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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需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 

或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蒽的事项

A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决议草案和行动决定

亚太经社会职权范围的修正

1. 亚太经社会在其第五O 九次会议上通过下列决议草案，提请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采取行动：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注意到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的报告，内称吉尔伯特和埃利斯 

群岛已改名为吉尔伯特群岛，而图瓦卢已被亚太经社会接纳为准成员，

_̂ 相应地修正亚太经社会职权范围第2 和 4 段。”

亚況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年度报告

2. 亚太经社会在其第五一O 次会议上赞同由经济及社会埕事会通过下列决定:

“亚训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癸员会..... 年度报告

“理事会于一九七六年 月 日第 次会议，

(a) 注蒽到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一九七五年三月八日至一 

九七六年四月二日的工作报告及报告第二和第•三章所载的各项决 

议和决定；

(b) 决定核准报告铬四章所载的工作方案和优先次序。 ”



B . 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的决议和决定

决议

3 . 亚太经社会提请程事会注蒽第三章所载的下列决议:

(a) 第 161 ( x x x i i ) 号决议.

(b) 第 1 6 2 ( x x x i i ) 号决议.

(c) 第 1 6 3 ( x x x i l )号决议.

(d) 第 1 6 4 ( X X X I I )号决议.

(e) 第 1 6 5 (（ XX X II )号决议.

(f) 第 1 6 6 (x x x i i ) 号决议.

(g) 第 167 (X X X II ) 号决议.

(H) 第 168 ( X X X I I )号决议。

a) 第 1 6 9 ( x x x i i ) 号决议.

0 ）第 1 7 0 ( x x x i i ) 号决议.

决定

农村发展的综合方案

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

成立亚洲及太平洋电讯共同体 

成立区域技术转让中心 

成立亚洲及太平洋妇女和发展中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助的区域训练研究

机构

世界粮食会议各项决定的执行 

关于海运的法律安排 

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和岛屿国家

的特别搢施

一九七六—— 七七年的工作方案和优先

事项和一九七八----- 九八一年中期

计划

一，參照经社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和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决定，关于亚太经社

会区域发展的政策，方案和前景

( a ) 农村发展

4 . 亚太经社会审议了有关(a)农村发展、小农和制度的变革以及.(b)农村发展的

•  2 ―



综合方案的问题，并通过了第161 (X X X II)号决议.

(b) 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

5. 亚太经社会提请理事会注蒽议程项目4 ⑹第二章所载的关于本问题的讨论 

和第 162 (X X X II)号决议.

(c) 发展的区域间合作

6. 亚太经社会提请理事会注意议程项目4 (c)下第二章所载的关于发展的区域 

间合作的讨论.

二、 一九七六------九七七年的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及一九七八------九八

一年中期计划

7. 亚太经社会提请理事会注蒽议程项目5 下第二章所载的关于一九七六一

一九七七年的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的讨论以及特别是第1 7 0 (X X X II)号决议•一 

九七六------九七七年的工作方装和优先事项载于第四章。

三， 亚太经社会各个活劫领域内的具体问题的审议

8 . 亚太经社会审议了粮食和农业、发展规划、国际贸易和内陆国家、工业、 

住房和技术、 自然资源、人口，社会发展、统计，运输和通信、航运、港口和内河 

航道等领域的具体问题，情报和资料交换的工作载于第二章议程项目6 •

四、关于主要的区域项目和区域机构的进度报告

9 . 亚太经社会提请理事会注意议程项目7 下第二章所载的关于下列各机构的 

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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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会 （岸外联勘协委会），南太平洋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南太联 

勘协委会），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矿物开发中心），台风委员会，气象组织/  

亚太经社会合设热带气旋专家小组，亚洲统计研究所，亚洲发展事业管垤中心（亚 

发中心），亚洲发展研究所，亚洲社会福利和发展事业训练和研究中心（社发训研 

中心）• 亚太经社会特别提请理事会注意第 16 6 ( XX X I I ) 号决议。

五、其他事项

常驻代表和亚太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的调笪结果和尾议

1 0 . 亚太经社会提请理事会注意议程项目8 下第二章所载的关于常驻代表和亚 

太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报告的讨论。

下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 1 . 亚太经社会通知理事会：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将于一九七七年三月， 

四月在曼谷举行，



第二章

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A . 与会代录和工作安排

12. 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二日在泰国 

曼谷新落成的联合国大厦举行。

13 . 下列成员和准成员的代表出席了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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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拗人民民主共和国、 

马来西亚、蒙古、瑙鲁、尼油尔、荷兰、新西兰、 巴基斯坦、菲律宾、大韩民国、 

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愛尔兰联合 

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吉尔伯特群岛、香港、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太平洋岛屿托管领 

土。

14 . 根据亚太经社会议事规则第三条，下列国家的代表列席了会议：奥地利、 

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 

以色列、意大利、挪威、波兰、瑞典和土耳其.瑞士代表根据理事会第860(xxxii) 

号决议的规定列席了会议.

15 . 下列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列席了会议：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世界粮食理 

事会。

16. 下列各专门机构的代表以咨商资格列席了会议：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殽肓、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民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 

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信联盟、世界气象组 

织、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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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下列各政府间组织派观察员列席：亚洲发展银行、亚洲及太平洋椰子联合 

会、亚洲生产力组织、天然橡肢出产国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英联邦秘书处、欧 

洲经济共同体、政府间欧洲移民委员会、地区性发展合作组织、南太平洋委员会、 

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和世界旅游组织。

18. 首次列席亚太经社会会议的政府间欧洲移民委 员 会 说 明 了 该 组 织 的 工 作 fe 

质 ，并表示希望同亚太经社会发展互惠的密切工作关系.

19. 下列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列席了会议：国际妇女同盟、国际商会、国际自 

由工会联合会、国际合作社同盟、国际妇女协进会、国际社合福利协进会、 国际标 

准化组织、 国际计划生育协会、红十字会协会、世界劳工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 

盟和世界联合国协会联合会•

选举主席团成员

20. 亚太经社会第五O 二次会议按照议事规则第十三条的规定，选出瑙鲁共和 

国总统哈默德罗伯特阁下为主席.

21. 哈默•德罗伯特阁下对各代表选举他担任主席表示感谢.他指出他的当选 

表明了亚太经社会越来越意识到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发展.

22. 鉴于议程项目繁多，经提 议 暂 不 依照亚太经社会议事规则第十三条矢于选 

举副主席二人的规定，而选出如下副主席十一人：哈菲祖丁先生阁下(孟加拉国），吴 

登貌阁下（缅甸），柴泽民先生阁下（中国），置托巴德雅雅教授阁下（印度）， 

法罗克•纳杰马巴迪先生阁下（伊朗），盐崎谆允生阁下（日本），杜格苏伦•额 

尔敦别列克先生阁下（蒙古），戈温德• 普拉萨德•洛哈尼阁下（尼泊尔），苏丹 

阿里 •乔德里先生阁下（巴基斯坦），赫拉多•西卡特先生阁下（菲律宾）和差提 

猜•春哈旺先生阁下（泰国）.

23. 亚太经社会任命了一个全体委员会来审议项目6 和 7 。

24. 莫赫森•埃斯范迪亚里先生阁下（伊朗）当选为全体委员会主席.班达拉 

奈克先生（斯里兰卡）当选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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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亚太经社会又任命了一个技术及起草委员会，选出马力克先生阁下（印度） 

为主席和卡洛斯• 拉莫斯先生（菲律宾）为副主席，

26. 主席在亚太经社会第五O 九次会议上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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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蒙古和巴 

基斯坦的副主席对一个国家代表的资格表示保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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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议程

27.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太经社会第五O 二次会议遐过下列议程：

1. 开幕发言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通过议程（E/CN. 11/ 1249/ CONS/R ev. 2;  E/ CN. 11/L, 433/

CONS 和 C o rr . 1 )

4. 参照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和大会第七届别会议的袂定，关于 

I 太经社会区域发展的政策、方案加前景：

(a) 农村发展

.(一) 农村发展> ，小农和制度的变革（ E/CN,1 I/ L. 428/ CONS; 
E./ CN. l l / k  437/ CONS 和 C orr. 1 )

㈡农村发展的综合方案 (E/ CN, 11/ L 439/ CONS； E/CN. 11 / 

L, 447/ 1NF)
(b) 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e/ cn. 11/ 1265/ CONS)

(c) 区域间的发展合作（E/ CN. 11 / L 440/ CONS)

5. 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及中期计划

( a ) 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E/CN. 1 1/ 1263/ CONS; E/ CN. 1 1/ L  

434/ CONS; E/ CN 1 l/ L  435/ CONS 和C orr. l ；；：；；；; E/CN. 1 1 /  

L. 43 4 / CONS 和 C orr. 1 和 Add. 1; E_/CN. 11/ L. 445/ CONS



和 C orr. 1和 2 ； E/ CN. 11 / 1242/ 1NF； ； ;E/CN.11/ 1266/
INF; E/C N .1 1 /L .421/IN F ; E /C N .11 / L . 422/ INF 和

C o rr .1 ;  E/C N .11 /L .4 2 3 / INF)

( b )  中期计划（E/C N .1 1 /L .4 32/ CONS）

6. 审议亚太经社会各个后动领域内的具体问题（E/C N .1 1 / 1263/ CONS 

E/C N .1 1 /1267/CONS； E/ Cn.11 /1233/INF; E/CN.11/l234/IN F;

E/CN.11/l235/INF 和 C orr.1; E/CN. 11/ 1237/INF; E/C N .1 1 /1239/INF 
E/C N .1 1 / l2 4 0 /IN F ;E /C N  l 1 /1242 / INF; E/C N .1 1 / 1247/  
INF; E /C N .1 1 /1253/ I NF; E/C N .1 1 / 126 4/IN F ;E / C N .11 /

E/C N .1 1 /1 2 6 6 / INF; e/C N .1 1 / 1268/ INF; e/ C N .1 1 / 1269/  
I NF  和  Add. 1; E/ CN. l l / L . 4 21/ I NF； E/CN. 1 1/ L.4 2 2 / I NF;
和 C o rr .1 ;  E/C N .1 1 /L. 4 2 3 /IN F  E / C N .1 1 /L. 424/ I NF; E /  

C N .1 1 /L .4 29/ INF; E /C N .1 1 /L .430 / I  NF； E/C N . l l / L . 431， 

INF; E/C N .1 1 /L .438/ INF; E/C N .1 1 /L .4 41/ INF; E/C N .1 1 /  
L .4 4 2 /IN F ; E /C N .1 1 /L .4 4 3 /IN F； E/C N .1 1 /L .4 46/ I N F

7. 关于主要的区域项目翱区域机构的进度报告

(a)主 要 的区域项目（E/ CN.11 /1244 /C O N S ; E/C N .1 1 /1245/  

CONS; E/C N .1 1 / 1 2 5 2 /;  E/C N .1 1 /L .4 1 9 /C O N S ; E / 
CN.1 1 / L . 420/ CONS; E /C N .1 1 /L .4 25/ CONS； E/ C N .1 1 /  
L .426/ CONS; E/C N .1 1 /L .427/ CONS)

(b) 区域机构 (E/C N .1 1 / 1251/ CONS; E / C N .1 1 /1254/ CONS 和 

C o rr .1 ;  E/ C N .1 1 / 1255/ C O N S . 1 和 A dd.1; E./

C N .1 1 /1256/ CONS; E/C N .1 1 //1257/ CONS )

8. 其他事项（ E / C N . 1 1 / 1 2 6 2 / C O N S ; E / C N . 1 1 / 1 2 6 0 / I N F ; E/ .
C N .1 1 /1261/ I N F ; E /C N .11/L .444/ INF 和 C o r r .1 )

9. 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的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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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会议纪要

会议的开幕和闭幕

28. 应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主席笪托巴德雅雅教授阁下的请求，泰国克 

立.巴莫总理阁下宣帀本届会议开幕。执行秘书马拉米斯先生宣读了秘书长的祝词. 

并在开幕式中讲了话。

29. 查托巴德雅雅教授阁下代表所有与会代表錫谢总理的开蘇词.

3 0 . 泰国总理代表泰国人民和政府欢迎与会代表。他指出这是亚太经社会首次 

在曼谷的新联合圆大厦举行年反会议。泰国多年来一直乐意向亚太经社会总部和其 

他联合国机构提供设施，这座新的综合建筑物具体地表明了泰国对联合国的继续存， 

在和发展怀有信心，并且准备同它继续进行积极合作，以达成它的目标.

3 1 . 到前九年事态的发展，那时候世界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处于一个困 

难和剧变的时期.他相信，尽管当前世界在许多个领域都面临望大的困难：前景却 

有若干令人鼓舞的迹象.其中一个迹象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越来越接受联合国为解 

决全球性问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大会专门讨论发辰与国际合作的第七届特别会议

所达成的共意 见 重 要的.它进一步证和 解 与 合 作 精神是存在的，大家 

行合作以解决对全体有影响的经济问题.本届会议的重要任务之 一 是就 

工作方案和优先项目达成协议，以及拟订一个计划在区域一级上执行大会第七届特 

另，会议的决定.

32. 总理看到议程上要审议的项目包括了农村发展，感到很振奋，泰国政府积积极

推 行 一个使农民大众能够平等地分享经济成长和利益的政策.正如所有发展中国 

家—样 ，大多数泰国人民在农村居住和谋生.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努力缩短富国与 

贫国间的差距时，知道亚太经社会正釆取区域性的有用步骤：提供这方面的援助： 

使人感到鼓舞，因此审议与农村发展有关的问题现在是最适当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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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总理在上次访问时曾经说过联合国的前途取决于会员国能否达成共同蒽见. 

发动必要的集体和政治意志，真正和持续地实践联合国的原来宗旨，使它成为湘平 

与安全的有用机构.因此，象亚太经社会本届会议这类会议的任务便是达成可以产 

生具体和正面效果，有助于提髙该区域人民生活水平的标议.总埕认为对亚太经社 

会促进较穷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边合作的责任走应予感谢和支持的.

3 4 . 联合国秘书长在他的祝词中指出业太经社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规定了 该 区 域  

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应作的贡献，并强调自力更生的合作以及改善区域人民的 

生活条件和生活质素。此后，若干个重要的全球性会议，特别是大会第七届特别会 

议 ，提供了 一 个 新的发展概念范圈，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对话中一个 

最令人鼓舞的进展。国际责任和互相依存的必要性获待-普遍碉认，这显示出新的合 

作精神，必需充分利用这些有利的趋势，制订指施 ，解 决 比 较 直 接 的问题，确立关 

于有效的长期发展的目标和机构.

3 5 . 它们不能接受贫富的差别日益悬殊，成就远不如理想，亦不能容忍人人可 

能有良好生活的今日，千百万的人仍在穷困潦倒.取得社会公道既有关键的宣要性 

亚太经社会在地方的层次为谋发展而加紧努力，这是令人欣慰的现象.在这方面特 

别值得欢迎的是和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情况有重大关系的农村发展问题受到注 

蒽 ，而本届会议的讨论将是朝向帮助这个广大而情况互异的区域里的芸芸众生有更 

美好的前景的重大一步，他们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成长作出贡献，但仍然没有 

参与发展的进程.

3 6 . 亚太经社会对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的关心是同样令人鼓舞，这个问题 

在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相当获得注意。最近在业太地区举行的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 

作问题区域性会议的结论和建议对促进自力更生将有深远的影响.

3 7 . 此外还欢迎亚太经社会对促进区域间合作的注意.联合国区域委员会对发 

展事业的有效的全球性战略的贡献确实是重要不过的.由于职能日益分散化，各区 

域委员会促进发展事业的有效行动范围大为扩大. 综合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及中期 

计划显示出亚太经社会决心接受时代的挑战的远见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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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 执行秘书对泰王国政府表示热烈的感谢，尽管它在这个时刻有许多急务， 

它还是费煞苦心确保会议成功举行• 他注意到巫太经社会汲取了若干关于成长和公 

道的教训。人们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充分了解到，除非社会公道普遍嘉惠于人，除非 

群众介入和参与发展，每个领域都会继续存在不稳定的现象。国内的实况如此，整 

个国际社会也是如此》四海皆贫困，唯我独繁荣，这种情况愈来愈难维持了。

3 9 . 执行秘书注意到他在许多场合强调了国家互相依存的重要性• 亚太经社会 

上届会议通过的《新德里宣言》也强调了区域内国家有必要进行合作，以解决它们 

的基本问题.然而，它们在体现合作的概念仍极感不足。发展中国家正作出巨大努 

力要在短短一生的时间内达成世界其他国家几个世纪才能取得时成就，它们在时间 

上是非常紧迫的.如果发展中国家想在可预见的将來达成自力更生的发展目标，它 

们必需迅速采取一致行动• 他相信果能一心一意致力于共同事业，有更坚定的蒽志 

来履行允诺，经社会本届会议的成就将有深远的蒽义.

4 0 . 中国代表团说它对年度报告的一些内容有保留意见•

4 1 .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亚太经社会在第五一O 次会议上通过了技术和起草 

委员会编制的报告草篆.

参照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和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决定，关于亚太经社会区 

域发展的政策、方案和前景

42. 执行秘书在介绍项目4 的政策声明中提到在审查的这一年内，本区域的和 

平和安全出现了比较令人鼓舞的迹象，報食和农业也出现较好的前景.然而，由于 

必需继续奋斗以克服前几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不能因此过份乐观.

43. 执行秘书说亚太经社会本届会议将提供检查自一九七三年以来的亚太经社 

会工作以及寻求今后工作的指示的机会. 自一九七三年起，即极力试图使本组织的 

结构和职能合理化，以及参照亚太经社会在一九七四年认辨的优先事项制订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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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科目的工作方案。应当仔细地评价这些努力的成效以及对发展的影响• 迄今 

尚未订出一个可以有效地处理基层问题的一贯战略。同时需要思考较长期的行动范围。

4 4 . 执行秘书指出愈来愈多国家了解到经济增长，除非同时有照顾到社会上最 

贫穷的阶层的战略，不会自动地惠及广大群众的• 因此看到某些成员倾向于集中搞 

农村发展如采用以基于社会公道的经济成长为目标的战略，是很令人鼓舞的。

4 5 . 执行秘书说《一九七五年亚洲和太平洋经济相社会概览》试图规定和研究 

小农所起的作用，建议一些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措施• 它强调了土地和制度变革让 

广大农村居民有参加发展进程的机会的宣要性。这些都是在政治和经济上极难作出 

决定的事务。基本的变革是不能单靠轻微的调整和零星的努力来达成的.必需有能 

够调动广大农村大多数居民参加发展的综合工作方案

46. 执行秘书承认综合农村发展的贲任主要是落在各国政府身上，但他说亚太 

经社会在确定它自已的作用和它按照E/C N .1 1 /L .4 39/CONS号文件所韙议的大 

纲拟订综合方案所应遵循的方向时应仔细考虑在这个领域进行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 

潜能。

47. 执行秘书说促进农村发展是为了执行自力更生概念的一项迫切必要事务。

虽然自力更生并不意味着同世界其余地区相隔绝，但它的确要求在粮食生产和供应 

等关键领域能自给自足，加强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是促进自力更生的一个新领域. 

开发计划署和亚太经社会最近曾召开关于这个问题的区域性会议，期望亚太经委会 

能仔细审议这一会议的建议和结论，不仅推行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传统形式， 

并且推行新创的方法.愈来愈需要利用本区域发展中国家所能提供的技术和能力， 

以执行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以及审慎考虑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在拟订今后活动和 

计划项目的需要。

48. 执行秘书提到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讨论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事实显示出成 

员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加，为加强区域间发展合作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根据 

一九七六年一月在曼谷举行的执行秘书的讨论，秘书处编制的说明载有关于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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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区域间合作的建议，其中不仅包括交换资料和经验，并且包括制订特选领域的 

联合方案和计划项目》执行秘书会议相当注意加强区域结构，以便加强区域合作. 

执行秘书朴充说，各区域委员会既是区域发展“概念化”中心，同时也应在协调区 

域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应把执行机构的职能作迅速和有系统的转移，授 

以全权，以加强它们在业务上所起的作用。

4 9 . 亚太经社会指出关于农村发展、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合作和区域间发展合作 

的讨论均是依照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和大会第七届特别大会的决定井且在这 

个范围内进行。

50. 它指出在雅加达举行的七十七国亚洲集团部长级会议湘在马尼拉举行的七 

十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的决定和将在内罗毕举行的第四届贸发会议拟制中的议程项 

目的宣要关系。它还确认了采取主动进一步促进区域发展合作组织（区发合组织） 

和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南太经合局）内次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 

( 东盟）通过东盟协约宣言对促进次区域合作 的 宣 要 性 。

农村发展

农村发展，小农和制度的变革

51. 亚太经社会在讨论项目4 (a)(i)时面前有《一九七五年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和 

社会概览》（E /C N . 1 1 / L . 4 37 / C O N S )。亚太经社会特别宣视该文件关于农村 

发展、小农和制度变革的第二部分。

52 . 亚太经社会称赞对该区域的主要发展的有用的评价以及政策的含义。它关 

切地注意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国产总值的增长率很低，由 

于经济衰退，•世界性通货膨胀使入口的实际数字降低，贸易条件差。 自然灾害使农 

业生产停滞等，结果造成这两年的增长率远落后于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所订的目 

标。它还注意到发达市场经济的恢复速度对本区域许多国家一九七六年的输出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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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将会有严重影响，亚太经社会特别关心的是本区域受最严重影响的国家的处境 

因为它们经济成长的前景黯淡.这些国家的人口占了本区域人口的大部分，除非向 

它们提供其条件符合它们增长需要的适当的贷款原务和经济及技术资源，它们想要 

在一九七六年及其后几年维持这十年的增长目标将极端困难，本区域的发展中国家 

热切等待在贸易，原料和矿物、粮食湘农业、技术转让，工业化，货币改革和能源 

发展等领域早日有国际行动.亚太经社会指出，虽然取得了一些有用的发展，对几 

个尚待解决的问题仍然继续进行辩论，它充分认识到急切需要具体的和一致的迸一 

步国际行动B

53. 亚太经社会审议了关于农村发展、小农和制度变革的秘书处文件。它欢迎 

坦白承认如果希望乡村生活水平能铵确实及平等地提高，有一些社会政治的约束尚 

待兒服。例如要使小农和农村社区能够参与决策，包括向他们转让一定程度的经济 

和政治权力；制度方面普遍变革，包括土地改革；.以及克服许多农村社区固有的保 

守习惯等都不是不重要的。经社会称赞《概览》忠实地 记 录 了 某些必要的变革在许 

多国家内将会为一些有权势的份子所反对.

54 . 亚太经社会指出，虽然审议中的文件是关于中农的，如果所采取的中农政 

策要获得成功的话，将难免涉及农村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其中包括不足以维持生 

计的贫农，无地的佃农和其他贫农。此外逐需要考虑大量农民流入城市中心对农村 

状况的影响.具有深远影响的农村改革必需农村社区的所有组成部分一起参与，这 

一点强调了农村发展问题及其所需的解决办法的综合性。一个政策如要成功地提高 

小农生产力和他的地位难免同时需要有对农村发展、农用工业的型式和性质等有影 

响的协同的和相辅的政策行动，亚太经社会并且认为如果要达成可行和持久的农村 

发 展 ，这类政策和变革还需要得到国际社会适当行动的支持，确保对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增加资源的流入以及确保农业的必需品和生产有一个 

稳定的不断扩展的市场，

5 5 .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许多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广大居民的处境， 

对此衰示惋惜• 它対于为数以亿万计的人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稅象，主要是在农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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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有四亿以上的人在赤贫状态中生活是非常可悲的，因此深表不安。它同蒽以下 

的惠见：在大多数亚太经社会发展中的成员国，一个世代的经济发展对大多数人民 

生活条件的改善没有多大的帮助，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就业机会不能赶上工人人数的 

增加• 有些代衮团严重关切上述情况在这个十年和下一个十年会变得更糟而不是会 

好 转 ，原 因 是 一 九 五 O 年 代 和 一 九 六 O 年代有所谓人口膨胀，预期中工人人数将加 

速增长。

56 . 亚太经社会注蒽到在许多亚太经社会的发展中成员国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迹 

象 ，现在可以看 到偏重农村、注重就业、朝向基于社会正义的发展战略。然而，这 

类发展的时间进度是重要的• 就农业发展的性质来 说 ，在 农 业 的 作 法 湘 农 业 社 会 方  

面想取得内容切实和持久的草命成果可能需要经过整整一个世代。因此，各有关政 

府和人民长期不断的支持对这些工作的成功是至关紧要的。

57 . 有些代表团认为，随着农业部门的必要变改必需同时掌握新的和现代化的 

生产方法，否则就会造成社会上更多的不公道。它们尤其认为目前的科学和技术进 

度对农业企业的规模不是没有影响的。它们对文件中没有重视新制度，尤其是农村 

发展过程中大规模耕作的合作社制度表示遗 憾 ，特别是若干亚洲国家，例如苏联， 

已建立或者正在实验这类形式的农业生产单位。它们还命望看 到关于发展农用工业 

等有关项目的讨论。

58 . 中国代袞认为长期以來，殖民主义、帘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重重压迫和 

剥削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贫穷、农业落后的状态。只有首先消除这和外来的压 

迫和剥削，才有可能为改变农村面貌、发展农业创造必耍的前提。农村发展问题不 

是孤立的，它同反殖、反帝、反霸的斗争，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是紧密 

关连的。离开这方面的重大斗争，单纯就农业技术来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是不可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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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综合方案

59. 亚太经社会在讨论项目4 （ (a) ii 时面前有秘书处关于农村发展综合方案的说 

明（E /C N .1 1 /L .4 39/CO N S) . 经社会同时注意到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一年中鉍 

计划内关于农村发展的有关部分（E/ CN.11/ L. 432 / C O N S ).它面前还有秘书处 

根据一位顾问的报告编制的说明（E/C N .1 1 /L .4 47/ IN F)。
60. 回顾亚太经社会第154 (X X X I)号 决 议 所 载 的 荡 • 德 里 宣 言 强 调 了 在 一 个 知  

别集中注意一般人民和改良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条件的新发展战略范围内农村发 

展的重要性• 它确认农村发展对于消除普遍贫穷，提高农村地区对国家发展的贡献 

改善农村地区居民的福利和就业机会，使农村大众参与发辰工作等的重要性.促途 

农村发展工作将会促使发展中国家取得具有社会正义的成长和自力更生.有人强调 

成长和发展的质量问题要比数量指标宣要得多，整个发展进程应面向广大农村居民 

的需要，而对发展方案应予调整，便它们能够朝着上述的方向迈进•

61. 亚太经社会注蔥到成员国愈来愈强调偏宣农村、朝向就业的发展战略以及 

援助国的援助方案中对发展农村部门的视.它还注意到国际机构和组织对农村发 

展方案日益宣视• 它认为农村发展对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极为重要 

同能否成功建立一个新国际经济秩序是密切地关联在一起的.

6 1 .  亚太经社会同时注蔥到本区域的农村发展间題，特别是消除音遍贫穷问题 

的规模和复杂性• 改治决心和承诺对确保把资源适当地分配给发展农业，并对实现 

极端需要的土地和制度改革是必不可少的.大家公认普遍贫穷和农村发展问题没有 

一个可以适用于本区域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单一解决办法• 经社会充分承认农村发展 

的政策和方案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责任•

6 3 . 尽管事实是如此，还是可以辨认一些农村发展的有效政策加方案的主要因 

素。在这方面，有人提出了几个建 议 ，包括加速农村生产，发展农村基本设施，提 

高农村地区就业机会的各种设施，例如发展农用工业、土地改革、价格稳定化、把 

适当的科技应用于发展农村经济，以及组织性和制度性的变革以加强农村的复兴和

- 16 —



动员，包括加强国家部门的作用。经社会确认农村发展综合方案的主要目标应当是 

动员农村劳劫力参与发 展 ，便农村居民的创造力在生产上发挥出来，遏止农村人口 

向城市地区迁移，并且确认方案应当按照当地的条件和能力加以发展。鉴于各成员 

国政府对农村发展的重要作 用 ，经社会敦促它们对这个领域的问题，包括综合政策 

和方案的采用，益加重视。

6 4 . 亚太经社会明白地认识到，由于农村发展涉及的问题的复杂性，必需有连 

贯和综合的政策和方案来处理这个问题。制订和执行农村发展的多科目方案是必不 

可少的，这和方案将可协凋几个科目的输出，包括基本的经济、社会、人口统计、 

技术和行政因素。

6 5 ， 大家 公认亚太经社会在同国家和国际机构和组织合作时，对区域和次区域 

活劫时以念化和协调发挥了宜耍的作用-並太经社会注葸到以书处文件所载关于农 

村发展综合方案和建议大纲（E/ CN.11 / L .4 3 9 / CON S )，并要求执行秘书按照这 

个范围，同时考虑到各成员国政府的评论拟定一个农村发展的详细工作方案，提交 

亚太经社会为三十三届会议。关于这方面，它赞赏地注意到日本政府主动提出愿蒽 

作为胶府间专家会议的东道：讨论有关提议的综合农村发辰方案，它要求执行秘书 

采取必要的步驟在适当时时候召开会议。它强调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对分析、传播和 

协助成员国互相交换农村发展颂域的分料和经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它强调需要不 

断地研究和审量本地区的农村发展方案，并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协助它们制订和执 

行农村发展方案。它要求各个立法委员会起亚太经社会成员国指派的常驻代表和其 

他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在进行审议时益加注意农村发展领域活动的有效制订和执 

行 ，并考虑到它们的多科目性质.

6 6 . 亚太经社会敦促发展中的成员国，所有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继续, 并且尽 

可能增加协助亚太经社会发展中的成员国执行有关农村发展的活动•

6 7 . 亚 太 经 社 会 通 过 了 关 于农村发展综合方案的第161 (X X X II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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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

6 8 . 亚太经社会在讨论项目4 (b)时赞赏地注意到在亚太经社会总部召开开发计 

划署/ 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区域性会议所采取的主动。亚太经社会审 

议 了  E/ C N .11 / 1 2 6 5 / CONS  号文件所载关于该会议的报告，并赞同 了 它 的 结 论  

和建议.

6 9 . 区域会议被认为是发挥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现有和潜在的能力，促进它们自 

力更生的成长的一个重大步驟。该会议成功地把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概念具体 

化 ，并促使它成为促进区域发展的有效工具。

7 0 . 亚太经社会认识到促进作为整个发展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间 

技术合作是依照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决定和亚太经社会第 154 ( X X X I)号所载的 

新德里宣言而进行的.如果适当地制订和执行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它将可以成 

为达成大会和经社会所设想的集体自力更生，提髙发展事业的国际合作的效力和促 

成对供发展用的资源作最经济的利用的宣要工具。

7 1 . 亚太经社会认为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是一项提高供援助用的资源总额的 

工作，它包括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现有的和潜在的技术援助。这包括了 

传统形式的提供技能、专门知识、咨询服务、训练设施、设备和用品以及发展中国 

家对这些援助的利用。然而，它超过了仅仅交换现有的技术，包括了发展中国家集 

中资源协同寻求方法解 决 它们具体的共同问题.它还包括关于建立和加强发展中 

国家的组织性基础结构和实务能力，以促进彼此相互合作的方案和计划项目•

7 2 .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梃念应尽可能广泛和富伸缩性 

并以互惠为基础。它还注意到科伦坡计划是本区域技术合作的原动力，本区域成员 

国间的技术合作仍然维持在一个高水平，并且需要进一步的提髙。它强调本区域内 

拥有物质、技术和人力考源，密切的区域间发展合作应当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7 3 .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对本区域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能力缺乏认识和了解.

- 18 -



关于这一方面，大家感谢亚太经社会编制关于训练设施和咨询服务的资料，赞同需 

要作出更全面和有用的汇编。

7 4 . 亚太经社会强调必需注意在它的工作方案中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 

特别是通过不断使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在经济和社会活动各郁门同它们的窬要 

和条件要求相配合。在这样做时，必须对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国和发展中的岛国的 

具体要求和能力给予特别注意。关于这一方面，经社会重申亚太经社会作为提高发 

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质与量的区域集中和协调中心的作用。它敦促整个国际社会 

必需对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工作给予最充分的支持。

7 5 . 亚太经社会通过了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的第1 6 2  ( X X X II )号决 

议。该决议除了别的以外，请执行秘书将决议的全文和有关该议程项目的讨论递交 

开发计划署以补充关于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区垓会议的损告，作为本区域对将 

于一九七七年举行的关于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全球会议的贡献。

区域间的发展合作

7 6 . 亚太经社会在讨论项目4 (c)时面前有秘书处编制的关于区域间的发展合作 

(E/ CN. 11 / L . 4 4 / CONS)。它指出大会在篇六届和第七届特别会议上强调加强 

成 员 国 间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的必要恆。它又指出，尽管大会如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会议强调了区域间合作，在实现区域间合作的潜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很有 

限.促进区域间的交流，不仅是通过资料和经验的交流，并且是通过秘书处在说明 

内所建议的特选领域的联合方案和计划项目，是有急切需要的。此 外 ，区域委员会 

间的合作对于处理全球性的问题和研讨如何执行有关全球性的决定都是必要的。大 

家承认各委员会有更大的替要进行互相接触，不仅在政策一级，并且在业务一级， 

以便在一个确定的行动范围内，促进区域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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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 各机构执行秘书的会议对加强区域结构给予极大的注惠。亚太经枉会从为 

必须按照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程事会的有关决议，加强区域结构，把活动分散化，包 

括把执行机构的职能移交给各区域委员会，以便更有成效和更有效率地促进区域发 

展，各区域委员会必须在辯认，倡议、制订和执行区域和次区域规划和计划项目方 

面发挥更积极的和更大的业务上作用。各区域委员会向时必需拥有权力初资源便它 

们更能够对本区域的发展要求作出反应。鉴于其他国际会议，尤其是改组联合国系 

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特设委员会的讨论，大家认为经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审议应 

当推迟至第三十三届会说.

7 8 .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代录所表示的 ，该委员会隨时准备同 

亚太经社会的成员国在共同利益的领域内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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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及中期计划

7 9 .  亚太经社会收到下列主要文件： 《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工作方案和优先 

事项》（E / C N . 1 1 / L . 4 3 6 / C ON S ) ; 《关于方案改动的说明》（E /C N . 1 1 /

L . 4 3 5 / C O N S ) ; 《附加注释的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说明》 

( 发展规划、统计和人口）（ E /C N . 1 1 / L . 434 /C O N S ) ; 《关于选定的优先项 

目执行进度的说明》（e/ CN.11/ 1 2 6 3 / con s ) ; 《关于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 

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的说明》（E / C N . l 1 / L . 4 4 5 / C O N S ) ; 《一九七八至一九 

八一年中期计划》（E / C N . 1 1 / L . 4 3 2 / C o n s ) ; 和 《关于一九七六年因为开发 

计划署经费紧缩而受到不利影响的由该署援助的亚太经社会项目的文件》（ESCAP 

(XXXI I ）/ C R P .1 /'C O N S ).

8 0 .  执行秘书在导言里说，工作方案的主要目标是要对本区的发展问题取得统 

一的处理方法，以便仔细选择能够互相加强、对本区的发展有最大影响、在执行上 

成功机会最大和有一个合理的酝酿期的方案和项目。 同时也试图在方案中确认亚 

太经社会的基本职务，其中包括调查和研究、提供技术援助、作为讨论和协商的场 

所以及资料交换所等. 近来的一个趋势是以具体的、特定的活动来加强各国对促 

进一般人民的福利有更为密切的关系的潜力和能力。

8 1 .  执行秘书还告知亚太经社会因为开发计划署财政危机而加剧的财政困难， 

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工作方案的执行。 在执行工作方案方面，约短绌 1, 0 0 0  

万美元.对这个问题曾特别促请亚太经社会注意E / cn.1 1 / L .4 4 5 /c o n s号文 

件，其中载有秘书处分析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与现有资源的关系的说明，并请它注 

意一份会议室文件，该文件说明了一九七六年开发计划署经费紧缩对亚太经社会某 

些特定项目的影响。 鉴于情况的严重，执行秘书庄重地吁请亚太经社会紧急考虑 

增加供其使用的资源的办法，以确保工作方案的顺利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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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  在这方面，执行主任强调亚太经社会常设机构的重要性.特别是各立法 

委员会应集中全力辨认各项重要活动中的“核心”部分，以便在工作方案之内予以 

执行，并挑出比较不重要的活动，留待资源有着落时再进行。 在处理工作方案时 

迫切需要发挥高度的选择性和注重实际效用，并在两年期的剩余期间内集中注意方 

案的执行方面，加以控制，使活动不致激增.

8 3 .  执行主任还提请注意中期计划，它为每一两年期将进行的详细活动提供了 

一个观念性的构架a 在关于农村发展、原料和商品各节内，中期计划草案尽力反 

映亚太经社会和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各项决定确立的优先次序.在这方面，他说 

捐助国应考虑经由国际财团的途径、个别地或集体地长期资助亚太经社会需要的可 

能。

8 4 . 亚太经社会还听取了联合国预算司长皮埃尔•拉沃先生关于中期计划的重 

要性和编制方法的发言。

8 5 .  工作方案和中期计划除了在全体会议内曾经讨论过以外，并由技术和起草 

委员会加以审议.

8 6 .  亚太经社会对目前的财政局促情况表示深切关心，这种情况有一部分是因 

为开发计划署缩减援助造成的，援助的缩减严重地影响到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的执 

行.亚太经社会还一致请求开发计划署对区域活动继续提供大量援助，以确保亚 

太经社会能在更稳定的基础上加强其活动。 亚太经社会对预期可获得的资源比本 

两年期工作方案将执行的活动所需资源短绌1, 0 0 0 万美元一事表示关切.从亚  

太经社会收到的文件看来，它不能确定它现有的资源能对优先领域给予何种程度的 

优先待遇。

8 7 .  亚太经社会赞扬常驻代表咨询委员会在检查工作方案和建议改进方面所作 

的贡献• 它并表扬秘书处在编制关于工作方案的综合性文件和协助常驻代表咨委 

会审议这个问题方面所作的努力.不过它承认，在编制文件和审议象工作方案这 

样广大而复杂的主题的程序方面，还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 对这个问题，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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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是：应委托常驻代表咨委会与秘书处密切协商，负责在持续的基础上检查、审 

查和评价工作方案，同时考虑到常驻代表咨委会的咨询任务。 常驻代表咨委会和 

秘书处并应考虑以哪些方法和途径来增进亚太经社会会议，特别是在技术和起草委 

员会内审议工作方案的效用，包括草拟一份决议草案供其审议。 在这方面，亚太 

经社会要求找出一个办法，以确保委员会不必核准报告草稿内所载的与其审议的工 

作方案无关的建议.

8 8 . 亚太经社会赞同执行秘书向各立法委员会所作的呼吁，即在处理工作方案 

时应注意选择性和实用性，特别是避免与其他国际组织进行的活动重复、并查明在 

各别部门内需要执行的重要活动.

8 9 . 亚太经社会一方面承认在调配现有资源上有困难，另方面认为在任用人员 

时应尽可能反映亚太经社会的优先需要.亚太经社会促请执行秘书按照亚太经社 

会辨认的优先领域工作特别是农村发展重新分配资源。

90. 亚太经社会极为赞赏地听取了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发言，他说为了表示印度 

政府的诚意支持和为了响应执行秘书的呼吁，印尼政府为亚太经社会的活动认捐 

50,0 0 0美元  .这笔款项将作如下分配：农村发展—— 20, 000美 元 ；发展中国 

家间技术合作一20, 000美 元 ；亚洲发展研究所- 10, 000美 元 。拨给与农村发展 

有关的活动的20, 000美元和与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有关的活动的20, 000美元 

的分配详情将在与执行秘书协商后和各该领域的详细工作方案确定后决定。 绐亚 

发研究所的10, 0 0 0 美元是印度尼西亚向该所提供的常年捐助之外的额外捐款，

这项常年捐助也已延长两年，到一九八O 年.

91 . 亚太经社会并认为应该清楚地辨认一个可由现有资源执行的综合活动方案， 

并提请亚太经社会常年会议注意.亚太经社会并同意秘书处应与常驻代表咨委会 

协商，留心拟订一个制度，以便向提交亚太经社会审议的工作方案中的各种活动提 

供更好的、更精确的资源分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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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 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内陆国家和岛屿国家的代表促请秘书处多多注意 

工作方案中所载与这些国家有关的活动的执行和本届会议提出的新提议.

93 . 亚太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为编制工作方案说明供各立法委员会审议而采取 

的主动，认为常驻代表咨委会应与秘书处协商建议一个统一的编制格式。 亚太经 

社会并欢迎关于工作方案的说明，它对整个方案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

94 . 有人在技术和起草委员会内就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 

内应予取消、增添和修改的活动提出了建议.

95 . 亚太经社会决定在国际贸易领域内取消下列活动：

1 0 .1 ㈡审查与其他地区内区域贸易办法有关的发展，和分析亚太经社会与 

其他地区内各集团的贸易；

1 0 .㈢  研究和编制关于其他地区贸易领域活动的文件；

1 0 . 3 ㈣关于亚太经社会建议的关税程序守则的后继工作援助；

1 0 .5㈠通过各国通讯员搜集和传播关于区内各国现行公断设施、立法和法 

院裁决的情报；协助成员国使用亚太经社会国际商业公断守则和调解标准.

9 6 .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具体活动1 0 . 1㈡ 和 1 0 . 1㈢规定秘书处每年编制研究 

报告，作为贸易问题委员会年度会议的背景文件，它同意停止编制该文件，使秘书 

处的贫乏资源可用于更迫切的具体活动.因此，亚太经社会决定将从上述具体活 

动节省的人工月挪用于与区域贸易扩展和金融合作方案有关的活动。

9 7 . 亚太经社会决定在运输和通讯领域内取消下列活动：

1 2 .2 ㈣对促进长期公路建筑的协调和执行提供援助和意见；

1 2 .2㈥查明训练方面的需要和协助举办训练班、讨论会、讲习班和研究旅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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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㈢ 执行为改良农村公路和农村运输的技术作示范的实验项目，以加速 

发展农业、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和农村地区的综合发辰；

1 2 .3㈣ （ ⑴建筑横贯苏门答腊铁路（印度尼西亚）的详细调查。

98 . 决定在人类环境领域内取消下列活动：

0 9 .2 ( - )  编纂亚太经社会区域内人类环境的现有训练设施，和区域以外可以 

得到何种适当设施的一览表，

99 . 将下列活动作如下的修改：

0 1 . 2 ( - ) 研究为小农服务的农村机构，包括合作社在内，以提高它们提供包 

括信用、农村就业机会和在不同的情况下提供其他鼓励措施等在内的各种投入的效 

能；

0 5 .1 ㈠分析国际收支的短期和长期的趋向和问题以及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国 

家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0 6 .1 ㈡⑻亚太经社会区域内的发展形式和战略；

1 2 .1 ㈡援助会员国促进国际交通，包括确立机构先决条件；

1 2 .1 ㈣关于运输协调的研究；

1 5 .1 (五) 发展亚洲和太平洋石油资源座谈会—— 列入"由于行政和其他考虑 

不准备立即进行”类•

1 0 0 .除了现行工作方案外亚太经社会还核准了下列各项活动：

0 1 .4 0 (1 3 )关于拟订一个研究粗稂和豆类的区域方案的协调工作；

0 9 . 2 ( - ) 关于环境保护法律的政府间会议；

1 1 . 3 ㈠( d )关于扩大本区域发展中成员国本国商船队的研究；

1 1 . 3 ㈢ ( b )  探究加强区域和区域间合作以发展航运的可能性；

1 1 .3㈧航运和港口发展的年度审查；

1 1 .3㈨ 关 于 航 运 、港口和内陆水道的特设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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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1 .  在须遵守这些决定的条件下，亚太经社会通过了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工 

作方案和优先事项。

1 0 2 .  亚太经社会确认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一年中期计划基本上是拟订计划期间每 

一个连续的两年期工作方较的现念构架。 它提供了广大的指针，各种详细活动就 

是在这些指针下订定的，以供亚太经社会及其附属机构审议。 亚太经社会欢迎中 

期计划内对农村发展、原料和商品给予的强调，并欢迎为确保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和 

组织更好地协调所作的努力.特别是亚太经社会认为对与农村发展有直接关系的 

活动应给予高度优先，并强调向亚太经社会第六届会议提出农村发屐综合方菜的重 

耍。 并说中期计划所显示的人工月增长应与亚太经社会鉴定的优先事项有关。亚 

太经社会核准了 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一年中期计划草案，但须将亚太经社会表示的意 

见列入其中.

1 0 3 .  亚太经社会通过了关于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以及中期计划的第1 7 O (X X X II)  

号决议。

审议亚太经社会各个活动 

领域内的具体问题

1 0 4  .为了帮助亚太经社会最有效地利用它的时间来处理宣要的和一些与区域发 

展有关的未决事项，第一次尝试地编了一份载有亚太经社会各活动领域内的具体问 

题的单一文件（E /C N .1 1 /1 2 6 7 /C O N S )供亚太经社会审议。 并向亚太经社会 

提出了几份其他文件，包括各附属机构会议报告，供其参考.

稂食和农业

10 5 .亚太经社会再度强调亚太经社会在稂食和农业发展领域内的工作的重要性, 

并注意到在新的会议结构下这个领域取得的重耍进展。 农业发展委员会第一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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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对工作方案的拟订和评价作出了重大贡獄，并对各项具体活动提出了建议。

106. 亚太经社会普遍赞同委员会在它的报告（E/C N.1 1 /1 2 3 5 / I N F )内所载 

的建议及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工作方案（E /C N .1 1 /L .4 3 6 /C O N S ), 方案在 

向亚太经社会提出前曾经粮农组织总干事和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双方协议.

107. 亚太经社会认为在持续的基础上与世界粮食理事会和拟议设置的国际农业 

发展基金保持密切联系是恨重要的。 在这方面，世界稂食理事会代表强调理事会 

亚洲成员国所担负的主要任务，并告知亚太经社会该理事会第二届会议所将讨论的 

议程项目，特别是设立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不过认为无论如何应该促进各方对国 

际农业发展基金的捐款，以期基金能够尽早设立，并努力达成世界稂食会议提议的 

1, 0 0 0 万吨稂食援助的指标.

108. 有些代表团强调亚洲大米贸易基金尽早执行业务的重要，并建议必须争取 

出口大米的发展中国家参加.为了这个目的，应该并必须编制一份基金执行业务 

的详尽计划，规定办理业务涉及的筹资方式和再筹资设施，以及可以达成基金原定 

目标和增进亚洲大米经济的其他有用目标的任何其他办法。有人建议将基金成员扩 

大到包括亚太经社会成员国，而不仅限于发展中的成员国， 并应召开一个政府间 

会议来审查业务昀详尽计划和其他办法，会议的建议应提交亚洲大米贸易基金理事 

会审议.

109.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泰国政府设置工作委员会的努力，工作委员会将研究亚 

洲大米贸易基金所涉问题并向泰国政府建议未来行动。 这项努力被看作是一个令 

人激励的信号，对拟议召开的政府间会议是一个宝贵的贡献。

110. 亚太经社会认识到粗谷物、豆类、块根和块茎植物为某一阶层和一群人口 

提供大量稂食资源的重要以及这类作物与加工业和牲畜业发展联系的可能，因此它 

核准继续进行关于设立粗谷物、豆类、块根和块茎植物区域研究所的可行性研究。 

迄今所作的可行性研究应贯彻下去，进而从事深入的研究，研究怎样拟订加强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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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所的区域方案和通过亚太经社会来协调研究活动。 研究结果应由政府间 

会议审议，再交由粮农组织区域会议处理。 有一个代表团虽然赞成研究工作应予 

完成，但却质问：鉴于同类国际研究中心在筹资和征聘人员方面遭遇的困难，另外 

设立一个研究所或区域中心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答案？

1 1 1 .  亚太经社会感激地注意到苏联政府举办关于粗谷物和豆类种植和收割技术 

的讨论会的提议.

112. 亚太经社会又感激地注意到大韩民国提出的通过在不必偿还的基础上提供 

专家一名协助有关粗谷物和豆类、块根和块茎植物的工作方案，以及荷兰政府提出 

的对该领域的工作方案提供财政支援的两项提议。

113. 增加供应农业必需品被认为极为重要，特别是在需要时以合理价格向小农 

提供肥料和农药， 在这方面，有人提请注意其他必要投入的需要，诸如种子、现 

代技术、资金和农民组织，这些在确保通过增加生产以便迅速作出反应方面，应被 

视为同等重要.关于肥料生产和需求的政策应该仔细检查和计划，以防止该项商 

品的周期性不均衡。

114. 亚太经社会感激地注意到荷兰政府対亚洲农业必需品计划表示的普遍支持， 

该计划的目的是要促进化学肥料和农用杀虫剂在销售、分配和使用方面的区域合作， 

特别着重小农的使用。 亚太经社会特别注意到农业发展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所提关 

于进行农用杀虫剂工作的建议已获得迅速执行。 为了这个目的，在不必偿还的贷 

款和信托基金基础上提供了专家和设备，包括一个现场研究项目和关于小农层级的 

肥料销售的全国讲习班，将作为亚太经社会和粮农组织的联合方案执行.

1 1 5 . 《粮食和农业情况年刊》试刊号（E/CN.11/1268/ I NF )是为了响应农 

业发展委员会的建议而编制的.鉴于粮农组织已有了一些出版物，有些代表团认 

为编制年刊没有必要。 不过有的代表团认为这个出版物是有用的，并表示支持。 

粮农组织代表指出《年刊》不该仅仅描述农业生产的发展，这点在粮农组织其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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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物上已经有了. 因此，以后的各期应该注重现有资料的经济和社会的政策性分 

析，注重目前没有这种分析的国家， 有些代表团注意到 《年刊》应该更加鉍调增 

加农产品供应的搢施.

116. 有些代表团认为由于现在已经有了粮农组织全球资料和早期警报系统，拟 

议设置的农业资料计划联络员实无必要.不过粮农组织代表告知亚太经社会，截 

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目前区内已有1 1 个国家参加这个系统，因此大家认为 

借着扩大区域一级的国家范围以增加对这个世界系统的供献是有用的。

117. 在这方面，经社会感激地注意到日本政府以现金方式慷慨捐助，协助执行 

这项活动以及粮食和农业发展领域内的其他工作方案。

118. 为了加强资料和早期警报系统，有人强调必须帮助促进为改良会员国本身 

农业政策所必需的统计和其他重要资料的搜集。 因此应鼓励在这个领域内的工作 

有人建议特别是价格政策、津贴、销售和信贷机构是各国拟订政策时需要更多资料 

和分析的方面.

119. 收成后技术和推广农村机构，特别是工作方案内载列的为小农服务的合作 

社的重要，也受到强调，认为是应当在优先基础上执行的部分。

发展规划

1 2 0 .经社会赞同审查和评价发展进度高级官员会议的建议，这个会议是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事务部发展规划、预测及政策中心、亚洲发展研究所和亚太经社会于一 

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在曼谷联合召开的。 亚太经社会欢迎会议对 

于在国家一级重新评价发展进度的宣要性所达成的主要结论以及这种重新评价所引 

起的问题.许多亚太经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进步，但是尚待 

經续努力。 大家特别对会议的研究结论表示同意，即由各国际组织举办国家一级 

的训练活动将更有成效，而且训练工作应予以专门设计，以适合每个国家的特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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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需要以及各国所能提供的技术人员• 亚太经社会还建议在亚太经社会发展中 

国家内举办关于发展规划的若干方面的问题的训练班•

121. 亚太经社会欢迎拟议的关于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发展型态和战略的研究•必 

须适当地考虑到成员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国家发展阶段和优先次序，因为没有一个 

发展型态和战略是适用于全体国家的， 但是各国的经验交流是有用的。 亚太经 

社会赞同秘书处为了要在国际发展战略的范围内为一九八O 年代制订一套新的区域 

战略，在这方面采取的主动。

122. 有人提请亚太经社会注意E/CN.11/ L .422/ TNF号文件内列举的关于 

在化肥生产、销售和利用方面拟议采取的行动。 亚太经社会大致上表示同意•

123.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关于原料和商品的活动，特别是原料和商品专家小组的 

具体建议，小组会议是在贸发会议和亚太经社会联合执行的开发计划署资助项目下 

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和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在曼谷召开的• 有人认为亚太经社会应 

该发挥向商品界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渠道的功用.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代表对 

亚太经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激.同时有人表示需要亚太经社会继续扩大援助， 

特别是在航运方面的区域间合作领域内• 不过有人说应该体会到亚太经社会的工 

作由于经费问题普遍遭受的限制.有人注意到拉美经委会代表表示的意见，即区 

域合作对原料和商品的重要性与对其他领域的重要性是一样的.

