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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 A/Aq 109/877/Add_ I 号文件印发）

视察团的行程和活动

视察团团长阿马尔。阿马呈先生在托克旁友表的声明

法考福长老会议向视察团提出申请联合国援助

法考福劳工向视察团提出申请新西兰或联合国给予我助的项目清阜

一九八六年《托克劳修正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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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导百

A. 任分现定
～一 ·一~

1. 1 9 8 5 年 4 月 1 6 日，新西兰常驻联合国代表，代表作为晋梩当胁的祈

西兰政府和托克劳长老大会，致函给予殖氏地国豕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俏况特别妥

员会主席 (A/AC. 109/823), 邀请委员会十 I 9 8 6 年派遣一个视蔡团前往托克

劳. 1 9 8 5 年 5 月 I 0 日，祈西兰总埋又仕间主席致送关于姿员会在突尼斯举

行的特别会议的贺词 (A/AC. 109/828) 中表示，布望姿员会能接党该固政府和

托克劳的邀请。

2. 1985 年 8 月 l 日，特别姿员会弟 1 2 7 8 次会议接觉了邀请，并授权

主席筹组视察团和派遣它进一步进行实地评价托克劳的悄儿和查明领土入民对禾米

前途的愿望。

3. 大会在其关于托克劳的 I 9 8 5 年 I 2 月 2 日第 40/411 号决定中，除

别的以外：

''.... …·欣态甘埋国新西兰和该领土人民邀请它在 I 9 8 6 年派遣视察

团，开汪意到特别妥员会的有矢决足" • 

B. 视察团的组成

4. 1 9 8 6 年 6 月 6 日，代埋主席告知委员会，根括协商结米，视蔡团的成

员为斐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突尼斯。

5. 由各该国政府姿派，参加砚察团的人士有：拉杰· 辛俗先生（斐沂）；侂

里克·默里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问马尔．问马里先生（突尼斯）． 小

领土小组委员会主席阿马尔．闸马里先生彼任命为优祭团团长。

6. 随行的还有三名联合国柲书处职员：特等柲书米里亚姆·弗里侮曼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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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事务十半肯尼恩·乔丹先生；和行政干奉兼秘书埃玛·抖采抖女士。

7. 托克劳亭务处专任柲书艾德呈安·梅西先生和祈西兰外交部的丹尼斯· 阿

尔马樊女士也陪同视察团前往托克旁．

c. 致—谢

8. 视察团对新西兰政府在奥克兰和愚灵顿协商期同，间视蔡团提供密切合作，

支废和赦待，深表感谢．

9. 视察团团员特别要对在阿皮业·托克劳和新西兰陪同他们的托克劳事务处

专任柲书艾侮里安，梅西先生和外交部的丹尼斯·阿尔马樊女士，以及对托克劳公

共拳务处主任所提供的支谈，表示感谢．

10. 视察团也要对（环礁岛）岛长、村长和阿塔描、努库话劳和法考描入民的

充分合作和热烈秋侍，深表感谢．

D• -扎祝访问

11. 1986 千 7 月 I 5 日，视祭团对萨学业总埋瓦埃· 抖隆先生进行了礼节

上的并会． 总埋说，萨学业尔寸徙供北克旁所斋的任1叶彶助． 视蔡团也并会了

萨摩业政府柲书梅问瓦．优莱· 托马先生，他表不同总埋一纹的有法。

12. 7 月 22 日，祈四兰总埋减难。朗伊先生戎午妥欱侍视察团，井由阁员列

席陪同．

13. 7 月 2 5 日，视蔡团拜会了斐济外交旱务柲书詹姆斯· 马拉杰先生。 他

在交换意见时，谈到对本地区各国所面临的许多问超，包估同目决和坎冶及经祈发

展有关内 jsi顷，制订出独特的”太平洋胖决办法＂的可能性。 7 月 28 日，马拉

杰先生也设午宴款侍视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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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十领土的资科

A. 悦况
-- 

14. 托克劳是新西兰管埋的一个非自治领土，由南太平洋的三个小坏礁组成
（努库诺务， 4. 7 平方公里；法考描， 4. 0 平方公里；问塔猫， 3. 5 半方公
里），全部陆地面积约 12. 2 平方公里。 中央的外礁劳库诺肾位十问塔描东南
9 2 公呈，法考福西北 6 4 公里处． 往南 480 公里处的萨靡业走敢邻近的大岛

15. 根据 1 9 8 I 年人口晋查，托克劳人口总共 I, 572 人. 1 9 8 5 年
I 0 月，估计人口数为 I, 700人，其中 6 0 0 人住在阿塔描， 4 0 0人住在努库
诺努， 7 0 0人住在法考描。 坏礁生沽不使和人口压力使大约 3,000 名托克劳

人移居海外，特别是新西兰和萨摩业．

16. 托克劳人是自索和机智向波利尼西业人。 他1月生沽任传统社会里，小

心翼冀地保存目己的文化传统。 在诸言、冢肤和文化上，他们问其地太平洋岛屿，
特别是间萨摩业和图瓦卢有联系。 托克劳语是坏礁上的日常用语，英又则作为弟
二语百传授。

B. 先政和坎冶友展

I . 饥况＿

17. 管埋托克劳的很据是 I 9 4 8 平《托克劳群岛法》及其修正案＇。 很括

1 9 7 7 年《祈西兰公氏法》时规定，北克方人是和四兰公民。

18 。托克劳的行政长官由外交部长1壬付户。 现任行政长百走弗朗四助先生， 1壬
期三年，自 I 9 8 5 年 2 月 l 日起。 行政长百任在恐灵顿，定朋视祭北克劳。行

政长官的大部分权刀姿代给托克劳串务处专任柲书行便。 很据同萨摩业政片寸的协

议，托克劳事务处攻在阿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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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萨摩业政府对托克劳的需要，包估进入中字和职业学佼就读和医疗设施的

利用，给予特别照）映。

2. 立法
..- 

20. 托克劳立法制度以不时加以修正时 1 9 4 8 年《托克旁群岛法》为根据．

新西兰的成文法必须指明适用十托克劳，才对该领土适用。 实际上，禾经托克劳

人同意，任何祈西兰立法都不会延用到托克旁。 然而，祈四兰总督有权为促进该

领土的和平、秩序和廉政而制定其认为必要的条例．

21. 1980年代早期，有一坝呏咒指出，托克劳缺乏连贯一纹的法律制度，

而且帝要宣大改革。 后来，逐在托克劳预井和联合国开友计划者（开发计划者）

的共问资助下进行一项北克劳法律项目。 该项目的目标是制订一套连贯一致的法

律，适当地认可托克劳的风俗习惯，井把法律牧刀交1寸笫地方机构。 其桯序包括，

确定托克旁的愿望和把它们反映在单栥闪，洪长老大会审议和核准（见弟 2 3 段）

和随后由新西兰议会制定。

22. 法律项日所导纹的第一坝托克劳立法1疹正荣巳十 1 9 8 6 年由新西兰议会

制定。 1 9 8 6 年《托克劳修正案法案》（附件五）， 2 除别的以外，现定了领

土祈的法庭制度。 它把执行托克劳法律的管辖权从纽埃尚寺法院转交给祈四兰尚

等法虎。 该《法案》规定祈四兰尚等法院在祈四兰、北克旁或“百席法官可能宿

定的其他迼当处所“行便管辖权；确定新西兰上诉法阮走托克好的终审上诉法院，

从而代替了联合玉国的枢密院；和依照长老大会的愿望和遵从传统惯例，把托克劳

人的民皋管辖权给子每一个环礁上的专员。 该《法案》的其地现定孜权总督分投

对托克劳的某些征驭收入权力，和重申无全祩何叩地产只能转让给吐见旁人或玉国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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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领土和地方坎府

