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人会－第．十四屈会议

十分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和其它国家、国际人追

义组织在向柬埔寨平民提供救济援助方面所起的仵

用，秘书长在召开向来埔蔡人民提供紧急的人道主义

救济认捐会议（一九七儿年1 寸j IiH 举行）力面所采

取的主动和各国在该会议上所作的认扑l仇

喃信能够确保柬捕泰l权和独:1 的政治斛决是该

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所必不可少的，

璃认各国人民有权{+没打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

自己的前途，

强调各国在国际关系中小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

侵犯任何一国的上权、领上完整和独立，并肋严格心

守和平解决争端和不十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1. 强烈呼吁各国以及国家和因阮人逍 I: 义组织

紧急地、不加歧视地给柬埔本平民，包括个邻国J求

避难的平民，提供人道 l3 义的救济；

2. 要求各国采取紧急措施，把在那此国家甲的

失所柬埔寨人项新安罚到别处；

3. 欢迎秘书长继续努力协调救济援助，确保援

助分配给应受援者；

4. 敦促冲突各方给f一切合作，以便利人道 i:

义的救济丁动作；

5. 要求冲突各方完个遴守人权某本原则；

讥 决定促成柬埔栾人民 {1没h外米 1 沸、 l＼卧

拟和胁迫的估况卜民 I地选扦 I,l 己的政府；

1 ]. 清 f必、书长密切汁视｝＇，}势，月进行价航．以

h助 l：和平俯决问题：

12. 又请秘书长探讨是否 11［能举行柬埔本问题

川阮会议， f1为执行个决议的 种力式；

13. 井请秘书长｛，心｀片时候尽早小儿丿＂｝势向成员

国捉出报焊

1 1. 决定将“束埔＇泰屈势＂的项 II 列入第 1· li 

屈联人临时议札＼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第六十七次全体会议

34/30. 宋浦路斯问题即

大会，

审议了窊浦路斯问题，

回顾其丿LL四年十一月 ！ l 奶 3212 CXXIX) 

号决议及以后h又此问题的各项决议、

考虑到不容计以武力取得领 L的原则，

回顾举行次义 ji塞沛路斯问题国际会议的．，这

见，

6. 进一步要求冲突各方立即竹止-切故对行 深为关切塞浦路斯危机的拖延不决，继续严币威

动； 胁国际和平与安个，对联合国关千寒浦路斯问题的各

7. 要求所有外国军队立即撤出柬埔寨，并要求

所有国家不采取任何侵略行动或进行任何侵略威胁，

也不对东南亚各国内政进行任何形式的臼肛

8. 敦促冲突各方根据联合国宪衍以和平方式解

决争端；

9. 呼吁各国不对柬埔寨的内政进行任何干涉，

以使柬埔寨人民能什没有外来干涉、颠覆和胁迫的情

况下决定 f1 己的前途和命运，月严格哼币柬埔泰的L

权、领土完整和独立；

＠参石 SG/CONF.J/SR豐 1 和 2。

坝决议仍然未获执行，深表遗憾，

欢迎一儿七儿年五月十儿 H 的卜点协定， Q9

深为关切两肤谈判缺乏进展，

痛惜外国武装部队和外国军＇µ人员继续驻留塞浦

路斯共和国领土及其部分领土仍被外国军队占领的 ·H

实，

又痛惜所有改变寒浦路斯人口结构的单方面行

动，

碌参石笱｝ \'J Il几l,i 5 和凇 I llll 亨 R.3, 111 34/c108 勺决也。

SIg,\34/620, l!f-tf'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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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社凇按照《联合同光 1;1)) 和联合国各坝h 义

决议的规定它不迟延地以和中力式俯决寒油路斯问

迪，

1. 重申其个面支抖寒汕路斯共和国的 I杖、独

立、领 I'沁束＄、夕允 利 1 小 fii \卧，）i 冉次牧求书'll对该

国巾务的会切外国[·伽

2. 表示支持 儿 L 儿 “I II. Jl l 生儿 11 {1 秘书长 i

持下达成的 l”,1炽协定：

3. 肯定如1n路斯只和国及其入民对 l·..）怎礼li 路斯

全部领 l：及其 I,I 然如原和其他贷沥l';lh 允分 h效的 i

权和控制权， Ji 1 ［呼吁所行国家支持和协助寒汕路斯

政府行使 l．述杖利；

,1. 要求立即切实执行大会一致通过的、 Ji·经－

儿七四年十飞丿 l-t - ll 安个珅 '1, 会给 365(1971) 号决

议表示赞同的第 3212 (XXIX) 号决议，以及人会和

安个押＇l~ 会后米通过的关千寒浦路斯问题的各坝决

议，这此决议提供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合理某础；

5. 要求所行外国武装部队和外国痄＇l［设施立即

撤出寒浦路斯共和国；

6. 请秘书长继续为两族代表的谈判进行斡釭

7. 要求尊币所有塞浦路斯人的人权，并制定紧

急措施使难民安全而自愿地返回他们的家乡；

8. 要求两族代表在秘书长的主抖下，以打意义

的、着手结果的建设性方式，紧急恢复谈判，根据

九七九年五月十九日的协定，在平等的地位上自由进

行谈判，以期尽早达成基于两族基本合法权利而为彼

此所能接受的协议；

9. 促请有关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以

免对以和平方式公正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前

景，发生不良影响，并促请有关各方什秘书长根据人会

和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执行其任务时给予充分合

作，并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充分合作；

] 0. 欢迎关千寒浦路斯全面非军事化的提议；

11. 再次建议安全理事会应审查其各项打关决

议在一定时限内的执行问题，此后如有必要，应按照

«联合国宪章叶的规定采取一切适当的、切合实际的措

施，以确保联合国又 l')；Li甫路斯问题的各项决议得以

迅速仆效地付出执们；

12. 请柲书长 j． 儿八＼ \ ｛ 1.．·.月飞十-. l l 以前，

忧根据 儿 L 儿 1i1, I,- J l I 儿 11 协定进行两肤谈判所取

得的进展向人会提出报仇；

I 3. 如果秘书长报告 (1: I述谈判方面缺乏进展，

则授权人会第 !·四屈会议 i)，书住命·个由个超过 L

个会员国组成的牡设委员会；

1 1. 请特设委员会同秘书长保抖联系，以使他

促使两版谈判圆淌＇几成：

15. 又请特设委员会同秘书长进行协商，为执

行大会又厂肛浦路斯问题的所 fr {1 又决议建议·此步

骤，月促进这此决议的执行：

16 . 决定将赻为＂，如们洛斯问题”的项 H 列入纶

: t · Ii屈联人的临时议和，升悄秘书长继续il ，心个决

议的执行情况，月，；九各｝丿 lhi 问题向该屈会议提出报

八·.
11 0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七十四大全体会议

34/63. 和平利用核能促进经济和补会

发展

大会，

审议了国阮原［能机构提交人会的 儿七八什什

度报告，凶

注意到秘书长按照·儿 L 八什十 月 ·.II 人会给

33/,1 号决议提出的报仇， i;l_l

再次认识到加强国际原千能机构促进和平利用核

能方面的竹用 Ji增加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这领域的

技术援助资源， 十分币婓，

念及核能对纾济发展的币要VI不断珀加，特别足

对加速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牧竹用，

(j.o) I 1 \ I外加ffi七十It tIJ. <, JL LI,\ ' 1',I l 艾扑i 店》( )L L)L 什

八月，贝地利） ; 1 久寸＼i 们已山 f心 II I~ 只 坝说叫(\ 3 \ / 197) ＼、i_

文人气各会员 11,\ 。

@ A34 197 和 Add. 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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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一丿月八日第 32/50 号决议中

关于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和社会发展而促进核技术转计和利用的国际合仵的各

项原则和条款，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伈妇 1中关各

段，

注意到一九七儿年九月－： n 罕九日什哈瓦纳举行

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支持召开·次促

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的国际会议，＠

1. 决定按照大会第 32/50 号决议的 H 标，原则

上于一九八飞年之前由联合国系统卞持并由国际原子

能机构发挥适当的作用，召开｀次促进和平利用核能

国际合作的国际会议；

2. 请所有国家将其对此一会议的议程、日期、期

间和其他与筹备有关事项的意见通知秘书长；

3. 请秘书长促请所有国家将其对 l．．文第 2 段所

提事项的意见通知他，并请秘书长就此向大会第勹十

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笫八十二次全体会议

34/64. 文化财产应送回或归还本国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勹年十勹月十八 H 第 3026 A 

(XXVII) 号、一九七：．年 t · -~．月十四 Fl 第 3148

(XXVIII)号、一九七三年十－三月十八 H 第 3187

(XXVIII) 号、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第 339HXXX)

号、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十 H 第 31/40 号、一九七七

年十一月十一日第 32/18 号和一九七八年十勹月十四

日第 33/50号等决议，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

事的报告@,

意识到把具有基本精神与文化价值的文化财产送

＠绾 S - 10/2 3 决议。

＠参石 A/34/542, 附 f| ，：h ,1 ＇J, 布 233 仪。

@A/34/529和 Corr.1, 附 f'I 。

同本国，作为它们具{i代人刊的文化选产，对千这此

国家极为币要，

重申送同或叮还－ rk) 的艺术品、历史义物、忳物

馆珍品、手稿和文件以及任何其他文化或艺术珍品．

是加强国际合竹及保有和进 步发扬义化价 h',．．的 个

步骤，

支持联合国教行、科学及文化组织总1·,l} ·儿七

八年六］］七 l1 的庄严呼吁，收求把不可取代的文化遗

产送还原 i·· 灯

1. 赞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义化财

)＇，,：应送回或归还本国的 I{1 1所什的贡献；

2. 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继续 h效地

努力，：｝求述、竹办认解决关于送回或们还文化财产的

问题， Ji敦促各会员冈什这力面 ij 该组织密切合仵；

3. 请各会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特别是订立

双边办认，以便送同或们还义化财产；

1. 欢迎联合国教有、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给·.

十届会议设立促使文化财产送回本国及将~I．法掠夺的

文化财产盯还原卜政府间委员会；心/i\

5. 请各国政府加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

织大会一儿七 C) 什 1· ·月十四 i1 通过的《关 l: ，禁止和

防止文物非法进 ll 、出口和轧移所打权的方法的公

约））分；

6. 吁请各会员国鼓励大众行传机构、教育机构

和文化机构，针对文化财产应送回或归还本国问题，努

力激发更强烈、更忤遍的良知；

7.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使联合国参与联合国

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行动，以促使文化财产送回

或归还本国，特别是为此 H 的动员联合国的订传机

构；

8. 请秘书长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

干 'lt 合作，向大会第］．十六届会议提出报们，载述本

动 1IIl 1, ;B 5 仪。

远同 1，附fl，附水 。

勃联合 1 月教 fr 、 f1 学及义化组织，«人会记求，小 1· 六屈

会以汃忱一在，«决议»,处义个纠\ 135 - 141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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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及以前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的执行情

况；

9. 决定将题为“文化财产应送回或归还本国”的

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笫八十二次全体会议

34/65. 巴勒斯坦问题

A 

大会，

回顾并重申其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3236

(XXIX) 号、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第 3375 (XXX) 

号和第 3376 (XXX) 号、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第 31/20 号、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日第 32/ 40 A 和 B

号决议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七日第 33/28A 至 C 号决

议，

审议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

报告，勃

听取了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

发言，＠

1. 深切关怀巴勒斯坦问题尚未得到公正解决，

因而这个中东冲突的核心问题继续加剧中东冲突，并

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2. 重申除了别的以外，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实

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返回其家园并

在巴勒斯坦实现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以此为基础，

对巴勒斯坦问题达成公正的解决办法，否则不能在中

东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3. 再次戛求根据大会第 3237 CXXIX) 号决议，

邀请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平等

地位与其他各方共同参加联合国所主持的关于中东问

题的一切努力、讨论和会议；

雹«大会正式记求，第三十四）田会议，补编第 35 >片(A/

34/35 和 Corr.I) 。

逸 I,1] 上，«第三十四屈会议，全体会议汃弟L |· L 次会

议，弟 70 至118 段。

4. 赞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

在其报告第 52 至 55 段中所提出的建议；

5. 对于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

提出并经大会第 31/20 号、第 32/ 40 A 号和第 ~3/28

A 号决议核可的建议尚未执行，褒示遗憾和关切；

6. 遗憾地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尚未采取大会第

32/ 40 A 号决议第 4 段请它采取的行动；

7. 再次敦促安全理事会审议大会第 31/20 号、

第 32/ 40 A 号、第 33/ 28 A 号和本决议所核可的各项

建议，并尽快作出决定；

8. 如果安全理事会未能在一九八0年三月三十

一日以前审议这些建议或作出决定，则授权井请巴勒

斯坦入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审议此种局势并作

出其认为适当的建议；

9. 决定将题为“巴勒斯坦问题”的项目列入第三

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笫八十三次全体会议

B 

大会，

回顾和重申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七日第 33/28 A 

号决议第 4 段中的声明，即旨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

协定只有在联合国及其乃宪章乃和决议的范围内，以巴

勒斯坦人民充分实现和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为基

础，包括返回其家园并在巴勒斯坦实现国家独立和主

权的权利，并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才能生效，

注意到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

报告第 33 至 35 段，创

1. 关切地注意到戴维营协议是在联合国范围外

订定，未经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

与；

2. 拒绝接受该协议的各项条款，这些条款无视、

的同!·.,《勾＼＿ I 四｝甫会议，补偏弟 35 号>CA/34/35 和

Cor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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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违反或否定了巴勒斯扣人民根据《联合国宪芹卢

应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返回家园的权利、 H 决

的权利和在巴勒斯坦实现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 Ji·

且裕意让以色列和容任以色列练绞占领它从上儿六L

年以来所占领的巴勒斯坦领l:;

3. 强烈谴责一切局部的协议和单独的条约，这

都是公然违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吵贮；勹的原则和

各种讨论巳勒斯坦问题的国阮论坛所通过的决议；

4. 声明戴维仵协议和其他协议就其总图决

定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儿六 L什以来以色列所占领巴勒

斯坦领上的前途而言，足没 h效力的。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笫八十三次全休会议

C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 H 第 3376CXXX) 号

决议、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 H 第 3]/20 号决议、一

九七七年十二月二 H 第 32/,10 A 和 B 号决议和一儿七

八年十二月七日第 33/28 A 个iC 号决议，

审议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

报告，补

]. 感谢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 lIf剥夺权利委员会

为执行大会指定的任务所{1 的努力；

2. 请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继

续审查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情况，并千适、竹时向大会

或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和建议；

3. 授权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

继续作出一切努力，促使其建议获得执行，并于其认

为具有适当理由出席时，派遣代表团或代表参加国阮

会议，并就此书向大会第」十 h屈会议和以后历届会

议提出报告；

4. 请根据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寸」大会第 19,l

(III) 号决议设立的巴勒斯坦和觥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其

创同 l。

他与巴勒斯扣问题h义的机构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小

II［剥夺权利委员会允分合 f1，月应后者的要求，向它

捉供机凡的仆关估报和义件；

5. 决定将巴勒斯扣人民行使不III剥夺权利委员

会的报告散发给联合囚所 hi竹机构，泊它们 J迫、1,1

时按照委员会的执行方东采取必收的行动；

6. 请秘书长练纹向巴勒斯扣人民行使不可剥夺

权利委员会提供为执们其任务所必牧的一切便利。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一 oc)次全休会议

D 

大会，

审议了巳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

报告，心

特别注意到该报仇第 45 个[ 51 段所载的情报，

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勹日第 32/40B 号决议

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七日第 33/28 C号决议，

]. 请秘书长参照根据大会第 33/28 C 号决议第

3 段所进行的协商，将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特别小组币

新命名为巴勒斯坦入民权利司，并对其提供必要的资

源，使其履行大会所指定的扩大任务；

2. 井请秘书长确保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同巴勒

斯坦人民行使 4;lII 剌夺权利委员会协商，并在其指廿

卜．：

(a) 继续履行大会第 32/40B 号决议第 1 段详

细规定的任务；

(b) 执行顶扩大的］作方案，内容除其他 1i

项外，包括：

(.) 在联合国内以及同非政府组织建立密切合

仵；

(..) 在 儿八勹－ －儿八一两年期内举办四次

讨论会， 卞持每年的练习生方案，并安排

巡回演讲；

驾！ 11] /。



未经发交卞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议 27 

() 监测影响到巴勒斯扣人民不 llf剥夺权利的 特别回顾其 儿 L Ii勺十月 I· -•. fl 接纳科序罗

各种政治发展和其他h关发展； 为联合国会员国的第 3385CXXX) 号决议，其中大会爪

（四） 协助编制询报等视觉资料： 巾必须哼币科）卒罗的统·和领 1完整，科摩罗群岛包

(I 1) 扩人巴勒斯扣人民权利司所发行刊物的内

容，以包括二切｛］又巴勒斯扣人民权利的

问题

3. 又请柲书长确保新间部和秘书处其他单伈给

予充分合仵，以使巴勒斯扣人民权利 n] 能够执行其任

务；

,1 . 请各国政府和各组织「巳勒斯扣人民行使不

lIf剥夺权利委员会和巴勒斯扣人民权利司执行其任务

时给f合仵；

5. 请秘书长指示联合国邮政管理处发行·组联

合国纪念邮票，尽措广泛＇订传巴勒斯坦人民的严币囚

境和不可剥夺权利；

6. 清会员国每年在十J] ．十儿 Il 纪念占援巳

勒斯坦人民国际日，并为此发行特别邮票；

7. 请秘书长指示新闻部，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

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协商，在联合国总部公共地力举

行照片展览，以便使游客知道巴勒斯抇人民的严币困

境和不可剥夺权利。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00次全体会议

34/69. 科摩罗马约特岛问题

大会，

回顾其载有«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fi 言））的

一九六0年十二月十四日纶 1514 (XV) 号决议和载 h

充分执行该宣言的行动方案的一九七0年十月 t· ·. f-1 
第2621 CXXV) 号决议，

回顾其以前各项决议 杆别是一, 九七三年十二月

十四日第 3161 CXXVIII) 号决议、一儿七四年十二月

十三日第 3291 (XXIX) 号决议、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

一日第31/4号决议和一九七 L年 1｀一月－ ll 第32/7号

决议，其中大会除了别的以外，确认科摩罗的统一和

领土完整，

括昂仙昂岛、人科）斗罗岛、 I1 约特岛和莫埃利岛，

深信若婓公瓜持久地解决 I}约特岛问题，就必

须炸币科｝卒罗群岛的上权、统和领上完整

铭记着 ll 洲统 组织、不结盟国家运动和伊斯V

外交部长会议又j勹这个问题的所－h决定．

1. 再次确认抖庥罗伊斯立联邦共和国对 I}约牡

岛的 t 权；

2. 呼吁认国政府尽早 J干始同科摩罗政府谈判．

浴实联合国各项 h 又科序罗竹约特岛的决议；

3. 请联合国秘书长同仆洲统．组织秘书长联

系，对寸1 1}双方捉供一切必收的协助，并就此．－问题

的发展情况向人会第 I· r1屈会议提出报仇；

1. 决定将题为"fI 冲罗｝绚牡岛问题”的项 11 列

入人会给二十 fi: 屈会议临时议和。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

第九十二大全体会议

34/70. 中东局势

大会，

讨论了题为“中东讨势＂的项 [1,

回顾其以往关］二这个议题的各项决议，特别足一

儿七几年卜二月五 ll 第 3114(XXX)号决议、一九七

六年 f.二月儿 H 第 31 / 61 号决议、 －儿七七年 I·-.月

二十li H 第 32/20 号决议、 儿 L八年 1^ －4 月七 II 纶

33/28号和第33/29号决议，

又回顾其一九七九仆卜一月－• +儿 f1 的第 34/65
号决议，

考虑到一九七儿年九月一 1] 至九日在哈瓦那举行

的第六次小结盟国家和政府肖脑会议＠和一九七九什·

L 月 1 上 L H 个．身 I· I! fl'炊罗维寸l，举行的仆洲统组织

和参石\/3 l 5 1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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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十六屈常会＠都支持巴勒斯扣

人民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为争取中东的贞正、个面、公

正和持久的和平，为巴勒斯扣人民充分行使其不 i1f剥

夺的民族权利而对以色列侵略进行斗争的正义＇忙Iv.'

深切关怀丿L六七年袚占领的阿拉伯领 1：继续被

以色列非认占领已经超过l. ．什，而巴勒斯坦人民经

过飞十年后，仍然不能行使其不itf剥夺的民族权利，

重申』联合国宪祁》不容以武力取得领1··，所有以

武力手段占领的领上都必须归还，

又重申迫切盂牧在充分叶币«联合国宪章》原则和

各项有关中东局势和巴勒斯扣问题的决议的某础 l上、

建汒中东地区公正、个面和持久的和平，

深信早 H 召开中东和平会议，由一切有关各方包

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按照人会h 关决议，特别是一儿

七五年十一月十 H 第 3375CXXX) 号决议的规定参加，

是实现该地区的公正拉久斛决办认的必要条件，

1. 谴责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宪祁入国际法原则

以及联合国各项打关决议，继续占领巴勒斯抇和其他

阿拉伯领土；

2. 再次宣布和平处不可分割的，中东问题的公

正持久解决必须以联合国主持下的－项个监解决办法

为基础，该办法应考虑到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所打

各方面，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其－切不叶剥夺的

民族权利和以色列撤出一切被其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

斯坦领上，包括耶路撒冷仆内；

3. 谴责侵犯巴勒斯坦人民的各项公认的权利、

违反公正令面解决中东问题、确保在该地区建立公正

和平的原则的一切局部协议和单独缔订的条约；

4. 重申只有在以色列遵照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

的规定，从所竹被其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

土撤走，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并行使人会在一九七四年

十一月二十二 H 第 3236 CXXIX) 号决议中所确认的不

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可使该地区所

有国家和人民都在被承认的、安令驯界内和平安全生

活的全面公正持久和平；

＠芩石A/31/552 。

联 I I 囚 l扣卜＾并由苏维埃补3 重新戛求早 fl 在．入．．． I·-

会 l．义共和国联盟和义利”户合众国任联合卞席召 Jf 中

尔和平会议，由一切打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根据人会第 :-l375 (XXX) 号决议什平等的华础 l.

参加：

6 . 促请冲突各方和．切其他付关方面努力达成

．顶针对问题的所｛］方面，并在联合国范围内由所什

{iX. 各方参加制定的令盘解决方认；

7. 请安全押＇l上会在履行《宪§:»所规定的贞任

时，采取今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各

什关决议，包括人会第 31 /65A 号决议和本决议的执

行，并促成旨什建立该地区公正持久和平的个盘解决

办认；

8. 请秘书长继续注意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将大

会第一十四届会议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胁势的记

求提交安全理事会，并通知所 {i各方，包括中东和平

会议联合k席；

9. 还请秘书长就情况的发展定期向安全理事会

提出报11，并就中东情况发展的所有方面向大会第：

I· 斤届会议提出报仇。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

笫九十二次全体会议

34/92. 纳米比亚问题＠

A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工作方案

大会，

审议了纳米比亚问题，

审查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匈及给予殖

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i 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仵

中的 11关各祚，宝

岱参石笱｝ ，I1.II凡l / i 6 和笱l !·.-;,;: B. 6 笥l 31.1421 号决忙。

（凅《人会，1人工 R，冶 I四屈会议，补编：B 21 \门 (A;

:ll'21 利 iCorr.1) 。

（3？同!·.,«补编 '11 23 ',}»(A /3.1'23/Rcv.l) ．'.~"";-.、

Ir". fl I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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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其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第 2248(S- V) 号

决议规定成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纳米比亚

的合法管理当局，直至其独立为止，

重申纳米比亚领土和人民是联合国的直接责任，

而且必须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在统一的纳米比亚达成

自决和独立，

深信在拟订和执行理事会的工作方案以及任何与

纳米比亚人民有关的事项上都有迫切需要同西南非洲

人民组织加紧进行协商，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为履行大会

第 2248(S- V) 号决议及其后有关纳米比亚的各项决

议付托的职责所作的努力，

1. 核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包括其

中所载的建议，并决定为各项建议的执行拨出充足经

费；

2. 决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作为纳米比亚

独立前的合法管理当局和作为联合国一个决策机构履

行职责时，应：

(a) 痛斥南非一切骗人的制宪或政治计划，该

国企图借此对纳米比亚人民和资源永远施行殖民压迫

和剥削制度；

( b) 竭力保证对未按照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六年

一月三十日第 385(1976) 号决议和后来所有各项决议

的规定在纳米比亚领土全境由联合国监察和监督举行

自由选举产生而在温得和克成立的任何行政机构或实

体，不予承认；

(C) 确保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领土完

整，包括全部沃尔维斯湾地区在内；

(d) 反击南非对纳米比亚人民、对联合国及纳

米比亚合法管理当局一—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政

策；

(e) 继续动员国际方面的政治支援，迫使非法

的南非行政机构按照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撤

出纳米比亚；

(f) 为进一步适当执行其职责，必要时于一九

八0年在非洲举行一系列尽可能高层的全体会议，并

请秘书长支付在非洲举行这些会议的费用和为会议提

供必要的丁什作人员及服务；

(g) 向主要的舆论制造者、新闻机构领导人、

政治和学术机构及会员国内其他关心的非政府组织，

报道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目标和职责及纳米比亚

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斗争，并且同

这些人士和机构进行协商，在特别场合邀请它们参加

理事会的讨论以争取它们的合作，从而确保最有效地

动员舆论以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事业；

(h) 代表纳米比亚，确保纳米比亚的权利和利

益在所有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机关和会议里得

到适当的保障；

(i) 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充分执行并遵守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颁布

的«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第一号法令兑0 的各项规

定，并采取为帮助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其他必要

措施；

(j) 拟订协助纳米比亚人的政策，井协调各专

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及机关提供纳米比亚

的援助；

(k) 作为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的保管机构，并

以这个资格管理和运用基金；

(1) 在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协商下，协商、规

划和指导«纳米比亚建国方案汃

(m) 为设在卢萨卡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所提

供主要准则，并拟订原则和政策；

(n) 在拟订和执行工作方案时，以及对任何与

纳米比亚人民有关的事项，斟酌情形继续同西南非洲

人民组织进行协商；

(0) 继续将其认为必要的行政和管理职责委托

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纳米比亚专员应将执行职责的

情况向理事会提出报告；

3. 决定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预算中增列

函同上，«邓＿ l儿屈会议，补编第 24A 号) (A/9624/ 

Add.1) ，第 84 段。该认令的定个已仆《纳米比业官方公报第 1

号》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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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供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纽约办事处之用，以确保

纳米比亚人民通过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联合国有适当

的代表；

4. 决定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提出要求时，

继续支付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代表的费用；

5. 宣布联合国保证促成纳米比亚的真正自决和

民族独立，并宣布联合国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制订

的一切方案都将按照大会的各项决议予以执行，以支

持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唯一真正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

民组织的领导下，为达成纳米比亚的真正自决和国家

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6. 请秘书长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协

商，审查为理事会服务各单位的需要，以便各该单位

充分执行因纳米比亚的新局势而产生的一切新的工作

和职务。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00次全体会议

B 

加强和协调联合国支持纳米比亚的行动

大会，

审议了纳米比亚问题，

审查了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画及给予殖民地国

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们中的h

关各章，＠

回顺其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第 2145(XXI)

号和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 H 第 2248CS- V) 号决议，

以及后来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

又回顾一九七八年五月三 H 大会第 S/ 9 - 2 号决

议所载的＂纳米比亚宣言吁肛支持纳米比亚自决和国

家独立的行动纲领汃

重申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是纳米比亚人民与生俱

来的权利，外国经济利益在镇压性非法的南非行政机

构保护下掠夺这此资源是违反《联合国宪东叶的原则及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有关决议的，

痛惜有些国家的政策，不顾联合国的有关决定和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 H 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继

续与自称代表或就纳米比亚采取行动的南非维持外

交、经济、领事和其他关系，并r［在军事或战略上进

行勾结，所有这一切在效果上都足支持或鼓励南非违

抗联合国，

强烈谴责一此外国经济、金融和其他利益集团继

续给予非法的南非行政机构的支持，它们与南非勾

结，剥削纳米比＼W国际领土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使南

非对该领土的非法和种族主义统治更形牢固，

意识到有必要继续动员世界舆论反对外国经济、

金融和其他利益参与剥削纳米比亚的人力和自然资

源，此种剥削帮助南非永远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 霎求尚未这样作的国家，遵守大会和安全理

事会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的有关规定和国际法院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咨询意见；

2. 敦促尚未这样作的国家，同南非断绝与纳米

比亚有关的经济关系，并采取措施，迫使南非政府按

照大会第 2145CXXI) 号和第 2248(S-V) 号决议以及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后来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的规

定， 立即自纳米比亚撤出；

3. 宣布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是纳米比亚人民与

生俱来的权利，外国经济利益在高压手段的种族主义

殖民地行政机构保护下，违反«联合国宪章入大会和

安全理书会各项有关决议及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一

儿七四年九月一·+ LH 颁布的«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
源第一号法令汃＠对这些资源进行开采，足非法的．

并 H帮助维持非法的占领政权；

@< 儿L {I I1 、II外认院 ii 报，咨询意见， 1HIH寸映安个

则 'J1· 会；书 276(1970))少决议，外入纨招引纳米比＼W(四南 II 洲）对

函同!·., {~.j';-c 十四屈会议，补、编第 211 \}>)八 3121 和 1 各国的认 ii门）口贮，处义 ,j,:, ？才N 16 汇

Corr.1) 。 归人会［！式记水，：书 1 儿屈会议，补编沦 2,iA 1,片(A

徇同上，《补编第 23 3》 (A/34/23/Rev.1) ，忱·、 、 、 9624/ Add,1) ，沿 81 段。该认令的定个已缸纳米比业1`f 力公

五和九章。 报仇 1·l只中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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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强烈谴责在南非非法管理下的纳米比亚经营

业务的所有外国公司剥削该领土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活

动，并要求立即停止这种剥削；

5. 呼吁各国政府劝阻各该国的私人投资商在纳

米比亚经营商业，因为这样作会使南非政权获得额外

资源以充在纳米比亚施行镇压政策的军费；

6. 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与向南非供应武器

和军火的公司联系，敦促它们停止这种活动；

7. 再次戛求所有会员国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

保充分执行并遵守«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笫一号法

令»的各项规定，并采取协助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

的其他必要措施；

8. 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继续努力执行《保

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第一号法令汃

9. 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继续调查外国经济

利益开采纳米比亚铀矿和进行交易的情况，并将调查

结果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10. 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向有公营或私营

公司在纳米比亚营业的各国政府说明此种经营的非法

性，并声述理事会对此问题的立场；

11. 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同在纳米比亚营

业的外国公司的管理和经理机构接触，向它们发出警

告，使它们知道在纳米比亚从事经营的非法基础以及

理事会对此问题的立场。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一00次全体会议

C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纳米比亚问题

采取的行动

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中的有关各章，＠

回顺其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第 2248CS- V) 号

决议其中规定设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管理该领

土，直到其独立为止，

考虑到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马普

托举行的支持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国际会议通过

的«支持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的马普托宣言》和

«争取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解放的行动纲领»,@

回顾一九七八年五月三日大会第 S/9- 2 号决议

所载的《纳米比亚宣言》和«支持纳米比亚自决和国家

独立的行动纲领汃

考虑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代表的发言，＠并认识

到纳米比亚境外的纳米比亚人迫切需要从各专门机构

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获得具体援助，

重申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有责任

在各自职权范围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确保充分而迅

速地执行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各项决议，特别

是作为优先事项，向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唯一真正的解

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提供道义和物质援助，

1. 请所有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及

会议，给予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以正式成员的资格，

使它作为纳米比亚的管理当局，能够以这个资格参加

这些机构、组织和会议的工作；

2. 请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的其他组织，

对纳米比亚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出席的期间

豁免纳米比亚的摊款；

3. 请所有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和会议，

确保纳米比亚的权利和利益得到保护，并在有关纳米

比亚的此种权益时，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

纳米比亚的管理当局以正式成员资格参加；

钞 Illl 1··, «补编绾 23 号» (A/34/23/Rev.1) ，第一、二、三、

大会， h和儿牧。

@A/32/109/Rev.1 - S/12344/Rev. 1, 附 fl 1f。印本见

审查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及给予殖 《反个 j1f1f 会止式记求，第．十 什， JL L L{i L 月、八月
和儿月份补编》。

呾ll,«第三十四屈会议，补编第 24 \只 (A/34/24 和 ＠《人会正式记录，釬~ --:1 四届会议，个体会议», ~儿 1·
Corr.I) 。 一次会议，第 38 - 7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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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决定按照其设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为大

会机关的一九六四年十二月飞十日第 1995(XIX) 号

决议第一节的规定，给予纳米比亚在该会议的正式成

员资格，由作为纳米比亚合法管理当局的联合国纳米

比亚理事会代表出席；

5. 决定按照其召开第飞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第 3067 (XXVIII)号决议第

8(b) 段的规定，给予纳米比亚在海洋法会议的正式成

员资格，由作为纳米比亚合法管理节局的联合国纳米

比亚理事会代表出席。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一00次全体会议

D 

纳米比亚建国方案

审查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建国

方案的报告，＠

回顾其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第 2145 (XXI) 

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由联合国对纳米比亚负起直接

责任，并回顾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第 2248 (S- V) 

号决议，其中大会规定成炽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以

管理该领土直到独立为止，

又回顾其一九七八年五jJ ::-: E］第 S/9 - 2 号决议

所载的«纳米比亚宣言》和«支持纳米比亚自决和国家

独立的行动纲领汃

又回顾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31/153 号

决议，其中决定在联合国系统内推行一项综合援助方

案，时间包括独立斗争时期和纳米比亚独炽后的起初

儿年，

意识到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

争取自决、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已达到了决定性的阶段，

认识到既对纳米比亚负起直接责任，联合国及其

＠同!·.,《绾二 1 四屈会议，补编馅 21 \})>(A/31/24 和

Corr.I) ，第卷，奶六 I\＇I B 们和同!·., «补编罚\ 211A',}» 

(A/34/24/ Add.I) 。

会员国也就负有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援助纳米比 IW 人民

的责任，

回顾其决定设立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的一九七勹

年十二月九日第 2679CXXV) 号决议，以及其后关 r

该基金的各项决议，

赞扬各专门机构特别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为在《纳米比业建国方

案））构架内向纳米比亚提供援助所采取的步骤，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执行与《纳米

比亚建国方案））有关项目方面作出的贡献，

重申其对纳米比亚人民和领土履行职责的决心，

1. 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该领土独立

前的合法管理讶局，在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协商卜．，

继续指导和协调《纳米比亚建国方案））的规划和执行，

使各右门机构及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和机关对纳米

比亚人提供的所有援助措施合并成为一个联合国系统

的综合援助方案：

2. 对«纳米比亚建国方案））已取得进展，使独立

前的各组成部分进入了执行阶段，褒示赞扬，并请联

合国纳米比亚理仆会在适当时候拟订和审议有关该方

案过渡阶段和独立后阶段的各项政策和应急计划；

3. 感谢对«纳米比亚建国方案））作出贡献的各片

门机构及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和机关，并要求它们

维续以下列方式参与«建国方案））：

( a) 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核可的项目；

Cb) 应理仆会的要求，拟订新的项日建议；

(C) 从它们 l,l 己的财政资源中划拨经费以执行

理＇扦会核可的项 ll;

4. 请各七门机构及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和机

关，在规划和倡议新的援助纳米比亚措施时，尽可能

使其与«纳米比业建国方案））的内容配合；

5. 感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纳米比亚建国方

案））筹款和管理方面作出的贡献，并要求该署于联合

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要求时，继续从供纳米比亚用的指

示性规划数字中划拨款项，以执行«建国方案））内各项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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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感谢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对«纳米

比亚建国方案»的重大贡献，特别感谢它对纳米比亚

人民文化特性的注重以及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密切合

作，为纳米比亚人民拟订和执行一项教育方案；

7. 感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对«纳米比亚建

国方案»的重大贡献，特别感谢它同西南非洲人民组

织继续密切合作，注重培养纳米比亚人的农寸V技术；

8. 感谢对«纳米比亚建国方案»作出自愿捐助的

所有国家政府、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个入，

并呼吁它们通过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对《建国方案M乍

出其他的财政捐助；

9.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呼吁

各国政府、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通

过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向《纳米比亚建国方案»提供更

多的财政捐助；

10. 请秘书长向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办事处提

供必要的资源，使它能够以执行«纳米比亚建国方案》

的协调当局的资格，履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委托

的职责。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00次全体会议

E 

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

大会，

审查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关于联合国纳米比

亚基金的报告，够

回顾其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第 2145 (XXI) 

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由联合国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

的委任统治，并对该领土负起直接责任，直到其独立

为止，并回顾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大会第 2248

(S-V) 号决议，其中大会规定设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

事会，

@r,i] 上，第六辛。月参石«人会 ,J式记水，笱｝．I 四屈会

议，补编第 24 A 号}(A/34/24/Add.I) 。

又回顾其一九七飞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3112

CXXVIII)号决议，其中指派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为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的保管机构，

重申其按照大会第 2248(S-V) 号决议及其后大

会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继续对该领土履行职责的决

, 、
、

LJ 

念及联合国既对纳米比亚负起直接责任，就接受

f对纳米比亚人民为争取在统一的纳米比亚实现自

决、自由和国家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给予一切可能支援

的庄严义务，

深信需要向受南非镇压和歧视政策之害的纳米比

亚人及其家属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质援助，

1. 注意到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关于联合国纳

米比亚基金的报告，并核准其中所载各项结论和建议；

2. 感谢对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作出自愿捐助的

所有国家、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各

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

3. 决定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资源的运用也应在

执行《纳米比亚建国方案»的范围内加以考虑；

4. 决定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从联合国一九

八0年度经常预算中拨款 500 000 美元给联合国纳米

比亚基金；

5.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加紧呼吁

各国政府、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及个人向联合

围纳米比亚基金慷慨提供自愿捐款；

6. 请各国政府再度呼吁它们本国的组织和机构

向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提供自愿捐款；

7. 感谢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给

予纳米比亚人的援助，并要求它们同联合国纳米比亚

理事会协商，优先拨款向纳米比亚人民提供物质援

助；

8. 感谢联合同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为援助纳米比

11]i.难民所作的努力；

9. 决定纳米比亚人应继续有资格通过联合国南

部非洲教育及训练方案和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获得援

助；



34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10. 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就本决议的执行

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00次全体会议

F 

传播关于纳米比亚的新闻

审查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及给予殖

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中的有关各章，＠

回顺其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第 2145 (XXI) 

号和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第 2248 cs — V) 号决议以

及其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

又回顾一九七八年五月三日大会第 S- 9/2 号决

议所载的《纳米比亚宣言》和«支持纳米比亚自决和国

家独立的行动纲领汃

强调迫切需要继续不断换起世界舆论．以便有效

地协助纳米比亚人民在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达成自

决、自由和独立，特别是加紧广泛和继续不断地传播

关于纳米比亚人民在其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指

导下进行解放斗争的新闻，

重申以宣传为工具来推进大会付托给联合国纳米

比亚理事会的任务的重要性，并注意到迫切需要秘书

处新闻部加紧努力，使世界舆论认识纳米比亚问题的

所有各方面，

1. 请秘书长指示秘书处新闻部同联合国纳米比

亚理事会协商，继续尽力展开宣传和传播新闻，以便

动员大众支持纳米比亚的独立；

2. 请所有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

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协商，加强传播有关纳米比

亚的新闻；

＠同上，«补编第 24 号»(A/34/24 和 Corr.I) 。

吵 lriJ.I•., «补编弟 23 号HA/34/23/Rev,1), 钉3 -、

五和九章。

．、

3. 请秘书长协助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传播有

关理事会所进行的工作的新闻；

4. 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审查如何以最切实

有效的方法编印«联合国纳米比亚年鉴汃作为纳米比

亚问题最权威的资料来源；

5. 请国际电信联盟将适当数目的频率分配给仵

为纳米比亚合法管理当局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供向纳米比亚境内广播之用；

6. 授权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设立自己的广

播电台以前，先把国际电信联盟分配给理事会的频率

交由邻近的非洲国家政府使用，以便向纳米比亚境内

广播；

7. 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同国际电信联盟协

商，调查南非在纳米比亚境内干扰向纳米比亚无线电

广播的情形，以便在国际频率登记局对南非起诉；

8. 决定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与«声援纳米

比亚人民国际年》有关的活动拨款 100 000 美元，该

国际年延续至一儿八0年五月三日为止。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00次全体会议

G 

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所造成的局势

大会，

审查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刮及给予殖

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中的有关各章，岔

回顾载有《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大

会一九六0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1514CXV) 号决议，

特别回顾大会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第 2145

(XXI) 号和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第 2248 cs — V) 号

决议，及其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

励 lIIl |··, «补编布 24 \)·»CA/3,1/24 利 I Corr.!) 。

池 IIIl I·, （（补编弟 23 '，}》 (A/34/ 23/Rev.l) ，本

一一、 Ii 和儿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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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决议，以及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应 决议，竟然决定以进行一次真实的选举作幌子推行虚

安全理事会一九七0年七月二十九日第 2840970) 号

决议提出的请求所发表的咨询意见，＠

考虑到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于一九七九年七

月六日至二十日在蒙罗维亚举行的第三十三届常会通

过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特别是它的下列决

定：如果安全理事会不能对南非政权采取有效的执行

措施，不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实施全面

强制制裁，则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应举行一次临

时会议制订解放纳米比亚的新战略，

考虑到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至九日在哈瓦那举行

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就纳米比亚问题

通过的决定，＠

重申纳米比亚领土和人民是联合国的直接责任，

而且必须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在统一的纳米比亚达成

自决和独立，

强调国际社会有重大责任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支

持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的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

民组织的领导下，进行解放斗争，

忿慨地注意到任意监禁和拘留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政治领导人和成员、杀害纳米比亚爱国志士和其他残

暴行为，包括任意殴打、折磨和谋杀无辜的纳米比亚

人，专横的集体惩罚措施，和旨在威胁纳米比亚人民，

并摧残他们实现其合法愿望，在统一的纳米比亚达成

自决、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意志加以破坏的种种措施，

强烈谴责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残酷地压

制纳米比亚人民并肆意剥削纳米比亚人民和资源，以

及竭力破坏纳米比亚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强烈谴责南非拒绝遵行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六年一

月三十日第 3850976) 号、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第 431(1978) 号、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第 435

(1978) 号和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第 439 0978) 号

＠《一九七一年国标法院汇报，咨询意见，南非不顾安个

理事会第 276(1970) 号决议，绵续衍引纳米比听（西南 lI 洲）对

千各国的法律后果》，奂文本，第 16 贞。

®A/34/552, 附什一，第 CM/Res.720 (XXXIII) 吵决议。

＠参看 A/34/542, 附件，第一节，第 61-73 段。

伪的安排，要在纳米比亚炮制一个新的殖民愧倡政

权，目的是维持其统治和剥削该领土的人民和自然资

源的政策，

再度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所有会员国，对于非

法的南非行政机构不顾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千纳米比

亚的各项决议的规定而可能强加于纳米比亚人民的任

何政权，不给予任何承认或合作，

满意地注意到纳米比亚人民坚持不懈地反对南非

非法留驻该领土和反对南非高压种族主义政策，特别

注意到他们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为争取民族解

放而进行一切形式的斗争的进展，

强烈重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真正代表纳米

比亚民族解放运动一—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一—为在统

一的纳米比亚达成自决、自由和国家独立而进行的斗

争，

重申完全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领导下进行的武装斗争，

强烈谴责南非决定兼并沃尔维斯湾，从而破坏纳

米比亚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一种殖民主义扩张行为，

非常痛惜有些国家的政策，不顾联合国的有关决

定和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继续与自称代表或就纳米比亚采取行动的南非维持外

交、经济、领事和其他关系，并且在军事或战略上进

行勾结，所有这一切的作用都是支持或鼓励南非反抗

联合国，

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为了军事和侵略目的

而竭力发展其核能力，

深切关注对纳米比亚加紧推行军事化以及对独立

非洲国家继续进行侵略的行为，包括最近侵略安哥拉

和赞比亚，导致大量人命损失和经济基层设施的损

毁，

重申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是纳米比亚人民与生俱

来的权利，外国经济利益在高压的种族主义殖民当局

的保护下，违反«联合国宪章汃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

各项有关决议及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一九七四年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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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十七日颁布的《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第一号法

令汃＠对这些资源进行开采，是非法的行为，是在

帮助维持非法占领政权，

坚决支持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为执行大会各项

有关决议付托它的职责所作的努力，

1. 核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

2. 重申纳米比亚是联合国的直接责任，宜到该

领土达成真正的自决和民族独立为止，为此目的，重

申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负有作为纳米比亚独立前的

合法管理当局的任务；

3. 重申纳米比亚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

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

4. 重申纳米比亚人民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
定，并经第 1514 <XV) 号及第 2145 (XXI) 号决议以

及后来大会有关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承认，在统一的

纳米比亚，包括沃尔维斯湾，享有不可剥夺的自决、

自由和国家独立权利，并重申纳米比亚人民使用包括

武装斗争在内的一切方法反抗南非非法占领其领土的

斗争是合法的；

5. 请全体会员国同该领土独立前的合法管理当

局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充分合作，履行大会第 2248

(S-V) 号决议和后来大会各项决议的规定所付托给

该理事会的任务；

6. 宣布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是对纳米比

亚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在该领土独立前对该领

土负有直接责任的联合国的侵略行为；

7. 强烈谴责南非政权一贯拒绝遵守大会有关纳

米比亚的各项决议；

8. 井强烈谴责南非利用种种策略，企图对纳米

比亚强加一个所谓的内部解决，其目的是在表面上把

权力交给一个愧偏政权，给种族主义占领披上合法的

外衣，作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之外的出路，而该组织

正在为纳米比亚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的真正民族

和社会解放而进行战斗；

如大会正式记求，弟二1九届会议，补编第 24 A k片(A/

9624/Add.1)，第 84 段。该认令的定本已在《纳米比，IV官方公

报第一号沪中发表。

9. 郑重地重申只有让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真正

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直接充分参加，才能为纳米比

亚问题获致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并郑重地重申纳米

比亚冲突的两方中一方是非法占领该领土并侵略其人

民的南非，另一方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

比亚人民，而该组织是该领土独立前对它负有直接责

任的联合国所支持的；

10. 戛求国际社会，尤其是全体会员国，继续对

非法的南非行政机构不顾安全理事会第 385 (] 976) 号

决议和大会及安理会其他有关决议的规定，可能会强

加于纳米比亚人民的任何政权，不给予任何承任或合

作；

] 1. 重申依照联合国各项决议，特别是一九七

八年五月三日大会第 S- 9/2 号决议和一九七八年七

月二十七日安全理事会第 432 (] 978) 号决议，沃尔维

斯湾是纳米比亚的组成部分，因此南非吞并沃尔维斯

湾的任何决定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 2. 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

导下为在统一的纳米比亚达成自决、自由和国家独立

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13. 呼吁全体会员国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在

统一的纳米比亚达成国家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给予一切

必要的支持和援助；

14. 强烈谴责南非非法行政机构对纳米比亚人

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大规模镇

压，其用意除了别的以外，在千制造一种侗吓和恐怖

气氛，把一项政治安排强加于纳米比亚人民，以破坏

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和统一，并永久维持有计划地掠

夺该领土的国家资源的作法；

] 5. 要求南非立刻释放所有纳米比亚政治犯，包

括一切根据所谓国内安全法因“犯法”而被监禁或拘留

的人，不论这些纳米比亚人已否被起诉或审讯或未经

起诉而被拘留，也不论他们在纳米比亚或南非；

16. 强烈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与日俱增地扩充

军力、征募和训练纳米比亚人建立部族军队和利用其

他代理人对其邻国执行军事冒险主义政策，对非洲独

立国家进行威胁和侵略行为、以及为了军事和政治目

的强迫成批纳米比亚人离开他们的家园，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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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呼吁所有国家采取有效的立法措施，防止招

募、训练、和运送雇佣军去纳米比亚服役；

18. 宣布南非继续不断反抗联合国，非法占领纳

米比亚领土以及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镇压战争，继续

不断地从纳米比亚基地对非洲独立国家进行侵略行

动，目前仍在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和种族隔离政策，并

在发展核武器，这一切都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

重威胁；

19. 谴责帮助南非发展核能力的西方国家，并再

次促请所有会员国个别地和集体地挫败南非发展核武

器的企图；

20. 强烈谴责所有在南非非法管理下的纳米比

亚经营业务的外国公司非法剥削该领土的人力和自然

资源的活动，并要求跨国公司遵守联合国一切有关决

议，立即停止在纳米比亚作出新的投资，从该领土撤

出，和普遍停止它们与非法的南非行政机构的合作；

21. 强烈谴责南非阻挠安全理事会第 385

(1976) 、 435 (1978) 和 439 (1978) 号决议的执行，并

违反这些决议的规定使出种种花招，企图巩固其殖民

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利益，而牺牲纳米比亚人民仵统一

的纳米比亚争取真正自决、自由和国家独立的合法愿

望；

22. 戛求南非充分和无条件地紧急遵行安全理

事会各项决议，特别是第 385 (1976) 号决议，和理书

会后来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

23. 戛求安全理事会坚决打击非法占领政权任

何旨在挫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

实现自决和民族解放的合法愿望并破坏其正义斗争的

成就的拖延策略和欺骗伎俩；

24. 再度郑重妻求安全理事会紧急召开会议，依

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对南非施行全面的强制性

制裁，以确保南非立即遵守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的各

项决议和决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一00次全体会议

34/93.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命

A 

南非局势

大会，

审议了反对种肤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仵，函

回顾井重申大会－ JL L六年十一月九日第 31/6J

号决议中通过的反对种肤隔离行动纲领，

注意到丿L匕儿年飞月－＾十四 H 和二十五日在伦

敦举行的同南非的核勾结问题的国际讨论会面和一儿

七九年十一月勹 H 个四 f-1 什伦敦举行的跨国公司在南

非的仵用问题的国协讨论会的的结论，

严重关切由于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和行动对南非

和整个南部非洲迅成的局势，尤其该政权的下述作

为：企图永远延续和加强巩固该国的种族主义统治，

“班图斯坦化“政策，蛮横镇压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和对

邻国的经常侵略行为，

重申种族隔离足危内人类的罪行，

井重申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和行动构成对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威胁，

注意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打贞任争取种族隔离的

消除和南非人民的解放，

特别回顾其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 341]C

(XXX) 号决议，其中仅布：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南

非被压迫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负有特别责任．

重申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任何勾结都构成对南

非被压迫人民的敌对行为，也是对联合国和国杯礼会

的蔑视挑战，

励参石第 I,＇， ll划 ii 7 ；小！·，｀；i. B. 1 ，第 3.1/101 \)决定；

第！中B. 3, 第 34/ 42:3 另决定。

囡«人会 11式记求，第 1 1ILI 屈会议，补编冶 22 炒））

(.,\ ／ 34/22) 。

岔参石《女个月1 小会 II八记求，笱~ ~·I · I加1-:, · · JL L 儿什

一月、 ．月和--月份补编）） S/13157 炒义ft 。

的参石 A/34/655, 附 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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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种勾结加强了种族主义政权、鼓励它咯

持其镇压和侵略政策并严币加剧南非局势，因而构成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重申咯信为加速消除种族隔离必须根据联合国宪

章第七章的规定实施强制性的纾济制裁，

关怀到西方大公司和南非的其他贸易伙伴继续同

该种族主义政权勾结，它们的勾结构成消灭种族士义

政权和清除非人道的种族隔离罪恶制度的主要障碍，

惊悉一些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继续同南非的种族主

义政权进行核领域的勾结，

认识到必须最优先地采取国际行动，以确实地彻

底执行联合国各决议，消灭种族隔离，解放南非人

民，

深信国际社会向民族解放运动及其正义斗争提供

一切必要援助，是义不容辞的，

回顾联合国于一九七九年勹月二十一日发动反对

种族隔离的国际动员，其中特别着重的是停止同种族

隔离政权的一切勾结，与个力支持南非民族解放运

动，

1. 强烈谴责南非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罪恶

政策与行为；

2. 再次宣布全力支持南非人民的真正代表，南

非民族解放运动，争取自由的正义斗争；

3. 重申南非被压迫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为

了人民夺取政权，为了消灭种族隔离政权，以及为了

全南非人民行使自决权利而以一切可用的和适当的手

段进行斗争，包括武装斗争，是合法的；

4. 赞扬所有向南非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援助的各

国，并促请它们增加这种援助；

5. 呼吁所有国家向斗争处于关键阶段的南非民

族解放运动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6. 谴责种族主义政权计划在南部非洲建让“一

群国家“，图谋在该地区建立其霸权，永远延续种族卞

义的统治和剥削；

7. 重申联合国决心彻底消灭种族隔离，摧毁种

族主义政权，而不要种族隔离政权的所谓改革；

8. 宣告与种族中义政权和种族隔离机构的任何

勾结都是对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敌对行为，构成对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9. 谴责某此国家一特别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竺联合王国、美利咯合众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祛

国、日本、比利时、以色列、意大利－~无视联合国

的决议，继续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维持政治、军事、

核、经济和其他勾结，并谴责援助该种族卞义政权的

跨国公司与其他机构；

10. 请所打国家和组织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劝促

那此继续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勾结的政府、跨国公司

及其他机构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决议；

11. 吁请所有尚未加入的国家，加入《禁止并惩

治种族隔离叩行国际公约沁勉

] 2. 要求一切有关政府：

(a) 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断绝外交、军事、核、

经济和其他关系；

(b) 采取措施以防止在其管辖下的跨国公司、

银行和一切其他机构同种族主义政府进行勾结；

(C) 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其他机构停止对南非的信贷；

( d) 禁止销售克鲁格兰特金币；

Ce) 不准进出南非的飞机或船只使用任何设

施；

( f) 停止订方对］同南非贸易或在南非投资的

一切鼓励或协助；

(g) 支持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有效国际制

裁；

] 3. 妻求尚未这样做的国家停止对南非国民给

f尤须签证的入境特权；

11 . 请妥个理＇µ会紧急考虑对南非种族主义政

权采取强制性经济制裁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详采取

行动，使下列情形全部停止：

郔m 3068 (XXVIII) \J决议，附 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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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同南非的任何军事或核勾结；

(b) 向南非供应石油、打油产品或其他战略物

资；

(C) 向南非贷款和在南非投资；

Cd) 对在南非投资提供保证或给予其他奖励；

(e) 对来自南非的进口货给予关税优惠和其他

优惠；

(f) 同南非的一切贸易；

15. 请秘书长以及联合国系统内一切专门机构

和机构：

(a) 不让继续对南非政权进行投资或给予贷款

的银行、金融机构和公司利用任何设施便利，并且不

以任何资金投入这种银行、金融机构和公司；

(b) 不直接或间接购买南非产品；

(C) 禁止使用南非航空公司或南非轮船公司作

公务旅行；

16. 请国际机构和组织的成员国，特别是欧洲

各共同体、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成员国，采取必要步骤，不让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获

得一切协助和商业上的或其他便利；

17. 吁请南非青年不参加南非武装部队，这种部

队的目的是在卫护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镇压受压

迫人民的合法正当斗争并对邻国施行威胁和实施侵略

行为，

18. 请所有政府和组织按照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二十日大会第 33/165 号决议，对于因良心驱使拒绝

在军警部队中服役帮助执行种族隔离政策以致被迫离

开南非的人给予援助；

19.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

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00次全体会议

B 

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的报

仇，励其中附有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会依事会的报们，

重申由国际社会向南非、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

境内在镇压什和歧视件沈律下受到迫害的人提出人逍

主义援助的市要性，

严重关切南非境内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人

所受到的继续不断和有加尤己的镇压，以及纳米比 Ill'·

和南罗得西亚境内在专横的安全＼．，法下进行的尤数审

判和继续不断的镇压，

认识到必须对估托基金和有关志愿机构增加扑 I

助，使它们能够满足大大增加的需求，

]. 赞扬秘书长和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董事会为

促进向南非、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境内在镇压和歧

视性让法下遭受迫害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向

他们的家属和来自南非的难民提供援助而作出努力，

2. 感谢向信托基金以及向给予种族隔离和种族

歧视的受害者以人道主义援助的志愿机构作出捐助的

各国政府、各组织和个人；

3. 呼吁向信托基金和有关的志愿机构作出更多

的慷慨捐助。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00次全体会议

C 

制裁南非的国际会议

严重关切南非的局势，

审议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回顾其重申信念的各项决议，认为依照联合国宪

章第七章的规定，普遍执行对南非的经济和其他制裁，

对于解决南非的严重周势和避免更大的国际冲突极关

电要，

雹A/34/661 tll Corr.I 。

固«入会 11．式记从，冷 1 四）仆｝会议，补编 2:('i 22 \乃 (A/

3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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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地注意到安全理事会至今还没有依照《宪歆》

第七章采取这类行动，

考虑到各国政府和各组织必须采取迫切行动，以

便实施并充分执行这些制裁，

注意到一九七九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在蒙罗维亚

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会议第三十三届常会邸和一

九七九年九月三日至九日在哈瓦那举行的不结盟国家

首脑会议第夭届会议面都赞同特别委员会的提议召开

制裁南非的国际会议，

]. 决定与非洲统一组织合作千一九八0年召开

制裁南非的国际会议；

2. 授权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依照其报告中

第 277 至 280 段所载的建议，采取召开会议和筹备会

议的一切必要步骤；

3. 请秘书长对特别委员会提供召开会议的一切

必要协助并指派一名会议秘书长；

4. 请所有有关的联合国机关、专门机构、以及

其他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与特别委员会合仵执行

本决议。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00次全体会议

D 

对南非的武器禁运

回顾其关于同南非军事勾结的各项决议以及安全

理事会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 H 的第 4]8(1977) 号和一

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的第 421 (1977) 号决议，

审议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

＠参看 A/34/552, 附什 ·, ii CM/Res.734(XXXIII) \j 

决议。

＠《人会止式记求，笱; : I 四屈会议，补编奶 22 吵» (A/ 
34/22) 。

＠《人会廿式记求，优＿ l·I丿叮叶会议，补组纶 22 -+) » (A/ 

34/22)0 

考虑到充分执行并加强对南非武器禁运是反对种

族隔离的国际行动必要的第一步，

严重关切而且遗憾地注意到某些西方国家和其他

国家的政府和跨国公司继续在军事领域同南非种族 1···

义政权合作，特别是对武器禁运作狭义解释，

]. 再次请安个理事会宵布任何同南非的牛｝［和

核勾结均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井迫切依照

联合国宪衍第七衍采取强制措施，终止问种族隔离政

权的一切军事和核勾结，并终止一切运往或来自南非

的可能供军事 H 的或发展核武器能力使用的物资或技

术供应；

2. 再次请安个理书会采取强制措施，确保所打

国家：

(a) 撤销所有给予南非的制造武器和装备的许

可证；

(b) 禁止其管辖下的公司参与在南非制造武器

和有关装备供军 1f和瞥察部队使用，和为这种 II 的轧

移技术和资金；

(C) 终止和种族隔离政权互派陆军、空军、悔

军武官和科学专员；

(d) 禁止对南非供应飞机、飞机发动机、飞机

原件、电子和电讯器材和电子计算机；

(e) 采取有效立法和其他措施，防止招募、训

练和运送雇佣兵去协助种族隔离政权，并惩罚这类雇

佣兵；

3. 请所有国家协助安全理事会依照关于南非 l、IIl

题的第 421 Cl 977)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和反对种族隔离

特别委员会，监察对南非的武器禁运并促进其允分执

行和加强；

4. 要求井授权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

(a) 访问输出武器给南非的国家政府，和它们

协商加强武器禁运的方法；

( b) 继续努力揭发关于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

军事和核勾结的一切发展；

(C) 与安全理市会依照关于南非问题的第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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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充分合作，并斟酌情形与该

委员会举办联合听询会和讨论会；

(d) 与专家协商，举行听询会并鼓励会议和运

动，以便促成彻底终止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军巾和

核勾结。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一00次全体会议

E 

同南非的核勾绪

回顾其关于非洲大陆非核化和同南非的核勾结的

各项决议，

注意到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 H 第 418

(1977) 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决定，除其他外，所有国

家应不同南非在制造和发展核武器方面进行任何合

作，

审议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氮和一

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伦敦举行的同南

非的核勾结问题的国际讨论会的报告包

注意到同南非的核勾结问题的国际讨论会的结论

和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至四日在伦敦举行的跨国公

司在南非的作用问题的国际讨论会的结论，甸

严重关切一九七九年九月在印度洋和南大西洋－上

带，包括非洲南部，有核装置爆炸的报道，

关切地注意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色列、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在核领

域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提供材料、技术、设备和其他

方式的协助，

考虑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任何核装置爆炸和核

武器能力的取得不但对非洲大陆而且对整个国际和平
与安全都是空前严重的威胁，

＠同上。

＠参乔«安全押书会汗式记求，第． I 四什， 九 L九什
一月、 一月和：：：月份补编}, S/13157 \5 义什。

＠参看 A/34/655, 附什。

], 请安全理＇l[会紧急考虑强制性措施，防止南

非种族主义政权爆炸、发展或取得核武器，并提出警

告如该政权取得或试验核武器将对其采取联合国宪音

第七祁所规定的强制行动；

2. 促请还没行这样{1的一切国家，特别址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不列颌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

美利咯合众国：

(a ) 讫即停止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核领域内

的一切勾结，升终止供应一切核材料和设备及其部

件，停止转让核技术、训练和交换核科学家，以及停

止向南非的核方案提供财政、技术或其他援助，其中

包括铀浓缩设备；

( b) 不向南非购买铀或浓缩铀；

(C) 采取措施防止在其管辖下的公司、机构及

其他团体和个人进行这种勾结和采购；

(d) 向秘书长捉供关 f南非种版卜义政权为取

得核武器能力所作努力的一切资料；

3. 请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充分合仵执行本决议

并按照本决议的目的行事；

,I. 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采取一切适、竹措

施以促进本决议的执行。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00次全体会议

F 

对南非的石油禁运

回顾井重申其一儿上L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2/

105 G 号和一九七儿年一月三十四日第 33/l83E 号

关于对南非实施11油禁运的决议，

赞赏地注意到伊朗政府决定停止对南非供应石

油，特别足尼日利＼II｝政府为切实执行钉油禁运所采取

的措施，

考虑到禁运石油、打油产品及其他战略物资，足

对南非禁运武器的一项必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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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赞扬己对南非实施石油禁运并采取切实措施

执行禁运的各国政府；

2. 重申其深信，禁止供应石油、石油产品及其

他战略物资，是国际上采取行动彻底消灭种族隔离的

雷要措施；

3. 请安全理事会紧急考虑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

章的规定，强制禁运石油和石油产品给南非；

4, 请所有国家：

(a) 制定法律禁止：

（一） 售卖或供应石油或石油产品给南非的任何

个人或团体，或者给任何其他的个人或团

体意图最后供应南非；

（二） 本国国民的或在本国领士内进行的任何活

动以鼓励或意图鼓励售卖或供应石油或石

油产品给南非，

（三） 在本国登记的或由本国国民租用的船舶或

飞机装运任何石油或石油产品前往南非；

（四） 对南非的石油公司提供任何服务，特别是

技术顾问、零件、资金等；

（五） 本国的港口或机场向装运石油或石油产品

前往南非的船舶或飞机提供便利；

（六） 向南非的石油主业进行任何投资或提供技

术或其他援助；

(b) 在一切出售石油或石油产品的合同中，列

入禁止直接间接向南非转售的条款；

(C) 采取有效的立法措施和其他适当措施，禁

止石油公司、航运公司、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对南非

的规避石油禁运给予任何协助，包括扣留违反禁运的

船舶及其货物；

5. 请秘书长指派专家小组编写一份报告，提出

如何切实执行对南非石油禁运的建议，并请秘书长将

该报告提交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第飞十五届会议；

6, 授权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请它：

切其他适当步骤，以扩大和加强全世界对南非实施有

效石油禁运和武器禁运的支持；

(b) 派遣特派团去石油输出国、石油输出国组

织及其他有关组织、跨国 1 i油公司的总公司所在国，协

俗泊效实施石油禁运；

7. 请各国政府和组织同特别委员会合作，执行

本决议。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一00次全体会议

G 

班图斯坦

回顾井重申其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第 31/6A

号和一儿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的第 32/lOSN 号决议，

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继续推行“班图斯坦化”

政策以及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 H 宣布凡达的所谓

“独立“,

考虑到“班图斯坦化”政策和建芷部落军来酝酿自

相残杀使该地区的局势更为恶化，

注意到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会主席

发表的声明雹

1. 再次谴责建立班图斯坦以图巩固不人道的种

族隔离政策，破坏该国的领土完整，永久维持白人少

数统治，剥夺南非的非洲人不容剥夺的权利；

2. 谴责宣布特兰斯凯、博普塔茨瓦纳和凡达的

所谓“独立“以及南非种族上义政权可能炮制的任何其

他班图斯坦，并行告其一概尤效；

3. 重申南非全国的非洲人享有不容剥夺的权

利；

I. 宣布咯决支持任何可能遭受种族主义政权为

推行其班图斯坦政策而施加威胁和压迫的国家；

伺《安个月1,l口会 11式记求，笱｝一十四什汃小 六八次

(a) 同非洲统一组织合作，进行研究并采取一 会以，笱｝ l l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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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次戛求所有各国政府继续对于所谓“独立

的＂班图斯坦不给予任何形式的承认，不与它们有任

何交往，并且不接受它们颁发的旅行证件；

6. 再次请所有国家采取有效措施，禁止其管辖

范围内的个人、公司和其他机构同所谓“独立的＂班图

斯坦有任何交往。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00次全体会议

H 

南非的政治犯

大会，

回顾井重申以往关于南非的政治犯的各项决议，

特别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第 33/183F 号决议，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南非境内继续不断加强的镇压

行动，包括处决、拷打和杀害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士，

以及根据规定死刑的专横法律进行的许多审判，

认识到南非境内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士对联合国的

宗旨所作的重大贡献，

考虑到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 H 的《 H 内瓦公约»第

一号附加议定书关千保护国际武装冲突中受害者的各

项规定＠，其中确认《日内瓦公约»适用于非洲统一组

织承认的各个运动在南部非洲展开的一类民族解放战

争，

1. 再次戛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终止对黑人和其

他反对种族隔离的人采取暴力行为和镇压，释放所有

根据专横法律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拘留、监禁、限制

或控诉的人，撤销对反对种族隔离的各个组织和新闻

媒介的禁令；

2. 声援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为消除种族

隔离及种族歧视而进行斗争的人；

3. 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处决了所罗门·马赫

兰古；

-l . 宣告在解放斗争期间被捕的自由战士，必须
按照有关的《 H 内瓦公约»规定享有战俘身分和待遇；

5. 促请秘书长和各会员国采取适当措施，拯救

被种族上义非法政权依据万恶的恐怖主义条例以叛国

罪审判有判处死刑危险的所有人士；

6. 鼓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有关组织设怯

访问南非的政治犯和被拘留者；

7. 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继续采取一切适

节措施，在同各国政府和有关组织的合作下，推动世

界件的运动，争取释放南非的政治犯。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一00次全体会议

I 

援助南非被庄迫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

大会，

回顾其一儿L儿年－月二十四 H 第 33/ 18?K号决

议，

重申南非被压迫人民为争取自由平等而进行斗争

的合法性，

认识到斋要对南非被压迫人民和逃出南非的难民

提供更多的人道 1 义的教育、经济和其他形式的援

助，

®A/32/144, 附什一。

又认识到在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目前为消灭种族隔

离和建汀一个尤分种族的礼会而进行斗争的紧要关头

向其提供一切适当援助的重要件，

考虑到对那些由千按照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各

项决议的规定支持南非人民合法斗争而遭受威胁和侵

略的非洲国家，国际社会有责任给予援助，

1. 呼吁所有国家向南非被压迫人民提供更多的

人道主义的、教育、经济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并向南

非民族解放运动为南非全体人民行使自决权利而进行

的合法斗争提供一切适当援助；

2. 提请注意特别要对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解放



44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运动的教育和自助计划提供援助，以及满足妇儒难民

的特别和迫切需要；

3. 妻求和授权特别委员会在秘书处反对种族隔

离中心的协助下，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促进对南非被

压迫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更多援助；

4. 决定在联合国预算中核定充分经费，维持非

洲统一组织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南非非洲人国民

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一设在纽约的办事

处，以确保南非人民通过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有适当

的代表，体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九 H 宣布联合国和国

际社会对南非人民负有特别责任的第 31/61 号决议。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 00次全体会议

J 
传播关于种族隔离的新闻

回顾井重申其关千传播种族隔离的新闻的各项决

议，特别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勹十四日第 33/1831 号决

议，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和若干专门机构在传播关千

种族隔离的新闻方面所获的进展，

考虑到支持国际动员反对种族隔离的新闻由千南

非种族主义政权在跨国公司和其他国家种族主义团体

协助下所作的恶毒宣传而具有的重要性，

赞扬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秘书处反对种族

隔离中心的协助及各国政府和组织的合作下，为扩大

传播关千种族隔离的新闻所作的努力，

赞同特别委员会报告中的各项有关建议，＠

2. 呼吁所有各国政府和组织向«反对种族隔离

的古传下作信托基金汃慷慨捐款；

3. 请特别委员会和反对种族隔离中心特别为下

列用途利用《信托基金»:

(a) 编制和尽可能广泛地传播一切文字的出版

品和视听资料；

(b) 协助适当组织在联合国合作下编制及传播

这种资料；

I. 请秘书长确保秘书处新闻部将传播种族隔离

新闻的工作列为最高优先，并确保所有联合国各办公

处打从事反对种族隔离行动的组织保持密切联系；

5. 请秘书长发行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纪念邮

票，并鼓励各会员国发行这种邮票；

6. 又请秘书长同特别委员会咨商，继续经常对

南非广播无线电节目，并对各会员国广播电台提供h

关南非情况的节目；

7. 进一步请秘书长提供款项，援助各解放运动

进行研究和调查，以便它们能有效地对抗种族主义政

权的拒曲官传；

8. 呼吁所有国家向非洲统一组织所承认的各南

非解放运动提供向南非广播各项节目的便利；

9. 请特别委员会向非洲统一组织所承认的各南

非解放运动提供一切传播新闻的适当援助；

10. 请所有各国政府、各新闻机构和组织反击种

族隔离政权的宣传，并和特别委员会合作，揭发协助

进行这种仅传的团体的活动；

11. 赞扬各专门机构，特别是联合国教育、科学

及文化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劳工组织

和世界卫生组织在传播种族隔离新闻方面同联合国的

合作；
1. 请所有各国政府和组织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

委员会和秘书处反对种族隔离中心合作，以便编制及 ] 2. 请所有各国政府和组织依照特别委员会报

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关千种族隔离的新闻资料； 告第 296 段，对各南非解放运动的甘言广为甘扬。

句《人会 11式记求，＇B I IILI 丿叶会以，补彻i :B22 号》（人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34/22) ，第 294 - 29s r丸 笫一00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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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种族隔沼制度下妇女和儿窀的境况

L 

大众传播媒介在国际反对种族隔离行动中的作用

大会， 大会，

注意到反对种肤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岱和·儿

七儿什六月 I·八于 I· II {1 巴黎举行的种肤隔离制度

下儿敞埮况 1小阮讨论会的纠论和建议兀

回顾其－儿七儿什十月 I· 八 ll 第 3 l/ 1 号决议．

对种肤隔离制度下数以白力 ii 的妇女和儿砍逍受

的不人道压迫，寻致抗议种族歧视的学童惨遭杀戮、

拘禁和酷刑，妇女被迫和丈人分离，保留地内发牛大

饥荒衰示关切，

又对被迫离开南非沦为难民的妇女和儿澈的特别

盂要表示关切，

认识到迫切盂要向受种族隔离压迫的妇女和儿砍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其他援助，

敬仰地注意到南非的妇女和儿窀对种族隔离和种

族歧视的英勇抵抗，

]. 赞扬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特别注意种族

隔离制度下妇女和儿潼所处的困境；

2. 要求各国政府和组织按照种族隔离制度下儿

童境况国际讨论会的结论和建议采取—切述节行动；

3. 呼吁所有政府和组织对受种族隔离压迫的妇

女和儿童包括难民{l 内的特别盂婓仵出慷慨援助；

4. 要求特别委员会及所有其他联合国机构和组

织宣传妇女和儿童{l种族隔离制度下所受的压迫和她

们对这种不人道的制度的英刃抵抗，从而动员世界舆

论采取行动来反对种族隔离；

5. 要求特别委员会继续鼓励各国政府和非政府

组织通过会议、讨论会和其他活动，促进对种族隔离

制度下的妇女和儿童的声援。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00次会议

念 1IIJ I, «补编奶 22 1,} > (A 31 /22) 。

@A/3t!/512, 附 1'1 。

认识到人众传播媒介h 向世界舆论报道种族隔离

的 '11' 恶和南仆被忭迫人民为争取自由、自决和种 IA. 平

等而展开的合认斗乍 l所起的币人 11 用，

注意到h联合国 i抖卜．圆满地半行［国阮反对种

肤阰离什，以及进』步加紧国 1外动员反对南非种肤阰

离的迫切 '1届牧，

考虑到一儿七八年 t·- · JJ ·.十八 ll 教育、科学及

文化组织大会通过的（（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对加强和平

,j 国际了解、促进人权、以及对反击种族主义、种族

阰离和制止煽动战争 II［作出的贡献的基本原则官
_. ; >> I I, 为

意识到仆必牧打击种版隔离政权利用秘密和非认

恬动欺骗阰界舆论和破坏国际反对种族隔离行动的W

传，

了解到滥用人众传播媒介以及利用它为南非种肤

I义政权的利益服务仆占千《联合国宪们的目标和原

则｝i 有碍于南非种族隔离的铲除，

谴责南非新闻界不得不遵守的许多限制忖法律和

规矿，以及反对种 1疾隔离的新闻从业人员不断遭受的

迫 ',l;',

1. 促请所h国家和政府间及非政府组织，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 h效利用 切大众传播媒介动员世界

舆论，以求消除南非自人少数政权所推行的种肤控制

勹剥削的叩恶制度；

2. 促请所h国家尽其所能推动利用十月大众传

播媒介广为传播关 j：下列问题的资料：

(a) 联合国及各片门机构为消除南非种族隔离

制度并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正义斗争而进

行的种种活动；

岱联合 1 1 、I 教育、 f1 、J: ／女义化 !1 l 织，«人会记人，＇、:i'l · I· I川

会议汃飞 心，《决议》，处义个冷 100-1011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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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比勒陀利＼IV 种肤 l．义政权为打击南 11 民 J欢

斛放运动和一切为悄除种肤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而战

斗的人们而进行的恐怖怕压；

(C) 南非种族「义政权对毗邻非洲国家的卞权

和领上完整所进行的侵略；

Cd) 南非种族卞义政权以巩固种朕幅离制度为

H 的而玩弄的阴谋，特别足炮制所刑的"fJf 图斯坦”:

(e) 同南非种族 i 义政权合什是消除南非种版

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的1．婓陓碍：

(f) 南非披压迫人民及其民队韶放运动的合认

的、正义斗争：

3. 促请所有国家和政府间及非政府组织，采取

打效措施，防止南非种族 i．义政权及其支抖者利用人

众传播媒介为该政权的利益服务，月积极反山南 1「神

族仁义政权及其支持者所进行的种种仇传活 i)J;

,1. 吁请所有传播媒介同联合国合什，就南非凡

势散播客观真实的消息，以求促进消除种族隔离并建

立不分种族的社会；

5. 进一步吁请所有新闻从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占

援囚反对种族隔离而被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迫害的问

业，并谴贞对新闻自由所加的限制；

6. 请秘书处反对种版隔离中心发表关丁下列情

况的资料：

(a) 

和禁令；

(b) 南非对新闻界的限制和对出版物的检查；

南非对作家和新闻从业人员的拘留、监禁

(C) 赞成种族隔离的 'l.i 传；

( d) 国际声援南非新闻从寸V人员；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一00次全体会议

M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乓对种族隔赛行动中的作门

大会．

深知肚界贝论h悄除种族隔离的国阮行动中所起

的币收什用，

赞扬反对种朕隔离和占援的运动以及各非政府组

织为支持联合国的决议）i· fj 反对种族隔离牡别委员会

和秘书处反对种 ii久 1孙离中心合仵而进行的各种沾动，

考虑到国阮动员反对种 J玫隔离盂收反对种 f1次阰离

和占援的运动． 「会、宗教团体、学牛和占年组织以

及其他 ii政府组织采取－致行动，孤＼．，种朕隔离政权、

支援南 II L丈版斛放运动）1 启发批界舆论，

1. 请反对种肤隔离特别委员会、秘书处反对种

劂拼离中心、联合国其他h 义机构和各 L f ]机构绍绞

计进儿发展同积极从 'jf 反对种肤隔离的各非政府组

织的合们

2. 请所1j国家政府采取适节步骤，以鼓励升援

助这此仆政府组织；

3. 请秘书长商同特别委员会，务使联合国各办

,lt 处 J,i] 这此非政府组织保从最密切的联系。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一00次全体会议

N 

体育方面的种族隔离

大会，

回顾井重申其关「体育方面种族隔离的各项决

议，尤其足《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的国际仅言））酰

审议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台和起店

7. 请各专门机构采取适当措施执行本决议； 反对体育方面种朕隔离因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报

8.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飞十开届会议报告各国执 仇免

行本决议的情况。 面忱 32/105M',} 决以，附 fl
勃《人会［1人记求，；il : I 四 l叶会议， 仆编 '1l 22'少)>(.\

3 4,1 2 2) 。

面同 1, «补 11IIi h'} 36 号 »(Al31/3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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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沁个竹止 111] 南 lI 的 切休育交流的币要VI,

抵制南 ~I 种 j）次 l义政权和南II 休育团体欺驸 1廿界

叶l i仑的 ．切 ifLi |, 

1. 请起侬反对体育力血种 i1次 1柲离忭l 阮公约牡设

委员会继纹进h | f1．以使 l 儿八 什＇沁成 坝川

阮公约 1,IV怂

2. 授权牡设，委从会同 h 又各组织的代表及体育

方面种族隔离问题的 4家进行 /il, 问；

3. 赞扬已按照联合国各坝决议采取行动，确保

同南非的一切体育交流＇几个终仆的各国政府、体有团

体和运动员以及其他组织；

1. 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从会练续从＇h活动以

促进联合国决议的执行）i鼓励对提们或参加同南 1l 的

体育交流者采取迫许的行动。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一 ()0次全体会议

。

关于南非的宣言

大会，

重申种族隔离是违背人类良心和伤＇占人类 l许严的

一种罪行，

深信联合国必须在消除种族隔离的国际一致行动

方面起带头作用，

关切地注意到南非政权仍然顽强蛮横，公然反抗

和漠视联合国各机构为 f公正、和平与持久解决这．

局势而通过的许多决议，包括大会和安个珅 'll- 会－致

通过的决议，

注意到南非政权凭借右横法律和锁压了段籵绝被

压迫人民争取不可剥夺权利的和平与合法行动途｛个，

谴责南非军扛集结和南非政权对邻国所犯的 迕

串侵略罪行，

严重关切南非政权通过“班图斯坦化”分裂和驱逐

非洲人民，企图使种族隔离永久存在和剥夺lL洲人民

公民身分的各项计划，

谴责通过“班图斯坦化”支斛南 lt 的 切计划，认

为这一切都是儿效的，

确认｛I |钉 lI坻内为乍取 I,l 由和平节而进行的斗争

付《联合国宪，节》的宗旨和原则什出的币人贞献，

忆及人多数 r钉 lI 人民已被剥夺（参加决定南 1卜命

心的权利，

重申｝为使南非所 h人民，小论其种肤、）认色或伈

仰，都能够行使他们的 i'l 决权利，

深信根据《卅界人权占心》顶仆南非建立－ ·个不分

种队的补会籽是对 I 补协和 1'、女个及合仵的 人贡献，

通过 1、今仇l 店，·1 : 

关于南非的宣言

1. 所 fr 11扩豕的确认南 l1 人民为「消除种Jm

隔离而进行的斗乍以及建心 ·个能保证南非所 11

人民，小论几种队、队色或估仰，都＇；J'.11 平等权

利的不分种族的补会足合认的。

2. 所有冈家应确认南非被压迫人民 ';ih选

才f 1也 fi l 的斗争 J」认的权利 J

3. 所 h Ilt1 家应庄严保证，个以公开或秘密

军 'li干涉，支持或绯护比勒陀利业政权．由它竭

力仇压巾 lI II i州人民的合认愿叩，和他们为［行
使«联合国先，；，心及«各国依联合国宪心建立友好

关系和合什的国阮法原则店言）>匈所载 f1 决权利，

而对它进行的斗乍，也个支持或维护它，由它对

仆洲国家施加）成胁或佼略行动，而那此非洲国家

，竖持）屯在南非建订，个从 J：个体人民谿愿的民 l.

政府，不论种肤、队色或伈仰，才足南部非洲持

久和平勺安全的绝对保 I邪。

I. 所付国家应采取“卜决行动，制止招牡、

贷助和训练雇佣＇仁也小让他们过埮，上支援冲门l

种族阰离政权或该政权 {i 1y.l ll．建立的班图斯坦。

5. 所h国家），V 采取汕、片措施来劝阳和抵制

h利 j·种版 1精离的心传 J

泗布 217 \(lll) '，)决议。

ao; :f'} 2625 (\ \\),} 1k L义，附 i'1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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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有国家应桴重非洲各国关于非洲大陆

非核化的愿巠，并在南非政权策划成为一个核国

家时不与该政权合作。

7. 所有国家应表示国际声援，同南非被压

迫人民以及遭受南非政权威胁或侵略和颠覆的独

I、f非洲国家团结在一起。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一00次全体会议

p 

以色列和南非之间的关系

大会，

回顾和重申其一九七儿年一月勹十四 1_1 第 33I

183 D 号决议，

审议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特别报仵，创）

深切关心以色列违反联合国的各项决议，继续在

政治、军事、核、经济和其他领域同南非种族主义政

权勾结，

回顾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四 H 至二十五日在 H 内瓦

举行的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世界会议的报

告，＠

注意到一九七九年－．月二十四个二十五 H 在伦敦

召开的有关同南非核勾结的联合国讨论会的报告，困

认为这种勾结严重阻碍了消除种族隔离的国际行

动，鼓励了南非政权咯持其种族隔离的罪恶政策，而构

成了对南非被压迫人民和整个非洲大陆的敌对行为，

]. 再次强烈谴责以色列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

续不断的加紧勾结；

2. 妻求以色列停止和结束它同南非种族主义政

权的一切形式的勾结；

面《人会正式记永，：B |四屈会议，补编冶 22 A'-)» 

CA/34/22/Add, 1) 。

＠联合同出版物，出 11: 品编号： E.79.XIV.20

＠见《安个月l,l“会1!式记求，第． I IJLVI, ·九 L 丿 L{I

月、 ．月和三月份补编», S/13157 号义 f'I 。

3. 请反对种肤隔离牡别委员会纾常审仵这 1,1ll 

题并于适、II 时向人会和安个理 'l" 会捉出报仇。

议，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00大全体会议

Q 

在南非的投资

回顾其一九七九钉一月飞十四日第33/1830 号决

注意到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函

深信停廿．切外来资本什南非仵新投资和向南非

提供贷款足消除种肤隔离国际行动的－个币要步骤，

因为这种投资和贷款助长和鼓励该国的种族隔离政

策，

欢迎那此已采取 I,f 法和其他措施以达此 ll 的的国

家政府的行动，

遗憾地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尚未按照大会一九七六

年十一月儿日第 31 /6 K －号、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六

日第 32/1050 号和一儿七九年一月勹十四日第 33/

183 0 号决议的要求，采取步骤以达此目的，

再次促请安个理事会尽早审议该问题，以期采取

有效步骤停止外来资本在南非继续投资和向南非继续

提供贷款。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一00次全体会议

R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方案

大会，

审议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函《人会 1I式记水，小 ！四）111 会议，补编？~'>; 22 号）） A 

3 4,12 2) 。

豁 lI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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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特别委员会为执行其任务和促进国际 i]J 员反

对种族隔离而进行的种种沽山，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的反对种肚隔离中心为协助

特别委员会所进行的 1什，

考虑到迫切仙要更 h效的 1i.，1 阮行山义抖南1I．民 IJ\

解放运动，

1. 赞同反对种 IJ\隔肉咑凇］委员会报告函第 303

个．第 305 段所载又 j· 共 1什方案的建议；

2. 请特别委员会依照人会h关决议继续加紧进

行活动，特别是：

(a) 审忭南 lI埮内种 I}久隔离政策的各个方面，

及其在国标 l．．发牛的影响：

( b) 促进尽可能最广泛地散播关千种肤隔离的

,＂！恶和南非被压迫人民的合认斗乍的资料；

(C) 鼓励各国政府和各个组织充分执行联合国

各项有关的决议；

(d) 按照联合国各坝 {1 天决议，推动支扰南1l

民族解放运动的群众忖活动和＇八传；

(e) 促进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的协调行动，

在国际上动员反对种朕隔离；

3. 请联合国各机构以及联合国系统内各 L 门机

构和其他组织，为取得更大的协调努力与特别委员会

进行合作，并避免任何不必耍的币复；

1. 授权特别委员会：

(a) 据根而要派遣特派团前往各会员国、各专

门机构总部，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总部，以促进反对

种族隔离的国际行动；

( b) 加强与不结盟国家运动、仆洲统·组织和

其他打关组织的合竹；

(C) 参加有关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动的会议；

( d) 举办或参与举办在跨国公司所在国举行的

专题讨论会或其他活动．让群众认清这此公司在南非

的种种活动；

(e) 邀请非洲统一组织所承认的各南非解放运

动的代表和其他积极反对种朕隔离的组织的代表，以

及各专家们，就种族隔离各方面的问题和国际反对种

队隔离行动问题进行协商：

(f) 使非洲统纠组织所承认的各南非解放运动

的代表同特别委员会的特派团进行联系：

(g) 斟酌情况，派逍代表出席联合国各机构、

以及联合国系统内各片门机构和其他组织的会议；

( h) 委托专家就种族隔离所行各方面及其在国

际 I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

(i) 必要时在总部以外地点开会；

5. 请秘书长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资源，使特

别委员会能够执行其职责，特别是依照委员会的建议．

紧急加强秘书处的反对种肤隔离中心；

(;. 请大会卞席与各区域集团协商，扩大特别委

员会的成员数目，同时要考虑到公平地押分配的原

则；函

7. 请求井授权特别委员会与各国政府、各政府

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共同发起和提倡举办各种

反对种族隔离的会议和讨论会；

8. 授权特别委员会每年举行一定数 H 的会议，

必要时举行更多的会议；

9 , 决定从联合国一九八O －一九八一两年期预

符下每年向特别委员会特别拨款 150 000 美元，供委

员会为在国际l．．动员反对种朕隔离而决定进行特别项

H 之用，特别址：

(a) 共问发起或协助举办国家和国阮反对种族

隔离会议和讨论会；

(b) 推动最广泛地纪念国际反对种族隔离日；

(C) 进行关千种族隔离的专家研究；

10. 授权秘书长与特别委员会协商，为上述第 9

段所提到的特别项 H 征衿和接受自愿捐款。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一O六次全体会议

函牡别委员会的组成，将 r 11 J,7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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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4. 《给予殖民地同家和人民独立仅

言»的执行情况

大会，

审查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 I.1,1,l,＼执行估况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面

回顾其载有«给予硝民地国家和人民独订 'l,I. J广的

一九六0年十勹月十四 H 第 151 1(XV) 号决议和载 h

充分执行《宜言»的行动方案的．儿 L 勹 1,r I寸 j l ..II 

第 2621 CXXV) 号决议，

回顾其以前关千执行«给予怕民地国家和人民独

立宣言»的所有决议，特别是-JL七八年 I· ·. Jj ·j 

日第 33/44 号决议，以及安个押 'l上会的 hX. 决议，

谴责南非政府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 1ll1 ，以致数fi

万非洲人，特别是该国际领 l：上的非洲人仍然受到州

民主义和种族仁义的压迫，升硝贞它以顽固不化的念

度对待为该领上的日前局势 1求国际 1·.11［以接受的f府

决办法而进行的一切努力，

深切地意识到迫切而要采取．切必婓捎施， ；，即

消除剩下的硝民主义残余，尤其从h纳米比＼II1 和汴巴

布韦，由于非法的种版 l．义少数政权发图永久绯抖共

统治，为各该领 I．人民带来惨不堪古的若难和流血

强烈反对某此国家的政策，它们歧视联合国的h

关决议，继续与南非政府以及南罗得西 ，lV IL 认的种队

主义少数政权进行勾结，帮助它们统治h 义领 f．的人

民，

意识到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及甘此成的 I叶阮｝II}

势，给国际大家庭提供了独．儿．的机会， 11［以为彻

碗《人会 lI八记从，；书 1 1/I_I Jµi 气以，补外i'B 23 号》 (A3 1 

23/Rev.l) 。

底泊除泊民 l 义及且 {I II.i州的．切形式和妇见什出觅
定刊的如桢，

注意到节:.flfli"i,「小伦敦“月斯牡仇会举行会议，以

使通过谈判 f肝决巾罗得西，1|，问题，

热烈欢迎于）l ， I/lj III, j • 儿七儿仆 ．丿 J ·. ·I· ·. 11. 

从小巴斯 j· 丿L L 儿 1,1 LJI I· ·.11. 及于义森牡和格

林纳达叫岛 J·· 丿 L L 儿｛I |丿」． I· L ii 分别取得独
.. 
1/., 

满意地注意到牡别委员会为［确保h效彻底执行

《给臼'l 民地 1叶家和人民独立 'l,I I. I »及联合 [1\l J ［他 h 关

决议而完成的 ,·.w.

又满意地注意到 h 义的各竹押 l叶对特别委员会的

h 义 1.f1 给 f户合什）j 积极参 1丿，以及 {I X. 国家政府绵

纨泊备 (1它们骨则的领 1．接钧联合国的视察团，

重申其信念，即h 各地特别足（！纳米比＼II1+11 汴巴

仆i I 1 忠实彻底地执行《给f州民地 [I`1 家和人民独立仇

• I汃以及火速彻底消火这此领 I．内现付的种版］．义少

数政权，将 II「最快地九个悄除种 f/i歧视、种肤隔肉和

对州民地领 1：人民从本人权的佼犯．

1. 重申其第 151 1(XV) 号和第 2621 CXXV) 号

决议和义千lf列［民化的所 {1其他决议，并要求个打用国

依照这此决议，采取一切必牧步骤，使行关领上的附

属人民能够；［即充分行使他们不容剥夺的 I1 决和独订

权利：

2. 再次申明 切形式及表现的泊民 I义一一包

拈种 IJ'A i 义、种肤隔肉、外国和其他利益对纾济和人

力资说的剥削，以及发动州民战争以仇J 卜．． l| 洲各怕民

地领卜的民肤解放 j妇；）川内——的练续存{1都比违反

《联合国宪卒入门l十界人权＇1.i, ｀飞ll 《给 f珀民地国家和

人民独立w,，l>）的，）j对国际和平勹安个构成严币威

胁：

3 . 重申决心采取一切必婓步骤，以便彻底并迅

速地根除州民 l．义，井使所付国家忠实恪守《宪序·»的

｛］关规定、«给f叭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i: 古门以及叮什

界人权古言》的指廿原则；

I. 再次确认州民地及外国统治下的人民为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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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f1 决和独订权利而已用 Uj 可用的必婓丁段进行斗

争是合法的；

5. 批准给 f飞h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山古执 1 i估

况特别委员会 儿 L 儿什度的 1 什扑支们，包括为 儿

八-)年度拟订的 l什力案；朗

6. 要求所 h国家，牡别是平t.flPl小以及各 1/ fl 

机构和联合 1It1 系统内且他组织，沿实特别委员会的报

告中所载的建议，以期迅速执行（（给f州民地国家和

人民独立 '1.i,、卢及联合国各项 h X. 决议：

7. 谴责外国纾济及其他利益练线进行各种沽

动，妨碍对各矶民地领 l，牡别足｛i 南部 1l i州，执行

《给 f 矶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广「古沁

8. 强烈谴责＇丿 1打 II政府进行的 UJ 勾结，特别

是在核 '.j'I,··,lI- 方面的勾纠， 计婓求h X. 国家立即书'l上

所 h这种勾纠；

9. 请所h国家， 打接地或通过它们 {1 各{;· f] 机

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中采取的行动，仆纳米比

业和汴巴布 h人民不容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恢复以

前，停止向南仆政府和南罗得西寸I;ll.i人种 i众 l．义少数

政权提供任何种类的援助，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意味

杆承认这此政权对这此领l的统治为合认的行动：

10. 要求殖民国家汒即儿条件撤除扛｛！姐民地

领土的军书基地和设施，月不冉建立新的基地和设

施；

]]. 促请所们国家，仇接地或通过它们在各 4

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中采取的行动，向纳

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被压迫人民提供一切道义和物 J贞

援助，至千其他领十，则婓求各管理因同其管理卜一领

土的政府协商，什双边和多边的基础 l·-，采取行动，

以取得－切可能援助，并加以 h效利用，以加强这此

领土的经济；

12. 请特别委员会继续J求适节途1个，什所有尚

未达成独立的领土内汒即彻底执行大会第］ 514(XV)

号决议，特别请它：

ca) 拟订消除州民 i 义残余的具体提案，并向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炉

＠同 I.，笱I.,;;:' ；书 1 541 66 段。

(b) 捉出具体建议，以协助安个理＇l心会对足以

威胁 11,11外和 1'1丿，女个的矶民地领 l),＇}势的演变，考 I，忐

采取《，先，．；，心所规正的迅、11 捎施：

(C) 绢＇、加Ii 介各会员 1叶对《给 f硝民地国家和

人民独订 '1.i· ;i))及且他 fr'k.11．州民化的决议，特别比对

11 关纳米比寸l，和汴巴仆 Ii 的各项决议的心行情况；

(d) 继红牡协l i l ．心．小领 1，包括{I适％时派逍

视察团前往这此小领 I·.'Jj 向人会建议 J勺该采取的最

迫．1,1 步骤，使这此领 1．的 1,il 民 lt［以行使他们的自决、

自山和独立的权利：

(C) 采取 切必牧步骤，｛I实现心言沁的 H 卜j、

和执行联合国的 h 义决议，牡别址执行同纳米比亚和

汴巴们卜受儿迫的人民什义的决议方面，争取各国政

府以及对 II 州民化 'l+1lk牡别关心的国家组织和国杯组

织的支抖；

13. 要求各忤理囚绵续同牡别委员会进行合竹，

助且执行忏务，尤其足汛许视察团前往各领 1：取得第

．丁资料和介明各领 I屈民的，心向和愿叩；

l l . 请秘书长向特别委员会提供必婓的便利和

服务，以执行本决议以及人会和特别委员会所通过的

h 义 II 矶民化的各项决议和决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笫一O二次全体会议

34/95. 传播关千ll列硝民化「什作的新闻

大会，

审查了给 f矶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订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的报仇中天 j飞扬联合国（l|压＼民化领域

的 I什的＾序，邸

回顾其载1, 《给 f咱民地国家和人民独汒［江D的

一儿六0年十勹l l 四 I I 第 151 1(XV) 号决议，和所

有具他有关传播关 f1l 州民化 l．．作的新闻的联合国决

议和决定，特别是 儿七八"I~ I· ．．月十：：： l1 大会第

33/,15 号决议．

函伈l !·..:，书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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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以宣传方法促进《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

立宣言）>的目标和宗旨的重要件，并注意到迫切盂婓

不断采取一切可能步骤，使怅界舆论认识非硝民化 l.

