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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笠依照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的規定，將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工發組織)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二屆會報告書提交大會。

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二届會係於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至五月十四日在奥地 

利維也納霍夫堡舉行。本報告書業經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四日理事會第六十二次 

會議通過。

第一章

屆會的組織

一 . 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二屆會於一九六八年四月 

十七日在奥地利維也納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總部揭 

幕。

二 . 第 一 届 會 主 席 ^̂ 01-31̂ 1̂(1 丁約旦)在新 

主席尙未選出前代行第二届會主席載務而主持揭幕。

三 . 奥地利外交部長01. 1̂ 1111 ^̂ 31(11161111代表 

奥地利共和國聯邦政府歡迎與會者。他說理事會負有 

一項艱綴任務，但其努力將有助於緩和國際緊張局勢。 

擇定維也納爲地點一舉，滿足了忠於永久中立政策的 

奥地利人民及政府的誠擊願望，那就是想對處境比較 

困難的國家的發展有所貢獻，以助輩固和平與國際合 

作。 1

四. 工 發 組 織 執 行 主 任 1.11.
1̂ 811111311惑謝奥地利政府提供便利，使秘書處能在此 

種妥適情況下設在維也納；他又說，他深信工發組織 

與地主國當局將本着互信繼續合作，而且此項合作的 

功效將與日俱增。

成員及舆會者

五 . 理事會下列理事國均有代表出席届會：阿根 

廷、奥地利、比利時、巴西、保加利亞、略麥隆、加拿大、 

智利、哥倫比亞、古巴、捷克斯拉夫、德意志聯邦共和 

國、芬蘭、法蘭西、继納、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義大 

利、象牙海岸、日本、約旦、科威特、荷蘭、奈及利亞、巴

^口!".、̂ 3 1 ^1116；0 1 致詞全文見附件威。

基斯坦、秘魯、菲律賓、羅馬尼亞、盧安達、索馬利亞、西 

班牙、蘇丹、瑞典、瑞士、泰國、千里達及托貝哥、士耳 

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大不列顔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烏拉圭 

及偉比亞。

六.下列聯合國會員國或專門機關會員國均曾派 

遣觀察員列席理事會第二屆會：澳大利亞、玻利維亞、 

中國、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共和國、瓜地馬拉、敎廷、 

宏都拉斯、甸牙利、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亞、尼日、挪 

威、波蘭、葡萄牙、大韓民國、越南共和國、南非、上伏 

塔、委內瑞拉及南斯拉夫。

七 . 聯合國秘書處經濟及社會事務部、非洲經濟 

委員會〔非經會X 歐洲經濟委員會〔歐經會X聯合國貿 

易及發展會議（賈發會議X 聯合國發展方案I：發展方 

案)及世界糧食方案(糧食方案)均有代表列席屆會。

八 . 下列專門機關均有代表列席届會：國際勞工 

組織( 勞工組織X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糧農祖織〉、聯 

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文敎組織X世界衞生組織(衞 

生組織X 國際復與建設銀行〔國際銀行X 關税璧賀易 

總協定〔總協定)缔約國及國際原子能總署(原總亦曾 

派遣代表與會。

九 - 下列政府間祖織派有代表列席届會：共同非 

馬組織(非馬組織歐洲經濟聯盟；美洲國際組織(美 

洲組纖及國際聯合保護知識財産局〔保護知識財産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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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列非政府組纖派有觀察員列席届會：亞 

非經濟合作組織〔亞非經合組織歐洲工業及海外發 

展中心歐洲工發中心國際促進及保護私人外國投 

資協會(私資協會國際商會(商會國際科學管理委 

員會〔科管會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自 由工聯國  

際基督敎工會聯合會(基督工聯〕；國際傷主組織(偏主 

組織及世界工會聯合會 (世界工聯^)。

一一^ 執行主任宣讀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亞經 

會)執行秘書的一項來文，其中對於他不能列席届會表 

示遺憾，並祝理事會工作成功。他未能與會是由於亞 

經會訂於同一期間舉行會議。

第一屆會生席致詞

一二.第一届會主席致詞時特別指出工發組織承 

擔辦理前工業發展中心的工作，足以確保工業方面活 

動的連續性。他促請注意五個問題；據他說，理事會 

第一届會中許多代表團認爲這五個問題很重要。第一， 

工發組纖的工作方案應按"方案預算"辦法擬訂，列明 

優先次序。第二,工發組織應主要地致力於業務活動， 

由其他國黯機構從事一般性的研究，像理事會第一届 

會所通過關於今後工作方案準則的決議案中所指出的 

那樣。第三，他追述某一代表團認爲理事會的首要任 

務是設置一個行政機構以便迅速而靈活地應付有關協 

助的申請，所以它曾提議爲此目的設立一常設方案委 

員會。第四，工發組織秘書處的組織及職務曾經冗長 

辯論，這反映許多代表團的關切；關於這個問題，一 

代表團認爲工發組織的成敗大半繁於其職員工作效率 

的高低，理事會應就此事項頒發指示。最後，他說理 

事會第二届會似宜進一步探討工發組織工作方面所需 

資金的壽措方法。他追述理事會關於舉行認捐會議的 

決定，並認爲對特種工業事務的捐助問題，與其管理 

方面的臨時辦法頗有關係。 2

選舉職具

一三.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第四十次 

會議中，依照議事規則第十八條的規定，口頭表決選 

出下列第二届會職員：

主席： 1^ 61111-1011 3 1 811(161131：〔奥 地 利 ^ ；
副主席： 1̂ 101131116(11 〔索馬利亞

千里達及托貝哥〉； 

1*61111 〔保加利亞

板去員： ^ 01131111113(1 ^11

义 第一届會主席致詞全文見文件1 0 / 6 / 3 7。

一四.第二届會主席於就載時表示希望理事會勿 

忘過去有關工業化的經驗，俾其今後能對加速發展較 

差國家的工業化作出較大貢獻。他覺得爲作出此種貢 

獻計,應先以最妥善的方式利用理事會所有的時間,俾 

得集中致力於其所面臨的實體問題。 3

全權經書

一五. 依照議事規則第十七條第二項的規定，主 

席通知理事會說各職員當審查出席第二届會各理事國 

代表團的全權證書,並當以報吿書提請理事會核准。因 

此届會職員封各項全權證書加以審查,認爲均屬妥善， 

遂向理事會提具報告，理事會於第四十七次會議予以 

核准。

議 程

一六. 在第四十一次會議上，主席將届會臨時議 

程提請理事會核准〔10/2 /19  &1101八 於 主 席 答  

覆了巴西及荷蘭代表關於臨時議程各項目下所擬討論 

議題的各問題之後，理事會一致通過下開第二届會議 

程二

一 . 屆會揭幕。

二 . 選舉職員。

三 . 通過議程。

四 . 工發組織秘書處一九六七年度工作報吿書。

五 . 國際工業發展座談會報告書。

六.聯合國各組織體系工業發展方面工作的檢 

討。

七.工發組織一九六八及一九六九年度工作方

案。

八.聯合國各組織體系工業發展方面活動的協 

調。

九.一九六九年度支出槪算書草稿及其他財務問 

題。

一 組 織 事 項 。

一一^ 非政府組織問題：

(&)工發組織與國際非政府組織關係上的程 

序；

申請書的審議。

一二. 第三届會臨時議程(議事規則第九條

3 第二届會主席致詞全文見文件1 0 / 0 /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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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三届會的日期及地點（議 

事規則第七條X

一四. 其他事項。

與政府間組織的關係

一五. 通過第二届會報告書。

工作的安徘

一七.理事會第四十一次會議決定進行議事以一 

般辯論爲始。届會職員就工作的安排及審議各議程項 

目時應循的程序提出一項計劃。在審查了所擬議的I十 

劃後，理事會於第四十四次會議中決定設置兩個届會 

委員會，並將各議程項目分配如下：

第一委員會：議程項目四、五、七、九及十。

第二委員會：議程項目六、八、十一及十四。

一八. 理 事 會 第 四 十 四 次 會 議 決 定 &- 

1116(1 〔索馬利亞）及 1~61111 ？61：1：07 (保 

加利亞〉兩副主席分別充任第一委員會及第二委員會 

主席。復經決定：應就每一委員會指派"報吿員之友" 
四代表各該委員會主席分別所屬地域以外的地域 

集各委員會載員名單如下：

第一委員會

主席 1̂ 101131116(1 'VV'3Î 38I113(索馬 

利亞）

報告員之友 

亞洲

拉丁美洲

IV！̂：. 1̂ 1:31101300 01113811̂ 菲律賓〉 

1̂115̂ 310 1？ 6215 !̂)：!：̂!!̂ !̂!!：!：

( 巴西〉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1056̂  /̂̂ (̂ ^̂ ^̂ ^̂ (̂捷克斯拉夫） 

西方國家 2111061〔瑞典）

第二委員會 

主席

報吿員之友: 

非洲 

亞洲

拉丁美卵 

西方國家

丁61111 ？61：1：0  ̂(保加利亞）

IV！ 儿 131:0131563̂  (幽納 ̂  

印度）

1 ^ 1 ？ 3110 1̂ 1613 哥倫

比亞）

1̂ 10116110 0  0221 (義大利）

委真會的工作

第一委员會

一九.第一委員會自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至 

五月十四日共舉行二十七次會議。發交該委員會的議 

程項目是四、五、七、九及十，經決定按下列次序審議： 

(^) 一九六九年度工作方案〔項目七：！；

一九六八年度工作方案〔項目七 

(^)工發組織秘書處一九六七年度工作報吿書 

^項目四

(^ !)國際工業發展座談會報吿書〔項目五 

( ^ )經常方案項目七〉；

一九六九年度支出槪算書草稿及其他財務間 

題〔項目九及

( ^ )組織事項〔項目十3。

二該委員會決定就有關文件作一初讀，以期 

閩明主要̂問題，然後進行二讀，在此期間各國代表圃 

得提出具體提案及建議。爲了便於審查與一般工作方 

案有關的主要文件，該委員會決定首先審議按十五組 

活動編列的一九六九年度工作方案，同時則參考一九 

六七年度工作報告書內相當各節、一九六八年度工作 

方案及國際工業發展座談會報告書。

二一. 依照理事會所作決定，第一委員會報吿書 

全文經編入理事會報告書內。

第二委員會

二二.第二委員會自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至 

五月七日共舉行十次會議。發交該委員會的議程項目 

是六、八(^)、八(^ )、十一(^ )、十一(^))及十四，經決定 

按下列次序審議：

(^)工發組纖與國際非政府組織關係上的程序 

(項目十一 (^));

國際非政府組織申請書的審議(項目十一(̂ )̂); 

( ^ )與政府間組織的關係〔項目十四 

(^!)聯合國各組織體系工業發展方面工作的檢討 

《項目六〉；

(^)工發組織在協調聯合國體系工業發展方面活 

動上的中心任務〔項目八(^));

0 0 區域、分區域及國家層實地業務的促進(項目 

八(^^))。

二三. 依照理事會所作決定，第二委員會報吿書 

全文經編入理事會報吿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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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般辯論

二四. 一般辯論開始時首由執行主任發言，他 

就理事會第一届會以來工發組織的主要活動作一檢 

討。'^除將工發組織總部移至維也納及囊備於一九六 

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在雅典舉行國際工業發展座談會 

外，工發組織秘書處致力於工作方案的實施，並依照 

理事會提示的準則来農定本組纖的活動方針。所特別 

注意的事項爲：促進實地活動和辦理此種活動上的事 

務，以及部署專家小組研究班及研究報吿等方式的支 

助性活動，以期獲致實際具體成果。

二五. 執行主任稱，聯合國發展方案內技術協助 

部分的連續方案擬訂的新程序使工發組織感到某些困 

難，這不僅是由於本組織是新設的，而且也由於工業 

方面一 一 極複雜的一個領域一 協助方案的特殊性 

質。因此,工發組織秘書處在程序上需要較大的弾性， 

方能應付各種不同情形。

二六.與發展方案合作訂立的工發組纖外勤顧問 

制是促進業務活動和使此項活動在發展中國家發揮較 

大效力的董要工具。所希望的是發展方案逐漸承擔外 

勤顧問方案經費的壽供，在此項方案下終將有個二十 

名外勤顧問網在各區域爲大約八十個受助國家服務。 

依照座談會一致建議而採取的朝着同一方向走的另一 

步驟，是工發組織各國內委員會的設立。

二七. 除工發組織的業務方案外，發生高度助力 

功效的促進工作成爲工發組織工作方案的一個日益重 

要的特點。

二八.爲了滿足發展中國家對於情報的需要而協 

助它們在工業化過程中推進，工業組織在維也納成立 

了工業情報中心。

二九. 在一些較先進工業化國家的合作之下，若 

干在厳訓練班已開舞了有些時日。此等訓練班是爲着 

發展中國家高級工程師及工業經理而設計的，藉使他 

們熟悉最新工業償例和程序。兹正向理事會本届會提 

出使此等訓練班制度化的提案，擬請在發展方案的協 

助和關係政府的合作之下在若干先進國家設立工業支 

部研究所。

4 執行主任的陳述全文，見附件参。

三至於聯合國體系在工業發展方面活動的協 

調問題，和各關係機關的商討已頗有進展。這些商討 

涉及在工發組織的活動和有關機關的活動具有相輔相 

成性質各部門內以合辨計劃方式訂立合作方案，也涉 

及設置秘書處間機構，以處理活動重4 和因而發生載 

權衝突的各部門的協調問題。執行主任希望，由於這 

些接洽和下一年度內商討方面的續有進展，他能將和 

各有關機關所訂協定的正式條文提請理事會下一届會 

核准。這些協定當就共同關心部門內活動的協調及合 

作，正式規定工發組織和其他機關的關係。

三一.執行主任指出和各區域委員會的合作在一 

九六七年內已經有了進一步的加强，運用工發組織的 

外勤工業顧間後還可獲致更密切的合作。各匿域集團 

與各分集團之間也正在展開合作。他歡逃政府間及非 

政府組織在與發展中國家工業化有關的各自活動範圍 

內所作貢獻。

三二. 在隨後一般辯論中，經各方特加考慮的問 

題爲：工業發展的政策及策略；秘書處的活動；在工 

業化方面責有責任的聯合國各機關的活動的協調；鄭 

重審核工發組織擬議工作方案一舉的重要。

三三.有些代表團强調必須使工發組纖具有普遍 

性，俾確保世界上所有國家，不論其社會及經濟制度 

爲何，均有權參加工發組織的活動和合作交換累積的 

綴驗與知識。

三四.提及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日益懸 

殊時，有些代表團認爲對於增加農業生産量問題應特 

加注意。糧食生産應予促進，其辦法爲增加工業品的 

投入農業,諸如農業設備、肥料及殺蟲劑。商品的輸出 

應在半加工及製成階段予以促進，此一類型的工業計 

劃應在工發組織工作方案中列爲優先事項。

三五.其他代表團認爲發展中國家不應從事高資 

本密度的工業生産，而應集中力量於以密集勞動的工 

業技術爲基礎的生産。他們又認爲發展中國家在設計 

其工業發展時允宜參酌各該國經濟中的一般情形，務 

求滿足其目前的需要。他方面，若干代表團指出發展 

中國家不應僅致力於小匪工業，而應同時注意董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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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此等國家如果這樣做去，就能在工業的各部 

門間維持必要的平衡。一代表團强調工業發展的主要 

條件之一,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體制中的整合化。 

其他代表團認爲發展中國家不能接受縱的國際分工， 

因按照這種分工方式，較先進國家生産工業品，而其 

餘國家只是初級貨品的生産者和供應者。

三六.有些代表團認爲除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 

家的合作外，發展中國家彼此間在匿域層上也應從事 

合作。許多代表團强調必須而且允宜充分利用發展中 

國家本身在工發組纖方案中所得經驗。它們認爲應請 

發展中國家就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工業方面的合作 

情形提具詳細報告，並說明其對多邊及匿域合作所能 

提供的經験及便利。有人提議秘書處就此事項向理事 

會次一届會提送報告書。違有一項意見主張：不僅發 

展中國家彼此間應該利用工發組織途徑來交換工業發 

展方面的經驗，而且最高度工業化國家彼此間也應該 

如此，因爲後一類國家彼此間經驗的交換封於前一類 

國家將有極大助益。

三七.若干代表團建議工發組織着手進行和參加 

與工業發展策略有關的研究及行動。工發組纖在此方 

面的主要載務之一是評估發展中國家的工業潛能和霞 

訂適當策略,特別注董次一"發展十年"的計劃及目標。 

其他一些代表團認爲工發組織的任務不應僅限於提供 

技術協助，卽使能成爲一個注重行動的組織，也還是 

不够的。它的主要職務應該是霞訂工業策略，並按發 

展中國家不同發展階段將此項策略提供此等國家酌情 

採用。

三八. 至於在雅典舉行的國際座談會，許多代表 

團認爲所通過的建議頗有慣値。它們也很重視一項事 

實：座談會使已發展和發展中國家間就工業化過程的 

各方面進行一種有⑤的商談。一些代表團提及，與座 

談會一同組纖的工業促進事務處(工促處)是一項有值 

値的積極措施，因爲它就工業計劃資金的憲供事宜幫 

助已發展和發展中國家內各關係方面建立聯絡。有些 

代表團雖然對於其未能參加座談會表示遺憾，但它們 

認爲這個座談會未能擬訂一項工業發展策略，過度着 

董私營企業,而不堅決主張應由公營部門貴主要任務。 

據這些代表團的意見，座談會經由工業促進事務使資 

本主義璧断事業的代表能聚集在一起，於是發生了這 

樣一個問題：工發組纖是否有成爲西方私人利益集學 

工具的危厳。

三九.許多代表團雖然承認秘書處在過去一年內 

的成就，特別是在舉行雅典國酸座談會一事上的成就， 

但是它們認爲工發組纖仍在一個過渡時期中。

0 0 ^各方與於理事會在活動方案方面的職孩表 

示種種意見。若干代表團認爲，倘提出一九六八及一 

九六九年度工作方案的文件來得更爲詳盡，那就可以 

便利工發組織工作方案的審核。有些代表團認爲，曾 

於秘書處在其成立初期所遭遇的困難，則應鼓勵該處 

在由理事會予以指導的現行程序下繼績從事活動。其 

他一些代表團主張理事會在指導秘書處的職務方面應 

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它們贊成設置駐會委員會或常設 

委員會，責責審查和注視秘書處工作方案的實施情形， 

藉以便利理事會的工作。一代表團認爲工發組織的目 

前結構有加以充實的必要，理事會應使該組織有一個 

較目前更爲適當的體制。一代表團追述，依據大會一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的規 

定，理事會負有管理和促進的雙董職務；它認爲應在 

這兩項職務上覓致適當的平衡。若干代表團的意見 

是：設立所提及的那類特別機構是不必要的，因爲這 

樣會增加秘書處的職責，使它承受爲這些機構服務的 

負擔。

四一.許多代表團强調工發組織在協調聯合國各 

組織體系內的工業發展活動方面的中心任務。此等代 

表團雖然對於現時從事與工業發展有關的活動的若干 

專門機關所辦理的工作表示贊成，但是它們認爲聯合 

國各組織間有加强協調的必要，以期避免重疊和彌補 

缺漏。有些代表團强調若干專門機關在工業發展方面 

的載權和經驗。許多代表團歡迎執行主任就工業化方 

面活動的協調問題# 手與各專門機關進行商討，特別 

是就工發組纖與關係專門機關在共同關切部門合辦工 

作方案問題進行商討。一些代表團建議執行主任將可 

能與專門機關達成的任何齒定草案案文提交理事會下 

一届會。有些代表團對於執行主任爲使工發組織與各 

區域經濟委員會在工業發展方面的工作達致更密切的 

和諧而採取的步驟表示欣慰。兩個代表團提出特種工 

業事務的當地費用問題。

四二.然後各方繼績辯論秘書處工作方案特殊方 

面的相關間題。

四三.若干代表團强調計劃的接連推進及實施所 

獲成果有加以評估的必要，並提出若干建議。一代表 

團提議工發組纖設立一諮商及諮詢機構，以期在一項 

計劃的所有執行階段中推進。另一代表團建議秘書處



就毎一計劃的目的及償値，把詳細情報提供理事會，以 

助其評估秘書處的工作。

四四.若干代表團注意到秘書處在計劃的執行方 

面繼續遇到困難，這是由於專家的徵聘工作遲延。一 

代表團指出，此項遲延或許是由於技術協助徵聘事務 

處設在紐約，而工發組織總部則設在雄也納。另一代 

表團請求執行主任擬具革新和加速的提案，交由理事 

會第三屆會審議。

四五.大多數代表團對於外勤工業顔問制的建立 

表示歡迎。它們認爲此制是一種有效的工具，可藉以 

促進工業計劃，協助各國政府撰擬申請書和增加秘書 

處的業務效率。有些代表團認爲外勤顧問如能經由發 

展方案各常駐代表辦事處去服務，則其工作當更有效 

果。一代表團請求執行主任以外勤顧問派遺時間表提 

供理事會，並促請各國政府協助秘書處徵聘能幹載員 

充任此職。

四六.若干代表團於强調工業化封於發展中國家 

的經濟發展至爲重要的意見時，促請以發展方案的大 

部分款項供工發組織所辨計劃之用，期使工發組織發 

揮更有效的作用。其他一些代表團希望發展中各國政 

府於向發展方案提出申請時會考慮增加由工發組織辦 

理的計劃所分得的款項。其他代表團認爲工發組織可 

就已獲有的資金作更有效的運用，要着董品質，而不 

要只着重數量。

四七.有些代表團主張授權理事會核准由技術合 

作經常方案和發展方案二者壽供資金的工業發展計 

劃。

四八.若干代表團着董指出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 

性，認爲工發組織的活動和各區域經濟委員會、貝魯

^特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及其他區域性機構的活動 

有加强協調的必要；它們認爲發展中各國間在匿域及 

分區域基礎上的經濟合作,是十分有益的。一代表團建 

議理事會請發展中國家就其在工業方面同其他發展中 

國家的合作情形向理事會下一届會提具詳細報告。有 

些代表團指出改善工發組織結構的方法之一，是採取 

設立區域辦事處的方式，以分散工發組纖的活動。

四九. 若干代表團認爲：工發組織應使其在管理 

發展、訓練及以農業爲基礎的工業方面的努力和活動， 

同各專門機關、各區域經濟委員會、貝魯特聯合國經濟 

及社會事務處及其他區域性機構在這些方面的努力和 

活動相協調。此項協調足以防止重疊，並使資源獲致

更妥善的運用。一代表團認爲一切與工業化有關的計 

劃都應歸工發組織管轄；然而另一代表團稱，工發組 

織尙未成立前，其他機關在其從事活動的各部門內已 

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和能力。該代表團說，此項經驗 

及能力應繼績加以利用，但是工發組織可就由聯合國 

其他機關負責的計劃作出貢獻。

五許多代表團强調旨在適應其各本國特殊需 

要的訓練方案的董要性；關於此事，它們提及其政府 

的努力及經驗。有些代表團表示願意續辦已在其國內 

進行的在厳訓練方案，藉以協助工發組織及發展中國 

家。一代表圉歡迎此等在厳訓練方案的制度化，如秘 

書處所建議的；另一代表團則建議工發組織以逐漸朝 

此方向推進爲宜。還有一項意見是勞工組織應繼績進 

行其所從事的工業訓練活動，並將此項活動情形隨時 

告知工發組織。另一代表團對於工發組織在其國家內 

街辦理的菅理人員及工程師訓練方案表示滿意。有人 

引工發組織方案爲例證，以示一國際機關與地方當局 

的有效合作和地方資源的最妥善運用。違有另一代表 

團表示願意協助工發組織，其本國可供絵人員辦理菅 

理方面的訓練事宜。關於研究獎金問題，一代表團指 

出在發給某些地域的研究獎金上有某種不均衡現象。

五一.許多代表團强調促進活動對於從公私兩種 

來源吸引外資一事的重要；它們認爲工發組織能成爲 

此方面的一種有效工具。有些代表團希望推廣工發組 

織的工業促進活動，設置一組工業機會報導機構，負 

責提供關於最新投資及促進機會的情報。一位發展中 

國家代表稱，他本國已制訂法律以吸引外資。另一代 

表團認爲在區域基礎上設立促進中心應該是工發組織 

目標之一，這些中心可輔助所設各國內中心，且可爲 

凡有前途的計劃覓致潛在的投資者。

五二 . 一些代表團提議工發組織在各種不同方案 

下的業務工作應包括：編訂詳細規格；分析來自可能 

的承擅人及供應者和来自執行機關或商號的投標並辨 

理開標事宜; 在製造階段及交貨前檢驗機器；監督工 

廠的建造並協助其移交。此種服務對於發展中國家有 

極大的實際功用。由於工發組織所辦理的事項甚爲迫 

切，我們應該給它較大的伸縮餘地。

五三.若干代表團注董小趣工業在工業化過程中 

的作用，因爲此種工業在結構、資本及技工方面的需要 

都特別適合發展中國家一般通有的情況。一位代表稱， 

由於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多在農村，因此在各農村地區 

建立小里工業足以加速發展。他建議設立小里工業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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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中心。另一位發展中國家代表稱，其本國在設立和 

辦理小型工業方面頗具經驗，故能有效地協助其他發 

展中國家擬訂和實施此方面的計劃。另一代表團談到 

其本國在建立劃定工業區和工業合作社方面的經驗； 

據它的意見，此項措施是鼓勵小里工業增長的一種直 

接方法。另一代表團稱，在擬訂國家發展計劃時應在 

輕董工業間保持適當均衡。

五四.許多代表團强調必須使工發組纖成爲一交 

換所，將已發展國家現有工業情報提供發展中國家參 

考。若干代表團欣悉在奥地利政府的財務支持下，工 

發組織將設立一工業情報中心，作爲發展中國家和已 

發展國家間的橋梁。一位代表希望該中心能成爲有益 

情報來源，以有關資本財的供應者、規格及慣格方面 

的消息提供發展中國家。有些代表團認爲該中心也應 

傳播關於可從各國際機關獲得的協助的消息。

五五.一代表團建議工發組織應考慮對某些大學 

的基本研究工作予以支持，以期查明與發展中國家有 

關的各工業化部門爲何，並決定最適宜於當地情況的 

工業技術水平。一代表團建議工發組織應從事研究活 

動至某種程度，視此種研究對發展中國家有何實際董 

要性，而其結果又非他處所能提供者而定。一位代表 

稱，在其本國研究便利的建立完全仰賴政府發動，工 

業界並不積極參加；另一位代表提及其本國經由新的 

研究方案而致力於謀求經濟多元化。一區域經濟委員 

會的代表稱，從事研究及標準化事宜的一些地方中心 

實爲所需，以協助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

五六.發展中方案代表强調必須協助發展中國家 

建&工業機關，例如西阿拉伯區域工業發展中心的設 

立。發展方案贊成這種辦法。一位代表談及在發展中 

國家設置工業設計研究所的董要；他對於工發組纖在 

其本國內爲設置此項中心而作的努力，表示讚許。一 

區域經濟委員會的'代表强調工業行政、'研究、工業促 

進、標準化及小里工業等一類事務的制度化一事的董 

要。

五七. 若干代表團論及一些事項的董要性，卽經 

由關於所有權的協定轉讓專門訣廣，私營商號參加合 

辦企業；利用已發展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公私諮議。 

一代表團稱,最適合於發展中國家的工業技術,未必是 

密集勞動的技術；發展中國家也能有益地採用高深的 

技術。另一位代表建議工發組織設3̂ 諮̂詢機構，就工 

業計劃的整個實施階段一從可實行性研究直至最後

的施工一協助發展中國家。保護創作權局促請注意 

其在工業所有權方面協助發展中國家的方案，包括其 

關於專利權及商標之模範法律；它强調發展中國家爲 

其本身利盒計必須制訂專利權法律或革新現行法律， 

以期鼓勵工業技術及專門訣祭的轉讓。爲達此項目的， 

保護創作權局的服務可供任何國家利用。

五八. 許多代表團强調，爲了最有效地利用現有 

資源和達成均衡的工業結構，設計及方案擬訂是其基 

本的必要條件。對於這一工作範圍一特別是計劃擬 

訂、計劃評估及實施一內的各項需要，亦應加以注

0

五九. 若干代表團論及以匿域及多匿域辦法，應 

付工業發展問題一舉的董要，它們認爲這辦法是推進 

國家及區域工業化的有效手段之一。一 代表團指出,爲 

了國家和區域市場計，應鼓勵發展中國家大型工業的 

發展。幾個代表團認爲擬訂工業發展方案時應多多注 

意其社會方面， 俾經由必要的改革逐漸建立一種適當 

的社會結構。

六 幾 個 代 表 園 指 出 ，外國貸款雖受歡迎，然 

貸敦辦法着放寬的必要，以期減輕償債責擔。一位代 

表建議工發組織或能就資本流入發展中國家一事訂出 

雙方認爲滿意的條件和辦法。另一位代表指出，工發 

組織應就工業方案在財力方面的需要向發展中國家提 

供協助，俾此項方案自始就能在健全的基礎上去擬定。 

另一代表團注意到，資金的#捨固然是工業發展上的 

一個大問題,但是良好的行政、管理及技能這幾項相輔 

的條件也是重要的。

六一.若干代表團强調發展中國家務須建立注重 

輸出的工業,以確保均衡的工業發展及緩和支付問題。 

發展中國家應奮力生産供應外銷的製造品，並對其農 

産品亦從事加工，而不將這些産品在其粗糖狀態下輸 

出。有人建議，工發組織應擴大其對促進出口工業的 

協助。

六二. 一代表團稱發展中國家的一個大問題是它 

們所需要的資本財不能在品質和償格上按公平的條件 

獲得；該代表團促請工發組織在此方面提供協助。一 

位代表建議設立區域工業投資促進中心，作爲鼓勵在 

整個區域內投資的一種手段。

六三.有些代表團在計及工業技術方面的迅速進 

步後，建議工發組織廣泛信賴外界專家知識。它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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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小里試驗廠計劃的擬訂及實施，是工發組纖可以有 

效地從事工作的一個重要部門。一代表團建議，工發 

組纖應在選擇和變通工業技術而使之適合發展中國家 

的特殊情況方面主持研究計劃。

六四.很多代表團認爲工發組織在由發展方案壽 

供資金的技術協助方案中所分得的經費殊嫌不足，有 

關各方應努力確保工業發展計劃能獲得其適當經費數 

額。

六五.許多代表團强調工發組織必須在財政上達 

成自主。很多方面希望已發展國家參加資金認捐會議。 

從另一方面說若干代表團認爲如果沒有力能捐助的國 

家的支持,召開認捐會議是無意義的。一代表團稱，目 

前供工發組纖各項活動用的資金來自各方面；設置另 

一種由志願捐助方式支持的基金，會使現行醉法更趨 

複雜，殊非向前邁進的步驟。

六六.一代表圉宣稱其政府準備支持賈發會議第 

二届會的建議，那就是：在次一"發展十年"期間，每 

一經濟先進國家最低限度應力圖以其國民生産毛額百 

分之一的淨額的財力協助提供發展中國家；其本國希 

望於一九七二年前達到這個自標。

六七. 有些代表團稱，工發組織秘書處因缺乏各 

國際組織所廣泛實行的集體管理，其工作效率遂見降 

低 ;這種缺乏且妨害從績效觀點去考慮若干原則問題。 

塵於這一點，此等代表團宣稱應設置若干副執行主任 

的職位，依據公允地域分配原則委任。該代表團又認爲 

工發組纖秘書處各司的職權應明確廣定，載員的公允 

地域分配原則應更嚴格地遵守。另一位代表建議執行 

主住應起聘組織間題專家就工發組纖的體制編製研究 

報吿。若干代表團提及工發組織秘書處在徵聘資格優 

異職員一事上的困難，咸表示願助其檢色適當人選。

第三章 

工發組織的活動5

六八.本章街載關於工發組纖的活動的報吿是按 

理事會討論工發組厳十五組活動的次序舉述。

六九. 秘書處提示文件11^：6^26、1 0 /2 /2 2及 

1 0 /6 /2 0的第一部分，並解釋擬訂一九六九年度工作 

方案時所採用各項槪念。此中有幾點特別値得注意，因 

某些舉措是在一九六九年度工作方案中首次一般地推 

行。發展方案的一九六九年度技術協助方案正採行新 

的方案擬訂程序，現在各項計劃可於年度內任何時侯 

提出。因此，工發組織一九六九年度工作方案列有預 

期從一九六八年度延續至一九六九年度的計劃以及預 

測各國於一九六九年隨時請申請的各工業部門內計 

劃。此等計劃是根據各國在秦備階段向工發組織提送 

的情報而列入的，旨在主要舉出可以預先擬訂方案的 

長期諮詢服務。

七經常方案係按年編製的，利用聯合國經常 

預算內的款項。提請理事會核定的方案草案載有各國 

向工發組織提出的一九六九年度特定計劃申請事項。

5 本章載述第一委員會關於經理事會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四 

日第六十一次會議訂通過的各項方案 

3 0 1̂ 么 的 報 告 書 內 容 。

理事會在本届會中必須核定一九六九年度的設計水平 

和各項計劃，以及一九七0 年度的設計水平。這也是 

大會決議案二二八九(二十二)中的決定所引起的一項

新情勢。

七一. 在發展方案特設基金會部分的範圍內，共 

計有二十五項計劃應在一九六九年內實施，包括發展 

方案理事會一九六八年一月間届會所核定的七項新計 

劃。另有一項新計劃業經建議該理事會一九六八年六 

月間會議予以核准。

七二.至於計劃的實施情形秘書處代表指出文件 

內的承付款數不一定和實施的經費相等，因承支時所 

定和專家到達實地着手工作的日期常有些差異。

七三. 在隨後的討論中,若干代表團提及這一點， 

認爲工發組織應加快業務方面核定計劃的實施速度。 

一代表團指出很多技術協助計劃因遲延徵聘專家而取 

消；塵於特種工業事務方案的迫切性質，處理一項關 

於此種方案的申請竟耽欄了四個月實嫌太久。

七四. 有些代表稱，就工業發展方面各項計劃的 

實務上的評估而言,工發組織應該有較大的獨立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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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該依賴發展方案。幾位代表指出，此項較大獨立性 

