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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一九七四 

年四月六日期间的本年度报告经经委会于一九七三年四月六日第 

四九一次会议一致通过。兹依经委会职权范围第十五项规定， 

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五十七届会议审议。

第一部分

经委会自二十九届会议以来的工作

2在本检查年度内，经委会继续并加紧推进 

其备项计划项目的工作，并拟就了新提议和新计划

项目，力求进一步发展本区域。同时在体制上也 

订定了新的办法。对亚远经委会的各项任务都尽 

量采取协调的、多学科的路线。同时也进一步加 

强了与各专门机构和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合作。

3. 凡是可能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发生 

重大冲击的那些高度优先的方案和计划项目，都受 

到特别重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也探讨了亚远 

经委会工作方案内新的优先事项和新的方面。

4. 经委会会议结构的变革对于其未来促进区 

域发展的任务有直接的关系。按照第138(xxix) 

号决议的规定，要求“对经委会会议结构和经委会 

职权范围内与增强其促进本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 

效能有关的任何其他事务，进行一次审查和评价”，

所以一九七三年九月和十二月在曼谷召开了两届

“常驻亚远经委会代表和经委会成员国指定其他代 

表会议”。会议提出了如何简化经委会的程序和 

组织的建议供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审议。

5. 下面记载的是本检查期间经委会所从事的 

种种活动。

A. 各辅助机构的工作①

1.工业、住房和自然资源

6.在本检查年度内举行了下列会议:

亚远经委会冲积盆地间地层关系工作小组（第一 

届会议），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 

曼谷

应用科技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亚洲区域小组（第 

九届会议），一九七三年八月六日至八日，曼谷

金属和工程小组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一九 

七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新德里

南太平洋岸外地区矿产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 

(第二届会议），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 

月六日，汤加，努库阿洛法

亚洲岸外地区矿产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第 

十届会议），一九七三年九月十日至二十二日， 

曼谷

第二届亚洲和远东地亮构造地图协商小组会议， 

一九七三年十月一日至三日，吉隆坡 

①各辅助机构会议一览表见附件一。



亚远经委会地区人类环境领域内工作活动的各国 

及政府间机构代表会议，一九七三年十月二日至 

五日：曼谷

地质和矿物资源发展区域会议（第九届会议）， 

一九七三年十月四日至十五日，吉隆坡

充分利用工业能力专设专家小组，一九七三年十 

一月十二日至十七日，曼谷

亚洲工业发展协会咨询小组（第七届会议），一 

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曼谷

亚洲工业发展协会（第九届会议），一九七四年 

一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曼谷

工业及自然资源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一 

九七四年二月一日至十一日，曼谷

关于目前能源危机对亚远经委会区域经济影响的 

政府间会议，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四 

日，曼谷

亚洲和远东农村住房改善问题讨论会，一九七四 

年三月四日至十五日，印度尼西亚，万隆

7.地层关系工作小组在举行第一届会议时 

改组成为亚远经委会区域地层关系区域委员会。 

委员会设置了一个辅助性质的亚远经委会区域冲 

积盆地地层地图工作小组，又修正了标准图例供 

编纂地图之用。委员会又建议编制区域冲积盆 

地地图，并同意澳大利亚矿物资源局、印度地质 

调查局和印度石油勘探研究所等建议由它们为重 

要指标化石地形方面资料提供保存的便利。

8. 科技资委会亚洲区域小组第九届会议强 

调必须加强亚远经委会科技单位。区域小组建 

议在气象改变领域首先应注意如何努力来了解亚 

洲的雨季、台风、旋风等这类气象方面的现象。

又建议应进一步研究侵蚀造成的损失情况。

9. 金属和工程小组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建 

议了若干拟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执行的计 

划项目，其中包括研究适合本区域内原料的制钢 

工序问题；由亚洲工业发展理事会考虑设立亚洲 

西部分区钢铁研究所；详细研究设立有色金属研 

究所的具体条件；援助各成员圓设立一个造船修 

船协调和发展中心；对建立海绵铁生产设施作一 

技术和经济观点；设法建立一个或一个以上生产 

钢条和其他半钢材料的区域工厂。

10. 南太平洋岸外联勘协委会欢迎科克群岛 

加入为新成员。协委会提请各方注意小岛国家 

利用深海養

料和热能的可能性以及必须共同联合 

审议各国对海岸外矿物资源管辖权的限制问题， 

特别是成员中的群岛国家。

11. 岸外联勘协委会第十届会议建议在发展 

岸外锡矿方面从事两项具体计划项目：调查沿马 

来西亚半岛东岸岸外地区的锡矿和其他重矿物，

对马六甲湾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在 

内的矿物资源联合从事地质和地球物理调查。未 

来数年内计划项目经理协调专员办事处将为岸外 

联勘协委会从事的工作中包括：编纂岸外海洋测 

量地质图；编制计划项目数据单和划一岸外数据 

的编制格式；训练；编制岸外联勘协委会成员国 

内现有训练设施一览表以及设备和航行方案清单;



技术文件，包括刊印岸外联勘协委会各届会议报 

告、技术公氣岸外联勘《通讯》；并筹备遥远 

探测专家工作小组第二届会议，该小组现在是东 

亚区遥测领域的协调机构。

12. 第二届亚洲和远东地壳构造地图协商小 

组会议审查了十三个国家依照一位构造制图专家 

提供的准则所绘制的各国地图。

13. 亚远经委会地区人类环境领域内工作活 

动的各国及政府间机构代表会议编就了一项《亚 

远经委会区域人类环境亚洲行动计划,再度强 

调各成员国理应采取的行动。计划中有若干建 

议是会议列为最高优先的事项，其中包括各项环 

境方面的事项如设置国家环境机构；训练：民众 

教育；资料；研究；环境冲击准则；标准和监测; 

社会经济利益；人类住区；贸易；环境对经济的 

影响；人口；保护；能源；原始资源；灾害；文 

化和自然遗产；技术协助；联合合作；财务协助 

和执行。

14. 地质和矿物资源发展区域会议在举行第 

九届会议时，阐释了所拟设立的区域矿物资源发 

展中心的任务和员额，并促请，按照经委会一九七 

二年和一九七三年内的决定，利用现有及承诺的 

非偿还援助早日设立这一中心。该会议认为拟 

设的锡工业研究和发展中心（开发计划署将为此 

琐目组织一个调查团以期嗣后提供支持）将来应 

单独发展，不过须与矿物资源中心维持密切关系。

15. 关于充分利用工业能力专设专家小组提 

出这一建议：召集一个工作队制定划一的准则以 

备各国从事一项关于工业能力利用情况的调查， 

并组织协商小组，由其根据进一步区域内工业

产品的交换来指明和执行区域性的项目，从而达 

到充分利用工业能力的目的。

16. 亚洲工业发展协会咨询小组第七届会议 

建议召开一个会议，由有关各国负责政策执行的 

高级规划人员和政府行政官员出席参加。咨询 

小组赞同建议各成员国政府指派专人负责连络， 

凡是有关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的发展问题秘书处 

可与连络员直接通讯连系。咨询小组又建议组 

织一个工作队协助区域内各国政府调查和评量工 

业能力利用不足的真象，同时再安排座谈会提出 

讨论，此一工作队应与国际商会亚洲及远东事务 

委员会（亚远事委会）及其他商业组织一起合作 

组成。建议此工作队讨论简化各国发给许可证 

手续的可能性。

17. 亚洲工业发展协会第九届会议建议采取 

下列各项步骤，促进进一步利用工业能力：㈠组 

织工作队研究调查报告的划一问题，编制准则以 

利将来计划项目的发展；㈡组织协商小组来负 

责执行区域内的计划项目；㈢组织座谈会讨论 

工业许可证的手续问题；㈣研究技术转让、贸 

易和航运等方面的障碍对充分利用工业能力所发 

生的冲击。这一届会议已经选定农基工业的发 

展问题作为工业立法机构下一届会议时讨论的主 

题。

18. 该协会建议拟设的亚洲发展农业机械研 

究所的名称应为“亚洲农业机械中心”，又请秘 

书处征求各成员国对中心的地点问题提出意见。 

又请秘书处召集一个有关各国政府代表的会议， 

完成该中心的设立计划，俾能将计划项目文件提 

交开发组织理事会。协会又建议在一九七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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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安排一个高级的区域会议，为工发组织第 

二届大会作准备，并于一九七六年召集一个亚洲 

部长级的讨论工业化问题会议，而不再举行委员 

会会议。

19. 工业及自然资源委员会对于矿物和能源 

资源、工业以及住房、建筑和规划等问题作了一 

般性的检查。同时又审议了各辅助机构的报告， 

核可了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的工作方案和优 

先事项。

20. 委员会对于议程内“工业化和就业”这 

一主要议题，认为选择中间部门的工业最为重要, 

应以尽量雇用劳工为基本目标。又认为以制造 

就业机会而论，农村工业部门应获得最优先的地 

位。

21. 委员会建议召开一个有关成员国政府和 

金融机构的代表会议来审议关于设立区域钢条厂 

的报告，并对是否应着手进行这项计划作一决定。

22. 委员会大体上赞成亚洲人类环境行动计 

划所载的各项建议，不过委员会认为应进一步使 

行动计划成为具体的计划项目。此外，委员会 

也赞同这一建议：亚洲各国指定一个高阶层中央 

咨询和/或执行机构，对环境事项负完全责任， 

并促请政府其他部门注意对于环境问题必须在立 

法和行政上采取适当行动。

23. 委员会也同意需要召开一个高级层区域 

会议，对一九七五年秘鲁利马的工发组织第二届 

大会作准备工作。这个区域会议最理想在一九 

七四年十月至十一月间举行参加人员须能与他地 

举行的类似区域会议相当。

24. 委员会感到欣慰的是一九七三年十月设

立了区域矿物资源发展中心，以及澳大利亚、法 

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 

本、苏联、美国表示愿意协助中心的实际任务。

25.关于目前能源危机对经委会区域影响的 

政府间会议审查了当前的严重情况之后，又设法用 

计量化的方法来评量这一危机对区域经济各部门 

的影响。各种短期和长期措施都在考虑之中： 

区域行动所包括的范围业已确定。

26. 亚洲和远东农村住房改善问题讨论会强 

调必须充分顾到制定全盘的农村住房政策和方案， 

并确保切实执行。此种方案中应包括采纳合理 

的土地改革的措施。

2.国际贸易

27. 在本检查年度内举行了下列会议：

班轮业务管理训练课程，一九七三年四月三 

十日至五月十日，雅加达

推进出口专设专家会议，一九七三年八月九 

日至十日，曼谷

内陆国家问题特别小组（第二届会议），一 

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三日，曼谷

各国政府和托运人组织代表会议，一九七三 

年十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曼谷

贸易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一九七四年 

一月七日至十四日，曼谷

亚远贸易谈判小组（第三届会议），一九七 

三年八月一日至八日；（第四届会议），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曼谷



28. 安排班轮贸易管理训练课程的目的是要 

给参加人一个机会，就关于本区域内发展中国家 

班轮公司管理问题互相交换意见和经验，并了解 

航海发达国家管理班轮航运的技术。训练班在 

印度尼西亚举行，随后在新加坡作一次研究性质 

的旅行。这个训练班的经费是荷兰政府通过海 

牙海事研究中心提供的。

29. 贸易委员会在第十六届会议时即已同意 

在第十七届会议前组织一个特设专家团。该团 

的任务是就拟订亚远经委会贸易促进中心（贸易 

促进中心）问题向贸易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并 

审查E/CN. 11/TRADE/L. 190号文件所载中 

心的长期行动计划。关于促进出口专家特别会议 

认为贸易促进中心的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所反映 

的只是亚远经委会区域发展中国家感到的最起码 

的需要。不过特别会议也承认到目前可用资源 

不足，所以无法使贸易促进中心展开所列的大 

部分工作。特别会议于是考虑到如何使贸易促 

进中心能进一步获得资源，办法之一是设立一个 

信托基金8

30. 关于内陆国家问题的特别小组第二届会 

议考虑了各位代表表示的意见之后，拟订并通过 

了它的职权范围。特别小组审查了发展中内陆 

国家贸易和发展方面的各种活动和问题，审议了 

未来的活动，同时也讨论了是否可能在无偿基础 

上从会员国得到专家来协助国际贸易司内所设小 

组随时注意亚远经委会区域中内陆国家和最不发 

达国家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并协助小组来协调秘 

书处内部的各有关活动。

31. 各国政府和托运人组织代表第二届会议 

举行的目的是部分实施长期行动计划，除其他事 

项外，以期改善航舶使用人和货运班轮公司之间 

的了解。该会议感到欣慰的是挪威政府通过挪 

威国际援助机构慷慨捐赠了约700, 000美元资 

助托运人合作计划项目的四年方案（一九七四年 

至一九七七年）。

32. 在本检查年度内贸易谈判小组召开了两 

届会议（第三届和第四届）。在第三届会议中, 

十二个参与国彼此举行了三十四次双边会谈。讨 

论时各代表就贸易制度交换资料，并按照请求单 

暂时认定适合出口的产物。第四届会议有十三 

个国家参加，共举行了六十一次双边会谈。拟订 

了请求单。小组订定了第四届会议预定一九七四 

年下半年复会的时间表，届时希望能拟订一项议 

定书草案。

33. 贸易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注意到：虽然 

以价值而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加了百分 

之十七点二，但是亚洲发展中市场国家在世界出 

口额中所占的份额，尽管会员国制订或加强各种 

促进贸易措施，仍从一九七二年百分之九点二下 

降到一九七三年头三个月的百分之八点五。

34. 对于总协定主持下的多边贸易谈判没有 

长足的进展这一层，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表示关切。 

代表们促请尽速实行普遍优惠制度，而且应加以 

改善，期能包括更广泛的产品、再削减关税、放' 

宽进口配额和最高限额，并简化和协调有关产地 

的条例和行政程序。

35. 贸易委员会欣悉印度已经完成立法措施



授权中央银行签署《设立亚洲票据交换联盟协定》 

委员会又促请秘书处加速进行有关区域贸易和货 

币合作计划项目的各项工作，从而加速推行亚洲 

经济合作部长理事会的各项决定。

36. 委员会欣闻国际贸易中心和贸易促进中 

心之间在工作上已有新的安排。委员会也认为: 

贸易促进中心，作为发动本区域内促进出口活动 

的枢纽，应能辅助国际贸易中心的各种工作。

37. 委员会要求秘书处每年继续开办高级航 

运管理训练课程。委员会又注意到区域海事训练方 

案有进一步的发展，以及大韩民国建议将其现有 

航海人员训练设施扩充成为一个区域中心。委 

员会又促请秘书处加速执行有关集中运货资源和 

选择适当船舶种类的计划项目。又指出必须在 

货运和海洋运费方面获得足够的资料。同时也 

注意到这项提议：为避免秘书处在货运工作上造 

成重壘的情况，贸易委员会应径行处理属于贸发 

会议范围内的一切货运。

3 .运输和通信

38. 在本检查年度内举行了下列会议：

旅游事业和国际交通便利小组委员会（第一 

届会议），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十 

月一日，曼谷

水运小组委员会（第十届会议），一九七三 

年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七日，曼谷

运输和通信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一 

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曼谷

39.旅游事业和国际交通便利小组委员会在 

举行其第一届会议时，提出这些建议：拟订旅游 

总计划；对于具有共同提倡旅游事业兴趣的国家 

集团是否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推广市场从事宣传这 

一问题进行一个可行性的调查；拟订评定旅馆等 

级的统一标准；根据联合国统计处所作的阐释和 

所采用的方法，汇编旅游事业的统计数字；设立 

区域和分区旅游和旅馆管理训练中心；进一步研 

究强制的第三者保险的立法问题以及如何使运输、 

旅行、贸易方面所用的文件简化和标准化的问题。

40. 水运小组委员会第十届会议提出的建议 

是:对各型船舶担任海洋、沿海、岛屿间航运的 

适合性以及多国航运企业在区域或分区基础上的 

适当形式问题，作一有深度的研究；关于集箱化 

问题的巡回考察团应予继续；为港口的改善和疏 

浚工作提供咨询服务；组织上述各领域的工作小 

组、讨论会、训练班、研究旅行等。

41. 运输和通信委员会赞同旅游事业和国际 

交通便利小组委员会和水运小组委员会两者提出 

的建议。

42. 又赞同开发计划署向横贯亚洲铁路计划 

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并建议尽速举办一个有关交 

通支线和农村运输所涉经济和工程方面的工作会议

43. 该委员会要求秘书处对各型船舶的潜能， 

赢利价值和适合性作一详细评价。此外还建议 

召开一个专家工作小组来评量各型船舶的优劣点 

以及对区域内发展中国家贸易的适合性。认识 

到必须由秘书处将一切有关因素作一成本和利益 

的彻底分析，决定何种方式的联营或多国航运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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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最适合。对于秘书处在集箱化、港口、内 

陆水道和内陆水运等领域继续展开工作一节，委 

员会也表示赞同。

44. 对于将旅游事业和提供便利两者应予划 

分的提议，委员会也表示赞成。认为于必要时， 

可能经适当筹备之后召开一个亚洲运输和通信部 

长会议。也注意到发展运输结果使环境蒙受影 

响的问题。

45. 委员会重申需要参加的十四国将实现区 

域电讯网这一计划项目订为高度优先事项，并需 

要电讯联盟和亚远经委会对此计划项目继续提供 

技术援助。赞成一九七四年召开邮政专家工作 

小组会议。

4.经济发展和规划

46. 在本检查年度内举行了下列会议：

橡胶专家小组（第四届会议），一九七三年 

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吉隆坡

胡椒联合会（第三届会议），一九七三年十 

一月一日至八日，曼谷

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短期经济政策的高级经

济顾问会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至 

二十二日，曼谷

方案拟订技术第九专家小组，一九七三年十 

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一日， 

曼谷

47. 橡胶专家小组第四届会议是亚远经委会 

和橡胶国协合作筹办的。会议建议橡胶国协就天

然橡胶和合成橡胶工业变动中的成本因素发动研 

究，期能跟上科技的进步，并使生产和推销方面 

的规划能以世界局势的实况评价为依据。小组 

曾详细讨论一项拟制定国际橡胶储备存货计划的 

提议，但是认为这一工作尚需进一步的调查和更 

详细的研究。

48. 胡椒联合会第三届会议审查了胡椒供求 

和价格的最近发展情况，并且赞成以下的建议： 

由各国采取联合行动宽放有碍贸易的关税及非关 

税壁垒并取消其他障碍。联合会也审议了工发 

组织所提设立一个胡椒加工研究和产品发展中心 

的建议，不过认为这一计划项目尚须由会员国再 

作研究和审议。

49. 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短期经济政策的高 

级经济顾问会议审查了本区域各国当前经济发展 

情况的初步报告草稿。这个报告将作为《一九 

七三年亚洲和远东经济概览》第二部分刊行。这 

个会议也按照了即将进行的第二个发展十年中期 

审查的范畴来审议秘书处的未来工作方案。会 

议并指定中期审查可能审议的某些主题。

50. 方案拟订技术第九专家小组讨论了秘书 

处提出的研究报告，包括的主题有发展中亚远经 

委会国家可能的增长率、发展中亚远经委会国家 

出口绩效分析、以及区域内贸易的预测等等。这 

个专家小组建议秘书处未来工作中应包括区域内 

贸易的研究，特别重规根据商品资产负债表的供 

应可能性问题，以及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各方面所 

用的计量经济模式和方案拟订技术。

亚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

51. 研究所理事会举行过三届会议：五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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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八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举行了两届特别会议 

(第二十一届和二十二届会议），十二月二十日 

至二十一日举行一届常会。

52. 在研究所工作第二阶段的第四和最后一 

年设有下列各项课程：发展规划技术；社会发展 

和规划；工业丛和工业厂地的发展；贸易促进和 

关税（在东京）；农业规划和计划项目发展；电 

力部门的计划项目发展和分析；计划项目评价以 

供开发银行参考；关于越南共和国计划项目分析 

的国别课程；关于印度尼西亚工业发展行政的国 

别课程。研究所又代媚公河委员舍安排一个四 

个塘公河沿岸国家的训练方案，其中有三个盆地 

规划课程。

53. 为期两年的连接性的工作是从一九七四 

年一月开始，因此研究所可以拟具新的第三阶段 

的计划。如获开发计划署同意，这一阶段可能 

从一九七六年开始，一九八O年结束。

5 .统计发展

54. 在本检查年度内举行了下列会议：

收入分配、消费、累积统计工作小组，一九 

七三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曼谷

亚洲统计人员会议（第十二届会议），一九 

七三年十二月七日至二十二日，新德里

55. 除其他事项外，工作小组提出下列建议:

㈠秘书处及早召开一个关于收入、支出、 

消费、累积统计数字减缩问题工作小 

组或工作会议；

㈡及早采取步骤与亚洲统计研究所合作，

为面临类似问题的个别国家和国家集团 

举办一系列讲习班，以期实现简化的国 

家帐务制度，讲习班应在今后三四年 

内先后举办；

㈢亚洲统计研究所课程中应列入收入分配 

及有关方面的课程。

56. 亚洲统计人员会议审议了统计领域的各 

项工作和方案，并特别指出尚须加强的方面。会 

议提出了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工作方案，并 

列出一九七六年以后各次会议可以讨论的课题。 

同时也审议了拟议接替该会议的统计委员会的职 

权范围，认为职权应再加强，须规定该统计委员 

会或以后接替机构应担任亚远经委会有关统计事 

项的顾问，并直接向经委会具报。

6 .水资源发展

57. 在本检查年度内举行了下列会议：

气象组织/亚远经委会合办气象服务在亚洲 

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中任务会议,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曼谷

水资源管理讨论会，一九七三年九月三日至 

二十一日，曼谷

教科文组织/亚远经委会合办关于水文学使 

用电子计算机的区域训练课程，一九七三 

年十月一日至三十一日，东京

台风委员会（第六届会议），一九七三年十 

一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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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组织/亚远经委会合办热带旋风专家小 

组（第一届会议），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至十二月四日，曼谷

58. 气象组织/亚远经委会会议提到必须改 

进气象人员和气象资料使用人之间的合作和通讯， 

尤其是在农业部门，并主张重新变革气象服务， 

从而配合扩展中经济的需要以及帮助解决环境问 

题。

59. 水资源管理讨论会建议组织一个调查团 

来研究若干选定国家对水资源管理问题所采的立 

场又建议设立巡回和专设讨论会协助各国解决它 

们经验范围以外的各种问题。

60. 教科文组织/亚远经委会合办关于水文 

学使用电子计算机的区域训錄课程包括一系列关 

于处理数据概念和技术的学术讲解，内容包括：

电子计算机运用程式；应用电子技术处理水文数 

据，河流盆地分析和模拟以及操作研究等方面应 

用电子计算机问题。课程中也使用计算机来解 

答实际的习题。

61. 台风委员会要求各会员国明白表示赞同 

一项已向开发计划署提出的请求。这项请求需 

要该署增加经费援助使台风委员会早日扩大其工 

作方案。委员会又通过了规章的修正案，扩大 

了工作范围，删去了过时的条文。

62. 热带旋风专家小组通过了配台孟》湾和 

阿拉伯海拟办工作所需的职权范围，以求减少旋 

风的灾害。专家小组又拟具了一个长期技术计 

划，包括气象和水力方面的要素、社区准备工作、 

灾害预防、训练、研究等。

湄公河下游盆地勘察工作协调委员会

63. 在本检查年度内委员会曾经举行了第六 

十二届、六十三届、六十四届会议。二十五个 

国家、十六个联合国机构、五个基金会以及若干 

个私营公司对湄公河发展计划所捐献或认捐的资 

源增加了 4, 500万美元，总数相等于27, 000 
万美元，其中百分之三十四是指定给投资前工作， 

百分之六十六是指定给营建工程。沿岸各国本 

身也捐献或认捐了总数达27, 000万美元的百分 

之三十八，各合作方案也捐助了总数的百分之六 

十二。

64. 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水文年鉴》 

以及一九七二年《统计年报》都在一九七三年出 

版。

65. 机构支持，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在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时签署了开发计划署机 

构支持湄公河委员会计划项目文件（第四阶段，

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规定五年期内开 

发计划署提供援助共计6, 227, 000美元，并规 

定委员会四会员国相对捐赠款额须相等于

8, 277, 100美元。

66. 秘书处及亚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一 

九七三年为沿岸国家十五位规划官员举办了一个 

为期九个月针对河流盆地发展规划问题的训练方 

案。

67. 为期三周的湄公河下流盆地农基工业发 

展讲习班有十八名官员参加。

68. 主流计划项目。以盆地规划研究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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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一九七三年展开了一项为期三年的方案，专 

为巴蒙一段主流计划项目研究最理想情况和下流 

所受影响这两问题，由荷兰专家九名组成的湄公 

河三角洲工作队继续为越南共和国境内三角洲发 

展总计划作出基本工作，这项工作将于一九七 

四年四月完成。在美国援助下于一九七二年展 

开的三项三角洲工作调查在一九七三年内继续进 

行，这三项调查是盐分测量方案、湄公河泥滓对 

三角洲土壤所生作用的研究，和重黏土处理办法 

的研究。

69.支流计划项目。在本检查时期将终了 

时，湄公河下流盆地有十二个水闸在使用中：一 

个在高棉共和国境内，三个在老挝境内，七个在 

泰国境内，一个在越南共和国境内。南隆水闸 

是泰国东北部盆地以内建立的第七个重要水闸， 

是在一九七二年年底前完成的，一九七三年六月 

三日正式由泰王主持启用典礼。其他两个支流 

计划项目一卒高棉共和国（特诺河），一在泰国 

(南翁）正在建筑之中。因为战事关系，特诺 

河主要水闸工程仍然在停顿中，但是、灌溉系统，

分线水闸以及主要运河的源头管制系统一九七三 

年内均获进峰。此外，主要运河和第一条旁系 

运河业已完成五点三公里。一九七一年启用具 

有30,000,000瓦特性能的老挝南俄水闸继续在 

使用中，并且情况良好。为了要使南俄的发电 

量增加到110,000,000瓦特，一九七三年曾设 

法寻求财务支持并获有九个国家担允捐 

献全部扩张工程的概数约计2, 400万美元。六 

月十四日，亚洲开发银行接受老挝政府的邀请负

责收集捐款，担任第二期计划项目的协调机构。 

工作定一九七四年开始.两个新的40,000,000 
瓦特发电机第一个预定在一九七七年发电。

70. 湄公河秘书处内部有一个研究方案，是 

审查是否可以利用高棉共和国和越南共和国境内 

那些不流入媚公河的河流来发展水资源这一问题。 

此一研究已在一九七三年完成.指出四十九个 

具有可能性的计划项目，对各计划项目均已编制 

最后报告。

71. 航行和运输。委员会继续进行其测量、 

绘图、标志和疏浚湄公河以利航行的基本工作。 

在美国援助下于老挝和泰国建造涛公河港口和渡 

船引道工程是一九七二年开始的，一九七三年 

内完成了四个渡船引道，因此完成的引道巳经有 

了六个。

72. 洪水预报。委员会办理的一个试验性 

洪水预报系统已经连续进行到了第四年，这个 

系统，在高水位季节每天对调公河上的十二个选 

定的重要主流站和巴沙河上的一个站发送预报。

7 3 .  农业、林业和渔业。属于开发计划署 

一区域计划方案的先驱农业计划项目的筹划工 

作仍在继续进行中。这一项目系由日本、荷兰、 

联合王国和美国资助，以世界银行为执行机构并 

由亚洲开发银行和稂农组织共同合作。九个这 

种先驱计划项目的筹划工作到一九七三年底大致 

巳经完成。亚洲开发银行核准了一笔2 1 0万 

美元的贷款给越南共和国建造三角洲鹅公先驱计 

划项目。

74. 与渔类移栖和水闸建筑对媚公河渔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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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影响有关的盆地全区渔业研究计划项目（为 

期四年），已在美国资助下开始进行。其他渔 

业方案包括与各种支流计划项目有关的开发和管 

理工作以及使可能因水闸建筑而受到危险的渔类 

得以保全的措施，

75. 社会发展和公共卫生。两位由荷兰政 

府资助的专家协助编制一項盆地全区安置研究和 

规划的行动计划。密西根大学一个工作队在一 

九七三年七月开始了一项关于巴蒙一地安置的其 

他办法的研究。一个为期十五个月的计划项目 

研究建造和试用以本地材料作过滤媒介物的农村 

水供应过滤器已于一九七三年十月完成。

76. 环境研究。由东南亚专家组成的专设 

环境问题咨议小组已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设立， 

工作为期一年。 在与秘书处职员密切合作 

下，就关于湄公河下流盆地环境情况和可能发生 

转变问题对现有知识和研究作一调查评价。

77. 一九七三年年尾的燃料危机.这一年 

快结束时所发生的情况恶化的燃料危机加上油价 

的大涨，结果使湄公河下游盆地水力发电的潜能 

增加了重要性。一方面燃料油供应短少，价格 

差不多接近每百万英国热量单位0. 70至0. 80 
美金，另一方面核燃料费用也在剧增。秘书处 

已开始审查过去拟订的支流和主流计划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以期对优先和时间配合问题有新的 

了解。

7 .农业

78.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与粮 

农组织联合在曼谷举行了亚洲和远东农业发展专

家小组会议，小组指出了发展农业需要区域展 

开行动和研究的各优先领域。小组又就拟设的 

农业发展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提出拟订方针。

B •其他活动

1.工业及住房司

农产工业和轻工业

79. 亚洲工业发展理事会开始的关于椰子油 

和其化学衍生物的市场研究已经由日内瓦贸发会 

议/总协定国际贸易中心进行。应亚洲工业发 

展理事会的建议，一项关于油棕产物的市场研究 

已经开始，开发计划署正在审议一个计划项目。 

拟在胡椒联合会主持下设立胡椒研究和产物发展 

中心的一个计划项目提案经胡椒联合会第三届会 

议审查，现在正由会员国作进一步的研究。编 

写一本有关油棕产物工业加工问题参考手册的工 

作业经安排就绪，预期一九七四年内可以出版。

训练

80. 在荷兰政府的财务援助下，与菲律宾大 

学小型工业研究所合作，以研究补助金多名资助 

区域内会员国国民参加第八次管理咨询课程和第 

五次区域工业发展执行人员课程。

人类环境

81. —九七三年七月至八月开发计划署与联 

合国总部和亚远经委会合作派遣了一个区域人类 

环境实况考察团，以期辨明开发计划署可能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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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项目援助区域内各国的领域。考察团的主 

要建议是设立一个特别工作队作为阖家间的计划 

项目，并应有短期咨议协助，除提供咨询服务外， 

还可以负责从事具体工作协助参与的各国政府处 

理坏境问题。开发计划署已经向会员国分发关 

于拟设的特别工作队的计划项目文件。如有足 

够的国家政府表示赞同愿意提供东道国的便利， 

将立即组织这一工作队，为期十八个月。

技术转让

82. 以色列政府为发展中国家内技术转让问 

题讨论会提供了资助并担任了讨论会的东道国。 

讨论会的日期原定一九七三年十月至十一月，后 

来改为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四日至三月七日。

住房、造房和设计

83. 原定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七日至二十六日 

在以色列举办的综合性区域发展和规划问题研究 

旅行推迟到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六日至五月五日举 

办。研究旅行的目的是要使高级官员、负责规 

划的行政官员和专家对以色列所进行的区域发展 

活动有直接的了解，并使他们有机会研究和讨论 

如何能将以色列的经验有效地适用到亚远经委会 

区域的发展中各国，

2.自然资源司

水资源的规划和发展

84. 对一九六O年至一九七O年期间本区域

水资源发展所作的综合审查业巳完成。与自然 

资源发展委员会首次会议以及一个讨论水利资源 

发展所涉社会及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座谈会有关的 

研究工作已在进行中。《水资源季刊》有四期 

已经出版。一个题为《水资源计划项目规划》

(《求资源丛刊》第41号）的文件也已出版。 

《水资源丛刊》另有四期业已审校或校对，在印 

刷中。

国际河流的水资源发展

85. 亚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为湄公河沿 

岸各国安排了一个课程，其中学术演讲的主题是 

河流盆地发展的经济问题。一项关于国际河流 

盆地的初步研究仍在继续之中，以期从事现地调 

查和创订临时发展计划，准备将来进行扩大测量 

和调查，并对计划项目的可行性作一评价。

减轻洪水损害的措施

86. 一项关于采取结构和非结构方面措施来 

减轻洪水损害问题的研究已经完成，并分发各国 

机构，以期再度促起对防洪工作的兴趣。到目 

前为止这方面的工作集中于结构方面8

应用科技发展水资源

87. 秘书处编集以供各国水文资料和水资源 

方面各机构使用的计算机程式.设计大纲已在

《水资源季刊》发表并送交气象组织/亚远经委 

会合办的气象机构在亚洲和西南太平洋经济发展 

中的任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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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资源发展

88. 一九七三年九月三日至十月十二日在曼 

谷举办了关于电力计划项目拟订和分析的训统课 

程。秘书处会同亚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共 

同参加该训练课程的拟订工作，并共同为该训练 

班提供其他服务。

油和自然煤气资源的发展

89. 按照区域地层对比委员会作出的一项决 

定，秘书处已经编就地层图表内地层栏各项计号 

修正的标准说明。此项说明并经分送所有有关 

机构。《石油立法问题讨论会的记录》（《矿物 

资源/发展丛刊/第40号》）已经出版，《第 

四次石油座谈会记录》（《矿物资源发展丛刊， 

第41号》）已付印。

矿物资源的勘探、开采和利用

90. 按照地质和矿物资源发展区域会议的决 

定，区域矿物资源发展中心已于一九七三年十月 

二十四日设立。开发计划署安排的实况调查团 

肯定地指出必须在东南亚设立一个锡工业研究和 

发展中心，并表示赞成早日成立，

区域地质图和有关的专门性地图

91. 油和自然煤气地图第二版的图样已准备 

付印。在第二届亚洲和远东地层构造地图协商 

小组会议中，通过了以前分发所有各国有关机构 

的标准图例说明和格式。同时就如何进一步来

绘制地图的问题也作出若干决定。地质和矿物 

资源发展区域会议就关于区域矿源地图标准图例 

的必要条件提出了一个大纲。世界地质地图委 

员会亚洲和远东分设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于一九七 

四年二月在加尔各答举行审议区域舆图方案。秘 

书处担任该届会议的协调机构。

岸外地区矿物资源的勘探

92. 已经安排由开发计划署资助海洋专家一 

名来协助南太平洋岸外联勘协委会。

咨询服务

93.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秘书处提供的一位 

水利地质学家曾就关于水力地图绘制和地下水开 

发问题为下列各国提供咨询服务：印度、日本、 

马来西亚、菲律宾、大韩民国、越南共和国和斯 

里兰卡。此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供的另一 

专家也就水资源开发问题为印度尼西亚、巴布亚 

新几内亚和泰国提供咨询服务。

3.国际贸易司 

亚远贸易促进中心

94. 在本检查年度内曾征聘了两位新的顾问， 

一位由开发计划署计划项目下开支，一位则属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双边援助计划。

95. 贸易促进区域顾问在西萨摩亚、斐济、 

汤加、科克群岛、巴基斯坦和伊朗就关于设立新 

的贸易研究所一事执行指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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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双边援助计划项下 

关于促进出口问题的专家访问了孟加拉国、香港. 

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越南共和国（两次） 

和新加坡，向各该政府就贸易政策事项提出意见, 

包括训练商务参事或贸易专员问题并支援亚洲贸 

易扩大方案，特别是贸易谈判小组的工作。

97. 新 西 兰 政 府 每 年 开 办 的 贸 易 促 进 

技术训练课程第三次仍在贸易促进中心主持下举 

行（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六日），

亚远航运资料和咨询服务中心

98. 该中心继续协助区域会员国建立或加强 

全国托运人理事会或类似组织的业务。

99. 该中心继续在航运方面促进区域合作，

集中航运资源并在分区一级举办航海训练。

100. 航运和海洋运费率问题区域顾问在若干 

会员国家展开指定任务。他又在国际关于市场 

研 究 和 发 展 的 海 运 资 料 工 作 讨 论 会 上 提 

出一项研究报告并发表关于航运统计L.2制度的 

演讲（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至十四日，海牙），

4.运输及通信司 

讨论会和研究旅行

101.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日至十月十八日在巴 

黎安排了一个讨论会和研究旅行，题目是狭路运

惟L应用数据处理和科学管理技术。这是为 

亚远经委会区域各国铁路人员举办的。

咨询服务

102. 一项关于增加印度尼西亚铁路速度问 

题的调查由日本政府所派的六人专家工作团负责 

进行。区域铁路网顾问对孟加拉国铁路重整和

现代化所需的必要条件作了调查。

103. 万国邮盟提供的区域邮政专家完成了 

两项研究，一项是关于邮包寄费率和邮包帐务两 

者的简化问题，另一项是如何通过现代化和机械 

化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所遇的问题，

104. 日本、联合王国和美国三国政府所提 

供的集箱化装运专家组成了一个多国巡回调查团， 

访问了六个会员国，就集箱化问题提供了咨询服 

务，特别是审查未来发展集箱化运输和其他协调 

联运运输所涉的能力、设备和计划等问题。

105. 区域电信网计划项目已经与电信联盟 

和十四个参与此一计划项目区域内国家合作进行。

亚洲公路

106. 开发计划署对亚洲公路所提供的机构 

上的支援（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告结束，因此亚洲公路运 

输技术局又要求开发计划署将该计划项目延长五 

年，一九七三年三月，开发计划署最后同意， 

延长二年半。由于第二期的计划项目文件草稿 

曾经数度修改借以配合开发计划署的政策，因此 

一九七三年已被认为是两期之间的过渡时期。

107. 从万象到新加坡这段公路的指南和地 

图已在日本政府援助之下完成。

108.亚洲公路运输技术局协助老挝政府研 

究该国的两座桥梁，即南娥和南卡丁：这项工作 

系由印度政府专派的一位桥梁专家担任。又协 

助高棉共和国政府调查金边附近洞里萨湖桥梁所 

受灾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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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及规划司

当前经济和发展的检查

109. 《一九七三年亚洲和远东经济概览》 

第一部分内有一项关于教育和就业的研究。这 

项研究在检查这个问题性质的时候，参考了亚远 

区域的人口、劳动力、和就业与失业结构等现象。 

《概览》还尝试分析了教育政策以及在本区发展 

中国家内教育对形成工人向现代、传统与非正式 

部门流动的型态的影响。第二部分是检查-九 

七二至一九七三年间亚远区域最近经济发展和新 

近发生的政策问题，同时调查本区个别国家的经 

济实绩与政策。

110. 《亚洲和远东经济公报》季刊一九七 

三年六月号专门发表了几篇为第二届亚洲人口会 

议（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至十八日，东京）编写 

的论文。除了会议所通过的《为促进发展的人 

口战略宣言》外，这一号载有下列论文：第二个 

和第三个发展十年期间，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间 

的相互关系，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人力增长和吸收 

劳动力就业的问题；亚洲的人口和粮食供应；人 

口趋势在都市发展和住房问题上的意义；亚远区 

域第一次关于人口研究和人口教学（训练）机构 

的区域调查中计划生育和几个其他问题。一九 

七三年九月和十二月合刊号载有下列论文：发展 

基本的收入指标，用以辅助计算国民总产值的方 

法；菲律宾制造业吸收劳力就业的解剖；斐济 

的失业问题；泰国工业保护的结构；最稳定汇价 

的问题等。

商品方面的计划协调和区域合作

橡胶

111. 亚远经委会秘书处所编的关于天然橡 

胶价格趋势的研究已经提送给橡胶专家小组。亚 

远经委会继续援助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并同它 

合作。

胡椒

112. 亚远经委会秘书处作了两项研究报告，

提送给胡椒联合会第三届会议：（1) “检查目前 

胡椒供求和价格的情况”，(2) “关于减轻胡椒

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和撤除其他阻碍的联合 

行动”。在胡椒联合会秘书处成立之前，亚远 

经委会继续应联合会的要求，提供秘书处工作方 

面的援助。

研究

113. 研规司完成了关于四十六项个别商品 

的区域内贸易预测递同以|这些预测所涉的政策问 

题出发而作的结果分析，提送给方案拟订技术第 

九专家小组。还编写了第二个发展十年期间亚 

远经委会区域九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的成长率 

的预测，并提送给该小组。

6.统计司

114. 在本检查期间，《亚洲及远东统计年 

鉴》第五期巳出版，并正在编《亚远区域抽样调 

查》第十次报告。批判地检查和研究了印度尼 

西亚的国民总帐和投入产出表。前一年所作的 

对大韩民国国民总帐和投入产出表的批判检查，

已分两次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和一九七三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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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亚洲和远东统计季刊》两期刊出。

115. 关于商品平衡的工作在继续进行，并 

取得亚发银行的经费支援。高棉共和国、老挝 

和越南共和国分区统计训练中心继续在发挥着有 

用的功能。对亚洲统计研究所开办训练课程， 

提供了补充性支援。对许多国家提供了经济统 

计、国民总帐和数据处理方面的咨询服务。

7.社会发展司

社会设计和研究

116. 秘书处同联合国总部的发展规划、预 

测和政策中心及亚洲发展规划研究所合作，调查 

了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亚远区域的社会状况， 

以备经委会审查。

117. 作为处理普遍贫穷的措施之一，正在 

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菲律宾进行一项三国“结 

构”研究，在微视级调查普遍贫穷的原因和现象。 

在印度、巴基斯坦、苹律宾和泰国，曾经对过去 

和现在有关贫穷的研究进行审查和评价。

118. 在弗里德里希一艾伯特基金的区域办 

事处合作下，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曼谷召开了关 

于消除贫穷的有效战略的区域工作会议。主要 

目的是审查本区普遍贫穷的现况，以此为基础， 

就这个十年内国家级和分区级的应采措施，作出 

建议。

119. 应泰国的请求，向泰国提供了两次社 

会发展规划方面的区域咨询服务，特别是有关拟 

订国家农村发展方案和减轻贫穷与就业不足的必 

要措施两方面。

社会福利

120. 同国际社会福利协进会合作，一九七

三年八.九月在汉城召开了关于社会福利服务标 

准及立法问题的专家小组会议。

121. 关于本区内社会工作和社区发展方面 

的学校名录，已经出版《亚远区域社会工作方面 

和社会福利与社区发展训练机构方面的学校名录》 

增新版，并已分发。

122. —九七四年二月在马尼拉召开了区域 

专家小组工作会议，为拟设的马尼拉亚洲社会福 

利社会发展训练研究中心的工作方案和活动提出 

蓝图建议。

123. 本年内出版了三期《社会工作的训练 

教学资料通讯》。

124. 对新加坡派出了 一个工作团，协助政 

府拟订在该国由儿童基金会协助的社会福利人员 

训练方案的工作计划。

125. 在社会工作和社区发展的训练方面， 

曾应下列各国的要求，向它们提供区域咨询服 

务：缅甸、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两次)、 

越南共和国、新加坡（两次）、斯里兰卡和泰国。 

在计划生育的社会福利方面，曾应下列各国的要 

求，向它们提供区域咨询服务：阿富汗、印度尼 

西亚、伊朗、老紺、马来西亚、尼泊尔、越南共 

和国和新加坡。

区域和社区发展

12 6.秘书处拟订了训练亚远区域内陆国家 

和最不发达国家内前卫人员和发展工作管理人员 

的巡回训练计划，特别是在社会福利、社区发展、 

青年发展、地方自治和合作社等方面，并且随后 

经联合国技术合作处通过予以资助。这个计划 

项目将在一九七四和一九七五两年执行。

127.两个杰出的研究已经增订并作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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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出版物出版：㈠《亚远区域部落民族和山区 

部落的发展》，㈡《地方政府、合作社和自愿 

机构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

128. 关于以农村公共工程作为制造就业手 

段的另一项研究，正在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 

坦进行。

129.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已经同意资助召 

开关于妇女参加发展-特别注意人口因素-的区域讨论会.

在 总 部 的 社 会 和 人 道 事 务 中 心 合 作 

之下，将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在曼谷召开这个会议。

130. 一九七四年二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关于 

保护消费者社区教育的区域讨论会，是由亚远经 

委会、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消费者联合会组织共 

同主持的。

青年发展

131. 在本区九个国家内进行了国家级关于 

长期青年政策的研究。

132. 为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的三年期间计 

划了 一系列六个青年工作人员/领导人员的训练 

课程，以期培养青年领导人员、青年工作人员和 

志愿人员有机会获得为切实执行青年发展方案所 

需的知识、态度、技巧、和实际经验。

8.人口司

133. 自从经委会的上届会议以后，秘书处 

办理了以下各种训练课程、研究旅行、讨论会、 

和其他技术会议：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六 

月二十日在曼谷举办的使用计算机作人口预测的 

区域训练课程，训练各国专家了解基本人口分析 

和人口预测，并在工作中如何使用计算机；一九 

七三年九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在马来西亚槟榔屿

召开的亚远经委会/东南亚生育及人口计划区域 

合作政府间委员会合办的人口和发展规划工作会 

议，讨论并研究家庭和人口计划在全盘发展规划 

中的作用及相互关系；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至三 

月十九日在西贡举办的人口分析基本技术国别训 

练课程，对从事人口问题和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关 

问题的越南专家，给予速成的关于人口分析技术 

的加强训练；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 

泰国召开的世界生育力调查区域会议，几乎所有 

被邀请合作并参加世界生育力调查的亚远经委会 

国家，都有政府代表和专家出席；一九七三年十 

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十日举行关于亚远区域计划 

生育方案管理方面的旅行讨论会，在此期间从事 

计划生育管理的人员访问了泰国、菲律宾、香港 

和日本；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一日 

在汉城举办的评量生育力和计划生育的国别训练 

课程；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九日在曼 

谷召开的关于在计划生育方案的管理和发展中调 

查研究所负任务的区域讨论会；一九七四年三月 

十八至二十二日在大韩民国普云举办的关于计划 

生育交换意见的国别讨论会；一九七三年九月二 

至十二日在曼谷的关于人口图书馆的区域研究所， 

以教室讲授方式，提供关于人口方面的基本图书 

馆训练；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至十五日在曼谷召 

开的人口图书馆资料网亚洲资源的工作会议，使 

人口文件学家和图书馆人员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 

人 员 与 管 理 人 员 之 间 便 于 交 换 资 料 ( a ) 

七三年九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在雅加达和(b)一九 

七三年十二月六日至七日在曼谷召开的亚远人口 

通讯员第一次国别工作会议，以便于各国内外提 

供和使用人口资料的人交换意见；一九七四年一 

月四日至五日在曼谷的关于人口图书馆资料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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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工作队会议，这是人口图书馆资料网亚洲资 

源工作会议的后继会议，是要拟订便于人口资料 

人员（文件员和图书馆员）间交换资料的准则。

9. 亚远经委会/粮农组织

联合农业司

粮食及农情的回顾

134. 同过去各年一样，该司继续同粮农组 

织合作汇集和分析有关农业生产、需求和（或） 

消费、贸易和价格在国家级和区域级的现况，并 

提供编撰《一九七二年亚洲及远东经济概览》所 

需的初稿。

135. 它继续同粮农组织的亚远区域办事处， 

在执行有关本区的粮食和农业的经济方面工作， 

保持合作。

农业发展规划

136. 鉴于本区有些国家想要参加亚洲大米 

贸易基金，所以安排了基金签署国间的协商，考 

虑延长签署和存放加入书的限期。又向经委会 

提交了关于该基金的进度报告。

13 7.完成了一项关于日本农业调整的个案 

研究，作为本区对粮农组织关于本问题研究的一 

个贡献。关于泰国的作物多样化和日本与大韩 

民国两国间调整的个案研究，正在进行中。关 

于本区农业的经济说明的分析草案，已经完成。

10. 公共行政股

138.按照经委会第二十八和二十九两届会 

议所通过的决定，连续着过去的工作，已经着手 

进行一个国家级的工作团，以期提高印度尼西亚

的行政能力。向政府提交了一个列有共同行动 

建议的报告，以备审议。

139. 按照大会关于提供咨询服务的第2803 
(XXVI)号决议，秘书处拟订了一个行动方案，以 

便在尼泊尔执行。

140. 一九七三春五、六月间，在荷兰对亚远 

经委会奖助金基金的财务支援下，秘书处同泰国国 

立发展行政研究所合作，开办了本区公共行政人员 

的六星期训练方案。

141. 秘书处同万国邮盟维持着密切合作，在 

一九七三年七月间，准备了技术资料，并开办了亚洲 

和大洋洲国家邮务人员训练学校的十个月邮务训练 

方案中的行政和管理两方面的训练课程。

142. 公共行政区域顾问对印度尼西亚的国立 

公共行政研究所和行政改革部提供了咨询服务。顾 

问还对日本名古屋的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提供了很 

大的帮助，又通过对东区公共行政组织的外交人员 

区域训练方案所提供的资本投入，同该组织维持着 

飾。

亚洲发展事业管理中心

143. 根据经委会第112 (XXVI)和117 
(XXVII)号决议，并依照经委会把管理中心设在 

吉隆坡的决定，秘书处完成了它的基本任务，设立 

了该中心。指派了主任兼计划项目管理主任一人， 

征聘了专门人员五人作为核心工作人员。一九七 

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东道国签署了业务计划，一九七 

三年十月九日，另十三个参加国的代表也参加签署。

144. 理事会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 

二十九日的第一届会议中，通过了一九七三至一九 

七五年的中心预算和工作方案，决定了将来工作的 

准则，并订立了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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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技术援助和有关活动

技术援助的事权分散和方案拟订

145. 过去一年内，把事权分给亚远经委会 

的技术援助计划项目的总价值大为增加，达到空 

前的2, 601，511美元，比一九七二年增加了百 

分之七十五，比一九七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一 

十五。这一有利趋势的形成，是由于开发计划 

署和人口活动基金以及双边协定所拨交秘书处的 

资源有所增加。E/CN. l l /L 398号文件列 

有各款的细数。

146. 虽然联合国经常预算所资助的区域顾

问方案比前一年减少了百分之十一主要由于旅

费和其他费用增加一，但是一九七二年开始的

亚远区域研究金方案继续增加，在受奖助金人的

本国内产生了乘数效果。在这方面，最令人感

谢的是荷兰政府每年以30万法朗（ 109, 091 
美元）继续资助给这个方案，用以训练训练人员。 

在这之外，还有二九七三年十二月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政府慷慨捐助20万马克（82, 000美元） 

作为对训练政府官员方案的额外资助。

同开发计划署的合作

14 7.通过逐渐执行与亚远经委会特别有关 

的区域性计划项目，同开发计划署总部的亚洲及 

远东区域局保持着密切合作。亚远经委会同开 

发计划署联合参加了许多方案拟订工作团，拟订 

它所创办的区域计划项目。

同其他方案的合作

148.同过去一样，若干国家政府和基金会 

继续对许多区域计划项目提供基金、专家、研究

金和其他协助。下列各政府提供了可感的援助: 

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香港、印度、伊朗、以色列、意大利、 

日

日本、荷兰、挪威、菲律宾、大韩民国、泰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王国和美国。

下列机构也给了援助：儿童基金会、卫生组织、 

亚发银行、福特基金会、李氏基金会、邵氏基金 

会。 14 9.自从荷兰/亚远经委会的预算外援助 

方案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五年期间总共提供了九 

百万法朗的援助，非常成功，成为双边援助的前 

驱模范以来，一些其他的发达国家也表示它们赞 

成朝向这个方向。

训练活动

150. 过去一年内开办的训练课程有：在马 

尼拉开办的第八个管理协商课程；在马尼拉的第 

五个区域工业发展经理人员课程；在曼谷开办的 

使用计算机进行人口预测的训练课程；在孟买开 

办的第十七个人口研究训练课程；和在汉城开办 

的关于生育力和计划生育评价的训练课程。

151. 亚远区域研究金方案发出了108个奖 

助金，供给在本区的各研究所进行研究。

152. 此外，用技术援助经费开办了三个讨 

论会，两个工作小组厂个巡回讨论会，和一个研 

究旅行。

咨询服务

153.在信托基金的安排下，十四个区域顾 

问和五个专家于一九七三年以全年或一部分时间 

在亚远经委会服务，应二十一个国家的请求，对 

它们进行了六十二项咨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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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九七三年十一月，执行秘书在斐济 

苏瓦召开的联合国发展咨询队第二次检查年会检 

查了该队的工作，提出了该队将来的方案大纲。 

从那时以后，发展咨询队扩大了它的工作范围， 

包括旅游、统计、农业发展、公共行政、物质规 

划、计划项目考评和人力规划等领域。

C.与各专门机构和 

其他组织的关系

155. 亚远经委会继续同各专门机构、政府 

间组织和其他组织密切合作，办法是开联席会议、 

参加共同有关的会议、对这些会议提供文件、秘 

书处间进行协商和交换资料；并继续对开发计划 

署和正常技术援助方案下的技术援助计划项目的 

规划和执行，进行合作。

156. 在本检查年度内，亚远经委会同下列 

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机构共同组织了联席会议：

劳工组乳粮农组织、卫生组级儿童基金会、 

教科文组织、贸发会议和工发组织。亚远经委 

会派人出席了下列的联合国会议：一九七三年五 

月八至十二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的人类住区专 

家小组会议；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 

日在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召开的世界各地计划 

生育工作统计制度会议；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九日 

在曼谷召开的关于农村整体化发展的区域机构间 

小组委员会会议；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三 

十日在日惹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和计划生育讨 

论会；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雅 

加达召开的东南亚运输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会会议;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在比利时列 

日召开的国际人口会议；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

 

至十四日在东京召开的总协定部长级会议；一九

七三年九月十日至十八日在曼谷召开的教科文组 

织人口规划和教育会议；一九七三年九月三日至 

七日在汉城召开的亚洲西太平洋地区关于社会福 

利的区域会议；一九七三年十月一日至三十一日 

在东京召开的教科文组织/亚远经委会关于水文 

学使用计算机的区域训练课程会议；一九七三年 

十一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在吉隆坡召开的第三次 

促进工业计划项目亚洲会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三日至六日在曼谷召开的关于核能发展的技术和 

经济问题的原子能机构简报课程会议；一九七三 

年十二月三日至六日在纽约召开的关于预防洪水 

灾害专设专家小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四日至六 

日在香港召开的教科文组织东南亚海洋科学专家 

第五次区域会议；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 

月一日在纽约召开的妇女在人口和发展工作中的 

作用的国际论坛。

15 7.同下列各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维 

持着合作关系：国际商会、国际公路联合会、国 

际地质学联合会、国际官方旅行组织联合会、红 

十字会联盟、人口理事会、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 

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合作中心和亚洲椰子联 

合会等区域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当然继续参加 

各项主要的亚远经委会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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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A与会代表和工作安排

158. 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于一九七四年三 

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六日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

159. 下列会员国和准会员国及地区的代表 

出席了会议阿富汗、澳大利亚、孟加拉国、不丹、

缅甸、中国、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 

日本、高棉共和国、老树、马来西亚、蒙古、

瑙鲁、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 

冥、$韩民国、越南共和国、新加坡、斯里兰卡、 

泰i、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库克群岛、 

香港、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太平洋托管领土。

160. 依照经委会议事规则第三条，比利时、 

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以 

色列、意大利、马尔代夫、波兰、罗马尼亚和瑞 

典的代表列席了会议。瑞士代表依理事会第 

860(xxx i i )号决议的规定列席。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活动 

基金、联合国环境方案、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和世界稂食会议的代表也列席了会议。

161. 下列各专门机构的代表，以咨商资格 

出席会议：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国际民用航 

空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复兴建设银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信组织、 

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亚洲开发银行、科伦坡计划局、亚洲生产力组织、

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亚洲椰子联合会。

162. 下列各非政府组织派观察员列席•.国 

际商会、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国际合作社同盟、 

国际社会福利协进会、国际计划生育协会、国际 

学生拥护联合国协进会、国际官方旅行组织联合 

会、国际妇女民主联合会、世界工人联合会、世 

界工会联合会、世界退伍军人联合会、国际妇女 

同盟、国际大学妇女联合会、国际职业妇女联合 

会。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南太平洋经济合 

作局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官员以亚远 

经委会秘书处的贵宾资格列席。

选举主席团成员

163. 经委会第四七九次会议按照议事规则 

第十三条的规定，选出斯里兰卡工业和科学事务 

部部长苏巴辛格先生阁下为主席。

164. 苏巴辛格先生阁下感谢各位代表选举 

他担任经委会主席。

165. 鉴于议程繁重，经提议暂不依照经委 

会议事规则第十三条选举副主席二人的规定，而 

选出副主席十一人：中国-黄明达先生阁下，印 

度-查托巴德雅雅先生阁下，伊朗-穆罕默德耶 

加内赫先生阁下，日本-齐藤邦吉先生阁下，马 

釆西亚-陈•迈克尔先生阁下，蒙古-额尔敦别 

列克先生阁下，尼泊尔-戈拉克希亚•巴哈都尔 

努希赫•普拉丹先生，新西兰-康内利先生阁下， 

巴基斯坦-穆赫塔尔•马苏德先生，菲律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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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亚迪奥•基亚松先生阁下，和泰国-乍仑攀•铲 

沙兰恭•那阿育他耶先生阁下。

166. 经委会指派了一个全体委员会，审议 

下列项目：项目6，“经委会各个活动，领域已作 

和将作工作的审议项目 7 ,  “各项重要区域 

计划进展情况的报告”；项目9，“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与经委会工作有关的决议”。

167. 班达里先生阁下（印度）当选为全体 

委员会主席，凯尔索先生（澳大利亚）和哈雷斯 

科夫人（菲律宾）当选为副主席。

168. 经委会又指派了起草委员会，选出吴 

德敦（缅甸）为主席，苏乍提•朱他斯密特先生 

(泰国）为副主席。

169. 在本届会议期间，各代表团团长曾举 

行一次非公开会议，讨论有关经委会议程的各政 

策性事项。

170. 主席在经委会第四八六次会议上宣布、 

按照议事规则第十二条的规定，他同各副主席组 

成全权证书委员会审查了各代表团的全权证书。 

副主席中国代表反对三个国家代表的资格，并重 

申他在一般性辩论中所申明的立场。副主席蒙 

古代表对三个国家代表的资格表示保留 9 副主 

席巴基斯坦代表和尼泊尔代表对于接受某一国家 

代表的全权证书表示反对。以上各项保留意见

列入记录后，全权证书委员会认为所有代表的全 

权证书均属妥善。有些代表团说，它们对某些 

代表团的资格有保留意见。有关的代表团在重 

申它们的合法代表性时，抗议地反驳了这些保留 

意见。经委会照例注意到这些保留意见和反驳 

意见。

171. 经委会决定邀请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和 

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代表以观察员资格列席以后每

届会议和附属机构的会议。

B.议程

172 .—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经委会第 

四七九次会议一致通过以下议程：

1. 开幕词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通过议程（E/CN.11/L.401 和 Add .1;
E/CN.l1/1126/Rev.l)

4. 亚远区域经济及社会状况的审查以及优 

先领域行动的审议（E/CN .11/L.38 5 
/A和B, L/386, L.388, L.396  和

 
Corr.l, L.400 和 Corr.l; E/CN . 

