或者不同类型的协商一致意见以便能够引导大家奔 

向宪章规定的远大理想.

5. 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改革的重点不能在于改变维护和平的结构或 

者更笼统地说政治性联合国的机构• 利用一种与其目的不相适当的手段 

而取得的成功已经构成了一种反论。我们必须象秘书长在最近一份报告 

中所做的一样，继续鼓励各会员国尽量利用它• 但是现在提出对安全理 

事会加以改进的其他结构是不可能的.

6 •相反•改革的重点应在于改造支助发展的结构以及真正具有世界 

经济讲坛性质的机构• 其目的是要建设一小“经济联合国”与那个政治 

联合国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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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一.个战线上，改革应在糸统一级彻.底逮新安排.亏发展消矢的b'ï 
有结构.以便建立!H.域性或分区性发展机构或企业.可以希望.对系统 

的这一部分逬力如此根本改造所造成的推动力将会导致重新审.查其他区域 

性或分区域玖府间结构，世界银行显然宜于考虑是否能够提出想法相参 

与改革•在其他多边或双这援助系统之间也宜于在此方面联合幵展工作•

8, 在另一个战线上•改革则须.建立一个主要处理经济问题的真正世 

界性的场所■>不应再不考虑让发展中国家参加具体讨论经济和金融问题 

的谈判桌上的价论s 这种状况有害于整个国际社会。因此•我们必须 

考虑一下用原宪章一••-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成员为I 8名一一所设想 

的一种更有隈制性的理事会来代替目前这一双重讲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贸发会议^ 计算结果表明•如果这个“经济安全理事会”有2 3名成员. 

那么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和主要地区就都能有所代表^ 联合国和各主要机 

构的秘书处则有可能在一个或多个由非官方的知名人士组成的“委员会” 

的授权下加以改组.

以上提出的这些论点的唯一目的是努力对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所激发的一系列 

思考作出贡献为了证实这是必要的，笔者被迫系统地提出了批评意见，其严厉 

程度很可能不时地被认为使人惊讶或者甚至震惊• 相反•披露这种景象的做法应 

能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所有那些终归能够取得真正成果•一-尽管政治气候常常是困难 

和不利的.尽管他们不得不在其间工作的机构是不协调的.也尽管官僚主义的缺点 

带釆了各种内郤限制性因素一一的人所具有的许多品质：能力、分析技巧、不屈不 

挠和献身精神《 这里只能概要地对这些一览而过• 无论在各秘书处内还是在各 

代表团内.正是那些不屈不挠的人们-一其中很少是知名的--一的个人努力才能够 

从空想的想法开始•使这一世界组织适应政治生活的无情事实.在这里，笔者想 

表明他自己一向是多么赞赏这一舞台上众多不知名和默默无闻的演员的努力和勇气, 

他f]无论在各总部还是在外地都能够在大]4领域中取得切实的成果》 本报告的基 

本前提是：如杲同样这些男女一直在C或者如果能够使他们从现在开始在）更适合 

其的结构中工作》他们就会取得（并在今后能够取得）更多的成果&



这就提出了一小那些具有必要资力来实现大规模改革的人的责任问题-笔者 

不相信目前广泛流行的这样一种理论，即各国一一而且特别是大国一一方面不择手 

段的企图就能使联合国处于一种束手无策和无能为力的状态》 他倒是认为•在关 

于一个世界组织的可能作用方面存在着许多误解•而且人们思想中关于此问题的混 

乱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现象•其有害影响则可通过思考和澄清加以平息《

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是把探索的重点放在至今尚未大量钻研的方面的理 

由.至少在发展领域中以及在世界一级谈判系统领域中设计并建立崭新结构的一 

项建议很可能给一些人以草率或者空想的印象•而给其他人以言不由衷的印象》笔 

者这里一直渴望把自己限定在全球性的联合国系统上而并不包括布雷顿森林各组织。 

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建设一个经济联合国是不可想象的.因 

此最好能把关于此问题的想法加以扩展以将它们包括在内•

应能在联合国系统内外都逬行和发展这种探索B 绝不能低估这样一项事业的 

非凡困难.即使在能够开始之前•某种政治气候也是一项必要条件• 但是•一 

个问题的政治环境是以该问题的设想方式作为条件的.对和平的那种根深蒂固的 

渴望一一这种渴望促使创建了联合国一一今天并未减少；但是现在探求其他有别于 

4 0年前所遵循的途径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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祅岔遥系统” 一㈣.迪常喃两祌不向的:函义：

一 第一种指诙有参加行政协调委员会（由各机构首长组成，主席是联合 

国秘书长）的组织，包恬“金融n组织；

-一第二种只指#金融组织。

事实上，从广义来说，这一糸统包括下列三类全球性或几乎是全球性的组 

织，彼此的职能相话动类型很不相同：

⑻职权范围全面的组织，即联合国本身和几个大机构，后者虽然在理论 

上只负责某一经济或社会部门.，实际上却倾向于处理各种经济和社会 

问题。这一类组织可以包括：

-一联合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复合的系统，包括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正在成为一个专门机构）.联含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主要的业 