23. 托克劳的主要管埋机构是长老大会。 过去立年米，长老大会水挹了范围

日广叩权力，以使进行领土的内邯官埋。 它对关于整个领土的方桀和计划作出决

定，并间外交部长提出有矢托克劳法律的建议。 长老大会由毋一个坏礁个别长老

会议所选定的 1 5 名代表组成，一般每年井会肉次。 这些代衣包括妇女委员会和

劳工的代表，以及长老本人。 岛长走长老大会的共同主席．

24. 长老大会设立三个委员会，即预并、卫生和农业及渔业委员会。 卫生姿

员会和农业及渔业姿员会草拟建议的沽动计划，以使列入顶算。 预算委员会在每

一个财政年度开殆前开会，瑛列出预算草案供长老大会逋过． 各姿员会在年度期

问同托克劳公共事务处密切 T办作，监测计划的执行悄况．

25. 托克旁拳务处的职员和驸四兰政府代表以咨询人员的身份参加长老大会的

会议。

26. 各外礁的王要地方行坎机构是长老会议。 长老会议由岛长和村长组成。

他们由柲咎役票时晋选选出，任期三年。

27. 各外礁岛长代衣社区同管埋国和托克方公共辜务处交涉． 吧主待长老会

议的会议，逋帘开出任法庭庭长。 除了拦仕长老大会的兴 1司主席外，三名岛长也

不时代表托克劳出席区域会议。 村长负贲付分的日常官埋工诈．

4. 公共争务

28. 托克劳公共事务处负贡领土的日常管埋工作，开由专任柲书担任主管．

1 9 8 6 年 3 月 3 1 日，找兑劳公共果务处雇用了 1 7 5 人。 除专任柲书为祈四

兰人之外，大多数高级职位都由托克劳人担任．

29. 在托克劳公共事务处工作是托觅旁人唯一时经常收入米源. I 9 8 3 年
开始，住在托克劳的公务员必须按其收入，把收入的 5-10%捐给社区孚务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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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由非技术工人充任的职位由村民定期轮流也1士，以使保址尽叶能广泛分配收入。

30. 由于还输和逋讯设施不足，托兑劳的公务员难以同芘在同皮业的主任维持

适当联系． 虽然所有主任和专任柲书定期优蔡北克劳，但因为每年仅通航 1 0 次，

这种安排很不埋想． 然而，目前正考虑把行政总邯从阿皮业迁往托克劳。

5. 领土的禾米地位

3 I. 托克劳人民曾一冉表示，希望维持他们同新西兰叩现存关系。 1 9 8 4 

年 1 1 月，在恩灵顿同祈西兰外交部商讨期间，由三名岛长和村长组成的托克劳代

表团说，在开始审议未米政治地位之前，他们希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万面的若干问

题找出眸决办法．

32. I 9 8 5 年 1 月，在咸维· 朗伊总埋访回领土期间，托克劳官万发言人在

问他敛词村说，由于领土经济资源短峡，尤法达成任1叶桯度的目笫自足，因此它不

能孚有自治或真正独立． 发百人强调，敢重要的是，继续唯持领土和管埋国之间

的帝切关系和相互合作，同时，应给予人民史多机会，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参与和地

们自己未米前途有关的规划和决莱桯序．

33. 当时，朗伊总埋在敛词时间朼兑方人民保址，祈四兰不会违背恺叫的意愿，

把任何形式的政府或任何变动强加给地1月。祈西兰确认在目前，代克劳对当削的关

系十分满意，而且它还不打算水担史广泛的自冶。

c. 经济状况
一，''""''"-'""'""'

I • 概况
，""一"" ■ '一．－，一

34. 托克劳的经济基本上是一个生存经济． 由于土地小、地位偏、资源少

发展潜力受到限制． 除公务员的薪金外（参看第 28-30 段），主恶收入为椰

干、邮票、纪念币、手工艺品和海外托克劳人的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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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自 I 9 7 8 年以来，各环礁岛都有一个合作社商店，管理当局与合作社商

店委员会密切合作，设法改善管理和减少商品费用． 目前，越来越多的商品相当

省钱地直接从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斐济进口，而不是通过阿皮亚的批发市场购买．

2. 公共财政
■ , _,, 

36. 1986/87财政年度，托克劳的预算为 396万新元＇，其中 332

万新元是新西兰提供的预算援助． 托克劳本身的收入主要来自航业与货运收带、

关税、无线电与电报费、邮票、手工艺品和纪念币的销售费． 本财政年度的地方

收入估计约 6 3. 9 万新元．

37. I 9 8 6/ 8 7 年度主要支出包括下列各项：薪金和津贴， I 3 0 万新元

教育（包括海外学生费用）， 7 o. 7 5 万新元；运输和通讯， 6_ I. 3 5 万新元

38. 除了 1985/86 和 1986/87 年度的预算拨款之外，新西兰还为

个别项目划拨款项，用来清理礁槽 (2 2. 7 万新元）和检查三个环礁岛的椰子生

产情况． 另外还划拨经费 I 6 4 万新元，专供三年内在每个坏礁岛上兴建一个简

易机场。

3. 土地所有权

39. 托克劳儿乎所有土地都是按习惯所有权占有的． 地产权世代相传，由家

族所拥有，虽然有些土地是共有的． 根据 I 9 8 6 年《托克劳修正法》，托克劳

人民不能把土地出售或赠与非土著居民．

4. 农业、畜牧和渔业

40. 所有环礁岛的表土都是由沙和毋瑚组成． 此种状况加上不定期降雨，只

能生长种类有限的植物，其中以椰子树、面包果树和窟兜树为主． 目前在开发计

划署和其他组织的协助下正在大力发展农业和从事多种耕作． 此外还浒行蔬菜试

验计划和椰糖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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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 椰干是出口收益的主要来源 (I 985/86 年度出口额为 2 6 0 吨，价

