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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日内瓦举行有关m际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般性讨论期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的成员往往从略为不同的角度来讨论各种问题.但是，所有代表团都共同关心一 

些问题，这从以协商一 ib^式通过的决议数目就可以看出，对当前情况的分析显 

示，对于国际社会面临着哪些主要问题，大家的意见相当一致。 

理事会今年的一般性讨论集中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改变和不平衡的问题.事 

实上，国际经济环境这种不平衡和不稳定的现象一直令人担心，不稳定往往是进 

行必要调整的结果，但有时会产生不利后果.为了协助各11未雨绸缪，应付这个 

何题，理事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一项决议，促使及早确定、分析和监测世界经济 

发展情况. 

理事会也认识到显然所必要将环境问题列为高度优先事项.地球的环境已成 

为全世界都关心的真正的全球性问题.虽然在哪些画家集团应任种责任的问题上 

意见分歧，理事会仍在建设性的气氛下进行了审议工作并取得了积极成果a 特别 

是，就召开联合if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提议取得了进展，并就一项关于加强环境方面 

的国际合作的决议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后者涉及向发展中11家提供用于环境方案 

和项目的额外财政资源这一重要问题. 

理事会特别注意稂食和农业领域，理事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一项决议，重 

申最近在世界粮食理事会的《开罗宣言》中表达的饥饿、营养不良和贫穷进行斗争 

的画际承诺. 

理事会也注意到人力资源的开发，通过一项决议，重申人力资源在社会一一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大家普遍认为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投资是发展的先决条 

件，而不是在经济困难时就可以取消的奢侈品.在另一项决议中，理事会也认识 

到，在这个时刻，将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审议列入政府间的讨论中并加以协调处理是 

特别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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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不发达国家日趋边际化及最不发达菌家缺乏进展仍引起关注.在非洲经 

济委员会协助下，非洲各国拟订了导致非洲社会——经济复苏的结构调整备选大纲. 

理事会确信非洲各画经济必须实现结构改革及持续增长和发展，通过了一项决议， 

呼吁厘际社会对向非洲厘家编制的画别方案提供支助的请求予以考虑。 

我们能够也必须使IS际经济合作更有效、更公开；必须使联合画系统的活动更 

配合实际情况，才能使联合国系统在协助发展中s家恢复持续增长和持续发展方面 

发挥其必要的作用a 至于确定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则是大会完成其每三年一次的 

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全面政策审查时的任务。 、 

在个别决议中,理事会表示必须加强多边主义，作为卿示经济合作的基础，并 

使联合国发挥作用，傻使各方对国际经济问题采取共同立场.将于1 9 9 0年 4 

月举行的关于恢复发展的大会特别会议是各会员国全面讨论世界经济面临的相互关 

连问题的一个重要机会.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向理事会报告指出，他对委员 

会上次会议以来所取得的进展感到乐观‧ 7 7国集团外交部长的《加拉加斯宣言》 

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的确，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使这一特别会议成为一个新的开始.这可以成 

为 1 9 9 0年代画际合作的基础，特别是通过第二届联合国最不发达画家问题会议、 

笫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及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画 

际发展战略。 

显然需要一个切合实际的适当战硌来为普遍增长和发展奠定基础.也许可通 

3±t展规划委员会向理事会建议的办法来制订这一战略。编制国际发展战略特设 

*委员会主席向理事会提出的综合报告指出，有关这一重要问题的工作正在进行。 

委员会第二届会议进行的一般性讨论显示，各国政府就若干关鍵因素达成了相当大 

程度的共同意见.这是委员会下届会议的妤兆头，该届会议将集中讨论战略的大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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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 1 9 8 7 7号决议的后续行动，就采取进一,措碎,复理事会活力 

达成了协议，也使我感到厥慰。理事会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主要机关，由于厘际 

社会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范围和复杂性，必须充分利用理事会来解决这*问题. 

理事会在其通过的各项决议中表示了诚意，各会员国和联合国秘书处必须随后采取 

实际步骤，使理事会能够有效地履行其职责。 

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理事会1 9 9 0年组织会议将会落实有关恢复活力的各 

项决议内要求的措施，特别是多年工作方案和改善文件工作.我确信理事会成员 

和秘书处将继续利用目前的气氛，使进行中的改善理事会职能的努力顺利成功， 

时机紧迫，我们必须加紧努力，坐失良机或拖延推诿所造成的损害与曰倶增， 

终将巨害.使那些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恢复增长是刻不容缓的；不能让那 

些厘家的社会情况再,1化下去.绝不能让这个星球任何地区的生态退化造成无法 

弥补的损害。现在正是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时候. 

理事会当然无法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解决世界经济和社会问题，不过，理事 

会的任务在于促成这些问题的解决；我认为理事会今年的确成功地执行了这一任务. 

目前没有任何关于画际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重大新倡议或决定，但怎么会有呢？联合 

国系统还有妤些重要的活动和会议要进行：4月间的大会特别会议，编制1 9 9 0 

年代国际发展战略， 1 9 9 2年环境和发展会议‧ 各国政府决定不提出任何预先 

判断这些会议和活动的结果的倡议，也不采取任何可能损害谈判气氛的立场，这是 

可以理解的.于是，理事会进行了建设性和有益的意见交流。我们相信我们的 

对话有助于这些会议的筹备和顺利举行。 

经济及社会理事主席 

克耶尔‧昊尔滕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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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本报告述及理事会1 9 8 9年组织会议及其1 9 89年第一届和第二届常会的 

工作。 

本报告载有理事会及其会期委员会在其议程每个项目下采取的行动的摘要，其 

中包括投票记录。 

理事会各项会议的摘要记录将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9年， 

全体会议》印发。自 1 9 8 2年以来，已停止为理事会各会期委员会提供简要记 

录（理事会第 1 9 8 2 / 1 0 5号、第 1 9 8 3 / 1 8 4号、第 1 9 8 5 / 2 0 0号、第 1 9 8 7 / 

1 7 9号和第 1 9 8 9 / m号决定)。 

理事会的决议和决定及其各委员会和常设娈员会的裉告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正式记录》的《补编》印发。 1 9 8 9年的《补编》开列如下： 

1A 

2 

3 

k 

5 

6 

了 

1 9 8 9年组织会议和1 9 8 9年第一届常会 

通过的决议和决定 

1 9 8 9年第二届常会埴过的^议和决定 

人权癸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报告 

统计娈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报告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会议mi^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报告 

人口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报告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报告 

文件编号 

E/1989/89* 

E/1989/89/Adcl.l»» 

E/1989/20 

E/1989/21 

E/1989/22 

E/1989/23 

E/1989/2" 

E/1989/25 

最初作为E/1989/工]oy4和7号文件印发。 

最初作为 E / 1 9 8 9 / I l o v i o号文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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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大会采取行动或提请其注意的事项 

1 ‧理事会在其1 9 8 9车组织会议以及1 9 8 9年第一及第二届常会上通过 

了要求大会采取行动的决议和决定，决议和决定的有关段文摘要如下. 

恢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力 

执行理事会关于恢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活力的笫1988/ 

77号决议的进一步措施' 

理事会第 1 9 8 9 / 1 1 4号决议在重申其已获大会第 4 3 / 4 3 2号决定核可的第 

1988/77号决议后，请各附属机构重点说明辩论形成的政策建议和决定，供理事 

会审i义并采取适当行动，建议大会请其通过理事会向其报告的附属机构也这样做； 

促请各附属机构充分执行理事会第1979/41号决议，将临时议程及所需文件清单 

交理事会审议，以确保关于文件的请求更为一致并改进报告程序，并建议大会请其 

通过理事会向其报告的附属机构也这样做；建议大会第四+四届会议请其通过理 

事会报告的附厲机构提出建议，为理事会审议其报告提供充分的时间；请大会在会 

议委员会协助下核准和调整1 9 9 0年和 1 9 9 1年会议日历，同时铭记上文的建 

议。 

区域合作 

宣布第二个非洲工业发展十牟2 

理事会第1 9 8 9 / 1 1 5号在忆及其第1 9 8 7 / 7 0号决议后， m义大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考虑宣布1 9 9 1至 2 0 0 0车期间为第二个非洲十车并请秘书长 

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千事协商，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出编制第二个非洲工 

' 见笫三章，笫2 2至 2 7段， 

2 见第四章，第1 0 1至1 0 4 段 ， 



业发展十年方案的建议并附费用估计，同时考虑到非洲工业部长会议1 9 8 9车 5 

月 3 1日第 2 ( I X )号决议， 

非洲社会经济复苏和改革结构调整方案，选纲领， 

大会第1989/116号决议在回顾大会第43/27号决议后，有兴趣地注意到非 

洲经济委员会部长会议以其1 9 8 9车4月7日第676(:o:iV)号:义通ii"的《非 

洲社会经济复苏和改革结枸调整方案的备选纲领》和关心非洲经济和社会进展的各 

机抅 1 9 8 9车5月10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所通过的关于非洲长期发展的联合 

声明，并请大会考虑就上述纲领酌情釆取行动， 

发展和Si际经济合作 

召开一次联合国发展和环境会i义* 

理事会笫1989/87号决议在回顾大会第43/19frf决议后，决定向大会第四 

十四届会议转发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第15/3号决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9 

车第二届常会在议程项目2 (对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区诚和部门发展的一般 

性讨论）和7 ( t )(环境）下表示的看法，由大会审议并采取适当行动• 

将人口因素列入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牟国际发展战略， 

理事会第1989/90号决议在回顾大会第43/182号决议和联合国世界人口会 

议的各项建议后，建议大会在审议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牟国际发展战略时，对人口 

的作用和人口政策与活动的重要性给予应有的重视，并将其与战略的指标、目标和 

政策措施充分结合起来， 

见第四章，第1 0 5 至 1 0 8 段 ， 

见第四章，第2 0 7 至 2 1 3段, 

见第ffl章，第1 6 7 至 1 6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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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沙治沙行动计划6 

理事会第1989/lO;^决议在注意到由于文件提供的延误，理事会未能充分审 

议这一问题之后，决定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转发开发计划署署长关于联合国苏丹 

一一萨赫勒办事处的活动的报告、秘书长关于大会第 4 2 / 1 8转决议的执行情况的 

报告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第15/23号决定及其所附决议草案，以及在经洛及 

社会理事会1 9 89车第二届常会上表示的看法和意见，由大会深入审议并采取适 

当行动。 

理事会第198 9/78号决‧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编写 

的关于以电子计算机处理个人资嵙档案管制准则的研究报告表示赞赏；决定向大会 

转交特别报告员的最后报告；请秘书长将载有各国政府对最后报告表示意见的报告 

提交大会第四+四届会议，供其审议，建议大会传为优先事项考虑通过和公布以电 

子计算机处理 个人资料档案的管制准则， 

理事会第1989/7將决议在回顾大会笫43/112号决议和赞赏人权委员会完 

成儿童权利公约草案的拟订工作之后，决定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交公约草案和 

人权委员会工作组报告，以期通过这项公约， 

理事会第1989/81号决议,决定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三届会议 

见第四章，第2 1 9至 2 2 2段。 

见第五章，第3 0至 3 2段， 

见第五章，第3 3至 3 5段。 

见第五章，第9 7至 9 9段， 

人权问题 

以电子计算机处理个人资嵙档案的准则， 

儿童 权利公约问题 

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 



的报告转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供其在题为"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的项目 

下审议. 

拟订《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号 

任意议定书以期废除死刑，° 

理事会第 1 9 8 9 / 1 3 9号决定在注意到人权委员会第1989/25号决议之 

后，核可委员会的决定，即将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编写的关 

于拟订《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个第二号任意议定书的提案的比较分析 

和笫二号任意议定书草案以及在小组委员会第三十九届、第四十届会议和人权委员 

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上表示的评论意见一并递交大会采取适当行动， 

提高定期真正的选举原则的效力" . 

理 事 会 第 1 9 8 9 / 1 4 5 号 决 定 注 意 到 人 权 委 员 会 蓠 1 9 8 9 / 5 1 号 决 议 , 

并建议大会通过该决议附件中所载A后工作的纲要。 

妇女 

接照《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宗旨 

消除对妇女的歧视， ' , 

理事会笫1 9 8 9 / 4 4号决议注意到妇女妯位委员会第3 3 / 3号决议后， 

支持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下述提议，即在委员会第九届会议前召开一次为期三 

至五天的工作组会议，编制有关缔约国第二次^以后的定期报告的i义舉^问潁供委 

员会第九屆会议审议，并请大会采取必要的行动。 

见第五章，第4 6至 5 2段， 

见第五章.第 6 6至 6 7段。 

见第五章，第1 8 6 至 1 8 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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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 

《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二十周年" 

理事会第1 9 8 9 / 4 8号决议建议大会通过其中所列决议重案， 

《老龄问题维也纳际行动计划》执行 

情况的第二次审査^评价" 

理事会笫 1 9 8 9 / 5 0号决议在审议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3 7 / 5 1号决议编 

写的报告之后，建i义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在第三委员会成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特 

设工作组，着重总结第二次审査和评价《老龄问题SI际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最近的将来与发展有关的钍会福利政策^方案的 

~指导原则湘与发廖有关的社会福利政策相 

方案区域间协商会议的后续行动" . 

理事会第1 9 8 9 / 5 3号决议建议大会通过其中所列决议苴案. 

麻醉药品 

加强^协调减少对麻醉药品^ 

積神药物的非法需求的措施 " , 

理窖会第1 9 8 9 / 1 4号决议在提及大会第 4 2 / 1 12号决议之后，促请 

"见第五章，第 2 0 3 至 2 0 5段。 

"见第五章，第 2 0 8至 2 0 9段。 

"见第五章，第 2 1 4 至 2 1 5段， 

"见第五章，第 3 0 2至 3 0 3段。 



全休会员国在大会及其财务机构中采取适当步骤，适当优先考虑并在大会笫4 3 / 

2 1 4号决议业已核准的方案概算或 1 9 9 0 - 1 9 9 1两年期预算大纲范围内， 

核准必要的预翼拨款，使麻醉药品司能钕评估各国湘国际在执行麻醉药品滥用ifc非 

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通过的詧制麻醉品滥用今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中确定的 

七项目标所取得的进展程度。 

向国际麻醉品管制方案拨出适当 

~ ~ 咨 金 并 绐 予 优 先 重 ~ ~ 

理事会第1 9 8 9 / 1 8号决议在回顾大会第4 3 / 1 2 2号决议之后.促请 

各国实施经联合国通过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会议所通过的第3号 

决议，在大会及其各财务机构采取适当的步骤，绐予适当的重视，核准必要的预算 

拨款，以期向麻醉药品司柏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秘书处提供必要的咨源，使之能够 

充分履行所赋予6^各项任务.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1 9 9 1 ‧- 1 9 9 2年期间世界 

賴食计划署认捐指标 ' a 

理事会第 1 9 8 9 / 1 2 1号决议建议大会通过该决议所附的决议苴案。 

发餍方面业务活动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 

理事会第1 9 8 9 / 1 8 5号决定建议大会笫四十四屆会"i^义完;^耳9 8 9年联 

合国系统，屦方面的业务活动的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査工作。 

"见第五章，第 3 1 0至 3 1 1段。 

，3见第六耷，第2 5 至 2 9段。 

'，见第六章，第7至1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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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联合国系统范围内多边技术合作四十年" 

理事会第1 9 8 9 / 1 8 7号决定建议大会在筲四十五屆会i义期间按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理廖会第8 9 / 6 8号决定的建议拨出一定时间，以适当方式并在尽可能 

髙的级别纪念联合国系统范围内多边技术合作四十年， 

协调问题 

预防jfP控制后天免疫丧失综合症（艾滋病）" 

理事会第1 9 8 9 / 1 0 8号决议在回顾第1 9 8 8 / 5 5号决议、大会第 

4 3 / 1 5号决议初其他有关决议之后，请大会审议世界卫生组织总千事的裉告和 

联合国系统对艾滋传染病采取的对.策，在顾及理事会第1 9 8 9 / 1 0 8号决议的 

情形下就进一步的行动作出适当决定. 

方案^有关问题 

方案问题" 

理事会第1 9 8 9 / 9 7号决议赞同方案勒协调委员会关于碥定优先欢序结 

论^建议，并赞同委员会建议大会宙议调整会议S历问题，使委员会的届会在五月 

下甸举行。 

20见第六章，第3 0至 3 3段。 

2 '见第六章，第 4 8至 5 2段。 

"见第六章，第 8 9至 9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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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自然灾害方面的合作 

国际减少自然灾窖十年" 

理窖会第1 9 8 9 / 9 9号决议回/纟#大会第4 2 / 1 6 9 ^ 笫 4 3 / 2 0 2号 

决议和理搴会第1 9 8 5 / 5 1号决议之后，请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国际特设专 

家组将其报告全文作为正式文件提交大会并建议大会采取适当行动为达成19 9 0 

年开始的十年的目标和目的进行国际合作一事制定适当纲领，特别要强调为联合国 

系统设想的催化和促进作用，并要考虑到秘书长报告中的提议^建议及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 1 9 89年第二届常会上表示的意见。 

组织事项 

经济及社会领诚的SI际十年的指导方针" 

理事会第1 9 8 9 / 8 4号决议回顾其第1 9 8 8 / 6 3号决议^注意到大会 

第 4 3 / 4 3 4号决定之后，建议大会进一步审议并就载于理事会第1989/84号 

决议附件中的订正的国际十年指导方针采取适当行动，但有一项了解，即这些指导 

方针将不适用于联合国发展十年. 

» * * 

见第六章，第1 1 2至 1 1 6段。 

见第八章，第6 7至 7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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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事会还通过了提请大会注意的下列决议*决定。 

决 议 

1980/1 向民主也门提供紧急援助 

1989/2 向吉布提提供紧恚援助 

1980/4 消费型态湘发展的质量指标 

1989/27 南非和纳米比亚境内的跨国公司 

1980^29 改善秘书处内妇女的地位 

1 9 8 9 / 5 1当代世界的青年 

1989/60《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的有效执行程序 

1 9 8 9 / 6 3联合国预防犯罪湘刑事司法的标准*规范的执行情况 

1989/72 世界社会状况 

1989/86 以色列在所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其它阿拉伯领土内采取的经济措施 

1980^88 粮食湘 

198a/89 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状况 

1 9 8 0 ^ 9 6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1980/101加强国际环境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资金 

1989/103遭受沙漠化和干旱的非洲国家 

1 9 8 9 / 1 0 7世界文化发展十年 

1980/109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报告 

1989/^110国际经济合作争取发展的共同方针 

1980/112从发展中国家流出的资金转移净额及对其经济增长^发展的影响 

决 定 

iQsa^ioi科学*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的报告 

1980/111向索马里提供紧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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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23儿童吸毒上瘾问题 

198a/130各国有关农村地区妇女境况的经验 

1980/160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附属机构和有关机关的选举、任命湘提名 

1988/166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恢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汆发展的 

大会特别会i义*筹备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1989/169编制联合厘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战略特设全体委员会主席关于委员会 

工作的口头报告 

198a/190 1 9 9 0和 1 9 9 1年会议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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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关于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区域和部门性 

发展的一般性讨论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9年第二届常会举行了关于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 

包括区域和部门性发展的一般性讨论(议程项目2 )。理事会主席和秘书长在1989 

年 7月 5日第 1 7次会议上致了开幕词。一般性讨论在第 1 8次至第 2 7次和第 

2 9次彼上进行，举行会议的日期是 7月 6日和 7曰以及 7月 1 0曰至 1 3日； 

有关的简要记录（E / 1 9 8 9 / S R . 18翌7禾329)载有讨论的情况。 

2 . 理事会第一届常会决定，在一般性讨论中，集中注意世界经济的结构改变 

与不平衡及其对国际发展合作，特别是对同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合作所产生的影响 

问题（第1 9 8 9 / 1 0 5号决定，（a)段)。 

开 幕 词 

3 . 理事会主席在开幕词中说，在过去的十年里，世界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相互依存关系日增；未来的十年将面临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重大挑战。联合国系统 

内多边合作气氛的改善为改变国际经济合作政策以适应过去十年里已经发生的变化 

和现在仍在发生的变化提供了 一个独特的机会。 

4 . 据《 1 9 8 9年世界经济概览》'记载，在整个1 9 8 0年代期间，区域 

间和国家间的经济差距加剧。增长率的不同意味着在整个十年里，发达国家和大 

量发展中国家间在收入方面的差距日益扩大。对于其中的许多国家来说，把1980 

年代称为"失落的十年"是不无道理的。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了经济改革，伹 

是许多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比十年前还严重，将近有1 0亿人生活在赤贫之中，占 

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进口粮食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发展农业部门。在人口政策 

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伹并非所有区域和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与此同时，全世界城 

'联合国出版物，(英文本）出售品编号 K 89.工工‧ C. 1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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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口的增长日益令人不安。环境问题在生活质量上对后代造成了重大威胁，这在 

某种程度上也是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平衡的结果。 

5 . 其中的一些问题属于本届会议议程上最重要的项目之列。理事会如何处理 

这些问题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将显示1 9 8 8年开展的恢复理事 

会的活力的努力是否已经开始奏效。 

6 . 秘书长在理事会讲话时说，回顾过去几年，所得的印象是，历史的步伐加 

快了。各大洲都有重大的事件发生，一些极其令人震惊，一些则非常令人鼓舞，几 

乎所有这些事件都在提醒人们，以《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五条的话说，必须创造国 

际同和平友好关系所必要之安定和福利条件。 

7 . 一些大国近来进行了根本性的经济改革，对它们自己和整个世界产生了深 

远的政治影响。在拉丁美洲，债务问题巳爆发为社会混乱和暴力。北非也出现了 

类似的问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许多国家正在逐渐走向经济和政治紊乱。十 

年前在消灭贫穷落后方面已经起步的国家重陷停滞状态。如果世界上大多数人期望 

生活改善的愿望不能满足，那么，在政治上取得的进展便可能是徒有其表。 

8 . ：»几年有一、极的发展，如政治缓和、军备竟赛放慢、以及在解决区域性冲 

突方面所取*的逬展。如果这一势头可以维持下去，则不仅能腾出人力和经济资源用 

于和平发展，而且也将极大地改善每一个人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的气氛。 

9 . 另一项伟大的变革是传播方面的萆命，由它产生了一个真正的全球市场， 

不仅是货币和金融的全球市场，而且也是思想、价值观念和文化的全球市场。它以 

人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改变了国际关系，全世界个人之间的直接联系使环境问题 

等以前基本上被当作国内问题的问题成为国际性的问题。 

10.最重要的是，对待发展的态度有了改变。各国政府终于认识到，它们不能 

靠发号施令取得发展，而必须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虽然各国的发展政策仍有区 

别，伹是对于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大家的想法在许多方面往往不约而同。现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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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人认为，政治自由和参与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并且也有助于 

经济进步。 

11. 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遭到种种挫折，伹是还有一线希望，到2 0 0 0年形 

势也许会好转。这项工作是不容易的，因为要使互相冲突的政府联合起来困难重重， 

而发展问题的范围又是如此之大。 

12. 理事会选择了结构改变和不平衡作为讨论的一大政策主题，这种结构改变 

和不平衡见于世界经济的几乎所有方面，最明显地表现在1 9 8 0年代世界经济所 

特有的去向不定和不可预测、技术上的差异日增、国际金融管理、以及最不发达国 

M来越处于边缘地位。发达国家的高利率和较好的投资机会使发展中国家难以吸 

引新的资本促成增长。国际贸易制度有利于工业化国家，而国际竟争能力基本上取 

决于掌握术。这种不平等的最显著的后果是资源从穷国倒转到富国。 

13. 这些困难的问题事关所有国家，这些国家必须按其能力大小分担贵任，立 

即处理这些问题，这将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联合国可以通过召开关于国际经济合作 

的大会特别会议、制订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等方法，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提 

i义的环境和发展问题国际会议和第二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将有助于更加 

详细地了解发展的中心问题，为互相依存的世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14. 在国际债务方面尤其迫切需要多边合作。大会再次请秘书长举行协商，以 

•觯决办法达成一项谅解。国际货帀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近作出的支持削减 

偾务的决定标志着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但不应低估削减茼业银行的债务的困难。 

偾权国在税法和规章方面的改变显然是很重要的，债务国的政策改革也同样重要。 

可能还需要回顾多伦多首脑会议旨在减轻低收入国家，尤其是非洲的低收入国家的 

偾务负担的决定，因为非洲的低收入国家的结果至今仍令人失望。解决债务危机可 

能需要采取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金融行动，如果没有所有有关各方——政府、银行和 

国际金融机构一一的巨大努力，便不容易找到一项解决办法。 

15. 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另一个危机是环境退化，对其影响仍未有充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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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高兴的是，所有国家，从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最穷的国家，都已很快意识 

到这一问题影响到的可能不仅是它们的增长潜力，而且是它们的生存。取得进展的 

例子有，《巴塞尔管制危险废料越界运输及其处置公约》，以及减缓全球升温、应 

付气候改变方面的努力。虽然在这方面所有国家都须分担贲任，伹显然工业化国 

家可以出力最大，不仅是减轻对全球环境所造成的损坏，而且也要帮助发展中国家 

打破贫穷、取得无害环境的持久的发展a 

16. 1 9 8 9年即将开始的关于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全面政策审查将为联合 

国系统给发展中国家的支助的质量和强度作出重要的贡献。至于恢复理事会的活力 

的问题，在实质和程序上都需要更大的政治意愿。理事会必须使其议程、工作方 

案和文件合理化。理事会如*滅这些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通过一项周密的多年工 

作方案，便可以每年着重于几项主要问题，更妤地完成《(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向会 

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提供政策指导的职责. 

一般性讨论 

17. 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团认为，各国和各区域间的经济状况的差异尤为令人不 

安 。 1 9 8 8年的全面增长的加速把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拉丁美洲和西 

亚的发展中国家甩在后面。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堆积如山，其中许多国家的社会 

结构本身因而受到了影响。在一些国家，社会和政治上的混乱导致发生暴力、丧失 

人命。好几位代表认为，要打破长期倒退的现象，首先必须努力改进国内政策.不 

过，大家普遍同意，改善国际经济环境，包括采取更具支助性的国际合作政策，可 

以迅速扭转国内经济状况。 

18. 1 9 8 8年，工业国家的增长速度加快，这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一些国家 

的代表团指出，这些国家的国内总产值的增长尤为持久。不过，通货膨胀的压力仍 

然很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强调，必须维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此同时， 

许多代表认为，虽然在削减主要的贸易不平衡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伹在这方面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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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采取有力措施，因为不平衡仍然大大，这也是汇率和利率不稳定的一部分原因。 

19. 各区域委员会执行秘书和许多]！家的代表团认为，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以 

及若干亚洲B家的债务问题是恢复经济增长的一大障碍。主要由于偾务问题，许多 

国家的资金转移净额急剧下降，有些国家甚至出现负的转移。据《1 9 8 9年世界 

经济概览》 '报告， 1 9 8 8年，负的资金转移净额增至3 0 0亿美元以上，这是 

连续第六年向发展中国家的全部转移净额出现逆差，这尤其令人不安。在经济形势 

西难的关头仍需向外转让资金，这对投资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一些国家社会福利 

开支受到削减。许多国家的代表团认为，必须扭转这一局势，才能取得持续的发展。 

多伦多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和法国和日本政府最近提出的倡议是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 

伹还需要迅速、广泛地加以执行。1 9 89年3月美国财政部长提出的倡议极大地 

推动了提议的一系列解决办法，因为削减主要负偾国的偾务已成为今后的谈判中应 

该考虑的主要内容。 

国际贸易与乌拉圭回合 

20. 大多数发言者指出， 1 9 8 8年世界贸易量增长了 8 %，平了十年中最高 

的增长率a由于非能源类的商品价格显著上升，发展中国家总的出口收入增加。但 

是，尽管贸易可能是，而且常常是一国增长的关鍵因素，然而保护主义的压力却威胁 

着贸易所带来的益处。"管制的"贸易、单边形式的报复、歧视性和双边贸易安排 

日益增多， 1 9 9 2年，将形成一个拥有3. 2亿消费者的单一的欧洲经济共体市 

场，对于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一些人认为是扩大贸易的机会，另一些人则认为是阻 

挠自由贸易的障碍。 

21. 虽然代表们对保护主义日益表示关切，伹他们欢迎1 9 8 9年 4月乌拉圭 

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期审査的积极成果，并表示希望最后取得圆满成果。代表们还 

欢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协定）最近商定的农贸协议和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主持下议定成立的商品共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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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主义和相互依存关系的处理 

22. 大家对贸易领域的单边主又及边主义或区域主义抬头的关切更普遍地反 

映在大家认为，其他经济活动中的多边主义巳受到威胁，因此要求予以支持‧若干 

代表团深感遗憾的是，弱小国家的经济仍要依赖少数几个大的工业化国家。它们促 

请采取措施，让所有国家更多地参与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和决策。需要更加切实地进 

行多边合作，处理好相互依存关系。 

23. 有几位代表指出，联合国在政治方面的努力最近产生了重要的协议，伹是 

在经济领域，多边谈判并没有取得类似的进展。裁军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减轻为其他 

领域的进展提供的重要的新机会。 

24. 许多代表团认为，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没有满足大多数会员国、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的需要，因此必须将其纳入比较可以预知而能持久的轨道。一些代表团强 

烈要求在联合国内建立一个全面的国际安全、包括国际经济安全的体系，以保护国 

家利益，使其免受有害和意外的外来因素的响.与这件工作相联系的是，联合国 

系统正在就如诃及早发现和监测世界经济趋势开展工作* 

人权与民众参与 

2 5 . 所有的代表都强调了在发展进程中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之间有着重要的联 

系。许多代表极为震惊地看到了经济问题、特别是债务危机所带来的社会方面、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政治方面的影响。那些被迫在减少本釆已经的社会福利、 

或偿还已经到期的国际债务之间做出抉择的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动荡不安、有时甚至 

是充满敌意的民众。 

2 6 . 许多代表团还谈到了人权、公民与政治自由和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民 

主化被越来越多地视为发展进程的一部分。一些代表谈到，保护人权、民主化进 

程和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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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发展 

2 7 . 几乎所有的代表团都谈到，保护环境是全球性的责任，要求所有国家参加 

进行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需要立即对一些威胁引起注意，这包括全球性的升温 

和气候变化，臭氧层日渐稀薄，土地沙漠化和乱伐森林，空气和水污染、有害废物 

的扩散。尽管充分觯决这些问题所需的资金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但国际社会如 

不立即采取行动，从长远来看，代价将是很大的，并且是不能挽回的。许多代表 

团对1 9 8 9年《海牙环境保护宣言》表示欢迎，并敦促接受在1' 9 9 2年召开联 

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的建议。 

2 8 . 许多代表团认为，环境保护应当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全面计划的一个组成 

部分。但;^很多代表强调指出，持续发展的概念不能在多边发展和金融机关的 

政策中作为附加的条件。一些代表团建议，在南南经济和技术合作的前提下，对 

环境规划采取区域性的觯决办法。总的说来，除了要立即采取措施以外，还要有 

长期的规划。 

加强全球对话的新建议 

2 9 . '大多数代表团期待着定于1 9 9 0年4月召开的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的大会 

特别会议，认为这是把新近显示在政治系统中的友好的积极精神应用于解决发展问 

题的独特的和及时的机会。他们敦促各国政府进行细致的筹备工作，确保特别会 

议的成功。代表团还指出，将于 1 9 9 0年9月召开的第二届联合国最不发达国 

家问题会议可能将为最贫穷的国家提出重要的建议。 

3 0 . 许多代表赞赏 1 9 8 9年 6月 7 7国集团外交部长会议通过的《加拉加斯 

宣言》中的建设性态度，该宣言强调有必要为了发展，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他们 

期待着即将在贝尔格茱德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也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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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 有几个代表团还提到促请社会主义国家更加积极地参与多边合作系统的呼 

吁。东欧国家愈加积极融入世界贸易、金融和货帀系统的努力，是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后半期的重要的进展。 

九十年代国际发展战略 

3 2 . 人们预料，所有这些倡议将有助于为制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际发展战略 

的重要任务，这个战略将在第四十五届大会上通aio 人们的看法集中在确定基本 

战略方针上，各国代表团对此表示欢迎，但大多数代表团认为，仍要对优先考虑的 

问题和实质问题作出不易作的决定，从而确保达成一个有益的和富有创新精神的文 

件，作为在下一个十年中采取合作行动的蓝图。 

3 3 . 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战略必须建立在目前全球系统的现实之上。发展规 

划委员会在向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建议采取一种可能的着手方法。委员会提出了 

四个主要的优先处理的领域：促进增长，开发人力资源，消除贫困和改善环^各 

国代表团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代表还提出了其他列为优先的专题，如消除饥饿， 

人口政策和非洲的经济改革。 

人力资源开发 

3 4 . 许多代表团认为，人力资源开发应该是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一个主要目标。 

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囯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 

的代表谈到了他们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人力开发加速和持续的发展以及更大的自 

力更生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3 5 . 人们指出，人力资源开发和消除贫穷二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在谈到 

贫穷的问题时，有儿个国家的代表团敦促把焦点集中到改善营养、受教育、训练和 

健康水平，以及把注意力集中到收入分配和使妇女加入到发展过程中^ 关于这 

一点，世界粮农理事会的执行主任引用了《开罗宣言》的呼吁，呼吁国际社会将消 

除贫困作为其最优先处理的问题。 

- 1 8 -



36.食品安全也受到人口迅速增长的影响；有几个国家的代表团强烈要求把与 

人口有关的问题和发展政策充分地联系到一^ 此外，妇女在所有这些相互关联 

的问题一如人力资源开发、人口政策、消除贫穷、饥饿和营养不良一上的关键 

作用，使得对于她们所关注的问题必须予以特别重视。 

3 7 . 有几个国家的代表团强调了联合国系统的业务活动的重要性，这些代表团 

还要求根据每一个接受国自己优先处理的问题，采取富有创造性的和注重行动的解 

决办法。有一些代表还敦促联合国开发系统更加高效率地和有效地利用资源。有 

几个代表在谈到1 9 8 9年4月非洲经济委员会部长会议通过的《非洲社会经济复 

苏和改革结构调整方案备选纲领》时，还强调了在制定结构调整方案时，评估各国 

经验和需要的重要'1^ 该《纲领》的基本方针是设法将社会和经济因素更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并减轻与许多结构调整方案相联的人类痛苦。《纲领》的目的是通 

过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和适宜的科技知识转移来实现国家和地区的自力更生。一 

些代表团认为，发展中国家本身和国际系统应支持南南合作。有几个亚洲代表团 

提倡在他们的地区进行这种合作。 

3 8 . 在讨论过程中提出的其他问题包括，为了照顾难民，有必要继续提供设施 

和资金，以及国际社会在减少自然灾害方面的作用。 

联合国的作用和恢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活力的前景 

3 9 . 1 9 8 8年的计论导致了协商一致通过理事会第1 9 8 8 / 7 7号决议， 

在此之后，很多代表谈到需要恢复理事会活力，使它能充分发挥联合国讨论国际经 

济和社会问题以及提出政策建议的主要论坛的作用。人们普遍认为，联合国系统的 

部分机构和某些政府间机构、包括理事会，并没有象应该的那样有效地发挥作用。 

- 1 9 -



由于近几年来影响联合国组织活动的财政危机所致，还是由于结构上缺陷，是 

可以争论的。由于各国经济的越来越相互依赖，需要有一个高效率的和有效的国际 

系统，因此，联合国本身就要发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作用。一些代表团认 

为，恢复理事会的活力，有赖各国政府采取更加严肃的和更富创新精神的揞施，各 

国政府应抱有更大的远见，为理事会的工作提供更大的支持。很明显，恢复活力问 

题仍将是理事会议程上的一个重要的项目。 

* « « 

4 0 . 美利坚合众国、法国（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国家）. 

中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突尼斯、日本、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挪威（代表北欧 

国家K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泰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印度, 

伊拉克、捷克斯洛我克、巴西、荷兰、南斯拉夫、波兰、加拿大、古巴、斯里兰卡. 

保加利亚、意大利、波利维亚、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纳、哥伦比亚、 

印度尼西亚、乌拉圭、尼加拉瓜、赞比亚、约旦、委内瑜拉、新西兰、蔔萄牙、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哈马和肯尼亚的代表在一般性讨论中作了发言。 

4 1 . 马来西亚（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属于7 7国集团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 

囯、中非共和囯、墨西哥、溴大利亚、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蒙古、埃及、巴拿 

马、斯威士兰、阿富汗、摩洛哥、大韩民国、土耳其、智利、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罗马尼亚、菲律宾和塞内加尔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 

4 2 . 主管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副秘书长和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主任也发了言, 

4 3 . 非洲经济委员会、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欧洲经济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 

经济社会委员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执行秘书作了发言。 

4 4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署长、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和世界粮食理事会执行主任也都在会上发了言。 

4 5 . 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国际电信联盟和国际海事组织的秘书长以及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也都在会上发了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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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 根据经社î£事会议事规则第7 9条，下列政府间组织的观察员参加了一般 

性讨论：欧洲经济共同，经济互助委员会. 

4 7 . 下列具有理事会咨商地位的第一类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发了言：国际商会、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各国议会联盟和世界劳工联合会。 

文 件 

4 8 . 理事会收到以下文件； 

( a )秘书长关于国际经济安全问题的报告（A / 4 4 / 2 1 7— E / l 9 8 9 / 5 6 ) ； 

0))秘书长关于《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执行情况的报告（A/44/266— 

E / 1 9 8 9 / 6 5和 A d d . 1 ) ； 

(C)列席经社理事会1 9 8 9年第二次常会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观察员代表团 

团长7月6日致秘书长的信，递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发来的题为《1988 

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向发展中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的助"的文件（A/44/ 

3 7 & - E / 1 9 8 9/125 ) ； 

(d) 1 9 8 9年7月6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出席经社理事会1989 

年第二届常会代表团团长致秘书长的信，递送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保 

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 

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关于《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执行情况的联合声明（A/44/379 "E / 

1989/126 ) ； 

(e) 捷克斯洛伐克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临时代办7 

月 1 8日致秘书长的信，递送关于捷克斯洛伐克1 9 8 8年向发展中国家和民族解 

放运动提供经济援助情况的资料（A/44/401—E/1989/1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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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发展规划姿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报告（E/1989/29 ) ; 2 

(g) 《1 9 8 9年世界经济概览》（ E / 1 9 8 9 / 4 5和 C o r r . i和 2 ) ; ， 

(il) 1 9 8 8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调查摘要（E/1989/55 ) ； 

( i) 1 9 8 8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调査摘要（E/1989/59 ) ； 

( j ) 1 9 8 8至 1 9 8 9年欧洲经济调査摘要（E/;i989/61 ) ; 

(le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期间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 

摘要（E / 1 989/67 ) ； 

(1) 1 9 8 7 - 1 9 8 8年非洲经济和社会情况调查摘要（E/l 989/68 ) ； 

N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1 9 8 9年 5月 1 5日致秘书长的信，递送非 

洲经济委员会部长会议在1 9 8 9 年 4 月 1 0日第十五次会i:Ui通过的《非洲社会 

经济复苏和改革结构调整方案备选纲领》的全文（E/1989/94 ) ； 

(n)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出席经社理事会第二届常会代表团团长1 9 

89年7月6日致秘书长的信，递送白俄罗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加利亚人 

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德:t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波兰人民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八国 

代表团就准备《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一事发表的联合声明（E/ 

1989/127 ) ； 

(0)秘书处发表的关于专门机构根据理事会第1 9 8 8 / 7 7号决议第 2 ( a m 

和20:>Xn)段提交的报告的通知（：E/i989/iir:F/8 ) ； 

(P)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第一类非政府组织一各国议会联盟提 

出的声明 ( E / 1 9 8 9 /画 / 6 ) 。 

经济及社会理筝会正式记录，1 9 8 9年，补编第1 1号。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 9 . n . C.1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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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49. 理 事 会 7 月 1 7 、 2 6 和 2 8日第 3 2 、 3 5 和 3 7次会议审i义了在项目 

2下提交的提案 .讨论经 « 于有关简要记录（ E / 1 9 8 9 / S R » 32. 3 5和 3 7 ) 。 

从发展中囿家流出的资金转移净额及对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 

50. 在 7 月 1 7日第 3 2次会处，马来西亚观察员'以属于 7 7国集团的联 

合国会员国的名义 介紹了题为"从发展中国家流出的资金转移净额及对其经济增长 

和发展的影响"的决议簞案（：E/1989/Iu 2 9 )。 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萧条持续恶化引起人民生活水准恚剧下降并削弱其 

发展潜力深慜忧虑， 

"关切从发展中国家流出的资金转移净额不断增加并正在妨署这些国家将 

^5的资金用于投资、急需实施的社会方案和恢复人均增长及发展， 

"，发展中国家正在为促进持续经济增长作出的努力M为重要，但如无 

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大量实际资金转移净额流入发展中阖家，它们自已是无力 

恢复增长和发展的， 

"f秘书长就发展中国家流出资金转移净额的原因及对其增长和发展的钐 

响编写一，合分析，阐明可能的备择展望以反映决定这一现象且表明在这些m 

«到所欲实P示人均增长水平所需条件的主要宏观经济变数的动向，并在大会^ 

©十四届会议提出初步口头报告后将此报告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9 0年 

第二届常会。" 

5 1 . 马来西亚观察员在介绍决议草案时进行了口头订正，将执行段落絛改如下: 

秘书长就发展中国家流出资金转移净额的原因及对其增长和发展的影 

响 编 ^ ti^^^^,就决定这一现象的主要宏观经济变数的动向提出其他假想情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 2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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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以便在这些国家实现预期的实际人均增长，并在大会笫四十ffl届会议提出 

初步口头报告后将此报告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9 0年第二届常会。 " 

52. 在 7 月 2 8日第 3 7次会iUi,理事会副主席费利倮。埃充托尔。保利略 

先生(鸟拉圭）提出了决议蕈案（E/1989/Iu 45),这是根据就决议草案:E/19 

89/L. 29进行非正式协商所提出的. 

53. 在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要求对该项决议蕈案进行表决后，理事会副主席保利 

略先生撖回决议簟案E/1989/I<* 4 5 . 

54. 在同次会议上，挪威代表说挪威代表团将加入为决议草案：E/i989/I<.45 

的提菜m, 

55. 理事会随后以4 7票对1票.零票弃权，通过了决议箪案E/1989/Iu 45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1 2号决议. . 

56. 鉴于决议蕈案E/1989/Iu 45获得通过，决议草案E/1989/I«. 2 9已 

撤回• 

57. 决议箪案通过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法国代表（以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 

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名义）和马来西亚观察员（以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的 

名义）发了言. 

加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多边合作 

58. 在 7 月 1 7日第 3 2次会议上，马来西亚代表s以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 

国会员国的名义提出了题为"加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多边合作"的决议蕈案（E/ 

1989/lu 30 ) , 其全 : ^ 下 I 

"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 

"承认需要加强多边主义这一国际经济合作的基石,以期为世界范围的持 

续增长和发展创造具有支助作用的国际经济环境； 

,一代表团后来表示，如果它出席并参加表决，它将对决议蕈案投赞成票，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 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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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有必要在适当的国际机抅内对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有关的所有问题 

进行深入讨论； 

"銘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依照《联合阖宪章》第六十二和六十三条具有对 

联合国所有机关、组织和机构的协调职能， 

" i ‧ a最近在国际经济事务中采取单方面行动的趋势，深表遗憾; 

" 2 . £日益诉诸于歧视性作法和揞施，因而严重损害多边贸易制度積神,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各项原则，特剁是不歧视原则以及多边贸易谈判鸟拉圭回合 

的目标，深慼关切； 

" 3 .并对世界经济结构持续不平衡,致使 t率动荡，利率持续不降，产 

生通货膨胀压力以及投机性非生产投资空前增长，深慼关切, 

« 4 . f_秘书长编制一份综合报告，其中涉及加强联合国系统在处理国le 

经济关系方面作用的方法和途径，筒时考虑到各国代表团就世界经济的变化和 

不平衡及其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影响发表的意见，并将该报告提交专门讨论国际 

经济合作、特别是恢复发展中»家经济增长与发屦的大会特别会议； 

" 5 ‧决定在其 1 9 90年工作方案中列入一题为 < 加强国际经济关系中 

的多边合作，的项目，" 

59. 在 7 月 2 8 S 第 3 7次会议上，锂事会副主席赛利佩。埃克托尔。保利略 

先生（乌拉圭）提出了题为"加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多边合作的决议簟案( 

1989/X. 4 4 ) , 这 是 根 据 就 决 议 蕈 案 : 3 0 迸 行 非 正 式 协 商 所 提 出 的 , 

6 0 . 在同次被上，理事姊过了决议草案 E / 1 9 8 9 / ; 4 4 ,最后案文见理 

第 1 9 8 9 / 1 1 1号决议. 

6 1 . 鉴于决议箪案:E/1989/" 4 4 获 得 通 过 ， 决 议 蔞 案 3 0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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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对及早查明、分析和测报世界经济情况的作用 

6 2 . 在 7 月 I 7日第 3 2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介紹了一 

份题为"联合国对及早查明*分析和测报世界经济情况的作用"的决议草案（E/ 

1989/lu 31),全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其 1 9 8 8 年 7 月 2 9日第 1 9 8 8 / 7 5号决议, 

"强调在加强国际合作方面的共同利害关系和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确 

保世界经济均衡且持续的增长与发展的作用， 

"认识到对世界社会一经济发展进行短期宏观预报和长期预测的重要性， 

"还认识到及早査明宏观经济上的混乱现象是在国家和国际级别上扭转可 

能的不良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 ' 

"确认每一国家必须能够及时:获得影响其国家利益的国际经济趋势和进程 

的资料， 

"注意到虽然出现波及全球的突发事件,但国际体系及早査明此种潜在问 

题点的能力不够集中， 

" 1 .高度赞扬秘书长为了解联合国系统内目前有哪些机制和手段可供及J 

早査明、分析和测报世界经济动态所作的调査;' 

"2。认识到联合国为及早査明新出现问题应以协调改善其分析和预报活 

动为目标,并应： 

"(a)加强联合国系统内所有组织间的情报联系； 

"(b)改进现有监测世界经济趋势的机制及方法和手段，并考虑在今 

后建立具有目前社会经济统计数字的数据库，以确保其数据达 

到 综 合 全 面 并 隨 时 可 提 供 给 决 策 人 员 和 其 员 ; 

参看《世界经济概览， 1 9 8 9年》（联合頃出舨物，出售品编号，E. 8911. 

C. 1和更正），特殊问题，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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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可行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并增加联合国同各国研究积情报 

中心之间的情报往来； 

"(d)结合世界经济中的新问题，扩大分析可供会员国采用的选择性 

方案和行动. 

" 3 .，书长就根据本项决议改进联合国内关于及早査明、监测和分析 

世界经济中新出现问题的工作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0 

年第二届常会提出报告。" 

63. 在 7 月 2 6日第 3 5次会议上，理事会副主席费利佩。埃克托尔。保利略 

先生（鸟拉圭）提出了决议萆案（E/I989/二 4 1 ) ,这是裉据就决议箪案E / 1 9 

89/二 31进行非正式协商所提出的. . 

