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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一.亜洲遠東經濟委員會（亞經會）自一九五八年 

三月十六日至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九日期間工作常年 

報告書業經委員會於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九日第二一 

三次會議一致通過。査委員會任務規定第十五項稱：

言

“委員會應按年向理事會提具報告，詳述委員會及 

其輔助機關之工作及計劃"；委員會茲依照該項規定 

將本報告書提交經濟聾社會理事會第二十八屆會審 

議。1

第一编

委員會自第十四屆會以來的工作

二.在本報告書所檢討工作期間內，委員會工作 

日益集中於各項重大的經濟發展問題，特別是工業化、 

天然資源的開發、人口、區域內及國際間的貿易、運 

輸及通訊。

三.本編將委員會的工作分爲三大節來敍述：（A） 
委員會各輔助機關的工作；（B）其他工作；（C）與各專 

門機關及其他組織的關係。

A.各輔助機關的工作

四.委員會各輔助機關在工作時顧及了委員會第 

十四屆會所通過答項決議案及所作決定。各該機關亦 

注意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決議案六六四（二十四）、六九 

|—；羲會及其輔助機關的已往工作已在下列文件內向經濟 

暨社會理事會報吿:.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第一屆 
會報吿書，及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至十七日全體分組委員會報 
吿書［經濟豎社會理事會第五届會正式紀錄，補編第六號（E/ 
452;E/491力；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第一屆會及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六日第二屆會報吿書（:同 
上，第六屆會，補編第八號（E/6Q6 and Corr.l）］; 一九四八 

年六月一日至十二日第三屆會臨時報吿書〔同上，第七屆會，補 
編第十二號（E/839）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十 

一日第四屆會臨時報吿書（:同上，第八屆會，補編第三號（E/ 
1088）］;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九年四月五日第四屆會 

及全體分組委員會報吿書〔同上，第九屆會，補編第十三號（E/ 
1329 and Add. 1）^;以及向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十一、第十三、 

第十四、第十五、第十七、第二十、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及第二十 
六屆會提出的各常年報吿書〔同上，第十一屆會，補編第八號 
（E/1710）；同上，第十三屆會，補編第七號（E/1981）;同上，第 
十四屆會，補編笫三號（E/2171）;同上，第十五屆會，補編第 
六號（E/2374）;同上，第十七屆會，補編第三號（E/2553）;同 
上，第二十屆會，，補編第五號（E/2712）;同上，第二十二屆會, 
補編第二號（E/2821）；同上，第二十四屆會，補編第二號（E/ 
2959）;同上，第二十六屆會，補編第二號（E/3102）〕。

三（二十六）及六九四（二十六），這些次議案强調有需 

採取協合行動和集中力量去推行直接有助於發展落後 

國家促進其經濟及社會發展的計劃。在如此辦理時， 

各輔助機關儘先從事;具有區域重要性的各項計劃，與 

政策的擬訂及施行直接有關的工作，及各.委員國政府 

間合作的促進。

一.工業及天然資源

五.茲將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以吸向該分 

組委員會提具報告的各機開在所檢討工作期間內所 

舉行届會日期（連同職員姓名）依時間先後次序分列如 

下：

聯合國區域設計研究班，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 

日至八月八日

主席：加納百里先生（日本）;

第一副主席：Mrs. P. M. Gonzaks （菲律賓）；

第二副主席：Mr. K. Vyasuhx （印度）。

住宅及建築材料工作團（第五屆會），一九五八年 

八月十三日至十九日

主席T Mom Prasomsvasti Suksavasti （泰國）； 

第一副主席：Mr. M. P. de Soyza （錫蘭）； 

第二副主席:Mr. C. P. Malik （印度）。

鋼鐵小組委員會（第八屆會）"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 

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主席：Mr. Vija Sethaput （泰國）；

第一副主席：Mr. V. W. Serrano （菲律賓）；

第二副主席：Mt. A. G. Bureau （法蘭西）。



亞洲遠東石油資源闕發座談會，一九五八年十二 

月三日至十六日

主席：Mr. D. N. Wadia （印度）；

第一副主席：Mr. H. Rahman （巴基斯坦.）； 

第二副主席：Mt. P. Bautista （菲律賓）。

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一屆會），一九 

五九年二月五日至十二日

主席：Mr. Porn Srichamam （泰國）； 

第一副主牌：U Za" Win（緬甸）； 

第二副主席：西堀正弘先生（日本）。

聯合國區域設計研究班 ,

六.一九五八年七月至八月間聯合國區域設計硏 

究班在日本東京於聯合國社會事務局、技術協助管理 

處（技協處"及亞經會聯合主持並於與聯合國敎育、科 

學、-文化組織（文敎組織）合作之下舉行。研究班討論 

了影響區域設計的目前趣勢，區域設計技術對於都市 

及農村地區發展的應用,及特別是工業所在地點問題 。

-七.研究班承認人口、經濟及社會問題的急切及 

本區域內都市及農村地區物質情形的愈趨惡化都需要 

一種大膽而富有想像的處理辦法。可是它同意解決辦 

法必須在亚洲與遠東經濟及技術資源許可範圍內去擬 

定；在一個已發展的國家內成功的方法,除非妥加修 

改以求適應，就很可能會在亞洲失敗。

A.研究班查悉亞經會區域內的人口預料到一九 

八O年會增達與全世界現有人口相等的數字。這種人 

口增加的大部分都將集中於人煙已經過於稠密的城 

市，因爲一部分由於各國經濟發展方案的施行，都市 

化正在加速進行，並且造成了惡劣的住宅，不良的社 

區服務，不充足的衞生及水電等設備，擁擠的城市交 

通，汚穢、骯髒、疾病、社會解組、團體及個人失調 

等一類弊病。

九.用是，研究班承認現在已有足以開闢墾殖區 

及分配人口的種種可能解決辦法。民衆及政府雙方在 

這方面都有確定的責任。亞洲遠‘東各爾在都市化及工 

業化使土地利用方式固定化及減少伸縮性以前，需要 

採取建設性的實際政策及行動。區域設計旣有助於工 

業及農業的較平衡的發展，城市及鄕村間的較密切的 

關係，人力及技巧的較有效的使用，及公衆熱忱的增 

進，所以能够促成建全的發展。

一「百二完嬴年一月起稱技術協助業務局（技務局）。

-O.研究班得到的結論是：6）在區域內各政府 

的工作中，除經濟、社會及行政設計外，也應當同時 

進行物質設計，這些都是連續的和多方面的程序中的 

若干部分；（b）爲求得有種計劃及行動的合一起見，設 

計應當以區域爲範圍--區域是國家與地方社區之間 

的一種聯繫;（G務須以經濟發展及工業化爲手段，去 

加强現有都市的經濟基礎，使新的工業--因此也就 

是使移民一流入人口較不擁擠的其他城市（現有的 

或新的）及農村地區；（d）區域設計並沒有普遍適用的 

模範;每一種情形都需要一種特殊解決辦法;長期的計 

劃應當根據現有投資及發展方案的社會成績的評定 ， 

加以定期覆審並重新釐定；（e）急需舉辦專業敎育、中 

級訓練、進修課程，並對從事設計工作而未受適當訓 

練的人員及一般公民予以指導，使後者能够更有效地 

參加國家發展工作;（f）目前情形需要全世界發展落後 

國家與高度工業化國家及地區間的合作，情報、經驗及 

人員的交換。

住宅及建築材料工作團

一一.住宅及建築材料工作團於一九五八年八月 

間在泰國曼谷舉行第五屆會，檢討本區域目前住宅情 

況，減低建築費用的措施,丽區域住宅問題研究中心 

的工作，及工作團的將來工作方案。

住宅情形

一二.工作團備悉許多國家内在住宅供應方面雖 

然有進步，但是由於都市地區人口激增，情形一般地 

愈趨惡化。有限的財政資源及其他因素使住宅方案不 

能趕上需要的增加。各國政府不得不儘先解決需要最 

大的那些人民的住宅問題。大家都承認合作社住宅及 

援助自助方案的重要。一般大都採用傳統的建築方法， 

但各方亦明瞭應當使用最新的設計及建築技術，以求 

節省稀少材料並減低建築費用。工作團建議各方應妥 

爲顧及與住宅有關的經濟、社會及技術因素；爲達此 

，種目的，每一個國家內都應當設置特別主管住宅問題 

與城鄉設計的部會或組織。各方應當探取預防（及補 

救）措施，以改善都市地區內的不良住宅情形。此種措 

施可包括工業的分散，.良好環境的造成——例如增進 

小城市的交通、敎育、衞生及其他發備。通過提供技 

術服務，收費給予日開墾的土地，依合理的利率給予貸 

款，及照合理的價錢給予建築材料等等辦法，鼓勵各私 

方去建築最大限度數量的住宅。新資源開發計劃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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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住宅的供給。一切住宅標準都應當符合每一個國 

家的經濟能力及社會情形。

建築费用

一三.工作團指出了使本區域各國內建築費用不 

同的各種因素。此等因素包括建築材料天然資源的有 

無及所在地點、交通、勞工生產力、機械化程度、住. 

宅設備的標準、補助金與貸款。它建議秘書處搜集關 

於這些因素的資料並作建築費用的比較硏究。土地及 

其開墾的費用亦屬重要，但須另行硏究。

研究旅行

一四.工作團請秘書處硏討可否籌劃派遣住宅專 

家前往歐洲研究住宅政策，包括立法、籌資及補助、煖 

助自助、設計、生宅區的圖案工作及建築、材料的生 

產、及建築研究。.

區域住宅問題研究中心

一五.在工作團屆會期間，兩區域住宅問題硏究 

中心諮詢委員會於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及十五日舉 

行會議。委員會認爲本區域各國必須探取接收及傳播 

區域研究中心所供給技術情報的更有效辦法。它覺得 

爲增强兩研究中心的國際性超見，本區域各國應當經 

常捐助研究中心的維持費用，或承諾辦理適當的研究 

計劃。它又建議本區域各國委派聯絡員，以便促進硏 

究中心团收發的技術情報的流動。

試驗計劃

-六.工作團建議用在符地方實驗室或在其他各 

國內已告成功的新技術及建築材料來建造眞正的住 

宅，以此作爲試驗計劃。此種計劃足以便利在每一國 

家實際情形下評定新技循，此舉如告成助,又足以鼓 

勵技術專家更大規模地去試用此種技術。

工作的協調一

一七.工作團充分顧及聯合國社會事務局、歐洲 

經濟委員會（歐經會）、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糧農組 

.織）及世界衞生組織（衞生組織）的工作,並顧及了上文 

第六段至第十段■內所提及的聯合國區域設計研究班的 

結論。

鋼鐵小組委員會

一八，一九五八年十月間鋼鐵小組委員會在泰國 

曼谷舉行第八屆會，檢討本區域此項工業上的各種重

大發展。它審議了爲實施鋼鐵專家小組在一九五七年 

前往歐洲作研究旅行之後提出的建議所需要的行動。 

它特别注意本區域各國在此項工業的研究及訓練設備 

上的需要及在亞洲鋼鐵消費趨勢及未來需求的研究上 

的需要。它檢討了鋼鐵規格問題及機械或鑄造工業的 

發展。

鋼鐵工業

一九.小組委員會察悉本區域內鋼鐵工業的發展 

已有進步，雖然在若干國家內進步是緩慢的。所遇到 

的主要困難在有些國家內仍然是缺乏焦煤，而在大多 

數國家內是缺乏受過訓練的技術人員、國內資本及外 

滙。小組委員會建議各國應當硏究如何應用最近在歐 

洲發展的不用焦煤煉鐵及將非焦煤的煤製成冶金用焦 

煤的技術，並應當利用若干歐洲國家及美利堅合衆國 

在這一方面提供的協助。小組委員會認爲區域內各地 

間的原料、生鐵、半精鍊鋼及精鍊鋼的貿易尙有發展 

的餘地，並認爲虐當研究是否可能（a）由本區域的雨個 

或兩個以上的國家使用它們的基本材料去聯合創辦鋼 

工業及有關工業，及（b）由一些國家專門製造某種指定 

產品。小組委員會希望秘書處硏究促進此方面合作的 

辦法。

專家小組關於其歐洲研究旅行的建議

二。.小組委員會備悉本區域各國從專家小組在 

訪問歐洲期間丽硏究的鋼鐵工業的技術發展可能得到 

的益處。不過，它力言在採用某一種方法或技術以前, 

需要考慮此問題的經濟方面，、並需注意地方情形，鑛 

砂、煤、燃料、動力或其他原料的性質和質量，所需 

技術人員，及製成的產品的市場。它建議實驗室及試 

驗廠的試驗應當普遍舉辦，並建議本區域內正在開設 

的試驗廠或歐洲幾個研究機關及公司所提供的便利， 

應當由本區域各國用以進行此種試驗。派有專家參加 

研究旅行的各個國家須將它們爲採行專家小組所建議 

的方法及意見而探取的繼起行動隨時通知秘書處。小 

組委員會又建議組織一次類似的旅行去研究--舉 

例來說—情形與亞經會區域相似的拉丁美洲境內的 

收集廢鐵的方法，或鋼鐵製鍊的技術。關於各項特別 

問題的研究班亦可擧辦。

研究及訓練

二一.小組委員會審議了應付設立區域鋼鐵硏究 

所的緊急需要之財源問題。因爲大槪不會有充足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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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設立一個大的研究所，小組委員會請秘書處硏究 

是否可能籍各參加國攻府及特別基金或能提供的協助 

去設立7個小規模的研究所。在開設區域研究所以前， 

請秘書處助使各方能利用歐洲、印度、日本及他處硏 

究機關的設備，並在技術協助業務局（技務局）及國際 

勞工組織的協助之下設法在即度或日本組織短期產鋼 

訓練班，以訓練本區域見習人員。

二二.本區域各國內的教育制度應行改革，期使 

十餘歲的靑年人有機會學習在鋼鐵工業方面可能有用 

的一種職業，並使其能在適當時候獲得文憑或大學學 

位。現已請秘書處搜集關於本區域內（各大學及各鋼廠 

內）訓練設備的資料，並硏究擴充這些設備一舉的可能 

性。

需求研究

二三.小組委員會認爲在估計發展落後國家鋼鐵 

逾品的消費趣勢及未來需求時，用"終極用途"法較爲 

可靠。詳細分析近年鹼入品海關貨單，對於編製鋼鐵 

生產計劃所需要的需求研究或屬有用。此外亦可按種 

類及數量估計需求，包括鋼及機械產品以及其他金屬 

的需求。小組委員會請秘書處搜集自一九五九年至一 

九六五年印度、日本及菲律賓的需要之最近官方怙計， 

因爲本區域的總需求中之大部分是屬於上述三個國 

家。它認爲日後亦應進作區域內及區域間鋼的貿易之 

耒來狀況的預測。

鋼鐵规格

二四.小組委員會力言務須儘早擬定本區域鋼鐵 

產品的某些形式及種類的標準規格，因爲本區域內消 

費的此等產品有許多共同的特徵。以後應當召開此種 

規格標準化及合理化專設工作團。本區域各國應當採 

取步驟去探用例如印度標準研究所所擬定的那様規 

格，以保證鋼鐵使用上的節省。

機械及鑄造工業

二五.鑒於機械及鑄造工業在工廠、機器及設備 

的製造及修理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小組委員會請秘 

書處調査此等工業，尤其是用含鐵及不含鐵金屬的工 

業與製造工作母機、機械貨品、船舶、汽車及鐵道車 

輛的工業。小組委員會又1致通過了決議案一件，建 

議擴大它的任務規定，使其不僅注意鋼鐵，且亦注意 

鑄造廠、消耗鋼料的工業及生產其他金屬的工業，以 

期促進其弱鋼鐵工業並進的健全發展。

亞洲遠東石油資源開發座談會

二六.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座談會檢討本區域的 

石油H業，.並建巖使石油工業統計及石油探勘工作報 

告書標準化的辦法。鑒於本區域已探悉的石油礦床的 

地質及地理分佈情形，座説會請注意將來可進行探查 

的各地區。它認爲有需採用旨在使目前及終將由每一 

油田抽取較多石油的各種最近方法。它檢討了在本區 

域內開發石油資源所需的技術人力、訓練便利及設備, 

並建議在這些方面加以改進的辦法。它建議秘書處採 

取旨在推進石油賛源閉發的若干措施。

石油統計

.二七.此次會議建議凡屬可能時，報告油的生産 

統計應當用容積測量單位，但是此種統計如用美國桶 

作單位，則應當附註相當的比重，以便合成重量單位。 

一些國家如果不能最初就用容積單位來提供數字，則 

可用重量單位，附註平均比重。在煤氣生產統計方面， 

隨探油而來的煤氣與單從煤氣層來的煤氣之間應加區 

別。

亞繼會區域的石油礦床地質學及石油藏量

二八.座談會建議了探尋石油的若干可能辦法。 

爲求有助於地質調査及本區域沉積盆地內石油資源的 

開發計，關於油田發現的歷史、地下構造及探勘的個 

案研究當可提供一種有價値的參考資料。秘書處應當 

搜集此種個案史並向將於一九六二或一九六三年舉行 

的第二屆座談會提出。它認爲本區域的許多沉積盆地 

之間的地層對較的協調甚屬重要，爲達到此種目的起 

見，它請秘書處與各有關組織接洽。

石油探勘、測量及開發方法

二九.座談會審議了石油探勘方面所遇到的各種 

問題，卽交通不便，氣候極端情形，可適用方法的限 

制，及解釋地質資料的困難；此等問題正在以較好的 

技術逐漸解決，並有理由可望技術繼續進步。在選擇 

石油探勘的地球物理方法時，不能武斷地遵循任何準 

則。所有辦法都應當一一依照個別情形加以考慮。

SO.座談會建議廣爲應用攝影地質學，由本區 

域备國交換可供比較硏究之用的微化石材料。它認爲 

在油田開採的初期應當兼用激動及次要抽取方法，藉 

以保證出最低費用去抽取最多原油。

4



亞洲遠東的石油及天銃氟圖

三一.此次會議認爲各政府及工業界會歡迎繪製 

亞洲遠東石油及天然氣圖，其中載明(a)已探悉地區; 

(b)似可發現石油及天然氣礦床的地區；(c)其他沉積 

盆地及(d)少有或沒有可能發現石油及天然氣礦床的 

地區。它請高級地質學家工作團於舉行下一屆會時審 

議此項計劃的其他細節。如屬可能，此圖應於舉行第 

二屆座談會以前製妥備用。

石油開發方案

三二.此次會議察悉在一些亞經會國家內石油工 

作是由政府擔任，而在其他國家內則鼓勵私人企業去 

進行，由政府或不由政府直接參加。開發石油資源的 

基本條件包括:有充足的採油有望的地區，舉辦長期 

方案的伸縮性，及充足財力誘因。

探勘及開發石油的安全問题

三三.座談會認爲在本區域各國內，關於處理炸 

藥的現有條例於必要時應予修改，以顧及地球物理工 

作的特別需要，且應使此種條例與廣大舉辦此種地球 

物理工作的其他國家的條例相符合。它希望工業先進 

國家能經由秘書處將關於它們的安全條例的資料提供 

本區域內求獲此種資料的國家參考。

關發石油資源所需技術人力及設備

三四.座談會力言開發石油賣源的技術人員基本 

訓練的重要。在較高的階層上固需要各種專家，但只 

有培植大量的技術人員，才能够適當地從中選擇可資 

訓練爲專家的人才。

三五.鑒於在這方面緊急需要合格及有經驗的技 

術人員，座談會請秘書處探究是否可能爲亞洲遠東設 

立區域石油研究所一所或數所。它欣悉本區域之外的 

幾個國家已表示願意協助設立此種硏究所。

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

三六.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於一九五九年 

二月在泰國曼谷舉行第十一屆會，檢討本區域工業化 

的進展及問題，其所屬各輔助機關及秘書處的工作，與 

工作方案及優先次序。8

一3血盛亞經會第十五屆會就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報 

告書所採行動，參閱第二八O段至第二九一段。

工輩化■

三七.分組委員會察悉本區域雖然缺少資本、外 

滙及技術人力，但是工業生產指數已由一九五六年的 

一四三增加到一九五七年的一五七(I九五三年爲一 

0O)o基本金屬、金屬產品、化學製品、紡織物品、 

紙及紙製品、食物及飮料對於此種增加貢獻最大。不 

過，分組委員會認爲本區域因人口激增，工業進展必 

須有更快速度。

三八.本♦區域各國繼續端賴外國援助以滿足它們 

的資本需要。可是，從這方面得到的數量是不够的:分 

組委員會所以力言需要增加國內的儲蓄。幾個國家想 

要吸引外國私人資本，其中有些國家已開始採取實際 

措施去達到此種目的。分組委員會建議本區域內每一 

國家都可創設工業情報中心，.以便向可能投資的人提 

供關於在什麼條件下可以開辦工業的消息。.

三九.分組委員會認爲各國儘可開始先製造簡單 

的機器，然後逐漸生產較大及較重型的資本財，從而 

助使靠國內生產去滿足此種資本財的需求。，它亦承認 

各國可將某些初級產品的輸出與資本設備的輸入聯繫 

起來。

四。.分組委員會知道有經驗的管理人員的供應 

不足會減低工業化的速度。少數國家已雇用外國諮議 

或專家公司去協助或參加它們的企業管理。現則亟須 

加速辦理訓練方案，爲達此目的，規模日益增大的國 

際合作是必需的。和較佳的勞資關係一樣，工會在工 

業化方面也能起一種重要的作用。

四一.本區域家庭工業產品的輸出仍有增加的餘 

地。家庭工業的機械化雖然可增加生產及減少成本，但 

在此過程中不應當失去產品的美術吸引力。

四二.本區域各國日益需要需求調査、銷售硏究 

及激勵需求的方法。本區域各國間互相交換有關工業 

發展計劃的情報:以避免生產過剩——特别是就本區 

域內輸出市場而言——此舉是彼此有益的。.

四三.再者，經濟發展及設計工作團第四屆會在 

詳細討論工業化時已察悉，若干工業的發展需要較大 

多數國家所個別提供者爲大的市場。4分組委員會所以 

欣悉工作團主張促進區域內合作及分享市場的建議。 

-4參閱第一OO段;亦參閱經濟發展及設計工作團報吿書 

(第四屆會 XE/CN.U/L.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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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點，如果能擬定長期需求的預測並擾集有關資 

料，那是有益的。

石油资源的開發

四四.分組委員會贊同亞洲遠東石油貢源開發座 

談會的報告及建議(E/CN. I I/I&NR/I3)並贊同於一 
九五九年舉辦特別典礦產資源開發着關的航空探測方 

法及設備研究班及於一九六二年或一九六三年舉行第 

二座談會的提議。

四五.分組委員會力言關於石油探勘工作的統計 

陳述及報告方式都需要劃一的辦法。地層學名詞的標 

準化應當由各該管國內及國際組織合作促進。它贊同 

座談會的建議，卽秘書處應當研究是否可能爲亞洲遠 

東設立區域石油研究所一所或數所。

四六.分組委員會確認石油資源的開發應當參酌 

燃料及動力資源闕發的逋盤情形去檢討，並請秘書處 

作成此種資源協調開艘的研究。

鋼:鐵

四七.分組委員會在檢討鋼鐵小組委員會工作及 

其第八屆會報告書(E/CN. "/I&NR/I2)時歌爲各種 

原料、生鐵、牛製成及製成‘鋼的區域內貿易與由兩個 

或兩個以上的國家聯合生產此等材料一事大有發展餘 

地。爲瀛足對受有訓練的技術人員的需要起見，秘書 

處應當研究是否可能設立區域訓練中心及組織短期訓 

練班，並應當儘先舉辦關於例如不用焦煤練鐵~類的 

特別問題的研究班。本區械各國應當設法查明它們能 

否專門製造特種產品。

一四八.鑒於(a)鋼鐵工業與(b)用及其他金屬的機 

械工業之間的密切關係，分組委員會於一九五九年二 

月十日舉行第一九次會議通過了下列決議案去擴大 

鋼鐵小組委員會的任務規定：

"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所屬工業及天然資源 

分組委員會，

"備悉鋼鐵小組委員會(第八屆會)報吿書第 

四十九段內提出的一致建議，卽主張擴大其工作 

範圍，使其除鋼鐵外亦包括鑄造工業、用鋼工業 

及其他金屬工業，

"一.決定將鋼鐵小組委員會名稱改爲'金屬 

及機械小組委員會'，以符合其工作之擴大範圍及 

鋼鐵小組委員會通過之決議案內所載之在務規 

定；

"二，並決定小組委員會在顧及工作優先次 

序及預算經費限制之下，應於最近將來集中其工 

作於鋼鐵、‘鑄造工業及若干選定之用鋼工業。"

住宅及建築材料

四九.分組委員會贊成住宅及建築材料工作團第 

五屆會的報告書及建議(E/CN. U/I&NR/I0)。因住 

宅情形，尤其是在本區域各國都市地區內，日益悪化， 

分組委員會認爲公私各方都應當加緊努力。它强調各 

政府宜設立特別住宅管理當局或部會，去適盤檢討住 

宅問題的社會、經濟及技術方面。

五0.分組委員會贊成工作團所提關於在一九六 

O年組織硏究旅行團前往捷克斯拉夫、丹麥、德意志 

聯郛共和國、荷蘭及聯合王國的建議。

五一.分組委員會欣悉區域住宅問題研究中心在 

德里(印度)及萬隆(印度尼西亞)的工作。它力言試驗 
計劇的用處，此種計劃能在實際情形下赢驗並例證新 

的建築技術，然後將其用於大規模的建築。

五二.鑒於需由住宅專家集中注意熱帶氣候中的 

環境衞生，分組委員會建議秘書處的H作方案中應當 

儘先注意自來水、排水及其他社區便利的提供問題。

電力

五三.分組委員會檢討了亞經會秘書處在電力方 

面的工作，特別是關於(a)經由"電力公報”及"工業發 

展叢刊"內技術論文傳播技循情報及資料；3)農村電 

氣化問題的繼續硏究，特別涉及擬議在一九五九年舉 

行的亞經會及糧農組織關於蜀力及電訊線合理利用木 

電棉問題聯合工作團會議；(c)現代熱力電廠發展的硏 

究；d)將來電力需求的估計技術；及(e)電力方面的標 

準化。

小型工業

五四.分組委員會鑒悉小型工業與手工業產品運 

銷工作團籌備舉行第六屆會去檢討本區域有國內水果 

及食物罐頭及保藏工業的進展及問題，並悉秘書處所 

作開於本區域內爲家庭工業及小型工業服務的告種硏 

究及訓練機關的調査。

二.國際買易

五五.在所檢討工作期間，於泰國曼谷舉行了下 

列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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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行政工作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至十 

九日

主席：Luang Bisuchna Banijalak（泰國）； 

第一副主席：Mr. M. A. Ratigaswamy（印度）； 

第二副主席：Mr. Lam-Van-Hai（越南）o

區域內貿易便進商談J 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至十 

六日

貿易分組委員會（第二屆會），一九五九年一月二 

十三日至二月二日

主席：Luang Sripr ija （泰國）； 

第一副主席：西堀正弘先生（日本）;

，第二副主席：UAutigKin（緬甸）。

關稅行政工作團

五六.關稅行政工作團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泰 

國曼谷舉行會議,使本區域各國有第一次機會就關税 

行政問題交換意見。它檢討了這些國家在關稅行政方 

面業已探取或在考慮中的各種措施，例如關稅法規的 

編纂及整理，新關稅分類的採用及現有分類的改訂，關 

於關稅事項的法律條例及裁定的刊布，對有關關稅問 

題的國際組織工作及國際公約的寛多參加，與漩客及 

商人有關的手續的簡化、估價方法及慣例的改進，郵 

包與禮品包裹二者的關稅處理。

五七.關於關稅程序，工作團的建議論及入口管 

制疆關稅分類的協調，未經准許的輸入品的處理，及輸 

入及輸出執照的買賣。它詳細建議如何簡化有關貨品 

檢査、試驗、分類、扣留及扣存的關稅程序。關於輸入 

及輸出的文件證書等，工作團察悉本區域各國內的各 

種慣例及各方所採取的簡化此等慣例的措施。它建議 

採用簡化的報關表格，減少表格的數目並加速文件的 

檢査。

五八.工作團認爲極爲複雜的關稅估價間題不能 

在一屆會議中充分討論。它特就與估價有關的若干行 

政問題，卽價値微小的貨物，商人發表意見的權利，關 

於估價決定的上訴辦法及提高估價人員效率的方法， 

.加以檢討並提出建議。

五九.它建議了若干措施，以求簡化在行李申報 

及檢査、個人及家庭用品、商業様品等的轍入方面影響 

到遊客及商人的各種程序及手續。

一6在開幕及赢全體會議時,由主任秘書擔任主席;商談期 

間不需要職員。

六O.工作團强調關稅行政方面區域及國際合作 

的重要，並建議交換情報，由各國提供便利以披露關稅 

法律及程序，合作防止走私及執行關稅法律，舉行關 

稅人員定期會議，交換職員與設置職員訓練設備。它 

建議本區域各國應當將關於貨物及乘客出入境的手續 

加以簡化及標準化，.爲逹此目的,則應硏究可否起草 

與在歐洲經濟委員會（歐經會）主持下所通過者相似的 

公約。

六一.工作團又建議一種將來的工作方案（.由各 

該管國‘際組織合作辦理），其中包括本區域各國實施工 

作團建議情形的檢討；各個國家集團間訂立貨物及乘 

客自由往來協定一事可能性的研究；關稅行政力面訓 

練設備的調查；關稅經紀人及代理人任務的硏究；處 

理要求償還及退稅事項程序的檢討,及迅速解決此等 

事項的方法。它亦建議工作團第二屆會應在適當期間 

過後舉行。

區域內貿易促進的商談；

六二.依據委員會第十四屆會所通過決議案二三 

（十四），亞經會區域各委員及協商委員國間的區域內 

貿易促進的商談經於一九五九年初召開。出席商談者 

有本區域卞列十五個政府的高級官員（卽阿富汗、二緬 

甸、錫蘭、中華民國、馬來亞聯痢、印度、印度尼西亞、 

日本、大韓民國、寮國、巴基斯坦、菲律律、泰國、越 

南共和國及新加坡與英屬婆羅洲政府）及其隨行工商 

會代表。商談秘密舉行，未留議事紀錄。主任秘書經 

與參加商談的各代表團諮商之後,.自行負責向各委員 

國政府提出了報告書一件（E/CN. U/TRADE/L.22）。

六三.議程及時間表，連同商談計劃表，由秘書 

處編製分發。總共舉行了初度雙邊商談八十八次及再 

度雙邊商談五次。會終舉行了最後全體會議一次，由 

各代表及主任秘書對商談結巣作初步估評。

六四.這些商談發現了區域內貿易的若干新的可 

能性q舉要來說，它們使各參加國知道得更清楚彼此 

的貿易慣例及貿易上的特別障礙，結果隨能採取適當 

的補救行動。這些商談對於在本區域各國內沒有充足 

貿易代表的國家特有價値。它們補充了現有的促進貿 

易的技術，且未受政治考慮的影響。

六五.商談目的不在改變貿易的現有來源或目的 

地；目標是在擴展中的世界貿易情形下去促進區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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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貿易。本區域各國內的產品的相似未被視爲對於增 

加區域內貿易的一種不可克服的障礙。

六六.引起注意的各種問題計有：本區域各國間 

直接運輸服務的缺乏;，海運費率；轉運貨物的高昂費 

用;.輸入及輸出的限制；標準化、分級及品質管制。

六七.在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六日舉行的最後會議 

上，參加國通過了下列決議案：

"參加依據亜洲遠東經濟委員會所通過決議 

案二三（十四）於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至十六日在 

曼谷召開之匾域內貿易便進商談之各代表團 ，

， "傕認此等商談使各方看一可貴機會,藉以掇 

討本匾域內貿易一作爲已憶展世界貿易之一部 

分二之新可能性，並硏討彼此間貿易中發生之 

各種問題，

"一.建議本區域內貿易促進商談將來當繼 

續舉行；，

"二.請主任秘書採取適當步驟，籌備在一年 

.內召開下屆本區域內貿易傀進商談，並提供商談 

所必需之便利。"

貿易分組委員會

六八.貿易分組委員會於泰國曼谷舉行第二屆 

會，檢討本區域內貿易的發展及貿易政策，分析歐洲 

經濟聯盟及近來歐洲所探取的支付及兌換措施對亞經 

會區域貿易之影響,並討論海運費率問題。它檢討了關 

稅行政工作團報告書（E/CN. 1 I/TRADE/L. 17）及主 

任秘書關於區域內貿易促進商談的報告書（E/CN. "/ 
TRADE/L.22）。它又審議了商業公斷，若干商品—— 

卽鑛物及鑛產品照香料的貿易。6

貿书與貿易政策的目前發展

六九.分組委員會察悉本區域幾個國家的輸出貿 

易於〜九五七年的後期及一九五八年受到經濟表退的 

影響。本區域的某些主要輸出商品的價格及數量都降 

低了。同時，製造品（經濟發展對此種貨品所需要的數 

量日增）的價格限高了。所以，本區域幾個國家面臨重 

大的貿易虧損及收支差額的困難，這對於色們的經濟 

發展計劃是有影響的。

七O.分組委員會察悉，在過去五年期間，非工 

業國家輸出品在價値上增加較工業國家爲遲慢。此外， 

一询黨十五屆會就貿易分組委員會報吿書所探取 

的行動，參閱第二九二段至第三0四陵。

非工業國家的輸入品總値的增加則較其輸出品爲速。 

盛於此等基本不利趨勢，幫助非工業國家的適當政策 

及措施之擬訂及實施確屬急務，尤以备主要工業國家 

爲然O

七一.分組委員會檢討了本區域各國所探取的促 

進它們的輸出的措施，並請注意遊覽事業可使外滙收 

入大增。充足的飛機場、運輸、旅舘及遊客其他便利 

的發展都値得由各國政府加以研究並採取行動。

歐洲經濟聯盟

七二.分組委員會檢討了自從上一屆會以來的有 

關歐洲經濟聯盟及擬議的歐洲自由貿易區的各種發 

展。它察悉各方所採取的實行羅馬條約的步驟及關稅 

暨貿易總協定（總協定）各締約國的與歐洲經濟聯盟有 

關的工作。特別是各方已依據總協定第二十二條就因 

羅馬條約而發生的特別問題舉行諮商。鑒於本區域後 

個國家對於歐洲經濟聯盟的成立對它們的輸出貿易可 

能不利影響表示憂慮，分組委員會欣悉歐洲委員會（卽 

歐洲經濟聯盟的常設執行機關）各委員在總協定第十 

三屆會提出的保證，卽歐洲經濟聯盟在擬訂其属濟政 
策時將顧及第三國家的利益，並將採行與總協£各締 

約國合作的政策。分組委員會希望歐洲經濟聯盟胡採 

行的政策不是限制性的，而是有助於世界貿易的癢展， 

並希望亞經會各國的產品能够公平而合理地進入共同 

市場。歐洲經濟聯盟願意調整其政策及措施，以顧及 

第三國家的利益，這將有助於總協定諮商的成功。

七三.分組委員會認爲對於將來的發展情形應續 

予檢討，並請秘書處與各有關國際組織密切合作研究 

此問題。它請各政府就它們所遇到的與羅馬條約有關 

的各項實際問題及困難向分組委員會下一屆會提出備 

忘錄。

欧洲各國的支付及兌换辨法

七四.分組委員會認爲歐洲所採行的最近支付及 

'兌換辦法構成了走向建立一種多邊支付制度的I個重 

大步驟，但亦認爲經由放鬆輸入限制及停止歧視待遇 

而們進自由貿易，對於更完全的多邊主義’之實現是必 

儒的。局部廢除美元地區與其他貨幣地區間的區別，其 

結果可能加劇國際市場上的競爭，不僅在本區域所輸 

入的貨物方面是如此，而且在其輸出品方面也是如此。 

特須注意：美元貨物•的競爭對本匾域一部分輸出的影 

響當屬重大，値得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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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费率

七五.本區域幾個國家表示意見說高昂而不穩定 

的海運費率構成了對於它們的輸出貿易發展的一種 

嚴重障礙。穩定而公平的運費率對於貨物的自由流通 

極爲重要。分組委員會認爲運費率最近減低一■主要 

是在不定期船及油船運輸方面而不在船東協會定期船 

方面有此情形，這並未提供一種長期或充分的補救辦 

法。甚至在全世界運費率普遍降低的期間，若干船東協 

會定期船運費率仍然提高。討輪期間有人舉出了受 

到岐視性海運費率的影響的商品例證。有人提及延期 

回扣及任意預定貨位的辦法無助於本區域的貿易的發 

展。

七六.有些國家認爲各國政府應當居間調査所控 

歧視情事，但其他一些國家認爲這是應當由商業界加 

以討論的問題。

七七.分組委員會希望本區域各國內港埠便利的 

改進計劃立卽實行。它請秘書處與各政府及各有關國 

際組織合作繼續檢討此問題。

關枕行政

七八.分組委員會檢討了關稅行政工作團的研究 

結果(E/CN. I i/TRADE/L. 17),並力言凡邁爲實行工 

作團建議而需要立法及行政措施時關稅行政機關.本身 

應當首先底動其事。分組委員會建議工作團應當與各 

有關國際組織合作，並建議工作團下一屆會應當早日 

召開。

區域内貿易促進的商談

七九.分組委員會審議並通過主任秘書關於區域 

內貿易促進商談的報告書(E/CN. ii/TRADE/L.22)0 
它備悉參加商談的各個國家都認爲商談很有用處，並 

建議應當繼續舉行。备政府經由外交途徑探取積極的 

繼起行動一舉實屬必要，旣有更多經驗,再由各政府與 

秘書處雙方作更好籌備，.下次商談當能產生更好成果。

商絮公斷

AO.分組委員會審議了聯合國法律事務廳所 

編關於商業公斷的臨峙報告書(E/CN. Il /TRADE/ 
L. 19),並贊成主任秘書的建議，卽爲協助秘書處召開 

所擬議的商業公斷專家工作團或區域會議起見，各政 

府應當指派秘書處能盥維持聯絡的專家。它欣悉幾個 

國家表示願意向秘書處提供專家協助。分組委員會備 

悉國際商會爲求低進訴諸商業公斷去解決事端而從事

的工作。它建議亞經會各國加入一九五八年聯合國國 

際商業公斷會議所通過的承認及實行外國公斷裁判公 

約。

商品貿易

.八一.分組委員會審議了關於鑛物及鑛產品貿易 

的初步報告書(E/CN. I I/TRADE/L. 18)並建議適宜 

列入最後硏究範圍的若干鑛物。佗又審議了秘書處 

關於香料及香料產品運銷分析的報告書(E/CN.U/ 
TRADE/L. 13),並建議出版及更廣爲分發此項硏究報 

告。它力言極應改進香料的運銷辦法及等級、標準與 

品質。價格的穩定及較佳的統計亦被認爲必要。分組 

委員會建議將黃麻及黃麻產品定爲下次市場分析的題 

目，此事應與糧農組織合作進行。

三.內地運輸及交通

八二.在所檢討工作期間，內地運輸及交通分組 

委員會，內地水道小組委員會及鐵道小組委員會均未 

.召開會議。分組委員會所屬各輔助機關於泰國曼谷舉 

行的會議如下~

公路小組委員會(第四屆會)，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四日至H--■日

主席：Mr. H. P. Sinha (印度)；

第一副主席：Mr. N. L. Cuenca (菲律賓)；

第二副主席：Mr. K. Ramanathan (錫蘭)o

運輸協調工作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 

十二月二日

主席；」Mr. Mongkol Naochatntiien (泰國)；

第一副主席：Mr. L. P. Wickramartchi(錫蘭);一 

第二副主席：增川遼三先生(日本)。

公路小組委員會

八三.公路小組委員會於泰國曼谷舉行第四屆 

會，檢討一九五七年舉辦的公路安全的工程及交通方 

面問題硏究班的報告書(E/CN. ll/TRANS/Sub.2/29) 
及一九五八年舉辦的低費用公路及土壤穩定問題硏究 

班的報告書(E/CN. I i/TRANS/Sub.2/3。)，並硏討訓 

練公路人員的現有設備及需要，道路建築及養護問題，

7關於亞經會第十五屆會就主任秘書關於“內地運輸及交 
通方面的工作"的報吿書(E/CN. 11/488)所採取的行動，參閱 

第三0五段至第三一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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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目前的公路财政及管理方法。它又審議了本區域的 

國際公路系統的建立間題及一般公路運輸。

公路安全

八四.小組委員會請注意在都市公路計劃內需要 

探用例如另.闢慢行車輛道徑一類的若干安全辦法。因 

交通調査及意外事故統計的經常編纂及發表可使交通 

工程師在計劃公路發展時有所根據，小組委員會建議 

依劃一標準編造的統計資料可於"運輸公報"季刊內經 

常發表。它建議進行研究，以期統一交通法規及條例， 

先由國內下手，然後推及國際方面。.它欣悉國際道路 

汽車運輸公約所建議的道路標誌制度日經本區域內一 

些國家採行。它重行强調需有關於交通安全的充足敎 

育,並贊成研究班所提編製教育手册以供各學校及大 

學之用的建議。.小組委員會感佩印度代表团云：印度 

政府將探討編製此種手册的可能性並擬於一九五九年 

七月或八月間在孟買市舉行変通研究週。菲律賓代表 

團表示願意探討於一九六O年在馬尼拉舉行類似硏究 

週的可能性。各會員國政府被邀提供技術論文並參加 

此積硏究週。

低费用公路及土壤稳定

八五.小組委員會承認、低費用的公路雖然是亞經 

會區域內目前所必須的，但是設計者應當記住本區域 

亦需要能戴更大重量的較佳類型的路面。所以應當探 

用標準尺寸及分期建築，以期減少優等公路的舖路費 

用。小組委員會力言極應妥爲硏究（包括實驗室試驗） 

土產材料的物質特性。它强調各硏究機關在這方面的 

任務，並請馬來亜聯邦、印度及罪律賓的公路硏究實 

驗室對本區域其他各國提供訓練及研究設備；秘書處 

可與各育關政府諮商硏討可否擴充這些研究中心所獲 

有的設備，以求滿足本區域的需要。

訓線設備

八六.小組委員會審議了本區域內一些國家在公 

路建築技術，尤其是土壤穩定方面的訓練的需要，並 

請秘書處繼續搜集關於各國在公路工程的其他方面的 

訓練需要的資料。它亦檢討本區域內外的提供工路•人 

員訓練設備一事的進展情形,並察悉擔任專門或高深 

工作的人員的訓練設備的不足。它力言需要在可由聯 

合國得到的一類協助之下設立區域訓練中心，並促進 

本區域內具備特別訓練設備的各個國家向全區域提供 

此種便利。

瀝青築路

八七.公路小組委員會備悉亞經會區域內若干國 

家公路材料實驗室所作關於馬來亞聯邦及印度境內若 

干段公路瀝靑築路法上各種加添物（例如橡皮）的用途 

之硏究,道種工作旨在查明此等物品對於延性及軟化 

點、粘性及灌入的影響；不過，它認爲欲求逹成關於此 

等試驗的任何結論,爲時尙屬過早。它亦察悉公路建築 

用涉去預防路面損壞及開裂的情形。小組委員會建議： 

爲促進公路工程師更明確地了解技術名詞起見，秘書 

處應商同常設國際公路會議聯合會去擬訂適用於全區 

域的瀝靑築路標準名詞。

公路财政及管理

八八.小組委員會察悉在本區域多數國索內，從 

一般歲入中指撥的經費——這是養護、改進及發展公 

路的經費的主要來源——是不充足的。所以，处設的 

不可移作他用的公路經費與國外的技術及財政協助是 

必要的。向公路使用人徵稅的現有制度亦經指明須予 

改訂。公路管理機關應予改組。小組委員會請秘書處 

研究所有上述問題，並指出旨在協助省政府擬訂其政 

策的建蠶。

网際公路

.八九.因亞經會區域缺乏國際公路交通，尤因就 

各陸鎖國家而言，地形的困難直使它們無法發展他種 

地面運輸工具，小組委員會力言貿易及商業所需公路 

聯繫的重要。

九O.鑒於在個別國家內發展能够達至併入國際 

路線所需標準及國際公路所定標準的公路之困難及高 

昂費用，小組委員會建議擬訂分期發展的有限及最低 

限度標準，以期改進可指定爲國際連線之類的公路。 

一俟資源允許，則可施行較高的標準。小組委員會察 

悉秘書處所編製的作爲討論根據的一個總計劃（E/ 
CN. ii/TRANS/Sub.2/L.3）;這個計劃是想建立把伊 

朗與越南之間的本區域所有國家聯繫起來的國際公路 

系統。它請各政府就此項計劃，尤其是就位於它們各自 

傾土內的那部份公路，提出意見。它請省政府表明它 

們爲滿足國際需要而能調整也們的公路發展計劃到什 

麽程度，它們需要什麽協助去實施此種方案。

九一.鑒於此事所涉區域廣大而問題繁多，小組 

委員會建議劉分三區，每一區包括一組鄰近國家，並 

建議設立專家工作小組去研究有關國際公路發展的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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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它請主任秘書探討能否從技術協助業務局和其他 

來源獲得財務支持，俾使有關各國能參加工作小組。 

小組委員會也認爲應先注意公路系統中有間隔處的連 

接間題，然後探討現有路線可如何逐步改進到符合國 

際公路標準，並探討發展國際交通的措施。它强調實 

施用公路來聯繫本區域各國的各種計劃一事誠需財政 

援助。

公路運輸

九二.鑒於亞經會區域內汽車運輸近年迅速增 

加，小組委員會力言需要硏究下列一類問題：公路運 

輸業者間的競爭，政府管制巨大數目的小單位運輸之 

困難，亞經會各國在國家控制及管理公路運輸業方面 

最近所得經驗，燃料的徵稅，足以便利貨運的設備之 

設計，及發給公路運輸業者執照的機關需與處理公路 

建築的機關間密切合作以求保證公路充足載運量一間 

題。小組委員會贊成主强舉辦公路運輸的組織、業務 

及財政問題研究班的建讓，並欣悉印度政府邀請各方 

在該國舉行此研究班。

運輸協調工作團

九三.運輸協調工作團於泰國曼谷舉行會議，檢 

討本區域各國內運輸協調之目的、原則、方法及其他 

方面問題，並參酌本區域外一些國家的經驗。

九四.工作團認爲，鑒於一般運輸缺乏，而本區 

域各國的發展又使運輸需求日益增加，所以問題不僅 

是要協調現有的各種設備，而且是要促進協調的投資 

及發展。所以，本區域的目的是在計劃發展各種方式 

的運輸，以最低的費用去滿足最高的運輸需要，同時 

顧及國家的實在資源並保存健全競爭的要素及每一種 

方式的固有優點。

九五.工作團力言：務須保證使用者有充足的選 

擇自由,並須釐定足以表明每種運輸方式的費用的運 

費及票價；爲求提高效率及經濟起見，允宜將小規模 

的私營公路運輸企業合組成幾個大的事業；並需要設 

有一種機構去協調全部運輸。.