值 I 3. 5 万新元）． 椰子改种和振兴项目巳于 I 9 8 0 年开始． 迄今为止，

有几个小岛巳宪全妀种了椰子树，共计植树 I 3, 000 棵． 由于世界椰干价格剧跌

有必恶对目前补助生产者的安排进行审查，以求刺激更多的生产．

42. 托克劳的牲畜有少量的猪和鸡． 最近试行引进山羊．

43. 鱼和贝类丰富，是主要食品之一． 开发计划署供给捕鱼设备，帮助提高

捕获骨． 此外还引进一项试验性大马蹄螺繁殖项目．

44. 2 0 0 哩的专属经济区巳于 I 9 8 0 年 4 月 I 日起实施． 托克劳的一些

收入来自一项许可证授给联合安排（东太平洋次区域捕鱼协定）． 根据这项协定

美国金枪鱼鱼船协会可以进入该区的 200 哩专属经济区． 该项协定巳于 1984

年失效，目前正在重新谈判．

5. 运输和交通

'--'"'一....一··-----
45. 海运仍是从托克劳往返的唯一运输方式． 托克劳没有港口，也没有通往

孙礁湖的深水递． 珊瑚礁在海洋深水一边有陡峭的斜坡，因此所有船只均须离岸

停泊，由小船和轻舟转载货物和乘客．

46. 来往托克劳的所有货物和来客都由租赁的船只运载． 根据与新西兰政府

签订的一项两年期合同，以斐济为基地的货船“魏卢瓦号“每五个星期一趟经阿皮

业来往苏瓦和托克劳，载客运货． 该船可载 628 公吨的货物和200 个乘客．

该船在三个环礁岛停靠，是它们之间唯一的交通工具． 这项服务满足货运要求，

但在岛屿和国际乘客的运载上仍不足． 前往或离开阿皮亚最少需要 36 小时，在

每个环礁岛上停留的时间必须少于 I 0 小时或超过五个星期．

4 7. I 9 8 5 年，开发计划署提供资金进行一项运输调查． 有关公司提出三

个选择方案，并建议采用定期班机运载乘客，继续用货船每年航驶十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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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 I 9 8 6 年 4 月，长老大会在原则上决定动工兴建简易机场，并与村长老

会议协商，确定在所有三个环礁岛的施工地点；并询问航空公司是否有兴趣向托克

劳提供服务． 一俟长老大会于 I 9 8 6 年 9 月作出最后决定，新西兰将着手征聘

顾问，为兴建简易机场拟订一项计划．

49. 曾经有一段时期各环礁岛与外界是用无线电报进行联系的． 这种联系甚

不可靠． 从托克劳预算拨款，并由开发计划署和新西兰邮局合资设立的一种新的

电信联系，将使托克劳能够用电话直接同外界联系．

6. 区域和国际援助

50. 托克劳从各种区域和国际组织取得援助，其中最主要的是升发计划署．

在 1987-1991 年方案周期，升发计划署拨给托克劳的指示性规划数字为

I I 0. 3 万美元． 前一周期，即 1 9 8 2 一 I 9 8 6 年，由开发计署协助执行的

活动包括卫生、农业、教育、通讯和供水．

5 I. 南太平洋委员会（南太委员会）、英联邦技术合作基金、开发计划署、南

太平洋大学和世界卫生组织协助托克劳在海外训练公务员．

D. 社会状况

I • 卫望二

52- 托克劳社会是以大家族为中心． 村务由所有家族代表组成的长老会议负

贲．

2. 劳工
.''' 

53. 托克劳是一个传统社会，大多数劳力活动都以采集食物和维持村务为主，

但无酬劳． 个别和集体劳动力均从事椰干和手工艺品的生产，包括教员和医务人

员在内的托克劳公务局供有酬职业的唯一机构。 为了确保较广的收入分配，不需

要技能的工作轮流进行．



3. 卫生和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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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_ 卫生主任负贵管理托克劳的公共卫生． 卫生主任办事处设在阿皮亚托克

劳事务所． 一般说来，托克劳社区的卫生水平符合要求．各项卫生服务免费提供

每个环礁岛都设有综合医院一所，内有 I 2 张病床，合格医生一人，护士四名，护

士助理两名、护理员一名． 一位牙医和一位学校牙医护士在三岛之间巡回服务．

较严重的病人送往新西兰或萨摩亚接受治疗．

55. I 9 8 5 年 3 月，长老大会通过一系列的目标，重新确订托克劳保健服务

的基础，强调社区卫生服务和疾病预防．

56. 敬老是该领土的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老人和穷人由家庭照顾．

村妇女委员会协助医务人员和护士照顾婴儿和负责儿童福利．

57. I 9 8 3 年 t 共有十人病死和老死． 主要原因是呼吸系统病{ 5 人），

心脏病 (3 人）癌病{ I 人）和天折 (I 人）．

4. 住房
, .... _ .. 叩

58. 三个环礁岛的每一个都有一个村子． 由于法考福的法尔村人口过份挤拥

目前正在鼓励在莫托一－芬努亚法拉附近较大的小岛兴建新住宅区，因为该处设有

学校和医院．

59. 托克劳的传统房屋是用当地木材建造，房墙和屋顶用结成辫的窟兜树叶制

成． 但是，进口建筑材料的使用正在稳步增加．

60. 为了改善居住环境，该领土沿手推行一项加速盖房方案． 在材料方面巳

得到援助，可以用来完成或整修现有的房屋或兴建新房屋． 新房屋有集水和储水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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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教育情况

6 I. 托克劳教育系统的目标是在培养和加强托克劳文化传统的同时提供基本的

学术和技能．

64 每个环礁岛都有一间学校9 供 5 岁至 I 5 岁的孩童求学，教育免带，入学

率几乎达百分之百。 每个村庄也有幼儿班．

63.。 I 9 8 6 年 7 月，入学人数共计 6 2 3 名，其中阿塔福 2 2 6 名、努库诺

努 I 7 0 名、法考福 227 名．

64. I 9 8 6 年 7 月学校有合格教员 39 名，助理教员 I 8 名，全部都是托克

劳人． 在 1984/85 年大部分期间聘请的两位新西兰教师向当地教师提供在

职训练，并协助教育主任拟订教学内容．

65. I 9 8 2 年以前，托克劳的教育目标是选送儿个奖学金学生去海外就学．

后来，教育重点巳改为建立地方性教育系统，以适应所有学生的帮要，并为此对课

程进行审查． 用托克劳文编写和印发书籍是新行办法的一个基本成分．

66. I 9 8 7 年还决定在其中一个环礁岛开设中学五年级，以提供中学教育．

67. I 9 8 6 年，有 7 5 个托克劳人在海外教育机构进修中学、大学和师资训

练课程，另外还有42 人接受各种技术学科的训练，例如护理、海洋科学、农业和

机械． 总数之中，在萨摩亚就学的人有 4 3 名，新西兰 4 2 名，斐济 I 3 名，纽

埃 I I 名，汤加 5 名，招瓦普 3 名． 该领土还升设了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方案．



三、视察团的活动

A. 新西兰的会议

1 . 同行政长官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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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在访问领土之前．视察团成员于 7 月 4 日在奥克兰与托克劳行政长官弗朗