11/1143： 1146-1149, 1151)
5. 依照第138(XXIX)号决议，常驻代表 

对亚远经委会会议结构合理化问题的结 

论和建议以及执行秘书的建议(E/CN 
11/L.384和Add .1, L .399)
6. 经委会各个活动领域已作和将作工作的 

审议：

a经济发展和规划（E/C N • 1 1/L •
390-391, 1.394)

b贸易和多国金融及货币合作（E/
CN. 11/1 131）
(c)工业、资源、住房和环境

11/L.381, L.403; E/CN.ll/ 
1109, 1121, 1125, 1142, 1145)
d运输和通讯（E/CN.11/L.38 7 

和Corr11/1138)
e社会发展与人口（E/CN.11/L.

382, L.395, L .397； E/CN.
11/1129 和Add.1)



(f)农业发展（e/cn. 11/1128, 1130， 
1137 和 Add. 1-2)

(g)统计、公共行政和技术援助（e/cn.
11/L.389, L. 398 和 Add . l； E/
CN 11/1127, 1132, 1135)

(h)最不发达国家—包括内陆国和发展 

中岛国-的问题（E/CN. 11/1112)
7. 各项重要区域计划进展情况的报告：

(a)湄公河下游勘察工作协调委员会（E/ 
CN.11/1122)

(b) ㈠亚洲岸外矿物资源联合勘探协调 

委员会（E/CN.ll/L 383)
t)南太平洋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 

勘探协调委员会（E/CN. 11/
380和 Corr. 1)

㈢台风委员会（E/CN. 11/1117)
㈣亚洲公路（E/CN. 11/1140)

(c)区域研究所（E/CN. 11/1144)：
㈠亚洲经济发展及规划研究所（E/

CN. 11/1141)
㈡亚洲统计研究所（E/CN. 11/

1139)
㈢亚洲开发事业管理中心（E/

CN. 11/1133)
㈣亚洲社会福利训练和研究中心 

(E/CN. 11/L. 392 和 Add. 1)
8. 亚洲开发银行：活动和进展

9.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与经委会 

有关的决议（ECAFE/178)
10.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的工作方案和优 

先次序（E/CN. 11/L. 393 和 Add. 1)
11. 其他事务（E/CN. 11/L. 402)

12.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年度报告

c.会议纪要 

会议的开幕和闭幕

173. 应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主席鹤冈千 

仞大使阁下的请求，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 

人阁下宣布本届会议开幕。在开幕式中，助理 

秘书长赫尔维•西度拉夫人宣读了秘书长的祝词， 

执行秘书马拉米斯先生讲了话。

174. 经瑙鲁代表提议，巴基斯坦、中国、 

日本、阿富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 

代表附议，经委会感谢总理的开幕词。

175 总理代表斯里兰卡人民和政府欢迎会 

议代表。她说，会议的召开，正值空前的国际 

经济危机时期，危机范围之广，使本区域各国经 

济受到创巨痛深的影响。这次会议代表着亚洲 

和太平洋在这重大时刻的声音，经委会的讨论， 

对于目前正在设法减轻本区发展中国家所受的重 

担一事，会有很大的影响。

176.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遭受着普遍贫穷和 

各方面发展落后的苦难。已经庞大的人口，增 

长得太快，其后果不是各国脆弱的经济制度所能 

应付的，而人口增长本身又是发展不足和生活水 

平低落的结果。营养不良、失业和就业不足，

是普遍的现象。本区问题之广泛，需要许多年 

专一不断的辛勤努力和很大的牺牲，才能改进目 

前的社会和经济情况。

177. 本区域的大部分人口是依靠农业为生, 

发展农业是增加本区收入、就业和生活水平的最 

可靠方法，并且可以为其他各方面的发展提供健 

全的基础。过去两年我们的经验更使我们觉得 

农业发展是当务之急。世界稂食危机和储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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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使生存本身发生了问题。世界粮食危机应 

该是超脱国际政治范围的问题。政治或其他的 

考虑不应该成为否定人类享有基本果腹权利的因 

素。

178.虽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活 

动是农业，但是它们本国仍不能满足自身全部的 

粮食需要。依靠粮食进口的意义，就是把非常 

宝贵的外汇收入用在人民所急迫需要的稂食上。 

只在过去两年内，食物的价格就涨了四、五倍。 

再加上石油、肥料和其他进口货物价格的增加， 

就给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的危机。应该 

尽一切努力，铲除一切妨碍粮食增产的障碍。当 

然有些事情是可以在长期内做到的，但是还有些 

短期可用的方法，来增加世界各地的稂食供应。 

世界稂食价格的不断上涨，已经使大多数国家内 

显著的通货膨胀趋势大幅度地加剧。世界粮食 

供应如有增加，也会抑制这种通货膨胀趋势，使 

国际经济获致较大程度的稳定。为此目的，设 

立一个世界肥料基金是很恰当的，这将是真真国 

际性的基金，由所有国家，特别是由于主要输出 

品涨价而获得巨大利益的国家来筹供资金。这 

些国家，特别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本身也面 

临着必须为稂食等输入品付出较高的价格。应 

该考虑能不能对所有国家的出口征收捐税，举例 

说，不妨将这种捐税定为出口价值的百分之零点 

五。按现在通货膨胀的趋势说，这税率是微不 

足道的。只有增加粮食生产才能阻止粮价上涨。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要负担大量增加肥料进 

口的前景。减少施肥会更降低粮食和其他农产 

品的产量，因此造成人口增加时，可供消费的粮 

食却全面减少。必须立刻采取大规模行动，来 

削弱肥料价格日益高涨的影响。

179. 可以使用提议中的世界肥料基金，把 

发展中国家的一切氮肥进口费用，退还很大的部 

分，并促进肥料生产。还可以经由统购肥料然 

后分配给发展中国家的办法，来消除供应不足和 

因此引起投机所造成的价格上涨。即使肥料能 

以合理的价格买到，但发展中国家已因所有其他 

输入品（包括石油）价格高涨而受到恶劣影响， 

以致缺乏购买肥料的外汇。基金可作购买肥料 

的中期贷款之用，并且吸收存储不用的剩余货币 

必须加强全世界的肥料生产能力，优先进行这方 

面的投资。如能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这类投资研制一套退还发展费用或补助发展的制 

度，则基金可以特别发挥效用。

180. 这个办法的主要长处是它可以对全世 

界粮食价格的上涨产生立即制止的作用。这对 

向基金提供必要资源的国家有好处。它将对蔓 

延各国的通货膨胀螺旋形发展给予根本打击，从 

而显著地抑制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如果肥料的 

供应价格能保持稳定，则粮食生产中的一些成本 

也会稳定。不但使用肥料增加了生产，会使价 

格降低，并且肥料成本低廉也会降低生产费用， 

因而降低粮价。向基金投资的国家，由于所有 

进口货物价格上涨减缓，可以获得确实的利益， 

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增加农业生产，有助于使它们 

避免随时都会受到的饥荒。在这个计划下，将 

把世界裉货问题作为特殊问题处理，作为人类利 

用其聪明才智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181. 联合国秘书长的贺词说，经过多少年 

似乎永不休止的冲突，浪费了这么多的人命和宝 

贵资源，人们争取和平安定的努力终于开始结出 

果实了。 但是许多老问题仍旧存在，又加上了 

许多艰巨的新问题。悲惨的人口过剩和环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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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加上贫富间愈来愈大的差距，不但继续冲击 

着人类，并且又因为两个新因素（能源危机和螺 

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出现而更严重地加深了。 

解决自然资源和原料这两个突出问题是对国际社 

会的一种重大的挑战。这是全球性的问题，只 

能在合作和谅解的精神下，以全球性的行动予以 

解决。

182. 经委会上届会议曾决定检查它的功能， 

增进它为本区人民服务的效能。联合国系统中 

每一有关的人都热烈欢迎经委会所已经采取的措 

施；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达到成长、就业、较普 

遍地实现社会正义、发动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

和产生自力更生精神。亚远经委会第三十届会 

议打算详细研究经委会在《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 

年国际发展战略》下的新面貌，以及改组其工作 

结构并集中注意若干优先领域，去应付迫切问题的 

需要=这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事，

183. 作为联合国在亚洲的区域性经济、社 

会机构，亚远经委会多年来同其他联合国的全球 

性机构和专门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这 

种关系的发展，曾产生了几个重要的区域性和分 

区性的协调方案。

184虽然多年来国际局势都很严重，但是 

现在有理由希望，新时国际间关系缓和的代即将 

来临。人类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互相依赖已经 

成为主要现象；忽视这一简单但重要的事实，则 

任何意见都没有成功的希望。秘书长确信，经 

委会将以合作和现实的精神去完成它的任务。

185.执行秘书马拉米斯先生对斯里兰卡政 

府和人民的热诚招待以及斯里兰卡政府向经委会 

第三卞届会议提供最好的设备，表示深深感谢。 

他回顾已故班达拉奈克总理是一位区域合作的坚

定信仰者，坚信通过区域合作可以迅速地促进国 

家的发展。本届经委会在合作建造起釆，来纪 

念亚洲一位伟人的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会 

堂里举行，是非常恰当的。

186. 马拉米斯先生说，一九七三年经委会 

的年会曾经强调需要对亚远经委会的工作和方案 

采取新的看法，其目的是增进经委会在促进本区 

社会、经济发展上的效能。本届会议要审议一 

些为追求此目的所已经采取的步骤。他希望本 

届会议所作的决定，会给本区人民带来繁荣富足 

的新世纪。

187. —九七四年四月六日，经委会第四九 

一次会议通过了起草委员会编写的报告草案。中 

国代表团申明了对年度报告中若干部分和若干意 

见的保留，因为中国最近才开始参加经委会的工 

作。

经委会非常伤痛地获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 

治•蓬皮杜先生阁下不幸突然逝世，法国和世界 

都因此丧失了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经委会请执 

行秘书向法国政府和人民转达慰问之意。

亚远区域经济及社会状况的 

审查及优先领域行动的审议

188. 审议本项目时，经委会收到以下各文 

件：E/CN 11/L. 385/A和B,L.386L.388,L. 
396 和 Corr. 1, L. 400 和 Corr. 1; E/CN.
11/1143, 1146-1149, 1151。经委会特别 

注意了执行秘书关于亚远经委会将釆工作优先领 

域的报告（E/CN 11/1149)和他的政策性说 

明（E/CN 11/1151)。
189. 经委会同意未来几年内的重要优先领 

域是粮食、能源和原料问题。又把下列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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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优先事项：转让适当技术、自然资源的维护 

和再生、航运问题和外国私人投资与多国公司的 

活动所引起的问题。以下各问题也被提出认为 

值得列为优先事项：挽救世界性通货膨胀对本区 

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减低失业和就业不足、 

和促进本区的教育和人力发展。

190. 经委会认为：秘书处应在全面区域合 

作的范围内促进分区合作和其他形式的集体努力。 

经委会重申承担推动扩大全面的区域合作。许 

多会员国强调最不发达国家的困难，包括运输费 

高昂和进入市场与取得投资的问题。发展中太 

平洋岛国经济的问题，如地处辟远和缺乏通讯连 

系等，也经受到郑重关切。

191. 为了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大多数国家 

特别强调自力更生以保障国家独立和在健全的基 

础上促进国民经济的原则，但经委会也呼吁发 

达国家增加对外发展援助，改善援助条件，和增 

加给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机会。关于此点，又促 

请主要的石油输出国家扩大提供双边和多边的援 

助。

192. 经委会在检查亚远经委会的主要问题 

和讨论工作的优先领域时，注愿到《经济概览》 

(E/CN。11/L。385/A和B),社会调查（E/ 
CN。11/L。396 )和列在本项目内的其他文件明 

显地指出了本区情况日渐恶劣。许多国家特别 

提到关于本区国家教育和就业的《概览》第一编。 

各国代表发表了不同的观点：经委会注蔥到需要 

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

193. 中国代表团强调说，本区许多国家的 

贫穷，根本原因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特

别是超级大国，的剥削和侵略造成的。也有几 

个代表团认为，申述那种特别的观点，是要掩饰 

该国的大国心愿，该国的目的是要控制本区的发 

展中国家。

194. 经委会欢迎斯里兰卡总理提议设立世 

界肥料基金以供给发展中国家进口和生产肥料的 

资金。

195. 经委会又欢迎伊朗国王陛下对各国际 

金融机构慷慨提供相当于至少十亿美元的援助， 

并且主动促请设立用减让条件贷款的基金，每年 

筹基金款项二十到三十亿美元，请主要的石油输 

出国和工业国家提供款项，帮助发展中国家减轻 

迫切的国际收支困难，去实行它们的发展项目与 

方案。

196. 经委会高兴地知道，即将召开一届关 

于原料和发展的特别会.议，并认为“关于目前能 

源危机对于亚远经委会区域经济影响的政府间会 

议”正好筹备这次特别会议。

197. 许多会员国促请亚远经委会秘书处研 

究种种办法，以便各国提出要求时，特别是关于 

多国公司活动所引起的问题这方面，可以取得咨 

商服务。

198. 按照同等注意经济和社会两方面发展 

的整体性方针，又鉴于“远东”这个地理名词是 

起源于亚洲和太平洋区域之外，所以经委会向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建议把它的名称改为"亚洲及太 

平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亚太经社会），

199. 经委会非常感谢地注意到执行秘书采 

取主动，执行第138(xxix)号决议规定给他的 

任务，审查亚远经委会的政策、方案、程序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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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结构，

200.经委会认可执行秘书向经委会所提报 

告和他在列举高度优先领域的政策声明中所提的 

各项建议。经委会一致认可如下的建议：亚远 

经委会的新方针是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体化为中 

心。

201 •大家有一个共同意见是：全球和亚远 

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在不断变化，执行秘书所 

建议的优先领域需要不时加以调整，必要时加以 

改订，以适合本区各国不断变动的需要和要求。 

因此经委会强调，应定期同各会员国政府协商， 

检查优先顺序.

202.另一个共同意见是：执行秘书应采取 

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亚远经委会所有辅助机构 

都注意到要付诸行动的高度优先领域，并在它们 

的活动和工作方案中表现出来.

203 •有人强调说，亚远经委会各项工作方 

案的新优先顺序和新方向，同它的会议结构和秘 

书处内部组织之间，应有密切的相互关系。因 

此经委会建议：应该照此意义，重新编组和简化 

亚远经委会的会议结构和秘书处的内部组织。

2 04.执行秘书向经委会保证：在执行亚远 

经委会将来的工作和方案时，将要郑重考虑到在 

关于议程项目4的辩论中所提出的建议；还说， 

他在拟订和执行高度优先领域的工作和方案时， 

将经常同各会员国政府和常驻代表保持接触。

依照第138 (xxIX)号决议，常驻代表对亚远经 

委会会议结构合理化问题的结论和建议以及执行 

秘书的建议

205 •经委会注意到按照关于亚远经委会会 

议结构合理化的第138 (XXIX)号决议所通过的

措施，根据这个决议，已于一九七三年九月二 

十日至二十二日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四两日 

和六日在曼谷召开了几次亚远经委会常驻代表和 

经委会成员国指派的其他代表会议《 会议的主 

席、马来西亚常驻亚远经委会代表部长衔穆斯塔 

法.马哈茂德先生介绍了会议的报告（E/CN. 11/ 
L.384)和“开会手册”（E/CN.11/L.384/ 
Add.l).执行主任介绍了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建 

议（E/CN.11/1.399)。
206. 经委会满意地注意到，常驻代表会议 

的讨论很富建设性，并且自由、坦率地交换了关 

于设法使经委会、其主要决策机构和秘书处更有 

效率，并使会议程序和方案更加切实的意见。特 

别注意到讨论中各专门机构和其他联合国机构的 

密切合作。

207. 经委会还注意到，常驻代表的建议同 

执行秘书的建议有许多相同的地方。经委会相 

信，亚远经委会的合理化不仅是节约时间和财力 

物力，也不限于把经委会的决策程序简化，而是 

包括许多工作、如工作方案和优先顺序等等，中 

心目的主要是最有效，最切实地利用财力物力，

必要时辅以其他工作，以便增进亚远经委会的效 

能，满足本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日增需要。

208 •经委会承认会议结构的合理化，和亚 

远经委会工作方案的新优先次序与新方向之间有 

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又承认需要依照关于会 

议结构合理化和工作方案新优先顺序和新方向的 

各项建议，适当地简化亚远经委会秘书处，重定 

其方向。

209.经委会认可了常驻代表关于这个问题 

的一致建议。此后亚远经委会的主要决策机构 

称为“委员会”，在以下各领域仍旧保留，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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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需要而保留：（a)农业发展，（b)经济规划：

(c)工业，住房和技术，(d)自然资源开发，(e) 

人口，(f)社会发展，（g)统计，(h)贸易，（i) 
运输和通讯；同时在必要时照顾到职权范围第十 

三条的规定。在认可的建议中，有一項是把工 
业方面的现有机构合并到新的工业、住房和技术 

委员会中，但于必要时，经委会可以指示召开关 

于工业领域的部长级特别会议，审议高阶层的政 

策问题，而替代由建议中的委员会开会。

210.关于将来各届会议的组织，经委会认 

为应该继续每年召开部长级会议，审议本区的社 

会经济问题。有些代表团赞成在经委会每届会 

议之初举行政府官员级的会议，然后继续举行几 

天部长级会议，这样有助于在最高政策阶层审慎 

审议已经列明的高级政治性问题。

211 .经委会通过设立常驻代表和经委会成 

员国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其任务由常驻 

代表会议来建议规定；经委会希望秘书处和常驻 

代表间的密切合伴，将会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 

执行经委会关于会议结构合理化和实现工作方案 

与优先顺序的进一步改善中，加强合作。

212.经委会决定，常驻代表咨询委员会应 

进一步审议开会手册。

213.经委会讨论了航运和无形贸易方面的 

立法安排问题。关于设立航运和无形贸易委员 

会的建议，意见参差。有些代表团认为，鉴于 

航运在经济发展上作用重大，并且在这方面增加 

区域合作极有可能，因此需要这样一个委员会，这 

样也可以消除现行制度中的职务重叠现象。但 

是有些代表团认为，到现在为止，没有充分的理 

由为此设立一个新的决策性委员会，并且不需要 

新设机构就可以纠正现行制度中的弱点。经委

会考虑过各种意见后，决定：常设代表咨询委员 

会应同执行秘书协商，再行审议设立航运和无形 

贸易委员会的可能性，向经委会第三十一届会议 

提出建议。有些代表团认为，为了协助咨询委 

员会研究这个问题，执行秘书应该从一个有贸发 

会议代表参加的区域航运专家小组取得对这两方 

面的技术意见。

214. 经委会还认可了常驻代表们关于各主 

要决策机构的会议次数和会期长短的建议。

215. 经委会通过了新的统计委员会的职权 

范围，这个委员会是参照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第十 

二届亚洲统计员会议的讨论结果组成的。经委 

会认可了亚远经委会主持下正在设立的农业发展 

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并强调：在召开该委员会的 

会议和拟订该委员会的粮食和农业工作方案时，

需要亚远经委会和稂农组织最密切的合作和协调。 

经委会要求常驻代表们同秘书处密切协商,草拟其 

他各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以备经委会第三十一届 

会议通过。

216. 经委会通过以下建议：提供经费，以 

备每年最多举行一次专设议题的大会，讨论最近 

亚远经委会各主要决策机构不讨论的重要议题。

217. 经委会认可需要保持按照第114(XX 
vii)号决议所设立的内陆国家问题特别小组的 

现状，依照本届经委会所通过的职权范围继续执 

行任务。

218. 关于各主要决策委员会的辅助机构的 

将来，意见分歧。许多代表团认为应该取消现 

在附属各主要委员会的机构，而以专设机构代替. 

专设机构的设立，需要有具体的面向行动的计划 

项目，并建议充分理由，并且按照工作方案的需 

要召开会议。有些代表团却认为，参考亚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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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的长期计划和前景，以逐项着手为原则而逐 

渐改变政策，是必要的。经委会充分承认，辅 

助机构结构的合理化，绝不是对辅助机构的各方 

面工作没有兴趣或减少了兴趣，因此指示常驻代 

表们和各主要决策机构，详细评价各小组委员会 

和其他辅助机构在其各领域中的工作，其目的是 

就现行辅助机构结构的合理化，建议一些措施， 

提交经委会下届会议审议。经委会认可常驻代 

表们关于限制这些辅助机构开会次数和开会期间 

的建议。

219. 经委会通过关于亚远经委会会议结构 

合理化的第143(xxx)号决议。

经委会各个活动领域

已做和将做工作的审议

220. 经委会认为，本项目内各部门的未来 

工作，必须遵守按照本届会议所定新优先顺序和 

方向所通过的决定和建议。经委会指示负责各 

部门的辅助机构，牢记经委会的建议，重新编组 

它们的工作方案，以便确实表现出新的优先顺序。 

经委会希望，向一九七五年年会提出的工作方案， 

列有本届会议各项决定所要求的改变。

经济发展和规划

221. 经委会注意到按照逐项商品，特别是 

就同各商品联合会有关的事项，从事经济合作和 

计划协调的重要性，经委会力言需要进一步扩大和 

新设商品联合会。，

222. 经委会认可胡椒联合会第三届会议的 

报告（E/CN. 11/L.390)和天然橡胶生产国协 

会召开的橡胶专家小组最后一次会议的报告（E/ 
CN. 11/L.391)。坚决要求亚远经委会对这些

机构继续援助。

223. 经委会注意到胡椒联合会的工作，呼 

吁在放松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扩大普遍优惠制 

度以适用于非工业用途的胡椒进口两方面，进行 

联合的行动方案。经委会一方面高度赞扬工发 

组织关于胡椒加工研究和产品发展中心的建议， 

但同时建议在作出最后决定前，应进一步研究设 

立这个中心的财政负担是不是太重，并研究各成 

员国现有的研究设备。着重的是提高生产力、 

市场研究和有关胡椒的其他活动的研究。希望 

将来会扩大胡椒联合会的成员。

224. 经委会注意到天然橡胶的重要性及其 

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经委会认可了在天 

然橡胶生产国协会设置研究基金以资助共同研究 

方案的建议。经委会注意到：对以下几点的兴 

趣正在日益增高：协调的销售计划，橡胶生产标 

准化的需要，集中的国际缓冲储存安排，以及设 

立天然橡胶工业的可能性。

225. 经委会要求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对会 

员国经常提供资料。会员国还指出，它们欢迎 

亚远经委会在国际橡胶贸易上安排航运协助，

226. 亚洲椰子联合会感谢亚远经委会的协 

助。联合会解释说，椰子业将来的主要问题是 

怎样最有效地增加国内消费的椰子用途，以及怎 

样打开成品市场。

227. 经委会认可了方案编制技术第九专家 

小组报告（e/cn. 11/L. 394)中所审查的、关 

于区域内贸易预测和可能成长率预测方面的工作。

228. 经委会请大家注意，现在以需求为基 

础所做的区域内贸易预测，应以对生产可能性的 

研究加以补充，这种可能性研究，可以用釆预测 

出口剩余和进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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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经委会认可经济模式和方案编制技术 

将来的发展，这两种发展要同时利用社会和经济 

的指示性数字，以便达到在收入分配、社会正义、 

普遍贫穷和失业的政策性目标以及一般成长的目 

标。还着重利用方案编制技术，去处理农业规 

划问题，有一个代表团要求协助该国拟定这种 

经济模式。另一个代表团指出需要拟订规划的 

技术援助，以处理战灾国家战后的重建复兴问题。

230. 经委会注意到第五次亚洲经济规划人 

员会议的筹备工作。这次会议将讨论发展规划 

和处理普遍贫穷和失业的战略的统一办法。还 

要讨论对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区域期中检查与评价; 

为了进行检查与评价，必须增加统计数据的交流， 

以保证其成功。

贸易和多国金融及货币合作

231. 经委会认可贸易问题委员会第十七届 

会议的报告（ E / C N .  11/1131)，该报告检 

查了本区国家扩大贸易时所面临的情况和问题。

232. 经委会满意地注意到亚洲贸易扩展方 

案的工作进展，这个方案给本区发展中国家提供 

了互相进行贸易谈判的机会。由于需要在国家 

级和区域级作更多的工作，因此促请秘书处加强 

努力，以期及早取得具体结果。

233. 经委会欢迎印度储备银行代表答署 

《设立亚洲票据交换所联盟协定》，这样就共有 

三个签署者了。要求本区其他对联盟有兴趣但 

是还没有决定参加的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参加联 

盟，使联盟可以很快发挥功能。

234. 经委会一方面非常重视总协定主持下 

不久即将进行的多边贸易谈判，同时强调：如不 

充分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则不可能认为谈

判是成功的。经委会承认，如果发展中国家要 

从谈判中获得最大益处，就必须做好详尽的技术 

准备。因此，促请秘书处立即同各国际机构- 

特别是贸发会议、开发计划署、总协定-合作， 

推动技术援助的各项计划项目，

235. 经委会很重视地注意到总协定代表的 

发言，他谈到关于多边贸易谈判筹备工作的进展， 

和总协定提议协助发展中的成员国和非成员国有 

效地参加谈判。

236. 在讨论普遍优惠制度时，有些发展中 

国家呼吁可能给予，而还没有给予优惠的国家， 

尽早实行优惠制度。这些代表重申在贸易问题 

委员会最近一届会议上所表示的意见，即现在的 

优惠制度应该改善，特别是要扩大优惠所包括的 

产品范围、进一步减低关税、简化和统一产地规 

则。经娶会注意到若干给予优惠国家所已经通 

过的改善优惠制度的种种措施。有一个代表团 

说，鉴于前一年召开的亚近经委会/贸发会议晋 

惠制讨论会很有益处，所以应该举办更多的这种 

讨论会和咨询服务形式的后续工作，使发展中国 

家珂以从普遍优惠制度下的出口机会中取得最大 

的利益。

237. 经委会满意地注意到亚远经委会贸易 

促进中心的加强活动及其同贸发会议/总协定国 

际贸易甲心的密切合作。又注意到贸易促进中 

心在一些发达国家的支援下，在开办有关推广出 

口和其他促进贸易的服务的专门科目训练班与讨 

论会方面，取得了进展。又感谢各国政府和各 

机构所提供或愿意提出的专家援助或其他援助。 

有些国家呼吁设立促进出口的信托基金。

238. 有些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对海运运费的 

猛涨、航运设备的不足和船用油料的不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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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切。经委会一方面赞扬亚远经委会航运情报 

与咨询服务中心执行其长期行动计划的成绩，同 

时促请秘书处赶快执行有关这些问题的计划项目， 

有些代表团希望不久会使用一个各国普遍赞成的 

班轮公会行动守则。

239. 经委会注意到亚远经委会秘书处在航 

运和海运运费方面曾同东南亚运输咨询委员会和 

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密切合作，建议维持并加强 

同这两个机构的工作关系。

240. 经委会热烈感谢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与地区给予亚远经委会航运情报与咨询服务中 

心的慷慨援助和支持，并呼吁增加这种支持。

241. 一些代表团重申它们在贸易问题委员 

会最近一届会议中所表示的希望，即：及早解决 

秘书处内航运方面的責任划分问题；在专家组向 

执行秘书所提关于航运的建议付诸实施以前，贸 

易问题委员会应该负责属于贸发会议范围内的航 

运活动。

工业、资源、住房和环境

242. 经委会认可了工业及自然资源委员会 

第二十六届会议的报告（E/CN. 11/1145), 
同意解救普遍贫穷和收入分配不均的最好办法，

是设法增加就业机会和大力提高生活标准。有 

人认为，在拟订工业化政策和战略时，应对增加 

亚远经委会国家就业机会的制成品部门的促进， 

给予更大的注意。发展小型的，以农业为基础 

的、和联合农业的工业，会大有助于创造就业机 

会。本区应该更大力地鼓励面向出口的工业、 

利用当地原料的工业和装配工业。经委会赞成 

以下的这个建议：办一个研讨会，研究有关利用 

适当技术去创办以农业为基础的和农村工业的问

题。

243. 经委会认可亚洲工业发展理事会第九 

届会议的报告（E/CN. 11/1142)。希望在完成 

亚洲工业调查之后，会通过成员国的合作，采取 

主要的新措施，进行本区的工业化。经委会坚 

决赞成以下的建议，即召开高级规划人员和执行 

工业政策的高级政府执行人员以及参与国工业家 

和国际金融机构代表的高阶层会议。

244. 普遍的共同意见是：应该立即设立拟 

议的亚洲农业机械中心。经委会请秘书处采取 

适当措施，立即执行这个计划。第一步应在不久 

派出亚远经委会/开发计划署/稂农组织/工发 

组织合组的代表团，到有关的国家去，最后决定 

计划项目文件。请秘书处即早召开有关各国政 

府代表的会议，通过职权范围，并决定有关成立 

该中心的萇他事项。特别应该详细考虑在长期 

的基础上解决薄款问题，以保证工作顺利。有 

人建议，该中心的筹资办法，应该不使参加的发 

展中国家负担过重。

245. 关于该中心的地点问题，大家记得， 

印度、巴基斯坦和菲俸宾政府都曾表示愿意提供 

东道国设备。为了按照亚远经委会的传统对这 

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印度和巴基斯坦代表团， 

在协议的精神下，以本国政府的名义，慨然撤回 

它们作东道国的要求。经委会热烈赞扬印度和 

巴基斯坦的慷慨行为，决定把中心设在菲律宾， 

又热烈感谢日本政府所重申的，只要国会批准， 

将在一九七四财政年度捐现款三十万美元。

246. 关于拟议中的技术转让问题，经委会 

同意需要设立这个中心，作为资料交换处，审查 

资本有限、市场较小的工业的技术选择问题，和 

利用没有动用过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经委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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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及早召开一个专家组会议，进一步审查这个提 

案。

247 .关于经委会第130 (XXIX)号决议， 

有人建议发展中国家参照本国自己的目标和发展 

计划，审查《应用科学及技术促进发展的亚洲和 

世界行动计划》，希望除预定一九七五年在印度 

尼西亚召开的国家讨论会外，还在亚远经委会的 

发展中国家内举行关于亚洲和世界计划的国家讨 

论会•

248.关于人类环境问题，经委会收到各国 

代表与亚远区域内从事人类环境领域工作的政府 

间机构代表会议的报告（E/CN •11/1125)。 

经委会注意到该会议所审查的《亚洲人类环境行 

动计划》草案还不完全，认为这个草案应该包罗 

更广，多列入一些面向行动的计划项目。因此 

请亚远经委会秘书处同环境方案、开发计划署、 

和其他联合国组织合作，拟订并研究具体的计划 

项目，同时要考虑到计划项目的可行性，以期可 

以立即采取行动、改善环境。在报告所列的建 

议中，以下各领域经认为应取得高度优先：

(a)研究如何估计发展计划项目对环境影响 

的方法；

(b)研究和检测环境素质，特别是环境污染 

的情况；

(c)技术援助和训练；

(d)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中考虑到环境因 

素而采取的关于处理人类住区问题的措 

施。

249. 经委会请秘书处继续研究环境问题， 

编制一份有关人类环境的训练设备的总清单，并 

召开专设专家组会议，来草拟把环境考虑列入社 

会经济发展计划的工作手册。

250.经委会听取了环境方案代表关于一九 

七六年将在温哥华召开的人类住区会议/展览 

-以后通称为76年生境会议-的说明。希 

望召开一次亚远经委会区域的区域会议：以便交 

换意见：讨论在展览中展出什么才最有意义。

251 •关于住房、造房和设计问题，经委会 

注意到，最近结束的改善亚洲远东农村住房讨论 

会后产生的两个新发展是：

(a)研究动员国内资源和其他资源，为农村 

住房筹资；

(b) 定一九七六年为“亚洲住房年”。

252.经委会促请秘书处继续注意有关改善 

农村住房和安置棚户与贫民区居民的计划项目。

253 •经委会注意到：亚远经委会执行秘书 

和工发组织执行主任，对于是否宜在亚远经委会 

总部内设立一个亚远经委会/工发组织合设工业 

司一事，已主动进行协商，以便加强两个机构的 

合作，并采取适当步骤，对本区发展中国家的加 

速工业化，提供较多的援助。

254.经委会听取了工发组织代表关于一九 

七五年三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在利马召开的工发 

组织第二次大会的筹备情况，特别是区域性筹备 

的说明。经委会完全认可亚洲工业发展协会和 

工业及自然资源委员会的建议：即向该大会提出 

区域性贡献的最有效办法，是特别召开一个区域 

会议。经委会同意，这个会议应在一九七四年 

十月举行，但不必召开即将设立的工业、技术和 

住房委员会会议；又同意，应尽力保证以最高级 

代表充分参加工发大会和区域筹备会议。区域 

会议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特别问题，提供了最好的 

互相协商机会，以便在工发大会的重要政策性讨 

论前，协调它们的立场。这个会议应该审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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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亚远经委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根本问题和根 

本需要，并总结出来反映它们要求的一系列建议 

或宣言。经委会注意到：工业，技术和住房委 

员会的一九七五年年会依通例将在一九七五年十 

一月举行，希望在这届会议中详细审查一九七五 

年工发大会各决定的全部含意，和对本区各国工 

业发展计划的影响。但是如果决定在一九七五 

年下半年而不在一九七六年上半年举行第三届亚 

洲工业化会议，则不必另行召开工业、技术和住 

房委员会的年会。这个问题由执行秘书在适当 

时机去作决定.

255 •经委会同意，筹备会议最好是部长级 

会议。为此目的，请亚远经委会执行秘书和工 

发组织执行主任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组织这次筹 

备会议，包括编写会前文件，在会前充分时间内 

分发给亚远经委会成员国审议。又请工发组织 

取得这个筹备会议所必需的资金。

256 •许多代表团认为，应该举行本区发展 

中国家的筹备会议，拟订参加工发大会的共同立 

场。它们提到大会第3087( XXVIII)号决议 

的规定，又指出非洲经委会、拉美经委会和西亚 

经委会都同工发组织合办了或即将合办各区的发 

展中国家筹备会议.因此，它们促请亚远经委 

会的执行秘书和工发组织的执行主任提供一切必 

要援助，为此目的，于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内在亚 

远经委会区域以外，召开一个本区发展中国家 

的会议。

257 •有一个代表对于在亚远经委会主持下 

召开排除某些成员国的会议，表示保留。

258 •本区许多国家对该代表团的立场表示 

失望，特别是已经有了第3087(XXVIII)号决 

议的规定，又有七十七国集团、亚洲集团、亚洲

工业发展协会、亚洲部长理事会和贸易谈判小组 

的先例。

259 •劳工组织代表说，劳工组织将在技术转

让工人住房和农村住房各方面，以及在执行《亚洲 

人类环境行动计划》上，同亚远经委会密切合作。 

教科文组织代表说，教科文组织愿在应用科学技 

术促进发展和人类环境方面同亚远经委会合作。

260 •经委会注意到过去一年内曾经积极促 

进自然资源的开发。除去召开了很多的会议，

审查或推进某些个别的开发问题外，在提供技术 

服务、设立与加强对本区国家直接援助的工程项 

目、和出版技术性刊物与地质地图各方面，也有 

很大的进展。

261. 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是预算外援助继 

续在增加，这样才能够设立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 

心，并且不久将扩大台风委员会和南太平洋岸外 

联勘协委会的工作。有人注意到：开发计划署 

曾经表示有兴趣在三个参加国（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和泰国）设立了拟议中的东南亚锡业研究 

发展中心后，对它提供资金。经委会感谢澳大 

利亚、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色列、日本、 

荷兰、新西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 

利坚合众国以及开发计划署对这些计划项目与其 

他工作所提供的技术和财政援助。

262•在未来一年内，秘书处的主要工作是 

加强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南太平洋岸外联勘 

协委会、台风委员会和气象组织/亚远经委会热 

带气旋小组，并设立锡业研究发展中心。还要 

注意加强秘书处内现有的组织，以进一步促进能 

源的开发，并监测全区内能源消费与需求的不断 

变化的型态。关于这一点，为了符合经委会的 

职权范围的规定，在经委会通过能源开发方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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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关于加强能源司的费用概算，以备经委会审

议。

263.有些代表团对于在以色列和荷兰技术 

与财政援助下举办的水资源管理讨论会办得非常 

成功，表示感谢。讨论会中的讲授着重采用系 

统工程学的方法去处理水资源的规划和管理>这同 

本区全面努力增加稂食生产的任务，大有关联。 

经委会支持讨论会所产生的主要建议，即组织㈠ 
调查团，检查若干国家的水资源管理状况；㈡关 

于水资源管理的巡回讨论会；㈢专设讨论会，探 

讨建立数学模式问题和水资源管理的经济与环境 

方面问题。经委会注意到印度尼西亚愿意在安 

排好举办这个水资源管理巡回讨论会的时候，接 

受它去印尼。经委会还支持在会员国内进行辅 

助性活动，包括通过更好的组织和协调去改善管 

理，定期监测和估计系统工程的进展，以及研究 

水的利用和开发的各种不同型态.越南共和国 

代表要求协助详细规划河流盆地开发，包括开发 

湄公河三角洲的规划。

264 •教科文组织代表简述了该组织关于

“ 国 际 水 文 十 年 " - 现 在 是 最 后 一 年 - 促 进 

水资源合理利用和科学利用所进行的活动。希 

望秘书处和教科文组织和气象组织在水资源开发 

方面已经建立起来的密切有效合作，将会继续下 

去。在过去一年内，典型的合作事例是合作组 

织了：㈠在水文学上应用电算机的训练课程，㈡ 

关于气象服务在亚洲和西南太平洋经济发展中的 

作用的区域会议，㈢热带气旋小组第一届会议， 

㈣台风委员会第六届会议。

265 •在能源开发方面，主要的工作是提供 

咨询服务，和组织关于目前能源危机对亚远经委 

会区域经济影响的政府间会议。经委会认可了

该会议的结论，即：本区各国在秘书处协助下， 

应于必要时主动采取中期和长期措施，以加强联 

合的努力，进行确定勘察和开发能源的合作计 

划；秘书处汇集和分发关于能源问题的技术性资 

料和其他资料的活动，应继续不断地加强。

266 •本区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获得一些工业 

过程技术，这些技术的使用时常是依靠取得廉价 

能源或动力。在讨论中，有人认为，油料和石 

油产品价格的猛涨，加深了这些国家的基本落后 

现象。结果，发展中国家在将来便需要大量的 

技术和财政援助，去开发本地资源。希望秘书 

处能够提供大量所需的技术援助。

267. 经委会欢迎设立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 

心，认为对发现和开发当地资源大有帮助，因此 

对本区的经济发展有贡献。印度尼西亚代表说， 

印尼政府感到非常荣耀，暂时作该中心的东道国 

两年，并希望最后会决定赞成以万隆为该中心的 

永久地址。他促请秘书处作出尽快把该中心从 

曼谷迁去的必要安排，包括同印尼政府作好有关 

该中心执行工作和管理的法律安排.

268. 印度、日本、荷兰、苏联和美国政府 

的代表重申了他们在地质和矿物资源开发区域会 

议第九届会议上和工业及自然资源委员会第二十 

六届会议上所承诺的对该中心的支持。他们都 

表示，如果本区发展中国家表明对该中心有兴趣 

并提供现金捐款，则他们本国政府准备考虑进一 

步的援助要求。经委会指出，开发计划署和发 

达国家的财政援助，很大部分是看本区发展中国 

家捐款的数量和迅速程度而定，因此促请所有希 

望利用该中心设备的发展中国家，尽最大可能， 

捐出该中心的业务费用。

269. 经委会满意地注意到开发计划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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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技术合作处/亚远经委会/工发组织专家视 

察团的有利报告；这个视察团的组成，是要考察 

拟议中东南太平洋锡业研究发展中心的可行性。 

经委会获知参加各国已经最后结束审议了开发计 

划署提交给它的计划项目提案中的细节。 经委 

会注意到：美国政府准备支持设立这个中心，但 

参加国须允诺对该中心提供财政和物资援助。

270.经委会注意到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 

岸外联勘协委会、和太平洋科学协会主持下定于 

一九七四年八月在火奴鲁鲁举行的环太平洋能源 

和矿物资源会议。希望本区的发展中国家参加。

271.经委会认为，在矿物资源开发ー如 

能源和水资源开发等一-方面所安排的讨论会和 

座谈会，对于促进自然资源的开发，是非常宝贵 

的手段。经委会认可于一九七六年召开第五次 

石油座谈会的建议。

272•有些代表团欢迎大规模制作区域地质 

及有关方面地图和制作各国水文地质地图的进展.

这样制作地图加速了开发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 

物的方案的进行。 苏联代表说，苏联政府愿意 

制作本区的几种地图，特别是一种五百万分之一 

的第四纪时代图。

273.经委会特别满意地注意到自从上次会 

议以来，在法国的双边协助下，对矿物资源进行 

有系统的清查，特别是在大韩民国和菲律宾，很 

有进展。认为清查不仅对有关的国家，就是对 

本区的其他国家也很有价值。法国代表希望秘 

书处迅速地把所汇集的资料翻译成英文，使那些 

对开发矿产有兴趣的广大公私组织可以利用。法 

国政府准备考虑秘书处通过矿物资源开发中心所 

提出的有关进行系统化矿物资源清查的其他援助 

要求。

274•经委会知道了一九七四年教科文组织 

和国际地质学协会在国际地质对比方案赞助下所 

计划召开的主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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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和通信

275. 经委会通过了运输和通信委员会第二 

十二届会议的报告及其工作方案（E/CN • 1 1/ 
1138)。它对那些已向或考虑向秘书处和成员 

国提供运输和通信方面援助的合作的政府表示感

谢.

276. 经委会觉得需要特别注意最适度地使 

用资源以最低的费用来建立一个足够和平衡的运 

输基层结构。运输系统和经济之间有复杂的相 

互关系，所以需要对所涉的各种因素加以适当的 

分析，以协助决策人员和计划人员作出正确的投 

资决定，采用最适宜的方式和技术，经委员促 

请在进行秘书处在运输和通信部门的活动时，应 

参照新订立的优先次序。

277.经委会注意到秘书处与现有的分区组 

织，例如东南运咨会之间的合作，这些合作将通 

过合作行动和避免工作重复，去促进各项运输计 

划之间的协调。经委员强调就其工作与世界银 

行、亚发银行和其他财政机构进一步进行协商的 

需要。

278.经委会赞赏地注意到开发计划署对横 

贯亚洲铁路计划项目提供的技术资助和为支助期 

间最初两年半拟定的工作计划。它对日本政府 

继续支持该项计划项目和表示愿意根据经委会所 

决定的优先次序每年派遣一个或两个调查队检查 

该铁路网，表示欢迎。关于这一点，经委会强 

调秘书处和受援国之间需要进行更密切的协商。 

经委会注意到对计划进行的横贯亚洲铁路和委员 

会报告中所提及的连结线进行可行性调查的再次 

要求。

279.经委会又注意到关于改善铁路业务和

维修的各项技术经济研究，它同意需要进行研究, 

以评定实地铁路管理的各项问题和鉴定目的在以 

最少费用和投资来最适度地利用现有设备的其他 

需要研究的方面。但是，在进行这种工作以前, 

必需要拟订铁路目前的需要和问题的一个清单。

280.经委会认识到发展廉价农村道路和公 

路支线以促进农区经济发展的莫大重要性。它 

赞成举办一个关于公路支线和农村运输的经济和 

工程问题的工作会议。

281.经委会注意到，除了城市运输和都市 

地区所遇到的交通工程问题-包括示范/试验 

计划-方面的工作以外，促进国际公路交通方 

的工作也应在分区的基础上进行。

282.许多代表团觉得在经济发展的形式有 

了变动的情况下，本区域的航运已成为一个新的 

高度优先的问题。因此，从此必须应用新的工 

艺技术和经济标准来拟订方案和发展航运船队和 

服务。

283.经委会认为亚洲航运发展的业务和技 

术方面的问题工作组已为若干发展中成员国发展 

本国商船以及使海上航运服务合理化提供了起点， 

该工作组已评价了航运技术的迅速发展对本区发 

展中国家的影响，并已确定了在财政和其他限制 

下利用这些发展的可能性。许多代表团觉得通 

过一项划一的和能够普遍接受的班轮会议行动守 

则将确保其本国货轮能在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获 

得合理的份额，并且能够通过最适度地利用轮船 

空间节省运输费用。经委会要求秘书处进行详 

细的研究：为重新拟定国家航运和海港发展计划 

提供指导纲领，特别是要协助决定技术上最适宜 

于发展中国家参与班轮和不定期货轮海上交通业 

务的船只的种类和数量。它赞成在完成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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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筹备工作后召开一个专家工作小组会议。另 

外，又应该对同确定最适宜的多国航运企业或联 

合事业的种类有关因素加以详细研究。

284 •经委会促进发达国家和国家财政机构 

以优惠条件向本区域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财政 

援助，以发展它们的商船队。

285 •经委会强调扩展、修建发展中成员国 

的沿岸、岛际和内陆航运及使其现代化的迫切需 

要，以及使机械和设备划一化、修理设备和零件 

供应充足的需要。

286 •经委会觉得鉴于集装箱化和有关基层 

构设备的资本费用昂贵，在初期价段采用较简单 

的单位划一方式，例如吊运和简便平台，对发展 

中国家来说可能更方便。经委会敦促秘书处对 

各种系统进行研究并就最适用于个别航道的特别 

交通拟定建议。

287 •航运和港口应合并发展；港口的具体 

特点和货物装卸设备需要加以改善，以适应现代 

船只的设计和交通状况。除了港口训练方案外， 

应注意改善港口的业务和管理效率。另外又有 

迫切需要恢复区域疏浚咨询服务，并且在内陆河 

道和内陆河道运输交通方面对河道交通繁忙的国 

家提供援助，包括装设导航设备。

288•经委会注意到万国邮盟区域邮政专家 

所进行的研究；以及为改善国家邮政服务和促进 

区域合作所进行的工作。将于一九七四年召开 

的亚远经委会万国邮盟政府间邮政专家工作组将 

鉴定邮政问题和优先次序部门：并且在这方面为 

合理化的工作方案提供基础。经委会希望开发 

计划署即将核准曼谷亚洲海洋邮政训练学校以期 

能为所有发展中的亚远经委会国家提供邮政工作 

人员，并希望不久即能为法语国家设立一间分区

学校。

289 -经委会注意到本区发展中国家近年来 

在电信方面的进展，敦促它们对这个部门拨出足 

够的经费，使利用系数在七十年代中期和末期能 

够分别达到四和八，必要时向世界银行、亚发银 

行开发计划署和其他提供援助的机构寻求援助. 

它注意到整个地区的微波系统、对流层散射系统 

地面同轴电缆系统、卫星网和海底同轴电缆系统 

国内通信网的迅速发展，并认识到亚远经委会/ 
电讯联盟股对拟定国内通信网和交换机计划所提 

技术援助的重要性。为了在这些方面有一个系 

统的办法和规划，这种援助应加以扩大，以包括 

频率监听和广播。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日益精进，

已需要设立试验和发展中心以资便利系统的规划， 

拟定规格、设备的合用试验和电讯设备的研制。

290-在亚远经委会/电讯联盟股协助协调 

技术和财政援助之下，十四个国家在建立《亚洲 

电讯网》方面很有进展。现有迫切需要，对联 

接亚远区域的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及南亚的问题 

进行可行性调查。经委会对驻在苏瓦的电讯联 

盟专家在查明电讯发展问题和提供岛际联系方面 

的工作表示赞赏。经委会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 

廉价通信网连结太平洋各国和更便于使用国际电 

讯设备；这需要有进一步的技术援助和需要建立 

训练设施。

291 •经委会表示希望在七十年代末期，连 

结东京-上海-马尼拉-曼谷-新加坡和槟榔峙 

-马德拉斯-科伦坡的海底同轴电缆系统将会完 

成。另外还需要一条从卡拉奇到班达一阿巴斯 

之间的支线，以完成区域电信网的支助线。经 

委会注意到用微波系统把香港-广州电缆延至河 

内和万象，与这些地区的通信网连结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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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经委会认识到应于一九七七/七八年 

完成亚洲电信网之后建立一个“亚洲电讯共同体” 

以协助本区对电信网中的连系和电路进行继续规 

划、加强、交换和收费订正的工作，因此建议亚 

远经委会和电讯联盟继续进行研究并查明所需合 

作的种类和程度及所需的组织。在过度期间， 

这种援助应由亚远经委会/电讯联盟股提供。

293- 经委会感谢国际电讯联盟在训练上和 

设立十三个训练中心及一个高级训练中心-本 

区的工程师可在这里接受电信服务管理和业务的 

专业训练-使本区能够自定所提供的技术援助。

294,经委会觉得应加强亚远经委会/电讯 

联盟股，使它能够进行所有这些工作，并完成阿 

富汗和印度尼西亚的详细实地调查。它赞赏地 

注意到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准备向该股 

提供专家作为预算外的援助。

295 •经委会欢迎本区域的旅游业日益发展 

以及其对发展中经济的贡献。特别是它注意到

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和泰国大 

力推展的促进旅游业运动，并赞成官旅组联将一 

九七五年定为“南亚旅游业年”。

296•经委会认为区域或分区的途径和合作 

是旅游业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并促请本区各国 

采取一致行动以拟订划一的国际政策和长期计划 

这些计划将会使大家对日益增长的旅行行业各个 

部门的费用加强注意。它赞同编制通盘计划以 

便与区域和分区旅游业方案合并的提议，并强调 

宜于与旅行协会和旅游组织合作，进行联合推广 

和推销方案。

297•经委会注意到官旅组织已完成了四个 

实验研究，范围包括旅游的前途，多国规划、研 

究、区域促进、训练和过境手续的划一，

298•经委会，认识到采用统一制度来划分 

旅馆和其他种类的住所的困难，认为最初应在国 

家一级采取行动，根据普遍接受的标准并作出必 

要的修改，以适应地方情况，将旅馆业加以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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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经委会重申设立区域和分区域旅游和 

旅馆训练设备的重要性 8 关于这一点，它注意 

到印度政府表示愿意提供班加罗尔为它将要设立 

的高级旅游业训练所的地点；以及越南共和国表 

示愿意提供西贡为旅游业和旅馆训练业区域和/ 

或分区训练中心。

300. 经委会注意到秘书处关于尼泊尔蓝毗 

尼的发展的进度报告（E/CN. l1/L.3 8 7和 

Corr.l)，以及该国政府在执行该项计划时所获 

得的进展。尽管如此，许多工作尚待进行，尼 

泊尔政府需要其他成员国和国际机构的继续援助。

301. 经委会对执行秘书吁请各成员国慷 

慨捐助该计划表示赞赏，由于这项呼吁，孟加拉 

人、印度、伊朗、日本和越南共和国已表示愿意 

提供援助。经委会对这些国家表示深切感谢，

并吁请各成员国进一步合作和援助，使尼泊尔政 

府能尽早完成该计划。经委会在欢迎开发计划

署的继续援助时表示希望这种援助尽可能增加并 

通过第147 (xxx)号决议。

302. 经委会强调便利国际交通的重要性： 

并敦促者成员国批准和加入有关的公约。鉴于 

妨碍国际边界交通的一些障碍以及因此有简化 

文件和证件的需要，经委会对荷兰和联合王国表 

示愿意就利便交通的问题向经委会提供专家服务 

以及美国可能提供援助，表示欢迎。

303. 经委会赞同委员会关于制定立法通过 

汽车协会或相同的机构和卡纳特保联来管制第三 

者保险的建议，并赞同在国际旅游中用“绿卡国 

际保险证”。它注意到承认国际驾驶执照和外 

国注册的协定以及向游客和车辆提供适当的关卡 

便利将大大地帮助促进国际交通。

社会发展和人口

304. 经委会审查了下列文件所列的秘书处 

在社会发展方面的活动：关于有效反贫困战略的 

区域工作会议报告（E/CN.11/L.395);亚远 

经委会 /社工会议专家组关于社会福利事务标准 

和立法的报告(e/ch .11/L.382);关于社会发展 

司活动的报告（E/CN. 11/1129);关于城市社 

区青年工作人员区域训练工作会议的报告（E/ 
CN. 11/1 129/Add. 1 );和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E/C N . 11/
L.393,第 155—156 页）。

305. 一九七二/七三亚远区社会状况调查 

(E/CN.11/L. 396)是在议程项目4下分开讨 

论的；不过，该报告有关社会发展一节中的一些 

意见也载列在本文中。

306. 经委会重新确定它拟在今后的活动和 

方案中强调合乎社会正义的经济成长。它敦促 

成员国政府在其政策目标和规划中充分反映这一 

点。经委会同意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并 

且取决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心理因素之间 

的适当相互关系。经委会认为在区域方面，整 

体化的农村发展是整个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

307. 经委会注意到有效反贫困战略区域工 

作会议的各项建议，并支持一项建议，请联合国 

系统内各机关在协助本区政府重订国家政策和计 

划时互相协调，以便正面攻击失业和收入不均的 

问题，而减少集体贫穷的现象。经委会觉得， 

要想这项行动成功，必须要有非常坚强的政 

治意志，来着手进行所需要的社会、经济、结构和 

制度改革，和执行对社会贫穷阶层特别是小农和 

无土地的劳动者有利的适当财政和金融政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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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政策也应以生产社会较贫穷阶层有能力购买的 

基本大众消费品为主，以“购物篮”得到充分供 

应为优先问题。关于贫困的原因和性质的基本 

研究工作应由各国自行办理；经委会的任务是透 

过现有的各研究机构，促进和协调各国的跨国和多 

部门的研究工作，以便利关于运用反贫战略的情 

报的交换并鼓励目的在改善特别贫穷民众的命运 

的面向行动的实验计划项目。经委会敦促发达 

国家资助或协助这些面向行动的研究工作。经 

委会请会员国将其国家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供给 

秘书处。

308. 若干代表团重申它们国家的社会福利 

和社会发展政策是消除贫穷和较好地重新分配收 

入的重要手段；这些政策反映了社会正义和社会 

安全的观念，特别是在卫生、教育、就业、价格 

政策和农村发展方面。它们敦促国际财政机构 

对提供优惠借款^以进行这些政策所导致的方案给 

予特别的考虑。

309. 经委会注意到社会福利事务标准和立 

法问题专家组的建议，赞成为确定和订立适合本 

区的标准而采取的措施，并同意秘书处应继续协 

助成员国订立标准，特别是便利成员国互相交换 

情报和举行区域或分区会议，以及关于制定的标 

准的一些选定的问题的工作会议。经委会认为 

要提高社会福利的素质，就必须这样做。秘书 

处应定期对各成员国在这方面的进度进行有效的 

重新评价。

310. 经委会注意到城市社区青年工作人员 

区域训练工作会议的报告所载的各项建议，并同

意让青年参加计划各项青年发展方案是必要的。 

它觉得秘书处应利用现有的青年协进会或促使产 

生适当的新青年协进会来利便青年更充分地参加

拟订涉及他们的发展的政策和方案，并应举办定 

期的专设青年组会议。失业知识青年的数目已 

达到可惊的程度，并且已经是导致社会不安的一 

个因素。因此秘书处应当对青年的问题给予更 

大的注意，并且帮助各国'重订它们的教育方针以 

便培育有更适当的专门知识和技术的青年。

311. 经委会认识到需要加强其在社会发展 

方面的活动：以便把妇女和儿童的问题包括在内， 

注意到为了实施关于妇女参加发展过程的第135 
(XXIX)号决议而采取的行动，并欢迎在曼谷举 

行一个关于妇女参加发展特别是有关人口因素的 

区域协商会议的决定；该会议于一九七四年五月 

十三日至十七日在亚远经委会、社会和人道事务 

中心和人口工作基金主持下举行廉书处的这些话 

动，如果严格地加以执行，将会满足国际发展战 

略的需要和有助于联合国规定一九七五年为国际 

妇女年的目标。

312. 经委会注意到技合处资助的一个计划 

项目“训练亚远地区内陆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 

方面的第一线和领导级人员的流动训练计划”。 

该项目特别得到内陆国家的称赞。

313. 经委会审查了 E/CN. 11/L.397 号 

文件所报告的秘书处人口方面活动。经委会注 

意到秘书处通过其工作方案正在对整个区域的人 

口事务提供援助和支持，但是它仍需要努力增加 

其活动的深度和广度。

314. 各成员国一般认识到本区人口问题 

的急迫性和认识到需要有一个把人口问题作为影 

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来处理的机动办法。 

人口统计的变动是同社会和经济变动-包括对 

教育和识字的强调、妇女改变中的社会地位和改 

善中的产妇和儿童保健等社会因素及失业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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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城乡经济机会不均、为妇女劳动力提供更 

多的机会和为老年人提供社会福利金等经济因素 

-密切相关的。如果把人口政策看成是与发 

展政策相辅相成的，它们将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 

展。经委会希望秘书处将进一步加强其工作和 

它把人口因素纳入所有发展规划程式的努力B

315. 经委会对各国可能利用秘书处的援助 

和咨询服务的方面作了较具体的讨论。它们包 

括编制一个国家人口方案和拟定适当的机构安排; 

设立有效的机构来促进人口资料的交流和交换；

进行人口调查；更改人口流动的形式，包括专门 

人员从发展中地区流往发达地区的形式；在分区 

一级加强工作关系。

316. 经委会强调各国政府积极参加一九七

四年的世界人口年和同年八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 

的世界人口会议。经委会希望第二次亚洲人口 

会议的结果将在世界人口会议审议的世界人口行 

动计划中充分地反映出来，并且希望通过的行动 

计划将给予全盘的人口政策新的动力。

317.经委会对联合国系统内和系统外的机 

构和组织都保证继续合作表示欢迎。经委会提 

及人口工作基金在为秘书处的区域方案提供很大 

一部分资金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经委会赞赏 

地注意到若干政府提供非偿还性的专家。经委 

会获悉，若干国家增加了它们对人口工作基金的 

捐款以及它们拟向本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其他 

形式的多边和双边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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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

318. 经委会审议了秘书处关于亚远经委会/ 

粮农组织联合农业司的活动报告 ( E / C N .  1 1 / 

1130 )，亚洲及远东农业发展专家组会议的报告 

( E / C N . l l / 1 1 3 7 和 A d d . l - 2 ) , 题 为 “ 亚 

洲大米贸易基金-执行秘书的进度报告”的文件 

( E / C N . 1 1 / 1 1 2 8  )和该司一九七四和一九七 

五年的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E/CN.11/L.393).