作问题的所有各方面，以期1j效地协助硝民地领 f：的

人民获得自决、 I,I 由和独立，

注意到许多特别关心非州民化 1 ·. 11 的 lI政府组织

在广泛传播有关新闻 I．发竹了愈来愈币仪的什用，

注意到一儿七九年四月 I· 兀．日特别委员会第一

飞七次会议成识的特派团的报告，面

1. 核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订 'l`｛言执行情

况特别委员会的报仵中关于订扬联合同什 ll 外＼民化领

域的下作的一彰

2. 重申就下列各点尽牡广泛传播新闻的币，及

性：殖民仁义的T恶和危脸，各泊民地人民”因决争取

自决、自由和独立的努力，及国际补会为f 悄除－．切

形式的殖民主义残余而提供的援助；

3. 请秘书长考虑到特别委员会的建议，绯续采

取具体措施，透过他可以利用的．切新闻媒介。包括

出版物、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泛而 H不断地fi扬联

合国在非殖民化领域的 T．仵，尤其要：

C a) 商同特别委员会，绵续收集、编制和散发

有关非殖民化问题的基本材料、研究报仇和文序，牡

别要继续出版«目标：正义》期刊和其他出版物、心论

和研究报告，包括《非州民化》从刊，并从中挑选述、11

的材料，用多种语文复印，更广泛地予以传播；

(b) 在进行上述各项l{1 时，

管理国的充分合作；

设认取得各h关

(C) 加强所有新闻中心特别是设在西欧的新闻

中心的工作；

(d) 同非洲统一组织保持密切的J＾上仵关系，举

行定期协商，并有系统地同该组织交流有关新闻；

(e) 在传播有关新闻方面争取特别关心非殖民

化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的支持；

邸 A/AC.109/L.1319。竹派 HI 各坝结论和建以的内容， 参

石«人会 lI式记求，布 I· 四屈会议，补编馅 23 \)>>CA/34/23/ 
Rev.1) ，笱｝，｀，，I, 忱 11 段。

(f) 确保这方而的］什从得必收的设备和服

务 . 
(g) 就执行个决议所采取的捎施，向牡别委员

会捉出报们：

I. 请所 h I,I`1 家、各《门机构和联合同系统内］［．

他组织以及牡别关心lI 怕民化 1·. f1 的 lI政府纠织，同

秘书长合什．｛！ ］ l．各自职权范围内，从 'J1: 或加紧进行

l而第 2 段所述人规桢传播新闻的 111 : 

`]. 请扑别委员会密切汁必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Jj 向大会第 1·h屈会议提出报们。

34/138.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第一 O二次全体会议

有关国际纾济合仵促进发展的

令球谈平ll

回顾丿tJL L 四年 7f 月 -·II 载 11《建；，：新的国际

纾济秩序白古》和《行动纲领））的第 3201 cS-VI) 号和

3202 (S-VI) 号决议， －儿七四年,.－·.月十 ·.H 载付

《各国纾济权利和义务宪，＇；勹的第 3281 (XXIX) 号决议

以及－儿七Ii年儿月十六 II 关「发展和国伯、经济合什

的第 3362(S-VII) 1，} 决议，这此决议贞定 f 建 I,f 新的

国阮经济秩序的儿础，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尽忤许多国家特别处发展中

国家'{1为建立．．新的国际纾济秩序而举行的许多会议

I什出 f很大的努力， L廿仅取得r 付限的进展，

审议了按照人会第 32/174 号决议设立的全休委

员会的报告，吭

注意到- · JL-L儿年儿月飞[ I "r:九 H 在哈瓦那举行

的纶六屈 4名结盟国家和政府竹脑会议就与国伯；经济合

仵促进发展有关的全球谈判所通过的币要决议，勋

强调呕须根据平等且利原则，建立一个国际经济

关系的新制度，升促进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

砚《人会 11人记K. 冶 | |ILI J叶会议，补编 'il 31',J:» (A 
3 4',3 1) 。

泌络石＼1 31,1542，附件，冶八 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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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指出为（建＼＇！这杆 个新制度，而婓11 出人

胆的倡议，也 'l/，i 牧采取新的、具体的、个面和令球忖

的解决办认，而 lI仅仅 {l 「 f肝决竹前纾济囚册的 h限

努力和捎施，

促请所行国家仵出保证，通过国际谈判和其他具

体行动，仆公正和平等的儿础 I:实现国杯纾济义系的

调整，以使仆迫吁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的估

况下逐步发展纾济，

强调这此个球忖谈判必须什联合同系统内进行，

重申人会在这方面的中心11 用，

1. 决定在一儿八＾年的特别会议 1．．开始进行三

系列个球刊的抖久谈判，讨论国阮纾济合仵促进发展

问题，这此谈判J悦寸，,足面向行动和同时进行的，以期

确保以连贯和综合的方式处押协向中的问题

2. 同意这此谈判应：

(a) 在联合国系统内界行，由所有国家按照打

关机构的程序参加，并在牡定的时限内结束，但不应

妨 '1片大会的中心仵用；

( b) 包括原料、能源、贸易、发展、货币和金

凇领域内的币要问题；

(C) 对执行联合国第-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

略作出贡献；

Cd) :ff助于在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范围内解决

国际经济问题，也h助于个球经济的逐步发展，特别

怂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片因而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一

般经济能力，反映h关各方的相互利益和贞任；

3. 又同意这此谈判不应使其他联合国论坛内进

行的谈判中断或对它们造成不良的影响，而应予以加

强和利用；

4. 还同意全球什谈判的顺利开始和最后成功打

赖于所有参与者作出充分保证进行仔细和彻底的准备

工作，包括关千谈判的有效程序；

5. 决定按照大会第 32/17:1 号决议设立的全体

委员会应担任有关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的全球谈判

的筹备委员会，提出按其既定程序函制订的一切必要

＠参石人会釬~.· :_ I 屈会议 l),＇1; {!:·-.儿 L八 1,1: I 月 1 儿

11 JiJr 11 的卢 l~I(《人会 11．人记求，竹｝ I 丿计会议，个休会议汃
笱1. -: I 九次会议，符l 223 段）。

安排，使大会能够在九八 I 、)什的特别会议上决定有

效和迅速Jf）民个球谈判的办法，并进一步决定，委员

会应参照 l．．面第 1 午：第 4 段的规定，在大会特别会议

l．提出包括全球谈判的程序、时限和详细议程在内的

最后报们 c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 O四次全体会议

34/139. 有关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的

全球谈判的提案

大会，

铭记着关千进行一次什关国际经济合仵促进发展

的个球谈判的决定，

回顾有关原料、能源、贸易、发展、金融和财政

的各项币要提案，

赞赏地注意到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最近提出的

一此币要提案，这此提案构成（对上述问题的一项相

．I.f. 关联和面向行动的全球忖解决办法，

深信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回顾关于

建立此项秩序的各项有关决议，

决定按照大会第 32/174 号决议设汒的全体委员

会，由千担任关 1巾国卧经济合作促进发展的全球谈判

为备委员会应在其向－儿八~勹年大会特别会议提出的

最后报告中，列入同人会第 31/ ．138 号决议规定委员

会进行的为备 l才f1j关的提议或建议，这此提议或建

议是在考虑到各项问题的相互关系的情况下 f审议 l··

述提案或向委员会提出的其他提案的过程中产生的。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一 O四次全体会议

34/140. 草拟一项反对雇佣军活动的

国际公约

大会，

深亵关切的是，雇佣军的活动对世界各国，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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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的小国造成 1l 益严币的威

胁，

认为雇佣军 I-：义对国阮和平勹安个构成威胁， Ji

且象谋杀、海盗行为和种肤灭绝行为 杆，足为打个

人类的一种罪行，

回顾其一九六八什十一月－．十九 r I 第 2395

(XXIII) 号决议、一九六八年十＿．．丿］ ＿．．卜 ll 第 2165 

(XXIII) 号决议、一儿六儿年十二月十一 11 第 2518

(XXIV) 号决议、一儿 L／年十二月十四 H 第 2708

(XXV) 号决议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二 rl 第 3103

(XXVIII) 号决议，其中币巾雇佣平什非洲活动所追

成的危害及其对国际和平勹安个的影响，

又回顾安全理巾会·儿六 L 钉七月十 fl 第 239

(1967) 号决议、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 11 笱 ,105 (1977) 

号决议和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四 H 第 119 (1977) 号

决议，其中安理会除其他外， i逍贞顽固地准许或容许

为推翻联合国会员 1司政府而招牡雇佣军并向雇佣年捉

供便利的任何国家，

又回顾非洲统一组织的有关决议和一儿LL{I L 

月二日至五日在利伯维尔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

政府首脑会议第十四届常会所通过的公约谴贞雇佣勺：

主义及其对非洲国家的独订和领l：完枢的不利影响，

并宣布雇佣军主义是非法的，

对为了推翻会员国政府和打击为了行使《联合同

宪章刀妇各国依联合国宪辛．建、·f友好关系和合竹的国

际法原则 'if言»的所揭示的门决权利而勺州民统治、外

国占领或种族主义政权斗争的民族解放运动招的、训

练、集合、运送和动用雇佣军的活动 Il 益珀加，表示

愧惜，

呼吁所有国家，均度瞥惕雇佣军活动所必成的威

胁，并以行政和立法措施，确保它们的领土和它们控

制下的其他领1~血，以及它们的国民，不被利用来策划

颠覆和招分、集结、资助、训练和转运雇佣军，以颠

覆或推翻任何会员国政府，或打击为 f行使《联合国＇

宪农刀妇各国依联合国宪祚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

际法原则 fi言））所揭尔的自决权利而勹殆民统治、外国

占领或种族仁义政权斗争的民族解放运动，

砂 ~;2625(XXV) 号决议，附 1'1 。

1. 决定炉Ii: I＼拟坝国阮公约，取缔－一切形式

的府佣饥

2, 促请所 fr 114 家名）总h效捎施，如I: {1它们的

领 l· 内招为、训练、从针，、轧还和使用雇佣 'I户

3. 清所h会员 1！叶大会给．十五屈会议以前．

向秘书长表达它们认为是否 '1届牧紧急制订 坝国阮公

约以禁止招牡、使川、资助和训练雇佣＇4.的石认和心、

见；

1. 决定将题为“It,，叶以一项反对招的、使川、盗

助和训练雇佣才的 IJ、I 阮公约＂的坝 I I 列入纶拿卜 h 屈

会议的临时议和。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一 O四大全体会议

34/192. 南罗得西亚问题的

大会，

审议了南罗得西业（汴巴布－1i) 问题，

审查了给 f州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1,言，执行悄况

特别委员会的报们中的 h 关各节，的

听取了管理国代表的友古，匈

又听取了爱国阶线代表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审议这

个项目时的发言， （91\l

回顾其载们给f州民地 1司家和人民独立fi I'.i.)) 的

九六厂）什十勹 j 十四 H 第 1511 <XV) 号决议及载 {i

充分执行 l述«w,直;»的行动方案的九 L)年十月,.

且第 2621 (XXV) 号决议，以及人会、女个珅 'lt 会

的参石笱I I'1,J B．凡＇11 3,1/ 121'·} 决儿。

函《人会 11人记斗，忱 I IJLIJ叶会议， 什编本 23 吵》 (A

:l l,'23/Rev.1) ，冷／ 1 个八，I＇。

劂IIll,Ci\ I IlL国会议，：4＇)四委员会》，；1\. I 儿次会

以，小，了 17 段？ :~\ ·: I 八次会以，沧 29 33 段：同 1, «订'\

四反员会，个｝,ti 会议，< IJ归，屯 II。)之，、，个义 IJ.!, A兀．1 /311 

I.. 27 。

鸥同,..仍 I 八（久会以，；4．i (l 23 比：书 1 次会

以，；1\ 11 19 l艾；同 I., «书四委员会，个屈会以 '<JJII》、屯

l l J 个义见＼，从1 :11, l..2fi fll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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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和特别委员会所通过的天 j．南罗得西业问题的所 1}共

他决议，

重申联合 11、1 h 贞忏支从南罗得西 Ill，人民为 1r1吏八

小 IIf剥夺的自决和独立仪利侚进 h的斗争．

铭记着人不列烦及北爱尔“联合丁囚政府且忤押

日，应负 i 收贞忏．拨照第 1 ，了 1 l(XV) 号决议使南罗

得西ll/ （汴巴布 1八 ll 怕民化， Ji·结束安个押 'lf会．科

占明威胁国卧安个＇丿不II 、 I1 的危名状忐，

符合人会第 1;)1-1(XV) 号决议各项目标的此种权利而

采取的一切斗争丁段，足合认的；

2. 重申原则：汴巴布书在实行多数统治以前不

肋独立， h这方面 il ，心到',Jf·斯牡大厦协议的 H 的足

按照 fl 由公正选举的原则达成贞．正独汃

3 . 赞扬爱国阶线什谈判中的决定忖贡献，井郑

币店布，只 {ih．爱国阶线充分参加执行·“开斯特大厦

协议的树一阶段的估况卜，才叶能取得抖久的公正斛

注意到联合丁囚政府已纾再度负起忤押同的贞 犯

任，致力于以 l,I 由民 l的选举使南罗得西＼ll, lI．州民

化，从而使南罗得西 •I|／从得国杯补会所承认的仇正独

订，

铭记着．儿 L 儿 "1·: L/] 八 I l 介、·.+ H {1女罗纬· \ll' 

举行的 IL 洲统 组织部长押＇仆会第．．十．屈常会所通

过的关「汴巴布 15 的决议气扑别是这项决议们定 f

爱国阶线足汴巴布 1j 人民 IIfi －合法的贞仆．代表，

又铭记着九七儿勹儿月I. . l 1 个儿 r1 r,哈瓦那卒

行的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纶八屈会议通过的《政治

仅言））中的 h关规定， 1脯

关切到南 ll入't汴巴布 h 的独立统 勹和 1；的威

胁，感到不安，

又关切到雇佣＇个对｛I汴巴 11i I, 建立 l,UE 独 I,1 的威

胁，感到不安，

铭记着在伦敦望开斯特大厦举行的谈判丛汴巴布

书人民 IIfi ．合法代表爱国阶线所领导的武装斗争的 1忙

接结果，

赞扬汴巴布 h人民仆爱 l讨阶线的领廿下，怅决争

取自由和独立，

痛惜h此国家采取行动，违反安个押，jf 会根剒

«联合国宪，：心纶 L,、；'，所规定的拈施，叩方面伈止制

裁，

1. 重申汴巴布书人民 'i1门浏剥夺的门决、 I,l

1. 要求彻底地、忠实地执行、，：开斯特大厦协议；

`), 强烈谴责南lL种 i}次卞义政权干涉南罗得西

Ill} ，包括其'.l1...,lf 部队和保安部队进入该领1·:

G. 井强烈谴责南罗得西亚出现雇佣＇个：

7. 呼吁管押国保讯南II 部队以及所 h雇佣不扩

即个部撤出南罗得西 11li;

8. 呼吁管押国也保i1「南 II 不会将其威胁付诸行

动，来破坏h. _，I)「斯特大厦达成的协议的执行；

9. 宣布女个理 'lJ. 会－ 4 儿六八仆五月．．卜儿日第

25:\(1968) 号决议强制制裁南罗得西亚的规定，只能由

女个理巾会决定撤悄，仆这方面的任何单方面行动，

忧足违背会员国根据笃E 1,:＇,｀第二十 fi 条的规定所承担

的义务；

10. 要求安个理书会密切注总该领 l．．的情况，九

到汴巴布书人民取得贞正独汒和多数统治：

11. 请所行国家立即提供大忧物质援助给安哥

拉、博炊瓦纳、货桑比克和赞比业政府，使它们能够

币建八补会纾济人k)式结构，此项结构因南罗得西亚非

法种族卞义少数人政权的不断侵略，并因实行安全理

'H 会的强制制裁而受到不利影响；

12. 请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

况特别委员会密切注森该领土的情况，并向大会第=:

由和独＼．／权利，他们为争取«联合国宪序》所规定的、 十几屈会议提出报 {IIo

的＼ 31 552，附 fl , ;}＼，（MR心71 9( \ \ X l l l ）勹决议，

面珍石 A/311 /,) 12, 附 fI, i} l,J, '4} 5 1 ()()仪。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一 O八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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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6 小对儿核八湍国家使用或 1成胁使 Ill 核武淄以加强它们的

安全 (A;31/754)..,.............................................

34/87 全血彻底 l戎 4/I＇ (A/34/755)

A. 绮，t，· ?,11 ·坝片 ii. ，友展、 'l).＇、 f诸存和使用）丿友． l」l 「 I J\ 
器的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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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丿LL 丿L ，，＇ I· :丿 J I· · II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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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L 儿 {I I·二月 I·-· II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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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丿L L 丿L 釬 I· 二丿 J I· · II 80 

－儿七丿L年十二月 1·- I I 82 

』丿 L 七丿 L 什:,.二） ] I· \IL\ I I 83 

-·JL七儿仆 1· 二月 l · 1ILl I l 83 

·丿 L L 丿 L什 l 一＿＿丿i 1 · 1ILI I I 85 

丿LL 丿L { i · t -一：丿 j I· pq I I 86 

丿L L 丿 L {I I 二丿 J 1·1儿I II 86 

34/71. 关千签署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
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

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衄的大会

第 33/58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H 第 3473CXXX) 号、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 H 第 32/

76 号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3/58 号决议，

大会，

回顺其关于签署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

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一九

六七年十二月五日第 2286(XXII) 号、一九七四年十

二月九日第 3262(XXIX) 号、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

＠联合国； C条约止编》，第 631 心，第 9068,') ，办 3.68

页。

照顾到一些位于该条约适用地区内的非主权政治

实体的领土仍可通过对这些领土负有法律上或事实上

国际责任的国家成为«第一号附加议定书乃缔约国而从

该条约获得利益，

满意地回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荷兰

王国分别千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一年成为«第一号附

加议定书»的缔约国，美利坚合众国也已千一儿七七

年签署该议定书，

还满意地注意到法国已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日签

署了«第一号附加议定书汃



.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59 

1. 请法国和美利吃合众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尽快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

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

2. 决定将题为“关千签羽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

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夕号附加议定书》

的大会第 31/7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项 H 列入大会

第 十H屈会议临时议和。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大全体会议

34/72.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大会，

重申其一九七八年十－．月-- + 1」第 2454 A 

(XXIII) 号、 －九六儿什 l- 三．月十六 H 第 2603 B 

(XXIV) 号、 －儿七 0年十二月 L H 第 2662 CXXV) 

号、 ．儿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2827 AcXXVI) 号、

一儿七勹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 2933CXXVII) 号、一儿

七飞年十二月六日第 3077CXXVIII) 号、 一九七四年

十勹月九日第 3256CXXIX) 号、 儿七五年十-．月十

-H 第 3465(XXX) 号、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第 31/

65 号、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 H 第 32/77 号、一九 L

八年六月三十日第 S-10/2 号和一儿七八什十二月

十四日第 33/ 59A 号等有关全面禁止发展、生产和储

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决议，

还重申一切国家严格遵守一儿二五年六月十七 H

在日内瓦签订的关千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帘息性、毒性

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的原则和 H

标，以及一切国家加入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

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盂

要，

审议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们，＠

1. 对于尚未能制订一项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

@|1i1 队联盟： «条约 ii 编汃第儿 I 四苍 (1929 仆），节 2138

习，弟 65 贞。

＠卯826(XXVI) 号决议，附什。

＠《人会让式记水，第 1 四屈会议，补编绾 27\-片 (A/
34/27 和 Corr.1) 。

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协定，衰示

遗憾；

2. 促请裁＇4.谈判委员会于其寸L八（．）年度会议

初期考虑到一切现h提案和术来倡议，凶度优先就拟

订 项关于个面h效饮 l上发展、牛户和储存－切化学

武器月销毁此种武器的协定进行协商；

3.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就其谈判结果向人会给.

I· li 屈会议提出报店。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第九十七大全体会议

34/73. 大会第 33/60 号决议的执行情

况

大会，

重申其伈念：所 h国家什 切环垃停止核武器试

验将足符合个人类的利益的，这种停试是为终止核武

器的质措改进、发展和扩散的一个主要步骤，可解除

人类对放射忖沁染严币危及今后世代健康的深切忧

虑，并可对遏止核不备竟赛作出贡献，

回顾《禁止仆人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

器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汃？缔约国在这

此条约中表示决心继续进行谈判，以达成永远停止－一

切核武器试爆，

回顾其以往关］一此－议题的各项决议，特别是一

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第 32/78 号决议、一九七八年

六月飞十日第 S - 1 0/2 号决议纶 51 段及一九七八年

十二月十四日第 33/60 号决议、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

四 H 第 33/71H 号决议第四节，

强调迫切盂要所有核武器国家停止核武器试验，

认识到审议关］侦察和识别地没事件国际合作措

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 H 前就建让一个交换地点数据的

个球地袁台站网问题而进行的研究，对禁止核试验条

约至为爪要，

＠联合 11 、| ：《茶 1，Ij il :1仁 '11 I 8() 心，小 69G1 \J ，馅 4 3 
。

_
、

r

丿

@~'>; 2373(XXII)',} 决议，附 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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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方面

责无旁贷，

不满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中有关个

面禁试条约问题部分显示对这个议题的审议l．作亳尤

进展，也术提出关于．个核武器国家之间谈判现况的

完整报仇，

1. 重申严重关切核武器试验仍然在违反绝大多

数会员国意愿的情况下持续进行；

2. 重申其信念：一项促使所有国家永远禁止一

切核武器试爆的条约1屯获有最高优先；

3. 表示坚信，裁军谈判委员会在个面禁试条约

谈判方面的积极进展，对成功地防止核武器的纵向和

横向扩散，足必不可少的因素，并将对停止军备竞赛

和达成核裁军作出贡献；

4.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将个面禁试条约列为最砱

优先主作，开始进行谈判；

5. 要求三个正在进行谈判的核武器国家尽最大

努力，使谈判及时圆满完成，以供裁军谈判委员会下

届会议审议；

6. 请会员国政府帮助为建立全面禁试条约的个

球核查系统而进一步拟订侦察地宸事件的国家和国际

合作措施，并同审议关千侦察和识别地宸市件国际合
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合什，履行其任务；

7. 决定将一项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项目列入

第二．：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34/7 4. 关于签署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

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

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的大会

第 33/6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 I· 11 第 2156 BcXXIII) 号、一儿

七0年十二月七日第 2666<XXV) 号、一儿七一年十

－J. 月十六 ll 第 2830CXXVI) 以一儿七二年十一月－^ 

1· 儿 f1 第 2935(XXVII) 号、_` ·儿 L 今年十二月六 11

第 3079 CXXVIII) 号、 儿七四仆I·-．月儿 H 第 3258

(XXIX) 号、九七h4 1- ：．月 I·-. f:l 第 3167(XXX)

，,｝．、－儿七六什． I·. 丿 l ·I• 1 l 第 31/fi7 号、 儿七七年

I· －：月十二 H 第 32/79 号和一儿七八年十－．月十四 ll

第 33/61 号决议，所打这此决议都呼吁核武器国家签

署和批准«拉丁义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

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汃

重申其现纾国际行为所证实的估念：要使任何建

订非核武器区的条约发牛最大效力，就必须得到核武

器国家的合仵，这种合作的方式应、11 是承担与在具{i

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国你文书例如条约、公约或议定书

内所承担的相同义务，

欢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工国、美利咯合众

旧、法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K 义共和因

联盟都已签署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

拉特洛尔科条约）第飞号附加议定书汃从而使大会的

愿电得以实现。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34/75. 考虑宣布一九八0年代为裁军

十年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第 33/62 号决议，

考虑到一儿六儿年十－．）］十六 H 第 2602 E 

(XXIV) 号决议所仅布的＂裁军十年”即将结束，

对于“十年＂的宗旨和目标未能实现，表示失堕，

严重关切世界大量物质和人力资源继续消耗在武

大会， 器上，从而对世界安全和达成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
回顾其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第 2286(XXII) 号、 力都有不利的影响，

®«大会11:式记水，第 1 四屈会议，补编笱＼ 27,,}» (A/ ＠联合国： «爷勺 ii 编汃打＼ 631 心， ;~'i 9068 出 '.:il 368 
34/27 利 I Corr. 1) ，纠｝上 11IJ A 。



. 恨剒纶 委员会的报们通过的决议 6 1 

考虑到联合国第 个友展l什国际发展战略的制

i [ I. ·竹:,

再度强调裁'/,和发展之间的密切又系，

深信打效的裁＇车措施 11f 以把消耗 j:)L il;l'个备矗从

的资源转用 j：纾济及补会力，余，牡别是川际纾济合

什，

回顾 ll ＾儿入 {I l4 一月今．十四 H 第 1 652(XVI) 

,,} ̀  丿L L 七 {1-:-1·.. 丿 J l · ·. ll 笱~ 32/ 81 号利 1 - -- jL L. J\ 

“I I 三月十四 11 给 33,， 63 号决议曾仪求所打 ll、1 家把 II血

汁I,1 人队、包括 11, 洲人 1汕各国、竹达加斯加和仆洲四周

且他，I汾血'J 、 11 什儿核武器 l天石竹，并 f 以尊币，

又回顾具第 33,I,63 号决议，其中肾决谴如忖作以

忏何力式将任何核武器引进非 i州大队i 的任何企图）仁仪

1. 决定＇l,{,J -儿八 什代为“第 个裁＇个 l 求由 II 立即避免 (1非洲大陆和其他地方进行任何核爆

年“;，k1.

2. 责成裁＇矿审议委从会 J 丿t -儿八、什实 1贞竹

会议上拟订一项题为订j:1IJ 二儿八）年代为釬\才．个裁

军十年窅言》的决议萃岔捉文人会第－ l. II 屈会议审
议通过；

3. 决定该决议爪案，除丿［他 'lt 项外，应载明“第

:／个裁军十年”期间内亢成各项裁 'f i· 牧 I I 的和 11 杠

的指标，以及｛I: 这方面动员卅界公众贝论的办认和丁

段；

i . 请秘书长征求各会员国和各 h 又 I.(f) 机构及

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心i布－儿八C仆代为第才、战 'JI:

十年 '1`i 言»的可能组成部分的必见和建议；

5. 请秘书长向裁＇矿审议委员会提供执行个决议

的一切必要援助，包括编制一份l竹义件；

6. 决定将题为“仅 11j 一儿八(_)年代为第才、裁

军十年”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勹十 Ii. 届会议临时议和。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34/76. 《非汁I}非核化宣言»的执行情况

A 

«宣言》的执行情况

大会，

铭记着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 H 在 Jf罗

举行的第一次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竹脑会议

所通过的«非洲非核化＇代言汃 OII:

关切的注意到南非垒门拒绝同国际原f能机构缔

钻 项充分个面的保陷协定，以便防止和平用途核材

抖被轧用「制必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罚，

惊恐地注意到由千南l| 11［顽固地拒绝放弃取得

核武器，南lI．可能已经试爆（ 个核爆炸装'1?i,

深信这种情势对国际和平仔女个构成严币的危

防， Ji勹又寸仆洲各 [1」的女个构成特别危险的威胁，

回顾丿［第1寸叶牡别会议的决定：安个理 'lf会应采

取庙、1,1 h效步骤，以防止 lI 洲统一组织关］． II洲非核

化的决定受到阻忱． II

赞赏地注意到一儿七儿仆-.）] -“十四 f1 不11 ··. I·/{ 

11 {1伦敦卒h的联合 1讨又 j· Ij |，hll进行核勾结问题的

讨论会的报店，巳

对］厂某此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练续 1II] 南非进行勾

銡：参勹其铀的提炼和加 1、供应核设备和技术转

让、捉供训练和交换科学家、 JI 对代核方案给予财政

援助，表示愤慨，

满意地注意到一儿 L儿年七月六 II 个~. ·. J-11 fl女

罗维＼ll1 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h会第．卜飞届常

会通过的决议， 1:f 其中非统组织采取进－步的步骤，促

进《非洲非核化'1.i. I` 卢的执 1r, 

1. 坚决重申大会要求所付国家把非洲大陆、包

括非洲大阰各国、竹达加斯加和非洲四周其他岛屿芍

作儿核武器区石竹，丿i f 以忤币；

II) ::_f\ S - I O. 2 '，}决以，：B 63(() 段。

12) 见«女个则 Ji ;, 11式记从，冶 IIil1 什． 儿 L 儿 '1

Jj 、 ) j 和 丿 j 份补纠妗， S 1 3l 57 号义 f'I 、

@«人会 11．式记求，勺1}. I 屈会以，附 1'1汃议和项 11 10:;, 心）参石＼ / 3 1 155?，附 fI , 4} (: ,1 /R,. `,71 8 (\ \ \ l I I) ',; 

A/5975 号义 1'1 。 ,)~- i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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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据报南非已纾引爆广个核装肾，对此强烈

予以谴责；

3. 重申南非种族十义政权的核方案对国际和平

与安全构成严币的危脸，对非洲各国的安个构成特别

危险的威胁，并Fl月增加了核武器扩散的危险；

4. 谴责任何国家、公司、机构或个人同南仆种

族主义政权进行任何核领域的勾结从而可能使非洲统

一组织建订．非洲无核武器区的目标受到阻挠；

5. 因此，要求这此国家、公司、机构或个人，

立即停止它们同南非种肤 I 义政权进行任何核领域的

勾结；

6. 请安全理书会下令禁止同南非种族卞义政权

在核领域的一切形式的合什和勾结；

7. 请安全理，µ会念及联合同关千lj南非进行核

勾结问题讨论会的建议，＠对南非种肤卞义政权采取

有效的强制行动，以期防仆南仆．由千取得核武器而进

一步危害国际和平与安个；

8. 要求南非将其一切核设备交由国际原子能机

构视察

9. 请秘书长向非洲统一组织提供为实现庄严的

«非洲非核化仅言》所盂役的．切协助；

] 0 , 决定将题为"«非洲．l| 核化订言））的执行情

况＂的项目列入第勹十h届会议临时议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力匕匕人日
”

核

B

勺上卡
4 

南

大会，

对南非可能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引爆了一个核装罚

的报道，深感震惊，

回顾一九七九年十月一．十六 H 第 311/101 号决

定， J5

＠参见«安个 J川 jL 会 11式记从，；书． I 四什，少 儿 L儿勹

·丿 l 、 -丿」和 丿 j 份仆红心， S ];\ 1 :i7,,} 义 fl，冶 L'1'1

吵决定个义见馅 I·',,J B.l 

注意到秘书 K 的报们， II,

1. 对秘书 K按照大会第31/ 10 1 号决定所采取的

行动，表示赞赏

2. 呼吁所 h 可以提供一切们关情报的会员国将

此种情报递交秘书长：

3. 请秘书长按照会员国提供的进一步 h 又怕

报，并密切 ii：总巾念的发展；

1. 进一步请秘书长｛I贞适、1,1 七家的协助下就南 II

核领域内的计划和能丿j编制份综合报告，提交人会

第－ l h届会议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九十七次全休会议

34/77. 在中东区域建立无核武器区

大会，

回顾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 H 第 3263(XXIX) 号决

议，其中大会极力赞扬在中东区域建＼，I: 无核武器区的

想法，

又回顾一儿七丘仆十一．月十－ H 第 347,t (XXX) 

号决议，其中大会认识到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已得

到该区域的广泛支抖，

铭记一儿L六年十二月十日第 31 / 71 号决议，其

中大会深估在中东建立尤核武器厌方面取得进展将人

大有利千该区域和个世界的和平事业，

考虑到一九七七年十勹月十勹 H 第32/82号决议，

其中大会深伈核能力的发展，将使局势更趋复杂， Ji·

大人有损建；f．中东互伈气氛，

在人会第十而特别会议d最后文件））中各项 1j 关 {i

中东区域建立尤核武器区的建议的的指引下，

又回顾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3/64 号决

议．

硕＼ 34 67 1 和＼dd. 1 。

＠以｝，］称为义 j |h II 什核领域的 ll划和能力的 I/ 家小组。

!)3 :h S 10,/ 21,) i丸 i义，勺~ G3(d)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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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63 

认识到什中东建立儿核武器区会人大坰进国际和

平勹女个，

1. 敦促一切八寸妥h 义力血，心照大会 h 又决

议，认rt考），归采取实阮和迫切的步骤米执行义 J．小中

东区域建心儿核武器 [x 的建议：月沾一切｛l 关国家加

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什为促进这项 Ht小的 个 T
段；时

2. 请各该国家仆建识中介、儿核武器区以前和建

I,f过程中，庄严订布它们将 {1 相互尪础 I-，不牛产、

取得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拥h核武器和核爆炸装罚；

3. 呼吁各该国家 {1相互基础J:，不允许任何第

飞方什其领土上设咒核武器，并同必将其一切核活动

罚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

」． 再请它们在建立中力、尤核武器区以前和建立

过程中，遵照第十届牡别会议＜《最后义件》第 60 个 63

段而特别足第 63(d) 段的规定，叶布它们支从建 1、1 中

东无核武器区，并斟酌情况将此项古们交存安个理 'l 上
会，备供审议；

5. 再次逾议核武器国家不耍采取任何有背本决

议的精神和目的以及仆有效保防制度下建I,1 中东儿核

武器区的目标的行动，并对该怀各国为促进此一目的
而作的努力给予合竹；

6. 再请秘书长继续探讨什中东区域建立儿核武
器区方面取得进展的可能忖；

7. 决定将题为“在中东区域建立尤核武器区”的

项目列入第三十五屈会议临时议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大全体会议

34/78. 在南亚建立无核武器区

大会，

回顾其关于在南亚建立无核武器区的一九七四年

十二月九日第 3265B(XXIX) 号、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十一日第 3476B(XXX)号、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第

@~{} 2373(XXII) 勺决议，附 1'1 。

:n /73 号、 少儿L L {l l ．一．月 1. －．．． l] 第 32/83 号和

丿L L 八什 l 丿 J l 四 II 第 33 / 65 号决议，

重申 jt伈念： ｛i籵界各区域建；［儿核武器 l大．丛对

伈 II 核武器扩散和个面彻底裁＇个这曲坝 11 杯什出最 h

效贞献的措施之 , 

相信h前11，建立儿核武器 1大 lIIM其他地 1><: -··杆．

将使该地区国家免受核武器的使用或威胁使用，从而

卅强它们的安个，

注意到南］l/ 各囚政府最茼领导人发表的＇订言， 币

申他们保证小取行或制造核武器， Ji将其各 11 核方案

4 f] 用「其人民的经济和补会进展，

回顾大会在 I述各决议中请南 ~]i地区国家和其他

可能h兴趣的尤核武器邻囚，尽一切努力建立南亚无

核武器区，同时避免采取任何行背这项目标的行动，

又回顾人会第 3265B <XXIX) 号、第 31/73 号和

纶 32/83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为各该决议所提及的协商

召开会议，月为促进建；r 竹·lIIl，凡核武器区的努力，提

供必要的援助，

铭记着第十屈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江口第 60 至 63

段中关于建立儿核武器区包括在南业地lx．建立尤核武

器区的条款，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在南亚建立儿核武器区的报
告，吵

1. 重申在原则上赞同南亚无核武器区的概念；

2. 再次促请南亚各国和其他可能有兴趣的无核

武器邻国，继续为建立南 11I；无核武器µ作出一切可能

努力，同时避免采取h背这项 11 杯的任何行动；

3. 请尚未这样做的核武器国家积极响应这项提

案，并对建立南亚尤核武器区的努力给予必要的合
作；

4. 请秘书长为促进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努力

提供必要的援助， Ji就此问题向人会第二十四届会议
提出报告；

蚀馅 S - 10 2 勺决议）

吵 A/31,i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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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大会－第勹十四屈会议

5. 决定在其第二十五屈会议审议这个项 11 "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大全体会议

34/79. 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刚大规校毁
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

大会，

回顾其关于赞止新刚人规校毁灭件武器的一儿七

五年十二月十－ H 第 3479<XXX) 号、一儿七六仆 l·

二月十日第 31 / 7 t 号、一儿七 L年 1· 一．月 l` －． H 第

32/84A 号和一儿匕八年－t 一月十四 l1 第 33/66B 号节

决议．

铭记着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产心书 39

段的规定：裁减军备匝量和数肚的措施对停止＇不备觅

赛都极其重要；为此目标的努力应包括关于限制和｛卒

止改良军备一－一特别从大规校毁灭件武器－质牡和

发展新作战手段的谈判，

回顾«最后文件»第 77 段所载决定：为了帮助防止

军备的质量竞赛，使科学和技术成就最后能够4门用

千和平目的，应、片采取h效措施以防止根据新的科学

原理和成就制造新刑大规校毁灭性武器的危聆； Jj: 1 l 

应岈为禁止这种新刚大规模毁灭什武器及甘新系统而

作出适当的努力，

鉴千第十屈特别会议的决定，表示咯决相估缔纨

一项或多项关千防止将科学和技术进步用于发展新刚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协定， 十分币

要，

满意地注意到苏维埃礼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

坚合众国在谈判期间议定的“苏美又千禁止发展、牛

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各］要组成部分的共

同提案”囡己千－儿七九{I L 月儿 ll 捉交裁 ，1i＇谈判委

员会审议，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儿L儿什会议期间讨论

g 釬'~ S-10/2 号决以。

岱参石 CD:53/Appendix 1111\ol. II, （、 [)31 和门） 32

号文 i'I 。

了题为“新刚大规校毁灭刊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放射忖武器”的议程项 ll,

注意到裁＇，I．戊判委员会报仇中 h 关卜述问题的部

分． ;\I

1. 清裁＇个改打j 委员会根据 Jl现 h的优先次） i．,

h 合格政府 4家协助卜．，积极然绞进行谈判，以期拟

订一项关 J·. 饮止发展和制造新刚人规校毁灭件武器和

此种武器新系统的综合协定忭案， Ji: r必牧时，就此

种武器的牡定类刑拟订牡别协定：

2. 请裁 'I, 决判委员会将{!＾关 l[ I- 什成果的报们

提交大会第 I· It: 屈会议审议；

3. 再次敦促所 h国家避免采取任何足以对旨 {I

拟订顶或多项防止新卯大规校毁灭什武器和此种武

器新系统出现的协定的会谈发牛不利影响的行动：

|. 请秘书长将人会第一十四屈会议审议本项 Il

的 切介 X. 文件递父裁＇矿谀判委员会；

5. 决定将迪为＂？如1．发展和制造新刑大规栈毁

火刊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裁＇个谈判委员会的报

仇＂的项 11 列入人会第-卜兀屈会议临时议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34/80.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官言》

的执行情况

A 

大会，

回顾－儿七一年,.`．月十六 l1 第 2832 cXXVI) \; 

决议内心I：布印度汀为和平区的＇，飞，言，又回顾一九七

什1· ．．丿 l l. li I l 纶 2992(XXVII) 号、－ ·儿 L上－． “1

I ．月六 H 第 3080 CXXVIII) 号、 JL七四年十二月

儿 11 第 3259A<XXIX) 号、一儿七五年卜＿刀＾月 1·- H 

第 3168(XXX) 3、九 L六年十勹月十四 H 第 31/88

号、－－丿L 七 L4,． 1 · ：月 1 ·一·二 11 第 32/86 号、一儿七八

纷«人会 11人记!<,；书 I· l'L\ I仆｝会议，补偏笱\ 27 号》 (A

3,1'27 fl\ Corr.1), ;)'\'1 'J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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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六月-:．十日第 S - 10/2 号及·儿L八什卜：月十四

日第 33/68 号等决议，

由于一九七九年九月． H 年九 H 在哈瓦那举行

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维续支持本《'1:

言兑们而鼓舞，

重申其信念：促进实现《宣古》 H 标的几体行动，

将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仵出币大贡献，

对大国为了争新而加强其T. ：lt 存｛l, 寻致该区域

紧张局势的加剧，深感关切，

认为由于大国争霸而在印度洋继续维持军市存

在，连同这种军事存在可能发生竞争性升级的危险，

3 . 希望大会第 2832CXXVI) 号决议所载的«宥

伈印度详为和平区的 'ii 言）） 111· 13 实现；

1. 促请苏维埃社会－t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

众国性不迟延地就双方在印度洋的军书存在问题

恢复会谈，并避免从书任何不利于执行大会第 2832

(XXVI) 号决议的活动；

3̀. 延长各项行关决议中所规定的特设吞员会的

总任务；

凡 请特设委员会向人会纶．十丘屈会议提出详

尽的 l．．作报告：

7. 请秘书长绵续向特设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

因此更迫切需要采取及早执行《古布印度详为和平怀 协助。

的宣言节的实际步骤，

又认为建立印度洋和平区需要区内各国的合仵，

以确保该地区内具备＂宣言））所想电的和平与安令的条

件，并确保沿岸国和内陆国的主权和领土亢整，

鉴千第十届特别会议考虑到大会的审议经过和各

项有关决议以及确保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宙
大会，

要，从而对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提案茜加以注意，

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

国己就双方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开始进行会谈，又该

两国已经常将会谈进行情况通知印度洋特设委员会，

但对会谈仍然中断，表示遗憾，

对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的召开感到鼓舞，

该会议已为进一步调和沿片国和内陆国的\、j场提供机

会，

]. 注意到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勾及印度汗

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的报告氢

2. 满意地注意到印度洋沿芹国和内陆同会议已

就某些问题成功地达成共 I叶 1'1 场：

念参石 A/34/542，附 fI, ;1} ．＇i,J ，沧 112.. 151 段。

面第 S - 10/2 号决议，纠3 61(h) 段。

＠（（人会正式记求，第． 1· 四）仆｝会议，补编罚｝ 29 号»(A
34/29) 。

雹同上，《补编第 45 \乃（A/3,1/,15 和 Corr.I) 。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九十七大全体会议

B 

回顾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的报告函第 31

和 35 段所载的建议：

1. 决定扩人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由大会主席根

据特设委员会的推荐委派新成员；

2. 邀请安个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印度汗

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的报仵））第 12(C) 段中所提及但尚

术成为特设委员会成员的使用印度汗的主要泭事国，

参加扩大后的特设委员会；

3. 决定千一儿八－什：．在科伦坡召开印度祥会

议，以期执行大会第 2832<XXVI) 号决议所载的（（W

布印度汗为和平区的宜占沁

11. 请特设委员会承担召开印度洋会议的为备 l.

什，包括考虑作出适节安扑，以便最后能就大会给

2832(XXVI) 号决议第 3 段所指关于维持印度洋为和

平区达成协议，）i仆联合国总部举行苏备会议，其中

迎 !1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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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两届筹备会议，包括最后一届筹备会议，应在

毛里求斯举行；

5. 请秘书长为会议作出必要的安排，包括编制

必要的背景资料、有关文件和简要记录，并向扩大后

的特设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包括在需要时以

大会语言提供口译服务。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 

* * 

大会主席后来通知秘书长说，匈他已根据上述决

议B第 1 段的规定委派了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下列成

员国：保加利亚、吉布提、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巴拿马、波兰、罗马尼亚、塞舌耳、新加坡、苏丹和

南斯拉夫。

由于上述委派以及执行上述决议 B 第 2 段的结

果，特设委员会由下列会员国组成：澳大利亚、孟加

拉国、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民主也门、吉布提、

埃及、埃塞俄比亚、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竟

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

拉克、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

加、马来西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荷兰、挪威、

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波兰，罗马尼亚、塞舌尔、

新加坡、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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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也门、南斯拉夫和赞

比亚。

34/81. 世界裁军会议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第2833 (XXVI) 

号、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九 H 第 2930CXXVII) 号、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第 3183 CXXVIII) 号、一九

七四年十二月九日第 3260CXXIX)号、一九七五年十

二月十－ H 第 3469 CXXX) 号、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

@A/34/854 。

|主 .H 第 31/190 号、一儿七七年十一矗月十；日第32/

89 号和一九七八年卜：月十四 H 第 33/69 号等决议，

重申其信念：裁T谈判的成功对全世界人民具有

币：大的利益，一切国家都应能协助采取旨什达到这项

目标的措施，

再度强调其估念：经过充分准备并在适芍时机召

开的一次世界裁军会议，将能促进这种日标的实现，而

所行核武器国家的合作将大大有助于达到这种目标，

注意到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刮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作出的决定：应在最早

的适当时候召开-·次由各国普遍参加并作好充分准备

的世界裁军会议，动

1. 满意地注意到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特设委员会

提交大会的报告指出：

“许大会考虑到尽早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由

世界各国普遍参加并作好充分准备的世界裁军会

议的各项币耍先决条件之后，或可决定：一俟第

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结束后各方能

就召开世界裁军会议达成必要的协商一致意见，

即行尽早召开世界裁军会议”;@

2. 延长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期限；

3. 请特设委员会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代表保

持密切接触，以便随时获悉各国的态度，同时也与所

有其他国家保持密切接触；并请特设委员会审议任何

可能向其提出的有关评论和意见，特别要铭记大会第

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122 段的规定；

4. 请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一

份报告；

5. 决定将题为“世界裁军会议”的项目列入第飞

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吵《人会正式记求. ~ ·>I 四屈会议，补编奶 28 号》(A

3(128) 。

苞第 S - 10/2 \}决议，小 122 段。

函《大会正式记 ;k, ::(',~ I 四屈会议，补编布 28 勺» (A/ 

34/28) ，小 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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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2. 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

大会，

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

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3/70 号决

议，其中大会深信如能基于人道理由就禁止或限制使

用特定常规武器，包括任何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

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达成普遍协议，将可大

大减轻平民和作战人员的捅苦，

重申其信念：基于人道理由不使用或限制使用特

定常规武器的积极效果还可以鼓励仵更广泛的范围内

达成裁军，

又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 H 第 32/152 号

和第 33/70 号决议中决定h-－儿七九年召开联合国禁

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

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并确定了会议的任务规定，

1. 注意到一九七九年九月十 H 至二十八 H 在日

内瓦举行的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

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的报

告漫

2. 赞赏地注意到会议己就无法检测的碎片提案

草案达成协议；

3. 又注意到该报告表明己就地雷和饵雷间题达

成广泛协议，而各方对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的意

见也更进一步地接近；

4. 注意到会议直属总条约工作小组编制一项关

于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

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及其所附任择议定书或条

款工作所取得的进展；

5. 也注意到会议于其关于小口径武器系统发展

的决议＠中除了别的以外，强调需要极为小心谨慎，

以避免不必要地增强这种武器系统引起创伤的作用；

6. 赞同会议主张从一九八0年九月十五日开始

®A/CONF.95/8 。

＠同上，附件 --:0

仵 H 内瓦再举行－次不超过四个星期的会议建议，以

便遵照大会第 32/152 号和第 33/70 号决议的规定完

成谈判工作；

7. 注意到会议的一项（解，即：已达成协议的

各项问题在未来的会议中不再加以讨论，以便将一切

人力物力集中于各项尚术解决的问题，以求达成协议；

8. 请各国继续积极参加会议，并尽可能派遣具

有必要法律、军＇l+ 和朕学七长的代表；

9. 请秘书长向会议提供必要的协助；

] 0.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

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占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

议：会议的报告＂的项目列入大会第飞十五届会议临

时议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34/83.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

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A 

裁军和国际安全

大会，

重申联合国桉照«宪章»规定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责任，

重申联合国在裁军领域内具有中心作用和主要责

任，

认识到只有通过国际协定和彼此以身作则，有效

落实«联合国宪章咽所规定的安全体系，并迅速大量裁

减军备和武装部队，最后导致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

彻底裁军，才能建让真正持久和平，

深信裁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尊重自决和国家

独立的权利，按照«联合国宪章江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加

强国际和平与安全都是直接相互关联的，

回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32/87C、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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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六月 _;+H 第 S-J0/2 和 儿七八 1.1-:,. 二月 1

六日第 33/911 号等决议，

]. 注意到题为«x ．于裁不勹国际女个的关系的

研究））的秘书长报告；匈

2. 认为停止军备竞赛．牡别是停止核吓备竞赛·

应当是执行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人会纶十屈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沁？的第一步；

3. 呼吁所有国家消除彼此关系 1．．的紧张和冲

突，并根据«联合国宪汽汾采取有效的集体措施以使建

立一个国际秩序、安令勺和平的体系， lll] 时努力采取

裁军措施；

4. 又呼吁所有国家推行加强国际和平＇J ，女个、

并在各国间建立估任的政策；

5. 请联合国各机构依照《联合国宪 t汇的水旨和

原则，开展或加速进行关于发展和巩固纣抖和平勹安

全体制的工作。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B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已经按照第十届特别会议达成

的协议建立并于一九七九仆内举行（第一届会议，表

示满意，

赞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什 1:11: 安排和程序

等方面所获的宝贵成果，

大会虽然多次呼吁就裁军领域优先任务进行谈

判，但是迄今为止仍未取得任何具体结果，对此感到

遗憾，

深信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裁军问题的唯一多边

谈判机构，应迫切、最直接地参勹裁军优先问题的实

顶H 谈判， Jj: (t 人会纶 l·屈特别会议«最后义件》浏纶

，，，凡行动纲领》的执行力面发扞关键作用，

强调裁＇矿谈判委员会以外所进行的具休裁＇不问题

谈判，不应仆任何情况下妨碍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这此

问题所进行的谈判．

审议了裁不谈判委员会的纶一次报仇，刚

I. 促请裁＇不谈判委员会按照纶十屈牡别会议

《最后义件》的各项条款和大会就这此问题通过的其他

什关决议，它不延迟地就其议和 1．．优先裁＇矿问题进行

实质刊谈判；

2. 请裁＇车谈判委员会参加个别优先具体裁＇个问

题谈判的成员它不迟延地竭尽个力促使这此谈判达成

积极结果，以便提交委员会，否则将其个别谈判的现

况和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果向委员会提出一份全面报

仇，以便按照 I．述纶 1 段， I'（接对委员会谈判仵出贡献；

3 , 请裁不谈判委员会千其一九八0年会议就综

合裁平方案开始进行谈判，以使在一儿八二年专门讨

论裁军问题的第二屈人会特别会议召开之前完成编拟

口1，编拟方案时应以裁军审议委员会通过的建议为

其从础；

1.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向人会第飞十五届会议提

出 1．仵报们；

5 . 决定将题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店＂的项 [j

列入大会第 卜h屈会议临时议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c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

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大会，

审查了第十屈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

情况，

函 A/34/465 和 Corr.] 。

勃第 S-10/2 号决议。

函同 1。

闱《人会 11人记，{.冶 I IILI 屈牡别会议，补编洽 27 3 >

(A 3 4 2 7 利 I Corr. 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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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裁不已成为国阮礼会所曲临的最为迫切而必

须予以斛决的任务，同时全出界的人民对于裁军谈判

的成败休戚相关，

促请注意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门最后义件＂。第

节«行动纲领》内所载知期内最迫切可行的各坝措施和

达成有效协议的任务，

对于第十届特别会议人人促进所有囚家参均裁军

和推动裁军领域许多新的创议，表示满意，

满意地注意到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

执行方面已经取得一此初步成果，主要是联合国的积

极参与裁军，和联合国多边裁军机构恢复（重人活动

能力，

对军备竞赛的持续和军备开支的惊人增加，深感

关切，

认为必须在所有关千裁军和限制军备问题的谈判

上取得持续的进展，

关切地注意到虽经大会再 呼叮，裁军领域各项

优先工1们的谈判多数尚术产生具体结果，

注意到迄今尚未Jf始就«行动纲领门中的若干问题

进行谈判，

决心鼓励采取迫切措施，以便执行各会员国所赞

同的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内旨在停止和扭转军

备竞赛，特别是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建议和决定，

从而迈向裁军，

]. 由于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立赛持续不已，以及

军事预算不断增长，从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日增，

并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放手发展造成不利的后

果，对此深亵关切；

2. 迫切吁请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

他军事上重要国家立即采取步骤，设法有效地停止和

扭转军备竞赛，促成裁军，并且为此目的：

(a) 竭尽全力促使目前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以及

在有限或区域范围内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

文件»第三节竹行动纲领门所列优先次序进行的各项有

效国际协定的谈判，胜利完成；

＠第 S-10/2 号决议。

(b) 尽早就第十届特别会议以协曲一致必见阶i

定的措施，恢复或开始进行双边、区域或多边谈判，

谈判时应计及一切有关提案；

3. 请所有参与联合国范围以外的双边、区域或

多边裁军或限制军备谈判的国家按照第十届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叶的有关条款将其谈判结果通知人会；

I. 决定将题为“第十届特别会议的建议和决定

的执行情况＂的项 H 列入人会第 十五届会议临时议

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以

D 

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

大会，

回顾其第十届特别会议设立裁军研究金方案＠的

决定，

又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3/71E 号

决议，其中核可秘书长为该方案拟定的指导方针，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一九七九年联合国裁军研究金

方案的执行情况的报仇，＠

1.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裁军研究金

方案的报告；

2. 决定继续执行这个方案；

3. 请秘书长按照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核准的指

导方针，为一九八0年裁军研究金方案作出近普安

排；

4 . 又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提出关 j·

方案执行情况的报告。

秒同上，弟 108 仪。

@A/34/640 。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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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裁军协定的监测和国际安全的加强 冻结和裁减军事预算

大会，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 H 第 33/71J 号决

议，其中请秘书长在一个合格政府专家小组协助下，

就设立一个国际卫星监测署所涉的技术、法律和经费

问题，进行研究，

重申可使一切有关方面均感满意的适寸1 国际监测

措施将对裁军协定的达成和执行，以及国标安全和估

任的加强，都起有重大作用，

认为人造卫星对地观察技术可在此一领域作出重

大贡献，

注意到秘书长收到的各国按照大会第33/71J号决

议就设立国际卫星监测署的提案所表示的意见，＠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其附件载有秘书长在合

格政府专家小组协助下就设立监测署所涉的技术、法

律和经费问题进行研究所得的初步结论，

认为有必要参照关于设立国际卫星监测署问题政

府专家小组在其初步结论＠中提出的各项建议，继续

深入进行此一研究，

1. 请秘书长在原有政府专家小组协助下，进行

深入研究；

2. 请秘书长及时就此议题提出一份全面报告，

以便一九八二年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作

一决定；

3. 请秘书长注意上文第 2 段所述研究报告至迟

须于一九八一年六月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

大会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

@A/34/374 。

@A/34/540 。

＠同上，附件。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回顾大会第十屈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只9 第 89 段

的各项条款，其中认为例如按绝对数字或订分率逐渐

裁减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书上币婓国家的军 1}

预 51，将是一项付助千遏制军备竞赛的措施，并将增

加目前用于军 1i用途的资金转用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

III 能性，特别是必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补会发展，

又回顾它在第十届特别会议上决定继续审议究应

采取何种切实步骤以促进军事预n：的裁减，＠

重申军书预n的裁减可以在不影响军 '}t 均势从而

也不损害任何国家的国家安全的情况下进行，

认识到盂要一种备供各会员国统一汇报军事支出

的满意表格，一如目前在联合国范畴内试用的表格，

注意到各国到目前为止提出的提案和联合国范畴

内迄今在裁减军 1i 预 n··方面所已进行的活动，

考虑到世界军仆开支仍然以令人哀惊的速率增

长，与各国迫切的发展盂要，尤其处发展中国家的＇盂

要形成强烈的对照，

1. 认为应该参照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

上述条款对于以公平方式冻结、裁减或以其他方式限

制军事开支，包括对可使一切有关方面都感满意的充

分核查措施达成协议的努力，给予新的推动力；

2. 请裁军审议委员会为此在一九八0年内研究

和寻求达成此种协议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3. 吁请所有国家，特别是军备最多的国家在尚

未缔结裁减军事开支的协定之前，对其军事开支自行

克制，以便将由此节省下来的资金转用千经济和社会

发展，特别是造福发展中国家；

4. 决定遵照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3/

67号决议的规定由第三十五届会议就其即将列入该届

＠ ~S-10/2 另决议。

＠同上，第 9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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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临时议程的题为＂裁减军事预箕＂的项目，审议有

关这个领域内采取实际措施的最有效途行和方认。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大全体会议

G 

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 H 第 33/71B 号决

议，其中除了别的以外，吁请各国在实现核裁军以前

禁止使用核武器，

考虑到各国就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及有关

问题所提出的各项提案，徇

1. 决定将各国关于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及有关问题的意见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

2.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适当考虑这些意见，并就

此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H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审议了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再次强调对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有关建议

和决定采取有效后续行动的重要性，

欢迎裁军审议委员会就«综合裁军方案»各组成部

分达成的协商一致建议，＠

考虑到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审查裁军领域内各种间

题和就这些问题作出建议，并在促进执行第十届特别

会议有关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并作出重要

贞献，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3/71H 号决

议第二节，

1. 赞同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和其中有关《综

合裁军方案））各组成部分的建议；

2. 请裁军审议委员会继续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

会议《最后文件沁门Bl18 段所规定的任务，进行其工

作，升为此目的在一九八0年五月十二日起举行不超

过四周的会议；

3. 又请裁军审议委员会继续审议第 33/71H 号

决议第二节中所列议程项目，以期按照第十届特别会

议所订的优先秩序并在其范围内拟订关于裁减核军备

和常规军备方面的一般谈判途径；

4 . 进一步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将其工作报告及其

对上文第 2 段的建议提交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

5. 请秘书长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逸和大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有关裁军事项的所有正式记录转交裁

军审议委员会，并提供其于执行本决议时可能需要的

一切援助；

6. 进一步请秘书长将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及

其关于比综合裁军方案»各组成部分的建议转交裁军谈

判委员会；

7. 决定将题为“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

列入第三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周

I

军裁

大会，

＠见 A/34/456 和 Add. I 。
对于军备竞赛仍在继续，深感忧虑，

＠《大会正式记求，弟二十四）司会议，补编弟 42 号·`(A,1／ 吵第 S - 10/2 号决议。

34/42) 。 包《人会止式记求，弟三十四）叶会议，补编弟 27 J,}HA/34/ 
@ lIIl 上，弟 19 段。 27 和 Corr.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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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广泛持续地动员世界公众舆论以制止和扭转 J 
军备竞赛，特别是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所有各方

面的迫切衙要和重要性， 核武器的一切方面

满意地注意到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和国家组织 大会，

对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宣布联合国创江 II 十月二十四 重申核武器对人类及其生{f构成最严 iTt 的威胁．

日开始的一周为裁军目标宣传周的决定岱给予 f广泛 因此必须行了进行核裁年和彻底消除核武器，

和积极的支持，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上．月十四 H 第33/71D和G号

决议，

认识到需要联合国各－1] 关七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

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积极参与促进裁军书业，特别是

举办裁军周，

1.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千各政府间组织和非

政府组织为促进裁军目标所采取的措施的报告，＠和

关于裁军周模范计划各组成部分的报告氮

2. 请所有愿意于裁军周期间采取地方一级的适

当措施的国家，计及秘书长所制订的模范计划的各组

成部分；

3. 请联合国各有关七门机构和国阮原子能机构

在其职权范围内加强活动以传播关于军备竞赛各种后

果的新闻，并请它们将活动情况通知秘书长；

4. 请各国政府按照大会第 33/71D 号决议将它

们为促进裁军周目标而举办的活动通知秘书长；

5. 请各国际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举办裁军周并

将进行的活动通知秘书长；

6. 请秘书长按照第 33/71D 号决议第 4 段，将

一份载有上述第 3 和第 4 段所指各项资料的报告提交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忿第 S - 10/ 2',J决议，弟 102 段。

®A/34/457 和 Add.1 和 2 。

®A/34/436 。

井重申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其中拥行最币．，找

核武片的国家， {i履行达成核裁军目标的任务方面，

负有特别贞任，

再次强调裁军谈判应对核武器问题给 f 优先地

位，并应忆及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及口书19

和 5 1 段，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 H 第 33/71 H 号决

议，

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已千一儿七儿年丿干

始审议题为“核武器的一切方面”的项 H 的实质问题，

井注意到栽军谈判委员会中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

和核裁军的提案和发言，励

深信裁军谈判委员会丛筹备和进行核裁车谈判的

最适扦论坛，

1.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一儿八0仆届会Jf始

时审议题为“核武器的一切方面”的项目，并就卜义文第

2 段所述的谈判开展筹备协商工作；

2.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困第 50 段的规定，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在

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情况下，开始就停止核军备竞

赛和核裁军间题进行谈判；

3. 又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这些谈判的结果，向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fi S - 10/2 号决议。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励参见«大会正式记求，釬＼一一十四届会议，补编 ;fi 27 炒》

(A/34/27 利 l Corr.1) ，打3 4 1 - 43 L艾。

® ~~} S - 10/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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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

大会，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94 和

95 段关于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各项规定，

又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 H 第 33/71M 号

决议注意到了秘书长所任命的协助他研究裁军和发展

之间关系的裁军和发展关系政府专家小组关千其工作

组织的报告，画及其同 H 第 33/7Jl 号决议请秘书长将

关于设立一个国际裁军促进发展基金的提案发交裁军

和发展关系政府专家小组审议，

再次强调这项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应、片是产生有

效指导制订实际措施的结果，

1. 注意到秘书长关千上述研究的临时报告；励

2. 请秘书长采取适当步骤，提供必要的资源和

专门人材，以便按照临时报告第 23 段圆满地完成研

究；

3. 呼吁各国政府提供有助千切实完成上述研究

的数据和情报；

4. 决定将题为“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秘

书长的报告＂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段，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L 

裁军谈判委员会

大会，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聂门书 120

急 A/33/317，附 i'I 。

®)A/34/534 。

＠第 S - 10/2 号决议。

审议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再度强调大量的迫切工作仍需裁军谈判委员会予

以完成，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了其议事规则，酌其

中载有一切与其工作有关的详细安排，

也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7 条的规

定：秘书长应提供委员会和委员会可能设V的任何附

属机构所盂要的工作人员和必要的援助和服务，

因此，请秘书长按照裁军谈判委员会议市规则中

的安排，提供委员会和委员会可能设立的任何附属机

构所宙要的工作人员和必要的援助和服务。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M 

裁军研究和调查方案

大会，

回顾大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3/71K 号

决议，其中请秘书长就联合国主办的国际裁军研究所

的建立、业务和筹资的可能途杯，向大会第三十四届

会议提出报告，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裁军研究和调查方案的报

告8 中的有关资料；

2. 赞同秘书长报告中所载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

提出的关于国际裁军研究所的各项建议；＠

3. 注意到桉照这此建议，该研究所暂时设立在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的建制内，其期限至第二届专门讨

论裁军间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时为止；

4. 请秘书长就有关建立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事

项，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进行协商；

毯«人会W式记人，沧．十四屈会议，补编笥} 27 号》 (A I 

3~/27 和 Corr.}) 。

函同 I·.，附水 J 

砂 A/34/589 。

@1111 I·., ~il 7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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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希望尽速采取适当措施，以便执行秘书长报

告中所载的建议；

6.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34/84. 缔结一项关于加强保证无核武

器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

大会，

深信有必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以加强各国的安全，

并受到所有国家关于消灭战争和防止核灾难的共同愿

塑的激励，

考虑到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是《联合国宪

章»所阐明并由许多联合国宣言和决议加以重申的基

本原则之一，

满意地注意到各区域的国家都希望不使核武器引

进它们的领土，其中包括通过在有关区域各国间自由

安排的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办法，并切望对这个

目标作出贡献，

认为在达成普遍核裁军以前，国际社会必须在适

当时拟定有效措施，保证任何方面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的安全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认识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的有效措施可以对防止核武器的散布作出积极贡

献，

铭记到各国就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所作的声

明和意见，

希望促进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只＠第59

段的执行，其中大会敦促各核武器国家“继续努力，在

适当时达成有效的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回顾大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3/72 号决

议，

＠第 S - 10/2 号决议。

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深入审议了题为“保扯不对

尤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

排＂的项目并设立．一个开放给委员会所有成员国的特

设工作小组，以便就这个议题进行谈判，励

满意地注意到已有若干有关这个项目的国际公约

草案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包括特设工作小

组的报告，＠

清意地注意到缔结一项公约的想法已获得广泛的

国际支持，

希望促进及早成功地完成制订公约的谈判工作，

]. 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结论，即，迫切需要

就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以保证不对尤核武器国家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2. 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原则L不反

对此种国际公约；

3. 赞扬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于其一九八0年会

议开始时继续就这个议题进行谈判；

4.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九八0年会议继续优先

进行这个议题的谈判工作，以便及早完成保证不对尤

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公约的制订工作；

5. 决定将题为“缔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

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

国际公约”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34/85. 缔结一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

大会，

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

际公约

铭记着需要消除世界各国对确保其本国人民持久

安全所怀的正当忧虑，

＠《大会正式记求，坑:十四屈会议，补编罚\ 27 \乃 (AI

34/27 禾仆 Corr.1), 笱~ 44 - 51 f艾 Q

＠同上，附录二。



了．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75 

深信核武器对人类和文明的延续形成最大的威

胁，

深切关注军备竞赛特别从核军备竞赛的持续和核

武器的可能使用对人类的威胁，

深信核裁军和彻底消除核武器，足消除核战争危

险的必要条件，

考虑到«联合国宪窄汪所规定的不使用武力或以武

力威胁的原则，

对千核武器的任何可能使用或威胁使用，深亵关

切，

喃认无核武器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需要

加以保障，以免遭受核武器的使用或威胁使用，

考虑到在达成普遍核裁军之前，国际社会必须在

适当时制订有效措施以保证任何方面不对无核武器国

家的安全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认识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的有效措施，可对防止核武器的扩散作出积极贡

献，

回顾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第 3261G(XXIX) 号

决议，

又回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 H 第 31/ 189C号

决议，

铭记着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最后文

件飞第 59 段中促请核武器国家在适当时迫切达成有

效的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

切望促进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各

项有关条款，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3/72B 号决

议，

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深入审议“保证不对无核武

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项

＠第 S - 10/2 号决议。

H 并在该委员会 l·持下设立r一个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的特设工作小组，而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就此项目提出的国

际公约草案，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包括特设T什作小

组的报告，切

注意到一儿七儿什九月飞日至九 H 在哈瓦那举行

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忤脑会议的决定吁请裁军

谈判委员会千其－·儿八()年会议期间制订一项关于保

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

约，包

又注意到一儿七九年五月八日至十二 H 在非斯举

行的第十届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会议有关决议内的类

似建议，念

进一步注意到第三十四届会议期间各方普遍支持

制订一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的国际公约，

]. 确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结论：各方普遍认识

到迫切需要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

2. 清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在原则上不

反对关千保证不对尤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的国际公约的想法；

3. 赞同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继续在其一九八O

年会议初期，就此议题进行谈判；

4. 逾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一九八0年会议期

间完成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在此应计及各方对缔结一项公

约的广泛支持，并考虑任何其他旨在达成同一目标的

提案；

5. 决定将题为＂缔结一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

面«人会正式记求，勾＼ l四）甫会议，补编第 27 号HA/34/

27 和 Corr.1) ，仇，14-51 段。

@ IIll l，附永心
@A/34/542, 附 fl, 钉3.,1＇1·, 7~ 219 段。

® A/34/389 和 Corr.1, 附 f'I"· ·., AW, 弟 15/10- P 勺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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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的项目列入第 努｝J' 以期对 l述安排达成协议并向人会第一:. 1-'开屈

三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会议提出报们；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4 . 请秘书长将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一切打关市

第九十七大全体会议 议“加强保证无核武器闱家的安个“和“不对无核武器

34/86.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以加强它们的安全

大会，

深信有必要促进国际和平勹安个，

认识到各国对安个的正芍关切，

深信作出有效的努力，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币要什，

认识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的有效措施，可对防仆核武器的扩散作出积极贡

献，

铭记到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吵第 59

段，其中促请核武器国家在适当时作出有效安排，以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回顾五个核武器国家已认识到采取行动以消除大

多数不单独地或连同其他国家一起谋求取得或研制任

何核爆炸装置的国家的忧虑的币要性，

回顾五个核武器国家都声明愿意采取行动，肯定

地支持并在适当时缔结有效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

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注意到在这方面提出的各项提案和建议，

1. 注意到核武器国家对无核武器国家提出的有

关核武器使用的保证的声明；

2. 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其中报道关

于进一步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初

步审议和谈判情况；

3.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于其一九八0年会议继续

＠第 S-10/2 习决议。

$《大会正式记求，馅 I 四）， 1\ 会议，补编沧 27'·片 (A/3'1;

27 和 Corr.I) 。

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它们的安个“各项

H 的文件递交裁＇矿谈判委员会；

5. 决定将题为“加强尤核武器国家的安个＂的坝

H 列入第．．十h屈会议临时议和。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大全体会议

34/87. 全面彻底裁军

A 

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

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

回顾常规军备委员会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的决

议明确规定大规栈毁灭性武器应包括原子爆炸武器、

放射性物质武器、杀人化学和生物武器、以及任何今

后发展的、在毁灭性效能上具有与原子弹或其他上述

武器相似特征的武器，

回顾其一儿六儿仆十二月十六 I1 第 2602C

(XXIV)号决议，

回顾大会于其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西第 76

段中称：应当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

放射性武器的公约，

深信此一公约可使人类免遭放射性物质衰变所产

生的辐射被用于从 'li破坏、损书或杀伤的潜在危险，从

而有助于加强和平并防止战争的威胁，

1. 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放射性武器的报

告，句特别是该委员会表示意图在其一儿八0 年会议

继续审议有关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各项提案；

面釬~ S - 10/2 \J 决议。

句«人会 1E式记从，：B I· 四屈会议，补编第 27 \}~ (A/ 

34/27 利 I Corr.I) ，笱} - \ 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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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尽早价手通过谈判就此

公约的案文达成协议，并将其结果提交人会第．十五

届会议审议；

3. 请秘书长将一切同人会第．十四届会议审议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有关的文件，

送交裁军谈判委员会；

4. 决定将题为“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

射性武器”的项目列入大会第 l·-h届会议的临时议

程。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B 

建立信任的措施

回顾其关于建立信任的措施的第 33/91B号决议，

希望采用和平手段消除紧张局势的根源，从而对

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加强作出贡献，

再度强调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固第 93

段内所称：为了促进裁军进程，必须按照«联合国宪

章》的宗旨和原则，采取和推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和建立各国间信任的措施和政策，

认识到需要迫切采取初步行动，以减少由千对军

事活动的误会或误解而造成武装冲突的危险，

重申坚信致力于建立信任的措施，可对各国安全

的加强作出贡献，

意识到各特定区域的特殊情况对千各该区域各项

可行的建立信任措施的性质，起有决定性作用，

深信联合国遵照«联合国宪辛»的规定， n［以在创

造有利于审议建立信任的措施的条件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

认识到区域内各国间存在着最低限度的信任将有

助于建立信任措施的拟订，

急笱｝ S - 10/,2 3决议。

注意到各会员国按照第 33/91B 号决议第 2 段的

规定向秘书长提出的意见和经验，西

1. 建议所｛｝国家计及每一地区的特定条件和布

婓，继续考虑关于建立信任的具体措施的安排；

2. 决定就建立信任的措施进行一项通盘研究．

研究时应考虑到秘书长所收到的各项答复馆和人会纶

．十四届会议上的有关声明：

3. 请秘书长在一个由他根据公平地理分配原则

任命的合格政府专家小组迎的协助下进行这项研究．

并向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提出研究报告；

1 . 请秘书长就政府专家小组的工仵向大会第＿．

十五届会议提出一项进度报告；

5. 请尚未这样做的国家响应秘书长按照第

33/9JB号决议第 2 段的规定提出的请求，并经由秘书

长将其意见和经验告知专家小组；

6. 决定将题为“建立信任的措施＂的项 H 列入大

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C 

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

武器的国家领土上

认识到核战争将对全人类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回顾它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3/91F 号

决议内促请所有核武器国家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尤

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并促请所有不在其领土上拥付

核武器的尤核武器国家避免采取任何直接或间接可能

导致核武器部署在其领上上的步骤，

铭记到许多国家明白表示的不使核武器部署在其

领土上的意向，

认为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

@A/34/416 和 Add.] 和 2 。

砂丿ll米称为义 l处，、， i,，任措施的收 1小j 女今卜 '1 l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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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朝向随后从其他国家领土完全撤出核武器的更大

目标、从而有助于防止核武器扩散并最后导致核武器

彻底销毁的一个步骤，

1. 深信必须研究有尤达成一项不将核武器部署

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国际协定的可能性；

2. 请秘书长为此目标，促请所有国家就缔结上

述决议第 1 段所指协定的可能性的意见和评议提交秘

书长，并请秘书长就这个问题向大会第金十五届会议

提出报告；

3. 决定将题为“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

器的国家领土上＂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五届会议临时议

程。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D 

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村料

回顾它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3/91H 号

决议内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

议d最后文件））筋第三节《行动纲领））内所载各项提案的

适当阶段，迫切审议可予充分核查的停止和禁止生产

核武器裂变材料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问题，并随时将

这项审议的进展情况通知大会，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的议程上有一个题为

“核武器的一切方面”的项目，而其一九七九年的议程

上有一个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项目，＠

回顾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审议这些项目时提出的提

案和声明，

认为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并逐步将库存材料

转用于和平用途是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一个重要

步骤，

认为禁止牛产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咒用裂变材

料也足有利f防止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罚扩散的币

要措施，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处理题为“核武器的一切

方面”项目的适叫阶段，继续审议可予充分核查的停

止和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罚用裂变材料的

问题，并随时将这项审议的进展情况通知大会。

任，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E 

关于裁军进程的体制安排的研究

重申联合国在裁军领域负有中心任务和主要贞

满意地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召开后采取了各

项旨在恢复现有裁军机构的活力，并适当地设立更具

代表性的裁军审议和谈判讲坛的措施，

注意到裁军议程的增加、所涉问题的复杂性以及

许多国家更为积极的参加，需要联合国处理越来越多

的裁军事务，例如宣传、实质性准备工作，裁军进程

的执行和监督，

回顾裁军审议委员会一九七九年六月八日通过的

建议鱼研究为便利裁军进程和裁军协议得到执行所

需的属于体制和（或）程序性质的措施，包括«最后文

件声第 125 段所指有关提案或在其他场所提出的有

关提案，

深信关千裁军进程的体制安排的全面研究将有助

千对满足裁军进程的目前和今后需要所需的组织、职

务和结构问题作出审慎的决定，

1. 请秘书长在合格政府专家＠协助下，进行一

@ Id l;，«补编弟 42 号HA/34/42)，第四节，弟 19 段。

＠第 S - 10/2 号决议。 . 砂~ S - 10/2 号决议。

＠参行《大会正式记求，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27 号》 豁 J,i 米称为研究义」 l议才：进和的休制安排的政府专家小

(A/34/27;f1I Corr.D, m 20 I义。 ;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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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全面研究，以评价联合国仆管理裁军 1凶务领域的目

前体制方面的而要和今后的估计面牧，概括列出足以

满足这些需要的可能职务、结构、体制以及所涉法仆

和经费问题，并就今后可能对此问题所作决定拟订建

议；

2. 邈议秘书长在进行这坝研究时，就－此关键

问题，例如合适的职务和结构，以及联合国管理裁军

事务的体制，征求各会员国的意见，供各专家参考；

3. 请各国政府与秘书长合作，以便达成研究的

目标；

4.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十六届会议提出一份最

后报告。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F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回顾其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 H 第 2602 A 

(XXIV) 号、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 2932 B 

CXXVII)号、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八 H 第 3184 A 和

C(XXVJII)号、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 H 第 3261 C 

CXXIX) 号、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3484 C 

(XXX)号、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31/ 189 A 

号、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32/ 87 G 号决议，

重申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3/91C 号决

议，其中除了别的以外：

(a) 满意地重述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两国首脑于一九七七年发表的庄严在

告，其中宜告他们愿意努力达成协议，以便可以开始

逐渐削减核武器的现有储存并且迈向这种武器的全面

彻底销毁，以期世界上真正没有任何核武器；

Cb)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飞门第

三节«行动纲领汪所列为最值得予以优先考虑的裁军措

＠第 S - 10/2 月决议，弟 52 段。

施之一，就是缔结称为心~ _-.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的双边协定，随后两国）屯立即开展进一步的限制战略

武器会谈，以使导致商定的战略武器的大狱裁减和质

牡限制；

(C) 强调《行动纲领））中确认了所有核武器国

家，牡别足拥有最币要的核武库的国家在达成这项目

怀方面负有特别贞任；囥

注意到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正式标题

为«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限制

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终千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十

八 H 签字，该条约和同日签署的议定书和关千今后限

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原则和基本指导方针的联合声明，

及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联合公报的全文，已载于裁

军诀判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函中，

1. 对于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在《关于今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原则和基本指导

方针的联合声明））中深信早日就进一步限制和进一步

削减战略武器达成协议将有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并减少爆发核战争的危险，至表同意；

2. 注意到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第二阶段

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术能突破某些限制，因此，目前

核武库的质量和数扯都有可能大大增加；

3. 欢迎双方达成的如下协议：

(a) 双方将根据对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继续

谈判进一步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的数量，并对战略武

器质量进一步施加限制；

(b) 努力进行上述谈判，谋求达成下列日标：

（一） 对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数目作重要的、大量

的削减；

（二） 对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质植加以限制，其中

包括对新型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发展、试验

和部署以及对现有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现代

化加以限制；

4. 深信：

苞 lIIl l.，弟 48 段。

怨参石CD/53! Appendix Ill/Vol.I, CD/28 -\J 义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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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照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第勹阶段

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第十九条的规定，该项构成两个

拥有最重要核武库的国家继续并促进谈判的一个爪要

组成部分的条约将会尽早牛效；

(b) 上述旨在尽快就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的进

一步措施达成协议的谈判将按照该条约第十四条的规

定，在条约生效之后立即开始，以期在一儿八五年以

前缔结一项新的一般称为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并将取代现有条约的协定；

5. 深信两个缔约国将能执行上述的一切协议和

条款，并且尽最大的努力，以便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

器会谈将能构成边向两国兀首称为实现全面、彻底销

毁现有核武器储存、并确保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

界的最后目标的重要步骤；

6. 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美利坚

合众国政府，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27

和 114 段的规定，使大会经常适当获悉它们谈判的结

果；

7. 决定将题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项目列入

其第三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34/88. 国际合作裁军宣言

大会，

再度回顾«联合国宪章沪卜肯定了联合国人民欲免

后世遭到战祸的决心，并为达此目的，集中力债，以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

再度强调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

议所通过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歌要性，并忆及该届会议

«最后文件门宣布的各项原则，固

切国家纯续以更为协调的形式，并在个世界合作的基

础 l进行有利于安个与和平的持续努力，实属必要，

回顾《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f．友好关系及合

11 的国阮法原则的＇1\｀p，部其中大会宣布所 h国家都

钉贞任－长诚意从 1t谈判，以便早 ll 缔结一项令世界

全面彻底裁军条约，并努力采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

加强国际估任的迫节措施，

强调每个国家和每4个人都享 {j 人会仆《为各国

社会共亨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仅言））画中兀严币申的

不受战争威胁、和平生存、以及自由和独立牛存的不

"［剥夺的权利，严格遵守该宣言是符合人类最高利益

的，也是其充分发展这项权利所必须具备的先决条

件，

意识到缓和在全世界国际关系中所有方面的积极

发展将有助千达成裁军目标，

非常不安地注意到国际和平与人民安全继续受到

军备竞赛，特别是核领域的军备竞赛和高度毁灭性武

器储存积累的威胁，而且军备竞赛的持续是同经济发

展和人类社会和精神文明的进展背道而驰的，

特别注意到军备竞赛是同朝向建立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的努力背道而驰的，

强调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必须承担从人类生活中消

除战争的历史性责任，其主要途径是通过采取有效而

具有决定性的裁军措施，以期实现严格有效国际监督

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注意到拥有核武器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对于达

成裁军，特别是核裁军承担着特别的责任，

唯有从一切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

平，持续进行有效和建设性合作的原则出发，才能实

现裁军和达成裁军目标，

深信这种合作必须在各国互相接触和在任何讲

坛，特别是裁军谈判委员会进行裁军谈判时，加以表

深信迫切需要积极协力进一步加强全面执行第十 现、发展和加强，以期尽快达成谈判的目的，
届特别会议一致通过的建议和决定，并为此目的，

＠第 S - 10/2 炒决议。

的布 2625 (XX V)'·J决议，附什。

吵笱l 33/73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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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深信这种合作必须表现各国都具h使裁军谈判 这种裁军措施的执行，即11f逐步使大橇的资金节省卜．

尽快取得决定性的好转的共同决心，而且同时，必须 来用千社会和经济盂婓，并且对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

在国与国间的关系J创造有利的互伈气氛，来绯持这 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芷距，这祥做时要计及裁军和发展

种合作， 之间的密切关系。

铭记到联合国在促进各国旨在解决裁军问题的协

同努力和合作方面所起的中心作用和所负的 I：要贞

任。

庄严呼吁所有国家积极促进、发展、加强和巩固

旨在达成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所确定的裁TH 杯的国

际合作，并为达此目的特别要：

(a) 采取旨在消除核战争威胁以及停止和扭转

军备竞赛的有效新措施的］动，并为实现有效国际监

督下令面彻底裁军的最终目标铺平逍路；

( b) 积极行使其业经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

后文件》所确认的参加裁军谈判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C) 在适当时铭记着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持国

际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利益，积极参加裁军领域所采取

的各项措施，并积极促进这此措施；

(d) 同时就所有优先裁军项 l1 进行诚意谈判，
包括适当建立信任的措施，以期努力保证使这些谈判

相辅相成，并使其有助于早 H 达成裁军领域决定性的

突破；

(e) 竭尽全力确保有关停止军备竞赛和达成裁

军的谈判获得持续迅速的进展，并且为此目的，特别

不要让各项同裁军无关的问题妨碍这此谈判；

(f) 在裁军谈判过程中，努力确保裁军谈判走

在谈判主题武器的质量发展和储存的前面，并千可能

时，防止新型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特别是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的出现；

(g) 确保裁军问题的多边、区域和双边谈判是

在遵循第十届特别会议d最后文件））各项有关条款的情

况下进行的，铭记着联合国在裁军领域负有中心作用

和主要责任；

(h) 联合努力达成具体的裁军措施，从而由千

为了进一步改善充分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

«最后文件»以及加速推进适、刊裁军谈判所宙的国际环

境，敦促所有国家特别要：

(a) 作出咯决努力加速采取加强国际和平与安

个并建汒各国间估任的措施和政策，以便进一步减少

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并促进裁军过程方面的决定什

进展，包括建立导致加强国协和平匀安全的行利气

氛；

(b) 采取打效措施促使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安

全体系开始发挥什用，并加强此种安全体系，其方法

是消除紧张局势，并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为此目的，

特别不、f·求军事上的优势，不采取对全面裁军努力造

成不利影响的任何其他步骤，并相应地不为佼略目的

使用军事潜力，例如对任何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

政治独立或对正在争取行使日决权利和实现独立的那

此受殖民或外国统治的人民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

力，或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C) 坚定地放弃一切以军事惘吓和以实力地位．

采取行动的政策为基础的概念，这种概念将使军备竞

赛更加严币或永儿休止，并使军备进一步积累；

(d) 根据各国宪法准则或以其他适当手段，尽

可能地肯定它们全力促进和平与国际安全事业并促使

裁军领域达成进展的政治，意志和决心；

(e) 在联合国系统内和个别地加强促使世界舆

论更好地认识到军备竞赛的危险和裁军面要的步骤，

并确保世界舆论能对各国政府就解决裁军问题所作的

努力产生积极的影响，并为此日的运用它们的教育系

统、大众新闻媒介和所有其他适当的机构；

(f) 根据《宪章»的原则，采取一切适当措施，

包括汒法措施，防止并禁止煽动战争和军备竞赛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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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以及防止并禁止宣称基于政治、经济或其他理由

战争和军备竞赛有其必要或有用处的观点的传播；

(g) 个别地或集体地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传播

和平、裁军、合作和人民间友好关系的理想。

敦促所有国家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

文件》中表示的共同政治意志，力求制订具体裁军措

施，并在这方面：

(a) 在一切裁军谈判中，遵循和平共存的原则

和其他获得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

( b) 确保裁军问题均将本行第十届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的精神予以解决，其解决的方式将随籽所

采取的措施，不使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在任

何阶段获得优于任何其他国家的优势，并使参加谈判

的国家安全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都将得到加强，同

时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不致受到损害；

(C) 彼此在所有各级，包括最高一级，就裁军

事项进行协商，以期一本善意和在协调其立场的努力

下，为解决这些问题建立政治上的先决条件，并且为

了裁军，尽量利用各国彼此关系上其他方面的一切合

作机会；

(d) 以充分负责的态度和合作的精神来研究一

切旨在达成彼此可以接受的具体裁军措施和协助加快

裁军谈判进度的提案和倡议。

四

]. 宣告本《宣言»的各项条款在其解释和执行」．

是彼此相关的，每一项条款都是各国为充分尊重和还

用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所有各项原则并

为达成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确定的目的而发展广泛国

际合作的共同努力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2. 进一步宣告本«宣言»任何条款亦不得被解释

为抵触«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或取代第十届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本«宣言》任何条款不得妨碍每一个国家

根据《宪章»直接行使个别或集体自卫的权利，或妨碍

州民地人民应用．切可能下段进行斗争，以便争取Jt

国家 I,l 由和独立的权利。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次全体会议

34/89. 以色列的核不备

对于有关以色列旨在取得和发展核武器的活动的

新闻和证据日益增多感到惊恐，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 11 关「同以色列的

宁＇µ勾结和核勾结的第 33/7JA 号决议｀

回顾其一再谴贞以色列和南 ll：之间的勺了．，µ勾结和

核勾结，

重申其关J：仆中东区域建让尤核武器（大的矗儿七

四年十二月儿 11 第 3263(XXIX) 号、一儿七五年十．

月+- H 第 3/47 l(XXX) 号、－儿七六年十：月十 ll 

第 31 / 71 号、－．儿七七钉十二月十飞 H 第 32/82 号和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 H 第 3 3/ 6,1 号决议，

深信以色列核能力的发展势将进一步使该区域原

已危险的局势更形恶化，并进一步威胁到国际和平勹

安全，

1. 呼吁所行国家停止同以色列进行任何可能打

助其取得和发展核武器的合什，并劝阻在其管辖范围

以内的公司、机构和个人不进行任何 1if能将核武器提

供给以色列的合作；

2. 呼吁所有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将

任何可被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和核技术转让给以色

列；

3. 呼吁以色列将其一切核设备交由国际原子能

机构视察；

4. 强烈谴责以色列制选、取得、储存或试验核

武器或将核武器引进中东的任何企图；

5. 请安全理事会采取述节措施以确保执行各项

有关以色列核军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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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请秘书长在合格七家g气的协助下就以色列的

核军备编笃一项研究，并向人会钉＼勹十六屈会议提出

报告；

7. 又请秘书长向大会第 十 h屈会议提出专家

小组工作进度报告；

8. 决定将题为“以色列的核＇车备＂的项目列入人

会第＝．十 h屈会议临时议秤。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笫九十七大全体会议

34/99. 发展和加强各国间睦邻关系

大会，

铭记着联合国人民在«联合国宪汽》中所表示的

“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逍和胚相处”的决心，

注意到睦邻关系也载于许多双边和多边条约，

回顾其－儿五七年十二月十四 H 第 1236CXII) 号

决议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第 1301 CXIII) 号决议，

其中强调了经常促进睦邻关系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

与安全和发展各国间合作的币要性，

铭记到邻国之间由于地理上接近，因此在许多领

域存在若特别良好的互利合作机会，而这种机会由千

对整个国际关系具有积极的影响，所以应当进一步加

以促进和鼓励，

认为世界上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以及科

学和技术的进步已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空

前密切，给睦邻关系带来了新的内容，因此更有必要

确保各国在一切领域的行动中进一步发展和切实推行

睦邻关系，

深信发展和加强睦邻关系势将有助于解决国家间

特别是邻国间的问题，并增强各国间的互信，

对于国与国之间特别是邻国之间持续存在和出现

危及各国和平、安全和进步的冲突，深感关切，

认为行之已久的善邻惯例和某些善邻准则的普遍

＠后来称为以色列核军备研究报仇编 'r］片家小组。

化，将可加强各国依照《宪农吁所建立的友好关系和合

什，

1. 敦促一切国家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促

进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肚邻关系；

2. 确认胚邻符合联合国宗旨，并且也是建＼、，什

严格遵行«联合国宪衍》利1 《关千各国依联合国宪卒建

＼、，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 'l.i 言＂＄的原则的基

础之上的，同时拒绝任何企图建立势力范围和统治范

围的行为；

3. 深信必须审杏卧邻问题，以便加强和进一步

发展其内容，并研讨提高其效用的途 1个和方式；

4. 请各国政府将其对聆邻及加强睦邻关系的途

1令和方式的意见和建议通知秘书长，以期防止冲突并

加强国家间特别是邻国之间的互估；

5. 请联合国各机关、机构、计划署、规划署和

各专门机构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将其活动中有关发展

各国间睦邻关系的一切方面通知秘书长；

6.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飞十六届会议提出一件载

有上文第 4 段和第 5 段所述答复和资料的报告；

7. 决定将题为“发展和加强各国间胜邻关系”的

项目列入第勹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一 C)三次全体会议

34/100.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
情况

大会，

审议了题为＂《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的

项目，

注意到今年为《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灶们通过的九周

年，并注意到《让言））在国际生活中，并对按照联合国

弱弟 2625(XXV) lJ 决议，附 f'I 。

＠奶 2734(XXV) 号决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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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与原则、加强和巩固和平勹安个和促进国际合

作，发挥r重要作用，

关切地注意到（（W言沪t1 ·此币牧条款迄今尚木执

行，而且也尚未就执行这此条款的措施达成协议，

对于违反«联合国宪辛》，特别足违反关于哼币同

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和各国自由发展其

社会的原则，以及威胁或使用武方、军 'li干涉和占领

主权国家或其领土的一部分，追成破坏和平和威胁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的升级，感到深切困扰，

深感关切地注意到世界各地区仍然存什祚危机和

紧张的中心点，国家间出现危及国际和平勹安个的新

冲突，而且军备竞赛、特别足核军备竞赛的持续和升

级，世界划分为势力和统治范围的趋向、继续千涉他

国内政、包括使用雇佣军、新老殖民卞义、一切形式

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继续存 {-11这此情况仍然构成加

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障碍，

再次重申加强国际和平勺安个、裁勺金、非殖民化

和发展之间的紧密关联，强调迫切盂婓采取协同行

动，以求在执行大会第六届和第七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决定巠 4门讨论裁车

问题的第十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决定和建议氮以及

大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卜五 H 第 33/73 号决议所载

丿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W 言》方面取得

进展，

深信建立一个有助千增加新闻的开．相交流并纠正

发展中国家发送和收受及其相互之间流通的新闻在数

量和质量上不均衡的新的世界新闻秩序将可对加强国

际和平与安全，和实现建立新的国协经济秩忭的 II

的，作出贡献，

认识到各国人民为从珀民和其他形式的征服和压

迫下争取解放而进行斗争的令人鼓舞的迹象和成就，

从而为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贞献，但也深知必须

作出更大的努力，以求巩固和扩大已取得的成果，

]. 吁请一切国家对《加强国际安全 '1石言各项条

款的执行和进一步制订作出切实贞献；

＠参见第 3201(S YI) 、 3202<S · VI) 相 3362 (S Vll) ,; 

决议。

＠参见第 S - 10/2 \}决议。

2. 郑重促请安个理巾会所打珅 'lI- 国，牡别足，常

任押 'li1讨，迫切考虑和采取一切必耍措施以加强各旧

对联合同的估心，和对负打维抖国协和平． Ij 安个 i：婓

贞任的安个理 1i会的效能和估心，从而确保各国炸币

《联合国宪 i;tM所载行效执行理 1"会关于维持国际和平

f丿，女个的决定的条，饮，牡别包括乃炉汀奶七 1，;,1 和心I

• l »内各项条款；

3. 又吁请 切国家充分伈守《联合国宪，，汇的宗

旨和原则，｛t 1月卧关系中严格心守国家独 \.I 、 K 权、领

l：完整 i：权平等不干涉和不干预别国的内外 'li 务

的原则，并心守．切国家和人民｛！不受悯吓、阻碍和

压力的情况下决定各 11 的政治制度和争取各 1,l 的经济

补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对 I1 然资源拥打 i:．权、国协

边界不容侵犯、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不承认

由于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所追成的同面、以及和平斛

决争端等原则；

1. 再次重申反对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反

对干涉和干祯、佼略、外国占领，以及反对种种企图

侵犯国家主权、领 1~．完整、独\、1 和安个，或侵犯它们

I,I 由支配自己的自然资源权利的政治fl和纾济件强迫

丁·段：

5. 要求各国拒绝对不管以什么理由、以任何形

式十预或千涉别的国家内外 1i务的行为给予支持或鼓

励，拒绝承认由「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所追成的肋

面；

6. 井要求一切国家避免采取足可阻碍继续缓和

国际紧张的进程，阻碍解决世界各地区的危机和紧张

中心的问题，妨碍执行人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关于停止

，个备竞赛、特别是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关于裁军的有效

措施的建议，以及延迟执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

7. 再次重申各地处千殖民主义和外来统治或占

领下的人民为争取自决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的合法

竹，并呼吁各会员国加强支持和声援他们和他们的民

族解放运动并采取迫切有效措施，迅速贯彻执行《给

f州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窅言»勒和联合国其他关千

最后消除殖民主义、种肤j．义及种族隔离的决议；

~'I) ::fl 151-1 (XV)',} ik i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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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认识到被压迫人民为争取解放和消除新老殖

民主义、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种族隔

离、外国统治和占领所已取得的进展：

9. 重申"(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t飞古沁固的规

定，并邀请安全理事会常任理1f 因和使用印度汗的主

要海 1f国家参加扩大后的印度洋特设委员会，为一儿

八一年举行印度洋会议什好讯备；

10. 赞许一九八0年在咱德里召开欧洲安全和

合作会议，希望该会议能进一步加强欧洲国家在所有

领域的安全与合仵，包括裁减车备、裁减武装部队、

停止核军备和常规不备竟赛；

11. 欢迎一九七九年九月二日至儿 H 在哈瓦那

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建议，固

即于一九八0年在马德里召开一次地中海不结盟国家

和其他地中海欧安会与会国会议，以期发动联合合作

计划，并为欧安会作好泊备；

12. 井赞扬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关千使地中海成为和平与合作区的决定，画并促请一

切国家合作，在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人民自决

权利、不干涉内政、权利平等的原则的基础上，执行

这项决定；

13. 认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解决迫

切的国际经济问题，以确保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

发达国家的迅速发展，势将有助千加强国际和平与安

全，并有助于促进构成各国之间和平与积极共存的一

个重要先决条件的经济合作来推动发展，并请一切国

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为此目的积极参加联合国的努

力和全球性的谈判；

14.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并念及«宣言»通过

以来在国际生活中所已发挥的重要作用，请秘书长在

一个政府专家小组＠协助下，就《宣言》各项条款的执

行情况，和大会为确保«宣言»规定得到充分遵守所应

＠弟 2832(XXVI) 号决议。

＠参石 A/34/542, 附 f|，小一节，沿 196 段。

嘎同上，第 193 段。

@)A/34/192 和 Add.1 和 2, A/34/193 和 Add.I 和 2 。

面政府专家小组随后称为＂《加强国 1坏女全五，，心执行悄忱

政府七家小组”。

采取的行动，编制一份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五届会

议：

15. 决定将题为＂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叶的执
行情况＂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一O三次全体会议

34/101. 不干涉别国内政

大会，

回顾其一儿L六年十二月十四 H 、一儿七七年十

一月十九 H 、和一儿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关于不干涉

别国内政的第 31/91 号、第 32/153 号和第 33/74 号

决议，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困载有各会员国对于如何确

保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获得更大的尊重所表示的意

见，

重申一项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宣言对千进一步阐明

在主权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公平合作和友好

关系的原则，将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注意到若干国家已表示支持制订这样一项宣言，

注意到《不允许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宜言“草

案，画

考虑到这项宣言草案不可能及时完成谈判，以便

提交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

1. 希望继续并加紧谈判，以期第三十五届会议

通过一项不允许干涉和千预别国内政宣言；

2. 决定第一委员会在第三十五届会议初期设立

一个开放的工作小组，以拟订和完成该宜言；

3. 决定将题为＂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

行情况＂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一O三次全体会议

函 A/34/192 和 Add.I 和 2: A/34/193 和 Add,l 和 2 。

圈《人会 1l式记求，布．十四届会议，附 fl》，议程坝 Ll

46, ~'i A/31/827 号义 fI, q\ 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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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02. 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家间争端

大会，

审查了题为“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家间争端＂的项

目，

回顾各会员国均已遵照«联合国宪章»宣告力行容

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并集中力量以维持国

际和平及安全，

又回顺各会员国遵照«宪章»承诺以和平方法解决

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

重申其《各国遵照联合国宪章推行友好关系和合

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汃＠

璃认联合国在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防止各国

间军事冲突的爆发，并以和平方法，在符合正义和国

际法原则的情况下，调整或解决可能导致破坏和平的

国际争端或局势方面所起的作用，

铭记到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

的报告＠，特别是其中所载的协商一致意见＠，即：编

制一份《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家间争端宣言》的想法已引

起各方的特别关切，而各方对此有可能达成普遍的协

议，

礁认制订一项《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家间争端宣言》

的重要性，

考虑到各国就《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家间争端宣言》

的内容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以

及各会员国在讨论特别委员会工作时就此议题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

1. 促请一切国家在其国际关系中严格遵守各国

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

安全及正义的原则；

2. 敦促一切国家在编制联合国大会«以和平方

法解决国家间争端宣言》时合作；

＠第 2625(XXV) 号决议，附件。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33 号HA/
34/33) 。

＠同上，第 l3 段。

3. 请会员国将其对«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家间争

端宣言让编制工作的意见、建议和提案提交秘书长，

并将其根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大会第 3499

(XXX) 号决议就此议题提出的意见加以更新；

4.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飞十五届会议提出一件报

告，内载各国对《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家间争端宜占»的

意见、建议和提案；

5. 决定将题为“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家间争端＂的

项目列入第三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一O三次全体会议

34/103. 国际关系中不容推行霸权主义

政策

大会，

意识到联合国的主要责任是在严格尊而飞联合国

宪章凶各原则，特别怂国家主权、主权平等和独订的原

则的基础上促进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令，

回顾各国有义务在其国际关系中不使用军小、政

治、经济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胁迫侵害任何国家的主权、

政治独立或领土完整，

注意到霸权主义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政治

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或军事上推行控制、支配、和

征服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或区域的政策的一种表现，

还认为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包

括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隔离都是企图延续以武力取得

的不平等关系和特权的势力，因此都是霸权主义政策

和实践的不同表现，

对千遵循把世界划分为集团的政策，或由个别国

家所推行的全球性和区域性霸权主义，均将以使用武

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实行外国统治和干涉的形式表现

出来，褒示关切，

还对霸权主义试图限制各国决定其政治制度的自

由和在不受阻碍、恐吓或压力的情况下才求经济、礼

会和文化发展的自由，褒示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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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全球性和区域性及其一切不同形式的祈权主

义导致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币威胁，

认为所有人民都希咀反对新权卞义和维护所有国

家的主权和国家独江，

铭记着建立一个新的基千一切因家平等参与解决

国际问题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公平国际关系制

度，以便确保一切国家的同等安全，并通过建 I,f新的

国际经济秩序促使所有人民获得进步和繁荣，十分币

要而迫切，

]. 谴责新权主义的一切表现，包括遵循将世界

划分为集团的政策，或由个别国家在全球、区域或次

区域所推行的霸权主义；

2. 宣布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得在任何情况

下或以任何理由在国际关系中推行霸权主义或在全球

或世界任何地区寻求统治地位；

3. 在国际关系中拒绝一切形式的统治、征服、

干涉或干预和一切政治、总识形态、经济、军书或文

化压力；

4. 坚决谴责对别国内政施加压力、使用或威胁

使用武力、直接或间接进行侵略、占领和日益加剧的

公开或隐蔽的干涉和干预政策；

5. 坚决谴责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隔

离、种族主义，包括犹太复国主义和一切其他形式的

外国侵略、占领、支配和干涉以及建立势力范围和把

世界划分为对抗的政治和军事集团的作法；

6. 敦促一切国家在国际关系上严格遵守《联合

国宪章»的原则和关于尊重主权、主权平等、国家独

I,「、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不侵略、和

平解决争端和合作以及殖民士义和外来统治下的人民

享有自决权的原则：

7. 戛求一切占领军撤回本国领土，以便所有国

家的人民都能决定和管理其本国事务；

8. 还敦促严格尊币所有国家决定其政治和社会

及经济制度的权利和在不受外来阻碍、干涉或恐吓的

情况下推行其国家经济、补会和其他政策的权利；

9. 决定继续努力，建立一个新的基千一切国家

平等参与解决国际问题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公平

国际关系制度；

10. 还决定继续努力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以

便确保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能获得经济解

放和自由。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三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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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 原子辐射的影响

大会，

回顾其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日关于设立联合国原

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的第 913(X) 号决议，及其后

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包括一儿七八年十一月－

日的第 33/5 号决议，其中除r别的以外，人会币巾科

学委员会继续工作是可取的，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同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的

报告，＠

关心人类遭受到的辐射强度对今代和后世可能产

生的潜在有害影响，

深知高要继续搜集关于原 f仙射以及所打其他来

源的电离辐射的资料， Ji· 分析共对人类及人类环境的

影响，

注意到科学委员会总图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捉

出 J项报告，研讨剂量估计模式、辐射的自然来源、技

术对自然辐射照的改变、氛及其衰变产物、核爆炸引

起的污染．核发电厂造成的辐射污染、医疗辐照、职

业辐照剂址、辐射致癌的剂屈效应关系、全身辐照的

非肿瘤性后果、局部辐照的非随机影响、仙射的遗传

影响等，

]. 赞扬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日成立

以来对扩大关于原子辐射的强度、影响和危险的知识

和了解，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2. 请科学委员会继续工作，包括讯要的协调活

动，以增进对于一切来源的电离辐射的利肤、影响和

危险的知识；

3. 满意地注意到科学委员会同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在科学领域持续进行的 H 益增加的合作；

4. 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继续提供支助，使科学

委员会能有效地进行丁．作并向大会、科学界和公众传

播其工作成果；

@«大会正式记水，冶 I 四 1111:、 i义，附 1'1汃义和加 11

47, 笱~ A/34/322 勺义 1'1 。

5 . 赞扬科学委员会对选定放射H核素的研究．

和旨｛i 为联合国环埮规划＇闪编勹·份 h 天此之 4题的

综合刊义件的1 f1 : 

G. 对各会员囚、各 4 f j 机构、 IKI 际）j；（ f能机构

和 11政府组织向科学委员会捉供的援助，表示感谢，

Ji 沾它们加强{t这个领域的合什：

7. 赞同科学委员会 i,＼各会员 1叶、联合 l叶各机构

和 h 义的 II－政府组织绵纹向委员会提供 ．切 h X. 资

籵，牡别是关 I各种如照来 i原的数据的收求，以使切

实帮助委员会编叮丿［捉交人会第：十六屈会议的报

If·. 
I I o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 H

名六十一大全体会议

311/29. 被占领领上的局势

大会，

关切地注意到以色列节屈将纳布卢斯市长自被占

领的巴勒斯坦领土递解出境的决定，

对此项递解决定所引起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上各

市锁竹长的辞职，表示严重关注，

对 H 前被古领巴勒斯坦领土内因此项递解决定而

引起的严币局势，衰示深切忧虑和关注，

1. 要求以色列节屈撤销递解命令；

2. 请秘书长尽快将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提

出报店。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笫七十一次全体会议

34/52.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

和工程处

A 

援助巴勒斯坦难民

大会，

回顾其一儿七八仆十二月十八日第 33/112A'·J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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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和关于本问题的所打以前的决议，包括 九四八 不足以应付本年度的基本预符需要，而且就目前可以

年十二月十一 Il 给 194(III) 号决议， 预见的捐款水平来说，每年都会发生，J有11;

注意到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程处 I-: 8. 要求所有各国政府将此事作为迫切事项，特

任右员－儿七八年L)］－ H 于一儿七九年六月— +1l 别参照卞任右员报仇中预测的预算汀细，尽可能作出

期间的报仵, } 最慷慨的努力，以解决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

1. 深为遗憾地注意到人会第 191(III) 号决议第

11 段所规定的难民逍返或赔佼尚未实现，大会一九开

勹年一月二十六 H 纶 Sl 3(VI) 号决议第 2 段内所赞同

的经由逍送回俏或币新定居使难民恢复正常1活的方

案也没打切实进展，因而难民情况仍然是令人深感忧

虑的问题；

2. 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程处 i

任右员及其所属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认识到 L程

处正在现有资源的限度内尽其最大的努力，对「曾为

援助难民作过宝贵J才午的各 4 门机构和私人组织，也

衰示感谢；

3. 对前任主任专员托乃斯·麦克尔希尼先牛多

年来为工程处服务，成效巾片，并为难民福利忠诚服

务，亵示深切赞赏；

(I. 重申要求尽快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把［程

处总部迁移至其推行工作的地区；

5. 遗憾地注意到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对

大会第 194 (III) 号决议第 11 段的执行一直未能觅得

达成进展的方法，＠请该委员会继续努力，以期执行该

段的规定，并斟酌情况至迟千一九八0年十月－ H 向

大会提出报告；

6. 提请注意上任专员报告中所述的联合国近东

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财政情况仍很严币；

7.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虽然联合国近东巳勒斯

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曾值得赞赏地和成功地

作了努力募集其他捐款，但因此而增加的收入水平仍

@ IIIl I.,C1\ ．十四屈会议，补编冶 13 \乃（＼，13,1/13 和

Corr.1) 。

＠联合囚巴勒斯扣和俯委员会－儿L八{I I 寸］ • II 个 . 