124. 关于拟议的分析有关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内跨国公司的各项问题的研究， 

经社会强调需要仔细审议并与联合国跨国公司情报和研究中心密切联系.一个代 

衰团表示这些活动可经由现有的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安排执行，不需要设置一个新单 

位。

125. 经社会核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在曼谷召开发展规划委员会第二届会议。

126. 经社会感激地注意到苏联的提案，从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起每年对发展中 

国家颁发十名经济和社会规划学门的大学或类似研究机构的全部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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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和内陆国家

127. 亚太经社会确认国际贸易在经社发展中的巨大重要性，并称赞了秘书处的 

努力和釆取的主动，这对亚太经社会七个发层中国家签订曼谷协定一事是极有关系 

的。在谋求扩张贸易的多边谈判，该协定是朝向互相了解、合作行动，协和一致前 

进的一个新阶段的标志经社会注蒽到，孟加拉国和印度政府已经交存了该协定的 

批准书，大韩民国政府也快要交存了.它促请曼谷协定的其他签字国早日批准该项 

协定。它欢迎几个不是协定签字国的发展中国家宣布它们有蒽在近期内加入该协定.

128. 有人建议，应该扩大曼谷协定的范围，以包括有关商品共同体问题的处理 

方法、各种工业内的合作，各种工、农、矿生产部门内的联合企业等。大家促请秘 

书处，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以确实倣到扩大协定的成员加范围，并请它向曼谷协 

定的成员提供技术援助，也许这样可以引起区域内发展中国家间进行有意义的贸易 

合作。有些代表团请有关各国尽早向总协定提出这项协定，希望凭此解决其中可能 

涉及的一切问题•

129. 有人强调，虽然区域内不同国家达成的经济和工业发展阶段各不相同，但 

仍须探讨在合理化的商品交换基础上扩张区域内的贸易的可能性。有人又强调说， 

除了商品贸易的扩张以外，应该更着宣于加强商品加工、发展半制成品贸易等方面 

的能力.在有些已经具备工作能力和设备能力的颔域里，一定要确保商品和制成品 

贸易的扩张.有人建议为这个目的，应该拟订一份考虑到现况的贸易扩张计划和蓝 

图，立刻作出后绽行动，以达成区域内全盘经济合作的总目标.

130.  有几个代表团说，本区域内已经有为共同利益和经济进步、根据商品的加 

工、制造、销售在晓合企业方面进行两国合作的种种模范.同样，还有在贸易和半 

制成品方面合作的模范，同时注意到两个合作国家内已有的加工和修整能力。这些 

模范可以作为区域计划的基础，借此来协调各种现有能力，达成区域贸易的扩张， 

以推动全面的工业增长.

1 3 1 .亚太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业洲票据交换联盟已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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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兰展开业务，进行得很顺利而且交易数量和价值郁在增加中.大家敦促亚太经 

社会区域内成员多多参加这票据交换联盟，便它成为货币合作上更有效果、更有葸意义

的工具„亚太经社会指示秘书处，按照董事会要求，继续向票据交换联盟提供技 

术援助，使它得以扩大业务和成员的范囤„ 亚太经社会又进一步促请秘书处对创设 

一间亚洲储蓄银行的有关工作，多加注蒽；这是一九七o 年亚洲经济合作部长理事 

会通过的喀布尔宣言的另一方面.

132. 亚太经社会听取了关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 ) 成员之间在次区域经济合 

作上努力的进展损告，它们的努力导致了一九七六年二月在巴厘岛订定东南亚友好 

合作条约，条约中规定了贸易，工业发展、商品和原料、运输和其他领域中的合作,

133. 亚太经社会对即将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第四届贸发会议，相当重视。它 

注意到七十七国集团中亚洲集团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在雅加达举行的筹备会议，后来 

一九七六年二月又有七十七国集团的亚洲集团部长会议.有儿个代表团请亚太经社 

会注意七十七国集团马尼拉会议上逛过的马尼拉宣言和行动纲领，并赵议把它当作 

内罗毕谈判的基础. 有几个发迗国家并不完全赞同马尼拉宣言的结论和建议，但都 

希望内罗毕会议的结果将会符合大会势七届特别会议迫过的第3362 ( S—V I I ) 号 

决议因而达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冢间具有运设性的对话。

134.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 ，贸发会议第四届会议讨论中对多数发展中国家具有切 

身关系的重要问题是和商品贸易有关。关于这一 点 ，亚太经社会区域内发展中成员 

国完全支持两品综合方案的各主要部分，包括设立一个共同基金：为国际钶品悔存 

安排，提供资金。发展中国家注意到挪威、荷兰、菲律宾政府向基金所作的认捐： 

并促请其他国家也尽可能追随这个徬样.

135. 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发达国家表现出更积极的政治意志来，使 《马尼拉 

宣言》和 《行动纲领》中关于商品、无形贸易、技术等的重大流通，得以尽早执行. 

它们盼望内岁毕会议成为朝向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迈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他们 

盼望实現发展中各国对加速发展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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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6 . 亚大经社会有兴趣地听取了总协定代表关于多边贸易谈判的进展的说明。 

它宣申对这些谈判表示重视：并希望一九七六年内达成重大进 展 ：使谈判的各领域 

中关于发展中国家出口所面临的问题获得适当的解决。有些发展中国家说，发达国 

家对热带产品的初步提议,远不如它们的期望，所以，它们请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 

家的贸易利益和发展需要，予以比较同情的考虑B 大家又强调，对发展中国家中的 

最不发达国家需要作出特别措施.

1 3 7 . 发展中国家对亚太经社会一多边贸易谈判计划项目（包括它东盟部分）提 

供的技术援助，表示感谢。它们建议，有更多关于多边贸易谈判的具体问题的讨 i仑 

会 ，就更有价值，因为谈判的速度在增加中，它们希望在谈判结束以前，能继续提 

供这种援助。

1 3 8 . 关于普遍优惠制的问题，亚太经社会注意到 ，虽然有些发达国家作出了一 

些改进，有几个发展中国家极力主张要通过扩大的商品范围、较大幅度的关税削减 

消除限额和配额等办法，来达成进一步的改进。亚太经社会又注蒽到，为了便发展 

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不发达国家）能够从普遍优惠制获得最大利益，已经曾在这 

些国家内组成过各种讨论会。

1 3 9 . 亚太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贸易促进中心在贸发会议同总协定合办的国际贸 

易中心合作下，在发展各种小同的服务方面，有了进步。它极力主张进一步知强弦 

中心促进出口的活动，以补充区域贸易、货币合作、农业发展等优先领域中的工作 

亚太经社会欢迎了在瑞典政府和开发计划署协助下并在贸易中心合倌下，已在国际 

贸易司中设立了贸促中心的贸易和资料档案股。该股可以充作一个资料翱参考的中 

心点，又是和各国贸易资料皁位段系起泶的一个协调系统的构成部分„它向 I 太经 

社会区域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咨询服务，利用含有鬲效率的贸易数据存储和快捷 

取回的分类和编码的办法来帮助它们建立和加强贸易资料和档案系统。

1 4 0 . 亚太经社会确认在实际领域内贸易咨询服务工作和销售研究与市场/ 产品 

开发服务工作的有用性；关于前者，在区域内各国有请求时，便提出服务；后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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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注重亚太经社会区域各国有出口利益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半制成品和制成品、 

粮食、原料市场上各项研究和销售情报.亚太经社会赞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建议， 

即符合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需要的、特别是在特定专门领域内各种专业的发展方 

案 ，例如销售研究技巧、品质管制、成品加价格计算、包装和工业设计等，都应该 

继续成为贸促中心的主娶工作。关于贸促中心、贸易中心、东盟合办的促进出口训 

练方案，委员会赞同贸易委员会的矩议，即该项方案除了传授促进贸易的技巧之外 

还应该提供机会，让东盟企业人士和政府官员交换意见，这都可以促进区域合作的 

进步。亚太经社会觉得贸促中心的活动不应因为财务上限制而受到妨碍.

1 4 1 . 亚太经社会感谢地注意到日本代表声明愿考虑继续提供一 位 销 售 研 究 、 市 

场，产品发展方面专家前来贸易促进中心服务，并愿考虑是否可能同贸促中心联合 

举办贸易促逬和工业设计方面的讨论会和课程.业太经社会向澳大利亚和联合王国 

政府就它们分别向秘书处提供粮食销售专家为期两年的服务和在外商夯代表事夯方 

面的区域顾问的服务，亵示了谢惠a 它又欢迎了新西兰政府建议，要象过去一样在 

同贸促中心合作下，安排各种贸易促进课程.

1 4 2 . 亚太经社会感谢荷兰政府提供财务援助给贸促中心，贸易中心同香港当局 

和世界包装组织在一九七五年八、九月联合举办的“国际市场货品包装设计讨论会。 

它也感谢日本叙府在同贸易促进中心和日本外贸组织合作下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 

十六日至十二月十日在东京作了“贸易促进讨论会”的东道.

1 4 3 . 亚太经社会高兴地注意到 ，在太平洋发展中岛屿国家的贸易促进和发展方 

面的流动训练方案，已经开始，亚太经社会和贸易中心四位专家组成的专家团在一 

九七六年二三月间访问了科克群岛、斐济、吉尔伯特群岛， 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 

门群岛、 太平洋群岛和西萨摩亚托管领土。该国确定了个别国家在扩展出口方面的 

训练需要，特向它们建议一九七七年应用的职业发展方案。有人希望现有财务上限 

制不致于妨碍该计划时进行.

14 4.除了上述评论以外，亚太经社会核可了贸易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的晃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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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亚太经社会核可了内陆国家特别小组第三届会议的报告，赞扬了秘书处向 

最不发达的内陆国家提供援助的有关工作.内陆国家极力主张加速该计划项目的活 

动 ，特别是在寻求适当方法以解决贸易问题方面。关于这一点，有人希望开发计划 

署、其他国家和国华机关也许可以提供额外的财务资源。

146.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大会第3504( XXX)号决议设立一项内陆国家特别基金 

促请各国慷慨捐 款 .在 此 ，有人提到设立区域基金用以稳定内陆国家、最不发达国 

家、 岛屿国家的出口收益的可能性。

147. 有人建议，本区域的发达国家应按照国际会议、区域会议的许多决议并按 

照贸发会议的建议，采取特殊措施，并应试向亚太经社会区域最不发达国裒，内陆 

国家、发展中岛屿国家的出口，开放它们的市场。

148. 亚太经社会促请发达国家按照普遍优惠制（普惠制）或其他指尨，向巔不 

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岛屿国家提供机会，便它们能够从世界市场获得最大利益。

工业、住房和技术

149. 亚太经社会核可了E/ C N . 11/ 1237/ I NF、 E/CN.11/L.4 4 2 /IN F, 

E /CN.11/ L.443/IN F  等号文件.

150. 亚太经社会确认迫切耠要抗行一九七五年的通过的《利马宣言》的基本建议 

而且为了 在 本 区域时工业化方面，订定较为积极的战略，所以建议在一九七七年召 

开关于工业化问题的部长级特别会议，用以代替委员会的会议.它又主张， 在说 

长会议以前，举行一次鬲级官员的筹备会议。

151. 亚太经社会核可了工业、住房和技术委员会的建议，为 “亚洲区域合作工 

业调查”所未曾进行研究的其他次区域，进行研究，以期促成区域和次区域合作、 

利用亚太经社会区域内可用而未经开发的巨大资源。它又注意到 ，矢于任命一位高 

级的计划项目执行人员，以促进各种合作性安排的问题，值得认真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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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2 . 业太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非都市地区的综合工业化工作获得的重视，并在 

此点上支持工业、住房和技术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关于下列各节的建议：(a)组成一个 

调查团；(b)召集政府间规划人员会议，以评价调查团的指告；（c)在有关各成员国家 

内 ，设立小型试验计划。它主张，为此自的应该编制一份综合的计心文件.至于这 

项工作方案否应成为乡村发展综合方案的一个组成部 分 ，应予以审议.

1 5 3 .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 ，在农用工业和相关工业方面已经作出大量工作.它赞 

扬秘书处采取主动，召开了一次“鉴别农用工业相相关工业方面具体合作领域的政 

府 间 会 议 ” ，会 议鉴别出几项具体的国冢间合作计划项目，即收割后综合技术、化 

肥生产如分配、面向就业的农用工业和相关工业.亚太经社会指示，田于秘书处新 

近工诈方向为乡村综合发展，所以这些国家间计划项目应该优先执行。它要大家特 

别注意委员会为农用工业和相关工业设立一个区域网状组织的决定，并促请秘书处 

为这项目标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包括召开一项政府间会议.

1 5 4 . 业太经社会有兴趣地注意到在设立亚太地区农业机械区域性网状组织上所 

达成的逬步.它希 望 ，开发计划署尽管有财务上困难，将会继续援助这项重要的区 

域性计划项目，便它立刻展开工 作 ，并希望该署指定亚太经社会为这一计划项目逬 

行期间内的执行机构。

1 5 5 . 亚太经社会感谢地注意到 ：日本和以色列政府向秘书处提议在不必偿还的 

基础上作出技术援助，分别派遣一名收割后技术的专家、一名农业机铽区域性网状 

组织时专家。

1 5 6 . 亚太经社会对各方在适当工业技术的发展和转让方面所釆取的各项倡议， 

表示感谢。在这方面，区域技术转让中心获得了广大支持。亚太经社会极力主张， 

提议中的政府间会议应该更加审慎地考虑，如何把该中心的工作同类似机构目前在 

世葬，区域和次区域各级上所从事的工作，结合起來。会议并应该确实做到用技术 

发展和转让有关的各个国家和国际机构间的挂钩工作.贸发会议，联合国技术合作 

处、劳工组织的代表对这个计划项目较示衷心支持，保证它们不仅要在这个计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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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设置上而且要在它的业务活动上，继续合作。亚太经社会又感谢地注意到印度 

政府提议，它愿忘在这个中心在印度设立时所需要的土地、建筑、和其他基本设施 

的费用上，捐助一百万美元以上的款项.

1 5 7 . 亚太经社会在审议一九七四年举办的税务管理和外国投资讨论会的记录时 

赞 同 了 工 业 、 住房和技术委员会的建议，即组织关于外国投资和税务管理的第二次 

讨论会，由荷兰政府出资。

1 5 8 .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秘书处在生物气纹术、它的发展和利用等方面作出大量 

工作，又注意到筹备工作特派团和在新德里和马尼拉举行的两个讲习班所引起的广 

大兴趣。亚太经社会有兴趣地听取了荷兰政府慷慨的援助提议，这项提议是耍在斐 

济苏瓦为太平洋岛屿国家组织第三个讲习班并在亚太经社会总部设立这一部门的技 

术咨询服务。亚太经社会注意到印度政府提议，愿在印度为亚太经社会区域的受训 

人员提供生物气技术方面的训练设备。它高兴地获悉，开发计划署将继续支持亚太 

经社会有关生物气技术及其利用的各个计划项目、

159. 亚太经社会确认乡村和城市地区内人类住区加住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 

的宣要性，它觉得紧急需要执行城市发展的各个计划项目，如城市更新计划、贫民 

区和擅自占居地区的改善计划等，以改进生活的品质。它感谢地注意到在人类住区方 

面所达成的工作，并极力主张适当地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它又主张加强两个区域住 

房中心.

1 6 0 . 亚太经社会有兴趣地注意到在菲律宾城乡地区内人类住区的改善工作。它 

注蒽到，菲律宾设置了一个国家住房机拘，在单一的国家力量下协调、加强、统一 

这一领域里的各种活动.

1 6 1 . 亚太经社会建议，考虑在适当时候同环境规划署合作，举行一个高阶层的 

区域性的人类环境会议.

自然资源

162.委员会核可了自然资源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报告（E/ CN.11/ 1 239/ IN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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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的方案，表示一般支持.

163. 大家特别提到需要克持各国为满足能源上的要求所作的勞力，它们尽量利 

用当地资源并且特别注意乡村部门.大家又提到需要激励能源生产和便用中的效率 

和节约，并适当考虑到这种方案在环境方面的影响.

164. 亚太经社会审议 E/CN .11/ 1267/ CONS 号文件时，注意到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泰国等三个有关国家在设立东南亚锡研究发展中心的细节上，已经达成 

协议，并希望不久即签署各项文件，又马泶西亚愿蒽提供东道国的便利.大家希望 

中心最近就可以设立起来。

165. 有人指出，亚太经钍会方案中特别重视乡村综合发展，而充足的用水供应 

对这项发展又极端重要。有人请大家注意一九七七年联合国水事会议筹备工作的重 

娶性，并注意发展中国家需要参加筹备计 划 ，以确保它们从中获得最大利益。所以 

应该尽一切力量，以确保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底举行的区域筹备会议的成功。

168. 一般都表示支持E/C N .1 1 /1267/ CONS 和 E/ CN. 1 1/ 1 253/ INF 等 

号文件内提到的遥远感测研究.大家在原则上同意举行一次政府间会议，以审议研 

究小组的报告，但是必须以检查 了 这 项 报 告 之后认为有举行这一会议的必要为条件, 

此外，提议中的矢于土地资源评价的专家小组会议，也获得核准。

167. 以技术性会议和 出版物作为交流技术的方法具有的价值，得到大家公认， 

但有人建 议 ，减少出版的耽搁，也是增加它们用处的一个方法，在这方面还需要特 

别 努 力 •

168. 教科文组织通过进一步发展国家机构的办法來鼓励自然资源方面的奴育的 

计划• 得到大家的注意，此外在能源方面，包括地鉍和太阳能源以及生物体的转化 

等方面的活动和方案，也得到大家的注蒽。大家也注意到教科文组织有意参加最近 

因遥远感侧研究而产生的任何训练方案.

169. 大家感谢地注忘到下列各项援助提议：

澳大利亚：褐煤方面的顾问；对锡中心的短期专家服夯；

以色列： 水文学方面的讨论会（提供专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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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电力传送和分配方面的计论会（以国会核准为限）；

荷兰： 为各新计划项目，捐款约6 0 ,0 0 0 美元；

苏联： 关于乡村电气化的讨论会；关于发展低级燃油和油页岩方面的

咨询服务.

人口

170. 有几国政府在讨论到人口问题时说，不管在减低人口出生率上已经做出的 

努力和已经取得的成功如何，人口增长率仍然太高，因而继续妨碍经济和社会的改 

善计划.在乡村人口众多而稠密的国家，这个问題更形严重。

171. 各国政府在发言中所强调的基本问题，或可充作今年年中举行人口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时的准则• 有人特别强调人口动态作为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所起的作用• 

有人表示，需要更进一步了 解 各 个人口因素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间的矢系• 这些因素 

包括人口增长的各组成部分问题以及最近在区域内许多国家内所看到的内部迁移和 

迅速械市化的模式和趋势，

172. 本区域内多数国家内减低人口增长率的工作都是具有高度优先的工作，所 

以 ，进一步增进计划生育方案的有效性，仍然是一个主要的任夯• 有人特别强调革 

新的方案相计划的重要性 ，特别是把计划生育同乡村发展计划结合起来的方案和计 

划，特别提到的活动有：营养和计划生育综合方案，为改善综合计划生育方案的监 

察制度而提供的咨询服务和训练。在地方一级上利用潜藏资源以结合粮食增产和减 

低人口增长的方案等•

173. 有人依照近采所强调的自力更生精神，请大家注意在人口领域里进一步加 

强各国训练能力的价值.又有人向亚太经社会建议利用其他资源，如：(a)法国国裒 

人口统计研究所提供训练上的权利，并与亚太经社合地区一些人口统计学家密切合 

作；(b)苏联政府应联合国之谓定于一九七六年九力成立国际人口问题中心，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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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将提供补助金，用以训练区域内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统计学家；⑴捐助国提供不受 

薪资的专家，以加强业太经社会秘书处时工作.

1 7 4 . 业太经社会在人口领域内对亚太经社会的资料交换所和资料服 务 ，特别重 

视、有人认为，资料的自甶流通有助于各国政府的节约.大家注意到 ，日本政府为 

了在人口出生率下降和人口纪计变迁方面与大家分享它的知识和经验，已在同亚太 

经社会合作，把重要的技术资料翻译成英文，然后由经社会安排，在区域内各国， 

广为分发。

17 5 .亚太经社会在审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召开的人口资料翻译问题专蓉小组会 

议损告时觉得，如果可以获得额外的经费资源，亚太经社会应该协调处理各国翻译 

工作所产生的资料，并保持各种译出资料和文件的总目录，这可作为本区域的中央 

登记处和资料来源.

社会发展

1 7 5 . 在审查同亚太经社会的社会发展活动有关的具体问题时，经社会收到了 E /  

CN. 11/ 1 2 6 7 / CO N S  号文件和秘书处夫于社会发展及“亚太经社会关于增强妇 

女在发展事业中的作用的区域行动计划的第1 5 7  ( x x x i )  号决议执行进度”的说明•

1 7 7 . 亚太经社会注蒽到大家对为达成有社会正义的增长所作出的发展规划工作 

相改善人民内郜较贫穷人民的命运的工作，继续加以重视。有人强调：在进行规划 

时 ，应该考虑到执行时真正可用的资源，并应鼓励越多赵好的群众釆参加• 在这方 

面 ，有人认为，只有通过对社会作彻底的社会经济改革的途径，才能达成各项计划 

中的社会性目标.在现行社会发展工作方装中：有人认为仍然缺少这一方面，工作 

方案的这一方面只是任人自由选择的.

1 7 8 . 几个代表团对于在荷兰政府财务协助下对贫穷问题的研究（关于发展和低 

收入阶层的研究）的进度，表示满意.由于该项研究被认为是具有高度优先的，所 

以有人极力主张：被选来研究的各国，都应该充分合作.在这方面，有人建议，应 

该研究土改的战略和社会机构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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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有人称赞把社会工作教育的方向改为面向发展性目标的各种活动所产生的 

结果。有人说，“决定社会工作教育课程中有关社会发展的内容的专家小组会议” 

所建议的准则，对社会工作学校和社会福利训练机构在训练社会福利工作者发挥他 

们在发展工作上的新作用时很有用。有人建议，应该特别强调训练他们参照乡村发 

展综合方案，担负起发展乡村地区的任务，并对普遍贫穷进行战斗.但有人要大家 

小心，不要重复一些联合国专门机构（特别是教科文组织）的类似活动。又有人主 

张 ，这类活动应该同马尼拉的亚洲社会福利和发展训练和研究中心，密 切 协 调 ，

180. “社会福利标准湘立法问题讲习会”的 结 论 受 到 了 称赞，但也有人建议， 

应该在直接同区域内各国文化有关的情况下，并根据资源可否得到的切实考虑（包 

括工作人员的素质），来推行这些结论.有人促请发达的成员国，提供援助，使亚 

太经社会能继续从事这些活动.

181.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近來在青年发展方面的活动，对于在一九七六年或一九 

七七年召集一个特设青年问题咨询小组的提议，表示欢迎。有人建 议 ，该小组应该 

主要审议为青年人创造工作机会和促进就业等问题的优先性活动。又有人建议，小 

组应该也审议一下青年的定义，它应该由青年人和成年人组成，便利其成员间作有 

建设性的对话，以便沟通成年人和青年人间关系上存在着的有害的 “世代隔阂”.

另有人认为，应该尽可能地把青年活动列入其他发展性方案内，例如综合乡村发展 

巡回训练计划、妇女方案.又有人建 议 ，应该特别注意发展一项健全的教育政策， 

以陶冶青年，并建议应该在提议的咨询小组同在这方面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之间，建 

立适当的沟通渠道•

1 8 2 . 委员会欢迎巡回训练计划最近达成的进步，有人建议，该队的服务项目应 

该扩展到南太平洋各国去，又发达的援助国应该提供额外资源，以扩大这项计划， 

使它包括区域内所有最不发达的国家.阿富汗代表把它国内巡回训练计划的进展， 

包括成功地举 办 了 一次政府官员和妇女机构代表的训练班，向业太经社会 作 了 报告. 

联合王国代表表示有意提供一位专家，供巡回训练计划之用，

41



183.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秘书处执行经社会关于增强妇女在发展事业中的作用的 

区以行动计划以及在伊朗设立亚洲和太平洋妇女和发展中心的第157( x x x i )  号决议

所达成的进度。它满意地欢迎伊朗捐款共计五十万美元，便中心得以立即进行 

其业务.大家宣申，提议的中心的工作计划应该按照国际妇女年墨西哥会议的遵议 

同妇女发展方面的全球性活动，密切联系，以避免全球性和区域性活动间可能发生 

望复的情形。有人欢迎亚太经社会，获得开发计划署筹备性援助项目下出资的特别 

顼问的协助：正在拟订的区域性妇女方案，但有些代表团的意见是 ，应该尽可能把 

行动方案集中到国家一级，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国家资源和经验、亚太经社会通过了 

第 1 6 5 (x x x i i )  号决议，同意按照成立其他区域训练和研究机构的相同方针，尽 

早成立该中心，并请执行秘书在这方面釆取一切必要指施。

184. 经互会代表把经互舍成员国在社会工作方面的经验，告诉了亚太经社会.

统计

185. 亚太经社会根据“最近人口统计工作小组指告”（E / C N . 1 1/ L. 4 3 0 /  
INF ) ,  “统计专家工作小组掘告”（E/CN. 11/ L.4 2 4 / IN F）等资料性报告和 

秘书处关于议程项目6 的说明，审查了秘书处的统计发展活动。

186. 亚太经社会强调，发展活动应该建立在健全而有系统的统计基础上；它一 

般地支持了秘书处概要说明的统计方案。

187. 有人强调讲习班、讨论会和工作小组等技术性会议在讨论数据的收集和传 

播的新技术及其品质和适时性的改善工作，以及这些方面的经验的交流，十分有用. 

由于缺乏经费，去年在会议日历上的四次会议，只举行了两次。亚太经社会主张， 

対举行秘书处所计划的会议，应该提供必要的财务支助。

188. 统计委员会在第一届会议中已经决定，在第二届会议时，应该参照所获待 

的经验来审查它的职权范围.一九七五年十月举行的统计专家工作小组也审议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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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问题并觉得，最好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于伊朗德黑兰举行统计委员会第二届会议 

以前，再征询一下常驻代表咨询委员会的葸见。亚太经社会核准了这项办法.

189. 亚太经社会认为，任何国家统计工作中，都重视所搜集数据的机密性，但 

它呼吁各国统计服夯单位明智地运用这种机密性规则，使大家能比较自由地获得个 

别性资料，特别使政府内其他便用这种资料的部门能够比较自由地获得它.

190.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秘书处继续密切参与统计的训练事项，包括亚洲统计研 

究所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该所的目的是在提高政府统计服务单位工作人员统计训 

练的水平.亚太经社会又注意到有人在努力从开发计划署争取必要经费，以设立一 

个次区域的数据处理训练中心，印度政府已同意为该中心提供东道国的发利.

191. 亚太经社会感谢地注意到法国政府为区域内法语国家的次区域统计训练中 

心 ，提供两名专家，荷兰政府则禄供了训练研究金，供区域内任何国家之用.荷兰 

政府又从一九七六年三月开始，向亚洲統计研究所提供一名社会统计学教员 ，并向 

秘书处提供一名社会统计和人口统计的区域顾问，为期各两年。经社会又感谢地注注意、

到法国政府提议派遣一名教员给亚洲统计研究所， 苏联政府则提议主持一个统计 

学讨论会。

运输和通信

192.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由于区域中现有的比较紧急的社会性要求，区域内的 

运输能力应该继续予以调整，便它面向发展连结铁路线终站的支线道路（必要时用 

公路），并同时扩大铁路网的基本设施，以增加区域内进一步经济发展和乡村综合 

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内陆运输总载运量 . 这样，就可减低运输的成本，从而扩大农产 

品帘场并便利其分配；它并可便乡村人力富有机动性和提供就业机会。经社会认为 

应该设法，通过各个港口，把生产和原产地区同消费加使用及分配地区连结起来， 

确保运输对乡村的综合发展和支农工业的发展，都能作出充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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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亚太经社会强调需要发展运输的基本设施，以达成亚太经社会在稂食.农 

业、农村发展、能源等优先领域上所订定的目标B

194. 它对公路和铁路方面视行计划项目和各种活动的进展，表示满意，并强调 

尽管目前财务上有困难仍然需要继续进行这两方面的一些计划项目B 它觉得，突然 

结束这些活动，会对现行各种方案 ，产生不利后果。

195.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铁路的宣要性日益均加，特别是在能源情势和燃料成本 

日益增髙的情形下。它确认网状组织系统的铁路运输需要予以修复、现代化并扩大 

大家集中地讨论了减低成本、增加生产力，把铁路设备的利用扩大到最高限度、把 

它们同乡村支线道路上的卡车运输协调起 来 ，构成一套总的协调联运的体系，用以 

提供价廉、有效率而又有协调的运输飴力•

196. 亚太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 ，区域内各国铁路专家联合研究队在铁路和铁路 

运输方面已经展开了有益的工作；此外，区域内还在进行几项调查研究，有计划地 

协助区域内铁路网基本设施的全面修复和现代化。

197. 它注意到在横贯亚洲铁路网计划项目方面所作出的基本工作，并极力建议 

继续进行和进一步加强计划项目的活动便其得以担进和进一步发展.它再次表示希 

望能继续进行这个计划项目而不予中断，以协助发展中国家鉍划并执行经济成本上 

最低而又符合区域中变化不足的需要的有效运输制度：并促进各种便利国际交迴的 

措施。

198. 由于需耍建设运输的基本设施，需要在运输车辆、运输范围和通讯及业务 

的交换系统等基本要素方面提倡采用一致的标准，所以有人认为，也许可以加强这 

项特定的计划项目，并便它把协调联运的这一方面列入到它的构架范围内去.

199. 亚太经社会感谢日本政府主持几次实地调查研究团，尤其在亚洲选路计划 

项目下的实地调查研究；并感谢日本政府曾表示它愿意通过它 海外作业机钩从事測 

量研究.

200. 它注意到 ，为 了在阿富汗超造一条铁路正在进行一项测量，这条铁路总一

- 44 -



步要同伊朗铁路系统连结起来，它又注意到在适当时候，在铁路网的建设工程方面将 

提出技术援助的请 求 ，以完成调查研究工作.

201. 它注意到苏联愿意在照顾到阿富汗远路系统的有计划发展情形下 ，把苏联 

各中亚细亚共和国的铁路伊朗和阿富汗的铁路连结起衆。

202 . 大家感谢地注意到印度、 日本、苏联政府和国际铁路联盟在区域内一般铁 

路研究问题方面所继续提 供 的 慨 协 协助。亚太经社会又注意到印度、 日本、苏联再 

一次提议要继续参加铁路研究专家的联合巡回特派团；并注意到印度提议可利用印 

度铁路技术经济服务处和研究，设计和标准组织的十分可观的经验和专门知识，以 

及印度录示愿意.同区域内其他国冢分享它的经验和技术上窍巧，以促进这一方面鉻 

体自力更生和扩展合作等共同目标。

203. 亚太经社会感谢地注意到苏联政府提议在一九七六年在铁路方面举办一次 

关于工程科学研究和技术人员的训练方法的讨论会和研究旅行，并愿意审议将来类 

似的请求.

204. 亚太经社会获悉，开发计划署对亚洲公路计划项目的援助已经逐步结束. 

不过，还会用预算外的援 助 ，继续从事有关该计划项目的剩余任务和其他活动，但 

资源上的限制会继续造成困难。有人强调需要继续这些活动，特别是促进国际道路 

运输、改进实际公路标准，为鉴别特殊问题的咨询服务、召开会议、如通过讨论会 

讲习班、研究旅行以促进国际交通等其他国际性合作.它核可了业洲公路专家所拟 

订的矢于“道路如道路运输发展方面的技求合作与政府间合作”的新计划项目，作

为亚洲公路计划的后继计划，准备在开发计划旮一九七七 - 一 九八一年周期内执

行。有一国录示对该计划项目有所保留。

205. 亚太经社会强调需要确认交线道路和乡村运输一般地在全盘乡村经济发畏 

方面、特别是在农业方面所起的一份宣要作用。它又十分直视提议中的关于支线逭 

路和乡村运输的经济和工程方面的讲习班。它特别强调发展和修护支线道路初乡村 

运输作为乡村综合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协助小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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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亚太经社会核可了阿富汗的请求，即协助它寻求办法来进行从喀布尔到赫 

拉特直通道路第A - 7 7 号中段的测量工作，这段道路如果修造好了，便可以打开该 

国广大的地区，包括中部各省份，

2 0 7 . 亚太经社会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荷兰、苏联政府提议愿考虑对 

支线道路、乡村道路、道路运输的训综方案提供援 助 ，其中包括讨论会、研究旅行 

等，它也感谢地注意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日本、荷兰政府愿意接受请求在这些领 

域内提供专家咨询的服务.

2 0 8 . 在便利国际交通方面，工作方案已经调整，配合区域内各发展中国家的需 

旻 ，使这方面所采取的行动更为有益，和更加面向成果。亚太经社会强调，在这方 

面应该尽一切努力以避免同其他国际绍织（如民航组织）的活动宣复.

2 0 9 .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万国邮总同亚太经钍会间日益增加的合作，并注意到它 

在区域内邮政服务的改善和现代化工作上所提出的援助。它满意地注蒽到区域邮政 

专家在这方面的工作。它也注意到在设立一个研究和发展中心，一个区域邮政数据 

库、一个区域性高级詧理训练研究所方面所要作的三项可行性研究前调查，可能延 

迟。它促请各发展中成员国利用亚洲和大洋洲邮政训练宇校的设备，并在一九七七 

年开发计划署援助逐步结束时，提供缓助，便该校得以继续.大家注意到 ，万国邮 

盟虽然很想同亚太经社会密切合作，但由于资源有限，特别是因为它政策是优先处 

理国别方案的各项活动，所以目前还不能提出设立万国邮盟和亚太经社会联合办组 

的 提 议 • 它 核 可 了 业 太经社会和万囪邮盟秘书处间在编拟计划的层级上定时举行会 

议•，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

210.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经社会同旅游组织间在旅游方面日益増加的合作，并注 

意到有关旅游事业的各政府间组织的工作方案的协调，将进入初期筹畚阶段。大家 

注蔥到，关于设立一项旅游事业发展基金的适宜性湘可行性的深入研究、关于调查 

了 为 保护游客而采取的备项措施以后拟订准则的工作，和矢于订于一九七六年在泰 

国举行的区域间旅游事业联合讨论会和研究旅行等三个项目，已由旅游组织发交给

- 46 -



它的执行理事会审议；该组织将把它的决定通知亚太经社会，以求在秘书处间进一 

步进行协商，

211. 亚太经社会感谢地注意到亚太经社会、电信联盟、开发计划署向区域肉发 

展中国家就区域中十四国设 立 国家电信训综中心、并向孟加拉国，缅甸、斐济提供 

各种设备等方面作出的技术援助》它注意到， 这些训练设施，特别是在新德里设立 

的高级训练中心，为稳定区域中发展中国家电信服夯事业，作 出 了 极 为需要•的贡献， 

它又感谢地注意到电信联盟协助本区域设立试验和发展中心、从事实地调璧，并为 

亚洲电信网调动财务湘其他资源，

212. 亚太经社会特别注意到通过亚太经社会/ 电信联盟合设单位的协助和协调 

在实现亚洲电信网方面所达成的进步，大冢认为。这个计划项目在规划、督理、特 

别援助引进新的技术发展等领域里提供必要援助方面、以及在向发展中国家就管理. 

电信交通，规划等领域提供额外援助方面，对整个区域是很重要的，它将推进经济 

的电信服务，鼓励其他区域性计划项目的较大合作.各参加国协调人员定期在区域 

中不同国家集团 ，这也对执行工作作出了 不 少 贡献.

213. 大家感谢地注意到 ，除了开发计划署预算项下提供了亚太经社会/ 电信瑕 

盟合设单位的三名专家的服务以外，日本、有兰政府也向该单位提供了三名专家。 

大家强调在亚洲电信网于一九七七一 一 九七八年完成以前，需要在目前水平上对亚 

太经社会/ 电信联盟合设单位继续挺供&助，尤其是因为该单位还要为设立业太电 

信共同体从事筹备工作.

214. 亚太经社会审查了最后拟订亚洲太平洋电信共闻体軍程的政府间专家工作 

小组的掘告（E /C N.1 1 / L.441/ IN F)和 ESCAP(XXXII)/CRP.2/ I N F 号文 

件 《其中载有联合国法律事务厅的建议和评论. 它又通过关于“建立亚洲及太平洋 

电信共同体”的第 1 6 3 (X X X II)号决议，其中除了其他事项外并遨过了它的覃程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澳大利亚代表团声 明 ，它的政府还没有足够时间来研究电信共间 

体的章程，所以保留它的恣度.经社会又注意到苏联代表的发言：他支持通过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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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的决议说 ，章程将允许联合国和亚太经社会中位于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一切成 

员国包括他的国家在内，成为电信共同体的成员.亚太经社会也注意到中国代表的 

发言，他不同意苏联代表的发言，因为他的代表团认为，苏联一般公认为是一个欧 

洲国家，所以没有资格成为电信共间体的成员，因为它不是亚太经社会区域内的国 

家 .不 过 ，苏联代表团觉得，它的国家象中国一样也在亚洲和太平洋区域之内。

21 5.亚太经社会感谢荷兰政府在开发计划署撤消支助时，提供额外支助，向亚 

太经社会/ 电信联盟合设单位提供部分经费；它又感谢电信联盟对实现亚洲太平洋 

电信共同体和对亚洲电信网的有力支持.

航运、港口、内陆水道

216. 亚太经社会称赞了审查年度内所从事的工作，特别是在关于航运政策和机构 

构、人力发展、托运人的合作、港口作业和发展、扩大商船队、加强运费研究单位 

相近商品的统一货运、实现航运上经济统计的统一办沄等宣要计划项目下，向会员 

国和次区域集团提供技术援助的各种工作.

217 . 亚太经社会也核可了航运、港口、 内陆水道方面的各项提议；这些提议载 

在贸易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和运输和通信委员会第二十囚届会议的报告（分别为 

CN. 11/ 1240 / INF 和  E/CN.11/1247/INF) 内 „

218. 亚太经社会欢迎了执行秘书决定在他直接监督下，设置一个航运和港口工 

作人员服务处，以加强秘书处的工作.

219. 亚太经社会重申，贸易的扩展和区域合作的加强要看是否有适当航运服务 

而定 .它强调，需要通过扩大亚太经社会的发展中国家的商船队來增加它们在海运 

中所占的份额.有人对公会运费率一再激增，表示关切.在这方面，有人提议设立 

一个新的区域航运会议，作为管制运费率，确保充分航运服务、和节省外汇的方法.

220. 亚太经社会回頋了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建 议 ，促请秘书处对有关原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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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海运以及处理此种原料和商品的港口设施的计划项目，予以优先.它又强调 

需要审查统一运送相近两品的可行性，以便用适当型式的船只来提供适当的航运版 

务 .在这方面，有几个代表团指出，需要把有关消费者对大量载运大宗橡胶和其他 

相近商品等的反应的可行性研究，当作优先事项采处程。

221..亚太经社会指示秘书处继续在航运、港口、 内陆水道方面提供咨询服务。

222. 亚太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发达的海洋国家提供的泔务和专家援助，其中包 

括日本和法国政府提议举办讨论会；荷兰政府提议举办专家小组会议、逬行研究工 

作和提供专家援助；挪威政府提议举办讲习班、提供咨询服务和进行研究工作；联 

合王国和日本政府提议提供专家援助a

223. 有些代表团提到亚太经社会题为“关于航运和港口的安排”的第 160 (XXXI) 
号 决 议 ，强烈表示它们的立场称，按照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这项决定，航运 

事务应该设立一个单独专有的机构。有的其他代表团表示需要改组并改变现有的运

输和通讯委员会.

224 . 亚太经社会通过了第 I 6 8 ( x x x i i ) 号决议，把现有的立法性的运输和通 

信委员会改组成两个支部，一个支部专门处理有关航运和港口的事务，另 一 支 部 则  

处理运输和交通事务„ 一 个 代 表 团对该项权议的序言知分第二段，表示保留。

情报和交换所职务

225. 一九七四年亚太经社会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三十届会议：除了其他事项以外 

赞同了秘书处情报和交换所职务的重要性 ，并承认这个职务是来来活动的一个重要 

领域，秘书处后来对情报管理问题进行了周密的审查，其中包括于一九七五年二月 

召开了一次专家会议，后来又成立了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内部委员会u —项关于一 

般性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提案的大纲已载于有关亚太经社会情报和交换所职务的说 

明内（E/ CN.1 1/ 1264/ INF ) , 提交亚太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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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6 . 亚太经社会宣新强调了 秘 书处在从事本区域情报转让方面所应采取的重大 

作用。大家承认，各国迫切需要范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技术情报，以加速它们的 

发展。在缺少一个有协调的系统的愴况下，各成员国和联合国系统所已获得的大部 

分情报都散失或很少被利用.亚太经社会赞同 E/ C N .1 1 / 1 2 6 4 / I N F  号文件秘书 

处的说明内所载关于考虑到财政资源现有情况以改组秘书处内部情报资料特别是加 

强总图书馆的提案，这个计划将涉及使用电算机以管理和检索有关情报.经技会赞 

赏地注意到日本政府愿意在此领域与秘书处合作.

2 2 7 . 亚太经社会认为采用机械化系统来管理内部情损资料将为以后加强秘书处 

区域情报转让方案提供一个适当的基础.在过去一年左右，世界各地已在发展旨在 

完成某些具体目标的情报系统方面作出了广泛的努力，而此项工作还在扩展中.因 

此 ，经社会促请秘书处加强其协调各个转让有关发展的情报的系统的工作.它强调 

常驻代表咨询理事会应经常获悉这方面的进展情况，并建议向经社会第三十三届会 

议提出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损告。

有关主要区域计划项目和区域机构的进度报告

湄公河下游盆地勘察工作协调委员会

2 2 8 . 亚太经社会审査了湄公河下游盆地勘察工作协调委员会（湄公河委员会） 

执行干事编制的年度报告草案，并听取了委员会主席的介绍性发言》

2 2 9 . 虽然委员会几乎有一年未能举行会议，有几位代表仍然对执行委员会工作 

方案上所达成的进展，并对维持了相当大的冲劲一点，有好评.亚太经社会记得， 

湄公河委员会是应经社会二十年前的决定而设立的：并且充分证明了区域合作的价 

值 ，希望该委员会最近将来能够重新继续进行所有的活动，

230. 亚太经社会注蒽到去年的.各种成就，包括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内执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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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重新定居计划项目、第二期水力发电计划项目方面的进展，巴蒙主流最适度的利 

用和下游作用研究，以及其他有关内陆航行、农业发展、渔业，矿物勘察（特别是 

钾碱的发现）、公共卫生，环境问题研究等.

231. 亚太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在湄公河委员会工作方案中，大家特别注意到许 

多影响到生活质量的有关问题，同时还努力从事于准备利用尚未加开发的水力资源 

的重大任务，以普遍地加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232. 亚太经社会获悉，许多合作国家.联合国和各机构、世界银行、亚洲发展 

银行，各私有基金对湄公河委员会工作，继续加以令人满意的支持；又开发计划署 

资金一时周转不灵引起机构支助资金上严重的短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由包括印度 

尼西亚在内的其他来源所继续不断作出的捐助而暂时抵销了.亚太经社会感谢地注 

意到荷兰提议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以前担保二十五万美元，又法国认捐三万美 

元的赠款，其目的是让沿岸国有时决定它们将来在该计划项目中的合作，并让其他 

可能的捐助国有时间来作认捐，湄公河秘书处的未來地位稳定以前，继续工作。大 

家认为：各国在双边基础上提供大批专家，准备参加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是令人 

鼓舞的现象。

233. 亚太经社会欢迎有些合作国家继续表示支持，有几国表示更进一步支持， 

特别是日本、联合王国，新西兰以及在南娥计划项目的第二期工作提供支助的澳大 

利亚；亚太经社会希望，依照章程正式组成的湄公河委员会全体，将尽早得在亚太 

经社会主持下举行会议，以决定如何利用其新的资源，

亚洲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岸外联勘协姿会）

2 3 4 .亚太经社会收到岸外联勘协委会第十二届会议报告（E /C H . 1 1/ L .4 1 9/ 

CONS) ） 技术咨询小组第十一届会议的报告、为执行东亚国际海洋探测十年（海测 

十年）方案（同政府间海事委员会合办的）联国工作小组第一届会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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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5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岸外联勘协委会进入其业务的第十年，而应马来西亚 

政府遨请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十二月六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下一 

次常会就是它十周年纪念会.

236. 在 此 ，亚太经了土会況议，岸外联勘协委会目从一九六六年成立以来，同它 

执行单位即开发计划署支助的东亚岸外勘探区域项目一起，促进了发展中成员国间 

的合作，这件事得到联合国各机构间的特别注意：；它证明成员国之间在大规模区域 

性勘察工作中的有效的合作；它发扬了为发展而转让科技的能力；它在发动双边和 

多边援助方面发挥了催化作用；它直接关系到能源和矿物原料的发展，这是亚太经 

社会高度优先办理的工作.经社会审议了上述各点并获悉该委员会于其第十二届会 

议时拟订了一项把该计划项目延长至一九八一年并予以适当扩张的提议，使它与开 

发计划署下次方案拟订周期同时并进.

237. 亚太经社会获悉，岸外联勘协委会主持下的普查工作已经着实地刺激并加 

速 了 成员国集中开发它们岸外碎屑矿物和碳氢化合物资源的工作.例如，在菲律宾 

“磁项目”的航空磁测已经测量过菲律宾巴拉湾西北岸外地区，该次测董结果便我 

们对该地区碳氢化合物的储藏获得更佳的了 解 ； 最近进行的盲目钻探也获得令人乐 

现的结果。在泰国，在暹逻湾已经发现几个天然气泡凝聚矿床，勘探工作也已在泰 

国西岸外大陆坡（安达曼洚）进行中。在该区域，有一次在水深2 , 6 2 9 英尺处进 

行盲目钻探的油井，已经打破盲目深水钻探的世界记录。此外，岸外联勘协委会的 

工作活动和训练方案着实加强了各国技术人员执行岸外测量和有关研究，管理国家 

岸外资源有秩序的发展工作方面的能力.

238. 亚太经社会很髙兴地获知，在岸外联勘协委会计划项目办事处协调下，印 

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马六甲海峡测量矿物潜藏的联合方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的协助下已在执行，.德国为此指拨了一百万马克，以供使用。海峡沿岸区域的陆上 

测量部分，已经完成.为这项测量工作，大韩民国同意提供一套雷迪斯特导船设备 

及两名维修和操作技术员。大家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一个优良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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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亚太经社会获悉，在海测十年方案的五年（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O 年 ）执  

行期间，几个岸外联勘协委会成员国在同东业以外国家的合作上，取得了 相 当 重大 

进展，这些国家包括溴大利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美国，后者一国在 

方 案 中 差 不 多 投 资 了 一百万美元。待方案完成以后，那就会导致新的地质学原则， 

否则便会对现有原则有深刻的了解，这都可以在东亚区内相其他区域的海中、陆上 

帮助发现新的成矿区域碳氢化合物地区，

240.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 ，计划项目办辜处去年继续向岸外联勘协委会的发展中 

成员国提供顾问、实瑚服务工作，并用颁发研究金、组织训练讨论会办法，加强了 

训练方案。法国和荷兰在无补偿的基础上向计划项目办事处提供专家，分别进行第 

三纪前的碳氢化合物蕴藏和第四纪地质学的调查工作 。 技 术 研 究 做 出 来 了 ，同 有 关  

海洋科技和海洋矿物资源调查的国际机构的合作亦在进行。经社会感谢教科文组织 

政府间洋委会同岸外联勘协委会特别在执行训练方案方面的合作。

241. 在岸外联勘协委会的活动获得了动力的同时，业太经社会对最近突然大幅 

度削减对岸外联勘协委会财务支助几达五十万美元，深感遗憾，并认为这会严宣影 

响到它的活动.经社会注意到，虽然开发计划署一九七六年財政情况恶化产生全球 

性的影响，不过，这个计划项目公认是国家间计划项目中最好的一例、且开发计划 

署助理署长在太经社会全体会议的发言中亦提到是极关重要的一个计划项目，遛 

如此严重影响，实在不幸.

242. 亚太经社会促请开发计划署重新审议它的决定，至少恢复它对岸外联勘协 

委会所削减的捐款的一部分.经社会了解，在开发计划署增加其财务支助以前，岸 

外联勘协委会不得不倚赖合作国家的援助和成员国家的捎款• 在岸外联勘协委会和 

计划项目办事处因有关东亚碳氢化合物勘探活动的工作矢系，因成员国需要加速发 

展矿物资源，其责任日益加重的时候，经社会希望合作国家和成员国一定会尽快提 

供援助，以免减低岸外联勘协委会和计划项目办事处执行指定任务的能力.

243. 矢于这一方面，亚太经社会感谢澳大利亚、 日本、 国、德意志联邦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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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荷兰、瑞士、联合王国、美国等国政府在岸外联勘协委会活动期间对各项活动 

所作的捐款。经社会也注意到苏较专家在岸外联勘协委会第十二届会议和它技术咨 

询小组第十一届会议的审议中所作出科学上的贡献.

2 4 4 .亚太经社会在本届会议上获悉，日本除实物上捐助以外，还将在日本一九 

七六年财政年度内对计划项目办事处捐助两万美元，但以国会核可为限；又荷兰将 

作相等于7 5 , 0 0 0 美元的捐款。

24 5 .亚太经社会特别高兴地获悉，泰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却愿意在从泰 

国政府观点认为有此需要和合理时，考虑增加它对岸外联勘协委会的支助初捅款.

246. 亚太经社会获悉，岸外联勘协委会已经接纳太平洋群岛托管领土为成员， 

又由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本国专家表示有兴趣，所以岸外联勘协委会将遨请该几位 

专家参加计划项目办事处将来组织的训练讨论会。亚太经社会了解，该委员会愿意 

欢迎柬埔寨和越南南方共和回來作为成员国积极地参与活动，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 

又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成员国的身份或以合作国家的身份参加岸外联勘协委会.

247. 亚太经社会获悉，岸外联勘协委会愿意同新近成立的东盟石油理事会无分 

合作 .有人认为，由于所有东盟国家也都是岸外联勘协委会成员，所以应该同该理 

事会维持密切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有关各国石油资源的有系统评价、技术人员的 

训练、碳氢化合物研究方面必要的国家设备的设立等技术性领域逬行合作。有人提 

议 ，可以同东盟石油理事会密切合作，组织一些未来的训练讨论会.

248. 亚太经社会又获悉，岸外联勘协委会将在海洋污染、沿海区发展管理方面 

特别是有关碳氢化合物，碎屑重矿的岸外勘探和开发工作，同联合国总部、环境方 

案和有关组织继续合作.

南太平洋岸外地区联合勘探协调姿员会（南太平洋岸外联勘抽委会）

2 4 9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该委员会一九七五年九月在所罗门群岛霍尼亚拉举行第 

四 届 会 议 的 报 告 (E/CN11/ L .420/ CON S )  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前往各参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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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调查团的建议（E/ CN.11 / L .4 2 5 / CONS) .  它又注意到 ，国际海洋委员会同 

南太平洋岸外联勘协娶会在国际海洋探测十年的范围内联合主办的一个讲习班，九 

月初在斐济苏瓦举行，并为一星期后该委员会举行的会议提供很有用的建议备其审 

议.

250. 亚太经社会强调，这个方案作为支持和协调各太平洋岛屿国家在勘探和发 

展矿物和其他海洋资源上努力的一种方法，有其重要性。这些资源极其有限的小岛 

国家愿意在它们领海外的地点参加巡航，分用它们的设备，都证明它们有兴趣参加 

这个合作办法.这个方案也证明是在勘探技巧方面训练工作人员的一个有价值的办 

法。同时，这个方案作为国际性海洋学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也有重要性。大家对 

开发计划署在一九七六年最后四个月内停止资助一事，表示关切。大家希望开发计 

划署能宣审该项决定，以避免在已经有所发展的方案中发生中断现象。

251. 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苏联、美国等支助国家，都重申它们继续对这 

个方案有兴趣，并表示继续愿予支持。教科文组织代表提到这个方案在把科技适用 

到发展上去的宣要意义，并说，教科文组织愿继续尽可能予以援助•

区域矿物资设发展中心（区域资发中心）

252. 亚太经社会对秘书处报告所称开发计划署一九七六年不能提供资金来任命 

一位协调员，表示失望.大家希望，可以从其他來源获得资金，以期在最近将来能 

够任命这位协调员.又希望尽早设法把该中心迁移到万隆.