务方案机构和人道主义方案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 

儿童叁金会，联合国难民畢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近东巴勒 

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大约3 0个司法 

独立的&金、研究所、中心或埋箏会；

一-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劳 

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b) “业务性”或“技术性”组织，其主要目的是在邮政、电信、.运输等

各国共同关心的领域内制订规则，保证各国邮电运输等箏业间的合作。 

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信联盟、国际海寧组织、世界气象组织、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和凼际原子能机构都属于这一类。除了少数例外情况, 

所有国象，包括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些组织的成员；

(e) “金融”组织，也称布雷顿森林组织（导致建立大多数这类组织的谈 

判会议是在该处进.行的）。苏联不是成员》 这类组织采用加权表

决制 > 不接受所有其他机构都釆用的有关工作人员管理和薪金的共同 

.规:A1〗》它彳U的第旨主要.起梯 '供一.个货币抽资择矢系的体制，也是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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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贷款的体制。这些机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 

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或称世界银行）及其附属机构-一一国际开 

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

最后，还有1 9 7 4年建立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其职能与金融组织相近。 

本报告中，“联合国系统”（有时也用“世界组织”〉一词指上述(a)、⑼ 

两类组织。

联合检查组正就其在人员安排、规划和方案拟订方面发现的情况编写一份报告， 

其中将说明秘书处用哪些方法来推迟执行或索性不执行政府间机构的决定。关 

于联合国内竟争性考试的报告（JIÜ/REP/84/11)中也已举出了一些例子。 

“主要出钱者”西方国家对经常预算适用“无增长”主义；减少对业务活动的 

自愿捐款额。

美国于i 9 8 5年1月1日退出教科文组织；其他政府同样威胁说要退出；考 

查美国参加贸发会议的愴况》等等。

1 9 7 5年.行政协调委员会决定把各组织总部的活动分为“主要方案”、“方 

案”、‘•次级方案”、“方案构成部分”4类：

第1级：“主要方案” •针对组织的一项主要宗旨或职能，可订出目标

(例如：人口-----联合国；教育------- 教科文组织；环境卫生 

卫生组织）；

第3级：“次级方案”是为达成一项目标而进行的一组活动•评价时可利 

用产出指标。（例如：人口预测一一联合国；工业职业培训—— 

劳工组织）；

第2级：“方茱”的定义很不恰当•说它是一组彼此关联的次级方案.旨 

在达成一项或多项目标，从而有肋于达成第1级主要方案的大目 

标（例如：非洲经委会地区人口问题一一联合国；职业培训一一 

劳工组织）；

第4级：“方案构成部分”可以是为在规定时限内达成明确产出目标的项

目•其实现情况可以核实；或者是继继进行的活动，其产出可以

衡量。方案构成部分可以针对会议、出版等某一项“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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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钉“产出”#见联合检查绍关于眹合国内方案拟订扣 

评价的报告，Jlü/ii:hiiV78/l)。

本推告中所谓‘‘方案”指第3级„ “方茱机构”则指同联合国有关的，

由自愿基金提供经#的组织，如开发il划署、儿童基金会、人口活动基金，等 

等。

s附件四详细列出了联合国一切方案和次级方案的专业以上取位。从表中可以 

看出.大多数部n的次级方案专业人员数目在2. 5名至7名之间，突出的例 

外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新闻部（情况特殊是因为有许多外地取 

位）。

7参看附件二u

8有些专门机构的附属机构体制也非常复杂。

9 关于此点可参看 P e r re d- e S enar.c 1 en s 著：((La Crise cl e 11 

■ESCO》（载于《Commentaire s》第3 0号，1 9 8 5年夏）〇 作者 

考察了危机的历史根源，指出最初建立该组织的主张就有矛盾之处。即：“国 

际社会可就以下几点达成协议：和平的条件和目的，各囿政府和人民之间达成 

国际谅觯的条件，人权及实现人杈的方法”。

!0关于联合国系统中期规划的报告（JIü/R.E：p/74/I )，第6 9 — 8 0段；以 

及关于国别计划拟订的报告（JlU/KE：p/76/l〇)。

" 联大1 9 7 5年î 1月2 8日第3409 ( XXX)号狄议，198 1年11月19 

日第3 6 / 4 0 5号决定，I 9 8 3年I 2月1 9日第3 8 / I 7 9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箏会1 9 7 3年5月1 6日第1747(LIX)号决议。

12.联大第3 6 / 2 2 8 A号决议，第一节，第2(a)段。

15关于此点可参看联合检査组下列报告：：JIU/REP/69/7, 74/1，76/10, 

79/5, 81/7, 83/6, 8 4/7 〇 总的说来，内部或外聘审计员的报告对这些 

问题都没多大帮助。参看A / 6 3 4 3号文件，第6 0 — 6 7段。自该文 

件提出之年（1 9 6 6 )迄今，情况无大变化。

u特别可参看行政和预算问题洛询姿员会各份年度推告，方案协调委员会各份年

度报告（各届联太止式记录，补编第3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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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点，参看联合检查组各份损告，尤其关于国别计划拟订的Jlü/REP/ 