和 J今程处的预期需要，并为此敦促未捐助的各国政府

经常捐款，已捐助的各国政府考虑增加它们的经常捐

坎。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笫七十六次全体会议

B 

援助一九六七年六月敌对行动造成的失所人民

大会，

回顾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第 33/112B 号决议

及关千本问题的所有以前的决议，

注意到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

任女员一九七八钉七月－日至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 H

期间的报告，＠

关切一九六七年六月中东敌对行动造成的人民苦

难继续存在，

1. 重申其第 33/ 112B 号决议及关于本问题的

所有以前的决议；

2. 念及这此决议的日标，赞同联合国近东巴勒

斯坦难民救济和1程处上任女员所作的努力，即继续

在可行范围内，作为一项紧急性临时措施，向该地区

由于一九六七年六月敌对行动以致目前流离失所和呕

盂继续援助的其他人民提供人道援助；

3. 强烈呼吁所有各国政府及各组织和个人，为

J，上述目的，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

处及其他有关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慷慨捐助。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笫七十六次全体会议

儿七儿仆九月 ．卜 II 期间的报仇，见《人会止式记求，；书 I· ®«人会止式 id,R ．笱i |四屈会议｀补编沧 13 3 >(\

四屈会议，附 i'I汃议和坝 11 50, A/3/4/C"19',J 义 fI ` lil fl 。 34 1 3 和 Cor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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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会员国提供助学金和奖学金，供巴勒斯坦难旯

接受高等教育，包括职业训练

大会，

回顾其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儿 H 关于援助巴勒斯

坦难民的第 212crrr) 号决议，

井回顾其九L八仆 十三月十八门第 33/1 l 2C 号

决议，

认识到巴勒斯坦难民过去飞十年来失去了他们的

土地和生活资料，

审议了秘书长关千第 32/90F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

报告，＠

赞赏地审查了秘书长又于捉供奖学金和助学金供

巴勒斯坦难民接受商等教育和第 32/90F 号决议执行

情况的报告，＠

又赞赏地审查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

工程处主任专员一九七八仆七月一日全一儿七儿年六

月三十日期间的报告＠中又于这个 1i项的部分，

注意到巴勒斯坦难民学牛中有机会继续接受包括

职业训练在内的高等教育的不到千分之一，

还注意到在过去几年中，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

民救济和工程处由千一再发生的预符上的困难，所能

提供的奖学金名额比过去减少了一半，

1. 感谢对大会第 33/112C 号决议作出有利响

应的各国政府、各专门机构和各非政府组织；

2. 吁请所有国家、各七门机构和各非政府组织

除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经常预

算提供捐款外，再增加特别拨款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

奖学金和助学金；

@J,i] L, «第 1 J叶会议，附 f'I汃议和坝 1154, A/33 
287 号义 f'I 。

© l 八］ 1.，霾 I 四）111 会以，附 f'I汃义和J加 11 :iO, ~/3,1 
480 3 义 f'I 。

@ lIIl l,«小 11ILl)ili 会以，什偏 'l\ 13 号》(\3 4 1 3 {| 1 
Corr.]) 。

3. 请联合国各（！义机构｛，各 l,l 的职权范 11;1 内．

绵绞列入又于坰加援助巴勒斯坦J..ji 民学:11拔受的笘教

育的 'li. J i;[ : 

I. 吁请所 h 囚家、各 ((.j'] 机构和联合国人哼慷

慨们助自·儿八 L什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领 1．内的巴

勒斯坦人学；

5. 又吁请所 h I付家、各 4 门机构和 Jl他国阮 1,11

休提供们，饮，为巴勒斯坦难民建立职 IIV 训练中心；

6. 请联合囚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和处扣

忏这此牡别拨款和奖学金的按受人和托忏人， Ji将这

此，次项和奖学金发给巴勒斯扣难民中的合格巾怕人；

7.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人会纶 I 
li 屈会议捉出报店。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笫七十六次全体会议

D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枚济和工程处

经费筹处问题工作小组

大会，

回顾其一儿 LO年 t- －．月七 H 第 2656CXXV) 号、

一儿七0年十二月 l·1i H 第 2728CXXV) 号、 儿 L

一年 1二二月六 H 第 2791 CXXVI) 号、一儿 L．二年 I···.

月十： H 第 2964 CXXVII) 号、－儿 L 年卜－．月 L

ll 第 3090 CXXVIII) 号、－·儿七四年十－．月十七 f1 纶

3330CXXIX) 号、 ·儿七h．年十｀．月八 H 第 3119D

(XXX)以一儿 L六仆,.一月·. l^ ． H 第 31 /1 sC 

号、一儿七 L q. 1 ·. ^月 1· ．．日第 32/90 D 号和．儿 L

八年十二月十八 H 第 33/112D 号等决议，

审议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程处经

费为供问题丁: 11小组的报仇，＠

考虑到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丁程处 l.

(9) 1i ll l, «笥\ ··. I I'll liti 欠 l义， 1 ；fI f|》，以利 J贞 11 SO, A, :1 I. Gli7 

＇'｝义 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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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专员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

期间的报告，雅

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严重

财政情况，深感关切，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的最低限

度的必要服务已因此种情况而有所减少，将来甚至有

再加削减的危险，

强调急需作出额外努力，使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

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作至少可以保持在目前的最低

水平，

1. 赞许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经费筹供间题工作小组为协助确保工程处财政安定而

作出的努力；

2. 赞同地注意到工作小组的报告；

3. 请工作小组与秘书长和主任专员合作，继续

努力，再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设

法筹供经费一年；

4. 请秘书长向工作小组提供为其进行工作所必

需的服务和协助。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笫七十六次全体会议

E 

自从一九六七年起流离失所的人民和难民

大会，

回顾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安全理事会第 237

(1967) 号决议，

又回顾大会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第2252(ES- V) 

号、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2452 A(XXIII) 号、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日第 2535B(XXIV) 号、一九

七0年十二月八日第 2672 D(XXV) 号、一九七一年

十二月六 H 第 2792 E(XXVI) 号、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十三日第 2963 C 和 D(XXVII) 号、一九七三年十二

月七日第 3089 C CXXVIII) 号、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

七日第3331D(XXIX) 号、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第

3419 C (XXX)号、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

31/15 D 号、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第32/90 E 号和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第 33/1J2F 号决议，

审议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

任专员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

期间的报告＠和秘书长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的报

告，＠

1. 重申所有流离失所的居民都有返回其自一九

六七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内的家园或从前居住

的地方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再次宣布，任何对流

离失所的人自由行使返回家园的权利施加限制或附带

条件的企图，都是与不可剥夺的权利不相符的，也是

不可容许的；

2. 认为任何对流离失所居民返回家园施加限制

或附带条件的协议，应一概视为无效；

3. 对以色列当局继续拒绝采取步骤让流离失所

的居民返回家园，褒示遗憾；

4. 再次戛求以色列：

(a) 立即采取步骤让一切流离失所的居民返回

家园；

(b) 不采取任何足以阻碍流离失所的居民返回

家园的措施，包括影响占领区实际面貌和人口结构的

措施；

5. 请秘书长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

工程处主任专员协商后，就以色列遵守上面第 4 段的

情况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开幕前， 向大会提出报
庄no 

＠同」． o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笫七十六次全体会议

＠同上，心厂． i四届会议，补编第 13 号HA/34/13 和 ＠同 l.,«第二1 四届会议，附｛门，议程项 11 50, A/34/518 
Corr. 1) 。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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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

大会，

回顾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安全押书会~ 237 

(1967) 号决议，

又回顾大会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六 H 第 2792 C 

(XXVI)号、一九七二年 1- －．月 1·.H 第 2963 C 

(XXVII) 号、一九七飞年十二月七 H 第 3089 C 

(XXVIII) 号、一儿七四年f· ---_·_月十七日第 3331 D 

(XXIX)号、一九七石年十勹月八 H 第 3111 g CCXXX) 

号、一九七六年十一月--+ - H 纶 31/15E 号、一九

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2/90C 号和一儿七八年十二

月十八日第 33/112E 号等决议，

审议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T程处＿l·

任专员一九七八年七月－ H 于： 儿七儿年六月勹十 H

期间的报告＠和秘书长一九匕儿年 I· 月十六 H 的报

告，＠

忆及大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 H 第 19,1 (III) 号

决议第11段的规定，并认为币新安罚加沙地带的巴勒

斯坦难民、使其迁离家同和 f1 己的产业的措施，佼犯

了他们不可剥夺的回归权利，

1. 再次要求以色列停止迁移和币新安罚加沙地

带的巴勒斯坦难民，并停止毁坏他们的住所；

2. 请秘书长在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

和工程处主任专员协商后，就以色列是否遵守十面第

1 段的情况在大会第＿ 1- ft 届会议开然前，向人会捉

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笫七十六大全体会议

@ Il1l I··, «B I IJLI 屈会议，补 'lIIi :，书 13'}》（＼ 3 1 13 fII 

Corr. 1) 。

＠同上， «?B 一十四屈会议，附 f'I汃议和顶 II SO, A/31'Sl7 

号文什。

34/53. 脓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

面的全盘审杏

大会，

回顾且·儿六 h什 ．．月十八 H 第 2006 (XIX) 勺、

儿六 1[ { I I. ) ] 1. h Il 第 2053A cXX) \J 、 儿六

L I, 「 F) ]勹十_~ 11 第 22,19 cs - V) 号、- JL六L年 I·

-)] + - H 第 2308 CXXII) 号、 JL六八年 I- －．月 l · 

儿 r l 纶 2 l 51 (XXIII) 号、一儿 L 勹年－l 矗＿．．月八 II

第 2670 cXXV) 号、 －九 L 二年 l- －．月 1` L 日第

283G (XXVI) -',J 、 ．儿七－．仆 l· 一上丿 l I· : :血．日第

2965 (XXVII) 队 儿七钉 l三一．）］七 ll 第 30()1

(XXVIII) 号、 儿七四仆十 4 月 .· +儿 11 第 3239

(XXIX) 习、 儿七 h钉l^ －暴．月十 H 第 3 157 (XXX) 

号、－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1/105 号、 ·儿L 七

年 l上一．月十开 f1 第 32/106 号和一儿七八年 l 矗 ．．月 I·

八 Il 第 33/1 H 勺吟决议，

再次重申联合国依照吵t,·;o规定维持国际和平勹

安个的根本币要rI.

审查了维持和、f行动特别委员会的报礼帅和特别

委员会l｀作组捉交该委员会的报仇、 ilI

对过去一年来，｛i拟订按照«联合国宪',1汀进行维

协和平行动的协议指导方针，及就h关其实际执行的

贝休问题达成协议方面，缺乏进展，表示关切，

再次强调 ll仆什表现更人的政治心．愿月和解，才能

{1这方训取得进展畛

1. 注意到绅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报作；

2. 再次沾各会员国忧纬拉和平行动的经验捉出

报们）｛提供行义浇忭

3. 请秘书长编制按照l·面第 2 段提出的答复的

ii 编；

1. 再次敦促扑别委员会加速 l．．作，以便早 H 亢

成联合国按照吵i_::,;-,））规定进行绯持和平行动的协议指

书 1, ，l |，以和，1 ， 1 1 5? , \ 31 592 1，｝义 i'\ 。

u6 I' ,j 1. I;i l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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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方针，并力求注意与维持和平行动的实际执行有关 4. 赞赏地注意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以第

的一些具体问题； 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筹备委员会

5. 请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

告；

6. 决定将题为“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

面的全盘审查＂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临时

议程。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笫七十六次全体会议

34/66.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大会，

回顾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 H 第 33/16 号决议，

审议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勹十二届会议

的报告玑

重申人类共同关切促进外层空间的和平探索和利

用并继续努力将由此获得的利益造福所有国家，并币

申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而联合国应当继续

为此提供一个中心点，

欢迎最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保加利亚

的宇宙航行员首次在“宇际航行”方案内联合进行的国

际外空航行圆满完成，

重申为了发展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法治而

进行的国际合作，十分重要，

1. 赞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报告；

2. 请尚未加入关千和平使用外层空间的各项国

际条约的国家考虑批准或加入这些条约；

3. 满意地注意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已根

据法律小组委员会的建议完成了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

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草案；筛

@ llll l, 《第三十四）面会议，补编：书 20 '，片（ A/34/20) 。

＠同上，附件＿上。

的身分提出的关于筹备和安排该次会议的详尽建

议；弱

5. 注意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

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继续：

(a) 努力拟订关千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

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草案；

(b) 努力拟订外空遥感地球所涉法律问题的原

则草案；

(C) 努力完成关于月球的条约草案；

(d) 讨论有关外层空间和外层空间活动的定义

和（或）定界的事务，除了别的以外，并考虑到同步卫

星轨道所涉的间题；

6. 赞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建议，即法

律小组委员会第十儿届会议应：

(a) 作为优先市项，继续：

（一） 详细审议外空遥感地球所涉法律问题，以

期拟订同遥感有关的原则草案；

（二） 努力完成拟订关于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

进行杠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草案；

(b ) 维续审议行关外层空间和外层空间活动的

定义和（或）定界的问题，除别的以外，并考虑到同步
n星轨道所涉的问题；

(C) 在其议程上增列一个题为“审查有关外层

空间活动的现行国际法，以便确定制订各项有关利用

外层空间核能源的条款以补充这种法律的适当性”的

项目；

( d) 继续在其议程上列入一个题为“其他事项”

的项目；

7. 注意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科学和技

术小组委员会在其第十六届会议：

(a) 继续审议遥感的叫前实用前试验阶段和未

来可能的实用卫星遥感系统；

吵 III] 上，《补编第 20 \片（A/34/20) ，第 84 空 115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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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继续审议联合国外空应用方案和有关协调

联合国系统内外空活动的事项；

(C) 继续审查同步卫星轨道的物理性质和技术

特征；

(d) 审查了有关利用外层空间核能源的技术问

题和安全措施，并通过了利用外层空间核能源T．作小

组的报告；画

(e) 审议了关千外空运输系统的问题；

(f) 作为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

间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咨询机构，在详细审议关于为备

和安排该次会议的问题方面取得了币大进展：

8. 赞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建议，即科

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应：

(a) 优先审议下列项目：

（一） 关于联合国外空应用方案和协调联合国系

统内的外空活动的问题；

（二） 关于用卫星遥感地球的问题；

（三） 利用外层空间核能源；

（四） 联合国在应用外空科学和技术方面，特别

是在发展中国家内，所起的协调作用；

(b) 审议下列项目：

（一） 外空运输系统及其对未来外空活动的影

响；

（二） 审查同步卫星轨道的物理性质和技术特

征；

12. 请各专门机构继续将其各自关于和平利用

外层空间的 T.{1 的进度报们提交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
口入

D贝云；

13. 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应大会第 33/16 号决

议的要求提出的关f热带气旋项目的报告，＠并请世

界气象组织继续提出关于该项目现况的年度报告；

1 1. 向所h抇任东道国、提供研究金、或以其他

方式协助举办、特别是为了造福发展中国家而举办的

国际外空应用训练讲习会和实习班的国家政府，褒示

感谢；

15. 请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按照本决议和

大会以往各项决议继续进行其工作，在适节时考虑举

办外层空间活动的新项日，并向大会第：十五屈会议

提出报店，包括关于今后究应研究何种主题的意见。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

笫八十九次全体会议

34/67. 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

外层空间会议

大会，

回顾门从－儿六八年在维也纳什开第·次联合国

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以来至今已超过十年，

而 Il在这段期间外空探索及外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都

h迅速的进展和附长，

考虑到什必耍对这此发展进行评价，就其现有和

潜在的影响交换资料和经验，并对外空技术的惠益得

9. 赞同外空应用专家向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 以产生的体制和合作手段是否足够h效，加以评价，

提出的一九八0年联合国外空应用方案；＠

10. 核可联合国继续主办设在印度图姆巴的赤

道火箭发射站和设在阿根廷马德普拉塔的自动推进火

箭发射站；

11. 赞同关千联合国应为此目的向非洲现｛｝的

五个区域遥感中心提供技术援助和合作的建议；

函 A/AC.105/238 号义什，附 1'\ 。

@A/AC.105/233, ;~1 ＼＇｝。

确认使更多会员国参加联合国外层空间 1i项的活

动， 十分币婓，

意识到盂要增加外空技术及其应用的惠益，并对

t]利千个人类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礼会纾济

进展的外空活动得到 h秩序的增长，作出贞献，

考虑到术来卜仆内正仆规划和设想中的外空科学

＠络石 A/AC.105/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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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的新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引起的新的应用和潜

在利益，及其对国家发展和国阮合作的可能影响，

了解到需要进一步增加一般公众对外空技术和应

用的认识，

希望联合国更能发挥其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最适

宜千在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领域内增加国际合仵

和协助发展中国家，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第 33/16 号决议，

其中决定召开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

会议，并指定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为会议的苏备

委员会，

审议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报们中关于它

以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为备委

员会的身分所进行的工作的部分，＠

满意地注意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以会议笱

备委员会的身分提出筹备和安排该次会议的详细建

议，

1. 赞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以第勹次联合

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为备委员会的身分在

它的报告第 84-115 段中所提出的详细建议；烟

2. 通过委员会的报告第 99 段所列的会议临时

议程；

3. 特别赞同：

(a) 委员会主张在一九八二年下半年举行第二

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的建议；

(b) 委员会关千该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包括会议

秘书处、主席团和会议形式等各方面的建议；

(C) 委员会建议的会议费用的最高限额；

4. 请委员会向大会第勹十五届会议提出关千会

议地点的建议；

5. 请委员会继续其筹备会议的工作；

6. 请秘书长在确定的会议最尚支出限额内，按

岱«大会，l．式记录，仍 I 四）叶会议，补编绾 20 号} (A/ 

34/20) ，第 _:_',,i C, 

照委员会的报告有关各段的办法，作出必要的组织和

行政安排。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

笫八十九次全体会议

34/68. 关千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 L

活动的协定

大会，

重申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探索

和利用领域的国际合仵，以及促进人类事业的这一领

域的法治，都十分重要，

回顾其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 2779

(XXVI)号决议，其中请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

会及其法律小组委员会审议拟订一项国际月球条

约草案问题，并回顾其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九日第

2915(XXVII) 号、一儿七·`．年十一二月十八日第 3182

(XXVIII) 号、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 H 第 3231

(XXIX) 号、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 H 第 3388(XXX)

号、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八日第 31 / 8 号、一九七七年

+ -．月二十日第 32/196A号和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

第 33/16 号等决议，其中除了别的以外，鼓励关千月

球条约草案的拟订，

特别回顾第 33/16 号决议赞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

委员会的建议，即：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应

作为优先事项继续努力完成关于月球的条约草案，

审议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报告中的有关

部分炒，特别是第 62 、 63 和 65 段，

满意地注意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已经根据

法律小组委员会的审议经过和建议，完成了《指导各

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草案全文，

已经审议了«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

的协定》草案全文，函

1. 推荐附f本决议之后的«指导各国在月球和

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汃

凶 I111 1.，符＼＇1，J, A.7 。

®Iii] 上，｀补编涫 20 号)>(A/34/20) ，附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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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秘书长尽早将该协定开放给各国签署和批

准，

3. 希望尽多的国家加入该协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

笫八十九次全体会议

附 件

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

本协定各缔约国，

注意到各国在月球和且他人体的探索和利用方面所获得

的成就，

认识到构成地球的天然 ljh' 的月球打探索外） ，`、空间）、i 仇i

起籽前大的作用，

决心在平等基础上促成各囚在探索和利川月球和其他入

体方面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切望不使月球成为国协冲突的场肵，

铭记着开发月球和其他人休的自然资游所可能带来的利

益，

回顾«关l：各国探索和使 Jl] 包括月球和其他入体作内外l凶

空间的活动的原则的条约»§釭援救、送 1l1I 宁宙航行员以及~ I 

还发射到外层窄间的实体的协定汃＠《空间物体造成损山的 I 叶

标责任公约X函和«炸记射入外丿i：空间物体公约汃恸

考虑到对丁此类有义月球和儿他天体的旧阮义书的各坝

条款必须参照外以窄间的探索和利用的绵续进展，加以阐释和

发展，

达成协议如卜：

第一条

1. 本协定内义于月球的条款也迫 Jll j·太阳系内地球以

外的其他天体，们如 1T何此类人体 l』h现已牛效的竹别认仆规

则，则不在此限。

2. 为 r本协定的 11 的，“月球”一词包括环绕月球的轨

道或其他飞向或飞绕月球的轨迫。

烟第 2222(XXI) 吵决议，附什。

＠第 2345(XXII) \J决议，附什。

逸第 2777(XXVI) 另决议，附 f| 。

＠第 3235(XXIX) 勺决议，附 i'I 。

3. 本协定个过 1Il J f阶自饮 J1式到达地球K面的地球外

物质。

笫二条

月球 I的一切沽动，包栝八探索和利用在内，应按照 I1、II外

认，尤Jt足«联合 lI,l 宽，沁》的规定，名虑到－·丿LL 勹 {f I· J l 

I IJL1 11 人会通过的«义 l 各 1I;l 依联合国宪，节建＼＇，友好义系和合

{1 的国 1勺斗、原则 'l (,` I »，面顾及绯抖 IK国和平勹安个及促进 1 叶

1外合竹 I J 十lI h 谅韶的利盐， Ji逌、1,1 1映及 1叶 fr J t 他缔约 1 1,l 的相）＇；／

利谛， f. 以进 1 [。

第三条

1. 丿 l 球仙供个休缔约 1 叶女为和平 II 的而加以利） 11 。

2. {I 月球 1使 Ill 武力或以从力相威胁，或从 'j( 什何丿［他

敌对彷为或以敌对行为相威胁概小快 1!之列。利 lIl 丿 J J:]< 对地

球、月棣、丁宙飞 f 」·器、， j·: 宙飞 i J 器的人员或人迅外宁物体·)：

施忏何此类行为或从 1国 1对此类威胁，也）I'!．同杆快仆。

3. 缔约各 1 1;1 小行｛！环绕 J ]球的轨迅 I或飞向或飞绕 Jj

球的轨迫!·.,放＇1．，．1，A戈什核武器或什何 Jl他种类的人规校毁，火

H武器的物休，＇，戈 (1 月球 I或丿 j 汴内放 '1\，1, 或使川此类武器

4. 禁 ii 在月球 I建＼，I ，车 'J~ 从地、 '/1·,J 凶裴＇,1',' 及防仰 I'li.

忒呤忏何类和的武湍及卒行I,r,Ji 沺习。 {II 小饮 II 为科学（讥冗

或为打何且他和 '1'11 的血使） ll'11'.'H 人员。也小快 II 使 Ill 为和'|'

探索和利） ll 月球 1内必仪的什何裴备或设备。

第四条

1. 月球的探东和利 Ill 应足个体人类的 'ji.,h'l.Ji 仙为 切

| I;1 家谋悯利，个 1h] ＇巨们的纾济或科学发展程度如何。应依照《联

合 IKI ，光 1，心规定，允分，i d 今 Itt· 1J 后代人类的利益，以及提，,,':j

II i,［水 'I＇勹促进纾济和补会进步和发展的 'r/，i 发。

2. 缔约各 11、II妇如It1 合竹和 1rJ.l/JI队则从，ji. UI h 义探索

和利）11 月球的活动。按照个协定进行的国阮合f1 ，防尽 h打泛

地｛i多边从础 1、从山从础 1、或通过政府间 1 叶阮组织 l户，以进

ii 。

笫五条

1. 缔约各国 1,y 在文 1外 lIf行的范围内尽队将它们在探索

和利用月球力血的沽动们知联合 1'」秘书长以及公众和,,、II外 H

学界。旬次妇i 月球 1向（ f 行的时间、 11 的、伈＇，叭轨迫参数和

@0 笱12625(XXV) \J 决议， 附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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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笫 /\ 条

拈不I'、沪全，1, 月~ 11c 1J、)的怕报 IJ\l]J,i/ {I 儿）戊 f r 行 11} 公们。如果

行什行的期间梢过八 1 人， l ，v i勺忏仔玑h忙况 II'j h'J 才队包拈 f1

飞·\ rJ 
、

I

学cf,', 果什内，匈伽 1 人公们 ·次。 如飞 U 忏行超过八个） l,

则 {1 六个丿 j 以｝斤，｝ ［如桴这｝、J 间的币哎补允怕报）以公伈。

2. 如－．个缔约 11 、1 获知另 缔约 1 I I 计划同 ll•l (I: J l 球 I 的

同－ l;,( 坡、或环绕月球的同 轨心、皮总 I;」或妇尧月球的同

轨追进行沽动时， I心，立即籽 JU'I 已 .ill.1 口'[如＇向 1 月 n 1J 利 1 计划咀 '),11

该缔约 1 1,1 。

3. 

层窄间，

缔约各国｛「进行个协定听规，LII如，［动时，应将！凶外

包括月球仆内所发现的可能危及人类 'I命或健康的

'，帝勺各国 IIJ {i j j fk 的人血或｝丈血之卜的忏何地，，从进

fl !t探索相利 I I I I'!勺沾 Jj, (II ;I/1心j 个条约的各坝杀，饮。

I. 

') 

('1) 

); J ( 

杠何现象以及忏何{lHL'L 命迹象，通们1联合 I11 杻书长、

和 1卧际科学界。

公众、
3 

为此 l l 的， 飞勹行 1 叶牛'lWI I II 以：

{1 月球 1岱治｝女从月扰发射外个物休；

籽＇釭 l 的人员、外令）么载器、裴备、设施、站 Ii丿［相裴

罚放＇r订1 月球的如hi或人面之卜的行何地点。人

员、外窄沁载器、裴备、设施、站所和装 'l\＇ll 可在月球

人血或人｀而之 1、自山移动或「 I 111 t皮移动。

缔约各国依才I片本条沧 1,；次和奶 2,；次进彷的沽动不 IWI

如丿 {I'｝ } [ ｛也多祚全勺 1 1;l h ：丿 l ｝、k l. f向活 lJ丿。 发 4此种妨砃 II.l 付义缔约

各 1111,,1 依照个协心｝B l h ，长纠l 2 坎利 1 笥） 3 炊规定进 1 J. t,J} 1f~ 。

笨
个

六 条

笫 九 条

所介缔约各国都＇；， h 小受忏何种光的歧视，｛1 平笘从

础!·., Jj按照 1 k1 1外认的规＇心 {1 丿］ fJ I从 J 上 f1 、;： hJI．仇的 I,I I I 1 。

1. 

缔约各日为仇逋个协立各坝规＇心的义 1}．如 (u 进 b f1 冲

研究时，应{j权在月犹 1少术从 Ji 仅L 利物和｝［他物 l1fi 的打、个。

发 i力采从此类忨本的缔约各 1 寸 llj 保 Vill处 '1\？权， Jj 11] 丿丿 {I 了

ll 的而使用这此标本。缔约各 1 叶回顾到 'ff价将此臾仇，个的

2. 

1. 

站 1仆I

缔约各 I 1,111J {1 月球 1 钮＼，I 内心 '1''i': 人员及小配＇l吓人员的

钮立叶凡的绵勹国 1,v 只使 II] 为站所进行＼Iv 行 1听 ',1,; ，及的

地 1 丈， Ji 1,v 立即怍该，,Iii小 ffJ 伈＇骨和 I l 的通付 I联合 1 1、I 柲 15 K 。以

I,~ 灼伽 { 1 i亥符i 夕勹 1 1 1',, I l ll h' 斗行凶＼ l听且否什米纣、．个Ji 11], 及 jl I I 的

什丿L.. ，变，1'. 通 '1,11 ft, Ii l~ 

部分供给感兴趣的其他缔约 1叶和 I 1<1 1外 f1学界什 fl学矶允之 Ill 。

缔约各国在进行利学 ii)\ 究 llj ，也可使 l\j 迅忤数：1: 的月林（矿物和

其他物质以支援他们的行各。

3. 

罚时，

缔约各 1KI 同总 j派股人员前什月球或:{1丿~ I 建 i, 裴

尽 ht在文 1夕I-、 1lf1 j 的范围内交换 fl学和丿［他入炉。

笠
个

七 条

缔约各国在探索和利 Ill 月球时， J仆／采取扒施，防 I1 月

球环境的现付平衡逍到破坏， 1、论这种破坏从由 1 {1月球环垃

中异致不利变化，还从山 j引入环垃外物质使且环垃受到 h'古

污染，或巾 j· 其他力式lfIJI'， I1。缔约各国也应采取扒施 liJi 11 

1. 

地球环境由 j引入地球外物］贞或山］且他）汇心(1j女 jll {j,Ii．影

呱］。

2. 缔约各国应将它们按照个条涫 1 ，饮所采取的扒施通

知联合国秘书长， Ji· 肋尽＾切可能侦先将它们在月球 1放 '1界的

一切放射件物质以及放罚的 Il 的通知秘书长。

缔约各 1 叶时就月球 1 具1j竹殊利学币要H 的地 1, 向

其他缔约国和秘书长提出报仇，以使 {1 小影 II| ；,IJl 他缔约旧权利

的前提下，考虑将这此地 I,< 指定为 1111外 f1学保护 l大， Ji 纾 111] 联

合国各J；忤机构协商后，对这JL 地 1<1句儿牡别保护办认。

3. 

设 '1“1, 站 1所 l'，/ ｛劝时依照本协定及《义 j 各国探索和使

川包栝月球和丿［他人休 {1 内外 I,; 作间的沾 fJ) 的原则的条约沁＠
\' .4 , , 

2. 

条规~(I 月球 I.il.t 们沾 1JJ 的且他缔约国的人贝、运载器和

戊备 1'1 山进入月球 liJ1 {J 地 1 大。

为«援救、

2 

笫

切仅 1外 l 1f i r 的扒施，以保护 (f 丿 l JJ 

I.I，门人的仆命和健 1,k. 为此 11 的，缔约各国 Jii 视（l. 月球上的忏

何入为«义 j 各 1 叶扩入尔和利 Ill 包拈月球和且他人体(1 内外层罕

同的沾动的）从则的爷约沁＠勾＼ h ，爷 1所称的＇j仇航h 员， JI 视丿 l

必 111I 才勹 1i r.1i h 员以及~ I ．还发射到外）4 窄间的文体的

缔勺各 1 1、1 1,V i取

十

邯心））岔 /iii 称外令，飞 1 j 器人员的

条

血齐书分。

2 
缔约各 11 、1,,,,，以几站 1叮、裴＇肾、运载监、及八他设备仇

月 fJ l.. i牡 i1i 人员虹小之 Ill 。

笫十一条

月球及共 1,I 砍贤说均为个体人类的共同财产，这将 {I.

本协心 (1/j {j 义条，次， 儿 Jl 见本条 ;:/l 5 ，饮中如如 1,1 米。

I. 

月汴小行由 1KI 家伈札I: i权＇要求， 通过利用或占领，或

以杠何且他力、／人!},,;为己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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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球的表面或表面下层或其忏何部分或其中的自然

资源均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政府间或非政府国际组织、国家组

织或非政府实体或任何自然人的财产。在月球表面或表面卜．

层，包括与月球表面或表面下层相连接的构造物在内，女罚人

员、外空运载器、装备设施、站所和装罚，不应视为对月球或

其任何领域的表面或表面下层取得所有权。上述条款不影响个

条第 5 款所述的国际制度。

4. 缔约各国有权在平等基础上和按照国际认和本协定

的规定探索和利用月球，不得有什何性质的歧视。

5. 本协定缔约各国承诺一俟月球自然资源的开发即将

可行时，建立指导此种开发的国怀制度，其中包括适节和 1r: 在

内。本款应该按照本协定第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实施。

6. 为了便利建立本条第 5 款所述的围卧制度，缔约各国

应在实际可行的范围内尽阰将它们在月球L发现的打何 I'! 然

资源告知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公众和国际科学界。

7. 即将建立的国际制度的仁要宗旨应为：

(a) 有秩序地和安全地开发月球的自然资源；

(b) 对这些资源作合理的管珅；

(C) 扩大使用这些资源的机会；

(d) 所有缔约国应公平分享这些资源所带来的惠补，

而且应当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以及各个自：

接或间接对探索月球什出贞献的国家所仵的努力，

给予特别的照顾。

8. 有关月球自然资源的灯J活动均肋迫节进1j，以使符

合本条第 7 款所订各项宗旨以及本协定第六条第 2 款的规定。

第十二条

1. 缔约各国对其在月球上的人员、外空运载器、装备、

设施，站所和装置应保有管辖权和拧制权。外窄还载器、装备、

设备、站所及装置的所有权不因其在月球 1．．而受影响。

2. 凡在预定位肾以外的场地发现的运载器、装罚及装备

或其组成部分应依照＂援救送回宇宙航行员、及们还发射到外

层空间的实体的协定》句第五条处珅。

3. 缔约各国如遇足以威胁人命的紧急情况时，可使用其

他缔约国在月球上的装备、运载器、装罚、设施或供应品。此

种使用应迅速通知联合国秘书长或有义缔约国。

第十三条

一个缔约国获悉并非其本国所发射的外空物体在月球上

叭毁、强迫杆仙、或且他 II 出日本，意的竹队时，肋迅速通知发

射该物体的缔约国和联合同秘书 l( 。

第十四条

1. 本条约缔约各国对丁本国仆月球 1的各种沾 lJJ 丿泣负

国卧贞杆，小论这类沽动姑巾政府机构或 II政府团休所进 h

的，）（应负旧际贞忏保 hi 本国活动的进行符合本协定的各顶条

款。缔约各国应保 111它们叭忤辖的 II政府团休只h (I 该竹缔

约国的忤辖和个断监 '1叶 1、)，i 11f(1 月球 I· 从＇l~ 各种恬动。

2. 缔约各囚承认，山 l．在月球 L的沾动的附加，除《义

l各围探索和使用包括月球和 Jl他人体在内外］i：空间的沽动

的原则的条约沁＠和«空间物体迅成损＇占的国际贞忏公约江0 内

的条款以外或许，品要h 义｛1 月球 l今引起的损 'Il, I)！籵党贞杆的细

节办认。又、HT1对此类办认的拟 i} 均应依照本«协定》罚l I· 八条所

规定的和 I{ 。

笫十五条

1. 1ij: 一缔约国得个明八．他缔约国从 1并探索及利 1tl Jl 扰

的沾动确是符合本协定的规定。为此 tl 的，在月球 1 的 ．切

外宁还载器、装备、设施、站所和装罚应对其他缔约 11{1.JI 放。

这此缔约 11ilJ心，千合肿期间 'l仍先发出所计划的参观通知，以便举

行汕芍协商和采取最人限度的侦防枯施，以保证安个和汹免 1·

扰披参观设备的旷常橾什。为实行本条，行何介个缔约 1月可使

用 Jl |＇ l 己的手段，亦可在什何且他缔约 1叶的个而或 J,＇}部协助

下，或纾由联合囚体制内的迫、1,1 国标程序，遴照C宪 f；心的规定

采取行动。

2. .个缔约 1对如付押由相估月一缔约 l' 1` 人能腹行依照

个协定所负的义务或相｛；，另一缔约国妨＇占共在个协定规定 I 、·

所亨 {l 的权利时，司要求勹该缔约国举行协曲。接获此种要求

的缔约 1kl)壶订即开始协商， 4；得迟延。 {T何其他缔约国如捉

出要求，应"11权参加协商。母．参加此饼协商的缔约围，应对

什何争议．1求 II［以 1, 相接受的斛决办认，月）也体念所打缔约各

围的权利和利价。 I述协商针，果仲通知联合国秘书长，）j 由柲

书长将所获估报轧这 切h义缔约 11、l 。

3. 如果砒商纠果未能寻致一项可以兀相接受而义迫、11

顾及所有缔约国权利和利怕的韶决办认，打义各国应采取一切

扒施，以它们所选抒、）j |l迫合作端的情况和性质的｝t他和平

订认解决乍瑞。如果仵 Jl展协曲方而发牛困难或协商结果未能

廿致项可以 /j相接受的斛决办认，什何缔约国 1if 尤须扯求忏

何其他有关缔约国的同总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协助韶决争端。 · 

个缔约国如果没有同另一｛l关缔约国保持外交关系，则应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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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由其自己出面参加协商或经巾另外的缔约国或秘书长仵

为中间人参加协商。

第十六条

除第十七条个第二十一条外，凡在本协定内提及国家时，

应视为适用千进行外空活动的任何政府间国卧组织，们该组织

第二十一条

本协定的阿拉伯义、中文、萸文、汰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六种义本贝有同笘效力， Ji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由秘书长将

本协定止式核 l1l 的副木分送各笭＇片 1 计和加入国。

须卢明接受本协定内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并且该组织的多数 为此，下列笭＇；•'.人，纾本国政府1F.式授权，在本协定 l签

会员国须为本条约及 0义千各国探索和使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 宁，以昭亿、，「。本协定 l... …年．．．．．．丿 l …… I! 在纠约月放珨各

体在内外层空间的沽动的原则的条约沁念的缔约同。为本协定 日笭肾。刮

缔约国的任何此等组织的会员国，）由采取－切逌 '''I 步骤，以保

证该组织依照卜述规定发表市明。

第十七条

本协定忏何缔约国均得对本协定提出修正案。修汗案对千

每一接受修正案的本协定缔约国在本协定多数缔约国接受修

正案时发生效力，其后对千本协定其余每个缔约围，在该缔约

国接受修正案之日发牛效力。

第十八条

乍协定生效后十年，联合国大会应在临时议程内列入审杏

本协定的问题，以便参照本协定过去的实施怕况，审议是否盂

加修正。但在本协定生效五年后的杠何时候，仵为协定保存人

的联合国秘书长，经木协定三分之一的缔约国提出要求，月纾

多数缔约国同意，即应召开缔约国会议，以审介个协定。审杏

会议还应按照第1·一条第 1 款所述原则，片且在特别名虑到什

何有关的技术发展的情况下，审议执行第I·-·条第 5 款的行坝

规定的问题。

第十九条

1. 本协定应开放给所有国家在纽约联合 1111 总部签署。

2. 本协定应经各签字国批准。在本协定按照本条第 3 款

生效前未在本协定签字的任何国家得随时加入本协定。批准书

和加入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3. 本协定应在五国政府交存批泭书后第三·1天牛效。

4. 对于本协定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本协

定应自其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 H 后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5. 秘书长应将每次签字的 fj 期，交存每项批准或加入本

34/90.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

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 

大会，

遵懂《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世界人权

宣言沁》的原则和规定，

铭记着一九四儿年八月十二日《关千战时保护平

民的日内瓦公约》＠以及其他有关公约和条例的规定，

回顾其关千这个间题的所有决议，特别是一九七

七年十二月十飞日第 32/ 31 号决议 B 和 C 节，一九七

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第 33/113C 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

会、人权委员会、联合国其他有关机关及各专门机构

所通过的决议，

审议了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内居民人权的措施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其中除了别的以外，载有以色列

政府领导人公开发表的言论，

1. 赞扬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内居民人权的措

施特别委员会为执行大会交付给它的任务而作的努

力，并赞扬其工作的彻底和公正；

2. 痛惜以色列继续拒绝允许特别委员会进入占

领区；

协定文书的日期，本协定牛效日期，和接得其他通知的情况＼、I. 3. 再度要求以色列允许特别委员会进入占领

即通知所有签字国和加入国。 区；

第二十条

任何缔约国可在本协定生效后一年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

长退出本协定。这种退出应在接得通知后一年生效。

刮该协定已r一儿七儿年十二月 I·八 Il 开放给各 1司签署。

笣第 217A(III) 另决议。

函联合国：«条约｝［句切，第 75 苍，第 973 勺，第 287 贞。

吵 A/34/6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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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痛憎以色列继续和一再违反一九四九年八月

十二日«关千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及其他适用

的国际文书，并特别谴责那此被该《公约习行为“严币

违反＂的行为；

5. 谴责以色列的下列政策和措施：

(a) 吞并部分占领领十'.;

(b) 在阿拉伯公私土地 1乃轧建立新的以色列移民

点和扩充现有的移民点，并把外来人口迁入各移民点、；

(C) 把占领区内的阿拉伯居民撤离，递解出境、

驱逐、迫迁和迁移，并不让他们亨有返回的权利；

( d) 没收和剥夺占领区内的阿拉伯公私财产，

以及在以色列当局、机构或国民为一方与占领区内的

居民或机构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所有其他十．地交易；

(e) 破坏和拆毁阿拉伯人的房屋；

(f) 对阿拉伯居民进行大规模逮捕、行政拘禁

和虐待；

(g) 对被拘禁者施以 I书待和酷刑；

(h) 掠夺有考古价值的财产和文化财产；

(i) 干涉宗教自由和习俗以及千涉家庭权利和

习俗；

9. 请特别委员会，｛l以色列早 l1 结束占领以前，

继续调杏以色列 {1其自－儿六 L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

领十内实行的政策和措施；并在述寸1 时勹钉 I· 字国际

委员会协商，以期确切保陌占领区居民的福利和人权、

J\: 尽早和什其后打需要时随时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1 o. 请特别委员会继续调布一九六七年以来以
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上卜被拘禁的平民所受到的竹

遇；

11. 请秘书长：

(a) 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包括

为访问占领区所需要的便利，以便调在本决议所述的

以色列政策和措施；

( b) 继续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为协助其执行任务

所盂的额外「．什入员；

(C) 确保特别委员会的报们，以及关于其沽动

和调杏结果的资料，经由秘书处新闻部通过一切可能

方法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并{l必要时币印那此已纾绝

版的特别委员会报们；

( d) 就本段托付给他的任务向大会给· +1i屈

会议提出报估；

] 2. 决定将题为“调杏以色列侵害古领区内屈民

(j) 非法掠夺占领区内的自然财富和资源，并 人权的措施特别委员会的报仇＂的项 H 列入第．十 Ti:

剥削其居民； 屈会议临时议程。

6. 重申以色列为改变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占领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区或其任何部分的实际面貌、入口组成、体制结构或 第九十九大全休会议

地位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无效的，又以色列将其部

分人口和新移民在占领区移殖的政策悍然违反«关于 B 
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刀和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

7. 戛求以色列立即停止执行上文第 5 段和第 6

段所述的政策和措施；

8. 再次戛求所有国家，特别是«关千战时保护平

民的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按照该公约第－条，以及各

国际组织和专门机构，对以色列在占领区内造成的任

何改变，不予承认，并避免采取可被以色列用以推行

其吞并和殖民政策或本决议所提到的任何其他政策和

措施的行动，包括援助方面的行动；

大会，

回顾其一儿七三年十－．月七 H 第 3092 A 

(XXVIII) 号、 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 H 第 3240B

(XXIX）号、 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 ll 第 3525 B 

CXXX) 号、一九 L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1/106B 以

儿七七年十 月十二 H 第 :J2/91A 号和九七八仆

十二月十八 H 第 33/113A 号等决议，

认为促进对《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文书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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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所产生的义务的尊前，是联合国的基本宗旨和原则

之一，

铭记着一九四九年八月十－．日《关于战时保护平

民的日内瓦公约M函的规定，

注意到以色列和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有领土被以

色列占领的各阿拉伯国家都是这个公约的缔约国，

考虑到该公约各缔约国承诺按照公约第一条的规

定，在任何情况下不仅尊币公约，而且确保公约受到

尊重，

1. 重申一九四九年八月十'.HQ关千战时保护

平民的日内瓦公约闪适用于巴勒斯坦和一九六七年以

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十主，包括耶路撒冷在

内；

2. 痛惜以色列未能承认该公约适用于其自一九

六七年以来所占领的领土；

3. 再度要求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及其自一九六七

年以来所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其他阿拉伯领

土，承认并遵守该公约的各项规定；

4. 再次促请该公约所有缔约国尽一切努力，保

证该公约的各项规定，在巴勒斯坦和一九六七年以来

被以色列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其他阿拉伯领土

上，受到尊重和遵守。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九十九次全体会议

c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八 H 第 32/5 号和一

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第 33/113B 号决议，

对于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因以色列的继续占领和以

色列政府作为占领国所采取的意图改变这些领土的法

律地位、地理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措施和行动所造成的

目前严重局势，深表忧虑和关切，

函联合国： C条约礼编》，第 75 卷， '.;f'i 973 号，办 287 贝。

考虑到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关千战时保护平

民的日内瓦公约》函适用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万日以来

所有阿拉伯被占领的领上，

]. 瑭定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及其自一儿六七年以

来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内所采取的一切这种措施和

行动都没有法律效力，而II严重地阻挠了达成中东公

正持久和平的努力；

2. 痛惜以色列竖持执行此种措施，特别是在巴

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被占领的领土内建立移民点；

3. 再次要求以色列依照国际法原则和一九四九

年八月十二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的各

项规定，严格履行其所负的国际义务；

4. 再次要求占领国以色列的政府立即停止采取

任何可以改变一九六七年以来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阿

拉伯被占领领土的法律地位、地理性质和人口组成的

行动；

5. 促请《关 f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各缔

约国在一九六七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

fl 内的所有阿拉伯领－1：内，哼币并尽力确保忤重和遵

守该公约的各项规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九十九次全体会议

34/91. 格洛里厄斯群岛、新胡安岛、

欧罗巴岛和印度巴萨斯岛问题

大会，

审议了格洛里厄斯群岛、新胡安岛、欧罗巴岛和

印度巴萨斯岛的问题，

回顾其一九六0年十二月十四日载有«给予殖民

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官言»的第 1514 CXV) 号决议，

还回顾其一九七 0 年十月二十四日第 2625
(XXV)号决议所载《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农建立友

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的立言汃

匈同L。



104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考虑到其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第 34/21 号决

议，以及关于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之间的合作的以

前各项决议，

铭记着非洲统一组织千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八 H 至

二十二日在喀土穆和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七 H 至二十日

在蒙罗维亚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第十五届岔和第十六届函常会上通过的关于格洛里厄

斯群岛、新胡安岛、欧罗巴岛和印度巴萨斯岛的决定，

注意到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至九日在哈瓦那举行

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最后宜言中1j

关印度洋币马达加斯加群岛的部分，匈

回顾«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有关安

排，

注意到马达加斯加关于将格洛里厄斯群岛、新胡

安岛、欧罗巴岛和印度巴萨斯岛重新归并马达加斯加

的要求，＠

考虑到马达加斯加政府多次表示愿意与法国政府

进行谈判，以期能按照《联合国宪章叶的目标和原则寸·

求该问题的解决办法，

1. 重申必须严格尊重一个殖民领上在取得独立

时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2. 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在于一九七

九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在蒙罗维亚举行的第勹十勹屈

常会上通过的关于格洛里厄斯群岛、新胡安岛、欧罗

巴岛和印度巴萨斯岛的决议；＠

3. 请法国政府立即开始与马达加斯加政府进行

谈判，使上述专断地与马达加斯加分隔的各岛屿得以

重新归并马达加斯加；

4. 请法国政府撤销侵犯马达加斯加主权和领十．

完整的各项措施，并避免采取足以产生同样效果、并

阻碍寻求公正解决目前争端的其它措施；

勃见 A/33/235 和 Corr. 1 。

函见 A/34/552 。

匈见 A/34/542, 附 fI ，纠｝上＼IJ ，第 100 段。

创见 A/34/245, 附什。

@A/34/552, 附件一，;~,; CM/Res. 732 (XXXIII) 勺决议。

5. 请秘书长继续注谿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向

大会第飞十五届会议提出报们；

6. 决定将标题为“格洛电厄斯、新胡安、欧罗

巴和印度巴萨斯等乃达加斯加岛屿的问题”的项日列

入第飞十斤届会议的临时议和。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笫九十九次全体会议

34/181. 进行合作和提供援助，以应用

大会，

和改善国家新闻系统和大众传

播系统，促进社会的进步和

发展

回顾一九六勹年十二月七 H 第 1778 (XVII) 号、

一儿七＝年十二月十四 H 第 31,18 (XXVIII) 号、一儿

七六年十勹月十六 H 第 31/139 号和一儿七八年十 .. 

月十八 f1 第 33/115A 号等决议，

切望考虑到为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而应用、建立

和（或）改善国家新闻系统和大众传播系统方面的合仵

和援助所产生的利益，以期所有国家，不论其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阶段，都能分享这种利益，

确认新闻传播领域的潜力应适用千所有发展中国

家，以期能适当地运用这种潜力来进一步促进发展中

国家的纾济和补会进步，让所｛i发展中国家都能同杆

获得新闻传播的技术，以发展和操什各自的新闻传播

系统和政策，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

第飞十届会议就大众传播方面所通过的有关决定，＠

深信考虑到应用和改善国家新闻系统和大众传播

系统以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方法和途f个，将为改进

大众传播领域的国际合作铺平道路，

1.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总千事关千进行合作和提供援助，以应用和改善国家

新闻系统和大众传播系统，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

＠见 A/34/1'19, 附 fl:, m -~＇1＇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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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厦特别注意到一九七儿年．刀月开 H 竿十四日在

吉隆坡举行的亚洲和大洋洲新闻传播政策政府间会议

所作的建议；＠

2. 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千事参照

吉隆坡会议第 51 号建议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

织定于一九八0年四月十四 H 节二十一日在巴黎召开

的新闻传播发展问题政府间规划会议的建议，探讨除

其他办法外，在教科文组织 l-．持下设立一个发展新闻

传播国际基金的可能什；

3. 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千事依照

大会第 33/115A 号决议第 3 段的规定，继续努力制定

关于进行合作和提供援助，以应用和改善国家新闻系

统和大众传播系统，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综合模

式计划，并参照定于一九八0年四月召开的新闻传播

发展问题政府间规划会议的建议和联合国教育、科学

及文化组织第二十一届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向大会第

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4. 决定将题为“进行合作和提供援助，以应用和

改善国家新闻系统和大众传播系统，促进社会的进步

和发展”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并

在该届会议上优先加以审议。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笫－ C)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34/182. 有关新闻的间题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第 3535 CXXX) 

号决议、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1/139 号决议以

及其他与新闻问题有关的各项大会决议，特别是一九

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第 33/115A 至 C 号决议，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只5 第十九条以及«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讥“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

＠见 A/34/148 和 A/3'1/149 。

＠见«叩洲和大汀洲新闻传播政策政府间会议，最后报

{I冷，巴黎，一九 L丿L {[八月（教科义组织， CC/MD/42)，馆 1I

剖i 分。

邻第 217A(III) \J 决议。

@;;f{ 2200A(XXI) l) 决议，附什。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

纾济秩序官言》和《行动纲领口的第 3201 (S- VI) 号和

第 3202(8- VI)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三月十二日载

有《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叶的第 3281(XXIX) 号决

议和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的第 3362 (S- VII) 号决议，

回顾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联合国教育、科

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二十届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大众

传播媒介对加强和平与国际了解、促进人权以及对反

击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制止煽动战争所作贡献的基

本原则宣言＂叭以及其第十九和二十两届会议所通过

的关于新闻和大众传播的各项有关决议，

回顾大会第卜屈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气

注意到一九七五年八月－ H 在赫尔辛基签咒的欧

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

又回顾C为各国补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亢

言汃＠

进一步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 H 关千改组

联合国系统经济和补会部门的第 32/197 号决议，其中

承认大会为拟订政策和协调国际经济、社会和有关问

题方面的国际行动的主要机构，

注意到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至九 H 在哈瓦那举行

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对新闻间题所作

的各项建议，匈

认识到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特别是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盂要与发展中国家继续合作，通过

拟订行动方案以及调动必要资源的方式，帮助它们查

明并消除妨害在新闻交流方面建立相互关系的各项障

碍和确定传播部门的需要和日标，以求扩大其制作和

传播新闻的能力，

＠联合国教付、 f'I. ，平及文化组织，《人会记求，釬\ I· 屈

会议汃勺＼．心， «i妇心，处文本小 100··10'1 贞。

劭 :11 S · 10/2 号决议。

徇弟 33/73 号决议。

团见飞 A/31/512 \)义 fI，附 1'1', 第· \ 'J, ;}'} 280 - 29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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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地考虑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新闻政策和活动

的报告，窃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千

事的各项报告，忿

井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新闻政策和活动审杳委员

会的报告，＠和委员会特设［作组的报店，妙

认识到新闻机构和大众传播对建飞汽新的国际经

济秩序汃加强和平与国际了解、实现有效国际监忏下

的全面彻底裁军目标、促进对人权的普遍尊重、以及

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可能仵出

的基本贡献，

重申显然需要改变发展中国家在新闻和传播方面

的依赖地位，保证新闻来拟的多样化和自由取得新闻，

重申需要在联合国传播新闻方面维持语文上的均

衡，并按照«联合国宪章乃第一0 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维持工作人员的公平地域分配，特别是在秘书处新闻

部高级人员和决策人员员额方面，

(C) 促进建立一个旨在加强和平与国际了解、

以新闻自由流通、传播更加广泛、平衡为基础的新的、

更公正、更有效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并就此向大

会提出建议；

3. 请联合同系统内一切组织，特别是联合国教

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继续积极参加新闻委员会的 I.

什，协助其执行任务：

4. 确认大会仆拟订和协调联合国的新闻政策和

活动，以期建订一个新的、更公正、更有效的世界新

闻和传播秩序方面，应该发扞主要仵用，认识到联合

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新闻和大众传播领域以及

｛l．执行该组织人会第二十届会议通过的关千新闻和人

众传播的各项有关决定和大会第33/115A 于 C 号决议

的打关部分都具 h核心什用；

5. 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l屯参照

该组织第二十一届大会的结论，向大会第．．．十 li屈会

议提出一份关丁建立新的肚界新闻和传播秩序的进度

报告；

6. 重申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联合国

系统涉及新闻和大众传播的各个组织之间盂要在1IV 务

一级进行合作和协调；

1. 决定保留联合国新闻政策和活动审查委员 7. 对方备千一儿八0年四月十四节勹－卜

会，但今后改称“联合国新闻委员会”，成员人数从41 巴黎举行新闻传播发展问题政府间规划会议的进展情

名增加到 66 名，新增加的 25 名成员由人会主席与各 况，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巾表示满意，

区域集团磋商后按照公平地域分配原则任命； 并建议就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参'j这次会议 1：什 ．，J戌进

2. 请新闻委员会：

(a) 考虑到过去二十年来国际关系的演进，以

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

的迫切需要，继续审查联合国的新闻政策和活动；

(b) 评价和继续注意联合国系统在新闻和传播

领域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进展；

刮弟 A/31/574 号义 {'I 。

恸见绾 A/34/1,18 、 A 31 1 19 3 义 1'1 。

念«入会止式记求，小 11lLI 屈会议，补编第 21 \片（＼

34/21 和 Corr. 1) 。

8 同上，附 {'I 。

行必要的咨商；

8. 请联合囚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参照

上述各点作出安排，以便就执行新闻传播发展问题政

府间规划会议的 h 关建议，同联合国秘书长进行适、1,1

协商；

9. 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对该会议的 l：什什

出积极贡献；

10. 请秘书长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证联合国系

统各组织密切协什，推进联合国11新闻和大众传播方

面的政策和方案，以求建立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

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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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秘书长考虑到各会员国在大会第二十飞、

三十四两届会议上以及在联合国新闻政策和活动审在

委员会的辩论期间就新闻问题所表示的意见，执行委

员会特设丁．作组千其报告伪内提出的各项建议，并向

大会第：．十五届会议报伟所取得的进展，特别是立即

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

(a) 设立一个小刑调整单位，使正式语文的使

用趋千平衡；

(b) 发展中国家工作人员能按照《联合国宪歆》

第一0一条第飞项的规定，公平地在秘书处新闻部内

担任工作，特别是担任较高级和决策一级职位；

2. 请秘书长考虑到会员国将遍认为《联合国大

事记»值得大量有效发行的意见，采取必要措施，重新

按月出版«联合国大事记»'并保证以英文、沈文和西

班牙文同时出版，并发行阿拉伯文版；

3. 肯定《发展论坛门期刊在传播新的国际纾济秩

序的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决定必须把《发展论坛》

作为机构间项目继续发行，并 l1保证联合国参加其发

行；

4. 请秘书长与新闻委员会协商，按照建、、f新的、

更公正、更有效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的必要，重新

审议新闻部的优先次序和方案，保证发展中国家参与

新闻和传播过程，并就此向大会提出报告；

5. 请秘书长保证新闻部继续作为协调并执行联

合国新闻活动的中心；

6. 请秘书长考虑到大会第一十一、 三十四两届

会议的意见、建议和决定，特别是关千建立新的更公

正、更有效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的必要性的意见、

建议和决定，向大会第＝．十五届会议提出一项报告，

说明秘书处新闻活动的进展情况，包括关于新闻领域

内机构间合作和协调的进展情况；

7. 请秘书长同新闻委员会协商后，审查新闻部

尤线电市务处内各个区域单位的分布情况，以便更完

善地满足各地区的特殊盂要，并保训提高效率；

8. 井请秘书长同新闻委员会协商后，进行一项

关千加强和扩大联合国短波广播的研究，其中应包括

适节的评价，并向人会第－．十几届会议捉出更加打效

地利用这种币要媒介的建议；

9. 进一步请秘书长向新闻委员会报们联合国仆

总部地区开始调频广播的可行性、所涉认伴问题和费

用问题；

10. 请新闻委员会审杏联合检杏组关千联合 [1'1

新闻中心的报告岔和秘书长对该报礼的评论岔并拟

订具体建议，向大会第飞十五届会议提出；

11. 重申必须通过可供联合国和各会员国利用

的新闻丁具，加紧反对种族隔离斗争；

12. 请秘书长斟酌情况，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

文化组织或其他联合国组织进行协商后，采取必要措

施，以便

(a) 提出才1关制定在联合国无线电和视觉事务

司培训发展中国家新闻人员和广播人员的研究金和奖

学金方案的各项建议；

(b) 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向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

家提供设施，以期在大会各届会议或其他节要会议期

间，免费播送新闻材料两次；

(C) 保扯联合国广播电台采用适当方式广播节

H ，使个世界一切地区的舆论都能肛接而且适节地获

知联合国的决定和建议；

( d) 请本国国内广播电台最能够为南部非洲地

区服务的会员国向南非转播节目；

( e) 就更广泛地利用现代技术－－P．星、尤线

电网路、电话网路、监测和电报服务一一匈进行研究，

以期新闻部能够迅速传播其新闻；

Cf) 请本国广播电台作短波广播的所有会员国

拨出－部分节 H 时间给联合国无线电台；

岱 A/31/379 。

恋 A/34/379/ A<ld.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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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请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

议提出报告；

14.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

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15. 决定将题为“有关新闻的问题”的项目，列入

第三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笫－O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 

* * 

大会主席随后通知秘书长说，命他已按照上文笫一节第 1

段任命下列国家为新闻委员会的成员：阿尔及利亚、孟加拉

®A/34/853。

国、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布隆迪、哥斯达黎加、古巴、

丹麦、加纳、圭亚那、印度尼西亚、肯尼亚、蒙古、摩洛哥、

荷兰、巴基斯坦、波兰、葡萄牙、新加坡、苏丹、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委内瑞拉、越南和扎伊尔。

由于上述任命，委员会现由以下成员国组成：阿尔及利

亚、阿根廷、孟加拉国、比利时、贝宁、巴西、保加利亚、布

陓迪、智利、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

斯、丹麦、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芬兰、

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危地马

拉、几内亚、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象牙海

岸、 日本、约旦、肯尼亚、黎巴嫩、紫古、摩洛哥、荷兰、尼

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

罗马尼亚、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

其、乌克兰苏维埃吐会主义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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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

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拉夫和扎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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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决议号数 标题 项目 道过日期 页次

34/3 对大会第 2904(XXVII) 号和第 31/2A 号和第 31/2B 号

决议修正过的大会第 1995 (XIX) 号决议的修正 CA/

34/538)......................................................... 56 一九七九年十月四 H 112 

34/8 为尼加拉瓜的复兴、币建和发展提供围际援助 (A/34/

595)..,............................................................ 124 一九七儿年十月二 l. fi Il 112 

34/14 批界上地改革和农村发展会议 (A/34/635) ………....... 12 一儿七九年 I· 一月儿 H 112 

34/15 非洲运输和通讯 l·年 (A/34/635) ··· ·................. ··· ·..... 12 ·儿七儿年十一月九 fl 113 

34/16 苏丹－萨赫勒区域的中期和长期复兴和重建计划的执行

情况 (A/34/635).................. ·............................ 12 一上九七儿年十一月儿 H 1 1 4 

34/17 联合围训练研究所 (A/34/634)...,............................. 58 一儿七九年 1～一月九 11 115 

34/18 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复兴、币建和发展提供国际援助

(A/34/650)......... ···............... ···.. · ···... ···............ 125 -－丿L L 丿L4I I--Jl 丿L 11 115 

34/19 为多米尼加的复兴、币建和发展提供国际援助 (A/34/

650)............................................................... 125 一儿七九年 I·一月九 H 116 

34/23 联合国可可会议 (A/34/676).................................. .. 55 和 56 一九七儿年十一月 1 上 h. ll 116 

34/54 向埃塞俄比亚遭受早火地区提供援助 (A/34/727) …．．． 64(b) 一儿七九年十一月二．卜儿 II 116 

34/55 联合国救灾协词专员办书处 (A/34/727) ……......….... 64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 H 117 

34/56 为南斯拉夫门的内哥罗地震采取的措施 (A/34/727)... ··· 64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卜儿 lI 118 

34/57 经济发展长期趋势的研究 (A/34/728) ·..…...…...…... 66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I 119 

34/58 保健作为发展的组成部分 (A/34/728) …...…...…...… 66 一九七九年卜一月二十九 Il 119 

34/96 关于建立联合国T业发展组织专门机构的过渡性安排

(A/34/805)................................................... 57(b) －儿七九年十二月卜兰 fl 120 

34/97 修订具有当选丁业发展理事会卫F1f国资格的国家名粕

(A/34/805) ···.................. ···.................... ·... ··· 57 一儿七九年十二月十二 fl 121 

34/98 工业发展合作和联合同 T」业发展组织第三次大会 CAI

34/805)......................................................... 57 (c) 一九七儿年十二月十三 H 123 

34/104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 (A/34/787)........................... 59(e)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 H 125 

34/105 联合国儿意基金会 (A/34/787).............................. 59(0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 H 125 

34/10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A/34/787).............................. 59(a) 一儿L九年卜二月十四 H 126 

34/107 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 (A/34/787)........ ·................. · 59(d) 一儿七儿年十二月十四 Il 126 

＠根据第二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定，见第 1汁rn.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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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0 

34/111 

34/108 世界粮食计划署一九八一－一儿八二年的认捐指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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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乍行共和国的币建、复兴和发展提供援助 (A/31/635/

Add. 1) ··· ··· ··· ··· ··· ··· ··· ··· ··· ··· ··· ··· ···...... ···.......... 

向几内亚比绍提供援助 (A/34/635/Add.1) · ·· ··· · · ·…...… 

对书「·达的币建、复兴和发展提供援助 (A/34/635/

Add. 1) ······· ··· ··· ·········....................................... 

34/123 对赤逍几内＼W的币建、复兴和发展提供援助 (A/34/635

34/117 

34/118 

34/119 

34/120 

34/121 

34/122 

34/124 

34/125 

34/126 

34/127 

34/128 

34/129 

34/130 

34/131 

34/132 

34/133 

34/134 

34/135 

/Add. 1) ···.. ·····:·............................................. 

向，1i 布提提供援助 (A/34/635/Add.1)............ ······...... 

向博茨瓦纳提供援助 CA/31/635/Add.1)... …............… 

向塞舌尔提供援助 (A/34/635/Add.1) ···... ···........ ·...... 

向科摩罗提供援助 (A/34/635/Add.1) ···...................... 

向赞比亚提供援助 (A/34/635/Add. 1)......... ···............ 

向莫桑比克提供援助 CA/34/635/Add. fr··.................. 

向莱索托提供援助 (A/34/635/Add. 1) ···......... ···......... 

向圣多关和忤林西比提供援助 (A/34/635/Add. 1) …·… 

向汤加提供援助 CA/34/635/Add. 1)... ···..................... 

向巴勒斯扣人民提供援助 (A/34/635/Add. 2) ….........… 

叽界旅游组织 (A/34/635/Add. 2)... ···... ···.................. 

对黎巴嫩的币建和发展提供援助 (A/34/635/Add. 2) …... 

34/136 阿拉伯被占领领 1内国家资游的永久 i: 权 (A/34,635/

Add. 2).......................................................... .. 

34/137 公共部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纾济发展方向的什 Ill CA/ 

34/635/ Add. 2) ···............................................. 

海．详污染 (A/34/837) ··· ···.............,........................ 

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 (A/34/837).................

34/183 

34/184 

34/185 

34/186 

富塔贾降科）队的复原和整押 (A/34/837) ··· · · · ···... ··· · · · .. 

环境领域内义丁两个或两个以 u,4 家八行的 i'I 然资源的

合作 (A/34/837) ······ ··· ··· ··· ·.. ···.. · ··· ···... ··,......... .. 

59(g)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59 

61 

63 

63 

65 

65 

65 

65 

68 

12 

12 

22 11 

12 

2222222222222 1111111111111 

12 

一儿L九年十二月卜四 H

九七儿年 1· ：月 I· 四 11

九七儿年十二月十四 11

一九七九年 l · －一月十四 H

-儿七九年J · -:~. J l -t ·四 I-1

·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 11

·丿 L L儿年 I·`．月 1 ·四 11

....儿七儿年,. :月 l ·四 11

｀一九 L九年 l · ：月十四 11

一九j七儿年 l · ；月 l ·四 II

－一丿L 七九4 4F l 血二月 l ·四 11

一丿L L· 丿L1f J· ··•；丿］ I· 四 II

-儿七九年卜二月十四 II

一丿L 七］L4l，十二月十四 I l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 I!

一儿七儿仆 I· -:．月 I· 四 II

一儿七儿年I·一月 l ·四 l l 

一儿七儿年 I·--:. 月十四 II

一儿七儿年十二月十四 II

一丿L L寸L{F十二月十四 II

一九 L儿年十二月十四 I!

一儿七儿年 1一二月十四 ll

一儿七九年十二月,.四 II

-JL L儿年十二月十四 II

一寸L 七丿L'F l．一二月十四 II

－儿 L儿年十二月十四 II

－儿七儿年 1· :-.: JJ 十四 I!

-)L LjL4下十；月十四 II

12 一儿L九年十二月十四 II

60 一儿七九年 1｀飞月十八 II

60(d) -·儿 L儿年 I·二月十八 II

6 0 』)L L 丿 L1r-: I· -.丿 J l·/Ul 

60(b) .- ·丿 L L九年 I· 一二月,.八 11

127 

127 

128 

130 

131 

132 

133 

133 

131 

1 34 

135 

136 

137 

138 

1 4 0 

1 4 1 

1 4 2 

1 4 3 

1 4 1 

146 

117 

148 

150 

152 

153 

151 

15S 

1 5 3 

156 

156 

157 

158 

159 

159 



五． 根据第二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

决议号数

34/187 

标 题 项 目 通过日期

] ] 1 

页次

34/188 

34/189 

34/190 

34/191 

34/193 

苏丹－萨胁勒地 1A |人1 《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叮向

扑＼ fi'悄 ol (A/3'1/837).................. ·· ·.................... 

环埮方面的 l 计 1休合竹； ( A/31/837)............................ 

向发展 I I 1 国家加速轧移文 1外资沁 CA/3-1/778)..............

联合国新能翑和可再仆能游会议 CA/34/767).. ·…........ 

联合 II」水游会议《勹捻普拉塔行动计划》的后缗行：力和执

1 i i'i i兄 (A/34/635/Add.3)............................... .. 

扎伊尔在还输、过说和进入外 1叶巾场等力血向临的牡殊

fl l] 题 (A/3'1/538-1Add. 1).................................... 

34/194 向安提瓜和子从茨．－尼纬斯－女·::I．拉、 子卢 p4· •IJi 和于义

34/195 

34/196 

34/197 

34/198 

34/199 

34/200 

34/201 

34/202 

34/203 

34/204 

34/205 

34/206 

34/207 

34/208 

34/209 

34/210 

34/211 

34/212 

森特提供援助 (A/311/538/Add. 1)........................ 

联合国国阮技术轧 iii」动寸则会议 (A/34/538/Add.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弟h 屈会议的报店<A/31/538/

Add.1)............................................................ 

批界通货膨胀现象对发展进程的影响 (A/34/538/Add.2) 

打发展中内队 lt.1 家的扑殊 ',/,1要有关的具体行动 (A/34/

538/ Add. 2)..... ·................................................ 

多边贸易谈判 (A/34/538/Add.2)......................... · .. 

技术反向轧让引起的发展问题 (A/34/538/Add.2).. … 

勘探自然资掠的多边发展援助 (A/34/676/Add. 1) …... 

发展中 1,、I 家间的经济合作 (A/34/676/Add. 1).......... .. 

联合国最不发达旧豕问题会议 (A/34/676/Add. l)…... 

1j效地动员妇女参 'j发展过程 (A/34/676/Add. 1) …... 

有利 j发展中岛屿日家的行动纲领 (A/34/676/Add.1).. · 

关于改组联合围系统的纾济和社会部门的大会坑 32/197

号决议附什第四节的执行估·品 (A/34/676/Add.2)... 

人会－儿八2{！扑别会议的苏备 l 作 (A/34/676/Add.2) 

围卧开发协会资金的第六次补允和世界银行资本的叫整

(A/34/676/ Add. 2)............................................ 

联合围发展中内陆 l-t仁1 家竹别从令 (A/34/676/Add. 2) · · · 

有利于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措施 (A/34/676/

Add. 2)......................................................... .. 

对新的国 1外发展战略的提议 (A/34/676/Add. 2) · · ·…… 

关千改组联合国系统的纾济和社会邪门的人会沧 32

197号决议附什第一节的执行情况 (A/34/676/Add. 2) 

34/213 

34/214 

34/215 

34/216 

关 j二改组联合日系统的经济和社会部门的大会第32/197

号决议附什第1,'1,1的执行悄况 (A/34/676/Add. 2) ··· 

关千改组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社会部门的人会弟32/197

号决议附件第 LW的执行悄况 (A/34/676/Add.2) ··· 

义］改组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补会部门的人会小32/197

号决议附件第八节的执行情况 (A/34/676/Add. 2) ··· 

国你货币改 I(,: (A/34/676/ Add.2) ··· ··· ··· ··· ··· ··· ··· ··· ··· 

60((' ) 

60 

69 

7 l 

12 

、
l

rel 

56(c 、)

56 

56 

56 

56 

56(f) 

56 

55 

55 

55(a) 

55(g) 

55(v) 

55(h) 

5 5 (f) 

55 

55(a) 

55(a) 

55(6) 

5::i (h) 

53(h) 

5S(h) 

55(11) 

55 

丿 L LJL{J'I· ·: JJ I 丿＼ II

丿LL 丿L1l l. ＿丿 J 1· 丿＼ l l 

丿LL 丿L 1,1-: I· ·.丿 J I·/\. I I 

丿LL 丿L{ I. 1 ·气：丿 J 1· 丿＼ II

丿 L L 丿 L 11: i · ~丿」 1 丿＼ l l 

丿 L L 丿 L{J: I· :丿 J,. 丿LI I 

丿LL 丿 L { 1 | · ＿丿 J I 丿 LI I 

·丿LL 丿L1 |. 1 · ：丿 J. 1 ·丿LI I 

·丿 L L 丿 L11-: I 丿 l I· 丿 LI I 

丿L L 丿L { I · 1 土＿＿丿H· 丿LI J 

·丿L L 丿L 什·1. 一月 ,.儿 II

丿L L 丿L { I · 1 · -』-丿 l I 丿L 11 

·丿L L 丿L{ I · l · 一二丿 J I 丿L 11 

儿 L儿仆 l ．二月 1 儿 II

丿L L 丿L{1 1 ＿二月,.丿L l l 

丿L L 丿L { 1. l ．丿 J I 丿 L II 

-·丿L L 丿 L{I'· I· :. JI j· 丿 L 11 

·丿LL 丿L{I: f ·一＿丿 J I· 丿L 11 

·丿L L 丿L 4 I · l ·一一：丿 l I 丿七 II

·儿 L 儿什· 1 ．二丿 l 1· 丿 L 11 

丿L L 丿 L{f: I· :月 1 儿 II

丿L L 丿L{I: I· :丿 j 1· 丿 L 11 

·丿LL 丿 L{l I · _ J I 卜丿L r I 
·丿 L L 丿L {I· I·-~-:} l I· 丿 L II 

丿L L 丿L {I: I· 一；丿 J I 丿 L 11 

丿L L 丿 L{1 -l · - } l i 上丿LI I 

一丿L L 丿L"I: I· 一二丿 ]·j· 丿 L 11 

—·丿 L L 丿 L{ 1 + _:. } l 1 ·丿 L 11 

一丿L L 丿 L{ | -t · ＿丿J,. 丿 L 11 

160 

] 6 1 

162 

163 

1 6 1 

1 65 

165 

166 

167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1 

182 

183 

1 84 

186 

187 

188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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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号数

34/217 

34/218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标题 项目 通过日期 页次

189 

190 

有利「受影响最严币的旧家的紧急措施(A/34/5751 Add.2)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 (A/34/779) ··· ·…······· 

:i5(a) 一九L儿年 I· 二月 I· 儿 II

70 · ·丿L·七丿L"下十＿；丿 l·I· 丿L 11 

34/3. 对大会第 2904CXXVII) 号和第

31/2A 号和第 31/2B号决议修正

过的大会第 1995CXIX)号决议的

修正

大会，

审议了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至六月三 H 在马尼拉

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会议通过的关于

体制问题的第114(V) 号决议第 5 段，＠

决定修改经大会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第2904

(XXVII) 号决议、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第31/2A

号决议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3l/2B 号决议

修正过的大会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设立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第1995CXIX) 号决议，将第二节

第 13 段第二句里的“一次“两字改为“两次“。

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

笫二十一次全体会议

34/8. 为尼加拉瓜的复兴、重建和发展

提供国际援助

大会，

审议了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全体委员会第十二届

特别会议的报告，＠

深切关怀尼加拉瓜的严重经济情况和尼加拉瓜人

民生活情况的严重恶化，

1. 赞同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全体委员会一九七

九年九月二十八日通过的决议；＠

＠参看·q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会议记求，第且届会
议>,第一卷， q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79.II.D.14) ，第一部分， A 节。

@E/CEP AL/G.1093 。

＠同上，弟四趴

2. 敦促各会员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为了尼加拉

瓜的复兴、重建和发展最紧急地提供该决议内规定的

援助；

3. 请秘书长在今后两年期间就执行本决议所获

成果，随时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笫四十六次全体会议

34/14. 世界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会议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 H 载有《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第 3201 (S-VI) 号和

3202 (S-VI)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有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门的第 3281 CXXIX)号决

议，以及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关于发展与国际经济

合作的第3362(S-VII) 号决议，

又回顾近年来联合国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建

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等重要主题的各种会议的结果，

特别是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五日至十六日在罗马举行的

世界粮食会议的结果，

认识到有必要遵照人类尊严、公平和国际社会正

义的原则，加强发展努力，以期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和满足其人民尤其是农村地区人民的愿望和需求，

深信每一国家要在促进民族自力更生的意义上，

持续改善农村地区，就必须使其人民更充分和更公平

地取得土地、水源和其他自然和可再生的资源，增加

更具生产性的就业，更充分地利用人类技能和能源，

使农村人民全面参与生产和分配体系，提高生产、生

产力和所有人民的粮食安全，并加紧调动国内资源和

大大加强国际支助措施，

回顾其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第 33/193 号决

议，其中决定新的国际发展战略应为所有发展部门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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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套互相关联、协调一致的措施，以便促进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确保它们公平、充分和有

效地参与制订和执行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的一切

决定，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联合国系

统各机构和组织协作下，千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二日至

二十日在罗马举行的世界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会议的

结果，

1. 赞同世界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会议通过的

«原则宣言和行动纲领沁）；

2. 促请全体会员国政府在优先基础上，采取适

当措施，以便执行该项«原则宣言和行动纲领门内的结

论和建议；

3. 请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机关、组织和机构，斟

酌情况，执行《行动纲领»的结论和建议。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

笫六十一次全体会议

34/15. 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四日关于《联合国第

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叶的第2626(:XXV)号决议、

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行

动纲领沺的第 3202 (S-VI) 号决议、和一九七五年九月

十六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 3362(S-VII) 号

决议，

又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和一九七九年

一月二十九日关于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的第32/160号

决议和第33/197号决议，

满意地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和非洲经济委员会采

取主动建立一个一体化的非洲公路网，和实现非洲铁

路系统及其他运输系统的合理化，以便促进非洲的多

国经济合作，非洲内部的贸易，和非洲政治、社会、

经济的一体化，

又满意地注意到自一九七七年六月以来所进行的

工作，

井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儿

日关千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的第 2097 (LXIII) 号决

议，

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一九七八年七月七 H 至十八

日在喀土穆召开的部长会议第三十一届常会所通过的

关于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的 CM/Res. 675CXXXI) 号

决议，

又注意到非洲经济委员会一九七儿年三月二十 H

至二十八日在拉巴特召开的第十四届会议和部长会议

第五次会议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七日通过的第 341

(XIV)号决议＠，其中促请委员会成员国切实参加定

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至十二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

的非洲国家运输、通讯和规划部长会议，以期审查和

通过“十年“第一个阶段的方案，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按照大会第32/160号决议提

出的进度报告，＠其中载有“十年”的第一个阶段的全

球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1. 注意到非洲国家运输、通讯、和规划部长会

议为执行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的方案制订的全球性战

略；®

2. 注意到在“十年“第一阶段，即一九八0至一

九八三年，执行非洲国家运输、通讯和规划部长会议

通过的方案所需费用估计约为80亿美元；

3. 满意地注意到非洲经济委员会作为“十年”的

“领导机构”所起的作用，以及非洲统一组织、各主管

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执行“十年“方案而体

现的积极合作；

4. 请秘书长继续进行其筹备召开一次援助国认

捐会议的工作，这个会议应参照“十年＂的筹备工作进

＠参看《经济及补会理1"会正式记求，一儿七儿年，补编

＠参看《世界上地改革和农村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七月 弟15 号》(E/1979/50) ，弟二部分， D节。

十二 H 至二十 H ，罗马）的报告}CWCAR RD /REP)；已附在秘 ©参看E/1979/77 。

书长的说明 (A/34/485) 中向大会各会员国提出。 ＠同 L，沧六部分， ECA/UNTACDA/Res.79/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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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情况尽快举行，以调动为执行“十年“第一阶段方案

所需的财政资源；

5. 请所有会员国积极参加上面第 4 段提到的认

捐会议，并慷慨认捐；

6. 又请所有国际、多国和非洲区域银行和金融

机构积极参加上面第 4 段提到的认捐会议，并慷概认

捐；

7. 促请所有主管专门机构和联合国机关继续向

非洲经济委员会提供一切物质和技术援助，以执行核

定的“十年“行动计划；

8. 请秘书长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八0年第

二届常会提出一份关于上面第 4 段提到的认捐会议结

果的报告；

9. 决定参照上面第 8 段提到的报告，决定应否

再开一次认捐会议，为执行“十年”方案调动更多的资

源，

10. 请秘书长向非洲经济委员会提供必要的资

源，使它能够充分、有效地发挥其作为“十年”的“领

导机构”的作用。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

笫六十一次全体会议

34/16. 苏丹－萨赫勒区域的中期和长

期复兴和重建计划的执行情况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2816CXXVI)

号、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2959CXXVII) 号、一

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第 3054 CXXVIII) 号、一九七四

年十二月四日第 3253(XXIX) 号、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十五日第 3512 CXXX) 号、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第 31/180 号、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2/159

号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 H 第 33/133 号等决议，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五年五月五日第

1918CLVIII) 号、一九七七年八月三 H 第 2103 CLXIII) 

号、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 H 第 1978/37 号和一九七

九年八月二日第 1979/51 号等决议，

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一九七九年六月

二十八日关于苏丹－萨赫勒区域的中期和长期复兴和

重建计划的执行情况的第 79/20 号决定，＠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萨赫勒办事处在帮助消除早

灾影响和执行萨赫勒抗旱国际常设委员会成员国所通

过的中期和长期复兴和重建计划方面，以及在调动必

要资源为优先项目提供资金方面，所发挥的决定性作

用，

考虑到萨赫勒区域国家属于最不发达国家之列，

因其需要的性质和数量，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和加强声

援，以支持这些国家的复兴工作和经济发展，

考虑到萨赫勒抗早国际委员会常设部长理事会一

九七九年六月五日至九日在达喀尔举行的第十一届常

会就委员会某些成员国特别是佛得角、乍得和毛里塔

尼亚的粮食状况所提出的呼吁，

审议了秘书长就苏丹－萨赫勒区域的中期和长期

复兴和重建计划的执行情况所提出的报告，徇

].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就苏丹－萨赫勒区域的

中期和长期复兴和重建计划的执行情况所提出的报

告；

2. 感谢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政府间组织、

私人组织及个别人士对执行苏丹－萨赫勒区域的中期

和长期复兴和重建计划所作出的贡献；

3. 请各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尤其是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政府间组织、私

人组织及个别人士特别注意佛得角、乍得和毛里塔尼

亚的粮食现况；

4. 促请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政府间组织、

私人组织及个别人上或在双边基础上，或通过联合国

苏丹－萨赫勒办事处或任何其他渠道，继续积极响应

萨赫勒抗早国际常设委员会各成员国政府及该委员会

本身所提出的援助要求；

5. 重申联合国苏丹－萨赫勒办事处的任务是作

＠参看《纾济及礼会押 'l上会庄式记求， －·九七儿年，补编

坑 10 号»(E/1979/40 和 Corr, 1) ，第-: 1- 一节， H,r＇］。

吵 A/34/'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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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负责协调联合国各机构工作的联系中心和主要机

构，协助萨赫勒区域的国家执行其复兴和重建计划；

6. 请联合国苏丹－萨赫勒办事处继续协调各专

门机构及联合国其他组织和计划署的工作，确保联合

国系统对执行萨赫勒区域各国的复兴和重建计划作出

有效的贡献，并加强该办事处的能力，使其能充分响

应萨赫勒抗旱国际常设委员会成员国政府及该委员会

本身所提出的其他援助要求；

7. 又请联合国苏丹－萨赫勒办事处继续同萨赫

勒抗旱国际常设委员会密切合作，执行复兴和重建计

划以及各优先项目；

8. 请秘书长继续就苏丹－萨赫勒区域的中期和

长期复兴和重建计划的执行情况，通过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

笫六十一次全体会议

34/17.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 H 载有«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宣言稣肛行动纲领讨的第 3201 (S-VI) 号和第

3202 (S-VI) 号决议，

又回顺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有竹各国经

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l(XXIX) 号决议，

考虑到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第 3362 (S-VII) 

号决议，其中所推动的措施，构成联合国系统各主管

机构和组织的工作的基础和构架，

复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关于联合国

训练研究所的第 33/20 号决议，

璃认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办理的研究和“关于将来

问题的研究”的价值，

认识到联合国训练研究所，通过训练及其职权范

围内的其他服务，在协助各会员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成员和其他与联合国工作有关的各国官员方面的作

用，

1.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执行主任的

报告＠和他千－九L儿年十月十二日所作的介绍性说

明＠；

2. 欢迎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祚项把它的T什集中

于经济和社会训练和研究的范围内，以及列入一此关

千大会第六届和第 L届特别会议和大会第二十九届会

议的有关决定中所认明的领域内各种问题的具体项

日，并促请它继续这样做；

3. 戛求各会员国和各组织向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提供更多和更广泛的财政支持。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

笫六十一次全体会议

34/18. 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复兴、重建

和发展提供国际援助

大会，

审议了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全体委员会第十三届

特别会议的报告，＠

深切关怀“戴维”和“弗雷德里克”两次腿风对多米

尼加共和国造成巨大损失，酿成众多的人命死伤，破

坏f经济和社会的基础结构，

]. 赞同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全体委员会一九七

九年十月十九日通过的决议；＠

2. 促请各会员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为多米尼加

共和国的复兴、重建和发展，最紧急地提供该决议所

定的援助；

3. 请秘书长在今后两年期间，就执行本决议所

获成果，随时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

笫六十一次全休会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 1· 四届会议，补编第 14 号HA/

34/14) 。

＠同 L,C第一十四届会议，小一2委员会》，第 1· 六次会议，

绾 12 - 22 段。

@E/CEP AL/G.1105 。

＠同上，第四节，第 417号决议 (Plen.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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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9. 为多米尼加的复兴、重建和发展

提供国际援助

大会，

审议了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全体委员会第十三届

特别会议的报告，＠

深切关怀“戴维”和“弗雷德里克”两次腿风对多米

尼加造成巨大损失，酿成众多的人命死伤，破坏了经

济和社会的基础结构，

1. 赞同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全体委员会一九七

九年十月十九日通过的决议；的

2. 促请各会员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为多米尼加

的复兴、重建和发展，最紧急地提供该决议所定的援

助；

3. 请秘书长在今后两年期间，就执行本决议所

获成果，随时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

笫六十一次全体会议

34/23. 联合国可可会议

大会，

回顾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

济秩序宣言吁叭行动纲领））的第 3201 CS-VI) 号和第

3202 CS-VI)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 H 载有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1 (XXIX) 号决

议，以及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

合作的第 3362(S-VII) 号决议，

忧虑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商品贸易方面遭遇到越来

越多的困难，而根据第四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于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日所通过的第 93(IV) 号决议，＠

@E/CEP AL/G.1105 。

＠同上，第四节，第 418 号决议 (Plen.13) 。

＠参看q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四屈会议记录},第一

卷， Q报告和附件只联合国出版物，出化品编号： E.76. Il.D.10 

和更正），第一部分， A节，第 93(1V) 号决议。

对商品综合方案中各项商品所举行的筹备会议和谈

判，多数都缺乏进展，

考虑到商品问题，特别是可可间题曾在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由生产国和消费国深入研讨，但迄今尚

未就可可问题达成最后协议，

考虑到迄今在商品、特别是可可问题上所做的工

作，

1. 注意到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内为执行商

品综合方案而作出的努力；

2. 迫切促请所有参加联合国可可会议的国家，

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三十日在日内瓦举行第

三期会议前，加紧进行预先协商；

3. 请所有参加会议的国家，在审议各项尚未解

决的主要问题时，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志，以期创造

适普的条件，使谈判顺利进行，迅速缔结一项国际可

“T协定。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笫六十八次全体会议

34/54. 向埃塞俄比亚遭受早灾地区提

供援助

大会，

审查了秘书长按照大会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第 33/21 号决议编写的关于向埃塞俄比亚旱灾地区

提供援助的报告，弱其中说明了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一切有关决议的执行的进展情况，

听取了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的说明，＠其中概述

f一九七九－一九八0年度缺粮的严重情况，

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负责非洲区副助理署长

说明开发计划署援助埃塞俄比亚政府进行该国早灾地

区救济和善后方案的情况，吵

@A/34/198 。

@《大会正式记求，第三十四届会议，第二委员会》，第二

十次会议，第 1 - 13 段。

＠《经济及补会理书会正式记求，一儿七儿什，全体会议沁

勾~I次会议，第 1 - 2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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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注意到埃塞俄比亚代表的说明，其中概述了埃

塞俄比亚政府为早灾地区的救济和善后工作所采取的

措施，砂

又注意到多捐助国视察团报告中要求紧急援助埃

塞俄比亚旱灾地区的呼吁，＠

赞赏地注意到埃塞俄比亚政府通过全国发展运

动，坚决设法缓和早灾的影响，使本国粮食能自给自

足，

对千早灾、成群蝗虫和其他害虫破坏农作物所造

成粮食的严重情况，感到焦虑，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以及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这方面的不断努

力，特别注意到粮食及农业组织特别救济行动办事处

提供的援助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经粮农组织总干

事核可的紧急粮食援助，

回顾：尽管各会员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

各志愿机构对埃塞俄比亚政府慷慨提供援助，善后复

原工作仍然有重大困难，

1.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千向埃塞俄比亚遭受

旱灾地区提供援助的报告；

2. 请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世界粮食方案、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其他组织和专门机构，各按其

职权范围，继续并加强援助埃塞俄比亚进行救济和善

后工作，特别是援助该国政府的重新安置方案，并立即

充分执行大会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第 3202 CS -VI) 

号、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第 3441 (XXX) 号和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31/172 号等决议的有

关规定，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四年五月八日

第 1833CLVI) 号、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 H 第 1876

(LVII) 号、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第 1971 CLIX) 号、

一九七六年五月六日第 1986CLX) 号、一九七八年五

月二日第1978/2号和一九七九年五月四日第1979/2号

等决议的有关规定；

＠同上，第 26 - 30 段。

＠参看A/34/198, 第 5 段。

3. 呼吁各会员国政府、各政府间组织、各非政

府组织以及一切志愿机构，继续并增加其对埃塞俄比

亚政府的援助，以进行旱灾地区的救济、善后和复原

工作；

4. 戛求所有有关方面保证国际提供的援助完全

作救济和善后之用；

5. 请秘书长、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和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署长，就上面第 2 和 3 段以及大会和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的其他有关决议的执行情况，向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一九八0年第一届常会和大会第三十五届会

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笫八十二次全体会议

34/55. 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第 3362(S-VII) 号

决议第二节第 14 段及其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 33/22 号决议，

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八月三日第

1979/59号决议，

重申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31/173

号决议中确认必须保证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继

续具有健全的财政基础，

又重申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根据大会一九

七一年十二月十四 H 第2816 (XXVI)号决议所规定的

任务，在调动、指导和协调国际救灾援助方面所起的

中心作用，

认识到自然灾害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方案所造成的

不利影响，并体会到必须在新的国际发展战略制定过

程中考虑到灾害问题，

又认识到，联合国经常预算为联合国救灾协调专

员办事处的紧急救灾援助所提供的经费现已不足以应

付受灾的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援助要求，

再次强调参与救灾行动的所有方面都要执行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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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便利国际救灾援助工作和排除妨碍其执行的任

何障碍，

1. 清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救灾协调专

员办事处的工作报告，宫和协调专员一九七九年十一

月二日在第二委员会所作的说明；＠

2. 赞扬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继续为灾民所作的

努力；

3. 请各受援国政府同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合

作，将已经表示要提供和已经收到的救灾捐献通知协

调专员办事处；

4. 请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改进其同捐购国和受

援国的工作安排；

5. 再次促请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向联合国救灾

协调专员提供有关它们现已交付或准备交付的现金或

实物救灾捐献的详细资料，以免T．作重复，并确保向

幸存的灾民提供一切必要援助；

6. 请各国政府、政府间机构以及与救灾活动有

关的非政府组织同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合作，协助其

确保迅速和及时地进行适当的国际救灾援助，并考虑

采取适当的立法、行政或业务措施，排除障碍，加快

向幸存的灾民提供国际救灾援助；

7. 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

十六届会议决定考虑把备灾防灾的技术合作活动列入

国家和区域方案；雹

8. 戛求在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一九

八0 －一九八一两年期经常预算中增列经费，使专员

在任何一年内至少能响应十二次紧急救灾援助的要

求，每次灾害的援助通常以每一个国家 30,000美元为

限；

9. 请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在进行审议

时考虑到有关救灾、备灾和防灾的问题；

@A/34/190 。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会议，奶勹委员会》，第

十次会议，第 1 - 13 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求，一儿七儿勺，补编第 10

号》(E/1979/40 和 Corr.I) ，布 -:-1 · -•,·;'i:, D 节，第 79/17 月决

定。

] 0. 请所有国家政府向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

事处所设的信托基金捐献，并特别考虑到秘书长报告

所指出的紧急援助分账户的财政问题。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笫八十二次全体会议

34/56. 为南斯拉夫门的内哥罗地震采

取的措施

大会，

深切遗憾地注意到南斯拉夫门的内哥罗海岸地带

遭受严重地震的悲惨情况，许多人丧失生命，破坏重

大，十万多人无家可归，

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八月三日第

]979/58号决议，

注意到南斯拉夫政府和人民已采取了积极的紧急
措施，即刻为地震灾民提供救济，恢复人民的正常生

活，

又注意到受灾地区复原重建工作的长期需要，以

及南斯拉夫政府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赞赏地注意到许多国家、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各

非政府组织本着真正的国际团结精神对门的内哥罗人

民所提供的援助，以及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所起的作

用，

特别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提供的援助，和

世界银行为受灾地 I又重建工作所提供的贷款，

1. 对于门的内哥罗人民和南斯拉夫政府遇到这

次灾难，褒示深切同情；

2. 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9/58 号决议中

所载请所有国家考虑进一步能向门的内哥罗提供援助

的建议，并吁请它们协助受灾地区的重建工作；

3. 请秘书长、各专门机构以及联合国系统各基

金和方案的行政首长，在按现有经费情况决定向会员

国提供服务时，考虑到震灾地区复原和重建工作的长

期需要。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笫八十二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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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7. 经济发展长期趋势的研究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关于审查世界各

区域经济发展长期趋势并倡议在联合国系统内进行这

方面的活动的第 3508CXXX)号决议和一九七七年十

二月八日第 32/57 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

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第2090(LXIII) 号决议，

又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宣言汀和《行动纲领»的第 3201 CS-VI) 和第

3202CS-VI)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有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1 CXXIX)号决

议，以及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 H 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

合作的第 3362CS-VII) 号决议，

意识到深入了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可

使与发展战略和国家、区域、全球经济合作有关的政

策和决策过程有一个稳固的科学基础，从而有效地促

进联合国系统内以此为目的的其他努力，

考虑到当前世界各区域和全世界的经济和社会状

况，必须进行长期的国际经济合作，

认识到需要继续努力扩展国际经济合作，因为这

种合作是一个日益重要的发展因素，在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的过程中，甚至对于一九八0年代的国际发

展战略，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

注意到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各种问题之间现有

的相互关系，以及对这些问题采取多学科的处理方式

的重要性，

考虑到一九七八年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的世

界经济发展长期趋势的意见，烟

1. 注意到到现在为止联合国系统内所进行的与

世界各区域长期经济趋势有关的活动，以及秘书长关

于这个问题的进度报告；＠

2.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各有关机关、组织和机构

继续进行其审查经济和社会长期趋势的分析工作，并

＠参看E/1978/138 。

@A/34/450 。

在制订经济政策和决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发展国际合

作方面，说明这种趋势，以供参考；

3. 又请秘书长同发展规划委员会协商并考虑

到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就编制到

二000年为止世界经济发展的全面杜会及经济前景

可能采用的纲要，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编制这项文件，向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意见，其中应特别着重到一

九九0年为止的这段期间，而且特别着重发展中国家

的问题；

4. 强调在进行上述工作时，必须同联合国系统

内各机关、特别是各区域委员会和负责制订发展战略

的机构所进行的其他类似工作，密切配合；

5. 请所有国家，以及联合国各有关组织、机关

和机构，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协助执行上面第 2 和

3 段所载的建议；

6. 请经济及补会理事会分别于一九八0年和一

九八一年的第二届常会第二期会议审议按上面第 2 段

和第 3 段的规定进行分析后所产生的全面经济和礼会

前景的纲要和初步草案；

7. 决定将题为“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的项目列

入其第二十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以便审查执行本决

议的进度。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笫八十二次全体会议

34/58. 保健作为发展的组成部分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宣言吁叭行动纲领»的第 3201 CS-VJ) 号和第

3202 CS-VI)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有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1CXXIX)号决

议，以及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 H 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

合作的第3362(S-VII) 号决议，

又回顾近年来召开的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等主要问题的联合国会议，特

别是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至十二日由世界卫生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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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

木图联合主办的基本保健国际会议，

注意到许多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有很大一部分人口没有享受基本保健服务，而且不健

康的人民都不能充分参与或帮助促进本国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

欢迎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系统内
-

其他有关机构为了达成世界卫生大会一九七七年五月

十九日第WH扣0.43 号和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第

WHA32.30号决议内所述在二000年以前使所有人

类享有健康的目标作出的重大努力，

认为和平与安全是保护和改善一切人民健康的重

要因素，而各国在重要保健问题上的合作则可对和平

作出重大贡献，

认识到卫生和保健可对各国的发展，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发挥重大作用，

1. 赞同阿拉木图宣言，函特别是其中如下的意

见：在基本保健事务并入发展过程，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的发展过程时，旨在通过各种促进、预防、治疗和

复元措施解决世界上重要健康问题的基本保健事务，

构成了最后达成健全社会的关键；

2. 赞可地注意到世界卫生大会第WHA32.30 号

决议中所载的决定：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区域和国

家各级方案的制订及其资金的分配应反映该组织为达

成所有人类在二000年以前享有健康这一优先事项

而承担的义务；＠

3. 戛求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机构在其各自的职

权范围内采取适当行动，以便同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

取得协调并予支持；

4. 吁请会员国执行仆阿拉木图宣言刀要求采取的

行动，

5. 重申世界卫生大会第WHA32.30号决议第 10

段的呼吁，请国际社会充分支持国家、区域和全球各

@E/ICEF /L.1387, 附件，第五节。

＠《第三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 H 内瓦，一九七九年五月

七日至二十五日，决议和决定},第 27 - 29 段。

级战略的拟订和执行工作，以使所有人类的健康达到

一个可接受的水平；

6. 欢迎世界卫生大会决定确保世界卫生组织为

制订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而作出的

贡献，应反映出全球性的战略，并要求新的国际发展

战略筹备委员会充分和审慎地注意世界卫生组织所作

的贡献；

7. 要求发达和发展中会员国彼此合作并与世界

卫生组织合作，交换技术资料和专门知识，以促成基

本保健目标的实现；

8. 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世界卫生组织执行

局第六十七届会议和世界卫生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后，就全球性保健战略的拟订工作所获进展向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一九八一年有关届会提出报告，并请理事

会提出建议，以便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采取进一步的

行动。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笫八十二次全体会议

34/96. 关于建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专门机构的过渡性安排

大会，

回顾它已认可＠联合国工作发展组织第二次大会

关于将该组织改为专门机构的建议砚

赞同地注意到联合国关于建立联合国发展组织专

门机构会议第二届会议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八日通过的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章程兑丸

希望从按照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大会第

2152(XXI) 号决议设立的现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顺

利过渡到拟议设立的名称相同的专门机构，并帮助这

个新机构千《章程»生效后尽快展开工作，

]. 极力蕙议各国签署和批准、接受或赞同《联

＠第 3362(S-VII) 号决议，第四节，第 9 段。

戟参石A/10112,'.f, 四 {i: ，第 69 段。

@A/CONF. 9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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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章程»并同意使«章程》迅速生效，以

便新机构得以早日成立；

2. 决定按照第 2152 (XXI) 号决议所设立的工

业发展理事会于新机构的工业发展理事会的成员选出

之日，即予撤销；并授权新的理事会自该日起至下面

第 6 段所规定的日期止，执行现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工业发展理事会在该组织范围内所担任的职责；

3. 决定于新机构的总干事按照该机构《章程》就

任之日，终止现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执行主任的任

期，并授权总千事自该日起至下面第 6 段所规定的日

期止，执行为现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执行主任在有

关该组织的工作方面所规定的职责；

4. 促请新机构对联合国派在现有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服务的工作人员，一律予以任用，并应维持他

们的既有权利和合同所载地位；

5. 请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按照

«养恤金基金条例»第三条，安排新机构于联合国工作

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同新机构议定的日期加入合办

工作人员养恤基金，以便新机构的工作人员能自任职

之日起即参加养恤基金；

6. 决定在新机构召开第一次大会的历年最后一

日终了时结束现有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并相应

地削减预算中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供经费的各

款；

7. 授权秘书长在概算中列入必要的经费，充作

新机构从«章程»开始生效之日起至新机构召开第一次

大会的历年结束这个期间的费用；

8. 授权秘书长与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协

商，在新机构从其成员收到充足的会费或垫款前，给

予新机构一笔不超过拨给现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结

束前最后一个历年经费半数的贷款，作为新机构召开

第一次大会后的下一历年的初期业务经费，并采取必

要的预算措施；

9. 又授权秘书长按照他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

委员会进行的协商，而与新机构总干事议定的办法，

将现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所使用的联合国资产移交

新机构；

10. 还授权秘书长将联合国工业发展基金的资

产移交新机构，但新机构须同意在使用这些资产时遵

守联合国对这些资产捐赠国所作的任何承诺；

11.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作出安排，与新机构谈

判并签订一项协定，使它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七

条和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成为一个专门机构，但此项协

定须经联合国大会核准，并斟酌情况为暂时执行此项

协定作出安排。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笫－O二次全体会议

34/97. 修订具有当选工业发展理事会
理事国资格的国家名单

大会，

回顾其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 H 关于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的第 2152CXXI) 号决议第二节第 4 段，

决定将多米尼加和圣卢西亚列入第 2152(XXI)

号决议附件 C 部分名单。＠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笫－O二次全体会议

* 

* * 

因为上述决议，具有当选工业发展理事会埋事国资格的

国家名单如下：

函忱 2152 (XXI) \J 决议通过后名单上的具他变动，参石

儿八八年!··-·月十儿 H 第 2385(XXIII) 号决议，－儿六九

什 I· 一· JJ _:. I·--• I I 绾 2510 (XXIV) 号决议， 儿 L已年 1· -

月 I· JL II 第 2637 (XXV) 号决议， 九 L.1I I 丿 J 十六 II

钉\ 2824 (XXVI) 号决议，一儿 L_＿．4 1^ ＿；丿 J |· - Il 第 2954

(XXVII) 号决议，一儿 L三1¥ I．二月六 ll 第 3088 (XXVIII) 

号决议，一儿七四年 I· ＿一月十四 II 弟 3305 (XXIX) 廿决议，

一儿 LI1年十一月－卜八 ll 第3401 A(XXX)号决议，一儿七

l1A:1- 二月儿 Il 第 3401 B (XXX) 号决议，一儿 L六年卜二

月＿ I·--- II 订~ 31/160 号决议， J儿 L七年十＿月 1主五 H 弟

32/108 号决议和一儿 L八年十二月十L H 第 33/79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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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会第 2152 (XXI) 号决议第二节第 4 段 (a) 所指的国家

阿富汗 I1达加斯加

阿尔及利亚 -,!}拉维

安哥拉 叶米四业

巴林 办尔代人

孟加拉国 I & lj! 