253 . 亚太经社会分同一项提议：即早日派遣一个特派团，前往各发展中国家， 

以重新评价它们对该中心在服务方面的要求，并确定各方对该中心章程草案，作业 

计划、资金来源管理等事项的意见.大家同意应该举行一次政府间会议，根据该特 

派团的报告，审议这些事项，以期这成协议.

254. 大 家 对 德志联邦共相国、日本、荷兰等三个支助国家捐助五位专家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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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表示感谢• 大家又感谢地注意到 ，印度尼西亚又重申除愿意在提供东道国的便 

珣以外，另作现金捐款；又在一九七五年财政年度内，预期日本将在一九七六年捺 

出十万美元，以支助中心的工作，并将继续提供专家服务.

台风委员会

25 5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台风委员会第八届会议的结论和建议（E/C N .1 1/ 1244/
CONS)，它的工作对直接、间接受台风影响的各国有重要关系.

256.大家强调需要由开发计划署在現行计划项目于一九七六年底结束后，继续 

加以支持. 大家感谢地注意到日本政府提供的支助，其中包括防洪预报示范系统， 

亚太经社会一九七六年六月在日本主持举办关于社区准备和防灾的讨论会。 一九七 

六年内适当时间在无偿的基础上向台风委员会秘书处提供一名专家.

气象组织Z 亚太经社会热带气旋小组

257.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 ，技术支助小组已经在新德里成立，由印度政府提供东 

道国的便利，且即将举行的会议就要核定各项提议，向开发计划署和其他机构提出 

请予援助（E/C N .1 1 /L .426/ Co n s ).

258. 大家注意到这个方案对参加国和支助国家的价值。

关于亚太经社会第158(XXXI )号决议的执行：执行秘书的建议
丨 丨 丨 丨丨丨丨 ！

2 5 9 .亚太经社会回顾到它关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助的业太经社会区域训练机 

构的第 I5 8 （ (XXXI)号决议：注意到执行秘书关于执行该项决议的报告和建议（E/
CN. 11/ 1251/ 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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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亚太经社会对执行第1 58 (X X X I)号决议上的进展，表示满意，称赞执行 

秘书和秘书处在提议一项按步就班的执行办法、为设立一个单一的政府间理事会而 

拟订一个行动办法和一项时间表、设立一个协调委员会、为每个机构设置一个咨询 

委员会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工作.

261.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 ，为执行第1 58( x x x i )号决议中建议而通过的标准： 

是对准正确的方向的，它赞赏地注意到同有关政府进行协商的过程，

262.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 ，提议中单一的政府间理事会将在制定各种谐和一致的 

政策和预算的执行，发挥关键性推用，从而会对区域机构的各项方案和活动，促成 

一种统一的探讨态度，并促成它们在业务上较好的协调•

263.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 ，各区域机构的协调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在拟订有效的 

方案的方面亦会起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避免工作上的重复并尽可能对有限资源善加 

利用.经社会请大家注意对高水平专门知识的需要，特别是在区域机构里的咨询發 

员会.关于这一点，有人认为，在选择咨询委员会成员时，应该考虑到各成员所釆 

自的不同经济制度和地理区域.

264. 关于执行第158 (X X X I)号决议的建议，亚太经社会注意到几位代表认为 

有关单一的政府间理事会的法律文书性质上应该相当尽求广泛，使各区域机构在业 

务上应有的灵活性，不致受到拘束.又有人认为，区域机构的进行中方案和活动， 

不应受到不利影响；它们在学术方面自治地位和特性应予保存；它们与亚太间三级 

的体制关系应该明确；不必要的标准化和统一应该予以避免。大家又注意到一个代 

表团的看法，即在设立单一的政府间理事会以前，应该先规定一套制订政策的程序。

265. 亚太经社会虽然支持上述各点，但它注意到某一代表较早的保留意见，即 

区域机构方案初活动的协调程序是否也可以遐过各机构的干事会议來执行。该代表 

团认为，提议中的三级体制可能引起浪费时间的官僚作 风 ，结果妨碍区域机构集中 

力量来处理它们的研究和训练方案•

266. 亚太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总部把各区域机构的执行机招职能移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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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联合国，特别是技术合作办事处、和开发计划署的充分合作之下，这些职能 

将在一九七六/ —九七七年分两阶段移交.它注意到有人认为，秘书处需要动员它 

的资源，以确保这些执行机构的职能可以有效地执行.

267. 关于单一的政府间理事会的成员，亚太经社会注到有的代录团认为应该 

对区域机构的东道国家特别考虑给予永久的成员资格

268.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某一代表团认 为 ，为单一的政府间理事会成员分配所提 

议的标准，没有考虑到捐款的数量，它只考虑到地理上分配和东道国的捐款.各成 

员国的捐款既是自愿的。这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会不利地影 

响到捐款的数量。所以，该代衰团建议，该理事会成员十五席中，四席应保留给四 

个区域机构的东道国，三席应由根据捐款数量来选举，其余八席应根据地理分配来 

选举•

269.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由于开发计划署目前财政状况，区域机构的资源受到严 

重的削减，深表关切。有几个代表团称资区域机构的工作, 并强调需要让它们在合 

理的水平上继续工作，便它们能够協助区域内许多发展中国家、 内陆国家、最不发 

达国家的发展过程，经社会希望情况将迅有所改善，并希望开发计划署一九七六年 

后 ，至少在它从前投入水平上，宣新再作捐款。

270. 在此，亚太经社会感谢地注意到荷兰政府为了哬应帮助改善情况，慷慨提 

议捐助为数达8 0 万盾的区域研究金，又法国、新西兰、联合王国、苏联提议供给 

专家、顾问和其他援助；详情参备讨论有关各该机构的各节.

271. 亚太经社会认识到区域机构的财蚁状况，注意到有几个代录团续请大家注 

意区域机构之间有协调的必要，以确保有限资源得到最有效的便用.

272. 亚太经社会赞同一项请求，即区域机构未来的方案应向最不发达国家、内 

陆国家、岛屿国家提供较多的训练机会，以满足它们的具体需要。

273. 亚太经社会希望，单一的蚁府间理事会成立时，将就区域机构的方案和活 

动 ，同常驻代表咨询委员会保持协商，在此同时，它又一般地赞成执行秘书在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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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1 1 / 1251/ CONS 号文件内的提议和建议，它又通过 了 第 1 6 6 (XXXII)号关 

于执行这些提议和建议的决议，

亚洲统计研究所

274. 亚太经社会根据亚洲统计研究所计划项目代理经理兼所长提出的C/ CN.11， 
1257/ CONS 号文件，审查了该所一九七五年三月至十二月期间的报告。它满意地 

注意到该所在促进区域内统计工作的发展上，作出有价值的贡献.在第一个阶段， 

区域中二十八国家共派遣390人参加该所举办的五个普通研究班，每班为期十个月。 

五个高级研究班，七个国别研究班或次区域研究班.

275.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 ，该所已经进入为期五年的第二个阶段，由于开发计划 

署削减对该所的捐 款 ，执行全部业务方案将有些困难。不过，它预期要尽一切努力 

使该所的工作得以继续.一九七六年中，计划有另一个普通研究班、 两个高级研究 

班，两个国别研究班.经社会感谢地注意到日本政府作为东道国继续作出支持，法 

国，联合王国、苏联政府提议在无偿的基础上提供专家的协助，它又对荷兰政府已 

经提出的援助，表示感谢.

276. 亚太经社会着宣指出统计工作在发展事业的关键性功用，敦促各国务须把 

足够的资源拔给国内时统计蓼夯，使统计工作能在发展寧业发挥预期的功用.关于 

这一点，它又敦促各成员国政府向该所说明它们所需要的统计训练、遣派适当的人 

选前来参加该所的课程、增加它们的现金捐款来支持该研究所。

277. 大家向退休计划项自经理兼所长纳伊尔博士表示敬意 ，他从该所揭幕以来 

便在研究所服务，勤勉不倦地为该所成立的目标而工作•

亚洲发展事业管理中心（亚发中心）

278. 太经社会审议了亚发中心理事会一九七五年的损告（E/C N .1 1 /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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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该中心已经完成了理事会核定的第一期工怍方衆，这一 

期已经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结束；又注意到 ，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 亚太经社会联 

合组织的审查特派团对该中心在它为时两年的第一期中所达成的逬展，表示满意》

280.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 ，该中心第一期内在几个经过选择的方面：进行了一个 

训练和研究的综合方案.

281. 该中心为达成训练的目标，在一九七五年内为高级行政人员及和各国发展 

事业有关的人员，组成了一些训练班、讨论会、讲习班和专家小组会议.一九七五 

年内，参加这些方案的总人数达274人.一九七五年在区域一级上的方案有：关于 

协调各公营企业的专家小组会议、关于探讨农村发展问题的各种途径的讨论会、关 

于拟订和执行国家稂食政策的工作小组、关于计划生育方案方面行政问题的专家小 

组会议，关于城市运输的专家小组会议，又有两个是关于行政方面的训练人员的培 

训的次区域方案：其一是为南亚和西亚的参加人员举办的，另一是为东南亚和东亚 

的参加人员举办的，

282.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 ，该中心又进行了几项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和比软研究 

这些问题多数是该中心举办训练活动领域内的问题.它又进一步注意到 ，这些研究 

中有几项已经印好：分发给区域内各国，其他则在两三个月内分发• 出版物中，有 

关于探讨亚洲农村发展的各种途径的研究报告和一本书，关于管理计划生育方案方 

面的行政问题的几项研究报告，一本关于协调公营企业的出版物、一系列关于东南 

亚各大城市的械市运益问题的研究报告、关于改善几个选定的亚洲国家内公共部门 

管理工作咨询能力的一项研究报告。

283. 亚太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 ，该中心已经在同各国国家训练和研究机构密切 

合作下，开始进行研究和训练活动。例如，在同伊朗政府的国家管程训练中心翱印 

尼政府的国家公共行政研究所合作下：举办了两个关于行政工作方面训练人员的次 

区域培训方案.亚太经社会欢迎关于在一九七六年内扩大这种合作训练和研究方棠 

的提议，并觉得这种方案使该中心在执行它工作方案时得以汲取各国国家机构的经 

验和专门知识，所以成了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良好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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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该中心除了训练和研究活动以外，在一九七五年还完成 

了 两项咨询服务，一次向泰国提供，另一次则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提供的。

285.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 ，该中心同区域内各国政府协商后，按照联合国Z 开发 

计划署/ 亚太经社会联合组织的审笪特派团的建 议 ，为一九七六至一九七八年为期 

三年的第二期：拟订了一项新的工作方案；该工作方案预定在四个主要方案领域内 

即( a ) 管理工作的发展、⑹公营企业管理、⑹农村综合发展、⑴管制方面的行 

政工作，举办一些训练和研究活动.经社会赞同这四个主要方案领域作为该中心的 

新工作方案的根据.

286. 亚太经社会关切地注意到 ，开发计划署在一九七六年削减对该中心预算捐 

助的结果，使中心在一九七六年实行紧缩专业工作人员，减少 了 一些工作方案•经 

社会强烈希望，开发计划署将能恢复所削减的指助数目，便该中心能够继续有效地 

协助区域内各国改善国家在发展工作的行政能力.

287. 亚太经社会感谢地注意到 ，孟加拉国政府决定签署该中心的作业计划，并 

每 年 向中心各项活动作捐款.亚太经社会欢迎其他成员国政府在本届会议上对该中 

心的工作保证继续作援助.它对荷兰政府就荷兰在一九七五年向该中心提供预算外 

特别仏助，以举办两项训综方案，表示感谢.经社会希望，别的政府也会提供这种 

预算外特别援助，以帮助该中心渡过开发计划署一九七六年削减对中心预算捐助所 

造成的困难.

288.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按照中心的作业计划规定已起草了一项章程，准备把亚 

发中心设立为具有自已的法律人格的一个单独的法律实体；但是由于亚太经社会决 

定要为亚太经社会主持下的所有区域训练机拘，设立一个单一的理事会，这样所有 

的机构就只需要一项单一的法律文书，因此没有把该项韋程提送各成员国政府.

亚洲发展研究所

289. 亚太经社会审查了该所理事会的损告（E/ CH. 1 / 1256/C O N S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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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研究所的进展和成就.它满意地注意到该所在一九七五年的各项活动，并赞同 

它一九七六/  —九七八年工作方案的方向和内容•

290.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 ，自从开发研究所一九六四年成立以来，它已经为经社 

会成员国和准成员的2 , 4 5 2 名政府官员，提供了训絲和举办协商会议的机会.在 

一九七五年一年内，就通过研究所区域、次区域、国别训练活动和协商会议，提供 

了 3 7 9外这样的机会• 此 外 ，亚发研究所在一九七五年还在直接有关经社会区域内 

发展中国家的专题上，撰写了三十多篇研究损告，向请求咨询服务的各国政府，提 

供了十三次服务。亚发研究所是亚洲和太平洋发展研究和训练研究所联合会（亚太 

发展研训所联会）的秘书处 ，也为该会提供了服务。

291. 亚太经社会又注意到 ，在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过渡期间，亚发研究所宣重新

订定它活动的方向，并编制了一份计划项目文件草案，其主题是消除贫穷、失业 

和社会不平等• 这份文件是根据几个国家对发展上的需要和优先次序，并同各国政 

府，亚太经社会、其他联合国机构不断协商后，制定出来的.置发研究所第三期工 

作计划的主要特点如下：

( a )  消除贫穷、失业和社会不平等的选定主题符合亚太经社会所订的优先 

次序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的裙抻；

⑸工作计划预期亚发研究所的作用是促进发展上新观念、技巧和方法的 

形成。它执行该项任务一方面要通过亚太发展训所，另一方面则通过双边的安 

排 ，同其他国家或国际机相合作；

( c )  工作计划同样强调区域活动和面向个别国家的活动，特别注意最不发 

达国家和岛屿国家.此外，又仔细地保持了发展的经济和社会两方面之间十分 

必要的平衡；

⑴研究工作是用釆支持训练和咨询活动的，后两项活动预期又将为面向 

行动的研究工作开拓新的领域；

( e )  在执行各项工作活动时提议一般上同国家和国际的机构特别同联合国 

其他区域机均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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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九七五年十月为审查该所计划项目文件草案而设立的开发计划署/ 联合 

国/ 亚太经社会合办审查特派团，赞同地注意到为了宣订该所活动方向而倡议的‘几 

项基本措施”，并阐明了该所的任务是负责统筹各区域机构的发展活动，以便订出 

对发展事业的统一处理的方法。亚太经社会赞同特派团的建议，即研究所应就贫穷 

问题进行有深度和实证的研究.太家认为研究所强调次区域和国际活动的研究工作 

是合乎时宜并关系到各国的需要.

293. 亚太经社会确认，虽然开发计划署已经同意在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每一年 

捐款8 5 0 ,0 0 0 美元，但后来又将它一九七六年捐款减到4 7 5 ,0 0 0 美元. 但经社 

会希望早日恢复开发计划署一九七六年捐款中削减的款额，使研究所能实行它构想 

良好的工作方案.亚太经社会感谢地注意到荷兰和澳大利亚慷慨提供财务上的援助 

请各成员国、准成员及其他非成员国对研究所作慷慨的捐款。它又欢迎法国、联合 

王国、苏联派遣专家的提议。它感谢地注意到儿童基金会、卫生组织..环境方案和 

其他国际组织继续提供援助.

294. 亚太经社会又请开发计划署和亚太经社会区域内外的发达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探讨如何使各区域机构财务长期稳定的办法.

295. 亚太经社会接受泰王国政府愿作研究所东道的提议，在曼谷所拨给适当的 

土地建造永久大楼，并提供百分之二十的建筑赞用。关于这一点，经社会请区域内 

外的成员国和准成员在财务上认捐，以支付大楼建筑费用的其佘部分.

亚洲社会福利和发展事业训练和研究中心（社发训研中心）

296.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E/C N .1 1 / 1255/ CONS 号文件中所报告设立该中心 

方面的进展情形.

297. 亚太经社会在审议该中心的秘书处未来主任的报告时 ，注意到由菲律宾政 

府提供资金的永久性中心大楼，已经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四日揭幕• 但是，由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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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署原提2 50 ,0 0 0 美元捐款数，已经减为131 ,7 5 0 美元，所以该中心的业务 

开始日期不得不延至一九七六年六月.

298. 大家注意到，一九七六年工作方案将因该中心所遭受财务上限制而被迫紧

缩.

299. 几个代表团欢迎该中心的设立，并希望中心早日开始执行其工作方案，对 

区域内最紧急的需要和问题予以优先注蒽.又有人主诂进一步注意国别的训练班， 

亚太经社会欢迎对社发训研中心的下列捐款：（a ) 新 西 兰 除 了 提供一位研究助程时 

服务以外，又预定在三年时间内，捐助1 5 ,0 0 0美元；⑼日本在一九七六年会计 

年度捐款5 0，000美元，但以国会批准为限；此外在一九七五年会计年度内也作过 

类似捐款；⑹印度在两年期间内拟捐 1 0 :0 0 0堯元，其中 5 , 0 0 0 美元业已提供; 

( d )  以色列提议在无偿基础上提供一名专家.

300. 好几个国家极力主张，恢复开发计划署拨给该中心的资金。孟加拉国和马 

來西亚欢迎该中心的设立，表示愿意考虑提供援助.

301. 亚太经社会觉得，中心可以协助发展人力资源，特别是青年和妇女参预发 

展的过程：又可以进行面向行动的研究，搜集社会福利规划工作所需要的数据.

302. 有几个代表团再次强调，'依照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中期区域审査中的韙 

议 ，亚洲社会福利和发展事业训练和研究中心需要为改善社会下层的生活条件，从 

事于发展出综合的战略和技巧的工作.

其他事项

常驻代表和亚太经社会成员指派的 

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

303.亚太经社会收到常驻代表和亚太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的

- 64 -



调置结果和建议的文件（E /C N .l l / L . 4 4 4 /IN F  及  C orr.1 ). 新西兰常驻代潑 

介绍了常驻代表咨委会的损告.大家注意到 ，常驻代录咨委会从经社会上次会议以 

来 ，共举行八次非正式会议和几次非正式会议.亚太经社会对咨委会同亚太经社会 

秘书处所保持的密切合作协商，对它在处理有关经社会会议的工作方案、中期计划 

实务筹备工作和经社会所特别交办的其他事项方面，作 出 了 有 价值的协助，表示深 

为感谢.大家注意到：秘书处应常驻代录咨委会的请求，作了一份 对 一 九 七 六 ——  

一九七七年工作方案的详尽分析。载 在 E/CN.11/ L .445/ CONS 号文件，这是审 

议工作方案时最重要的依据.

3 0 4 .亚太经社会赞同常驻代表咨委会在E/ C N .ll/ L .444/IN F  和 C o rr.1

号文件中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包括一九七六 - 一 九七七年工作方案和优先秩序，

发展规划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次数，技术转让的区域中心，统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举行会议的准则、亚太经杜会继续进行的出版工作等专题.不过，亚太经社会在核 

可常驻代表咨委会的调量结果和建议的同时，又表示常驻代录咨委会应该记得它咨 

询的职能，并应该特别集中其注意力于工作方案，不要忘记各个立法委员会在这方 

面所负的主要责任.大家注意到 ，常驻代录咨委会在全面和 通 盘 地检查工作方案 

在长远基础上处理这项问题等方面：处于一个有利地位，这在亚太经社会目下财务 

困难的佾况，有其重要性。亚太经社会强调當驻代僉咨委会应该继续发挥它咨询的 

作用，并欢迎委员会有效率地保持了会员国政府同秘书处间适当而有建设性的联络. 

亚太经社会请执行秘书审査一下，在曼谷没有代表的各成员国如何派遣代录出席常 

驻代录咨委会会议的办法•

关于接纳图瓦卢为亚太经社会准成员的提议

吉尔伯特和埃利斯耔岛改称为吉尔伯特群岛

3 0 5 .亚太经社会注意到 ，联合王国政府已经通知执行秘书称：一九七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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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埃利斯群岛同吉尔伯特群岛分开以后：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殖民地的名称已 

经改为吉尔伯特群岛• 吉尔伯特群岛现已承担了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作为亚太经 

社会准成员所接受的贲任。

306. 亚太经社会又注意到 ，联合王国政府依照经社会职权范围势五条，并依照 

前埃利斯綷岛，即图瓦卢，政府的请求，将该领土加入亚太经社会为准成员的申请 

通知了执行秘书.

307. 关于吉尔伯特群岛改名和 图瓦卢申请的资料，分别载在 E/C N .1 1 /1 2 6 0 / 
工NF号两个文件内。执行秘书在 E/ CN.1 1 / 1262/C O N S 号说明内请经社会注意 

关于接纳图瓦卢提议所涉及的财政间题.

308. 亚太经社会一致袂定接納图瓦卢为亚太经社会准成员，并认定该岛是在它 

的地理范围以闪.它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核可対亚太经社会职权范围第2 和第 4 
段的修正，它并通过一项同一内容的决议草案，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B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所通过对亚太经社会工作有影响的各项决议和决定

3 0 9 .亚太经社会注蒽到:ESCAP/ I85/ I NF号文件，其中载有对经社会工作有 

影响的决议和决定，这些决议和决定都是经济及社会毪事会一九七五年中第五十八 

和五十九届会议以及大会一九七五年第三十届会议所起过的.

下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3 1 0 .亚太经社会决定，它的下届会议，第三十届会议将于一九七七年三月至四 

月间在曼谷亚太经社会总部举行。执行秘书将袂定会议的确切日期，并将正式遐知 

经社会各成员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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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的决议

161 ( x x x i i ) . 农村发展的综合方案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

蚊经社会所通过载有新德里宣言的第1 5 4 ( x x x i ) 号决议，其中建议 

必须通过人民积极参与规划和执行的过程以实现农村发展并阐明本区域对建立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一个新的发展战略的贡献必须特别集中注意一般人民和改 

善他们的生活素质和生活条件，

又回顾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决定，特别是有关农村综令发展的决定，

审议了关于农村发展，小农和制度改革的《一九七五年经济及社会概览〉）

考虑到 向 亚 太 经 社 会 第 的 文 件 中 中 关于拟订农村发展综合

方案各项提议以及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一午中期计划的有关部分，

又回顾大会第3523 (XXX)号决议，其中敦促所有国家的政府对农村和低

收入阶层的妇女优先予以注意，包括收集关于她们的地位和作用的有关资料， 

注意到农村综合发展对促进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的重要关系，

在本区域特别影响农村地区的普遍贫穷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广大

幅度，______________

(1) E/ C N .ll/ L . 437/ CONS.

(2) E/CN. 11/ L .439/ CONS.

③ E/ CN. 11/ L.4 3 2 / 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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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日益注意农村发展的问题，

确认妇女在本区域内多数国家的发展过程所起的重要和特别作用，

但注意到农村发展领域内的活动在本质上仍旧是片断的和局限的.结果对

农村发展的种种问题只发生边际的影响，

确信需要对农村发展采取结合多学科的综合处理方法周时需要有政洽上 决心

和承担，使农村部门获得一切资源的适当分配，从而保证有社会正义的成长， 

确认由于认识到农村人民富有创造力量，拟订一项农村发展综合方案，试

图将全部农村劳动力导入经济主流，并防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点流动，必须以如 

下主要各点为基础：

⑻认识地方的需要和愿望；

㈦ 估量每一地区天赋的资源和潜力；

⑹创造一种科学精神使现代科学和技术为发展农村经济而腋务；

⑹通过以农为基础的工业及和作物生产相关的活动以创造就业机会；

及

⑹建立和进一步加强组织上和制度上的工具以加紧促进农村的复兴和动员; 

⑺进一步研究土地改革的各个方面及其执行所引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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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促进和执行农村发展的责任主要落在各国政府的身上，

认为可能有机会进行次区域和区域合作以协助各国处理农村发展的问题， 

特别认为在为农村发展提供有关通盘构想范围及在次区域和区域一级同有关机 

构和组织密切协询，进行协调和执行这方面的活动，委员会可以起重要作用，

考虑到若干国际机构在农村发展方面的方案和活动，

基于共间愿望：要减除本区域的普遍贫穷并保证现有资源最大限度和最佳 

的利用以求在农村发展方而获，结果，

1. 请各成员国政府日益注意农村发展问题，包括采取旨在拟订农村发 

展综合方案的政策，

2. 亚太经社会的各个立法委员会及常驻代表和亚太经社会成员国所 

指定的其他代表的咨询委员会在其讨论和晃议中加紧注意安排和执行同农村发 

展有关的活动，考虑到要保证妇女充分参与制订和执行农村发展项目，同时必 

须特别注意照顾最不发达和内陆国家的需要，

3. 请执行秘书参照亚太经社会的讨论，与有关机构和国际组织合作拟具 

一项关于农村发展和土边改革的详细工作方案，并采取一切有助于方案成功执 

行的必要措施，包括召开一次政府间专家会议和一个区域会议，并就这个问题 

向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一份进发招告.

4. 促请各成员国，和所有其他发达国家继续并尽量沿加对亚太经社会各 

戚员国的援助以执行有关农村发展的活动，

5. 请 名国际机构和组织参与有关农村发展的各项活动并协助其成功的执行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五O 九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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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 x x x i i ) .  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

回顾关于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的大会第3251 (X X IX )号和3461 
(X X X )号决议，

又回顾特别强调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的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各项决 

定， '

又回顾载有新德里宣言的委员会第154(XXXI)号决议，其中建议发展中 

国家尽量在适当情况下通过真正的技术合作遂渐增加使用它们为适应本国需要 

而发展的科技和利用本国国内的自然资源，并促请在执行委员会工作时，尽量 

利用区域内的技能、能力和专门知识，

注意到本区域发展中国间技术合作的巨大潜力。这不仅要依靠传统形式的 

互相合作并且要通过配合发展中的成员国的能力和窬要的新创办法加以发挥， 

但要照顾到保持质量和标准的需要，还要通过共同努力以解决具体的共同问题

认识到本区域发屐中国家间在双边和多边的基础上有相当高水平的技术合 

作 ，以及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主要在于针对促进这种合作的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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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意识到对于本区域发展中国家间进行技术合作的能力及其对发展需要 

的关系普遍缺乏知识和认识，并意识到加强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和潜在能 

力的认识和信心的重要性 ，

考虑到这个方面的区域间合作的范围和潜力以及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的 

共同目标，

认识到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 范 围 和 潜 力 以及发展中国家间为促 

进发展和自力更生而进行的相互合作的组成部分，

又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中捐助国与受援国之间应无所区别，

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是为了增加可以获得的援助总量，包括发达国家 

目前和可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而作出的努力，

着重指出必须尽量把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在互利的基础上智作一个广 

义的和灵活的概念，

又着重指出必须特别注意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和发展中岛国的需要和能力，

赞 赏 地 注 意 到 开发计划署和亚太经社会采取主动，于一九七六年二 

月至三月在亚太经社会总部召开了 一次关于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区域会议’，

对亚太经社会作出努力，编集关于亚太经社会国家间顼有的训练设备和咨 

询服务的咨料表示欢迎.

1 核可关于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开发计划署和亚太经社会合办的区 

域会议作出的结论和建议；

④ E/ CN. 11/ 1265/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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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求 亚太经社会各立法委员会特别注意于其各自部门内加强发 

展 中 国 家 间 技 术 合 作 ，不 仅 通 过 传统形式的合作，并且通过新创的方 

法，利用促进投资的会议，贸易谈判等不同的方式，把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的能 

力和需要配合起来，又视需要把工作方案引导到这个方向；

3 .重申亚太经社会作为提高本区域发展中国家间技不合作数量和质量的 

区域中心和协调点的作用；

4. 执行秘书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便通过同其他区域委员会交换资料和经 

.验以及通过联合规划活动来进一步加强区域间的合作；

5.  又 请 执行秘书考虑扩大并发展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适当措施，

并就其调查结果向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6. 促请包括亚太经社会在内的区域级国际组织：

⑹不断地特别注意促进本区域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活动的制定和执 

行；

(b )  偶有需要时，协助发展和加强国家一级的行政和组织基层结构以促进 

本区域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

(c) 在执行发展项目和活动时逐渐增加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分包和其 

他安排，及其专家、咨询服务和设备的利用；

( d )  加强训练和学习技能的方案以便加强本区域发展中国家彼此互相 

协助的能力；

⑹制订旨在满足本区域国家具体共同需要的创新性活动；

⑺加强收集和传播关于本区域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能力和需要 

的情报；

( g )  在各国拟订和执行其工作方案、测报和评价这些方案的执行 

以确保提高其质素和效率时日益强调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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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促请亚太经社会发展中成员国采取必要措施以便为促进发展中国家间 

技术合作在国家一级上制定和加强制度上的和其他的安排，

8 . 进一步促请有能力这样做的亚太经社会发展中成员国在可能和可冇 

的范围内提供最大的援助以协助执行亚太经社会的工作方案,特别是通过提供 

和资助训练设备来协助直接与促进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有关的活动和研究金 

方案；

9 - 要 求 发达国家通过尽量提供充分的财政和技术援助，包括资助发展 

中 国 家 间 的 专 家 交 流 和 发 展 中 国 家 、亚太经社会和发展国家间的三角 

安排，以支持所有这些促进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倡议和措施，

1 0 .又 请 执行秘书将本决议的全文和委员会本届会议有关本问题的讨论递 

交开发以补充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区域会议的报告，并把这件事看作 

本区域对将于一九七七年举行的关于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全球会议的贡献6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五 O 九次会议

- 73 -



163 ( x x x i i )  . 建立亚洲及太平洋电讯共同体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深信需要以符合本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确保平衡发展亚太经社会区 

域的电讯服务，

鉴于本区域目前电讯服务的迅速发展和亚洲电讯网的执行情况，考虑到需 

要在和计划中电讯服务的详尽规划和曹理工作方面进行合作，

认识到需要在区域内建立一个协商组织,以解决可在区域基础上加以 

处理的电讯事项，

确认需要建立永久性机构使区域内各国电讯组织的规划工作和业务安排互 

相联结起来，

1. 核可关于核定亚洲太平洋电讯共同体章程政府间专家工作小组的报告， 

并通过《亚洲太平洋电讯共同体章程》

2. 敦促各成员和准成员尽早签著该章程，并交存其批准书或接受书；

3. 请 执行秘书和国际电讯联盟合作就财务安排并就一九七七年八月或在 
此日期后尽 早召开大会和管理委员会的开幕会议和建立亚洲太平洋电讯共同体 

秘书处，作出一切准备工作；

4. 又请有关捐赠国和机构特别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内在初期内对亚 

洲太平洋电讯共同体的建立和业务提供一切可能的协助；5 要求

各成员和准成员政府对早日建立亚洲太平洋电讯共同体和建立后业 

务方面的准备工作，给予充分的支援。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 五 O 八 次 会 议 ~

5  E/C N .1 1 /L .4 41/ I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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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x x x i i ) . 建立区域技术转让中心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

回顾关于提议在印度建立技术转让中心的第1 5 9 ( x x x i ) 号决议，

赞赏地注意到执行秘书采取行动任命了一个区域专家小组，并安排了必要 

的资源以完成可行性研究和关于这个项目的余面掘告，

重 申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迅 速 工业化进程中，技术起重要的作用，而 

适合区域成员国需要的技术发展和技术转让是更充分利用资源的最重要条件之 

一，技术能力的改善将对消除贫穷、提高生活水平、展开迅速工业化的进程、 

加强自力更生作出贡献，

认识到国际会议都对消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给予一贯的

强调^ ⑥

注意到 关于建立区域技术转让中心的可行性研究和项目报告

1. 建议依据委员会第159 (XXXI)号决议在印度建立区域技术转让中心，

2. 请 执行秘书充分照顾到联大第3 3 6 2 (S -v i i ) 号决议第三节和第 

3507( XXX )号决议的规定，

3. 要求执行秘书向一切从事发展世界性技术转让系统的国际组织和机构, 

特别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密切工作，并于适当时 

就及时建立提议的区域中心一事谋求各该组织和机构的协助，

(6) E/C N .1 1 /L. 442/ I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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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 执 行 秘 书 向 一 切 有 关方面磋商，以便于提议的区域中心的职权范围最 

后确定后，采取一切有关建立该区域中心的必要步骤，包括召开政府间会议在 

内，

5. 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 8 9 6 (L V II )号决议 

的规定亚太经社会为该项目的执行机构.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五O 九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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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 x x x I I ) . 成立亚洲和太平洋妇女和发展中心

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娈员会，

回顾联合国大会宣布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六年为妇女和发展十年的第3520 
(X X X )号决议，除了别的以外，还要求各区域委员会拟订和执行有效的战略 

以便在区域一级和在次区域一级上促进《世界行动计划》的目标，作为优先事 

项办理，

又回顾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的葶1 4号 和 2 6 号决议特别注意到研究资料 

和情报的缺乏妨碍了关于提高妇女地位的各项发展战略和方案的拟订，

注意到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核可了《亚洲计划》及其中对区域行动所作的

建议

复回顾关干《加强妇女在发展事业所负任务的区域行动计划》的第157 ( XXXI ) 
号决议，其中除了别的外，曾请执行秘书及早执行《亚洲计划》并核可伊朗政 

府向委员会所作的提议，即以东道国的身份邀请在伊朗成立一个中心，作为亚 

太经社会的一个机构，

1-同 意 采用委员会成立其他区域训练和研究机构的相同方针来成立这个

中心并使其尽早开始办理业务；

2. 请 执行秘书为此目的采做一切必要措施，包括最后核定《项目文件》， 

和伊朗政府磋商关于东道国政府的义务以及举行政府间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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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又请执行秘书保证该中心执行职务应辅助大会笫3520 (XXX)号决 
议提议成 立 国际研究所，在其成立后所执行的职务；

4. 要求各成员国和其他关心的国家作出为保证该中心有执行业务所需经 

费的自愿捐款； 

5. 敦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依照支助其他现有的区域机构的办法尽早 

对该中心给予财政上的支持；

6. 又教促其他联合国机构，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国家和国际机构和机关， 

基金会，个人和其他捐助者对该中心给与财政和技术上的援助；

7. 请执行秘书向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1 第五O 九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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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6 6 ( X X X I I )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助的区域训练研究机构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

回顾其第 1 5 8 (X X X I)号决议，内中规定通盘审查并协调联合国开发 

计 :支 助 的 亚 太 经 社 会 各 区 域 训 练 机 构 （即亚洲发展研究所、亚洲统计研 

究所、亚洲发展事业管理中心、和亚洲社会福利和发展事业训练和研究中心） 

的方案和活动，并使其一体化，

注意到执行秘书为召开区域研究所第一次理事会/ 咨询委员会联席会 

议并为召开一次关于制订执行委员会第1 5 8 ( x x x i ) 号决议的行动方向的 

指导委员会而采取的行动，

注意到执行秘书关于区域机构的报告，(7) 并认可报告内的建议和提议.

深切感谢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各与会国政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最后核 

定在马尼拉建立亚洲社会福利和发展事业训练和研究中心一事所作出的贡献，

© E /C N .11/1251/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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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总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区域研究所的执行机构 

职权授予亚太经社会并同意为此目的提供必要的资金一事作 出 了 有 利 的 反 应 ，

对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目前的严重经济状况及其对现有和提议成立的区 

域研究所执行业夯的直接影响，深表关切，

回顾其第 1 2 3 (x x v i i i ) 号决议关于按照亚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 

( 现为亚洲发展研究所）理事会的建议，使该所进入笫三阶段并保证该所永 

久坤位的决议，在该决议中委员会决定该所应成为一永久性组织，并应继续 

作为联合国支助的区域机构而工作，

注意到亚洲发展研究所的现有房舍，是由泰国暂时提供的，只可使用至一 

九七七年底.

又注意到泰王国政府在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提议，向亚洲发展研究 

所永久提供各种东道国的便利，并为该研究所在曼谷提供一块地及捐助百分之 

二十的造房费用，

1 . 请执行秘书与有关政府密切协武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以执行委员会的 

第 l 5 8 ( x x x i ) 号决议，包括：

⑻ 于 一九七十年建立有关所有区域研究所的单一政府间矜事会，其钼织 

应以下述标准为基础：

㈠东道国政府的代表享有永久席位；

㈡在轮流的基础上的地域代表制；

㈢区域成员政府的捐款，及 

㈣照顾到最不发达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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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于一九七六年建立技术一级的协调委员会，以便帮助协调各区域研究

所的方案和业务、使其一体化，并于建立单一政府间理事会的过程中 

提供协助.协调委员会在执行其职务时应特别与东道国政府进行密切 

持续的协商；

(C） 于一九七六年为每一个区域研究所建立一个专家咨询委员会，以便在其 

个别实质方案范围内对他们提供协助；

⑴行使现有理事会/咨询委员会的职权直至单一政府间管理理事会于一九 

七七年开始业务时为止。

2 . 恳切呼吁亚太经社会所有成员和准成员、其他捐助国、有关机构、基金 

会和机构，慷慨地考虑向区域研究所提供额外或新的捐款，以便改善它们目前 

的经济情况，并向它们：特别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呼吁，请作出一切努力保证 

区域研究所长期的经济稳定，

3. 请执行秘书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协助改善目前区域研究所的经济状况，

4. 请执行秘书就向亚洲发展研究所提供东道国便利的最后决定同有 
关政府协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5. 请 执行秘书就所取得的进展向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曰

笫五O 九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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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 x x x i i ) .  世界粮食会议各项决定的执行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

亚洲粮食问题的巨大并铭记联大祭二十九届会议交付给世界粮食 

理事会执行世界糗食会议各项决议和协调联合国各机构活动的任务：

1。请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与世界粮食理事会充分协作并支持其执行此项 

任务的努力，以便加速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

2 - 敦促有能力这样做的国家向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慷慨捐献，以便该基金 

能于一九七六年以内建立，

3 . 敦促各国尽其最大努力使到了世界粮食理事会举行第二届会议（一九 

七六年五月至六月）的时候能达到世界粮食会议所提议援助粮食一千万吨的目

标。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五O 九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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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X X X II). 关于海运的法律安排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

回 顾 《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以国家、 

区域和国际行动增进发展中国家的无形贸易，包括海运的收入，并回顾发展中 

国家的国营航运公司应该逐渐增加并承载各国对外贸易所产生的大部分货运，

铭记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除了别的 

以外进规定作出一切努力：

( a ) 推动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公平地参与世界海运吨位；

⑼制止和减少日益提高的运费率，以减少发展中国家进口和出口的费用，

关切地注意到一九七三年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船队载重净吨联合起来只 

占世界船队的百分之三，

确认亚太经社会区域的发展中国家的货运业，拥有成功地发展海运业的餘力， 

特别是在下列各个领域：

(a) 扩充本区域的国家商船队，

(b) 探索加强发展海运的区域和区域间合作的可能性，

⑹促进发展中成员国平等地日益增加参与世界承运吨位和贸易，

⑹为扩展发展中国家贸易维持一个公平合理的货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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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执行上述建议可以大大有助于加速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

确认区域经济委员会需要将其海运活动与其他联合国或国际组织（例 

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非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 

经济委员会和西亚经济委员会）关于海运的活动相协调，

表扬执行秘书所建立的海运和港口工作人员服务处的良好工作，

回顾第 160 ( x x x i )号决议决定海运和港口事务在原则上应该由单一的一个 

机构来处理，

1. 决定将运输和通讯委员会改组如下:

A. 委员会改组后应改称为“海运、运输和交通委员会”，

B. 该委员会应具有两个单独分立的支部，一个支部专门处理有关海 

运和港口的事务，另一支部则处理其他一切有关运输和交通的事 

务，

C. 改组后的委员会应每年举行会议，委员会应以同样的时间分别审 

议两个支部的事务；

2. 又决定立即建立一个特设政府间小组,以拟订改组后的委员会的职权 

范围。 特设小组应及早将其建议提交现有的运箱和通讯委员会下届会议审议，

然后再将各该建议提请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核可；

3. 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逐渐增加对该委员会活动的支助；

4. 又 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继续对该委员会提供协助，以发展海运和 

港口；

5. 又决定在目前期间,有关海运和港口的现有安排应予继续。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

第五一O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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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9  ( X X X I I ) 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和岛屿国家的特别措放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重申关于《亚洲经济和发展合作的喀布尔宣言》，

又重申关于《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区域贡献的新德里宣言》

回顾《利马宣言和工业发展和合作行动计划◊〉，

又回顾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大会第3362( S - V I I )号决议，

注意到关于为内陆发展中国家建立特别基金的大会第3504 ( x x x ) 号决议，

1. 吁请各成员国尽其所能
给 予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和岛屿发展中国家以有利的待遇，帮助取得 

协调和平衡的发展；

( b )对 于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和岛屿国家的贸易需要给予特别注意；

( c ) 协助本区域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和岛屿国家改变其经济结构；

2. 又要求各成员国采取实际的措施便利内陆国家自由通住海洋并减轻本 

区域内陆国家在过境方面的困难，借此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援助；

3. 请执行秘书就本决议的执行进度向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和内陆 

国家问题特别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提出推告。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曰

第五一O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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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XXXII).一九七六 -  一九七七年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和一九七八一 

一九八一年中期计划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

回顾载有判定优先行动领域的《科伦坡宣言》的第 140(X X X )号决议，

又回顾载有《新德里宣言》的第 154 (XXXI)号决议，其中敦促在亚太经 

社会的活动尽量发挥本区域的技能、能力和专门知 识 ，特别敦促执行综合工作 

方案，通过自力更生的合作，作为本区域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贡献，特 

别注意改善普通人民的生活条件和葉质，

赞扬常驻代表和亚太经社会成员指定的咨询委员会审查两届会议期间内，. 

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的贡献，

又注意到一九七六----- 九七七年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巳予修改，以便反

映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和上一年度亚太经社会各立法机关会议的讨论结 

果 ，

------九七七年

审议了一九七六----- 九七七年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⑩和一九七八一

一九八一年中期计划，⑧

赞赏地承认一些成员国为亚太经社会执行其各项活动已向其提供和正在提 

供的协助，

对 特别由于开发计划署裁减财政上的援助便目前财政上受到极大约束，因 

此严重地影响到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的执行，表示深切矢怀，

( 8 )  E / C N .11/ L . 4 45/CONS.
（ (9) E / C N .1 1 / L.4 3 4 / cons.

⑩ E / C N . 1 1 / L .436 / CONS
(11) E/C N .1 1/ L .432/ CONS.

欢迎提交亚太经社会审议的补充文件，其中包括一九七六 
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的分 析 某些部门工作方案时说明：®

- 86 -



1. 确认在执行工作方案时，对于已经同意的和立即有利于本区域人民 

的优先领包括农村发展和鼓励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等必要项目必须加以 

特别注意;*

2. 请执行秘书依照以综合和多科目的方法来处理发展活动。把秘书处的 
现有资源组织起来以便保证有效地执行这些优先项目；

3. 敦促亚太经社会的各立法委员会以高度的实用态度和选择的方法来 

审议在不同科 目 的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特别注意避免和其他国际组织已经进 

行的活动发生重复，对于各项将须执行必要活动的核心工作的认辨和执行给予 

注意，并保证核心工作如有任何增加必须同时减除另一些活动或对某些活动给 

予较低的优先，或在可以办得到的限度内设法增加资源；

4. 又敦促亚太经社会的各立法委员会•熟悉其他国际组织，包括区域和 

次区域的其不同科目内的各种活动以免发生工作上的重复；

5. 请执行秘书：

(a) 从为亚太经社会各届会议编订的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中把那些以现有

资源能够执行的活动清楚地认辨出来；

(b) 和常驻代表咨委会协商定出一项办法以更准确地指出工作方案和 

优先事项内财政资源的分配；

6. 又请执行秘书加紧采取措施以保证工作方案执行方面的测报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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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请 常驻代表咨委会同执行秘书协商并支持他对工作方案不断作出一般 

性的评价，同时注意到各立法委员会在其不同科目所负的主要责任和考虑到它 

的咨询任务；

8. 又请执行秘书参照会东居会议的讨论采取必要的行动、修正一九 

七八至一九八一年的中期计划；

9. 要求发达国家尽量对工作方案内的各项活动作进一步的财政支援；

10. 又敦促发展中国家在可行的范围内尽量协助执行工作方案内的各项 

活动，包括以当地货币捐款；

11. 呼吁有关国际组织增加支持工作方案内的各项活动；

12. 请开发计划署于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通过第二个发展周期的指 
导方针时充分支持亚太经社会扩大了的方案要求，又请署长在重新估计对各区 

域项目的援助、决定优先次序时与执行秘书密切协商以便亚太经社会能在比较稳定 

的基础上进行活动，从而达成本决议所列举的各项目标。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

第五一O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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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的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

311 . 亚太经社会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笫五一O 次会议上，核可了一九七 

六至一九七七年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 现将那个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载列于下。

导 言

312 . 在一九七四年三月至四月于斯里兰卡举行的亚太经社会笫三十届会议 

上，大家“有一个共同意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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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 4 6 9 ,第 2 0 2 段 ）， 在第三十届会议议定的一项反映出新的优 

先事项的修正工作方案，已提交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审议。 （同上，第 451 
段 ）

313 . 按照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发出的指示，亚太经社会曾商同常驻 

代表和亚太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并棂据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二届 

会议以前举行的各次立法委员会会议的讨论情况，详细审查并修订了一九七六至一 

九七七年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这项做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㈠替整个亚太经社会制定出一个互相关连的、多部门的和面向行动的工 

作方袞，这个方案是处理区域发展问题，尤其是各优先领域的问题的 

一种整体性方法.这意味眢一个趋向，目的在于摆脱那种纯粹以部 

门为基础，把工作方案分割的传统做法，

㈡小心挑选互相加强、并对这一地区的发展将有最大影响的方案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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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些方案和计划，在执行上应有最大的成功机会，也必须有一 

段合理的构思酝酿时期；

㈢在工作方案中结合亚太经社会的基本作用，这些作用包括：(a)进行研 

究和调查、(b)提供讨论和谈判的场所、(c)给予技术援助、(d)作为一个 

资料交流所；

㈣给实体性方案和计划下较明确的定义.至目前为止，方案、计划和 

各种不同的工作之间相当混淆，其中有好九种工作又是属于经常性质 

和管理性质的工作；

㈤保证各种具体的工作尽可能达致具体的结果，并与相关方案的各组成 

部分产生直接的关系，反过来说，也对整个方案产生直接的关系.

3 1 4 . 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和亚太经社会各附属机构，在编制这个方案时， 

曾根据经济及社会理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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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经济及社会方面的工作方案和优先事 

项，会议时地分配和有关问题，以及文件的管制和限制。 在编制方案时，曾特别 

尽力保证工作方案在执行大会第3201 ( S -V I) 和第 3202( S - V I )号决议所拟 

定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方面，在执行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决定方 

面，能构成一项有效的区域性贡献。 此外，还特别注意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 

术合作。

一致行动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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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在执行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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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间互相合作的办法。这 

种尝试可从修订工作方案的内容明显地看出，那个方案的用意是要对该区的发展问 

题制定一项整体性的处理办法.

316. 联合国系统还通过各种机构间联合部门歳单位以及区域一级的机构间 

协调工作，特别是在题为“加强并协调联合国各区域机构”的经社会第119(xxv  
I I ) 号决议范围内进行的区域一级的机构间协调工作继续进行一致行动和协调工作。 

亚太经社会在与该区有关的贸易发展活动方面，继续与贸发会议与国际贸易中心广 

泛合作。 亚太经社会和万国邮盟合作执行的业务，已日渐壮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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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机构间协调已有了进一步 

的加强，

317 . 在制定整体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时，已与有关机构紧密协商，并详细 

地审议了它们送来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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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执行世界 

方案中的知分计划。

c . 新的体制安排

3 1 8 . 体制安排方面在审查期间发生了如下的主要发展。 为了促进贸易的 

扩展，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签订了 < 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冢贸易谈判釦一号协 

定 》（《曼谷协定》）• 在电讯领域里，政府间专家工作小组已拟订了《亚洲太 

平洋电讯共同体章程>的最后定稿• 现在，成立这个电讯共同体的步骤正在开展中， 

在这方面，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亚洲及太平洋电讯共同体的 

笫 1 6 3 (x x x u )号决议• 在社会发展领域里，根据亚太经社会第158 ( x x x i )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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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在马尼拉成立了亚洲社会福利和发展事业训练和研究中心•

D . 秘书处事权的分散和加强

319. 关于将执行机构的职能交付给亚太经社会的问题和加强秘书处的问题 

已经有了进展。

E . 文件的管制和限制

320. 按照内部的安排和上级机关的指示，已经继续不断的实行管制文件的 

措施，包括事先规划在内。 在减少文件数量方面亚太经社会成功地达成了秘书长 

定下的指标。 此外，正尽力保证文件早日完成，让与会者有足够的时间加以研讨。 

在这方面，由于各主要委员会的会议是在亚太经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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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办一件相当繁重的工 

作 。 为 了 今后避免这些困难，使遵照亚太经社会议事规则第二条采玫行动更为方 

便，因此建议在暂定会议日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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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 . 工作方案的执行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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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 

不更改或放弃某些计划项目，或者改变项目的优先次序， 因此亚太经社会一如过 

去，让执行秘书斟酌情况，在其认为必要时，更改或缓办计划项目，或于核定的工 

作方案范围内改订一些计划项目的优先次序。

322. 在优先的基础上，收集、编纂和出版统计资料，以支助整个综合工作方案



解释性说明

323. 已对工作方案的现有格式 作 了 修改，以便叙述三个不同层次的工作： 

方案、部 分 和 具体工作.这些类别是以按照大会第 3043 (X X V II)号 

决 议 的 联合国两年期方案预算和中期计划为根据的.

324. 方案是指广泛的工作范回，方案的工作范围和秘书处各司的工作范围 

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例子： “原料和发展”，

325. 方案组成部分为有关方案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期限是中期性的 ，例如: 

在 “原料和发展”的方案下有“原料的区域和分区域合作”这样一个组成部分.

326. 具体工作是指那些有具体成果，所需时间可以相当准确地计算出来的 

工作（如研究、会议.技术援助，等等）. 例 如 ，在 “原料的区域和分区域合作” 

这个方案组成郁分中，有定于一九七七年完成的关于木材、棕搁油、黄麻、木薯淀 

粉及其他问题商品的研究.

327. 就每一项具体工作，提供了以下资料：㈠工作性质；①㈡亚太经社会内

(2)
负责这项工作的主要单位：（三）亚太经社会内的参加单位；㈣亚太经社会外的参加单 

位；㈤时间表；以及（六）资源（现有的和预期的两种）③.

328. 草案第一节载有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认定的五个优先领域内的综合工 

作方案，这些方案是：(a)发展粮食和农业；(b)开发、使用和保存能源；(c)原料和发 

展；(d)发展和转让适当技术；(e)外部财源.

①指以下各类别：

(a) 技术援劫 

(b) 研究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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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第二节载有其他工作领域的工作方案：包括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 

家以及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别措施，

330. 各方案所采记号如下：

记 号

⑴ 发展粮食和农业 01
(2 ) 开发、使用和保存能源 02
(3 ) 原料和发展 03
(4 ) 发展和转让适当技术 04

(5 ) 外来财政资源 05
(6 ) 发展规划 06
(7 ) 工业发展 07
(8 ) 住房、造房和物质环境规划 08
(9 ) 人类环境 03

(1 0 ) 增进和扩展贸易和货币安排 10
(1 1 ) 发展航运，港口和内陆水运 11
(1 2 ) 发展运输 12
(1 3 ) 发展通讯设备 13

(c) 情报的搜集与散发 

( d )  通过会议进行讨论和谈判

② 技术合作股参与大部分具体工作.

③ 常=常设员额； 咨 =咨议；

区=区域顾问； 外=预算外员额.

资源栏所指者与“亚太经社会内负责这项工作的主要单位”相关*



(14 ) 发展旅游事业 14

(1 5 ) 开发矿物资源 15
(1 6 ) 开发水利资源 16
(1 7 ) 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以及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

别措施 17

(1 8 ) 社会发展和福利的政策与计划 18

(1 9 ) 人口政策与方案 19
(2 0 ) 统计发展与服务 20

331. 每一方案组成部分构成了一项次级分类，如方案：发展粮食和农业 

( 0 1 )项下的方案组成部分：改进农业计划湘政策编为01. 1 ; 方案：发展运输 

( 1 2 )项下的方案组成部分：国际交通的一般运输规划和促进编为12. I 等等•

332. 具体工作的旁注是以数字记号顺序排列；例如：具体工作：审査和 

分析农业发展计划及其执行，包括挑选的个案研究，编为01. I (—）等等.