319. 经委会重申农业在成员国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中担负了极重要的任务。它重申秘书处 

应注意在处理粮食和例如化肥等必需品的严重短 

缺以及现在大部分成员国中物价高涨现象的问题 

时所采取的措施，并将它作为优先事项处理。

320. 经委会对农业发展委员会的设立表示 

欢迎，并希望它将专心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它 

重申需要与粮农组织和其他有关的国际组织保持 

密切合作来为委员会的工作提供服务。关于这 

一点，它强调秘书处向委员会提供的服务应通过 

亚远经委会/粮农组织农业司执行，以便使其工 

作与其他在本区积极活动的国际组织，特别是粮 

农组织的工作得到协调，并且使它们的努力能够 

相辅相成，因而对问题的解决发生最大的影响。

321. 经委会赞赏地注意到粮农组织决定提 

供额外专门人员以及执行秘书为加强该司专门人 

员职员而作的安排。

322. 经委会对若干代表愿意在农业发展 

方面对秘书处的工作作出贡献表示欢迎。日本 

愿意在一九七四/七五财政年度捐助相当于十一 

万美元的款项来支付供给该司的专家服务的费用， 

但须经国会核准。荷兰保证以技术援助的形式

来支助新设立的农业发展委员会的活动。苏联 

表示愿意举办讨论会和训练课程来提供它在农业 

发展方面的经验。其他代表团也表示它们的政 

府支持本区的农业发展。

323. 若干国际组织，特别是粮农组织、国 

际劳工组织和电子计算中心强调需要高度优先处 

理农业发展问题和采取一个协调的和辅助性的办 

法。它们表示希望在它们专长的方面与亚远经 

委会合作。

324. 经委会核准本司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 

五年的工作计划，并强调该项工作需要密切地依 

循亚远经委会关于明年活动的全盘方针，并考虑 

到农业发展专家组的建议。

325. 经委会审查了农业发展专家组会议的 

报告，它认为该司目前的工作计划一般符合专家 

组所查明的农业发展问题部门的指示性清单。但 

是，经委会指出其他一些问题，例如依靠雨量的 

农业的不稳定性、小型农业的低产量、过分依靠 

外国的投入和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的发展，在该 

司的工作计划中也应受到优先注意。

326. 经委会注意到亚洲大米贸易基金的进 

展；它建议应进一步努力，以确保有更多的国家 

参加该基金。经委会认为大米输出国的参与和 

采取措施以便通过补助金和低息贷款来获取展开 

业务最初所需要的经费是必要的。一个签字国 

的代表团在再次呼吁发达国家支持时，促请经委 

会考虑修正设立亚洲大米贸易基金协定，以便能 

够使用基金来购买本区以外的大米。这项修正 

案可能包括在国家级和区域级资助购买大米。

327 .经委会获悉越南共和国拟参加亚洲大 

米贸易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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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经委会一般认识到农业发展的问题是 

非常复杂的。因此，需要有较有想象力的行动 

计划才能对农业发展发生立即和持久的影响。关 

于这方面，经委会评论了该司计划中的若干项目。 

特别是，它觉得应扩大亚洲农业生产和必需品计 

划的范围以包括供求的评定、商议和航运安排、 

分发和有效地使用本地投入等事项。计划的有 

关问题应在拟议的世界肥料基金的体制内审议。 

区域农业资料计划的结果应迅速地和广泛地加以 

传播。

统计、公共行政和技术援助

329. 经委会在审议秘书处在统计方面的活 

动时已收到第十二届亚洲统计员会议的报告（E/ 

CN.11/1127)。

330. 经委会强调需要有准确的统计，认为 

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它觉得秘书处 

在举办会议和训练课程以及提供咨询服务方面的 

工作，大大地协助各国加强它们的统计系统。

331. 经委会敦促应高度优先注意秘书处在 

搜集、整理、分析和散播统计资料方面的工作。

332. 经委会高兴地注意到在提供本区各国 

的统计资料方面，由于经委会的成员有了增加， 

以及各国向统计司报告了更多的数据，所以统计 

司的出版物-包括亚洲及远东统计年鉴、统计 

季刊、亚远国家统计指标和亚洲及远东外贸统计 

-的范围和内容，再次有了扩大。经委会也 

注意到秘书处处理、贮藏、索查和出版数据的工 

作原已非常繁重，因此应付区域数据的要求有些 

困难。

333. 经委会徵赏地注意到亚发银行五万美 

元的补助金，使经委会得与亚发银行、粮农组织 

和东京的发展中经济研究所合作进行商品平衡的 

方法研究。经委会注意到，在这个计划项目下， 

将在试验性的基础上编慕本区若干国家一些选定 

的商品的平衡的资料；并且最后会把关于克服编 

纂工作的问题和排除困难的建议散发给各会员国。

334. 经委会很感谢亚洲统计员会议在改进 

本区统计资料方面所作的贡献。该会议以鼓励 

自由交换关于方法、程序和优先次序的观点的方 

式协助了会员国政府克服了若干统计方面的问题。 

经委会特别注意到该会议特别帮助了最不发达的 

国家分享其他成员国的经验。在核可第十二届 

亚洲统计员会议报告所载的建议时，委员会特别 

注意到要求各成员国统计机构与规划机关更密切 

合作，并给统计资料的发展拨出更多经费的建议。

335 .经委会认识到各国对统计各领域的训 

练的浓厚兴趣。它感谢秘书处举办分区中心训 

练初、中级统计人员，并建议各成员国更广泛地 

使用如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和菲 

律宾等本区国家的训练机构。这部分可以通过 

亚远经委会统计司继续参与管理研究金计划来达 

成。关于这一点，经委会极为感谢荷兰政府所 

提供的统计训练研究金和法国政府为本区法语国 

家筹资举办的训练计划。

336.经委会关切地注意到上届会议所提议 

的设立一个分区数据处理训练中心的计划项目， 

尚未从开发计划署获得执行项目所需要的财政支 

持。除东道国政府-印度，负担的费用外， 

每年还需要有五万二千美元来支付拟议的中心的 

其余费用；印度表示仍愿为此提供训练设备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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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万卢比的捐款。经委会强烈要求开发计划 

署为该中心的设立提供必要的援助。目前，日本政府正在提供计算机应用训练班，已有五十七 

人参加。

3 7.经委会和亚洲统计员会议同样关切开 

发计划署要逐步取消对统计技术会议的财政支持 

以及开发计划署负担经费的顾问职位的减少—— 

从大约四年前的四个名额减至目前的一个名额。

它注意到如果没有开发计划署或其他来源的经费， 

会议所拟订的会议计划将不能实行。关于这一 

点、，经委会获悉苏联政府，根据它对曾经由它做 

东道国的两次会议，即规划统计讨论会和计划人 

员和统计员联合会议的评价，它愿意考虑为另一 

次会议的东道国。

33 8.经委会赞赏地注意到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在一项信托基金的安排下继续提供区域数据处 

理顾问的职位。各会员国极为需要该专家的服 

务；这项服务除了统计工作以外，还应用到铁路 

业务上去。

33 9.印度尼西亚政府愿于一九七四年作新 

设立的统计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东道国，经委会 

感谢地接受。

340. 在公共行政方面，经委会审议了秘书 

处关于秘书处的活动和设立亚发中心的文件E/ 

CN.11/1132。

341. 经委会核准了公共行政股的工作计划， 

并赞同其方针、内容和办法。鉴于许多发展中 

国家亟需健全的行政机构以达到社会经济发展的 

目标，所以经委会确认该计划的重要性。

342. 经委会满意地注意到计划所采取的办 

法符合秘书处工作的全盘新方针，促请该股继续

与区内国家机构和机关保持密切关系。它强调 

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强它们的行政能力和机构 

及人员发展，并使管理方法配合发展的活动，因 

为行政和管理能力是发展过程的主要因素。

343. 经委会注意到该计划不仅协助各国家 

机构和机关，特别是那些参与训练的机构，并且 

加强它们协助本区各国的其他机构的能力。它 

又注意到秘书处已采取措施，以确保公共行政股 

和亚发中心的活动能够互相配合，并且逐渐一体 

化。它觉得应强力执行方案所采用的方法，以 

促进和改善本区各国的公共行政。

344. 鉴于行政部分在实质发展计划和活动: 

包括亚远经委会本身的实质发展计划和活动中的 

重要性，经委会促请公共行政股增加对这种计划 

和活动的投入，以便能够进一步协助各政府改善 

它们的行政机构。若干代表强调公共行政股目 

前的资源相当欠缺，并强调需要给予支持并增加 

其工作人员和其他资源。

345. 对于计划的内容，经委会赞同关于有 

计划地发展行政能力的工作部分，并且对编制一 

本关于这种发展方法的手册的提议表示欢迎。

346. 忆及关于向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提 

供特别援助的大会第2803  (XXVI)号决议，经 

委会重申其对各有关工作部分的支持和该股应特 

别注意发展这些国家的行政能力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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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7.经委会欢迎区内公共行政训练人员的 

训练计划，并感激荷兰政府对亚远经委会研究金 

的慷慨捐助，使该计划得以实施。

348. 关于这方面，经委会，注意到与泰国 

立发展行政研究所联合进行的一九七三年训练人 

员训练计划甚为有用，所以核可与菲律宾大学公 

共行政学院联合进行的一九七四年计划。它注 

意到本区若干其他国家亦有兴趣与它们自己的训 

练机构联合进行这种计划，并赞同在公共行政方 

面继续执行这种计划。

349. 经委会对荷兰政府慷慨地表示愿意资 

助地方政府财政问题区域讲习班表示欢迎；这个

讲习班将与国际地方当局联盟合作办理，东道国 

为马来西亚政府，亚发中心亦将提供实质支持。

350. 经委会，注意公共行政股以向万国邮 

盟邮务行政人员区域训练学校作实质投入的方式 

询万国邮盟的训练计划提供了有用的支助，希望 

这种合作能够继续下去。

351. 经委会满意地注意到公共行政区域顾 

问向本区若干国家的国家机构提供的服务，并感 

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执行顾问的部分建议而慷 

慨提供的财政支持。

352. 委员会希望加强本区的技术援助工作。 

它听取了粮农组织.劳工组织和万国邮盟代表的 

发言。

3 53.若干代表提到使技术援助更适合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计划和方案，明确地查明优先领域 

以及在几年前拟定计划的必要。一个代表团觉 

得受援国相应捐款的负担不应太重。

354-若干代表团对扩大亚远经委会技术援 

助的任务对本区国家有好处的提议表示大力支持。 

它们指出开发计划署对亚洲的拨款较少，并促请

增加亚洲和远东的区域指示性规划数字。它们 

提到经委会对本区的发展问题比较了解并且参与 

在里面，并且提到把技术援助活动事权分散给经

委会所可发生的激励作用。为此目的，必须要 

获得适当的经费。同样地，各区域机构可以担 

负更大的责任。

355.经委会对目前强调加强进行仔细确定 

的高度优先领域的工作，表示欢迎。一个代表 

团赞成研究或解决发展过程中结构问题的计划项 

目，即妨碍发展的问题，不论问题在于发展中国 

家的经济或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或者在于两者之 

间的关系。另一个代表团赞成编制本区现有教 

育设施的一个清单一它认为去年为研究这种合作 

的可能性而设立的开发计划署发展中国家间技术 

合作工作组可以考虑这个意见。若干代表团对 

南太平洋联合国发展咨询队以及本区其他地方类 

似的队的成立表示欢迎。

356. 若干代表团提到它们自己在技术援助 

方面所作的努力。日本宣称它将增加对开发计 

划署的捐助；荷兰宣称将增加对亚远区研究金计 

划的捐助；苏联表示愿意资助统计方面的讨论会。

357. 总的来谠，经委会严重关切本区遭遇 

的重大问题和现有多边援助的不够充分。它对 

—些国家的预算外捐助表示感激，并确信亚远经 

委会在技术援助方面应担负更重要的任务。

358. 它通过关于这个问题的第144(xxx) 
号决议。

最不发达国家包括内陆国家和

发展中岛国的问题

359. 经委会注意到内陆国特别机关第二届 

会议的报告（E/C N. 1 1/1 1 12 )并核可其中所



载的该特别机关的职权范围。

360. 经委会注意到贸易委员会第十七届会 

议报告的有关部分中，贸易委员会就最不发达的 

发展中国家、内陆国家和岛国的问题所发表的意 

见。它确认迫切需要加强国际贸易司中负责继 

续注意内陆国家、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岛国 

的特别问题的那一股。为了使该股能够执行它 

的繁重的任务，经委会请执行秘书从联合国和预 

算外来源寻求额外的资源。

主要区域计划项目的进度报告

湄公河下游勘察工作协调委员会

361. 经委会审核了湄公河委员会的常年报 

告（e/cn. 11/1122）并听取了其主席、成员 

及委员会执行专员的讲话。

362. 若干代表对去年所取得的许多成就以 

及在许多重要计划项目方面所继续获得的进展， 

向委员会及各沿岸国致贺。经委会注意到由于 

各种燃料的费用剧增，在本区实施各项水力发电 

计划项目的需要大大地增加了；委员会并且注意 

到东南亚区拥有一个主要的能源，即湄公河下游 

的水利资源。经委会满意地注意到湄公河委员 

会过去十七年期间的工作表现出高度的合作性， 

并且它替利用这项宝贵财富的工作奠下了巩固的 

基础。

363. 经委会获悉，在国际银行对老挝南娥 

计划（第二阶段）的扩大一增加动力产量八万瓧 

•-的评价研究得到有利的结果以后，九个参加合 

作的国家筹措了约二千四百万美元，以便在一九 

七四年开始该项工作，亚发银行接受了老樹政府 

的邀请，担任该计划基金的协调员。

364. 经委会满意地注意到，得到四个参加 

合作的国家的协助，.在开发计划署一^项目下拟 

定的，委员会计划中的两个先驱农业项目，已由 

世界银行和亚发银行分别保证资助。经委会进 

一步注意到委员会四个成员国的其他先驱农业项 

目已都需要或很快就需要资助了。

365. 经委会注意到委员会活动中的许多其 

他部门都获得良好进展，包括三角洲发展规划、 

巴蒙最优化研究、航行改进、洪水预报、渔业、 

公共卫生和环境研究。此外，在本届会议期间， 

签定了两项协定，以扩大在航行改进方面对委员 

会的援助。

366. 若干与委员会合作的国家表示它们深 

信委员会应在印度支那半岛战后重建和受战争摧 

残的国家的发展方面负起重要的任务，特别注意 

委员会在帮助达致经济上自力更生的共同事业上 

所提供的区域合作的机会。一位代表说，他的 

政府已决定通过湄公河委员会提供其对印度支那 

战后援助的一个重要部分。若干其他国家表示 

对委员会继续存有信心，并承诺进一步参与它的工 

作。

367. 委员会对参加合作的国家提出许多继 

续援助的提议表示欢迎，并注意到委员会已接受 

了这些提议并已授权其执行专员作出必要的详细 

安排。

亚洲岸外地区矿物资源

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

368. 经委会注意到联勘协委会关于其第十 

届会议的报告（E/CN. 11/L. 383)及其技术咨 

询组关于其第九届会议的报告。

369. 经委会高兴地注意到新加坡已被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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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联勘协委会第九个成员，荷兰则以合作国家身 

份首次派代表参加。

370. 经委会认识到由于海洋可能解决未采 

的燃料和矿物供应问题，所以联勘协委会和开发 

计划署协助的项目面临的工作量十分庞大。正 

如开发计划署副署长在本届会议上所说，在全世 

界对能源和矿物原料的供应极为关切的情况下， 

联勘协委会的活动是特别适切的。

371. 经委会对开发计划署同意继续支持联 

勘协委会至一九七九年九月表示感谢。它获悉 

所有有关方面已在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签署了开 

发计划署项目第二阶段的项目文件。

372. 经委会获悉目前有三十四个国家以上 

从大陆架获得商业性石油。在一百零十个国家 

的岸外已展开了各种程度的商业性活动。在一 

九七二年，岸外产量平均接近每日九百五十万桶 

石油和一百七十亿立方尺天然气，每年产量价值 

一百亿美元以上。预测到一九八O年，世界百 

分之三十至四十的石油将来自海底。地质研究 

的结果支持一种日益加强的信念；不仅在大陆架 

和大陆坡可以找到石油和天然气，并且可能在一 

些邻接的海洋地区找到；最后世界海底石油和天 

然气资源的总藏量可能比陆地上的藏量还要多。

373. 在这种情况下，联勘协委会主动地参 

加国际海洋探测十年（海测十年）的计划是十分 

及时的。经委会注意到联勘协委会和教科文组 

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府间海学会）合作举办 

了东亚和东南亚矿成因和地质构造形态的海测十 

年工作会议。该工作会议拟订了一个具体的计 

划，包括多学科的断面研究；这些研究可以导致 

对了解东亚和西太平洋矿物资源有极大意义的研 

究。经委会注意到所有的联勘协委会国家都将

积极地参加海测十年的计划。教科文组织的代 

表希望联勘协委会国家也能成为府间海学会的成 

员。

374. 经委会注意到联勘协委会的兴趣不仅 

是限于寻找石油和天然气。在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和泰国的参与下以及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的协助下，它已采取行动进行调查马六甲海峡的 

锡和其他矿物的潜在储藏量，它并且在荷兰很可 

能提供援助的情况下，对马来西亚半岛东岸岸外 

进行矿物潜在储藏量的调查。经委会注意到联 

勘协委会在开采锡以外的碎屑重金属矿方面得到 

澳大利亚政府的不少帮助，包括技术咨询服务和 

训练联勘协委会发展中成员国的技术人员。

375. 鉴于联勘协委会成员国进行的岸外和 

有关的调查活动日增，这些国家很明，显地需要有 

更多受过训练的人员。经委会获悉，自从开发 

计划署计划项目开始进行以来，总共有九十九名 

联勘协委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人员和专家在计划 

项目办事处的安排下受到训练。经委会建议应 

通过举办更多和更长期的区域训练课程继续和扩 

大对训练的强调。由于岸外勘探有很多方面要 

依赖地球物理探测，因此应在训练课程中注意地 

球物理探测方法和技术，以$对探测结果的判读， 

这些课程可以在拥有足够岸外勘探设备、材料和 

:数据的联勘协委会成员国举办。

376.经委会注意到联勘协委会设立了一个 

遥测专家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将在一九七三年五 

月举行。由于几乎所有的联勘协委会成员国都 

参加了地资技星一号影象的实验研究，因此应用 

卫星遥测技术于岸外勘探的确是值得考虑的。

37  7 .经委会获悉联勘协委会将于一九七四 

年八月共同赞助一个环太平洋能源和矿物资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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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并且欢迎所有邻接太平洋的亚远区国家参加。

378.在讨论期间，若干联勘协委会成员国 

略述了科学调查和寻找海底矿物资源的进展。经 

委会高兴地注到特别是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颇 

有进展，并且联勘协委会和开发计划署的项目对 

其中一些发现作了贡献。

379.联勘协委会国家希望计划项目办事处 

继续担任区域中心，监察通过东亚岸外调查所得 

到的其他技术资料。它们又强调联勘协委会工 

作计划中花岗石的年代的鉴定及其与矿化的关系 

的重要性。

380. 经委会注意到曾向联勘协委会提供支 

助的发达国家会继续支助联勘协委会。特别是 

日本代表通知经委会，如果国会核可，日本政府 

将于一九七四年捐出一万美元现款给计划经理用 

在联勘协委会的工作上。这是该政府在已提供 

联勘协委会的物品援助外的额外援助。经委会 

又获悉开发计划署的项目可能获得一个私人基金 

会捐助一条探测船服务。探测设备和维修设备所 

需的技术人员可能需要发达国家捐助。由于联 

勘协委会的活动扩大了，成员国增加了，通过双 

边和多边安排和各国际机构、研究组织和基金会 

提供的援助一定将受欢迎.

381. 经委会获悉联勘协委会的下（第十一) 

届会议将于一九七四年八月七日至二十一日在汉 

城举行。这次会议的举行日期及地点都已按照 

岸外联勘协委会的任务规定，获得亚远经委会执 

行秘书的同意。

382. 中国代表团认为亚洲沿海各国的岸外 

地区有丰富的海床矿物资源。这些资源的勘探 

和开采对于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经济发展极为 

重要。在讨论期间，中国代表团强调中国对其

沿岸地区有不容争辩的主权，他同时声明中国对 

任何外来的侵犯表示强烈的反对。

南太平洋岸外地区矿物资源

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

383. 委员会获悉虽然委员会已有十八个月 

的历史，它的工作还没有达到满意的程度。各 

岛国的地质机构本身不足以对南太平洋的惊人资 

源进行广泛的地球物理和地质调查。因此，迅 

速的进展要依靠捐助国国际研究所和开发计划署 

的大量技术和财政援助。已经采取步骤,通过 

开发计划署来请一名海洋地质学家向会员国提供 

关于执行目前的调查和拟定新计划项目的咨询意 

见。直到一九七四年九月聘请了该地质学家以 

前并为了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已安排让矿物 

资源科科长访问各成员国国家机构，以确定进行 

各项正在进行的或将进行的计划项目的最好办法。

384. 经委会注意到发现和开采有经济价值 

的多金属结核的前景是令人鼓舞的，同时也有发. 

现有商业价值的金属泥和热盐水的可能性，但是， 

由于地质结构的差异，找到石油或天然气的可能 

性不及东亚岸外地区乐观。

385. 对太平洋岛国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它们 

对岸外矿物资源拥有何种程度的管辖权。斐济、 

印度尼西亚、毛里求斯和菲律宾的意见已传送给 

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它们认为直至最高层的国 

际谈判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前，矿业公司将不会对 

岸外勘探作出大量投资；因此，大部分的初期探 

测或开采将由各岛国自己进行。由于能源危机 

和某些矿物目前或将来可能的短缺，委员会和它 

的东亚的姐妹机构的任务就更重大了。

386. 新西兰代表告诉委员会，他的政府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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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大力支持委员会的活动。新西兰科学家认 

为委员会所拟的工作计划极有价值。澳大利亚 

和日本政府虽然不是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它们重 

新确定它们对委员会的活动的浓厚兴趣和支持。

台风委员会

387. 经委会获悉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减轻 

水灾和暴风雨的损害；这些损害每年不少于七亿 

美元。委员会成立以来的五年中，它在加强气 

象和水文服务方面有了相当大的进展，这些构成 

了成员国水灾预报和警报系统的基础。在训练 

工作人员、改善社区对灾害的准备和拟定预防灾 

害的国家计划方面也有了可喜的进展。

388. 经委会满意地注意到，开发计划署已

同意，在各参与国同意的情况下，把它在一九七

四至七六年期间的支助增加到六十六万二千美元,

但另外须有三十五万美元以双边援助方式提供给 /

委员会购买设备。再加上相应的援助四十三万 

六千美元，援助的怠数将达一百四十四万八千美 

元。因此委员会已作好准备重新着手并大大地 

加强处理减轻水灾灾害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没 

有一个个别政府有足够的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

经委会赞赏地注意到，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工作 

中，秘书处与气象组织保持了最密切的协调，最 

近并与红十字会联盟（红十联盟）建立了类似的 

合作关系，以改善社区对灾害的准备及拟定各项 

灾害预防计划。

389. 经委会对日本政府提供了许多技术和 

财政援助，来帮助在菲律宾邦板牙河流域及大韩 

民国汉河流域设立洪水预报和警告系统，表示感 

激。它也注意到日本政府正在与大韩民国和老 

挝政府商议进一步提援助来帮助在洛东身松姆和

宾汉河流域设立类似的系统。除了预报台风的 

一艘日本政府的海洋气象船“开符马鲁”号 

(Keifu Maru)已开始工作一段时候以外，

还在北纬30'东经135 ° 30 '设立了一个自动 

海洋气象浮标；又计划在一九七四年在东中国海 

设立另一个浮标。

390. 自从一九六九年以来，日本政府积极 

提供关于水灾预报和警报以及河道工程的训练 

课程_ 将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至六月二日 

在东京举行的社区准备和灾患预防第二个红十 

联盟/气象组织/亚远经委会联合调查团会议的 

筹备工作正在进行。把较重要的立法和其他文 

件泽成英文的工作已经完成。

391. 经委会注意到泰国政府积极参与台风 

委员会的活动，以及新组成的气象组织/亚远经 

委会热带气旋小组讨论会在孟加拉湾进行的活动。 

印度代表告诉经委会，新德里到曼谷和新德里到 

科伦坡各点之间的气象情报交换电信联系已经完 

成，这对于热带气旋的预报和警报将是极有价值 

的；他并表示印度政府愿意告诉其他国家它在气 

象学和水利资源发展方面所得到的经验和知识。

越南共和国要求秘书处协助改善其气象设备，以 

期减轻水灾损害。

392. 经委会注意到长期干旱所造成的灾害, 

它们有时比最大的水灾还要严重。秘书处被要 

求研究是否可能与其他有关组织共同设立一个专 

家小组，来研究干旱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对农业 

生产所造成的影响，和建议减轻干旱最坏的影响 

的实际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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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公路

393.经委会注意到连接期中亚洲公路项目 

的进度报告（E/CN. 1 1/1140)。 经委会也 

注意到协调委员会第九届会议的推延无法避免， 

它促请秘书处在经委会会议结束若干时间后召开 

该项会议。

394. 经委会确认亚洲公路对国际合作和区 

域一体化的重要性，它重申第133 (XXIX)号决 

议内，将该项目继续进入第二阶段的建议。经 

委会对开发计划署同意将该项目再延长两年半， 

表示赞赏，并促请该机构尽早核准项目最后订定 

的文件，以便分发给各成员国。

395. 经委会对下列各国表示感谢：日本政 

府委派一个公路工程师到运技局，并协助编订万 

象到新加坡一段公路的旅行指南；法国向巴黎国 

家地理研究所拨出必要的款项，编制一个亚洲公 

路地图并为来自亚洲公路各国的参与人举办若干 

单独的训练课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委派一个土 

术工程师到运技局；印度政府在科伦坡计划项下 

举办若干训练课程；泰国继续向亚洲公路技术新 

闻中心提供援助。

396. 经委会满意地注意到阿富汗、印度、 

伊朗、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其他国家 

政府在亚洲公路网，特别是十四个优先线的建造 

工作获得的进展。它对伊朗愿意负责筑造A — 
83线表示感谢，这条路线是A-1线的另一条路， 

路程缩短三百公里。可是，它了解到公路方面 

关于改良和改进、辅助服务、路标和信号、过境 

设备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促请亚远经委会秘书 

处协助各国从合作国家和提供援助机构取得必要 

的援助。

397. 经委会注意到有关国家代表提出的下 

列援助请求：(a)阿富汗，A-77线中段的测量

和两端各段的筑造；(b)孟加拉国，研究为A—2 
线在孟赫纳河和古姆蒂河上建造两座桥梁，代替现 

有的渡船服务；(c)高棉共和国，修复洞里萨桥， 

并重建亚洲公路的若干段；(d)越南共和国，改良 

公路的若干部分以应付繁重的运输需要；（e)斯里 

兰卡，研究提供“可上下汽车”类型的渡船服务， 

连接A-4线的印度段和斯里兰卡段，在技术上和经 

济上是否可行问题。经委会促请运技局向这些国 

家提供所需的援助。

398. 经委会注意到印度的建议，沿亚洲公路 

原型国际交通业务装置一个示范的试验性项目，以 

便对公路和象辅助设备及边境手续等因素的效用提 

供第一手经验。经委会也注意到斯里兰卡的建议 

把A— 4线从加勒延长，经汉班托塔、韦拉瓦亚，波 

图菲尔、巴提卡洛阿、哈巴拉纳和亭可马里等地， 

同在阿努拉达普拉的公路的现有部分连接起来。

区域性机构

399. 经委会分别审议了关于亚洲经济发展和 

规划研究所、亚洲统计研究所和亚发中心的活动的 

E/CN. 11/1141, E/CN. 11/1139和E/CN.11 
1133号各文件。

400. 经委会也审议了秘书处的e /cn .  11/ 
L. 932 和Add. 1 及E/CN. 11/1144号文件，这 

些文件谈到秘书处关于设立拟议的亚洲社会福利和 

发展事业训练和研究中心的工作；以及执行秘书同 

各区域性机构主任讨论各该机构的业务和方案的协 

调及一体化的情况。

401. 经委会分别审议每一区域性机构的活动 

时，注意到执行秘书发动召开一次现由开发计划署 

支援的各区域机构主任会议，目的在交换意见并探 

索进一步协调并整合各机构，包括拟议的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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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业务和方案的可能性。

402. 经委会强调需要协调各项业务和配合 

各区域性机构进行的方案，经委会还注意到各机 

构活动统筹处理会确保它们有限资源的运用发挥 

最大的效用，并免除工作重复的可能性。

403. 经委会注意到秘书处已采取措施通过 

同各区域机构主任举行协商会议，增进这些活动 

和方案的协调，并促请继续这样努力。

404. 经委会认为统筹办理的方法会使各机 

构具有应付区域里各项需要所需的活力。若干 

专门机构认识到统筹处理办法同它们发展区域人 

力资源所作的努力一致，因此，对所采的主动表 

示欢迎。

405. 经委会指出，在提议研究确保一个协 

调和统筹处理的办法所须各种措施时需要考虑它 

应优先办理的事项。可是，它注意到这项研究 

也应从每一个别机构特定部门业务有关的特殊需 

要的观点，来考虑它的全部情况。

406. 经委会在结束这个项目的辩论时，一 

致通过了题为“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援的经委 

会区域训练机构的全盘审查”的第148(XXX) 
号决议。

亚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

407. 经委会审议了载在研究所理事会报告 

(E/CN. 11/1141)的该所的进度和成就以及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秘书处关于该研究所的 

文件。经委会注意到研究所在该区域负起了有 

用的任务，向该所理事会，前主任凯基休博先生 

和工作人员表示赞赏。它欢迎新主任文尤•维 

奇特一瓦达坎先生，并希望他会革新研究所的方 

案，以符合该区域需要的变化。

408. 主任通知委员会说：研究所已完成十年 

的工作，面临的若干问题已勉可应付。开发计划 

署决定研究所应该改组它的方案和组织，因而得到 

新的推动力。经委会获悉研究所有充分的时间， 

在业务进行两年连接期（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 

中变更研究所的组织和工作方案使其适应该区域优 

先次序的变动。

409. 经委会欢迎开发计划署继续支援的保证 

开发计划署援助的方式和程度，将参照该署在一九 

七五年设立的审查特派团的调查结果来决定。

410. 经委会注意到已向开发计划署提出关于 

该研究所连接期中业务的项目文件，预期这项目短 

期内将获批准。新方案将更加适切各国的需要， 

并将努力在国家和国际层级加强该区域的研究和训 

练工作。这项工作将同区域内国家研究和训练机 

构合作进行。对于进行联合研究、训练和咨询服 

务，正同其他区域机构讨论中。对于若干选定的 

最不发达国家，正同亚发中心拟订特别方案。研 

究所依照这些准则，在连接期中将进行以下六个领 

域的方案：㈠发展规划和执行，㈡项目发展和执 

行，㈢金融下层结构的发展，㈣社会规划和福利 

㈤贫穷和失业，㈥环境研究和发展。

411. 除了这六个方案外，还将进行若干特别 

项目。这些项目包括：继续向亚洲发展研究和训 

练研究所协会提供秘书处便利，及对各国政府和联 

合国各机构提供技术援助，特别是减轻最不发达国 

家问题的技术援助。

412. 经委会赞同该研究所的工作方案，并强 

调对支持各项训练方案和寻求各国所面临问题的解 

决办法而进行研究的重要性。经委会也认为该研 

究所需要为高级人员举办短期和高度专门性盾的课 

程；并向国家训练机构提供关于方案设计和改进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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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技术的咨询服务和该研究所现有的资料。还 

建议筹办一个区域合作方面的高级人员会议。那 

些能由国家机构妥予办理的工作应避免重复，使 

难得的财力和技术两方面的资源得到最适宜的利 

用。

413. 经委会注意到，该研究所预期在业务 

连接期进行工作，经费每年约为120万美元，其 

中大约百分之五十由开发计划署以体制的和方案 

的方式支助。约有百分之二十可望从政府的捐助 

筹供；其余百分之三十则希望将来自各专门机构、 

各国政府的双边补助金和各基金会。

414. 若干政府已经表示要捐款给该研究所 

为期五年，而且目前愿意按照比例对一九七四至 

一九七五年两年连接期捐款，对此，经委会表示 

赞赏。

415. 经委会决定：各国政府在经委会下届 

会议该研究所提出工作计划和经费需要的详细提

案时，当能比较更妥地表示对一九七六------ 九八

O年第三阶段的捐款。

416. 有人认为，亚发银行应该对该研究所 

提供实质的支助一事，作有利的考虑，因为这样可 

以增加各国吸收亚发银行援助的能量。向目前 

已存在的象亚洲研究所一样的一个区域训练机构 

给予支助，经认为比亚发银行本身设立它自已的 

训练机构的办法要好些。

417. 经委会对于各个给予合作的国家、若 

干包括稂农组织、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在内的 

国际机构和若干基金会继续提供财政援助，表示 

欢迎。它对若干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以教学援 

助方式所提供的实物捐助，也表示感谢。

418. 泰国政府对该研究所供应临时性的东 

道国便利，并表示有兴趣成为该研究所的永久东 

道国，对此，经委会表示深切感谢，

419. 经委会根据理事会的建议，ー致通过 

第150(XXX)号决议，其中規定将该研究所延长到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其后于一九七六 

年开始第三个阶段，到一九八O年为止.

亚洲统计研究所

420. 经委会审查了项目管理员/主任提出 

的亚洲统计研究所一九七三年四月至一九七四年 

三月期间的报告（E/CN. 11/1139).经委会 

满意地注意到该研究所对促进本区域统计发展作 

出的宝贵贡献。在它成立的四年期间，它通过 

一般的、高级的和国别的课程，训练了来自本区 

域二十八个国家的260多个政府统计人员，经 

委会也满意地注意到，阿富汗政府请求把原定于 

一九七三年六月至七月举行的普通应用统计基本 

方面的训练讲习班，改于一九七四年六月至七月 

在喀布尔举行。经委会对于印度政府愿对人口 

抽样调查的区域训练课程提供东道国便利，表示 

感谢；该研究所根据亚洲统计人员会议第十二届 

会议的建议，曾提议在一九七四年末或一九七五 

年初由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提供财政援助办理这 

个训练课程。

421. 经委会赞同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至二十二日在曼谷举行的亚洲统计研究所计划项 

目期中审查会议的建议：该研究所应举办更多高 

级的和专门的训练课程和加强应用统计方面的实 

际训练。经委会也注意到一九七四年三月咨询 

理事会第八届会议作出的关于重新改订该研究所 

训练课程的建议，并希望在该研究所第二阶段里 

能够实行这些措施。

422. 经委会充分了解该研究所继续进入第 

二阶段会引起相当大的费用，通过了关于亚洲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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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研究所第二阶段期间（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 

经费问题的第151 ( XXX )号决议。

423. 经委会对以下各成员国和地区对该研究

所第二阶段认捐，表示感谢:日本(现金捐助200, 
000美元和相当于250万美元的实物捐助，但须 

经日本议会年度的批准，并附下列条件：执行秘 

书估计的全部费用的其余部分，由开发计划署和 

其他参加国家捐助）；阿富汗（5, 000美元）； 

澳大利亚（150, 000美元）；孟加拉国（5,000 
美元）；斐济（5,000美元)；吉尔伯特和埃 

利斯群岛（1，000美元）；香港(20,000美元）; 

印度（50,000美元）；伊朗（50,000美元）； 

老挝（2,000美元）;菲律宾(20,000美元)； 

大韩民国（50,000美元）；越南共和国（5,000 
美元）；新加坡（10,000美元）；斯里兰卡 

(15,000美元）；泰国（20,000美元）；西 

萨摩亚（2,000美元）。经委会促请开发计划 

署和其他国家考虑把它们的现金捐助增加到执行 

秘书在他给名国政府的信中请求的数额。

424. 荷兰政府在一九七四年增加对该研究 

所的研究金拨款并同意在非偿还性基础上供应一 

个人口和社会统计专家，对此经委会也表示感谢。 

还有，经委会希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联合王国 

在非偿还性基础上提供的专家会合乎特定主题方 

面迫切需要的专家。

亚洲发展事业管理中心

425. 经委会审议了亚发中心理事会关于设 

立该中心及其初期业务的报告(E/C N. Il/ll33) 
以及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关于该中心的进度 

报告。

426. 经委会注意到该中心在一九七三年十

月九日各参加国政府、联合国和开发计划署签订 

业务计划时正式开始工作。到目前为止，签订 

该计划的有十八个国家的政府。经委会欢迎该 

中心成立以来获得的进展，并相信该中心对改进 

国家发展的行政和管理能力方面，负责一个重要 

的任务。

427. 经委会核可理事会报告内所载的一般 

结构、建议的方法和各主要领域。

428. 经委会虽然认可了亚发中心的工作方 

案，但强调务使该中心补充而不是重复各成员国 

本国的工作，并强调该中心进行的工作和方案应 

为在区域层级比在国家层级更便于进行的工作和 

方案。经委会也认为，该中心不但应该同现有 

的国家训练和研究机构，而且也应该同其他有关 

的区域性联合国机构和专门机构密切合作。

429. 经委会注意到业务计划规定参加国政 

府应使该中心成为“ 一个法律实体，有其自已的 

法人地位”。这样就需要由各参加国政府订立 

一个协定，制定该中心的章程，它认为，现正 

拟订中的章程草案应在提交经委会审议前及早分 

发给各参加国家政府。

430. 经委会回顾到，理事会在其报告中曾 

要求阐明其自已对管理该中心的任务。关于这 

点，有人认为理事会的任务应该明白订定，并反 

映在拟议的章程内。监督亚发中心的工作，应 

由理事会主席担任。主席则对理事会负责。理 

事会也当有审议预算和有关管理该中心其他，适当 

事项的适当任务。经委会指出，在制定拟议的 

章程前，各参加国政府签字的业务计划中关于理 

事会的规定继续实施。

431. 委员会注意到：(a)开发计划署已为 

该中心业务的头两年批准1，260,948美元的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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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b)各参加国政府对同一期间的认捐共计 

502,500美元；(c)东道国政府的实物捐助 

计达2,220,075美元，每年的现金捐助为 

15,000 美元。

432. 经委会又注意到，开发计划署在原则 

上支助该中心的五年计划，包括上面提到的最初 

两年期间在内，且各参加国政府已对同样的五年 

期间认捐。业务计划中已有规定，在第二年下 

半年将进行审查，以便决定对开发计划署进一步 

援助的需要。

433. 在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委派的该中心第 

一任主任时，经委会注意到：联合国已委派七个 

专业核心人员，而且正作出安排以补实其余空缺。

434. 经委会称赞马来西亚政府。作为该 

中心的东道国，曾提供必需的物质设备和后勤支 

助。在建造永久总部之前，该政府提供了优良 

的、有充分设备的临时物质设施，还有，该政 

府在吉隆坡取得八亩地，该中心的永久总部的建 

造，进展顺利。

435. 经委会欢迎荷兰政府表示愿意提出现 

金捐助，并希望其他非区域成员对该中心的工作 

给予同样的支援。

亚洲社会福利和发展事业训练和研究中心

436. 经委会注意到主管社会福利事务部长 

国际会议（纽约，一九六八年）和第一次亚洲主 

管社会福利事务部长会议（马尼拉，一九七O年) 

的建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406(XLVI) 
号决议，是设立这个区域中心的根据。一个专 

家区域工作会议曾作出结论认为这个中心将在社 

会福利和发展事业方面负起不属于任何现有国家 

或区域机构范围的不同任务和职贵。

437. 经委会对该中心的设立表示一般的支 

持，但有一项谅解，即秘书处确保它的工作和现 

有区域机构的工作之间的协调。经委会认为由 

于发展过程的社会部门越来越重要，以及迫切需 

要有训练人员来执行新的社会政策、新的方案和 

改革，使该中心有早日成立的必要。

438. 经委会赞赏地听到以下的宣布：（a)日 

本除提供专家服务外，还在一九七五年会计年度 

捐献50,000美元；(b)泰国和越南共和国表示 

愿意作出财政捐助，详情容稍后通知；(c)荷兰 

盼望成立该中心，如经请求，将考虑提出适当的 

财政和技术援助；(d)国际社会福利协进会以它 

自已的名义并代表国际社会工作学院协会和国际 

社会社会工作人员联合会，愿意积极合作。

439. 这些都是若干成员国和国际组织早先 

的认捐之外的捐献。

440. 经委会关于这个问题通过了第149 
(XXX)号决议。

亚洲开发银行：工作和进展

441. 经委会有兴趣地听到亚发银行代表的 

发言，说该行一九七三年的放款承付款项增到 

42,100万美元，计增加百分之三十三。该行普 

通资源的贷款，增加百分之三十七；特别基金的 

贷款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经委会注意到，该行 

特别基金业务的扩张率较低是因为可用的特别基 

金资源有限。为了确保有前途的项目不致因为 

这个原因借不到款项，该行于一九七三年采行了 

一个临时办法，把它的普通资金掺入特别基金资 

源作放款之用。这样就把全盘宽减性保持同一 

九七二年的水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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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经委会注意到该行董事会在原则上已 

批准设置亚洲开发基金，其初步目标一九七四至 

一九七六年三年期为52,500万美元，这样可使 

它的宽减性放款增加一倍。该基金如能获得发 

达成员国必要的捐助，可望于一九七四年年中开 

始作业。在这方面，经委会听到日本代表的发 

言，说该国政府打算向基金捐助17,700万美元

443. 经委会注意到该行已同其他组织合作 

采取初步步骤援助东南亚受到战争蹂躏的国家。 

该行也越来越多地参加发展其他能源和协助扩充 

国内肥料生产的工作。

444. 有人建议亚发银行考虑能否对项目当 

地费用的一部分供应资金；并建议可能时雇用当 

地雇问，进行查明项目的研究工作。有人还建 

议亚发银行增加对教育和社会发展项目的援助； 

并使它的资金来源多样化。有人呼吁，所有发 

达成员国增加它们对特别基金的捐助-经委会 

听到印度政府表示愿意放弃对该行技术援助特别 

基金捐助所附条件，使有利于区域内发展中国家, 

但以其他援助国也这样做为条件。

445. 中国代表团要求亚发银行立即采取措 

施，从它的成员中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 

出去。

446. 经委会赞同执行秘书的建议，因为亚 

发银行是一个自主机构，有它自已的董事会审查 

它的工作和进展情况，经委会无需把亚发银行的 

项目列入未来各届会议的议程上。但这并不妨 

碍经委会在审查亚远经委会区域经济和社会情况 

时，讨论亚发银行的工作。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 

所通过与经委会工作有关的决议

447. 经婺会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五 

十四届和第五十五届会议及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 

所通过的与经委会工作有关的决议。

448. 经委会获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区 

域结构的研究的第1756(LIV)号决议，在该决 

议中理事会请秘书长考虑到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和 

驻贝鲁特经济社会办事处各成员国的意见，编制 

一个关于区域结构的研究新的报告。联合国总 

部要求将该决议提请经委会注意。

449. 经委会获悉亚远经委会秘书处已经向 

联合国总部提供关于亚远经委会和联合国其他各 

组织和机构之间现行体制安排的事实资料。该 

秘书处将按照本届会议作出的重要决定，特别是关 

于会议结构的优先事项和合理化方面的决定，向 

总部提出进一步资料以便编制该研究报告。经 

委会对这项情报，已予适当的注意。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

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

450. 经委会收到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 

的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E/CN. 11/L.393)以及一 

九七四年/七五年暂定的会议日历(E/CN.11/L.393/Ad d. 1)。经委会注意到虽然工作方案和基本 

格式并未变动，但已有若干的改进。这些改进包 

括在叙述其内容时文字使用的简化，项目的重复 

现象大为减少。还有，凡目前经费尚无着落的项 

目和方案，都用星号标明；并对若干多学科的项 

目和方案用适当符号表示。方案包括不只一个

而是两个历年-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 

人工月的供求情况是根据这个基础计算的。经 

委会获悉关于长期规划的提案未提请经委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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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期间的这些提案 

已经在上届会议加以审议；任何新提案仅能在本 

届会议后加以拟订，拟订时应注意经委会关于亚 

远经委会未来工作的新优先次序和方向的决定。

451. 经委会建议，工作方案应反映会议期 

间对辨明的新优先次序采取的行动。为了达到 

这个目标，工作方案必须由常驻代表咨询委员会 

同秘书处协商，在一九七四年举行的各次会议中 

详细加以检查，据了解，虽然一九七四年的工 

作方案不能在那个阶段加以修改来反映本届会议 

所订的新优先次序，可是应该尽力提出必要的变 

动以便在一九七五年的会议审议。有人认为， 

虽然这项工作最初可由常驻代表同秘书处协商进 

行，但是有关问题的立法委员会的意见也当予以 

计及。

452. 经委会虽然对于工作方案编排方面的 

改善表示赞赏，却认为仍有若干缺陷，特别是在 

所需资源的评估和优先次序的订定方面。对于 

进一步改进方案的形式和内容有若干建议提出。 

经委会认为，所有这些建议应由常驻代表同秘书 

处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中加以审议。

453. 经委会注意到，在提出一九七四/七 

五年暂定会议日历时，秘书处已依照E/CN.11/ 
L.384号文件所建议的方针尽量限制会议的次数。 

经委会还认为，会议日历须参照经委会就亚远经 

委会会议结构合理化问题作出的决定最后订定。

把中文和俄文作为

经委会的工作语文

深切的谢意。

455. 两国的代表说目前只在经委会召开年 

会时需要传译和翻译服务；到有更多合格的工作 

人员和必需的财力资源时，应逐步增加中文和俄 

文的使用。

456. 经委会通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第152 
(XXX)号和第153(XXX)号决议。

下一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457. 经委会欢迎印度政府愿意作一九七五 

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七日会议东道国的提议， 

并以鼓掌方式接受这个提议。

458. 经委会注意到亚远经委会在曼谷的大 

厦方案的进展甚为满意。建筑按照计划进行； 

新厦可望于一九七五年启用，使经委会一九七六 

年的会议能在该处举行。

454.经委会注意到，秘书处为本届会议安 

排了中文和俄文的全部传译和有限翻译的特别便 

利。中国代表和苏联代表对于这些安排，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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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通过的决议

140 (xxx).科伦坡宣言

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在举行其第三十届会议时，

深切关怀目前粮食缺乏之严重,石油、原料 

和工业品价格的高涨，以及本区域许多国家所面 

临的国际收支的危急情况，

重申亚洲和太平洋人民具有根据独立自主和 

自力更生原则继续发展它们的民族经济和在平等 

互利的基础上促进各国间合作的愿望、责任和意 

志，

认识到在解决这些优先问题时应对经济和社 

会发展采取整体路线的重要，

意识到它具有促进本区域各会员国经济和社 

会发展及继续领导区域合作的责任，

认识到国际社会现在必须应付上述新的挑战， 

而亚远经委会又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

1. 因此，认为最迫切需要采取行动的优先 

事项是在粮食、动力、原料和国外财政资源方面;

2 . 各 会 员 动 员 它 们 国 内 一 切 可 以 利 用 

的资源，并在区域一级和世界一级加强它们的合 

作，努力优先处理这些事项；

3. 要求国际社会将需要采取一致行动的最 

优先事项，集中在确保粮食供应的充足方面，包 

括逐渐增加充足的储备，并考虑按照第142 

(xxx)号决议内的提议设立世界肥料基金并采 

取其他措施；

4. 要求国际社会按照经委会第146(xxx)

号决议内所提议的办法，至少保持按减让条件提 

供援助的数额，帮助发展中国家应付它们国际收 

支的迫切需要和发展工作的长期要求；

5.宣告决心在已经找出的优先领域内加强

 

行动，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面力求采取整体路 

线，并在区域合作的总范围内协助分区的和其他 

形式的共同努力。

一九七四年四月五日， 

第四九o次会议。

141(XXX).

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改名

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考虑到联合国宪章关于“国际经济及社会合 

作”的第九章第五十五条至第六十条和关于“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第十章第六十一条至第七十 

二条，

考虑到宪章第一章第一条第三项，同时又参 

证了它的第四章第十三条第一项㈤关于促进经济、 

社会、文化、教育及卫生各部门的国际合作和不 

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助成全体人类人权 

和基本自由的实现的规定，

注意到亚远经委会循着发展的整体路线已在 

有关一般发展的各种活动中对经济和社会两个部 

门，给予同样的注意，

注意到所谓“远东’’这个地理名词都是由亚-57 -



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外国家的观点为出发的，

1. 建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把 

经委会现在的名称“亚洲及迅东经济委员会” 

(亚远经委会）改为“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 

委员会M(亚太经社委会）；

2. 请执行秘书将为实施本决议所采的措施 

向经社委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四年四月五日， 

第四九O次会议。

142(XXX).
设立世界肥料基金

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念及本区域的人口占人类的半数以上，而区 

域内员国大多数人民已经生活在仅能维持生 

命的水平上，

注意到确保粮食的充分供应是本区域内各会 

员国政府的最优先事项，

又注意到过去两年来这些国家曾面临粮食缺 

乏、粮价暴涨等严重问题，因而造成营养不良， 

使饥饿可能成为一件近于现实的事，

认识到应该立即消除对增加粮食生产所有的 

困难，以便以合理价格供应充足的粮食，

认为立刻优先在肥料方面采取行动将会对于 

粮食供应和粮食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进一步认为本区域许多会员国政府很难以合 

理的价格获得所需数量的肥料，

要求执行秘书立即与有关国际组织和通过常 

驻代表咨询委员会与各会员国政府协商，拟订设

立世界肥料基金协助发展中国家以合理价格取得 

供应并促进其肥料生产的具体建议，以备一九七 

四年世界粮食会议审议，

一九七四年四月四日， 

第四八九次会议。

143 (xxx).亚洲及逐东 

经济委员会会议错构的合理化

亚洲及近东经济委员会，

关于会议结构合理化问题的第138 

(XXIX)号决议，

注意到第138 (XXIX)号决议所拟议的会议, 

已经依照规定举行，

审议了这些会议所产生的建议(E/CN.11/ 

L. 384)以及执行秘书对这些建议的意见（E/ 

CN.11/L.399)，

认为需要：(a)规定一个与本区域主要问题 

领域相配合的会议结构，但同时应有充分伸缩性, 

以便处理所查出的优先领域；(b_限制会议的次 

数和期间，以便做到不只节省时间和资源，而且 

确保对它的资源作最有效果、最切实的利用，并 

于必要时充分补足它的资源；(c)弥合查出问题 

和执行计划项目之间的差距，并增进秘书处研究 

和传播资料的能力；以及(d)改进会议组织和程 

序，

1.决定会议结构和次数今后应依照下列模 

式：

⑻委员会每年应举行部长级会议，讨论和 

决定关于本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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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对各辅助机关和执行秘书的建议 

作出决定，审查和核定工作方案和优先 

事项，并采取任何其他必要的决定；

(b)㈠下列各委员会应照下面注明的期间 

举行会议：

农业发展 -每两年一次

经济规划 -每三年一次

工业、住房和技术-每年一次 

自然资源 -每年一次

人口 -每三年一次

社会发展 -每三年一次

统计 -每两年一次

贸易 -每年一次

运输和通讯 -每年一次

经委会还可以规定每年最多举行专 

设会议一次，讨论不属于其他委员 

会直接范围内的特定的重要事项；

㈡各委员会每一历年举行的会议不得 

超过七个，包括专设会议在内，会 

期最多以五十个历日为限；

(c)㈠以经委会在年度会议上核准为限， 

委员会可以提议召集政府官员和 

(或）专家专设工作组会议，讨论 

对工作方案中的特定计划所应采取 

的行动；应该酌量情况将这种会议 

的研究结果和建议经由有关委员会 

提交经委会下届会议，或经由执行 

秘书办公室提交有关国家政府；

㈡会议日期表应加以安排，使每一历 

年中所举行的本分段所述各种工作

组会议不超过十五个，日数最多以 

一百历日为限；

(d)此外，目前经委会所属的下列机关仍应 

依照各自的规章和职权范围继续行使职 

权：亚洲统计研究所咨询委员会 

湄公河下游勘察工作协调委员会

亚洲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 

员会

南太平洋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勘探协 

调委员会

亚洲发展事业管理中心理事会 

亚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理事，会 

内陆国家问题特别小组 

台风委员会；

(e)农业发展委员会和统计委员会的职权范 

围分别依照附件一和附件二内的规定；

(f) 成立一个常驻代表和经委会会员政府指 

派的其他代表的咨询委员会，其职权范 

围依照附件三的规定；

(g) 由于上述改变，今后经委会的会议结构 

应如本决议附件四内的图表所示；

2. 请常驻代表咨询委员会与执行秘书协商， 

依照经委会会议结构改变情况和可能的需要，调 

整或重新拟订除上文第1段(e)分
段 内 所 述 会 议 之 

外各主要立法性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研究是否可 

能设立一个关于航运和无形贸易问题的委员会，

并将提议提请经委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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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决定以政府间专设机关代替在各主要委 

员会一级之下执行职务的辅助机关现有结构，但 

必须先对这种辅助机关的职务和工作是否有效， 

加以仔细的审查。应该召开常驻代表咨询委员 

会会议审查这个问题，并将审查结果提交有关委 

员会。除非每个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赞成保留 

各辅助机关的结构，由它们在委员会职权范围内 

执行职务，就应该撤销这些辅助机关。应该把 

各委员会和常驻代表咨询委员会审查这个问题的 

结果提请经委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核定。在经委 

会未对这个问题采取决定以前，各小组委员会的 

工作应予停止；

4.请执行秘书根据新的优先领域，进行一 

切有利于新会议结构的秘书处内部的改组和合理 

化，并改进秘书处在执行新定工作方案和优先次 

序方面的绩效。

一九七四年四月五日， 

第四九O次会议。

附件一

农业发展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农业发展委员会的职权如下：

㈠经常根据区内其他部门和全面经济 

发展的程度，审查粮食和农业的发 

展情况；

㈡为本区会员国提供一个彼此讨论和 

交换与本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的 

农业问题的情报和经验的场所；

㈢根据本区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计

划来审查和评考粮食和农业部门计 

划和方案的实施情况，避免与区内 

其他机构的工作重复；

㈣拟订经委会粮食和农业部门的工作 

方案，并与经委会其他委员会和国 

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合作，对执行情况加以审查和提 

供意见;

㈤建议为执行上述任务所必需的其他 

安排，包括在必要和有助于工作的 

推行时，设立专门性的辅助机构；

㈥将研究结果和建议转送各会员国和 

准会员政府；并就活动情况向经委 

会提出报告，以备其转送粮农组织 

区域会议，供其参考和协调。

附件二

统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统计委员会的职权如下：

㈠提供会员国间讨论统计方面共同有 

兴趣的问题的场所；

㈡审查本区各国在统计发展上获得的 

进展；

㈢交换有关区域性重要统计问题的知 

识和经验；

㈣促使国际统计标准适应于本区发展 

中国家的情况和需要；

㈤促进统计质量的改进和新技术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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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安排在会员国之间交换有关统计工 附件三

作和方法的资料；

㈦建议有关区域性问题的研究；

常驻代表和由经委会会员国指派的 

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㈧建议筹办可能帮助获得解决技术和

其他问题的现行发展和技术的讨论 常驻代表和由经委会会员国指派的其他代表

会、工作组、工作会议等； 咨询委员会的职权如下：

㈨审查统计司的工作方案，并建议今 ㈠维持会员国与经委会秘书处之间的

后的工作方针； 密切合作和协商；

㈩建议对各国统计方面的技术援助方 ㈡在将会议日期表草案向经委会会议

案； 提出之前，加以审查；

(11)审查亚洲统计研究所主任的报告， ㈢根据议事规则第二章，就经委会会

并就该所的作业提供指导； 议的临时议程与执行秘书交换意见;

(12)就通过出版和其他方法散播统计资 ㈣在议程最后决定以前，协助秘书处

料问题，作出建议； 为经委会每届会议草拟临时议程说

(13)向经委会提出有关统计事项的意见， 明；

并直接向经委会提出报告。 ㈤遇经委会在会议期间举行非正式的

代表团团长会议时，审查其讨论的 

项目；

㈥讨论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包括其 

所需的预算外费用；

㈦办理经委会交办的任何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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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亚远经委会会议结构

 阶层

次數

职

部长级 

每年一次

政策和方针

阶层

职责:

阶层:

职责:

负责官员

如各栏内所示.会议 

次数（包括专设会议） 

限定每年最多七次， 

会议总日数每年五十 

历日.

部门性的审查和拟订 

计划项目及方案 

负责官员

根据需要；一年最多举行 

十五次会议:会议总日数 

在一百天以内

执行计划项目。

常驻代表和亚远经委会 

会员国他代表

贸易

(每年

ー次)

①

农业发展

(两年

一次）

经济规划 
(三年 

一次

工业.住房 

和技术

①

(每年
一次）

自然资源

开发

(每年
ー次）

人口

(三年

—次）

社会发展

(三年

一次）

①
统计

(两年 
—次)

运输通信①
(每年

一次）

专设会议

(各委员会未 

包括的问题)

㈠专设政府间小组

/专家小组 
㈡其他小组活动(5)

理事会
亞洲统计研究所咨询理事会

亞洲经济发展及规划
研究所咨事会

南太平洋 
岸外

①改称委员会.