是有理由的，因爲工發組織在聯合國體系內擔負工業 

方面的中心任務。

七五.有些代表團强調公營部門在解決發展中國 

家工業化問題中會起特別董要的作用。關於這一點，它 

們着重指出工發組纖的活動應注重協助發展公營部 

門，可是目前工發組織卻主要着董私營部門。

七六. 幾位代表强調須有長期工業發展方案，以 

期加强工發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並須協助它們 

擬訂其長期方案。當然，優先次序應由各國政府自行 

農定。又有人指出，工發組纖的實際活動應與發展中 

國家的政策及工業化方案密切聯繁。此外，另有代表 

强調，工發組織所應協助者是一種足以最迅速地解決 

發展中國家厳董經濟間題的發展。關於這一點，復據 

稱，工發組織方案應包含更多與工厳及其他基本工業 

企業之建立有直接關係的計劃。由於工業化總是和電 

力的生産有關，工發組纖必須十分重視發展中國家電 

氣化率與一般工業增長率之間的合理的相互關係。

」'七. 至於特設基金會計劃，一位代表着重指出 

一 迄 今 爲 止 ，發展方案理事會雖已在工業部門核 

定了二三0 項以上的計割，但是只有二十五項委託工 

發組織以參加及執行機關名義去黯理。他建議設法將 

工業方面的一些計劃由其他機關移交工發組織。另一 

代表團稱，工發組織應擬訂妥善計劃，藉以擴大其在 

發展方案的活動中所負載責。此等計劃應能引起發展 

中國家的與趣，並應具有助益效力。

七八. 許多代表團强調，工發組織所推行的各種 

計劃有加以評估的必要，以期就此等計劃對孽展中國 

家的功效作一明確評定。

八.聯合國工業方面枝術合作經常方案

七九. 至於聯合國工業方面技術合作經常方案， 

秘書處代表追述理事會第一届會所通過並經大會贊同 

的決議案,其中決定在聯合國預算第五編內另立一敦， 

開列工業發展技術磁助方案所需費用。

八各國政府依據秘書處送請受助國核定的關 

於方案的初步提案（̂!!)/：̂/^^/人 所 提 出 的 申 請  

協助款數( 國別計劃項下)計達一百七十萬美元。此項 

數額係在區域及匿域間顧問方案所列經費之外。

八一. 依據此等申請，執行主任曾就一九六九年 

度經常方案向理事會提出；：  ̂2/1^6 V ̂ 1〉 

提案 ,所擬設計數額爲一百五十萬美元。這樣一來,國

別計劃下未能滿足的申請數額達七五0 , 0 0 0 美元。 I 
關於一九七0 年度的經常方案，亦已向理事會提出一 

項擬定設計數額爲一百五十萬美元的提案 

^̂ 01(1.4)0

八二. 許多代表團都支持秘書處的建議。一代表 

團促請注意大會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議案二二 

九八〔二十二特別是其中要求工業發展協助方案經 

費"所定數額應妥與發展中國家日益增加之需要相稱" 

一節。労一代表團力促理事會不應預斷大會及發展方 

案理事會就境加經常方案預算現訂六百四十萬美元最 

高限額一事可能作成的決定。

八三.一代表團對於執行主任所提議的一九六九 

年度經常方案一百五十萬美元的設計數額表示同意， 

它宣稱璧於發展中國家將其加速工業發展列爲優先事 

項，此種數額實係最低服度。它指出，就是在這種數 

額上,所接各國政府的申請中還有很大一部分〔約七五 

0 , 0 0 0 美元)不能予以照淮，殊感遺憾。有座代表 

團稱,爲了增多可供工發組織工業化方案運用的敦項， 

經常方案範圍內可供運用的款項必須董新分配。

八四.有些代表團反對將工發組織經常方案經費 

境至超出其目前約爲一百萬美元的水平,所提理由是： 

這將使聯合國經常方案下的六百四十萬美元必須董新 

分配，因而將減少可供由經常方案貢擔經費的其他方 

面運用的款項。一代表團提及#資舉辦工發組織新的 

方案擬II程序所提出的那些計劃一事可能性；它希望 

已發展國家增加其對工發組織的捐助。

八五.一代表團因暨於資源的重新分配而支持在 

經常方案現有敦額範圍內增加工業發展項下的經費槪 

數，但它提議較妥善地利用若干政府以不能兌換的貨 

幣向聯合國提供的捐款。另一代表團力促利用特種工 

業事務方案下的未用款項，以充經常方案下超過該方 

案現訂水平的各項申請所需資金，但此項建議爲其他 

若于代表團所反對。關於這一點，理事會獲悉秘書處封 

於特種工業事務計劃不像其對經常方案那樣在一年前 

卽爲之預先擬訂方案；關於特種工業事務方案的任務 

規定不許可對在其他方案下合格的計劃壽供資金。有 

人也促請理事會注意大會曾規定由理事會負責核定經 

常方案並決定其設計數額。

八六. 至於方案的內容，若干代表團建議其中應 

列有較多的訓練及研究獎金名額。

八七.一代表團就計劃的實施而評論多邊援助與 

雙邊援助的關係。它說雖然經常方案的工業部分所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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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小，但幸而在此方面的雙邊方案內可供運用的敦額 

就大得多了。

八 八 . 關 於 第 一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的  

核准問題，週納代表在理事會第六十次全體會議中代 

表二十五國集團發言時^議在該報告書內增加下列一 

句："於通過第一委員會關於項目四、五及七的報告書 

時，理事會大多數理事國都贊成在第十一及第十二兩 

段內所表示的意見"。6 經美利堅合衆國代表提議，隨 

卽舉行表決，以斷定是否理事會"多數"理事國贊成第 

十一及第十二段內所表示的意見。表決結果是二十八 

票贊成，八票反對，棄權者七。.第一委員會報吿書於 

續加討論後，經理事會一致通過。

八九. 在第六十二次全體會議中，執行主任請求 

理事會闇明此項修正的用意。至於第十一段，题納代 

表在巴基斯坦及約旦代表的支持下解釋說，該項提議 

不是意指各項現訂計劃而言，其所指者僅係今後的捐 

款。他們又宣稱，提案國並非意謂現有工發組織與發 

展方案特種工業事務聯合行政機構是非法的，它們不 

過顏請捐助國今後直接向工發組織捐助。它們又稱,第 

十二段表示同意執行主任的提案：一九六九年度技術 

協助經常方案預算內撥給工發組織的款項應增爲一百 

五十萬美元，"塵於發展中國家將其加速工業發展列爲 

優先事項，此種水平實係最低限度"。

蕃議關於經常方案的決議革素

九在第六十一次會議中，盧安達代表提出巴 

西、遲納、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約旦、科威特、巴基 

斯坦、菲律賓、盧安達、蘇丹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所提 

決議草案(了! ) /：̂/!^.^^)。全文如下：

工業發展理事會，

覆按大會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議案二 

二九八（二十二)及工業發展理事會一九六七年五 

月四日決議案二(一)其中建議在聯合國預算第五 

編另立一款，開列工業發展技術協助方案所需費 

用，所定數額應妥與發展中國家日⑤增加之需要 

相稱，

欣悉工業發展技術協助經常方案已使發展中 

國家大感與趣，執行主任在一九六九年度方案下 

所接甚多申請書足以證明，

6 該委員會報告書第十一段及第十二段經分别編爲本報告 

書第一0 0 段及第^ '十三段。

計及必須盡可能滿足若干政府在技術協助經 

常方案下向工發組織提出之關於協助之申請，因 

發展中國家視加速其工業發展爲當務之急，

一 . 建議一九六九年度及一九七0 年度工業 

發展技術協助經常方案之設計數額訂爲一百五十 

萬美元；

二.核准執行主任在技術協助經常方案下 

所提一九六九年度訂正方案^ ! ) / ：̂ /^^/^^!^!.^/

三 . 强調技術協助經常方案在作爲一項促準- 
手段上所負任務之重要，憑此手段可在工業發^  

方面以更大直接協助提供發展中國家；並請執行 

主任草擬本此精神執行經常方案應守之準則。

九一. 比利時代表提及奥地利、比利時、法蘭西、 

日本、聯合王國及美國在10/2/^.38/^111611(1.1中對 

決議草案工!) /：̂/!^.^^所提修正案。該修正案全文如 

下：

前文中措添下開各段（增浏於前文弟三段後） 

備悉執行主任報吿書

渠建議聯合國預算第十四敎內一九六九 

年度聯合國技術協助經常方案之設計數額訂爲一 

百五十萬美元，並稱此項設計數額一百五十萬美 

元一數與從各國政府所接申請之費用總額比較計 

短七五0 , 0 0 0 美元，

同時計及可供聯合國技術協助經常方案動用 

之敦項有限，而其重要用途甚多，

以下開各段替代正文第一段至第三段：

一 . 請執行主任與聯合國秘書長諮商，期能 

由秘書長召集與聯合國技術協助經常方案所資助 

各項活動直接有關秘書處人員會議俾就可動用款 

項如何最妥善分配於聯合國技術協助經常方案所 

包括之一九六九年度各項活動，向大會提具建議；

二 . 又請就一九七0 年度及隨後各年度依照 

此項程序醉理；

三.强調技術協助經常方案在作爲一項促進 

手段上所負任務之重要，憑此手段可在工業發展 

方面以更大直接協助提供發展中國家。

九二. 經盧安達代表建議,會中決定11^：671̂ 3̂8乂 
1̂1161101.1內前文第一段應列於107：67^‘38前文第二

段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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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 在隨後討論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代表提譲删去107：871^^38內前文第二段。此項提議 

經盧安達代表代表提案國予以接受。

九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所提另一 

項修正案卽擬在正文第二段末增添"不增加聯合國之 

預算"字樣，經以二十二票對五票否決，棄權者十六。

九五. 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建議， 

1 0 /6 /1 ..3 8內正文第三段修正爲：

"强調技術協助經常方案中用以擴大對發展

中國家提供工業方面協助之部分之重要，並請執

行主任草擬本此精赫執行經常方案應守之準則"。

九六. 然 後 將 在 11161101.1內的其餘部 

分付表決，經以二十四票對十一票否決，棄權者七。

九七. 修正後的10/2/1^.38內的案文付表決,經 

以二十八票對十一票通過，棄權者三〔見附件陸，決議 

案十一 (二 ：0 。

特種工業事務方案

九八. 秘書處代表稱，在特種工業事務方案下,只 

做了一項以專家人工月和預計方案費用數額表示的數 

字預測。此項預測只能以往年所牧到的各工業部門的 

申請爲根據，因特種工業事務方案旨在臨時應付通常 

在事前不熟知的迫切需要。

九九. 在討論過程中，一代表團强調，爲使特種 

工業事務計劃上的協助更有效力，在專家部分應增列 

設備經費。它建議工發組織應自設供應處，特種工業 

事務計劃的處理程序也應有較大的伸縮性。

一0 0 ^  —代表團認爲在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通過後，特種工業事務方案的聯合行政及捐 

款以用於特定方案爲限等情，都是不合法的；捐助國 

應決定向工發組織或發展方案直接認捐，而不必明確 

指定所捐敦項應用於何項特定方案。 7

一0 —. 有些代表團建議，特種工業事務方案應 

具有較大的伸縮性，俾能採取較迅速的行動和較簡單 

的程序；另又建議，經發展中國家請求特種工業事務 

敦項應更迅捷地用以對在與外國公私供應者晚期談判 

中工業計劃作技術及經濟評估。發展中國家在與外國 

供應者談判時，應能徵得工發組織關於機械及設備的 

設計、佈置及選擇、安裝及生産方案、費用估計數及財 

務事項的意見。

7 參閱第八十八段及第八十九段。

秦議閲於特種工業事務當地費用的決議草素

一0 二 . 在第五十七次會議中，幽豹代表稱，巴 

西、週酌、印度尼西亞、約旦、巴基斯坦、盧安達、蘇丹、 

千里達及托貝哥及阿拉伯聯合共^國所提原決議草案 

工!) /：̂/!^.^^業經訂正。他代表共同提案國提出訂正案 

文如下：

工業發展理事會，

察悉理事會中廣大各方咸認特種工業事務當

地費用應完全免付，

請執行主任從事幹旋，採取必要步驟，會同

聯合國發展方案將特種工業事務當地費用之給付

問題視爲一迫切事項加以審議，並通知理事會第

三届會。

一0 三.決議草案的訂正案文嗣由千里達及托貝 

哥代表提出。

一0 四. 在隨後討論中，大多數代表團贊成由千 

里達及托貝哥代表提出的訂正決議草案，雖則若干代 

表團在接受時附有保留。幾個代表團認爲當地費用的 

絵付不應完全放棄。約旦代表指出，其代表團旣不贊 

成訂正決議草案，原決議草案的提案國名單內應將約 

旦國名11去。

一0 五 . 奈及利亞代表稱，對於那些在絵付當地 

費用上確有困難的國家，可以另作特別安排；關於對 

特種工業事務當地費用作有限灘付的決定，應該保留， 

俾工發組織可集中力量於主要計劃。他指出，決議草 

案會獲得一致的贊成，只要將其正文第一段修正如下： 

"察悉各方在理事會本届會中就特種工業事務當地費 

用之宜否免付問題所表示之種種意見"。有些代表團贊 

成此項修正。

一 0 六 . 擬 議 修 正 案 經 以 十 八 票 對 十 三 票 否 決 ， 

棄權者十二。

一0 七.訂正決議草案第一段經以二十七票對一 

票通過，棄權者十一。

一0 八.訂正決議草案全文經以三十五票對零通 

過，棄權者七(見附件陸，決議案七(二：0 。

活動組別方案的討論

一0 九.工發組織工作方案內各組工業活動的審 

議引起各方廣泛地交換了意見，秘書處在交換意見時 

曾應若干代表園之請，提供了關於所提文件的另外情 

報。

11



工業技術（第一组至第六組）

一一秘書處代表在舉述第一至第六組時曾就 

工發組纖在下述各組活動範圍內的工作發表了簡短的 

一般陳述：機械工業；冶金工業；營造及建築材料;基 

本化學品及藥品；肥料、殺蟲剤及石油化學品工業；輕 

工業。

第一組：機械工業

 ^各代表團討論了機械部門各項計劃的優

先次序及經費分配。若于代表團認爲所擬關於自動機 

工業的研究班不如爲一九六九年度所擬其他計劃那樣 

重要，而若干發展中國家代表團則表示極爲關切這個 

計劃。

一一二. 一個代表團詢問實施國際工業發展座談 

會建議的情形，那些建議是關於進展較差國家的生産 

~模式及對於工作母機的需求之研究，及關於發展中國

家機械工業上共同問題的研究。

一一三. 一個代表團强調，各國務須建立在區域 

基礎上製造最低限度範圍內的機器及設備的能力，以 

期在某一區域的一組發展中國家間創設相輔相成的各 

機械工業部門綜合工業網。工發組織方案應該列有更 

多這一方面的計劃，而且工發組纖應與各匿域委員會 

合作，研究各區域範圍內機械工業的生産需要、運銷、 

將來生産可能性、原料、專門化及合作等等問題。工發 

組纖亦應協助設置,亦可供示範之用的大趣製造厳,協 

助建造試驗性質的機械工場、修理及養護設備，並應 

主辦關於運錯、標準化、技術發展及有關統計問題的研 

究班。

一一四.大家一般同意在發展中國家內設計及製 

造農業設備的重要性，各方認爲應該予這一部門以儘 

先地位。大家注意到工發組織已在這個部門和糧農 

組織協力合作。各方復贊助在發展中國家內建立機械 

及設計中心的計劃。若于代表團則强調改良品質的重 

要。

一一五.許多代表團認爲應該多多注意修理及養 

護工業及農業設傭問題,’工發組織應該協助發展中國 

家爲此目的設立專門化修理厳及養護中心。

第二組：冶金工業

一"̂ 六.許多理事欣悉第二屆鋼鐵工業匿域間座 

談會業經列入一九六八年度工作方案內，而關於非鐵 

金屬及禱造工業的計劃則已列入一九六九年度工作方

案內。關於這一點，一個代表團表示它關心工發組織 

與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在鋼鐵工業方面合作至何程度， 

尤其在鋼鐵工業區域間座談會壽備工作方面的合作程 

度。據稱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將向座談會提出若干研究 

報告。另一代表團則表示希望能收到錯、鉢、錫及禱造 

工業專家小組會議結果的情報。

一一七.一個代表團對於試驗工厳所作鐵礦的直 

接還原及附聚的實驗的慎値有所疑問。有人在討論期 

間說，許多國家有品質良好的鐵礦，但是沒有焦煤，它 

們擬用直接遺原法，以代鼓風爐法，而且由於多種可 

能直接違原技術及鐵鎭品質的差異，因此須作地方性 

試驗。就個別鐵礦作附聚試驗的目的是在確保最高金 

屬産量及最低的營業成本。

第三組：營造及建染材料

一一八.各理事曾就工發組織在營造及建築材料 

方面及建築程序的工業化方面應該擔負何種任務一事 

舉行了射論。一個代表團認爲最好將這項活動留交住 

宅建築及設計中心一類的其他聯合國機關辦理。但是 

其他代表團則認爲工發組織應參與這個工作部門，因 

爲營造工業及建築材料一類的有關工業估發展中國家 

工業活動中的一大部分。工作應該特別注意士産建築 

材料的使用及變通，以期節省現在用於輸入材料的外 

國貨幣。一個代表團提議秘書處就其在這方面活動的 

進展情形向理事會下届會議提具報告。

一一九.小規摸生産水泥被視爲一個董要的工作 

部門,對於若于發展中的國家尤有價値,因爲從經濟觀 

點看來，那些國家沒有理由設立大規摸的水泥廠。理事 

會察悉秘書處卽將出版小里水泥工業的研究報告，認 

爲此舉合乎時宜。

一 二 —個代表團也表示關心石綿水泥産品方 

面的工作。

第四組：基本化學品及蕃品

一二一^各理事一般都贊同這一組活動的工作方 

案。但是一個代表團認爲所提方案在和這一組工業的 

重要性相比之下算是小意思，並建議工發組織董新檢 

討今後幾年在這方面的活動。

一二二  ̂ 一個代表團對宜否舉辦生産糖瞎的計劃 

表示懷疑，因'爲這項化學品的供應日見增加，代用品 

正在發展中，而且慣格也在降低。但是另一代表團則 

贊助這個計劃，並且表示極爲關心以庶蜜爲材料的糖 

蔭生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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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若干代表團促請在發展中國家中利用庶 

'查、竹子及硬木纖維一類士産原料，去發展其紙唯、紙 

及印報工業。關於這一點，有人建議利用不産橡膠的 

老樹去生産紙赎，以製造人造絲。

一二四，一個代表團認爲所提關於用煤製造液體 

燃料及化學品的研究應列爲較後舉辦的工作。秘書處 

解釋說，用煤製造出來的液體燃料通常雖然不能與油 

競爭，但是現代技術上的最近進展可能會改變這種情 

勢。秘書處認爲這方法對於擁有煤礦但離開油的來源 

較遠的發展中國家特別重要。

一二五’若干代表團表示發展中國家的製藥工業 

須予特別注意。它們認爲此等國家允宜發展這種工業， 

使其從加工及包裝的階段建達製造基本成分的階段， 

特別是以土産原料製造基本成分的階段。相關及輔助 

的化學工業亦應求發展。此外也有人强調有需制定管 

制品質的法律。

第义組 : 肥料、殺蟲劑及石油化學品工業

一二六‘有人確認糧農組織及工發組織應在這方 

面協力合作。若干代表團說，這兩個組纖已在合作辦 

理若干計劃。

一二七^ 若干代表團對於所擬"世界肥料生産設 

備一覽"及"世界肥科需求供應表"的慣値提出疑問,並 

謂資料發表時可能已非最近消息。有人建議秘書處重 

新檢討這兩個計劃的可實行性。

一二八^ 各代表團一般同意，所擬舉行的促進亞 

洲肥料工業會議是董要的。一個代表團認爲應該邀請 

經濟制度不同的國家的財政專家參加這個會議。另一 

代表團說應該請求亞經會合作。

一二九^若干代表團提及擬於一九六九年舉行的 

世界肥料大會其壽備會議已定於一九六八年舉行。一 

個代表團表示其本國願爲這大會的地主國，費用以國 

内捐款充之。

一三關於研究世界硫擴供求及慣格趨勢的提 

議，一個代表團認爲大家已經可從其他來源獲得充足 

情報。但是另一代表團則認爲可以減少製造肥料上的 

硫磷消費的研究是必要的，尤以關於利用代替原料的 

研究爲然。一個代表團說，秘書處研究方針應予重新 

籍定，使其特別注意若干發展中國家原油中含有大量 

硫擴成分問題；該代表團又說，其本國特別關心那種 

研究。

一三一  ̂ 一個代表團說其本國工業界盼望以石膏 

製造硫酸的小里試驗工廠計劃能積極推行。

一三二^ 關於石油化學品，一個代表團表示對於 

石油化學品的生産、消費、賈易及新技術的有計劃出版 

工作頗感興趣。另一代表團則强調務須頒發這一部門 

的研究獎金。

第 六 組 ：輕工業

一三三^若干代表團於討論這一組工業時問及對 

於避免與糧農組織在若干部門內可能發生工作重複一 

事曾經採取何種措施。大家注意到執行主任的陳述,卽 

謂工發組織已與糧農組纖進行討論，以期就食物加工、 

皮革及以木料製成的産品等部門達成協議。有人認爲 

理事會可在不違反與糧農組織所訂協定的條件下，核 

准關於那些工業的活動。關於這一點，若干代表團表 

示 ,它們認爲關於所擬設立的研究小組，則須與糧農組 

織獲致協調，以評定在發展中國家現有一般情形下將 

以木料製成的産品作爲建築材料會産生何種作用。有 

人提請大家注意一九七0 年就類似問題在加拿大舉行 

的糧農組織會議。

一三四  ̂ 一個代表團於討論工發組織在納織品方 

面的工作時，認爲棉花工業選擇妨纖機器專家小組會 

議所通過的建議與國際座談會第二委員會所通過的建 

議不盡相符。秘書處解釋說，兩套建議不一定互相矛 

盾。一個代表團認爲應該儘先舉辦妨織工業試驗及製 

造菅制專家小組會議的計劃。

一二五.一個代表團提請大家注意在所提方案中 

增列關於從挪子取材製造蛋白質的活動間題；另一代 

表團指出皮革工業缺乏研究調查，並說由於特設基金. 
會計劃中一般缺乏輕工業的計劃，因此倘能更加着董 

這一部門的特種工業事務計劃，或足以促進特設基金 

計劃的發展。

工業事務及機構 ( 第七组至第十一组 ^

一三六^秘書處代表在提出第七組至第十一組時 

强調，工發組織可用資源非常有限。方案的編製旨在 

儘先支持實地活動。所根據標準包括理事會第一届會 

決議案中所定方針、專門問題座談會及專家小組會議 

的結果及外勤專家的報告。工發組纖於可能時總盡量 

設法利用其資源，使能經由其活動的結果，促成更多 

資源的動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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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組 ：工當法律、專利權、額發教照及樣車仏

一三七^發展中國家及已發展國家兩者的若干代 

表團强調它們對於出版所擬編工業法律叢列的重願 

(^ !)/^ /^ ^ ,第一0 三段有人建議工發組織應該爲 

此計劃積極9 募經費，包括由其他有關組織參加壽供 

經費一辦法在內。保護知識財産局願就這個計劃予以 

最充分的合作，供給立法案文，並且承允探討可否捐款 

辦理與工發組織合辦的工作。一個代表團提出可否與 

出版商合作的問起、另一代表團則建議各國購買若干 

本出版物，以助? 措這個計劃的經費。一個代表團强 

調，欲求這個計湖有用，必須隨時登載最近資料；若 

干代表團則質問這個計劃在其他請求工發組織資助的 

種種工作中竟佔有優先地位是否有當。另一代表團表 

示，工發組織通常不應着手辦理其他國際組織已在積 

極辦理的工作。另一代表團亦提請秘書處注意其他組 

織及研究所在這方面所已做的工作，並且表示工發組 

織的初期任務應爲着手調查收集現有種種規則條例。 

同一代表團也提及投資法律應爲方案査內所應注意的 

一個主要專題。

一三/ 1 . 關 於 專 利 權 第 一 0 四段X 若 

干代表團評論工發組織在這方面對發展中國家的協助 

的董要性。有人就此問題着重指出，若干成立已久的 

政府間組織早已在這一部門內積極工作。一個代表團 

提議，這些基礎繁固的組織可以冤集事實情報，工發 

組織應與這些組織密切合作。

一 三 九 ^ 關 於 頒 發 工 業 執 照 的 工 作 第

一 0 五段至第一 0 八段一個代表團表示其本國對於 

專利技術費用的高局至爲關切。若干代表團就一九六 

九年度這一部門方案所擬辦理的若干計劃的準確範圍 

提出問題；秘書處代表說，這些計劃仍在編訂初期中， 

其最後方向須視進一步的研究及專家小組討論的結果 

而定。一個代表團說，賈發會議已在逐漸積極進行這 

方面的工作，工發組織的工作應與賈發會議以及其他 

有關機關的工作取得協調。另一代表團希望將其意見 

記錄在案，卽頒發執照以勵來笠的計劃雖屬董要，但 

在優先次序中僅應居於中等地位的。另一代表團促請 

秘書處提出實施這個計劃的較詳盡辦法。

一 四 關 於 標 準 化 問 題 第 一 0 九段 

及第一一0 段 ，若干代表團强調它們極爲董視這項工 

作 ,並且力言這個活動部門內的計劃應該儘先舉辦。工 

發組纖在這方面所將作的努力應較一九六九年度工作

方案所擬定者要大得多。兩個代表圓發問，工發組織 

一九五九年度方案爲何不如已往各年度方案那麼重視 

這一部門。若干代表團提及務須設法擬訂區域標準，而 

不只顧國家標準。有人建議工發組織應與各機關及組 

織合作，這些機關及組織包括國際標準化組纖^標準化 

組織X 國際電工學委員會(電工學會X 文敎組織及聯 

合國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在內。一個代表團願以其對標 

準化及其他部門訓練方案的特別捐款，及對購置發展 

中國家標準化機構設備的捐款撥給工發組織使用。同 

時有人建議應與其他聯合國機關及政府間機關協調， 

包括原總在內。一個代表團建議工發組纖與在標準事 

宜方面工作的若干其他組織合設一個政策協調委員 

會，以期擬發展中國家的協調行動方案。另一代表 

團則建議工發組織應與其他有關機關合作，與發展中 

國家共同進行關於様賜之類天然産品標準的工作，以 

期改善其與合成代用品的競爭能力。一個代表團强調 

資本財及工業機械標準化的重要，並請工發組織將此 

部門列入其標準化研究工作內。

第八組：工禁研究及其化補助機構

一四一  ̂ 一個代表團認爲這一組所列計劃應較緩 

舉辨。其他代表團則認爲對工業提供的服務特爲董要， 

並且表示一般地贊成所檢討的計劃；某些工業研究足 

爲工業"智囊"，應該妥予支持。

工業研究及發展中心

一四二^專家小組會議擬於一九六九年初在維也 

納舉行，藉以擬具所計議設立的"國際工業研究機關聯 

合會"的細節(了!) /：̂/^ ^ ,第一一六段X 另外則有編製 

工業及工業技術研究機關名册的提議〔第一一八段 

若干代表團詢問這兩個計劃的關係。它們認爲此項名 

册應在舉行會議之前出版。

一四三^若干代表圉認爲舉行所擬會議的時機尙 

未成熟。一個代表團强調確有組織那種聯合會的需要。 

另一代表團則認爲大家應該努力改善現有組織間的合 

作，而不應建立新的組織。

一回旧. 關於所提出版"評定工業研究機關手册" 

一事，一個代表團對其實際慣値表示保留；除非這個 

計劃已在實施晚期中，他認爲此事應予展期舉辦。一 

個代表團相信工發組織應該集中致力於與工業直接有 

關的研究，那種研究應該採取方案式的辦法，而不應 

採取機構式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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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非政府横助組威

一四五^關於各國政府尉工業提供行政服務的問 

題，一個代表團問及工發組織將借董經濟及社會事務 

部公共行政司至何程度。秘書處代表答覆說秘書處將 

與該機構盡量維持最密切的合作。

一四六^關於擬於一九六九年與拉經會合作舉辦 

的拉丁美洲工業事務組織及行政事宜區域工場的問題 

(^ !) /^ /^ ^ ,第一二0 段X —個代表團表示它關切一 

件事，郎有人已經提議於一九六八年在亞經會區域舉 

辦 類 似 的 工 場 第 一 四 一 段 X 但是 

工發組織的預算並未列入此項亞經會計劃的經費，該 

計劃須視經費有無着落而定。秘書處代表答覆說，工 

發組織仍在和可能出力的當地贊助者商談，它歡迎亞 

經會或亞洲生産力組織的合作。

工業發展行政機構的比较巧究

一四七^兩個代表團曾對此項研究的重要性表示 

懷 疑 第 一 二 一 段 秘 書 處 代 表 吿 知 理 事 胃  

會說，這個計劃是從事編製業已完成的研究及調查的 

摘要，其目標是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在 

這方面活動的情報。

新型辅助機構的其他發展

一四八^關於建立工業設備修理及養護中心一事 

^!)/^/^^,第一二二段許多代表團在原則上贊同 

所提計劃的槪念。但是其中若干代表團强調，這個計 

劃的實施應由工發組織主菅各司妥爲協調。若干代表 

團在進一步獲悉這個計劃的性質後，表示願予贊助。

一四九^ 關於壽辦國際工業平準基金 

第一二三段）及設立國際工業試驗特許組纖（ !̂!)/：̂ / 

26，第一二四段)的問題，一個代表團表示贊助這基計 

劃，它認爲這是促進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大膽而富有 

想像力的方法。其他代表團則就訂立國際工業試驗特 

許 的 辦 法 第 一 二 四 段 ) 及 所 擬 利 用 諮 議 去  

辦理這些計劃的辦法表示疑慮，而認爲這些計劃應由 

工發組織的職員去實施。若干代表團在秘書處進一步 

加以解釋後，表示贊助這些計劃。秘書處應各代表團 

的請求，承允於一九六八年內作進一步設計及經專家 

檢討後，向工業發展理事會下届會提出其他情報。關 

於工業平準基金(第一二三段他向各代表團保證,這 

個計劃不會在工業發展理事會舉行第三屆會前付諸實 

施。

第 組 ：工業情報及促進

一五關於工發組織的工業情報活動，許多代 

表團强調這個方案事屬緊急，應予儘先舉辦，它們促 

請大家集中資源,以確保其迅速實施。秘書處報吿說， 

從奥地利特別捐款中撥款二0 0 , 0 0 0 美元以辦理 

這些事務一舉已使工發組織能更迅速地進行工作，否 

則無法做到這地步。若干代表團建議，工發組織工業 

情報事務處應該充分利用已有工業情報機構的便利， 

以及基礎蠻固的情報中心所能提供的任何有關輕驗， 

尤其是關於處理情報的現代技術的經驗。有人建議，欲 

求發展那些事務，旣要大膽，又得謹愼。一個已發展 

國家的代表團將它願爲發展工發組織情報事務而提供 

的種種協助及支持告知理事會。一個代表團强調工發 

組織務須協助發展中國家在各本國內建立適足工業情 

報事務。

一五一’若干代表團一主要是發展中國家代表 

團一表示其各本國立卽需要一九六九年度方案所述 

情報事務機構〔11^：6726，第一二八段至第一二九段）， 

同時對於促成這些機構全部展開工作一事所需的時間 

表示焦慮。若干代表團特別提及務須使各方可得查閲 

關於工業諮議及工業設備供應的資料。它們力促所提 

供的情報應該述及品質的評定。

一五二‘兩個代表團力陳工發組織的情報資料應 

該包括工業可實行性研究報告的廣大集成。同時有人 

表示意見說工發組織出版的手册槪覽等應能反映國際 

有益的經驗，並且應爲各種國家代表合作的結果，不 

管這些國家的經濟及社會制度如何。

一五三‘各代表團亦認爲情報部門需要長期的考 

慮。它們復認爲大家應該擬定一個有系統的政策，據 

以分發工發組纖的出版物。若干代表團亦建議更廣泛 

地分發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及俄文的"工發組織通 

凯"。

一五四^許多代表團贊成繼續設置工業促進事務 

處^工促處並欣悉工發組纖擬參加一九六九年十月 

在德黑蘭舉行的亞洲國際賈易博覽會。但是有人指出， 

工促處在雅典的工作效用增進是由於該處與座談會有 

聯驚。若干代表團建議石油化學品座談會應與工促處 

的工作在德黑蘭博覽會中合併進行。秘書處爲應若干 

代表團關於望能獲得所擬議工業促進事務處活動的更 

多詳細情報的請求，將向理事會下届會提出那種情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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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五  ̂ 一個代表團力言促進活動的目標不應爲 

