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会

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 

补 编 第 1 1号 （A/33/n)

联 合 国



会 费 委 员 会 的 报 口

大 会

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

补 编 第 1 1号 （A/33/11)

联 合 国

‘九七八年，纽约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宇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 

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 原件：英文〕 

(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日〕

目 录

段 次  ^ ^

一、会费委员会成员和任 期 ...........................................1 - 4  1

二、审查用各国货计算的国民收入折成一种共同

货市单位的方法和有关问题 ...................................5-  3

A . 现行方 法 ............................................ - ................... 6 - 1 3  3

B. 方法的可能改 进 .....................................................1 4 -4 0  6

1. 一篮子货币和国际记帐单位  -  29 6

2. 购买力平 价 .................................................. 3 0 -3 0  U

3 . 通货膨服对分摊比额表的影 响 .................39 -  ¥) 17

C . 结论 ...........................................................kl - k5

三、新会员国和非会员国的摊 敦 ................................... h6 - 53 19

四、会员国的其他意 见 ................................................... 5̂  - 58 22

五、委员会审议的其他事 项 .......................................... 59 - 65 23

A . 会费征牧情形 ................................................... 59 - 62 23

专门机构的会费比额表 ................................... 63 - 6h 2U

C . 委员会下届会议的日期 ........................................ 65 2U

六、委员会的建议  ...............................................................  66 25

附 件

- 、一篮子货币或国贿记恢单位的成份 .................................................... 27

二、特别提款权的创设，它的早期演变情况和现状 ................................ 30

1 X 1  -



1 . 会费香员会于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二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第三十 

八届会议。 出席成员如下：

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卜杜勒一加尼先生

赛伊德，阿姆贾德•阿里

阿纳托里，谢前诺维奇 . 契斯蒂亚科夫先生

塔利布•谢比卜先生

莱昂西奥，赛尔南德斯，马罗托先生

卡洛斯，莫雷拉•加西亚先生

巴德博•奥拉戴因德，乔治先生

理查德，亨Æ斯先生

加藤傳平先生

贾斯费特，基蒂先生

维尔弗里德•科施奥雷克先生

安格斯，马西森先生

阿蒂略 . 诺伯托，莫尔特尼先生

米教尔•鲁热先生

德拉戈斯.瑟尔巴内斯库先生

埃夫西米奥斯•斯托福罗普洛斯先生

田一农先生

2 . 赛伊德 • 阿姆贾德，P可里再次当选为委会的主席，贾斯赛特.基蒂先生 

当选为付主席。

3 . 米格尔 •达维拉 . 门多萨先生不能出席会议；经由委员会主席，他与委员



会洽商可否指派一个代替他的职务。 在考虑这一问题时，委员会注意到大会议事 

'规则第一五九条的规定： 《

"会赛委员会的成员不得有而人属同一国籍，各成员应在广泛的地区代表

性和，个人资格愈经验的基础上选出，任期三年，其起选日期相当于联合国财务 

条例所规定的三小财政年度。2 成员轮流任满，但可连任。 大会应在会费委 

员会成fi任期即将届满前的一届常会上任命新的成员，如有成员出缺时，则在 

下一届常会上任命。 "

委员会注意到，依照上述规则和它过去获得的法律意见，很清楚地，会费委员会的 

成员应在个人资格和经验的基础上任命，以其个人的身分任职。 此外，大会仅只 

任命一些指定的人，并没有规定这些人可以另再指定代替的人。因此，委员会断定 , 

委员会无权同意由一个代替的人来接替一个正式任命的成员。

4 . 关于会養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委员会也注意到大会议事规则第一五九条的 

规定： 成员 " 任期三年，其起迄日期相当于联合国财务条例所规定的三小财政年

度。"委员会&意到大会通常任命成Mâ纖限是H个历年。但在通过两年期予算后，财务条例 

的条例2 • 1规定财政期间应包括连续两小历年，第一年应为双年。 为了澄清问题 

因此委员会建议应将大会议事规则第一五九条的第一句加修正 j 在 " 和经验的基 

础上选出 " 之后下面的字句改为：

" 任期三年，其起道日期相当于三小历年。 ，，

我们当能记得，大会议事规则关于行政和予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应的订正已经大 

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第3 2 /1 0 3号决议核定。

A /520 /R ev。1 2 和 Rev. 12/Amemd 1 加 2 ,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 

号： E 74. 3̂ 6 ) 。

S T /S Q B /F in a n cia l  Rule s /1 /R e v .  2 ( 1 978 ).



二.审查用各国货市计算的国民收入折成 

一种共同货市单位的方法和有关问题

5 . 会费委员会在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的报告 ’ 中再次作出结论，在深 

入地审查过此项问题后，认 为 " 由于统计学现阶段慨念上和实际上的难，国民牧 

入是各国目前能够用统计方法编制的唯一指标 " \  委员会又表示，它打算探讨 

利用一篮子货币或购买力平价将国民收入折成一种共同单位的可能性，以期改善目 

前分摊费用的方法。 为了正确地了解这些问题包括通货膨胀和市值波动等有关问

题，会费委员会认为现在可以倚述它所采用的方法，然后再评述可能的改进。

A. 现行方法

6 . 在支付能力按国民收入比较他计数断定的范围内，需有一杳完盤的国民牧 

入係计数。 这些他计数通常由各会员国按各国货币单位提供联合国统计处。 为 

使这些佑计数可以比较起i , 必须把各国货币数字折算成一种共同单位。 在缺乏 

任何其他共同单位的情况下，委员会目前的方法是，每年把各国数字折合美元，用

年度内有关国家货市对美元的汇率为折算因素。

7 . 国际货市基金组织成员国应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定的汇率。一九七一年 

以前，大多数国家在平价制度之下，除了正式的升值或贬值外，货市汇率很少有所 

变动。在发，生此种升值或贬值的年份，汇率变动前后的全期平均数由联合国统计处计算， 

以便将国民收入从各国货币折成美金。 但是随着浮幼汇率的出现，全期平均数一 

变而力一般准则，而不再是例外用法，各年的平均数由货币基金组织根据每季、每 

月、每周和甚至每日汇率有系统地计算出来。

8 . 至于那些非货市基金组织成员，其货市不在国际市场上的兑换的中央计划 

经济国家，统计处只得依靠财务主任为记帐目的而确定的业务汇率来计算。 这些 

汇率是根据各国政府、各国中央報行、或联合国在各国的办事处提供的资料而确定， 

整个联合国系统都用这种汇率来记術；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 ,补编第 11号》（A / 3 2 / 1 1,和 Add 1 和 Add。 
1 /G orr  1 和 Add。2 \