333. 为使工作方案尽可能按实际与联合国两年期预算和中期计划联系起 

来 ，所拟工作方案的起迄期间是经社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结束至一九七七年年底为

止.

334. 工作方案并未列出各主要立法委员会的会议.它所载有关亚太经 

社会所能提供的区域咨询事务的情报则载于附件之中.

3 3 5 . 按照定义，最高的优先次序应为第一节中各项工作的执行，即五项 

优先领域的工作方案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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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优先都门的工作方案

A . 方岽： 发展粮食和农业（0 1 )

本区许多发展中国家粮食的生产和供应尚未能满足需求.各部分日益增长的人口都应得到足够的营养，最易受害的人群尤应不断地得到足够的营养. 

继续进口所需的基本食品和农业必须品使稀少的外汇资源负起沈重的负担从而影响到全面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现• 投入品的价格相对高昂，使情况更加 

恶 化 . 因 此 ，特别主要地是，改进农村计划和政策使其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目标相—致》在各国和整个区域内提商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的生产， 

改善分配，以及获得粮食的稳定供应• 这项方案的目的是要在国家一级和区域一级上促成这些目标•

B . 方案组成部分

1 改进农业计划和政策（0 1 .1 )

各国农业发展计划和政策的目标与措施将予以审查，其实际的抆行情况，包括农业部门的成长型态和成长率将在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目标范围内加 

以审查• 关于农业奴划和为达成这些目的而采取的农业政策松弛的主要问题将予以分析；同时根据这些分析拟具克服这些问题的适当建议。 此外还将审査 

发展粮食和农业的其他可行政策措施和制定在国家一级和区站一级上可行的行动准则• 在改进政策分析.农业规划、方案的拟订、项目的制订和执行等.方面 

权向各成员国提供技术棱助.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㈠ 审 查 和 分 析 农 业 发 展 计 划 及 其 (b) 
执行情况，包括选定的个案玢究

农业 发展規划、统 

计

粮农组织 继续中

t ) .向成员国提供关于农业规划、政 (a) 
斧分析和项目执行的咨询服务

农业 - 粮农组织 1976

时 间 表

资 源

现有的 预 期 的
(人工月） (人工月 >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6 — — — - - -  -

- • 10 - - - - -



b . 方案组成部分:

% 发沿广业的若本 ( 0 1 .2 )

分析改造基本设施， 包括安排的政策和方案，并制订改进这些政策和方案的准则. 将 特 别 注意为小农服务的各种农村机构，包括有关 

灌溉与排水、农产品的运输、通讯、农业合作社 .销售、投入和产出的信用的农村机构.

c . 具 体 工 作 ：

亚 太 经 社 会

时 间 表

资

源

工

作

性质

内负责这项工作

的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常

現有的 
{人工月 ）

咨 区 外

预期的 
( 人工用）

常 咨 询 区 外

㈠研究为小农服务的农村机构， 

包括合作社在内，以提高它们提供包括 

信用、农村就业机会和在不同的情 况 下 

提供其他鼓励措施等在内的各种投入的 

.效能

0>)

⑹

农业 发展规 划 、

社会发展

粮农组织  

劳工组织

1976—1977 22 -  -  6

t ) 关于提高为小农服务的农村机 

构的效能的讨论会，讨论包括诸如提供 

信用、增加农村就业机会和提供刺激等 

方面的问题

⑻ 农业 发展规均、

社会发展

精农组织， 

曰本

1977 6 -  -  10

B . 方案组成部分:

3 . 稳定和扩充稂食供应（0 1 .3 )

在例如在所提议的《世界粮食安全国际约定》中所拟议的国际性政策的范围内，通过各国内部和区域一级在采购、储存、分配和增加粮食供 

应等方面采取的长期和短期的充分措施，建立商品平稳计划，



C . 具体工作：

工

作
性
质

亚 太 经 社 会 内      

亚太经社会内的参加单位  

   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㈠ 亚 洲 大 米 贸 易 基 金 ：为 早 日 执 ( a ) 农业 国际贸易、发

行工作而采取的后继行动，包 括 深 入 研 (b) 展规划

究本区域的大米经济和编制基 金 的 业 夯 (d)

•细则

㈡ 关 于 大 米 的 区 域 合 作 和 亚 洲 大 ⑷  

米贸易基金的业务问题的政府间工作组

农业 国际资易

㈢ 对 《世界粮食安全国际约定》

(a)

农业 运输和交通.

作出区域贡歃 (b)

(d)

国际贸易

四  对粮农组织关干世界农业发 

展远景的研究作出区域贡献

(b) 农业 统计、发展

五  专家小组就本区域农业发展的 

远景研究进行的协商

(c)

(d)

农业 发展規划

亚太经社会

外

的参加单位

开发计划署、 

资发会议，货币

基金组织. 

世界钱行、核 

农组织，亚发 

银行

粮农组织，货 

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亚 

发银行

粮农组织、亚 

发银行、东南 

亚农业中心、 

儿童基金会

粮农组织，亚 

发银行、 曰本 

粮农组织、 曰本



B  .  方 衆 组 成 部 分 ：

4 . 农业生产多样化和粮食资源的於存 ( 0 1 .4 )

必须更加注意农业生产和农民工作的多样化以及增加粮食资源和农民收入的问题。特别需要注意次等谷物的生产问题，考虑到低收入者的需 

要和竞争购买这种次等谷物作为牲畜饲料的问题。

c . 具 体 工 作 ：

资 源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亚太经社合内 亚太经社会外

这项工作的 的 的

主要单位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时 间
现有的 

表 （人工月）
常 咨 区

预期的  
( 人工月）

外 常 咨 区 外

（一）关于选定的收成后的工业技术（b ) 工业、住房 

的研究① 和技术

农业、发展规 核农组织

划

1 9 7 6 -
19 7 7

« 进 行 关 于 种 植 模 式 和 销 售 政 策 ( b ) 农业 

的区域研究和调查：以促进粗粮的生产.

贸易和消费

㈢ ( a ) 关于设立研究潮湿热带国 ( b ) 农业 

家的粗精、豆类、根 茎 和 块 茎 的 区 域 研 (c)

究所的可行性研究

( b ) 关于拟订一个研究粮食,和 

豆类的区域方案的协询工作

发展规划、 国 

际贸易

粮农组织 1976 -

1977

8 ，

粮农组织 1976-

1977

20 12

24

（四）关于促进粮 食 生 产 和 贸 易 的 讨 （ a)农业 国际贸易

论会

㈤关于促进同例如牲畜、渔业和（切农业、国际 

林业等农业产品有关的贸易的区域合作 贸易

的研究

粮农组织、荷 1977

粮农组织 1 9 7 6 -
1977

农业

6

12



㈥ 关 于 亚 太 经 社 会 区 域 内 的 发 展 ( b ) 工业、住房 

中国家适用的农用工业技术的讨论会 （d ) 和技术

4 -  - - ~ 3农业、社会发 展 农组织、工 

展 发组织，儿童

基金会、日本

① 因 为 第 0 4 . 2 (四) 号项目而延期执行•

B „ 方案组成部分:

5 . 增加农业必需品的供应（0 1 . 5 )

本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遭遇的最紧急问题之一是如何获得农业必需品的适当供应。以増加它们国内根食的生产。 所有必需品必须以适当的 

数量和合理的价格提供，并在农民，特别是小农需要的时候提供给他们。这个组成部分的许多工作都是亚洲农业产品及必需品计划的工作。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亚太经社会 资 源

作

性

质

内负责 

这項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

内

的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常

現有的 
(人工月）

咨 区 外

的
幻
区

期
工

預
人
咨

(

常 外

㈠ 设立区域农机中心 ⑻

（C）

(d)

工 业 住房 

和技术

农业 工发組织，精农 

组织开发计划署

1 9 7 6 —

19 7 7

12 - 6 10 - - - 14

a  进行研究，以 评 价 提 高 农 业 生  (b) 

产所需的必需品的需求和供应

农业 发展规划 粮农组织 19 7 6 5 - 10

㈢

作计划

关于化肥生产和分配的 区 域 合 ⑼

⑹

⑷

发展规划 农业、工业， 

住房和技术，

国际贸易

粮农组织，开发 

计划署、工发组织

1 9 7 6 -

1977

4

1 10



㈣ 化 肥 销售、分 配 和 使 用 方 面 的 ⑻  

区域合作 （C）

⑷

（五）农药销售、分配和 使 用 方 面 的 ⑻  

区域合作 ⑹

(d)

（六）促进小农在粮食生 产 方 面 有 效 ⑻  

利用肥料的训练班 ⑻

㈦ 改 进 本 区 有 机 肥 的 使 用 的 计 划 （切 

(c)

（八）关于农药的市场分配和生产问  
题的政府间会议 ®

㈨ 亚 太 经 社 会 和 工 发 组 织 合 办 关 ⑸  

于农药生产和推广的区域座谈会

农业

农业

农业

发展親划

工业.住房 

和技术

工业.住房 

和技术

发展规划、 粮农组织，荷 兰 1 9 7 6 -

国际贸易 19 7 7

发展规划 稂农组织，荷 兰 1 9 7 8 -

1977

发 城 划 粮农组织，荷兰 1976

农业， 工业.住 粮农组织、开 197

房和技术， 自 发计划署 1977

然资源

农业 工发组织、粮 1 9 7 6 -

农组织 1 9 7 7

农业，发展規划 工发组织 19 7 6

63 10

6  1 0  - 54

5

3 -  2

1 - - - 3

2

2）因为笫0 1 . 5 (九〉号项目而延期执行.

B . 方案组成部分：

6 . 制定营养政策< 0 1 .6 )

营养方案和政策对本区各发展中国家是极为重要的. 目的在于不断注意这个问题，帮助各会员国制定适当的营养方案和政策.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亚太经社会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作

性

质

内负责 
这項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常

現有的 
(人工月）

咨 区 外

預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㈠对稂食生产和消费情况进行比 

较性的分析，和本区对粮农组织在国家 

一级制定营养政策的世界性活动作出贡

农业 统计 粮农组织 1 9 7 6 -

1977

8 12 - 12

㈡从评价各种土地使用方式的效 

率的角度.研究不同来源的蛋白质的供求 

关系

(b) 农业 发展规划、

社会发展

粮农组织，卫 

生组织，教科 

文组织

1 9 7 7 8 - - 22 ■ -  -  -

（三）关于人口变化、精食和营养需 

要的研究

(b) 人口 农业 粮农组织 19 7 6 12 2 - 一 - - - -

B .  方 案 组成部分:

7 . 制定本区的农业资料计划：并调查当前的发展情况（C 1 . 7 )

这个方案组成部分的主要工作是系统地搜集、保存和改进关于本区的粮食和农业情况的最新基本资料，同时把这些资料散发给各成员国。 根据 

这些资料对当前的发展情况进行审查，包括尽可後預測农产生产在短期内的主要特点•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  

负责这项工作

的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參加单位

资

現有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预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㈠ 编 写 关 于 当 前亚太经社会区域 农业 国际贸易、工业住 粮农组织日本 继续中 24 -  -  4 -  -  — 1|,

的粮食和农业情况的审查报告 ⑻ 房和技术发 展  

规划，社会发展人口, 
统计



统计

㈡在全球性的情报及早期警告系 ⑻ 农业 统计人口、社会 粮农组织，日本 1 9 7 6 — 12 -  -  24 - - 24

统的结构内提供区域农业情报和預测服 （C） 发展 1 9 7 7

务，包括改进国 家 的作物产量预湖系

统

农业

㈢关于作物产量预测和收成估计 (b) 农业、 自然 湄公河 粮农组织，气象 1 9 7 7 4 -  -  4
自然资源

1 ' ■

的讨论会，包括探讨在这方面利用遥远 ⑹ 资源 组纸， 日本 2

感測装置的可能性

—  103

A .  方 案: 能源的开发、使用和保存（0 2 )

本方案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对当前的重要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这些问题包括不能充分供 应 能 量 以满足日益知加的需求、 当前能源的高昂价格、 消 

费者对能源的浪费和越来越依赖石油为主要能源的历史趋势。在各项提出的工作中，将继续注意能源问题在社会、人口和环说方面的问题.

B . 方案组成部分：

1 . 能源的勘探、开采和生产（0 2 . 1 )

目的在于协助制定国家能源发展方案；促进包括石油、天然气，煤和褐炭、潜在的水电能源和非传统的资源等各种本地能源的勘探、开采和生产; 

在分区域和区域一缀从事协调工作；改进能源公用事业的行政、 营业和财务管理；以及促进生产後源工业中各类人员的训练.

C . 具 体 工 作 ：

资 源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现有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预期的  
(人工月）

外 常 咨 区 外

㈠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如下的长期

技术援助：



(a) (由一个能源主力队伍）有 协 ( a ) 自然资源 

调地规划後源的调查、开发和

管理和鉴定高度优先项目，随后

(b) (由特别队伍）③ 对 根 据 組 ( a ) 自然资源 

成部分(a)的调査结果选定的能

源部门提供详尽的建议和援助，

同时

(c) ( 由一个特别队 伍 ）③负责能 ( a ) 自然资源 

源公用事业的行政和商业管理，

包括财务方面的问题和能源关 

税的制定

㈡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以 

开发和利用非传统能源

㈨ 优 先 计 划 包 括 ： ( a ) 自然资源

'关 于 低 质 煤 的 燃 烧 的 技 术 ⑻ 自 然 资 源

指导

关于利用风能和太阳飽的 ( a ) 自然资源 

专家工作组 (d)

气 关 于 发 展 农 村 能 源 的 巡 回 ⑻

1976 及 24  4 - - 102
以后

1977 及 9 - - 8 - • 36
以后

1977 及 9 
以磨

1976-  2 3 - - - 12
1»77

开发计划署 1976 4 - - 8 - - - -

1977 9 36
讨论会 (d)

气 ④ 协 助 各成员国执行生 物 ㈨  

气技术和利用讨论会所认 

定的项目

工业住房和 

技木

自然资源

气  (4) 利用适当的建造材料和⑻  

设计协助建立一 般 模的 

生物气原 工 包 括 生 物

工业•住房和 

技术

自然资源

工发组與赛农组餵续中 12 2 1

织、卫生组织

工发組ft梦农组 戧续中 6 2 1 - -  -  -  27

 卫生组织



六 @ 关于为太平洋岛屿国家( a )工 房 和  

建立环绕在生物气发生厂( d ) 技术 

周围的农业综合系统的讨 

论会

⑼长期计划包括：鉴定各种非传(a)自然资源 

统的能源,编 写 关于高度优先 

项自的可行性研究前的研究报 

告，包括对項目的执行提供咨询意见

®

（三）搜集、分析和散发下 列 有 关 资 ( c ) 自然资源

( a ) 电力供应，包括核子发电（出 

版 <亚洲和太平洋的电力》 ）

( b )  能源的供应和开发

自然资源

工业、住房 

和技术

统计

工发组织粮农组 

织卫生组织

毅科文组织

1976~  - - - - 10

1 9 7 7

1977 及 6 - - - 3 - - 24
以后

继续中 14 - - - 3 - - 4

（四）搜集、编纂和出版有关能源的 (c)统计  

统计资料

㈤ 关 于 农 村 电 气 化 的 讨论会和 考 ( d ) 自然资源

察

㈥ 关 于 电 力 输送和分配系 统 的 讨 ( d ) 自然资源 

论会和考察

㈦ 对 农 村 电 气 化 的 资 金 问 题 的 研 ( b ) 自然资源 

究

㈧对气轮机和传统存储式的和抽 ( b ) 自然资源 

水蓄能式的高峰符合水电站的作用的研 

究

自然资*

工业住房和 

技术

世界银行、亚 

发银行

继续中 2 - - - 8

1976 4 .............................................6

1976— 

1977

1977

1976 2

5

6

3



㈨ 关于促进能源开发方面区域和 

分区域合作的研 ( 6 )

( b ) 自然资源 1 9 7 6 -

1977

2 - - -

㈩ 对石油和天然气的远洋运输的

研究

(b) 纩运和港口 

人员服务处⑦

1 9 7 6 -

1977
- - - -

③初步工作将同0 2 .1  (a) 的能源主力队伍土作结合•

④ 由 工 业 、住房和 t'.术 员 会 在 0 4 .2 方朵 ;.‘组成么分 i i 过 ，现 在 列 于  02.1(a) 

(5)  初 少 工 作  02. 1 主 工 作 结 合 。

⑥ 初步工作将同 0 2 . 1 (a)的能源主力队的工诈结合。

⑦ 执行秘书宜接管鉍的海运和浍口人员服夯处。

—

 1
0
6

 

B. 方察组后部分：

2 . 能鉍的佐用（0 2 .2 )

目 时 于 纟 韻 辆 概 制 ，诚 各 髓 部 门 ，即 魏 、 工业、 农 业 財 s 締 雜 舶 ! 自 贴 当 类 酗 據 以 ， 狀 触 m 雜 术 和  

方法，改 人 员 的 训 幻 方 法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亚太经社会内

这项工作的 的'

主要单位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资 源

现有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预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一）关于能源危机对某些特定国家 

的发展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研究

（b）发展规划 自然资源 世界银行 1976

（二）关于在国家、分区域或区域范 （b）自然资源 工业、住房和 工发组织 1977

围内使用液体天然气问题的调查® 技术

㈢对以削减能量需要为基础的小 （a）工业、住房 自然资源、发 工发组织 继续中

型工业发展方案的规划提供技术援助 和技术 展规划

1 9 7 6 -
1977

3

2

㈣ 关 于 多 国 公 司 在 燃 料 的 投 入 和   （b）发展规划 国际贸易

分配方面的作用以及它们的价格政策的 

研究

2㈤ 关 于 适 合 发 展 中 国 家 所 拥 有 能 ⑽ 自 然 资 源 工业、住房和 工发組织、教

源的各种技术及在发展中国家转让这些 技术 科文组织

技术的研究®

（六）对 工 序 需 要 较 少 能 量 的 特 定 工业、住房 

部门的问题提供技术援助 （c）和技术

工发组织 1977 12 - 2 "

（七）关于能源市场的变化对贸易和（b) 国际贸易

支付的影响的研究

自然资源、发 世界银行 1976
展规划

3 12

⑧ 初 步 工 作 将 同 02  1（ (a)的能源主力队的工作结合



A. 方案：原料和发展（0 3 ））） ）

研究原料作为一个类利所特有的一切问題，同时考虑到矿物、农业、森林和水生资源等分类的不同特征• 此外还将审议所有短期和长期的各方 

面的问题，包括对外货易、国内消费、农村人口的枚入、区域特别需要的品和区域内各国认为是问趔商品的销售和运输， 执行方案时将充分考虑到 

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 《建立新的闺际经济秩序宣言》 的有关方面的问题•

B. 方案组成部分：

1. 原料的生产和贸易（03 1)

将特别注意销售和贸易政策，稳定原料价格，通过二级和三级加工提高原料的增值率、

c . 具 体 工 作 ：

-
108  -

工 亚太经社会 资

源

作

性

质

内负责这项工

作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n 表

现有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预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㈠关于原料生产和贸易方面的研⑽ 

究，包括： （d)

⑻审查同原料有关的问题和 

政策

㈨ 根 据 目前在拟定国际商品 

协定方面的工作发展研究 

有关价格的问题

⑹原料的进一步加工和销售 

( d ) 就原料问题进行政府间特

别协两

发展规划 农业、国际贸易、 

自然资源、工业、 

住房和技术、统 

计

贸发会议、粮农 

组织、工发组织.

总协定

1976—
1977

23 • - 2 ■ • - 3

㈡

研究

关于原料进一步加工和销售的彻

工业、住房和技术

国际贸易、自然 

资源

贸发会议、工发 

组织

1976 *



（三）研究同亚太经社会国家有关的（b) 国际贸易 自然资源、统计 贸发会议总协定 1976 6 - - 6 ■ • • 6
原料进入市场的问题 发展规划

㈣ 关于合成品和代用品同本区各（b） 发展规划、 工业、住房和技 贸 发 会 议 协 定 1976— 发 戸 . ，
- - - 4

国有关的若干选定原料的竞争的研究 国际贸易 术、 自然资源 1977 国际贸易
6 — — — - - - 9

B . 方案组成部分：

2. 在原料方面的区域和分区域合作（03. 2 )
目的在干加强现有的商品共同体的工作，考虑到航运和其他问题.目标是在逐项况品的基础上促进区域和分区域的合作，并探讨在原料方面 

以其他形式进行这种合作的可能性• 

c . 具 体 工 作 ：

I
 

I
s
 I

X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内 

内负责 

这項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參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參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常

現有的 
(人工月）

咨 区 外

預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一）进行研究以便进在自然资源的 (a) 自然资源 工业、住房和技术、 教科文组织、 继续中 8 3 -  - 4  -

4

研究和发展、勘探和开发、保存和利用 

方面的区域合作

(b) 发展规划 工发组织

（二）通过具体的经济研究向各商品 (b) 发展规划 国际资易、农业、 贸发会议粮农 1976- 2 - -  1 -  -  - 10

共同体提供援助 工业角房和技术 组织、工发组织 1977

（三）对例如木材、棕榈油、黄昧和 (b) 发展规划 国际贸易_农业，自然 稂农组织.工发 1976- 20 -  -  2 -  - - 10

木薯淀粉等问题商品进行特别研究；在 ⑻ 资源、工业、住房和 组织，货发会议 1977
逐样商品的基础上进行关于区域和分区 

域合作的政府间特别协商

⑹ 技术 总协定

（四）关于木材、棕榈油、黄麻、木 (b) 工业详房 国际贸易、农业、 粮农组织，工发 19 76- 8 -  2 - -  -  -

4

薯淀扮及其他问题商品的研究 ⑻ 和技术 自然资源 组织，贸发会议. 

贸 发 会 协  

定合设国际贸 

易中心

1977



A, 方 案 ： 发 展 和 转 让 适 当 技 术 （04)

本方案的目的是处理这方面的一些极为重 要 的 基 本 问 题 ,包 括 技 术 从 发 达 国 家 让 到 发展中国家受到限制的问题 ； 已转让的许多技术都不合用的 

问題；许 多 发展中国家不能发展自己的技术或选用外国技术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国内和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传播技术发生困难的问题；技术人员流到较 

发达国家的问题。

B_. 方案组成部分：

1 ， 科技政策和机构（04 1 )

建议同联 合 国 机 构 合作，协助各成员国审查并执行《世界和亚洲行动计划》，特别注重目前发展和获得当地技术方面的问題。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现有的 
(人工月）

咨 区 外

预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㈠ 举 办 国 家 讨 论 会 ，以 执 行 《应 工业、住房 发展规划 教科文组织.科学和 继续中 一 - - — — —' -

用科技以促进发展的世界和亚洲行动计 和技术 技术处劳 工 组织、

划 》的建议 卫生组织

1 = ) 鉴定和评价科技机构的国别审 （0）工业、住房 教科文组织、工发组 1976- 8 - 2 - - - - 21
查 和技术 织，卫生组织、贸发 

会议

1977

曰 关 于 工 业 技 术 发 展 和 转 让 的 国 工业、住房 发展规划， 工发组织，贸发会议， 1976

4

- 1 - - - - -

家政策和方案的方针的讨论会 和技术 国际资易 国际商会•-亚远事 

委会，劳工组织

« 关于技术改策和方案的方针的 工业、住房 发展规划. 工发组织，贸发会议. 1976- 10 3 2 - - - 2
政府间会议 和技术 国际贸易 国际商会一亚远 事 1977

委会、劳工组织



B 。 方案组成部分：

2 。 发展本地创造、选择并采用适 当 技 术 的 能 力 （04 、 2)

目的是加强当地的能力，特别是在各部门的基础上加强这种能力，其方法是训练一批測报、选择 、管理和采用技术的骨千人员，以及散发适合亚 

太经社会发畏中国家的因素比例和其他条件的技术的资料。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項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现有的 
(人工月）

咨 区 外

预 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一）关于技术的发展和采用的研究；（0） 发展規划 工业、住房和 劳工组织 1976- 2 -  -  1 2 - - -

缩减技术的规模 技术 1977

（二）在若干选定国家内举办训练讲 工业.住房和 发展规划、 国 工发组织，贸发会议 1977 - - - -  * -

讲 习班， 以 便 通 过 “专 门 技 术 ”的许可 技术 际贸易 国际商会-"亚远

证和专利证来发展安排技术转让的技能 亊委会，劳工祖织. 

教科文组织

㈢ 向 有 关 国 家 提 供 咨 询 服 务 以 便 工业，住房和 工发组织、 教科 从 1976 12 -  2 ■- -  -  — 一

进行研究及发展，并在各研究及发展机 技枚 文组织 开始继续

构和使用者之间建立联系，来改善发展 

中国家的产品和工厂设计

进行

（四）关于收获后的综合工业技术和 :a) 工业，住房和 衣业 工发组织 1976- 12 -  2 - -  -  -
利用这些技术制造适当的设备的实地调 (b) 技术 1977
查辩专家小组会议

（五）设立一个农用工业和同次用工 ⑻ 工业、住勞和 农业 根农组织，贸发会 1976- 12 - 3 - -  -  - 3^

业有关的工业的区域技术网 技术 议，工发组织，劳工 1977

组织



（六）关于制订准则和选用适当技术（b）工业、住房和 发展规划

的研究 技术

教科 文 组 织 .工 发 组 1977 
织，贸发会议、劳工 

组织

6 2 - - - - 12

B, 方案组成部分：

3. 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间的国际技术转让（0 4 . 3 )

目的在促进区域内和国家间资本和技术的转让，特别在亚太经社会各发展中国家间的转让，并协助扫除在获得技术方面的各种障碍。

c.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贵 

这項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X

常

現有的 
(人工月}

咨 区 外

預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一）关于技术转让区域中心的政府

间会议

（d) 工业.住房和 

技术

发展规划、国际 

贸易

教科文组织:劳工 I 976

组织，工发组织、

世界银行，贸发会议

16 1 2 -

在各部门基础上研究资本和技 

术转让的问题，包括这种转让的条件和 

影响在内，以及研究在各发展中国家间. 

促进经验交流的问题

(b) 工业.住房和 

技术

发展规划、国际 

贸易

贸发会议、工发 

组织、劳工组织

19 7 7 12

（三）协助成员国设立制度性机构， 

以測报并调节技术的交流

(a) 工业、住房和 

技术

发展规划 工发组织、贸发会 

议，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根农组织

1 9 7 6 -

1977

6 - 2 - - - - 12

㈣关于拟订许可证契约并修订专

利法的研究

(b) 工业，住房和 

技术

工发组织、贸发

会议

1 9 7 6 -

1977

12 - 2 - — — — 24



B. 方察组成部分:

4 . 作为转让办法的技术资料系统（0 4 . 4 ）） )   ）

目的是协 助 国 家 一 级 和 区 域 一 级 上 编 纂 关 于 现 有 技 术 能 力 的 资 料 .并最后设立一个有效的区域资料网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現有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預 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1

（一）搜集并传播关于面向技 术 转 让 的  

的本区国家标准机构和工业研究所的情

况和活动的资料

工业，住房和 

技术

标准研究所工技 

协会、工发组织、 

科学和技术处

1976

1
（二）关 干 设 立 一 个 有 关 现 有 技 术 及 （b） 

对这些技术的评价和转让的区域资料网

的研究

工业、住房和

技术

统计 教科文组织、工发 

组织，工技协会、 

科学和技术处

1977

A . 方 案 ：外 来财政资源（0 5 )

鉴于目前的各种发展，将依照亚太经社会和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决定，优先注意下列问題：国际收支的支助、发展的援助、私人资本 

的流动和贸易的扩展.

B. 方案组成部分:

1 . 本区主要的国际 收 支和发展援助问题 ( o 5 . 1 ）



目的在于分析目前国际收支的趋向，以期拟订各种面向行动的方案，如 |国际收支的支助和航运、旅游事业及技术转让等无形贸易的各种区域安 

排 。

对各种 发展投助进行研究的目的在于协助：（一> 亚太经社会各发展中成员国就发展棱劻的各方面商定共同意见；《 就国家一级的政策部门和 

亚太经社会所应采取的行动拟订建议，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項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现有的 
(人工月）

咨 区 外

预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一）分析受影响最严重国家的国际

收支的长期和短期趋向和问题，以及这

些问题的可能解决办法

(b) 发展规划 国际贸易、运输 

和通讯、 统计

贸发会议，货币基 

金组织。经合发组 

织、预测中心

1975-
1977

2 2 « 1 - - ， 2

（二）分析亚 太经社会各发展中国家

发展援助的趦向、展望和最佳利用方法

(d) 发展规划 国际贸易、统计、 

工业、运输和通讯

贸发会议，货币基 

金组织，经合发组 

织、预测中心

1976-
1977

20 3 6

B。 方案组成部分：

2 。 贸易扩展和支付安 排 （0 5 。 2 )

将 参 酌 《国际 发 展 战 略 》所 规 定 的 目标分析本区发展中国家目前的贸易政策和方案，并提出各种措施以浞进和扩展其贸易。 同时也推广包括货 

币和财政安排在内的各种促进贸易的措施，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亚太经社会 资 源

作

性

质

内负责 
这項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參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常

現有的 
(人工月）

咨 区 外

預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一）分析贸易、关税和支付政策， (b) 国际贸易 统计、发展规划 贸发会议拉矣经委 继续中 12 - - - -  6 - • -
特别注意本区的发展 会、非洲经委会，欧洲 

经委会，拉美自贸会， 

欧经共同体，经互会, 

南太经合局

（二）贸易扩展：准备设立贸易谈判 ⑻ 国际贸易 统计、发展规划 贸发会议、总协定.继续中 - - 54 - - - 72
小组并向其提供服务，同时向参加该小 (b) 开发计划署

组的有关国家提供援助；研究商品问题. ⑹

包括贸易政策、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 

为取消这些壁垒而提出的适当措施；研 

究关税协调的可能性®

⑹

•

（三）就参加多国贸易这判问题提供 (a) 国际贸易 统计 贸发会议、总协定，继续中 - - - 42 • -  - - 68
技术援助和咨询服务，包括研究有关问 (b) 开发计划署

题在内 (c)(d)
（四 ）多国出口信用保险计划的制订 ⑻ 国际贸易 联合国总部、开发 继续中 - - - 36 - - - 42

和执行 (b) 计划署、贸发会议

⑹

（五）对亚洲票据交换联盟和分区支 (a) 国际贸易 货币基金组织、美 1976 12 - - 9 - - - -
付办法的成立和业务提供技术援助® (b) 洲间发展银行、开

⑹ 发计划署.贸发会议

⑨ 亚太经社会成员国之间签订的关于贸易谈判小组的《曼谷协定》；后继工作将进续进行•

⑩ 亚洲票据交换联盟于_ 九七五年十_月 _日成立和开始营业；有关工作将继续进行，



B .  方案组成部分:

3 。 用于发展的私人资本流动（0 5 .  3 )

目的是分析外国私人资本的重要方面，以便发展中国家能够拟定并执行适当政策， 特别注意同多国公司的业务活动有关的各种问题。

c . 具 体 工 作 ：

-
1一
6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 項 工 做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现有的 
(人工月}

咨 区 外

预 期 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㈠ 分 析 同 本 区 各 发 展 中 国 家 内 的 (b) 发展规划 国际贸易、工业。跨国公司问题中 1 9 7 6 - 32 " -  5 15
多国公司的业务有关的问题 ⑻ 自然资源、农业 心、 贸发会识、 1977

⑻ 劳工组织

（二）研究选定的毗连国家的一些有 (b) 工业、住房 国际贸易 经合法组织、世 1 9 7 6  — - -  - - - - -
外国资本参加的选定工业

和技术 界银行，亚发银行 19 7 7

（三）关于外国投资法例和税务管理 (b) 工 业 .住 房 国际贸易 工发组织，荷兰 1976 3 -  2 * - > -

的笫二次讨论会 (d) 和技术

（四）出版关于投资条例、政策和程 ⑻ 工业、住房 发展规划 荷兰 1976 2
序以及税务法则和鼓励办法的活页文件 和技术

（五）关于食品加工业和有关工业的 ⑹ 工业、住房 工发组织 每年一次 12 -  3 - - - -

投资促进会议 和技术



= 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其他活动部门的工作方案

A. 方案：发展规 划（0 6 )

本区各国所作的发展努力是以不同的战略为根据的；它们在经济增长上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并注意到必须更公平地分配收入和财富. 长 期 发  

展政策，不得不注意目前所发生的各种紧急问 题 .定 期 审 查 发 展 努 力 ，再加上有关的深入研究和就国别经验交換意见，必定有利于提高发展努力来解 

决长期问题, 并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解决目前紧急问题， 这种审查也将说明区域和分区域合作的范围，以及在这方面可以继续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国家行政制度支援社会经济发展程序的能力，仍旧是本区各国的一个主要的问題领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 战略和处理途径继续有所变 

动，以期满足不新变化的需要，因此提高国家行政能力来支援这些目标的完成并支持这些战略和处理途径的执行，就成为这个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

B. 方案组成部分：

1 . 分析具有重大政策性的发展问题，井全面审查和评价经济发展及谋求发展的区域战略（ 0 6 .  1 )

目的是通过有关的研究，去促成剩订本区的适当发展范型 .将 定 期 全 面 审 查 本 区的经济进展，以评价在剩定和执行谋求发展的区域战略方面的

进展，

c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算

現有 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預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 4 ）通过下列办法，审查并评价本 

区经济和社会进展情况：

（a）在区域一级上对《国际发 

展战略》进行第二个两年 

审查和评价

（ b）  1 9 7 7 年的年度《概览》

(b) 发展规划 所有各司 各不同单位 1 9 7 6 -1 9 7 7 5 - 5 - - 5



（二）关于本区若干选定的经济问题 发展规划 1976—1977 52 -  •  6 -  -  -  10

的特别研究，包括：

（a）亚太经社会区域内的发展

形式和战略

( b )  亚太经社会区域内的农村 

发展情况

㈢ 参照亚太经社会会议的讨论定 

出进一步的研究

(b) 发展规划 有关各司 1976-1977 8 - 2 -  -  -  12

四） 关于发展政策和规划的专家小 

组会议

⑹ 发展规划 有关各司 1976-1977 2 -  - 16 -  -  -  -

B . 方案組成部分：

2 . 规划技术的发展< 0 6 .  2 >
目的是要使发展中国家的规划程序有所改善，特别强调采取使经济增长符合社会正 义 的 统一规划办法1

1
S
 I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内负责这项工作的主要单位 资

源

亚太经社会 亚太经社会外 现有的 预期的
的 的 时 间 表 (  人工月） (  人工月)

参加单位 參加单位 當 咨 区 外 當 咨 区 外

㈠ 关于规划工作和技术的研究， （b）发展规划 社会发展

包括：

(a) 对发展规划的统一办法进 

行质和量的分析：有关人 

力和就业的规划技术的分 

析

(b) 特別注重农村工作方案的 

区域（次国家）规划

（c）多级别规划方面的一些问 

题

教科文组织、劳 1976-  20 - - 2 - - - 5

工组织 1977



« 为中级工作人员举办两个关于（《« 发展规划 亚发研究所 預測中心 1976 1 - -  1 -  2

审查和评价发展进度的讨论会

B. 方案组成部分：

3 . 促进区域和分区域的合作< 0 6 . 3 )

目的是在商品和部门基础上促进和扩展分区域合作，以及探索其他各种方式的分区域合作,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形式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參加单位

时 间 表

資

源

現有 的 
( 人工月 )

常 • 咨 区 外

預期的 
(人工月 ）

常 咨 区 外

（一）研究在选定的国家之间的分区 (b) 发展规划 所有各司 湄公河、东盟、南 1976- 1 2 -  2

域合作，这些国家包括： ⑹ 太经合局 1977
( a ) 东盟国家

( b ) 太平洋岛屿国家

⑹在亚太经社会区域内的其

他选定的国家集团

B. 方案组成部分：

4 . 资料的传播< 0 6 . 4 >

编写年度的《概 览 》和 《经济公报》季刊，以提供关于本区各国经济增长的资料，其中将报导经济的发展情况和分析主要的问题和政策，



C . 其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參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常

现 有的 
(人工月）

咨 区 外

預 期 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㈠

览 》

编 写 和 出版本 区 的 年 度 《概 (b) 发展规划 所有各司 1 9 7 6 -1 9 7 7 1 - - 1 - - - 1

㈡ 编 写 和 出 版 《经 济 公 报 > (b) 发展规划 1 - - 1 -  -  ， 1

㈢ 编 写 和 出 版 《发 展 丛 书 》 发展规划 1 9 7 6 -1 9 7 7 1 - - 1 - -  - 1

B. 方案组成部分:

5. 发展方面的行政工作（0 6 . 5 ））)

目的在协助各成员国提髙各自的行政系统的使方，使这些行政系统在制定和执行国家发時規均时成为更有效的工具。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參加单位

時 间 表

算

现有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預 期 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一) 关于发展规划的执行的行政方 

面的研究

(b) 发展规划 亚发中心、亚发 

研究所

粮农组织 1 9 7 6 —

19 7 7

8 - 10 1

（二）关于训练公共行政训毎人员的 

方案

⑻ 发展规划 亚发中心 1 9 7 6 -
1 9 7 7

- ■ 8 •* - - - -

（三）关于地方政府人事制反的区域 

汫习班，牿别注意因社会经济发展 而引

起的需要

(d) 发展规划 亚发中心 地方联盟、劳

工组织

1976 - - 2 -



A. 方案：工业发展（0  7 ） ））

这个方案的目的是在規划、拟订和执行计划項目方面援助发展中国家• 它还要特别注意工业化的发展规划、战略和政策，计划项目的发展，•促 

进国内和国外投资，以及工业出口的扩展• 此外还要重視区域间的规刻协调，以便发展区域和分区域的工业项目，而且要重视本区各国工业能力的更 

充分利用_

B. 方案组成部分：

1. 工业发展和规划（0 7 . 1 ）

目的是要向各成员国，特别是较不发达国家提供工业发展、规划过程和技术以及拟定适当政策和战略方面的援助• 这种援助特别是为农用工业 

和综合农村工业的发展而提供的• 此外还将在区域一後对工业部门所获进展进行审査和评价.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亚太经社会

时 间 表

资 源

作

性

质

"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常

现有的 
(人工月）

咨 区 外

预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 - ) 关于管理协商、区域工业发展 

和低成本自动化的国际训练课程

（a）

工业、住房

和技术

菲律宾大学小規 

模工业研究所、

荷兰

继续中 10

（二）在钢铁工业的发展方面进行区

域合作的簿备工作

a

工业、住房

和技术

统计 工发组织，开发计 

划署、东南亚钢

研所

1976

4

-  2 -

（三）关于都市地区外小型工业的作用 

的亚太经社会和工发组织联合会议

（d）

工业、住房 

和技术

工发组织 1976 6 - -

㈣关于农用工业和律合农村工业 

发展方案的政策和战略的研究

(b) 工业、住房

和技术

发展规划、农 

业、社会发展

工发组织、粮农

组织

1976 12 2 2 - - - - -



（五）关于分包工业生产的专家小组

会议

（六）非都市地区的综合工业化：

（a）组织特派团 

( b ) 举行政府间会议 

（c）开始进行试验项目

（七）关于非都市地区的工业合作社 

的专家小组会议 ®

(b) 工业、住房

和技术

发展规划

⑻

⑹

工业、住房

和技术

发展规划

(a) 工业、住房 发展规划

(d) 工业、住房

和技术

发展规划

1977 6

工发组织 19 7 6 8

工发组织 19 7 6 8

工发组织 1977 12

工发组织，劳工组 

织，粮农组织

19 7 7

- - - - 18

■ - - - -

1 - • - - 24

⑪ 因为  07 . 1  （ 和( b )目前能够包括这项工作，因此延期进行，

B. 方案组成部分：

2 .  工业发展的区域合作（0 7 .  2 )

目的是要鉴定工业化领域内通过政策和战略的规划协调实现分区域和区域合作的可能性，并考虑到资源储藏和各方面相对的有利因素•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參加单位

時 间 表

资

源

現有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預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一）调查本区的农用工业发展，以 (a) 工业、住房 农业 工发组织、粮农 1976

便拟订这方面的合作计划 (b) 和技术 组织

(c)

( = ) 支助编写清单和鉴定在特定农 :a) 工业、住房 农业 工发组织、稂农 1 9 7 6 — - 一 - -

用工业方面的技术转让的需要 和技术 组织 1977



（三）在政府间会议后采取后继行 动 （c）工业、住房 

以审査在农用工业方面的合作办法和鉴（d）和技术 

定具体的合作领域

㈣ 出版《亚洲工业发展新闻》和 （c）工业、住房 

< 小里工业公报> 和技术

㈤含铁合金工厂的研究：分 区 域 （b）工业、住房 

和区域的研究 和技术

农业

统计、发展

规划

工发组织、粮农 1978
组织

各国政府通讯员继续中

工发组织 1976-
1978

16

10

㈥ ⑻ 举 行 区 域 调 查 来 审查对纺（b）工业、住房 

织工业和纤维及也装材料（c）和技术 

的生产进行规划方 面 的 协 （d）

调的可能性

(b) 人造纤维专家小组会议

㈦ （a）为编写关于电子产品和 元 （a）工业、住房 

件的生产和資易的报告进（c）  和技术 

行调査 （d）

( b ) 电子产品专家小级会议 工业、住房

和技术

㈧ 关 于 海绵铁工业技术的选 #的（b）工业、住房 

技术经济研究，并举办讲习班 和技术

（九）关于机床工业和铸工车间的实（a）工业、住房 

际办法的调査小祖 （c）和技术

㈩关于设立第二个亚洲钢业研究（b ) 工业、住房 

院的可行性研究 和技术

（十一）关于发展面向就业的农用工业（a）工业、住房

的讨论会 （b）和技术

(d)

统计，国际 

贸易

统计、国际贸易

工发组织、粮农 1976- 
组织 1977

工发组织 1976

工发组织

工发组织

工发组织

1.976-
1977

1970-
1977

1970-
1977

1 2 - 3

12 - 2

io

6 - 2

农业、发展規划. 

社会发展

粮农组织、工 发 1976-  
組织、劳工組织 1977

8 - 3



定重点工业的结构中的重要程度、组成 

和利用的专家小组会议

®  ( a ) 关于在太平洋地区、在选定 

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建 

立区域工业的研究

陆国家和太平洋岛屿国家内 

进行关于区域合作的工业调 

查

( b ) 关于(a)项调査结果的会议

司联合会的会议

（五）关于在工业方面利用和回收农业 

废料和动物粪便和副产品的讲习班

（六）关于鉴定对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 

的小型农用工业和有关工业的研究

工业、住房 

和技术

发展规划 工发组织 19 7 7

(b) 工业、住房 工发组织 1 9 7 7

和技术

⑹ 工发组织

⑻ 工业、住房 农业 工发组织 1 9 7 6 -

(c) 和技术 1977

(d)

a>) 工业、住房 工发组织 19 7 7

和技术

⑹ 工发组织 19 7 7

⑹ 工业、住房 亚发银行 1976

和技术

⑻ 工亚、住房 农业 粮农组织、工 1 9 7 6 —

⑹ 和技术 发组织 1977

(d)

(b) 工业、缺 粮农组织.工发 1 9 7 6 -

和技术 组 劳 工 组 织 19 7 7

A , 方案：住房、造房和物质环境规 划 ( 0 8 )

各个区域和国际论坛以及《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战略» > 都 强调了有关人类住区的严重情况，并促请各国加强采取有力的行动，来消除都市和大都市 

地区内贫民区和棚户住区等日形严重的问题，而且要消除农村地区人类住区的不卫生情况，那些住区甚至连错基本的必須设备都没有，并且所有居民都 

是普遍的贫穷， 这个方案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本区发展中的亚太经社会国家改善現有的住房情况.



是晋遇的贫穷 - 这个方案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本区发展中的亚太经社会国家改善现有的住房情况

B, 方案组成部分:

1. 住房和有关的社区设施（0 8 . 1 ））

目的是要帮助成员国抵订和执行有效的住房政策和方案，并促进国内资源的动员和当地材料的利用，以便改善城市和农村的住房。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廣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

现有的 
(人工月

） 咨 区 外

預期的
(人工月

）  常 咨 区 外

㈠ 加强设在印度新德里的联合国 

区域住房中心的工作，以执行其工作方 

案，并扩大其区域工作，包括住房和有 

关社区设施的各个方面的训练

（a）

工业、住房

和技术

继续中
h - - 1

㈡ 援助各国改进农村住区，包括 

核订实验计划项目

⑻ 工业、住房

和技术

住房.造房和设计中 

儿童基金会;卫生

组织，开发计划署

继续中 8 - - 6
•

（三）生境会议（温哥华）的筹备工

作

⑻ 工业、住房

和技术

住房，造房和设计中 

心拜境规划署

1976

4

- - 1 - - - -

㈣ 设立农村住房和社区设施的研 

究和训练中心

⑻ 工业、住房 

和技术

住房.造房和设计中 

心在万隆和新德里 

的区域住房中心开 

发计划署

1977

4

- - 2

㈤ 研究下列问题：（a)住房投资的 

准则；（D ) 有关住房信贷的抵押制度

(b) 工业、住房

和技术

统计 1976-
1977

3 - 1 - - 6

㈥ 关于亚洲和太平洋区各国负责 

农村住房和社区设施的国家机构的组织 

和职责的讨论会

(d) 工业、住房

和技术

住房造房和设计 

中心

1976-
1977

3 6



㈦ 农村住房政策和方案专家小组

(d)

工业、住房 

和技术

社会发展人口 住房.造房和设计中 

心 发计划署

1976-
1977

4 - - - - - -

㈧

化方案

改善贫民区和棚户住区的_体 ⑻

⑹

工业、住房

和技术

社会发展 住房.造房和设计中 

心开发计划署卫生 

组织、世界银行

1977 6 - - - - - - 300

㈨ 关于设立农村储蓄和信贷协会 

和推行类似计划来鼓励储蓄的可行性的 

研究

工业、住房

和技术

发展规划农业 住房.造房和设计 

中心

1976—

1977

126

B. 方案组成部分：

2 . 造房和建筑材料的发展（0 8 . 2 )

目的是要帮助成员国发展和加强它们的造房和建筑材料工业，以便通过合理化、标准化、模数协调和其他方法来提髙效飽，提髙生产後力并减少 

建筑成本. 

c . 具 体 工 作 ：

源
工
作
牲
貭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預期的
(人工月） 

常咨区外 常 外

㈠ 加强设在印度尼西亚万隆的联 ( a ) 工业、住房 社会发展人口 继续中

合国区域住房中心的活动，使其执行其 和技术

工作方案，并扩大其区域活动，包括建

筑材科、农村住房方面的研究和训练和

有关社区设施

㈡ 援助 发 展 中 国 家 引 进 和 采 用 关 ⑻ 工 业 、住房 住房.造房和设计继续中

于造房的标准化，模 数 协 调 和 其 他 新 方 法 ⑻ 和 技 术  中心，丹麦



曰 造 房 研 究 所 和 发 展 组 织 的 主 任 （d ) 工业、住房 

会议 和技术

住房，造房和设计 1976 
区域住房中 

心（新德里和万

隆>

3 - - - - - • 3

B . 方案组成部分:

3. 城市和区域发展（0 8 . 3 >

目的在于通过综合的区域发展规划和有关活动杂促进城市和区域发展活动. c . 具 体 工 作 ：

工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内负责

这项工作

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參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现有的 
(人工月

）咨 区 外

預期的
(人工月

）  常 咨 区 外

（一）关于把当地资源的发展和人类 

住区的发展结合起来的讨论会

⑻

⑹

工业、住房 

和技术

发展规划、社 

会发展

劳工组织环境规划署 

卫生组织，以色列

1976-
1977

3 8

（二）关于包括设立农村中心在内的 

农村住区规划和发展的研究

(b) 工业、住房 

和枝术

发展规划、社

会发展，人口

区域发展合作，卫 

生组织，以色列

1976-

1977

8 — - 1 - - - 7

（三）关于亚太经社会区域发展中国 

家的区域发展机构的组织和职责的讨论

会

（a）

（d）

工业、住房

和技术

发展规划、社

会发展

住房、造房和设计 

中心、区域发展合作

1976-
1977

4

8

⑽关于城市土地利用和人类住区

营制政策的讨论会

（d）

工业、住房

和技术

发展规划 住房、造房和设计 

中心、区域发展合作 

环境规划署

1977 3 8

伍） 关于城市住区管理的讨论会

（d）

工业、住房

和技术

住房、造房和设计 

中心，区域发展合 

作，环境规划暑

1977 3 7



A. 方案：人类环境（09)
亚太经社会区域的人类环境问題可在三个主要领域中里示出来：人类住区的发展；自然资源的利用；大气和水的污染。 在最近的区域和国际 

论坛上已经强调迫切需要在全球努力的范围内处理这些问题.本方案是为了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而设计的。

B. 方案组成部分：

1 . 发展计划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09 . 1 )

目的是要培养和/ 或加强国家摘订政策和方案的能力，并制订方法和标准，来评价发展过程对坏境所造成的影响，

具 体 工 作 ：

«
 

128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贵 

这項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现有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預期的(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资 源

外

㈠关于 监 測 环 境 质 素 的 研 究 ，特 

别是环境污染情况的研究，尤其注意到 

水的污染和灭鼠的问题

(切 工 业 、住房 

⑻ 和技术

自然资源 环境规划署、

工发组织、开 

发计划署、卫 

生组织、粮农 

组织

继续中

㈡关于在不同的工业内控制污染 

的方法和费用的研究

⑴ 工 业 、住房 

和技术

自然资源 环境规划署、

工发组织、劳 

工组织

继续中

曰关于环境控制和灾窨預报系统 

的測报设备的需要的研究

㈦ 工 业 、住房 

和技术

自然资源 环境规划署、

气象组织、教 

灾綴织、教科 

文组织

继续中

㈣关于本区若干选定主要出口商  

品的研究，从环境的副作用来看，这些 

商品可能比和它们竞争的合成品较为有

( b ) 工业、住房 

和技术

国际贸易 贸发会议、环

境规划署、国 

际商会

继续中

利



B .方案组成部分：

2 . 环境方面的情报、训练和研究（09. 2 )

目的在于传播有关环境事务的情报，并采取措施来满足成员国在环境规划和研究方案方面的训练需要，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參加单位

时 间 表

常

現有的 
(人工另）

咨 区 外

預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㈠关于环境保护法律的政府  （b）工业、住房

间会议 和技术

环境規划著、 1977
卫生组织、

教科文组织

-
129  

•

（二）识别各国训练方面的需要 

的人类环境工作队

( a ) 工业、住房 

和技术
联合国总部、 1 9 7 6  

开发计划署、

环境规划署、

粮农组织、

卫生组织、

教科文组织、

劳工组织



A. 方案：贸易和货币办法的促进和扩展（10) ）
这个方案的目的是为了援助成员国拟订贸易政策和办法，以便利国际贸易的扩展、促进贸易扩展和货币合作以及加强鼓励出口和发展贸易。

B. 方案组成部分：

1 . 贸易、关 税 和 支 付 政 策 方 面 的 发 展 的 审 査 （10.1)

目的是要帮助成员国特别注意贸发会议的决议和决定，来审查全面的贸易政策，和在全球范围为拟订贸易及经济发展的区域和国家政策。

C. 具 体 工 作 ：

资 源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現有的 
(人工月）

咨 区

預期的
( 人工月)

外 常 咨 区常 外

（一）调查本区贸易和支付政策 (b) 国际贸易 统计

以及商务政策的其他主要方面的发 (c)
展 ；国营贸易；与中央计划经济国

家的贸易

㈡政府机构间在出口品和促 国际贸易 发展规划、

进制成品的出口方面的协调的比较 工业、住房

研究 和技术

㈢一九七六年贸发会议第四 (a） b) 国际贸易

次会议岛筹备工作和后续活动 (c） d)

继续中 12 -  -  -  -  6 - -

1 9 7 6  -  _  _ — -  — — 2

贸发会议 1 9 7 6  6 ................  - -

B . 方案组成部分：

2 . 保险和再保险（10. 2 )

将审查有关本区各国的保险和再保险问题，以便促进这个领域内的区域/ 分区域的合作，同时考虑到世界其他区域的发展情况。 将援助各成 

员国，以增加它们维持保险和再保险业务的能力，这样可减少本区的资金流出•



C . 具 体 工 作 ：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亚太经社会外

 的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资 源

现 有 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預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㈠ 补充和修订关于保险和再 （b）国际贸易 开发计均署、 1976 -  1977

保险问题的研究，加强保险和再保 贸发会议

险的市场和机构，和为出口信用贷

款再提供资金

㈡ 贯彻亚洲再保险合作会议 （d）国际贸易 开发计划署、 1 9 7 6 -1 9 7 7

的建议 贸发会议

4 »  - —

— — — — — —

B . 方案组成部分：

3 . 关税法和行政（1 0  3 )

目的在于通过拟订和建议适当的关税法和程序，提供训练关税官员的设备，和 促进各国关税当局的国际合 作 ，从而使国际贸易顺利进行。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亚太经社会 资 源

作
性
质

内负责 

这項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現有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預 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一）训练课程的安排和有关这个

（a）

国际贸易 关税合作理事 1976 -  1977 6 — — — - - - 3

区域内训练设施的情报交流 会、贸发会议



关税行政工作小组会议和所 

建议的后继行动的执行

( d ) 国际贸易 运输和通讯 关 税 合 作 理 事 1976 - 1977 
会、 贸发会议、

开发计划署

- - - - - - - 3

（三）研究接受亚太经社会依照多 

边 贸 易 谈 判 ，对关税估值所下的定义 

后所产生的后果

( a ) 国际贸易
关 税 合 作 理 事 1976 - 1977 
会、 国际贸易 

法委员会、 贸 

发会议、总协 

定、开发计划 

署

6 一 — — - - - 12

B . 方案组成部分：

4 。 贸易文件和程序的简单化和标准化（10. 4 )

目的是要考虑到贸发会议和欧洲经济委员会所完成的工作，去促使在对外贸易文件和程序方面采用简单化和标准化的方式，

c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現有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預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一）制定简单化和标准化的贸易 

文件及程序

(b) 国际贸易 运输和通讯 开 发 计 划 署 、 

贸发会议、 

欧洲经委会、 

国际贸易法 

委员会

1976 -  1977 — — 12 —

㈡ 关于这个问题的专设专家 

小组会议

(d) 国际贸易 运输和通讯 开发计划署、 

贸发会议、 

欧洲经委会

1976 -  1977



B . 方案组成部分:

5 . 贸易扩展和货币合作（10. 5 )
本区各国通过集体的行动，可以大为加强彼此间的经济、贸易和财政合作。 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此种合作将有助于加速它们的经济及社会发展 

并有助于加强它们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作用•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貭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研究及筹备亚洲储备银行的设立 ⑼ 国 际 贸 易  统计 国际货币基金 1 9 7 6
组织、亚洲开 

发银行、开发 

计 划署、 贸发 

会议

资 源

现有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預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4 — — —

B . 方案组成部分：

6 。贸 易 的 促 进 和 发 展（10. 6)

作为扩展本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所作持续努力的一部分，提议加强促进出口和发展贸易等领域的工作。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针 间 表

资

源

現有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预 期的
(人工月）

當 咨 区 外

㈠ 关于商品、产 品 、分配渠道、 

贸易服务、销售及市场的贸易情报的 

收集、传播和分析

⑻

⑹

国际贸易 统计 、农业 、 

工业、住房和 

技术

贸发会议/ 总 

协定合设国际 

贸易中心、开 

发 计 划

继续中 30 -  12 12 — — — 36



㈡ 安排有关促进及发展出口的

（a）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中心、 1976-1977 24 -- 6  3 32 - - 10

专业发展计划，例如训练课程、讨论 

会和讲习会等.

