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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呼吁所有囚家、 各专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向

联合囚和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南部It:洲斛放运动给予

一切可能的合作；

7. 对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符别报告

员提出的增订报告“褒示赞赏：

8． 重申卅订义］ ： 给予南1l．．种朕I：．义和州民K义

政权政治、 平事、 经济及其他形式的投助对人权的 ＇；I．

受所产牛． 的不利影响的报告， 对千向南II；和纳米比业

垃内的种族隔离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斗争的事

}II, i；
． 义叽要 ：

9. 请特别报；＼员：

(a) 继续增订协助南北种族上义和殖民主义政

杖的银行、 跨国公司及其他组织的名汛， 每年予以审
查， 并对名单所列企业提出报告员认为必要和适当的
详尽资料， 包括说明所产生的任何反应， 并向大会第
四I· It屈会议提交增订报告：

(b) 利Jll可以从联合冈其他机构、 会员因、 11,

洲f允 ·,ll织所承认的各民族解放还动、 各专门机构和

儿他政府间组织、 II
，

政府组织及其他付关来源取得的

I 3. 攘特别报告员在其增订报告中列入外国企

业从南非局部撤回投资的清单． 并开列它们所采用各

种手法以避免从南作经济活动中完全撤出的情况：

14. 吁清增订报告中点名开列的银行、 跨国公

司及其他组织所在的国家政府采取有效行动， 终止它
们在南lI：领上和仆．比勒陀利亚种族上义政权非法占领

下的纳米比111；． 领土进行的贸易、 制造和投资恬动：

1趴 紧鱼墨求所有专门机构、 特别是冈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不要给予南非种族E义政权任何

种类的贷款或财政援助；

16. 请秘书长将增订报告递送反对种族隔寓特

别委员会、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联合国系坑内其
他有关机关和各区域国际组织；

I 7. 演秘书长尽可能广泛散发增订报告， 把它

作为联合国出版物印发给各学术协会、 研究中心、 大
学、 政治和人道上义组织及其他热心团体：

18. 旰漕所打各国政府同特别报告员合作． 使

报告更准确， 资料更门钉；

所1i可利用的材籵． 以指叫给了，南非种族上义政权拔 19. 吁请所打「司宋、 各Q门机构和区域组织、

助的数牡、 性质及这种援助对人的不利影响 ；
政府间纠织及其他付义组织广为f（传这份增订报

(C) lliJ联合国跨I出公司小心、 秘书处反对种队

阰高中心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加强直接联系， 以
期在坪订报告时加强相，i． 介作；

10. 请秘书长给］·，特别报告从一切协助， 包括
他：1执1J·任务时可能 ＇

Il1次的允裕旅费， 以期特别丛l11J

朕合Iii!跨困公司小心、 反对种族隔离中心和联合国纳
米比业刑事会加强八接联系， 扩大他对报告内所载名
J＼

＇

，上的某些选定案例加附说明的工作， 并且继续利川
屯fi l·n 机编贷今后的附iJ． 名 I丫从

11, 墨求柲IS K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6仆
5月2 :111 �11986/ 145廿决定向持别报{1f员提供两名经

济学家， 帮助他对其报礼·内提到的比特别案例进1
分析和提供证明文件的工作；

1斗 满意地注意到 ． J七ltil家和跨I计公 II」采取的
撤回投资措施、 贸易限制及其他积极扒施． 片鼓励它
们缭纯舟］这个方向努力：

．．
 
.
l

 

,
'

 
20. 演人杖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优先审议增

订报告：

21． 决定在其第四十五届会议上作为优先事项．

今照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人权委员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或将提
父大会的任何建议， 审议题为．给予南非种族主义和
州民主义政权政治、 军事、 经济及其他形式的摄助对
人仅的 ＇；，··受所产＇I:的不利影响 飞的项日．

1988年J2月8日

名i5次全体会议

43/93. 《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执

行及有关活动

大会．



206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

..其1982年 12月3 日第37/51号决议， 其中大

会赞同老蛉问题世界大会经协商一致通过的《老 龄 问

履国际行动计划》． ＂

又．顺其1985年11月29日第40/30号决议， 其中

表示深信任何杜会挪应视老年人为各个层次发展过程

h的一个重戛而必不可少的因素， 而且重申发展中困

尤其需要在执行《行动计划》方面得到援助．

健记着其1986年12月 4 日第41/96号决议，其中请

秘书长每隔六年对世界老龄状况进行一 次审查．

重申其第41/96号决议， 其中促请各国 政府按照

其本国的优先次序、 文化和传统， 加强努力执行《行

动计划》所戴的各项建议，

又重·其1987年11月30日第42/51号决议， 其中

大会认为在1992年老龄问题世界会议十周年时应有适

当的后续活动， 以便在全球一级维持对影响老年人间

题的认识，

嘈虐剿秘书长关于老龄问逼的报告“中所载第二

次审查和评价《行动计爆》的执行情况的初步结论， 其

中指出协谔体制和国家机构对于《行动计划》的执行至

关紧要，

美心地注意1J联合国没有有效应付老龄问题领域

要求撰助和专家咨询怼见的请求的必要资源，

对千大董裁减秘书处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

心从事老龄方案的工作人员囊示震慷， 这使得联合国

维也纳办事处很难执行《行动计划》所交托并经大会各

项决议一再肯定的任务，

嘈虐剿60岁以上的人口将会显著增加， 而且妇女

将日益构成这些老年人口中的大多数，

．认南斯拉夫政府要求进行一项关于在贝尔格莱

德设立一个联合国属下的老龄间题研究所的可行性研

究，

忆夏它曾请秘书长对1984年12月在达喀尔举行的

．见《老蛉问题世界大会的报告，1982年7月26日至8月6
日． 维也纳）（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82.1. 16), 第六
章．A节．

..A/43/583. 