路 《同上》，第 2 2 段。



9 . 几年来，委员会所得的汇率经验使得它在应用刚才说明的方法时非常审慎。 

因此，它总是在国家刘■国家的一种基础上审查使用的汇率。

1 0 . 有些时候，对于使用的汇率的确定仍旧有不确定的情况。在过去曾发生过 

一些事例，即一种货市的多种汇率使得难以确定的那一种汇率为适宜。 有时，统 

计处必须制订国内物价和汇■率波动报大的各国国民收入适当折算因素的佑计数。委 

员会还看到一些事例，即一个国家的政府至少在一个时期维持因很高的通货，胀率 

而已经不合时宜的某一汇率。 在这些情况下，委员会认为，从最近的贬值已可看 

出，以前的汇率过高，和国民收入实际上已小于按法定汇率计算的数字。 男外一 

个困难为有几个工业化国家在适用浮动汇率以后货市显著升值。 由于这些国家的 

货市升值之故，有关国家的国民收入在折成美元时显然要比以国家货币计算的S 民 

收入所表示的数额增加得更快。 这种升值对现行比额表的影响因基期的加长而减 

少，这一种办法不但减少商品价格或增长模式的变动对会费分摊比额表的影响，而 

且減少汇率剧变的影响。 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的变动亦是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考虑 

使用一篮子货币而非美元来作成国民收入比较的这一决定的青后主要因素。

1 1 . 在使用汇率将按照国家货币计算的国民收入折成一种共同货市单位时，委 

员会常常注意到这些汇率不一定适宜佑计国内生产总值中通常不列入国际交易中的 

那些最后货品和服务的价值。因力各国在经济制度、拥有的自然资玩、积累资本的 

方式和数量以及对其他生产因素提供人力等方面大不相同，所以不在国际交易范围 

内的货品和服务的价格关系确实与汇率毫不相干。 即使就进入国际贸易的货品而 

言，在价格关系可推定最终可接近汇率的场合，国内消费品价格将因间接税净额、

国内加工费用及国内运输和分销费用不同之故而每个国家不一。例如，在任一国家 

中，報个国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实际价值可能与按现行汇率折成美元后的同 

等收入所代表的购买力大不相同。尽管如此， 委 员 会 认 为 ， 利 用 汇 率

来作成国民收入比较符合一项意见，即在评价每个国家的支付能力时，它的对 

外贸易的比重应高过它经济中純粹的国内份额。在这方面，委员会认为按现行汇率



折成美元的国民收入数字将随有关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善或恶化而自动增加或减少。 

不过，委员会认为它必须研究国民收入比较是否能够通过购买力比价加以改进以及 

其改进的程度如何。

1 2 . 利用汇率作国际比较弓j起的另一问题是，这些汇率不能经常配合国内通货 

膨赚率，而这些国内通货膨服率显然或多或少地有异于美国的。 如果汇率没有计 

及因市场动力的相互作用、各国政府的干预和正式贬值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国民收 

入便将相应地抬高。 考虑到汇率作用所受的这一局限，会费委员会多年来已在寻 

求务法以便有系统地计及过高的通货膨服率。

1 3 . 由于上述理由，会费委员会不断寻求办法，改进和改良把国家货币折算成 

一个共同单位的方法，它力此进行了一项深入研究- 探讨有无可能以一篮子货市取 

代美元作力比较用的共同单位，或者采用关一个方法，以购买力平价作为确定相对 

支付能力的基袖。 与此同时 , 委员会又探讨了通货摩服的问题。 下面是委员会 

的研究和结论的概要。



B. 方法的可能改进

1. 一篮子货币和国际记帐单位

14. 委员会在考虑一篮子货币或国际记帐单位代替把按各国货市计算的国民收 

入折成一种共同单位的方法时，由于目前缺乏一种适用于本组织所有会员国的共同 

单位，分别审查了十四种篮子货币及 / 或记帐单位，可分为三组。 第一组包括货 

市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经济互助委员会的转帐A 布和欧洲共同体的记帐单位； 

这 三 组 主 要 国 除 记 帐 单 位 的 重 要 性 来 自 以 这 些 单 位 作 收 付 的 数 目 。 

第 二 种 包 括 欧 洲 记 帐 单 位 、 欧洲货市单位、欧洲综合单位和阿拉伯货币单 

位等四种专门用于非官方国际债券市场的相当有名的国际记帐单位。 第三组的七 

种一篮子货币及记帐单位（委员会获知其中一些现在已不再使用）曾经由某些政府 

或联合国系统以外的国际机构使用，或曾用于民营部门的资本市场、報行来往、国 

际债务偿还、保险合同等用途。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单位只是为具体目的发挥有 

P艮度的作用；在另一些情况，如亚洲货币单位，其价值等于特别提款权。 以下分 

别说明这千四种一篮子货币或记帐单位。本报告附件一列表说明各种一篮子货币和 

国际记帐单位目前的组成。

(a) 特别提款权

1 5 . 委员会注意到上述千四种一篮子货币或记帐单位中，特别提敦权为最多 

联合国会员国一 一 同时是货币基金组织成员的会员国一 一 所 接 受 。 委 员 会  

目前的研究报告显示，特别提款权是唯一的一篮子货币，可以用来折算按各国货币 

计算的国民收入，其折算方法则为货币基金组织所提供和《国际金融统计》所列载 

者。本报告附件二简述特别提敦权的创设 . 它的早期演变情况和现状。

1 6 . 委员会还注意到，特别提敦权基本上是货币基金组织各参加成员帐面记 

录或帐敦所用的数字。 货币基金姐织各成员之间的会计事项和货币基金组织的会



计事项可按照《协议条款》的规定自由使用特别提款权。 除 作 为 货 币 储 备

资产以外，特别提款权还可作为表示价值的数字、记帐单位以及流通手段。

1 7 . 自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货币基金组织以一种称

为 " 标准一篮子" 的方法计算特别提款权对其他货币的比价。 根据这个办法，一

个特别提款权的价值等于占不同比额的十六小国家的货市的总和，这十六个国家是

在一九六八-一九七二年间在全世界货品和劳务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平均超过百分

之一的国家。. 这十六种货币在一篮子中所占的比额是以相对比重确定。 美元

的 比 重 确 .定为百分之三十三，以大约反映这种货币的商业和金融重要性；其他十

五种货市则大体上按该国在国际交易中所占份额而摘定其百分比较低的比重。 货

币基金组织确定货市数额的办法是：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即适

用计价旧法的最后一天，适用新法和旧法都得出按照特别提款权计算的相等的货币

价值。 特别提款权货币一篮子的成份如下 :
金额 比重a

货市 ( 以 每 一 货 单 位 定 值 ） ( 百分比） 
(2).