货发会议、荷 

兰、 日本、新 

加坡、开发计

划署

㈢

发展：

销售研究/ 市场调查和产品 (a)
(b)
(c)

国际贸易 统计、农业、 

工业、住房和 

技术

开发计划署 继续中 30 -• 3 2  12 12 - - 24

⑻ 为本区的发展中国家制订在 

发达国家促进和发展资易的 

方案

（(a)

(b)

国际贸易 贸发会议/ 总 

协定合办国际 

贸易中心、开 

发计划署

继续中

(b) 产品市场发展服务 (a)
(b)

国际贸易 贸发会议/ 总 

协定合办国际 

贸易中心、开 

发计划署

继续中

I-

A. 方案：航运、港口和内陆水道的发展（11)

发展亚太经社会区域内航运、港口和内陆水道的目的，是通过便进有效而经济的航运和有关服务，发展国家商船、区域或分区域航运联营事业、 内 

陆水道和水运，来促进货物和旅客的流动及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及使国家收支情况得到改进，

B. 方案组成部分：

1 . 人力发展（11. 1 )

这个方案组成部分的目标为：（1 ) 使发展中的亚太经社会国家能够满足它们对受有充分训练的航运、港口和经理人员日益增加的需要； ⑵ 使 发  

展中国家能够使用最新的管理技术，来有效地管理它们的船只、港口和航运机关； ( 3 ) 协助改进本区现有各训练机构，



C . 具 体 工 作 ：

H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亚太经社会内 亚太经会外

这項工作的 的 的 时 间 表

主要单位 参加单位 參加单位

资 爆

預期的
(人工月） 

外 常 咨 区 外

I
 

一
35

 

-

㈠ 设 立 区 域 或 分 区 域 海 事 和 港 务              ⑻ 航 运 和 港 口  

人员训练中心（亚太经社会一九七O 年 工作人员服

第 1 0 8 ( x x v i)号决议〕 务处

( = ) 举办讨论会、讲习班、训 练 保 （a ) 航运和港口 

程和研究旅行： 工作人员厫

务处

(a) 托运人的合作

(b) 货物集装和货船预订的管理和 

技术

(c) 船队的发展和管理

 

(d
(e
(f
f 

g

h

港口发展和管理

商品/ 货物包装和处理系统

海 事行政

专门化和有关事项的发展和 

管理

疏浚工作 

内陆水道和水运

国际贸易

（3 ) 航运的经济统计资料 统计

曰举办所有各级人力发展会议 ( d ) 航运和港口 

工作人员服务处

大韩民国、 继续中

东南运咨会、

开发计划署、

劳工组织、海 

事组织

9 一 一 一 4 -  -  8

日本

1976-1977
1976

2 0 - 1  7 4 — 1 一

瑞典、开发计

划署

开发计划署

兰、苏联 1976

荷兰 1976-1977
开发计槪  1976

法国

开发计划署、 1976-1977 
统计处

东南运咨会、 1976-1977 
开发计划署

5 -  -  1

- 一 一  6

2 - -  -

⑫ 执行秘书直接监督下的航运和港口工作人员服务处.



B .方案组成部分

2 . 海事政策和机构的发展（11. 2)

海运业的组成将予加强，方法为建立各种航运机构，包括托运人组织、运费研究和政策单位、货船包租和源订组织、船东公司、航运代理人和经 

纪人组织等•

c . 具 体 工 作 ：

I

工

作
性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亚太经社会内的 亚太经社会外

这項工作的 的 的 时 间 表

主要单位 參加单位 参加单位 預期的
(人工用）
常咨区外

預期的
(人工用）

常 咨 区 外

㈠协助各成员国建立作为决策 

机关的一个货运研究单位，并发挥其 

功飽

( a ) 航运和港口 

( b ) 工作人员服

錢

统计 开发计划署、贸 

发会议

继续中

（二）对收集航运统计资料的统一 ( a ) 航运和港口 统计 开发计划署、统 1976-197
办 法 （一般称为“ 1 2 计划” > 的执 工作人员厫 计处、资发会议

行提供援助

㈢协助设置一个贸易和航运资 ⑻ 航 运 和 港 口 统计 挪威、开发计划署 继续中

料和服务的单位 ( a ) 工作人员服

钱

（四）协助成员国建立关于下列两 ( a ) 航运和港 口 开发计划署 继续中

方面的行政和管理机关 ( b ) 工作人员服务处

( a ) 船队 挪威 1976 年

（b）托运人的活动 揶威 和继续中

6 —

2

2

2

8

2 2

- 6

3 — 一 6

（五）协助成员国拟订和执行关于 

联合运输的国际公约（“集装箱化”）

㈥协助拟订国家海事法鈮和执行 

国家或国际法律

( a ) 航运和港 口 开发计划署、 1976 - 1977
⑻ 工 作 人员服 贸发会议

务处

⑻航运和需口 资易法委会、开 继 续 中

工作人员服务处 发 计 城 、海事

组织，贸发会议

2 — — — 2 — 一 一

2



㈦ 筹 办 关 于 上 述 各 项 主 题 的 会 议              ⑷ 航 运 和 港口 继续中 2 -  -  -  X - - -

工作人员服务处

B . 方案组成部分：

3 . 商船和航运服务的发展（国内和国外）（1 1  3 ））

最近在船只设计和货物处理方法方面的技术进步使各式各样的船只得 以 建 成 .选 择 那 一 类 船对某一种特定货物运输方式最为适宜的问题巳成为 

极重要的 问 题 了 .发 展 中 的 亚 太 经 社 会 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选择问题是，如何选择最适宜某种特别服务的船只、舨队换新和购置的资源，以及现代航 

运服务的管理和经营.

这个方案级成部分的目标在于使本区成员国能够：㈠ 提 供 有 效 的 航 运 服 务 ； ㈡ 获 得 适 当 类 型 的 船只； ㈢经常 得 到 贸 易 和 航 运 资 料 ；

㈣ 最 佳 利 用 境 有 船队的载运能量； ㈤协助所有各级的合作和航运资源的汇集.

c . 具 体 工 作 ：

资 源

工作性质 亚太经社会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 加 单 位     

 时间表

现有的

(  人工月）
當 咨 区 外

预 期的
（人工月)

當 咨 区 外

（一）协助各成员国建立供国内和 

国外用的现代商船，并于成员国提出 

请求时对下列事物所需的最适宜的船 

只种类的选择和航运服务进行专门的 

可行性研究：

( a ) 干货和液体的散装运 输 （粮 

食、矿物、油、夭然气、液 

化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 

木材和木材产品, 其他种类 

的产物承运货船 >

(a)
(b)

航运和港口工 

作人员服务处

统计 荷兰、挪威、开 继 续 中  

发计划署、贸发 

会议、海事组织

14 - - - 6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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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班轮贸易（传统的舨只、铁 

骨木壳合成的舨只、区间集 

装箱船只、母子船、车辆装 

卸船和其他船 只 >

（c）专门服务（水果、 肉类、渡 

船、驳舶、海陆挂钩和其他 

特建船只丨

（d）关于扩大本区域发展中成员 

国本国商船队的研究

（二）船队载运量利用的分析 ⑻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b) 作人员服务处

曰（a）协助在国家、分区、区域或 ⑻

区域间各级发展和处理合作 (b)
关系、及汇集航运资源和服务⑼

㈨探究加强区域和区域间合作 

以发展航运的可飽性

㈣ 对 船 只 采 购 或 改 装 所 需 资 金 ⑻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提供援助 作人员服夯处

㈤ 协 助 成 员 国 设 置 船 只 包 租 组 织 ⑹ 航 运 和 需 口 工  

㈨ 作 人员服夯处

㈥协助成员国设立艤只保养 / 清 ⑻ 航 运 和 需 口 工  

洁、港口代理服务和供应组织/ 中心 作人员服务处

（七）协助成员国发展、管 理 和 维 持 （a ) 航运和港口工 

航海救助工作，以及执行关于海上生命 作人员服夯处 

财产安全的各项公约

（八）对航运和港口发展的年度审查（b）航运和港口工 

作人员服务处

㈨ 关 于 航 运 、港 口 和 内 陆 水 道 的 ⑻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特设咨询服务 作人员服务处

统计 荷兰、开发计划

署

荷兰，挪威、开 

发计划署、南太 

平洋经济合作局

荷兰、苏联

海事组织

荷兰

荷兰

继续中

继续中

继续中

継续中

继续中

继续中



B .方案组成部分：

4 . 港口和港口管理的发展（11. 4>
现在船只设计和般运商品包装的技术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港口有很大的影响，导致这些团家必须改进境有港口的管理，并使之现代化，同时必须 

发展新的港口和港口设施• 現拟以下在各方面对成员国提供援助：有效的港口和设施的设计和发展、货物处理的方法、港口营理采用最新的航运和 

港口发展技术.

c. 具 体 工 作 ：

-
139  -

（一）协助各成员国改进现有港口 

和港口设施，并使之现代化，以满足 

般只和商品的需求

（二）协助各成员国管理港口；制 

订一项长期管理训练计划

㈢ 收 集 和 传 播港口统计资料， 

井设置港口资料单位

（四）关于征收费用的港口关税结 

构的研究

㈤ 关 于 集装箱化的讨论会

（六）关于港口处理方法/ 内陆水 

道的讨论会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亚太经社会内 亚太经社会外

这项工作的 的 的

主要单位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⑻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0 » 作人员服务处

⑻ 航 运 械 口 工  

作人员服务处

(c) 航运和港口工 统计

作人员服务处

(b 航运和港口工 

作人员服务处

⑼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作人员服务处

( d ) 航运和港口工 

作人员服务处

荷兰，开发计划署 继续中

开发计划署 继续中

开发计划署 继续中

开发计划署 继续中

1976

法国 1976

资

*

現有的 
(人工月）

常咨 区

預期的
(人工月）

           外 常咨区 外

6 -  -  12

6

-  - 12

3

3



B .方案组成部分:

5 . 内陆水道和水运<11. 5>

这个方案的目标，是对亚太经社会区域内的内陆水道和水运发展提供援助，特荆对改进适宜于特种贸易和客运的运输系统的业务、管理和保养的 

效率提供援助， 并满足这种日益增加的运输需要.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㈠ 编 制 现 有 内 陆 水 道 和 水 运 系 统 （b ) 航运和港口工 法国、荷兰、德 1976-1977 
意志联邦共和国、

开发计划署

和设施的一个审查报告 作人员服务处

协助成员国发展最适宜的内陆 

水道运输系统和设施

( a ) 航运和港口工

㈦ 作 人 服 錢

法国、荷兰、德 继续中 

意志联邦共和国、

开发计划署

曰协助成员国改良它们的内陆 

水道系统

( a ) 航运和港口工 

作人员服务处

法国、荷兰、德 继 续 中  

意志联邦共和国、

开发计趔署

㈣对成员国面家提供技术援助， 

以改进各疏浚工厂的业务、管理和保养 

效率

( a ) 航运和薄口工 

作人员服务处

荷兰、德意志联 继续中 

邦共和囿、开发 

计划署

资 源

现有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2

预 期 的
(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2 -  -  6

24



B .方案组成部分：

6 . 托运人的组织和合作（11. 6 )
许多年来，托运人及其组织所得到的航运服务的质和量的问题以及所付的运费问题_直是亚太经社会成员国极为关切的。 这个方案部分的目标 

为协助各成员国： ⑴建立和加强托运人理事会或类似組织； ⑵ 被 订 托 运 人 组 织 在 与 般 东 （尤其是航运公会）和其他有关方面从事有意义谈判 

时和在制订合作方面的合理化计划时所使用的文书； ⑶ 倒 订 决 定 运 费  < 级别和结构）和 经 营 航 运 的 经 济 准 则 ； ⑷ 拟 订航运、货物集装和货 

舨预订的可供抉择办法； （5）设立货般预订中心•

c . 具 体 工 作 ：

资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現有的 
(人工月）

咨 区

預期的
(人工月） 

外 常 咨 区

（一）协助设置和管理成员国国内 

托运人理事会或类似组织

㈡就货物集装和货船预订对成  

员国政府和托运人组织提供协助

㈢协助货物运输人组织和货船  

預订中心的业务

（四）协助成员国政府和托运人组

织衡量对适当的航运服务和船只的需要㈨作人员服务处  

(°)

（a）

航运和港口工 揶威 继续中

（C） 作人贾厫务处

(a) 航运和港口工 掷威、开发计划 继续中

（b）

作 人 员 服 餅 署

(c)

（a）

航运和港口工 挪威、苏联、德 继续中

作人員服务处 意志联邦共和国

（a）

航运和港口工 统计 挪威 继续中 2 S.

㈤关于主要输出或输入商品的  

运费、各种附加税和其他海运条件的 

研究

㈥举办关于以上主题的会议

㈦筹设建立托运人与航运公会  

间的协商和谈判机构所需的各种资料 

和服务中心

( b ) 航运和港口工 

作人员服务处

( d ) 航运和港口工 

作人员服务处

⑻ 航 运 和 港 口 工  

⑼ 作 人 员服务处

⑻

开发计划署、挪 继续中 

威、橡胶国协、

贸发会议

继续中

统计 挪威、开 发 计 划 继续中 

署

常 外

6 6

1 6

2 1



A. 方案：运输的发展<12 )
这个方案的目的，是协助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运翰规划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规划、教订和执行与公路、铁路和内陆水道有关的各个项目， 

以便以最低费用和社会代价来建立照顾到本区改变中需要的一个有效的运输系统• 这个方案的另一目的是要便进采农利1种措施以便利用一切形式运 

输工具来促进国际交通.

B. 方案组成部分

1 .  一般运输规划和促进国际交通（U  1 )

现拟对成员国运输发展计划进行一项分析性研究，特别是关于各种方式的运输和投资决定的协调.，以便促进区域和国家运输制度有系统地发展。 

还要通过巡回特派团和座谈会去协助成员国，把运输和旅行所用的文书标准化和摘单化，协助各成員国加入和执行各明国际公约和协定•

c . 具 体 工 作 ：

源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車位

时 间 表
現有的 

(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預期的
(人工月

） 常 咨 区

㈠ 收 集 、分 析 和 传 播 关 于 运 输 的 ⑹ 运 输 和 通 信  

技术性资料

（二）协助成员国促进国际交通，包 ㈨ 运 输 和 通 信  

括制订体制上的先决条件

继续中 10

㈢ 执 行 为 促 进 措 施 （促进困际年 （b)  运输 和通信 

摘 交 通 ）而作出的分区集体办法

民航祖织、海事 继续中 14

组织、旅车组织、

统一和法学社

民航组织、海事 继续中 13
组织、旅车组织、

贸简委会、统一 

和法学社

㈣ 运 输 协 调 的 研 究  ( b ) 运输和通信

㈤ 对 成 员 国 提 供 技 术 援 助 ，使 运       （a）运输和通信 

输和旅行文书简化和标准化

工 I 住房 

和技术

国际贸易

1976-1977 12

贸筒委会、贸发 1977 7
会 议 （寶易促进 

特湖方案）



㈥ 巡 回 特 派 团 和 座 谈 会 ⑷ 运 输 和 通 信 闺际贸易 贸简委会、贸发 

会 议（贸易促进特别
方案}

1576 6 - - - - - H -

出关于协调和改善都市地区的公 （b）运输和通信 工业、住房 公运会、开发计 1976-1977 14 - - - - - - 5
路、铁路、 单轨铁路和快速公共交通系 ⑹ 和技术 划署' 铁路联盟

统等大规模运输寒统的研究©

© 正在制定一项域市和郊区铁路交通的特拥項目.

B . 方案組成部分：

5 . 公路和公路运输（12、2）

工作的进行将分为四个层次：㈨ 公 路 和 公 路 运输； 山） 支路和农村运 输 （° )曲除公路运翰；和( d ) 城市公路运输.

协助拟订国家、 区域和国际公路运输所有方曹的行政措施• 并在发展适当的现代公路建就、维持和技术，包括农村道路、道路安全、交通和

运输营理以及达到道路标准、道路标志和交通信号及道路交通立法的一致化各方面提供援助.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亚太经社会

时 间 表

资

源

作

社

质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尊位

現有的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預期的
(人工月

） 常 咨 区

㈠协助调査和收集关于道路实  

际状况的资料

⑻

（C）
运输和通信 劳工组织、有关 

各公路部门

继续中 3 - - 3 一 一 一 _

（二）协助进行交通调查和交通預測 

的研究、调查和评价

(a)
(b)

运输和通信 工业、住房 

和技术

劳工组织、有关 
各公路部门、路 

运联盥

继续中 3 - - 3 -  -  -  2



2 1 6

㈢ 研究有关车搞重量和体秩的 ⑻运輪和通信
规章条例以期在可能的情况下达致统 ⑹

有关各公路部门 1977 8 - - 6

㈣对有关公路和运输的技术经  

济和业务事项遇请求时提供特设咨询 

援助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发 展 親 划

(b)
(a)

贸发会议、世界 继续中

银行、亚洲开发 

银行、公路联合 

会

㈤ 绘 制 和 出 版 促 进 国 际 交 通 的          （b） 运输和遘信 

地图和指南

有关各公路部门 继续中 2 - - 4 -  6

- 12㈥进行目的在于促进国际公路  

运输的调查和试验性分区項目，特别 

是适用于同边界交通有关的车輛货物、 

乘客和司机的行政措施

(b)
⑼ d)

运输和通信 工业、住房 

和技术，国 

际贸易

路运联盟 继续中 6 -  -  10

㈦ 为 发 展 足 够 的 公 路 基 本 设 施           （a）运输和通信 国际资昜

来促进内陆国家的国际交通提供援助 （b）

和意见 （d）

贸发会议、公路 继续中 4  -  • 4
联合会

⑻关于增加农村公路运输的运 （b ) 运 输 和 通 信 农 业

载量和运用效率的研究和建议

粮农组织、劳工1 9 7 6 -1 977 6 X - -
组织

㈨关于包括规划农村公路的方           （b）运输和通信 国际贸易， 

法在内的支路和农村运输经济和工程         （d) 工业、住房

方面的讲习班 和技术，自

然资源，农 

业

粮农组织、劳工 1 9 7 6
组织、公路联合

10 1 6



B .方案组成部分

3 . 铁路和铁路运输（12. 3 )

主要的目标为通过恢复、革新和添补，包括弥补缺口，协助成员国提离它们铁路系统的效率，以便建立一个区域铁路网（横贯亚洲铁路 } • 此外, 

还要注意故订应付舱源危机的措施和为农产品提供较佳的运输服务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亚太经社会内

这項工作的 的

主要单位 參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

资

現有的 
(人工月）

咨 区 外

預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

家特派团

协 助 成员国和铁路研究巡回专        （a）

B

运输和通信 统计 印度、曰本、法国、 

苏联的铁路研究 

所、铁路联盟

继续中

㈡ 关于下列各项的区域讨论会和

考察旅行；

⑻ 训练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方法 

以及科学研究

(d) 运输和通信 苏联 19 7 6

(b) 铁路组会议和横贯亚洲铁路专 

家工作小组会议（R A S/72/  
1 6 0 ) 及会后的考察旅行

⑹ 运输和通信 开发计划署 1970

⑹ 横贯澳大利亚铁路和其他铁路 

设备的研究，特别着重研究国 

家和联邦系统中各种不同的轨 

辐和设备标准等问题

⑹ 运输和通信 澳大利亚 1976

⑹ 增加现有铁路线上商业运输的 ⑹ 运输和通信 德意志联邦 1 9 7 6 -1 9 7 7

(e)
速度

郊区铁路运输 运输和通信

共和国

1 9 7 ?
(f) 铁路车辆的保养和修理 ⑹ 运输和通信 1 9 7 7

㈢

(a)

研究：

铁路当局应付能源危机所采的 ⑹ 运输和通信 能源危机 本区铁路管理 1 9 7 6
措施 工作队 局、开发计划署

(b) 改善农业货物运输的措施 0 运输和通信 农业 本局铁路管理 

局、开发计划署 19 7 6

17 - 36

7 - -  8

25 • -  10

， 32

5



( 0 铁路设计的标准和规则 ⑻ 运输和通信

( d ) 统一收集亚太经社 会 区 域 内 铁 （b ) 运输和通信 

路统计资料的规则和程序

( e ) 铁路建筑费用的搢施 ( b )运输和通信

(f)  铁路车辆、横贯亚 洲 铁 路 网 米 ( b )运输和通信 

制轨部分的同一标准

（g）横贯亚洲铁路计划項 目 宽 轨 部 （运 输 和 通 信  

分联接器和制动设备的标准化

㈨ 本 区 铁 路 运输冷藏车的使用 运 输 和 通 信

⑴ 提高单线载运量的措施及 其 经      ㈦ 运输和通信 

济理由

(j) 使用新的焊接技术修理铁路的    (b) 运输和通信  

组成部分

本区铁路管理 1976
局、铁路联盟、

美国铁路工程 

协会

统计 本区铁路管理 继续中

局、铁路联盟、

美国铁路工程

本区铁路管理 1976
屑、铁路联盟、

美国铁路工程协会

本区铁路曹理 继续中 

两' 铁路联盟

美国铁路工程协会、开发计划署 

本区铁路管理 继续中

屬、铁路秩盟、

美国铁路工程协会 

开发计划署

本区铁路管理    1978-1977  
舄、铁路联盟、

美国铁路工程

本区铁路管理 1976
局、铁路联盟、 

美国铁路工程 
本区铁路管理局     1976 - 1977 

(苏联



㈣ 对 横 贯 亚 洲 铁 路 <R A SZ ??/
1 6 0 )提供以下的援助：

3 - 18

⑻ 为孟加拉铁路的职员和工作人 

员设立一所训练学院®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b)
有关国家 1 9 7 6

(b) 对恢复孟加拉铁路（孟加拉国） 
信号装置提供技术援助®

(a) 运鑰和通信

(b)

开发计划署 ®  

和有关国家

1 9 7 6

⑻ 将拉克索尔（印度 >与伯甘吉(尼 

泊尔）之间的狭轨铁路(九公里) 

改成米铡宽轨铁路的投资前调 

查

自查曼至阿窗汗坎达哈尔的一 

条支线的调查

⑻ 运 轎 和 通 信

(b)

开发计划署 ® 

和有关国家

19 7 6

⑹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b,

开发计划署 ®  

和有关国家

19 7 6

(e) 完成自多哈扎里至科龙斯巴扎 

( 孟加拉国）铁路延伸部分建 

筑的调査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b)

开发计划署 ®  

和有关国家

19 7 6

(f) 马来亚铁路（房来西亚）铁路 

桥梁巩固和换新的研究 ®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b)

开发计划署 ©

和有关国家

19 7 6

(e) 提高火车速度（马来西亚）的 

可行性研究⑮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b)

开发计划署©  

和有关国東

1 9 7 6

(h) 衡量尼泊尔希陶达与加德满都 

之间铁路、索道和公路的技术 

一经济可行性的比较研究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b)

开发计划署 ®  

和有关国家

1 9 7 6

⑴ 达卡与吉大港（孟加拉国义之 
间主要铁路电气化的调 查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b)

开发计划署 ® 

和有关国家

1 9 7 6

(j) 阿窗汗迈谢律- 赫拉特支线的 

调查

(a) 运输和通信

(b)

开发计划署 ©  

和有关国家

19 7 6

⑭ 不包括将由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合作为每年作两次或三次的调查而 提 供 的 180个人工月•

® 活动延期，因为預算外资《 ( 有关发达国家提供的调査队）最多能够进行四项研究或调査. 

® 视开发计划署能否提供资金援助而定。



(k) 进行研究/ 调查以便为内陆国 

尼泊尔，特别是该国东部的边 

界 ，增设铁路出口路线以减少 

过境的负载量

⑻

(b)
运输和通信 开发计划署 ®  

和有关国家

⑴ 关于重组泰国国家铁路动力维 

修的研究

⑻

(b)
运输和通信 开发计划:r®  

和有关国家

⑽ 研究调查在(泰国)曼谷都市地 

区建造高架铁路的问题

⑻

(b)
运输和通信 开发计划署 ©  

和有关国家

研究/ 调查把曼谷的干线站(华 

兰 邦 ）接到调公线以便同北妥 

的南部干线连接起来从而为(泰 

国 ）曼谷械市和郊区的交通提 
供环形的交邇网的问题®

⑻
(b)

运输和通信 开发计划署 ®  

和有关国家

(o) 研究/ 调査泰国国家铁路的信 

号和电信系统

(a)
㈦

运输和通信 开发计划署 ®  

和有关国家

（P）研究/ 调查复修期里兰卡铁路 

轨道结构的需要

⑻

㈦

运输和通信 开 发 计 划 *®

和有关国家

(q) 关于增加火车速度以提高横贯 

亚洲铁路网所经过的国家运用 

效率

⑻

(b)
运输和通信 开发计划署 ®  

和有关国家

(r)

在不断评价交通潜力方面，及 

在国家和国际两级上评价各分

⑻

(b)
运输和通信 开发计划署 ®  

和有关国家

1 9 7 6 -1 9 7 7

1 9 7 6 -1 9 7 7

1 9 7 6 -1 9 7 7

1 9 7 6 -  19 7 7

1 9 7 7 -  1 9 7 8

1 9 7 7 -1 9 7 8

继续中

继续中

项目的经济理由方面，对铁路 

行政提供援助，同时在运输政 

策方面考虑到铁路网所经过的 

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因为这 

种状况可以影响各种交通的形 

态的变化



A 方案：通信设施的发展（13 ）)

本方案的目的是要协助各成员国在国家、分区域和区域的基础上发展和改善其电信厫务，尤其要建立一个区域性电信网；另一目的是研究这个部门 

的训练工作的需要. 同 时 ，亦将促进本区的#政发展.

B. 方案组成部分：

1 . 电信（13. 1)
促进名国国内电信服务网的及展，以求建立一个亚洲电信网，来满足各国国内电信网日新月异的需要和维持的问题.将向本区各国提供技术援 

助 ，以改进其国内电信网和训练中心，并编制长远计划.

C.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现有的 
(人工月 ）

預期的  
(人工月）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㈠ 建 立 区 域 徵 波 接 力 线 路 和 附 带 的   （a）运输和通信 亚太经社会/ 电 电信联盟 ~  ~  一 ~  ~  50

交换和互连装置 信联盟合设单位

（a

塔雅贝特- 坎大哈一卡布勒无线 

电嫩波转播路线

.继续中

(b) 卡布勒一贾拉拉巴德一托尔哈姆 

微波系统

继续中

(c) 贾拉拉巴德一达尔表谢（对流散 

射 系 统 ）

继续中

d

拉合尔一阿姆利则（微 波 ） 1976

e

马杜赖一科伦坡（激 波 ） 1976
f 巴特那_ 拉克索尔一加德满都 19 7 6
g 库斯蒂亚一加尔各本（微 波 ） 继续中

h

佩坎巴魯_新加坡 继续中

i

佩坎巴魯_磅甲一普莱山 继续中

(j) 巴德拉普尔一塔库尔冈 继续中

k

亚兰一金边 继续中

⑴ 金边一西贡 继续中



•
 

150

 I

⑽ 万 象 - 巴色 

⑻ 米 尔 普 尔 哈 斯 - 乔德普尔

（二）就有关亚洲电言网的关税问题向 

各成员国提供湲助

⑻ 运输和通信 亚太经社会 /电  

信联盟合没单位

电信联盟

1976
继续中

继续中 - -  6 一 一 一  6

（三）研究本区域的无线电和电视广播 

的技术相训练方面的间题
(b) 运输和通信 亚太经社会/ 电 

信联盟合没单位

电信联盟 继续中 — 一 一 2 — - — 2

（四）就发展国家、分区域和区域电信 

服务问題向各成员国提供援助
(a) 运输和通信 亚太经社会/ 电 

信联盟合设单位

电信联盟 继续中 1 - -  10 — — — 10

（五）援助本区的太平洋和大洋洲国家 

就建立电信设施问題作可行性调查

(a) 运输和通信 亚太经社会/电  

信联盟合设单位

电信联盟 继续中 一 一 -  2 — — 一 2

㈥ 援 助 编 制 关 于 本 区 传播工具的 

可行性询查计划和协调研究报告

(b) 运输和通信 亚太经社会/ 电 

信联盟合设单位

电信联盟 继续中 1 一 一 2 - - -  2

㈦ 设 立 经营亚洲电信网的亚洲- 太 

平洋电信共同体：由政府间区域专家工 

作小组最后拟定该共同体的章程

⑻

(b)
(d)

运输和通信 亚太经社会/ 电 

信联盟舍设单位

电信联盟 1976 2 一

B . 方案组成部分：

2 . 邮政（13。。 2 )

应促进本区的邮政发展，以求确保各种部门的组织和职能的现代化，促进这个领域的区域性和分区域性合作。 向各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 

以改进和发展其现有邮政事业的各个部门，包括为社会大众提供新的服务。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亚太经社会 源

作

性

质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現有的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預 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㈠ 关于促进和改善储蓄银行和汇款  

业务的研究

(b) 运输和通信 万国邮盟/ 

开发计划署

继续中

（二）关于在研究可否设立一 个 区域性 

发展调查研究中心之前进行的研究

(b) 运输和通信 万 国 邮 盟 /

开发计划署

1975



（三）协助各成员国向国际财务机构寻求发展邮政基本建设的技术和财务援助

1
1
5
1
,

摘要和 方 针

( a ) 检査技术

（b）统计业务

( c ) 处理国际邮件的规则和程序

（d）邮政汇票服务

㈤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设立現代化的 

订价、会计和统计制度以分析成本与利 

润关系的研究

㈥ 关 于 应 各 国请求在印刷和供应一 

切国际邮件式样方面进行区域性合作的 

研究和援助

㈦在个别国家设量有关特别管理和 

业务问题的训练课程

㈧ 为 高级管理人员设置区域性训练 
设施的可行性研究前调査

（九）设立区域性邮政资料库的初步研究，对设立邮政行政研究、规划和发展小组给予援助小组给予援助

（十）在同邮政局高级官员协商下为他 

们举办调查某一发达 国家的某些特别课 

题的讨论会一考察旅行

(a) 运输和通信 万国联盟、开发计刻 

署、亚法银行 . 世界 

银行/ 开发协会

继续中

(b) 运输和通信 万 国 联 盟 /  
开发计划署

继续中

(t) 运输和通信 万 国 联 盟 /  
开发计划署

继续中

⑻ 运输和通信 万 国 联 盟 /

开发计划署

继续中

⑻ 运输和通信 亚洲、大洋洲邮政倒 

练学校、万 国 联 盟 / 

开发计划署，有关国 

家

1976

㈦ 运输和通信 万 国 联 盟 / 

开发计划署

1 9 7 6

⑻

(b)
运输和通信 万 国 联 盟 /

开发计划署

19 7 6

⑻ 运输和通信 万国邮盟、有关 

发达国家

1 9 7 6 -
1 9 7 7

12 60



A. 方案：发展旅游业（1 4 )

本方案的目的是要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分析，来协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其旅游自餘自足地增长的适当基础，井促进区域性和分区域的合作努力。

B. 方案组成部分：

1 . 旅游设施和潜力的扩充（14. 1 )

目标是：㈠有计划地改进和扩充本区的旅游设施，t).协助拟定发展旅游业的分区纲领计划（三）协助评价旅游业对亚太经社会区内各国的经济、文化和 

生态的影响。

c . 具 体 工 作 ：

㈠ 援 助 制 订 甘 达 基 / 蓝毗尼区域尤 

其是蓝毗尼公园的发展方案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⑻ 运输和通信

㈡ 应 邀 请 协 助 拟 订 旅 游 业 的 分 区 纲      ⑻ 运输和通信 

领计划

㈢ 评 价 设 立 分 区 训 练 中 心 所 的 设       ⑻ 运输和通信 

备和关于这些中心的地点的建议的专家 

组

㈣ 应 亚 太 经 社 会 成 员 国 的 要 求 协 助     ⑻ 运 输 和 通 信  

它们评价旅游业对它们的经济、文 化 和    ⑼

生态的影响

源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贸易，工业、住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开开发计划署、 继续中 

旅游组织

贸 易 ，工业、住    联 合国总部、开 继续中 

房 和技术，发 展         发计划署、东 盟 、

规划 太旅协会、亚发

银行、旅游组织

貿 易 ，工业，住 旅 游 组织、劳 工 1 9 7 6 — 
房 和 技 术 ，发 展 组 织 、太旅协 会 19 7 7  
嬈划

货易，工业、住 旅 游 组 织 、太 旅 1971 
房和技术，发 展 协 会  

规 划 ，统计

㈤ 应 成 员 国 的 请 求 ，协 助 它 们 协 调 运输和通信 货 易 ,工 业 、住 太旅协会、东盟、继续中

联合的宣传和销售方案 房和技术，发展 东亚旅游协会、

规划 南亚旅行委员会、

东亚和太平洋旅 

行 委 会 ，旅游

组织

現有的  
(人 工 月

）常 咨 区 外 外

預 期 的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4 —

7

7

7 -



A .方案：矿物资源的开发（15)

B .方案组成部分：

1 . 开发石油和天然气（15. 1)
目的在于协助各国探測和开发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促进应用新技术来开发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同时也绘制、订正和出版本区的区域性地质困和有关的专门地困.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資 源

常 咨 区 外

預 期 的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  153  
•

㈠ 收 集 、分析、編纂和传播有关亚 ⑻ 自然资源 教科文組织 继续中 9 一 — — 22
太区域沉积盆地地层对比的资科，楱助 ⑹

各国编制地层地图

㈡在本区内或区域外各国提供的机 ⑻ 自然资源 技术合作股 教科文組织 继续中 6 -
构举办关于石油深湖业各特殊阶段的倒

㈢ 矿 物 分 布 图 （第 二 版 ）：完成编 ⑻ 自然资源 1976 12 — — 18 . 一 - - 18
纂 ，编写 定稿和印期

㈣ 重 力 图 （第 一 板 ）：完成编纂， ⑹ 自然资源 教科文组织 1976— 12 - - 18 • 1 8

印刷和发行 1977

㈤ 亚 洲 和 太 平 洋开 发 石 油 资 座 谈 自然资源 教科文组织、 1977 36 - 一 一 - 9 - 21
会 工发组织



B . 方案组成部分:

2 . 促进扩床的勘探、开采和利用（1& 2>

皆在促进矿物资塚的开发和利用，本区产锡国家的合作，应用新技术开发矿物资源和改进矿物资源工业的经济状况.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负责 这项工作的         亚太经社会内                   

  参加单位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資 源

（一）编纂、分析和微发开发矿物资 源   （a）自然资源 

的情报和编制关于这种资科的清单 （b)
（c)

㈡ 对 区 域 矿 物 资源开发 中 心 予 以 行        （a）自然资源 

政和技术支助

㈢ 对 东 南 亚 锡 业研究发展中心予以      （a)  自然资源 
行政和技术支助@

四给制和印制曲家和分区域水文地体     （a）自然资源 

质困，援助各国探測和发地下水资廉      （b）

㈤ 对 应 用 遥 远感測技术于自然资探    （b）自然资源 

开发的讨论会所提建议的后後行动 （d）

国际贸易、统计 教科文俎织

工业、住房和技术 开 发 计 划 署

工业、住 房 和 技 术 开 发 计划署、 

工发组织 

教科文组织

粮农组织/ 农业

继续中

1 9 7 6 -
1977

1 9 7 8 -
1977

继续中

1976

㉗ 不包揞預计将从开发计相署计划項目得到的》算外齊源.

B . 方案组成部分：

3 . 勘探南 太 平 洋 摩 外 地 区 的 矿 物 资 15  3 )

现有的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30

預 期 的  

(人工月） 常咨区外

21 — — 91 _  _  — 209

18 -  - - - - - -

0 ~  — 24 — — — 12

9 -  - - - - -  12

主賽部分也括调鎵岸外勘探人員，制订库外越球物理涮量和其他測量方案，向分区城协调委贝会提供援助以及牧集、分析和傲发有关情报.



C . 具 体 工 作 ：

工作性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

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現有的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預 期 的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㈠向各成员国就制订和执行国家和 

分区域的岸外勘探方案给予行政和技术 

援助

⑻

⑹

自然资源 教科文组织 继续中 33 — 8 7 - 21 32 36

A. 方案：发展水资源（16)

本方案的目标在于为农业、‘工业和家庭的需要促进本区水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利用，以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需要。

B. 方案组成部分：

1 . 水资源的调査、规划和开发（16. 1 )

通过制订适当的政策和计划以及通过研究、训练和示范，在利用和养护水资源方面推广流域综合发展计划.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资

亚太经社会内 

的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现有的
(人工月）

預 期的
(人工月）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常 咨 区 外 常 咨 区 外

㈠ 改善水资源统计资料的收集和编      （b）自然资源 

制制度，使其划一 （c）

卫生组织 継续中

㈡ 举 办 调 査 本 区 各 国 的 用 水 供 应 和 ⑽ 自 然 资 源  自然资源、能源和 继续中

需求的研究 （c） 运输中心

㈢ 研 究 水 质量管理的问题 （b）自然资 源  工业、住 房 和 技 术 环 境 规 划 署 、教 科 继续中

文组织、卫生组织

6 - - -

12 - - -

10 - - -



㈣

会

举办开发 三 角 洲 地 带 的 区 域 座 谈 ⑻ 自 然 资 源 教科文组织 1 9 7 6 -
1 9 7 7

6 — 一 6 — 一 — 16

㈤ 研究开发水资算的各方面的问题㈦ 自然资源

⑻ 采取改善农村部分的灌溉項目的 

措施

农业 粮农组织 6 1 -

(b) 筹办水资源的开发事务
6 1 -

(c) 调査利用沿库和港湾的贮存设施

来供应淡水的可行性 6 1 -

㈥ 办理联合国水事会议的筹备工作，㈦ 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能源和 1 9 7 0 - 30 4 一 一 - 2 12 8
包括一九七六年七片的特设区域筹备会（a> 运输中心，教科文 1977
议 组织，卫生组织， 

气象组织，粮农组 

织 ，环境规划署

㈦ 出版物：⑻ 《水资源汇编》； （0 自然资源 1 9 7 6 - 18 一 - — — •— — —.

㈨ 《水资源杂志》季刊 1 9 7 7

B . 方案组成部分：

2 . 国际河洗的开发<16. 2 )

主要目的在于查明本区的国际河流在满足国家需要和国家发展计划方面所具有的潜力，这是推水资源利用的一切可飽方面，包括水电的生产。 

并将对流域规划和计划项目设计上所需的物质、经济和水文资料进行牧集和初步分析，以便确定需要技术和财政援助的高度优先计划项目.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亚太经社会 资 源

作性

质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現有的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預 期 的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一）对选定的国际流域的初步调查 (t) 自然资源 运输和通信 继续中 24 - -  -

㈡向湄公河下游勘察工作协调委员 

会提供技术援助

(a) 自 然 资 源 卫生组织 继续中 4 - -  -



B .方案组成部分:

3 . 減轻洪水灾害的措 施（16 3）

主要目的在于调査洪水灾害和推广减轻洪水灾害的措施，尤其是台风和热带气旋所造成的损害。 继续对台风委员会和热带气旋问题专家团这 

两个区域机构的活动提供援助.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亚太经社会 资 源

作

性

质

内负责 

这項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參加单位

时 间 表

常

現有的 
(人 工 月

）常 咨 区 外

預 期 的  

(人工月）常咨区外 外

（一）估计洪水对本区各国所造成的

灾鲁

(a） b)
（c（）

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能源和 

运输中心

继续中 10 — 一 — —

㈡ 向 台风委员会提供行政和技术 

支助

(a b,
(cd)

自然资源 气象组织、开发计 

刻署

继续中 12
- - 24

'—■ —' — 12

㈢向气象组织及亚太经社会热带气 (a b,(cd) 
气旋问题专家团提供行政和技术支助⑻⑷

自然资源 气象组织、开发计

划署

継续中 12 一 一 24 — 一 — - 一

㈣关于防灾和社区备灾工作的区 

域讨论会

(a) 自然资源 气象组织、红十字 1976 10 - - 20

® 包括气象组织第R A S / 7 3 /0 3 4 号称为“气象组织和开发计划署给予台风委员会的技术支助”的计划项目。

B .方案组成部分：

4 . 应用科学和技术促进水资源的开发（16. 4>

将与联合国科学和技术应用于发展咨询委员会在拟订和执行该委员会的世界行动计划，尤其在水资源方面维持紧密合作。同时，也希望研究具 

体的需要，加速发达国家传授有关地球物理科学的近代科学知识，以及促进使用电子计算机来处理和分析水资算系统方面的资料。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項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參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常

现 有 的 
(人工月）

咨 区 外

預 期 的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一）就水文资料的手机、存储和索查 

给予技术援助

⑻ 自然资源 继续中 6

( = ) 举办关于在水文和水资源规划上 

应用电子计算机的巡回讨沦会

⑹ 自然资源 教科文诅织 1 9 7 6 10 - - 30

㈢ 早 灾 专 家 工 诈 组 (d) 自然资源 农业 气象组织、

粮农组织

1 9 7 7 4 - 2 -  -

A . 方案：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以及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别措 施 （17)

•
 1
S
•

需要采取持别措施以援助发展中困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是国际发 展 战 略 的 基 本 目 标 .在 亚 太 经 社 会 ，有七个“特别困难”的最不发达国家，其 

中五个又是内陆国家.必需尽量帮助这些国冢，使它们能够从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所通过的政策措施得到充分的好处.除别的以外，内陆国家的问题 

是有关过境的基本问题，而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问题则为岛屿间联络的问題.根据現有方案的各组成部分，这十方案承认援助最不发达和内陆国家以及 

岛屿国家是迫切需要的.

B . 方案组成部分：

1 . 提高最不发达国家的吸收能 力 （17. 1 )

打算协助各国加强其行政及规划能力并且为社会发展领域的发展方案训练干部.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亚太经社会

时 间 表

资 源 1
作

性

质

负责这项工作

的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參加单位

现有的 
(人 工 月

） 咨 区 外

預 期 的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㈠对亚太经社会区域发展中国家提 

供技术援助，以改进它们的行政系统

（a）

(b)

发展规划 工发组织、开发 

组织、粮农组织、 

劳工组织

1976—
1977

— — 4 二



•
 §

 .

㈡ 协 助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和 

岛屿国家发展主导工业

（a

(b)

工业、住房和 

技术

发展规划、

国际贸易

技合处、选定的社 

会工作学校，儿童 

基金会、稂农组织、 

教科文组织、劳工 

组织

阿富汗

1976;
老挝或不丹

㈢ 在 社 会 福 利 、社区发展、合作社

a

社会发展 农业、工业 1 9 7 6 -
地方政府和青年福利方面的流动训练队 住房和技术, 19 7 7

人口

（四）对同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中最不

a

国际贸易 发展规划、 贸发会议 19 7 6
发达国家进出口贸易有关的问題进行研 (b) 统计

究，以便拟订一个行动计划

10

12

60 12

14

B .方某组成部分，

2 . 对内陆国家的援助（17. 2 )

内陆国家的问題值得特别注意.锊对贸易政策和程序，包括运输和过境的贸易问題提供援助， 

c . 具 体 工 作 ：

资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項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參加单位 常 咨  区

預期的 
(人工月）

外 常 咨 区 外

㈠按照内陆国家运输和过境的需要，

审查其实际和可能的对外贸易

（二）调查各过境和转载地点货物处理和

( b ) 国际贸易

( b ) 国际贸易

运输和通信

运输和通信

贸发会议、开发 

计划署

1 9 7 6

1 9 7 6 -

3

3

一 12

- 6

10

24 ~  -  6
储存的现有和可能的过境设备，以及改进 

和扩充的计划

1 9 7 7

㈢制定适合有关国家需要的适当联合 

运输系统或其他系统

(b) 国际贸易 运输和通信 贸发会议、开发 

计划署

19 7 6 一 3 6 — — — 3

㈣组织一个多部门的视察团前往内陆 

国家

⑹ 国际贸易 办理实务各司 贸发会议、开发 

计划署

1 9 7 6 -
1977

3 - 3 — __ — — —

㈤ 内 陆 国 家 问题特别小组第四届会议 (d) 国际贸易 办理实务各司 贸发会议 1977 3 一 一 一 — — 一 —



B . 方案的组成部分 ：

3 . 对 发 展 中 岛 屿 国 家 的 援 助（17. 3)

发展中岛屿国家在努力发展如航运、农业、贸易和通信等备部门押分区域合作时，需要得到援助。也将在加强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的活动方面提供

除了上述问题之 外 ，发展中岛屿国家也面临着 其 他 的 间 题 ，这些问题必须加以研 究 ，以便在它们的发展努力中对它们提供适当的援助 ，笫一个步骤 

是打其为此组织一个专家小组.

c . 具 体 工 作 ：

源

•
 160  
•

工
作
性
质

至太金社会 

内A *  
这項工作的

主驀单位

董太番社会内 

的

参#■单位

置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参加单位

现有的
(人工月）

常咨区外

預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㈠在组成一个航运理事会方面，对 

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的各成员国提供技 

术援助

( a ) 航运和港口工 

作人员服务处

贸发会议、开发 

计 划 署

1976 6 -  -  ~ 6 — — —

㈡ 研 究 海 运 收费率及其对南太合作 

局各国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b) 航运和港口工 

作人员服务处

发展规划、

统计

贸发会以、开发 

计划*

1 9 7 6 -
1 9 7 7

一 - t— ~~ — 6

㈢ 研究各岛屿国家特别关心的商品， 

并就这些商品促进各国间的合作

⑻ 国际贸易 发展规划、

统计、农业

贸发会议 1 9 7 6 -
19 7 7

3 -— — — — 一 6

（四）研究如对农产品检疫一类的非关 

税璧垒问题，以促进各岛屿间农产品的 

贸易

(&)
(b)

国际货易 发展婕划 贸发会议 1 9 7 6 -
1977

6 - 6 — — — —■ • 9

㈤ 组 织 一个专家小组，以研究发展 

中岛屿国家的问题

⑹ 国际货易 办理实务各司 贸发会议、

开发计划署

1 9 7 6 — 
1977

3 -• 一 一 — — —■ 3

內太平洋区的发展中岛屿国家在国家 

家贸易方面的专业人员培养计划

(a)
⑹

国际贸易 货发会议、

国际贸易中心

1 9 7 6 3 - • 一  6 — - 一’ 12

A 方案：社会发展和福利的政策和计划（1 8 〉

外

本方案的目的是要：（一）将发展的社会和社会学方面的问题和发展规趔过程相结合，a 就政策的制订、行政和训练方面，使本区的社会福利工作朝向各 

各会员国的发展目标。将特别注意为发展而动员社区资源，包括使妇女和青年参与国家的发展工作.