贝宁 L甲塔尼 IIV

不丹 L 甲求斯

博茨瓦纳 j豕,'．, 1i ·1 • 

缅甸 庥洛哥

布隆迪 艾桑比丸

佛得角 尼泊尔

中非共和国 尼 II 尔

乍得 尼 f I 利业

中因 阿坠

科摩罗 巴从斯扣

刚果 巳们业祈儿内业

民主柬埔寨 lL 1 | t 农

民主也门 卜塔尔

吉布捉 入忡民 1 叶

埃及 卢旧达

亦道儿内业 圣多义和普林四比

埃塞俄比亚 沙竹阿拉伯

斐济 本内加尔

加蓬 赛丙尔

冈比亚 凇拉利昂

加纳 新加坡

儿内亚 所罗门群岛

几内亚比绍 索办 I'·

印庶 南 11:

印度尼西业 斯里兰卜

伊朗 办丿｀J·

伊拉克 斯威士兰

以色列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象牙海岸 朵 1对

约旦 多哥

背尼业 突尼斯

科威特 乌十达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囚 阿拉伯联合酋长 1叶

黎巴嫩 喀支隆联合共和国

来索托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因

利比里业 上沃尔扑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越南

也门

巾斯拉人

溃人利 1U

见地利

L七利 ll寸

}JII 令人

店浦路斯

月支

芬＿芒．

认 1 补

扎伊尔

陎比业

B. 第二节第 4 段 (b) 所指的国家

列支敦 I: 炸

伦，总志联邦共和国

卢森保

1 b 1[他

冷纳哥

倘兰

新西兰

挪威

葡萄分

西班分

瑞典

瑞l.．

币腊

冰岛

爱尔二

总人利

11 本

阿根廷

巴哈马

巳巴多斯

玻利维业

巴西

仅｝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古巴

多米尼加联邦

I. q:Jl 

人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l．国

义利坚合众国

c. 第二节第 4 段 (c) 所指的国家

上亚那

泭地

洪都拉斯

分头 JJII

墨西讨

尼加拉瓜

巴众马

巴拉圭

秘竹

圣卢四业

多米尼加共和 11、I 办里市

厄瓜多尔

护尔扎多

格林纳达

厄地马拉

阿尔巴尼业

保加利业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灼拉圭

公内瑞拉

D. 第二节第 4 段 (d) 所指的国家

匈才利

波立

自俄罗斯苏维坟补会上义共和罗马尼亚

1 1 ;1 

捷克斯洛伐克

伦，总忐民上共和囚

均克兰苏维坎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坎社会L义共和国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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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8. 工业发展合作和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第三次大会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第 3201 (S - VI) 号和

3202 (S-VI)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有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叶的第 3281 (XXIX) 号决

议，以及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

合作的第 3362(8- VII) 号决议，

又回顾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二次大会所通过

«关于工业发展与合作的利马宣言和行动计划》，＠其

中确立了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范围内推进工业发

展与合作的主要措施和原则，

意识到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作为联合国系统内的

中心机关，在促进和协调工业发展合作方面，以及在

早日执行«利马宣言和行动计划刀所载的措施并达成其

所载的目标、特别是在本世纪末以前将发展中国家的

工业产值提高到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百分之二十五的目

标方面，所起的作用，

又意识到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作为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各发展中国家本身之间，应有关国

家的要求，就工业领域进行谈判的场所所起的作用，

强调和平、安全和国家独立乃是确保工业发展方

面国际合作的主要因素，并强调应在真正裁军方面获

得进展，以便促使现在用于军事目的的资源移用于经

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

又回顾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关于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第三次大会的第 33/77 号和关于工业发展合

作的第 33/78 号决议，以及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关于制订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第

33/193 号决议，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工业化，是达成它们经

＠参行 A/10112, 馅四，；l 。

济持续的自力增长和社会变革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和有

力工具，

又考虑到要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范畴内彻底

改革世界经济、就必须要在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

能力和潜力的情形下改组世界工业的结构，

强调在国际工业合作意义下重新部署工业能力可

以发挥的作用，其中包括资源和技术转让，以便建灶

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从而刺激它们的经济，

但需考虑到它们按本国发展目标和优先秩序开发本国

资源的潜力，并考虑到必须相应地增加它们在世界工

业产值中所占的份额，

进一步强调公共部门和规划工作可以作为在发展

中国家本国工业化计划范围内执行工业化政策的歌要

工具，

申明必须促进发展中国家间进一步培养集体自力

更生，作为它们进行经济和t业变革的一个基本要

素，

认识到特别需要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财政资

源，包括转移官方发展援助资源，并且改善进入市场

的机会，以期达到改善贸易条件、增加资本投资、增

进吸收能力，改进和转让技术、以及发展传统和非传

统能源为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提供必要的推动力量，

又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之

间存在着紧密的相辅相成关系，并认为为了要最适度

地利用这些国家本国的资源，必需特别通过运用适当

技术来促进以本国力量滋生的工业化，

1.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执行主任

的报告面中所述的正在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二次

大会进行的筹备工作；

2. 促请全体会员国政府积极参加定于一九八O

年一月二十－ H 至二月八 H 在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工

业发展组织第勹次大会，审查在«关千工业发展与合

作的利马宣言和行动计划沁＂内执行方面所取得的进

展和遭遇的障碍，并制定适当政策和具体方案以拟订

进一步工业化的战略，作为一儿八0年代和以后发展

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函 E/197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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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议工发大会，除其他事项外，特别注意在

适当时采取具体措施：

(a) 加速执行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的议定

措施，特别是《利马宣言和行动计划»所载的措施；

(b) 在工业化领域，为联合国第勹个发展十年

国际发展战略提供重大的实质性投入；

(C) 制订积极战略，改组世界工业生产结构，

以达成更有效的国际分工，这种国际分工，除了别的

以外，将有利重新部署工业、扩充和加强发展中国家

的工业能力和推动发展中国家国内工业自行加工自然

资源；

(d) 大幅度增加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而

提供的资金，其办法是更有效地利用和加强现有国际

提供资金的设施，包括以适当方法扩大和改变这些设

施，并根据需要，采取其他措施来达成这个目的；

(e) 加强和扩充联合国工业发展基金，以便大

量增加必要的技术援助，来加快发展中国家的工业

化；

(f) 促进发展和加强发展中国家技术基础结构

的措施和政策，要考虑到它们的国内能力，以及需要

以公道、公平和相互可接受的条件向它们转让技术；

(g) 加强能导致在发展中国家内最适度地进行

农、矿业初级产品的加工并发展以农业为基础和与农

业有关的工业的各种方案；

(h) 在发展中国家，按照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

展开人员的培训，尤其是妇女和青年的培训；

4. 强调必需促进世界工业生产结构的改组，主

要办法如下：

(a) 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

(b) 在可能和适当情况下，并在促使世界贸易

特别是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自由化的全面努

力范围内，采取有利千发展中国家的特别待遇和差别

待遇；

(C) 增加进入市场的机会，促进贸易自由化；

5. 请工发大会审议联合国［业发展组织范围内

应该加强或建立以执行其各项决定的机构和体制，尤

应考虑到题为«二000年的工业一新前景»的研究

报告匈内的建议和提议；

6.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执行士任，

参照 T.发组织在制订对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和发

展中岛屿国家的技术援助方案方面的经验，扩大和发

展现有的方案；

7. 也认为协商制度已经成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一项固定的项要活动，应该继续是该组织一项持续

性的活动，并且予以加强，以便发展中国家能获得最

大的利益，并为达到《利马亢言和行动计划））所定的目

标和指标作出切实的贡献；各国的参与协商制度，除

诸如工业、劳工和消费人团体的代表外，在其政府认

为适当时，亦可包括政府官员；

8. 强调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正在进行的适当工

业技术合作行动方案应节充分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优先次序和儒要加以执行；

9. 要求参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联合进行的审查，加强和扩大 r.业发展现场顾

问方案；

] 0. 清所有尚未这样作的国家及早采取步骤，签

署和批准、接受或认可联合国关于建立工业发展组织

专门机构的第二届会议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八日通过的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章程））；劭

11. 敦促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捐款给联

合国工业发展基金或增加捐款额，要考虑到必须尽量

灵活变通，以期达到议定的最好每年至少 5,000 万美

元的筹款数额；

12. 敦促发达国家和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有关

国际金融机构，桉照它们的一贯程序，对于发展中国

家要求按优惠条件提供工业部门资金，考虑作出适许

响应的方法，在这方面，并请认真考虑拟在世界银行

设立长期基金为发展中国家购买资本货物提供资金的

建议；

@ID/237 。

劭 A/CONF.90/ J 9 。



~, ·· 

---··一～

/1.. 根据第二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125 

13. 强调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转让给发展中国

家的资源中应把适斗1数额用 fl业化，问时要照顾到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优先次片；

14.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 L业发展组织执行 t 任

保证作出必要的安排，包括捉供必盂的经费，以完成

在国家、区域和区域间各级所进行的纶．次工业发展

组织大会筹备工作，包括安排1．发会议芳备阶段后期

的区域间及其他会议；

15. 请秘书长和联合同工业发展组织执行－「任

为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参与会议寸求预符外资源，包

括提供必需的经费，以支付这些国家各派两名代表的

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笫－O二次全体会议

34/104.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第 3019

(XXVII)号决议，其中决定将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罚

于大会权力之下，并确定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各别承担的有关该基金的任务，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日

第 1763(LIV) 号决议，其中要求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

在联合国系统内发挥领导作用，促进各项人口方案，

再回顾其一九七上年十一一月－十一日第 31/170

号决议，其中核可了人口活动基金资源分配所应适用

的一般原则，

褒示赞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理事会在促进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各项目标方面所起

的作用，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特别是因为

资源充足和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日益增加，已成为

联合国系统在人口方面的一个完全可以存在的实体，

注意到人口和发展问题各国议员国际会议一九七

九年九月一日发表的«科伦坡人口和发展宣言沁i 其中

＠参看 A/C.2/34/6, 第 31 段。

除 1，别的以外，要求加强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的作用

和职能，

1. 确认人会在第 30]9(XXVII) 号决议中决定

将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罚 j勹大会权力之下，因此按照

《联合国宪祁闷3.4 t- ，条的规定，该基金是大会的附

属机构，对于人会 儿 L L仆十二月勹十 f,1 第 32/197

号决议附件第五节，或联合国系统内勹人口 h 关的其

他组织的任务并儿妨碍：

2.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书会考虑在各届会议

中指定一段时间充分地单独审议与人口活动基金有关

的项目；

3. 请秘书长同行政协调委员会各成员协商，安

排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在各方面参与行政协调委员会

及其附属机构；

1. 重申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应可继续利用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的各项服务，包括其驻地代表的服务；

5. 鉴千发展中国家需要人口方面的援助急剧增

加，请各国政府继续并增加向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捉

供捐助；

6.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十

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05.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大会，

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第

1979/53 号决议，

审议了联合国儿贲基金会执行局就其一九七九年

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 H{i.墨西哥城举行的会议的报

告，＠

铭记着其关于国际儿童年的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八

H 第 34/4 号决议，特别足其中第 6 、 7 、 8 和 12 段，

雹《经济及社会埋书会正式记水， 九 L儿什，补编弟 11

习»CE/197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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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赞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政策和工作；

2. 赞同经济及社会理市会第 1979/53 号决议；

3. 充分认识到由于发展中国家儿童还有庞大的

需要尚待满足，以及国际儿贲年为了儿童的福利而需

要保持和提高新的推动力的币要什，因此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所负的责任愈来愈人，它为儿童所应进行的活

动也很广泛；

4. 赞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拟订并执行对儿童的

各种基本服务办法．作为一项令面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并强调根据该项办法协调基金会与联合国系统其他机

关和各专门机构的活动的币要性；

5. 对所有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的政府衰示

感谢，井紧急呼吁各国政府，特别是未按本国能力作

出捐赠的政府对基金会增加捐款，如果可能采取多年

度的方式，并按照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一

日在墨西哥城举行的执行局会议所设想的，使基金达

到一九八一年收入指标 2.9 亿美元；徇

6. 对亨利·拉布伊斯先生在担任执行干事将近

十五年期间点越的服务和奉献的精神以及其对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工作的亲自参与，表示深切感谢。

一九七几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0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大会，

审议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关千其第二十六

届会议的报告、＠该署署长的长的说明＠和各方在辩

论期间发表的意见，

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工作日益增加以及署长

要求各方继续给予支持以达成一儿七七－一九八一年

第二个发展周期所订目杯，

面 lII] 上，奶 183 段。

＠同 1.，《补编第 10 号 ;>CE/1979/40 和 Corr.I) 。

1. 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关千其第 .. 

十六届会议的报礼；

2. 对咒长不断努力来加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

T．作亵示赞赏；

3. 呼吁所了j 国家政府继续努力，对开发计划署

提供必要资源，使其能达成按照每年增长率为百分之

十四订江的一九七七－一九八一年发展周期的目标。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07. 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0年十二月七日第 2659(XXV) 号

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3/84 号决议，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关于联合国

志愿入员方案各项工作所获满意进展的积极性评

论，＠该方案目前已有 500 名以上志愿人员在大约在

60 个发展中国家服务，

重申坚信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正在提供有价值的

服务，且有潜力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同时也是促进

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一项独特工具，

审议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一九七九年六月

二十九日第 79/24 号决定，＠其中理事会建议到一九

八三年时将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下在现场工作的志愿

人员扩充至一千名，

承认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增加使用经由联合国志愿

人员方案提供的那一类专门知识，

], 同意到一九八-:．年时将参加服务的志愿人数

增至一千名，以应发展中国家的衙要和要求，但须视

经费有无而定，同时了解到对该方案的工作质量将无

不利影响；

2.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采取适当行动，以

@«人会ll·式记求， ~"i :_ I 四屈会议，罚｝鱼．委员会汃釬~ @1,,)i-., m 11 段。
二十九次会议，笱l 1 - 18 段；和 1lll L, «份＿一委从会，会期粕 钞«经济及补会 Jlp,l“ 会止式记求， JL L 九什，补编m 10 

行本》，更订。 ＇,片 (E/1979/10 f11 Corr,1), W, :十一浮， J,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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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上面第 1 段所说的增加人数，并请他继续努力，

增进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的潜力和推动它的各项活

动，包括青年和国内发展服务方面的活动在内；

3. 重新呼吁各国政府和其他可能的捐款者，注

意到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工｛个数星的日益增加及其范

围的日益扩大，考虑对联合国志愿人员特别自愿基金

提供捐款或增加捐款；

4. 请署长按照现有程序，经常将执行本决议的

进展情况告知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08. 世界粮食计划署一九八一－－

九八二年的认捐指标

大会，

回顾其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 H 第 2095CXX) 号

决议第 1 段的规定，其中决定在每次认捐会议前审查

世界粮食方案，

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2/112 号决

议第 4 段的规定，其中决定：按照上述第 2095CXX)

号决议的规定审查粮食方案后，至迟应于一九八0年

初召开下一次的认捐会议，届时邀请各国政府认定一

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二年的捐款，以期达到大会和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大会届时所建议的指标，

注意到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第七届会议和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第二届常会所进行的方
案审查工作，

审议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第

1979/55 号决议以及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第四

个年度报告＠中所载的建议，

认识到世界粮食计划署自创立以来所执行的多边

粮食援助的价值，有必要继续进行此项行动，作为一

种资本投资，并作为应付粮食紧急需要的办法，

＠见 E/1979/78 。

l. 订定一九八一和一九八二两年自愿捐款的最

低指标为 10 亿美元，其中至少三分之一应为现金和

（或）服务，并希望其他来源方面认识到合理的项目申

请可能为数很多，而且世界粮食计划署也有能力扩大

业务，因而大量增加捐款充实此项资源；

2. 促请联合国会员国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各成员或联系成员尽最大努力，以确保完全达到这项

指标；如果在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两年期以前或该两

年间，商品和运输的费用或粮食援助需求大为增加，

则应超过这项指标；

3. 请秘书长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合

作，为此目的于一九八0年初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一次

认捐会议；

4. 决定：世界粮食计划署按照大会第 2095

(XX) 号决议的规定进行审查后，至迟应千一九八二

年初召开认捐会议，届时邀请各国政府认定一九八三

和一九八四年的捐款，以期达到大会和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大会届时所建议的指标。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09. 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七 H 关于设立联合国

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的第 3167CXXVIII) 号决议和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 H 第 1762

CLIV) 号决议，

又回顾其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关千勘探自然

资源的多边发展援助的第 33/194 号决议，

强调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重

要性，

重申循环基金作为一种工具协助发展中国家开发

其自然资源的重要性，

认识到有系统地进行勘探和调查发展中国家的自

然资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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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迫切盂婓加强循环基金的活动，并注，总到

该基金已核定的承付款项儿乎等 J：现有的资掠，

回顾经济及补会理事会一九七八仆八月-- ll 弟

]978/53 号决定，其中规定h－儿八．年完成经社理

事会第 1762CLIV) 号决议第 1 段 (m) 和 (p) 所说的审

查工作，

又回顾经济及补会理 'lf 会－儿L儿年八月： H 第

1979/65 号决议，按照其中规定设立({个政府专家

工作组来审查和分析循环括金的活动，

1. 注意到自然资源委员会第六届会议的报

告，＠尤其是其中所载对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孙基

金的审议情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关千循环基金

一九七八年活动的报告＠及其中所载的意见、结论和

建议；以及秘书长关千勘探自然资源的多边发展援助

的报告；＠

2. 请政府专家工作组审查如何提 1勾循环基金的

L作效率，同时全面审查基金的职司、体制安排、资

金筹措和偿付制度；

3. 请秘书长邀请打关的国际组织、特别是世界

银行，提供技术、财政和其他资料，使该工作组顺利

完成审议上作，从而协助女家评价发展中国家在自然

资源勘探方面的盂要以及各国际组织可用于这方面的

资金和技术资源；

4. 请各会员国认真考虑有尤可能向循环基金提

供大量捐款，使该基金能为目前考虑中的项目，以及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授权进行的可行性研究方

面的新活动，提供经费；

5. 核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授权循环基金

进行可行性研究的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第 79/26

号决定，＠并敦促经济及礼会理事会和开发计划署理

＠«纾济及社会则 J/勹l一人记求，－丿L L 儿什，补编弟 9

A 号)>(E/1979/69/Rcv,1) 。

@DP/368 。

®A/34/532 。

@G经济及社会则书会让式记求，一儿七儿年，补编第 10

号»(E/1979/40和Corr,1) ，给二十一心， L,1＇i 。

,lt 会进分步考 J忐羽长关 j·该基金一儿七八仆沽动的报

们中所载的其他捉议。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10. 世界粮食理事会的报告

大会，

回顾其一儿七四年五月－ H 载有«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亢言））和«行动纲领»的第 3201 CS-VI) 号和第

3202 cS-VI)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日载有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1 CXXIX)号决议

和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

第 3362CS-VII)号决议、以及根据大会第 32/174 号

决议设立的全体委员会就有关粮食和农业的一些问题

所协议的结论，因

又回顾其一儿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第 3348

CXXIX) 号决议，其中决定设立世界粮食理事会，作

为什个协调机构，对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粮食生产、

仵并、粮食安全、粮食贸易和粮食援助的政策以及其

他有关事项方面的顺利协调和贯彻执行给于全盘的、

统一而持续的注意，

进一步回顾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2/52

号决议通过的世界粮食理事会《马尼拉公报吁所载的

《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行动纲领》，刮以及大会一九七

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3/90 号决议通过的«世界粮食

理事会墨西哥宣言汃＠

考虑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关于自一九七四

年世界粮食会议以来所通过的有关粮食的决定、决议

和方案的执行情况的第 33/90 号决议，

遗憾地注意到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粮食优先国

家和大械缺粮而且其粮食情况仍不断恶化的其他发展

卤《人会，l式记求， :.:J"; _s: 十四屈会议，补编弟34 号》(A/34/

34) , :i} ＿，倡分， 纣', _,1'J , 给 18 段。

酬IIl L,«B l 二届会议，补编第 19 号》(A/32/19) ，弟

---•｝很分，弟一段。

勉同」:,《小 I· :-:Ji1l 会议，补编第 19 号»cA/33/19 和

Corr,l) , 勾'',一 ii札夕}. :i} 1 i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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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所面临的基本粮食问题的俯决进展绥慢，同

时在这方面严重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第二个发展 l·

年国际发展战略»所制定的）眢个－儿L四 {t 1H: 界粮食

会议认lII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和农＼V 部门的 fi 分之四年

增长率指标尚未达到，

关切地注意到食品进 l1 对进口粮官的发展中国

家，特别从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收支户，l 的币人影

响，

确认珩加粮食和农业生产的贞任主婓足什发展中

国家本身，发展中国家在加速发展其粮食和农业部门

方面的努力和承诺也在不断附加，

重申其克服各地饥饿和仵礼不良问题的 I怪定承

诺，而且在这方面盂要更钉力的国际行动来改仲旧界

粮食的生产和分配，

考虑到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卅界会议所通过的

«原则宣言吁廿《行动纲领讨勺h关部分，陑

对千一大部分世界资源、物J贞和人力绵纹移什＇车

备用途，致对国际安全，和实现新的国标经济秩丿礼

包括解决粮食问题所什的努力产生 j，不利的影响，深

衰忧虑，并呼吁各国政府仆贞正裁＇个力面采取 h效措

施，把目前用千军小的资源用巨空济和补会发展，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并改进这此国家的粮食状

况，

审议了世界粮食理事会就其一九七九年九月． H

至七日在渥太华举行第五屈会议所提出的上作报

告，＄

]. 对加拿大政府和人民为世界粮食理事会第五

届部长会议所提供的优良设备，和所作的热情款彷，

褒示赞赏和感谢；

2. 满意地注意到大会第 32/174 号决议设立的

全体委员会关于粮食和农业的一此方面的问题所协议

的结论是世界粮食理事会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工作的一

项重要投入；

恐参石《上地改小和农村友）1(Ill 界会议的报仇，罗才， . 

儿L九什七月十二 II 个二十 ll»(WCARRD/REP); !个以柲书长

的说明 (A/34/485) 1如凶人会各成员。

如大会ii: 式记求，小 >I 四）叶会议，补偏馅 19 '，片 (A/
34/19) 。

`}. 满意地注意到肚界粮食押 'lt 会给 h)叶部 K级

会议 1』什报们：

t. 注意到 1廿界粮食月1,lt 会协曲所产牛的粮食部

f ]战略概念；泊粮食理巾会进步探讨这个问题，迫

甘地考比到充分 1均币发展中国家发展计划和优儿次） i声．

的原则，以使使介又囚家，牡别是缺粮的发展中国家

考）忐能 f汛具国家发展力案的构架内制定粮食战略．

Jj:ii'J 粮食理 'Jf 会向人会第 l. h屈会议捉出报们；认

为发展援助机构， 儿论是 1对家的还足 1引外的，都个）勺

以国家粮官战略的制定为捉供援助的条什：

5. 恳切促请友达国家、各旧阮机构和其他 h能

力提供发展援助的国家人吊培加它们对粮食部 f l 的优

忠援助，以期协助发展中囚家 {I农业生产方面达到协

议的年噜长率 fi 分之四的指杯， Jj: I I. 如 i tll：界粮代理

1心［钱尼拉公报叫，所载的｀消除饥饿和忭并不良行动

纲领））中提到的，所＇而外来援助以一儿L II 仆价格 ii

符估计约为 83 亿义］c, 其中 65 亿义兀为优忠援助：

6 . 进一步要求可能时，应仆 儿八 年年底以

前达到这个指杯，囚为整个国际补会对粮食问题的急

迫性深感关切；

7. 赞同世界粮官理 'j~ 会婓求各国政府采取更且

接的行动，以达成更公平的粮食分配， Ji·强调各国政

府必须采取支助行动，们婓适节地考虑到各个 1I`1 家的

政策和、竹前的情况；

8. 呼吁各囚政府、联合国系统的各h 天机构、

组织和机关、其他囚阮组织以及整个国协补会｛I其政

策、方案和行动力血对消除世界各地饥饿和仵｝＇卜个良

问题给予山如闷度的优先考虑；

9. 敦促还没frl”] 总缔结新的粮负援助公约以确

保 {I粮价，凶涨和缺粮时最低援助址也绝小少 r ],ooo 
订吨的各囚政府，重新考）忐丿［立场，几尽个丿j,}求新

援助国以及增加现 h援助 IKI 的承付款项，以期小必笘

竹缔结新的国际粮仅协定立即缔结，新的粮贞援助公

约，儿论如何邵小应迟 r---.儿八勹什仆中；

10. 敦促所h囚家，牡别足尚术对囚协紧急储备

作出贡献的发达国家，立即达成紧急储备所宙的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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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指标，并考虑增加紧急铭备以应付日益增长的紧

急需要；

11. 促请传统的捐助国和有能力捐助的国家，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粮食援助，帮助它们建立国家

粮食储备；

12. 强烈呼吁捐助国尽最大努力，保持其所援粮

食的营养价值，包括其中的蛋白质成分；

13. 呼吁传统的捐助国和打能力捐助的国家，考

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农业投入的需要愈来愈大以及这此

投入的价格不断增涨，通过适当的双边和 I 或多边渠

道，特别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肥料供应计

划）），忿增加其对农业投入，特别是肥料的援助；并且

对｀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种子改良和发展方案））以及«防

止粮食损失行动方案》提供大量捐款，以期为每一方

案筹足所议定的 2,000 万美元的经费；

14. 逾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以及

各区域开发银行对是否需要改进国家一级粮食安全基

础结构的问题进行有系统的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对

申请这类援助的发展中国家作出重大的投资努力；

15. 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提供资金的设施

的范围内，考虑提供更多国际收支方面的援助，以应

付低收入的缺粮国家粮食进口费用的增加；

16.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在解决国际农业产品贸

易上长期存在的问题方面，只获得了有限的进展，这

些问题对出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生不利的

影响，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则可对改善世界粮食生产的

全盘情况作出重大贡献；

17. 呼吁在各种不同谈判场合上采取紧急行动，

致力于通过和执行各项提议，做到减少和消除农产品

的贸易壁垒，特别是那些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利益有

关的农产品，从而有助于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

18. 促请各发达国家作出最大努力，调整它们农

业和制造业中需要保护以抵制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那些

部门，从而有助于它们的进入粮食和农产品市场；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理事会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 ll

第 1/63号决议批准（参看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人根农组织则

事会的报告，第六十三届会议沁第 26 段）。

19. 建议扩入许遍优患制，包括更多的加 J．．品和

、门ll l:1估，而且在可能情况下也包括农业商品；井建

议把利用普遍优忠制以提供技术援助（包括仆研究发

展和销售方面的援助）的资料系统加以扩大和改进，使

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利用这此优忠付遇；

20. 邃议世界粮食理 'li 会，根据它的职贞，经＇常

注总粮食贸易对世界粮仅生产水平的影响，特别注总

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情况，并尽量利用联合国系统内

各个机构和组织所应提供的必要投入；

21. 逾议所钉会员国和各打关的国际组织采取

适当行动，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理扛会第七十几

屈会议所批准的，片且获得世界粮食理 'l“ 会绾五届会

议赞同的《世界粮食安全五点行动计划））＠付诸实施，

主要地是作为在缔结新的国际粮食协定前的 J项临时

措施。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11. 设立一所和平大学

大会，

回顾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曾提请大会第二十二

届会议审议一项提议，即在联合国大学系统内设立一

所和平大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国际研究机构，供大学

研究生研究和传播专以训练谋求和平为宗旨的知识，

并通过联合国向国际社会提出这个提议，命

考虑到在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第 33/109

号决议中大会对哥斯达黎加总统的提议表示赞赏，并

请秘书长要求各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向他提出

意见，

考虑到已答复秘书长的各会员国和经协商过的各

机构和机关（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大

学、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和裁军中心秘书处）都已续密研

究过哥斯达黎加政府的倡议，并且予以赞扬，

今见U人会 1]·. 式记求，给；十四届会议，补编奶 19 廿》(A/

34/19)，小一部分，第 27 段 (d)，和第二部分，纶 65 段。

苞 I,1J J, C书 I· -间会议，全体会议》，弟十一次会议，
第 106 - 12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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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秘书长根据第 33/109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其

中说：各方对于提议设汒一所和平大学的基本设想，

大都表示支持，岔

考虑到秘书长报告指出了与执行这个项目有关的

三个主要问题，需要加以考虑和澄清：

(a) 这个新机构同联合国大学的关系；

(b) 和平大学与其他现有机构的工作可能吭复

间题；

(C) 如何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问题；

1. 核可设立一所和平大学的设想，以这所大学

作为大学研究生进修、研究和传播专以训练谋求和平

为宗旨的知识的国际高等研究中心，校本部设在哥斯

达黎加；

2. 决定设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同哥斯达黎加政

府合作负责筹备和平大学的组织、结构和 1：作开展事

宜，但要考虑到下列各项条件：

(a) 和平大学具有国际性质，应节是联合国大

学系统的一部分；

(b) 和平大学与联合国大学的联系办法应由两

校之间的共同协议决定；

(C) 和平大学在组织和结构方面应避免同其他

类似的国际机构工作重复；

( d) 应保证和平大学的建立和业务均将由自愿

捐款提供经费，不得在联合国或联合国大学的预符中

开支任何经费；

3. 委托秘书长设立一个由十一名成员组成的和

平大学委员会，其构成如下：

(a) 秘书长代表一名；

(b)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代表一

名；

(C) 联合国大学校长代表一名；

(d) 由秘书长商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总干事指派的代表一名；

®A/34/496, 第 14 段。

(e) 秘书长在会员国政府推荐的候选人中指派

片家五名，但须顾到地域分配原则；

(f) 哥斯达黎加政府代表两名；

/1. 请和平大学委员会就根据上面第 2 段的规定

所作的调查的结果向秘书长提出一份报告，然后由秘

书长将这份报告连同他的评论一起提交大会第．一．卜h

屈会议。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12. 联合国大学

回顾其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第 2951

(XXVII) 号决议、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六日第 3081

(XXVIII)号决议一儿七四勺十二月十四 r, 第 3313

(XXIX)号决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 H 第 3439

(XXX)号决议、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1 / 117 

号和第 31/118 号决议、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2/

54 号决议、以及一儿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第 33/108

号决议，

审议了联合国大学理事会关于联合国大学工作的

报告＠和秘书长的说明，其中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

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仆转送了关于为该大学为

隽基金的报告，＠

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执行局一儿

七九年十月十一 [1 第一勹八次会议通过的第 5. 2. 4 号

决定，其中执行肋除其他 'lt项外满意地汴总到联合国

大学的各项活动已普遍地扩人，特别是方案 Ih] 项 H 也

有了发展；强调需要加强与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特

别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间的进一步合作，

以避免各项活动之间的巩复和确保它们之间的相辅相

成；鼓励联合国大学订定执行其方案的具体办法，从

而增强它的特性；坚估联合国大学活动 H 益增加必盂

并理应获得比现什更多的财政支持；重巾其对各会员

函«人会 11式记，R, 治． I 四屈会议，仆编笱｝ 3l 1,) >( AI 

31/31 和 Corr,1) 。

秒 1\/34/6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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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呼吁，请它们向联合国大学的扩惶曾基金慷慨捐款

和（或）另向对研究和训练活动提供特别捐款，

1.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大学的研究T｛个和心级

训练活动已在飞个优先方案领域一一世界饥饿问题、

人力和社会发展、 I1 然资源的利用和眢理一—－以及发

展方案间项目方面，取得了和重大的进展，而且占忏

日增；

2. 欢迎联合国人学积极参加联合国科学和技术

促进发展会议，并鼓励联合国人学继续加强努力，关

心联合国系统内进行的各项_i: 要活动，以使进一步发

展与联合国系统各打关机构和机关的合仵及协调关

系；

3. 认识到联合国大学的－I』要活动特别与发展中

国家的问题和机构打关，并支抖该人学为扩人其活动

的地理区域所作的努力；

4. 注意到过去一年内h为犹资金方面虽然已打

满意的进展，但所为到的资金还不足以充分支抖联合

国大学的各项方案；

5.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1i所提送的报告，的其中讨论到

如何促进各方对该大学的方案活动和子以注总和f解

的问题，以期建立较为稳定的经费情况，这个报告为

克服联合国大学在这方面遭遇的困难提出了h价值的

建议，这些建议应怕重加以研究；

6. 请联合国大学理！卜会审议上述报告所载的宝

贵建议，并将其所得的结论和总见提送大会第－．十五

届会议作进一步的审议；

7. 促请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

化组织总干事以及联合国大学校长，加紧努力从一切

可能的来源为联合国大学谋取经费支助；

8. 呼吁所有会员国认识到联合国大学在其＿．个

重要方案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并对联合国大学的捐赔

基金和（或）特定方案提供人量捐款，使其工作能够继

续不断取得进展。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13. 巴勒斯坦入民的生活状况

大会，

回顾联合国牛境－人类住区会议所通过的一儿七

六什《温哥华人类住区订言”}和就各 1叶应该采取的行

动所作的 h 关建议，＠

又回顾该会议所通过的关 j：：国阮合 11 的建议中所

载杯题为“巴勒斯扣人民 {t被占领区内生活状况＂的第

3 号决议度以及经济及补会理＇l\. 会一儿七六仆八）］

四 H 第 2026 CLXI) 号决议和一儿七 L年八月 1 l 第

2100 CLXIII) 号决议，

回顾一儿七六年,.一二月十六日第 31/110 号决议、

一儿七 L年 1 矗二）］卜儿 H 第 32/171 砂决议和一儿七

八仆 I· 一．月 l八 l I 纶 33/110 号决议，

1. 注意到秘书长关 j卫巴勒斯扣人民h被占领阿

拉伯领 t：内的牛沾状况的报们，邑认为该报店且然载

h 许多有义＇忙文，们其分析忖不足；

2. 因此请秘书长同联合国各打关机关和各女·.i1

机构合作，特别从 1II]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

l程处、西亚经济委员会及调查以色列侵占占领区内

居民人权的措施牡别委员会合作，编＇易一份关于以色

列的占领对被占领阿拉伯领上内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状

况的礼会和经济影响的综．合分析报告，提交大会第：

十五届会议；

3. 还请秘书长就编 'fi 上述报告同代表巴勒斯坦

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协商并合仵；

4 . 敦促所{j 国家对秘书长编＇月这份报告向他提

供合作。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舫《联合 111'I)立－人类 11 |X 会议的报们，温：：I 华， 儿 L

八{,-: /1 月 >I·· ·II 十八丿 l I· - · I I»（联合 1计出版物，出 {I;'. I'11，1 谝

号： E.76.IV. 7 和，1.'.[ 1 :），笱｝志，节。

貂 l,,J I·., rn ，卢

岛同 l·· ，符｝．早。

砂 A/34/536 和 Co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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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4. 关于人类住区的全球报告和关

大会，

于人类住区国际合作局援助的

定期报告

回顾其一九六儿年十勹月十六日第 2598(XXIV)

号决议，其中贞成秘书长每五年编制－份全面性的住

房调查，

回顾经济及补会理＇µ会 儿六飞年八月一日第

976G(XXXVI)号决议，其中要求秘书长同片门机

构、区域委员会、国际金釉机构和政府机构合作，编

制一份关千在住房、造房和设计领域内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的官方协助和国际援助的水平和种类的两年期报
儿
仁t'

1. 决定将大会第 2598CXXIV) 号决议要求的每

五年一次的住房调查称为“人类住区全球报告＂，并根

据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执行主任报告豁第 10

至 20 段规定的目标、格式和内容每五年印行一次；

2. 请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执行主任着手h一九

八二年编制一份关于下述主题的两年期报告，先在一

九八一年编制一份临时报告：

(a) 根据人类住区委员会修订的的执行主任报

告©第二和第三节内规定的目标、格式和内容，在人

类住区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或发展中国家之间

相互提供的财务或其他援助，以及在联合国系统内进

行的关千人类住区的活动；

(b) 中心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活动和合作；

(C) 联合国系统以外的政府间组织进行的入类

住区活动和政府间组织与中心之间的合作；

3. 敦促所有成员国对上述报告的编制提供必要

资料；

4. 促请秘书处，特别是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和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区域委员会、专门机构和联

@HS/C/2/8 。

＠参看《大会正式记永，第＿1 四届会议，补编纶 8 \::>

(A/34/8) ，第 89-95 段。

合国系统一切其他有关机构，对上述报告的编制提供

必要资料，并同中心协作编制；

5 , 邀请在人类住区领域［作的组织，包括联合

国系统以外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同联合国人

类住区中心协作编制这些报告；

6. 清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执行主任同联合国系

统有关机构协商，研究办法，建立有效率的体制，以

便就上述报告作出经常的和有系统的汇报和协商。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15. 联合国人类住区视听资料（视

觉生境）中心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设汒联合国人类

住区视听资料中心的第 31/115 号决议，

又回顾其一儿七七年十二月十九 H 设立联合国人

类住区（生境）中心的第 32/162 号决议，其中委托该

中心负责促进人类住区方面的视听材料的进一步和继

续利用，并决定联合国人类住区视听资料（视觉生境）

中心主任应向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执行主任提出报

上
口，

意识到资料的有效传播，包括使用视听技术和材

料，将帮助加速发展的进程，其方法是通过在所有各

国的决策者、专家和民众中迅速有效地传播关于需要

新认识和关千改善人类住区的新做法、方法和技术的

资料，特别是它们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以及通

过他们日益增加利用项目监测、教育、训练和新闻，

注意到加拿大政府与联合国关千联合国人类住区

视听资料中心活动的协定千一九八0年三月三十一日

期满，

深信联合国人类住区视听资料中心展开的方案应

继续进行，

注意到各项视听活动已全部配合联合国人类住区

中心的工作方案，



134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1. 逾议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执行主任采

取必要步骤，在中心内建立一个统一的资料服务，提

供适当范围的资料和通信技术和能力，包括 44个在适

当一级的视听单位；

2. 决定在上述协定终止或期满时，联合国人类

住区视听资料（视觉生境）中心的职责和可转移的资产

应移交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

3. 请秘书长与加拿大政府就有关该协定终止或

期满的适当的正式安排，进行协商；

4. 鼓励所有成员国向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提供

为它们国家行动方案编制的视听材料；

5. 呼吁所有国家和有关组织向联合国人类住区

中心提供必要资源，以继续进行其在视听和资料方面

的活动；

6. 请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执行主任就建立一个

统一的资料服务所取得进展向人类住区委员会第三届

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16. 加强人类住区活动

大会，

回顾其各项有关决议，特别是一九七0年十二月

十五日第 2718(XXV) 号决议、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

五日第 3001 (XXVH)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

六日第 3327(XX.:区）号决议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

日第 32/162 号决议，

注意到人类住区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工作报告＠

内促请各成员国将人类住区方案作为国家发展计划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处理，

意识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包括发展中国家

经济的普遍改善和达成社会上公平分配从经济增长得

到的利益，

＠同上，《补编第 8 号》(A/34/8) 。

深信人类住区活动对达成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这

两个目标能够作出重大的贡献，

意识到发展中国家最迫切需要之一丛提 r岛农村和

城市地区低收入和处f不利地位的人群的生活条件和

工作条件，

深信人类住区方案对于矫正人们在获得住所、公

用事业服务、保健护理、教育和社区福利方面的不平

衡现象提供f直接的办法，因此，能对低收入和处千

不利地位的人群的即时和日常需要发生重大影响，

深信人类住区方案是导致所将要求建立的具有

节约能源和保护资源特性的社区型态的一项有效工

具，

1. 敦促各会员国依照其本国的优先次序将更多

的资源用于加强人类住区活动，作为达成经济和社会

变革的工具；

2. 蕙议各会员国审查多边和双边合作方案，特

别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资金的方案，以便确定

能否对人类住区部门增拨款项；

3. 请各会员国就执行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会

议通过的国家行动建议方面取得的进展，每两年向人

类住区委员会提出报告，可能时并应说明国际和本国

资金用千人类住区活动方面的数额和来源。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17. 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宣言吁叭行动纲领»的第 3201 CS- VI) 号和

3202(S- VI)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有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l(XXIX) 号决议

和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

第 3362(S-VII) 号决议，

又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3/134 号

决议，其中赞同《促进和执行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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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赁。比国阮礼会用来加强和

巩固发展中国家间合作，从而使发展方面的国际合作

更加有效的一个重要工具，

注意到一儿七儿年二月 I·二 11 至十六日在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阿仵沙举行的 L+L国集团第四届部长

会议通过的《阿价沙集体 1,l 力更生纲领和谈判纲

要汃＠

又注意到一九七九年九月」1 至儿日在哈瓦那举

行的第六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经济

宜言汃«经济合作行动纲领》和载有关于加强发展中

国家间集体自力更生的政策方针的第七号决议，面

铭记着一九七九年五月七 H 至六月三 H 在马尼拉

举行的第五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中通过的关于加

强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包括加快技术改革的第 112

(V) 号决议，和关于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第 127

(V) 号决议，切

重申执行口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M在国际合作

促进发展的演进方面以及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都将是一个重大贡献，也是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

际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就定千一九八0年

举行的审查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活动的高级别会议

的组织和实务安排提出的报告，也

1. 请秘书长以及联合国系统各机关、组织和机

构，继续加强努力以保证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成

为其促进发展的国际合作活动的一个必要部分；

2. 核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在其关千高级别

会议的安排的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提议妀2

如一九七八什八月二十 ll 至儿月十二 H ，布宜诺斯文利
斯，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什会议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C.78.II.A.11 和更止），纶一，节。

＠《联合 1叶贸易和发展会议记求，第 J，屈会议),第一心，
q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仆，品编号： E.79. II.D.14) ，附
件六。

＠参看 A/34/542, 附什。

＠参看q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求，第五届会议),第一
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 1扒沽编号： E.79.II.D.14),
第一部分， A节。

@A/34/ 415 。

3. 请联合国发展系统的各机关、组织和机构，

包括各区域委员会的行政首长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

长密切合作，为高级别会议的筹备工作作出贡献，并

积极参加这个会议；

l .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在高级别会议的符

备工作中充分考虑到«关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维

也纳行动纲领»岱中的有关部分；

5 . 请秘书长在根据一儿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大

会第 33/198 号决议要求，向一九八0年召开的大会

特别会议提出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决定的执

行情况的分析性报告中，列入一项对发展中国家间技

术合作的发展情况，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

划江＠的执行情况在内的审查；

6. 促请所有国家立即采取步骤执行联合国发展

中国家技术合作会议所达成的协议，并请发达国家特

别履行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汲门的建议35和

38 中的承诺；

7.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有的参与者承担会议

一切必要的筹备工作并派高级人员出席会议；

8. 请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在拟定联合

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战略时，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

间技术合作将作出的特殊贡献。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18. 向格林纳达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顾其关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问题的一九七

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第 3338(XXIX)号和一九七五年九

月十六日第 3362(S- VII) 号决议，

又回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五月七

急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 H 干三十一 H 《维也纳联合国科学

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 11门品编号 1

C,79.1.21和更止），冷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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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六月三日的第 lll(V) 号决议，吵其中促请在若干

指明的领域内采取具体行动，

考虑到阻碍许多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种

种特殊困难，特别是由于这类国家领土太小、太偏僻、

运输和通讯受限制、远离市场中心、国内市场非常有

限、缺乏销售的专门知识、资源不多、缺乏天然资

源、外汇收益过千依赖少数商品、缺少行政人员、财

政负担沉重而造成的那些困难，面要各国政府和联合

国系统各组织不断加以注意，

认识到格林纳达由于上述困难而遭遇到的特殊问

题，以及持续的世界性经济和财政问题对其经济的严

重不利影响，

考虑到格林纳达需要联合国的不断注意和援助，

以使其人民实现他们的发展目标，

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构和组织，以及一

些区域性机构，特别是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已采

取行动，向格林纳达提供经济、财政和技术援助，

1. 强调迫切需要向格林纳达提供一切必要的援

助，以发展和巩固其经济；

2. 请联合国系统内各 4门机构及其他组织，特

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各国际金融机构和提供援助

的捐助国各自在其主管范围内加强对格林纳达的援

助；

3. 请秘书长调动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和

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的财政、技术和经济援助，以

期协助满足格林纳达短期和长期的发展需要；

4. 又请秘书长就执行本决议所取得的进展向大

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19. 向佛得角提供援助

大会，

＠参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第五届会议»,第一
卷， q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79.ll.D.14),

第一部分， A节。

回顾且一儿七八仆十＿月十九 f-1 第 33/127 号决

议，其中曾呼吁国标补会对秘书长依照一儿七七年 I·

-．月十． H 第 32/99 号决议的规定派逍特派团前往佛

得角访问的报告元中建议的发展方案提供慷慨和即时

的援助；该决议并要求秘书长，除其他＇l顷项外，调动

必要的资源，以使执行一项有效方案向佛得角捉供财

政、技术和物质援助，

又回顾在其一儿七六年 1· 一月．．十四 1-l 第 31/17

号决议和一儿七 L年十二月十一：．日第 32/99 号决议中

它曾关切地注意到佛得角由于严重的干早、由千完全

缺乏发展方面的基本设施，以及由于该国经济所受其

他的社会和经济上的压力，而造成目前的严重经济情

况，

又回顾关于为苏丹－萨赫勒地区遭受早灾国家的

利益应采措施的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 1· 一日第

31/180 号决议、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儿日第 32/170 号

决议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3/133 号决议，

回顾关于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别行动的大

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31/156 号决议、一儿

七七年十二月十九 H 第 32/185 号决议以及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一儿七儿年六月二 H 第 111 (V) 号决

议，而

注意到联合国将佛得角列为最不发达国家和受影

响最严重的国家，而且该国是萨赫勒抗早国际常设委

员会的成员，

铭记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六月；

H 第 112(V)号决议，念其中载有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

综合行动新纲领，

审查了秘书长一九七九年八月九日的报告，其中

载有他依照大会第 33/127 号决议派往佛得角的特派

团的报告，勃

注意到佛得角政府目前发展的优先次序，其中包

®A/33/167 和 Corr.1 。

急参行«联合 1叶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第 1i屈会议》，奶一

心，《报告和附什汃联合国出版物，出伟品编 r;-, E. 79. II. D.14), 
笱\.部分， A'1＇1 。

@A/34/372 和 Corr.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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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增加农业生产和水的供应、发展渔业、促进制造业、

开发矿产、发展岛屿间交通和海港设备、改善教育设

施等紧急计划，

考虑到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核可的发展计划的大

部分项目尚未筹措到经费，

注意到佛得角的经常预符极其困难，主要是由千

早灾，并由于该国政府为减少财政赤字实行的紧缩政

策，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令中表 7 所指出的佛得角一

九七九年所需最低限度的粮食数量，

严重关切佛得角由于季候雨失常和旱灾再度发

生，导致一九八0年农作物预期收成的损失，

认识到粮食援助对该国现阶段的发展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还认识到已向佛得角提供的粮食援助帮助了

该国确保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并且通过对粮食销售

收益的运用也帮助了劳力密集的发展项目，

又认识到佛得角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和迫切性，以及该国需要得到更为有效和迅速的援助，

才能全面执行加速发展的方案，

1. 赞赏秘书长为动员各方援助佛得角所采取的

行动；

2. 完全赞同秘书长报告©的附件中所载的评价

和建议，并促请国际社会注意报告中指出的所迫切需

要的援助；

3. 感谢各会员国和国际组织向佛得角提供粮食

援助和发展援助；

4. 再次呼吁所有国家、各区域组织、国际组织

和其他政府间机构向佛得角提供财政、物质和技术援

助，使该国能够推行加速发展的方案；

5. 要求各会员国特别考虑及早把佛得角列入它

们的发展援助方案之内，如果已经在进行援助佛得角

的方案，则应在可能范围内扩大这些方案；

6. 妻求国际社会对佛得角政府作出的或联合国

系统各有关组织和专门机构代表该国作出的关于粮食

和饲料援助的一切呼吁，慷慨捐输，以协助该国对付

其国内的紧急情况；

7.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粮食方案、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工业和发展组

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促请它们的理事机构注意佛得角的特别需要以

便审议，并在一九八（，年八月十五日以前将各理事机

构的决定向秘书长提出报们；

8. 促请国际补会注意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32/99

号决议为便利把捐款拨付佛得角而在联合国总部设立

的特别帐户；

9. 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把

它们为援助佛得角而采取的行动和为援助佛得角筹措

的资源定期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10. 请秘书长：

(a) 继续努力调动必要的资源，以便执行一项

向佛得角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的有效方案；

(b) 同佛得角政府研究召开一次捐助国会议的

问题，并在这方面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经济委

员会和世界银行所作的努力取得协调；

(C) 保证作出适当的财政和预算安排，以便继

续举办国际援助佛得角的方案，并动员这种援助；

(d) 经常审查佛得角的情况，并同各会员国、

各区域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国

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并将佛得角特别经济援助

方案的现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八0年第二届常

会报告；

(e) 作出安排，及时审查佛得角的经济情况以

及制定和执行该国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进度，以便大

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20. 对乍得共和国的重建、复兴和

发展提供援助

大会，

对于乍得政治局势因十三年来的武装冲突而每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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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下，财物损坏重大、经济和社会基本设施受损严重，

深为关切，

满意地注意到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在拉各斯

签订的乍得国家和解协定，

璃认迫切需要采取国际行动协助乍得政府进行国

家的重建、复兴和发展，

考虑到各会员国关切乍得的目前情况，并对乍得

迅速恢复常态生活及其重建与发展表示关心，

考虑到乍得是内陆国，以致处于特别不利地位，

而且属千发展中最不发达的国家之列，

注意到一九七九年十月二日乍得外交和合作部部

长在大会中向整个国际社会提出的紧急呼吁，面

1. 赞扬井鼓励乍得政府与人民为国家重建、复

兴和发展所作的努力；

2. 紧急呼吁所有会员国、各专门机构、联合国

系统内其他组织和各国际经济与金融机构经由双边和

多边渠道，向乍得慷慨提供紧急援助，以满足其重建、

复兴和发展的需要；

3. 请秘书长：

(a) 安排一项向乍得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资援

助的国际方案，使乍得能满足其重建、复兴和发展方

面的短期和长期需要；

(b) 派遣特派团到乍得同该国政府研究该国的

重建、复兴和发展所需的援助，并将特派团的报告传

达给国际社会；

(C) 同乍得政府研究召开一次捐助国会议的问

题，并在这方面，使秘书长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

洲经济委员会和世界银行所作的努力取得协调；

4. 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和计划署，尤其是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

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

葫«大会正式记永，第 1- 四屈会议，个体会议》，奶十九

次会议，第 64 - 146 段。

合国儿童基金会，维持并增加其目前和将来对乍得的

援助方案，同秘书长密切合作安排一项有效的国际援

助方案，并就它们什援助该国方面所采取的步骤和所

调动的资源，定期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5. 促请国际社会注意在联合国特别经济援助方

案信托基金项下为便利把捐款拨付乍得而设立的特别

帐户，并促请各会员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向该基金慷慨

捐献；

6.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

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促请它们的理

事机构注意乍得的特别需要以便供审议，并在一九

八0年八月十五日以前将各理事机构的决定向秘书长

提出报告；

7. 还请秘书长：

(a) 确保采取适当的财政和预算措施以安排向

乍得提供国际援助方案，并为这种国际援助调动必要

的资源；

Cb) 经常检查乍得的情况，并就本决议各项规

定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一O四次全体会议

34/121. 向几内亚比绍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顺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第 3339 (XXIX) 

号决议，其中请各会员国向当时新独立的几内亚比绍

国提供经济援助，

井回顺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2/100 号

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深切关怀几内亚比绍由于

经历多年的民族解放斗争、大批难民回国以及完全缺

乏发展方面的基本设施。所造成的严重经济情况；并

呼吁国际社会提供财政和经济援助，以协助几内亚比

绍克服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困难，满足其经济发展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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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3/124 号

决议，其中表示继续关怀几内亚比绍的经济情况和该

国所面临的严重物资矩缺情况，并再次呼吁国际社会

向儿内亚比绍提供｛j 效而持续的财政、物质和技术援

助，

注意到发展规划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由于几内亚

比绍申请列入最不发达国家名单，建议应在本十年

所余下的期间，援助几内亚比绍，而且几内亚比绍所

遭遇的特别困难和动乱需要特别措施，酒

审查了秘书长一九七九年八月三日的报告，的其

中附有他依照大会第 33/124 号决议派往几内亚比绍

的特派团所提出的报告，

关切地注意到几内亚比绍继续受到广泛的经济和

财政困难，

注意到几内亚比绍政府由于实施紧缩经济政策而

能将一九七八年的预算赤字减少到远低于前两年的水

平，

又注意到尽管该国征收新税和重税，但可以预见

并无可能使经常预算的盈余成为公共资本投资的重要

来源，而且该国将继续依赖外来资金以支付公共资本

支出，

又关切地注意到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总的国

际收支均出现逆差，外汇储备降到难以应付的低水平，

而拖欠的款项也年年积累，

关怀到按实值计算，一九七九年预计进口的水平

比前两年大为降低，而低水平的进口将妨碍发展，

注意到几内亚比绍仍受到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

年旱灾的影响，尤其是在可供销售的剩余大米方面，

并且粮食的运输和储藏也发生问题，

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关千非洲运输和

通讯十年的第 32/160 号决议和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

九日的第 33/197 号决议，

岱参看«经济及礼会押 1i会正式记求， 儿 L八年，补编

第 6 号》(E/1978/46 和 Corr.I) ，第 99 段。

@A/34/370 。

注意到几内亚比绍政府在这方面强调必需获得援

助，以扩充和改善运输，尤其是内河和沿海运输，

喃认几内亚比绍必需获得国际援助，以克服其短

期和长期发展方面所遇到的障碍，

1. 对秘书长为动员向几内亚比绍提供援助所采

取的步骤，褒示赞赏；

2. 完全赞同秘书长报告＠的附件中所载的评价

和建议，并促请国际社会注意报告中提出的各项目和

方案所需的援助；

3. 对那些响应大会和秘书长的呼吁向儿内亚比

绍提供援助的国家和组织，裹示感谢；

4. 再次呼吁各会员国、区域和区域间组织及其

他政府间机构向几内亚比绍提供有效而持续的财政、

物质和技术援助，帮助它克服财政和经济困难，并使

秘书长的报告所指出的项目和方案得到执行；

5. 戛求各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方案，

千发展规划委员会审查儿内亚比绍的情况以前，在联

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所剩余的期间对儿内亚比绍采取

特别措施；

6.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要求发展规划委员会作

为优先事项审查几内亚比绍的情况，并根据最新的统

计资料，考虑把几内亚比绍列入根据第三个发展十年

所拟的最不发达国家新名单；

7. 戛求各会员国和有关的国际组织慷慨响应几

内亚比绍对粮食援助的需要；

8. 还戛求各会员国援助几内亚比绍发展其水运

系统；

9. 促请国际社会注意秘书长依照大会第32/100
号决议为便利把捐款拨付儿内亚比绍而在联合国总部

设立的特别帐户；

10.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促请它们的理事机构注意几内亚比绍的特别需

要，并于一九八0年八月十五日以前将这些机构的决

定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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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

织就它们在援助几内亚比绍方面所采取的步骤和提供

的资源，定期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12. 请秘书长：

(a) 继续努力调动必要的资源，以便执行一项

向几内亚比绍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的有效方案；

(b) 同几内亚比绍政府研究召开一次捐助国会

议的问题，并在这方面，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

经济委员会和世界银行所作的努力取得协调；

(C) 保证作出适当的财政和预符安排，以便继

续举办国际援助几内亚比绍的方案，并动员这种援助；

(d) 经常审查几内亚比绍的情况，同各会员国、

各区域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国

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并将几内亚比绍特别经济

援助方案的现况，向经济及补会理事会一九八0年度

第二届常会报告；

(e) 作出安排，及时审查几内亚比绍的经济情

况以及制定和执行该国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进度，以

便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以及对该国迅速恢复常念仆活、和该国的币建及发展

所表示的关心，

认识到乌干达小仅是内陆国家，并I l足最不发达

和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注意到秘书长和联合国难民中务的级片员关于向

笃臼上提供紧急的人道 t 义援助的呼叮，

注意到乌干达总统九七儿年儿月．＾十八 ll 在人

会 l的发言，创

注意到由世界银行上持j：一儿L儿年十－月六 II

午：八 H 在巴黎召开的关千援助笃干达的捐助 In] 会议，

1. 赞成秘书长和联合国难民书务的级片员关 j:

向乌干达提供人逍 L 义援助的呼叮，并诮各会员国和

国际组织慷慨抇输；

2. 欢迎乌卜达政府和人民为国家重建、复兴和

发展所作的努力；

3. 紧急呼吁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片门机

构和其他组织以及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通过双边或多

边渠道对乌干达的重建、复兴和发展的盂要慷慨扑 j

输；

,1 . 促请各会员国以及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慷慨

响应巴黎的捐助国会议所作的呼吁；

34/122. 对乌干达的重建、复兴和发展 5 . 请秘书长调动资源，以便执行一项向乌干达

提供援助 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的国际方案，以满足该国

大会，

深切关注过去八年来乌干达所遭受的惨痛的生命

损失，财产的普遍破坏和经济及社会基础结构的严重

损害，

重申迫切需要国际行动以援助乌干达政府为国家

重建、复兴和发展所作的努力，

考虑到吸收和重新安咒大批返乡难民和流离失所

的人使他们在永久性的社会结构中生活的迫切问题，

以及对紧急援助的迫切需要，

重建、复兴和发展的短期和长期需要；

6. 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和计划署，特别是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国际劳下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卫生组

织和世界银行，维持并扩大它们日前和将来的援助乌

于达的方案，并同秘书长密切合作，安排一项有效的

国际援助方案，并就它们在援助该国方面所采取的步

骤和提供的资源定期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啦«人会 1I式记求，｝h |·四屈会议，个体会议'1, 奶|·

考虑到各会员国对乌千达的情况所表示的关注， 四次会议，弟2-4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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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请秘书长作出安排，以保证联合国各专门机

构和其他组织在坎帕拉执行乌干达复兴和重建特别方

案时取得有效的协调；

8 , 促请国际社会注意在联合国特别经济援助方

案信托基金下为便利把捐款拨付乌千达而设立的特别

帐户，并促请各会员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向该基金慷慨

捐款；

9. 还请秘书长派遣一个视察团前往乌干达，就

该国重建、复兴和发展方面的最迫切需要同该国政府

进行协商，并向国际社会分发该视察团的报告；

] 0. 又请秘书长保证为制订一个有效的国际援

助乌干达方案和动员国际援助作出充分的财政和预算

安排；

11. 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

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

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促请它们的理事机构注

意考虑乌千达的特别需要，并在一九八0年八月十五

日以前将各理事机构的决定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12. 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继续执行对乌

干达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各项方案；

13. 请秘书长随时审查此事，并通过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关于本决议执行

情况的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23. 对赤道儿内亚的重建、复兴和
发展提供援助

大会，

深切关注赤道几内亚过去十一年来财产所遭受的

普遍破坏和经济及社会基础结构所受到的严重损害，

重申迫切需要国际行动以援助赤道儿内亚政府为

重建、复兴和发展所作的努力，

考虑到吸收和重新安置大批返乡难民和流离失所

的人，使他们在永久性的社会结构中生活的迫切问题，

包括对紧急援助的迫切需要，

考虑到各会员国对赤道儿内亚情况所表示的关

注，以及对该国迅速恢复常态生活、和该国重建及发

展所表示的关心，

注意到赤道儿内亚政府一九七九年八月八日向秘

书长提出的关于紧急合作的请求，

注意到赤道几内亚第一副总统、外交部长一九七

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大会的发言，＠

注意到秘书长已派遣一个机构间视察团前往赤道

儿内亚，以估计在人道主义方面的紧急需要，

]. 褒示感谢秘书长为动员对赤道几内亚的人道

主义援助而采取的步骤，并请国际社会慷慨响应该国

的人道主义面要；

2. 欢迎赤道几内亚政府和人民为国家重建、复

兴和发展所作的努力；

3. 紧急呼吁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

构和其他组织以及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通过双边或多

边渠道，对赤道几内亚的重建、复兴和发展的需要慷

慨捐输；

4. 戛求各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计划

署，在发展规划委员会审查赤道几内亚的情况以前，

在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所剩余的期间对赤道儿内亚

采取特别措施；

5.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要求发展规划委员会作

为优先事项审查赤道儿内亚的情况，并根据最新的统

计资料，考虑把赤道儿内亚列入根据联合国第三个发

展十年所拟的最不发达国家新名单；

6. 请秘书长调动资源，以便执行一项向赤道几

内亚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的国际方案，以满足

该国重建、复兴和发展的短期和长期需要，

7. 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和计划署，特别是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国际农

穸11JL，弟 l二二次会议，弟 281 - 33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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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维持并扩大它

们目前和将来对赤道几内业的援助方案，并同秘书长

密切合作，制订一项有效的国际援助方案，并就它们

为援助该国所采取的步骤和提供的资源定期向秘书长

提出报告；

8. 促请国际社会注意在联合国特别经济援助方

案信托基金下为便利将捐款拨付赤道几内亚而设立的

特别帐户，并促请各会员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向该基金

慷慨捐款；

9. 请秘书长派遣一个视察团前往赤道几内亚就

该国重建、复兴和发展方面所需要的更多援助同该国

政府进行协商，并向国际礼会散发该视察团的报告；

10. 又请秘书长保证为制定一项有效的国际援

助赤道几内亚方案和动员国际援助作出充分的财政和

预算安排；

] I.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促请它们的理事机构注意考虑赤道儿内亚的特

又回顾其一九七 L年十二月十三 H 第 32/93 号决

议，其中大会表示对古布提的目前情况探感关切，并

极力呼吁各会员国和各有关国际机构以有效而持续的

方式援助吉布提，使它能够应付因各种经济困难而形

成的严重情况，

进一步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第33/132

号决议，其中大会，除其他事项外，请秘书长继续努

力，调动必要的资源，以便执行一项向吉布提提供财

政、技术、物质援助的有效方案，

意识到吉布提政府是一个新独立的国家，面对着

各种复杂问题，需要改善和扩大该国的经济和社会基

础结构，

注意到发展规划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由于吉布

提申请列入最不发达国家名单，因而建议应在本十年

所剩余的期间援助吉布提，并需要为吉布提经历的特

别困难和动乱采取特别措施，＠

注意到吉布提的情况因该区域目前经济的困难和

现有贫乏的资源不能应付该国严重难民问题而受到不

利影响，

别需要，并于一九八C年八月十五日以前将各理事机 研究了秘书长一九七九年－L月十七 H 的报告，砂
构的决定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其中附有联合国吉布提特派团的报告，

12. 请秘书长将现对赤道几内亚提供的援助通 注意到吉布提的经济情况极端严重，以及吉布提

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八0年第二届常会； 政府拟定的需要国际援助的紧急和优先项目的清单，

13, 又请秘书长随时审查赤道几内亚的情况，并 注意到一九七儿年十月十五日第二委员会第十七

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 次会议上秘书长代表的声明．＠其中强调必须执行使

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一O四次全体会议

34/124. 向吉布提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关千《给予殖民地

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习执行情况的第 3421(XXX) 号决

议，其中促请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向

新独立和新兴国家提供援助，

经济多样化的优先项目，又强调迫切需要向吉布提提

供更多的财政、物质和技术援助，

1. 完全赞同秘书长的报告附件内所载吉布提特

派团的评价和建议；＠

2. 请国际社会注意吉布提面临的严重经济情

况，和秘书长的报告中所列吉布提政府提出的需要财

政援助的短期和长期紧急项目清单；

忿《经济及礼会理 'l“ 会仆式记求，一儿 L八仆，补编弟 6

号汃E/1978/46 和 Corr.1) ， 第 99 段。

秒 A/34/362 。

© A/C.2/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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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赞赏地注意到各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

已经向吉布提提供的援助和承诺提供的援助；

4. 表示感谢秘书长为制定国际经济援助吉布提

方案已经采取的措施；

5.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要求发展规划委员会，

作为优先事项并参照根据吉布提独汒后收集的资料所

得的指标，将吉布提列入根据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

所拟的最不发达国家新名单；

6. 吁请各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其

他组织以及各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通过双边和多

边，可能时以赠与方式，向吉布提提供充分而适当的

援助，使吉布提能够应付其经济上的特别困难；

7.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促请其理事机构注意吉布提的特别需要，以便

审议，并千一九八0年八月十五日以前将各理事机构

的决定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8. 要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维持和增加对

吉布提境内难民的人道主义的援助，并促请国际社会

迅速向他提供为实施这些方案所必要的资源；

9. 请国际社会注意秘书长为便利把捐款转交吉

布提而设立的特别帐户，并促请各成员国和国际金融

机构对该特别帐户慷慨捐款；

10. 戛求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和计划署维持

并扩大它们目前和今后向吉布提提供的援助方案，并

与秘书长密切合作，制订有效的国际援助方案，并就

援助该国已采取的步骤和已提供的资源，定期向秘书

长提出报告；

11. 请秘书长：

Ca) 继续努力，调动必要的资源，以便执行一

项向吉布提提供财政、技术、物质援助的有效方案；

(b) 并继续努力，会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

界银行，为吉布提举办一次捐助国会议；

(C) 继续保证作出适当财政和预算安排，以调

动资源和协调国际间对吉布提提供的援助；

Cd) 随时审查吉布提的局势，同各会员国、各

区域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国际

金融机构密切联系，并将吉布提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

现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八0年第二届常会提出

报告；

(e) 作出安排，及时审查古布提的经济情况，

以及制定和执行对该国的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进度，

以便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25. 向博茨瓦纳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顾安全理事会关于博茨瓦纳政府控诉南罗得西

亚非法政权侵略博茨瓦纳领土的行为的一九七七年一

月十四日第 403 (1977) 号和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 406 Cl 977) 号决议，

又回顾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232 Cl 966) 号决议和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第 253

(1968)号决议分别断定和重申南罗得西亚的局势构成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回顾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2/97 号决

议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3/130 号决议，除

其他事项外，表示充分支持博茨瓦纳政府为保卫其主

权和领土完整而作出的努力，认识到博茨瓦纳为抵抗

南罗得西亚的攻击和威胁，必须从现在的和已规划的

发展项目中分拨经费用于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因而

遭遇到特殊经济困难，并同意秘书长一九七七年三月

二十八日、＠十月二十六日＠和一九七八年七月七

日＠三项说明中所载的估计和建议，

又回顾大会关于《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节的一九七

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2/160 号决议，

@C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年，一儿 L 七年一

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1, S/12307 号文件。

@ l口］上，《一九 L L年卜月、 I·一月和 I·二月份补编'1, S/ 
12421 号义 f'I 。

@A/33/166 和 Cor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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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了秘书长一儿七儿年八月飞十八 H 的报

告，弱其中附有秘书长应大会第 33/130 号决议派往博

茨瓦纳的特派团的报告，

深切关注安全情况继续恶化，沿博茨瓦纳和南罗

得西亚边界的不同地点、时常发牛南罗得西亚军队制造

的事件和侵入博茨瓦纳情书，

注意到涌入博茨瓦纳的难民大坻附加，尤其址 l,l

从宣布在南罗得西亚”作内部解决“以后，以致有必要

扩充和改善照顾难民的设施，

又注意到由千这个区域的政治局面变幻尤常，博

茨瓦纳系一个内陆国家，处境艰危，依赖外边控制的

铁路系统来运输主要出口品和入口品，所以博茨瓦纳

政府必须建设对内和对世界其他地方可以通行的公

路、铁路和空中交通，

还注意到灾早和第二次发生口蹄疫对博茨瓦纳的

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

1. 表示充分支持博茨瓦纳政府为保卫其主权和

领土完整以及进行其已规划的发展方案而作出的努

力；

2. 完全支持秘书长报告创的附件中所载的订正

援助方案，促请国际补会注意秘书长报告中指出的援

助方面的特殊需要；

3. 注意到虽然一些会员国和国际组织对秘书长

呼吁的反应令人欣慰，但目前急布使捐款源源而来，

以进行紧急方案的未完工作，其中有些部分必须火速

执行；

4. 促请各国、各国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依照秘

书长报告中所载建议特别注意运输和通讯项目及应付

早灾的优先需要；

5. 再度吁请所有国家和政府间组织慷慨援助，

使博茨瓦纳能执行其余已规划的发展项目，并执行因

当前政治局势而成为必要的发展项目；

6. 要求各会员国、区域和区域间组织以及其他

政府间机构，向博茨瓦纳提供财政、物质和技术援

助，使它能执行其已规划的发展方案而不致中断；

＠《安全理 'J( 会正式记求，第＿－· |四什，一儿七九年七月、

八月和儿月份补练钞， S/13506 号义 f| 。

7. 促请已纾执行或正在协商援助博伙瓦纳方案

的会员国或组织，尽 III能扩大这些方案；

8.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叭基金会、

肚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1＼业发展组

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和国标农业发

展基金促请其理＇l+机构注怠它们正向博茨瓦纳提供的

援助，以便审议因为大会曾请秘书长为该国执行一项

特别经济援助方案，并请这些机构及时向柲书长报告

这项援助结果及其所作决定，以供大会第＿十五届会

议审议；

9. 请国际补会注意秘书长为便利把捐款拨付博

茨瓦纳而设立的特别帐户； \ 

10. 请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同

秘书长密切合作，以便把捐款拨付博茨瓦纳；

11. 请秘书长：

(a) 继续努力调动必要资源，以便执行一项向

博茨瓦纳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的有效方案；

(b) 保证作出适当的财务和预算安排，以便继

续制订博茨瓦纳的国际援助方案，并调动这种援助；

(C) 随时审查博沃瓦纳的局势，同各会员国、

区域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各专门机构和有关国际

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并将博茨瓦纳特别经济援助

方案的现况，向一九八0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二届

常会报告；

(d) 作出安排，及时审查博茨瓦纳的经济情况，

以及制订和执行博茨瓦纳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进度，

以便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26. 向塞舌尔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 H 关千«给予殖民地

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的第 3421 (XXX) 号

决议，其中促请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

向新近独立的新兴国家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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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顾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31/156

号决议，其中促请所有各国政府，特别足发达国家政

府在它们的援助方案范围内，支持执行h利于发展中

岛屿国家的具体行动，和一儿七七年 1勹月十九日第

32/185 号决议，其中促请联合国系统内所有组织在其

各自的职权范围内，执行打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适

当的具体行动，

又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32/101 号

决议，其中要求秘书长发动国际礼会为塞舌尔提供财

政、技术和经济援助，

井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3/129 号

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赞同向塞舌尔提供的经济援

助方案，

注意到发展规划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为了塞舌尔

申请列入最不发达国家名单，建议应在本十年所剩余

的期间援助塞舌尔，并须为塞舌尔所遭遇的特别困难

和动乱采取特别措施，的

审查了秘书长一九七八年六月飞十八 H 的报

告氮其中附有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32/ l 01 号决议的规

定派往塞舌尔的特派团所提出的报告，

对塞舌尔经济结构继续呈现不平衡，过度依赖旅

游业，以及该国高度依赖进口表示关切，

考虑到塞舌尔人口和地理具有不利的特征－~人

口稀少、岛屿分散、地理位罚偏僻一对发展构成特

殊问题，

注意到如果没有良好的运输和通讯联系，任何发

展都会很困难，

注意到特派团同该国政府协商后所指出迫切需要

的或须加快执行的各项目，秘

又审查了秘书长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五日的报

告＠，其中附有依照大会第 33/129 号决议所要求的调

查塞舌尔援助情况的特派团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 'J~会止式记朵，一九七八什，补编第 6

号》(E/1978/46 和 Corr. 1) ，第 99 段。

®A/33/139 。

＠同上，附件，切四趴

@A/34/373 。

1. 对秘书长为制订国际经济援助寒舌尔方案而

采取的措施，表示赞赏；

2. 完全支持秘书长报告中所载的评价和建议，

并提请国际补会注必这此报们中指出的各项 II 和方案

所需的援助；

3. 请国际补会注意到寒舌尔足－个人口稀少的

发展中岛屿国家，所面对的特殊发展问题；

1 . 要求各会员因，根据发展规划委员会的建议，

并依照大会以前的各坝决议，竹为优先＇l上项给予寒舌

尔以特别援助和利益，并特别考），归根据最新数据早 H

将寒舌尔列入根据联合国笱 个发展十仆所拟的最小

发达国家新名单；

5. 再度呼吁各会员国、区域和区域间组织以及

其他政府间机构向寒舌尔提供财政、物资和技术援助，

以使该国能够建立其人民福利所不可少的补会和经济

基础结构；

6.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咒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小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促请其理市机构注意塞舌尔的特别需要，以便

审议，并在J九八＇，年八月十 11: R 以前将这此机构的

决定向秘书长提出报店；

7. 再次促请国际社会注意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32/101 号决议为使利把捐款拨付寒舌尔而在联合国

总部设炽的特别帐户；

8. 请联合国系统的有关组织和计划署维持并增

加它们目前和今后援助塞舌尔的方案，且同秘书长密

切合作制定一个有效的国际援助方案，并就它们为援

助该国所采取的步骤和提供的资源，定期向秘书长捉

出报告；

9. 请秘书长

Ca) 继续努力调动必要的资源，以便执行一项

向寒舌尔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资援助的有效方案；

(b) 同塞舌尔政府商讨召开一次捐助国会议的

问题，并在这方面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经济委

员会和世界银行的努力取得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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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保证作出适当的财政和预符安排，以便继

续举办对塞舌尔的国际援助方案并推动这种援助；

(d) 经常检查塞舌尔的情况，同各会员国、各

区域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各专门机构和有关的国

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并将寒舌尔特别经济援助

方案的现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八0年第二届

常会提出报告；

(e) 作出安排，及时审查塞舌尔的经济状况，

以及制定和执行对该国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进度，以

便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27. 向科摩罗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顺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H 第 31/42 号决议，

其中紧急呼吁国际社会以有效而持续的方式援助科摩

罗，使它能成功地应付由于新独立国家所遭受的经济

困难而产生的危急情况，

并回顺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31/ 156 

号决议，其中促请所有国家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政

府，在它们的援助方案范围内，支持执行有利于发展

中岛屿国家而设想的具体行动；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十九日第 32/185 号决议，其中促请联合国系统内所有

组织在其各自的职权范围内，执行有利于发展中岛屿

国家的适当的具体行动，

又回顺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2/92 号决

议，其中认可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秘书长的报

告＠附件所载的联合国科摩罗特派团作出的评价和建

议，以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3/123 号决

议，其中呼吁各会员国、各区域和区域间组织向科摩

罗提供有效的持续的财政、物质和技术援助，帮助它

克服财政和经济困难，使特派团的报告内所指出的项

目和方案得以执行，

@A/32/208/ Add, 1 和 2 。

注意到科摩罗作为·个发展中岛屿国家和作为

个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特殊问题，

注意到科摩罗政府对于行政改组，整顿国背企业，

以及采用有效的预竹和会计程斤和管制等问题所给予

的优先地位，

井注意到科摩罗面临严币的预符和国际收支 111]

题，

审查了秘书长一九七八年七月七日的报告©,其

中附有特派团所建议的关千向科序罗提供特别经济援

助的方案的进度报告，

又审查了秘书长一儿七九年七月十二 H 的报

告固，其中附有他依照大会第 33/123 号决议派往科序

罗的审查特派团的报告，

注意到经济及补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八月二 H 第

1978/49 号决议，其中理事会呼吁国际社会慷慨响应，

继续援助科摩罗执行它的短期和长期发展方案，

1. 对秘书长为推动对科序罗的援助所采取的步

骤，表示感谢；

2. 满意地注意到各会员国和各组织响应大会和

秘书长要求援助的呼吁，对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秘

书长报告邑附件中指出的各个项目所需的全部或部分

经费提供援助；

3. 但仍关切地注意到迄今为止所提供的援助还

不能满足该国的迫切需要，仍然迫切地需要大量援助

来执行一九七七什十一月飞日秘书长报告附件所指出

的项目；

4. 再次呼吁各会员国、各区域和区域间组织以

及其他政府间机构向科摩罗提供有效和持续的财政、

物质和技术援助，帮助它克服财政和经济困难，特别

是预算和国际收支的逆差问题；

5. 促请各会员国作出特别考虑，将科摩罗列入

它们的双边发展援助方案，对于已执行的援助科摩罗

方案的国家，要尽可能扩大这些方案；

弱 A/33/170 。

@A/34/361 和(、orr. 1, 月参石 A/34/5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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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界联合国儿范基金会、

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牛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促请其理市机构注意科序罗的特别盂要，以便

审议，并在一九八勹年八月十 li 日以前将各理书机构

的决定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7. 再次促请国际补会注意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32/92 号决议为便利把捐款拨付科序罗而{-(_．联合国总

部设立的特别帐户；

8. 请联合国系统内各行关组织和计划肾维持并

增加目前和今后援助科摩罗的方案，且同秘书长密切

合作，制定一个有效的国际援助方案，并就它们为援

助该国所采取的步骤和提供的资源，定期向秘书长提

出报告；

9. 又请秘书长：

( a) 继续努力，调动必要的资源，以便执行一

项向科摩罗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的有效方案；

(b) 同科摩罗政府研究什开一次抇助国会议的

问题，并在这方面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经济委

员会和世界银行的努力取得协调；

(C) 保证作出适当的财政和预符安排，以便继

续举办对科摩罗的国际援助方案并推动这种援助；

(d) 经常审查科摩罗的情况，同各会员国、各

区域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各专门机构和有关的国

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并将科摩罗特别经济援助

方案的现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儿八0年第二届

常会提出报告；

(e) 作出安排，及时审查科摩罗的经济情况，

以及制定和执行对该国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进度，以

便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28. 向赞比亚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顾联合国以前为援助赞比亚问题所通过的各项

决议，特别是安个理书会一九七勹年飞月十日第 329

(1973) 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礼会理事会一九七六年八

月- •. fl 第 2012(LXI) 号和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六 H

第 2093 cLXIlI) 号决议，其中均赞扬赞比亚政府于一

儿六八年决定遴照一九六八年丘月二十九日安全理市

会第 253(1968) 号决议，逐步执行联合国对南罗得西

亚的强制性制裁，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八月二日第

1978/46 号决议，其中理事会表示赞同一九七八年七

月五日秘书长的报告附件中所载的评价和建议，＠

井回顾大会·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3/131

号决议，其中大会极力支持安全理市会和秘书长为向

赞比亚提供国际援助而发出的呼吁，

认识到赞比亚政府决定对南罗得西亚非法种族 l.