西斯先阁下进行了会谈． 在会谈当中，弗朗西斯先生说，新西兰的正夕策是促拼托

克劳的发展，同时确保人民不丧失他们强烈的文化特质，而且不使经济过份依赖．

70嘈、行政长官综合说明在自治的进展方面最近的发展时提到《托克劳修正案法》，

宅法法的目的是要在托克劳建立一个新的法院制度． 弗朗西斯先生说，过去五年来

长老会在分配预算资源方面巳承担了更多的贲任，外交部长通常尊重和核可它拟订

的优先次序． 他还说，传统上由长者组成的村长老会议以及长老会正受到日增的

压力要让妇女、劳工和青年人参与地方事务．

71. 行政长官指队在新西兰居祖嚣后返回领土的托克劳人以及因托克劳公共部门

的雇历的收入而使贷币部门发生的日增重罗性更加速了变化的速度．

72. 托克劳公共部门巳逐渐越来越能干．巳至于新西兰打算在最近的将来任命

一个托克劳人为官方秘书，这一职位目前新西兰人担任．

73. 建立托克劳公共部门的意愿虽然良好，但在提出向托克劳提供支薪雇用的

观念时还是产生了某些未能预期的问题． 不但如此，托克劳人对托克劳公务部门饕

行蔽权力和长老会之间的关系并不充分了惮1 特别是村长老会议和长老会议．

7 4. 行政长官提到通信和运输方面的发展．特别是提议的开办定期航空服务．

他强调，托克劳的保伴和教育系统很好，并告诉视察团说．自 1 9 8 7 年开始将在

环礁岛之一建立中学五年级．从而在领土提供五年的中学教育．

75. 关于邻土的政治情况．行敃长官说．领土政府的政策是，托克劳最终应采

取自决行动．而且新西兰正以人民能够接受的步伐进行准备使领土能够采取这个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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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 新西兰没有要影响托克劳选择未来地位的意相，但他指出，决难期望托克劳

在财政上能够独立，而且虽然合并可能有某些好处．但也可能有不利的影响，特别

是在保存托克劳的文化方面．

76. 提到托克劳在海外居住的人时．他说，领土普遍认为，虽然托克劳侨民可

以出席长老大会的会议，和表示他们的意见，但他们没有资格参与决策．

2. 与新西兰外交部的讨论

77. 视察团于 7 月 2 2 日在惠灵顿与外交部官员举行了会谈． 外交秘书默文·

诺里什先生说，新西兰除了保持它作为管理国的名誉外，在托克劳没有地缘政治、

找略经济或其他的利益． 十年以前，新西兰曾鼓励托克劳开始思考它未来的敃

治地位． 一开始这曾引起怀疑．认为寿新西兰要同托克劳切断．任其飘流． 但

是，儿年来，新西兰巳能够劝使长老大会承拒较大程度的贲任． 他指出进一步的

积极发展包括社会的其他部兀例如妇女，参与决策过程，和在保健与教育方面的敃

善．

78. 他同慈运输仍是一个主恶的问趣． 长老们，尽管巳理惮到在与外界易于

接触之后可能会发生人口沥少和文化惮体的问匙，但在原则上巳同意在每一个环礁

岛上建一条跑造，但仍有待最后决定．

79. ¥-于托克劳的未来政治地位问题，诺里什先生对于在非殖民化过程中是否

需恶一项正式的自决法表示怀疑． 如杲托克劳决定维持现状或建立起一种独特的

介乎合并与自古结合两者之间的某种关系．则如果联合因同意的话，一种比较不太

正式的程序也许较为适合． 更重要的是，应制订一个灵活的办法来妀进新西兰与

托克劳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通过严格地遵守既定的程序而把可徘的其他途径排除．

80. 关于经济发展问题，诺里什先生说．没有什么可以为托克劳建立一个行得

通的经济基础的展望，而且新西兰不同意在作出政治选择之前需要有更大的经济进

步． 不但如此，为了保持托克劳的生活方式，长老们自己也不急切千追求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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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并
且确实为了

年肯人和从
新西兰返回

的托克劳人
要实行较现

代化的生活
方

式而带来的压
力感到烦恼．

新西兰认为，
对托克劳要完

成其大多数目
标并不缺乏

可用的资金．

8 I. 在答复其他
问题时，视

察团获悉，
新西兰巳促

进托克劳人
出席区域和

国际

一级的会议
，以及．虽

然书面的资
料的效果巳

证明非常之
低，但它以

摘要的方式
散

发了有关的
联合国资料

．

3. 同新西兰
国家公务员

吞员会的会
议

82. 7 月 2 1 8, 视察团与国
家公务员吞

员会成员举
行了会谈．

负责托克劳

公务员事务
的新西兰国

家公务员夺
员会专员，

唐·洪恩先
生锥释了他

的任务和该
委

员会与托克劳
的关系．

他说．新西
兰和托克劳

最近的发展
巳有必恶拟

订一项指导

领土的公务
员的规章草

案．

83. 按照专员所
说．建立的

托克劳的公
务员部门是

与新西兰的
公务员部门

分开

的一个实体．
官方秘书行使

专员授予他的
有限的权力．

视察团获悉
，新西兰政

府打算在现
任秘书任期

千 I 9 8 7 年 1 月期满时
任命一名托

克劳人来取
代现任的税

书． 虽然已征询
了长老们的

意见．但这
项任命是吞

员会的专责
．

84. 吞员会说．
在一名英国

公务员制度
顾问对托克

劳公务部门
提出研究结

果之

后．吞员会
、新西兰敃

府以及长老
大会有许多

措施在审议
中． 这些包括设

立一个

托克劳公务
员夺员会．

捅过提早退
休的选择，

工作分担、
和非全时工

作，短期合
同

和其他合同
以及为所有

各级公务人
员扩大训练

等来把托克
劳公务员部

门的雇用扩
大

到托克劳社会
更广泛的各个

层面． 他还说．有
关当局正在

考虑增设一
个经济发展

, 

股来拟订和
执行托克劳

的综合发展
计划．

4. 拜会总理—-
85. 7 月 2 2 日．视察团

拜会了兰格总
理． 总理说，托克

劳希望保持它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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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西兰的政治地位是令人感到意外的．但是他想鼓励托克劳人在他们认为可以的

时候对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负起较大的责任． 他重申．即使托克劳获得更多的自

主．新西兰仍然承诺继续提供托克劳经带支持．

5. 拜会太平洋岛屿事务部长和

反对党外交事务发言人

86. 视察团还在 7 月 2 2 日拜会了太平洋岛屿事务部长理查德．普雷布尔先生

和国会议员兼反对党外交事务发言人．沃伦· 库珀先生．

87. 普雷布尔先生说，新西兰境内的托克劳人社会巳为其自己建了一个舒适的

地位．并认为即使托克劳独立．托克劳人大多数仍将选择留在那儿． 虽然居住在

外的托克劳人想要对托克劳的事务表示意见，但他不认为他们有权指挥托克劳在政

治上应如何演变．

88. 库秽先生对于托克劳人继续在宪全没有发展资源的环礁岛上生活是否明智

表示怀疑． 但景，他强调，在执政时，国民党一贯尊重托克劳人民的意愿． 因

此，他的结论是，如果该党回掌荻权，新西兰对托克劳的政策将维持不变．

B. ~ 韦克旁时会议

1 • 间长：老会举行的会谈

89. 视察团和三个环礁岛上的每个长老会都竿行了会谈． 三个长老会都指出，

托克劳在目前不想改变同新西兰的关系或采报目决行动． 它们还指出，它们对新

西兰的管埋晋遍感到满意。

90. 法考福的长老会提交了一份书面材科，对新西兰表不信1壬并感谢新西兰在

过去儿年圭为托克劳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所提供时帮助。 法老描长老

会提交了六份请联合国拨助的请求（见 A/AC. 109/877/Add._ 1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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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努库诺务的长老会说，之所以决定在目前维持现状是因为托克劳资金不足，

