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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本年度报告业经经社会1 9 8 8 年 4 月 2 0 

日第6 7 7 次会议一致通过，报告所涉期间为1 9 8 7 年 5 月 1 日至1 9 8 8 年 4 

月 2 0 曰。

第 一 章

需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或提请其注意的问题

A 。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的决议草案

修正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接 纳 美 属 萨 摩 亚 经社会准成员

2 、经社会第6 7 7 次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草案.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釆取 

行动：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注意到根据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职权范围规定第5 , 美属萨摩亚 

领土已成为经社会准成员

“决定据此修改经社会职权范围规定第四款”

B . 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的决议

2 6 4 (X L IV） 

2 6 5 (X LIV ) 

2 6 6 (X LIV ) 

2 6 7 (X LIV ) 

2 6 8 (X LIV )

加强亚太经社会区域发展中国家间技术与经济合作活动 

农村发展的社会问题 

国际扫盲年

通过和执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对环境无害的持续发展的原则 

到 2 0 0 0 年的住房战略



2 6 9 (XLIV ) 

2    7  0   (X LIV )

2 7 1 ( x l iv ) 

2 7 2 (XLI V ) 

2 7 3 (X LIV ) 

2   7   4  (XLI V )

经社会在太平洋的活动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采取措施，支助关于电讯工作的《缺少环节》

报告的后续活动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大会

关于人口变化对人力资源开发影响的研究

亚洲及太平洋生活素质调查

雅加达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综合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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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经社会自第四十三届会议以来的工作

A . 附属机构的活劫

3 、在审查年内，召开过下列附属机构会议：农业发展委员会；工业、技术 

人类住区和坏境委员会；自然资源委员会；人口委员会；航运、运输和通信委员会 

(航运、港口和内河航道方面）和统计委员会。这些会议的日期和主席团成员细节 

载在附件三。

农业发展委员会

4 、审查期间, 召开了下列会议：

亚太经社会/ 劳工沮织促进农业工人的非农业就业和提高其收入的中期审 

查会议, 曼谷, 1 9 8 7 车 5 月

工发组织/ 泰国农业推广部/ 亚太农需品计划/ 亚洲及太平洋农药数据收 

集系统区娃专家组会议, 泰国博塔雅, 1 9 8 7 车 5 月

亚太经钍会/ 劳工组织/ 孟加拉国促进非农业就业国家讲习班，达卡，198 7 

年 6 月

低农产品出口价格对农业部门的影响专家组会议，曼谷， 1 9 8 7 年 8 月 

印度肥料协会/ 亚太肥料网肥料分销后勤培训方案，印度班加罗尔， 1987

车 8 月

泰国农业推广部/ 亚太肥料网肥料零售商培训方案，泰国普吉、合艾和博 

塔雅， 1 9 8 7 年 9 月和1 2 月

国家肥料资料政策区娀协商会议，曼谷， 1 9 8 8 车 1 月

国际肥料发展中心/ 亚太肥料网/ 印度肥料协会  NPK肥料生产、液相变

粒、浓缩/ 变粒和大量混合国际讲习班，印度马德拉斯， 1 98 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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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农业投入公司/ 亚女肥料网肥料定价政策国竄研讨会，加德满都，

1 9 8 8 车 3 月

5 、审查期间提供了下列咨询服务：

( a ) 亚太肥料网肥料分配和销售区域顾问向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巴 

基斯坦和泰国提供了咨询服务。

( b ) 亚太经社会/ 劳工组织向孟加拉国、尼泊尔、菲律宾、斯里兰卡和泰 

国派遣咨询团，提供有关亚女经社会/ 劳工组织非农业就业促进项目第二阶段 

的咨询服务。

( c )亚太肥料网对中国云南省磷矿石出口潜力进行研究，并向中国有关当 

局提交报告。

(d)在建立国家中心参与亚太肥料资料系统网络方面，亚太肥料网为中国、印 

度尼西亚、大韩民国、新加坡和斯里兰卡提供一名资料发展高级顾间的服务。

(e) 应印度肥料协会的要求，亚太肥料网合作执行1 9 8 7 年 9 月在印度 

奥兰加巴德开展的第3 7 个印度肥料协会肥料管理人员销售管理发展方案。提 

交下列三份专题文件：区域肥料情况；区域肥料销售系统；亚女经社会区域若 

千国家的肥料销售成本赢利。

(f) 向亚洲及太平洋农药生产、销售和管制区域网第二次项目管理委员会 

会议提供技太投入，新德里a

(g) 亚太经社会/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向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 

宾和泰国政府解释农业气候项目提案第二阶段，请它们提供指导。

(h) 亚太肥料网指导印度肥料协会和加德满都尼泊尔农业项目服务中心和 

农业投入公司的工作人员掌握肥料资料系统。

(i) 一名亚太农需品计划专家访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 

收集农药资料并示范亚太农需品计划/ 农业研究促进发展国际中心关于区域农 

药索引电脑方案。

(j) 亚太肥料网在国际肥料工业协会/ 亚太肥料网1 9 8 7 年在吉隆坡举 

行的东南亚和太平徉区域肥料会议上提交三份文件。

(k) 国际肥料发展中心在马尼拉举办的区域肥料销售管理方案提交一份技 

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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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亚太肥料网向粮农组织/ 工发组织./世界银行肥料工作组在美京华盛 

顿举行的第2 4 次会议提供关于亚洲及女平洋肥料郁门发萝的投入。

(m) 亚太肥料网小组组长访问越南，讨论越南政府与亚太肥料网之间关于 

该国肥料部门发展的合作安排。

(n) 亚太肥料网继续应要求向成员国几个机构和国际组织提供专门贸易资 

料，还提供书目和复印服务，并就该地区的肥料情况向有关各方分发简报。

6 、审查期间出版和编写了下列技太出版物和研究报告：

( a ) 《农业资料发展公报》（季 刊 ）

( b ) 《农用化学品简讯》（季 刊 ）和两期特刊.（共六期）

(c) 《亚太农需品计划./农业研究促进发展国际中心区娃农药索引》第一 

卷： 《泰国和菲律宾》

(d) 《农用化学品会议日历》（季 刊 ）

(e) 《亚太肥料网肥料贸易资料》（月 刊 ）

(f) 《区娃资料支助服务：肥料问题提要汇编》（月 刊 ）

(g) 《安全处置和应用农药》（安全指南已译成僧加罗语）

(h) 《建立亚洲及女平洋多国肥料销售企业的可行性研究》

(i) 《亚洲若干国家港口装卸无机肥料的研究》

( j )     《巴基斯坦肥料供应、销售、分发和使用》

(k) “肥料贸易资料电传”（双周刊）

(l )  “低农产品价格对亚洲农业的影响”