义政权施行制裁，因而不仅引起 l＼接费用，而 Il．招致

紧急措施的费用，同时更囚移用国家正常发展方面的

h限财力和人力资 i原而蒙受种种损失，

审查了秘书长一九七九年八月飞十 H 的报告也

其中附有秘书长派往赞比亚的检杳援助情况特派团的

报告，

注意到赞比亚目前经济危急情况是该国实施制裁

和不断受到南罗得西亚军队攻击和入侵所造成的，

还注意到运输和贸易方面的遭受破坏和改变方

针，使赞比业的发展方案遇到严币困难，并因此产'l

了各种复杂问题，

又注意到津巴布韦难民的涌进给赞比亚的经济捎

来了更大的负担，因此确认打必要为难民提供更多的

人道仁义援助，

感到遗憾的是安全理 1i 会－儿六八年 /1．月二十九

ll 第 253(1968) 号、一九七已年一；月十八 H 第 277

(1970) 号和一九七二年三月十日第 329(]973) 号决议

要求提供援助，使赞比亚摆脱其对南方的依赖，但国

际社会迄今为止向赞比亚提供的援助数星与该国所＇，祈

的费用并不相称，

勃 E/ l978/1 l I 。

@Al34/407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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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赞比亚政府为其未来的发展战略制定的广

泛方针，其中包括农业、制造和采矿方案，以及经政

府指定需要国际援助的长期发展项目和计划，

注意到赞比亚需要资源，以克服目前经济问题和

顺利执行针对该国长期发展目标的一项安定方案，

认识到一九八0年年底前个．少盂要 8 亿美元的额

外援助，以便支付必要的进口品费用，大星减少未佚

付的欠款，增加外汇储备到可运用的数额，并开始长

期的经济重建工作，

还认识到赞比亚迫切需要国际援助，以便为其对

外的进出口路线建立充分运输能力，

1. 赞同一九七九年八月 -::+H 秘书长报告附件

中提出的评价和建议；

2. 感谢各国、各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向赞比亚

提供的援助；

3. 对已提供的援助远不足应付赞比亚的需要，

深褒关切；

4. 提请国际社会注意秘书长报告＠附件里所指

出的赞比亚迫切需要额外财政、经济和物质援助，并

请国际社会注意运输方面特别需要立即提供援助；

5. 要求各会员国，各区域和区域间组织及其他

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尽可能以赠与方式向赞比亚提供

财政、物质和技术援助，并敦促它们如尚未将赞比亚列

入其发展援助方案，则特别考虑及早将该国列入方案；

6. 井妻求那些已经执行或正在商订援助赞比亚

方案的各会员国和组织尽可能加强这些方案；

7. 提请国际社会注意秘书长为代收援助赞比亚

的捐款而在联合国特别经济援助方案信托基金下设立

的帐户，并促请各会员国和各国际金融机构向该帐户

慷慨捐献；

8. 请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组织和计划署，特别

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

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维持和增加它们目前和

今后援助赞比亚的方案，使赞比亚能继续不断地执行

其所规划的发展项目，并同秘书长密切合作，制定一

个有效的国际援助方案；

9. 又请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构和打关组织就

它们为援助赞比亚所采取的步骤和提供的资源，定期

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10. 请联合国斤发计划咒、联合国儿音基金会、

世界粮食计划羽、肚界1J生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和国向、农业发

展基金促请其理书机构注意赞比亚的特别盂仪，并{1

九八:_)年八月十 Ji:11 以前将这此机构的决定向秘书

长提出报们；

11. 请联合国难民'µ务，为级专员继续为赞比亚

境内难民办理人道＿i. 义援助方案，并促请会员国和国

际补会尽速向他提供必要资源，以执行这此方案；

12. 鉴于赞比亚经济和财政的严重情况，请安全

理书会根据《联合国宪 I,；们第七农第四十儿和几十条审

杳赞比亚的局势，以使建议采取其他措施，来援助赞

比亚；

13. 请秘书长：

(a) 继续努力调动必要资源，以便执行一项向

赞比亚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的有效方案；

(b) 保证作出适当的财政和预符安排，以便继

续举办对赞比亚的国际援助方案并推动这种援助；

(C) 经常检查赞比亚的情况，同各会员国、各

区域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各专门机构和有关的国

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并将赞比亚特别经济援助

方案的现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八0年第二届常

会提出报告；

(d) 作出安排，及时审查赞比亚的经济状况，

以及制定和执行对该国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进度，以

便大会第飞十五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29. 向莫桑比克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顾莫桑比克政府遵照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八年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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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十九日第 253 Cl 968) 号决议，对南罗得西亚的非

法政权执行强制性制裁的决定，

认识到莫桑比克由于执行其对南罗得西亚实施制

裁并封锁其边境的决定而在经济上作出重大的牺牲，

关注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非法政权对莫桑比克的

不断侵略行为，

深切关心地注意到秘书长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六日

报告面附件所指出的牛命丧失和质要基础结构诸如公

路、铁路、桥梁、石油设备、电力供应．学校和医院

遭受到的破坏，以及莫桑比克政府代表发言中面所指

出的编写该报告后又蒙受的广泛损失和破坏，

考虑到发展规划委员会建议在«联合国第二个发

展十年乃结束以前现有的最不发达国家名单应继续有

效；又考虑到«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至今尚未达成协议，

回顾安全理事入 九L云＿＿土 ？六年二．月十七 H 第 386

Cl976) 号决议，其中呼吁所有国家立刻向莫桑比克提

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并请秘书长协同联合国系

统的有关组织，立即作出这种安排，使莫桑比克能够

正常地执行其经济发展方案和加强其充分执行联合国

强制性制裁的能力，

进一步回顾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第 31/43 号

决议、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2/95 号决议和一

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3/126 号决议，其中大会要

求国际社会作出响应，向莫桑比克提供有效和慷慨的

援助，

审查了秘书长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六日的报告，其

中附有他派往莫桑比克的调查团的报告，

关切地注意到莫桑比克的经济、财政情况仍然严

重，预算和国际收支赤字更造成重重的困难如果国际

间不增加援助，莫桑比克政府就必须削减其为执行发

展方案并恢复制裁前工业生产水平所不可缺少的主要

进口物品，

认识到一九七九年的早灾严重影响该国政府的农

@A/34/377 。

趴大会正式记录，釬Y二十四屈会议，全体会议»,坑二1

丘次会议，第 178 - 295 段。

业方案，尽管国际间对这个自然灾害作出反应，但粮

食方面仍然需要外来援助，

考虑到莫桑比克继续为越来越多的、仍然易受南

罗得西亚非法种族主义政权军队攻击和骚扰的难民提

供庇护，并注意到有必要为这些难民提供更多的国际

援助，

1. 坚决支持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要求向莫桑比

克提供国际援助的呼吁；

2. 完全赞同秘书长报告附件中所载的看法和各

项主要建议；＠

3. 对秘书长为安排莫桑比克国际经济援助方案

而采取的措施，表示赞赏；

4. 对各国以及区域和国际组织迄今为止向莫桑

比克提供的援助也亵示赞赏；

5. 但对截至目前止所提供的全部援助远不足以

应付莫桑比克的儒要，感到遗憾；

6. 敦促国际社会注意秘书长报告附件中所指出

的莫桑比克迫切需要的额外财政、经济和物质援助；

7. 妻求各会员国、区域和区域间组织以及其他

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尽可能以赠款方式，向莫桑比

克提供财政、物质和技术援助，并敦促它们如尚未将

莫桑比克列入其发展援助方案，特别考虑将该国早日

列入是项方案；

8. 敦促已在执行援助莫桑比克方案或正在为援

助莫桑比克方案进行协商的会员国和组织尽可能加强

这些方案，

9. 敦促国际社会注意秘书长为便利把捐款转交

莫桑比克所设立的特别帐户，井敦促各会员国和国际

金融机构慷慨地向该帐户提供捐款；

10. 请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组织和计划署，特别

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
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维持和增加其目前和今后援助莫

桑比克的方案，并同秘书长密切合作，制定一个有效

的国际援助方案；

]]. 请所有国家鉴千莫桑比克经济情况困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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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中最不发达国家所享有的同等待遇给予莫

桑比克；

12. 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继续其对莫桑

比克境内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方案，并敦促国际社会

迅速向他提供必要手段以执行这些方案；

13. 进一步请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专门机构和

其他组织就它们为援助莫桑比克所采取的措施和提供

的资源，定期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14.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敦促

其理事机构注意莫桑比克的特别需要，以便审议，并

在一九八0年八月十五日以前将这些机构的决定向秘

书长提出报告；

15. 请秘书长：

(a) 继续努力，调动必要的资源，以便执行一

项向莫桑比克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的有效方

案；

( b) 继续保证作出适当的财政和预算安排，以

便调动资源并协调对莫桑比克的国际援助；

(C) 经常检查莫桑比克的情况，同各会员国、

各区域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各专门机构以及国际

金融机构和其他有关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并将莫桑

比克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现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

九八0年第二届常会提出报告；

(d) 作出安排，及时审查莫桑比克的经济状

况，以及制定和执行对该国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进度，

以便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30. 向莱索托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顾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

4020976)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理事会表示关

切南非为强迫莱索托承认特兰斯凯班图斯坦而关闭南

非与莱索托间的若干边境站所引起的严重局势，

赞扬莱索托政府依照联合国的各项决定，特别是

人会一儿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第 31/6A 号决议，决定

不承认特竺斯凯，

充分了解由于莱索托政府决定不承认特兰斯凯，

己对该国人民施加了一项特殊的经济负担，

热烈赞同安令理事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勹十二日

第 402(]976)号决议和一儿七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第

1107 (1977) 号决议、大会一儿七七年十二月十兰日第

32/98 和一儿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3/128 号决议，

以及秘书长向各国各区域和政府间组织及联合国系统

各有关机构发出呼吁，请它们向国际援助方案提供慷

慨捐助，使莱索托能够进行其经济发展并加强其充分

执行联合国决议的能力，

审查了秘书长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的报

告，画其中附有秘书长依照大会第 33/128 号决议，派

往莱索托检查经济状况和执行莱索托特别经济援助方

案的进度的特派团报告，

注意到该国政府把争取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特

别是粮食和能源生产方面的自给自足，列为优先事项，

从而减少莱索托对南非的依赖，

认识到莱索托由于受到对南非禁运的影响而须付

极高价格购买石油的事实，

认识到，就此项禁运来说，国际社会有义务帮助

象莱索托这样以行动支持«联合国宪章》和依从大会决

议的国家，

回顾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关于非洲运输

和通信十年的第 32/160 号决议，并且，在这方面，注

意到莱索托的地理政治状况使其必须立即发展非洲邻

邦及世界其他各地的空中和电信联系，

考虑到莱索托为了该国的计划性社会和经济发

展，也为了减少对南非交通网的依赖，需要有一个全

国性公路网，以便能够到达该国因南非实行旅行限制

而受影响的各个地区，

@«安全理飞扦会正式记求，弟 >I 四什， ·儿 L 儿什七月、

八月和儿月份补编沁 S/13485 号义 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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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莱索托因有大批年轻力壮男十什南非就业

而引起的特殊问题，

欢迎最近莱索托政府决定创立一个令国性的妇女

组织，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促进农村地区人民的发展

为目标，

又注意到莱索托政府的优先'h项，包括制定一个

应急计划以处理自南非归来的移民L人投入本国经济

体系的问题，

又考虑到莱索托作为一个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和受影响最严重的内陆国家的地位，

回顾特别是其第 32/98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

外，认识到从南非不断涌入的难民对莱索托形成了额

外的负担，

]. 衰示关切莱索托政府因决定不承认所谓独立

的特兰斯凯而面临的困难；

2. 完全赞同一儿七九年八月二十二 H 秘书长的

报告附件中为处理这种情势而提出的看法和建议；画

3. 注意到秘书长报告中所述的莱索托的需要：

实施其发展计划的剩余部分，执行该区域在目前政治

情势下必需执行的项目，和减少其对南非的依赖；

4. 衰示赞赏秘书长已采取措施为莱索托制订一

个国际经济援助方案；

5, 赞赏地注意到国际社会迄今为止，对莱索托

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响应，已使该方案中的某些部分

得以执行；

6. 再次呼吁各会员国，各区域和区域间组织及

其他政府间机构向莱索托提供财政、物质和技术援助，
以执行秘书长报告中所列的项目和方案；

7. 妻求各会员国及各有关机构、组织和金融机

构向莱索托提供援助，使它能在粮食生产方面取得较

大程度的自给自足；

8. 还戛求各会员国向莱索托提供一切可能援助

以保证该国的石油需要获得足够和经常的供应；

9. 进一步要求各会员国援助莱索托发展其国内

公路和航空系统以及其与世界各地的空中交通；

10. 赞扬莱索托政府作出努力，使妇女更充分地

参与发展工作；并请秘书长同莱索托政府进行协商，以

便议定为达成这个目标而盂要的援助的种类和数量；

11. 注意到一儿L九年十一月五日至九 l] 在莱

索托举行的捐助者会议，并请各会员国和有关机构及

组织，依照该次会议的结果向莱索托提供援助；

12. 促请国标礼会注，总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

第 407(1977) 号决议仆联合国总部设立特别帐户，以

便利向莱索托转送捐款；

13.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促请其理事机构注意莱索托的特别需要以便审

议，并千一九八0年八月十五 H 以前将这些机构的决

定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14 , 请联合国系统有关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

同秘书长密切合竹制定一个有效的国际援助莱索托方

案，并就它们为援助该国所采取的步骤和提供的资源

定期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15. 请秘书长：

( a) 继续努力，调动必要的资源，以便执行一

项向莱索托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的有效方案；

(b) 同莱索托政府商讨自南非归来的移民工人

的问题，并就该国政府为了建立劳工密集项目，将移

民工人纳入经济体系而需求的各种援助，提出报告；

(C) 保证作出适当的财政和预n安排，以便继

续举办对莱索托的国际援助方案并推动这种援助；

(d) 经常审查莱索托的情况，同各会员国、各

区域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各专门机构和打关国际金融
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并将莱索托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

现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八0年第二届常会提出

报告；

(e) 作出安排，及时审查莱索托的经济状况以

及制定和执行对该国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进度，以便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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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31. 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t-- H 第 31/]87 号

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表示十分关切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因完全没有发展所需的基本设施，而面对严重

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并紧急呼吁国标礼会援助圣多美

和普林西比政府，使它能建立发展方面所必需的社会

和经济的基本设施，

再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_:H 第 32/96 号和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3/125 号决议，其中再次

吁请国际社会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提供财政、物资和

技术援助，

又回顾在其第 33/125 号决议中大会注意到发展

规划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建议在本十年所剩余的期间

援助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并须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所

遭遇的特别困难和动乱采取特别措施，也

铭记着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31/156号

决议，其中促请所有国家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

通过它们的援助方案，支持执行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

家的具体行动，及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2/

185 号决议，并促请联合国系统内所有组织在其各自

的职权范围内，执行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适当的

具体行动，

认识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受

到卫生、教育和住房设施等不足的严重妨碍，也受到

运输方面基本设施不足的严重妨碍，因此立即改进这

些部门是该国今后进展的先决条件，

注意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政府当前的发展优先项

目，主要是农牧业、渔业、制造业、矿业、运输业和

其他基本设施，以及教育、培训、卫生和住房，

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有关«非洲运输

和通讯十年»的第 32/160 号和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

日第 33/197 号决议，

＠参看《经济及补会理 'li会正式记求，一儿 L八什，补编
第 6 号》(E/1978/46 和 Corr.1) ，第 99 段。

注意到在这方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为改善其间

空、陆运输的基本设施，布要h大屈的国际援助，

又注意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政府要求联合国 Jf 发

计划署指派一名占任代表驻在该国，以便更h效地眢

理联合国的援助方案并帮助协调其他发展方案及项

l l, 

审查了秘书长－儿七儿年八月六 l1 的报告，＠其

中附 h他什年初根据大会第 33/125 号决议派往圣多

美和普林西比的特派团的报们，

认识到该国经济囚主要依赖单－三｛个物出口而衰弱

不堪，而一九七八年的长期干早又造成可可出口星的

大幅度下降，

关切地注意到出口下降和进口品价格的！．涨将会

造成一九七九年贸易的巨额逆差，而一九七八年的投

资方案尚未为到资金，

关切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所提到的项 H 和方

案，大部分尚未为到资金，

对千访问该团的特派团的结论认为除非国际援助

大屋增加，否则该国政府尤力为措发展方案资金一

＇µ，也衰关切，

还关切到该群岛的粮食产掀因近来干早和非洲猪

船突然蔓延而严重下降，因此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O

年初需要进口更多的粮食，

1. 对于秘书长为支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所采取

的步骤，褒示赞赏；

2. 完全赞同秘书长报告＠附件中所载的评价和

建议；

3. 对各会员国和国际组织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提供粮食和发展援助，衰示赞赏；

4. 再次吁请各会员国、区域和区域间组织以及

其他政府间机构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提供财政、物资

和技术援助，以便执行在秘书长报告中列明的各个项

目和方案，并使该国政府能够开展有效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方案，

画 A/34/3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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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蔓求各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方案，

在发展规划委员会审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情况以

前，在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其余时间对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采取特别措施；

6.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要求发展规划委员会优

先审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情况，并根据最新的统计

资料，考虑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列入在第二个发展十

年范畴内拟定的最不发达国家新名单；

7. 迫切吁请国际补会响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粮

食援助的紧急需要；

8. 促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其他有关的联合

国组织和专门机构积极响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政府提

出的各项技术援助要求，以便协助拟订发展项目和执

行发展方案；

9.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促请其理事机构注意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特别

需要以便审议，并在一九八0年八月十五 H 以前将这

些机构的决定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 0. 请联合国系统中有关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

织就它们援助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所采取的步骤和提供

的资源，定期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11. 请国际社会注意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32/96

号决议为便利把捐款转交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而设立的

特别帐户；

12. 要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优先考虑指派

一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专任代表驻在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

13. 请秘书长：

(a) 继续努力调动必要的资源，以便执行一项

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资援助的有

效方案；

(b) 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政府商讨召开一次捐

助国会议的问题，并在这方面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非洲经济委员会和世界银行的努力取得协调；

(C) 保证作出适节的财政和预算安排，以便继

续举办对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国际援助方案并推动这

种援助；

(d) 经常检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局势，同各

成员国、各区域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各专门机构

和有关的国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并将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现况，向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一九八0年第二届常会提出报告；

(e) 作出安排，及时检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的经济状况，以及制订和执行对该国特别经济援助

方案的进度，以便大会第飞十五届会议审议这个问

题。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32. 向汤加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关于给予殖民地国

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的第3421(XXX) 号决议，

其中促请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向新近

独立的新兴国家提供援助，

又回顾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31/156号

决议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2/185 号决议，其

中分别促请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它

们的援助方案中，支持执行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

具体行动，还促请联合国系统的所有组织在其各自的

职权范围内执行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适当的具体

行动，

进一步回顾其关于向汤加提供援助的一九七七年

十二月十三日第 32194 号决议，

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八月三日第

1978/58 号决议，

进一步回顾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至六月三日在马

尼拉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会议针对与

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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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于汤加的经济情况的一九L九年六月－：日第 111

(V) 号和第 117(V) 号决议，邮

考虑到发展规划委员会曾经建议目前的最不发达

国家名单应在第二个联合国发展十年结束之前保持不

变，又考虑到第三个联合国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

尚未达成协议，

注意到发展规划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应汤加申请

列入最不发达国家而建议fl本十年所剩余的期间内援

助汤加，并须为汤加所遭遇的特别困难和动乱，采取

特别措施，画

对该国经济结构仍然不能、r衡，特别是该国过分

依靠进口，亵示关切，

考虑到汤加不利的人口和地理特征一面积不

广，人口稀少，所处位置偏僻一一追成特别的发展问

题，

注意到，如尤良好的交通和通讯联系，便难有任

何发展，

1. 促请国际社会注意汤加，一个入口稀少的发

展中岛屿国家，面对的特殊问题；

2. 要求会员国参照发展规划委员会的建议，按

照上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贸发会议的决议，考虑在

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所剩余的期间内向汤加提供给

予最不发达国家的特别援助和优待，并特别考虑尽早

将汤加列入它们的发展援助方案内；

3.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要求发展规划委员会按

照最新统计资料，将汤加列在第－：个发展十年范畴内

拟定的最不发达国家新名单上；

4. 呼吁各会员国，区域和区域间组织及其他政

府间机构向汤加提供财政，物质和技术援助，使它打

能力建立人民福利所必需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结构；

5.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

邸参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会议记永，布 /1. I叶会

议》，第一卷，«报告和附f|》（联合 1付出版物，出 1l，品编 3:

E.79.II.D.14) ，第一部分， A 节。 ' 

豁参石《经济及礼会卫11,J亿会正式记求， 儿 L八什，补编

第 6 ~J»(E/1978/ 46 和 Corr.1) ，奶 99 段。

界粮食计划署、世界 lJ占生组织、联合国］：业发展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寸V组织、 1廿界银行和国标农业发展基

金捉请它们的理＇l+机构让必汤加的特殊盂牧，以便审

议，并在一儿八＼、年八月 1]五 l1 以前将这此机构的决

定向秘书长提出报们；

6. 请联合国系统的有关组织和计划咒维持和增

加现有及今后援助汤加的方案，并 Lj 秘书长密切合什，

制定一个有效的国际援助方案，并就它们为援助该国

所采取的步骤和提供的资枙，定期向秘书长提出报

八'·1 1, 

7. 请秘书长：

( a) 调动必要的资源，执行向汤加提供财政、技

术和物质援助的 h效方案；

(b) 在联合国特别经济援助方案信托基金下设

I、I．．一个特别帐户，以便向汤加输送捐款，并促请会员

国向该帐户慷慨捐助；

(C) 保证作出适当的财政和预算安排，以便继

续举办对汤加的国际援助方案，并推动这种援助；

( d) 继续审查汤加的情况，同各会员国、各区

域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各专门机构和有关的国际

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并将对汤加特别经济援助方

案的现况向经济及计会理事会一九八0年第二届常会

提出报告；

(e) 及时作出安排，审查汤加的经济状况，以

及制定和执行的对该国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进度，以

便大会第．：十五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33. 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 H 第 3236

(XXIX)号和第 3237CXXIX)号决议，和一九七八年

十二月二十日第33/147号决议，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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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1978(LIX) 号决议，一九七六年八月四日第 2026

(LXI)号决议和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第 2100 (LXIII) 

号决议，

考虑到秘书长关千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的报

告，＠

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六届会议

的报告＠及该署署长的反应，徊

1. 清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和该署

理事会针对大会第33/147号决议采取的行动；

2. 赞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一九七九年六

月二十六日关于执行大会第 33/147号决议的第 79/18

号决定；台

3. 促请联合国系统的有关机构、组织、机关和

计划署采取必要步骤，充分执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26CLXI)号和第2100CLXIII) 号决议；

4. 请秘书长就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向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和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34. 世界旅游组织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32/157号和一

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第33/122号关于世界旅游组织

的决议，

满意地注意到由世界旅游组织所编制并附在秘书

长就大会第33/122号决议所作的一项说明之下散发的

报告，＠

注意到世界旅游组织在旅游方面所完成的工作和

®E/1979/61 和 Add.I 和 2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求，一九L九年，补编第 10

号》(E/1979/40 和 Corr.I) 。

匾同上，第 111 段。

舍同上，《补编第 10 号}(E/1979/40 和 Corr.I) ，第二十一

章， D节。

®E/1979/99 。

它什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是特别为了发展中国

家的利益在促进旅游业方面的业务活动，

诵认世界旅游组织按照其章程画在旅游业方面的

方案和活动，有助千促进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

助千国际间的了解、和平与进步，

又注意到世界旅游组织将于一九八0年九月在马

尼拉召开世界旅游会议，研究旅游业过去和现在的趋

势，以便确定其未来发展、规划和促进工作的准则，

使各国能够据以拟订旅游业的发展战略，

1. 请世界旅游组织考虑到其在旅游业方面所负

的决定性中心任务，按照其章程所订目标，通过更密

切的国际合作，继续努力，谋求旅游业，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和促进；

2. 敦促各国对世界旅游组织将于一九八0年在

芍尼拉举行的世界旅游会议的筹备工作，给予适当的

注意和合作，并确保尽可能派遣最高级代表出席会议，

以期达成最有效的成果，特别是促进和加强发展中国

家的旅游业，使这此国家均能公允而平等地分享国际

旅游业的利益；

3. 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再次邀请尚未成为世界旅

游组织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考虑加入该组织；

4. 请联合国秘书长与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合

作，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一九八0年世界旅游

会议的报告和建议。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35. 对黎巴嫩的重建和发展提供援

助

大会，

重申其一儿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关千援助黎巴嫩

重建和发展的第33/146号决议，

审议了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秘书长的报

告，＠

画 E/4955, 附件。

画 A/34/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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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己任命协调专员一人， 1. 强调所有领上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国家和

协助黎巴嫩政府评价、规划和分期运用援助，并确保 人民有权对它们的自然资撒和所 11其他资源、财富和

按照黎巴嫩的需要予以执行； 经济活动卓有充分和h效的永久主权和控制；

2. 请秘书长继续努力，充分执行大会第33/]46 2. 重申以色列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所采取的

号决议； 开发利用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所有其他资源、财富

3. 又请秘书长就执行本决议取得的进展，向经 及经济活动的一切措施都足非法的，并要求以色列；／

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八0年第一届常会和大会第三十． 即停止所打这－类的措施；

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3. 进一步重申遭受以色列侵略和占领的阿拉伯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国家和人民对其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所有其他资源、

笫－O四次全体会议 财富和经济活动被开发利用，受到的耗竭、损失和破

34/136. 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内国家资源

的永久主权

大会，

考虑到国际法的有关原则和国际公约及规章，特

别是一九0七年的第四项海牙公约面和一九四九年八

月十二日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画中关千占领国义务和

责任的各项规定，

回顾以往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各项决

议，特别是其中关于坚决支持各发展中国家和那些在

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支配下和在外国占领下领土的人

民为了重新取得对它们的自然资源和所有其他资源、

财富和经济活动的有效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的规定，

考虑到其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宣言汀叭行动纲领》的第 3201 CS-VI) 号和

第 3202(S-VI)号决议，以及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

日载有«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1 C:XXIX)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

又回顾其关于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内国家资源永久

主权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七 H 第 3175 CXXVIII) 号

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 H 第 3336(XXIX) 号决

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516CXXX) 号决议、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31/186号决议和一九七

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2/161 号决议，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询牙公约和社心 1899 -·19on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补，一丿L-J1年），第 100 贝。

＠联合国： «条约汇编»,第75 卷，釬~ 973 号，第 287 贞。

坏，有权获得归还和取得充分赔偿，并要求以色列满

足它们提出的合理赔偿要求；

4. 要求所有国家支持并协助阿拉伯国家和人民

行使它们的上述权利；

5. 要求所有国家、国际组织、专门机构、投资

公司和所有其他机构对千以色列为了开发这些被占领

领上的资源或为了改变这些领土内的人口组成或地理

性特性或体制结构而采取的任何措施，不予承认或合

作，也不以任何方式给予协助；

6. 请秘书长编制并提交大会第三十几届会议－·

项报告，这个报告要考虑到大会第32/]61号决议第 2

段的各项规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37. 公共部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

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四日载有《联合国第

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第 2626 (XXV) 号决

议、一九七四年五月－ H 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宜言》和«行动纲领》的第 3201CS-VI) 和 3202

(S-V1)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有«各国经

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1 (XXIX) 号决议和一九

七五年九月十六 H 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3362

CS- VII) 号决议，



.. 

五． 根据第二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157 

又回顾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第 3335

(XXIX) 号、一九七五年卜刀j 十三 fl 第3,188CXXX)

号、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 H 第 32/179 号和一九七八

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33/144 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一九七八年八月三 H 第 1978/60 号和一九七九年

七月三十一日第 1979/48 号决议，

考虑到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二 H 至二十六 H 在利马

举行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二次大会通过的«关于

工业发展与合作的利马宣言和行动计划沁画的有关规

定，其中除了别的以外，确认在扩充发展中国家的工

业发展方面必须确保公共部门的适当作用，

注意到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至九日在哈瓦那举行

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所通过的《经济

宣言叶的有关规定，徊

强调必须对公共部门的各方面进行更详尽的研

究，以便扩大交流有关公共部门所起作用的经验，特

别是扩大发展中国家间的此种交流，

回顾上述各项决议的有关规定，其中重申每一个

国家都有权利为其人民的福利而对其自然资源和经济

活动行使充分和永久主权，

铭记着每一个国家都有依照其人民意愿，不受外

力干涉，选择其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可剥夺主权权利，

1. 注意到秘书长关千公共部门在促进发展中国

家经济发展方面所起作用的报告；励

2. 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9/48 号决议；

3.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其他各主管组织，在

国家发展系统和优先秩序的范围内，斟酌情况对技术

合作项目，给予适当的考虑，以期加强公共部门的作

用和增进公共企业的绩效；

4. 请各区域委员会详细研究公共部门在促进各

该区域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特

别要注意到 32/179 号决议第 5 段所说的各点；

5. 请秘书长继续详细研究公共部门所起的作

等参看 A/10112, 第四节。

＠参看 A/34/542, 附件，第四节。

@E/1979/66 。

用，并通过经济及补会理书会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

提出详尽的报告，尤应特别注意下列各项：

(a) 公共部门在调动自然资源以促进社会和经

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仵用；

(b) 作为公共部门主要［具的公共企业所起的

仵用和增进其功效的方法；

(C) 如何在适节情况下加强公共部门及其体制

和管理的能力，仵为制订适当的国家和国际措施的可

能基础；

(d) 公共部门作为实行国家发展计划和建立杜

会和经济发展优先次序的工具所起的作用；

(e) 促进发展中国家间关于公共部门所起作用

的经验和资料的实际交换方法，例如是否可能举行讨

论会和出版各国在发展公共部门方面所获经验的手

册；

(f) 公共部门对经济活动其他部门所起的作

用；

6. 重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978/60 号决议，

其中除了别的以外，请各区域委员会和联合国系统其

他各有关组织，继续协助秘书长编制关于公共部门在

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所起作用的进一步研究

报告。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笫－O四次全体会议

34/183. 海洋污染

注意到船运油类和其它危险物质对海洋环境造成

的严重危险，

又注意到大地污染和废物沉渍对海洋污染的影

响，

回顾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特别为了加强海洋安

全、确保航行效率和保护海洋环境的目的，通过了一

系列全面的国际公约、建议、船舶来往分道办法和实

施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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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顾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在一九七八年又通过

了其他国际文书，为油轮安全和防止污染以及悔员的

训练、检定和监督，规定了详尽的标准，

考虑到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保全海洋环境

方面所取得的重要进展，

还铭记着国际劳工组织和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多

年来在海员的训练和检定事务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国

际劳工组织一九七六年有关商船必须遵守的最低标准

的公约，啦

对现行国际法规中确保航行安全的各种措施未获

所有国家严格遵守，裹示遗憾，

认为海洋环境的维护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目标，

]. 敦促各主管国际机构和组织，特别是政府间

海事协商组织，按照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就这种

问题已完成的工作，加速和加强它们有关防止污染和

确定污染责任的各项活动；

2. 要求«一九五四年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忱9

各缔约国充分履行该公约规定的义务，尤其是该公约

第六条所载列的义务；

3. 敦促所有国家，如果它们仍未批准各项旨在

保证更好地保护海洋环境和改善航行安全以及保证船

员受到训练和称职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应考虑是否

可能尽早批准这些公约和议定书；

4. 敦促所有国家合作，以便在不影响第三次联

合国海洋法会议与海洋污染有关的成果之下，贯彻有

效对抗海洋污染的各种实质措施；

5. 请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理

事会继续审议有关海洋污染的问题，并通过经济及礼

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

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笫－O七次全体会议

面国际芳工屈《正式公报»,;}＼六l卷，一九LL钉，从

刊 A, 第 1 号，第 147 号公约。

面联合囚：«条约扩编», ;~,; 327 心，弟 4714 另，关文本忱

4 页。

34/184. 向沙溃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关于联合国沙漠

化会议报告＠的第 32/172 号决议和一九七八年十二

月十五 H 关于«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飞＠的第

33/89 号决议，

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第七届会议工作报

告的有关部分以及该届会议对于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

措施所作的决定，包

还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

行动计划»的其他筹款措施和办法的报告，＠

强调«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迫切需要执

行，因为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沙漠化问题

极为严吭，而且大会到目前为止对沙漠化进行战斗所

能调动的资源仍属有限，

].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

H 为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讨是供资金开

立的特别帐户，并注意到这个帐户的自愿捐款性质；

2. 关切地注意到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

动计划》不仅缺少充分的财政资源，而且到目前为止进

展缓慢；

3. 又关切地注意到到目前为止各方尚未向特别

帐户捐款；

4. 促请各捐助国政府和金融组织向特别帐户慷

慨捐输，以便加速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

划沁

5. 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其作为执行《向沙漠

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的协调机构的职责范围内，同

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组织进行合作，褒示

赞赏

@A/CONF.7 4/36 。

雹 1,;JJ·., 钉\．中。

也参石《人会 II 式记水，罚＼ ：十四届会议，补编弟 25 勺》

(A/34/25) 。

@A/34/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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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促请各捐助国和h关组织积极参加沙漠化防

治协商小组的工作并支援通过协商小组向它们提出的

项目；

7. 请秘书长曲同联合国坏境规划理事会向大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该报告应以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执行主任召集的一个国际为集资金高级女家组所

编制的研究报告为根据，其中将论及：

(a) 联合国系统内各方1l摊派的经常预算和惯

用的预算外资源等筹资办法之外，就世界一级多边组

织筹资计划可能采取的新办法，提出的有关意见和建

议的清单；

(b) 一项财政计划和分析，说明防止进一步沙

漠化计划的构成部分和各项费用，并指出为实现制止

沙漠化蔓延的最低限度目标已经筹集的资金和可能需

要的额外资源；

(C) 动员国内资源的方法；

(d) 在减让性的基础上向各国政府和世界资本

市场贷款的可行性；

(e) 是否可以成立一个公共国际公司向各国和

各机构吸取投资，再以非商业性利率向适当的反沙漠

化项目提供资金；

(f) 鼓励各基金会积极参与向反沙漠化的培训

和研究方案提供资金的办法。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笫－O七次全体会议

34/185. 富塔贾隆高原的复原和整理

大会，

铭记着非洲统一组织同联合国广泛的合作，特别

是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合作，

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一

日第 1978/37 号决议的第二节，其中理事会强调联合

国各机构、其他国际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必须支持向沙漠化进行的战斗，

注意到一九七九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在蒙罗维亚

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三十三届常会通过

的决议画，该项决议是关于在向沙漠化战斗范围内对

富塔货隆高原进行全面生物整理的问题，

1. 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对富塔贾隆高原复

原和整理试验项 H 列入防治沙漠化方案的问题给予有

利的考虑；

2.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报告本决议

的执行情况。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笫－O七次全体会议

34/186. 环境领域内关于两个或两个以

上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源的合作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第 3201 (S- VI)号和

3202(S- VI)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其中确认每一国对

本国自然资源拥有完全的永久主权，并确认《联合国

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吵所规定的各国责任，即保证在其

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对其他国家的环境造成损

害，并合作制订关千这种损害的赔偿责任和补偿办法

的国际法，

回顾其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在环境领域

内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源的合作的

第 3129(XXVIII) 号决议，

又回顾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3281

(XXIX) 号决议所载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沁

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在一九七八年五月

十九日第 6 / 14 号决定也中，请大会通过按照理事会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第 44 (III) 号决定＠设立的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源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均参石 A/34/552, 附 f| ·，笱\ CM/Res.756(XXXIII) 另
决议。

妇联合 11、1 人类扑柲会议的报告，斯~德哥尔 ff'-, -·儿

L二年八月 1l. Il 全 l 六 H 只联合国出版物，出札品编另；
E. 73.II. A. 14 和史正），第一农。

＠参石《人会正式记求，第二十；屈会议，补编办 25 号》
(A/33/25) ，附什-. 0 

@JUNEP/GC. 6,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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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内所载关于环境领域内指导各国养护及和谐利

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源的行动守则草

案，包括解释性说明，

注意到秘书长按照大会－－儿七八年十二月十五 H

第 33/87 号决议的要求所提出的报告,@其中载有各

国政府对该守则草案的意见摘要，以及其他有关的重

要资料、建议和提议，

希望促进各国在制订关于养护及和谐利用两个或

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源的国际法方面进行有效的

合作，

承认各国以双边或区域方式提出具体解决方法的

权利，

忆及指导各国养护及和谐利用两个或两个以 l巾．国

家共有的自然资源的守则已经制订完毕，

1. 注意到环境规划理巾会第 H (Ill) 号决定按

照大会第 3129 CXXVIII) 号决议设立的两个或两个以

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源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提出的报告，

这份报告已经获得通过；

2. 注意到守则草案，作为养护及和谐利用两个

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源的指导方针和建议，但

不妨碍国际法已经承认的那此规则的约束力；

3. 请所有国家在拟订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

共有自然资源的双边或多边公约时，将这些守则看作

指导方针和建议，本着诚意和睦邻精神，加强而非损

害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利益；

4. 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就执行本决议的进

展情况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笫－O七次全体会议

34/187. 苏丹－萨赫勒地区内《向沙漠化

大会，

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的执行

情况

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第 32/170 号、

@A/34/577 和 Corr.1 。

儿七七年卜勹月 l- JL ll 第 32/172 号和－儿七八年,.

．．月十五 H 第 33/88 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书会

．儿七八年七月少．t － H 第 1978/37 号决议第二节，

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仆会一九七九年五月上

H 第 7 I 13 B 号决定岱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一

儿七儿年六月二t八 H 第 79/20 号决定，回

重申其对苏丹－萨赫勒地区内沙漠化特别严币，

因而产生持续存在的危急情况的关怀，这种情况不仅

妨碍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对居民的生活方

式也有特别不利的影响，

1.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关于苏

丹 萨赫勒区域内«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习执

行情况的报告翎和秘书长关于为苏丹－萨赫勒地区利

益而采取的措施的报告也

2. 赞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和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署长以迅速有效的协调方式建立 f 大会第

33/88 号决议所要求的联合行动机构；

3.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苏丹－萨赫勒办事处代

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帮助该地区各国政府执行«向沙

漠化进行战斗行动计划»所取得的进展；

4. 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继

续支持这个联合行动机构，以期能保证联合国苏丹－

萨赫勒办事处继续承担适合该区域迫切需要的其他职

贞；

5. 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第八届会议审查可

否将吉布提、几内亚和几内亚比绍列入经由联合国苏

丹－萨赫勒办事处接受援助以执行在苏丹－萨赫勒区

域《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叶的国家名单，并就

此事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6. 促请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其他政

府间机构、私人组织和个人、以双边方式或通过联合

国苏丹－萨赫勒办事处、控制沙漠化协商小组或任何

画参行《人会止式记求，第三十四）司会议，补编沧 25 号》

(A/34/25) ，附件一。

雹参看《经济及补会狸 'l" 会止式记求， ·儿 L儿年，补编

忱 10 号}(E/1979/40 和 Corr.1) ，切二十一． if，L, H,1＇J 。

i@A/34/ 405, 附什。

® A/34/ 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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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中间机构、对苏丹－萨赫勒地区各国政府为向沙

漠化进行战斗要求的援助作出有利的响应；

7. 又满意地注意到同联合国苏丹－萨赫勒办书

处有关的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具他各组织和计

划署巳经作出努力，特别是通过机构间1一．作组作出努

力，以保证为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门而

向苏丹－萨赫勒地区十五个国家提供的援助取得充分

的效果；

8. 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继续通过经济及礼

会理事会就苏丹－萨赫勒地区内«向沙漠化进行战斗

考虑到秘书长关千环境方面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

的说明总

注意到海l．采训和岸外钻井对悔汗环境Itf能引起

的不良影响，

注意到第飞次联合国拇汀法会议在悔汗环境的保

护和保全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肯定环境问题应根据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

国家计划和优先巾项以及发展 H 标来加以考虑，

l. 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书会第七屈会议的

的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每年向人会提出报告。 工作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笫－O七次全体会议

34/188. 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宣言》的第 3201 CS- VI) 和 3202 CS - VI) 号

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有《各国经济权利

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1 CXXIX) 号决议，和一九七五

年九月十六日关千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 3362

(S-VII) 号决议，

审议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关于其第七届会议

工作情况的报告，岱

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一九七九年十

月二十九日的发言，画

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关

于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的第 1979/56 号决议，

注意到在欧洲经济委员会构架内于一九七九年十

一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保护环境问题高

级别会议的成果，

岔《大会正式记求，馆一十四）面会议，补编第 25 号»(A/

34/25) 。

＠同上， C第三十四届会议，第二委员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第 1 至 25 段。

2.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拟订全系

统中期环境方案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联合国系统各组

织在这方面的持续合作：

3. 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继续进行关于环境

评价的技术方面和将环境因素并入发展过程的工作；

1 . 请有关的多边金融机构于发展中国家提出要

求时，根据对这此国家的各种项目的整个资金筹措情

况，考虑这此项 fl 在环境方面可能＇盂要进行的研究的

费用；

5. 强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必须按照发展中国家

的需要和优先事项增加其在发展中国家内各种项目的

可用的资源，但要考虑到必须维持区域均衡，和因发

展不足及贫穷所引起的环境问题，以及联合国环境规

划理事会的有关决定中所说的全球和区域性方案之间

的均衡；

6. 欢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养护大自然及自然

资源国际联合会和世界野生物基金会合作，通过制定

将于一九八0年月开始实施的世界养护战略，拟定

准则以协助各国政府管理其生物资源；

7. 请各会员国斟酌情况批准并执行旨在全面保

护环境的各项国际公约和议定书，并进一步敦促各国

政府促进这些公约和议定书的签订；

8. 要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儿八一年联合国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的苏备过程中充分合作；

® A/34/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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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欢迎设立一个保护地中海免受污染区域估托

基金和一个野生动植物有灭绝危险的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信托基金；

10. 呼吁所有国家政府为联合国环境方案基金

提供或增加捐款，以便达到规划理仆会－儿L八 {l Ii 

月二十四 H 第 6 /13 号决定所定的已经核可的指

标。岱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笫－O七次全体会议

34/189. 向发展中国家加速转移实际

资源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四日载有«联合国第

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第 2626CXXV) 号决

议，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宜言乃叭行动纲领»的第 3201 (S- VI) 和 3202 cs -
VI)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有《各国经济

权利和义务宪歆»的第 3281 CXXIX) 号决议，

又回顾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关千发展和国际

经济合作的第 3362(S-VII) 号决议，该决议除其他

事项外，要求在更加有利的情况下增加可以预计，持

续不断和日益有保证的减让性资金流动星以利发展，

又回顾其关于向发展中国家加速转移实际资源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3489CXXX) 号决议，一

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31/174 号决议，一九七

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2/181 号决议和一九七八年十

二月十九日第 33/136 号决议，

又回顾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至六月三日在马尼拉

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会议通过的第

129(V) 号决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飞 I．二屈会议，补编第 25 号}(A/

33/25) ，附件一。

＠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求，第九届会议》，第一

卷， q报告和附件》（联合围出版物，出 1＼品编号： E.79.11.D.14),

第一部分， A节。

深为关切发达国家且然．再承诺婓逐步和大址地

增加它们的官方发展援助，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们最

近 {i官方发展援助百分之零 },I,i L指标方面所达到的成

绩，并没有大址增加，

满意地注意到 h少数发达［斗家已纾达到，从至超

过百分之岑点七的指杯，

深信迫切盂要持续地人肚增加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减计性和非减让，FI的实际资源，并增进发展中国家进

入资本市场筹款的机会，以便支持它们的发展 H 标和

优先项目，

又深信这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实际资游，对全球

经济的均衡和公平发展进程，足一项币要贡献，

考虑到为充分执行大会 33/136 号决议第 l 0 段的

规定，盂要进行大星的协商工什，

1. 注意到秘书长关千增加转移实际资游的背拱

报仇．动这个报们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编

制的；

2. 赞同按照大会给 32/174 号决议设立的全体

委员会一儿 L儿仆寸J-+－ H 达成的关千向发展中

国家转移实际资游的议定结论；岱

3. 赞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关于向发展中国

家转移实际资源的第 l29(V) 号决议中所载的决定和

建议；励

4. 关于这一点，重申在世界贸易与发展范围内

审查现行国际金融合作体制，并审议如何采取种种办

法，使国际金融合作体制更有效地对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作出贡献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现已将这个问题列

入尤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第九届会议等会议的议

程；促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所有成员国，特别

考虑到七十七国集团的建议，＠积极审议这个问题，以

期达到满意的决定；并请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就这个问

题取得的进展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毯 A/34/493 和 Corr.1 。

岛«人会正式记斗，冶．十四屈会议，补编小 34 廿» (A 
34/34) ，第一｝邵分，沿 13 段。

遍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求，第 li 屈会议»,治一

卷，«报告和附什》（联合国出版物，出仆品编 ',J, E.79.11.I入14),

附 f'I:-, C, TD/L.197 号义 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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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敦促采取步骤，充分和迅速地执行发展委员

会一九七六年十月_:: H 在，占尼拉作出的建议，妙以使

帮助发展中国家进入私人资本市场苏款和帮助发展中

国家克服在这方面的障碍，包括现有的任何行政障碍

或体制障碍；拥有资本市场国家也应该考忐订汒方案，

向寸求进入私人资本市场为款机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

技术协助；

6. 促请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的捐助国以及多

边发展机构，立即执行以 1．．第 2 和第 3 段所述的议定

结论、决定和建议；

7. 请秘书长在编巧关于增加转移实际资源的报

告时，就向发展中国家增加资源转移数星问题，与各

国政府在联合国系统内进行进一步的密切协商，并请

他把协商的结果载入按照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大

会第 33/198 号决议的要求向一九八0年大会特别会

议提出的分析性报告内。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一O八次全体会议

铭记着其一九七八年十飞月十九日关千联合国发

展中国家技术合仵会议的第 33/134 号决议，

铭记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特别在提高发展中国

家1：业、技术、生产和分配的能力以及加强这个领域

的研究和发展工作方面的重大作用，

注意到秘书长也和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

议秘书长嚼关于会议筹备工作的进度报告，

1. 决定于一九八一年八月在内罗毕召开联合国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

2. 决定在大会第 33/148 号决议的范畴内，委托

自然资源委员会担任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

的苏备委员会，筹备会议可由所有国家作为正式成员

参加，并决定为备委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

会提出报告；

3. 又决定苏备委员会的工作语文应同大会一

样；

4. 又决定一九八0年召开两次筹备会议，第一

次在年初召开，第二次召开的时间应能方便该委员会

34/190.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八0年第二届常会向人会
会议 第飞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宣言汀叭行动纲领»的第 3201 (S - VI) 号和

3202(S- VI)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有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1(XXIX)号决

议，以及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关千发展和国际经济

合作的第 3362(S- VII) 号决议，

又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 H 第 33/148 号

决议，其中大会决定于一九八一年由联合国主持召开

一个关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国际会议，

注意到一九七九年八月三 H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9/66 号决议，

＠见国际货币从令，（（1977 什度报告》（华盛顿炉」 15<) ，附
录三，批界银行珅·,J" 会和货币基令组织珅 'l“会合设的向发展中

国家轧移实际资源间题部长级委员会（发展委员会）新闻公报，
第 6 段．

5. 戛求筹备委员会在其报告内提出有关会议起

讫时间、具体 H 期、邀请书和会议议程草案的各项建

议以及该委员会一九八一年的工作计划；

6. 决定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33/148 号决议委派

的技术小组应编写临时报告，及时提交筹备委员会一

九八0年第二届会议审议；

7. 认为应作出适当安排，确保对未设有技术小

组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即泥炭和耕畜动力，同样

详细地加以审议；

8. 请秘书长作出必要的安排与肯尼亚政府合

作，以期在肯尼亚召开会议，向会议提出所有有关的

文件，安排所需的工作人员、设施和服务；

9. 蕙议各国应指定其各自的中心点，在国家－

© A/34/585 。

~ A/C,2/3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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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协调会议筹备工作，并同会议秘书处保待筹备1－上竹

上的联系；

] o. 除第 33/148 号决议第 7 段所提到的各组织

外，还邀请有关的政府间组织，特别是区域组织和h

关的非政府组织以适当的方式为会议的为备工作作出

贡献；

11.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关、组织和

专门机构查明在召开会议以前联合国系统如何在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里对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作更有效援助的办法，并提出报告交大会第三十五届

会议审议，其中应特别注意：

(a) 把有关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措

施；

(b) 交换关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实际应用

上的最新发展和经验的研究和资料；

(C) 必要时向指定的国家中心点提供有关会议

筹备工作的适当的技术援助；

(d) 向上述各项措施提供财政支助；

12.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组织和机

关，遇发展中国家提出要求时，按照既定程序，向它

们提供适当的援助，特别是技术援助，以便在国家一

级上通过其国家中心点，并在次区域、区域、区域间

和全球各级进行会议筹备工作，特别要尽量使用现有

资源；

13. 又请有能力这样做的政府提供同样的援助；

14. 请秘书长通过一个旨在确保全世界都能理

解会议的重要性及其目的的新闻活动方案，并加速会

议筹备工作；

15.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关千

会议筹备工作报告，其中应建议详细的活动方案和日

历，以及为了充分达到第 33/148 号决议的目标可能

尚需采取的其它措施，特别是筹备委员会对技术小组

的最后结果的审议。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笫－O八次全体会议

34/191. 联合国水说会议《马德普·拉塔

大会，

行动计划»的后继行动和执行

情况

回顾其－儿L L仆 I· _:月 t儿 H 纶 32/158 号决

议，其中大会通过f联合国水说会议的报估』门亥汁i

f 其中所载《咱捻普拉塔行动计划凶§并且赞同经济及

礼会理书会寸儿七七年八月四 H 分别仆关该行动计划

的执行和水源会议报告的第 2115 CLXIII)}} 和 2121

(LXIII) 号决议，

回顾联合国水腺会议在《芍德普拉塔行动计划乃0

15 段内，建议将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0年指定为“国

际饮水供应和卫生十年”，并专门用来按照该会议第二＿

号决议所载《行动计划»执行在国家一级有关饮水供砬

和卫生的计划和方案，

还回顾经济及礼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五月九 H 题

为“国际饮水供应和卫生十年”的第 1979/31 号决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一儿七九年六月二十七 H 义

于支援《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的国标合作行动的第

79/15 号决定也和世界卫生大会一儿七九年h月十八

H 标题为“联合国水源会议：«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M后

继行动”的第 WHA32.ll 号决议，所打这些文件都丛

为了保证“十年”的进一步实施，

认识到实施“十年“需要各国采取一致行动并由各

国际组织按照请求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

].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自然资源委员会第三届特

别会议的成果的报告；吵

2. 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为执行«马德普

拉塔行动计划叶的后继行动的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第

吵《联合 1对水游会议的报店，＇｝抬忤拉塔， ．儿 L L 
什 月 1 四 11'r>:. ·. I· Ii 11 汃联合国出版物，出仆，品编出
E.77.II.A.12) 。

@ |rIl l. ，小－．小。

吵见《经济及礼会J.IV1辽会正式记求，一儿L儿仆，补编；B

10 吵»(E/1979,『I 40 利 I Corr.1), 釬} +－仇, Q 节。

@) E/ 197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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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31 号决议和一九七九年八月-．日第 1979/67 、

1979/68 和 1979/70 号决议；

3. 决定在第气十五届会议期间举行一天特别会

议，以便按照经济及礼会理事会第 1979/31 号决议，

并在该决议所规定的文件要求将予以节减的 f 解之

下，正式宣布开始“国际饮水供应和卫生十年，一九

八一－一九九0";

4 . 请自然资掠委员会在一儿八0年代内每两年

举行一次的常会上，审查各国政府在执行«行动计划》

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且继续指导和监督联合国系统

内各组织所进行的一有关水源的支援活动，包括“十年“

的计划和方案。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笫－O八次全体会议

34/193. 扎伊尔在运输、过境和进入外

国市场等方面面临的特殊问题

大会，

回顾非洲经济委员会第十习届会议和第四届部长

会议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通过的第 293 CXIII) 号

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的第 249 CLXIII) 号决定，

又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2/160 号

决议，其中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七年七月二

十九日第 2097CLXIII) 号决议宣布一九七八－一九八

八年期间为“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

又回顾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至六月三日在马尼拉

举行的第五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通过的第 110

(V) 号决议＠，

意识到扎伊尔对外贸易在运输、过境和进入外国

市场等方面遭遇的问题，使该国面临种种特殊困难，

＠见《经济及礼会 j:1l'.,µ 会正式记求，弟六十＿＿／甫会议，补

编第 7 号»CE/5941 和 Add.I) ，弟一心，釬＼二部分。

也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求，弟／L 届会议汃奶一

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仆品编号： E.79.11.D.14),

第一部分， A,1＇i 。

深信这种情况损害到扎伊尔的经济发展，

1. 赞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有关扎伊尔在运

输、过境和进入外国市场等方面面临的特殊问题的第

11o<V) 号决议；

2.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步骤使非洲经济委员会能

够加速执行该决议，并就此事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

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34/194. 向安提瓜和圣基茨－尼维斯－

大会，

安圭拉、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

提供援助

回顾其一九L七年十二月十九 H 第 32/186 号决

议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33/152 号决议，其中

除其他事项外，强调迫切需要对安提瓜、多米尼加、

圣基茨－尼维斯－安上拉、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人民

增强国民经济的努力，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向安提瓜、圣基茨－尼维斯－

安上拉、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提供援助的报告，＠

回顾其一九六0年十二月十四 H 载有«给予殖民

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第 1514(XV) 号决议，以及

联合国所有其他同安提瓜和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

等领土和人民有关的决议和决定，

还回顾安提瓜和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问题日

前正在联合国有关机关和主管机关的审议中，

满意地注意到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最近取得了独

立；，

注意到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以及安提瓜、圣基

茨－尼维斯－安主拉等领土需要联合国经常注意和援

助其人民达成发展目标，

强调安提瓜、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圣卢西

卷 A/34/563 。



166 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

亚和圣文森特由于领土面积、地理位罚、极为有限的

国内市场和有限的经济资源，并由于最近世界经济和

财政间题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所面临的特殊问题，

回顾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至六月：．日在马尼拉举

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会议通过的第 111

(V) 号决议匈曾呼吁在若干已在明的领域内对发展中

岛屿国家采取特别行动，

注意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五日一些关

心加勒比地区经济发展的政府和机构在华盛顿举行了

一次会议，其目的在审查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发展儒要，

结果成立了加勒比经济发展合作集团，

又注意到加勒比经济发展合作集团所成立的加勒

比发展设施已展开业务，

2. 请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牡

别足联合国开发计划咒，国际金融机构和捐助国，｛i

其各自的职权范围内继续增加和赶紧向圣卢西亚和圣

文森特提供援助；

3. 请秘书长调动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和

联合国系统内有关组织的资金、技术和经济援助，以

期协助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满足其短期和长期发展＇，店

要；

四

还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勹十五

届会议提出一份分析性的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向安提瓜、圣基茨－尼维斯－ 34/195. 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
安圭拉、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提供援助的报告； ~议管

1. 强调急需对安提瓜和圣基茨－尼维斯－安主

拉人民增强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努力，提供一切必要的

援助，并要求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商同

安提瓜和圣基茨－尼维斯－安E拉人民自由选出的代

表，继续采取适当步骤，制定一项适当的发展这些领

土的方案，并为这些方案筹措资金；

2. 请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特

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金融机构和捐助国，在

其各自的职权范围内继续增加和赶紧向这些领土的人

民提供援助；

1. 强调急需对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人民增强和

发展国民经济的努力，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见q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第 71 屈会议》，笱\ -

卷， Q报告和附件汃联合国出版物， il'，化品编习： E 79.II.D.14), 

第一部分， A 节。

大会，

回顺其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宣言刀肛行动纲领》的第 3201(S- VI)号和第

3202(S-VI)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 H 载有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1 (XXIX) 号决

议，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 H 关千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的第 3362(S- VU) 号决议，

又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2/188 号

决议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33/157 号决议，

铭记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六年五月三

十日关于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的第 89(IV) 号决议＠

以及该会议一九七九年六月三日关于同一问题的第

l13(V) 号决定，每

＠见q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朵，布四屈会议》，第一卷，

d报告和附什》（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76.11.D.10 和史

lI），奶一部分， A'1＇J 。

念见q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求，第 h屈会议),弟－·苍，

q报们和附1D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79.11.D.14) ，第

一部分， A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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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联合国国妳技术转让行动守则会议第二屈

会议曾建议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I小｝下 f-•儿

八0年上半年召开第勹屈会议，

深为关切在联合国国际技术轧让行动守则会议第

二届会议期间，对发展中国家所义心的 此根本问题

未能取得协议，

1. 决定（下一儿八0年 t. 、r 仆什开联合国国标技

术转让行动守则会议第三屈会议，并请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秘书长行手进行必要的苏备［」午；

2. 要求各国铭记抒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它们所

关切的问题，在该会议第三届会议卜表现出必要的政

治意志和灵活性，以便兑成谈判，并为通过一项国妳

技术转让行动守则作出一切必要的决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34/196.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

会议的报告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标

经济秩序亢言））和《行动纲领口的第 3201 (S-VI) 号及

3202 CS-VI)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有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1 CXXIX)号决

议，和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

作的第 3362CS-VII) 号决议，

井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33/154 号

决议，

审议了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至六月三日在马尼拉

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会议的报告包

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及第十儿

届会议的报告氨

注意到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在坦桑尼

酌问 I:, （联合 1 付出版物，出 1＼品编号： E.79.11.D.14) 。

＠（（大会正式记求，办．．十四屈会议，补编釬~ 15 号》 (A/

34/15 和 Corr.1) 。

业联合共和国阿竹沙举行的七十七国集团第四次部长

级会议所通过的《阿价沙集体 fI 力更生纲领和谈判纲

要飞中，列举发展中国家 .(1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绾

h屈会议的各项 11 杯和提议，

还注意到一九 L儿什儿月三今 H 全儿 H 什哈瓦那举

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关千纾济问题

的各项意见和建议，沪

考虑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正什谈判或审议付

关建立新的国际纾济秩序的 f'，干币要问题，例如商品

综合方案问题，特别足建＼、／共同基金问题；保护仁义

和结构调整；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发展中国家

的债务问题；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实阮资？原；贸易、发

展、货币和资金的相互关系；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

则；限制件商业惯例的公平原则和规则；发展中国家

对于世界航运事业的参与；国际多式联运公约以及不

同经济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及由此而来的一

切贸易流动，

强调所有为发展中国家所关心的问题都应受国际

补会的迫切注意，

1. 注意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会议的

报告以及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与第十九

届会议的报 1t10;

2. 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

会议所取得的成果行限，尤其址对发展中国家关系吭

大的－此领域；

3. 戛求紧急采取适普行动，在国家一级和国际

一级执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会议和贸易和

发展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决定；

1 . 促请所有国家就第五届贸发会议交付其常设

机构审议的那些对所有国家都有重大关系的问题，尤

其是对发展中国家非常币要的问题，及早达成协议；

5 . 认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六月

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求，打\ h屈会议》，第一卷，

忖仗们和附fI》（联合 1 t ！出版物，出 f，品编吵： E.79.11.D.14) ，附

fI /'\. 0 

＠见A/34/542, 附 f|，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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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H 关千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的第 131 CV) 号决议氨

注意到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 H 关千

同一问题的第 199CXIX) 号决议＠，并要求各国政府

对它们予以充分执行；

6. 还认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六

月三日第124CV) 号决议涵，其中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在

联合国商品综合方案共同基金谈判会议第四届会议 1-.

完成和通过共同基金协定的各项条款；酌情完成关于

单项商品、协定或安排的谈判；在商品综合方案的总

基础上建立一个国际合作体制，以扩大在发展中国家

中对初级商品的加工，并增加发展中国家对千初级商

品的销售和分销的参与；

7. 欣闻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会议中

各方对第二帐户认捐自愿捐款和对这方面官示意图，

以及在联合国综合商品方案共同基金谈判会议临时委

员会第二届会议上，石油输出国组织特别基金作了对

共同基金捐款的重要宣布；敦促尚术认捐的国家和国

际机构在联合国共同基金谈判会议第四届会议前宣布

它们自愿认捐的意图；

8. 欢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六月

一日关于国际粮食贸易的第 105 CV)号决议卷，并认

可其中所载各项建议；

9. 认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五月

三十日关于限制性商业惯例的第 103CV) 号决议卷中

的各项建议，包括收集和传播关于这类对国际贸易、

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有不利影响的惯例的已公布资料和尽可能得到的其他

资料，以及编写关于进口交易的销售和分销安排、关

于造成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市场支配力量滥用情形的专

销安排的研究报告；

] 0. 又认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

六月三日的第 129CV) 号决议＠，其中提议各种措施，

双边地和通过多边金融机构，增加给予发展中国家官

毯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求，沿 h)甫会议汃第辱壮，

Q报告和附f|》（联合国出版物，出 I'，品编 '·}:E.79.II.D.14) ，小

一部分， A 节。

＠《大会正式记求，第 1 四）111 会议，补编第 15,·｝》（ AI

34/15 和 Corr.I), 奶一-心，第一部分，附 f'I 乡。

方发展援助的数肤和质肚，以及增加私人和其他非 'ff

方的资金，使利发展中国家进入私人资本市场借款；

11. 还认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儿年

五月三十 H 第 101 CV) 号决议恐，并注意到发展中国家

关心的是，修订《保护丁业产权巴黎公约»时应考虑到

它们的利益；

12. 认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儿七儿年 1i

月飞十日第 102(V) 号决议，因和贸易和发展理 1“会一

儿七九年十月二 I H 纶 193CXIX) 号决定画，并要求 f

以彻底执行；

13. 又认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

六月一日第106 CV) 号决议画，并重申邀请尚木成为«班

轮公会行为守则公约》缔约国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成员国，考虑加入为缔约国，以便使«公约丿尽早 'I:

效；

14 . 注意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

六月二 H 第 121(V) 号决议器，其中要求提供资金和技

术援助，包括训练在内，协助发展中国家购咒船舶，

建订商船队，发展和改善港口设施与基础结构；

15. 认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六

月开］第 122(V) 号决议画，其中决定开始执行一项分

为两个阶段进行的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全面性新行动

纲领，并强调该决议第 11 (e) 段提出召开一次关于最

不发达国家问题的联合国会议对这些国家的重要性；

16. 又认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

六月三日第 111(V) 号和第 123(V) 号决议＠，即个别

国家和国际社会均须采取行动，帮助应付发展中内陆

国家和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别需要和问题；

17. 注意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

六月三日关千服务部门保护主义的第 119(V)号决

议画，其中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审查和分析保护主义作

法对发展中国家空运事业成长的影响，并请贸发会议

秘书长向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提出研究报告；

] 8. 认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六

月三日关于体制问题的第 114 CV) 号决议＠，并要求采

取必要行动，予以彻底执行；

19. 井认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

六月三日第 115CV) 号决议＠，并决定采取必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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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自一九八0年一月－ H 开始，使阿拉伯文什口详

和笔计方面都具备作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正式话

文和 T一作语文的充分能力；

20. 注意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

六月三日第 125(V) 号决议，＠其中要求研究关千弥补

商品出口收入不足的补充办法，并要求此一研究丁今作

在共同基金谈判结束之后尽早完成；

21. 欢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六

月三日关于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第］28(V) 号决议，因

特别是其中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若干具体的研究

和审查，注意到其中特别决定在贸发会议内设立一个

特设政府间高级专家组，来研究今后关千国际货币制

度的发展的基本问题，并要求将它的报告，连同贸易

和发展理事会就该报告所提的意见和建议，一并提交

25. 欢迎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一九七九年十月十

七日关千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贸易关系和由

此而来的一切贸易流动的第 186(XIX) 号决定，＠并敦

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各成员国在贸易和发展理事

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上积极参与审议这个问题；

26. 认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六

月一日第 107CV) 号决议，＠并请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给

飞十一届会议就举行第六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

地点、 H 期和会期提出建议，并考虑到古巴政府愿意

担任东道国的提议。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 34/197. 世界通货膨胀现象对发展进程

22. 认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六 的影响

月三 H 第 112<V) 号决议画内的各项建议，其中认为，

在国际、区域、分区和国家各级上继续采取行动，加 大会，

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从而加速它们的技术改

革，十分重要；

23. 注意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

六月三日第120(V) 号决议画列举要求贸发会议的常设

机构就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航运和发展其商船队问题

进行各项研究和实务工作；

24. 认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六

月三日第 127(V)号决议，固并且特别强调定千一九

八0年初召开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特别会

议的重要性，该会议除其他事项外，将按照其任务，审

议发展中国家的建议，以便适当地支援：

(a) 建立发展中国家间全球贸易优惠制度；

(b) 发展中国家国营贸易组织之间的合作；

(C) 建立发展中国家间的多国销售企业；

以及按照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一九七七年五

月九日第 1 (I) 号决议画的规定，进行各种研究和召开

必要的会议；

＠见C贸易和发展J:111,l＂勹l式记求，小 I L丿川会议，补编
第 2 号》(TD /B / 652), 附件一今。

回顾其一九七3年十月二十四日载有“联合国第

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第 2626 CXXV) 号决

议，一九七四年五月－ H 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仅言））和《行动纲领门的第 3201 cS - VI) 号和第 3202

(S-VI)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 H 载有«各国

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叶的第 3281 (XXIX) 号决议，以

及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关千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

第 3362CS- VII) 号决议．

回顾其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 H 关千国际经济合

作促进发展的全球性谈判，谋求解决原料、能源、贸

易、发展、金融和货币问题的第 34/138 和 34/139 号
决议，

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第 32/175 号决议，

其中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成立一个断级的

政府专家小组来研究世界通货膨胀现象，并把该研究

报告连同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意见递交大会，以便大

会能够决定应采取何种行动，包括可能召开一个世界

通货膨胀问题会议，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33/155 号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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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注意到关于世界通货膨胀现

象对发展进程的影响高级政府女家小组的报告鱼

遗憾地注意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石届会议

对向世界通货膨胀现象进行战斗的国际政策措施，或

专家小组报告所载的各项结论和建议，都没有采取咕

决的决定，

又回顾贸易和发展理事会题为“作出安排，审杳

国际贸易领域及有关国际经济合作领域内互相关联的

问题，特别是发展资金和货币问题”的一九七六年,

月二十三 H 第 144 (XVI) 号决定面，其中请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继续审在这此问题，

念及逐渐恶化的国际经济悄况和 r闷的世界通货膨

胀率阻碍着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附

长，

又念及国际上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已纾

到了越来越令人担忧的程度，

认识到通货膨胀的压力、保护 l：义、捎长、国际

收支、经济不稳定、亳尤控制地创造国际流动资金等

问题，基本上是互相关联的，

注意到伊拉克政府提议设立一个国际基金，以便

抑制自外输入的通货膨胀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利影

响，固

1. 认识到现在的世界通货膨胀过程严重地影响

到发展中因家的经济，特别因为：

(a) 它增加（这些国家的主要进口，特别是生

产资料和制成品的成本；

(b) 它导致它们的主要商品的出口收入不稳

定；

(C) 它引起贸易活动较多的国家汇率的大幅度

波动，因而对世界贸易，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产生不利的影响；

(d) 它使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 H 逆差和债务负

担大为增加；

(e) 它减少［官方发展援助流动的实阮价值；

(f) 它对实卧资 i原的流动净额产，l. 不利的影

响，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问题，更加严咐

(g) 它减少 f 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诽备的实际价

值：

2. 因此，肯定急盂执行各种政策，特别足 l.\lk

国家必须执行以下措施，诸如消除保护 1 义、财政和

货币政策、加速轧让实际资源给发展中国家、结构调

整和持续的实标纾济增长，来控制通货膨胀；

3. 请贸易和发展理书会在审议根据其第 141

(XVI) 号决定在其议程上所保留的题为“贸易、发展资

金和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的互相依存关系”的项目时，

讨论抑制世界通货膨胀现象的种种措施，以便加速发

展中国家的实际附长，并什具行一个公正和稳定的金

融市场的情况下， j:f1 加它们的进口能力；

l . 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根据贸易和

发展理事会第 1 11 (XVI) 号决定的规定，必要时什片

家的协助下，编叮一份关千这个问题的报告，以供贸

易和发展理事会审议，随后并交由大会第飞十六届会

议审议。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34/198. 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需要

有关的具体行动

大会，

重申有利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具体行动，特别是

载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儿七二年五月十九日第

63 (III) 号，＠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 H 第 98 CIV) 

号屉》和一九七九什六月三 H 第 123 (V) 号母决议中的

那些措施，

函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求，弟 屈会议》，冷

心，«报仇和附 f'I》（联合国出版物，出 11; 品编号： E.73.11.D.4),

附 {'1--,A 。

苞 J,i] [·_, «~ 1- 八册会议，附 fl:», TD/B/704 勺义 f'I 。 ®J,;J I·.,« 吩四）叶会议》，第·卷，«报们和附f|》（联合 11、I

＠见«人会正人记求，弟 l··-/1ti 会议，补编第 15 勺））， 出版物，出仆品编号： E. 76. II. D. 10 和史 ll. ），？h ．部分， A
(A/31 / 15 和 Corr. 1), 弟．－在，附 f1.o ．节。

函同,-.'«第上十四屈会议，冶委员会)),钊)四 1 次 母同 I·., «~1 h.liti 会议汃冶卷，«报们和附什》（联合国
会议，第 41 段。 出版物，出 1'; 品编号： E.79.11.D.14) ，符｝．部分， A,1＇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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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着大会及其有关机构和专门机构通过的其他

强调有利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别紧急措施的各项决

议，

认识到由于远离海港、同世界市场隔绝，以及国

际运输服务方面困难重重、费用庞大，致使发展中内

陆国家缺乏进出海洋便利的问题更形严重，对它们的

社会与经济发展是一个主要和长期的障碍，

回顾其关于发展中内陆国家行使其自由进出海洋

权利和过境自由权利的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 H 第

31/157 号、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2/191 号和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33/150 号决议以及联合

国其他有关决议的规定，

1. 重申发展中内陆国家享有自由进出海洋的权

利和过境自由的权利；

2. 戛求所有国家、各国际组织及金融机构立即

执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 63 CIII) 号、第 98 CIV) 

号、第 123(V) 号决议以及联合国所通过的其他有关

决议中所载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

的具体行动；

3. 遗憾地注意到迄今提供的援助远低于发展中

内陆国家的需要；

4. 敦促所有捐助国和有关国际组织以赠款或优

惠贷款方式对发展中内陆国家提供适当的财政援助和

支持，以建造、改善或维修它们在运输和过境方面的

基层结构和设施；

5. 赞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有关机构对发展中内

陆国家所进行的工作和提供的援助；

6.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系统内各金融

机构采取适当和有效措施，在它们的权限内提供更多

的资源，以满足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需要；

7. 请新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在拟定第三个

发展十年的战略时充分考虑到有关发展中内陆国家的

特殊问题；

8. 进一步请国际社会在财政上支援有关的发展

中过境和内陆国家建造通海的其他路径；

9. 遭议与各区域委员会合作，在区域和分区域

两级上加紧进行与从事必要的研究和执行各项特别措

施与行动方案有关的活动，包括在“发展中国家间经

济合作“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方面所进行的活动。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34/199. 多边贸易谈判

回顾其一九L四年五月－ H 载有«建立新的国标

经济秩序宣言兀叭行动纲领»的第 3201 (S- VI) 号和

第 3202CS - VI)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

有《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压的第 3281 (XXIX) 号决

议和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的第 3362(S - VII) 号决议，

考虑到一九七二年0东京宣言沁户要求进行东京回

合的多边贸易谈判，并规定了谈判的范围、原则和 H

标，特别是规定了有利千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和承诺，

其中特别是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关系上的

非互惠原则、给予发展中国家特别待遇和差别待遇，

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取得更多利益、以及关于维

持、改善普遍优惠制度的目标和承诺，

铭记着《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经修改过的第四编规

定，除其他外，发达国家不应期望在它们与发展中国

家的贸易关系中获得互惠待遇，

又回顾其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第 33/199 号

决议重申，除其他外，必须继续努力，按照对发展中

国家给予特别待遇和区别待遇的原则，改革关税及贸

易总协定和改革国际贸易制度，

又回顾一九七九年六月三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第 132 (V) 号决定，画请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对多边

贸易谈判作全盘的评价，

励见义悦及贸易总协 ',j__, 《从个义 15 和价1选扦的义 fl,

补编20》（出 11，品编队 GATT/1974 - 1) ，治］ 9 贝。

画见 C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求，？1＼ h 屈会议 :1>, :~\一心，

Q报们和附 fl》（联合国出版物，出 1i，品编月： E.79.11.D.14), :1} 
．，书分， A'1'i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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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国家违背在«东京亢言））中的承诺，没有认

真设法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特别待遇和区别待遇，没有

在多边贸易谈判的所有谈判领域中为发展中国家取得

更多的利益，衰示遗憾，

注意到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 t·儿屈会议决定对多

边贸易谈判的结果进行一次全盘的评价，固

1. 注意到秘书长的说明，其中载递联合国贸发

会议关于多边贸易谈判的报告；＠

2. 又注意到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干市关千多边

贸易谈判的报告；励

3.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作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缔

约国的发达国家在多边贸易谈判的所有领域都没有充

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

和关切的问题；

4. 特别关切地注意到旨在建立一个更好的法律

构架以期进一步配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愿望的各种

谈判所产生的成果令人失咀；

5. 肯定在执行多边贸易谈判各项成果的过程

中，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权利必须予以充分保障和维

护；

6. 敦促尽早结束关千保障条款的各项谈判，以

便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平等基础上分享多边贸易谈判的

各项成果；

7. 重申必需在有系统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以期

消除数量上的限制以及其他非关税的与关税的壁垒，

直到实现«东京宣言））所规定的目标和承诺为止，其中

除其他事项外，包括必需提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特

别优惠待遇，并肯定承认非互惠原则；

8. 请贸发会议秘书长，按照贸发会议第 132

(V) 号决定的规定，并根据«东京宣言口的各项目标和

承诺，就多边贸易谈判所取得各项成果编制一份综合

报们，特别着重所取得的成果没有充分切合发展中国

家的利益和问题的那此部门，提交贸易和发展理'µ会

第．十届会议，以便对这此谈判进行一次全盘的计价，

并且确定可能采取的行动方针，使发展中国家达到它

们 h这此谈判中所要实现的目标。

9. 遭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优先考虑给予发展中

国家技术援助的要求，包括区域和区域间的项目，以

期使发展中国家能充分享受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果，并

建议将来要继续应这此国家的要求有效进行谈判。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34/200. 技术反向转让引起的发展问题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宣言乃肛行动纲领））的第3201 (S-VI) 和 3202

(S-VI)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有«各国

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1 (XXIX) 号决议和一

儿七五年儿月十六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

3362CS- VII) 号决议，

又回顾其标题为“技术的反向转让＂的一九七七年

十二月十九日第 32/192 号和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

H 第 33/ 151 号决议，

注意到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至九日在哈瓦那举行

的第六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中有关经济问题

的意见和建议，面

又注意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会议的报

告岱，关千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维也纳行动纲领砌

以及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的报告，＠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技术熟练工人的外流对这些国

吩见A/3,1/5,12, 附 f1 ，冶四节。

急见«大会正式记求，第 1四届会议，补编第 15 \乃（Al，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求，弟 lL届会议汃订N. 心，

34/15 和 Corr.I) ，第－在，釬＼ ＿一部分，附 1'1 一，弟 20l(XIX) «报店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79.11.D.11) 。
号决定。 砌见《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报仇，维也纳， ` 

@A/34/ 443 。 儿 L 儿什八月＿ I· I I'ri : I· - ·||》（联合国出版物，出 11} 品编

啦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A、以 1111 合的多边贸易谈判：鱼，心，协 \J·, C.79.1.21 和史 IL) ，小 L 小。

定总干书的报告》（出伈品编出 GATT/1979- 3) ；以秘书长 命«入会止式记求，沿 I 四届会议，补编治 15 吵»(A

说明 (A/34/418 和 Corr.I) 分送入会会从 1 叶。 3l l5 和 Corr.1), cj";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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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机会可能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形

成f技术的反向转让，

重申作为国际社会为建汀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

力的一部分，迫切需要减少技术的反向转让，并消除

其不利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方面的不利影

响，

再次重申发展中国家为集体自力更生在经济合作

范围内进行熟练工人交流的技术合作的重要性，

回顾约旦王储哈桑·欢·塔拉勒殿下，针对减轻

发展中国家技术反向转让的不利影响而提出的关千订

立一项国际劳工补偿办法的提案，＠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技术反向转让的报告励其

中载有对技术反向转让的主要特色、原因和所涉政策

问题的调查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题为«技

术反向转让引起的发展问题：评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第五届会议成果讨的报告；砌

2. 赞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会议通过

的题为《技术反向转让引起的发展问题叶的一九七九年

五月三十日第 102cV) 号决议，＠和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第十九届会议通过的题为«技术反向转让引起的发展

问题沺的第 193CXIX) 号决定；匈并呼吁所有会员国和

国际社会立即考虑执行其中所载的各项措施；

3. 请秘书长，考虑到大会第3 3/151 号决议和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 102cV) 号决议的有关各段，

对于联合国系统内处理技术反向转让问题的协调事

宜，采取必要的措施，

4. 请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按照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 102(V) 号决议第 6 段的设想，着

岱见 E/1978/92, 第 100 - 104 段。

励见 A/34/593 。

@A/34/425, 附 fl 。

雹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求，第上届会议》，第·卷，
«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79.11.D.14) ，第
一部分， A-\'i 。

亳见《大会正式记求，第二卜四届会议，补编第 15 号>CA/
34/15 和 Corr.I) ，红＼ A 心，弟－编，附f1 -。

手审议适当的安排，包括有尤必要召集一组专家，来

研究计算人力资源流量的可行性；

5. 请秘书长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劳

T组织和其他有关的联合国机构密切合作，根据所能

取得的最新资料，就哈桑·宾·培拉尔王储殿下关于

订立一项国际劳工补偿办法的提案。进行一项可行性

研究，并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交一份进度报告，

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最后报告；

6. 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进行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第 102(V) 号决议第 7 段所设想的研

究；

7. 请各会员国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

执行贸发会议第 102cV) 号决议第 9 段和大会第 33/

151号决议第 5 段时，给予支持和合作。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34/201. 勘探自然资源的多边发展援助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宣言吁叭行动纲领»的第 3201 CS- VI) 号及

第 3202CS- VI)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

有《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1(:XXIX) 号决

议和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的第 3362CS- VII) 号决议，

又回顾其关千国家对其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

享有永久主权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七 H 第 3175

(XXVIII)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第3336

(XXIX) 号决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516

(XXX)号决议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31/

186 号决议，

进一步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2/

176号决议和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第 33/194 号决

议，

认识到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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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以及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支持发展中国家努

力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

又认识到需要确保有充分的投资流入各有关发展

中国家的自然资源部门，特别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投

资，

]. 注意到秘书长关千勘探自然资源的多边发展

援助的报告；＠

2. 遗憾地注意到秘书长报告第 8 段说，若于发

展中国家因缺乏经费，未能接纳特派团前往评价其勘

探和开发自然资源方面的需要；

3. 决定提供必要经费，使上述特派团进行工作；

并请秘书长使用现有技术合作经常方案的资源，供此

用途；

4. 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八月三 H

的第 1979/65 号决议，其中决定，除其他事项外，设

立一政府专家工作组，以检查和分析联合国自然资源

勘探循环基金的各项活动，以便协助理事会对该基金

的职能、体制安排和偿还制度，进行全面的检查；

5. 请上述工作组研讨怎样使联合国自然资源勘

探循环基金的活动应该包括若干具体项目，应发展中

国家的要求，设法促进它们的研究与发展工作，以便

提高它们勘探和开发本国自然资源的能力；

6. 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勘探矿物和能源专家组

关于技术转让的建议，包并在这方面请联合国系统各

机关、组织和机构采取紧急步骤，应发展中国家的要

求在这方面协助它们；

7. 注意到第五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技术

转让方面采取的行动；＠

8. 请秘书长要求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采

取必要行动，协调联合国系统在协助技术转让方面进

行中的活动，同时要考虑到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

展会议的有关建议，并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

告；

9. 欢迎世界银行编＇月的研究报告函所提出的加

速发展中国家们油生产的方案，又请世界银行考虑阰

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根据它们本国的优先次）一直r，扩人

它在这方面特别足勘探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方

案，并向大会第＿十五届会议提出有关的报？口

10.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所提到的措施的执行情

况向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一 C) 九次全体会议

34/202. 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沺的第 3201 CS- VI) 号和

3202 CS- VI)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有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1 (XXIX) 号决

议，以及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关千发展和国际经济

合作的第 3362CS- VII) 号决议，

又回顾其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七 ll 第 3177

(XXVIII) 号，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 H 第 3241

(XXIX)号，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第 3442(XXX)

号，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1/119 号，一九七

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2/180 号和一九七九年一月二

十九日第 33/195 号等决议，以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一九七九年六月二日关千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

作的第127(V) 号决议，＠

进一步回顾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至二十二日在

墨西哥城举行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会议所作的决

定，＠

回顾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会议通过的q促

进和执行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

恸见 E/1979.'93 。

@)A/34/532 。 嗡见（（联合囚贸易和发展会议记求，邓／t．届会议》，小

＠同上，~ 12 段。 住人报仵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 'J, E.79.II.D.14), 

卷见q联合围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第五届会议»,第一卷， 出一部分， A 节。

«报告和附 fl》（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79.Il.D.14), 函 C贸易和发展j旷Ji 会止式记求， 1\ I·六届会议，？B - i很

弟一部分， A,1＇'i, W, 112(V) 兮决议和第 113(V) 号决定。 分，附件», TD/B/628 另义 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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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飞和各项决议，画并重巾技术合作是促进发展中

国家间经济合作的一项基本手段，

注意到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在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阿鲁沙举行的七十七国集团第四次部长

级会议所作的各项决定，该次会议通过了叶阿鲁沙集

体自力更生纲领和谈判纲要汃函

还注意到不结盟国家就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所

作的各项决定，特别是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至十九

日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通

过的“经济合作行动纲领飞9以及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

至九日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

议通过的内载关千加强发展中国家间集体自力更生的

政策方针的第 7 号决议，固

念及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是集体自力更生战

略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促进结构改变使有助千达

成平衡而公正的全球经济发展过程的一种基本手段，

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将加强相互的经济合作，以增进

彼此的能力和满足它们的发展需要，

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对于达成其发展目标具

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无论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其经济

和社会目标时能动员多少本国的资源，如果发达国家

和国际社会各机构不相应采取行动的话，发展中国家

是无法达成这些目标的，

重申不能因发展中国家努力促进它们之间的经济

合作而可以减轻所有其他国家对建立一个公正和合理

的国际经济关系体制的责任，

认识到在国际经济合作范围内实现发展中国家间

更大经济合作的目标将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

重大的贡献，

1. 欢迎发展中国家在七十七国集团第四次部长

＠见«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会议的报告，布宜．诺斯

义利斯，一九七八釬八月三 1寸 1 至儿月 1·.二 H 》（联合国出版

物，出售品编号： C. 78. II.A. 11 和更正），第一卒。

＠同上，第二祁。

停《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求，第五届会议》，第一卷，

«报告和附件》（联合囚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79. II. D. 14), 

附件四。

＠见 A/31/197, 附件三。

＠见 A/34/542, 附什。

级会议上主动通过«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全球

优先事项的第一个简要中期行动计划））堡预期这项《行

动计划））将对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作出重大

的贡献；

2. 也欢迎«经济合作行动纲领泣，和载有加强发

展中国家间集体自力更生的政策方针的决议，＠预期

它们将对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作出重大的贡

献；

3. 促请发达国家和各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间

经济合作的过程和活动提供适当的支持和援助，特别

要履行大会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有关决议，并

要铭记着《阿鲁沙纲领））等及其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

合作的各项原则和目标，即：

(a) 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是为建立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所作努力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其基础是

所有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与合作；

(b) 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是主要有关发展

中国家的事项，应由发展中国家在分区域、区域和区

域间各级策划和执行，同时为有助于执行发展中国家

间的经济合作需由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各组织作出适

当的相应支持行动；

4. 促请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各国际组

织对执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 127(V) 号决议所

载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的各项建议等，作出

充分的贡献；

5. 促请发达国家和各国际金融机构在其双边和

多边发展援助方案内，采取行动，使发展中国家能够

尽量运用它们本身的能力切实参与执行在发展中国家

筹资的双边和多边项目；

6. 又促请发达国家通过联合国发展系统，对执

行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项目作出贡献；

7. 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作为优先事

项，为召开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特别会议作

出必要准备，特别是采取措施，筹备举行贸发会议第

$C联合因贸易和发展会议记求，第五届会议》，第一巷，

《报告和附什》（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79. II. D. 14), 

附 f'I 四，弟二＼＇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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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V) 号决议第 13 段提及的三次发展中国家政府专

家筹备会议；以及其他区域集团可能要求举行的其他

政府专家会议；

8. 又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在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职权范围内，考虑到它在联合国系

日第 122 CV) 号决议·®第 ]l(e) 段所提出的要求，贸

发会议在该项决议中强调所要采取的行动具{i特别的

币要性，并请人会召开一个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

会议，以便最后拟定、通过和支持《一九八0 年代实

质性新行动纲领）），

统内对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起的关键作用，加紧努 深为关切最不发达国家的严重的纤济和礼会悄

力支持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的有关方案并斟酌情 况，

况同其他联合国组织和各专门机构以及同发展中国家

的区域性政府间组织保持密切合作；

9.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的报告；画

10. 请秘书长在联合国的中期计划内继续载列

一项跨部门性说明，指出为执行联合国关于发展中国

家间经济合作的各项决议所规划的活动，并且提倡以

整个联合国系统为基础的同样的跨部门性说明；

11. 促请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

按照它们既定的程序和惯例，支持发展中国家间经济

合作的措施，包括~——遇有请求时－—－继续提供必要

的秘书处支助服务和作出其他适当的安排，以便利发

展中国家为实现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各项目标而

举行会议；

12. 请秘书长在其按照大会一九七九年一月二

十九日第 33/198 号决议的要求提交一九八0 年大会

特别会议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作各项决定

执行情况的分析性报告内，列入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经

济合作的发展情况的审查一节，并要注意本决议的执

行情况。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34/203.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
议＠

大会，

注意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六月三

@A/34/546 。

＠参看第一节，脚注 11 。

强调制定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战略时应充分考

虑到最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特殊和迫切问题，

考虑到必须依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 122

(V) 号决议的要求，充分执行«最不发达国家综合性

新行动纲领»和立即执行一九七九－一九八一年的紧

急行动纲领，

1. 决定在一九八一年召开一个联合国最不发达

国家问题会议；

2. 又决定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间题会议的目标

应该是最后拟定、通过和支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第 122(V) 号决议中所说的最不发运国家《一儿八0年

代实质性新行动纲领》；

3. 请秘书长考虑到贸发会议在制定《最不发达

国家综合性新行动纲领门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指

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担任联合国最不发达

国家问题会议秘书长；

4. 决定指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最不发达

国家问题政府间小组担任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

议的筹备委员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所有成员国

都可正式参加；

5. 又决定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秘书处开始编制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 122<V) 号决议所规定的研

究报告，并请捐助国政府和最不发达国家本身开始进

行同样的研究，同时请筹备委员会考虑可能需要编制

的其他研究报告；

6. 请最不发达国家问题政府间小组在定于一九

八0年二月举行的会议上决定，为了完成联合国最不

＠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求，弟五届会议》，第一卷，

«报告和附什》（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79.II.D.14), 

笱}一部分， A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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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苏备l1午，尚可能需要在－三儿

八0和一九八一年期间举行的其他会议；

7 , 请筹备委员会向大会第飞十五届会议提出丁上

作报告；

8. 请联合国秘书长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第］ 22(V) 号决议第 33 段的规定，指定发展和国际经

济合作总干书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合作，

负责采取必要步骤，以保证充分推动和协调联合国系

统内所有的机关、组织和机构，进一步制订和执行«最

不发达国家综合性新行动纲领门并为联合国最不发达

国家问题会议进行苏备L作；

9. 请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机关、组织和机构，

特别是各区域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

为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为备过程提供最充

分的合作、支持和贡献。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 O九次全体会议

34/204. 有效地动员妇女参与发展过程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四 H 载有«联合国第

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叶的第 2626 CXXV) 号决

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关于《联合国第二个发

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刀执行进度的中期审查和评价的

第 3517(XXX)号决议、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

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第 3201

(S-VI)号和第 3202(S- VI)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

二月十二日载有«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3281

(XXIX) 号决议、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 H 关千发展和

国际经济合作的第 3362(S- VII) 号决议，一九六九年

十二月十一日载有«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口的第 2542

(XXIV) 号决议，

考虑到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关于国际妇女

年世界会议的第 3520 (XXX)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

项外，宣布了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

以及决定设立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

注意到一九七九年九月飞日至九日在哈瓦那举行

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所通过的《经济

杠言江中关于妇女在发展中所起作用的部分，＠

还考虑到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关于妇女参

与发展过程的第 3505 CXXX) 号决议以及关千有效地

动员妇女参与发展过程的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勹十一 H

第 31/175 号决议和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 H 第 33/

200 号决议，

确认男女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发展方面的礼

会、经济和政治过程，包括决策过程，共同作出贡

献，并共享改善的生活条件，

了解到有必要继续采取持续的和更多的措施，以

促使妇女有效地参与其本国的全面发展，

注意到联合国第飞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为

备情况，

又注意到定于一九八0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

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世界会议的苏备情

况，

审议了秘书长关千有效地动员妇女参与发展过程

的报告，雹

1. 欢迎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世界会议通过的行

动纲领画载列关于妇女参与农村发展的特别规定，诮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联合国

其他有关机构和组织：

(a) 协助各国政府执行这些规定；

(b)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开展有助 f妇女参

与农村发展的研究、项 H 和方案，其中应特别注意

到：

（一） 妇女 (1 农村移入城市地区所面临的问题；

（二） 需要进行训练方案，使妇女能够利用一切

新的农业技术；

尽参石 A/34/512，附 fI, ;,f'II}lI'I'1·, ;;r,; 112 和 113 段。

@i A/34/531 。

函参石~ I:地改革和农村发展 tll: 界会议的报仇， 九 L 儿

{I L 月 1 息 II 个＿：卜 II, 罗竹» (WCARRD/REP)；己的 In]

秘书长的说明 (A/34i 435) 轧送大会成员 1k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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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农用商业对农村地区妇女传统飞作的影 (b) 便利妇女参勺并积极参加发展工作，包括

响； 发展规划t作；

（四） 需要鼓励妇女参加合作化运动，并确保妇

女有机会享用土地、信贷和销售便利；

2. 又欢迎一九七九年八月勹十一日联合国科学

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所通过的题为妇女、科学和技术

的第 2 号决议，器请秘书长着手执行该项决议并就执

行情况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3. 强调妇女参与和参加工业发展过程的重要

性，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于其一九八0年一月二十

一日至二月八日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上审议这

个问题，并特别注意：

(a) 新技术和现代工业部署对妇女传统技能和

职业的可能妨害；

(b) 鉴定方法以促进和便利妇女平等参与农村

和城市地区的工业发展；

4. 井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五月九

日第 1979/1] 号决议，其中建议将提高妇女地位国际

研究训练所设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并请该研究训练所

将有效动员妇女参与发展过程的问题列为其工作方案

的优先事项；

5. 戛求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世

界会议在妇女十年后半期行动纲领中列载具体措施，

用以有效地动员妇女参与各方面的发展工作，从而促

进其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6. 强调机构间方案在《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

发展与和平》中具有协调有关妇女参与和参加发展过

程的各项活动的重要作用，因此请联合国各参与机构

和组织着手执行这项机构间方案；

7. 请各国政府提供资料，报道旨在通过下列及

其他方式，改善发展过程中妇女现况的有效项目或方

案：

(a) 有效地动员妇女参与发展过程；

嚼参看 q联合旧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报价， 儿 L

九年八月二1·11 至：I·-H ，维也纳））（联合国出版物，出 1h 品
编号： C.79.1.21 和更正），第六卒， A 节。

8. 遗憾地注意到秘书长未能向大会第一］十四届

会议提出大会第 33/200 号决议所要求的综合报告；

9. 促请秘书长尽快编芍该项报告，以便提交新

的国际发展战略为备委员会第五届会议和联合国妇女

十年世界会议为备委员会第．．届会议；

] 0. 促请尚未照办的联合国机构立即向秘书长

提送第 33/200 号决议所要求的资料，并请秘书长将

报告提交大会第 十五届会议;~

11. 井请秘书长在编写其提交一九八 年大会

特别会议的分析性报告时，对有效动员们女参／j发展

过程的歌要性，给予适当的注意。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34/205. 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行动
纲领吵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第 3338(XXIX)

号决议和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第 3362 (S- VII) 号

决议，除了别的事项外，这两项决议都是为求解决发

展中岛屿国家的特殊问题，

重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

一日第 98 CIV) 号决议中所设想的有利于发展中岛屿

国家的具体行动，泣

回顾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第 31/156

号决议和一九L 七年十二月十九 H 的第 32/185 号决

议，

铭记着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具体行动，协助发展中

岛屿国家克服它们的主要障碍，特别是那些由于国小

$己以 A/35/82 \J 义 f'I 印发。

砌参石第．＼＇i' 脚汁 11 。

沙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求，办四屁会议), ::('; 心

Q报仇和附什》（联合国出版物，出仆，品编勺·, E. 76.ll.D.10 和史
止），涫一部分， A'1'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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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僻，运输和通讯均受限制，远离市场中心，国内市

场极为狭小，缺乏销售方面的专门知识，土地贫悄，

缺少自然资源，外汇收入过千依赖少数儿种商品，缺

少行政人员和财政负担沉重而遭受困难的发展中岛屿

国家，

强调国际社会需要对大会及其有关机构所通过的

各项有利于发展中岛虳国家的决议作出更加切实有效

的响应，

]. 欢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于一九七九年六

月三日通过的有关发展中岛屿国家特殊福要和问题的

具体行动的第］ 11(V) 号决议；画

拟订h利千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方案的发展中国

家，应特别注意发展中岛屿国家的援助要求；

1 o. 戛求各区域委员会立即确定有利于各该区
域内的发展中岛屿国家的适节行动；

11. 请秘书长在大会一九七九年一月勹十九 H

第 33/198 号决议要求他提交大会一儿八尸年特别会

议的关千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分析性报胥中，列

入对发展中岛屿国家情况的评价。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2.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 34/206. 关：于飞女红l肚召今国系统的经济和

行动纲领的报告；＠ 社会部门的大会第 32/197 号

3. 促请国际补会立即执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决： i义附件：第四节陶的护＼行情况
议第 98(IV) 号决议和 111 <V) 号决议所载有关发展中

岛屿国家特殊需要和问题的具体行动；

4. 又促请国际社会确保向发展中岛屿国家提供

双边和多边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标准和条件能够切合有

关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

5. 请联合国系统各主管机关考虑采取有效步

骤，提高它们在国家、区域和区域间各级上积极响应

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殊需要的能力，包括加强它们对

这些国家的技术和顾问服务；

6. 又请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在拟订联

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战略时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岛屿国

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

7. 妻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并请各国际发展机

构和双边机构考虑增加对发展中岛屿国家的援助；

8.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其他主管机构在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 Ill (V) 号决议＠第 4 和第 5 段

所设想的活动方案方面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合

作1

9. 邃议发达国家、各国际发展机构和那些正在

母同上， G第五届会议»,第一苍， q报店和附｛D （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79.II.D.14) ，第一部分， A节。

@A/34/544 和Add.I 和 2 。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宜言门和《行动纲领»的第 3201 (S-VI) 和 3202

(S-VI)号决议，以及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有

«各国经济权利及义务宪章»的第 3281 (XXIX) 号决

议，

又回顾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第 3362 (S-VII)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设立改组联合国系统

经济和社会部门特设委员会，负责拟订详细的行动计

划，以期着手进行联合国系统的改组，使联合国系统

有更充分的能力以全面和有效的方式，处理国际经济

合作和发展的问题，并使它更能符合«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宣言刀叭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

务宪章»的规定，

又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第32/197号决

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赞同特设委员会的结论和

建议，

又回顾其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第33/202号决

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要求在执行特设委员会的

结论和建议的范围内采取一些行动和措施，

重申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社会部门的改组过程乃

是保证在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领域内，使发展中国家



180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平等、充分和有效地参与联合国系统内一切决定的拟 34/207. ＊会－寸L丿＼0年冲寺别会i义的筹

订和施行所须作出努力的必要部分＇ 备工作汾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把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事权分散

到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及加强各区域经济委员会的报

告画，以及秘书长关千改组联合国系统经济和补会部

门的一九七九年进度报告，＠

1. 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八月勹

日标题为“区域合作与发展”的第 1979/64 号决议；

2. 强调有必要采取更强有力行动，通过充分和

有效地执行大会第 32/197 号决议附件第四节第］ 9

段、 23 段、 26 段的规定，使各区域委员会能够充分

发挥它们在联合国系统内作为各该区域主要的全面经

济和社会发展中心的作用；

3. 请秘书长依照大会第33/202号决议第五节第

4 段的规定，通过将现有员额从联合国总部重新部署

到各区域委员会的方式，以加紧发展并实施他提交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二届常会一九七九年第二届常会泌

和大会第三十三届勃和第三十四届会议台的关于改组

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的报告内、以及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第 1979/64 号决议内所设想的各项事权分散

措施；

4. 请秘书长与各区域委员会执行秘书合作，为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9/64

号决议第 6 段的规定对各区域委员会与联合国其他有

关单位、方案和机构之间在职责分配方面的政策和方

案问题进行的审查，提供一切必要的支助；

5.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与各区域委员会执

行秘书合作，就如何促使各区域内的国家集体地参与

鉴定和发动各种区域性项目和活动及确定各项国家间

方案的优先次序，提出建议；

6. 请秘书长就上述措施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飞

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A/34/649 。

@E/1979/81 。

@JA/33/410/Rev, 1, 第 93 段。

大会，

铭记着一儿七四年五月 |l 载打«建＼｀r．．新的国阮

经济秩序＇订言吓旧行动纲令们的第 3201 CS-VI) 号和

3202 CS-VI)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 l1 载什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浮》的馆 3281 CXXIX) 号决

议，以及一九七h年九月十六 Fl 关千发展和国际经济

合作的第 3362(S-VII) 号决议，

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卜勹月十九日第 32/174 号决

议，其中除其他巾项外，决定千一儿八0年召开－次

大会特别会议，又回顾其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关

f该特别会议筹备「作的第 33/198 号决议，

又回顾其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关于苏备制订

一个联合国第-: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第33/193

号决议，

认识到这届特别会议必须产牛一此足以应付当前

国际经济情况的严币件和经济问题的重大影响的成

果，

注意到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至九 H 在哈瓦那举行

的第六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所通过的最后仅

言中的《经济＇订言汃面

又回顾其关于国际经济合作以促进发展的全球性

谈判的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4/138 号决议，和

关于国际经济合作以促进发展的全球性谈判的提案的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4/139 号决议，

着重指出己要求大会特别会议就建立新的国际经

济秩序所取得的进展进行评价，并审议联合国体系各

会议所指出的有碍千建立这一秩序的障碍，井据此采

取适当行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包括制定八十年代新的国际发展战略，

促请所有国家切实致力于通过国际谈判和其他具

体行动，在公正和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国际经济关系的

磁参石第 I·'1'J B. I. 0~'i 34/ 448 \J 决定。

喧A/34/542, 附什，办四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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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以便在适当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下逐步

发展经济，

强调必须彻底做好这一届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什，

以期获得明确的具体成果，

1. 重申大会决定， －儿八 仆的特别会议应以

根据对建立新的国阮经济秩厅的进展的评价，为促进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仵，采取还当行动，

包括为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制定国际发展战略，月

展开关于国际经济合作以促进发展的全球什谈判；

2. 决定千八2年八月中至儿月中选定适当时

间，召开关千执行新的因际经济秩序的的级政治性特

别会议，为期两个星期；

3. 促请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加速它的

工作，以期能够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一项《联

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口草案，供特别会

议通过和宣布；

11. 请按照大会第 32/174 号决议设立的全体委

员会，以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以促进发展的全球性谈判

筹备委员会的身分色妥善安扑其工作，以期能够将

其最后报告提交大会特别会议；

5. 决定：令体委员会除筹备全球性谈判外，并

应当审议与充分为备特别会议有关的事项；

6. 请各会员国政府注怠到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的必要性，重新审查其对最重要的国际经济问题的

立场，以期大会特别会议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

7. 请秘书长对特别会议的一切筹备安排给予必

要的优先，并提供必要的设施和资源；

8. 注意到其第33/198号决议所要求编写的分析

性报告的初稿包并请秘书长按照计划并参照大会第

三十四届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和决定以及新的国际发

展战略筹备委员会与全体委员会正在进行的工作，在

特别会议召开前六个星期提交最后报告，并分发各国

政府。

'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吵参看第二节，弟 34/138 号决议。

~A/34/596 。

34/208. 国际开发协会资金的第六次补

充和世界银行资本的涸整

大会，

回顾其一儿 L四年五月－ H 载有《建江新的因阮

经济秩序＇五言））和《行动纲领门的第3201(S-VI) 和3202

(S-VI) 号、－儿 L四年十二月十二 H 载 f门各国经济

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1 (XXIX) 号和 ．儿 L h 

仆儿月十六 H 关于发展和国阮经济合作的第 3362

(S-VII) 号决议，

又回顾其关千调整世界银行的资本和补充国际丿干

发协会的资金的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 H 第31/181

号和一儿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33/145 号决议，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外来资金的需要，特别是对

长期高度减让性资本的需要大为增加，

认识到捐助国政府书前需要相当长的准备时间，

才能就补充国际开发协会的资金采取必要的立法行

动，并注意到国际开发协会第五次补充资金承担放款

的权力千一儿八二年六月失效，

]. 要求所有捐助国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使早 H

结束关于国际开发协会第六次补充资金的谈判，并就

该协会第六次补充资金开始采取必要的行动，以保证

该机构的资金在实顶上大鼠增加，但要尽址考虑到发

展中国家对这种资金的迅速增长的盂要和全世界通货

膨胀的影响；

2. 促请世界银行各成员就增加该银行资本的决

定早日采取行动，以保证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在实

质上有适当的增加。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34/209. 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
金吵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核准«联合国

雹参石办一＼＇J, 脚 IL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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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章程》的第 31/ 177 号决

议，

又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2/113 号

决议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 H 第 33/85 号决议，

注意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儿七儿年六月：

日第 123(V) 号决议拘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一

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第 79/7 号决定，面

褒示赞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同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秘书长协商采取的查明和拟定可由特别基金

资助的具体项目的措施，

对于一九七八年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上宣布

的一九七九年捐款额甚低，喳表示失望，

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所收到的报告

称，特别基金的可用资金将千一儿七九年底分配完毕，

除非另外收到资金，就不能再进行任何方案活动，

又注意到要求特别基金提供援助的，都是联合国

系统其他来源资助的那类活动以外的活动，而且大都

与后者有别，

]. 促请所有各国政府，尤其是发达国家政府，审

查其对于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的立场，但

应考虑到发展中内陆国家在经济及社会发展方面的努

力所遇到的特殊障碍，以及它们对用以克服这种障碍，

特别是运输、过境和有关困难等方面的额外援助的需

要；

2. 吁请全体会员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以及各

国际组织和多边金融机构，在联合国一九七九年发展

活动认捐会议上向特别基金慷慨捐款；

3.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同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秘书长及其他有关机构的行政首长协商，根据

所作的临时安排，采取有利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行动，

同时考虑到有关各国应得到适当的技术和财政援助；

毋见《联合因贸易和发展会议议书求，弟九届会议),第一

卷，忖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79.11.D.14), 

第一部分， A 节。

她“经济及社会理1口会正式记求，一九七九年，补编第 10

号HE/1979/40 和 Corr. 1) ，第二十一ih, M'r＇i 。

$参看 A/CONF. 96/SR.1 - 3 和史止。

1. 请秘书长在大会第 33/198 号决议要求他向

大会－儿八0年特别会议提出的关千新的国际纾济秩

序的执行情况的分析性报告内评价发展中内陆国家的

情况并检查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34/210. 有利千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的特别措施吵

大会，

回顾其一儿七八作十二月二十日第 33/149 号决

议，其中，除其他外，建议发达国家及联合国系统内

有关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应依照大会和联合国其他

有关机构的建议，执行有利于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的特别措施，

又回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其一九L二年五

月十九 H 第 62 (III) 号决议绚和一九七六年五）j _．．十

一日第 98(IV) 号决议＠以及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在其

一儿七八年三月卜一日第 165(S- IX) 号决议面中通

过的有利千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措施，

重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其一九七九年六月

_H 第 122(V) 号决议珍中作出的决定作为它的最优

先事项之一，发动制定一个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全

面性新行动纲领，

注意到这个纲领的第一阶段要求：为肘付最不发

达国家危急情况立即推行应急行动方案 0979-1981),

大量增加对它们的援助，以使I

画参看第 -'1'i' 脚扎 11 。

励参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议 'ji 求，沿-.)由会议»,弟

卷八报作和附们（联合国出版物，出化品编 3 : +~.73.11.D.4), 

附件一， A,1＇i 。

毋同 l:, «弟四）叶会议汃弟卷，«报｛＼和附什》（联合囚

出版物，出 11f 品编'·}, E.76.II.D.10 和史止）， ：;j"， 一部分， A

节。

彻《人会正式记求，小二十二）由会议，补编 :;fl 15 号》 CA/

33/15 和 Corr. I) ，第一卷，第一部分，附什一。

句参石«联合旧贸易和发展会议议＇l[ 求，第 l1 届会议》，

釬\一心，《报仇和附｛，口（联合 1付出版物，出 1li 品编号·1

E.79. 11.D.14), 釬N· ·,，很久)-, A'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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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直接刺激它们的经济，直接支持满足最迫 会咄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不发达国家政府间小

切的社会需要的项目；

(b) 为全面性的、大规模的长期发展］作铺路；

认为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基本结构和经济问题非

常严重，必须采取上述有利千最不发达国家的全面性

新行动纲领中所特别拟订的特别额外的措施，作为对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项必要贡献，

又认为到目前为止所已执行的有利于最不发达国

家的特别措施，总的说来成果相芍少，不能令人满意，

在一九七0至一九七八年期间这些国家按人口平均计

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已趋下降，

强调在普遍增加提供给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

展援助以期实现百分之零点七的指标的前提下，有

必要大大地扩充转移给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

助，

又强调发达国家、能够提供支助的发展中国家、各

多边发展机构和其他方面都应当对这些国家提供外来

支助，

1. 赞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 122cV) 号决

议所载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全面性新行动纲领；

2. 戛求捐助国家按其响应贸发会议第 122CV)

号决议第 13 段规定所作承诺，立即履行以官方发展援

助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这些承诺；

3. 妻求捐助国，作为走向执行应急行动方案的

一步，迫切考虑它们如何能在双边基础上或通过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有利于最不发达国

家的特别措施以及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等多边渠道，

提供最有益的援助，并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

122cV) 号决议第 3 (C) 段中所设想的，响应最不发达

国家关于立即增加财政支助的要求，从而确保提供足

够资源，补助最不发达国家本身所进行的活动；

4. 注意到此种增加的援助将供一九八 0 年使

用，同时不会对最不发达国家所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要在第三个方案拟订周期审议的指示性规划数字的份

额，发生不利影响；

5. 请担任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筹备委员

组密切注意应急行动方案的进展情况，特别要请捐助

各方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尽量就它们执行这一方案的步

骤提出报告；

6. 遭议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的所有官方发展援

助均应采赠款方式，同时以彼此协议方式提供这些国

家的贷款都应按照品度的优惠条件；

7. 促请尚未采取此种行动的发达国家尽快采取

步骤，充分执行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 165(S- IX)A部

分所通过的结论；

8. 促请各捐助国和多边发展机构分配更多的财

政资源和技术援助，以支持旨在改革最不发达国家的

主要结构特性的活动；

9. 请所有的国际发展机构和专门机构，以及各

双边捐助机构、区域委员会和有关的政府与非政府组

织对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特别措施给予高度优先考

虑，并充分支持有利千最不发达国家的全面性新行动

纲领；

10. 又请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在拟订

第．．个发展十年的战略时，充分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

面临的特殊和迫切问题；

11. 请秘书长在大会一儿七九年一月二十儿 H

第 33/198 号决议所要求提交给大会一九八0 年特别

会议的关千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执行情况的分析性报告

中，列入对最不发达国家情况的评价，和对本决议所

要求的各项特别措施的执行情况的审查。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34/21] . 对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提议

大会，

回顾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

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日的第 3201 CS- VI) 号和第

3202 CS- VI)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有

画参石 l二血第 34/203 3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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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讨的第 3281CXXIX) 号决

议，以及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 H 关于发展与国际经济

合作的第 3362(S- VII) 号决议，

并回顾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 H 关于向发展中国

家加速转移实际资源的第 33/136 号决议，

又回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儿L九什六月:-:

日第 129(V) 号决议，＠

关切地注意到由千发展中国家经济情况继续恶

化，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空前地扩大，而

现有国际经济关系制度所遭遇的危机使这种差距更加

严重，

注意到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至十六 H 在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阿鲁沙举行的七十七国集团第四届部长

会议所通过的«阿价沙集体自力更生纲领和谈判纲

要沁念

深信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除r别的以外，需要获

得大量财政资源的转移，作为对它们的经济和补会发

展的一项重大贡献，

预计、继续不断和日益有保证的基础上，大幅度增加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资源；

2. 在这个情况下，请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灼备委

员会考虑到为此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关于在一

九八C －一九儿 C] 十年期间以财政资源、物质资源和

技术援助方式再转交给发展中国家三于亿美兀的数额

仵为发展捐助的建议的各方面问题，在第；．个发展十

仆的最初几年，每年至少应转交二百五十亿美元；

3. 同意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应考虑仆

联合国第．个发展十年的范围内执行这些建议的可行

性和方法与途径。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34/212. 关千改组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

社会部门的大会第32/197号决

议附件第一节的执行情况

井喃信大量增加资金与其他流动，以促进发展，支 大会，

助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优先巾项与计划，将大有助于有 回顾其一儿 L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阮

效地改组世界经济，对所有的国家都有好处， 经济秩序宣言吁叭行动纲领沺的第 3201 CS-VI) 和 3202

注意到一儿七九年九月二 H 至九 H 在哈瓦那举行 (S-VI) 号决议，以及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付

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所通过的经济宣言动，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1C:XXIX) 号决

井回顾其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关千制订联合

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决议，

欢迎各国和政府首脑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一

般性辩论期间提出的建议，旨在迅速和大幅度地改善

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情况，

1. 重申其第 33/193 号决议，其中除了别的以

外，决定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一个优先目标是在可以

也参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议 'Ji 求，弟 lJ．届会议汃绾．

卷， Q报告和附件只联合国出版物，出作品编号： E.79.II.D.l,1),

第一部分， A节。

议，

又回顾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第 3362 (S-VII)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设立改组联合国系统经

济和社会部门特设委员会，负责拟订详细的行动计划，

以期着手进行联合国系统的改组，使联合国系统有更

充分的能力以全面和有效的方式，处理国际经济合作

和发展的问题，并使它更能符合《建立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宣言刀和《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