B . 方案组成部分:



B . 方案组成部分:

1 . 社会调查和发展规划的统一处理方法（1 8 .1 )

持续的社会调查是測报本区发展所必需的，而且也为制定社会发展的政策和计划提供基础，同时也必须考虑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提高发展工 

作的效率. 

c . 具 体 工 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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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亚太经社会内 亚太经社会外

这项工作的 的 的 时 间 表

主要单位 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

㈠ 筹备本区的社会调查工作，包 括        （b）社会发展 

对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 展 战         （C)
略进行两年期审查（同发展规划司联合 

进行的项目）和对一九七八年世界社会 

情况报告中有关亚洲的那一章进行审查 

( 同联合国总部联合进行）

资源

現有的 预期的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外              常咨 区 外

发展规划、 发展规划、预    1916-1977 24 - - -
农业、统计 測政策中心

（二）根据发展规划的统一处理方法， ⑻ 

协助各会员国发展经过改进的规划技术

社会发展 发展规划 社发研究所 继续中

㈢ 关 于 贫 困 问 题 的 研 究 ®  (b) 社会发展 发展规划、统 劳工组织、稂 1976-1977
计、湄公河委 农组织、教科

员会、亚发中 文组织、儿童

心、亚发研究 基金会、卫生

所、社发训研 

中心

组织

㈣关于对当地情况进行鉴定以便 ⑹ 社会发展 同上 劳工组织、稂 1977
进 行 “以贫穷问题为中心”的基层规划 农组织、教科

的区域会议（贫困问题研究的后继行动]® 文组织，儿童 

基金会、卫生 

组织

10 — 一 —

4 - 2 0 -  一 一  - -

1 2 — — 48 — — — —

6 一 一 2 一 — 一 一



2

丨一
62

㈤评价当前在机构支持方面的经 

验 ，以便小农和农村工作者能够更有效 

地参与农村发展的工作®

0>) 社会发展 发展规划、

农业

稂农组织、劳 

工组织

1976-1977

㈥关于为城市住区低收入者而设  

的社区方案的区域会议

⑹ 社会发展 发展规划、统 

计、亚发研究 

所、社发训研 

中心

劳工组织、教 

科文组织、卫 

生组织、儿童 

基金会

1977

( 七 ）为希望熟悉当地群众工作的计 

划方法的亚洲计划者安排到社会主义国 

家 （包括中国和/ 或 苏 联 ）去考察

⑻ 社会发展 发展规划 成员国政府 1977

（八）对以前的发展战略和有前途的 

新方案进行国家间研究，特别强调社会 

和文化因素（以后将作进一步的修改但 

须视有多少时间和资金而定）

⑻ 社会发展 发展规划、亚 

发研究所、社 

发训研中心

劳工组织、稂 

农组织、教科 

文组织

1916-1977

（九）执行粮食生产、技术转让、人 (b) 社会发展 农业 稂农组织 1976^.977
类住区和其他合办项目的社会方面的工 

作

2

1

10

B . 方案组成部分:

2 .研订有效的社会福利政：、规划和方案的拟订制 度 （1 8 .2 )

目标是协助各会员国重新制订社会福利政策和管理制度，使其面向发展目标，例如：将社会福利同计划生育工作联系起来；按照亚太经社会 

/ 国际社会工作会议合办的关于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和法规的专家小组会议（汉城，一九七三年）所制订的方针，来拟订这类服务的标准和法规,

® 由荷兰的颗算外资金提供经 

® 须视是否得到预算外资金而定《



C . 具体工作：

a
&

纛

工作

性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雪

現有的 预期的
(人工月） (人工月）

    常咨区外              常咨区外

（一）应请求，协助审查和评价儿童 

基金会所援助的社会服务项目

(a) 社会发展 儿童基金会、

社会发展人道 

事务中心

經後中 3 -  1  -

㈡协助各国政府发展计划生育的 

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

(a) 社会发展 人口 人口基金、社 

会发展人道事 

务中心

鍾续中 3 - 12 - - - - -

（三）关于将社会福利服务和提供这 

些服务的系统扩大到农村地区去的国家 

研究

(a) 社会发展 儿童基金会、

稂农组织。劳 

工组织、教科 

文组织、卫生 

组织、各非政 

府組织

1976

4

1 ■ -

㈣ 从 农 村 发 展 综合方案的角度进 

行关于供应生活的基本需要（如粮食、 

住宿处所、卫生、教育、社会福利、托 

儿设备、计划生育等）的方案研究，隨 

后 ，就同一题目举行专家小组会议

(b) 社会发展
发展规划 儿童基金会、

稂农组织、劳 

工组织、教科 

文组织、卫生 

组织、各非政 

府组织

1977

4

-  -  2 • • * •

㈤社会福利服务的标准和立法区 
域计论会所导致的研究和实地试验 ®

(b) 社会发展
社会发 展  

事务中心、儿 

童基金会、教 

科文组织，劳 

工组织、卫生 

组织、各非政 

府组织

1976-1977

4

-  -  2



㈥ 关 于 通 过 社 区 组 织 进 行 计 划 生 ⑼

育的国家间研究

社会发展 人口 人口基金、卫 1976-1977 
生组织

4 -  6 - -  -  -  2

㈦ 关 于 利 用 社 会 团 体 的 工 作 来 促 ⑷

进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和在青年人中间推 

广性教育的区域会议 ®

社会发展 人口 人口基金、卫 

生组织、教科 

文组织

1977 4 -  6 - - -  -  5

（八）使残废者康复的计划項目的筹（a) 
备工作；这个项目的主要对象是印度支 

那战争的受害者 ®

社会发展 人口 社会发展人道 

事务中心、一 

切专门机构、 

儿童基金会、 

各非政府組织

1977 3 -  -  -

B 。方案组成部分:

-
164

 

3 ，重新拟订社会工作教育的方针（18  3 ）)

目标是以执行亚太经社会/ 儿童基金会社会工作训练课程发展方面的区域讨论会（曼谷，一九七二年）所制订的区域行动建议，更具体地将社 

会工作教育和各种国家发展目标联系起来. 

c , 具 体 工 作 ：

资 源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亚太经社会由 亚太经社会外

这项工作的 的 的 时 间 表

主要单位 参加单位 參加单位

现有的
(人工月）

咨 区 咨 区常 外 常 外

㈠支持亚洲社会福利和发展训练 社会发展 人口、发展规    社 会 发 展 人 道         继续中

和研究中心（马 尼 拉 ）的业务 划、统计 事务中心、技

合处各专门机 

构、各非政府 

组织

㈡ 协 助 各 面 政 府 重 新 制 定 社 会 工 （a) 社会发展 儿童基金会、 继续中

作教育方针，使其面向发展目标 各专门机构，

各非政府组织

3 - 12 •

③须视人口基金提供经费的情况而定。 

© 须视开发计划署提供经费的情况而定。

5

2



雪

㈢ 《社会工作教育和发展通信》 （0 ） 社会发展 

(第  15—20 号 ）

㈣关于下列事項的集体训练课程  ⑻ 社 会 发 展

继续中 4 2 - 2

选定的社会工 1976 6
作 学 院 （粮农 

组织只参 加 }

2 - 2

⑻社会工作教育在农村发展 

方面的作用

( b ) 社会研究的方法

⑻社会活动和运动

⑷在社会工作教育方面的社 

会发展技术

㈤进行区域协商来重新制 定 社 会 ⑷ 社 会 发展 
工作教育方针，使其面向发展目标@

1976

1977

1977

人口 儿童基金会、 

粮农组织，劳 

工组织、教科 

文组织

1977 . 4 1

㈥同选定的社会工作学院合作进 

行关于设置面向发展的社会工作教育课 

程的试验项目，作为上述协商的后继行 

动

® 須视预算外资金所提供的经费情况而定•

1977

b . 方案组成部分：

4 .个人和集体资源的开发（1 8 .4 )

目标是通过训练和面向行动的研究，为国家发展而发展个人和集体的资源，特别是加强妇女的作用和參与. 

号决议建议设立国际妇女年自愿捐助特别基金。

经济及社会理会 第 1850 ( l v i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由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

外的         时间表

參加单位

現有的 
(人工月

） 常 咨 区 外

源

預期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
1
6
6

 1

㈠ 制 订 并 执 行 关 于 妇 女 参 加 国 家 ⑻  

发展工作的区域行动计划（同伊朗和其 

他捐助国政府协商）®

社会发展 人口 稂农组织、一 

切专门机构、 

儿童基金会

1975-1977 20 X

（二）搜集并分析同下列事项有关的    （b） 

资料和研究：妇女参加包括文化和立法 

方面的发展工作；本区各国的妇女组织 

的作用。

社会发展 统计、人口、

新闻

伊朗的区域中 

心、社发训练 

中心、亚发研 

究所、儿童基 

金会、各专门 

机构

继续中 9  2

㈢ 在 关 于 加 强 妇 女 在 国 家 发 展 中      （a）

的作用的国家政策和方案方面协助各会 

员国

社会发展 人口、发展规 

划

社会发展人道 

事务中心、各 

专门机构、儿 

童基金会、伊 

朗中心

继续中 1

㈣组织有关社会发展的机构间会 

议

社会发展 发展规划、统 

计、农业、；

业、住房和技 

术、人口、 自 

然资源、亚发 

研究所、社发 

训研中心

各专门机构、

各非政府组织、 

儿童基金会、 

开发计划署、 

湄公河委员会

1975

4

⑭ 通过伊朗政府或任何其他政府所提供的预算外资源资助执行。 这将包括在伊朗设立一个训练、研究和情报交换中心，以及可能在亚太经社会内 

部设立一个行政单位一当前没有反映在以上所载的 x  B 人工月内.



I

B ,方案的组成部分:

5 .动员青年以促进国家发展（1 8 .5)

目标是协助制订国家青年政策，尤其是注意那些可使青年对社会变革和解决其他重大问题作出贡献的方法，同时为面家发展而建立一批由训炼 

有素的音年领袖和青年工作人员组成的骨干队伍. 

c.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由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的    

  

   參加单位

㈠ 从 青年的就业、不相信当前的              （b）社会发展 

价值现念和参加发屋工作等基本情况方 

面来进行青年政策的国家研究，从而拟 

定适当的方针和试验项目

儿童基金会、 

各专门机构， 

社会发展人道 

事务中心

继续中

㈡ 就 下 列 题 目 举 办 一 系 列 短 期 训       （a） 

练班：

社会发展 康拉德.阿登 

纳基金会国际 

关 系 研 究  
所、各专门机

1976

⑻青年与对人口问题的认识 1976

( b ) 农村机构的发展 构、儿童基金 1976

(c） 对失学青年进行工作
会、非政府组 

织、社发训研
1976

(d） 青年在工发展中的作用 中心 1977

（e）职业咨商 1977

㈢ 同 现 有 的 国家和 地 区 各 机 构 食 ⑻ 社会发展 人人都有面包 1976-1977
作 ，把上述各项训练工作并为一个为青 基金、现賓的

年工人而设的长期的高级領 导 人 训 练 国家/ 区域青

班 年发展训练中

心

时 间 表

资 源

現有的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預期的
(人工月

）常咨区外

4 -  - 2 1 - -

24 -  -  14 - 6 -

6 - - - 8



㈣ 在 志 愿 人 员 方 案 和 为 联 合 田 志 ㈣ 社 会 发 展  

愿人员事务处进行招募工作方面协助各 

国政府®

社会发展人道 

事务中心 .儿  

童基金会。开 

发计划著、各 

非政府组织

继续中 12

㈤ 向 各 面 政 府 提 供 咨 物 服 务 ，以 （a）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人道 後续中

拟订适当的青年政策和方案，并保证青 事务中心、儿

年参加国家发展的工作 童基金会 .各  

专门机构

24

㈥ 由 青 年 人 、各 青 年 方 案 的 主 任（a） 
等组成的青年咨询特设小组的会议，检 

查青年事务并就青年事务问题向执行秘 

书提供意见 ®

社会发展 发展规划、 

人口

儿童基金会、 1976
各专门机构、

社会发展人道

•
168

 I

㈦ 搜 集 并 散 发 关 于 青 年 发 展 的 研          （c）社会发展 

究和方案的资科

统计、资科 艾伯特基金、 继续中

累据交换所

A . 方案：人口政策和方案（19)

本方案的目的是要确保使拟订和执行有效的人口政策和方案成为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本方案也要协助各会员国通过拟订、执行和评价国家 

的人口方案和计划生育方案来实现其生育目标。 此外，人口资科是方案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为全面的方案发展和支持而修改和刷新亚洲人口方 

案各组成部分的工作，是一项持续和重要的活动.

B . 方案组成部分

1 .政策拟订和方案支持，包括训练战略的制订（1 9 .1 )

目标是要根据公认的国家需要和优先次序来制定一个平衡的活动方案.对其他方案组成部分的具体活动提供一般管理和辅导的方案支持，并 

定期评价它们的成绩。 又包括人口和计划生育方面的训练战略和训练活动的协调.

© 由开发计划署志愿人员方案提供经费， 

® 须视是否得到预算外资金而定.



C . 具 体 工 作 ：

资源

-
169  -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由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的    

  

   參加单位

現有的     时间表             (人工月）常咨区外 預期的
(人工月

） 常 咨 区 外

㈠ ’为整个亚洲人口方案拟定政策    （a） 

和发展方案，以满足国家需要和优先考 

虑事项

人口 发展规划（公 

共 行 政 >

有关各专门机 

构

继续中 52 • 5 -

㈡ 为 发 展 适 当 的 训 练 战 略 而 进 行 ⑼  

关于评价本区的训练需要和设备的研究；

协调各项训练活动

人口 发展舰 划 （公 

共行政）

人口基金、有 

关专门机构

1976-1977 20 6 4 - • 6 ■

㈢ 人 口 和 计 划 生 育 的 区 域 咨询服 ⑻  

务

人口 统计 人口基金、人 

口司（经社部）

继续中 8 -  12 - -

㈣ 为 设 在 印 度 孟 买 的 国 际 人 口 问 ⑻

题研究所提供技术援助

人口 一 人口基金、人 

口司(经社部）
1976-1977 8 7 - 35 -  3 6

工
作
性
质 外

B . 方案组成部分

2 .人口因素同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分析（1 9 ,2 )

列举在本方案的这个组成部分之下的活动的目标是协助各成员国政府：㈠ 編制和分析资料，并 了解人口同经济及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所 

产生的短期和长期影响；㈡把人口政策和方案看成是社会和经济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据此来拟定改进的发展计划；㈢了解人口移动同城市化. 

人类社区和国家以下一级的发展工作有关的问题，并拟订在这些領域里的行动计划。 这 些 活 动 包括专家工作组会议，比较性研究，训练和技术援 

助.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这项工作

的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由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參加单位      

  时间表

㈠评价人口因索在计划过程内的 

作用的研究

(b) 人口 发展规划、亚 

发研究所

人口基金、稂 

农组织、劳工 

组织

1976

㈡关于人力的人口方面的比较研 （（b) 人口 一 劳工組织、 1976
究 （第二期） 曰本

㈢ 各 面 的 专 题 报告：

菲律宾 

斯里兰卡 

日本 

尼泊尔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人口 统计 人口基金、 1976-1977
法国，

澳大利亚 

菲律宾 

斯里兰卡

日本，尼泊尔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新西兰

资

源

現有的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預期的
(人工月

） 常 咨 区 外

2 2 - -

2 - - 2 - - - -

3 - - 21 - - ― 39

- • - ■

性研究

人口增长、组成和分布的比较 人口 统计 1976-1577

㈤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水平和 

趋势的比较性研究

（ (b) 人口 统计 各国政府 1976-1977

㈥ 解说性《人口预测 (b) 人口 统计 各国政府和联 

合国人口司
1976-1977

㈦

预測

关于家庭户口和住房的需要的 (b) 人口 工业、住房和 

技术，统计

联合国人口司、 

联合主国政府
1976-1977

6

12 ........................................................

1 4 » ............................................... ' ' -

3 ..................................................1S



㈧ 人 口 改变、稂食和营养需要的   （b）

研究

㈨关于人口和发展规划的专家工    （d） 
作组

（十）关于国内人口移动和人类住区⑷ 

的专家工作组

（十一）关于国内人口移动和械市化对（b） 

发展的关系的比较性研究

闰在发展规划的范围内进行关于（均 

人口改交和渾料需求的比较性研究

® 囲家一级以下地区的人口增长（4) 
和经济发展专家工作組

歯关于分析岛国人口曲生率和死（a> 
亡率的数振的分区训嫁班

困 关 f 分析人口移动数振的分区（a) 
训鎵班

媒把经济人口统计摸番应用到进彻 

定的亚太S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舰划进程

人口 农业 粮农组织 1976 8 - 2 - -

人口 发展规划、亚 

发研究所

粮农组织.

劳工组织.

卫生组织

1977 2 -  - - ， 3 - -

人口 工业，住房和 

财 ，统计

联合国总部 1977 2 -  - - - 2 - -

人口 发展规划，工 

业、住房和技 

术’亚发研究 

所

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总部
1977 2 - - - 15

人口 发展规划，工 

业、住房和技 

术，自然资源 

农业

粮农组织 1977 10 - - - 2 -

人口 发展规划、亚发

研究 所

粮农组织、

劳工组织.

卫生组织

1977 2 - - - - 3 -

人口 统计 卫生组织， 

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南太 

平洋秘 员 会

1977 2 - 7 - *

人口 统计 政府间协委会 2 • • - - 7 - -

人口 发展规划、 

亚太研究所

劳工组织、

粮农组织.

卫生組织、

教科文组织

1977 3 "* • ** - 2 - 12



6

12

十七 关于人口因素在规划社区发展（d) 人口 

方案方面的作用的专家工作组会议

发展规划、 稂农组织 1977 2
社会发展、

亚太研究所

㈥ 关 于 人 口 因 素 在 规 划 和 执 行 社 ⑼  人口

区发及方案方而的作用的比较性研究

发展规划、 稂农组织

社会发展、

亚太研究所

B ，方案组成部分：

3 .计划生育方案的管理方面（1 9 .3 )

目标是通过举办计划生育管理人员面家训练班和关于把计划生育同其他发展方案结合起来的研究，来发展和改进国家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方案的 

管理和組织效率，

c . 具 体 工 作 ：

172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由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

外的         时间表

參加单位 

現有的
<人工月） 

咨 区

預期的
(人工月） 

外 常 咨 区

源

常 外

㈠ 为 计 划 生 育 管 理 人 员 举 办 的 关 (a) 
于管理问题的国家训练班（每年一班，

为期三个星期）

人口 亚发中心 人口基金、人 

口方案管委会、 

政府间协委会、 

卫生组织、各 

有关面家

1976-1977

« 为计划生育方案的拟订而举办⑻  

的关于数据分析的分区方法训练班

人口 统计 卫生组织、 

密执安大学、 

各有关国家

1976

㈢ 关 于 把 计 划 生 育 结 合 于 发 展 中 (b) 

的组织需要的研究

人口 开发规划、

社会发展

人口基 金  

卫生组织、

1976-1977

粮农组织、 

各有关国家



㈣ 探 订 一 个 评 价 组 织 因 索 对 计 划 作 ） 

生育方案办理成效的作用的计划

人口 人口基金、人 1977

口方案管委会，

政府间协委会.

各有关国家

- - -

㈤ 关 于 组 织 因 索 对 计 划 生 育 方 案 ⑼

办理成效的作用的试验性研究

人口 亚发中心 1976-1977 9 - - 8 - 24

B ，方案组成部分：

4 . 生育和计划生育的行为的促动因素（1 9 . 4 )

目标是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小家庭的观念可以为人接受，并为此动员社会予以支持•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亚太经社会

外的         时间表

參加单位

資

源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这项工作

的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由

的

参加单位

現有的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預期的
(人工月

）   常 咨 区

㈠关于伊斯兰文化背景下的生育 

行为的社会和心理方面的讨论会

(a) 人口 社会发展 联合国人口司、 1976-1977 
非洲经委会、

西亚经委会、

人口基金、

教科文组织、

卫生组织、

计划生育金、

各有关国家

- 9 - .



㈡ 关 于 影 响 生 育 率 的 各 种 社 会 一 ⑷  

经济政策和措施的专家小姐会议

人口 社会发展 

发展规划

人口基金、 

人口司(经社部)、 

教科文组织、 

卫生组织、 

计划生育会、 

人口理事会

1977 8 ■ ■ ■ - 3 - -

㈢ 关 于 社 会 心 理 因 索 和 生 育 率 之 ㈦  

间的关系的研究结果的检査

人口 1976-1977 7 - - - - -

㈣ 一 体 化 的 营养和计划生育方案 ㈨ 人口 粮农組织 

卫生组织

1976-1977 4 - - - -  3 - 3

B • 方案组成部分:

5 .计划生育方案的效率和效能的评价（1 9 .5 )

目标是要制定评价办法，来评价本区各国的国家计划生育和人口方財居民接受计划生育方法和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

c . 具 体 工 作 ：

亚太经社会内

负责这项工作

的主 要 单 位
亚太经社会由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的    

  

   參加单位

时 间 表

资 源

珑有的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預期的
(人工月

）   常 咨 区

㈠ 关 于 将 研 究 结果用于拟订计划 

生育方案的国家讨论会

(a) 人口 人口基金、 

福特基金、 

人口研委会、 

东西中心、 

各有关国家

1976-1977 6 -  - - - - 9 - - -



㈡ 为參与评价的计划生育人员举⑻ 
办的分区复习班和考察

㈢为实现计划生育方案中的人口 (切 

方面的目标而研究资算规划和援款办法

人口 统计 人口基金、 

卫生组织. 

人口理事会、 

各有关国家

1977

人口 亚发研究所 卫生组织、 

人口理事会、 

各有关国家

1976-1977

㈣ 为 改 进 一 体 化 的 计 划 生 育 方 案 (a) 人口 亚发中心 1977
的测报制度提供咨询服务和训练

B . 方案组成部分：

6 •关于人口的资料交换所和资科（1 9 .6)

目标是要向各国主要人员提供关于各国人口方案的发展的最新资料，作为各国发展其本身的方案的准则。特别注意国家翻译方案，国家人口资 

料网的加强和这方面的训练方案•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由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參加单位 时间表(人工月）  常咨区

现有的(人工月）  常咨区 預期的(人工月）  常咨区

㈠ 人 口 资料的搜集、处 理 .编制 （C） 人口 联合国新闻处、 人口基金、 继续中

和传播 行政、统计、 教科文组织，

语文事务处 发 展 ®导 处 、 

政府间协会、 

计划生育会

㈡ 设 立 资 科 网 和 国家资科交换所 (a) 人口 联合国新闻处、 人口基金、 继续中

的技术援助 社会发展 教科文组织、 

田际拨款机构

28 70

29 - 12



-
1
7
6

 暮

㈢ 翻译方案 人口 译文事务、

统计.

困书馆

人口基金、教 

科文组级 .联  

合国总部、各 

语文服务处、 

国际拨款机构

1976

1977

3 6 -  19 - -  -  24

⑻ 关 于 问 题 、资源和方法的 

研究

(切 设 立 国 家 翻译委员会的技 

术援助

(b)

⑻

㈣

讨论会

亚太经委会人口通讯員的国家 m 人口 联合国新闻处 人口基金、 

开发计划署、 

各有关国家

继续中 5 -  -  3 -  -  -  -

㈤为设立人口资科交换所而举办 

特设训练方案

⑻ 人口 联合国新闻处 人口基金 1977 1 -  1 -  -

㈥亚太经社会人口出版物的读者 

兴趣调查

⑻ 人口 人口基金、

开发计划署

继续中 2 4 - -  -  -



A . 方案：统计资料的编制和服务（20  )

统计资料的编制和服务方案的目标是：⑴促进本地区各国统计资料的編制；⑵为亚太经社会秘书处提供统计厫务和数据处理服务，

B . 方案组成部分：

1 . 统计资料的编纂和分析（20. 1 )
目标是从成员国获取人口、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并以使用者易于检索的形式和易于出版的形式将这些资料加以编订、重新編制和保存.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
貭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由

的

参加单位

㈠ 搜 集 每 月 、每季、每年和更长 

时间的基本数据，按先后次序以汇编形 

式加以编订和保存，其中包括 5，， 000  
种以上不同的关于本地区人口、社会及 

经济的主要指标的个别汇编。

统 计 联合国统计处、 

各专门机构

继续中

㈡将秘书处所拥有的基本数据加 

以编纂，并通过特别推告或通过《亚洲 

和太平洋统计年鉴》、 《亚洲和太平洋 

统计季刊》、 《亚太区域国家的统计指 

标 》和 《亚洲和太平洋对外贸易统计资 

料 》等经常性出版物加以传播

(C） 统 计 联合国统计处 继续中

（三）编制一份《亚洲和太平洋统计 

年 鉴 》的补编：载列各会员国一九七O  
年人口和住房普查的结果

(C) 统 计 1976 - 77

㈣ 编 制 一 份 《亚洲和太平洋统计 

年 鉴 》的补编，载列儿童和青年的统计 

资料

(0 统 计 联合国统计处、 

儿童基金会

1977

㈤ 编制一份《亚洲和太平洋统计 统 计 联合国统计处 1976 - 77

年 鉴 》的技术性补编，载 列 《年 鉴 》所 

发表的统计汇编的详细定义和解释性说 

明

亚太经社会外

的 时 间 表

參加单位

资 源

现有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外

預期的
(人工只） 

常 咨 区 外

30 - -  -

27 - - - - - - -

5 - - - — — -

- - - - - - -
8 ㉗

10 - - - - - • -

2 7  预计由儿童基金会提供经费



B .方案组成部分：

2. 统计资料的编制（20. 2)

目标是改进本地区各国政府统计处的能量和能力，重点放在人口、社会和经济的统计资料上.

-

1
3
 

•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质

亚太经社会

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

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由

的

参加单位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參加单位

时 间 表

資 源

现有的 
(人 工 月

）常咨区外

预期的 
(人工月

） 常 咨 区 外

㈠ 制 订 和 促 进 国际统计标准 

和建议；协助各国制订并执行其统 

计方案；评价并报道联合国国家和 

区域方案的办理成效；协助各国编 

写申请国际援助的请求

(a) 统 计 联合国统计处、 

技合处

継续中 汍

« 通过一个包括编制基本经 

济统计资料、商品差额表和投入一 

产出一览表，直到最后结算等各个 

层次的方案，促进本地区各国按照 

订正的国民核算制度来发展国民核 

算

⑻ 统 计 联合国统计处、 

亚发银行

继续中. 20 6 12 - - -  12 -

㈢批发行业的统计资料的编制

® 通过下列各项来编制能源 

统计资料：编制一本关于概念和定 

义的手册；获取能源资料作为对秘 

书处的能源方案的一项支持，其中 

包括每个国家的 4 5 本主要汇编，

这些汇编是以计算机可以识别的形 

式加以保存的

⑻ 统 计 联合国统计处 继续中 2

㈤编制经济统计资料，包括 

小规模和家庭式工业的统计资料以 

及生产和销售价格的统计资料

⑻ 统 计 联合国统计处 1976 -  77 3 ' 6 "



㈥ 通 过 人 口 普 查 、人口调查、 

寿命率调查和公民注册等编制本区 

基本人口统计资料

( a )统 计 人 口 联含国统计处 继续中 20 -
- 24 (28)

- - - -

( 七 ）协助各国规划、进行和处理 

其人口和住房普查

( a ) 统 计 人 口 联 合 ®统 计 处 、 

人口基金

继续中 6 6

（八）发展一体化的人口、人力和 

社会统计

(a) 统 计 联合国统计处 继续中 4 - -  - •  3 -  24

㈨ 社 会 指 标 的 发 展 (a) 统 计 联合国统计处 继续中 4 - - - - - . -  -

㈩促进一个关于航运和港口统  

计的区域方案

(a) 统 计 航运服务 继续中 4 -
- 24 ®

— ~ ~

（十一）公路运输统计的发展 (a) 统 计 运输和通信 联合国统计处 1977-78 6 - - 一 - - - -

© 促进抽样方法的使用以便 

通过搜集不同領域的抽样技术和抽 

样调查的资料来改进基本统计数据，

同时通过抽样调査的年度报告来传 

播这种资料

(a) 统 计 联合国统计处 继续中 6 -

©
© 协助各国编制训练方案， 

支持区域训练项目，特别是支持亚 

洲统计研究所的训练项目和那些可 

用法文为教学工具的国家的训殊项目

(a) 统 计 亚洲统计 

研究所

继续中 10 - 2 0

㈤搜集和分析关于亚太区各  

国收入分配的家庭调査教据

（b） 统 计 社会发展 

发展规划

世界银行 1976 -  77 — • - 24

©

® 拟订一个关于环境统计的 

国际工作方案，其中包括发展同人 

•类住区的环境有关的统计

(a) 统 计 工业、住房 

和技术

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统计处

继续中 1 - - 32 - -

2 8 由人口基金提供经费.

2 9 荷兰政府在无偿基础上出资提供的社会统计专家一名， 

3 0 由开发计划署提供经费.

3 1 法国政府在无偿基础上出资提供的训练专家一名.

3 2 由世界镅行提供专冢.

3 3 预计由环境规划署提供经费.



B .方案组成部分：

8 . 数据处理（20. 3)

目标是为统计分析、人口统计、 目录资料的检索和亚太经社会的行政工作提供数据处理服务；通过咨询服务和会议促进各国政府的 

数据处理.

c . 具 体 工 作 ：

工

作

性质

亚太经社会内负责

这项工作的主要单位

亚太经社会内

的

参加单位

㈠.通过改进电子计算机设备 

的使用和功能，将数据处理和电子 

计算机的应用方面的改进的技术在 

各会员国政府中广为推广，特别强 

调人口普查和调査的数据处理.

(a) 统 计

㈡数据故理的分区训练班 统 计

㈢关于利用电子计算机来处  

理人口普査、调査和其他统计数据 

的讨论会

(a)

统 计

㈣ 在 有 限 范 围 内 ，为那些没 

有足够设备的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数 

据处理服务

(a)

统 计

伍> ‘搜集数据并以机器意识识别的 

形式加以保存以便检索，作为对秘 

书处一般工作方案的支持：特别强调

人口普查和社会经济调査的抽样 

数据

(b) 统 计 人口

㈥搜集对外资身统计资料并  

向日内瓦联合国统计处提出报告， 

用联合国的格式维持一个区域贸易 

磁带库

（c）

统 计

资源

亚太经社会外

的

参加单位

时 间 表

外

现有的 
(人工月）

常咨区外 外

预期的 
(人工月

） 常 咨 区 外

继续中 8 3 -
1 2 ® ■ ■ -  12

印 度 继续中 ¥

联合国统计处 1976 2 3 -  ~ -

继续中 ■ - - - » 4 ■ .

美国人口普査局 継续中 8 - • ■ ■ ■ ■ ■

联合面 继续中 16 - - 事 ■ •  •  ■
>



㈦ 为 行 政 司 ，包括人事、薪 

給和一般会计系统，提供数据处理 

服务

统 计 行政 继续中 24 - - - - - - -

（八）以按先后次序编订的汇编 

形式保存统计数据，其中包括本区 

时主要的人口、社会和经济汇編

(C）

统 计 继续中 18 - - - - -

（九）为自然资源司以按先后次序 

编订的汇编形式保存每年的能源数据

(C）

统 计 自然资源 继续中

㈩ 获 取 并 处 理 目 录 资 料 ，为亚 

太经社会和它的有关机构内的所有文 

件做一个一体化的档案，为曼谷的联 

合国囲书猪所拥有的期刊提供按题目 

编写的一览表和按项目号码编播的机 

器检索，以及一个辅助系统

(C）

统 计 执行秘书处 继续中 20 —- - - - - - - -

（十一）为亚太经社会秘书处资料的 

协调工作技术委员会提供服务，并协 

助发展秘书处的区域资料活动

(C） 统 计 执行秘书处 继续中 6 - - -

（十二）对粮农组织/ 亚太经社会农 

业情报寒统的处理工作给予支持，包 

括用电子计算机保存和检索粮食作物 

的数据及提供一个与秘书处系统有关 

的目录资料系统

统 计 亚太经社会/  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

农业

继续中 - - - - - -



三、资源分紀摘要*

A . 分配给不同的方案

—  

1
8

2
-

1
2

 3
 4
 

o
 o
 o
 O

记号

一、优先部门的工作方案

发展稂食和农业 

能源的开发、使用和保存 

原料和发展 

发展和转让适当技术

05 外来财政资源

资
源 总 计

现 有 的 （人 工 月 ） 预 期 的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皙 常 咨 区 外 合计
(b ））)

（a）十(b )

190 12 21 211 434 21 201 222 656

138 4 6 11 161 38 11 . 299 346 509

82 3 2 12 99 4 - 55 59 158

112 4 20 1 137

-

145 145 262

119 2 5 150 276 - 6 219 225 501

641 25 56 385 1， 107 63 17 - 919 999 2,106

# 由于开发计划署财政“冻结’’和所能取得的资源有所变动, 

因此在第三节的表中所列举的人工月数字很可能会改动。



6
7
8
9
0
1
2
3
4
5
6
7
 
8
9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2

丨
 

12?
I

二、其他活动部门的工作方案 

发展规划
工业发展 ，
住房、造房和物质规划 

人类环境
增进和扩展贸易和货币安排 
发展航运、港口和内陆水运 

发展运输
发展通讯设备 
发展旅游业 
开发矿物资源

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以及发展中岛屿国家的 

特别措施
社会发展和福利的政策与计划 
人口政策与方案 
统计资料的编制和服务

资 源
总 计  

（a）+ ( b )

现 有 的 （人 工 月 ） 预期的 （人工月 ）

常 咨 区 外  合计

（a）

常 咨 区 外 合计
(b )

274 8 20 38 340

-

39 39 379

211 7 51

-

269

- -

• 169 169 438

72 •

-

13 85 • • • 377 377 462

26

- - -

26 - •

-

• • 26

126 - 42 27 195 24 12 • 90 126 321

144 - 12 48 204 48 6 12 116 182 386

172 • 70 247

-

4 4 144 152

8 •

-

84 92 •

-

• 132 132 224

28 • • • 28 •

-

• ■ 28

192

-

8 158 358

-

30 32 348 410 768

192 7

-

104 303 - 4 12 36 52 355

61 ■ 37 106 204 18

- -

65 83 287

226 8 61 74 369 37 15 48 39 139 508

307 21 21 164 513

-

4 2

-

150 262 775

312 15 12 147 486 - 28 12 44 84 570

2,351 71 264 1,033 3,719 127 211 120 1,749 2,207 5,926

B . 分配给不同的方案组成部分

一、优先部门的工作方案 

01. 发展稂食和农业

01. 1 改进农业计划和政策 

01. 2 发展农业的基本设施 

01. 3 稳定和扩充稂食供应 

01. 4 农业生产多样化和粮食资源的贮存 

01. 5 增加农用必需品的供应

6

-

10

-

16 •

-

•

-

16

28

- -

16 44 •

-

• • 44

13

- -

34 47 •

-

21 21 68

50 5 4 - 59

- -

57 57 116

23 5 7 95 130 20

-

83 103 233



01. 6 制定营养政策

01. 7 制定本区的农业资料计划，并调查当前的发展情况

02. 能源的开发、使用和保存 

02. 1 能源的勘探、开采和生产 

02. 2 能源的使用

03. 原料和发展

03. 1 原料的生产和贸易

03. 2 在原料方面的区域和分区域合作

—

 

1
8

4

 

I

04. 发展和转让适当技术

04. 1 科技政策和机构

04. 2 发展当地创造、选择并采用适当的技术的能力

04- 3 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间的国际技 
术转让

04. 4 作为转让办法的技术资料系统

05. 外来财政资源

05- 1 本区主要的国际收支和发展援助问题

05. 2 贸易扩展和支付安排

05. 3 用于发展方面的私人资本流动

28

42

2 -  34

-  32

64

74 1

•  •  12

•  28

12

29

76

103

190 12 21 211 434 21

-

•  201 222 656

119 4 6 8 137 26 11 -  299 336 473

19 ■ 2 3 24 12 • - - 12 36

138 4 8 11 161 38 11 -  299 348 509

44 9 53 • • -  27 27 80

38 3 2 3 46 4 • -  28 32 78

82 3 2 12 99 4

-

•  .55 59 156

22 3 5 30

-

•  23 23 53

44

-

9 1 54

- -

•  86 86 140

46 1 6

-

S3 •

-

-  36 36 89

112 4 20 1 137 -

-

-  145 145 282

22 2

-

4 28 •           8 8 36

48 - - 141 189 - 6 - 182 188 3.77

-

5 5 59 -

-

-  29 29 88

119 2 5 150 • 276 - 6 - 219 225 501



—

 

1
8

5

 

I

二、其他活动部门的工作方案

06. 发展规划
06. 1 分析具有重大政策性的发展问题，并全面审查和评 

价经济发展及谋求发展的区域战略 
规划技术的发展
促进区域和分区域的合作 
资料的传播 
发展方面的行政工作

2
 3
4
 5

6
6̂
6<
6-
 

O
O
O
O

07. 工业发展

07： 1 工业发展和规划
07： 2 工业发展和区域合作

奄 源 总 计  

（a） +  (b)
现有的（ 人工月) 预 期 的 （人工月）

常 咨 区 含计
（ a） 常 咨 区 外 含计

(h )

230 8 -

29

269

• 27 27 294

21 • • 24 - - • 7 7 31

12 •

-

2 14 - - • 2 2 16

3 • - 3 6 - - • 3 3 9

8 • 20 1 19 - - • • • 29

271 8 20 38 340

-

39 39 379

66 5

11

- 82 - • • 42 42 124

145 2 40 • 187 • . • 127 127 314

211 7 51 • 269 - • 169 169 438

36

- -

11 47 • «

-

336 336 383

15 -

• 1 16 • 3 3 19

21

-

- 22 • - • 38 38 60

72 • • 13 85 - • 377 377 462

20 • ■ ■ 20 • — • •

-

20

6 • ■ ■ 6 • • •

-

• 6

26 • ■ ■ 26 • •

- - -

26



•
3.86

1
2
 3
 4
 5
 6

oe
o.
o-
c
s
o-
o.
o-
 

1
1
1
1
1
1
1

贸易和货币办法的促进和扩展
贸易、关税和支付政策方面的发展的审查

保险和再保险

贸易文件和程序的简单化和际准化 
贸易扩展和货币舍作 
贸易的促进和发展

1
2
 3
4
5
6
 

1
2
3

1
1
1
1
 .10
1
 .1
 •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航运、港口和内陆水道的发展 
人力发展
海事政策和机构的发展
商船和航运服务的发展（国内和国外） 
港口和港口管理的发展 
内陆水道和永运 

托运人的组织和合作

运输的发展
一般运输发展和促进国际交通 
公路和公路运输 

铁路和铁路运输

1 3  通 信 设施的发展

13 1       电信 

13. 2 邮政

18 •  •

8 •  •

-

•

-

•

-

27

18

8

12

12

4

141 24

12

•

••

•

•

-

•  2

-

•  18
•  •

•  •

-  70

14

-

18

•

•

94

32

8

30

12

4 

235

12 -

-

12

•

30

4

84

-

-

126 • 42 27， 105 24 12 90 126 321

34 • 1

1

8 43 10

-

14 25 68

20

-

• 12 32 12

-

12 24 56

30 • • • 30 8 3 12 23 53

20 • 12 32 6 3 18 27

21

-

• 12 33 4

-

42 46 79

19

-

11 4 34 8 • 11 18 37 71

144

-

12 204 48 6 12 116 182 386

76

-

•

-

76 • • 4 5 9 85

44 3 34 81 • • • 36 36 117

52 2 • 36 90 • 4 • 103 107 197

172 5

70 247

• 4 4 144 152 399

4 • • 72 76 • 72 72 148

4 •

- 12

16 •

- -

60 60 76

8 •

- 84

92

- -

132 132 224



14 . 发展旅游业
14. 1 旅游设施和潜力的扩充

15. 矿物资源的开发 
15. 1 开发石油和天然气

15. 2 促进矿物资源的勘探、开采和利用
15, 3 勘探南太平洋岸外地区的矿物资源

-
£

7

 

-

1
2
 3
 4

• 
•
•

6
 6
 6
 6
 6

1
1
 

l
x
 l
x
 I
X

发展水资源
水资源的调查、规划和开发 
国际河流的开发 
减轻洪水灾害的措施 
应用科学和技术促进水资源的开发

1
2
 3
 

7.
7.
7.
7-

1
1 

l
i 

l
x 

I
X

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以及发展中岛屿国家的 
特别措施
提高最不发达国家的吸收能力
对内陆国家的援助
对发展中岛屿国家的援助

18. 社会发展和福利的政策和计划
18. 1 社会调查和发展规划的统一处理方法

资 源

总

( a

计

> 十 ⑻

现有的（人工月）
1 预 期 的 （ 人 工 月 ）

常 咨 区 外
合 计

(a )
常 咨 区 外

合 计

28 - -

-

28 -  -  -  -  - 28

75 36 111 9 79 88 199

84

-

• 115 199 • ■ 233 233 432

33 - 8 7 48 - 21 32 36 89 137

192 - 8 158 358 - 30 32 348 410 768

100 7 6 113 2 12 24 38 151

28

-

-

-

28 •

-

•

-

28

44 - - 68 112 - -

-

12 12 124

20

-

- 30 50 - 2 -

-

2 52

192 7 - 104 303 ■ 4 12 36 52 355

28 7 60 95 12

-

20 32 127

12 - 24 40 76 -

-

9 9 85

21

-

6 6 33 6 -

-

36 42 75

61

-

37 106 204 18

- -

65 83 287

78 4 24 52 158 24

-

- - 24 182

1



2
 3
 4
 5

0
5

 

0
6

8 .0
6

拟订有效的社会福利政策、规划和方案制度 
重新拟订社会工作教育的方针 
人 类与社区资源的开发 
为国家发展而动员青年

19. 人口政策和方案
19. 1 政策拟订和方案支持，包括训练战略的制订 
19. 2 人口因素同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分析 
19. 3 人口分析训练
19. 4 计划生育方案的管理方面
19. 5 生育和计划生育的行为的促动因素 
19, 6 计划生育方案的效率和效能的评价 
19. 7 关于人口的资料交换所和资料

1
2
 3

O.
O.
O.
O-
 

2
 2
 2
 2

29 1 25 4 59 • • - 7 7 66

25

-

12

-

37 12 ■ 12 • 24 61

34 3 2 39

-

9 12 10 31 70-

60 - - 16 76 1 6 24 22 53 129

226 8 61 74 869 37 15 48 39 139 508

88 13 21 15 137 9 6 15 15>

80 2 - 23 105 ■ 35 - 96 131 236

27 - • - 27 25 9 34 61

25 - ■ ■ 25 ■ 15 • 3 18 43

24 ■ • ■ 24 ■ 24 • - 24 48

63 6 ■ 126 195 - 4 • 36 40 235

307 21 21 164 513

-

112 - 150 262 775

72 72 8 8 80

120 12 12 132 276 - 24 12 24 60 336

120 3 - 15 138

-

4

-

12 16 154

312 15 12 147 486

-

28 12 44 84 570



四、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车会议日程 

(一九七六年四月至一九七七年三弓）

立法机构 非立法机构 主要区域计划项目和杌构 曰期 地点

一九七六年四月

1 . 世界就业会议的筹备会 六日至九日 曼谷

议 （劳工组织/ 亚太经

社会）

1 . 胡椒共同体，第四届会 十五日至十七曰 曼谷

议

2 。气象组织/ 亚太经社会 二十日至二十七日 曼谷

热带气旋专门小组，第 

三届会议

1。人口委员会，第一届会

六月

六月二十九曰至七 曼谷

议 月五曰
1



-
1
9
0

 

-

七月

2 „ 铁路小组会议 六日至十二日 曼谷

3 。关于技术转让区域中心 十三日至十七日 曼谷

的政府间会议

4 . 关于技术政策和方案的 十九曰至二十三曰 曼谷

方针的政府间会议

5 . 联合国水事会议的区域 七月二十七日至八 曼谷

筹备会议

6 。贸易谈判小组

月二曰

未定（七天） 曼谷

八月

3 , 审议关于在亚太地区安 未定（四天） 曼谷

置区域遥远感测设备的 

建议的改府间会议

4 。区域机约协调委员会会 八月/ 九月（二天） 曼谷

2 „ 工业、住房和技术委员

议

八月三十一日至九 曼谷

会，第二届会议 月六曰



九月

3 . 自然资源委员会，第三 

届会议

二十一日至二十七 曼谷 

曰

十月

7 . 关于设立一个研究潮湿 

热带亚太地区的粗槌谷 

类和豆类的区域研究所 

的专家小组会议

五日至八日 曼谷

4 .  运输和通讯委员会，第 

二十五届会议

8 . 关于原料相商品的政府 

间协商

9 . 关于促进和发展贸易的 

专家小组会议

十二日至十八日 曼谷

十八日至二十五日 曼谷

台风委员会，第九届会十月 / 十一月（七 马 尼 拉  

议 天 ） （暂定）

十月二十六日至十 „谷  

一月一曰



十一月

1 0 .关于在发展稻米方面的 

区域合作的政苻间工作

二日至六日 曼谷

小组

贸易委员会，第二十届 二曰至八日 曼谷

会议 1 1 .贸易谈判小组 未定（十四天） 曼谷

6 . 南太平洋岸外地区矿物 九曰至十五日 科克群岛、

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 拉罗通阿

会 （南太平洋岸外联勘

协委会），第五届会议

7 . 亚洲學外地区矿物资源 十一月二十二曰至 吉隆坡

联合勤探协调委员会 十二月六曰

( 亚洲岸外联勘协委会)，

第十三届会议；技术咨

询委员会 （技咨会）

二十三至日二十九日 曼谷6 . 发展规划委员会，第二 

届会议



十二月

8 . 关于亚太经社理事会区 一日至六日 „谷

7 . 统计委员会，第二届会议

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 

(矿物开发中心）的组 

织方面的政府间会议

十二曰至十八曰 德黑兰

12 设立亚洲再保险公司委 未定（七天） 曼谷

员会

13 .海关行政问题工作队， 未定（七天） 一谷

第六届会议

一九七七年三月

8 . 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 三月/ 四月 〜 谷

议



五、其他小组活动

主要由外来资源提供经费的训练班、讨论会、考察、座谈会、专家小组和工作组

编号 活动 曰期 地点 有关的司或单位

一九七六年五月

1. 为青年工人举办的关于拟订青年方案的分区域训练班 未定 科克群岛 社会发展

六月

2. 疏竣问题专家小组 十四日至十八曰 曼谷 海运和港口 

人员服务处

3. 生产和销售价格统计资料工作组 十四日至二十一曰 曼谷 统计

4. 关于社区备灾和防灾的区域计论会 十囚日至二十九曰 东京 自然资源

5. 挪威国示开发署咨询委员会 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曰 曼谷 海运和巷口 

人员服务处

6. 为青年工人举办的关于青年政策和方案的发展的区域训练 九月 汉城 社会发展

班

-------- .------ — 1



七月

7. 关于托运人的合作的讨论会：海运的经济统计数宇（区 五日至九日 曼谷 海运和港口

域 ），挪威国际开发署 人员服务处

a 关于发展和工业技术转让的国家政策和方案的方针的讨 

论会

六日至十日 曼谷 工业

9. 港口资料系统专家小组 十四日至二十曰 曼谷 海运和港口

人员服务处

八月

10. 关于托运人的合作的讨论会：远洋运输费用的计算 二日至十三日 马尼拉 海运和港口 

人员服务处

11. 挪威国际开发署咨询委员会 十六日至十八曰 香港 海运和港口

人员服务处

12 为政府官员举办的关于提倡有效地把肥料用于小农粮食 

生产的训练班

十六曰至二十四曰 曼谷 农业

13. 亚太经社会/A C T I M /曼谷法国大使馆：为巴黎讨论 十九曰 曼谷 海运和港口

会选择人选 人员服务处



久月（续 ）

14. 关于为太平洋岛屿国家在生物气发生厂周围建立农业综 

合系统的讨论会

未定 斐济、苏瓦 工业

15. 关于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训练方法和铁路运输方面的研 

究的讨论会和考察

未定 苏联 运输

16. 非政府妇女组织就亚太经社会的项目和妇女参加发展进 八月/ 九月（暂定） 曼谷或 社会发展

程的区域协商 菲律宾

九月

17. 关于单位装载量和集装箱化的港口规划的讨论会 一日至十五日 曼谷/ 香港 海运和港口

人员服务处

18. 关于苏眹的一个亚洲共和国的农村电气化的讨论会和考 一日至二十二日 苏联的一个 自然资源

察 亚洲共和国

19. 原料和商品专家小组，第三届会议 六日至十日 曼谷 发展规划

20. 关于公路支线和农村运输的经济和工程方面的讨论会 七日至十六日 曼谷 运输

21. 关于都市地区外小型工业的作用的亚太经社会Z 工发组 

织联席会议，特别讨论工业合作社的发展

十三日至十七曰 曼谷 工业

2 2 关于租船集中化的讨论会 一九七六---- 七七年 苏联 海运和港口 

人员服务处



九月（续 ）

23. 关于外国投资法律和税收管理的第二次讨论会 九月二十七日至

十月九曰

未定 工业

关于为马来西亚和大韩民国的计划生育行政人员举办的 

国家训练班的训练人员的讨论会

未定 曼谷 人口

25 青年工人区域训练班和衣村机构的发展 九月/ 十月 尼泊尔 

(暂 定 ）

社会发展

-
一

97  

-

十月

2 6 组织一九八0 年人口和住房普查的区域方案工作小组 四日至十 一 日 曼谷 统计

27. 关于托运人的合作的讨论会：国家训练人员的发展（区 四日至二十二日 香港 海运和港口

域 ），挪威国际开发署 人员服务处

28. 挪威国际开发署咨询委员会 七日至十一日 香港 海运和港口 

人员服务处

29. 关于用电子计算机编纂人口统计和调查的讨论会 十二日至十九曰 曼谷 统计



-
1

9
8

 

-

十一月

30. 亚太经社会区域的发展银行和公司协会会i义 八日至十二日 曼谷 工业

31. 发展政策和规划工作小组，第三届会议 八日至十二日 曼谷 发展规划

32 关于内河航行和港口设备的讨论会 十一月十五曰至 巴黎 海运和港口

十二月十五曰 入员服务处

33 亚太经社会区域造房研究所和发展组织主持人的会议 十五日至二十四曰 万隆或马尼

拉 （暂定）

工业

34. 关于社会研究方法的小组训练班 十一月/ 十二月 印度、孟买 社会发展

35. 研究把计划生育同发展结合起来所需的组织安排的专 

家小组会议

未定 曼谷 人口

十二月

36. 关于小规模纲铁生产，包括海绵铁生产的讨论会 七日至十三日 曼谷 工业

37. 关于提高为小农服务的农村机构的效能的讨论会 十三曰至十七曰 曼谷 农业

38 关于乳制品业的发展的讨论会，特别讨论技术，工艺 二十日至二十四日 印度/ 工业

和市场的发展 新西兰/

澳大利亚

39. 计划生育管理人员训练班 未定 汉械 人口



一月

40. 关于收成预测和产量调查的方法，包括遥远感测技术 
和气象咨料

二十五曰至三十一曰 曼谷 农业

二月

41. 关于面向就业的农用工业的讨论会 十曰至十五曰 看东道国

而定

工业

42. 关于社会工作教育在农村发展方面的作用的小组训练

班

二月/ 三月 马尼拉 社会发展

三月

43. 关于利用社会团体工作来促进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和在 第一部分（暂定） 马尼拉或 社会发展

青年人中间推广性教育的区域会议 曼谷

44. 关于电输送和分配系统的讨论会和考察 未定 曰本 自然资源

4 5 关于将研究成果利用于计划生育方案发展的讨论会 未定 马尼拉 人口



第 五 章

亚太经社会自第三十一届会议以来的工作

336. 为制订五个优先领域的综合工作方案而成立的工作队正在从事执行它 

们的建议。 秘书处按照在新德里举行的经社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决定和建议倡议 

了一系列的综合和多学科处理方法，包括制订一个农村综合发展方案和一个原料和 

商品综合发展方案，这两个方案均载于中期计划草案.

337. 过去一年，发生了若干使人特别感到有兴趣的事件。 在贸易领域， 

亚太经社会贸易谈判小组召开了第五次会议，在会议期间举行了 双 边谈判，其中包 

括了一系列的第二回合和第三回合的会谈；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签署 了 亚 洲 及 太  

平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中成员国间贸易谈判第一号协定（曼谷协定）. 在运 

输和通讯领域，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最后核定亚太电信共同体的章程，目前正采取步 

骤以成立这个共同体。 在社会发展领域，遵照经社会第158(x x x i )号决议在马 

尼拉成立了亚洲训练和研究中心• 秘书处积极推动成立区域性技术转让中心的工 

作.秘书处并且同开发计划署密切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一九七六 

年二月/ 三月举行了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区域性会议，制 订 了 促 进 发 展 中 国 家  

技术合作的原则和战略。

A . 各附属机构的工作$

农业发展

338. 在审查期间内，举行了 下 列 会 议 ：

稂食和农业区域性合作问题专家组会议，一九七五年八月于曼谷举行

339. 专家小组会议审查了亚太经社会从事的区域项目并制订关于(a)促进粗 

糙谷物和豆类的生产、分配和利用；㈦农用必需品的生产，分配和利用；⑹亚洲米 

贸易基金；和⑹区域资料系统和稂食和农业的前景服务。

①各附属机构会议一览表见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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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

340 在审查期间内，举行了 下 列 会 议 ：

化学肥料生产和分配的区域合作问题专家小组会议，一九七五年六月

—— 七月于曼谷举行

原料和发展问题专家小组会议，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于曼谷举行 

审查和评价发展进度的高级官员会议，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于曼谷举行 

发展政策和规划问题专家小组会议（第二次会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于曼谷举行

341. 化学肥料生产和分配的区域合作问题专家小组会议作出若干关于更充 

分利用现有的能力和增加新的能力，国内销售，肥料的分配和使用；及贸易与区域 

合作的具体建议。

342. 原料和发展问题专家小组注意到虽然商品社区处理办法对若干商品问 

题产生了正面的行动，但大多数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家和国际等级的行动。 专家 

小组审查了近来的国际发展和它们的区域方面，认辨特选商品的更多区域合作领域, 

并兄就召开有关亚太经社会商品问题进一步工作的今后会议作出一般性建议。

343. 审查和评价发展进度的高级官员会议就满足改善评价方法的需要，以 

及就区域和国家等级训练讲习会和组织和内容作出具体建议。

344. 发展政策和规划问题专家小组在它关于第二次会议的报告内，就一九 

七五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调查草案的连续各章发表了详尽的看法， 它还同 

亚洲发展机构农村综合发展专家小组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 它就发展规划司一九

七六----- 九七七年工作方案草案向专家小组提出全面性的说明，专家小组的成员

提议在工作方案中发展规划司凭其专门知识，特殊地点或取得资料等方便而比较有 

利的题目，应予以优先处理。

工业、住房和技术

345 .  在 审 查 期间内，举 行 了 下 列 会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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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类住区区域筹备会议，太平洋及西亚，一九七五年六月在德黑兰 

举行

高级规划负责人、政府行政人员、企业家、金融机构代表专门讨论执行 

《亚洲区域合作工业调查》所认辨的项目的会议，一九七五年五月 

于曼谷举行

关于设立农业机械区域中心的政府间会议，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于曼谷举 

行

技术转让区域中心的专家小组会议，一九七五年九月于曼谷举行；一九 

七六年一月于新德里举行

生物气技术及利用问题讲习会，一九七五年七月一八月于新德里举行；

一九七五年十月于马尼拉举行

认辨农用及有关工业的具体合作范围的政府间会议，一九七六年二月于曼 

谷举行

346. 人类住区区域筹备会议建议以下长期性的措施：通过国家人类住区政策 

和人口分布计划，认辨国家资源和挑选了以选择的人类住区地点；创造就业机会， 

作为工业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防止人口从农村地区向械市地区的不必要迁徙，和 

按照自然的等级制度加强传统的住区型范，通过最低标准作为人类住区法规的一部 

分。 它还强调了迫切需要彻底地改变政策和方案的方向，以便在国家和国际等级 

改善人类住区的生活素质，以及加强执行这些政策和方案的活动，

347. 高级规划负责人会议审议了关于《亚洲区域合作工业调查》所提议的

“ 一揽子”工业项目的执行问题，并讨论了为执行这些项目提供资金的方式和方法。 

通过成立一个钢铁行动小组，以菲律宾为召集人，在政府和私人部门的等级促进区 

域合作和协调， 泰国政府首先倡议设立一个肥料和杀虫剂工业的行动小组。

348. 关于设立农业机械中心的政府间会议审议了 订 正 的 项 目 文件，草拟一个 

章程，规定该中心的成立和业务的准则和路线方针，特别注意为各国所接受的网状 

系统概念， 提议的中心主要是负责加强国家机构技术方面能力，促进农具和农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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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 与会代表并发表了它们政府的立场，包括它们是否准备为这一项目提供 

资金。

349. 技术转让区域中心专家小组的第一次会议通过需要成立一个区域中心， 

建议它的范围和职责应该是面向需要或要求，以选择性的和分阶段的方式进行。它 

的工作应针对提高技术，以满足人民大众的基本需要，利用可用的人力以及矿物、 

农业、林业、海事和其他资源。 中心将会有一批主要来自区域成员国的经验丰富 

的专业人员构成核心工作人员，并规定聘用一位全球性的顾问。

350. 第二次专家小组除了别的以外确认采用适当的技术将会加速增进经济益 

惠；通过有效的安排，分享本区域现有的技术经验，从而实现加速的技术发展；通 

过区域合作解决发展和技术转让等共同问题的好处， 小组的共同意见是认为在印 

度设立提议的技术转让区域中心是可行的，这一中心基本上将对处理发展和技术转 

让的国家中心发挥支助的作用。 小组请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朝着这个目标迫切采 

取步骤.