非洲区域老龄问题会议提出的协助成立一个II洲老',I.

学会的要求作出有利的响应，

还哺认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于1987年I:!

月14日至17日在曼谷举行的提倡亚太老年人n 所盂冈

家基础设施的专家讨论会上通过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

今后有关老龄问题活动方针，

赞赏各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对有关老龄问题的认识

及推动捎施执行《行动计划》方面所发挥的主炎作

用，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老龄问题的报仵：

汇 欣愚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和机关于1988',f 3 

月10日和11日在维也纳举行关于老龄问题领域政策和

方案的全系统协调机构间会议所共同拟订的处押老龄

间题的全系统着手方式， 并建议下次会议将与1989年

第二次审查和评价《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执行情

况的工作同时进行；

3. 对与联合国合作在马耳他设立老龄问题I斗标

研究所井于1988年 4 月15日由秘书长正式举行揭裕式

奉示满意：

4. 请秘书长向大会报告老龄问题国际研究所的

活动；

5. 暹洞绝对有必要在国家、 区域和国标各级加

紧执行《行动计划》，井呼吁提供符合各项孟要的资枙；

6. 歙佩秘书长按照其报告所反映的会员I.N的总

见， 维持和加强现有各项老龄问题方案， 并协同继坎

作为联合国系统有关老龄问题活动协词中心的社会发

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 加强联合国全系统的老伈问

题政策和方案的协调工作；

7. 支掩社会发展委员会在其1987 年3月4日第

30/1号决议中向秘书长提出的建议， 即秘书长在制订

1990-1995 年中期计划时， 应以对联合国系统内老 龄

问题活动提供更充分协调并维持对方案预算的充分拨

款的方式， 优先重视认真制订执行《行动计划》的买际

可行的战略； “

，一-盲 一-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7年， 补编绾7号）
(E/1987/20), 第一章，D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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趴 蕙像在拟议的自1992年开始的中期计划中和
在为 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1991一2000年）拟订 一 项

国际发展战略时，都应考虑将老龄问题列为优先主题；

9. 敏俱将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老龄问

题股的人员编制维持在 一 定程度， 使该中心能够11\l ti 

其作为 联合围内有关老龄问题所打事务的协调中心的

职责；

IO. 歙倡联合国系统各机关和组织同各有关中

心和研究所以及各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 井且利用联
系作业的方式，进行进一 步研究调查，以协助会员围编

制其老龄人口的人口统计和社会经济概况， 从而确定

出确保老年人充分有效参加发展的方式方法；

11. 薹求妇女地位委员会特别注戏老年妇女所
面临的具体问题以及这些妇女所遭受的性别和年龄歧
视；

12, 决定在1992年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全体会

议上纪念老龄问题世界会议十周年， 并请社会发展委

员会在其第二次审查和评价《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的

工作中包括一项纪念这个周年的实质性活动方案凸：
案：

I 3. 漫烈呼旰各国政府、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
组织向联合国老龄问题信托基金慷慨提供捐款， 芍虑

到该基金非常合适促进说］动资源 ；

14. 欣悬秘书长努力寻求办法以最适}1地利｝ll
提倡联合国老龄方案信托基金的原本资源， 这些努力
包括制订一项到2000年的协调一致的措施方案， 以及
提议设立一 个老龄问题世界基金会， 从而鼓励公私背

部门支持联合因系统在老龄问题领域的工作；

15. 旰萧各专门讥构、 各区域委员会和其他打

关的供资组织继续支持有关老龄问题的活动 ， 特别是
向属于它们权限范围内的项日提供援助 ；

16.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悄况向大会弟四
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

17. 决定将题为 ． 老龄问题 神 的项ll列入几计｝四
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1988年12月8日

佑75次全体会议

43/94. 青年问题

大会

回顺大会作为联合国国际青年年世界会议于1985

年11儿181"1 通过的题为 ． 冈标计年仆： 兮忖、 壮展 、 和
平帅的第40/14乃决议以及其1987年 11 JJ 30日第4�/

54号决议，

回顺其19i7年12月16日第32/135兮和1981年11J1 

9 日第36/17号决议， 其中通过了关于改善联合闪同
计年和行年组织交流的渠过的准则， 以及其198j年I l 
月30日第42/55rJ决议，

还回顺其题为 ． 为·11年创造机会”的1985年11丿I 18 

H第40/16牙和1987年 11月30日第42/53廿决议，

又回顺其1981年11丿］13日第36/29廿决议及It :i

项后续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承认必须采取还 、'i卅

施确保计年实现和享受其人权，特别足受敦行和工作
的权利，

窜议了秘书长根据其1987年11月30日第42/5�廿、
第42/53号 、第42/54号和第42/55 号决议提交的报；1，·,II

钵记1985年同杯计年年：参与、 发展、 和平的淳

备和庆祝提供了..个钉利和重要的机会． 促使各方注

心计年的现况、 具体·,材要和愿望， 增加各级在处抖计

年问题上的合作， 采取有利于行年的协调§致的行动
方案， 并促进青年人参加研究、 决策过程和斛决冈
家、 区域和国际的重大问题，

认识测青年领域的进..步规划和汕、11后线1压h的

指导方针 “ 为计年领城的长期战略提供了• ·个建设性
的店础．

对有计划地巩固和进一 步扩大凶标计年年的成果

以便帮助加强计年人积极参加他们本国的政治和社会
经济生活奉示非常关心，

潭偏联合国同计年和青年组织之间存伍有效交流

渠逍的重要性． 这是计年人获得充分信息以及他们伍
冈京、 区域和I引际各级积极参加联介因及各专门机构

IIA/43/601. 
“见A/40/256, mr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