详））的规定，

又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第32/197号决

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赞同特设委员会的结论和建
酬司上，（联合国出版物，出 1＼品编号： E.79,Il,D.14) ， 议，

附件六。

@A/34/542, 附fI ，弟四 '|li 。 又回顾其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第33/202号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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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要求在执行特设委员会的结

论和建议的范围内采取一此行动和措施，

重申改组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社会部门的工作进

程乃是保证在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领域内，使发展中

国家平等、充分和有效地参与联合国系统内一切决定

的拟订和执行所须作出努力的必要部分，

又回顾特别是大会第32/197 号决议附件第一节第

3 段和第 4 段，

铭记着经济及补会理事会关于文件的管制和限制

的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第1979/1号决议、一九七九年

五月十日第 1979/41 号决议和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第

1979/69 号决议以及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H 大会

第 34/50 号决议，

]. 决定在其各届常会上将题为“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的报告＂的项目列入各主要委员会的议程，但按

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9/41 号决议第 5 段内的决

定，须在其议程的有关项目下审议经补理事会报告的

各章；

2. 邃议秘书长，通常分配给第二委员会审议的

议程项目今后应在本决议附件所建议的范围内加以拟

订；

3. 又邃议第二委员会应安排其工作方案并就分

配给它的议程项目进行实质性辩论，但要考虑到上述

附件所列项目的重新分类和安排；

4. 决定所有代表联合国系统各机关、组织和机

构在第二委员会所作的介绍性发言，通常应在委员会

进行实质工作的头两个星期内作出，以便各成员国能

以最便利的方式对其余的时间仵最充分的利用；

5. 决定如同大会第 32/197 号决议附件第 3 (C) 

段中所设想的，第二委员会在规定提出提案的截止 H

期时，应允许可以针对在这些项目下提出的提案，同

时讨论几个项目；

6. 决定在其第三十五届会议审查关于联合国各

不同政府间机构的报告所使用的文件编号、封面和有

关程序的各种需要，以期尽措减少在所有工作语文提

出文件方面的迟延情形，并请秘书长就这个问题提出

建议；

7. 还决定在其第一十五届会议审议是否可能或

是否盂要对其议程上分配给第二委员会的某此项目每

两年审议一次，包括将某些项目交由经社理事会审议

和作最后决定的可能件；

8. 又决定在其第飞十五届会议，根据纾验，审

议 1]面第 2 至第 4 段所列各种安排。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一O九次全体会议

附 件

对发交第勹委员会的议程项 H

所建议的币新安排＠

1. 发展和 IKI 际纾济合什：

(a) 国 1外发展战略：

(h) ｛j 义 1 叶 1外硌济合竹促进发展的系列个沭谈判；

(C) 贸易和发展：

(d) 1 业化：

(e) f1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f) |'l 然资柳：

(g) 粮代和农仲；

(h) 向发展中国家轧移实标资掠；

(i) 财政、货币利l{J 义问题：

(j) 发展中 1 小家间的经济和技术合竹：

(k) 改组联合 111 系统的纾济和礼会部 I, J; 

(I) 环垃：

(m) 人类仆区：

(n) {1 效地，J] 员妇女参勹发展过和。

2. 纾济及社会:flI1,l，会的报仇。

3. 发展ji面的＼IV 各 1什：

(a) 联合 1 叶月发计划甘：

＠个附 i'f 所列的项 II 且根据笥~<. I· 四），i｝会议议 W, 将米仍

日［根据所列的广泛范围f 以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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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联合旧资个发展从个：

(C) 联合国自然资协勘探怕环从个：

(d) 联合 1l;1 人 I I /1［动从个：

(C) 联合国忐尼人员）、J 伶

(f) 联合 1 1 、l 发展， 1, 内队 1 叶京竹 '1}lI 从个；

(g) 联合国札别从令；

(h) 联合 11 、I 儿巾从个会；

(i) ill: 界根 ft l I 划片：

(j) 秘书长 Fli 进行的技术合什 I. Vi 。

4. 训练和研究：

(a) 联合国训练研究 l炉

( b) 取了r l I,1 人叮；

(C) 月 1 平人学：

(d) ')义）设夕t析和观划的统 丿丿、，人：

(e) 纾济发展长期趋势的 (l}|．)仁

5. l'i 别纾济和救＇）又援助。

6. 捉小人会／ i 心的丿［他 'h 坝。

34/213. 关于改组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

大会，

社会部门的大会第32/197号决

议附件第五节的执行情况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 H 载有«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宣言吓肛行动纲领》的第3201 (S-VI) 和 3202

(S-VI) 号决议，以及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有

«各国经济权利及义务宪店》的第 3281 CXXIX) 号决

议，

又回顾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第 3362 (S-VII>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设立改组联合国系统

经济和社会部门特设委员会，负责拟订详细的行动计

划，以期着手进行联合国系统的改组，使联合国系统

有更充分的能力以全面和有效的方式，处理国际t全济
合作和发展的问题，并使它更能符合 d建立新的国际

纾济秩序订言吓II« 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

务宪们的规定，

又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第32/197号决

议，其中，除其他巾项外，赞同特设委员会的结论和

建议，

又回顾其一九七九年－月了．十九日第33.1202号决

议，其中，除其他 1i项外，要求在执行特设委员会的

结论和建议的范围内采取一此行动和措施，

重申改组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社会部门的T．作进

程乃是保证在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领域内，使发展中

国家平等、充分和有效地参与联合国系统内一切决定

的拟订和施行所须仵出努力的必要部分，

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巾会一九七九年八月一日第

1979/66号决定，特别是其中的 (C) 分段，

又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一九七九年七

月二 H 第79/30号决定， Q”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改组联合国系统经济和补会部

门的一九七九年进度报告幼以及行政协调委员会一九

七八－一九七九年的报告吵

1. 对千大会第32/197号决议附件第五节所建议

各项合并措施的大原则，认为可以对发展方面的业务

活动提供更多的自愿捐款，到现在为止仍未实现衰

示遗憾；

2. 因此决定在大会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第

33 /201 号决议所规定的全面审查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政策范围内，特别注意为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提高自

愿捐款的数额问题，但不妨害该决议第 2 段的规定；

3. 注意到须经秘书长签名指派的联合国系统发

展方面的业务活动驻地协调专员标准信所提议的案

文也在这方面肯定通常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被指派

为驻地协调专员，并提请注意标准信第 2 段对于驻地

岱参石G纾济及补会 J甲 'li 会止式记求， 九 L儿仆，补编

弟10 号»(E/ 1979/ 40 f11 Corr 1), ？才'} |，？，~， B,1＇J 。

@E/1979/81 。

动 E/1979/34 利!Add.1.1Rev.1 。

@E/1979/34, 附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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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专员不始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这类特殊情况，或

许不适用；

4. 重申这一原则：联合国系统所提供的援助应

符合受援国的目标和优先事项，因此，在国家一级协

调各种援助投入，应是有关政府的特权，同时还重申

驻地协调国家一级发展业务活动的全面责任和协调交

由驻地协调专员负责；

5. 进一步重申，驻地协调专员执行任务时，应

遵从国家主管当局的指示和规定的优先事项，这些任

务包括编制报告的工作都应只与联合国系统的业务活

动有关；

6. 请秘书长与各国政府及有关组织的执行首长

协商，确保驻地协调专员在行使职权时能够：

(a) 充分考虑到大会第32/197号决议附件第28

段 (b) 到 (d) 内所载的目标；

(b) 协助各国政府实现它们规定的目标和优先

事项，方法是依照大会第 32/197 号决议附件第 33 段

的规定，使联合国系统在各部门的投入在行动上更趋

一致，并有效实行一体化；

(C) 依照大会第 32/197 号决议附件第 34 段的

规定，承担国家一级的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全面责任

和协调；

(d) 依照大会第 32/197 号决议附件第 34 段的

规定，并依照有关政府的政策和优先事项，负责使国

家一级的各部门发展援助方案在拟订，执行和评价方

面具有多学科的性质；

(e) 协助在国家一级实现大会第32/197号决议

附件第 32 段所规定的目标，即在行政、财务、采购及

其他程序上达到最大限度的划一；

7. 决定上面第 6 段所载各项指导原则不应影响

各国政府与联合国系统内个别组织之间的关系，也不

应影响这些组织派驻各国代表与他们的执行首长之间

的直接授权和联系；

8. 请秘书长充分考虑到上面第 3 至第 7 段，并

按照联合国«宪章乃第一0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开始任

命驻地协调专员，并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八0年

第二届常会报告大会第 32/197 号决议附件第 34 段的

执行情况；

9. 决定在执行大会第32/197号决议附件第五节

所作出的进展范围内考虑在政府间一级设立一个单独

理事机构，负责管理和监督联合国发展方面的业务活

动，而且此机构将取代第 32/197 号决议附件第 35 段

设想的现有理事机构，并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一

儿八0年第二届常会上为此目的拟订建议并向大会第

二十五届会议提出。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34/214. 关于改组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

大会，

社会部门的大会第 32/197 号

决议附件第七节的执行情况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宣言歼叭行动纲领»的第 3201 CS-VI) 和3202

(S-VI) 号决议，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有«各

国经济权利及义务宪章»的第 3281CXXIX) 号决议，

又回顾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第 3362 CS-VII)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设立改组联合国系统

经济和社会部门特设委员会，负责拟订详细的行动计

划，以期着手进行联合国系统的改组，使联合国系统

有更充分的能力以全面和有效的方式，处理国际经济

合作和发展的问题，并使它更能满足执行«建立新的

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禾叭行动纲领此以及《各国经济权利

和义务宪章»的要求．

又回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32/197 号决

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赞同特设委员会的结论和

建议，

又回顾其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第 33/202 号

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要求为执行特设委员会

的结论和建议而采取若干行动和措施，

重申改组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社会部门的工作，

乃是保证在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领域内，使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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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平等、切实地完全参与联合国系统内一切决定的拟

订和施行所须要作出的努力中的必要部分，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改组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礼会部

门的一九七九年进度报告，岛

1. 请经济及社会理'h会，照人会第 32/197 号

决议附件第 56 段的设想，拟订彼此可以接受的程序，

改善行政协调委员会和各有关政府间组织之间的联

系，包括拟订程序使其主席团成员及方案和协调委员

会成员，可以在适当安排下参与行政协调会的工什，

并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2. 重申机构间协调的目杯，应当是使各秘书处

对政府间决策前的筹备工作、对决定的执行以及对将

决定转化为相辅相成的或联合举办的方案活动，给予

有效的协助；

3. 重申其要求：行政协调委员会的工作中最优

先的应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里最为紧

要的实质问题，以及使其上作和报告系统密切配合大

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关切要点、其指示及其工作

方案；

4. 请行政协调委员会在提出其建议和研究报告

时，说明其意见，并说明可供选择的行动方向，以便

利有关立法机构决策；

5. 决定在其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审查第 32/197

号决议附件第七节的进一步执行情况，并请秘书长，

充分注意到本决议和大会第 33/202 号决议第二节的

规定，就此问题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34/215. 关千改组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

大会，

社会部门的大会第 32/197 号

决议附件第八节的执行情况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 H 载有《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第 3201 (S- Vi.）号和

@E/1979/81 。

3202 (S-VJ) 号决议．和一儿七四年十二月－1 ::. H 载 h

《各国纾济权利和义务先 1，P的第 3281 (XXIX) 号决

议，

又回顾其 ·)L l..;]1: 什儿月十六 H 第 3362 (S-VII)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µ项外，设立改组联合国系统纾

济和社会部门特设委员会，由它负贞拟订详细的行动

提议，以期祚手进行联合国系统的改组，使联合国系

统钉更充分的能力以令面和有效的方式，处理国标纾

济合作和发展的问题，并使它更能符合《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片宣言刀叭行动纲领门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

务宪章钮的规定，

重申其关于改组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社会部门的

一儿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32/197 号和一九七九年

一月二十九 H 第 33/202 号决议，特别是关千联合国秘

书处的第 32/197 号决议附件的第八节和第 33/202 号

决议的第四节，

井回顾其第 32/197 号决议附件第 64 段中交给发

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的特别任务，

注意到秘书长－儿七九年关于改组联合国系统经

济和社会部门的第一次地和第二次也进度报告，

特别注意到第二次进度报告的第 34 段，

]. 对于第二次进度报告迟迟提出深褒关切；

2. 请秘书长立即着手执行大会第 33/202 号决

议第四节中的各项规定，包括其中指出的各种问题，

并就此事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包括

组织图表；

3. 遭议将上述报告发交第二和第五委员会审

议，并请秘书长在大会工作开始时保证各国代表团能

取得该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34/216. 国际货币改革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

劭 E/1979/81 。

雹 A; 34/7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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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秩序宣言环叭行动纲领））的第3201 cs- VI) 号和第
3202 (S-VI) 号决议、一九七四什十二月十二 H 载有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1 CXXIX) 号决议

和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

第 3362<S-VII) 号决议，

又回顾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关于筹备制订一

个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战略的第 33/193 号决

议，其中强调，除了别的以外，必须在进一步改革国

际货币制度以利国际社会的范围内，使国际货币制度

更能迎合发展中国家的盂要和利益，

又回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六月＝：．

日关于国际货币改革的第 128(V) 号决议每，

满意地注意到七十七国集团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

九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国际货

币改革行动计划纲要闷@,

认识到国际货币制度迫切需要全盘改革，使它更

能迎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利益，

又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和充分参与是对现行

国际货币制度进行此种全盘改革的必要条件，

1, 请联合国系统的适当机关、组织和机构积极

审查«国际货币改革行动计划纲要沁采取必要的决定

执行«纲要门内所载的措施，以确保这个领域的进展有

助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将在这方面取得的进

展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2. 满意地欢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 128

(V) 号决议设立一个特设政府间高级专家小组，负责

研究国际货币制度的未来演变的根本问题，并要求将

该专家小组的报告连同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对报告的意

见，交由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念参看q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议书求，第五届会议»，第

34/217. 有利千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岱

的紧急措施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 H 第 3202CS- VI) 号决

议；其中决定发动一项特别计划，对于受经济危机影

响最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紧急救助和发展援助，作

为紧急事项，并在必要期间内，至少到联合国第二个

发展十年终了为止，帮助它们克服 H 前的困难并达成

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

又回顾在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关于发展和国

际经济合作的第 3362CS-VII) 号决议中敦促各捐助国

以及各国际组织采取具体措施，帮助受影响最严重的

国家解决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问题，

关切地注意到特别计划大都未获执行，

念及尽管国际社会作出了努力，向鉴定为受影响

最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吞提供的减让性多边和双边援助

仍是不足，

深感关切地注意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财政

情况的恶化，它们由千按人口计算的平均低收入反映

出相对贫穷，低生产力，低技术和发展水平，是应被

视为因其主要输入品价格的激增所造成的当前经济危

机而受影响最严质的国家，

1. 请秘书长与联合国系统内各适当机关、组织

和机构密切合作，以迅速审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它们由于按人口计算的平均低收入反映出相对贫穷、

低生产力、低技术和发展水平，是应被视为因其主要

收入品价格的激增所造成的当前经济危机而受害最严

重的国家，并向按照大会第 32/174 号决议设立的全

体委员会一九八0年第一次实质性会议以及新的国际

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提出一项初步报告，

并在分析报告中载列一份最后报告，提交大会一九

八0年特别会议：

2. 敦促所有捐助国在此刻考虑向受当前经济危

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79.11.D.14) ， 岱参看第一节，脚计 11 。

第一部分， A节。 ＠照大会一九 L 四什［L月－ II 邓 3202(S-VI);)决议第 1 气

$参看 A/C.2/34/13 。 节内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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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救济和援助、切记目前的国 34/218. 肚舒今国禾斗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
际收支和发展的需要；为此目的，除其它事项外，应

迫切考虑下列各项措施：

(a) 在第五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所作出的

承诺范围内，尽其最大努力，以赠款方式或优厚条件，

大量增加实质性财政援助；

(b) 尚未如此进行的发达国家应尽速采取步骤

来适用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一日第

165 (S-IX) 号决议 A 节核可的结论；＠

(C) 以优惠条件提供财政援助，尤其要满足其

粮食不足和农业发展方面的需要；

(d) 考虑到发展优先次序，向这些国家转让的

资源应给予在工业化方面所应得的份额；

3. 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研究为补充筹

资办法建立利息补助金的可能性，以及发展委员会要

求货币基金执行董事会注意制定各种方式来降低补充

筹资办法利息费用，而且货币基金组织已将扩大筹资

办法的到期提款期限延长；并请货币基金组织考虑这

些领域内的建议；

4. 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资金筹供的安排和

准则范围内考虑因当前经济危机而可能是受影响最严

重的国家输入粮食的费用增加所引起的国际收支方面

的不良影响；

5. 请多边发展和金融机构特别注意因当前经济

危机而可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发展和国际收支

方面的即刻需要。在这方面，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有关单位和世界银行在各自职权范围内继续考虑一九

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七十七国集团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部长会议通过的国际货币改革行动纲领大纲＠所载的

有关提案。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O九次全体会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勹 l· 勹届会议，补编第 15 月＼（A/

33/15 和 Corr.I) ，第一卷，第二部分，附件一。

＠参看 A/C.2/34/13 。

议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第 3201 (S- VI) 和

3202(S- VI) 号决议，其中突出了科学和技术在促进

发展中国家发展方面的作用，

又回顾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第3362 (S- VII) 

号决议、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31/]84 号

决议、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2/ ll 5 号决议和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第 33/192 号决议、以及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第 1897CLVII)

号决议、一九七六年八月四日第 2028(LXI) 号决议、

一九七七年八月四日第 2123(LXIlI)号决议和一九七

八年八月四日第 1978/70 号决议、其中均与召开和为

备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有关，

井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和一九七九年

一月二十九日关千改组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社会部门

的第 32/197 号和 33/202 号决议，

深信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达到联合国第三

个发展十年的目标和目的方面、将科技应用于发展的

极端必要性和重要性，

认识到和平、安全和国家独立是保证所有国家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有效利用和进一步发展科技的重要因

素，在真正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将更有可能把现在用

于军事的资源重新分配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特别

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强调急需增进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能力，使

它们能应用科技于其本身的发展，以期消除发展中国

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目前在科技方面的不平等，

认识到需要由国际社会所有各部门作出一致和持

久的努力，以期达到加强发展中国家本身的科技能力

这个目标，

又认识到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执行科技促

进发展方案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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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需要采取审怕的紧急步骤，以期达到改革

国际科技关系现有型怂这个 H 标，

重申联合国在倡导科技促进发展方面的中心作

用，并重申需要特别通过新的体制安排和大量增加财

政资源来加强这个作用，

重申有必要加强联合国系统在科技领域的作用，

特别是通过在现有的体制安排和资源之外的新的体制

安排和大量的新资源，

认识到需要采取有效利用新的科技的方法来克服

发展的障碍，并认识到科技在未来发展战略方面所起

的作用，

注意到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一日联合国科学和技

术促进发展会议通过的报告@,

满意地注意到一九七九年八月三十一日联合国科

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通过的报告中所载该会议达成

的各项协议，

认识到各国政府在执行科技会议通过的«科学和

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压｝方面以及依照各该

国发展方案结构执行科技方案的重要作用，

对未就某些重要问题作出决定，裹示愧惜，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

议的报告鱼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领

1. 对奥地利政府和人民为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

日至三十一日在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

发展会议提供优越设备和慷慨招待，裹示赞赏和感谢；

2. 核可«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行动纲

领沁$

织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报告，维也纳，一

九七九年八月二十至三十－ m(联合围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79.l.21 和更正）。

妙同上，第七章。

@A/34/587 和 Add.1 和 2 。

3. 促请所有各国政府采取有效行动，实施«维也

纳行动纲领汃

i . 要求联合国系统各机关、组织和机构及其他

政府间组织采纳«维也纳行动纲领沪中的建议；

5. 请所有有关的科技组织遵守《维也纳行动纲

令贮的规定；

6. 完全支持一九七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科技会议

通过的题为“妇女、科学、技术”的决议 2；动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1. 决定设立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

会漫

2. 赞同科技会议的建议，即应当由各成员国的

尚级代表出席委员会；

3. 决定该委员会应当让所有国家作为正式成员

参加，每年开会一次，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

会提出报告和建议，经社理事会认为必要时可向大会

提出对此项报告的意见，特别是关于协调方面的意见；

4 , 请所有国家积极参加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

府间委员会，对委员会的工作作出实际的贡献；

5. 决定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应当

协助大会履行下列各项职责，特别是下列各项：

(a) 根据此一《维也纳行动纲领»,制订政策准

则以协调联合国系统内各机关、组织和机构有关科技

活动的各项政策，以期有助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b) 促进联合国系统各机关、组织和机构改善
彼此的联系，以便确保以协调的方式执行Q维也纳行

动纲领》；＠

抄参看《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报告，维也纳，

一儿七九年八月二 l．全三十一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

C.79.1.21 和史止），第六店， A 节。

吵 l门］时，大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撤销其科学和技

术促进发展委员会。

吵如政府间委员会提出要求，打案和协调委从会及行政协

凋委员会应依照它们的职权他围，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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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确定《维也纳行动纲领门内各项活动的优先 大会有关决议制定的惯例以及各种关系协定，由秘书

次序，以便利在国家、分区域、区域间和国际各级的 处首长级人士参加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

业务规划； 会；

(d) 拟订一项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的业务计 12. 请所有有关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

划； 他有关组织，按照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Ce) 监测联合国系统内各机关、组织和机构有

关科技的各种活动和方案；

(f) 促使最适宜的资源调动，以便联合国系统

各机关、组织和机构能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的各项

活动；

(g) 作出安排及早鉴定和评价可能妨碍发展过

程的新科技以及可能对发展过程有特定重要性的新科

技，并作出安排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能力；

(h) 对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和临

时基金，如同下文第六节所说的，提供原则和制订政

策的方针；

6. 决定政府间委员会作为一项例外措施在一九

八0年初另行举行一次为期一周的会议，审议组织事

项和特别紧急的其他问题，等等，并将在一九八0年

第二季举行常会；

7. 请政府间委员会制定有效履行其职责的必要

工作程序和方法，并就此事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

出报告；

8. 决定委员会须制定程序和方法，以保证能充

分而有效地得到科技专家的意见，据以审议对科学和

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职权范围的修改以便咨询委

员会应委员会的要求能够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意

见；并就此事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

9.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按照委员会的建议就科

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采取必要行动；

10. 决定会议的议程应特别包括将科技会议上

未达成协议的各项问题向委员会提出，以便该委员会

及早决定，需要采取何种进一步行动，包括程序方面

的行动，但应考虑到科技会议的有关决定；

11. 请联合国系统所有机关、组织和机构，包括

各区域委员会、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按照

制定的程序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

]. 请秘书长设立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作

为联合国秘书处内一个新的、独特的组织单位；

2. 又决定把这个中心设在联合国总部，由一名

助理秘书长担任主管，向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

负责并直接向总干事提出报告，一如大会第 32/197

号决议附件第 64(b)段和大会第 33/202 号决议第四

节第 5(C) 段所规定；

3. 又决定这个中心应协助总干事执行《维也纳

行动纲领））内指定由他承担的职务，特别是向科学和

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提供必要的实务支助，并

在秘书处一级协调联合国以内与科学和技术有关的活

动；

4. 井决定在执行这些职务时，这个中心应与联

合国所有有关单位等保持密切的合作；

5. 决定从联合国经常预算内调动必要的资源，

给这个中心，尽可能调用联合国以内现有的资源，包

括科学和技术处的大部分员额和预算资源，并将该处

撤销；又决定政府间委员会应尽早确定这些资源应否

增加；

6. 同意千其第三十六届会议审查上述安排，包

括中心首长的职等在内；

四

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

1. 决定由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负责全面

等特别丛联合国开发计划界 l叶阮纾济和礼会＇µ务部及技

术合竹促进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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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联合国系统内什秘书处一级的科学和技术领域的

活动；

2. 请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特别通过行政协调委员

会的各种渠道向总干事提供充分和有效的合作和协

助，以履行其在这个领域的职贞：

3 , 又决定授权总干事负责协调联合国各机关、

组织和机构以及各专门机构和国阮原子能机构对科学

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T什作的贡献；

4. 妻求联合国系统所h机关、组织和机构同总

干事合作完成他的全面协调任务； ( C) 除了联合国系统内现有的资源以外，还需

5. 请联合国系统所有机关、组织和机构采取必 要相当可观的资源；

要步骤，以执行在«维也纳行动纲领凶第 90 至 99 段和

第 J 04 至 108 段内向它们提出的建议；现

五

研究整个联合国系统的效率

请秘书长准备进行一项基本研究，调查联合

国系统所有各机关、组织和机构在科技促进发展领域

的活动、任务和工作方法，同时研究提高联合国在这

个领域效率的可能性。关于这项研究的初步报告，应

向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的一九八0年第

一届实质会议提出；最后报告连同建议，应向政府间

委员会的一九八一年会议提出。政府间委员会的初步

建议应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最后建议应向大

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

．
、

、

-
I

全球性财政安排

]. 决定设立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苏资系

统（以下称筹资系统）；

A. 目标

2. 决定这个筹资系统将为加强发展中国家本国

科技能力的多种活动筹措资金，特别是援助执行《维

也纳行动纲领门内所订的各种措施。这些活动将补充

双边和多边的科技方案并支持发展中国家本国在科技

领域的努力。并决定这个苏资系统将成为调动、协调、

引导和发付各种资金的机构；

B. 筹资系统的资源

3. 同意在决定这个系统的资源的性质和数额·

时，应考虑到下列几点：

(a)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技术能力的不对

称现象

( b) 资金必须具有可预测性和供应不断；

(d) 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需要不附带条件的

外资；

c. 其他财政资源

4 . 决定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筹资系统可以同国

际、区域及其他公、私金融机构安排办法，以便为发

展中国家的研究和发展、商业化和购买技术等科技活

动筹集和引导更多的资源；

5. 又决定由这种安排取得的资源应该用来补充

筹资系统本身的资源；可能提供这种资源的来源有：

(a) 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

(b) 各国或区域、国际性的公、私营银行；

(C) 公、私营公司；

(d) 其他公、私营金融机构；

6. 此外井决定，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筹资系统

还可以利用其他资源，例如：

(a) 从争取全面彻底裁军的一切措施所获具体

进展能产生的资游，包括立即执行已经获得协议的裁

军措施；

(b) 从建议的关于反向技术转让“国际劳工补

偿办法”产生的资源；吵

D. 筹资系统中期和长期安排的资源分配
7. 又决定：可供使用的资源分配给炸佳也纳行

磅参行 E/1978/92, 切 100 - 10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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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纲领八认可的各种活动，包括各国分区域、区域和

区域间的各项活动。按照联合国大会第一十四届会议

所通过的临时办法以及须在第飞十六届会议通过的长

期办法的决定，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将

拟订分配和分拨给建设发展中国家本国科技能力的资

源的指导原则。这此指导原则应什国家、分区域、区

域和国际各级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优先盂要，以使特别

是实施直接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类刚项 H 和方案，

特别注意必须采取特别措施，以解决最不发达、内

陆、岛屿和受影响最严重的发展中国家的迫切和特殊

问题，以及必须在发展中国家克服贫困加速发展，并

注意政府间委员会通过的其他标准。对于在国家、分

区域清区域和区域间各级有风险高的科技研究和发展

项目所需资源应该特别另定分配资源的标准，同时应

该规定支持发展中国家从别的财源获得纾费：

8. 由于上述考虑，决定如下：

一九八二年一月开始的筹资系统长期安排

ca)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苏资系统的指导和决

策机构是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该政府

间委员会应参考下面 Cb) 分段所述研究工作的结论，

确定指导原则、一般经济条款、活动方式，以及方案

和项目的编制、提交、审议、批准的一般程序。并且

就该筹资系统执行机构的适当组织向大会提出建议；

Cb) 政府间委员会在一九八0年第一届实务件

会议上，应根据公平地理分配原则及对适普的多方面

专业素养的需要，选出 27 名成员组成专家组；在发

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的支助下，专家组应立即彻

底研究筹资系统业务的一切有关安排。这项研究的范

围如下：

（一） 该项研究将估计发展中国家科技活动所需

增加的资金和可能的财源；

（二） 该项研究将包括清杳现在为这类活动提供

资金的双边和多边方案；

（三） 该项研究将审议可供选用的各项提案，包

括七十七国集团提交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

会议的全部提案，面这此提案是有关为长

期科技发展活动苏集必要的额外资金、支

付和拧制这此资金、及机构安扑1，并就各

提案什出建议；

(C) 政府间片家组应将其最后报告提交委员会

审议，以便委员会 11f通过纾济及补会理 'li 会．向大会

第 十六屈会议提出迅节建议；

筹奇系统临时安排

( d) 什为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为资系统订出长

期安排之前，将设汀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临时基金．

并由自愿捐款捉供资金。大会同总－一九八（） 血儿八

西年期的 I1归 l ，如1 忨小应少千两亿几千）j 义元。

什该两年期内，如这类基金已全部得到承讯 lii] 时考丿忐

到发展中国家的 'IlIJ要，委员会将审议这两亿 li 千月关

兀的数额，以期为临时基金牡集更多资金；

(e) 按照本决议附件所载的政策原则和政府间

委员会开始举行只会议时所规定的原则，联合国斤发

计划咒将管理具打独立个体地位的临时基金。请秘书

长全迟h一九八 (\{f -）］以前召开一次认们会议。大

会应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哭长提供必要的资源，以进

行这此初步的为备贞任，杠乍临时基金开始其业务为

止；

9. 决定制订临时安排不应妨碍关f 长期安排的

最后决定；

10. 又决定临时基金应按照本决议附件的规定

来管理和运用，并促请仵出必要的安排以确保基金尽

早展开业务；

11. 促请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慷慨捐

款，以期达到临时基金所盂的 2.5 亿美元议定指标。

款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一一0次全体会议

附件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临时从金初步计划书

投次

励A/CONF. 81/L. 1 \}文什，笱'i A. 22 、 A.38 、 A. 50 、 A. 59 、 •--•、 临时从令 ............................................. 

B. 26 和 c. 20 千 27 各段。 一． 临 n寸从金的分：旨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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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临时基金

]. 巾大会绾．十四届会议设 1,1 的联合国下1学和技术促

进发展临时从令（以卜简称临时从令）），；f 、11)l一个忏行明确、 1'(1

独设立的从令， Ji IL)L按照卜血所说的规定进行＼W务的人会机

关之～二。

二、 临时基金的宗旨

2. 临时从令的 II 的和 I I 杯及丿［资说的）ll 途足，在符合 1、

而第 32/52 段的规定的估况卜，按照卜 1仇笱~ 8 段的规定向各

国政府和各组织提供技术和资令援助，以促进达成«维也纳科

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行动纲领沉时建议的 H 杯）｛执行丿［建议的

措施。这此 ll 怀和措施载丁«行动纲领»:t- 1i1J迪为“加强发展

中国家的利学和技术能力”和第勹＇1,J 她为“改，＇l,· 国标科学和技

术关系的现付模式”已得到人会的赞同，月成为建订新的国标

经济秩序的一个必要部分，特别足：

(a) 加强发展中国家本身的科学和技术能力；

( b) 促进加强国际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领域的介什，

特别是：

（一） 纾由促进合作的安排，使发达国家可以更有效地支

持和协助发展中国家在本 1卧所作的努力，通过建立

和加强具科技能力以实现发展；

（二） 支持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分区域、区域和区域间三级

上进行的合作。

(C) 在联合国关千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筹资系统开

始办理业务之前，应斟酌情况在过渡期间，支拉、促进和创议

各种必要的活动，以便为 H 后提商发展中国家科技能力的1

作作好准备。

一、 一般原则

3. 临时基金的业务应按下列原则办则：

$参看《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报告，维也纳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日至三十一 ll)》（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 C,79.1.21和更正），第七衣。

(3) 提供援助佃符合t联合 1 叶＇；七齐》的宗旨和原则，和

仪受援助的发展中 i I`l 家的优先次厅；

(b) 临时从令捉供的援助 1汛门为外国 1飞步打义国家

内政的纾济和政治的力认，月 II 个得附｛l (「何政治忖条什 l

(C) 临时从令可用的资游／＇；!用来支助国家、分 I>< 域、 Ix

域和 Ix域间四级的项 II 和订朵， 1II I\ ＼1 名虑到＇而要确保各机构之

间在国家、分区域、区域和 I>< 域间四级 1 钉允分的联系、确保

这扁此机构 Ii1凶义国家或｛！义 1人坡的牛产部门之间付允分的联

系，竹别要名虑到， h必要采取牡别措施米），ii 付最｛；发达目

家、内卧，国家、岛虳国家和受影 11111] 奻严币国家 l(ll 临的迫切问匙

和特殊问题，和h必婓才 I 除贫穷、加速发展中国汾之的发展，以

及义］科学和技术促进友展的政府间委员会通过的 l［他准则；

(d) 临时从令资说的使）ll, 肋名虑到盂要仆下列两类沽

LJj 之间保抖适节的平衡：即为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干1 学和技术

领域的援助的迫切，I,；要而进行的沾动，和促定从础，为在下一

个 1什抖续地逐步加强发展中国家科学和技术能力的活动，包

括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领域举办的合 f1 -，J伈IV;

(e) 临时：），t金应有关国家的政府的要求，才向个别国家

捉供援助；

(f) 临时尪令向 I'｀！家间圳叶1 和方案提供的援助，要配合

｛j 关国家所界定的盂要，并迫节地名虑到《维也纳行动纲领》

;;f'i 80 和 81 段；

(g) 在符合以 1.(e) 、（ f) 两分段的规定的情况下，临

时从令支助的沽动勹双边和多边的科学和技术）、i 尖的沾动，包

括联合国系统各单位的活动应相协调 11 个币复；

(h) 临时从令要以火沽的方式提供援助，而且在管押临

时基令力面，应切实芬虑打必要鼓励新的方法和加速的和）忆

以使能够在过渡期间对C绯也纳行动纲领M作出允分的响趴

(i) 可以利用临时从金的资源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以

促进在科技领域进行的 I引外合什；

(]) 临时从令应积极促进付效的投资，并贯彻它的各项

活动，还／＇；!节协助发展中国家从 Jl它米諒取得科技活动所＇，材的

资金；

(k) 应采取措施，以确保联合国系统及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闱家提供己 1l的付关 L |、]知识以鉴定、拟订、评定、执行

和评价临时店令肌支助的项 II 和 J、i 朵。

囚、 基本活动

4. 在可能得到的资金的限度内和所设想的过渡期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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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基金按照下面第 8 段的规定，仙支助维也纳订朵用设想的

许多活动，以加强发展中囚家的科技能力， Ji llI 能对改组国际

科技关系的现有形态仵出贞献，除丿［它忭项外，共中包括创追

和（或）加强科技事项的决策能力；对｛j义促进发展的科学和

技术问题的审杏和经验和资料进行国［外父流；建 \,r 执行利技友

展的进程所需的适节法律、行政、财政和公丿，，．机构以及服务 'll·

如建立并加强国家对外国技术和L门知识的评价、选扦、才K眢

和适应的能力；汁，心未来的科技沽 tJJ' 以评价它们对发展中日

家的影响包括不利的影响；制定旨在个别地和在合 f1 的从础 I

加强发展中国家科技能力的行动订朵；建订月改，＼国家、分 1大

域、区域或全球件的资料中心、资料网和资料系统，以使能牡协l

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盂要；拟定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 11十界件和

区域间的计划；教有并培训各阶层所＇心的人力资 /}Ji(, 以使制定

并执行科技发展的政策、计划、丿，i朵和坝 I I; 促进从个和文）II

研究、应用和小刚试验以及新技术的扑i 丿｀ ；通过 1讨 Ill 科学和技

术，利用自然资源来促进囚家、分 l大城和怀域的发展；促进技术

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4U|；促进 1]义科学和技术促进发

展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影晌 f19 沾动；进行数吊:frl礼 （1i 风险心和沿

力大的研究和发展项［[;在研究、发展和 I';f 1Il 订血以及什对发

展中国家特别市要的科技邻战问题的训练方面进1 」 11,11外合什

项目。

五、 加入临时基金

5. 临时毕令对所有的国家丿I 放，各日均 III)Jll 入。

六、 一般业务规定

A. 合作的方式

6. 临时基金为f实现它的 H 杯，除其它 'li 项外，＂［以斟

酌情况通过下述的一种或多种方式对十面1;f14 段所提到的领

域的项目或方案提供援助：

(a) 包括业务人员在内的书家和顾问的服各；

(b) 提供设备或用品；

(C) 提供奖学令和研究令，或竹出丿［它安排，规定米自

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可以在且它发展中 1叶家或发达国术进修

或受训；

(d) 对研究发展产品和科田厅的试吟以及小邢试验的生

产提供援助；

(e) 对基本和应川研究提供支抖，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

技术创新、改进或应用的支抖；

(f) 支持加强现1l的研究机构并创办新的研究机构；

(g) 妇'lh 助 l珆强 f1平潜力月获得行效技术和 'K I坏

知识的各项沾动；

(h) ii,',] 介试，）卜项 II 、技术伈呤、试哈利l(i)［如

(i) 支札把 (i)［允发展和试办坝 11 的成果在发展中日＇众

内和发展， I I I"' 豕 1I1] 1 ，为传播；

(]) 支 l'J 改，＼友展 l I, 1 1 、I'众取行 fI技盗半t 的 i盒径，以及它

ff I 作发展进札＇中趋 Ill 这此，负半l 的能力；

(k) 调动各种祈的价 i）Jt, 米支廿或阴彻发展中日家 (1 f1 

技促进发展领歧的各 JIJ!1古动；

( 1) 政肘间委员会认为符合临时从令 II 杯的 Jl 它援助，

仆 I 耍名虑到各 11 、I 政府听收求的援助），J 式。

7. I 义 4} 6 仪提到的将山临时从令使用 Jt 资曲］户．以扩

人的援助 l,v 、 1,1 采取赔饮的）、J J.飞。政府间委员会应根拟临时从个

的IIV 各纾临对该从令提供的援助为贷，饮H I贞抑为 11f 伙还件 1,ft

提供政饺忖指廿 fJ i! 。

B. 资格

8. 临时从令的援助 II［以给 l户，卜述各组织：

(a) )ilr {J 国家的政府或 1叶家从 1扑；

(b) 按照«维也纳行动纲领》的各项 H }示， h 资格得到

联合国）「发计划署的援助的各组织；

(C) 政府间委员会按照«维也纳行心纲领》的各顶 l l 怀

认为合格的儿他组织；

(d) (t: · ·囚政府或许多）戍 l．这类国家的政府提出巾泊

II寸：

(·) 作这类目家领 I 内！H1公法人或私认人地位的实

休，除 J ［他＇Jt项外，包括现有的新设的从飞仆科技促

进发展的从本或 IW)Il 研究的研究所；

( ) 贝付认人地仆的 Ix战或分 1大域政府组织。

(:. 受援国的一般责任

9. 上面第 8 段所述的受援国政府、组织和机构应保扯打

效利）1l 临时从令提供的援助，面月符合所批汁I 的） IJ 途。

10. 受援 114 政府、组织和机构应保钉临时从金提供的拔

助听品要的仵押记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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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临时基金的资原

l l. 临 IIJ 从令的赏曲为各 1 KI 政 11j 1,IIJ I,l I思 Ji i 助。临 IIJ. l,L 个

还 IIII 、 1,1 ｛J 牛义扰：，之 j]父 I付禾1111:JJ文 1付的 I l 、1 1勺、 ii l 夕只以／女！ l ＇匕私人，米 ilf,l

fr,j 才ii 卧陪。 jii 肘y,/ 者．个 11f 曲\1 」.l礼： 1讨扎~I~,¥/ 队） ll {1 个牡几的女拔 111,

·个扑定的机构，或 个牡儿的 )I八 11 。此外，扒汃扑！从:11] 以权

年拔之，｛11 笭 j l临时从个是为用l IU,l /1 ，最灼把认扑 \I，向或｝文 IJ、认

扑 i 的队坝正为内仆＇片长认丿、j 拔女＇丿、物 i.l i 助．心、1,1II寸，临 1l•t 从个 I I] 

以拔受义物们助。

12. 1:,111仇 II 寸 J,~'.!;, i人才ill，向才i j }入＇坟尺：早竹仪 H, J(· 1,ir:J/M J( 勺f

力在认扑 lJ斤八个丿 l 之内缴付。

I 3. J见令 iii 助必须为 11] 兑 1奂货币或力临 ll•l J上个 Ilj 以＼！即

使川的货币。

14. 为 f 严格，许币 l临时从个的多山H IJi ，扑｝助 1"1 的 i.i i 饮

小能受到牡别仆遇， j．ii 且)J|l.I 和受援 Il.I 之间也小能进 1 j· 义 j 使） ll

J l 货币的谈平ll 。

15. 受拔国政府在通祁怕('，L |、 Jv 为坝 11 以许地货币支付

的费川为措相、11 人的－部分资令， fII)'v 考虑 j'lj 1l 义 111 众的财政

状况。

16. 可以为符合临时从令的政仪、 I I t,I，和沽 iJJ 的牡心 I I 

的设＼、1 伈托从令。

17. 除 Jl它加贝外，山临 II} 从令捉仇援助的 11 t小｝｀＇、 l,1 是

扩大 ilUIl 的财务于段以加强发展中 1i飞的H技能力。因此，仙

时从金可以和多边，从边，公丿［或私人的米汕签订八同笘资办

认以支助丛金所批乱的坝 11 。

八、 组织和管理

18. 临时从金组织和竹则的 I l II勺仆保扯对从全资摒！ f1最

付效的利）I] 。

A. 政府间安排

人会弟＿十四屈会议制 AL J少临时从令的政策 Ji ii, 

月在委员会片始从会时制定该委员会的力'ti 。 11 为委员会的小

19. 

独的议程如」，该委员会将 ',ti 介 l临时从令的政策和进展估况，

并提供必要的指水和指廿 义 l这 - ·,I,1，, 署长在同发展和 11、II外

经济合作总十＇J卜协曲店，将在过敢期间向委员会提出入 J这此

政策执行估况的仆度报｛比他也将匈什向委员会报店临时从个

的业务进展估况。

署长将在过渡期间向联合国丿f发计划署珅 1j. 会提出

关于临时基金的业务和忤理怡况的什度报仇。

20. 

21. 委员会将依次市介上述入 J临时丛金的进展怕况和

寸＼，行成绩的报们，

'I. 
I Io 

JI将迪过外清／妇I 会）：lI1,J心会同人会提出报

'} [。

“I “~ 

进们。

B. 署长

咐ll il t 从个斗了山队合 I 叶） I 友 ii 划＇片署 l'、符 J叩． 他将 h矗

人会和委从会 1向政砓 fll 丿J 朵指廿 1、和联合 \1:\ JI'及计划肾 J:II' ， li

会(\ \IV 行丿、J"ifli 的竹 J111 I、腹 1 l l' ！『h。，片长 1,11 对 l临 II l 从个 III＇，行的旬

．个阶段和打 ．个，，书 I J 负起个队的贞忏。他将仙j',i 11)} 确的贞忏

界限．以指廿仙 11」从个的 1 f1 3 署长将根剒柲书长 11勺授权 f11N

！叶人会逋过的Q联合 lie\ I. f1 人 1,A ，长例》忏命临时从个的 1: f1 人

| f1 人员和 1l叽 llll 的心派籽杻！l（仅联合 11 、I 儿小趴'I'丿仆入观儿

肾 l({1 权代农临时从令 111] 各 11、I 政 1付、各组织和个人签 il

合约利1 协儿。

曲，

. cj 9 

(:. 工作人员和其他行政事项

人会将捉倛署长仆初讨j 为备 l. ｛1 1 1ih 心 I，向必收贷

1'1 到临时从令 il 始进 iJ IIV 行为止。

21. 仙时从个 11.J\ 始进 i j 业行后， j ［ { j政 j1 支将巾它

个月 1'1勺资翑支 il.0

临时从个将以执行人会所指定的职贞 1肵＇，心的最少牡

I. f1 人员，)日用 1\\1 务。且 I. /1 人从将尽速补从，人数将配合过渡

LJ 91 

)Vl Iill f向灯ti/ht 利 I I竹吊 J

{L.illiJ 临时从个的业彴丿、J I川，＇片长 1勺 {1. IIl f 」一的他 1_l,1

内使 IIl 月发计划肾和队合国系统其他单伈内现 h fi七订，包括人

26. 

力责加在内。

D. 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合作

临时从令将 1' ，l 联合 11s1 系统各组织，尤 Jl 是利学和技

术促进发展中心、各女门机构和联合 lKIJ［他仆义单位，包括各

27. 

1 大战委员会，维抖密切而扒纹的I.f1义系，以期允分反映«维

也纳行动纲领》的粘神。

署长在辨别、制订、除正、执行和计价彴坝 11 11.J, 

将采取少骤确保各 l;,['J 机构和联合 1 叶仆人文体能心、"1 地参加

28. 

l. f1 。

E. 聘用顾问

29. 肾长），v 利 Ill 联合国系统内的现{!Ul 知识，尽牡减

少炽问费用。署长也 llj 以取得女家）收 Ih] 和咨询组织的服务，以

使这此顾问和组织向他提供义 j· 临时拈令J什的心见。他们的

如1] 将山临时拈令支付。匝该在切实 lII{l 的最大程度 L保扯向

发展中国家取得这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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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在遵照上面 D 分节规定的＇估况下，肾长在卜义冶 52

段所述方案储备金捉供的资源限度内， 11f 以 ),,I政旧的认水，拟

订项 H 的阶段，对项 LJ 的审介和拟订提供为取得 L'豕巳见和义

持所需的经费。这类资源应由力朵估备令 f1 为 1);I 拟订项 ll1(JjJIJ

的一部分费用扣除。

九、 程序

A. 拟订申请格式

31. 署长将规定＇炭水临时从令提供援助的 l1！山格八、内

容和程厅。

32. 1\1 沾将包括同）所设想的 III 途 1}义的所h资料和侦期

从临时基金所提援助获得的利而，以及义 j政府个身预备承扣

的一部分费用的说明。

33. 在拟 fJ和鉴定坝 II 时，联合 It、1 月发计划署01地代 K

将考虑到上文第 28 段的规定，在外地·级 I·. f 以协训，仇到

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已纾委派时为 11。

B. 拟订和执行项目的方法

34. 国家一级坝 Il 的拟订和执行应按照«维也纳行动纲

领M的有关建议，在{t关国家寸1 肋允分参勹卜沁成。

35. 国家间一级项 11 的拟 il 和执行 J心，按照（（维也纳行动

纲领》第 80 和 81 段提出的原则。

C, 评价和核可所提申请

36. 在科技促进发展政）付问委员会所要制定的力针和

（或）原则没有完成以前，署长将在＿L面第二节所说的一般原则

指导下审议对援助的申讷。

37. 署长应根据委从会制定的政策Jitl把由临时基金资

源支助的款额为 200 万头元或 200)i义兀以上的项 H 提交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核可。在委员会未采用其他政策方针之

前，署长应遵照大会第 34/218 号决议和附件内所列的政泼Ji

针。

38. 署长应向委员会第一届常会提交关j：开发计划署理

事会将要采用的核可坝 ll 方认的建议。

39. 在按照上血第 8 段所仵规巫的情况下，应投权署长

核可临时基金支取款额为 200 万美儿以下的项 Id ，并就每一坝

目向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提出报告。

40.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应按照大会和政府间委员会制定

的方针和将由政府间委员会什出的指示，就署长根据上文第 37

段的观儿建议的坝 11 和）、J 朵，什 ．最 11了决儿， Ji I仆／授权＇片长 f.,i，

外，迁 ',1 的协，L 。

l) . 项目的执行

11. 各坝 1 1 /， 1! ．心过执行联合国系统坝 II 的 l忱定宋心和久

扑I 加以扑L i j。对 J丿＄吊使 IIJJJ'l£ 旧执 1 J ，仄扑1 和 11 、1 分、 rKII il [ I，向，／，，牧．

I'，I 、 1,1 牡别，， i:,l! 。

12. 茗长 1,v 把 JI'！之计划＇片同行参加和执 1i机构之间的观

h 从个协瓦）•>/Ill 到括，L 婓迫 Ill 这此协正的）l|；此朵 1'1 J ·.'f1 为执

iJ 各种项 11 和订朵的从础， fll 须以根枙 l临 11-t 从个的牡忖只 IIIJ t义

定的修改为出。

113. 铭记 {i 勺N 2s 段的规瓦，和在必婓时保扯临时从令的

援助能发挥最人的功效或沿灿它的能力， Ji | |．迫节地名 l忐到 1戊

本因素，即可在11 义的受援围政肘的同，这 1、和按照汕／II 的财行

细则和财行条例，酌：1:_h? 加利用政 1付和 II政府机构以及公 IIj 的

迫、'i JJ忮扲。仙尽阰利川受援国内的国家机构和公司。

44. 仆母一种怕廿l I、，含钮义政府的核，，f, 受拔国内的

II政府机构和组织 11f 以执行临时从金资助的坝 II 。

45. 执h项 11 的各种安排须纾巾怕国政肘的核 llI，月 1、i,:

在项 Il 义 1'1 内详细说明。这此＇女 i|| ！切'1 包拈将由巾 ih l 叫政府承

扣的费／II 的规定和该囚政肘所要提供的设施和服趴

46. 11执行），贞 11 时 l 、V逌节地 i＇，重发展中国冰间的技术合

竹。

47. 署长）悦竹出迫、1,1 安排，监忏和评价由临时从金资椋

资助的项 l1 和）、i 朵的进展悄况和成果，并应将它们的现况向联

合 1叶开发计划署珅 'J“ 会和委员会提出报仇。

E, 各国政府同临时基金间的关余

48. 协一个国术的政肘应向署长指走它同临时基金保持

关系的迫、片染逍。临时从令只 III 使 II) 每一个政）付指出的提出 11I

泊的宜力渠逍。

49. 关 j临时从金的业务，应节适 Ill 各 1叶政府 l司开发计

划署之间的现打从本协定，但以照顾到临时从金的特性而可能

要求作出的修改为汁l，月须取得各有义国家政府的词，总。尤扎

足给予临时从令l-i1 人员的牡权和豁免应勺给f开发计划署

I才1 人从的竹权和豁免＇心全相同。

F. 财政安排

50. 临时基令的财务条例和细则应与开发计划署的«财

分条例和细则日相同。由｝考虑到临时基金的特别盂要而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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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出的忏何修正 Iv 山片长起，＇1,1 捉文 JI 友计划＇忖 J甲 'li 会巾以，

则仆会 1,i1 枢此向委员会和人会促出扑{ }'I, 

(;. 临时基全的期限

根仆：人气；书 3,1 218 1; 决议的决定和认们会议的钻

果，冈 K 将决，L 临 11,t 从个）＼始，)j寸甲 IIV 行的 II 期，

5 1. 
5 1. ，片长将采取必牧 'J, rJ'\:. 以保 III 仙 11·1 从个 {1 尽 llj 了记使

11 l JI 友计划＇片咐现什 llii 行 ll,J1IIl I1 1, ll、 ,II' ，行心{ l 11,1 独的会计和时

务符 j..I|I O 

）（就此向委员

会｛是出报店。

5 2. l｀＇，抸权临时从个让，1 月朵 f诸爷个， 仆 1111 义扑 i }入心、竹队

中指拨自分之 咐队坝 f1 为心 JUl 1诸岱个。这坝仙价个 I,1/ }|1 ，片长

以 i呆 i1\:I临时从令的

S3. ，片长｛1 忏何时 fb、 (ii\ 个 I,I.，什出超过 1临时从个的， 1［ IIl'l行

游的承扣。他也个仙以临 II]．从个的名义 lj汁11 丿心 1,］会山 JI 发 ii 灼j

署的一殷资加支 1]的仙爷。

. LJ uJ 
|h j (| |伽 |I l 从、 1、 h |；从（向 f1 \lV 川ll限 I月 II 寸 f11J J{ I'坟 1,1!J |人1

4. ，片长把笘备期 IIIj 利 1 刓 儿八 什仆肌为 11 的这 憋个期间

内叽心 lf1 人员和且他 1 j政食 i原的提议文山人会：，心

气以核 IIJ 。闷

叶酌怕况 Ill rn 合贮li 也叫、1 fI J 和技木促进友 1从 jJ ！丿J i'laj 邻心的

ll 迩，月 1j1 辽照人会相委员会制 '!LII！丿丿，J i1, 

丈沽什和创新能力以及且促仇扑1,Jj 「 I 义 llJ] 的能／丿。，片长 1仆，保 iii

使)|］这种估备令， Ji,,,i ~,1 他旧决，i:'fll I向心成的成果 111! JI')之计划

肾 }lj!']I: 会和委员会提出报仇。

I 四 l11i

g 氐刲 l,t 个的临时刊， 人会籽 (1 笱,; ·: I 八屈会议 1

根扑,:公员会的建议，仇如何｛J 议地从 1临时从令＼Iv 行过汕到将山

人会决儿的义 l f1 、J 和技术促进＇及展的联合 11;1 人片济t 1个制的 l;

5 6. 

甩 1 女扑1, f1 !|'1 ；欠，L 。

遠络石 A'3,1 :i87'Add.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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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7 «禁止并惩治种队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现况(A/34

597)..................... ············.............................. 

34/28 

34/43 

34/44 

34/45 

34/46 

34/47 

34/48 

34/49 

34/59 

34/60 

34/61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报告(A/34/597) ….........…...…

消除水教 l:---切形式的不容异己现象 (A/34/686)…….. .. 

普遍实现民族自决权利和迅速给f殖民地 1is1 家和人民独

汀又寸千切文保停和芍重人权的重要竹(A/34/695) …...

有关人权的各项同际公约 (A/34/687)........ ·................ 

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

采取的各种途径、方式和方法(A/34/704) ……..........

秘书处内主管人权的各厅处CA/34/704).. ·……...…...…· 

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

采取的各种途径、方式和方法(A/34/704) …………...

卅进和保障入权的围家机构(A/34/704) …...…......…...

《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讨的执行情况 (A/34/723) …....... ..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A/34/724) …………...

非洲难民情况 (A/34/724).......................... ·........... .. 

34/62 秘书长关十讨论东南业难民及失所的人的问题会议的报

告 (A/34/724) ···......... ···............ ···........ ·..... ·... 

34/151 

34/152 

34/153 

34/154 

34/155 

34/156 

34/157 

34/158 

国你行年年：参 1-.j 、发展、和平 (A/34/765) …..........

1H: 界社会状况 (A/34/781)...... ···.................... ·........ 

年长与老年人问题(A/34/766)..... ·......................... .. 

国际残废者年 (A/34/782)...... ·· ·... ··· ·............ ··.... ·.... 

联合国妇女 I· 年 (A/34/821)... ··· ···......................... .. 

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A/34/821) ···.....................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 (A/34/821) ·..... ···……... 

联合国女l女 1·年世界会议(A/34/821) ···............ ·....... 

73 -•丿L L 丿L 什 I·. 丿 J j· Ir: II 

85 · ·丿LL 丿L{ 1 : l · ·丿 J 1· 1,: 11 

86(b) · -丿LL 丿L1f 1 · -·丿H·11:11

86(C) 

86(a) 一儿L儿年十一月十五 II

71 ·儿L儿年 l·一丿 j 二 1-.-:.11

82 

84 

87 

87 

77733 88788 

83 

一儿七九年十一月十五 II

·儿 L 儿什:-1· 一月二 I·. :.11 

－儿 L儿年十一月二十二 11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二 f1

一儿七九年 1- 一月二十二 H

一儿 L儿年十一月＿； 1- 三 ll

·儿 L儿年 I· 一月二十三 H

一儿 L九年1·一月＿十儿 ll

一儿L九年 I·一月二十儿 ll

一儿七儿年1上一月二十丿L 11 

．儿 L儿年 1- Jj _- 1· 儿 H

72 ·儿 L九年十；月 ·I· 七 11

76 九L九年十二月十七 11

78 ·丿L 七丿 L'i下 I· 二丿 J I· LI l 

79 一儿 L九年十二月 I· 七 II

80 - ·儿 L儿年1．二月十七 11

80(d) --•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 11

80(C) －飞儿 L九年十二月十七 11

80(a) 一儿 L儿年十二月十七 11

202 

205 

206 

206 

208 

209 

209 

211 

212 

214 

2 1 i 

215 

215 

216 

217 

218 

218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5 

＠根据第三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定，见第十节B.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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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号数 标题 项目 通过日期 页次

34/159 改善妇女在教行、经济和补会领坟的地伈和 1个 IIl 以达成

男女平笘的币：要性(A/34/821).............................

34/160 

34/161 

34/162 

34/163 

34/167 

34/168 

34/169 

34/170 

联合 1 叶 l }女\·',「 1廿界会议临时议和 (A 3-li821l·····--···· 

IJ.l 女难民 (A/34/82'1)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备联合 l叶妇女 1 仆肚界会议 (A/3-1/821) ··· ··· ··· ···... .. 

关l 炉l 的政策和力朵 (A 34 758 和 A/3,1/ L. 60) …… 

酌刑和八他残忍、个人迫或 h辱人格的什必或处罚 (A/

341 』 783).........................................................

l处 1 t 道德准则，，f，l．上案 (A/34/783) · ·· ··· · · · ··· · · · ···... ·· ·... · · · ··· 

执法人员 1 」·.为守则 (A/3:1/783) ······--··········--············ 

受教育的权利 (A/3·1/829)......................................

卅进和保护人权的 1大域女扑l:(A/3,1'829) ················--·· 

改善所｛｝移民＼人的垃况）｛确保丿l 人权和炸严的拈施

(A/34/82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173 父换关j 禁 II使 IIl 的｛j,占化学品和危险约品的赏籵

34/171 

34/172 

(A/34 /82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174 向来自纳米比 ,1几汴巴 {lJ h 和南 II 的 i11民学牛捉供援助

(A/34/82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反对公然大规模侵＇，｝，人权的 h效 1 」.lJJ （ A/3,\/829)........34/175 

34/176 

34/177 

联合国智利信托店金 (A/34/829) ···.. · ···.. · ·.. ··· ·· ·....... .. 

国阮合作以眢制药品的滥）ll CA/34/829)··• ··· ···... ···....... 

34/178 义［人甘保护令、人身保护状或打同杆效果的且他认L

卡卜求t.)]、 ik· 1，向卜义利 CA/34/329)..,..............................

34/179 

34/180 

午'11 利境内的人权 (A/3,!/829)......... ··· ···......... ···....... .. 

悄除对 l!l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A/341830, A/34/L. 6ll ··· 

80(b) 

SO(e) 

80 

80(e) 

81 

88 

88 · ·儿 L儿年\ · ~..:.月 l ·七 II

88(C) · -丿LL 丿 L i|. l ．二月\· L II 

12 · JL L 丿L“1: l ；丿 J I· L II 

12 -丿LL 丿L"1·>i_；丿 l \· L II 

12 

12 

2~222 1111 

22 11 

-3 t/ 

儿 L 儿仆 1· ;)] I L I\ 

儿 L 儿仆＼ ；丿 l l L I l 

儿 L 儿，， I I ·二月＼ L I I 

JL L 儿什 I· : Jl I· LI l 

丿 L L 丿 L,l I· _ JJ I L I l 

一丿LL 丿L "t0 I· 一二月 !·LIi 

·丿L 七丿L"F I 一月 I· L II 

-－丿L 七丿L 什· 1 ·二丿 J I· L ii 

九 L儿 {jc: I. 习j 十七 II

·儿七儿年 1 · ；月 I· 七 II

九七儿年1二二月 1. L I I 

－儿七儿年 I· 二月十七 11

·儿 L儿什 l主＿丿 J I· L II 

一儿七儿钉 I，二月十七 II

』儿七儿年 1-二月十八 11

226 

227 

227 

227 

228 

229 

230 

231 

233 

23,1 

231 

235 

236 

23 7 

237 

237 

239 

239 

241 

34/24.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

斗的行动十年方案»的执行情况

大会，

重申其彻底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

的决心，

再次回顾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第 3057

(XXVIII) 号决议及其附件们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案沪中，大会要求所有各国人

民、各国政府以及各机构继续努力，以求消除种族主

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

回顾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3]/77号决议，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七日第 32/10 号决议和一九七八年

十二月十六日第 33/98 号决议，

考虑到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3/99 和

33/100 号决议，

认识到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继续蔑视

国际社会的各项决议和国际社会要求结束可恶的种族

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的愿望，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

亚，拒绝尊重人民的自决权利，因此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尤其认识到在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制度下妇女和

儿童的悲惨境遇，

回顾实现行动十年的目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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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五 H 在日内瓦举

行的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世界会议的成果

褒示满意，

深信在行动十年的中期举行的这个会议是行动十

年的一件大事，会议通过了«仅言吁肛行动纲领汃＠对

行动十年各项目标的实现作出了宝贵积极的贡献，

]. 宣布：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及基于种族

的歧视，并实现（（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

行动十年方案乃和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世

界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叶的各项目标，是国际社会应

极其优先注意的问题，因此也是联合国应极其优先注

意的问题；

2. 强烈谴责南部非洲和其他地方实施的种族隔

离、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政策，包括剥夺人民自决权

利的情况；

3. 再次重申坚决支持为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

视、种族隔离殖民主义、外国统治并为争取自决而

以一切手段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在

内；

4. 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各机构、各专门机

构、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加强和扩大它们的活

动范围，以支持（（行动十年方案叶的各项目标；

5. 再次戛求尚未采取行动的各国政府对其管辖

下在南部非洲拥有和经营企业的国民和法人团体，采

取法律、行政和其他措施，立刻结束这类企业；

6. 呼吁所有国家继续同秘书长合作，按照《行

动十年方案凶第18(e) 段的规定，向他提出报告；

7. 赞扬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种族隔离和反对

种族主义运动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合作参与国际上为

实现行动十年目标所作的努力；

8. 吁请所有新闻机构，教育和文化机构在执行

q行动十年方案》方面充分合作；

9. 赞同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在巴黎

叭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世界会议的报告， H
内瓦，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四 H 至二卜五 H 》（联合国出版物，出
售品编号： C. 79. XIV. 2)，第二东。

举行的种族隔离制度下儿童问题国际讨论会的结论和

建议；＠

10.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按照《行动十年方案》

第 18 段，并考虑到世界会议通过的《宣言吁叭行动纲

领»所列的会议成果，向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提出在

行动十年范围内进行的各种活动的评价报告；

11. 通过本决议附件所列的四年活动计划，以

求加速执行«行动卜年方案沁

12. 褒示满意地注意到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反

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给

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汇订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以及人权委员

会通过其南部非洲问题特设专家工作组及其防止歧视

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在执行《行动十年方案»方面所

作的贡献；

13. 特别请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监督«消除一切

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飞3 第四条和第七条的规定的

执行，以防止任何扇动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行为，

促进各国、各种族或民族集团之间的谅解、容忍和友

好关系；

14. 决定在其第三十五届会议高度优先审议题

为＂《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

案»的执行情况＂的项 H 。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笫六十九次全体会议

附 件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

行动十年后半期的活动计划

1. 向种族仁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的后半

期中，各国、联合国各机构以及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

应节加强努力，以期最迅速地实现行动十年的目怀，完全彻底

地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欣 i．义和种朕歧视。

@A/34/512, 附件。

＠第 2106A(XX)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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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确保执行下列文书的］要规定的贝体拈施，肋给 j?

特别注谿：《行动十年力案汃向种 /ix l 义和种族歧视进行 1戊斗

怅界会议通过的《宣 I'心和«行动纲领»、联合国义 j 种 ij久 l 义、

种族歧视、种肤隔离、 IIljh 民化和自决的各项决议、一儿 L L 

年八月二十二 II 于--_ 1 上 I\ Il 仆拉各斯举 1} 的批界反对种欣阰

2. 冶 18 (f) 段提出的报？， l`｀，包拈义 l 汀r|1甘郘这）、J IiilI,r, 办的 "I 度报

II 
I I o 

7. 

离行动会议通过的«扑各斯反对种欣隔离行动宜，，心、＠－．儿 L

七年11 月十六 11 至二十一 II 在'&晋托举行的支抖汴巴伈 I] 和

纳米比亚人民国伈会议通过的《支抖汴巳们 h和纳米比，IV 人民

的马普托宣言，x@ 以及少儿 L八{「 h月一十四 11 个一十八 II 在

哈瓦那举行的消灭种肤隔离及支扒1N II堍内俯（放斗乍旧 1外讨

论会所建议、后来经人会－·儿 L 八 {I I· ·月儿 11 小 31/6J 3决

议通过的U反对种族阰离｛ j 动纲领》。

应竭尽一切努力彻底孤立种肚 l义政权，月使联合同

全体会员国严格施行对这些政权的制裁，因为同它们在政治、

经济、军事及其他领域进行仔何合竹，都构成阻挠南部仆洲获

得解放的障碍。各国政府打义行创造必要的条件，使跨国公司

停止向比勒陀利业和索尔兹伯甲的种队 i 义政权提供忏何援

助和支抖，停止剥削南部仆洲人民和他们囚家的 I1 然资协。

3. 

请安全珅－，U会紧急市议是否付可能对南 II 种队隔离

政权和南部非洲种族仁义政权实施《联合 1时光祒尸B L 衣所规

4. 

定的彻底的强制性制裁，特别陷

）
、
丿

ab (( 
停止同南仆进行杆何核领域的合什；

禁什为南 lI境内制迅武器和勺f.lt 装备捉供行何技

术援助或合仵

(C) 禁仆对南 11给予忏何贷款和进行行何投资，停I1 利

南非发展杆何贸易

(d) 对南 1卜实施们油、 {1 1由产品及丿l他战略物资的饮

、｀．

廷。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应加强努力，纾常提旮 1仕界舆论，

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肚阰离的祸＇打的瞥惕，为此）妇V通过

秘书处反对种族隔离中心发行各种出版物，散发各式各杆的小

册子，并由万国邮政联盟从一儿八勹仆起发行纪念h动 1“I 的

5. 

邮栗等。

6. 秘书处新闻部应加强努力从 1i', ．f 传并散发资料，动员

群众支持行动卜年的目的和目杯。秘书长依照钗行动,.钉方案》

＠联合国出版物，出仵品编肛 E. 77. XIV. 2 和更 iF, 第 I·

节。

@A/32/109/Rev. 1 - S/12344/Rev. 1, 附件。印术见《安

全理事会正式记求，奶: |.. -~ "I', 一儿LL{「 L月、八月和九

月份补编》。

各 11,1 、各 11,11外机构和 II政府组织肋加强为个取种欣

卞义政权卜的政治犯快得释放曲组织的医JJ ，这此人被监饮足

囚为他h j 为 f 维护本国人民的自决和独＼＇，权利， 同种肚隔 1,鸟、

种 Ii欠仁义和种 1认歧视进 f I J 声处刃的斗了凡

8. 联合国系统各 h 义组织的休续 ii讨什在包拈巴勒斯州

仆内的被占领阿拉伯领 I歧内杻行的对节地人民'): h 各种形

式的种欣歧视的政饿和做认。

9. ij j 儿八 仆举行的联合 I收 l 女 1? { I ：平笘、发展

勹和平 11t 界会议，伈建以采取 J［他措施，促使妇女积极参勹反

对种 1）欠 l 义、种肚歧视和种队隔离的斗争，从而为反对这：此祸

',!1. I，向、1 1i 竹 H i 贞向K C 

秘书 l:l'；1 该确保按照纾济及补会Pp,J" 会·儿 LL 什

h 月十_: II 吩 2057 CL XII) 号决议编叮的义 j悄除种族歧视委

员会 7什的研究报·?，岔以及委员会为向种肤 l: 义和种族歧视

进行战斗 111：界会议编 'li 的消除一切形式种队歧视国阮公约丁

册＠获得最广泛的散发。

10. 

11. 

讨论会。

联合国），门1 该采取其他措施来改许所有移民 1-．人的境

品并确保他们的人权和炸严受到打币，包括制定一项保护所打

移民 1 人权利的公约。

12. 

1ij: 什 I11! 该在 I>< 域委员会－级就特定 l渴．．匙举行 IX域竹

肋该进h各种沽 41, 鼓励计年对反对种族 l金．义、种

肚歧视和种欣隔肉的斗争什出付效贞献。

13. 

1ij: 年仲 J ．月＿ I·一 ll 开始的一 >1, 期，在各国举办

占援各国人民反对种欣 l, 义和种族歧视斗争团结周。

1 4. 

15. 各 1 对 J`V 该砱度优先地采取措施，宣们凡传播以种朕

优越或种肤仇恨为根据的思想，均依认惩处，片禁止以种朕仇

恨和种肤偏见为根据的组织，包括新纳粹组织和认西斯组织以

及以种肤杯准为从础或传播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思想的私人

团体和机构。

各 l司应该采取汒法和行政措施，消灭～U]对移民的

歧视什认。各 1司应确保移民及其家属在以下各方面所享的 1'j

遇不低］：各该国本旧国民所作的待遇：教行、就业、取得财产、

保健和仆｝片以及在国内外旅行笘笘：0

16. 

(l)A/CONF. 92/8 。

®«迈向一个没仔种族 k义的世界HOPl/6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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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以 1、足为文现这此 II 忨叽心进行的 i 婓沽山，）」九）L

说：

(a) 联合国应该枚照人会为向 f1l1 IJ>- l 义、种队歧视和种

队隔离进行斗争血确定的仇儿次） r捉供足够的财行和人力资

曲；

( b) 各女 1` ]机构和且他的介义政府间组织和 II 政肘组

织应该各在丿［职权范 Il,I 内竹出必牧的，八 1队，以，义现这此 II 杯。

除 j户编制《行动 I· 年 jj 朵贮小 18 (f) 段婓水柲书长捉出的报们

外，牛＼别足在行动 1门的 lr'i'I' 期还 I、y进 1 江口［中

18. 按照《行动 I· 仆订朵凶'~ 13 (b) 段，人权委员会）、，I ＇ J

反对种欣隔肉特别委员会合什， j -儿八．什什丿「讨论会， 1,JI

究如何拟订阻止跨国公 I1」和其他利益从 1,i1 同南部 II 洲种欣［

义政权勾结的打效办认。跨 Iii\ 公 lIJ 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应 l[IJ

反对种队隔离特别委员会、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lt, 、.

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即＇j卜会合仵，研究如何

提出一些让各国、各政府间组织、各私人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采取的具体措施，从而制止一切同种欣i: 义政权进行的勾结，

阻止私人银行、各国政府和各目际组织，如 l"i协复兴开发银

行、国胚金融公司、国协货币从令会和类似机构等向 I竹 II 、 I打

罗得四业和纳米比业等国纾济供肋贷本、贷，次、估贷、外 ii和

捉供任何其他形式的贸易、金峨和技术拔助。

19. 按照一九 LL年 I· 一月 I· I」大会弟 3377(XXX) 号

决议，人权委员会在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合仵

下，研究保证执行联合国关十种欣幅离、种族t义、种族歧视

的各项决议的方法，通过纾济及补会珅书会将1讲究结果提交大

会第二十七届会议。

20. 南部非洲问题特设L家上作组肋在－·九八0 什巾付f 亢

一套办法来执行各项国协义书，如《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ll!ii

国协公约》，其中包括确立该公约规；亡的围协管辖权。

21.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应在一儿八0 年召开围阮讨论

会，讨论如何在国协法范围内禁止种欴隔离、种队主义和种族

歧视和如何实现 f1 决，并特别汁，总什为同外法绝对准则的不

歧视和自决原则。

22. 秘书长）也在一九八一年就反对种欣l：义斗 /J+与巾郘

非洲争取自决斗争之间的关系提出矶究报店。

23. 妇女地位委员会）立在一儿八一年编吁一份报仇，说

明生活在南部非洲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卜，特别址在种欴隔

离政权下以及生活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其他被占领领」－

上的妇女和儿瓶的境况。

24. 秘书长应j～一儿八一｛卜回联合囚教介、杜学及义化

组织、联合国粮仅及农业组织和1tt 界」－J. 小组织合什，研究种 IJ欠

歧视勹教育、片 Ir 、保健、住房和义化发展等方 lfii 的小平笘

现象之间的义系。

25. 1,ii. r一儿八） ｛l ）5 平年在联合旧教育、 f'I学及义化

了ll 织 i廿卜卒 1i·-从 1员］桌会以，按公 'I＇谓·地域分配的原则，邀 i11i'

各地 1入销路）而义心向补会报迫种 Jik l 义和种欣歧视叩恶们

报纸的编娟参加会议， ii/I 讨新闻传播1具仆反对种 Jik t 义、种

欣歧视和种队阰离斗个中的什 Jlj 。义千该圆桌会议的 L{1报 ·,111

匝提父·儿八一年纾济及补会则 'J~ 会弟一届常会。

26. 举行向种欣 i 义和种欣歧视进行战斗小廿次 1It 界会

议 l,y 是行动 1· ;l· 丿丘半期的一件人'}}，披好在行动 t · {I 木期米

h，以使市议和讨价h动 I· if 中所进行的各坝沾动， Ii. j 必婓

时拟订祈措施。经济及补会flJ1,jt 会按照《行动 1 • l,1 丿，J 案》第18

段规定交给它的任务，担节该世界会议的苏备委员会，如以札

担任第一次批界会议的苏备L什一杆。

27. 经济及社会押书会应计划在其一儿八勹什办一）叶补t

会几始研究该批界会议的为备14 竹。

34/25. 审查和协调联合国系统内各组

大会，

织的人权方案并同人权领域内

的其它国际方案合作

回顾其关千审查和协调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的人

权方案并同人权领域内的其它国际方案合作的一九七

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3/54 号决议，

注意到根据这项决议，大会在收到决议第 2 段要

求人权委员会提出的研究报告时，将恢复讨论审查和

协调人权方案的问题，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第 22

(XXXV)号决议嗖根据该项决议，委员会决定以提交

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准备资料为基础，进行大会

第 33/54 号决议所要求的研究。并且注意到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五月十日第 1979/36 号决议，其

中理事会也要求委员会这样作，

认识到为了使人权委员会能按照预定计划执行其

＠见“经济及社会理 LU会正式记求， 1979 i卜，补编奶 6

号»CE/1979/36) ，第－ I 四沁， A ＇l,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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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联合国系统内和与联合国系统有关的各专门机

构和其它机关必须及时充分合作，

又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9/36 号决议决

定扩大人权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使委员会负责协助理

事会协调联合国系统内各项有关人权的活动，

1. 欢迎人权委员会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响应

大会第 33/54 号决议而决定的行动；

2. 促请联合国系统内和与联合国系统有关的那

些按照其任务规定负有增进和保障人权及基本自由任

务的各专门机构和其它机关，在秘书长编制作为人权

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进行研究的基础的准备资料

时，向他提供充分合作；

3. 请人权委员会在一九八一年第三十七届会议

上优先完成其研究报告；

4. 决定在其第三十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上列入

标题为“审查和协调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的人权方案

并同人权领域内的其它国际方案合作”的项目，并在

该届会议上优先审议该项目。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笫六十九次全体会议

34/26. i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

约»的现况

大会，

回顺其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第 3057 (XXVIII) 

号决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135 (XXVIII)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第 3225(XXIX) 号决

议、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第 3381(XXX)号决议、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1/79 号决议、一九七七

年十一月七日第 32/11 号决议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

六日第 33/101 号决议，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

国际公约》＠的现况的报告叱

＠第 2106 A(XX)号决议，附件。

@A/34/441。

2. 对已批准或加入公约的国家数目有所增加，

衰示满意；

3. 再度申明其信念，认为需要各国忤遍批准或

加入公约并执行其规定，以使实现向种族主义和种族

歧视进行战斗行动十年的目标；

4 1. 戛求尚未成为公约缔约国的国家批准或加入
公约；

5. 吁请公约缔约国研究是否可以发表公约第十

四条所规定的声明；

6. 请秘书长按照大会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第 2106 AcXX)号决议的规定，继续每年向大会提

交关于公约现况的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笫六十九次全体会议

34/27.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

公约》的现况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第 3068

(XXVIII)号决议，其中通过«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

行国际公约》，并开放给各国签署和批准，又回顾其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第 3380(XXX) 号决议，一九

七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1/80 号决议，一九七七年十

一月七日第 32/12 号决议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第 33/103 号决议，

井回顾人权委员会一九匕七年三月十一日第 13

(XXXIII)号决议皇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第 7

(XXXIV) 号决议＠和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第 10

(XXXV) 号决议， a

欢迎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至九日在哈瓦那举行的

＠参看G经济及礼会则＇µ会止式记求，第六 I 二）计会议'
补编第 6 号HE/5927) ，沿＿1二一心， A I'i 。

＠参看“经济及礼会押书会止式记求，一儿L八仆，补编

笱~4 号HE/1978/34) ，弟－十六汴， A 节。

@l,ll 上，《－儿七儿什二，补编办 6 号HE/1979/36)，沿＿

I 四卓， A ＇1,J 。

·` `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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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

和各项决议中有关南部非洲局势的部分，＠

深信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世界会议

通过的《宣言吁叭行动纲领汃9 是对种族隔离、种族主

义和一切形式种族歧视进行斗争的一项重大而具有建

设性意义的贡献，

注意到举办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有助于达到该公

约的目标，

重申坚信种族隔离完全否定了«联合国宪章»的宗

旨和原则，严重侵害人权，足一种危害人类、严重扰

乱及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罪行，

注意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公然违抗联合国各项决

议，加紧施行其种族隔离、镇压、班图斯坦化和侵略的

政策，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在纳米比亚领土上

永远维持其可憎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

深切关怀地注意到某些国家政府和跨国公司继续

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其他领域

进行勾结，从而鼓励该政权对南非人民持续施行残暴

镇压，

强调为使该公约发挥效力有必要由各国普遍批准

和加入并立即执行其中的规定，这将有助于达成向种

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的目标，

考虑到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 H 第 418

(1977) 号决议是对达到该公约目的的一个有帮助的步

骤，

坚决相信南部非洲被压迫的人民反对种族隔离、

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以及为了有效实行它们不可剥夺

的合法权利，包括自决权利而进行的合法斗争，比过

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际社会提供一切必要的支

援，特别是安全理事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1. 注意到秘书长关千《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

行国际公约讨的现况的报告；＠

@A/34/542，附 f'I 一， f,j\ 42 - 50 段，和附件六。

@《向种族仁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 1旧界会议的报仇，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四 II 至二十 11: fl, II 内凡汃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C.79.XIV.2) ，第＿卒。

@A/34/442 和 Corr.I 。

2. 对已批准或加入该公约的国家数目有所增加

衰示满意；

3. 赞扬按照该公约第七条提出报告的公约缔约

国，并促请其他国家充分考虑到依公约第九条成立的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执行情况工作组所

制定的准则，＠尽速提出报告；

4. 再寝吁请尚未成为该公约缔约国的国家立即

批准或加入公约；

5. 请秘书长通过适当渠道，采取措施，传播有

关该公约的资料，以期使更多国家批准或加入公约；

6. 戛求缔约各国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措施充

分执行该公约第四条，按照其本国管辖权对犯有或被

控犯有公约第二条所列举行为的人，进行起诉、审判

并惩罚；

7. 妻求该公约全体缔约国及联合国各主管机关

审议工作组在其报告吵内所载各项结论和建议，并向

秘书长提出它们的意见和评论；

8. 高兴地注意到人权委员会为执行该公约第十

条规定的任务而作出的努力，并请该委员会继续努

力，特别是定期编制一份清单，列出据称对公约第二

条所列罪行负责及己对其提起诉讼的个人、组织、机

构和国家代表；

9. 戛求联合国各主管机关通过秘书长，继续向

人权委员会提供定期编制上述清单有关的资料以及

关于妨碍有效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的障碍的资

料；

] 0. 请人权委员会在编制上述清单时计及大会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 33/23 号决议以及该委

员会及其辅助机构编制的有关本问题的一切文件；

11. 请秘书长将上述清单分发给该公约全体缔

约国和联合国全体会员国；

12. 请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3380CXXX)号决议

的规定，在其下年度报告内特别列入关于该公约执行

移E/CN.4/1286, 附件。

@E/CN.4/1328, 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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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一节，同时计及t而第 7 段要求公约缔约国提 各国人民对在任何地方存在的、特别是南部非洲存什

出的意见和评论。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笫六十九次全体会议

34/28.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回顾其关于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报告的一九七

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3/102 号决议和关千«消除一切

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现况的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十五日第 34/26 号决议，以及其关于向种族主义和种

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

第 3057 (XXVIII) 号决议和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第 34/24 号决议，

审议了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根据«消除一切形式

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匈第九条第 2 款规定提出的关于

其第十九届和第二十届会议的报告＠及其中所载各项

决定，

体会到缔约国有充分遵守该公约一切规定的义

务，

强调会员国有必要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对在任

何地方存在的种族歧视的行为或做法及种族主义思想

的残余或表现加紧进行斗争，

]. 赞赏地注意到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关于其第

十九届和第二十届会议的报告；

2. 欢迎该委员会表示有兴趣进一步参加执行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案叶的

活动；

3. 井欢迎该委员会继续同主管专门机构和联合

国其他机关，特别是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进行合作，以便确保«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

约“第七条得到最充分的执行；

4. 赞扬该委员会在其职权范围内继续集中注意

励第 2106 A(XX) 号决议，附什。

吵《人会正式记求，绾二十四屈会议，补编第 18 炒》

(A/34/18) 。

的殖民 1：义、压迫和占领进行斗争的正义事业；

5. 再次戛求联合国有关机关向该委员会提供关

于托管和非自治领土及大会一九六0年十勹月十四 H

第 1514 CXV) 号决议适用的一切其他领土的充分情

报，使其能够彻底履行公约第十五条规定的职责；

6. 对该公约若干缔约国由于非它们所能控制的

原因未能在本国部分领土上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表示

严重关切，在这方面，支持该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在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继续存在所表示的意见，＠币申其

赞同委员会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第 l(XV) 号决定，＠

并重申其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七日第 32/13 号决议以及

其关千戈兰高地局势的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六日第2784

CXXVI)号决议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日第 3266

(XXIX) 号决议；

7. 请各缔约国向该委员会提供有关它们执行公

约的原则和规定的情况的一切应提出的资料，包括本

国国民人口组成和与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的关系的

资料，以便委员会能够充分履行其职责；

8. 妻求各缔约国充分遵守该公约的规定和它们

所签署的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的其他国际文书

和协定的规定，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任何种族歧视

的作法，以保证任何人、人群及民族或种族少数的权

利完全平等并获得增进和保护，移民工人的权利也获

得充分保护；

9. 促请尚未成为该公约缔约国的所有国家批准

或加入公约，并在未批准或加入之前，在它们的国内

政策和外交政策上遵行公约的基本规定；

10. 适当地注意到该委员会有关委员会今后会

议的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三日第 l(XX)号决定，＠同时

请秘书长在这方面探讨能否提供必要的协助，在发

＠参看«大会正式记求，？h ．l 四）泊会议，补编弟 18 另》

(A/34/18) ，第 138 段。

函同 1,CB -会 l 匈：届会议，补编奶 18'·J·» (A/32/18), 

第八衣， A,1｝。

@|4 1,«?B I 四）甫会议，补编 :;(I; l 8 另» (A/34/18), 

第八疗， B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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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举行此种会议，并就此书向大会第三十五届

会议提出报估。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笫六十九次全体会议

34/ 43. 消除宗教上一切形式的不容异
己现象

大会，

认识到有必要按照《联合国宪农》的规定，促成国

际合作，促进并鼓励对全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

重，而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回顾«世界人权＇庄言》怎其中＇忙布人人有思想、良

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深信需要拟订一项关于消除基千宗教或信仰的一

切形式不容异己和歧视的国际文书，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 H 第 3267(XXIX)

号决议，其中请人权委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

大会提出一个单一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一切形

式的不容异己和歧视宣言»草案，

又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 H 第 33/106 号
决议，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迄今所作的工作，

1. 请人权委员会继续对起草《消除基于宗教或

信仰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异己和歧视宣言））的工作给予
高度优先地位；

2. 又请人权委员会力求在其第三十六届会议上

完成«宣言刀草案，以期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一个单一的《宣言））草案；

3. 决定将题为《消除宗教上一切形式的不容异

己现象节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并给予高度优先地位。

-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笫七十六次全体会议

＠第 217 A(III) 号决议。

34/ 44. 普遍实现民族自决权利和迅速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对

于切实保障和尊重人权的重要

性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勹年十一月三十 H 第 26l9 (XXV) 

号决议、一九七二仆十二月 1_ -.. H 第 2955 CXXVII) 

号决议、一九七二仆i －血月:.+ H 第 3070 CXXVIII)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 H 第 3216CXXIX)

号决议、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 l] 第 3382CXXX) 号决

议和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九 H 第 33/21 号决议，以

及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 H 第」 18(1977) 号

和一儿七八年十月十日第 437(1978) 号决议，

又回顾其关千利用和招势雇佣军来对付民族解放

运动和主权国家的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 H 第 2l65

(XXIII)号决议、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 H 第 2548

(XXIV) 号决议、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2708

(XXV) 号决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第 3103

CXXVIII) 号决议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 H 第 331l

(XXIX) 号决议，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画一九七九年五月八 H 至

十二日在非斯举行的第十届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通过

趴最后公报»和决议勃以及一九七九年九月三 H 至九

日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的《最后宣言汃逸

回顾一儿七九年七月六日至二十 H 在蒙罗维亚举

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三十三届常会通过的

关于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逸

注意到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至九日仆开罗举行的

第一次非洲统一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国家和政府首

脑会议所通过的«政治官言汃因

函A/34/367 和 Add. 1 和 2 。

勃 A/34/389 和 Corr. 1, 附 fI －一禾II -: o 

函 A/34/542, 附什。

®A/34/552, 附什一，第 CM/Res. 719(XXXIII) 号，

CM/Res. 720(XXXJII) 号和 CM/Res, 725 (XXXIII) 炒夺决

议。

@IA/32/61, 附件一。



210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认为以色列的行动，特别是拒绝让巴勒斯坦人民

行使自决和独立权利，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日益严币

的威胁，

重申其对大会一九六0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151 l 

(XV) 号决议内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在言》

所抱的信心，并重申执行该宣言的重要性，

重申普遍实现民族自决权利、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权利以及迅速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重要

性，因为这些都是充分享受一切人权的必要条件，

重申＂班图斯坦化”是同真正的独立、统一和国家

主权不能相容的，并且帮助延续南非白种少数人的权

力和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制度，

重申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遵守«宪章»的原则以及

联合国关于在殖民和外国统治下的人民行使自决权利

的各项决议，

祝贺多米尼加和圣卢西亚的独立:,

重新喃认科摩罗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对于仍在殖民和外国统治、外国征服下的人民的

人权继续遭受侵害，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试

图分割其领土，在津巴布韦和在南非继续维持种族主

义少数人政权以及拒绝让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

夺的民族权利，褒示愤慨，

I. 戛求所有国家充分和忠实地执行联合国关千

在殖民和外国统治下的人民行使自决权利的各项决

议，

. 2. 重申各国人民为求独立、领土完整、国家统
一以及从殖民和外国统治、外国占领下获得解放，以

一切可用的手段进行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在内，都是

合法的，

3. 重申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巴勒斯坦人民以

及所有在殖民和外国统治下的人民，都享有不可剥夺

的自决、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主权权利，

不受外来干涉；

4. 强烈谴责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违

反《联合国宪章刀原则和在各种国际讲坛上通过的关于

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使巴勒斯坦人民不能实现回返

家园、取得自决和对其领上行使充分主权的愿哏的一

切局部协定和单独条约；

5. 满意地注意到一儿七九年七月十L 11 个二 1·

H 在蒙罗维亚举行的非洲统－组织国家和政府怍脑会

议第十六届常会就西部撒哈拉问题所竹出的决定，对

并请所有会员国不遗余力地、有效地执行该决定；

6. 注意到科摩罗政府和法国政府根据非洲统．

组织和联合国就这个问题所作的各项决议，为、jl· 求公

正的解决办法使科摩罗均约特岛回归科庥罗而进行的

各次接触；

7. 谴责＂班图斯坦化”政策，并重申支持南非被

压迫人民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上义少数政权进行的正义

合法斗争；

8. 谴责违反安全理事会对南罗得西亚非法叛乱

政权实施的制裁的行为；

9. 重申利用雇佣军来对付民族解放运动和主权

国家址一种犯罪行为，而雇佣兵本身就足叩犯，并要

求所有国家政府制定法律，仅布什其领上内征势、训

练雇佣兵、为雇佣兵为集经费、容许雇佣军过境均为

应受惩罚的罪行，禁止其本国人民应牡充芍雇佣兵，并

就此种法律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10. 谴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些成员国和一些

其他国家的政策，它们同南部非洲和其他地方的种族

主义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书、核子、战略、文化和

体育运动方面的关系鼓励这些政权继续镇压人民求取

自决和独立的愿望；

11. 再次戛求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同比勒陀利

亚种族主义政权在军事和核技术方面维持合作关系并

继续向该政权供应有关物资的国家，立即执行安全理

事会第 418(1977) 号决议规定的强制性武器禁运；

12. 对不承认仍处千殖民和外国统治、外国征服

下的一切人民，特别是非洲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享

有自决和独立权利的所有那些国家政府，褒示强烈谴

责；

13. 强烈谴责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

吵A/34/552, 附 fj:_:_, AHG/Dec.114(XVI)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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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图压制人民的合法要求， H 益变本加历地屠杀无申

和手无寸铁的人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什内；

14. 进一步谴责以色列在中东的扩张主义活动，

对阿拉伯平民特别是对巴勒斯坦平民连续不断地轰

炸，毁坏他们的村庄和居民营，这此行为严电阻碍巴

勒斯坦人民实现自决和独立；

15. 敦促所有国家、联合国主管组织、各专门机

构和其他国际组织，通过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巴勒斯

坦解放组织，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根据《联合国宪章U为

恢复其自决权利及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16. 妻求立刻尤条件释放所有为争取自决和独

立进行斗争而被拘留或监禁的人，充分尊重他们基本

的个人权利，并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凶3 第五条的规定，

不得对任何人施加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

17. 重申赞赏各国政府、联合国各机构和政府间

组织继续向处于殖民和外国统治下的人民提供物资及

其他形式的援助，并要求尽植增加此种援助；

18. 进一步戛求所有国家、有关的联合国机关、

专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通过非洲统一组织所承认的

民族解放运动，向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

受害者尽量提供一切形式的援助；

19. 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一九七九年五

月十日第 1979/39 号决定内决定把关千下列题目的两

个研究报告付印，并尽可能广泛散发，包括印发阿拉

伯文本：

(a) 根据«联合国宪章汀和联合国各机关所通过

的其他文件，研究自决权利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当前发

展情形，特别注意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促进和保障；＠

(b) 联合国有关在殖民和外国统治下人民的自

决权利的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秒

20. 请秘书长尽力宣扬《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第 217 ACIII) 号决议。

独立宜言》，并尽可能最广泛地宣传受压迫人民为实现

自决和国家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2] . 决定在其第三十五届会议，根据各国政府、

联合国各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依照要求提

出的关千加紧援助在外国统治和控制下的殖民领土和

人民的报告，再次审议这个项目。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笫七十六次全体会议

34/ 45. 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三 H 第 3]/86 号决

议、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2/66 号决议和一九七

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3/51 号决议，

注意到秘书长关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的现况的报告，函

赞赏地注意到有更多的会员国响应大会的呼吁，

加入了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逸

铭记着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对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

公约负有重大责任，

认识到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执行«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意议定书»方面的重要作用，

1. 赞赏地注意到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其第六届

和第七届会议的报告，句并对委员会继续认真积极地

执行其职务表示满意；

2. 感谢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供合作的《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各缔约国按照«公约»第四十

条的规定提交了报告，并促请尚未提交报告的各缔约

国尽快将其报告提交委员会；

®E/CN. 4/Sub. 2/404 （第一至三卷）。 @A/34/ 440 。

®E/CN. 4/Sub. 2/ 405/Rev. l; 这项研究报告已经出 ＠第 2200 A(XXI) 号决议，附件。

版，其标题为“自决的权利”（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勃《大会正式记求，坑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40 I汀(A/

E. 79. XIV. 5) 。 34/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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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敦促己应人权事务委员会要求提供更多资料

的各缔约国依照要求提供资料；

4. 高兴地获悉现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已为审议

按照《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所提的各

项报告作好安排，函并且希望经社理事会采取步骤，尽

快审议这些报告；

5. 再次邀请尚未加入的国家，加入«经济、礼

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环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E为缔约国，并且考虑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6. 欢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乃第四十

一条千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开始生效，请该（（公

约》各缔约国考虑按照＂、公约》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发表

声明；

7. 赞赏人权事务委员会继续努力为«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意议定书»的执行谋求

划一的标准，并强调各缔约国必须最严格地履行公约

义务；

8. 请秘书长继续经常将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

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和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活动

通知人权事务委员会，并将人权扛务委员会的年度报

告转送这些机构；

9. 适当地注意到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将来在发

展中国家举行会议的建议，匈并请秘书长考虑该委员

会的建议，研究一下这种可能性，并向大会第三十五

届会议提出关于这项建议的报告；

10. 请秘书长就«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入以及《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任意议定书»的现况，向大会第三

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11. 又请秘书长在编制人权委员会一九七九年

三月十四日第 23CXXXV) 号决议＠内请求编制的关-
＠参看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一 11 经济及礼会理事会第 1979/

43号决议。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卜四届会议，第三委员会沁

第三十一次会议，第 40 段。

＠见G经济及社会理 Lµ 会正式记求，一儿L九年，补编第

6号»cE/1979/36) ，第二十四萃， A 节。

f推动人权领域的新闻活动的报告时，要考虑到更好

地宣传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工作的问题；

12. 促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可行步骤，以确保秘书

处人权司能够有效地协助人权'µ务委员会和经济及补

会理书会按照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执行各自的任

务，其中要考虑到－儿七五年十二月十七 H 大会第

353,1(XXX) 号决议和一儿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1/

93 号决议的规定。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笫七十六次全体会议

34/ 46. 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

大会，

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

的各种途径、方式和方法

在~（联合国宪卒））的宗旨和原则的指引下，促成国

际合作，以解决属于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主义

性质的国你问题，以及促进和鼓励对全人类的人权及

基本自由的尊重，而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和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公

约＠在进一步促进桴重和维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

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认为会员国接受这些公约所载的义务，是普遍实

现和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重要因素，

认识到按照«世界人权宣言»,只有创造条件，使

人人都能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公民和政治

权利，才能实现人入自由、无所恐惧和不虞匮乏的理

想，

回顾大会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第32/130号

决议中决定联合国系统内今后处理人权问题的工作办

法应考虑到该决议所载的概念，

又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3/104 号

决议，其中请人权委员会继续优先全面分析为增进人

＠第 217A(III) 勺决议。

＠第 2200ACXXI)号决议，附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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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什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

各种途行、方式和方法，这将有助千第 32/130 号决议

的执行，

还回顾大会一九七七年1了二月勹十日第32/197号

决议，特别是决议附件中关千经济及补会理书会监察

和评价大会所制订的通盘战略、政策和优先书项的执

行情况的职责的第 5(b) 段和第 11 段，

关心地注意到经济及补会理 1i会一九七九年五月

+H 第 1979/29 和第 1979/30 号决定，以及人权委员

会一九七九年三月二 H 第4(XXX:V)号和第5(XXXV)

号决议息委员会在后一顶决议内币申发展权利足一

项人权，平等的发展机会既是各个国家的特权，也从

各国国内个人的特权，

认识到需要在国内和国际上创造良好的条件，以

便充分促进和保护个人和各国人民的人权，

关心地注意到一九七九年儿月三 H 茫九日在哈瓦

那举行的第六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最后

宣言》中，不结盟国家要求联合国继续致力于全面确

保人权的工作，以确保人类芍严，并且在这方面重申

它们决意积极努力，通过联合国系统的现有结构，按

照大会第 32/130 号决议规定的方式，执行该项决议

所提出的步骤，秒

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儿七九年五月十 H 第

1979/36 号决议，

]. 满意地注意到人权委员会依照大会第32/]30

号决议第2(a) 段的规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

大会提出的关于全面分析联合国处理人权问题的途1个

的工作报告；＠

2. 请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继续进行其全

面分析工作，以期进一步提倡并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

包括继续研究人权委员会的方案和工作方法问题，并

按照大会第 32/130 号决议的规定和概念对所采取的

＠见«经济及ll会列叩会正式记求， 儿L九什，补编笱｝

6号HE/1979/36) ，第一十四农， A'1'i 。

@A/34/542, 附什，第．节，小 262 段。

＠见«经济及补会押书会正式记求， JL L 儿什，补编笱｝
6号HE/1979/36) ，第九节， A'1'i 。

各种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亨受的途作、方式和

方法进行个面分析；

3. 重申它深信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是不可分

割并且是互相依存的；对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

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执行、增进和保护，应当

给予同等的注意和迫切的考虑；

1. 再次申明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必须铲除大会

第 32/130 号决议第1(e) 段所列举的各种形势所造成

的各国人民和个人的人权和权利受到大规模严重侵古

的情书；

5. 又再次申明为了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各会

员国加入或批准这方面的国际文书从而承担具体的义

务，至为币要，因此，应节鼓励联合国系统什人权领

域树立标准的:r.仵，并且鼓励h关国际文书获得忤遍

接受和执行；

6. 强调需要在国内和国际 1-. 创造条件，以便充

分促进和保护个人和各国人民的人权；

7. 确认为了充分保障人权和完全的个人尊严，

必须保证工作权利和 T.人参与管理的权利，保证接受

教育、享受保健和适节营养的权利，办法是作国内和

国际上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8. 强调发展权利是一项人权，平等的发展机会

既是各个国家的特权，也是各国国内个人的特权；

9. 请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根据秘书长依

照要求提出的全面数据，审查秘书处人权司为执行大

会各项决议现有可以运用的人力及其他资源，然后通

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建

议，以便进一步改进人权司的工作；

10. 请秘书长通过人权领域的咨询服务方案，依

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9/30 号决定已经作出的决

定，在一九八0年优先举办一个讨论会，讨论目前不

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以及

这种情况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实现，特别是对享受«世

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适许生活水平的权

利所造成的障碍；

] 1.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和机关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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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执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9/36 号决议内的各项

建议；

12. 请秘书长根据联合国内现有的有关资料并

参照本决议第 10 段所提讨论会的各项结论，编制一份

研究报告，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这份报告

研究当前国际情况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实现所产生的

影响的性质和程度，特别提到由千下列情况造成的局

势：种族隔离；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新老殖民主义

和帝国主义；将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的政策；军备竞

赛；外国统治和外国占领；对国家主权、国家统一和

领土完整的侵略和威胁；拒绝承认民族自决和各国对

其财富和自然资源行使充分主权的基本权利；干预和

干涉各国内政，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关

系中存在着不公平制度等等；

13. 还请秘书长将本决议转交给各有关专门机

构和联合国所有处理人权问题的机关；

14. 进一步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

出有关本决议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

15. 决定将题为“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

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方式和方

法”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笫七十六次全体会议

34/ 47. 秘书处内主管人权的各厅处

大会，

回顾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重申基本人权、人

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权利平等与大小各国权利平

等的信念，

特别回顾联合国最重要的宗旨之一为促成国际合

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主义

性质的国际问题，促进并鼓励对全人类的人权及基本

自由的尊重，而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注意到联合国秘书处人权司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对