发展规划委员会

发展问题和政策

7 、审查期间举行了以下会议：

亚洲及太平洋国家通过外国投资进行经济合作研讨会（第二阶段），曼谷， 

1 9 8 7 年 5 月

农村发展规划统筹办法培训班，莫斯科， 1 9 8 7 年 5 至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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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科学和技术培训班，莫斯科和埃里温， 1 9 8 7 年 9 至 1 0 月 

发展规划技术讲习班，廷布， 1 9 8 7 年 9 至 1 0 月 

发展问题和政策专家组，曼谷， 1 9 8 7 年 1 0 月 

项目规划和统计资料汇编国家培训班，琅勃拉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 9 8 7 年 1 1 月

互相联系国家模型系统区域研讨会第六届会议，曼谷， 1 9 8 7 年 1 1 月 

筹集国内储蓄讲习班，万象， 1 9 8 8 年 1 月

项目规划湘统计资料培训班，老挝人民民主共湘国巴色 ,1 9 8 8 年 胡 至 3月

8 、 秘书处参加了下列会议并提供技术文件：

( a ) 世 界 “联系”项目，春季会议，纽约， 1 9 8 7 年 3 月；

( b ) 世界“联系”项目，秋季会议，墨尔本， 1 9 8 7 年 8 至 9 月；

( c ) 贸发会议关于亚太经社会区域最不发达国家贸易政策和规划讨论会，达•

卡， 1 9 8 7 年 1 0 月；

( d ) 开发计划署资助太平洋发展咨询服务项目管理审查会议，苏瓦， 1 9 8  7

年 1 1 月。

秘书处还参加了以下会议:

( e )行政和公共财政专家组会议，纽约， 1 9 8 7 年 3 月；

㈨发展规划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纽约， 1 9 8 7 年 4 月；

( c ) 世界工会联合会举行的人力资源开发.研讨会，莫斯利， 1 9 8 7 年 5 月； 

⑹国家审查圆桌会议，万象， 1 9 8 7 年 6 月；

⑻雅温得一•斯得哥尔摩倡议联合储蓄促进发展综合方案，第三次公议，巴

黎， 1 9 8 7 年 1 1 月。

9 、 提供了下述咨询和特派团服务：

( a ) 向阿富汗和不丹：收集关于在执行现行发展规划方面的进展和阴难的资 

料，并征求关于《发展规划通讯》今后数期所设想的内容的意见；

( b ) 向澳大利亚：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国家间通过外国投资进行经济合作问题， 

向斐济，就最近的经济发展与政府官员讨论；

( c ) 向孟加拉国：与规划部当局讨论在达+举行的项目制定和规划培训班的， 

课程和日期，其后又与达卡政府官员为举办培训班做好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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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向文莱和越南：弄清这两个国家政府有关执行“研究建立公共财政研究 

所的可行性”项目的意见；

( e ) 向中国：就制定中国的模式向联系制模组提供意见，并就统计及计量经 

济学模式和预测技术给予一系列演讲；

(f) 向中国和香港：讨论中国参加亚太经社会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国家间通过 

外国投资进行经济合作项目的问题，派团前往纽约和夏威夷，讨论该项目的第三阶 

段；

(g) 向斐济、萨摩亚和汤加：调查太平洋岛国参加互相联系国家模式系统项

目；

( h ) 向法国:与经合发组织官员就是否能够合作执行发展规划司的工作方案问 

题交换意见；

( i ) 向印度和巴基斯坦：与政府官员就最近的经济发展和初级商品国际贸易 

的特别问题进行磋商；

（j） 向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与政府官员讨论有关初级商品国际 

贸易的特别问题；

(k) 向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与有关当局讨论亚太经社会有关最不发达国家

的现行活动和未来需要，包括 1 9 8 7 年 2 — 3 月间在万象举办的规划技术、项目 

制定和规划培训班的后续行动；

( l ) 向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与老树国家银行和财政部官员讨论有关在万象 

举办筹集国内储蓄讲习班并随后编妥讲习班的文件和确定其时间；

( m ) 向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越南：与政府官员讨论有关初级商品国际贸易 

的特别问题以及一般经济情况；

( n ) 向马来西亚：就建立马来西亚联系计量经济模式及其模式规格和结构、 

估计技术、模拟和增殖率测试；

( o ) 向莫斯科：就未来在苏联举办培训班征求苏联规划当局的意见；

(p) 前往纽约、费城、美京华盛顿和曰内瓦：就预测和规划亚太经社会成员 

国间经济关系的互相联系国家模式系统项目征求宾州大学，国务院（美京华盛顿） 

和贸发会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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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出版了下列技术出版物和研究报告：

( a ) 《发展规划通讯》，第 6 号 1 9 8 6 年 1 2 月

( b )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公报》，第三十七卷，第 2 号， 1 9 8 6 年 1 2 月 

( c ) 《 1 9 8 7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

( d ) “东盟在外国直接投资问题方面的合作”

( e ) “亚太联系制模”

( f ) “澳大利亚在东盟直接投资：方式和问题”

(g) “中国商品贸易问题及其所涉国家和国际政策问题”

(h) “国际粮食贸易失调及其对亚太经社会区域的影响”

(i)  “通过外国投资和贸易与太平洋岛国进行经济合作”

( j ) “亚太区域通过外国投资，特别涉及纺织工业的经济合作”

( k ) “亚太模式外部部门的影响：模拟模式的比较”

(l )  “工业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合作：亚太的电子工业研究”

( m ) “初级商品国际贸易：南亚国家”

( n ) “日本在亚洲的投资”

( o ) “在东盟直接外国投资的新战略：世界产品概念”

 (p) “中国的外国投资政策和前景”

 ( q )  “建立公共财政研究所可行性专家組报告”

  (r)“亚太区域发展中短期展望”

  (s) “若干亚太国家的中短期展望”

( t ) “稳定初级生产国的出口收入：政策纲领”