(2)亚洲工业化会议和亚洲工业

发展协会改组为工业

住 房 和 技 术 委 员 会 ， ③动力、水利和矿物资源的开发问题分别每三年举行一次.

(4)专设会议须经经委会认为某一问题确有显蓍裔要始能依其优先次序决定

召开，唯每年不得超过一次.

(5)其他小组活动的范围，不加限制.



144( xxx).分散技术援助活动和 

加强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回顾联合国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分 

散和加强各区域经济委员会的各项决议，特别是 

大会第 1518(XV)、1709 (XVi)、1823 

(xvii)、1941 (xviii)和2803 (xxvi)号 

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793(xxx)、823 

(xxxii)、879(xxxiv)、955(xxxvi)和 

1601(LI)号决议，

又回顾经委会关于分散和加强各区域经济委 

员会的第35(xvii)、41(xviii)和 119 

(XXVII)号决议，和关于增加并协调对区域计 

划的协助的第127 (xxviii)号决议，

注意到自从通过这些决议以来并无进展，

感谢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对经委会和亚洲人 

口方案给与的大力支持，

深切关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亚洲各项区域 

计划所分配的资源与本区域各项问题的重大程度 

和人口的总数并不相称，

考虑到本区域发展方面的各项问题是序言部 

分所引述各项决议的基本事项，而经委会对于这 

些问题既较熟悉又具经验，且曾为之做过多科目 

的研究，

认识到迫切需要尽量发挥经委会拟订和执行 

透过开发计划署和人口活动基金筹供经费或直接 

由各会员国筹供经费的各区域和分区计划项目的 

能力，

热烈欢迎一些发达国家透过经委会对各区域

计划项目所提供的日益增加的援助，

1. 请所有发达的会员国和其他有关国家支 

持或继续支持经委会的活动；

2. 要求把区域内联合国目前是或预期将来 

可能成为它们的执行机构的所有那些区域和分区 

域计划项目赶快分散到经委会；

3. 建议由联合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 

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和经委会进行协商之后，指派 

经委会为这些计划项目的执行机构；

4. 又建议在进行这种分散和指派时，应该 

同时把执行各计划项目的手段也加以必要的分散， 

包括适当贴补经委会的间接费用；

5. 敦促进一步加强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 

和经委会之间的合作，以期确保经委会积极参加 

开发计划署的国家间方案拟订、人口基金的区域 

和分区方案拟订，和区域内各计划项目的评价；

6. 要求把本决议全文送交开发计划署署长， 

供一九七四年六月理事会开会时审议。

一九七四年四月四日， 

第四八九次会议。

145(xxx).

设立亚洲农业机械中心

亚洲及迅东经济委员会，

认识到农业是本区域多数国家主要的经济部 

门，工业发展尤其是与农业有关的工业发展，与 

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极重要的关系，

念及由于粮食生产不够，再加上人口的急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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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本区域多数国家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问题， 

正在实行多作物农业和多作物耕作，

又认识到有迫切需要,使绿色革命收到最大 

的效果，让向来因绿色革命而被落在后面的亚洲 

多数小农也能受到它的利益，

认为要达到这一个目标,必须尽量使本区域 

的小农得到更多的合用农具和合用机械，

满意地注意到亚洲工业发展协会和秘书处在 

农业机械方面的工作，

1.同意亚洲工业发展协会第九届会议关于 

设立一个亚洲农业机械中心的建议，并决定尽快 

在菲律宾成立这一中心；

2.对于菲律宾政府愿意对这一中心提供东 

道国的便利，表示感谢;

3.请执行秘书采取及早在菲律宾设立这一 

中心的必要步骤，包括派遣一个由亚洲及远东经 

济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合组的特派团到有 

兴趣的国家去签定计划文件，并召集这些国家的 

政府开会，商定这一中心的职权范围并对有关设 

立这一中心的各种事项，作出决定；

4. 敦促开发计划署作出最有利的考虑，对 

这一个计划提供支援；

5. 敦促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粮食及农业 

组织和国际大米研究所等一类与设计和改良合用 

农业机械有关的国际组织和机关，对这一中心的 

设立，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

一九七四年四月五日， 

第四九O次会议。

146 (xxx).为发展中国家 

国际收支的急迫需要和

长期发展要求提供资I

亚洲及迅东经济委员会，

深切地忧虑到目前世界性的通货膨胀,石油、 

粮食、肥料和许多工业品价格的暴涨,其中一些 

商品的供应缺乏以及航运困难和运费日增等，对 

本区域大多数国家的国际收支一特别是对本区 

域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福利和经济发展——的不利 

影响，从而更增加了达到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 

所订目标的困难，

满意地注意到大会将召开一届特别会议来讨

论原料和发展方面的问题，以及联合国系统为减

轻目前经济情况的不利影响所作的努力，

认识到立即补救的办法之一就是向国际收支

和进口能力由于一系列的不利发展而受到严重影 

响的发展中国家以低息和长期偿还的减让条件提 

供充足的财政援助，
^各国和各组织为了在这方面协助发展中

国家所作的各种倡议和措施，
热烈欢迎石油输出国为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所作的各项倡议，特别是伊朗阿尔亚-迈赫尔国 

王陛下承诺向国际金融机构提供不少于相当十亿 

美元的捐款，并倡议设立一个条件宽大的基金， 

请主要石油输出国和工业化国家对基金给予捐助， 

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减轻其目前的国际收支困难， 

并执行其发展计划和方案，

1. 提请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注意伊朗国王 

陛下的倡议和其他倡议，并请特别会议审议早日 

达成所述基本目标的方法；

2. 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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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充分协助筹募额外经费并 

将这种经费提供发展中国家；

3. 建议发达国家对那些受不利发展影响最 

重的国家，至少保持按减让条件提供援助的数额, 

并以适合于迅速援救国际收支困难的方式，加以 

援助，尤其应该尽早完成补充国际开发协会经费 

的办法；

4. 进一步建议各国采取一切其他适当措施， 

抑制目前加重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负担的膨胀性 

涨价；

5. 请执行秘书将本决议提交经社理事会主 

席，要求将本决议提请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注意。

一九七四年四月五日， 

第四九O次会议。

147(xxx).
发展尼泊尔蓝毗尼公园

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回顾关于发展蓝毗尼的第129( xxix)号决 

议，

认识到发展甘达基-蓝毗尼区域对尼泊尔全 

面发展计划的经济重要性，和发展蓝毗尼公园对 

亚洲和全世界的意义，

赞赏地注意到尼泊尔王国政府在筹划这个计 

划项目上所作的进展，

欢迎运输及通讯委员会在第二十二届会议上 

对加速发展蓝毗尼一事所给予的大力支持，以及 

联合国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各友好国家对

这个计划项目所给予的支持和援助，

念及完成蓝毗尼公园总计划其余部分所需要 

的款项仍然不够，而没有它就不能开始进行实际 

建造工作，因此需要更多的援助，

深切感谢执行秘书对这个计划项目的浓厚兴 

趣，以及他向各会员国要求对蓝毗尼的发展工作 

给予慷慨捐助的呼吁，

热烈欢迎各方愿意提供援助的表示，包括若 

干政府在本届会议上所作的提供援助的表示，

1.决定继续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和援助， 

使尼泊尔王国政府能够迅速实施这个计划项目；

2.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署长尽最大可能对这个计划项目给予援助；

3. 恳切要求各会员国政府尽它们最大的能 

力以现款和实物捐助发展蓝毗尼计划所需要的资 

源；

4. 执行秘书向尼泊尔王国政府提供关 

于这个计划项目的一切可能的援助，并向经委会 

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

一九七四年四月四日， 

第四八九次会议。

148 (xxx).对由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支助的经委会

区域训练机构的通盘审查

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确认亚洲经济发展及规划研究所、亚洲统计 

研究所、亚洲发展事业管理中心和行将设置的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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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社会福利和发展事业训练和研究中心等区域训 

练机构在业务上和活动上的密切协调可有多方面 

的利益，

又确认各区域研究机构的工作方案需要互相 

调和互相配合，以确保它们对所处理的各个部门, 

有一个协调一致的通盘办法，

注意到开发计划署将逐步撤销对各区域研究 

机构的支助，因而区域内各国和有关的组织和机 

构可能要对这些研究机构的业务担负起较大的责 

任，

认识到这一步骤可能有对各研究机构进行一 

些实质性改革的需要，而这种改革是应该经过审 

慎考虑的，

1. 赞同各区域研究所所长与执行秘书会议 

报告（E / C N .  1 1 / 1 1 4 4 )内所载的提议，即由 

执行秘书主动采取协调各研究机构业务的行动；

2. 请执行秘书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协商，

在一九七四年内派遣一个特派团来研究这个问题;

3. 促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为该特派团提 

供资金的请求，给予有利的考虑；

4. 请执行秘书就该特派团研究的结果和建 

议，向经委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四年四月四日， 

第四八九次会议。

149 (xxx).设立一个亚洲社会福利 

和发展事业训练和研究中心-

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回顾主管社会福利事务部长国际会议（一九 

六八年，纽约）关于各区域设立社会福利高级训 

练和研究中心来训练高级资深社会福利事务人员 

的建议，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406(XLVI) 
号决议赞同这一建议并要求秘书长和各区域经济 

委员会执行秘书同会员国政府就设立区域社会福 

利和研究中心的问题进行协商，

產盈第一届亚洲主管社会福利事务部长会议 

(马尼拉，一九七O年）承认本区域有设立一个 

社会福利训练和研究中心的需要的赞助立场以及 

菲律宾政府关于这一建议的技术可行性的意见， 

建议由菲律宾政府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要求援助， 

由后者向本区域各会员厨政府调查对于此事的意 

见以及其是否愿意接受这一项建议，

注意到当菲律宾代表团在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 

议上宣布菲律宾政府已在采取步骤为该中心提供 

设备时，经委会所作欢迎的表示，

念及多数会员国原则上赞同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所发出的计划项目拟议；已有一些国家答应提 

供财政和人事的相对支援，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秘书处已表示愿意提供大量的财政援助和其他专 

门知识，咨询服务及研究金经费，

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经表示，一俟亚

远经委会较富、较大的会员国愿意继续提供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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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和其他捐助，该署希望这个中心就可成为 

具有适当身分和法律地位可以执行业务的法人，

进一步注意到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八日至二十 

五日在马尼拉召开的筹备专家小组所建议的关于 

该中心工作方案内容及其活动的计划（E/
CN. 11/L. 392/Add.l),

1. 请执行秘书依照关于一般区域机构的第 

148 (XXX)号决议，（a)与各会员国政府协商, 

要求它们承担该中心头两年的财政和其他支持，

(b)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其他有关方面协商对 

业务文件作最后的决定并加速计划项目的推进；

2 .敦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其他参预此事 

的联合国机构和组织，尽其所能支持执行秘书的 

努力使该中心得以早日成立。

一九七四年四月四日， 

第四八九次会议。

1 5 0 ( x x x ).依据亚洲经济发展及规划研究所理 

事会的建议，将该研究所延长到一九七四和一九

七五年并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其第三阶段，到一九 

八O年为止

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忆及第 1 2 3  ( x x v i i i ) 号决议，其中依亚 

洲研究所理事会的建议，促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和亚远经委会会员国和准会员政府向亚洲研究所

第三个五年期（一九七四-一九七八）提供财

力支助，并予以大量扩增，该决议并规定将研究 

所改为一个永久组织，继续作为在联合国支助下 

的区域研究机构进行工作，

赞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把一九七四至一九七 

五年当作连接期的决定，使研究所能够参照本区 

国家当前和长期的需要，重新安排它的活动，

念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在一九七五年设立 

一个审查团，检查将来向第三阶段（一九七六至 

一九八0)提供支助的各种可能方式，

欢迎研究所决定审查本区域各国的训练和研 

究工作的优先次序，并将与国家研究机构和其他 

组织合作，着手编拟这些优先领域的具体方案，

注意到第1 4 8 ( X X X )号决议请执行秘书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协商，派遣一个工作团，研究 

研究所和亚洲统计研究所、亚洲发展事业管理中 

心以及拟议的亚洲社会福利和发展事业训练和研 

究中心在业务上协调的方法，

察知理事会关于研究所职权的报告和其中所 

载关于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连接期和研究所第 

三阶段的提案和建议，

1. 同意将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当作连

接期的决

2. 接受理事会的建议，将经委会会员国和 

准会员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八年认捐的数额加以重 

订，反映出这些国家在连接期按比例提供的财力 

援助，还没有缴纳捐款的经委会会员国也照这个 

建议办理；

3. 建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经委会会员国 

和准会员同意加一个第三阶段（一九七六至一九 

八O);

4. 感激泰国王家政府一直为研究所提供东 

道便利及其对该研究所常设在该国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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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决定由研究所理事会就筹划第三阶段所 

采取的步骤，向经委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四年四月四日， 

第四八九次会议。

151 (XXX).对亚洲统计研究所第二阶段（一九 

七五至一九七九年）提供资金

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回顾第134 (XXIX)号决议：促请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和经委会各会员国和准会员政府考虑对 

亚洲统计研究所提供第二个五年期间〔一九七五 

至一九七九年）所需的财政及其他支援，直到有 

其他满意办法能保证提供这项支援为止，并建议 

把研究所变成一个联合国支援下的永久性区域机 

构，

注意到一九七四年二力二十一至二十二日所 

举行的计划项目中期审查会议的报告和其中所载 

的下述建议：继续统计研究所的活动并考虑在资 

金许可的情形下扩大这类活动，把提供咨询服务 

和研究便利也包括进去，

注意到一九七四年将派遣一个特派团去研究 

亚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亚洲统计研究所、 

亚洲发展事业管理中心和拟议设立的亚洲社会福 

利和发展事业训练和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目前情况、 

活动和问题，并就这些机构活动和业务的协调作 

出建议，

感激地回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经委会一

些会员国和准会员政府对统计研究所第二阶段已 

经承诺的财政援助，

遗憾地注意到到目前为止，认捐总数还比执 

行秘书估计在第二个五年阶段圆满执行亚洲统计 

研究所计划所需的最低款额少得多，

1. 促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经委会各会员 

国和准会员政府考虑把它们的捐款提高到执行秘 

书对每一国家所建议的数额；

2 .  计划项目中期审查会议的报告中所 

载的建议：请执行秘书向其他来源寻求预算外援 

助，使统计研究所能够继续存在，并有扩大其活 

动的可能。

一九七四年四月四日， 

第四八九次会议。

152(XXX).将中文列为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工作语文之一

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经委会的一个区域 

成员，

注意到中文是联合国工作语文之一，

确认为了经委会的工作，应该给予中文以工 

作语文的地位，

决定将中文列为经委会的工作语文之一，并 

相应地修正经委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一九七四年四月四日， 

第四八九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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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将中文列为亚洲及返东经济委员会工作语文之一: 

修正经委会议事规则第四十四条、四十五条和五

十四条(d)

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注意到将中文列为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 

作语文之一，并相应地修正经委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

审议了执行秘书的说明，

决定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四十 

四条、四十五条和五十四条(d)应予以修正如下并 

自......起生效：

第八章 

语文 

第四十四条

经委会以中文、英文和法文为工作语文。

第四十五条

以经委会三种工作语文中任何一种发表的讲 

词，应以另二种工作语文传泽。

第十二章

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第五十四条

提送摘要，或供给足够份数的三种工作语文的全 

文副本，以供分发。如经经委会或经委会辅助 

机构特别请求时，亦得以全文分发;

153 (xxx).将俄文列为亚远经委会工作语文之一

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考虑到苏联是经委会的一个正式会员，同时 

又是亚远经委会创始国之一，

注意到俄文是联合国的正式和工作语文之一，

认识到俄文已越来越普遍地被用作各国际组 

织的工作语文，

确认为了经委会的工作和便利使用俄文的会 

员国参加它的活动，应给予俄文以工作语文的地 

位，

决定将俄文列为经委会的工作语文之一，并 

相应地修正经委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一九七四年四月四日， 

第四八九次会议。

(d)第一类组织所提书面意见，不超过二千 

字时，应分发全文。超过二千字时，该组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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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

459.经委会在第四九一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下列决议草案，提请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采取行动：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注意到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关于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一九七四年 

四月六日期间的年度报告，以及报告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所载的各项建议和决议,

“认可报告第五部分所载的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

一九七四年四月六日， 

第四九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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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一九七四和一九七五年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

460. 一九七四年四月六日经委会第四九 

一次会议核可下列的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委 

员会建议工作方案应反映在本届会议所定出的新 

优先次序方面将要采取的行动。为了实现这个 

目标，亚远经委会常驻代表和经委会会员指派的 

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必需在一九七四年中举行的 

会议上，同秘书处密切咨商，进行仔细的调查。 

有人建议，虽然这项工作开始时可由常驻代表商 

同秘书处的意见执行，但是也应考虑到立法委员 

会在有关问题方面的意见。

㈠ 导言

461. 编订下列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工 

作方案和优先次序时，曾得到经委会辅助机构的 

同意，并曾参照联合国其他单位的建议；各辅助 

机构曾于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以后举行了会议。

A基本指示

462. 经委会执行秘书和经委会各辅助机构: 

在编制这个方案时，曾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 

大会的基本指示和决定，以及行预咨委会的建议。 

这些指示、决定和建议关系到集中、协调、分傲、 

经济及社会方面的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会议时 

地分配和有关问题，以及文件的管制和限制。

B. —致行动和协调

463. 在执行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时，一方

面将继续着重实际的计划项目和实地活动，同时 

也建议在既定的领域中加强多部门和部门间互相 

参照的办法。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工作 

方案和优先次序的说明中将会看到经委会已试图 

找出日后应在多部门和一体化基础上进行工作的 

一些领域。这包括下列的一些问题：包括内陆国 

家的最不发达国家，根除普遍贫穷，人类环境， 

航运与港口发展，促进旅游事业和在商品基础上 

的规划协调。

464. 联合国系统内的一致行动和协调，也 

通过各种联合机构间部门或单位以及区域一级的 

机构间协调工作，特别是在题为“加强奸协调联 

合国各区域结构”的经委会第119( XXVII)号决 

议的意义上，维持下来。亚远经委会继续承担 

了贸发会议事实上的区域分支机构的职责，特别 

是国际贸易中心的分支机构。和万国邮盟合作 

执行的业务，已经日渐壮大，进展令人满意。除 

了关于社会发展和人口问题的各机构间会议外， 

全面的机构间协商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465. 此外，正如过去几年一样，执行秘书 

采取的政策是在适当的情况下，利用例如大学、 

国立、私立或公立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等机构，来 

执行工作方案中的部分计划项目。

C.新的体制安排

466. 气象组织和亚远经委会合组的热带旋 

风专家小组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举行了第一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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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按照经委会早期的决定，区域矿物资源发 

展中心已于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成立。设 

立锡工业研究和发展中心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 

进展。而设立由开发计划署援助的亚洲社会福 

利和发展事业训练和研究中心的进展情况，亦可 

令人满意。目前，设置亚洲大米贸易基金协定 

已成为法律实体，正在让更多国家签署和存放接 

受书。

D. 秘书处的事权分散和加强

467.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601(工工） 

号决议和大会第2803( XXVI)号决议，从一九 

七二年起，办理技术援助经常方案的权力已分给 

亚远经委会，同时为最不发达国家和联合国南太 

平洋发展咨询队执行的方案额外部分已成为总部 

和亚远经委会的共同工作。同时，特别强调有 

将事权进一步分散的必要，特别是在执行特别地 

区计划和提供这些寸划的间接费用方面。

468. 为了更充分地利用来自经常预算、开 

发计划署部分和预算外资源的技术援助资源，技 

术援助股在各方案下的协调职务继续日益增加。

这方面出现了一个新的特色，就是荷兰政府于一 

九七三年提供了九百万荷兰盾，作为预算外活动 

之用，这就使技术援助股在中期性的基础上参与 

荷兰/亚远经委会XBO方案二的业务和管理工作。

469. 通过荷兰豉府援助的双边方案是发展 

合作的一个实例，希望其它发达国家也提供类似 

的预算外援助以及在一段时期内提供工作人员的 

服务，以便秘书处能够在最近的将来着手规划和 

执行协调援助方案。

思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工作方案的提出

470. 委员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上除了通过 

工作方案本身外，还通过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七年 

的长期计划提案，包括对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展望。 

因此，目前的工作方案不包括长期计划提案，但 

方案的期限是一九七四和一七五两年。

471. 虽然工作方案仍旧依照经委会第二十 

九届会议的方式提出，但经委会也致力于合理化 

和修订方案的内容，以便简化提出方案的程序， 

避免工作的重复。此外，还试图通过标记星号, 

来说明只要有所需资源就能予以执行的优先计划 

项目。这些在解释性说明中会得到解释。同 

时，为了促进协调和一致行动，已用适当的记号 

去辨别工作方案中有待采取多部门行动的各个项 

@。

472. 工作方案和亚远经委会会议结构间的 

关系是直接而且密切的。因此，经委:会根据 

138( xxix)号决议所作的关于亚远经委会会议 

结构合理化的决定，已使适当地修改工作方案成 

为一件必要的工作。

473. 在提交工作方案时，也考虑到适当地 

减少会议次数的需要。在提交暂定会议日历以 

供经委会审议时，曾试图根据亚远经委会常驻代 

表和经委会会员指派的其他代表提出的报告（E/ 

CN 11/ L.384)内所建议的方针去限制会议的 

次数。在参照经委会关于会议结构合理化的各 

项决定后，已厘定了暂定会议日历。

F.文件的管制和限制

474.按照内部的安排和上级机关的指示，已经継续： 

不断地实行管制文件的措施，包括事先规划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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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减少百分之十五。一九七三年再减少百 

分之十的要求已付诸实行。此外，正尽力保证 

文件早日完成，让与会者有足够的时间来加以研 

讨。在这方面，由于各主要委员会的会议是在 

经委会常年会议开会前不久举行的，为了处理它 

们的报告，秘书处的职员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 

赶办一件份量相当蘩重的工作。为了今后避免 

这些困难，使遵照经委会议事规则第二条采取行 

动更为方便，因此建议在暂定会议日历中，安排 

各主要委员会在每年十一月或十二月前召开所有 

的会议。

G. 工作方案的执行

475. 工作方案虽有尽可能求其确定的需要， 

但有不可预见的因素使人不得不更改或放弃某些 

计划项目，或改订它们的优先次序。因此经委 

会一如过去，可以让执行秘书斟酌情形更改或缓 

办计划项目，或在其认为必要时，于核定的工作 

方案范围内，改订一些计划项目的优先次序。

H.主要活动领域的概述

研究和规划

476.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所要审议的 

主要领域可摘要如下：

(a)审查经济发展和政策。将编制一份关 

于亚远经委会地区在第二个发展十年中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中期审议和评价，并以一九七四年《亚 

洲和远东经济概览》出版。概览第一部分包括 

特别研究，第二部分则载有该区域各会员国的经 

济概览。

(b)经济发展和规划。将于一九七五年一 

月举行的亚洲经济计划人员会议第五届会议的筹

备工作即将着手办理。该会议是一个立法机构， 

它将审议进度评价专家小组关于在亚远经会区域 

内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中期审查和评 

价的报告，也将审议关于发展规划统一办法的研 

究以及解决普遍贫穷和失业问题的政策和战略。

(c )区域合作和发展计划的协调。在商品 

方面，为了促进发展规划的区域合作和协调，将 

编制若干特别研究，和召开关于木材、棕榈油和 

黄麻的会议。

477. 这个方案的目的是协助本区会员国扩 

展它们自己之间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 

并协助它们拟订和执行有关国家贸易的国家规划 

和政策。它的另一个目的是促进贸易、金融和 

有关领域的国际和区域合作。在贸易方面的主 

要活动为：

区域贸易和货币合作

478. 贸易扩展方案：在亚洲贸易扩展方案 

下产生的贸易谈判小组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和一九 

七四年一月举行了第三和第四届会议。以后会 

议将来按需要在必要时另外举行。为此目的，

秘书长将为贸易统计补充新的资料，并对贸易政 

策和壁垒、和商品的生产、销售、和分配问题进 

行研究，以确保谈判能够成功。

扩展国际贸易的方法

479. 秘书处正在草拟一个适用于整个挥域 

的多国家出口信用保险方案。在参照将要在本 

区各有关会员国首都举行的关于该项方案的技术 

性协商后，将举办一个专家小组会议，来编成这 

项方案的最后定本。

480. 在贸发会议秘书处的密切合作下，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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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处将在区域一级进行第三届贸发会议有关建议 

的后继行动。

援助内陆和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481.上面这个题目的工作组成部分是从许 

多工作方案的计划项目中选出来的。根据这个 

计划项目，秘书处将对这些国家的特殊问题进行 

调查、研讨和分析；派遣部门间小组特派团到蒙 

古；为内陆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办理特别训练方 

案；为内陆国家提供贸易和过境问题的咨询服务。 

内陆国家问题特别小组的第二次会议已于一九七 

三年召开。

亚远贸易促进中心

4 8 2.除了办理选定产品的出口促进和市场 

调查等方面的实务训练课程外，该中心又积极地 

参与亚洲贸易发展方案，并协助贸易谈判小组的 

工作。

航运和远洋运费

483. 航运情报与咨询服务中心将继续在发 

展国家商船队和改善航运服务、设立运费研究单 

位、托运人理事会、预订吨位和租船中心以及编 

纂航运统计资料等方面，向会员国提供援助。

484. 在执行航运方案时，国际贸易司和运 

输及通信司正在密切合作，以求执行一个获得协 

调的方案。

工业和住房

485. 工业方面，重点工作有下列各领域： 

工业进度、政策和战略的中期审查和评价；发展 

农用工业和综合性农村工业，以实现国际发展战

略的社会目标；和通过“一揽子”的方法去促进 

区域合作，而后者是亚洲区域合作工业概览的主 

要特色。住房、造房和物质规划方面，改善贫 

民区、棚户区和农村住房是工作的主要范围。科 

技方面，通过国家讨论会来执行亚洲行动计划将 

是该方案的重要特点。在新的环境领域方面， 

首先要做的是在规划经济及社会发展时，将环境 

的因素考虑在内。然后，就按照优先次序，执 

行亚洲人类环境行动计划内的建议。

运输和通讯

486. 该方案的目的是在国家、分区域和区 

域各级上推动运输和通讯制度的协调发展。这 

些工作是和下列各项事务有关的：铁路、公路和 

公路运输、水运、港口、航运（远洋和沿海）、

一般运输规划及协调、旅游事业、促进国际交通、 

电信和邮政事务。

运输规划和协调

487. 工作的目的是协助该区域的会员国为 

运输设施的调和综合发展制订充分和妥当的运输 

政策。它也包括国家运输与通讯发展规划和方 

案的审查和分析。工作也考虑到运输对环境生 

态的影响。

促进旅游事业

488. 在这题目下的工作的目的是通过面向 

行动的方案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如建立区域和 

分区域的旅馆训练设施，发展旅游事业的总计划， 

促进市场研究的区域和分区域合作，共同推广和 

宣传旅游事业以及调查旅游事业的潜能。方案 

也列出对投资问题以及加强基层结构设施的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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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的研究。

促进国际交通

489. 这个计划包括：研究和分析运输、旅 

行和贸易的证件；参加各会员国制定手续和编制 

文件的工作；建议为国际交通的车辆建立第三者 

保险制度的先决条件。工作也包括在需要时安 

排执行现存的公约及协定，和制定新的安排。

490. 这个领域日后的工作包括：同发达国 

家和贸简委会合作设立一个迎回特派团觀该地区 

有关发展中国家的证件简化和划一问题当场提供 

咨询意见。

铁路

491. 铁路方案包括：优先研究对该区域铁 

路当局有直接实际利益的问题，为增加车速的实 

地调查和研究，用最少开支和投资对现有资产作 

最大有利程度的祥用以改善铁路的业务，在可供 

本区域使用的各培训机构提供培训设施，和举办 

关于国际铁路交通和过境的技术和行政问题的讨 

论会兼研究旅行。

横贯亚洲铁路

49 2.经委会将继续作出努力，修复、现代 

化和扩充国家铁路系统，并根据需要提供新的连 

接线使它们达到基本标准，以发展和促进本区域 

的铁路网，并在可能的范围及经济许可的情况下， 

把基本配件标准化。

公路和公路运输

493.这方面的工作重点是集中在三个主要 

的题目上：

(a)研究费用低廉的支养道路与农村运输的 

经济及工程方面，以便充分地利用已修筑好的道 

路，并把它们充作为促进农村地区综合发展的基 

本工具，以便减少城乡间的社会经济鸿沟；

(b)同运输技术局密切合作，促进和发展本 

区国际道路运输和交通制度；

(c)协助本区域的各国政府解决有关交通管 

理和道路安全的问题，扫除增长中城市的交通拥 

挤和主办实验性示范计划项目向运输工程师提供 

实地训练。

水运（港口、航运和内陆水运）

494. 特别强调在区域和分区域的基础上促 

进航运，特别是关于提供远洋、海岸和岛屿间航 

运服务的各类船只的适合性；多国航运企业的适 

当形式；改建开舱装卸货物船只去适应单位划一 

的货载、集箱化和各种诸如拖运驳船、滚上/滚 

下和复合船只的单位划一的船只；改善港口及它 

们的业务效能；发展沿岸国家的内陆水道和内陆 

水运等。方案也包括举办关于上述问题的工作 

组、讨论会、培训课程和研究旅行。

邮政服务

495. 区域邮政专家已完成了两份有关邮包 

邮费及其结算、现代化和机械化等问题的研究， 

用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同时，亦正着手进 

行两份关于关税制度和关税政策的新研究。一 

九七四年的方案也包括一队邮政专家工作小组。

电信

496. 目前，电信发展中的重要方案是执行 

亚洲电信网可行性调查内的建议。现正同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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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东南亚的十四个国家积极合作，执行该方案， 

方案涉及的投资约为3, 000万美元，由亚远经 

委会 /电信联盟股提供技术援助。亚洲电信网 

预定于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完成，并将成为一 

个重要的基层结构，为各区域的项目计划服务。 

此外，技术援助将按照各种经济的需要继续配合 

国内电信服务的一般发展。其它增加业务效率 

的援助，举办频率检查的训练，在广播和电视部 

门进行研究和设立高级训练中心等等工作亦将继 

续办理。

自然资源

497. 如过去几年一样，经委会自然资源方 

案中将要采取的活动都是为促进水利、动力和矿 

物资源发展的活动，特别是要运用现代的科学和 

技术来加快发展。这些方案是根据专门负责自 

然资源发展的经委会辅助机构的建议制定，并通 

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自然资源委员会同联合国总 

部的资源和运输司和各专门机构所正在采取的或 

将要采取的活动取得协调。

水利资源

498. 水利资源发展的工作方案的主要目标 

是针对有些社会和非经济因素而提出的，至今为 

止，那些因素使各国不能接受及利用计划项目。 

这方面的重点是确保日后会找出这类因素并在规 

划过程中对其加以考虑，从而使发展中得到的好 

处符合国家和区域规划当局所订下的准则。工 

作方案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是将技术从较发 

达国家转让到较不发达国家。

499. 虽然，大多数国家目前有足够的用水 

可供应用，然而，人口的急剧增长，工业化的迅

速增加，带来了大量的需求，这已经是很明显的; 

同时，可资利用的资源显然也会越来越缺乏。台 

风和热带气旋所造成的损害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因此，秘书处将继续支助为减轻洪水风暴损害的 

国家和国际措施。

能源

500. 到目前为止，秘书处的注意力集中在 

电力发展方面。虽然它将继续成为工作方案的 

重要部分，但也会加紧注意其它形式的能源，以 

便合理利用和保存那些根本浪费掉的有限资源。 

最近美国和欧洲的能源危机迫使各国注意到过分 

依赖外来能源的危险，和尽量利用当地资源的需 

要。

501. 秘书处将推动在国家和国际阶层上对 

本区域资源进行评价的工作，并将致力于草拟一 

份能源清单，及早预测可能发生的短缺现象。

矿物资源

502. 秘书处将继续通过下列的机构以及本 

身的渠道去促进矿物资源的开发：区域矿物资源 

开发中心、拟办中的锡工业研究和发展中心、亚 

洲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及其南 

太平洋的姐妹委员会，在致力于为区域中心、 

锡中心和两个协调委员会谋取额外的技术和财政 

支助的同时，秘书处亦扩大其它方面的活功，特 

别是绘制地质地图。同时，将举办下列的活动 

去促进现代技术：（一）关于应用遥测技术去促进 

自然资源开发的讨论会，㈡关于在勘探矿物资 

源时所采用的钻探方法和技术的讨论会，㈢关 

于开发原油资源的第五次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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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 统计方案的主要目标是：

(a)国际上可供比较的统计资料方面的协 

调和统一发展，特别注意规划和评价 

国家发展方案所需的统计资料；

(b)收集和散发定期审评经济和社会进展 

所需的统计资料。

504. 这个方案的目标特别是要发展适用于 

本区各国的统计标准和方法，以及协助这些国家 

拟订和实施它们的统计方案。具体地说，统计 

司所牵涉到的方面为•.㈠收集、编纂、分析和 

出版本区各国人口方面的经济和社会统计；㈡通 

过组织会议、讨论会、工作小组和专家会议来拟 

订统计方案；㈢编制方法研究报告、发展统计 

工作的准则和手册；㈣采用国际统计标准以满 

足区域的要求；㈤审查和分析国民核算及其有 

关的图表和差额，来改善方法；㈥研究人口普 

查和调查，指数和其他统计指标方面的工作方法; 

㈦向本区各国提供咨询服务，以改善现有的统 

计资料，并实行新的统计方案；㈧举办区域和 

分区域的统计培训设施，和协助本区各国举办国 

家统计培训方案；㈨促进数据处理技术和传授 

电子计算机技术，以供政府使用。

社会发展

505. 社会发展司的主要活动计有下列各方 

面：社会研究与规划，社会福利与服务，区域与 

社区发展，和青年发展。

506. 在研究与规划方面，建议调查和找出 

发展中的具体社会问题，以便帮助制定统一的规 

划办法与评估一般发展的进度，特别是根除普遍

贫穷的进度。

507. 近来：工作的主要重点已转移到本区 

普遍贫穷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供经委会审议 

的有关文件载有拟议中的措施，同时，工作方案 

也已把这些措施载列在内。

508. 今后几年的社会福利活动将继续着重 

于重订社会福利职业与社会福利的方针，以满足 

会员国发展的需要。亚远经委会和儿童基金会 

合办的关于社会工作训练课程的发展方面的区域 

性讨论会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准则。社会工作教育 

机构间小组委员会已在社会发展的机构间区域会 

议的范围内设立。一九七四和一九七五年将进 

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509. 设立一间由开发计划署资助的亚洲社 

会福利和发展事业训练和研究中心的筹备工作， 

有了令人满意的进展。

510. 目前，更着重于提供咨询服务，把社 

会福利活动同计划生育方案连结起来。

511. —九七三年九月，亚远经委会/国际 

社会工作会议专家小组审查了社会福利标准和立 

法的区域性调查，为这方面的进一步工作提供了 

指导准则。

512. 已拟订和核可了一个流动的培训计划 

项目，来训练亚远经委会区域内最不发达的发展 

中国家的基本工作人员和监督发展人员；那个计 

划项目准备在一九七四和一九七五年内付诸实行

513. 根据关于妇女同发展过程相结合的第 

135(xxix)号决议，已建议同联合国社会和人 

道事务中心合办一个讨论会。

514. 三年举行一次的关于社会发展的机构 

间会议将如常继续召开。

515. 继续优先重视培训本区青年领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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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波恩的康拉德•阿登纳基金 

会国际合营公司签订了协议，而秘书处已在一九 

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间一连举办了六个区域培训' 

课程，

人口

516. 亚远经委会秘书处在人口方面的工作 

方案继续着重于协助各国去办理下列事项：

(a)将人口问题同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以制 

定各种政策和有效的发展战略；

(b)支助工作方案在计划生育方面的努力， 

特别是那些同这些方案的行政、通讯 

和评价方面有关的努力；

(c)促进人口方面的情报、知识和经验的 

交施，并使交换那些情报、知识和经 

验的程序系统化。

将人口问题同发展规划.结合起来

517. 第二届亚洲人口会议强调说，人口政 

策和方案同一般发展的全盘目标协调和作为整体 

部分纳入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的工作，是很重要 

的。亚远经委会的活动有会议、培训课程、咨 

询服务和调查研究，目的是试图采取一些措施， 

去帮助解决将国家人口政策与方案同全部发展方 

案结合时所遇到的问题,.这些措施是：（a)阐明 

人口因素同经济及社会因素间的相互关系，特别 

是在发展过程方面的关系；(b)⑼制定可导致合乎 

需要的结合程序；(c)培养有良好训练的人员； 

(d)提供可靠的资料。

支助工作方案在计划生育方面的努力

518. 亚远经委会秘书处在计划生育方面的

活动可按下列的大题目分为：

(a)促进本区各国的行政技术，以便有效率 

和有效地规划和管理计划生育方案；

(b)提高本区各国所采用的通讯方法和技术 

的效能；

(c)加强各国在评价方案的绩效以及方案对 

生育率的影响方面的技术能力；

(d)协助各国评价其人口政策和行动方案， 

并协助它们发展各种方法，将计划生育 

和其它重要的发展措施结合起来。

促进人口情报的交流和交换

519. 秘书处在提供各国援助方面的活动可 

分为下列各类：

(a)找出在交换人口情报和满足各国这方面 

需要中所遇到的困难；

(b)开办人口资料的区域参考中心和发展及 

资助国家级别和国家级别下的参考中心;

( c)向舆论制造者、经济社会规划人士和训 

练员一评价考选发秘书处编制和转载的 

情报和资料。

农业

520. 亚远经委会/稂农组织联合农业司的 

工作方案的目的是协助本区发展农业。该方案 

是要在整个经济领域的范围内，具体地处理农业 

方面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便同稂农组织正在进 

行的工作相辅相成。

521. 因此，该司的工作方案是由亚远经委 

会执行秘书和稂农组织总干事联合拟定。有四 

个主要的计划项目，里面包括几个计划分项，这 

些计划项目是(a)：审查并分析当前亚洲和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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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粮食农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问题；(b)评估农 

业发展规划和执行情况；（c)为农产品和农业必 

需品发展区域合作计划；(d)为农业发展提供经 

济和社会鼓励办法。

522. 根据经委会，特别是在第二十九届会 

议上所规定的职能，重新制定工作方案的方针， 

加强注重在全盘经济发展范围内农业方面稳定的 

经济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同稂农 

组织及亚远经委会有关工作方案的良好协调、对 

综合性农业发展日益增加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公共行政

523. 亚远经委会公共行政方案的重点是增 

强国家行政系统的能力，以满足为达成各国本身 

发展工作目的和目标的要求。强调这点的原因 

是对于亚远各国在第一个发展十年间所取得的经 

驗作了全面评价的结果。这个重点也牵涉到下 

列各种工作：调整行政系统使它面向自力更生； 

努力成为实现国家发展的经济与社会目标的有效 

工具。它试图提高各个行政层次的能力水平 

特别是那些支持各重要部门方案和计划项目以及 

各个国家发展计划中有战略重要性项目的行政事 

务。该方案的目的是要提高体制安排的效能， 

使一般国民，特别是生产人员，能够参与拟订、 

执行和评价旨在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的和目标 

的行动方案。

524. 为了使可供利用的有限资源达到最大 

的效果，公共行政股在第二个发展十年的下半期 

对其工作方案采取了一个选择性的办法。这个 

办法的几个部分包括：同亚洲发展事业管理中心 

合作的联合活动；集中力量协助本区最不发达的 

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协助选定会员国进行规划活

动，来发展行政能力；进行特别工作方案来加强 

地方政府、公共企业和其它参与发展事业管理的 

组织的效能；通过咨询服务协助各国提高重要方 

案部门的行政能力；向亚远经委会其它各司和各 

专门机构等等的实质活动提供公共行政的要素和 

成份。

㈡工作方案

解释性说明

525. 工作方案的格式是按司分类的。但 

为了反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要求的活动功能类 

别②所以又在各司之下标出有关的分类。此 

外，仍沿用适当的编号，可以随时查阅对照。理 

事会列出的主要分类为：

(a)有关发展的广泛问题和技术

(b)人力资源时发展和利用

(c)物质资源的发展和保存

(d)主要服务的发展

526. 在从A至D各主要分类内，又分IA1、 

IA2,IB4等形式编号的副标题，这些标题的详 

细意义可以从工作计划的摘要中看出。

527. 在工作计划项目单中，跟在理事会后 

面还有一组编号，那就是经委会本身的分类。经 

委会的编号共有三个数字，分别表示秘书处有关 

各司、司内主管项目计划的科和科内所列计划的 

编号。方案还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367

②参看E/3928号文件，秘书处提交轻社理事 

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经济、社会及人权方 

面的工作方案：秘书长报告》。

-79 -



( X L V )号决议所建议的关于A、B或C各等 

通常的优先次序。里面还按照时间次序叙述了 

活动的情形、工作性质、亚远经委会及其他方面 

的参加单位，分期和预定的进展日程。表格中 

还同时列出一个计划项目的主要和辅助部分；并 

依照以往的惯例，列出包括资源情况的计划项目 

摘要。

规划作业、训练课程、巡回讨论会和研

究旅行；

(b) =研究

(c) =资料的搜集和散发

(d)=会议、经常会议、区域讨论会和专家工

作小组。

第(七)(b)栏“如期，逾期或提前”的记号分别

528. 一粒星号（*)表示高度优先的工作， 用“如”（如期），“逾”（逾期）或“前’’（提

在取得所需资源后，就付诸执行 前）等字来表示；如系逾期或提前，并附注前因

两粒星号（* * )表示必须在优先次序A的 后果。 

工作付诸执行后和拥有所需的资源情况下才开始 

办理的工作。

三粒星号（* * * )表示工作的优先次序较 

低，在优先次序A和优先次序B的工作付诸执行 

后才开始办理。

其它的简称为：

常一常设员额

咨-咨议

区一区域顾问

预一预算外人员

下列记号认明需要采取多部门行动的领域：

I=最不发达国家：包括内陆国家的问题 

II=消除普遍贫穷

III=人类环境

IV=航运和港口发展 

v=发展旅游事业 

VI=商品规划协调

第㈣栏“工作性质”中所采用的记号为：

(a)==给各国政府的援助：包括特派团、国家

③并参看《方案及协调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报告》， 

(E/4933/^Rev.2,第8 至 2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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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规划司

A.有关发展的广泛问题和技术

计划第IA1: 1—1.1号.目前经济趋势及发展的审查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㈠编制年度报告，分析和审查亚远经委会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㈡散发经济资料并对特定的主题进行分析。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为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七五年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常咨区预
120 10 --

人工月

常咨区预

工作内容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一把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播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如)期 
(逾)期或 
提（前）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㈠编钠个别会员国的 A ㈠编制国别研究，提交有关目前经济情况 (b),(c) 一 74/4 继续中

经济概览年刊。① 和短期经济政策的高级经济顾问审查； 75/12
A ㈡关于目前经济情况和短期经济政策的高 (d)

级经济顾何会议。 一 74/12

①一九七四年年度概览第二部分,



㈠

工作项目

㈡

优先

次序

工作内容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㈣

工作

性质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㈡编制经济公报季刊 A 编制经济公报季刊，刊载有关发展的经济和 

社会实质方面的特别研究。

(b),(c) 74/4-6
7-9

10-12
75/1-3

4-6
7-9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先年后月)

继续中10-12

计划第IAl:11.2号：对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经济问题的各方面的分析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㈠主要项目：编制对亚远经委会各国经济及社会发展某些重要问题的分析报告，以帮助制定适当的 

经济政策和方案。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为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七五年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预 常咨区预
6 0 — — 一

㈠ ㈡
工作内容

㈣ ㈤ ㈥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倾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加单位 二月止）

根据高级经济顾问会议 

的建议，编制特别研究(2)

A (1)制定公共工程方案，作为消除普遍贫穷 

和失业的补救方法；

(b),(c) — 74/4-
75/4

5? ㈡ 工业化和普遍贫穷的形态；

㈢ 资金形成和储蓄动员；

㈣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体制改变；

㈤ 个别发展中国家内经济发展的空间分配

•计划第，IA2:1 —2.1号：经济的发展和规划

(a)

(先年后月）

㈦

第(-)栏的完成日期

继续中

办理根据：一九七一年亚洲经济设计人员会议【第四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ニ协助政府拟订、实施和评考计划、分享规划、包括规划技术和划一处理的经验和草拟适当的政策文件。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②这些特别研究报告将成为《一九七四年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区域阶层的期中审查和评价概览》第一部分的内容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为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七五年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常 咨区预
72 —48 ー

人工月

常咨区预

㈠

ェ作项目

㈠为第五届亚洲经济 

设计人员会议作出安排, 

筹备会议。

84

㈡为中级人员举办讨 

论会和培训讲习班来审 

.评发展的进度情况。

㈢就经济发展规划和 

财务及金融政策方面提 

供咨询服务。

㈣协助亚洲经济发展 

和规划研究所。

㈡

优先

次序

A

A

A

A

㈢

ェ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工作内容

编制下列的研究报告：

(a)发展规划的统筹办法；

(b)解决普遍贫穷和失业问题的政策和 

战略；II

㈡亚洲经济设计人员会议（第五届会议） 

同发展规划预测及政策中心合办讨论会和培 

训讲习班

应各国政府要求提供咨询服务

㈠

举办并参与讲演和讨论会

㈣

工作

性质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b),(c)社会发展司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74/4- 
75/1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

期 

(a)

(先年后月）
继续中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⑹

(a)

(a)

(a)

发展规划预 

测政策中心

75/1
74-75

74-75

74-75

继续中

继续中

继续中



计划第IA2； 1-2,.2号：经济发展的预测及方案拟订

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主要项目：继续长期预测及评考经济成长远景的综合方案，以利国家经济计划的拟订，及援助在计划 

协调、区域合作及拟订适当行动和政策文件方面所作的努力，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为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七五年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预 常咨区预
72 --- ——24 —

工作内容 ㈣ ㈤ ㈦㈠ ㈡

工作项目 优先

次序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工作亚远经委会及 

性质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根据第九个方案拟订技术A㈠ 

专家小组的建议，就一些 

特定题目进行经济研究和

研究区内贸易: (b) 国际贸易司

长期预测

(a)目前，就需求方面作出区内贸易的预 

测，日后将根据商品清单辅以有关供 

给可能性的研究；

(b)分析过去的贸易趋势和贸易预测同贸 

易扩展及商业政策.亚远经委会各国 

间形成中的工业与农业专业化形态以 

及其他贸易交往的就业含意等、之间的

关系

7 4/4-75/ 继续中

12



㈠

工作项目

工作内容

㈡

优先

次序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㈣

工作

性质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㈡ 发展指示物：发展计量经济模式及方案

拟订技术，以便研究诸如普遍贫穷、技

术选择和农业政策的社会经济领域，同

时也用来作为建立完美的多部门模式的

基本投入，这些部门以系统动
态语言來表达，并包括各种社会经济因素。

亚远经委会

有关各司

74/4-75/
12

第㈢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继续中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㈦

计划第IA2: 1-2.3号：发展计划的区域协调

办理根据：一九七o年第四次亚洲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一九七一年亚洲经济规划人员会议，第四届会议；一九七二年 

湄公河下游国家间计划协调问题专家小组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促进(a)在商品基础上的经济合作和计划协调；⑹在部门和分区基础上的经济合作和计划协调以及在 

区域一级的协调。

为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七五年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人工月 人ェ月

常咨区预 常咨区预
96 4 - - 48 ---

协助编制关于商品的规划协调的研究



8)

㈠

工作项目

工作内容

(-)在商品基础上的经济 

合作和规划协调。VI

㈡在部门和分区基 

础上的经济合作和计 

划协调以及在区域一 

级的协调。

㈡ ㈣ ㈤ ㈥ ㈦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⑻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A ㈠继续办理旨在促进木材、胡;氣橡胶方 (b),(c)自然橡胶生 7 4/4-75/ 继续中

面的区域合作和计划协调的活动：
(d)

产国联合会， 12
胡椒联合会

(a)召开关于木材方面区域合作的专家 74/7
小组；

(b)筹备召开胡椒联合会会议并提供服 3
务；

(c)筹备召开橡胶国协会议并提供服务。 4
㈡就有关木材、棕榈油和黄麻和同类纤维 (b)(c)(d)开发计划署

的区域规划协调和合作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和

政府间协商：

(a)就棕榈油方面的区域合作进行政府 74/10
间协商；

(b)就黄麻和同类纤维方面的区域合作 75/2
进行政府间协商。

A ㈠ 编制对湄公河沿岸国家有共同利益的关 (b),(c)湄公河委员浍 74/4-74 继续中

于战后重建的研究； /12
B ㈡湄公河沿岸国家高级规划人员会议 (d) 湄公河委员会 75/1

3会议日期由胡椒联合会决定。 

4会议日期由橡胶国协决定。



计划第工A2: 1 —2,4号：第二个发展十年期间区域一级的发展战备及其进展的评考

根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考核和评定区域一级在争取第二个发展十年各项目标和目的中所获进展，认清区域一级的缺点及造成这些 

缺点的因素，并斟酌需要建议积极措施，包括新目的和政策。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为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七五年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预 常咨区预
60 — — — — — — —

§

㈠ ㈡ H 工作内容 ㈣ ㈤ ㈥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加单位 二月止）

编制审查亚远经委会发 A (一）编制中期审查； (b),(c), - 7/4-75/
展中国家在第二个发展 12
十年（中期审查）中的 A ㈡评价第二个发展十年期间进展情况专 (d) 74/12
社会及经济发展的报告。 家小组会议，

㈦

第(一)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继续中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国际贸易司

A.有关发展的广泛问题和技术⑤

计划第IA6: 2-0.1号：对贸易、关税和支付政策发展的协助及检查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贸易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协助各会员国政府集中注意同发展贸易、关税和支付政策有关的问题，以便实现第二个发展十年的目标; 

并审查其它区域和贸发会议的发展。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为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七五年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预 常咨区预
24 --- — — — —

工作内容

工作项目 优先

次序

筹备贸易委员会年会并 A 

提供服务。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调查区域内贸易、关税和支什政策的发展以 

及商亚政策的其他主要方面；国营贸易，与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贸易等等。

㈣ ㈤ ㈥ ㈦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第(一)栏的完成日期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㈦ 74/-75 继续中

㈠ ㈡

⑤贸易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通过了工作方案，但只保留优先次序A计划项目的星号



㈠

工作项目

协助各会员国政府制订 

和执行对外贸易计划

㈡

工作内容
㈣ ㈤ ㈥ ㈦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途)期或 
提（前）

A ㈠审查关于非洲、欧洲和拉丁葵洲区域贸

加单位

欧自贸协、

二月止）

74/-75

(先年后月）

继续中

A

易安排的发展和分析亚远经委会区域和这些 

集团的贸易；

㈡贸发会议和非洲经委会、拉美经委会在 (b),(c)

拉美自贸协

拉美经委会、 74/-75 继续中

其他各区贸易领域内主持的活动的研究报告 

及文件。

西欧共同体、 

非洲经委会、

贸发会议

90 计划第IA6: 2-0.2号：区域经济合作:贸易扩展、票据交换和支付办法以及货币政策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贸易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制订并推荐为加强亚远区各国经济合作的贸易和货币政策，以便加速经济成长，扩展区内贸易，并促进同 

世界其余各地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亚洲票据交换联盟，亚洲贸易扩展方案，亚洲储备银行。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为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七五年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预 常咨区预
54 - - - 12 —- —



㈠

工作项目

货币合作

㈠亚洲票据交换联盟;

㈡亚洲储备银行：通过 

联合经营汇集储备金的办

(  法，创立区域货币合作的 

 新形式，促进区域贸易的 

 扩张和发展：设立亚洲储

备银行问题政府间委员会 

扩展贸易：

亚洲贸易扩展政府间委员 

会；贸易谈判小组。

工作内容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第㈢栏的分期 第(-)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A 亚洲票据交换联盟：亚洲票据交换联盟董事会 

成立会议及进行有关活动，包括咨询服务和后

继行动；

贸发会议，

货币基金

组织

74/ 74/ 如

A 亚洲储备银行：（a)政府间委员会关于亚洲储 

备银行的报告和建议中的后继工作；(b)办理 

更多的关于亚洲储备银行的会议，以研究设立 

该银行的协定草案，并作最后决定；(C)设立 

.亚洲储备银行全权代表会议；(d)政府代表首 

次会议及筹备后继亭项。

(b),(d)贸发会议，

货币基金

组织

74/-75 继续中

A 亚洲贸易扩展方案：(a)筹备组织贸易谈判小 

组和提供服务：并协助参加小组的有关国家； 

(b)研究包括贸易政策、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 

商品问题，并拟订解决该等问题的适当措施。

(a),(b)
(c),(d)

贸发会议， 

总协定

74/-75 继续中



计划第IA 6: 2-0.3号：扩展国际贸易的方法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贸易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就扩展贸易的特定方面，包括出口信用保险，出口资金供应，保险和再保险，和关于贸发会议各项決议和

决定的后继行动等，促进区域间、区域/分区的合作。

—■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为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七五年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进行关于扩展贸易特定方面，包括出口信用保险和再保险方面的活动，

常咨区预

24 - --
常咨区预

12 ---
以及在亚洲贸易扩展方案中可担任的工作。

㈠ ㈡

工作内容
㈢ ㈣ ㈤ ㈥ ㈦

ェ作项目 优先 ェ作说明 ェ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㈠以区域/分区域为 A ㈠ 就亚远经委会会员国中有关各国，组织 (a) 联合国总部 1974 74/-75 如

基础，发展一项多国出 一个多国出口信用保险计划专家团；

口信用保险计划； A a ㈡拟订设立多国出口信用保险计划条例和 1974 747-75 如

章程草案；

A ㈢

划。

㈠

召开有关会员国政府正式会议核定该计 (d) 一 1974 1975 如

a发展会员国在保险 B 研究保险和再保险各项问题； (b) 贸发会议 1974 继续中

和再保险领域内的区域 A ㈡ 保险专员和负责保险事务的政府高级官 (d) 贸发会议 1974 74/-7 5
/分区合作。 员会议建议的后继ェ作，包括在经费许可的 

情形下再行召开会议；



ェ作内容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ェ作项目 优先 ェ作说明 ェ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徘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至下年度十 (a)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㈢贸发会议各项决议
*A 进行第三届贸发会议有关建议的后继工作， (a)，(b)

和决定的后继行动 及协助会员国实施该等建议，包括普惠制中

有关亚远经委会区域的部分； 贸发会议 1974 继续中

⑽筹备总协定的多边 A 就筹备多边贸易谈判，利用从普惠制得来的 (a) 开发计划署， 74/-7 5/ 继续中

贸易谈判。 优点，认清非关税壁垒和国际商品问题等方 贸发会议，

面提供咨询和技术协助 关贸总协定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计划第IA6: 2_0.4号：对本区内陆国家、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岛国的援助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贸易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一九七四年委员会第三十届会況

计划项目目标：不断注意本区内陆国家、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及发展中岛国关于贸易和经济发展的特殊问题。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人工月

常咨区预
6 一 一 —

为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七五年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常咨区预 36 

从事关于本区内陆国家、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及发展中岛国的特殊经济发展问题的活动， 

特别是过境贸易的研究、组织多部门小组特派团、专家小组和特别培训课程。

工作内容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笫㈢栏的分期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咸 
提（前）

执行内陆国家特别小组 A ㈠调查和分析内陆国家过境贸易的特殊问 (a),(b)所有各司， 74/-75/ 继续中



工作内容

VO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健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的建议；派遣多部门专 题，及查明内陆国家和过境国家间可以互助 贸发会议

家特派团到最不发达国 的方面；

家和内陆国家；研究发
*A ㈡研究本区内陆国家、最不发达的发展中 (b) 所有各司， 74/-75/ 继续中

展中岛国的问题；在区 国家及发展中岛国贸易和经济发展的特定问 贸发会议

域范围内，执行联合国 题；

有关内陆国家和最不发
*A ㈢就有关过境贸易手续和设施的事项向内 (a) 贸发会议 74/-75/ 继续中

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岛国 陆国家提供咨询协助；

的机构的各项决议和决
*A ㈣向内陆国家派遣多门专家特派团（蒙古） (a),(b)所有各司， 74/-75/ 继续中 如

定的后继行动；协调秘 贸'发会议

书处在这方面的工作。
*A ㈤为内陆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办理和派璋 

关于贸易和有关事项的特别训练方案和顾问

贸发会议 74/-75/ 继续中

*
A

01；
㈥组织专家团研究发展中岛国的问题； 贸发会识 74/-75/ 1975 如

A ㈦一九七五年筹办特别小组的第三次会议。 (a),(b)所有各司，

贸发会议

1975 1975 如

计划第IA6: 2_0.5号关于办理国际贸易的规则，程序和惯例：关务行政、国际贸易文件的简化和标准化包括售货的 

IA6： 2-0.6号一般条件和标准合同；和商事公断设施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贸易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㈠以拟订和建议合宜的税关法律和程序，提供关务人员训练设施，以促进各国(税关当局的国际合作等 

方式，来促进国际贸易的流通；

㈡提倡采用划一简化的对外贸易文件及亚远经委会区域各国特别有关产品的统一售货条件和标准合同； 

㈢在亚远经委会区域各国内，提倡利用商事公断及和解作为解决国际商业争端的方法。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协助各会员国政府拟订划一筒化的对外贸易文件和程序;/和采用亚远经委会区域税关

常咨区预
6 一 一一

常咨区预6 —— —
估值办法和建议的税关程序法规。

工作内容

㈠

工作项目

㈡

优先

次序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㈣

工作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俾方面的参 

加单位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㈠关务行政工作小组（第 

五届会议）各项建议的实施 

和后继行动，包括亚远区税 

关估值的定义；研究选定的 

本区各国所用税关文件和税

*A ㈠搜集和传播情报，并应会员国政府请求 

提供关于采用亚远经委会区域税关估值办法 

和亚远经委会建议的税关程序法规的咨询协 

助；

(c) 关务合作理

事会（关务

離 易 法 委 

会，贸发会況 

关贸总协定

1974 继续中

关名词。 A ㈡保存和订正会员国政府所委派关于交换 

税关事务有关情报的官方人员名单并作为该 

项情报搜集和散发的交流中心；

(c) 74/-75/ 继续中

*A   ㈢筹办训练课程，并交换关于本区各国所 

有税关训錄设施的情报；

(a),(c) 关务合，贸 

发会议

74/-75/ 1975 如

•

A ㈣筹办税关行政工作团第六届会议。 (d) 运输和通讯 

司，关务合，

开发计划署，

贸发会议

74/-75/ 1975 如



㈠

工作项目

㈡

优

先

次序

工作内容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㈣

工作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㈦

第(一)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㈡参照贸发会议和欧洲
*A 召集专设专家小组研究对外贸易文件和程序 (a) 运输和通讯 747-757 1975 如

经委会已做的工作，拟订 的简化和标准化问题。 司，贸发会

划一简化的贸易文件和售 议，欧经委

货一般条件和标准合同。 会，贸易法

委会

㈢商事公断设施：亚远 B ㈠透过各国在亚远经委会的通信员，搜 (c) 联合国法律 74/-75/ 继续中

经委会国际商事公断中心: 集并散发各国现有与商事公断和和解有关 事务厅；贸

 协助各会员国促进并发展 系的设施、立法、裁决和法例； 易法委会

商事公断设施；研究商事 ㈡编纂亚远区公断员和和解员以及指派 (c) 一 74/-75/ 继续中

公断的法律和技术问题； 当局的最新名单。

出版亚远经委会商事公断

新闻公报；提倡采用亚远

经委会国际商事公断规则

和亚远经委会和解标准。

计划第IA6； 2_0.7号：航运的经济方面和远洋运费：航运情报及咨询服务中心

办理根据：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O年亚洲经济合作问题部长会议；一九七四年贸易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 

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透过改善远洋航服务的经济方面和辅助设施来促进国际贸易。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現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芬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协助各会员国实施贸易委员会的各项建议，包括鄉些在航运和远洋运费方面的长期

常咨区预
18 - 8 12

常咨区预
12 - 8 12

行动计划中所列出的计划项目。

工作内容

㈠

工作项目

实施在航运和远洋运费方 

面的长期行动计划中所列 

出的计划项目。

㈡ ㈢ ㈣      ㈤            ㈥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㈠应请求，向各会员国政府提供有关航运 

问题的咨询服务，包括筹设运费研究单位；

托运人理事会、货船预订和包租中心和航运 

管理；

(a) 统计司，开

发计划署， 

海事组织，

挪威

74/-75/

A ㈡天然橡胶、椰子产品、木材和食油的海

运问题；

(a) 挪威，统计 

司橡胶国协，

东南运咨会

74/-77/

*A ㈢编制根据货类、船型和航线的运费研究 

报告；

(b) 统计司，挪

威，东南运 

咨会

1974

A ㈣发展和推行系统化地收集航运经济统计 

包括编制供各会员国采用航运报表的新格式， 

并将其依各国情况酌加订正；

(b) 统计司，开

发计划署，

海事组织, 

瑞典，东南 

运咨会

74/-75/

(先年后月）

继续中

继续中

继续中

继续中

㈦

第(一)栏的完成日期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工作内容

㈠

工作项目

㈡

优先

次序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㈣

工作

性质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㈤搜集和散发本区各国关于设立全国托 

运人理事会运费研究单位，货船预订和包 

租中心或类似设施的情报；

(c) 挪威 74/-75/

A ㈥筹办关于以上各主题的会议。 (d) 开发计划

署，联合

王国，挪 

威，荷兰，

瑞典

74/-75/

举办高级航运管理的讨 

论会，讲习班，培训课 

程等。

A ㈠关于货船预订和包租的管理及技术的 

培训课程；

(a) 荷兰 1974

A ㈡关于南太平洋地区航运人合作的培训 

课程；

(a) 挪威 1974

根据经委会第108(xx
VI)号决议为海事和港 

口人员设立地区或分区 

中心

A ㈠在大韩民国的釜山设立水手工艺培训 

中心；

(a),(b)大韩民国，

日本，开 

发计划署， 

劳工组织

74/-75/

(a)

(先年后月）

继续中

继续中

继续中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如

如



工作内容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項目 优

先

次序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工作

性质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㈡东南运咨会各国家间海事培训专家会议 (a) 东南运咨会， 74/-75/ 继续中

和后继行动。 开发计划署， 

联合王国

计划第IA6； 2—0.8号：亚远贸易促进中心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贸易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协助各国政府改善促进贸易的人员、技术和机构。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現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协助本区发展中国家促进出口和进行发展，特别是发展区域商亞情报服务。

常咨区预
30 - 12 12

常咨区预
18 - 12 -

工作内容

㈡ ㈢

 ㈣ ㈤ ㈥ ㈦工作项目 优先

次序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工作

性质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搜集和散发贸易情报；举办有
*A ㈠搜集、分析和散发贸易情报及有关促进 (C) 国际贸易中 74/-75/ 继续中



㈠

工作项目

㈡

优先

次序

工作内容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㈣

工作

性质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关促进出口的培训课程；提 

供咨询服务；产品发展和其 

它促进出口的措施；协助各

和扩展国际和区内贸易的事项； 心，贸发会 

议，各国政

府

会员国政府组织并参加贸易 

博览会和展览会。

*A ㈡建立商业情报单位，作为情报服务的

起点；

(c) 贸发会议，

国际贸易中

心

74/-75/

A ㈢(a)举办关于促进贸易技术和国际销 

售的培训课程；(b)产品设计问题讨论会； 

（C）包装问题讨论会；和(d)国家贸易问

题讨论会；

(a) 国际贸易中 

心，工发组

织，法国，

新西兰，日

本，苏联和

其它

74/-75/

A ㈣在美国制定贸易促进和发展方案； (a) 国际贸易中

心

74/-75/

A ㈤区域顾问向各会员国政府提供下列技 

术协助；

(a)调查因普遍优惠制而开始成为出 

口品，或其出口可能性增大的产

(a) 贸发会议， 

国际贸易中 

心，印度对

外贸易研究

所

74/-75/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⑻ (b)

(先年后月）如)期 

(逾)期或 

提(前)

继续中

继续中

继续中

继续中



㈠

工诈项目

计划第IA 6 :

工作内容

㈡ ㈢ ㈣
 ㈤ ㈥优先

次序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品；该等产品的市场研究；及改良 

或设立各种出口促进㈤；

(b)改良国家的贸易情报服务，出口促 

进政策，市场研究和调查技术。

㈥向发展中会员国政府提供关于举办第四 (a) 贸发会议， 74/-75/

2 - 0. 9 , ：航

届亚洲国际博览会和展览会的咨询协助。

,运的发展：国家、分区、区域的和国际的航运服务

国际贸易中

心

㈦

第(-)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继续中

提（前）

ID 1 : 4-8.3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贸易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

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发展合于本区发展中会员国贸易和经济条件的航运船队（远洋的、岛屿间的、沿海的和接驳船队）。

一九七四年相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1.