于联合国增进和保护人权工作的重大贡献，

但相信联合国秘书处在人权方面的 T．作仍应加

强，使它更加符合本组织和国际社会的需要，特别是

自从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和«禁止并惩治种族

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正式生效以后，更应如此；同时

要考虑到大会一此决策性的决议，例如一九七七年十

二月十六日第 32/130 号决议，

回顾秘书长关千秘书处组织名称的报们，组其．

般方针已由大会．儿七七年 f· ：月·. i· --· H 第32/201

号决议核叽

1. 请秘书长参照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对

提议的改名所表示的意见，考虑将人权司改称为人权

中心；

2. 请秘书长参照人权委员会根据一九七九年十

一月二十二 H 大会第 3,1/ 46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9 段进

行的有关研究的结果，保证划拨充足的财政资源和其

他资源给处理人权事务的秘书处部门，使它能够履行

职如

3.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飞十

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笫七十六次全体会议

34/ 48. 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

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

的各种途径、方式和方法

大会，

回顾«宪章»第一条内所载联合国宗旨之一为增进

并激励对于《世界人权官言凶们听宜示的人权和基本 f1

由的尊重，

注意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3/105 号决

议，在这项决议中，大会要求人权委员会在继续进行

关于联合国处理人权问题的途径的全面分析工作时，

邻第 2200A(XXI) 另决议，附 f'I 。

＠布 3068(XXVIII) 勺决议，附什。

函 A/C.5/32/ 17 。

＠第 217 A(III) 勺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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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在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和第二十二届会议l兑就

本项目进行的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包括设肾联合国人权

事务高级专员职位在内的各项建议所表示的意见，

考虑到人权委员会T什组h对这项个面分析进行

审议＠时仍尤法就设咒联合国人权 'fi 务凶级飞员职位

的建议作出彻底评价，

决定在第飞十五届常会上，｛I题为“为增进人权和

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

途径、方式和方法”的项目下，审议设罚联合国人权

事务高级专员职位的问题。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笫七十六次全体会议

34/ 49. 增进和保障人权的国家机构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2/123 号和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3/46 号决议以及人权委

员会关于增进和保障人权的国家机构的一九七八年三

月八日第 23(XXXIV)号决议创和一九七九年三月十

四日第 24(XXXV) 号决议，岔

又回顾大会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 34/46

号决议强调，为充分增进和保障个人和各国人民的人

权，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上创造条件，

注意到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日内

瓦举行的关于增进和保障人权的国家和地方机构讨论

会所通过并得到大会在第 33/46 号决议赞同的关于增

进和保障人权国家和地方机构的组织和进行业务的指

导方针，岔

又注意到一九七九年七月九 H 至二十日在日内瓦

句参看«经济及补会理扛会正式记求，一儿七儿竹，补编第

6 号»(E/1979/36) ，第九农， A,1饥

＠同上，«一九 L八竹，补编馆 4 ~片(E/1978/34) ，第．
十六农， A节。

＠同上，《一九七九年，补编第 6 号»(E/1979/36), 1~1 : 
十四章， A节。

＠参看 ST /HR/SER. A/2 和 Add.I 。

举行的关千种肤歧视受书者可使用的申诉程序以及在

区域 级应从＇卜的活动讨论会的结论，＠

1. 请所tJ会员国，铭记杆上面提到的指导方针，

采取适、1,1 步骤，设立增进和保障人权的国家机构；

2. 强调这类国家机构按照国家立法必须完整独

＼｀f 的重要忖；

3. 提请注必各国非政府组织在这此国家机构的

[：作上所能发挥的建设件｛个用；

I .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十六届会议提出人权委

员会第 24CXXXV) 号决议第 6 段所要求的报告时，也

要利用其它有关来源，例如关千增进和保障人权的国

家和地方机构讨论会和关于种族歧视受害者可使用的

申诉程厅以及在[><域·级应从事的活动讨论会的报告

和文件，并且什向大会提出报告时，说明他所收到的

文件和 L述来源所反映的墩进和保障人权的国家机构

的现有不同形式；

5. 决定将题为“增进和保障人权的国家机构”的

分项目列入第三 -j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6. 建议各会员国应使其国家机构的代表熟悉打

关 I述分项目的辩论内容。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笫七十六次全体会议

34/59. 《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的执行

情况

大会，

回顾其载有《补会进步和发展宣言»的一九六九年

十二月十一日第 25,12(XXIV) 号决议和关于执行这项

«宣言））的一九六儿年十二月十一日第 2543 CXXIV) 

号决议，

又回顾其载有《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

战略»的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四 H 第2626CXXV) 号决

议、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纾济秩序官言吁叮行动纲领））

8 参行 ST /HR/SER. 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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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第 3201 <S- VI) 和 3202

(S-VI) 号决议、载有«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3281 (XXIX) 号决议及关

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第

3362(S- VII) 号决议，

又回顾其关于世界社会发展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十四日第 33/48 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协调

七十年代关于社会发展的世界会议的成果的一九七七

年五月十三日第 2072 (LXII) 号决议，以及大会关千

«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筹备t作的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第 33/193 号决议，

深感进一步的社会发展有助于和平共处、缓和及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加强，

认识到«社会进步和发展立言））对千拟订和执行国

家政策和措施以及对于采取联合和个别行动以促进较

高较好的生活水平、充分就业和有利于经济及社会商

速度发展的条件， 日益重要，

坚决希望«宣言》各项规定获得切实执行，

注意到《宣言闪通过以来在执行方面进展有限，并

考虑到这方面还大有可为，

1. 逾议各国政府的政策、计划、方案和执行机

构均应继续考虑到«社会进步和发展官言»的原则、目

标、手段和方法；

2. 决定在拟订«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

展战略»以及在执行将于该十年期间施行的国际行动

方案时，应考虑到这个«宣言汃

6. 还请秘书长在世界社会情况报告附件中以摘

要方式，将其他定期报告可能未列载的各国政府为实

现《宣言月规定及执行本决议而采取的措施，以及各有

关国际组织所采取的措施，继续通知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笫八十二次全体会议

34/60.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

告

大会，

审议了联合国难民书务高级专员关千难民专员办

事处的［作报告岱及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第．十

届会议的报告，岔并且听取了高级专员的发言，励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 33/26 号决

议，

重申高级专员为其办事处负责照顾的愈来愈多的

难民和失所的人的福利而进行的活动具有高度的人道

主义性质，

深切关怀地注意到世界各地难民和失所的人的问

题仍然非常严重，

赞扬各国政府以人道主义态度处理难民问题，并

赞扬它们接纳难民所本的精神以及对高级专员的工作

的慷慨支援，

强调除利用其他方法外，还继续需要通过加入和

更有效地执行有关的各项国际文书的办法，确保难民

3. 请各国政府在即将进行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中 的基本人权、保证他们得到保护和安全，
考虑到《宣言叶的规定；

4. 逾议与发展有关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在拟订以

社会进步和发展为目的的战略和方案时，继续将《宣

言M作为一项重要的国际文书，适用它的规定；并在

草拟联合国可能用于礼会进步和发展领域的文书时考

虑到这些规定；

5. 请秘书长与各国政府合作，继续记录、分析

和尽量广泛地传播各国和国际上为了实现这个普遍接

受的《宣言》中值得称赞的目标而取得的重大进展；

注意到迫切需要各国政府给予更多的财政和其他

支援，以协助高级专员提供关键性的人道主义援助，

特别是通过自愿遣返、就地安置和重新定居提供援助，

欢迎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至十七日在坦桑尼亚联

@«入会吓式记求，奶一．十四届会议，补编布 12 号»,

(A/34/12) 。

岔同 I·.'«补编办 12 A.\片 (A/34/12/Add. 1) 。

励同 I·., «笥L'.I· 四）甫会议，邓飞委员会》，第四,._．．次会

议，奶 l - 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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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和国阿鲁沙举行的非洲难民情况会议的结论和成

就，并欢迎会上提出把“分担“原则付诸实行的要求，

34/61. 非洲难民情况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于一九七儿年七月二十日及 大会，

二十一日在日内瓦召开的讨论东南亚难民及失所的人 审议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工作报

的问题会议迄今产生的实际成果，如增加了重新定居 告，面

地点和捐款，

]. 赞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他的工作人

员继续有效率地履行协助难民和失所的人的各种责

任；

2. 请高级专员继续同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和

各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设法迅速持久地解决无论在

何地出现的难民和失所的人的问题；

3. 促请各国政府除了别的以外，通过以下方法，

加强对高级专员的人道主义活动的支援：

(a) 便利他完成在国际保护方面的任务，特别

对寻求收容的难民给予收容并严格遵守不推回原则；

(b) 考虑加入有关的国际文书，主要是有关难

民地位的《一九五一年公约））忿和«一九六七年难民地

位议定书沁恐

(C) 通过自愿遣返或回返以及协助回返本国的

人恢复正常生活、在收容国定居或在转往他国定居，便

利他推动持久解决办法；

4. 又促请各国政府：

(a) 加强它们对高级专员为难民和失所的人所

作努力的支援；

(b) 提供更多机会，以便为难民和失所的人的

问题，特别是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难民和失所

的人的间题，谋求持久解决办法；

5. 吁请各国政府继续对高级专员的活动慷慨捐

款，以便达成其人道主义方案的目标。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笫八十二次全体会议

满意地注意到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至十七日在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鲁沙举行的非洲难民情况会议的

结论，

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于一九七九年七

月六日至二十日在蒙罗维亚举行的第三十二届常会上

通过的关于非洲难民情况及一九八0年代非洲难民问

题长远解决办法的决议，＠这项决议已由非洲统一组

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七日至二

十日在蒙罗维亚举行的第十六届常会加以认可，

深切关注非洲难民生活条件不断恶化，难民人数

日增，

感谢各方收容并援助非洲大陆上的大量难民，

深切遗憾地注意到对人数日增的非洲难民没有充

分的援助，

强调一定要按照难民的人数和需要提供援助，

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增加财政援助，向非洲的大量

难民提供适当的照顾，

1. 充分赞同阿鲁沙非洲难民情况会议所通过的

各项建议；

2. 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及其工作人员

为照顾非洲难民所进行的工作；

3. 促请注意紧急需要增拨资源，照顾目前约有

四百万但人数日增的非洲难民；

4. 呼吁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加

紧进行支援非洲难民的种种活动和方案；

@«大会正式记求，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2号HA/34/

＠联合国： C条约汇编»,符}一八九卷，第 2545 号，英义 12) 和《补编第 12A \片(A/34/12/ Add.l) 。

本第 150 页。 ®A/34/552, 附 fl .，奶 CM/Res. 727 (XXXIII)勺决

＠同上，第六O六心，第 8791 号，英文本第 267 页。 议。



218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5. 强调国际社会迫切需要考虑如何确保高级专

员办事处有源源不绝的资源来执行各项长期方案；

6. 妻求秘书长和各专门机构协助高级专员尽屋

广泛地传播关于非洲难民苦境的资料；

7. 请高级专员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报告难民

专员办事处对执行阿鲁沙非洲难民情况会议的各项建

议所作出的贡献；

8. 进一步请高级专员同有关的专门机构和非政

府组织合作，尽其全力为非洲难民调动更多的资源，

并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笫八十二次全体会议

34/62. 秘书长关于讨论东南亚难民及

失所的人的问题会议的报告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千他千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 H 及

二十一日在日内瓦主持召开的讨论东南亚难民及失所

的人的问题会议的报估，＠并听取了他的发言，＠

注意到秘书长报告中所提到的进展情况，其中指

出一九七九年八月以来到达其他东南亚国家的难民船

只数目已告减少，

褒示深切关注东南亚难民和失所的人的悲惨境

况，以及这个问题为许多国家和领土特别是东南亚各

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严重负担，

注意到需要进一步的行动，以适当地解决陆上难

民问题，

1. 赞扬秘书长倡议召升讨论东南亚难民及失所

的人的问题会议和向柬埔寨人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

济的认捐会议，并 t持这些会议；

2. 还赞扬联合国难民书务高级专员和难民专员

办书处作为联合国系统主管机构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3. 又赞扬各国政府和国际救济组织为立即救济

东南亚难民所提供的现金和实物援助，以及所作增加

这种援助的承诺；

4. 促请各有关政府继续同秘书长、联合国难民

书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合作为处理这个问题

进行人道主义活动，同时避免采取使人遭受苦难的任

何行动并保证安全和有秩序的离境；这种人道主义活

动除为满足平民难民和失所的人的需要而外，不得有

任何其他目的：

5. 又促请接受难民在其国内定居的国家和有能

力这样做的其他国家，增加收容印支难民及失所的人

的人数和加速办理收容工作，对已在东南亚和邻近领

七难民营内的难民优先准许在他们国内定居；

6. 请各专门机构和有关的其他联合国机构，优

先参加提供援助以减轻问题的严重性，但不损及在其

他区域对难民和国别方案所给予的援助，并与各国政

府密切合作寸求待久解决问题的办法；

7. 还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向大会第三十

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8. 又请秘书长继续密切注意情况的发展，必要

时向会员国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笫八十二次全体会议

严重关切该区域最近到达大批难民，他们迫切祈

要迅速有效的国际援助， 34/151. 国际青年年： 参与、发展、和平

注意到秘书长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五日在联合国

总部主持召开的向柬埔寨人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济

的认捐会议的成果，＠

@A/34/627 和 Corr.1 。

＠《大会正式记求，第＿十四届会议，第二委员会);,第四

十二次会议，第 14 - 19 段。

＠参看 SG/CONF.1/SR. 1 和 2 。

大会，

回顾其决定宣布国际青年年的一九七八年十一

月三日第 33/7 号决议，

认识到青年直接参与缔造人类前途极为重要，同

时青年在实现以公平和正义为基础的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方面能够作出宝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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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有必要向青年传播和平的理想、对人权和基

本自由的尊重、人类团结以及献身千谋求进步和发展

目标的精神，

喃信迫切需要引导青年把他们的精力、热情和创

造能力，用来完成下列任务：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

定建立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决而斗争、反对外

国的统治和占领、促进各国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的发展，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维持世界和平以及

促进国际合作和谅解，

着重指出联合国应更加重视青年在当今世界上所

起的作用和他们对明天的世界所提出的要求，

回顾评价青年的需要和愿望的主题，并重新肯定

联合国为了使青年有更多的机会和使他们积极参与国

家发展活动而主办的各种现有的和计划进行的活动的

重要性，

相信迫切需要加强各国在执行有关青年的具体方

案所作的努力，并改善联合国及各专门机构在青年方

面的工作，包括在文化、体育和其他领域的青年交

流，

认为筹备和庆祝国际青年年将提供一个有利和

重要的机会，促请各方注意青年的现况、需要和愿望，

增加各级在处理青年问题上的合作，采取有利于青年

的一致行动方案和促使青年参与研究和解决重大的国

际、区域和国家问题，

确信国际青年年可以动员地方、国家、区域和

国际各级的努力，促进青年获得最理想的教育、专业

和生活条件，保证他们积极参与社会的全盘发展工作，

并可用来鼓励各国各自按照本国的经验条件和优先事

项，来拟定国家和地方的各种新的政策和方案，

认识到筹备和庆祝国际青年年将有助于重新肯

定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

又回顺这方面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有关国际年和周

年纪念的一九七九年八月三日第 1979/64 号决定，

意识到欲使国际青年年成功并尽量发挥其影响

和实际效用，各国政府、各专门机构、国际政府间和

非政府组织和公众都必须作出充分的筹备和给予广泛

的支持，

注意到一九八五年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大会

第2037CXX) 号决议内载«关于在青年中培养民族间和

平、互相尊币及彼此f解等理想的宣言»的二十周年纪

念，义是大会在一九七0年十：月七日第2659CXXV)

号决议设立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的十五周年纪念，

关切和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国际行年年的

报告，励

1. 决定将一儿八托年订为国际行年年：参与、

发展、和平；

2. 请所有国家、各专门机构、有关的国际政府

间和非政府组织以及行年组织尽一切可能的努力笱备

和庆祝国际青年年；

3. 决定为国际青年年设立一个咨询委员会，

由第三委员会主席按照公平地域分配原则任命的二十

三个会员国组成；函

4. 请秘书长按照各会员国提出的建议并同各专

门机构、有关的国际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以及青年组

织协商拟订筹备和庆祝国际青年年的方案草案；

5. 请秘书长在一九八0至一九八五年期间召开

咨询委员会会议三次，以便它可根据秘书长拟订的方

案草案拟订国际青年年之前和青年年期间所采取的

措施和活动的特别方案，供大会审议；

6. 井请秘书长于一九八0年召开咨询委员会会

议，向它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并将其第一届会议的

报告提交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

7. 又请秘书长继续采取具体措施，利用他能掌

握的一切传播工具，将联合国系统有关青年领域内的

各种活动给予最广泛的宣传并扩大散播关于青年的新
闻；仁

8. 吁请所有国家、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以及公众在适当的时候作出慷慨的自愿捐助，以补充

联合国在经常预样下为国际青年年提供的方案费

用；

9. 决定将题为“国际青年年：参与、发展、和

@A/34/ 468 和 Corr.I 。

＠咨询委员会的组成随后宜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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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并给

予高度优先的地位。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 O五次全体会议

34/152. 世界社会状况

回顾载千大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 2542

(XXIV) 号决议内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官言丿是在社会

发展领域采取国家和国际行动的基础，

回顾其关于世界礼会状况的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

十二日第 2771(:XXVI) 号决议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

三日第 31/84 号决议以及关于肚界社会发展的一儿七

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3/48 号决议，

又回顾其载有«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

战略讨的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四日第 2626(:XXV) 号

决议、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吁n«行动纲

领讨的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第 3201 (S- VI) 和 3202

(S- VI) 号决议、载有《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叶勺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3281 (XXIX) 号决议以及

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第

3362(S- VII) 号决议和关千筹备制订«联合国第三个

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沺的一儿七九年一月勹十九 H

第 33/193 号决议，

再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32/197 号

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请联合国秘书处经常拟订

全球性的经济、社会调查和预测，

铭记着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是建立在对个人尊

严和价值的尊重，

认识到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在全体人民充分参与发

的社会进步和幸福，规划社会发展措施作为综合发展

计划的一部分，鼓励和协调或统一全国朝向这个目杯

所做的努力，以及必要时对补会结构进行改革，

重申每个国家有权采取它认为最适于其本身发展

需要的经济和补会制度，不应该因此而受到任何形式

的歧视，

认为迅速的经济增长必须紧密配合每个国家的素

质和结构的改变，如有礼会上的和部门性的差别情况

存在，则应该大力加以减小，

强调必须采取措施确保社会的每一分子适当切实

参与国家经济和补会发展计划和方案的制订和执行，

也必须动员舆论并散发有关社会情况的资料，以支持

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原则和目标，

注意到世界社会经济现况的特点是经济情况恶

化，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并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不公

平和不平衡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扩

大，深表关切，

又考虑到必须迅速完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

关千拟订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谈判，它将有助于达成

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进展所求的速度，

深信必须迅速彻底消除各国人民经济和社会进展

上的各种障碍，而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种族歧

视、种族隔离、外国侵略、外国占领和外国统治以及

一切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和对各国人民的剥削是发展中

国家和人民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

再强调发展中国家求发展的主要责任落在它们自

己身上，但是除非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公

平的经济和商业关系，同时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更多

的财政和技术资源，否则不论它们自己如何努力，也

不能使它们以必要的速度迅速达成所期望的发展目

标，

审议了«一儿七八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该报

告提出社会经济趋势和政策概况，

展过程以及公平分配由此而生的利益的基础上，持续 1. 注意到今日世界经济和社会状况仍然令人不

地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 安；

深知各国政府的主要任务和最终责任是确保人民 励联合国出版物，出仆，品编\}, E.79.IV.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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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又注意到执行《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的速度 论各主要发展问题的相互关系，这两方面对国际和个

缓慢，在实现«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别国家都有影响；

所订定和确认的各种全面性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也令

人失望；

3. 重申一切形式的附／甫和压迫，诸如外国侵略、

外国占领、新老殖民主义、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等等，

是世界社会和经济进步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亳不延

迟地予以消除；

4. 重新喃认一九七0年代国际社会所确定的社

会经济发展目标，例如一九八五年扫除饥饿和营养不

良现象、二000年达成充分就业、一九八0年代

末期扫除文盲、一九九0年供应充分的安全饮用水、

二000年各国人民估计寿命达七十四岁、二000

年妇女充分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人人健康情

形良好等等；

5. 呼吁所有会员国制定并执行一套政策性措

施，在它们国家优先事项和利益范围内达成它们在就

业、教育、保健、营养、住房设施、儿童福利、青年

充分参与发展进程、妇女充分参与发展等方面的目标，

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6. 逾议会员国采取措施确保社会各部门适当切

实参与成为地方、地区、全国发展计划和方案中的一

个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保证有效调动和利用人力资源

以及更加公平分配从发展得来的利益；

7. 强调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对达成社会进步

的重要性；

8. 又强调要发展中国家社会迅速发展，就需要

对它们国家的发展努力作出更多的多边和双边财政

和I或技术捐助，这种捐助应配合适当的新技术并且符

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计划；

9. 对大多数发达国家没有达成«联合国第二个

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壮的特定指标，褒示遗憾；

10. 吁请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组织和机构调动

它们现有的资源，以便实现《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乃所

规定的主要目标；

11. 决定今后关于世界社会状况的报告必须能

帮助认定引起国际关切的社会新趋势，并且有助于讨

] 2. 请秘书长考虑到本决议的规定，每三年提出

关于世界社会状况的一份报告，并有一份报告参照新

的国际发展战略的目标和指标，遵循有待决定的审查

和评价程序，报道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内的社会进

步情况；

13. 又请秘书长在咨询事务方案范围内，参照经

通过的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目标和指标，主办一个国

际讨论会，比较各会员国在调动社会各阶层参与经济

和社会发展、鼓励集体谈判、工人参加管理和自行管

理方面所执行的政策、设立的机构和取得的经验，并

在题为“世界社会状况＂的议程项目下向大会第三十七

届会议提出一份关千这个讨论会的成果的报告；

14. 决定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题为“世界

社会状况＂的项目；

注意到应进一步改善研究世界社会状况所用的收

集、分析、解释和评价资料和数据的方法，

考虑到需要一种以世界社会状况的数量和质量指

数为主要根据的方法，

请秘书长与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机构、组织和机

关的行政首长紧密合作，采取适当措施改善关于世界

社会状况的报告以及关于《社会进步和发展宜言»执行

情况的报告的编制方法，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就此事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O五次全体会议

34/153. 年长与老年人间题

大会，

重申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关于年长与老年

人问题的第 32/131 号决议，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 H 第 33/52 号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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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其中决定在一九八二年召开一次年长人问题世界

大会，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年长与老年人问题的进

度报告，＠

认识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老年人数目和比例均在增

加，以及这种现象对一般社会，特别是对年老人在经

济和社会方面有严重的影响，

1. 蕙议有关国家政府，在制订国家政策和方案
时，斟酌需要，按照本国所订的优先次序，考虑制订

关于年老人的政策和方案，以及采取措施以便能够充

分参加一九八二年的年长人问题世界大会；

2. 请秘书长同有关机构合作，在现有资源以内，

继续并加强这个领域的活动，特别是：

(a) 考虑采取措施以加强各有关区域机构的活

动，以便增加对老年人情况的了解和收集关于老年人

情况的基本数据，作为一九八二年年长人问题世界大

会各个区域筹备会议的资料基础；

(b) 应各国政府的要求，并按照它们本国所订

的优先次序，协助它们规划和执行关于年长人的政策

和方案，以及进行使各国政府能够积极参加年长人问

题世界大会的筹备工作；

(C) 在国家一级和区域一级收集关千老年人的

数目和比例以及这个现象对国家规划工作的影响的基

本数据；

3. 请各主管和有关专门机构继续注意与年老人

有关的各项主要间题，并与联合国协调工作，特别是

因为在年长人问题世界大会举行以前、会期中和会后，

各项活动都需要妥善的协调；

4 , 请取得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协商地位的有关政

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同联合国一起共同进行善为

协调的活动，以协助希望获得协助的各国政府、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制订和推行关于老年人的政策和

方案，以及进行关于年长人问题世界大会的筹备工作；

5, 请联合国负责筹供资金的各机构继续并加强

它们对年老问题领域各项活动的支持；

@E/CN.5/562 。

6. 请秘书长 f；一九八一年通过社会发展委员

会，向经济及社会理书会提出关于执行本决议已经采

取的行动的进度报告，并向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捉出

报告；

7. 决定将题为“年长与老年人问题”的项目列入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一 C)五次全体会议

34/154. 国际残废者年

回顾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1/123 号决

议，其中宣布一九八一年为国际残废者年，

井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关千设立国际

残废者年咨询委员会的第 32/133 号决议，以及一九

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33/170 号决议，

认识到国际残废者年应促进残废的人在他们居

住的社会里实现他们充分参加社会生活及社会发展的

权利，促进他们享有与其他公民相同的生活条件，并

公平分享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更好的生活条件，

又认识到国际残废者年应使残废的人作为社会

的正式成员而作出更大的贡献，

承认应将残废看成是个人与其环境之间的一种关

系，

深信国际残废者年应使社会更充分地照顾到残

废的人在发展其个人潜能方面可能遇到的特殊困难，

又深信因为许多残废的人是战争和其他形式的暴

力的受害者， 国际残废者年可以被适当地用来强调

各国之间为了世界和平需要继续和加强合作，

强调通过一项长期行动方案来继续推展国际残

废者年各项活动的重要性，

注意到秘书长将为国际残废者年任命一位执行秘

书，＠

＠参石 A/34/158/Add.1, 弟 2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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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注意到«一九七八年世界补会状况报告忱D 的有

关部分，

注意到国际残废者年咨询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飞

月十九日至二十飞 H 举行的第一届会议的报告，＠

1. 决定将国际残废者年的主题扩大为“充分

参与和平等“;

2. 核可秘书长报告＠内所载的国际残废者年咨

询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各项建议，并通过将其作为国

际残废者年的行动计划；念

3. 强调国际残废者年各项活动应着重于实际

效果；

4. 肯定国际残废者年的主要重点落在国家一

级，而在区域一级和国际一级则进行支助性的活动；

5. 请各会员国考虑按照《国际残废者年行动计

划»的方针，并以适合各国文化、风俗和传统的方式，

在国家一级展开活动；

6. 又请各有关专门机构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特别

注意执行«残废者年行动计划汃

7. 再申明在执行«国际残废者年行动计划邓寸，

应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的残废的人，向他们提供多边

和双边技术援助，以防止残废及进行康复工作；

8. 为此，请秘书长优先组织一次面向行动的国

际专家座谈会，讨论咨询委员会所建议关千残废问题

上的技术援助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问题；＠

9. 请秘书长探讨继续进行发展中国家残废者康

复工作国际研究所的活动的可能性，并就此事向大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10. 请咨询委员会主席参与推动国际残废者

年的活动，并请秘书长在这方面向他提供一切协助，

包括在总部进行联络工作；

®E/CN.5/557/Add. 2 和 3 。

®A/34/158 和 Corr. 1, 附 f'I 。

＠同上，第三节。

＠大会通过的《国际残废者年行动计划印的案文，见 A/3,i/

158 和 Corr.1 号文件第 57 在 76 段，但须删去：第 74 (c) 段

“（见下文分段（分）；“以后的字旬，沧 74(u) 段，以及布 75(b)

段最后一旬话。

＠参看 A/34/158 和 Corr. 1, 附件，第[ 7 4 Cb) 段。

11. 请秘书长向国际残废者年秘书处提供一切

所需的资源，以便贯彻执行«国际残废者年行动计划汃

包括新闻宣传活动；

12. 又请秘书长在一九八0年召开一次咨询委

员会会议，审查《国际残废者年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并开始审议一个长期行动方案；

13. 并请秘书长采取紧急步骤，充分宣传国际

残废者年，并为此在一九七九年底选定一个国际残

废者年的徽记；

14. 请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其他有关机构为国

际残废者年拟订具体和协调的计划，提交咨询委员

会一九八0年会议；

15. 请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和其他区域性政府

间组织尽早拟订它们对国际残废者年活动的贡献；

] 6. 强调非政府组织特别是残废的人本身的组

织在国家一级和在国际一级上积极参与支持国际残

废者年的重要性；

17. 欢迎一些政府己对国际残废者年作出自

愿捐款，并呼吁进一步对国际残废者年作出自愿捐

款；

18. 请会员国就其执行叶国际残废者年行动计

划»的情况向秘书长提出国家报告，特别是根据各国的

经验，考虑拟订关于残废问题的全国性长期行动方

案；

19. 决定将题为“国际残废者年”的项目列入第

三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并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

行情况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 O五次全体会议

34/155. 联合国妇女十年

大会，

回顾忧妇女政治权利公约汃令特别是其中第三条，

® ~ 640(VII)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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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贞9 第三条、«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贞0 第三条、«社会进步和

发展宣言汉？第五条 (C) 款，

又回顾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520

(XXX)号决议，其中决定于一九八0年在联合国妇

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的中期召开一次世界会议，

及其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关于世界会议议程及工

作安排的第 33/189 号决议，

认为妇女如不充分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就不可能

实际充分参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意识到能够从各会员国得到的关于妇女参与地方

和国家政治机构的情况的资料不够充分，

铭记着男女接受一切形式的教育和训练机会平等

对于做到平等分担社会上的政治与经济职责具有重要

性，

l. 请各会员国在教育方面以及在社会、经济、

行政或政治性公职机会的条件方面，保证男女机会平

等，升迁机会不分轩轻；

2. 请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世界

会议在“发展“总主题范围内，审查各种适当途径，保

证妇女更切实地参与本国政府的规划和决策过程，并

保证这些过程更充分照顾到妇女的需要和关心事项；

3. 又请世界会议在”就业、保健和教育”次主题

范围内，审查各种确保男女有同等机会担任重要职位

的必要条件，使她们能参与制订这方面的国家政策；

4. 请各国政府采取步骤，保证妇女切实参与外

交政策和国际经济与政治合作的决策过程，包括采取

步骤保证她们有平等担任外交职位的机会以及保证有

妇女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任职。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O五次全体会议

34/156. 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决定，要将国

茜第 2200A(XXI) 号决议，附什。

勃第 2542(XXIV) 号决议。

际妇女年自愿基金的活动延长，以便包括联合国妇女

十年的期间在内，念

又回顾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1/133 号

决议，其中载有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管理准则和

办法，

清意地注意到基金按照其管理准则和办法，为援

助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制订了极有价值的方案政策，

铭记按照其第 31/133 号决议，除其他事项外，请

秘书长就运用基金从事技术合作活动的问题，同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署长进行协商，

赞赏地注意到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提

出和审查国家一级项目提案的新程序，

又赞赏地注意到基金所支持的活动有了扩展，与

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有了更多的合作，

认识到基金的目的是通过提供财政和技术支助，

与联合国系统的有关组织合作，辅助妇女在国家、区

域和全球各级所参加的发展活动，

碗认联合国系统内的所有业务活动和各区域委员

会都必需多加注意，把妇女项目列入其经常方案内，

又礁认必须对满足发展中国家妇女特殊需要的发

展活动继续提供财政和技术支助，并且必须在国家和

国际发展规划内列入旨在动员妇女参与发展的政策和

方案，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的报

告，西

1.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协商

委员会第五届和第六届会议的决定；＠

2. 请大会主席按照第 31/133 号决议第 3 段并

适当地顾及连续性，选择五个会员国，请它们各自任

命代表担任协商委员会委员；雹

3. 感谢联合国系统内的有关机构，特别是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联合国妇女十

年自愿基金现行工作提供的宝贵协助；

函参看《人会正式记求，忱上争．十届会议，补编奶 34 吵 J)(AI

10034) ，第 100 页，议轩项 II 75 和 76, (a) 段。

@A/34/612 。

匈同上，第二节。

郔见第 l·\'i A, 弟 34/323 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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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褒示希望基金所进行的活动能够继续到联合

国妇女十年以后，同时在这方面，请秘书长同协商委

员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及其他有关的联合国机

构协商研究这个问题，并向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提出

报告；

5. 决定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应继续设在总

部；

6. 又决定根据秘书长提交的报告一—其中说明

秘书长与协商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以及直

接有关的联合国其他机构进行协商的经过并根据一九

八一年六月一日为止各会员国提出的意见，在第三十

六届会议上审查其决定；

7. 对会员国在一九七九年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

会议上承诺提供的自愿捐款＠表示感谢，并呼吁会员

国考虑对基金提供支持或增加支持，以确保有充足的

资源来应付发展中国家迅速增长的需求；

8. 请秘书长：

(a) 继续就基金的管理和执行基金活动的进展

提出年度报告；

(b) 继续每年把基金列为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

会议的方案之一。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O五次全体会议

34/157.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关于提高妇女地

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的第 33/187 号决议，

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关

于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设立研训所的第 1979/11 号决议

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关于委任研

训所董事会的第 1978/58 号决定，

注意到研训所董事会第一届会议已于一九七九年

十月一十一日至二十六日举行，- - 
＠参看A/CONF.98/SR.1和 2 及更正。

审议了秘书长关千提岛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

的报告，＠

1. 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9/11 号决议，

接受并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提出作为提高妇女地

位国际研究训练所东道国；

2. 希望有关东道国政府订立协定的必要协商能

迅速完成；

3. 请各国政府对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

的联合国信托基金提供捐款；

4. 请秘书长同会员国协商，以便尽早任命研训

所所长；

5. 请秘书长就研训所的工作提出报告，连同董

事会的报告，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五

届会议一并提出。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O五次全体会议

34/158. 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519 CXXX) 

号、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1/136 号、一九七

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2/142 号、一九七九年一月二

十九日第 33/184 和 33/185 号决议以及《妇女政治权

利公约》，砂

重申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各项

目标，和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的各项有关决定，＠

注意到秘书长题为“妇女参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

全以及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外国侵

略、外国占领和一切形式外国统治的斗争”的报告，＠

@A/34/579 。

＠妫 640(VII)号决议，附 f'I 。

＠参看《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的报告，一儿七h．年六月十
儿 H 至七月二 H ，墨西哥城》（联合国出版物，出代品编号 1
C. 76. IV.I)，第三店。

@A/34/471 和 Cor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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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一九七九年五月六日至十飞日在巴格达召

开的不结盟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关于妇女在发展中

的作用会议的报告，励

铭记着只有当妇女有与男子平等的机会享受教

育、就业、保健设施，担任社会、经济、行政或政治

性公职，并有利用这些机会所必要的社会环境，她们

才能在发展过程中发挥平等和有效的作用，

考虑到妇女平等参与发展过程和参政将有助于实

现国际和平，增进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创造新的

国际经济秩序，

赞赏妇女为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反对殖民主

义、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外国侵略、外国占领和一

切形式外国统治，争取充分切实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而进行斗争所作的贡献，

强调将在一九八0年举行的联合国妇女十年：平

等、发展与和平世界会议对执行妇女十年的各项目标

的重要性，

1. 戛求各会员国在筹备和召开联合国妇女十

年：平等、发展与和平世界会议方面尽一切努力；

2. 请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筹备委员会加紧

工作，根据对于执行旨在改善妇女地位的«实现国际

妇女十年目标世界行动计划“”内进展情况所作的仔

细审查和评价并根据区域筹备会议的建议，拟订一项

有效的行动纲领；

3. 促请妇女地位委员会在第二十八届会议上，

根据大会第 32/142 号决议的规定并考虑到各国政府

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及它们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所表

示的意见，拟订一项关于妇女参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

全以及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外国侵

略、外国占领和一切形式外国统治，争取充分切实享

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斗争宣言草案的问题。

-咖-®A/34/321, 附什。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O五次全体会议

@q国际妇女年默界会议的报告，一儿 L 九年六月 I· 儿

日至七月二 H ，墨西哥城》（联合囚出版物，出 11, 品编 g,

C.76.IV,1)，第二浮， A 节。

34/159. 改善妇女在教育、经济和社会

大会，

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以达成男女

平等的重要性

回顾其－儿七 Ii.年 1 _；月 l _1iH 第 3520 CXXX) 

号决议，其中立布·儿 L六全·儿八几年为联合国妇

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

又回顾其一九七六年 1 二月十六 H 纶 31 / 131,·} 

及一九七九年－·月二十九 H 第 33/184、第 33/185 和

第 33/189 号决议，

喃认改善妇女在教育、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地位和

作用以达成男女平等的迫切需要，

又瑭认各国应h．这些书项上交换经验，

注意到秘书长关千妇女在教育、经济和社会领域

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报告，匈

1. 敦促各国采取必要措施，以促进男女在教

育、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完全平等；

2. 邈议各国在其政策中拟订一切适当措施，以

创造妇女能与男 f·平等参加工作的必要条件；

3. 进一步遭议各国采取措施，在有关改善妇女

在教育、经济和籵会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以达成男女平

等的事项方面，扩大经验的交流；

4. 请秘书长将其关于妇女在教育、经济和社会

领域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报告作为联合国妇女十年：

平等、发展与和平世界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8＠的背景

文件予以散发；

5. 请世界会议适当注意改善妇女在教育、经济

和社会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以达成男女平等的问题。

@A/34/577 和 Add.1 。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O五次全体会议

＠见第 33/189 吵决议，附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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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60. 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临时

议程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520 (XXX) 

号决议，其中决定于一九八0年举行－次世界会议，

以及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卜儿 H 第 33/189 号决议，其

中强调”就业、保健和教育”为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

发展与和平后半期行动纲领的次上题，

又回顾其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题为＂筹备联

意识到妇女难民的情况未获有系统的调查研究，

1. 决定将全世界妇女难民的情况列入联合国妇

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世界会议的临时议程，＠

并作为项目 9 联合国妇女十年后半期行动纲领的一个

分项；

2. 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书处编制一份

报告草稿提交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苏备委员会第

二届会议，并编制报们最后定本提交世界会议，其中

将：

(a) 在难民专员办书处处理的整个问题范围内

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世界会议包括通过 审查全世界妇女难民的情况；并

｀就业、保健和教育＇次主题”的第 33/185 号决议，
(b) 考虑到有关地区的需要，提出各会员国、

关心井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筹 联合国系统和各非政府组织可以采取的援助妇女难民

备委员会的报告覃以及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的 的措施的建议。

世界会议临时议程，函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决定在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世界 笫－O五次全体会议

会议的临时议程上列入一个关于巴勒斯坦妇女的项

目，标题如下： 34/162. 筹备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

“以色列的占领对被占领领土内外的巴勒斯

坦妇女的影响：

“(a) 审查巴勒斯坦妇女的社会和经济需

要；

"Cb) 援助被占领领土内外的巴勒斯坦妇

女的特别措施。”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O五次全体会议

34/161. 妇女难民

回顺其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关于联合国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议程项目 83下以协商一致

方式通过的第 34/60 、 34/61 和 34/62 号决议，

认识到全世界妇女难民的迫切需要和问题，

®A/CONF.94/PC/12; A/34/657 和 Add.1 。

＠第 33/189 号决议，附件。

大会，

回顾其关于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平等、发

展与和平的实务和组织性安排的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

九日第 33/189 号决议，

又回顾其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第 33/185 号

决议，其中通过了”就业、保健和教育”为次主题，

深信有必要以最有效的方法筹备这次世界会议，

保证会议的成功及后续活动切实有效，

注意到已在巴黎、新德里和加拉加斯举行了区域

筹备会议，并计划在卢萨卡和大马士革再举行两次会
议，

审议了世界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报
1上邑
f-1, 

又审议了秘书长的说明所载关于世界会议的各项

详细提议，＠

＠同 I ·.o 

®A/CONF.94/PC/12 。

®A/34/657 和 Add.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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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准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筹备委员会报

告内关于世界会议筹备活动的建议；＠

2. 请秘书长就下列各方面提供其说明内列具的

必要预算经费：

(a) 保证每一个最不发达国家都有一名代表出

席世界会议；

(b) 保证会议文件的编写顺利进行；

(C) 保证妥善地编制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

出的世界会议报告；

(d) 关于秘书处新闻部提议的措施，加强计划

在世界会议前及会议期间进行的有关活动；

(e) 作出适当安排，保证世界会议各个筹备讨

论会和会议成功举行；

(f) 为会议秘书处配备适当工作人员，包括会

议后进行宣传活动的工作人员，并为会议秘书长提供

必要旅费；

(g) 在一九八0年举行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

议。

3. 井请秘书长进一步寻找预算外资金，以保证

每一个发展中岛屿国家和内陆国家都有一名代表出席

世界会议；

4. 进一步请秘书长设法寻找预算外资金，为提

议在会议后进行的宣传活动筹措经费；

第 1978/32 号决议的规定，提出有关成功地改善妇女

的情况和促使妇女参与经济和礼会发展的发展项目和

方案的研究报告；

8. 呼吁各会员国、联合国主管机关和专门机构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利用它们的新闻资源，发动

舆论支持世界会议及其 H 杯。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一O五次全体会议

34/163. 关于青年的政策和方案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关于青年的作用

的第 31/130 号决议、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关于

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的第 31/131 号决议、一九七八

年十一月二日关于同青年和青年组织交流的第 33/6

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关千

青年活动的协调和宣传的第 1979/27 号决议，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同青年和青年组织交流的渠道

的报告匈和关于青年政策和方案机构间工作队工作情

况的说明，田

深信在促使青年参加实现《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

各项目标，特别是关于经济和社会进步及发展的目标

方面，需要加强联合国的努力，

又深信青年在促进国家间合作和在实现以公平和

5. 注意到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所议订的暂行 正义为基础的新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必能作出宝贵的
议事规则；＠ 贡献，

6. 满意地注意到丹麦代表关于丹麦政府按照大 涌认需要更广泛地和更有效地利用所有适当的渠

会第 33/189 号决议就会议的实际工作安排所采取的 道，以便促使青年人切实有效地参加国家发展和联合

措施的发言；＠ 国在国家、区域、区域间和国际各级的活动，

7. 坚决促请各会员国为世界会议作好充分准 又硐认为了成功地执行国际青年年，大力扩大和

备，包括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五月五日 改善同全世界各地区的青年和青年组织代表的交流，

＠并参看第十节， B.1, 第 34/434 号决定。

i@A/CONF.94/PC/12, 第二浓， A,1饥

@«大会正式记录，第飞1四届会议，第勹委员会》，第五

十三次会议，第 27 - 30 段；和同 l令，《第三委员会，本届会

议专册》，更正。

十分重要，

1. 请秘书长将本决议及载有改善联合国同青年

@JA/34/199 。

~A/34/6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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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占年组织的交流染道的附加准则草案的附件， 并

转送全体会员国、区域委员会和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咨商地位的区域和国际打年组织，请它们发表意见

和提出建议；

2. 请会员国将本决议及其附件的七旨传达给本

国的行年组织，请这此组织发表心见和提出建议；

3.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的行动，向会员国、区域

委员会和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书会咨商地位的区域和国

际青年组织征求它们对上述附加准则草案的意见，并

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这方面的报告；

4. 决定将题为“关于青年的政策和方案”的项 H

列入第三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 O五次全体会议

附 件

改善联合国同青年和占年组织的

交流渠道的附加准则草案

A. 国家一级

1. 应注总推广联合同仆．各 11、I政府要水卜捉供的义 j 占

年活动的咨询服务。

2. 铭记 {i秘书长义 j l,j {I 在促进和保护人权力血 l打起

什用的说明＠内载述的建议，也应，1,心到婓 l11J 各国政／付协问，

促进设立全国忖订年联系中心，快另忘到为使利各旧间以及同

联合国在有关礼会发展的领域进行父如(ij 设的 I叶豕通讯员系

统。

B. 区域一级

3. 各区域委员会应市仕它们同各 lX 域 IL政府组织的义

系，以使促进这些组织，扑别是八中积极从 •j~ I尸|l{1 的组织

与各区域委员会在 h仆沾动力血的合什。

4. 协各区域委从会特别让，心、 11J 仆积极参勹发展过程的

问趣，并审议丛否＇盂要同 11<\I外分1．组织和联合 l14 月发计划署密

切合作，进行由计年为 t1j年提供就业服务的 111 I外力朵。

5. 在上述第 4 段的范围内，各区域委员会执伈柲书应根

据 J［职权池旧，研）心如何仆各该 I>< 」或内促进和协曲 切 {l J... 占

仆参勹发展的沾 ,JJ 。

6. 各 I>< 域委员会 1WI IIi }义举办小义占什问题的 I>< 城讥习

册的 I lj 能 ti 。

c. 国际一级

7. 1 」政协时委员会 1仆／．外｀卜？k i1 什：安扑I，促进和协 i周，，J 仆领

域的沾动，使这此沽动成为补会和纾济发展个盓丿、J 朵的 2 ，邓

分。

8. 以支 l1P1 tf,'i 什），J 朵的各 11;I 政府和各 II政府组织捉供忖

料，以出版 种语义的叮）4|新 I111 公报》牛 1+J, Ji 介叽这份《公

报加 1［以通过哪此朱迫散发，以尽从在，IJ i1 中 J ，为传播。

9. 抖 J' 为占什提供实习训练的l．什，让籵界各区域的，，J

什都 h机会为联合 1叶什知期服务，本身体验联合国的沽动。这

此次习小 1,i，只限 l 仆联合 114 总郘进1 J 。

10. ii'i'联合囚联合新闻委员会审议肚界各1”心，'i 11组织

代人对联合国编制和发行，＇t年趴感兴趣的出版物的总见。

11. 秘书长应根拟各国政府提出的总见，小断市在联合

叩11j,，门和，IJ {！组织间现介的父流米迫。

34/167.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大会，

~E/CN.5/528 和 Corr.} 。

回顾大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第 3452 CXXX) 

号决议所通过的«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

入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宣言汃

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2/62 号决议，

其中请人权委员会参照«宣言》所载的原则，草拟一项

关于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

罚的公约草案；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2/63 号决

议，其中请秘书长草拟一个问题单，分发给各会员国，

请它们提供为落实”宣言》原则而采取的步骤的资料，
包括立法和行政措施的资料；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 H

第 32/64 号决议，其中要求会员国加强对«立言»的支

持，发表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处罚的单方直言，

1. 满意地注意到如人权委员会进度报告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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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期间，在草拟关千酷刑和

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公约方面取得（

重大进展；＠

2. 欢迎经济及社会理市会一儿七九年五月十 ll

第 1979/35 号决议，其中理巾会授权人权委员会一个

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在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召开

之前举行一次为期一星期的会议，以完成公约草案的

工作；

3. 请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继续把完成关

于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的公约草案的问题列为高度优先事项；

4. 注意到秘书长依照大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

十日第 33月 78 号决议的规定提出的关于问题单复文

的报告；西

5. 请还没有答复问题单的会员国依照大会第

32/63 和 33/178 号决议的规定，立即作出答复；

6.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交各方答

复该问题单所提供的进一步资料；并将他根据问题单

所收到的一切资料提交人权委员会和防止歧视及保护

少数小组委员会，以及联合国预防犯罪及罪犯待遇间

题第六次大会；

7. 又注意到秘书长依照大会第 32/64 和33/178

号决议的规定提出的关千单方宣言的报告；圃

8. 请还没有交存单方宣言的会员国依照大会第

32/64 和 33/178 号决议的规定，立即将单方宣言送

交秘书长保存；

9. 请秘书长继续在年度报告内，将各会员国已

交存的单方宣言和今后可能交存的单方宣言，通知大

会；

10. 决定把题为“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

会议的临时议程，以便审查这个项目所取得的进展。

-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O六次全体会议

＠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书会正式记录，一九七九年，补编

第 6 号HE/1979/36), 奶八心， A 节。

@IA/34/144 。

4jA/34/145 和 Add.1 - 3 。

34/168. 医疗道德准则萃案

大会，

注意到在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儿 ll 纶 3452

(XXX) 号决议中大会一致通过的«保护人人不受酷刑

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ii 言汃

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向第五次联合国预防犯罪及

罪犯待遇大会所提报告画内建议可与卫生组织合作拟

订一项＂囚犯保健规约”,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第 3218(XXIX) 号

决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第 3453(XXX) 号决议

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31/85 号决议曾请世界

卫生组织拟订医疗道德准则草案，以保护受任何形式

拘留或监禁者不受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处罚，

审议了秘书长的说明，＠其中他向大会会员国提

送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医疗道德准则拟订情形的报

｝卜．
i t, 

赞赏地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已赞同总

干事在医疗道德准则拟订情形的报告中所订各项原则

并已请总干事将本报告送交联合国秘书长，

1. 请秘书长将医疗道德准则草案画分发给各会

员国、各有关专门机构、对此项问题关心的各政府间

组织以及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

织，请它们提供意见和建议，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

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2. 决定在第三十五届会议时在题为“酷刑和其

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项目下，再

度审议医疗道德准则草案的问题。

@A/CONF.56> 9 。

吵 A/34/273 。

吵同上，附111 。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O六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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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69.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

大会，

考虑到«联合国宪范））所揭示的宗旨包括促成国标

合作以增进和鼓励对个人类的人权和从本日由的叶

币，不分种肤、忖别、诏言或宗教，

特别回顾门廿界人权＇订忙泡和义 r人权的各项国

际公约，＠

又回顾大会－三儿七 fi 钉 I·.．月儿 H 第 3152

(XXX) 号决议所通过的《保护人人不受猷刑和其他残

忍、不人逍或钉好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1重｛言）），

注意到维护公共秩厅的执认任务的性质和执行这

种任务的方式，打接影响到个人乃个整个补会的4恬

素质，

了解到执法人员心守人权原则，勤勉严正地执行

的币要任务，

但也意识到在执行这种任务时可能发牛滥用职权

的情忙

认识到制订一项执法人员行为守则只是保护执法

人员所服务的公民的所有权盐的若干币要措施之一，

认识到要使执法合乎人情尚有其他币要原则和先

决条件，即：

(a) 象一切刑'µ司法制度的执行机构十羊，每

一执法机构应能代表整个补会，为其服务，并对其负

责；

(b) 要有效地维持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标准，

需要有一套设想周到并且为一般人晋遍接受的合乎人

情的法律制度；

(C) 每一执法人员都是预防及控制犯叩的刑 1i

司法制度的一分子，这个制度的每一 L作人员的行为

都会影响到整个制度；

(d) 每一执法机构履行其专业的第一个前提，

应该是完全依照这电所规定的原则及标准实行自律，

匾办217A(III) 习决议。

@W,2200A (XXI) 勺决议，附 f'I 。

执认人员的行动应随时接受公众的检杳，这种检杏Ilf

由审杏委员会、部会、检察机关、法院、监察员、公

民委员会或者是这此机构和人员的组合或任何其他审

在机构加以执行；

(e) 这此标准除非通过教育和训练．并通过监

察，使其内容和这义成为每．执法人员的估条，足不

会打实际价值的；

兹通过本决议附件内所载的«执法人员行为守

则）），并决定将其送交各国政府，同时建议它们对于 {-j

冈家 V法或惯例范围内使用这项守则仵为执法人员应

该心守的一在原则，给予h利的考虑。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一0六次全体会议

附件

执认人员1J 为守则

笫一条

执认人员儿论何 Il l. y．丿屈执 f r 认 i1t I)拭 f 他们的什 ry-' 个 lI J l 

I; \ IV I听牧求的的度贞忏＇心为补会 It'! I个 IlIt 行，保护人人 1、女 II

从 i j 为的伤，1;: 0 

评注：面

(a) “执让，人员”·叫包拈 1)．使仵察权力、牛．IJ 协l 从 ii

使逮捕或扑）分权力的 I,h h,ll 让、人员，儿论丛拒派的还足达

平的。

(b) {1 吟察权力由小论从否穿 rI 制）服的＇矿 'l上人员

i j使或由 11、1 家保安，晶队｛ ｝使的国家甲，执让、人员的定义 1`i/

视为包括这种机彴的人员。

\ (') 对 ii 会！甘 1个的 llli 妇'J 甘ll'皮包括卜旧这种 ll从行，

对 lH 休 ll 1 队1 个人、个济、补会 J叩 1!1 或］ l 他紧急帖凡旧心，／，l

扰助的成员促仇的拔助服趴

(d) 个爷义的迫用范 114 小仅包拈. UJ 暴力、抢！J丿 f11

伤，I； 1 I 为，曲 II扩人到 1刊｀J~ 认规卜所饮，I的 切＇卜顶。它

还扩人到小能担负 II1j li 贞杆的人的 h 为。

他个计'ii捉供的负籵足为 j．力使仆 I 叶＇豕立让，和惯例他 11,1

内 1 」. 1归守咐J»);见凡。此外， 1 叶众或 I>< 域 i、I'l l il［以点 IIJJ 各 1 1`l 或 1 人

块政 If、ff11] 组织的认 i 1t ，廿l 没和惯例的牡ti:, 从旧促进《'、、J 俨 1小l» 的

述 I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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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执法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应芍重月保护人的哼严， Ji矗－ll 绯

护每个人的人权。

评注：

(a) 上述人权是国家法仆和国 1孙认所明确规定和

保护的。有关的国卧文书包括们甘界人权 '[f ，｀心、«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围阮公约汃«保护人人不受酌刑和其他残

忍、不人道或有1!f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f,、心、《联合国泊除

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壮，，心、《快 ii.)i惩治种版阰离 'lf 行 1I 、1|外

公约汃《防止及惩办灭绝种肚叩公约汃«囚犯竹遇最低限

度标准规则汃《关于领 'lr 义系的绅也纳公约》。

(b) 各国对个条的评汁肿指明区域或囚家明定和

保护这此权利的规定。

第三条

执法人员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能使 lll 武力，而 11 小得超出

执行职务所必需的范围。

评注：

(a) 本条强调，执法人员应在拌殊悄况下才使用武

力；虽然本条暗水，在防II犯罪或在执行或协助合认逮捕

叩犯或嫌疑犯的情况下，日j悄竹执法人员按照估则使川必

要的武力，但所用武力小得超出这个限度。

(b) 各国法律通常按照相称原则限制执法人员使

用武力。应当了解，在解释本条义时，应节炸币各国的这

种相称原则。但是，本条文绝不应解释为准许使 lll|II] 所要

达到的合法 H 标并不相称的武力。

(C) 使用武器应认为是极端措施，应竭力设认特别

不对儿消使用武器。一般说来除II嫌疑犯进行武装抗扑或

威胁到他人生命，而其他较小激烈措施尤法加以制」l或逮

捕时，不得使用武器。每次使用武器后，必须 \,f 刻向 l竹

当局提出报告。

第四条

执法人员拥有的资料如有机密性版，应守机密，但仔务执

行或司法上绝对需要此项资料时个在此限。

评注：

执法人员由千本身任务的性质会得到有关别人私 4.

活或可能对别人的利益、尤其是名补有害的资料。他们），V

该极力小心保护和使用这此资料，只有在执行任务或为r

"」法 1．的＇，材要时才 IlI)：以披森；凡为代他 II 的咐披｝初这种

资料都是完个小汕、11 的。

第五条

执认人员小得施加、暧使或容许什何酌刑行为或 Jt 他戏

忍、不人逍或打！呼入格的行遇或处罚，也不行以 1级命令或牡

殊估况，例如战乍状态、战 1I· 威胁、 I l;1 家安个的威胁、 I 14 内政

屈小稳定或忏何且他公八紧急估况，什为施行酌刑或且他戏

忍、不人心或打仔人格的 1'r 遇或处罚的则山。

评注：

(a) 这顶廿令浙（」人会通过的«保护人人小受酢 1fil

和共他残忍、个人逍或｛f ltf, 人格的竹遇或处罚 'i'(I 、I》,依

照该甘，．，．：

“C 这种｛ I 为足）…．．．对人的尊严的 '1 i' 犯，应视为

否定«联合同忙，．：心宗旨和佼犯« 111: 界人权 '1,f,、，》（及 Jt

他义］．人权的 I1 、I 际义书）所 'l丫 {lJ 的人权和从本 1,I Ih, 

而加以叭贞。”

Ch) 该行，．，劝酷刑的定义如卜：

“…...酪刑是指政府官员或在他怂思之下，对 . 

个人故总施加的行何使他在肉休上或粘神 I血．极度捅

苦，以谋从他或 ZN -:者取得估报或招认，或对他做过

的或沸嫌做过的＇Jt加以处罚，或对他或别人施加恐 II 卜

的行为。按照«囚犯彴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施行合

法处罚而引起的、必然产牛．的或陈之而来的捅苦不在

此列。”画

(C) 人会对“残忍、小人逍或付呼人格的 1'r遇或处

罚”-·语还没｛j 卜定义， flI)，V解释为尽 III能蚊广泛地肋仆

）卢竹，儿论是肉体 L的或足精神 I的庄什。

笫六条

执认人员应保扯允分保护被拘招人的健康，竹别足必要时

丿，I! \、／即采取行动确保这此人获得仄疗照顾。

评注：

(a) “仄升照顾”指的从由忏何朕务人员、包括合格

探牛和保务辅助人员提供的服务，应 J.，心要时或提出沾求

时确保取得这种照顾。

画 C第一次联合围祯防犯＇们及 'lll 犯彷遇大会：秘书处编制

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1956.IV.4) ，附件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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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从然 l欠行人员可能从执 i人行动的从 1成部分， jll

丛甘这J]匕人员建议山执认行动以外的队行人员为被拘喟

人提供述节 1欠升或会同执认行，J) 以外的 1欠行人员为被拘

川人提供逌、11 I久片时，执认人员）、v 芳忐到他们的判断。

(C) -.般的则斛＇足，执认人员也 I,v确保犯认{ r 为女

古行或犯认、过和！， I l 已，外 j卜，收的受＇古者从付 l欠竹照炽。

笫七条

执法人员不得 {j贪沁h 为， Ji· J,i,, 极力仇扣和反对一切贪沁

1 [．为。

评注：

(a) 贪切行为和儿他忏何滥用权力行为－杆，都是

执法人员七业所小容许的。凡执认人员犯1] 贪沁行为，即

l,y 切实绳之以认， 1月为政府如果不能、或者不胀对 I,1 己的

人员并在日己的机构甲执行认仆规定的话，就不能期叩对

本国公民执行认仆规儿。

Cb) 贪污的定义固然耍由 1KI'家认仆决定， fil)屯 J用你(

贪污应包括个人在执行忏竹时或仆'JJl 任务 h 义的 t如兄

下，要求或接受礼物、许诺或摩为，从而采取或小采取从

种行动，或在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 IJj 后 II 认仪受这此礼

物、许诺、酬分的一切行为。

(C) I·文所指“贪沁行为" ·i,;J 佃珅韶为包栝祜迁

贪沁在内。

笫八条

执法人员应炸重法律和本«守则汃）i·应尽力防止和极力抗

拒触犯认律和本《守则》的任何行为。

如执法人员有狸由认为触犯本《守则》行为已经发生或将

要发生，应向 1级机义报告，月在必要时向 1拭h市什或补救权

力的其他有关机构提出报告。

评注：

(a) 灼m -含{，纳入本囚认仆或惯例即匝获得辽

行。如法律或惯例载什比本«千则江为严格的规定时，则

应遵照规定从严办则。

(b) 本条力图保持下述估形之间的平衡：一 }ilfii,

公共安全在很大程度 1．所依靠的机构＇志要有内部纪仆，另

一方面，也需要处理触犯基个人权的书件。执法人员应在

指挥系统的范围内报告触犯行为，只有在没有其他补救办

法或没有其他有效补救办法的时似，才妞在指挥系统以外

采取法律行动。一般的埋斛足，执认入员个应囚报告 j飞」

外发4或将婓发1触犯个'、)'IJ!lj 的行为曲受 h·政处分或 Jl

他处罚。

(C) "J拭 h 审杏或补救权力的机构”指的是国家认

仆 I、机l 介认心的、习惯的或且他的权力，以 '1|1. tr 本《守 IJ\lj>)

范围内的触犯行为 1引引起的免悄和控诉的忏何现h机构，

儿沦足设仆执认机构以内，或是独 V 的。

(d) 在某此国家，＂I 以认为新闻［具足仆执行类似

计论 (e) 叭述的审介拧诉的 1 什，这杆，执让、入员仆仅

照本国认仆和习忡以及本《.)'IJ!ll»ti1 四条的规定的情况下，

I1礼可以 fr 11: 、 11 珅由 f1 为-.种最后的手段，经巾新四 l· 贝引

起玫l 论儿心他所提怕汁心』的触犯行为。

(e) ~）贝个守则的规定行 'li 的执法人员）＇；!，受到他

听服务的补会悄体和执法机构及司法界的炸币、允分支抖

l j 合什。

34/170. 受教育的权利

大会，

回顾大会于一儿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2200A

CXXI)号决议内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承认人人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考虑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千一九

六0年十二月十四日通过的《反对教育歧视公约》匾的

重要性，

深信载有《社会进步及发展宣言叶的一九六九年十

二月十一日第 2542CXXIV) 号决议的规定切合时代

需要，其中除了别的以外，特别强调为社会的全面发

展训练本国人员及干部的重要性，

强调实现受教育的权利对于个性的充分发展和其

他基本人权与自由的享受均极为重要，

考虑到教育可以对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各国人

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作出

重大贡献，

重申训练本国人员和干部，包括建立和改善立法

机构的关键重要性，立法机构必须确保实现和保证受

教育的权利获得充分享受，

画联合国：《条约｝口m，第四二九壮，弟 6193 吵，沿 93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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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为了建立新的国协经济秩片，＇，lr；要提供h效

支助，以改善和扩大教育系统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纾济

发展培训专门人员和合格干部，

深信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特别足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都能够为促进受教育权利的实现、

提倡教育、按照发展中国家令面进步和发展的布婓培

训各方面的本国人才，继续发挥日益重要的什用，

考虑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义化组织在教育和训

练各国本国人员方面，作出屯员的努力，义考虑到它

依照大会一九七儿年一月二卜儿 H 第 33/ l 93 号决议，

为筹备和执行新的国际发展战略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1. 请所有国家考虑采取适当的立法、行政及其

他措施，包括提供物质保证，以确保普及教育权利的

充分实现，特别是免费提供初等义务教育、普及中等

教育和逐步减免学费，使人人付均等机会使用各种教

育设施，使年青一代有机会学习科学和文化；

2. 吁请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以提供研

究奖学金和其他方式，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教育和训

练本国工业、农业和其他经济及社会部门所面人员的

努力；

3. 请教育、科学及义化组织总干事向大会第三

十五届会议提出一份初步报告，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

会议提出最后报告，内容包括：

(a) 有关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如何支

助发展中国家培训本国人员的资料；

(b) 按照教科文组织的任务规定并与各会员国

和专门机构协商后，提出他的意见和建议，指出是否

需要和如何加强其方案和工作，以便同发展中国家合

作，确保所有各级均有适当的教育网以及供训练本国

合格人员所用的奖学金和设施，要顾及大会一儿七八

年十二月十九 H 第 33/135 号决议所载的各项建议；

(C) 根据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本国全面进步与发

展的需要，说明各国在全面实现受教育权利方面所遭

遇的困难和障碍，并提出他认为这方面应采取何种行

动的结论。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O六次全体会议

34/171. 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flI

大会，

回顾其一儿 L L 什l ．月十八 II 纶 32/127'•} 决

议、一儿七八什 I· ~丿］． l l l 第 33/167,·｝决议以及

人权委员会一儿 L 八什 JJ 八 H 第 2l(XXXIV) 3 决

议｀画

注意到柲书长关 I,•卅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扑I 的

报彴．圃

1. 满意地注意到关于设立区域人权委员会并牡

别注意非洲的联合国讨论会已自一九七儿什儿月 1·ll

，，，一-. + H 在蒙罗维亚举行，会上通过 J勹关于设让一个

非洲人权委员会的蒙罗维亚提案，嚼以及其他结论和

建议复并希叩讨论会的建议能获得打关各 l司政府和

组织的适当考虑；

2. 重申人会叮请位于尚未订行人权区域安排的

地区的国家考虑达成协议，以便在其各自区域内订立

增进和保护人权的适当区域安排；

3. 再次请求秘书长在人权方面的咨询服务方案

下，同有关区域各国研究有没有可能尽速举办介个讨

论会，以便讨论增进和保护人权的方法；

,1 . 进一步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人

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一O六次全体会议

34/172. 改善所有移民工人的境况并确

保其人权和尊严的措施

大会，

璃认有必要实现国际合作，以解决经济、社会、

理智或人道方面的国际问题，促进和鼓励尊重所有人

嚼见«纾济及补会 J:ll1,l上会止式记求， ·丿L L八仆，补编弟

,1 \J·», (E/1978/31), :1} : I}、.,·;-,:, A,1＇1 。

®l A/3,1/359 和 Add.] 。

嚼 A/34/359/Add.1, 附 fI. 0 

徊 IIIl L，附 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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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不分种族、．性别、诏言或宗教估 铭记着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第

仰， 1979/13号决议，

回顾«世界人权甘言））、面«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第 33/163 号决

视国际公约汃画以及关于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徊的规 议，

定，

考虑到国际劳工组织制订的各项国际文书，特别

是国际劳工大会所通过的一九七五年《移民工入（补充

规定）公约声和一九七五年«关于移民工人的建议汃邸

考虑到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世界会议

通过的«宣言吁叭行动纲领»画所载有关移民［人间题

的各项规定，

重申家庭是社会的天然基本单位，有权获得社会

和国家的保护，因此，移民工人的家属有权获得同移

民工人本身一样的保护，

因此认识到有需要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住房、

保健和教育方面，给予移民工人的家属特别是子女一

切必要的注意，

重申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权利与义务

的来源，因此，侵犯甚或限制移民工人的这种权利都

等于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

1. 注意到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八日秘书长的报

告，和一九七九年卜一月二十二日该报告的一份增

编复

2. 对于各会员国和各有关国际组织送来的大损

复文都赞成拟订一项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权利

的国际公约，裹示欢迎；

3. 决定在第三十五届会议设汒一个工作组，对

所有会员国开放，负责拟订一项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

其家属权利的国际公约；

I. 请秘书长执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9/13

号决议的各项规定时，给予工作组一切必要的支援，以

便拟订保护所有移民丁丿人及其家属权利的国际公约；

5. 请各有关国际组织参加工作组的T．作，合作

拟订这项公约。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O六次全体会议

缝续深为关切的是：尽管联合国各会员国、各区 34/173. 交汁奂头：于禁江上使用的有害化学
域政府间组织和联合国各机构普遍作出努力，移民工

人仍然不能行使各种有关国际文书所规定存「什作方面

的权利，

礁认人权委员会、社会发展委员会、国际劳工组

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之

间的密切合作有助千寻求各种解决办法来改善移民工

人及其家属的境况，

励第217A(III) 号决议。

幽第2106(XX)号决议，附 f'I 。

唾第2200A(XXI) 号决议，附fl 。

＠国际劳 l：局，＂公报》，办 h l 八壮，..儿 L /1 什， il 编

A, 第 1 号，第 143 号公约。

画同上，第 1 号，切l51 号建议。

包《一九七八{[八月 I· 四 II 个·. |· h l I II 内凡向种欣 I 义

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阰界会议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仆，品

编号： C,79.XIV.2) ，第二浮。

品和危险药品的资料

大会，

意识到出口禁止使用的有害化学品和危险药品对

进口国家人民的健康可能有严看和不利影响，

认识到极需采取具体措施，在全世界防止健康方

面的不良影响，并为此目的，注意到关于禁止使用的

有害化学品和危险药品的客观资料的重要性，

1. 促请会员国交换关于在它们境内禁止使用的

有害化学品和危险药品的资料，井同进口国家协商，防

止将这种产品输出到其他国家，

2. 请秘书长同联合国有关机构和机关合作，特

函 A/34/535 和 Adrl.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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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协助各国政府交换资料，并 成的不利影响，以及因此而使为数众多的家庭包括学

就会员国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和机关的经验透过经济及 龄儿音逃入莱索托和斯威 1· 汪，感到不安，

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仵。 1. 赞同秘书长的报告所载的估计和建议，井赞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扬他和联合国难民书务高级专员多方设法调动资源并

笫一O六次全体会议 ｛t. 收容国境内为南非难民学生举办援助方案

34/17 4. 向来自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

南非的难民学生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 H 第 31 /126 号决

议、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2/119 号决议和一九

七八年十二月二十 H 第 33/16,1 号决议，其中特别重巾

国际社会对于在南非、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的镇压

性和歧视性法律下受到迫古的人民提供人道主义的援

助是适当的，也是必要的，

深为关切南非政府对该国的黑人学生实施歧视性

的教育政策和镇压措施，

注意到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七年十月 ．十一日第

417(1977) 号决议，其中特别要求废除＂班图教育”制

度和－切其他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措施，

关切地注意到南非以及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难

民学生不断涌入博茨瓦纳、菜索托、斯威士兰和赞比

亚，迫切需要向这些学生提供照料、保健和教育设施，

意识到这些难民学生的涌入对收容国有限的财

政、物质和行政资源造成沉币的负担，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画其中载有秘书长于一九

七九年五月间派往博沃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赞

比亚调查南非难民学生援助方案情况的视察团的调杏

结果，

认识到迫切需要设立－个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难

民学生援助方案，

对于因实施种族隔离特别是班图斯坦政策而对在

南非境内与莱索托和斯威十兰接壤地区内的居民区必

2. 决定扩大对住 f1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 I:

兰和赞比亚的南非难民学生的援助方案，把对纳米比

,ll1 和津巴布韦难民学生提供照料、保健、教育和其他

盂要也包括在内；

3. 请秘书长商同联合国难民事务 r为级专员和联

合国系统其他有关机构和组织，尽力调动援助，便利

来自南非边境地 IS< 的难民家庭甫新定居，并且为难民

儿市的福利充分提供生活必需品；

4. 对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 t汪和赞比亚等

国政府尽管难民学生不断大批涌到，对它们国家的设

施构成压力，仍然继续收容难民学生，并继续提供教

育和其他设施，寰示感谢；

5. 赞赏地注意到各会员国、联合国系统、政府

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协助收容国而作出的种种努

力；

6.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4垒员为在博

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赞比亚避难的南部非洲

难民学生，制订并执行有效的教育和其他适节的援助

方案；

7. 敦促所有国家、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通

过财政支援和为难民学生的教育和职业训练提供更多

机会，以及为他们的生活照料提供财政和物质捐助等

方式，向难民学生援助方案慷慨捐助；

8. 呼吁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和规划署，包括联

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南非信托基

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与秘书长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

七员合仵，执行向在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

赞比亚避难的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的难民学生

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方案；

9. 又请秘书长继续注意这一书项，并通知经济

@A/34/345 。 及社会理事会 J九八0年第二届常会这些方案的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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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并向大会第」十五届会议报仇本决议的执行情

况。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O六次全体会议

34/175. 反对公然大规模侵害人权的有

效行动

大会，

注意到《联合国宪章»对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

宗教，增进和鼓励桴重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

重视，

认识到按照《世界人权＇占言汃＠只有创造条件，使

人人都能享有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才能实现人人自由享有公民和政治自由并免于

恐惧和匮乏的理想，

意识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 H 大会第 32/130

号决议特别指出联合国对处理公然大规模侵害人权的

情况所负的责任，

相信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

些暴行沾污了人类的良心，

回顾国内最近曾发生公然大规模侵害人权情书的

国家的代表在本届大会中的发言，

1. 对若干公然大规模侵害人权的情况在本年内

已经停止，表示满意，虽然尚有许多的严重情况仍待

解决；

2.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和联合国若干机构对国

内最近曾发生公然大规模侵害人权情况的国家表示要

提供的协助；

3. 重申联合国特别关心公然大规模侵害人权的

行为；

4. 敦促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特别是人权委员会在

其职权范围内对现存的和今后发生的公然大规模侵害

人权事件及时采取有效的行动；

卷第 217A(IIl)t} 决议。

5. 强调秘书长对千公然大规模侵害人权情况所

能起的币人什用。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O六次全体会议

34/176. 联合国智利信托基金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飞月二十日第 33/174 号决

议决定设汒名为联合国智利信托基金的自愿基金，负

贞收取捐款，并通过已有的援助渠道向智利境内由于

被拘禁或监禁以致人权受到侵害的人上、被迫离国的

人卜以及上述两类人上的亲属，提供人道主义、法律

和经济方面的援助，

又回顾秘书长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信中呼吁

各会员国向联合国智利信托基金认捐和捐款，

注意到秘书长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八日关于第 33/

17 4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其中秘书长通知大会到

一儿七九年十月＿」十－ H 为止尚未收到任何捐款或认

捐，

1. 注意到有些国家政府已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三

十月后决定向联合国智利信托基金捐款或认捐；＠

2. 呼吁各会员国积极响应秘书长一九七九年九

月二十八日信中的请求向联合国智利信托基金作出捐

献。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O六次全体会议

34/177. 国际合作以管制药品的滥用

大会，

注意到药品的滥用在世界许多地方继续蔓延，对

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发达国家都产生有害影响，

@A/34/658 。

勉参石 A/34/658/Add.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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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切地看到滥用药品对所打礼会和个人、特别是

年青人会造成不利后果，

砩认非法贩运药品及它给贩排者和叩恶组织带来

的利润威胁到了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透过

各种发展援助方案，联同执法、教育和减少需求等方

面的努力予以解决，

满意地注意到若干国家已取得 j勹正面的成果，但

同时对管制药品条约以及麻醉药品委员会、国标麻醉

品管制局、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

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各项决议和文件中为管制药品

滥用订定的各项目标未获实现表示关切，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第 33/168 号决

议，其中大会请各国政府与联合国各有关机关及各专

门机构进行更广泛、更协调的合作，以拟订和执行各

项旨在消除药品的非法需求和非法贩运的方案，

铭记着有必要按照大会一九 L七年十二月十六 H

第 32/124 号决议所提出的又经麻醉药品委员会－－儿

七九年二月二十三 H 第 8 CXXVIII) 号决议画重申的

要求，推行国际管制药品滥用的战略和政策，

收到了经济及补会理书会－儿七九年五月儿 H 第

1979/]8 号决定内提到的麻醉药品委员会的报告，画注

意到其中提出了第 8 CXXVIII) 号决议附件所载指导

将来国际管制药品滥用方面的活动的各项原则，

]. 注意到麻醉药品委员会的报告，并请所有有

关机构和组织执行委员会第 8 CXXVIII) 号决议第 2

段和第 3 段，在考虑到该决议附件所载各项原则的情

形下，拟订实际而有力的管制药品滥用方案，并从现

有的经常预算内提供经费，监察委员会方案的执行情

况；

2. 请委员会在一九八0年举行的下一届特别会

议上最后订出一套有意义的，旨在消除麻醉药品和精

神调理物质的非法需求、生产和贩运的国际管制药品

滥用战略和政策方案，并就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向一

九八0年经社理事会第一届常会提出报告；

＠《经济及补会肿＇JC 会 J1式记求，一儿 L 丿JL钉，补编第 5
J.})>(E/1979/35) ，纠N·I· 队］心。

雹同 1_, 《补编纶 5 号»(E/1979/35) 。

3. 请会员国考虑到委员会订定的各项原则，在

它们能力范围内｀调拨国家资源，用千管制药品滥用

方案，包括取缔非法生产和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调理

物质以及减少对这此药品的盂求的各项方案，并吁请

向由于国家资游h限而在执行管制药品滥用方案方面

力不从心的那此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技术和财政捐

助；

,1. 进一步请会员国采取适当步骤，防止不加控

制地或非法地牛产和出口精神调理物质和滥用药品的

化学先质（如醋酸酐一类）；

5. 促请尚未成为国际管制药品条约缔约国的国

家加入这此条约，并作出最大努力予以执行；

6 . 进一步促请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构和规划

机构一一特别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粮食

及农业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

斤发计划署一一．采取更多行动，在它们的任务范围内，

拟订并执行各项旨在减少药品的非法生产和需求的方

案，并特别请这些机构把这种活动列为它们理事机构

议程中的经常项目；

7. 请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和规划机构、国际金

融机构、会员国政府，如有可能，于受援国请求时，从

它们的双边和多边发展援助方案内考虑提供适当援助

以执行防止和管制药品滥用的措施，特别是提倡可以

取代非法麻醉药品原料生产的新收入来源的活动和促

使危险药品需求减少的活动；

8. 进一步请设有对麻醉药品发生影响的各种方

案的联合国机构及专门机构，每年就它们在这方面的

活动和提议的项目向大会提出报告，以加速国际共同

努力，大幅度地减少非法药品的活动；

9. 吁请会员国按照本国的发展目标，考虑在本

国发展方案内增列管制药品滥用的适当措施；

10. 重申它继续支持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

基金协助各国减少非法麻醉药品的需求、生产和贩运

的工作；

11. 对千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所得财

政支助很低裹示失望，吁请会员国对基金作出新的、不

断的或更多的现金捐助并提供进一步的财政或实物扣

助，以支持它的项目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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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以及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8 (XXVIII)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每年向大会提出进度

报告，并将本决议转交各国政府和h关的国际机构。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O六次全体会议

34/178. 关于人身保护令、人身保护状

大会，

或有同样效果的其他法定补救

办法的权利

铭记着«世界人权宣言汃皂«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

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汃励以

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只们的规定，

特别铭记着上述《公约»第九条第四款规定，任何

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

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

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

回顾大会关于保护由于所持政治主张或信念而致

违法或涉嫌违法被拘禁的人的人权的一九七七年十二

月十六日第 32/121 号决议，

又回顺大会关于因工会活动而被逮捕或拘禁的人

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第33/169号决议和关于失

踪的人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33/173 号决议，

注意到一九七九年是使人身保护状的补救办法具

有法律效力的一六七九年法令的三百周年纪念，

回顺联合国曾于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五 H 至二十八

日，在人权咨询服务方案下，在墨西哥城举办了关于

人身保护令、人身保护状和其他类似补救办法的专题

讨论会，＠

1. 裹示深信在各国法律制度中适用人身保护

令、人身保护状或有同样效果的其他法定补救办法，

对于下列事项非常重要；

＠第 217A(III) 号决议。

固第 3452(XXX) 号决议，附什。

＠第 2200A(XXI) 号决议，附 f'I 。

＠讨论会的报告己作为 ST/TAO/HR/12 号义1'1 印发。

(a) 保护人人不受任意逮捕和非法拘禁；

( b) 释放囚政治上张或信念而被拘禁的人，包

括因从小工会活动而被拘禁的人；

(C) 查明失踪的人的所在和下落；

2. 认为使用这些补救办法也许可以使得那些对

被拘禁者行使权力的人没有机会施行酷刑或其他残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3. 妻求所有各国政府，在可以适用于该国法律

制度的情形下，保证在其管辖下的每一个人都能充分

享有人身保护令、人身保护状或有同样效果的其他法

定补救办法的权利；

4. 决定为了扩大全球了解例如人身保护令、人

身保护状或有同样效果的其他法定补救办法等制度和

更广泛地予以适用起见，举行一次关于这个主题的国

际专题讨论会将很合时而有用；

5. 井决定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再次审议这个

问题。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一 C)六次全体会议

34/179. 智利境内的人权

大会，

注意到各国政府有义务保护和增进人权并履行其

在各种国际文书中所承担的责任，

回顾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卜六日关于保护智利境

内的人权问题的第31/124、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 H

第32/118 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33/175 号决

议，

进一步回顾人权委员会关于据报的智利境内侵害

人权事件的一九七九年三月六日第 ll(XXXV)号决

议，匈其中除其他事项外，决定任命一名关于智利境内

人权现况的特别报告员，以及任命一些专家，研究智

利境内的失踪人士问题，

固见«经济及社会肿 'l“ 会止式记求，一儿七儿什，补编弟

6 吵»(E/1979/36) ，笱L.:.+1/.!-l i;t, A,1'J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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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智利当局拒绝同人权委员会任命的特别报竹

员和各专家合作，表示遗憾，

关心地注意到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和关j上钾利境

内失踪人士遭遇问题专家报告您的延迟发表，

注意到这两个报告的结论都清楚地表示，智利境

内的一般人权情况与调查智利境内人权现况特设L作

组的上次报告面所述的情况比较，没有得到改善， H. 

在若干方面，甚至反而退步，

深切关怀最近的报道，在智利圣地业哥主要坟场

发现数以百计的尤名坟募，其中所埋疑为因政治原因

被处决者的尸骨，因此希叩为查明业已开始的司法调

查将彻底执行，不受干预，

特别关切地注意到智利节局还没有采取第33/173

号决议所要求的紧急有效措施，调查和说明据报由千

政治原因而失踪的人士的遭遇，

请人权委员会在大会依照 JL七八年十二月二十

日第33/173号决议的请求而审议失踪人上的问题时并

在审议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九

月五日第 5 B(XXXII) 号决议翎时注意关千智利境内

失踪人士遭遇问题专家报告电的建议，毯

1. 赞扬特别报告员和关于智利境内失踪人士遭

遇间题专家所作的工作；

2. 请人权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彻底研

究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和关于智利境内失踪人士遭遇问

题专家的报告；

3. 重申大会对智利境内的人权继续受到侵害的

忿慨，并认为应继续密切注意该国境内的人权情况；

4. 严重关怀在某些方面，情况曾有恶化，特别

是有关下述情况：

(a) 安全机构专横权力的增加；

(b) 酷刑、虐待和原因不明的死亡案件；

(C) 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A/34/583 。

® A/34/583/ Add.I 。

@)A/33/331 。

＠见E/CN.4/1350, 第 I· 六，；,:, A'1'i 。

® A/34/583/ Add.I, 193 - 198段。

(d) l：会权利；

(e) 未经判 W的被告人假定儿罪；

( f) 对本」．人民的估遇；

5. 强烈促请智利节局，按照智利h各种国际文

书方面所承担的义务，哼重和促进人权，特别促请他

ff l: 

(a) 解除继续发生侵害人权书件的戒严状态，

并恢复智利人民以往所享有的民主制度和宪法保障；

(b) 保证立即停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和有辱人

格的待遇，并对执行这种刑罚的人予以起诉和惩罚；

(C) 充分恢复言论和新闻自由，集会和结社自

由：

(d) 充分恢复工会的权利，特别是组织工会的

自由，让 i：会在不受政府控制之下自由活动并行使罢

L权利；

(e) 允许公民自由进出国境，并恢复由于政治

原因而被剥夺智利国籍的人的国籍；

(f) 充分恢复人身保护权；

(g) 尊重本土人民的权利，特别是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

(h) 采取措施，改善一般人民对经济和社会权

利的享受；

6 , 深切关怀地注意到一九七八年及一九七九年

间虽然未曾报道有人在智利境内失踪，但一九七三年

九月至一九七七年底有大批人士失踪，其下落至今不

明，因此这种情况仍旧是对人权的公然和严重的侵

害；

7. 促请智利当局调查和澄清那些据报由千政治

原因而失踪的人士的遭遇，将调查结果通知其家属，

并且对这类失踪事件应负责的人提出刑事诉讼程序，

对已经判定犯有这种罪行的人予以惩罚；

8. 请人权委员会继续密切注意智利境内人权的

情况，并为此目的：

(a) 按照委员会第 11(XXXV)号决议第 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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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延长关千智利境内入权现况特别报们员的任 1. 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并开放

用期； 供各国签字、批消和加入，公约案文附千本决议之

(b) 在其第三十六届会议上进一步审议关于杏

明智利境内失踪人上的下落和遭遇的最有效的方法，

同时考虑到关于智利境内失踪人上遭遇问题专家报告

的内容；

9. 进一步促请钾利当局同特别报告员和关于钾

利境内失踪人士遭遇问题专家合｛仁

10. 请人权委员会通过经济及补会理事会向大

会第飞十五届会议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报仇。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O六次全体会议

34/180.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大会，

考虑到«宪章B第一条和第五十五条所规定的联合

国宗旨之一，是在亳无区别、包括不分件别的情况下，

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拧币，

回顾大会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第 2263

(XXII)号决议中宣布的《消除对妇女歧视亢言汃

考虑到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旨在消除一切形式的

歧视和促进男女平等权利的各项公约、决议、仅言和

建议，

特别注意到大会关于起草一项《消除对妇女歧视

公约沺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33/177 号决议，

认为歧视妇女是与人类尊严和社会福利相抵触

的，并对充分发挥妇女潜力构成妨碍，

瑭认男女应在平等基础上参加礼会、经济和政治

发展过程并作出贡献，且应平等地分享较好的生活条

件，

认识到为了造福世界以及谋求和平，男女双方都

必须充分参与社会事务，

深信必须确保男女平等原则在法律和事实上都得

到普遍确认，

后；

2. 希望公约亳不延迟地得到各国的签署、批准

和加入，并早 H 生效；

3. 请秘书长将公约全文送交联合国妇女十年世

界会议，供它参考；

1. 请秘书长仆题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

公约现况＂的项目下，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公

约现况的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笫－O七次全体会议

寸
,' 
了

l
l

件

消除对叮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本公约缔约各国，

注意到«联合 1 叶先，；，心币巾对从个人权、人计咐评和价（八以

／女男女平守权利的 f,＼念；

注意到们It 界人权 '1`（，`,MO IlIIIJI 1浮容歧视的原则，并'1,ff1j 人

人 'I而门山，｛i灯严和权利 I·. ·/Ji 平吟， II 人人都｛j 资格';, J:. 

该＇，(I、，所载的．切权利和 1,I 山，个付｛l 什 fllIl大别，包括男女的

lo< 协 1 ; 

注意到1lX. 人权的各坝囚际公约吵的缔约 11、111 义务保证

月女平笘亨 h l月纾济、 ti 会、义化、公民和政治权利；

考虑到｛f附联合 I I~ 及各 1, 门机构 i廿卜所笭羽旨｛，』促进另

女权利 'l' ＾3 的各坝 11 、II外公约；

还注意到联合口和各［门机构 1沂通过旨 {1促进男女权利

`l＇飞的决议、 4, i. I 、 1 1·1I 建议；

关心到尽 11'{1这此各种义，f'\ ，歧视从 1 女的现象仍然忖遍 (I多

{1 ; 

考虑到对 41 女的歧视违反权利、I＇守和炸币人的芍．评的 I京

则，阳讨 41 女勹另子中笘参加个国的政治、补会、环济和义化

吵冶 217A (III) \J 决议。

啦沧 2200A(XXI) 号决议，附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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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妨时社会和家庭的繁荣发展，月使~ 1 女史册允分发 f4' 为

国家和人类服务的潜力；

关心到在贫穷情况下，妇女在获眢根仓、保健、教仇训

练、就业和其他盂要等力而， 1Hl机会最少；

深信菲于平等和汇义的祈的 I1,11外纾济秩 I{, 的建寸，将人h

助于促进男女平等；

福调彻底悄除种欣籵＇ii ，肉、 - l)j 形式的种队 i 义、种欣歧

视、新老外＼民主义、外 l叶佼略、外囚占领和外国统治、对别 II`|

内政的干预，对丁男女允分，i.受丿［权利是必个 11［少的；

璃认国际和平．I.j 安个的加强，国 1外紧张同势的缓和，各 11,I

不论其社会和经济制度如何彼此之间的相 1,合什，什严格h效

的国际管制下令面彻底裁军、牛寺别足核裁＇个， l1,I'J 国之间义系

上正义、平守和可利原则的确认，什外国和州民统治下和外 lK|

占领下的入民取得自决勹独订权利的次现，以及对各国国家 l

权和领土完整的忤币，都将会促进补会进儿和发展，从曲1) 助

千实现男女的完全平等；

喃信一国的充分和完全的发展， lit 界人民的伽利以及和 1'

的书业，盂要妇女勺男子平笘允分参加所 {j 各力血的 1什；

念及妇女对家庭的祁利和社会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贞献

至今没有充分受到公认，又念及母姓的社会，意义以及父母在家

庭中和在养育子女方面所负的行各的礼会，心义，并理解到妇女

不应因牛．行而受到歧视，因为养介子女足男女和憋个社会的八

同贞任；

认识到为了实现男女充分的 1飞扣店要同时改变男子和妇

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传统任务；

决心执行《消除对妇女歧视＇（（；心内载的各项仙则， Ji 为此

II 的，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消除． lJJ 形式的这种歧视及｝［现

象。

兹协议如下：

第一部分

第一条

为本公约的 H 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尪丁性别而作的

任何区别、扑斥或限制，其影响或丿[ Il 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

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 L 认识、书打或行使在政

治、纾济、补会、义化、公民或忏何丿［他方面的人权和从本 l,l

由。

第二条

缔约各 111 逍贞对从 1 女 切形式的歧视，协议\', U|J IIl 一切迫

、 1,1 办队、？扑l1j政饺，消除对 l I 女的歧视。为此 11 的，承扣：

(a) 男女'|；笘的原则如问人列入个囚妇人或且他打义

让、 {|t 者， l'＼／斗牙八列入，月以认仆或 Jt 他还、11/ii人，保 III 实现这

J1J! IJ;(IJ!I); 

(") 术取汕节立、1人和］［他捎施，包拈迫、1,1 时采取伽l ／戊，

伈 II {.l Q 1 女的 切歧视；

(() ）J 从 1 女！ J 另子｀I'．飞的权利确｀＇，认仆保护，通过各 [1；l

的 i: 忤认 1廷及且他公只机构，保训切仅保护 1/! 女个女（「何歧

视；

(Il) 小术取任何歧视 l I 女的 1 j．为或什认， JH呆 u1 公八节

丿',)和公八机构的 {j,JJ 行Ii 小）上背这坝义行；

((.) 1.i／采取. lJ 丿 j心、1,1 扑 'l fJ他． if'j|>，令什何个人、组织或个 1IV

对 h 1 女的歧视；

(f) 应采取一切迫、，甘／＇,施，包括制定认仆，以修改或 1发

1涂构成对 41 女歧视的 J见 1 J 认作、），见汽、习俗和惯例；

(g) I1,J 总）发仆个 11国以内构成对妇女歧视的一切规定。

第三条

缔约各国应承才1!{1 所 1]领域，特别足在政治、礼会、纾

济、义化领域，采取一切迫、11 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保证盯女

得到允分发展和进步， JllI 的足为确保她们在 'j 男子 1；竹的从

础 1，行使和 ';({J 人权和从本 I,I Ih 。

第四条

1. 缔约各国为加速＇义现男女 'l＄实 l的平等而采取的暂

行竹别措施，小得视为本公约所指的歧视，亦不得因此导致维

廿个平笘或分别的杯汁1；这此捎施应在男女机会和彷遇平等的

II 的达到之后，停,,采 Jll 。

2. 缔约各国为保护母性而采取的竹别措施，包拈本公约

所列各项捎施，小行视为歧视。

第五条

啼约各国）＼i; 采取韧迼、11 捎施：

(a) 改变男女的礼会和义化iJ 为校式，以 ii'i 除）It j平I· 别

而分节卑观念或从 l 男女定平巾竹的偏见、习俗和． LJ]其他什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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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保川京厄教行 1,v 包拈 II 确 j飞(1/{ Il t'I II勺补会功能和 111，通教 li 、技术、 I.( 寸 V 利 1 的飞技术教行以及各种职＼11, 训练｝」

确认教并子女是父 Il 的共同贞 (T, iI l l卢斛到 h {T iIlI'h')1)L I 、 l,i1:1\ I川，都 1,ii 保 III 这种平勹；

2 l 3 

儿名虑子女的利价。

笫 六 条

(I,) 

朴 1111];

缔约各国 1,y 采取 切心叮扒，池．包拈制，L 甘、 f 卜，以 4[ II 
((') 

i见和、另试、帅资的怀 {f1 、校舍和设备 l向 11fl 吊 ii' 

切形JU 贩欠从 1 女和强迫 ill 女欠汁对她 fi j 』 i 」剌削的 f J 为。

第 二 音F 分

笠
个

七 条

缔约各 1 叶应采取 切迼忤扒 lj他， ii'll砍｛！本 lI.I 政，台和公众 li

行中对 ~I 女的歧视，牡别）、i, 保 iII II I 女 {1: I J 川 f'\' 笘的条什 I、:

(a) {1 ．切选举和公民投饮， 1 中选卒权， Ji h 切民选

机构｛j被选举权；

(b) 参加政肘政组的仙j i l I女丿 nJ\U, JHII 忏各级政肘公

职，执行一切公务；

(C) 参加打入本国公众和政治书行的 II政叮组织和协

I、
上、． 0

笫 }\.. 条

缔约各国应采取 切迫、11 扒施，保 lIl．从 1 女 (1 I J 男子＼＇等小

受任何歧视的条 {'I 卜，｛！机会h ll;11外 I 代 K 个囚政旧参加各 11.I

际组织的 1川。

笫 九 条

1. 缔约各 IYI 匝给 l吨 1 女勹男子｛］取骨、改变或保悄 ll`I 轨

的同等权利。它们）,ii. 特别保址，， J 外 l"I 人针，婚或1册姻存纹期

间丈大改变 1-\4 箱均小、''i 处改变 k子的 II:I 仇，使她成为儿 1叶行，

人，或把丈大的国销灿加J她。

丿J ii'i 1涂 {1 各，及和各种力式的教门中对男女（「行的

忏何，J... 咽观念，回奻肋 j:h')j 女同校和 J l 他 h助 J 丿：现这个 11

的时教育形式， h扑协l 阮 /1冬 iJ 教 f1 书和课和以及相 l`v 地修改牧

，、；，力认；

(, 1) 

(（、）

会朴 I 同，牡别是人j j乡尽早缩知 ')j 女之 IIIl h乒在的教行水、I'I的

切），~'II;

\ f) 

种种订朵；

(g) 

(h) 

, ,l ,'̀  .... 1,I 
、

蚀文：史学个和且他 (rJ| ）L 仆助个的机会相同；

拔受成人教门、包拈成人识宁和实川识』．，教仓 11勹机

减少女们退学 f, Ji 为，，打佼过早咐少女杠 1 /i 1 女办 J叩

积极络）／II 还，、h 和休行时机会相同；

h接足牡§人教育~I 句Ij 廿的机会，以保 l;,＇，家扛健康和

包拈义 j 计划＇I 行的＇从 I 识和句＼i 计 {I 内。

笫十一条

缔约各 11、11,,, 术取 切汕、1,1 扑＼施，消除 {1 1，九仲｝｀J |（＂又寸从 1

女（向歧视，以保 i[I 她 1f l{！男女 1＇笘的儿础 I';l h 十1 1 |i,l 权利，牡

1. 

别是：

(a) 

(b) 

甄选 t,j、 Ij1 ; 

(l.) 