( u ) “亚太经社会区域长期发展规划的复苏努力”

 (v) “美国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外国投资”

(w) “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的世界农业市场和政策选择”

11、 在制定供作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的国家计量经济学模式和建立联系体制方 

面继续进行研究。

1 2 、 采取了进一步步骤，作为执行《支援最不发达国家1 9 8 0 年代新的实 

质性行动纲领》的后续活动，包括旨在支援本地区的这类国家的特别措施，以及就 

《纲领》在本地区的执行和监测进展情况和在全盘审查进程方面的投入，作出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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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业已编制关于太平洋岛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及问题的文件和研究报 

告。

1 4 、 秘书处在曼浴朱拉隆功大学举办了 1 9 8 7 年亚太经社会发展经济学课程。

跨国公司

1 5 、 审查期间举行了下列会议：

亚太经社会/ 跨国公司中心/ 环境规划署合办亚太经社会区域跨国公司

活动的环境方面问题专家组会说曼谷.1 9 8 7 年 1 1 月

亚太经社会/ 跨国公司中心合办监测跨国公司外国投资亚太区域讲习班，

中国广州， 1 9 8 7 年 1 1 月

1 6 、 联合股向下列方面提供了投入：

(a) 跨国公司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纽约， 1 9 8 7 年 4 月；

(b )    亚太经社会女主管人员出口销售区娃讲习斑，曼谷， 1 9 8 7 年 8 月；

(c) 跨国公司中心跨国公司投资和谈判战略研讨会，吉隆坡， 1 9 8 7 年 

9 月；

(d) 贸发会议亚洲限制性商业做法研讨会，曼谷， 1 9 8 7 车 9 月至 1 0  

月；

(e) 跨国公司中心与跨国公司谈判合营企业安排讲习斑，霍尼亚拉，1987  

车 1 0 月；

(f) 亚太经社会发展问题和政策专竄组会议（贸易和初级商品），曼谷，

1 9 8 7 年 1 0 月；

(g)“促进亚太区域分工改革：到 2 0 0 0 年日本、 中国、新兴工业国家 

和东盟的经济关系"国际讨论会，泰国，博塔雅， 1 9 8 7 车 1 1 月；

(h) 劳工组织东盟国窠跨国企业和杜会政策分区三方讨论会，马尼拉，1987 

年 1 2 月；

(i) 亚太经社会制订亚太经社会人力资源开发综合行动计划指导方针专家 

组会议，东京， 1 9 8 7 年 1 2 月；

(j) 跨国公司中心进行的研究、资讯和咨询活动；向中心传达咨询援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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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合作的要求；并协助中心查明本区域的顾问和专家。

1 7 、 审查期间提供了下列咨询服务：

向中国、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协助各政府执行有关跨 

国公司的项目。

1 8 、 审查期间出版了下列技术刊物：

(a) 《 1 9 8 7 年亚太跨国公司中心评论》

( b ) 《与跨国公司的其他安排下的技太转让》

( c )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在国的观点》

( d ) 《若千亚洲及士平洋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和环境管理》

1 9、 开展了以下研究活劫：

(a) 研究泰国的快餐业；

(b) 跨国公司和环境项目下的研究。

2 0 、联合股继续收集、分析和散发有关本区域跨国公司活劫的基本资料，包 

括 新 闻 和 研 究 出 版 物 ：有关跨国公司的法律.条例和一般政策；外国直接投资 

流量和非股份安排；和数据来源与本区有关或在本区域.进行的研究活动和资料服务。 

继续进行进一步发展跨国公司国突资料系统和建立区娃资料网的活动。

工业、技术、人类住区和坏境委员会

工业发展

2 1 、审查期间举行了下列会议：

工业政策和结构调整区娃讨论会，汉城， 1 9 8 7 年 9 月

促进泰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金属提炼和农用工业方面的商业合作研讨

会，科隆， 1 9 8  7 年 1 0 月

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技太及发展规划讲习斑，汉械， 1 9 8 7 年 1 0 月至

1 1 月

促进技术人力资源预测、规划和开发区娃研讨会，中国厦门， 1 9 8 7 年 

1 1 月至 1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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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规划促进技术和发展讲习班评估会议，曼谷,1988年1月
利用国家工业培训机构为亚太经社会区域发展中国家谋利益讨论会的筹备 

会议，曼谷， 1 9 8 8年 2 月

2 2 、 审查期间提供了以下咨询服务：

(a) 对孟加拉国：㈠审查工业政策、查明增长部门并就私营部门的体制 

支助提供建议；㈡在与工发组织合作举办的投资论坛期间向该国政府提供 

咨询并給予帮助；

(b) 对不丹：就制定与即将开展的第六个五年国家:发展计划有关的外国投 

资政策和总工业政策向该国政府提供意见；

(c) 对中国：就小型企业发展的规划湘政策问题，特别向南京、苏州、常 

熟、太仓、上海初浙江的科学技术委员会提供咨询；

(d) 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就发展农用中小型工业向该国政府提供咨询;

(e) 对马来西亚:就发展木制家具和橡胶工业向该国政府提供咨询；

(f)  对大韩民国：就工业政策和结构调整区娃讨论会提供咨询并给予帮助;

( g ) 对斯里兰卡：就促进外国投资和合营企业以及审查外国投资奖励办法 

向该国政府提供咨询；

( h )对泰国：就查明直接外国投资的潜在部门向该国政府提供咨询并协助 

编制用于促进投资的项目简介；

(i)  对泰国和越南：向发展农用中小型工业向该国政府提供咨询；

(j)  对越南：就建立海产加工业方面的合营企业的可能性向该国政府提供 

咨询.