促進與謀求利潤的工業投資私營資源間的接觸，那些 

資源主要是用以發展私營部門的。反之，促進活動應 

在發展中國家國立機構的密切合作下進行，而其主要 

目的應爲發展這些國家的公營部門。有人又强調，外 

資在發展中國家如何作用應該在那些國家政府當局嚴 

格監督下進行。另一代表團則認爲工業促進事務處的 

代理人如果經常將他們所知道的接觸情形彼此通知， 

並將包括一切可獲得的幫助的詳盡情報通知所有關係 

國家，則該處偏私的弊端便可減少。

第十組0 ：工業训線

一五六^關於工程畢業生的基本在廠訓練方案 

(^!)/^/^^,第一四七段第一個這種方案正在作爲 

特設基金會計劃舉辦的一個國家代表團表示它認爲街 

擬方案是妥善的。若干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團表示 

關心類似方案。

一五七^ 關於工業化國家的中級在廠訓練方案， 

若干主辦國家及若干發展中國家表示有意繼續辦理並 

擴大這種活動。但是有些代表團强調，最後目的應爲 

充實每個發展中國家的設備，使其能够應付其本身的 

訓練需要。一個已發展國家說它願與工發組織討論在 

現有在厳訓練方式下增進合作問題。若干工業化國家 

表^〒它們願意將其目前在厳訓練方案定爲一種經常方 

案，兩個國家則表示願意探討可否增加其他部門內的 

此類方案。一個代表團疑問到大家是否過於董視中級 

訓練一這種訓練與熟練工人及領班級工人的訓練需 

要不同。同一代表團說，其本國或能在最近將來算醉 

第一個在廠訓練方案。有人强調私人企業在這方面主 

持訓練的重要；一個發展中國家的代表主張私人企業 

的訓練方案不要以傷員爲限。一個代表團强調先進國 

家雙邊在厳訓練方案的董要。工發組織在這方面的方 

案及雙邊活動間的協調工作顯然必須加强。

一五八^國際勞工組織代表表示願將都林中心的 

便利供工發組織訓練方案使用。一般說來，他强調工 

發組織與勞工組織需要在工業訓練活動方面密切合 

作。若千代表團贊助這些意見，促請大家注意主辦這 

方面工作的現有機構的豊碩成績。

一五九^ 若干代表團贊同1 0 /6 /2 6第一四九段 

的提議，認爲在廠訓練方案應該經常辦理。

一六0 ’兩個代表團强調狭須特別爲發展中國家 

小里工業提供企業訓練及成本與品質管制訓練。

一六一^關於工發組織在各種技術合作方案下提 

供個人研究獎金的責任，若干代表團贊成擬由工發組 

織於一九六九年一月接菅那驻研究獎金全部責任的提 

議(了! ) /：̂/^^,第一五三段X —個代表團提出警吿說， 

這個辦法使工發組織須辦理許多費時的工作。它提議 

未來候選人面談的工作可由設在研究員來自的發展中 

國家內的地主國大使館辦理。它又建稱將用來推薦研 

究員的表格加以審愼修改。一個代表團建議制定團體 

研究獎金的辦法,使來自某一國家、某一工業的六個至 

八個研究員可以同時在同一地方受訓練。

一六二  ̂ 一個代表團强調，大家必須審愼地接待 

研究員，以確保訓練有當而有益。據云若干1 習員會 

經遭遇語言問題之類的困難。一個代表團舉述其本國 

願意提供工發組纖研究員訓練的許多部門。

一六三^關於所擬議工發組織擬訂面授課程豹工 

作00 7 2 7 2 6，第一五五段及第一五六段X —個代表 

團承認那種課程的慣値，也承認就業技術人員及經理 

夜閩課程的償値。該代表團表示願意合作發展此種方 

案。一個代表團懷疑函授課程的慣値。

闕於由工發組成發起國際工業振構的提讓

一六四^ 執行主任於開始討論時簡述 ：̂ ) / ：̂ /^^/ 
^̂ 1̂ 1̂ 3所載的提議，卽主張由工發組織發起一系列國 

際工業研究所，每個研究所主管一種特殊工業，設於 

某一工業化國家。他說這些研究所將爲工發組織辦理 

在廠訓練方案成功經驗的結果,但其任務則較爲廣泛。 

事實上每一研究所均將成爲促進該研究所所主菅工業 

部門的發展的國際中心。研究所的任務除在厳訓練外 

另可包括：

( ^ )鬼集關於工業情形及趨勢的情報；

查明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需要、機會及工業問

題；

( ^ )工業領袖間交換情報；

(^ !)工業技術的轉讓及適應；

( ^ )促進投入發展中國家的外資及技能的境加。 

他又說，此種研究所的國際性質可藉下列方法予以保 

持：由工發組纖發起，由工發組織任命國際主任及其 

他國際專家敎職員，由研究所訓練方案參加人訪問某 

一特殊工業已高度發展的其他中心。研究所經費由地 

主國、發展方案特設基金會及參與此事的發展中國家 

聯合壽措。另有来自地主國的一人擔任同主任。

16



一六五  ̂ 一個代表團請執行主任速卽將關於工發 

組織辦理在厳訓練方案的成功經驗報告書提送理事 

會。

一六六，許多代表團表斤贊成續辦工發組纖在廠 

訓練方案,並按比較長期的計劃憲供這些方案的經費。 

若干代表團,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團，亦强調10 / 
87267八̂ 1̂1‘3 所擬設範圍較廣的研究所的可能償値， 

後者且力促工發組織立卽着手舉辦此項方案。一個代 

表團說，此種研究所來自多方的敎載員的問題對於其 

本國之採行此制引起了若干困難；該代表團建議將關 

於徵聘這些研究所敎職員的建議加以更改，其本國不 

乏可用的在所有知識部門內資格優異的專家。遂 建  

議如不更改，則其本國就不能接受所提徵聘規則。一 

個代表團聲稱，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過程日見進展， 

高級工業訓練的需要愈來愈爲明顯。該代表團繼續分 

祈11^：6726^\^1^13的內容，它說該文件同時論及管理 

人員的在厳訓練,將技術發展的最新知識向他們灌輸， 

及壽辦發展中國家幹部交換意見事宜。該代表團認爲 

擬設研究所的單一計劃不能包括這三門活動，因爲一 

門須在地主國內舉辦，其他兩門則須在傷用餘部的國 

家或區域內舉辦。

一六七^ 若干代表團說，資歷優異技術人員訓練 

方案已在若干工業先進國家與工發組織縮結的特別協 

定下施行。它們相信工發組纖所支持的那些雙邊合作 

計劃已經滿足合理需要，在尙未考慮執行主任所提設 

立國際研究所的提議之前,應該儘先擴大那些計劃。其 

他代表團則詢問所擬設研究所的費用是否過昂，那些 

費用是否須估整個發展方案經費中過大的一部分，而 

且和所將訓練的人數相比，所費是否過多。

一六八’ 執行主任答覆這些問題時說，所擬設研 

究所的多邊性質業經各方視爲其所具償値中的一個重 

要成分。工發組織固歡迎意在達成類似宗旨的多邊辦 

法，但是這些辦法不能達成所擬設多邊研究所的全面 

廣大宗旨。發展方案所負擔的費用較屬輕微，因爲地 

主國及發展中國家將擔任全部費用的較大部分。無論 

如何，工業計劃仍舊只用去特設基金會全部撥敦中較 

小的一部分。受訓練的人數固屬重要，但是主要問題 

是參加人將爲在發展中國家擔任要載的人士，他們行 

將參加方案中的一切活動，因此所需費用是有充分理 

由。

一六九^ 若干代表團表示，工發組織必須就爲求 

工業化而訓練合格的技術及經濟人員一事，擬具一個

詳細的長期方案。那種方案須由秘書處在徵求聯合國 

其他機關的意見後去擬訂。

一七0 ^ 發展方案代表强調，通常發展方案親則 

須作若干處更改，經許可II供在工身I ’：；：國家內舉辦此 

種計劃的經費。特設基金會曾供資辦理在日本的地震 

學方面的有點類似的研究新。此舉曾有一些問題。他 

建議一個代替辦法一這個建議獲得了若干代表團的 

贊助，那就是所擬設的研究所可在比較先進的發展中 

國家內按區域基礎設立。無論如何，他認爲發展方案 

的總醉願意考慮小型的試驗計劃。若干代表團相信， 

研究所如於已經達到較高工業化程度的發展中國家設 

立，則它們不但應具區域的性質，而且應具與擬在已 

發展國家內設立的研究所相似的國磨性質。

一七一^許多代表團認爲最好從現有技術協助輕 

費中撥敦支付在廠訓練的費用。另一代表團則認爲較 

長期的設計或能解決目前臨時辦法所遭遇的問題，不 

過技術協助基金仍可績充經費來源。

一七二  ̂ 一個代表團說，它贊成繼續辦理在慮訓 

練方案，但是爲了下述理由反對範圍較廣的研究所：

(&)倘破壞特設基金會計劃須在發展中國家舉辦 

這個基本規則，勢將危及發展方案的整個槪念；

依據I0/3/26//^(1^1.3所擬辦法,發展方案下 

十個研究所的費用總數每年達三百萬美元，此數佔發 

展方案全部經費中一董大部分，這款項似可更妥善地 

用於其他計劃。

一七三^ 執行主任提出進一步的解釋，他說所擬 

設立的研究所確是特設基金會計劃的一條新途径，但 

是各國需要那種新途淫去解決特殊工業問題。這些研 

究所對於發展中國家會有直接的利益。在發展中國家 

設立區域研究所不會獲得在一個先進國家中辦理所能 

獲得的一切利益，但是在適當情形下當然可以考慮前 

一游法。擔負大部分費用一層只是表示將發展方案的 

資金在較長期基礎上作成更有工作效力的重新安排, 

那整養金無論如何，仍將供有關工業上的砰究獎金及 

專家協助之用。再者，目前並未涉及承允支付任何費 

用。現只正在請求工業發展理事會核准繼續辦理此種 

研究所內的發展工作。實際的經費承擔及各項計劃的 

特點尙待與地主國及參加此事的發展中國家諮商擬 

定，並須經發展方案循通常程序予以核淮。

一七四^若干代表團提出所擬設研究所是否屬於 

永久性質的間題。若干代表團詢問把此類計劃稱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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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是杏適當;是杏可以預見在同一門工業內會設立 

多個研究所：研究所的績效可以如何評定。若干代表 

圉促請考慮在中度發展的國家內設立研究所。

一七五^ 若干代表團建議，執行主任應該參酌各 

代表團所已發表的意見，並妥爲顧及經費問題，進一 

步更詳盡地蘭明其提案的槪念，並應向理事會下屆會 

議提出報告。若干代表且建議徵請特別專家小組或工 

作團幫助。

一七六^ 執行主任於詳細說明方案時强調，他向 

理事會提出提案，就是爲了響應發展方案及許多會員 

國對於開闘工業發展新途徑所表示的與趣。他說所擬 

設研究所画將另具有董要特點，但它們也是工發組纖 

辦理在厳訓練方案的成功經驗的自然演進。

一七七^ 他報告說，與若干國家工業代表初步討 

論的結果，表明他們對於這個提案反應良好。

一七八^ 目前沒有涉及承擔經費的問題。當地主 

國、參加舉辦計劃的發展中國家及發展方案商討個別 

計劃之時，這個問題及每個計劃的特點均待商定。每 

個計劃的特殊辦法均可有相當伸縮性。唯一固定的要 

點是保持工發組織所主辦的每個計劃的國際性質。這 

是最妥善的保證，使地主國不會因主持研究所而在某 

一工業上獲得國際特殊地位。

一七九’ 執行主任說，基本間題是理事會要反對 

他的倡譲呢，還是要讓秘書處自由發揚這個主見，而 

與地主國及工發組織共謀其實現。

一 八 但 是 ，若干代表團述及其各本國內工業 

工人對於在某些國家而不在其他國家按工業部門逐一 

設立研究所一計劃所抱疑慮。若干代表團認爲研究所 

的國際性質反而會加劇這些特惠情形所造成的壞處。

一八一^若干代表團認爲爲使它們能確定其立場 

起見，它們務須辨別種種備供扶擇的辦法而從中加以 

選定,作此辨別時則應顧及各方在辯論期間對於"訓練 

研究所"、"訓練方案"、"發展方案"一類名詞所了解的 

迴然不同的意義：

( ^ )如果所指的是指訓練課程，而此種課程與若 

干工業化國家在與工發組織合作之下已寶辦的訓練課 

程相似，則這些代表團不加反對；

如果此外之事不過是予參加那些課程者以一 

個機會，以便就略爲超出課程準確主題範圍的技術或 

經濟問題交換意見，則它們認爲這個提案有利無弊。 

但是，它們認爲大家不應竟將這種課程當作藉口或附

帶事情，因爲深恐那樣一來便會將這種課程變成無非 

是"座談會"或"研究班"之類的場合，而此等場合的用 

處就難說得多了；

( ^ )最後，如果此事是在某一工業化國家爲某一 

工業部門設立第一六六段指"國際工業研究所"而該 

研究所將負有該段所列舉的載務一誠然這些職務包 

括國際工業研究所的一切可能活動，且該研究所僅有

二、三人貢宽集情報之責、另由十五名至二十名研究獎 

金受領人向發展中國家轉遞情報，則這些代表團認爲 

那種計劃和其在最優惠情況下可能獲得的資源是完全 

不相稱的。這是第一六八段及第一八二段特別提及的 

若干其他困難以外的困難。

蕃議閲於各國内工業發展工作人真剑绿的決議草案 

一1\ 二.週納代表於第五十八次會議代表共同提 

案國提出若干修正案，那些修正案是在決議草案業經 

編 爲 文 件 分 發 後 擬 議 的 。

一; \三’修正後的決議草案係由週納代表爲下列 

提案國提出的:智利、捷克斯拉夫、继納、伊朗、義大利、 

科威特、奈及利亞、羅馬尼亞、索馬利亞、蘇丹、阿拉伯 

聯合共和國及尙比亞。草案全文如下：

工業發展理事會，

塵於發展中國家國內各級人員之訓練對於此 

等國家之工業發展可以發生決定性之作用，

覆按大會關於訓練發展中國家國內技術人員 

以加速其工業化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決議 

案一八二四（十七X —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決 

議案二0 九二十)及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決 

議案二二五九〔二十二

覆按經濟楚社會理事會關於人力資源開發及 

利用之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決議案一二七四（四 

十三)及秘書長關於此事之報吿書

計及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二 

一五二〔二十一)及工業發展理事會關於聯合國工 

業發展組織未來工作方案及活動之一九六七年五 

月四日決̂議案一(一 ) 第 二 段 其 中 論 及 本  

組纖對於協助訓練發展中國家技術人員及其他適 

當類別人員之任務，

一 . 收悉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一九六九年度 

方案列有各國正與本組織合作設計之多項在廠訓 

練方案，並表示希望能在工業方面根據發展中國 

家實際需要之評估而舉辩更多類似性質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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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望在訂立此種專設基礎上方案時所遭遇之困難 

能經由與聯合國發展方案及地主國諮商克服之；

二 . 認可本組纖目前所辦各級工程師、技術 

人員及專門經理在廠訓練方案，及交換有關促進 

發展中國家各不同工業部門發展之經驗之方築；

三.請執行主任與有關發展中及已發展國 

家、聯合國發展方案及聯合國其他組織諮商此種 

方案之進一步發展及可能II立之新方案，包括聯 

合國發展方案或願予考慮之任何實驗性試驗計 

劃，並向理事會第三届會提出報告；

四 . 建議執行主任採取適當步驟，以期確保 

與現有關係國際方案及研究所獲致有效之協調；

五.勸告執行主任儘先辦理發展中國家關於 

其國內各工業部門人員訓練之要求；

六 . 請執行主任於諮商國際勞工組織、其他 

專門機關、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經 

濟及社會事務處後，編製工業發展各種技術訓練 

之詳細長期方案綱領，並先將其送請各國政府表 

示意見，然後早日提請理事會審議。

一八四，許多代表團在隨後討論中發言贊助這決 

議草案。

一八五^ 約旦代表提出三項修正案如下：

( ^ )删去正文第一段中的"專設基礎上"字樣； 

删去正文第三段提及聯合國發展方案的字

樣；

( ^ )將正文第五段改爲:'"勸吿執行主任妥爲注意 

發展中國家關於訓練其各工業部門國內人員之請求"。

一八六^報告員建議於英文本正文第三段第六行 

"字與"51115111̂ 1"字之間增列"10"字。

一八七^約旦代表於各方作進一步討論後撤回其 

第一項修正案，並請分別表決關於正文第三段及第五 

段的修正案。關於正文第三段的修正案以二十四票對 

二票否決，棄權者十九。關於正文第五段的修正案以 

二十票對七票否決，棄權者十五。

一八八. 決議草案全文經一致通過(見附件陸,決 

議案八(二 ̂ )。

第十組 6 ：工業管理及話狗事務

一八九^幾個代表團强調這方面實地計劃的重 

要，尤以協助工廠解決其管理問題一事爲然。幾個代

表團贊同工發組織一般地着重按部門或個別工業逐一 

處理管理問題的辦法。

一九關於諮詢及解決問題特派團的方案 

第一六二段\ 剛剛完成第一個"管理問題 

診療所"這種計劃的國家代表團報吿說它對於結果深 

惑滿意。若干其他代表圃强調這種診療所的慣値，一 

個代表團請求工發組織於可能時增加此類特派團的數 

目。若于代表團强調，這些診療所及工發組織其他管 

理及諮詢活動允宜利用發展中國家專家的服務，丈;其 

是已绩中度發展階段國家的專家服務。

一九一’關於工發組纖爲發展中國家動員其他諮 

詢 資 源 的 方 案 第 一 六 三 段 至 第 一 六 七 段 X 

各代表團一般都贊助此種活動。若干代表團請求那種 

協助(第一六三段勿以製造工業爲限，而應施及其他 

工業部門。若干代表團請予告知所擬辦法的細節，例 

如"預定工作合約制度"及"諮詢團"詳情。秘書處代表 

解釋說，這些意見仍在研究中，其他說明將於理事會 

下届會時提出。秘書處又解釋說，諮詢團的旨趣是擬 

在諮詢公司有剩餘專家人力可用時，以之提供應付發 

展中國家諮詢事務的需要。參與諮詢團的諮詢組織及 

工發組織所擬編製的此種組織名單內的諮詢組織是從 

工業化及發展中國家兩者選定的。

一九二^關於工發組織協助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管 

理問題諮詢公司，若干代表團着重指出它們重視這項 

活動。諮詢機關名單及諮詢團的辦法對於此種公司在 

國外宣揚其服務是特別有用的。一個代表團認爲在询 

未設立工業菅理問題諮詢公司之前，須先考慮對於受 

有充足訓練的當地人員的需要；這個代表團認爲應該 

像討論上述第十組8 時所擬議的那樣，儘先在較先進 

的發展中國家舉辦區域訓練中心或研究所。

一九三^ 關於所擬編製的大學敎授名單一事，一 

個代表團請在名單內亦列有中度發展及發展較差國的 

敎授。

一九四^ 關於文件10/13/26第一六八段至第一 

七0 段所述專家小組會議，一個代表團塵於其他組織 

就一切管理事項所發起的會議爲數甚駭，因而懷疑這 

些活動的慣値。另一代表團承認這些計劃從長期看來 

確屬重要。秘書處解釋說，所擬議的工發粗織會議的 

目的是在檢討這些部門內的討論，而使此種會議的研 

究結果能特別適應發展中國家的需要。一個工業化 

國家的代表團對於特別壽辦兩個專設會議一事表示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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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個代表團提議以其本國首都作爲舉行合格高級 

人員需要問題專家小組會議的地址。

一九五^ 最後，一些代表團表示，工發組織與勞 

工組織在管理工作方面密切合作是重要的。秘書處代 

表證實兩組織正在保持那種合作。

第十一組：小型工業，包括剑定工業医及工業推廣

一九六^ 許多代表團表示，它們深信小里工業在 

通盤工業化計劃及方案範圍內可與工業發展發生重要 

作用，各國應該鼓勵工發組織進行這方面的活動。從 

所列計劃範圍廣大的秘書處工作方案看來,' 可知小里 

工業亦爲一大研究工作領域。若于代表團認爲由於職 

員及財源的短細，也許必須集中力量去舉辦特別優先 

進行的計劃。

一九七’ 若干代表團表示，小里工業只能擔負有 

眼而過渡的任務,主要是在工業化早期中的國家如此。 

在那種國家，不妨鼓勵小型工業結合起來，在政府督 

導下採取聯合或合作行動。秘書處應該集中力量去進 

行這些事項的研究。這些代表團認爲，一般說來，只 

有通過大型工業、政府工業企業及區域工業發展方案， 

縫能達成迅速工業化。工發組織一九六九年度及一九 

七0 年度的工作方案應該集中注意這些問題。

一九八^若干代表團認爲整個工作方案固屬有 

用，但如須分緩急，則應儘先舉辦與工業推廣事務有 

關的活動，包括向現有企業家提供技術及管理意見及 

鼓勵新企業人才；壽供小塑工業所需資金；建立劃定 

工業區；促成大小工業企業間的轉訂合約。

一九九^ 關於工業推廣事務，許多代表團對於在 

選定的發展中國家內一尤其是在非洲一設立示範 

工 廠 及 壽 辦 工 業 展 覽 的 計 劃 表 示 與 趣 第 一  

八七段及一八八段一個代表團認爲那類工廠不但應 

作技術的示範，且應例證足以謀利，故爲此目的，一開 

始就得在商業基礎上綴營。兩個其他代表團建議，如 

果所需費用並不過巨，則所擬辦的展覽應逐國巡迴舉 

行。一個代表團建議那種展覽中的機器的選擇應與倫 

敦中等工藝小組密切合作辦理。若干代表團指出,所擬 

關於設備及生産現代化運動的計劃〔第一八九段^及以 

機器和工具租賃商店爲小里工業共同服務的研究（第 

一九二段)都是有用的。

二0 0 ’ 就第二類優先舉辦部門而言，有人動於 

主張在一九六九年召開小里工業壽供資金問題匿域間 

座談會的提議(第一九四段〉表示與趣。

二0 —.若干代表團强調所擬關於自由地帶劃定 

工業區的計劃(第一八四段：！的慣値，及關於設計、建 

立及管理劃定工業區的團體訓練方案(第一八二段〕的 

偵値。

二0 二 . 一個代表團建議，工發組織不妨分析來 

自各區域的關於各種工業生産可達到最低限度産量的 

資料。一個代表團强調，工作董複情事仍舊存在，尤 

以小里工業方面爲然，因爲工業機關及事務司與工業 

技術司在那方面的工作是董複的；該代表團表示它希 

望能避免那種相似而並行的工作。爲此自的，大趣及 

小里工業方面的一切技術計劃均應移交工業技術司辦 

理。

二0 三.各代表團察悉小里工業方面的若于計劃 

已在工發組織各司的共同努力並在與國際勞工組織及 

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各辦事處合作下辨理，它們對此 

情形一般均表贊同。各代表團且一般地讚許工發組織 

及勞工組織爲求議定這方面活動而採取的步驟。

工業政策及方案擬訂〔第十二姐至第十五组）

二0 四.秘書處代表在提出第十二組至第十五組 

活動時指出，這一方面的活動包括整個製造部門及個 

別工業的方案擬訂；計劃設計及計劃實施事項；編製 

及傳播工業方案擬訂的資料;工業政策、工業投資的促 

進及工業資金的壽供；查明及促進可以自力維持的出 

口工業；編製定期調查並與發展中國家合作舉辦國內 

及分區域工業調查。

第十二組：工業方案擬定及計劃設計 

工業設計及方當擬訂

二0 五.一個代表團認爲秘書處未曾妥爲注意若 

干董要問題。關於這點，有人說工發組織應該更加着 

重工業發展設計的較廣泛方面，並應處理所涉策略問 

題。若于代表團爲了這個理由而提議工發組織從事研 

究適宜於經濟及工業發展程度不同的每一類國家的工 

業化類型，由於那些國家有不同資源可用，因此應該 

考慮區域發展及專門化動於它們的影響。另宜考慮若 

干計劃的優先次序問題，那些計劃是研究國內市場及 

國外賈易的分別任務、董工業與輕工業間、大里[與小里 

工業間及工業與農業間的最妥適關係，同時顧及勞工 

生産力及就業增長率的提高。

二0 六.同一代表團又强調必須就工業發展一一 

首須就公營部門一及其與國外及國內私營部門的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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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提供準則，同時亦須審議公營部門企業工作的效率 

標準。再則亦應妥爲注意擬具關於社會進展方面的建 

議。同一代表團認爲發展中國家的計劃以及其關於發 

展援助的申請，通常是以工發組纖應該熟悉的若干發 

展理論及概念爲根據的。工發組織的工作應從最高的 

理論水平去進行，並推行與發展中國家實際需要相符 

的方案。

二0 七.一個代表團建議於通盤發展計劃範圍內 

有系統地研究未來工業化計劃。另有人發表一項意 

見 ,認爲工發組織不應擔任響應個別國家請求的"消防 

嫁"，而應協助發展中國家擬具目前及長期發展計劃, 
以協助構成一般工業化計劃間橋梁的那些主要計劃的 

舉辦。事實上,工發組纖應該成爲利用經常方案及發展 

方案部分的款項以促進工業化的領導及協調機關。同 

一代表團認爲必須將工業政策及方案擬訂司的範圍擴 

大並予以加强。同一代表團的代表向理事會提出關於 

這些問題的研究班及會議一覽表，那些研究班及會議 

可在其本國內舉行，並以其志願捐敦辦理之。秘書處 

在答覆時提及在擬定工業發展策略方面所完成的工 

作，那些工作體現於提送國際工業發展座談會的文件 

及 1 0 / ( 3 0 1 由於缺乏 

職員及資源，那項工作必須停辦。

二0 八 . 一個代表團認爲，工發組織應依每一國 

家的特別狀況及需要，去幫助它擬定其本身的工業化 

策略。它應該注意與高深技術及大規摸企業有關的計 

劃。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市場旣不够大，因此則應 

提供促進出口的國際協助，例如便利已獲得二業貸款 

的國家能用其製造品去償遺此種貸敦。一個代表團表 

示其本國願予合作,在其國內設立一個新計算中心,供 

擬訂及設計工業化方案和計劃之用。

二0 九.一個代表團促請注意部門設計的董要 

性，特別是工業與農業的關係，那是雅典國際座談會 

中所强調的一點。關於這點，有人建議工發組織與糧 

農組織合作。

計劃設計

二一0 ^ 若干代表團表示，它們認爲計劃設計及 

評估工作是工發組織對於發展中國家長期工業化極爲 

董大而且極爲需要的貢獻。一個代表團對於工發組織 

正在#劃舉行專家工作小組會議以評估此一部門所已 

完成工作一事，表示欣慰。同一代表團表示，它希望

工發組織的工作能切合實際，使得是項工作可爲這一 

方面的各國內技術人員及專家所利用。

二  ̂ 一個代表團認爲文件1 0 /2 /2 6所述下

列各項計劃應列入儘先舉辦的計劃之中:第二一一段， 

"工業計劃擬定及評估訓練工場"；第二一二段，"工業 

計劃編訂專家工作小組"及第二一三段，"工業計劃編 

訂準則及有關個案研究一覽"。

二一二‘另一代表團强調務須加速印刷實用準則 

指南及手册，使其儘速可供發展中國家技術人員及技 

術協助專家參考。

工業計刻的實施

二一三^ 關於"評估及傳播實施工業計劃所獲經 

験"的計劃〔第二一六段一個代表團詢問資料及情報 

的性質，及那些資料情報是如何閩釋和冤集的。同一 

代表團表示，它雖然承認計劃實施的重要，但它仍以 

爲第二一六段所載計劃應在"工業計劃實施訓練工場" 

一計劃(第二一五段〕之後舉辦。但是另一代表團極力 

贊助這個計劃，它指出與日俱增的關於計劃實施的經 

驗大可供發展中國家參考。

工業方案擬訂實料

二一四‘ 若干代表團察悉以"製造厳商素描"的方 

式所編參考資料的範圍及品質，並表示嘉許。許多代 

表團建議將所編資料作成初步分析，以便向非專家的 

使用者提供適用情報。

二一五  ̂ 一個代表團說，工業方案擬訂資料庫工 

作團這個機構的適當運用方法應爲使其充作各國及分 

區域的有用論壇，同時也可用來在區域層及區域間協 

調各地所作努力。

二一六  ̂ 一個代表團詢問，工業方案擬訂資料庫 

除了迄今已編訂的數列之外，還處理其他何種情報。秘 

書處代表答覆說，這個問題將爲工作小組一九六八年 

届會所擬審議的議程項目之一。有人提請注意最近在 

伯拉提斯拉伐於聯合國發展方案協助下設立的電子研 

究中心，並就這個中心與工發組織或聯合國會員國合 

作辦理共同關心的某些工作的可能性，提出建議。

工業位置及區城發展

二一七^若干代表團提及工發組織在工業位置及 

匿域發展方面的工作，特別提及將於一九六八年在明 

斯克〔蘇聯〕舉行的國際工業位置及區域發展研究班。 

一個代表團建議各方更加注意經濟多樣化及訂立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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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部門位置標準的問題。另一代表團則建議增覓這方 