76/10，关于发展合作中专家的作用的7 8/3 ?关于非洲运输十年的85/】。 

参看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系统出版物的报告J工Ü/REP/ 8 5/ 5 ( A/3 9/23 9,

1 9 8 4年 5月} a

参看题为《向经济及社会理寧会汇报》的报告（JIU/REp/84/7),尤其第 

I 5 —2 I 段，第 2 7 —3 7 段，以及建议 2、7、9、10、12。

宪章笫一〇一条第三项：“办寧人员之雇用及C脤务条件之决定，应以求达效 

率、才千、及忠诚'之最高标准为首要考虑。征聘办事人员时，于可能范围 

内，应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a ”

参看联合检查组下歹îl报告：JIü/REP/71/7, 76/6, 78/4, 80/9, 81/1 î, 

82/3» 84/8, 84/!丨。也可参看:E/AC* 号文件，第2 2段，第9 2 —

9 6 段0 并参看 John P. Renninger 著：《Can tlie common 
system be maintained?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 UEITAR study, 1985)〇 

JIÜ/REP/ri/7号摄告中提出的数字，自1 9 7 !年以来无大变动。联 

合国现在有这方面的电子计算机数据，可惜资料“不详”部分太多，目前无法 

获悉实际百分率。现有数据仍肯定1 Q 7 1年的百分率。

参看上文注释U

参看题为《向经济及社会理擧会汇报》的报告（JIU/REP/84/7Î。 该报 

告附图中分析了 1 9 8 3年决议段落的内容。

参看联合检查组关于1Q71-1976年联合国公共行政和财务方案的报告（Jlü/ 

REP/77/21〇

非政府组织'网，参看Harold K. Jacobson的书：《Networks of 
工nterdepend enee、工nternational Organ!zations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System》（纽约，Alfred Aft Knopf ) 〇 也可 

参看国际协会联合会编的《国际组织年鉴》，布鲁塞尔（秘书长Robert 

Eenanx ,励理秘书长 Anthony Judge î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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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附件一。计翼岀来的百分本因所釆用的数据来源而异，但大致相差不远。 

例如，以下谷来源提出了不同的1 9 8 3年业务活动和人道主义活动统计数字： 

联合国（业务活动报告，A/39/417, 1984年9月〗8日；行政协调会关于 

联合国系统支出的推告，E/1984/70)，世界钡行（年度报告 >，经合发组 

织< 1 9 8 4年发展合作#告）。数字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有的是成员国年 

度缴费额，有的是实际支岀额。支出数字不一定包括行政费用（计划支助费 

用）。据发展总千事的估计，1 9 8 3年联合®系统业务和人道主义支出为 

268, 520万美元{即业务活动209, 220万美元，人道主义活动5Q, 300万 

美元）。这个数额占联合国系统非金融组织支出总额（1 9 8 3年为488, 

050万美元）的5 5%。 若计及支助费用，业务活动的总额要加32, 800 

万美元。更重要的是，行政协调会文件中提出的联合国】9 8 3年人道主义 

活动支出倍计额为71，〇〇〇万美元，比上述数字多1丨，700万美元。这样 

计得的总额，313, 000万美元，占上述联合国系统支出总额的61.4%，亦 

即经济和社会部门支出的7 I %。

参看经合发组织文件：《1 9 8 4年发展合作报告》。官汸发展援助总额估 

计为362. 8亿美元。

这种管理活动是在往往很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近东救济工程处是一个 

特别清楚的例子：很难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畢实说明该组织的财务平衡每年都 

成问题。但仍保证有起码数额的资金以支付巴勒斯坦难民的教育和保健费用。 

不妨指出，在教科文组织的社会科学部内，有一个专门负责“和平研究”的司。 

除了联合国在朝鲜的千预行动以外，在适用这些条款方面唯一能够举出的例子 

是在禁止向南非和罗得西亚出售武器方面所实行的制裁。

秘书长1 9 8 2年关于联合国工作损告（A/37/1, 1982年9月7日）。

日内瓦议定书签署于1 9 2 5年。

1 9 7 2年关于生物武器的公约；1 9 7 7年关于改变环境的技术公约；1980 

年关于滥杀滥伤武器.的公约。

1 9 6 3年郤分禁试条约。



195 9年南极条约；3 966年外空条约；】9 6 7年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19 68年不扩散条约

此处无法提出有关“功涉主义’’的书目，主要的有：The work t>y David Matrany:

A Working Peace Sy-stem5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9 J\me 1943, is the most widely known text. Connected 

with this school ox thought are, among others, precursors such as Leonard 

Woolf, Norman Argsll, P^olDsrt Cecil, Cole and some contemporariess
Ernst Haas, (Beycmcl th3 Nation Sta七e, Stanford Univeicsity Press, 1964), A*