•5/ —
关兀 0.40 55
西德马克 0.58 12.5
英镑 o.oi+5 9
法国法郎 o.kk 7.5

日元 26 7.5

加拿大元 0.071 6

意大利里拉 6

荷兰盾 0.1k ^.5
比利时法郎 l.6o 5.5

自一九七四年七月一H星#务"起,十六种货币的相对比重不一定与原先的比重相同 

这是因为十六种货市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断地改变。



货币

金额

( 以每一货市的单位定值）
m

比重a
( 百;^比 ）

(2 )
瑞典克朗 0 .15 2.5

澳大利亚元 0 .0 12 1，5

丹麦克朗 0 . 1 1 1.5
挪威克朗 0.099 1.5
西班牙比塞塔 1 . 1 0 1.5

奥地利先令 0 .22 1

南非兰特 0.0062 1
100.

为了计算特别提款权对美元的比额，货币基金组织把上表第a )栏所列的美元以外的 

十五种货币按每日市场汇率折算。 这十六种货币数额的美元等值的总和便是特别 

提款权的美元牌价。 按照特别提款权计算一种货币的价值，用这种货对美元的 

汇率和美元对特别提款权的汇率算出。

18. 自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起，原先反映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一九六八--------

一九七二的五年间在货品和劳务出口方面相对重要性的货币一篮子的组成将根据一

九七二-------- 九七六年期间的统计数字重新加以审订。 下面是审订后的一篮子以

及一篮子中千六种货币的相对比重。 各种货币的数额多少由货市基金组织决定 ,

以确保特别提敦权对任何一种货币的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比价，无论按订正后的 

价值计或按目前价值计，都是相同的。



比重

货币 ( 百分比）

美元 33

西德马克 124-
法 11法郎 7 i

0 元 7 i

英镑 74-

意大利里拉 5

特兰盾 5

加拿大元 5

比利时法郎 4

沙特阿拉供里亚尔 3

瑞典克朗 2

伊朗里亚尔 2

澳大利亚元 l i

奥地利先令 1 2~

挪威克朗 1 2*

西班牙比塞塔 l i

委员会获知除非执行局另有决定，货币基金组织拟自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起每照五 

年对修订后的一篮子组成加以调整。



( b ) 经麻互助委员会的转粮:卢布.

19. 国际经济合作報行组织在一九六三年开始采用转卢布作力多进清算的记 

败单位和共同计价标准。 经合銀行组织是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多这牧支票据交换 

中心，并在其成员国请求时执行可兑换（非经互会）货市的银行业务。

2 0 . 转败卢布的法定含金量为 0 . 9 87 4 1 2 克，等于苏联卢布的含金量，但 

在法律上不受后者的约束。 不过转帐卢布不能自动兑换成黄金或苏联卢布或任何 

其他货币。 转帐卢布是一小重要的记帐单位，目前在世界货易和收支的一个很大 

部分中用作共同计价标准。 但对可以在什么程度上把这个单位看作是防止汇率波 

动的保障，如可得到这样的保障的话，就没有那么清楚了。 转怅卢布只有在某一

个国际机构内设有帐户的国家才持有。转帐声布是经互会资易的计价标准，是经互会成

员国之间的商业货易方面以及这些成员国与经合報行组织及国际投资報行（投资银 

行 ）之间的信贷业务方面 " 相对帐户 " 的支付手段，并且通过在经合振行组织和投 

资報行帐户上积累转帐卢布而成为有价储备。

(C) 欧洲共同体记帐单位

2 1 . 欧洲共同体记帐单位最初在一九五0 年由前欧洲支付联盟采用，后来为 

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经共同体）继续采用。 这个单位的作用不仅是作为内部记帐 

的手段，而且是对各国单方面采取的、I：率措施的保障。 此外，它还有一个用途， 

即为共同农业政策的利益保证各种商品的订价划一。

2 2, 一九五0 年开始采用的欧洲共同体记tfe单位自一九七五年三月改变。它 

所包括的各种货币的比重是按共同体各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在世界贸易中所

比额计算。 单位的货币成份如下：



货市成分 比重a
( 数 额） (百分比）

( 1 ) (2 )

西德马克 27 .3 0 。828

法国法郎 1 9 . 5 1 。15

英镑 1 7 。5 0 。0885

意大利里拉 1 4 . 0 109

荷兰盾 9 。0 0 。286

比利时法郎 7 . 9 3 ，66

丹麦克胡 3 . 0 0 . 2 1 7

爱尔兰镑 1 ,5 0 .00759

卢森堡法郎 0 .3 0 .14

a 自一九七五年三月起，九种货币的相对比重不一定与原先的比重相同，这是因 

为九种货币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断地改变。

欧洲共同体记帐单位的价值是上面第(2)栏每一种货市成分按市场汇率折算的比利时 

法郎等值的总额。 目前，欧洲煤铜共同体、欧洲投资報行、欧洲发展基金等都使 

用这个单位记帐；共同体活动也将遂步开始使用这个单位。

(d) 其他一篮子货币和国际记術单位

2 3 . 上面第1 4 段指出，下列各种单位只供在非官方国际债券市场上使用： 

欧洲记恢单位 

欧洲货币单位 

欧洲综合单位 

阿拉伯货币单位

从实际观点出发，会费委员会认为用上述单位将国民收入折算成一种共同单位是 

不适宜的。

一  11



2 4 . 委员会在审查余下的七种一篮子和记帐单位时，发觉它们都是范围有眠 

的，与委员会的工作无关。兹列出供参考用：

阿拉伯第纳尔 

亚洲货币单位 

巴克来单位

国际空运协会价值单位 

国际金融单位 

国际秩道联合法郎 

伊斯兰第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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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一篮子货市和国际记帐单位的评价