2 3 、 审 查 期 间 出 版 了 以下技术刊物和研究报告：

(a) 《亚洲及太平洋工业和技犬发展新闻》第 1 6 号

(b) 《亚洲及太平洋小型工业公报》第 2 2 号

(c) “小型工业发展的问题和前景”

(d) “亚太经社会发展中成员国中工业进展和政策问题的区域审查”

1 1



科学和技术

2 4 、审查期间举行了下列会议：

与在泰国的外国伙伴成功合营企业研讨会，曼谷， 1 9 8 7 车 6 月 

巡回光电装配员培训方案，马尔代夫， 1 9 8 7 车 6 月 

获取国外技术及合同谈判与履行工作巡回研讨会，中国北京、成都和广州，

1 9 8 7 年 7 月至8月

新加坡/经济发展委员会/亚太经社会合办成功执行获取技太及合营企业协定 

研讨会，新加坡， 1 9 8 7 车 8 月

亚女经社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合办合营企业和技太转让研讨会兼协 

商会议，中国，江苏省苏州， 1 9 8 7 车 1 1 月

边远地区电信系统应用女阳光电技太巡回培训进，中国杭州；万象及河内：

1 9  8 7 年 1 1 月

工业中促进和应用磨损技太讲习班兼实地考察，中 国 湖 北 武 汉 ， 1 9 8 8  

年 3 月

发展中国家女阳光电系统研讨会兼培训进，伊斯兰堡， 1 9 8 8 年 3 月 

2 5 、秘书处同亚太技术转让中心合作举行下列会议：

技术图册专家协商会议，东京， 1 9 8 7 车 1 0 月 

为国家发展促进和转让技术区域讲习班， 汉城， 1 9 8 7 车 1 1 月 

亚太技术转让中心技太咨询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曼谷， 1 9 8 7 年12月 

亚太技术转让中心理事会（第二届会议）曼谷， 1 9 8 7 年 1 2 月 

技术图册政府间会议，曼谷， 1 9 8 8 年 2 月

2 6 、 秘书处同区域农机网合作举行了下列会议：

区娃农业机械网技太咨询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伊斯兰堡， 1 9 8 8

年 2 月

区域农业机械网理事会（第十届会议），伊斯兰堡， 1 9 8 8 车 2 月 

2 7 、 审查期间提供了下列咨询服务：

( a )对大韩民国：制定获得、 专利和商标证合同；

( b )对新加坡：就获取技太和合营企业合同提供咨询；

1 2



(c) 对泰国：协助在国际旅馆合营企业内作出各种合同安排；

( d )  对越南，就技术转让立法提供咨询。

2 8 、审查期间出版了或正在编写下列技术刊物和研究报告：

( a ) 《为促进技合/ 经合/ 亚洲及太平洋生物工艺学和遗传工程机构目录》 

( b ) 《亚洲及太平洋区娃若千发展中国家标准机构的地位和活劫》

( c ) 《研究如何加强发展中国家间在研究和发展方面的合作方式和方法》

人类住区

2 9 、 审查期间举行了下列会议：

亚洲及太平洋人类住区发展地方当局第二届大会，日本名古屋， 1 9 8 7  

年 7 月

人类住区管理地方当局区娃网参加机构第一次工作组会议，日本横滨，

1 9  8 7 车 7 月

无窠可归者收容安置国际年后续行动住房战略区媸讨论会，曼谷， 1987  

年 9 月

世界生境日讨论会，曼谷， 1 9 8 7 车 1 0 月

住房国际讨论会，日本横滨，1 9 8 7 年 1 0 月至 1 1 月

强调以社区为基础住房财政的社区参加人类住区方案区妞培训研讨会兼实

地考察，达卡， 1 9 8 8 车 3 月

3 0 、 秘书处参加了下列各项活动并提供技术投入：

(a )东亚海洋协调机构第六届会议，曼谷， 1 9 8 7 年 4 月；

( b )  综合城市发展方案国际研讨会：支助住房发展战略，曼谷， 1 9 8  7 
( c )  女主管人员出口销售区娃讲习拖， 曼谷， 1 9 8  7 车 8 月

( d )亚洲及女平洚人力资源开发综合行动计划机构间会议，曼谷，

1978年1 2 月；

(e) 国家联络点制定南亚海洋区娃保护和管理行动计划第二次会议，曼谷, 

1 9 8 7 车 1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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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人类住区委员会（第十一届会 议 ）新德里， 1 9 8 8 年 4 月。

3 1、审查期间派遣特派团提供下列咨询服务：

( a ) 向中国、印度尼西亚、 日水、马来西亚、大韩民国和斯里兰卡：查明 

特别的合作领娃和方式，并编入地方当局网的工作方案；

(b) 向大韩民国：就促进创造就业机会活劫的新方法和农村中心及住区规 

划的体制交换意见并获取这些方面的资料；

( c ) 向斯里兰卡：通过国际年区域联络点为斯里兰卡乡村重建运动第九周 

年纪念提供有关住房活动的照片、 图解和海报来引起人们注意无衆可归者收容 

安置国际年，卡塔拉加马， 1 9 8 7 年 7 月；

(d) 向越南：就名古屋大会所需的投入和必要的准备工作向中央和地方政 

府官员提供咨询，并查明在建立地方当局网方面可能的合作领墟。

3 2、审查期间出版了下列技术刊物和研究报告：

( a ) 《低收入住房的建材》（技太文件）， 1 9 8 7 车

( b ) 《低收入住房建材一1 9 8 7 车 1 月 2 0 日至2 6 日在曼谷联合国大 

楼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低收入住房建材讨论会报告》

( c ) 《亚洲及女平洋人类住区地图》，第三和第四部分

( d ) 《斯里兰卡低收入住房项目一 1 9 8  6 年 9 月 2 9 日至1 0 月 7 日在 

斯里兰卡科伦坡举办的低收入住房项目研讨会兼实地考察报告》

(e) « 管理中间城市的公民服务—— 管理中间城市公民服务区域讨论会会 

议记录，曼谷、 1 9 8 6 年 1 0月 2 7 日至3 I 日》

(f) 《研究易受灾害地区的人类住区规划：管理边界住区》

(g) 《研究非正式副运输在城市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诈用》

(h)《 研究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国家以下一级地区规划》

( i ) 《建筑湘建造业中促进革新的适当技术的技术传单， 1 9 8  7 年》

(j) “强调财政湘管理的人类住区国际会议报告”，印度孟买， 1 9 8  7 
年 1 月 2 2 日至2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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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3 3 、审查期间举行了下列会议：

环境记者传播媒介初环境协商会议，曼谷,1987年 4 月至5 月亚太经社会/ 

南太环境方案合办分区域沿海资源管理初保护区规划班，努库阿洛法， 

1 9 8 7 年 5 月

亚大经社会/ 环境规划署/ 环境规划署苏联委员会合办旱区和半旱区牧地改 

良及其坏境初社会经济各方面培训研讨会，苏联， 1 9 8 7 年 5 月至 6 
月

孟加拉国沿海环境管理计划部长间讨论会，达卡,1 98存 6 月亚太经社会/ 

南太环境方案合办沿海资源管理分区域规划班，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1 9  8 7 年 7 月