H. Groom. Joseph %e9 Patrick Sewell and Paul Taylor.

关于'一^化”的理论主要由Karl W, Deutseh擇出：The Analyses of

Irrternatioiial Relations，19689 Prentice Hall Inc •, and Political Immunity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Problems of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Foreign * 1

Policy Analyses Pr〇ject5 Princeton University, 1953• See also a number of 
works by Ernst Haas,? Joseph Nye5 Johan Galtung*

非、加、太（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国家共有6 5个。第三次洛美协定 

于1 9 8 4年1 2月8日签署。它接续两份雅温得公约（1 9 6 3年和I960 

年）以及前两份洛美协定（1 9 7 5年和1 9 7 9年）。它共计提供8 5亿 

欧洲货币单位的资金。

1 9 7 〇年的“共同念见”为联大第2268(XXV》和3405(XXXX)号■核 

准，后者是关于技术合传的“新的活动范

例如，联合国环境访划署，1 9 8 2年联合国预算：“在不同地区就某些毒理 

学专题组织3次培部课程9 ”

“Problématique »是一个新词，它的意思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或 

者更恰当的说，蔚于一系列问题所持的哲学和政治态度。显然，有多少世界 

观就有多少世界“ ■Problématiques' 笔者提出“世界政治空间” 一

词是为了表示在至今为止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世界中开始形成的体制化政治关系。 

最重要的是《关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的宣言》（第



2625(.XXV)号决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第32〇î 

(S—TI )和3202( VI)号决议）；《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 

3281 (XXIX)号决议};联大1 9 7 2年9月1 6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 

作的第3362( S-V II)号决议。

联-大1 Q 8 4年Ï 0月2 3日的八/39/504/Add. 1号文件：《有关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逐渐发展》。

Abi—Saab先生报告中的第Î 2 !段和1 2 2段强调了这个基本问题：

“121.虽然合作的义务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之一，但与主权 

平等相比，它在传统的国际法体系中处于一种无足轻重的地位。如前所 

述，这一被沃尔夫冈•弗里德曼称为“国际共存法”的传统体系出现在欧 

洲宗教战争之后；它力图通过承认各敌对国家为主权和平等国家、使其承 

担避开（对彼此的势力范围或活动进行千涉）这些消极的义务来安排各敌 

对国之间共处的条件。

“1.22.换句话说，传统体系的主要目标是把各国分离开来，而不是儐

它们联合起来a 这就使违背这一体系精神和理论基础的进行合作这一积

极义务没有什么存在的余地〇 即便局势的客观物质条件（例如，在邻国

之间的关系中或共用同一国际水道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需要有合作的义务

时，就会因是否存在这种积极的合作义务，如果存在，其作用如何等问题

出现无止境的争论。我们仍然面临着这种争论。

Edgar Pi s an i 在《La Main et 1 ’ outil》一书（Ro bert; La f—

font版）第7 9 — 1 0 3页以及1 6 6— I 7 0页中论证了工业化国家和

第三世界间经济政策的相辅相成关系-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这个半独立组织C其预算列入联合国预算）是19 65 

年在发展中国家倡议下成立的，目的是维护发展中国家在稳定苘品价格和国际 

贸易方面的立场“贸发会议有1 6 8个成员国——联合国1 5 9个会员国加 

上教廷、两个朝鲜、列支敦士登、摩纳哥、纳米比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圣马力诺、瑞士和汤如.分成四个组：A.非洲和亚洲国家及南斯拉夫（95 

个成员）；B 西欧及其他国家（3 0个成员），• C .拉丁美洲国家（3 3个



成员）；东欧国家（i 〇个成员h 贸发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 贸发

会议建立了常设机构一一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每年在日内瓦召开两届常会，有 

1 2 7个成员* 贸发理事会下设六个主要委员会和若干附属机构.贸发会

议就主要商品（香薦、铝矾土、可可、咖啡、铜k棉花^硬纤维、铁矿砂》黄 

象鐘、肉类、磷酸盐、橡胶、糠、茶叶、热带木材、锡、植物油）进行谈判. 

自1 9 4 5年以来致治形势发生的变化仅仅使这些观念比起它们开始形成时更 

为荒谬.1 945年•由主要盟国中五个国家来“维持和平”是可以设想的, 

但东西方冲美使这一设想成为鸟托邦式幻想和不切实际的.在统盘考虑发展 

问题成为大部分组织主要任务以前•就是想和政策进行部门性对话看来是合理 

的.最后.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原先1 8个理事国之间进行谈判比起目前代 

表1 5 9个国家的5 4个理事国间逬行谈判更是有可能&

参看E/AC. 62/9号报告•.实现全球经济合作的新的联合国结构，以及联大 

第3 2/1 9 7号决il

关于劁度问题*参看1 9 8 2年春季《国际组织》杂志特刊•其中载有

Stephen D Kra■日ner, Ernst Haas, Donald J, Puchala , Raymond F. Hopkins»