九六.工作團檢討協調問題，並計及若干情形,例 

如無限制的競爭，幾種運輸方式的聯合專利，各種競 

爭的專利（包括半專利）的協調，受控制的競爭,與專 

利（包括半專利）、競爭制度及"獨立運輸"的聯合。

九七.工作團建議於可能時在每一國家内設立一 

個獨立的管制機關去控制一切方式的運輸，有權力去

核准業務的擴大或限制，並控制運費及票價，使之與 

費用相稱。管制機關不應當代行或干涉管理的職務, 

但是它可以受權去依照全部國家需要，就國內運輸的 

協調發展及就此種發展的投資提案，提具建議。工作 

團建議：在具有聯邦組織的國家內設立機構去協調聯 

邦及各邦的運輸。

四.硏究及設計

九八.在所檢討工作期間舉行了下列會議：

經濟發展及設計工作團（第四屆會），一九五八年 

九月二日至十三日

主席：Mr. ChaJoug Pungtrakul（泰國）； 

第一副主席：大來佐武郞先生（日本）； 

第二副主席：Mr. D. K. Burdett（大不列顚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

亜洲統計學家會議（第二屆會），一九五八年十二 

月八日至十九日

主席：Mom Chao Athiporn P. KasemsTi（泰國）； 

第一副主席：Mr. S. Sumawitiata（印度尼西亞）；. 

第二副主席一：Mr. B. G. Bantegui（菲律賓）。

經濟發展及設計工作團

九九.經濟發展及設計工作團於泰國曼谷舉行第 

四屆會，審議與全部經濟發展及設計有關的工業化問 

題。下列各題目均經討論：在國家經濟發展計劃範圍 

內促進工業化及應付下列各主要限制因素的政府政策 

及措施：6）資本，心）外匯，（c）企業經營及管理, 

（d）熟練勞工及（e）市場；爲開辦或擴充目的而選定某 

種工業的標準,包括對於平衡經濟發展及對於國際分 

工的考慮;及與工業生產的規模及多用勞力或多用資 

本兩法的選摩有關的間題及經驗。工作團通過報告書 

一件（E/CN. II/L.6I）,其中主要部分爲工作團硏究 

所得結果，曾另載入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份亞洲遠東經 

濟公報（第九卷，第三號）。8

-OO.因深信工業化是加快工業發展速度、求 

得阚家資源較妥善使用、及逹到較高生活程度的主要 

方法，工作團重視各政府可採用來促進一般工業化及 

特別應付因缺乏資本、外滙、熟練勞工、企業經營及管

8闕於亞經會第十五屆會就工作團報告書採取的行動，豊 
閱第二七二段至第二七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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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技術以及市場而發生的問題的各種政策及措施。它 

承認需要謹愼採用選擇宜先發展的工業的各種標準, 

並指出允宜選擇能提供最多就業機會而不致犧牲效 

率的生產技術及規模。在確認發展製造品輸出的重要 

時，工作團認爲這可能導致區域內貿易增加，並建議硏 

討可否由一組國家共同分享國內市場並商定如何否有 

所專。工作團特別建議應當增多情報的交換並設法使 

告國能顧及本區域內其他各國的工業化計劃。工作團 

認爲此種情報的交換及其所造成的擬訂國家計劃一事 

初期的協調對避免資源的濫用是有益的。

一O一.工作團確認統計的改進是工業化設計上 

的一個必要步驟，並察悉工業發展所需統計的目前情 

形及計劃將由亞洲統計學家會議早日屆會予以審議。.

.一O二.工作團審議了聯合國區域設計研究班報 

告書（上文第六段至第十段內提及），.並察悉關於資源 

開發及工業所在地的結論及建議。

一O三.工作團計論了亞經會第十四屆會所已核 

准的方案擬訂技術小組的設立問題。工作團同意此新 

機構應當是一個小型的專家工作組，其成員主要爲本 

區域人士，由主任秘書委派。關於該小組的任務規定 

及所應討論的問題，已看幾稠建議提出。此等事項留 

待該小組的組織定妥之後再作決定。不過工作團同意 

此方面工作應當"注重行動"。關於各種詳細辦法，包 

括亞經會各委員國代表最好在何種場合討論專家小組 

報吿書一間題的決定，讓主任秘書自行斟酌。

亞洲統計學家會議

-O四.亞洲統計學家會議第二屆會於一九五八 

年十二月在泰國曼谷舉行，由亞經會秘書處、聯合國 

統計處及糧農組織聯合主持。9會譲議程上的項目計 

有：世界人口普査、世界農業普查、統計人員訓練、取 

様方法的使用、亞經會所屬其他各輔助機關提交會議 

的議題（農產品生產者價目及礦物統計）、設計及發展 

所需統計、及會議的長期H作方案。"設計及發展所需 

統計"日依亞經會第十四屆會的決定，列爲經常項目。 

在該項目之下，會議討論了 ：《）經濟及社會發展所需 

基本統計方案、及心）資本形成的估計。會議的長期 

H作方案經予討論，並經進一步闡明，以求促成一種 

緣合統計方案，此種方案到時當能滿足本區域备國經 

關还號髙第十五屆會就亚洲統計學家會議報吿書3/ 

CN.11 /493）探取的行動，箜閱第三二七段至第三三〜段。

濟及社會發展的需要，並獲致可能最大限度的統計國 

際可比較性。

一O五.會議確認不僅須着重方案的擬定，且須 

着重建立統計系統所需的步驟及實施方案所需的組 

織。鹽於本區域各國截至現在爲止所達到的各種不同 

的統計發展階段，會議認爲目前不宜擬定旨在滿足本 

區域所有國家需要的一種統計發展計劃；而會議將設 

法向各國提供指導及協助，使其各按本身的需要及資 

源去草擬其自己的方案。

一O六.亞經會第十四屆會曾建議應把統計學家 

會議作爲討論本區域一切統計問題的一個場合；實行 

此項建議的開始情形良好。除各委員國政府外，聯合 

國統計處、糧農組織、勞工組織及文敎組織均有代表 

參加。此一屆會特別予糧農組織以在世界方案範圍內 

進一步去推行其區域農業普查方案的便利。

一O七.會議建議設立兩個工作小組，一個研究 

"取樣方法的應用"，另一個硏究"資本形成估計方法", 

於一九五九年集會，向會議第三屆會提具報告。會議 

決定基本工業及鑛業統計應於第三屆會在“設計及發 

展所需統計"一緇常項目之下，加以討論。爲第三屆會 

決定的其他頃目，除本區域各國人口普査進度、統計人 

力及訓練、及取樣調査的檢討外，計另有農產品生產 

者價格，及內部貿易統計問題的初步工作。

-OA.會議通過決議案一件，請各委員國政府 

注意必須加强其國內統計機關，俾使它們能滿足隨經 

濟及社會發展而來的（且屬不能避免的）增長的需求。

B.其他工作

-O九.報告書本節敍述與上文A節內提及的亞 

經會所屬各輔助機關工作沒有直接開係的秘書處工 

作。

防洪及水利建設局

一一O.在所檢討工作期間，防洪及水利建設局 

後續着重綜合統一的河川流域發展的重要及與此種發 

展有重大關係的各種計劃,例如基本水文資料的搜集、 

本區域內若干選定綜合計劃的設計及執行的分析，及 

研究旅行的組織。主任秘書，經由防洪及水利建設局， 
繼續辦理在亞經會主持下由M埔寨、寮國、泰國及越 

南共和國政府設立的湄公河下游流域調查協調委員會 

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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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流域綜合發展的调查一

一一一.經本區域购各國內技術組織的協助，現 

日刊發緬甸、錫蘭、中國（台灣）、印度、日本、、巴基 

斯坦及罪律賓等國的調奪,;作爲河川流域設計手册的. 

一部份。英屬婆羅洲（包括婆羅乃、北婆雁洲及薩扯瓦 

克）、馬來亞聯邦、印度尼西亞及泰國的調査將近完成， 

並將於一九五九年出版。次則着手阿富汗、伊朗、大韓 

民國及尼泊爾的調查。

湄公河計劃

一一二.在本區域各國際河流之中，湄公河是防 

洪局最近數年來集中努力的一個"

一一三.在所檢討工作期間，亞經會主持下的湄 

公河下游流域發展調查方案的實施已有重大的進展。 

經由亞經會秘書處的努力，沿河各國與若干聯合國會 

員國或專門機關會員國政府已被邀一起實行一九五八 

年三月十二日通過的亜經會決議案二五（十四）。.

一一四.湄公河下游流域調査協調委員會於一九 

五八年二月舉符第二屆會，通過了聯合國調查團所編 

製的五年調査方案。此方案要求蒐集必要工程及有關 

資料並低請設計湄公河的有發展希望的各河段的計 

劃。五年期間的方案費用總額估計爲九百二十萬美元。 

爲了實施這個方案，主任秘書因委員會的要求，.已與 

各有關政府、技協處及备專門機關討論協助此項硏究 

的辦法。 .

一一五..在過去一年內，加拿大政府派了專家一 

人去估定航空勘測所牽涉的各種問題；他提出了有價 

値的報告書一件。,

一T六.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也集中注意此項計 

劃，利用從聯合國擴大技術協助方案所可得的協助q 
糧農組織派了一個調査團沿河作關於灌漑、土壤、森 

林、漁業、農作物、牲畜及農業經濟的初步硏究。技協處 

也派出一個工作隊集中硏究礦產資源、內地航行、防 

洪、動力市場，及下游流域發展的1般經濟方面問題。 

世界氣象組織派了專家一人進行關於水文及氣象問題 

的研究。

一一七.經協調委員會的要求，，技協處委派了一 

個三人國際諮詢委員會去協助估定調查的進度，所以 

此項計劃又有進一步的進展。

一一八.協調委員會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舉行特 

別屆會，詳細審議調查方案，並特別注意從各捐助國

家，卽法蘭西、.紐西蘭及美國得到的援助及從聯，合國 

各機關得到的專家服務的利用上各種工作的協調。，.在 

美國援助範圍內聘用的一個美國工程公司將於一九五. 

九年擬定與水文觀測、水準測量、.及水道測量有關的 

工作方案。

一--九.日本政府表东願意擔任作爲聯合國調查 

團建議之一部分的湄公河各主要支流的勘察調查。勘. 

察工作將由一個日本專家隊辦理，，爲期兩年，:費用總 

額估計爲二四O,0。0美元，由日本政府負擔。協調 

委員會又請技協處供給適當的行政人員一人與必需的 

輔助職員,由他們去逐日辦理此計剿的行政工作0

;. ■ ■ ■ ■ ■■ L.;'

1二O..協調委員會於一九五九年初舉行第一次 

會議時，通過了第一年工作方案。它計劃立即利用法 

蘭西、紐西蘭及美國所提供的援助，開始搜集基本資 

料。同時，各支流的勘察調查工作則由旧本派遣的專 

:家隊開始進行。■ . , ■

一二一.協調委員會於一九五九年二、三月間舉 

行第四屆會，對於湄公河計劃在沿河餐國、亞經會各 

委員國政府以及聯合國各有關機關間所表現國際合作■ 

精神下獲得迅速進展一事表示欣慰。它贊許秘書處居 

間幫忙，因秘書處质出力，有關各方才能共同參加此 

一艱巨事業。

水文觀測及水力研究站

一二二.防洪局及氣象組織秘書處繼續聯合硏究 

本區域各國水文資料的缺點。

亠二三.委員會第十四屆會曾認爲應當請本區域. 

各國注意發動進行地下水資源多少及性質的研究一事 

的重要。防洪局已與各政府的技術機關諮商，且已收 

到由緬甸、中華民•國、寮國、菲律賓及泰國提送的關 

於地下水資源開發的若干情報。■ ■ ■ ■■ ■ ■ ■ . ■ ■ ■ . ■■ ■ . ■ ■

一二四."防洪期刊"季刊內發表關於各研究站的 

大小、所雇用的人員、現有主要設備、及所硏究題目 

‘等的常牟調查，使本區域水力研究工作人員能隨時獲 

悉本區域各水力實驗站的研究便利及現時工作方案"。

技術情報的傳播

一二五.防洪局繼續出版“防洪期刊"，登載關於 

本區域各國所舉辦的各種計劃以及與本區域有關的水 

利建設方面近來技術發展情形的最近消息。防洪局所 

完成的各項主要硏究編爲"防洪叢刊"出版。自一九五



O年以來已出版了十三期。最後一期題爲"第三屆亜 

洲遠東水利建設區域技術會議紀錄"，於1九五八年間 

世尸一九五八年期間，共有計劃報告書及技術出版物 

十二種分發各技徜機關。

專家小緬考察歐洲及北奠水利建設計劃

一二六.專家小組考察是聯合國組織的，而是技 

協處及电經會發起的；各種便利則由奥地利、法蘭西、 

荷蘭及美國政府提供。. .

一二七.小組研究了各種不同的技術及其對本區 

域的可適用性。也建議在本區域各國內設立像田納西 

流域管理局那様組織，去負責設計及執行全部河川流 

域建設方案。小組力言，當水利計劃建築方開始時，早 

在有水可用以前，如以實驗農田試驗土壤是否適宜、灌 

漑及排水的效果、耕種的種類及農作物的輪流種植，那 

是很有用的。至於洪水間題嚴重的地區，小組建議仿照 

密西酉比河委員會辦法設立各主要河川系統委員會。

■ 一二八.‘小組認爲應作水利建築的模型研究，但 

覺得像在克林頓的全部密西西比河流域水利建築模型 

那樣的大模型則非有關各國財力可辦。■ .

:『二九.小組認爲聖勞侖斯通海航路計劃足爲本 

區域各國的國際合作的榜樣。

一三。.小組說帮蘭所用的填拓低於海平的土地 

的方法可在錫蘭、日本、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及越南 

南部的受海水侵入影響的低霰地區內有效地採用。它 

知道糧農組織現正擬訂易受海水侵入而使土地含鹽化 

及损害農作物的東巴甚斯坦Khuim 一區內的堤圍澤 

地建築計劃。法蘭西採用了塗以黏土及鑛渣水泥混合 

物的特别技術，使得深達一0。公尺的沖積層床上的 

Serre Pgsn墉的建築竟告成功。小組建議遇地基情形 

相似時，此法可以探用。

—三一.奧地利的 Kaprun 及。be£e III LUnersee 計 

劃是全流域水利建設的例子：將水從一個流域轉調到 

另一流域，以便盡量利用水去發電，並在需求低的時 

刻將水抽回儲蓄，以便在需求最高的時候去增加電力， 

而得到其最大用處。小組認爲：如果沒育巨大水庫容 

量，而在需求低的期間電力低廉，則採用此種辦法是 

有利的，日本的若干電廠便是這様。

j丁聯客盲出版物,出售品編號:59.H.F.2。

水的慢制及利用方面的闕際合作

一三二.依照經濟暨社會理事會關於"水利建設 

方面之國際合作"的決議案四一七（十四）及五三三（十 

八），並爲了協調聯合國各機關間的工作，符機關秘書. 

處間會議曾繼續舉行，防洪烏也曾參加此種會議。

研究及設計司

目前經濟情勢的檢討與分析

一三三.一九五八年"亞洲遠東經濟調査'”1續依 

過去慣例在現有資料許可範圍內盡量檢討最近一曆年 

內本區域全部經濟情勢。這~編分爲三章：討論生産、 

對外貿易及資源分配與不平衡問題。一九五八年“經濟 

調查"第二編檢討亞經會各國的戰後工業化情形，分爲 

四章：偿進工業化的努力、工業的增長及結構、若干 

選定工業的發展（煤、水泥、棉織品及化學肥料）、及 

工業增長與經濟發展間的關係。對外貿易一章之後附 

有關於欧洲共同市場白勺短文一篇,他就歐洲共同市場 

對亞經會各國的可能影響作初步檢討。如同過去各期 

一様，附錄中載有最近亞洲經濟統計及一九五八年內 

締結的各項貿易協定。

一三四."亞洲遠東經濟公報"季刑是在一九五八 

年六月、九月及十二月及一九五九年三月刊行；一九 

五九年三月號爲"一九五八年亞洲遠東經濟調查"。"經 

濟公報"的一九五八年六月號所載論文包括"發展落後 

國家內賦稅及農業發展，特別注意亞洲及遠東"，及"備 

供抉擇的各種投資及就業政策效果的例證模範"。九月 

號載有上一曆年內各個別國家及全區域內經濟懵勢的 

撮述，並估定本年初幾個月內的發展。十二月號爲一特 

刊，討論工業化，其中載有經濟發展與設計工作圍（第 

四屆會）的研究結果及秘書處硏究報告一件，後者分爲 

六編，題爲"與亞洲遠東各國內經濟發展有關的工業化 

問題"，這是特別爲工作團第四屆會編製以備審議的。 

朗有备期公報內均有~節刊載最近范洲經濟統計。

人口增加及經濟發展.■

一三五.關於人口增加及經濟發展的計劃02-03 
的工作繼續進行。初步報告書已經改訂，題爲"亞經會 

區域的人日趨勢及有關經濟發展問題"，載入“而洲遠 

東經濟公報"一九五九年六月號內，且經先行印爲供亞 

經會在三月間討論此題目倉用的一種參考文件。訂正 

^一不赢蘿爾物,出售品編號:59.11.F.1。



報告書是社會事務司與硏究及設計司的聯合研究，其 

中有一段討論亞經會區域目前人口情勢，第二節提出 

根據關於出生及死亡趨勢的不同假定所作的將來人口 

的推測,，第三節討論與人口趨勢對經濟的影響，包括 

糧食供應、就業需要、儲蓄、資本形成及經濟發展速 

度等問題。

一三六.其他兩種研究也已開始進行，卽亞經會 

區域現有人口資料的檢討及評價,與人口趨勢對於就 

業、儲蓄及投箕的影響的較詳細硏究。

社區發展方案及國家經濟發展

， 一三七.亞經會在舉行第十四屆會時曾議定將題 

爲“擴大自助措施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計劃02-04 
擴大，使其成爲題爲擴大自助措施在經濟發展中的作 

用，"特別注意工業化及鄕村農業':矽計劃。此項硏究 

的大綱及所欲得到的有關資料暫定一覽表巳於一九五 

八年九月編就並日分發各有關政府。主要目的在求決 

定社區發展如何日使或如何能使亠個社會的生産力增 

大。這牽涉到社區發展對擴增貨物生產及服務、造成 

資本財及發展社區精神與制度等的實際及可能的貢獻 

之研究，以及組織及行政主要間題之分析。三種個案 

研究工作正在电國（臺灣）、印度及巴基斯坦進行，本 

.區域各國現有的已出版的資料正在審查中。報告書稿 

望能編就提交亞經會第十六屆會審議。

木材需的趨勢及前途

一三八.糧農組織與亞經會合辦的遠東木材業趨 

勢及前途的硏究構成糧農組織所發動的全世界調查的 

一部份。除阿富汗及伊朗（糧農組織將其歸屬中東）外， 

亞經會區域所有國家都包括在內；澳大利亞及紐西蘭 

也包括在內。除載有關於一般經濟背景的告章外,此 

項硏究將按終極用途，例如燃料、住宅及其他建築、開 

鑛、鐵路枕木、火柴、裝箱、紙與板等，去分析工業 

木材的消費及將來需要。此節之後繼卽討論圓木的生 

產及潛產量，包括森林資源、圓木的多寡、木材儲藏原 

森林政策與服務。此外亦將討論森林工業，包括鋸木 

及夾板工業、紙漿及造紙工業、纖維板及顆粒板工業。 

各種需要及生產將根據人口趨勢、預測的平均每人收 

入及其他考慮而推算到一九六五年與一九七五年。森 

林產品的剩餘及短缺，森林產品貿易的過去發展及將 

來希望，亦將予以檢討。因爲本區域內燃料木材及竹 

的重要，此一題目的特別分析也在研究之列。此項計

劃的實體工作於t九五九年初實麒已告完成。報吿書 

可望於這一年的下半年出版。

.統針編製及分析 ,

一三九.這一年期間繼績縞訂經褥統計篡本數 

歹IJ。因與各國政府統計機關、聯合國統計懣及各專門 
機關密切合作，纔能將最新材料編入數列，‘改訂統計 

及新資料一經接獲，立即編入。“經濟調查"及"經濟公 

報"內關於亜洲經濟統計的一節現在經常載有一表;示 

明區域統計數列，另載有關於工業生產、運輸、對外 

貿易、物價、就業及工資、及金融及銀行的各種分國 

統訐表。，此外,每年或每半年又載列關於人口、農業 

生產、運鹼、國際支付、政府預算及國民所得的:統計 

表。這一年期間出版的資料有现增加，因爲本區域各 

國內都在編製新數列9另又爲“經濟調査'?及秘書處各 

種硏究提供統計協助及參考資料。

統計發展

一四O. ，在促進統計發展方面現正採用一種長期 

統籌辦法。亜洲統計學家會議嚮應委員會第十四屆會 

的意見，力言需要本區域各國更多多參加一九六0年 

世界普査方案及聯合國與糧農組織關於普査的協助方 

案。秘書處已查明各委員國政府的計劃，在準備或參. 

加世界普査方案方面已有的進展，及在聯合國爲舉行 

.調査而提供技術協助的計劃下所能滿足的配些特詠需 

要。本區域內有十七個國家巳加入了世界普查方案，眼 

二十一個國家內調査工作有關的高級官員五十二名於 

一九五八年在東京參加了聯合國與糧農組織的訓練:中、 

/ L? 0

一四一.經糧農組織的請求，又已探取步驟去促 

進各方案參加世界農業普查。在這方面又與本區域在 

技術協助擴大方案下工作的統計專家保持密切合作:。

一四二.統計發展組組長曾在東京普查訓練中心 

並在馬尼剌勞工組織舉辦的勞工統計硏究班作一系列 

的講演。

一四三.秘書處H發動就本區域各國在統計及統 

計工作的特殊方面的目前情形及計劃，進行調查工作。 

一如會議所指定，此項調查工作首則注意各種普查、統 

計人力及訓練、取樣調查、及資本形成方法。

預算重新分類

一四四.亞經會區域第二屆預算重新分類及管理 

實習班（曼谷，一九五七年九月）曾建議：爲了便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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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政府在經濟及功能性職務方面跳辦事項的重新分煩 

工作的進展情形，並爲建立報告預算資料的劃一制度 

的基礎起見，秘書處應當編製一種問題單，分發各委 

員國政附，以便在實習班下次會議以前得到情報。此 

種間題單現已在與經濟豐社會事務部財政及賦稅課合 

作編製中，且日派員開始訪間本區域各國，以期測驗 

此項文件的效力。

亞經會/糧農組織農業司

一四五..這聯合司繼續從事亞經會與糧農組織在 

彼此同意的下述工作範圍內的進一步協合硏究及行 

動:一.

經常經濟調查

一四六.農業司繼續硏究本區域糧食及農業情勢 

的目前發展，並將關於這些事項的情報提供亞經會半 

年經濟調查報告之用。它編製了關於本區域內幾個國 

家農業經濟的簡短檢討報告，以備糧農組織會所及區 

域辦事處的使用及參考，並參加辦理一九五八年十月 

六日至十六日在日本東京擧行的第四屆糧農組織亞洲 

遠東區域會議的會議事務，也又出席了同年十月二十 

日至二十九日在菲律賓馬尼剌舉行的糧農組織椰子及 

椰子產品小組第二屆會。

農索籌资及信用

一四七.充足而利息合理的貸款的缺乏仍爲本區 

域農業生產力及農艮生活水準之提高的一個重要障 

礙。農業司搜集了關於這一年各國在這方面的進展的 

情報。

農需發展計劃的研究

一四八.依照一九五七年亞經會經濟發展與設計 

工作團第三屆會所提出闕於農業部門的建議，農業司 

繼續不斷地檢討本區域內的否種農業發展計劃。關於 

此問題的一個文件正在編製中，以備一九五九年初出 

版。第四屆經農組織亞洲遠東區域會議討論了亞經會 

與糧農組織會讓12的報告書，，並建議糧農組織可與亞 

經會合作召開一個專家小組去硏究擬定農業發展計劇 

時訂立目標的技術間題，同時顧及食物及工業所需農 

業原料的需求的傾增與利用當地資源長期計劃的需

12亞經會經海發展與設計工作團第三屆會，一九五七年九 

月，與糧農組織聯合主辦。

要。會議又請糧農組織召開由多方參加的一個區域會 

議去審議擬定切乎現實的農業方案的一般原則。

一四九.鑒於糧農組織區域會議與通經會經濟發 

展及設計工作團二者斯表示的關切，一國農業發展計 

劃及政策對其他各國方案的可能影響經予注意。農業 

司現正編製各國短期稻米生產計劃（至一九六一年）及 

消費的大槪趨勢的提要,以期發現本區域的稻米生產 

及需求情形是否會有重大變遷。

農業與工常的關係

一五O.因爲本區域所特有的迅速發展的經濟中 

的農業與工業發展間的關係的硏究日益與目前時事及 

間題有關，農業司已擬定計劃去開始進行關於一個適 

當國家的深刻的個案研究。

社區發展工作的鄉村農常的影警

一五一.爲了明瞭社區發展方案對農業發展及對 

一般經濟發展的貢獻起見，研究及設計司、亞經會/糧 

農組織農業司及社會事務司聯合地與各地方硏究機關 

合作於I九五八年開始進行關於農人、工人及工匠的 

選定家庭的三個詳盡實地硏究。

一五二.第一個硏究是在E卩度Uttar Pradesh.的 

Ghosi社區發展地段內進行，由勒克瑙設計研究及行動 

社來主辦。所選棒的地區具有許多亞洲國家所共有的 

幾個特微，卽人煙稠密，耕地面積小，以種稻爲主。此項 

研究包括這個地段內的六個鄕村及不在社區發展工作 

範圍內的一個類似地區內随便選擇的六個鄕村;除硏 

究他事外，所注澈的是社區發展方案在下列各方面所 

起的作用:種植方式的改變，改良的農業及畜牧方法的 

採用，負債的程度與貸款的使用，生活水準的改變，個 

人，及社區行動所引起資本形成的程度、態度及社會價 

値的改變，及新的社會及經濟制度的形成。實地工作在 

一九五八年三月開始。報告書將於一九五九年出版。

一五三.一個約略類似的硏究於一九五八年九月 

在中國（臺灣）由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與國立臺灣大學 

農學院開始進行。

一五四.此外，在西巴基斯坦有一個類似的鄕村 

農業及工業發展方案的硏究，這是由Punjab大學（西巴 

基斯坦）的"社會經濟硏究計劃"發動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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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食物需求的因素

一五五.農業司所作影響食物需求的因素之研究 

日與糧農組織密切聯絡進行。對於本區域內各種新的 

研究的出版與各種新的統計機關的成立均予密切注 

意。關於亞經會區域內需求分析研究及關於此種硏究 

的統計來源的書目註釋已經編就，以備載入糧農組織 

關於需求分析的國際書目。此事設計方面工作亦巴完 

成。.

撞食及農業價格政策

一五六.糧農組織與亞經會聯合主持的亞洲遠東 

支持及穩定農業價格及收入政策研究中心於一九五八 

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三日在印度新德里舉行會議， 

便各方能在這個場合去変換關於本區域內此等政策斯 

用方法及所得結果的情報。它對本區域各國內價格政 

策及其他農業支持措施作成一般檢討。它討論了價格 

政策的生產者方面問題，，增加生產及農場收入而毋須 

價格管制的措施，給予農民的價格擔保及收入支持對 

於消費者的影響，農業支持及穩定措施與全部經濟的 

關係。一個特別小組討論了估計農場產品生產成本的 

統計及技術問題。

一五七.第四屆糧農組織亞洲遠東區域會議(東 

京，十月)審議了研究中心的報告書，並稱讚說此項報 

吿書値得各政府在擬定它們的農業政策時特予注意。

一五八.過去分發給研究中心工作參加人的本區 

域各國糧食及農產物價格政策研究報告書已經改訂， 

並經亞經會於一九五九年初印行，題爲"亞洲遠東糧食 

及農產物價格政策"广

以剩餘農產品促進經濟發展

一五九.在所檢討的這一年內，本計劃下與日本 

有關的第一項個案研究已完成，並以"日本境內以剩餘 

農產品促進經濟發展"爲題列行(E/CN. I l/L.6o)o此 

項研究的目的是敍述受助國內所用實際程序及辦法， 

並儘可能評定剩餘物品的處理對於發展計劃、糧食消 

費、國內農業生産者及國際貿易酌影響。與日本政府及 

糧農組織密切諮商之後編襄的報告書將於一九五九年 

四月在美京華盛頓舉行的糧農組織剩餘物品處置問題 

協商小組委員會會議加以討論。與本區域其他各國有 

關的類似個案研究將於一九五九年着手進行。

一 一腐盘國■出施物,出售品編號：58.II.F.2。

農產品的運銷

.一六O.農業司繼續進行搜集關於本區域各國運 

銷及運銷硏寶的情報的工作。關於國內稻米運銷的一 
種新的研究正在泰國Kasetsart大學進行。.現已與糧農 

組織及印度攻府合作擬定計劃去召開亞經會第十四屆 

會核准於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六日在印度 

新德里舉行的糧農組織與亞經會合辦農產品運銷專家 

技術會議。

農業經濟硏究

一六一.在這一年期間，農業司完成了本區域各 

國農業經濟調查及硏究現狀及範圍的檢討。結果載入 

一報告書，題爲“亞洲遠東農業經濟硏究”(E/CN. 11/ 
L.59);此項報告書嗣後業經改訂印行。"它敍述本區 

域各國近已完成或正在進行的農業經濟硏究工作，並 

檢討各大學及硏究機關在農業經濟方面的敎學及研究 

設備，以及各政府部會的農業經濟工作機構。此外，佗 

又提要敍述最近幾年內各種不同硏究題目重點的轉移 

及研究方法的改變，並就發展設計所急需進一步研究 

的各題目提出若干建議。

一六二.報告書最後說許多國家都需要在農業部 

內創設(或增强)特別單位去負責(a)搜集、編製及分析 

關於生產、價格、運銷及農業經濟結構及功用的其他 

方面的基本資料；3)紀錄及測量目前經濟變遷；(c)經 

由適當的出版物傳播所搜集的情報;及(d)協助各農業 

部在國家經濟目標範圍內擬定農業政策，尤其是發展 

設計方面的政策。它指出各大學的敎學及研究設備有 

些方面需要增强，’藉以支持此種政府單位，並指出許 

多國家都需要設立一種全國性組織，由政府及非政府 

專家組成,以助協調不同機關的研究工作。

社會事務司.

一六三.社會事務司的工作繼續爲下列二者：版 

亞經會秘書處其他各司密切合作辦理的有關經濟發展 

的社會方面的工作，包括人口問題；及社會福利方面 

的工作,卽與會所社會事務局合作向各政府提供諮詢 

服務、編製資料及報吿。自亞經會第十四屆會以來， 

對於平衡經濟社會發展的間題更加注意。社會事務司 

協助了亞經會硏究及設計司辦理經濟發展與設計工作 

團第四屆會的籌備工作。

,一~""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58.11.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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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四.一九五八年期間，在錫蘭作成關於政府 

指撥經濟及社會發展經費的一種特別個案硏究，並分 

析此種撥款所根據的各種假定。與工業化問題及連帶 

發生的鄱市化過程有關的社會政策之分析繼續進行。 

該司職員又協助若干政府舉辦試驗計劃去發展都市社 

區及改進社會福利服務，尤其是家庭及兒童福利服潯。

.一六五.該司責獻關於本區域的資料，以供社會 

事務局於一九五九年初出版的"社會發展國際方案第 

二次調查""之用。

一六六.關於社區發展的經濟方面研究的工作是 

會同硏究及設計司及亞經會與糧農組織聯合農業司辦 

理的。爲逹此目的起見，會所社會事務局供給了特別 

諮議一人,他與亞經會所屬三司的職員共同工作去搜 

集情報並推進在印度、巴基斯坦及中國（臺灣）的三種 

實地研究;這些研究現正由各有關國家內的大學或硏 

究機關辦理。」

-六七-關於"亞經會區域人口趨勢及有關經濟 

發展問題”的研究（E/CZ.I I/L.67）是社會事務司與 

研究及設計司共同編製的"此項硏究是關於人口增加 

與經濟發展間關係的計劃（計劃02-03）的一部分;這個 

計劃經亜經會第十三屆會依人口委員會的建議（E/ 

2957/Rev.l,第八五段），在決議案二0（十三）中重分 

類列為優先辦理的經常計劃。.

' 一六八.社會事務司又繼續協助印度政府與聯合 

國在孟:買設立的人口問題訓練及研究中心的發展。在 

本區域一個國家內進行人口試驗硏究的計劃是社會事 

務司與有關政府商議擬定的。該司協助會所社會事務 

局實施需要區域協助的各種人口計劃,.並派了高級職 

員一人參加自一九五八年九月起在日本東京擧行的聯 

合國與糧農組織合辦區域普査訓練中心充任討論領瘍 

人0

一六九.在社區發展方面，經各委員國政府的請 

求，該司協助佗們擬定及改進農村地區政策及國家社 

區發展方案。爲逹此目的，該司搜集關於社區發展的 

文獻,將其分發亞洲各國的有關行政人員；它又協助 

組織在馬來亞聯邦及泰國的國家會議及研究班，協助 

籌備由緬甸、馬來亞聯邦、寮國、泰國及越南共和國 

參加的聯合國國家社區發展方案設計及行政研究班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五日至三月五日在曼谷舉行）。該 

司又協助籌備及辦理聯合國與世界退伍軍人聯合會共

■物,出售品綱號;59 .IV. 2。

同組織的土地墾殖研究旅行（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至 

十~月十二日）及在錫蘭Gal-Oya, Inginiyagala的糧農 

組織、聯合國及世界退伍軍人聯合會合辦的土地墾殖 

政策及間題研究中心（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十’ 

二月五日）。該司職員一人參加了派赴印度的聯合國社 

區髏展評議團的籌備時期及視察時期的工作（一九五 

八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此外又 

派了講演員或討論領導人去協助各非政府組織所組織 

的若干區域研究班及會議。

一七O.在社會福利方面，該司與兒童基金會密 

切合作去促進都市地區內的試驗計劃，並已採取步驟 

去籌備將於一九五九年十月舉辦的亞洲社會福利行政 

研究班。

一七一.繼一九五七年底於巴基斯坦拉荷爾舉辦 

的社會工作訓練硏究班之後，該司探取行動去實行前 

者所提出的意見及建議。它又協助緬甸官員在亞洲各 

國作研究旅行，此項旅行是在該國設立社會工作學校 

的籌備工作的一部分。

一七二.社會事務司職員的很大一部分時間是用 

於籌備及辦理聯合國依據大會決議案四一八（五）及在 

技術協助擴大方案之下組織及凝款資助的各種計劃。 

此外,該司職員亦曾派往本區域各國去擔任短期技術 

協助工作；他們對於在這方面的各種區域計劃，例如 

研究班、訓練班及研究旅行，分擔了一部分責任,充 

任秘書或技術顧問6

其他方面的工作

一七三.委員會秘書處原爲經濟暨社會事務部的 

一部分，繼續與會所秘書處及歐洲經濟委員會（歐經 

會）與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拉經會）的秘書處密切合 

作。關於亞經會工作及辦理方法的情報日提供新近成 

立的非洲經濟委員會（非經會）。幾種計劃，尤其是關 

於區域設計、統計、水利建設及鑛產資源開發、住宅 

及建築材料、人口研究、石油立法、地質及鑛物圖、工 

業化、商事公斷及湄公河下游流域發展調査的計劃， 

均經與會所秘書處各主管單位合作進行。會所派了職 

員到憂谷協助亞經會秘書處辦理有關統計、鑛產資源 

開發、鑛業立法、.商事公斷、能的資源及湄公河計劇 

的工作。

一七四.加同過去一樣，.洛匾域經濟委員會主任 

秘書會議由主管經濟聾社會事務次長召開，審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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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會方面的全部工作方案。此等會商產生了依據經 

濟暨社會理事會、社會委員會、人口委員會及各區域 

經濟委員會的各決議案舉辦的計劃之協調辦法。

一七五.幾次會議是由亞經會與會所秘書處各主 

管單位聯合主持的。聯合國統計處與亞經會共同主持 

了亞洲統計學家會議第二屆會，並協助編製六種硏究 

報告;"亞經會區域各國內資本形成的估計" (E/CN・11/ 

ASTAT/Conf. 2/L. I), “亞經會區域內經濟及社會發 

展所需基本統計”(E/CN. I l/ASTAT/Conf. 2/L. 2), 
"會議的長期工作方案"(E/CN. I l/ASTAT/Conf.2/ 
L. 9), “世界人 口普查”(E/CZ・ Il /ASTAT/Conf. 2/ 
L. 11.)，“取樣法的應用”(E/CN. I I/ASTAT/Conf. 2/ 
L. 13)及"促進一九六0年農業及人口普查的製表工作 

的計劃”(E/CN・ I I/ASTAT/Conf.2/L.8)0 社會事務 

局又與秘書處合作編製了關於“亞經會區域人口趨勢 

及有關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報告，交由"亞洲遠東經 

濟公報”季刊發表。它向亞經會住宅及建築材料工作團 

第五屆會提出了關於"住宅、建築及設計：聯合國及其 

所屬有區域經濟委員會照各專門機關的目前工作”的 

一個文件(E/CN. I I /I&NR/HBWP. 5/L. 6)。聯令國 

法律事務廳爲亞洲遠東石油資源開發座談會編製了兩 

件硏究報告："石油資源開發條例”3/CN. I I/I&NR/ 
PR/L.7)及"關於近時制訂或擬議的石油法律的情報” 

(E/CN. "/I&NR/PR/L.8)。它爲貿易分組委員會編 

製了關於“亞經會區域若干國家內的公斷立法及便利" 

的硏究報告一件(E/CN. ii/TRADB/L. 19)。聯合國 

會所運輸通訊股起草了關於"遊覽及公路私用車輛暫 

時入口的聯合國公約"的一個文件(TRADB/CAWP/ 
।。)。經濟事務局周屬製圖組與秘書處合作繪製區域地 

質及鑛物圖並進行航空測量計劃。亞經會秘書處協助 

製圖組組織一九五八年在東京舉行的第二届聯合國區 

域製圖會譲並辦理該會議的事務。

一七六.在所檢討工作期間，與歐經會及拉經會 

各秘書處的合作集中於處理貿易的各方面問繭。秘書 

處利用歐經會及其職員的經驗去籌備及組織本區域內 

貿易促進商談。歐經會秘書處爲關稅行政工作團編 

製了"關於歐經會在關稅間題方面的工作的備忘錄” 

(TRADB/CAWP/3),而拉經會秘書處編製了"中美洲 

經濟合作委員會在關稅行政及有關方面的工作撮要" 

(TRADE/CAWP/12).。題爲"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闢 

於區域內貿易及區域市場的工作''的一個文件(Trade/

43)是拉經會秘書處爲貿易分組委員會第二屆會編製 

的。

一七七.歐經會秘書處又向住宅及建築材料工作 

團第五屆會提出了關於歐經會在住宅及建築方面的工 

作的情報0&NR/HBWP.5/2)。它的三篇文件："各種 

協調方法及措施的利弊”(W/Trans/202)、"運輸協調" 

(W/Trans/247)及討論運輸協調問題的歐經會內地運 

輸分組委員會第十五(特別)屆會報告書(W/Trans/ 
492),均已提供亞經會運輸協調工作團參考。它又協 

助籌劃亞洲專家研究旅行去考察歐洲的水利建設計 

劃。

一七八.秘書處受有委員國及協商委員國政府及 

其聯絡員及代表團協助之處日益增加产各政府專家， 

以諮商資格參加亞經會工作的各政府，及各非政府組 

織對於秘書處都曾提供可貴服務。

關於科學、技術及經濟事項的經驗及情報的交携

一七九.依據亞經會的任務規定及其決議案一五 

(十二)規定，下列工作繼續進行：經由秘書處各種雜 

誌及出版物，圖書館及文件服務，技術、科學及敎育 

影片的展覽，博覽會及展覽會的參加及會後研究旅行 

的組織，搜集、傳播及交換科學、技術、經濟及統計 

情

一八O.秘書處的各種出版物--"亞洲遠東經 

濟調査"年刊、“亜洲遠東經濟公報"季刊、"防洪叢刊"、 

"防洪期刊"、"運輸公報"、"電力公報”、"工業發展叢刊 

及"亞洲書目提要"-一繼續經常刊行並分發政府各部 

會及機關、硏究機關、大學、半官方及非政府組織。 

秘書處繼續充作交換所，並在各政府及非政府組織個 

別索詢情報時予以答覆。

一八一.在促進情報及經驗交換的過程中，秘書 

處繼續得到亞經會各委員國及協商委員國、一些其他 

國家、技術組織、各國專家、聯合國秘書處各部司、其 

他各區域經濟委員會秘書處以及各區域及國際組織的 

合作。各政府爲本報告書A節內所述亜經會輔助機關 

一*柬埔寨、法蘭西、日本、寮國、荷蘭、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新加坡(亦代表北婆雜洲、婆羅乃、香 
港、及薩拉瓦克)及越南共和國都有常任代表駐亞經會。下列各 
國政府派有代表充任與亞經會的聯絡員：澳大利亜、緬甸、中 
華民國、馬來亞聯邦、印度、印度尼西亞、紐西蘭、巴基斯坦、 
菲律賓、泰國及美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以色列及義大利政 

府亦與亜經會維持聯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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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會議編製了技術及情報文件。各委員國政府爲助 

益其他委員國計，表示願意辦理下列各事項中的特別 

調查、研究、研究實驗室試驗、試驗工作、示範及訓 

練：地質調査；原料、煤及礦砂的分析、提煉及其他 

加工技術；住宅；鐵路軌道的設計及養護；交通安全； 

內地水道船舶南設計、規格及業務；及貿易促進技術。 

關於關稅程序、土地墾殖、社區發展、鐵路軌道的設 

計及養護、內地港埠、及遊覽事業等,.若干非政府組 

織亦曾編製文件並與秘書處合作去傳播情報。

一八二.出席亞經會各種會議的代表團又組織了 

關於鋼鐵、.運輸、住宅及建築材料一類題目的影片放 

映及展覽會:。秘書處內所辦技術及情報影片圖書頷現 

因各政府及技術組織捐贈影片而日益擴充。作爲亞經 
會装術會議的一部分的組織研究旅行一辦法曾續予採 

行。在所檢討工作期間，所組織的此種研究旅行是與 

下列答機關有關：住宅及建窠材料工作慟、運輪協調 

工作團、公路小紐委員會、關稅行政工作團、一鋼鐵小 

組委員會、及工業與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

懿鞄服務

一八三.在所檢討工作期間，秘膏處能常與技協 

處及咨專門機關合作去增加它向各委員國及協商委員 

國提供的諮詢服務。秘書處因擔任下列各中心的諮詢 

委員會委員：(a)在巴基斯坦拉荷爾的鐵路信號及業務 

人員區域訓練中心，(b)在緬甸仰光的區域船用柴油機 

訓練中心,(G在印度新德里的區域住宅研究中心及 

(d)在印度尼西亞萬隆的區域住宅研究中心，而繼續向 

這些中心提供諮詢意見並協助它們擬定及執行它們的 

H作方案，以滿足本區域的需要。它繼續就湄公河下 

游流域調查協調委員會工作的一切方面向其提供諮詢 

意見並予以協助。關於在孟買的區域人口研究中心， 

在東京的聯合國與糧農組織合辦的區域普查訓練中 

心,在馬尼拉菲律賓大學的統計中心及在西貢的國立 

統計研究所的工作，各方都黴詢了秘書處的意見。聯 

合國統計處與技協處合作，派了一個普查專家隊駐在 

曼谷，以便就世界普查工作的各個階段問題向各國提 

供諮詢意見。就統計的其他方面向各政府提供的諮詢 

服務已加繁進行。

與技協處的合作

一八四.跟去年一樣，秘書處提供關於技術協助 

計劃及關於徵聘專家、硏究員及見習員而向其講解一

事的諮詢意見。技協處就下列一類事項徵詢秘書處意 

見的情事日見增多：各政府所請聘的專家任務說明書 

的闡釋、專家報告書的審査、及繼專家建議之後所需 

探取的措施。工作包括各種各樣的題目，例如一般經 
居調查、設計技術、選定特殊工業的方法、統計調查、 

水利建設、運鹼及通訊、財政制度、住宅及建築材料 

及人口。

一八五.秘書處就湄公河計劃的工作及委員會所 

建議的其他區域計劃與技協處密切合作。它協助了我 

協處辦理上文第一八三段內所述若干訓練及研究中 

心。考察歐洲及北美水利建設計劃的專家團體硏究旅 

行是技協處與亜經會聯合組織的。亞經會秘書處與技 

協處合作組織了聯合國與文敎組織合辦的區域設計硏. 