缺乏在经济准备和管理技甘队 长老会还对环礁岛和萨摩亚之间缺乏充分的各乏和

货还交逋表示夫汪，而且指出每个衬瑚岛上都有合埋的电讯联系和矶场是在所必需

的．

92. 视蔡团特别和努库谙叶长老会讨论了托克旁社区其他阶层参与长老会评议

的 I司题。 这些长者表示，欢迎肯年以有限的方式参与池们的评议，如经证明令人

满意，将允许青年更全面地参与评议，这押表不显然走弟一次。 夫于托克劳移居

国外的人在托克劳进桯中的作用的 I叶超，长老会重申，欢迎外界社区的意见，但必

须由托克劳人民作决定。

93. 三个长老会都要求祈西兰或联合国增加对共体项目的援助。 阿塔福长老

会强调，有必要疏浚礁石之间的航递，因为低潮时这些航道不能逋行。 该长老会

还请求修建更多的蓄水池，以防止降雨童小时缺水。 长老会说，托克劳的收至不

足以资助它希望执行的所有方案。

94. 努库诺努长老会表示，希望侍到一套矶彼化的装货和卸货系玩。 长老会

希望，可以用托克劳预算以外的其他资金支付在国外学习的学生的奖学金。 它还

希望在其专属经济区捕鱼时外国渔船得到更高的收入。

95. 关于托克劳公共辜务处对传统的无报酬就业万式（很据长者的指示）的影

响 l司越， P可塔描长老会说，它没有预见到托克劳公共事务处影响托克劳文化时程度。

长老大会的权威、托克劳公共辜务处的独立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敏感的

问题． 人们晋遍同意，应当把托克劳拳分办公至由阿皮业迁到托克劳，除其1也筝

项外，这有助于建立更好的夫系．

2。间长老大会的会谈

9ti 。 7 月 I 2 日，长老大会在法考福召开特别会议，以使和视蔡团会晤．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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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会的成员一致表示愿意和新西兰保持现有的政治关系。 他们还表示，希望新

西兰增加对托克劳的援助．

97 。长老大会的成员认为，作为他们的政冶教育的一部分，举行更多的呏究考

察以及和有着类似的政冶、经济和社会发展经历时各岛的 I司疾进行更多的交流将对

他们很有益处．

98 。他们还说，如果他们收到了史充份的政冶资科井在视察出访问前作了更好

的准备，他们和视蔡团之1司的意见交流将吏有恶义．

99 。长老大会认为，为了托克劳将米的政冶发展，把托克旁导务办公至迁到托

克劳是很重要的。

lOQ 长老大会重申了各孙礁岛长老会议表示的关注，特别是对交通和逋讯、保

凭和教育等问题的矢汪。 成员明确提出，要求徒供货物装卸设备，收菩各航道的

逋行情况开提供熟练技工米维1珍发电机、外测马达和其池设备．

10 I. 他们还表示希望在以后订立任何协定时，托克旁将从在托克劳专属经济区

捕鱼的鱼船上得到更多的收入．

3. 同妇女姿员会的会谈

102. 视察团分别和三个环礁岛上的妇女委员会举行了会谈，并出席了在法考唔

举行的托克劳国冢妇女埋阜会会议的开帣式。

I 03, 妇女团体的领袖告诉视察团，托克劳还没有作对取得政冶进展的准备．她

们说，还需要采成许多步骤，才能认真地考虑进一步的政治发展． 人叫晋遍认为，

应当培养年轻人和妇女的技能，增加他们创造收益的活动，池们应当和长者半等地

参与决秉过桯． 妇女强调了她1n对社区的页献，并提请人们汪意，由于习伦和传

统，他1日不能参加长老会．



10( 妇女虽然尊重她们的
文化，但是她们认为，她们

的社会歧视妇女，她们将

来时发展处于困境。 一些发言者认为，作为参
与长老会过程的弟一步，

妇女委员

会可以选择一些问题和长老
会讨论． 一位发言人认为，到国外饼

究考察将使她们

更好地了胖和参与托克劳举
务．

IO~ 若示友官人谈到了领土的社会
经济条件和以后的友展，

强调需要主要是逋

过发展冢庭手工业，增加创
造收益的活功． 人1n在内头缝纫矶、建立手工

艺品中

心以及在蔬菜和鸡蛋生产方
面也寻求援助． 一位发言人建议把表土带进

领土，以

使进行农业生产．

106. 夫于居住凶外的托克劳人的
作用，人们晋遍认为，可以

请他们提供建议，

但不应当应许他们直接参与
决策．

4. 同旁工的会谈

107. 劳工强调指出，他们支持他
们各长老会所做的决定，

即诛持托克劳和新西

兰目前的政治关系． 但是，若干发言人耽改善
目前的地位友表了他们的

意见。人

们指出，某个环礁岛上时
长者在和管埋国进行交涉

时处于不利地位，而且池
们应当

让更年青和更合格的人参加
这些谈判． 这祥，托克劳的发展迷度就

会加快． 根

据目前的安排，关于托克劳
的项目和方案的散后安排的

敢尼决定由新西兰敃。
人

们还认为，应当修改这种
安排，以便便托克劳的代

表更多地参与这一决定．

108. 人们认为，由于交通不便，
长老大会每于只开两次会．

进行更多的接触

将大大促进将米的政治友炭
． 人们提请视蔡团汪意，领

土的两个重要机构一一作

为立法机构的长老大会和作
为领土文联仇构的托克旁公

共事务处在地理上是分开的
．

109. 儿个发言人都指出，来往各
环礁曲的航道条件恶劣．

人们晋遍认为，急

需提供装卸货物的机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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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Q 人们强调了发展农业和渔业的重要性。 提供冷藏戎备有助十储存剩余的

鱼，以便以后消费或出口。 在这万面一但发言人指出，由于他们的责任增加了，

他们捕鱼的时闸少了。

11 L 人们对外国渔船在领土专腐经济区竭净而渔表示矢汪，请视祭团转告管埋

国，在美利坚合众国和南太乎洋论坛渔业机构成员国之问目前止任谈判的协定中，

要为领土争取敢大的利益．

1 I 2. 人们认为，由十缺乏水，应间毋豕提供两个蓄水池以保址无分供水．

113. 有人询问政冶地但叩改变是否会影啊骨刺地方土地转让的法律，视祭出回

答时指出，只有和祈西兰合开时，祈四兰的法伴才咙驭代托克劳法律．

114. 法考描旁工交给视祭团一份坝日消早，池们布望还些坝目能侍到管埋国或

有矢联合国机构的援助（见 A/AC. 109/877/Ad<\ 1 号文仵附件囚）．

5. 问肯年的会谈
• - • • 一

115,。观察团在阿塔福和努库诺劳和肯平团体举行了知兑 由十国冢妇女埋半

会开幕式和长老大会方向的工作任务紧崖，法考描的肯年未能作为一个团忤和视祭

团会谈。

1 I 6. 儿个发言人都把更好的数肖和培训作为发展的敢重要内谷和政冶进步的削

提。 1也1月强调了专业和技木培训，但是地11'] 也认为，晋及识于是一个目怀，这可

以便长者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

117. 讷个环礁岛的青年都表示帝要更好的疾尔戎胞. 1J"人诣出，领土在南太

平洋还动会中只参加了橄榄球养。 他们请吠合国提供援助，扩大领土的疾乐戎施，

以便在将米参与沽动范围广泛的比赛。

1 18. 若干发言人强调，有必要保护托克劳的文化，他们还强调指出，虽然进步

将带米挑战，但他们希望把他们的文化传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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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Q。关于政冶进展问超，问塔倍肯平时发官人告诉视蔡团，他们支持长者
做出