Oran R* Young, Arthur A, Stein, Robert 0 • Keohane , Robert Jervis,
John Gerard Ruggie, Charles Lipson, Benjamin J. Cohen and Susan
Strange 等人的文章.杂志中提到的“体制”一词的定义系指“行为

者在国际关系的某一特定领域具有共同期望时的一系列明示或暗示的原则、规 

范、规M和决策程序” •

关于这一' 点参看 Robert 0.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〇-〇peratin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七ical Economy), Prince七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参看 Harold K. Jacobson * 前引书•

并请参看 Hans Wehberh,La con七：ribution des Conférences de la paix àe la 

Haye au progrè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第三届海牙和平会议的筹备工馆

于i 9 1 0年在布鲁塞尔开始逬行（在议会联盟会议上h 筹备委员会应于

1 9 i 5年6月I日举行会议• 在这方面* ieon Bourgeois 1 9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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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他的著作Les f」onditinns de la paix中写道：“那么•为什. 

么这样一个强有力的.这样一个普遍的运动似乎仍然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并参看 Société des dations et 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 by Pierre 

Gerbet, Victcr-Yves Ghebals， and Marie-René Mouton, Institut d*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 Editions Richelieu, 1973.

欧洲共同体的最重要的机关（除议会和法院外）是《理事会”和“委员会”， 

各有其自己的秘书处•委员会有9 , 2 0 0名工作人员（其中有3 , 7 0 0名 

专业人员）.理事会有2, 1 〇 0名工作人员（其中有6 6 0名专业人员）a 

理事会（罗马条约第I 1 5 — 12 3条以及1 9 6 5年“联合”条约的第I — 

8条）由10个成员国的代表组成•每国政府指派一名成员.委员会（罗马 

条约第124—135条和“联舍”条约第9—19条）由各成员国充分协商 

任命的1 4名成员组成（任期4年）•这些委员是根据其全面能力挑选的，能 

充分保障独立性，为共同体的全面利益而行使其职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加入 

将使这些数字有所改变）•

在世界一级•在大多数情况下形成“共同体”意见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如 

果联合国要模仿欧洲委员会的模式.必须对这一模式加以修正• 应代之以一 

个或多个委员会•努力査明问题•分析各个方面和不同的解释•确定通过谈判 

达成一致和共同立场的可能性*

因此.本报告的作者同意功能主义的基本思想，认为发展经济、扠术和文化关 

系从长远来看是缔造和平的最佳方式^ 相反•他不同意狭隘得多的“部门” 

职能理论.这种理论提倡各个部门的专家之间进行合作，不符合发展和国际 

经济合作问题的综合和多学科性质.

秘书长在I 9 8 5年9月关于联合国组织的工作的报告中建议更好地利用而不 

是改变目前的结构.他特别写道：“问题是如何加强理事会的作用•使它更 

加接近宪章中规定的状况.如果各个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关系能够有所改变， 

显然是再理想不过了》因为这首先可以使理事会恢复其原先打算具有的地位. 

但肯定来说，理事会同时也可以顺着其多年来的工作路线•改善其能力



首先•我建议安全理事会的各个理事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坚决而自觉地努 

力利用其理事国资格•加强理事会和平卫士的作用•而不至沦为.与讨论的问题 

无直接关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战场一一换句话说，就是首先考虑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问题.而不是首先考虑双边分歧”》

有关这些问题•还请参看 Thomas M. Franck; Wation against Nation , 

vit,'/ Press, IS*% 9 尤其是第 7 章和第 9 章。

在本报告范围内•不可能逬一步阐述有关区域发展机构或企业的思想a然而 

似乎必须指出：

(a)笔者认为.各大机构的主要方案和技术合作部门的转变应该是彻底的。 

换句话说，它们应该取消•而代之以拟议的新的结构* 这样.每年可以拨给 

新的“机构”或“企业”4 0亿美元.利用这些资金足以取得临界质量.创造 

新的动力；

(切是选择“机构”还是选择“企业” •取决于要觯决的问题^ “企业’

一词似乎更有吸引力一些#因为它暗示着有利可图* 在发展中国家现在还不

具备的长期供资的适当系统内.可以为这些“企业”在财务利润的传统观念之 

外•确定一种“社会”利润•这一点值得探索.

使用的名称通常不迠应有关的区域或区域的问题• 例如•按照西欧模式建立 

“共同市场”的4想有时并不符合需要B实际也没有可能，因为在许多情况下. 