面的情報來源。

二一八^若干代表團促請各方在編製區域工業設 

計業務指南時，顧及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及其他組織 

的經驗。

第十三組：工業政策及工業資金善供

二一九^若干代表團在評論這方面的方案時强 

調，各種工業部門間以及整個工業部門與農業等其他 

部門間，必須互相策應。其他代表團認爲工發組織第十 

三組的活動須與赫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取得協調。秘 

書處說明凡在工發粗織之外進行的工作無時不在考慮 

中，現所審議的一些活動是與其他組纖及大學合辦的 

計劃。

二二若干代表團强調公營部門企業的董要 , 
及有需增加工發組織的這方面活動。一個代表團認爲 

必須採取在經濟上及社會上前進的措施去盡量利用國 

內資源，同時必須鼓勵出口及合理使用外援去實現有 

效果計劃，以動員外資。同一代表團强調外國資本應 

該用來謀求發展中國家本身的利盆。

二二一  ̂ 一個代表團提出發展中國家工業化資金 

霊供的方法，卽工廠靠貸款來建築，其建築費則以所 

生産的物品償遺。那種制度已在若干國家證明其慣値， 

該代表團認爲那種制度應在工發組織的未來方案中估 

有顯著地位。

二二二‘ 一個代表團贊成在工作方案中列入編製 

手册一項，並且强調發展中國家官員與於那種手册的 

需要；它又强調須使這些手册切合實用，並使其文體 

易於了解。

二二三^關於工發組纖在財政鼓勵方面的工作 

(第二二七段X —個代表詢問這方面的工作方案是否 

包括擬訂財政鼓勵辨法的工作，並願知道是否可以訂 

定一般鼓勵辦法的普遍適用方式，以供發展中國家採 

用。秘書處贊同該代表的意見，認爲要想出普遍適用 

的鼓勵辦法是非常困難的。但是，此舉目的卻在擬訂 

這方面的一般準則，包括業經採行這方面工業政策的 

國家認爲有益的各國經驗在內。

二二四’ 關於合辦事業(第二二九段X 若干代表 

詢問，哥倫比亞大學正在舉辦的研究是否包括模範協 

定 ,遺是包括雅典座談會所建議的具體協定個案研究。 

一個代表詢問秘書處曾否將它在這方面的活動和經濟 

合作發展組織(經合發)在這方面的活動加以協調。秘

書處說明，此項計劃的目的是要就特殊工業事例訂立 

摸範協定。

二二五^若干代表强調發展中國家需要工發組纖 

的協助，去動員其國內儲蓄，將其導致充作工業部門 

所需的資金。有人指出現有專門機構的缺乏及(或)不 

足。秘書處代表同意所表示的意見，並且解釋說一部 

分工作方案包括這方面的工作，例如編訂設置專門金 

融機構的模範章程及動員國內儲蓄的技術。

二二六’若干代表希望工發組織能擴大其活動範 

圓,以期在有利的條件下獲得從外國筆供的工業資金。 

一個代表說，由於利潤低微，若干部門^例如金屬 

品及肥料工業一不能吸引外國資金；他並强調需要 

工發組織的幫助，以求在可接受的條件下將外國壽供 

的資金用於那些部門。關於鼓勵外國壽供資金的方式， 

秘書處指出工發組織的政策是根據申請國的政策擬定 

的。

二二七^若干代表强調工業計劃財務設計的需 

要，並說工作方案所列財務活動不足以應付發展中國 

家的特殊需要。

二二八^ 關於投資銀行及投資促進中心會議（第 

二三0 段X有人又說各項計劃在市場上可以獲得不少 

的協助。他希望所擬舉行的會議不以使工業界與發展 

中國家取得聯絡爲限；他認爲工發組織亦應幫同促使 

協議條件合理化和温和化。

第十四組：促進注重出口的工業

二二九^若干代表團强調必須急速促進發展中國 

家注重出口的工業,作爲加速其通盤工業增長的方法。 

一個代表團認爲以貸款建造工厳而然後以所産貨物償 

還建築費的辦法當有助於促進注董出口的工業。

二三許多代表團集中討論大會一九六六年十 

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所載工發組織與 

聯合國其他組織，尤其與賈發會議，在促進出口方面 

載責的劃分。關於這點，據悉從工發組纖一九六九年 

度工作方案(工!) /：̂/^ ^ ,第十四粗)看來，該組織主菅 

事項爲：在發展中國家建立及(或)發展可以滿足業經 

證明確有需求的工業。

二三一^ 若干代表團强調，在聯合國合辦出口促 

進方案的範圍內有效地實施工發組纖在此方面的方案 

一事是很重要的。若干代表團討論了工發粗織的一項 

工作，就是該組織曾調查有出口前途的製造品及半製 

造品的供應情形，以補充其他機關正在進行的市場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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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關於這點，文件1 0 /8 /2 6所載兩項計劃似乎特別 

適合於工發組織與賈發會議7總協定國際賈易中心獲 

致極密切的合作，那兩項計劃題爲："有出口前途的襄 

造品及半製造品的供求情形"(第二四四段)及"與聯合 

國體系內各機關及其他國際機關合作辦理的工作"(第 

二四八段

二三二^ 總協定代表將日內冗賈發會議7總協定 

賈易中心的活動情形吿知各代表，那些活動是聯合國 

合辦出口促進方案的一部分。總協定秘書處願意充分 

協助工發組織去分析甘迴迪回合對於發展中國家注董 

出口的工業的關税影響。一個代表團述及賈發會議已 

就同一問題出版了一件報告書。

二三三^ 賈發會議.代表檢討在目前討論問題範圍 

內所正在進行之工作。他對於賈發會議與工發組織所 

已達致的合作程度表示滿意盛說兩組織工作方案的 

範圍廣泛，足以容許另謀更廣大和更深入的合作，以 

期增加工發組織及賈發會議所擬予發展中國家的協助 

的效力。

二三四  ̂ 一個代表團說，它認爲若干已發展國家 

不願在公平倏件及無妓視情形下准許發展中國家的貨 

物進入其市場。該代表團又認爲，關於出口方面各部 

門的計劃，不但應從工業技術的觀點，而且應從方案 

擬訂及工業政策的觀點，去作精密的評估。另一代表 

團强調，研究及發展國內市場以謀發展若干種出口工 

業，確是有益的。其他代表團一方面固承認範圍廣大 

的國內市場的用處，另一方面卻又指出那並不是出口 

工業發展的主要先決條件。一個代表團促請各方不但 

注意已發展與發展中國家間，而且注意發展中國家本 

身彼此間國際賈易的可能。

第十5 ^組：定為經書活動的一般:研究計劃

二三五 ‘ 若干代表團嘉許工業發展調查所發生的 

作用，是項調查提供了評估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階段的 

情報。

二三六  ̂ 一個代表團提出了三項提議。第一，工 

業發展調查不但應該包括各個國家集團及特殊工業部 

門工業化過程的分析，而且應該包括發展中國家全體 

工業化過程的分析。第二，調查報告正文及所列各表 

應該載有社會部門的分析,例如公營、外國及國內私營 

部門的分析。第三，工發組織應該幫同發展中國家壽 

組統計機構，俾能提出合乎國際標準的統計資料。

二三七^ 秘書處確認統計資料標準化的重要，並 

說明那種工作的主要職責係由聯合國統計處擔負。

二三八  ̂ 一個代表團詢問工發、組織所擬辦理的個 

別國家研究的情形(第二五四段並指出經合發組織 

卽將完成六個發展中國家的研究。賈發會議代表說,該 

會議亦與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合作辦理個別國家研究， 

不過那些研究並非詳盡的調查。

二三九^若干代表團認爲這個方案在優先次序上 

應估較低地位，它們建議工發組織應該重新評議從事 

這些研究的利弊。這些代表團同樣予工發組織所擬進 

行的出口工業與工業化關係的研究(第二五三段〉以優 

先次序上較低地位。

二四秘書處說明這個方案仍爲暂定性質，發 

展中國家所請求幫助它們從事其各本國工業調查的技 

術協助可能較爲有益。

二四一  ̂ 一個代表團指出，工發組織對於發展中 

國家舉辦國內調查的技術協助應視爲非常重要，因爲 

工業調查是工業發展設計的必要條件。此外又有人 

說，若干發展中國家缺乏辦理那些調查的專門技術及 

資源；因此應該進一步增加工發組纖在這方面的協助。

二四二  ̂~若干代表團表示關心及贊助工發組織爲 

第二個發展十年而擬具國際發展策略綱領的工作。秘 

書處說明，工發組纖除了參加壽備工作之外，預計違 

要負責擬定關於編製其他相關變數的預測的部門計 

劃。一個代表團建議各項分別預測應由工發組織與聯 

合國其他機關合作辦理。

蕃議關於工作方案的各決議草案

二四三^ 理事會在結束了十五組活動的討論後， 

就討論關於工作方案的各決議草案。

二四四^巴基斯坦代表在第六十一次會議代表各 

提案國提出在阿根廷、巴西、逆納、印度、印度尼西亞、 

伊朗、約旦、科威特、巴基斯坦、秘魯、菲律賓、盧安達、 

蘇丹、千里達及托貝哥以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決議草 

案 經 編 爲 文 件 後 所 建 議 的 一 些 修  

正案。 ^

二四五^ 修正後的決議草案全文如下：

工業發展理事會，

覆按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二

一五二 (二 ^一^及工業發展理事會一九六七年五

月四日決議案一(一)中之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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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已審譲執行主任關於聯合國工業發展組 

織 一 九 六 七 年 度 活 動 之 報 告 書 311(1 
^̂ (̂̂ -̂ ^及關於本組纖一九六八年度 ：̂!!)/?/^^)/ 

1 6̂7力及一九六九年度（①/：̂/^^)工作方案之 

提案，

一 . 備悉執行主任所提關於聯合國工業發展 

組織一九六年度活動之報告書；

二 . 備悉國際工業發展座談會報告書〔10/ 
2/21 &11(1 ；

三.核定所擬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一九六八 

年度及一九六九年度工作方案，但以不違背理 

事會提交大會關於其第二屆會之報告書第  ̂  ̂‘章 

第^ ..段內所載意見爲限；

四.認爲一九六九年度方案反映協助發展中 

國家工業化努力所必需之行動，一俟額外資源有 

着，仍應續予擴展；

五 . 請執行主任：

(^)依照審查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財政專設 

專家委員會之建議及大會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 

日決議案二三七0 〔二十二 之̂規定，向工業發展 

理事會第三届會提出關於長期方案之提案，此舉 

須充分計及大會第二十三屆會依照大會一九六六 

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二一八(二十一)及一九 

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決議案二三0 五(二十二）之 

規定就第二個聯合國發展十年期間實施之國際發 

展策略新採取之行動；

(^ !)徽求秘書長之同意，向理事會此後屆會 

提出執行主任爲預期理事會所將審議並核定之本 

組織工作方案之年度或數年度所編製之初步槪 

算，俾理事會於從事此種審議與核定時已獲悉大 

槪所涉經費問題；

六 . 復請執行主任：

(^)採取必要步驟儘早委派足數之外勤工業 

顧問，使之裁屬聯合國發展方案各常駐代表辦事 

處，負責就擬定與實施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實地 

業務活動事與發展中國家政府合作，向之提供意 

見與協助並擬訂工作方法，毎年就其活動情形 

向工業發展理事會提具報告；

爲加速進行徵聘起見，向理事會第三届 

會提出提案，就本組織負有業務責任之各不同技

術合作方案下現行徵聘專家之顧問前往實地服務 

之辦法提議可能更改，並須計及允宜徵聘具有優 

越資格而兼備各種發展階段及不同社會經濟制度 

國家中所獲廣博經驗之專家；

( ^ )應各有關政府之請求，擬訂對發展中國 

家區域及分區域集團之協助方案；

(^!)鼓勵發展中國家間交換在工業發展方面 

之經驗與專門特長；

( ^ )愈益注重：在符合發展中國家各本國計 

劃及政策之下；於此等國家內建立並加强國家及 

區域專門金融機關及組織，以期激勵更多國內外 

資本按發展中國家可接受之條件流入此等國家現 

有及新建工業，並藉以有效利用可獲得之財力資 

源；

七.嘉許執行主任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工 

作方案編製上所作改善並提出下列建議，以期進 

一步改善關於支助活動之文件：

(&)繼續展開指明在本年度方案中所擬特別 

注董之部門及說明其理由一辦法；

根據最近情形編訂總部活動分類，以期 

計及所擬議之新行動方式；

( ^ )有系統地查明每一計劃，俾對連辦數年 

之計劃易於繼以追查；

〔̂ !)在每一組活動中，明白指出經常辦理之 

計劃、以前核定計劃之新陪段及全新計劃、以及已 

停辦及撤消或展期舉辦之計劃及其理由；

( ^ )在延長現行計劃之提案中，說明一切有 

關理由，包括述明已用款額及所獲成果；

就新計劃或進展中計劃之新階段提具明 

確提案，說明：

0 期望達到之目標及選擇之根據；

0 0 推行期間及估計費用；

(̂；!)整個計劃中擬在所述年度內推行之部 

分及其相應支出；

(^)在關於過去活動之報告書內列舉每一項 

已完成之工作並略述其成果；

八.促請發展中國家政府注意聯合國工業發 

展組織在工業發展方面所提供之便利，允宜多多 

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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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認爲應委託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纖貢責執 

行更多在聯合國發展方案兩個構成部分下與工業 

發展有關之計劃；

二四六^ 蘇雄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他本 

國代表團所提各項修正旣未列入決譲草案，這些修正 

至少應反映於會議紀錄。所提第一項修正案提到公營 

部門在工業發展中所應貢的重要任務；第二項修正案 

提及發展中國家動其各本國所吸引的外國資本所應行 

使的管制權。

二四七  ̂ 一個代表團對第五段表示保留意見， 

並且說理事會應審議秘書長所提的槪算，其中列有大 

槪可供工業發展之用的資源。

二四八^ 訂正後的決議草案以四十四票對零通 

過，棄權者無(見附件陸，決議案九(二 ̂ )。

二四九^ 比利時代表在第六十二次會議時提出 

奥地利、比利時、加拿大、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荷蘭、瑞 

士、聯合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聯合決議草案（了! ) / ：̂ / 
一件。他說決議草案 

的用意在於舉述決議案1 0 /8化 所 未 論 及  

的各點。

二五0 ’ 新決議草案全文如下：

工業發展理事會，

覆按其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決議案一(一)之 

規定，

業已審查執行主任向第二屆會所提送之各有 

關文件，

欣悉秘書處在執行主任指導下就改善向理事 

會提送之文件與建議行動方式所作之努力，

計及在第二屆會期間所舉行之辯論，

I忍爲工作之安排極爲董要，蓋可藉以確保聯 

合國工業發展粗織之行動獲致平衡與連續性，

一 . 建議執行主任， 爲使本組織之工作方法 

能逐漸適應長期情勢起見，應在擬訂將來工作方 

案時顧及決議案10/5/1^.33/116^.1內所載以外 

之下列各項指示一一作爲決議案一〔一)所載各點 

之補充：

八.一般準則

(^)在會所及外地， 各項行動應成爲首尾 

‘ 一貫之整體，足以促進個別國家及國

家集團之和諧工業發;冗。此種行動之 

準則自應具有極大仲縮性；

(^ !)爲促進充分使用可獲得之資源計，本 

組織應在妥爲顧及發展中國家所需要 

之協助及世界其他各地專門技術知識 

及資本資源之下不斷力求實現實地特 

殊計劃及會所設計之有系統行動之執 

行；

實地活動

(^)各發展中國家政府固然自行負責提出 

符合其各本國需要之請求，聯合國工 

業發展組織當能責起積極任務，協助 

此等國家發動與擬訂可能更直接而有 

效影響與加速工業化之各項計劃。此 

則含有應行考慮更多大規摸計劃之 

意；

(^!)應予推行計劃之性質主要須視每一國 

家特殊情況及工業化程度而定。此類 

計劃之探求應以有系統方法爲之，宜 

與發展中國家政府從詳交換意見，並 

須計及此類國家之工業化計劃及社會 

目標；

0 1 0 在進行交換意見時，應特別注意：

(^)有助於集中力量應付與某一特殊 

工業計劃有關之一切問題之程 

序：例如可實行性研究、資金壽 

供、工廠之建築與開辦、人員訓練 

與推錯事宜；

擬訂有助於評估試驗工廠計劃效 

益之標準；

(^)爲各支助機關仔細研究所擬計劃 

之理由，以期洞悉此等機關業務 

費用與工業潛在力董要性之比 

較；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應設法安挑使其 

與各國政府之關係足以確保能充分繼 

績交換意見，並在一種妥適協調方式 

下利用秘書處內一切專門特長；

( ^ )在這方面，對外勤工業顧問之工作方 

法應作較爲詳確之規定。此等顧問應 

能就各項廣泛需要及現有問題表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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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並對各項擬議中計劃作初步評 

估，以備嗣後經由總部予以核定及可 

能加以處理；

總部活動

0 0 總部各項活動方案之擬訂,其目的應 

爲確保各項活動能繼續適應實地實際 

需要並妥善利用工業化國家及受助發 

展中國家内可供使用之資源；

0 1 0 廣定優先次序之標準時應求便利此種 

方案擬訂並有助於秘書處評估所擬新 

計劃之相與重要性；

0 1 ^ 0秘書處應於可能時藉激勵第三者行動 

以獲致所希望之成果，從而保持本組 

織之資源，備供其必須推行之各計劃 

之用；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纖應藉擴展其身爲 

發展中國家與現有各國內中心及其他 

有關組織間經紀機構而負有之任務， 

並藉使各方之請求情報者能向最適當 

情報來源索取，以增加其在工業情報 

方面之服務；

( ^ ) 應愼重選擇方法，以增進本組織在將 

工業化國家之專門技術讓與發展中國 

家一事上所負之觸媒性任務，並應於 

尙未體現於較大計劃之前，先作小規 

模之試驗；

(^!)秘書處於壽擬及實施各項研究計劃時 

應設法：

(^)盡量利用其他機構所作之各項研 

究，除非對現有各項研究之考察 

顯見其不足供本組織目的之用， 

則應避免從事新研究；

發展與具有相同與趣之組織及機 

關合辦之研究；

(^!!)實施總部之此項方案擬訂辦法事先須 

在秘書處內採行適當程序，俾能：

(^)在有關通盤方案範圍內詳估所擬 

毎一計劃並決定其相對重要性； 

確使方案之每一部門均能集中致 

力於應該儘先應付及需要；

( ^ )着眼其與各有關部門之關係，評 

估所擬各計劃在集體上是否適當 

而充足。

二五一‘ 經某些代表團建議，並經決議草案各提 

案國代表分別地域集團發言表示同意，理事會決定展 

延至理事會第三届會討論決議草案巧所載各點，並決 

定將決議草案全文列入第二届會報告書。

蕃議關於毅立方案及播铜工作小組之決議草案

二五二 ̂ 荷蘭代表在第五十三次會議提出阿根 

廷、奥地利、保加利亞、加拿大、幽納、荷蘭、奈及利亞、 

巴基斯坦、菲律賓及泰國的聯合決議草案(了!) / ：̂ /!̂ .̂ )̂ 

311(1 ^̂ 1(1.1 31101 一件，其全文如下：

工業發展理事會，

覆按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所據以設立之大會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 

一乂

覆按工業發展理事會關於盡可能妥善執行其 

載務之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決議案一(一)內之各 

項規定，

念及理事會之主要載務及權力包括：

( ^ )審議及核准活動方案；

檢討並促成聯合國體系內工業發展方面 

活動之協調；

( ^ )經常檢討本組織之活動；

確認理事會尉工業方面工作方案，其所涉經 

費問題及協調問題之審議，乃一複雜而頗費時間 

之事項，

表示甚願促成理事會之任務並改善其工作質

量，

認爲理事會得依議事規則第六十二條設立爲 

加速有效執行其職務所必需之輔助機關，

一 . 請執行主任召集由政府代表組成之工作 

小組，理事會所肴理事國均得參加；

二.決定工作小組應自行選舉職員而該小組 

之載務係審議爲理事會届會所編製之文件，以期：

 ̂ (^)審查現行及所擬議之工發組織工作方

案；

評佑凡此方案所涉經費問題；

( ^ )查明並評論工業發展方面之協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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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決定自一九六九年起，工作小組應於理

事會每一常年屆會舉行前約兩星期在本組織所在

地先行集議，並應就其集議結果提出報告，送請

理事會審議。

二五三’多數代表團雖然都對擬議設立方案及協 

調工作小組一舉表示歡迎，但關於決議草案的討論卻 

集中於召集這樣一個機構的方式問題，特別是關於其 

組成、届會會期及何時集會的問題。

二五四’許多代表團提議照所提出的措辭通過這 

決議草案，但是其他代表團表示反對，主要是因爲經 

費的考慮。另外有些代表團建議在顧到各集團間代表 

的公允地域分配原則之下，所擬議工作小組的組成應 

有限制。也有人建議要縮垣工作小組届會期間並應在 

比理事會届會前兩星期更早些時候開會。

二五五‘ 在辯論期間，執行主任就所提決議草案 

所涉經費問題作了陳述。

二五六^約旦代表在說明理事會應先設立一個方 

案及協調委員會而再請執行主任召集其會議之後提 

出了一項關於"方案及協調工作委員會的設立"的修正 

案。

二五七^上述修正案以二十一票對十一票遭否 

決，棄權者十二。

二五八^ 約旦代表另提一項修正，擬將正文第一 

段改爲"決定設立由政府代表組成之方案及協調工作 

小組，理事會所有理事國均得參加"。

二五九^ 上述修正案以十六票對十一票遺否決， 

棄權者十一。

二六荷蘭代表提出一項修正，擬將正文第二 

段(^)"審查現行及所擬議之工發組纖工作方案"字樣 

改爲"審查關於過去活動、現行及所擬議工發組織工作 

方案之報告"。他也提議境列一個新的正文第四段，段

文如下："決定參酌所獲經驗，於理事會第三届會檢討 

工作小組之組成"。

二六一‘ 經荷蘭修正後的決議草案了!)/^/!^.^^)/ 

0̂1̂ 1.1 311(1 2 以三十四票對一票通過，棄權者九(見 

附件陸，決議案三(二̂ ))。

二六二‘瑞士代表在第六十二次會議提出比利 

時、運納、義大利、瑞典、瑞士、千里達及托貝哥、聯合王 

國及美利堅合衆國聯合決議草案(工!)/：̂/!^.^^)。

二六三^ 草案全文如下：

工業發展理事會，

極欲閩明關於設立方案及協調工作小組之決

議案三(二)之意義’

一 . 斷定理事會於通過決議案三(二)時決定

依照議事規則第六十二條設立理事會之一輔助機

關；

二.決定工作小組以理事會理事國中已向秘

書處登記列爲關係工作小組届會參加者之過半數

出席爲法定人數。

二六四^瑞士代表解釋稱該決議草案的用意在於 

閩明關於設立方案及協調工作小組的決議案三( 二)的 

意旨。

二六五^荷蘭代表提出擬請列入理事會第二届會 

報吿書的三個提案，用以替代決議草案10/13/1^.43。 

關於設立工作小組及其法定人數多寡的兩個提案與決 

議案正文兩段中的規定相同。最後經理事會予以接受 

的第三個提案是主張參加工作小組届會的理事的費 

用，應由其各本國政府負擔。經討論後，比利時代表 

請求表決決議草案。

二六六^ 決議草案以二十四票對十票通過，素權 

者四(見附件陸，決議案十二(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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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與各專門機關及其他國際組織之協調及合作8

八.檢时聯合國體系各組織在工業 

發展方面的活動

二六七^理事會爲審議這個項目而獲有下列各文 

件：一九六七年聯合國體系各組織工業發展活動報告 

書(̂ !：)/：̂/^^);關於常年檢討聯合國體系各組織工業 

發展方面活動將來方案的節略(了!)/：̂/^^);及關於編 

製分析報告書的節略(^!)/：̂/?^)。

二六八^秘書處代表在提出討論項目時請理事會 

注意秘書處編製綜合報告書一事所遭遇的困難，並請 

注意亥件1 0 /6 /2 4第七段內關於改善各報告書內容 

及編製形式的各項建譲。秘書處認爲如能使綜合報告 

書符合所需內容齊備與形式劃一的標準，那它對於理 

事會就成爲非常有用的協調工具。

二六九^ 在檢討所提各報告書時，各方代表團察 

悉文件1 0 /2 /2 4第十及第十一段9所舉述某些工業活 

動上的缺陷與重疊情形。有人看出秘書處在編製第三 

次餘合報告書時遭遇若干種困難，特別是缺少必需的 

資料。

二七秘書處所提關於改善綜合報告書的編製 

與開式的建譲經各方一般表示贊同。

二七一^特經堅決强調的是聯合國各機關間有獲 

致更妥善協調的需要尤其是工發組織與各區域經濟委 

員會間有更加密切合作的需要。這種合作被認爲對工 

業計劃的有效設計與方案擬訂是必需的。若干代表團

8本章所述爲第二委員會關於議程項目六及項目八8審議 
經過的報告。該委員會關於這雨項目的報告書

311̂1 經理事會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第五十三次會議
通過。

9第十段："某些方面的活動似需由工發組織單獨地或在與 
其他關係機關合作下更爲加緊努力。下列各方面就不妨初步地 
提一提： 工業情報(工發組織標準化及品質管制(工 
發組織̂  促進工業計劃霊資^由工發組織與直域發展銀行
及其他國際金融機關合作）；及其他若千工業部巧例如^^^冶金 
與製造機械(工發組織 (^)建築村料(工發組織與歐經會〉；及 
①工業産品投入農業,例如肥料、殺劑及農業機械(工發組織 
及糧農組織

第十一段："若千方面活動的重輕也是可以查明的，這問題 
就須要與各有關專門機關澄淸事體並議定責任的分擔。在這裏 
不妨指出這些方面的若干部?3，例如：（̂)食救加工工業； 纸 
獎與紙業(工發組織及糧農組織）；(^)工業管理；（̂^工業訓谏； 
及00小型工業〔工發組織及勞工組織义"

覺得可對聯合國體系內各機關在工業發展方面所達成 

的效果加以分析，那是特別有助盆的，其他聯合國機 

關也應顯到執行主任在文件11^：6^24內就聯合國各 

機關在工業發展方面各項活動編製分析報告書一事所 

提出的各項建議。

二七二‘某些代表團表示工發組纖應從事擬訂以 

科學爲基礎的工業發展方案及模範以便發展中國家可 

據以建立多元化經濟，充分使用國內天然、勞工、財力 

及其他資源。在這方面，這些代表團强調必須擬訂由 

聯合國體系內各組纖一起參加的工業發展聯合計劃。

二七三^ 在壽資方面，許多代表團都覺得工發組 

織應該加緊努力去促進按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條件壽 

供工業計劃所需資金。各方應作更大努力而與國際及 

區域金融機關合作壽供工業計劃資金。

二七四^若千代表團提議今後的綜合報吿書也應 

載有關於聯合國各機關所推行各工業計劃成果的情 

報。

二七五^ 幾個代表團嘉許執行主任在文件10/ 

6 /2 5第四段內所作關於將來方案帳目的建議。

二七六^各理事一般都希望能對聯合國體系在工 

業發展上各項活動提具較爲詳細的分析報吿，備供理 

事會審議，並希望能向下届會提出這樣的報告書。

二七七^在答覆某些代表團就工發組纖在肥料方 

面載責所提詢問時，糧農組織代表解釋說糧農組織所 

關注的主要是肥料的使用，而不是其製造，後者是工 

發組織權限內之事。

二七八^ 在對討論期間所提出各點加以評論時， 

秘書處代表說其中一些問題已成爲聯合國體系內各成 

員互相諮商的主題，其他一些問題也會在擬訂將來工 

作方案時予以考慮。他說例如工發組織已在研究與國 

際及其他區域金融機關合作促進工業計劃資金壽供的 

問題，也正在辕極從事在若干國家內設立試驗赢，以 

便調查在工業上能否使用士産原料，像若干代表團在 

辯論期間所建議那樣。他也說若干代表團所提的協調 

問題倘於討論議程項目八2 "工發組織在協調聯合國 

體系工業發展方面活動上所責之中心任務"時予以審 

議，則較爲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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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關於工發组纖、各II域經濟委員食及其鲁特 

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間合作的块讓草案

二七九^羅馬尼亞代表在第五十三次會議提出 

比利時、智利、捷克斯拉夫、芬蘭、印度、伊朗、象牙海 

岸、科威特及羅馬尼亞聯合決議草案(̂ [口/ ：̂ /!^.^! 311(1 

八̂ !̂ !.：!)。草案全文如下：

工業發展理事會，

覆按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二 

一五二 (二十一)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議 

案二二九九(二十二)以及工業發展理事會一九六 

七年五月四日決議案一〔一)第二段(^!),其中論 

及與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經濟及社 

會事務處保持密切而不斷之工作關係，

顧及聯合國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貝魯特聯合 

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所表示就共同關切部門與工 

發組織展開合作之願望，

察悉並讚賞執行主任爲加强聯合國工業發展 

組織一方與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經 

濟及社會事務處另一方間之合作所作之努力，尤 

其是執行主任所抱之意向，卽旨在調和本組織與 

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該事務處之工作，

一 . 請執行主任繼續其活動，以期依照上述 

各決議案之規定開展工發祖織與各區域經濟委員 

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經濟及能會事務處間之合作；

二.請執行主任在關於聯合國工業發展方面 

活動協調情形之毎一常年報吿書內詳述業已有效 

實施之合作措施，或商得各匿域經濟委員會執行 

秘書及貝魯特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主任同意 

而擬請採行之合作措施；

三.促請各國政府注意工發組織與各匿域委 

員會間此項合作之董要性。

二八智利代表提議修正正文第三段，擬將其 

改爲"强調工發組織與各區域經濟委員會間此種合作 

之重要性"。

二八一 ̂ 印度代表覺!#正文第三段應保留列在決 

議案正文部分，因爲各提案國要强調的是街提到的那 

種合作。但是這一段可以改列爲正文的第一段，以求 

在編排上較爲句稱。因此，以前疋文第一段及第二段 

分別改列爲第二段及第三段。

二八二.索馬利亞代表提譲把以前正文第三段 

"工發組織與各區域經濟委員會間"字樣改爲"工發組 

織與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 

務處間"。

二八三^約旦代表提議應在決議案標題中提到貝 

魯特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

二八四^ 修正後的決議草案了 ! ) / ：̂ /! .̂^^ 311(1 

(̂̂ ^̂ -̂ 經全體一致通過^見附件陸，決議案六(二 )̂)。

工發組纖在協調聯合國體系各組纖 

工業發展方面活動上之中心任務

二八五’這個項目的審議是以執行主任關於工發 

組織在協調聯合國體系各組纖工業發展方面活動上之 

中心任務的報吿書(^!!)/：̂/^?)爲根據。

二八六^ 這是秘書處代表新提出的項目。各理事 

一般同意工發組織經由其適當機關，依照大會一九六 

六年十一月四日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所指定由其 

擔貴的中心協調任務，負有促成聯合國體系各成員組 

織工業發展活動的協調的中心責任。

二八七^ 在討論期間，多數代表團都歡迎執行主 

任發動與其他各關係聯合國機關的首長從事諮商，以 

期在共同關切部門內II立各機關聯合方案，並在顧及 

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各項規定之下，設法調 

和凡有職權衝突情事的各部門內的活動。某些代表團 

强調這類努力須屬切實而具體。其他代表團感覺工發 

組織所負主要任務爲擬定工業發展的一致策略，雖然 

因工發組織的成立而可能需作某些調整，但工發組織 

仍應謀求在工業發展方面加緊與聯合國其他各機關合 

作。它們特別强調須與賈發會議及各區域經濟委員會 

合作。有些代表團認爲秘書處的文件中應該提到與非 

聯合國體系內成員的區域與分匿域機關例如非洲發展 

銀行、亞洲發展銀行、亞洲生産力組織、美洲國際發展 

銀行及區域合作發展組織(合作發展)的合作。

二八八^理事會察悉執行主任塵於與各機關所作 

嗟商的圓滿進展，曾表示希望他能就與其中某些機關 

達成的協定，以正式節略提送理事會下屆會。

二八九^秘書處所提關於請發展方案就工業方面 

技術協助活動協調問題所獲的經驗爲理事會編製一個 

分析報吿的提案，經各方一般II示贊同。大家覺得發 

展方案當能根據其在協調工作方面的經驗，向工發組 

纖提供可貴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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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各代表圉認爲設置工發組纖外勤工業顯 

間網而使其分駐設在各區域的發展方案常駐代表辦事 

處一舉，對於協調工作，特別是有關業務活動，當有 

極大助霊。關於這一點，某些代表團覺得應多予考慮 

的一件事是派遣顧問前往區域與分属域經濟活動中 

心，尤其是在發展較差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活動中心 

駐有顧問一事。

二九一^秘書處代表在答覆各方於討論中提出的 

問題時說協調工作及與各機關合作兩事正依循兩個方 

針推進。在略有工作董疊與職權衝突的那些方面，現 

正在設置秘書處間的一種機構，俾就協調問題達成具 

體協議。同時亦已另作安挑，擬在工發組織與有關機 

關的活動相輔相成的各部門內着手擬訂聯合行動方 

案。與每一有關機關擬訂聯合行動方案的部門載列於 

文件1 0 /2 /2 7第七段至第十一段內。

二九二^ 在這方面，某些代表團說工發組纖除向 

秘書處所述雙邊基礎上合作方案推進外，也應在由多 

於一個其他機關參加的多邊基礎上發起工業方面的合 

作方案。一個代表團舉例來說明這類方案特別有功效 

的一個部門是促進發展中國家製造品的出口。秘書處 

代表說在這一部門內已經以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執行秘 

書會議所決定訂立的聯合國促進出口聯合方案爲方式 

而採取了一種多邊辦法。他提到擬議中工發組纖與聯 

合國體系內其他機關合作壽備第二個發展十年一事， 

認爲這是多邊基礎上合作的另一個實例。

二九三‘ 關於與各區域經濟委員會的工作協調， 

秘書處代表說此事應在方案層上與計劃層上予以考 

慮。在方案層上，現有的協調機構是上述各區域經濟 

委員會執行秘書的會議。關於計劃層上的協調，理事 

會不妨留意工發組織工作方案內的許多計劃，這些計 

劃不久都需與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密切合作，包括聯合 

實施在內。，工發組織當然不能與非聯合國的機關就工 

業上的方案進行正式協調，涉及特殊計劃的事項則爲 

例外。 ‘

二九四^某些代表圉覺得如在協調事宜行政委員 

會〔協行會〉之下添設處理工業方面協調的小組委員 

會，那是在聯合國體系內現有協調機構之外另加一個 

有用的機構。秘書處代表在對這項建議作答覆時稱協 

政委會在一九六八年四月間最後一次會議上決定暫緩 

考慮設置工業方面協調問題小組委員會，因爲工發組 

織與上述聯合國其他各機關的談判獲有進展。

二九五^秘書處所提關於可能爲協調問題設置一 

個 執 行 主 任 的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第 十 八  

段)引起了相當辦論。多數代表團對這項建議都有所懷 

疑，覺得不應設置這樣的一個諮詢委員會，至少在目 

前不應如此。某些代表團認爲所擬議的這個委員會的 

任務規定尙須另加闇明。其他一些代表團認爲如果設 

置這樣的一個專家機構，那就應以有權參加工發組纖 

工作的各國政府代表組成之。另一些代表團覺得這組 

成應以出席工業發展理事會的各政府爲限。執行主任 

的代表說明這個諮詢委員會擬充爲一個技術專家委員 

會，不管關於政策的事項，只協助設置適當機構來編 

造綜合報吿書與其他協調方面的文件。幾個代表團表 

斤執行主任可以依他自己的職權來設置一個專家委員 

會。

二九六^ 關於此問題的辯論中的一致意見是：襄 

於多數代表團所表示的懷疑，大家對文件11^：8^27第 

十八段內所載提案不應作何決定。各方表示相信執行 

主任能憑藉其執行權力來解決這些協調問題。

蕃議關於檢封及播飼工業發展方旧活動的決議草案

二九七^巴基斯坦代表在第五十三次會譲提出阿 

根廷、奥地利、巴西、保加利亞、落麥隆、捷克斯拉夫、芬 

蘭、週納、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義大利、象牙海岸、 

約且、科威特、荷蘭、奈及利亞、巴基斯坦、菲律賓、羅馬 

尼亞、盧安達、索馬利亞、蘇丹、瑞典、瑞士、泰國、千里 

達及托貝哥、士耳其、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尙比亞的聯 

合決議草案(^!)/：̂/!^.37)0

二九八’ 決議草案全文如下：

工業發展理事會，

覆按大會關於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之一九六 

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X 特 

別是關於本組織在檢討並促進聯合國體系工業發 

展方面一切活動之協調上負有福要任務之第威節 

第二十七段，

覆按工業發展理事會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決 

議案一〔一 特別是關於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聯 

合國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經濟及社 

會事務處間合作之分段二

備悉並讚賞聯合國體#工業發展活動第三次 

線合報告書0 0 /8 /2 3  811(1' 八 執 行 主 任  

所提送關於編製分析報告書之節略(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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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常年檢討聯合國體系各組纖工業發展方面將 