亚洲传播媒介初环境区域会议，曼谷，1 9 8 8 年 8 月

亚太经社会/ 南太环境方案合办沿海资源管理培训班，维拉港，1 9 8 8年 2
月

3 4 、提供了以下技术投入：

(a) 亚洲前景区域研究研讨会，曼谷 1 9 8 7 年 7 月

(b) 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协调组第十四届会议，努美阿， 1 9 8  7 年 9 

月

(c) 1 9 8 7 年危险废物处置会议，吉隆坡， 1 9 8 7 年 1 0 月

(d) 东亚海洋行动计划专家第二次会议，曼谷 1 9 8 7 年 1 1 月至 1 2 月

(e) 国家联络点制定南亚海洋区域保护初管理行动计划第二次会议，曼谷， 

1 9 8 7 年 1 2 月

(f) 印度政府初亚洲开发银行举办的环境影响评价培训讲习班，印度，

1 9  8 8 年 1 月

3 5 、向以下机构初政府提供了方案/ 财政支助：( a )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环境 

记者国家讨论会，支助其 1 9 8 7 - 8 8 年间的方案活动；( b ) 汤加政府，举办坏 

境初持久发展培训研讨会，汤 加 1 9 8  7 年 5 月；( c )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政府，举 

办环境研讨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1 9 8 7 年 7 月；( d )菲律宾新闻社，举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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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媒介湘琢境讲习班，菲律宾， 1 9 8 7 年 9 月 I 4 日至 I 9 日；( e )瓦努阿图政 

府，发表资源、发展湘环境会议议事录，维拉港， 1 9 8 7 年 9 月。

3 6 、审查期间提供了下列咨询服务：

( a ) 对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汤加；为它们制定沿海环境管理计划；

( b ) 对孟加拉国和尼泊尔：通过环境记者国家论坛协助促进公众认识环境

问题；

3 7 、  审查期间出版了下列技术刊物湘研究报告：

(a) 《亚洲及太平洋沙漠化-区域审查湘评价

(b) 《亚洲及太平洋热带森林消失的环境初社会经济方面问题》

(c)   〈〈，，，，，，，，《持久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管理》

(d) 《亚太经社会环境新闻》 C 季刊》

(e) 《亚洲及太平洋环境状况》，卷 1 ，《摘要》

(f)      “孟加拉国：宝贵的潮湿土壤”视听模型 

(g) “孟加拉国沿海还境管理计划”

(h) “亚太经社会区域生产、销售及使用杀虫剂的环境方面问题”

(i) “亚洲及太平洋山区生态系统的环境管理”

(j) “建立区域红树研究所的可行性研究”

(k) “环境报道手册”

(l) “旱区湘半旱区牧地改良及其环境：社会和经济各方面培训研讨会议

事 录 ”

(m) “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手册”

3 8 、 秘书处环境联络中心网的活动通过与下列各司/ 股安排旨在进一步将环 

境问题纳入经社会整个工作方案的会议命咨询，使这些活动得到了加强：

( a )农业司，撰写一篇关于生产、销售勒使用杀虫剂的环境问题区域研究 

报告；

( b )亚太经社会/ 工发组织工业、人类住区和技术司，制定一个关于工业 

管理人员湘工程师环境污染控制培训班的项目；

( c ) 自然资源司，安排1 9 8 8 年 7 月在苏联举办关于管理水资源开发项 

目的环境影响区域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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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社会发展司，为了就妇女在环境管理中作用湘就青年及环境问题可能 

进行合作；

( e )运输、通信湘旅游司，制订关于旅游湘环境研究大纲，并为孟加拉国 

的旋风保护项目开展环境研究；

( f )亚太经社会/ 跨国公司中心跨国公司联合股， 1 9 8 7 年 1 1 月召开 

亚太经社会/ 跨国公司中心/ 环境规划署合办关于亚太经社会区域跨国公司活动的 

环境方面问题专家组会议。

3 9 、作为引起学生、青年和积极公民注意环境问题的运动之一，为本区域两 

个对象群体（1 5 岁以上初1 5 岁以下）举办绘画初海报比赛。

4 0 、与联合国其他组织和机构保持密切的合作，特别是环境规划署、粮农组 

织、教科文组织初卫生组织，合作执行亚太经社会环境领域的工作方案，此外，还 

与分区域环境方案、传播媒介湘非政府组织保持积极合作。

自然资源委员会

能源

4 1 、审查期间举行了下列会议、研讨会和培训班：

自然资源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高级专家筹备会议，曼谷， 1 9 8 7 东 5 月 

区域能源发展方案三方审查会议，曼谷， 1 9 8 7 东 8 月

节能政策和能源需求管理措施讲习进，曼谷，1 9 8 7 年 1 0 月 

光电培训进：系统设计和电信应用，中国杭州， 1 9 8 7 年 1 1 月 

生物气工艺学区域间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培训班/ 讲习班，中国杭州，

19  8 7 玍 1 1 月

太阳能光电技术和边远地区电信系统应用培训班，河内和万象， 1 9 8  7

年 1 1 月

在烟草加工中节能、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区域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讲 

习班，泰国清迈 .1 9 8 7 车 1 2 月

亚太经社会/ 教科文组织/ K i n g  Mo n g k u t 理工学院/ 亚洲理工学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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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关于生物气转化技术的开发和转让研讨会，曼谷， 1 9 8 8 年 2 月 

发展中国家太阳能光电系统研讨会兼培训班，伊斯兰堡， 1 9 8 8 东 3 月

4 2 、审查期间提供了下述咨询服务：

(a) 对中国，讲 授 ㈠  节约能源，地点：国家经济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举 