区域一级合作的问题主要并不是贸易问氣

这几个组织提供的或者是长期优惠贷款（国际开发协会）或按市场利率的贷款

(世界银行）。它们的大多数项目规模不等•但一般来说是在一千万美元和 

四千万美元之间.它们还包括很大比例的设备• 世界银行作为执行机构，

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进行各种技术援助项目.但它本身也为一些项目供 

资a这些项目通常是可行性研究。联合国系统和世界银行集团的活动量可以 

通过捐款数字或费用数字进行比较。它们提供了有关这两个集团的规模的不 

同数据-政府捐款数字（经合发组织的文件“ i 9 8 4年发展合作报告”表 

七.5 )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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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百万）

对联合国基金会和方案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

的捐款 1300

对各专门机构和其他机构•包括粮食计划署 

的捐款 11 6 5 * 1

小计 2465.1

对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搆款 3586.4

共计 6051.5

这些数字的比例是：世界银行集团占5 9 %•非金融组织占4 i %。

主營发展的总千事提供的费用数字（联会国A/3S/417号文件）表明:

美元（百万）

联合国集团的业务开支（不包括人道主义开支） 2092 

世界银行集团

总支出 9700 

亡古出 7200 

净转让 4200

(其中国际开发协会的减让性转让为1 2 3 2 

世界银行的非减让性转让为2 9 6 8 )

这样，世界银行集团的减让性转让比例要比联合国系统低（非金融系统为 

62. 5%•而世界银行集团为3 7. 5%).

Cf.Decision-Making 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IMP model, Frederick K, Lister, University of Denver , 1984.

另外参看 William Dickson, "The Evaluation of Weighted Voting Schemes

-9〇 -



for the United Natioua General Assemblyn, Internatso：ia'l ；3tudies Quarterly, 
19B3.
工发组织章程第1 〇条规定设立一个由2 7个成员组成的方案预算委员会•该 

委员会席位的分配使得工业化国家在投票一致的情况下有否决权力a 商品共 

同基金有一个相当复杂的混合表决制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度相似。另 

外一个例子是有关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规定（海洋法公约）•其中规定许多决定 

必须有三分之二多数才能作出.

现行制度未对各个机构首长就实质性问题进行磋商和对话怍出安排•而这里提 

议的“委员会”制度则有所不同•在这一制度下将经常进行对话•以查明和研 

究各项问题（大多是多科性问题），然后将问题提交“理事会”。因此.大 

可以设想•某些委员会成员将出任秘书处各部门的负责人，而其他成员则在由 

少数人组成的一个小组的协助下进行研究《

国民生产总值高于世界生产总值的2. 5 %的1 0国是：美利坚合众国、苏联、 

曰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联合王国、意大利、加拿大、巴西和中国。

人口超过1亿的7国是：中国、印度、苏联、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和日本。 

其中只有两国一-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一-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世界生产总值的 

2.5%。 因此，如果两项国家大小标准并用.在前i 〇国之外.还须增列 

这两国。

所有各国的外交部和财政部在两个不同的国际组织系统中均有代表。其他的 

技术性部委（卫生、交通、劳工、农业、工业等等）也在其部门同各国际组织 

有直接联系a 然而.各技术性部委在某种程度上须接受外交部的政治督导.

而财政部则享有较大的独立性。因此•国际组织的国家代表性就出现了令人 

遗憾的二分馆•况•而且各金融组织（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 

与本报告所指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之间也缺乏关系.“经济联合国”的创立 

应可填补这一差距（各金融组织并不处理世界一级的经济战略相互配合的问题） 

并同时可在财政部代表和外交部代表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这将有助于增进

国家一级的协调.除政.治大使外另设“经济大使”的提议就是针对这一点而 

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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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注释7、1 0、1 2、1 4和1 6。

DP 5号文件•第一和第二卷• 1 9 6 9年•日内瓦（销售品编号：E. 70.

1. 1〇)„ 以下有关联合国系统的一段系摘引自第一卷•第㈢页：“必须 

问一问：‘谁控制这个“机器”？’。 迄今为止•有迹象显示备国政府并未 

能控制•而且这个机器又不能明智地f自我控制，这倒不是因为缺乏富有才 

智和能力的官员，而是因为它的绀织方式不容它有明确的管理方向.换句话 

说，整个机器根本无法加以管鼠 因此.它鞣象某些史前怪物一样，日益笨 

拙和迟缓”。

不可修订联合国宪章的清规戒律不适用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理事国数目•因 

为第六十一条已修订了两次•一在I 9 65年•另一在1 97 6年•因而理事 

国数目从1 8增为2 7 •再从2 7增为5 4« 所以.不妨再f第三次修订。

并参看联大于i 9 7 5年设立的联舍厲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伊用特别委员会 

的工作。

笔者要指出，在逬行思考的整个过程中•下面一些基本著作对他甚有助益

S'usanne Bastid, Le Droit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Paris，l>es 

cours de droit, 197〇； luis L. Clande, Swords into Ploughshares ， Random 

House, 19^4； Stan"1 ey ïï()ffmaxi , Organisai;Lons internalionales et pnMvoirG 
politiques des Etats, Paris? Armand Colin, 19r>4； Michel Virally, LTOrgan
isation mondiale , Armand Colin, 197?•

还应指Hi•附件四的编制系得力于Andre Lewin先生的一篇论文.