究班。技協處又提供與石油資源開發座談會、運輸協 

調工作團、特別電訊硏究有關的專家服務。技協處專 

家曾向住宅及建築材料工作團及石油資源開發座談會 

提出報告書。

一八六..駐本區域各國內的技協處專家常常參加 

亞經會所屬各輔助機關的技術會議，並向亞洲統計 

學家會議提出文件，例如關於"亞經會地區內的統計 

訓練"(ASTAT/Co此2/3 )及“估計資本形成的方法" 

(ASTAT/Conf. 2/4)的文件。技協處專家與亜經會秘 

書處親自諮商及接觸的增加對於雙方都是有利的。此 

外，與駐本區域各國內的技協局區域代表辦事處亦維 

持密切接觸；區域代表中有許多人訪間過曼谷並就有 

共同關係的間題徵詢秘書處的意見。秘書處參加本區 

域內技協局各常駐代表的會議，並在此種會議中商定 

增加亞經會、聯合國技術協助擴大方案與各專門機關 

間的合作的辦法。

C.與各專門機關及其他組織的關係

一八七.和過去各年一樣，亞經會與各專門機關 

及其他組織在亞經會工作的廣濶範圍內，經由下列.一 

類途徑，彼此密切合作：各種計劃的聯合設計及實施， 

共同主持區域會議,1起蓼加技術協助及其他工作，互 

相參加會議，秘書處間的討論及諮商。

各專門機關

國際勞工組織(勞工組織)

一八八.亜經會與勞工組織，尤其是該組織亞洲 

實地辦事處，就訓練、人力及就業問題繼續合作。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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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組繳與亞經會共同致力於在緬甸仰光的船用柴油機 

機匠區域中心。勞工組織關於"發展落後經濟中的生產 

技術及就業機會的造成"及"前往發展落後國家的生產 

力問題特派團"的報告書已提错經濟發展及設計工作 

團第十四屆會，勞工組織也參加了該屆會。勞工組織 

派了代表一人出席亞洲遠東石油資源開發座談會，並 

向該會提出關於"勞工組織所屬石油委員會在訓練方 

面的工作"的文件一篇(E/CN. I I./I & NR/PR/L.2)。 

它也有代表出席聯合國區域設計研究班、工業及天然 

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一屆會及委員會第十五屆會。

蹄合風槿禽農業組緘(糧農組織)

一八九.亞經會與糧農組織，主要經由糧農組織 

與亞經會聯合農業:司，繼續維持有計劃的合作。兩機 

關交換統計及其他資料,以供一般經濟分析之用。亞 

洲統計學家會議第二屆會是电經會秘書處、聯合國統 

計處及糧農組纖聯合主辦的；糧農組織向會議供獻了 

五篇文件，卽"一九六O年世界農業普查亜洲遠東區域 

方案”(E/CN. I "ASTAT/Co抵.2/L. 3)、，侬洲遠東農 

業普査籌備工作的進展"(E/CR. । I/ASTAT/Coa£.2/ 
L.4)、“農產品生產者價格”(E/CN. i i/ASTAT/Corf. 
2/L.5)以及"將於一九六0年舉辦的農業及人口普查 

統計表列的促進計一一與聯合國統計處聯合編製 

(B/CN. I l/ASTAT/Conf.2/L.8)o 糧農組織與亞經會 
共同主持了一九五八年三月至四月在编德里舉辦的亞 

洲遠東支持及穩定農業價格及收入政策研究中心。糧 

農組織會同聯合國在福特基金會及聯合國技需協助擴 

大方案所提供經費協助下，去軌行與一九六O年世界 

人口普查力案有關的一項技術協助方案。它又於一九 

五八年幫助設立及辦理在東京的區域調查訓練中心 。 

關於木材趨勢及前途的研究是亞經會及糧農組織兩機 

關秘書處合作進行的。亞經會關於土地墾殖的決議案 

二二(十三)經糧農組織與技協處及社會事務局合作施 

行；亞洲遠東土地墾殖原則及政策研究中心報告書已 

向委員會第十五屆會提出。秘書處與糧農組織職員又 

就亞經會與糧農組織合辦遠東紙漿及造紙工業專家會 

議的籌備工作進行諮商。依據技術協助潢大方案,糧 

農組織派了一個調查團去作關於湄公河下游流域的 、灌 

漑、土壤、.森林、漁業、農作物、牲畜及農業經濟的 

初步研究。

一九O.糧農組織曾派代表出席住宅及建築材 

料工作團第五屆會、貿易分組委員會第二屆會、工業

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一屆會及委員會第十五屆 

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九一.；亞經會曾派代表出席糧農組織亜洲遠東 

區域會議,該會議討論了亞經會經濟發展及設計工作 

團第三屆會報告書。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文教組織)

一九二..委員會秘書處參加了文敎組織社會硏究 

技術座談會。秘書處與文敎組織工業化社會問題研究 

中心常就後者的硏究計劃，尤其就農村電氣化、小型 

工業、生產力及產鋼城市發展的社會方面問題,.舉行 

諮商。文敎組織與聯合國聯合主持了區域設計硏究 

班—-該硏究班報告書(ST/TAA/SER. C/35)已經住 

宅及建築材料工作團及經濟發展與設計工作團審議。

一九三.文凝組織曾向住宅及建罐材料工作團第 

五屆會提出關於其在住宅、.建築及設計方面的目前及 

未來工作的文件一篇&NR/HBWP.5/3),並派代表 

出席經濟發展及設計工作團第四屆會及亜洲統計學家 

會議第二屆會。 ，.；；;.;.

世界衞生組締(衞生組織)

♦ 一九四.亞經會秘書處與衞生組織區域辦事處繼 

續諮商共同關切的各種間題,尤其是住宅發展設計中 

供水的衞生方面問題。:衞生組織派代表出席聯合.國區 

域設計硏究班、住宅及建第材料工作團第五屆會，诙 

亞洲統計學家會議第二屆會。它向委員會第十五屆會 

提出關於衞生組織在本區域內的工作的陳述。
■ .. ■ ■ . . ■ -. ..

國際復興速設銀行(風際銀行)

一九五，亜經會秘書處與國際銀行所組織的特派 

團合作，經泰國政府的請求，去擬訂該國的公共發展 

方案。主任秘書代表聯合國秘書長及委員會出席國際 

銀行第十三屆常年會議。■ • ■ ■■ ■ .. . . ' ■ . ■
一九六...國際銀行派代表出席經濟發展及設計工 

作團第四屆會、貿易分組委員會第二屆會及委員會第 

十五屆會。 .

國際貨幣基金會(基金會).

一九七.基金會繼續向亞經會秘書處供給關於貿 

易、兌換率、收支差額、及財政問題的情報及資料。它爲 

亞洲統計學家會議第二屆會編製了題爲“貨幣調査及 

國際財政統計中政府財政統計"的文件一篇(ASTAT/ 
Conf.2/7)。基金會代表協助貿易分組委員會第二屆會



估定欧洲所採取的一九五九年一月支付及糧兌措施對 

亞經會區域貿易的影響，並就此問題編製了文件一篇 

（TRADE/52）。它派代表出席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主 

任秘書代表聯合國秘書長及委員會出席基金會第十三 

居常年會議。

國瞪民用航空組織（民航組織）

一九八.亞經會秘書處與在曼谷的民航組織遠東 

太平洋區域辦事處繼續合作。民航組織參加了關稅行 

政工作團，並向該工作團提示了關於"有關國際航空運 

輸的關稅行政”的文件一篇（TRADE/CAWP/i 6）。

阊際電献同盟（電訊同盟）

-' 一九九.國際電訊同盟在技協處協助下委派專家 

二人從事委員會工作方案內核定的特別電訊研究。

二。0.專家研究了淆線及無線電通訊二者，並 

研究了本區域各國內卷關發展的各方面及各糧問題 。 

電訊工作團籌備事宜正在亜經會與電訊同盟聯合辦理 

中。電訊同盟派代表出席委員會第十五屆會。.

:世界氟象餌織（氟象組纖）

二O一.氣象組織指派技術協助擴大方案下水文 

氣象學專家一人去辦理有關湄公河下游流域調査的事 

務。氣象組織與亞經會秘書處現正合作籌備區域內水 

文站網及方法硏究班。‘

圍族貿易組織逓波委员會（過渡委員會/總協定）

二0二.亞經會秘書處與辦理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事務的國際貿易組織過渡委員會秘書處愈常互相諮 

商，它們且就範圍廣大的國際貿易問題交換情報—— 

此等間題包括歐洲共同市場的影響，本區域各國所談 

判及所締結的貿易協定，及關稅程序的簡化。

二O三.過渡委員會秘書處向貿易分組委員會第 

二屆會提出了關於“規定設立歐洲經濟聯盟的羅馬條 

約之實施''的文件一篇（TRADE/35）,並向關稅行政 

工作團提出了關於"關稅及其他手續的簡化"的文件 

（TRADE/CAWP/4）。它派代表出府委員會第十五屆 

會。一〔

國幣原子能總署（原子能總署）

二。四.在所檢討工作期間，亞經會與原子能總 

署二者秘書處之間建，立了聯繫。亞經會秘書處與原子 

能總署初步協助特派團合作研究本區域內若干國家在

核能和平使用方面的技術協助需要。原子能總署派代 

表出南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一屆會。

其他政府間組織

關稅合作理事會

二。五.關稅合作理事會與亞經會秘書處在關稅 

行政工作團中合作,並編製關於"關稅合作理事會在關 

稅行政方面的工作"的報告書一件（TRADE/CAWP/ 

2）。

哥侖披計劃

二0六.亞經會秘書處與南亞及東南亞合作經濟 

發展諮詢委員會（哥侖坡計劃）合作。依據此項計劃的 

技術合作方案，若干訓練機關內提供了獎學金及其他 

便利）亞經會現正促使各方爲本區域目的而利用這些 

機會。

二。七.亜經會主任秘書以觀察員資格參加一九 

五八年十月在華盛頓州西雅圖舉行的由各國部長參加 

的諮詢委員會會議。秘書處職員一人也參加了在部長 

會議之前舉行的職員籌備會議，並提供編製諮詢委員 

會報告書所需的資料及情報。秘書處編製了題爲''國 

家發展計劃區域協調問題備忘錄"的文件一篇，以供諮 

詢委員會之用。

非政府組織

.二0八.許多國際非政府組織，它們所指定的區 

域代理機關和它們的代表繼續與秘書處、委員會及其 

所屬各輔助機關合作。這種合作涉及亞經會的大部分 

工作，對於它的工作實有助益，尤以需要專門知識的 

若干計劃爲然。.

二0九..國際崗會爲關稅行政工作團編製了關於 

"貿易手續的簡化” 一文（TRADE/CAWP/NG0/1）。 

世界退伍軍人聯合會與技協處共同主辦了土地墾殖間 

題研究旅行；關於此次研究旅行的報告書已提交依據 

35經會決議案二二（十三）舉辦的糧農組織亞洲遠東土 

地墾殖政策及原則研究中心。

二一。.亞經會與國際公路聯合會及航行會議常 

設國際聯合會就有關公路及內地航行的問題舉行諮商。

二一一.秘書處與各國正式旅行組織國際聯合會 

及其所屬區域機關繼續合作，以求促進旅行及遊覽。

二一二.各非政府組織曾派代表參加委員會所屬 

有輔助機關的幾次會議及委員會的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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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委員會第十五屆會

A.與會代表及工作組織

開幕及閉幕會議

二一三.委員會第十五屆會於一九五九年三月九 

日至十九日在澳大利亞Queensland , Broadbeach舉行。. 

由澳大利亞總督Sir William Slim致嗣幕詞。代理主席 

Mr. P. H. William de Silva （錫蘭）宣讀聯合國秘書長： 

來文。然後主任秘書Mr. C. V. Narasimhan向委員會 

講演。

、二一四.委員會對總督的歡迎詞及對澳大利亞政 

府邀請和招待委員會在Broadbeach舉行第十五屆會， 

表示感謝。

二一五.委員會於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九日第二一 

三次會議結東時，一致通過向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提出" 

的常年報告書全文。

開幕講演詞

二一六.澳大利亞總督Sir William Slim致會議開 

幕詞，述及澳大利亜在十一年前曾爲委員會第四屆會 

的東道國。那時候以來,出席國家的數目已由十九國 

增加到二十六國。.本區域在衞生、天然資源的開發、農 

業、工業化，及建設投資等方面都有很大進展。大家 

日洞悉所有國家都是鄰居，並且現在已可能本着空前 

未有的平等合作精神來審議偉大的經濟工作 。

二一七.亞經會當前的問題仍然重大。若干問題 

是一切初級生產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在內，刷共有的。 

世界初級貨品價格的波動就是此種間題之一。顯然，圓 

滿的解決辦法必須是國際性的。

二一八.本區域各國需要更多的資本。大量外來 

資本已經以援助、貸款及設備的方式流入了本區域，但 

是仍然需要採取步驟去吸引外國私人投資，而同時保 

障正在發展的國家的利益。

二T九.甚至近年來所獲得的若干顯著成就跟着 

就帶來其本身種種問題。機械化會減少人力的需求；

瘧疾一類疾病的消除會使人口迅速增加，而造成饑 

餓及失業的問題。他深信旣有出席會議酌备政府的合 

作，此等困難終施克脈「 ‘ ‘

二二O.解決任何經濟間題的第1步是分析問 

題。亞經會的經濟調查在這方面眞是無價之寶。

二二L-亞經會又經由聯合國各.組織的活動,曾 
使全世界集中注意本區域的各癮困難。這椽一來，它 

不僅做了許多事去支持亞洲;的可讚佩的自助精神及決 

心？错以克服經濟困難,而且也證明如何可有效的取 

得工業上較爲先進國家白勺欣然合作。. 1

二二二.亞經會在它的短短存在期間內實在已大 

有成就。但這不容引爲自滿。本區域各國要走的路是 

很長遠的，不過它們是望着正確的方向進行，而且是 

大家攜手同行。； ;

'二二三：澳大刹亞外交翻度标.R. G. Casey說 

亜經會是由具有不同歷史及交化傳統的國家組成的, 

但是它們有個共同的宗旨。 「 " ，

.二二四..週期性失業的陰影不復籠罩世界了,但 

是在許多亞洲國家用，長期失業及就業不足仍然是重 

大問題。再者,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仍時有衰退現象，世 

界的一部分地區內的經濟活動的任何停頓都可使另二 

地區瀕於險境。在輕微衰退中，商品價格的降低有較 

商品消費國家中在這種衰退程度下的合理降低爲甚之 

勢。本屆會使各方有一個大好機會去審議此種問題。

.二二五.工業化及經濟發展本身不是目的，而是 

實現人類潛能的手段。不應犧牲人類自由去換取經濟 

進展。

二二六.亞經會是一個合作機關。譲程上的許多 

議題，例如貿易及經濟基層結構的改進，對於整個區 

域都是重要的。湄公計劃--另一合作實驗——可能 

因其榜樣作用而對本區域的其他部分有重大的影響。

二二七.亞洲若干國家内人口增加的問題是極爲 

重要的，亞經會的有關報告書已特予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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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位於本區域外的亞經會委員國曾提供資 

本、技術協助及其他便利，足見它們對於亞洲問題的 

關切。亞經會範圍內的合作在委員會成立以來的十二 

年期間蓬勃發展，並且在逹成本組織目的之新的建設 

性方法中表現出來。

二二九.委員會的主要目的是在使亞洲各國人民 
有更好的食、衣、住及其他優羹環境。沒有單一法門 

足以提高生活水準。必須從若干不同方面採取行動。

二三O.澳大利亞爲了人道及非自私的理由而深 

切關懷亞洲的利益，，並且始終渴望在色的資源許可範 

圍內助促達成亞經會的目的。

二三一.秘書長Mr. Dag Hammarskjold於致委員 

會本屆會的來文內云：

二三二敬祝聯合國亜洲遠東經濟委員會第十 

五屆會與會諸公會議成功。此次未能出席本屆會及應 

本屆會東道國政岸盛意邀請訪問澳大利亞，殊屬遺憾。 

我藉此機會對Mr. Richard 6sey之積極繼續贊助聯合 

國及委員會的工作，表示誠摯的謝意。

'二三三."自從在吉隆坡舉行的委員會上一屆會 

以來，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對聯合國在經濟及社會方面 

的努力所作的買獻的重要性繼續與日俱增；幾個月以 

前，新成立的非洲經濟委員會結束了它的第一屆會，遊 

在該屆會通過了對於非洲各國家及領土前途大有成功 

希望的一種工作方案。大約同時,大會上一屆會所設置 

的特別基金會亦開始工作。雖然目前特別基金會所能 

動用的款項不多，這卻是對於聯合國用以消除貧困。促 

進經濟進步及提高生活水準的現有資源的一大補助。

二三四."我知道委員會本身在這一方面正在不 

斷加緊努力。我們日建親見足以顯示國內及國際努力 

及政策愈趣和諧而步調一致的種種發展。促進經濟髏 

展的國際集體責任的增大已成爲本世紀的一個主要潮 

流，聯合國在這過程中正在逐漸負起它的正當任務。

二三五."關於此點，我對亞經會過去一年的成繚 

深感欣慰，引以爲榮。我幾無須提及在委員會主持之 

下舉行的屬於開拓性的若干會議。

二三六.“石油資源開發座談會是在聯合國範圍 

內舉行的同類性質的第一次會議，它的報告書■一侬 

照大會決議案——將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予以特別審 

曦。亞洲統計學家會議及專事硏究工業化的工作團最 

近舉行的屆會亦可構成在擬定政策及造成經濟發展所 

必需其他工具方面的重要步驟。湄公河計劃工作的繼

續進展是同椽可觀。區域內貿易彼進商談當能爲委員 

會區域內各國開展了許多新的機會。關於此點，主任 

秘書主强重新安排委員會的經濟發展工作的提議，尤 

其是時時召開最高決策階層會議一意，依我看來，似 

乎是應付這方面目前及將來需要的一種重要而明智的 

對策。在我們這設計時代，當世界其他部分，尤其是 

西歐、東歐及在拉丁美洲，正在加緊努力謀求經濟統 

一的時候，委員會區域這一部分世界不容忽視經濟發 

展的協调政策的需要。大槪諸位在本屆會將認爲對於 

委員會逐年如此順利推進的多方面發展工作的通盤政 

策一層允宜妥予重視。

二三七."讓我藉這個機會來對C. V. Narasimhan 
爲聯合國服務期中的卓越成績表示感佩；他不久就要 

離委員會主任秘書之職，而改任我幸能與他直接同事 

的主管特別政治事務次長。同時我要對在亞經會繼任 

Mr. Narasimhan之職的U Nyun表示歡迎。他已爲委, 

員會忠威服務多年，無需任何介紹。我深信由他領導 

秘書處爲委員會服務必續有優良成績。"一

二三八.主任秘書Mr. C. V. Narasimhan歡迎伊 

朗爲委員會委員國。他說過去一年本區域遭受若干經 

濟挫折，農業出產降低，因而需要輸入較大數量的糧 

食。不過，到了去年底，一般情形已見好轉。隨迅速 

經濟酸展而俱來的不可避免的資本短少情形在過去一 

年內時形嚴重；資本短少一部分是由於貿易比率的惡 

化，但這不是一時的現象。初級產品生產者對製造品 

生產者在交易上是處於長期不利的地位。.

二三九.H業化的目的不僅是在增服本區域各國 

在這一方面的地位，而且是在吸收大量非熟練的勞 

工，尤以人口旣嫌稠密而又日益加速增長的那些國家 

爲然。

二四0.大家日益認爲重要的人口增加問題祇有 

採取堅決的國家行動才能解決。國內資源的動員及分 

配問題也是這様。歸根結底，一個國家除非自己努力， 

'不能希望長久進展。

二四一.可是，其他問題或可藉國際行動去解決。 

旨在克服糧食短少的援助，如果不致破壞正常貿易關 

.係，那就當有很大的助益，這和旨在減輕外滙短少的 

其他援助措施一樣。國際行動亦可藉訂立商品及其他 

協定而有助於造成較穩定的貿易比率，並能提供資 

本——無論依據多邊或雙邊計劃或經由國際復興建設 

銀行一類機關辦理。同様的哥侖坡計劇、聯合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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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方案、以及各個別國家，在亞經會各國技術人員 

訓練方面都執行着重要的任務。

二四二.第十五屆會議程表現委員會決心竭力切 

實應付凡此問題，並要擬訂實際解決辦法，特別以鼓 

勵採取國際合作行動爲方針。

二四三.他檢討了委員會所屬各輔助機關及秘書 

處在過去一年期間的工作，並提及委員會與會所經濟 

及社會事務部、技術協助管理處、其他各區域經濟委 

員會及各專門機關的日益增進的合作。他感謝技術協 

助局的支持，尤其是對於湄公河方案的支持。

委員會委員及與會代表

二四四.下列各委員國及協商委員國代表出席本 

屆會：阿富汗、澳大利亞、緬甸、柬埔寨、錫蘭、中 

華民國、馬來亞聯邦、法蘭西、印度、印度尼西亞、伊 

朗、日本、大韓民國、寮國、荷蘭、紐西蘭、巴基斯 

坦、罪律賓、泰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 

合王國、美國、越南共和國、香港、新加坡及英屬婆 

羅洲。比利時、加拿大、捷克斯拉夫、匈牙利、以色 

列、義大利、波蘭、瑞典及南斯拉夫等國代表依據委 

員會任務規定第九項,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代表依據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決議案六一七（二十二），.以諮商資 

格參加會議。下列各專門機關派觀察員參加：國際 

勞工組織（勞工組織）、聯合國糧食靈業組織（糧農組 

織）、國際復興建設銀行（國際銀行）、國際銀公司（銀 

公司）、國際貨幣基金會（基金會）、國際電訊同盟（電 

訊同盟）、國際貿易組織過渡委員會/關稅鼓貿易總協 

定（過渡委員會/總協定）及技術協助局（技協局）。下 

列各非政府組織派有觀察員參加本屆會:國際商會、國 

際自由工會聯合會、國際合作社同盟、國際農業生產 

者聯合會、國際僱主組織、世界工會聯合會、聯合國 

同志會世界聯合會、世界退伍軍人聯合會，敎會國際 

問題委員會、國際婦女聯盟一■權利平等，責任平等、 

國際婦女協會、國際大學婦女聯合會、國際女律師聯 

合會、泛太平泽東南亞婦女協會及聖若宛國際社會政 

治同盟。

二四五.，出席代表及觀察員名單見附件壹。

全權證書

二四六.依照議事規則第十二條，主席向委員會 

報告：他與副主席已審查出席本屆會各代表團全權證. 

書，認爲各該證書符合規定。

選舉職員及安排工作

二四七.依據議事規則第十三條，委員會在第二 

Q一次會議選舉Mr. R. G. Casey （澳大利亞）爲主席， 

並選舉Mr. Tan Siew Sin （馬來亞聯邦）爲第一副主席 

及Mr. Hassanali Mansout•（伊朗）爲第二副主席。

二四八.委員會召開各代表團首席代表秘密會議 

三次，審議本屆會的工作安排。他們又審議了有關 

下列事項的問題：主任秘書關於“委員會在經濟發展 

及設計方面的工作安排"的提案（E/CN. I l/L.65 and 
Add.i）、委員會任務規定的擬議修正案（E/CN. 11/ 
491）、及委員會第十六屆會開會日期及地點（E/CN. 11/ 
492）。

二四九.委員會指派一個起草分組委員會去編製 

常年報告書。•該分組委員會由下列各國代表組成：阿 

富汙、澳大利亞、中華民國、馬來亞聯邦、印度、印 

度尼西亞、日本、大韓民國、荷蘭、巴基斯坦、菲律 

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顚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香港、新加坡及英屬婆 

羅洲。起草委員會選舉Mr. M. Sarwar （阿富汗）爲， 

主席，韓豹頊先生（大韓民國）爲副主席。委員會又指 

.派一個專設分組委員會去審議議程項目十五：議事規 

則的修訂（E/CN. 11/491）；項目十六：第二屆聯合國 

亞洲遠東區域製圖會議關於區域製圖合作的決議案 

壹;及項目十七:工作方案及優先次序：（a） 一九五九 

至一九六0年工作方案及優先次序（E/CN. I I/L.64, 
Corr.l and Rev. I）,（b）秘書長閲於一九五九至一九六 

四年期間工作方案的審評報告的編製--經濟暨社會 

理事會決議案六六五C（二十四）及六九四D（二十六）， 
, （E/CN. "/L.68）, （c）文件的管理及限制（大會決議案 

一二七二（十三）,E/CN. U/49。）。專設分組委員會 

選擧Luang Thavil （泰國）爲主席。

二五O.嗣經起草分組委員會審查並核准的專設 

分組委員會建議載入委員會常年報告書稿。起草分組 

委員會舉行會議三次，並向委員會第二一三次會議提 

出常年報告書稿一件。

B.議程

二五一.委員會通過下列議程：

一 .開幕詞。

二 .選舉主席及兩副主席。



5 .通過議程(E/CN• I I/485/Rev. 3)o

四 .亞洲經濟情勢(一九五八年亞洲遠東經濟調查)

(E/CZ.丨 l/L.63and Add. I,第一及第二編)。

五 .亞經會區域的人口增加及經濟發展(E/CZ. I 1/
L.67,B/CN. । i,/L.69)o '
• : .. 「， ■ ■ ■ ■..

六 .經濟發展及設計工作團報告書(第四屆會)3/
CN; I l/L.61 ,E/CN. I l/L.65 and Add. l ,E/

■ CN. l l/L.70)o .

七 .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報告書(第十1屆 

［「會)(E/CN.n/499)o

-八.質易分組委員會報告書(第二屆會)(E/CN，I 1/ 

497-ECAFE/43)。

九.丙械運輸及通訊方面的工作(E/CN・1|/488)0 

水利建設方面的工作：「

(a)防洪及氷利建殷局報告書(E/CN. 11/ 
494);'

- (b)湄公河下游流域調養協調委員會報告書

(E/CN. 11/500)。

一一.亞洲統計學家會議報告書(第二屆會)(E/CN. 
11/493)。

一二.亞經會與糧農組織聯合農業司工作報告書(E/ 
CN. I l/L.66 and Add, | )0

一三.與容專門機開的合作：

(a)聯合國牆食農業組織(E/CN. 11/496);

3)國際勞工組織(E/CN. "/503);、

(c)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

(d)世界衞生組織(ECAFB/44)。

一四.本區域內的技循物助H淼(E)CN. 11/495)。

一五.委員會議事規則及任務規定的修正(E/CN. 11/ 

491)。

一六..第二屆聯合國亞洲遠東區域無圖會議關於區域 

製圖合作的決議案壹(E/CN."/498)。’

一七.工作方案及優先次序：

(a)工作方案及優先次序，一九五九室一 

九六。年(E/CN. I I/L. 64/Corr. I and 
Rev. I);

.(b)秘書長關於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四年期 

間工作方案的審評報告的編製(經濟鯉 

社會理事會決議案六六五C (二十四)及 

六九四 D (二十六)(E/CN.II/L.68);

(c)文件的管制及限制(大會決議案一二七 

- 二(十三))(E/CN.U/490-ECAFE/45)。

一八.下屆會日期與地點(E/CN. 11/492)。

一九.提交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常年報吿書(ECAFE/ 
，l/Rev.「)。

C.會議紀要

亞洲經濟情勢

二五二.委員會參考秘書處所編"一九五八年曲 

洲遠東經濟調查'"7內的參考資料而討論本區域的經 

濟情勢。委員會贊揚秘書處所編製的調査，並欣悉其 

對戰後工業化的檢討一此舉使各方有一個機會去評 

定迄令亞洲在這方面的主要動機、方法、政策及結果。

二五三.一九五八年的特點是本區域的大多數國 

家都略受經濟挫折广農業生產，尤其是穀類的生產， 

在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的季節內减少了，主要是因 

爲不利的天氣。本區域內的工業生產總量亦暫時停止 

增加；在若干較小生產國家內，工業生產繼續擴展， 

但擴展速度降低了；此等情形一部分是農產物--原 

料或米—-的供應不足的直接或間接績果。一九五七 

年中的日本市面興旺停止之後，.日本的"蔓延的衰退" 

使本區域的主要H業國的輸入驟減。一部分因爲美國 

及其他工業國家的表退，本區域的若干主要初級輸出 

品的世界價格降低了；在這個時候，各初級產品生產 

國家的外滙收益更形減少。輸出品收益的減少必然使 

輸入減少特別是因爲許多國家外滙儲備本就已告嚴重 

空竭。事實上，各國採取了步驟去减少輸入，結果是 

輸入減少有甚於輸出。外國援助對補救收支懸券情形 

繼續發生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部分 

，期間內，發生作用的各種力量的淨效果是在本區域若 

干國家內略爲提高了生活費，並限制了平均每人的消 

費。：

二五四.鑒於這一年的經驗，委員會力言在本區 

域各初級生產國家內農業生產仍極重要，且其發展需 

一共娄員會记的是油附本,文件E/CN. 11/L.63及第一、 

第二編，後經印爲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59.II.F.1O
18這指就經會區域，不包括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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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H業化過程同時並進。.這兩個部門顯需平衡發展。 

外滙收益主要是以農業及其他初級輸出品換得的，由 

於用這種收益去購置的生產設備的輸入增加等原因， 

從薄弱的基礎出發的工業近來才發展得比農業還快。 

可是，工業對於原料與工業工人對於糧食的需要日增, 

結果就減少了國內初級產品可供輸出的數量。再者， 

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得農業生產必須相應提高,才能滿 

足對於衣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較大需求。因此，工 

業化雖然是減輕人口對於資源的壓力及改進生活水準 

的方案中的有力要素，但本區域各國內亦需要同時大 

大擴展農業生產。

二五五.委員會再度察悉本區域許多國家因爲依 

賴有限的若干種初級商品的輸出而仍處於脆弱地位， 

引以爲慮。與工業國家內衰退現象有關的近來初級商 

品價格的降低不是本區域國家的唯一困難。一般趨勢 

是現代製造品的世界需求的增大來得較初級產品的世 

界需求爲速，.這個趨勢亦減弱它們的議價力並壓低它 

們的貿易比率。一九五八年本區域初級產品輸出國家 

所受外瀬收益上的損失及輸入的驟減--爲求減少一 

九五七年輸入最多時期所造成的輸入剩餘，這是必要 

的~-實有嚴重的經濟影響。生產設備及有關器材的 

輸入難免減少，以致資本的形成縮減了，工業發展也 

緩慢下來。：

二五六.在此種情形之下，委員會認、爲擬訂措施 

去穩定各種主要初級產品的價格一事脖屬重要。各方 

察悉全世界所有貿易國家現在都準備硏究促使初級商 

品價格更趨穩定的措施；各方雖然承認國際商品協定 

的通過及施行不無實際困難，但各代表團多已表示願 

意贊助締結此種協定。委員會歡迎國際食糖協定的有 

效期間最近已決定由一九五九年起延長五年。它亦悉 

由於與一個未參加的國家建成了諒解，國際錫理事會 

已能克服於一九五八年卷季所感受的困難。委員會樂 

觀地期待着近經改組的聯合國國際商品貿易委員會及 

與這些問題有關的其他各國際穗關行將辦理的工作 。

二五七.委員會欣悉本區域許多國家內日益增進 

的工業化的跡象。可是因爲技術及管理技能與資本的 

缺少及其他衆所熟悉的障礙，大多數國家的工業生產 

量比較上仍是很低。洛方看出隨工業化的前進，運銷 

間題亦日形顯著。有人說與小型工業及家庭工業有關 

的獰別問題常常可藉合作社組織去解決。

二五八.委員會欣悉本區域各委員國近年來已得 

到相當大數量的雙邊及多邊式外援，各委員國政府代 

表團在本屆會提出保瞪說願在它們的資源許可範圍內 

’續予支助。公家賛本的流入仍須擴增。有關方面近已 

決定增大國際覆興建設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的資 
源，藉以加强它們對於正在發展中的國家的助力；一 

九五九年一月成立的聯合國特別基金將"對發展程度 

較低國家之技術、經濟及社會逋盤發展所必需之各部 

門提供有系統及持續之協助”（大會決議案一二一九 

（十二））。委員會對上述二事，表示欣慰。委員會知道 

特別基金可能協助籌措像湄公河下游流域研究及調査 

五年方案一類的亞洲重要區域計劃的經費。聯合國技 

術協助擴大方案及若干聯合國會員國所給與的幫助使 

湄公河方案的舉辦成爲可能，委員會深表感謝。

二五九.'大多數代表團都歡迎私人外資的流入近 

有增加。若干代表團力言務須造成足以吸引私人資本 

的環境。本區域幾個委員國政府近已爲此目的而修改 

了它們的外人投資法律。各方對於私人國際投資這個 

題目續由聯合國大會及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積極加以討 

論一事，表示欣慰；馬來亞聯邦總理在一九五八年委 

員會第十四届會曾提議擬訂一種國際憲章去鼓勵私人 

國際投資。

二六O.委員會力言世界繁榮是不可分的；在世 

界經濟中，日發展的國家與正在發展的國家是互相依 

賴的。已發展的國家中的就業及經濟活動的高度及穩 

定水準的維持對於世界貿易會發生有利的影響，從而 

有助確保正在發展的國家--其初級輸出品端賴巴發 

展的國家的需求--克享較佳的情況。

二六一.關於此點，委員會述及西歐各國近來採 

取了促成貨幣可兌換的行動--這本身是走向支付條 

件放寬的一個步驟,如果對於貿易政策亦予放寬的詁， 

那種行動就很有幫助。，

二六二.委員會備悉歐洲經濟聯盟自一九五九年 

起實行第一次關稅減低。它對於本區域各國間貿易降 

落的趨勢加以討論，贊成在與整個世界貿易的擴展相 

符合的原則上去努力擴展上述貿易。（這些及其他有關 

問題在辯論貿易委員會報告書時有較詳細的討論。參 

閱第二九二段至第三0四段。）

二六三.一般認爲本區域各國在一九五七年後期 

及一九五八年所遭遇的許多經濟困難已在解決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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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界各工業國家旣日見經濟恢復的跡象，而本區 

域又有較大的農產物收穫，委員會希望一九五九年爲 

一個更好的年頭。

人口增加及經濟發展

二六四.委員會參考題爲"亞經會區域的人口趨 

勢及有關經濟發展問題"的秘書處硏究報告19內所載 

的資料，討論本區域的人口增加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 ； 

此項硏究報告簡述本區域在糧食供應、投資及將來人 

口趨勢、‘各種需要、儲蓄及經濟發展速度方面的目前 

重大問題。委員會認爲此項報告很有價値；並怨人B 

委員會近亦加以讚揚。2。

. 二六五.委員會鑒悉因衞星措施進步及其所造成 

的死亡率降低，本區域的人口增加:日益加速;第二次世 

界戰爭以前，本區域的總人口每年只增加百分之一點 

二，而現在每年增加百分之一點七。在幾個國家內，每 

年約增百分之三了 ;.照此種速度，.它們的人口只要二 

十三年期間就會咖倍。現在的徵象是本區域的人口總 

數在今後三十年內可能加倍，而等於全世界目前人口 0 
旣然人口迅速增加，而年龄較小的人口的比例又提高， 

更大的一分部資源就須用於消費，才能僅僅維持同樣 

的生活水準。在發展落後的亞經會國家內，現在平均 

每三個成年人就有差不多兩個兒童，但在工業化國家 

中，平均每三個成年人只有一個兒童。本區域大多數 

國家內，由於持續的高生育水準，受扶養人這個重負 

是經濟發展所需資本形成的一種主要妨礙——在有些 

國家內這種妨礙嚴重到使經濟發展計劃大受挫折6

二六六.委員會一致認爲加緊努力以求綜合經濟 

發展加速是解決此等問題所必需的。大家應當促進工 

業化，谴成鼓勵投資的條件，調用公家資本，更廣大 

地傳播技術知識。又應支持小型工業的發展,以助吸 

收就業不足的人力資源。同時也應促進農業發展，着 

重社區發展計劃，激勵農民提高生產力。在仍有處女 

地或荒地可資開墾的國家內應當擬訂墾殖計劃。

二六七.有幾個代表團認爲對於人口迅速增加所 

引起的問題，必須用一種雙管齊下的辦法一不僅加 

快經湾發展,且亦促進旨在減低人口增加速度的措施。 

這種辦法在任何一國內可適用的程度須視該國自己的 

-国&TiTT五.67,由聯合國預先刊印,■诬洲遠東經濟公 

報，第十卷，第一期（一九五九年六月）。，
20 &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七屆會，補編 

第三號。

情形--包括社會及文化因素一而定;尤其是抑制 

人口增加速度的需要的緊急程度須視人口數目（此爲 

一方面）與天然資源、資本及技術知識（此爲另一方面） 

間的比例而定。本區域有幾個國家已經採行家庭計劃 ， 

作爲政府政策的一部分。在其他若干國家內，此種措 

施是由志願組織去探取，由政府予以某種支助。可是 

這些活動一般仍在試驗時期,並且迄今只在日本見到 

對於出生率有些影響。自然此事應由每一政府自行決 

定是否要在此方面採取行動和應當探取什麼行動。

二六八.委員會及秘書處在下列兩方囿負有重要 

的任務:研究人口趨勢及其對各種發展方案的影響，並 

將箕分析結果提供各國政府參考。亞經會大多數國家 

都缺乏可靠的人口資料，這是大家承認的。委員會所 

以欣然接受人口委員會的提議,卽於一九六O年在本 

區域內組織關於普查資料的評定及分析的研究班。.硏 

究班將討論根據普査資料去擬定計劃及麓訂政策的最 

好方法,估定普查結果準確程度的問題，及提供補充 

情報的方法。一 • •. .

二六九.委員會欣悉人口委員會向經濟暨社會理 

事會提出的建議:.應在亞經會區域內舉行人口委員會 

下一届會，，以期促使各方集中注意本區域嚴重人口間 

題。

二七委員會贊成開幕會議及人口間題訓練及 

研究中心諮詢委員會第一屆會所提的建議，卽應由聯 

合國組織區域人口會議。委員會一致通過了一黑決議 

案--決議案二八（十五），戴入本報告書第三編內，其 

中建議，除上文兩段內所述行動外,於一九六一或一 

九六二年在亞經會與技術協助方案及各專門機關合作 

主持之下組織擬議的人口會議。主任秘書擬向委員會 

第十六屆會提出此項會議的詳細計劃,包括議程及確 

‘保會議成功的籌備工作所需時間與會議硏討結果的實 

際利用的估計。

二七一.委員會深切注意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七 

日至十二月五日在錫蘭Gal-Oya, Inginiyagab舉辦的聯 

合國/糧農組織/世界退伍軍人聯合會亞洲硏遠東土地 

墾殖原則及政策研究中心的報告書稿，及聯合國及世 

界退伍軍人聯合會與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 

及越南共和國政府合作組織的亚洲遠東土地墾殖研究 

旅行團（作爲研究中心的前奏曲）的報告書。它力言墾 

殖政策應擬訂爲凡有尙未利用的土地資源可用的各國 

的全盤經濟及社會發展方案的一個構成部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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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指出墾殖計劃的設計及執行在許多國家內因缺乏 

資本及獲有訓練與經驗旳人員而受到阻礙。委員會通 

過了一項決議案^一^決議案二七（十五），載入本報告 

書第三編內——其中建議組織關於土地墾殖特殊方面 

問題的馴練中心，任用區域土地懇殖專家一人，並請 

糧農組織與亞經會諮商硏討在這方面應當採取的適當 

步驟。

■經濟發展及設計

二七二.委員會檢前並一致贊成經濟發展及設計 

工作團第四届會報耸書（耳/CN. U/L.6I）,及工業及天 

然買源分組委員會第十一屆會對該靱告書的審查意見 

（E/CN. U/499，第四三段至第四九段）。它對於擬議於 

一九五九年依照工作團報告書所定方針召開經委員會 

第十四屆會核定的方案擬訂技術專家工作小組一事表 

示歡迎，並對於工作團第五屆會預定討論求得經濟與 

社會發展間的適管平衡的問題一事，亦表示歡迎卫

二七三.委員會核准了主任秘書關於"委員會在 

經濟賤展及設計方面的工作安排"的福忘錄一件（E/ 

CN.ll/L.65 and Add.1）。它同意設置亞洲（經濟）設 

計者會議，其任務規定依照該備忘錄補遺內所詳述而 

下一段內所摘述者。主任秘書負貴向委員會第十六屆 

會提出此項會議第一屆會（一九六一年）的議程草案及 

有關情報。 , ; . . / ：

二七四.會議自一九六一年起於每第三年召開屆 

會，而應在經濟發展與設計工作團通常開會的時間召 

開，以代工作團會議。會譲各屆會將由辦理經濟發展 

及設計事宜的高級官員出儒從事:

（a）檢討經濟發展及設計方面過去工作，包括經 

濟發展與設計工作團各屆會及告專雰小組的報告書， 

並建議這方面的將來工作的優先次序；

（b）変換意見及經驗，並討論全盤經濟發展及設 

計方面的問題以及委員會交議的任何特殊問題;

（G編製報告書並附具建議，向委員會提出。

經濟發展與設計工作團在三年中的兩年均將舉行會、 

議，議事則繼續採用"按部門逐一硏究"辦法，向委員 

會提出報告書（並將報告書若干份遞送設計者會議）9 
計論方案擬訂技術及類似技術問題的各專家小組應時 

時舉行會議,向主任秘書提具報告（將報告書若干份遞

一；並看扇關於將在一九六O年舉行的工作團會議的第三。 

六段。

送委員會及設計者會議）。委員會每一屆會的議程上除 

.題爲"亜洲經濟情勢”的項目外 ，，應列有題爲“經濟發展 

.及設計"的項目。. ： .-

’二七近.委員會討論了工業化問題，尤其是業經 

工作團討論的那些方面，卽促進方法及限制因素，工 

業選像標準，及技術選擇與生產規横。仓認爲工業化， 

一般說來「對於經濟發展是特別重要的；不過它承認 

在不同的國家及在不同時期的同一國家內；濠境的不 

同勢必使所用方法不同,且使工業化在與其他徳濟發 

一展措施比較之下所佔的重要性及優先次序亦不同。"
: ■ ■ ■ ■ . ■ ;■ . ■ ■ ' ■ ■■

二七六.委員會力言各國須妥爲注意其經濟發展 

在不同部門間與不同地域間的適當平衡。：0又指出各 

-方允宜使各政府間就其個別國家計割,例如須有國際 

市場才能維持高效率生產規模的工業的發展計劃，取 

得一切可能合作和某種程度的協調及互相調整。■. ■ ■. ■■ ■■ ■. ;. - ■ ■ . . ■ . . : ■ ■■ ■ ■;' ....
二七七.委員會承認政府在工業發展上的重要作 

用，不僅在建立瞿造工業的順利擴展所必需的基層結 

構方面如此，而且在協助及指導私人工業發展方面也 

是如此:。有幾個毒員國認爲政府於必要時應創立工業， 

在適當情形下則應經營工業。洞:時，委員會大多數委 

員國深知私人企業在工業發展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工 

業化的過程中，能作巨大貢獻。委員會勰、爲企業精神、 

能力及倡蕩是任何正在發展的社會中的一種極重要的 

資產,但認爲公私兩方的活動範圍的劃定問題則應由 

每一有關國家去決定。.