來活動方案之節略(工! ) / ：̂ /^^),

備悉執行主任關於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在協 

調聯合國體系工業發展方面活動上所負植要任務 

之報告書(了!) / ：̂ /^?),

深知本理事會爲執行工發組織關於協調聯合  ̂

國體系工業發展方面一切活動之植要任務而負有 

之主要責任，

一 . 請執行主任：

(^)加緊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獨自或與有關 

機關合作在凡有行動欠缺之活動部門內所作之努 

力；

顧及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中有 

關規定，繼績其與各有關專門機關之諮商，以期 

訂立共同關切部門內活動之聯合方案，並促成此 

種行動之調和，藉以提高爲促進工業發展所作全 

盤努力之效率；

(^)續與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執行秘書及貝魯 

特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主任諮商設法進一步 

加强工發組織與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貝魯特聯合 

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間之合作，以促進發展中國 

家之加速工業發展，包括根據各關係國家經查明 

之需要擬訂聯合方案；

(^!)繼續努力促成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與國 

際及區域金融機關間更密切之合作，以期大力促 

進發展中國家工業計劃之資金壽供；

二.復請執行主任依照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所負之植要協調任務，與各有關專門機關、各區 

域經濟委員會及聯合國發展方案之首長諮商妥善 

辦法，以期訂立適當程序，俾便據以檢討並協調 

聯合國各組織體系內成員在匿域、分區域或國家 

層上所進行工業發展方面之實地業務活動；

方面有關之活動，在聯合國各機關之理事機構內 

採取一貫立場；

六 . 贊同執行主任之意向，卽會同聯合國體 

系內其他組織，對秘書長依照大會一九六六年十 

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二一八2  (二十一)及一九六 

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決議案二三0 五〔二十二〉正在 

編製之一九七0 年代十年國際發展策略初步綱領 

之闇訂，作出貢獻；

七.請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執行主任採取適 

當措施，以改善綜合報吿書之內容及形式；

八.請執行主任研討能否在綜合報吿書內列 

入關叙聯合國體系各組織工業發展方面業務活動 

所獲成果之情報；

九.再請聯合國各組織體系內各有關成員與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合作並予以協助，期能及時 

編製並分發綜合報告、分析報告及將來活動之檢 

討報告；

一盼望於理事會第三屆會接獲第一次分 

析報告及聯合國體系各組織工業發展方面將來活 

動之討報告；

一一. 請執行主任就本決議案之實施，向理 

事會第三届會提送報告書，其中須附載與有關專 

門機關或已縮訂任何協定之全文。

二九九^ 巴基斯坦代表說在草案編爲文件後，若 

干修正案已經提出，他代表決議草案提案國提議在正 

文第一段(^!)分段第二行"區域"及"金融"字樣之間增 

加"及國家"三字；在第七段"改善"兩字之前增添"繼 

績"兩字；第十一段"協定"兩字之前應列有"暫行"或 

在"協定"之後增加"草案"字樣。

三0 0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提議在 

第一段（(^)分段"促進"字樣之後增添"按可爲發展中 

國家接受之條件"一語。

三.請執行主任商同聯合國發展方案總辦根 三0 —. 週納代表提議删去正文第十一段"或已

據該方案處理協調問題之經驗編製詳細分析報 縮II"字樣。

吿，期就此項分析對協調工業發展方面技衛協助 三0 二 . 印度代表贊成保留正文第五段，但覺得

一事可能提議之措施及程序擬具建議； 其措詞應改爲:"促請各國政府注意允宜依照決議案二

四. 察悉執行主任有意爲國家層上之協調而一五二(二十一)之規定，使其自身在聯合國各機關及 

酌情利用外動工業顧問封此表示贊同； 有關機關內關於工業發展方面之立場調和一致"。

五.請各國政府注意其代表允宜依照決議案 三0 三 . 修 正 後 之 決 議 草 案 經 全 體  

二一五二(二十一)之規定，對各本國與工業發展一致通過 (見附件陸，決議案四(二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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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議閲; ^ 工織區域 I I間括勤的決議草案

三0 四.智利代表在第五十三次會議提出比利 

時、智利、印度、伊朗、象牙海岸、約旦、科威特及羅馬尼 

亞聯合決譲草案(工! ) /：̂/!^.]^/!?^^.；̂。案文如下：

工業發展理事會，

確認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纖與各區域經濟委員 

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在工業發展 

方面工作上有獲致充分協調之必要；

顧及現時已派有工業發展方面區域顧問分駐 

貝魯特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之各區域委員 

會，此等II問所需經費係由聯合國工業發展方面 

經常方案項下開支〔聯合國預算第五編第十四款

爱請：

一 . 執 !1主任續與各匿域經濟委員會執行秘 

書及貝魯特;I？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主任諮商， 

以期建立-̂^̂密切之合作，而利用各區域工業發展 

顧間，藉以確保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各區域經濟 

委員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綴濟及社會事務處在工業 

發展方面活⑩之調和一致；

二 . 執行主任就此項諮商，包括與聯合國工

業發展組織、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貝魯特聯合國

經濟及社會事務處間更密切協調與合作有關之任

何其他發展在內，向理事會第三届會提具報告。

三0 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提議把決議草案 

標題改爲"分駐聯合國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貝魯特聯 

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之工發組織工業發展方面匿域 

顧問之活動"。

三0 六 . 瑞士代表提議在前文第二段第二行"區 

域顧問"字樣之前增添"工發組織"。

三0 七.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代表指出前文第二段 

第三行(英文本)的打字錯誤，̂0；̂"應改爲"81101 40"〔中 

文譯'文應改爲:"各匿域經濟委員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經 

濟及社會事務處"X

三0 八 . 印度代表提議把正文第一段"建立"字樣 

改爲"保持"。

三0 九 . 義大利代表提議把正文第二段"更密切" 
的"更"字删去。

三一修正後的 決 議 草 案  

經全體一致通過〔見附件陸，決議案五(二力。

第五章 

促進區域、分匿域及國家層實地業務1。

三一一’ 秘書處代表在提出這個項目時，特別提 

到外勤工業顧問派駐聯合國發展方案常駐代表辦事處 

一事的董要性。他通知理事會現在已就載的外勤工業 

顧問計有四人。在尙'未委派足數外勤工業顧問的目前 

這個期間，由總部職員暫時在若干國家內代行外勤工 

業顧問的載務。外勤顧問方案經費期望由發展方案承 

負，可能自一九六九年開始。

三一二^因爲在雅典座談會期間曾與各代表團討 

論關於技術協助的事項,各方已發動提出多項請求,秘 

書處載員亦曾出差進行探討工作。他們訪問了若干國 

家，去討論它們對技術協助的需要，並且協助各國政

10本章所述爲第二委員會關於其審議議程項自八8的報 

告。該委員會關於這個項目的報告書 

經理事會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第五十三次會議通過。

府擬具協助的申請。秘書處代表說題爲"工發組纖一 

工業上技術協助"的手册,在提請各政府注意工發組織 

可以提供何種協助,供這類協助用的資金來源，以及應 

向工發組織提送的協助申請表格各事上，卓著成效。

三一三^蔑個代表團認爲雅典座談會所建議壽組 

的各國內委員會除他事外特可充爲與工發組纖聯絡的 

主要途徑，並在國家層協調事宜上責起主要任務。有 

些代表團說它們本國政府有的已組成這種委員會，有 

的則正在續極考慮採取這種行動。在某些事例中，爲 

工發粗纖而設的國內委員會可由發展事宜國內委員會 

的小組委員會充之。若干代表團覺得秘書處應就其所 

想像各國內委員會與工發組織間關係，向理事會提送 

情報。某些代表團也評論說，因爲工發組織是一個新 

的組織，所以倘能把關於其活動的情報廣大地向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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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委員會，尤其是私營部門、商會及各有關組織傳播， 

那就大有裤益。

三一四^若干代表團對遲延委派外勤工業顧問表 

示關切，並且着董說明從速委派這種顧問一事的重要 

性。一位代表說他本國政府已準備在發展方案理事會 

下次會譲時促請發展方案總辦自外勤工業顧問就職之 

日起，承責其經費的開支。一個代表團特別呼顏應在 

與聯合國其他機關合作之下促使工發組織的業務活動 

更有成效。

三一五^若于代表圉查問匿域顧問與區域間顧問 

的詳確載務是什麼。秘書處代表解釋說區域II問幾乎 

就是裁屬於各區域經濟委員會的職員，一經医域內國 

家政府請求，他們就爲這些政府服務。區域間顧問是 

總部的職員，出差各國，在個別國家裏負起自己專長 

方面的住務。

三一六  ̂ 一位代表說文件1 0 /2 /2 8內的各項結 

論很値得注意，他本國代表團完全贊同工發組織應就 

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工業發展方面協助一事貢起重要任

務這項意見。它也認爲必須設法促成充足舆迅速地提 

供這類協助。在這方面，多數代表團覺得理事會的報 

告書中應建議在將來認捐會議中特爲工發組織霊供資 

金。有人提議執行主任應向理事會下屆會提出關於加 

速與改良技術協助徵聘事務處的工作以及徵聘方法與 

程序的提議。

三一七^該委員會從某方對於一個代表團所提出 

關於秘書處對在雅典舉行的工業促進事務處會議有無 

後繼行動的問題的答覆中，獲悉目前正在探討幾種可 

能辦法，另又正與各國際金融機關、區域銀行及其他關 

係組織進行討論，以期想出方法，藉使凡有意利用外 

國投資的發展中國家能與提供工業資本者會商。

三一八^討論結果顯示各方一般認可秘書處所採 

取旨在促進實地業務的步驟，大家特別注董各國內委 

員會當能就這一件事在發展中國家內負起有益任務。 

有人促請秘書處傳播關於已設置的國內委員會的情 

報，包括其形式、組成及任務規定在內。由討論中也可 

以看出有加速徵聘外勤顧問的需要。

第六章 

財務及組織事項"

么.一九六九年度經費槪算草案及 

其他財務問題

三一九、各理事一般同意執行主任所提出題爲 

"擬議中一九六九年度工作方案所涉經費問題之臨時 

說 明 書 " 的 陳 述 仍 不 足 使 理 事 會 能 按 可 供  

本工發組纖使用的資源來檢討本組纖的工作方案。此 

外，許多代表團提到"工業發展理事會議事規則"(了!)/ 
丑/ 丄̂ )第三十一條第四項，該項規定執行主任應向理 

事會每一常會提出工發組織下年度的"經費槪算"。許 

多代表團把這一條解釋爲指聯合國秘書長的常年槪算 

而言，其中列有工發組織槪算的一款。

三二一個代表團看出執行主任在提出工發組 

織一九六九年度槪算時確有困難，因爲在事實上，那

11本章所逸爲第一委員會關於審議議程項目九及項目十的 

報告。該委員會報告書^̂ /̂̂ /̂ -̂ /̂ /̂ /么̂ 丄̂^^經理事會一九 

六八年五月十四日第六十次會議通過。

是秘書長還沒有最後確定的槪算。這個代表團說核准 

工發組織槪算一事並不是理事會的職務。但審議工發 

組織的方案與其資源的使用則確是理事會的職務。某 

些代表團說如果聯合國預算循環不允許理事會常會在 

所定通常會期中檢討秘書長的槪算，那麼理事會如考 

慮在年度較晚期內集會，那似乎是有益的。

三二一^幾個代表團認爲理事會如果不能在毎一 

届會看到工發組織常年槪算，那麼最好還是删去議事 

規則的第三十一條第四項。

三二二^許多代表團表示意見說理事會如果不能 

檢討工發組織的槪算，理事會的整個宗旨就都成疑問。

三二三^幾個代表團引誰秘書長向方案及協調 

事宜委員會(方協委會)提送的題爲"聯合國在經濟、社 

會及人權方面之工作方案及其預算需要"
八的報告書,認爲這是工發担織將來怎樣向理事 

會提出槪算的一個良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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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四^理事會在第五十二次會議全體一致決定 

請執行主任盡力設法能在理事會本届會取得秘書長所 

編造的一九六九年度工發組織槪算而將其提送理事會 

^決定全文見附件伍內X

三二五’ 經執行主任請求，由理事會證實它所要 

的是秘書長編造的一九六九年度槪算，不是執行主任 

提請秘書長考慮的槪算。在證實了這點之後執行主任 

通知理事會稱，據他所知，秘書長的槪算還沒有編出 

來，所以無法向理事會提出。

三二六^執行主任把理事會決定全文送交聯合國 

秘書長，秘書長請執行主任提請理事會注意爲了法律 

與實際兩方面的理由，一九六九年度槪算礙難提送理 

事會本届會。秘書長致執行主任的覆文見本報告書附 

件陸。

三二七^ 執行主任通知理事會：如果理事會要他 

將所編造提送秘書長的工發組織預算提交理事會，他 

有權予以考慮。幾個代表團說理事會應該審查執行主 

任的槪算草案。

三二八^ 理事會決定結束槪算問題的討論，但所 

^附了解是在理事會下届會再議此事。

三二九，一個代表團對在一九六八年度預算中指 

撥二七八，0 0 0 美元供升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間舉 

行的國際工業發展座談會另外會議紀錄之用一舉是否 

得宜，表示懷疑。它說現在已有充足資料可使人能洞 

悉這次座談會的一切方面工作。

三三0 ’秘書處指出聯合國經常預算中撥供列印 

座談會紀錄的二七八，0 0 0 美元一數限定所有工作 

在一九六八年內完成。但是大家察悉翻譯與印製所有 

語文本的工作如果不能在一九六八年終完成，那就要 

請求准許把所需要的款數轉入一九六九年度預算，供 

作這項開支。

三三一  ̂ 一個代表團指出維持工發組織行政機構 

的費用實在太高，一九六九年度預算中敦項必須用得 

更節省一點。同一代表團也說爲着工業發展的目的應 

更多地使用來自經常預算及各方對聯合國技術協助的 

志願捐助的款項。

三三二  ̂ 一個代表團指出文件11^：6726內表四、 

表五及表六與文件1 0 /6 /2 9內表五所列關於會議、諮 

議及出版物方案的費用槪敷有不相符合之處。

三三三^ 秘書處指出文件11^：6726內的槪數在 

事實上是方案擬訂的槪數，爲了設計目的而故意從寬

擬訂方案，璧於根據經驗總有某些計劃爲了種種原因 

而無法實現。但是文件11^：8729內的費用槪數，如果 

爲秘書長及第五委員會所接受，那就成爲可動用的預 

算經費，而所實施的方案當然就得以這些資源爲服。

三三四  ̂ 一個代表團在提到"利用各方尉工發組 

織志願捐款的準則"̂ ；!!)/：̂/]^))時，表示意見說這文件 

並沒有依照理事會第一屆會的要求， 閩明在業務活動 

上使用志願捐款的程序與原則。這個代表團說理事會 

需有這種指示與原則， 縫能評估執行主任關於此類捐 

敦的提議。

蕃議關於志願损款的決議草案

三三五^ 蘇丹代表在第六十一次會議提出了巴 

西、智利、迹納、伊朗、約旦、科威特、奈及利亞、巴基斯 

坦、菲律賓、盧安達、索馬利亞、蘇丹、泰國、千里達及 

托貝哥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聯合決議草案（了! ) / ；̂ / 

[ ‘35)0

三三六^ 決議草案全文如下：

工業發展理事會，

璧於爲增加對發展中國家協助之業務方案 

計，有需達成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資源之大量擴 

增，

覆按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大會決議 

案二一五二 (二 ^一〉之規定，

又覆按工業發展理事會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曰 

決議案二(一 ，內請秘書長召開常年認捐會議，由 

各方宣佈對本組織之捐助，

念及由盡可能最多國家斜工發組織作適當志 

願捐助一事，實與本組織旨在協助發展中國家工 

業化之方案之國際性質完全符合，

一 . 請執行主任採取必要步驟，通過與已發 

展及發展中國家政府直接接觸，促進各國依照大 

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第富:節第二十三段之 

規定，封工發組纖業務方案作適當志願捐助，從 

而予以有效支持；

二.決議從各方依照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第威節第二十三段規定對聯合國工業發 

展組纖之志願捐助所得資源， 應供理事會所核定 

方案下各項計劃之用。

三三七^ 在討論期間，許多代表團贊助此決議草 

案。但是若干代表團雖對此決譲案的精神表示同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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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認爲發展方案應爲工發組纖活動所需資金的主要来 

源，所以它們在表決決譲草案時要棄權。

三三八，在秘書處說明決議草案所涉經費問題 

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要求單獨表決前 

文第三段。後經巴西代表支助，約旦代表要求單獨表 

決修正後的正文第二段。

三三九^ 前文第三段以二十三票對四票通過，棄 

權者十六。

三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提議將 

正文第二段內"理事會所核定方案"字樣改爲"工發組 

纖方案"。他認爲這樣就可以使這段的意義有較大的伸 

縮性。比修正案以二十一票對五票通過，棄權者十七。

三四一^訂正决議草案全文以二千七票對零通 

過，棄權者十五(見附件陸，決議案十(二^)。

組纖事項

地域分配

三四二^許多代表團在審查秘書處所提關於工發 

組纖專門員額地域分配的工作文件時，發覺有不公允 

的情形。幾個國家與區域的人員似乎過多，其他國家 

與匿域不是所估員額不足，就是根本沒有。

三四三  ̂ 一些代表圃認爲社會主義國家在秘書處 

內任職人數不足, 西方各國則太多，所以希望這種不 

正常情形可予料正。同時，也有代表團指出1^-5及更 

高級的董要載位分配情形特別不均与，西方國家所佔 

員額幾乎比社會主義國家多六倍，違有美利堅合衆國 

國民所佔員額比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多三倍有餘。

三四四^某些代表團說工發組織秘書處內亞洲人 

員最少，所以希望在徵聘職員時能顧到這種情形。

三四五  ̂ 一些代表園認爲秘書處提送理事會關於 

職員地域分配的情報不够充實，因爲所提送的只是有 

國民任載的國家名單而未載關於各級人員地域分配的 

情報。這些代表團對缺少翔實情報表示遣憾，尤其因 

爲當初理事會在第一屆會時非常淸楚地決定要秘書處 

負責提出關於工發組織載員總數、結構與分配的詳盡 

文件，地域分配各表內且應載明一般事務載類與專門 

職類人員的分配。

三四六  ̂ 一個代表團說工發組織內職員人數最多 

的是行政司,而且爲一九六九年請求增設的員額中,這 

一司也比其他任何一司爲多。另又希望行政費用能以 

與本組織有效執行職務相稱的必要最低數額爲限。

三四七^許多代表團都想知道是否所有國家都按 

例接獲關於工發組織秘書處內空額的通知。

三四八  ̂ 一個代表團說卡里比安區域連一個專門 

職類人員也沒有。

三四九^另一個代表團表示雖然完全贊成公允地 

域分配的原則，但是强調不應因要做到這一點而在徵 

聘載員時輕視才幹合格一層。這個代表團表示它信頼 

執行主任當能選用對工發組織工作能作最有益貢獻的 

職員。

三五秘書處在答覆各方所提關於地域分配的 

一般問題時吿訳理事會工發組織是聯合國秘書處的一 

個構成部分。秘書長正力求在聯合國秘書處及工發組 

織內編成具有地域代表性的人員額蹈。嚴格地說，根 

本就沒有受工發組纖任用這回事。所徵聘的職員是受 

聯合國秘書處的任用，而被派到維也納工發組織工作。 

這種任用是秘書長根據聯合國會所任用升級委員會的 

建議而作的。想在工發組織找工作的申請書寄送紐約 

或維也網都可以，一樣會得到愼重的考慮。

三五一^ 秘書處也通知理事會說，秘書長按期向 

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分發整個聯合國秘書處，包括工發 

組織在內的職位空額通吿。

審議閲於分散工發組織括勤的決議草案 

三五二^秘魯代表在第六十一次會議代表共同提 

案國提出在決議草案編爲文件10/2/1^.36後所擬議 

的一些修正。

三五三^ 秘魯代表以巴西、瞎麥蔭、秘魯、菲律賓 

及烏拉圭共同提案國名義提出了修正後的決議草案。 

案文如下：

工業發展理事會，

覆按在紐約舉行第一届會時秘魯代表團在文 

件 10/2/1^.8/1167.1中所提而經瞎麥隆與菲律賓 

兩代表團參加爲共同提案國之決議草案，

璧於該草案內之若干规定業經遵照執行主任 

之其他命令與措施予以實施，

念及該決議草案所根據之原則仍屬正當，尤 

以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應分散其活動一原則爲 

然，

一 . 承認爲達到分散其活動與人員之目的 

計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應考慮在非洲、亞洲及拉 

丁美洲設置區域及分區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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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請執行主任就此事與非洲、亞洲及拉丁

美洲之各聯合國會員國政府廣商,並就嗟商結果，

包括此事所引起一切行政後果在內，向理事會下

屆會具報。

三五四’ 在隨後討論中，許多代表團都表示與此 

決議草案有所懷疑。一些代表團覺得考慮分散工發組 

織活動問題的時機仍未成熟；它們認爲工發組織應在 

注意這個問題之前，先行擎固其現有結構。其他代表 

團指出設置區域與分區域中心會與現有各區域經濟委 

員會衝突。

三五五^決議草案提案國指出研究宜否設置這類 

中心是現時大家所關切的一件事，在這方面採取適當 

步驟不能像某些代表團所說，視爲時機未熟。

三五六^最後大家同意將這決議草案的審議藍期 

至理事會下届會舉行，彼時由理事會在議程項目"體制 

上安挑"之下對這個問題予以討論。各代表團也同意把 

這決議草案全文載入理事會第二屆會報告書。

工發組織的紐約聯絡處

三五七^幾個代表團對在聯合國會所設置工發組 

織聯絡處一舉的用處表示懷疑。一個代表團認爲在紐 

約及其他城市設置聯絡處都有可以使人信服的理由。

三五八‘幾個代表團認爲聯絡處的十五個員額 

(六個專門人員，九個一般事務人員)太多，所以請求 

加以研究，以期減少員額。

三五九^某些代表團說許多專門機關在紐約都有 

聯絡處，但是其中沒有一個有像工發組織聯絡處這麼 

大的規模。

三六幾個代表團提議縮小工發組織的紐約聯 

絡處。特別受到疑問的是行政事務專員這個職位有什 

底用處。

三六一  ̂ 一個代表團一面固主張應該減少紐約聯 

絡處職員人數，但也表示如果須在紐約有個聯絡處，它 

了解行政事務專員是有用的。

三六二  ̂ 一個代表團認爲關於在紐約設置聯絡處 

一事，應該研究一下其他國際組纖的經驗，在事實上， 

倘紐約有個聯絡處,那就可能節省工發組織的費用，特 

別是旅費。

三六三  ̂ 一些代表團認爲組約的聯絡處是需要 

的，尤以在本組織形成期中爲然，它們認爲在本組織 

發展的現階段中，六個專門職類員額並不太多。

三六四  ̂ 一個代表團認爲紐約聯絡處的大小是一 

個行政問題，應由執行主任去決定，但是因爲事就涉 

及北美工業發展方面極董要的各組織與機關，工發組 

織就特別須在紐約有個强大而具有充分專門才能的聯 

絡處，繞好在與這類組織與機關的關係上代表工發組 

織的利益。這個代表團也力言工發組織可以從利用這 

個聯絡處與北美各有關私人組織與工業接觸而得到種 

種利益。

三六五^秘書處報告說聯絡事宜是與全美國及加 

拿大的工業及树究組織以及發展方案與聯合國等機關 

都有關係。行政事務專員這個職位之所以需要，不只 

是因爲他要爲聯絡處載員服務，而主要的是因爲得由 

他辦理維也納的行政司及逕與這專員有接觸的紐約聯 

合國秘書處許多部司間行政事務上的聯絡‘。

其他組纖事項

三六六^許多代表團强調加弾工發組織外勤職員 

人力的重要性。幾個代表團顏請儘早增加區域外勤工 

業顧問的人數。

三六七  ̂ 一個代表團在評論所擬行政司一九六九 

年度專門員額的增加時，表示希望工發組織在加强 

外勤人力及各技術司方面的需要不致因此而受不利影 

響。

三六八  ̂ 一個代表團看到文件1 0 /6 /3 4在"永久 

總部"一標題下提及正計劃容納職員約自一千三百至 

一千五百人的鍵公處所，它不大了解的是同一文件中 

旣然提到最高限額是六百人爲什麼又另提這麼高的數 

字。

三六九^ 秘書處吿知理事會，文件中所列這些數 

字只是供作場所設計之用。這是以研究紐約聯合國會 

所及其他城市各專門機關許多年來載員增加所得經驗 

爲根棱而提出的一種長期估計。

三七一個代表圉說因爲沒有各國際組織所通 

行的一種集體管理制度，以致工發組纖秘書處的工作 

效率較低，這對原則問題的考慮也有不利的影響。這 

個代表團聲稱應在計及各政治及地理區城公允分配之 

下，在秘書處內設置襄助執行主任的副主任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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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一  ̂ 一個代表團說工發組織秘書處在關於技 

術協助的工作上有董疊之處，所以提議研究一下在各 

司間獲致更分明的職責分配的問題。這個代表團贊成 

擴大工業政策及方案擬訂司的載務與活動，並且强調

在這一司內境置處理區域設計問題及專門化與工業合 

作問題的特設單位是有用的。

三七二  ̂ 一個代表團認爲工發組織應該考慮聘用 

資格優異的一個.諮議，去透激地研究其組織問題。

第^章 

關於非政府及政府間組織的間題"

八.與非政府組纖的關係

工發组織與國際非政府组纖関係上的程序

三 七 三 ^ 理 事 會 獲 有 文 件 包 括 附 件 威  

內所載工發組織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建立關係的程序草 

案。

三七四^ 保加利亞、巴基斯坦、聯合王國及美利堅 

合衆國都提出了書面修正案，其他許多代表在討論期 

間提出了口頭修正與補充修正。

三七五^ 在審議各修正案後，理事會通過了這項 

程序，現附載於本報告書附件肆內。

三七六^ 關於所通過的程序中規定"工發組織須 

能信賴已獲淮取得諮商地位組織之合作"的第七項(̂ ) 
分項，某些代表是在贊同此項措辭時所附了解爲此菌 

應從廣解釋。

三七七，關於尙待本届會裁奪的各國際非政府組 

織諮商地位申請書，理事會決議不堅持適用程序中第 

八項(^ )分項及分項關於提送申請書限期的規定。

"本章所述爲第二委員會關於審議議程項目十一及十四 

及 ① 的 報 告 。該委員會關 

於這些項目的報告經理事會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及五月 

九日第四十九、第五十及第五十三次會議通過。

蕃議各非政府姐纖的申暗書

三七八^依照議定程序第二項設立的專設委員會 

建議理事會應依工業發展理事會議事規則第七十六條 

淮許下列各國際非政府組織爲觀察員：

0 0 歐洲海外工業發展中心；

國際基督敎實業經理人員聯合會；

( ^ )國際基督敎工會聯合會；

(^ !)國際手工業及中小里企業協會；

( ^ )國際工業財産保護協會。

三七九^專設委員會又建議理事會請執行主任與 

凡與工發組織有聯繁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建立密切合 

作，並就此事向理事會每届會具報。

三八理事會在第五十及第五十三次會議全體 

一致通過^ 設委員會的建議。

春議各政府間組纖的申請書

三八一^理事會在第四十九次會議全體一致譲定 

理事會依照議事規則第七十五條准許下列各政府間組 

織協商工發組織的活動：

( ^ )西阿拉伯常設諮商委員會；

國際農業及糧食工業委員會；

( ^ )共同非馬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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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五二 ( 二十一) 附件所載國家"名單 1  ^ 內13

三八二‘理事會在第四十九次會議全體一致決議依照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第二節第四段最後一句的規定，將南也門共和國及模里西斯列入設立 

工發組織的該決議案附件所載國家名單的"名單八"內。

I3第二委員會關於這項目的報告書在文件10/6/0.2/2/义 1̂(1.1內向理事會標出。此項 

報告書經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第四十九次會議通過。

第九章 

第三屆會的臨時議程

三八三^ 在第六十次會議，於討論工業發展理事 

會第三届會臨時議程草案(了! ) /：̂/!^.^^時，某些代表 

團認爲不應在下届會中作一般辯論。其他代表團覺得 

很難完全取消一般討論，但應使此種討論有較爲明顯 

的方針。在這方面，有人提議把一般辯論與對工發組 

織活動的檢討合併起來。但是某些代表團堅決主張保 

持可以自由發表有創造性思想的一般辯論。

三八旧.某些代表團希望能把一九六九年度工作 

方案報告書單列爲第三屆會議程中的一個項目。其他 

代表團提議應把接連兩年的工作方案提送理事會。執 

行主任說他不難在理事會第三届會提出一九六九年度 

方案進度報告書及一九七一年度工作方案與其所涉預 

算問題。

三八五^ 有人提議在項目五之末增列"工發 

組織實施發展方案計劃進度報告書"一分項，因爲發 

展方案的計劃估工發組織在工業發展方面具體活動的 

一大部分。另一項提議是項目六(^!)內應另有一部分， 

題爲"體制上的安排"，因爲下届會要檢討新工作小組 

的組成，同時也要研究分散工發組織活動的問題。

三八六^理事會在第六十二次全體會議獲有經第 

六十次全體會議修正的臨時議程草案。在對項目六 

"一九七0 年度經費的暫編槪算"另予修正後，理事會 

通過了下列臨時議程草案：

弟三届食臨特議程"

一 . 届會開幕。

二 . 選舉職員。

三 . 通過議程。

四. 一'般辯論。

五 . 工發組織的活動：

(^) 一九六八年度工發組織活動報告書； 

工發組織實施發展方案計劃進度報告書； 

(^) 一九六九年度工作方案報告書；

(^!) 一九七0 及一九七一年度工作方案；

( ^ )方案及協調工作小組報告書。

六 . 財務及組織事項：

( ^ )執行主任所編製一九七0 年度槪算及一九 

七一年度預算；

(^)) 一九七0 及一九七一年度經常方案；

( ^ )志願捐助；

((^ )組織事項：

〔0 體制上的安排。

七 . 聯合國體系工業發展方面活動的協調：

(& )工發組織的植要任務；

綜合報吿書、分析報告書及有關文件。 

10/0/1^.41/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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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有關政府間及非政府組織的問題。 三八七^理事會獲有秘書處提請理事會示明其對 