2 S 委员会在上面第1 4 至 2 4 段叙述了由各种机构剑立的，主要用作处理会 

计事项和记帐;的若干一篮子货币和记恢单位.但到目前尚没有利用或适用这一篮 

子或单位来折算国民核算或国民牧入的例子* 同时，这些练合单位的目的并不是 

要得出国民收入的比较佑计数，

2 6 . 关于现有的各种综合单位，委员会希望提请注意，这些单位没有一种包括 

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在内。 因此，没有任何一种单位能够实际反映出所有会员国之同 

的经济关系。

2 7 . 然而，委员会研究了利用特别提款权（最获广泛接受的一篮子）将S 民牧 

入从各国货币折成一种共同单位的可能性， 但委员会发现以特别提款权计算的分 

摊比额表的结果同以美元计算的比额表只有细微的差别， 这是因为所有货币都是 

利用一杳汇率折成特别提款权的，而这些汇率都是以美元加美元比价稳定的货市为 

中心的》审查现行比额表所根据的各个期同，特别是一九六九一-~九七五年这一期间 委 员会 

认为，假如所有国家的国民收入在此期间内有着同样的增加或减少，那么 j 不论以 

美元计算或以特别提款权，甚至以任何其他货币单位计算，每一小国家的相对比额 

仍然是一样的， 有些国家的货市直接地或间接地包括在特别提敦权的一篮子内J 
就这些国家来说，如果它们的货市升值，则其增长率当然比以美元表示的数字为慢； 

但如另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即对美元的比价稳定），则其增长率看来也是较为缓 

慢的，因此，两♦ 国家的相对情况可能完全没有改变。 任何一小国家在所有国家 

的总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相对比额只有在某种情况下才会有所改变，例如，该国国民 

收入的增加主要是在基期较后一段时间当特别提款权对美元的比价升值时才发生。 

这样，该国在七年内的总收入比以美元计算时看起来的要减少。 即使如此，委员 

会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额的变动都是微不足道，不会影响分摊 

比率。

2 8 .以特别提敦权代替美元3 确实有可能缓淑比额表因国民收入剧增或壤减而 

受到的影响，因为这些增减并不是因为生产数量实际上有不同，而是因为某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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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质币突然升值或贬值而造成的。 但委员会认为，这种办法虽然得出这样结果 , 

但与加长基期的办法并没有很大的不同，同时也不见得特别优越。

2 9 .委员会还要指出，利用任何一篮子货币来作国民收入的比较，必然意味着 

以汇率来确定折算因素的办法。 因此，任何这种办法都会有上面第1 0 至 1 2 段 

所慨述的大部分困难加缺点。

2 .  买力平价

3 0 .委员会在审查秘书处所提出的一份关于国际比较计划的文件时，采取了完 

全不同的折算国民收入的办法。 国际比较计划是联合国统计处、世界報行愈宾夕 

法尼亚大学十年前舍作进行的一项计划，其目的在于制订一♦世界性系统以稳定 

地可靠地比较各国的实际产值与购买力。 建立这种系统的第一步是制订一项国内 

生产总值及其主要最后支出项目的国民购买力比价制度，并按照这些比价订出一项 

按照实际价值计算的最后支出流动的相关制度。 这小系统所用方法包括二元愈多 

元的比较，多元比较是二元比较利用十分先进技术加以推广的结果。 国除比较计 

划中的二元比较是以美国作为基准国家。 因此购买力比价是每一国家对美国的比 

较数字。

3 1 .下面以 " 面包和谷类食物 " 为例说明国际比较计划中的二元比较方法。

" 面包加谷类食物 " 是构成国内生产总值的许多货品加劳务总类别之一。 每一总 

类别，包含若干项目。 总共包含下列六项：大米；粗粉廣Î其他谷类食物；面包命 

面包卷；饼干矛 旦糕； 已配制的谷类食物；通心粉、意大利粉等食物a 国际比较 

计划为每一项目收集两小选定国家的支出数字愈最后消赛者所付的价格的代表性数 

字。 某一选定国家同美国之间在 " 面包愈谷类食物"总类别下购买力比价的计算 

.分为两步。 第一、用选定国家愈美国对大米消赛者，卖的祥本价格算出大米一项 

的价格比数(按国家货币计算)， 这一总类别的其他五项也以同样的方式分别算出



价格比数。 第二、把所得的大米及总类别中其他五项的价格比数先后按所选定 

的国家衡美国对，个别项目的国民平均支出计算其加权数。 如此便产生了这一总类 

别的两组胸买力比价，一组是对所选定国家的加权数，另一组是对美国的加权数。 

这两个结果再合成所选定国家为美国之间 " 面 包 谷 类 食 物 " 的购买力比价。

3 Z 所选定国家激美国之间養小国力生产总值的购买力比价计算方法同上述程 

序相似。 构成国内生产总值的每一项目（如大米）先后按所选定国家加美国对此 

项目的国民平均支出算出其购买力比价的加权数。 这样就产生了所选定国家糸Î美 

国之间国内生产总值的西组购买力比价。 这两组购买力比价合成的数字即为所选 

定国家如美国之间国内生产总值的购买力比价。

3^ 到目前为止本计划的工作分三小明确的时期展开. 第一期以一九七0  

年为参照年份，除了制订基本的方法外，还制定下列十小国家的一九七0 年的比较 

数字：哥伦比亚、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却牙利、印度、意大利、日本、肯尼 

亚、联合王国和美国 . 此外，也制订了下列六个国家以一九六七年为参照年份的 

类似比较数字 :，匈牙利、印度、日本、肯尼业、联合王国和美国， 一九七四年有 

效地完成了这一期的工作 .

3 i  第二期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目的在于增加第一期包*括的国家数字，增订 

一麥一九七0 年的基准比较数字，并且拟订一项每年订正这些数字的全面的方法 . 

这一期的鉴体范围扩大，包括的国家增至十六小， 伊朗、大韩民国、马来西亚和 

菲律宾加入后，发展中国家更具代表性 . 另外还包括了比利时与荷兰。 在一九七 

七年初结束了这一期的工作。

3 5 第三期的计划于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开始要订出一套新的基准比较数字； 

以一九七五年为重心，包括的国家比前两期大增. 委员会注意到参加这一期工作 

的国家有三十多个，予期可于一九七九年年中完成 .