.二七八.委員會鑒悉各方普遍認爲爲求工業化及 

發展，資本形成誠屬重要。它力言須在不礙滿足消費 

需要的範圍內從私人、政府及機關來源去動員國內的 

資本。同時，它認爲增加外國援助及投資的流入是補 

充國內資本所必需的，因爲在本属域各國國內資本一 

般都不足以滿足需要。關检此事（正如以前辯.論亞洲 
經濟情勢時那樣），委員會注'意到有若干徵象表明流入 

本區域各國的外來公家資本及外人投資在目前及將來 

都有擴增的希望。

二七九.在討論選擇工業而促其發展的問題時， 

委員會力:言允宜擴展利用國內原料及勞工而能促進輪 

出並因而獲得外滙的工業。它亦認爲在感到資本短少 

的國家內應當妥爲注意採用多用勞工，而不是多用資 

本的生產技術，以便節省稀少資本以助解決就業間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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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及天然資源..

:二八O.委員會贊同工業及天然賢源分組委員會 

的報告書(E/CN. 11/499)並贊揚該委員會及向該委員 

.會提具報告的各輔助機關的工作。它建議說工業及天 

.然資源方面的技術工作倘由工作團、討論會、研究班 

及小組委員會去辦理,而不由委員會自行辦理，則來 

得更爲有效,委員會.因此就能更多注意各種方式的資 

源利用、工業發展及對其斯屬各輔助機關的政策指導 

之麟廣泛經濟方面間題。"它察悉基本化學製品工作團 

將於一九六。年初舉行會議，並悉紙嚨及造紙工業專 

家會議將於一九六。年底召開。

」「二八一.委員會又察悉本區域各國現正用立法及 

:其他方法去採取歩驟，以吸引外國資本。現在已有若 

干外資流入本區域，但認爲流入的速度必須增加許多 

倍"以加速工業化。.. .二：

二八H.委員會察悉本區域各國所遇到的主要困 

難是技術及管理人員的短少。爲了克服這種困難，一 

■些國家已雇用有關工業管理的外國諮議公司，同時保 

留一般政策的控制權，或與外國公司合駿開辦聯合企 

業。0指出應當計及諮議的費，用,以確保工業企業仍能 

進行經濟的生產。委員會力言諮議所建議採用的管理 

技術應當適合國家的社會及經濟情形，而且應當由他 

.們訓練當地人員，以期日後能由後者取而代之。倘用 

“聯合事業"的辦法?此種困難或可更容易地克服。它察 

悉公營工業管理研究班將於一九五九年在德里舉辦， 

卡卩度政府及印度公共行政研究所諒將提供必需便利。

二八三.委員會贊同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 

的建議，卽應由秘書處爲該委員會將來各屆會編製關 

於工業能力及生產的更詳盡的最新統計；並請咎政府 

與秘書處積極合作促成此事。

二八四.它察悉本區域内雖有少數國家生產一些 

工作用機及其他生產設備，但整個區域仍需輸入大部 

分所需要的此類設備。固然，沒有一個國家應當企圖 

生產它所需要的一切工作母機及機器，委員會仍認爲 

爲了加速工業骏展起見，本區域各國必須開始製造若 

干簡單的小型的工作用機，尤其是本區域特有的那些 

小型工業所需要者，因爲適合於此類工業的機器是H 

業先進國家所不製造的。

二八五.委員會盛贊亞洲遠東石油資源開發座談 

會的工作，並贊同於一九六二年或一九六三年召開第 

二屆座談會的提議。關於此點，委員會，欣悉伊朗政府

日邀請座談會在該國舉行。.它建讖第二屆座談會議程 

上亦應列有亞經會區域各國對於不同石油產品的將來 

需求一噴目 > 並應列有新油田石油生產的經濟硏究一 

項目。委員會贊同討論會的建議，卽秘書處應當探討 

能否設立區域石油研究所。關於此點，委員會注意到 

印度、伊朗及巴基斯坦三國政府已表示願意將它們的 

國家研究所的便利提供本區域使用，並爲本區域其他 

國家的石油地質學家提供訓練設備，作爲一種過渡的 

辦法。它建議特別基金會可爲此目的提供協助。

二八六.委員會强調說，本區域各國:內的石油資 

源雖然極宜開發，但所有燃料及動力資源的協調開發 

亦屬重要。委員會所以認爲應當儘先舉辦題爲"亞經 

會區域各國燃料及動力資源與需求的通盤硏究"的計 

劃31-03。

二八七.關於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建議召 

開照本區域各國有關的其他礦物資源座談會一事，委 

員會重議關於鐵礬土的生產、運銷及加工的找術及 

經濟方面問題的座談會可於秘書處資源許可時立即召 

開。一 ：「

二八八.委員會核渣了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 

會的下列建議：所屬鋼鐵小組委員會的工作範圍應予 

擴大，以包括鑄造及用鋼工業(日後亦包括生產其他金 

屬的工業)，並將該小組委員會改稱"金屬及機械小組 

委員會”。委員會察悉本區域內一些國家現在已能向其 

他國家供給若干鋼鐵產品。.

.二八九*委員會察悉擬於一九五九年舉行小型工 

業及手工業產品運銷工作團第六屆會一事的籌備工作 

已在進行，屆時工作團將檢討已有的進展並討論本區 

域各國內水果及食物製罐及防腐工業的問題；並悉在 

這方面已設法獲致與糧農組織工作的協調。關於小型 

工業，日本政府現正組織技術研究班及訓練班，並願 

意採用准許本區域其他國家派人參加的辦法，以便與 

這些國家合作並給予協助。

■ 二九Q.委員會察悉本區域各國都市地區住宅每 

況愈下，並認爲應當動員公私兩方的資源去加緊努力 

於住宅工作。它力言必須提供充足社區便利，卽自來 

水、環境衞生、排水及電。住宅及建築材料工作團主 

脹硏究建築工業費用一議已予贊同。擬於一九六0年 

由亞洲住宅專家前往五個歐洲國家，卽捷克斯拉夫、 

舟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荷蘭及聯合王國作硏究旅 

行一議，已予核能。 ——:一

30



二九一.委員會欣悉亞洲遠東地質圖已告完成 ， 

且將繪製區域礦產圖，:然後繪製區域地殼構造圖。一 

九五九年將與技術協助業務局合作舉辦航空測量研究 

班:亞洲地質學家前往美國及加拿大的研究旅行則定 

於一九五九年舉辦。

.:貿易

二九二.委員會對於貿易分組委員會所辦理有價 

値的工作表示嘉許，並贊同分組委員會報告書(財 

.CN, 11/497)。；

二九三.委員會注意過去數年期間非工業化國家 

在世界輸出貿易中所佔比例降低，這種不利的長期趨 

勢，連同商品價格的不穩定，引起了本區域各國在它 

們經濟發展方面的嚴重問題。委,員會歡迎工業先進國 

家表示願意合作，.以國際行動去解决這些問題。

二九四；士業先進國家因能維持經濟活動的持續 

增進的高水平並採行自由貿易政葉,提供了增加發展 

落後國家輸出的最有利條件。，逐項處理商品一法亦能 

在求得初級商品市場及價格穩定方面產生良好結果。 

關於此點,工業先進國家願意依據由生產國及銷費國 

共同參加的原則，去討論與特種商品，貿易君關的困難。 

長期貿易協定及大批交易合同會使初級商品輸出獲致 

相當程度的穩定。

二九五.秀員會知道有幾個國際機關巴在硏究初 

級商品問題，那就是聯合國國際商品貿易委員會、關 

稅暨貿易總協定及其最近設立的三個委員會、糧農組 

織商品問題委員會、及與某些特種商品有關的各種國 

際團體。它贊成貿易分組委員會的建議，卽該分組委 

員會應隨時獲悉處理這些問題的各國際機關的工作。

二九六.委員會認爲倘無積極促進輸出的措施， 

就不能增加本區域各國的輸出收益。它建議秘書處應 

當繼續硏究這個問題。因爲本區域大多數國家大部分 

依賴範圍有限的初級商品的輸出，委員會認爲須由工 

業先進國家採取措施去鼓勵從正在發展或發展落後的 

國家輸入製成及半製成的貨品。委員會承認遊覽事業 

的携展亦可獲得額外的外滙，並建議採取步驟去發展 

充足運輸、旅館及其他便利，以求吸引遊客。

二九七.委員會請注意不公平的貿易辦法對本區 

域各國貿易會發生有害及破壞性的影響。本區域一些 

國冢已探取措施去保護它們本地工業 ，,對於此種輸入 

品加以關稅或數量的管制，以對付不公平競爭。關於

此點，［亦譎注意本區域各國所加入的若干雙邊貿易協 

定內的規定,一卽貿易合作國家互相保證它們彼此的貿 

湯不會因第三國家的不公平辦法而受害。:」

二九八委員會承認外援在本區域各國質易及經 

濟發展中有亠種重要的功用。關於以貨品:方式給茅的 

協助(卽"剩餘產品的處置")，委員會認爲務須確保第 

三國家的商業利益免受不利的影響，並確保旣定貿易 

方式及途徑不受擾亂。受助的:國家、援助的國家與有 

關的第三國家之間倘能商議此種間題,‘則當有助覓得 

彼此都能接受的辦法。- ，

二九九.委員會認爲西歐最近擦取的貨幣措施是 

走向建立多邊支付制度的一個重要步驟，但色承認貿 

易條件的放寬與歧視待遇的停止是必需的。雖然歐洲 

的貨幣措施將促使廢除亞經會區域各國輸入准許方面 

的“强幣”與“弱幣”間的區別，並使它們能够在最有 

利的市場上購買它們所需要的貨品而不問所用貨幣爲 

何,:但是在國際市場上亦將有更大的競爭4這對於 

本區域一些輸出商品可能有重要影響。-二：

三0委員會贊成主任秘書關於處域內貿易促 

:進商談的報告書(ECAFE/43),以及貿易分組委員會的 

健譲，卽此種商談應當繼績舉行，下度商談臘在r年 

內籌備召開。色察悉此種商談使:本區域各國有機會去 

探討其他可能貿易辦法,故屬有用。旣有更多經驗及 

各政府與秘書處所作更充分的準備，及更多政府的參 

力口,將來商談甚至會產生更好的結臬。爲達此目的,委 

員會請本區域各委員國及協商委，員國政府將它們關於 

參加下度商談的決定及它們耍在商談中討論的題目儘 

可能早日通知秘書處。委員會又鑒悉主張組織較小的 

團體去討論兩個以上政府所關切的間題的提議。:，

三O一.委員會贊揚關稅行政工作團的實藤工 

作，並贊成所述這方面的工作方案，包括早日召開工 

作團第二屆會一事。委員會特別注重各方合作防止走 

私，擬訂旨在便利貨物及乘客出入境的協定，簡化與 

旅客及遊客有關的程序及手續，改善輸入輸出的手續 

及程序。. ■ '

三O二.委員會討論了與歐洲共同市場有關的發 

展，並注意到歐洲經濟聯盟各會員國所提出的保證： 

充分保障第三國的利益，並採行與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各締約國合作的政策。大多數國家希望歐洲經濟聯盟 

所採行的實際政策不是限制性的,而是有助於世界貿 

易的擴展,並希望亞經會各國的產品龍公平而合理地



進入共同市場。大多數國家又力言與第三方國家進行 

的關於它們利益的諮商,於可能時應在歐洲經濟聯盟 

實施其決定及政策以前,而不在實施之後舉行。委員 

會贊成貿易分組委員會的建議：秘書處應當不斷檢討 

與歐洲經濟聯盟有關的進一步發展。 . .

三。三.委員會强調公平的海運費率對於亞經會 

區域各國貿易關係重大。它請注意各國所遇到的幾種 

困難，例如船東協會船公司的高昂而常常增加的運費, 

與幾個市場的直接船運便利的缺乏,若干商品的反常 

的運費率，丿及船東協會各船公司對於這方面新來者所 

施歧視待遇。.委員會指出各國政府宜設立與船運公司 

諮商的機構,以便討論並談判此等問題及困難。它建 

議在各國政府所探取的行動之外,亦宜採取國際行動。 

另又指出獲致公平海運費率的國際行動是合理的，正 

與獲致商品公平價格4樣合理d委員會贊成貿易分組 

委員會主張秘書處應繼續隨時檢討此問題的建議。它 

又力言務須發展本區域各國的船運、保險及銀行業務, 

以傀進無形的輸出。

三O四.秘書處關於商事公斷的工作及其關於礦 

物及礦產品以及香料與香料產品的市場研究，均受贊 

許。貿易分組萎員會擬請在適當時期從事黃麻及黃麻 

產詁的市場硏究的提議亦獲贊成。委員會又建議以後 

可從事機械產品的市場硏究。
. . . ..■ ; . ■ - ■ ■ ■ ■ ■

內.地運輸及通訊

三O五.委員會欣悉內地運鹼及通訊方面的工 

作，及運輸協調硏究方面已有的進展。它同意運輸協 

調H作團的意見；H作圍曾力苜各國允宜創設一個獨 

立的運輸管制機關——它僅管制，而不‘辦理或管理，各 

種運輸事業。因爲運輸發展大部分須視投資規模而 

定，管制機關當能正確地知道每種運輸方式的發展需 

要b此種機關在建議採用改善的辦理技術及協調與管 

理投資政策方面亦屬有用。委員會認爲如果管制當局 

能有權力依據經濟計劃的需要核灌運輸的協調發展並 

提具建議，那是有益的事。

三。六.委員會欣悉經濟發展與設計工作團將於 

其一九六0年會讓上討論與經濟發展有關的運輸問 

題。它又察悉在經濟發展與設計工作國屆會之後，由 

各專設工作團討論其他各項問題，例如會計及統計程 

序的氈一、運費協調、國家與運輸、賦稅、補助及所 

負義務及各機關間聯運技術及組織。

三0七.委員會核灌了公路小組委員會報吿書 

(E/CN. 11/TRANS/136),並充分贊同小組委員會主 

張亞經會區域應當早日探取一致行動去發展國際公路 

的建曦。它察悉亞經會區域內雖仍繼續缺乏國際公路 

交通，但是各政府一般都明瞭需要艘展此種聯繫，以 

便促進本區域的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就陸鎖國家 

而言，充足陸地交通特爲重要，因爲公路交通是使此 

等地區與鄰國聯蜷而因此獲得貿易及商業出路的一種 

重要工具。.民用航空對於一些國家典外界的交通雖有 

其有益作用，但因有嚴重限制而不足充爲運費低的大 

批運輸的工具。委員會明瞭要在本區域的許多部分立 

卽築成通過國界的公路是有困難的，但希望本區域各 

國的協合努力能促使此項計劃早日實施。委員會大體 

上贊同公路小組委員會所建議的實施此項計劃的計 

劃，並希望分區會議能早日召開。它又核准了下列建 

議：在分期發展國際公路的方案中,應當儘先注意現 

有各公路的連接,.然後可逐步改進此等公路，使它能 

達到各政府所議定的較高標準,並卷慮建築各鄰國所 

議定的新的連接線或整列線。嗣後則應就足以促進國 

際交通的其他因素採取行動。.

三。八.委員會備悉印度政府邀請亞經會备委員 

國及協商委員國參加一九五九年九月至十月間在孟買 

組織的公路安全硏究週，並建議各政府應當充分參加 

這個研究週。

.三。九.委員會察悉公路運輸耳列爲應當儘先辦 

理的一項計劃。它核准了t項建議:在研究完成之後一 

應當組織研究班討論此問題。它察悉印度政府已表示 

願作這個研究班的東道國。.委員會又建議公路運輸專 

家前往歐洲及美洲各國研究的旅行應當早日組織。.

三一0.委員會對於水葉式船舶(麓船)示範計劃 

的籌備工作的進展，.表示欣慰6委貝會察悉巴基斯坦 

政府表示願作此項試驗計劃的東道國。伫希望此蓮示 

範計劃早日得到聯合國技循協助方案及其他來源的協 

助。： :- '

，三一一.委員會力言關於管理內地水道運輸及河 

川與運河水利的模範政府組織的計劃43-03的重要，並 

建議召開一個工作團去討論這個題目。委員會欣悉本 

區域各國內地水道運輸官員前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及東歐硏究的旅行將於一九五九年舉行。，它又 

查悉向本區域各政府徵集關於本區域所適用沿岸航行 

船舶原型設計的意見及資料一事已有進展，並認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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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旅行竣事之後，應當召開一個工作團去繼續討論 

這個題目並提出具體建議。

三一二.委員會注意緬甸仰光的區域船用柴油機 

機匠訓練中心工作的進展，並促請各政府充分利用該 

訓練中心。

.三一三.委員會注意到秘書處在鐵路運輸方面的 

實體工作。委員會認爲，除各種計劃的詳細硏究外， 

與有專家作就地討論對於本區域的鐵道官員是很有益 

處的委員會欣悉巴基斯坦區域鐵道訓練中心'現正同 

本區域鐵道管理及信號人員提供訓練機會，並促請本 

區域各國最充分地利用此種訓練。委員會承認亞經會 

區域的運輸事業正在迅速發展過程中，並認爲許多技 

循問題都需要高級技術階層去進行硏究及實地調査。 

它所以力言各硏究機關負有重要任務去確保能以最低 

費用採用對地方情形最適合的技術，並提供最經濟而 

有效力的運輸服務。委員會欣悉秘書處現正探討能否 

擴充本區域內各國家研究機關的現有便利Z以促成區 

.域鐵道、公路、內地水道、及電訊研究周的設立。它 

建議現在應當硏討設置此種機關的設備及職員的辦 

法。

.三一四.委員會對於一九五九年五月在日本東京 

召開電訊專家H作團會議的籌備工作的進展，表示嘉 

許，並希望所有各委員國政府都參加此會議。它又察 

悉與國際電訊同盟已建立的密切合作。委員會對於電 

訊同盟的合作及其保證必將充分參加工作團會議，表、 

示感謝。

三一五.委員會請主任秘書在擬定將來的會議時 

地計劃時，記住澳大利亞政府已表示願作鐵道小組委 

員會第七届會的東道國。

三一六.委員會力言發展落後委員國與先進委員 

國之間交換運輸通訊方面經驗一舉是有益的。它所以 

希望各委員國派高級專家參加亞經會運鹼通訊各方面 

問題的會議。

水利建設

三一七.委員會審讓了防洪及水利建設局的報告 

書(E/CZ. 11/494)及湄公河下游流域調査協調委員 

會--柬埔寨、寮國、泰國及越南共和國政府聯合設 

立的——的報告書(E/CN. n/50o)o協調委員會報告 

書載入附件叁。

「湄公河計劃

三一八.委員會聽取了協調委員會一九五九年主 

席(寮國代表)的陳述。他在提出該委員會報告書時指 

出湄公河的建設對於沿河各國在灌漑、防洪、航行及 

發電方面的重要性。他簡略地敍述該委員會逋過聯合 

國調査團所編製的五年調查方案产並述及在目前時 

期內如何在聯合國幾個會員國，卽法蘭西、日本、紐 

西蘭、聯合主國及美利堅合衆國，及聯合國與各專門 

機關的協助下實施方案的情形。他希望聯合國特別基 

金會將協助實施這個計劃，這不僅對於有關的四個沿 

河國家，而且對於全區域都是極重要的。他代表協調 

委員會感謝給予協助的所有國家及機關。他表示敬佩 

秘書處，一尤其是主任秘書；他們的努力對於計劃的成 

功大有貢獻。■

.三一九.加拿大代表通知委員會說其本國當局很 

關心地注意過去幾年內在亞經會主持之下擬訂的湄公 

河計劃。加拿大政府爲應經由主任秘書居間轉逹的協 

調委員會提出的請求，已同意擔任預計需費用一百三 

十萬美元而爲期兩年的湄公河主流第一期測量及製圖 

工作。委員會又聽到澳大利亞代表宣布其本國政府願 

以價値一 00,000澳鎊的必需設備、訓練或專家技 

術人員的方式在今後數年期間提供積極援助，襄助促 

成湄公河調查五年方案。

三二O.委員會聽取了法蘭西、日本、紐西蘭、 

聯合王國及美國、協助此方案的各委員國政府的代表 

所作的陳述。委員會又聽到法蘭西代表說其本國政府 

願在業已給予的協助之外，另行捐助五千萬法郞，以 

推行湄公河方案。.

三二一.蘇聯代表通知委員會說其本國政府願在 

湄公河水力電計劃的設計及建築方面提供技術協助 ； 

此種協助的詳細辦法日後當與有關各國商定或經由亞 

經會秘書處接洽。

三二二.委員會關心地傾聽了沿河各國，卽柬埔 

寨、寮國、泰國及越南共和國代表的陳述。四位代表 

力言湄公河的水利建設對於居住在湄公河下游流域的 

一千七百萬人民的經濟及社會福利是如何重要，並對 

各國及各機關的協助以及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贊助及 

鼓勵表示感謝。他們感謝澳大利亞、加拿大及法蘭西 

政府在本屆會表示願意提供的慨慷協助。他們亦擬於 

一22 "湄公河下游流域綜合建設的硏究及調查方案”(TAA/ 
AFE/3,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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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委員會卽將舉行的會叢中討論各方在本屆會表示 

願意提供的其他協助。他們因聯合國秘書長對於此項 

計劃一貫給予同情及贊助，甚爲感奮。委員會希望特 

別基金會不久會予以協助，以期全部調査方案如願完 

成，不致延緩。•

三二三.將使該地區受到惠澤的此項計劃的實施 

在如此短短期間已有迅速進展，這使委員會甚爲感 

動。委員會盛贊沿河各國以及協助此項工作的各國家 

及機關所表示的國際合作精神，這是爲世界樹立了一 

個顯然實際的多邊合作的可貴榜様。委員會亦承認亞 

經會的支持及協助是低使此項計劃迅速進展的一個最 

重要因素'並充分贊同協調委員會委員所作關於主 

任秘書的工作的評語。.委員會亦贊同協調委員會向聯 

合國秘書長提出關於湄公河計劃將來如有需要時由 

Mh Narasimhan居間襄助的請求。;，

其他工作

三二四.委員會在檢討防洪及水利建設局報告 

書時贊摄秘書處，尤其是防澳局；因爲它們不斷濮得 

優異的專業上成就—-這對於促進亜經會區域水利建 

設大有貢獻。」

三二五.委員會認爲在一九五八年組織研究歐洲 

及北美水利建設計劃的專家旅行一舉極有用處，並認 

爲關於國別調查的出版物，加上"防決期刊"季刊的補 

充,提供了關於本區域各項計劃的而貴最新資料。

三二六.委員會欣悉擬在一九五九年舉辦水文站 

網硏究班及移土問題工作團的提議,.此兩問題對於本 

區域均屬重要。.

統計

三二七.委員會對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由亞經會 

秘書處、聯合國統計處及糧農組織聯合主持的亞洲統 

計學家會議第二屆會的報告書（E/CN.I 1/493）加以讚 

揚。它察悉該會議第三屆會臨時議程列有設計及發展 

工作所需:統計、取樣法的探用、統計人員的訓練、世界 

人口普査、世界農業普查、農業生產者價格及關於國 

內貿易統計問題的初步工作。委員會認爲統計學家會 

議所採取的看法是不偏而實際的。

三二八.委員會贊成該會議第二屆會所通過的決 

議案：其中請本區域咨委員國政府注意需要探取有效 

而合乎時宜的措施及政陳，.以求加强一般國內統計機 

關；此種措施尤應包括下列步驟：（a）安排各級統計人

員的加緊訓練工作,3）檢討並於必要時改訂統計機關 

的組織上的安排及地位，以便確保統計機關享有與決 

策及設計當局的有效工作關係，及（c）務求獲致充足預. 

算經費及其他行攻設施，使統計機關能够滿足與日俱 

增的統計需求。:

三二九.委員會承認各種普査對於設計及發展工 

作的重要，並認聯合國統計處與糧農組織對於本區域 

大多數國家在一九六0或一九六一年舉辦的人口及農 

業普查（一九六O年世界普查方案的一部分）作有合時 

貢獻。委員會感佩由福特基金會資助辦理的與聯合國 

及糧農組織協期方案有關的工作。第一期的工作，卽於 

一九五八年底在東京組織聯合國及糧農組織普査訓練 

中心，已有顯著的成功。委員會促請各委員國政府儘早 

充分利用這項協助方案的第二期工作；此項方案請有 

若干操英語及法語的專家直接向各政府就其人口及農 

業普查的各方面，尤其是組織、取様及資料整理，提 

供諮詢意見。關於此點，委員會對於本報告書第二六 

九段及戴於第三編的決議案二八（十近）申所稱聯合國 

擬於一九六0年組織亞經會區域普查資料評定及利用 

區域研究班的計劇,表示讚許。它又察悉澳大利亞政 

府表示願意提供這方面的訓練便利。

三三O.委員會核准統計學家會議第二屆會請於 

一九五九年召開兩個H作小組去討論兩個極重要的統 

計問題-—加取様與估計資本形成的方法^一的建議， 

並欣悉由技術協助方案供給這兩個小組的經費一事已 

獲有保證。

.三三一.委員會力言亞洲統計學家會議工作的成 

助端賴各委員國政府認淸務須擬訂統一的統計制度 

（這些統計是草擬經濟及社會發展計劃及評定此種計 

劃的執行及效果時所用的），及賴各政府明瞭欲達此目 

的則須提供經費及訓練方案等其他便利。

農業

.三三二委員會鑒悉亞經會及糧農組織聯合農業 

司一九五八年的工作（E/CN. I I/L.66 and Add. i）,並 

核准所擬一九五九至T九六O年該司H作方案。委員 

會對於聯合司工作中所表現的亞經會與糧農組織間已 

建立的良好工作關係，表示欣慰。

三三三.委員會讚揚本區域各政府探取行動去改 

進農業發展的服務機關J尤其赞揚滿足耕種者特殊需 

要的貸款機關之設立。它並認爲使貸款與改良的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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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物的購置及向農民提供的推廣性諮詢意見等事聯 

繫起來是特別重要的辦法，此法足以保證貸款的最有 

效使用。

.三三四.委員會贊同第四屆糧農組織花洲遠東區 

域會議所提出的主張召開擬定農業目標問題專家聯合 

.區域會議的建議3並鑒悉這個題目可在新近設立的方 

案擬定技術專家工作小組的方案之下加以討論。委員 

會讚許聯合司在它的關於社區發展工作對鄕村農業的 

影響，農業與工業發展間的關係，及利用農產剩餘去 

後進經濟發展等問題的研究中所採用的個案硏究辦 

法，並鑒悉關於日本及印度的此種研究已在進行。

三三五.依據委員會第十四屆會所核准的工作方 

案,'糧農組織與亞經會合辦農業運銷專家技術會議將 

於一九五九年四月在新德里舉行。委員會欣悉糧農組 

織巴委派亞洲遠東區域運銷專家一人。

三三六.委員會贊同一項提議，就是亞經會應當 

與糧農組織共同參加起草農業經濟區域會議及訓練中 

心方案。它授權主任秘書去探討能否從聯合國特別基 

金會以及由私人基金會等外界來源，獲得此項方案所 

需經費。

與各專門機關的合作

三三七.委員會鑒悉各專門機關，尤其是勞工組 

織、糧農組織及衞生組織，在本區域內的種種工作，如 

上述各組織代表的陳述中所報告的。

三三八.糧農組織協助進行與湄公河計劃有關的 

調查，並與聯合國密切合作籌備一九六0年人口及農 

業普查。在這些方面，並且在許多其他計劃中，亞經 

會與糧農組織間的合作來得時別密切，這不僅是由於 

亞經會與糧農組織聯合農業司的關係，亦由於另有其 

他合作辦法之故。

三三九.本區域內目前及將來糧食及農業情勢, 

及糧農組織在本區域內工作方案的優先次序，業經一 

九五八年十月第四届糧農組織亞洲遠東區域會議加以 

檢討。除糧遵組織在本區域內的工作外，糧農組織的 

許多世界性工作都與亞經會區域有直接關係；例如關 

於農業生逢及貿易的世界統計的彙集及出版,關於商 

品問題酌工作"包括稻米、椰子產品及穀類等等專門 

硏究小組中厮進行的工作，及造成農業生產最近及將 

來趣勢的各種因素的經濟分析。

三四O.再則，糧農組織在本區域內的多半工作 

是與農業、漁業、森林業及其他相關事項的技術方面有 

關；這些工作多在聯合國技術協助擴大方案之下辦理 

或經由區域機關辦理，例如經由國際稻米委員會、印度 

太平洋漁業理事會及亞洲太平洋森林業委員:會辦理。 

亞經會亦與其他各國際組織維持密切.合作，例如關於 

營養問題，則與衞生組織及兒童基金會保持密切合作。 

委員會對於糧農組織所提出的表示它將繼續在其資源 

範圍內竭力促進本區域農業發展的保證，表示感謝。

三四一.委員會提及勞工組織在本區域內與委員 

會工作有關的工作。它讚許勞工組織在促進大型及小 

型工業的技工、管理員及經理的訓練方面的努力，尤 

其是它的技術協助工作。委員會認爲有需不斷尋求能 

够適應本區域目前發展階段中的情形的節省資本新技 

術。它提及勞工組織的目的是在促進種種措施，以增 

加平均每人及平均每一資本單位的生產量。亞經會與 

勞工組織在下列一類事項上的合作範圍是很大的：工 

業生產力的硏究，鐵道及其他運輸事業中增加出產的 

方法、時間及動作硏究的技術——尤其是關於移土工 

程的——及管理人員的訓練，尤其是經由本區域許多 

國家內組織的生產訓練中心或硏究所辦理的訓練。

三四二.委員會欣悉通經會與各專門機關，「經由 

聯合計劃、區域會議的聯合主持、秘書處間的諮商、技 

術協助及訓練計劃的聯合參加,彼此在工作上的合作 

及協調日益有效。

本區域內技術協助工作

三四三.委員會欣悉技術協助局秘書處所提出關 

於“依據擴大及經常方案向亞經會區域各國家及領土 

提供的技術協助"的參考文件(B/CN. I I /495)，其中詳 

述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在本區域內的技術協助工作。 

委員會亦聽到了聯合國秘書處經濟及社會事務部的技 

術協助業務局代轰所作的陳述。

.三四四.委員會察悉在過去三年內，聯合國及各 

專門機關向本區域各國提供的技術協助略有增加。委 

員會明瞭倘盼望方案的資源在最近將來大有增加，那 

是不切現實的，但它指出聯合國及各政府在擬訂技術 

協助方案方面所得到的經驗會使技術協助方案的效力 

增加。再則，可由特別基金會得到的額外資源當足以 

保瞪本區域內的若干重要計劃能够推行。關於此點，擬 

定湄公河計劇的經過情形例證了如何可以利用聯合國



技術協助方案作爲一種觸媒去發展便進多邊及國際計 

劃的一種合作方式。同樣地，委員會所核准的一些其 

他區域計劃是有效地利用技術協助方案的有限資源去 

謀求本區域各國全體最大利益的重要途徑。東京統計 

訓練中心、石油資源開發座談會、水利研究旅行、及 

有關一九六0年世界普查方案的技術協助及諮詢服務 

的提供辦法都是亞經會與技術協助方案間的有效合作 

的例子。委員會充分明瞭聯合國在技術協助方面的工 

作與委員會的工作是相成的。它特別提及亚經會秘書 

處的知識及經驗日益證明對於在本區域內工作的技術 

協助專家是有用的9若干計劃，包括委員會工作方案 

內的技術問題會議，.是與在备國內方案下聘用的技術 

協助專家的工作有關係的。依委員會的意見,這使亞 

經會秘書處黒各專家有機會去多多交換經驗及知識， 
以求委員會工作與國內方案獲致更密切的關係。

三四五.委員會指出本區域各國本身，經由聯合 

國技術協助方案、哥侖坡計劃、或雙邊辦法，巴將各自 

專家及訓練、硏究及有關便利提供其他國家使用，這 

種相助與日俱增。
-. ,■ ■ ■ . ■ ■ ' ..■ ' ■ ■ , ■ ■ . ■ _ ; - ■ . ■
三四六.委員會亦注意到亞經會秘書處經各政府 

請求後提供的諮詢服務的價値。舉例來說，過去一年 

內向阿富汗提供的諮詢服滂的結果使得該國政府擬定 

了幾種重要的計劃，希望特別基金會不久能對此等計 

劃予以協助。委員會認爲在若干方面,例如水利資源 

調査及基本調査的發展，亞經會提供的此種諮詢服務 

可簿致資源調查更詳盡方案的終吿形成與硏究、訓練 

及其他機關的發展。

三四七.委員會希望,.因前技術協助管理處的擬 

訂方案及辦理業務的職員近日併入經濟及社會事務 

部，且該處已改稱技術協助業路局，聯合國會把技術 

協助工作與其經濟及社會方面的經常工作更進一步地 

打成1片。

一三四八.委員會又察悉，依據大會決議案一二五 

六（十三），本區域內若干政府已通過聯合國徵聘能負 

起執行或業務性質的責任的專家爲之服務。

三四九.最後，委負會感佩本區域外的各委員國， 

跟本區域內的一些國家一樣，巳向委員會保證說它們 

仍將贊助聯吝國技術協助方案並續願用向本區域;發展 

落後國家直接提供技術協助服湯的屏法來幫助它們 。 

它欣悉澳大利亞、伊朗、以色列及石本等國政府在本

屆會新近表示願向本區域各國提供專家協助與訓練及 

研究便利。

修正委員會議事規則及任務規定

讖事規則.，

三五O.委員會查悉經濟豐社會理事會第二十六 

屆會題爲"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經濟、社會及人權方面 

工作的集中"的決議案六九三（二十六）及附件內所載 

的建議。‘ - ■

.三五一.委員會查悉主任秘書過去幾年來均侬脆 

慣例向委員會每一屆會提出委員會接獲的新方案或計 

劃提案所涉經費問題，雖則委員會現有議事規則中在 

這亠方面並無明文規定。委員會欣然接受下列建議:委 

員會議事規則應予修正，明定凡提謫委員會採取行動 

的任何新計劃或方案均須附有陳述書說明其所涉經費 

問題。 」

三五二.它所以次定增添下列條文，列爲委員會 

議事規則第二十三條（E/CN. "/2/Rev. I 3）:

"委員會核准有需聯合國款項支出之新提案 

:以前，主任秘書應編製提案所需費用中非秘書處 

現有資源所能支付部分之槪算並將其分發各委 

員。主席應負責提請各委員注意此項槪算，並請 

其於核准提案以前加以討論。"

三五三.委員會又察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在決議 

案六九四B （二十六）內曾請各區域經濟委員會於必要 

時修正其議事規則，以便規定各議程項目所需文件均 

須於屆會開幕日期K星期前分髏各委員。委員會諒解 

主任秘書雖然不能分發通常卽在委員會屆會之前舉行 

會議的那些輔助機關的報告書，但他擬定在委員會第 

十六屆會以後開始設法另行安排各輔助機關的會議日 

程，俾能及時分發報告書，供委員會屆會之用。.除依 

此項特殊情形辦理外，委員會決定施行六星期的限制， 

並修正其議事規則第二假如下：

"主任秘書至遲應在屆會開幕前四十二日分 

發屆會闕幕日期通知，並檢附臨時議程及臨時議 

程所列項目之有關基本文件各三份。分發辦法単 

用第四十八條之規定。"

改訂後之委員會議事規則載入附件陸。

委员會住務帆定

三五四.委員會審議了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一。 

二九次及第一 O三二次會議（E/SR. 1029及B/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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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32），及其所屬經濟分組委員會第二三九次至第二四 

二次會犠（B./AC.6/SR；239-242）所討論的提案。..

三五五.委員會査舞蘊滴暨社會速事會在決議案 

六七一（二十五）內通過的非洲經濟委員會任務規定聲 

，稱這個新的機關可於適當時處理經濟發展的社會方面 

:問題及經濟與社會因素的互相關係問題。它承認亞經 

會區域內的情形與非洲丁般情形相似，.而且亞經會工 

作方案業.日包括人;口、平衡的經濟及社會發展、社區 

發展及住宅等事境的社會及經濟兩方面的研究。.委員 

會所以一致決定蹲議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修正其任務規 
定，藉使委員會能於適當時處理經濟發展的社 ‘會方面 

問題及經濟與社會因素的互相關係間題"：一

三五六.委員會深知與其他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建 

立適當聯絡及合作一舉是有價値的，並指出秘書處近 

年來已加緊與其他各區域經濟委員會秘書處合作。它 

承認，.在若干方面,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工作範圍所包 

括領土内許多間題的相似使大家儘可根據彼此的經驗 
:去直相竜習。,它涉以一致洪定向經濟暨社會理專會建 

議修正它的d番規总以便列入一項條文，規定它應 

當依照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及大會的決議案及指示而與 

其他各區域經济委員會建立適膏聯絡及合作。‘

三五七.委員會一致通過了含有此意的決議案一 

件，其案文載入第三編內，列爲決議案三0（十五）。

製圖的區域合作 
■ ，-、 .■ ■ . ■■

三五八.委員會審議了一九五八年十月在日本東 

京舉行的第二屆聯合國亚丽遠東區域製厨會議所通過 

關於"設豈施洲遠東區域各政府間製圖委員會或組織" 

的決議案壹。‘ ；」 」」 ：. 1

‘三五九，它査悉羅濟鳖庇會理事會在決讓窠夫o 

0（二十一）［內廡議"各區域經濟委員會於認爲相宜時 

考慮設立製圖分組委員會問題，以便各委員國進行定 

期諮商"。

"三六O.委員會檢討了促進各委員國政府在有關 

製圖的各方面，例如距洲遠東區域地質圖及礦物圖的 

繪製方面，的合作的現有機構。@認爲繪製本區域地 

.殼構造圖及舉辦航空測量方法及設備研究班的提議, 

及需要愼密繪製亞洲遠東基本地圖，及湄公河計劉所 

需地圖等事，都牽涉到製圖的各種技術'。姜員會認爲 

發展這種工作的最好辦法是在適當情形示與會所製圖

組密切合作，去召集座談會，研究理或工作團，以硏 

究盥資源的開發及硏究有關'的若干選定的製圖及畫圖 

問題。委員會認爲設立區域答政府間製圖機構的間題 

可在將來一個時期參酌今後經驗而予以考慮。委員會 

指出秘書處的目前工作並不需要額外資源，因爲各政 

府已捐助了繪製區域地質圖所需的經費,，並且聯合國 

技術協助擴大方案亦提供協助。此種座談會或研究班 

的報告書應由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審議，然後 

提交聯合國建洲遠東區域製圖會議。亞經會秘書處現 

;正與樂圖組合作組織亞洲遠東區域製圖會議，此種合 

、作將繼續進行。

,’ 委員會五年方案的評定

... 三六一.委，員會體揚各輔助機關及秘書處繼續努 

力協調委員會的工作並使其工作方案"流線型化"。委 

員會希望各輔助機關在以後各年會繼續不忘“流線型 

化”的重要。它一致核准了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秘書 

處暫定工作方案及優先次序（E/CN.I l/L.64/Rev. 1）。

三六二..委員會讚許主任秘書在題爲“前瞻"的報 

告書（E/CN: I I/L.68）23內對於，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四 

年期間委員會工作的實富隶是而評定。它指出在將來 

方案中，有許多事情都應與聯合國秘書處各部門、其 

他各區域委員會、各專門機關、政府間組織及其他機 

關合作並取得它們的協助。

''三大委員會强調在其工作方案下辦理的若干 

硏究及調查引起了委員會各委員國間日益增進的合 
作。有些計劉现在已達到一個階段而能够更多利用聯 

合國技術協助方案、特別基金會、及其他來源所予財 

政及其他協助去獲得有價値的成臬。所有各代表團都 

盛讚主住秘書的報告書。委員會一致通過了印度、印 

度尼西亞、日本及泰國聯合提出的決議案一件，認可 

.主任秘書報告書的一般意見b：決議案的案文載入本報 

告書第三編，列爲決議案三九（十五）。

文件的管理及限制

三六四.委員會參照經濟蟹社會理事會續開第二 

十六屆會所採取的行動，討論了大會決議案一二七二 

（十三）。它又注意到大會決議案一二O三（十二）設立的 

文件管理及限制委員會的報告書及建議（A/3888）,以 

'一23參閱本報吿書附件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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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秘書長關於各方所採取的步驟及迄今日獲致的文件 

縮減的性質及程度的報告書(A/392I)。委員會欣悉， 

由於主住秘書所採取的步驟，爲委員會及其各輔助機 

關所印發的文件的數目及篇幅均已大減。委員會又審 

議了主任秘書在第十四屆會主服免除其所屬三個分組 

委員會的會議簡要紀錄的提議(E/CN.[1/464),但未 

能接受此項建議。不過委員會贊成主任秘書的下列提 

議:」 ，

(a)娄員會及其月f屬省委員會及辅助機關報告書 

應減少篇幅，其辦法爲凡屬可能時以較簡胺的方式陳 

述實體事項，並對正式開幕潢詞或其提要及與會者名 

單內代表團地址或正式名稱一類事項之列入予以限 

制。

心)關於各委員國、各專門機關及非政府組織所 

提請列入秘書處文件或作爲單行文件出版的資料，則 

應注意下列原則：

(i)秘書處於蕭求提供資料時，說明文件所需資 

料的格式及篇幅；

5)秘書處當然不承擔历收到的一切此種文件 

或資料的改編工作，無論篇幅長短；

(出)應請各政府、各專門機關及非政府組織於可 

能時供給充足的文件份數，以便秘書處於另附簽註後 

分發委員會或有闕輔助機關。

下屆會的會議日期及地點

三六五.委員會對於巴基斯坦政府邀請亚經會第 

十六屆會於一九六O年在巴基斯坦舉行一事,表示欣 

慰。因憶及巴基斯坦曾爲委員會第七届會東道國，巴 

基斯坦政府又曾在第十三屆會及第十四屆會作此邀 

請，委員會感佩巴基斯坦對於委員會工作的不斷開心。 

委員會一致決定，巴基斯坦政府的邀請應予接受，但 

須經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及大會核灌，址法定在巴基斯 

坦舉行的屆會日期及地點應由主任秘書與巴基斯坦政 

府商定。

新舊主任秘書

三六六.委員會對於主任秘書Mr. Narasimhan 
在其任職期間的卓越勞續深爲嘉許。委員會祝賀他被 

秘書長任命爲聯合國會用主管特別政治事務次長,、並 

希望他繼續熱心委員會的工作。委員會歡迎任命u 
Nyun繼Mr. Narasimha9爲主任秘書，並深情其廣博 

經驗及對聯合國的效忠必大有益於委員會。

第三编

委員會第十五屆會所通過的決議案

二七(十五).土地墾殖*

亜洲遠東經濟委員會，

備悉亜洲遠東土地墾殖原則及政策研究中心報告 

書，

認爲允宜促進亜經會區域之妥善土地墾殖方案, 

作爲經濟及社會發展之有效措施，■

一.向各委員國及協商委員國政府表示嘉許研究 

中心促請各攻府採取行動之結論及建議；

二.建議擬定並執行一種計劃及方案，以實施硏 

究中心之結論及建議，尤應促成下列二事：

(a)組織土地墾殖特殊方面之短期更進訓練中 

心；

(b)任用區域土地懇殖專家；

三.請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幹事長與亜洲遠東經 

濟委員會主任秘書諮商，探討採取必要措施之可能性， 

並取得有關非政府組織之合作，以早日實施上述建議。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三日， 

第二•(0七次會議。

二八(十五).亞經會匾域內的人口增加 

及經濟發展25

或洲遠東經濟委員會，

業已審議亞經會許多國家內人口日益加速增長及 

其影響生活水準問題，

24 叠閱上文第二七一段。 26參閱上文第二七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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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其關於人口趣勢及經濟發展區域硏究之決議案 

二。（十三）,

欣悉秘書處所作題爲"亞經會區域人口趣勢及有 

關經濟發展問題"的硏究報告,26

， 備悉孟買人口問題訓練及研究中心開幕會議及諮 

詢委員會提前召開亞洲區域人口會議之提案产

參酌聯合國人口委員會第十屆會對有關亞經會區 

域內人口間題各事項之評論产

.一.建議於一九六0牟組織關於亜經會區域普查 

資料評定及利用之區域研究班，以協助本區域各國盡 

量利用卽將舉行之人口普查；.