办的培训进；㈡能源的需求和供应，地点：杭州小水电区域中心；

(b)切对马来西亚，就工业能源审计问题；

( c ) 对蒙古，就可再生能源的开发问题；

( d ) 对泰国，就在选定企业节约能源问题；

( e )对汤加，就发电和用电问题。

4 3 、派出了下述特派团：

(a) 就在中国、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大韩民国、泰国和越 

南组织会议/ 培训班进行筹备磋商；

(b) 就同印度和马尔代夫在太阳能光电领域开展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进 

行磋商。

4 4 、能源股参加了派赴大韩民国和泰国的能源业务评估股代表团。

4 5、审查期间出版了下列技术刊物：

( a ) 《亚太经社会能源新闻》，第五卷，第 1 号 

( b )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发展》（能源发展丛刊，第 3 0 号 ）

(c) "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菲律宾的作用”

4 6 、向有关政府提交了下列区域能源顾问制成的技术报告：( a ) “所罗门群 

岛的节能问题”，( b ) “在泰国选定企业节约能源”；( c ) “基里巴斯的发电和用 

电 ” ；（d) “汤加的发电及配电”；( e ) “所罗门群岛一 1 9 8 6 年国家评论”； 

的向中国政府提供了两套节能培训教材； 和(g) “ 蒙古农村电力供应的可再生 

能源”。

4 7 、秘书处继续向区域能源发展方案和太平样能源发展方案提供技术支助， 

生物气太阳能和风能区域网和太平徉能源发展方案协助筹办了一届光电系统的安 

装、 操作和维修培训班，马尔代夫，1 9 8 7 车 6 月。

4 8 、秘书处参加了非政府组织、 国际或政府间组织，包括联合国技术合作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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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发展部，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东西方中心、可再生能源研究所（泰 国 ）、 国 

际研究所（马来西亚）和能源经济学研究所（日水）举办的能源发展领域的会议和 

研讨会并提交了技术论文。

矿物资源

4 9 、审查期间举行了下列会议：

关于沿海地区城市地质的专家工作小组会议兼讲习进， 中国上海， 1 9  8 7 

年 9 月

第五届亚太经社会区域各沉积盆地间地层关系专家工作小组会议，曼谷，

1 9  8 7 车 1 1 月

关于矿物勘探管理的高级地质学者培训斑，马夹西亚怡保， 1 9 8  7 年11-  

1 2 月

第 二 届 k u r o k o 型成矿作用讲习班，苏瓦， 1 9 8 8 年 2 月 

5 0 、 秘书处参加了于1 9 8 7 车 6 月在泰国博塔雅召开的第十九届东南亚锡

矿研究发展中心理事会，还参加了于 I 9 8 8 年 2 月在曼谷举行的第一届亚洲一太 

平洋采矿会议/ 展览。

5 1 、审查期间派出特派团提供了下述咨询服务：

(a) 向中国：举办关于太平洋边缘火山及矿床成因学讨论会和小规模釆矿 

及勘探挖道讲习班；

(b) 向斐济，协助政府组织第二届Ku ro k o 型成矿作用讲习班，苏瓦，

1 9 8 8 车 2 月；

(c) 向印度尼西，评估主要在加里曼丹的现有及未来金矿勘探方案；

(d) 向马来西亚，就矿物勘探及开发战略向马来西亚地质勘测部提供咨询 

服务,•

(e) 向马来西亚.为在马来西亚半岛（主要在吉丹州和霹雳州）、沙劳越 

和沙巴勘探金矿和重估旧淘金场提供咨询服务，并审议对马来西亚政府早先丁 

作建议的后续行动；

(f) 向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协助国家地质机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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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危害并为初步分析加德满都，科伦坡、吉隆坡和巴基斯坦奎达的城市地质 

提供内郁培训；

(g) 向尼泊尔，协助矿产地质部评估贱金属.金和铀的前景；

(h) 向巴基斯坦，就勘探方案和铀资源开发前景提供咨询服务和内部培训.

(i) 向菲律宾，为矿产和地球科学局提供有关吕宋岛贱金属和贵金属地质/  

地球化学勘探方案的咨询服务；

(j) 向越南，同湄公河下游流域勘察协调临时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人员一起 

共同调查萨拉伊尔区域的地下水资源；

( k )  向越南，就矿物勘探及开发战略向地质总局提供咨询并组织热带地域 

地球物理勘探方法讲习班。

5 2 、审查期间出版了下列技术刊物和研究报告：

( a ) 《亚太经钍会区域矿物资源地图集》，第四卷，载有说明性手册和新 

西兰的地质矿物分布图；

( b ) 《地层图册》，第七卷（三迭纪地层图），载有 1 1个亚洲和太平详 

国家的典型三迭纪断面；另外，还汇编了缅甸、蒙古、新喀里多尼亚和巴布亚 

新几内亚的三迭纪层型；

( c ) 一套题为《城市地质图册》丛刊，首卷出版在城市环境地质制图研讨 

会 （曼谷， 19 8 6 车 1 0 月 ）上发表的论文。该丛刊第二卷载有沿海地区城 

市地质专家工作小组会议兼讲习斑（上海， 1 9 8 7 车 9 月 ）的论文；

(d) 《亚洲和太平洋锡矿床地质：亚太经社会区域矿物集中点和碳氢化合 

物积聚点》丛刊第3 卷；

(e) 苏联专家制作了一份关于本地区非金属矿物潜力和工业矿产部门发展 

状况的专案研究报告；

5 3 、秘书处继续向东南亚锡工业研究发展中心和区域遥感方案提供技术支助。

水资源

5 4 、审查期间举行了下列会议/ 讲习班：

亚洲和太平洋机构间水问颗牿别工作小组， 曼谷（第十九届会议），1 9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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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第二十届会议）， 1 9 8 7 年 1 2 月 