64.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该项决议蕈案（E/I989/L. 4 1 ) ,最后案 

文见理事会第1989/85号决议. 

6 5 . 鉴于决议簟案E / 1 9 8 9 /二 4 1获得通过，决议草案E / 1 9 8 9 / : l , 3 1已 

撤回. 

国际经济合作 争取发屉的共同方针 

66. 在 7 月 1 7日第 3 2次会议上，波兰代表提出一项题为"国际经济合作： 

争取发展的共同方针"的决议草案（E / 1 9 8 9 /二 33),案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满意地注意到，由于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发展事业已成为不可划分和共 

同努力，大家日益认识国际经济关系的利益乃相互联系， 

"考虑到逐渐出现了恢复多边对话的意愿，以求为了全体国际社会的利益 

较公平地合作管理全球的相互依存，在国际上达成对增长和发展的一致看法， 

"，除非人们对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关系抱有较大的信心，否则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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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努力，建立较有利、较易预测的经济环境，以鼓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持 

续增长和发展， 

"认识到正如第七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的成果所显示,联合国有贲加 

强全球性经济信心，激发大家对国际经济问题采取共同的方针， 

"预期大会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合作、尤其是专门讨论如何恢复发展中国家 

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的特别会议将会提出新的共同方针，并强调在制订1 9 9 0 

年以后的经济关系方面和原则时，有必要加强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集团相互之 

间的信任， 

" 1 .，界各国和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寻求国际发展的共同方针，促 

进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信心、可预报性和可靠性； . 

" 2 .吁请各国，在适当时继续挖掘联合国的潜能,以便促进协调一致、 

相互支援的政策，为发展事业争取国际上的大团结. 

"3.要求秘书长继续审查加强国际经济信任的需要,集中一切关于联合 

a系统进行中和计划中的有关活动的资科，就此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第四 

十五届大会提出报告 ‧ " 

6 7 . 在 7 月 2 8日第 3 7次会议上，理事会副主席费利佩‧埃克托尔‧保列略 

先生（乌拉* )提出题为"国际经济合作争取发展的共同方针"的决议草案（E / 

1989/二 4 3 ) , 这 是 裉 据 关 于 决 议 享 案 3 3 的 非 正 式 协 商 的 结 果 所 

提出的. 

68.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决议草案E/1989/; 4 3 *最后案文见理 

事会第 1 9 8 9 / 1 l O f 皿 . 

69. 鉴 于 决 议 享 案 4 3 获 得 通 过 ， 决 议 草 案 E / 1 9 8 9 / 二 3 3 已 

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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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面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7 0 . 在 7 月 1 7日第 3 2次会议上，委内瑞拉代表以巴西、古巴、毛里塔尼亚a、 

墨西哥8、突尼斯、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夬的名义提出题为"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的 

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E/1989/二 3 4 ) ‧ 其后，牙买加a和波兰加入为决议 

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决议草案案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大会 1 9 8 5每 1 2 月 1 7 g 关 于 消 费 型 的 第 4 0 / 1 7 9号决 

议， 

"审议了《 1 9 8 9年世界经济概1：》和各方在理事会1 9 8 9年第二届 

常会上关于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区域和部门发展在内的一般性讨论时发 

表的意见， ' 

"关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每况愈下,生活条件大幅度下降，这些国家的广 

大人民¥i贫困，主要社会指标表现很差， 

"认识到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 

" 1 ‧建议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在"社会发展"这一议程项目下讨论发展 

过程中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审议通过国际合作以促进发展中囯家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式和方法； 

" 2 .，书长在《世界经济概宽》中专设一章，深入审查分析世界经济 

局势，特别是外债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情况的影响." 

7 1 . 在 7 月 2 8日第 3 7次会议上，理事会副主席费利佩'埃克托尔。保列略 

先生（乌拉圭）提出题为"发展方面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 

(E/1989/Iu 47),这是根据关于决议草案E/1989/二 3 4的非正式协商的结 

果所提出的.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 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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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在同次会议上，加纳代表提出对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2段的一项修正，要 

求在"包括外债"之后加上"和急剧恶化的商品价格"等字. 

73. 新西兰代表发言后，加纳代表撤回对决议草案的修正提案. 

74. 理事会在第3 7 次 会 议 上 通 过 了 决 议 草 案 4 7 . 最 后 案 文 见 

理事会第 1 9 8 9 / 1 1 3号决议. 

75. 鉴于决议草案E / 1 9 8 9 /工. 4 7获得通过，决议草案E / 1 9 8 9 / :L . 3 4 已 

撤回. 

76. 决议草案通过后，加纳代表发了言..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审议的有关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区域和部门发展在内的一 

般性讨论的文件 . ' 

77. 在 7月 2 8日第 3 7次会 i U i ,理事会根据主席的提议，注意到理事会审 

议的有关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区域和部门发展在内的一般性讨论的文件(理 

事会第 1 9 8 9 / 1 8 2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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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全体 会议直接审议的问题 

A.《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 

第二个十年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 

1. 理事会在其1 9 8 9 5第一届常会上审议了《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 

战斗的第二个十年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的问题（议程项目2 )。理事会收到了秘 

书长关于《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二个十年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的 

报告（ E / 1 9 8 9 / 4 2和 A d d . 1 - 3 )以及秘书长关于种族主义和歧视问题的全球 

协商会议的说明（E / 1 9 8 9 / 4 8 )。 

2. 理事会于1 9 8 9 年 5 月 2 日 、 1 2 日 、 1 5 日 、 1 6 日 、 2 2日和 2 4 

日第 5次、第 9至 1 2次和第 1 6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会上的讨论情况载于有 

关简要记录（E / 1 9 8 9 / S R . 5、 9 至 1 2 和 1 6 ) 。 

3 .理事会在其第 5次和第 9至 1 1次会议上就该项目进行一般性讨论，又在 

其5月2日第5次会议上听取了主管人权事务副秘书长的介绍性发言。 

4. 下列各国代表在 5月 1 2日第9次会议上发了言：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保加利亚、伊拉克和约旦以及西班牙观察员（以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 

合国会员国的名义）、大韩民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世界工会联合 

会观察员也发了言。 

5. 下列与会者在 5月 1 5日第 1 0次会议上发了言：日本、巴西、印度、中 

国、希腊、斯里兰卡、巴哈马、南斯拉夫..加拿大、法国、肯尼亚、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捷克斯洛伐克、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印席尼西亚、委内瑞拉、突 

尼斯的代表，以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芬兰（代表北欧各囯）、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奥地利的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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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列与会者在 5月 1 6日第 1 1次会议上发了言；新西兰、乌拉圭、赞比 

亚、玻利维亚、波兰、哥伦比亚、古巴的代表以及埃及观察员。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笫二个十年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 

7. 在 5 月 2 2日第 1 2次会议上，布基纳法索观察员1 以非洲国家的名义 

提出了一项题为"《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二个十年行动纲领》的执 

行情况"的决议草案（ E / 1 9 8 9 / 1 . 1 8 )。 

8 . 在 1 9 8 9年 5月 2 4日第 1 6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最 

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83号决议。 

9. 决议草案通过后，美利坚合众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犮了言。 

秘书长关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问题的 全球协商会议的说明 

1 0 . 在 5 月 2 4日第 1 6次会议上。理事会根据主席的提议，注意到秘书长关 

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问题的全球协商会议的说明（E/1989/48)。 请 参 看 

理事会第1989/159号决定。 

B.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恢复发展中国家 

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大会特别会议 

1 1 . 理事会在其1 9 8 9年 5月 5日第 6次会议上，按照第 1 9 8 9 / 1 6 1号决 

定听取了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恢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大会特 

别会议全体筹备委员会主席的发言。 

1 2 . 在同次会议上，发展和孺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发了言。 

1 3 . 理事会在其1 9 8 9年第二届常会上审议了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合作、特别 

是恢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大会特别会议的问题（议程项目3 )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 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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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 7 月 1 4日第 3 0次会议上，筹备委员会主席就委员会的工作向理事会 

作了报告。 

15. 在同次会议上，下列与会者发了言：法国（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 

合国会员国）、中国、丹麦（代表北欧各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还 

代表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日本、乌拉 

à.礼伊尔，以及马来西亚（代表属于77国集团的联合囯会员国）和德意志民主 

共和囯的观察员。 

16. 在 7 月 2 4日第 3 4次会议上，理事会注意到筹备委员会主席编制的报告< 

见理事会第1989/166号决定。 

C .恢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力 

17. 理事会在其1 9 8 9年第二届常会上审议了恢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力 

的问题（议程项目4 ) , 理事会收到以下文件： 

(a) 秘书长关于恢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力的报告（E/1989/95)； 

(b) 秘书处转递专门机构针对理事会第1988/77号决议第2 (a )卿和2 (b)a^ 

的报告的说明（ E / 1 9 8 9 / I N F / 8 )； 

( C ) 方 案 和 协 调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的 有 关 节 次 。 2 

18. 理事会在1 9 8 9 年 7 月 1 7 日 、 2 4 日 和 2 8 日 第 3 1 、 3 4 和 3 7 次 

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问题。讨论情况载于有关的简要记录（Ê/I98a/^SR 3h 34 

和 3 7 ) 。 

19. 在 7 月 1 7日第 3 1次会议上，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千事作了介绍性发 

言》 

最后报告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6号》（A/44/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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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副主席兼文件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队主席费利佩 

。埃克托尔‧保利略先生（乌拉圭）提出工作队成果的报告，工作队是理事会第 

1989/105号决定设立的。 

21. 在同次会议上，法国（以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名义）、 

南斯拉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也以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的名义）、突尼斯、中国、丹麦（以北欧国家的名义）、加拿大、曰本、 

新西兰（也以澳大利亚的名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美利坚合众国等国代表以及 

马来西亚（以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名义）和牙买加等国观察员发了言。 

执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恢复理事会活力的第1989/77号决议的进一步措施 

22. 在 7 月 2 4日第 3 4次会议上，马来西亚观察员，，以属于77国集团的 

联合国会员国的名义，介绍了题为"恢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力"的一项决议草 

案（E/1989/丄.39)如下： 

"经济及杜会理事会. 

"重申大会1 9 8 8 车 1 2 月 2 0 日 ^ 4a/Z432§"决定，大会在该决定中赞|ëj经 

济及^会理事会1 9 8 8 车 7 月 2 9日:^ 198a/77号决i义，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E/l989/95)和行政^^^调委员会的说明（£/1989/ 

95，附件一）， 

"注:t到行政协调委员会说明中表gj,联合g系统各和关、组is和;tn构è,.对炫 

复经济及钍会理辜会的活力作出充分贡É. 

大会第43/4321 "决定附件中的一些叛定尚未执行，尤其是^ 2(amb,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 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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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Cb)a、第2(f)H、笫2(«曰、"(壞'、笫2,、笫2(g)、第2(h)和笫2(i) 

段中的定， 

"关注1 9 8 9车搓交理事会的文件分发延误很长，违反了理事会i义事规则第13 

条，^除其他外规定，涉及某一i义程项目的文件应在當会开始六周前分发， 

" 1 . ！秘书长毫不迗延地充分执行大会第4a/432f决定附件中的所有有关^ 

定并执行;决议； 

"一、文件 

"2.决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应与主席团其他^员痊蔺在理事会届会开始八 

周前召集非正式会议，以向秘书长了解文件编制情况，并且，若无法执行六周规则， 

应考虑建理事会某一正式届会审议有关议程项目的备选日期； 

"3.瘦联合国系统的政府间机枸每车向理事会揭交其活动的实;^情况摘要，其 

中应重点指出遇到的实际问并建议如何有效协调地与联合国系统其他机关的类似 

或有关活动一起执行这些活动； 

" 4 . ！理事会各附属机枸及通过理事会向大会指告的机构在拒告中重点说明其 

审i义后需请理事会"^"议和采取适当行TO的政策、建议和决定； 

"二、工作方案 

"5.决定应依照理事会第1988/77号决议第2(a)a和(eXE)段.为3[|：.事会深入 

讨论主要政策议II制订多年期工作方案，使3i事会能t#履行其职能，特另。是履行 

策告j订和协联合国系统在经济、社-会和有关领拔活劲的职能；s辜会主席应与主 

席团珐商，与所有成员展开协蔺，以便向理事会19'9 0车组织会议揾交一个涵盖 

所有;i关议II的六年期方案草案； 

"6.决定深入讨论主要政策议题的依据应是秘书长编制的关于联合BI系统涉及 

每一经济、社会和有关议遐的活动的分析损告；这些分析报告自1 9 g 1车起应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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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目前的跨组iR方案分析，至少应在届会开始十二周前^交S事会，并且应提交 

事会所有语文的文*;这些主分析应采取向前看的^度，明筏有关政策办法和途 

径，使联合国系统各组is的立法权P艮和总的准则能转化为方案；这些分析还应： 

"(a)叙述各领域、部门和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活动中的问题和相互关系； 

"(b)审查有关政策决定以及最近的、正在进行的和计划进行的与此有关的 

务实活动及全系统的执行情况； 

"(c)查B力加?1方案的潜力； 

"(à.)建议采取何种实质性的务实步稳进联合囯系统方案编制中的互扑主、 

合作和联合活动并填补其中的空白； 

"(e)提出协调搢施和机制有效执行立法权限和总的准则； 

"(f)提出监督安排和后续报告程序； 

"7. M为确保有效深入讨论主要政策议题，会员国应派出高政治级别的、掌 

握审议的每一«所必要的专门知识的人员参加； 

" 8 . ji联合囯系统各组织和机构负责人汇报与每一议m有关的活动情况并积^1 

参加深入讨论； 

"三.理事会的届会 

" 9 . g主要政策议题的深入讨论每年应在纽约联合E总|?1^#行的理亭会的三 

周特别的高级别会议上进行； 

"10.隻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内载关于今后会议日历的 

具体提案和建议，为适当分发理事会的所有文件规定充分时间； 

"11.建议大会请其在经济及社会领域的、通过理事会向其拫告的附厲机构重新 

安排各自的届会，使理亭会有充分时间充分审议这些报告并使这些领域的会议日历 

更为均脔； 

"12.决定理事会第二届常会关于经济及社会政策,包括区域和部门发展的一般 

性计论中的发言可采用摘要形式，其全文可发给各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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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决定一般性讨论中的正式发言结束后,应进行非正式辩论，以详细阐述一 

般性仑中提出的、各代表团关注的最重要议題；联合国系统各机关、组织和机构 

的负责人应积极参加此种非正式辩论；理事会主席应与会员il逢商编写一般性讨论 

的主要结论摘旻，以此作为理事会的政策说明； 

"14.决定各会期委员会在一般性讨论结束后再开会,裉据情况，对为其分fi的 

项目的审议应是非正式的，以进行建设性的对话，目的是为审议的问题找到^决办 

法，以此加51联合国的有效性；联合国各机关、组织和机构的代表应积极参加会其亏 

委员会的辩论； 

"15. 秘书长就所有必要调整向理事会1 9 9 0年组织会议提出建议，使理筝 

会能充分5行大会第4a/^432f决定和本决议，并将其规定转化为可行的工作方杲 

和议程，包括对文件编制工作的可能影响，特别是着眼于问题的综合报告； 

"16.遭联合国系统各机关组织和机构向理事会和秘书长提供有用的实质性投入 

和支持，以充分执行本决议； 

"四.秘书处支助结构 

"17.，书长在联合E秘书处内为理事会确立一个组织上有明确特点秘书处 

结构，途径是明确指定工作人员，包括具有有关专门知识的工作人员履行对3i亭会 

的支助职能一缟写供深入讨论主要玫策议题之用的分析报告和全系统的综合报 

告一适当时从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和机构中指定具有合适专门知识的工作人员协 

助履行这些职能," 

23.在同次会议上，法国代表，以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名义 

介绍了题为"恢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力"的一项决议草案（E/a989/L. 4 0 ) 

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頋关于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问大会 1 9 8 6年 1 2月 1 9日 

i ^ 4 L / 2 1 3号、 1 9 8 7年 1 2 月 1 1 日 ^ 42/170f、 1 9 8 7 年 1 2 月 2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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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11号、1 9 8 8年 1 2月 9日 ^ 4 3 / 1 7 4号和 1 9 8 8 年 1 2 月 2 1 日 第 

4 3/213号决议，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部门改革目标在于为充分执行大会第41/213号决议 

作出贡献，应被看作是一个连续恒进程， 

其巳莸大会1 9 8 8年 1 2 月 2 0 日 号 决 定 核 可 的 关 于 恢 复 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力的第19887号决议，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E/1989/95)和行政协调突员会的说明（E/1989/ 

95 rsï - )， 

"关注理事会第1988/々7号决议中部分规定未获执行， 

"；;注向理事会1 9 8 9年第二届常会提交的文件分发过迟，没有遵守六周规 

则， 

" 1 ,欢迎联合国系统各机关、组织和机构表示愿意为恢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 

活力充分作出贡献； 

"2 ‧ 重要的是应避免给理事会过多或重复的文件压力； 

" 3 . i秘书长尽一切努力继续执行理事会第198a/7 7号决议的所有有关规定 

同时考虑到以下各点： 

"重要政策主题和主题分析 

"(a)理事会将在1992—1997年中期计划通过之前在1 9 9 0年的下届 

组织会iU:审议有无可能确定一项临时性多年度工作方案，认明按照 

理 事 会 第 1 9 8 7 号 决 鄉 2 ( a j p粮 2 (e)0段每年应加审议的少 

数重要政策主题; 

多年度工作方案应灵活，以使理事会能根据新出现的趋势和问题作出 

必要的修订和补充； 

"(c)关于重要政策主题的讨论的依据应是秘书长拟定的扼要主题分析，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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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系统与每一主题有关的活动及概述联合国系统政府间饥构对主题 

的意见的综合性拫告； 

"(d)主题分析应： 

"H阐明问题，包括体制方面； 

"a审査主题的有关政策决定及联舍国系统有关机构执行这类决定的 

情况； 

"曰认明新出现的问题及对联合国系统行动的潜在需要； 

"m建议旨在联合国系统内促进互补、合作和联合活动、消除差距和 

、重复的实质性务实步骤； 

"(S提出协调的措施以执行有关建议，同时考虑到联合国系统的结构 

及其各组织的各自主管领域； 

提出监测安排； 

'"(e)联合国系统有关各组织秘书处应密切泰加关系到各个主题的主题分析 

编制工作； 

"(f)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应协助理事会制订与这类分析的方茱方面有关的建. 

i义； 

"综合议程项目和报告 

"(g)理事会将集中审i义少数综合iX程项目，其中包括重要的政策主题； 

"(h)秘书长应协助理事会主席与主席团协商制定并向理事会1 9 9 0年组 

织届会i2提交提iX,用于进一步把类似或密切相关的问题综合在一个 

i义程项目之下； 

"(i)综合报告应摘要叙à#理事会附属机构及有关机构和直接有关的联合国 

其他组织的理事机构的决定和建i义，突出所涉主要问题和得出的主要 

结论； 

"4.为了继续执行笫1 9 8 8 / 7 7号决i义和进一步提高理事会的效率，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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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和工作方法 

"(a)理事会主席团将与秘书处协商，根据一般性方向^标准及理事会组织 

性会就议程和重要政策主题通过的决定监测和检査文件及其内容方 

面的工作进展.主席团将在理事会组织会议和常会的间隔期间定期举 

行非正式会议； 

"。0理事会应审査其各附属机构的工作方案和文件并考虑到理事会1982 

年7月28日第1 9 8 2/50号决议中的有关规定，以期确保文件要 

求上的更大一致性相改善报告程序； 

"(c)提交理事会的每份报告在开始处应有一份摘要简要列明讨论的主要iX 

题和建议； 

"(d)在采用新的资料技术时，秘书长应首先考虑到改进文件的可得性，并 

需要争取大幅度削减积存和向理事会分发的文件量； 

" 工 作 安 排 

"(e)关于国际经济及社会政策，包括g域和部门发展的一般性讨论的时间 

应缩短，并应于理事会笫二届常会开始后三^之内进行； 

"(f)在一般性讨论的所有正式发言结束之后，应划出一天时同由联合国系 

疣各组织行政首长非正式交换意见； 

"fe)理事会应根据其审议有关各附属机构的重要政策主题的憒况定期审査 

各附属机构的运转情况；这种审查可为制定监測和协调éï共同方法锾 

供基础；应请其他附属机构注:1：已得到改进的工作方法； 

"5,，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 

"(a)积极参加非正式意见交换并酌情积极参加关于重要政策主题的议事工 

作； 

"(b)向理事会提供所有有目的和实质性的投入和支助， 

"6.，书长向理事会提供适宜的支助和提议以便利执行本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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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 在 7 月 2 8日第 3 7次会议上，理事会副主席费利佩‧埃克托尔‧保利略 

先生(乌拉圭）介绍了题为"执行理事会关于恢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活力的笫1988 

/77号决议的进一步措施"的一项决议草案（2/1989 / 1*46)，这是根据就决议 

草案E / 1 9 8 9 / L . 3 9和E / 1 9 8 9 /J : * 4 0进行的非正式协商而擠出的。 

2 5 .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决 i义草案 9 8 9 / 1 * 4 6 .最后案文见理 

事会第 1 9 8 9 / 1 1 4号决议. 

26- 通过决议草案后，新西兰代表（也以澳大利亚的名义）、法国代表（以属 

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名义）、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湘马来西亚观察员 

(以属于 7 7国集团的联 合国会员国的名义）发了言a 

27- 鉴于通过了决议草案E _ / 1 9 8 9 Z L ' 4 6，决议草案E / 1 9 8 9 / X . 3 9 和 

2 / 1 9 8 9 / 1 . - 4 0已撤回， 

D ‧被占领巴勒斯坦湘其他阿拉伯 

领土内国家资源的永久主权 

2 8 .理事会 1 9 8 9年第二届常会审议了被占领巴勒斯坦及其他P>ï扛伯领土内国 

家资源的永久±M口"]题(议程项目5 )。埋^^到秘书"^于以色列在所占领巴勒斯:S领土 

上的贸易措施的报告（AZ44/277"~i】/l989/82)和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 

伯叙利亚戈兰地区的财政和贸易措施的报告（ 3 8 - E X 1 9 8 9 / 1 1 8 ) . 

2 9 - 理 事 会 在 1 9 8 9 年 7 月 1 7 日 、 2 1 日 和 2 6 日 第 3 2 ^ 3 3和 3 5次会 

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讨论情况载于有关的简要记录（E/1989/SR*32^ 3 3和 

3 5 ) . 

30 • 1 7 0 ^ 3 2 : ^ l b $ ^ #对这个项目逬行一般性讨论.捷克斯洛伐克、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约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保加利亚，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等国代表和以色列、黎巴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埃及等国 

观察员发了言‧巴勒斯坦观察员也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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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在所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内采取的经济措施 

3 1 . 在 7 月 2 1日第 3 3次会议上，苏丹代表，以阿尔及利亚*、巴林*、孟 

加拉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约旦、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 

摩珞哥*、尼加拉瓜、阿曼、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叔利亚共相国*、 

突甩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介绍了题为 

"以色列在所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内采取的经济措施"的一项决 

议草案（：e/1989/:l'38). 

32- 在 7 月 2 6日第 3 5次会议上，理事会副主席费利佩‧埃克托尔‧保利略 

先生（乌拉圭）通知理事会，在非正式协商时同意订正决议草案，将执行部分第2 

段"编写一份 全面报#"之前的"聘请两名专家"等字删掉.订正决议草案 

后来以:EVl989 / 1.38/Rev.l号文件分发.后来，古巴加入为订正决议草案的 

提案国， 

33-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以唱名表决， 4 8票对1票，无弃权票，通过订正 

决i义草案.最后茱文见理事会第1989/86号决议.表决情形如下：， 

赞成: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噢麦隆、加拿大、中©、哥伦比亚、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丹麦、法g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几内亚. 

印度、印度尼西亚..伊^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曰本. 

约旦、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 

挪威、波兰、葡萄牙、卢旺达、沙特阿拉伯、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 

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 2条. 

，巴哈马和阿曼代表团后来表示，如果它们表决时在场，它们会投票赞成订正决 

议草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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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圭委内-é 

拉.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 :无 . 

34-在通过决议草案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观察员发了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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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第一（经济）委员会审议的问题 

A .联合国大学 

1。 理事会第一届常会审议了联合国大学问题（议程项目4 ) 。 委员会收到 

了联合国大学理事会关于1 9 8 8年联合国大学工作的报告（E / 1 9 8 9 / 3 7 )。 ' 

2。 理事会将该项目发交第一（经济）委员会，委员会在其1 9 8 9 年 5 月 

8 日 、 1 1日和 1 6日第 2、第 4和第 6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 

3 . 委员会在其 5月 8日和 1 1日第2和第4次会议上对本项目进行了一般性 

讨论* 在其第2次会议上，夯员会听取了联合阖大学校长的介绍性说明. 

4 . 在第2次会议上，日本、中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作了发 

言，芬兰的观察员（代表北欧国家）也发了言。 

5。 在 第 4 次 会 议 上 ， 荷 兰 代 表 和 白 俄 罗 斯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观察员发了言。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的报告 

6 . 在 其 5 月 1 6日第6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建议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的报告。 

7 ‧ 理事会在其 5月 2 2日第12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定萆案 

( E / 1 9 8 9 / 8 3 ,第 5段），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1 3号决定。 

最后报告将与1989年理事会工作报告一起，作为《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五 

届会议》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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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共行政和财政 

8 .理事会第一届常会审议了公共行政和财政问题（议程项目5 ) 。 委员会 

收到秘书长关于公共行政和财政的报告（E/1989/43)和第九次联合国公共行政 

和财政方案专家会议的报告（E/1989/43/A(i(i.i)。 

9 •理事会将该项目发交第一（经济）委员会。委员会 1 9 8 9年 5月 3曰、 

9日和 1 6日第 1、第 3和第 6次会议审议了该项目。 

1 0 . 5月 3日委员会第 1次会议就该项目进行了""^性讨论。该次会议听取 

了技术合作促«展部发展行政司司长的介绍性发言。 

1 1 . 中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马咒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也在第一次会议上发了言。 

第十次联合国公共行政和财政方案专家会议 

1 2 . 5月9日第3次会议，莱索托代表介绍了题为"第十次联合国公共行政和 

财政方案专家会议"的决定草案（E / 1 9 8 9/ C . 1/ L . 1 )。 后来中国加入为决定 

草案提案国。 

1 3 . 5 月 1 6日第6次会议，莱索托代表口头订正决定草案(b)小段如下： 

( a )以"技术咨询意见"等字代替"政策和技术指导"等字。 

0 »在 H小段开头加入"根据要求，协助各国政府"等字。 

1 4 . 在同次会议，委员会通过经口头订正的决定草案。 

15 . 理事会在其 5月 2 2日第 1 2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定草案 

{ E / 1 9 8 9 / 8 4 ,第 7段）。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1 4号决定。 

- 4 5 -



c .统计 

1 6 . 理事会第一届常会审议了统计问题（议程项目6 (a))。 它收到了统计委 

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报告（E/1989/21 ) 。 2 

1 7 . 理事会将该项目发交第一（经济）委员会。委员会在其1 9 8 9 年 5 月 

8日、 1 2日和 1 7日,—2、 ：^5和第7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 

1 8 . 委员会在其 5月 8日和 1 2日第 2和第 5次会议上就统计和制图学问题 

(议程项目6(a)和(to)进行了一般性讨论。 娈员会第 2次会议听取了国际经济 

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处长就统计问题所作的介绍性发言。 

1 9 . 在第2次会议上，捷克斯洛伐克、中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新 

西兰、保加利亚的代表，以及褥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观察员也就这两个问题（i义程项 

目6(a)和(b)发了言。 

2 0 . 在 第 5 次 会 议 上 ， 挪 威 （ 以 北 欧 国 家 名 义 ） 、 加 拿 大 、 突 尼 

斯、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櫞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美,坚合众国的代表，以 

及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摩洛哥、马来西亚（以联合国会员国中7 7国 

集团成员国名义）的观察员就这两个问题发了言。 

2 1 . 同次会议上，统计处处长发了言。 

统计委员会报告内的建议 

22 ‧统计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报告（E/1989/21璨一章载有建议由理事会 

采取行动的二项决议草案和一项决定草案。 

~ ~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正式记录, 1 9 8 9年，补编第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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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分类 

2 3 . 5月 1 7日，委员会：弟7次会议通过了题为"国际经济分类"的决议蕈案 

0 

2 4 . 理事会在其 5月 2 2日第 1 2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 

案（E/1989/85,第1 3投；决议草案一）。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9 8 9 / 3号 

决议。 

消费类型和发展质量指示数字 

2 5 . 5 月 1 7日，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了题为"消费类型和发展质量指示数 

字"的决议革案二 。 

26. 在通过该决议草案之后，摩洛哥观察员发了言。 

27. 理事会在其5月2 2日第1 2次全体会议上遒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E/ 1 9 8 9 / 8 5 ,第 1 3段，决议草案二）。 最后文本见垤事会第1989/4号 

决议， 

统计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与文件 

2a 5月17日，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了题为"统计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 

的报告和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与文件"的决定草案。 

29. 理事会在其 5月 2 2日第 1 2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定草案 

(E / i 9 8 9 / 8 5 ,第1 4段；决定草案一）。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989/115 

号决定， 

D . 制图学 

30. 理事会第一届常会审议了制图学问题（议程项目6(b))。 它收到了秘书 

长关于第四届联合国美洲区域制图会议的报告（E/1989/44)以及秘书长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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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i镇繊悌31条就E/1989/44号文件附件第1 9段内的建议所涉 

方 案 预 算 问 题 而 提 出 的 说 明 （ 1 ) 。 

3L理事会将该项目发交第一（经济）委员会，委员会在其1 9 8 9 年 5月 8 

日 、 1 2日和1 7日第2、第5和第7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 

32,委员会在其5月8日和1 2日第2和第5次会议上>|£制图学和统计问题进 

行了一般性讨论（见上文第18段）。娄员会第2次会议听取了主詧技术合作 

促进发展部副秘书长的助理就制图学问题所作的介绍性发言。 

sa在第2和第5次会议上，一些国家代表就该两个问题发了言（见上文第19 

和第2 0段）。 

第m届和第五届联合国美洲区域制图会议 

34 5月 1 7日，委员会第7次会议收到了委员会主席提出的题为"第五届联 

合国美洲区域制图会议"的决定草案（E/1989/C. 1 / 1 2 ) 。 

35. 委员会同次会议通过该决定草案。 

36. 理事会在其5月2 2日第1 2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定草案 

(E/l989/85，第1 4段，决定草案二）。 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989/116 

号决定。 、 

37. 理事会第一届常会审议了自然资源问题（议程项目7 ) 。 它收到了自然 

资源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报告（E/1989/26 ) 。 ， 

最后报告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9年，补编第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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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理事会将本项目发交第一（经济）委员会，委员会在其 1 9 8 9年5月 

1 1日和1 7日第4和第7 2次会议上审议了本项目。 

s a 在 5 月 1 1日第4次会议上，委员会就此项目举行了一般性讨论。它听 

取了主詧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副秘书的助理的介绍性发言. 

40. 在同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美利坚合众国、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乌拉圭、荷兰、法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发了言，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瑞典（代表北欧国家）、马来西亚（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77 

国集团成员）、澳大利亚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观察员也发了言. 

自然资源委员会报告内所载各项建议 

41. 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其第十一届会议的报告（E/1989/26)，第一章载 

有建议理事会通过的八项决议草案和一项决定草案。 

开发矿物资源，特别是小型采矿方面的趋势和突出问题 

42. 在 5 月 1 7日第7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开发矿物资源，特别是 

小型采矿方面的趋势和突出问题"的决议草案一。 

4 a 理 事 会 在 其 5 月 2 2日第1 2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8 6 ,第1 4段；决议萆案一）。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989/5号决 

议， 

开发能源及有效利用能源生产与利用的基础设施 

4 4 在 5 月 1 7日第7次会议上，委员会逋过了题为"开发能源及有效利用能 

源生产与利用的基础设施"的决议草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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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理事会在其 5月 2 2日第 1 2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8 6 ，第1 4段；决议草案二 ）。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989/6号决 

议。 

水资源和在执行《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方面的进展 

4&在5月1 7日第7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水资源和在执行《马德 

普拉塔行动计划》方面的进展"的决议草案三。 

4 7 .理事会在其 5月 2 2日第 1 2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 9 8 9 / 8 6 , 第 1 4段；决议草案三）。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7号 

决议。 

用于确定、勘探和评价自然资源的新技术，包括遥感技术 

4 â 在 5 月 1 7日第7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用于确定、勘探和评价 

自然资源的新拮术，包括遥感技术"的决议草案四。 

4 9 .理事会在其 5月 2 2日第 1 2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 S / 1 9 8 9 / 8 6 , 第 1 4段；决议草案四）。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8号 

决议。 

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 

5 Û 在 5 月 1 7日第7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 

环基金"的决议草案五。 

5 L 理 事 会 在 其 5 月 2 2日第 1 2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8 6 , 第 1 4段；决议草案五）。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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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5 2 . 在 5 月 1 7日第7次会议上，委员会逋过了题为"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的决议草案六。 

5 a 理 事 会 在 其 5 月 2 2日第1 2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 V I 9 8 9 / 8 6 ,第 1 4段；决议草案六），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989/10号 

决议。 

发展中国家在自然资源和有关基础设施的开发、保护和维持方面所受到的财政限制 

的 响 

5 4 在 5 月 1 7日第7次会议上，委员会逋过了题为"发展中国冢在自然赘源 

和有关基础设施的开发、保护和维持方面所受到的财政限制的影响"的决议草案七。 

5 5 理 事 会 在 其 5 月 2 2日第1 2次全体会议上逋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E/1989/86 ,第1 4段;决议草案七）。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9891/1 1号 

决议。 

联合国系统内自然资源领域方案的协调 

5 &在5月17日第7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联合国系统内自然资源 

领域方案的协调"的决议草案八。 

5 7 .理事会在其5月2 2日第1 2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V1989/86,第1 4段；决议草案八）。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980/12号 

决议。 

自然资源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5 & 在 5 月 1 7日第7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自然资源委员会第十一 

届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草案。 

5 9 .理事会在其 5月 2 2日第1 2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定草案 

(E / 1 9 8 9 / 8 6 ,第1 5段）。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989/117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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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 \ 跨国公司 

60。 理事会第一届常会审i义了跨g'公司问题（议程项目八）.它收到了下述 

文件； 

(a) 秘书长关于为主持关于跨国公司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活动的公听会而 

设的知名人士小组各项建议的后续行动的报告（E/1989/17); 

(b) 跨国公司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的报告（E/1989/28) *以及秘书长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i义事规则第31条提出的关于M为"跨国公司和发展中 

国家环境保护"的决议草案五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E/1989/28/Ad<i。 

1 ) . 

6 1。 理事会将该项目分配给第一（经济）委员会，该*员会在1 9 8 9 年 5 月 

1 6 , 1 7和 1 9日第 6 , 7和 8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 

62。 在 5 月 1 6和 1 7日第6和7次会议上，委员会对该项目逬行了一般性讨 

论 . 委 员 会 在 第 6 次 会 议 上 听 取 了 联 舍 国 跨 ！ ! ' 公 司 中 心 咨 询 和 服 务 司 

司长的介绍性发言. 

63。 在第6次会i义上，娄员会还听取了下列名Ê'代表的发言：波兰、挪威（代 

彔北欧国家）、中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卑盟、捷克斯洛伐克和乌克兰苏维埃社 

社会主义共和f'. 它还听取了下列家观察员的发言：马来西亚（代^属于 7 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西班牙（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il会员,）和 

德,志民主共和国. 

64。 在第 7次会议上，加莩大、南斯扛夫、德 : t所联邦共和 1 1 '、美 

利坚合众国、法国和日本的代表以及白1^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发了言. 

最后#告见《经济及社会理爭会正式记录， 1 9 8 9年，补編第1 0号》 

- 5 2 -



跨If公司委员^告所载建i义 

65。 跨国公司委员会第十五届会i义报告（E/1989/28)第一章载有/V项决义 

草案和一项决定草案，建议垤事会予以通it 决议草案五所涉方案预算问题载于 

E / 1 9 8 9 / 2 8 / A d d ‧ 1等文件‧ 

联合国歸国公司中心有关发展中，家间经济合作的活动 

66。 在 5 月 1 9日第8次会i义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有 

关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活动"的决议草案一. 

67。 在 5 月 2 4 日 第 1 5次*会议上，垤筝会通过了委员会建i义通过的该项 

决 义 草 案 （ E / l 9 8 9 / 8 7 , 第 1 9段，决议草案一）.象后案又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2 1号决议， 

68。 突尼箫代表在决议草案通过前发了言（见E / 1 9 8 9 / S R。15). 

跨gl公司和il际经济关系的隶新趋势 

69。 在 5 月 1 9日第8次会议上，委员会迤过了题为"跨国公司和,际经济关 

系的最新趋势"的决i义草案二" 

70。 在 5 月 2 4 日 , 1 5次德会义上，理事会遒过了委员会建i义迤过的该项 

决议草茱（E / 1 9 8 9 / & 7 ,第 1 9段）.索后案文见埕事会第1989/22号决}：5^ 

71。 突尼斯代表在决议草案通过丽发了言（见E/1989 / S R.15 ) . 

跨g;公司在最不发达W家的作用 

72。 在 5 月 1 9 S第8次会$》上，娄员会通过了题为"跨H公司在最不发达匡， 

家的作用"决 i义草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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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在 5 月 2 4日第 1 5次全体会议上，理筝会通过了委员会建i义通过的该项 

决议草案（E / 1 9 8 9 / 8 7 ,第 1 g段，决 i义草案三）.最后案文见理事会势 9 8 9 / 

2 3号决议， 

74。 突尼斯代表在决议草案通过前发了言（见E/1989 / R S。 1 5 ) . 

跨B公司行为守则草案 

75。 在 5 月 1 9日第8次射义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跨国公司行为守则旱案，， 

的决议草案四， 

76。 在 5 月 2 4日第 1 5次全体会议上，理亊会通过了娄员会建i义通过的该项 

决议草案（E / 1 9 8 9 / 8 7 ,第 1 9段，决 i义草案四）.最后案文见理事会: ^ 9 8 9 / 

2 4号决议 ‧ 

77。 印度尼西亚和突尼斯代表在决议草案 i t过前发了言（见E/ig89 /SR.15L ) 

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 

78。 在 5 月 1 9日第8次会"1>义上，委员会以3 4票对1票、零票弃权的唱名表 

决迺过了题为"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萨"的决 i义草案五.表决情况如 

下，： 

m^., 马 ^Jlrtlf 巴"？？ ^ 拿 大 中 g 哥。比IE ，究洛'？；:^ 丹 

变 g 湾:Ç志巧邦共&国加-坊杀?f S 突 尹 （ 尹 靳 兰 丼 " & 

受、兰 ；Ç大，：3本.!3[；$̂ 白利1"匕亚民:《^ ，生 西兰 

® ^兰雙菴牙：少特?3^:^:'^： 特立"tS^多巴哥 

乌克兰苏堆埃社会主义共化国苏维埃1^会主义共=^国&-圼大V ，：.额及 

北受尔兰&合王国乌拉圭委内^《扎伊亇、， 

，保加利亚、麦隆、古巴、几内亚、约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和南斯夫 

代奢团后来矛示，如呆它们表决时在功，它们将对决草案投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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乂对：美*:坚合' 

79。 决议草案通过后，奕利坚合众国、日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 

拿大、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匡！和新西兰代表以及西班牙（代表属于欧洲经济 

共同体的联合,会员国）和马来西亚（代表属于7 7&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观察 

员发了言. 

80。 在 5 月 2 4 日 第 1 5次全俘会议上，理事会以5 3票对1条、零票并权的 

记录表决is过了娄员会建议通过的该项决议草案（E/1989/87,第1 9段，决议 

草案五）‧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25号决i义，表决情况如下： 

：巴哈马：'白，：玄 5t*'J*l2E P F 加 亚 ^变！： 加 拿 大 中 g 

哥^；^比亚玄巴捷克.斩洛<戈克丹变法s -jl^.^-^.^r^^f . 

希 , 内 亚 印 ^ 印度？_w亚.尹伊^兰,共知国 *拉克.受尔兰 

- 3 本 约 旦 肯 H 莱 索 托 ， ： i Ki里亚^控^卞：比亚民;《国 

^兰 ？^1^兰.加拉.1 "EP尔 ^-^. ^ 曼 浹 兰 曹 萄 牙 占 旺 达 

i'Mfî^efè . 索 马 里 , 里 兰 卡 苏 丹 辛 g 特立"Ê达勿多巴哥突."i 

Ht 鸟吏兰苏？！埃1^会主义共g g 苏 g埃 1 ^会主义共呈大不，'： 

粍，北受亇、兰&.合王&.乌=!1圭委内^《 夫札伊亇、.，比亚-

Iff;美*:坚舍.《国： 

81。 在决议草案通过前，突尼斯代表发了言；在决议遢过后，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联盟和美利坚合众i!代表也发了言（见E/1 9 8 9 / S R . 1 5 ). 

联合gi跨i公司中心为执行《1 9 8 6— 1 9 9 0年联合g'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fx 

动纲领》所作的贡献 

8 2。 在 5 月 1 9日第
8
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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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卞卢行《1 9 8 6— 1 9 9 0年联合国^!^洲经济复苏和发展钉动纲领》所作的贡献" 

的决议草案. 

83。 在 5 月 2 4 3第 1 5次全体会i义上，理事会通过了委员会建i义通过的该项 

决i父草案（；E/1989/87,第1 9投，决议軍案六）.最后案又见埋事会第 1 9 8 9 / 

2 6 号 决 1 

84。 突尼斯代表在决议草案通过前发了言（见E/1989/SR。15). 

南非和纳米比亚境内跨g'公司的活动 

85。 在 5 月 1 9日第 8次会议上，委,会以 3 4杲对 2杲、 7皋弃权的唱名表决 

决通过了题为"南非和纳米比亚境内跨国公司的活动"的决议草案七.表决憒况 

如下：《 

赞^:巴哈马 维亚 ff、加利！ 中国哥伦比 " î "巴捷克斯洛 

伐 克 丹 麦 加 结 斧 ， 伊 ^ . 尹 , 兰 共 & 国 f大，肯'"^亚 

^拉^è*"比亚民《国 f^"^兰 "？<加=？è'I S日尔，',成、？曼；:义兰 

s旺达ïM%>^拉(白索马里 * 里 兰 卡 苏 丹 特 立 达 & 多 巴 哥 鸟 

克兰苏维埃tr.会主义共& a 苏维埃会主.义共& g g 圼 乌 《 圭 委 ， ; 

^ 拉 审 ^ 杧 夫 t ' ^ ^ 

？ 对 ： 大 不 5 北 受 ^ 兰 ^ ^ 王 & 美坚合:《g: 

弃权：加拿大 g$志，.邦共&g 受亇、兰 3 本 ， 兰 f t ? . 

86。 决议草茱il过后，挪威（同时代表丹爱）、新西兰、日本代表和冥桑比克 

观蔡负发了言. 

87。 在 5 月 2 4 日 , 1 5次全体会i义上，埋筝会以4 5皋对 2票、 7票弃权的 

6^麦隆、几内亚和约旦代表团后来表示，如耒它们表决时在场，它们将对决"iÀ草 

案投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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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表决逝过了委员会建通过的该项沃 t '草茱（ î ^ / 1 9 8 9 / 8 7 ,决议草案七）.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2 ?号决议.矛决情况如下： 

赞#、：巴,马：'白利兹.？t利维亚 P W 保加.*:亚 ^ 麦 隆 中 g 哥 f è " H l 亚 

T 巴捷克，洛伐克丹麦加 .坊希 ? f '"―内亚 a 变" ^西亚， . 

.爷§^伊新兰共^g 伊:g克 * + 约旦肯《亚，-索托匕里 2 E 

，拉,Éf:! It亚民,众国.f^l?兰 ？_加=0,1 9 巧威 曼 浹 兰 

*旺达？''、特^拉!'é 索马里 ^里兰卡苏丹辛国特立？^达和多巴 

^ 突 .乌克兰苏维埃 t会主义共^国苏^埃社会主又共& a 1̂.圼 

鸟拉圭.委内璁拉.审^拉夫扎伊亇、，比亚. 

叉对:大不列额及北爱尔兰*会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 :加拿大法 g 德、；？志！̂.邦共先g 爱亇、兰 S 本 《 兰 雙 萄 牙 -

88。 突尼斯代表在决议草案通过前友了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il和美 

利坚合众国代表在决i义草案通过后亦发了言（见:E/1989/SR . 1 5 ) . 

跨，公司银fr在发展中H家的作用 

89。 在 5 月 1 9日, 8次会议上，*员会以 4 3果对 1票、 1票并权的唱名录 

决通过了题为"跨国公司银行在发展中！i家的作用"的决"i<义草案八. 表决情况 

如下：》 

，#-：已哈马 维：Ï 巴^ ^ ； ^ 中 g 哥':'erF:!亚古已 淹吏杏洛 

伐克丹变 ：Ç国 ^；?志？t邦共化S 加 纳 . ^ 内 亚 9 

卧 尹 斯 兰 共 受 尔 兰 ；？:大利 I？本.约旦肯"！亚阿拉; 'è*]比亚 

民众国苟兰.新西兰 1 , 拉 / 1 日 尔 ^ 威 曼 . 波 兰 雙 萄 牙 

=̂ 旺达 i::、特「*̂ 拉fè.索马里 里兰卡苏丹特立 " I 达 &多巴哥乌 

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s.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不^-額及北 

7哮麦隆代表团后来表示，如果它表决时在场，冗将对决议軍案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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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尔 兰 合 王 国 乌 ^ 圭 委 内 ^ 《 €^拉失札尹亇" 

叉对：美坚合:《国. 

弃杈:加拿大， 

90。 在 5 月 2 4日第 1 5次全体射义上，垤事会以5 2票对 1票、 1杲弃权的 

记录表决迺过了委员会建议通过的该项决i义草案（E/1989/87,第1 9段，决i义 

草条八）.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2 8号决 i义.表决情况如下： 

赞-#、：巴哈马 'è*::玄 î?t*::维亚巴1? ^ 加 亚 芎 麦 查 中 国 哥 匸 & 亚 

巴捷究靳洛'戈克丹麦 ：Ça f 加 .举希^ r 

内亚 . &变 .西亚伊朗伊靳兰共 * 2国伊拉克.爱尔兰：？大利 

3 本 约 旦 . 肯 菜 索 托 . f : ; 比 里 亚 拉:'è利比亚民.《国 ， ± 

析1?兰.S加拉.& S î 3 尔 ？ 威 . 曼 浹 兰 萄 牙 占 旺 达 i / , 

^^:b 索马里.里兰卡.苏丹奉国特立" ?《达&多巴哥突.浙. 

乌*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gçtJ.大不，额，* 

北爱尔兰联r会王e 乌拉盅.委内瑞=è 南靳拉夫.扎伊尔，比亚。 

叉对：美坚合. 

弃fr—:加拿大.. 