的保持托克劳和朸西兰目前的关系的决定，开请视蔡团尊重地们的愿望
。

12Q。一些人坚决认为，肯年在村里的事务中和领土的前途问题上应
有更多的发

官权，因为任何决定都会影啊到肯牛。 努库诺务的岛长告诉肯年，如来他们有特

别的问超提交长老会， l也将请肯年的代表把该事项提交长者审议。 若干发言人欢

迎岛长的发官，认为肯年应在长老大会上得到代表．

12L 人1几晋迫认为，居住国外的托克劳人可以参与讨论托克劳的事务，但
不应

当参与决莱过桯．

122. 一个肯年请视祭团促进托克劳参与别舟举行时国际肯年会议．

123. 肯年11J请视祭团甜助促进方菜的适当友肢。 人们晋遍认为，祈西兰对托

克劳的经济援助的要求反应不快． 人11 J认为，某些项目帝派吏熟练时工人以加迷

这些项目． 人们还认为，祈西兰应徒供戎备促进货物的装卸。 一些友百人指出，

应当进一步促进那些对领土的长期经济发展有影啊的项目，特别
是农业和渔业领域

叩项目．

6. f司托克劳公共事务处竿行的会议

124. 1 9 8 6 年 7 月 5 日，视蔡团与戎在阿皮业的北克劳事务处的专任秘书和

各位主任（部门领导人）举行了讨论．

125. 专任柲书简要地介绍了托克劳敢攻的政冶和经济发展屑况。 他特别指出，

建立托克劳公共事务处是朝着自决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他还提到 1 9 8 6 年的

《托克劳修正法》；长老大会设立的搜并、卫生和农业各委员会；电讯项目；
在进

行了交逋呏究之尼提出的报告；当削对教甘政莱的审查；以及将公共事务机构
搬到

该领土上的计划． 他强调说，托克旁的传统领袖们直接参与了有关这些发展的决

策． 他说，这泭楚地表明了托克劳社会的成熟及其领袖们的强烈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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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各位主任认为，托克劳事务处与各坏礁岛之间的逋讯和交逋情况很差，这
是公共事务机构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另一个问超是公共净务机构与三个长老会

议之间的关系，后者认为托克劳公共举务处对其权力构成了威胁． 地11] 指出，各

位主任常常发现自己面临看这一问题：地1rJ 无法眈忠于长老大会，又忠于管埋国．

然而，他们说，由于通过成立管埋小组把权力下放给各个外礁岛，长老会议和公共

事务机构之间的冲突在一定桯度上得到了缓和。

127. 关于托克劳的未米政治地位问翅，各位主任认为，长老们对池们所面临的

政治选侔仍然不很明了。 有一位主任不明白为什么要提供儿个共体类型的办法，

而不让托克劳制订其目己的政治选择。 不错，长老1月确实“对未知怀有畏惧＂井

对目前与祈西兰的关系很满意，但是，各位主任指出，在过去囚年中，长老们已迅

迷适应了决莱过桯中的变革。

128. 各位主任表示，居住在国外的托克劳人会在托克劳的友肢中继续发挥作用，

但是，他们有时不能充分理觯当地的 I司题，从而怀有不现买的朋望． 各位主任认

为，为使居住在国外的托克劳人能哆向长老大会派遣观察员而作的安排是适当叩．

129. 教育主任全面慨括了教育政策和教甘万案，并向观察团介绍了制定本地方

言教材的情况． 教育方面的禾米发展包估在目削的学校制度中设立中学五年级，

并建立成人学习中心． 他指出，尽管帅生比例 (1 : 1 2) 和训练过时教员与助

理教负之间的比例都非常令人满意，但为了提高教育质植，将对史多的教帅进钉在

耿训练。

130. 教育主任强调了来自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尤其是米自开发计划着的援助

在若干教育领域中的重要性。 他指出，该领土没有得到联合国教肖、科学及文化

组织（教科文组织）的任何援助，并欢迎该组织提供拨助以发展手工业和建立一个

广播系统，尤其是在为学校进行教肖广播万面建立广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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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视
察团与在

法考描参
加一个讲

习班的儿
乎所有化

兑劳教帅
召开了一

次会议．

人们一敛
认为，北

克劳的教
付水乎虽

然已在过
去儿年中

大大提尚
，但仍然

很低，与

祈西兰的
教育水乎

相比尤其
如此，尽

管二者的
教学大纲

明亚地走
一样的。

134, 许多教
帅认为，

向题的原
因在于资

金有限，
从而只能

有很少的
教育拨款

．

这或是长
老们的错

，困为他
111不愿强

求祈西兰
增加谈助

，或是祈
西兰目己

的错，困

为该国未
能响应托

克劳捉出
的要求．

尤论走谁
的错，这

种俏况使
侍教师1fJ不能得

到充分培
训，共中

许多人只
党过初等

教肖．
无法购头

足够的祈
编教材，

也无法充

分地把还
些教材译

成托克劳
诸．

此外还产
重缺乏共

1也教学辅
助材科和

教学设备
．

13a 一
些教师强

调，由于
三个环礁

岛倓此隔
绝开和外

世阱绝，
造成心埋

和物质

上的不利
条件，从

而给教育
造成严重

妨碍．
这种隔绝

还会顶吾
所提议的

为整个领

土升戎中
学五年级

班的诸施
带米的好

处，因为
这将裔要

让米自另
外两个孙

礁岛的学

生在一年
的大部分

时问中刁
、在冢呈

居住．

134, 会议讨
论了长老

1n和寻求
任托克劳

串务中有
史大发言

权的受过
更多教育

的

年肯一代
之同的冲

突．
一些教帅

虽然充分
尊重长老

们的权威
，但也指

出，由于
长

老们不熟
悉现代发

展，每一
代人都应

有权发表
目己的慈

见．

135. 教育主任
对长老们

为在一个
迅逑变革

的时代维
护托克旁

的拊值观
而处时困

境表示同情
，并且强调

，把外米的
价值观和坎

治形式强加
给北克劳会

产生灾难性
后

果． 他建议说，
托克劳需要

重祈检讨其
发展中的优

先举项，以
使找到适当

的和托

克劳特有时
方法来解决

它的 I司题，尤其
是觯决不同

代人之间的
冲突．

136. 有一个教
帅强调说，

总的米讲，
自力更生比

外来贷助更
重要。

然而，就

当前来说，
托克劳由于

发展水半太
低，将继续

依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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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对学校、医院和崖要友展项目的视察