3 6 . 第四期计划将于一九七九年中开始 . 其目标，除其他事项外，为改进 

现有方法，并将全面比较的总数扩增至六十个国家左右。 委员会注意到第四期的 

工作予计于一■九八五年完成，

3 7 .委 S 会在考虑国际比较计划所得结果对委fi会本身工作的可能用途时指出， 

许多年之内都不可能获得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在某一适当基准期肉的数据。

3 8 .在审查目前所取得的成果时，委员会注意到对发展水平相若的工业化国家 

来说，购买力比价大致上同汇率相符。 此外，在有适当数据可查的工业化国家之 

间S 其汇率同买力比价的差距在一九七三年要比一九七0 年美元对若干工业化国 

家货市贬值之前为小. 因此，委 fi会认为交换价值的提高，造成有关国家较高的 

相对国民收入，因而增加其应缴的会赛，委员会并认为这种交换价值增加的根掘不 

仅在于目前利用汇率计算的方法，同时也在于用以计算国民收入数字的各种货市单 

位实际购买力的提高。 发展中国家进行姆买力平价的比较就报IS难，对委S 会的 

工作可能没有多大意义。 现有工资水平反映出这些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很低；而 

需要大量劳力的当地生产货品的价格比起工业化国家同类货品的赛用或含有高价劳 

力在内的外国进口货品价格来也必然很低。 因此，这些国家国内货币对当地货品 

的购买力可能比从汇率折算中所佑计的还要高。 这一点对于佑计 " 付敦能力" 以 

决定会员国摊款数额来说有何影响目前还不清楚。



3 . 通货腺胀对分摊比额表的影响

3 9 . 上面第 1 2 段扼要地叙述了通货膨胀对会员国的国民牧入的，响。 这个 

影响可以说是因为汇率、有关当局或市场力量没有作出充分的调盤而造成的。 委员 

会意识到会员国对个别分摊比额可能因通货膨胀而被歪曲这个问题的重视，因此， 

委员会多年来已在设想一个有系统地对过高的通货膨/张作出调整的办法。自从一九七一 

年世界经济普遍出现币值波动和价格变动反复无常的局面以来，委员会更是致力于 

这一方面。

4 0 . 因此，委员会再度审议以不变价格取代时价来表示国民收入的可行性. 这 

个程序可以消除价格变动的差别对各会员国的国民收入的影响， 但委员会获悉，

除了委员会在其上年度报告，中述及的长期存在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外， 目前只具有 

七十个会员国左右的以时价计算的数据。 此外，不仅此种数据是不可比较的，而 

且予计至少在十年之内还不会获得全体会员国 â々 这种数据。

C. 结论

4 1 . 委员会同意：它对一篮子货币和购买力比价所作审查，加深了它对汇率问 

题的认识，增进了它对国民收入折合同一单位以资比较的基本历程了解。

4 2 . 但是，委员会的了解是，按照特别提款权编制会费分摊比頻表所得的结果 

与按照美元来编制所得的结果只有很小的差异, 委员会还注意到在理论上为编制 

会赛分摊比频表把国民收入折合成同一单位的适当方法是，要计划出一种专为这一 

目的构想的一篮子货币。 委员会认识到，此种大躯行动会引起严重困难，例如在 

选择货币成分方面和在对每种货币给予相对比重方面所引起的困难。 而且它相信 

对于后者应该当心一点，因为专为联合国比额表特制的一篮子货币不能避免汇率方 

面画有的一切问题。

~一 同上，第 2 6 段和第2 7 段。



4 3 . 关于购买力比价可能用以替代汇率的问题，委员会注意到，除上面第S 8 
段内所述的限制外，今后许多年内还是不会得到关于所有各国的数据。 在这种情 

形下，它断定在不远的将来对此一替代办法再加讨论是徒然工益的。

4 4 . 同样地，关于以不变价格代替时价的问题，由于上面第4 0 段所列举的理 

由，委员会只有中止对此项问题的审议， 待各会员国能以划一的和可用作国际比较 

的标准数字编汇不变价格时再行处理， 在这一点上，委员会又获悉至少再要经过十五 

至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得出一系列有系统的数推。

4 5 . 因此，委员会的结论是，在最近的将采，仍应按照美元把国民牧入数据折 

算成一个共同单位。 虽然如此，委员会认为，它对于有关折算方法的许多问题进 

行的审查工作是有价值的，并认为，它在作出集体判断时，必定在可後的和可行的 

范围内就各别情况顾到这些问题。



三.新会员国和非会员国的摊款

4 6 . 大会议事规则第一六0 条 6 要求会费委员会就确定新会员国的会藥分摊额 

问题向大会提供意见。 同时，联合国财务条例第5. 8 条规定新会员 *国必须按大 

会所定的比率， 缴纳它们加入为会员国那一年的会费，并缴付它们在周转基金预缴 

敦项总额中所分摊的百分数(ST/SGB/Financial Rules/l/Rev.2(1976)).

4 7 . 在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期间，有两个国家于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日被接纳 

为本组织的会员国。 这些新会员国及大会有关决议如下：

会员国 大会决议

吉布提  3 2 /1

越南 3 2 /2

4 8 . 根掘大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第69 ( 工）号决议的规定，新会员国于 

其加入联合国的年度须缴纳会费，充作该年度预算经赛，其数额至少须等于下一年 

度为各该国所定摊敦百分比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三三，此款并入各该国加入联合国年 

度的预算内， 但是，后来大会决定对三分之一的规则作出例外规定，把从一九五 

五年以来大多数被接纳为本组织的新会员国的规定最低数额减低到九分之一。

4 9 . 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第3 1 /9 5 ；8 |'决议订定的联合国一九七七年 

会费分摊比额表是根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的国民收入和有关数据编制的， 大

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日第3 2 / 3 9 号决议订定的联合国一九七八--------- 九七九年

会费分摊比额表是根据一九六九  九七五年的同类数推编制的， 根振同样的

A /5 2 0 /R e v  1 2 和 Rev. \2/kmenù., 1 和 2 《联合国出版物 , 出售品编 

号：耳 74. 1. 6 )。



基础，委员会建议,一九七七年被接纳为本组织会员国的各国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和一 