91。 突尼斯代表在决草案通过前发了言；美利坚合众g代表在决草案通过 

后发了言(见E/1989/SRcl5) ‧ 

^lijvgj委P会第十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92。 在 5 月 1 9日第8次会i义上，委员会主席建i义修正题为"跨国公司委员会 

第十六届会议临时i义程和文件"的决定草案，在跨国公司委,会第十六届会论的临 

时议程中增列一项目（专家顾问问题）‧ 

93。 委员会在同次会i5(上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决定草案. 

- 5 8 -



9 4 。 在 5 月 2 4日第 1 5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委员会建议通过的决定 

草案（见 E / 1 9 8 9 / 8 7 ,第 2 0段）.景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2 4号决定, 

其他提案 

跨国公司委员会第十五届会的报告 

9 5 。 在 5 月 2 4日第 1 5次全体会i义上，理筝会根据主席的建议，注意到跨国 

公司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的损告（E/l989/2a^Add。I). 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25号决定. 

G . 区域合作 

96 

列文件 

(a) 

(c) 

(d) 

(e) 

理事会第二届常会审议了区域合作问题（议程项目6 ) 。 委员会收到下 

秘书长转送联合检査组关于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的报告的说明（ 

2 0 6— E Z 1 9 8 9 ^ 6 9和 C o r r . 1 )和秘书长对此所作的评论意见（ 

2 0 6 / ' A d d . l-EX1986/69yAdd. 1 ) ; 

秘书长关于第二个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199 1年—200 0年）筹备 

性安排的进度报告( A / 4 4 X 2 5 5 9 8 9 X 6 2 )； 

1 9 8 9 年 5 月 1 1日坡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圭亚那、 

秘鲁、苏里南和委内瑞拉代表致联合囯秘书长的信（A/44^275—: 

1 9 8 ^ ^ 9 ) ; 

1989年7月12日阿尔巴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致联合国秘 

书长的信（V"44/395—E/a989X128); 

1 9 8 8年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和社会调査概要（：EZ1989zZ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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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秘书长转送非洲经济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委员会两个执行秘书处关于通过直 

布罗陀海峡欧洲——非洲长久联系的临时报告的说明（ 

(g) 1 9 8 8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调查概要（É/1989Z59);、 

(H) 1 9 8 8年一 1 9 8 9 年 欧 洲 经 济 调 查 概 要 （ ： ; 

( i )西亚经济及社会委员会对第三个联合国发展十年期间，该地区经济和社会 

发展调査的概要（EZ1989/67); 

。 ） 1 9 8 7年一 1 9 8 8 年 非 洲 经 济 和 社 会 条 件 调 査 概 要 （ 8 ) ； 

W 1 98 9年 5月 1 5日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致秘书长的信（11/1989 

X94 )，转送便进社会——经济复苏和变革的结构调整方案的非洲备选案 

文 （ E / ^ C A ^ C M » 3 ) ; ' 

a)秘书长关于区域合作的报告（EZ198a<Z96); 

( m ) 秘 书 长 的 说 明 （ 3 2 )载有题为"以色列在欧洲经济委员会 

中成员资格"的决定草案； 

(n)秘书长转送工业发展理事会关于非洲工业发展十年的工DB. 5 / T 3 e c . 7号 

决定的说明（EZl98 a ^ 32 ) 。 

97. 理事会将该项目发交第一（经济）委员会；委员会在其1 9 8 9年7月11 

日、1 3日、1 7日、1 8 .日、2 0日和2 1日第1 5、第1 6、第1 8、第2 1、 

第2 2、第2 4和第2 5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 

98. 7月 1 1日委员会在其第1 5和1 6次会议上就本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 

论 。 娈 员 会 在 第 1 5 次 会 议 上 听 取 了 欧 洲 经 济 委 员 会 执 行 秘 书 以 各 区 域 

委员会的名义所作的介绍性发言。在同一会 i义上，法国代表（以联合囯成员国中 

8 随 后 将 作 为 号 文 件 分 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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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名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南斯拉夫、保加利 

亚、捷克澌洛伐克、中11、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印度尼西亚、突尼斯和 

印度代表；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门和澳大利亚的观察员作了发言， 

99 ‧ 在 第 1 6 次 会 议 上 ， 波 兰 、 美 利 坚 舍 众 阖 、 加 纳 、 古 巴 、 新 

西兰和赞比亚的代表，以及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摩洛哥的观察员作了 

发言.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非洲经济委员会和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 

三个执行秘书处答复了讨论期间提出的问题。 

秘书长关于区域合作报告中所载的各项建议 

1 0 0 . 秘 书 长 关 于 区 域 合 作 报 告 （ 第 一 节 中 载 有 各 区 域 委 员 会 通 

过的要求理事会采取行动或提请它注蒽的建议。 

宣布第二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 

1 0 1 . 在 7 月 1 7日举行的第2 1次会议上，埃塞俄比亚观察员，代表非洲经济 

委员会部长会议介绍了根据秘书长的报告第3段所载之建议提交的决议草案（E/^ 

1989/C. L ^ . 4 ) ,题为"宣布第二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 

1 0 2 . 在 7 月 2 0日举行的第 2 4次会i义上，委员会秘书在非正式磋商中通知该 

委员会，大家同意订正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1段，在"建议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 

等字样之后用 "考虑宣布 "取代 "宣布 "一词。 . 

1 0 3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该决议草案。 

104 . 理事会在其 7月 2 8日第 3 7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X 1 9 8 9 / 1 4 2 , 第 2 8段；决议草案一）。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 1 9 8 5 ^ 1 1 5 

号决议。 

，依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 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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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jfe改革非洲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方案6^备选构架、 

105. 在 7 月 1 7日举行的第 2 1次会议上，，埃塞俄比亚观察员代表非洲经济 

委员会部长会议介绍了题为"恢复和改革非洲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方案的备选构架" 

的 决 议 簟 案 （ E / 1 9 8 9 / C . 1 / : L . 5 ) 。 

1 0 6 . 在,7月2 5日举行的第 2 5次会议上，委员会秘书在非正式磋商中通知该 

委员会，大家同意该决议茧案应订正如下： 

(a) 在执行部分第 1段，将"欢迎"一词改为"感兴趣地注意到"，并在 

该段末尾加上"及 1 9 8 9年 5月 1 0日于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与非洲 

经济和社会进步有关之机构会议通过的关于非湘长期发展声明"等字 

样； 

(b) 执行部分第2段原为： 

" 2 . 1大会注意到该《构架》；" 

改为： 

" 2 .瘦大会考虑就该《构架》适当采取行动；" 

( C ) 执行部分第 3段原为： 

" 3 .促进国际社会,特剁是发达国家湘多边机构为非洲a家在该 

《构架》范围内拟定的国别方案提供援助。" 

改为： 

" 3 .侥请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SI家相多边机构考虑对非洲国家 

拟定的国别方案提供援助的请求。" 

107.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该决议蕈案。 

1 0 8 . 理事会在其 7月 2 8日第 3 7次全休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箪案 

( E / 1 9 8 9 / 1 4 2 , 第 2 8段，决议簟案二 ）。昜后文本见理搴会第1989/ 

1 1 6号决议。 

非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 

109. 在 7 月 1 3 日 # ^ 的 第 1 8次会议上，埃塞俄比亚观察员，代表非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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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部长会议介绍了根据秘书长的报告第4段所载之建议提交的决议簟案（：S/ 

1 9 8 9 / C . 1 / L . 6 ) ， 题 为 " 非 洲 经 济 发 展 湘 规 划 研 究 所 " 。 

110. 秘书长根据经济及社会理搴会议事规则第3 1条提交的该决议箪案所涉方 

案 预 算 说 明 以 E / 1 9 8 9 / G . 1 / L , 1 1 号 文 件 散 发 。 

1 1 1 . 在 7 月 2 1日举行的第2 会议上,委员会秘书在非正式碰商中通如该 

委员会，大家同意该决议簟案应订正如下： 

(a) 在序言部分第1段末尾删去"它在该决议中建议将非洲经济发展和规 

划研究所的4个核心专业人员的员額编入联合国经常预篝"等字样； 

(b) 在序言部分最后一段之后加上一个新的序言段如下： 

"慼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迄今为止对该研究所的支持；" 

( C ) 执行部分第 1 *第 2段原为： 

" 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重新考虑其在非洲国家面临严峻 

财政困难时不再向非洲经济发展勒规划研究所提供历来之锾助的决定, 

并按照该研究所章程第九条继续给予支助，直到找到改进该研究所资 

金能力的其他办法为止，这些办法包括收取学费和将其4个核心工作 

人员员额编入联合国经常预算； 

" 2 .呼吁大会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 9 8 5 / 6 2号决议的 

建议，淮予将该所的4个核心工作人员的员额编入联合国经常预算， 

使该所能够象其他地区的联合国对应机构那样在经常;fti持续的基础上 

执行其他职务； " 

改为： 

" 1 .，非洲经济发餍^规划研究所理事会加速对该研究所的活 

动湘手段?A改组^使其合理化的工作，以便尽早建立一个更新的、财 

政上可行的研究所，为非洲发展利益服务； 

" 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根据汝组进程所取得的进步重斩 

考虑 1 9 8 9 年 1 2月以后停止对该研究所提供资金的决定，并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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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支持"； 

( d ) 在 执 行 部 分 第 3 段 ， 将 " ！ 丞 " 一 词 改 为 " ， " ‧ 

112.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该决议韋案 

1 1 3 . 理事会在其 7月 2 8日第 3 7次全体会议上获悉该决议笪案不诛及方案预 

算问題. 

114. 理事会同一次会议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茉案（E/ 1 9 8 9 / 1 4 2 . 

第 2 8段；'决议萆案三）.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 9 8 9 / 1 1 7号决议. 

关于便利国际贸易的区域间合作 

1 1 6 .在 7月】 8日第 2 2次会议上，法国代表提出一项决议萆案（E / i g 8 9 / 

C.1/I..7),題为"关于便利国际贸易的区域间合作"，该裕义萆案是以秘书长的报告 

( E / 1 9 8 9 / 9 6 )第 m »峻议为基础的。随后，奥 i續、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 

克、丹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t大利、摩洛哥、，荷兰、波兰、塞内加尔、， 

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合 

众国^南斯拉夫加入为该决议革案的提案国， 

116.在提出该决议蕈案时，法iSl表对其作了如下口头修订： 

(a) 序言部分第二段的文字原为： 

"注;t到秘书长关于区^合作的报告第四部分", 

现改为：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区域合作的报告,特别是第四部分"； 

(b) 执行部分笫i段中"促请各区域委员会与联合国贸易*发,爭会议协力 

⋯--⋯翎订一个••••••••项目"一语改为"请各区域委员会在现有资源允许 

的范围内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屡会议协力制订一个提案蕈案"； 

( c l执行部分第 2段中" 1 9 9 0年笫二届常会"几个字放在该段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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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在 7 月 2 0日第 2 4次会议上，委员会的秘书通知委员会，在非正式协两 

中已经商定，该^议草案应作如下进一步修订： 

(a) 序言部分笫四段，在"逐渐以^子信息取代贸易文件"等字样之前， 

将"是一种合适的框架"一语改为"提供了办法"； 

(b) 序言部分第五段的文字原为： 

"忆及应考虑利用欧洲经济委员会内现有的办法确保在其内部实 

行联合国行政、商务和运输电子数据交换规则（EDIFACT)"n 

现改为： 

"忆及根据欧洲经济委员会1 9 8 9 年 4 月 2 1 日 第 工 ( 4 4 ) 

号决定，鉴于该委员会内现有的办法对所有有关国家使用EDIFCT的 

极端重要性，应考虑增加这些办法，以发展和维护EDIFACT" ; ‧ 

i c )序言部分第六段，在"修改有关贸易的习惯做法"等字样之前，将 

"需要"一词改为"可能需要"； 

(d)在执行部分第2段后加入一个新的执行段落，案文如下： 

"3.建议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在严密审查正在进行的维护 

与发展活动所需资金时，应考虑可从该委员会现有资金中抽调哪些资 

金来支持此项活动"。 

118. 委员会在同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该决议草案。 

119. 理事会在其 7月 2 8日第 3 7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1!/1989/142,第2 8段，决议草案四）*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1 8号 

决议。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会议地点 

120. 在 7 月 2 0日第 2 4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一项决定草案（E/1989/ 

C , / L . 8),题为"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会议地点"， 

该决定草案是该委员会副主席恩里克‧莫雷克先生（古巴）以就秘书长的报告（E/ 

1989/96)第2段所载的建议逬行的非正式协两为基础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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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该决定草案。 

122. 理事会在其 7月 2 8日第 3 7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定草案 

( E / 1 9 8 9 / 1 4 2，第 2 9段；决定草案一）。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8 3号 

决定。 

非洲经济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和该委员0长会议第十六次会议的会议地点 

123. 在 7 月 2 0日第 2 4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一项决定草案（2/1989/ 

C 。 1/工，9)，题为"非洲经济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和该委员会都长会议笫十六次 

会议的会议地点"。该决定草案是该委员会副主席恩里克‧莫雷特先生（古巴）以 

就秘书长的报告（E/1989/96 ) 第 5 段 所 载 的 建 询 非 正 式 协 励 » ! 被 的 。 

124.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该决定草案。 

125. 理事会在其 7月 2 8日第 3 7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定草案 

(11/1989/142，第2 9段；决定草案二）。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989/184号 

决定。 

其他提案 

以色列在欧洲经济委员会中的成员资格 

126. 在 7 月 1 1日第 1 6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秘书长的一项说明（E/1987/ 

X . 3 2 )，该说明载有美利坚合众国在 1 9 8 6年的第二届常会上提交的一项题为 

"以色列在欧洲经济委员会中的成员资格"的决定草案案文。理事会已将对该决定 

草案的审议推迟到1 9 8 9年第二届常会进行（第 1 9 8 6 / 6 7号决议及第 1 9 8 7 / 

1 6雜 1 9 8 8 / 1 7 2号决定）。 

127. 在同一次会议上，继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发完言后，委员会遵照主席的建 

议决定不对载于E / 1 9 8 7 / :L。 32号文件的决定草案采取进一步行动。 

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欧非永久通道 

128. 在 7 月 1 3日第 1 8次会议上，摩洛哥观察员9——也代表西班牙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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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一项题为"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欧非永久通道"的决议草案（E/1989 /C . 

1 / L . 3 ) , 

129. 委员会在其 7月 2 0日第 2 4次会iOl通过了该决议草案， 

130. 理事会在其 7月 2 8日第 3 7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1 4 2，第 2 8段，决议草案五），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989/119号 

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结合区域合作问题审议的文件 

131. 在 7 月 2 1日第 2 5次会议上，遵照主席的建议，委员会决定建议理事会 

注意结合区域合作问题所审议的文件。 

132. 理事会在其 7月 2 8日第 3 7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定蕈案 

(；£/1989/142,第2 9段，决定草案三）.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9 1号 

决定， 

H .发展和国际经、 M作 

1 ,贸易和发展 

133 .理事会在其第二届常会上审议了贸易和发展问题（议程项目7(a) ), 理 

事会收到了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关于其第三十五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的报告（UECTAD/ 

P S M / C A S X 6 0 ) . 

1 3 4 . 理事会将该项目分配给第一（经济）委员会，委员会在其1 9 8 9 年 7 

月 6日和 2 0日第 1 0、 1 1和 2 4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 

1 3 5 . 委员会在其7月6日第10和第ll^XJi就该项目进行了一般讨论. 它听取 

了联合囯贸易和发展会议副秘书长的介绍性发言， 

，。最后报告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 5号》（ A X 4 4 ^ 1 5 ) ,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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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在第10次会议上,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丹麦 

(代表北欧囯家）、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观察员（代表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也发了言， 

1 3 7 . 在 第 1 1 次 会 议 上 ， 印 度 和 保 加 利 亚 的 代 表 发 了 言 ， 欧 洲 共 同 

体委员会观察员也发了言。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1 3 8 . 在 7 月 2 0日第 2 4次会i义上，委员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建议理事会 

注意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关于其第三十五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的报告， 

1 3 9 . 在 7 月 2 6日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 

( E Z 1 9 8 9 / q 3 6 )第 6段。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Z 1 6 7号决定。 

2 .粮食和农业 

140 。理事会在其第二届常会上审议了粮食和农业问题（议程项目7(b))。委员 

会收到了秘书长关于国际农业和热带产品市场趋势和关于囯际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报 

告（：EZ198a/》7 )及世界粮食理事会第十五届会议报告（W:FCZ198SI/7 / 

C o r r . 2 ) " 

1 4 1 . 理事会将该项目分配《合第一（经济）委员会。委员会在其1 9 8 9 年 7 月 

6、 13、 1 8和 2 4日第 1 1、 18、 2 2 和 2 7会i:Li:审议了该项目。 

1 4 2 . 在7月6日和13日笫11和第18次#^1,委员会就M目逬行了一般性讨论，在 

第11次会议上，癸员会听取了世界粮食理事会执行主任的介绍性发言。 

"最后文本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 9号》（ 

号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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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在第11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及马来西 

亚（代表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囯会员国）和瑞典（代表北欧国家）的观察员发了 

言。 

144 ‧ 在 第 1 8 次 会 议 上 ， 保 加 利 亚 、 中 i l l 、新西兰、乌拉圭、泰国 

和哥伦比亚的代表及根廷、澳大利亚、智利和摩洛哥的观察员发了言。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代表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的观察员也发了言。 

粮食和农业 

1 4 5 . 在 7 月 1 8日第 2 2次会议上，马来西亚，的观察员代表属于7 7囯集团 

的 联 合 国 会 员 国 介 绍 了 一 项 题 为 " 粮 食 和 农 业 " 的 决 议 草 案 （ l / L . 

10 ) , 

1 4 6 . 在 7 月 2 4日第 2 7次会i义上，委员会秘书向委员会通报，在非正式协商 

中达成了一致意见，该项决议草案应修订如下： 

(a) 序言部分第二段原文为： 

"关切地注意到:农产品市场上有关贸易的紧张局势仍然极为严重， 

这主要应归因于发达国家持续——在某些情形下甚至加紧执行一切形式的 

农业保护主义和支助措施，包括进口限制和出口补贴"， 

改为如下案文： 

"关切地注意到,世界农业生产增长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放慢，农产 

品市场上贸易的紧张局势仍然极为严重，这主要归因于发达国家持续，在 

某些情形下甚至加紧执行农业保护主义和支助措施，除其他外，包括进口 

限制和出口补贴"； 

(b) 在序言部分第三段的"注意到"之后加入"世界粮食理事会第十五届会议 

工作报告和"等字； 

( C )执行部分第 1段的原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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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欢迎世界粮食理事会《开罗宣言》重申向饥 t营养不良和穷 

困现象作斗争的囯际承诺"， 

改为如下案文： 

" 1 •欢迎向世界上的饥饿作斗争的塞浦路斯倡议和较近期的世界粮 

食理事会《开罗宣言》重申向饥饿、营养不良和穷困现象作斗争的囯际承 

诺，，； 

(d) 执行部分第2段中"―f歷"改为"还欢迎"； 

(e) 执行部分第 3段中，在 "敦促发达面家"的"发达国家"之前加入"有能 

力做到的"；在"注意"之前加入"特别"二字； 

(f) 在执行部分第3段之后加入新的段落，案文如下： 

"4.翌翌迫切需要在鼓励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必须 

增加国内粮食生产从而刺激这些囯家S民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并帮助有效 

解决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 

(g) 执行部分第4段原文为： 

" 4 .要求发达国家继续改进其行政程序,以便能够更加迅速和灵活地因应 

紧急请求"， 

以下列案文替代： 

" 5 . f麥所有国家依照大会1 9 8 8年 1 2月8日第43^/131号决议的 

规定迅速和灵活地对紧急情况作出反应"； 

01)执行部分第6段〔最后案文第7段〕中，在"《埃斯特角城宣言》"之后 

加入"和最近的乌拉圭回合中期审査"； 

(i)执行部分第7(a)段中（最后案文第8(a)段),第一句改为"评价发展中国 

家结构调整方案对其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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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7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修订的该决议草案。 

1 4 8 .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6日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 1 1 / 1 9 8 9 / 1 3 7 ,第 7段）.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8 8号决议。 

149 .决议草案通过后，新西兰代表（还代表澳大利亚）发了言（见EZ1989Z 

SR. 35) 0 

3 ,编制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囯际发展战略 

1 5 0 . 理事会在第二届常会上，审议了编制联合囯第四个发展十年囯际发展战略 

的问题（议程项目 7 ( c ) ) , 委员会收到秘书长的一份说明，其中转交行政协调委 

员会长期发展目标特别工作队第十七届会议报告（ 9 8 0 / 8 0 ) ,并收到乌克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出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9年第二届常会代表团团长于 

1 9 8 9年7月6日致秘书长的信（EzZi989/q27 ) 。 

1 5 1 . 理事会将该项目分配给第一（经济）委员会，委员会在其1 9 8 9 年 7 

月 7日和 2 0 日 第 1 2 次 和 2 4次会i义上审议了该项目， 

1 5 2 . 在 第 1 2 次 会 议 上 ， 安 员 会 就 本 项 目 进 行 了 一般性讨论，听取了 

编制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囯际战略特设全体委员会主席的介绍性发言。 

1 5 3 . 在同次会议上，下列各囯代表发了言：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 

‧保加利亚、白俄罗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澌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匈牙利、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法国、巴西、日本、中国、印 

度、加拿大（并代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赞比亚，发言的还有以下各国的观察员： 

马来西亚（代表属于7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瑞典（代表北欧各国）和埃及、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观察员也发了言。 

行政协调委员会长期发展目标特别工作队的报告 

1 5 4 . 在 7 月 2 0日第 2 4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建议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注意行政协调委员会长期发展目标特别工作队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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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5 .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6 日 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 

( 第 6 段 ， 决 定 草 案 一 ） 。 最 后 文 本 见 理 事 会 第 1 9 8 9 Z 1 6 8 号 

决定。 

编制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囯际发展战略特设全体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1 5 6 . 在 7 月 2 0日第 2 4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建议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注意编制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S际发展战略特设委员会主席关于委员 

会工作的报告。 

1 5 7 .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6 日 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 

9 8 9 X 1 3 8 ,第 6段，决定草案二 ）。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6特 

决定。 

4 '人口 12 

158-

列文件: 

(a) 

(b) 

(d) 

(e) 

理事会在第二届常会上审议了人口问题（议程项ë 7(a)).委员会收到下 

秘书长关于监测世界人口趋势和政策，特别注重最不发达国家人口状况的 

报 告 （ E / 1 9 8 9 / 1 0 ) ;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在人口领域的活动的损告（E/Zi989yl l ) ; 

秘书长关于监测多边人口援助情况的报告（E/Î989/12); 

人口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义报告（E/O989/2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报告中有关部分 

2 4 ^ C o r r . 1—3) '* ‧ 

12 

13 

U 

理事会按照第1989/101号决定，第3段同时审议人口和人类住区的问题.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9年，朴编第 6号》 . 

将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9年，补编第 1 3号》 

32 )印，。 

- 7 2 -



159.理事会将该项目分配给第一（经济）委员会.委员会在其1 9 8 9 年 7 月 

10, 2 1 ^ 2 4日第 1 3、 1 4 25和26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 

160- 在 7 月 1 0日第 1 3和 1 4次会议上，委员会就人口问题（议程项目7(d)) 

和人类住区问题（议程项目7 (e))进行了 一般性讨论. 

161- 在 第 1 3 次 会 议 上 ， 突 员 会 听 取 了 国 际 经 济 和 社 会 事 务 都 人 

口司司长和联合国人口基金新闻和对外关系司司长关于人口问题的介绍性发言. 

162.还是在第13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和中国的代表以及芬兰观察员（代表北欧国家）就这两项问题(议程项 

目7(d)和(e))发了言.巴勒斯坦观察员也发了言. 

163- 在 第 1 4 次 会 议 上 ， 法 国 、 斯 里 兰 卡 、 印 度 尼 西 亚 、 日 本 、 波 

兰、保加利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突尼斯和印度 

的代表以及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观察员就这两 

项问题发了言‧ 一个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内具有咨两地位（第一类）的非政府组织, 

国际地方当局联盟的观察员也发了言， 

人口委员会报告所载的建议 

164- 人口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i义报告（E/1989/24)第一章载有建议理事会 

通过的六项决i义草案和一项决定草案. 

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状况 

165- 在 7 月 2 1日第 2 5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 

状况"的决议草案一， 

1 6 6 .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6 日 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EXl 9 8 9 / 1 3 9 ) ,第 1 6段，决议草案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89号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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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中纳入人口因素 

1 6 7 - 在 7 月 2 1.日第2 5次会"^义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在联合国第四个发展 

十年国际发展战略中纳入人口因素"的决议草案二. 

1 6 8 *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6日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1 3 9 ,第 1 6段，决议草案二）.最后茱文见理事会第1989/90号决 

议. 

于 1 9 9 4年召开一次国际人口会议 

1 6 9 - 在 7 月 2 1日第 2 5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题为"于1 9 9 4年召开一 

次国际人口会议"的决议草案三， 

1 7 0 * 在 7 月 2 4日第 2 6次会"i^,委员会主席向委员会通报了就该决义草案 

举行的非正式协商的结果‧ 

171-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该决议草案. 

1 7 2 .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6日第3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i义的决i义草案 

( E / 1 9 8 9 / 1 3 9 ) ,第 1 6段，决议草案三），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91号 

决议， 

173- 在决议草案通过之前，芬兰观察员（代表北欧国家）发了言；决议通过后，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发了言（见E / 1 9 8 9/SR * 3 5 ) . 

加强有关完成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的行动 

174- 在 7 月 2 1日第 2 5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图为"加强有关完成世界人 

口行动计划的行动"的决议草案四‧ 

1 7 5 .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6 日 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 l 9 8 9 / 1 3 9 ,第 1 6段，决议草案四）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9 2号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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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领域内的工作计划 

176. 在 7 月 2 1日第 2 5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人口领域内的工作计 

划"的决议草案五， 

177.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6 日 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 1 989/139,第16段，决i义草案五）.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93号决 

议， 

联合国在人口领域内对非洲国家的支助 

1 7 8 - 在 7 月 2 1日第 2 5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联合国在人口领域内 

对非洲国家的支助"的决议草案六. 

179.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6 日 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X 1 9 8 9 / 1 3 9 ,第 1 6段，决议草案六）.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94号决 

议， 

人口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180. 在 7 月 2 1日第 2 5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人口委员会第二十六 

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草案. 

1 8 1 .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6 日 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i义的决定草案 

( E / 1 9 8 9 / 1 3 9 ,第 1 7段，决定草案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7 0 

号决定‧ 

其他提议 

经济及社 M事会就人口问题审议的报告 

1 8 2 . 在 7 月 2 4曰第 2 6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建议理事会 

注意就人口问题审议的各份报告. 

1 8 3 -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6日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 

( E / 1 9 8 9 / 1 3 9，第 1 7段，决定草案二）.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171号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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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À # 住 区 
12 

1 8 4 . 理事会第二届常会审议了人类住区问题（议程项目7(e)). 它收到下列 

文件： 

(a)人类住区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包括关于至2 0 0 0年住区 

全 球 战 略 执 行 情 况 的 报 告 （ 和 A d d 。 l 号 文 件 ） ； ' ， 

W秘书长关于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状况的报告（ 

1989/98号文件）； 

(C)国际地方当局联盟，一个具有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 

组织(第一类）提交的声明（ E / l 9 8 9 / N G Q / 7号文件）； 

(d)秘书长根据国际地方当局联盟的提议所作的关于题为"住房权利宪章" 

的问题的说说 ( s y c 。 2/1980/5号文件），该联盟是一个具有与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逢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第一类). 

1 8 5 . 理事会将该项目发交第一（经济）委员会‧ 委员会在其1 9 8 9年 7月 

1 0 日 、 1 3 日 和 2 0 日 第 1 3 、 第 1 4 、 第 1 7和第 2 4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 

1 8 6 . 在 7 月 1 0日第 1 3和 1 4次会‧iJLh,委员会就>^1住区和人口问题(JLh 

文第160段）进行了一般性讨论‧ 

1 8 7 . 在 第 1 3 次 会 议 上 ， 妥 员 会 听 取 了 联 合 国 人 类 住 区 （ 生 境 ） 

中心执行主任就人类住区问题所作的介绍性发言。 

1 8 8 . 在第 1 3和第14次会i义上，一些a家的代表就该两个问题发了言（见上 

文 第 1 6 2 和 1 6 3 段 ） 。 

1 8 9 . 在 7 月 1 3日第 1 7次会议上，委员会主席发了言。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8号》和增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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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人类住区问题审议的文件 

190. 委员会在其 7月 2 0日第 2 4次会议上，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建议理事 

会注意就人类住区问题审议的文件。 

1 9 1 . 理事会在其 7月 2 6日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定草案 

( E / 1 9 8 9 ^ 1 3 9 , 第 2 3段），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 9 8 9 / 1 7 2号决定. 

6 .环境 ' S 

1 9 2 . 理事会第二届常会审议了环境问题（议程项目7(f)). 它收到下列文件： 

( a )秘书长关于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问题的报告（A/44/256~ 

E y l 9 8 9 / 6 6 以 及 C o r r 。 1和 A d d , 1 — 2 ) ； 

m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1989年5月2日致秘 

书长的信（A/44/264—Eyl989/73 ) ； 

( C )秘书长关于防范有害于健康^环境的产品的报告（A / 4 4 / 2 7 6— 

1989/78 ) ； 

(d)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湘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 1 9 8 9年 5月 1 5日致 

秘 书 长 的 信 （ — E / 1 9 8 9 Z 9 2 ) ； 

(e) 秘书长的说明，转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关于向发展中国家提 

供 额 外 资 金 的 报 告 （ A / 4 4 / 3 3 2 — ) ； 

(f) 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 6月 2 0日致秘书长的信（A/4 V^340—Eyi989 

/ 1 2 0 ) ； 

(g) 秘书长的说明，转交联合il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关于保护臭氧层的报 

告 ( A / 4 4 / 3 4 9 - E y l 989/102 )； 

"理事会按照第 1 9 8 0 / 1 0 1号决定第 3段同时审议了环境、沙漠化和干旱以及 

危险货物的运输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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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秘书长的说明，转交联合国系统各机关、组织和方案理事机构关于争 

取实现持久的、符合环境要求的发展方面进展的报告（E / I 9 8 a / L ' 2 5和A d d 

。 1 一 7 ) ; " 

( i )秘书长关于大会第42/186和42/187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1989 /J>26 ) ; " 

(j)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十五届会议报告（Eyl98a/i。42和 

C o r r . 1 );'， 

193 .理事会将该项目发交第一（经济）委员会，但决定（第1 9 8 9>/ 1 Û 1 

号决定，第1 1段）在全体会议上审议召开联合11环境与发展会议的问题（见下文 

第207至213段）。 

194. 第一（经济）委员会在其1 9 8 9年 7月 1 4日、 1 7日、1 9日和2 4 

日第1 9、第2 0、第2 1、第23和第2 6次会议上审议该项目‧ 

195. 委员会7月1 4日 * 1 7日的第1 9、 2 0 * 2 1次会1«环境问题（议 

程项目7 (f ))、沙漠化和干旱问题（议程项目7 fe))和危险货物运输问题（议程项 

目7(11))进行了一般性讨论‧ 

196. 在 7月 1 4日的第1 9次会议上，委员会听取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 

任及主管园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副秘书长特别助理关于环境问超的介绍性发言. 

197. 在同次会议上就这三个问题（议程项目7 tf)、 (g), (h))发言的还有：掷威 

(代表北欧各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法IK代表联合囯会员11中的欧 

"最后报告见V44/" 3 3 9~ S l / 1 9 8 Q / 1 1 9和A d d e n d a * 

"最后报告见A / 4 4 / 3 5 0 ~ : E : y i 9 8 a / 9 9 . 

''最后报告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2 5号》（ 

2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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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经济共同体成员）、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和保加利亚代 

表，以及瑞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塞内加尔的观察员和世界气象组织的代表， 

1 9 8 . 在 7 月 1 7 曰 第 2 0次敬Jilt这三个问题发言的有：泰国、南斯拉夫、 

委内瑞拉、波兰、中国、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加拿大、印度、加納和突尼斯代表, 

以及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观察员和马来西亚的观察员（代表联合 

国会员囯中的7 7 11集团成员）。联合囯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转、食及农业组织的代表 

也作了发言. 

199. 在 7 月 1 7日第 2 1次会议上就这三个问S发言的有：肯尼亚、日本、美 

利坚合众国、巴百和乌拉圭代表，以及臭;à利、毛里塔尼亚、、实大利亚和尼日禾J五 

的代表，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代表以及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具有咨询地位的二>政府纟三 

织，第一矣，国际商会、消費者同盟11际组织和世界劳工联合会观-紧、员也发了言。 

加强囯际环境合作一向发展中n家提供额外资金 

2 0 0 . 在 7 月 1 9日第 2 3次会议上.马来西亚"观家、员代表联合囯会员国中 

7国集团成员介绍了一项决议草案（i;/1989/c. ]yL. 12 ) , M为"加 5 1 

国 际 环 境 监 測 向 发 晨 中 H 家 提 供 额 外 资 金 的 情 况 " 。 

2 0 1 . 在 7 月 2 4日第 2 6次会议上，委员会秘书告知委员会，非正式^商中巳 

定对决议草案作知下修改： 

( 。标 3中 É î T监，一词 3去， 

('。）第1执行段原为： 

"1.得出结论:迄今尚未充分注意为执行环境方杲向发展中国穿、 

提供额外资金及对此加以有效监测的问題；" 

改为： 

"1.得出结论:需更加注意为Î/飞行环境方案项目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以确保其发展重点不受有窨响并应对提供 

―，。根接经济及社会m事会议事规则第7 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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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资金的情况加以更有效的连续审查；" 

( C ) 第 2执行段，原为： 

"2.决定在拟议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筹备过程中以及在该会 

议期问应认其审议这个问题，以期会议能为有效监测建立机制；" 

改为： 

"2.建议在拟议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筹备过程中以及在该会 

议期问应认冥审议这个问 I I ,以期会议能为有效监测或审査确定方式. 

为1；^进适当行动提供事实基础；" 

m第3执行段删去，原为： 

"3.请秘书长在拟议的会议的筹备过程中就此提出具体建议和提 

案，供理事会和大会逬一步审议，" 

2 0 2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决议草案。 

2 0 3 . 理事会在其 7月 2 7日第 3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 2 1 / 1 9 8 9 / 1 4 0 ,第 1 2段）。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0 1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环境问题上审议的文件 

2 0 4 . 在 7 月 2 4日第 2 6次会议上，根据主席的提议，委员会决定建议理事会 

注意其在环境问题上审议的报告。 

2 0 5 . 在 7 月 2 7日第 3 6次全体会议上，主席建议修改有关决定草案，将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的报告列入报告一览表，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的报告是于委员 

会通过了有关决定草案（见E / 1 9 8 9 / S R . 3 6 )后才分发的.然后，经社理事会 

通过了委员会所建议的经口头修正的决定草案（E/1989/140，第1 3段），最 

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 9 8 9 / 1 7 7号决定。 

2 0 6 . 在同次会议上，根据主席的提议，委员会注意到题为"*1、篼规戈笫卞 

，会议工佾艮告"（ E / 1 9 8 9 / L . i * 2 )的文僻复制的 f ^ * f镜规划舉笫 1 5 / 3 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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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3 6号决定不准确，并注意到环境规划署代表已保证将迅速发一更正。"2' 

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2 0 7 . 理事会在其1 9 8 9 年 7 月 1 3 日 、 2 1日和 2 6日第 2 8、第 3 3和第 

35次全体会议上审议了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问题。讨论情况载于有关 

简要记录（ E / l 9 8 9 / S R , 2 a 3 3和 3 5 )。 

2 0 8 . 理事会在其 7月 1 3日第 2 8次《^会议上就此问题进行一般性讨论。在 

同次会议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作了介绍性发言。 

2 0 9 . 在同次会议上，掷威（代表北欧国家）、巴西、法国（代表联合国会员国 

中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新西兰、哥伦比亚、印度、南斯拉夫、乌克兰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也代表捷克斯洛伐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拿大、日 

本、中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代表发了言。瑞士、菲律宾、埃及、黎巴嫩、 

奥地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澳大利亚和土耳其观察员也发了言。世界气象组织 

秘书长也发了言。 

2 1 0 . 在 7 月 2 1日第 3 3次全体会议上，马来西亚（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77 

国集团成员）、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 ' I掷威、波兰、瑞典"和瑞士 '° 

提出一项题为"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问题"的决议草案（E/a989/L. 3 6 ) , 

其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新西兰加入为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2 1 1 . 在 7 月 2 6日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副主席费利佩.埃克托尔.保 

列略先生（乌拉圭）告知理事会关于就该决议草案进行非正式协商的结果。 

2 1 2 .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该决i义草案。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989/37 

号决议。 

2 1 3 . 在通过决议草案之前，法国代表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成 

员发了言，决议草案通过后，巴西代表和澳大利亚观察员发了言。 

" 随 后 作 为 4 2 / C o r r . 1号文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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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沙漠化和干旱" 

214 .理事会第二届常审议了沙漠化和干旱问题（议程项目7 (g))。理事会收到 

了下列文件： 

(a)秘书长关于非洲遭受沙漠化和干旱的囯家报告（A/44/296-

8 9 / 8 1 ) ; 

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关于联合国苏丹-萨赫勒办事处活动的报告 

( D P / 1 9 8 9 / 5 0 ) ; 

( 0秘书长关于大会有关防沙治沙行动计划的第 4 2 / 1 8 9 A 、 B、 c号决 

议执行情况的报告（E/1989/工.27) 。 22 

2 1 5 . 理事会将这个项目分配给第一（经济）委员会，委员会在1 9 8 9 年 7 月 

1 4 日 、 1 7 日 、 1 9 日 、 2 0 日 和 2 1 日 其 第 1 9 、 2 0 、 2 1 、 2 3 、 2 4和 

2 5次会议上审议这个项目。 

216。 在 7 月 1 4和 1 7日第 1 9、 2 0 和 2 1次会议上，委员会就沙漠化和干 

旱、环境和危险货物运输问题进行了一般性讨论（见上文第1 9 5段）。 

2 1 7 . 在 7 月 1 4日第 1 9次会议上，委员会听取了联合国苏丹-萨赫勒办事处 

副处长关于沙漠化和干旱问题的介绍性犮言。 

218。 在第 1 9 、 2 0和 2 1次会议上，一些国家的代表就这三个问题犮了言 

(见上文第 1 9 7— 1 9 9 段 ) 。 

防沙治沙行动计划 

2 1 9 , 在 7 月 1 9日第 2 3次会议上，毛里塔尼亚2°的观察员介绍了一份决议草 

案（ E / 1 9 8 9 / C . 1/L' 1 3 )，题为"防沙治沙行动计划"。 

最后报告见 A / 4 4 / 3 5 1 - E / l 9 8 9 / 1 2 2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 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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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在 7 月 2 0日第 2 4次会议上，委员会秘书告知委员会，非正式碰商中已 

商定对该决议草案作如下修改： 

(a) 序言部分第三段，"该报告所有语文文本的分发均拖延过久"一语删 

去； 

(b) 序言部分第三段之后增加一个新的序言段如下： 

"注意到由于文件提供的延误，无法充分审议这一问题"； 

( 0 第 2执行段删去，原为： 

"2 ‧ f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行政主任在现有资源的范围内向大会第四 

十四届会议提交防治沙漠化协商小组的各份报告"。 

221。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决议草案。 

222。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7日第 3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突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1 4 0 , 第 2 4段，决议草案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102 

号决议。 

遭受沙漠化和千旱的非洲国家 

223。 在 7 月 2 0日第 2 4次会议上，塞内加尔2 °的观察员以瞜麦隆、丹麦、 

埃塞俄比亚2°、几内亚、毛里塔尼亚2°、摩洛哥2°、挪威、卢旺达、塞内加尔2°、 

索马里、瑞典2。和南斯拉夫的名义介绍了题为"遭受沙漠化和干單的非洲国家" 

的一份决议草案（E / 1 9 8 9 / C . 1 / L . 14)。随后，加拿大、埃及2°、法国、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马来西亚20、荷兰、尼日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20、突尼斯和赞 

比亚加入为该决议草案提案国。 

224。 在 7 月 2 1日第 2 5次会议上，突员会秘书告知委员会，非正式碰商中已 

商定对决议草案作如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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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序言部分第四段之后新增一个序言段，案文如下： 

"注意到 1 9 8 9年举行的巴黎经济问题首脑会议十分关心与控 

制沙漠化有关的问题，特别是关心设立萨赫勒观测站的计划"， 

(b) 序言部分第六段（最后案文序言部分第七段）之后新增一个序言段， 

案文如下： 

"、连51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就此问题开展的工作及该理事 

会 1 9 8 9 年 5 月 2 5 日 第 1 5 / 2 3 号 决 定 " ； 

( 0序言部分第9段（最后案文序言部分第十一段）末尾，"并注意到环 

境规划署理事会1 9 8 9 年 5 月 2 5 日 第 1 5 / 2 3 D号决定"一语删 

去； 

( d ) 第 7执行段原为： 

" 7 ,促请联合国苏丹-萨赫勒办事处协助苏丹一萨赫勒各国， 

以筹备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并准备由此而采取的后续行动"； 

改为： 

" 7。 联合国苏丹-萨赫勒办事处协助苏丹-萨赫勒各国，以 

筹备计划于I 9 9 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并准备由会议 

而采取的后续行动。" 

2 2 5 , 在同次会议上，突员会通过了这个经口头修正的决议草案。 

226。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7 日 第 3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1 4 0 , 第 2 4段，决议草案二）。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103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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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危险货物的运输" 

2 2 7 . 理事会第二届常会审议了危险货物的运输问题（议程项目7 01)。理事会收 

到秘书长关于危险货物运输问题专家委员会工作的报告（E/1989/63 ) 。 

2 2 8 . 理事会将这个项目分配给第一（经济愿委员会，委员会在1 9 8 9 年 7 月 

1 4 、 1 7 、 2 0 和 2 4 日 第 1 9 、 2 0 、 2 1 、 2 4 和 2 6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 

项目。 

2 2 9 . 在 7 月 1 4日和 1 7日第 1 9 、 2 0 和 2 1次会议上，委员会就危险货物 

运输、环境和沙漠化及干旱问题进行了一般性辩论（见上文第1 9 5段）。 

2 3 0 . 在这几次会议上一些国家的代表就这三个问题发了言（见上文第19 7 -

1 9 9段）。 

危险货物运输问题专家委员会的工作 

2 3 1 . 在 7月 2 0日第 2 4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题为"危险货物运输问题专 

家委员会的工作"的决议草案，该草案是专家突员会提请理事会通过的（E/1989/ 

63 ，第一章）。 

2 3 2 . 在同次会议上，欧洲经济委员会代表发了言。 

2 3 3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秘书告知委员会，非正式磋商中已商定对决议草案 

作一修改，在执行部分筹一段之后增加一个执行段落： 

"2。，并原则上核准印度政府关于成为娄员会正式成员的请求，这是 

扩大决策基础的一个适当步骤"。 

2 3 4 . 在 7 月 2 4日第 2 6次会议上，突员会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决i义草案 

2 3 5 . 决议草案通过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发了言。 

2 3 6 .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7 日 第 3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1 4 0 ,第 3 4段）。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104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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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有效动员和吸收妇女参与发展 

2 3 7 . 理事会第二届常会审议了有效动员和吸收妇女参与发展问题（议程项目7 

(i))。理事会收到下列文件： 

(a)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报告第四章（A/44/16);" 

(b) 秘书长关于有效动员和吸收妇女参与发展的报告（A/44/290-E/ 

1 9 8 9 / 1 0 5 ) ; 

( 0 行政协调委员会关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执行 1 9 9 0 - 1 9 9 5 年 妇 

女与发展全系统中期计划的计划和方案的报告（E/1989/I6和 

C o r r . 1)5 

(d)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提高妇女地位活动跨组织方案分析的报告（E/ 

1 9 8 9 / 1 9和 C o r r . 1 )； 

(e)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报告（E/1989/27); 2* 

(f) 《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世界概览》摘录（E/1989/工.23)； 

(g) 以下组织提交的声明：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有咨询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第一类：国际妇女同盟——平等权利平等贲任、国际妇女理事会和国 

际职业妇女联合会；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有咨询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第二类：国际犹太妇女理事会，国际女大学毕t生联合会、国际女医 

师协会、泛太平洋和东南亚妇女协会、国际妇女争取和平自由联盟、 

世界女童军协会、世界卫理公会妇女联盟、世界天主教妇女组织联盟。 

( E / 1 9 8 9 / 删 / 8 ) 。 

238。 理事会将这个项目分配给第一（经济）委员会，突员会在7月18、 2 0 

25 

24 

最后案文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6号》。 

最后报告见《经济及社会委员会正式记录，1 9 8 9年，补编第9号》（E/ 

1 9 8 9 / 2 7 / R e V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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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 1日第22^ 24和25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2 3 9 . 在 7 月 1 8日第 2 2次会议上，突员会就此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论。委员 

会听取了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社会发展和人遛主义事务中心提高妇女地位司司长的 

介绍性发言以及国际经济及社会事务部联合规划科科长的介绍性发言。 

2 4 0 . 在第 2 2次会议上发言的还有：美利坚合众国、法国（代表联合国会员国 

中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新西兰（并代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泰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以及芬兰（代表北欧各国）的观察员。以下组织的代表也发了 

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劳工组织。发言 

的还有以下组织的代表：在理事会具有咨询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第一类）国际妇女 

同盟-平等权利平等贵任。 

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三十三届会议报告中的建议 

全系统协调有关提鬲妇文地位和妇女参与发展的活动 

2 4 1 . 在 7 月 2 1日第 2 5次会议上，突员会审议了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三十三届 

会议建议的决议草案三，题为"在全系统范围内协调有关提高妇女地位和妇女参与 

发展的活动"（E /1989/27,第一章）。理事会第一届常会曾决定将此决议草案 

的审议推迟到第二届常会（理事会第1989/126号决定）。 

2 4 2 . 加拿大代表提议，将决议草案第1 1执行段中"请秘书长在拟定联合国第 

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时"一语改为"请制订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 

战略特设全体委员会"。 

2 4 3 . 以下各国代表作了发言：新西兰、法国、美利坚合众国、日本、印度、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2 4 4 . 在同次会议上，突员会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这一决议草案（见下文第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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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决议草案一）。 

2 4 5 .理事会在 7月 2 7 日 第 3 6次全体会议土通过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E/ 

1989/141 ,第 1 2段，决议草案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0 5号决议。 

其他建议 

有效动员和吸收妇女与发展 

2 4 6 . 在 7 月 2 0日第 2 4次会议上，加拿大代表以加拿大、丹麦、芬兰"、新 

西兰、挪威、波兰、瑞典23、泰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名义提出了一份 

决议草案（ E / I 9 8 9 / C . 1/工.15)，题为"有效动员和吸-收妇女参与发展"。随 

后，澳大利亚"、保加利亚、^麦隆、哥伦比亚、希腊、荷兰、葡萄牙、突尼^和 

美利坚合众国加入成为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2 4 7 . 在 7 月 2 1日第 2 5^会议上，突员会秘书告知突员会，非正式槎商中已 

蔺定此决议草案作如下修改： 

(a) 执行部分第 2段，在"关于"一词前增加"收入分配"一语； 

(b) 执行部分第3段，"特别恻重于妇女和教育、健康、人口、就业和环 

境问题方面正在出现的倾向"一语改为"特别侧重于与妇女和教育、 

健康、人口、收入分配、就业和环埂问题以及妇女参与决策有关的正 

在出现的侧向的社会经济方面"； 

i c i执行都分第 4段，"区域突员会"一语后增加"在其职权范围内"字 

样； 

( d )执行部分第 5段，原为： 

" 5 ‧ ^联合国秘书处统计署在加强联合国系统内关于妇女在发展 

方面的统计数据的协调工作中发挥核心作用，并且建议以相互支援的方式 

25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亭会议事规则第7 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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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出版联合国关于妇女问题的研究"， 

改为： 

" 5 . 联合国秘书处统计署发挥中心作用，加强联合国系统内关 

于妇女在发展方面的统计数据的协调工作，并且建议以相互支援的方式计 

划和出版联合国的部门性研究"。 

2 4 8 . 在同次^义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该决议草案。 

2 4 9 .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7日第 3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突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E/1989/141,第1 2段，决议草案二）.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106号 

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有效动员和吸收妇女参与发展问题上审议的报告 

2 5 0 . 在 7 月 2 1日第 2 5^会议上，^员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建议理事会注 

意其在有效动员和吸收妇女参与发展问题上审议的报告。 

2 5 1 .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7日第 3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癸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 

( E / 1 9 8 9 / 1 4 1 ,笫 1 3段），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7 8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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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二（社会）委员会审议的问题 

A , 人权冋题 

I，瑰事会第一届常会审议了人权问题（议程项目9 ) . 理事会收到了下列 

文件： 

(a)秘书长转交人权条约机构主席会议报告的说明（AZ44/98 ) . 