第三屆會佈署的意見的工作文件，特別是關於必需語 

文載員、便利、設備及印製簡要紀錄等事。理事會決定 

要印製1̂ 體̂會議簡要紀錄，如果設立届會委員會，則 

不印製這類委員會紀錄。關於工作小組的簡要紀錄，理 

事會決定由該小組自行決定。

九 . 第四届會臨時議程。

一第四届會日期及地點。

一一. 其他會務。

一二. 通過第三屆會報告書。

第十章 

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三屆會的日期及地點

三八八‘理事會在第六十二次會譲决定暫不預定第三届會的確定日期與地 

點，但認爲屆會應在維也納舉行，日期應在四月的後半月，會期至多三星期。

三八九^ 在第六十二次會議，報告員向理事會說明報吿書的槪要，並稱這 

文件定本要等最後一次會議結束後由秘書處協助來完成編印。現在理事會旣然 

沒有時間循通常程序來通過關於届會最後一天全體會議討論情形的那部分草 

稿，他提議理事會授權由他負責起草，然後請必須跟他在維也納逗留一些必要 

時日的報告員之友核閱，或則以通訊書面個別地請理事會各理事核閱。理事會 

決定應該編製報告書定本，不應有任何部分仍屬臨時性質，又決定由常駐維也 

納的一位報告員之友，卽巴西代表，協助報告員完成報吿書定本。理事會在上 

述條件之下通過了第二届會報告書。

三 九 在 届 會 主 席 、執行主任及各地域集團代表發言之後,理事會於一九 

六八年五月十五日晨一時結束第二届會。

第~|~ 一章 

審議第二屆會報告書

第十二章

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二届會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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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金

參加者名單

理 事 會 理 事

河根廷

代表

1-. 0 &1-105 ^16 1^0233；阿根廷共和國驻維

也豹大使館特命全權大使

副代表

0^1:103 工業部副部長

顧問

013(^1671 全權公使 

1^11-. 0^1:103 大使館秘書

1̂ 1113611 1-1. 1^01)62 ；國家發展理事會官員 

IV！ ：̂ . 151(101-0 031：16^311；工業部秘書處官員

奥地利

代表

1161111-1011 51311(5611&I ；奥地利駐西班牙大使 

21113. 331161：；外交部協助發展中國家事務盧

處長

副代表

1\41\ 2^011 01350111 外女部參事 

^11)61:1； 1^011311 ；外交部隨員

顧問

他. 0 6 0 ^ 8  聯邦總理辦公廳主任

1^11(101  ̂ 1^6111161：；聯邦工商部主任 

1161112 0 口612，聯邦工商部 

20^10 2661112^聯邦交通與公共企業部副主任 

1161:11131111 1^01& 1(3，聯邦商會

比利時

代表

1^011:1101111116，大使，比利時驻國際經濟

會議常任代表

到代表

0601-863 比利時駐奥地利特命

全權大使

顧問

11. 比利時駐國際經濟會議常設代

表團參事

1. 比利時駐維也酌大使館參事

5 西

代表

^107510 1？ 6218 511： 1:61100111： 1：；駐奥地利特命全 

權大使，^駐工發組纖常任代表 

到代表

1030 011111161-1110 1̂6 ^ 1：3 2& 巴 西 駐 維 也 豹  

大使館商務公使，駐工發組織常任副代表

1̂ 1112 ^111:01110 化 1(11111 0321131^^1！巴西駐  I笛 

也納大使館二等秘書，駐工發組纖常任副代表

顧問

1̂ 11'- 1030 011& I V ！ & 1165 ？01：10，了!：.，外交部

三等秘書

保加利亞

代表

1-. 丁61111 ？61：『0 ^ ，外交部經濟司長，大使 

則代表

仏‘ 1-1113611 31：03^3110^，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驻奥 

地利大使，保加利亞駐工發組織常任代表 

111:15^0 ？0口0 7 ，部長會議經濟、科學及技術合 

作委員會參事

01111310 保加利亞駐維也納大使

館參事，保加利亞駐工發組織副代表

保加利亞駐維也納大使館一等

秘書

1^311 0381^&10^ ^ 外交部三等秘書 

落參隆

代表

1^6111-1 0^6605116-1^(1011111136 ；駐巴黎商務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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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拿 大

代表

丄 ^0001(1101^^駐奥地利特命全權大使

副代表

101111 加拿大駐維也納大使館參事

顧問

1101361：1；3，奥大冗外交部 

16^11-01^11(16 工]：。!!!!)^^^^,加拿大駐維也納大

使館三等秘書

智 利

代表

智利驻奥地利大使，智利駐

工發組織常任代表 

副代表

^ ^ 1 ：10 1^123113，智利領事，駐工發組織副代 

表，智利駐維也納大使館秘書

1.1115 1^&11&智利駐日內冗國際組織常設代

表團秘書

寄儉化亞

代表

則代表

2111651:0 1̂ 131:1111 1^1611& 工 業 發 展 研 究 所  

副主任

011111611110 1^0(^1181162 ^0031；& ,哥倫比亞金融 

公司副經理

古 已

代表

1^0口62 駐工發組織常任

代表

副代表

1̂ 1113 011311(10 古巴駐奥地利大使

捷克斯拉夫

代表

0131103 3 0 1161)315國家設計委員會司長

副代表

IX  1̂ 1汪16】1^0，斯拉夫設計委員會副主席 

111101& 11 0^131:161 ^捷克斯拉夫社會主義共和

國駐工發組織代理常駐代表

1036^ 國家設計委員會國際經濟組

織組組長

顧 問

V II；乂 31817 副 處 長

3^086^ 1 ^ 0 1 1 布 拉 格 國 家 統 計 局 副 主 席  

？ 1：0 广  0 1 -. ^111:011 1 ^ 3 3 ， 布 拉 提 斯 拉 冗 〔 21^&1：|8 1 3 V 3 )

電 算 機 讲 究 中 心 主 任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代 表

316(11&101， 聯 邦 經 濟 部 處 長  

1161112 30111112^ 聯 邦 經 濟 部 參 事

代 表

？ 1111-11611161： ^311(16111131111 ；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 駐 維 也 網 大 使 館 參 事

0 6 1 1 1 &1(1 聯 邦 經 濟 部

1^110101^ 聯 邦 財 政 部

21)61-1131:^1 ^ ! ! ! ! ! ! , 聯 邦 經 濟 部  

^^111^1-16(1 IV[&331)61-8；聯 邦 糧 食 農 業 及 林 業 部  

0 1 1 ；& 16(1 11181106& I，聯 邦 經 濟 合 作 部  

1^3113 1\41161161：~ 0 5 1 ；11&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駐 維 也 納 大 使 館 一 等 秘 書

芬 蘭

代 表

？ 6111：1；1 I I 1151^11： 1：& , 外 交 部 助 理 次 長

副 代 表

X I I I ！  大 使 館 秘 書 ， 芬 蘭 駐 紐 約 聯

合 國 常 設 代 表 團

1^331：1 0 1.31:11& , 芬 蘭 工 業 聯 合 會 幹 事  

^11^1^0 031110 財 政 部 研 究 分 析 專 家

？ ^ ！ 33 11113-1^1&113. 1 ？ 3111105 外 交 部 隨 員

法 蘭 西

代 表

1.01115 1^00116 ^ 法 蘭 西 駐 奥 地 利 大 使 ， 法 蘭 西

駐 工 發 組 纖 常 任 代 表

副 代 表

16311 &556111： ； 工 業 部 海 軍 建 造 處 處 長

顧 問

^ 3 1 1 1 1 0 6  211184， 主 管 合 作 外 事 秘 書 處 海 事 處

長

1^1155 1^131：16~ ？  1:31150156 011111&11 法 蘭 西 鹿 維 也

納 大 使 館 二 等 秘 書

0 1 1 7  1^681-35^ 外 交 部 外 交 事 務 秘 書  

16311 21(13111；；外 交 部 秘 書 處 使 節 事 務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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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 納 伊 斯

代表

IV！ ：̂ . 231)1111 ^ 8 & ； 遲 奶 駐 奥 地 利 及 瑞

士 大 使

副代表

10361)11 1^1161-8011-00116  ̂ 工 業 部 工 業 促 進 處 長  

1 . 八 . 310131367 ^ 外 交 部 經 濟 處

坪 度

代表

61131111 ？ 131？；3811 ^ ! ! ! ^ ! ! ； 工 業 發 展 及 公 司 事 務

部 副 部 長

副代表

IV！I'- 51:1313111&013111 ； 工 業 發 展 及 公 司 事 務 部 特

別秘書

V 1811^11)13551(1 011111111&1 X  11^6(11  ̂ 印 度 駐 維 也

奶 大 使 館 大 使

顧 問

 ̂ 工業發展及公司事務部政府經

濟顧問 ’

^.：̂ . 01x14，印度駐維也奶大使館一等秘書 

？3.115&1 01311(1『31̂ 3111:11 印度駐杜賽爾

道 夫 投 資 中 心 主 任  

1̂ 11-. 011311(11：̂  331:1311，印度胜維也納大使館二等 

秘書

坪 度 尼 西 55

代表

^ ] ： . ^311311  1)31111(111(130^基 本 工 業 、 輕 工 業 及 電 力

部 長

則代表

1^1135 1.3111 I ？  0633^1 ^ 印 度 尼 西 亞 駐 奥 地 利 大 使  

5111-30 86(110110^ 基 本 工 業 、 輕 工 業 及 電 力 部 高

級 專 員

11113^78111 & 小 里 工 業 處 長

11063111&II ̂ 基 本 工 業 、 輕 工 業 及 電 力 部 駐 西 歐

代 表

1^611(1111？； 1~11011135， 印 尼 駐 羅 馬 大 使

館工業隨員

113.^^311 1)31:8& ； 印 度 尼 西 亞 駐 日 內 冗 聯 合 國

辦 事 處 常 設 代 表 團 二 等 秘 書

代表

1^1011&III 1113(1 ^ 11 綴濟部國際業務

筒級顧問

副代表

1^101131111116(1 ^ 11  經濟部工業設計組

組長

^^!：： . ^ 11  口0 0 1：，經濟部工業設計組副組長

義大利

代表

1^0136110 1)11001 ̂ 義大利駐奥地利大使，驻工

發組織常任代表

副代表

3311110 0 &31111 &̂ 011&,大使館參事

1^11\ 1^10116110 00221；駐維也納全權公使（商務〉 

0110^110 50131-1 60221 ；外交部參事

顧問

1^11-. ？ 131100 ^16 00111：1：611；義大利駐雄也納大使館

一等秘書

？ 131100 8 1:1:111111& ,外交部

03151:1616 0 6  5311113； 財政部 

IV！ ：̂ . ？3 0 ！ 0  國家研究理事會

1^1:83 011111& 0 &11123113； 國家技術研究與工業發展

理事會理事

011136卯 6 1^0 國立碳氧化合物研究所

111(11&1:11 預測技術公司

象牙海岸

代表

^ 广, 3 化1 0 1 3 6 1 1 0^ 設計部私人投資處副處長 

則代表

6 6 1 1 1 &]：01 0 1 1 &11013；設計部技術顧問 

曰 本

代表

棉坪正義先生，日本駐瑞士大使 

則代表

德崎巧先生，日本駐雄也納大使參事

廣野信衞先生， 國際賈易及工業部賈易及發展局技 

術合作組組長

藤本芳男先生， 日本駐維也納大使館一等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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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1̂1:0111010 861̂ 1 ̂ 外務省經濟合作局技術合作

組秘書

渡部光男先生，秘書，經濟事務課，聯合國局，外 

敦省

约 且

代表

1̂ 101&1\̂ 1̂  1？611，約旦駐德意志聯邦共和

國大使館全權公使

科威特

代表

1̂11116(1 設計委員會主任

副代表

50111:11311八1 設計委員會經濟主任顧

問

1̂3(1X11 3̂11111611 ^̂ 1-工11\̂ 3153：1，工商部工業設 

施財務主任

1̂3(1111-̂ 322311 1̂-1̂ 311(1& 外 交 部 二 等 秘
書

1̂ 11̂  03111&II IV！&1(13111 2 6 ^ ^  工商部經濟研究員

特 前

代表

？16161： 3131886，雇主組織普通代表，外交

部顧問

到代表

10113111163 11. 3̂11 尤尼來弗（ ^!!!!-
公司經濟學家

\̂ 3113̂ 6115 外交部聯合國經

濟及社會事務司司長

顧問

^̂ !]：. (̂ . 3̂11 7104；611，荷蘭駐維也納皇家大使館

參事

奈及利亞

代表

101111 0^1133^奈及利亞駐羅馬大使 

0111̂ 61111 ^!!!,奈及利亞駐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波昂大使館經濟及商務秘書 

260 566010̂ 1：5 商務秘書

已基斯坦

代表

八巧311，巴基斯坦政府工業司共同秘書

到代表

^3^66X1(1(1111 ^ 1 1  外交部巧長

顧問

^632 1̂ 311111&巴基斯迫駐聯合國日內冗歐 

洲辦事處代表團二等秘書

2 丄 ^ ^ 1 化，巴基斯坦驻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巴 

德 高 斯 堡 大 使 館 商 務 秘 書

秘 魯

代表

101： 2 6  1^10114:3111 秘魯駐維也納大使館

菲律賓

代表

IV！̂： . 1^01311(10 0 3 1 0 1 3 5 菲律賓駐瑞士伯恩大使館公

使街參事

則代表

1^1311&110 11111：0 5 國家經濟委員會工業資源

處處長

？1：31101300 01115311，工商部監督工業工程師

顧問

0011111120 3 1 8 2 0 1 1，菲律賓駐瑞士伯恩大使館三

等秘書

羅揚尼亞

代表

0 1 1 6 0 1 8 1 1 6  ？6 1 6^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駐 

奥地利大使

副代表

001131：&11111163011  ̂ 布加來斯特經濟學院

敎授

1 . 羅馬]^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駐維也

納大使館二等秘書

駐原子能總署副代表 

1 . 2 3 1：3 0 ^布加來斯特外交部三等秘書 

^ 1 1 2 1 1 6 1 6 5 0 1 1 5布加來斯特外交部隨員

盧安達

代表

371^681:1-0 I'-13311211113113，商務、礦務及工業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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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代表

IV！ ：̂ . 061110 11-̂ 3̂11131̂ 11133 ；工業處長 

顧 ?。1

163.11 10361311 ^ 1 6 ，政府小塑工業顧問

索馬利亞

代表

1̂11\  1^101131116^1 \\^31：8 3 0 1 & ,胜聯合國常設代表團

參事

西班牙

代表

103(111111 211x6-011106 ；侯爵，西班牙駐奥地 

利大使

副代表

1^1&11 1̂ 1113 ^3651:10 1̂6 1^6011 ；大使館參事，

領事館

^111:01110 011：6 1 & ,公使，大使館參事

？1-31101300 1^^161： \^311&1116；外交部經濟合作

司副司長

1̂ 1113 011616021；馬德里工業部研究司長 

1036 8161：1：3 ，馬德里外交部大使館一等

秘書

IV！ ：̂ . \^11： 31110 80113. ？6162；馬德里工業部工程師 

？61： 113110̂ 0 \^31：61^ ？31^30116；馬德里商務部政

府商務專家

顧問

1)1620 ^3.1:1:11162-13011(163；馬德里研究及技術 

計劃有眼公司 ( ^ ：! ) ! ：^ ) 總經理

蘇 丹

代表

IV！ ：̂ . ^13(11&113.八13(161^^311313，工礦部次長 

副代表

^11-2113111 ^11106^1 831311^6『，工礦部助理次長 

^ 0 1 1 &1116(1 ？& 工 礦 處 處 長  

^13^161 ^11131化 331化，工礦部督察

瑞 典

代表

IV！̂： . ？63： ^11265^  ̂ 外交部同長

到代表

13&1-011 1！：，瑞典鞋奥地利大使

261^6 6111116『，瑞典駐聯合國常設代表團

全權公使

1.313 X&1(161611 ̂瑞 典 國 際 發 展 局 司 長

顧問

1^6011&1-1： 1^1331:61162 ； 商務委員會司長 

IV！ ：̂ . 60110 ；瑞典工會聯合會國際事務主任

丄\ 1 『 ， 116186 2 6 1 8 ，瑞典工業聯合會主任

111̂  1̂ 013110111 ̂ 瑞 典 駐 維 也 納 大 使 館 一 等

秘書

01111031̂  111114061：， 外交部一等秘書 

^̂!]：. 8̂ 611~01；1；0 瑞典駐維也納大使館秘書

31:611-81； 1116 1.1(1611 ； 商務委員會一等秘書 

1̂1(161-3 0161：1；̂6；瑞典國際發展局秘書

瑞 士

代表

1̂ 3711101101 ？101031，大 使 ，聯邦商務協定理事 

會代表 

副代表

II&118 2111111161:1X131111 ̂ 瑞士駐維也納大使館參

事

顧問

？161： 1-6-1̂01113 ，聯邦公共經濟部商務司

130(11163 ^ 聯邦國務院技術合作處

秦 國

代表

1\41\ 011&1:101131 0110011113̂ 611 ； 泰 國 駐 維 也 納 皇 家

大使館特命全權大使 

副代表

511111； 110111 3118133111 ； 泰國駐維也納皇家

大使館參事

千里達及托其寻

代表

1̂11'- 0601-26 1̂101131:̂15； 工業發展協會董事

到代表

IV！̂：. 011̂ x165 11. 1̂011113&1(1 ̂ 外交部公使街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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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耳 其

代表

26561： 丁01：6111611，土耳其驻維也納大使館參 

事，土耳其驻工發組織代表

副代表

八1:11161 21-̂ 11115 1̂ 21：333口311，外交部組長

顧問

國家設計組織工業設計

組組長

八1111161 361？111̂，國家設計組織專家

蘇维埃社會生義共和國聯邦

代表

IV！ ：̂. 060106 ？61；1：0̂ 1011 蘇聯駐維也納

國際組纖常任代表特命全權大使

副代表

^ .：̂ . 8113131̂ 7̂ 部長會議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國際經濟、科學及技術組織處副處長

1̂61̂ 33110116 86121166̂ 11011 3̂111̂ 07 ’ 外交部

國際經濟組纖司參事

顧問

IV！ 1̂61̂ 8311(11*0̂ 1011 1̂ 111:1115 蘇聯駐雄也 

納國際組織常設代表團一等秘書 

1-. 1̂3(3111111： ？3^107，部長會議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高級專家 

1̂ 11̂  011111:1:1 36016110̂ 1011 1̂ 61̂ 11)610̂ ；外交部國際 

經濟組織司一等秘書

尺 1113611 1̂ 1̂)0160110̂ 1011 1̂1(116337̂ 1̂ 5 科學院 

世界經濟及國際關係研究所高級科學專員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代表

1̂ 1̂ 111X1011̂ 1 331汪1110，工業部副部長

副代表

1̂ 1011&111601 311&1(3113 外交部參事

大不到顧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代表

仏 海 外 發 展 部 助 理 次 長

1̂ 11-. 101111 ？16(̂ 61:101？； ，英國,駐維也豹大使

館參事

副代表

： 0：163^ 海 外 發 展 部 處 長

顧 問

1 .1 '- 卯 611115^，海外發展部經濟顧問

113115^01(1 ^英國駐維也納大使館二等

秘書

IV！ ：̂ . ^113011 ；外交部三等秘書

101111 ？16(161*1011 11311，海外發展部熱帶産品研

究所副主任

美利堅合衆國

代表

1̂ 1 1 . 81 :1 1 )1 3 ^ 7 9國務院經濟及社會事務

處主任

副代表

\^61116 ；美國常駐原子能總署代表

1^01361-1； 商務部國際區域經濟處

主任

顧問

1^11-. 1\41011&61 美國駐維也納大使館

1 \ 4 1 \ 1^1021211&?美國駐原子能總署代表

團顧問

1.3.11  ̂0 1 ：&111 ^美國驻原子能總暑代表團

顧問

鳥拉圭

代表

IV！ III&II ^11261 1-01:61121 ；烏拉圭駐奥地利大使

顧問

1^11-. 26113&111111 ^&^!!!!& 53111:811(161：，烏拉圭駐維也

納領事

倚比亞

代表

^(^'^^!!! 31111117 X & 1301： 傅比亞駐倫敦高級

專員辦事處賈易委員會

會 員 國 觀 察 員

澳大利亞

IV！ ：̂ . 81:311167 3311^ 7 1^1111:1)117；澳大利亞驻維也納大

使館三等秘書

破利雄亞

^ 1 0 ^ 0 1  ^61426~1^1101161^駐原子能總署常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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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 國

拓國柱先生，中國駐日內冗聯合國辦事處及其他國際 

組織常設代表團技術參事 ( 主管經濟事務）

韋曜魅先生，中國駐原子能總署常設代表團二等秘書

哥斯大'黎加 

2 1 -1 0 1 1仏 2611111861^5 駐原子能總暑代表

#明足加共和國

X 1160^101^6 3011 ̂ !!!̂!!：,多明尼加共和國大使館

總領事

地馬拉

1^81:1 11. 瓜地馬拉驻奥地利領事

敎 廷

1^100512002： 061-01&!110 ？1：1210116；駐維也網敎皇使節

團參事

宏都拉斯

1\41\ ^1013 領事，宏都拉斯常設代表

團團長

匈牙利

1̂ 11-. 2011311 參事，甸牙利人民共和國駐原子

能總暑及工發組織常任代表

151:^311 國際經濟關係委員會主任

151:^3:1 1̂ 131： 11011；外交部隨員

伊拉克

1^11 ̂  ^̂ ^1533.111 伊拉克共和國駐維也納大

使館一等秘書

黎已厳

^111116 2 0 ( 3 黎巴嫩駐維也納大使館隨員 

利比亞

^11 0 3 \^  0 1 1 3 ^ 1 工業部計劃組副組長

足 日  ‘

061811^尼日駐維也納名譽領事 

1\431 督察

挪 威

X IIIII： 21135 I 挪威駐維也納皇家大使

館一等秘書

坡 蘭

代表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副

司長

副代表

1-. 161：27 1？3021̂ 0\̂ 31̂ 15波蘭人民共和國駐維也納 

大使館參事

1020̂  1̂ 18301161：；外交部高級顧問 

130(51：513\̂  21332027323̂ 11，部長會議經濟合作委 

員會高級顧問

葡翁牙

1̂161111161 84 1̂ 0211611：！1；葡萄牙駐維也納大使館

公使街參事

大韓戾國

李源吴先生，大韓民國駐維也酌大使館 

朴東查先生，大韓民國駐維也筋大使館三等秘書

越南共和國

他 . ^311工!";!!!!,越南共和國駐日內冗常設代

表團經濟隨員

南 非

？ 6161 ？础 ？，南非駐維也納大使館公使
銜參事

130015115 1011 ̂： !̂&II 南非駐維也納大使館

商務隨員

上伏塔

？1-̂ 112 上伏塔駐奥地利名譽領事

委内瑞拉

1-1113 013̂ 31~113̂ 委內瑞拉駐奥地利大使館

代辦

南斯拉夫

代表

他 . 1-3231： 1̂ 10̂ 50̂ ；南斯拉夫駐維也納大使館特 

命全權大使

則代表

仏 . 810130(13.11 貝爾格來德經濟事務處研究

及發展秘書

31:0̂ 311 2131:1̂ 0̂ 10；南斯拉夫駐維也納大使館

一等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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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聯合国秘書處

經濟及社會事務部

八113611 11)011111^61:5駐歐主管協調事宜及協委會 

事務特派代表 

1\41\ ^^851111 化，與原子能總署聯絡員

非洲經濟委員會〔非經會）

8613113.1； II& 1316-86138316  ̂ 工業及住宅巧副巧長 

IV！̂： . 1 .3 . 361：？協調股股長

欧洲經濟委员會〔欧經會）

1. 1111130116111̂ 0 9 鋼鐵、機械及住宅司巧長 

聯 合 國 贸 及發 展 會 贺 發 贪 讓 ）

11̂ 1111111:1 ？製造品司代理司長

聯合國資展方案(發展方案）

八II化0X17 211106 ⑩ ，紐約蠻展方案工業組

組長

①0 ^ ^ ^只. 2^011&仏發展方案駐歐洲代表 

1^01^ 816^^115011 ̂ 發展方案駐日內冗方案

專員

世界糧食方案（糧食旁案）

IV！ ̂ ： . 1101111 56111I I 駐維也納工發組織7糧食方案聯

絡員

專 ?1機關

國際勞工組威（夢工組威）

1/ 11̂ 1^101181^ I  人力資源司司長

130(11163 1.60101116 ；國驚組纖事務處

聯合國糧食裏業組威〔糧農組織）

^11)611： 技術司工業化技術專員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威（文教組威）

1^11-. 8110613 ？應用科學促進發展處技術調查研

究司司長

1̂ 1133 1^11165？國際組織及方案關係局國際組織

關係司代理司長

世界街生紅威〔街生組織）

0 1 \ 0 6 0 1 ^ 6 3  1̂ /10111&11(15 醫務專員

国際復與建設鎮行〔國際報行 ^
1^11-. 113113 ？ 110115^ 國陰銀公司工程處處長 

1\41：  ̂ 0601*^6 ~\̂ 151181：1：̂歐洲辦事處主任連絡員

闕税養賀易總協定(總協定）

1-. 01151；̂  ̂ 11011:1111̂  5 會議事務廳顧問

国際原子能總齋(原總〉

1̂ 11-. 101111 II&115 行政廳副廳長

IV！̂：. 11)3̂ 1(1 1̂11:110117 對外連絡司司長

1\1153 16 1̂*673？主任連絡員

1̂ 1 ̂： . 5610^，對外連絡司

6̂11 205\̂ 101̂ 9 研究及實験司 

101111 061111)367？研究及實驗司

政府間組織

共同非馬組織（冲馬組織〉

1̂ 1101611 X&1)016 ；運輸事務處處長

欧洲聯盟

1-01115 1^00116 ^ 法國駐維也總大使（該會員國 

代表，目前擔任歐洲聯盟理事會主席）

0 5 1 2  3110&歐 洲 聯 盟 委 員 會 對 外 關 係 管 理  

局司長

^^!]： . 3113111 IV[&1：01110；司長〔理事會總秘書

處）

八. I I  117131:60111：3；'歐洲聯盟委員會發展援助菅 

理局 "研究"組組長

011111&111116 1^0^111& 高 等 行 政 專 員

美洲園際組織（真洲組織）

IV！ ：̂ . 1̂ 81111 1^1120116，大使，日內冗美洲國際組織歐

洲辦事處主任

1^ 061\731：1：5 日內冗美洲國際組織歐洲辦事處 

副主任

聯立國祭保護創作權事務局(保護創作局、

1^033 與國際組織關係高級顧問

非政府組纖

亞非經濟合作組咸（亞# 經合 ^
1^1011&1X16(1 1^8^112301115 開羅亞非經濟合作組 

織主席

1̂ 11： ÎV！ 011 & 1116(1八11 1；，開羅亞非經濟合作組

纖秘書長

1^11-. 03111⑩ & 亞 非 經 合 駐 歐 代 表

欧洲工業及海外發展中心（欧洲工資中心）

卯 6 ？'巧 0116 1̂6 1̂ 1&1135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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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逗及保護外国私人投資國際偏會（杯實偏會）

IV！̂： . 0 6 0 1 2  2 1 0 1 11161--1^61111131111；維也納信用銀行

協會幹事

國際商會（國際商會〉

？ 3111 ？01：81：6 1；國際商會奥地利國内理事會副 

會長，歐洲商業聯合會理事會

^ 1^ 16(1 國際商會奥地利國

內委員會秘書長；奥地利聯邦經濟事務處秘書長 

\\^ 61：1161： 1^16113國際商會奥地利國內組纖秘書； 

奥地利聯邦經濟事務處秘書 

1^113. 11013611:8 1^113& 國 際 商 會 紐 約 辦 事 處 執 行  

秘書；國際商會派驻紐約聯合國常任諮議

國祭科學管理委員今(科管會）

1^11(501^ \^61：131135 常務主任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自由工聯）

1^11-. X II1-1： ？1：01^0 9，駐工發組織常任代表

國断暮督旅工會聯合會〔基督工聯3

^ 1 '- 21^^111八11:61113111'狀 副 主 席 〔聯邦部長，已退 

休）

1^.036-1^1306 1^6536111361~261：~；聯邦秘書

国祭保主組織〔依主組成）

^ 1 '- \^311：61~ X 1 1 1 3 0 1 1 奥地利工業家協會社會及

政治處處長

世界工會聯合會 ( 世界工聯）

0 &1-103 ^ 1 6八112611，布拉格世界工會聯合會社

會及經濟事務處

附件武 

一九六八牟四月十士日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二屈會開幕,奥地利政府 

聯 邦 外 丈 部 長 1̂ 1111： 此61111致詞&

本人得以在此代表奥地利政府向諸位致敬並歡迎 

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二届會在奥地利舉行 , 至感榮幸。爲 

了若干理由，這個日子是一個極富有意義的日子。第 

一並且主要的是因爲這是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一次在維 

也納工發組織總部開始執行職務。工發組織的行政工 

作自從去年秋季由紐約轉移至維也納以後可以明白看 

出其業已强固而有效地建立起來，現在已能執行聯合 

國大會所託付的職務，就中包括理事會會議的壽備及 

貫徹進行。

就奥地利而言，這次會議證明了理事會已能在其 

新總部致力於其董要任務，卽整個世界加速工業化的 

設計與方案擬訂，以及此項方案與聯合國經濟及社會 

部門有關工作的協調。

去年在紐約舉行的理事會第一次會議討論到工發 

組纖開業的一般問題及遷移至雄也納總部的問題。

這驻問題當然應受到最優先的考慮，並在該組纖 

得以致力處理其實質的載務之前予以解決。工發組

作爲文件10/ 3 / 36向理事會分發。

纖能如此迅速而有效地組纖起來並完成其遷往維也納 

的工作，這完全要感謝卓越的執行主任 

1^311111311及其僚屬們，其中我要特別提及 ] 101111 

311X1^1163^1。所有這些工作完成的時候,適逢這個新成 

立的組織要去應付設計並安挑在雅典舉行的國際工業 

發展座談會的額外工作。

卓越的代表先生們，我竭誠希望你們能够有機會 

親自看到奥地利聯邦政府在維也納市政當局的充分合 

作下爲了將工發組織在其臨時總部開業而作的那種安 

挑。爲了這個目的，我們提供了市中心的一座最新的 

辦公大樓，由市政府撥歸工發組織使用。此外，在上 

述辦公大樓的鄰近，建造了兩座先造好主要部分將來 

再裝配成一個整體的大樓，以應工發組織的需要。至 

於由奥地利向工發組織捐資與辨的新聞處則另行 I I 用 

房舍。

我也很高與能够通知理事會，關於建築工發組織 

永久總部的壽備工作，正按照預定計劃在順利進展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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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發組織提出了一個關於未來所需房舍及業務需 

要的暫定計劃。 目前，奥地利的建築家正和聯合國會 

所爲此目的而派的聯合國專家合作擬定一個確切的計 

劃，作爲國際建築界競爭的基礎。這在我們看來是完 

全符合工發組織方案所本的國際合作槪念的。

工發組織的組織及行政結構便這樣初定了，理事 

會今後的責任是要轉移注意於聯合國大會所託付絵工 

發組纖的基本任務，就是擬訂原則，規定優先次序，選 

擇並決定最有效地達成自標的適當工作方法。

一九六六年十二眾大會所作創立一個聯合國專門 

組織以促進工業化的決定一一藉以感應發展中國家的 

宿願一是由於承認工業化是一種最有效的方法，可 

以減除存在於工藝上及工業上先進國家與發展較差國 

家之間的鴻溝。

可是，工業化的程序極爲繁複，工業先進國家費 

時數世紀之久來加以應付。

理事會主要任務之一是計及工業和有關農業部門 

的互相依存關係，選擇最適當的途徑和方法，以加緊 

工業化的過程使之成爲一種平衡的增長過程。

奥地利對於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方面的需要和 ;2、̂ 

傭要件似乎特別有着敏鏡的感覺，這可能是由於奥地 

利本身於過去二十年間緊接着戰爭及其餘映使得奥地 

利經濟幾顏破減之後，有着一段高度工業化時期的經 

驗。由於我們在這方面的相當成功的經驗，有時曾被 

譽爲 "奥地利經濟奇廣"’我們認爲奥地利的確可以作

爲一個適宜的場地，以容酌一個從事工業發展的國際 

組纖。

可供工發組纖使用以達成其目標的資力是很有限 

的。此外，這些資力是從各種不同的聯合國發展方案 

發出來的，受各種財政及行政條例的服制。工發組織 

理事會本届會要處理的主要問題之一，是如何融合這 

些不同的成分成爲一^ 有效而協調的力量，以最妥當 

適宜的方法促進工業化。

可是，理事會在爲當前這些複雜而困難的任務淨 : 