九七九各年的会费分摊比率如下：

会费百分率 

1977 1 9 7 8 -1 9 7 9

吉布提 a  0 2 的九分之一 0。 0 1

越南 0. 0 3 的九分之一 a 0. 03 S
面第5 2 段。

提议的一九七九年会费分摊比率应并入大会第3 2 / 3 9 号决议第(a)分段所订该年的

比额表肉。

5 0 . 委员会又建议，这些新会员国应缴的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会费所用摊 

敦基准与其.他会员国同，但就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H第 3 1 / 5 C 和 D 号 

决议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日第3 2 / 4 3 和 C号决议为联合国紧急部队和联合国脱 

离接触^ 察员部队〜以及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第S—8 / 2 号决议为联合国驻黎 

巴嫩临时部队筹措经赛而核定的拨款来说，这 西 个 新 会员 国 的 缴敦 （按照大会指 

定它们属那一类缴敦国而定）应照历年按比例计算，

51 . 关于上面这个问题，委员会注意到，委员会主席在口头介绍提交大会第三 

十二届会议的委员会报告时7 曾表示，由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已于一九七七年九 

月二十日加入本组织力会员国，委员会建议的该国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和一九七九 

年的分摊比率8不再适用。 因此他提议将此事交给委员会一九七八年会议重新审议。 

同时，根据越南的建议，委员会同意，会赞委员会关于前越南南方共和和越南社会 

主义共和国一九七六年作为非会员国参加本组织活动的建议，也应由委员会本届会 

议重新审议。

参看 Aye 5yS2XSR 10 第 1 6 段。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 . 补编第 1 1 号 》（A / /3 2 / /U ) , 决议 

草案(g)段和(i)段载于第9 8 段。



5 2 . 越南一九七八年四月五H来文，提请委员会注意 . 由于该a 领土内经历的 

长期战争和破坏而继续存在的最困难的经况，委员会若干成员鉴于其中陈述的理 

由，认为这确是一♦ 特殊情况，因此支特越南的请求，以百分之零点零一的最低比 

率 . 而不以先前建议的百分之零点零三的比率，计算其一九七八年的会赛。 其他 

成员则认为委员会自一九七七年在其会议中按照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宫方 

数据建议适用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分摊比率后既未收到有关基期的新统计数据， 

实在没有理由要修改委员会先前的建议，因为该项建议已经考虑到了越南的特殊情 

况并已大大地減低了单凭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该国摊款百分率。 主张把越南的摊 

款率从百分之零点零三减为百分之零点零二的一项建议被否决，票数极为相近。

5 3 .  /说越南作为作为非会员国参加联合国活动而言，委员会建议请该国按照百 

分之零点零六的二分之一缴交一九七六年上半年的费用：按百分之零点零二的二分 

之一缴交一九七六年下半年的费用。 至于一九七七年，委员会建议越南社会主义 

共和国按百分之零点零三的九分之八缴费。 有些成员表示不赞成上述建议，他们认 

为作出郁些建议原应按照最低分摊比率。

以前的越南南方共和的摊款率 ,



54  在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第五委员会的辩论中，有一些会员国，特别是安 

哥拉、孟加拉国、意大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荷兰、巴基斯坦、波兰、荀葡牙 

新加坡、西班牙和P可拉1̂白叙利亚共和国，对于委员会建议的它们一九七八年和一九 

七九年应缴的分摊会赛比额表示不满 . 如会费委员会主席当时曾经指出的，上述 

每个会员国的意见都曾经在委员会本届全体会议上提出审议 .

5 5 . 此外，委员会牧到了波兰和新加坡的书面意见 .

56. 委员会于再次审议它去年顾到第五委员会中录示的各项意见作出的建议

后，认为每一项建议都是根据所有能够得到的事实审慎制定的。 此外，委员

会回顾，它已经为了经济和其他适切的原因就若干个别的比率作出降低的调鉴，而 

这种调整是在一个百分之一百的比额表中实际可行的 .
5 7 . 至于波兰代表的书面意见，委员会再度深入研究了为制订比额将波兰年度 

国民收入益罗提数字折合美元适用的汇率问题。 自波兰常驻代表团和财务主任获 

得了关于此项问题的资料。 委员会获悉过去波兰当局和/ 或联合国应用过不同的汇 

率。 在要它就不同汇率作出选择时，委员会面临的困难是，每一项汇率是为了特别 

的目的采用的。

5 8 . 委员会审慎地审查过新加被的书面意见，并议定在制订下一比额表时顾到 

此项意见。



五、委员会审议的其他事项 

A. 会春征收情形

5 9 . 按照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它的职责之一是,考虑适用宪章第十九条的 

规定应采何种行动，并向大会提出报告。 宪章第十九条的规定如下：

" 凡拖义本组织财政款项的会员国，其拖义数目如等于或超过前两年所应缴 

纳的数目时，即丧失其在大会投票权 . 大会如认拖义原因，确由于该会员国 

无法控制的情形者，得准许该会员国投票 . "

6 0 . 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的一项报告 , 其中指出四个会员国—— 中非帝国、 

民主束捕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南非—— 在本届会议结束时，有第千九条所指的拖 

义联合国会费的情形 . ’

6 1 . 关 拖 乂 ’的组成，秘书长将应向本组织经常预算、联合国紧急部队（一 

九七三年）和联合国脫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缴纳的敦项都包括在内.委员会的一小 

成员要求将他的意见载入记录，即维持和平的活动与第十九条所指的拖 '么情形无关， 

其他成员则认为委员会没有资格判断这♦ 问题的法律和司法方面. 委员会还注意到， 

上面第6 ^ 段内所指四个会员国，不论维持和平部队的缴款是否包括在拖义É々 范围， 

都有第十九条所指的拖义情形 .