人工月⑦
研究报告和讨论会或训练班，或两者。

常咨区预
19 - 4 30

常咨区预
--4 30

⑥ 其中运输及通信司提供十三名常设员额和十二名预算外人员。

⑦ 运输及通信司提供十四名预算外人员。



㈠

工作項目

发展合于本区发展中会员国 

贸易和经济条件的航运船队 

(远洋的、岛屿间的、沿海 

的和接驳船队）。

工作內容

㈡ ㈢ ㈣ ㈤ ㈥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加单位 二月止）

A ㈠应请求，提供关于发展航运船队及有关服 (a) 海事组织、 1974-
* 务的技术、业务、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咨询 

服务；

贸发会议 1975

A ㈡研究：

(a)区域间和区内的商品流动及重要贸易

路线；

(b)区内班轮公会的会员公司及业务和亚

统计司、贸发 
备i爻、海拳趣 
织、亚发银

1974-
1975

洲各国船队在公会中所占的比重；

(c)发展不定期业务，包括油船、散装货 (a) 贸发会议、询 1974-

船和其他特用船只； 事组织、开发 

计划署

1975

(d)设立和多办理多国家航运企业和租船 (a) 贸发会议、 1974-

交易所；汇集航运资源； 海事组织 1975

(e)设立区域或分区海事及港务人员训练 (a) 贸发会议、海 1974-

中心； 事组织、劳工

组织、开发计

划署、联合王 

国、挪威、瑞典

1975

㈦

第(-)栏的完成日期

⑻

(先年后月）

继续中

继续中

继续中

继续中

继续中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加单位 二月止）

(f) 编制船队的采购和筹资指南，调查发
 (b)

工住司、统计 1974-

达国家的待售船只和供资条件，以备 

发展中国家集团采用；

司、贸发会议、 

海事组织、亚 

发银行、瑞发 

局、挪发署

1975

A ㈢航运发展一切方面的训练班，讲习班和研 (d) 贸发会议、海 1974-

究旅行，包括： 事组织、工发 1975
(a) 国家、分区域区域级各类各科在岸和 组织、联合王

在船的海事人员； 国、挪威、瑞

(b) 船只设计、建造和修船工程及轮机工 典、丹麦、荷

程；

(c) 汇集航运资源；

(d) 租船活动；

(e) 航运政策、业务、行政和管理，包括： 

㈠不定期船，包括油船，散装货船

特建船只及其他特用船只；(8)

㈡定期船航运，包括沿途运输和越

籍航行；⑨

㈢对负有决策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 (d) 1974-
的概况讨论会。 1975

(8)国际贸易司于一九七二年举办了一个有关不定期船、油船和特用船只管理的训练课程a 

⑨国际贸易司在一九七三年举办了一个定期船贸易管理训练班。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⑻

(先年后月） 

继续中

继续中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1975



工业及住房司

人有关发展的广泛问题与技术

计划项目第工A1: 3—1 . 1号：为区域合作的亚洲工业调查

办理根据：一九七O年第二次亚洲工业化会议；一九七四年亚洲工业发展协会第九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评量地区工业化的潜力并作出制订工业方案和计划项目的具体建议，以便向亚远发展中国家提出附有执行建议的

可供分组合作的成套工业。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为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七五年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执行计划分项㈤和㈥

常咨区预
24 - 一19

常 咨 区 预 
— — 一 12

104

㈠ ㈡
工作內谷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項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考期 第(一)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㈠ 通过调查団和研究 A ㈠派遣外勤调查团前往会员国与各该政府和 (a) 工发组织，亚 1974

小组，搜集、处理并拟 其他有关当事部门就各项调查建议进行协商并 洲开发银行，

订各种提议;⑩ 举行初步讨论； 世界银行

(ニ)编制有关关税、进 A ㈡专设政府间专家小组会；审议各种工业 1974

口限额和其他各项计划 计划项目发展的提议并拟订ェ业计划项目发展

执行有关事项的研究报 的初步基本ェ作；

告；

㈢编制程序和投资前 A ㈢与政府官员、ェ业企业家和金融机构代表 世界银行，ェ 1974

ェ作和方案以期进行详 进行会谈，以便决定投资和其他有关事项的基 发组织，亚洲

⑩初次调查，包括印度尼西亚、高棉共和国、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大韩民国、越南共和国、新加坡、斯里兰卡和泰国，已

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完成。



㈠ ロ ㈢ ㈣ ㈤ ㈥ ㈦

ェ作项目 优先 ェ作说明 ェ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细的可行性和技术一经济初 本工作和方式；
加单位

开发银行，亚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究，并通过适当协商和会议 远事委会

执行计划项目。 A* ㈣ 协助会员国编制执行计划所需的可行性研 (a) 工发组织，世 1975
究报告和详细的ェ程和设计研究报告。 界银行，亚洲

开发银行，开

发计划署

计划项目第IA1: 3-1.2号：工业发展和规划

办理根据：一九七O年第二次亚洲工业化会议；一九七四年工业及自然资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㈠在区域和分区域二级上从事检查和评估第二个发展十年期间的工业发展、方案和政策，并协助本区各会员国设立国家 

105 一级的检查和评估机构。

' ㈡协助会员国改进工业发展和规划技术，包括通过散布规划和发展资料和研究报告的发展政策和战略，尤其关于将象环

境一类新的方面列入在内的工业发展和规划技术。

㈢从事研究并协助会员国拟订并执行一个统一的农村工业方案以期实现加强执行国际发展战略社会目标所定各项工作的 

特殊目标。

㈣协助亚远区最不发达国家，促进其工业快速扩展、现代化和多样化。

㈤促进各国充分利用本国制造工业的能力。

㈥鼓励某些国家发展和扩大出口工业。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为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七五年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常咨区预
48 - 48 - 

人工月

常咨区预 执行计划分项㈢、㈣、㈤和㈧。

- -  98



㈠ ㈡ 

工作项目 优先

次序

应会员国之请，对建立和/ A 
或改进国家机构从事国家级 

的检查、评考和执行工业方 

案，改善规划结构以及工业A 
规划方面其他如计划评考和 

方案拟订的工作，提供协助 

和咨询意见； A*

,按照国际发展战略，在区域 

106 和分区域二级上定期检查、

1评量和查明问题，并决定新

的政策和（或）战略；

组织工作队向最不发达国家 

对改进工业规划机构及其他 

工业规划制度，提供实地援   A* 

助；

安排区域和分区会议，研究 

小组和讨论会以及政府间协 

商，以期扩大区域内工业产 

品的交流，并通过象促进联 

合企业和分合同的交换的办 

法为发展制成品和半制成品 A

工作内容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㈣

工作

性质

㈠1派国家特派团前往下列各地区检查和评考 (a) 工发组织，发 1974-1975
工业进展情况：（a)南太平洋地区，⑹最不发 

达国家和⑻若干发展中国家；

展咨询队

㈡参加进度评估专家小组，以期为第二个发 (b),研究及规划司 1974-1975
展十年拟订区域战略和评考全面经济进展，特 ⑹

别注意制造业部门的进展和发展；

㈢中期检查和评考工业进展、政策和战略并 (d)工发组织，东 1974-1975
审查第二个发展十年的第二个五年的战略； 南亚国家协会

亚洲开发银行

拉美经委会，

欧洲经委会，

地区性发展合 

作组织

㈣ 1在最不发达国家中设立改善工业规划机构 

工作队；

(a) 开发计划署 1974-1975

㈤研究最不发达国家一体化农村工业方案的 (a) 亚远经委会 /

拟订和执行以及某些国家详细计划的拟订的理 稂农组织农业

论和实际；

㈥派特派团前往亚远区某些国家，对利用过 

剩生产能量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a)
司

1974

㈦研究某些工业制成品和（或）半制成品， ㈨ 工发组织，国 1974-1975

(a)

(先年后月）

㈦

第㈠担的完成日期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㈠

工作项目

㈡

优先

次序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㈣

工作

性质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㈦

第(-)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
如)期 
(逾)期或 
提（前）安排同样便利。 特别注重出口发展的趋势和问题； 际贸易中心

国际贸易司

A ⑻查明立即可能出口的工业产品并帮助拟订 (a), 工发组织，国 1974-1975
和执行此种产品的出口方案； (b), 际贸易司

(c)
A* ㈨举行地区鬲级人员准备参加工发组织第二 (a) 工发组织 1974

1 届大会的会议。

§

计划项目第IA2: 3-1.拷：应用科技促进发展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工业及自然资源何题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对亚远地区应用科技促进发展特别肴关的事项提供协助、咨询意见，并酌量定出各种准则：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为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七五年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预 常咨区预

26 - 12 - — 一 一 18
执行计划分项㈣和㈥

工作内容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加单位 二月止）

㈠召开科技咨委会的区 A 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召开科技咨委会亚 (d) 亚远经委会有 1974-1975
域小组会议 洲区域小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会议。 关各司以及有

㈦

第{-)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㈠ ㈡ 

工作项目 优先

次序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㈣ ㈤ 

工作亚远经委会及 

性质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㈦

第(-)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

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㈡安排一次机构间协调会B**召开机构间执行科技咨委会建议的会议，以避

议 免各机构工作上的重复。

㈢ 提 供 有 关 技 术 方 面 某 些 A 

事项的援助工，作

向有关国家提供展开研究和发展工作的咨议服 

务，并在研发机构和研发利用者之间建立联系

㈣ 执行亚洲科技行动计戈I: A* (-)安排国家讨论会，以执行亚洲行动计划中

； 的各项建议
108

㈤ 进行国家检查
)进行国家检查

㈡对于本区某些国家在实用技术的转让方面 

受到的限制进行国别专案研究，以期对其他发 

展中国家定出准则

A*进行国家检查，以期查明和评价会员国的科学 

和技术制度，其性质与经合发组织所进.行的检 

查相同。

(a)

关各专门机构 

区域办事处 

各有关专门机 1974

(a)
构区域办事处 

教科文组织/ 1975

(a)

工发组织合办

的机构间行动

特派小组 

工发组织，联1974-1975
(b) 合国科学和技

术处，技合处

教科文组织 1974-1975

教科文组织，

工发组织

1974-1975

计划项目第IA2: 3—1.4号：工业研究

办理根据：一九七O年第二次亚洲工业化会议；一九七四年亚洲工业开发协会第九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促进工业和应用研究的区域合作，加速工业发展；改进工业研究机构的管理。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为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七五年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执行计划分项㈢和㈣。

常咨区预 常 咨区预
10 — 一 一 一 --12

工作内容
㈣ ㈤ ㈥

㈠ ㈡ ㈢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⑻ ⑼(如)期 
(逾)期或 
提（前）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搜集并散布关于工业研 A ㈠印发一份最新的亚远区工业研究机构名册 (c) 工发组织， 1974
究机构的管理和组织的 教科文组织

资料，组织一个咨议工 A ㈡召开工业研究咨询理事会第三届会议 (d) 教科文组织， 1975
,作团并召开一次讨论会 工发组织

B**
㈢组织一个关于研究机构的管理和组织的咨 (a) 教科文组织， 1974-1975

109 议工作团， 以便使研究工作与制造工业发生联 工发组织，

系 劳工组织

b**
㈣安排一个讨论研究机构的管理与工业界有 教科文组织， 1974-1975
效联系和将实验室结果变成工业生产等问题的 工发组织

讨论会

计划项目第IA2: 3-1. 5号人类环境III

办理根据：一九七二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一九七四年工业及自然资源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在区域一级上开始进行环境计划项目中的下列工作：㈠环境的评审：评量和审查；研究；资料的交流；㈡支援措施:

教育、训练和公众报导；组织安排；经费和其他形式的援助。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为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七五年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预

72 - - -

常咨区预

168

执行计划分项(一)、㈢和㈣。

㈠ ㈡ ㈢ 丄作内容 ㈣ ㈤ ㈥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加单位 二月止）

通过训练课程、讨论会、 A* ㈠派遣人类环境工作队，访问参加会员国， (a) 开发计划署 1974-1975
研究小组、工作队、专设 提供技术援助和训练；

专家小组和提供技术援助 ㈡专设专家小组，草拟关于将环境工作列入 (d) 环境方案 1974

,等各项安排，拟订并发动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工作手册；

110环境计划项目，以期加强
* ㈢决策人员的环境训练； (a) 工发组织， 1974-1975

'会员国应付环境问题的能 环境方案，

力。 亚洲技术研

究所

A* ㈣研究管制环境的高级中央机构制度上的模 (b) 环境方案 1974-1975

A*
式，

㈤编制亚远区现有人类环境训练设施总一览

(b)

环境方案 1974-1975

表并查明区外可供利用的适当设施；

㈥协助各国政府拟订发展计划项目的环境和 (a), 环境方案， 1974-1975

社会评价的准则和核对表；研究和拟订关于从
(b)

工发组织

环境观点适当安排工业以及在不同工业中污染

管制方法.和费用的准则；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㈡

优先

次序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工作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B** ㈦协助各国政府采取步骤向其本国公民培养 

环境道德并增进决策人员对于环境问题的了解; 

协助各国政府加强对低成本建筑材料和技

术以及低成本的废物处置方法的研究工作；

(a)环境方案 继续中

(a)环境方案，继续中 

联合国居造 

中心，亚远

协助各国政府促请发达国家注意因其环境

考虑而实施的非关税壁垒可能对亚洲国家贸易， 

引起不良后果的问题；研究本区域在环境影响 

标题下足可与合成品相竞争的某些主要出口商 

品；调查并拟订利用发达国家因严格管制污染 

而实施工业外移的准则；

㈩对早期预报灾害系统的监测设备提供技术 

和财务援助；协助研究发展中国家遭受灾害后 

在生态方面的复元能力；

(11)研究象山地部落的特别民族集团以期改善 

其生活素质；

(12) 协助各国政府评价其当前环境状况；发展 

指标，从而能够监测环境素质；建立适当标准， 

订立所需状况的目的和目标；订立衡量发展环

经委会居造 

科

(a)，环境方案，继续中

(B)贸发会议，

工发组织， 

国际贸易司

(a)(b)，环境方案 继续中

(a)，环境方案,

(b)社会发展司 

(a)，环境方案

(b)

继续中

继续中



1122

㈠

工作项目

㈡ ㈢ ㈣ ㈤ ㈥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境标准和建立监测设施的准则；以及在提供、 

选择和利用监测设备方面订立准则并提供援助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B** (13) 协助各国政府改善环境方案的信息g询服 

务，使其在功能上更能适应各该国家信息方面 

的需要；

(a) 环境方案 继续中

B** (14)开始研究减少能源总需要和减少现有能源 

污染的方法，并探查其他比较清洁的能源；

(b) 环境方案，

自然资源司

继续中

B** (15)协助各国政府保护并保存其文化和自然遗 

产；开发历史性的处所和野生物公园；保全各 

该国家最重要的生物群落的代表性样本；

(a) 环境方案，

教科文组织， 

稂农组织，

社会发展司

继续中

(16) 协助各国政府举办各项研究工作，借以协 

助作出环境领域和有关方面的决策，各项计划 

项目的协调和提供资源。

(a) 环境方案 继续中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C.物质资源的开发和#持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计划项目第IC2: 3-1.号：工业标准化

办理根据：一九七O年第二次亚洲工业化会议；一九七二年亚洲标准化咨询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一九七四年亚洲工业开发协会第九届 

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促进本区工业标准化的发展，并在区域间和国际基础上，促进工业标准化方面的密切合作。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为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七五年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筒单理由

人工月

常 咨区预

12 —- —
常咨区预
— 4  6

人工月

安排一个关于米制度量衡单位的讨论会.

㈠ ㈡
工作内谷

㈢ ㈣ ㈤ ㈥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加单位 二月止）

提供咨询服务，安排讨论 A (-)协助会员国成立新的标准化机构并加强现 (a) 工发组织， 继续中

会和训练课程以及和散发 有机构； 教科文组织，

有关标准化专家和国家主 标准化组织，

管标准化事务的机构的资 电工学会，

料。 亚标咨委会

的咨议小组

A ㈡召开亚标咨委会第四届会议； (d) 工发组织 1974
A* ㈢安排一个关于米制度量衡单位的讨论会； (d) 教科文组织， 1974

工发组织，

开发计划署，

印度，伊朗，

马来西亚，

越南共和国，

斯里兰卡和

其他有关国

家。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 (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㈠

工作项目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㈣编制本区内外标准化专家名单； (a) 亚标咨委会 继续中

咨议小组

㈤安排一个训练各标准化机构高级人员的课 (a) ェ发组织， 继续中

程； 教科文组织，

劳ェ组织，

标准化组织，

电ェ学会，

印度，伊朗，

斯里兰卡

B ㈥搜集并散发全区各国标准化机构的情况和 (c) 标准化组织， 继续中

工作的资料 电ェ学会

(b) (如)期 
(逾)期或 
提(前）

计划項

目第I c 2: 3— 1.7号促进工业投资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亚洲工业发展协会第九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佣进本国资本和外资向工业投资

为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七五年拟办亊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人工月

常 咨区预
24 一 一 一'

人工月

常 咨 区 预 
一 一 一 25

执行计划分项㈢和㈣。



㈠ ㈡ ㈢ 工作内容 ㈣ ㈤ ㈥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加单位 二月止）

通过讨论会、工作会议和 A ㈠协助有关会员国探讨有无成立一个亚洲投 工发组织，劳 1975
考察旅行，协助训练工业 资中心的可能性 工组织，教科

规划人员和计划项目发展 文组织，贸发

人员以及促进投资工作、 会议，开发计

投资法和征税政策的决策 划署，研究和

人员； 规划司

通过发展联合企业、分合 A ㈡研究关于扩大区域内ェ业产品贸易的投资 国际贸易司 1974-1975
同和任何其他包括发展自 可能性

由贸易区的方式，促进直115 A* ㈢安排一个关于外国投资和税务行政的训练 (d) ェ发组织， 1974
接与区域内贸易扩大方案 讨论会 亚远事委会

以及ェ业商品的国际贸易 A* ㈣安排投资管理以及发展和促进ェ作的练课 (a) 亚发中心，亚 1974-1975
有关的ェ业企业； 程 洲经济发展和

协助各会员国设立促进投 规划研究所

资机构或改进现有机构的 A* ㈤安排关于规划和发展出口品加ェ区和自由 (a) 工发组织， 1975
设施并通过区域促进投资 贸易区的考察旅行 贸发会议

中心等设施，为这种机构

安排训练此种人员的方案 >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 期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计划项目第工C2: 3 —1.8号：促进工业发展方面的区域合作（包括亚工发会第2和4-13号计划项目）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亚洲工业发展协会第九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通过区内各国在生产和贸易方面的分工合作和专门化、充分利用工业能力、协调工业发展计划及为多国家合作建立 

计划和机构等办法，加速工业发展。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現有资源 为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七五年拟办亊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常咨区预
116- 12 -

人工月

常咨区预
-40 12 220

㈢

 工作内容H㈠ 工作项目 优先

次序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工作

性质

组织考察代表团和调查小 A ㈠在区域或分区域的基础上，研究与工业计 (b)

组以查明计划项目的可能 划协调有关的政策和问题，并按照第二个发展

性，从而举行政府间协商 十年的目标予以调整；

,会议和/或酌情成立工作 ㈡出版《亚洲工业发展新闻》； (c)

小组; ㈢举行亚洲工业发展协会及其咨询小组会议 (d)
•召开专设专家小组会议， A* ㈣安排第三次亚洲工业化会议，但尚须经委 (b)

订立战略并查明应行采取 会对亚远经委会会议结构作出决定；

行动的各方面；然后向各 A ㈤协助有关会员国探讨有无成立亚洲投资中

国派遣特派团； 心的可能性；

提供直接的咨询服务并交

换资料；

为提供技术援助动员各种

资源，以便使各项计划项

目顺利结束； A ㈥研究与扩展区内工业产品贸易有关的投资 (b)
召开第三次亚洲工业化会 可能性；

议，亚洲工业发展协会及 A* ㈦安排一个关于外国投资和税务行政的训练 (d)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1974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⑻

(先年后月）

继续中

⑼（如)期 
(逾)期或 
提（前）

_
继续中

一 继续中

工发组织， .975-197( 1976

工发组织，劳

工组织：教料

文组织，贸发

会议，开发计

划署，研究及

规划司

1975

国际贸易司 1974-197£

工发组织， 1974



㈠

工作项目

㈡

优先

次序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㈣

工作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其咨询小组会议，审查所 讨论会； 亚远事委会

采行动并建议应采行动， A* ㈧安排关于投资管理和发展以及促进工作的 (a) 亚发中心，亚 1974-1975
以便促进本区域发展中国 训练课程； 洲经济发展及

家加速工业化的过程。

A* ㈨安排关于规划和发展出口品加工区和自由 (a)
规划研究所 

工发组织， 1975
贸易区的考察旅行； 贸发会议

A* ㈩组织一个特派团负责对电子产品的生产和 (a)，国际贸易司， 1974
贸易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并查明上述工业在区

(b)
研究及规划玛

域和分区域方面合作的范围； (c) 工发组织

117
A (12)举行一个工业和贸易专家以及政府代表的

高级会议，以便审查此种研究和建议的后继行

动；

(d) 1975

A 因组织一个专家小组，审查亚远区发展中国 (b) 贸发会议，工 1974
家在技术转让和适应方面所需做的工作以及建 发组织，教科

立一个技术转让中心的可行性； 文组织，劳工

组织，环境方

案，亚远事委

会，美国，研

究及规划司

(13)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举行的关于通过多国合 

作更充分地利用工业能力问题专设专家小组会 

议的后继工作；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1975

（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㈡

优先

次序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A* (a>组织一个关于工业能力利用调查的标准

化问题工作队；

A* (b)组织咨谈小组，执行充分利用工业能力 

的多国计划项目；

A* （C）查明并探讨出口市场，特别注意现有未

能利用的制造能力；

A* (d)为政府官员和工业界代表就改善工业发 

照程序问题安排一个座谈会；

A* (e)研究对充分利用工业能力具有不利影响 

的技术、贸易和航运壁垒问题；

(14)关于东南亚区域钢述厂考察代表团报告的

后继行动：

A* (a)召开对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区域钢拯厂有

兴趣的政府代表和主要钢铁生产者代表 •

包括援助机构或组织代表的工作小组会 

议，以便决定厂址、经费和政策，成本-

利润等问题；

A* (b)拟订提出东南亚区域钢拯厂计划项目报 

告的要求，从而协助编制此项报告；

㈣

工作性质

(a)

(a)

(a)
(a)

(a)

(a)
(d)

(a)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工发组织 1974

工发组织 1975

工发组织， 继续中

贸发会议，

国际贸易司

工发组织 1975

工发组织， 继续中

贸发会议，

国际贸易司

工发组织 1974

工发组织 1975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㈠

工作项目

—

 

1
1
9

 

I

㈡ ㈢

 ㈣ ㈤ ㈥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加单位 二月止）

A (15)经常研究适合于本区原料的炼钢方法，包括 (a), 工发组织 继续中

提高低级原料素质的研究； (b)
A (16)应各国之请，向各国提供关于炼钢技术方 

法的选择和种类，设备等方面的咨询意见；

(a) 工发组织 继续中

A (17)提供改进铸造方法和铸件品质的咨询意见; (a) 工发组织 继续中

A (18)应东南亚钢铁研究所之请，向其提供必要 

的咨议服务；

(a) 工发组织 继续中

A (19)关于区域农业机械研究所的专家工作小组

报告的后继行动：

(a)访问各国进行协商，以便对计划项目的 (a) 工发组织，亚 1974

规划作出最后决定并协助准备向开发计 发银行，亚远

划署提出设置亚洲农业机械中心的请求; 经委会/稂农 

组织联合农业

司，开发计划

署东道国政府

(b)召开有关政府代表会议，以便对设立这 工发组织，亚 1974
一中心的规划工作作出最后决定； 发银行，国际

稻米研究中心

亚远经委会/

稂农组织联哙

农业司

J

(a)

(先年后月）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㈡

优先

次序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A* (20)对合成纺织和纤维工业进行区域调查，以 

期在纺织工业的规划和纤维生产的规划之间达

A

A*

A

成一致步调；

(21)调查并研究染料的目前消费量和未来需要 

量，并探讨在国家或多国家基础上，发展染料 

工业的可能性；

(22)关于东南亚岛屿区硬术资源最大利用的研 

究报告的后继行动；

(23)组织关于充分利用副生树种协调研究方案 

的工作小组；

(24)组织某种农产工业咨议特派团，前往有关 

会员国按时审查某一工业的技术和经济方面， 

作为国家间计划项目的部分工作；

A (25) 从指定的联络人员处搜集各会员国关于农 

产工业的工业化方案、计划项目和发展的资料 

并通过《亚洲工业发展新闻》的媒冰，予以散 

发；

A(26) 协助编制油棕产品的工业加工手册；

㈣ ㈤ ㈥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加单位 二月止)

(a) 工发组织 1975

(a), 工发组织 1974
(b)

(a) 工发组织， 继续中

稂农组织

(a) 稂农组织，

工发组织

(a), 工发组织，稂 1974-1975
(b) 农组织，亚远

经委会/稂农

组织联合农业

司

工发组织，粮 继续中

农组织，亚远

经委会/稂农

组织联合农业

司

(b) 联合王国 1974

㈦

第(-)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㈡

优先

次序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㈣

工作

A* (27)协助国际贸易中心组织一个讲解特派团前 

往本区椰子生产和出口国家，以期加强椰子油 

和化学提炼品市场研究报告所应采取的后继 

行动；

A* (28)协助国际贸易中心，拟订计划项目，取得

㈤ ㈥ 

亚远经委会及第㈢栏的分期 

其他方面的参（至下年i十 

加单位 二月止）

贸发会议/总 1974
协定合办国际 

贸易中心

贸发会议/总1974-1975

㈦

第(一)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向开发计划署申请技术援助的国家请求和执行 

计划项目；

(29)为建立铁合金工厂进行厂址的经济研究， 

计及

可用原料和廉价电力，尤应计及锰矿和石 

英岩的藏量；

B** (30)）研讨在西亚分区域建立一个钢铁研究所的利益;

B**(31)协助有兴趣国家对需要建立一个造船和修 

船工业的协调和发展中心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圍组织一个调查机床的工作队；

(32)研究区域合作生产和销售当地原料的可能

(a)

(a)

(a)

(a)

协定合办国际 

贸易中心 

工发组织

工发组织，运 

输及通讯司 

工发组织 

工发组织，粮 

农组织，亚远 

经委会/粮农 

组织联合农业 

司

继续中

1974-1975
參

1974-1975

1974-1975

继续中



㈠

工作项目

㈡ ㈢ ㈣ ㈤ ㈥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B**
(34)协助各国断定其对磷酸盐和多种营养素肥 

料的需要并为建立此种工厂进行技术一经济研 

究；

(a)，(b) 工发组织，粮

农组织，亚远

经委会/粮农

组织联合农业

司

工发组织，稂

农组织，亚远

经委会/稂农

组织联合农业

司

工发组织

继续中

B**

(35)协助各国进行关于成立以当地原料或进口 

中间产品为基础的肥料厂的技术一经济研究；

(a). 继续中

B**

(36)协助进行建立一个新石油化学联合企业的

可行性研究；

⑻ 继续中

B**
(37)协助建立塑料机械和附件制造工业，以及 

设立塑料设计和生产发展中心，并为此目的指

派一个区域顾问；

(a) 工发组织 继续中

B**
(38)调查在国家、分区域和区域各级上使用液 

化天然气的情况；

(a) 工发组织 继续中

B** 阖研究设立森林工业出口联合促进委员会； (a)，(b) 粮农组织

B**
(39)办理一项训练方案，利用区内现有设备， 

从事关于以林业为对象的工业的研究和发展；

(a) 粮农组织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B** (41)协助办理将木料、木材和木制品的分等规 (a) 稂农组织，标 1974
则和规格加以标准化。 准化组织，木

材工作小组

计划项目第IC2: 3—2.1号：小型工业的发展和小型工业方面的区域性合作

办理根据：一九七二年小型工业工作团第十届会议；一九七四年工业和自然资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 

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促进小型工业的发展和现代化，以减轻普遍贫穷，增加就业机会

-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冇安深 一九七西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预
 24 ---

常咨区预

---18
执行计划分项㈣。

工作内容

㈠ ㈡ ㈢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笫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鋪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提供咨询服务，从事研究，安 A ㈠协助各国，特别是较小和较不发达的国家 (a) 研究及规划司 继续中

排训练课程，召开讨论会，搜 规划作为国家发展计划组成部分的小型工业发 工发组织

集并散发资料 展方案；



㈠

工作项目

㈡

优先

次序

A

A

A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㈡向有兴趣的国家提供关于加速发展其小型 

工业的咨议服务；

㈢研究小型工业在发展非都市地区过程中所 

起的作用；

㈣关于管理方面的咨询，区域工业发展和低 

成本自动化的国际训练课程；

㈤出版《亚洲及远东小型工业报导》

㈣

工作

(a)

(c)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工发组织

菲律宾大学小

型工业研究所 

数据和文章的 

供给者，以及 

与小型工业发 

展有关的政府 

部门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继续中

1975

1974-1975

继续中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提（前）

计划项目第IC2: 3—3.1号：发展金属生产和金属变形工业和电子工业

办理根据：一九七三年金属和工程小组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工业及自然资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 

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促进新技术的转让，以加速金属ェ业的扩展并查明和增加本地设计建立和经营金属生产和金属变形工业的能力，以及资料 

工作的发展。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预
24 — 6 —

常咨区预
-  12

扶行计划分项



㈠ ㈡

工作项目 优先

次序

㈢ 工作内容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工作

性质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b)(如)期 
(逾)期或 
提（前）协助会员国进行有关金属生 

产和金属变形工业和电子 

工业的研究提供咨询服务并

B㈠在新企业的工序选择和地点等问题上给予 

协助；

B**於㈡详细审查建立非铁金属研究所的需要和可

(a)工发组织

(b)工发组织

1974-1975

1974-1975
交换有关资料， 行性;

A㈢对建立生产海绵铁设备问题进行技术-经⑼工发组织 1974-1975

125

济研究，包括区域性合作的可能性研究在内；

A㈣协助非综合眭钢厂改进业务并减低成本；

B㈤搜集、分析关于发展电子工业的数据并散

发关于这一方面的资料。

(b)工发组织 

(c)工发组织

1974-1975
继续中

计划项目第IC2: 3—4.1号：发展农产工业和农村工业

办理根据：―九七四年工业及自然资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㈠审查本区域内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产工业和农村工业的战略。

㈡审查设立区域农产工业技术知识库的可行性。

㈢为亚远区发展中国家订立农产工业和农村工业适当技术的准则。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因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常 咨区预 常咨区预
召开专家小组会议。

-6 - — — —15



㈠ ㈡ ㈢ 工作肉容 ㈣ ㈤ ㈥

工作项目 优先

次序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工作

性质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安排详细研究 A 对农产工业和一体化的农村工业的方案拟订和 (a), 工发组织，粮 继续中

发展方面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b)，农组织亚远经

(c) 委会/粮农组

织联合农业司

安排一个专家小组会议 A 安排一个专家小组会议，负责审查区域技术知 (a), 工发组织，粮 1974
识库的组织，包括哪些工业和服务，它的职权 (d)，农组织亚远经

126 等，主要目的在协助发展中国家可以接触并获 (c) 委会/粮农组

取农业工业方面的适当技术。 织联合农业司

组织一个关于亚远区发展中 A* 组织一个巡回讲习会，讨论并传播某些农产工 (d) 工发组织，粮 1974-1975
国家农产工业和农村工业适 业方面的适当技术。 农组织，开发

当技术的讲习会 计划署，亚远

经委会/稂农

组织联合农业

司

计划项目第IC6: 3-7.1号：住房与有关社区设施

(a)

(先年后月）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工业及自然资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一）发展并拟订有效的国家住房政策，实际方案及其切实的执行。

㈡动员国内资源并利用当地材料以改善都市和农村住房。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現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相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预 常咨区预
执行计划分项㈤、㈥、㈦、㈨和(15)。

90 - - 27 -2 - 250



㈠

工作项目

㈡

优先

次序

㈢ 工作内容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通过咨询和咨议服务，研究，A 

发展示范计划项目并交换资 

料等方法协助会员国拟订有 

效的住房政策，实际方案及 

其切实的执行；

协助会员国采取措施以动员A 
当地资源、国内储蓄和材料。

(一）应请求，提供关于拟订国家住房政策和方 

案的咨询和咨议服务；

㈡ 对于各国有关住房政策和方案，住房设计 

等问题，担当区域资料中心的任务；

㈢协助联合国印度新德里区域住房中心执行 

其工作方案并加强其区域活动；

㈣关于改善贫民区和棚户区的咨询小组；

A*㈤关于改善贫民区和棚户区的工作队;

㈥关于人类住区示范计划项目的专家小组会 

.议；

A* (七) 为人类住区会议和展览举行区域内政府官 

员会议；

㈣ © 内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 1974-1975

(c) 区域住房中心

(新德里和万

隆）

1974-1975

(a) — 1974-1975

(a) 联合国住房、

造房和设计中

心（居造中心

国际合作住房

发展协会（合

住协会）.社

会发展司

1974

(a) 居造中心，世

界银行，合住

协会，社会发

展司

1974-1975

(a) 居造中心.环

境方案

1974

(d) 居造中心，环 

境方案，区住 

中心

1975

继续中

继续中

继续中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㈡

优先

次序

A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㈧关于改善农村住房的区域调查和讨论会;

A*

A

A*
A*

协助各国通过自助、协助性自助，互助和 

其他方法改善农村住区的试验性计划

㈩研究亚远区产业工人的住房问题，以便对 

在国家住房范围内拟订产业工人住房政策提供 

准则；

(11)关于住房政策、方案的行政及管理的研究 

旅行和讲习会；

(13)关于向住房和都市发展供应资金的储蓄贷 

款机构，住房合作社及其他非营利性合作组织 

的组织和管理问题讨论会；

(13)直接提供关于组织造房筹资公司，储蓄和 

信用机构，非营利性合作组织等的咨询和咨议 

服务;

(14)关于住房筹资问题的工作队；

(15)研究：（a)在发展中经济内向住房投资的标 

准，使住房问题在国家发展计划中列为较高度 

优先；(b)用第二次抵押办法为住房和都市发展 

筹措资金；(c)检查住房情况。

㈣ ㈤ ㈥ ㈦

工作亚远经委会及 

性质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a)

(a)

居造中心，区 

住中心（万隆 

和新德里）

居造中心，粮 

农组织，教科 

文组织 

劳工组织，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1974

1974-1975

1975-1976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1974

继续中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工发组织

居造中心，1975-1976
澳大利亚

居造中心，丹

麦国际储蓄银 

行研究所

(a) - 继续中

(b)
(b)

1974-1975 1975
1974-1975 1975



计划项目第IC6: 3—7。2号：造房和造房材料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工业和自然资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发展和加强造房和造房材料工业并增加其生卢能量。

一九七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故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为执行计划分项㈤提供所需的咨议服务。

常咨区预 常咨区预20 --- ---12

工作内容

129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协助各国发展造房和造房材料 A ㈠协助各国在造房和造房工业中引进和使用 (a) 丹麦， 居造中 1974-1975 继续中

工业，并从合理化来减低造房 单元组合部件； 心

成本，从标准化和预制单位组 ㈡应请求，协助各国建立新的造房研究中心 (a) 1974-1975 继续中

合建筑及其他方法来增加生产 或加强现有的研究中心；

力 A ㈢协助联合国设在印度尼西亚万隆的区域住 (a) — 1974-1975 继续中

房中心执行其工作方案并加强其区域活动；

A ㈣关于执行组合单位协调及部件造房的巡回 (a) 居造中心， 1974 1974
讨论会； 丹麦

A* ㈤第二次造房研究机构和兴建组织主任会议 (a) 居造中心：区 1975 1975
住中心（新德

里和万隆）

B** ㈥建造业规划和方案拟订专设专家小组会议 (d) 工发组织，劳 1975-1976
工组织，居造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加单位

中心，区住中

心（新德里和

万隆）

二月止）

计划项目第IC6: 3-7.3号：都市及区域发展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工业和自然资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㈠促进适度的都市和区域发展。

㈡促进综合的区域发展和规划方面的研究和训练。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预
 10 ---

常咨区预
一 5 — 8

执行计划分项㈣和㈤

㈠

工作项目

㈡

优

先

次序

A

（-）通过综合的区域发展和规 

划，协助各国把快速的城市发 

展导入可取的路线。

㈡用促进区域规划的研究和 

训练及其他活动，协助把国家 

的发展计划经由区域计划变成

A

工作内容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㈠对城市和区域发展和规划问题提供直接的 

咨询和咨议服务；

㈡调查本区各国的物质规划组织和规划法规 

协助日本名古屋的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执 

行其工作方案，促进和加强在区域发展方面的 

活动；

㈣

工作

餓

(a)

(b)
(a)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參 

加单位

社会发展司， 

运输及通讯司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1974-1975

1974-1975
1974-1975

提(前）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继续中

1975
继续中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次序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工作

性质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国家的物质计划。 A ㈡协助各国设立都市和区域规划方面的训练

和研究中心；

(a) — 1974-1975 继续中

A ㈢研究亚远区区域发展的进展和问题； — 1974 1974
A* ㈣研究设立国家住房和都市发展基金的方式 

内容和范围等；

(b) 1975-1976

A* ㈤关于都市土地问题以及在亚洲和远东指导 (a) 居造中心， 1975-1976
都市化的政策和措施的讨论会和研究旅行； 丹麦

㈥就综合的区域发展的下列各方面从事特别 - 1975-1976
研究：

3 (a)配合国家发展规划的区域规划程序； (b) 一 1975-1976
(b)特别从区域规划的观点来评考现有资料 (b) — 1975-1976
系统.



运输及通信司

D.主要服务的发展

计划第工D 1 : 4-1.1号：检查和分析国家运输和通信发展计划和方案，包括协调和整合政策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为各国政府提供准则和协助，制订充分和适当的政府政策，以便协调地、整合地发展运输设施，并请各国政府注 

意在运输和通信方面目前的发展。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人工月

常咨区预

2 5 — — —

人工月

常咨区预

㈠

工作项目

㈠检查运输和通信方案及 

政府在国家一级协调和 

整合发展的政策，并为 

国家计划和政策制订准 

则。

㈡

优先

次序

A

A

㈢ 工作内容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㈠继续不断地检查各国政府关于协调各种运输 

方式的政策和投资决定，以便促进区域和国 

家运输制度有系统的发展；

㈡运输对环境生态的影响。

㈣ ㈤ ㈥ ㈦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c) 各会员国和 

外界组织的通

信员

继续中 如

(b) 联合国环境方

案

1975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賴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㈡收集、汇编和分析技 

术情报，包括制订关 

于最近发展的运输和 

通信文件、文章和新 

闻，以及出版《亚洲 

及远东运输和通信公

报》。133

A 以半年为期出版《公报》 (b)，

(c)

各会员国政府

联合国总部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继续中 如

计划第ID 1: 4 - 1. 2号：旅游事业的推进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推进区域和分区合作、销售研究、旅游潜能需要和预算的调查和统计工作。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研究投资和未来趋向问题以加强基层公共设施、评估训练设施的需要和改良合办旅游事业推

常咨区预
26 - - 24

常咨区预
- - - 12

销和宣传的工作。



工作内容

㈠

工作项目

研究和实行有关国家、分区一 

级的国际旅游问题的研究。

㈡ ㈢

优先 工作说明

次序 (按时间排列）

A * ㈠在亚远经委会区域内，编制旅游和旅馆 

管理训练设施的清单；

A* ㈡编制准则和方法，以便拟订国家旅游总 

计划、并以编制区域总计划为长远目标，认清 

和评估有历史、文化或其他意义的地方的旅游 

潜能；

A* ㈢调查以后十年中亚远经委会区域所需要 

的旅馆接待和其他旅游设施；

A ㈣合作推行甘达基/蓝毗尼区域发展

方案;

㈣ ㈤ ㈥ ㈦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a), 劳工组织、开

发计划署、官 

旅组联、太平 

洋地区旅行协

会（太旅协会

各发达国家

1974 1974 如

(b)，

(c)

开发计划署、 

官旅组、太旅 

协会、研究和 

计划司

1974 1974 如

开发计划署、

官旅组联、太 

旅协会、亚发

银行、世界银

行

1975 1975 如

(a) 尼泊尔和其他

会员国、开发 

计划署、联合 

国总部

1974-1975 1974-1975 ，如



㈠ ㈢ (四）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次序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工作

性质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B** ㈤调查旅游事业推销和宣传； 开发计划署、 

太旅协会、官 

旅组联/旅游 

组织、各发达 

国家

1975 1975 如

C ㈥包括于区域运输调查范围内的东南亚国家 

集团对旅游事业推销和宣传的结合工作的 

可行性研究

开发计划署、 

东南亚国家联 

盟、太旅协会 

亚发银行

1975 1975 如

135
C ㈦在分区基础上调查有关国家集团的旅游潜 

能，并为将来发展制订准则

开发计划署、 

亚发银行、世 

界银行、各发 

达国家

1975 1975 如

计划第ID I : 4 - 1. 3号：促进国际交通

理根据：一九七四年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办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鼓动区域和/或分区为促进国际交通而合作，以便鼓动运输、旅行和贸易。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一九七四年和ー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ェ月 人ェ月  
研究和分析在会员国家内运输、旅行和贸易所需的文件并对拟定和实施立法提供咨询服务和

常咨区预 常咨区预 制定国家和国际交通中机动车第三者保险法律时所需具备的体制安排。
 25 ---20

工作内容

6

㈠

工作项目

㈡

优

先

次序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㈣

工作

性质

㈤ ㈥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研究将运输、旅行和贸易文书 A* ㈠研究和分析会员国为运输龙行和贸易用的 (b) 国际贸易司、 1975

ェ作标准化和简单化；研究国 文件方式，以便建议将它们标准化和简单化； 国际贸易简化

际交通中汽车第三者保险所需 委员会（贸简

要具备和具体的分区和国家安 委会）、贸发

排；并研究实行现有规例的安 会议、海事组

排和必要时拟订新的安排 织、美国

A* ㈡巡回专家特派团，为文书ェ作简单化和标准 

化就地提供意见；

(b) 贸简委会、联 

合王国、美国 

加拿大、日本 

和其他国家

1974 1975 如

A* ㈢比较研究区内国家关于机动车第三者保险的 

主要国事项以促进国家分区和区域安排；

各 会 员 国 国 
际公路运输联 
盟〔路运联盟)

1974 1975 如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世界旅游及汽 

车组织（旅车 

组织）、运技 

局

B* ㈣就其在区域条件下的适用性研究有关规例， 各会员国、欧 1974 1975 如

并在必要时建议新的安排。 经委会、贸发 

会议、民航组 

织、海事组织 

统法社、国际 

公路联合国 

(公路联合会)、 

路运联盟、铁 

路联盟

计划第ID1: 4-2.1号：公路和公路运输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促进国际道路货运及客运的发展，研究支路和农村运输的工程和经济问题，并与亚洲公路运输技术局在其所有实质性 

的工作方面保持合作。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亊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1.需要一名运输行政人员或经济学家服务，为区域间道路运输拟订行政措施

常咨⑪ 区预
33 1 --

常咨区预

---10
2.为进行某些关于支路和农村运输技术经济方面的研究，并协助主持工作会议。

工作内容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⑼(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㈠在区域基础上，促进国际道 A* ㈠研究区域间和区内道路货运和客运的各项 (b) 运技局、路运 1974 末 如

路运输，进行研究，并举行临 问题； 联盟

138时区域会议。 A* ㈡从事后继研究为发展和促进区域间道路货 (a)、 路运联盟 1974 末 如

运和客运拟订行政措施；

A* ㈢举行政府官员会议，就各种行政措施达成 (d) 1974 末 如

区域协议。

㈡行关于支路和农村运输经 A ㈠研究：

济和工程方面的研究，以便就 (a)评审单车道道路的经济价值； (b),(c)中央公路研究 1974 如

该问题举办讲习班。 所、运输公路

研究实验所

⑪道路运输一个人工月。

⑫国际道路运输六个人工月；农村道路四个人工月。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笫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b)拟订廉价农村道路的几何设计标准； (b),(c) 1974 如

(C)为区内各国分别设计适合于各该国家的 (b),(c) 1974 如

土壤稳定标准和办法；

A* (d)拟订较为简单的计划办法，从事投资和 (b)，(c) 1975 如

评估农村道路计划；

(e)改进农村道路运输容量； (b),(c) 1975 如

(f)改进现有畜力车辆的方法和途径； (b),(c) 1975 如

A ㈡举办关于支路和农村运输经济和工程方面 (a),(d) 1975 如

的工作会议。

㈢执行现有机构的职务。 A ㈠参加亚洲公路协调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和 运技局 1974- 继续中

专家工作小组的会议；

㈡审查运技局的技术公文、报告和文件，并 (b) 运技局

1975

继续中

对此发表意见。

计划第ID 1 : 4 - 2. 2号：都市的交通问题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协助解决区域里正在扩张的城市中有关交通管理、道路安全、应付交通阻塞等方面的问题。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現有资源

人工月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常咨区预 常咨区预
举办关于交通工程和公路安全的示范计划和工作备议。

19 1 -- - 2 

工作内容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辨认都市地区的交通问题并 ㈠研究： 旅车组织、国

建议补救措施。 A (a)混合交通所带来的问题和为解决这些问 (b)、 际高级警官联 1974 末 如

题所需要的措施； （C）合会（警官联 

合会）、公路
A (b)工程和为教育和保护道路使用者的

联合会、教科 1975 末 如

公路安全措施； 文组织

A (C)在大城市拥挤地区选择公共汽车站地点 1974 末 如

所应遵守的一些原则；

A ㈡安排都市交通方面的示范计划，为交通工 (a)、 运输道路研究 1974- 1975 如

程人员提供在职训练； (d) 实验所 1975

A* ㈢举办关于交通、公路工程和公路安全的工 (a) 运技局、公路 197 5- 如

作会议。 联合会、路运 1976
联盟、旅车组

织、警官联合

会



计划第ID 1 : 4 - 3.1号：水运的改进和发展

办理根据：一九七三年水运小组委员会第十届会议；一九七四年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

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水运、水道的发展、现代化和维持。

一九七四年相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亊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工作内容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加单位 二月止）

各种研究、实用研究试验计划、 A* ㈠应要求，为改进疏浚厂和有关设备的工作 (a) 各捐助国 1974

对各国政府的协助和咨询服务。 效率向各国提供协助； (假定到时有 

专家可用）

A* ㈡疏浚专家关于各种专能方面的讨论会； (d) 各捐助国 1974

A ㈢协助和研究为发展区域水道和水上交通施 (b) 各捐助国；将 1974-

行新技术； 请国际常设航 

运大会协会 

(航运会协）. 