351. 第一次生物气技术及利用问题讲习会建议一些短期和长期方案，通过综 

合的处理办法以促进生物气技术及利用。 它认为以下各领域是极其重要的：㈨在 

国家等级上，办理方案的编制和组织的事务；扩充和训练；工厂的设计、制作、建 

造和经营；技术方面和技术问题；社会和经济问题及处理办法；⑼在区域等级上， 

设立一个区域网状系统作为国家机构的神经中枢；设立示范项目；促进从事研究； 

⑹在全球的等级上，动员现有的技术；并将技术转让给有关国家；在 “一揽子”的 

基础上，发展改良的生物天然气体系。

352. 第二次讲习会仔细地审查了有机废料的发酵问题，培养产生液体的生物 

物质问题以及发展生物气方案的社会经济方面。 它建议设立一个生物气资料交换 

场所，向实验项目提供技术和经济支助，以及为太平洋岛国举行一次特别讲习会。

353. 认辨农用及有关工业的具体合作范围的政府间会议作出以下的建议：⑻ 

应确立组织国家研究及其评价的方法学；⑼应使区域农业机械项目开始业务，以继 

续筹备性的援助阶段，为此目的开发计划署应优先提供援助；⑹应请工发组织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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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国际工业研究中心进行一个"米糠稳定化”项目：作为收成后的技术项目；迫 

切地进行"农业废料和副产品的工业利用和再循环”的项目；⑷应执行亚太经社会 

/ 工发组织“肥料区域合作”的优先项目的建议，以及在一九七六年下半年组织一 

个杀虫剂问题政府间会议；⑹应组织关于面向就业的农用及有关工业的磋商特派团 

和专家小组；㈤应举行一个关于合作部门的综合乳酪业讲习班，审查其组织、技术、 

管理、训练、机械生产及其他有关问题；⑻应在斐济组织第三次天然气技术及利用 

的讲习班；㈤应协助各国设立国家的汇集点，以协调关于选定的农用及有关工业的 

技术的资料•

自然资源

3 5 4 在审查的期间内，举行了下列会议：

亚太经社会地区沉积盆地地层相关问题区域工作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于曼谷举行

关于水资源发展的社会和非经济因素座谈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于曼谷 

举行

太阳能和风能的利用问题专家工作小组，一九七六年三月于曼谷举行

355. 区域工作小组建议并于资料术语汇编和介绍的标准（根据国际地质相关 

问题方案的建议）并通过一个绘制亚太经社会区域地层地图和沉积盆地地图方案.

356. 座谈会就一系列问题建议各国应采取的行动，其中包括发展和管理水资 

源的法律和制度方面的基础，群众参与整个发展过程，土地改革以期采用合理的土 

地和水利的管理办法并使个别农民实现令人满意的生活水平，在规划和发展方面把 

社合和环境因素同物理和经济因素结合起来。 此外还就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其指导 

方针的制定，作出建议。

357. 太阳能和风能的专家工作小组建议各种各样的设计，在适当的环境下备 

供使用，.其用途包括烧水、烹调、焙干、抽水和发电，以及能源并合系统的联合使 

用。 此外还就可能早日产生有用的结果的研究和发展方案以及刺激七这些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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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作更大利用的措施，作出建议,

人口

358. 在审查期间举行了下列会议：

下列研究主任会议：

( a ) 亚太区域计划生育方案中投入的资源和取得的效果间关系的比较 

研究，一九七五年六月/ 七月于曼谷举行

⑼关于制定亚太区域计划生育指标的方法的多国研究，一九七五 

年九月于曼谷举行

⑹亚太区域行政和计划生育方案的比较研究，一九七五年九月于 

曼谷举行

人口预测专家工作组会议，一九七五年九月至十月于曼谷举行 

人 口资料翻译工作专家工作组会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于曼谷举行

359. 举行研究主任会议之目的是为了讨论每个国家的研究结果并审定三个区 

域研究的国家间报告的纲领。

360. 人口预测专家工作组会议的各项建议包括加强发展规划人员和人口统计 

人员之间的合作，以改善人口预测的制定工作及加强其功用。 人口统计人员一方 

面应促使发展规划人员参加拟订人口预测的各项假设，另一方面，规划人员应向人 

口统计人员提供关于发展方案的政策、计划和目标的资料。

361. 人 口资料翻译工作专家工作组会议的建议包括在区域一级和国家一级设 

立翻译委员会来协调人口方面的翻译工作。

航运和港口

3 6 2 .在审查期间内，举行了下列会议：

关于货物集运的政府、承运人、商品组织的代表会议，一九七五年三月，

于曼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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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高级运输官员协调委员会成员国海洋训练专家第二次会议，一九 

七五年四月于曼谷举行

363。 天然胶生产国协会与亚太经社会合作组成的货物嶷运会议要求亚太经社 

会秘书处协助，以在主要为对欧洲出口的天然胶和木材货物集运方面从亭一项基本 

个案计划。 它又承认迫切需要在每一国建立一个货物托运中心，以便执行货物集 

运计划并加强承运人组织.

3 6 4 海洋训练专家第二次会议以前，有二个技术委员会会议，分别于一九七 

五年一月于马尼拉：一九七五年三月在吉隆坡举行了会议，以订定高级航海人员与 

高级航海工程人员训练、检试和发给执照方面的统一标准.专家会议审议了两个 

委员会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它们的建议， 会中又同意，协委会成员国要在各该国 

内，同各不同的政府部门及海洋工业进行协商，以就采纳这些建议一事，获致协议, 

并向亚太经社会和东南亚运咨会的秘书处提出关于讨论结果的报告。

社会发展

3 651在审查的期间内，举行了下列会议：

关于社会福利服务的标准和法规的区域讲习会，一九七五年十月，于曼

谷举行

对亚太经社会一项“发展和低收入阶层”调查的研究小组成员的第一次 

会议，一九七六年一月于曼谷举行

366. 作为亚太经社会/ 国际社会福利理亭会关于社会福利服务的标准和法规 

的专家小组会议的一项后继行动（一九七三年，汉城）建议：⑻经社理事会在本区 

域发展和执行标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切委任一位区域顾问在援助各成员国在这方 

面的工作；和⑹成立一个工作组以促进本区域制定标准活动和区域合作，

367. 研究队成员第一次会议的作用是联合通过一个在三个特选的成员国（印 

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关于该调查的研究计划,第二次会议将于一九七六 

年七月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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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368 . 在审查期间内举行了下列会议：

当代人口统计工作小组，一九七五年六月于曼谷举行 

统计专家工作小组，一九七五年十月于曼谷举行。

369. 当代人口统计工作小组建议，由于社会和人口统计系数及其分系统是以发 

达国冢的需要和经驗为根据，一般认为，对亚太经社会区域内发展中国家来说使用 

上未免过于复杂，所以应该偏拟一套这种系统的简化应用形式，以符合区域内各国 

的需要。

370. 统计专家工作小组极为关切地注意到开发计划署不再提供用于技术会议的 

资金，小组建议，秘书处应再试请开发计划署重新考虑对技术会议，提供资金。小 

组又建议，在统计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以前，应该征询常驻代衰咨询委员会对修订委 

员会第三十届会议通过的统计委员会职权范围方面的意见。

371. 在审查期间内举行了下列会议：

贸易谈判小组的第五届会议，一九七五年七月于曼谷举行 

贸易谈判小组的筍六届会议，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于曼谷举行 

内陆国家特别小组的第三届会议，一九七五年九月于曼谷举行 

372. 在亚太经社会贸易谈判小组第五届会议期间，共举行了 1 0 6次双边谈判， 

其中包括一些第二、第三回合的会谈。小组又举行了五次全你会议，审查了双边会 

谈中取得的进展，并核可了关于各国减让日的最后清单。在全会结束时，孟加拉国， 

印度，老挝、菲律宾，大韩民国，斯里兰卡和泰国的代表签署了亚洲及太平洋经济 

及社会委员会发展中成员国贸易谈判第一号协定（曼谷协定）。这个协定是亚洲发 

展中国家之间第一次签署的有关多边贸易合作的协定。它不只为执行参加国家所协 

议的关税优惠的减让提供一个适当的法律体系，且通过一系列的谈判为这些国家之

间的扩大经济合作方累作了详细的规定。谈判的对象是：放宽对彼此间贸易的关稅 

② 现在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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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关税壁垒；在工业和其他生产部门内的合作；对该地区内最不发达国家和较不 

发达国家给予特别待遇；有关海关手续，反倾销措施，关税名词，有关货源的条例 

及其他问题。

373. 贸易谈判小组第六届会议审查了第五届会议以来的进展，个别代表则就其 

本国批准曼谷协定的状况提出报告。该小组又核可了下列各项活动于贸易谈判小组 

第七届会议以前执行：（a）关于减低关税将来的谈判技术;（b）关于非关税壁垒将来的谈 

判技术；（c）关于工业及合办亭业将来的谈判技术；及(d)关于商品将来的谈判技木。

374. 第六届会议后，孟加拉国于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交存它的批准书，印度亦 

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交存批准书。大韩民国于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宣

布它的国民大会已批准政府的要求，批准曼谷协定。斯里兰卡表示希望不久就可以 

批准曼谷协定。

375. 内陆国家特别小组第三届会议建议，要帮助各国实现第二个联合国发展十 

年的战略中要求达到每年百分之三点五的成长目标就需要賓协调一致的努力• 又注 

意到，有些活动因为现有资源调动到优先事项的领域，所以并未如期完成。所以大 

家促请秘书处加速进行这些活动。该次会议 赞 同 了 设 立 一 项 “原 动力”工业的提议 

并极力主张，根据现实经济条件，特别考虑到农业、基本设施及附属性服务各方面 

同各内陆国家的政府和现有机关，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稂农组织密切协商，予 

的实现•它极力呼吁开发计划署和各捐赠国家提供执行方案所需的财务和技术援助B

运输和通讯

376.在本审查期间内，举行了 下 列 会 议 ：

关于拟订亚洲电讯共同体章程第一份草案的专家小组会议一九七五年十月

于曼谷举行

国际道路运输的区段专家会议，一九七五年十月于曼谷举行

亚洲公路和国际道路运输政府间专家小组会议，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一月

于 曼 谷 举 行

核定亚洲太平洋电讯共同体章程政府间专家工作小组，一九七六年二月于 

曼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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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7.专家小组会议审议了各成员政府及国际电讯联盟的建议和评论，并拟订了 

一份亚洲太平洋电讯共向体章程草案。专冢们注蒽到姿员会的名称从“业洲及远东 

经济委员会”改称为“业涴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因此决定，由于电讯共 

同体娶被及並太经社会的个区域，它的名称应订为“业洲太平洋电讯共同体’’。

依照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指示，政府间工作小组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召开，将该项 

韋程草案予以最后核定.

3 7 8.在亚洲公路西部区段被选定为在次区域一级上各个不同国家间发展道路运 

输的示范fe研究计划以后，召开了区段专家会议（讨论到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 

土耳其）.该会议作出的•有关建该是：⑹改善道路上辐助服务的物质条件；⑻过 

境站；（c ) 文件加手续；（d) 统一车辆大小和重量的可能性；（e) 加入有夫国际道 

路运输的国际公约；（f ) 对四个区域委员会间将来互相合作的需要；f e )为从事于 

增进国际交遊的工作的人员，组织训练班。

379. 政府间专家小组特别参考了一九七二 - 一 九七五年计划执行情形、器材

实验室，公路人员训练工作* 业洲公路技术资料中心，对接近完成时亚洲公路计划 

项目的成绩和调查结果，作了 一次评 价 并 建 议 孟 加 拉 国 对A — 1 号公路上所余 

的两座大桥进行可行性研究。小组在道路建筑和维修上的公路工程、促进国际道路 

运输、亚洲公路西段上的次区域合作等方面，就未釆的合作订定了优先次序。它又

为开发计划署下一次一九七七 - 一 九八一年国家间方案拟订周期，編制了“道路、

道路运输和发展方面技术和管理支助以及政府间合作”的新的四年计划项目。

380. 政府间专家工作小组最后核定了亚洲太平洋电讯共同体的草程。章程生效 

以前，对有资格加入电讯共同体为成员或准成员：开放签署。章程从一九七六年四 

月一日至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为止，在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开放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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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其他活动

农业发展

381 .按照农业发展委员会的建议，秘书处编制了亚太经社会地区稂农状况的年 

度审查试验性报告，其中载有粮农生产、农业必铪品、关于粗粮的特别研究的资料. 

这第一次试验性报告部分系根据向农业发展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提出的、有关成员国 

粮农方面最近发展的国别审查报告①而编成的.

382. 区域内各国最新粮农和农业发展资料已经收集起來，又有些只能在区域一  

级才可获得的、用处较大的资斜，也都不断地送交粮农组织总部及其区域办事处 ， 

以供其在全球性粮食与农业情报和早期预报系统方面之用。

383. 亚太经社会地区粮食和豆类的研究已经订成区域性计划项目，将来可能得- 

到开发计划署的支助；这些项目仍在开发计划署审查中. 不过亚太经社会以它目已 

资源，作了一次亚太经社会区域粗粮供求的研究，审查了现况、展望和对将来发展 

的主要限制因素.④

384. 继农业必需品方面一般性调查之后，又作出了区域内九个国家化肥分配、

销售和定价政策方面的特定审查和研究⑤。这些研究将推及杀虫剂，又为了确保区 

域一级上必需品供应裕如，将通过预定今年举行的讨论会和训练班把谷种政策加以 

协调，并将其传播到各国去a

385. 亚洲大米贸易基金理事会于一九七五年二月在曼谷举行第一届会议。亚抑 

大米贸易基金的活动在开始的时期将由理事会在业太经社会秘书处协知下加以管理。 

理事会通过了基金会的议事规则，并把它提请各国进一步审议. 它又订出儿条后继 

念 参 看 E/CN.1 I/ 12 6 8/ I  N F号文件•

④ 同上.

©  参 看 E/CN.11/ L . 4 38/ I N F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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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方针，便大米基金会尽早开始作业，并确认实际业务上所需要的行动，即(a) 

使产米的发辰中国家鉍为基金会的成员；⑸动员必要的初期资金便基金会开始作

业》

经济发展和规划

3 8 6 . —九七五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杬览包括关于农村发展若干重要的方 

面 ，小农和制度的变革的研究以及亚太经社会地区经济和社会最近发展的全面审查。

387. 一九七五年六月出版的亚洲和六平洋经济公报季刊载有亚太经社会同瑞典 

发展局和国际储蓄银行格会合作之下于一九七四年八月至九月在曼谷举办的关于动 

员私人储蓄座谈会中所提出的一些文件，以及该座谈会的报告• 一九七五年九月至 

十二月的一期正在编写之中：将来会包括关于亚太经社会地区小农问题的详细研究 

报告《

388. 关于亚太经社会优先事项领域内的不同问题的深入研究已有进展，且有关 

以下赵目的临时性的研究亦已向发展政策和规划专家小组提出：（a ) 能源作为限制 

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发展时因素；⑸原料和发展；⑹逐步简化技术；⑴ 关 于 统  

一处毡发展规划的从量分析的构想问题；⑹在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 

资财政方面问题的构想范范围。

3 8 9 . 在发展行政方面的区域咨询服务正在积极利用来支持亚洲发展行政中心和 

派往斯里兰卡和泰国的国别服务团。区域顾问亦于亚太经社会/ 德发基金在柏林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举办的公共企业督理技术座谈会的协调员和负责资料的人•

工业、住房和技术

3 9 0 . 亚太经社会工业，住房和技术司改称为业太经社会、工发组织合办的工业 

住房和技术司， 以反映出近年釆两者之间逐渐建立的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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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几年来所逐渐发展，这个关系其后在紀机构首长于一九七四年七月签署的协定中 

加以规定，其中有一条规定该项板定于一九七五年七月开始生效.

3 9 1 . —九七四年秘书处展开编制“发展和工业技术转让方面国家政策和方案的 

指导方针”的实体工作，现在继续进行并予加强.一九七五年一月由开发计划署核 

准对该计划项目提供资金，由亚太经社会同工发组织合作，担任执行机构.

3 9 2 . 为执行委员会关于外来财政资源的建议起见，秘书处已经采取行动，以发 

表区域成员国征税制度的国别研究.该项文件将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印行.此外，关 

于举行外来投资的第二次讨论会的活页出版品及全面方案，也都已经核定，正在等 

候拨款来执行.

3 9 3 . 人类环境工作队在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召集，由 一 个 计 划 管 理 员 、一 

个环境律师和一个自然资源经济学家组成。工作队一方面必然要讨论到新设办事处 

内在的预算、人事、和行政上多种多样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与有些区域中政府代表 

就它们可能参加该计划项目一事，举行了实质上的讨论.

3 9 4 . 农用工业和轻工业方面区域工业顾问前往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 

胡椒共同体成员国，作了一次技术谈助特派工作，也即关于亚太经社会同工发组织 

合办的、题为“胡椒加工的研究和发展中心”国冢间计划项目的工作。该特派团的 

报告已提交工发组织和有关政府。

3 9 5 . 联合王国政府提供的两个顾问前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泰 

国 ，任务是研究该四国内复合牲畜饲料的现况。他们的调查结果和建议预期将带来 

这领域中一些有用的计划项目。 

3 9 6 . 秘书处展开了两项有关区域内发展中国家現有住原问题的研究，讨论到住 

房管理和祖户教育的方法和习惯以及造房工业的进展和问题。

3 9 7 . 在㈨住房政策和方案；⑼农用工业和轻工业；（c ) 技术转让；（d ) 工 

业计划和政策；（e ) 工业经济学方面每一个区域顾问都响应一些亚太经社会地区一 

些国家的政府的请求，前往各国，执行几项咨询和协商的特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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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

398. —九七四年十二月到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个能源开发问题考察团访问了本  

区域十四个发展中国家，能源开发问题是优先项目‘‘选定非传统能源的开发”的第 

一个组成部分.考察团的目标是评价各项能源开发和管理方案并辨识可由亚太经社 

会提供协助的领域。

399. 开发计划署在原则上核可了一项关于“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能源调查、'  

开发和管理的协调规划”的项目提案，如果经費有着落，这个项目预定于一九七六 

年开始执行.

400. —项暂订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在苏联一个亚洲加盟共和国举行农村电气化讨 

论会和研究旅行的项目提案已提交联合国技术合作办事处以便与苏联驻紐约代表进 

行协商.

401. 关于接收、处理和传播资源卫星数据的区域设备问题的研究已于一九七五 

年十二月开始进行。 已经前往大约十二个国家迕行访问以评价各个国家计划以其与 

任何区域提案的相互作用.荷兰政府已任命了一名遥远感测、勘测和制图专家参加 

自然资源司的工作，从一九七六年一月开始，为期两年.

402. 关于开发计划署东南亚锡研究和开发中心项目文件中有关特权和豁免的条 

款的谈判已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顺利完成但是项目的执行工作由于一九七六年的 

财政拮据情况而受到影响.

403. 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继续以曼谷为基地进行业务，各国在不须偿还任何 

费用的基础上向该中心提供了五名专家（两名由日本政府提供、两名由德蒽志联邦 

共和国政府提供和一名由荷兰政府提供）.中心已向阿富汗，孟加拉国、斐济、印 

度、印度尼西亚、伊朗、老挝、尼泊尔、巴基術坦、大韩民国、斯里兰卡和泰国提 

供咨询服务. 一项关于向该中心提供一名服务期为两年的协调员的项目已提交开发 

计划署并在原则上经其核可，但是有夫这个项目的实际行动也因为财政的拮据而受 

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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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本区域为了筹备一九七七年联合国水事会议的工作，曾派遣一名顾问前往 

本区域各成员国访问，弁协助它们编制报告，进些报告将构成提交一九七六年七月 

区域筹备会议审议的区域报告的基础.

405. 在荷兰政府的技术和财政支援下，一个关于便用电算机从事水文学和水资 

源规划的巡回讨论会定于一九七六年三月至十二月举行.

406. 一九七六年一月通过预算外协助征聘了一名技术顾问作为气象组织和亚太 

经社会合办热带气旋工作团技术支援单位的第一个成员.他陪伴台风委员会秘书处 

首席技术顾问访问了工倌团各成员国以便详价各项同热带气旋和水灾有夫的防灾和 

群众参加准备工作的方案和需要.

407. 在本报告审查期间出版了下列的有关能源的出版物：《亚洲和太平洋的电 

力》，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 《亚太经社会区域城市电气化規划、国家电力网 

和极高电压系统》.

408. —九 七 五 年 九 月 出 版 了 《亚洲石油和天然气分布图》第二版. 《亚洲和太 

平洋矿物分布图》第二版和《区域西部重力图》的編绘工作将近完成，准备在一九 

七六年底出版.

409. —九七四年九月至十月在曼谷举行的《开发自然资源应用遥感技术讨论会 

会议记录》已经出版.

410. 已 经 印 行 了 四 期 《水资源杂志》和水资源丛书的一期《低水位水力结构的 

设计》（WRS第 4 5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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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4 1 1 . 研究、审查期间内，除上面提到的那些会议外，一九七五年前开始的许多项 

目都在继续办理。

412 . 在普通人口学方面，这些项目包括：⑻人力和就业方面的人口问题比较研 

究；⑽人口增长和农业改变的比较研究；⑹通过发展模式的运用，评价人口因素在 

规划过程的作用；及⑹七个地区和国家的个别专题研究：香港、日本、尼泊尔、菲 

律宾、大韩民国、斯里兰卡和泰国。 关于香港的研究撒告已于一九七五年出版•

413 . 在生殖力和生育计划的方面，一九七五年内有三项研究在进行中：（a）计划 

生育方案管理的比较研究.这个研究报告在一九七五年涉及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 

国并协助认辨和评价一些影响计划生育方案执行效力的组织方面的特征；（b）计划生 

育投入和产出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这个研究是上一次可作研究的后继行动，上 

一次研究的对象是：如何建立应用统计系统来发展一些可靠的指标以为计划生育方 

案管理之用 .这个研究涉及区域内四个国家；⑹规定计划生育指标方法学的多国 

家研究.发动这个研究之目的是为协助各国规定符合其发展目标的计划生育指标， 

在本区域内有八个国家已进行这十研究.

4 1 4 . 在生殖力和计划生育科进行这一类研究的区域报告正在编写中。

415 . 资料交换和情报科的工作包括建立和加强在整个区域内收集和散播有关人 

口资料的工作.在过去几年来曾特别着重于技术性的情报。 除了上面提到的关 

于翻译问题专家小组会议外，关于亚洲人口方案报导的阅读対象亦曾经研究过，关 

于人口资料的翻译也进行过探讨性的调查工作.

416 . 出差. 区域人口顾问在审蚕期樹内到下列各地出差：一九七五年三月到 

过新喀里东尼亚、斐济、吉尔伯特及埃利斯群岛；一,九七五年四月到过汤加、西萨 

摩亚、新西兰；一九七五年五月到过孟加拉国；一九七五年七月到过大韩民国；一 

九七五年十二月到过斯里兰卡；一九七六年一月至二月到过马尔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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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7 . 一九七六年二月和三月生殖力和计划生育科的一名工作人员应斯里兰卡卫 

生部副部长之请访问该国、审查该国计划生育方案的各种问题.

4 1 8 . 资料交换和情报科的工作人员于一九七五年内出差了两次.在三月底， 

工作人员三人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协助发展一个有关计划生育和人口的情报网.在I
六月，另有工作人员三人访问巴基斯坦，协助拟订各项有关成立国家资料交换所的 

提议。

4 1 9 . 一九七五年九月，资料交换和情报司的一名工作人员访 问 了 吉隆坡，协助

国家计划生育局成立资料中心。

4 2 0 . 在审查期间内发表和分发的文件包括：（a)亚训人口研究丛刊：亚太经社会 

区域死亡率趋势的比较研究；评价亚太经社会计划生育应用统计系统的比较研究； 

夫妇商量和计划生育的实践；衡量避孕用品的彩响的一些技术；关于计划生育方案 

管理和发展的调查和研究的作用；关于生殖行为社会心理状态专家小组的报告和论 

文选集；计划生育敎育材料预式和评价区域方案的报告和论文选集；亚太经社会区 

域内机构索引，补编第2 号；（切国家地区专题研究丛书的香港人口研究；⑻亚洲人 

口方粟报导四期；⑷人口标题消息十三期；⑹人口论题亚洲和世界性文件。

海运和港口

4 2 1 . 在审查期间举办了下列训练课程和讲习班：一九七五年一月至二月在新加 

坡举办的租船管理和技术训练课程；一九七五年三月至四月在曼谷举办的海运技术 

和业务方面讨论会和训綜课程；一九七五年五月在曼谷举办的承运人立法环境讲习 

窃；一九七五年九月在曼谷举办的承运人合作讲习班：海运费用计算法课程；一九 

七五年十二月在新德里举办的承运人合作讲习班：海运费用计算—— 船舶使用人谈 

判立场准备课程；一九七六年二月至三月在拉罗通加举办的承运人合作讲习班。

422 . 租船管理和技术训练课程是亚太经社会在同荷兰和釦加坡政府合作下举办 

的，其宗旨是给予参加者一个交换租船方面意见和经验的机会，并学习发达海运国 

家在租船管理方面的最先进的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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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 海运技术和业务方面讨论会和训练课程是亚太经社会在丹麦国际开发局资 

助下举办的。 它提供了--个机会籴分析海运、港口设施和有关服务在技术和业务 

之间的密切相互依赖和关系.

4 24 . 承运人立法环境讲习班和两次承运人合作讲习班是亚太经社会承运人理事 

会在同挪威政府和挪威国际开发局合作下从一九七二年开始举办的一系列讲习班的 

一部分。 举办这些讲习班的主要目的在于协助本区域各国和地区促进并保护其承 

运人的利益，特别是向承运人机构提供与海运界进行会谈和谈判的工具和体制；并 

与亚太经社会区域国家和地区建立密切的联络和合作。 这些讲习所也协助承运人 

确定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选择，并建立可以使它们采取最能满足其海运需要的适当办 

法的决定标准.

社会发展

425 . 社会发展司在编制《一 九 七 五 年 亚洲和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方 面 进 行 了  

广泛的合作，它提供了关于其社会发展肉容，包括亚太区域制度改变和农村合作的

文車.

4 2 6 . —丸七五年八月/ 九月在马尼拉举办了一个训练青年教练员的区域工作讨 

论会，菲律宾政府为讨论会的东道国.工 作 讨论会的目的是使青年教练员具有更多 

的执行青年训练方案所需要的现代知识技术和实际经验• 一九七六年二月在清迈

举 办 了 一个工作讨论会来评价在一九七四----- 九七五年举办的亚太区域青年领导

和工作人员训练课程，泰国政府为工作讨论会的东道国， 工作讨论会的主要目的 

是判断这些课程和工作讨论会的主题和问题同亚洲青年的需要和愿望之间的关系•

4 2 7 . 在一名区域顾问和国家研究机构的协助下已开始进行了一项关于“发展和 

低收入阶层”的国别研究、 在每个国家里都指派了不同的研究队到三个农村分区 

域进行区域研究.这项研究将于 -九七八年初结束.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就地作 

出分析以为制定促使低收入阶层参加农村发展的较实际的战略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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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 技术合作处支助的流动训练计划是为了训练关于社会福利，社区发展和地 

方行政的第一线人员和发展监督人员.该计划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完成了其在尼 

泊尔的工作，并且应阿富汗政府的邀请，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前往该国工作大约八 

个月以协助训练当地发展事务的千部。

429 . 按照经社会第157(XXXI)号决议的规定，开发计划署核可筹备性的援助 

以便拟订一项关于“妇女参加发展过程”的亚洲计划，并为此委派了一名顾问，服 

务六个月.经伊朗提出请求，已就在伊朗设立一个妇女发展区域中心而进行的筹 

备活动向伊朗提供咨询和技术援助，该中心初期将曲伊朗政府的一项特别捐款来提 

供经费.

430. 已向各成员提供了下列区域咨询服务：⑻社会工作和区域发展训练问题的 

区域专家访问了香港、大韩民国、斯里兰卡和泰国；该顾问又访问了尼泊尔，対流 

动训练计划作了评价；㈨关于计刼生育的社会福利问题的区域顾问访问了孟加拉国. 

缅甸、伊朗、斯里兰卡和泰国（丹姆马萨特大学）;⑻社会发展规划问题的区域专 

家 访 问 了 印 度 尼 西 亚 （作为亚太经社会技术转让团的成员）、文莱.巴 

基斯坦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该顾问又被邀在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区域会议（香港） 

和关于亚洲农村战略问题的亚洲发展事业管理中心讨论会(吉隆坡}发表演讲.

431. 已编制了下列文件：⑻发展分析和规划统一处理办法的前题和所涉问题； 

（b)—个没有贫穷的社会（为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编制）；(c)关于学生在社会 

进展和发展中所起作用的区域研究；⑹政府和非政府青年组织的区域名单.

4 3 2 . 《社会工作教育和发展消息》已出版了四期.

统计

433 . 在审查期间，出版了《亚洲和太平洋统计年鉴》第七期并编制了《亚洲区 

域取样调查》第十二次报告.在同年还出版了《亚洲和太平洋统计季刊》和 《亚 

太国家统计指标》等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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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 秘书处已开始筹备一九八O 年代的人口和住房普查.目前正在各国进行 

一项调查以确定各国普查活动的日期和评价它们参照一九七O 年代的经验后对一九 

八O 年代的普查所要提议的改变。 将考虑把这些改变加入所提议的出版物，这些 

出版物载有关于一九八O 年代人口和住房普査的范围和内容的区域建议•

435. 继续进行了关于编纂商品出入口平衡的方法的研究，同时商品出入口平衡 

咨询委员会举行了第三和第四次会议以审査进展和规定项目方向的指导方针、 在 

收入分配的项目方面继续保持进展，这个项目是由亚太经社会和世界银行共同执行 

的，其目的是认辫、编纂和评价关于收入的现有按户调查数据和本区域类似的社会 

经济特征， 参与该项目的世界银行顾问因公前往若干国家去研究关于收入或支出 

的按户调查数据的现賓来源•

436. 由于本区域目前的情况，柬埔寨、老挝(6)和越南南方共和的分区统计训练 

中心的活动目前只局限在老挝(6)进行，一九七五年八月在老挝成功地完 成 了 一 个 课  

程.在组织亚洲统计研究所的训练课程和拟制其第二个阶段的项目文件方面向亚 

洲统计研究所提供了支持.

437 . 在国民核算、数据处理和安装用来把调查数据列表的COCENTS电子计算 

机标准部件方面向若干国家提供了咨询服务.

4 38 . 执行执行秘书所制定的i . 2 海运经济统计计划的特别 工 作 组 访 问 了 本 区  

域若干选定的成员国以便讨论计划的执行问题._ 四个特别工作组的成员中有两个 

是统计司的工作人员。

技术合作和有关活动

439 . —九七五年，下放给亚太经社会执行的技术合作项目总值大为增加，其数 

教达5, 163, 261美元，比一九七四年方案增加百分之二十五.来自开发计划署 

的支援已有增加，而亚太经社会所管理的区域技术协助合作方案的扩展，主要是由

⑥ 现在是老树人民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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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外资金承负的。 支出细节载E / C N .1 1 / L .4 46/ I N F 号文件B

4 4 0 .  —九七五年年初，开发计划署批准了一些高度优先的区域项目，由亚太经 

社会因其他机关合作下予以执行。

4 4 1 .  关于亚太经社会担任开发计划署资助各项区域项目执行机构职务的方式， 

现正作最后决定中.

4 4 2 .  — 九 七 五 年 ， 亚 太 经社会通过其与捐助国之间安排而获得的预算外资金约 

占亚太经社会区域技术合作方案总值的百分之四十.其中并不包括各国在不需偿 

还的基础上向亚太经社会提供的专家厫务、或向亚太经社会区域项目和机构提供的 

现金捐款的协助。 一九七二年开始的亚太经社会/ 荷兰预算外协助方案准备在一 

九七二至一九七五年间提供九百万荷兰盾，此项协助的一个主要资金来源正在积极 

执行中。

4 4 3 .  日本政府在一九七五财政年度认捐了 7 0 7 , 9 1 4 美元，从事一系列区域项 

目的规划和执行，例如亚洲农业机械中心、区域矿物资源开发中心等。 澳大利亚， 

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新西 兰 、挪威、瑞 

典、苏联、联合王国、美国政府也继续提供资金、专家、研究金和其他形式的技术 

协助.

4 4 4 .  根据荷兰政府资助的亚太经社会区域研究金方案，十二个国家的四十八名 

敎练员获得了研究金以便前往本区域各训练研究所深造。 此外，一九七五年在亚 

太经社会主持下，组织了一系列关于行政管理、人口、计划生育、公路工程等领域 

的集训课程.

4 4 5 .  十二名区域专家和四名根据信托基金安排于一九七五年向亚太经社会提供 

全年或若干月服务的专家，应本区域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之请前往提供咨询服务。

4 4 6 .  联合国南太平洋咨询发展工作队继续为该区域国家和地区提供农业发辰、 

公共行政、物质规划、绕计和项目评价等领域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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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一九七五年五月在曼谷为参与亚太经社会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级技术人员举 

行第一次亚太经社会多途贸易谈判的讨谢会，隨磨在五月十日至十四日 为 一些准备 

较不充分的和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参加者举办 了 关 于多边贸易谈判的个别工作 

讨论会，咨询服夯团曾派往阿富汗。孟加拉国、印度，伊朗和斯里兰卡，关于多边 

贸易谈判正在商谈中的不同事项的研究报告已送往有关发展中国家政府。

448. 亚太经社会和英联邦秘书处联舍举办的第二次亚太经社会多边贸易谈判讨 

论会将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在香港举行。参加讨论会有十八个发展中国家和南太平洋 

经 济 合 作 的一位观察员.英联邦秘书处，贸发会议和总协定的代表们就多边贸易 

谈判所涉的具体间题向与会者讲了话.

44®.讨途会极深入地讨论了多边贸昜谈判目前处理中的整个系列的问题，即关 

税 ，热带产品，限量的标准和贸易的其他技木上的壁型，关税事项，津贴和反倾销 

税 ，农业，保障和部门的处理方法•

4 5 0 .亚太经社会通过同多变货易谈判区域间项目遊行合作的东商亚国家联盟和 

多边贸易谈判合办项目举办了第二次东南亚联 盟 多 变 贸 易 谈 判 高 级 政府官员工 

作组舍议，它的主 目 的 是 让二十六名来自曼谷、雅加达，吉隆坡，马尼拉和东盟 

駐日昀瓦办事处的官员就各个谈判范围（关税、非关税措施、保障，部门处理方法 

农产品和热带产岛）内最适合东盟的谈判方法进行意见的交换•

45 1. 亚洲票据交换联盟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在德黑兰开始业戊• 业务一直 

在顺利进行，联盟所经手的交易在数量和价值上都在增加•

,452 .亚洲票据交换联盟理事会于一九七五年在德黑兰和科伦坡举行两次会议。 

理事会在科伦坡的会议曾指示它设立的技术委员会就设立该联盟的 定和联盟的谈 

事规则所需的任何修正或改变提出建议以利业务的进行.技术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各 

国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 •委员会的报告将向定期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举行的理事会下 

一届会议提出。

4 5 3 .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应理事会的请求继续担任理事会的秘书处，提供秘书处 

服务并协助其他方面的活动•



4 5 4 . 贸易促进中心（贸促中心）的贸易和资料挡案组走在一九七五年底在齒际 

贸易司内成立的，一九七六年三月在瑞典政府和开发计划署协助之下，同贸发会议/  

总协定国际货易中心（贸易中心）合作已经充分执行工作.该组是资料和参考时中 

心点，又是和各国贸易资料单位和服务联系起来的一个协调系统的构成部分.在駐 

查期内，该组向亚太经社会区域的国家提供技术後助和咨询服务，利用含有高效率 

的贸易数据存储和快捷取回的分类和编码的办法来帮助它们建立和加强贸易资料和 

档案系统。和新加坡等首都以及各东南亚国家联盟驻日内瓦代表团的官员就东南亚 

国家联盟在各个领域（关税、非关税措施、保障，部门处理方法、农业和热带产品） 

进行谈判时最宜采用的方法交换意见。

455. —九七五年八月/ 九月举行的供应出口市场的货品包装设计时区域讨轮会 

是由贸易促进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在香港政府和世界包装组织密切合作下联合举办 

的 ，并由荷兰政府提供经费。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供应国际市场获品的包装、便 

出口包装合于对象市场的需要，分析推销包装的设计和其他改替出口乜装设计的措 

施。讨论会嗣定今后有明确窘娶在亚太区域就出口包装，特别是关于新鲜水良蔬 

菜、手工艺品和经过加工的食品的出口包装进行训练。 还提议为包装师傅举办一 

个讨抢会作为一项有用的后续行动，以期在发展亚太国家的包装技术方面造成加倍 

提高的效果。

4 56. —九七五年八月/ 九月，在关于援助最不发达内陆国家的开发计划署项目 

(R A S/72/ 0 7 7 )下举办了一个内陆国家问题的工作讨论会.工作讨论会的主要目 

的是向亚太区域内陆国家的参加者提供一个论坛以便他们在自已之间能够交換在进 

行国际贸易中所取得的经验和遇到的困难•工作讨论会还能够让参加者熟悉国际政 

策和措施以及已经采取或计划采取有利于这些国家的行动。工作讨论会包括对各种 

设备进行旅行考察并审查泰国在处理老挝过境货物时所釆用的程序。专题演讲湘讨 

论还包括例如贸易促进、旅游、运输和通信、海运和港口、工业发展和训练的题目。

457 . 一九七五年九月至十一月举办的出口产品和工业设计问题第二次训练课程 

是由日本政府通过其国际合作机构、日本工业设计促进组织和业太经社会联合举办

- 222



的，该课程继续向参加者据供从产品和工业设计、工艺设计、包装设计和家俱设计 

的实际情况中取得的有用实际经验•

458. 华盛顿州贸易和经济发展代表团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访问了马尼拉、曼谷、

吉隆坡、雅加达和新加坡，作为一九七四年六月在檀香山、西雅图和斯波坎姓利结 

束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会议的后续行动，一个由二十二名大实业家，商业经理和 

高级官员组成、来自华盛顿州时代较团访问了五个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目的 

是促进美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在亚太经社会和贸易促进中心的联合赞助下 

各代表同各东道国的高级政府官员、商业经理和银行家进行了会谈。据该代录团估 

计 ，共成交了超过一千五百万美元的交易.

459 .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十二月在东京举行的贸易促进讨论会是亚太经社会和 

日本对外贸易组织第一次联合主办的这类讨论会。讨论会的目的是让参加者有机会 

对日本在海外市场所采用出口促进技术有更多的认识和在这方面吸取更多的经验，

介绍选定的贸易促进办法，和讨论发展中国家向日本帀场和其他海外市场出口货物 

时所遇到的问题.来自九个业太经社会成员国的九名与会者积极地参加了讨论会。 

在讨论会将近结束时 ，讨论会组织了到京都、大阪和静冈府的研究旅行•这些访问 

构成方案的有用部分-

460. 一九七六年在曼谷举行了关于成立一个亚洲再保险公司的筹备委员会爲一 

次会议，参加者十人是于一九七四年举行的一个亚洲再保险公司的圆桌会议选出衆

的.

461 .该次会议所得到的结论中有关于提议成立的公司在定的形式和最低限额 

资本、管理、接受和归还的政策及其目的等等的原则上的结论。秘书处考處到在会 

议上表示的观点和意见将拟订一项协定草案，向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备供审

议。

4 6 2 .依照太平洋发展中岛屿国家政府和商界人员贸易促进专业培训的流动训练 

计划，亚太经社会和国贸中心的四名专家于一九七六年二月湘三月被派往科克群 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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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吉尔伯特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太平洋群岛和西萨摩亚托 

管领土，该专家团已能断定这些国家在促进出口和市场发展方面的训练需要.关于 

实际训练课程和讨论会的筹备和训练一俟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即开始办理.

运输和交通

463. 亚太经社会铁道研究专家联合巡回队于一九七五年二月和三月访问了孟加 

拉国和泰国，并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访问了印度尼西亚湘马来西亚，设法确定铁道 

业务各个专业的种种不同问题.联合巡回队构成了亚太经社会在本区域活动领域内 

的一项新任务，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协助本区域各国铁道管理当局探索可以进行有 

成果研究的领域和值得加以详细调查的问题.日本政府对这两次访问都提供了两名 

铁道专乘的服务，而印度政府则提名了一名专家准备为巡回队第二次访问服务.

464. 一九七五年五月和六月，法国政府为亚太经社会各国铁道管理当局组织了 

一次柴油和燃气轮机牵引问题讨论会和考察筮行，而日本政府则于一九七五年九月 

和十月举办了一次路轨修复、建造和养护问题讨论会和考察旅行.这两次讨论会是 

朝向转让铁道技术，特别是机械和工程领域技术时转让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

465. —九七五年四月，在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合作下举办了一次道路施工土壤 

试验方法讨说会和考察旅行，向发层中国家的参加者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换和分享关 

于道路施工和养护土壤试验设备实际应用方面经验的机会.

466. 亚太经社会、亚洲发展研究所、亚洲发展相行政中心在德蒽志联邦共和国 

的财政资助下和印度尼西亚（一九七六年一月和二月）及新加坡（一九七六年二月) 

两国政府的合作下，联合举办了一次交通工程师和运输规划员讨论会和训练课程。 

讨论会的主要建议包括：（a ) 组织一个调查团前往本区域选定大城帀访问以评价现 

有都市运输规划和交通管理的行政体制；⑹编制一份关于本区域现有都市运输规 

划和交通工程教育和训练设施的清单，以便尽可能加强这些设施以满足本区域的需 

要；⑴为本区域警察训练总监召开一次会议以便调整需要、为各级交通警察安排 

必要的训练，并为此目的编制一本训练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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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区域机构和特别项目

开发计划署资助的区域训练和研究机构

467. 根据委员会第158 (X X X I)号决议的规定，一九七五年四月在曼谷召开了 

亚洲发展研究所（亚发研究所）、亚洲统计研究所（亚洲统计所）:和亚洲发展行政 

中心（亚发中心）的理事会 /咨询委员会联席会议，由执行秘书担任主席。亚洲社会 

福利和发展事业训练和研究中心（业洲社发中心）顾问和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区 

发中心）主任也参加了会议。

468 . 后来，执行秘书于一九七五年五月召开了一次各研究所主任和顾问会议以 

便在适当地照顾到联席会议上各方所表示的意见的情况下进一步制订执行第1 58 

( X X X I )号决议各项建议时行动路线，会议决定反立一个指导委员会，由开发计划 

署和联合国技术合作处（技合处 ）的代录、联合国总部和业太经社会有矢各司实夯 

官员组成，以便最后确定一项拟议综合行动计划，提交执行秘书考虑。

469. 指导委员会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在曼谷举行会议并同意：第 1 58 ( XXXI)号 

决议的执行：（a)应采取按步就班的办法，⑸在尚未顺利地向新机构过渡以前，各研 

究所的现有业务安排不应予以打乱，（c)每一研究所的特点不应由于过渡标准化而受 

到忽视。

470. 根据上述铖定，指导委员会特别注意：㈨建立一个单一的政府间理事会 ， 

⑸建立一个协调委员会 ，㈨每一个研究所建立一个单独的咨询委员舍的问题，委员 

会虽然也讨论了关于更改和制订律文书以适应新的条件和亚太经社会袒任各区域 

研究所执行机构职务的问题，但委员会认为这些问题应由执行秘书采取初步和后续 

行动。

471. 一九七五年九月执行秘书根据了第1 58 ( X X X I ) 号决议的建议召开了一次 

常驻代表和委员会成员国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以便让各位代表分别代表各 

自政府就指导委员会提交执行秘书的建议进行讨论并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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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2 . 指导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于一九七五年九月正式提交各国政府并由亚洲发展 

行政中心（亚发中心）一九七五年十月举行的理事会会议和亚发研究所一九七五年 

七月至八月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作最后的讨论，各该理事会逬一步作出了评论和建议 

提交执行秘书-

4 7 3 . 执行秘书根据上述磋商结果考虑了现有的佾况并记住了执行第1 58 ( XXXI)  

号决议时各方所表示的意见，将其建议载于 E/ C N .11/ 1251 / CON S  号文件内提 

交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审议。

亚洲发展研究所

4 7 4 . 亚洲发展研究所理事会于一九七五年四月至五月举行了第二十五次会议， 

并于一九七五年七月至八月举行了第二十六次会议.

理事会：

4 7 5 . （ 一批准了研究所第三阶段（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O 年 ）工作计划的分项 

目；

㈡ 批准了第三阶段的项目文件草案；

㈢ 批准了研究所一九七六年的工作方案；

（四）审议了第三阶段每年平均经费需要二百万美元的概数，并请亚太经社 

会各成员国和准成员将其捐赠增至需要概数的水平;

伍}强调需要根据委员会第1 5 8 (X X X I)号决议的规定协调所有各区域机 

构的活动。

4 7 6 . 一九七五年研究所举办了十个训练课程：关于综合农村区域发展规划的研 

究课程（一月）；为工业发展银行工作人员举办的项目级订和后续课程（三月至四 

月 ）；关于动力部门发展的环境方面和分析的课程（八月至九月）；规划、方案评 

价和预算编制讲习班（八月至九月）；农村地区保健项目讲习班（十月）；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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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机构和农业发展银行鬲级办事员举办的保程（十月至十一月）；在太平洋托管 

领土塞班为太平洋各岛屿国家和领土举办项目拟灯和規划次区域课程（十 月 至 十 一  

月 ）；以东盟工业合作为例证的次区域合作技术课程（十月至十二月）；发展问题 

新闻报道鬲级课程（十二月。

477. 研究所也进行了下列十一次咨商会议：泰国和日本夫系讨论会（二月）； 

关于妇女在发展中所起作用问题专家小组会议（四月）；住房和城市发展问题咨商 

会议（五月）；保健项目专家小组会议（六月）；城市规划研究和训练方案专家小 

组会议（七月）；保健规划教练员和规划员讲习班（七月至八月）；农村信贷机构 

和农村发展银行总经理会议（十月）；以亚洲为背景的发展目的和社会文化价值问 

题鬲级会议（十一月）；第二个发展十年期间发展进展审查湘评价问题高级政府官 

员会议（十一月）；规划和方案拟订社会指数咨商小组会议（十二月）；综合农村 

发展专家小组会议（十二月），、

478. 研究所在阿富汗、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和菲律宾进 

行 了 六 次 发展训练和研究优先事项搞置.

479. 此外，研究所在执行其一九七五年工作方案时编写了好几份研究论文，弁 

向好几个国家和国际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480. 一九七五年二月，研究所从澳大利亚政府收到一万五千澳元 ，作为向来自 

科伦坡计划成员国、南太平洋协助方案成员国和澳大 利 亚 一 巴布亚新几内亚被教育 

和训练计划的学员颁发研究金之用。

亚洲统计研究所

481. 第五期十个月的一般性课程于一九七四年九月开始，一九七五年六月结京 

第五期六个星期的主讲“亚太经社会区域发展规划所需要的统计”的 高级 课 程 于 一  

九七五年五月至六月间举行。

482. —九七五年七月至八月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办了 一 次 关于样本调查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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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的国别课程。一九七五年七月至八月间另在印度尼西业雅加达举办了一次关于 

国民核算—— 特别注意区域核算—— 的国别课程•

4 8 3 . 研究所第二阶段内第一次举行的第六期一般性课程已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开始，预计持续六个月。

484. 即将于一九七六年举行的两次—尚级课程的筹备工作，现正在进行中.现正 

努力探讨于一九七六年举办国别课程的可能性，

48 5 .咨询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已于一九七五年四月至五月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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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在审查的年度内，该中心完成执行其成立以来头两年的初步工作方案•一 

九七五年进行的研究和训练方案包括：关于处理农村发展方法、公共企业协调、计 

划生育的管理问题、城市运输系统的组织和资金供应、有关综合粮食政策的订立和 

管理的区域和次区域方案以及公共行政国家训练主任的两个次区域方案。 此外， 

该中心还发动了一个关于政策分柝和发展的试验性国别训练方案，并应参与政府的 

要求执行了两项咨询任务，

487. 该中心理事会于一九七五年开了两次会，检查该中心执行初步工作方案的 

进度报告，并核准了该中心第二阶段（一九七六至一九七八年的三年期）的新工作 

方案.

亚洲社会福利和发展事业训练研究中心

488. 亚太经社会第1 5 8 (x x x i)号决议请执行秘书除其他事项外，加速发动成 

立亚洲社会福利和发展事业训练研究中心。 秘书处依照该决议已采取若干步骤， 

导致该中心的成立和进行业务。 这个项目文件的草案定稿经开发计划署于一九七 

五年九月签字核准，并分发给其他成员国• 开发计划署同意对该中心提供机构和 

方 案 方 面 的 协 助 ，为开办的最初三年期间拨给7 5 万美元• 项目文件于一九 

七六年一月由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大韩民国和泰国五个參加国并由执行秘 

书代表执行机构（亚太经社会）在曼谷亚太经社会总部正式签字后，该中心的法律 

地位和业务基础就确定了。

489. 一九七六年二月，该中心在马尼拉正式落成，接着就召开专设临时咨询委 

员会第一届会议，由执行秘书担任主席，出席者有亚太经社会、社会发展人道事务 

中心、开发计划署的代表和东道国政府的代表.会议核可了该中心一九七六至一 

九七七年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并建议迅速征聘国际工作人员和当地的行政和秘书 

处人员。 会议并核可向参加国和其他成员国征求更多财政上的承担和向其他方面 

筹募捐款，又依经社会第158( x x x i )号决议就该中心的咨询委员会的组成和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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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协议• 关于该中心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的主要活动参看E /C N .1 1 /1 2 5 5 /  
CONS号文件的增编，

湄公河下游盆地勘察工作协调委员会

490. 在审查的期间内.，湄公河委员会于二月至三月间即亚太经社会第三十一届

会议的同一时间内在新德里举行第六十九届（特别）会议.第七十届会议原订于 

十月在永珍举行，但因柬埔寨政府未接受派遣一名代表的请求而推迟。 2 5个国 

家、 1 8 个联合国机构和有关组织、 6 个基金会及与湄公河发展计划有关的许多私 

人机构和企业的捐助和认捐增加了 3, 2 3 0 万美元，至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曰 

达到 35, 420万美元，其中百分之二十七供投资前工作之用，百分之七十三供建造 

工程用。 35, 420万美元总数中，百分之四十二是河岸国政府本身捐助或认捐的，

百分之五十八来自合作方案.