6 2 . 关于会费的征收情况，委员会决定授权主席，在必要时对本报告发一增编 .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千二届会议，补编第 1 1号 》（ 1和 Add^ 1 

fP Add l / c  orr  1 和 A d d. 2 ) , 附件一，A 部分。



- B. 专门机构的会费比额表

6 3 . 大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3 1 1；B ( I V ) 号决议授权姿员会"应 

专门机构的要求，就该机构的会费分摊比额问题提出建议或意见"，

6 4 . 在审议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 

国际原子能机构递来征求意见的要求时，委员会决定应这些机构的要求，提供给它 

们委员会建议的联合H各会员国的分摊比率，以及非联合国会员国但为这些机构成 

员国的国家的理论上的分摊比率。

C- 委员会下届会议的日期

0 5 . 委员会决定按照它去年作出的决定，下届会议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开 

始，在纽约举行，为期五星期。



六 .委员会的建议 

6 6 . 会賽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一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

大会 
■■■ " ，

决议 :

1 .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H被接纳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下列国家的会赛分摊 

比率如下：

百分率会费

成员国 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

吉布提 0. .02 0. 01
越南 0. 03 0. 03

一九七九年，这些比率应并入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日大会第3 2 /3 9 号决议(3) 分 

段所订摊敦比额表内；

2. 一九七八年，吉布提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应各按零点零一和零点 

零三的比率缴纳会赛；

3. —九七七年，吉布提和越南应各按百分之零点零二和零点零三 的 九 分之一 

的比率缴纳会费；

4 . 这两个新会员国应缴的一九七七和一九七八年会费所用摊敦基准与其他会 

员国同，但 就 大 会 一 九 七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第 31 //5C和 D号决议和一九 

七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第 3 2 / 4  B和 C号决议为联告国紧急部队和联合国脱离接

触观察员部队筹措经赛、以及大会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一 H第 S—8 / 2 号决议为联合

国驻黎G嫩撒时部队筹措经赛而核定的拨敦来说，这些国家的缴款（按照大会指定

- 25 -



它们厲那一类缴敦国而定）应照历年按比例计算；

5 。 言 布 提 和 越 南 依 联 合 国 财 务 条 例 第 五 ，八条规定缴入周转基金的 

予缴敦项，应各按核定基金数额的百分之零点零一和零点零三的摊敦率计算；在新 

会员国的摊款率并入百分比额表之前，这些予缴款项应归入基金；

6 。 虽有大会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九日第3062 ( XXVI I I  ) 号决议第(£)分段的 

规定，但在大会议事规则第一百六十条的规定下，

( a ) 越南应在一■九七7^年上半年按百分之零点零六的 一 半的比率和在下半年 

按百分之零点零二的一半的比率缴纳一■九七六年它所参加联合国各项活动的赛用；

(b)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应按百分之零点零三的九分之八的比率缴纳一九七七 

年它所参加联合国各项活动的赛用。

决议草案二 

对大会议事规则第一五九条的修正案

大会，

决定修订其议事规则第一五九条如下：

"第一五九条

"会费委员会的成员不得有两人属同一国籍，各成员应在广泛的地区代表性 

和个人资格和经验的基础上选出任期三年，其起迄日期相当于的三历年。

成员轮流任满，但可连任。 大会应在会费委员会成员任斯即将届满前的一届 

常会上任命新的成员，如有成员出缺时，则在下一届常会上任命。 "

以前的越南南方共和的摊敦率。



附 件

‘篮子货币或国际记败单位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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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特别提敦权的创设，它的早期演变情况和现状

〔下 面 是 一 九 七 七 年 四 月 十 八 H 的 《 国际货市基金组织调查》 

的捕要 ,捕述玛格丽特 . 德弗里斯编写的一项出版物中的部分内容：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1966—1 9 7 1 ;《压力重重的货市制度》；卷一，《记事》和卷二，《文 

件 》。：）

1 . 特别提款权是一九六九年八月六日在基金组织内设立的， 它只有不到八年 

的历史，在世界货市制度中仍然相当新奇。 在一九五0 年代末期和一九六0 年代 

初期，有一些经济学家一 一 大都不是官方人士一 一 开始讨论国际清偿手段问题， 并 

提议创设一种新的傭备单位，来补充黄金或各国货币。 例如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 

三年的一项提议是，由一批工业国家创设一个集体或混合储备单位，这小单位由一 

定比例的主要货币组成，在各国的金融当局之间作为交换手段使用。

2 . 最后导致创立特别提敦权的官方讨论，大慨是从一九六三年九月三十日约 

翰 -肯尼迪总统于基金组织理事会在华盛顿举行的第十八届年会上所作的声明开始 

的。 他说羡国 " 随时准备支持那些为加强国际清偿手段可能必需采取的措施。 "  

那时候，十国集ai—— 参加基金组织的借贷一般安排的十个国家(比利时、加拿大、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意大利H末荷兰瑞典大不列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蹄財政 

部长和中央報行总裁—— 声明他们愿意研究世界清偿手段问题。 与此同时，只 

做了一小月基金组织总裁的皮埃尔一保罗，施魏策尔宣布，基金姐织也在加强其对 

国除清偿手段问题的研究。

3 . 肯尼迪总统发言后五年，林 登 ，约翰逊总统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基金 

组织理事会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年会上宣布，美国是接受对基金组织的《协 

议条款》所提议的修正案的第一批国家中的一个，修正案中规定设立特别提款权。几



乎又过了一年才有足够数目的成员国批准第一次修正案，而使这项修正案得以在一 

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八日生效，但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八月六日才有所需数目的成贞 

国存放其参加特别提敦帐户的必要文书，使这小怅户得以设立。

4 . 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九年这段时期，经常就是否真有必要设立任何新的 

储备资产和就这类资产所需的特别性 质 进 行 讨 论 和 谈 判 。曾经有好多年，有些 

国家的当局对设立储备资产的慨念，甚至对这个名词本身都很厌恶，它们比较喜欢 

—种同国际信贷更为相似的东西，例如向基金姐织的提款之类。

作为储备资产的特别提敦权

5 . 赞成通过采用新的储备资产来扩大世界清偿手段的工业国家，同希望首先 

看到联êïiil和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消除的男一些国家— 主要是改洲经济共同体六 