137. 视察团在每个环礁岛上都视察了村庄、学校、医院和儿个发展项目．

1380 在教育主任和各校校长的陪同下，视察团有机会视察了各校教室，并同帅

生谈话． 视察团在视察医院时会见了医生，视祭了医院设施，井讨论了有关保健

服务的 I司题．

139. 在岛长和至少一名公共举务机构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优祭团访l司了每个孙

礁岛上的村庄以及蔬菜和牲畜试验项目． 优察团在访1司法考描时见到了主要是由

于 1 9 6 6 年的艰风造成的海岸役蚀。 在建造一道海堤以防止近一步哎蚀方向进

展甚小． 视祭团汪意到这一事头：在用十往返寸法来和没有学校及医院的法务阿

法莱之闸运送学童和病人的船上没有一件孜生衣． 船舱里的排气管没有绝热保护，

对来各造成危险；事实上，敢近已有两个学童彼严夏烫伤． 人1n舌诉优祭团，升

发计划著提供资金在阿塔福和务库诺努岛上安装的储水罐缓和了降雨荎低的时划的

缺水问越，但并禾消除这个问题． 新房屋的建造在阿塔福和法考描岛上比在努库

诺努岛上进展得快．

C. J司海外托克劳人社区举行的会议

,' 

I
' 

,l 

140. 视察团于 I 9 8 6 年 7 月 1 7 日同闸皮业的托克劳人社区举行了会议；于

7 月 2 2 日和 2 3 日分别同患灵顿和樊克兰的托克劳人社团举行了会议；于 7 月 26

同在斐济学习的托克劳学生举行了会议．

141. 关于政治发展问题，阿皮亚社区的成员表示支持维持托克劳与新西兰目前

关系的决定．该社区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 I 9 8 6 年 4 月举行的长老大会．

但是，他们说，他们希望目已在长老大会上的观察员地1立得到提尚，以使能哆充分

地参与其事。



＿、 了强烈兴
趣，

井建议新西
兰叭

发展表不
现已高于

142. 问皮业社区
对簪
砰经配和社

会
时生活水半

该领土上缸克
劳人 气某些科助．

练托克劳青年
无当海员．

该社区还认
知 畔应给与

口

因此，
红旁和粘

阿皮亚的托
克劳入

的生沽水平，
司在海外友放的

＼．叩］题．

新西兰田社
归利和养恤金

妇
克劳的资格．

他们提到了

143. 该社区成员提出
了 知f人失去了返回托

他1n说，目前的

他们说，在
新四二`

跟福利金的托
利金的安排．

克劳领取描
构”

八民的托克劳
人
可继续在朼

望返回冢园的
人

使成为美阳
b.

但炎为＂即是
，
它对那些希

悄况为托克劳
人
造成了困难， 认为，托克

劳可以管埋目
己肉拳务，

吓·

若干发初人
吠出对目印时

能力

144, 在慈灵顿和奂克
兰会议上，

长动1的决红

状的决定．
畔＇觅件，

并不同愁如老仆1维持：西兰如
妞1-种依赖心埋．

无视长如大会叩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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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的

诬其他人认为，
新西二 PH七刘三次视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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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发育人管告说
，即使长老仆1 该领土钥要更多的时

＼司，
在如某些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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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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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的I~况进行｀
评价之后探讨它与新

西兰的关系．
垦荒地这类壅要发

和项

尤其是得到对
开

刁立发言人
认知

在得到拨劫，

146. 另
的提商卧软为芴

于实现．

目的援助的惰况
下，

政治地位

发挥的有限作用
表

归n仅以
观察员身份

＾社区的成员均对
长老大会

访\iil配四兰的岛长和
村

147. 这两＼
正式参加长老大

会．
畔证实，

井表示希望能
哆

并邀请他们
出席长老大会

．

示不满，
社区对领土拳务

的关心，

妇1~1t居付
国外的托克劳

人 碍正阻扰
1也
恒该领土

这拌任1叶作用．

_ 

社区都表if t 
配西兰各五

氓导务处
畔即妇为北

克

但是，这两
个

畔认为，虽然成
立么 从m 带米了身争

二

148. 关于托克如公共
平务处， 老会议之＼司i,~,t&--追屏障。

但是管埋固
却在该机构和

长

劳服务，

主的＼司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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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两个社区均认为，新西兰对托克劳的援助造成了依赖心埋． 此外，由于

没有长期时规划，很大一部分援助漫无条埋，有时还使用个当． 他们认为，内邯

自治会使托克劳更加自力更生． 他们还对提议述造的飞机跑道可能给该领土带米

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表示担忧．

150. 在斐济学习的学生在与视察团举行会议时说，地1r」接受长老们关于保持目

前与新西兰的关系的决定，但又认为，该领土敢终还是应该接党较大桯度时坟冶目

治。 至于现有传统制度可以演变成什么形式的政府，学生们尚禾想消． 但是，

他们觉得，青年人应该被允许在领土拳分中友佯更大作用．

15 l 学生11'1 晋遍 1司意，托克劳举务处应该迁到该领土上，但又认为事务处地点

的选择会在环礁岛之间造成冲突．

152, 矢于社会一一经祈状况，学生们说，祈西兰的援助应该史加强调友肢．他

们尽管也认为还输的发展将改善托克劳与外界叩联系，但表木担心在这一发展过桯

中会出现1司题，尤其是由十建造飞机跑道而损失桸少的土地的 l叶速．

1sa 学生111在谈到人力资源时说，能台得到人力资源对十该领土的经济和坟治

发展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他们对于有技能的托克劳人净外流的 l叶超表不忧虑．

D. 问联合国各组织和各专门叽竖堕会议＿

154 1 9 8 6 年 7 月 16 日，视祭团同开发计划者、联合国根食及农业组织（粮

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和卫生组织驻阿皮业的代表举行了讨论．

155. 视察团团长通知升友计划署驻地代表说，视察团参观了升发计划者在每个

环礁岛上的项目． 地说，托克劳人民感谢对他1n提供援助．

156. 驻地代表概述了升友计划著的托克劳万案，并对视察团解释说， 1 9 8 7 -

1 9 9 1 平期间托克劳的说明性指规数为 lOl 3 万美兀． 托克劳方案的重点是改

进该领土的交通和电信（详细内容见 DP/CP/T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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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驻地代表回答视察团提出的问题时说，托克旁的项目现模很小，由政府执