(t)秘书长转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締约国在经济、社会和文 

化 权 利 委 员 会 审 议 他 们 的 报 告 之 后 所 提 交 的 追 加 资 料 的 说 明 （ ) ； 

(C)秘书长转交国际劳工组织根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I 8 

条的规定以及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8( IiX)号决议提交的第十一次报告的 

说明（E / 1 9 8 9 / 6 ) ； 

(d)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五庙会议报告（E/1989/20 ) ; ' 

(e) 秘书长关于工会权利遛到侵犯的指控的说明（2/1989/49 ) ; 

(f) 秘书处转交人权委员会南部非洲问题特设专冢工作组报告摘要的说明（E/ 

1989/53 ) ； 

(S)秘书处转交人权事务娄员会第三十五庙会议逝过的一般评论的说明(EX 

1 9 8 9 / 5 7 ) ； 

01)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娄员会第三/i会i乂的报告（2/1989/1, 9 ) ; 2 

《经济及社会堙事会正式记录，1 9 8 9年，补编第2号》， 

最后文本见《经济及社会埋筝会正式记录，1 9 8 9年，补编第 4号》（： 

1989/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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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女律师联合会（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第二类非政府组织） 

耰出的声明（EZl989/IfG0/3 )； 

0)基督和平会一国际天主教和平运动（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 

第二类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声明（E/1989/NG0/4 )； 

Ik)经、I、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三庙会议报告简要记录（E/C. 1 2 / 1 9 8 9 / 

S E , 1-25 ) 。 

2. 理事会将该项目分配给第二 （社会）委员会，该委员会在 1 9 8 9 年 5 

月 I 5日至 1 9日举行的第1 5次至第 2 2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一项目. 

3. 委员会第1 5至 2 1次会议就该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论，在 5月 1 5日 

第 1 5次会iUi,委员会听取了人权中心副主任的介绍性发言， 

4. 在第1 5次会议上哥伦比亚代表和西班牙观察员（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同 

体的联合国会员国）发了言。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具有理事会咨商地位的第一 

类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也发了言， 

5. 在 5 月 I 6日第 1 6次佘议上，波兰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 

及墨西哥观察员发了言，国际计划生育协会(具有理筝会咨蔺地位的第一类非政 

府组织）的观察员也发了言， 

6. 在 5 月 1 6日第 1 7次会议上，捷克斯洛伐克和pp」拉伯利比亚敞国代表 

及岁马尼亚观察员发了言. 

7. 在 5 月 1 7日笫 1 8次会议上，印厪、伊拉克和愛尔兰代表及匈牙利、趑 

南、瑞典和澳大利亚观察员发了盲， 

8. 在 5 月 1 7日第 1 9次会议上，巴西祁希膪代表及塞浦路澌、德:^志民主 

共和li|、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冰岛（代最北欧国家）观粱员发了言， 

9. 在 5 月 I 8日第 2 0次会议上，约旦、娈内瑞椬、蒽大利、尼加拉瓜、新 

西兰、中国、美利坚合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掌大、苏丹和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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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及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菲律宾观察员发了言。 

10. 在 5 月 1 8日第 2 1次会议上，乌拉圭、日本、法国、挪威、南斯控夫、 

保加利亚和古巴代表及哥斯达黎加、蒙古、澳大利亚、芬兰和民主柬埔寨观察员发 

了言， 

人权委员会报告内所载的建议 

11.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报告（E/1989/20 )第一章载列建议理事 

会通过的8项决议萆案和2 0项决定萆案。该报告附件三载列经委员会通过的有 

关决议和决定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向南非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权提供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对人权的 

享受所产生的不良后果 

12. 在 5 月 1 9日第 2 2次会 i : !LL娄员会进行记录表决，以3 9 票 对 7 票 、 7 

票弃权通过了题为"向南非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权提供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 

形式的援助对人权的享受所产生的不良后果：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专题 

报告员的报告"的决议箪案一，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巴哈马、伯利兹、坡利维亚、巴西、俅加利亚、^麦隆、中阖、哥伦比 

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廋尼西亚、伊朗伊 

新兰共和阖、伊拉克、约旦、肯尼亚、莱索托、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尼加fi瓜、尼日尔、闸曼、波兰、卢旺达、沙特F《拉伯、索马里、斯里 

兰卡、苏丹、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盥、乌拉圭、夯内瑞拉、南斯拉夫、 

礼伊尔、赞比亚， 

反对:法国、襟蒽志联邦共和国、蕙大利、荷兰、葡萄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IS, 

弃权：加拿大、丹麦、希腊、愛尔兰、曰本、新西兰、掷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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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理事会 5月 2 4日第 1 6次全体会议经记录表决以3 8票赞成、 7票反对 

和8票弃权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该决议箪案（E/i989/89 ，第5 9段，决议箪案 

一 ) 。 其最后案文见埋事会第 1 9 8 9 X 7 3号决议，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巴哈马、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嘛麦隆、中国、哥伦比 

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伊拉克、约旦、肯尼亚、茱索托、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尼加拉 

爪、尼日尔、阿曼、波兰、卢旺达、沙特阿控伯、索马里、斯里兰卡、 

苏丹、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鸟技圭、委内瑞拉、南斯拉夫、扎伊 

尔、赞比亚， 

反对: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荷兰、葡蔔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加拿大、丹麦、希腊、爱尔兰、日本、利比里亚'、新西兰、掷威， 

防止粳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当代双隶制形式问题工作组 

14. 在 5 月 1 8日笫 2 0次会议上，荷兰代表对题为"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 

组娈员会当代双隶制形式问题工作组的报告"的决议萆案二捷出了修正案（ 

8 9 / C . 2/L ‧ 16 )。修正案要求在执行部分第2段后堉添一段新的执行部分段落，內容 

如下： 

" 3 .赞闳人权夯员会在1 9 8 8年 3月 8日第 1 9 8 8 / 4 2号决议中请秘 

书长就各会员国、联合国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为执行堙筝会I 9 8 3 年 5 月 

2 6日第1983/30号决议内的各项建议所采取的步骤向经：^及社会埋筝会提 

出报告的要求，和人权夯员会在第1989/35号决议中请祕书长就堙事会1 9 

3 利比里亚代表团后来表示，它对该决议萆案的投票应衩记录为赞成而不是弃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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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年第一>§常会所收刹的评论提出报告的要求，" 

15. 在 5 月 1 9日第 2 2次会议上,.委员会邇过了该修正案， 

16.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修正的决议萆案， 

17. 理事会 5月 2 4日第 1 6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萆案（E/ 

1 9 8 9 / 8 8 ,第 5 9段，决议萆案二）。 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74号决 

议， 

专题报告员的地位 

1 8，在 5月 1 9日第 2 2次会议上，委员会进行记录表决，以2 6票对 9票、 

1 6票弃权通过了题为"专题报告员的地位"的决议簟案三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巴哈马、伯利兹、狭利维亚、巴西、嗜麦隆、加拿大、哥伦比亚、丹麦 

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肯尼 

亚、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沙特阿拉伯、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阖、乌拉圭、委内瑞拉、南斯拉夫， 

反对：保加利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伊朗伊斯兰共和圔、1*」拉伯利比亚民 

众国、尼加拉;]i、波兰、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 

弃权:中国、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约旦、莱索托、尼日尔、 

ppj曼、卢旺达、斯里兰卡、苏丹、舉nu突尼斯、礼伊尔、赞比亚， 

19。 在决议萆案逋过前，德葸志联邦共和因代表发了言；岁马尼亚观蔡员在决 

议蕈案通过前后发了言. 

20. 在î»#5月24日第16次全1；^议上，笑，j坚合众阖代褒提议修正*员会所 

提议的决议箪案（E / 1 9 8 9 / 8 8 ,第 5 9段，决议覃案三）的执行鄧分第 2段，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后来表示它原打算投票赞成该决议箪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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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法院，，后面加上"优先"二字.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代表发了言， 

( 见 1 6 ) U^*理事会经记录表决以1 7票赞成、 9票反对和 2 2 

票弃权通过该修正案‧ 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加拿大、丹麦、法国、褥;t志联邦共和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曰 

本、肯尼亚、荷兰、新西兰、掷威、葡萄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业、美利坚合众国、乌控圭、委内瑞拉. 

反对:保加利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伊朗伊斯兰*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 

众国、尼加拉瓜、波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 

弃权:伯利兹、坡利维亚、巴西、^麦隆、中国、哥伦比L亚、加纳、几内亚、 

印廋尼西亚、伊拉克、约旦、茱索托、利比里亚、尼日尔、阿曼、卢旺 

达、斯里兰卡、苏丹、哭尼渐、南澌拉夫、礼伊尔、赞比亚， 

21,理事会然后经记录表决，以2 4票赞成、 8票反对和 1 9票弃权通过了经 

口头修正的决议草案。其最后案文见理筝会第1989/75号决议.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巴^马、伯利茲、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丹麦、法&、 

德;1：志联邦共和阖、希腊、愛尔兰、大利、日本、肯尼亚、荷兰、新 

西兰、掷威、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不列颞及北愛尔兰联合王 

圔、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突內瑞拉、甬渐拉夫， 

反对:保加利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伊朗伊ft兰共和国、1»」拉伯利比亚民 

众阖、波兰、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 

弃权:中H L落羑隆、加纳、几内亚、^厪尼西亚、伊克、约旦、莱索托、 

利比里亚、尼加拉瓜、尼日尔、P5」曼、卢旺达、^里兰卡、苏丹、泰国. 

突尼斯、礼伊尔、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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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决议萆案通过之前，罗马尼亚观察员发了盲（见E/1989 /SR. 16 ) , 

关于保护以恩有精神病或精神错乱为由被拘留者权利的原则和侏证措施 

23. 在 5 月 1 8日第 2 0次会议上，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以法国、 

德;t志联邦共和国、蕙大利、秘鲁，、菲律宾'和联合王国名义介绍了对题为"关 

于保护以患有精神病或精神错乱为由被拘留者权利的原则和保证措施"的决议草案 

四榥出的修正案（E / 1 9 8 9 / C . 2 A 17 ) * 修正案要求在执行部分第2段之后 

添加如下一个新的执行部分段落： 

" 3 . f秘书长根据各国政府、各专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按人权委员会第 

1989/40号决议第6段的要求所提出的评论，编写一份工作文件列出由于这 

些评论而对现行案文作出的修改，" 

24. 在 5 月 1 9日第 2 2次会 1 ^，姿员会通过了修正案。 

25. 在修正案通过之后日本代表发了言， 

26. 在闳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邇过了经修正的决议草案。 

27.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 日 第 1 6次#会议上通过了娄员会提议的决议蕈案 

( E / 1 9 8 9 / 8 8 , 第 5 9段，决议蕈案四），其*后案文见理筝会第 1 9 8 9 / 7 6 

号决议， 

lij冢和土晋居民的汆约、协定和其他建设性安排的研究 

28. 在 5 月 I 9日第 2 2次会议上，*员会通过了趲为"la冢^土著居民的条 

约、协定和其他建设性安排的研究"的^议萆案五， 

29.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贞会捷议的决议萆案 

i E / l 989/88 , 苐 5 9段，决议草案五），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7 7 

号决议， 

' 按照经、;5f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 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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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电子计算机处理个人资料档案的准则 

30. 在 5 月 1 9日第 2 2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以电子计算机处理个 

人资料档案的准则"的决议箪案六， 

31。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 日 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提议的决议箪案 

( E / 1 9 8 9 / 8 8 , 第 5 9段，决议草案六）.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7 8 

号决议。 

3 2 a 决 议 蕈 案 通 过 之 后 ， 日 本 代 表 发 了 言 （ 见 1 6 ) 。 

儿置权利公约问题 

33。 在 5 月 1 9日第 2 2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儿童权利公约问题" 

的决议萆案七。 

34。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提议的该决议草 

案（E / 1 9 8 9 / 8 8 ，第5 9段，决议萆案七），其最后条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79号决议。 

35。 决 议 草 案 通 过 之 后 ， 日 本 代 表 发 了 言 （ 见 1 6 ) , 

关于个人、团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逦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祁 

义务宣言箪案问题 

36。 在 5 月 1 9日第 2 2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关于个人、团体和社 

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逦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簟案问题" 

的决议箪案八。 

37。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 日 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提议的决议箪案 

( E / 1 9 8 9 / 8 8 , 115 9段，决议草案八）.其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8 0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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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人权情况 

3 a 在 5 月 1 9日第 2 2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南非的人权It况"的 

决定簟案 1 . 

39.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 日 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萆案 

( E / 1 9 8 9 / 8 8 , 第 6 0段，决定萆案一）. 最后笫文见理事会第1989/136 

号决定。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 

40. 在 5 月 1 9日第 2 2次会议上，委员会进行记录表决，以4 0票对 1票、 

1 3票弃权通过了题为"《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的决 

定2。 表示结果如下• 

赞#，：巴哈马：'é利兹？t*:维亚.巴W保加利亚=？变隆中国哥《'；^^1亚. 

‧ ̂ 巴 .捷克靳洛伐克加纳凡; ^亚印庹印吏' ‧ ^西亚尹?^伊^兰共 

&国，拉克约旦肯.亚.，索托.利比里亚.阿拉 f白利比 I民.众国 

t加=?±.1 a V ，曼.浹兰.旺i^':,特!^拉:'è.索马里，里兰 

一 苏丹辛国特立达 ? ^多巴哥 "^^tp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m苏r唯埃社会主义共^乌拉圭委内^拉枕夫.f―， 

尔赞比亚。 

叉对：美.坚会.众g: 

弃 权 : 加 拿 大 丹 麦 ： ？ 国 湾 意 . 卞 ， 、 邦 共 f 爱尔兰：？大？本 

，兰 西兰 葡葛牙.大不、J!3|.?l北受尔兰舍王国。 

41. 决定草案通过后、新西兰代表发了言. 

4 a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 日 第 1 6 次 全 体 会 议 上 以 3 9票对 1票、 1 3票弃权 , 

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E / 1 9 8 9 / 8 &第 6 0段，决定萆案二） ‧ 最后 

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137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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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43. 在 5 月 1 9日第 2 2次会议上，葡萄牙代表建议修正题为"实现经济、社 

会 和 文 化 权 利 " 的 决 定 草 案 3 , 在 " 第 1 9 8 9 / 1 2 号 决 议 " 后 加 入 " 和 第 1 9 8 9 / 

13号决议"等字. 

44, 在次会议上，突员会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决定草案. 

4 5 .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 日 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韋案 

( E / 1 9 8 9 / 8 & 第 6 0 段 ， 决 定 草 案 三 ） . 最 后 案 文 见 理 事 会 第 1 9 8 9 / 1 3 8 

号决定. 

拟订《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号任葸议定书，以期废除死刑 

46. 在 5 月 1 9日第 2 2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题为"拟订《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号任蒽议定书，以期废除死刑"的决定草案4. 

47. 獰意志联邦共和国、哥伧比亚、滅、荷兰、几內亚、侏加利亚和苏丹代 

表及澳大利亚、埃及、瑞典和阿尔及利Jl观察员发了言. 

48. 沙特阿拉伯代表动议将决定草案立即提付表先 

49. 委员会在主席发言后进行记录表决,以2 8票对 4票、 1 7票弃权遒过了 

该决定簟案，衰决结果如下： 

，戋:？t，:维亚.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哥ft比亚.捷克靳洛伐克丹麦 

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爱尔兰； f大利肯'" &亚^兰斩西 

兰 . 1 加拉瓜"？^日尔^威.浹兰f荀牙.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g联垔大不列類及北.受亇、兰&.合王国美利 

坚会《国.鸟拉圭委内瑜拉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P可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阿曼、沙特阿拉伯. 

弃权:巴哈马、伯利兹、^麦隆、古巴、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 

伊拉克、日本、约旦、卢旺达、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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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决定^案通过后，荷兰、突尼斯、苏丹、^麦隆、印度、伊拉克、几内亚、 

阿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约旦代表及瑞典、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巴基渐坦和 

埃及观察员发了言. 

51.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 日 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进行了记录表决，以2 7票对 

7票，1 5票弃权，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E/1989/88,第6 0 段 ， 净 

定草柒四.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3 9号决定.表决结果如下： 

赞《：ît*':维亚巴西保加，：亚-加拿大f 比亚捷究渐洛伐克丹变 

法 国 i l ， 志 ^ 邦 共 和 国 希 腊 受 亇 、 兰 大 利 肯 S 亚 荷 兰 新 西 

兰 ^ 加 拉 I . , t 3尔.掷威波兰^萄牙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盟.大不，'颠及北爱尔兰，.合王国.美利 

^‧^^M.鸟拉圭.委内^拉.札伊尔。 

反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约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囯、阿曼、沙特阿控伯、 

索马里～苏丹《 

弃杈 :巴 ,马 .伯利兹. ^麦隆 .古巴加纳. f L内亚.，变《西亚. a ^ . Pi 

索托利比里亚.《旺达.里兰卡.特立"?‧达和多巴哥 拉夫 . * 

比亚。 

5丄决定萆案通过后，苏丹和日本代表以及埃及观察员发了言（见E/1989/ 

S R 16 ) , 

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的报告 

5 3 . 在 5 月 1 9日第 2 2次会议上，*员会通过了题为"防止歧視及保护少数 

小组委负会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的告"的决定萆案 5。 

5 4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炎定草案 

( 1 9 8 9 / 8 8 , 第 6 0段，决定蕈案五）..最后文本见珲筝会第 1 9 8 9 / 1 4 0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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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权 

6 5 . 在 5 月 1 9日第 2 2次会 i l l ,委员会通过了题为"发展权"的决定箪案 

6 。 

56. 在同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了言。 

57.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遒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萆案 

( E / 1 9 8 9 / 8 8 , 第 6 0段，决定重案六）.最后文本见珲事会第 1 9 8 9 / 1 4 1 

号决定 

58. 决定蕈案通过后，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日本、美;f!l坚合众国和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见E / 1 9 8 9 / S R . 1 6 ) . 

各项国际人权文书締约国的报告义务和根据这些文书所设机构的有效执行职贵；改 

善按联合国各项人权文书规定的报告制度的途径和方法 

5 9 . 在 5 月 1 9 日 ^ 2 2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各项国际人权文书締 

约国的报告义务相根据这些文书所设机构的有效执行职责；改善按联合国各项人权 

文书观定的报告制度的途径和方法"的决定萆案7。 

60.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 1 e .次#会议上通过了娶员会建议的决定蕈案 

( i t / 1 9 8 9 / 8 a第 6 0段，决定萆案七）。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4 2 

号决定. 

裉^联合国谷项人权文书所设机构的有效行便职贲 

61. 在 5 月 1 9日笫 2 2次会ilh,委员会通过了题为"损据联舍国谷项人权 

文书所设机构的有效行使职责"的决定萆案8。 

62.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1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娈员会建议的决定蕈案 

( E / 1 9 8 9 / 8 8 , 第 6 0段，：ç^、定萆案八），最后案文见第1989/143号决定。 

63. 决 定 萆 案 通 过 后 ， 日 本 代 表 发 了 盲 （ 见 1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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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立委员会的一个工作组审查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503 (X_LVIII ) 号 

决议捷交委员会理事会的情况和夯员会所掌握的情况的一般性决定 

64. 在 5 月 1 9日第 2 2次会议上，娈贞会通过了题为"关于设立^负会的一 

个工作组审查按ilft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503(X:LV:CII)号决议提交委员会处理的 

情况和委员会所掌握的情况的一般性决定"的决定草案9. 

65.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 

( E / 1 9 8 9 / 8 8 ,免 6 0段，决定萆茱九）， 最后案文见珲事会笫1989/144 

号决定。 

提高定期和真正的选举原则的效力 

66. 在 5 月 1 9日第 2 2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提高定期和真正的选 

举原则的效力"的决定萆案1 0。 

67.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逝讨了委员会建议的決定草案 

( E / 1 9 8 9 / 8 8 ,集 6 0段）。 最后案文见3i畢会第1989/145号决t 

在民族、种族、宗教祁语言上属于少数人的权利 

68. 在 5 月 1 9 日 , 2 2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茌民族、种族、宗教 

和语言上属于少数人的权;的 9 ^定:^案 i 1。 

69. 在 5 月 2 4日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理筝会il过了夯贞会建议的决定革茱 

( E / 1 9 8 9 / 8 8 ,笫 6 0段，决定蕈案十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 l i ^ 8 9 / 1 4 6 

号决定. 

智利的人权和.暴本自田情况 

70. 茌 5 月 1 9日笫 2 2次会议上，娈员会通过了题为"智;f!l旳人权和^本自 

田情况 " 5 ?决定案 1 2, 

71.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员会建议的决定萆案 

( 2 / 1 9 8 9 / 8 8 »第 6 0投，决定萆案十二）. 最后案文见垤事会笫198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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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情况 

72. 在 5 月 1 9日笫 2 2次会乂上，娈员会进行记录表^，以2 3票对 8票、 

1 5票弃权通过了题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情况"的决定萆案 1o。 表决 

结果如下： 

一赞成:巴哈马.加拿大.哥伦比亚、丹麦.法国？i;rt、联邦并和国、希腊、伊 

拉克.爱尔兰.*大利、日本、约旦、莱索托、荷兰、新西兰.掷威.寶 

萄牙、*旺达、特立^达和多巴哥、大不9〈氣殳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 

^合众国、委内瑞拉、赞比亚。 

£，：古巴、印度尼西亚、伊萌伊斯兰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尼加拉瓜， 

阿曼.斯里兰卡、苏丹。 

弃杈:fé利兹..坡利维亚.巴西、"^麦隆.加纳.几内亚、印度.肯尼亚，.《曰 

尔.沙特阿拉fé.索马里、奉国、突尼斯、南斯拉夫.扎伊尔。 

73.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 日 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经记录表决，以2 2票对 8票、 

1 6票弃权，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E/1 9 8 9 / 8 8 »第 6 0段，^定革案 

十三)。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4 8号决定。表决结果如下： 

赞戎:巴哈马.加拿大哥伦比！ 丹 麦 法 g . ^ 意 志 邦 共 和 g 希 ^ .伊 

拉克 .受尔兰 .大利 . 3本 .约旦 .莱索托 .，生新西兰， ,威 . t 

萄牙 5旺达.特立'达&多巴哥大不，!颠及北受尔兰?*、舍王国.美利 

坚合.众国委内#拉-

&对:古巴.印度. * &西亚.伊尹斯兰共和 g .阿拉利比亚民众国加拉. 

，曼^里兰卡.苏丹， 

弃杈:fè利兹.玟，:维亚.巴西：罢变隆.加纳 内亚.肯*S亚、，！比里亚 

尔，特阿拉 f é .索鸟罜-来 S .突靳.南浙技夬.札伊尔.赞比 

I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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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的人权*基本自由问题 

7 4 . 在 5 月 1 9日第 2 2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阿富汗的人权*基本 

自由问题"的决定草案 1 4。 

7 5 .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i义的决定草案 

( E / 1 9 8 9 / 8 8 , 笫 6 0段，决定草案十四）。最后案文见第 1 9 8 9 / 1 4 9 

号决定。 

萨尔瓦多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 

7 6 . 在 5 月 1 9曰第 2 2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萨尔瓦多的人权*基 

本自由情况"的决定草案 1 5。 

7 7 .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 日 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的决定草案（E/ 

1 9 8 9 / 8 8 ,第 6 0段，决定草案十五）。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50 

号决定。 

赤道几内亚的情况 

7 8 . 在 5 月 1 9日第 2 2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赤道几内亚的情况" 

的决定草案1 6 。 

7 9 .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 

( E / 1 9 8 9 / 8 8 , 第 6 0段，决定草案十六）。最后案文见第 1 9 8 9 / 1 5 1 

号决定。 

在人权领域向海地提供援助 

8 0 . 在 5 月 1 9 曰 第 2 2次会i义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在人权领域向海地提 

供援助"的决定蕈案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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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蕈案 

( E / l 989/88,第60段，决定草案十七），最后案文见第1989/152号决定。 

在人权领域向危地马拉提供援助 

8 2 . 在 5 月 1 9 日 第 2 2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在人权领域向危地马 

拉揞供援助"的决定草案1 8 。 

8 3 .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1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 

( E / 1 9 8 9 / 8 8 ,第 6 0段，决定草案十八），最后案文见第 1 9 8 9 / 1 5 3 

号决定。 

罗马尼亚的人权状况 

84 ‧ 在 5 月 1 9日第 2 2次会i义上，委员会进行记录表决，以2 1票对 7票、 

1 8票弃权通过了题为"罗马尼亚的人权状况"的决定草案 1 9 a表决结果如下: 

赞（加拿大.哥ft"比亚.丹麦法g 湾意志^..，共&国希t 受尔兰 % 

大利.日不.肯.《亚、荷兰.新西兰鄱威.葡萄牙.，特,阿拉ré..特立 

《达&多巴f.大不及北受亇、兰&.会王g 美*:坚舍-'、''：f 乌祛圭 

委内瑞拉.南^拉夫。 

叉对：中国古巴 & 度 亚 伊 尹 ^ 兰 共 ; ^ 国 "&，技.1 索5"里 g罜 

兰卡。 

弃权:巴哈马 fé.*'':兹玟利维亚.巴If = 1：麦隆加内亚 . & : 度 .伊拉 

克 . 约 旦 . 菓 索 托 . 尔 5曼 *旺达苏丹奉国 .札伊尔 .，比 

亚。 

8 5 . 在决定草案通过后，扎伊尔代表和罗马尼亚观察员发了言. 

8 6 .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 1 6次全体会 i乂上进行记录表决，以 1 9票对 7 

票、 9票弃权，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E / 1 9 8 9 / 8 8 ,第 6 0段，决定草 

案 十 九 ） . 最 后 案 文 见 第 1 9 8 9 / 1 5 4 号 决 定 ， 表 决 结 果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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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幸 大 哥 伦 比 亚 丹 麦 志 1 * 、 邦 丼 f e g 希 ? ！ 受 尔 兰 ， — -

大利. 3丰荷兰.新西兰.掷威 n e萄牙.特立.达 &多巴哥大不 

,及北受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委内瑞拉.南斯拉夫。 

叉对：中 g古巴.印度尼西亚.伊伊斯兰共和国.加拉.巧、索马里.斯里 

巴哈马（白利兹..玟维亚.巴百.莩变,t.加纳.几内亚伊拉克.约 

旦肯.?‧亚.莱索托.利比里亚 ^ 0 曼 = ^旺达苏丹.舉 g 

札伊尔涂巴布韦。 

8 7 . 决 定 草 案 通 过 前 ， 罗 马 尼 亚 观 察 员 发 了 言 （ 见 1 6 ) ,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8 8 . 在 5 月 1 9 日 第 2 2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题为"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六 

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的决定草案2 0 . 

8 9 .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 

f E/l 9 8 9 / 8 8 ,第 6 0段，决定草案二十），最后案文见第 1 9 8 9 / 1 5 5 

号决定， 

9 0 . 决定草案通过后，日本代了言（见 E / 1 9 8 9 / S E ^ 16 ) ‧ 

9 1 . 在决议草案^决定草案通过后，日本代表就若干决定草案发了言（见E/ 

1989/Sli 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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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伸提案 

民族自决权及其对处于殖民或外来统治或外国占领下人民的适用 

9 2 . 在 5 月 1 9日第 2 2次会 i l l ,泰国代表代表比利时 s、伯利兹、文莱国： 

麦隆、哥伦比亚、哥期达黎加6、丹麦、斐济6、法国、冈比亚S、德意志联邦 

共湘国、希腊、危地马拉S、海地 6、洪都拉斯 6、冰岛 6、曰本、卢森堡 6、马 

来西亚《、摩洛哥S、尼泊尔6、挪威、阿曼、巴基斯坦6、巴布亚新几内亚6、 

菲律宾 6 、圣卢西亚 S 、塞内加尔 S 、塞拉利昂 S 、新加坡 6、索马里、西班牙 6、 

苏丹、泰国、土耳其s、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圭*扎伊尔，介绍了 

题为"民族自决权及其对处于殖民或外来统治或外国占领下人民的适用"的决定草 

案f E / 1 9 8 9 / C . 2/Iv 18 ).后来吉布提《加入为决定草案共同提案国。 

9 3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进行记录表决，以4 2票对 8票、 4票弃权通过了 

决定草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 :巴哈马.：(玄 .玟 ,维亚巴" ^ . =1：麦隆加拿大中g 哥：t比亚 

丹麦.法国.i.jç.t '?^"邦共和国.加纳.希IT. , 1内亚印度,西亚.受 

尔兰：f大利 3本.肯€亚.菓索托利比里亚荧兰新西兰 «F? 

尔 W ' Â ^ 曼雙萄牙 #旺达.i，特阿拉:'è 索马里 ^ 里 兰 卡 苏 

丹泰国特立.《达*n多巴哥.突.^渐大下《；^及北爱尔兰&.合王g 

美利里合众国乌拉圭委内^拉 *靳^夫扎.尹尔.，比互， 

反对:保加利亚古巴.捷克斩洛伐究.印度阿拉 f é ,比亚民众 S . 波兰乌 

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動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 

弃权:伊§^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约E.尼加拉,le 

9 4 . 在决定草案通过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了言。 

6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 2条。 

'约旦代表团后来表示，它对决定草案所投的票应该是赞成而不是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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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进行记录表决，以4 3票对 7 

票、2票弃权，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E/1989/88，第6 0 段 ， 决 定 

箪案二十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5 6 号 决 定 . 表 决 结 果 如 下 : 

赞成:巴哈马.！'è利兹..玫利维！.巴酉.^麦隆.加拿大.中国.哥伦t i l! . 

丹麦法 S . 栲 S 志联邦共和 g . 加纳希腊.内置印庾, * ? _西亚. ,、 

尔兰.意大利.日本约旦.肯.《亚菜索托.，"比里亚荷兰新西兰 

尔.掷威阿曼.葡萄牙.占旺达.沙特阿拉 fé .索马里 . 1^里兰卡 

苏丹泰国.特立达化多巴哥突.《斯.大不列.颠及北受尔兰？^^^王国 

美利垩合众国，乌拉圭委内瑞拉*靳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叉对:保加利亚.古巴捷克浙洛伐克—.'【加拉.?1波兰鸟究兰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g,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弃权:伊拉克、阿拉fé利比亚民众g-

9 6 . 在决定草案通过前，加拿大和泰国两国代表*民主柬埔寨、越南湘哥斯达 

黎 加 的 观 察 员 发 了 言 （ 见 1 6 ) . 

有关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 

9 7 . 在 5 月 1 9 日 第 2 2次会议上，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观察员' 

代表澳大利亚*、保加利亚、白俄罗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勒国6、捷克斯洛伐克、 

丹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s 、意大利、蒙古* 、挪威、波兰、葡萄牙、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介绍了题为"有关人权 

的两项国际公约"的决议草案{ E / 1 9 8 9 / C . 2/Ic 19 ) ‧ 

9 8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决议草案。 

9 9 . 在 5 月 2 4 日 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在理事会秘书发言后通过了委 

员会建议的决"1^义蕈案（E/1989/88,第5 9段，决议草案九），最后案文见理 

事会笫1 9 8 9 / 8 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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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境内工会权利遭受侵犯 

100. 在 5 月 1 9 日 第 2 2次会议上布基纳法索观察员6代表非洲国家介绍了题 

为"南非境内工会权利遭受侵犯"的决议草案（E / 1 9 8 9 / C . 2/L, 20 ) , 

1 0 1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决议草案。 

1 0 2 . 在 理 月 2 4 5 ^ 16^"^会 i灶，茱索托代表对委员会建议的决 i义草案 

(E/l989/88，第59段，决议萆案十)提出絛正，要求将执竹部分第9段"请秘书长坚 

持努力"后"确保南非政权将'⋯的指控交给"等字样收为"确保将⋯.指控交给"。 

10 3.在同次会"i义上，理事会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决议草案。最后案文见理事 

会第1 9 8 9 / 8 2号决i义， 

人权委员会的报告 

104. 在 5 月 2 4日第 1 6次全体会i义上，理事会根据主席的提议，注意到人权 

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报告（E / 1 9 8 9 / 2 0 ) . 见理事会第1 9 8 9 / 1 5 7 

号决定。 

经济、社会湘文化权利委员会通过的临时议事规则 

1 0 5 . 在 5 月 2 4日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延至其 

1 9 9 0年第一届常会审议经济、社会勿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第三届会议上通过 

的临时议事规则，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5 8号决定。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会前工作组 

1 0 6 . 在 5 月 2 4日第 1 6次全体会议上，理事会获通报：第二 （社会）委员会 

没有对载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报告第3 3 8段内关于委员会的会前工作 

组的建"i义（E/1 9 8 9 / I i 9 )釆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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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理事会第一届常会审议了妇女问题（议程项目1 0 ) ‧ 理事会收到了下 

列文件： 

(a)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八届会议的报告（A/44/38); « 

(b) 秘书长关于拟订1 9 9 6 —2 0 0 1年全系统提高妇女地位中期计划的报 

告（ E / 1 9 8 9 / 9 ) ; 

( C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 i义的报告（ 2 / 1 9 8 9 / 2 7 ) ;， 

(d) 国际提高妇女地位研究训练所董事会第九届会议的报告（E/1989/46); 

(e) 秘书长关于各国在改善农村地区妇女状况方面的经验说明（E/1989/ 

7 0 ) ; 

(f) 秘书处的说明，其中转递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建议的题为"扩 

大妇女地位委员会"决i义草案十三及对该决议草案提出的修正案（：E/1989/C. 2 / 

!.. 1)； 

(g) 国际女律师联合会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具有第二类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提交的声明{ E / 1 9 8 9 / 扁 / 3 ) . 

108.理事会将这个项目分配给第二 (社会)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其1 9 8 9 

年 5 月 1 0日至 1 2日和 1 6日至 1 9日的第 1 1至 1 4 ， 1 6 ， 1 9 , 2 0 和 

2 3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1 0 9 .委员会第 1 1至 1 4次会议就这个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论. 5月 1 0日 

8 最后报告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38号》， 

， 最后报告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9年，补编第 9号》（ E / 

1 9 8 9 / 2 7 / R e v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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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听取了联合国秘书处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提高妇女地 

位司司长和国际提高妇女地位研究训练所所长的发言. 

110. 也是在第1 1次会议上，下列国家观察员发了言：西班牙（代表属于欧洲 

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多米尼加共相国和埃及.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的观察员 

也发了言.具有理事会第一类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消费者联合会组织 

的观察员发了言. 

111. 在,5月1 1日第1 2次会议上，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和新西兰的代表和墨 

西哥的观察员发了言.大韩民国观察员也发了言.在理事会具有第一类咨商地 

位的下列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发了言.国际妇女理事会.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和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 

112. 在,5月1 1日第 1 3次会议上，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波兰，突尼斯，中 

国，丹麦（代表北欧国家），斯里兰卡，肯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巴 

哈马、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日本，约阜和印度尼西亚；下列各国观察员 

发了言；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巴基 

113. 在,,5月1 2日第 1 4次会i义上，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希腊、美利坚合众 

国，保加利亚，加拿大，古巴，南斯拉夫，尼加拉瓜，法国，马拉圭，委内瑞拉，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阿曼和?1：麦隆；下列各国观察员发了言:菲律宾，孟加拉国. 

智利和哥斯达黎加.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i义报告所载的建议 

扩大妇女地位委员会 

114. 理事会按照1 9 8 8 年 5 月 2 7日第 1 9 8 8 / 1 2 5号决定，决定在 1 9 8 9 

年第一届常会对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建议的题为"扩大妇女地位委员会' 

的决议萆案十三及E / 1 9 8 8 / C , 2 / L . 2号文件所载提出对该决i义革案的修正案釆 

取行动‧ 该决议草案载于:E/1989 /C . 2 / L , 1号文件中，内容"eP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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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 1 9 8 7年 5月 2 6日第 1 9 8 7 / 2 3号决议，其中原则上同意扩大 

妇女地位委员会，并决定在该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并向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1 9 8 8年第一届常会就此提出建议， 

"！ it， i ]联合国会员国已从1 9 6 6年的 1 2 0个增加到 1 5 9个，而该 

委员会却未相应扩大， 

"；^妇女问题已更加复杂，数目也有所增加，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此， 

" 1 .决定将妇女地位委员会的成员从 3 2名增至 4 3名； 

" 2 .又决 g按照人权委员会席位分配情况来分配席位； " 

" 3 .还决定委员会的扩大自1 9 8 9年起生效； 

" 4 . 享于 1 9 8 8年举行选举填补妇女地位委员会的空缺的同时， 

填补由于扩大委员会所增加的席位." 

115.突尼斯观察员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7 7国集团成员对该决i义箪案提出以 

下修正案（E / 1 9 8 8 / C 2/Ii 2)'，，并载于E/1989 /C , 2 / f . . 1号文件中予以 

分发： 

'°人权委员会是由联合国的4 3个会员国每国派出一名代表组成；这些代表是由 

经社理事会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按以下方式选出： 

(a)非洲国家十一名成员； 

亚洲国家九名成员； 

( C )拉丁美洲国家八名成员； 

(d) 西欧和其他国家十名成员； 

(e)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五名成员. 

"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 2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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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执行部分第2段，将"人权委员会的席位分配情况，"等字样改为"公平 

地域分配原则"； 

(b) 执行部分第3段，将"委员会的扩大自1 9 8 9年起生效"等字样改为 

"扩大委员会的生效日期不迟于1 9 9 0年年初"； 

( C ) 删掉执行部分第 4段. 

116. 理事会也在第1988/125号决定中请委员会参照该项决定中所列的种种 

考虑就扩大委员会的问题发表意见.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审议了扩大委 

员会的问题，但并未提出任何建议（见E/1989/27,第七章，G节）， 

117. 第二 （社会）委员会在其 5月 1 0日第 1 1次会议上收到了这项决议簟案 

和就其提出的修正案， 

118. 马来西亚观察员在同一次会议上代表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提出 

了题为"扩大妇女地位委员会"的决i义萆案（：E/1989/C, 2 / L 5 ) .其内容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忆及理事会1 9 8 7 年 5 月 2 6日第1987/23号决 i义原则上同意妇女 

地位委员会的成员需要增加，决定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时为此进行讨论，并 

将提案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8年第一届常会， 

"铭记联合国会员国1 9 6 6年为 1 2 0 个 ， 1 9 8 8年已增至 1 5 9 个 , 

为委员会相应扩大奠定了基础，同时考虑到用于分配席位的公平地域分配原则, 

"忆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 9 8 8年 5月 2 7日第 1 9 8 8 / 1 2 5号决定要 

求委员会就扩大委员会一事发表；t见， 

"注蒽到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就这一事项进行的讨论， 

"考虑到与妇女有关问题的复杂性和数量都有所增加,特别,在发展中国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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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及委员会应于1 9 9 0年召开一次长时间会议，审议和评价执行《提 

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咯》的进展情况， 

"1.决定委员会成员应增加至四十五名,并严格根据公平地域分配的原 

则分配席位， 

" 2 .决定委员会的扩大应在 1 9 9 0年初委员会审议和评价执行《前瞻 

性战略》进展情况的长时间会议召开之前生效， 

" 3 .还决定填补因妇女地位委员会扩大而增加的席位的工作同19 9 0 

年选举填补委员会空缺的工作结合进行." 

119. 马来西亚观察员在介绍该决议簞案时，口头订正了执行部分第3段，把 

" 同 1 9 9 0年选举填补委员会空缺的工作结合进行"改为"在 1 9 9 0年理事会 

的组织会议时进行"， 

120. 秘书长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3 1条就该决议箪案所涉预算问 

题提出一项说明，作为:E/1989 /C , 2 / L . 12号文件予以分发. 

121. 在 5 月 1 8日第 2 0次会议上马来西亚观察员提出了一项i了正决议箪案 

{ E / 1 9 8 9 / C . 2 / L 5 / R e v 1)"，其中将下列执行部分第1段： 

"1.决定委员会成员应增加至四十五名，并严格根据公平地域分配的原 

则分配席位"， 

改为： 

" 1 ,决定委员会成员应增加至四十五名，并根据公平地域分配的原则按 

下列方式分配席位： 

(a) 非洲国家十三名成员； 

(b) 亚洲国家十一名成员； 

( C )东欧国家四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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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拉丁美洲和加勒比il家九名成员； 

(e)西欧和其他国家八名成员"‧ 

122. 委员会获悉，E/1989/C, 2 / L , 1 2号文件所载的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M 

用于这一订正决议萆案， 

123. 在 5 月 1 9日第 2 3次会议上，波兰代表代表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相国"，波兰、乌克兰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该决议蕈案提出修正案（E/1989/ 

C. 2/L 2 1 ) ,内容如下： 

(a) 席言部分第二段，原文^下： 

"锘记联合国会员国1 9 6 6年为 1 2 0 个 ， 1 9 8 8年已增至 1 5 9个, 

为委员会相应扩大奠定了基础，同时考虑到用于分配席位的公平地域分配原则， 

予以删除，在序言部分最后一段之前插入新的一段如下： 

"考虑到适用于分配席位的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和所有区域集团的利益"； 

(b) 将执行部分第1段案文（见上面第12 1段）改为： 

"1.决定委员会成员应增加至四十二名,按下列方式分配席位； 

"(a)非洲国家十名成员 

" ( b )亚洲国家八名成员 

" ( c )东欧国家五名成员 

"(d)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八名成员； 

"(e)西欧和其他国家九名成员； 

" ( f )非洲、亚洲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两个席位，轮流填补。" 

124.在同一次会议上，哥伦比亚代表发了言，他在发言中根据理禀会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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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7条动议首先就决议草案V1989/^C. a / L , 1釆取行动. 

125. 希腊代表代表西欧及其他国冢发了言，他在发言中根据第 4 9条动议 

会议暂停。 

126. 主席发言后，委员会就会议暂停的动议进行记彔表决，以3 3票对 1 9票， 

零票弃权否决了该动议。表决结呆如下： 

赞成：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 

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铘威.波兰、葡萄牙，乌克 

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巴哈马、玫利维亚、巴西.麦隆.哥伦比亚、古巴.加纳.几内亚、 

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约旦、肯尼亚、茱索托、 

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甩加拉瓜.尼曰尔、阿曼.旺达，沙 

特阿拉fé.索马里、絷里兰卡，苏丹、泰国、特立甩达和多巴哥、突尼渐、 

乌拉生、委内瑞拉、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弃权:^。 

127. 主席发言后，委员会表决首先就决议草案:E/I98a/C. Z^L. a^Rev. 1 

采取行动的动议.经记录表决，动议以3 4票对 1 5票，3票弃权获得通过。表 

决结果如下： 

赞成:巴哈马、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喀麦J^、哥伦比亚.古巴、加纳. 

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约旦、肯尼亚.. 

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龙加拉/!.龙日尔、阿曼、卢 

旺达.沙特阿拉伯、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鸟拉圭、委内瑞拉、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丹麦、法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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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利 . 曰 本 、 荷 兰 . 新 西 兰 ^ 威 ' 葡 萄 牙 、 大 不 列 颠 及 北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 美 利 合 众 国 。 

弃权：波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联盟。 

128. 在同一次会议上，印度代表发了言，她在发言中要求就E/i98a/c. 2/ 

L. 2 1号文件（见上È J , 1 2 3段）所载的修正案进行彔决。 

129. 委员会于是开始表决该修正案，情形如下： 

(a)第一项修正案< 见上面第1 2 3(a)段）经记录表决以3 3票对 1 9票，零 

票弃权被否决。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 \丹麦、法囯、德意志联邦共和 g .希 

腊、爱尔兰、意大利、a本、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 . .葡萄牙、乌克 

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判颠及北爱 

尔兰联奋is.美.利]^奋众s：。 

反对:巴哈马.坡利维亚、巴西、喀麦隆、哥伦比亚、古巴、加纳、几内亚、印 

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兰共和囯、伊拉克、约旦 . .肯尼亚 .莱索托、 

利 比 里 亚 . 阿 拉 f è 利 比 亚 民 众 国 . 尼 加 拉 瓜 、 尼 曰 尔 . 阿 曼 、 旺 达 、 沙 

特阿拉伯.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举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 ^ 

乌 拉 圭 . 委 内 瑞 拉 . 南 斯 拉 夬 . 扎 伊 尔 . 赞 比 亚 。 

弃权：无。 

(b)第二项修正案（见上ÈJ第1 2 3(b)段）经记录录决以3 4票对 1 8票，零 

票弃权被否决。表决结来如下： 

赞《：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g,希腊.爱尔兰. 

意大利. .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乌克兰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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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â:巴哈马'玟-维亚.巴西、保加亚'2^麦隆、哥伦比亚、古巴.加结、 

几内亚.印庹、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约旦、肯尼jE、 

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尼加拉瓜、尼曰尔、阿曼、卢 

旺达，沙特阿拉伯、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乌拉垂、委内瑞拉、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弃权：无。 

130. 在第23次会议上，荷兰代表和新西兰代表以及瑞典观察员就决议草案 

1989/C. 2/1^ 5/<Rev. 1发了言.德;！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也发了言，并要求 

就订正决议草案进行记录表决. ， 

131. 希腊代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和挪威代表（也代表« ) 

以及马来西亚观察员（代表属于7 7国窠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发了言。 

132. 印度和落麦隆代表发了言. 

133. 印度代表按照理事会议事规则第5 0条动议停止辩论.几内亚和肯尼亚 

代表赞成上述动议，荷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则表示反对. 