台风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曼谷， 1 9 8 7 年 1 0 月 

关于在亚太经社会区域水资源开发方面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区域专家

小组协商会议，曼谷， 1 9 8 7 年 1 2 月 

根据风险分析及制图改善洪水损失预防系统专家小组会议， 曼谷， 1988

年 1 月

热带旋风小组（第十五届会议），科伦坡，1 9 8 8 年 3 月 

5 5 、 秘书处同世界气象组织合作组织并筹办了世界卫生组织/ 亚太经社会热

带旋风小组第十五届会议。秘书处继续支持湄公河下游流域勘察协调临时委员会， 

参与该委员会组织的讲习斑，参加该委员会1 9 8 7 年 6 月在越南胡志明市召开的 

第二十五届会议初1 9 8 8 年 2 月在曼谷召开的第二十六届会议并审议其文件

5 6、审查期间派出特派团提供了下述咨询服务：

(a) 向中国、香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 菲律宾、大韩民国、 

泰国和越南派出顾问团；

(b) 区域顾问访间了印度尼西亚、老拇人民民主共和国和泰国；

(c) 向曼谷都市防洪和分洪管理局提供了咨询服务，并在东亚和东南亚城 

市防洪和排洪国际讲习 进发表一份论文，曼谷， 1 9 8 7 车 6 月。

5 7 、在审查期内，出版了下列技术刊物：

(a) 《汇流》（半车刊）

(b) 《亚洲和太平洋水资源开发：一些事项和问题》.（水资源丛刊，第 62 
号 ）

⑹ 《水资源杂志》（季 刊 ）

5 8 . 秘书处目前正在从事一项由日本资助的洪患风险分析及制图项目，及另 

一项由开发计划署资助的编制一份全面洪患预防和管理手册和指导方针的项目。关 

于水资源开发区域培训网第一阶段活动国家培训要求及各研究所和机构培训能力的 

资料已制成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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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及遥感

5 9 、 审查期间举行了下列会议：

亚太经社会区域国家遥感中心/ 方案领导人会议，泰国普吉， 1 9 8 7 年 

5 月

亚太经社会/开发计划署合办区域遥感方案政府间协商委员会（第四届会议）， 

泰国普吉， 1 9 8 7 年 5 月

高分辩卫星数据应用讲习班，雅加达， 1 9 8 7 年 1 0 月

区域遥感方案的政策管理及财政支助工作小组会议，曼谷， 1 9 8 7 年

1 1 月

城市普查应用遥感培训班，印度台拉登， 1 9 8 7 年 1 2 月

6 0 、审查期间对下列技术合作交流活动提供了协助：

(a) —个澳大利亚小组评价了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地面接收站的照相制图能 

力；

(b) 澳大利亚在该国遥感中心协助培训了两名印度尼西亚和两名泰国照相 

技米人员；

⑹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泰国继续进行交流，从而制定了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全  

国森林覆盖制图方案；

( d ) 泰国为巴基斯坦遥感地面站选择和安装遥感设备继续提供协助。

6 1 、审查期间出版了下列刊物和技术论文：

(a) 《关于遥感技术应用于沿海地带管理和环境监测的区域研讨会会议记 

录，达卡， 1 9 8 6 年 1 1 月 1 8  — 2 6 日》

(b) 《关于遥感技术应用于地质制图和矿物勘察的区域研讨会会议记录，

莫斯科， 1 9 8 6 年 6 月 》

⑹ 《遥感简讯》（季 刊 ）

( d ) 《亚太经社会区域国宏遥感中心，方案领导人会议的报告：包括政府 

间亚太经社会，开发计划署区域遥感方案协商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报告》

⑹ 《关于遥感技术应用于地质及沿海研究方面中国Z 斯里兰卡试点研究 

的报告》，科伦坡， 1 9 8 6 年 1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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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亚太经社会区域遥感科学窠和专家名册》，第二版， 1 9 8 7 年 8 

月

(g) “城市和区域资料系统国际讲习班的报告，新德里， 1 9 8 6 年 1 2  

月 1 6 -  1 9 日”

(h) 遥感应用于植被及土地分类和制图培训班的报告， 巴布亚新几内亚，

1 9 8 7 年 8 月 ”

62、审查期间各试点研究的状况如下：

(a) 森林部组织的森林试点研究单元在泰国k a s e t s a r t 大学的帮助下已 

扩展为一个全国性森林制图项目。 巴布亚新几内亚菜城技术大学从事的研究单元已 

完成其使用微电脑监测伐林的研究；

(b) 越南进行了一项沿海地带试点研究，作为孟加拉国、印度和泰国发起 

的沿海地带一系列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由于卫星图交付过晚导致延误；

(c) 同湄公河下游流域勘察协调临时委员会合作，进行了一项土地使用试 

点研究，以便通过为各种计划项目提供资源数据，勘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资源 

潜力；

(d) 中国和尼泊尔进行了单项雪线研究，以便确定能否使用卫星高分辨数 

据和低分辨数据监测各自地区的水资源；

(e) 美国国宏海洋和环境管理局向南太平洋国家提供了援助，以便应南太 

平洋国宏的要求就使用海洋环境管理局，高级超高分辨幅射仪数据确定潜在捕鱼地 

带进行一项试点研究。

6 3 、 区域资料部门继续收集有关遥感科学家湘专家、遥感项目和设施方面的 

资料并为区域和区域外刊物的编目资料基准收集资料。 已使用程序微电脑制作程序 

化目录，该目录现载有9 0 0 多项参考条目。

6 4 、散发了调查表，以便确立教育和资料网的中心点。

6 5 、还向亚洲理工学院（泰 国 ）、 国际高空勘测和地球科学研究所（荷 兰 ） 

和遥感技术中心（日本）的遥感培训班毕业生散发了名册调查表

6 6 、该项目目前已进入第六年， 1 9 8 6 年底已完成其第一阶段。经社会在 

第四十二届会认上已同意该项目进入第二阶段，开发计划署已核准给予进一步财政 

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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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参加第四届区域遥感方案政府间协商委员会（泰国普吉， 1 9 8 7 年 5 
月 ）的代表们制定了一份新的工作计划并同意主办该项目的各种活动。

海洋资源

6 8 、审查期间举行了下列会议：

沿海地质培训班：中国广州， 1 9 8 7 年 1 1 月 _ 1 2 月 

6 9 、秘书处参与了下列会议：

( a ) 亚洲岸外联勘协委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及其技太咨询组（第二十三届 

会 议 ），曼谷， 1 9 8 7 .年1 0 月/  1 1 月

⑼ 岸 外 技 水 会 议 ，美国休期敦， 1 9 8 7 年 4 月

(c) G o r d a 洋脊研讨会，美国波特兰， 1 9 8 7 年5 月

(d) 印度洋海事合作常务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科伦坡， 1 9 8 7 年 9 

月

⑻南太平洋岸外矿物资源联合勘测协调委员会及其技太咨询小组（第十 

六届会议）， 巴布亚新几内亚菜城， 1 9 8 7 年 1 0 月

7 0 、审查期间派出特派团提供了下列咨询服务：

( a ) 向缅甸、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评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这些国衆的 