人人打个 11f 剌纾的＿l什权利；

'；环）相同就＼Iv 机会的权利，包拈在就 1lk 力而相同的

亨· h|， 1 由选扦 L业和职业，提升和 I. i1 保 I坏，

服爷们利和爷什，按受职业训练和冉训练，包括＇K 习训练、

笘职业训练和经战训练的权利；

切

', i"J 

2. 缔约各国在义」子女的 11、It切面，应给j一，妇女与男子

平等的权利。

第三部分

笫 十 条

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汕当拈施以悄除对妇女的歧视， Ji保

证妇女在教育方面享有与另子丫笘的权利，牛'r别是仆男女平等

的基础上保证：

(a) 在各类教育机构，不论其在农村或城市，职业和行

业辅寻、学习的机会和义兑的取得，条什相同。在学前教有、

(d) 

飞竹遇的权利，在计儿l f1 的人现）、II川，

利；

归j iL 会保粹的权 {il ，扑别足．仆退休、失业、队

妫、残 1发和老年或在且他良久＿l．竹能力的情况卜，以及享{I'：h

(C) 

薪假的权利；

(f) 

同杆价仇的Li1,;L h I11」笱报酬包拈伽利和 ';({J 、I

';l h 1 ；人；i f1』遇的仪

在上作条 f'I 中 1拉h健康和安全保 I卒，包拈保 I;,'；VLfi

机能的权利。

2 . 缔约各国为使妇女不致因纨娇或4fr 曲受歧视，义为

保 I(ifJl1l 效的－L作权利起见， 应采取汕卉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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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禁止以怀孕或户似为则巾］·，以韶 h'，以及以娟剒从

况为理由予以韶加的歧视，违反规定者眢之处分；

(b) 实施带薪产似或具1j |i1］笘补会伽利 (11丿）＇·假，小 LI, 失

原有工作、年资或社会汴贴；

(C) 鼓励捉供必婓的辅助H什会服行，竹协I 见咄过促进

建立和发展托儿设施系仇，使父 /:J．得以 Aki叽＇豕杠义行和 1 f1 贞

任并参与公共 •JC 务；

(d) 对 j怀孕期间从 'ji 确'.[ h,l, J （建康的 1 f1 |I'丿~ I 女，

给予特别保护。

3. 应参照科技知识，定期巾什 I J 个朵阶包／明的内容 {j 丿、

的保护性法仆，必要时应加以修日、 1友 11或拍）。

笫十二条

1. 缔约各国应采取 切迫节扒施以泊除仆伬健丿、J |(Il i,l 

妇女的歧视，保证她们在男女平 't 的从础 I取得各种保健 ll[i

务，包括有关计划化育的保健服竹。

2. 尽忏il本条奶 l,}次的规儿，缔约各 1叶应保 hl．为妇女促

供有义怀孕、分挽和广后期间的迫叩j仗好， j 必婓 II] 给］，免伪

服务， Ji保证在怀孕和哺孔期间行到允分，,'\养。

笫十三条

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逌忤扒 1地以 (fi 除仆纾济和补会 1. I古

的其他打面对妇女的歧视，保扯她 11] 在男女＇Ii 笘的从础 l {］相

同权利，特别是：

(a) 领取家属汴贴的权利；

(b) 银行贷款、抵押和具他形式的金融伈贷的权利；

(C) 参与娱乐活动、运动和义化生活｝引｛］各丿、J. 1仇 1向权

利。

笫十四条

1. 缔约各国应考虑到农村妇女而对的特殊问题和她们

对家庭生计包括她们在经济休系中儿金钱交易的部门的工作

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11, 片应采取一切正当措施，保证对农村

地区妇女适用本公约的各项规定。

2. 缔约各囚应采取一切还芍拈施以消除对农村地区妇

女的歧视，保证她们在男女平等的尪础上参与农村发展并受只

益惠，尤其是保证她们有权：

(a) 充分参与各级发展规划的拟订和执行工作；

r h) {J 仅刊！ Il 7L 分们保健改，］也，包拈计划'| I J H I(II II] '111 

从、仙叶和 llli. 知

(,) 1人 H 会保 1:,;, 力朵 1'1 权之佪；

(!1) 拔女各种 11人和 11: 11人的训练相教们，包拈＇丿、 Ill 以

I少 11(J Il II 练、利 I 教订 {1: I'、J. 1 1 及 1尔 j 卢小I 的以外，＇；i,之 l 丿 j f I I 《 IIIi'行·

相仆 ,··u队行的仙也， l J、 l'［ l,'J I1叽 lr'J1,|＇丿」上木·，如，尔和 1 艾；

(，、） ，ll 叫 1·1 liJJI 才 If本和合 i1 f1，以通过之 11,1' 和 I I Iil，内心 f i, 

扑丈 i'} `I A·/J I，向纾汾机会；

([) 参加 1月 (,I I 《 (I 「r !,jj, 

(g) { l H L 会取 1'} 农，III (1 1 1为， 利 j | j 悄 1 1 I 设 1地，从 1'} 心俨、'H~

才、， Jih| j也改，＼＇，和 I 地早列［ ii 划 h 血 'Jl h'1 飞竹心；

(h) ，』 l女汕叶 II勺 'I沾 'f fI ，牡别）{ {1: Ii:,;; 、 IJ'|、水电

仇 l,11 、父，通和通讯），J I(11 。

第四部分

笫十五条

1. 绛约各 1 1 1 1,\I';i l. ）)女 h 认 i 1t 1(il I Il'I'k,i 1 向地 (11 。

2. 缔约各 1 叶 l\II (1 公民 'li 行 1·., 给 l 睿， Q I 女 1.j IJ} 子 1II] Ati 的从

i I'1 」为阰力，以及 1 j已使这种 f j 为能力的朴 I II I] +丿 L 会。牛＇l ，小11 、v 给 l· 

从 1 久签订合同和节J：用时）＇的 'l＇飞权利， JH1认阮和认 1廷办讼 I.I'丿

；于个阶上丈给 j_ `l'A,｝竹遇。

3. 缔约各 11`I IIIl 己，行｛I限制 ~I 女从 f1+{ l 为 fi七丿丿甘勺 11J1 1j 合

同和 Jl 他忏何丿［仆让、 1 1t ，攻力的私人义书，佃—·flt 视为儿效。

1. 缔约各 1 叶 {I: {J)；人才移动相 i'I I I I 」f 店的认 i lt 力血， Ib1/

洽 l'· 男女相同的权利。

笫十六条

l. 缔约各目 1,1／术取 切迫芍措施， ii'i 除在h义娟姻和家

厄义系的一切 'ji· 坝 l火，j 妇女的歧视， J{牡别l 佃保证她们在另女

平等的丛础 l: 

(a) :fr ti! 111] （向 r·,t; 女IH义和J ; 

(b) {1 相同的 I'I 1I I 选扦配俏和 II 夕令个人 I'I 111 人小、沁令

|i1l ，心、小缔奶约的权利；

(C) 在娇姻付纨期间以及解除婚斟关系时， h相同的权

利和义务；

(d) 个论妍姻状况如何，｛1小义子女的事务1·，竹为父

1斗才小相同的权利和义行。们在任何悄形一卜，均应以子女的利

益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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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相同的权利 1,I 山负贞地决，L子女人放和 '1 行间

阰，）l· {1机会认付使她仆］能甸名｛ j. 使这种仪利的 ):11 识、

(C) 

认；

((') 仆监护、石节、； 1[ 相收忤子女或欠似的制 1艾丿、J I 川，

如果 1 叶豕认规付这此观念的话， 1ftlll11l ！向权利和义 1fr 。 fl 1. {I: 忏

何枯形卜，均 1,v 以子女的利价为币；

(g) 

业的权利；

(h) 

人从仆相同的个人权利，包括心扦 H氏、

l记 1:Ji i义）、J { I IJli !., (j(JI;[ { I 、 JI又 f'./ 、＇，f,!'\ 、 i .. i J.I II 、 'jL { J 、

处 '1'It订面，小论是儿1党的或是收取价仇颅报咐，

权利。

者1; J [_ ｛］什 I IIIl I，向

, i'1. {|. i l 婚和，、i＇！ k\\ j'v 小！ ！认 f 1' ，攻力，月 1,y 哀取

1 ［动，包拈制订认 i 11俨，规尤纨斛最低什龄，

. ?>

仆··.r飞 f乒 ii..'. tJL 十勾 <ti己。

1. 

第五部分

笫十七条

为审杏执行本公约所取行的进展起见，仙设；1 一个消

除对妇女歧视委贝会（以 1、称公凶会），山 {1 个公约 1听还加＇向邻1

成订 1/Jil您商引币和 11能力的 I， 家组成， Jt 人数在个公约开始 '1

效时为 1 八人，到笱)`1· /1 个缔约 /iii 批 iii 或加入后为 . I· 

人。这此C家应山缔约各国 1,l jl |KI L心中选出，以个人资格忏

职，选举时须炽及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及个同义化形式勹各 i'块

认系的代 K件。

2. 委员会委员应以儿记名投烘 h式 l'I 缔约各国提名的

名单中选出。每一缔约 1f、I 得 l,1 个国国民中提名一人似选。

第一次选举应 1'1 本公约仆效之 II ，起八个月后平 h。联

合囚柲书长应 j吁平次举行选举之 II 个少 个月前闲沾缔约各

围 l．两个月内提出八所捉名之人的姓名。柲书长应将所付如此

3. 

提名的人员依处义宁母次厅，编成名小， ii 明什i {}此竹人员的

缔约国，分送缔约各 1 叶。

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应仆秘书长［联合国怂部召丿l 的

缔约国会议中举行。该会议以．分之＿＿缔约 1\」为认定人数，凡

得烘最多且占出席及投喂缔约 1\、I 代友绝对多数烘召呀选为委

从会委员。

4. 

委员会委员什期四什。 /II符~.次选片勺'','I 的委员中，

九人的行期应1两年终（时）甫满，治 次选卒后，此儿人的 U|

5. 

名应｝：即由委员会I:席抽签决定。

6. 

教窅利1 丿｀J 

<\I V 干lllf!l

·UJ必婓

JH见 ;LiI廿I凡必须 1;,j

在第三十五个围家批准或加入本公约盾，委员会将按

叭本爷；~＇>; 2 、 3 、 1 次卅选 /1 名委从，代中两名委员忏期为内

什，几名爪由委员会 l 粘抽签决心。

临时出缺时， j[ 女家个复扣行委员会委员的缔约 1 叶

,ii 1·1 ！［国民中指派＇）l·. 《家，纾委从会核 11［后，拍补遗缺。

. ~1 

啥 j· 委员会贞忏的币要~I, 委员会委员 1,；，外联合 11 、1 人

含批 {j1 ／门，从联合 1叶资说中按昭人会 11J 能决定的规，L 和条 fl取

8. 

行扑扞礼

9 

员会权个公约规，idi 次地腹 f j 八职行，

缔·约各 11,11材，几个国为使个公约各坝规定＇1 ，次听通过

II勺 1! （人、 1i] 认｀ i j·政或且他扒施以及听取们的进展，同联合 I 1 1 

1. 

秘书长提出报竹，供委员会审议：

(a) 

(b) 

联合囚秘书长 1`；i促供必山的111 人员和设备，以使役

笫十八条

｛1.公约对本 1101'1 次,,~.. "I 内促出， Jj II 

自此以后｀个少旬四什 Ji随时｛i 委员会的协求 l、·捉

'I: I l o 

2 . 报告中付指出影 Il|iIj 个公约规心义行的股行的各种囚

东和 I小1 if1 。

笫

.. l2 
委员会 lV I,l 行制订丿［议书规则。

委员会应自 i 」选片(. L I,li'1 团成员， f 「）V] 两钉。

笫

十九条

二十条

I. 委员会一般丿，叶J: 什什开为期不超过两 h'期的会议以

市议拉照个公绚冶 I八爷规定提出的报礼。

2. 公从会会议通 'l;itl,V 仆联合旧总部或仆委员会决定的

忏何且他力使地，l，'，卒 h 。

笫二十一条

I. 委员会／也就丿 r沽动，通过纾济及 ti 会押 'J“ 会，匈钉向

联合围大会提出报告，）（可根剒对所收到缔约各 l!il 的报｛I, 和资

料的市介结果，提出总见和一般忖建议。这四总见和一般忖建

沁 l'；！此同缔约各国 II] 能提出的评论载入委员会所捉出的报仇

I I I O 

2 . 联合国秘书长应样委员会的报告轧送妇女地位委员

会，供其参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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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各专门机构对属于其T作范围内的本公约各项规定，介权

派代表出席关千其执行估况的市议。委员会 III邀沾各L门机构

就在其丁作范围内各个领域对本公约的执行估况提出报们。

第六部分

第二十三条

(a) 缔约各 1KI 的认仆；或

(b) 对该旧牛效的什何且他国际公约、条约或协定，

如载有对实现男女1'笘史为介利的忏何规定， j[ 效力小行

受本公约的住务屁定的影 II伯l 。

笫二十四条

缔约各国承担在国家 级采取．切必要梢施，以允分＇文现

木公约承认的各项权利。

第二十五条

1. 本公约开放给所h I1、1 家衿＇片。

2. 指定联合囚秘书长为个公约的受托人。

3. 本公约须纾批出，批消 15 父 {i联合国秘书长。

4. 本公约开放给所付国家）Jl1 入，加入 1亿心存联合囚秘书

长后开始牛效。

第二十六条

]. 任何缔约 114 可以随时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书面通知，

请求修正本公约。

2. 联合围大会对此项泊求，应决定所须采取的步骤。

第二十七条

I. 本公约 1,I :B I 份批汁I II 或加入 II 交付联合同秘书

l之，之 II 后笥} : I 人月妎 'I 没。

2. N弟 1· 份批小 Ii 或加入 Ii 父 {f l丘，个公约对 J· 批汁1

或加入．个公约的釬 ·|KI'众， I ， I 该 11,1 父存 Jl批 if1 1i 或加入 II 之 II

后笱} : I ）＼月 ，1介 '1,J女。

第二十八条

1. 联合 1,,1 秘书长应拉受各 1l;l {！寸tti(I 或加入 II寸 j是出的保

谓， Ji 分发给 1,li h |1 、1 豕

2. 小们提出 LJ 个公约 11 的和宗旨抵触的保 Vi 。

3. 缔约 11 、|11f 以 1询时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通知，沾水撤销

保讨， Ji 山他将此坝通旧通＇从1 个休 ll`I 术。通 'HI 收到 1,］,、1,1II'I

汶。

第二十九条

1. 曲个或内个以 1．的缔约日之间义［本公约的韶释或

迫 Jll I、J一面的忏何乍端，如个能谈判韶决，纾缔约 1 1 、1. IJ 哎求，

l,i/ 交付仲战。如果 I,I'皮，K仲战之 II 起八个月内，、l,1 ＇l 卜；于 I、J 付j七

就仲战的组成达成协议，忏何．订得依照引 I`11外认院规约籵是出

汕求，将＇仆瑙提交 I l`II外认院审押。

2. iii 一个缔约 1 叶仆签署或批汁1 本公约或加入个公约时，

眢卢明个 II'1 个受个条；:f, l ，次的约束，八他缔约 1 对对 j 竹出这坝

保悄的忏何缔约 1 对，也小受该，次的约束。

3. 依照个条W,2 ，次的规定什出保悄的杠何缔约国，得仙

时通，小联合国秘书长撤 I111 该顶保悄。

第三十条

个公约的阿拉伯文、中义、奂义、认义、俄文和西班牙义

义本具行 1t1] 守效力，均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卜列署名的个权代 k, {E 个公约之木笭名，以昭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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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根据第四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i)

目录

决议号数 题示
｀
上
午

3 4 / 1 0 新赫布 1 1 !．）氐 I'1 ll 题 (\'31'G38)···········•·"·"···········

31/31 联合 l 1 、I IYJ 让t II 洲教 (i f.I I 训练力朵 (A.'3-t,IG73) ·············· 

31 / 32 ;: b ! I 1 1 { }. II I, I I,fi ?IJ1 1)11 ; L心扩L f共学':J 利 1 计 1I 纽、（史和j (A 31 

670).............................. ·................................ 

34/33 

3,1/3,1 

5678901 3333344 ,II',

/

I! 

4444441 3333333 

按照«联合国先，＇l）） :B L I· ·条 (Jl义）饮递送的 II 自治须 l

扩i 扑支 (A/3,1/667)...............................................

|＇ l 牡人、处属绯尔以叫岛、凯必 lfi 岛、女牡＇）K拉牡 1女牡

克斯利1 凯利斯什［岛 I、"]题 (A/3,j/638/Add. 1) ···...... ···· 

义 1戍萨庥业 1,1 ，l 题 (A 13,1; 638 1 Add. 1) · · · ···.. · · ·· ·· · · · ···.. ·... 

义属维勺；）； [ lt f,1:·&I'， l 题 (A/3,1/638 1 Add. 1)... ···... ···... ····· 

~4· 撒哈拉 l、l lj 题 CA/31/638/Adrl. 1 l............................. 

伯利兹 I、I Ij 题 (A/:H/638/Add. 1) ··· ··· ··· ···... ··· ··· ··· ··· ····· 

关岛 l,1 ll 题 (A/3,1/638/Add. 2) ··· ······· ··· ···....... ···....... ··· 

4 、·勹，i? 汶 l、II] 题 (A/3,J./668)......................,.......'... ···... ··· 

外国纾济和其他利谕从 1口凡JJ, fi:1竹罗得四，Iii 、纳米比

,IV 和所｛j且他泊民统冶领 1./f.J 妨＇，l沁给 l；矶民地 1 1、|尔

和人民独立 '1飞，、，》的执 1 J, Ji{I I打部 II 洲妨＇古悄除种 I仇

i．义、种欣阰肉和种欣歧视的努力 (A/311/699) ········ 

34/,12 各 t;- I、}机构和勹联合 1 仆介义系的 It;1 阮机构执h «夕(, J飞'l

民地 1 叶家和人民独立 '1,f,, l》的怕｛记 (A/31/669)....... .. 

项 目 通过日期 页次

18 儿 L 儿{| | · ·丿 J. II 217 

91 儿 L 儿什 I· ·JJ. I· · II 218 

9 5 ．丿 L L 丿 L 11: I· ·丿 J ·. I·· · 11 249 

89 丿 L L 丿L 11· I-』丿 J ·. I· - · I I 219 

l 8 儿 L 九什 I ·丿 J ·. I· · II 250 

18 丿 L L 丿 L ;,I I· ·丿 J ·. 1·~·11 2S1 

18 丿 L L 丿 L,,, : I. -.丿 J. I·· · II 2 5 2 

18 丿L L 丿 L'<I'I· ·丿 J :身 I·-· II 252 

18 儿 L儿仆 I·-· 丿 l. I· · II ?.53 

18 丿 L L 丿 L1i: I· ·丿 J. I· · II 251 

91 ·JL L 丿L 11· I·· ·丿 J ·. I· · II 255 

92 

93 和 12

·丿 L L 丿L,,, I·. 丿］． I·- ·II 

·) L L 丿 L1,1, I· · Jl ·. I· · · 11 

256 

2 59 

0根据第四委员会的报作通过的决定，见笱~ I·'1'i B. 6 。

34/10. 新赫布里底问题

大会，

审议了新赫布里底问题，

审查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的有关各章，＠

回顾其一九六0年十二月十四 H 载有《给予殖民

@《人会 il．式记求，沿 I四屈会议，补编第 23 '，只(,\

34/23/Rev. D, m四节和第 1· h ，节。

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泊的第1514CXV) 号决议，和联

合国关千该领土的所有其他决议和决定，包括大会一

儿七六年十二月－ H 第 31/51 号，一九七七年十一月

．．十八日第 32/26 号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3/30 号决议，

赞赏地注意到法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两国政府邀请秘书长派遣视察团观察一九七儿年十

一月十四日在该领 1·· 举行的选举，＠

＠参行A.131'616 。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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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两管理国联合承诺在一儿八0年前使该领

土独立，在这方面对该领土近来的积极事态发展表示

欢迎，

1. 核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仅言执行情

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关千新赫布电底的一章；＠

2. 重申该领土人民按照«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

民独立宣言门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3. 重申新赫布里底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

4. 请两管理国在这迈向独立的项要时期，继续

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加强新赫布里底的经济，执行具

体的援助和经济发展方案，并表示希望这种援助在独

立后继续提供；

5. 请两管理国继续谋取各右门机构和联合国系

统内其他组织的援助，以加速该领七国民生活所有各

部门的进展；

6. 促请两管理国在同新赫布里底政府合作下，

保障该领土人民享有其自然资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该领土人民拥有和处理其自然

资源及建立和维持其对此项资源未来开发的控制的权

利；

7. 喜见该两管理国联合承诺使新赫布里底获得

独立，并且注意到两管理国邀请秘书长派遣视察团前

往该领土观察即将举行的选举；＠

决议笫 8 段的规定任命下列国家为联合国观察新赫布里底选

举的视察团的成员：澳大利亚、斐济、象牙海岸和喀麦隆联

合共和国。

34/31. 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

案

大会，

回顾其关于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的各

项决议，特别是一一儿七八年十二月十： ll 第 33/.12 号

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千一九七八／七九年度方案的报

告©以及一九七儿年五月七 H 至十七日在扣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阿仵沙举行的关于非洲难民情况的会议的结

果，

坚决相信，为「支援南非、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

亚人民，继续执行并扩大该方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认识到有必要大晕增加捐助，以便使该方案能够

应付芍前的义务，以及应付援助需求量上的显著卅

加，

注意到大会第 33/42 号决议第 4 段所要求的对该

方案的评价将于一九八0年进行，

l. 感谢曾向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作
8. 请秘书长同第四委员会主席协商后，指派一 出自愿捐助或提供奖学金的所有各方；

个视察团前往该领土观察即将举行的选举，并提出报

告；＠

9. 亵示希望新赫布里底会顺利而迅速地迈向独

立。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

笫五十二次全体会议

* 

* * 

大会主席在第五十二次全体会议上宣布秘书长桉照上面

@0大会正式记求，符｝．上十四届会议，补编弟 23 号HA/

34/23/Rev. 1), 釬~ l·r, ，节。

＠参石A/34/852 。

2. 赞许秘书长和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

案咨询委员会为推动该方案而作出的努力；

3. 对咨询委员会根据大会第 33/42 号决议新增

六名成员©衰示满意；

4. 请秘书长在同咨询委员会协商下完成早 H 评

价该方案的安排，以便确定该方案的成效并订出未来

t作的优先次序；

@A/3'1/571 。

句参石A/34/591 。咨询委员会现由卜而会员国组成：自

俄罗斯苏维坎补会 i 义共和 j1、1 、加令人、月友、印度、 II 个、

利比甲业、尼 ll 利，IV、挪威、坦桑尼＼IV联合共和 1小义和l1早合

众讨、委内瑞拉、扎伊尔、赞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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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鼓励秘书长和咨询委员会继续与非洲统一组

织和其他奖学金捐助国发展密切合作，以便在适节的

可能范围内协调各项政策，借以从现钉资源中取得最

大限度的综合利益；

6. 呼吁所有国家、组织和个人认识到南非、纳

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的人民所需教育机会日益增多，

并了解到高等教育和高水平训练的费用正在迅速增

加，从而向该方案提供慷慨的财政支助，以确保方案

能够继续执行和扩大。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笫七十五次全体会议

34/32. 会员国对非自治领土居民提供

学习和训练便利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3/43 号决

议，

审查了秘书长按照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

会第 845(IX) 号决议编制的关于会员国对非自治领土

居民提供学习和训练便利问题的报告，＠

考虑到继续对非自治领土居民提供各级教育和训

练便利的必要，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 向那些已经为非自治领土居民设置奖学金的

会员国褒示感谢；

3. 请所有国家对非自治领土居民，特别是南部

非洲居民，慷慨地提供或继续提供学习和训练便利，

可能时并供给领受奖学金学生的旅费；

4. 请管理国确保在其所管领土不断广泛传播关
于各国提供学习和训练便利的新闻，并提供一切必要

的协助，使学生能够利用所提供的这种便利；

5.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报告本决议

的执行情况；

@A/34/572 。

6. 促请给予硝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

况特别委员会注戏本决议。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笫七十五次全体会议

34/33.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
（辰）款递送的非自治领上情报

大会，

回顾其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1970CXVIII)

号决议，其中要求«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研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飞

条（辰）款向秘书长递送的情报，并在审查«宣言））执行

情况时充分考虑到这种情报，

又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3/37 号决

议，其中要求特别委员会继续执行第 1970(XVIII) 号

决议交付给它的任务，

审查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关于按照《宪章））第七

十勹条（辰）款递送情报的一章＠和特别委员会就该项

情报所采取的行动，

又审查了秘书长关千该项目的报告，＠

对有些负责管理非自治领土的会员国停止按照

«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递送情报一事，至感遗憾，

1. 核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

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关千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

三条（辰）款递送的非自治领土情报的一章；

2. 重申在大会尚未作出决定，确认一个非自治

领土已经达到«宪章»第十一章规定的充分自治以前，

有关管理国应继续按照《宪章乃第七十三条（辰）款的规

定就该领土递送情报；

3. 请各有关管理国至迟应在有关非自治领土行

政年度终了后六个月内向秘书长递送或继续递送«宪

＠«入会 11式记求，沈 I 四屈会议，补编 m 23 号HA/

34/23/Rev.1) ，第＿,-汴。

®A/34/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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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凶第七十三条（辰）款所规定的情报，以及各有关领 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及其人民的意见、总向和愿

土内政治及宪政发展情况的最详尽情报； t礼的适节第一手资料．足必要的，

4. 请特别委员会继续按照既定程序执行大会第

1970 (XVIII) 号决议交付给它的任务，并就此市向大

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仇。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笫七十五次全体会议

34/34. 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凯曼
群岛、蒙特塞拉特及特克斯和凯

科斯群岛问题

大会，

审议了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凯曼群岛、蒙

特塞拉特及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问题，

审查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的有关各祁，＠

回顾其一九六0年十二月十四日载有«给予殖民

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第 1514(XV) 号决议，及联

合国关于上述各领土的所有其他决议和决定，特别是

大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飞 H 第 33/35 号决议，

考虑到管理国关千上述各领土的发言，控

注意到管理国继续准备根据其管理下各领土人民

在这方面明白表示的意向和愿望给予他们独立，以及

管理国公开宣布的在这些领土促进自由民主政治机构

的成长政策，

意识到有必要加速《宣言»对各有关领土充分执行

的进展，

考虑到派遣联合国视察团前往各殖民地领土是查

明其情况的有效方式和视察团可以达成的建设性成

果，并重申确信派遣这种视察团对取得有关这些领土

@«大会正式记求，奶 I 四）甫会议，补编笥} 23 号＼（A/
34/23/Rev, 1) ，第四农；笱l /1 小，附 f'I 个 /1 ：第八，？i:, 附

件＿飞；第二十一浮至第：十 Ii ，．代。 . 

＠同上，《第．十四屈会议汃坑 I- ．五欠会议，勾~ 7 - 16 段；
和同 I.:, 《第四委员会，本屈会议专册》，更1。

体会到这此领t盂要联合国不断注意和援助，使

其人民达成«联合国宪章门和«宣言吁所规定的目标，

意识到各打关领土在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方面的

特殊情况，并强调必须优先使其经济多样化并进一步

加强，以促进经济稳定和减轻它们对起伏不定的纾济

活动的依赖，

1. 核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官言执行情

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关千百熟大、英属维尔京群岛、

凯曼群岛、蒙特塞拉特及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各
令
rl 's .' 于

广

Ì 

2. 重申这些领土人民按照«给予殖民地国家和

人民独立宣言》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3. 重申其信念：绝对不应由于领土面积、地理

位置和资源有限等问题而推迟«宣言））对各有关领土的

执行；

4. 戛求管理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

府同各有关领土人民自由选举的代表协商，继续采取

一切必要步骤，以保证迅速对这些领土充分达成«宜

言»中所定的目标；

5. 戛求管理国扩大其预算援助方案，并在适叫

时与地方当局协商，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使上述各

领土的经济多样化和进一步加强，并制订援助这些领

土和发展其经济的具体计划；

6. 敦促管理国同各有关领土人民自由选举的当

局和代表合作，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这些领上人民拥

有和处理其自然资源的权利以及建立和维持对资源未

来发展的控制权，以维护这些领土人民享有其自然资

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7. 请管理国同各有关领土人民自由选举的当局

和代表协商，特别注意培训当地合格人员；

8. 欣然注意到管理国在其管理领土接待联合国

视察团的积极态度，并请特别委员会主席继续进行协

商，以便在适芍时派遣这种视察团；

羽 !,iJL «_:'f,_-: 十四屈会议，补编第 23 廿> (A/34/23/ 

Rev. 1) ，第二 l ．一心．个第二十 Ii 1,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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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特别欢迎联合王国政府邀请特别委员会千一

九八0年派遣一个视察团前往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10. 请管理国继续谋取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

统内其他组织的援助，以加速这些领土国民生活所有

各部门的进展；

11. 请特别委员会继续｀｝求在百慕大、英属维尔

京群岛、凯曼群岛、蒙特塞拉特及特克斯和凯科斯群

岛执行（（宣言»的最佳途行和方法，包括关于同管理国

协商派遣视察团的可能性，并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笫七十五次全体会议

34/35. 美属萨摩亚问题

审议了美属萨摩亚问题，

审查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的有关各章，牡

回顾其一九六0年十二月十四日载有《给予殖民

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项的第 1514(XV) 号决议，及联

合国关于美属萨摩亚的所有其他决议和决定，

考虑到管理国关于美属萨摩亚事态发展的发

言，＠

意识到有必要促进对美属萨摩亚充分执行«宣言》

的进展，

考虑到过去历次派往各非自治领土的视察团所达

成的建设性成果，并重申其信念，认为派遣视察团对

取得关于这些领土现况和人民对其未来地位的意见、

意向和愿望的适当第一手资料，是必要的，

欢迎管理国对接待联合国视察团的积极态度，

认识到美属萨摩亚在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方面的

＠同上，第四章和第十儿心。

@li1l 上，“第三十四届会议，第四委从会»,第＿十二次会

议，第 17 - 21 段。

特殊情况，强调有优先使该领上经济多样化的必要，

以减轻它对起伏不定的经济活动的依赖，

1. 核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

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关于美属萨摩亚的一章；吵

2. 重申美属萨摩亚人民按照《给予殖民地国家

和人民独立宣言门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3. 重申其信念：绝对不应由千领土面积、地理

位置和资源有限等问题而推迟«，代言»对美属萨摩亚的

执行；

1. 要求管理国美利竖合众国政府同美属萨摩亚

人民自由选举的代表协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步骤，

保证迅速对该领土充分达成《宣言江中所定的目标；

5. 促请管理国继续努力保证该领土的政府和行

政继续反映并尽量保存领上人民的文化和特性；

6. 妻求管理国继续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加强

美属萨摩亚的经济并使其多样化，以及为援助该领土

和发展其经济制订具体计划；

7. 请管理国继续谋取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

内其他组织的援助，以加速美属萨摩亚国民生活所有

各部门的进展；

8. 促请管理国同美属萨摩亚人民自由选举的当

局和代表合作，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该领土人民拥有

和处理其自然资源的权利以及建立和维持对这些资源

未来发展的控制权，以维护该领土人民享有其自然资

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9. 促请管理国继续促进该领土人民同邻近各岛

群之间的密切关系和合作；

10. 请特别委员会继续寸求对美属萨摩亚执行

«宣言沺的最佳途径和方法，包括同管理国协商派遣视

察团前往该领土在内，并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笫七十五次全体会议

＠同 l., Ci} ::.1- 四屈会以，补编 ;t 23'.}» (A/34/23/ 

Rev. 1), ;~} I· 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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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6. 美属维尔京群岛问题

大会，

审议了美属维尔京群岛问题，

审查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灶盲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的有关各卒，弱

回顾其一九六0年十二月十四 H 载有«给予殖民

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第 1514 CXV) 号决议和联

合国有关美属维尔京群岛的所有其他决议和决定，并

重申该领土人民按照«宣言））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

权利，

注意到管理国通过参与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和通过

愿意接待派往其管理下小领上的视察团所给予的积极

合作，

听取了管理国的发言， 18

1. 核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

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关千美属维尔京群岛的一

章；＠

2. 重申美属维尔京群岛人民按照«给予殖民地

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月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3. 重申其信念，绝对不应由于领土面积、地理

位置和资源有限等问题而推迟«宣言»对该领土执行；

4. 请管理国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同美属维尔京群

岛人民自由选举的当局和代表进行协商，继续采取一

切必要的措施，使该领土人民能够按照«联合国宪章》

和＂宣言讨的有关规定，充分行使他们的自决权；

5. 请管理国鼓励就该领土的政治和宪政地位进

行进一步和有意义的讨论，并采取确能保存美属维尔

京群岛人民的特性和文化遗产的其他措施；

6 , 促请管理国同美属维尔京群岛人民自由选举

的当局和代表协商，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该领土人民拥

＠同上，第四卒．；奶六肛，附什 ；和第＿，十六心。

＠同上， C第三卜四届会议，打＼四委员会汃第__1二一次会

议，第 17 - 21 段。

＠同上， C给＇．十四屈会议，补编纶 23 l}»(A/34/23/ 

Rev, 1) ，第二十六心。

有和处理其自然资源的权利以及建立和维持对这此资

源术来发展的控制权，以绯护该领土人民享有其自然

资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7. 认为促进美属维尔京群岛的经济发展的措施

足自决过程中的一个币大要素，并为此目的要求管理

国和该领土人民自由选卒的、竹局和代表寸司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以便仵该领土达成可以生存和稳定的经

济；

8. 请管理国继续谋取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

内其他组织的援助，以发展和加强美属维尔京群岛的

纾济；

9. 认为该领土内美国海军设施的存在不应妨碍

其人民进向自决的过程；

10. 请特别委员会在其下届会议继续审查这个

问题，包括同管理国协商，仆适当时再派视察团前什

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可能性，并就这个问题向大会第：

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笫七十五次全体会议

34/37. 西撒哈拉问题

大会，

深入审议了西撒哈拉问题，

回顾按照诅联合国宪章»和大会一九六0年十二月

十四日载有《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第

1514CXV)号决议所载各项原则，一切人民都有不可

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审议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汒宣言»执行情

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的有关一章，创

听取了关于西撒哈拉间题的发言，包括萨基亚阿

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代表的发言，吵

匈同 I:, 第 1 卒。

@iIIl L,« 笱} :_. I 四）由会议，弟四委员会）），仇十四次会议，

沧 50 - 59 段，和？B I 今 h次会议，~ 3 - 17 段；和 Ii1l l, «洽四
委从会，个）叶会议女 l册）），史 1]。发，、，个义见 A/C 4/34/L.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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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联合国、非洲统－组织和不结盟国家对西

撒哈拉的非殖民化和该领上人民的自决权利深切关

注，

回顾其一儿七八年十习j -ll 关于联合国同非洲

统一组织的合作的给 33/27 号决议，

注意到一九七儿年七月 f· L H 于厂:+ H 在诙罗维
亚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十六届

常会的决定，＠其中通过非洲统一组织特设委员会关

于西撒哈拉问题的建议，

也注意到一九七九年八月十 ll 毛甩塔尼亚同萨基

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在阿尔及尔签订

的和平协定宫及毛里塔尼亚决定将其部队撤离西撒哈

拉，＠

意识到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对西

撒哈拉由于继续被占领，且占领区扩大，该领土局势

恶化，至深关切，

回顾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至儿 H 在哈瓦那举行的

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

中关于西撒哈拉的部分，需

1. 重申西撒哈拉人民按照«联合国宪章入«非洲

统一组织宪章》和大会第］ 514(XV)号决议的各项目

标，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并重申他们为确

实享有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各项有关决议规定的此

种权利而进行斗争是合法的；

2. 满意地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

会议第十六届常会关千西撒哈拉的决定；也

3. 又满意地注意到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

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宜言》中关于西撒哈拉的部分；

4. 欢迎毛里塔尼亚同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

罗人民解放阵线签订的和平协定，认为这项协定是对

@A/34/522, 附什＿，弟 AHG/Dcc. 114 (XVI) 号决定。

@A/34/ 427 - S/135031 附什 。印本参石«安全理＇j口会

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年，一九L九仆L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凡

＠参看 A/34/427 - S/13503，附件二。印本参看《安全埋

,j"会止式记录，第三十四年，一九七九年L月、八月和九月份

补编》。

＠参石 A/34/542, 附 f| ，第一 ，I ＇'i, 弟 96 - 98 段。

达成和平进程及西撒哈拉问题的确定、公正持久解决

办法的一个币人贡献：

5 . 痛惜局势由于摩洛哥继续占领西撒哈拉，并

将占领范围扩大到毛里塔尼亚最近撤出的地区，而致

更加恶化；

6. 敦促摩洛哥加入和平进程，并终止占领西撒

哈拉领土；

7. 建议为达此目的，代表西撒哈拉人民的萨基

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应按照联合国、

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各项决议和宣言，充分参

加斗求西撒哈拉问题的任何公正、持久和最后政治解

决办法；

8. 请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作为优先事项继续审议西撒哈拉局势，并

就其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9. 请非洲统一组织行政秘书长将非洲统一组织

关千西撒哈拉的各项决定的执行情况所获进展随时通

知联合国秘书长；

10. 请秘书长密切注意西撒哈拉局势，并就其向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笫七十五次全体会议

34/38. 伯利兹问题

大会，

审议了伯利兹问题，

审查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亿宣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的有关各章，函

回顾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第 3432C:XXX) 号、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第 31/50 号、一九七七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第 32/32 号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 H 第

33/36 号决议，

函«大会止式记求，纳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纳 23,,乃 (A/

3-1/23/Rev. 1) ，弟六,·;,·，附件二；和忱＿ l 丿L,l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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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和危

地马拉代表逸的发言，

也听取了伯利兹代表的发言，恸

注意到一九七九年九月订1 至九日在哈瓦那举行

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

中关于伯利兹的部分，特别是声明会议重申无条件支

持伯利兹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

利，并谴责任何为阻挠该项权利充分行使而施加的压

力或威胁，画

重申其一九六0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151,1 (XV) 号

决议所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汒宣言»确立的各

项原则，尤其是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利，依据这项权

利，他们可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进行他们

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礁认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作为管理国有

采取紧急和必要步骤的特别责任，使伯利兹人民能够

自由地和亳无恐惧地行使其自决权利和全部领土早 H

达成稳固独立的权利，

遣憾地注意到关系各方仍然不能按照大会各项有

关决议的规定，以不损害伯利兹人民自决、独立和领

土完整的权利的方式，解决它们的歧见，

1. 重申伯利兹人民有不可剥夺的自决、独立、

及维护伯利兹的不可侵犯性和领土完整的权利；

2. 敦促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在同

伯利兹政府密切协商下，和危地马拉政府继续努力，

在不损害伯利兹人民自决、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利及

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情况下完成其谈判，并在

这方面斟酌情况，同该地区其他特别有关的国家进行

协商；

3. 请有关各国政府就使伯利兹人民能够自由地

和毫无恐惧地行使其自决和早日达成稳固独立的权利

所作出的任何安排，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

告，

@|,jl··, «第二十四屈会议，第四委员会X书十九次会议，

弟 2-4 段；和同上， C第四委员会，本届会议专册》，史正。

函同上，第二十二次会议，第 68 - 81 段；和同上，«第四

委员会，本）前会议专册》，史正。

@|口］上，纶十九次会议，弟 6 - 22 段。

＠参石 A/34/542, 附什，第一甘，第 165 段。

l. 妻求有关各方不对伯利兹政府和人民施加任

何压力或使用威胁或武力，以阻挡其充分行使不可剥

夺的自决、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利；

5. 敦促所有国家尊重伯利兹人民的自决、独立

和领土完整的权利，并提供一切必要的实际援助，使

他们能及早稳固地行使这种权利；

6. 请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并协助伯利兹人民早

H 行使其不nj剥夺的权利。

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笫七十五次全体会议

34/39. 关岛问题

审议了关岛问题，

审查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的有关各章，＠

回顾其一九六0年十二月十四日载有«给予殖民

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叶的第 1514(XV)号决议，和联

合国关千关岛的所有其他决议和决定，

注意到管理国在该领土继续维持军事设施，

认为在非自治领土维持军事基地和设施、抑制人

民自决权利的政策与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不相容，

听取了管理国的发言，＠

高兴地注意到管理国积极参与特别委员会的工

作，并且希望这种合作将进一步加强，以便加速对关

岛充分执行门宣言叶的进展，

审查了一九七九年七月联合国派往该领土视察团

的报告， g

＠《人会止式记水，小＿十四屈会议，补编弟 23 号HA/

34/23/Rev. 1) ，弟四，＇；t和弟二 l. L 心。

句nl L, «第~ I四届会议，第四委员会»,第二 l二二次

会议，第 17 - 21 段，和第二十 L次会议，第 64 和 65 段。

茵同 L, «弟．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23 号» (A/34/23/ 

Rev. 1) ，订｝二 1. L 心，附 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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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视察团关于一九七儿年八月四 H 什关岛举 能够重新取得目前联邦督局和军事方面据有的未使用

行制宪公民投票的结果的意见， 土地；

意识到有必要加速对关岛充分执行《官言》的进 10. 回顾其关于殖民地和非自治领上军事基地

展， 的各项有关决议，认识到军事基地的存在可能构成妨

体会到关岛需要联合国继续注意和援助，使其人

民达成«联合国宪章吓肛宣言刀所定的目标，

意识到关岛在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方面的特殊情

况，并强调必须优先使该领土经济多样化，以减轻它

对起伏不定的经济活动的依赖，

]. 核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

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关于关岛的一章；秒

2. 重申关岛人民依照《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独立宣言»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3. 重申其信念，认为绝对不应由千领土面积、

地理位置和资源有限等问题而推迟《宣言»对该领土的

执行；

4. 戛求管理国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同关岛人民自

由选举的代表协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保证对

该领土迅速充分达成«宣言月中所定的目标，并采取确

能保存关岛人民特性和文化遗产的其他措施；

5. 对一九七九年七月派往该领土的联合国视察

团成员完成的建设性工作，以及管理国和关岛政府和

人民给予视察团的合作与协助，表示感谢；

6. 注意到视察团的报告及其中所载的意见结论

和建议；＠

7. 戛求管理国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加强关岛

经济并使其多样化，并制订援助该领土和发展其经济

的具体计划；

8. 回顾管理国有责任确保关岛人民充分理解按

照《宣言沁他们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9. 又戛求管理国采取必要的行动，使关岛居民

＠同上，第二十 L 节。

碍«霖言»执行的一个因素，并重申其强烈信念，认为

关岛境内军事基地的存在，不应阻挡该领土人民依照

«宣言汀肛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行使他们不可剥

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11. 促请管理国同关岛人民自由选举的当局和

代表合作，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该领土人民拥有和处

理其自然资源的权利以及建立和维持对这些资源未来

发展的控制权，以维护领土人民享有其自然资源的不

“T剥夺的权利；

12. 请管理国继续谋取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

统内其他组织的援助，以加速关岛国民生活所有各部

门的进展；

13. 请特别委员会在其下届会议继续审查这个

问题，包括同管理国协商，于适当时再派遣视察团前

往关岛的可能性，并就此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

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笫七十五次全体会议

34/ 40. 东帝汶问题

大会，

喃认按照《联合国宪章»及大会一九六0年十二月

十四日第 151-4(XV) 号决议所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
人民独立宣言》的各项原则，所有人民都有不可剥夺

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考虑到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至九日在哈瓦那举行

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有言

中有关东帝汶的部分，函

函参乔 A/34/542, 附什，第一节，饥 15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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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汇［（言执行情况 34/ 41. 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从书活

动，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

所有其他殖民统治领土内妨害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宣 i夏卢的执行，并在南部非洲

妨害消除种族主义、种族隔离

和种族歧视的努力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有关该领上的一衣，因

听取了管理国葡萄牙的代表＠和印度尼西亚代

表忠的发言，

还听取了请愿人，函包括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代

表的的发言，

]. 重申东帝汶人民按照《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

民独立宣言»'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权利；

2. 宣告必须使东帝汶人民能在联合国十持下自

由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

3. 对东帝汶人民由于该领土>片前局势而遭受的

痛苦，裹示最深切的关注；

4. 呼吁所有有关各方提供便利，使国际救济援

助得以进入该领土，以减轻东帝汶人民的痛苦；

5. 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难民事务扁级

专员办事处各在其职权范围内，向东帝汶人民，特别

是儿童和要求离境前往他国同家人团聚的人，提供一

切可能的援助；

6. 请秘书长注意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就此事

向大会第气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7. 决定将题为“东帝汶问题”的项目列入大会第

三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笫七十五次全体会议

函«人会正式记求，仍一十四屈会议，补编第 23 号» (A/ 

34/23/Rev. 1) ，纳,..,＇；i: 。

＠同 1·矗， C书二十四届会议，忱四委员会》']｝卜次会议，

第 9 - 12 段。

函同 l，罚；二上、布六、第 I· 、笱i; I· 一、第 l 四和第 1. L 次

会议。

函间 1，饥 l. 次会议，；ti 21 - 50 段； ;1J I. 四次会议，
勺~ 14 - 47 段；第十六次会议，第 97 - 107 段；布l. L 次会议，

笱i; 52 - 60 段；和奶卜八次会议，笱l,1 - 21 段；和 1llJ 上，«绾四

委员会，个屈会议片册》，史 ll··0

础 I11l I.，第 I· 四次会议， :r,; 25 - 37 段。

大会，

审议了题为“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从事活动，在

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所打其他殖民统治领十．内妨

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汒宜言））的执行，并在南

部非洲妨害消除殖民卞义、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努

力”的项目，

审查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官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衣，舒

考虑到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中有关这个

问题的各部分，吵

回顾其载有《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宜言»的

一九六0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1514 CXV) 号决议和载有

充分实施上述«宜言»的行动方案的一九七0年十月十

二 H 第 262l(XXV) 号决议，以及联合国有关这个项

目的一切其他决议，

考虑到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六 H 至二十一日在均普

托举行的支持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国际会议所通

过的《支持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的马普托宣言环ll

《争取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解放的行动纲领汃＠以及

世界反对种族隔离行动大会所通过的《拉各斯反对种

族隔离行动宣言汃＠

＠同 l, （（忱． l 四）叶会议，补编馆 23 号》 (A134 23 

Rev. 1) ，办 /1 叭

@ |ill I. ，«补编沧 24 IJ» (A/34/24 和 Corr.l), ~;fi －粉和

笱｝ ；卷。

@A/32/109/Rev. 1 · S/12344/Rev.1, 附什 11。印个见«女

个月1,｝t 会 IF式记水，沿 l 什， ·九 L L钉 L ll 、八月及儿

月份补编》。

秒«一儿 L L {i 八月． l· _ 1 1 个＿ 1· 八 ll 仆拉各斯卒 i j· 的

111界反对种族阰 /f.、山动人会的报？心（联合国出版物，出 1!，品编

号： C.77. XIV. 2 和史 lL) ，第 1·,1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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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九七八年五月－ H 大会第 S- 9/2 号决议

所载《纳米比亚'r,-5尸及《支拉纳米比业 1,I 决和民族独

立的行动纲领汃

念及非洲统一组织部长会议 J. －儿七儿仆 L)j 六

H 至二十日在蒙罗维亚举行第三十 屈常会时所通过

的有关决议，＠

又念及一九七儿仆儿｝j ． H 全儿 Il 在哈瓦那举行

的第六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所通过的最后仇

言，＠

重申各管理国依照（（联合国宪 1{,:>> 负有It严义务：

应促进在它们管理下的领土居民的政治、经济、礼会

及教育进展，并保护领土的人力资游与自然资源使其

不被滥用，

重申妨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壮言»的执

行，并妨碍旨在消除南部非洲和其他殖民地领上内殖

民主义、种族隔离及种族歧视的努力的任何经济或其

他活动，都是破坏这些领土人民的政治、经济及礼会

权利与利益，因此不符合《宪章沺的宗旨与原则，

重申所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下的领土的自

然资源都是这些领土人民所继承的财产，外国经济利

益特别是在南部非洲勾结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开发

并耗尽这些资源，是直接侵犯居民的权利，违反吵E

章刀及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中申明的原则，

深切关怀地注意到殖民国家和某些国家，通过它

们在殖民地领土的活动，继续漠视联合国有关本项目

的决定，特别是它们没有执行大会一九七0年十月十

二日第 2621 CXXV)号决议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

日第 33/40 号决议，其中大会请殖民国家和还没有这

样做的各国政府，采取立法、行政及其他措施，以期

结束其国民或在其管辖下的法人团体在殖民地领土、

特别是非洲各殖民地领土所拥有并损害这些领土居民

的利益的企业，以及阻止违反这些利益的新投资，

谴责外国经济、金融和其他利益变本加历进行活

动，继续剥削殖民地领土，尤其是南部非洲各殖民地

领土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积累并汇回巨额利润，

＠参石 A/34/552, I外WI 。

＠参石 A/34/512, 附什。

损害打地居民的利益，从而阻碍这些领土人民实现其

fI 决和独立的合汰愿电，

强烈谴责南非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和南罗得西亚

的非法种族上义少数政权继续从外国经济、金融及其

他利益方面伙得支抖，那此利益与它们勾结，剥削纳

米比业国阮领上和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非自治领土

的自然资源及人力资源，并进一步巩固它们对各该领

上的 ll法种族主义统治，

强烈谴责外国资本在非法生产铀方面从事投资以

及某些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与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

{l核领域进行勾结，使该政权获得核设备和核技术，

囚而能发展核能力和军＇l上能力，从而助长南非继续非

法占领纳米比亚并使其能成为核国家，

深切关心外国经济、金融和其他利益继续剥夺其

他殖民地领土，包括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区域殖民地领

上的上著人民对其国家财富的权利，并深切关心由于

管理国没有采取保障土地所h权的有效步骤，以致这

些领上的居民继续丧失这种所有权，

意识到盂要继续动员世界公众舆论，反对外国经

济、金融及其他利益集团参加剥削殖民地领土，特别

是非洲各殖民地领土的自然资源及人力资源，阻碍各

该领上实现独立及悄除种族仁义，

1. 重申附属领土人民有自决和独立并享用其领

土自然资源的不容剥夺的权利，以及为其自身最高利

益处理这些资源的权利；

2. 重申支持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国际会议

通过的«支持津巴布书和纳米比亚人民的马普托宣言》

和«争取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解放的行动纲领此以及世

界反对种族隔离行动大会通过的《拉各斯反对种族隔

离行动立言»的有关规定；

3 . 重申任何管理或占领国不让殖民地人民行使

其对日然资源的合法权利或使这些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从属于外国经济及金融利益，就是违反其依照 4联合

国宪章》所承担的庄严义务；

,1. 重申目前在南部非洲各殖民地领土内经营的

外国经济、金融及其他利益，恣意掠夺自然资源，不

断地积累并汇回巨额利润，并利用这些利润来使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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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致富和巩固对各该领土的殖民统治，这些活动

构成了对土著人民实现政治独立和享用各该领土自然

资源的一项重大障碍；

5. 谴责在纳米比亚、南罗得西亚和南非经营的

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的一切活动并宣告它们同种族主

义少数政权的勾结有损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也妨害«给

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

6. 请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继续密切注意其他非自治领土的局势以确

保那些领土内的一切经济活动都以加强领土经济、使

之多样化以谋土著人民的利益并使领土能够迅速独立

为目的，不得为了政治、军事和其他目的剥削土著人

民、损害他们的利益；

7. 谴责所有那些违反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继

续同南非和南罗得西亚政权维持政治、外交、经济、

贸易、军事、核和其他关系的国家，特别是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法国、日本、比利时、以色列和意大利；

8. 强烈谴责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色列

和美国在核领域同南非勾结，并要求所有其他国家政

府继续不对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直接或间接提供可

使它生产铀、怀和其他核材料、反应堆或军事器材的

设施；

9. 再次戛求还没有这样做的各国政府，对在殖

民地领土，特别是非洲各殖民地领土拥有并经营损害

领土居民利益的企业的各自国民及各自管辖下的法人

团体，采取立法、行政及其他措施，以期结束这类企

业并阻止违反这些领土居民的利益的新投资；

10. 请所有国家不对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少数

政权作任何投资或给予任何贷款，并且不与它们达成

任何协议或采取任何措施来促进贸易或其他经济关

系；

11. 裹示深信对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所采取的

制裁措施应扩大范围，将《宪章“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一

切措施包括在内，并请安全理事会考虑为了达到此目

的采取适当的措施；

12. 谴责违反安全理事会对南罗得西亚非法种

族主义少数政权所定的强制制裁的一切行为及某些会

员国继续不执行这此制裁，这是违反它们在«宪章））第

二十五条下所承担的义务的；

13. 强烈谴责联合王国的伍油公司向南罗得西

亚供应石油及石油产品，借此蓄意的行动规避联合国

所定的制裁，巩固南罗得西亚的非法政权；

14. 痛惜历来的联合王国政府对于联合王国 {i

油公司违反联合国所定制裁措施均有同谋关系，这是

关于向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供应石油及石油产品的

《实厄姆报告只？所揭发的；

15. 谴责那些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供应原油和

打油产品的石油生产国或石油输出国并要求那些国家

立即停止对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政权输出任何原油和

石油产品，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去对付那些违反联合国

各项关于制裁的决议，继续向这些政权供应右油的{i

油公司；

16. 赞扬伊朗新政府断绝了同南非种族主义政

权的外交、军事、经济、贸易及其他联系，特别是切

实执行对该政权的石油禁运；

17. 请所有国家采取有效措施，对那些利用所得

到的援助镇压殖民地领土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政

权，停止供给资金和包括军事用品及装备在内的其他

方式的援助；

18. 再次申明南非和其他外国经济势力，违反大

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以及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

会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制定的«保护纳米比亚

自然资源第一号法令》,@剥削和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

资源，是非法的，也有助千维持非法占领政权；

19. 强烈谴责南非完全不顾纳米比亚人民的正

当利益，继续剥削和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

20. 再次妻求所有国家终止其和南非的牵涉到

＠宾厄姆和格山，《义］：向罗得西亚供应伍油和 {i油产品

的报告》（伦敦，凡家印务肋代外交和联邦 'ji 务部印 1 」.,__,儿 L

八仆）。

怨«大会正式记求，针~ _:.:. I儿届会议，补编 ?f; 24 A 另》

(A/9624/ Add. 1) ，弟 84 段。该认令的定个已在《纳米比业

廿＇力公报弟 1 I扫中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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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比亚的一切经济、金融或贸易关系，并且不与南

非建汒由它代表纳米比亚或，个涉到纳米比亚以致可能

帮助它继续非法占领该领土的经济、金融或其他关系；

21. 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违反联合

国的有关决议，公然违背它在«宪衍闷第二十五条下所

承担的特定义务，继续与南罗得西亚的非法种族主义

少数政权勾结，并请安全理事会执行本决议的各项规

定，对南非施加经济制裁，包括1 i油禁运及收回在该

国的投资；

22. 请所有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考

虑到大会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第 3201 (S-VI) 号决议

所载«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代言吓和一九七四年十二

月十二日第 3281 (XXIX) 号决议所载《各国经济权利

和义务宪章叶的有关规定，特别确保殖民地领土对其自

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得到充分的桴币和保障；

23. 妻求各管理国废除它们管理下领土内现有

一切歧视性和不公平的工资制度，并在每一领土对所

有居民实行无歧视的划一工资制度；

24. 请秘书长透过秘书处新闻部进行一项持续

而广泛的运动，以便使世界舆论知道外国垄断企业如

何掠夺殖民地领土的自然资源和剥削土著人民，以及

它们支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的实情；

25. 赞同一九七九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在蒙罗

维亚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会议第飞十三届常会的

提议，即于一九八0年与联合国联合召开国际会议以

动员世界舆论支持对南非切实执行经济和其他制

裁；＠

26. 呼吁一切国际非政府组织继续开展运动动

员国际舆论支持对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政权实施

经济和其他制裁；

27. 请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

况特别委员会继续审查这个问题并就此问题向大会第

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笫七十五次全体会议

＠参石 A/34/552, 附什一，~ CM/RES. 734 (XXXIII) 

号决议。

34/ 42. 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

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

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大会，

审议了题为“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

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立言》的情

况＂的项目，

回顾其一九六0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1514 <XV)号

决议所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及一九

七0年十月十二日第 2621 (XXV) 号决议所载充分执

行该«宣言»的行动方案，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千

这个议题的所有其他有关决议，特别是大会一九七八

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3/41 号决议，

审查了秘书长面，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切和给予殖

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亢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就这

个项目提出的报告，以及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有

关报告氮

考虑到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至九日在哈瓦那举行

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最后宜言沪中

的有关规定＄，

意识到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决和独立

的斗争现已达到最后和最紧要的阶段，因而整个国际

社会有责任加强协调行动，支持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

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达成这一目标，

深切认识到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以及其他殖

民地领土人民，紧急需要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

系的国际机构对他们摆脱殖民统治的斗争和达成与巩

固他们国家独立的努力提供具体援助，

重申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有责任

面 A/34/208 和 Add. 1 - 3`；并参石 A/AC. 109/L. 1313 。

@«大会正式记求，沿， I四屈会议，补编沧 3 ,，门 (A!

34/3/Rev. 1) ，弟．二 l 八中。

忿 III] |，《补编第 23 lj-»(A;34/23/Rev. 1), 釬1 L ，农。

器同 1, 《补编沦 24 ,，乃 (A/34/24 和 Corr. 1), ~l · ·心，

笱｝一4编，第一农和小 11 心；和勾1 四 b，附什六、 I· ．、 十四

个． I I、、、 I· 儿利I_: I· -。
＠参石． A/34/542, 附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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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们各自的职权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

证充分迅速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汒心了;))和

联合国的其他有关决议，尤其是关千向各硝民地领十．

人民和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优先提供道义和物质援助

的决议，

深切关怀向非洲各殖民地领土的难民提供援助的

工作虽有进展，但是到现在为止，有关组织为了通过

各民族解放运动向这此领土人民提供援助而采取的行

动，仍然继续不够应付这些人民的紧急需要，

有信心地希望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

织同非洲统一组织和各殖民地领土的民族解放运动之

间的更密切接触和协商，有助千克服目前妨碍或耽误

某些援助方案的执行的程序 l·困难和其他困难，

感谢非洲统一组织总秘书处对各专门机构和联合

国系统的其他组织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继续给予合

作和协助，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加紧努力，对有

关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援助，

井注意到联合国系统的各组织对大会一儿七七年

十一月四日第 32/9A 号决议中要求的拟订《纳米比亚

建国方案》一事所给予的支抖，

念及必须继续审查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的其

他组织在执行联合国有关非殖民化的各项决定方面的

种种活动，

1. 核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汒代言执行情

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有关这个项目的一章；也

2. 重申大会、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其他机关既

然承认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是正当合法

的，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自应对这此

殖民地领土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一切必要的

道义和物质援助；．

3. 感谢有些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在不

同的程度上继续与联合国合作，执行《给予殖民地国

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和大会其他有关决议；

4. 对于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到

目前为止对各殖民地人民，尤其是津巴布韦和纳米比

Ill1 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所提供的援助，按h关入民

的实际盂耍来说，极为不够，表示关切；

5. 对千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某金组织尚术采取

必要措施，迅速充分执行们＇l；；))和大会的其他打关决

议，表示遗憾，尤其悦惜这此机构继续同南」1§h 民 I:

义种肤 i：：义少数政权保抖合仵；并敦促这此机构的行

政首长提请其理 'h机关特别注心：本决议，以期制订对

悄民地领上人民牡别足汴巴仆书和纳米比业人民打助

的具体方案：

6. 请各右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什

为紧急书项，对 11洲为如说硝民统治而斗争的姐民地

入民，给予或继续给f- -· l:JJ 可能的道义和物）员援助；

7. 再次请各t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

对新独汀．的新兴国家继续提供一切逍义和物质援助；

8. 邃议各h义组织勺非洲统一组织协商，同悄

民地人民建汀或扩大接触，市杏它们打关拟订和编制

援助方案和项目的程序，并在这此程序上采用更大的

A活性，以便能够江即给予必要的援助，帮助各殖民

地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按照大会第 15H(XV) 号决

议为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门决和独立权利而斗争；

9. 促请还没有这样做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

的各组织，在其理 1讳机关的常会议程 1．．列入关千各该

组织在执行吓`P和联合同其他有关决议方面的进展
情况的单独项目；

] 0. 再次促请各右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

组织，按照大会和安令理市会打关决议，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对南非政府和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不给予任

何财政、经济、技术或其他援助，在它们恢复纳米比

亚和津巴布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炽权利以

前，停止对它们的一切支援，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意

味祚承认这些政权对各该领土的统治为合法或予以支

持的行动；

11 . 满意地注意到若干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

的各组织已作出安排，使非洲统一组织所承认的各民

族解放运动代表能以观察员身分，充分参加有关其本

国的讨论，并请尚未这样做的机构和组织，学习这个

榜样，立即作出必要的安排；



七． 根据第四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261 

12. 遣议所有国家政府，在它们参加为成员的各

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中加紧努力，以确

保《＇让言»和联合国其他有关决议的充分有效执行，并

在这方面优先考虑在紧急的基础 I．向殖民地领上人民

及其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援助的问题；

13. 促请各右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

的行政首长，考虑到 1：面第 8 段所载建议，并什非洲

统一组织积极合作下，拟订充分执行联合国各有关决

定的具体提案，特别是关于向殖民地领土人民及其民

族解放运动提供援助的具体方案，作为优先书项，向

各该机构的理书机关或立法机关提出；

14. 请秘书长继续协助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

统的其他组织拟订执行联合国 fj关决议的适当措施，

Ji· 什这些机构和其他组织协助下，就秘书长上次报告

发出以后为实施各项有关决议，包括本决议在内，所

采取的行动编写报告，提送各有关机关；

15. 请经济及社会理书会在同特别委员会协商

下继续考虑适当的措施以协调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

统的其他组织在执行大会各有关决议方面的政策和工

竹；

16. 请特别委员会继续审查这个问题，并就其

向大会第＿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笫七十五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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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根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小

目录

决议号数 标题

34 /5 I1片行报仇和决钓以及，li'i I 委员会的报；1， (A 3 1 586) · · ··· 

34'6 联合 I 14:'，:、戏分摊比彻1 }丈 (A31 608) 

决议．\............................................................

决议 8,..............................................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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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D(A13,j/6J3/Ad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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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 1 6 4 联合检仵夕ll CA/3,1/7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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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9 人 1 i |i,l 题 (A/34/773)............................................

34/220 联合 l 叶 1 什人员参加联合国系统咨询机构 (A/3,11773)...
3il/22L 队合 11,1 |， f1 人员并恤令联合委员会的报们 (A/34177:i).. · 

34/222 联合国合办,-111 人员养抓ll 从个的投资 (A/3,1/775)
决议 /1.,...........................................................

决议 B............................................................

决议 c............................................................

34/223 一儿七八－一儿 L九曲仆期力朵桢符 (A/34/847)

A. 丿L L J \ - 丿L L 丿L Wi ;,I 打j h支／5 f贝 31 夕户外t · · · · · · · · · 
B. 儿 L八－ 儿 L 儿内什期最后收入概符．．．．．．．．

3-1/224 联合［叶， I' 期规划 (A/3,1/848)...................................

34/225 己汒成的、过时的、功 Ill 小入的或没什实效的沾浏的确
定 (A/34/848)................................................ .. 

34/226 阿拉伯文服务 (A/34/8,18).................................... .. 

34/227 联合［讨 1-. 业发展纠 l 夕~l (A/3,1/8-18)........................... .. 

0 根据第 1.I 委员会的报 {lI 通过的决定，见符\ I 节 B.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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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96 

103 

l 03 

107(a) 

107Ca) 

107(a) 

107ca) 

107Cb) 

107(b) 

107Cb) 

l07(b) 

107(b) 

102 和 12

101 

105 

107 

10,1 

1 0 1 

106 

106 

lO!i 

106 

97 

97 

98 和 101

98 

98 

98 

通过日期 页次

丿L L 丿L 11 I 丿 J. I· 1, II 261 

·丿 L LJL{I· I 丿 l.: I· 1, 11 26 i 

) L L 丿 L[j" I 丿 l I I I l l 268 

4 丿 L L 丿 L {I I 丿 l : 1-1,· II 268 

·丿 L L 丿L"I I 丿 l. II 268 

·丿 L L;JL{i• I· ·.JJ. II 270 

· J L L 丿L“I I 丿 J I· L II 2 7 l 

·丿LL 丿 L "I I· - ·丿 J ··II 272 

·丿 L L 丿 L {J· I· :.丿 l l. L I-| 272 

-•丿 L L 丿L 什 l ＿二月 I· L II 273 

儿 L 儿什 1 月 I· Lil 271 

·儿 L 儿 {f I·_·. 丿 l I· l II 275 

·丿 L L 丿 L"I· I·- ·丿 J _ - I. -..| l 275 

·丿 L L 丿 L"i: I· : J J I· LI I 2 76 

·儿 L 儿 {I I · 一月 I· L II 27fi 

- ·儿 L 儿 {I I ·二月 I· L II 277 

一儿L九 'f· I·二月二 1· 11 277 

－儿 L 儿 {1-: 1- -. :月＿ l . I I 278 

·丿 L L 丿L {I: I· 丿 J ·. 1·11 278 

一丿 L L 丿 L11: I·:: J J :: I· I I 279 

--•丿 L L 丿L{I I 一．丿 J >I· fl 280 

·丿L L) L { I I ·一丿 J :: I· I I 280 

儿 L 丿L1j. I· ·.丿］: 1· 11 280 

丿 L L 丿 L{I· I·-_:_ 丿 J. 1-11 283 

丿 L L 丿L ，， 1· I· 丿」 -I· Ii 283 

－儿 L儿{I: I· 勹月二 I· 11 285 

- ·丿LL 儿{I I ·．丿 J ::-1 · I 1 285 

儿L儿什十月 1-11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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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号数

3,1/228 

34/229 

标题

,I I f 忭核发合同的和fr: (A/34/848) ··· ···.., ···... ··· ··· ···... ·· 

为在1X域一级L执行联合同人类仆 1:< c'I堍）中心的 r.11

打案提供资源 (A/34 /848) ··· ·· · ··· ··· ··· ··· ··· · · · ··· · · · ··· ·· 

-.儿八勹－ ·JL八一两什期力案预符（A/3-1/8,18)

A. 一儿八尸 儿八一两什期预符纾费···············

B. 一儿八勹－ 儿八 两什期收入概符．．．．．．．．．．．．．．．

C. -.儿八勹年度经费的苏措..............................

31/231 一九八勹一 -丿L 八 ·1从j 什．期临时及 II ，节廿t l|l (\ 34 

31/230 

31/232 

34/233 

848)..,............................................................ 

一九八勹－ ·儿八－．灼什期），＼l 轧从令 (A/3.1/8118)........

I.j --•九八0 － 儿八 曲叮期力朵蚀符 h 义的问题

(A/34/848)..................................................... 

项目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通过日期

丿L L 丿 L 11: I· 丿 J ·. I· II 

儿 L 儿什 I· ·. J l . I· II 

丿LL 丿 L {1: I· ·. J l. I· 11 

儿 L 儿 {I I 丿 I ·. I· II 

JL L 儿 01: I 丿 I ·. I· 11 

儿 L 儿什 I·. Jl ·_ I· 11 

几 L 儿什 1 丿 J ·. 1· 11 

儿 L 儿仆 1 丿］ I· II 

页次

28fi 

28 7 

287 

28 l) 

291) 

291 

291 

2} 9 ”?J 

34/5. 财务报告和决算以及审计委员会
的报告

大会，

审议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经管的自愿捐款、＠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的一九七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终了年度财务报告和决算以及联

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一九七七年十二

月三十－ H 终了年度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 H 终

了年度财务报告和决算，＠审计委员会的审计意见

书潼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正式记求，第勹十四）甫会议，补编奶 5 A \片 (A/
31/5/ Add. 1) ，第一和奶 -.,I＇1 。

们J I·.'«补编第 5B 号HA/31/5/Add. 2) ，竹｝ 编弟

一和第二节，以及第二编。

@ l,ll l., 《补编第 5D 号》 (A/31/5/Add. 1) ，符＼一和弟
:-:一”-_ µ。

@l,il I·,«补编第 5G 号》(A/34/5/Add. 7), ;;f~ －和奶

--:．节。

CT) 1,;J I·., «补编第 5 C \}HA/34/5/ Add. 3) ，布一编饥

二和第一．节，以及第二编第二全第四节。

＠同 1石《补编第 5A 号HA/34/S/Add. 1), ;('; _:__:.,l'1; 1,.-1 

上，《补编第 5 B ~汀 (A/34/5/Add. 2), 笱一编，弟二节； Ii,l

上，《补编第 5D 心(A/34/5/Add.,t) ，奶 节；同 1··, «补

编第 5E 号HA/34/5/Add. 5) ，第 节；同 1··, «补编第 5

G 号HA/34/5/Add. 7) ，弟一节；同 l.，《补编绾 5 C” 
(A/311/5/ Add. 3) ，奶－编，第一节，以及奶编， m－,1＇i 。

®A/34/486 。

1. 接受各财务报告和决竹以及审计委员会的审

计意见书；

2. 同意行政和预符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报们中

提出的意见和评论；

3. 请审计委员会及行政和预n:问题咨询委员会

继续加强注意与它们所提意见和评论打关的领域；

4. 并请有关组织和规划机构的行政首长按照审

计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评论，采取必要的

补救行动。＠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笫四十六次全体会议

34/6.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

A 

@Ii1] 1·, 《补编第 5 E ~}:J>CA/34/5/ Add. 5) ，沿－和第 大会，
- -I I· 
二二 lJ 。

决议：

l. 会员国对联合国一九八0、一九八一和一九

八二财政年度预算的分摊比额表如下：

闻《人会仆式记求，勾N -: I 四届会议，补编弟 5 A I”>(A/ 

3,1/5/Add. 1) ，第四 '1'i; 1,.-J I·., «补编笱 5 B \})> (A /34/5/ 

Add. 2), W,一编，如Jq'1＇J ；同 J.人补编弟 5 D \门 (A/34/5/

Add. 4) ，弟四节；同 I·., «补编第 5E ,，}»CA/34/5/Add.5), 

弟四节；同 l., «补编布 5 G \片（A/34/5/Add. 7) ，打）四 '|,J ; 

同 L, 《补编第 5 C l}»(A/34/5/ Add.3) ，第飞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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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国 百分比

阿富汗....................................... 0. 01 

阿尔巴尼亚................................. 0. OJ 

阿尔及利亚................................. 0.12 

安哥拉....................................... 0.01 

阿根廷....................................... 0. 78 

澳大利亚.................................... 1.83 

奥地利....................................... o. 71 

巴哈马....................................... 0. 01 

巴林.......................................... 0.01 

孟加拉国.................................... 0. 04 

巴巴多斯.................................... 0. OJ 

比利时....................................... 1.22 

贝宁.......................................... 0.01 

不丹.......................................... 0.01 

玻利维亚.................................... 0. 01 

博茨瓦纳.................................... o. 01 

巴西.......................................... 1.27 

保加利亚.................................... 0.16 

缅甸.......................................... o. 01 

布隆迪....................................... o. 01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0.39 

加拿大....................................... 3. 28 

佛得角....................................... 0.01 

中非共和国................................. 0.01 

乍得.......................................... 0. 01 

智利.......................................... 0. 07 

中国.......................................... I. 62 

哥伦比亚.................................... 0.11 

科摩罗....................................... 0.01 

刚果.......................................... 0. 01 

哥斯达黎加................................. 0. 02 

古巴.......................................... 0.11 

塞浦路斯.................................... 0.01 

捷克斯洛伐克.............................. 0.83 

民主柬埔寨................................. 0.01 

民主也门.................................... 0.01 

丹麦.......................................... 0. 74 

吉布提....................................... 0.01 

多米尼加.................................... 0. 01 

会员国 百分比

多米尼加共和国........................... 0. 03 

厄瓜多尔.................................... 0.02 

埃及.......................................... 0. 07 

萨尔瓦多.................................... 0. 01 

赤道儿内亚······........................... 0. 01 

埃塞俄比亚................................. 0.01 

斐济.......................................... 0. OJ 

芬兰.......................................... 0.,18 

法国.......................................... 6.26 

加蓬.......................................... 0. 02 

冈比亚....................................... 0. OJ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l. 39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8.31 

加纳.......................................... 0.03 

希腊.......................................... 0. 35 

格林纳达.................................... o. 01 

危地马拉.................................... 0. 02 

儿内亚.................. ·········•··•·····... 0. 01 

几内亚比绍................................. 0. 01 

上亚那....................................... o. 01 

海地............... ······ ·······.. ············ 0. 01 

洪都拉斯.................. ······•··•·····•·· 0. 01 

匈牙利....................................... 0. 33 

冰岛.......................................... 0. 03 

印度·········................................. 0. 60 

印度尼西亚........................ •··••·•.. 0.16 

伊朗·····································"··· o. 65 

伊拉克....................................... 0.12 

爱尔兰....................................... 0.16 

以色列······ ••••••••••••••· ••••·••••••••••·•• o. 25 

意大利....................................... 3. 45 

象牙海岸...... ············.................. o. 03 

牙买加....................................... 0. 02 

日本············............... ••••••••••••••• 9. 58 

约旦.......................................... o. 01 

肯尼亚... ·•••····•·•·••••·····•·••··•····••·· 0. 01 

科威特··················"··················· o. 20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01 

黎巴嫩....................................... o. 03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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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国 百分比

莱索托....................................... 0. 01 

利比里亚.................................... 0. 01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0. 23 

卢森堡....................................... 0. 05 

马达加斯加................................. 0. 01 

马拉维....................................... o. 01 

马来西亚.................................... 0. 09 

马尔代夫.................................... o. 01 

马里.......................................... 0. 01 

马耳他....................................... 0. OJ 

毛里塔尼亚................................. 0. 0] 

毛里求斯.................................... 0. 01 

墨西哥....................................... 0. 76 

蒙古.......................................... o. 01 

摩洛哥....................................... 0. 05 

莫桑比克.................................... 0. 01 

尼泊尔....................................... 0. 01 

荷兰.......................................... l. 63 

新西兰....................................... o. 27 

尼加拉瓜.................................... 0. 01 

尼 H 尔....................................... 0. 01 

尼日利亚.................................... 0.16 

挪威.......................................... 0. 50 

阿曼.......................................... 0. 01 

巴基斯坦.................................... 0. 07 

巴拿马....................................... 0. 02 

巴布亚新几内亚........................... 0. OJ 

巴拉圭....................................... 0. 01 

秘鲁.......................................... 0. 06 

菲律宾....................................... 0.10 

波兰.......................................... 1. 24 

葡萄牙....................................... 0.19 

卡塔尔....................................... 0. 03 

罗马尼亚.................................... o. 21 

卢旺达....................................... o. 01 

萨摩亚....................................... o. 0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o. 0~ 

沙特阿拉伯................................. o. 58 

塞内加尔.................................... 0. 01 

会员国 百分比

塞舌尔....................................... 0. 01 

塞拉利昂.................................... o. 01 

新加坡....................................... o. 08 

所罗门群岛................................. 0. 01 

索宙里....................................... o. 01 

南」卜············""'""'"..................... o. -12 

西班牙....................................... 1. 70 

斯里兰卡.................................... o. 02 

苏丹.......................................... 0. 01 

苏里南....................................... o. 01 

斯威士兰.................................... 0. 01 

瑞典.......................................... 1. 3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o. 03 

泰国.......................................... o. 10 

多哥.......................................... o. 0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 03 

突尼斯....................................... 0. 03 

土耳其....................................... 0. 30 

乌干达....................................... o. 01.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46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1. 1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10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4.46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o. 01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01 

美利坚合众国.............................. 25. 00 

上沃尔特.................................... o. 01 

乌拉圭....................................... o. 04 

委内瑞拉.................................... o. 50 

越南.......................................... o. 03 

也门·········"·············.. ····"·······"· o. 01 

南斯拉夫.................................... 0. 42 

扎伊尔....................................... o. 02 

赞比亚....................................... o. 02 

100.00 

2.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一六0条的规定，会费

委员会应于一九八二年审查上文第 1 段所载的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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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额表，并应提出报告，供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审

议；

3. 虽有联合国财务条例第 5.5 条的规定，兹授

权秘书长与会费委员会主席协商后，斟酌情形，接受

各会员国以美元以外的货币缴纳一九八O、一九八一

和一九八二历年会费的一部分；

4. 就一九七八年来说，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九

日和十二月十八日先后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所罗门群

岛和多米尼加各应缴纳等于百分之零点零一的九分之

一的数额；

5. 就一儿七九年来说，所罗门群岛和多米尼加

应缴付等于百分之零点零一的数额；

6. 这两个新会员国应缴的一九七八和一九七九

年度会费所用摊款基准与其他会员国相同，但就大会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日第 32/ 4B 和 C 号决议及一九

七八年十二月八日第 33/13C 和 D 号决议为联合国紧

急部队和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筹措经费而核定

的拨款，以及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第 S-8/2 号决

议和十一月三日第 33/14 号决议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

时部队筹措经费而核定的拨款来说，这些国家的缴款

（按照大会指定其为那一类缴款国而定）应照历年按比

例计算；

7.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一六0条的规定，应请

非联合国会员国但参加联合国某些活动的国家对一九

八0、一九八一和一九八二年度这些活动的费用按下

列比率缴款：

非会员国 百分比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0.05

教廷.......................................... 0.01 

列支敦士登................................. 0.01 

摩纳哥....................................... 0.01 

瑙鲁.......................................... 0.01 

大韩民国.................................... 0.15 

圣马力诺.................................... 0.01 

瑞士.......................................... 1.05 

汤加.......................................... 0.01 

应请以下国家向下列机构缴款：

(a) 国际法院：

列支敦士登，

圣马力诺，

瑞士；

(b) 国际麻醉品管制：

教廷，

列支敦士登，

摩纳哥，

大韩民国，

瑞士，

汤加；

(C)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杜会委员会：

大韩民国；

(d) 欧洲经济委员会：

瑞士；

(e)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教廷，

列支敦士登，

摩纳哥，

大韩民国，

圣马力诺，

瑞士，

汤加；

(f)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列支敦士登，

摩纳哥，

大韩民国，

瑞士；

(g) 联合国环境规划暑：

瑞士；

8. 虽有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日第 32/39 号

决议的规定，汤加应按百分之零点零一的四分之三摊

款比率缴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度的费

用。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笫四十六次全体会议



268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 -~__ __ --- ~_ -- 

Cf) 顾及积累财富概念的方法和以此概念为订

定分摊比额表的一项因素米制订准则的方认；

大会， ( g) 保证计杆所有国家的分摊数额所用的数据
回顾其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 H 第 582CVI) 都是同一期间的数据以资比较的方法；

B 

号、一九五二年十一矗月五日第 665 CVII)号、一九六三

年十二月十一日第 1927(XVIII) 号、一九六五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第 2118(XX) 、－儿七二年十二月十__:_ H 

第 2961C(XXVII)号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 H 第

31/95A 和 B 号决议，

注意到提议的一九八0年全一儿八二年期间的比

额表同前一比额表相比较，某此会员国的分摊数额有

大幅度的增加，

考虑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间继续存在的

差距，

1. 重申会员国缴纳联合国预算经费的能力，是

分摊比额表所应根据的基本准则；

2. 请会费委员会考虑到第五委员会在大会第三

十四届会议期间关于议程项目 103 的辩论经过，＠深

入研究如何使会费分摊比额表更为公平合理，并向大

会第＿．十五届会议提出报们，特别是研究：

(a) 避免在连续两个分摊比额表间个别会费分

摊率过分变动的方法，包括规定百分数限度或百分点

限度或合并应用这两个限度的方法；

(b) 顾及有损会员国支付能力的条件或情况的

方法和规定在拟订分摊比额表时如何顾及这些条件或

情况的客观准则的方法；

(C) 顾及收入主要依靠一项或少数儿项产品的

会员国的特殊情况的方法；

(d) 更新国民平均宽减公式数值的方法及其对

分摊比额表的影响；

(e) 顾及各会员国国家会计方法的差异、包括

通货膨胀率高低不同，及其对国家收入统计数字的可

比较性的影响的方法；

＠同上，«弟二十四届会议，第九委员会》，第三至九次、

第十五次和第十六次会议；同上，«第上委员会，本届会议女

册》，史正。

( h) 改变统计基准期间对分摊比额表的影响。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笫四十六次全体会议

34/7. 联合国紧急部队和联合国脱离接

触观察员部队经费的筹措

A 

大会，

回顾大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第 33/ J 3D 号决

议第三节规定，秘书长目前为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

部队承担费用的权力到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四 H 终

止，

注意到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目前的任务期

限，曾经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第 449

(1979) 号决议予以延长，到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 H

止，

1. 决定授权秘书长从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起到十一月三十日止每月为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

队承担不超过毛额 1 682 833 美元（净额 1 666 000 

美元）的费用，以便大会有足够时间审议秘书长关于该

部队经费筹措问题的报告；＠

2 , 又决定按照大会第 33/13D号决议所定办法，

由各会员国分摊上述费用。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笫四十六次全体会议

B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和联合国脱离

@A/34/582 和 Corr,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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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观察员部队经费筹措问题的报告豁以及行政和预

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考虑到安全理事＾ 九七一云 年十月－十兀日第

340 (1973)号、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第 3460974) 号、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第 362(1971) 号、一九七五

年四月十七日第 368(1975) 号、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

四日第 3710975) 号、一九七五钉十月二十三日第 378

(1975) 号、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第 3960976) 号、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 H 第 4160977)号以及一儿七

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第 4380978) 号决议，

回顾其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 H 第 3101

CXXVIII)号、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 3211B

(XXIX) 号、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 3374B

(XXX)号、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 H 第 31/5C 号、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日第 32/4B 号以及一九七八年十

二月八日第 33/13C 号决议，

重申其过去决定，为了应付此种行动所引起的支

出，必须采取与应付联合国经常预符支出不同的程序，

考虑到对于维持和平行动所涉的巨大支出，经济

上比较发达的国家可以提供较多的捐助，而经济上比

较不发达的国家，提供捐助的能力则较为有限，

考虑到大会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第 1874

(S-IV)号决议及大会其他各项决议曾指出，安全理

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对千筹措此种行动所需的经费负有

特别责任，

1 . 决定拨出 18 202 000 美元给大会第 3211B

CXXIX)号决议第二节第 1 段所指的特别帐户，供联

合国紧急部队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托日起办理解

散；

2. 又决定在不妨碍各会员国于大会审议维持和

平行动经费的筹措办法时可能采取的原则立场的情况

下，作为一项特别安排，由各会员国按照一儿七八和一

＠扣l _1··0 
@A/34/688 。

九七九年分摊比额表所规定的比例分担 JO 590 255 

美元，并按照一儿八O、一九八一和一儿八二年分摊

比额表所规定的比例分担 7 611 745 美元：

(a) 由大会第31 O 1 CXXVIII) 号决议第 2 (a) 段

所提到的会员国分担10 924 941 美元，其中6 486 532 

美元应按照一九七八和一九七九年分摊比额表规定的

比例分担， 4 438 409 美元应按照一九八0、一儿八

一和一九八二年分摊比额表规定的比例分担；

(b) 由第 3101 CXXVIII) 号决议第 2 (b) 段和

第 3371!B(XXX) 号决议第二节第 2(b) 段所提到的会

员国分担 6 865 926 义元，其中 3 876 033 美元应按

照一儿七八和一九七儿年分摊比额表规定的比例分

担， 2 989 893 美元应按照一九八0、一儿八一和一

九八二年分摊比额表规定的比例分担；

(C) 由第 31 01 CXXVIII) 号决议第 2 (C) 段、第

337,1BCXXX) 号决议第勹节第 2(C) 段和第 33/ 13C 号

决议第四节第］段所捉到的会员国分担，103 091 义元，

其中 223 454 美元应按照一九七八和一九七九年分

摊比额表规定的比例分担， 179 637 美元应按照一九

八勹、 丿儿八－和一儿八．．年分摊比额表的比例分担；

Cd) 由第 3101 CXXVIII) 号决议第 2 (d) 段、第

3374BCXXX) 号决议第四节第 1 段、第 31-/ 5C 号决议

第飞节第 1 段、第 32/4B 号决议第三节第 1 段和第33/

13C 号决议第四节第 1 段所提到的会员国分担 8 042 

美元，其中 4 236 美元应按照一九七八和一九七九年

分摊比额表规定的比例分担， 3 806 美元应按照一九

八勹、 寸九八一和一儿八勹年分摊比额表规定的比例

分担；

3. 决定上文第 2 段所规定的各会员国分担额应

扣除工仵人员薪给税收入以外的收入估计数 400 万美

元中各会员国名下的数额；

1 . 决定按照大会一儿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973(X) 号决议的规定，上文第 2 段规定的各会员国分

担额应扣除［作人员薪给税收入估计数 534 000 美元

中拨入衡平征税基金内各会员国名下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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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决定将多米尼加和所罗门群岛列入大会第

310 l (XXVIII)号决议第 2(d) 段所提到的一类会员国

中，它们对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摊款数额应按照大会一

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第 34/6A 号决议第 6 段的规

定计算；

2. 又决定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 5. 2(C) 的规定，

将本节第 1 段所列会员国至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为止摊缴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款项作为杂项收入，用来

抵充上文第一节所分摊的经费。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

笫八十五次全体会议

c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千联合国紧急部队和联合国脱离

接触观察员部队经费筹措问题的报告豁以及行政和预

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妙

考虑到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 H 第

3500974)号、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 H 第 363

(1974) 号、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第 369 0975) 

号、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 H 第 381 (1975) 号、一九

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第 390 0976) 号、一九七六年十

一月三十日第 398 0976) 号、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六

日第 408 0977) 号、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第 420

(1977)号、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 H 第 429 (1978) 

号、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第 441 (1978) 号、一九

七九年五月三十日第 449 0979) 号和一九七九年十．

月三十日第 456 0979) 号决议，

回顾其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第 3101

(XXVIII)号、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 H 第 3211B

(XXIX) 号、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日第 3374C(XXX)

号、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 31/ 5 D 号、一九七

七年十二月二日第 32/ 4 C 号、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

日第 33/13D号和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五 H 第 34/7 A 

号决议，

重申其过去决定，为了应付此种行动所引起的支

出，必须采取勺应付联合国经常预钉:支出不同的程

序，

考虑到对千维持和平行动所涉的巨大支出，经济

上比较发达的国家可以提供较多的捐助，而经济上比

较不发达的国家，提供捐助的能力则较为有限，

考虑到大会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第 1871

(S-IV) 号决议及大会其他各项决议曾指出，安全理

市会各常任理事国对千为措此种行动所需的经费负打

特别责任，

1. 决定将大会第 33/13D 号决议第三节授权和

分配的毛额 8 034 170 美元（净额 7 953 805 美元）

拨给大会第 3211 B(XXIX)号决议第二节第 1 段所

指的特别帐户，作为一九七儿年六月一日至十月勹十

四日期间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行动费用；

2. 又决定将大会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第

34/ 7 A 号决议授权和分配的毛额 2 062 827 美元（净

额 2 042 193 美元）拨给大会第 3211 B(XXIX) 号决

议第二节第 1 段所指的特别帐户，作为一九七九年十

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三十日期间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

员部队的行动费用；

@A/34/582 和 Corr. 1 。

@A/34/688 。

1. 决定拨给特别帐户 12 578 000 美元，作为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八0年五月了十一日期

间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行动费用；

2. 又决定在不妨碍各会员国千大会审议维持和

平行动经费的筹措办法时可能采取的原则立场的情况

下，作为一项特别安排，由各会员国按照一九七八和

J九七九年分摊比额表所规定的比例，分担一九七儿

年十二月一日至一｀十一日期间按比例计符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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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30 699 美元，以及按照丿儿八O、一九八一和一

九八二年分摊比额表所规定的比例，分担一九八 O

年一月一日至五月一十日期间按比例计打的经费

10 447 301 美元，并且：

(a) 由大会第 3101 (XX.VIII)号决议第 2 (a) 

段所提到的会员国分担上述六个月期间的经费

7 396 874 美元，其中 1 305 053 美元应按照一九七

八和一九七九年分摊比额表所规定的比例分担，

6 091 821 美元应按照一九八O 、 －九八－和一九八

二年分摊比额表所规定的比例分担；

(b) 由第 3101 (XXVIII) 号决议第 2 (b) 段和

第 3374 CCXXX)号决议第二节第 2 (b) 段所提到的

会员国分担上述六个月期间的经费 4 883 536 美元，

其中 779 836 美元应按照一九七八和一九七九年分摊

比额表所规定的比例分担， 4 103 700 美元应按照一

九八O、一九八一和一九八二年分摊比额表所规定的

比例分担；

(C) 由第 3101 (XXVIII)号决议第 2 (C) 段、第

3374 CCXXX) 号决议第二节第 2 (C) 段和第 33/J3 D 

号决议第五节第 1 段所提到的会员国分担 r．述六个月

期间的经费 291 514 美元，其中 -14 958 美兀应按照

一九七八和一九七九年分摊比额表所规定的比例分

担， 246 556 美元应按照一九八 C一）、一九八一和一九

八二年分摊比额表所规定的比例分担；

(d) 由第 3101 CXXVIII) 号决议第 2 (d) 段、第

3374 CCXXX) 号决议第五节第 1 段、第 31/5 D 号

决议第五节第 1 段、第 32/4 C 号决议第五节第 1 段

和第 33/13 D 号决议第五节第 1 段所提到的会员国

分担上述六个月期间的经费 6 076 美元，其中 852 美

元应按照一九七八和一九七九年分摊比额表所规定的

比例分担， 5 224 美元应按照一九八0 、 一丿儿八一和

一九八二年分摊比额表所规定的比例分担；

3. 决定按照其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 13 第 973

(X) 号决议的规定，本节第 2 段规定的各会员国分担

额应扣除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H 至一九八0年五月

十一日期间核定的工作人员薪给税收入估计数

116 000 美元中拨入衡平征税基金内各会员国名下的

数额；

授权秘书长，如安全理书会决定将联合国脱离接

触观察员部队的仔务期限延长到安理会一九七九年十

－月一］十日第 456(1979) 号决议所核定的六个月期间

以后，即承付该部队｀九八0年六月一日至十一月

+l1 期间的费用，每月至多毛额 2 096 333 美元（净

额 2 077 000 美元），这笔款项由各会员国按照本决

议所定办法分担；

四

1. 强调有必要向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 l1

愿捐助现金和秘书长可以接受的各种服务和用品；

2. 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以最有效

率和最节省的方式维持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

五

l. 决定将多米尼加和所罗门群岛列入大会第

31 o 1 CXXVIII) 号决议第 2 (d) 段所提到的一类会员

国中，它们对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摊款数额

应按照大会一九七九年卜月二卜五 H 第 34代 A号决

议第 6 段的规定计，~礼

2. 又决定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 5. 2 (C) 的规

定，将本节第 1 段所列会员国至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

i· 13 为止摊缴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款项作为
杂项收入，用来抵充 l．．文第飞节所分摊的经费。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

笫八十五次全体会议

D 

大会，

考虑到秘书长的报告＠所述的联合国紧急部队和

@A/3,1/582 和心rr.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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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特别帐户的财务状况，并

参考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悯第 4 段，

注意到必须为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提供必

要的经费，使它能够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所

规定的任务，

关切到秘书长越来越难按时偿付部队的债务，特

别是拖欠部队派遗国政府的债务，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卜四日第 33/13 E 号

决议，

认识到由千某些会员国扣缴摊款，使得联合国紧

急部队和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特别帐户的剩余

数额事实上全被动用，以补充从缴款得到的收入来支

付这两个部队的费用，

关切到适用联合国财务条例 5.2Cb), 5.2Cd), 

4.3 和 4.4 的规定会使这两部队现已困难的财务状况

更加恶化，

]. 决定大会第 33/13 E 号决议的规定继续有

效，直到大会另有决定为止；

2. 决定联合国财务条例 5.2(b), 5.2Cd), 

4.3 和 4.4 对千按照规定本应缴还的 5 260 420 美元

暂不适用，并将这笔款项存入大会第 33/13 E 号决

议执行部分所说的帐户，暂不动用，待大会作进一步

决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O六次全体会议

34/9.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费的

筹措

A 

大会，

回顾大会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13 第 33/H 号决议

第三节规定，秘书长日前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承担费用的权力到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 H 终止，

@A/34/688 。

注意到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日前的任务期

限，曾经安全理书会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四日第 450

(1979) 号决议予以延长，到一儿七九年十二月十八 H

为止，

1. 决定授权秘书长从一儿七九年十一月一日起

到,.二月十八日止每月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承

担不超过毛额 10 172 000 美元（净额 10 084 500 关

元）的费用，以便大会有足够时间审议秘书长关于该部

队经费苏措问题的报告；面

2. 又决定按照大会第 33/14 号决议所定办法，

由各会员国分摊卜述费用。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

笫五十一次全体会议

B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费

苏措问题的报告画以及行政和预钉问题咨询委员会的

有关报告，窃

考虑到安全理事会一九 L八勹r_ ．月十儿 H 第 425

(1978) 号和第 1126 (1978) 号，一九七八年五月飞日第

427(1978) 号，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第 43,{ (] 978) 

号，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第 44Hl979)号和一九七

九年六月十四 fB] 第 450(1979) 号决议，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第 S- 8/2 号，一

九七八年十一月飞日第 33/14 号和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一日第 34/9A 号决议，

重申其过去决定，为了应付此种行动所引起的支

出，必须采取 IJ应付联合国经常预箕支出不同的程

序，

考虑到对于维持和平行动所涉的巨大支出，经济

上比较发达的因家可以提供较多的捐助，而经济上比

较不发达的国家，提供捐助的能力则较为有限，

雅A/31/570 和 (_~orr. 1 。

切 IlI.l L 。

® A/3,t/6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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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对千按照《联合

国宪章》决定的维持和平行动所需的纾费负有特别责

任，

决定拨出毛额 51 906 000 美元（净额51 468 000 

美元）给大会第 S- 8/2 号决议第一节第 1 段所指的特

别帐户，这笔款项于征得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的同意后核准，并按大会第 33/14 号决议第飞节的规

定分摊，作为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至六月十八日期

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行动之用；

1. 决定拨出毛额 44 756 800 美元（净额44 371 

800 美元）给大会第 S- 8/2 号决议第一节第 1 段所指

的特别帐户，这笔款项于征得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

员会的同意后核准，并按大会第 33/14 号决议第三节

的规定分摊，作为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九日至十月三十

一日期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行动之用；

2. 决定拨出毛额 16 275 200 美元（净额16 135 

200 美元）给大会第 S- 8/2 号决议第一节第 1 段所指

的特别帐户，按大会第 34/9A 号决议核准和分摊，作

为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H 至十二月十八日联合国驻黎

巴嫩临时部队行动之用；

授权秘书长，如安全理事会决定将联合国驻黎巴

嫩临时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到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四日

第 4500979)号决议所核定的六个月期间以后，即承

付该部队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一九八0年十二

月十八日期间的费用，每月至多毛额 10 767 166 美

元（净额 10 676 666 美元），这笔款项由各会员国按

照第 34/14 号决议所定办法分担；一九七八年和一九

七九年分摊比额表适用于其中一部分，即一九七九年

十二月十九日至三十一日期间按比例计算的毛额

4 515 263 美元（净额 4 477 312 美元），一九八O、一

九八 f和一九八二年分摊比额表则适用千其后期间的

余额；

四

请秘书长采取 切必要行动，确保以最有效率和

最节省的方式管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五

1. 决定将所罗门群岛和多米尼加列入大会第

S- 8/2号决议第一节第 2 (d) 段所提到的一类会员国

中，它们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摊款数额应按

照大会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五 H 第 34/6A 号决议第 6

段的规定计钉；

2. 又决定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 5.2(C) 的规定，

将本节第 1 段所列会员国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 H

为止摊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款项作为杂项收

入，用来抵充上文第三节授权分摊的经费。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一 C)六次全体会议

c 

大会，

注意到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行动的特殊性质

及其经费筹措办法的内在困难，

关切地考虑到若干会员国扣缴它们对联合国驻黎

巴嫩临时部队的摊款，使该部队的特别帐户的赤字 H

增，主要由于特别帐户经费短细，以致应该付给部队

派遣国政府的款项难以按时支付，

深信需要开列特别经费，以清偿联合国驻黎巴嫩

临时部队拖欠向其提供特遣队和（或）后勤支援的各国

政府的债务，

回顾其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日第 33/ 13F 号决

议，其中核准联合国紧急部队和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

员部队援用联合国财务条例第四条时采用特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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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援用联合国财

务条例第四条时采用以下的特别安排，在财务条例

4.3 和 4.4规定的期限终了后，继续保留必要的经费，

以清偿对提供特遣队和（或）后勤支援的各国政府的债

务：

(a) 在财务条例 4.3 规定的十二个月期间终了

时，凡与各国政府供应物品和提供服务有关的债务，

如已接到通知要求偿还或应按规定的偿还率偿还，但

在该财政期间尚未清偿，都应转入应付未付帐内；这

种应付未付帐应列在特别帐户内，直到清付为止；

(b) （一） 与各国政府供应物品和提供服务有

关的任何其他债务，以及拖欠各国

政府的其他债务，如尚未接到通知

要求偿还而在该财政期间尚未清

偿，都应在财务条例 4.3 规定的十

二个月期间终了后额外四年期间内

继续有效；

（二） 如在这四年期问内接到通知要求偿

还，应斟酌情况按以上(a) 项的规

定处理；

(-=:) 在额外四年期间终了时，任何未清

偿债务都应一笔勾销，为此保留的

任何经费的结余应予交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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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大会，

回顾其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费筹措问

题的一九七八年四月二 l垒一日第 S- 8/2 号决议和一

九七八年十一月飞日第 33/H 号决议，

关切地注意到若干会员国已经表明不愿缴付它们

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预算的摊款，

注意到秘书长关千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费

筹措问题的报告包第 7 段，其中指出各会员国分摊该

部队经费的总额中，有四分之一以 1-:.在目前情况下必

须视为无法征收，

注意到秘书长向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提出的关于

联合国工作的报伟＠，特别是报告的第十二'l'i，其中除

了别的以外，略述某些会员国的扣缴摊款政策对部队

派遣国、尤其是对资源较少的国家所造成的负担，

注意到目前情况的继续存在可能妨碍维持和平部

队组成方面的公平地域分配的项要原则，

]. 重新请各会员国向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自愿捐助现金和秘书长可以接受的服务和物品；

2. 决定设立一个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暂记

帐户，按照本决议附件的规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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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关千联合同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暂记帐户的规定

A. 用途

1. 联合 11、1 引黎巴嫩临时部队暂记帐户（以 11] 称个帐户）

佃女｝j] 米补允联黎部队纾常竹别帐户，按照联合国现仆惯例和

仁，还令，佚还各国政府囚向联合国引黎巴嫩临时部队提供部

队、裴备和物资旧承扣的费 JI] 。

B. 准则

2. 本帐户 l\v 戏照«联合 1, 、1 ，先，？心的宗旨和 1小帅j1＼刑。

(:. 资源

3. 个帐户的贷 V从 1,y 为各 i"l 政府、 I 叶际组织（政府组织和

II政府组织）和且他私人力仆II I1 愿捐助的现个。

1. 联合囚柲书长 1,.，向联合国各会员 114 和 1 L f] 机构的成

员 1炉I 发出内次 llfll] 。

5. 们给个帐户的现令应以 1if 兑换货币或秘书长容易拨

供 I述川途的货币缴付。

@A/34/570 和 Corr.I 。

岱《人会仆式记永，釬~ ·>I 四）仆｝会议，补编~; 1 \片 (A 1 

3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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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捐款不应限用千某一牛守定受拔 1 叶。

7. 捐给本帐户的款项将视为付给秘书长的现金垫款， 上

俟联黎部队经常特别帐户收到足够数［ l 的摊坎时，即记仵捐助

国或捐助者的存款或退还给它们。

D. 财务管理

8. 秘书长应按照现行联合囚财行条例和细则忤押本帐

户。

E. 未来安排

9. 大会应根据经验审杏这种安排的效果和进一步演变，

以便决定竹出可能需要的更动和改进，以求充分符合木帐户的

川迩。

E 

大会，

考虑到秘书长的报告纷所述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

时部队特别帐户的财务状况并参考行政和预算问题咨

询委员会报告岱第 6 和 7 段．

注意到必须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提供必要

的经费，以便它能够执行安全理小会各项有关决议所

规定的任务，

关切到秘书长越来越难按时偿付联合国驻黎巴嫩

临时部队的债务，特别是拖欠部队派遣国政府的债务，

关切到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财务状况很快

会达到严重阶段，

决定联合国财务条例 5.2Cb), 5.2Cd), 4.3 和 4.4

对于按照规定本应缴还的 122 492 美元暂不适用，并

将这笔款项存入联合国的一个单独帐户，暂不动用，

待大会进一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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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0.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第 32/72 号决议，

其中除其他外，载有关千会议委员会职权范围的规定，

注意到会议委员会作出的一项结论，即目前联合

国秘书处为各种会议适当地提供服务的能力和会员国

积极参加会议的能力，都已到了极限，远

深信联合国会议活动的程序和安排有合理化的必

要，

@A/34/570 和 Corr.1 。

@A/34/689 。

进一步鼓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会议委员会在共

同有关的领域继续保持并发展密切的合作，

]. 欢迎经济及补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八月三日

第 1979/81 号决定对会议时分地配办法采取的行动，

以及它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第 1979/ 1 号决议、－

九七九年五月十日第 1979/41 号决议和一九七九年八

月二日第 1979/69 号决议中对文件管制和限制间题采

取的行动；

2. 赞同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报告句第30段所载

的建议，即除其他外，应将上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

于文件管制和限制的各项决议适用于大会及其附属机

构，并应请秘书长充分执行这些决议；

3. 请会议委员会研讨用什么方法，使它能够在

排定会议日期和管理会议资源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

用，并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有关的报告；

4. 又请会议委员会审查大会就会议时地分配办

法通过的各项决议和结论执行的程度，包括研讨大会

各附属机构各届会议的原定会期和实际会期，并向大

会第一十五届会议报告调查结果；

5. 进一步请会议委员会监督大会所通过的各项

文件管制和限制办法的执行情况，包括关于备制会议

记录及采用措施提高联合国会议活动效率的办法，并

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有关报告；

6. 请会议委员会对一九八O －一九八一年会议

匈参石《大会 I「式记求，打｝一－：十四屈会议，补编勾~ 32 勺》

(A/34/32 和 Corr.1), 钉~ 53(b) 段。

＠同上，«补编第 38 号HA/34/3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