二.欣悉人口委員會向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提出之 

建議：如屬可能時，人口會議下一屆會應在亞經會區 

域內擧行，以便促使各方集中注意本區域人口問題 ；

"三.建議於一九六一或一九六二年在亞洲遠東經 

濟委員會主持下與聯合國技術協助力案及答關係專門 

機關合作/組織區域人上會議，由人口、經濟及其他有 

關力面專家（包括本區域外若干專家）參加。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三日,

第二0七次會議。

二九（十五）.委員會五年工作方案範圍、 

趨勢及費用之評定“

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

備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決議 

案六六五C （二十四）內決定促請評定一九五九至一九 

六四年期間聯合國經濟社會經常方案之範圍、趨勢及 

費用，

一認爲主任秘書題爲“前瞻”之報告書3。內所述一九 

五九至一九六四年期間委員會工作方案之靜定表現委 

員會對於在有關亞洲遠東經濟發展之若干方面從事有 

價値硏究及促進協合行動一事,，當能發生日益重要之 

作用。

一.贊同上述主任秘書報告書之一般見解；

—诟凉HTL.67。

2TE/CN.11/L.69。

28ECAFE/42。

參閱上文第三六三段。
3。E/CN.H/L.68（參閱下文附件肆）。

二.欣悉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委員會工作方案 

:及優先次序已顧及報告書內所提建議；

「；三.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及聯’合國其他機關，於 

情形適當時，對報吿書內所載建議車以同情考慮；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九日,■ ■: . . ■ ' - - . .....
第二一三次會議。

三0（十五）..修正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 

任務規定"

:亚洲遠東經湾委員會，

業已審議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二十本屆會所作關 

於歐洲經濟委員會、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及拉丁美

.洲經濟委員會任務規定修正提案之討論,

備悉縫濟暨社會理事會決定將各該提案發交有關 

三個施域委員會提具意見，

壹

鑒於本區域各國對於經濟發展之社曾方面日盘注 

意,.

碓認經濟與社會發展實有重重相互關係, ，

向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建議修正亞洲遠東經濟委員 

會任務規定，增添下開規定，列爲現行任務規定第一 

項下之新增⑴目*

"（f）於執行上述職務時，視情形適當，處理 

經濟發展之社會方面及經濟與社會因素之互相關 

係問題。"

貳

欣悉各區域經濟委員會間日益增進之合作，確認 

此種協力對促進各區域間之合作實有所助蠢,

復向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建議修正亞洲遠東經濟委‘ 

員會任務規定第十二段32如下：

"委員會應採取辦法，以保證維持與聯合國其 

他機關及與各專門機關之必要聯絡；委員會應依 

照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及大會之決議案及指示，.與 

其他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建立適當聯絡及合作。”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九日， 

第二一三次會議。

-£參閱上文第三五七段。 .…

32 E/CN,ll/29/Rev.9日期爲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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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提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採取行動的決議草案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确悉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關於自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至一九五九年三月 

十九日期間工作之常年報告書严及該報告書第二、第三及第五編內分別載列之 

各項建議、決議案、H作方案及優先次序。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九日,

第二一三次會議。

--33金蔡赢商5事會正式紀鎳，第二十八同會,補編第二號（E/3214）。

第五編，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度工作方案及優先次序

三六七.委員會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九日第二一三 

次會議一致核灌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度工作方案及 

優先次序如下。

三六八.本方案係參酌委員會上屆會以來曾經舉 

行會議的下列各輔助機關的壊議通過：住宅及建築材 

料工作團（第五屑會）、鋼鐵小組委員會（第八屆會）、經 

濟發展及設計工作團（第四屆會）、運輸協調工作團、亞 

洲統計學家會議（第二屆會）、公路小組委員會（第四屆 

會）、關稅行政工作團、貿易分組委員會（第二屆會）及 

工業及天然黄源分組委員會（第十一屆會）。

基本指示

三六九.一如過去，在編製工作方案及優先次序 

時，委員會及其輔助機關繼續依照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和大會的一系列基本指示和決定以及行政暨預算問題 

諮詢委員會的建議辦理；這些指示、決定和建議团論 

事項爲經濟及社會工作方案舉優先次序，力量與資源 

的集中與協調，文件編印的管制與限制,會臓編排及其 

他有關問題。委員會並曾特別注意經濟疊社會理事會 

下列各決議案內提出的各項建議：三二四（十一）、三 

六二B（十二）、四0二B（十三）、四五一 A（十四）、四九 

七C（十六）、五五三（十八）、五五七（十八）、五九0

（二十）、五九七（二十一）、六0四（二十一）、六三O 

（二十二）、,六六四（二十四）、六九三（二十六）和六九 

四（二十六）。

集中與協調：

三七O.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在第二十六屆會通過 

的決議案六九三（二十六）中對省區域經濟委員會及其 
秘書處在檢討工作方案時發施集中與協調原則的程度 

及所獲進展，表示欣慰。理事會對亞洲遠東經濟委員 

會於實施若干計劃時刻意利用大學、國立、私立或公 

立機關或非政府組織等的服務一點，表示嘉許。上述 

政策使秘書處本身的財力人力能得到最切實的利用， 

過去一年依照這個政策所進行的各項計劃34如下： 

計劃

,02-04 研究擴大自助辦法在經濟發展事業中啲作 

及 用,特別注意工業化和鄕村農業，以及社區發

"-03（c）展對鄕村農業的影響；協助進行此項計劃的

.機關爲:印度勒克瑙設計硏究與行動協會、中 

國（臺灣）臺北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和巴基 

斯坦拉荷爾旁遮普大學社會經濟硏究計劃。

~崎瀛赢赢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一九卷七年三月二十 

九日至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五日常年報吿書（E/3102）所載工作 
方案及優先次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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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農產品銷售研究，正與印度尼西亞大學經濟 

社會研究所合作進行。

H-08 農業經濟研究，在孟買印度農業經濟學會、日 

本東京一橋大學和巴基斯坦拉荷爾旁遮普大 

學的教授、韓國銀行硏究處以及中國（臺灣） 

臺北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協助之下進行。

34-01 在執行這個關於住宅及城鄕設計計劃時，曾 

獲得印度尼西亞萬隆區域住宅問題研究中心 

及印度新德里區域住宅問題研究中心的合 

作。

44-04 鐵路軌道設計和養護硏究，以期採用長錦軌, 

及 和檢討長錦軌錦接和養護方法,.及機車利用

44-°6 與輕便棚屋辦法，現正在印度政府鐵路局、日 

本國家鐵路局和英國土木工程師協會硏究機 

關協助之下進行。這些機關根據它們的硏究 

工作爲秘書處撰寫報告。

三七一.委員會關於土地墾殖問題的決議案二二 

（十三）經糧農組織與技協處及世界退伍軍人聯合會合 

作實施，世界退伍軍人聯合會曾就土地墾殖問題召開 

研究班並組織硏究旅行。

三七二.除這些特殊合作事例外,委景會一般仍 

繼續注意能否利用各大學及硏究機關的工作去執行工 

作方案。委員會希望這個政策能更推廣施行。

會議的編排

三七三.委員會依照經濟鲤社會理事會汰議案六 

九三（二十六）並憶及大會決議案一二。二（十二）的規 

定，經常檢討減少委員會各輔助機關及專設工作團會

議次數與縮短會議期間的意旨。一九五八年共召開會 

議十五次,而一九五七年則召開了十八次。委員會在 

擬訂一九五九至一九六O年期間的會議日程時曾謹記 

大會指示Q :

與技術協助方案合作辦理的區域計劃

三七四.委員會和過去一様，認爲技術協助方案 

仍將繼續協助亞經會秘書處執行各項計劃。其中大多 

數計劃，例如關於訓練、硏究及示範中心、硏究班、硏 

究旅行及召開專家工作小組的計劃，都是依照理事會 

決議案二二二（九）而提出的。此外，委員會希望在若 

干亜經會專家會議上，技術協助方案能採用由區域外 

專家提供服務的方式，予以協助。它還希望技術協助 

局能繼續對湄公河下游流域調查工作的某些方面,予 

以切實協助，並希望爲完成此項調査方案計，所需更多 

資源能由特設基金會a提供之。過去一年中，因爲凡 

事預先計劃，而執行聯合國技術協助方案的各機關又 

和秘書處經常諮商，委員會工作方案中所列各項區域 

計劃的實施遂能獲致較大伸縮性。委員會希望將來能 

繼續保持這種伸縮性，同時希望因有預料可從特設基 

金會得到的協助而能辦理更多的區域計劃，尤其是試 

驗工廠、硏究示範及訓練中心和全盤資源調査工作。

工作方案的檢討

三七五.委員會各輔助機關繼續謹記委員會以 

"加强''工作方案爲目標的政策。下文詳細列舉因經常 

檢討委員會第十三屆會所定標準的施行情形而引起的 

工作方案及優先次序的更動。本工作方案所擬定計劃 

共有八十三項，去年方案則有八十五項。

A.新計劃36

02-02 亞洲經濟設計者會議：

03-02 統計的發展

21-07 第四次水利建設區域技術會議

33-04 電費表研究

36-07 航空測量方法及設備研究班

42-03 公路運輸

B.已完成的計劃"

02-05 木材趨勢與前途

21-08 專家團體訪問歐洲及北美水利建設計劃

31-02 區域設計研究班

C.已删除的针劃"

03-02 統計組織與工作

H-04 影響食料需求的因素

“捐助國政府所能提供的協助於下文第三二0段至第三二 
二段內說明。

36計劃編號係照本文件所載計劃銓釋表。

87計劃編號係照委員會常年報吿書（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 
式紀錄,第二十六屆會，補編第二號，E/3120）所列計劃詮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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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倂入主要計劃的計劃

原計劃37

02-02 用以們進經濟發展的財政資源的動員

2 1-07 執行河川流域發展工作的組織

37-08 手工業產品國內及國外推銷

新計劃賞

02-01 經濟發展與設計（c）

21-01 河川流域綜合發展（d）

32-02 家庭工業及小型工業生產和推銷技術的經濟

方面問題。

亞經會社會事務司工作方案

三七六.社會事務司工作方案固照一九五六年該 

司成立以來所定方針進行，它與整個亞經會秘書處工 

作.方案則日益交織起來9•關於其他各司專事研究的各 

種經濟問題的社會方面，社會事務司能够提供資料和 

作成分析?:該司此唄任務日益爲人重視。與此有關的 

计劃是亞經會工作方案的構成:部分。同時，該司還擔 

任一般社薈事務方面的工作，並就會所社會事務局爲 

實施社會及人口兩委員會工作方案所擬各項報告及所 

作各項研究中與本區域有關的方面，續作貢獻。該司 

在這一方面的工作未列入亞融會工作方案。

工作方案的實施■

三七七.過去，委員會曾授權主任秘書於處理工 

作計割時，得在可獲有資源範圍內召開其所認爲必要 

的會議、專家工作團、專家會議和評論會，但事先須 

經有關各國政府同意，並須與各有關專門機關妥爲諮 

商。委員會希望主任秘書繼續推行這個政策。

三七八.为案固宜力求確定，然可能因爲非預料 

所及的因素而必須改變或放棄若干計劃或訂定不同的 

優先次序。因此，一如過去，委員會聽由主任秘書斟 

酌情形在核定方案的範圍內:變更或延緩辦理某些計劃 

或訂定不同的優先次序，要是他認爲非意料所及的發 

展使此種舉措成爲必要9

工作方案所需的經費問題

三七九.委直會察悉主任秘書曾稱於一九五九年 

他將設法在大會第十三周會核定一九五九年度預算中 
所頃定的秘書處員額人力範圍內去執行所擬工作方 

案？

:三八O.不過,，自"九木0年度起，爲執行本報 

告書內所述方案起見，職員人數非增加不可a爲應付. 

當前需要，委員會同意主任秘書腫於一九六O年度預

算提案中請求增設一、二實體專門工作人員，作爲增 

加職員人力的第一個步驟。.委員會認爲關於方案所涉 

經費間題，必須參酌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在評估一九五 

九至一九六四年期間聯合國方案範圍、趣勢和費用［理 

事會決議案六六五C （二十四）：］時所可能採取的行動， 

重加考核。秘書處服務人員，尤其是語文人員、秘書、 

計算員和一般事務員，目前工作稍爲過於繁重，一九 

六O年度也有將這一方面加强的必要。

說明

三八一.擬定工作方案分爲五大類：壹.一般計 

劃（包括研究與設計、技術協助與諮商服務）；貳.農 

業:叁.防洪及水利建設；肆.工業及天然資源；伍. 

貿易及陸.內地運輸與通訊。要想在這各大類之間或 

其中各小類之間訂好優先次序，事實上殊不可能，且 

亦無益。

三八二.每一大類或每一小類中的各項計劃依照 

理事會決議案四O二B （十三）的規定，列入下列三組：

第一組.優先進行的經常計劃及工作

三八三.本組所列計劃和工作由委員會及其秘書 

處依照委員會任務規定和各項決議案經常負責辦理。 

其中所擬作成的硏究和報告將隨時提出。每~種硏究 

在所涉國家、內容、問題和時間上可能彼此不同，但 

可互相補充。本組各項計割之間以及第一組和第二組 

之間並未依優先次序編列。

第二組:優先進行的特激計劃

三八四.本組所如為軌行期間可大約估定的非經 

常計劃。本組包括經常計割（第一組）廣大範圍以外的 

計劃及該範圍以內的偶有事項。依照理事會及其協調 

分組委員會的建議，第二組中差不多所有各項計劃的 

大約執行期間均經載明。本組內各項計割之間以及第 

一組和第二組之間並未依優先次序編列。■



第三組.其他計劃

三八五.本組包括因職員人數及經費限制而目下 

必須延緩辦理且在一九六。改一九六一年度內也似須 

延緩的各項計劃。本組內差不多每一特種計劃的估計 

執行期間或完成日期均經載明。本組內各項計劃係按 

優先次序排列，一旦資源有着，便可依每一大類或小 

類中的次序舉辦。

三八六.各項計劃分列上述三組一舉画用標準， 

陈其他因素外，包括每一有關計劃基本重要性的估計, 

及現有資源最有效利用方法的估計。

一九五九及一九六O年度計劃詮釋表

（註:凡註有"專"字者係指與一個或數個專門機關 

合作的計劃；註有"技"字者係指已取得聯合國技術協 

助方案的合作或擬請與其合作的計劃。）

壹.一般計劇

A.研究及設計

目前經湾情勢的檢附和分析

第一組.優先進行的經常計劃及工作

01-01 亞洲遠東經濟調查（年報）

根據:

委員會任務規定及委員會一九四七年十二 

月八日決議案E/CN. 11/63及一九四九年 

十月二十八日決議案E/CN. 11/222;委員 

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

亞洲遠東經濟調查，每年出版一次。本區 

域現時經濟情勢，與問題的調査及分析。

01 -02 亞洲遠東經濟公報（季刊）,

根據：

委員會任務規定及委員會一九四七年十二 

月八日決議案E/CN. H /63及一九四九年 

十月二十八日決議案E/CN. I । /222;委員 

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內容包括亜洲遠東經濟情勢的定期檢討， 

現時經濟統計，關於經濟發展及有關問題 

的研究及會議報告，和專躺。

二.經濟發展

第一組.優先進行的經常計劃及工作

02-01 經濟發展及設针38

根據：

委員會一九五六年決議案十六（十二）；委 

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a）在有關各國政府同意及合作之下對亜 

經會區域各國的經濟發展及經濟發展 

的設計進行分析調査；

3）基本經濟發展問題及政策的硏究，包 

括國內及國際兩方面，特別注意亞經 

會區域；」

（c）分析使得亞經會區域各國經濟發展所 

需國內及國際資源能足量和不斷而來 

的辦法，包括研究如何以非官方和政 

府行動提高國內儲蓄率，增加並穩定 

外滙收入,增加公私資本內流的方法 ；

（d）硏究擬訂經濟硕展方案的技術，包括 

經濟推測的方法，其能適應亞經會區 

域各國國情者。

02-02 亞洲經濟說針者會議

根據：

經濟發展及設計工作團第四屆會，一九五 

八年；委員會一九五六年決議案十六（十 

二）；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a）第一屆全體會議經提議於一九六一年 

舉行，以檢討⑴經濟發展及設計工作 

團與各專家小組的最近主要結論，及 

5）亞經會區域經濟發展與設計現況。

（b）經濟發展及設計工作團第五屆會定於 

一九五九年九月舉行，討論社會及經 

濟發展問題。以前各屆會討論的問題： 

一九五五年，經濟發展設計及方案擬 

訂技術問題；一九五六年，發展政键 

及實施發展方案的辦法;一九五七年， 

能與計劃U二03及31-01協調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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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糧農組織聯合討論農業方面問題； 

一九五八年，工業化問題。.

（技） （c）睹時就技術方面問題召開專家小組會.

議。第一個關於方案擬訂技術的專家 

小組會議將於一九五九年召開，與 

技術協助方案合作。

02-03 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

根據：

委員會決議案二0（十三）；.委員會第十五 

屆會，一九五九年0 -:

說明：

■分析亞經會區域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的相 

互關係；與聯合國社會事務局合作。

第二組，優先進行的特種計劃，.；.一

0 2一04 撅大自助辨法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特别注意 
（專）工索化和鄕村農囂

根據：

委員會第十一屆會，一九五五年；第十五 

屆會,一九五九年。

説明:

分析社區發展對亞洲遠東各國經濟發展的 

貢獻。與亞經會/糧農組織農業司和聯合 

國社會事簿局合作。完成日期丿一九五九 

或1一•九六0年J9

三.統計

第一組.優先進行的經常計劃及工作

03-0） 統計編製

根據：

委員會任務規定；委員會一九四九年第五 

屆會決議案E/CN.J l/223/Rev. I ；委員會 

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專）說明：

但）繼續編製亞經會各國基本統計數列， 

包括在經濟公報內經常發表的數列。 

此項工作須與本區域統計學家密切聯 

絡，並與聯合國統計處以及各專門機 

關合作丁

-£黄氧“「03和3121協調進行。

（b）爲經濟調査及秘書處其他常有及特種 

，計劃編造統計。

03-02 :統針發展

根據：

委員會任務規定；委直會二九四九年第五 

屆會決議集E/CN. I I/223/Rr. ）;委負會 

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亜洲統都學家 

會議，.薦二屆會，一九五八年。

說明：

與聯合國統計處合作：

6）繼續硏究統計方法和標準,以期改善 

和擴大亞經會區域現有統計基礎，並 

促進國際可比較性；二，：

（b）向本區域各會員國政府盘供黨見和協 

助,藉以擬訂和實施統計發施長期方 

案和建立統計制度,以應設計與發展 

的需要;]

（技，專）（G促進本區域各國充分參與一九六0年 

世界普查方案，包括技術協助方案 

（UN/FAO）。研究和傳播普查計劃及 

工作，擬具定期進度報告，並就普査. 

技術和方法提供意見。與糧農組織合 

作；

（d）協助採用取様方法和設定取樣調查單 

位，'並就此事提供意見。鬼集和傳播 

關於取樣技術及不同應用部門內取様 

調査的情報； ,

（e）硏究亜經會各國統計人員需要，並硏 

究與滿足此類需要有關的訓練及其他 

需要。協助發展訓練方法和促進旨在 

獲得必要訓練及其他設備的措施。

03-03 亚洲統計學家會議

根換：

委員會任務規定；委員會一九四九年第五 

屆會決議案E/CN. u/223/Rev. I;委員會 

一九五七年第十三屆會決議案二十一（十 

三）；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a）第三屆會議定於一九六0年舉行，討 

論基本工業與礦物統計，整業產家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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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國內貿易統計，普查，統計工作人 

力及訓練，取樣調查及其他問題。（組 

織會議於一九五七年四月舉行；第二 

屆會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舉行。）

（技）.S）時時就選定的統計問題召開專家工作 

:團或小組會議。取樣及估計資本形成 

方法工作小組預料於一九五九年組 

.成。與技術協助方案合作。

....此會議及有關工作係由委員會及聯合 

國統計委員會聯合主辦。.

第二組.優先進行的特種計劃

03-04 预算重新分類

根據：

堂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技）說明:
表算重新分類及管理第三實習班定於一九 

六O年與聯合國經褥*務局財政及賦稅課 

疝技術協助方案合作召開（以前的實習班 

保於一九五五及一九五七年召開）。現正草 

擬旨在採用預算資料劃一報告辦法的一個 

問題單，以便在第三實習班舉行以前向會 

員國政府分發。

B.技術協助及諮詢服務

第一組.優先進行的經常計劃及工作

04-01 語鞄服務.
（專,技）根據：

委員會任務規定；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 

九五九年。

說明：

秘書處在現有資源許可範圍內會同技協 

局、.經渡暨社會事務部和各專門機關，於 
接獲各國欧府請隶後,就與工作方案內計 

劃有闕的事項，向亲爾域各國提供專家服 

務。緑一國請求，得派遣一組人士前往該 

國提供諮詢服務,尤其注意經濟發展方案 

的擬訂和實施問題。

04-02 技緡協助方案上的各作 

（技）根據：

委員會任務規定；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 

九五九年。

11-01
（專）

說明：

（0經主管機構請求，於適當情形下就聯 

合國技術協助工作的發展提供協助；

（b）與技術協助方案合作，設計並實施委

・員會所建議的區域技術協助計劃；

（c）經各國政府請求,.協助其編製或擬訂 

.技術協助申請書；

«）硏討自一九六O年起在亞經會秘書處 

內向亞非經濟學家提供在職訓練一舉 

的可能性。.：

貳.農業）

第一組.優先進行的經常計劃和工作
■ -. ■ . . . ■ ■■ ■ - , ■ . ■ ■

.經常檢討亞洲遠東糧食農業方面目前發展 

根據：

: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供給下列用途所需的糧食農業事項資料 ：

（a）亞經會所辦與糧食農業間題有關的一 

切硏究，特別是經濟調查年報及半年

，列；

（b）糧農組織區域辦事處及會所，.和糧農 

.組織通洲遠東區域會議。一

農索資金籌供及信用

換:

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明：

搜集、分析和傳播關於本區域各國爲供給， 

農業發展工作所需資金與信用而設立的機 

構或所用方法的情報。（第一次報告書於一 

九五七年發表一•續報告書將於一九六O 

年完成。）

農緊發展及設計"

據:

經濟發展及設計工作團（第三屆會），一九 

五七年九月；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 

九年。

40此項麓統作方案係以委員會第十四屆會決定及糧農組 

織幹事長與亜經會主任秘書參酌委員會第十四屆會以來各種發 
展而協議的提案爲根據。

"1與計劃02-01, 02-04和31-01協調進行。

I1-02 .
（專）

I I -03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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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農業發展與計劃的硏究，包括：

（a）研究及檢討■本區域各國農業發展計 

劃，特別注意現在所採用的農業設計 

.和需求預測方法,及其他國家發展計 

劃典政策對本區域各國的影響：（第一 

次報告書於一九五七年發表，第二次 

報告書於一九五八年發表，第三次報 

告書將於一九五九年內完成）；

Q）亞經會/糧農組織農業發展設計中擬 

定目標間題專家聯合技術會議，於一 

九五九年或一九六0年舉行；

（c）本區域各國的擴展經濟中農業與工業 

增長間的關係（報告書將於一九六O 

年完成）；

（d）社區發展工作對鄕村農業的影響.（各 

項硏究與計劃02-04合併辦理——報 

告書將於一九五九年完成"

"一04 糧食農業價格政策
（專）根據：

，委員會第十五届會，十九五九年。

說明:

蒐集、分析和傳播關於本區域各國糧食及 

農業價格政策與農業扶持政策的情報（第 

一次報告書於一九五五年發表；第二次報 

告書於一九五八年完成"第三次報告書將 

於一九六一年完成）。.

"-05，以劑餘農產品促進經海發展
（專）根據:

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硏究乘II餘農産品的處置,特別注意本區域 

利用剩餘農產品去促進經濟發展一事所涉 

程序和問題。（關於日本的報告書於一九五 

八年完成;其他個案研究將於一九五九年 

進行。）

I 1-06 整產品的運銷m
（專,技）根據：

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一近鉱而彥5協調進行。.

21-01 
（專）

說明：

他）研究若干種選定產品的運銷間題和 

方法，如糖、米、煙草、乳酪產品及 

肉類。:各國硏究儘可能由各國內機關 

進行，但可能由技術協助蹟大方案或 

其他方面予以協助;，區域方面的問題 

則由秘書處處理；/

（b）糧農組織/亞經會農産品運銷專家聯 

合技術會議將於一九五九年舉行。

II-07 黑黑經濟研究
（專）根據：

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_

（a）蒐窠和傳播關於本區域各國農業經濟 

研究的情報。（報告書於一九五八年完 

成；續報告書將於一九六一年完成。）■

（b）改善農業經濟服務及訓練與硏究設 

備;研究各項間題並協助各國政府策 

劃改進。

（c）擬訂農業經湾區域會議和訓練中心的 

方案；與糧農組織合作。

巻.防洪及水利建設

第一組.優先進行的經常計劃及工作

河川流域綜合發•展*

根據：

委員會第七屆會，一九五一年；第十五屆 

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調查並便進本區域河川流域的綜合發展。

（a） .逐一調査各國水利資源，現時利用情 

形及將來發展計劃；硏究與分析所遭 

遇的問題與困難；着手進行本區域水 

利建設的全盤檢討；

（b）擬具關於各種特定問題的詳細報告；

（c）分析本區域内選定的若干綜合計劃的 

設計和執行；

"與前J丽3協調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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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硏究本區域設計河川流域發展的現有 

機關，及河谷計劃建造和業務的行政 

機構。

21-02 圍際河川的防洪與水利建設"

（專徽）根據：

委員會第六屆會，一九五0年；第十五屆 

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研究本區域國際河川防洪與水利建設的技 

術問題，並促進有關各國的合作。.向湄公 

河下游流域調查協調分組委員會提供協 • 

助、服務和意見。向參與湄公河下游流域 

調査方案的聯合國秘書處、技協局、各專 

門機關及其他機構握供實體事務及其他方 

式的協助。

21-03 防洪方法

根據:一

委員會第六屆會，一九五O年；第三次水 

利建設區域技術會議，一九五七年；委員 

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改善防洪方法，包括與本區域各技術機關 

共同研究各種特殊問題。一九五九年度工 

作方案爲繼續進行一九五四年發動的堤防 

工程所用方法的研究，尤其注重堤防工程 

有效地使用體力勞動與機器。如能辦到，硏 

究範圍將予擴大，使其包括建築機械設備 

妥善使用與養護的適當步驟。上述各方面 

將由計劃2 1-06所擬設的工作團進行研究。

21-04 水文研究"
⑻根據：

委員會第七屆會，一九五一年；第三次水 

利建設區域技術會議；委員會第十五屆會， 

一九五九年。

說明：

研究水文資料的主要缺陷（亞經會/氣象組 

織聯合計劃）。

諸題爲"水文觀測及水力研究站"。锵來擬注意 

下半部分，卽計劃21-05下的“水力研究站”。經委員會前此屆會 
在本計劃下核定而已着手辦理的五項水文研究,今在此處"水文 
研究"標題下重新編列。

（a）水文觎陷。

（b） 一九五九年由亞經會和氣象組織聯合 

在曼谷召開各區域間水文站網及方法 

問題研究班。

（c）地下水源。低請本區域各國注意務須 

着手研究各國地下水源的多少與性 

質。

2 1-05 傳播防洪工程及水利建設的技術情報

根據:

委員會第六屆會，一九五0年；第十五屆 

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出版防洪叢刊及"防洪期刊”，分發技術報 

告與出版物。

第二組.優先進行的特種計劃

21-06 召開亞經會區域移土工程工作图45
（專,技）

根據：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決議案五九七A （二十 

一）及六1八（二十二）;第三次水利建設區 

域技術會議，一九五七年；委員會第十五 

屆會，一九五九年。

説明:

.工作團將研究改進各種氷利建設綜合計 

劃、運河、公路、鐵路及其他方面移土工 

程效率和成績及減低費用問題，參酌本區 

域各國有關情況，就體力勞動、機械化作 

業、及兼用此兩者問題，從事研究本區域所 

用某種開礦方法:；並硏究設備的選擇、修 

理、養護和零件問題；業務和養護工作的 

勞工訓練，.及成本會計方法的改善。.關於 
勞工訓練問題，已請國際彝工組織合作。工 

.作團將於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在亞經會和聯 
.合國經濟事務局聯合主持下召開，並與技 

術協助方案合作。

21-07 第四次水利建設區域技術會議（一九六0年） 
（技）根據：

委員會第六屆會，一一九五0年0

—46與計劇36-02, 42-01, 43-01和曲-04協調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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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水利建設區域技術會議擬於一九六0年舉 

行。該會議籌備工作於一九五九年內開始。 

以前三次會譲:一九五一年在新德里舉行， 

一九五四年在東京舉行，一九五七年在馬 

尼拉舉行。擬請技術協助方案合作。

.肆.工業及天然資源

A.一般性的

第一組.優先進行的經常計劃及工作

31-01 工業發展及設計46

根據：

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一屆會， 

一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 

九年。

說明：

(a)硏究工業設計及發展的問題和技術， 

包括對本區域有重大關係的特種工業 

的問題，譜如金屬及機械工業、化學 

工業、水泥等。一九六O年將舉行關 

於亞經會區域基本化學工業(硫酸、食 

鹽、純碱和燒碱)的第一工作團。關於 

其他特種工業的工作團將於以後各年 

召開。

:3)關於"本區域工業化進展與問題"的報 

告書將向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 

第十二届會提出。該分組委員會經常 

檢討工業發展工作的進展和問題。

(c)傳播關於工業機關組織與行政的技術 

情報尸

(d)研究“小型工業技術和機械化間題”， 

向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提出報 

.告0

(技) 聯合國公家工業企業管理研究班將於一九

五九年十二月召開，與技術協助方案合作。

~定菊丽获1和11-03協調進行。

47與計劃21-01(d)協調進行。

第二組.,優先進行的特種計劃

31-02 -遠東紙漿及造紙工業專家會議 

(專'技)根據：

委員會第十三屆會，一九五七年;‘第十五 

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於一九六0年由亞經會和經農組織聯合召 

開:與會者將包括區域外各國第一流專家。 

擬請技徜協助方案合作。議程除其他項目 

外包括以本區域可得原料製造報紙，利用 

竹及其他非木材料製造紙漿和紙張。

31-03 亞經鲁區域爸图機料及動力資源及需求的綜 

合研究

根據：

礦產資源開發小組委員會第二屆會，一九. 

五六年；電力小組委員會第六屆會，一九 

五八年;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斗 

一屆會，一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 

■~"九五九年。

說明：

研究本區域各國動力及燃料現有與潛有資 

源、生產和需要，預測動力及燃料需求的 

技術，，生產成本，.運銷和價格，各種動力 

來源及各種燃料優劣比較，最佳利用方法。

B.家庭及小型工業

第一組.優先進行的經常計劃及工作

32-0 I 硏究和實驗工作的促進和協調及执術情報的 

傅播

根據:

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一屆會， 

一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 

九年。

說明：

由各國向工作團提出關於若干選定工業的 

研究、試驗、新工序與技術的報告書。.秘 

書處傳播技術情報時注重家庭工業及小翌 

工業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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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 ■家庭及小型工業的經濟方而生達病運銷技術

根據：

小型工業及手工業產品運銷工作團第五届 

會，一九五七年；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 

員會第十一屆會，一九五九年；委員會第 

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專，技）說明：.

.研究若干選定工業的經濟方面，包括組織 

及管理、:財源、對付進口貨的保護、硏究 

與國內大規模製造業的競爭關係（包括生 

產和運銷問題）；與技術協助方案和勞工組 

織合作協助各國發展國內及國外運銷。由 

各國政府早日提供統計資料、情報、和備 

忘錄。，工作團將於一九五九年在新加坡舉 

行第六屆會，硏究水果與食物製罐及防腐 

工業問題。工作團以後將硏究本區域其他 

特種家庭及小型工業。.

32-03 家庭及小型工業共同便利的眼務,包括標準 

化的方法

根據；

.小型工業及手工業產品運銷工作團第五屆 

會，一九五七年；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 

員會第十一屆會，一九五九年；委員會第 

，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O .

一說.明：

報告書論列向獨立生産者團體提供共同便 

利服務的可能性，.視此類服務爲改善若干 

選定家庭工業產品品質、促進標準化、擴 

展生產、並減低成本的方法。下次報告書 

將硏究若干選定小型工業所得的經驗和所 

遭遇的困難，，並檢討本區域小型工業的進 

展和問題，期於I九五九年內完成。

C.電力

第一組.優先進行的經常計劃及工作

33-01 技術情報與資料的傳播

根據：

電力小組委員會第六屆會,一九五八年;工 

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一屆會，一

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 

年。

說明：

（a）時時分發本區域所關心的專論，包括 

（i）本區域內外近時建成的發電所、輸 

電系統及其他事項的資料與細節；5） 

關於本區域各國水力電潛能估計工作 

進展的技術報告書；（出）說明本區域 

各國水力電潛能估計調査所遭困難的 

報告書；（iv）國際及國內制定標準機 

關的出版物；（V）關於本區域各國所編 

'製將來電力需求估計的情報，包括依 

各類消費而分的電力需求的趨勢。

Q）每年出版"電力公報"。公報內載有： 

⑴按電廠種類列舉的發電及容量統 

計與其他資料；5）按長度及電壓列舉 
的輸電線；（出）按種類及數量列或的 

燃料消糕；3）逹到的效率及負荷因 

素;（v）輕重工業及他種消費者的電力 

利用情形；（Vi）鄕村電氣化的進展； 

（⑴）生命與財產意外事故。

（c）本區域各國電氣器材的製造。蒐集和 

傳播關於下列事物的情報：電廠及設 

備製造工業的增加，電力輸送器、電 

動機、開關、.絕緣體及導體等物一 

.電力供應系統所需者,及電氣消費品， 

例如電燈、電線、家內電氣用具等物。

（d）經關係國家的請求，提供關於發電及 

電力輸送特殊計劃和計劃重要細節的 

技術資料。..

第二組.優先進行的特種計劃

33-02「鄉村電氟化 
傳'技）根據:

電力小組委員會第六屆會，一九五八年;工 

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一屆會，一 

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届會，一九五九 

年。

說明：

會同糧農組織召開鄕衬電氣化使用木電桿 

工作團。協助本區域各國擬定鄕村電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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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將別注意鄕村工業及農場使用電力 

問題〕由有關國家提請技術協助方案就特 

殊計劃合作。

33-03 .热力電廠用中宪

:根據:：

’甯力小慈委員會第六屆會,一九五八年;工 

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一屆會，一九 

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繼二九五六年前往歐洲、美國和蘇聯訪問 

的本區域電力專家硏究小組建議之後，對 

下列三事項進行詳細研究：⑴燃燒低級煤 

的落汽鍋爐電廠;5)蒸汽電力廠使用大型 

電機、高壓、.高温而獲致的節省；(出)鍋爐 

養護的改善方法。

33-04 電費表研究

根據・：

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一屆會， 

一一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 

九年0

說明：

制訂電費表的科學根據*綜合計劃中電氣 

費用分配和收費率的釐定方法；公用事業 

的利潤觀念；電羹爵工業發展的影響；爲 

推廣用戶而訂的電費率。

D.住宅及建築材料

第一組.優先進行的經常計劃及工作

34-01 住宅及我鄉設针及建築
.(惠,技)根據：

住宅及建築材料H作團第五屆會，一九五 

八年；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一 

屆會，一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 

九五九年。

說明：

(a)召集各會員國專家定期工作團會議， 

檢討住宅的技術、經濟及社會問題，包 

括建築林料的基本問題；建議增進住 

宅和發展建築及建築材料工業的措

34-02
（專，技）

34-03

施;並與聯合國社會事務局、技術協 

助方案、糧農組織、勞工組織、文敎 

組織和衞生組織密切協力去便進在此 

方面的國際合作。

3)以社會委員會及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工 

作計劃與方案爲基礎，，協調各機關在 

本區域範圍內的工作。

(c)蒐集和傳播資料，包括擬具關於下列 

事項的硏究報告和其他文件:有防護 

設備的供水及排水,住宅的技術、經 

濟和社會問題，建築材料的基本問題， 

研究結果，爲發展建築材料及建造技 

術而舉辦的實驗渝試驗計劃，建築物 

構成部分的標準化，援助自助方法。

(d)定期檢討本區域住宅情況和住宅與建 

築方案，注意其與經濟及社會發展的 

關係。

區域住宅問題研究中心

根據：

住宅及建築材料工作團，第五屆會，一九 

五八年；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 

一屆會，一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 

一九五九年。

說明：

(a)繼起探取適當行動，協助爲本區域熱 

帶乾旱與濕熱地區而設的區域住宅問 

題研究中心的各種工作。如有關國家 

需要，則請技術協助方案進一步合作， 

並與其他咨關係機關合作。

(b)協助區域住宅問題研究中心諮詢委員 

會，以期加强各中心的區域性工作。

本區域各風住宅及建樂材料專家研君旅行 

根據：

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屆會，一 

九五八年:住宅及建築材料工作團第五屆 

會,一九五八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 

九五九年。

說明：

在所訪問各國內考査並硏究與下列各事項 

有關的最近發展：擬訂住宅及新工業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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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34-04

第一組.

35-01

區力案的方法與技術,大規模建築的方法 

與技術，建築材料工業的進展，及建築發 

展事宜的組織、行政及研究工作的進展。提 

議於一九六0年作此研究旅行，並擬請技 

術協助方案合作。.. .

優先進行的特種計劃

建築工需费用研究

根據：:

住宅及建窠材料工作團第五屉會，一九五 

八年；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一 

屆會,一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 

九五九年。

說明：

.本區各國建築費用調查。此項硏究包括本 

區域各國建築工業費用的比較分析。所擬 

研究的其他問題包括： 

(a)行政及組織辦法； 

3)住屋標準； 

")建築設計； 

«)結構設計； 

(e)材料費用； 

(f)建築業工人的工資率； 

(g)建築設備的資本與維持費。

初步研究於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完成，以備 

提交住宅及建築材料工作團第六屆會。

E.金屬與機械

優先進行的經常計劃及工作

亞經會各國鋼鐵生產及消費工業及買易調查

根據：

鋼鐵小組委員會第八屆會，一九五八年;工 

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一屆會，一 

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 

年。

說明：

(a)鋼鐵製造工業一繼續硏究亞經會各 

國鋼鐵工業及貿易計劃與問題；傳播

關於此類問題和人員訓練問題的技術 

和經濟情報。定期出版"鋼鐵公報” 

(下期公報於一九六O年刊行)。

(b)鋼鐵消費工業—輕、中、重型機械 

工業計劃及問題的全盤檢討・，包括亞 

經會區域篇造廠的詳細調査。

(C)金屬生產工業--亞經會各國主要金 

屬生產工業(鋼鐵工業除外)現狀檢 

討。

(d)促進區域內和國際間的合作--硏討 

，有無可能由亜經會二、三國家合作建 

.立鋼鐵及有關工業。

35-02 傳播亞經會各國所關心的鋼鐵及其他会屬及 

機械工需中若千種選定工藝的技術及經濟情 

報

根據：

鋼鐵小組委員會第八屆會,一九五八年;工 

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一屆會，一 

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届會，一九五九 

年。

説明：

包括關於礦砂選鍊,製造新工序，鋼鐵及其 

他金屬成形及處理，機械彊品、電極和耐 

火材料的製造，.鑄造技循，和廢鐵收集版 

製鍊技術的情報和資料，以及關於選定機 

械工業的資料。

35-03 消费趨勢和未来需求研究

根據：

鋼鐵小組委員會第八層會,一九左八年;工 

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一屆會，一 

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 

年。

說明：

(a)亞經會區域各國鋼鐵消費趣勢和未來 

需求的定期研究，下次報告書將於一 

九六0年完成。

(b)盛經會各國其他金屬及機械產品消費 

趨勢的硏究——日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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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優先進行的特種計劃

35-04 鋼鐵專家前往欧洲研究一事的繼起行動 
(專,技)根懒

鋼鐵小組委員會第八屆會,一九五八年;工 

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一屆會，一 

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 

年。

說明：

(a)含鐵合金及合成鋼需求調査；

(b)召開不用焦煤製鐵的研究班；

(c)組織、亞洲靠家前往先進國家考察消費 

.鋼鐵H業技術的研究旅行；

(d)硏討能否在日术和印度組設訓練班； 

(e)硏討能否設立區域鋼鐵神究所。

35-05 鋼鐵規，格

根據：

鋼鐵小組委員會第八屆會,一九五八年;工 

，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I-屆會，- 

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 

年。

說明：

研究能否擬訂區域劃一標準和召開區域標 

準規格專設工作團。

F:鑛產資源钠開發

第一組.優先進行的經常訐劃及工作

36-01 區域地質、鑛物及地殼圃與相關工作

極據：

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一屆會， 

一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 

九年。

說明：

與國際地質學大會、聯合國製圖組和亞經 

會專家工作團體合作繪製、檢討和改訂區 

域地圖。根據高級地質學家工作團在其任 

務規定贋大後所得結輪和建議而繼起進行 

的工作。一九五八年完成的區域地質圖於 

一九五九年內出版J區域鑛物分佈圖將於

一九六0至一九六一年期間完成。本區域 

石油及天然氣圖將於一九六二年以前完 

成。

36-02 區域鑛案發展的檢討

根據：

鑛產資源開髏小組索員會第二及第三屆 

會，一九五六及一九五七年；工業友天然 

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一屆會，一九五九年； 

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定期檢討本區域現時鑽業工作，包括新鑛 

藏的發現，新鑛的開發，鑛物加工廠的裝 

置及擴充以及鑛物生産的經濟方面。m此 

項檢討注意鑛物生產數量和價値的統計； 

以及其他區域所發展的更好生產方法等一 

類特色。以前報告書曾檢討一九四五至一 

九五七年的進展情形。鑛產貿易研究也在 

檢討範圍之砲。

36-03 鑛肠探勘、開採和加工情報的傳播，和選定 

鑛物的研究

根據：

鑛產資源開發小組委直會第三屆會，一九 

五七年丁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 

一屆會，一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 

一九五九年。

說明：

(a)傳播關於下列事項的情報：輻射性鑛 

「物、航空測量方法，.直昇飛機的利用， 

.一切鑛物現有探勘、開探和提煉方法 

的改善；此中所用設備。

(b)迄今已完成的技術硏究包括煤、鐵砂、 

鋁、硫磺、高嶺土與欽鐵鑛砂。關於銅、 

鉛、鋅鑛砂的硏究於一九五九年進行。 

後再進行關於鐫、錫和稀有原素鑛砂 

的研究。

(G傳播情報和硏究鑛物保持措施。

「权與計劇20-06協調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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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36-04
(技)

36-05 
（專、技）

優先進行的特種計劃

亞洲遠東石油資源關發座談會

根據：

鑛產資源開發小組委員會第三屆會，一九 

五七年;亞洲遠東石油資源開發座談會,一 

九五八年；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 

十一屆會，I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屆 

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座談會第一次會議於一九五八年舉行；第 

一次會議紀錄在一九五九年初發表；第二 

次會議定於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舉行。 

因第一次座談會討論和建議而繼起採取的 

「行動包括：.

.(a).本區域石油工業統計的標準化典出 

版，和關於石油探勘工作的報導；

(b)研究能否建立亞洲遠東區域石油研究 

所(一所或多所)；

(G交換關於石油資源開發的情報；

(d)協調本區域沉積盆地間地層對較；

(e)研究能否通過國際合作及(或)通過區 

域外製造業合作在本區域內製造石油

:探勘和生產的設備；

(f)本區域油田發現和開發個案歷史編 

纂。 -

鑛輩立法專家工作，卜組

根據：

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H^一屆會, 

一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 

九年。

説明:

聯合國法律事務廳報告書現已提交本區域 

各國"工作小組將集合各方經驗，估定各種 

立法的促進鑛物資源開發與保持的效力。 

關於衞生和安全的立法，擬講勞工組織合 

作。此事需要技術協助方案和聯合國法律 

事務廳的協助。工作小組於一九六。年內 

開會。.

36-06 亞經會地發學家及鏡案專家前往美國及加拿 
(技)大作研究旅行

根據：

鑛產資源開發小組委員會第二屆會，一九 

五六年；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 

十一屆會" 一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屆 

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與技術協助方案及有關東道國合作籌辦旅 

行，以便硏究美國及加拿大探査、開採及 

提煉鑛物的目前辦法及工序與所用設備。 

研究旅行於一九五九年舉行。

36-07 航空测量方法及設備研究班
(技).一 熄摩.