MLa coordination au sein des Nations Unies, mission impossible", 

published by the Frenc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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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联合®系统各主要实体和组织预算经#分K和员頰表 

< 1 9 8 4年）

组织和实体
经常预算
支出顴（概数） 
(百万典元）

S算A，金 
支出额（概数）
(百万美元）

共计 %
工fl

p

t人员

QS
-专束 共计

万®邮联

气à钳织 
知识产权姐织 
a际电联 
民躭组织

10.6
12.9
19.1
19.8
51.1
29.8

0.4
7.7

22^
2.5

37.8
60.5

u
20.6
41.6
22.3
0?
90.5

72
S3

1M
89

243
SU

81
167
193
189
467
6>a

6
M
63
ih

266

159.
284
39〇
270
875

1 237

小机构共计 145.3 131.40 274.80 4.9 932 1 755 556 3 225

琢子艴机构 95.1 42.8 157.9. 646 1 009 - 1 655

A _部分香卄 258.4 174.2 412.7 7.5 1 573 2 744 556 4 878

#工组织
教科文《织 
卫生组织 
鵪农粗织

s.四大机构含计

X37.3
210.3
260.1
210.5

118.7
108.7
229.6
326.6

246 A 
319.I
489.9
537.3

796
1 J3l 
i 056
X 546

1 42?
2 02X
3 535
5 752

545 
207 
Î40 

l 692

t 76B y
3 35?
5 329
6 ??〇

602.1 T«4 X 999.4 88*9 4 52? l〇 7” 3 188 IS 446*

c .珙含a (合计> a〇〇,$ i U7.7 ；918.4 M.7 4 714 U U} 1 573 n 310

其中：工发组织'
R发会iT ,
难民专M办f处' 
非洲经委会1 
拉加经委会’
亚太经社会V 
西亚经委会•
欧洲经委發•

政治f今、安全理事 
会；1柃和平Ç动 
(不包近东教济 
工程贫），

裁军’
政治问題、托誓和反 

殪

环境规划署•

联合桧查组

C6*.53
歐!i.

[24.63
C?8.73
Cl9^93
[50.63
[60-3】

【57*6〕

[6.5]

C 9.53

l a.9)

C 95.43
•獅

C 15.53

[n
C 1.53 
[1.53

[179^3];

C 55.9]

C 19.53

m
U61.X3
C 58.13 
C 6M3
C 65.53
C 31.93 
【61.6〕

[236,93

【6.53

[63.4]

C 28.33

472
S60
402
244
206
835
U5
123

217

52

153

75

€60
no
674
455

214
III

Ï M
26

510

129 65

1132

699
U4
7U
32?
254

1405 y
5«

269

开发计划著 
儿童基金会 
人口活幼基表 
近东救济工8处 5-6

96
3S0.5
135*5
248.2

96
3Q〇. 5 
135.5 
253-8

1 14B
B46

B3 1/

4 546
2 076

12 1/

'76
268

5 770
3 2J〇

95 y

D ..业务方案合计 5.6 8£〇,2 663.6 15.7 2 〇T7 6 654 364 9 075

D之2人考主义全锊
iïfllIxiH )

C62.SI3 * C652.〇3 [714.93 D3-03 M85] [6743 tl 155〕

*.糗食计趔署 756.8 756.8 13.3 y

ï1 .杂项’ 190 262 5 457

总,计
(a+b+c+d+ih-t) 1 350 3 671.9 5 521.0 100 Lj 〇ea 51 500 5 475 $〇 066

资料来源：支出期•• VI984/70号文件，表1 

(另行注明者除外），1984~ 

1985两年期数字均除以2, 

以计得年度支出».

人数：acc/198EI^PI：f^. 34 

(另行注明者除外>.

注t: as栏人#乜括在总部、区 

域办事处和技术合作项目工 

作的一般事务人员.

'数字擄自联合® 1984-1985年方案預算（A/38/B号文件 

‘‘经t预算”栏也乜括有关实体分派费用 

*约3 5 0名军事观察M不包括在内.

'约18, 000名近东t济工程处当地工作人员不包括在内•

’粮食计划署工作人员包括在賴农组织人教内；1 9 8 4年该署约 

有3 3 4名专业人员，7 8 8名一般事务人员.

’包括都灵中心工作人员.