134. 该动议经记录矛决，以3 3票对 1 9票，零票弃权通过。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巴哈马、坡利维亚、巴西.喀麦隆.中S.哥伦比亚、古巴、加纳.几内 

亚-印度.e口度尼西亚、伊朗伊桊兰共和国.伊拉克.约旦.肯,*&亚.莱 

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g,尼加拉瓜、尼3尔、阿曼、卢旺 

达.沙特阿拉伯、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泰国、突尼斯、鸟拉圭、委 

内瑞拉.南斯拉夬、礼伊尔、赞比亚。 

反对: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伏克，丹麦、法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 

腊、愛尔兰.意大利.日萃、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乌克 

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保加利亚代表团后来彔示，它对第二项修正案的表决应记录为赞成而非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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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无 

135. 希腊代表按照理事会议事规则第4 9条动议休会1 5分钟。 

136. 主席发言后，委员会经记录彔决，以3 2票对 1 9票，零票弃权否决了该 

动议。汆决结果如下： 

赞成 :保加利亚 .加拿大、捷克斯洛我克、丹麦 .沄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 

M.爱尔兰.《大利、日革.荷兰.新西兰、^威、波兰.葡荀牙.乌克 

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 0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 美 利 合 众 国 。 

反对 :巴哈马 .玫利维亚、巴西、 ^麦隆、哥伦比亚 .古巴，加纳、几内亚 .印 

庹、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约旦、肯尼亚、莱索托、 

.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尼加拉 / 1 、尼日尔、阿曼、卢旺达.沙 

特阿拉伯、索马里、斯里兰卡 .苏丹、泰国 .突尼渐 .鸟拉圭 .委内瑞拉 . 

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弃权：无。 

137. 印度代表请求把决议草案E/1989 / C . a /L. syRev, l 付 诸 表 决 . 荷 

兰、几内亚、印度、南斯拉夫和爱尔兰代表就程序问题发了言.主席裁定就决议 

草案 E / 1 9 8 a / C . Z^L. 5 / R e v , 1进行表决. 

138. 订正决议草案经记录表决，以3 4票对 1 9票，零票弃权 i f过。彔决结 

呆如下： 

赞成 :巴哈马、坡利维亚、巴西 . ^麦隆、中国、哥伦比亚、古巴 .加纳， 7 1内 

亚、印度、印庹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约旦，肯尼亚、菜 

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尼加拉; L、尼日尔、阿曼、卢旺 

达、沙特阿拉伯、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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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 & 渐 . 乌 拉 圭 . 委 内 ^ 拉 . 南 渐 控 夫 . 扎 伊 尔 . 赞 比 亚 。 

反对：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 

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乌克 

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无0 

139. 决议草案通过后，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美利坚合众国、中国、波兰（也 

代表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乌:£兰钍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加拿大、日本、爱尔兰湘意大利. 

140. 鉴于决议草案 V 1 9 8 9 / C . 2/1- i获得通过，因此对妇女地位 

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建议的决议草案十三及其修正案无须采取行动。 

141.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1 5次全体会议经记录表决，以3 5票对 1 9票， 

零票弃权通过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E/l989/90/Ad(i, 1 ,第 2 7 段 ） 。 最 

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4 5号决议。表决结果如下： 

5??：：匕，马伯利兹.玟利维亚巴西.喀麦隆.中国.哥伦比亚.古巴.加 

纳.内亚.印度.印度, ‧ 西亚.伊朗雄渐兰共^国.伊拉克、约旦.肯 

它亚菓索托.利 I t里亚.阿拉^利亚民众国. t加拉； 1、《曰尔阿 

曼占旺达.沙特!^拉,è 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奉国.特立.&达* 

多巴哥.突尼斯.乌拉圭委内瑞拉.南斯拉夫..札伊尔.赞比亚。 

反对: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 

腊.受尔兰.意大利 3本、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荷牙.乌克 

兰苏雒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会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化-

142. 决议草案通过前，下列国家代表发了言：加拿大（也代表澳大利亚和新西 

―120 一 



兰）、挪威（也代表丹麦、芬兰、冰岛和瑞典）、波兰（也代表保加利亚、捷克斯 

洛伐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印厪、印 

度尼西亚、嗜麦隆、哥伦比亚、古巴、日本、肯尼亚、苏丹和伊控克，下列国家观 

察员也发了言：西班牙（代表属于欧洲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马来西亚（代表 

属 于 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墨西哥、埃及和津巴布韦；决议通过后，美, 

坚兮众国代表和中国代表发了言（参看E/1989 /SR» 15 ) 。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裉告所载的建议 

1 4 3 .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报告（E /1989/27 )第一章载有建议 

理事会邇过的 1 5项决议苴案和两项决定萆案，还载有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这 

项决议已媞请理事会注意。 

改善秘书处内妇女的地位 

1 4 4 . 5 月 1 6 日 ， 委 员 会 第 1 6次会议通过了题为"改善秘书处内妇女的地位" 

的决议堇案一. 

1 4 5 .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1 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该项决议草案 

( ^ 1 9 8 9 / 9 0 , 第 3 2段，决议草案一）。最后案文，见理筝会第 1 9 8 9 / 2 9 

号决议, 

为提鬲妇女地位而进行的方案规划和活动 

146. 5 月 1 6日，委员会第1 6次会议通过了题为"为提高妇女地位而进行的 

方案规划和活动"的决议草案二， 

1 4 7 .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1 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该项决议草案 

9 8 9 / 9 0 ,第 3 2投，决议草案二）.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730 

号决议. 

148. 该项决议草案通过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il代表发了言（参看•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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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系统内协调有关提髙妇女地位和妇女参与发展的活动 

149. 5 月 1 6日，委员会第1 6次会议审议了题为"在全系统范iJl内协调有关 

提高妇女地位和妇女参与发展的活动"的决议草案三， 

150. 在同一次会议上，加拿大代表提议将这项决议草案推迟到1 9 8 9年第二 

届常会审议.在茱索托代表和主.席发言之后，委员会决定建议理事会将这项决议 

草案推迟到1 9 8 9年第二届常会审议。 

151. 5月 2 4日，理事会第 1 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该项决议草案 

( i H / l 9 8 9 / 9 0 ,第 3 3段，决议草案）.最后茱文，见理筝会第 1 9 8 9 / 1 2 6 

号决定。'3 

纳来比亚的妇女翱儿童 

152. 5 月 1 6日，委员会第1 6次会议通过了题为"纳来比亚的妇女和儿童" 

的决议草案四， 

153. 5 月 2 4曰，理事会第1 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该项决议草案 

( 2 ^ 1 9 8 0 / ^ 9 0 ,第 3 2段，决议草案三），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3 1 

号决议， 

为审査和评价^行《内罗毕提高妇女地位前耱性战略》进展情况于1 9 9 0年举行 

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的筹备工作 

154. 5月 1 6日，委员会第 1 6次会议遒过了题为"为审査和评价执行《内罗 

毕提妇女地位前瞻性战咯》进展情况于 1 9 9 0年举行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的筹 

备工作"的决议草案五。 

155.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1 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该项决议草案 

关于理事会第二届常会采取的行动，参看上第四章，第241—24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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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1 9 8 9 X 9 Û , 第 3 2段，决议草案四）,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笫 1 9 8 9 / 3 2 

号决议. 

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妇女和儿童 

156. 5 月 1 6日，委员会第1 Ô次会议经记录表决，以3 7票对 2票、 9票弃 

权通过了题为"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妇女和儿童"的决议草案六。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巴哈马、破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中国、哥伦比亚-古巴、捷克斯洛 

伐究、丹麦、希腊、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 

拉克、约旦、肯尼亚、莱索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新西兰、尼加拉瓜、 

挪威、波兰、沙特阿拉伯、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泰国、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突尼斯、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又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乌拉亲、委内瑞拉、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杈: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爱尔兰、意大利、S本、荷兰、阿曼. 

葡萄牙。 

157. 决议草案通过后，挪威（也代表丹麦）和新西兰代表发了言， 

158.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1 5次全体会议记录表决，以4 4票对 2票， 8票 

弃权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该项决议草案（丑/1989/90，第3 2段，决议草案五）-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3 3号决议。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巴哈马.fé,兹-玟利维亚巴西.保加,亚 ^ 麦 隆 . . 中 伦 比 亚 

‧ ？巴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加纳.希? t ? 1 内 亚 印 度 . K 度 亚 

伊^伊斯兰共&国伊拉克.约旦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 

f4 

阿曼代表团后来表示，它对该项决议草案的表决应记录为赞成而非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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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3民合-g 兰 S^a.l 亇、 ^ , 《！ ^ 曼波兰 .占旺达 

^特阿拉fé 索 马 里 斯 里 兰 卡 苏 丹 奉 国 特 立 《 达 和 多 巴 哥 突 s 

靳.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勤g,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垔乌拉土 

委内瑤拉南浙拉夫礼伊尔赞比亚， 

大不5〈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g美，？堅合众国。 

弃权:加拿大法国.意志联邦共和国.受尔兰.意大利. e本.荷兰葡萄 

牙。 

巴勒斯坦妇女的状况 

159. 5 月 1 6日，委员会第1 6次会议记录表决，以 3 2票对 1票、 1 4票弃 

权通过了题为"巴勒斯坦妇女的状况"的决议草案七。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巴哈马、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中国、哥伦比亚、古巴、捷克斯洛 

伐克、希腊.几内亚、印度.印庹尼西亚、伊朗伊^兰共和g.伊拉克. 

约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尼加拉瓜、阿曼、波兰、沙特阿拉伯.索马 

里.Ilf里兰卡、苏丹、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乌克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拉圭、委内瑜拉.南 

拉夫.赞比亚。 

反对:美利里合众匡。 

弃权:加拿大.丹麦.法g：、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爱尔兰.意大利.S本.菓索 

托、$兰、新W兰，《威.葡萄牙、大不列^及北爱尔兰联舍王孔伊 

尔。 

160.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 1 5次全1^会议经记录表决，以3 8票对 1票， 

1 5票弃权逋过了委员会建议的该项决议草案（i:/1939/90,第3 2段，决议草 

案六） .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Z 3 4号决议 .表决结果如下： 

一 124 一 



雙氣:巴哈马.（è利兹.玟利维亚.巴西.保加利=^麦隆.中国、哥伦比亚. 

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加.结.希腊、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 

靳兰共^国伊拉克.约旦.利里亚、阿拉伯利亚民众国」"加拉瓜. 

日尔.阿曼.波兰.-旺达.沙特阿拉伯、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 

奉国特立?Ê达化多巴哥突尼靳.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拉圭.委内瑭拉.南斯拉夫..赞比亚。 

54:美利垩合众国。 

异权:加本大、丹责、汔国、德邦共和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肯尼 

亚菜索托、荷兰新西兰掷威.葡萄牙.大不列额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扎伊尔。 

中美洲的妇女与和平 

161. 5 月 1 6日，委员会第1 6次会议通过了题为"中美洲的妇女与和平"的 

决议草案八. 

162. 5 月 2 4 B ,理事会第 1 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该项决议草案 

( ^ 1 9 8 9 / 9 0 ,第 3 2段，决议草案七）。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Z 3 5 

号决议， 

平等参与经济勿社会活动 

163. 5 月 1 6日，委员会第1 6次会议通过了题为"平等,与经济和社会活动'‧ 

的决议草案九. 

164.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I 5次全体会议遒过了委员会建议的该项决议草案 

( 2 X 1 9 8 9 / 9 0 ,第 3 2段，决议草案八），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3 6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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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进妇女参与发展的措施 

165. 5 月 1 6日，委员会第1 6次会议通过了题为"促进妇女参与发展的措 

施"的决议草案十‧ 

166.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 1 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该项决议草 

案（E / 1 9 8 9 / 9 0 ,第 3 2 g :，决议草案九）。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3 7 

号决议. 

老年妇女 

167. 5 月 1 6日，委员会第1 6次会议通过了题为"老年妇女"的决议蕈案 

十一。 

168. 5 月 2 4 日 ， 理 第 1 5次*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该项决议草案 

(E/l989/100，第3 2段，决议草案十），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3 8 

号决议。 

中美、洲的妇女、人权和发展 

169. 5 月 1 6日，委员会第1 6次会议通过了题为"中美洲的妇女、人权和发 

展"的决议草案十二。 

170.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1 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该项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9 0 ,第 3 2段，决议草案十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3 9 

号决议。 

生活于赤贫中的妇女 

171. 5 月 1 6日，委员会第1 6次会议通过了题为"生活于赤贫中的妇女"的 

决 议草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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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1 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该项决议草案 

(E/1989/90，第3 2段，决议草案十二）.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40 

号决议. 

妇女与发展 

173. 5 月 1 6日委员会第1 6次会议在印度代表和主席发言后，经记录表决以 

3 2票对1票14票弃权通过了题为"妇女与发展"的决议草案十四.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巴哈马、坡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中国、哥伦Hi亚、古巴、捷克斯 

洛伐克、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约 

旦、肯尼亚、茱索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尼加拉波兰、索马里、 

斯里兰卡、苏丹、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乌克兰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鸟拉圭、委内瑞拉、南斯 

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曰 

本、荷兰、新西兰、挪威、阿曼'，、蔔萄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兰联合王 

174.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1 5次全体会议经记录表决，以4 0票对 1票， 1 3 

票弃权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该项决议萆案（E/1989/90,第32段，决议草案十三），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4 1号决议。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巴哈马、伯利兹、坡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Çg:受隆、中国、哥伦比 

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约旦、育尼亚、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 

'，阿曼代表团后来表示，它对该项决议草案的表决应记录为赞成而非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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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民众国、尼加拉瓜、尼日尔、阿曼、波兰、卢旺达、沙特阿拉伯、索 

马里、斯里兰卡、苏丹、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乌克兰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拉圭、姿内瑞拉， 

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 

本、荷兰、新西兰、掷威、葡萄牙、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妇女的经济境况 

175. 5 月 1 6日，委员会第1 6次会议通过了题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妇女的 

经济境况"的决议萆案十五. 

176.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1 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该项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9 0 ， 第 决 议 草 案 十 四 ） ‧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42 

号决议. 

协助妇女防治后天性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的活动 

177. 5月 1 6日，委员会第 1 6次会议通过了题为"协助妇女防治后天性免疫 

机能丧失综合症的活动"的决定革案一. 

178.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1 5次#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该项决定萆案 

( E / 1 9 8 9 / 9 0，第 3 3段，决定草案二 ） .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笫1989/127 

号决定.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179. 5月 1 6日，委员会第 1 6次会议通过了题为"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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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草案二. 

180.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1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该项决定草案 

( E / 1 9 8 9 / 9 0 ,第 3 3段，决定草案三），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2 8 

号决定， 

关于妇女参与公共生活的区域间协商 

181. 5 月 1 6日,委员会第 1 6次会议根据主席提议，决定建议理事会核可妇 

女地位委员会题为"关于妇女参与公共生活的区域间协商"的第33/2号决议第1 

和第5段所载建议。 

182. 5 月 2 4 5 ,理事会第 1 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员会建议的该项决定草案 

( E / 1 9 8 9 / 9 0 , 第 3 3段，决定革案四）。最后案文，见埋事会第 1 9 8 9 / 1 2 9 

号决定. 

其他提案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 

183. 在 5 月 1 6日第 1 6次会议上，马拉圭代表代表下列国家介绍了一份题为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的:5^议草案（E/1989 /C. 2 / 1 . 14)* 这些国 

家是：阿尔及利亚、"阿根廷、' 6巴哈马、玻利维亚、巴西、侏加利亚、智利、" 

中国、哥伦1»、哥斯达黎加、 ' 6古巴、塞浦路斯、 ' 6民主也门、"多米尼加共和 

国、 ' 6埃及、 ' 6法国、希腊、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牙买加、" 

日本、肯尼亚、茱索托、墨西哥、"摩洛哥、"新西兰、尼加拉威、巴基斯坦、 

秘鲁'=菲律宾"塞内加尔'：西斑牙"、斯里兰卡、苏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 

尼斯、乌拉圭、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和礼伊尔。后来，厄瓜多尔"也加入为决议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 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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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5 月 1 7日，委员会第1 9次会议通过了该项决议草案. 

18 5.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 1 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该项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9 0 , 第 3 2段，决议草案十五）.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4 3号决议， 

按照《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宗皆消除对妇女的歧视 

186. 在 5 月 1 6日第 1 6次会议上，丹麦代表代表下列国家介绍了一份题为 

"按照《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宗旨消除对妇女的歧视"的决议革案 

( E / 1 9 8 9 / C . 2 / L . 15),这些国家是：奥地利"、保加利亚、加拿大、丹麦、 

芬兰 ' 6、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冰岛"、印度尼西业、意大利、墨西哥"、 

新西兰、挪威、西班牙"、瑞典 ' 6和南斯拉夫，后来，澳大利亚"和古巴也加入 

为决议草案提案国. 

187. 夯员会 5月 1 7日第 1 9次会议在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言后，通过了该项 

决议草案。 

188. 5 月 2 4日，理筝会第1 5次#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该项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9 0 , 第 3 2段，决议萆案十六）.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4 4号决议。 

各国有关农村地区妇女境况的经验 

1 8 9 .理事会在其 5月 2 4日第 1 5次全体会议上根据主席提议，注意到秘书长 

关于各国有关农村地区妇女境况的经验的说明（E/1989/70),授权秘书长就改 

善农村妇女境况提出一份全面报告，直接提交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见理事会第 

1989/130^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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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社会发展 

190.理事会第一届常会审议了社会发展问题（议程项目II). 理事会收到 

了下列文件： 

(a) 秘书长关于各国促进合作社运动的经验的报告（A/44/79-E/1989/ 

8 ) ； 

(b) 秘书长关于各国为求社会进步而实行影嘀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经 

验的报告（ A / 4 4 / 8 6 - E / 1 9 8 9 / 1 4 ) ； 

( C )秘书长关于《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的执行情况的报告（A / 4 4 / l I 6 ~ 

1989/15 )； 

(d) 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十届会议的报告（E/I988/20 ) ; " 

(e) 秘书长关于第二次审査和评价《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的报告（E/1989/13 ) ； 

en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报告（E/1989/25 ) , " 

(g)秘书长关于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报告（：E/1989/47 ) ; 

(H)世界社会状况的报告（E/CIT. 5/1989/2 ) ； 

(i)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二类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法协会媞出 

的说明（E/1989/IÎG0/1 ) ； 

(J)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二类咨两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女律师联合 

会媞出的说明（：E/i989/3SfG0/3 )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8 ,补编第 1 0 号 》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 9 ,补编第 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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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二类咨蔺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刑法协会、 

国 际 犯 罪 学 会 及 国 际 社 会 防 护 学 会 媞 出 的 说 明 （ ) ‧ 

191 ，珲事M这个项目分配给第二（社会）*员会‧ 第二娈员会于1 9 8 9 

年 5月 5日， 5月 8日至 1 2 日 和 5 月 1 7日至 I 9日第 6至第 I 2 , 第 1 4 、 1 9 

2 0 和 2 2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1 9 2 . *员会第 6至第 I 0 次 会 这 个 项 目 进 行 了 一 般 性 讨 论 . 娶 g 会 在 5 

月5日第6次会i义上听取了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社会发展司司长的介绍性 

发言‧ 

1 9 3 *在第 6次会议上，墨西哥、智利和巴基斯坦的观察 8也发了言.具有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一类咨蔺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自由工会联舍会的观察员也发了 

肓. 

194. 中国、挪夙（代表北欧国家）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Si联盟的代表于5月 

8曰第 7次会议上发了言，国际努工组织的代表也发了言.具有经社理事会第 

—类咨苘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世界工会联舍会的观蔡员发了言. 

195. 在5月8日第8次会议上，保加利亚、玻利维亚、巴,马和捷兕斯洛伐克 

的代表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德意；^、民主共和国 

的观察员都发了肓， 

196. 在5月9日第9次会议上，加拿大、波兰、乌克兰苏维埃钍会主义共和国 

和新西兰的代表及多术尼加共和国和奥地利的观察ë发了盲， 

1 9 7 . 在 5月 9日第 1 0次会议上，乌控圭、意大利、美国、委内瑞拉，古巴， 

南斯控夫、印度尼西亚、苏丹、尼加拉瓜、肯尼亚、法国和落麦隆的代表以及蒙古、 

马来西亚和哥斯达黎加的观察员发了盲.姿员会收到了新西兰代表提出的书面发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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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娄员会报告所戰的建议 

1 9 8 .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三十一庙会议报告（；E/I989/25 )第一箪載有建议理 

事会通过的1 0个决议草案和1个决定草案，还有需要理事会采取行动的娈员会的 

两个决定. 

非洲严重的社会状况 

1 9 9 . 在 5 月 1 1 日 第 I 2次会议上.娈员会通过了题为"非洲严重的社会状况' 

的决i义草案一. 

2 0 0 .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 S 第 1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娈员会建i义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9 1 . 第 5 8段，决议草案一 ） ‧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4 6 号 

m e . 

社会福利、发展及科学和技术 

2 0 1 . 在 5 月 1 I 日 第 1 2次会议上，娈员会通过了题为"社会福利、发展及科 

学和衩术"的决议草案二 ‧ 

2 0 2 "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 日 第 1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娈员会建议的决议莩案 

( ， 第 5 8段，决议草案二 ） ‧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4 7号 

决议， 

《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笫二十周年. 

2 0 3 . 在 5 月 1 1 日第 1 2次会议上，保加利亚代表提议订正题为"社会进步和 

发展宣言第二十周年"的决议草案三，在执行部分第7段"决定"一词之后将"列 

入 "改为 "考虑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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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4 . 同次会i又上，^员会通过经口头订正的决i义罩案. 

2 0 5 .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 1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 ̂  g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9 1 .第 5 8段，决议草案三）‧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48号 

决议 • 

《最近的将来• ̂发展有关的社会福禾」政衆和方案的指导原则》的后续行动 

2 0 6 . 在 5 月 1 1日第 1 2次会议上，娈员会通过了决议草案四，题为"《最近 

的将来与发展有关的社会福利政衆和方案的指导原则》的后续行动"， 

2 0 7 . 埋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 I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娶i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9 1 .第 5 8 段，决议草案四）.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4 9号 

决议， 

《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第二次审置和评价 

2 0 8 . 在 5 月 1 I日第 1 2次会议上，娶员会通过了决i义草案五，题为"《老齡 

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第二次审g和评价". 

2 0 9 .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 1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 2 / 1 9 8 9 / 9 1 , 第 5 8段，决 i义草案五）.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5 0号 

决议， 

当代世界肯年 

2 1 0 . 在 5 月 1 1日笫 1 2次会 i让，委员会通过了题为"当代世界肯年"的决 

议草案六‧ 

2 1 1 .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 日 第 1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一 134 一 



( E / 1 9 8 9 / 9 1 , 第 5 8段.决议草案六) ‧ 最后案文见^事会第 1 9 8 9 / 5 1号 

决议* 

联合国残疾人十年 

2 1 2 . 在 5 月 1 I日第.1 2次会议上.^员会通过了题为"联合国残疾人十年" 

的决议草案七， 

2 1 3 .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 1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9 1 , 第 5 8段，决议萆案七） ‧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5 2 号 

决议. 

最近的将来与发展有关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方案的指导原则和与发展有关的社会福利 

政策和方案区域间协蔺会议的后续活动 

2 1 4 . 在 5 月 1 1 日第 1 2次会议上，娈员会通过了决i义草案八，题为"最近的 

将来与发展有关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方案的指导原则和与发展有关的社会福利政衆和 

方案区域间协苘会议的后续活动". 

2 1 5 .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 日 第 1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 2 / 1 9 8 9 / 9 1，第 5 8段，决议草案八）.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5 3号 

决议， 

必须在保护和援助家庭领域加强国际舍作 

2 1 6 . 在 5 月 1 1曰第 1 2次会 i义上.*员会通过了决议草案九，题为"必须在 

保护和諼助家庭领域加强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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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7 .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 日 第 1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九）.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5 4号决议. 

联舍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咯的社会方面 

2 1 8 . 在 5 月 1 1日第 1 2次会议上，娈员会通过了题为"国际发展战的社会 

方面"的决议草案十， 

2 1 9 .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 日 第 1 5 次 全 体 会 议 上 通 过 了 4?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9 1 . 第 5 8段，决议草案十）.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5 5号 

m i . 

钍会发展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报告和娈员会第三十二庙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2 2 0 . 在 5 月 1 1日第 1 2次会议上.娈员会通过了题为"杜会犮展委员会第三 

十一届会议的裉告和委员会第三十二庙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草案， 

2 2 1 .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 日 第 1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 第 5 9段，决定軍案一）‧ ：r?后案文见^事会笫1989/131号 

决定.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理事会成员的媞名 

2 2 2 . 在 5月. 1 1日第 1 2次会议上，桉照主席的提"^义，委员会决定将社会发展 

委员会题为"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理事会成员的媞名"的第31/101号决定提交 

理事会以便采取行动(见下文第七章，第2 4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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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理事会 

2 2 3 . 在 5 月 1 1日第 1 2次会议上，娈员会决定建议理事会赞同社会发展委员 

会题为"扩大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理事会"的第31/102号决定. 

2 2 4 . 理事会在 5月 2 4日第 1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 

( E / 1 9 8 9 / 9 1 . 第 5 9段 .决定草案二） .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132 

号决定，笫1段， 

2 2 5 . 在同次会议上，按照主席的提议，理事会决定在其1 9 8 9年第二庙常会 

上审议联舍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理事会if;如三名成员的提名和确认问题。參看堙事会第 

1 9 8 9 / 1 3 2号决定，第 2段. " 

犯罪预防和控制娄员会的报告内 

所 的 建 议 

2 2 6 . 犯罪预防和控制娈员会第十届会议的报告（E/iy88/20 )第一章内载有 

1 4项决议草案和一项决定草案.建议理事会予以通过. 

2 2 7 . 5 月 1 1日，娈员会第1 2次会议收到祕书长莰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 

规则第 3 1条提出的关于夺员会建议的^议草案八、十一、十二、卞三和十四所涉 

方 案 预 ： 问 题 的 说 明 （ E / 1 9 8 9 / C . 2 / L . 1 3 ) ‧ 

2 2 8 . 在同次会议上，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社会发展司司长就所涉方案 

预翼问题发了言. 

2 2 9 . 大不列颠及北愛尔兰联合王国和印庹的代表也发了言， 

2 3 0 . 方案规划、预箕和财务厅的代表针对媞出的问题发了言， 

关于第二屈常会采取的行动'见上文第七章，第2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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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司法研究所章程 

231. 5 月 1 1日，委员会第1 2次会 i a t过了题为"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司法 

研究所章程"的决议革案一。 

2 3 2 L理事会在 5月 2 4日第 1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 i义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9 1 , 第 5 8段，决议草案十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5 6号决议。 

实施《为罪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 

2 3 a 5 月 1 1日，委员会笫1 2次会i义通过了题为"实施《为罪行*5监用权力 

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的决议草案二。 

2 3 4理事会在 5月 2 4日第 1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义草案 

( E / 1 9 8 9 / 9 1 , 第 5 8段，决议草案十二 ） *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5 7号决议。 

联合国犯罪预防^控制领域政府任命的国家通 讯员网 

235. 5 月 1 1日，委员会第1 2次会议通过了题为"联合国犯罪预防和控制领 

域政府任命的国家通讯员网"的决i义草案三， 

2 3 6 L 湮 事 会 在 5 月 2 4 日 第 1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9 1 , 第 5 8段，决议草案十三），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5 8号决议。 

非洲预防犯罪^罪犯待遇研究所 

237. 5 月 1 I日，委员会第1 2次会议通过了题为"非洲预防犯罪*罪犯待遇 

研究所"的决议草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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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a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 1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9 1 ,笫 5 8段，决i义草案十四〗。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5 9号决议。 

《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的有效执行程序 

239. 5 月 1 1日，委员会第1 2次会议通过了题为"《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 

本原则》的有效执行程序"的决议草案五。 

240. 理 事 会 在 5 月 2 4日第1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9 1 ,第 5 8段，决议草案十五）。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6 0号决议，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的有效执行淮则 

241. 5 月 1 1日，委员会第1 2次会议通过了题为"《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的 

有效执行准则》的决议草案六。 

242.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1 5 次 全 过 了 委 员 会 建 议 的 决 议 草 案 （ E / 

1 9 8 9 / 9 1 , 第 5 8 段 ， 决 议 草 案 十 六 ） 。 最 后 案 文 见 理 事 会 第 1 9 8 9 / 

6 1号决议。 

釆取协调一致的囯际行动打击《米兰行动计划》中确定的犯罪形式 

243. 5 月 1 1日，委员会第1 2次会i义通过了题为"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 

打击《米兰行动计划》中确定的犯罪形式"的决议草案七。 

2 4 4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1 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E/ 

1 9 8 9 / 9 1 ,第 5 8段，决议草案十七）。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6 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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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预防犯罪湘刑事司法的标准加规范的执行情况 

245. 5 月 1 1日，委员会第1 2次会议通过了题为"联合国预防犯罪^刑事司 

法的标淮^规范的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八， 

246.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1 5次全体会"îiJt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E/ 

1 9 8 9 / 9 1 , 第 5 8段，决议箪案十八），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6 3号决议， 

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247. 5 月 I 1日，委员会第1 2次会议通过了题为"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 

施的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九。 

248. 决议草案通过后，中国代表发了言， 

249.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1 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E/ 

1 9 8 9 / 9 1 , 第 5 8 段 ， 决 议 草 案 十 九 ） ， 最 后 案 文 见 理 事 会 第 1 9 8 9 / 

6 4号决议。 

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的有效防止^调査 

250. 5 月 1 1日，委员会第1 2次会议通过了题为"法外、任意初即决处决的 

有效防止和调查"的决议草案十. 

251. 决议草案通过后，中国代表发了言. 

252.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1 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E/ 

1 9 8 9 / 9 1 ,第 5 8段，决议草案二十），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6 5号决 i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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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淮规则（北京规则） 

2 5 a 5 月 1 1日，委员会第1 2次会议通过了题为"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 

标准规则f北京规则）"的决议草案十一， 

2 5 4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1 5次全体会i义通过了委员会建i义的决议草案（ 

1 9 8 9 / 9 1 ,第 5 8段，决议草案二十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6 6号决议。 

家庭暴力行为 

255u 5 月 1 1日，委员会第1 2次会议通.过了题为"家庭暴力行为"的决议草 

256. 5 月 2 4曰，理事会第1 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E/ 

1 9 8 9 / 9 1 , 第 5 8段，决议草案二十二）。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6 7号决议。 

审 查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工作方案 

257. 5 月 1 1日，委员会第1 2次会议通过了题为"审査联合国在预防犯罪* 

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工作方案"的决议草案十三。 

258.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1 5次全体会i义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i义草案（E/ 

1 9 8 9 / 9 1 , 第 5 8段，决i义草案二十三）。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6 8号决议。 

继续筹备第/V次联合国预防犯罪及罪犯待遇大会 

259. 5 月 1 1日，委员会第1 2次会议通过了题为"继续筹备第八届联合国预 

防犯罪*罪犯待遇大会"的决议草案十四。 

260.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1 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f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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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 / 9 1 ,第 5 8段，决议草案二十四〗，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6 9号决义。 

犯罪预防^控制委员会第十届会议的报告以及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 

临时议程^文件-

261. 5 月 1 1日，委员会第I 2次会议通过了题为"犯罪预防^控制委员会第 

十届会的报告以及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湘文件"的决定草案。 

2 6 a 5 月 2 4曰，理事会第1 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f E / 

1 9 8 9 / 9 1 , 第 5 9 段 ， 决 定 蕈 案 三 ） ， 最 后 案 文 见 理 事 会 第 1 9 8 9 / 

1 3 3号决定。 

其他提案 

笫八次联合国预防犯罪及罪犯待遇大会 , 

2 6 3 . 在 5 月 1 0日第 1 1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提出了一项题为"第八 

次联合国预防犯罪及罪犯待遇大会"的决议簟案（E/1989/C. 2/L. 6)，全文如 

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联合国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4 8 年 8 月 1 3日笫 1 5 5 C ( v i I ) f 

决议^大会 1 9 5 0年 1 2月 1日第 4 1 5(v)号决议在预防犯罪ifo刑事司法领域所 

承担的责任； 

"注意到其 1 9 8 8年 5月 2 7日第 1 9 8 8 / 4 4号决议 i f p r 9 8 8 东 5 月 2 7 

日笫1988/146号决定； 

"关切地注意到在联合国秘书处钍会发展^人道主义事务中心防止犯罪jfo刑事 

司法处任务增加的同时，其可用的资源却减少了；因此，应尽可能扩大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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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确保第八次联合国预防犯罪及罪犯待遇大会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 

召开 . " 

264. 在同次会议上，哥伦比亚代表代表阿根廷r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 

哥浙达黎加、2°古巴、危地马拉2° 、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鸟拉圭 

^委内瑞拉提出了一项题为"第八次联合国预防犯罪^罪犯待遇大会"的决定茧案 

( E / 1 9 8 9 / C . 2 / L . 7).后来厄瓜多尔"和吉亚那"加入为该决定茧案的提案国. 

265. 在 5 月 1 2日第14次会i义上，哥伦比亚代表作了^言，其中他拔i义按照 

理拿会议事规则第6 7条，应先对决定重案E / 1 9 8 9 / C . 2 / L . 7进行表决. 

26a委员会对该动议进行孝决，该动议在记录表决中以2 9 皋 对 1 票 ， 1 4皋 

弃妆通过.表决情形如下: " 

赞成:伯利兹、坡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噢麦隆、中国、哥伦比亚、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约旦、茱索托、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尼加拉瓜、阿曼、波兰、卢旺达、斯里兰卡、苏丹、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显、乌拉^、委 

内瑞拉、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杈: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B本、 

荷兰、新西兰、裤威、葡莓牙、突尼斯、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67.委员会然后进行记录表决以4 3票对 2票无人弃权通过该决定草案。表 

决情形如下：2, 

"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 2条。 

"巴哈马*肯尼亚代表团后来表示，如果它们出席投票，它们将会投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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赘成: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麦隆、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 

古巴、捷克斯洛伏克、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几内亚、 

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B本、约旦、莱索托、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波兰、舊菊牙、卢 

旺达、斯里兰卡、苏丹、泰国、突尼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S、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鸟拉圭、委 

内瑞拉、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阿，、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无。 

268. 鉴于通过了决定案 E / 1 9 8 9 / C . 2八7.未对决议塞案E/1989/C. 2 / 

L. 6进行表决• 

269. 该决定革案通过后，輿地利观察员发了言， 

270.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1 5次全体会议进行记录表决以5 1票对 1票，无 

人弃权通过了委员会建 i义的决定草案（E/1989/91,第5 9段，决定草案四）.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1 3 4号决定。表决情形如下： 

赞成:巴哈马.伯利兹.？t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麦隆，加拿大、中国. 

哥伦比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 

希腊.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意大 

利、曰本、约旦、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荷 

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挪威、阿曼.波兰、葡苟牙、卢旺达、 

索马里.靳里兰卡、苏丹、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鸟克兰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鸟拉*、委内瑞拉、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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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堅合众国。 

， 无 。 

27L在决定箪案通过后，美国代表发了‧!(见E/1989/SE^ 1 5 ) . 

在制止有组织犯罪方面的国际合作 

2 7 2 L 在 5 月 1 1日第 1 2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ifc国联盟代表代表比利 

时"，保加利亚、哥伦比亚、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国"，德意志联邦共国、%、 

大利、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ifD美利坚 

合众国提出一项决议箪案（ E/ I989 / C . 2 / L . 8 ) ,题为"在制止有组织犯罪方面 

的国际合作"‧后来，加拿大加入为该决议蔥案的提案国， 

2 7 3 L 在 5 月 1 2 日 , 1 4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该决议兼案 

2 7 4
 5 月 2 4日，理事会第1 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f E / 

1 9 8 9 / 9 1 , 第 5 8 段 ， 决 议 草 案 二 十 五 ） ‧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 / 

7 0号决议， 

世界社会状况 

2 7 5 . 5 月 1 1 日第 1 2次会议上，马来西亚观察员"代表属于 7 7国集团 

的联合国会员国介绍了一项题为"世界社会状况"的决议草案（E/a989/c* 2/ 

9 ) 。 

2 7 6 . 在 5 月 1 8日第 2 0次会议上，马来西亚观察员 " 1 ^ 表属于 7 7 国集 

团的联合国会员国介绍了一项订正决议草案（E/1989/C. 9 / R e v . 1 ) , 

内有更改如下： 

( a侧去字言部分第二段内"世界社会状况裉告"前的"1 9 8 9年 "； 

m言部分末加上一个新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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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对经济与社会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全面综合审査"； 

(C)且执行部分加上一个新的第1段如下： 

" 1 . 1 9 8 9年世界社会状况裉告将按照大会第4 0 / 1 00号决议和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 9 8 7 / 5 2号决议提交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 

(d)在执行部分第1段（最后文本第2段），轰"请秘书长审查1 9 8 9年世界 

社会状况报告的最后文本，在其审査报告中应包括："改为"，秘书长通过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1 9 9 0年第一期常会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1 9 8 9年世界社会 

状况报告的修订本，其中应包括： 

277. 在 5 月 1 9日第 2 2次会议上，马来西亚观察员"口头订正了该订正 

决议草案（见上文第2 7 6 (d)段）执行部分第2段，将1 9 8 9年裉告的"修订本 

改为"增订本"， 

278. 委员会同一次会议进行记录表决，以4 0票对 1票， 1 3票弃权通过进 

一步订正后的订正决议草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巴哈马、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隆、中国、哥伦古巴、 

捷克斯洛伐:!L加纳.几内亚.印廑、印度尼西亚、伊朗伊兰共和国、 

伊拉克*约旦、肯尼亚、茱索托.利比里五、阿拉伯利ttl亚民众国、尼 

、尼日尔、阿量.^兰、卢旺达.沙特阿拉伯、索马里、斯里兰卡、 

苏丹、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乌叉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m.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鸟拉圭、委内瑞拉、南斯拉夫、扎伊 

尔.赞比亚。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愛尔兰.意大利.日 

本、荷兰、新西兰、掷威、葡萄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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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决议草案通过后，加拿大、美利坚合众国，挪威（也代表丹麦）^麦隆、 

曰本和新西兰等国代表发了言. 

280. 理事会在 5月 2 4日第 1 5次全体会议上进行记录表决，以3 9票对 1 

票 ， 1 3票弃权通过了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E/1989/91/A(id. 1,第1 0 

段）。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7 2号决议。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巴哈马、伯利兹、坡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麦隆、中国、哥伦比亚、 

一一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约旦、肯尼 i E、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亚民众国-尼 

i iPtiA、尼日尔*阿曼、兰、卢旺达、沙特阿拉伯、索马里.澌里兰卡、 

苏丹、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鸟充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拉圭*委内瑞拉*南斯拉夫、礼伊 

尔 .赞比亚 .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 

一本、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实现社会主义 

2 8 1 . 5月11日第12次会议上,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以波兰 

和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义介绍了一项题为"实现社会正义一的决议蕈 

Ê ( E /1989/C. 2/1, 10).条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 ^ 1 9 8 7年 1 1月 3 0 B大会第 4 2 / 4 9号:S^i义及1 9 8 8 年 5 

月 2 7日其本身的笫1 9 8 8 / 4 6号决i义， 

"念及联合国会员国裉据《联合国宪章》，有义务呆取联合和单狃的行动， 

提鬲生活水平，促逬充分：就业，以及为经济及社会逬步和发展刽it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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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È ,注意到《社会逬步和发展宣言》(大会第 2 5 4 2 ( X X I V )号 

决议）的重要性，根据该（宣言》，社会逬步和发展的*础应当是蓴重人的蓴 

严和价值，并保证促进人权和社会正义， 

"坚信更有必要扩大B际和区域合作，以协助各国促进社会进步的努力. 

同时照^到经济方面的可能性和社会胬要， 

"念及 < 最近的将来与发展有关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方案的指导原则 > (见 

E / C O N F . 8 0 / 1 0 , 笫 三 章 ) , 

"相信亟需采取揞施侏证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以便制订一个全球性办法 

来处s与发展有关的社会福利问题‧包括制订完整而且相辅相成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政策，以期实现社会正义. 

"1。认识到社会正义是社会逬步的最重要目标之一; 

" 2 . M面向这个目的的优先任务之一是防止赤贫并使处于苦难极限的 

人民不致被ii到社会边缘； 

"3,要求各国在编制其发展方面的国家计戈'i与方案时,从社会正义观念 

中得到启发*同时优先解决:It业、教育、保健、营养、住房、社会福利、锾高 

生活水平等问题； 

" 4 。_^联合国各有关组织和专门机构在审i义社会发展和实现人权问题 

时，应考虑到为所有人实现社会正义的必要性； 

"5。，书长在其有关世界一级的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和报告一一包括 

世界社会状况的报告——中注意到社会正义问题，尤其是迗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 6 。 $社会发展委员会研究是否可能;It社会福利问题编制其基本准则， 

以及;it买现Î会正义问题制定理论途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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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2 .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在介绍该决议草案时作了口头订正， 

将序言部分第三和第四段改为： 

"^根据《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社会逬步和发展的基础应当是蓴重 

人的蓴严和价值，并保证促逬人权和社会正义. 

" M更广泛的囯际和区域合作对便进国家一级的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作用。" 

283. 爱尔兰、印度、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新西兰等国代表和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观察员发了言， 

2 8 4 .
 5

月 1 2 日第 1
 4
次会议上，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介绍 

了一项订正决议草案（E/198a /C . 2/1. 1 0 / R e v . l ) 。 

2 8 5 . 委员会同一次会议通过了订正决议草案。 

2 8 6 . 理事会在 5 月 2 4 日第 1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X 9 1 , 第 5 8段，决议草案二十六） 4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7 1 

号决议。 

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容易受害阶层的社会发展减免债务 

2 8 7 . 5月 1 7日第 1 9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苏丹代表提出的一项题为 

"为俣进发展中国家容易受害阶层的社会发展减免债务"的决议草案（E/1989Z 

C . a / L . 11 ) ,案文如下： 

"，济及社会理事会, 

"关注国际经济憒况对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民的不利影响， 

""^关注不断增长的偿偾义务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所胬的稀 

少资源， 

" 皿 大 会 1 9 8 6 年 1 2 月 8 日关于加强旨在斛展中国家外债问题的 

国 际 合 ， 第 4 1/202号决议，大会在其中指出，要为偾务问题达成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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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决办法，必须在经济玫策中相互支勒的各个领域同时采取相辅相成的行动， 

例如特别注意执行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冢的具体宽减揞施， 

"并回顾大会 1 9 8 8 年 1 2 月 2 0日关于錄危机和錢的第 4 3 / 1 9 & f 

决议，大会在其中敦促国际社会逋过对话和分担贡任，继续为发展中国家的外 

偾问题寻找一项持久、公平并且彼此同意的注重增长和发展的鮮决办法， 

"确信容易受箐阶层将因合乎人情的发展的实现而获得禆益， 

"1 .喜见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容易受脊阶层的社会发屉而宽减偾务一事已有 

积极进展TÏ"且此种宽减的重要性日益为人接受； 

"2 .满意地注意到一些国家和金融机构的倡议,它们敖励执行旨在促进某 

些容易受鲁阶层的社会发展的偾务减免措施； 

"3‧呼吁所有国家和多边金融机构考虑将偿还的债款中的一大都分再投入 

发展中偾务国，以便促进社会发展； 

"4 联合国维也幼办事处研讨各种途径和方式，以扩大执行旨在促进发 

展中国家容易受害阶层的社会发展的债务减免揞施； 

"5 -决定在其1 9 9 0年第一届常会上讨论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288. 同一次会议上，苏丹代表发了言，要求委员会推迗审议该决议草案的行 

动。 

289. 没有就该决议草案采取任何行动。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审议的报告 

290. 在 5 月 2 4日第 1 5次全体会上，理事会根据主席的提议注意到在吐 

会发展问题上审议的报告。见理事会第1 9 8 9 / 1 3 5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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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理事会第一届常会审议了麻醉药品问题（议程项目12),它收到下列文 

件： 

(a)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报告（：E/1989/23);" 

(b)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1 9 8 8年报告摘要（E / 1 9 8 9 / 3 8 ) ; 

( C )秘书长转递行政协调会题为"对滥用麻醉药品加紧国际斗争的需要"的声 

明 的 说 明 （ 9 8 9 / 7 2 ) ； 

(d) 一个在经济及杜会理事会具有第一类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女律师 

联合会，提出的说明（E_/i98a/BG0y3 ) 。 

292. 理事会将该项目发交笫二 （社会）委员会。委员会在其1 9 8 9 年 5 月 2 

日至 5日和 8日第 1至第 7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 

293. 委员会第1至笫5次会i义就该项目进行一般性讨论。在5月2日笫1次会 

议上，委员会听取了联合国所有麻醉药品管制活动协调员代表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 

药品基金执行主任所作的介绍性发言。麻醉药品司司长也作了介绍性发言。国际麻 

醉药品管制局主席提出了 1 9 8 8年管制局的报告。 

294. 在5月2日第2次会议上，西班牙观察员（代表联合国内属欧洲经济共同 

体成员的会员国）、瑞典观察员（代表北欧国家）和巴基斯坦观察员作了发言. 