根據•

鑛產資源開發小組委員會第三屆會，一九 

五七年；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 

一屆會，一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 

一九五九年。

說明：

與技術協助方案及聯合國製圖組合作於一 

九五九年召開研究班。

第三組.其他計劃

36-08 本區域煤的分频及利用

根據：

鑛產資源開發小組委員會第三屆會，一九 

五七年；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 

一屆會，一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 

一九五九年。

說明：

編製本區域各國所開採的煤的分類稿和硏 

究煤的適當利用。與歐經會合作促進煤樣 

品的國際交換和實驗室硏究。

伍.貿易

第一組.優先進行的經常計劃及工作

37-01 發展買易及贸易促進事務

根據：

貿易小組委員會第二屆會,一九五六年;貿 

易分組委員會，第一屆會,i九五八年；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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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分組委員會第二屆會，一九五九年；委 

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a)檢討西經會各國貿易發展及商業政 

策，協助各國賣易促進機構，就貿易 

政策和促進問題，包括組設貿易促進 

技循和事務訓練班和研究班問題，向 

其提供情報和意見。

(b)向一九九九年貿易分組委員會第二屆 

會提出目前貿易發展及貿易政策報告 

書。下次報告書符向一九六0年貿易 

分組委員會第三屆會提出。

(c)檢討關於歐洲共同市場和擬議中歐洲 

自由貿易匾的事項的發展。報告書向 

一九五九年一月貿易分組委員會第二 

屆會議提出。與關稅鳖貿易總協定會 

員國政府、歐洲經濟委員會秘書處及 

其他有關國際機構合作繼續進行工 

作。

(d)秘書處繼續進行關於貿易政策問題的 

工作，就是進出口給照政策，出口促 

進技術，國營貿多和長期協議與大宗 
合同等問題。'

37-02 .搜集及傳播等本區威备屬一般均能整得的商 

常情报的交澳所

根據：

委員會第六屆會，一九五o年；貿易小組 

委員會第二屆會，一九五六年；貿易分組 

委員會第I屆會，一九五八年；貿易分組 

委員會第二屆會，一九五九年；委員會第 

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出版“貿易促進新聞"；搜集和傳播關於下 

列事項的情報：國家貿易促進機關，國際 

博覽會或展覽會,貿易特派團，商業情報 

和市場研究工作，貿易促進技術，商業公 

斷，商品和產品的標準化,給證和推銷程 

序，運費及有無運輸便利間題。，

37-03 擴展國際贸易的方法

根據：

委員會第十屆會，一九五四年；貿易小組 

委員會第二屆會，一九五六年；委員會第 

十三屆會，［一九五七年；貿易分組委員會 

第一屆會，一九五八年；質易分組委員會 

第二屆會，一九五九年；委員會第十五屆 

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a)研究擴展國際貿易的方法，以求消除 

.對貿易的障礙。

8)研究若干選定商品及生產設備的貿 

易。關於鑛物和鑛產品(煤及鐵砂)貿 

易的初步報告書向貿易分組委員會第 

二屆會提出。關於其他鑛物產品貿易 

的工作將繼續進行，包括石墨、錫、錯 

鐵、鋁、銅、鉛、鎰、硫磺、鋅、鐫和 

鋪。

(c)穩定本區域初級商品市場和價格；秘 

書處將這一方面其他有關國際機關的 

工作隨時通知貿易分組委員會。

(d)區域內的貿易：根據委員會第十四屆 

會建議，本區域關係會員國間區域內 

貿易促進商談已於一九五九年一月召 

開。下度匾域內貿易促進商談將於一 

九六。年內召開。

第二組.優先進行的特種計劃

37一04 國際贸易的條例、程序及惯例

根據:.

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委員會第十一屆會， 一九五五年； 貿易小

組委員會第二屆會， 一九五六年； 貿易分

組委員會第k屆會, 一九五八年； 貿易分

組委員會第二屆會， 一九五九年； 委員會

說明：

(a)與各國政府及關係商業及政府間組織 

合作硏究關於進行國際貿易的條例、 
程序及慣例，以期使其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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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一次報告書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發 

表；經各國政府協助修正後，該報告 

書將於一九五九年印發。

S)關稅行政工作團與關係國際組織合 

作，擬具關於關稅手續與程序簡化的 

實際建議,以求便利國除貿易的進行。 

工作團第一屆會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舉行。下屆會於一九六。年上半年召 

開。工作包括：

(i)檢討本區域各國實施工作團第一 

屆會建議的情形；

(ii)爸組國家間，尤其是亞經會區域 

毗運各國間，就貨物與旅客自由 

來往問題達成脇議一事的可能 

性；

(道)關稅行政訓練設備調査；

(2)貿易業者以諮商資格與關稅當局 

聯絡；

(v)稅關保管期間貨品安全储藏程序 

和稅關保管期間貨品損失或損壞 

賠償:

(成)關稅經紀人和過關手續代理人的 

任澎；

(晒)申請償還及退稅的程序和確保從 

速解決此類申請案的方法。

37-05 市場分析49

根據：

委員會第七屆會，一九五一年；貿易小組 

委員會第二屆會，一九五六年；貿易分組 

委員會第二屆會，一九五九年；委員會第 

十五屆會，一九五九牟。'

說明：

(a)亞經會區域各國若干選定產品的調 

查。椰子及椰子產品報告書於一九五 

六年完成並已向貿易小組委員會提 

出。

(b)香料及香料產品市場分析報告書向一 

九五九年貿易分組委員會第二屆會提

-码港而'i工6協調迤行。

出。次則與糧農組織合作進行關於黃 

麻和黃麻產品運銷的硏究。

37-06 貿易促進訓線班的組設.
(技)根據：

貿易小組委員會第二屆會,一九五六年;貿 

易分組委員會第一屆會,一九五八年;貿易 

分組委員會第二屆會,一九五九年;委員會 

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與技術協助方案合作，擬於一九五九年在 

日本，一九六一年在印度，組設貿易促進 

訓練班，由兩國政府提供東道便利。

37-07 商事公斷設施

根據：

委員會第九屆會，一九五三年；貿易小組 

委員會第二屆會，.一九五六年；貿易分組 

委員會第二屆會，一九五九年；委員會第 

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a)與該管國內及國際機關合作仮進本區 

域公斷設施，並協助各國擬訂公斷程 

序的法律、規則和條例，貿易契約內 

載列標準公斷條款，國際公斷裁決的 

執行。

(b)工作包括：(D搜集和傳播與商事公 

斷有關的法律、條例和法院裁決及類 

似文件的情報；5)對所得情報的分 

析和評議。與聯合國法律事務廳合作。 

日向一九五九年貿易分組委員會第二 

屆會提出報告書。下次報告書將向一 

九六0年貿易分組委員會第三屆會提 

出，其中將分析本區域各國在商事公 

斷方面所遇種種問題與困難的分析。

37-08 海運費率的研究

根據:.

委員會第十一屆會,一九五五年;貿易小組 

委員會第二屆會，一九五六年；.工業及貿 

易分組委員會第九屆會,二九五七年;貿易 

分組委員會第二屆會，一九五九年；委員 

會第十五屆會，亠九五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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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硏究與本匾域各國有關的海運費率， 

包括考慮與國內及國際該管機關合作 

增加船運便利一事的可能性。秘書處 

於一九五六年向貿易小組委員會又於 

一九五九年向貿易分組委員會第二屆 

會提出報告書。

(b)分組委員會經常檢討本區域各國爲改 

進港埠便利、增加本國船運及使各本 

國對外貿易獲得公平運費率和充足船 

運服務及路綫而採取的措施。秘書處 

繼續與各國政府及該管國際機關合作 

研究上述各項間題。

陸.內地運輸及交通

A.一般性的

第一組.優先施行的經常計劃及工作

41-01 搜集、分■析和傳播情赖

根據:

內地運輸專家專設分組委員會，一九五O 

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a)搜集、分析和傳播關於一般交通問題、 

鐵路、公路和內地水道的情報;，

(b)圖書館及影片事務；

(c)出版"運輸公報"季刊。

第二組.優先進行的特種計劃

41-02 運輸的協魏
(技)根據:.

內地運輸分組委員會第一屆會,.一九五一 

年；運輸協調工作團，一九五八年；委員 

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説明：

就內地運輸分組委員會對下列各端所核定 

的事項，召開工作團會議：劃y會計制度， 

運費協調的統計程序及問題，國家與運験 

的關係，鹹稅，津貼，運輸所負義務，各

種運輸業者間聯運技術和組織。第一工作 

團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召開。與技術協助 

方案合作進行。

第三組.其他計劃

41-03 運輸事業運费率結構的比敕研究

根據：

.內地運輸分組委員會第七屆會，一九五八 

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

研究訂定各種內地運輸運費率的原則和方 

法，特別注意運輸成本、資本的足够利潤 

和服務的質量。

B.公路

第一組.優先進行的經常計劃及工作 

(另請參閱計劃41-01)

第二組.優先進行的特種計劃 '

42-01 公路建築與養誤5°

(4)瀝清路速翳術語

一根據：.

公路小組委員會第四屆會,一九五八年;委 

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編製瀝淸路建造方面朋用標準技術術語6 

在編製此項詞彙時將與在巴黎的公路會議 

常設國際聯合會諮商，俾與該會朋編製的 

類似術語一致。

3)公路籌资與行政

說明：

詳細研究亞經會區域內外公路籌資及行政 

現行方法，以期擬具建議，供本區域各國 

採行。最後報告書於一九五九年提出。

42-02 劇際公路
(技)伏根揶

公路小組委員會第四屆會，一九五八年； 

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9

~疾词曲6協調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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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研究和檢討亞經會區域國際公路的發展， 

特別注意技術標準的訂定，並就此各事提 

供建議。足以便利國際交通的財政及其他 

方面事宜也在确究之列。召開毗連各國專 

家地區工作團，以擬具建議。擬請技徜協 

.助方案合作。

42-03 公路運輸
(技)根據：

公路小組委員會第四屆會,一九五八年;委 

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硏究事項包括公路運輸的業務、管理和資 

金籌供各方面問題，尤其注意政府管制和 

財政方面。秘書處將與技術協助方案會商 

硏討能否籌辦一個研究班，.去討論公路運 

輸的組織、業務和財政方面問題，並討論 

能否籌辦一個前往歐洲和美洲先進國家的 

研究旅行，去考察目前這方面的發展。

(a)研究公蹈汽車運輸的業務、組織和財 

政。.

(b)舉行公路運輸組織、業務和財政硏究 

班一事的可能性。

(c).籌辦公路運輸專家前往先進各國研究 

公路運輸各方面的發展的研究旅行。

C.内地水道

第一組.優先進行的經常計劃及工作

(另請參閱計劃41-。1)

43-01 ''改善內地水造運輸
(技)时场.

根據。

內地水道小組委員會第四屆會，一九五七 

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亠九五九年。

說明：

(a)搜集與傳播關於51河流及運河航行水 

利管理的改良法及提高內地水道運輸 

效率的方法的情報。.關於各方面事項 

的報告書和資料文件隨時發表。下次

-61與館論2106協調進行。

報告書論述目前內地水道發展，將於 

一九五九年凝表。

3)經各國政府請求，助其推行•內地水道 

運輸計顧及此事需要全區域協調 

進行。

必要時擬請技術協助方案合作。

第二組.優先進行的特種計劃

43-02 
（技）

43-03

43-04 
（技）

改善船舶設計及噴務.

根據:

內地水道小組委員會第四屆會，一九五七 

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客運快艇示範計劃；

⑷翼船；.

在本區域關係各國內試用水葉助動式 

客‘船，以明能否以此種船舶在聯繫重 

要人口中心的各種水道上運客，並斷 

定其是否經濟。

3)他種客運快艇。

與技術協助方案合作。擬議工作期間：一 

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

管理内地水道運輸及河川與運河水利的模範

政府一組織, '

根據： '

內地水道小組委員會第二屆會，一九五四 

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硏究現行制度的利弊；就政府組織的適當 

結構和任務規定，包括立法方面，提出建 

議。工作團將於一九五九年召開。

研究旅行

根據：

內地水道小組委員會第三屆會，一九五五 

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籌派本區域各國一組專家去硏究蘇聯並於 

可能時硏究多瑙河流域內地水道運輸及河 

川與運河水利的現代方法與技術。與技術 

協助方案合作。

此項旅行於一九五九年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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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5 沿岸航行船舶原型
（技）3根據:

内地氷道小組委員會第四屆會,一九五七 

年厂委員會第十五相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設法擬訂本匾域各國所適用沿岸航行船舶 

的規格、發計和水槽試驗方法。

擬議H作期間：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

擬請技術協助方案合作。

第三組.其他計劃

‘43-06 内地水道的分•類

根據：

內地運輸委員會第三屆會,一九五四年;委 

貝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解究能否訂定水道分類的標準和斷定每一 

類水道的適當標準尺寸、結構與船舶。

H作時間：兩年。

43-07 水草清除
（專闵根據：

內地水道小組委員會第四屆會，一九五七 

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研究如何可以各種方法,包括機械方法、化 

學品及食草水中動物，去淸除可航行水道 

中的水草，特别是水風信子；籌辦示範計 

劃，以示最有成助希望的方法的效用。

工作期間：兩年。

擬請技術協助方案及（或）糧農組織合作。

43-08 内地水道的波挖

.根據：

.內地水道小組委員會第三屆會，一九五五 

.年；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研究浚挖方法和內地水道和港埠適用的設 

.備。

擬議工作期間：兩年。

D.鐵路

第一組.優先進行的經常計劃及工作

（參閱計劃41~。1）

第二組.優先進行的特種計劃

44-01 與速度、安全及增加路線容量有關的鐵路信 

號

根據：

鐵道小組委員會第四屆會,一九五六年;委 

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硏究並建議信號及行車的改善方法，以求 

增加速度、保證安全，增加路線容量以免 

舖設雙軌所需重大費用。

工作期間：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

44-02 工場内車輛修理和養護 
（專）根據：

鐵道小組委員會第二屆會,一九五三年;委 

.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爲改進工場生產力粕產品質量而作的工場 

程序及慣例的比較硏究。臨時報告書已完 

成。續編報告書交由一九五九年召開的機 

械工程師工作團審議。

與勞工組織合作。：

工作期間：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

秋一03 研究能否左鐵路上探用容器運輸辨法，特別 

注意棠潘费用及財政間題

根據：

鐵道小組委員會第四屆會，一九五六年; 

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此項硏究旨在查明本區域所辦理的運輸種 

類，顧及宜否探行容器運輸，包括其所涉 

財政及營運問題。

工作時間：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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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4 鐵路就道的設計與養護，以期採用長焊軌，檢 

討焊接方法與長■焊軌的養盜

根據：

鐵道小組委員會第五屆會，一九五七年;委 

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硏究永久路軌設計和養護的現有方法严 

以期將來裝設長焊軌，和檢討焊接和養護 

.長焊軌的技術。

工作期間：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

第三組.其他計劃

44-05 鐵路行政的比較研究

.根據：

鐵道小組委員會第四屆會，一九五六年;委 

員會第十五届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a)對亞經會區域鐵路最適宜的組織種類 

的比較硏究。

(b)傳播鐵路管理技術的情報。

工作期間：一九五八至一九六0年。

44-06 機車利用和輕便車棚辨法

根據：

鐵道小組委員會第五屆會,一九五七年;委 

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最费露初仁06協調進行。

說.明：

機車利用及輕便車棚辦法與程序的比較硏 

究，以期提供建議去改善機車的利用和供 

應以及輕便車棚的有效使用。

工作期間：兩年。

E.電訊

第二組.優先進行的特種計劃

45-01 特槿電就研究
(專,技)根據：「，

內地運輸委員會第六屆會,一九五七年;委 

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明：

研究全區域和各國電訊需要及其與一般經 

濟發展的關係，尤其注意滿足本區域電訊 

聯繫的迫切需要，特別是運輸方面的此種 

需要。與電訊同盟及技術協助方案合作於 

一九五九年召開工作團會議。

45-02 電訊人園的訓練 
(專)根據：

內地運輸委員會第六屆會,一九五七年;委 

員會第十五屆會，一九五九年。

說朋：

探討設置全區域和各國電訊人員訓練中心 

的可能性。

與電訊同盟合作。

工作期間：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

柒.一九五九及一九六0年暫定會議日程

-■九五九年

會議

一.糧農組織/亜經會農產品運銷技術會議

二.電訊工作團

三.內地水道專家研究旅行

四.亞經會/氣象組織各區域間水文站網及設計方法研究班 

五.小型工業及工業產品運銷工作團--水果及食品的裝罐 

與裝瓶--與糧農組織合作-

日期 地點

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六日 新德里

五月四日至十日 東京

六月/七月 東歐及蘇聯

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 曼谷

八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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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 日 期 ■地點

一六"地質學家及鑛業工程師研究旅行 八月/九月 美國及加拿大

:七.亞經會經濟事務局移土工程工作團 九月上半月 新德里

A.經濟發展與設計工作團（第五屆會,關於經濟與社會均衡 九月下半月 曼谷

發展問題）

九.鐵道小組委員會（第在屆會）及鐵道機械工程師工作團 十月 拉荷爾

一O.電力小組委員會（第七屆會）及亞經會一糧農組織木電 九月或十月 東京

桿利用工作團

一一.內地水道小組委員會（第五屆會） 十一月十一日至十六日 曼谷

一二.內地運输及通訊分組委員會（第八届會） 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 曼谷

一三.聯合國公家工業企業管理研究班 十二月 新德里

-四.航空測量方法及設備研究班 十二月 曼谷

一九六O弃

會議 日 期 地點

一.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十二届會） 一月上半月 未定

二.亞洲統計學家會議（第三屆會） 一月下半月 未定
三.區域内貿易促進商談; 二月 曼谷

四.貿易分組委員會（第三屆會） 二月 曼谷

五.委員會（.第十六屆會） 三月 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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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壹

出席委員會第十五屆會代表及觀察員名單

委員國

阿富汗

代表,:Mr. Mohammd Sarwar
副代蒞：Mr. F. N・ Alefi, Mr, G, D. Azizi

澳大利亞

代表：Mr. R. G. Ca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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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

代效：U Than Hla

副代效：U Soe Th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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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Mr. Ty Kim Sour
副代蒞： Mt. Sonn Voeunsai, Mr. Long Chuon, 

Me, Nou Hach

錫蘭

代袤：Mr. P. H. William de Silva
副代表_： Mr. B. F. Perera
顧問：Mr. W・ A- de Silva, Mr. C. Abeysekera, 

Mr. B・ Ekanayake, Mr. M. P. Perera, Mr. R・ M. 
Seneviratne

中网

代菸：張茲閩先生

副代蒞：費曄先生，黃人杰先生，王愼明先生，馬保 

之先生，吳鼎芬先生

顧問兼秘書：劉達人先生

馬來亞聯邦

代褰：Mr. Tan Siew Siu
代理代表：Dato L・T. Gunn
副代表：Mr. Raja Mohar, Mr・ A. H. Stoneham, 

Mr. M. F. Gatling, Mr. G. K. Rama Iyer, Mr. Abdul 
Rahman

秘書:Mr. T・ H. Yogaratnam

法蘭西

代表：Mt*. G. Georges-Picot
副代表：Mr. G, Ladreit de la Chartiere
顛問：Mr. E. Mayolle, Mr. R. Gri^re, Mr. Lautatd, 

Mr. J. Massenet

印度

代塞：Mt, N・ Kanungo

副代衰：Mr# H* A. Sujan^ Mr・ B. V. Radhakrishnan
副代君兼秘書：Mr. R. Venkateswaran

印度尼西亞

代表.：Mr. S・ Djojosoegito
代理代表.：Mr. A. Soenartadirdja
副代熬：Mr. K・ S・ Sie, Mr. S. Godjali, Mr. P・ J. 

Sigar
秘書：Mr. I. 沁

伊朗

代表.：Mr. Hassanali Mansour
副代表■: Mr. A. Majidian
巔問：Mr. B. Mostofi, Mr. A. Alikhani

秘書：Mr. Mansour Elddin Jahanbani

日本

代表：滥澤信一先生

副代表；宇山厚先生，淺野義光先生，黑澤俊一先生， 

大河原良雄先生，柿坪精吾先生，岩田俊男先生

專家:橘正忠先生，高橋惟元先生，宇和野宗女士， 

高橋健先生，和野稔先生

廠問：高木良一先生，岡部邦生先生，仲矢虎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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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代表：韓豹頊先生

副代表：采光植先生，閔丙徽先生，舍東洙先生

寮网

代表：Mv. O. Souvantiavong 
副代表：Mt. K・ Ratatiavong

荷蘭

代表：Mr; J. Vixseboxsfi
畐口代表：Ml J. Lips夕 Mr. B. van Bldik 
副代表兼秘書：Mr. J. A. Ketnkamp

紐西蘭

代表：Mr. P. N. Hollaway
副代表：Mh J. Weir, Mr. G. H. Datsoi), Miss J; 

R. Leicester

巴基斯坦

代袤：Mr. G. A・ Fatuqi 
副代蓑：Mt. S. S. Ja£ri 

副代表兼秘書：Mr. F. H. Choudhury

菲律雷

代表：Mr. P. E. Laguio
副代表；Me・ R・ Lazatiti9 Mr. A. B. Bartolotnet 

Me. A. B. Isip

泰劇

代表，：Luatig Thavil Sethapatiichkatn
副代表：Me , K. Suphamongkhon, Mr • S ・ Hoagsayonta, 

Mr. B. Bitisot), Mu. B. Kantabutra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代袤：Me. N. P. Fiabin 
代理代表：Mr. P. M・ Chernyshev 
副代表：Mt. A. Kakharov, Mr. G. M. Prokhorov 
廠問：Mr. A. I. Korolev, Mr. E. V. Novikov 
專家：Mt. N. S. Vasilenko, Mrs. A. G・ Pigjkqva,

Mr. A, N・ Mamin, Mt/ V. M. Lessiovski, 
Mr. A・ P・ Mikhailov

秘書：Mr. S. A. Atidcosov

大不列顛及让爱爾蘭聯合王國

代表：Lord Carrington
副代毅：Mr. H. Bailey, Mr. D. D. Condon, Mr. D. 

K. Btwdett, Mt*. I. M. Hurrell, Mr. J. M. Dutton

美利竪合衆國

代表：Me ・ C. H? Phillips
副代表：Mr. F. A・ Waring, Mr・ J. R. Fluker
髙級顧問：Mt. R, E. Simpson
廠問：Mr. J. H. Boulware, Mr. W. W. Diehl, 

Mr. B. F, Dixon, Mr. E. A. Dow, Mr. W. E. 
Knight, Mr. H. McCotieghy, Mr. C. R. McAvoy

越南

代范：Mr. Teat) Ie Quatig
副代表：Mr. Vu Van Thai, Mr. Pham Huy Son, 

Mr. Tran.Ngoc Oatih, Mr. Nguyen Huu Tan

協商委員

香港

代釘 Mr. Dhuti J. Ruttoiljee
副代塞：Mr. E・ S. Kirby, Mr. M. D・ A. Clinton

新加坡及英屬婆羅洲

代惹：Mr・ Abu Bakar
副代熬：Mr. V. K・ Chiew, Haji Muhammad Suaut, 

Mr. W. C. B. Wilson
副代敷兼秘書：Me. C.Y. Lim

其他國家

比利時。

代藜：Mr. W・ Stevetis

' 加拿大"

代菸：Mr. T. W. L. MacDetmot

梗克斯拉夫。

代藜：Mr・ J. Zicek
副代表■: Mr. M. Lukas
一『赢赢嗇頁國,依委員會任務規定第九項之規定，以諮, 

商資格參加會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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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代袤:Mr. J Nagy 

副代蒞：Mr. G. Czigatiy

以色列。

代表：Mr. M. Yuval

義大利"

代袤：Mr. E. Prato 
副代裁:Mr. A. Biasi

波胪

代菸：Mt. R. Zielinski

'瑞, 典"

代袤：Mr. C. Bergenstrahle

南斯拉夫。

代衰：Mr. Z. Josilo

德意志聯邦共和国"

代裴:Mr. G. Blank 
副代表.：「Mr. M. Spandau

專門機關

國際勞工組織（勞工如織）

Mr. R. Livchen

聯合國糧食農索組織（糧農組織）

Mr. P. G. H. Barter

网際復興建設銀行（風際銀行）及國際銀公司（銀公司） 

Mr. A. Basch

劇際貨乾基金會（魅金會） 

梁慶椿先生

風際電就同盟（電訛同盟）

Mr. Ralph E. Page
國際貿易組織過波委貝會/關稅聲貿易總協定（貿易組 

織委貝會/總協定） 

Mr. M. J. Royer

技術協助局

Mr. C. Hart Schaaf
"一:履經蕃冠通理事會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決議案六 

一七（二十二）之規定以諮商資格參加會議。

非政府組織

甲類

國際商會

Mr. R. J. Wood, Mr. S. Tanabe, Mr. K. Tsuji

國際•自由工會哪合會

Mr. V. M. N. Menon, Mr. W. P. Evans

國際合作同盟

Mr. S. F. A. Dalgliesh, Mr. D. Lynch

网際農索生産者聯合會

Mr. J. A. Jones '■

网際雇主組織

Sir Lewis Burne, Mr. P. J. Self

世界工會聯合會

Mr. K. B. Panikkar

證合國同志會世界聯合會

Mr. A. J. Symonds

世界退伍军人聯合會

Mr. E. Kosunen, Mr. E. J. Tavanlar

乙薪

教會國際問题委员會

Rev, T, Rms Thomas

图際婦女聯盟--權利平等、責任平等

Miss A. V. Smith

國際婦女評議會

Mts. T. C. Metcalfe

闕際大,學婦丈聯合會

Mrs. E. B. Freeman

网際女律師聯合會

Miss A. V. Smith

汎太平洋東南亞婦女協會

Mrs. J. Gold, Mrs. E. Bythe

聖若宛國隙社會政治同盟

Mrs. Fog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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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貳

第十四届會以來發表的出版物及主要文件表

A.出极物

主要研究報告（印刷本）

亞洲遠東經濟公鹹，第九卷，第一號至第三號，一九五 

八年五月、九月及十二月。［英文丁

亞洲遠東經濟"調交，一九五八年。聯合國出版物，出 

售品編號：59, IL F.I［英文U （亞洲遠東經濟公報 

第九卷，第四號，一九五九年三月）

亞洲遠東糧食及農紫價格政策。聯合國出版物，出售 

品編號：58,11. F.2（E/CN.U/484）［英文〕

公路安全工程及交通問题研究班報告書。聯合國出版 

物，出售品編號：58,U.F.3（E/CN."/486）〔英妇,

亞洲遠東農當尊濟研究。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

58, II. F.4（E/CN. 11/487）〔英文D

第三次水利建說區域技術會議紀錄。防洪叢刊,第十 

三號。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59, II. F.2（ST/ 

ECAFE/5ER.F/⑶〔英文 J

在亞洲遠東各■殿内進行國際貿易的條例和程序。（B/ 
CN.I 1/489）匚英文：］

期刊（油印）

防洪期刊，ST/ECAFE/SER.C/35-38及專號（一九五 

八年）

一九五八年六月至十二月

買易促進新聞，ST/ECAFE/SBR.H/65-70
一九五八年一月至十月

還輸公報，ST/ECAFE/SER.E/26-28
一九五八年一月至十二月

工業發展叢刊，ST/ECAFE/SER. M/9-12

一九五八年七月至十二月

電力公報，ST/ECAFE/SER. L/4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B.主要文件

委員會

E/CN. 11/483 第十四屆會正式紀錄 丨

第十五屆會

B/CN. 1 1 /485/Rev. 3 議程（第十五屆會）

E/CN. 1 1 /488 內地運輸及交通方面的 

工作

E/CN. 11/490 文件管制與限制（主任秘 

書節略）

B/CN. 11/491 委員會議事規則及任務規 

定的修正（主任秘書節 

略）

B/CN. 1 1 /.492 委員會第十六屆會日期及 

地點‘

B/CN. 11 /493 亜洲統計學家會議（第二 

■屆.會）向委員會（第十五 

屆會）提出的報告書

B/CN. 11/494 防洪與水利建設方面的 

工作

B/CN. 11/495 在演大和經常方案下向亞 

經會區域各國及領土提 

供技術協助的資料文件

E/CN. 11/496 糧農組織對亞經會有特別 

關係的工作

E/CN. 11 /497 貿易分組委員會（第二屆 

會）向委員會（第十五屆 

會）提出的報告書

E/CN. 11/498 聯合國第二次亞洲遠東區 

域製圖會議所通過關於 

製圖事宜區域合作的決 

議案壹

E/CN. 11 /499 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 

會（第十一屆會）向委員 

會（第十五屆會）提出的 

報告書

E/CN.Il/500 湄公河流域下游調查協調 

分組委員會報告書

B/CN. 11/501 委員會第十五屆會蘇聯副 

代表來文

E/CN. 11 /502 委員會第十五屆會蘇聯副 

代表來文

E/CN. 11/503 國際勞工組織對亞洲遠東

經濟委員會有關係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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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N. "/504 關於亞經會區域人口趨勢 E/CN. I I/L.67 亞經會區域人由蹴勢及經

和經濟發展的決議案 濟發展有關問題

E/CN. 1 1/505 關於土地墾殖的決議案 E/CN. 1 I/L.68 亜洲遠東經濟委員會：前

E/CN. I l/NGO/24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來文 ’ 途展望（主任秘書節略）

E/CN. 1 I/L.69 亜經會區域人口增加及經
E/CN.i i/NGO/25 初級產品價格的波動——

濟發展（主任秘書節略）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亞

洲區域組織聲明與決
E/CN. 1 I/L.70 亜洲遠東農業發展設計的

議案
若干方面

E/CN. I 1 /NGO/26 '國際旅行及遊覽事業的發 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

展：各國正式旅行組織

國際聯合會第十三屆大 第H會

會通過的決議案 E/CN. I I/I&NR/I0 住宅及建築材料工作團

E/CN. i l/NGO/27 世界工會聯合會關於亞洲 （第五屆會）向工業及天

經濟情勢的備忘錄 然資源分組委員會（第

E/CN. 1 l/NGO/28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就
十一屆會）提出的報告

項目四--亜洲經濟情 書

勢——向亞洲遠東經濟 E/CN. I I/I&NR/I2 鋼鐵小組委員會（第八屆

委員會第十近屆會提出 會）向工業及天然資源

的陳述 分組委員會（第十一屆

E/CN. | l/NGO/29 冊經會區域內的避覽事
會）逓出的報告書

業。寫各國正式旅行組 E/CN. I I/I&NR/I3 亞洲遠東石油資源開發座

織國際聯合會提出的 談會報告書

陳述 B/CN. II/I&NR/I4 區域工業化進展與問題

E/CN. 11/NGO/30 農業生產者國際聯合會代 E/CN.tl/I&NR/L.s 住宅及建築材料方面亞洲

表來文 專家的擬議中硏究旅行

E/CN. i l/NGO/31 工作方案及優先次序（女 （主任秘書節略）

律師國際聯合會聲明）. E/CN. 1 I/I&NR/L.7 委員會第十屆會以來亞洲

E/CN. I I/L.6I 經濟發展及設計工作團
遠東地質圖工作的進展

（第四屆會）向亜洲遠東 鋼鐵小組委員會
經濟委員會（第十五屆

會）提出的報告書" 第八屆會

E/CN. 11/L・64/Rw・ i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年工 B/CN. 1 I/I&NR/Sub.2/ 亞洲遠東銅鐵專家硏究小

and Corr. I 作方案及優先次序 L. 1 1. 組關於前往歐洲訪問的

E/CN. 1 i/L.65 and 委員會在經濟發展和設計 報告書

Add. I 方面工作的籌辦 E/CN,. 1 l/I&NR/Sub.2/ 機械工業^—關於將來硏

E/CN. 1 1 /L. 66 and .亜經會/糧農組織農業司
L. 12 究所應包括的工業種類

Add, | 一九五八年工作

E/CN. 1 l/I&NR/Sub.2/

的審議

"發表於亞洲遠東經濟公報,第九卷，第三版，一九五八年 主張設立鋼鐵人員圖域硏

十二月。 L. 14 究所提案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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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N . I i/I&NR/S必 2/
L. 15

E/CN・il/I&ZR/Sub・2/
L. 17

E/CN •门/I&NR/Su 氏 2/
L・18

亞洲遠東石油資源開發座談會

E/CN . I I /I&NR/PR/L. 2

E/CN. I I/I&NR/PR/L.3

E/CN. । I/1&NR/PR/L.4

E/CN. | I/I&NR/PR/L.5

E/CN. I 1 /I&NR/PR/L.6

E/CN. | "I&NR/PR/L.7

E/CN. । I/I&NR/PR/L.8

亞洲鋼鐵消費趣勢和未來 

需求

鋼鐵規格——宜否制訂本 

區域劃一標準規格問題 

的審議

亞經會區域鋼鐵工業及其 

有關工業計劃與間題的 

檢討

國際勞工組織石油委員會 

在訓練方面的工作

亞經會區域石油工業統許 

所用的單位

亞經會區域石油工業的一 

般檢討

亞經會區域石油地質綱要 

亞經會區域石油資源開發 

的前途

石油資源開發條例

近時制定或擬議的石油法 

律的情報

貿易分組委員會

第二屆會

E/CN. I i/TRADE/L. 13

B/CN. I l/TRADB/L. 15

E/CN. I i/TRADE/L. 16

E/CN. I I /TRADE/L. 17

E/CN. I I/TRADE/L. IB

E/CN. I I/TRADE/L. 19

E/CN. I l/TRADE/L. 20

E/CZ. I I/TRADE/L. 21

E/CZ. I i/TRADE/L.22

關稅行政工作團

E/CN. I I/TRADE/ 促進本區域各國在關税行

CAWP/L.2 政方面合作的措施

E/CN. I i/TRADE/CAWP/ 關稅估價間題

L. 3 and Add. I

亜經會區域各國香料運銷 

與貿易‘

海運費率

貿易及貿易政策目前發展 

關稅行政工作團報告書 

鑛物及鑛產品貿易

亞經會區域若干國家內公 

斷法律及便利

歐洲共同市場及擬議中的 

歐洲自由貿易區

商事公斷方面的未來工作 

區域內貿易促進商談（主

任秘書報告書）

亞洲遠東住宅及建築材料工作團

第五屆會

E/CN. | I/I&NR/ 
HBWP. 5/L. 2 and Core. I

E/CN. I I /I&NR/ 
HBWP.5/L.3

B/CK. I I /I&NR/ 
HBWP.5/L.5

E/CN. I 1 /I&NR/ 
HBWP.5/L.6

I&NR/HBWP.5/1 I

住宅及其與亞洲遠東區域 

發展的關係

建築費用及減少此種費用 

的措施的研究

在萬隆（印度尼西亞）和德 

里（印度）的區域住宅問 

題研究中心及其諮詢委 

員會

住宅、建築及設計：聯合 

國、各區域經濟委員會 

及各專門機關的現時工 

作

區域設計硏究班報告書

B/CN. 11 /TRADE/ 
CAWP/L.4

E/CN. 11 /TRADE/
CAWP/L.5

TRADE/CAWP/NGO/1

內地運輸及通訊分組委員會 

第八屆會

E/CN. Il/TRANS/136 公路小組委員會（第四屆

會）向內地運輸及通訊 

分組委員會（第八屈會） 

提出的報告書’

B/CN. I i/TRANS/137 運輸協調工作團向內地運

輸及通訊分組委員會 

（第八屆會）提出的報 

告書

進出口手續與程序

與商人與遊客有關的關稅• 

手續及程序

貿易手續的簡化（國際商 

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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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小組委員會

E/CN. 11 /TRANS/Sub. 2/ 
L. I

E/CN. I i/TRANS/Sub.2/
L.3

E/CN. I I/TRANS/Sub.2/
L.4

E/CN. I I /TRANS/Sub. 2/
L.5

瀝靑路建築技術檢討

國際公路

公路籌資典行政的現行方

法；秘書處進度報告書

汽車運輸的業務與組織

方面

運輸協調工作團

E/CN. I [/TRANS/WPCT/ 運輸的協調

L. I

TRANS/WPCT/i

TRANS/WPCT/2

TRANS/WPCT/4

TRANS/WPCT/5

TRANS/WPCT/7

TRANS/WPCT/8

TRANS/WPCT/9

運輸協調的目的、基本原 

則和定義

協調的主要方面

文件(E/CN. I I /TRANS/ 
WPCT/L.1)發表後自 

若干國家接得關於運輸 

協調措施的情報的簡票 

檢討

亞經會區域以外若干國家 

現行協調政策的研究

各種運輸方式的協調的科 

學原則

各種運輸方式運費的計算 

方法

各種運輸方式運費率協調 

原則

聯合國區域設計研究班

E/CN. I i/RP/L.2

E/CN. I i/RP/L. 10

E/CN. I i/RP/L.26

E/CN. I I/RP/L. 27

工業地點問題

住宅及其與亜洲遠東區域 

發展的關係

亞經會各國工業化和農業 

發展

運輸及通訊及其與亞洲遠 

東區域發展的關係

經濟發展及設計工作團

第四屆會

E/CN. I I/DPWP.4/L.3

B/CN. 1I/DPWP.4/L.4

E/CN. I I/DPWP.4/L.5

E/CN. I I/DPWP.4/L.6

E/CN. U/DPWP.4/L.7

E/CN. I I/DPWP.4/L.8

E/CN. I I/DPWP.4/L.9

E/CN. | | /DPWP.4/L. 10

工業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亞經會區域各國工業發展 

現狀與計劃

.促進工業化的政府政策和 

措施

政府應付若干主要限制因 

素的政策和措施

爲設立或擴展目的而選定 

某種工業的標準

生產規模與找術的選擇

設立方案擬訂技術小組 

問題

與經濟發展及設計有關的 

工業化所需統計，

亜洲統計學家會議

第二屆會

E/CN. I |/ASTAT/ 
Cotif.2/L. I

E/CN. I I /ASTAT/
Cont.2/L.2

B/CN. 11/ASTAT/
Conf.2/L.3

B/CN. 11/ASTAT/
Conf. 2/L.4

E/CN. 11 /ASTAT/
Conf.2/L.5

E/CN. 11/ASTAT/
Conf.2/L.6

E/CN. I I /ASTAT/
Conf.2/L.7

E/CN. 11/ASTAT/
Conf.2/L.8

E/CN. I I /ASTAT/

Conf.2/L.9

亜經會區域各國資本形成 

的估計

亞經會區域經濟及社會發 

展所需基本統計

一九六0年世界農業普查 

亞洲遠東區域方案

亞洲遠東農業普查籌備工 

.作的進展

農業品生產者價格

亞洲遠東農業普査的.促進

統計學家的訓練

促進行將於一九六O年舉 

行的農業及人口普查製 

表工作計劃

會議長期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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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N. 11/ASTAT/ 
Conf.2/L. io

E/CN. I I /ASTAT/

Cotif.2/L. II

召開鑛物統計專家工作小 

組會議的提‘案

世界人口普查

B/CN. 11/ASTAT/ 
Cotif.2/L. 12

E/CN. 11/ASTAT/
Conf.2/L. 13

發展落後國家內的取樣 

硏究

取樣方法的探用

附件參

湄公河下游流域調査協調委員會報告書

（二九五八年二月至一九五九年三月）

引言

一.湄公河下游流域爾査協調委員會係由柬埔 

寨、寮國、泰國和越南共和國各政府爲響應聯合國亞 

洲遠東經濟委員會一九五七年三月第十三屆會所作決 

定而於一九五七年十月聯合設立的。協調委員會依據: 

其規程，曾於一九五八年二月向委員會第十四屆會提 

出報告書一件。"本報告書敍述協調委員會自一九五八 

年二月至一九五九年三月期間的工作。‘

協調委員會所通過的調查方案

二.依照協調委員會規程，其主要任務爲促進、協 

調、監督和管理湄公河下游流域水利建設計劃的設計 

與調査工作。爲求湄公河下游流域水利建設的迅速循 

序推進起見，協調委員會於一九五八年二月第二屆會 

通過了聯合國調査團"依四個沿河國家請求而擬具的 

五年調查方案。

一丁蔽丽瀛域調查協調委員會向委員會.第十四屆會提. 

出的報吿書（E/CN，11/475: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聯合國調查團，"湄公河下游流域綜合建設的确究和調查 
方案，，,（TAA/AF/3 ； 一九五八年一月）。

三，這個方案要求搜集必需的工程及有關資料和 

擬訂主流及各大支流的計劃。最初兩年致力於主流基 

本資料的搜集。此項工作須辦事項爲：（a）沿主流及各 

大支流重要地點建立水文研究站系統,e）由緬甸邊境 

至出海點主流水準測量，（c）主河上中下游三河段地圖 

的航空測繪，d）對主流有建設希望的地點進行詳細的 

地形、水文、地質及其他測量和調査，（e）擔任關於農 

業、鑛產資源、電力市場、運輸和一般經濟的特別硏究。 

最初兩年搜集充足資料之後，第三年則擬訂主河最有 

建設希望的地點的計劃。

四.最初兩年除主流調查工作外，同.時並對主要 

支流進行勘測，以求瞿定有建設希望的計劃地點和設 

法利用與控制支流中的水；大約兩年期間踏勘工作完 

成後，上段所稱對主流進行的各種調查（例如水準測 

量、.繪圖及測量）在第三年和第四年工作期間也蘭始對 

各大支流進行；在第五年內就進行擬訂計劃。現在預 

.期一俟主流及各大支.流計劃的擬訂工作完成後，卽將 

編訂湄公河下游流域水利建設的計劃大綱。

五.聯合國調查團估計五年調査方案全部費用爲 

九百■二十萬美元。表一列舉各項工作費用槪算和五年 

期間工作按期進度。此項方案業經協調委員會通過，以 

充執行調査工作的基本計劃。

68



表 一

調查方案

(款數以一千美元計)

项冃 第^一

年度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一，•《 •

二.

三.

四.

五.

八.

各大支流踏勘…•…••…"

水文觀測............

調查及繪圖：，

(a)水準測量........ .

3)航空繪圖...... .

(c)補充地點水準測量- 

(d)詳細地形及水路測量 

(e)氾濫損害調查....  

(f)建築材料調查…… 

(g)地質調査及鑽探…" 

.(h) 土壤調査“………… 

(i)水路測量........

有關及特種硏究....... .

初步設計：

(一)主流有建設希望的河 

段. .... .

(二)主流及各大支流的其 

他河段及流域計劃 

大綱...... .....

協調委員會所需諮詢服務

每年開支.............