'包括泛美卫生组织工作人员，

1本项包括训研所、.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国际法陕和关资总协定工 
作人员，有关支》«不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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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织所属司法上独立的实体名单

含国：联合囯哥发计划署（纽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c纽约），联合国难 

民私务高级专员办爭处(.日內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c内罗毕），联合国人口活 

动基金c纽约）4联含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维也纳）.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纽约），联合国大学c东京）.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日内瓦）•联合国巴勒斯坦 

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维也纳.贝鲁特）.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c圣多明各）• 

联合国社会防护研究所c罗马）•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c日内瓦），世界粮食计 

划署（罗马），世界拫食理事会（纽约）•援助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难民基金.联 

合国人类住区C生境）中心C内罗毕）•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信托基金C日 

内瓦）等等。

卫生组织:国际肿瘤研究机构.盘丝虫病基金，G a s a k a w a卫生信托基 

金，促进卫生自愿基金•各种特别拨款C失明、腹泻、医学研究•麻风、疟疾•消 

灭天花•雅司病，寄生虫病，性病•公共用水供应》心理卫生，扩大免疾方案•人 

类生殖研究•等等）。另外有泛美卫生组织在拉丁美洲和中美洲执行的9个特別 

方茱a

粮农组织;下列特别行动方案：肥料、肥料供应.粮食安全援助，防止粮食损 

失，品种改良及发展，发展肉类部门•协调乳制品发展.非洲动物锥虫病防洽*蝗 

虫防治.农业信贷发展，专属经济区渔业.林业促进社区发展•土地改革和农村发 

展，除草醚，猪牛瘟疾防治•口蹄疫，特别紧急行动，国际粮食紧急储备•等等》

教科文组织:国际促进文化基金•政府间发展交流方案.维护纪念物或特殊场 

所（努比亚神€ •威尼斯，等等）*

劳工组织:都灵国际高级技术和职业训练中心，国际劳工研究所•工人教育和 

工会训练活动方案*等等》

开发计划署: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措施基金，自然资源勘 

探循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联合囱苏丹一萨赫勒办事处•发展中内陆s家 

特別基金•科学和技术促逬发展囿际基金•发展中国宏间技术合作基金•等等-



附件三

六大组织“主要方案”名单

联合国:救灾协调，国际麻醉药品管制，能源.环境，粮食和农业•人类住区, 

工业Ü国际贸易，自然资源•人口•公共行政和财政，科学和技术，社会发展• 

跨国公司，运输，发展问题和政策.

教科文组织:对世界问题的批判性研讨和未来研究，人人受教育，通信为人类 

服务•授育政策的拟订和实施*科学及其在发展方面的适用，信息系统和荻取知识. 

发展方法和战略•人类环境和陆地及海洋资源.文化•消除偏见、不容忍、种族主 

义及种族隔离•和平•人杈和民族权利*妇女情况.

劳工组织:国际劳工标准与人权•促逬平等•就业和发展.培训，工业关系.

工作条件和环境•社会保险•

粮农组织:自然资源•农业生产，牛•农村发展•营养，农业政策和粮食政策, 

渔业政策，林业资源.林产工业•

卫生组织:卫生制度发展，基本保健，卫生工作人员•卫生信息与教育•促进 

卫生科研，保护及促进健康，环境卫生，医疗及复原技术，疾病防治.

原子能机构:核能•核安全•和平利用核爆炸•粮食和农业，生物科学，物质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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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庐r S各“主要汸案》所嗯括“方果”及“次级方案m •••*,* * , y •• ■—«->^> |- ---- ■ - II, ! I I • ■ I ■ -■ ■ I ■ - - .....
数目和有关专业人员人数

i ï.要方案
中央 中央 区域 区域 方案 次级 专业人员人数

! 次级 方案 次级 共计 方案 中央 区域 次级方

方案 方案 共计 方案 方案 共计 案平均

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 2 8 • - ? 8 108 - 108 15

特别政治事务 1 3 - - ï 5 19 - 19 7

国际法 *3 21 - - 60 - 60 2.9

托管和非殖民化 5 9 - - 3 9 60 - 60 7

救灾 1 4 - - 1 4 ?4 - 24 6

人权 丄 4 - - 1 4 48 - 4〇 1?

国际麻醉品管制 2 8 - - 8 33 33 4

难民 2 10 — - 10 475 - 473 47乃

新闻 a 4 - - 1 4 227 -■ 227 5f，

发展政策和问题 9 11 5 19 7 5〇 8B 186 274 9.1

能源 2 ■5 5 13 7 18 23 32 55 3

环境 1 10 5 8 6 18 49 ?6 74 A

粮食和农业 1 1 5 12 6 13. 16 60 76 6

人类注区 1 e 5 17 6 25 9〇 ?4 124 5

工业发展 5 1'5 5 12 8 2^> y扣 66 394 巧J

国际贸易 9 19 b ?1 14 4〇 156 88 244 6

自然资源 ? 7 5 12 7 19 11 46 53 3

人口 2 9 4 14 6 25 55 78 135 6

公共行政和财政 1 5 2 4 3 9 24 11 35 4

科学和技术 7 5 13 7 20 36 18 54 2.7

社会发展 1 11 4 9 5 20 58 46 104 5 .

统计 2 8 5 13 7 21 97 60 ■157 7^ ：

跨国公司
.

1 3 — - 1 3 37 13 17

运输 6 5 2G 7 52 22 61 83 2.6 ：

' .1
,

总计 5〇 194 m 115 367 621 298Q - 1:1

>〇< >oc >〇<>〇< >p<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