295. 5月3日，第3次会议上以下各国代表发了言：加拿大、委内瑞拉、巴哈 

马、泰国、捷克斯洛伐克、新西兰、乌拉圭、日本、中国和尼加拉瓜，及智利、墨 

西哥和奥地利的观察员。世界银行的代表发了言.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一类 

咨苘地位的一个非馼府组织，阖际职业妇女协会的观察员也发了言。 

296. 5月4日，笫4次会议上以下各国代表发了言：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巴西、美利坚合众国、印度、波兰、哥伦比亚、苏 

~ ~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 1 9 8 9年，补编第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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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坡利维亚，及秘鲁、牙买加和土 

耳其的观察员。 

297. 5月4日，第5次会议上以下各国代表发了言：特立尼达^多巴哥、古巴、 

加纳和意大利，及菲律宾的观察员。 

麻醉药品委员会报告的建议 

298.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报告（：E/l98a/23 )第十章载有建议 

理事会通过的六项决议草案勒五项决定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载于报告附件二。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执行情况 

299. 5月4日，在笫5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题为"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一。 

300. 理事会在 5月 2 2日第 1 2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 i 9 8 â / 7 6 ，第2 6段，决议草案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13号 

决议。 

3 0 1 . 在 通 过 该 决 议 草 案 之 前 ， 比 利 时 观 察 员 发 了 言 （ 见 ： 1 2 ) 。 

加强^协调减少非法麻醉药品和精神调理药物需求的措施 

302. 5月 4日，委员会第 5次会议通过"加强和协调减少需求的措施"的决议 

草案二。 

303. 5 月 2 2日理事会第1 2次#会议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1 9 8 9 / 7 6 ,第 2 6段，决议草案二）。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14号决议。 

用于医疗^科学用途的鸦片剂的需求^供应 

304. 5月4日，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题为"用于医疗和科学用途的鸦片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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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需求"的决议草案三。 

305. 5 月 2 2日，理事会第1 2次*会议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f 

1 9 8 9 / 7 6 .第 2 6段，决议草案三）。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1 5号决 

议。 

联合国管制麻醉品滥用基金对打击非法贩运和滥用麻醉品的斗争的贡献 

306. 5月4日，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题为"联合国管制麻醉品滥用基金对打 

击非法贩运^滥用麻醉品的斗争的贡献"的决议草案四。 

307. 5 月 2 2日，理事会第1 2次*会议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1 9 8 9 / 7 6 ,第 2 6段，决议草案四）。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1 6号决 

I 

麻醉药品委员会特别届会 

308. 5月 4日，委员会第 5次会议通过题为"麻醉药品委员会特别届会"的决 

议草案五。 

309. 5 月 2 2日，理事会笫1 2次#会议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E / 

1 9 8 9 / 7 6 ,第 2 6段，决议草案五）。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1 7号决 

议。 

向国际麻醉品管制方案拔出适当资金并给予优先的重视 

310. 5月4日，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题为"向国际麻醉品管制方案拨出适当 

资金并给予优先的重视"的决议草案六。 

3 1 1 . 5 月 2 2日，理事会第1 2次*会议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E / 

1 9 8 9 / 7 6 ,笫 2 6段，决议草案六）。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笫1 9 8 1 8号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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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委员会笫三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文件 

312. 5月4曰，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题为"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的临时议程"的决定草案一。 

313. 5 月 2 2曰，理事会第1 2次全体会议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定草案（： 

1 9 8 9 / 7 6 ,笫 2 7段，决定草案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1 1 8 号 

决定。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十一届特别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314. 5月4日，委员会笫5次会议通过题为"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十一届特别会 

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草案二 。 

315. 5 月 2 2日，理事会第1 2次全体会议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定草案（：E/ 

1 9 8 9 / 7 6 ,第 2 7段，决定草案二）。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笫 1 9 8 9 / 1 1 9号决定。 

近东和中东麻醉品非法贩运和有关事项小组委员会的成员 

316. 5月4日，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题为"近东和中东麻醉品非法販运和有 

关事项小组委员会的成员"的决定草案三。 

317. 5 月 2 2日，理事会笫1 2次*会议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定草案（E / 

1 9 8 9 / 7 6 ,第 2 7段，决定草案三）。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1 2 0 号 

决定。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报告 

318. 5月 4日，委员会第 5次会议通过题为"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报告"的决 

定草案四。 

319. 5 月 2 2日，理事会第1 2次*会议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定草案（ E / 

1 9 8 9 / 7 6 ,第 2 7段，决定草案四）。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笫1 9 8 9 / 1 2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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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麻醉药品委员会的报告 

320. 5月4日，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题为"麻醉药品委员会的报告"的决定 

草案五‧ 

321. 5 月 2 2日，委员会第1 2次全体会议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定草案（E/ 

1 9 8 9 / 7 6 ,第 2 7段，决定草案五），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1 2 2号 

决定. 

其他提案 

《联合国反对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调理药物公约》的临时适用 

322. 5月4日第5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代表澳大利亚、"孟加拉国、-

比利时、"坡利维亚、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丹麦、多米尼加共^国、 2 ' 

厄瓜多尔、"芬兰、 "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 

马来西亚、"墨西哥、"挪威、秘鲁、 2，波兰、西班牙、"瑞典、 2，泰国、 

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 

合 众 国 、 委 内 瑞 拉 和 南 渐 拉 夫 等 国 介 绍 了 一 项 决 议 草 案 （ 2 / X . 2 ) , 

标题是"《联合国反对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矛0精神调理药物公约》的临时适用"。后 

来巴哈马、中国和葡萄牙也加入为决议草案提案国. 

323. 委员会在 5月 5日第 6次会议上通过了该 ‧草案 . 

324. 5 月 2 2日，理事会第1 2次*会议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E / 

1 9 8 9 / 7 6，第 2 6段，决议草案七）.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1 9号决 

议. 

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 2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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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品滥用^ M法贩运问题囯际会议 

325. 5月 4曰第 5次会议上，马来西亚观察员"代表澳大利亚、"巴哈马、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尼加拉瓜、秘鲁、" 

菲律宾"^泰国介绍了一项题为"麻醉品滥用^非法M运问题S际会议"的决议草 

案(E/i98SU^c. 3 ) .后来坡利维亚、文茱国、"中国、新加坡" 5 f D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也加入为决议草案提案国。 

326， 5月5曰，委员会第6次会议通过该决议草案. 

327. 5 月 2 2日，理事会第1 2次会议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7 6 ,第 2 6段，决议草案八）.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2 0号决 

议. 

儿童吸毒上癘问题 

328. 5月 5日第 6次会议上，秘鲁观察员"代表巴哈马、玻利维亚、哥伦比 

亚 、 哥 斯 达 黎 加 、 "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国 、 " 厄 瓜 多 尔 、 " 印 度 、 墨 西 哥 、 " 

摩 洛 哥 、 " 尼 加 拉 瓜 、 巴 基 斯 坦 、 " 秘 鲁 、 " 菲 律 宾 、 " 乌 拉 圭 和 委 内 瑞 

拉介绍了一项题为"儿童吸毒上癘问题"的决定草案（：E/i98g/c. 2 /化. 4 ) . 

后来古巴、埃及、"德意志联邦共^国、希 ;§f^牙买加"也加入为决定草案提 

案国。 

329. 委员会在 5月 8日第 7次会议上通过了该决定草案. 

3 30. 5 月 2 2日，理事会第1 2次她会议通过委员会所建议的决定草案（ E / 

1 9 8 9 / 7 6 ,第 2 7段，决定草案六），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1 2 3号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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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审议的问题 

A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1 ‧理事会第二届常会审议了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问题（议程项目8 )。 它 

收到下列文件： 

(a) 秘书长关于人力资源开发和联合国系统在该领域活动的报告（A/44/229 

—11/1989/60); 

(b) 秘书长转送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发展业务活动全面政策审査的报告 

的说明（Ay44>^324-Ey^l989X106^Add. 1); 

(C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9年第二届常会观察团团 

长 1 9 8 9年 7月 6日给秘书长的信（A / " 4 4 / 3 7 6— : E / 1 9 8 9 > a 2 5 ) ; 

(d) 捷克斯洛伐克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临时代办 

1 9 8 9 年 7 月 1 8日给秘书长的信（A/44>^401—:EZ1989yq29); 

(e)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关于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的报告〖DP/ 

1989X49)； 

(f) 秘书长转送联合检査组关于审查向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项目提供设备的使 

用情况的报告(2^^1989/7)和行政协调委员会对该报告的评论的说明 

T^Add, 1); 

(g) 秘书长转送行政协调委员会关于联合国发展系统在2 0世纪 9 0年代的作 

用和功能的声明的说明（Eyl 9 8 9 7 1 0 8 ) ; 

W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说明(：E/1989Z117); 

(i)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主席1 9 8 9 年 6 月 3 0日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主 席 的 信 （ C o r r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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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联 合 国 儿 童 基 # 执 行 局 的 损 告 （ 2 2 ) ; ， 

( k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关于其1 9 8 9年组织会议、特别届会和其第三 

十六届会议的报告（：E>a989>^J^ 2 4 和 C o r r . 1 - 3 ) ; 2 

( 1 )秘书长转送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从世界粮食计划署收到的资斜的说明 

( E X 1 9 8 9 > ^ I ^ 3 5 ) ； 

(m)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的报告（Wî^P>zc?A: 2 7 / 1 5 ) 。， 

2 。理事会将该项目分配给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 8 9 

年 7 月 1 1 、 1 4 、 1 7、 1 8、 1 9、 2 1 、 2 4 和 2 5 曰 的 第 7 、 第 1 0至 1 4 

次和第1 6 至 1 8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 

3 . 第三委员会在 7月 1 1、 1 4 和 1 7 日 的 第 7 和 第 1 0 至 1 2次会议上对 

项目进行了一般性的讨论。在 7 月 1 1日的笫7次会议上，它听取了发展和国际 

经济合作总干事及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的介绍性说明；在7月14日的第1 0 

次会议上，它听取了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代表以及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协理署长的介绍性说明；在7月1 7 日的第 1 1次会议上，它听取了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代表的介绍性说明。 

4 . 在第1 0次会议上，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保加利亚、法 

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伏充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和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及马来西亚（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77国集团成员）的观察员发了言。国 

际劳工组织的代表也发了言。 

，最后报告见《 1 9 8 9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第1 2 号 》 （ E / 

1 9 8 9 7 3 1 ) 。 

2 最后报告见《1 9 8 9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第1 3号》（ 

1 9 8 9 / 3 2 ) 。 

， 作 为 文 件 0 7 转 送 经 社 理 事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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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在笫 1 1次会议上，丹麦（代表北欧国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巴西、美利坚合众国、荷兰和中国的代表发了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代表也发了言。 

6 . 在 7 月 1 7日的第 1 2次会议上，意大利、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古巴、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加纳的代表以及澳大利亚、津巴布韦、鸟干达和瑞士的观察员 

发了言。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作了总结发言。 

三年期发展业务活动的全面政策审査 

7 . 在 7 月 1 8 日 第 1 3次会议上，马来西亚的观察员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 

77国集团成员提出一项题为"对联合囯系统发展业务活动的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査" 

的 决 定 革 案 （ 3 / X . 9),其案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爭会，关切地注意到理事会1 9 8 9年第二届常会并未收 

到大会关于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1 9 8 7年 1 2 月 1 1日第 4 2 / 1 9 6号决 

议和 1 9 8 8年 1 2 月 2 0日第 4 3 / 1 9 9号决议要求的所有报告，因而理箏 

会无法对联合囯系统的业务学动作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决定建议完全由大会 

第eg十四届会议作为例外情况开展1 9 8 9年的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査。" 

8 . 在 7月 1 9日第 1 4次会议上，加拿大代表代表加拿大、丹麦、芬兰* 、 

法囯、加纳-、意大利、荷兰、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出一项题为"对联合国系统业务活动的三年期全 

面政策审查"的决议萆案（：E/1989>^C. 3 X 1 . 16)，案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忆及大会1 9 8 6年 1 2月 5日第 4 1 / 1 7 1号决议、 1 9 8 7年 1 2月 

1 1曰第 4 2 X 1 9 6号决议和 1 9 8 8年 1 2 月 2 0日第 4 3 / 1 9 9号决议， 

*按照经社理事会议筝规则第 7 2条。 

'加纳随后退出该决i义草案的提案国。 

一 159 一 



" 1 . ff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响应大会有关决议为发展方面的业 

务活动的三年期政策审査努力编写了范围广泛的报告，尽管这些报告提出较迟; 

"2 .并赞赏有关国家自愿作出贡献,使一体化的国别审査得以进行； 

" 3 .遗憾地注意到由于报告提出较迟,致使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 8 9 

年第二届常会关于业务活动的讨论受到限制，并从而需要推迟到大会第四十四 

届会议才能根据所有有关损告全面审i义这个问题； 

" 4。注意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的报告
（
:E Z 1 9 8 9 > U 2 2 ) ; ， 

" 5 . 并 注 意 到 粮 食 援 助 政 策 和 方 案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2 7 X 

1 5 ) ； ' 

"6.m兴趣地注意到联合国开发卄划署理事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裉告 2以 

及该理事会关于联合国开发卄划署在1 9 9 0年代作用的第 8 9 Z 2 0号决定， 

特别是其中提到要注重人力资源开发、本国能力的建设、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 

术合作，以及拟订供资战略的必要性，以调动更多的资源用于联合国系统的亚 

务活动； 

"7.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内巳确立政府瑗商进程,目的是继续审议 

计划署今后的作用，同时考虑到通过业务活动三年期审査等工作形式的指示； 

"8.欢迎总干事的呼吁，即-对国家能力建设采取一种更为系统化的办 

法，直接与贫困作斗争，更有效地利用联合国系统内的部门能力，以及采取一 

种较为一致的办法满足各国政府在分析和技术咨询方面的需要； 

" 9 ‧ ,行政协调委员会通过其实质问题（业务活动）协商委员会继续 

努力制定更有效的办法，用以规划、协调、技术和管理支助以及在国家一级实 

现发展业务活动的一体化； 

"10.感兴趣地注意到有关方面拟根据各国政府的请求以共同方式按国别 

陈述联合国系统支持各国发展努力的优先目标，以此增进国家一级的一致和协 

调，并请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进一步阐明这一概念，并向大会第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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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议提出供实验性执行的具体建议； 

"11.欢迎总干事保证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i义提供大会第42^196号决 

议要求的所有报告，并请总干事向该届大会提出其本人的总的结论和建议，同 

时要考虑到一体化国别审査的结果以及上次三年期政策审査以来所做的工作， 

包括以往的个案研究； 

" 1 2 . f大会吁请各国政府确保三年期政策审査后通过的决定得到所有政 

府间机构和联合国发展系统各组织的注意并为之采取行动。" 

9.在同一次会i义上，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新西兰、巴西和日本的 

代表做了发言。 

10. 在 7 月 2 5日的第 1 8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卡尔。博尔夏德先生（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向委员会通报了就决议蕈案EZl989>^c。 3XL. 1 6和决定萆案 

EX1989>^c. 9所进行的非正式瑗商的结果。 

11.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不对两项提议蕈案采取行 

动。 

12. 委 员 会 主 席 根 据 就 决 议 蕈 案 3 / L . 16和决定萆案 

C. 3 / 1 . 9进行的非正式瑗商，介绍了题为"联合国系统业务活动三年期全面政策 

审 査 " 的 决 定 蕈 案 ， 其 后 该 决 定 蕈 案 以 文 件 3 / 1 ^ 18^发。 

13.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该决定萆案（:E/1989ZC. 3XL. 18)。 

14.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8日第 3 7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蕈案 

(Eya989力35，第3 5段，决定蕈案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8 5 

号决定。 

15. 该决定草案通过后，荷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代表和马来西 

亚观察员（以联合国会员国中的7 7国集团成员名义）及澳大利亚观察员发了言〖见 

E 力 9 8 9 Z S R。 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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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年度政策审査 

16. 在 7 月 1 9日的第 1 4次会议上，新西兰的代表代表加拿大、新西兰、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介绍了题为"联合国系统业务活动的政策审査"的决定 

蕈案。 

17. 在 7 月 2 5日的第 1 8次^义上，委员会主席通知委员会，在非正式碰商 

期间同意对决定萆案进行修改，把分段(b)"请求"一词之后的"主席团"改为 

"经济及社会毪事会主席"，并在"逬行⋯-⋯磋苘"之前加上"与理事会成员国"。 

18.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修订的决定簟案。 

19. 南斯拉夫代表在决定萆案通过之前发了言。 

20.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8日第 3 7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萆案 

( E / 1 9 8 9 / 1 3 5，第 3 5段，决定萆案二）。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8 6号 

决定。 

人力资源开发 

21. 在 7 月 1 9日的第 1 4次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观察员6代表加拿 

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6、加纳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介绍了题为"人 

力 资 源 开 发 " 的 决 议 簟 案 （ 3 / 1 . 15)。随后，日本也加入成为该决 

议萆案的提案国。案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人力资源在社会一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并确认人力资源 

开发既是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又是发展的最终目标， 

"作为整个发展进程之一部分制订和执行人力资源开发的国家战略、 

s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i义爭规则第7 2条， 

一 162 -



政策、计划和方案是每个国家的主权权利和贲任，其履行应兼顾国家的具体发 

展需要和目标， 

‧ ‧ m i 9 9 0年代发展方面的综合和协调战略、政策、卄划和方案除其 

他外应注重人力资源开发， 

"考虑到人力资源开发概念的不断演变以及囡此种演变而使联合国系统各 

组织和机构在各自主管领域促进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经验和技术能力的范围和 

性质各不相同，并确信在开疡这些活动中有必要做到更加明确和协调， 

"意识到人力资源开发是一种长期的多学科工作，需要采取综合性办法， 

"相信为人力资源开发确定共同的工作定义有助于增强这一领域的有效性 

"满意地注意到"落土穆宣言:对非洲的社会经济恢复和发餍采取以人为 

中心的办法"（A/43/430,附件一）和"关于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 

的雅加达行动卄划"'有助于阐明人力资源开发概念， 

"忆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7年 7月 8日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第 

1 9 8 7 > ^ J号决议， 

"并忆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1 9 8 8年 7月 1日关于其在人力资源 

开发方面的经验的第 8 8 / 2 9号决定， 8 

"銘记人力资源开发是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活动的优先领域之一, 

"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人力资源开发和联合国系统在这一领域的活动的 

报告( A y 4 4 ^ 2 2 9 - E X 1 9 8 9 / 6 0 ) ;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1 9 8 8 年 4 月 2 0 日 第 2 7 4 ( X L I V ) 号 决 议 *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8 8年，补编第 1 1号 "（ E / 1 9 8 9 / 

3 5 ) , 第 四 章 ， 

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8 8年，补编笫 9号"（E / i Q s g / i g i , 

附件一. 

- 1 6 3 -



" 2 。 ^联合国开发卄划署拟发表一份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报告，在编 

制该报告时应与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密切合作； 

" 3 . î，有必要对人力资源开发所有各方面的问题采取综合的多学科的 

办法，这应当成为联合国系统经济及社会发展领域各种工作方案的中心特点； 

" 4 . f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包括供资机构，根据发展中国家的请 

求协助它们制订和执行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政策、计划和方案，并促进联合国 

系统这一领域活动的有效协调； 

" 5 . f制订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特设全体委员会根据人 

力资源开发对整个发展进程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审议人力资源开发问题； 

" 6 . f秘书长推动行政协调委员会努力为人力资源开发拟出一种更有共 

性的工作定义，以增强此一领域方案的有效性； 

" 7 .，秘书长及发餍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在关于发展业务活动的报 

告和关于世界社会状况的裉告范围内裉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在这些捐告中 

就改进业务安排和注重支持共同界定的人力资源开发活动提出结论和建议." 

22. 在 7 月 2 4日第17次会"i^义上，委员会审议了经修订的决议萆案（ 

1 9 8 9 ^ . IS^Rev. 1)。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观察员做了发言。加纳代 

表也发了盲，他在发言中通知委员会加纳不再是该决议荩案的提案国。 

23. 在同一次委员会上，委员会通过了经修订的决议箪案， 

24.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8日第 3 7次#会议上 i t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 i义萆案 

(EZ1989Z135,第3 4段，决议蕈案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120号 

决i义。 

世界粮食计划1 9 9 1 — 1 9 9 2年期间的保证指标 

25. 在 7 月 2 1日举行的第1 6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载于粮食援助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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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委员会报告附件三、题为《世界粮食计划1 9 9 1 - 1 9 9 2年期间的保证指 

标》的程序性决 " i义草案（ W卩 2 7 / 1 5 ;作为: E / 1 9 8 9 / 1 0 7号文件转发经社 

理事会）。 

26. 在 7 月 2 4日举行的第 1 7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卡尔。博恰德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就决议簟案进行非正式€商的结果告知委员会。 

27.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这一决议簟案。 

28. 决议蕈案通过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代表发表了一项声明。 

29.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8 日 第 3 7次全体佘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萆案 

(1；71989力35,第3 4段，决i义蕈案二）。最后案文见埋齡第1989/121年决议。 

纪念联合国糸统多边技术合作四十周年 

30. 在 7 月 2 4日的第 1 7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委员会主席提出的题为 

"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纪念多边技术合作四十年，，的决定簟案（E/1989 /C. 3 / 

二 17)。 

31. 委员会副主席博尔夏德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囯）通知委员会说，在非正 

式协商期间，成员们同意修正该决议蕈案，在标题上增添"联合国系统内"，在案 

文中也改为"联合国系统内的多边技术合作"。 

32. 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经口头修订的决议箪案。 

33.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8日第 3 7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i义的决定簟案 

C E X 1 9 8 9 ^ 1 3 5 ,第 3 5段 s决定革案三 1 。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X187 

号决定。 

2开一发_^戈Jlfj'jf长的乔治：一阿! 二 i朗先^表―示 i ^ o 

34. 在 7 月 2 5日举行的第 1 8次会i义上，根据主席的提议，委员会决定建义 

理事会通过一项决定革案，对开发计划署副署长的乔治‧阿瑟.布朗先生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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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8 日 第 3 7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萆案 

( E / 1 9 8 9力 3 5 ,第 3 5段 ,决定蕈案 )。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188号 

决定。 

经社理事会审议的与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问题有关的文件 

36. 在 7 月 2 5日举行的第 1 8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主席提议，决定建议理 

事会注意已向它提出的与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问题有关的文件。 

37.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8 日 第 3 7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蕈案 

(
E / 1 9 8 9 / 1 3 5，第 3 5段，决定萆案五），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8 9 

号决定。 

B . 协调问题 

38。埋事会在其第二届常会审议了协调问题。理事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报告（A/44/16);， 

(b) 秘书长为转发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关于执行《马尼èi宣言》和《关于 

世界; ^游 É b ?巧卡普尔科文件》所取得 â爿进展的报告（3—E X 

1989/7 7号文件)所作的 

(C)秘书长为转发世:^卫生ââiR总干事关于预防和控制艾滋《全球战(V 

4 4 ^ 7 4 — 989/7 5号文件)和关于联合E系统各组iRf-'文滋病 

的杜会一经济及人道主义方面进行的活动和方案的摘要（AZ44/274/ 

A d d . 1-E/19 8 Q ^ 5 / A d d . 1号文件）所作的说明； 

(d) 联合匡秘书长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艮总于事关于1988—1989 

车期间世界文化发展十车（1988-1997^)活动所取得的进展的拒 

{V^44X28 4-21X1989X109-|-X#)； 

(e) 行政协调委员会1 9 8 8年车廋概览损告（1^1989/1 8号文件）； 

；~~最后文本见《大会正式记录,^四十四届会议，补缓第1 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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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秘书长为转发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总干事1 9 8 8车 1 2月 

1 9日关于信息学领域的合作问lg致秘书长的一封信（E/igSQ/S 9 

号文件）所作的说明； 

(g) 行政协调委员会关于登记联合li系统发展活动的招告（1^1989/7 4 

号文件）； 

(h) 秘书长关于海事问题的经济和术方面的裉告（i^l989/l 1 0号文 

件）； 

(i) 秘书长为转发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关于 

海洋研究和海洋服务的损告所作的说明(E/1989/111 ) ； 

(J)秘书长为转发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妆行局第1 3 1次会议通 

过的笫 7 . 1号决定（:E/1989/ Iu28号文件）和联合国教育、科学 

和 文 化 组 关 于 信 息 学 领 ^ 内 北 南 合 作 的 报 告 （ 2 号 文 件 ） 

所作的说明。 

3 9 . 理事会将该项目分蹄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89年 

7月 1 0、 11、 1 7至 2 1和 2 4日第 5 ^ 6、 11和13至17次会议上审i义了该项目。 

4 0 . 茌 7 月 1 0和 1 1日笫5和6次会议上,委员会,贫本项目举行了一般性讨 

论.在 7月 1 0日第 5次会议上，委员会听取了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主席和行政协 

调委员会及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的代表的介绍性发言。联合IS教育、科学和文化 

组织和世界卫生组IR的代表也作了介绍性发言。 

4 1 . 也是在第5次会i义上，法国（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欧洲经济共同休成员 

国）、南禁拉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 

表及芬兰（代表北欧国家)和奥地利的观察员发了言。 

4 2 . 茌 7 月 1 1日第6次会议上，苏缍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保加利亚、中 

国、加拿大（也代表渙大利亚和新西兰）、^里兰卡、日本、美利合众国、古巴 

和波兰的代表及瑞典（代表北欧国家)、乌于达和津巴布韦的观察员发了言.联 

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的代表也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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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发展十年 

4 3 . S 7 月 1 7日第 1 1次会i义上.毛里塔尼亚观察员'。介绍了一项决议草案， 

1§为"世界文化发展十年" ( E / 1 9 8 9 / C . 3 / L . 5 )。 

4 4 . 在 7 月 1 8日第 I 3次会i义上，委员会gij主席Alhaj M u h a m m a d Ab -

dullah先生（加纳）向委员会通报说，在非正式协商中达成一致意见，对该决议 

草案作如下修订： 

(a) 第 2执行段落，"加强努力"之前加入"酌情"； 

(b) 第 3执行段落，"设立一个揞导委员会"之前：入"如有必要". 

4 5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修订的该决议草案。 

4 6 . 在决议草案获得通过之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代表发了言。 

4 7 . 经社理事会在 7月 2 7日第 3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 

案（ E / 1 9 8 9 / 1 3 3 ,第 2 1段，决议草案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107 

号决议。 

预防和控制后天免疫丧失综合症（艾滋病) 

4 8 . 在 7 月 1 9曰第 1 4次会议上，加拿大代表以、g大禾i亚、'°奥iè利、'°巴 

西、保加利 1、 in拿大、丹麦、芬兰、'。法S、德意志民主共禾口,、'。日太、荷兰、 

新西兰、威、波兰、卢旺达、E班牙、'°献、'0泰E、苏纟ë埃社会主义共和E, 

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名义 

介绍了一项决议草案（E/lQSQ/c. 3/1. 10号文件），11为"预防和控制后天免 

疫丧失综合症（文滋病）". 

4 9 . 在 7 月 2 0日:1； 1 5次会i义上，委员会畐!]主席Karl ^ o r c h a r d先生(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向委员会il报了关于该决i义草案举行非正式协蔺结杲。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则集7 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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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 在 7 月 2 1日第 1 6次会i义上，委员会审议了经t、订ât;决iii萆案(î>^198â/ 

C. 3/1^ IQ/l^ev. 1号文件），其中包下列改^ : 

(a) 

(b) 

(C) 

序言部分第一段. "结论"改为"讨论"； 

序言部分第五段，"人体免疫力丧失症患者之人与尊严"改为"所 

有人，包括人体免疫力丧失症病毒感染者之人权与尊严"； 

序言部分第六段原文为： 

"重申防治艾滋病的斗争不应转移各匡对其本Ë公共卫生优先事项 

和发展 Ê标的注意力，也不应转移总的保健优先事项所必的 E际努 

力与资t,,而应与之并行不悖". 

改为下列^文： 

"羞i防治艾滋病的斗争应与国家其他公共卫生优先事项和发展目 

标相一致并不从中转移注意力和资源，也不应转移总的卫生优先事项 

所 t的国际努力和资源"； 

序言部分笫六段之后加入新的一段，案文如下： 

"^^艾滋病可在特别是人休免疫力丧失症病毒有高发感染率而 

且公共卫生服务及其他发展资源有限的m家内造成严J的经济和社会 

后杲"； 

序言部分最后一段，"妇女*儿童对于⋯⋯较高."改为"妇女和儿 

童对人体免疫力丧失症病毒最近显示出较髙的感染危险."； 

在笫2执行段落之后加入一新的执行段落，案文为： 

"3.1秘书长根据戈滋病传染对一些发展中H!畫社会—经》f发展 

可能造成严重问题这一情况，加紧努力与世界卫生组织总于事密切合 

传，通过协调的^究和方^措施调动联合国系统的技术和其他有关资 

源处3i问题的这一方E " , 

51.茌同一次会议上，继委员会副主席Karl B o r c h a r d先生（德*志联邦 

共和国）发言之后，委员会通过了经f多订的决议草案。 

(e)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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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 经社理事会在 7月 2 7日第 3 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 lé员会建议的决议草 

案（ E / i 9 8 9 / 1 3 3，第 2 1段，决议草案二）。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 

1 0 8号决议。 

信息学领域的合作 

53。 在 7 月 1 9日第 1 4次会议上，突尼斯代表介绍了一项决议草案（E/19 

8 9 / C . 3 / I . . 11号文件），题为"信息学领域的合作"，案文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其关于应用计算机技术于发展的1 9 7 3 年 8 月 1 0日第 1 8 2 4 ( :L V )号 

决议和 1 9 7 4年8月1曰笫1903(:L V I[)号决议， 

"注意到政府间信息检索局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决定自I 9 8 8年 1 1 月 3 0日 

起解散该组织，并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加强发 

达囯家同发展中国家在信息学领域合作的问题， 

"意识到信息学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在这一领域发达囯家与 

发展中囯家之间还存在着质与量的不平衡状态， 

"确信只有进行国际合作才能长久解决对专家培训、研究和创新的基础设施予以 

加强，以便为一切活动领域的发展而合理利用信息学这一问题， 

" 1 .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提出的报告，并支持所推 

荐的措施，重新推动信息学方面的南北合作； 

" 2 . ^必须做到的是联合囯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加强其信息学方案，而且 

联合国工ïi展组织和囯际电信联盟都参加这一方案，以使所有囯家比较容易取得 

^理信息，以协调其行动乾之更有成效，并定期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报告； 

"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囯系统一切其他筹资机构考虑到信息学对发展 

的作用，^联合囯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提供必要的手段，以采取足以减少不平衡 

状态并通过信息学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科学、技术各领 «展的大规模行动。" 

- 1 7 0 ― 



5 4 . 在 7 月 2 0曰第 1 5次会议上，突尼《表作了一项发言，回了该决议 

草 案 3 / 1 * 11 ) ‧ 

5 5 . 在凝回该决议草案之后，突尼IH《表在苏维挨社会主义共和匡联显、法医:、 

新百兰和古巴代表的支持下，提议委员会建i义理事会劻情在1 9 9 0车的组、届会 

上考虑;£其1 9 9 0车工作计划中皁独开列一个项目'由务7 — （经济）委员会审i义' 

11为"信息学领域的II际合作"。委员会同意该建议。 

5 6 . 在 7 月 2 7日第 3 6次全体会议上，在理事会秘书，巴西、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突尼斯的代表及墨西哥观察员发言 

(见 E / 1 9 8 9 / S R . 3 6 )之后，理事会通过了委员会％议的决定草案（E/1989/ 

1 3 3 , 第 2 2段，决定草案一，第2段）。最后案文见理事会1989/179号决定， 

第 2段。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报告 

5 7 . 在 7 月 1 9日笫 1 4次会ilh,委员会主席介i§ 了一项决议草 

C* SL/a. 12号文件），题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报告". 

5 8 . « 7 月 2 0日第 1 5 次 会 i J U i , 委 员 会 副 主 席 Eorchard先生（狺 

意志联邦共和国）向委员会通掁了该项决议享^举行非正式协商的结果， 

5 9 . 在 7 月 2 1日第 1 6次会iiU:,委员会审i义了#订的决i义享案（11/1989/ 

C. 3/^. 12 Rev. 1号文件）其中载有下歹'」改动： 

(a)序言都分最后一段原文为： 

" i i i^d涉及全纟 i l织的方案执行情况损告、方案评价和方案分析是 

提高效率和使制订方案与协调过考Î 一休化的重要工具"， 

改为下列案文： 

"认识到方案执行情况报告、方案评价全zV;统的方案分析和其他;^ 

关的协调文书应当成为i;订方案和协课j进程中搓高效率并酌情il进一 

体化，使联合国发挥其作用和职能的重要工具"； 

( 0 )笫 1和 2执行段落原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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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赞赏地注意id方案和协il:委员会关于其集二十九届会ij^工作 

的报告； 

2 .皿该拒告所载的结论和建议"， 

合并成为以下靳的一段： 

" 1 . Ml!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主席关于该委,4会二十九届会"^义 

工作的报告并赞同其中所载的结论和建"^！"； 

( C )增列新的两个执行段落，^文为： 

" 2 . â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主席^确定优先烦序、评价方法、中期 

计划的格式和介绍这类重要问H及有关的协调文书加51努力； 

"3.申明本决议的执行过程中将考虑g i j理事会关于恢复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活力的有关决定". 

6 0 . 在同一次会议上，继主席发言之后，委员会通过了经修订的决议草案。 

6 1 . 理事会在 7月 2 7日第 3 6次全体会i又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1 3 3 ,第 2 1段，决议草案三），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109 

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协调问题审议的报告 

6 2 . 在 7 月 2 0日第 1 7次会议上，根据主席的提议，委员会决定建议5_^事会 

注意理事会 就协调问题审议的各报告。 

6 3 . 在 7 月 2 7日第 3 6次全体会i义上，在土耳其观察员发言之后，理事会通 

过了突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E/1989/133 , 第 2 2段，决定草案一，第1段， 

和决定草案二）。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1 7 9号决定，第1段，和第 

1 9 8 9 / 1 8 0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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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各专门机构以及与联合国 &国际机构 

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64.理事会在其第二届常会上审议了各专门机构以及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 

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问题(议程项目10)。理事会收到 

下述文件： 

(&)秘书长关于各专门机构以及与联合匡有联系的If际n构行《绘予g 

民 地 国 家 和 人 民 独 立 宣 言 》 情 况 白 S 报 告 和 A â d . 1 ) ; 

(t)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关于同《给予殖民地家和人民立:È言::^< 

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和反对种族「*离特别委员会主席进行Ét?Ë*èT 

报告（ E / l 9 8 a / U 2和 A d a : 1 ) ； 

( 0 秘 书 长 关 于 援 助 巴 勒 其 5 坦 人 民 问 題 的 说 明 ) ， 该 ， 二 

明转发了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执行主任的临时报告。 

65.理事会将该项目分酉£^合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委员会在其1 9 8 9 

年7月6、 7、 10、 13、 1 7和 1 8日的第 2、 3、 5、 9、 1 1 和 1 3 次 会 

i义上审议了该项目。" 

' 6 6 . g员会在7月6日和7日的第2-;：第3次会议Ji^这个îf、目-:i行了一 二、:。：： 

论。在7月6日第2次会议上，委员会听:了《给予殖民ièlS家和人民S立宣言:. 

牧行惰况特另〗委员会主席和反对种族〖^ ̂ 特别委员会主席介绍性发言。 

6 7 . 在第2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南其"立夫、兰、乌克 

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的代表以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H:观察员也作了发言：巴£h 

斯坦观察员作了发言'联合囯技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H;教育、科学及文化g纟Séî:代 

表也作了发言。 

6 8 . 在7月7日第3次会议上，加纳,.约旦、古巴、捷克.萬铬伐克和:SB'û亚è5 

代表作了发言'巴渐坦观察员也作了发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代表作了发言。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 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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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门机构以及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家和人民独立宣 

言》的情况 

6 9 . 在7月10日第5次会议上，赞比亚代表以阿尔及利31^ ，'保力-利亚、 

刚杲\ " 古 狐 、 " 埃 塞 俄 比 艮 "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 " 加 纳 、 肯 尼 亚 、 马 

达加斯加、"毛里塔尼艮"尼日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 1，索马！突尼斯、 

乌干"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名义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 E / l 9 8 9 / c。 a^L. 1 )， 

題为"各专门机构以及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 

立宣言》青〉年"。随后，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摩洛哥、"秦国、乌克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入上述国家，也成为该决议草案的 

提案囯。 

7 0 . 在 7 月 1 3日第 9次会议上，委员 M行唱名表决，以 3 2票对 1票、 1 0 

票弃权通过该决议草案，表决情况如下：'2 

赞成;巴哈马、巴西、保加利艮嗜麦隆、加拿: ^哥伦比艮古巴、捷 

克斯洛伐文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尼百亚、伊拉克、约旦、 

肯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掷威、波兰、卢旺达.索马 

里、斯里兰卡、泰国、突尼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拉圭、委内瑞fi^南其f拉夬、礼伊尔、 

赞比亚。 

反对:笑利坚合众国。 

弃权: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曰本. 

苻么葡萄牙、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7 1 . 决议草案过后，新百兰、^威和法国代表发了言。 

7 2 .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6日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进行唱名表决，以3 8票对 1票， 

10票弃杈通过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E/1989/130，第1 5段，决议草案一）。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9 5号决议。 

中国代表团后来指出，它如果表决时在场，会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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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决 情 况 如 下 ： " 

籠:巴哈马、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麦隆、加拿大、中国、哥伦比 

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约旦、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新西兰、 

尼加拉瓜、尼日尔、挪威、波兰、卢旺达、沙特阿拉伯、索马里、斯里 

兰卡、苏丹、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委内瑞拉、南斯拉夫、扎伊尔、 

赞比亚。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m-.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愛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 

葡萄牙、大不列颠及北愛尔兰联合王国。 

7 3 . 决议草案通过之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了言（见E/1989 / S R.3 5 ) 。 

援助巴勒期坦人民 

7 4 . 在 7 月 1 3日笫 9次会议上，突尼新代表以阿尔及利艮"孟加拉国、" 

古巴、狐、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尼西艮约 _ 1 _ ^科威特、"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摩洛哥、"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W突尼斯和赞比亚的名义，摱 

出了一项题为"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决议草案（：E/i98a/C。a/<L. 3)。随后，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马来西艮"尼日尔和沙特阿拉伯加入上述^ 

家，也成为该决议草案提案国。 

7 5 . 在 7 月 1 7日第 I 1次会议上，突尼斯代表以全体提案国的名义口头修改 

了决议草案，在执行部分第5段之后加一新段如下： 

"还进一步要求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实施发展项目，包括1 9 8 4年 1 2 

,，乌拉è代表团后来指出，它如果表决时在场，会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7 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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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8日大会第3^/^223号决议中所提到的水泥厂"。 

修改后的决议蕈案随后载在E/I989 / C . 3 / 1 . . 3 / R e v . 1号文件里散发。 

7 6 . 在同一次会议上，法国和加掌大的代表以及巴勒斯坦观察员作了发言， 

7 7 . 在 7 月 1 8日第 1 3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阿尔哈伊*穆罕默德*阿布 

杜拉先生（加纳）作了发言。他告诉委员会，经过非正式搓商后，大家同意。对决 

议草案执行部分第6段作出修改，在"水泥厂"一 1 ^前加上 "所肩有，酣办殳 " 。 

7 8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以4 1票对I票、1票弃权通过了又进一步口头 

修改过的决议草茱。 

7 9 . 在决议草案通过之前，大不列颠及北愛尔兰联合王国和伊拉克的代表作了 

发言。在决议草案通过后，法国代表（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 

挪威、美利坚合众国和突尼斯的代表发了言。 

8 0 . 理事会在 7月 2 6日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以4 8票对1票，0票 

弃杈通过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E/1989/130 ,第 1 5段，决议草案二 ）。最 

后茱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9 6号决议。 

8 1 . 决议草案通过后，美利坚合众国和伊拉克的代表及巴勒斯坦观察员发了言 

(见：E/1989/SR。35 ) 。 

秘书长关于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 

8 2 . 经主席提议，委员会在7月1 8日的第 1 3次会i义上决定建议理箏会注;1 

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生境）执行主任編制的关于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临时报告。 

8 3 . 理筝会在 7月 2 6日第 3 5次全体会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草案 

( E / 1 9 8 9 / 1 3 0 ，第1 6段）。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1 73号决定。 

D .方案和有关问题 

】 ‧ 】 9 9 0 — 1 9 9 1两年期方案概算 ' 

8 4 .理事会第二届常会上审议了】 9 9 0 — 1 9 9 1两年期方案概篝（i义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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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I】（a )。理事会收到了下列文伴： 

(a) 】 9 9 0— 1 9 9 1两年期方案概葺（A / 4 4 / 6 ,前言、导言 i f o第 4 

至 2 4款）；'， 

(b) 方案相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报告（A / 4 4 / 1 6 ) ; " 

(c) 科书长关于在今后方案概筧纲要中确定优先次序的一切方面的捐告 

( A / 4 4 / 2 7 2 ) o 

8 5 . 理事会将该项目分配給第三（方案^协调）委员会在1 9 8 9 年 7 月 】 2 

】 3 - 】 9 湘 2 0 曰 第 8 、 9 、 I 4相】5次会i义上审i义了该项目。 

8 6 . 在 7月】 2日和】 3日第 8 ^第 9次会议上，委员会就项目】 I进行了一 

般性讨论。在7月】2曰第8次会议上，委员会听取了财务主任兼主管行政ifn管理 

事务代珲副秘书长的介绍性发言。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主席在7月 I 0日第 5次会议 

审议项目9 (协调问题)时就方案问题作过介绍性发言，'7 

87. 在第8次会议上发言的代表还有：法国（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欧洲经济 

共同休戍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iîîi国联盟、国、巴西、乌克兰苏维埃杜会主义 

共和国、古巴湘突尼斯，奥地利观察员也发了言。 

88. 在 7月】 3日第 9次会 i 义上，赞比亚代了言。方案^协调委员会主席 

以及财务主任兼主管行政相管理事务代理副秘书长作了总结发言。 

方案问題 

89. 在7月】9日第】4次会 i义上，委员会主席介绍了题为"方案问題"的决 

议簟案（：F/1989 /C. 3/L, 13)。 

"最后案文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6号》（A / 4 4 / 6 / 

R e v . 1 i 

，'最后报告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I 6号》。 

，，在项目9之下作的其他发言也涉及方案问题（上文B节，第4】^4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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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在 7月2 0日第1 5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 A l h a j Muhammad Abdullah先生 

(加纳）向委员会报告了关于该决议草案的非正式协商结 I 

9 1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该决议草案。 

92.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6 日 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肆i义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I 3 4，笫I I段）。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 8 9 / 9 7号决议。 

2 . 】 9 9 0 年 ^ 】 9 9 I车会议日历 

93. 理事会第二届常会审议了】9 9 0车湘 I 9 9】年会议日历（i义程项目 

I】（b) )。理事会收到了】9 9 0 车 I 9 9 I车经济、钍会湘人权领域暂定会议 

日历(：E/】989 / l4 2 0 ^ C o r r . 】）以及会议问题委员会主席I 9 8 9 年 6 月 

】4日給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的信（E/1989/】】6)。暂定日历所涉方案预礬问 

题裁于:E / I 9 8 9 / L . 2 0 / A d d . 】号文件。理事会将该项目分配给第三（方案 

和协调）突员会。 娈 员 会 在 1 9 8 9 年 7 月 2 1 日 第 1 6 次 会 议 上 审 议 了 

该项目。 

1 9 9 0 年 ^ 1 9 9 1车会i义日历 

94. 在 7 月 2 I日第〗6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建i义理事会 

核准1 9 9 0 年 和 1 9 9 1年会议日历。 

95.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8 日 第 3 7次全体会议上审议了委员会建议的决定革案 

( E / I 9 8 9 / I 3 4 , 第 I 2段，决定革案一）。理事会秘书鉴于理事会决定非洲经济 

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斧口部长会议第十六次会议在的黎波里而不在亚的斯亚贝巴举 

行（第1989/〗84号决定），宣读了对日历的一项修订。 

96. 随后，理事会通过了该决定革案。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989/】90号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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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钍会理事会会期委员会和附属机构的简要记录 

9 7 . 在 7 月 2 I 日 第 I 6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建议理事会 

自 ] 9 9 0年起的两年内再次停止编写会期委员会及某些附属机构的简要记录。 

9 8 .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6 日 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i义的决定草案 

(： E / 】 9 8 9 /】 3 4 ,第 1 2段，决定草案二）。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9 8 9 / 1 7 4 

号决定。 

E . 减少自然灾害合作 

99. 理事会第二届常会审议了关于减少自然灾害合作的问题（i义程项目】2 ) 。 

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秘书长关于防治特别是非洲的蟪虫湘蚱蜮灾害国际战略的报告（A/ 

4 4 / 3 1 4—E / 1 9 8 9 / 1 1 5号文件)； 

(b) 联合国賴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关于防治特别是非洲的蝗虫湘蚱鱷灾害 

国际战略的报告（A/44/3]4 / A d d »】̶：E /】989/;n5 / A d à «】号文件）； 

( C )秘书长关于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筹备工作的损告（A /44/322— 

I l/]989/】14号文件）。 

100 .理事会将该项目分配給第三（方案相协调）委员会。委员会在】9 8 9 年 

7 月 1 0 、 I 】 、 】 7 、 】 8 ^ 2 0 日 第 4 、 6 、 7、】】至】3 5 H n 5次会议上 

审议了该项目。 

】 0 】 . 在 7 月 I 0 日 和 1 I 日 第 4 、 6和7次会议上，委员会就该议程项目进行 

了一般性讨论。在7月〗0曰第4次会议上，委员会听取了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 

干事、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联合国賴食及农业组织代表湘联合国开发卄划署代表 

的介紹性f言。 

102.亦同次会议上，日本、苏维埃钍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捷克斯洛伏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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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大利的代表及德意志民主共湘国观察员发了言。世界气象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代表也发了言。 

103. 在7月】】日第6次会议上，泰国、新西兰（也代表澳大利亚）、法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古巴、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及孟加拉国观察员发了 

盲。 

104. 在7月〗】曰第7次会议上，德意志联邦共湘国湘突;&斯（还代表毛里塔 

尼亚）的代表及摩洛哥观察员发了言。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也发了言。 

防治特别是非洲的鳇虫相蚱锰灾害国际战略 

】 0 5 ^在 7月 I 7日第】1次会议上，毛里塔尼亚观察员'8介紹了题为"防治特 

别是非洲的蝗虫湘蚱鑌灾害IB际战略"的决i义簞案（：E/】989/C. 3 / L . 6)其后， 

^麦隆、尼曰尔、波兰和索马里加入为共同提案国。 

】06.在7月18日第】3次会i义上，委员会副主席Alhaj Muhammad Abdullah 

先生（加纳）宣读了在非正式协商中议定的如下修订： 

(a) 在序言部分第一段末尾增加"以及非洲经济委员会部长会议19 8 9 

年4月7曰第660(乂又工¥)号决}义"； 

(b) 在序言部分第三段之后增列一段， 

"还注意到I 9 8 9年2月在达^尔举行的联合防治蝗虫和防治害鸟 

组织成员国国家元苜会议的成果"； 

(0)在执行部分第3段之后增列一新的段落，案文为： 

"4.还高兴地看到联合防治蝗虫和防治害鸟组织成员国元首会i义呼 

吁，际钍会有力支持该组织积极执行其 1 9 8 8年】 2月 1 0日至 1 6日 

在恩贾梅那恭行的第二十四届部长理事会会议上通过的短、中、长期防治 

嫫 i行动计划"； 

18 根据经济及补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 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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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在同次会议上，加拿大代表口头提出在执行部分第4段的末尾处增加"及 

从环境*度可以接受的长期防治蛵虫湘蚱掹备选战略"（最后案文第5段）。 

108. 也是在同次会ill,新西兰、美利坚合众国、巴西湘加纳的代表及毛里塔 

尼亚观察员发了言。 

109. 在 7 月 2 0日第】5次会议上，委员会面前有一m了正决议蕈案（E/ 

】989/C. 3/Il 6/Rev. 1 中釆纳了口头的修订^加拿大的提议。 

110 . 在同次会i义上，委员会通过了该订正决议萆案。 

1 1 1 . 理 事 会 在 7 月 2 6 日 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议的决i义草案 

(：E/】989/132，第】6段，决议草案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9 8 9 / 9 8 

号决^。 

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车 

】】2.在7月]7日第]2次会议上，日本代表以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囯、爱 

尔兰、意女利、日本、•Sf来西亚' 8(代表属于7 7国集闭的联合国会员国）、波兰、 

苏维埃杜会主义共湘国联盟湘大不列颠及北愛尔兰联合王国的名义介绍了题为"囿 

际碱少自然灾害十车"的决议萆案（E/I989/C. 3/1* 7号文件）。日本代表在 

介紹决议草案时榥出了口头修订，将执行部分第3段中的"特设专家组"改为"秘 

书长，，0 

】 1 3 .在 7月】 8日第] 3次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 

先生（加纳）向委员会报告了就决议萆案举行非正式协商的结果。 

114.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修订的该决议草案。 

〗15.在决i义草案通过之后，加拿大代表发了言。 

】】 6 .理事会在 7月 2 6日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艮盒i义的决议草案 

( E / 1 9 8 9 / 1 3 2 , %】6段，决议蕈案二）。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I 9 8 9 / 9 9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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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特别经济相人道主义锾助 

117 . 理事A镶二尽常会审 " î^义T转别经济^人道*义援助的问题（议程项目〗3 ) 。 

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1 9 8 9年7月6日德意志民主共相国出席经济及杜会理事会〗9 8 9 

年第二届常会观察员代表团团长给秘书长的信（A / 4 4 / 3 7 6 — E / 1 9 8 9 / 1 2 5 ) ; 

(b) 】 9 8 9 年 7 月 1 8 曰，掎克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办事处^日内瓦其 

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A / 4 4 / 4 0 — E /】9 8 9 /】2 9 ) ; 

(c) 科书长的说明，其中转递行政协调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发生灾害B十期的 

营养问题的?^定（E/1 9 8 9 / 】 0 1 )。 

会议听取了与对不同国家的援助有关的口头损告（见下文第】2】和124段）。 

118 . 理事会将该项目分配给第三（方案相协调）委员会，但决定在全体会议上 

听取关于对莫桑比克的援助的损告（！?^下文第八章，第3 4段）。 

1 1 9 . 第三（方案 ^协调）委员会在】 9 8 9 年 7 月 7 、 1 0 、 1 3 、 】 7 ^ 

1 9 日 第 3 、 4 、 9、】】相】4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 

1 2 0 . 委员会在 7 月 7 日和】 0 日第 3 和 4 次会议上 m — 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讨 

论。 

1 2 1 . 委员会在 7 月 7 日第 3 次会 i l i 听取了以下口头报告： 

(a)主管特别政治问题、区域合作、托管相非?t民化事务副秘f长的代表 

就对索马里湘苏丹的紧急援助代表秘书长所作的口头损告； 

lb)代表秘书长所作下列口头报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就中美洲难 

民国际会i义、印度支那难民国际会议、苏丹难民、吉布提^马拉维难民及被迫 

流离者情况、对索马里难民的掙助、对埃塞俄比亚难民和返回家乡的难民的掙 

助以及对南部非洲学生难民的锾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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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代表就对索马里难民的援助代表秘书长所作的口 

头报告。 

122. 在同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法国的代表以及阿富汙的观 

察员发了百。 

123. 在7月】0日第4次会议上，黎巴嫩、瑞典（代表北欧国家）湘民主也门 

的观察员发了言。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的观察员也发了言。 

124. 在 7 月 I 2日第 2 7次全休会议上，理事会听取了主管特别政治问题、区 

域合作、非殖民化*托管事务副秘书长的代表代表秘书长就对莫桑比克的拶助所作 

的报告（ E E / 1 9 8 9 /S R . 2 7 ) o 

对黎巴嫩的重建湘发展提供援助 

】 2 5 .在 7月 1 3曰第9次会议上，意大利代表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埃及"、 

法国、加纳、希腊、伊控克、意大利、日本、约旦、黎巴嫩IP可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摩洛哥'：阿曼、沙特P可拉伯、索马里、苏丹、阿控伯叙利亚共湘国'，突厄浙、鸟拉 

圭^南斯拉夫，提出一项题为"对黎巴嫩的重建相发展提供援助"的决议蕈案（E/ 

1989/C. 3/It 4)。 *后，马来西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入为决议 

草案的提案国。 

126. 委员会在 7月 I 7日第】I次会议上通过了该决议草案。 

127. 黎巴嫩观察员在决议草案通过后发了言。 

】 2 8 .理事会在 7月 2 6日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肄议的决议萆案 

(11/]989/131，笫】1段）。最后案文见理事会]989/】00号决il^ 

根据经济及钍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 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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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灾害时期的营养问题会议的声明 

1 2 9 . 在 7 月 I 7日第]1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在新西兰Ï，和 

委员会秘书发言后。决定建议理事会注意到行政协调委员M请其注意的发生灾 

害时期的营养问题会议的声明。 

】 3 0 .理事会在 7月 2 6 日 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委员会建i义的决定革案 

(：E/]989/I3:i，第】2段，决定草案一）。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989/175号 

决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听取的与特别经济湘人道主义援助有关的报告 

13】.在7月】9日第】4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建议理事会 

注意到与特别经济湘人道主义援助有关的口头报告。 

】 3 2 .在 7月 2 6日第 3 5次全体会议上，主席提i义修正委员会建议的决定簟案 

(:E/】989/】3】，第】2段，决定草案二），其中增加一段，表示理事会注意到在 

*会 i义上听取的关于向莫桑比克提供缓助的损告（见E / 1 9 8 9 / S R . 351 

]33.随后，理事会if过了经口头修正的决定草案。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989/ 

】76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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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选举和任命理事会附属机枸和有关机关的成员， 

认可和任命职司委员会的代表 

1 ‧理事会于 1 9 8 9年组织会议（议程项目4 ) 、 1 9 8 9 车 第 一 届 常 会 

(议程项目 1 3 )和 1 9 8 9车第二届常会（议程项目 1 5 )期间审议了选举和任 

命理事会附屬机构和有关机关的成员以及认可职司委员会的代表这一问题。理事 

会收到以下文件： 

(a) 秘书长关于选举理事会附属机构的成员和认可职司委员会的代表的说明 

( E / 1 9 8 9 / 3 / R e v . 1和A d d . 1 ); 

(b) 秘书长关于根据1 9 7 2车议定书所修正的《 1 9 6 1车麻醉药品单一公 

约》的规定选举国际庥醉品管制局六名成员的说明； 

(C)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报告关于选举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成 

员的章节(：E/1989/ 2 5 ,第一章， c节）； 

(d) 1 9 8 9年第一届常会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E/1989/30); 

(e) 秘书长关于根据经1 9 7 2车议定书修正的《 1 9 6 1车庥醉品单一公约》 

笫9条笫1项 (aJ款的规定选举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成员的说明(；E/1989/50 /Rev . 