3* 120*
（日本）（日本）

1,140* 240* 240* *<»
（美國、法蘭西、紐西蘭、氣象組織）

370* 170**
（美國）

340* 330* 540* 530**
310* 300* 180** 180**

150* 190**
50* 50**

50* 90**
24。* 470**
60* 130**

30* 30*
（美國）（美國）

200* 200* 100*
（技協處、糧農組織）

900*

50* 50* 50* 50**
（技協處）（技協處）

2,560 1,820 2,180 1,690

900**
50**

950

累積開支........ ..... 2,560 4,380 6,560 8,250 9,200

*由有關各國主辦及維持。
*第一優先組。
**第二優先組。

方案的貲施

六.沿河各國政府在考慮於一九五七年設立協調 

委員會時確認急需擬訂調查方案，且需籌措爲實施這 

個方案所需資金。協調委員會於一九五七年十月及十 

一月第一屆會請主任秘書替它與關心湄公河流域發展 

的各國政府及機關進行洽商。在同一屆會，主任秘書

通知委員會：法蘭西政府願意參加資助湄公河下游流 

域建設的研究工作，並爲此於該國一九五七年度預算 

中核撥六千萬法郞。協調委員會感激地接受法蘭西政 

府此項美意，並決定利用這筆款項去購置進行水文觀 

測所立刻需耍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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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委員會於一九五八年三月在吉隆坡舉行第十 

四屆會時，紐西蘭總理代表其本國政府表示願捐等於 

一0。，00。美元的款項，以資助所需進行的一部分 

研究和調查:美國代表宣佈其本國政府願捐二百萬美 

元（後來增爲二百二十萬美元），用以搜集基本資料和 

提供協調委員會立即進行硏究和調査方案所需的設備 

和工程服務。沿河四國代表感激地接受了這些捐獻。他 

們對於一九五八年內將由聯合國技術協助擴大方案提 

供的二十萬美元左右的協助，亦表感激。委員會對這些 

努力表示歡迎並通過一個決議案,。促請聯合國於特別 

基金設立時儘先辦理湄公河計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一九五八年七月第二十六屆會表示欣悉這個決議案。a

［八.協調委員會於一九五八年五月第三屆會愼重 

考慮最宜以各方所表示願予的協助來暹行的調查頃 

目。版捐助國政府同意，協調委員會決定以法蘭西援 

助、紐西蘭援助和美國援助的主要部分來進行表一項 

目二所列的水文觀測工作，包括設立水文及氣象站系 

統，供給測量船和設備，訓練人員和短時期各站工作。 

美國援助的其餘部分則將用來完成主流由緬甸邊境至 

出海處沿段進行的水準測量工作（表一項目三a,第一 

優先組）及可航河道的水路測量工作（表一項目三i ）o 
美國援助方案下的一切工作均將由一個美國工程公司 

辦理。

.九.根據技術協助擴大方案、糧農組織和技協處 

將派出專家去擔任與農業、林業、漁業、鑛物、運輸、 

防洪和一般經濟有關的各項特別硏究（表一項目四）。 

技協處並將供給最高級的工程師三名在諮詢委員會中 

服務（表一項目六），氣象組織則將供給水文氣象專家 

一人去協助有關水文和氣象的工作（表一項目二）。

一O.同一屆會，主任秘書通知協調委員會：加 

拿大政府願出資委派專家一人硏究湄公河下游流域航 

空測量的範圍和費用問題（表一項目三）。協調委員會 

感激地接受了這個厚意，但大家了解加拿大專家的调 

查不含有加拿大政府和沿河四國承擔任何義務之意。

一一.協調委員會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三屆會結東 

之後，美國國際合作總署（ICA）積極進行選定一個勝 

任的美國工程公匐來辦理議定的調查項目。同時技協 

處、糧農組織和氣象組織也委派了專家前往實地進行 
—_ _ _

°屈經會決識桀二十五（十四），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二日。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i九五八年七月十日決讖案六七九 

（二十六）。

各項特別研究。加拿大的航空測量專家已於一九五八 

年十月完成他的調查工作。

一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協調委員會在曼谷擧行 

特別屆會，出席會議的計有各捐助國代表及聯合國和 

參與方案的各專門機關代表。協調委員會對調查方案 

作了更詳細的討論，並特別注意水文觀測各項工作（表 

一項目二）細節的協調。此種工作有需法蘭西、紐西蘭 

和美國三國捐獻的援助和設備，以及聯合國和各專門 

機關專家的服務。後經決定用法蘭西援助來購置一部 

分水文設備，用紐西蘭援助來購置一部分測量船隻，美 

國援助則用來辦理方案的其餘部分。氣象組織將委派 

專家協助水文觀測工作。經國際合作總署選定擔任美 

國對湄公河計劃協助工作的Harza工程公司，則將擬 

具一九五九年度水文及氣象觀測、水準測量和水路測 

量工作方案，由協調委員會日後來審議。

一三.在特別屆會期間，日本出席亞經會的常任 

代表重申該國政府前已通知主任秘書的提議：該國政 

府願擔任聯合國調查團建議內所列湄公河各大支流的 

勘測工作（表一項目一）。踏勘工作由日本專家隊進行， 

爲期兩年，估計全部費用爲二十四萬美元，由日本政 

府負擔。協調委員會感激地接受了這項捐獻。

一四.旣有這許多業務在推進中，協調委員會認 

爲宜由它的一個總辦來負貴主持整個方案的日常行 

政。協助協調委員會的各國及專門機關代表被邀於總 

辦委任後與其保持密切聯絡。協調委員會請技協處聘 

遣一個適當的總辦及必要的輔助辦事人員。

一五.一九五九年二月至三月協調委員會在寮國 

永珍舉行第四屆會。屆會期間，主任秘書通知協調委 

員會聯合王國政府願意自哥侖坡計劃款項下捐助二萬 

鎊，以供購置汽艇一隻及氣象設備。協調委員會接受 

這個捐獻，深爲感謝。

一六.委員會通過一個決議案，請加拿大政府協 

助迤行加拿大專家G.S. Andrews上校報吿書中提議的 

該河主流測量及繪圖的初期優先工作。

一七.同一屆會，協調委員會覆核國際合作總署 

與國際HarzaH程公司間的合同，並通過主流水準測 

量、建立水文站系統和執行該河水路測量的詳細工作 

方案。屆會決定立即以法蘭西、紐西蘭和美國所供給 

款項闕始進行各項工作。

.一八.在這屆會以前，文流勘測工作業日由日本 

政府所派遣的一隊專家開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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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協調委員會還討論了糧農組織關於湄公河 

下游流域農業發展及氣象組織關於氣象與水文調查的 

詳細報告書以及勞工組織所編製關於需要研究人力的 

一篇輪文。協調委員會決定在一九五九年六月舉行下 

屆會一^5時技協處專家硏究結果亦分曉--之後， 

擬請聯合國特別基金提供協助。同時協調委員會決定 

請技協局設法由氣象組織調派水文氣象學家一人協助 

總辦。

二O.協調委員會曾仔細考慮總辦職責及其盥亞 

經會工作開係間題。它決定由總辦就流域全盤發展計 

劃的行政與技術協調問題，向湄公河下游流域調查協 

調委員會並通過該委員會於適當情形下向柬埔寨、，寮 

國、泰國和越南共和國政府提供意見。他將協助協調 

委員會經常協調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爲應協調委員會 

請求所作及各方根據雙邊方案所作工程經濟、農業和 

他種硏究，並將每隔一定期間向協調委員會報吿工作 

進展情形。在進行此項硏究時，總辦當與亞經會秘書 

處保持密切聯絡，關於政策間題，則應接受亞經會主 

任秘書的指導。

結論

二一.協調委員會檢討工作時，對湄公河計劃在 

相當短期內所獲得的重大進展，表示欣慰；這種情形 

充分表明了國際合作精神,不僅沿河各國富有此精神， 

而且聯合國各會員國也是如此，這從它們爲實施方案 

而作的慷慨捐獻就可看出。協調委員會願向聯合國、技 

協局及各專門機關以及協助執行這個巨大任渗的諮詢 

委員會委員致謝。色尤其要嘉許亞經會秘書處的居間 

襄助。

附件肆

莫洲遠東經濟妻員會前膽

主任秘書節略

目次

頁次

引言.... ..................    72
基本者慮.....................  73
主要工作部門........................... 74
工作範圍一...... ..................... :…“ 74
研究...........    75

二二.鑒於,Mt:. G. V. Narasimhatr卽將正式離 

亞經會主任秘書之職,協調委員會特別回憶Mr. 
Narasimhan個人對湄公河計劃進展的供獻，並一致通 

過下列決議案：

湄公河下游流域调查協調委貝會

一.決議於紀錄中載明協調委員會對現日奉命調 

往紐約聯合國會所就任主管赫別政治事務次長的亞經 

會主任秘書Mr. C. V. Narasimhan迄爲協調委員會 

努力不懈，深表謝忱；

二.希望Mr. C. V. Narasimhah繼續關心湄公 

河調査方案的實施並能隨時爲協調委員會居間襄助， 

尤盼其能促使特別基金、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以雙邊 

及多邊方式給予財政援助；

三.請聯合國秘書長使Mr. C. V. Narasimhan得 

繼續於必要時爲協調委員會利益而服務，.特別是儘可 

能常常出席協調委員會將來各次會議d

附件經济聲社會理事會關於亞洲遠東經濟委貝會 

常年報•告書的決■議案六七九（二十六）B編第 

貳節^

經濟饕社會理事會，

欣悉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二日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 

關於湄公河下游流域建設的決議案二十五（十四）及委 

員會常年報告書附件中所載調査協調委員會規程及議 

事規則；對於技術協助擴大方案及聯合國各會員國政 

府直接對實施調査方案所作貢獻以及委員會秘書處爲 

協調委員會擔任之協調工作，尤感欣慰。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 

第一。二九次全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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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聯合國大會一九五七年第十一屆會決議案一。九 

四（十一）請經濟疊社會理事會對其後五、六年內聯合 

國及各專門機關在經濟及社會方面的全部方案加以評 
tit.
疋0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於第二十四屆會（一九五七年 

七月至八月，日內瓦）中討論這個問題，並一致通過決 

議案六六五C （二十四），內稱理事會：

“請秘書長參照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理事會 

決議案六六四（二十四）附件所列原則，一九五九 

年至L九六四年期間聯合國此等方面各項經常方 

.案之範圍、趨勢及費用作一評.定，提交理事會第 

二十八屆會審議；

."請國際勞H組織、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聯 

.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世界衞生組織及世界氣 

象組織同樣依據該附件所列原則考慮最適當實際 

方法，藉以.备就其同一時期之方案進行類似評定;

"請秘書長暨咨有關專門機關行政首長儘速 

會商，以期各有關組織以可比較之方式作成上述 

評定；

“請協調事宜行政分組委員會向理事會第二 

十六屆會提出一件關於作成此等評定之特別報告 

書，特別說明所遇任何重大問題S

"決定於理事會第二十六屆會考慮根據上述 

評定編製綜合報告書及結論所需咨項安排以期將 

該報告書連同各項評定書提送理事會第三十屆 

會J

理事會於第二十六屆會決議案六九四D（二十六） 

中闕明和詳述其關於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四年期間方案 

評定的請求。理事會罐認評定工作應注重方案的全盤 

發展、一般方向和趨勢--而不擬釐定個別方案和計 

劃，同時並應包括在技術協助擴大方案和新設特別基 

金範圍內辦理的方案。

本節略爲主任秘書提供秘書長應經濟暨社會理事 

會請求編製報告書之用。委員會也許願意將它對評定 

今後五年委員會工作方案一事的觀點和意見戴在它向 

理事會提出的報告書內。

理事會深知委員會過去曾多次檢討其工作並決定 

H作進展應循的方針。較近一點，委員會曾於一九五 

五年舉行的第十一屆會中依循大會及經濟暨社會速事

會政策，注重經濟發展的評定和促進國際合作特殊措 

施的推動和向各國政府提供的諮詢服務（亞洲遠東經 

濟委員會常年報吿書，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九日至一九 

五五年四月,E/2712,第二一七至第二二六段）。委員 

會於第十二屆會再度檢討進展情形，並列出委員會成 

立以來工作的主要階段（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常年報 

告書,~九五五年四月八日至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 ： 

E/282I,第二九九段至第三一一段）。委員會察悉它的 

工作逐漸由事實調查階段進入分析階段；由建設需要 

的編目階段進入對有關工業、貿易、天然資源（包括 

水）、內地運輸及其他事項的特殊經濟和技術問題更有 

一意義的檢討階段；過去幾年先後進行的工作方案主要 

係依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爲聯合國大家庭內所有組織和 

機關訂定的優先次序來促進經濟發展。委員會第十三 

屆會正値委員會成立第十週年，那時它又曾對其工作 

和成就加以檢討。今後工作將採用下列標準，以求進 

一步集中力量和提高工作方案的效率（亞洲遠東經濟 

委員會常年報告書，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至一九五 

七年三月二十八日：E/2959,第二O 一至第二一二段， 

第三一六至第三二二段）：

（a） 一殿言之,各項計劃應具有區域重要性，至 

少應對區域內若干國家具有重要性；

（b）與政策的擬訂和施行有直接關係的工作應優 

先進行；

（c）應愈益集中力量於較大而經常的具有長期重 

要性的問題（當然，即使如是，此等問題的各方面仍 

可逐年加以硏究，這樣就可能將硏究的結果每年向委 

員會具報，同時也能就未來工作方針求獲委員會的指 

示）；

（d）短期內有獲得實際結果希望的計劃亦應優先 

進行。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於第二十四屆會對咎區域經濟 

委員會在協調其工作和促成工作方案流線型化方面所 

作的努力，表示滿意〔決議案六六四（二十四）〕。理事會 

第二十六屆會於決議案六九三（二十六）內載稱其對各 

區域經濟委員會及其秘書處檢討方案時遵守集中力量 

和協調原則的程度以及在這一方面所日獲得的進展， 

表示欣慰。

聯合國大會第十二屆會於決議案一一•五八（十二） 

中也表示"欣悉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均在努力增進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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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協調並促使其工作方案流線型化••"'大會復在決 

議案一一五五(十二)內稱備悉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工作 

對亞洲及拉丁美洲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濟極有裨益；並 

認爲各該委具會在其各自區域內執行了有價値的任 

務，启聯合國觀點看來，它們的工作極爲重要。.

基本考慮

鑒於委員會本身所作的上述檢討和理事會及大會 

所定的方針，此地宜把委員會今後五年期間工作範圍 

和趨勢所根據的基本考慮扼要一述。

本區域總人口約爲十四萬萬，大約等於全體人類 

的一半，厳世界其他任何一區的人口爲多。本區域總 

面積在二千萬平方公里以上，約等於世界陸地面積的 

七分之一。因此，本區域人口密度較高。區內有世界 

上若干最重要的經濟發展落後國家。貧窮仍然是大多 

數人民的共同厄運，他們的飮食尙在最低限度營養標 

準之下；疾病和文盲率甚高,房屋和住所旣屬不足，而 

質量又低劣，敎育和訓練設備都感缺乏。不過關係各 

國正在決心努力克服這些困難，發展它們的經濟，推 

進有計勸的工業化，從事早應注意的農業改良，開發 

其他天然資源和建立基本服務事業，如運輸和水電供 

應等。

過去十年本區域經濟方面雖有相當進展，可是進 

展速度還須加快。經濟發展過程本身引起了储蓄低微、 

生活程度低下、住宅不够、基本服務的缺乏和受有訓 

練人員的短少等等老問題。工業產量和農業發展速度 

必須同時增進。經濟發展投資率增高會造成逋貨膨脹 

壓力和國際收支差額的困難。關係國家必須設法減低 

這些壓力，而不致經濟增長緩慢下來。本區域人口增 

加速度是使每人平均實質所得很難穩步增加的另外一 

個因素。

在工業先進國家科學與技儒迅速進展的時代裏" 

本區域各國還必須從差不多一無所有的情況出發去增 

加生產力和學習近代工業生產的"訣竅”這些國家正 

在努力建成的經濟復興又需要行政機構的現代化，以 

及社會、文化和其他方面生活的改變。

昭經會區域有某種程度的獨特之處，那就是他所 

包.括的地域十分遼濶，而其中各地經濟、社會、宗敎 

和文化情況又各不相、同。因此就很難指定和說明許多 

國家目前所最關心的問題是些什麼。鑒於亞洲的經濟 

問題和委員會致力協助各國政府解決這些問題時所能

動用的資源，顯然此中需有一種"基本看法"或“哲學” 

才行。除委員會面臨的艱巨任務——採用足以實現聯 

合國憲章宗旨的方式來協助解決這些基本問題-- 

外，大家還要記得委員會在實施決定時只能建議提供 

意見和勸說，因此它的力量原遠不及各國政府。委員 

會任務規定明訂如未經有關政府同意，不得對該國採 

取任何行動。

同時，委員會所代表的是亞洲遠東各國政府的集 

體思想和意志，因此它的決定和建議是代表一種共同 

立場，而與純粹國家看法不同，這是它的長處。根據 

委員會的工作，不僅可以把它視爲各組成部分(委員 

國)的專業上一個野伴，而且也可把它算作一個同情 

和客觀的"觀察者"。其本質如此,它對一切努力及其 

效果便都能够看得清楚，於是亦能爲將來推得客觀的 

敎訓。

委員會有一個超然的國際秘書處爲它服務,該秘 

書處是聯合國秘書處的一部份。秘書處有機會不僅去 

提供客觀的意見,而且去促請各國政府注意其可能沒 

有顧到的某些問題和政策的充分涵義。秘書處還能指 

出決定政策時所需的基本科學標準。秘書處的正直和 

獨立態度對委員會工作實有重大價値。

據此而言，委員會應該集中力量去辦理可以充分 

發揮其特長的工作或較個別國家政府更能妥善執行的 

那種工作。因此委員會應該專心致力於五個主要目標 ：

(a)它能辨明一般所關切的問題，並促請注意它 

們的充分含義,同時特別注重經濟發展過程中發生的 

問題，例如下列基本問題：儲蓄和動員國內資源，吸 

引外國資本，在不妨礙穩定的情況下達到進步的目 

的,人口增加的經濟方面及其後果。在處理這些問題 

時，秘書處能協助委員會，特別是提供資料、分析和 

研究。

除了上述問題外，對其他經濟問題也應該注意。 

誠然，秘書處在爲各委員國政府服務時應該日益起經 

濟"家庭醫生"的作用----- •經請求，'隨時親自或轉請 

其他方面去作成診斷，甚至對症處方，這是很重要的。

(b)委員會能增進各委員國間的區域意識和一般 

國際意識，並促請注意一國計劃對他國經濟的影響。 

委員會無須設法協調本區域各國內經濟發展計劃，因 

爲除了其他原因外，採取這樣一個步驟的時期也許還 

沒有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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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應促請注意旨在"自足"(有別於國民經濟 

多元化)的政策的危險，並指出合作行動的種種機會， 

這些機會隨着區域意識的增長而日益顯著。在此項工 

作上，委員會有經濟發展與設計工作團和所屬各分組 

委員會及其他輔助機關予以協助。

" (C)委員會及其輔助機關使各國政府有機會在經 

濟及有關工作方面彼此暹行諮商。委員會友其秘書谕 

的便利使得各國政府有機會去交換意見，讓各委員國 

獲知彼此的.政策和進展情形,設法採取措施以期通過 

協合行動去解決共同問題。因此委員會便能直接係進 

國際合作行動，不過初期進展可能是緩慢的，因爲許多 

委員國近才獲得獨立，從事國際合作的習慣還沒有充 

分養成。'委貞會者慮舉行區域內貿易彼進商談問題的 

經驗，湄公河下游調查的進展，:本區地質和鑛物圖的 

繪製以，及關於内河航行船隻丈量及登記公約一類辦法 

的協議，在在指明區域經濟委員會這種國際機關在促 

進政府間合作行動上的優點。

(d):委員會負有在本區域發展落後國家間傳播新 

題工磬的特殊責任b這種工薯可能是屬於核能這個新 

園地,也可能是仍未熟悉的舊技術的應用。這裏，委員 

會在以新技循適應現有情混的工作上負有特殊任務。

(e)委員會在建立本區域訓練、示範和硏究機關 

方面負有特殊任務。聯合國已有一種複雜辦法，足以 

通過現因設立特別基金而加强的技術協助方案，對這 

種機關的設立事宜予以協助。」
..■- -■ .J- ■ ■■ ■■ ■■ ■ ■ L'- ■ ■

委員會在進行這些主要方面的H作，尤其是上文 

(a) (b)及(c)段所述各項工作時,大槪會發現仍有更進 

集中力量和提高工作效率的餘地。關於(d)及(e)兩段 

所述工作,也許需要進行一大批較小計劃，因爲預料 

這種計劃當有具體裨益。

區域委員會在聯合國大家庭內現在已經佔有一個 

重要地位。鑒於亞經會的組織和工作方法，各委員國 

轉感其有所依屬，團結意識亦逐漸發生。這主要是像 

研究旅行和專家會議等一類的工作历促成的。這樣便 

發展而且加强了一種聯合國"感情"；在經濟和社會方 

面進行國際合作的智慣也就更穩固了。

' .. 主要工作部門

. 大體的說，委員會工作可以分爲兩大類：(a)關於 

經濟(與社會)情勢的基本情報;(d)經濟(及社會)政策

與發展。在這兩個部門內，委員會H作可用下列主要 

標題來逐項列舉：

研究工作，包括經濟調査和經濟分析。

經濟發展及設計：發展政策和方案擬訂技術(包括經 

濟發展的社會方面)以及諸如經濟發展籌資問題、動 

丨員國內儲蓄和促進私人資本國際流動、財政政策和 

辦法等的專題硏究。

天然資源(非農業)：水利；鑛產資源；能源。

工業化及生産力。

住宅、建兼■和物質設計。一

图際貿易,包括區域內貿易和商品問題及此種問題對 

發展落後國家的影響。

還輸及通訊。

農案。

社薈事務：社會政策，人口及社區發展。

.工作範圍

委員會的來日地域範圍可以假定大致和目前唧形 
相同。委員會第十四屆會曾有若干委員表示委員番地 

域範圍如再事獨大，則非極審愼考慮不可，此項意見 

業經絕錄在案。

.另請注意理事會於第二十六屆會曾就主張三個區 

域經濟委員會(歐洲經湾委員會、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 

及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任務規定應像非洲經濟委員 

會任務規定那樣包括經濟發展的社會方面的提案，微 

求該三委員會的意見。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爲了實際 

理由，對社會方面的考慮將以亜經會區域社會政策(包 

括有關經濟與社會均衡發展的政策)人口，和社區發展 

方面的若干基本問題爲限。

目前，亞經會秘書處內有一個社會事務司和會所 

社會事務局就社會政策、經濟發展的人口方面問題、社 

區發展及其他問題進行合作。如委員會建議遊經理事 

會核淄將經濟發展的社會方面也包括在亞經會工作範 

圍內，上述辦法並無須重大更動。

委員會在經過許多考慮和屢次檢討之後，現日在 

其主要工作範圍內建立了一個由分組委員會、小組委 

員會、工作團和會議構成的體系6本區域各國正在經 

濟穩步發展過程中,現正以大力促進這種發展。因此 

在委員會體制內宜有某種程度的自由和伸縮性。不 

過，近年來每一園地內主要工作部門分野日益明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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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組織形熊大致與委員會各主要輔助機關的結構 

相符。

本區域正在認淸目的，以大力推進經濟和社會發 

展工作，它在上述那些廣大範圍內面臨種種植雜問題, 

未來工作方案的確定內容编爛這些問題的種類和覆雜 

性而定。下文係根據目前趨勢而對今後五年試爲推而。

究

經濟•調查

目前經濟情勢的檢討和分析以及爲擬在調査報告 

及公報內發表而作的其他各項分析，都是委員會差不 

多直自成立以來所經常擔任的工作。，這些調查報告和 

公報是委員會每年經濟現況討論的根據，它們也是實 

際上協助各國政府解決經濟決策和長期與短期經濟設 

計問題的工具，同時它們對會所聯合國秘書處世界經 

濟調查報告的編製出有若干幫助。委員會各輔助機 

關、各國政府以及各硏究機關與一般公衆都認爲調查 

報告和公報的用處日見增加，幾屬不可缺少Q 一九五 

三年調查報告集中力量去對個別國家的當時發展情形 

加以有系統的檢討9 一九五七年的那一期報告因爲谷. 

國政府機關每年對本國所作調査的報告刊行者日多， 

秘書處便認爲不但可以並且允宜改變辦法，使秘書處 

能集中力量去從事經濟發展主要方面的分析工作。就 

今後期閒而言,調査報告和公報的主要特徵現已相當 

確定。一公報每卷的內容大致是某一期仍專登關於若干 

選定經濟問題的論文、硏究或報告;另一期則爲半年 

一次或年中的檢討，今後此項檢討大致還要包括前一 

全年度個別國家情形的扼要論述；還有一期則登載經 

濟發展與設計會議的文件。常年調查報告的內容大致 

和現在一樣，主要包括對前一曆年的初步檢討和對某 

一個主要題目或問題的硏究。（事前很早就選定問題是 

有困難的，因爲時下問題對於此項選憚應有其重要作 

用，不過自一九五九年起五年期間一系列研究可以包 

括貿易、運輸、能、貨幣及銀行和財政問題——就每一 

問題和經濟發展的關係逐一加以檢討。所選定的題目 

往往和各輔助機關仍在檢討中的主要問題有關，例如， 

一九五八年，調査報告第二編討論戰後工業化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經濟發展及設計工作團最近一屆會所討 

論的）。每年選定一國去進行的關於個別國家的硏究, 

則將登載於調查報告或公報內或兼載於此二種出版物 

內。.最新的亞洲經濟統計仍將繼續在各期內刊布。

因此，預料的更動與編排和內容無關，而是涉及 

質量的進一步改善。比較具體地說，現擬循下列途徑 

來改善工作：（a）更好的分析（這也、就是假定有更好的 

統計及其他資料），3）更妥善的表達方式和（b）偶爾載 

述相當“詳盡"的國別研究；例如對某一國家最近經濟 

發展情形可加以廣泛檢討，然後耨對其中某十方面,如 

該國工業現狀和進一步工業化的計劃、措施和展望, 

另作更詳細的檢討。此外，不妨增加（d）項，卽公報的 

一個新特載，這主要是以社論方式，評述最近亜經會 

會議及報告書等的經濟重要性。.這樣就可.以太爲增灌 

各方對亞經會報告書的利用，尤其是過去未能經常充 

分注意這些報告書的各政府的部會今後可多予利用， 

這樣也可以促進各方對於政策的通盤和均衡思考。

爲求資料的更妥善供應計（除由各國本身改善統 

計——下節述及這個間題—-外），則須探討採用卷種. 

方法。在現時情報供應特別緩慢和有限的國家內指派 

當地經濟學家擔任通訊員，就是此類方法之一

爲了進行更妥善的分析和表達工作和間或進行相 

當"詳盡"的國別研究，以及爲撰寫公報上擬議的新添 

特戴起見，，調查組的職員人力必須加强。前巳言及更 

妥善的分析當然必須根據更詳確的資料。

統.計

從亞經會現有職員人數來說，卽使有聯合國統計 

處的協助，也很難處理目益增加的統計工作，「這是一 

種缺陷。這個缺陷如不從速補救，委員會便會發現它 

不能充分利用因最近組織的亞洲統計學家會議而獲有 

的特殊進展機會。

亞洲缺乏妥善而可比較的數量資料，可是爲了促 

進經濟發展，尤其是爲了進行設計，這種資料卻非有 

不可。擬訂發展工作的健全而切實的計劃及考核實施 

這種計劃的進展情形，其先決條件之一當然就是要有 

詳盡、準確和最新的統計資料。

主要統計工作可以分爲兩大類：爲當前迫切用途 

而進行的正確統計編製和資料分析；.國家統計機關的 

發展與改善。•亞經會統計人員的數額（尤其是事務員 

和計算員）與編製統計的需求向不相稱，尤以近年來爲 

甚，這就使亞經會現有統計方案的推行頗受阻礙。再 

者，該司需要統計協助的經濟計劃爲數日增，範圍日 

廣，而亞經會其他各司對統計人員提出的需求也同樣 

地日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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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統計發展工作，亞經會主要是負了居間促成 

此事的任務，現在這種工作日經閉始，預料當可獲得 

有系統而迅速的發展。爲應付顯然的需要和利用現在. 

各國政府願意提供的有力支助計，在短期內I定要有 

切實的進展才行。

在目前統計這個標題之下有三個主要工作部門： 

（a）出版和傳播工作，主要是逐漸擴充或改進調査報 

告及公報季刊上發表的亞洲經濟統計；（b）統計服務工 

作，這不僅是純粹的計算，而且常常是複雜而耗時的. 

特種編製工作（有時需要使用高深的數學技術）,以應 

付秘書處其他單位的需要，以及在某種情況下應付政 

府官員的需耍。此地可以提及其他專家和研究工作人 

員也同亞經會請求協助；（c）與設計和發展工作有關酌 

特種統計研究，例如研究需求彈性、商品餘額、資本 

與產量比率、貿易數字行列、或因本區域各國目前設 

計工作中表現的對於經濟分析的需要而可能請求硏晚 

的其他數量關係或現象。

'亞洲統計學家會議長期方案及其所引起的亞經會 

內統計發展工作的一般範圍和綱領係以該會議任務規 

定爲根據的，其目的在適應本區域各國的需要。，一九 

五八年亞洲統計學家會議擬定了一個長期工作方案， 

其中主要事項如下：

必須經常多予注意的問題至少有下列告項：佃）設 

計與發展工作所需基本統計（包括預算重新分類，和 

表明經濟發展計劃的進展及其對經濟的影響的各種統 

計）。這個題目是統計學家會譲所有屆會議程上的經常 

項目；Q）普查和取樣調査，包括一九六0年世界人口 

與農業普查方案。在亞洲完全採用點査方法是很離的， 

而且耗費很大，因此取樣法尤爲重要；（e）統計工作的 

訓練，妥爲注重資料搜集、整理和解釋的實際方面工 

作,以期及時克服目前在這一方面受育訓練人員的一 

般缺乏；《）統計資料的國際標準和品質，以求可比較 

性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e）籌備和服務西洲統計學家 

會議本身及其工作小組的各屆會，每年大槪組織兩個 

或兩個以上這種工作小組（一九五九年就有關於取樣 

和資本形成的兩個小組）。

從所辦埋的工作範圍就可以看出須增設專門人員 

職位和計算員職位至何程度。估計今後五年內職員人 

數大約須增加一倍。

,經濟發展及設計

經濟發展和特別經濟硏究。這是分析工作最重要 

的一方面，並且是委員會的中心目標。它包括基本經 

濟間題和政策（財政和其他方面）,設計和擬訂方案的 

技術,和會員國政府擬具和執行發展計劉的經驗。此外 

還須籌備召開政府設計專家交換經驗和意見的會議， 

並爲其服務。

這種辦法注重行動，不過分析工作在某些事例中 

要力求詳盡，因而須有相當時間才能得到結果。各項 

計劃雕可用幾種不同的方法來分類，不過爲此番評定 

計，把它們分爲三大類較爲方便j

.爲籌備和服務經濟發展及設計工作團届會（將來 

包括下文所述他種有關會議）而卽需進行的工作可先 

付討論。

自從委員會第十一屆會正式核准經濟發展及設計 

工作計劃並在秘書處內設立辦理這個訐割的量位以 

來，關於"經濟發展及設訐"的工作，主要爲編製經濟 

發展及設計工作團常年屆會所需的文件。這一方面的 

工作，因有已獲得的經驗和可望從聯合國會所、歐洲 

經濟委員會（歐經會）以及各專門機關（根據與工作團 

議定的"門類”辦法）獲得的協助，現在便能擬訂長期 

計劃了。在一九五九年關於社會與經濟發展問題的屆 

會之後，就可相繼舉行關於運輸與經濟發展之關係、 

能、國際貿易和滙兌、以及經濟發展籌資問題的各屆 

會。

委員會已核准主張召開若干專家小組會議的提 

案,這些專家小組大槪將分別調査的問題現尙無法指 

明。委員會還核准了每三年召開亞洲經濟設計者會議 

一次的提案，這個會議第一屆會定於一九六一年舉行。 

委員會當然仍將繼續於每年屆會中檢討經濟發展和設 

計問題。所有這些工作都需要職員經常用很多時間去 

辦理。即使對經濟發展和設計工作的技術和政策方面 

只從事有限的研究也會使秘書處道一方面的工作總量 

增加。

關於各國經濟發展計劃的有關硏究是在一兩年前 

開始的，當時只想查明這些計劃的特徵，現在則遂漸 

導致對這些計劃的基本資料以及根據這些資料所獲得 

的重要結論加以有系統的分析。這個硏究首則可對經 

濟設計進行種種比較分析，這種分析對本區設計專家 

一定很有用處。此外，像工作團在最近第四屆會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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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那樣，此種硏究還要指明各國計劃間重複與互相 

牴觸之處。例如，倘能指明將來出口市場的雙重計算 

等一類現象，便使各會員國政府獲有其願意採取的任 

何合作行動（例如在貿易辦法或計劃的互相調整方面） 

所需的基本資料。

這種情報應該和人口與木材趨勢計劃已在編製的 

.資料、估計和推測等的主要部份合併起來，而專家工 

作小組認爲有用的若干"典型"也可加以利用。這樣便 

能在各項選定備供挟擇的假定下去作成本區域經濟的 

長期推測。

第二大類工作與特別硏究有關，這種硏究對經濟 

發展有某種關係，有時顯然極爲重要，不過色是爲了 

注意某些特殊問題而引起的，而非緣於經濟發展和分 

析工作的主流。最近和目前的例子是和糧農組織合辦 

的社區發展研究、木材趨勢硏究以及關於湄公河問題 

的分析。

這一部分方案內的第三大類計劃包含通常與長期 

或根本問題有關的硏究，這些硏究對於進一步了解如 

何加速經濟發展似乎具有基本重要性。

上文已經述及設立專家工作小組一事。這些小組 

可與目前經濟發展及設計工作團取得密切聯繫，對擬 

訂方案的技術和有關問題從事詳盡硏究。不過，由資 

格適合的高級專家對這種中心工作的各方面加以總檢 

討和指導一事十分重要，故宜設立一個常設機構，定 

名亞洲經濟設計者會議。這個會議的全體屆會除檢討 

各專家小組的報告書和訂定將來工作小組的工作優先 

次序外，另將討論選定的若干主要問題或本區域設計 

及經濟發展的一般情況。

這一類中的各項研究一定旨在終將與擬議中的亞 

洲經濟設計者會議及有關小組的工作聯繫起來，不過 

它們需要相當時間才能完成——那就是說推進到對解 

決某一間題最妥善的方法能够提出結論的階段。關於 

“人口增加與經濟發展"的計劃可以說大體是屬於這一 

類工作的範圍，這個計劃現正與會所社會事務局合作 

進行。其他基本問題則爲從“基本經濟發展問題與政策 

的研究''典"經濟發展的財力動員"各計劃大範圍內選 

出的若干問題。這些工作不懂可以和會所經濟及社會 

事務部合作，而且也可以和告專門機關及其他區域經 

濟委員會合作。

爲了進行這三類經濟發展和設計硏究，高級專門 

人員須略爲增加。

天然資源（非農業）

水利

委員會很早就確認防洪及旨在防洪、、灌漑和發電 

的綜合水利建設的重要，它在一九四七年曾通過決議 

案而建立了亞經會防洪局 ■一後來改稱防洪及水利建 

設局。該局現正進行防洪方法與組織的硏究，逐國進 

行河川流域綜合建設的調查，及進行和本區域國際河 

流防洪與水利建設有關的技術和經濟調查。該局出版 

防洪叢刊和防洪期刊，以傳播技術情報，定期召開防 

洪及水利建設技術會議，並與世界氣象組織等專門機 

關就水利建設的水文問題進行合作。該局工作係參照 

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經由各機關間關於水利建設和利 

用的國際合作會議一機構所訂合作與協調辦法而擬訂 

的。該局並與聯合國會所經濟事務局水利建設與利用 

促進處合作和受該處的協助。

該局又與負責辦理水利建設計劃與方案的各國內 

機關合作。爲促進水利建設起見，擬請該局集中力量 

硏究有助於各國按妥善方針去擬訂水利政策和水利建 

設方案的各項問題。

水利建設有許多十分重要的技術和科學間題，例 

如河床和水庫的沉積，不同種類的壕的選擇，運河渠 

道襯工。不過這種問題由硏究機關處理更爲有效。該 

局本身並無任何硏究機構。

除一般問題外，所辦計劃應爲對本區域大多數國 

家具有基本而共同重要性的計劃。再者，對具有區域 

重要性的計劃也應該加以檢討，以斷定由亞經會或其 

他國際及區域機關辦理是否來得更爲有效。

該局今後工作可循下列途徑發展：

水利龙設基本事務

本區域水利設計與建設工作的基本事務經常需要 

改善。該局目前工作注重水文資料和繪圖。因此該局 

仍須繼續進行水文資料主要缺陷的研究。水文工作訓 

練硏究班擬於一九五九年內舉辦。屆時水文測量和繪 

圖工作就可以作爲那一方面的新計劃辦理。

水利躍設政策

防洪局工作將日益力求應付各國對擬訂水利建設 

健全政策的需要。防洪局所重視的河川流域綜合建設 

的槪念典硏究，現在須由各國政府去繼續推進。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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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還要繼續擔任諮詢和硏究任務。這工作可以與會 

所及各有關專門機關合作進行。

水利建設的方法

在河川流域的建設工作中，必須注意河川流域建 

設的方法、程序和標準。迄今防洪局工作限於硏究堤 

防工程和體力勞動及/或體力勞動與機器結合的有效 

利用。一九五九年將與會所經濟事務局合作召開移土 

工程工作團會議。此外還有關於建立執行河川流域建 

證工作的適當而有效組織形式的一個更大問題。繼防‘ 

汝局所舉辦的工作之後，又將對河川流域建設工作的 

組織的特殊方面從事更詳盡的硏究。本區域各國日益 

注意旨在管制用水的水政規章，並注意在這一方面制 

訂健全法規系統的需要。該局在這一方面可以進行硏 

究、傳播情報、並向各國政府提供意見，這對各國都有 

很大幫助。最後，定期檢討進展情形和分析水利建設 

啲各項間題應續爲該局重要任務之一。.

促進區域合作

防洪局通過每三年舉行一次的水利建設區域技術 

會議，設法使專家和從事水利建設工作的高級技術人 

員聚集一堂，以便彼此交換意見和經驗並造成足以增 

進本區域有國間合作的氣氛。這樣的會議現在仍擬每 

三年舉行T次。不過在這種會議間隔期中不妨組織技 

術會議或工作團去討論問題的特殊方面，例如移土工 

程、機器使用和水文觀測。

風際合作行動

除就交換水文資料、探用水文測量共同標準、建 

立共同水災警告和水文預測辦法等技術問題促進國際 

合作外，該局還曾試用其他方法去促進國際合作行動 ； 

例如國際河流（湄公河下游）流域的踏勘，和政府間機 

關的設立（由沿河四國--柬埔寨、寮國、泰國和越南 

共和國——組成的調査協調委員會）。有一點値得提及 

的就是關於湄公河下游的重要工作最初是因秘書處的 

硏究而發動的，其後由調査隊進行調查，目前除技術協 

助局（技協局）、技術協助管理處（技協處）和备專門機 

關外，還有若干政府提供協助。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 

二十六屆會曾通過一個決議案，內稱備悉亜經會在湄 

公河流域下游工作上的任務。這工作仍須不斷多予注 

澈，故需要更多職員。如果情況允許，對於其他國際 

河流也可能進行初步研究，以便循相同途.徑促進國際

合作。本區域的主要國際河流共有十八條，通過國際 

合作都可能有很大的發展機會。

傅佈新工藝

關於水利建設各方面新技術和方法的情報都在 

"防洪期刊”內發表。

爲使新工藝廣爲傳佈起見，傳播技術情報還嫌不 

够。另需採用示範或試驗計氈等方法來介紹新技循。這 

種計劇須由特別基金或技協處提供經費協助。

下列間題可爲試驗或示範計劃的題材:人工降雨； 

利用放射同位素探測地下資源；防止鹹水入侵，鹹水 

滲透地的開墾。

訓練、示範及研究機關

除上節历稱關於新工糞發展的示範計劃外，大家 

認爲還應該設立水利建設工作訓練中心——可能時由 

特別基金提供協助。

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該局卽已推行在計劃地點組 

織一種"就地"訓練的建議。各大學及研究院雖然敎授 

水利計劃的理論，可是目前卻沒有一個對水利計劃的 

設計、執行和工作問題提供系統訓練的機關。在計劃 

地黠提供訓練，尤其是.在計劃正在執行過程中提供訓 

練的效果最爲良好。現在認爲如欲利用目前亞洲正在 

進行許多主要水利計劃的機會，組織訓練所可以符合 

上述需要。.

協助本區許多國家的另一有用方法，是加强各國 

內水利建設的基本機構。這就須向水文站、工程試驗 

站和水力研究所供給其所急需的設備和專家。個案硏 

究應及早舉辦，以便妥愼認淸需要爲何，並擬訂爲設 

置及辦理水文站所需的協助方案。

虢物资源

道一方面的工作首爲對本區域鑛物資源情勢及各 

國地質調查現狀的一般估定。一九五三年舉行成功的 

鑛產資源開發會議之後，鑛產資源開髏小組委員會乃 

‘告成立，委員會有委員國間合作行動的範團和機會均 

經探討。亞經會曾盟技協處合作籌辦研究旅行。秘書 

處又與若干先進國家的實驗室和硏究機關訂定辦法， 

由亞經會區域各國利用它們的設備來試驗煤、鐵砂，和 

其他鑛物。對於各國政府若干計劃，例如煤和褐煤開 

採計劃的擬訂，亦曾提供諮詢服務。現日和國際地質 

學大會合作設立了一個工作團，以便與本區域各國政 

府協力進行繪製亞洲遠東區域的地質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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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已經核准根據同樣辦法繪製本區域鑛物圖 

及以後繪製地殼構造圖的提案。這些地圖可與其他區 

域地圖獲致協調。情報的傳播及本區域鑛業情況的常 

年檢討，現在已成爲秘書處的經常工作之一。再進一 

步便可以從事專題硏究，例如關於鑛業立法的硏究。一 

九五八年本區域石油資源座談會的成功表明在這一方 

面還需要辦理更多的工作，在一九六二年左右望能舉 

行第二次座談會。目前在地質和鑛物圖方面的工作將 

參照委員會依一九五八年東京聯合國製圖會議建議所 

作決定繼續進行。秘書處迄今已作的調查包括煤、鐵 

砂、鋁、硫磺和欽，對於其他金屬和鑛砂亦應進行調 

查，以估定目前關於它們藏量的知識是否充分。若干 

毗鄰國家現已達成協議，擬在它們的邊界地區共同進 

行地質調查。

電力

電力小組委員會自一九五二年成立以來卽經常檢 

討發電和供電問題。小組委員會曾硏究鄕村電氣化的 

種種問題，因爲鄕村電氣化對本區域各國農業和鄕村 

生活關係十分重大。對於利用本地材料，如輸電線和 

木桿間題，亞經會曾和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合作硏討。 

現在日開始參酌當地情況去硏究估定水力電潛能的各 

種技術的可適用問題。就電力發展而論，亞經會區域 

各國仍在早期階段。水力電和熱力電慣用天然資源尙 

未充分利用。同時，在發展工業化所需電力時，應該 

重視能的差額的估定，計及靠慣有的和非政府的各種 

來源供電的可能性。秘書處將促請各國注意必須進一 

步開發燃料資源，以應不斷增加的需要。亞經會對本 

區域各國最有益的幫助就是將先進國家所累積的關於 

電力發展的豐富知識和經驗向本區域各國傳播，使這 

些國家得以避免初期發展的困難和加速它們的進展。 

傳播技術情報所包括的問題範圍很廣，例如調査、設 

計、建造、業務與養讓、利用、和電費表問題。關於 

先進國家所採用的方法和慣例，應設法使其適應本區 

域的情況才行。亞經會負有協助各國進行諮商和交換 

意見的特殊責任。

出版"電力公報''和硏究鄕村電氣化問題，是工作 

方案中兩個經常計劉。前者敍述本區域在電力發展方 

面所獲得的進展。電力小組委員會將繼續指導硏究鄕 

村電氣化的技術和經濟問題，以求減低成本、工作開 

支和改進效率。

小組委員會今後五年所要處理的問題中計有：（a） 
在科學與合理基礎上進行收費表的比較硏究和訂定, 

3）電壓、頻率、方法和慣例的標準化，（c）熱力及水 

力電資源的統籌發展，3）動力和工業發展的協調和 

（e）本區域各國能的需要的長期預測。

核動力方面的工藝發展一日千里，速度驚人。因 

此爲本區域各國長遠利益計，應使其獲得關於最近發 

展情形的充分情報。在這一方面，亜經會將和歐經會 

合作，在國際原子能總署的協助下，負起情報搜集和 

傳播的交換所的責任。

工業化與生產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許多亜洲國家先後 

獨立，其中有些國家希望建立自己的鋼鐵工業，開發其 

鑛產資源，增進電力。這些國家的政府還希望協助家 

庭和小型工業及改善住宅情況。爲了滿足本區域各國 

在工業化方面變動而不同的需要起見，委員會曾建立 

一個工業及貿易分組委員會及若干輔助機構，例如有 

關上述各方面問題的小組委員會和工作團。

委員會各輔助機構和秘書處在可獲得的財力人力 

範圍內注意促進鋼鐵工業的發展計劃，擧辦地質和鑛 

物的調査，發展電力，擬定國家對家庭及小型工業擴 

大協助的辦法，引起各方對擴建和改良住宅，尤其是 

收入較低人民的住宅，發生更大興趣。

鋼鐵小組委員會自一九四九年成立以來，曾定期 

檢討亞經會區域鋼鐵工業的計劃和問題，以及各國鋼 

鐵的消費趨勢和未來需求；小組委員會還曾設法擬訂 

對本區域適用的鋼鐵標準劃一規格。小組委員會所硏 

究的其他問題中計有：區域間鋼鐵貿易的促進，實驗 

室便利的調査，硏究和技術便利的交換一事的可能性 

和鋼鐵工業所需技術人員問題的審議。

亞經會籌辦硏究旅行，前往日本和歐洲考察。情 

報的傳播和“鋼鐵期刊"的編印現在已成爲秘書處的經 

常工作，除諮詢服務外，秘書處還協助各國彼此交換 

研究和實驗設備及訓練便利。

某數國家鋼鐵工業現日獲得若干進展，正如現有 

工作方案所稱，許多問題均須經常注意。因爲鋼鐵工業 

的發展、鋼鐵加工和鋼製品工業的重要性也隨而增加。 

因此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在上屆會議曾建議擴 

大其工作範圍，以包括鑄造消鋼及其他金屬工業，對 

其中經濟和技術問題均將加以硏究。委員會已核准這 

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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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委員會知道小型工業在本區域將繼續佔有 