工发组织、儿 

童基金会参加

1975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b)(如)期

(先年后月〉提(前)

 

1974 年
12月

1975

继续中



㈠

工作项目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先年后月） 提(前）

A* ㈣协助和研究(a)河流整治和保存工作，包括 

训练班，和(b)将潮水水道的水力研究工作 

标准化；

(b)、

(d)

各捐助国、自 

然资源司、航 

运会协

1975 继续中

B** ㈤举办关于内陆水道技术经济管理和行政方 

面的讨论会、座谈会和/或研究旅行；

(d) 各捐助国 1974-

1975

1975

B** ㈥设立示范性试验计划，将区域内各临水国 

家的小型船舶现代化和机械化；

(a)、 各捐助国；将 

请航运会协、 

工发组织、儿 

童基金会参加

1975 继续中

B** ㈦为法语国家协助设立一个柴油机训练中心。 (a) 各捐助国、

劳工组织

1974-

1975

1975

计划第ID1: 4 -3. 2号：港口的发展和经营

办理根据：一九七三年水运小组委员会第十届会议；一九七四年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 

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尽可能通过促进区域和分区合作，改善港口效率，并训练港口的管理和经营人员。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预
15- - -

预
32

区
6

咨
-

常
-

原则上已为开发计划署国家方案、或捐助国接受了额外的经费。

工作内容
(-) ㈡ ㈢ ㈣ ㈤ ㈥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加单位 二月止）

研究、实用研究、训练班、散 A ㈠就发展港口、改善港口效率和附属设施等专 (a) 各捐助国 1974-

发情报和资料、咨询和顾问服 门问题向区域内国家提供咨询服务； 1975

务、对各国政府关于区域/分 A* ㈡关于港口管理和经营的讨论会-训练班以及 (d) 各捐助国、劳 1974-
区合作方面的协助。 研究旅行； 工组织、贸发 

会议

1975

A ㈢在统一基础上，收集和编制港口业务统计， (c) 统计司、贸发 1974

并订立港口效能指标的标准； 会议、开发叫 

划署

A* ㈣协助各阶层的港口训练方案； ⑻ 各捐助国；将 1974-
请劳工组织参 

加

1975

A* ㈤组织港口与港口间港务人员调训； (a) 各捐助国；将 1974-
请劳工组织参 

加

1975

A ㈥收集和散发关于新加坡和香港港口管理和 (c) 1974-
经营的情报； 197 5

(a)

(先年后月） 

继续中

1974-
1975

1974

继续中

继续中

继续中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如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A ㈦审查港口为满足现代载货需要与航运发展 1974- 继续中

相结合的发展，以及有关设施。 1975

计划第Idi: 4 -3.3号：航运的发展：国家的、分区的、区域的和国际的航运服务

IA 6 : 2-0.9

办理根据：一九七三年水运小组委员会第十届会议；一九七四年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贸易委员会 

第十七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发展合于本区发展中会员国贸易和经济条件的航运船队（远洋的、岛屿间的、沿海的和接驳船队）。

144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人工月______

常咨区预
19 - 4 16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常咨区预 研究报告和讨论会或训錄班’或两者。

18

工作内容

发展合于本区发展中会

员国贸易和经济条件的

A ㈠应请求，提供关于发展航运船队及有关 

服务的技术.业务、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咨询

(a) 海事组织，

贸发会议

1974-
1975

继续中 如

航运船队（远洋的，岛 服务；

屿间的，沿海的和接驳 A ㈡研究：

船队）。 (a)区域间和区内的商品流动及重要贸 (b) 统计司.贸发 
会议，海事组 1974- 继续中 如

易路线； 织，亚发银行 1975



㈠

工作项目

⑬
(

1
4
)
(
1
5
)

1
4
5

㈡ ㈢ ㈣ ㈤ ㈥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加单位 二月止）

(b) 区内班轮公会的会员公司及业务和 

亚洲各国船队在公会中所占的比重；

(C) 发展不定期业务，包括油船，散装 fa) 贸发会议，海 1974-

货船，和其他特用船只； 事组织，开发 

计划署

1975

(d) 设立和多办理多国家航运企业和租 (a) 贸发会议， 1974-1975

船交易所；通用航运资源； 海事组织

(e) 设立区域或分区海事及港务人员训 (a) 贸发会议，海 1974-1975

练中心； 事组织，劳工 

组织，开发计 

划署，联合王 

国、挪威、瑞典 

等

(f) 编制船队的采购和筹资指南，调查 工住司，统 1974-1975
发达国家的待售船只和供资条件， 计司，贸发会

以备发展中国家集团采用； 议，海事组织 

亚发银行，瑞 

发局，挪发署.

t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继续中 如

继续中 如

继续中 如

继续中 如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其中国际贸易司提供六名常设员额、四名区域顾问和四名预算外人员；运输及通信司提供十三名常设员额和十二名预算外人员。 

其中国际贸易司提供四名预算外人员；运输及通信司提供十四名预算外人员。

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通过了工作方案，计划中包括了这项目。而贸易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通过的工作方案中的同一 

号计划则没有包括这一项目在内。



 

1
4
6

 

㈠ ㈡

工作项目 优

先

次序

研究、对各国政府的咨询和顾A 
问服务、以及为加强国家和分 

区船队的专家会议。

A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㈢审查各国政府的海运政策、方案工作、船 

队收购、公共和私人部门投资、参与海运交通 

(会议和不定期航运）、造船和修理设施、以 

及关于航运的技术和业务方面的咨询服务；(15)

㈣

工作

(b)

㈣航运发展一切方面的训练课程，讲习班 (a) 

和研究旅行：

(a)国家，分区域区域级各类各科在岸 

和在船的海事人员：

(b)船只设计，建造和修船工程及轮机 

工程；

(c)通用航运资源；

(d)租船活动；

(e)航运政策，业务，行政和管理，包 

括：

㈠不定期船，包括油船，散装货 

船特建船只及其他特用船只；

㈡航线航运，包括沿途运输和越 

籍航行;

㈢对负有决策责任的高级管理人 

员的概况讨论会。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各会员国；将1974-1975 

请贸发会议、

海事组织合 

作

贸发会议，海 

事组织，工发 

组织，联合王 

国、挪威、瑞 

典、丹麦、荷兰

974-1975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继续中 如

继续中 如

(d)丹发局 1974-1975 1975 如



计划第id 1 : 4 - 3. 4号：航运的发展：技术和业务方面1 V

办理根据：一九七三年水运小组委员会第十届会议；一九七四年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促进亚远经委会航运（技术和业务方面）的发展，包括本区域中所有发展中国家。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常咨区预
21 - - -

人工月
为计划项目承担或可能承担的额外经费。
常咨区预
---100

工作内容

147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研究、对各国政府的咨询和顾 

问服务、以及为加强国家和分 

区船队的专家会议。

A ㈠为设立装运包裹或产品的油船队在国家和分 

区基础上从事棕榈油、椰油、橡胶和糖蜜的 

分区出口一事进行研究和提供意见；

(b) 将请开发计划 

豎、东南运咨 

会、贸发会议， 

海事组织参加

1974-1975 1975 如

A ㈡研究在亚远经委会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使用 

自载驳船的船只和组合船只；

(b)
、
、
请
加
 

署

本

将

参
 

划
日
并
织
 

计
、
.
，
组
 

发
兰
国
事
 

开
荷
美
海

1974-1975 1975 如

A ㈢在国家和多国基袖上加强国家和分区船队，

以辅助并作为每个国家的航运方案的一部禾 

并对最适当的联合经营方式作进行费用—— 

利润分析；

(b) 各捐助国；并 

将请区域发展 

合作、东南运 

咨会参加

1974-1975 继续中 如



㈠

工作项目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先年后月）
(b)
提(前）

A ㈣举办关于先进航运管理技术、程序和实践 

的座谈会；

(d) 德国国际发展 

基金会；并将 

请贸发会议、 

海事组织参加

1975 1975

B** ㈤调查现有的散装分载船只，以评估改装是 

否适合；

贸发会议、工

发组织

1974-

1975

1975

B** ㈥办研究、讨论会或专家工作小组，以研究 

各种不同船只的适应性；

(b)、

(d)

各捐助国；并 

将请贸发会议 

海事组织参加

1974- 
.1975

1975

B ㈦在各有关国家航线或航运公司的决策阶层 

主办高级干事的工作组，进行多国航运计 

划项目；

(d) 1974-

1975

1975

A ㈧在多国航运计划方面进行合作。 (a) 东南运协会 1974-

1975

继续中

计划第ID 1 : 4 - 3. 5号：集箱化和其他的划一单位货物联运方法1V

办理根据：一九七三年水运小组委员会第十届会访；一九七四年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促进划一单位的海上运输，包括集箱化和水陆联运。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工作内容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研究、实用研究、训练班、工 

作组、巡回特派团、咨询和顾

A ㈠应要求，对各国关于集箱化和其他划一单位 

化方法提供咨询服务；

(a) 各捐助国 1974

问服务、对各国政府的协助。 A t)研究本区域的集箱供应服务； 各捐助国 1975

149 A ㈢组织集箱化专家工作组； (d) 待请联合国总 

部、贸发会议， 

劳工组织、海 

事组织、国际 

常设航运大会 

协会、国际集 

装箱局、标准 

化组织、卫生 

组织、国际商 

会、国际港口 

协会参加

1975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1974 如

继续中

1975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㈠

工作项目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A ㈣举办集箱化讨论会-训练班； (d) 各捐助国；并 

将请劳工组织 

贸发会议、海 

事组织、集箱 

局、标准化组 

织参加

1975 1975

C***㈤对穿过伊朗的多方式联运“陆桥”概念 

进行技术经济研究；

开发计划署、 

各捐助国

1974-

1975

1975

B**
㈥区域间评估平衡集箱运输，以决定联运 

业务的效率和经济。

(b) ■ 1974-

1975

1975

计划第id 1 : 4 - 4.1号：区域铁路训练和研究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改善铁路服务，较经济和较有效地满足运输需要，并促进横贯亚洲铁路的发展。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常咨区
54 4 - 5716

人工月

常咨区预
— — — 6

组织巡回特派团，以评价研究和详细调查的问题。

⑯包括开发计划署为横贯亚洲铁路计划项目承担的预算外三十人工月。



㈠

工作项目

㈡ 工作内容

优先 工作说明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工作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㈠在区域和国家的基础上协 

助训练方案的进行。

A㈠协调在区域基础上所提供的训练工作; (a)巴基斯坦区域

(a)
(先年后月） 

继续中

提(前）

铁路训练中心

(拉哈尔）；研 

究、设计和标准

组 织 （ 勒 克 

瑙）和印度铁 

路

轨 道 高 级 技 

术研究所（浦 

那）；在印度 

塞孔德拉巴德和贾马普尔的 

两个铁路研究 

所；在日本的 

团体训练班

㈡组织区域讨论会和研究旅行，以及后继行 

动：

(a)组织关于国际铁路运输技术和行政问题 

的讨论会-研究旅行；

(b)组织关于柴油机和燃汽涡轮机动力的讨 

论会-研究旅行；

(c)组织关于训练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方法以 

及在铁路运输方面进行科学研究、的讨论 

会-研究旅行。

(d)

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 

法国

苏联

1974年1月

1 9 7 4 年 

11月

1 9 7 5年 

3月

1974年5月如

1975年 如 

6月

1 9 7 5 年  如 

9月



㈡进和协调铁路研究工作。

㈠

工作项目

㈢援助区域内各铁路管理局 

在铁路的经营和管理方面 

引用改良的方法和技术。

㈣评审和散发关于目前在机 

车和路轨的建设和维修方 

面趋势和发展的资料。

㈤恢复、革新和添补国家铁 

路系统，并发展和促进区 

域铁路网(横贯亚洲铁路）。

㈡ ㈢ ㈣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A ㈠应要求，对各方问题进行技术经济研究； (a)

A* ㈡组织巡回专家特派团，为协助各地铁路管 

理局认清研究范围和值得详细研究的种种 

问题而进行初步调查。

(a)

A 研究和散发关于应用电子计算机和控制论技 (b)、

术来经营和管理铁路的资料。 (c)

A 研究：

㈠有关高速作业的水泥枕木技术发展、使 (a)

用和制造；加强电力和柴油牵引机的效 (b)、

率；改善真空刹车制度，以配合货车和 (c)、

客车的较大载重量和较高速度； (d)

(ニ)铁路设计的标准和规则；利用现代方法 a)、(b)
对修改轨道作经济评价。 (c)、(d)

A 调查：

㈠将巴基斯坦大卡拉奇地区内和四周的郊 (a)、

区铁路运输电气化； (c)

㈤ ㈥ ㈦
亚远经委会及第㈢栏的分期第(㈠兰的完成日期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印度日本和 1974 年 1975 年 如

苏联的铁路研 1月 12月

究所、铁路联

盟

1974 年 1974 年 如

7月 9月

统计司 继续中

1974 年 1974 年 如

1月 9月

1974 年 1975 年 如

4月 9月

日本 1974-1975 1975 如



㈣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㈡对在泰国所选择从素攀武里至达府和夜速 (a)、 日本 1974- 1975 如

的路线作详细的实地调查； 1975

㈢恢复、革新和扩充孟加拉国的铁路。 (a)、(b))日本 1974年2月 197猝12月 如

召开专家团体会议。 A 召开铁路专家团体会议，以处理作业、轨道 (d) 开发计划署 1974 年 1974 年 如

和机车问题；铁路训练和研兗工作；以及横 日本和苏联 9月 9月
贯亚洲铁路。 的铁路研究

所、铁路联盟

计划第ID 1 : 4 - 5.1号：电信的改进和发展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㈠在国家分区和区域基础上发展和改进电信服务；

㈡促成区域通信网设施的早日实现，以符合经委会第126(xxviii)号决议规定; 

㈢为亚远区的太平洋和大洋洲国家'的可行性调查作准备；

㈣为成立亚洲电信共同体而努力。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現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ェ月 人ェ月
发展亚远经委会区域的电信服务。

常咨区预

2 - - 3 6 -
常咨区预

- - - 7 2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㈠在国家、分区和

区域基础上发展和改

进电信服务；

A ㈠应请求，就电信发展问题提供咨询服务 

和进行研究，并拟订与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 

协调的长期计划；

(a),(b)电信联盟 1974-
1975

A ㈡研究和拟订成立一个亚洲无线电频率监 

听网的建议以及设置试验性无线申颠率监听 

电合的计划项目；(17)

(a),(b)电信联盟 1974

A* ㈢研究本区域现有的海上安全通信和服务， 

并为更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充提供建议；

(a),(b)电信槪 

海事组织

1974

A* ㈣研究在本区域内引用脉冲编码调制技术 

的可能性，包括在传输电路、转换和宽频带 

资料方面的使用；(19)

电信联盟 1974

A* ㈤研究在区域内使用海底电线系统，包括 

审查增加现有主要系统的容量；

(a),(b)电信联盟 1974

A* ㈥准备在关于转换和信号的讨论会中提供 

意见和参加讨论；

(b),(d)电信联盟 1974

(a)

(先年后月）

继续中 如

(17)这项研究将由电信联盟根据开发计划署第RAS/71Z859号计划项目增聘一名专家主持。该计划项目现正待开发计划署核准.

提(前）

(18)亚洲航运发展业务和技术问题工作组所建议。

(19)第㈢、㈣、㈤项目中的研究工作将根据开发计划署第RAS/68/852号计划项目规定，由短期专家或顾问主持。为此，有一 

份订正文件正待开发计划署核准。这个计划项目中也规定了要为第(七)项目的转换和信号讨论会提供款项。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㈠ ㈡ ㈢ 工作内容 ㈣ ㈤ ㈥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加单位 二月止）

A* 出准备在关于交通工程的讨论会中提供意 (b),(d)电信联盟、 1975
见和参加讨论； 瑞发局

A* ㈧初步研究区域中无线电和电视广播的目 (a),(b)电信联盟、各 1974
前情况，并认明所需要的技术援助 捐助国

㈡促成区域通信网设施的 A ㈠对于将斯里兰卡并入区域电信网的ェ作 (a),(b),，电信联盟 1974年4月
早日实现，以符合经委会第 完成可行性研究，并提出报告； (C)
126 (xxviii)号决议规 A ㈡审查孟加拉国和印度东北和尼泊 (a),(b)电信联盟 1974年 3月
定。 尔间的区域交通估计，以及关于孟

155 加拉国和尼泊尔间联络系统的订正建议；

A ㈢通过协商会议，为通信网上其余的区域 

联络系统制定目标；

(a),(b)电信联盟 1974年6月

A 四研究管理局间租用线路的租金问题，并

提供建议；

(a),(b)电信联盟 1974年6月

A ㈤为初步加强区域转换中心，并应要求为 (a),(b)，电信联盟 1974年6月
初步业务临时信号安排和设备详情方面的技 

术援助制定其余的目标；

(先年后月》提(前）

1 9 7 6 -  如 

1977

⑳电信联盟期望能在瑞发局主持下组织关于运输交通的讨论会。

⑦这项研究将得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的援助，由业远经委会和电信联盟单位提供一名专家来主持.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VI

㈠

工作项目

㈡ ㈢ ㈣ ㈤ ㈥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㈥促成区域国家间对半自动和自动服务的 

长期信号系统的协议；

(b),(d)电信联盟、

各捐助国

1975年中期

A* ㈦协助研究和完成各管理当局就下列区域 

无线电系统联络所进行的详细路线和位置调 

查:(22)

印度尼西亚一马来西亚、新加坡；

印度一斯里兰卡；

印度一巴基斯坦（两条线）；

孟加拉国一印度；

(a)、电信联盟、

各捐助国

1974年4月
至9月

A ㈧就下列区域无线电系统联络进行详细路 

线和位置调查：(22)

白沙瓦一卡布勒一坎大哈；

贾拉拉巴德一达尔豪谢（对流散射系统)；

亚兰一金边一西贡；

万象一巴色；

(a),(b)电信联盟、

各捐助国

1974年中期

至1975年

中期

A ㈨完成为成立新的联系必须时提供财务援 

助的建议（给予各管理当局和亚发银行的援

助）。

(a),(b),
(d)

电信联盟 1974-1975

所需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22)方案的根据是期望得到日本政府援助，由亚远经委会和电信联盟单位提供微波学的专家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㈢为亚远经委会区域的太平洋 A 拟订区域通信网的可行性调查计划，以便经 (a),(b) 电信联盟 至迟1974年 1975 如

和大洋洲国家的可行性调查作准 过必要的初步研究和协商之后，向各国和开 8月开始

备； 发计划署提出。

四》为成立亚洲电信共同体而努

力。

A 完成研究和拟订成立亚洲电信共同体的建议。 (b) 电信联盟 1975 继续中 如

计划第IDI: 4 — 5. 2号。邮政的改进和发展

办理根据ェ一九七四年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改进和协调本区的邮政。

ー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亊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常咨区预

人工月

咨区预 
12 

工作内容

认清和研究本区邮政的问题，并 A
㈠研究：

拟订克服这些问题的措施。 (a)本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1 (b) 万国邮盟 1974年2月 继续中 如

(b)使邮费和邮费政策合理化； 万国邮盟 1974年5月
A (二)应要求，就特定的邮政问题提供咨询服务;(a) 万国邮盟 继续中

A ㈢ 举办邮政专家工作小组会议： (d) 万国邮盟 1974
A ㈣进行建议举办ェ作小组会议的后继ェ作。 万国邮盟 1974-1975



自然资源司

A.有关发展的广泛问题和技术

计划第IA2: 5 — 1.1号：水利资源的调查、规划和发展

办理根据：一九七二年水利资源发展区域会议第十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促进全面的流域发展，来利用和保全水利资源。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現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ェ月

常 咨区预
120 6 - -

人工月

常咨区预
---24

提供短期咨询服务。编制背景文件，以便就水利资源发展的社会和非经济因素 

问题召开座谈会。

158

8
㈠

工作項目

工作内容
㈡ ㈢

优先丨 工作说明

次序 （按时间排列）

㈠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咨询服 

务；

㈡举办会议，讨论特别有关 

为发展水利资源而拟订良好政 

策和计划的各项专题；

( 3 )收集和散发关于水利资源 

发展的情报，包括最近的研究 

结果:

A ㈠评估本区各国水源的供应和需要；

A*㈡针对发展的个别方面提供服务；

A ㈢执行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关于水利资源 

发展的建议；

A*㈣水利资源发展的社会和非经济因素座谈 

会；

㈣ ㈤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b)(c)联合国资源
* 及运铪司

(资运司）

(a) 技合处

(a),(c)环境方案

(b),(d)社会发展司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1974-1975 继续中

1974-1975 继续中 

1974-1975 继续中

1974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1974年5月如



㈠

工作项目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㈣

工作

性质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㈣与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其 A
㈤第十一届水利资源发展区域会议； 1974 1974年10 月

他机构合作，来推进有关的 A* ㈥关于发展三角洲地区的第三次区域讨论 (b),(d) — 1974-1975 1975
目标。 会；

A (七)联合国水利资源会议的筹备工作； (b),(c) 资运司 1974-1975 1977 如

A ㈧出版：（a)《水利资源丛书》第46— (c) 1974-1975 继续中 如

49号；(b)《水利资源季刊》第100-
159 107 号。



C.物质资源的开发和保全

计划第IC4:5~1.2号：国际流域的发展

办理根据：一九七二年水利资源发展区域会议第十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为沿岸各国的利益促进国际流域的发展。

ー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漯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ェ月

常咨区预
24 - --

—

 

1
6
0

 

I

㈠ ㈡

工作项目

㈠组织初步研究、探测、并 

就选定项目作详细调查；

㈡为投资前的探测拟订初步 

发展计划；

㈢组织政府间会议，来促进 

发展计划的执行。

㈣ ㈤ ㈥ ㈦

工作内容 

㈢
优先

次序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工作

性质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A ㈠对选定的国际流域作初步研究、测量和 

调查；

— 1974-1975 继续中

A ㈡探测选定的河段和可能的发展地区； — 1974-1975 继续中
A ㈢支援湄公河下游勘察工作协调委员会。 (a) 湄公河委员

会

1974-1975 继续中

(如)期 
(逾)期或 
提(前）



计划第IC4: 5-1.3号：减轻淡水的损害

办理根据：一九七二年水利资源发展区域会议第十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ニ促进减轻淡水损害的措施，特别注意到由台风和热带气旋所造成的损害。

ー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筒单理由

工作内容
㈠

工作项目

㈡

优先

㈢

工作说明

㈣

工作

㈤

亚远经委会及

㈥

第㈢栏的分期

161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㈠收集和散发关于水灾和各 A ㈠定期估评本区国家所受的损失； (b),(c) 资运司 1974-1975
种防洪方法和技术的情报， A ㈡协助各国收集和编纂洪水损害统计； (a) 资运司 1974-1975

㈡加强国家气象和水文服务； 

㈢设立充分的洪水预测和警

A ㈢协助政府间台风委员会执行其ェ作方案， (a) 气象组织、 

开发计划署

1974-1975

告系统;

㈣促进社区的备荒能力和防

A ㈣台风委员会第七和第八届会议； (d) 气象组织 1974-1975

灾措施。 A ㈤协助气象组织及亚远经委会热带气旋问 

题专家团执行其ェ作方案；

(a) 气象组织 1974-1975

A ㈥气象组织及亚远经委会热带气旋问题专 

家团第二和第三届会议。

气象组织 1974-1975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b)(如)期
(逾)期或

(先年后月）提(前）

继 续 中  - 

继 续 中  - 

继续中 -

1974 年 11月一 

-1975年11月
继续中 -

1974年 11月一 

-1975年11月



计划第IC4: 5 — 1.4号：应用科学和技术促进水利资源发展

办埋

根据：一九七二年水利资源发展区域会议第十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促进应用于水利资源发展的现代科学方法和技术，目的在用有限的资源达成最大的效果。ー九七四年和ー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ェ作内容

㈠

ェ作项目

(一）加强有关收集和分析水 

文资料的国家机构；

㈡组织讨论会，以便就特 

别有关水利资源发展方面的 

方法和技术提供训练；

㈢在应用最新的科学和技 

术进展方面与其他的联合国 

机构进行合作。

㈡ ㈢ ㈣ ㈤ ㈥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㈠协助各国收集、贮藏和回用水文资料； (a) — 1974-1975
㈡为水利资源发展方面电子计算机的应用 

提供咨询服务；

(a) — 1974-1975

A* ㈢筹备水文和水利资源规划上应用电子计 

算机的巡回讨论会。

(a) 1975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继 续 中  - 

继续中 -

1975 -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计划第IC3: 5 -2. I号：电力的规划和发展

办理根据。一九七二年动力资源和电力小组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工业及自然资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 

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促进电力的发展。 

一九七西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ェ作内容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ェ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㈠散发关于电力发展的目前 A ㈠收集、分析和散发关于电力供应的资料； （C） 原子能机构、 
电工学会

1974-1975 继续中
趋势和最近事业的情报； A* ㈡就电力发展的个别方面向各国政府提供 (a) 1974-1975 继续中
㈡协助各国政府推进动力发展

咨询服务；

㈢加速农村电气化； A* ㈢举办关于农村电气化的讨论会和研究旅 1974 1974 如
⑽促进城市电气化，各种动力

行；

系统的结合和峰化电站的发展。 A* ㈣召开政府当局和国际金融组织关于为农 国际银行、 1974-1975 1975
村电气化提供资金的会议； 亚发银行

A* ㈤召开动力资源和电力小组委员会第十三 

届会议；

1974-1975 1975



㈠ ㈡

工作项目 优先

次序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㈣

工作

㈤ ㈥ ㈦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A㈥研究：（a)城市电气化；⑼国家电力 (b)
栅极和特高电压系统；（c)燃气涡轮和普通存储式以及象激存储式的水力峰化电站； 

A (七出版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和一九七三 (c)

-—九七四年《亚洲和远东的电力》；(b)

《能源丛书》第13—15号。

1974-1975

1974-1975

1975

继续中

如

计划第IC3: 5 _ 2. 2号：动力资源的规划和发展

办理根据ニ一九七二年动力资源和电力小组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ー九七四年ェ业及自然资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 

一九七四年亚远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促进动力资源的发展。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筒单理由



工作内容

㈠

工作项目

㈡

优先

次序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㈣

工作

性质

(5) (㈥ ㈦

第(-)栏的完成日期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㈠加强收集、贮藏和回用动 

力资源方面资料的国家服务；

A ㈠收集、分析和散发关于动力资源发展的 

情报；

(c) - 1974 继续中 一

㈡有系统地分析对经济上合 

理的各种能源的消费和需要。

A* ㈡为发展中国家进行有系统的能源勘探工 

作以及拟订能源开发方案提供咨询服务；

(a) — 1974-1975 继续中 —

B ㈢与各国政府就设立区域动力资源中心这 

项问题进行初步协商；

— 1974-1975 继续中 一

165

A* ㈣研究：(a)石油和天然气的供给和需要； 

(b)煤和水电力的供给和需要。

1974-197 5 1975 一



计划第1C 3 : 5 - 3.1号，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发展

办理根据ニ一九七三年十月地质学和矿物资源发展区域会议，第九届会议；一九七四年工业及自然资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 

一九七四年亚远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ニ促进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发展。

ー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一九七因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常咨区预
48 — — —

㈠
㈡
㈢

-
1
6
6

 

I

㈠

工作项目

(a)举办第五次石油座谈会〔第㈣计划分项〕和㈦地层对比〔第㈢计划分项〕所需增加 

的资源。

工作内容

提讲咨询服务和训练; 

协助地层对比工作； 

促进新的技术。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先年后月）
(b)
提(前)

A ㈠收集、分析和散发关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C） 环境方案 1974- 继续中 -

发展的资料以及关于污染法律的情报； 1975

㈡就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发展的个别方面向本 (a) 1974- 继续中 -

区各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 1975

A* ㈢收集和编纂关于地层对比的数据，并协助 (a)、 - 1974- 继续中 -

各国编制一个地层图； (c) 1975

A ㈣设立亚远经委会区域标准化石地模标本物 (a) - 1974- 继续中 -

质贮藏所； 1975



㈠

工作项目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先年后月）

(b)(如)期

A ㈤在区域内外各国所提供的设施上安排石油 

工业专门阶段的训练；

(a) 开发计划署、 

技合处

1974-

1975

继续中 -

A* ㈥筹备第五次亚洲和远东石油资源发展座谈

会（一九七六年）。

开发计划署、 

教科文组织

1975 1976 -

计划第1C 5: 5 -3.2号，矿物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利涅

办理根据，一九七三年十月地质学和矿物资源发展区域会议,第九届会议；一九七四年ェ业及自然资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

 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167计划项目目标：促进矿物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利用。

—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常咨区预
48 — — —

人工月

常咨区预
- - -12

为执行第（七）计划分项所需增加的资源。

工作内容

㈠通过供应顾问和训练人员 A ㈠收集、分析和散发关于矿物资源开发的情 （C） 一 1974- 继续中

来加强国家服务； 报； 1975

㈡便利本区各产锡国家间的 ㈡编纂有系统的矿物资源清单； (a)、统计司、开 1974- 继续中

发计划署 1975



-168-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㈢促进在矿物资源开发中引

用新的技术；

A ㈢为发展中国家开发矿物资源的各个阶段提 

供咨询服务；

(a) - 1974-1975 1975 ー

㈣改善矿物资源ェ业的经济。 A ㈣筹备地质学和矿物资源发展区域会议，第 

十届会议〔一九七六年）；

- 1975 1976 -

A ㈤为区域矿物资源发展中心提供协助； (a) 一 1974-1975 1975 一

A ㈥协助设立一处锡工业研究和发展中心； (a) 开发计划署 1974-1975 1975 -

A* ㈦举办应用遥测技术于自然资源发展的讨论

会；

开发计划署、 

教科文组织

1974 1974 如

A ⑻举办矿物资源勘探的现代钻井方法和技术 

讨论会和研究旅行；

(a) 开发计划署 1974-

1975

1975 一

A (9)研究和调查金属矿物的供给和需要； ⑼、

(b)
国际贸易司、 

统计司

1974-

1975

1975 一

A ㈩发行《矿物资源开发丛书》，第42-45号。 (c) - 1974-

1975

继续中

计划第ID4: 5 -3.3号：探测南太平洋岸外地区的矿物资源

办理根据：一九七三年十月地质学和矿物资源发展区域会议，第九届会议;一九七四年工业及自然资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 

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促进岸外矿物资源的探测。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妁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预
48 - 24 -

常咨区预
- —24 —

为执行第(ニ)计划分项所需增加的援助。

㈠

工作项目

㈠调查资源；

㈡拟订岸外地球物理方法和 

169 其他的测量方法；

㈢加强有关矿物勘探方面的

国家服务，包括岸外探测 

人员的训练；

㈣促进矿物资源勘探和开发 

的现代技术。

工作内容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词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 (a)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A ㈠收集和分析数据资料；散发关于岸外探测 （C） - 1974- 继续中 一

和采矿技术进展的情报； 1975

A* ㈡协助国家和分区筹划和进行用地球物理方 (a) 开发计划署 1974- 继续中 —

案和其他方法从事岸外测量； 1975

A ㈢由发达国家的专家提供岸外作业的训练和 (a) 教科文组织、 1974- 继续中 一

咨询服务； 开发计划署 1975

A ㈣举办岸外测量和解释测量数据的团体训练 (d) 教科文组织 1974- 继续中 -

课程； 1975

A ㈤召开南太平洋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勘探 (d) 开发计划署 1974- 1975 一

协调委员会第三和第四届会议； 1975

A ㈥安排出版南太平洋岸外联勘协委会的会议 (c) - 1974- 继续中 •

报告和技术公报。 1975



计划第ID4: 5 -3.4号：区域地质图及有关专门性地图

办理根据：一九七三年十月地质学和矿物资源发展区域会议，第九届会议；一九七四年工业及自然资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 

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编制、订正和出版亚远经委会区域内区域地质图及其他有关地图。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現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工作内容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1
7
0

 

I

工作项目 优先

次序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工作

性质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㈠与世界地质图委员会（世 A ㈠石油和天然气图（第二版本）：完成印刷和 （C） - 1974 1974 如

地委会）合作编制、订正 发行的工作；

和出版区域地质图和其他 A* ㈡大地构造图（第一版本）：完成编纂定稿并 （C） 教科文组织、 1974- 1975 如

有关地图； 付诸印行； 世地委会 1975

(ニ)编制、订正和出版其他对 A ㈢矿物分布图（第二版本）：完成编纂、制订 （C） • 1974- 1975 如

本区有特别意义的地图。 定稿并付诸印行； 1975

A ㈣地心吸力图（第一版本）：完成编纂、印刷 （C） - 1974- 1975 如

和发行工作。 1975



统计司

A.有关发展的广泛问题和技术

计划项目第IA 5: 9-0. 1号统计编整和分析

办理根据：一九七三年亚洲统计员会议第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搜集、编整、分析和散发亚远经委会国家的主要统计数列。

—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筒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预常咨区预

2 4 -  -
工作内容

171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搜集、编整、分析和散 A ㈠搜集和编整每月、每季、每年和不经常的 （C）亚远经委会各 74-75 继续中

发亚远经委会国家的主 的数列，将它们刊登在《亚洲和远东统计年鉴》 国统计处，联合

要统计数列。 《统计季刊》及每季发行的《亚远经委会 国统计处，各

国家统计指标》 专门机构

A ㈡为秘书处每年出版的《经济概览》及其他 (c) 亚远经委会各 74-75 继续中

周期性的和特别的计划编整、绘制和分析特别 实体工作部门

的统计图表；

(23)儿童基金会保证提供援助.



172

㈠

工作项目

㈡ ㈢ ㈣ ㈤ ㈥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加单位 二月止)

A ㈢编制关于儿童和青年的统计手册;(24) （C）亚远经委会各 1974
国统计处，儿

童基金会

A ㈣编制《亚洲和远东统计年鉴》技术性补编， (c) 亚远经委会各 74/6
包含刊载在年鉴上的数列的，详细定义和解释性 国统计处

说明

A ㈤编制《亚洲和远东统计年鉴》的补编，列 (c) 亚远经委会各 74-75
出各国最近举办的人口和住房普查的结果。 国统计处，人

口司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74/12(24)

继续中

75/12(25)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24)草稿完成，将于一九七五年七月印成。 

(25)草稿完成，将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印成。



计划项目第IA5: 9-0. 2号：统计的发展、方

法和标准

办理根据：一九七三年亚洲统计员会议第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发展国家统计制度，以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行政、决策和规划方面日益增加的需要。 

一九七西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预

12 — 一 — -12⑩——

I 

1
7
3

 

I

㈠ ㈡ 

工作项目

发展国家统计制度。

工作内容 
㈢ ㈣ ㈤ ㈥ ㈦

㈡协助各国改进它们 

编整的统计的素质和国 

际比较性。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方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先年后月）

A ㈠在拟订和实施国家的统计方案上，在关于 

申请技术协助的方案拟订和编制上，和在实施 

国际统计的方案，标准和建议上，提供咨询意 

见和协助。

⑻ 亚远经委会各 

国统计处

’ 74-75 继续中

A ㈠参照国际标准，研究国家统计的常用方法 

以改进其素质和国际比较性；

总部统计处， 

各专门机构，

亚远经委会各 

国统计处

74-75 继续中

A ㈡研究经济和社会统计上的搜集方法、概 

念和定义；

总部统计处， 

各专门机构

74-75 继续中

逾

逾㉗

(b)期 1

㉛

(26)执行列于本计划项目的活动。

(27)由于经济和社会统计地区顾问一职被裁撤，统计发展科科长又出銹，因此这些活动中的某些工作逾了期



㈠

工作项目

工作内容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逾)期或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提(前)(27)

A ㈢透过检查原始资料、比较各种独立性估计 (b) 亚远经委会名 74-75 继续中

和研究的一致性来判断本区域各国编制的基本 

和现有统计的品质

国统计处

A ㈣亚洲统计员会议第十三届会议; (d) 总部统计处， 

各专门机构， 

各国政府

74/12 74/12

逾
㈤人力和劳工统计工作小组； (d) 总部统计处， 

劳工组织，各

国政府

1974 74/7

(28)名称取决于经委会按照第138(XXIX)号决议作出的决定。 

(29)劳工组织答应援助经费，但尚未收到。



工作内容

㈠
工作项目

㈡
优先

㈢
工作说明

次序 （按时间排列）

A*㈥住房和营造统计工作小组;

㈦运输和通讯统计工作小组;

A*⑻小规模及家庭工业工作小组；.

—

 

1
7
5

 

•

A ㈨向最不发达国家派遣援助特派团;

㈣ ㈤ ㈥ ㈦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第㈢ 栏的分期第㈠ 栏的完成日期

其他方面的参(至下年度十 (a)（D）(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d)总部统计处， 

各国政府

1975 75/9 如㉚

(d)总部统计处， 

运输和通讯司

1973 75/12 如㉚

如㉚(d)总部统计处， 

工发组织，名

专门机构，名

1975 75/6

国政府

74-75

㉚ 经费来源未定，



㈠
工作项目

工作内容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第㈢栏的分期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31)
协助各国政府发展航运和港口统计；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A ㈩ (a) 总部统计处，

贸发会议，国 

贸司，运通司

74-75 继续中

B** 筹订经济指标； (b) 总部统计处， 

各专门机构

1974 74/12

C*** 研究季节性调整程序。 亚远经委会名 

国统计处

1974 74/12 逾

(31)见注(26)



计划项目第IA9-0。3号,国民总帐

办理根据：一九七三年亚洲统计员会议第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促造根据订正国民总帳制度来为区内国家拟定核算国民总帳的制度的工作。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亊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現有资源

人工月

常咨区预

24 - 12 -

人工月

工作内容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内容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促进根据订正国民总帐 A ㈠就拟订核算国民总怅的制度，包括各工业 (a) 总部统计处， 74-75 继续中

制度来为区内国家拟订 间关系和资金的流动，向各国政府提供咨询意 亚远绎委会各

核算国民总帳的制度的 见和协助；特别注重实施订正的国民总帳制度; 国统计处

工作 A ㈡收集资料并批判地研究目前核算国民总帐 (b) 亚远经委会各 74-75 继续中

的办法，包括本区各国的投入产出表； 国统计处

•A ㈢编算本区选定国家的商品产销流动表 (b) 各选定国家统 

计处

74-75 继续中

(32)亚洲开发银行对执行本计划分项㈢提供援助。



计划项目第IA5: 9-0. 4号：人口调查、抽样调查以及人口和社会统计

办理根据：一九七三年亚洲统计员会议第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a)就㈠办理人口调查；㈡筹拟抽样调查制度；㈢发展本区人口和社会统计；及㈣在改进人口调查和柚样 

调查的方法等方面提供意见和协助。

(b)鼓励各国参加一九七三年工业统计世界方案。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预 常咨区预

24 --- — — — 一

㈠

工作项目

㈠就㈠办理人口调查； 

㈡筹拟抽样调查制度； 

㈢发展本区人口和社会 

统计；及㈣在改进人口 

调查和抽样调查的方法 

等方面提供意见和协助。

㈡鼓励各国参加一九七 

三年工业统计世界方案。

㈡

优先

次序

A

A

A

A

工作内容
㈢

工作内容

㈠就办理和执行人口调查，及筹拟抽样调查 

制度方面向各国政府提供意见和协助；

㈡搜集并传 (a )各种领域的抽样技术和抽样 

调查，及编制亚远区抽样调查年报；(b)人口 

住房和经济普查所用方法；

㈢现期人口统计工作小组。

㈣评考和利用人口普查资料问题讨论会

㉝ 由于推迟处理人口活动基金提出的援助要求，因此会议被耽搁，

㈣

ェ作

(a)

(c)

(d)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亚远经委会 

各国统计处

亚远经委会 

各国统计处

总部统计处， 

人口司，参 

加各国 

总部统计处， 

人口司，参 

加各国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74-75

74-75

-1974

1974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继续中

继续中

74/6

74/9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如(33)



㈠

工作项目

工作内容

㈡ ㈢ ㈣ ㈤ ㈥

优先 

次序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工作

性质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㈤透过行政报告和抽样调查方法发展生命统

计；

(b)、总部统计处， 

各国政府

74-75 继续中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逾(34)

—

 

1
7
9

 

.

(34)由于生命统计专家职位出缺，因此这方面的工作逾了期。



计划项目第IA5: 9-0。5号：统计人才和训练

办理根据：一九七三年亚洲统计员会议第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促进区域级和分区级及本区各国国内统计人员的训练。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現确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常
1
2

月工人

预
一

区I咨I

人工月

工作内容

㈠ ㈡ ㈢ (四）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180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0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㈠就举办地区，分区和国 A 区域顾问和工作人员进行访问，就办理训练 (a) 亚洲统计研究 74-75 继续中

家统计人员训练方案提供意 方案提供意见和协助； 所，参加各国

见和协助。

㈡研究统计人才的需要和 A 搜集和分析关于统计人才及在统计教育和训 (b) 亚洲统计研究 74-75 继续中

可运用的训练设施。 练方面设施的情报； 所，参加各国

㈢设立分区统计训练中心 B 为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分区各国及法语国家 (a) 亚洲统计研究 74-75 75/12 逾⑮

的中级人员设立分区训练中心； 所

㈣编制统计工作手册 B**
编制手册，分为四卷，包括资料的搜集、处 (b) 亚洲统计研究 74-75 75/12 逾(36)

理、格式和出版。 所

(35)由于经费无着，这件本来属于1973/74工作方案的工作/除法语国家的分区中心外，其他地区都未获执行。 

(46)由于经费无着，这件本来属于1973/74工作方案的工作未获执行。



计划项目第IA5: 9-0. 6号：电子数据处理技术

办理根据：一九七三年亚洲统计员会议第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员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改进本区电子数据处理技术；向秘书处及有限度地向尚无处理系统的会员国提供数据处理服务。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現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亊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预

60 - - 12
常咨区预

工作内容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181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1

加单位 二月止）

为各国政府设计咨询服务，为 A (一）就下列各点提供意见和协助：(a)各国政府 (a) 亚远经委会 74-75
秘书处和各国政府提供直接: 对数据处理和计算机应用的一般需要；(b)处理 各国统计处

援助承办数据处理，将数据保 普查和调查数据的技术；(c)透过数据处理讲习

留在磁带上，供研究和分析之 班和训练课程，改进设备的利用和绩效；

用。 A ㈡对秘书处的需要，及有限度地对会员国 (c) 经委会秘书 74-75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需要，提供数据处 

理方面的服务；

处，参加各国

A ㈢参加向日内瓦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中心 (c) 总部统计处， 74-75
提交统计的报告制度，将某些会员国所送的 亚远经委会

贸易汇报表打卡，并把数据录入磁带 各国统计处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继续中

继续中

继续中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㈠
工作项目

㈡
优先

次序

A
A
A

A

-
1
8
2

 

I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㈣编整亚远经委会地区的商品贸易统计；

㈤出版亚洲和远东国外贸易统计A部和B部 

㈥发展并维持一个关于本区人口统计的磁带 

保存所；

㈦建立训练政府人员实施应用数据处理的分 

区设施；

*

A⑻设立和主持用计算机处理政府事务的训练课程.

㈣ ㈤ ㈥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第㈢栏的分期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c) 总部统计处 74-75
（C）

本区统计及 

人口普查负 

责当局

74-75
74-75

(a) 提供设施的捐 

助国（澳大利 

亚、印度和日 

本）、开发计

划署

74-75

(a) 亚远经委会参 

加国家的统计

处

74-75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先年后月）

继续中

继续中 如(37)

继续中

继续中 逾(38)

继续中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但由于印刷单位耽搁太久，因此逾期。

 

署得到更多的援助。



社会发展司

A.关于发展的广泛问题和技术

计划项目第1A1: 6-0。1号：调查和分析本区的社会发展趋势和问题

办理根据：经委会第九十九（二十五）号决议；一九七O年社会发展工作组；一九七四年社会发展会议，一九七一年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第一五八一（五十）号决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㈠定期分析本区的社会状况，包括本区的具体社会问题；

㈡协助改善适应亚洲发展规划的统一办法所涉及的方法方面。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 区 预

常咨区预

 - - - 48
需要两个专家来研究在国家一级适用统一办法进行规划的问题。

工作內容
00183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㈠ 在本区进行社会状况调 A 调查经选定的由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a)提 (b) 研规司，统计 74/10 (40)
查; 交社会发展会议；(b)供第二个发展十年中期评 

价之用。

司

(39)包括司主任四个人工月在内。 

(40)每年一次。



㈠

工作项目

㈡

优

先

次序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㈣

工作

性质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㈦

第(一)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⑼(如)期 
(逾)期或 
提（前）

t)分析发展规划统一办法 A ㈠编制一份关于适用统一办法（这方面必须 74/4

所涉的方法问题。
*A

有所进展）的具体方法问题的初步报告；

㈡由一组专家详细研究在选定亚洲国家中 (b) 亚洲经济发展 75/4

适用发展规划的统一办法。 和规划研究所 

研规司、统计

司

-184-



计划项目第IA2: 6—0。3号：社会发展和规划

办理根据：一九七O年，社会发展工作组；一九七二年，亚远经委会社会发展会议；大会第2681(xxv)和第3018(xxvii)号决 

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向各国政府建议制订统一发展办法和根除普遍贫穷的适当政策和战略。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現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亊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筒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需要增加两个职位(42)才能充分应付普遍贫穷的问题，涉及大约六个亚洲国家的地区性

(43)咨区预咨 区

24
预

24
普遍贫穷的研究也需要一个(_地区）协调员。(43)

工作内容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185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在社会发展方面组织政 A 一九七四年亚远经委会社会发展会议。 74/11
府间协商

㈡ 适用一个统一办法； A 应请求，向各国政府提供关于社会规划和适用 (a) 继续中

一个发展规划统一办法的咨询服务。

(41)包括司主任四个人工月在内。

(42)如不能增设这两个职位作为“常设员额”，可另由预算外资源筹供经费 

(43)这项研究计划也需要有预算外的额外经费供进行国别研究之用。



㈠

工作項目

㈡

优先

次序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㈣

工作

性质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㈢制订一个根除本区普遍 劳工组织、粮农

贫穷的方案(II) 组织、教科文组

(a)研究和分析；
*A ㈠在选定的亚洲国家对普遍贫穷进行地区 (b) 织、儿童基金会

性研究； 湄公委会洲

A ㈡ 就关于贫苦人群的社区研究提出报告 开发银行洲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普遍贫穷地区性会议可能 经济发展和规

提出的其他方案） 划研究所、亚发

(b)同各国政府进行协商 B**应请求，向各国政府提供分析当前在这方面
中心、研究和规

的工作和发展有效的反贫穷战略的咨询意见。
划司、统计司从

(c)监督和评价 A ㈠关于亚洲国家目前的贫穷状况、改善这 (b)
口 司、工业和住

186 种状况的国家政策和方案和关于地区支持国
房司

家努力的年度报告。

B ㈡举办地区专家会议，评价所取得的进展

和在国家方案中仍待填补的空白，以及有关

地区技术支援的需要（其他小组活动）

(d)综合办法 B 为确保推行共同协调的办法，同参与反贫穷 (d)

方案的各种国际、国家和非政府组织联系

(e)交换资料 C** 编印关于有成效的反贫穷方案以及在这方面 (c)

的目前趋向的定期简报(44)

(44)将与即将成立的亚洲社会发展资料交流中心(弗里德里希一艾伯特基金）合作印刷并分发，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75/12

74/6

继续中

74/10
(周期性）

74/11

继续中



B. 人力资源的发展和利用

计划项目第IB4: 6-0。5号：社会福利服务和训练

办理根据：一九六八年国际主管社会福利事务部长会议；一九七O年第一届亚洲主管社会福利事务部长会议；一九七二年社会发展会 

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ニ㈠改善地区社会福利服务和标准，并把社会福利内容加入其他联合国机构和机关的活动和计划内。

㈡重订社会福利方针，以配合发展目标。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現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在会员国中执行长期计划，重订社会ェ作教育方针，以配合发展目标，为提高社会福利

常 咨 区 预 
 54 - 36 -

常咨区预

24 2 - 24

敎育和研究人员的专业水平举办地区交换方案。

工作内容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加单位 二月止）

㈠ 在国家一级，发展有效 A (-)应请求，就计划生育的社会福利方面向各 (a) 人口司 继续中

福利政策和规划与方案制订 国政府提供直接的咨询意见；

系统。(46) A ㈡关于计划生育的社会福利方面的研习班 (a) 选定国家、人 73/10-

(专设);(47) (b) 口司、联合国 74/5

(45)包括司主任的六个人工月在内。

(先年后月）

继续中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74/6 如

(46)第一届亚洲主管社会福利事务部长会议（一九七O年马尼拉）除其他事项外，建议应在一九七四年召开第二届会议。这样一次 

会议的召开，有赖于经委会关于亚远经委会会议安排的决定。

(47)由人口基金提供经费.



㈠

工作项目

-
1
8
8

 

-

㈡重订社会工作教育方针 

以配合发展目标；

㈡ ㈢ ㈣ ㈤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社会发展和

人道事务中心 

人口基金、各

非政府组织•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C***社会福利服务的标准和立法问题研习班（其 

他小组活动，1975 );⑬
(a) 选定各国、联

合国社会发

展和人道事

务中心童

基金会、各非

政府组织

75/5-9

A ㈣研究向农村地区和贫苦人群推广并提供 

社会福利服务（1975)
(b) 参加各国、各

非政府组织， 74/11

A ㈠应请求，向各政府提供咨询服务，重订 

社会福利教育方针，以配合发展目标；

(a) 继续中

A ㈡便利国家间交换社会福利训练和研究人 

员的安置；(49)

(a) 参加/请求名

国、技术援助

组.

74-75

㈥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75/10 如

7 5 / 1 2  如 

继续中

1975

(48)须待预算外经费（荷兰）•

(49)由亚远经委会奖学金基金提供经费•



㈠

工作项目

—

 

1
8
9

 

I

㈣同各专门机构和儿童基

㈢亚洲社会福利和社会发 

展训练和研究中心，马尼拉 

(开发计划署地区项目）；

㈡ ㈢ ㈣ ㈤ ㈥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欠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㈢关于(a)社会工作教育综合法（一九七四年 

马尼拉）和(b)班会工作教育的传播问题，曼谷 

发展支援宣导处（一九七五年）的小组训练课 

程（其他小组活动）

(a) 参加/请求名

国、技术援助

组

㈠ 73/8-
74/3

㈡ 73/10
-74/12

A 参加筹备工作，包括组织一个社会福利专家 

研究班，为设立该中心准备基础（一九七四 

年）

(a) 参加各国、联

合国社会发展

和人道事务中 

心、开发计划

署、儿童基金

会、各非政府

组织

74/75

A 实质审查并评价由儿童基金会提供援助的社 

会服务项目.

(b) 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社会发

展和人道事务

中心.

继续中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先年后月）

74/4-5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如

75/1-2 如

75

继续中

(50)由儿童基金会提供经费.



计划项目第IB6: 6-0. 6号：动员社区资源以利发展

办理根据ニ一九七二年亚远经委会社会发展会议；经委会第135 (XXIX)号决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㈠训练发展方案的第一线干部〔特别是在本区的最不发达国家）。

㈡妇女参加国家发展。

㈢组织关于社会发展的机构间协商和会议。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ェ月

常咨区预
常咨52区预

28 - 12 - 24 ---

向在最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社区发展、合作社、当地政府和青年福利方面由技合局提供经 

费的流动性训练方案提供组织、行政、管理和咨询上的支持，并协助促进在社会领域中的机构 

回活动。 

工作内容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a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190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㈠在最不发达国家训练第

一线人员；

A* 流动性国际专家小组的管理与行政 (a)、 受援的内陆 

和最不发达国

家和作为资源 

单位的若干社 

会ェ作学校和 

社区发展研究

所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75-76

(b)(如〉期

(51)包括司主任四个人工月在内。自一九七三年以来，这一经核可常设的每年十二个人工月的职位出缺。

(52)流动性训统计划是由技合处提供经费的一个独立的地区计划项目，有三个国际顾问，其人工月未有列出。不过，亚远经委会 

将负责监督和指导这个计划项目。



㈠ ㈡ 

工作项目 优先

次序

㈡提高妇女在国家发展中的 A 

作用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计划、组织和主持关于妇女参加发展的地区性(a) 

研究班，特别注重人口因素（专设）(53)

㈣ ㈤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各国政府、各 

非政府组织、 

联合国社会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74/7
提(前）

㈢促进机构间合作 A

㈣提供社区发展教育和训  A 

练

㈤增加就业，促进人民参 A 
加发展

(53)由人口基金提供经费。

关于社会发展的机构间会议（每年组织一次， 

又另外参加两个会议）

应请求，就社区发展教育和训练提供直接咨 

询服务（专业的和在职的训练）。

整理关于衣村工作方案的国家研究

发展和人道 

事务中心

(a)各专门机构、 

儿童基金会、 

开发计划署、

亚洲经济发展

和规划研究所 

湄公委会、亚 

远经委会有关

各司

每年

继续中 继续中

75/3 如



计划项目第工6-0。7号：动员青年从事国家发展工作

办理根据：一九七二年亚远经委会社会发展会议；经委会第99(XXV)号决议;秘书长的青年问题专设咨询小组，一九七三年八月 

二十日至二十八日；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协助制订国家青年政策，特别是界定青年对国家发展所扮演的角色，并培养受过训练的青年领袖和青年工作者干部。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現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項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就青年政策和方案向各国政府提供直接咨询服务，并根据上述建议组织一个关于青年问题的

常咨区预
28 ---

常咨区预
24 6 --

地区性专设咨询小组。

㈠

ェ作项目

㈡

优先

次序

ェ作内容
㈢

ェ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㈣

ェ作

性质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㈠研究拟订和发展国家青年 A ㈠关于国家青年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研究 (a) 儿童基金会、 7 3/4- 74/12 如

政策；

㈡协助各国政府倡议和发展青年政策的纲领 (a)
专门组织、联

合国社会发展 

和人道事务中

心

这些训练研习

74/12

㈡地区和分区青年训练方案 A ㈠为青年ェ人和青年领袖设立的关于⑴拟定 (a) 74/7-8 如

有关发展国家青年政策的纲领⑵国家志愿服务 班的经费全部

方案的地区研习班〈其他小组活动）； 由波恩、康拉 

德.阿登纳基 

金会国际合作

(54)司主任每年两个月的时间也包括在内。

(55)完成关于青年问题的长期政策的一项地区研究和关于青年和药品滥用的研究所需要的时间。



㈠ ㈡ ㈢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A ㈡⑴为青年工人发展青年方案（一九七五年， (a) 研究所提供； 75/7-8 如

其他小组活动）；⑵为青年工作训练员（一九 各专门机构；

七五年，其他小组活动）设立的地区训练研习 儿童基金会；

班。 各国政府、各 

非政府组织。

㈢青年和控制药品滥用 B**(一）设立关于青年和药品滥用的筹备工作小组, (a) 联合国麻醉药 74/2-9 75/1 如

议定关于药品滥用的社会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品滥用管制基

(其他小组活动）;(56) 金、总部麻醉

(ニ)研究关于青年和药品滥用的选定方面（其 药品司、教科 74/6 75/5
他小组活动）。 文组织。

©须待联合国麻醉药品滥用管制基金提供经费。这一项目的优先次序是B，因为还未筹得资源，其他优先次序属A的项目已筹

得经费。



人口司

A.有关发展的厂泛问题和技术

计划项目第IA1: 6-0-2号:人口与发展的相互关系.

办理根据：一九七二年第二届亚洲人口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帮助亚远经委会地区国家拟订政策和有效的发展战略，将人口与发展规划连结起来；使用规划发展的新模式和新程 

序，以达成相互连结；发展收集数据的国家干才、指示或系统，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正 常 预 算 4 0   
-人口基金64 1012
开发计划署:------

其他(预）- - -

共计 1041012

预
 I

 |

 
1
9 

9

人工月

常 咨 区 预 
正 常 预 算 一  _  - 一 
人口基金 4 8 1 3 1  - - 
开 发 计 划 署 - 1 4  - - 
其 他 ( 预 ） - - - 2 1 
共计 48145 21

这是人口基金核定到一九七三年为止的职员编制 

经委会在一九六八年第二十四届会议中予以认可。

工作内容：调查研究、训练课程和为达成目标而召开的会议

 (一）

 工作项目

㈠推广有关人口问题的知

识。

㈡ ㈢ ㈣ ㈤ ㈥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㈠在世界人口会议召开前进行的地区协商； (d) 所有成员国、 

有关专门机构

74/5

A (二)本区人口趋势和特征 (b)(C) — 74/7
A ㈢本区的生育率趋势和差异 (d)(c) — 74/7
A ㈣关于人口统计情况的国家专论（八个选 

定国家）

(b)⑹ 法国、其他有 

关国家

继续中

㈦

第(一)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继续中

(b)(如)期(逾)期或 
提（前)



㈠ ㈡

工作项目

—

 

1
9
5

 

I

㈡推广有关人口和发展规 

划相互关系的知识

㈢帮助国家量度人类需要

 ㈥(七㈢ ㈣  ㈤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先年后月）

A ㈤人口预测：家庭、户口和住房需求（所有 

各国）：第二期

㈦、

(c)

有关各国 75/3

B ㈥关于人口预测专家工作小组会议（选定专 

家）

(b)、

(d)
— 75/1

A ㈠人力和就业的人口方面：第二期（大韩民 

国、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b)、

(c)

劳工组织、各

国

继续中 继续中

**B**㈡社会发展的人口方面（八个选定国家）； (b)、

(c)

社会发展司、

有关各国

75/8

B**㈢本区人口变迁、教育发展和受过教育/ 

训练人士的就业；

(a)、有关各国 继续中

A ㈣通过适用发展模式评价人口因素在发展过 

程中的作用（四个选定国家）；

(a)、

(b)
有关国家 75/12

**B ㈤人口变迁对环境的影响(III)（八个选定 

国家）；

㈦、

(c)

有关国家 继续中

A ㈥：关予将人口结合在发展战略中的专家工 

作小组会议（选定专家）。

一 75/11

A ㈠关于分析一九七O/七一年人口普查所 

取得的人力数据的地区训练课程（所有各国）

⑻ 统计司 74/8-9 继续中

A ㈡关于分析一九七O/七一年人口普查所 

取得的移民数据的地区训练课程(所有各国)；

(a) 统计司 75/11-12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㈠
工作项目

㈡
优先

次序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A㈢关于人口统计分析技术的分区训练课程 

(老挝、高棉共和国）；

A ㈣关于分析一九七 0 / 七一年人口普查所 

取得的死亡率和生育率数据的地区训练课程 

(所有各国）

㈣ ㈤ ㈥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第㈢栏的分期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至下年度十

加单位 二月止）

(a) 统计司 75/4-5

(a) 统计司 75/7-8

㈦
第(一）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计划项目第IA2: 6-0. 4号：人口政策和方案的选定方面

办理根据：一九七二年第二届亚洲人口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㈠支持各国在计划生育方面的方案努力，特别是那些关于行政、宣传和评价在推行中的计划生育方案的活动. 

㈡帮助成员国为第二个发展十年审查、评价和拟定人口政策和行动方案.

㈢协助亚远经委会成员国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倡议人口政策和行动方案，并向各国派遣科际视察团.
一九七四

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人工月

常 咨 区 预 

正常预算16 ---
人口基金128 6 12 36 
共计 144 6 12 36

人工月

常咨 区预 这是人口基金核定到一九七三年的职员编制，经

正常预算-- -- 经委会在一九六八年第二十四届会议中予以认可。

人口基金21 32 -61
共计 21 32 -61

㈠

工作项目

(a)研究

工作内容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组织研究班和研究旅行，以提高行政能力，有效地规划和管理计划生育方案； 继续中

A (-)关于印尼、大韩民国和新加坡（将扩大包 (b)、 公共行政股、 73-75 75/12
括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计划生育方案 (c) 卫生组织、亚

行政工作的比较研究。 发中心、东行

组织

A ㈡亚远经委会地区人口领域中训练需要和设 (b) 卫生组织、国 74 74/12 逾

备的估计 际计划生育协

会



㈠ ㈡ ㈢ ㈣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研究班和会议 A ㈠计划生育方案行政训练专家小组会议 (d)

㈡使用商业途径分发避孕器专家小组会议

㈡进行研究、举办专家小组会议，研究班和训练课程，以提高宣导方法和技术的效能：

教科文组织、(a)研究 亚远经委会/教科文组织合办关于计划生育青

年宣导方案的有效性的项目 (c)

198CD

(b)研究班和会议 A ㈠关于生育行为的社会与心理方面的专家小 (d)
组会议

㈡关于计划生育核心分子动机方案的专家小 (d)

组会议

㈢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的亚洲青年研究班 (d)

科文组织 

卫生组织、： 

科文组织 

稂农组织、国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公行股、卫生 

组织

织、卫生组织 

劳工组织

㈥ ㈦

第㈢栏的分期第(一)栏的完成日期

(至下年度十 (a)
二月止〉 (先年后月）

75/7 74/10

75/7 75/12

继续中

74—75 75/12

74/6 74/12

75/6 75/12

74/10

*

74/12

⑼(如)期 

(逾)期或 
提（前）

如



工作内容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知)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㈢进行多国研究，举办地区研习班和训练课程，以提高各国在评价方案绩效和方案对生育率影响方面的技术能力。继续中

(a) 研究 A ㈠

究

㈡

计划生育方案中投入一输出关系的比较研

关于订立计划生育目标的方法的比较研究

（C）
(b)、

（C）
卫生组织

73- 75

74- 75

75/7

75/12

训练课程 ㈠ 关于生育率和计划生育评价的训练课程 

巴基斯坦

(a) 卫生组织 74/4 74/5

㈡ 关于生育率和计划生育评价的训练课程 (a) 卫生组织 75年末 75/12
— •南太平洋群岛

㈢ 关于生育率和计划生育评价的分区复习 (a) 卫生组织 75/10 75/12
训练课程

㈣ 协助成员国评价人口政策和行动方案、发展综合方案和计划生育及其他必要的发展措施： 继续中

会议 A ㈠ 关于计划生育的行政方面的专家小组会议 (d) 人口基金、卫 

生组织、教科 

文组织、劳 

工组织、粮农 

组织、亚发中心

75年末 76/3

㈡ 关于除计划生育外减低生育率的措施的专 (d) 人口理事会 75/8 75/12
家小组会议



计划项目第IA2: 6- 5号：建立和加强人口资料的收集和散发

办理根据：一九六三年第一届亚洲人口会议；一九七二年第二届亚洲人口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帮助各国政府加速有关人口的资料、知识和经验的交流、建立交换资料的系统程序.