扎奮鬪之餘，將因其工作能對緩和這個世界的國際緊 

張局勢提供有意義的貢獻，而感到極大的滿意。

就是遙望這種遠景，我對於奥地利能披選來提供 

行動的場地和服務，藉以解決我們當代的一個有如燃 

眉之急的問題，願意表示我內心最深切的滿意。

爲南方及北方、東方及西方提供會議的場所，不 

但符合奥地利，尤其是維也納的悠久歷史傳統，而且 

尤其符合奥地利聯邦政府的基本政策及與永久中立的 

基本政策完全和協的奥地利人民的眞正願望，他們願 

爲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而合作，因而能對國際合作的槪 

念及促進和平有所貢獻。

諸位先生及女士們，在這個意義上，我可以向你 

們保證奥地利政府充分而積極的支持。

我要向各位虔誠恭祝理事會會議成功 ,並希望，你 

們的工作雖然繁忙，你們在這個國都停留的期間依然 

生活愉快。

附件基

一丸六八年四月千八日聯合國工業營展姐纖教行主任向 

工業營展理事會第二届會致飼 "̂

一 . 首先我要祝貧主席、副主席及報告員一致當 

選 ，並向你們保證，在理事會本届會的審議過程中，我 

們一定全力合作，爲會議服務。

二 . 剛剛一年前，我在紐約出席工業發展理事會 

第一届會議，報告工發組織的工作。一年前，工發組 

織正式地說來是一個成立縫三個月的組織，正爲遷移 

及安頓的困難問題所包圍。現在這個組織成立了一年，

&作爲文件10 / 6 / 39向理事會分發。

而且已經是在維也納業務蒸蒸日上的事業，雖然成長 

中的痛苦自然是在所不免的。

三 . 主席先生，請容許我在此追億，聯合國大會 

通過決定設立工發組織的決議案縫不過是一九六五年 

十二月間的事。由於一九六六年壽備委員會所作的討 

論，大會緣通過其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及十二月的決議 

案，成立了工發組織，並選定奥地利作爲我們總部所 

在地的地主國。與奥地利政府之間的談判當卽開始,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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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協定係一九六七年四月於理事會第一届會期問在紐 

約簽訂的。三個月以後一批先遣載員到達了維也納，奥 

地利政府把 ^61(161:113118大樓交給工發組織，成爲這個 

組織的臨時總部。以後數月內，有五百多名職員在雄 

也納參加了工發組織，其中有些人是從工業發展中心 

( 工發中心 )及其他聯合國機關調來的，但多數都是新 

聘人員。職員人數如此激增的結果，專門人員中百分 

之六十多曾在聯合國有不到兩年的服務經驗；普通人 

員中百分之九十以前沒有在聯合國做過事；而所有勞 

力人員都是在維也納參加本組織的。新職員在其能完 

全發揮效力之前，需要一個相當調整的期間，镜能適 

應。我遺可以說，同時這個組織的本身也曾經歷一番 

重新確定方針和調整適應。沒有奥地利政府和維也奶 

市政府當局的德慨合作和積極支持，遷移到維也奶是 

不可能的事，它們曾在最初安頓下來的危急時期繼續 

不斷地協助工發組織及其職員。我可以斷言在這種不 

斷的關心和合作之下工發組織今後數年內一定可以在 

其位於多墙河畔的永久總部完全建立起來。

四 .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工發組織也成功地承辦 

了其主要計劃之一，就是在雅典舉行的國際工業化座 

談會。該座談會的紀錄已送供各位審議。我要在此追 

億這個座談會的舉行，曾發生數不淸的各種困難。開 

會的日期曾兩次更改，以避免與第二次聯合國貿易及 

發展會議的日期相衝突 , 後者的日期也曾兩度更改。座 

談會的地點使許多會員國感到困難，它們曾在聯合國 

內外提出反對。座談會舉行之前的幾個星期發生了一 

次董大的政洽危機使所有的安徘都受到威脅。最後在 

會譲進行的中途 ,當地的政治事故造成一種緊急狀態， 

所幸這種狀態爲時不久。

五 . 這個座談會槪括許多不同的活動，除正式會 

議之外，它冒險地成立了一個新的組織，卽工業促進 

事務處，這個組織爲秘書處帶來了額外的工作。如果 

像一般人所承認的，這個座談會是一種成功，那就要 

歸功於對文件及討論多所貢獻的會員國的與趣，歸功 

於參加其一切審議工作的那些國際組織，並歸功於參 

加促進事務處工作的商界和工業界的代表們。地主國 

政府所作的安挑是完全令人滿意的。該座談會爲已發 

展國家及發展中國家造成了一個竿有的機會，使其能 

就涉及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過程各個不同方面的範圍極 

廣的題目，進行具有建設性的對話。它提供了一個論 

壇以供交換經驗、非正式會談及所有國家的利害關係 

各方的接觸。座談會所作成的建議可由理事會本届會

或將來作一決定，這些建譲可以作爲工發組纖今後數 

年間的工作準繩。

六 . 除了遷往維也納及座談會這件大事外，工發 

組纖秘書處在過去一年間完全遵照理事會第一届會所 

作決定的文字與精神行事。曾費了不少功夫依照理事 

會決議案所定的指導方針 , 規定本組織的工作方向。主 

要的注意力是集中於外勤工作的促進與服務，以及爲 

達成實際具體結果的支助工作的調整。一九六七年度 

工作報吿書可以反映其中若干方面，而其他方面則已 

併入現已提出理事會本届會的一九六八年及一九六九 

年方案之中。理事會審査這些文件時將爲進一步的行 

動揭示其建議和指導原則。國際組纖方案與工作的董 

新 定和調 整 的 過 程 ，不是短期間可以完成的，當這 

種組織遺是在初期組成的階段，尤其是如此。在今後 

數年中，工發組織一定要準備接受,並必須接受進一步 

的調整和董新定向。這個任務不能完全靠秘書處；這 

種任務與會員國本身的行動，與聯合國組織體系內外 

其他國際機關和整個工業界及金融界的合作都有密切 

的牽連關係。在工發組織方案的進一步發展之中，上 

面所指出的巨大行動潛力是不應被忽跪的。理事會也 

許願意引導秘書處向這方面進行，尤其因爲過去一年 

間已經展開了若干初步途徑，而其他的途徑已經包括 

在一九六八年及一九六九年的方案中。

七.經由聯合國發展方案及信託基金辦法的志願 

捐助而壽資舉辦的業務工作經列爲最優先事項。業務 

工作紙有經受惠國提出申請後繞能着手進行，工發組 

纖牧到此種申請，將經常準備予以審查，建議加以接 

受及進行壽資，並辦理其實施工作。工發組織有四個 

主要的業務方案，卽：發展方案7特別基金部分、發展 

方案7技術協助部分、特種工業事務方案及聯合國技術 

協助經常方案。所有這些工作除了最後一項之外現在 

都已置於不斷地擬訂方案的基礎之上。申請幾乎是任 

何時間都可能收到的，而這些申請一經到達便須予以 

處理。因此，秘書處無法預先知道會收到哪些申請以 

及會接受哪些申請而予以實施。就那一件事而論，也 

沒有任何一個爲了那個目的而組成的機關或委員會是 

處於不同的地位。

八.一九六九年方案包括關於新的申請及實施過 

程中的計劃之建議，這些建議對於有關政府或發展方 

案都沒有給予任何承擔。工發組織事實上已變成一個 

服務的組織隨時準備收受、處理並實施任何時間可能 

由任何國家送來的申請案件，雖然超前一年的方案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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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依然是經常方案的應有程序。轉變爲不斷的方案擬 

訂引起了各種困難尤其對工發組織是如此，不但因爲 

它是一個新的組織 ,而且也因爲工業業終的複雜性質， 

這種業務過去沒有處理應付過，並且牽涉到技術方面、 

財政方面以及往往是政治方面的微妙的考慮。因此工 

發組織秘書處需要較大的程序方面的伸縮性，使其能 

應付不同的情勢。希望作爲聯合國業務工作壽資基金 

中心的發展方案，能够比照地發展成處理工業問題的 

具有伸縮性的程序，而不是設法使這些問題去配合也 

許在其他部門被認爲適當的形式和程序。

九.上述考慮卽不斷的方案擬訂和程序上的具有 

伸縮性是在特種工業事務 ( 特工事務)方案裏本來就有 

的，這個方案現在已有效施行到了第二個年頭。當時 

大家認爲，各國對於工業方面的申請總不能預見到兩 

年或三年以後的情形，應該建立合適的程序來處理這 

一類的情勢，現在這種情形是更加明顯了。以前的擴 

大方案程序訂有臨時撥敦和重新擬訂方案的規定，但 

是紙作爲例外的措施。特工事務方案所得的經驗證實 

了伸縮性的需要。特工事務方案使工發組纖更密切地 

接觸到工業的眞正迫切問題，因而擴大了協助的範圍 

和效力。因此在評估這個方案時，應該不僅以美元爲 

基礎，並且也要適當考慮到它的效力和它對工業所提 

供的服務。

一 工 發 組 纖 外 勤 顧 問 方 案 的 建 立 ，在與發展 

方案合作之下，是促進工發組織在發展中國家的業務 

工作及更大工作效力的一個董要手段。一九六七年工 

發組織開始實行方案時用其經常預算的款項設置" I 五 

個員額。希望發展方案能够逐漸擔當爲外勤顧問壽款 

的工作，可能就從一九六八年開始。依照計劃，最後 

將有二十名外勤顧問在非洲、亞洲、歐洲、拉丁美洲及 

中東爲大約八十個受惠國服務。總部已設立一股，爲 

這個方案服務。

一一 ^ 關於這一方面，我要提到瑞士政府對工發 

組織捐助了一百萬瑞士法郎，談判幾乎卽將完成以指 

定這筆基金作爲發展中國家的研究獎金，藉使得到研 

究獎金的人充分知道他們的國家所能從工發組織的業 

務工作獲得的在工業部門的潛在利益。研究獎金的領 

受人實際上將反過來成爲外勤顧問，他們將在其本國 

內成爲那些國際顧問的國家對手。這將是實施理事會 

指示的進一步步驟，那些指示要求展開業務工作並加 

强工發組纖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接觸。

一二.由於雅典的座談會一致建議在會員國設立 

國家委員會的結果，若干國家最近採取了同一方向的 

另一步驟。國家委員會將爲中央諮詢機關，其委員由 

政府代表及工業代表組成；這些委員會將使與工發組 

織合作的廣大遠景，能够逐漸發展起來，尤其是在業 

'務部門。工發組織已正式得到通知，印度、盧安達和蘇 

丹業已成立國家委員會。其他許多國家正在進行設立 

這種機關。卽使是在工業國家裏，範圍極廣的工發組 

纖的工作也不能單靠一個機關有效地加以處理。事實 

上，若干已發展國家在關於其參加國際座談會及其他 

場合方面，發覺必須設立一個工作團或某些類似的機 

構來處理工發組織的事情。如果能够正式設立這種機 

關作爲與工發組織協調合作的有效工具，那對於工發 

組纖是大有裤益的。在工發組織這一方面，它在理事 

會的指導之下，會把它的工作情形充分通知所有的國 

家委員會及類似機關。

一三 . 計及一切可以預見的擴展之後，工發組織 

的業務工作除了能够滿足發展中國家對於外來工業援 

助的極小部分的需要外，已經再也無能爲力了。比起經 

由工發組織的業務方案所能動員的資源和經驗來，將 

經常需要動員大得多的資源和經驗。這一點可以憑提 

供高度效果的促進計劃而達成，這種計劃將成爲未來 

工發組織方案的日見顯著的特色。這一類的主動工作 

是在一九六七年着手進行的，特別是在雅典的國際座 

談會期間。促進工業計劃的壽資工作也是現在正在紐 

約舉辦的訓練課程的主題之一，這個課程是密切地連 

同金融機構、發展中國家投資促進中心及聯合國訓練 

研究所 ( 訓研所 ) 等加以研究的。工發組織紐約聯絡處 

擔當了這一發展的董要任務。若干國家正預備向工發 

組織提出關於設立其主管當局與可能有志投資者之間 

的促進會議的請求。在促進方案之下，同時也計劃召 

開若干次促進會議，每次會議致力討論工業的某一特 

定部門，邊選邀請若干資金輸出國家及受惠國參加。此 

等會議或單獨舉行，或連同諸如工業展覽會等其他事 

件一併舉行。工發組織現正在捷克斯拉夫、伊朗、曰本 

及其他國家發動進行關於此類事件的討論。

一四.發展中國家迫切需要幫助它們工業工作的 

資料。爲了滿足這些需求，工發組織已在雄也網着手 

設置工業資料中心。一九六七年，奥地利政府捐了相 

當於二  0 0 ，0 0 0 美元的敦項給工發組織，它決定將 

這筆捐款主要用作設置資料中心的費用。這可以視作 

工發組織爲了與發展中國家及已發展國家的工業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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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直接接觸並相互合作而建立起來的接觸鍵的另 

一個環節。

一五.工業化的必要條件也可以依工業的各主要 

部門來應付 , 諸如鋼鐵、肥料、化學品、勒纖品等等。發 

展中國家業已猜了不少的經驗，新的投資被不斷地用 

來設置新工廣並擴展原有的工厳。這些工業部門的領 

袖們正遺遇到許多問題。世界原料市場和這些工業的 

製成品在不斷地變動。技術日新月異，新的設備和程 

序層出不窮。要對付任何一個這類的問題，必須有足 

够的最新資料。因此，這些領袖們應獲有機會，會晤 

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他們的封手，融會貫通先進國家的 

新資料和新技術。爲了這些目的，工發組織於過去三 

年間曾在幾個已發展國家的先進工業合作之下，爲高 

級工程師及經理人員舉辦了若干在厳訓練課程。這些 

課程極須加以制度化並擴大其範圍，以便能包容各個 

工業部門中整個的發展需要。理事會將牧到關於這個 

問題的一件說明節略 ( 了!)/：̂/ ^ ^ / 人 希 望 在 發 展  

方案的協助之下，今後數年間能有若干國際協會在不 

同的國家中成立起來，毎一個都能專門研討一個工業 

特殊部門。我希望理事會能審議這個提案並建議將其 

付諸實施。

一六 . 爲了支持業務工作及促進工作的進行，工 

發組織必須繼續其研究、會議及專家團的方案以符合 

理事會所訂的準則。雖然大家認爲工發組織在學理上 

說來不是一個研究機關，可是它的工作方案中應該包 

含一個董要的研究成分。

一七.聯合國組織體系現在開始其關於一般稱爲 

第二個發展十年的壽備工作。這個工作要有一九七0  

年代中旣可行而又合意的關於資源和發展的特殊資料 

和預測。道個任務關於工業的一鄧分已指定由工發組 

織去做。爲準備作第二個發展十年的必要研究起見將 

需要相當數量的探測及統計調查。這裏我遺要表示,我 

們希望在關於未來數年間工業與農業的和諧境長方面 

與糧農組織密切合作。璧於達成農業及糧食資源極大 

發展的董要性以及對於這種增長所需及所産生工業産 

品的需要的相應增加，覚致農業工作與工業工作的相 

當平衡便變成極爲重要。在發展十年的研究工作中，人 

力與技能的設計與發展問題也是極端重要的問題，關 

於這些研究工作將特別與勞工組織及文敎組織進行適 

當的合作。

一八 . 主席先生，我已講過了工^組織的業扬工 

作、促進辦法的新趨勢、加强與金融界及工業界的接

觸 , 最後講過了研究工作的某些方面。但是,這都不能 

道盡工發組織的所有潛在工作。我們要超越現有方案 

的限制而着限於將來。新的工作部門將被體認發現， 

作爲國際工業組織的工發組織將在其中擔負董要的任 

務。我可以提到國際管制任務這一部門，它可以在工 

業部門中表現出來，其形式不論是法典和公約或是强 

制協定，工業諮商與諮詢服務的道德規範和慣用常行 

習例以及工業運用的研究工作的全世界協調，特別是 

在諸如使用海洋或太空資源等比較新的部門。在今後 

數年間，若干世界賈易中心卽將建立起來。主要的賈 

易及資料中心業已在先進國家成立 , ' 它們就長時期而 

論，由於技術的傳授及根據已被接受的國際新分工而 

在發展中國家建立新工業，一定會産生極爲可觀的影 

響。對於工發組織有極大關係的一個可能部門就是與 

這些中心進行合作。我之所以提到這些一切可能性，並 

不是要把它們提出於這裏正在審議中的特殊方案，而 

是要着眼於將來，俾使我們能够淸楚地看到這個組織 

的不同工作的遠景和容猜。

一九.理事會在關於聯合國體系在工業發展方面 

的工作協調上負有特殊的董要責任。由於去年理事會 

所作決定的結果 , 許多文件已送供諸位在本届會審議。 

其中有些文件是和綜合報吿書有關的，綜合報告書已 

爲第三年，經過進一步的修改發展之後，應成爲協調 

工業工作的一個主要工具。同時，工發組織的創立成 

爲一個自治組織業已造成了許多問題，必須在關於其 

與具有密切地有關工業的積極方案的聯合國其他機關 

之間的合作方面，加以管制。過去一年，曾與勞工組 

織、糧農組織、文敎組織及衡生組織的執行首長舉行雙 

邊討論，藉以闇明這些問題。我很高與能向理事會報 

告 ,這些雙邊討論業已獲致相當大的進展。本月初，工 

發組織與勞工組織之間，以及工發組織與文敎組織之 

間，均已在執行階層上簽訂了該解節略。和有關組織 

之間的雙邊討論決定繼續進行，藉以最後達成協定草 

案，送請工業發展理事會及其他組織的理事會予以簽 

署認可。若干實際步驟業經獲致同意，特別是關於促 

進工發組織與其他組纖之間在特殊部門中協同工作的 

步驟。

1 1 0 .我上面曾提到在有關發展十年的工作上與 

糧農組織就設計農業和工業的平衡發展方面進行合作 

的問題。現已同意與糧農組織在化學肥料、殺蟲藥、防 

疫劑、農業機械及設備方面展開聯合方案。在經由糧農 

組織工業合作團體及其他途徑以促進工業接觸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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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經訂定與糧農組纖協力進行。和勞工組織之間的該 

解節略規定在有關管理及訓練、特種工業部門的發展 

所及小里工業與企業家精神等的業務工作方面密切合 

作。在人力設計及技能應用方面也將進行合作。至於 

文敎組織方面，兩個組織之間曾獲得完全的諫解，在 

標準化及工業規格以及其他有關科學、技術及敎育等 

方面進行合作。四月初在日內冗舉行的協調問題諮詢 

委員會會議報告書反映了工發組織與其他聯合國機關 

之間的合作空氣已有改善，並且充滿希望。希望理事 

會下届會時獲致充分的進展，俾將協定草案提請理事 

會認可。所有各個機關的執行首長在接觸這個協調問 

題時，不僅是根據正式案文或原有慣例而提出其權限 

主張，而無寧是本着一種眞正合作的精神以求最妥善 

地利用資源並改進對發展中國家的服務。爲了達到這 

些目的，最有裤益的方法是解釋案文並調整實行的方 

法，藉以訂立將來有效合作的計劃，而不要保持過去 

那種重疊抵觸的情形。

二一.和區域經濟委員會的協調是另一個需要進 

一步發展的部門。在本報告書中，由聯合國主管經濟 

及社會事務次長擔任主席的區域經濟委員會各執行秘 

書及聯合國貝魯特經濟及社會事務處主任毎兩年一次 

的會議，提供了很好的機會，以便利區域經濟委員會 

的討論。多年來，該委員會曾展開工業方面的積極方 

案，而在過去數年內曾會同工發組織積極參加舉行在 

國際座談會之前的工業化區域座談會。區域經濟委員 

會也利用由工發組織經常方案供給費用的許多医域工 

業顧問的服務。區域經濟委員會執行秘書曾表^〒極大 

的興趣，願與工發組織進一步共同研究工業外勤顧問 

的方案，這些顧問中有些將兼任工發組織與區域經濟 

委員會之間的聯絡員。這些討論經提議應設法進行,藉 

以爲了協調的目的而充分利用外勤顧問及屬於匿域經 

濟委員會的區域工業顧問的服務。在聯合國貝魯特經 

濟及社會事務處，匿域工業顧問業已暫時擔負起該地 

區工業外勤顧問的額外責任。工發組織與區域經濟委 

員會之間的合作應逐漸導致方案的和諧及業務工作的 

更密切的協力以赴。工發組織及區域經濟委員會抱着 

對於發展中國家若干區域集團組織的工業和諧與合作 

的極大與趣，應特別透過工業顧問的服務，根據各個 

國家的政策而對區域工業合作給予有效的支持。工發 

組織也將努力展開其與政府間及非政府組織，尤其是 

那些業經給予理事會諮商地位的組織的合作。在這些 

組織的一方面，它們曾對工發組織的工作表示極大的 

與趣，它們的貢獻極爲有用。

二二.理事會據有一份關於根據秘書長現正提送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的預算提案而編造的工發 

組織一九六九年度經費槪算草案的文件。正式預算文 

件一經發出，定當送供理事會參考。一九六九年度的 

預算提案較之一九六八年度的水平紙提出極有限的增 

加。

二三.根據大會最近訂立的新程序， 理事會現在 

須審議並批准關於一九六九年度及一九七0 年度經常 

方案的設計階段各提案及根據外地經最近數月與各國 

政府進行諮商後所提請求而訂立的一九六九年度詳細 

經常方案。在此方面，理事會或許也願考慮 I I 立使用 

經常方案資金的準則問題，同時顧及也許經由經常方 

案最能適當地予以滿足的發展中國家對於工業協助的 

特別需要。由發展方案的技術協助部分及特設基金部 

分供給資金的一九六八年度業務工作可以從那一年的 

方案中看出來。如前文所已提及，目前紙能爲一九六 

九年度草擬一個預示性的方案，以供提送理事會，因 

爲實際的壽資辦法將視經發展方案批准的各國所提申 

請而定。至關於特工事務方面， 關於一九六八年及一 

九六九年可得資源及其使用的情報具載所提送的文 

件。據我們的估計，特工事務方案下的可得資金似將 

完全在一九六九年承擔用途。由各國政府進一步志願 

捐助以補充特工事務基金，極關重要，俾能提供足够 

的準備金，以保證此項高度有效方案的慶續不斷。

二四 . 除了特工事務方案下的志願捐助外，若干 

政府曾提供捐敦，爲不同的目的而資助工發組織在工 

業方面的工作；關於這件事的談判正在捐助國政府和 

工發組織之間進行中。有了這些捐款，就可以爲在外 

地的及在總部的各個地區的計劃壽供所需資金。除通 

常來源外可以作爲擴展中的工發組織工作壽資來源的 

志願捐助的任務，經在文件 1 1 ^ ：8 ^ 3 0 中加以論列，我 

要促請理事會注意這個文件。

二五.爲了一般地敍述工發組纖未來的業務及促 

進工作的壽資問題起見，請容許我提到，寶資工作的 

倩形受到了許多不定因素的困擾，不僅是由於我上面 

所提到的發展方案的技協部分壽資程序的變動，而且 

由於理事會會員國和大會在這方面意見的紛歧。我並 

不是想要封這件事有所判斷，可是我有責任要指出，一  

個新的組織如果意欲主要地成爲業務性的，那就需要 

關於其財源方面在其業務範圍中有一個較大程度的確 

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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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時，可能得到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它分裂成爲極多的 

似乎是互相分開的計劃。這種明顯的方案分散的現象 

乃是業務手段的一種反映和後果，這個業務手段要使 

工發組織成爲一個針對各國在不同工業部門的特殊需 

要的服狹機關。這也反映了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工業 

問題的多元性和複雜性。可是，工發組織在其方案中 

發展成了互相貫通的一般辦法，其形式爲將工作分成 

十五個主要部門，另一個形式爲主要行動程序，計分 

爲：外勤業務、促進、協調、研究、調查及接觸。理事會 

的準則曾一貫地强調工發組織必須適應由外地提出的 

申請，而其他正在審查協調和方案擬訂的聯合國機關 

卻發展成一種需要長蹈離設計及主要計劃或工作的準 

則。這兩類準則也許看起來是互相矛盾的，但是事實 

上，工發組織的方案是由特定的項目所組成，這些項 

目在內容上及在方法上都能符合一般政策及行動的範 

圍 , 在這個意義上，工發組織的方案是可以同時滿足這 

兩種準則的。個別的工業工作，由於必需之故，內中 

包括着一套在經濟、賈易及財政方面的國家政策。任何 

具體工業行動的實施是要在關於賈易援助及技術傳授 

的若干國際關聯中進行的。因此，工發組織的工作在 

某一意義上可以說是在某一世界情況內這些一般政策 

的實際應用。在工發組織這一方面，它應研究並不斷 

檢討在國家及國際階層上的一般政策的發展。工發組 

織辦理其工作時曾根據一個基本但很含蓄的槪念，卽

在每一個具體的工業工作中一定有一種對於有關各方 

互相有利的可能性。因此工發組織必須培養不同各方 

之間的更大合作，最後也許可以採取任何方式合作建 

立新工業，並在發展中國家擴大工業活動。

二七 . 理事會集會之時，正値世界經歷一段政洽 

及經濟方面的艱難時期。關於經濟方面，若干西方大 

國所遭遇的支付平衡方面的困難以及最近在國際貨幣 

方面的紛擾確實使富有國家對發展中地區大大地增加 

援助及國際協助的當前期望爲之黯然失色 ’ 這種境加， 

爲了可以增加發展較差國家的經濟發展比率，尤其是 

加速其工業化的過程是至爲重要的。雖然如此，我們 

遺是希望，不管此刻是如何困難，在經濟部門的國際 

合作仍能繼續增長。工業化國家充分明瞭由落後的情 

形所造成的經濟、社會及政洽問題也明瞭必須繼續在 

國際經濟協助方面採取有力的行動藉以避免加深貧窮 

國家與富有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避免隨之而來的不 

但在經濟意義上而且也關係到安全與和平的潛在危 

險。工發組織的工作就是應當放在這種目光遠大的國 

際團結與合作的遠景之上。就短時期而論，工發組織 

工作的方向在於改善發展中國家對於現有工業能力和 

技能的利用，並達成對於爲此目的所可能由先進國家 

獲得的資源的最佳利用。此等特定工作也很有希望會 

有助於在長時期中改善一般方面的工業發展，這對於 

所有國家彼此都有裤益。

附件肆 

給予從事促造工業發展國摩非政府姐織取諸商地位之程序&

一 . 給予從事促進工業發展國際非政府組織以諮 

商地位之程序包括：

(&)國際非政府組織申請諮商地位問題理事會所 

屬專設委員會之職務及權限〔下文第二段至第六段〕； 

給予國際非政府組織以諮商地位之標準（第

七段

( ^ ) 申請組織所應具備之申請書及有關資料（第 

八段至第九段

^作爲第二委員會報告書一附件（文件^!?/：̂/^：.^/^)向理

事會分發。

( ^ ! ) 國際非政府組織諮商地位之行使〔第十段至 

第十一段〉；

( ^ ) 諮商地位之停止或撤銷(第十二段

國際非政府组纖中睹鉢商地位間题理事食所屬 

專毅委員會

二 . 在理事會毎一届會中，由理事會會務委員會 

委員及執行主任所組成之專設委員會應根據議事規則 

第七十六條審查非政府組織所提之諮商地位申請書 , 

並在同一屆會中向理事會具報。該委員會應斷定此等 

非政府組纖是否具有國際性質，是否從事促進工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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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及是否能對理事會及 ( 或)其輔助機關供給關於 

在各該組織主菅鄧門中5 ^以作爲指導之情報或意晃。 

有關非政府組織應隨時能指派代表一人於必要時向專 

設委員會提供進一步之情報。當一個組織獲得諮商地 

位後，其參加工發組纖之工作應限於其主管範圍內之 

問題。

三.專設委員會根據依下文第八段及依與非政府 

組織建立關係之標準(下文第七段向該委員會提出之 

情報，應卽將其對理事會於當時屆會中所牧到申請書 

之意見，在可以容許各代表圉獲得訓示之足够時間內 

通知理事會。

四.工業發展理事會於覆查專設委員會之建議 

後，卽可批准、拒絕或展緩決定非政府組織所作之申 

請。如申請獲得批准，該國際非政府組織之名稱將列 

入議事規則第七十六條所規定之組織名單內。

五 . 理事會對於專設委員會建議批淮、拒絕或展 

緩將國隙非政府組織之名稱列入批准名單所作之決 

定，應正式通知申請組織。

六.理事會主席經與執行主任諮商後應卽召開專 

設委員會會議。

給予國際非政府组纖以談商地#之標準

七.一個非政府組纖倘被考慮給予工業發展理事 

會諮商地位，必須符合下列標準：

0 0 該組織之宗旨與目的必須符合聯合國憲章之 

精神、目的與原則；

該組織必須積極關切在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 二十一 ) 所定工發挺織主管範圍內之工業問題；

(^)爲符合創立工發組織之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 二十一 ) 起見，該組織必須具備眞實國際性質；

( ^ ! ) 工發組織動於絵予諮商地位之組纖，必須能 

信賴取得其合作；

( ^ ) 必須淸楚確定關係組織之地位係經承認，且 

其會員 ( 不論爲個人或團體^之一大部分係積極參與工 

業部門之事。（因此，任何合法組成有效結合或協會之 

組織集團，得綴由授權以該集團所有會員名義行事之 

代表一人參加工發組織之工作）；

國際組纖之非依政府間協定成立者視爲在理 

事會議事規則第七十六條含義內之非政府組織。國際 

組織之非依政府協定成立者，卽使其會員包括由政府 

當局所指派之個人或官方機關，倘此種會員不妨礙該 

組織發表意見之自由，仍應視爲非政府組織；

(^)必須淸楚確定該組織並非業已列入譲事規則 

第七十六條規定名單某 -  '國際組織之委員會或小組之 

成員。

申請書及有閲資料

八 . （̂ ) 申請書可寄交執行主任，並應於工業發 

展理事會預定下一届會至少四個月前提出；

執行主任應在審議給予諮滴地位問題之理事 

會届會開幕至少三個月前，向理事會各會員國分發關 

於各組織請求諮商地位之資料。

九.意欲取得諮商地位之組織於依據理事會議事 

規則第七十六條提出申請時，必須提供下列資料：

( ^ ) 該組織之簡要歷史；

對該組織宗旨之詳細敍述；

( ^ ) 該組織之行政結構；

( ^ ! ) 對該組織工作之詳細敍述，尤其關於可以支 

持工發組織及可以對完成其工作有所貢獻之工作；

( ^ ) 對於其與政府間組織之關係之敍述；

( 王）對於其與其他非政府組織之關係之敍述；

( ^ ) 財政牧支現況之敍述，包括其工作所需資金 

來源在內；

( ^ ! ) 正式總部之詳細地址，倘有區域辦事處，亦 

須註明其地址；

( ^ ) 總幹事或其特派員之姓名，後者將與工發組 

織執行主任保持聯絡；

( ^ ) 說明其會員的國際性質之資料；

凡會員包括政府當局所指派之個人或官方機 

關之組織必須提送所有此等會員之名單。

國際非政府组纖路商地位之行使

一 ^俟 工 業 發 展 理 事 會 批 准 某 一 國 際 非 政 府  

組織對諮商地位之申請，該組纖卽依照下列議事規則 

行使其諮商地位：

( & ) 各代表以觀察員身份出席理事會，理事會所 

屬委員會及輔助機關之公開會議；

0 0 經主席邀請並經理事會或有關輔助機關許 

可，發表關於在其工作範圍內之議程項目之陳述；

( ^ ) 倘遇下列情形，如情況可能時發表有關理事 

會及其輔助機關議程項目不超過兩千字之書面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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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非政府組織應負責其所作陳述之任何翻 

譯工作；

0 0 任何非政府組織不應分發一項其實體內 

容前此已向理事會或其輔助機關分發之 

陳述； ‘

(^!)向理事會會務委員會提議請求執行主任將尉 

該組織有特殊與趣之項目列入理事會臨時議程。

一一^取得諮商地位之國際非政府組織授權之代 

表必須向工業發展理事會秘書遞送關係組纖執行首長 

所發委任狀，證明其有權代表該組纖發言。

鉢商地位之停止或撤销 

一二.倘非政府組織不能維持適用於建立諮商關 

係之標準時，理事會得停止其諮商地位或可能撤銷此 

種地位。

附件伍

一克六九年度支出慨算草寒及其他財政間题&

執行生任節略

一 . 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執行主任接獲工發組織 

理事會代理主席下列函件：

" 敬啓者,兹謹將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星期六 

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五十二次全體會議所作下開決 

定通知閣下：

'工業發展理事會決定，理事會每一綴常 

属會應獲卞，：’^ 組織之年度槪算；

‘工業 ^义 ^事 會 復 請 工 發 組 織 執 行 主  

任從中幹旋，設 ''5 請秘書長將一九六九年度 

槪算發交理事會本届會 。 ’