重要地位。一九五一年設立的小型工業與手工產品運 

銷工作團曾硏究紡織、陶甕、皮革和皮革產品工業的 

組織、技術和經濟方面。它曾與技協處合作派遣家庭 

工業專家小組前往日本研究，並設法促進家庭與小型 

工業共同服務機構的設立以及硏究和實驗工作的協 

調。這項工作將繼續進行。

在製造工業方面，工業及天然資源分組委員會將 

繼續檢討全盤工作進展和問題。秘書處將逐一硏究對 

本區域有重要性的特殊大規模工業。，工作方案內與糧 

農組織聯合召開的紙漿及造紙會議預定於一九六O年 

舉行。秘書處還籌備對本區域化學重工業進行硏究。然 

後則將進行關於肥料、水泥和玻璃等其他工業的工作。 

每一個工業都將從技循和經濟觀點詳加硏究。此外， 

關於這些工業的情報則將於“工業發展叢刊"內登載, 

以便傳播。

爲促進在區域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間的合作以推 

進工業發展起見，有些有用的工作可以進行。答項有關 

研究可使關係國家認識某種工業在工業上有發展的可 

能，這種工業的某一種主要原料或便利可在某一國家 

內獲得，而另一種原料或便利則可在另一國家內獲得。 

亞經會對於一定要大規模生產才符合經濟原則的一類 

工業，可以研究能否設立與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市場 

有關的工業,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ECLA)對中美洲各 

國就曾採用這種辦法。依理事會工業化工作方案在會 

所進行的工作，足爲與會所經濟事務局聯合舉辦計劃 

的基礎。關於移土工程利用機器和利用人工的適當均 

衡配合問題，將由亞經會秘書處及經濟事務局共同硏 

究。經濟事務局關於生產規模和管理問題的研究，對 

於本區域工業上多用資本或多用勞工問題的硏究，很 

有助益。目前本區域工業產品需求的調査問題仍未予 

以充分注意。在工業化進行加速以後，市場問題將日 

形重要。

特別基金設立後可資助設立試驗工廠、工業訓練 

中心和研究機關，在這種情形下秘書處可以協助本區 

域各國擬訂此種工廠、訓練中心和機關的計劃，這種 

.計劃可以促進各組國家的合作措施爲目的。這種機構 

自始卽可視爲專爲滿足區域需要而設。

住宅、建築和物質設計

委員會目前在道一方面的工作旨在滿足本區域的 

下列需要：充足住宅、建築、工業和建築材料供應的

增加。低，費用房屋和減低建築費問題對本區域各國是 

非常重要的。因爲城市化的進展，收入敕低人民的住宅 

需要日益迫切。因此建築費成分的經常調查和分析仍 

爲秘書處主要長期任務之一。

住宅及建築材料工作團定期檢討本區域住宅情 

勢，並在區域階層上去協調各機關根據亞經會、社會 

委員會和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工作方案而辦理的工作。 

秘書處還須繼續向兩個區域住宅間題研究中心提供意 

見和協助，這兩個中心的工作目前有技協處和有專門 

機關予以協助。

此外又應使本區域各國密切注意製造建築材料例 

如水泥、石灰、磚瓦、齋渣板、扇開門窗的資源。

鑒於住宅的社會和衞生方面的重要問題，他經會 

和其他機關的合作須予加强。預料這個目的大體可在 

低費用住宅和有關社區便利方面的國燎長期協合方案 

範圍內求其實現。這個長期方案正在與聯合國及各關 

係專門機關諮商擬訂中。

國際貿易

委員會在國際貿易方面的工作的開端召開貿易促 

進會議，會議結果表明誠有設法保進區域內與區域間 

貿易和遊覽事業的必要。工業及貿易分組委員會曾特 

别注意如何通過國際貿易去增加本區域各國外滙資 

源，以供輸入生產設備和必需材料之用。貿易小組委 

員會後告成立，它定期檢討下列問題：發展本區域貿 

易、改善貿易促進機構、簡化有關國際貿易的關稅程 

序及其他程序、.公斷問題、標準化、和舉行國際博覽 

會與展覽會問題。當本區域經濟發展加速推進時，增 

加本區域貿易的需要就來得更爲迫切。買易小組委員 

會於一九五七年改爲貿易分組委員會--這個改變就 

顯出昭經會關於貿易的工作的重要性。

覆料今後五年國際貿易方面的工作會更加重要， 

這從貿易分組委員會工作方案中便可看出。貿易分組 

委員會根據其任務規定而在秘書處協助之下所進行的 

一頃基本工作，就是經常檢討貿易和貿易政策的發展。 

它逐年選定這個問題的某幾方面來加以注意。已經注 

意的間題計有國際搏覽會和展覽會、貿易特派團、貿 

易協定和出口促進技術與辦法。今後各年似將注意的 

問題爲：商品貿易情形分析、政府貿易活動和企業日 

益增進的作用、市場硏究和貿易便進訓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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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主要工作可能是區域內貿易的促進。一九五 

九年一月各方初度舉行區域內買易促進商談，結果認 

爲這項工作允宜繼續進行。正如貿易分組委員會所決 

定，秘書處將進行硏究區域內貿易中所交換的主要商 

品，以期設法演展此種貿易，而不致妨礙國際貿易。在 

這種情形之下，經濟發展計劃對貿易結構的影響，建 

立工業以供應毗鄰國家的市場並從而係進區域貿易一 

事中各方合作和專門化的機會—-所有這些方面在貿 

易委員會的工作中都可能佔更重要的地位。此外並將 

注意本區域各國入口貨品數量和組成上的變動及其與 

生產設備和原料入口增加趨勢的關係g

秘書處將繼續分析目前國際貿易條例、程序和慣 

例，並提出促其簡化和流線型化的建議。因此，它對 

進出口和滙兌給照程序與政策均將經常加以檢討。

有國政府深感興趣的一種主要工作便是爲達到便 

利國際貿易目的而簡化關稅程序與手續。從各方對 

關稅行政第一工作團的響應和該工作團的工作結果來 

看，顯然可見在這一方面大有探取實際行動的餘地。 

預料工作團將檢討各國實施工作團所建議的措施的情 

況，並進一步探討各國閒達成協議去增進貨物和旅客 

自由通行一事的可能性。現擬與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總 

協定）締約國秘書處以及在此方面工作的各政府間與 

非政府間機關進行合作。

預料亞經會對海運費率和運輸便利的有無問題仍 

將繼續加以注意，可是秘書處關於這個問題的工作勢 

必限於情報的搜集和傳播。本區域各國政府非常重視 

這個計劃，這從貿易争員會第一屆會將這個計劃提前 

列爲優先辦理的特種計劃一舉就可以看出。因此將來 

在其他國際組織協助下辦理的情報搜集和傳播工作會 

更有系統地進行。

商事公斷也是大可加緊工作的一個園地。現正與 

國內和國際組織合作並在會所法律事務廳協助之下 ， 

對目前公斷法律與程序進行研究。將來擬照貿易小組‘ 

委員會第二屆會的建議召開關於這個問題的專家工作 

團會議。

秘書處爲應付貿易方面工作範圍擴大和工作步調 

加快，也許在某些方面略有改組的必要。工業及貿易 

司或宜分組爲工業及貿易兩個司。這樣的改組當然會 

牽渉經費問題。

運輸及通訊

.本區域雖曾積極而大規模地發展運輸便利，可是 

運輸容量仍嫌不足。另又缺乏受有訓練的人員來擔任 

運輸事務的要職，資金和材料缺少，而修理.與養護設 

備也不足。

亞經會區域能够擔任內地運輸技術硏究的技術機 

關和其他專門機關爲數甚少。因此亞經會不得不略求 

彌補這種缺陷，而就選定的若干技術問題，發動和擔 

任研究，並負起技術情報交換所的任務。內地運輸及 

通訊分組委員會及其所屬鐵路、公路和內地水道各小 

組委員會都足爲區域內外專家藉以交換知識和經驗的 

場合O

工作範圍

內地運輸分組委員會現稱內地運輸及通訊分組委 

員會；它的任務規定近經擴大，也包括關於電訊方面 

的工作；和國際電訊同盟聯合進行的電訊問題初步硏 

究剛剛開始。工作量雖將繼續增加,.可是內地運輸及 

通訊分組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卻不致擴大。

.主要需要迄爲工藝間題的硏究。工藝硏究，尤其 

是與本區域有廣泛關係的那些研究，大槪會續受注 

意：例如示範及試驗計劃，運輸業務某幾方面公約的 

擬定，國際地面交通線路連接的發展，和運輸設備的 

標準化。今後這些研究將日益利用下列各機關的便 

利：日本和印度鐵路研究及試驗中心、菲律賓和印度 

公路研究中心、馬來亞聯邦土壤試驗中心、和印度與 

日本水力實驗室等。照歐洲國際鐵路協會辦法設置一 

個區域組織去辦理純粹工藝方面的硏究一問題業經內 

地運輸及通訊分組委員會和鐵路小組委員會加以檢 

討，檢討結果認爲此事無法實現。就目前而論，秘書 

處仍須繼續擔負技術情報國際交換所的任務。委員會 

對發起設置訓練中心，例如拉荷爾（巴基斯坦）聯合國 

鐵路訓練中心，仰光（緬甸:）柴油輪機匠區域訓練中心， 

曾起了有益的作用。秘書處現正就個別國家實際需要 

去詳細檢討區域內外可以利用的訓練便利，以便幫助 

各國政府決定怎樣去充分利用這種機會。

將來的各種工作’

爲整頓、改善和發展運輸系統起見，一切運輸工 

具都需要提高業務效率和增加載運容量。技術硏究不 

妨限於下列各項間題：柴油化，業務事項：例如改良 

信號、建築方法和路軌養護及其他直接影響業務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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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程開題。關於若干須作實地調查和硏究的計劃, 

可由上述各方面的硏究機關和非政府組織予以若干協 

助。秘書處並將與各國政府諮商，以查明是否可將國 

家機關擴充爲區域機關，希望可照內地運輸及通訊分 

組委員會的建議,對特殊問題進行硏究和試驗。

此外，將來又須特別注意運輸及通訊的經濟方面。 

下列各項研究可助使各方重視運輸與經濟各部門的發 

展的關係：（a）經濟發展中的運輸因素;（b）運輸發展工 

作採用設計技術；（c）研究個別國家駿展運輸工作所需 

資金；（d）基本商品運輸硏究及其他各方面。預料經濟 

發展及設計工作團將於一九六O年審議經濟發展中的 

運輸因素問題。

在運輸方面還可以進一步促進國際合作。關於內 

河航行船舶丈量和登記公約、浮漂岸誌劃一制度和國 

際公路等問題，委員會已獲得若干國家的協議。其他 

工作可能包括硏究國際鐵路與公路交通的籌資方法， 

關於鐵路行車最大限度體積和標準車鈎公約以便利車 

輛的交換,和運輸設備的標準化。秘書處還可協助推 

進國際鐵路和公路交通的發展和現有交通情況的改 

良。它將繼續與各國正式旅行組織國際聯合會及其所 

屬區域旅行委員會合作，設法簡化出入境手續和其他 

類似辦法以促進國際旅行。

運輸方面今後工作方案大致如下：

一殻計劃

運輸發展必須採用設計技術，有關經濟發展的運 

輸政策需要檢対。此外還可從事關於下列各項問題的 

特殊研究：比較運費率及票價結構所供便利的等級及 

財政問題，包括運輸發展投資和資金的籌供。

運輸是工業化的一個主要因素，故也需要從這個 

角度去作特別研究;擬先進行的研究爲關於基本商品、 

卽特定初級產品和製成品、運輸的研究。

照一九五八年工作團建議辦理的內地運輸的協調 

工作將繼續進行。爲協助發展國際運輸起見，擬請舉 

行技術會議，以促進政府間諮商，俾能簡化出入境手 

續和消除發展國際交通的障礙。

公路

純粹技術方面問題的檢討有了相當進展之後，主 

要工作則爲關於下列各問題的硏究：築路工作多用勞 

力和多用機械兩法的經濟硏究，建築費低公路的特殊

問題，例如財政問題，籌辦交通安全硏究週，以促進 

公路安全，及其他旨在激勵各種國內行動的計劃。

鑒於公路運輸的重要性日增，擬對公路運輸的組 

織和業務間題進行硏究。此外還要硏究國際公路的發 

展，包括這個問題的經濟、技術、和財政方面，以及 

設備的標準化，同時注意各國政府如何能就這些問題 

進行合作。

内地（水道和港埠

關於內地水道和港埠的主要工作爲促使各國政府 

探取行動去發展內地水道運輸，包括這種運輸的組織 

和立法。其他工作包括劃一內地水道航行條例及簡化 

與統一內河航行所用文件。關於發展湄公河下游流域 

的工作，各方將繼續進行合作。秘書處還將與區域和 

國際硏究機關取得聯絡，以便進行船舶水槽試驗和擬 

訂內河及沿岸航行船隻的原型設計。

鐵路

目前對軌道、曳引、設備和業務包括信號的研究 

注意技術和經濟兩方面，例如降低設備費用、提高效 

率和充分利用裝載容量。爲協助發展國際鐵路交通起 

見，擬對設備標準化以及能否擬訂行車最大限度體積 

公約問題，進行硏究。

電訊

這一方面工作以定於一九五九年五月舉行的工作 

團建講爲根據，與國際電訊同盟（電訊同盟）合作進 

行。目前研究包括注意與經濟發展需要有關的區域及 

各國內電訊的需要，探討建立和擴充區域及國內訓練 

中心一事的可能性。今後若干年內仍將繼續進行這些 

研究。未來方案包括召開專家工作團會議去處理下開 

各問題：電訊發展探用設計技術、協調國內零星計劃 

的方法、電訊計劃所需資金的籌措、在各國內設立初 

級技術學校以及在國外訓練高級人員和數員。

農業

背景

亞經會自始卽注意農業問題，因爲農業是本區域 

人民的主要活動。委員會早期各年，農業方面最迫切 

的需要就是復興工作，這從委員會最早工作計劃就可 

以看出。戰時損害和琉忽的後果漸告克服，各國政府 

便注意到經濟發展方案的設計和實施問題。因爲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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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愈益關心糧食和農業的經濟方面問題，亞經會在 

那一方面的工作，便逐漸擴充。

與糧農組織合作

亞經會所注意的農業問題顯然自始就與聯合國糧 

食農業組織工作範圍相近,有時還有彼此重疊的現象, 

因此在這兩個組織的秘書處之間必須建立密切的工作 

關係。委員會承認糧農組織對糧食農業問題負有主要 

責任，關於本區域農業問題經濟方面的工作，均曾照 

該組織密切諮商。亞經會/糧農組織聯合農業司終於在 

一九五二年建立，以統籌亞經會和糧農組織在雙方議 

定工作範圍內的研究工作和其他行動，職員則由兩組 

織職員充任。該司工作方案每年由糧農組織幹事長和 

亞經會主任秘書聯合向委員會提出。工作方案經委員 

會核淄後，便與糧農組織密切會商進行。工作特點之 

一就是由亜經會和糧農組織聯合主辦關於農業問題經 

濟方面的區域會議。合作情形十分良好。今後大槪仍 

將保持此種合作。

工作方案的趨勢

聯合農業司在本區域內的工作似循四個主要途徑 

發展。第一，編製糧食農業方面目前發展情形的評論。 

第二，有關農業政策和設計的一系列主要工作計劃。 

第三，研究和改進農業經濟工作的便利。第四則爲有 

時可能必需辦理的一些零星計劃。

一.现時發展的評論。本計劃旨在評定本區域糧 

食農業目前情況，工作主體爲編製亞經會一年或半年 

調查報告中關於糧食農業情況的各節。爲應付糧農組 

織亞洲遠東區域辦事處和糧農組織會所的需要，還可 

能辦理類似的區域或國別研究。除區域經濟調査報告 

外，該司還供給亞經會關於糧食及農業間題的硏究工 

作所需有關情報。這種工作仍有繼續辦理的必要，將 

來可能擴充而包括推斷農產品的未來供求。

二.農案發展政策和設計。在這個總標題下所辦 

理的主要工作如下 ：

(a)一帥劃與段計的研究

聯合農業司自一九五六年以來不斷硏究本區域各 

國所探用的農業設計方法。亞經會經濟發展與設計工 

作團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三次會議係與糧農組織聯合召 

開的，它集中討論農業方面的問題。從工作團建議可 

以看出以全國爲範圍的發展方案是本區域軟近創舉。

所特別注重的問題是農業設計方面的需要，就是受有 

訓練的人員，適當的組織和更詳確的統計。

糧農組織第四次亞洲遠東區域會議於一九五八年 

十月在東京舉行，它對工作團報告書加以討論並建 

議：糧農組織可會同通經會召開專家小組會議，檢討 

農業發展計劃預定目標的技術問題。另又建議就切實 

擬訂農業方案的一般原則問題，從事廣泛硏究，同時並 

促請注意一國農業發展計劃和政策對其他各國方案的 

影響。

這一方面的工作，顯然需要較多時間，本區域如 

有更多國家政府進行有系統的農業設計，上述工作，就 

有較大效果。經濟發展與設計工作團希望亞經會和糧 

農組織秘書處繼續搜集資料，檢討本區域各國農業及 

一般經濟發展計劃，及實施此種計劃的進展情形，並 

發表硏究報告，以供各委員國政府及公衆參考。

本區域現正在迅速験展中，關於在這種典型經濟 

下農業和工業發展間關係的硏究現已開始進行，首則 

搜集本區域各國的有關統計和進行初步檢討。希望這 

個計劃能在一個適當國家內以詳盡個案硏究的辦法來 

繼續辦理。今後關於這個間題的硏究將日形重要。

爲了解社區發展方案對農業發展本身和對一般經 

濟發展的貢獻起見,一九五八年曾在中國(臺灣)、印度 

和巴基斯坦與當地硏究機關合作發動了三項澈底的實 

地研究工作。這種對農業發展特殊方面的實地硏究當 

儘可能繼續進行，以期取得關於重要區域間題的最可 

靠資料。農業資本形成問題亦宜在各國國內從事類似 

的實地調查。

心)農黑籌资與信用

農業司已進行硏究小農的貸款問題。搜集和分析 

關於本區域爲供給農業發展所需資金和信用而建立的 

方法和機關的情‘報，仍爲必要工作之一。

(G糧食農常價格政策

本區域大多數政府仍對農產品由生產者到消費者 

過程中的某些階段或.各個階段，施行某種程度的價格 

管制，:雖然各國在目標和方法方面各不相同。

委員會第十屆會決定進行這一方面的工作，農業 

司曾對本區域國家糧食農業價格政策問題先後於一九 

五五年和一九五八年進行兩次詳細硏究。一九五八年 

還組織了一個糧農組織/亞經會亞洲遠東農業價格與

83



收入支持疆穩定政策聯合研究中心。這個問題還須從 

事進一步的區域研究和工作。

(d)農產品運鋼問题

本區域許多國家農產品運銷情況有待改善之處頗 

多。委員會曾表示關心搜集和研究若干選定的運銷條 

例和慣例。一九五五年，農業司曾就亞經會區域主要 

食油(液體)和油籽運銷情況編製了報告書一件，不過 

近來它集中致力促進和便利各國內硏究機關對本地運 

銷尤其是稻米運銷情形進行調查。這種工作仍在開始 

階段，今後將與近方任命的糧農組織亞洲遠東區域運 

銷專家合作繼續進行。

三.農章經濟。本區域各國農業經濟工作是很重 

要的，就資料和分析研究以及農業發展與設計工作上 

受有訓練人員的需票而言，尤其如此。此項工作只在 

本區內少數國家內獲有進展。

濃業經濟硏究的現狀和範圍的檢討於一九五八年 

內完成。爲發展設計工作起見，各國急需從事進一步 

研究，此外還需要在各國農業部內設立和加强特別農 

業經濟單位和改進各大學內關於這個問題的訓練和硏 

究設施。

這一方面進一步的區域研究和工作當屬有益。

四.得種研究。關於本區域有關係的特殊問題， 

不妨時時從事有益的短期工作。例如委員會第十三屆 

會曾核定關於利用海外農業乘11餘產品去促進本區域各 

國經濟發展一事的個案研究的方案q與日本有開的這 

樣一項硏究已於一九五八年完成，其他研究則將於一 

九五九年進行。

今後工作

農業司現在所處理的大多數問題都是長期性的重 

要問題，預料今後五年對這些問題仍須經常注意。每 

年主要着重點可有變動，視宜於何時進行某種主要工 

作而定，例如某時可對各國發展情況進行詳盡區域硏 

究或舉行區域技術會議。在別的時期,則宜就每〜問 

題繼續從各國搜集賣料和情報。

預料工作量將續增，這倒不是因爲間題的數目增 

加，而是因爲要對已選定的間題作深入研究之故。在 

農業發展計劃和設計方面尤其有此趨勢。

在研究區域問題時，擬盡量充分利用各國現有的 

研究機關。這個辦法大致須視有無資金聘用此種硏究 

機關人員擔任短期諮議而定。

社會事務

一般而言,社會事務司工作方案包括社會政策(經 

濟發展的社會方面在內)、人口、社區發展和社會服 

務。前三者的工作方案目前是根據委員會工作方案以 

及社會與人口兩委員會指示而訂定的。經濟暨社會理 

事會和大會近來所作討論和決議案日益承認社會和經 

濟問題的相依和相互作用，上文已提及關係方面擬請 

將各區域經濟委員會的任務規定擴大，以包括經濟發 

展的社會方面。

就今後五年而論，假如委員會決定向經濟鹽社會 

理事會建議將經濟發展的社會方面列入任務規定範圍 

內，又假如理事會接受此項建議，那末所有有項社會 

工作，包括社會服務在內，和委員會關於發展設計、工 

業化和資源開發的工作之間，便應該建立更密切的關 

係。

社會•政策

在社會政策方面，均衡經濟和社會發展，都市化 

和工業化問題，日益重要。具體地說，亞經會將直接 

注意關於經濟和社會均衡發展問題的工作。關於這個 

問題，在錫蘭進行的國別個案研究的材料已經搜集，預 

料研究報告稿不久即可完成。現在且已開始準備就印 

度逹摩打盆地(Datnodar Valley)經濟和社會均衡發展 

計劃進行類似個案研究。這兩個個案硏兔將向討論經 

濟和社會均衡發展問題的亞經會經濟發展及設計工作 

團一九五九年屆會提出。

亞經會區域工業化問題的社會方面在一九五八年 

亞洲遠東經濟調查報告第二編"戰後工業化檢討"一文 

內加以討論。就社會方面言，這個研究最重要的結論 

是不能把這些社會方面當作獨立的一組問題來處理； 

因此論列工業化特殊問題的各章分節說明闕於人力資 

源多寡及工業發展對福利和社會結構的影響等問題的 

社會方面。

, 亞經會久已注意都市化方面的工作。由亞經會、 

社會事務局和文敎組織共同舉辦的此問題區域研究班 

於一九五六年在曼谷舉行；根據該次會讓建議，一九 

五八年在東京特就工業物質設計和地點問題舉行另一 

個研究。

今後社會政策方面的工作預料將循上文所述大方 

針繼續發展；這一方面的工作細節當於上文周述委員 

會任務規定的檢討範圍內續予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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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t?

他經會各國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人口的 

迅速增加。目前和預料今後人口變遷的程度，及其對 

擬訂經濟發展方案一事的影響現仍少有所知。依亞經 

會第十三屆會和人口委員會第九屆會決定所訂並日開 

始進行的人口研究方案是今後五年的一項丰要工作。

本區域大多數國家人口情報不詳不確，因此須對 

現有資料進行詳細檢討和評定。此外並將研究人口趟 
勢對人力、資本形成和投資的影響。國內遷羅的程度 

和趨勢及其對於工業和農業陵展的影響，也在調查範 

圍內。倒過來說，經濟發展對人口增加的影響也是要 

加以硏討的。

在各國進行人口問題硏究的主要困難之一就是术 

區域大多數國家都缺乏有經驗的人口統計人員，或則 

這種人員爲數很少。聯合國和印度政府在孟買設立的 

人口訓練和研究中心多少可以彌補這個缺陷。該中心 

方泰應該另爲主要外國語爲法文的專家設有特別訓練 

課程。在各國受有訓練人員數目增加和國家人口研究 

方案擬訂後，辦理這一方面工作的政府機關及其他機 

關便日益需要由亞經會秘書處提供諮詢和顧問服務。

亞經會秘書處將對人口實地硏究的計劃和對一九 

六O年內或一九六0年左右許多國家的人口普查所搜 

集的資料的分析工作，提供諮詢服務。爲協助各國政 

府籌劃和執行一九六O年及一九六一年人口普查，並 

特別注意普查結果的評定和利用起見須召開區域硏究 

班和技術工作小組。社會事務司又將協助社會事務局 

舉辦本區域人口試驗硏究。亞經會已決定照開幕會議 

及人口訓練和研究中心諮詢委員會首次會議所提議的 

辦法召開人口問題區域會議；爲達此目的，必須從事 

週詳的準備工作。

社區錢展

若干國家的政府已在本國舉辦社區發展方案，俾 

使佔人口大多數的鄕村人民能參典去改善他們的經 

濟、社會和文化狀況，並使鄕村社區和全國的生活打 

成一片。亞經會對於這些方案非常重視，已與社會事 

務局和糧農組織合作對擴大自助辦法在經濟發展尤其 

是工業化和農業方面的作用加以研究。

今後五年在社區發展工作方面的注重點是在協助 

各國政府擬訂和實施社區發展方案，尤其注意下列事 

項：

(a)根據國家全盤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去擬訂社 

區發展政策；

3)社區發展對鄕區經濟發展的作用；

(c)社區發展的社會方面問題；

(d)社區發展與資源開發計劃的關係；

(e)社區發展和都市發展的關係；

(f)社區發展的公共行政方面問題；

(g)社區發展工作人員的訓練。

亞經會可提供一個討論場合，以便各國政府官員及其 

他專家交換經驗和意見。預料向各國政府提供的協 

助，仍和日往一樣，主要可以下述方式爲之：供給專 

家和研究補助金，組織研究班，從事與所述問題有關 

的個案研究。鑒於本區域許多國家迅速都市化的種種 

嚴重問題，不妨更多注意都市社區的類似間題。社區 

發展的原則和方法對都市地區可適用的程度，也可以 

跟上述事項一併檢討。

諮詢工作和訓練

亞經會特別在第十一屆會認爲應由秘書處在經濟 

發展方面向各國多多提供諮詢事務。這項工作可以參 

照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拉經會)在其關於若干個別國 

家長期經濟發展趨勢和政策及關於中美洲經濟合一間 

題的研究中，和歐洲經濟委員會(歐經會)南歐國家經 

濟發展中所獲的經驗而再事擴充。同時又須顧及秘書 

處所負下述責任愈形重要：經各國政府請求後提供意 

見；支助技術協助專家。

亞經會特感有需推行在職訓練方案。亞經會有其 

本身所特有的問題，那是拉經會和歐經會所沒有的，因 

爲拉經會和歐經會都已將那類方案付諸實施。見習人 

員在回國後應主要向其本國政府服務，因爲其各本國 

原就缺乏人員，亞經會秘書處一般實不可能將見習員 

留爲己用。訓練方案須以少數見習員爲限，因此對於 

他們應該愼加選擇。見習員須來自可從這種訓練獲得 

最大利益的國家。對於本區域若干比較先進的國家， 

也許須拒絕其所推薦的候選見習員。現已提議硏究能 

否以技術協助攔大方案所可能提供的協助去開始試辦 

在職訓練方案。如果試驗成功，這個方案便可以長期 

.進行。

本區域各國大學內經濟學方面的敎育和硏究工 

作,也有促其改善的需要糧農組織/亞經會聯合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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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農業經濟硏究的調査顯示各大學在這些方面的工作 

尙有改善餘地，尤宜採用大學敎員及優务硏究生出國 

進修和從事考察的辦法。此事須由文敎組織和亞經會 

秘書處進行諮商。

工作方法

亞經會工作的價値隨各委員國切實參加該會一切 

工作（因而使國際經驗能儘量充分交換）一事而增加。 

大家知道在亚經會主持下召開的大多數會議所討論的 

問題差不多都是每一委員國政府所注意的。因此必須 

使所有委員國政府，尤其是本區域的各委員國政府，參 

與亞經會一切會議。.就亞經會、及其所屬符主要分組 

委員會、小組委員會以及其他輔助機構的屆會而言，各 

國政府通常均派遣高級官員前來與會，以便妥爲說明 

各本國情由，並就彼此問題獲得更詳確了解。

鑒於大會及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指示，委員會曾 

設法限制會議的數目和期間。達到這個目的的最竇際 

方法之一就是在委員會輔助機構舉行正式會議前召開 

研究班或工作小組一類的技術會議去進行籌備工作。. 

再者，委員會及輔助機構各屆會的討論以及秘書處在 

若干方面的研究，現在已經達到必須討論在政策上已 

作的決定的執行工作和方法的階段了。亞經會曾一再 

强調務須經常檢計各委員國政府實施委員會及其輔助 

機構的決定和建議的程度和所用的方法。爲達此目 

的，專設專家小組、專家工作團、和研究班都必須較日 

往十年更常召開。委員會工作方法的這種自然而不可 

避免的改進,勢必牽渉經費問題。根據聯合國通常程 

序，召開專家小組和硏究班會議時，須向參與人支付

旅費和每日津貼。估計因此每年所需額外款項約逹二 

五，000美元。

經費問題

正如上文所述，今後五年工作趨勢所需的經費無 

法詳細列舉。理事會在決議案六九四D（二十六）第六 

段（c）內要求"根據經驗上已知費用因素去估計方案中 

新近擴充部分在所需經費上大槪會有何變動"。

根據過去經驗，爲實施方案中新添和擴充部分計， 

在五年期末（一九四六年）專門人員職位須增設二十四 

名。增設職位中大多數爲專-3級，其餘職位中專-4和 

專-5約各佔一半。一般事務人員估計須增加二十八 

名，其中大部分人員爲統計員和計算員。

最需要增加職員的一部分事務是秘書處的統計工 

作；估計這項工作須增添專門人員六名，一般事務人 

員十二.名。斯需其餘人員在秘書處其他各司之間分配 

得相當均匀。

辦公室及用品、印刷品等項目的額外需要現尙無 

法詳細估計；"旅費''項下的數字也是如此，旅輩不僅 
因爲需要增設的職位而增加，秘書處工作中所餐作的 

改善也使旅費需要增加。

估計實施方案每年所需的額外經費約爲五十萬美 

元。其中二萬五干美元爲召開上文各節所稱專家小 

組、工作團和研究班的經費槪數。在五年期間開始時 

每年並不需要增加約五十萬美元的款數，但須逐年 

遞增，在五年期末（一九六四年）便要達到這個擬定數 

字了。

附件五

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任務親定 

經济聲社會理事會■第四属會通通，理事會第 

E、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 

十五、第十七及第二十六屆會修JE■施•因一九 

五七年九月十七日大會決鐡案-'一三•四（十 

二）N結果訂正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鑒於大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 H決議案四十六 

（一），內稱：大會"•…建議爲予各戰災國家以有效援 

助起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於下屆會議時對亞洲遠東 

經濟委員會之設置，予以迅速有利之考慮"，

備悉戰災區域經濟復興臨時小組委員會亞洲遠東 

工作小組報告書，，

爰設立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其任獲規定如下：

一.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在聯合國政策範圍以內 

行事，並受理事會之一般監督，倘未經一國政府之同 

意，，對該國不採取任何行動；

（a）發動业參加各項辦法，俾以一致行動，低進 

亞洲遠東之經濟復興與發展，提高通洲遠東經濟生活 

水準,維持並增强此等地區以內各地及其眼世界其他 

國家間之經濟關係；

3）斟酌需要而舉辦或倡源亜洲遠東地區內經濟 

與技術問題及其發展情形之調査與硏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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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斟酌需要而進行或倡導經濟、技術及統計資 

料之搜集、評估及傳佈；

（d）就其秘書處力量所及，辦理該區內各國所需 

之輔導業務，但此等業務不得與各專門機關或聯合國 

技術協助管理處所辦理者相重複 ；

9）循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之請求，幫同理事會執 

行其在該區關於任何經濟問題之任澎，包括技術協助 

問題在內。

二.第一段所稱之亞洲遠東領土包括阿富汗、婆 

羅乃、緬甸、柬埔褰、錫蘭、中國、馬來亞聯邦、香 

港、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日.本、韓國、寮國、尼 

泊爾、北婆羅洲、巴基斯坦、菲律賓、薩拉瓦克、新 

加坡、泰國及越南。

三.委員會委員應爲：阿富汗、澳大利亞、緬甸、 

柬埔寨、錫蘭、中國、馬來亞聯邦、法蘭西、印度、印 

度尼西亞、伊朗、日本、韓國、寮國、尼泊爾、荷蘭、 

紐西蘭、巴基斯坦、.希律賓、泰國、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 

合衆國及越南，但將來該區內任何國家成爲聯合國會 

員國時應准加入爲委員會委員。

四.協商委員計有：香港及新加坡及英屬婆羅洲 

（卽：新加坡、北婆羅洲、婆羅乃及薩拉瓦克）。

五.第二段所定委員會地域範圍內任何領土、任 

何一部饋土或任何領土集團，經代各該領土負國際關 

係責任之委員向委員會提出申請，得加入委員會爲協 

商委員。倘該一領土、一部領土或領土集團自負國際 

關係責任，逕向委員會提出申請時，委員會亦得准其 

加入爲協商委員。

六.協商委員代表應有參盥委員會一切會議之 

權，無論其爲委員會或全體委員會均無二致，但無表 

決權。

七.協商委員代表在委員會历設任何分組委員會 

或其他輔助機關中應有彼選派爲委員、表決及擔任職 

務之資格。

八.委員會有權就其職權範圍內之任何事項，直 

接向各有關委員或協商委員政府，以諮商資格與會之 

政府以及各有關專門機關提出建議。委員會任何工作 

提案倘對全世界經濟有重大影響，應先提請理事會審 

議。

九.委員會應邀請非委員會委員之任何聯合國會 

員國以諮商資格參加審議與該會員國有特殊關係之事 

項。

-O.委員會依照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之成例應邀 

請專門機關代表並得邀請任何政府間組織之代表，以 

諮商資格，參加審議與該機關或組織有特殊關係之任 

何事項。

一一.委員會應依理事會所核定並經理事會決議 

案二八八B （十）第一及第二部分戴明之原則，籌劃辦 

法，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授與諮商地位之非政府組織 

.諮商。

一二.委員會應採取辦法保證與聯合國其他機關 

及專門機關保持必要聯絡。

一三.委員會經典在相同之一般工作範圍內執行 

任務之專門機關商討並獲得理事會之認可後，得設置 

其認爲適當之輔助機關以利執行職務。

一四.委員會應自行制定其議事規則，包括遴選 

主席之方法在內。

一五.委員會應按年向理事會提具報告，詳述委 

員會及其輔助機關之工作及計劃。

一六.委員會行政預算，應由聯合國基金項下撥 

付。

一七.委員會職員由聯合國秘書長委派，作爲聯 

合國秘書處職員之一部分。

一八.委員會會所應設於聯合國亞洲遠東辦事處 

所在地。在聯合國亞洲遠東辦事處地址未經確定前， 

委員會辦公地點仍在曼谷。

一九.理事會隨時應將委員會工作加以特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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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陸

亞洲還東經濟委員會譏事規則

委员會第一屆會擬訂，第二屆會審定通過， 

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 

一、第十四及第十五屆會修正(E/CW，*/2/

Rev.工4)

第一章.屆會 

第一條

委員會屆會日期及地點適用下列原則：

(a)委員會應於每一屆會時商同秘書長建議下屆 

會議日期及地點，由理事會核定。委員會屆會亦可由.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函請主任秘書召集，於提出請求後 

四十五日內舉行之，遇此種情形時應由秘書長商同委 

員會主席決定屆會地點；

(b)倘遇特殊情形，屆會日期及地點得由秘書長 

商同委員會主席及理事會會議時間地點問題過渡委員 

會加以更改。秘書長如應委員會多數委員之請，經與 

委員會主席及理事會會議時間地點問題過渡委員會協 

商後，亦得更改屆會之日期及地點；

G)屆會通常應在聯合國亞洲遠東辦事處內舉 

行。委員會得建議某局會議在其他地點舉行。

第二條

主任秘書至遲應在届會開幕前四十二日分發屆會 

開幕日期通知，並檢附臨時議程及臨時議程所列項目 

之有闌基本文件各三份。分發辦法準用第四十八條之 

規定。

第三條

委員會應邀請非委員會委員之任何聯合國會員國 

以諮商資格參加審議眼該會員國有特殊關係之事項。

第二章.議程

第四條

每届會議臨時議程應由主任秘書商同主席擬定 

之。

第五條

任~屆會之臨時譲程應備載下列項目 ：

(a)源於委員會以前屆會之事項；

(b)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所提項目；

(。)委員會委員或協商委員所提項目；

(d)專門機關依照聯合國與否該機關所訂關係協 

定提出之喷目；

(e)甲類非政府組織依第六條之規定所提項目；一

什)主席或主任秘書認爲應予列入之其他任何項 

目。

第六條

甲類非政府組織得就其主管事項，提出項目列入 

委員會臨時議程，但須受下列條件之限制：

(a)凡欲提出此種項目之組織，至遲應於屆會開 

幕前六十三日通知主任秘書，也應於正式提出任何項 

目前，對主任秘書所提任何意見，妥爲考慮；

3)此項提案至遲應在屆會開幕前四十九日連同 

有關基本文件正式提出。

第七條

每屆會講臨時議程上之第一個項目應爲議程之遁 

過。

第八條

委員會得隨時修正議程。

第三章.代表權及金權證書

第九條

每一委員應有正式代表一人，出席委員會。

第十條

代表得協同副代表及顧問若干人出席委員會屆 

會，代表缺席時，得由副代表代理。

第十一條

岀席委員會各代表之全權瞪書及所派副代表姓 

名，應儘速送交主任秘書。

第十二條

主席及副主席應審查各全權證書並向委員會具 

報。

第四章.職員

第十三條

委員會應於每年第一次會議時就委員會代表中選 

舉主席一人及副主席兩人,稱第一及第二副主席，其 

任期應至繼任人選出時屆滿，連選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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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主席於某次會議或會議之一部份時間缺席，其職 

務應由主席指定之副主席代理。

第十五條

主席不復代表委員會委員或因故不復能執行職務 

時，則由第一副主席繼任，至主席任期屆滿爲止。如 

第一副主席亦不復代表委員會委員或因故不復能執行 

職務時，則由第二副主席繼任，至主席任期屆滿爲止。

第十六條

副主席代理主席時，其權責與主席同。

第十七條

.主席或副主席代理主席時，應卽以此種資格參加 

委員會會議，而不代表派其出席之委員，委員會應准該 

委員另派副代表一人出席委員會會議並行使表決權。

第五章.秘書處

第十八條

主任秘書於委員會及其分設委員會其他輔助機關 

及分組委員會開會時，任主任秘書之職。主任秘書得 

指派另一職員在任一會讓中代其執行職務 。

第十九條

主任秘書或其代表得在任何會議上對所審議問題 

以口頭或書面方式陳述意見。

第二十條

主任秘書應督導秘書長爲應委員會、分設委員會 

及任何其他輔助機關與分組 ，委員會需要而設置之職 

員。

.第二十一條

主任秘書應負責爲各項會議作必要之部署。

第二十二條

主任秘書執行職務時，應視爲代表秘書長。

第二十三條

委員會核湛有需聯合國款項支出之新提案以前， 

主任秘書應編製提案所需費用中非秘書處現有財源所 

能支付部分之槪算，並將其分發各委員。主席應負責 

促請各委員注意此項概算，並請其於核渣提案以前加 

以討論。

第六章.事務處理

第二十四條.

委員會以委員過半數之出席爲法定人數。

第二十五條

主席除行使本規則其他各條所賦予之權力外，於 

委員會每次會議負責宣佈開會、散會、領導討論、確 

保本規則之遵守、負責畀予發言權、將問題提付表決、 

並宣佈決定。發言人之言論如與討論事項無關，主席 

得促其遵守程序。

第二十六條

任何代表得於任何事項討論之際，隨時提出程序 

問題。遇此情形，主席應立卽宣佈其裁定。如有表示 

不服者，主席應立卽將其裁定提請委員會公決；此項 

裁定除被推翻外應視爲有效。

第二十七條

代表得於任何事項討論之際，動議延期辯論。此 

項動議應予優先處理。除原動議人外，委員會應准一 

代表發表贊成意見，另一代表發表反對意見。

第二十八條

任何代表得隨時動議結宛辯論，不論其他代表曾 

否表示願意發言。獲准發言反對結束辯論之代表不得 

超過二人。

第二十九條

關於結束辯論之動議，主席應徵詢委員會之意見。 

如委員會贊成結束，主席卽宣佈辯論結束。

第三十條

委員會得限定每一發言人之發言時間。

第三十"-*條

任何發言人所提動議及修正案，如有任何委員請 

求以書面提交主席時，發言人應卽照辦；在另請其他 

發言人發言前，又在卽將進行表決前，主席應宣讀此 

種書面動議或修正案。主席得指示任何動議或修正案 

於表决前分發出席會議之各委員。

本條對結束或延期辯論等程序動議並不適用。

第三十二條

除委員會另有決定外，主要動議及決議案應按其 

提出之先後次序付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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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如修正案對原提案有所修改或增删，該修正案應 

先付表決，如經通過，再將修正後之提案付表決。

第三十四條

對同一提案如有兩個以上之修正案,委員會應先 

表決內容與原提案相去最遠之修正案，然後如有必要 

再表決次遠之修正案，以此類推，直至所有修正案均 

已付表決爲止。

第三十五係

委員會得循代表之請，決定將一動議或決議案分 

成若干部分表決。如以此種方式表決，則依次表決結 

.果所産生之案文應整個付表決。

第七章.表決

第三十六■條

娄員會每一委員有一個表決權。

第三十七4条
委員會之決議應以出席及參加表決之委員過半藏 

之同意爲之。

第三十八條

委員會未獲一國政府之同意，不得對該國採取行 

動。

第三十九條

委員會表決，通常以舉手方式行之。如任何代表 

要求探用唱名方式，應依委員國國名英文字母排列灾 

序舉行唱名表決。

第四十條

一切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行之。

第四-條

就選舉以外之事項而爲表決時,如遇可否同數，委 

員會應於次一會議舉行第二次表決。如第二次表決結 

果仍屬可否同數，該提案應作否決輪。

第四十二條

在表決開始後，除關於表決實際進行之程序問題 

外，代表不得妨礙表決。在表決開始前或表決完成後， 

主席如認爲需要，得隹許各委員僅就解释投票理由作 

簡短之陳述。

第八章.語文

第四十三條

英文及法文爲委員會之應用語文。

第四十四條

以一種應用語文發言之演說詞應以另一種應用語 

文傳譯之。

第九章.紀錄

第四十五條

委員會會議簡要紀錄應由秘書處編製。此項紀錄 

應儘速法交各委員國代表及與會之任何其他政府機關 

或組織之代表。各該代表如對簡要紀錄有所更正，應 

於該項文件分發後七十二小時內通知秘書處。對於此 

等更正如有異議，應由主席作最後決定。

第屿十六條

公開會議簡要紀錄之更正本應儘速依照聯合國慣 

例分發。分發對象應包括甲類非政府組織、乙類及載 

列赛記册之有關非政府組織，於適當情形下並分發各 

諮商委員。

第四十七條

非公開會議簡要紀錄之更正本應儘速分送委員會 

各委員，與會之任何諮商委員及名•專門機關。如委貝 

會認爲必要時，此噴文件並應分遶聯合國全體會員國。

第四十八條

委員會及其分設委員會或其他輔助機關及分組委 

員會所作一切報告、決議案、建議案及其他正式決議 

全文應儘速送逹委員會，有關諮商委員、聯合國所有 

其他會員國、專門機關、甲類非政府組織及乙類與載 

列登記册之有關非政府組織。

第十章.會議之公開

, 第四十九條

委員會會議通常公開舉行。委員會得決定某次會 

議不予公開。

第十一章.與非政府組織之關係

第五十條

甲類、乙類與載列登記册之非政府組織得指派正 

式代表，以觀察員資格列席委員會之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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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i—■條

甲類及乙類組織得就其特別勝任之事項對委員會 

或委員會輔助機關之工作提出書面意見。此種意見除 

屬陳舊過時，例如涉及業經解決之事項者外，應由主 

任秘書分發委員會委員及協商委員。

第五十二條

前條所稱書面意見之提出與分發應遵守下列條件 ：

(a)書面意見應以一種正式語文提出；

3)書面意見應儘早提出，俾在分發前主任秘書 

得有充分時間與該組織作適當諮商 ；

(c)該組織正式提出書面意見前，應充分考慮主 

任秘書在諮商期間所表示之意見；

(d)甲類或乙類組織所提書面意見，不超過二千 

字者，應分發全文。如此項書面意見超過二千字，該 

組織應提出摘要，或以兩種應用語文書就全文，自備 

充足本數，以供分發。但書面意見如經委員會或委員 

會之輔助機關特別請求，亦得以全文分發；

.(e)主任秘書得請載列登記册之組織提出書面意 

見。以上(a)(G(d)各段規定應適用於此項意見；

(9不論書面意見或摘要，應由主任秘書以應用 

語文分發，並循委員會或協商委員之請，以任一正式 

語文分發之。

第五十三條

(a)委員會及其輔助機關得直接或經由爲辦理諮 

商事宜而特設之委員會與甲類或乙類非政府組織諮 

商。無論直接或間接，此類諮商得經委員會或其輔助 

機關之邀請，或經非政府組織之請求舉行之；

Q)經主任秘書建羲並經委員會或其輔助機關請 

求，載列登記册之非政府組織亦得向委員會或其輔助 

機關陳述意見。

第五十四條

委員會得建議在某一方面特別勝任之組織爲委員 

會從事特定之硏究或調査，或攘擬特定之論文。第五 

十二條(d)項限制對本條不適用。

第十二章.分設委員會、輔助機關及分組委員會

第五十五條

委員會經與工作範圍相同之專門機關商討，並經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認可後，得酌設經常執行職務之分 

設委員會或其他輔助機關，以應履行任務之需並明定 

各機關之權限及組織。爲有效履行所負技術性職責起 

見，此等機關得有必要之自主權。

第五十六•條

委員會得視需要，酌設分組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 

協助執行任務。

第五十七條

除委員會另有決定外，分設委景會或其他輔助機 

關及分組委員會與小組委員會應自行制定議事規則。

第十三章.報告

第五十八條

委員會應按年向經濟聾社會理事會提具報告，詳 

述委員會及其輔助機關之工作盥計劃。

第十四章.修正與暫停適用

第五十九條

委員會得修正或暫停適用本規則之任何條款，但 

修正或暫停適用辦法以用意不在取消經濟暨社會理事 

會所制訂之任務規定者爲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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