一九七四年一九
七五年的現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常咨区预

正常预算80-----------
人口基金36 12 -  96 
共计 116 12-96

人工月 

常咨区预 这是人口基金核定到一九七三年为止的职员编制经

正常预算 一 -一 经委会在一九六八年第二十四届会议中予以认可。

人口基金 —--72 在一九七三年，由于工作量增加，曾向人口基金提

共计 -- - 72 出关于一九七四 九七六年额外资源的请求。

—

 

2
0
0

㈠ ㈡ 

工作项目

工作内容

㈢ ㈣ ㈤ ㈥ ㈦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工作内容：亚远经委会人口通讯员研习班。关于人口资料渠道（包括语言障碍）的比较国家研究。 

图书馆提供咨询服务，并作为有关人口活动资料的地区枢纽。

㈠识别各国交换人口资料的障碍和满足这项需要。

会议 A ㈠亚远经委会人口通讯员国家研习班：

(a)大韩民国 (a) 大韩民国、在 

大韩民国的亚 

远经委会人口 

通讯员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为设立和（或）改善人口资料

74 74年中期



201

调查

工作项目

工作内容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b)巴基斯坦 (a) 巴基斯坦、在 74 74年后期

巴基斯坦的亚

远经委会人口

通讯员

(c) (a) 伊朗、在伊朗 75 75/9
的亚远经委会

人口通讯员

A ㈡关于翻译人口材料的专家工作小组 教科文组织、 75 75/12
劳工组织、稂

农组织、儿童

基金会、各成

员国
*B* ㈢亚远经委会人口通讯员第二届印尼国 (a) 印度尼西亚、 75 75年中期

家研习班 在印尼的亚远

经委会人口通

讯员

A ㈠调查识别资料交流的障碍和克服障碍 各成员国 继续中 继续中

的方法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㈠ ㈡

工作项目 优先

次序

议
 
查
㈡
 
会
 2

0
2

 
调

办开 心中料口人区

*B

A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㈡研究解决语言障碍的问题、资源和方法， 

便能有效地交换人口资料。

，发展/支助国家和地方资料中心：

关于利用亚洲资源设立人口资料图书馆联系 

网的第二次工作会议。

㈠改编一本地区性人口资料汇辑

㈣

工作

(d

（C）

A
A
A

㈡出版商印行的亚远经委会地区人口调查 

和有关书籍

调查亚远经委会地区人口和有关图书文

(b)、

(c)

(d)、

件中心的新书目。 （c）

㈣调查有关人口方面的研究、教学和训练(b)、

(第二阶段）。 (c)

㈤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教科文组织、 

稂农组织、日 

本、印尼、泰 

国、巴基斯坦

㈥

第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73-74

亚远经委会 

图书馆、卡罗 

莱那人口中心, 

东西通讯中心 

劳工组织、经合 

发、教科文组织 

国际计划生育 

协会、亚远经委 

会人口通讯员

75

73-74

73-74

73-74

继续中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先年后月）

74/12

75/2

74/12

74/7

74/5

继续中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如



㈢

-
2
0
3

 

-

㈡

工作项目 优先

次序

工作内容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选择性地散发秘书处编制和（或）复制的有关人口的材料

A㈠支持世界人口年和世界人口会议

A㈡编制和散发亚洲人口方案消息;

A㈢选择性地散发亚洲人口研究丛刊；

A*㈣第二次亚洲人口会议制备的视听教材;

B* ㈤用电子计算机编印文件的邮寄名单

㈣ ㈥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加单位 二月止）

(c) 总部、所有专 

门机构

74

(c) 亚远经委会人 

口通讯员， 

有专门机构

继续中

（C） 继续中

（C）发展辅助宣导 

服务处、人口 

基金

73-74

（C）总部 74-75

(a)

(先年后月）

继续中

继续中 

74年末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74年末

75/12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亚远经委会/粮农组织农业司

A有关发展的广泛问题和技术

计划项目第IA1: 7 — 0.1号：审查和分析当前亚洲和远东粮农业经济及社会情况

办理根据：经委会第137(XXIX)号决议；一九七三年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建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㈠搜集关于粮农发展（包括林业和渔业发展）的最新资料。

㈡预测本区粮农方面的短期前景.

㈢促进各成员和国际组织交换有关粮农的经济方面的情况和政策的资料。

㈣评价政策措施，以便制定为加快亚远经委会地区各国粮农稳步发展所需要的行动方案。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更有系统地收集最新资料，编制有关农、林、渔业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分析性定期报告，并编

常咨区预

 30 2 - -
常咨区预

48 4 - 48
制本区稂农情况的短期预测

工作内容

204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与联合国驻外办事处、政府渠A ㈠设立地区农业资料和展望计划： 稂农组织 74-75 1975
道和其他有关机构合作，设立 (a)收集全盘性的和部门性的最新资料；

一个快速收集所需资料和数据 (b)编写关于关键变数（如重要商品的生

的适当系统。召开专设专家小 产、存量和贸易）的短期预测，以补

组会议。 粮农组织粮食资料系统的不足；

A ㈡在国家一级和地区一级。分析稂农业的经 统计司、国际 74/4 75/1
济和社会问题； (C) 贸易司、社会 

发展司、稂农 

组织

继续中



工作内容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一)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A ㈢就关于重要农业商品的生产、贸易和贮

存的短期前景的专设专家小组会议

A ㈣分析本区各国农业的经济价值 (b)、 统计司、粮农 72/12-74 1974 逾

(c) 组织

A ㈤应请求，经由通讯、参加会议和访问有关 

国家对农业问题提供咨询服务。

(a) 粮农组织 继续中 继续中

205



计划项目第IA2:7-0。 2号:评价农业发展的规划和执行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㈠协助各成员国，改进它们的农业发展规划和执行，以达成第二个发展十年所定下的目标

㈡分析各成员国农业发展的中期和长期目标、政策和优先次序问题在地区一级的含义.

㈢识别通过地区合作执行的中期和长期优先行动方案.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救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预
34 - - -

常咨区预
48 12 24 -

需要额外资源：研究和审查农业和经济其他部门间的关键问题；通过地区性会议为改进国家 

农业发展的规划和执行提供援助；捐助一九七四年召开的世界粮食会议。

㈠

工作项目

㈡

对本区各国的各种农业发展 

问题进行审查和分析研究

工作内容 
㈢ ㈣ ㈤ ㈥ ㈦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第㈢栏的分期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A ㈠ 审查和分析亚远经委会地区各国的国家农(b)、统计司、粮农 74-75 1975

业发展计划及其执行； （C）组织

A* ㈡ 关于长期粮食生产和它对本区的发展和稳 粮农组织 74-75 1975

定的影响的研究

A ㈢ 对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进行个案研究；对(b)、统计司、粮农 74-75
泰国的庄稼多样化进行个案研究； （C）组织

A ㈣ 政府间农业会议的筹备工作（农业委员会) 工业和住房司、74-75 1975
社会发展司、自

然资源司、国际

贸易司、研究和

规划司、粮农组 

织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计划项目第IA2: 7—0.3号：制订关于农产品和必需品的地区合作计划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㈠发展地区计划，使能向各成员国提供援助，取得足够的生产必需品，确保农产品产量的短期和长期稳定和增加，

㈡向各成员国提供援助，确保农产品的出入口贸易增加，

㈢促使各成员国更密切地协调国家农业发展计刼和政策，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约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人工月 一项关于亚洲农产品和必需品计划的新计划项目所需要的额外工作量

常咨区预 
| 30 -

常 咨 区 预 
24 96

-
2
0
7
-

㈠ ㈡

工作项目

以计划项目IA2: 7-0.2 
为基础：在国家一级和地 

区一级识别优先的问题领 

域；为创立一个国家间合 

作计划进行必要的工作， 

包括可行性研究，召开 

专家小组或政府间会议， 

并作出其他必要的安排， 

设立一个关于(a)农业必 

需品和(b)扩充农业商品 

贸易的地区计划。

㈣ ㈤ ㈥ ㈦
工作内容 

㈢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第㈢栏的分期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a)

(先年后月）
*A ㈠亚洲农业生产和必需品计划：

(a)对农业必需品的供求进行地区性

审查和分析、评考这些必需品的 

未来需求和供应量；

(b)识别对选定农业必需品（例如肥 

料和杀虫剂）进行地区合作的可 

行办法；

(a),(b)工业和住房 

司、统计司、 

国际贸易司、 

稂农组织总 

部、肥料委

员会

74-75 1975

A ㈡与亚洲稻米贸易基金有关的后继工作： 

关于签字和批准方面的后继工作 

（第一次签字国会议定于一九七 

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举行）；

(a),(d)国际贸易司、 

贸发会议、 

开发计划署

73-75 1975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㈠
工作项目

㈢ ㈣ ㈤ ㈥ 七

优先

次序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工作

性质

亚远经委会及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笫㈢栏的分期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a)

(先年后月）

民日期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b)动员所需的财政资源；

（C）与谈判小组协商，为稻米贸易

基金的工作做好准备。



D。主要服务的发展

计划项目第ID1: 7-0-4号：为农业发展定出经济和社会奖励办法 

办法根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协助各成员国改进农业发展机构的结构和业务。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人工月

常咨区预
2 - - -

人工月

常咨区预
需要额外资源供编制文件之用。

工作内容

㈠ ㈡
工作项目 优先

次序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㈣ ㈤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第㈢栏的分期

性质其他方面的参(至下年度十

加单位 二月止）

㈦
第㈠栏的完成期

(a)

(先年后月）

⑼(如)期 
(逾)期或 
提（前)

收集和散发有关农业的经 

济和社会奖励办法的资料， 

包括价格和税务政策、信 

贷和其他农业制度，召开 

和/或参加关于这些题目 

的地区会议。

*A
*A
*A

*A

㈠审查和分析农业价格政策；

㈡农业价格政策专设专家小组会议；

㈢应请求，为改进农业信贷机构和安排训（a) 
练农业信贷人员提供咨询服务；

㈣与粮农组织合作进行关于农业信贷的地⑴

粮农组织

稂农组织

粮农组织

1974
1975

1974
区会议的筹备工作。

1975 
75/11



公共行政股

A.有关发展的广泛问题和技术

计划项目第IA 3 : 8 - 0.1号公共行政和国家发展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协助本区各国培养、改进、改善和加强它们在与国家发展有关的各阶层各有关领域的行政、制度和人力资源 

能力，以便达成更迅速的社会经济发展。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現有资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为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2
o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预

常咨区预
拟办活动和全盘方案需要增加更多的多部门投入。同时，地区咨询性资源已经减少。

| 12 - 12 - 12 4 --
工作内容

㈠ ㈡ ㈢ ㈣ ㈤ ㈦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53期

次序 (按时间徘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举办训练活动；特派团、讨论 A ㈠在国家一级举办计划项目，为亚远经委会区(a)、 儿童基金会、 继续中 1974-
会和讲习班；就具体问题向各 域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培养行政人力和进 (d) 国际贸易司 1975
国政府提供直接援助；便利研 行训练；

究金的提供；亚远经委会其他 A ㈡通过一项训练公共行政学员的方案，协助改(a)、 菲律宾大学 74/5-6 1974- 如

实质部门活动的投入；支援区 善国家训练机构的能力； （C） (1974)、拉 和 1975

域和其他有关机构；交换和散
合尔参谋学 75/5-6

发关于发展行政的资料和经验;
院（1975 )



211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工作项目 优先 工作说明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次序 (按时间排列）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加单位 二月止）

同各专门机构和国家机构合 A ㈢关于邮政服务的行政和管理方面的联合训 (a)、万国邮盟 7 4/7 和

作；等等。 练方案； (b) 7 5/7

A* ㈣关于当地政府财政的区域性讨论会； (d) 地方联盟、

亚发中心

74/7 -8

A* ㈤由专家会议来评价第二个发展十年头五年 (c)、 亚发中心、联 74/11

公共行政方面的活动，并为十年的后五年 

制定一个区域工作方案；

(d) 合国公共行 

政司、有关国 

际机构和联合 

国专门机构

B** ㈥关于促进农用工业的人员训练方案； (a). 行政科学研究 7 5/2

(b) 院(德尔夫特). 

菲律宾大学、 

工业和住房司

B糊 ㈦关于在公共企业使用管理技术的讲习班； (d) - 75/9

A ㈧支持其他实务方案的投入。 (c) 继续中

(a)

(先年后月）

1974-

1975

1974

1974

1975

1975

1974-

1975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b)(如)期

如

逾

(自一九 

七三年延 

期）

如



技术援助股

A.有关发展的广泛问题和技术

计划项目第IA3 : 8-0.2号：技术合作规划方面的援助和训练(57)

办理根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计划项目目标：提高本区域各政府充分利用一切联合国方案的能力并评考其影响，作为改进规划的基础。

为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七五年拟办事项和扩大计划增加的资源及其简单理由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 

七五年的现有资源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预 常咨区预
48 - - - -4-24

2
2

扩大技术援助活动，规划和管理预算外资源业务所需增加的资源，

㈠ ㈡ ㈢ ㈣ ㈤ ㈥ ㈦

工作 优先 工作内容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次序 性质 其他方面的参 (至下年度十 (a) (b).(如)期 
(逾)期或 
提（前)

加单位 二月止） (先年后月）
(逾)期或 
提(前）

规划联合国、贸发会 A -) 南太平洋地区发展咨询队（开发计划署） 开发计划署， 74/11 74/11
议和工发组织所负责 第三年年度检查会议； 联合国总部

的各领域的区域性活 

动；协调区域性计划 

的双边性的资金提供

B** ㈡ 编制关于在政府一级评考技术协助的程 

序和组织机构的手册；

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总部

7 5/7-9

与技合处贸发会议和 ㈢ 派团前往最不发达国家，训练各部会的 (a) 开发计划署，

工发组织的合作，建 技援协调单位。 联合国总部 7 5/10-12

(57)这项技术援助股下的计划项目，只限于工作的某些方面；其主要责任和活动是技术援助的管理和行政



㈠

工作

立开发计划署和亚远经 

委会在国家间（或区域 

性）方案和一国方案以 

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领域 

方面的连系；与其他各 

个关于资金、专家、研 

究金和许多政府、基金 

及有关机构所提供的援 

助的方案合作；促进和 

协调区域性咨询服务训 

练和研究金方案。

㈡

优先

次序

㈢

工作说明 

(按时间排列）

㈣ ㈤ ㈥

工作 亚远经委会及 第㈢栏的分期

其他方面的参 

加单位

(至下年度十 

二月止）

㈦

第㈠栏的完成日期



研究及规划司

计划项目编号 名称

㈢本期工作方案的计划项

IA.1: 1-1.1 目前经济趋势及发展的检查

IA1： 1-1.2 对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经济问题的各方面的分析

1A.2: 1-2.1 经济发展及规划

1A2: 1-2.2 经济发展的预测

及方案拟订

IA2: 1-2.3 发展计划的区域协调

IA2: 1-2.4 第二个发展十年期间区域一级战略及进展的评考

常设员额人工月共计

咨议人工月共计

区域顾问人工月共计预算外人工月共计

各栏共计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专门人员人工月.
优
先
次
序
 
A
A
A
A
A
A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现有资源
为拟办事项及扩大计划 
所需增加之资源

员
额

常
设

咨
议

顾
问

区
域

人
员

预
外

员
额

常
设

咨
议

顾
问

区
域

预人
外员

120 10 - - - - - -

60 - - - - - - -

72 - 48 - - - - -

72 - - - - - 24 -

96 4 - - 48 - - -

60 -

480 48

14 -

48

■

24

■

480 14 48 - 48 - 24 -

现有人工月共计（常设员额、咨议、 

区域顾问及预外人员各栏之总和） 

所需人工月共计



国际贸易司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专门人员人工月

计划项目编号 名称

优

先

次

序

现有资源
为拟办事项及扩大计划 

所需增加之资源
员
额

常
设 议

区顾
域问

预人
外员

员
额

常
设
，

咨
议

顾
问

区
域

预人
外员

IA6: 2-0.1 对贸易、关税和支付政策发展的协助和检查 A 24 - - - - - - -

IA6: 2-0.2 区域经济合作，贸易扩展、票据交换和支付办法以及货币政策 A 54 - - - 12 - - -

IA.6: 2-0.3 扩展国际贸易 A 24 - - - 12 - - -

1A6: 2-0.4 对本区内陆国家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岛国的协助 A 6 - - - 36 - - -

1A6： 2-0.5 关于办理国际贸易的规
则，程序和惯例：关税行政、国际贸易文
件的简化和标准化包括售货的—般条件和标准合同:和商事公断设施

A 6 - - - 6 - - -

2-0.7航运和经济方面和远洋运费:航运新闻和咨议服务处
A 18 - 8 12 12 - 8 12

1A6: 2-0.8 亚远贸易促进中心 A 30 - 12 12 18 - 12 -

1A6: 2-0.9
1D1:4-3-3 航运发展：国家、分区、区域和国际航运服务

A 19(A) 4 30(a) - - 4 30

常设员额人工月共计 A
B

181 96

咨议人工月共计

C

A
B

- -

区域顾问人工月共计

C

A
B

24 24

预算外人员人工月共计

C

A
B
C

54 42

(a)其中运输及通讯司提供十三名常设员额和十二名预外人员。 

(b)其中运输及通讯司提供十四名预外人员。



计划项目编号 名称

各栏共计

有人工月共计

(常设员額、咨议、区域顾问

及预算外人员各栏之总和） 259

所需人工月共计 421

优
先
次
序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专门人员人工月

计划
现有资源

为拟办亊项及扩大计划
所需增加之资源

常
员
设额

咨议
顾
问

区
域

预人
外员

员
額

|

常
设| 咨议

顾
问

区
域

人
员

预
外

A

B

C

181(a) - 24 54(a)96(c) 24

工业及住房司

计划项目编号 名称

1A1： 3-1.1 亚洲工业调查

IA1: 3-1.2 工业发展和规划

IA2: 3-1.3 科技
1A2: 3-1.4 工业研究

1A2: 3-1.5 人类环境
IC2: 3-1.5 工业标准化

IC2: 3-1.7 促进工业投资
1C2: 3-1.8 促进工业发展方面的区域合作

IC2: 3-2.1 小型工业
1C2: 3-3.1 金属和电子工业

1C 2: 3-4.1 农用工业

优
先
次
序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专门人员人工月

现有资源
为拟办事项及扩大计划 
所需增加之资源

员
额

常
设 咨

议

顾
问
 

区
域

预人
外员 员额

常设

咨
议

顾
问

区
域

预人
外员

A 24 - - - - 12

A 48 - 48 - - - - 98

A 26 - 12 - - - - 18

A 10 - -
- - 12

A 72 - - 168

A 12 - - - - 4 - 6

A 24 25

A 116 - 12 - - 40 12 220

A 24 18

A 24 - 6 - - - - 12

A 4 - 6 - - - - 15



IC6: 3-7.1 住房
IC6: 3-7.2          造房材料
IC6: 3-7.3 都市

域发展

常设员额人工月共计

咨议人工月共计

区域顾问人工月共计

预算外人员人工月共计

A

A

A

90

20

10

•

• -

27

■

2

5

■

250

12

8

A

B

C

504 ■

A

B

C

■ 51

A

B

C

84 12

A

B

C

46 874

各栏共计 A

B

C

504 ■ 84 46 ■ 51 12 874

现有人工月共计 

(常设员额、咨议、区域顾问 

及预算外人员各栏之总和） 

所需人工月共计

634

1,571

©包括建议中的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联合国方案所设置的三个常设员额（即：三十六个人工月）。



计划项目编号 名称

运输及通讯司

2
1
8

 

I

1D1:4-1.l 对国家运输及通讯发展计划和方案包括协调和

一体
化政策的审查和分析

ID1: 4-1.2 促进旅游事业

ID1: 4-1.3 促进国际交通

ID1: 4-2.1 公路和公路交通
ID1: 4-2.2 都市交通问题

ID1: 4-3.1 航运的改进和发展

ID1： 4-3.2 港口的发展和经营
ID1： 4-3.3 航运的发展：国家、分区、区域和国际的航运服务

ID1： 4-3.4航运的发展：技术和业务方面
ID1: 4-3.5不同种类运输工具货物联运采用集装箱及

其他单元化方法

4-4.1区域铁路发展和铁路运输

ID1: 4-5.1 电故的改进和发展

IDI 4-5.2 邮政的改进和发展

常设员额人工月共计
咨议人工月共计

区域顾问人工月共计

优
先
次
序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专门人员人工月

现有资源
为拟办事项及扩大计划

所需增加之资源

常员
设额

咨
议

区顾
域问

预人
外员

员
额

常
设

咨
议

顾
问

区
域

预人
外员

A 25 -

A 26 - 一 24 - - - 12

A 25 - - - - - - 20

A 33 1 - - - - - 10

A 19 1 - - - - - 2

A 11 - - - - - - 60

A 15 - - - - 6 32

A 19(a) -
4(a) 16(a) - - - 18(b)

A 21 • - 100

A 18 50

A 54 4 - 57© - - - 6

A 2 - - 36 - - - 72

A 2 - - 12 - - - ■

A
B
C

A
B
C

A
B
C

270

6

4

-

6



预算外人员人工月共计
A

B

C

185 382

各栏共计 A

B

270(d) 6 4 185(c) ■ ■ 6 382(f)

现有人工月共计
C

(常设员额、咨议、区域顾问 

及预算外人员各栏之总和）

所需人工月共计

465

853

-
2
1
9

 

I

自然资源司 

、计划项目编号 名称

优

先

次

序

-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专门人员人工月

现有资源
为拟办事项及扩大计划 

所需增加之资源

常设 咨

议

区域 常设 咨

议

區域顾问预人

外员IA.2: 5-1.1 

IC4: 5-1.2 

IC4: 5-1.3 

IC4: 5-1.4 

IC3： 5-2.1 

IC3: 5-2.2 

IC3: 5-3.1 

IC5: 5-3.2 

ID4: 5-3.3 

ID4: 5-3.4

水利资源的调查、规划和发展

国际河流流域的发展
减轻洪水的损害

应用科学和技术促进水利资源的发展 
电力规划和发展 
动力资源的规划和发展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发展 
矿藏的勘探、开采和利用

岸外地区勘探矿物资源 
区域地质及专门性的有关地图

A

A

A

A

A

A

A

A

A

A

120

24

24

24

48

24

48

48

48

24

( A )其中国际贸易司提供六个常设员额，四个区域顾问和四个预外人员。 

(b)其中国际贸易司提供四个预外人员。 
(c)包括开发计划署承诺给跨亚铁路计划提供的三十个人工月的预外人员, 
(d)其中国际贸易司提供六个常设员额。
(e)其中国际贸易司提供四个额外人员
(f)其中国际贸易司提供四个额外人员

24

24 24

24

24

48

48

36

12

12



计划项目编号 名称

2
2
0

 
■

常设员额人工月共计

咨议人工月共计

区域顾问人工月共计

额外人员人工月共计

各栏共计

优
先
次
序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专门人员人工月

现有资源
为拟办事项及扩大计划
所需增加之资源

常员
设额

咨
议

顾
问

区
域

预人
外员

员
额

常
设 咨

议

顾
问

区
域

预人
外员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432

6

24

-

-

24

228

A
B
C

432 6 24 - - 24 228

现有人工月共计
(常设员额、咨议、区域顾问 

及预算外人员各栏之总和）

所需人工月共计 

统计司

计划项目编号 名称

优
先
次
序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专门人员人工月
计划

现有资源
为拟办事项及扩大

所需增加之资源

员
额

常
设 咨

议

顾问

区域

预人
外员

员
额

常
设

咨议 顾问
区域

预人
外员



IA5: 9-0.1 统计编整和分析
IA5: 9-0.2 统计的发展、方法和标准

IA5: 9-0.3 国民总帐
IA5: 9-0.4 人口调查、抽样调查以及人口和社会统计

IA5: 9-0.5 统计人才和训练

IA5: 9-0.6 电子数据处理

常设员额人工月共计

咨议人工月共计

221 区域顾问人工月共计

预算外人工月共计

各栏共计

A

A

A

A

A

B

A

24

12

24

24

12

60

12

12

12

12

12

12

A

B

C

156 -

A

B

C

36

12

A

B

C

12

A

B

C

12

A

B

C

156 - 12 12

-

36

12

-

现有人工月共计

(常设员额、咨议、区域顾问

及预算外人员各栏之总和） 180

所需人工月共计 228



计划项目编号 名称

社会发展司

— 

22
2

 

I

IAI: 6-0.1 本区域社会发展趋势和问题的调查和分析

IA2: 6-0.3 社会发展和规划
IB4: 6-0.5 社会福利服务和训练
IB6: 6-0.6 动员社区资源以供发展之用

IB6: 6-0.7动员青年从事国家发展

常设员额人工月共计

咨议人工月共计

区域顾问人工月共计

预算外人员人工月共计

各栏共计

优
先
次
序
 
A
 
A
A
A
A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专门人员人工月

现有资源
为拟办事项及炉大计划 

所需增加之资源

常设

员额28

52

54 

28 
28

190

190

咨
议 顾问

区域

预人
外员 员额

常设

咨议 顾问 

区域

预人
外员

现有人工月共计
(常设员额、咨议、区域顾问
及预算外人员各栏之总和）

所需人工月共计

264

488

24

36

12

48

24

24

24

48

24

24

120

72

72 120

96

96



人口司

计划项目编号 名称

IA1: 6-0.2 人口和发展的相互关系

IA2:6-0,-4人口政策和方案的若干特选方面 
IA2: 6-0.5建立和加强人口资料捜集和传播 

常设员额人工月共计

咨议人工月共计

区域顾问人工月共计

预算外人员人工月共计

各栏共计

现有人工月共计

(常设员额、咨议、区域顾问

及预算外人员各栏之总和） 55/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专门人员人工月
优 
先

次

序

现有资源
为拟办事项及扩大计划 

所需增加之资源
员
额

常
设

咨
议

顾
问

区
域

预人
外员

员
额

常
设

咨
议

顾
问
 

区
域

预人
外员

A 104 19 12 9 48 71 - 6

B - - - - - 74 - 15

A 144 6 12 36 21 32 - 61

A 116 12 - 96 - - - -

B - - - - - - - 72

A 364 69
B
C

A 28 9 103 6
B 74 15
C

A 24 -
B
C

A 132 61
B 72
C

A 364 28 24 141 69 103 - 67
B - - - - - 74 - 87
C

所需人工月共计 957

(a)包括司长的四个人工月。但经核准的每年十二个人工月的常设员额自一九七三年起一直悬空 

®其中增添了司长的两个人工月，代表行政、协调、司部间和机构间的工作。



亚远经委会/粮农组织联合农业司

计划项目编号 名称

IA1: 7-0.1 目前亚洲及远东稂食和农业的经济和社会情况的
检查和分析

IA2: 7-0.2 评考农业发展规划和执行

IA2: 7-0.3 发展有关农产品和农业必需品的区域合作计划

IC1: 7-0.4 发展推动农业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刺激

常设员额人工月共计

咨议人工月共计

区域顾问人工月共计

预算外人员人工月共计

各栏共计

现有人工月共计

(常设员额、咨议、区域顾问

及预算外人员各栏之总和） 98

所需人工月共计 406

优
先
次
序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专门人员人工月

现有资源
为拟办亊项及扩大计划 

所需增加之资源

常员
设额

咨
议

顾
问

区
域

预人
外员

員额常
设

咨
议

顾
问

区
域

预人
外员

A 30 2 * • 48 4 48

A

A

34

30 -
•
•

•

•

48

24

12 24

- 96

A 2 - • • 4 - •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96/(a)
(120)

2

-

-

120

20

24

144

A 96(a)
(120)

2 - - 120 20 24 144

B
C



公共行政股

计划项目编号 名称

225

IA3: 8-0.1㈠在国冢一级发展最不发达国家的行政能力的计划项目 

(二)协助改进国家训练机关的公共行政能力 

㈢训练邮政人员
㈣关于地方政府财政的区域性讨论会 
伍)公共行政方案专家会议 
㈥有关农用工业的训练 
㈦公共企业讲习会 
㈧投入支助其他独立方案

常设员额人工月共计

咨议人工月共计

区域顾问人工月共计

预算外人员人工月共计

各栏共计

现有人工月共计 

(常设员额、咨议、区域顾问

及预算外人员各栏之总和） 24

所需人工月共计 40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专门人员人工月
优
先
次
序

现有资源
为拟办事项及扩大计划 

所需增加之资源

常员
设额

咨
议

顾
问

区
域

预人
外员

常员
设额

咨
议

区顾
域问

预人
外员

A 2 3 - 1 2 - -

A 3 - 1 - 1 - - -

A 1/2 - i - 1 - - •

A 1 - 2 - 1 - - -

A 21 - 3 • 4 2 - •

B 1/2 - 1/2 • - - - -

B l/1/2 - 1 - 2 - - -

B 1 - 1 - 2 - - -

A 9 8
B 3 4
C
A - 4
B
C
A 9 1/2 -

B 2 1/2 -

C
A - -

B
C

A 9 • 9 1/2 - 8 4 - •

B 3 * 2 1/2 • 4 - • •

C

(a)括号内的数字包括司长的人工月



技术援助股

计划项目编号 名称

IA3： 8-0.2 援助和训练拟订技术合作方案

常设员额人工月共计

咨议人工月共计

226 区域顾问人工月共计

预算外人员人工月共计

各栏共计

优
先
次
序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专门人员人工月

现有资源
为拟办事项及扩大计划
所需增加之资源

常员
设额

咨
.议 区域

顾问

人
员

预
外 常员

设额

咨
议

区域
顾问

预人
外员

A 48 - ■ - - 4 - 24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48

-

-

4

•

24

A

B

C

48 - - - - 4 ■ 24

现有人工月共计

(常设员额、咨议、区域顾问

及预算外人员各栏之总和）

所需人工月共计

48

76



㈣工作方案的更改

研究和规划司

上期工作方案中已经完成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名称 办理根据 备注

IA 1 ： 1 -1.1

编制一九七三年《亚洲及远东经济概览》第二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一九七三年《概览》将提

编 报告第95-96页 交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安排目前经济情势和短期经济政策高级专家小

组会议并为之提供服务

编制《亚洲及近东经济公报》季刊

IA 1 : 1-1.2

编制一份并入一九七三年《概览》作为第一编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同上-

的“教育和就业”研究报告 第96页

IA2 ： 1 -2.2 

研究区内贸易

预测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可见增长率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报告将提交经委会第三十

第99-100页 届会议，

组织第九个方案拟订技术专家小组并为之提供 

服务

工 A 2:1 -2.3

编制关于橡胶和胡椒的研究报告

安排下列会议并为之提供服务： 

㈠橡胶问题专家小组 

㈡胡椒联合会第三届会议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第101-102 页

-同上-

-227 -



上期方案中停办或缓办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名称 办理根据 备注

IA 2 ： 1 -2.2

编制短期数理经济矩阵以预测一年或两年中的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缺少资源.

经济展望，供拟订短期政策参考 第99-100页

IA 2 : 1-2.3

缓办下列各会议：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关于木材和木材产品的区域合作问题的政府间
第 101-102 页

-同上-
协商

关于棕榈油和棕榈核油问题的政府间协商 -同上-

湄公河下游国家高级规划人员会议 由于该特殊地区的紧急情 

况而缓期，

IA 2 : 1-2.4

评考第二个发展十年期间进展情况的专家小组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缺少资源。

会议 第 103-104 页

国际贸易司

上期方案中已经完成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名称 办理根据        备注

___________________
(接受报告的委员会或机 

构）

管理班轮贸易训练课程 贸易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贸易委员会，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各国政府和托运人组织的代表会议 贸易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贸易委员会.

(第二届会议）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228 -



名称 办理根据 备注

关于内陆国家的特别机构（第二届会议）

亚远经委会/新西兰政府关于促进贸易的课程

亚远经委会/贸发会议/开发计划署关于普遍 

优惠制的讨论会

国际贸易联合中心/贸易促进中心促进出口和 

市场调查技术课程

编制建议草案作为拟订多国家出口信贷保险计 

划宪章的基础（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欧洲）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贸易委员会

贸易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

贸易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

贸易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上期方案中停办或缓办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收集和处理航运数据训练课程

出口包装讨论会

贸易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贸易委员会

促进设计讨论会 贸易委员会

经委会。

贸易委员会。

贸易委员会，贸发会议。

贸易委员会，国际贸易 

中心。

政府间小组。

(停办或缓办的理由） 

缺少经费。

缺少经费但可能在一九 

七四年会安排开会。

缺少经费但可能在一九 

七四年会安排开会。

工业和住房司

上期方案中已经完成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名称 办理根据 备注

(接受报告的委员会或 

机构）

IA 2 ： 3 -1.3应用科技促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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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办理根据 备注

科技咨询委员会亚洲区域小组第九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经济及社会理事 报告 E/CN.11/I NR/

的执行情况 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一九七 150)已提交工业及自然

二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资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六届

IA 2 : 3 - 1. 5人类坏境

一九七三年工业及自然资源 

问题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 

一九七三年经委会第二十九

届会议

会议。

环境学专家工作小组会议审议有关亚洲和 一九七二年联合国人类环境

远东的人类环境行动计划、所涉的经费问 会议；一九七三年工业及自

题及其来源

庆祝世界坏境日

IC 2: 3-1.8促进工业发展方面的

区域合作

然资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五 

届会议;一九七三年经委会

第二十九届会议

召开专设专家小组会议讨论关于通过多国 一九七三年亚洲工业开发协

合作促进现有工业能量最大利用的战略和 会第八届会议；一九七三年

行动，随后派团到有关会员国执行会议的 

各项建议

向亚洲工业开发协会及其咨询小组提供服 

务

多国家合作的计划和机构：

(4)关于成立发展农业机械区域研究所的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专家工作小组所提报告的后继行动

(5)关于除虫药和植物荷尔蒙的投资前可 

行性调查；（9)关于东南亚岛屿区硬木 

最大利用的研究的后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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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办理根据 备注

出版《亚洲工业发展新闻》

1C 2 : 3 -2.1小型工业的发展和小型工 

业方面的区域性合作

关于管理方面的咨询和区域性工业发展的 

国际课程

出版《亚洲及迅东小工业公报》

1C 2 ： 3-3.1发展和规划金属生产和金 

属转变工业

金属和工程小组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

一九七二年小型工业工作团第十 

届会议；一九七三年工业及自然 

资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 

一九七三年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一九七三年工业和自然资源问题 

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一九七 

三年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1C 6： 3-7.4都市及区域发展尼泊尔蓝一九七三年工业和自然资源问题 

毗尼/甘达基区域的区域发展规划特派团 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经委会

第129 (xxix)号决议

报告(E/CN.H/ 

I NR/87)已提交工 

业及自然资源问题委员 

会第二十六届会议。

预测中心，技合处，开发

计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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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工作方案中停办或缓办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停办或缓办的原因）

IA1： 3 - 1. 1 一九七0年第二届亚洲工 

业化会议；一九七三年亚 

洲工业发展理事会第八届 

会议;经委会第二十九届

会议

整个计划项目经予重新拟订。

IA2： 3-1.2
研究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选定的公营 一九七0年第二届亚洲工 不再需要。

工业企业在其创建和经营两阶段中所 业化会议；一九七三年工

面临的问题 业及自然资源问题委员会 

第二十五届会议；一九七 

三年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

议

IA2： 3-1.3
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应用科技促 一九七一年经济及社会理 没有资源。

进发展所作建议的后继行动 事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一 

九七二年联合国人类环境 

会议；一九七三年工业及 

自然资源问题委员会第二 

十五届会议；一九七三年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应用科技解决环境问题 没有资源。

协助各国找出并解决环境问题，特别 

在以下各方面：

(a)传授经验和最新科学资料的自由 同上 没有资源。

流通；

(b)促进科学研究和发展；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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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C）用可使环境技术广泛传播的条件， 

提供是项技术

同上 同上

IA2： 3-1.4

协助各会员国所派区域和国家协调专 

员，去协调主要商品研究计划，诸如 

陶瓷和玻璃、纸浆和纤维产品、肥料、 

麸皮油、椰子和茶等主要商品

一九七0年第二届亚洲工

业化会议；一九七三年亚 

工发会议第八届会议；一 

九七三年经委会第二十九

届会议

缺乏资源。

出版一份工业研究和发展的业务通讯 同上 同上

IA2： 3 - 1. 5 一九七二年联合国人类环 

境会议；一九七三年工业

及自然资源问题委员会第 

二十五届会议：一九七三

年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一九七三年人类环境工作方案经 

按照亚远经委会区域中亚洲人类 

环境行动计划（I&NR/1GHEZ
2)加以全部订正，这一计划项

目系由本区积极从事人类环境方 

面工作的国家和政府间机构代表 

会议所拟订。

协助亚标咨委会为重要商品区域标准 

化所设各工作小组的秘书处，并帮助 

它们使标准化组织和电工学会注意本

区的各种意见

一九七0年第二届亚洲工

业化会议；一九七二年亚

洲标准化咨询委员会第三 

届会议；ー九七三年亚ェ

发会第八届会议；一九七

缺乏资源。

三年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 

议

IC2： 3 - 1. 6 一九七三年ェ业及自然资

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一九七三年经委会

第二十九届会议

重新拟订并与IA2: 3 - 1. 2ェ 

业发展和规划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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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办理根据 备注

IS2： 3 - 1. 7
促进区域内投资会议 一九七三年亚ェ发会第八

届会议；一九七三年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缺乏资源。

IS2： 3-1.8
组织ェ业调查队，调查印度支那战后 一九七四年亚ェ发会第九 不再需要。

的ェ业重建和发展 届会议；一九七三年经委

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关于下列多国家合作的计划和机构，

(2) 关于湄公河下游流域四国钢铗ェ 

业调查团所作建议的后继行动；

同 上 同 上

⑶ 关于动力耕种机和四轮坐式曳引 

机调查团所提报告的后继行动；

同 上 同 上

(7) 关于合成织品和纤维ェ业的区域

调查；

同 上 缺乏资源。

(14)关于制造现代大米加ェ机械ェ业 

的投资前研究；

同 上 不再需要。

关于拓植适当木材以供本区林产 

ェ业发展的研究；

同 上 缺乏资源。

(18)关于不用新西兰、大韩民国和墨西哥焦煤的现代制铁技术的研究；同 上 同 上

(19)举办亚洲稻田耕具示范，以鼓励 

稻米耕作的机械化和促进最适合 

本区域需要的机械的制造和改进；

同 上 不再需要。

(23)研究可否发展和扩充农肥原料、 同 上 同 上

中间产品和制成品贸易的区域合 

作问题；

(24)协助断定本区域对磷酸盐和多种一九七四年亚工发会第九 缺乏资源。

营养肥料的需要，并协助进行关 届会议；一九七三年经委

于设立这类ェ厂的技术一经济研 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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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办理根据

究；

(25)协助进行关于设立以当地饲料或 同上

进口中间物为基础的肥料厂的技 

术一经济研究；

(29)协助组设一个石油化工协会； 同上

(30)考察本区域内化学产品交换的远 同上

景和推广事业；

(35)关于轧米及米糠油两个专家小组 同上

和大米ェ业加ェ区域间研究班所 

提建议的后继ェ作。

组织和维持一个ェ业情报机构、技术 同上

文件中心、资料库和图书馆

答复关于某些ェ业方法及其可能用途 同上

的询问，使各国注意各主要ェ业部门 

最近的技术发展
IC2： 3 - 2. 1
关于大规模ェ业的发展互相配合的研

究，包括ェ厂能量的使用不够充分问

题

辨认需要扩展的方面和在小型工

业部

.门可以有效发展的ェ业

研究如何考查乡村地区农产品特定的

小型ェ业加ェ，及向乡村工业家传播

关于这方面的情报

关于在亚远经委会国家发展密集劳动

技术的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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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不再需要。

同上

同上

缺乏资源。

不再需要。

缺乏资源。

同上

与农产ェ业有关ェ作合并

同上

备 注



备 注名 称 办理根据

为工人、企业家和推广人员办理关于 

低成本自动化技术和应用适当技术方 

面的训练班和方案

筹办在经济发展方面引起必成动机的 

训练班

关于训练小型ェ业规划、组织和管理 

方面的训练人员的区域讨论会

关于在小型工业部门规划和办理农产 

工业的讨论会

协助有关政府在马尼拉建立亚洲手工 

业中心

关于建立亚洲手ェ业中心的筹备会议

研究在小型ェ业上应用适当技术的问 

题

组织本区域的机构间讨论会，讨论支 

援本区各国小型ェ业发展的机构的密 

切合作

设立小型ェ业的资料服务处

TO2： 3 - 3.1

列入菲律宾大学小型ェ业研究所 

所举办的训练课程。

缺乏资源。

同上

与农产ェ业有关ェ作合井。

由劳ェ组织负责计划项目的执行。

同上

与农产ェ业的有关活动合并

缺乏资源。

同上

研究造船业和修船业 一九七三年ェ业及自然资 没有资源。

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五届 

会议；一九七三年经委会 

第二十九届会议

调查非铁金属生产制造ェ业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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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协助非综合性钢厂改进业务并减低成 

本

研究发展中经济国家日渐扩大的金属 

工业部门对于环境的影响

协助亚远经委会发展中国家开展设计 

和咨询服务

为金属生产和金属转变工业办理训练 

熟练ェ人的训练班和方案

研究本区钢屑的供应情况

定期研究金属、金属配件和轻ェ程物 

品的消费和需要

对现代ェ厂和适于本区的最新技术进 

行研究旅行，随后向各会员国散分所 

收集的资料

IS2： 3-4.1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一九七0年第二届亚洲工

业化会议；一九七三年经

整个计划项目已重新拟订,

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IC6： 3-7.1

关于改进非法棚户区的巡回讨论会 ー九七三年ェ业及自然资 已与改善贫民区和棚户区的咨询

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五届 小组和ェ作队合并

会议；一九七三年经委会

第二十九届会议

通过非营利的合作组织，举办关于 —九七三年ェ业及自然资 因计划项目减少而缓办。

住房的巡回讨论会 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五届

会议；一九七三年经委会 

第二十九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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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名 称 办理根据

研究住房贷款采用“联系指数”偿还 

办法的可行性

同上 同上

IS6： 3-7.2 同上 这个计划项目一部分与“住房与 

有关社区设施” (IS6： 3-7.1)
合并，一部分与“造房和造房材 

料”（IC6: 3 - 7.3 )合并。因

此，住房、造房和设计方面ェ作 

方案的计划项目已从四个减为三 

个，这些计划项目已加以重新编 

号如下。IS6： 3 - 7.1 ，住房与 

有关社区设施，IS6： 3-7.2：
造房和造房材料，IC6: 3 一  7.3
都市及区域发展。

1C 6： 3 - 7.3
建立造房工业技术通讯系统以促进造 

房的工业化

同上 因计划项目减少而缓办。

彻底调查本区各种可用的竹料和关于 

用竹子和副性树种作为低价住房的造 

房材料的讨论会

同上 因五年期间不能获得执行计划项 

目所需的支援而缓办。

关于标准化和度量衡单位协调的巡回 

讨论会

同上 因计划项目减少而缓办。

研究各种建筑的造房材料的用料标准，

以利材料的计算

同上 同上

IS6： 3 - 7.4
综合物质发展的方法和技术，包括环 

境的保护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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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关于环境改善和提供地点及公用服务 

的巡回讨论会

同 上

对区域规划和区域规划资料系统筹划 

试验性研究的区域体制研究

同 上

关于区域发展规划的巡回讨论会 同 上

因计划项目减少而停办

同上

停办。关于综合区域发展规划的 

研究旅行〔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 

以色列）将包括这个计划项目的大 

部分ェ作。

新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IA1: 3-1.1 一九七0年第二届亚洲工

业化会议；ー九七四年亚 

洲ェ亚发展理事会第九届 

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 

第三十届会议

整个计划项目已重新拟订

A2： 3-1.2
ェ业进度、政策和战略的中斯审查和 

评价，以及第二个发展十年后半期战 

略的审议

一九七0年第二届亚洲工 

业化会议；ー九七四年ェ 

业及自然资源问题委员会 

第二十六届会议；一九七 

四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关于改进最不发达国家中工业规划机 

构的工作队

关于发展中国家内综合乡村ェ业中一 

项方案拟订和执行的理论和应用方面 

的研究，以及所选定国家的各项详细 

计划的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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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名 称 办理根据

派遣ーェ作团前往选定的亚远经委 

会国家对能量的过度利用从事初步研 

究

研究选定的ェ业制成品或半制成品， 

特别注意输出发展方面的趋势和问题

辨认有立即输出机会的ェ业产品，和 

协助拟订与执行关于输出这些产品的 

方案

为ェ发组织第二届大会筹备高阶层区 

域会议

A2： 3-1.3
分别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召开一九七四年ェ业及自然资 

第十届和第十一届科技咨委会亚洲区 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六届 

域小组会议 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

第三十届会议

为执行科技咨委会各项建议召开一次 同上

机构间会议，以避免ェ作的重复

举办国家讨论会，以便执行亚洲行动 同上

计划中的各项建议

从事类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级所作的 同上

国家审查，以便辨认和评价会员国中 

的科技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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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A2： 3-1.5 一九七二年联合国人类环 

境会议；一九七四年工业 

及自然资源问题委员会第 

二十六届会议；一九七四

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人类环境ェ作方案经按照亚远经 

委会区域中亚洲人类环境行动计 

划〔I& NR/I GHE/2)加以全部

订正，这个计划系由该区积极从 

事人类环境方面工作的国家和政 

府间机构代表会议在曼谷（一九 

七三年十月二日至五日）编制的

IS2： 3-1.7

协助有关会员国探讨设置个亚洲 

投资中心的可能性

一九七四年亚洲ェ业发展理

事会第九届会议；一九七四

年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有关扩展区域内ェ业产品贸易的投

资可能性研究

同上

举办关于国外投资和税务行政的一

个训练讨论会

同上

举办关于投资管理、发展和促进ェ 

作的训练班

关于输出加ェ区和自由贸易区规划

和发展的研究旅行

IC2： 3 - 3. 1

详细检查设置一个非铁金属研究所 

的需要和可行性

一九七三年金属和ェ程小 

组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

一九七四年工业及自然资 

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六届 

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 

第三十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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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名 称 理根据

协助改进非综合性钢铁厂的业务和减 同上

少其费用

收集和分析关于电子工业发展的数据， 同上

以及散发其资料

IC2： 3 - 4.1 一九七四年工业及自然资 整个计划经予重新拟订。

源问题委员会第二十六届 

会议;一九七四年经委会 

第三十届会议

运输及通信司

上期工作方案中已经完成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ID1； 4 - 1. 1
关于区内国家山区索道对其他运输方 

式的费用和利弊的比较分析的专题研

究

经委会第二十会议报

告第335段
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

ID 1: 4 - 3. 1
改进江湾和海港航行的水力研究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

ID1. 4-3.2
本区十二个国家，包括南太平洋地区的 

三个国家在内，港口工作人员训练设 

施（第一阶段）的调查

同上 水运小组委员会第十届会议

同上研究汇编港口资料的统一方法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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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ID1: 4-3.4

对伊朗提供有关航运技术、业务和其 

他方面发展的咨询服务

通过伊朗前往欧洲的联运路线的初步 

研究

联合航运事业未来发展的研究

关于技术发展对适于区域船只选择的 

影响的研究

航运服务的合理化：一个货运登记中 

心的个案研究

ID1： 4- 3. 5

关于本区中集箱化和其他划一单位方 

法发展的研究

派往六个国家的关于集箱化问题的多 

国专家巡回特派团

工 D1: 4 — 5.1

新德里高级训练中心

电信训练中心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一九七二年电信小组委员 

会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经过一九七三年的一个调查团调 

查以后，开发计划署现已核准这 

个计划项目。该计划经列在印度 

政府的国家方案下，预期将于一 

九七四年中执行

一九七三年中已在老挝、尼泊尔 

和斯里兰卡设立新的电信训练中 

心，现已开始工作

-243 -



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ID1： 4-5.2
关于包裹邮费和邮包会计的研究 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一

届会议

上期工作方案中停办或缓办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ID1： 4-2.1

派往内陆国家研究各种特殊公路和公 

路运输问题各特派团的后继工作

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

二届会议

由已设置的关于内陆国家问题特 

别小组处理这个问题。

ID1: 4- 2.1
国际公路和公路运输和ID1. 4 - 2.2

(公路和公路运输）

同上 这两个计划项目已合并成为一个 

计划项目ID1: 4- 2. 1 “公路

和公路运输”。

ID1- 4-2.2

召开下列主题的训练课程一工作会

议:

(a)柔性路面的设计和建造；

(b)公路设计标准

同上 改为“召开关于支路和乡村运输 

的经济和工程方面的工作会议”。

搜集、整理和散发关于道路和道路运 

输统计基本资料

同上 缓办这个计划项目，以便先办关 

于乡村运输的计划项目。

拟订一个适当的事故报告格式 同上 同上

应请求，协助各国政府设立司机、技 

术员和机械工程人员训练方案

同上 同上

搜集和散发关于乡村运输可用的廉价 

多用途车辆的资料

同上 改为“改进乡村公路运输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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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ID1: 4-2.3
教育和保护行人及减少行人意外事故 

的措施

同 上

为学校编制道路安全手册 同 上 将两个计划项目合并，并改名为

为本区成长中的大城市拟订发展交通 

总计划的准则

同 上
“公路使用者教育和保护的交通 

管理和公路安全措施”。

搜集关于都市交通和运输的资料 同 上

ID1. 4-5.1
大韩民国试验和发展中心 一九七二年电信小组委员 该计划项目因在开发计划署预算

会 下未列为优先而暂时缓办。

印度尼西亚试验和发展中心 同 上 因无优先而缓办。不过，印度 

尼西亚政府已再次请求援助，为 

这个中心筹办一项新的计划项目,

新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I D1: 4 -4. 1
—九七四年五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举行的关于国际铁路交通和越过边界 

的技术和行政问题讨论会一研究旅 

行

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 

二届会议

—九七五年五月在法国举行的关于柴 

油和涡轮火车头讨论会-研究旅行

同上

一九七五年九月在苏联举行的关于工

程师和技术人员训练方法以及举办铁

路运输方面的科学研究的讨论会一 

研究旅行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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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一九七六年关于郊区铁路运输问题的 同上

讨论会-研究旅行

ID1: 4- 3.1
关于介绍发展水道和内地水运新技术 同上

的研究

研究：⑹河道控制与保护 同上

⑹水力调查的标准化

关于内地水道技术一经济管理和行政 同上

方面的讨论会、座谈会和/或研究旅 

行

ID1: 4-3.2
关于港口管理和作业的研究旅行 同上

I D1: 4 - 3. 3
审查各国政府的海事政策、船队计划 同上

的拟订和采购，公营和私营部门的投

资等等

ID1: 4 - 3. 5
关于供多种运输之用通过伊朗的一条 同上

“陆桥”观念的技术一经济研究

对均衡的集装箱运输的区域间评价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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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ID1: 4-2.1
拟订规划投资和评价乡村公路计划项 

目的简单方法

同 上 

改进乡村公路运输能量

改良现有兽力车的方法

召开关于支路和乡村运输的经济和工 

程方面的ェ作会议

集中于乡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工 

作。

ID1: 4-2.2
教育和保护公路使用者的交通管理和 

公路安全措施

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 

二届会议

将旧有计划项目合并并加以简化 

的结果。

I D1: 4-1.2
为拟订国家旅游总计划及为区分和评 

价那些具有历史、文化和其他价值并 

可能发展成为旅游区的场所制定准则 

和方法，并且拟订ー个区域总计划的 

长期目标

同 上

今后十年亚远经委会区域所需旅馆容 

量和其他旅游设施的调查

同 上

合作拟订甘达基/蓝毗尼区域发展方 

案

同 上

调查旅游事业的推销和推广情况 同 上

区域运输调查所包括的东南亚国家集 

团联合旅游事业推销和推广的可行性 

研究

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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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办理根据

按照分区域调查有关国家集团旅游事 

业的可能发展，并为未来发展制定准 

则

ID1： 4 - 1.3
巡回专家特派团对文件的简化和标准 

化当场提供意见

ID1: 4-5.1

亚远经委会区域发展中国家广播和电 

视方面的研究

建立频率检测方面的训练设施

同上

同上

一九七二年电信小组委员 

会

同上

预期在一九七四 - ー九七五年

期间开始研究。

预期在一九七四——九七五年 

进行。该计划项目已经开发计 

划署核准。

名 称

ID1: 4-5.2

关于发展较差国家关税结构、关税政 

策以及邮政发展问题的研究

运输及通信委员会第二十 

二届会议

自然资源司

上期ェ作方案中已经完成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接受报告的委员会或机构）

A2： 5 -1. 1 (前为 IA2： 5- 0.1 )
一九六0/七0年期间亚远经委会区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 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域水利资源发展的检查 报告第188页

关于水利资源管理的讨论会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第189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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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IC4: 5-1.3 (前为IC4: 5 -0.3 )
台风委员会第六届会议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第1。 1页

研究结构方面和非结构方面的措施以 同上

减轻洪水损害

气象组织/亚远经委会热带气旋专家 同上

小组第一届会议

IS4： 5-1.4 (前为 IC4: 5 - 0. 4 )
教科文组织/亚远经委会合办水文学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

上应用电子计算机的训练班 报告第192页

气象组织/亚远经委会关于气象机构 同上

在亚洲和西南太平洋区域经济发展上 

所负任务的会议

IS3： 5-2.1 (前为 IC3： 3 - 4. 1 )
关于核动力发展的技术和经济方面的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区域调查和简介课程 第193页

IC3: 5-3.1 (前为 IC3: 3 - 5.1 )
地层对比工作小组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第19 5页

IC3: 5-3.2 (前为IC5: 3 - 6.1 )
发展地质和矿物资源区域会议第九届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会议 第196页

ID4: 5-3.3 (前为 ID4： 3 - 8.2 )
南太平洋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勘探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协调委员会第二届会议， 第198页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工业及自然资源问题委员会第二 

十六届会议。

发展地质和矿物资源区域会议第 

九届会议。

工业及自然资源问题委员会第二 

十六届会议。

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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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ID4： 5 — 3.4 (前为ID4: 3 - 8.1 )

第二次亚远经委会地壳构造地图咨询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发展地质和矿物资源区域会议第

小组会议 第199页 九届会议。

上期工作方案中停办或缓办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停办或缓办的原因）

IA2： 5-1. 1 (前为 IA2： 5-0.1)
农村一级水利资源发展巡回讨论会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第188页
因经费不够而缓办。

IC4： 5-14(前为 IC4: 5-04)
编制(a)降雨频率图，(B)形成水患的 

主要风暴有关雨量简表，(C)可能最 

大降水量概图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第192页
因资源不够而停办。

IC3： 5-2.1 (前为 1C3： 3-4.1)
与各政府协商，调查动力联合计划项 

目的发展范围

同上，第193页 因各政府没有提出请求而缓办。

筹供乡村电气化的实际办法和对财力 

资源的调查的研究

同上 改为各政府当局和金融组织关于 

筹供乡村电气化经费会议。

乡村电气化中发展水力发电的技术和

经济问题的研究

同上 改为气体涡轮及普通和抽水蓄能 

式水力高峰站的功用研究

IC5： 5-32 (前为 IC5:3-6J)
在水文地质学和地下水发展方面提供 

咨询服务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第197页
已移交给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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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ID4： 5-3.5 (前为 ID4:3-83)

协助拟订和执行国家地质测量方案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同上

第199页

决定应行研究和训练的方面，并加强 同上 同上

有关的政府机构

新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IC4： 5-13

台风委员会第八届会议 台风委员会的规程

气象组织/亚远经委会热带气旋专家 

小组第三届会议

专家小组的职权范围

IC3: 5-2.1

各政府当局和国际财务组织关于筹供 

乡村电气化经费会议

动力资源及电力小组委员

会第十二届会议

替代筹供乡村电气化的实际办法 

的研究

气体涡轮及普通蓄能和抽水蓄能式水 

力高峰站功用的研究

动力资源及电力小组委员

会第十二届会议

替代乡村电气化中发展人力发电 

的技术和经济问题的研究

动力资源和电力小组委员会第十三届

会议

小组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IC3： 5-2.2

煤和水力发电供应和需求的研究 动力资源及电力小组委员

会第十二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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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司

上期工作方案中已经完成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接受报告的委员会或机构〕

亚洲统计员会议第十二届会议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制定社会指标 同上 亚洲统计员会议第十二届会议

收入、消费和累积的分配统计工作小

组

同上 同上

评考多科抽样调查办法 同上 同上

按船舶类型作统计式的货运估计，以 

便协助估定航运服务的需要

同上 水运小组委员会。

上期工作方案中停办或缓办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小规模和家庭工业工作小组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人力和劳工统计工作小组 同上

研究季节性调整程序 同上

(停办或缓办的原因）

缺乏举办会议的资源；推迟到一九七 

五年举行。

资助这个会议的劳工组织希望将这个 

会议推迟到一九七四年举行

-九七三年四月起停设经济及社会统 

计区域顾问一职，以及秘书处缺乏从 

事此项工作的工作人员。

评考和利用人口普查资料问题讨论会 同上 处理申请人口活动基金提供援助的请

求的过程有所延搁。

同上 同上现时人口统计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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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通过行政报告和抽样调查方法发展生 

命统计

同上 由于生命统计专家一职出缺，而 

推迟到一九七四年进行此项统计,

设立分区统计训练中心 同上 由于经费无着而推迟设立。

编制统计工作手册 同上 同上

设立数据处理方面在职训练的分区机

构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除非开发计划署提供经费（50, 
000美元）在新德里设立训练中 

心，此项设施将被推迟，印度政 

府正为这个中心提供慷慨捐助和 

东道国便利。

教育及文化统计工作小组 同上 原来希望由教科文组织负担这个 

会议的费用，该组织已对这个工 

作小组推迟作出决定

评考计划进度和发展的讨论会 同上 由于缺乏技术援助基金的援助而

推迟举办

新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住房和建筑统计工作小组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由于各国请求，爰将高度优先给 

予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所核定 

工作方案中的这个计划项目。

运输和通信统计工作小组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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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司

上期工作方案中已经完成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I A1: 6 - 0.1

一九七四年世界社会情况报告的亚洲

部分

经委会第99(xxv)号决

议；一九七O年社会发展 

工作小组；一九七二年亚 

远经委会社会发展会议；

一九七一年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第158B和C(L)号决

议；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

议

并入联合国总部编制的报告（该 

报告已编制完成）(1)

亚洲普遍贫穷及其程度问题的调查(2) 亚远经委会社会发展会议 原先为预算外资源计划的区域研 

究须通过区域讲习班由机构间机 

构和国际机构加以审查。现在 

可将结论和建议提交经委会第三 

十届会议。这可改正所建议的 

研究。这些研究实际上唯有在 

获得预算外资源时才能进行。

IB4： 6 - 0. 5

社会福利机构的标准和立法问题专家 

小组会议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报 

告第624段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 

一日在大韩民国汉城举行；报告 

将提交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出版社会工作训练和教材通讯 亚远经委会一九七三/七 