" 依照理事會所作決定，倘蒙迅速將事，毋任 

惑荷。

" 描此奉達，並致最崇高敬意。

聯合圖工業發展  '言會代理主摩

二 . 執行主任接獲理事會代理主席上述來函後， 

當卽電聯合國秘書長，文曰：

"工業發展理事會於五月四日星期六第五十 

二次全體會議作成下列決定，'工業發展理事會決 

定，理事會每一經常届會應獲有工發組纖之年度 

槪算；工業發展理事會復請工發組織執行主任從 

中韓旋，設法請秘書長將一九六九年度槪算發交 

理事會本届會 ’。敬請賜覆 。 "

^作爲文件10/ 5 / 40向理事會分發。

三 . 執行主任接獲聯合國秘書長下列答覆：

"理事會第五十二次全體會議於五月四日星 

期六所作決定引起嚴重困難，務請急速促請理事 

會注意。

" 第一，法律上之困難。秘書長必須遵從大會 

核准之財務條例：

" 條例三 . 四稱：’秘書長應將下一會計年度槪 

算提出大會經常届會。此項槪算至遲應於大會經 

常届會開幕五星期前送交所有會員國 。 ’

"條例三 .五稱：‘秘書長至遲應於大會經常届 

會開幕十二星期前將巧算提交行政及預算問題諮 

詢委員會審查 。 '

"條例三 .六稱：'諮詢委員會應就秘書長所提 

槪算向大會擬具報告書。該報告書應與槪算同時 

轉致所有會員國 。 ’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大會第二十一届 

會第一四六八次全體會議通過之決議案二一五二 

( 二十一 ) 決定設立工發組纖，作爲大會所屬機關， 

並應依照該決議案第二節所列規定在聯合國範圍 

內作爲一自主組織，行使載務。此等規定並未修 

改或變更上述有關財務條例賦予秘書長之任務。 

依據關於理事會職權之決議案二一五二  ( 二十一） 

第二節所載規定第七段，理事會有權依(^!)分段 

之規定，赛議並批准該組織之工作方案，並依 

分段之規定，從事管制該組織可得資源之有效使 

用。至關於資金之支付方面,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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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第二節第二十五段明白規定由秘書長與

工發組纖執行主任諮商後負責處理。

"爲使理事會能盡其關於工作方案之責任起 

見，工發組織執行主任曾以文件1 0 /2 /2 6提出報 

告書一件，內列一九六九年度工發組織提議之工 

作方案。執行主任於進一步之陳述文件10/8 /29  

中，依據爲完成有關實體工作而需要增加之人力 

及供諮議職員因公旅行、出版方案及專家與其他 

諮詢機關會議用途所將申請之貸款說明，提供該 

項工作方案之臨時合義。因此秘書長深信,執行主 

任所以採取之行動，已使理事會得以盡其關於工 

作方案之責任，而同時彼亦已嚴格遵從財務條例。

"第二，關於實際困難方面，所引起之主要問 

題如下：秘書長在任何一年之五月底以前無法完 

成整個槪算之分析、檢討及編造工作。構成聯合國 

秘書處之各部門、各醉事處及其他組纖係於一月 

及二月致力於準備提出其槪算，三月、四月及五 

月則致力於分析檢討所提槪算並最後編造整個槪

算。秘書長紙能於獲悉下年度整個預算需要時動 

最後槪算作成決定。在此等情形下，秘書長爲工 

發組織所編槪算現仍在檢討中，因此非等到本月 

份較後時期不能算是最後編就。大家明瞭執行主 

任提交秘書長之工發組織一九六九年度槪算係根 

據仍待理事會在本届會檢討之工作方案編造。因 

此理事會在本屆會所作決定對於所提槪算會發生 

相當關係。秘書長有待執行主任將此類決定隨時 

通知，俾能將其在時間許可時作爲原槪算之更正， 

或隨後作爲此等槪算之修正案，提交行政及預算 

問題諮詢委員會。再者，依照大會決議案二一五 

二(二十一)第二節第三十段之規定，秘書長必須 

與執行主任諮商後，計及工發組織所提槪算與各 

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聯合國貝魯特經濟及社會事務 

處所提關於工業部門槪算間之關係。因此在獲悉 

整個預算提案之前欲單獨考慮工發組織之需要, 
勢必極感困難。

"以上爲本人對於所涉主要問題審思熟慮之 

意見。希望理事會能瞭解接受此等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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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X 方案及德铜工作小組乏较立

工業發展理事會，

覆按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所據以設立之大會一九 

六六年 "1̂ 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  ̂ ，

覆按工業發展理事會關於盡可能妥善執行其職務 

之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決議案一 ( 一）中之各項規定，

念及理事會之主要載務及權力包括：

( ^ ) 審議並核准活動方案；

檢討並促成聯合國系統內工業發展方面活動

之協調；

( ^ ) 經常檢討本組織之活動；

確認理事會封工業方面工作方案、其所涉經費問 

題及磁調問題之審議，乃一複雜而頗費時間之事項，

表示甚願促成理事會之任務並改善其工作質量，

認爲理事會得依其議事規定第六十二條設立爲加 

速有效執行其職務所必需之輔助機關，

一 . 請執行主任召集由政府代表組成之工作小 

組，理事會所有理事國均得參加；

二 . 決定工作小組應自行選舉職員，而該小組之 

職務係審議爲理事會届會所編製之文件，以期：

( ^ ) 審查關於過去活動、現行方案及所擬議工發 

組織工作方案之報吿；

評估此項報吿所涉經費問題；

( ^ ) 查明並評論工業發展方面之協調問題；

三.決定自一九六九年起 ， 工作小組於理事會每 

一常年届會舉行前約兩星期在本組織所在地先行集 

議，並就其集議結果提出報告，送請理事會審議；

四 . 又決定參酌所得經驗，於理事會第三届會檢 

討工作小組之組成。

一化六入年五月十曰，

第五千四次全體會讓。

四（二 X 工業發展方面活勤之檢討及播調

工業發展理事會，

覆按大會關於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之一九六六年 

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X 特別是關於 

本組纖在檢討並促進聯合國體系工業發展方面一切活 

動之協調上負有植要任務之第戴節第二十七段，

又覆按工業發展理事會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決議 

案一 ( 一特別是關於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聯合國 

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 

間合作之分段二  (^ ! ) ,

備悉並讚賞聯合國體系工業發展活動第三次綜合 

報告書0 1 ^ ：6 ^ 2 3  &11(1 執行主任所提送關

於 編 製 分 析 報 吿 書 之 節 略 及 關 於 常 年 檢 討  

聯合國體系各組織工業發展方面活動將來方案之節略

備悉執行主任關於工業發展組織在協調聯合國體 

系工業發展方面活動上所責植要任務之報告書

深知本理事會爲執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關於協 

調聯合國體系工業發展方面一切活動植要任務而責有 

之主要責任，

一 . 請執行主任：

(&)加緊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獨自或與有關機關 

合作在凡有行動欠缺之活動部門內所作之努力；

顧及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 ( 二十一)中有關規 

定，繼續其與有關專門機關之諮商，以期訂立共同關 

切部門內活動之聯合方案 ,並促成此種行動之調和,藉 

以提高爲促進工業發展所作全盤努力之效率；

(^)續與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執行秘書及貝魯特聯 

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主任諮商，設法進一步加强工 

發組纖與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經濟及社 

會事務處間之合作，以促進發展中國家之加速工業發 

展，包括根據關係國家經查明之需要擬訂聯合方案；

(^!)繼續努力促成本組織與各國際區域及國家金 

融機關間更密切之合作，以期大力促進按可爲發展中 

國家接受之條件書供此等國家工業計劃所需之資金；

二.復請執行主任依照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所責 

植要協調任務，與各有關專門機關、國際原子能總署、 

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聯合國發展方案之首長諮商妥善 

辦法，以期訂立適當程序，俾便據以檢討並協調聯合 

國各組纖體系內成員在區域、分區域或國家層上所進 

行工業發展方面之實地業務活動；

三.請執行主任商同聯合國發展方案總辦根據該 

方案處理協調問題之經驗編製詳細分析報吿，期就此 

項分析對協調工業發展方面技術協助一事可能提議之 

措施及程序擬具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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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察悉執行主任有意爲國家層上之協調而酌情 

利用外勤工業顧問，對此表示贊同；

五.促請各國政府注意允宜依照大會決議案二一 

五二 ( 二十一 ) 之規定，使其自身在聯合國各機關及有 

關機關中關於工業發展方面之立場調和一致；

六 . 贊同執行主任之意向，卽會同聯合國體系內 

其他組纖，對於秘書長依照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 

九日決議案二二一 '八 8 〔― ^ 十~ 0 及~ '九六七年十―~月 

十三日決議案二三0 五 ( 二十二 ) 正在編製之一九七0  

年代十年國際發展策略初步綱領之蘭訂，作出貢獻；

七.請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執行主任續採適當措

以改善綜合報告書之內容及形式；

八.請執行主任研討能否在綜合報告書內列入關 

於聯合國體系各組織工業發展方面業務活動所獲成果 

之情報；

九.再請聯合國各組纖體系內各有關成員與聯合 

國工業發展組織合作並予以協助，期能及時編製並分 

發綜合報告、分祈報告及將來活動之檢討報告；

一盼望於理事會第三届會接獲第一次分析報 

吿及聯合國體系各組織工業發展方面將來活動之檢討 

報吿；

一一^請執行主任就本決議案之實施向理事會第 

三届會提送報告書，其中須附載與專門機關所訂任何 

暫行協定之全文。

一' 九六八年五月 '^ 日，

第义十三次全殖會議。

五 (二 X 派驻聯合國各I I 域經濟委具會及貝鲁特聯合 

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之聯合國工業發展姐織工業發 

展方面區域顧間之括動

工業發展理事會，

確認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與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 

貝魯特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在工業發展方面工作 

上有獲致充分協調之必要，

顧及現時已派有工業發展方面區域顧問分駐各匿 

域委員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此等顧 

問所需經費係由聯合國經常方案項下開支（聯合國預 

算第五編第十四款及

一 . 請執行主任續與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執行秘書 

及貝魯特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主任諮商，以期保 

持更密切之合作，而利用各區域工業發展顧問，藉以

確保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貝魯特 

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在工業發展方面活動之調和 

一致；

二 . 請執行主任就此項諮商，包括與聯合國工業 

發展組織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經濟及社 

會事務處間更密切協調及合作有關之任何其他發展在 

內，向理事會第三届會提具報告。

一九六八年五月九1曰，

第五十三次全體會讓。

六〔二X 聯合國工業發展姐織、各區域經濟委真會及 

其魯特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間之合作

工業發展理事會，

覆按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二一五 

二 〔 二十一  X  —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議案二二九 

九 ( 二十二)及工業發展理事會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決 

議案一（一）第二段（̂!),其中論及與各區域經濟委員 

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保持密切而不斷 

之工作關係，

顧及聯合國各匿域經濟委員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經 

濟及社會事務處所表示就共同關切部門與聯合國工業 

發展組織展開合作之願望，

察悉並讚賞執行主任爲加强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一方與聯合國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經濟 

及社會事務處另一方問之合作所作努力，尤其是執行 

主任所抱之意向，卽旨在調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纖與 

該事務處及各該委員會之工作，

一.强調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與各區域經濟委員 

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間之合作之董要 

性；

二.請執行主任依照上述各決議案之規定繼續其 

活動，以期開展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與各區域經濟委 

員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間之合作；

三.請執行主任在其關於聯合國工業發展方面活 

動協調情形之每一常年報告書中，詳述業已有效實施 

之合作措施或商得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執行秘書及貝魯 

特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主任同意而擬請採行之合 

作措施。

一~九六八手^5~月九日，

第义十三次全體會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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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二X 特種工業事務之當地費用

工業發展理事會，

察悉理事會中廣大各方咸認特種工業事换當地費 

用應完全放棄，

請執行主任從事翁旋，採取必要步驟，會同聯合 

國發展方案將特種工業事務當地費用之給付問題視爲 

一迫切事項加以審議，並將結果向理事會第三届會具 

報。

一九I六 八 年 月 十 三 日 ，

第义十& 次全體會讓。

八 (二X 各國工業發展人具之訓辕

工業發展理事會，

璧於發展中國家國內各級人員之訓練對於此等國 

家之工業發展可以發生決定性之作用，

覆按大會關於訓練發展中國家國內技術人員以加 

速其工業化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決議案一八二 

四（十七X  — 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二0 九0  

( 二十：！及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決議案二二五九（二 

十二  ̂

覆按經濟蟹社會理事會關於人力資源開發與利用 

之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決議案一二七四（四十三)及秘 

書長關於此事之報吿書

計及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决議案二一五 

二  ( 二十一）及工業發展理事會關於聯合國工業發展組 

織未來工作方案及活動之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決議案 

一 ( 一 ) 第 二 段 ，其中論及本組織對於協助訓練 

發展中國家技術人員及其他適當類別人員之任務，

一 . 欣悉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一九六九年度工作 

方案列有各國正與本組織合作設計之多項在厳訓練方 

案；並表^〒希望能在工業方面根據發展中國家實際需 

要之評估而舉辦更多類似性質之方案，且望在訂立此 

種專設基礎上方案時所遭遇之困難能經由與聯合國發 

展方案及地主國家諮商克服之；

二 . 認:可本組織目前所辦各級工程師、技術人員 

及專門經理在厳訓練方案，及交換有關促進發展中國 

家各不同工業部門發展之經驗之方案；

三 . 請執行主任與有關發展中及已發展國家、聯 

合國發展方案及聯合國其他組織諮商此種方案之進一 

步發展， 以及可能訂立之新方案，包括聯合國發展方

案或願予考慮之任何實驗性試驗計劃，並向理事會第 

三届會提出報告；

四 . 建議執行主任採取適當步驟，以期確保與現 

有關係國際方案及研究所獲致有效之協調；

五.建議執行主任儘先辦理發展中國家關於其國 

內各工業部門人員訓練之要求；

六 . 請執行主任於諮商國際勞工祖織、其他專門 

機關、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經濟及社會 

事務處後，編製關於工業發展各種技術訓練之詳細長 

期方案綱領，先將其送請各國政府表示意見，然後早 

曰提請理事會審議。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

第五十八次全體會議。

义(二X 工作方案

工業發展理事會，

覆按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二一五 

二  ( 二十一)及工業發展理事會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決 

議案一 ( 一）中之各項規定，

業已審議執行主任關於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一九 

六 七 年 度 活 動 之 報 告 書 311^1在 及 關  

於 本 組 織 一 九 六 八 年 度 及 一 九 六 九  

年度 ( 了! ) / ：̂/ ^ ^ )工作方案之提案，

一 . 備悉執行主任所提關於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一九六七年度活動之報吿書；

二 . 備悉國際工業發展座談會報告書（了! ) / ：̂ / ^ !

31101 ；

三.核定所擬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一九六八年度 

及一九六九年度工作方案，但以不違背理事會提交大 

會關於第二届會報吿書內有關各部分所載意見爲限；

四.認爲一九六九年度方案反映爲協助發展中國 

家工業化努力所必需之行動，一俟額外資源有着，仍

應績予擴展；

五 . 請執行主任：

0 0 依照審查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財政專設專家 

委員會之建議及大會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 

二 三 七 二 十 二 ^之規定，向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三届 

會提出關於長期方案之提案， 此舉須充分許及大會第 

二十三届會依照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 

二二一八 ( 二十一)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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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0 五 (二十二)之規定就第二個聯合國發展十年期 

間實施之國際發展策略所或已採取之行動；

徵求秘書長之同意，向理事會下届會及其届 

會提出執行主任爲預期理事會所將審議並核定之本組 

織工作方案之年度或數年度所編製之槪算，俾理事會 

於從事此種審議與核定時己獲悉大槪所涉經費問題；

六 . 復請執行主任：

( ^ ) 採取必要步驟，儘早委派足數之外勤工業顧 

問，使之裁屬職合國發展方案各常駐代表辨事處，貢 

責就擬定與實施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實地業務活動事 

與發展中國家政府合作，向之提供意見及協助，並擬 

訂工作方法，每年就其活動情形向工業發展理事會提 

具報告；

爲加速進行徵聘起見，向理事會第三届會提 

出提案，就本組織責有業務責任之各不同技衛合作方 

案下現行徵聘專家及顧問前往實地服務之辦法提議可 

能更改，並須計及允宜徵聘具有優越資格而兼備各種 

發展階段及不同社會經濟制度國家中所獲廣博經驗之 

專家 ;

( ^ ) 應各有關政府之請求，擬訂對發展中國家區 

域及分區域集團之協助方案；

(^!)鼓勵發展中國家間交換工業發展方面之經驗 

與專門特長；

( ^ ) 愈益注重：在符合發展中國家各本國計劃及 

政策之下，於此等國家內建立與加强國家及區域專門 

金融機關及組織，以期激勵更多國内外資本按發展中 

國家可接受之條件流入此等國家現有及新建工業，並 

藉以有效利用可獲得之財力資源；

七.嘉許執行主任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工作方 

案編制上所作改善，並提出下列建議以期進一步改善 

關於支持活動之文件：

(^)繼續展開指明在本年度方案內所擬特別注重 

之部門並說明其理由一辦法；

根據最近情形編訂總部活動分類，以期計及 

所擬議之新行動方式；

( ^ ) 有系統地查明每一計劃，俾對連辦數年之計 

劃易於繼以追查；

( ( ^ ) 在每一組活動內，明白指出經常辦理之計劃 , 

以前核定計劃之新階段、全新計劃、以及已停辦及撤銷 

或展期舉辦之計劃及其理由？

(^)在延長現行計劃之提案內說明一切有關理 

由，包括述明已用款額及所獲成果；

就新計劃或進展中計劃之新階段提具明確提 

案，說明：

( ^ ) 期望達到之目標及選擇之根據；

0 0 推行期間及估計費用；

0^ ' ) 整個'計劃中擬在所述年度內推行之部分及 

其相應支出；

( ^ ) 在關於過去活動之報告書內，就每一項已完 

成 工 作 ，略述其成果；

八.促請發展中國家政府注意聯合國工業發展組 

織在工業發展方面所提供之便利，允宜多多加以利 

用；

九.認爲應委託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負責執行更 

多在聯合國發展方案兩個構成部分下與工業發展有關 

之計劃。

一九六八年五 3 十四日，

第六十一次全體會議。

十（二X 志願指助 

工業發展理事會

璧於爲增加對發展中國家協助之業務方案計，有 

需達成工業發展組織資源之大量擴增，

覆按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二一五

二 ( 二十一 ) 之規定，

又覆按工業發展理事會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決譲 

案二 ( 一內請秘書長召開常年認捐會議，由各方宣 

佈對本組織之捐助 ,

念及由盡可能桌多國家對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作 

適當志願捐助一事實與本組纖旨在協助發展中國家 

工業化之方案之國際性質完全符合，

請執行主任採取必要步驟，通過與已發展及 

發展中國家政府直接接觸，促進各國依照大會決議案 

二一五二 ( 二十一 ) 第戴節第二十三段之規定，對聯合 

國工業發展組織之業務方案作適當志願捐助，從而予 

以有敛支持；

二 . 決定從各方依照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 

一）第威節第二十三段規定對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之 

志願捐助所得資源，應供工發組織方案下各項計劃之 

用。

，一 九 六 八 年 月 十 四 日 ，

第六十一次全體會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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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二X 技術合作 I I 常方案

工業發展理事會，

覆按大會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議案二二九 

八 ( 二十二)及工業發展理事會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決 

議案二（一）其中建議在聯合國預算第五編另立一款， 

開列工業發展技術協助方案所需費用，所定數額應妥 

與發展中國家日益增加之需要相稱，

備 悉 執 行 主 任 報 告 書 ’ 

渠建議一九六九年度聯合國預算第十四款（技術協助 

經常方案 ) 之設計水平訂爲一百五十萬美元，並稱此項 

設計水平一百五十萬美元一數與從各國政府所接申請 

之費用總額比較計短七五0 , 0 0 0 美元，

計及必須盡可能滿足若干政府在技術協助經常方 

案下向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提出之關於協助之申請， 

因發展中國家視加速其工業發展爲當務之急，

一 . 建議一九六九年度及一九七0 年度工業發展 

技術協助經常方案之設計水平訂爲一百五十萬美元；

二.拔准執行主任在技術協助經常方案下所提一 

九六九年度訂正方案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强調技術協助經常方案中用以作爲一項促進 

手段之部分之董要，憑此手段可在工業發展方面以更 

大直接協助提供發展中國家；並請執行主任草擬本此 

精神執行經常方案應守之準則。

一九六入年五月十 ^ !  9 ，

第六十一次全體會讓。

十二(二X 設立作爲理事會輔助機閲之方案及 

播調工作小组

工業發展理事會，

亟欲闇明其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關於設立方案及 

協調工作小組之決議案三 ( 二 ) 之意義，

一 . 斷定理事會於通過決議案三 ( 二)時決定依照 

議事規則第六十二條設立理事會之一輔助機關；

二.決定工作小組以理事會理事國中已向秘書處 

登記列爲關係工作小組屆會參加者之過半數出席爲法 

定人數。

一化六八年五月十四日，

第六十二次全體會議。

附件染

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二届會所據有之文件一覽表

一般文件

1 0 /2 /1 9 /1 ^ 6 ^ .1  ^ 第 二 届 會 議 程

107272071^6^17

^ 工 發 組 纖 一 九 六 八 年 度 工 作  

方案

1 0 /2 / 2 1  311(3 ^ 0 1 :1 .1 ’ ’ ’ 國際工業發展座談會報告書

附件一各委員會個別議 

程項目報告書

附 件 二 開 會 辭

附件三組織事項

^^1(1.1 ^ 工 業 促 進 服 務 參 加 者 及 職 員

一般文件續前）

^工 發 組 織 一 九 六 七 年 度 活 動

報告書

附件一工發組纖一九六 

七年度行政活動 

附 件 二 外 勤 事 務 協 定

節略

^^1(1.1 30^1 001：1：^1 ’ 特種工業事務方案報告書

10/2 /23  ̂ 聯 合 國 體 系 內 各 組 纖 一 九 六

七年在工業發展方面的活 

動：第三次綜合報吿書

^ 綜 合 報 吿 書 所 述 各 項 計 劃  

索引

10/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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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文件〔續前〉

^ 聯合國在經濟、社會及人權 

方面工作方案及其預算資 

源：天然資源

^糧 農 組 織 在 工 業 發 展 方 面 的  

活動 九六七年度報

告書

10/2 /24  ^ 關 於 編 製 分 析 報 告 書 的 節 略

10/2/25 ^ 關 於 聯 合 國 體 系 內 各 組 織 在

工業發展方面活動未來方案 

的常年檢討的節略

10/2/26 ^ 工 發 組 織 一 九 六 九 年 度 工 作

方案

附件一爲一九六九年度 

所計劃舉辦的專 

家小組會議、研 

究班、團體訓練 

及實習班

附件二進修及研究計劃 

附件三出版物 

附件四活動組別

^̂ 101.1 ^ 工 業 發 展 上 技 術 協 助 經 常 方  

案(聯合國預算第五編，第十 

四敦）

^0101.2/116 .̂1^ 工 發 組 織 技 術 協 助 經 常 方  

案一訂正一九六九年度臨 

時方案草案

八01(1.3 ^ 設 立 工 發 組 織 國 際 工 業 研  

究所

^ 工 發 組 織 技 術 協 助 經 常 方  

案^ 關於一九七0 年度方 

案設計水準的建議

10/2/27 ^ 工 發 組 織 封 協 調 聯 合 國 體 系

在工業發展方面活動的植要 

任務

10/2/28 ^ 關 於 促 進 工 發 組 織 實 地 業 務

的報吿書

由於此類文件有關附件供應不足，故僅分發理事會各理

事。

一般文件（繞完^

10/2/29  31101 00X1.1^九六九年度工作方案所涉

臨時經費問題

10 / 2/30  ̂ 利用各方對工發組織志願捐

助的方針

10/6/31 ^ 工發組織與國際非政府組織

間建立關係程序的審議

10 /6 /32  ̂ 國際非政府組織申請書的

審議

1̂1(1.1 & 11(1 001：1： 1̂ ’ 另外兩件國際非政府組織申

請書

1 0 /2 /3 3 ^ 國際政府間組織申請書的

審議

^̂ 1̂ 1.1 ^ 關 於 國 際 農 業 及 糧 食 工 業 的  

另外資料

1 0 /5 /3 4 ^ 組織事項

附件一工發組織的組纖

結構圖

10/2 /35  ^ 規定設立工發組織的大會決

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附件 

所列國家名單的檢討

1 0 /6 /3 6 ^ 奥地利政府聯邦外交部長

1)1'- XIII！ 1161111 在工

業發展理事會第二届會開幕 

時講詞

10/2 /37  ^ 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一届會主

席 1̂ 101:31̂ 1̂(1 1̂ 611 (約

旦）請詞

10/6 /38  ̂ 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二屆會主

席 1\41\ 11611111011 81:311(161131； 

(奥地利）講詞

10/2 /39  ^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執行主

任在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二届 

會中講詞

10 / 2/40  ̂  一九六'九年度支出槪算草案

及其他財務問題 

10/6/41 ^ 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二屆會報

告書

64



命議室用文件 特別文件 ( 绩前^

107670^？768~1 ^爲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二届會

編製文件中所提及大會及經 

濟璧社會理事會決議案

1076701^？768~2 ^將各決議草案所涉實體事項

通知各政府間機禱的新程序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決議案 

一二八一( 四十三)摘錄）

107670^？768~3 ^ 社會發展委員會工作方案：

工業化的社會方面

1072701^？768~4 ^工發組織與國際非政府組織

間建立關係程序的審議

理事會報告書部分草精

107271̂ 3̂371̂ 6̂ 1̂

021^/1 0011.1 

0211/3 ^

-届會組織 

-一般鍵論

‘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二届會報 

告書稿（報告書稿所載文件 

一覽表〉

特別文件

… -智利、捷克斯拉夫、邀奶、伊 

朗、科威特、奈及利亞、羅馬 

尼亞、索馬利亞、蘇丹、阿位 

伯聯合共和國及尙比亞：關 

於訓練各國6 工業發展人員 

之決議草案

’比利時、智利、捷克斯拉夫、 

芬蘭、印度、象牙海岸、科威 

特及羅馬尼亞：關於工發組 

織與聯合國各區域經濟委員 

會合作之決議草案

-提案國名單中增列伊朗

’比利時、智利、印度、伊朗、象 

牙海岸、約旦、科威特及羅馬 

尼亞：關於胜聯合國各區域 

經濟委員會區域顧問在工業 

發展方面活動之決議草案

何根廷、巴西、幽勒、印度、印 

度尼西亞、伊朗、約且、科威 

特、巴基斯坦、秘魯、菲律賓、 

盧安達、蘇丹、千里達及托貝 

哥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關 

於工作方案之決議草案

10/6/1^.34^ 巴西、勉豹、印度尼西亞、約

且、巴基斯坦、盧安達、蘇丹、 

千里達及托貝哥及阿拉伯聯 

合共和國：關於特種工業事 

務當地費用之決議草案

1̂11611̂ .1/1̂ 6̂ .1 ^ 奥地利、比利時、德意志聯邦 

共和國、法蘭西、日本、瑞士、 

聯合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

II正決議草案

1 0 / 6 / 1 . . 3 5 ^ 巴西、智利、運納、伊朗、約

旦、科威特、巴基斯坦、菲律 

賓、盧安達、蘇丹、千里達及 

托貝哥及阿拉伯聯合共和 

國：關於志願捐助之決譲 

草案

10 /6 /1 ..36-… ^ 巴西、落麥塵、秘魯、菲律賓

及烏拉圭：關於分散工發組 

織活動之決議草案

1̂11611(1.1 ^ 阿根廷：修正決議草案

10/2/1..37- ‘ ‘ … ^ 阿根廷、奥地利、巴西、芬蘭、

翅納、印度、印度尼西亞、伊 

朗、義大利、象牙海岸、約旦、 

科威特、荷蘭、奈及利亞、巴 

基斯坦、菲律賓、羅馬尼亞、 

盧安達、索馬利亞、蘇丹、瑞 

典、瑞士、泰國、千里達及托 

貝哥、土耳其及阿拉伯聯合 

共和國：關於工業發展方面 

活動之檢討與協調之決議 

草案

左 植 1

6這些部分報告書稿會在届會中分發，經訂正核准後載入 

第 二 届 會 報 告 書 中 。

‘決議草案提案國名單增列保 

加利亞、唁麥蔭、捷克斯拉夫 

及爾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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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文件（镜完^ 決讓案

… 巴西、逆納、印度、印度尼西  ̂  ̂  ̂‘方案及協調工作小組之設立
亞、伊朗、約旦、科威特、巴基

斯坦、菲律賓、盧安達、蘇丹
10/2/111:3/4(10  ̂’  ̂  ̂  ̂^工業發展方面活動之檢討及

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關於
‘協調

經常方案之決議草案 ‘  ̂  ̂'派駐聯合國各區域經濟委員

1̂1161101.1 ^ … .奥地利、比利時、法蘭西、日 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經濟及社

本、聯合王國及美國:對決議 會事務處之工發組纖工業發

草案之修正案 展方面區域顧問之活動

1 0 /6 /[ -39/2^67.1 …… .奥地利、比利時、加拿大、德 聯合國工發組織、各區域經
意志聯邦共和國、荷蘭、瑞 濟委員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經
士、聯合王國及美國：關於工 濟及社會事務處間之合作

作方案及活動報告之決議

草案
… 特種工業事務之當地費用

10/2/1^.40^ 阿根廷、保加利亞、加拿大、 各國工業發展人員之訓練

继納、荷蘭、奈及利亞、巴基 … 工作方案
斯坦及菲律賓：關於設立方

案及協調工作小組之決議
^ 志願捐助

草案 經常方案

^̂ 1̂ 1.1 ^ 提案國名單增列泰國 ‘ ‘ ‘ ‘ ‘設立作爲理事會輔助機構之

^̂ 101.2 ^ 提案國名單增列奥地利 方案及協調工作小組

107371^ 4̂171 6̂^ 1̂ -' 秘書處關於工業發展理事會

第三届會臨時議程的節略 簡要紀錄

10/6/1^.42^ ‘  ̂  ̂‘設立方案及協調工作小組：
10/2/311.40-62 ’ ’ ^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至五

決 議 草 案 所 渉
月十四日各次全體會議臨時

經費問題
簡要紀錄

1 0 / 6 / 1 . . 4 3 ^ - … 比利時、過納、義大利、瑞典、

瑞士、千里達及托貝哥、聯合

王國及美國：關於設立作爲 委真會文件

理事會輔助機構之方案及協 第一委員會。

調工作小組之決議草案
1 0 /6 /0 .1 /1 ^ 第一委員會工作安挑的提議

資料文件
1 0 /2 /0 .1 /2  &11̂

① ^ 預先分發各代表圃的資料 0011.1^ 第一委員會關於方案的報告

1072711 1̂？̂ 67116̂ 2̂ 因工業發展理事會第I：届會 書稿

而分發的有關文件一覽表
1 0 /2 /0 .1 /3  311(1

1073711^？ 7̂ ’ ’ ’ ’择供代表團的資料 0011.1 & 11(1 2 311(1
10/8 /1  爪 8 ^ ~  ̂  ̂'秘書長關於聯合國出版物及 第一委員會關於方案的報告

文件的節略 書(議程項目四、五及七）

1 0 / 0 / 1 1 ’9 ^ 關於利用瑞士政府志願捐助 。爲該委員會編製的所有文件只作極有限制的分發，不足
的協議 另供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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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真食文件（續前^

311(1 001： ：̂ . !  ^ 第 一 委 員 會 關 於 議 程 項 目 九  

及十的報告書

第一矣員會簡要紀蘇

1 0 /6 /0 .1 /8 1 ^ .1 - 2 7  ‘ ’ …包括第一委員會自一九六八

年四月十七日至五月十四日

所舉行各次會議

第二矣！會 。

1 0 /6 /0 .2 /1  ^第 二 委 員 會 工 作 安 排 的 提 議  

1 0 /6 /0 .2 /2  ̂ 第 二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議程項目十一：非政府組織 

問題

1^101.1^ 議程項目十四：與政府間組

織的關係

^ 議程項目六： 聯合國體系

內各組織在 

工業發展方

委員會文件（境完^

面活動的檢 

討

^ 6 6 .3 ^ 譲程項目八13： 關於促進區

域、分區域 

及國家範圍 

內實地業務 

的報告書

^^101.4^ 議程項目八3： 工發組織對

協調聯合國 

體系在工業 

發展方面活 

動的植要任 

務

第二委员會簡要化鋒

10/ 6 / 0 .2/ 68/
38.1-10 ^ 包括第二委員會自一九六/1 

年四月十七日至五月十四日

所舉行各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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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赚取聯合國出版物

聯合國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之書店及經售處均有發售。 

請向書店詢問或逕函紐約或0 內X 之聯合國銷售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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