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2 大会一笫二十七届会议

三00三(X XVI ）。 环境方面

最有特殊贡献的国际奖金

大会，

忆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行动

计划”的建议38 , 87

又忆及该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 是在增加各国政

府及舆论对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理解，

认识到环境方面的有效国际合作， 应以国家阶层

的行动为坚强的基础，

欢迕伊朗政府首先倡导， 拨出构成具有全球重要

性的生态系统的一个地区， 交由一个国际机构同它共

同管理， 也欢迎该政府设置一个环境方面最有特殊贡

献的年度奖金， 由联合国颁发。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二一一二次全体会议

三00四(XXW)。 环境秘书处的地点”

大会，

回顾关于筹备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一九六八年

十二月三日笫二三九八号决议 (XX III ) 、一九六九年

十二月十五日第二五八一号决议 (X XIV)、一九七0

年十二月七日第二六五七号决议 (XX V) 和一九七

一年十二月 二十日笫二八五0号决议 (XX\1) ,

管贪地注意到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报告， 6“特

别是其中关于设立环境秘书处的建议，

又注意纠秘书长关于拟议中的环境秘书处的地点

的报告， 7 0 

考虑到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总部都是设在北美

和西欧的发达国家，

67 参看A/CONF . ~ 8/H 和 C o.er .), 第二章。

68 参看笫二九九七号决议 (X XVI)．第二节。

69 A / CONF. 4 8/H 和 Corr.] 。

70 A/8783/Add . l 和 Corr. J 和 Add.2。

确信为了按照联合国宪章序言的规定，运用国际

机构， 促成全球人民的经济及社会进展，联合国各组

织或各机构的活动及其总部或秘书处，应该参考这些

活动， 总部或秘书处的公匀地域分配等等因素而决定

其地点，

I. 决定把环境秘书处设在一个发展中国家 ，

趴 还决定把环境秘书处设在肯尼亚的内罗毕。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二一一二次全体会议

三0一五(XXVll)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大会，

审议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报告中论及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的一节 ， 7 I 

1. 骨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

八日关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第一七O九号决议

(L 皿） 1

2. 再次号召各国政府和其他捐赠者竭力增加对

该基金会的捐助， 使它能千一九七五年前达到一亿美

元的目标数字。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二一一三次全体会议

三0一六(XXVIl ） 。 发展中国家

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大会，

回顾其关千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一九五二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第六二六号决议 01 ) 、 一九六二年十二

月十四日第一八O三号决议 (XVI) 、一九六六年十一

月二十五日笫二一五八号决议(XX I) 、一九六八年

十一月十九日笫二三八六号决议(Xx m)和一九七0

年十二月十一 日的笫二六九二号决议 (XXV),

71 大会正式记乐， 第二十七瓜会议，补编第 3 号 (A/

8703) ，笫七章， D节。



据笫二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63 

重中大会必须进一步探讨这些重要问题，

孩调所有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充分行使它

们的权利，使它们从陆地上和沿海水域里的自然资源，

取得最大收获，对于它们的经济进展极为重要，

考怠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笫三届会议通过的

一九七二年五月 十八日第四十六号决议 ( m ) 的笫二

项和第十一项原则，72

还考怠引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三届会议所通

过题为“关于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的约章”的一九七

二年五月十八日第四十五号决议（ 皿）， 7 2并注意到联

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73的有关原则，

1. 重申各国对千在其国际边界以内的土地上的

自然资源，以及在其国家管辖范围以内的海底及其底

土内和上方水域内发现的自然资源，都享有永久主权

的权利，

2. 进一步重中一九七0年十月 二十四日载有

“关 于 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

法原则的宣言“的大会第二六二五号决议(XXV) ，宣

言里宣布任何国家都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

或任何他种措施，胁迫另一国家 ，强使该国在主权权利

的行使上屈从，并自该国获取任何种类的利益，

3. 宣告各国的行动、 措施或立法规章，如果目

的是在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去胁迫从事改革其国内结

构或对本国陆地上和沿海水域内的自然资源行使主权

权利的其他国家，就都是破坏宪章和第二六二五号决

议 (XX V) 所载的宣言，并且违背“第二个联合国

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策略”“的目标、 目的和政策措

施，

4. 要求各国政府继续努力，以期实施上述各项

大会决议所载的原则和建议， 特别是上面笫 1 段至笫

3 段所申述的各项原则，

72 参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议 事录，第三届

会议，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

E. 73 .- Il.D.O ，附件一·A。

73 参看A/CONF. 48/14 和 Cor r. l ， 第一章。

74 第二六二六号决议 (XXV)。

5.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报

告 7 5并请他计及各国对其自然资源行使永久主权的权

利，以及阻碍各国行使这项权利的因素，就新近的发

展 ， 作进一步的详尽研究来补充他的报告，

6.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第五十四届会议时，

以高度优先处理题为“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扼的永久主

权”的项目以及秘书长的报告和本决议，并向大会第

二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二一一三次全休会议

三0－七（XXVD ）。 受过训练的人员

从发展中国家流往发达国家的问题

大会，

回顾其关千发展和利用人力资源的一九六五年十

二月二十日笫二0八三号决议 (XX)，关于训练国家

技术人员，以加速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一九六五年十

二月二十日第二O九0号决议 (XX) 和一九六七年

十一月三日第二二五九号决议 (X X Il) ，关于受过训

练的人员从发展中国家外流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五

日笫二三二0号决议 (X X II) 和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七日笫 二四一七号决议 (xx m)，以及经济及

社会理牢会一九七一年 五月十九日笫一五七三号决

议(L),

念及为了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过扫

除群众贫穷、不平等、文盲以迅速改善它们的社会结

构起见，除其他事项外，必须有一项整体的技术发展

策略，

深知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虽然集中于研究及

其实际上的应用，以促进本地技术和修改后的外来技

术， 但也必须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得到大规模传授主

要在发达国家中积累下来的适当技术知识的利益，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拥有科技上受过训练的本地人

员，对于它们进行下列工作，断然是异常的重要：

75 E/ 5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