1; 

(f) 秘书长关于根据经1 9 7 2牟议定书修正的《 1 9 6 1车庥醉品单一公约》 

第9条第1项(13)款的规定选举国际庥醉品管制局成员的说明(：E/1989/51和Add. 

1 - 4 ) ； 

(g) 秘书长关于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董事会的说明(2/1989/52^ 

A d d . 1 ); 

(h) 1 9 8 9年第二届常会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E/198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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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主席团关于任命和认可联合国社会发展训练研究所理事会成员的说明（E/ 

1 9 8 9 / 1 2 3 )； 

(j)秘书长关于选举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成员的说明(：E/1989/Iu 1); 

( k )秘书长关于选举跨国公司委员会 1 6名成员的说明（E / 1 9 8 9 / L . 2 ) ; 

(1)秘书长关于选举联合S儿童基金会执行局1 0名成员的说明 ( 2 / 1 9 8 9 / 

i. 4 )； 

(m)秘书长关于世界粮食理事会1 2名成员提名的说明 ( E / 1 9 8 9 / L . 5 ) ; 

( n J秘书长关于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7名成员提名的说明 (E / 1 9 8 9 / L . 5)； 

(0)秘书长关于选举粮食援助政策及方案委员会5名成员的说明（E/1989/ 

丄‧ 6 ) ; 

( P )秘书长关于选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 1 6名成员的说明（：H:/1989/ 

L, 7 )； 

2 .理事会 1 9 8 9 年 2 月 1 0 曰 第 3 次 ^ 义 ， 5 月 2 3 日 第 1 3 和 1 4 次 会 

议 以 及 1 9 8 9 车 7 月 6 日 和 7 月 2 6 日 第 1 9 次 和 第 3 6次会议审议了这一项目。 

关于审议进行情况的记述载于有关简要记录中（E/1989 /SR. 3. 13-14, 1 9 和 

3 6 ) . 

A . 理事会各委员会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3 . 理 事 会 5 月 2 3日第 1 3次会议提名下列会员国由大会第四十四届大会进 

行选举、任期三车，自1 9 9 0年 1月 1日起(见$ # #第 1 9 8 9 / 1 6 0 1 "决定）： 

(a) 非洲国家（三个空缺）：尔及利亚、^麦隆和摩洛哥； 

(b) 亚洲国家（三个空缺）：中11、日本和斯里兰卡； 

(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一个空缺）：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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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委员会 

4 . iÈ¥-^^ ̂  /-J 1 0日第3次会议选出了加蓬，任期从当选日起至1 9 9 2 年 

1 2 月 3 1 日 止 （ 见 理 事 会 第 1 9 8 9 / 1 0 4 号 决 定 ） . 

5 . 理 事 会 5 月 2 3 日 第 1 3次会议选出突尼斯，任期自选举之B起至1 9 9 2 

车 1 2 月 3 1 日 止 （ I K L 理 事 会 第 1 9 8 9 / 1 6 0 号 决 定 ） . 

跨II公司委员会 

6 ‧ 理 事 会 5 月 2 3 日 第 1 3次会议选出下列成员11,任期三年，自1 9 9 0 

年1月1日起：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埃及、法11、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11、日本、皋拉利昂、m士、突尼斯、马拉圭和津巴布 

吊.理箏会还选出扎伊尔，任期自逸出之日起至1 9 9 1 年 1 2 月 3 1日止（见 

理事会第 1 9 8 9 / 1 6 0 ) 号决定 . 

7 . 理 事 会 7 月 2 7 日 第 3 6 次 M 选 出 秘 鲁 ， 任 期 三 车 ， 自 1 9 9 0 车 1 月 

1 B 起 （ 见 理 事 会 第 1 9 8 9 / 1 8 1 号 决 定 ） . 

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组 

8 . 理 事 会 5 月 2 3 B 第 1 3次会议选出P可根廷、智利、约旦和秘鲁，任期自 

选举之日起至1 9 9 1 车 1 2 月 3 1 日 止 （ 见 理 事 会 笫 1 9 8 9 / 1 6 0 " f 决 定 ） ‧ 

B .各职司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 

1 ‧成员的选举 

统计委员会 

9 . 理 事 会 5 月 2 3 日 第 1 3次会议选出下列成员国任期四车，自1 9 9 0 牟 

1月1日起：阿损廷、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肯尼亚、荷兰、多哥、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 i l联盟和赞比亚 (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6 0 号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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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委员会 

10. 理事会 2月 1 0日第3次射义选出马千达，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1 9 9 2 

车 1 2 月 3 1日止（见毪筝会第 1 9 8 9 / 1 0 4号决定） ‧ 

11. 理 * 5 月 2 3日第 1 3次会i义选出下列成员国任期西车，自1 9 9 0 车 

1月1日起：博茨瓦纳、中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墨西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SI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5(1理事会第1989/160 

号决定）。 

12. 理事会 7月 2 7日第 3 6次会议选出巴革马，任期四年，自 1 9 9 0 车 

1 月 1 B 起 ( 见 理 事 会 第 1 9 8 9 / 1 8 1号决定 )。 

社会发展委员会 

13. 理事会在其 5月 2 3日第 1 3次会议选出布隆迪，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 

1 9 9 2 年 1 2 月 3 1 日 止 （ 见 理 筝 会 第 1 9 8 9 / 1 6 0号决定）， 

人权委员会 

14. 理事会 5月 2 3 B第 1 3次会议选出下列成员国，任期三车，自19 9 0 

车1月1日起：巴西、法国、加纳、匈牙利、伊拉克、意大利、马达加斯加、墨西 

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塞内加尔、索马里、美利坚合众国和南斯拉夫（理事 

会第 1 9 8 9 / 1 6 0号决定）。 

庥醉药品委员会 

15. 理事会 5月 2 3日第 1 3次射义选出下列成员国，任期四车，自1 9 9 0 

车1月1日起：澳大利亚、巴哈马、比利时、保加利氣中国、哥伦比亚、厄瓜多 

尔、冈比亚、加纳、匈牙利、印度尼西亚、日本、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 

墨is哥、塞内加尔、西班牙、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11联盟和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共和国（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l e a f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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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可代表 

1 6。理事会 2月 1 0日第3次会义认可了由其政府任命的出席理事会各职司委 

员会的下列代表（见理事会第1989/104号决定）： 

统计$员会 

Charles Curt Mueller (巴西) 

Ivan P. Fellegi ( jr尊大) 

Claude Mi Heron ( ) 

Emmanuel Oti Boateng (加纳） 

Vera Nyitrai (甸牙利） 

Majid Jamshidi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Hiroyasu Kudo (日本） 

Carlos Jarque Uribe (晷"&哥） 

Fariss Tadili (麼洛哥) 

Gis le Skancke ( W 厥 ) 

S. M. Ishaq (巴基斯坦) 

Amilcar Villarreal (巴聿马) 

Nouridine Bouraima (多骨) 

M. A. Korole"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g!联盟） 

：rack Hibbert (大不夕ij顛及北荧尔兰联合王) 

Hermann Habermann (美利坚合众f!) 

人口委员会 

Robert André (比利时） 

Maher Mahran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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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ann Shubnell (镙,志联邦^和g') 

Gaudence Habimana Nyirasafari (户旺达) 

Ulla-Britt Lithell (瑞典） 

Nouridine Bouraitna (多哥） 

Fikret Uccan ( 土耳其) 

Wlkolai I. Borisenko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IP ) 

社会发展委员会 

Paul Same la Engo (嗜麦隆) 

Maria Teresa Infante (智JfJ ) 

桊华孙 I中 

Vappu Taipale (芬兰） 

Rayinondo Amaro-Victoria (危地马扛) 

Peter Serracino Inglott (马耳他) 

Salman Faruqui ( Ê 基 , 坦 ) 

Mamita Pardo de Tarvera (菲律宾) 

nichai Dobroczynski (拔兰) 

Iqbal Abu Guseisa (苏丹) 

人权委员会 

Marcos Cc^strioto de Azambuja (巴西) 

A. Ray ne 11 Andreychuck (加拿大) 

Andreas Mavrommatis (塞湳路斯) 

B. R. Bhagat ( 時 ） 

El Ghali Benhima (摩洛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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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ar E. Ce"lie (巴拿马) 

Mpumelelo J. N. Hiophe (瑞士 ) 

Aregba Polo (多哥) 

Vladimir A. Vasilenko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i ) 

妇女地位委员会 

Johanna Oohnal (澳大利业） 

Rashim Ahluwalia (加事大) 

Ana Cecilia Escalante Herrera (哥斯达黎加） 

Pierrette Biraud (法pi ) 

Raque 1 Blandon de Cerezo (危妙马扭) 

Makiko Sakai ( g 本 ) 

Ai'cha Kabbaj,(麼洛哥) 

Akhtar Razuddin (巴基斯坦) 

Sakina Mohamed Hassan Abdalla (苏丹） 

Gerd Engman (瑞典) 

Saisuree Chutikul (秦[fi ) 

Maria E. Kisanga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眞：） 

C ‧ 有关机关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 

1 7 . 理 事 会 5 月 2 3 日 第 1 3次会 i义选出下列 g !家，任期三年，自1 9 8 9 

年8月1日起：巴巴多斯、加聿大、中国、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秘鲁. 

波么泰国和津巴布韦（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6 0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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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 

18。 理事会 5月 2 3日第 1 3次会议选出下列国家，任期三年，自199 0年 

2月理事会组织会议第一天起，至三年后组织会议的前一天届满：保加利亚、丹麦、 

吉布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圭亚那、印度、马来西亚、《里塔尼亚、荷兰、尼日. 

利亚、波兰、葡萄牙、斯里兰卡、瑞士、马拉奎和委内瑞拉(见理寨会第1989/ 

1 eat决定）。 

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 

19。 理事会 5月 2 3日第 1 3次会i义选出下列g!家，任期三年，自1 9 9 0年 

1月 1日起 Î芬兰、匈牙利、印度、意大利和苏丹(见理爭会第 1 9 8 9 / 1 6 0号 

决定）。 

国际 麻醉品管制局 

20 。理事会 5月 2 3日第 I 3次会"^》还选出Manuel Quijano Narezo (墨西哥) 

完成已故的Jolm C . E b i e (尼日利亚 )的任期。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 1 9 9 0 

年 3月 1日止 . 

2 1。理事会 5月 2 3日第 1 3次和 1 4次会还选出下列六人为,际麻醉品管 

制局成员，任期按照《1 9 7 2年修正 1 9 6 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i义定书》组成 

的管制局，任期五年，自1 9 9 0年3月2日起（_IiE,会第1989/160号决定）： 

蔡志基（中国） 

H 。 C a j i a s K a u f f m a n n ( 玻利维亚） 

Molisen K c h o u k (突尼斯） 

'余下五个席位.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理事会在其1 9 8 9 年 1 1月举行的第— 

九十六届会议上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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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A . M a n s o u r (埃及） 

V . M . I ^ . R a o ( 印 度 ) 

0 . S c h r o d e r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世界粮食理事会 

22。 理事会 5月 2 3日第 1 3次会议祆照大会1 9 7 4年 1 2 月 1 7日第 3 3 4 8 

(XXIX)号决议第8段，提名下列国家由大会第四十四届会i义逬行选举，任期三年， 

自1 9 9 0年 1月 1日起（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6 0号决定）： 

(a) 非洲P家（三个空鈇）：布隆迪、埃及和卢旺达； 

(b) 亚洲P家（三个空缺）：民主也门、伊朗伊^兰共和国和日本； 

(c) 东欧国家（一个空欹）牙利； 

(d)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g」家（两个空鈇）：阿根廷和秘瞢； 

(e) 西欧和其他g '冢（三个g鈇）：丹麦、法g !和^大利. 

提高妇女地位W际研究训练所董爭会 

23。 理爭会 5月 2 3日第 1 3次和第 1 4次会议任命了董筝会下列三个JB^员， 

自I 9 8 7 年 7 月 1 日 开 始 ： 7 V i r g i n i a O l i v o d e C e l l l ( 内瑞拉）• 

P e n e l o P e R u t h F e n w i c k ( 新 © 兰 ） 和 V i c t o r i a N 。 O k o b i (尼曰 

利亚）（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6 0 号 决 定 ） . 

联合国社会及展研究所理拳会 

24。 理爭会确认了社会发展夯员会笫三十届会议提名的研究所理事会"h列成员 

(见垤筝会第 1 9 8 9 / 1 60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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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任期四年，自 1 9 8 9 年 7 月 1 日 起 ： I n g r i d E i d e (掷威）和 

M a u r e e n O ' N e i l (加聿大）； 

续任两年 ,自 1 9 8 9 年 7 月 1 日 起 ： I s m a i l - S a b r i A b d a l l a 

( 埃 及 ） ； S a r t a J A z i z (巴基滅〉； V i d a C o i n (南-肺夫）—和 l o u i s 

E m m e r i J (荷兰）。 ‧ 

2 6 . 1 9 8 9年 7月 6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 9次全体会 i义 l E i颇其198 9 

年 5 月 2 4 日 第 1 9 8 9 / 1 3 2 亏 决 定 ' ， 并 考 虑 到 主 席 团 的 说 明 ( E / 1 9 8 9 / 1 2 3 ) , 

决定作为例外情况，批准根据非正式协商提出的下列三位候选人的提名，成为联合 

,社会友展研究所理事会的成员，任期自1 9 8 9 年 7 月 6 日 开 始 ， 至 1 9 9 3 年 

6 月 3 0日终止：拉斯.安耐尔（瑞典）、塔特维纳 ‧伊凡诺夫纳.科里雅吉纳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基拉格粕‧ ^ 叶 尔 （ 加 纳 ） （ 见 筝 会 第 

1 9 8 9 / 1 8 1 号 决 定 ） ‧ 

2根据该项决定，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理事会的成员人数由7名增至1 0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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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组织和其他事项 

1. 理事会于1 9 8 9 年 1 月 1 9 日 ' 和 2 月 9 日 和 1 0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了 1 9 8 9年组织会议（第 1至第 4次会议），于 1 9 8 9 年 5 月 2 g 至 2 4 日 在 

联合国总部举行了 1 9 8 9年第一届常会（笫 5至第 1 6次会议），于1 9 8 9年 

7月 5日至 2 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了 1 9 8 9年第二届常会（第 1 7至 

笫 3 7次会议)。会议进行情况载于简要记录中（E / 1 9 8 9 / S R . 1 - 3 7 ) 0 

2.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宣布第1次会议开始。理事会1 9 8 9年主席 

K J e l d W i l h e l m M o r t e n s e n先生（丹麦）在当选后发表了讲话。 

3. 此外，在笫1次会议上，主管政治和大会事务及秘书处服务副秘书长在辞 

去职务后发表了讲话。 

4. 在第1届常会，主管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 

主任，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主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和主管人权事 

务副秘书长作了介绍性发言。 

A .理事会主席团 

5. 根据第 1 9 8 8 / 7 7号决议第 2 ( K )段，理事会于 1月 1 9日开会选 

举主席团。 

6. 在 1 月 1 9日第 1次会议上，理事会以鼓掌方式选出K j e l d W i l h e l m 

M o r t e n s e n ( 丹麦）为理事会 1 9 8 9年主席。理事会还以鼓掌方式选出Chan— 

d r a s h e k h a r D a s g u p t a 先 生 （ 印 度 ) , G u e n n a d i I , O u d o v e n k o 先 

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M i p e H e c t o r P a o l i l l o 先 生 （ 乌 

拉圭）为理事会副主席。 

'见以下第 5和第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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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2月9日的第2次会议上，主席在与主席团成员协商后通知理事会，已 

一 致 同 意 ， C h a n d r a s h e k h a r D a s g u p t a先生（印度）将担任笫一（经济） 

委员会主席， H a s s e n E l g h o u a n y e l 先生（突尼斯）将担任第二 （社会）委 

员会主席， G u e n n a d i I . O u d o v e n k o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将担任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主席， î^elipe H e c t o r P a o l i l l o 先生 

(乌拉圭）将协调非正式协商和执行理事会要求的其他职能。 

8. 第一（经济）委员会在 5月 3日第一次会议上以鼓掌方式选出P a v o l 

S e P e l a k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为委员会副主席。委员会在 7月 5日笫 9次会议 

上以鼓掌方式选出 V l a d i m i r D u r i s 先生（捷克斯洛伏克）在 S e p e l a k 先生 

辞职时接替其职位。委员会还以鼓掌方式选出H e n r i q u e M o r e t 先生（古巴） 

为委员会副主席。 

9. 第二 （社会）委员会在 5月 2日第 1次会议上以鼓掌方式选出E s t h e r 

M a r i a A s h t o n 夫人（坡利维亚），以及在 1 9 8 9年 5月 3日第 3次会议上 

以鼓掌方式选出S a o d a h B a t i n A k u a n S y a h r u d d i n 夫人（印度西亚） 

为委员会副主席。 

10. 第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在 7月 5日第 1次会议上以鼓掌方式选出K a r l 

B o r c h a r d 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在 7月 6日第 2次会议上以 •方式 

逸出Allia«J Muhamoad AMullah先生（加纳）为委员会副主席。 

B .工作方案和议程 

1 9 8 9年组织会议议程 

11. 在 2月 9日第 2次会议上，理事会收到 1 9 8 9年组织会议的附加说明的 

临时议程（EX1989/2 )。在同一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该议程（见本报告附 

件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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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1 9 8 9年和 1 9 9 0年 

基本工作方案 

12. 理事会在 2月 9日和 1 0日笫 2次和第 4次会议上审议了 1 9 8 9年和 

1 9 9 0年基本工作方案。它收到了理事会1 9 8 9年和 1 9 9 0年基本工作方案 

草案（；E/1989/1和Add. 1)和秘书长的一个说明，其中转交1 9 8 8年 1 2 月 

19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给秘书长的关于在信息学领域进行合作 

的问题的信 ( E / 1 9 8 9 / 3 9 )。根据理事会第 1 9 8 8 / 7 7号决议第2(b)(i)段， 

还向理事会提供了一份关于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呼吁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 

各组织在经济、社会和有关领域采取行动的建议的综合说明（E/1989/T: I I :F2和 

Add. 1)。 

13. 在第2次会议上，主席就根据理事会第1 9 8 8 X 7 7号决议第2(i)段举 

行的关于1 9 8 9年和 1 9 9 0年基本工作方案和议程项目分配的非正式协商发了 

言。 

14. 在同一会议上，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室代表发了言。 

15. &西、加拿大、突;&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哥伦比亚和美利 

坚合 众国的代表和西班牙（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和马来西亚 

(代表属于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的观察员也发了言。 

16. 在 2 月 1 0日第3次会议上，主席就基本工作方案和议程项目分配的非正 

式协商所取得的进展发了言。 

17. 加拿大和巴西的代表也发了言。 

18. 理事会在 2月 1 0日第4次会议上审议了关于在非正式协商的基础上提出, 

并 随 后 作 为 8 号 文 件 分 发 的 基 本 工 作 方 案 的 决 定 草 案 。 

19. 在同一会议上，在听取了日本代表和西班牙观察员（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 

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发言后，主席建议，修正该决定草案第3段所载的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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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届常会上项目表，把项目11(为减少自然灾害进行合作和特别经济及人道 

主义援助）分为两个单独的项目。 

20.理事会决定暂停会议并举行非正式协商。在续会时，主席建议对决定草案 

作 W 下 进 一 步 修 正 ： 一 一 

(a)删去第6(a) — (d)和(m)段，这几段内容如下： 

〔理事会决定：〕 

"(a)其关于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区域和部门发展在内的一般性讨论 

(议程项目 2 )将集中注意世界经济的结构不平衡及其对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 

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的影响问题； 

"(b)依照理事会I 9 8 8 年 7 月 2 9 日 第 1 9 8 8 Z 7 7号决议第2(a)(=) 

段的规定，为了在核准一个多年工作方案之前通过各项面向行动的建议，选择 

下列事项作为主要的政策主题：C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全面政策审 

査〕；环境和发展；恢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力，减少自然灾害； 

" ( c m据理事会第 1 9 8 8 / 7 7号决议第 2 (a)a段的规定，决定一项多 

年工作方案，作为选择主要政策主题的依据； 

"(d)根据理事会1 9 8 2 年 7 月 2 8日 第 1 9 8 2 / 5 0号决议第 1 H段 

和理事会第1 9 8 8 / 7 7号决议第2(f)(七）段，在审议题为"恢复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的活力"的i义程项目3时，审査在现行法律根据下要求的一切经常 

文件和其他文件，以便决定任何文件是否多余、已失去用途或可以间隔久些印 

发，这项工作将根据主席任命的一个小工作队为此目的而编制的报告进行； 

" 

"(m)审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十五届会议的报告，但除与召开一次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问题会议有关的事项，裉告中所载需要理事会采取行动的具 

体建议以及与理事会工作的协调方面有关的事项外，不审议其他提议草案； 

。)新增加一段（最后文本第5(c)段），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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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决定：〕 

"于第一届常会开幕前，在理事会副主席费莉洛。埃克托尔‧保利略先生 

(乌拉圭）的主持下，举行非正式协商会议，讨论有关第二届常会工作的其他 

待决事项，并在第一届常会再讨论这些事项；" 

(C)更换第6 (七）段，其内容是， 

〔理事会决定：〕 

"根据联合国教育、科技和文化组织总干事在有关议程项目下的提议（E/ 

1989/39) ,审议是否有必要在信息学领域恢复和加强南北合作问题；" 

新段如下（最后文本的第5 (b )段)： 

〔理事会决定：〕 

"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提出的要求，请理事会把信息科学 

领域中的南北合作的问题列入议程，并在理事会1 9 8 9年第一届常会上审议 

将此问题列入其第二届常会议程。" 

2 1 . 日本、乌拉圭、哥伦比亚、突尼斯、加拿大、掷威、美利坚合众国、新西 

兰和巴西的代表，以及西班牙（代表属于欧洲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和马来西亚 

(代表属于 7 7国集团联合国会员国）发了言. 

2 2 . 在第4次会议上，理辜会还通过了经口头修订的决定草案（：E/1989/L. 

8 .决定草案一） ‧ 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1989/101号决定. 

2 3 . 在通过决定草案后，法国代表发了言. 

2 4 . 在 5月 5日第 6次会议上.理事会副主席 F e l i p e Hector Paolillo 先生 

(乌拉圭)报告了就理事会在第1989/101号决定*5(c)段推迟审议的事项举行 

的非正式协两的结果（见以上第2 0(a)段）.他介绍了在这些协蔺的基础上 I I出 

的一项决定草案（E/1989/L.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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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 在同一会议上，珲事会通过了该决定草案.最后文本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05号决定‧ 

2 6 . 通过决定草案后，西班牙观蔡员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 

国发了言， 

I 9 8 9年第一庙常会的议程 

2 7 . 在 5月 2日的第 5次和第 6次会 i l l .理事会审拔了第一屈常会的议程和 

工作安排.它收到了以下文件： 

(a)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E/l989/30 )； 

(b) 秘书处关于会议文件情况的说明（E / 1 9 8 9 / L . 1 0 / R e v . 1 )； 

(C )秘书处关于会议工作安排的说明（：E/1989 / L . 1 1和 A d d . I ) ‧ 

2 8 . 在5月2日第5次会议上，理事会根据主席团的建i义，同意在i义程项目1 

(通过议程和其它组织事项）下听取亏门讨论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恢复发展中国 

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大会特别会议全体筹备^ M会主席的发言。 

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6 1号决定，第 1段. 

2 9 . 在同一次会议上，在^旦代表提出一项建议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伊朗 

的代表发言后.理事会决定将向民主也门媞供紧,f、諼助问题列入议程项目1下. 

3 0 . 然后.理事会通过其第一届常会议程（见本报告附件一）并在主席团所作 

的 修 改 和 锾 出 的 建 议 的 基 础 上 核 准 了 工 作 安 徘 （ 1 和 A d a . i ) . 

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6 1号决定第 1段， 

3 1 . 在5月5日第6次会议上，在沙特阿拉伯代表提出一项建议和法国代表和 

埃及观察员发肓后，理事会决定将向吉布提供紧患锾助问题列入议程项目1下， 

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6 1号决定第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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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年第二庙常会议程 

3 2 . 在第一庙常会，理事会在5月2 4日第 1 6次会议上审议了第二届常会议 

程.它收到了秘书处的一项载有议时议程草案的说明（E / 1 9 8 9 / L . 16 ) . -

个工作方案草案和一份关于会议文件现状报告. 

3 3 . 理事会根据哥伦比亚代表媞出的并由希腊支捋的建议，同;t调涣议程项目 

3和 4的顺序， 

34. 理事会还同意莫桑比克代表媞出的并由赞比亚支捋的以下建议：在全体会 

卞义上作关于向莫桑比克媞供锾助的口头报告，1E有以下了觯：辩论的其余部分和关 

于建议草案的审议将在第三（方案和协调）娶员会进行. 

3 5 . 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新西兰和希腊的代表发言后，理事会同 

意重新安排召开联合国环境和发展问题会议的时间. 

3 6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突尼斯、法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塞内加^、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苏丹的代表以及西班牙的观蔡员和主席就第二庙常会的口译 

服务冋题发了言. 

3 7 . 在同一次会议上,理事会批准了第二届常会临时议程和经口头修订的建"K^ 

的工作方案（E / 1 9 8 9/ L . 16 ) • 免31事会第 1 9 8 9 / 1 6 2号决定. 

3 8 . 在第二庙常会上.理事会收到了以下文件： 

(a)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2/1989/100 )； 

(b) 秘书处关于会卞义文件情况的说明（E/I989 /L.21 ) ； 

(C) 1 9 8 9年 6月 3 0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主席给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主席的信（ 2 / 1 9 8 9 / 1 2 1和 C o r r . 1 ) ‧ 

3 9 . 在 7月 5日第 1 7次会议上.理事会秘书就会议文件情况发了言. 

4 0 . 在同一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第二届常会议程（见本报告附件一）并批 

准了会议工作安排，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6 3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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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亏员的报告 

4 1 . 裉据理事会1 9 7 1 年 7 月 3 0曰第 I 6 2 3 ( L I )号决议，联合国难 

民事务高级亏员的裉告不经辩论送交大会，除非理筝会根据一名成员或多名成员或 

,级专员在通过i义程时提出的具体要求另作决定. 

4 2 . 既然在理事会通过1 9 8 9年笫二届常会《程时无人提出这种要求，就没 

有审议议程项目1 4，理事会决定将联合国难民事务级专员的报告（ 

6 4 ) ， 送交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6 4号决定 ‧ 

.C.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和行政协调委员会联席会议 

43. 在2月9日第2次会i义上，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室代表报告了 

理事会关于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和行政协调委员会联席会议的第1 9 8 8 / 6 4号决 

议的执行情况. 

44. 日本代表在同次会议上发了言. 

45. 在 2 月 1 0日第4次会iSUi，理事会审议了题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和行 

政协调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决定草案.该项决定草案是在非正式协商基础上提出 

的；其后在:E/1989/I<. 8号文件中分发. 

46. 理事会在同次会议上通过了该项决定草案(E/1989 / L . 8 ,决定草案三）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1 0 3号决定. 

D.不再设置选举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成员的选举资格委员会 

47. 在 2 月 1 0日第4次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题为"不再设置选举国际麻醉 

品管制局成员的选举资格委员会"的决定草案.该项决定草案是在非正式协商基础 

上提出的；其后在E / 1 9 8 9 / ; 8号文件中分发. 

最后裉告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i义，补编第1 2号》（ A / 4 4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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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理事会在同次会议上通过了该项决定草案（E/1989/L. 8 ,决定草案二) . 

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1 0 2号决定. 

E.向索马里提供紧急援助 

49. 在 5 月 5 B第6次会议上，特别紧急方案股股长代表秘书长报告了向索马 

里提供紧急援助的情况. 

50. 索马里代表在同次会议上发了言. 

51. 在 5 月 1 6 日 第 1 1次会议上，苏丹和阿扛伯利比亚民众III代表、埃及和 

巴基斯坦观察员发了言。 

52. 在同一次会i义上，萦马M(键出了题为"向萦马1»紧急援坳"的决定草案(E/1989/L.17), 

53. 在 5 月 2 2 B第12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该项决定草案.最后案文见 

理事会第1 9 8 9 / 1 1 1号决定. 

54. 索马里代表在决定草案通过后发了言. 

F .向苏丹提供紧急接助 

55. 在5月5日第6次会议上，特别紧急方案股殷长代表秘书长报告了向苏丹 

提供紧急接助的情况. 

56. 苏丹代表在 5月 2 2日第 1 2次会议上发了言. 

57.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根据主席的建议，注意到秘书长代表的发言.见理 

事会第 1 9 8 9 / 1 1 2 号 决 定 . 

G.向民主也门提供紧急锾助 

5 &在 5月 5日第 6次会 i i i ,约旦代表代表下列国家提出了一项题为"向民 

主也门提供紧急锾助"的决议草案（：E/1989/I<. 14 ) ,保加利亚、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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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约旦、阿拉伯利比亚民 

众国、尼加抆瓜、阿曼、沙特阿拉伯、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突尼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圭、委内瑞拉、南斯拉 

夫.巴西、孟加拉国'、中国、哥斯达黎加 3 、埃及，、法国、日本、斯里兰卡 

和泰国后来加入为该项决议草案的提叢国. 

59. 理事会在 5月 1 0日第8次会议上通过了该项决议草案.最后案文见理事 

会 第 1 9 8 9 / 1 号 决 议 . 

60. 民主也门观察员在决议草案通过后发了言. 

H .向吉布提提供紧急援助 

61. 在 5 月 1 0日第8次会议上，沙特阿拉伯代表代表下列国家提出了一项题 

为"向吉布提提供紧急援助"的决i义草案（E/1989/L. 15)»巴西、中国、哥伦 

比亚、吉布提，、埃及，、法国、加纳、印度、伊拉克、日本、约旦、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阿曼、沙特阿拉伯、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泰国、突尼斯、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越南3 、南斯拉夫、津巴布韦'.玻利维亚、哥斯达黎 

加'、科特迪瓦，、意大利、尼日利亚，和扎伊尔后来加入为该项决议草案的提案 

国， 

62. 理事会在 5月 1 2日第9次会议上通过了该项决议.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2 号 决 议 . 

63. 吉布提观察员在决议草案通过后发了言. 

I *中美洲难民问题国际会议 

64. 在 5 月 1 0日第8次会议上，理事会决定在议程项目1 (通过议程和其他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 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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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事项）下听取有关中美洲难民问题国际会议的发言. 

65. 危地马拉观察员在 5月 1 2日第 9次会议上发了言. 

66.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代表在同次会议上发了言 

J .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国际十年指导方针 

67. 在 5 月 1 0日第8次会议上，理事会根据新西兰代表和西班牙观察员（代 

表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建议，决定将国际十年指导方针的问题 

提交给主席团. 

68. 在 5 月 2 4日第 1 6次会议上，第二 （社会）委员会副主席埃斯特尔•阿 

什道女士将非正式协商结果通知理事会，并提出一项题为"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国际 

十年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其后在E/1989/lv 1 9号文件中分发. 

69. 理事会同次会议通过了该项决议草案.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8 4号决议. 

70. 决议草案通过后，新西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和古巴代表以及西班牙观察员（代表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合国会 

员国）发了言.理事会主席也发了言. 

K . 非政府组织 

71. 理事会1 9 8 9年第一届常会审议了非政府组织的问题（议程项目3 ) ‧ 

它收到了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报告（E / 1 9 8 9 / 4 0和C o r r . 1 ) . 

72. 在 5 月 1 0日第8次会议上，理事会对该项目进行了一般讨论，听取了保 

加利亚、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 

国代表和哥斯达黎加及瑞典观察员的发言.具有理事会第一类咨商地位的非政府 

组织，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的观察员也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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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委员会报告内载各项建议 

73.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报告（ E / 1 9 8 9 / 4 0和 C o r r * 1 )第一节载有建议理 

事会应予通过的三项决定草案和一项要求理事会采取行动的建议， 

非政府组织关于咨商地位的申请和更改类别的请求 

74. 在 5 月 1 0日第8次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题为"非政府组织关于咨商地 

位的申请和更改类别的请求"的决定草案一。 

75. 理事会根据主席的建议，决定在决定草案第(a)段所载组织名单中删除国际 

法学中心（法律世界组织)，并将该组织的申请提交非政府组织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76. 理事会在同次会议上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决定草案.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0 6 号 决 定 ，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19 9 1年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77. 在 5 月 1 0日第8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题为"非政府组织委员会1 9 

9 1年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的决定草案二.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1 0 7号决定. 

审査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一类和第二类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四年期报 

_± ^ 

78. 在 5 月 1 0日第8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题为"审査具有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第一和第二类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纟H织提出的四年期报告"的决定草案三.最后 

案文见理事会第1 9 8 9 / 1 0 8号决定. 

住房权利宪章 

79. 在 5 月 1 0日第8次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委员会报告第2段所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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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决定根据具有理事会第一类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地方组织联盟的建议， 

在其1 9 8 9年第二届常会上审议题为"住房权利宪章"的问题* ‧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0 9号决定. 

非政府组织娄员会的报告 

8 0 .在 5月 1 0 B第 8次会议上，理事会注意到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报告（E / 

1 9 8 9 / 4 0 和 C o r r , 1 ),特别是对其工作方法所作评论.见理事会第1 9 8 9 / 

1 1 0号决定 . 

!«•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听取其发言的申请 

8 L在 5月 2日第 5次会议上，理事会根据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建议（E / 

1989/71 ),核准了各非政府组织提出的要求理事会1 9 8 9年第一届常会听取 

其发言的申请.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6 1 号 决 定 . 

82. 在 7月 7日第 2 1次会议上，理事会审议了秘书处关于各非政府组织提出 

的要求理事会1 9 8 9年第二届常会听取其发言的申请的说明，并核准了这些申请. 

见理事会第1 9 8 9 / 1 6 3号决定. 

M .政府间组织参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工作 

83. 在 7 月 2 4日第 3 4次会议上，理事会通过了主席代表主席团成员提出的 

一项决定草案（E / 1 9 8 9 / L . 37),即根据理事会议事规则第7 9条，决定阿拉伯 

安全研究中心和海关合作理事会得暂时参加理事会的工作.最后案文见理事会第 

1 9 8 9 / 1 6 5号决定. 

见下面第四章，第11* 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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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 9 8 9年组织会议和1 9 8 9年第一届常会 

和第二届常会的议程 

1 9 8 9年组织会议议程 

理事会1 9 8 9年 2月 9日笫 2次会议通过 

1 .选举主席团。 

2.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3 ‧理事会 1 9 8 9年和 1 9 9 0年基本工作方案。 

4 .选举理事会各附属机关的成员；认可各职司委员会的代表。 

5 . 1 9 8 9年第一届常会临时议程和有关的组织事项。 

1 9 8 9年第一届常会议程 

理箏会1 9 8 9年 5月 2日第 5次会议通过 

1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2‧《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二个十年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 

3 .非政府组织。 

4 .联合国大学。 

5 .公共行政和财政。 

6 .统计和制图问题 

(a)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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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制图。 

7 . 自然资源。 

8 . 跨国公司。 

9 . 人权问题： 

(a) 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 

(b) 人权。 

10. 妇女 

(a)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b) 提高妇女地位。 

11. 社会发展 

(a)世界社会状况； 

0»社会政策和社会发展。 

12. 麻醉药品。 

13. 选举和提名。 

14. 审议1 9 8 9年笫二届常会临时议程。 

1 9 8 9年第二届常会议程 

理事会1 9 8 9年 7月 5日第 1 7次会议通过 

1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2 . 关于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区域和部门发展在内的一般性讨论。 

3 . 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恢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大会 

特别会议。 

4 ‧恢复经济及社会理筝会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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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它阿拉伯领土境内国家资源的永久主权问题。 

6 . 区域合作。 

7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a) 贸易和发展； 

(b) 粮 食 和 « 1 ; 

(C)制定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d) 人口； 

(e) 人类住区； 

(f) 环境； 

(g) 沙漠化和干旱； 

(il)危险物品的运输； 

(i)有效动员妇女参与发展。 

8.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a) 对联合国系统业务活动的3年一次全面政策审査； 

(b) 各理事机构的报告； 

(C)人力资源开发和联合国系统在这领域的活动。 

9 .协调问题： 

(a)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报告和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报告； 

⑨世界文化发展十年； 

( C )预防和控制后天免疫机能失调综合症(艾滋病）； 

(d) 世界旅游组织； 

(e) 海洋事务的经济和技术方面； 

(f) 信息学领域的合作。 

10.各专门机构以及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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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宣言》的情况。 

11. 方案和有关问题： 

(a) 1 9 9 0 - 1 9 9 1两年期方案概算 

(b) 1 9 9 0年和 1 9 9 1年会议日历。 

12. 减少自然灾害方面的合作： 

(a)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 

(t»防治特别是非洲的蝗虫和蚱鏟灾害国 

13. 特别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 

(a) 经济援助特别方案； 

(b) 人道主义援助。 

14.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15. 选举和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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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 9 8 9年的成员 

巴哈马 

伯利兹 

玻利维亚 

巴西 

保加利亚 

^ 麦 隆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 

丹麦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加纳 

希腊 

几内亚 

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和有关机关的组成 

A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 5 4 个 成 员 ） 

19 9 0 樣 M 3 1日届满 

阿尔及利亚 1992 

巴哈马 1991 

巴林 1992 

巴西 1991 

保加利亚 1992 

布基纳法索 1992 

落麦隆 1991 

加聿大 1992 

中環 . 1992 

哥伦比亚 1990 

古巴 1990 

捷 克 斯 洛 餘 1991 

厄瓜多尔 1992 

芬 ！ 1992 

法国 1990 

德:t志民主共和国 199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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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年的成员 1 9 9 0年的成员 
任期于 1 2月 
â T ë 届 满 

印度 

印厪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爱尔兰 

意大利 

曰本 

约旦 

肯尼亚 

茱索托 

利比里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荷兰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曰尔 

掷威 

阿曼 

波兰 

葡萄牙 

卢旺达 

沙特阿拉伯 

索马里 

澌里兰卡 

加纳 1990 

希腊 1990 

几内亚 1990 

印度 1990 

印度尼西亚 199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992 

伊拉克 1991 

爱尔兰 1990 

：t大利 1991 

牙买加 1992 

日本 1990 

约旦 1991 

肯尼亚 1991 

茱索托 1990 

利比里亚 1990 

阿扛伯利比亚民众国 1990 

墨西哥 1992 

荷兰 1991 

新西兰 1991 

尼加杠瓜 1991 

尼日尔 1991 

巴基斯坦 1992 

葡萄牙 1990 

卢旺达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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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年的成员 

苏丹 

泰 F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突尼斯 ― 199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一 ― 1991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一 1992 

美利坚合众国 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一--- 1992 

马拉圭 美利坚合众国 ― 1991 

委内瑞拉 委内瑞$1 ― 1990 

南斯拉夫 謹 扛 夫 ― 1990 

扎伊尔 - 1992 

赞比亚 赞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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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0 年的成员 a 
任期于 1 2月 

3 1日届满 

沙特阿扭伯 1990 

輕 ― - 一 一 . ― 
« 

1992 

199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90 



B .理事会各委员会 

1 9 8 9年的成员 

奥地利 

巴哈马 

巴林 

孟加扛国 

贝宁 

巴西 

布基纳法萦 

加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古巴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曰本 

t尼亚 

墨西哥 

巴基斯坦 

方案和协调娄员会 

(34个成员） 

1 9 9 0 年 的 成 员 
任期于 1 2月 

31曰届满 

阿尔及利亚 一一 1992 

阿根廷 1992 

奥地利 1990 

巴哈马 1991 

巴林 1990 

孟加拉国 1990 

贝宁 1991 

落麦隆 1992 

加拿大 1990 

中国 ：—— ― 1992 

哥伦比亚 1990 

科特迺"^ 1990 

古巴 1990 

法国 1991 

德蕙it、联邦共和国 1990 

印度 1990 

日本 1992 

肯尼亚 1990 

墨西哥 1990 

摩洛哥 1992 

基斯: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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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年的成员 1 9 9 0年的成员 
任期于 1 2月 

31日届满 

波兰 波兰 1990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 —1990 

卢旺达 卢旺达 1990 

瑞典 斯里兰卡 199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瑞典 1990 

突尼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90 

乌干达 乌干达 1990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991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大不列顛及北愛尔兰 

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 1990 

美利坚合众国 美利坚合众国 1991 

委内瑞扛 委内瑞扭 1991 

南斯扛夫 南斯扭夫 1990 

赞比亚 赞比亚 1991 

人类住区委员会 

( 5 8个成员） 

1 9 8 9和 1 9 9 0年的成员 任3期 届 2 ^ 

阿根廷 1 9 9 0 

孟加拉国 ⋯⋯" 1 9 9 1 

坡利维亚 ‧ 1 9 9 2 

博 茨 瓦 纳 1 9 9 1 

巴西 1 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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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和 1 9 9 0年的成员 

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麦隆⋯-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丹麦， 

埃 及 。 

芬兰 

法国 

加蓬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危地马拉 

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意大利 

任期于 1 2且 

31日届满 

1 9 9 0 

1 9 9 1 

1 9 9 1 

1 9 9 0 

1 9 9 2 

1 9 9 2 

1 9 9 0 

1 9 9 1 

1 9 9 1 

1 9 9 0 

1 9 9 1 

1 9 9 0 

1 9 9 2 

1 9 9 0 

1 9 9 1 

1 9 9 1 

1 9 9 1 

1 9 9 2 

1 9 9 2 

1 9 9 1 

1 9 9 2 

1 9 9 0 

1 9 9 2 

1 9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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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和 1 9 9 0年的成员 
任期于 1 2月 

31日届满 

联 加 ⋯ . . 