四年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

为了在本区普遍分发，此种通讯 

曾在一九七三年三月、七月和十

① 由于推迟征聘该司工作人员，本年特由亚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来编制这一报告。

② 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合作召开这个会议。

25U



名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报告第540段

IB6: 6 - 0. 6
关于发展部落和山地部落的区域研究 大会第2681 (xxv)号决 

议

二月出版三次。一九七四年及 

以后将继续出版。

该项研究已完成，出版和分发。 

该项研究将提交一九七四年的青 

年与药品滥用问题区域讨论会。

上期工作方案中停办或缓办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IB4: 6 - 0. 5
为第二届主管社会福利事务部长区域 

会议作支助性的准备工作

计划生育的社会福利方面工作会议， 

包括编写与若干选定国家的情况为主 

题的专论

IB6： 6-0.7
为㈠都市社区和㈡乡村社区的 

青年工人所设的区域训练班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报 

告第624段

亚远经委会工作方案和优 

先次序；报告第50段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第627段

青年与药品滥用问题区域讨论会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第626段

这个会议的召开须视经委会对亚 

远经委会会议结构的决定而定。 

所以未倡议进行任何活动。

因为一九七三年人口活动基金所 

须的款项未获批准，所以该工作 

会议推迟至一九七四年五月举行

预定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月 

与各东道国政府共同完成此项课 

程。

按照可能主持者（联合国药品滥 

用管制基金）的建议，现将这个 

计划项目分成三个阶段，并将之 

归入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的 

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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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IA2： 6 - 0. 3
根除普遍贫穷小组 一九七二年亚远经委会社 

会发展会议（第14一32
段）；一九七三/七四年 

工作方案；大会第3018 
(XXVII)号决议

这是一个新的和扩大的组成部分 

(希望成为秘书处的一个新的计 

划项目）。它显示出亚远经委 

会的一项新的高度优先。为此 

所需的额外资源③可能由联合国经常预算或预算外来源给付。按 

照经委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三条， 

计划项目连同所涉经费已分别提 

请经委会核准。

IB4: 6 - 0. 5
社会福利机构的标准和立法问题工作

会议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第624段
社会福利机构的标准和立法问题 

专家小组会议（参看已完成的计 

划项目）的后继工作。这个工 

作会议要在获得荷兰政府提供的 

预算外款项后才能举办。

将社会福利机构和它们的实施系统推 

广到乡村地区和贫穷集团的研究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第623和624段
区域资料交换并对各会员国政府 

提货政策准则。

集体训练课程：（a)社会工作教育的 

综合方法（一九七四年马尼拉）；

(b)社会工作教育的通信方面，发展 

事业宣导处，曼谷（一九七五年）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第624段
关于重新订定社会工作教育的方 

针使其配合发展目的的长期计划 

目标的后继工作

参加一个区域讨论会，在马尼拉筹设 

社会发展范畴内从事社会福利训练和 

研究的一个亚洲中心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第624段
这个讨论会将由儿童基金会提供 

经费，而由联合国区域性社会福 

利顾问筹办，该顾问并与菲律宾

③包括两名社会事务专员（P — 5和P — 3 )外加秘书处助理人员费用（每年4,000美元）办公室费 

用（每年1，500美元）、旅费和每日津贴（每年3,000美元）以及办公厅设备（一次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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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IB6： 6-0. 6
关于妇女参加发展并特别注意人口因 

素的区域讨论会

经委会第135 (XXIX)号 

决议

IB6： 6-0.7
一九七四年为青年工人和青年领导人 

举办两个区域工作会议

经委会第二十九居会议 

第627段

政府的社会福利部合作，负责建 

立该中心。社会发展司将协助 

该中心的实体筹备、组织和事务 

的处理。

一九七五年为青年工人和青年领导人 

举办两个区域训练工作会议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青年与药品 

滥用管制

同上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第626段

在社会和人道事务中心合作下， 

这个讨论会定于一九七四年五月/ 

六月举行（由人口活动基金提供 

经费）。

经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波昂的康 

拉德•阿纳登基金会的国际伙伴 

关系研究所最后商定提供经费； 

预定一九七四年七月和八月举办

 

两个工作会议。

同上

这个工作是从一九七三年未完成 

的工作方案移交过来的。须由 

联合国麻醉药品司联合国麻醉药 

品滥用管制基金提供经费；预定 

一九七四年为第一阶段，一九七 

五年为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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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工作方案中已经完成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接受报告的委员会或机构）

人口增长和农业变化的比较研究 经委会第67(XXIII)号
决议

最后报告在审查中；临时报告已 

提交第二届亚洲人口会议

识字、教育及技能水平与生育水平间 

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

经委会第二十八届会议 草稿在审查中；普遍分发。

计算生育率的技术研究 经委会第二十八和二十九

届会议

同上

在人口预测方面使用电子计算机的训

练班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普遍分发。

人口统计技术分区训练班 同上 越南共和国政府和高棉共和国政

府。

对评考计划生育方案的服务统计制度 

的比较研究

同上 草稿在审查中；普遍分发。

对计划生育方案中各种宣导技术效率 

的比较研究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草稿在审查中；普遍分发。

对在计划生育方案方面所用的教育材

料的评审

同上 同上

关于计划生育方案管理方面的研究旅

行

同上 同上

评量生育力和计划生育的训练班，大 

韩民国

同上 大韩民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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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关于调查和研究在计划生育的管理和 

行政方面所负任务的区域会议

计划生育方案宣导方面的训练班

同上 普遍分发。

同上 伊朗政府。

上期工作方案中停办或缓办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停办或缓办原因）

城乡人口预测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推迟六个月征聘咨议。

国级以下人口预测方法手册 同上 咨议患病。

亚远经委会区域人口领域中训练需要 

设备的估计

经委会第二十八和二十九

届会议

推迟征聘专家

计划生育工作者训练员的研究旅行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无限期推迟；经费无着。

训练计划生育方案管理事务的专家小 

组会议

同上 推迟至一九七四年七月举行，以 

便利用计划生育管理区域研究的 

结果。

计划生育方案宣导工作人员的研究旅 

行

同上 无限期推迟；经费无着。

评量生育力和计划生育的训练班，菲 

律宾

同上 菲律宾政府要求推迟。

计划生育工作者训练员的训练班，

伊朗

同上 同上

关于宣导工作的国家讨论会，马来西

亚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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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关于评考计划生育方案的短期训练课

程的手册

同上 推迟至一九七四年。为编制此

种手册计，曾首先从事一项评考 

研究，所用方法为对受训人员发 

出后继行动问题单。

关于计划生育方案社会福利方面的工 

作会议

同上 经费无着；可能在一九七四年间

举办。

关于计划生育方案管理的第二次工作 同上 由于没有经费，推迟至一九七五

小组会议 年举行

新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关于计划生育方案管理方面的比较研

究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标题增加：“所选定的亚远经委 

会国家中计划生育机构方面绩效 

的组织决定因素”。

亚远经委会 /粮农组织联合农业司

上期工作方案中已完成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接受报告的委员会或机构）

IA1： 7 - 0. 1
目前亚洲和远东粮食和农业情况的检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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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IA2: 7-0.2

检查农业发展计划和促进区域合作 同 上 同 上

(a)农业调整的个案研究，国际农业 

调整一日本的ー项个案研究

同 上 同 上

(b)关于召开农业发展专家小组会议 

的筹备工作和举办这个会议

同 上 同 上

(c)关于泰国农作物多样化的一项个 

案研究（初稿）

同 上 同 上

(d)亚洲大米贸易基金协定的签署

IC1: 7-0.3

同 上 同 上

农业资金、信贷及机构制度 同 上 同 上

新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IA1: 7 - 0. 1
目前亚洲和远东粮食和农业的经济和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这个计划项目是把去年的计划项

社会情况的检查和分析 目IA1: 7 -0. 1 : “目前亚洲和

远东粮食和农业情况的检查”重 

定方向和加以扩大。ェ作项目 

如下：(a)设立农业展望中心；

(b)在商品、国家和区域的基础 

上，就粮食和农业的情况作短期 

的展望；（c)专设短期展望专家 

小组会议。

IA2： 7-0.2
评量农业发展的规划和执行 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计划项目IA2: 7 — 0. 2 : “检

查农业发展计划和促进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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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已分成两个计划项目，这个计划 

项目便是其中之一。其工作项 

目如下：（a)研究长期粮食生产 

及其对本区域发展和安定的影响;

(b )农业发展方面成功经验的个 

案研究；⑹关于农业的政府间 

会议的筹备工作（农业委员会）。

IA2： 7-0.3
拟订农产品和农业用品的区域合作计 同上

划

IC1: 7-0.4
为农业发展拟订经济和社会鼓励办法 同上

一项亚洲农业生产和农业用品计 

划为主要的新组成部分。

新的组成部分为：(a)农业如格 

政策的评量和分析；(b)专设农 

业价格政策专家小组会议。

公共行政股

上期工作方窠中已经完成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接受报告的委员会或机构）

在国家一级上对于编制与国家发展计

划并行的行政计划进行集体活动（该 

计划部分完成；并以其新的方针继续 

工作）

经委会第二十八届会议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对亚洲发展事业管理中心初步业务的

技术支助

同上 将向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具报。

透过一个训练方案，帮助改进国内训 同上 同上

练机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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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关于邮政管理方面的联合训练方案 同 上 同 上

支持其他各司方案的要素 同 上 同 上

上期ェ作方案中停办或缓办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停办或缓办的原因）

关于地方政府财政的区域讨论会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由于经费无着而缓办。

新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多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为亚远经委会区域最不发达的发展中 

国家发展行政能力和训练的国家级计

划项目

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这个计划项目系由“行政规划”和 

“援助最不发达国家”两个较早 

的计划项目合并而成。它集中 

力量于有计划的发展行政能力，

而特别着重于最不发达国家，内

陆国家和环海国家。

透过一个训练公共行政训练人员的方

案，帮助改进国内训练机构的能力

同 上 得菲律宾大学昀合作和亚远经委 

会荷兰研究金基金的财政支援， 

预料这个计划项目将获得执行。

关于邮政机构行政和管理的联合训练 

方案

同 上 将于一九七四举办学术方案期间 

与万国邮盟合作执行这个计划项

目

与促进农产ェ业有关的人员的训练方

案

同 上 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德尔夫特） 

菲律宾大学和ェ业及住房司合作 

解决该计划项目在一九七五年的 

执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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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关于利用公共企业方面管理技术的ェ

作会议

同上 一九七四年期间将解决该计划项 

目在一九七五年的执行问题ー可 

能利用技术援助中的卢布款项。

支持其他实体方案的要素 同上 在适当时候将对合作细节与领域 

有所决定。

技术援助股

上期工作方案中已经完成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接受报告的委员会或机构）

南太平洋第二届发展咨询队检查会议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报 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

告第184段和第515段

说明：有关技术援助股业务的工作方案第一栏中所说明的其他所有 

工作经于一九七三年内获得迅速办理。

上期工作方案中停办或缓办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除了因缺乏经费而缓办的计划项目组成部分(二)和㈢以外，技 

术援助方案并无这类工作。

新的计划项目或计划项目组成部分

名 称 办理根据 备 注

以双边方式协调筹措区域计划项目和 经委会第二十九届和第三 预算外资源和研究金方案两个领 

研究金方案经费的工作 十届会议 域中的现有方案正日益获得加强，

而其他捐赠者有意捐助更多资源， 

尤其要对本区内的研究金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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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会议日历

(按照经委会第三十届会议的决定编制）

编号 立法机构 编号 非立法机构 编号
主要区域 

计划项目和机构 日期 地 点

一九七四年五月

1. 筹办世界人口会议 七日至 曼 谷

的区域协商筹备会

议

十日

2. 关于妇女参加发展， 十三日至

特别是人口因素的

区域协商会议

十七日 曼 谷

六月

1. 湄公河委员会第 七日至 西 贡

六届会议（特别） 十日

2. 湄公河委员会， 一九七四 未 定

专设水流图表工

作小组

年中期

七月

3. 贸易谈判小组 七月十五

日至八月

二日

曼 谷

八月

3. 亚洲岸外地区矿 七日至二 汉 城

物资源联合勘探 十一日

4. 专设专家小组，拟订 
如何将环境问题并 
入经济及社会发展 
规划的工作手册

协调委员会

二十七日

至三十一

日

曼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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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立法机构 编号 非立法机构 编号 主要区域 
计划项目和机构

日期 地 点

九月

4. 亚洲公路协调委员 

会咨询委员会第六 

届会议

九日至

十日

曼 谷

5. 亚洲岸外地区矿物 

资源联合勘探协调 

委员会第三届会议

九日至

十六日

未 定

6. 亚洲公路协调委员 

会第九届会议

十一日至 

十三日

曼 谷

5. 铁路小组会议，讨 

论业务，轨道与推 

动力、研究以及横 

贯亚洲铁路等问题

九月十七 

日至十月 

二日

未 定

十月

7. 湄公河委员会咨询 二日至 曼 谷

委员会第二十二届 

会议

九日

8. 台风委员会，第七 

届会议

八日至

十四日

马尼拉

9. 湄公河委员会，第 

六十七届会议 

(特别）

九日至

十四日

万 象

6. 专设专家，专为组 

设ー家农产ェ业技 

术银行而开会

十五日至 

十八日

曼 谷

7. 邮政专家ェ作小组 二十ー日 

至二十八日 

曼 谷

1. 筹备第二届工发组织 

大会的特别区域会议

十月三十 

一日至十 

一月四日

曼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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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立法机构 编号 非立法机构 编号 主要区域 
计划项目和机构

日期 地点

十一月

2. 自然资源委员会第 五日至 曼 谷

一届会议

8. 电信专家政府间工

十一日

十二日至 曼 谷

作组 十八日

3. 统计委员会第一届 二十一日 雅加达

会议

9. 设立亚洲农业机械 

中心政府间会议

至二十七日 

未定 曼 谷

10. 关于第二个发展十 十八日至 曼 谷

年期间进度评价专 二十三日

家小组

10. 湄公河委员会，第 

七次首席水文学家 

会议

未定 西 贡

11. 湄公河委员会农业 十一月 曼 谷

发展讨论会 中旬

12. 湄公河委员会第六 十一月 曼 谷

十八届会议 

(特别）

下旬

十二月

4. 贸易委员会，第十 二日至 曼 谷

八届会议 九日

5. 经济规划委员会第 九日至

一届会议 十四日 曼 谷

13. 热带气旋专家团第 十八日至 曼 谷

二届会议 二十三日

11. 关于在亚远经委会区 

域建立一个多国输出 

信用保险计划的政府 

间小组

未定 曼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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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立法机构 编号 非立法机构 编号 主要区域 
计划项目和机构

日期 地点

一九七五年一月

6. 运输及通信委会， 六日至 曼谷

第二十三届会议 十四日

14. 湄公河委员会咨询 一月二十 曼谷和

委员会，第二十三 二日至二 万象

届会议 月三日

12. 高级设计人员、政府首 二十三日 曼谷

长、企业家和金融机构 至二十九
代表会议，讨论执行亚 

洲区域合作工业调查所
日

认定的计划项目

15.湄公河委员会，第一月二十万象

六十九届会议 

(全体）

九日至二 

月三日

二月

13.区域钢条厂工作小组 四日至

七日

曼谷

7.经委会，第三十一届 二月二十 新德里

会议 六日至三 

月七日

(六）其他小组活动

(a)主要由外界提供经费的训练班、讨论会、研究旅行和座谈会

编号 活 动 日期 地点

一九七四年五月

1.国际铁路运输和跨越国界技术和行政问题讨论会一研究旅行 十三日至三十一日西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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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活 动 日期 地点

六月

2. 社会工作综合方法的集体训练班 三日至二十八日 马尼拉

七月

3. 亚远经委会与国际地方当局联盟合办地方政府财政区域 

讨论会

十五日至二十六日 吉隆坡

八月

4. 南太平洋地区装货人合作办法训练班 未定 曼谷以外

5. 东南亚运输咨询委员会成员国家内航运立法和训练专家 

ェ作团

十九日至二十四日 曼谷

6. 与劳ェ组织合作举办的关于分析人力资料的训练班 八月至九月 曼谷

7. 亚远经委会与瑞典国际开发机构合办关于动员私人储蓄 八月二十六日 曼谷

的讨论会 至九月七日

九月

8. 关于贸易促进而特别着重包装的训练班 未定 曼谷以外

9. 国家计划生育通信讨论会 未定 吉隆坡

10. 人口普查数据评考和利用讨论会 十六日至二十ー日 曼谷

11. 对应用遥远感应技术于自然资源开发的讨论会 二十三日至三十日 曼谷

12. 关于模数协调和构成部分建筑的执行的巡回讨论会 九月至十一月 几个国家

十月

13. 在日本举行的关于输出计划促进的巡回讨论会 未定 日本

14. 亚远经委会菲律宾大学合办的公共行政训练人员 

训练方案

十月十五日至十一月底 马尼拉

15. 与社会发展司合办的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亚洲 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 曼谷或

青年讨论会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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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活 动 日期 地点

十月（续）

1.6. 关于水利资源发展方面的社会和非经济因素座谈会 二十ー日至二十八日 曼谷

17. 关于货船预订和包租管理和技术的训练班 十月至十一月 曼谷

十ー月

18. 关于国家志愿服务方案的青年ェ人和青年领导人 

区域ェ作会议

未定 巴基斯坦

19. 决定社会ェ作教育课程表中社会发展内容的专家小组

〔十个成员）

十一月开始 曼谷

20. 移民数据分析训练班 十一月至十二月 未定

十二月

21. 外国投资和税务管理训练讨论会 七日至二十二日 科伧坡、东京 

或新加坡

22. 关于计划生育管理方面训练的专家小组 九日至十八日 曼谷

23. 关于拟订国家青年政策的青年ェ人区域ェ作会议 未定 吉隆坡或

香港

一九七五年一月

24. 计划生育的社会福利方面ェ作会议 三日至十二日 曼谷

25. 青年和药品滥用问题工作小组筹备会议 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曼谷

26. 社会ェ作训练和实务方面通信的集体训练课程 一月至二月 曼谷

27. 关于人口分析技术的分区训练班 一月至二月 万象

二月

28. 航运技术和业务方面的讨论会一训练班 未定 未定

三月

29. 国家计划生育通信讨论会 三月 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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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主要由外界提供经费的专家小组和ェ作小组

编号 活 动 日期 地点

一九七四年六月

1. 国际贸易和发展会议 六日至二十日 西雅图

2. 关于生育态度的社会和心理方面的专家小组 十日至十九日 曼谷

3. 现时人口统计ェ作小组 十七日至二十二日 曼谷

七月

4. 人力和劳ェ统计ェ作小组 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 曼谷

5. 关于人类定居地示范计划项目的区域专家小组 七月至八月 曼谷

十月

6. 亚洲再保险合作问题圆桌会议 十月初 曼谷

7. 评价第二个发展十年前半期期间公共行政方面活动和拟订 十月至十一月 吉隆坡

第二个发展十年后半期区域ェ作方案的专家会议

十一月

8. 区分粮食生产、技术转让、农业投入和社会服务分配的社会 最后一星期 曼谷

相互关系以及设计战略以便利用这些因素造福低层社会的专

家和研究人员区域会议

一九七五年一月

9. 人口预测专家ェ作小组 一月至二月 曼谷

二月

10. 关于亚洲人口图书馆资料系统资源的第二个ェ作小组 二月 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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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职员

湄公河委员会 

主席：裴有询先生

〔越南共和国）

湄公河委员会 

主席，裴有询先生

(越南共和国）

湄公河委员会

主席：Mr. Khy Taing Lim
(高棉共和国）

金属和工程小组委员会

主席：Mr. H. Bhaya
(印度）

南太平洋岸外地区矿产资源联合勘 

探协调委员会

王席：Mr. Bione L. Tongilava
(汤加）

南太平洋岸外地区矿产资源联合勘 

探协调委员会

主席: Mr. Seaman Burayas
(泰国）

旅游事业和促进国际交通小组委员 

会

主席：Mr. Somchai Hiranyakit
(泰国）

地质和开发矿产资源区域会议

主席： Mr. Datuk Mohd. Salleh 
bin Abdul Majid

(马来西亚）

附 件

附件一

审查期间各附属机构的会议

会 议

第六十二届会议（特别），一九七三年四 

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东京

第六十三届会议（特别），一九七三年十

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曼谷

第六十四届会议（全体），一九七四年一

月三十日至二月四日，曼谷

第十二届会议，一九七三年八月ニ十二日 

至二十八日，新德里

第二届会议，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至 

九月六日，努库阿洛法

第十届会议，一九七三年九月十日至二十

二日，曼谷

第一届会议，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 

十月一日，曼谷

第九届会议，一九七三年十月四日至十五

日，吉隆坡

报告的文件编号

E/CN.11/WRD/MKG/
L.370

E/CN.ll/WRD/MKG/
L.380

E/CN.ll/WRD/MKG
L.390

E/CN.11/I&NR/87

E/CN.11/L.38O

E/CN.ll/L.383

b/cn.11/trans/200

E/CN.11/I&NR/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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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职员 会 议 报告的文件编号

水运小组委员会

王席：Mr. Thien Thavajvichien
(泰国）

第十届会议，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一日至 

十一月七日，曼谷

E/CN.11/TRANS/202

台风委员会

主席：Mr. G.J. Bell

(香港）

第六届会议，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至 

二十六日，曼谷

E/CH. 11/1117

亚洲统计人员会议

主席：Mr. V.R Rao
（印度）

第十二届会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至 

二十二日，新德里

E/CN.11/1127

贸易委员会

主席：Mr. Somphorn Thepsithar
(泰国）

第十七届会议，一九七四年一月七日至十 

四日，曼谷

E/CN.11/1131

运输及通信委员会

主席：Mr. Jeongjan Kambhu
(泰国）

第二十二届会议，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 

至二十一日，曼谷

E/CN.11/1138

亚洲工业发展理事会 第九届会议，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至 E/CN.11/1142

主席：Mr. Viehitvong na Pombhejara 二十一日，曼谷

(泰国）

工业及自然资源委员会

主席：Mr.Vichltvong na Pombhejara

第二十六届会议，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至 B/CN.11/1145

十一日，曼谷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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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二十九届会议以来发表的出版物及主要文件表

A.出版物

主要研究报告（印本）
Planning water resources projects (Water resources 

series, No. 41):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3.II.F.7.

Electric power in Asia and the Far East, 1970: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3.II.F.5.

lntraregional trade projections, effective protec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Development programming tech-niques series. No. 9):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3.11.F.12.

Economic bulletion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 vol. 
XXlll, No. 1, June 1972: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3.II.F.2; vol. XXIIL No.2, September 
1972: Sales No.: E.73.II.F.3; vol. XXIII, No. 3, Decem-ber 1972: Sales No.: E.73.11.F.4.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on Petroleum Legislation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Offshore Operations 
(Mine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series, No. 40):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3.Il.F.13.

Quarter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 vol. II, No. 1 (March 1972):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3.II.F.6; vol. II, No. 2 

1972): Sales No.: E.73.II.F.17; vol. II, No. 3 
September 1972): Sales No.: E.73.II.F.18; vol. II,

4 (December 1972): Sales No，： E.73.11.F.19.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of Asia and the Far East, vol. 

VII, Series A, No. 1: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F.73.II.F.16.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Symposium on the Develop-ment of Petroleum Resources of Asia and the Far 
East (Mine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series, No. 41):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3.II.F.14.
Cost estim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projects (Water 

resources series, No. 42):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3.U.F.15.

Asi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news, No. 9: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3.II.F.11,

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 1972: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F.73.II.F.8.

Economic survey of Asia and the Far East, 1972: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3.II.F.1.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bulletin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 No. 49: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3.II.F.10.

期刊（印本）
Water resources journal (ST/ ECAFE/ SER.C/96-100) 

/English/.

主要文件 

经委会
Summary records of the twenty-ninth session (E/CN.ll/ 

1107 - E/CN.ll/SR.462-478).
Food shortage and its impact on the nutrition levels in 

developing ECAFE countries (E/CN.ll/1146).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 on the Impact 

of the Current Energy Crisis on the Economy of the 
ECAFE Region (E/CN.ll/1147).

Attack on mass poverty and unemployment in the ECAFE 
region: programme for action (E/CN.ll/1143).

Report of the Policy Assessment Group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ECAPE (B/CN.11/1148]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to the Commission on 
priority areas for future ECAFE activities (E/CN.11/

Policy statement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E/CN.11/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rade on its seventeenth 
session (E/CN.ll/1131).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Industry and Natural Re- 
sources on its twenty-sixth session (E/CN.ll/1145).

Report of the Asi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uncil on 
its ninth session (E/CN.ll/1142).

Report of the WMO/ECAFE Regional Conference on the 
Role of Meteorological Service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sia and the Southwest Pacific 
(E/CN.11/1109).

Report of the WMO/ECAFE Panel on Tropical Cyclones 
on its first session (E/CN.ll/1121).

Report of the Meeting of Representatives of Countries 
and Intergovernmental Bodies Active in the Field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in the ECAFE Region 
(E/CN.11/1125).

Report of the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Commit-tee on its twenty-second session (E/CN.ll/1138).
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Division of Social Deve- 

lopment (E/CN.11/1129).

Asian Rice Trade Fund: progress report by the Execu
tive Secretary (E/CN.ll/1128).

Report of the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Far East (E/CN.ll/1137 
and Adds. 1 and 2).

Activities of the joint ECAFE/FAO Agriculture Division 
(E/CN.ll/1130).

Note by the Director-General of the Food and Agricul
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on the pro-posal to establish an ECAFE committee on agricul- 
tural development (E/CN.ll/1150).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Aslan Statisticians on its 

twelfth session (E/CN.ll/1127).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port on activities (E/CN.ll/

1132).

Report of the Special Body on Land-locked Countries 
on its second session (E/CN.ll/1112).

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of Investigations of the 
Lower Mekong Basin: annual report, 1973 (E/CN.ll/

Report of the Typhoon Committee on its sixth session 
(E/CN.ll/1117).

Report on the Asian Highway project (E/CN.ll/1140).
Report of the Meeting of Directors of Regional Institu

tions with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E/CN.ll/1144).
Asi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report of the Governing Council (E/CN.ll/1141).

Asian Statistical Institute: report of the Project Mana- 
ger/Director (E/CN.11/1139).

Report of the Governing Council of the Asian Centre 
for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preliminary operations of the Centre (E/CN.ll/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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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f the Meeting of Senior Economic Advisers on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and Short-term Eco-nomic Policies on its fifth session (E/CN.11/L.386).
Survey of the social situation in the ECAFE region, 

1972/73 (E/CN.11/L.396 and Corr.l).
Report of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to ECAFE and 

other representatives designated by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pursuant to resolution 138 (XXIX) (E/ 
CN,11/L.384 and Add. 1).
Recommendations of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n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conference structure of ECAFE 
in pursuance of resolution 138 (XXIX) (E/CN. 11/ L.399).
Report of the Pepper Community on its third session 

(E/CN.11/L.390).
Report of the Expert Group on Rubber on its final 

meeting (E/CN. 11/L.391).
Report of the Ninth Group of Experts on Programming 

Techniques (E/CN. 11/L.394).
Report of the Ssminar o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E/CN.11/L.381).

Report of 
Poverty 
the Frie

the Regional Workshop on Effective Anti- 
Strategies Jointly Sponsored by ECAFE and 

drich-Ebert-Stiftung (E/ CN.11/ L.395).
Report of the ECAFE/ICSW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Standards and Legislation for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E/CN.11/L.382).

Report of the Second Review Meet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Advisory Team for the South 
Pacific (E/CN.11/E.389).

Technical assistance activities decentralized to ECAFE, 
1973 (E/CN.11/L.398 and Corr.l).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of Joint 
Prospecting for Mineral Resources in Asian Offshore 
Areas on its tenth session (E/CN.11/L.383).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of Joint 
Prospecting for Mineral Resources in South Pacific 
Offshore Areas on its second session (E/CN. 11/ 
L.380 and Corr.l).

Asian centr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 social welfare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development (E/CN. 11/L.392 
and Add. 1).

工业及自然资源委员会

第二十六届会议
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on Metals and Engineering 

on its twelfth session to the Committee on Industry 
and Natural Resources at its twenty-sixth session 
(E/CN.ll/l&Nd/87).

Report of the Meeting of Representatives of Countries 
and Intergovernmental Bodies Active in the Field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in the ECAFE Region 
(E/CN.11/I&NR/88).

Report of the Regional Conference on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on its ninth session 
(E/CN.11/I&NR/89).

Report of the Regional Group for Asia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its ninth 
session (E/CN.Il/I&NR/ L.150).

Workshop on Appropriate Technology for Agro-Based 
and Rural Industries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ECAFE Region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E/CN. 11/ 
I&NR/L.151).

UNDP/ United Nations/ECAFE Fact Finding Mission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E/CN.ll/l&NR/ L.152).

Offshore Prospecting for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South Pacific (E/CN.11/I&NR/L.153).

Report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on its third session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E/CN.11/1&NR/L.154).

Industrialization and employment (E/CN.ll/l&NR/L. 
155).

Asi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uncil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E/CN. 11/ l&NR/ L. 156 and Add.l).

Operational plan for the Regional Mine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Centre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E/CN.11/I&NR/L.159).

Rural housing programme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E/CN.11/1&NR/L.160 and Corr.l).

Activities of the secretariat In the field of energy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E/CN.ll/I&NR/L. 161).

Regional projects in the field of housing, building and 
planning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E/CN.ll/I&NR/ 
L.162).

Development of energy resources: proposal for a re
gional energy resources development centre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E/ CN. 11/1&NR/ L. 163).

金属及工程小组委员会 

第十二届会议
Ship-breaking industry as a source of scrap for electric 

arc furnaces (E/ CN. 11/I&NR/ Sub. 2(X11)/ L. 1).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in the ECAFE region 

(E/CN . 11/1 &NR/Sub.2(X11)/L.2).
Activities of other ECAFE and United Nations bodies 

in the metals and engineering fields: Asi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uncil(E/CN. 11/i&NR/Sub.2(X11)/L.3).

Activities of other ECAFE and United Nations bodies 
in the metals and engineering fields: 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of Investigations of the Lower Mekong 
Basin (E/CN . 1 l/l&NR/Sub.2(XIl)/L.4).

Semi-integrated steel mills and direct reduction 
(E/ CN.11/ I&NR/ Sub. 2(X11)/ L.5).

Construction and repair of coastal and short-seagoing 
vessels in the region (E/CN.ll/l&N R/Sub.2(XII)/ L.6).

Programme of work and priorities (E/CN.ll/l&NR/ 
Sub.2(XII)/L.7).

Backyard foundries： the Indian experience (E/CN. 11/ 
l&NR/Sub.2(XII)/L.8).

Development of the non-ferrous metal industry in the 
ECAFE countries (E/CN. 1 l/l&NR/Sub.2(X11)/L.9).

Application of computers in metallurgical industries 
(E/ CN.ll/i&NR/ Sub. 2(X11)/L. 10).

Combat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metallurgical in
dustries (E/CN. 11/ l&NR/ Sub. 2(X11)/ L. 11).

地质和矿物资源发展区域会议 

第九届会议
Observ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Industry and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Commission on the joint (eighth) 
session of the Working Party of Senior Geologists 
and the Sub-Committee on Mine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MRD/Conf.9/1).
Observ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Industry and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Commission on activities of the 
secretariat in the fields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during 1971 and 1972 (MRD/ 
Conf.9/2).
Development of oil and natural gas resources (MRD/ 
Conf.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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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between Sedimentary Basins of the ECAFE Region 
MRD/Conf.9/5).
Activities of the secretariat in hydrogeological mapping 

and groundwater development (MRD/Conf.9/7).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methods to geological 

mineral and water resources surveys (MRD/ Conf.9/ 8).
Proposals of ACAST for act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techniques to earth resources surveys 
in development countries (MRD/Conf.9/9).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Regional Mineral 

Development Centre： tin industry research and deve
lopment centre (MRD/Conf.9/10).
Systematic inventory of mineral resources (MRD/ 

Conf.9/11).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Regional Mine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Centre: annual reviews of 
mining developments (MRD/ Conf,9/12).

Prospecting for offshore mineral resources (MRD/ 
Conf.9/13).

Asian Plan of  Action relat ing to mine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MRD/Conf.9/14).

Publications of the secretariat in the field of geology 
and mineral development (MRD/ Conf.9/15).

贸易委员会 

第十七届会议
Report of the Ad Hoc Meeting of Experts on Export 

Promotion (E/CN.11/TRADE/L.224).
Report of the Training Course on Liner Trade Manage-ment (E/CN.11/TRADE/L.225).

Regional trade and monetary co-operation: progress 
report (E/CN.11/TRADE/ L.226).

Other activities: implementation of the long-term plan 
of action for the ECAFE Centre for Shipping Infor-mation and Advisory Service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E/CN. 11/TRADE/ L. 227).

ECAFE Trade Promotion Centre: activities and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E/CN. 11/TRADE/ L. 228).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under GATT (E/CN. 11/ 

TRADE/L.229).
Progress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maritime training programme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 (E/CN.11/TRA.E»£/U230).

Review of developments in trade in the ECAFE region 
(E/ CN. 11/TRADE/L. 232).
Report of the Meeting of Representatives of Govern

ments and Shippers* Organizations on its second 
session (E/ CN. 11/TRADE/L.237).

运输及通讯委员会 

第二十二届会议
Report of the Seminar on Economic, Personnel and 

Organizational Aspects in the Management of a Telecommunication 
 Administration (E/CN. 11/TRANS/199).

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on Tourism and Facilita- 
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ffic (E/CN, 11/TRANS/ 200).

Report of the Water Transport Subcommittee on its 
tenth session (E/CN. 11/TRANS/202).

Progress report in the field of highways and highway 
transport and matters requiring policy guidance and 
decisions (E/CN. 11/TRANS/ L. 168).

General transport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compara- 
tive study on ropeways versus roads (E/CN. 11/ 
TRANS/L. 169).

Progress report in the field of telecommunication: 
matters requiring policy guidance and decisions 
(E/CN.11/TRANSL.170).

Development of postal services (note by the secreta
riat) (E/ CN. 11/TRANS/ L. 171).

Activities in the field of railways: progress report by 
the secretariat (E/ CN. 11/TRANS/L. 172).

Report of the Seminar-cum-Study Tour on the Applica
tion of Data Processing and Scientific Techniques to 
the Operation of Railway Transport held in France 
from 10 September to 18 October 1973 (E/CN. 11/ 
TRANS/L. 173).

Tourism and facilit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ffic: matters 
requiring policy guidance and decisions (E/CN. 11/ 
TRANS/L.174).

Water transport, ports, shipping and containerization: 
matters requiring policy guidance and decisions 
(E/CN.11/TRANS/L.175).

Liaison with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specialized 
agenc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E/CN. 11/TRANS/L. 176).

Report of the Roving Mission of Multinational Experts 
on Containerization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E/CN. 11/ 
TRANS/L. 177).

旅游事业和促进国际交通小组委员会

第一届会议
Matters relating to customs questions (E/CN. 11/TRANS/ 

Sub.5/L.l).
Matters relating to facilitation of international surface 

(Road and rail) transport (E/ CN. 11/ TRANS/ Sub. 5/

Review of measures taken for the facilitation of inter- 
national traffic in the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and 
status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E/CN. 11/TRANS/ Sub.5/ L.3).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facilitation of (i) international 

water transport, (ii)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iii) 
container traffic (E/CN. 11/TRANS/ Sub.5/ L.4).
Review of current developments in tourism and steps 

taken by the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tourism (E/CN. 11/TRANS/Sub.5/L.5).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prerequisites for facilitation 

measures (E/ CN. 11/TRANS/ Sub.5/ L.6 and Add. 1).

Promotion of tourism (E/CN. 11/TdANS/Sub.5/L.7).

Co-operation with the specialized agencies in tourism 
matters (E/CN. 11/TRANS/Sub.5/L.8 and Corr.l).

Relations with IUOTO/WTO (E/CN. 11/TRANS/Sub.5/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in tourism (E/CN. 11/ 
TRANS/Sub. 5/L.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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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小组委员会 

第十届会议
Regional organization of dredging (E/CN. 11/TRANS/ 

Sub.3(X)/L.l).

Collection of port operational statistics on a uniform 
basis (E/CN. 11/TRANS/Sub.3(X)/ L.2).

Role of coastal, inland and inter-island shipping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ECAFE (E/CN. 11/TRANS/ 
Sub.3(X)/L.3).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nventions,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agreements to facilitate international river 
traffic (E/CN.11/TRANS/ Sub.3(X)/ L.4).

Hydraulic studies for improvement of navigation in 
estuaries and harbours (E/CN. 11/TRANS/Sub.3(X)/ 
L.5).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of shipping on the 
choice of ships suitable for the maritime traffic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E/CN. 11/TRANS/Sub.3(X)/ 
L.6).

Rationalization of shipping services： case study of a 
cargo booking centre (E/CN. 11/TRANS/Sub.3(X)/L.7).

Port training (E/CN. 11/TRANS/ Sub.3(X)/ L.8).

Inland waterways (E/CN. 11/TRANS/Sub.3(X)/L.9 and 
Add.l).

Development of containerization and other methods of 
unitization in the region (E/CN. 11/TRANS/ Sub.3(X)/ 
L.10).

Rationalization of shipping services： liner services 
(E/ CN. 11/TRANS/ Sub.3(X)/ L. 11).

Review of port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ing member 
countries of ECAFE (E/CN. 11/TRANS/Sub.3(X)/L. 12).

Government policies on shipping development: liner 
conferences; national merchant marines; financing 
(E/ CN. 11/TRANS/ Sub.3(X)/L. 13).

Development of shipping, including coastal and inland 
shipping: maritime review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ECAFE (E/ CN. 11/TRANS/ Sub.3(X)/ U14).

Maritime telecommunication (E/CN. 11/TRANS/Sub. 3 
(X)/L.15).

Internal routes through Iran to Europe (E/CN. 11/TRANS/ 
Sub.3(X)/L.16).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of joint ventures 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the ownership and/or opera- 
tion of purpose-built ships (E/CN. 11/TRANS/Sub.3 
(X)/L.17).
Financial and economic evaluation of port projec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CN. 11/TRANS/ Sub.3(X)/
L.18).

亚洲统计员会议 

第十二届会议
Measurement of employment, unemployment and under- 

employment (E/CN. 11/ASTAT/Conf. 12/ L.2).

Review of statistics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nd pro
grammes in the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E/CN. 11/ 
ASTAT/Conf.12/L.3 and Add.l).

Report of the Asian Statistical Institute (E/CN.ll/ 
ASTAT/Conf. 12/L.4).

Data bases for statistical system (E/CN.ll/ASTAT/ 
Conf.l2/L.5).

Evaluation of multi-subject sample survey systems 
(E/CN.ll/ASTAT/Conf. 12/L.6).

Report of the Joint Meeting of Planners and Statisticians 
(E/ CN. 11/ASTAT/ Conf. 12/ L.7).

Long-term programming of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E/CN . 11/ASTAT/Cont 12/L.8).

Activities of the secretaria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atistics (E/ CN. 11/ASTAT/Conf. 12/ L.9).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Statistics of the Dis- 
tribution of Income, Consumption and Accumulation 
(E/ CN. 11/ASTAT/ Conf • 12/ U10).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E/CN.ll/ASTAT/ 
Conf. 12/L.11 and Adds. 1 and 2).

International recommend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pro-blems: civil registration and sample registration 
(E/ CN.11/ASTAT/ Conf. 12/ L. 13).
Mortality statistics (E/ CN. 11/ASTAT/ Conf. 12/ L. 14).

Statistical programmes for the use of developing coun

trie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 CN. 11/ 
ASTAT/Conf. 12/L. 15).
Education projection: Asian trends in 1985 (E/CN. 11/ 

ASTAT/Conf.l2/L.16 and Corr.l).
台风委员会

第六届会议
Activities of the Typhoon Committee during 1973 (WRD/ 

TC.6/4).
Request to UNDP for institutional support to the Typhoon 

Committee (WRD/TC.6/6).
Report of the Joint LRCS/WMO/ECAFE Mission on 

Community Preparedness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WRD/TC.6/7).

Community preparedness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WRD/

Co-ordination with the WMO tropical cyclone project 
and other regional programmes (WRD/TC.6/9).

Amendments to the Statute of the Typhoon Committee 
(WRD/TC.6/10).

Asian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note by the ITU 
secretariat) (WRD/TC.6/ 14).

当前能源危机对亚远经委会区域经济 

影响政府间会议
Effects of Oil Price Increases and Reduced Oil Produc-tion on Various Sectors of the Economy (E/CN11/NR/Conf.(l).lCEC/L.3).

Recent developments in oil and production (E/CN.ll/ 
NR/Conf.(l).ICEC/L.3Add.l).

Short-term and long-term measures to lessen the im
pact of price increases and reduced production, in-cluding assistance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 

CN.ll/NR/Conf.(l).iCEC/L.4 and Adds.l and 2).

Energy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the ECAFE region. 
1961-1971 (E/CN. 11/ NR/ Conf.(1).ICEC/ 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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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本职杈范围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四届会议 

通过其后又经理事会历届会议：包括第五十一和 

五十二届会议加以修正，并依大会关于接纳新会 

员国的各项决议，包括第2 62 2 ( xxv)和 

2 7 5 1 (XXVI)号决议，予以订正。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业已审议大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第四 

六㈠号决议，内称：大会“……建议为予各战灾 

国家以有效援助起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下届 

会议时应对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设置予以迅 

速和有利的考虑"，

注意到战灾区域经济复兴临时小组委员会亚 

洲及远东工作小组的报告，

爰设立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其职权范围 

如下：

1.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在联合国政策范 

围以内行事，并受理事会的一般监督，除因未经 

一国政府同意而不得对该国采取行动外，应:

(a)发动并参加各项措施，俾以一致行动， 

促进亚洲远东的经济复兴与发展，提高亚洲远东 

经济活动的水平，维持并增强此等地区以内各地间 

及其与世界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关系；

(b)就亚洲远东各领土内的经济与技术问题 

及发展，举办或倡导经委会认为适当的调查与研 

究；

(c)进行或倡导经委会认为适当的+经济、技 

术及统计情报的蒐集、评价及传播；

(d)在其秘书处可有的资源范围内，办理本

区域各国所欲获得的咨询服务，但此种服务不得 

与各专门机构或联合国技术协助管理处所办理者 

相重复;

(e) 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请求，帮同理事会 

执行其在本区域关于任何经济问题的职务，包括 

技术援助问题在内；

(f) 在执行上述职务时，遇适当情形，处理 

经济发展的杜会方面以及经济与社会因素间的相 

互关系。

2. 第一项所称的亚洲及远东领土应包括阿 

富汗、孟加拉国、不丹、英属所罗门群岛、文莱、 

緬甸、中国、澳大利亚大陆、科克群岛、斐济、 

吉尔伯特-埃利斯群岛、香港、印度、印度尼西 

亚、伊朗、日本、高棉共和国、老树、马来西亚、 

蒙古、瑞鲁、尼泊尔、新西兰、巴基期坦、巴布 

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大韩民国、越南共和国、

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汤加、大平洋岛屿托管 

领土和西萨摩亚。

3. 经委会的会员为：阿富汗、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不丹、缅甸、中国、法国、印度、印度 

尼西亚、伊朗、日本、高棉共和国、老树、马来 

西亚、蒙古人民共和国、瑙鲁、尼泊尔、荷兰、 

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大韩民国、越南共 

和国、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汤加、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西萨摩亚，但将来本地区 

内任何国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时应准其为经委会 

会员。

4. 准会员包括英属所罗门群岛、文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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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群岛、斐济、吉尔伯特ー埃利斯群岛、香港、 

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

5. 第二项所定经委会地域范围内任何领土、 

任何一部分或一群领土、经代各该领土、一部分 

或一群领土，负国际关系责任的会员向经委会提 

出申请时，应准其为经委会准会员。倘该领土、 

一部分或一群领土已自负国际关系责任，经其

向经委会提出申请时，得准其为经委会准会员。

6. 准会员代表应有参与经委会一切会议的 

利权龙论其为经委会会议或全体委员会会议，但 

无表决权。

7. 准会员代表有被选派为经委会所设任何 

分组委员会或其他辅助机构的成员，及在此种机 

构中表决及担任职务的资格。

8. 经委会有权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任何事项, 

直接向各有关会员或准会员政府，以协商资格与 

会的政府、及各有关专门机构，提出建议。委 

员会任何关于ェ作的提案，倘对全世界经济有重 

大影响时，应先提请理事会审议。

9. 经委会应邀请非经委会会员的任何联合 

国会员国以协商资格参加审议与该非会员有特别 

关系的事项。

10. 经委会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例，

应邀请专门机构代表，并得邀请任何政府间组织

的代表，以协商资格参加审议与该机构或组织有 

特别

关系的任何事项。

1 1 .  经委会应依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为下述 

目的所核定并经理事会第2 8 8 B (X)号决议 

第一及第二部分所列原则，筹采办法与已经理事 

会授予协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协商。

12. 经委会应采取办法，切实与联合国其 

他机关及专门机构保持必要联络。经委会应依 

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大会的决议及指示，与其 

他区域经济委员会建立适当联络及合作。

13. 经委会经与从事同类职务的专门机构 

商讨及得理事会的核准后，得设置其认为适当的 

辅助机构，以利其职务的执行。

14. 经委会应自行制定其议事规则，包括 

遴选其主席的方法在内。

15. 经委会应每年向理事会提出报告一次， 

详述经委会及其辅助机构的ェ作及计划。

16. 经委会行政预算，由联合国经费项下 

支付。

17. 经委会ェ作人员由联合国秘书长委派， 

为联合国秘书处的一部分。

18. 经委会总部设在泰国曼谷。

19. 理事会应时时对经委会工作加以特别 

审查。

附件四

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议事规则

本议事规则经经委会第一届会议拟订、第二 届会议修正。

届会议审定通过，第三、五、六、七、八、九、

十一、十四、十五、十七、二十五、及二十六*

* 参看e/cn. 11/932,第 54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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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会议

第一条

经委会开会的日期和地点适用下列原则：

⑻经委会应于每一届会议开会时商同秘书 

长建议下一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由理事会核定。 

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函请执行秘书召集时，经委 

会应于提出请求后四十五天内举行会议。遇此 

种情形时，其地点由秘书长商同经委会主席加 

以决定；

(b)遇特殊情形，会级的日期和地点可由秘书 

长商同经委会主席及理事会会议日程临时委员会 

加以更改。经经委会多数会员请求，秘书长亦 

可在与经委会主席及理事会会议日程临时委员会 

协商后，更改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⑻会议通常应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办事处 

举行。但经委会亦可建议某一届特别会议在其 

他地点举行。

第二条

执行秘书至迟应在一届会议开幕前四十二天 

通知会议的开幕日期，并检附临时议程及临时议 

程所列每一项目的有关基本文件各三份。分发 

办法准用第四十九条的规定。

第三条

员国以协商资格参加审议与该会员国有特殊关系

命项。

第二章

议程

第四条

每届会议临时议程由执行秘书商同主席草拟。

第五条

任何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均应载列下列项百:

(a)经委会前一届会议引起的项目；

(b)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提项目；

(c)经委会会员或准会员所提项目；

(d)专门机构依联合国与各该机构所订关系 

协定提出的项目；

(e)第一类非政府组织依第六条规定所提盼 

项目；

(f)主席或执行秘书认为应予列入的其他任 

何项目。

第六条

第一类非政府组织可.就其主管事项，提出项 

目列入经委会临时议程，但须依照下列的规定：

(a)凡欲提出此种项目的.'组织，至迟应于会 

议开幕前六十三天通知执行秘书，并在正式提出 

项目前对执行秘书所提的任何意见妥为考虑；

(b)此项提案至迟应在会议开幕前四十九天 

连同有关基本文件正式提出，经出席并参加投票 

人数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后，列入经委会议程。

第七条

每一届会议临时议程的第一个项目应为通过 

议程。

-280 -



第八条 第十四条

经委会可随时修正议程。

第三章

代表权及全权证书

第九条

每一会员应有正式代表一人，出席经委会。

第十条

代表得携同副代表及顾问若干人出席经委会

会议；代表缺席时，由副代表代理。

第十一条

出席经委会各代表的全权证书及所派副代表 

姓名应尽速送交执行秘书。

第十二条

全权证书应由主席及两位副主席审查，并向

经委会具报。

第四章 

主席团成员

第十三条

经委会应于每年第一次会议时就与会代表中 

选出主席一人副主席两人，称为第一及第二副主席， 

其任期应至继任人选出时届满，连选得连任。

主席于某次会议或会议的一部分时间缺席， 

其职务由主席指定的副主席代理。

第十五条

主席不复代表经委会会员或因故不能执行职 

务时由第一副主席继任，至主席任期届满时为止。 

如第一副主席亦不复代表经委会会员或因故不能 

执行职务时，由第二副主席继任，至主席任期届 

满时为止。

第十六条

副主席代理主席时，其权力和职责与主席同。

第十七条

主席或副主席代理主席时，应即以此种资格 

参加经委会会议，而不代表派其出席的会员，经 

委会应准该会员另派副代表一人出席经委会会议 

并行使表决权。

第五章 

秘书处 

第十八条

执行秘书于经委会及其小组委员会、其他 

附属机构和委员会开会时，任执行秘书的职务。 

执行秘书可指派另一工作人员在任一会议中代行其职务。

第十九条

执行秘书或其代表可在任何会议上对所审议 

问题以口头或书面方式陈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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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秘 书 长 为 缺 会 及 其 小 组 委 员 会 与 任 何 其 他 

附属机构和委员会的需要而派置的工作人员，由 

执行秘书督导。

第二十一条

执行秘书负责为各项会议作必要的部署。

第二十二条

执行秘书于执行职务时，代表秘书长。

第二十三条

经委会在核准须由联合国支出款项的新提案 

以前，须由执行秘书将提案中所需非秘书处现有 

资源所能支付部分的费用编制概算，分发各会员。 

主席应负责促请各会员注意此项概算，请其于核 

准提案以前，加以讨论。

第六章 

会议的掌握 

第二十四条

经委会以会员过半数的出席为法定人数。

第二十五条

主席除行使本规则其他各条所赋予的权力外， 

应于经委会每次会议宣布开会散会、领导讨论、 

确保本规则的遵守、给予发言权、将问题提付表 

决，及宣布决议。发言人的言论如与讨论事项 

无关，主席可以促其遵守程序。

第二十六条

代表可轮任何事项讨论之际，随时提出程序

问题。遇此情形，主席应立即宣布其裁定。如 

有表示不服者，主席应立即将其裁定提请委员会 

公决；裁定除被推翻，应视为有效。

第二十七条

代表可在任何事项讨论之际，动议延期辩论。 

此项动议应予优先处理，除原动议人外，委员 

会应准一代表发表赞成意见，另一代表发表反对 

意见。

第二十八条

代表可随时动议结束辩论，不论其他代表曾 

否表示愿意发言。获准发言反对结束辩论的代 

表不得超过二人。

第二十九条

关于结束辩论的动议，主席应征询经委会的 

意见。如经委会赞成结束，主席即宣布辩论结 

束，

第三十条

经委会可限定每一发言人的发言时间。

第三十一条

决议草案、实体修正案或动议应以书面提出, 

送交执行秘书。除经委会另有决定外，执行秘 

书至迟应在上述草案、修正案或动议讨论及表决 

前二十四小时，将复制本分发各代表。

第三十二条

任何发言人所提动议及修正案，如有任何会 

员请求以书面提交主席时，发言人应即照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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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其他发言人发言前，又在即将进行表决前，

主席应宣读此种书面动议或修正案。主席可指 

示将任何动议或修正案于表决前分发出席会议的 

各会员。

本条对结束或延期辩论等正式动议并不适用。

第三十三条

除经委会另有决定外，主要动议及决议草案 

应按提出的先后次序付表决。

第三十四条

如修正案对原提案有所修改或增删，修正案 

应先表决，如经通过，再将修正后的提案表决。

第三十五条

同一提案如有两个以上的修正案，经委会应 

先表决内容与原提案相去最远正案，然后如 

有必要再表决次远的修正案，依此类推，直至所 

有修正案均已表决为止。

第三十六条

经代表请求，经委会可决定将一动议或决议 

分成若干部分付表决。然后将依次表决后所产 

生的案文，整个再付表决。

第七章

表决

第三十七条

经委会每一会员应有一个表决权。

第三十八条

除第六条⑹的规定外，经委会的决定应由出

席并参加表决的会员过半数作出。

第三十九条

经委会未获一国政府的同意，不得对该国采 

取行动。

第四十条

经委会表决，通常用举手方式。，如任何代 

表要求采用唱名方式，应按会员国名英文字母次 

序进行。

第四十一条

一切选举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第四十二条

就选举以外的事项而为表决时，如遇可否同 

数，经委会应于次一会议举行第二次表决。如 

第二次表决结果仍属可否同数，应即作否决论。

第四十三条

除与表决的实际进行有关的程序问题外，任 

何代表不得于表决开始后打断表决的进行，主 

席如认为必要，可在表决开始前或表决完毕后准 

许会员作仅属解释投票理由的简短发言。

第八章

语文

第四十四条

经委会以英文法文为工作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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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

以 一 种 工 作 语 文 所 作 的 发 言 ， 应 以 另 一 种 工 

作语文传译。

第九章

记录 

第四十六条

经委会会议简要记录应由秘书处保管。这 

些记录应尽速送交各会员国代表及参与有关会议 

的任何其他政府、机构或组织的代表。各该代 

表如对简要记录有所更正，应于该项文件分发后 

七十二小时内通知秘书处。对于此等更正如有 

异议，应由主席作最后决定。

第四十七条

公开会议简要记录的更正本应尽速依照联合 

国惯例分发。分发对象应包括第一类、第二类 

及载列登记册的非政府组织，于适当情形下并分 

发各协商成员。

第四十八条

非公开会议简要记录的更正本应尽速分送经 

委会各会员，参与会议的任何协商成员及各专门 

机构。如经经委会央定，此项文件并应分送联 

合国所有会员国。

第四十九条

经委会及其小组委员会或其他附属机构及其 

委员会所作一切报告、决议、建议及其他正式决 

定的全文应尽速送达经委会各会员、各有关协商 

成员、联合国所有其他会员国、专门机构、及第

一类、第二类与载列登记册的非政府组织。

第十章 

会议的公开

第五十条

经委会会议通常应公开举行。经委会可决 

定某次会议不予公开。

第十一章

与各专门机构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协商 

第五十一条

一. 凡经提出列为一届会议临时议程的项目 

有须由联合国对与一个或数个专门机构或国际原 

子能机构直接有关的事项进行新工作时，执行秘书 

应就各机构间协调运用资源问题，与各该专门机 

构进行协商并向经委会具报。

二. 凡在开会时提出的提案中，有须由联 

合国对一个或数个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直 

接有关的事项进行新工作时，执行秘书应与参加 

会议的各该有关机构代表作可能的磋商后，促请 

会议注意该案所涉的此类问题。

三.经委会应在自认为已与有关机构有过 

充分磋商后，始对上述提案作成决定。

第十二章

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第五十二条

第一类及第二类的非政府组织可指派正式代 

表，以观察员资格列席经委会的公开会议。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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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登记册的非政府组织可指派代表列席与其职权 

范围内事务有关的会议。

第五十三条

第一类及第二类组织可就与其职务特别有关 

之事项对经委会或其附属机构的工作提出书面意 

见。此种意见除属过时无用，例如涉及业经解 

决的事项，及业已以他种方式分发经委会或其附 

属机构会员及准会员者外，应由执行秘书分发经委 

会会员及准会员。

第五十四条

前条所称书面意见的提出与分发，应依下列 

条件：

(a)书面意见应以一种正式语文提出；

(b)书面意见应早予提出，俾执行秘书得在 

分发前有充分时间与该组织作适当的磋商；

(c)该组织正式提出最后书面意见前，应妥 

为考虑执行秘书在磋商时所表示的意见；

(d)第一类组织所提书面意见，不超过二千 

字者，应分发全文。超过二千字时，该组织应 

提送摘要，或供给足够的两种工作语文的全文副 

本，以供分发。如经经委会或经委会附属机构 

之一的特别请求时，亦可用全文分发；

(e)第一类组织所提书面意见，不超过一千 

五百字者，应分发全文。超过一千五百字者， 

须由该组织提送摘要或足够的各种工作语文 

全文副本，以供分发。但如经经委会或其他附 

属机构的特别请求时，亦可用全文分发。

(f)执行秘书与主席或经委会磋商后，可邀 

请载列登记册的组织提送书面意见。上列(a)、 

(b)、(c)及(e)各项规定，适用于此等书面意见；

(g)不论书面意见或摘要，应由执行秘书以 

工作语文分发，但经会员或准会员请求时，可用 

任何正式语文分发。

第五十五条

(a)经委会及其附属机构可直接或经由为本 

目的而特设的一个或多个委员会与第一类或第二 

类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无论直接或间接，此 

类磋商得经该组织的请求而举行；

(b)经执行秘书建议并经经委会或其附属机 

构请求，载列登记册的非政府组织亦可向经委会 

或其附属机构陈述意见。

第五十六条

除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外，经委会可建议在某 

一方面有特别职责的非政府组织为经委会从事特 

殊研究或调查，或编制特殊文件.第五十四条

(d)项及(e)项限制对本条不适用。

第十三章

小组委员会、其他附属机构和委员会 

第五十七条

经委会经与从事同类职务的专门机构商讨， 

及得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核准后，可设置其认 

为必要的经常执行职务的小组委员会或其他附属 

机构。各机构的权限及组成，应予明白规定。此 

等机构应具为有效履行所负技术性职务所必需的 

自主。

第五十八条

经委会可视需要，酌设其他委员会及小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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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协助执行任务。

第五十九条

除经委会另有决定外，小组委员会或其他附 

属机构及各种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及工作小组应 

自行制定其议事规则。

第十四章

报告 

第六十条

经委会应按年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送报告， 

详述经委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与计划。

第十五章 

修正与暂停适用

第六十一条

经委会可修正或暂停适用本规则的任何条款， 

但所拟修正或暂停适用，不得以摒废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所订的职权范围为其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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