个原始成员国~-一之间也有很尖锐的矛盾。 欧洲共同体国家所关心的是联合王国 

和美国由于其他国家以它们的货币作为储备，它们在矫正国际收支逆差方面所受的 

压力较少，是否采取会使世界通货膊胀加剧的金融政策。 因此，讨论的进展经常受 

到这两个储备货币国家的国际收支的状况以及世界储备数额特别是黄金数量的影响。 

同时，已经设立了一些研究小组来审查关于慎重创设储备的各种提议。



6 . 由于意见纷艘，十国集团的国家到一九六五年九月，只能协议起草一个设 

立储备金的应急计划—— 那就是当全世界储务需要补充时可以使用的一个计划。因 

此必需制订这个应急计划的条敦和执行的办法。

7 .  一九六六年，基金组织总裁施韦策先生提出了一项重要倡议，他向十国集 

团建议设立储备金的办法，通道基金组织来执行，并且使基金组织的全体成员国参 

加。他一再明确地表示反对十国集团当时赞成的有限度的解决办法，而极力主张作出 

全世界性的安排。

8 . 确定新储备金的特性和分配方法化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十国集团的代表几 

乎每六小星期开会一次，同时基金组织的执行干事和管理部门则深入讨论各项有关 

的问题。接着基金组织的执行干事采取了一项空前的行动，与十国集团的代表们举 

行了四次联席会议，以便交换意见和速就计划达成协议。

9 . 最紧要的问题是究竟应有多少国家有权接受这项新资产。无疑的，长期谈 

判获得的最重大成果 , 是已就一项包括基金组织全体成员国—— 发展中国家和工业 

国家—— 的计划达成了协议。但是还有其他件多重要问题，如：怎样为这项新资产 

筹措资金？ 这项资产的使用应遵照什么规则？ 新资产是否必须偿还？ 在寻求 

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新工具究竟是一种真正的储备资 

产 ，可以自由使用而不必偿还，还是更接近于信贷，须遵守使用的规则和 '偿还  

的义务？ 一些国家—— 主要是联合王国和美国—— 希望新的储备可以代替黄金随 

时为人接受；另一些国家—— 最主要的是法国—— 则渴望保持黄金作为货币制度中 

心的地位，极力主张新单位应具有信贷而非货币的作用。

1 0 . 互 相 让 步 的 结 果 ，最后才出现了特别提敦权，基金组织的总顾问把它 

叫做炼金术，是储备资产和信贷的混合物。 决定了特别提敦权的具体特性之后， 

有一个困难的问题，即这小计划的生效需要多少表决权的同意，和生效后关于創设 

特别提敦权的任何决定，还等待着解答。 已经议定理事会，必须有全部投票权的百 

分之八十五多数。同时在欧经共同体国家的坚持之下，作为折衷办法中的一部分，

理事国议定对基金组织经常资玩规则和惯例的一些修改也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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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因此，一个叫做 " 以基金组织特别提敦权为基础的设旅纲要"的计划的主 

要部分在四年期间遂渐形成。 理事会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在里约热内卢 

举行的基金组织第二十二届年会上通过了这个计戈还， 把这个计划并入基金组织 

的体制内， 为此，必须把这个计划的一般词语改变成基金组织《协定条敦》修正案所 

需要的精确文字。修正案共有1 3 条新条文和4 个新敦，并对条文作了其他实质性 

修改。在基金组织进行起草时，十国集团又召开了一次部长级会议，让工业国家解 

决它们的分艘。

1 2 . 但是对《协定条款》所提议的一个修正案在几个月内就草拟好了，并且理 

事会已于一九六/V年五月予以核准。

特别提敦权的第一次分寧己

1 3 . 理事会再度讨论了如何确定全世界储备需要补充的问题。倚单地说，基 

于当时认力全世界储备状况很的决定，理專们才于一九六九年底核准了从一九七

0 年一月一日开始，分三年分配9 5 亿特别提敦权决定。

1 4 . 在实际分配和使用特别提款数以前，必须作出其他直大和困难的决定：参 

加国间实际执行特别提敦权互相划恢的原则应该是什么？基金组织能够在什么程序 

内行使其权力，让它的普通帐户接受特别提款权以代替黄金或参加国的货市？ 第 

一个问题在以前很多讨论中出现过，关系到参加国间互相划帐的方便或限制的程度。 

而且，一些执行董事担心几个工业国家会持有大部分特别提款权，其他执行董事则 

深恐过度限制特别提款权的使用，以致它们不会作为储备被充分接纳。 至于第二 

个问题，显然基金组织接受特别提款权的做法有助于这个新货币单位的确立，但 

基金组织本身部有持有过大数量特别提款权的危险。 执行董事必须权衡各种因素 

并于作出必要决定时要在成功地开始创设新的储备资产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1 5 . 特别提敦权成为大家接受的储备资产进展的速度可能甚至要比它的傷议者所 

希望的为快，一九七0 年在哥本哈根开年会时，施韦策先生就能够这样说， "照我看 

来，直到现在为止，办理特别提款权业务已有极成功的经验，可以说特别提款权已 

经确立为一种储备资产。 "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美国停止以美元兑换黄金以后，货 

币基金组织人M开始建议让特别提款权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1 6 . 设立特别提款权时的冗长辩论说明了当前国除货市问题的许多方面。 例 

如，今天坚决主张设立特别提款权原应具有若干其他特点—— 例如同供应发展资金 

建立联系—— 的那些人可以意识到真正取得了多少成就。 那些认为回顾起来，六 

十年代后期过于注意流动资金问题而不太注意国际收支的调整问题的人可以回想到 

为什么处理流动资金问题需要如此长的时间。 那些敦力于衡量当前世界流动资金 

供应的人可能友现以前考虑到的技术很有用处。 至于那些近年抱怨货市制度的改 

革缓慢的人看到为创设流动资金和储备的谈判最后取得的成果也可以感到安慰。

1 7 . 特别提救权在极短时间内已成为获得大家接受的世界货币制度的一个特色。 

它实际上已取代了黄金和美元成为货币制度内的货币，并且日益用作官方和私人ffll际 

金融交易怖记恢单位。 建议的对《协定条款》的第二次修正案，作为一个目标，

载明当黄金在货市制度中的作用减少时，特别提敦权遂渐成为国际货币制度的中央 

储备资产， 各成员国政府正在审议批准的修正案中有几项重要规定，这些规定 

旨在加强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资产的用途和扩大它的可能用途。

1 8 . 鉴于目前仍有大量美元被用来作力货市制度的储备和黄金在今后的作用 

的不确定性，特别提敦权成为主要储备资产的程度如何仍然是一个猜测的问题。 

不过，大家的注意力继续集中在特别提款权上。 例如，若干货币专家已经在主 

张采取措施，包括由基金组织对一切储备作更大的控制， 以便特别提款权早日 

用作主更储备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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