491 . 为扩大南娥水力项目已取得总数2, 2 0 0 万美元的新捐款，使这个项目能 

够在健全的财政基础上继续进行。

492. —九七五年的工作方案包括5 6 个项目，细分为1 6 9 种活动。 但其中 

6 5 种活动必需暂缓进行，若干其他活动则于四 月 后 缩 减 或 停止.又有一些活动  

已 作 了准备，如情况许可将于一九七六年内进行。

493. 《统计年报》第八辑已于六月出版；第九辑的资料已汇编起来，将于一九 

七六年初出版。 一九七四年《水文学年鉴》第二卷（气象数据）及第一卷（水文 

数据）将于一九七六年初完 成 。

494 . 环境研究，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出资騁请的一位顾问发动 

对未来工作方案进行讨论和编订一套环境规划和评价准则.他后来編制了泰国东 

北南磅流域环境个案研究的计划。

495. 经济規划活动。 注意力集中在关于工业化和重新定居的研究。 关于项 

目的经济评价手册的工作仍在溢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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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 巴蒙主流项目。 一九七三年开始的主要关于电力系统、水灾控制、重新 

定居和河床冲蚀方面的综合性三年最佳化和下游影响研究工作也在经续。

497. 三角洲发展。 所有实地活动都暂缓办理。 支援努力包括上游储存对柬 

埔寨三角洲低地农业影响的研究和柬埔寨泛滥平原淤泥平整的研究。

498. 支流项目。 在审查的期间结束时，在湄公河下游盆地各支流完成了 13个 

水规：柬埔寨一个、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三个、泰国八个、越南南方共和一个•一 

个柬埔寨（特诺河）支流项目和三个由该委员会经办的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沙湾 

拿吉支流控制水的三个小项目正在建造中• 在由亚洲开发银行于十月份在马尼拉 

重新召开的第二次南娥募捐会议上，获得了新的认捐和承担，使南娥开发基金和汊 

边贷款总数达美金4, 3 6 0万美元。 十月间就增加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售给泰国的 

能源的关率达成协议，自每千瓦时0 . 0 0 4 5 美元提高到0 .0 1 0 美 元 •

499. 航海和运输。 该委员会继续办理关于湄公河测量、制图、标界和疏浚的 

基本工作，以 利 航 行 .包括保护堤岸，河上交通调查和建造港口、渡轮停靠站和 

装卸货物，

500. 水灾预报。该委员会再度推行一项实验性的水灾预报方案• 按照这项方 

案 , 在六月至十月的潮长期，每天提供关于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泰国境内的湄 

公河上八个选定的重要主流站的预报.

501. 农业。 该委员会继续推广一项农业发展方累，包括农业规划研究（在永 

珍平原、泰国东北部、三角训的越南部分等），实验和示范农场（八个永久农场和 

两个研究项目）、拓荒农业项目（已完成11个项目的筹备工作）和其他灌溉项目，

502. 渔业发展研究• 由美国提供资金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开始的关于益个盆地 

渔业研究的工作仍在继续• 并在泰国的三个水库开始水库养渔的流体生物学和社 

会经济方面的调查.

503. 矿产调查.在审查期间内，除了泰国东北部的钾碱勘探外，所有活动在 

获得数据或进入实地进行前都暂缓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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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 社会发展和公共卫生• 办了两个社会经济水准基点调查，一个在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一个在越南南方共和• 甴荷兰提供资金于一九七四年开始的整个 

盆地重新定居和规划项目的工作继续在进行.关于昆虫观察和传播疟疾蚊虫的研 

究工作继续在泰国东北部的两个项目地点进行•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囯孔岛所有 

已获核准的关于控制血吸虫病的实地活动在等待准许进入该地区前都暂停办理。

505. 卫星影象解释。 接受湄公河委员会为地球资源遥远感测地卫方案的主要 

调查机构，

亚洲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 （岸外联勘协委会）

506. 下列会议是在委员会赞助之下召开的：

关于同位素断代的讨论会，一九七五年五月于曼谷；

执行东亚国际海洋探测十年海床评价方案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一九七五年八月于东京举行；

与环太平洋能源及矿物资源理事会合作举办的环太平洋地图项目西北四国专家 

组第一次会议，一九七五年四月于东京举行；

第二次遥述感测专家工作组会议，一九七六年一月于曼谷举行；

507. 该委员会的项目办公室在动员及边和多边援助为发展中的成员国进行岸外 

调查和有关活动继续发挥其催化作用，它同与海洋科学和技术有关的机构和组织保 

持密切合作，包括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 

金、联合国大学和联合国总部的海洋经济和技术处。

508. 碳氢化合物资源.向国菅石油公司提供咨询意见，并就在东亚岸外地区 

从事石油勘探的企业向各国政府填报资料通用格式如何规定一事提出建议.对在 

大陆架以外海床领域的石 油 地 质 学 作 了 初 步 检查，并 编 制 了 关于海洋底层除碳氢化 

合物以外的其他矿物的潜藏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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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 .岸外锡和其他屑碎重矿• 为马六甲海峡矿物调查所作的准备工作已经 

到达最后阶段。 陆地部分的调查分别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和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在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开始.船上的调查工作预期将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开

始.

5 1 0 .海洋磷灰岩。 研究了发现和开采海洋磷灰岩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东南亚* 

编制了关于这个主题的报告.

511 .东亚国际海洋探测十年（海测十年）方案• 正在进行一个从一九七五至 

一九八O 年的五年方案，研究东亚地区的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以努力决定基本地 

质变化过程和地层移动（构造学）与岛弧地区发生石油和其他矿藏的关系• 方案 

将与岸外联勘协委会成员国合作，利用世界上一些最新式的海洋学研究船只在东亚 

岸外地区进行勘查。

512. 训练。 由日本政府出资的岸外勘探常年小组训练班继续办理。 向来自 

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接受在职训练的高级政府官员和专 

家颁发研究金。 预定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举办一个关于数据搜集、存储和取回的训 

练讨论会.

513. 海洋研究设备.对岸外联勘协委会各成员国可供使用的设备和业务状况 

进行了评价，考虑到促进岸外联勘协委会的发展中成员国之间的技术合作的可能。

514. 与碳氢化合物和屑碎重矿岸外勘探有关的海洋污染和沿岸地区的发展管理。 

与联合国总部的海洋经济和技术处合作发动了关于海洋矿藏资源发展管理的工作， 

并适当考虑到合理地、最好地利用各种海洋环境和沿岸地区。

515. 传播科学和技术情报• 編制了若干研究报告，并继续出版岸外联勘协委 

会的囚个主要刊物：会议议事录、技术公报、通讯和技术特刊.

台风委员会

5 1 6 .关于社区准备和防灾的后继特派团访问了菲律宾和大韓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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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与气象组织和红十字会协会密切合作起草关于.社区准备和防灾的指导原则， 

这两个机构与亚太经社会共同负责办理本项目。

5 1 8 . 将于一九七六年六月在东京召开的关于社区准备和防灾区域讨论会的规划 

小组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在东京开会。

5 1 9 . 台风委员会第八届会议编制了一个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一年五年期相对捐款 

方案，并建议开发计划署在本项目于一九七六年结束后继续提供支援.

南太平洋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

( 南太平洋岸外联勘协委会）

5 2 0 . —九七五年九月委员会第四届会议之前，在斐济苏瓦召开了由南太平洋联 

勘协委会、海洋委员会和海测十年联合主持的讲习班.讲习班拟订了一套在南太 

平洋地区进行海洋地球科学勘查的广泛方案，供各国和委员会审议.

5 2 1 . 该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核可了南太平洋联勘协委会、海洋委员会和海测十年合 

办讲习班的报告，特别重视讲习班所偏各国和区域地球科学方案，缋制这些方案的 

目的是应付南太平洋地区资源评价的特殊需要.

5 2 2 . 该委员会并强调它对与地质学/'地球物理学数据有关的事项继续深切关心，从 

而建议召开专家特别小组会议，讨论更容易交换关于获得数据的情报的方法、拟订 

执行编纂项目的方法，包括数据的编纂和储存，并调查所需设备和人力.为了协 

助这些努力，将大力寻求外面的机构和私人的适当援助，以及现有数据中心的可能 

捐助。

5 2 3 . 开发计划署的准备性援助项目又延长一年，到一九七六年八月，按照订正 

的项目，获得了目前调查巡航方案使用的设备。 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预定进行 

四次调查巡航，第一次在所罗门群岛水域，已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完成，

524 . 经过订正的开发计划署项目所规定的专家特派团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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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份报告.报告载有对各项计划和各国需要的评价，被用作向开发计划署和有 

兴趣的国家提出的一九七六年八月以后的技术和财务援助要求的基絀。

D . 与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的关系

525. 亚太经社会继续加强努力，与联合国各机构、政府间组织和国家、次区域 

和国际一级的机构保持密切合作，并与这些机构的活动进行更好的协调。

526. 在稂食和农业领域内，关于本区稂农发展长期展望的研究与稂农组织的

“世界农业发展的前景研究”方案不谋而合.自然资源领域内若干活动是与下列 

其他机构联合办理或由它们支助办理的：教科文组织、气象组织、原子能机构和红 

十字联会， 亚太经社会与工发组织合作执行一项关于化学肥料产销区域合作的优 

先项目.

527. 在国际贸易领域内与下列组织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⑻国际商会一亚洲及 

太平洋事务委员会，在所有贸易项目方面；⑻伦敦联邦秘书处和联邦技术合作基金， 

在香港举办多边贸易谈判讨论会，规划贸易推广项目和太平洋地区出口推广的机动 

训练方面；⑹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经共同体），在各种贸易推广项目上；⑹斐济苏 

瓦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南太经合局），在南太平洋地区贸易推广的机动训练方面; 

⑹华盛顿州和贝特尔研究所，在贸易和发展会议及派遣贸易/ 投资代表团前往亚洲 

方面；⑺日本对外贸易组织，在交换贸易情报和举办贸易推广讨论会方面；（S)香港 

世界包装组织和荷兰德尔夫特的T N O 包装研究所，在香港举办关于国际市场货品 

包装设计区域讨论会方面；㈨伦敦国际贸易手续筒化委员会，关于贸易促进工作和 

规划贸易促进会议方面；⑴贸发会议/ 总协定合办国际贸易中心，在所有促进贸易 

活动方面；⑶贸发会议，在区域贸易和金融合作方面，援助内陆、最不发达和岛屿 

国家、出口信贷保险计划、贸易促进、设立亚洲再保险公司方面；㈨总协定秘书处， 

关于在总协定下举办多边贸易谈判的工作、亚洲贸易扩展方案等方面；及a)货币基 

金组织，在区域金融合作项目例如亚洲票据交换联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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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8 . 关于社会发展的区域机构间会议继续发挥社会发展领域非正式协商场所的 

作用。 亚太经社会继续向教科文组织提供实务援助，以加强和扩大区内各国敎科 

文组织援助的项目。

5 2 9 . 在运输和通讯领域内，与拉美经委会、欧经委会、西亚经委会和非经委会 

举行了关于旅游事业和国际公路运输事项的秘书处间协商。 与公路联合会、铁路 

联盟、国际铁路大会联合会、地区性发展合作组织和东南亚运咨会交换关于铁路和 

公路的情报。

5 3 0 . 亚太经社会与劳工组织和卫生组织在当代人口统计工作小组的问题上密切 

合作。 亚太经社会亚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之间的密切合作仍在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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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一

审查期间各附属机构的会议

机构和负责人 会 议 报告的文件编号

湄公河咨询委员会

主席：维克托•乌姆布

里特先生

(端 士 ）

第二十四届会议

一九七五年十月

六日至十日

曼谷

E/CN.11/WRD/MKG/

1 .4 1 1

亚洲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 

勘探协调委员会（岸外联勘协委会）

主席：小林勇先生

( 日本）

第十二届会议 

一九七五年八月

八日至二十二日

东京

E/CN.1 1 / L . 4 1 9 /
CONS

南太平洋岸外地区矿物资源 

联合勘探协调妥员会（南太平洋 

岸外联勘协委会）

主席：汤普森先生

(所罗门群岛）

第四届会议

一九七五年九月

八日至十六日

所罗门群岛霍尼

亚拉

E/CN.1 1 /L .4 2 0 /
CONS

台风委员会

主席：罗曼金塔纳先生 

(菲律宾）

第八届会议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十一日至十七日

曼谷

e/ cn .11 / 1 2 4 4 /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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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负责人 会 议 报告的文件编号

社会发及務员会

主席：埃凝特法尼亚•

阿尔达巴一袜先生 

(菲律宾）

农业发展委员会

主席：萨迪金先生

( 印度尼西亚）

内陆国家问题特别小组

主席：切德•素差里坤先生

(泰国）

工业、住房和技术委员会

主席：巴比那•那甲拉先生

(泰国）

自然资源委员会

主席：巴威•雷耶蓬先生

(泰国）

第一届会议 

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 

曰至八月五曰 

曼谷

第一届会议 

一九七五年八月 

二十五日至九月一曰 

雅加达

第三届会议 

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 

至八日

曼谷

第一届会议 

一九七五年九月 

十五日至二十二日 

曼谷

第二届会议 

一九七五年十月 

十四日至二十日 

曼谷

E /C N .ll /1 2 3 4 / lNF

E/CN /1 2 3 5 /lN F

E/CN.1 1 /1 2 3 3 / I NF

E /c n .11 /1237 /IN F

E/CN.11/12 3 9 / in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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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负责人 会 议 报告的文件编号

贸易问题委员会 第十九届会议 E/CN.11/1240/I NF

主席：余泽丰先生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 马来西亚） 三日至十日

曼谷

运输及通信委员会 第二十四届会议 E/CN.1 1 /1 2 4 7 /I NF

主席：巴滴•参达瓦达那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先生 二十四日至十二月一曰

(泰 国 ） 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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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三十一届会议以来发表的出版物和主要文件表

A . 出版物

主要研究报告（印本）

Quarterly Bulletin o f Statistics fo r Asia and the Far 
East, vol. HI, No. 1, March 1973: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4.II.F.6.

Quarterly Bulletin o f  Statistics fo r Asia and the Far 
East, vol. I l l ,  No. 2, June 1973：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4.II F.7.

Quarterly Bulletin o f  Statistics fo r Asia and the Far 
East, vol. I l l ,  No. 3, September 1973: United Na
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4.II.F.8.

Quarterly Bulletin o f  Statistics fo r Asia and the Far 
East, vol. I l l,  No. 4, December 1973: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4.II.F.9.

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 1973: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F.74.II. 
F.11.

Small Industry Bulletin fo r Asia and the Far East, 
No. 11: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F.74.11.F.15.

A Guide to Highway Feasibility Studie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4.II.F.19.

Monetary Co-operation in Asia and t he Far East • 
Asian Reserve Bank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
tion Series No. 9):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4.I I .F.20.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o f  Asia and the Far East, 
Vol. V ll, Series A, No. 2, 1968：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F.74.II.F.21.

Electric Powe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1971 and 1972: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4.II.F.22.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 f Asia and the Pacific, 
1974: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5. 
I I .F.1.

Economic Bulletin fo r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XXV， 
No. 1, June 1974: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5.II.F.2.

Small Industry Bulletin fo r Asia and the Pacific, No. 12：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5.I I.F.3.

Economic Bulletin fo r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XXV, 
No. 2/3, September/December 1974: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5.I I .F.4.

Economic Bulletin fo r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XXVI, 
No. 1，June 1975：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5.II.F.5.

Urban Electrification • Planning (Energy Resources 
Development Series No. 12): United Nations publica- 
tion, Sales No.: E.75.II.F.6.

Proceedings o f the 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 on the 
Impact o f  the Current Energy Crisis on the Economy 
o f the ESCAP Region (Energy Resources Develop
ment Scries No. 13):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5.II.F.7.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o f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IX, 
Series A, No. 1, 1970: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5.II.F.8

Quarterly Bulletin o f Statistics fo r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IV, No. 1, March 1974: United Nations publica
tion, Sales No.: E.75.II.F.9.

Quarterly Bulletin o f Statistics fo r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IV, No. 2, June 1974: United Nations publica
tion, Sales No.: E.75.II.F.1O.

Quarterly Bulletin o f  Statistics fo r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IV, No. 3, September 1974: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5.II .F.11.

Quarterly Bulletin o f Statistics fo r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IV, No. 4, December 1974: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5.I I.F.12,

National Power Grids and Extra-High-Voltage System 
in the ESCAP Region (Energy Resources Develop
ment Series No. 14):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5.II.F.13.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o f  Asia and the Pacific, 1970t 
vol. IX, Series A, No. 2: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75.II.F.14.

Statistical Yearbook fo r Asia and the Pacific, 1974: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F.75.II. 
F.15.

期 刊 （印本）

Water Resources Journal (ST/ESCAP/SER.C/105- 
107)

B .主要文件 

亚太经社会

Summary records of the thirty-first session (E/CN.11/ 
1229 -E/CN.11/SR.492-501)

Report o f the Expert Group on Development Policy 
and Planning on its second session (E/CN.11/L.428/ 
CONS)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1975 (E/CN.11/L.437/CONS and Corr.1)

integrated programme for rural development (E/CN.11/ 
L.439/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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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ESCAP in rural development (E/CN.11/L.447/ 
INF)

Report o f the UNDP/ESCAP Regional Meeting on 
Technical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E/CN.11/1265/CONS)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E/CN.11/ 
L.440/CONS)

Progres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 f selected priority 
projects (E/CN.11/1263/CONS)

Annotated programme o f work and priorities, 1976- 
1977 (Development Planning, Statistics and Popula
tion) (E/CN.11/L.434/CONS)

Programme of work and priorities, and medium-term 
plan: programme changes (E/CN.11/L.435/CONS 
and Corr.1)

Programme of work and priorities, 1976-1977 (E/ 
CN.11/L436/CONS and Corr.1)

Tentative calendar o f meetings for 1976-1977 (E/ 
CN.11/L.436/CONS/Add.l)

Note on the programme o f work and priorities (E/ 
CN.11/L.445/CONS and Corr.1 and Corr.2)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 for the Estab
lishment of the Regional Centre for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CN.11/1242/INF)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o f industrial techno
logy (E/CN.11/1266/INF;

Report o f the Manila Workshop on Bio-Gas Technology 
and Utilization (E/CN.11/L.421/IN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hemical fertilizer: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 (E/CN.11/L.422/INF and 
Corr.1)

Report of the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Raw Materials 
and Development (E/CN.11/L.423/INF)

Medium-term plan, 1978-1981 (E/CN.11/L.432/CONS)

Consideration o f specific issues in various fields of 
activity of ESCAP (E/CN.11/1267/CONS)

Report of the Special Body on Land-locked Countries 
on its third session (E/CN.11/1233/INF)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Social Development on 
its first session (E/CN.11/1234/INF)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Agricultural Develop
ment on its first session (E/CN.11/1235/INF and 
Corr.1)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Industry, Housing and 
Technology on its first session (E/CN.11/1237/ 
INF)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on 
its second session (E/CN.11/1239/INF)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rade on its nineteenth 
session (E/CN.11/1240/INF)

Report o f the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Com
mittee on its twenty-fourth session (E/CN.11/1247/ 
INF)

Regional remote-sensing pr 'gramme and related matters 
(E/CN.11/1253/INF)

Information and clearing-house functions o f ESCAP 
(E/CN.11/1264/INF)

Annual review of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situation 
in the ESCAP region, 1975 (E/CN.11/1268/INF 
and Corr.1)

Information paper on technical co-operation activiti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s presen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o f Technical Co-operation 
(OTC),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UNIDO) ( E/CN.11/1269/INF and Add.1 and Add.2)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f Statistical Experts 
(E/CN.11/L.424/INF)

Report of th i Meeting of Senior Officials for the 
Review and Appraisal o f Development Progress 
(E/CN.11/L.429/INF)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Current Demographic 
Statistics (E/CN.11/L.430/INF)

Report of the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the Translation 
o f Population Materials (E/CN.11/L.431/INF)

Increased supply o f agricultural requisites: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agro-pesticides (E/CN.11/L.438/INF 
and Corr.1)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Working Party of 
Experts to Finalize the Constitution o f the Asia- 
Pacific Telecommunity (E/CN.11/L.441/INF)

Feasibility study and project report on the establish
ment of a regional centre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in India (E/CN.11/L.442/INF)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 to Identify 
Specific Areas of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Agro- 
and Allied Industries (E/CN.11/L.443/INF)

Technical co-operation activities decentralized to 
ESCAP, 1975 (E/CN.11/L.446/INF)

Report of the Typhoon Committee (eighth session) 
(E/CN.11/1244/CONS)

Typhoon Committee: note by the secretariat(E/CN.11/ 
L.427/CONS)

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o f Investigations o f the 
Lower Mekong Basin Annual Report 1975 (E/CN.11/ 
1245/CONS)

Regional Mine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Centre (E/ 
CN.il/1252/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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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f the twelfth session of the 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o f Joint Prospecting for Mineral 
Resources in Asia Offshore Areas (CCOP) (E/CN.11/ 
L419/CONS)

Report o f the fourth session o f the 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o f Joint Prospecting for Mineral 
Resources in South Pacific Offshore Areas (E/CN.11/ 
L.420/CONS)

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of Joint Prospecting for 
Mineral Resources in South Pacific Offshore Areas 
(CCOP/SOPAC) (E/CN.11/L.425/CONS)

Panel on Tropical Cyclones (E/CN.11/L426/CONS)

Report and proposals of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regar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mission resolu
tion 158 (XXXI) (E/CN.11/1251/CONS)

Asian Centre for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report 
o f the Governing Council (E/CN.11/1254/CONS 
and Corr.1)

Asian Centr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 Social Wel
fare and Development (E/CN.11/1255/CONS and 
Corr.1 and Add.1)

Asi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report of the Governing 
Council (E/CN.11/1256/CONS)

Asian Statistical Institute: report of the Project 
Manager/Director (E/CN.11/1257/CONS)

Change o f name of the Gilbert and Ellice Islands to 
the Gilbert Islands (E/CN.11/1262/CONS)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Advisory Com
mittee o f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and Other 
Representatives Designated by Member  o f the 
Commission (E/CN.11/L.444/INF and Corr.1)

农业发展委员会

第一届会议

ESCAP Programme o f work and priorities, 1975-1977 
(E/CN.11/AD/L.3)

Production o f coarse grains and pulses (E/CN.11/AD/ 
L .4)

Major policy issues and problems in food and agri
culture (E/CN.11/AD/L.5)

General review and follow-up action on the Asian 
Rice Trade Fund (E/CN.11/AD/L.6)

Commodity communities and other similar under
takings (E/CN.11/AD/L.7)

Action taken to implement effectively the concept 
o f World Food Security (E/CN.11/AD/L.8)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utilization o f agricultural requisites (E/CN.11/ 
AD/L.9)

A note on the programme o f work and priorities in

the field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in region (E/CN.11/ 
AD /L .10)

Regional information system and outlook service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E/CN.11/A D /L .11)

Report o f the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Food and Agriculture in the ESCAP 
Regio n  (E/CN.11/AD/L.12)

Programme o f work and priorities in the field o f food 
and agriculture in the region: medium-term plan for 
1978-1981 (E/CN.11/A D/L.13)

工业、住房和技术委员会

第一届会议

Report o f the Regional Group for Asia o 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the Application o 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Development (tenth session) (E/ 
CN.11/IHT/L.1)

Implementation of modular coordination and com
ponent building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report of 
the Group of Experts (E/CN.11/IHT/L.2)

Report o f the Meeting o f Top Planners and Govern
ment Executives, Entrepreneurs and Representatives 
o 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Discuss the Implementa
tion o f Projects Identified by the Asian Industrial 
Survey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E/CN.11/IHT/ 
L.3)

Regional Centre for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achi
nery (E/CN.11/IHT/L.4)

Task for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to identify 
training needs o f countries (E/CN.11/IHT/L.5)

Integrated industrialization o f non-metropolitan areas: 
implications and issues (E/CN.11/IHT/L.6)

Seminar o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ax Administration 
(E/CN.11/IHT/L.7)

Second General Conference o f UNIDO, Lima, Peru 
(E/CN.11/IHT/L.8)

Regional centre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E/CN.11/ 
IHT/L.9 and Add.1)

Bio-gas technology and utilization (E/CN.11/IHT/ 
L .10)

Regional projects in the field o f housing, building and 
planning (E/CN.11/IH T/L.11)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o f industrial tech
nology (E/CN.11/IHT/L.12)

Implementation o f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Asian 
Industrial Survey (E/CN.11/lH T /L .13)

Agro- and allied industries (E/CN.11/IHT/L.14)

Integrat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non-metropo
litan areas (E/CN.11/IHT/L.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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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 Asian Industrial 
Survey (E/CN.11/IHT/L .1 7 )

Report o f the Workshop on Bio-Gas Technology and 
Utilization (E/CN.11/ IHT/L.18)

Technical co-operation activities in the field o f housing, 
building and planning in the ESCAP region (E/CN.11/ 
IHT/L.11)

Summary o f the Report of the ESCAP Consultative 
Mission on the Compound Animal Feed stuffs Indus- 
try to: Sri Lanka, Thailand, Indonesia and Malaysia 
（E/cN .11/ IHT/ L .20）

Underutilization o f industrial capacity (E/CN.11/IHT/ 
L.21)

自然资源委员会 

第二届会议

Progress in energy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E/CN.11/NR.2/ERD/L.2 and 
Corr.1 and Add.1

Consideration of the agenda for subsequent meetings 
o f the Committee (E/CN.11/NR.2/ERD/L.3)

Activities in the field of energy resources development: 
other activities (E/CN.11/NR.2/ERD/L.4)

Development of - mini-hydroelectric power projects 
(E/CN.11/NR.2/ERD/L.5)

The Ninth World Petroleum Congress and its relevance 
to the Fifth ESCAP Petroleum Symposium 
(E/CN.11/NR.2/ERD/L.6 and Corr.1)

Activities of the secretariat in the field of mine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E/CN.11/NR.2/ERD/ L.7)

Activities in the secretariat in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E/CN.11/NR.2/LRD/L.8)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gramme o f work on mine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E/CN.11/NR.2/ERD/L.9)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gramme of work on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E/CN.11/NR.2/ERD/L.10)

Urban electrification planning (E/CN.11/NR.2/ERD/ 
L.11 and Corr.1)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gramme o f work on energy 
resources development: programme o f work and 
priorities, 1975-1977 (E/CN.11/NR.2/ERD/ L.12)

ECOSOC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acti 
vities of CNRET, ECE , ECLA, IAEA and UNEP 
(E/CN.11/NR.2/ERD/L.14)

Activities in the held of energy resources development： 
energy statistics (E/CN.11/NR.2/ERD/L.15)

Workshops on Bio-gas Technology and Utilization 
(E/CN.11/NR.2/ER D /L .16)

National power grids and extra-high-voltage systems in 
the ESCAP region (E/CN.11/NR.2/ERD/L.17)

Reconnaissance mission on energy development ( E/ 
CN.11/NR.2/I-RD/LJK>

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一届会议

Planning for the bottom 40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
ment and the mobilization o f small farmers (E/ 
CN.11/SD/L.1 and Corr.1 and Add.1)

Participation of women in development (E/CN.11/ 
SD/L.2)

Participation of youth in development (E/CN.11/ 
SD/L.3)

Social welfare aspects o f family planning programmes 
(E/CN.11/SD/L.4)

Asian Centr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 Social Wel
fare and Development: Proposed work plan for 
the initial phase, August 1975-July 1978 (E/CN.11/ 
SD/L.5 and Add.1)

Mobile training scheme for the training o f front-line 
and supervisor developmental personnel in the 
land-locked and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ESCAP region (E/CN.11/SD/L.6 and Add.1)

Review of activities,  the field of social development 
(E/CN. 11/SD/L.7)

Programme o f work for 1975-1978 in the field of 
social development (E/CN.11/SD/L.8)

Medium-term plan, 1978-1981. and biennial work 
programme, 1978-1979 (E/CN.11/SD/L.8/Add.1)

Programme of work for 1975-1978 in the field of 
social development (E/CN.11/SD/L.9) (Resolutions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and Social
Council at its fifty-eighth session which are relevant 
to the ESCAP work programme in the field of social 
development)

贸易问题委员会 

第十九届会议

Report o f the training course on the management and 
techniques o f ship chartering (E/CN.11/TRADE/ 
L.257)

Recent activities of th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Western Asia (ECWA) in the f ield of trade (E/CN.11/ 
TRADE/L.258)

A brief report on the work o f th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ECA) in the field of trade (1974-1975) 
(E/CN.11/TRADE/L.259)

Report o f the Seminar-cum-training course on Tech
nical and Operational Aspects o f Shipping (E/CN.11/ 
TRADE/L.260)

ESCAP Trade Promotion Centre: progress report (E/ 
CN.11/TRADE/L.2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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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ateral export credit insurance： progress report 
(E/CN.11/TRADE/L.262)

Inland waterways and water transport: priorities for 
research and assistance (E/CN.11/TRADE/L.263)

Development o f ports and port management: port 
operational data and measures o f performance 
(E/CN.11/TRADE/L.264)

Development o f ports and port management: priorities 
for research and assistance (E/CN.11/TRADE/L.264/ 
Add.1)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under GATT (E/CN.11/ 
TRADE/L.265)

Programme o f work and priorities in the field o f trade, 
1975-1977 (E/CN.11/TRADE/L.266)

Draft medium-term plan for 1979-1981 and biennial 
work programme for 1978-1979 (E/CN.11/TRADE/ 
L.266/Add.1)

Programme o f work and priorities in the field o f ship
ping, ports and inland waterway: 1975-1977 (E/ 
CN.11/TRADE/L.266/Add.2)

Annotated programme o f work and priorities in the 
field o f shipping, ports and inland waterways for 
1975-1977 (E/CN.11/TRADE/L.266/Add.3)

Programme of work and priorities in the field of ship
ping, ports and inland waterways: Draft medium- 
term plan for 1978-1981 and biennial work pro
gramme for 1978-1979 (E/CN.11/TRADE/L.266/ 
Add.4)

Regional trade and monetary cooperation: progress 
report (E/CN.11/TRADE/L.267)

Role o f the State se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in the ESCAP region (E/CN.11/TRADE/L.268)

Review of developments in trade and trade policies 
(E/CN.11/TRADE/L.269)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C) in the fields o f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
operation (E/CN.11/TRADE/L.270 and Corr.1)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under GATT (E/CN.11/ 
TRADE/L.271)

Manpower development (E/CN.11/TRADE/L272)

Development of merchant marine and shipping ser
vices: international multimodal transport (E/CN.11/ 
TRADE/L.274)

Shippers’ organizations and co-operation (E/CN.11/ 
TRADE/L.275)

Guidelines for freight study units and economic sta
tistics of shipping (E/CN.11/TRADE/L.276)

Recent activities o f UNCTAD in the field o f trade 
and development (E/CN.11/TRADE/L.277)

Preparations for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E/CN.11/TRADE/L.278)

Work of th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ECE) 
in the field trade (E/CN.11/TRADE/L.279)

Report of the Workshop on Shippers’ Co-operation: 
Calculation o f Ocean Transport Costs (E/CN.11/ 
TRADE/L.280)

运输及通信委员会 

第二十四届会议
Report o f the seminar-cum-training course on technical 

and operational aspects o f shipping (E/CN.11/ 
TRANS/L.195)

Consideration o f activities in regard to development 
o f postal services (E/CN.11/TRANS/L.196)

Report o f the seminar-cum-study tour on railway 
diesel and gas turbine traction (E/CN.11/TRANS/ 
L .197)

Manpower development (E/CN.11/TRANS/L.198)

Consideration o f activities in the Geld o f railways 
(E/CN.11/TRANS/L.199)

Inland waterways and water transport: priorities for 
research and assistance (E/CN.11/TRANS/L.200)

Development o f ports and port management: port 
operational data and measures of performance 
(E/CN.11/TRANS/L.201)

development o f ports and port management: priorities 
for research and assistance (E/CN.11/TRANS/ 
L.201/Add.1)

Development o f merchant marine and shipping ser- 
vices: international multimodal transport (E/CN.11/ 
TRANS/L202)

Consideration o f activities in regard to facilit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ffic (E/CN.11/TRANS/L.203)

Shippers’ organizations and co-operation (E/CN.11/ 
TRANS/L204)

Guidelines for freight study units and economic sta* 
tistics of shipping (E/CN.11/TRANS/L205)

Consideration o f activities in regar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N.11/TRANS/L.206 and Add.1, 
Add.2 and Ad*d.3)

Consideration of activities in the field of highways 
and highway transport (E/CN.11/TRANS/L.207)

Programme of work and priorities in the field of trans
port and communications, including consideration 
of the biennia) programme for 1978-1979, and the 
medium-term plan for 1977-1981 (E/CN.11/TRANS/ 
L.208 and Corr.1)

Programme of work and priorities in the field of ship
ping, ports and inland waterways, 1975-1977 (E/ 
CN.l l/TRANS/L2O8/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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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tated programme of work and priorities in the 
field o f shipping, ports and inland waterways for 
1975-1977 (E/CN.11/TRANS/L.208/Add.2)

Programme of work and priorities in the field of ship
ping, port and inland waterways: draft medium- 
term plan for 1978-1981 and biennial work pro
gramme for 1978-1979

Consideration of air transport development in the 
ESCAP region (E/CN.11/TRANS/L.209)

Report o f the Training Course on the Management 
and Techniques o f Ship Chartering (E/CN.11/ 
TRANS/L.211)

Report of the Workshop on Shippers' Co-operation: 
Calculation of Ocean Transport Costs (E/CN.11/ 
TRANS/L.212)

Improvement of statistics relating to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in the ESCAP region (E/CN.11/ 
TRANS/L.213)

Recommendations of the Seminar-cum-Study Tour on 
Railway Rehabilitation, Construction and Mainte-

E /CN.11/TRANS/L .214)

Report of the FXpert Group Meeting to prepare the 
first draft of the Statute of the Asian Telecom- 
munity (E/CN.11/TTRANS/L.215)

Report o f the Zonal Experts Meeting on International 
Road Transport (E/CN.11/TRANS/L.216)

Consideration o f activities in the field of telecommu
nication (E/CN.11/TRANS/L.217)

Report o f the Intergovernmental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Asian Highway and International Road Trans
port (E/CN.11/TRANS/L.218)

内陆国家问题特别小组 

第三届会议

Major activities and special 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developing land-locked countries in the ESCAP 
region (TRADE/LLC(3)/2)

Programme of work 疆nd priorities, including the pro
posa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entre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or land-locked countries (TRADE/ 
LLC(3)/3)

Proposa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 f a “ prime-mover”  
industry in the land-locked countries of the ESCAP 
region (TRADE/LLC(3)/3 Add.1) 4

Draft medium-term plan for 1978-1981 (TRADE/ 
LLC(3)/3 Add.2)

Major activities and special 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developing land-locked countries in the ESCAP 
region (TRADE/LLC(3)/4)

Special problems of the land-locked countries o f Asia 
(TRADE/LLC(3)/4 Add.1)

Bank group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Laos and Nepal 
(TRADE/LLC(3)/4 Add.2)

Special measures related to the particular needs of land
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 (TRADE/LLC(3)/4 
Add .3)

Major activities and special 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developing land-locked countries in the ESCAP 
region (TRADE/LLC(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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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本职权范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四届会议通过，又经理事会历届会议 

加以修正，并依大会各项决议予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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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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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委员会亚洲及遊东工作小组的报告，

设立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 

员会，其职杈范围如下：

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 

员会在联合国政策范區以内行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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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⑻发动并参加各项措施，俾以

一致行动，促进亚洲及太平洋的经济 

复兴与发展，提高亚洲及太平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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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亚洲及太平洋各领土内的 

经济与技术问题及发展，举办或倡导 

亚太经社会认为适当的调查与研究；

⑹进行或倡导亚太经社会< 为 

适当的经济、技术及情报情报的搜集、 

评价及传播；

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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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复;

⑹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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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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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处理经济发展的社会方面以及 

经济与社会因素间的相互关系.

2 .第一段所称的亚洲及太平洋 

领土应包括阿富汗、澳大利亚、孟加 

拉国、不丹、文莱、缅甸、柬埔寨、 

中国、科克群岛、斐济、吉尔伯特一 

埃利斯群岛、香港、印度、印度尼西 

亚、伊朗、 日本、大韩民国、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蒙古、瑙 

鲁、尼泊尔、新西兰、巴基斯坦、巴 

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新加坡、所 

罗门群岛、斯里兰卡、泰国、汤加、 

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越南和西萨摩 

亚.

3 .亚太经社会的成员为：阿富 

汗、澳大利亚、孟加拉国、不丹、缅 

甸、柬埔寨、中国、法国、印度、印 

度尼西亚、伊朗、日本、老拇人民共 

和国、马来西亚、蒙古、瑙鲁、尼泊 

尔、荷兰、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 

宾、大韩民国、越南南方共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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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画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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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为亚太

经社会的成员。

4 . 准成员包括文莱、科克群岛、 

斐济、吉尔伯特一埃利斯群岛、香港、 

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太平 

洋岛屿托管领土。

5 . 第二段所规定亚太经社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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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向经社 

会提出申请时，应准其加入为亚太经 

社会的准成员。 倘该领土、一部分 

或一群领土已自负国际关系责任经其 

本身向亚大经社会提出申请时，得准 

其加入为亚太经社会的准成员.

6 . 准成员代表应有参与亚太经 

社会一切会议的权利，无论其为亚太 

经社会会议或全体委员会会议，但无 

表决杈.

7 . 准成员的代表有被选派为亚 

太经社会所设任何委员会或其他附属 

机构的成员，及在此种机构中表决及 

担任职务的资格.

8 . 亚太经社会有权就其职权范 

围内的任何事项，直接向各有关成员 

或准成员政府、以协商资格与会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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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及各有关专门机构，提出建议.

亚太经社会任何有关其活动的提案， 

倘对全世界经济有重大影响时，应先 

提请理事会审议.

9 . 亚太经社会应邀请非亚太经社 

会成员的任何联合国会员国以协商资 

格参加审议与该非成员有特别关系的 

事项，

10. 亚太经社会依照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惯例，应邀请专门机构代表， 

并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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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亚太经社会应依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为下述目的所核定，和理事会 

第 1296(Xl iv ) 号决议所列原则， 

作出安排，与已经取得理事会协商地 

位的非政府组织协商。

12. 亚太经社会应采取措施，切 

实和联合国其他机关及专门机构保持 

必要联系。 亚太经社会应依照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及大会的决议及指示， 

和其他区域经济委员会建立适当的联 

系和合作。

13. 亚太经社会经和在大致同的一 

般领域内进行活动的专门机构商讨并 

于获得理事会的核准以设立其认为 

适当的附属机构，以利其职务的执行.

14. 亚太经社会应自行制定其议 

事规则，包括选择其主席的方法在内，

15. 亚太经社会应每年向理事会 

提出报告一次，详述亚太经社会及其 

附属机构的活动和计划.

16. 亚太经社会的行政预算，由 

联合国经费项下支付。

17. 亚太经社会的工作人员由联 

合国秘书长委派，为联合国秘书处的 

一部分，

18. 亚太经社会总部设在泰国曼

谷.

19. 理事会应定期对亚太经社会 

的活动加以特别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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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议事规则

本议事规则于亚太经社会第一届 

会议拟订，经第二届会议认可和通过 

并经其后各届会议修正。

第一章

会 议

第一条

亚太经社会举行会议的日期和地 

点，适用下列原则：

⑻亚太经社会应于每届会议同 

秘书长协商后建议下一届会议的日期 

和地点，但须得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的核可。 亚太经社会也应于执行秘 

书长接到理事会请求召开会议后，于 

接到通知四十五天内举行会议。 遇 

此情况，秘书长应同亚太经社会主席 

协商，确定会议地点。

㈦遇 特 别 情 况 ，会议的日期和 

地点可由秘书长同亚太经社会主席和 

理事会的会议日程临时委员会协商、 

加以更改。 应亚太经社会过半数成

员的请求，秘书长同亚太经社会主席 

和理事会的会议日程临时委员会协商 

后，也可更改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⑹会议通常应在联合国的亚洲 

及太平洋办事处举行， 但亚太经社 

会亦可建议某一届会在其他地点举行。

第二条

执行秘书至迟应于一届会议开始 

前四十二天将每届会议开幕日期的通 

知，连同临时议程和临时议程上每一 

个项目的有关文件各三份一并发送。

发送办法和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办法相 

同。

第三条

亚太经社会应邀请非亚太经社会 

成员的任何联合国会员国以协商资格 

参加审议与该会员国特别有关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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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议程

第四条

执行秘书应同主席协商、草拟每 

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第五条

任何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应包括:

( a ) 亚太经社会以前各届会议可 

引起的项目；

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议列入 

的项目；

⑼亚太经社会任何成员或准成 

员提议列入的项目；

（d）专门机构.按照联合国和专门

机构订立的关系协定提议列入的项目； 

⑹第一类非政府组织提议列入

的项目，但须遵守第六条的规定；

(f) 主席或执行秘书认为应该列 

入的项目，

第六条

第一类的非政府组织可就有关其 

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提出项目请求列入 

亚太经社会的临时议程、但须遵守下 

列条件：

⑻凡欲提出这种项目的组织至 

迟须于一届会议开始前六十三天通知 

执行秘书、并在正式提出项目前对执 

行秘书可能提出的任何意见，加以适 

当考虑。

( b ) 此项提议至迟应在一届会议 

开始前四十九天连同有关的基础文件 

正式提出，经出席并参加表决人数三 

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后，列入亚太经社 

会的议程.

第七条

每一届会议临时议程的第一个项 

目应为通过议程。

第八条

亚太经社会可以随时修正议程。

第三章

代表和全权证书

第九条

每一成员应任命代表一人出席亚 

太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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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第十四条

代表可由副代表及顾问若干人随 

同出席亚太经社会的会议；代表缺席 

时，可由副代表替代.

第十一条

任命出席亚太经社会每一代表的 

全权证书和所指派的副代表姓名应立 

即送交执行秘书.

第十二条

主席和两位副主席应审查全权证 

书，并向亚太经社会提出报告*

第四章

主席团

第十三条

亚太经社会应在每年第一次会议 

时从它的代表中选举主席一人和副主 

席两人，称为第一和第二副主席，他 

们的任期应至继任人选出时为止。主 

席和副主席可重新当选。

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某次会议的任 

何部分时，应指定一位副主席代行主 

席职务。

第十五条

主席不再是亚太经社会成员的代 

表或因丧失执行职务的能力时，第一 

副主席应在其未满的任期内担任主席.

如第一副主席亦不是亚太经社会成员 

的代表或因丧失执行职务的能力时， 

第二副主席应在其未满的任期内担任 

主席.

第十六条

副主席代理主席时，具有主席的 

杈力和职责，

第十七条

主席或副主席代理主席时，应即 

以主席的资格参加亚太经社会会议， 

而不代表任命他为代表的成员• 亚 

太经社会应接纳副代表一个代表该成 

员出席亚太经社会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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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秘书处

第十八条

執行秘书于亚太经社会和它的小 

组委员会、其他附属机构和委员会的 

会议上以执行秘书的资格执行职务。 

执行秘书可指定另一工作人员在任何 

会议上代表他执行职务。

第十九条

执行秘书或他的代表可在任何会 

议上对所审议的问题以口头或书面方 

式陈述意见。

第二十条

秘书长为亚太经社会、各小组委 

员会与任何其他附属机构和委员会提 

供任何需要的工作人员，由执行秘书 

领导.

第二十一条

必要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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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亚太经社会通过涉及联合国经 

费支出的新提案以前，执行秘书应就 

新提案所涉费用中不能由秘书处现有 

资源支付的部分编制概算分发给各成 

员.主席负有责任提请各成员注意 

此项概算，并于各提案获得通过以前， 

请各成员加以讨论。

第六章

会议的掌握

第二十四条

亚太经社会以过半数成员为法定 

人数。

执行秘书应负责为各项会议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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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主席除行使本规则其他各条所赋 

予的杈力外，应宣布亚太经社会每次 

会议的开会和散会、主持讨论、确保 

本规则的遵守、准许发言、把问题付 

诸表决并宣布决定。 如发言者的言 

论与所讨论的议题无关，主席可以敦 

促他遵守规则。

第二十六条

代表可在讨论任何事项时，提出 

程序问题 .遇此情况，主席应立即 

宣布裁决。 如有代表表示异议，主 

席应立即将其裁决提请亚太经社会作 

出决定；主席的裁决除被推翻，仍应 

有效•

第二十七条

代表可在讨论任何事项时，提出 

暂停辩论的动议。 此项动议应受到 

优先处理.除原动议人外，应准许 

一名代表发表赞成意见，另一名代表 

发表反对意见#

第二十八条

代表可随时提出结束辩论的动议, 

不论是否已有其他代表要求发言。主 

席应只许两名反对结束辩论的代表发 

言.

第二十九条

主席应征询亚太经社会关于结束 

辩论的动议的意见.如亚太经社会 

赞成结束，主席应即宣布辩论结束。

第三十条

亚太经社会可限制每一发言者的 

发言时间。

第三十一条

决议草案、实质性修正案或动议 

应以书面提出，送交执行秘书。 除 

非亚太经社会另有决定，执行秘书至 

迟应在讨论及表决上述草案、修正案 

或动议前二十四小时，将复制本散发 

给所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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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经任何成员提出请求，任何发言 

者所提的动议及其修正案应以书面送 

交主席；主席另请其他发言者发言以 

前，和在即将进行表决此项动议及修 

正案以前应将其宣读• 主席可指示 

将任何动议或修正案于表决以前发给 

出席会议的成员.

对结束辩论或休会等正式动议不 

能应用本条，

第三十三条

除非亚太经社会另宥决定，主要 

动议和决议草案应按照提出的先后次 

序付诸表决.

第三十四条

当修正案对原提案作修改或增删, 

这项修正案应先付诸表决，如被通过， 

修正后的提案即提付表决，

第三十五条

修正案时，亚太经社会应先就实质内 

容距离原提案最远的修正案进行表决; 

然后如有必要再就次远的修正案进行 

表决，直至所賓修正案均经表决为止，

第三十六条

如经代表请求，亚太经社会可决 

定将一项动议或决後分成若干部分付 

诸表决。 然后再将依次表决后所得 

案文的全部提付表决.

第七章

表 决

第三十七条

亚太经社会每一成员应有一票表 

决权，

第三十八条

除第六条⑽另有规定外，亚太经 

社会的决定应由出席并参加表决酌 

员过半数作出.

対某项提案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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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亚大经社会未获得一国政府的同 

意，不得就与该国有关的事采取行动.

第四十条

亚太经社会通常用举手方式进行 

表决.如任何代表请求进行唱名表 

决，应按成员名称英文字母的次序进

行.

第 西 十 条

一切选举均应以无记名投票进行•

第四十二条

就选举以外的事项进行表决时， 

如赞成和反対的票数相等，亚太经社 

会应于下一次会议进行第二次表决.

如第二次表决结果赞成和反对的票数 

仍然相等，该提案应视为已被否决。

第四十三条

开始表决后，除为了 与 表 决 的 实  

际进行有关的程序问题外，任何代表

不得打断表决的程序。 如主席认为 

必要，可准许成员在表决开始前或表 

决结束后作简短发言，但仅以解释投 

票为限。

第八章

语 文

第四十四条

中文、英文、法文和俄文为亚太 

经社会的工作语文，

第四十五条

以一种工作语文所作的发言，应 

口译成其他工作语文。

第九箄

记 录

第四十六条

亚太经社会会议简要记录应由秘 

书处制备。 这些记录应尽速送交各 

成员的代表和参与有关会议的任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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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政府机构或组织的代表。 各该代 

表如对简要记录有任何更正，应于该 

项记录分发后七十二小时内通知秘书 

处。 对于这些更正如有异议，应提 

请主席作最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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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和列在名册上 

的非政府组织，于适当情况下并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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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速分送亚太经社会各成员，參与会 

议的任何协商成员和各专门机构.如 

经亚太经社会决定，此项文件应即分 

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

第四十九条

亚太经社会及其小组委员会或其 

他附属机构及其委员会所作的一切报 

告、决议、建议和其他正式决定的全

文应尽速送达亚太经社会各成员、各 

有关协商成员、联合国所有其他会员 

国、各专门机构、及第一类、第二类 

和列在名册上的非政府组织B

第十章

会议的公开列举

第五十条

亚太经社会会议通常应公开举行， 

亚太经社会可决定某次或某几次会议' 

应非公开地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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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议列入一届会议临时议 

程的项目中建议由联合国举办的新活 

动如与一个或一个以上专门机构或国 

际原子能机构直接关切的事项有关， 

应由执行秘书和有关机构协商，并就 

促成协调利用有关机构资源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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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社会提出报告。

二' 在会议过程中建议联合国举办 

的新活动如与一个或一 个 以 上 专 门 机  

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直接关切的事项 

有关时，应由执行秘书尽可能与参加 

会议的其他有关机构代表协商后，提 

请会议注意该建议所涉及的此类问题。

弓亚太经社会就上述建议作成 

决定前，应查明是否已与有关机构进 

行充分协商。

第十二章

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第五十二条

第一类和第二类的非政府组织可 

指派正式授权的代表以观察员身分列 

席亚太经社会的公开会议.列在名 

册上的非政府组织可指派代表列席与 

其职权范围内事项有关的会议。

第五十三条

第一类和第二类组织可就与其职 

权特别有关的事项对亚太经社会或其

附属机构的工作提出书面意见。 此 

种书面意见除了已过时无用，例如涉 

及已经解决的事项，和已经以他种方 

式分发亚太经社会或其附属机构成员 

和准成员者外：应由执行秘书分发亚 

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

第五十四条

前条所称书面意见的提出和分发， 

应依下列条件:.

⑻书面意见应以一种正式语文 

提出；

(均书面意见应及早提出，使执 

行秘书得在分发前有充分时间与该组 

织进行适当的协商；

⑹该组织正式提出最后书面意 

见前，应适当考虑执行秘书在协商时 

所表示的意见；

⑹第一类组织所提书面意见， 

如不超过二千字，应分发全文a 超 

过二千字时，该组织应提送摘要，或 

供给足够份数的各种工作语文的全文, 

以供分发。 但经亚太经社会或其附 

属机构之一特别请求时，也可用全文 

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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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第二类组织所提书面意见，

如不超过一千五百字，应分发全文• 

超过一千五百字时，该组织应提送摘 

要，或供给足够份数的各种工作语文 

的全文，以供分发。 但经亚太经社 

会或其他附属机构特别请求时，也可 

用全文分发；

(f) 执行秘书与主席或亚太经社 

会协商后，可邀请列在名册上的组织 

提送书面意见.上列⑻，⑼、⑹和 

⑹各项规定，适用于这种书面意见；

(g) 不论书面意见或摘要，都由 

执行秘书以工作语文分发；经亚太经 

社会成员或准成员请求时，也可用任 

何正式语文分发，

第五十五条

⑻亚太经社会及其附属机构可 

直接或通过为此目的而特设的委员会 

与第一类或第二类非政府组织进行协 

商。 无论直接或间接进行，这种协 

商可经该组织的请求而举行；

㈦经执行秘书建议并经亚大经 

社会或其附属机构请求，列在名册上 

的非政府组织也可向亚太经社会或其

附属机构陈述意见。

第五十六条

除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外，亚太经 

社会可建议在某一方面有特别职权的 

非政府组织为亚太经社会从事特殊研 

究或调查，或编制特定文件， 第五 

十四条⑷项和⑹项的限制对本条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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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经社会与从事同类职务的专 

门机构商讨并获得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的核准后，可设立其认为必要的经常 

执行职务的小组癸员会或其他附属机 

构，并明白规定各机构的权限和组成， 

亚太经社会可授权这种机构享有为有 

效履行所负技术性责任所必要的自主，

- 258 -



第五十八条 第十五章

亚太经社会可视需要设立其他委 

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协助它执行任务.

第五十九条

除亚太经社会另有决定外，小组 

委员会或其他附属机构及各种委员会、 

各种小组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应自行制 

定其议事规则.

第十四章

报告

第六十条

亚太经社会每年应向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提送报告，详细叙述亚太经社 

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与计划#

修正与暂停应用

第六十一条

亚太经社会可修正或暂停应用本 

规则的任何条款，但以所建议的修正 

或暂停适用并非企图取消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所订的职权范围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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