日本 

约旦 

肯尼亚 

莱索托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墨西哥 ⋯ 

荷兰 ⋯ 

挪威 

巴基斯坦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塞拉利昂 

索马里 

斯里兰卡 

斯威士兰 

瑞典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多哥 

突尼斯 

土耳其 

1 9 9 1 
1 9 9 0 

1 9 9 1 

1 9 9 1 

1 9 9 2 

1 9 9 0 

1 9 9 2 

1 9 9 1 

1 9 9 2 

1 9 9 1 

1 9 9 0 

1 9 9 2 

1 9 9 1 

1 9 9 0 

1 9 9 0 

1 9 9 2 

1 9 9 1 

1 9 9 2 

1 9 9 2 

1 9 9 2 

1 9 9 0 

1 9 9 2 

1 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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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 和 1 9 9 0 年 的 成 员 
任期于1 2月 

3 1日届满 

乌干达 1 9 9 0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 - 9 9 0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 9 9 0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 . 1 9 9 1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 1 9 9 0 

南澌拉夫 1 9 9 2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 

( 1 9 个 成 员 ) 

当选成员自1 9 8 7 年 1月 1日起任期四年 

尼加拉瓜 

阿曼 

巴基斯坦 

卢旺达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斯里兰卡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美利坚合众国 

保加利亚 

布lia 

哥伦比亚 

哥澌达黎加 

古巴 

法国 

肯尼亚 

马拉维 

一 219 一 



自然资源委员会 

( 5 4个成员） 

1 9 8 9和 1 9 9 0年的成员 a 

玻利维亚 

博茨瓦纳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智利 ‧‧‧ 

相 

科特迪瓦 

-è-E, "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 

m ―' 

m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a 理箏会1 9 8 9 年 7月 2 7日第 3 6次会议决定将下列选举推迗到将来的会议 

上举行： 

(a) 三名非洲国家成员，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1 9 9 2 年 1 2 月 3 1曰届满； 

(b) 五名亚洲国家成员，其中两名任期自选举之曰起，至1 9 9 0年12 ^ 31 

曰届满，三名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1 9 9 2 年 1 2 月 3 1曰届满； 

(C )七名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成员，三名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1990年12 

月 3 1日届满，四名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1992年1 2月 3 1日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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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于1^2月 

31曰届满 

19 90 

19 92 

19 90 

19 9 2 

1 9 9 2 

19 90 

19 9 2 

19 9 2 

19 92 

1 9 9 0 

1 9 9 0 

19 9 2 

19 90 



1 9 8 9 和 1 9 9 0 年 的 成 员 a ， V g t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 9 9 0 

危地马拉', 1 9 9 2 

几内亚比绍 ‧ ‧ ‧ . " 1 9 9 L 

海地 1 9 9 2 

洪都拉斯 1 9 9 2 

匈牙利 1 9 9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 9 9 0 

日本 1 9 9 2 

尼日利亚 1 9 9 0 

巴基斯坦 1 9 9 0 

巴拉圭 1 9 9 2 

菲律宾 ‧ 1 9 9 0 

波兰 1 9 9 0 

苏丹 ‧ ‧ 1 9 9 2 

斯 威 士 兰 1 9 9 0 

瑞典 1 9 9 0 

泰国 1 9 9 0 

多哥 1 9 9 0 

突 尼 斯 1 9 9 2 

土耳其 1 9 9 0 

马干达 ‧⋯" 1 9 9 0 

马 克 兰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1 9 9 2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 9 9 2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1 9 9 0 

马拉圭 1 9 9 2 

扎伊尔 1 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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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 年 的 成 员 

巴西 

布隆迪 

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 

埃及 

斐济 

跨国公司委员会 

(48个成员） 

1 9 9 0年的成员b 

巴西 

籍 迪 ‧ 

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 

加拿大⋯⋯-

中国 

哥斯达黎加. 

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 

埃及 

法国 

加蓬 

任期于1 2 月 

3 1日届满 

1 9 9 1 

1 9 9 0 

1 9 9 0 

1 9 9 0 

1 9 9 0 

1 9 9 2 

1 9 9 1 

1 9 9 1 

1 9 9 1 

1 9 9 2 

1 9 9 2 

1 9 9 2 

1 9 9 1 

b 理事会1 9 8 9 年 7 月 1 7 日 笫 3 6次会议决定将下列选举推迟到将来的会议 

上举行： 

(a) —名非洲国家成员，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1 9 9 1 年 1 2 月 3 1日届满； 

0 ) )两名亚洲国家成员:.其中一名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1991年1 2 月 3 1日 

届满，另一名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1992年12月31日届满。 

(c) 一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成员任期自逸举之曰起至1992年12月31日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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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年的成员 1 9 9 0年的成员 b 
任 期 于 1 2 月 

3 1日届满 

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 9 9 2 

加蓬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 9 9 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囯 加纳 1 9 9 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1 9 9 0 

加纳 印度尼西亚 1 9 9 1 

印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 9 9 2 

印度尼西亚 伊拉克 1 9 9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意大利 1 9 9 0 

伊拉克 牙买加 ⋯ " 1 9 9 0 

意大利 日本 1 9 9 2 

牙买加 墨西哥 1 9 9 1 

日本 荷兰 1 9 9 1 

墨西哥 挪威 1 9 9 1 

荷兰 秘鲁 1 9 9 2 

挪威 菲律宾 1 9 9 0 

秘鲁 波兰 1 9 9 0 

菲律宾 大韩民国 1 9 9 0 

波兰 塞拉利昂 1 9 9 2 

大韩民国 斯威士兰 1 9 9 1 

塞拉利 f 瑞士 1 9 9 2 

苏里南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 9 9 0 

斯威士兰 突尼斯 1 9 9 2 

瑞士 土耳其 1 9 9 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马干达 1 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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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年的成员 1 9 9 0年的成员 b 
任期于 1 2月 

3 1日届满 

突尼斯 

土耳其 

马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马拉圭 

委内瑞拉 

扎伊尔 

津巴布韦 

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 3 4 个 成 员 ） 

1 9 9 1 

1 9 9 1 

1 9 9 1 

1 9 9 2 

1 9 9 0 

1 9 9 1 

1 9 9 2 

1 9 8 9年和 1 9 9 0年的成员 c 任期于1 2 月 3 1日届满 

阿根廷 1 9 9 1 

c 理事会1 9 8 9 年 7 月 2 7 日 第 3 6次会议决定将下列逸举推迟到将来的 

会议上举行： 

(a) 自非洲国家选出三名：两名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1 9 9 0年 1 2 月 3 1日 

届满，一名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1 9 9 1年 1 2 月 3 1日届满； 

(b) 自亚洲国家选出两名，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1 9 9 0年 1 2 月 3 1日届滴; 

(C )自东欧国家选出一名，任期自当逸之日起至1 9 9 1年 1 2 月 3 1日届满; 

(à)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选出两名，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1 9 9 0年 1 2 

月 3 1日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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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 年 和 1 9 9 0 年的成员 c 任期于1 2 月 3 1日届满 

巴西 1 9 9 0 

加拿大 1 9 9 0 

智利 ‧‧‧‧‧‧ 1 9 9 1 

申 g 1 9 9 0 

塞 浦 路 斯 1 9 9 1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1 9 9 1 

法国 1 9 9 0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1 9 9 1 

印厪 1 9 9 1 

意大利 1 9 9 1 

g 本 1 9 9 1 

约旦 1 9 9 1 

肯尼亚 1 9 9 0 

马拉维 1 9 9 1 

荷兰 1 9 9 1 

尼日利亚 1 9 9 1 

掷威 1 9 9 0 

秘鲁 1 9 9 1 

西班牙 ‧⋯⋯ 1 9 9 0 

斯 威 士 兰 1 9 9 0 

瑞士 1 9 9 0 

马干达 1 9 9 1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1 9 9 0 

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1 9 9 1 

扎伊尔 1 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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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专冢机构 

发展规划委员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根据秘书长的捷名 

任命的成员，任期自任命之日起d 

至 1 9 8 9 年 1 2 月 3 1日届满 

阿卜德拉提弗‧哈马德（科威特） 

尼古拉斯：阿迪托—巴尔莱塔（巴拿马） 

杰拉西莫斯‧阿森尼斯（希腊） 

埃德马'巴査（巴西） 

伯纳德•奇査罗（津巴布吊） 

普里思维.纳斯.达尔（印度） 

阿达马‧迪阿洛（塞内加尔） 

贾斯特‧法兰德（挪威） 

基思‧布罗德吊尔‧格里芬（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帕特里克'吉约莫（法国） 

马布布‧马尔‧哈格（巴基斯坦） 

杰拉尔镙•赫雷内尔（加拿大） 

宦乡（中国） 

海伦'休斯（澳大利亚) 

市村異一（日本） 

索里塔‧芒索德（菲律宾） e 

亨利'诺（美利坚合众国） 

格‧奥'恩万克沃（尼日利亚） 

约瑟夫‧帕杰斯卡（波兰） 

d 1 9 8 7年 2月 6日（堙筝会第 1 9 8 7 / 1 0 3号决定）， 

e 由 理 事 会 1 9 8 8年2月5日第4次会议任命,以完成抨职的苏米特罗‧多乔哈迪 

库索莫（印度尼西亚）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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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利'西迈（匈牙利） 

马诺 ‧恩 ^特 ‧西莫尼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f 

《尔南多'德.索托（秘鲁） 

伊格‧西索耶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费迪南德 ‧范‧达姆（荷兰） 

犯罪预防及控制委员会 

1 9 8 9 年 和 1 9 9 0年的成员 任期于1 2 月 3 1日届满 

程味秋（中国) ； 1 9 9 0 

罗杰‧克拉克（新西兰） 1 9 9 0 

杜山'高蒂克（南斯拉夫） 1 9 9 0 

拉«'得拉库鲁斯'奥乔亚（古巴） • 1 9 9 2 

特莱沃'普西瓦尔.^兰克.德西尔瓦（斯里兰卡） 1 9 9 2 

戴维‧福克纳（大不列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 9 9 2 

赫迪‧费西（突龙斯） 1 9 9 0 

欧裉'尤勒斯.亨利.法兰肯（比利时） ‧ ⋯ ⋯ ' 1 9 9 0 

朗奴.盖纳（美利坚合众国） 1 9 9 2 

瓦西里‧伊格纳托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g 1 9 9 0 

努尔'艾尔一 丁 ' 兖 海 尔 （ 约 旦 ） ‧ 1 9 9 2 

亚赛克•库比阿克< 波兰） 1 9 9 2 

f 由理事会 1 9 8 8年 2月 5日第 4次会议任命，以宪成已故的阿明'古托斯基（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任期， 

S 1 9 8 8年2月5日第4次会议上选出，以完成已辞职的阿列克西 •库德雷雅 

伏特西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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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 年 和 1 9 9 0年的成员 任期于1 2 月 3 1日届满 

哈马.马姆多（尼日尔） 1 9 9 2 

阿 尔 伯 特 ‧ 利 维 林 ‧ 奥 拉 和 勒 ‧ 马 ^ 加 尔 ( 塞 拉 利 昂 ） 1 9 9 0 

本杰明.米格尔一哈布（玻利维亚）h 1 9 9 0 

豪尔赫‧阿图罗 ‧蒙特罗'卡斯特罗（哥澌达黎加） 1 9 9 0 

法鲁克.蒙拉德（沙特阿拉伯） 1 9 9 2 

阿卜杜勒.卡利姆'那素顺（印厪尼西亚） 1 9 9 0 

萨拉 ‧努尔（阿尔及利亚）' 1 9 9 2 

波尔丁 ‧潘迪（中非共和国） 1 9 9 2 

吉奥亚奇诺.波利梅尼（意大利） •• 1 9 9 2 

维克托.拉曼尼特拉（马达加斯加 ) 1 9 9 0 

西蒙娜.安德烈.罗泽（法国） 1 9 9 0 

米格尔.桑切斯‧门德斯（哥伦比亚 ) 1 9 9 2 

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卜达拉.希杜（苏丹） ‧ 1 9 9 2 

铃木善郎（曰本） 1 9 9 0 

阿道夫‧路易斯‧他缅尼（阿根廷） 1 9 9 0 

1 9 8 8 年 5 月 2 6 日 第 1 4次会议上选出，以完成已去世的曼努埃尔.洛佩 

斯.阿罗霍（玻利维亚）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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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 

1 9 8 9年和 1 9 9 0年的成员 任期于1 2 月 3 1曰届满 

菲利普‧阿尔斯顿（澳大利亚） 1 9 9 0 

胡安.阿尔瓦雷斯.维他（秘鲁） 1 9 9 2 

伊布拉希姆‧阿里.巴达维'石克（埃及） 1 9 9 0 

穆罕默德.拉米内.弗发纳（几内亚） 1 9 9 2 

萨米 ‧格茱埃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i 1 9 9 0 

玛利亚.洛斯 •安赫莱斯.希门尼斯‧布特拉格; i l奥（西班牙）⋯⋯ 1 9 9 2 

山姆巴.科尔'康那特（塞内加尔） 1 9 9 2 

瓦勒里‧库斯内托索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J 1 9 9 0 

海梅.阿尔韦托'马兰'罗梅罗（厄瓜多尔） 1 9 9 0 

华斯尔‧拉可夫（保加利亚） 1 9 9 2 

阿历山大。穆特拉和胡卢（卢旺达） 1 9 9 0 

华 地 沙 奥 ‧ 尼 尼 曼 （ 波 兰 ） 1 9 9 2 

肯 尼 思 . 奥 斯 本 . 拉 特 雷 （ 牙 买 加 ） ' 1 9 9 2 

布鲁诺.西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 9 9 0 

米 奇 斯 ' 德 密 特 里 奥 ' 斯 巴 尔 斯 （ 塞 浦 路 斯 ） 1 9 9 2 

多谷千贺子（日本） 1 9 9 0 

菲利普.泰克西埃（法国） 1 9 9 2 

哈维尔 ‧怀默.桑布拉诺(墨西哥） 1 9 9 0 

i 1 9 8 8年 7月 2 8日第 4 0次会议逸出，以完成已辞职的阿地布 ‧达马地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任期。 

J 1 9 8 8 年 5 月 2 6 日 第 1 4次会议选出，以完成已辞职的爱华鹆.斯维里道 

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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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职司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 

统计委员会 

( 2 4个成员） 

1 9 8 9年的成员 1 9 9 0年的成员 任期于 1 2 月 3 1日届满 

阿根廷 阿根廷 1 9 9 3 

巴西 巴西 1 9 9 2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 ‧‧‧‧ 1 9 9 1 

加拿大 加拿大 1 9 9 2 

中国 中国 1 9 9 1 

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 1 9 9 1 

埃及 法国 1 9 9 3 

法国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 9 9 3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加 纳 ‧ 1 9 9 1 

加纳 匈牙利 1 9 9 2 

匈牙利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 9 9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曰本 1 9 9 2 

日本 肯 尼 亚 1 9 9 3 

墨西哥 墨西哥 ‧ 1 9 9 2 

摩洛哥 摩洛哥 1 9 9 1 

挪威 荷兰 1 9 9 3 

巴基斯坦 挪 威 1 9 9 2 

巴拿马 巴墓斯坦 1 9 9 1 

西班牙 巴拿马 1 9 9 1 

多哥 多哥 1 9 9 3 

苏维埃社会主义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共和国联盟 。 ' . 1 9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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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年的成员 1 9 9 0年的成员 任期于1 2 月 3 1日届满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 1 9 9 2 

美利坚合众国 美利坚合众国 1 9 9 1 

赞比亚 赞thlE 1 9 9 3 

人口委员会 

( 2 7个成员） 

1 9 8 9 年 的 成 员 . 1 9 9 0年的成员 k 任期于1 2 月 3 1日届满 

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 1 9 9 2 

比利时 比利时 1 9 9 2 

坡利维亚 坡利维亚 1 9 9 1 

巴西 博茨瓦纳 1 9 9 3 

布隆迪 巴西 1 9 9 2 

中国 中国 1 9 9 3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 1 9 9 2 

古巴 埃及 1 9 9 2 

埃及 法国 1 9 9 1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 9 9 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 9 9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 拉 克 1 9 9 1 

伊拉克 日本 1 9 9 1 

曰本 墨西哥 1 9 9 3 

k 1 9 8 9 年 7 月 2 7 日 ， 理 事 会 第 3 6次会议决定推迟到今后一届会议上选举 

一名非洲囯家成员，任期自逸举之日起至1993年12月31日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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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年的成员 1 9 9 0年的成员 任期于1 2 月 3 1日届满 

马拉维 

墨西哥 

尼日利亚 

波兰 

卢旺达 

瑞典 

多哥 

土耳其 

乌干达 

乌克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尼日利亚 

波兰 

卢旺达 

瑞典 

多哥 

土 耳 其 ⋯ 

乌干达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社会发展委员会 

( 3 2个成员） 

1 9 8 9年和 1 9 9 0年的成员 

阿 根 廷 ‧ 

奥 地 利 ‧ 

孟加拉国 

布隆迪.. 

1 9 9 1 

1 9 9 3 

1 9 9 1 

1 9 9 1 

1 9 9 1 

1 9 9 1 

1 9 9 2 

1 9 9 2 

1 9 9 2 

1 9 9 3 

1 9 9 3 

1 9 9 3 

任期于 1 2月 3 1日届满 

智利 

1 9 9 0 

1 9 9 0 

1 9 9 0 

1 9 9 2 

1 9 9 2 

1 9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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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 年 和 1 9 9 0 年 的 成 员 任 期 于 1 2 月 3 1 日 届 满 

中国 1 9 9 2 

塞浦路斯 1 9 9 0 

多米尼加共和国 1 9 9 0 

厄瓜多尔 1 9 9 2 

芬兰 1 9 9 2 

法国 1 9 9 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 9 9 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 9 9 1 

加纳 1 9 9 0 

危地马拉 1 9 9 1 

海地 1 9 9 1 

伊拉克 1 9 9 1 

利比里亚 1 9 9 0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1 9 9 0 

马耳他 1 9 9 2 

挪威 1 9 9 0 

巴基斯坦 1 9 9 1 

菲律宾 1 9 9 2 

波兰 1 9 9 2 

罗马尼亚 1 9 9 1 

西班牙 1 9 9 2 

苏丹 1 9 9 1 

多哥 1 9 9 0 

乌干达 1 9 9 1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1 9 9 1 

美利坚合众国 1 9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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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权 委 员 会 

(4 3个成员） 

1 9 8 9 年 的 成 员 1 9 9 0年的成员 任期于 1 2月 

_ _ _ _ _ 3 1日届满 

阿根廷 阿根廷 1 9 9 0 

孟加控国 孟加妆国 1 9 9 1 

比利时 比利时 1 9 9 1 

博茨瓦纳 博茨瓦纳 ‧ 1 9 9 0 

巴西 巴西 1 9 9 2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 1 9 9 0 

加拿大 加拿大 1 9 9 1 

中国 中国 1 9 9 0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 1 9 9 1 

古巴 古巴 1 9 9 1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 1 9 9 1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 1 9 9 1 

法国 法 国 ‧ 1 9 9 2 

冈比亚 冈 比 亚 1 9 9 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民主共汆国 1 9 9 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加纳 1 9 9 2 

印度 匈牙利 1 9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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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年的成员 1 9 9 0年的成员 1^期于1 2 月 

3 1日届满 

伊拉克 印 度 ‧ ‧ ‧ ‧ ‧ ‧ ‧ 1 9 9 1 

意大利 伊控克 1 9 9 2 

日本 意大利 1 9 9 2 

墨 西 * 日本 ‧‧‧ 1 9 9 0 

摩洛哥 马达加斯加 1 9 9 2 

尼曰利亚 墨西哥 1 9 9 2 

巴基斯坦 摩洛哥 1 9 9 1 

巴拿马 尼日利亚 1 9 9 0 

秘鲁 巴基斯坦 1 9 9 2 

菲律宾 巴拿马 1 9 9 1 

葡萄牙 秘鲁 1 9 9 0 

卢旺达 菲律宾 1 9 9 2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葡萄牙 1 9 9 0 

塞内加尔 圣多美相普林西比 1 9 9 0 

索马里 塞内加尔 1 9 9 2 

西班牙 索马里 ‧‧‧ 1 9 9 2 

期里兰卡 西班牙 1 9 9 0 

期威士兰 斯里兰卡 1 9 9 0 

瑞典 ^威士兰 1 9 9 1 

多哥 瑞典 ‧ 1 g 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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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 年 的 成 员 1 9 9 0 年 的 成 员 任期于 1 2月 

3 1日届满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ifp国 共'f:îg ―. 1 9 9 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S 

联盟 联盟 1 9 9 1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大不列颠"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联 4王国 1 9 9 0 

美利坚合众国 美利M合众国 1 9 9 2 

委内瑞拉 委内瑞椬 1 9 9 0 

南斯拉夫 南斯控夫 1 9 9 2 

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任期两年的成员 1 

亚沃‧阿格波依伯尔（多哥） 

代理:阿卜杜‧阿苏马（多哥） 

阿温‧卡萨內（约旦） 

代理:瓦茱德。萨迪（约旦） 

朱迪斯‧塞菲‧阿塔赫（尼日利亚） 

代理:克里^蒂。埃斯姆‧姆波纽（尼日利亚） 

默里达尔‧贝汉德尔（印廋) 

1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1988年2月29日逸出（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 

式记录，1988号，补维第2号》（:E/】988/】2和corr.】），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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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尼新*È夫‧瓦伦蒂诺维奇•谢尔尼切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代理:泰姆拉兹'奥塔罗维奇。拉米什维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湘国联盟） 

埃里卡。艾林‧代埃斯（希腊） 

茱安德罗。德斯波埃斯（阿根廷） 

代理:马利亚。泰勒萨‧弗洛勒斯（阿根廷） 

路易‧儒安奈（法国） 

代理:阿兰。慨利特（法国） 

法塔马‧左赫控‧科森迪尼（阿尔及利亚） 

代理:布日马。德尔来（阿尔及利亚） 

克茱尔。帕利（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阿勒让德罗'索巴左 •罗埃萨（墨西哥）. 

代理：埃克托尔‧菲克斯‧萨穆迪奥（墨西哥） 

田进（中国） 

代理：邵津（中国） 

路易斯-巴雷拉‧基罗斯（番斯达黎加） 

代理：豪尔赫‧雷南‧塞古椬(哥斯达黎加） 

任期四年的成员 1 

玛丽。孔塞普西昂。保蒂斯塔（菲律宾) 

代理:海德。约拉克（菲律宾） 

斯奥多尔•科内里^ 。凡。保文（荷兰） 

代理:科内里斯•弗林特曼（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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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昂‧迪亚科努（罗马尼亚） 

代理:伊奥安‧马克西姆（罗马尼亚） 

阿^比俄恩。埃德（挪威） 

代理:杨*黑尔根森（挪威） 

波多野里望（日本） 

代理:横田洋三（日本） 

埃迪德。阿;ffî蒂拉希。伊尔卡哈纳夫（索马里） 

代理:穆罕默德。伊萨•图伦奇（索马里） 

艾哈迈德•哈利法（埃及) 

米格尔。阿方素。马丁内斯（古巴） 

代理:胡利奥。埃雷迪亚。佩雷斯（古巴） 

控法埃尔‧利瓦浙。伯萨达（哥伦比亚） 

代理:爱德华多。苏埃斯昆。莫内奥依(哥伦比亚） 

威廉‧特利特（美利]g合众国） 

，：约翰。卡雷（美利塱 4众国） 

达尼洛。蒂克(南斯拉夫） 

代 理 : 利 迪 亚 。 巴 M ( 南 斯 拉 夫 ) 

哈利马。埃姆巴雷克。瓦萨斯（摩洛哥） 

代理:穆罕默德。拉格马里（摩洛哥） 

菲塞哈。依梅尔（埃塞俄比亚） 

一 238 一 



妇女地位委员会 

( 3 2个成员） I 

1 9 8 9年和 1 9 9 0年的成员 任 期 于 1 2 月 3 1日届满 

澳 大 ， 1 9 9 0 ' 

奥地利 1 9 9 2 

孟加控国 1 9 9 0 

巴西 1 9 9 2 

布基纳法索 1 9 9 1 

加拿大 1 9 9 2 

中国 1 9 9 1 

哥伦比亚 1 9 9 2 

哥 斯 达 黎 加 1 " 1 

科特迪瓦 1 9 9 0 

古巴 1 9 9 1 

捷克斯洛伐克 1 9 9 0 

法国 1 9 9 2 

加蓬 1 9 9 0 

德意志民主共湘国 1 9 9 1 

危地马拉 1 9 9 1 

m经社理事会第1989^^45号决议决定委员会成员应增加至45名，根据该决议所 

规定,式以/》平:W分S&ii则作为依据。理事^决疲员会的扩大SI在1 9 9 0年 

初生效，同时，因委员会的扩大而增加的席位在理事会1990年组织会议期间 

加以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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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 年 * 1 9 9 0年的成员 任 期 于 1 2 月 3 1日届满 

意 大 利 1 9 9 0 

日太 1 9 9 2 

茱索托 1 9 9 1 

墨西署 1 9 9 0 

摩洛署 1 9 9 2 

巴 基 斯 坦 1 9 9 1 

菲律宾 1 9 9 0 

波兰 ‧ ⋯ ⋯ 1 9 9 2 

苏 丹 1 9 9 2 

瑞典 ⋯ 1 9 9 1 

泰国 1 9 9 2 

土耳其 1 9 9 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 9 9 0 

尼亚联合共和国 1 9 9 2 

美利坚合众国 1 9 9 0 

扎伊尔 1 9 9 0 

麻醉药品委员会 

( 4 0个成员） 

1 9 8 9年的成员 1 9 9 0年的成员 任期于1 2月 

" ‧ 3 1日届满 

阿根廷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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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年的成员 

比利时 

玻利维亚 

巴西 

保加利亚 

加拿大 

中国 

丹麦 

埃及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意大利 

日本 

黎巴嫩 

马 达 加 » 

1 9 9 0年的成员 任 期 于 1 2 月 

3 1日届满 

巴哈马 1 9 9 3 

比利时 1 9 9 3 

坡利维亚 1 9 9 1 

巴西 1 9 9 1 

保加利亚 1 9 9 3 

加拿大 1 9 9 1 

中国‧‧‧。 1 9 9 3 

*伦比亚 1 9 9 3 

科特迪瓦 1 9 9 1 

丹麦 1 9 9 1 

厄 瓜 多 尔 1 9 9 3 

埃及 1 9 9 1 

法国 1 9 9 1 

冈比亚 1 9 9 3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 9 9 1 

加纳 1 9 9 3 

匈牙利 1 9 9 3 

印度 1 9 9 1 

印度尼西亚 1 9 9 3 

意大利 1 9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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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年的成员 1 9 9 0年的成员 任期于1 2月 

3 1日届满 

马来西亚 日本 1 9 9 3 

马里 黎巴嫩 1 9 9 1 

墨西哥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1 9 9 3 

荷兰 马 达 加 斯 加 1 9 9 1 

尼日利亚 马夹西亚 1 9 9 3 

巴基斯坦 墨 西 哥 ‧ 1 9 9 3 

秘鲁 荷兰 1 9 9 1 

波兰 巴基斯坦 1 9 9 1 

塞内加尔 秘鲁 1 9 9 1 

西班牙 波兰 1 9 9 1 

瑞士 塞内加尔 1 9 9 3 

泰国 西班牙 1 9 9 3 

土耳其 瑞典 1 9 9 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瑞士 1 9 9 1 

联盟 泰国 1 9 9 1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合王国 联盟 1 9 9 3 

美利坚合众®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委内瑞控 ‧ 王 国 1 9 9 3 

南斯拉失 美利坚合众国 1 9 9 1 

赞比亚 南斯拉夫 1 9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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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东和中东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及其 

有关事项小组突员会 

成 员 n 

阿富汙：格胡控姆。杰兰尼。沙梅尔 

埃及： 

印度 

伊朗伊斯兰共相囿：卡克赫 

约旦： 

科威特： 

黎巴嫩： 

阿曼： 

巴基斯坦：迪耳沙特。纳吉穆丁 

沙特阿拉伯： 

瑞典：控斯。赫斯特兰德 

土耳其：埃尔德姆‧厄奈尔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也门： 

n理事会 1 9 8 9 ^ 1 2 0号决定核准科威特、黎巴嫩、阿曼、沙特阿拉伯、 P可伯 

联合酋长国和也门为该小组夯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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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区域委员会 

欧洲经济委员会 

成 员 

阿尔巴尼亚 

奥地利 

比利时 

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塞浦路澌 

捷克斯洛伐克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囯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希腊 

郜牙利 

冰岛 

爱尔兰 

意大利 

卢棘堡 

马耳他 

荷兰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土耳其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愛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南 扭 夫 

非成员参加S 

圣马力诺、列支敦士登公国和罗马教廷，分别依照委员会1975#4月15日第K 

(XXX)号、1976#3月30曰第显（12：乂工）号和1976^4月5曰第N(XXXI)号决定， 

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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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成 员 

阿富汙 

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 

不丹 

文茱国 

中国 

民主柬埔寨 

斐济 

法国 

印度 

印度龙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日本 

老挞人民民主共和国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蒙古 

缅甸 

厄泊尔 

荷兰 

新西兰 

巴基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 

菲律宾 

大韩民国 

萨摩亚 

所罗门群岛 

斯里兰卡 

汤加 

图瓦卢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瓦努阿图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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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成员° 

美属萨摩亚 

北马里亚勒群岛联合邦 

库克群岛 

密克罗马西亚联邦 

关岛 

基里巴斯 

纽埃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 

贝劳共和国 

瑞士依据理事会 1 9
 6
 1年 1 2 月 2 1日第

8 6
0 ( X X X I D 号决议以咨商地位 

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成 员 

安提瓜和巴布达 古巴 

阿 概 多来尼加 

巴哈马 多米尼加共和国 

巴巴多澌 厄瓜多尔 

伯利兹 萨尔瓦多 

坡利维亚 法国 

巴西 格林纳达 

加拿大 危地马拉 

智利 圭亚那 

哥伦比亚 海地 

哥斯达黎加 洪都拉斯 

理事会依照第1988^0号决定对亚大经社会职权范围第4款进行了修正，以 

顾及接受美属萨摩亚为委员会准成员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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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买加 圣卢西亚 

墨西哥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荷兰 西班牙 

尼加拉瓜 苏里南 

巴拿马 特立厄达和多巴哥 

巴拉圭 大不列颠及北愛尔兰联合王国 

秘鲁 美利坚合众国 

葡萄牙 乌拉圭 

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 委内瑞拉 

准成员 

英属维尔京群岛 荷属安的列斯群岛 

蒙特塞拉特 美属维尔京群岛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瑞士，分别依据理事会1 9 5 6 年 1 2 月 1 9 日 第 6 3 2 

( X X I I 号 决 议 和 1 9 6 1年 1 2 月 2 1曰第 8 6 1 ( X X X I I ) 号决议，以咨商地位 

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非洲经济委员会 

成 员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贝宁 

博茨瓦纳 

布基纳法索 

佛得角 

中非共和国 

^ 得 

科摩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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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迪 刚杲 

科特迪瓦 莫桑比克 

吉布提 尼曰尔 

埃及 尼日利亚 

赤道几内亚 卢旺达 

埃塞俄比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加蓬 塞内加尔 

冈比亚 塞舌尔 

加纳 塞拉利昂 

几内亚 索马里 

几内亚比绍 南非 P 

肯尼亚 苏丹 

茱索托 斯威士兰 

利比里亚 多哥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突尼斯 

马达加M加 乌干达 

马拉维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马里 扎伊尔 

毛里塔尼亚 赞比亚 

毛里求斯 津巴布韦 

摩洛哥 

p 理事会1 9 6 3 年 7 月 3 0日第 9 7 4 D iv (xxxvi )号决议决定，南非不得 

参加委员会的工作，直到理事会根据委员会建i义，认为积极合作的条件已因 

该画种族政策的改变而告恢复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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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成员 

非洲的非自治领土（包括非洲岛屿） 

瑞士依据理事会1 9 6 2年 7月 6日第 9 2 5 ( X X X I V ) 号决议，以咨商地位参 

加委员会的工作。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成 员 

巴林 

民主也门 

埃及 

伊拉克 

约旦 

科威特 

阿曼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也门 

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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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有关机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 

( 4 1个成员） 

至1989#7月31日 自 1 9 8 9 棚 1 日 任期于 7月 

届满的成员 起的成员 31日届满 

澳大利亚 澳大,亚 

孟加拉国 孟加扭IS -

比利时 巴巴多澌 1992 

贝宁 比利时 19% 

坡利维亚 贝宁 1990 

白俄罗澌苏维埃社会主义 坡利维亚 1991 

共和国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麦隆 共和国 - 1991 

加拿大 ^麦隆 1991 

中国 加拿大 - 1992 

哥伦比亚 中国 - 1992 

埃及 埃及 1991 

法国 芬兰 -1992 

德意志联邦共和11 法国 - . 1 9 9 1 

圭亚那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一一 —1992 

印度 印度 1990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 - 1990 

意大利 意大利 1991 

日本 日本 1991 

茱索托 利比里亚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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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igsm月31曰 自 月 1 日 任期于7月 

届满的成员 起的成员 31曰届满 

利fck£W 黑W再 1991 

墨西哥 荷兰 1992 

尼加拉瓜 t 尼加拉瓜 1991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 1991 

挪威 阿 曼 1 9 9 1 

阿曼 巴基斯坦 1991 

£ 基 舰 雜 宾 1 9 9 0 

菲律宾 秘鲁 1992 

波兰 波兰 - 1992 

大韩民国 大韩民国 199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991 

苏丹 苏丹- 1991 

« 瑞典 ̶ 1 9 9 1 

瑞士 瑞 士 1 9 9 0 

泰 m m 醫灣1992 

J:耳其 肝 达 1991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共 和 国 联 盟 1 9 9 1 

联盟 大不列顚及北爱尔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 合 王 国 1 9 9 1 

联合王国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1 9 9 1 

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圭 

乌拉圭 南澌拉夫 1990 

南斯拉夫 津 巴 布 韦 ⋯ ⋯ -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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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 

(431^成员）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 珊 

巴西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希腊 

罗马教廷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以色列 

意夫利 

日本 

黎巴嫩 

茱索托 

马达加斯加 

成 员 

摩洛哥 

联合囯纳来比亚理事会 

荷兰 

尼加拉瓜 

尼日利亚 

挪威 

巴基斯坦 

索马里 

苏丹 

瑞典 

瑞士 

秦国 

突 尼 ^ 

土耳其 

鸟干达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脔斯拉夫 

扎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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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里事会 

(48个成员） 

任期于理事会2月 

1 9 8 9年的成员 1 9 9 0年的成员 举行的组织会议 

前一天届满 

阿根廷 澳大利亚， 1992 

澳大利亚 奥 地 利 1 9 9 1 

奥地利 比利时 1992 

比利时 巴西 1992 

巴西 保加利亚 1995 

布基纳法索 加拿大 1992 

加拿大 申 @ 1991 

中国 古巴 1991 

哥 伦 亚 塞湳—路澌 1992 

古 & 丹 * 1995 

mm * 布提 1995 

厄瓜多尔 法国 1992 

斐济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1 9 9 3 

芬 ！ 加纳 i991 

法 g 危 地 W 199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几内亚比绍一 ——199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圭亚那 1995 

加纳 印度 1995 

危地马拉 意大利 1991 

几内亚比绍 日本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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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于理事会2月 

1 9 8 9 年 的 成 员 

印度 

意大利 

日本 

肯尼亚 

利比里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莫桑比克 

荷兰 

挪威 

巴 基 舰 

1 9 9 0年的成员 举行的组织会议 

前一天届满 

菲律宾 

波兰 

罗马尼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西班牙 

苏丹 

瑞典 

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土耳其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肯尼亚 1992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1991 

*来西亚 1995 

毛里塔尼亚 1995 

莫桑比克 1992 

1995 

尼日利亚 1993 

掷 威 1 9 9 1 

& 基 脑 ― 1992 

秘鲁 1991 

f # ^ 1992 

波兰 1995 

葡萄牙 1995 

罗马尼亚 1992 

圣多美和普杯西比 1992 

西 班 牙 1 9 9 2 

澌里兰卡 1993 

m 1992 

‧ 1995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99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1991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H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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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于理事会2月 

1 9 8 9年的成员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南斯拉夫 

扎伊尔 

津巴布韦 

1 9 9 0年的成员 举行的组织会议 

前一天届满 

美利坚合众国一- 1991 

膽 É ̶ ̶ 1995 

委内瑞拉 1993 

肖斯夫一 - - 1991 

礼伊 * 1992 

津 & 布 , 1991 

É"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 

(301、成员） 

1 9 8 9年成员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选出的成员 

任期于 1 2月 ；R理事会 

3 1日届满 选出的成员 

任期于 1 2月 

3 1日届满 

比利时 1990 

哥伦Hi亚 1991 

古 G 1 9 9 1 

丹麦 1991 

匈 ， 1989 

賴 1989 

意大利 1989 

日本 1990 

肯尼亚 1990 

尼日尔 -1991 

挪 â 1990 

澳大利亚 1989 

孟加拉国 1989 

GW- - 1990 

^麦隆 1990 

加拿大 1989 

申IS - 1990 

冈果 1991 

法in 199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88 

马达加斯加 1990 

顏 哥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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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选出的成员 

任期干1 2月 根农组织理事会 

3 1日届满 逸出的成员 

任期于1 2月 

3 1日届满 

巴基斯坦 - 1990 

瑞典 1989 

突 尼 斯 1 9 8 9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1991 

i ^ M . 1 9 9 0 

沙 特 ？ - 一 19S> 

美利坚合众国 1989 

赞比亚 1991 

1 9 9 0年成员 

比利时--

哥伦比亚 

古巴‧—-

丹 麦 - ⋯ 

芬 兰 ⋯ -

匈牙利一 

印 度 ― . . 

意 大 利 一 

日本 

肯 尼 亚 一 

尼 日 尔 ⋯ 

& 基 舰 

紐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 g 

"1990 

—1991 

"1991 

" 1 9 9 1 

- 1 9 9 2 

-1992 

-1992 

-1992 

-1990 

-1990 

-1991 

-1990 

-1990 

-1992 

澳大利亚 1992 

孟加$1国 1992 

G W 1990 

^ 麦隆 1990 

加隼大 1992 

中国 1990 

刚果 1991 

法国 1991 

德；t志联邦共和国 1991 

几内亚 1992 

4达加斯加 1990 

墨西哥 1991 

荷兰 1990 

美利坚合众国 1992 

赞比亚 ― 1 9 9 1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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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根据《修正 1 9 6 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 1 9 7 2年议定书》 

从 1 9 8 7年 3月 2日起的成员 

组成的管制局由经、漆及社会理事会选出的成员 

任期于 3月 

1曰届满 

萨希布扎达。劳夫'阿里（巴基斯坦） 1990 

西拉德.阿特莫德乔{印度尼西亚） 1992 

尼古拉.巴科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992 

蔡志骥（中国）- 1990 

阿卜杜拉希‧埃尔米(索马里） 1992 

迭戈.加尔塞澌一希拉尔多（哥伦比亚） 1990 

贝蒂‧高夫（美利坚合众国） 1992 

本‧伊于格(比利时） - —1990 

奥古兹‧卡亚尔普（土耳其) 一 1992 

穆赫森‧古舒克（突尼澌） 1990 

基哈诺。纳雷索（墨西哥)q — 1 9 9 0 

保罗.勒太（法国） 一 1992 

图略。贝拉斯克斯。基贝多（秘鲁） 1992 

西拉德.阿特莫德乔(印度尼西亚） 1992 

尼古拉.巴科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992 

蔡志蕖(中国）--—- 一 1995 

a 理事会1 9 8 9 年 5 月 2 3日第 1 3次会议选举基哈诺。纳雷索（墨西哥） 

以完成已政的约翰'埃比（尼日利亚）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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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 9 9 0 年 3 月 2 日 起 的 成 员 任期于 3月 

1日届满 

阿卜杜拉希‧埃尔米(索马里） 1992 

贝蒂'高夫（美利坚合众国） 一 1992 

卡希亚斯‧考夫曼（玻利维亚） 1995 

奥古兹‧卡亚尔普(土耳其) 1992 

穆赫森‧古舒克（突尼斯） 1990 

门苏尔（埃及） 1995 

拉奥（印度） - 1995 

保罗 ‧勒太（法国） 1992 

施罗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95 

图略。贝拉斯克斯。基贝多（秘鲁） 1992 

世界粮食理事会 

(36^成员） 

1 9 8 9 年 成 员 1 9 9 0年成员 

阿 澳 大 利 亚 1991 

澳大利亚 阿根廷 1992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 - 1990 

布11迪 布 隆 迪 1 9 9 2 

加拿大 加拿大 1990 

佛得角 佛 # 角 1 9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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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年成员 1 9 9 0年成员 
任期于 1 2月 

31 B届满 

中国 甲 国 — — 1990 

哥伦比亚 科 特 « ― 1990 

科特迪瓦 塞W斯 1991 

塞浦路斯 民主也门 1992 

厄瓜多尔 ^ J ^^p^ 一一一一一, ― 一— ,|一圍,一一一一國國一, 1992 

法国 厄瓜多尔 199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埃及 199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法国 1992 

危地马拉 德！:志民主共和国 1991 

匈牙利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91 

印度 危地马扛 1991 

印度尼西亚 匈牙利 1992 

意大利 
印度尼西亚 1990 

日本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992 

马达加澌加 
蕙大利 1992 

墨西哥 ^3 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1992 

尼曰尔 
马达加斯加 1990 

巴基M 墨西哥——一 一 一 — — 一 — 一 一 — 1990 

巴拉垩 
尼日尔 1991 

卢旺达 
巴扛圭 1991 

瑞典 
秘瞢 1992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卢Si 3 ^ 1992 

泰国 
阿^伯敎利亚共和国—— 1991 

突尼浙 
泰国 

― - ― 1 9 9 0 

土耳其 
土耳其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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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 年 成 员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美利坚舍众国 

鸟? 1 圭 

赞比亚 

津巴布韦 

1 丄 喫 fâs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l à联盟—— 1 9 9 1 

美利坚舍众m 1990 

马扭圭 一 丄 9 9 0 

赞比亚 1990 

潭巴布韦 1991 

提髙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董事会 

(1 1个成员） 

自 1 9 8 8 年 7 月 1 日 起 的 成 员 ^^tîï 
3 0日届满 

伊内斯。阿尔韦迪(西班牙） 1989 

达 尼 埃 拉 ‧ 科 隆 博 （ 意 大 利 ） 1 9 9 0 

法维奥拉 •库维。奥尔蒂斯(厄瓜多尔） 1991 

阿瓦‧迪亚洛(马里） 1991 

塔尔维达‧奥哈德拉（苏丹） 1990 

埃林娜.阿塔娜索娃‧拉加迪诺娃（保加利亚） 1991 

艾奇.萨德阿提.卢赫利马（印度尼西亚） 1990 

古茱‧阿夫鲁兹 •玛赫布{孟加拉国） 1991 

西 加 • 塞 耶 （ 塞 内 加 尔 ） 1 9 8 9 

克里渐丁 •托内斯（挪威） 1991 

伯塔‧托里乔斯‧德阿罗塞米纳（巴拿马）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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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 9 0 9年 7月 1日起的成员 任期于25 
3 0日届满 

达尼埃拉‧科隆博(意大利） 1990 

法维奥拉'库维'奥尔蒂斯(厄瓜多尔） 1991 

阿瓦‧迪亚洛（马里） 1991 

佩内洛普.鲁思.芬威克（新西兰） 1992 

塔尔维达‧奥哈德拉（苏丹） 1990 

埃林娜° 塔娜索娃。拉加迪诺娃（保加利亚） 1991 

艾奇‧萨德阿提.卢赫利马（印度尼西亚）： 1990 

古茱。阿夫鲁兹。玛赫布(孟加拉国） 1991 

维克多利亚‧奥科比（尼日利亚） — 1 9 9 2 

弗吉尼亚.奥利维奥.德塞利（委内瑞拉） - 1992 

克里澌丁'托内澌（挪威） - 1991 

联合国人口奖委员会 

任期三年自1 9 8 9 年 1 月 1 日 起 的 当 ^ 员 r 

白俄罗斯苏维埃钍会主义共和国 墨西哥 

厄瓜多尔 巴基斯坦 

印度 卢旺达 

日本 多哥 

毛里求斯 土耳其 

关于联合国人口奖的规则见大会第36/201号^议和笫4 1 / 4 4 5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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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理事会按照 i义事规则第7 9条"的规定 

指定可参加理事会审议各该组织业务 

范围内的问题的政府间组织 

经常性参加 

大会给予常驻观察员地位的组织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大会第36Z4号决议） 

非洲开发银行(大会第 4 2 / 1 0号决议） 

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大会第33/18号决议）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大会第43/6号决议）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大会第35y^2号决 i义) 

英联邦秘书处（大会第31X3号决议） 

经济互助委员会（大会第3209 ( X X I X ) 号决议） 

欧洲经济共同体（大会第 3 2 0 8 ( X X I X )号决议) 

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拉美经济体系）（大会第35/3"t决议） 

阿拉伯国家联盟（大会第477(nf决议） 

非洲统一组织（大会第2011 ( X X ) 号决议） 

标题为"其他政府间组织的参加"的第 7 9条规则案文如下："大会给予常驻 

观察员地位的政府间组织的代表和理事会依主席团獰议在临时或经常的基础上 

指定的其他政府间组织的代表，可参加理事会审议各该组织业务范围内的问题 

但无表决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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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253 (工工I)号决议) 

伊斯兰会议组织（大会第3369(XXX)号决议 

按照理事会第109 (JLIX)号决定指定的组织 

阿拉伯经济统一理事会 

欧洲理事会 

国际刑事警 察组织（刑警组织）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石油出口国组织 

区域发展合作组织 

世界旅游组织 

按照理事会笫19807114号决定指定的组织 

亚洲生产力组织 

发展中国家公共企业国际中心（公营企业中心） 

拉丁美洲能源组织（拉美能源组织） 

按照理事会第1980Z151号决定指定的组织 

非洲技术区域中心 

按照理事会第1986Z156号决定指定的组织 

伊比利亚一美洲国家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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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性参加 

按照理事会第109 ( L I X )号决定指定的组织 

国际民防组织 

按照理事会第239 ( 工工）号决定指定的组织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学会 

按照理事会第1979710号决定指J 

国际移民问题组织b 

按照理事会第1987Z161号决定指定的组织 

非洲会计理事会 

非洲文化研究所 

阿拉伯内务部长理事会 

国际铝土协会 

按照理事会第19897165号决定指定的组织 

阿拉伯治安研究和训练中心 

关税合作理事会 

原为移民问题政府间娈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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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购 取 联 合 国 出 《 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s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 

C(合国销《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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