行． 开发计划眷工作人员每六个月视察该领土一次，并举行三万会议米监察项目

情况． 为了解决该领土面临的吸收能力问题，开发计划者提供资金来进行技术和

专门服务方面的短期训练． 驻地代衣指出，开发计划者可以间托克劳提供更多的

专冢和技术援助，但是，升友计划署的政策是只有收到请求才能提供服务．

158. 驻地代表告诉视察团说，在定于 I 9 8 7 年结束的区域环礁岛友展方案中

向托克劳提供了 20万美元经费． 但是，旨在改吾托克劳农业、水和保徙的项目

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

159. 在与教科文组织代表的讨论中，视察团件知由于托克劳不走该专门机构的

准成员，因此没有资格获得该机构的直接援助。 但是，该代表指出，托克劳由于

参加南太平洋艺术节而获得间接俾益，而且教抖文组织还担任了开发计划者在托克

劳叩若干项目的执行机构．

16Q。教抖文组织代表认为，虽然成员时会费是一神遏制因素，但是，北克劳成

为教抖文组织成员的俾益将远远超过其代价． 他说明教抖文组织可以在若干万面

提供拨助，但强调任何要求都必须逋过祈西兰徒出．

16 I. 卫生组织代表告诉视祭团说，他逋过各国际机构以不同身份与托克劳接触

巳约有 20 年． 他认为，托克劳人的凭康状况举本良好，但是，托克劳应该同卫

生组织继续保持密切联系辱 托克劳诛徒主任陪同悦祭团进行这次会议，池证买托

克劳以卫生组织获得训练、设备、出版物以及流行病学资科。 北见旁护士也参加

了卫生组织为萨摩业主办的护士训练方案。

164 卫生组织代表指出，由于资金有限，卫生组织只能间托克旁提供微不足道

的援助． 他告诉视察团说，在本内年期内，拨给托克旁 2. 5 美元。 但是，由

于卫生组织因预算桔据而米取全面政莱，它减少或削减了在该区域的若于方案，因

此，在 1988-89 两年期的概算中没有对托克劳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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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a. 视察团获得了有关适用于同外界隔绝叩农村社区的悬本 X 尤系统的资科．视察团将这一情况转告了管埋国的官员．
164. 视察团在 1司粮农组织代表的讨论中获态，虽然该领土从根农组织的区域万案中获得俾益，但粮农组织没有间托克劳提供任何直接谈坳． 该代表指出，粮农组织也担任了开发计划者在该领土资助的方案的执行机构． 他说明了根农组织可以提供谈助的若干领域，包括引入乔蜂业。 他指出，由十托克劳与外乔隔绝，映少基础设施，开有交通困难，因此难以吸引专豕米托克旁工作．165. 粮农组织代表认为，一些 'I肯况相似的固豕成功地利用了若十祈技术，托克劳可以米用这些祈技术，从中获得俾益． 他认为，开发计划者对该领土的农业拨款未得到充分利用。 他对该区域外礁岛发展万菜的农业部分进展绫慢表不矢汪，并认为该领土失去这样一大笔发展谈助令入遗感．

乱意见、结论和建议

166. 托克劳人民明确表示愿慈保持目削的地位及与管埋国的失系． 在法考描向视察团送交了一份书面声明（附件），其中充分仄映了托克劳全岛的晋遍意见，并说明决定不改变托克劳和管理国的关系． 声明中感谢管埋国“以往各年对托克劳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友肢“提供的援助．
167. 管理国就托克劳行使其自决权可选伴的其他办法开始组织讨论，但托克劳人民认为应该先觯决有关托克劳的经济和社会友展的若于 1中趋，然后才能慎重考虑各种政治远择办法．

168. 显然，备选办法和选择共中任何一种办法的后来之问有1可差异没有获得充分理解。 因此，仍然针必要充分解释这些备选办法，而且确实有必要继续井加强一般政治教育．

169. 但是，视察团注慈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责任和决策权移交给了长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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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团欢迎这一憤
况，并建议管埋国

继续鼓励托克劳人
民在管埋该领土事

务方面水

担更多的作用
．

17Q 托克劳人民
对其文化遗产感到

非常自豪，公开表
不希望保持其风俗

和传统．

他们接受经济和政
治发展会带米变化

，但是，显然为了
维护其文化，他们

试图使目

己的发展具有一定
方式，以使对必要

的变化实行控制．
视蔡团注意刲管埋国

床址

允许托克劳按其自
己的迷度发生变化

，井将协助维护托
克劳的文化．

17l 视察团建议
管埋距继续鼓励托

克劳实行其政冶友
展，争取实现史多

的政冶

目治，问时
维护其文化遗产

． 在这万面，考虑
刲与朼兄劳有过

相同经历国冢的
发

展情况，应该采驭
一神灵红的办法米

友归祈西兰和托兑
妇的政治矢系．

I 7Z. 视察团汪慈到，
目前正在升展的北

克劳法律坝目的目
时在于创造一个充

分

承认托兑芳
习 俗的法律体系

. I 9 8 6 年《托克旁
修正法》就是

这一进程时弟
一

步．

17 3.. 对秅克劳发展砐
为重要的领域之

一是交逋和逋讯
领域。 视察团汪意到，

关于在每
___ 
个环礁岛上修

建简易机场和
建立前往的克

妇的空还服务
已在尿则上达

成

协议，并建议给该领域
优先权，因为

有天托克旁发
展的许多其地

建议和计划都
报决

于托克芳和外界时联系
是否得到改善卉比较正

常．

17 生 视察团汪意到
，乘峉和货物

从船上摆渡上
岸的情况很危

险，建议近一
步考

虑提伊、适
．

当措施，包括改善进
岛的途位．

17t义视察团汪意到
新电信系统的安装正

在进展中，开建议应
继续劳力确床托克

石吵心建立充分联系．

丘饮

要意义的另一个困
索。托

克芳、、
信息的自由流逋

是对托克劳今后
的友展具有重

如来
没有报纸或电台

． 每季度发行一次
时时拳逋讯是寥

寥无儿的宿息米
源之一。

助于
建立坏礁岛间的

广播系统在这方
面会有很大帮助

． 建立这样一个系
统还会有

托克劳的教育进程
．包括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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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有为，要使政治教育方案具有意义，托克劳人民首先要具有一定水准的

基础教育，因此，对学校的课程进行了全面审查，以建立适应托克劳需要的教育制

度并配备有关设施。 视察团认为，这样可以为今后的政治教材打下基础，经过这

种政治教育，才能使托克劳人民充分认识到他们具有的政治选择和为了未米时可能

的其他办法．

17& 视察团认识到目前正在为教师提供一些在耿训练，并建议扩大这一沽动，

同时确保教育辅助器材的供应得到改善．

179. 观察团建议增加开改进成人教肖课程，以提尚各行各业的入吏付效地参加

该领土事务的能力。 视祭团强调官埋国有贲任促进托克劳时政冶教育．

180. 所有孙礁岛上的祩隄设施和医祝一般都较好；／且是，止如托克旁人民所表

示的，视察团建议米取措施，提供 X 尤设施．

181. 视蔡且书主意到托克劳缺之经济资源． 因此，必须谨＇淇地管埋基本设施和

现有的资源，以保证加以充分利用。 经查明需要托克旁人氏汪，您的领域是水、电

力、保秏、教育、农业和渔业等． 视祭团晋有机会评忻了管埋因、萨摩业歧府、

开友计划署、卫生组织及其他区域和国际组织在这些领域向北克旁徒洪的大蜇拨助。

视察团建议这种技术和财政援助应该继续下去，必要时还应增加．

184 视蔡团建议管埋国促进托克劳加入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区域组织，鼓

励托克劳参与这些机构和组织的工作，并在叶能时缴纳分傩的会费．

1sa 汪意到该领土土地匮乏和海水造成役蚀，视蔡团建议应继续崖优建造海堤，

特别是在法考福．

184. 视察团汪意到托克旁人民明确希望托克旁辜务处从问皮业迂至该领土。

185. 砚蔡团认为逗留一个月为时过长，如来制订女普的日佳，视祭团在各外礁

岛逗留三天，然后同管理国进行讨论，叫可无成兵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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