影响及其在该领域予以援助的必要性；

⑻向南太平洋近海联勘协委会技术秘书处，苏瓦，就地质/ 地球物理勘 

探方法及技术和共同关心的工作项目活动提供技术咨询。

7 1 、审查期间出版了下列技术刊物和研究报告：

( a ) 《亚洲和太平洋的矿沙储量》（亚太经社会区域矿物集中点湘碳氢化

合物和积聚点，第 4 卷 ）(b)

“关于马尔代夫共和国水资源和矿物资源的报告”

7 2 、秘书处继续向亚洲岸外联勘协委会和南太岸外联勘协委会提供技术支助。

2 4



人口委员会

7 3 、审查期问举行了下列会议：

关于人口老龄化新生问题的研究领导人临时会议，曼谷， 1 9 8 7 年 8 月 

关于人口和发展研究及规划分析构架的研究领导人会议，曼谷， 1 9  8 7

年 9 月

亚太人口资料网人口刊物写作讲习班，雅加达， 1 9 8 7 年 9 月至 1 0 月

就社区参与国家计划生育方案一些组织问题的研究领导人最后会议，泰国 

清迈， 1 9 8 7 年 1 0 月

次民族人口预测区域培训班，曼谷， 1 9 8 7 年 1 1 月 

关于微电脑应用于人口分析、研究数据处理和计划生育评估的培训班，曼

谷， 1 9 8 7 年 1 1 月

泰国关于微电脑应用于人口分析、研究数据处理和计划生育评估的国家讲 

习班，曼谷， 1 9 8 7 年 1 1 月至 1 2 月

7 4 、组织了下列培训活动：

( a ) 越南人口资料信息中心图书馆两名职员在亚太经社会参加了关于资源 

基准开发的为期三周的特别培训班， 1 9 8 7 年 i5月一 7 月

⑼中国人口信息中心的三名编辑人员在汤姆森基金会湘国际计划生育联 

合会参加了关于案头刊印为期三周的培训班，联合王国， 1 9 8 7 年 9 月Z 1  0 月

(c) 中国四川人口信息站的一名高级研究员在N ih o n 大学人口研究所参加 

了为期1 2 个月的无学位人口统计研究进修，东京， 1 9 8 7 年 1 1 月

(d) 中国天津和辽宁人口信息站的两名人口统计研究员在澳大利亚国立大 

学参加了为期1 3 个月的研究生人口统计进修班，堪培拉， 1 9 8  7 年 1 1 月

(e) 泰国人口信息中心的两名图书馆职员在亚太经社会参加了为期两周的 

关于微电脑使用CDS/ I S I S 文献编目软件的特别培训班， 1 9 8  7 年 1 2 月

( f )  为斯里兰卡人口信息中心主任安排了一次为期两周的关于马来西亚和 

泰国国家人口信息系统管理方面的参观考察， 1 9 8 7 年 1 2 月

7 5 、秘书处参与了下列会议：

第二届人口和发展亚洲议员论运大会，北京， 1 9 8 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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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人口资料网—— 非洲咨询委员会会议，内罗毕， 1 9 8 7 年 1 1 月

国际老年医学协会第三届区域大会：亚洲/ 大洋洲区域，曼谷，1 9  8 7 年

1 1 月

人口科学研究国际联盟关于人类繁衍的生物化学和人口统计决定因素研讨 

会，美国巴尔的摩， 1 9 8 7 年 1 2 月一 1 9 8 8 年 1 月

三方审查会议（中国人口信息中心，亚太经社会和人口基金），北京，19 

3 8 年 1 月

越南人口资料和信息中心会议，河内， 1 9 8 8 年 3 月

人口科学研究国际联盟关于亚洲生育过渡研讨会：多样性与变化，曼谷，

1 9  8 8 年 3 月

7 6 、 审查期间提供了下述咨询服务：

(a) 就发展和加强国家人口信息服务工作，向孟加拉国提供咨询服务；

(b) 为编制关于社区参与国家计划生育方案若干组织问题的报告，向孟加

拉国、 中国、菲律宾、大韩民国和泰国提供咨询服务；

(c) 向孟加拉国、尼泊尔、菲律宾和泰国提供咨询服务，向人口与发展研

究及规划分析框架方面的国别研究提供技术支持；

( d )  就中国人口信息中心图书馆自动化方面，向中国提供咨询服务；

(e) 向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提供咨询服务，就协助改善计划生育方案的

管理资料系统同政府官员进行磋商；

(f) 向中国、印度、菲律宾、斯里兰卡湘越南提供咨询服务，协助对基层 

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知识湘态度进行调查；

(g )  向中国、马来西亚、大韩民国和斯里兰卡提供咨询服务，监测对人口 

老龄化新生问题的国别研究；

(h) 向印度尼西亚提供咨询服务：㈠为亚太人口资料网人口刊物写作讲 

习班做出初步安排；㈡为组织该讲习班提供技太援助；㈢在该讲习班上进行讲 

授；

( i )  向马来西亚提供咨询服务：㈠1 9 8 4 年全国保健和人口普查数据

分柝；㈡在其它发展工作中兼顾计划生育；

( j ) 向尼泊尔提供咨询服务，向人口信息中心的项目拟订提供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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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咨询服务，讲授人口和社会统计学；

(l ) 向菲律宾和大韩民国提供咨询服务，对在国内迁涉项目的迁涉普查方 

面进行研究提出意见；

(m) 向斯里兰卡提供咨询服务：㈠对进行国内迁涉研究和迁涉表提出葸 

见；㈡审查在斯里兰卡人口信息中心方面人口活动基金资助项目的现状； 并为

1 9 8 8 - 1 9 8 9 年的技术支助制定计划；

(n) 向越南提供咨询服务：㈠在人口统计分析培训班进行讲授；㈡ 对

进行人口普查和避孕普及程度调查提出意见；㈢在人口统计方面进行培训。

7 7 、审查期间出版了或正在编制下列刊物和研究报告：

(a) 亚洲人口研究丛刊，第 6 2 -E -F .  I , K初 7 8 、 8 0 、 8 2 、 8 4 、

8 5 号

(b) 《四种微电脑书目软件程序比较》

(c) 《亚洲和太平洋人口专家指南： 1 9 8 7 年补编》

(d) 《 1 9 8 7 年亚太经社会人口数据表》

(e) 《亚太经社会区域特定国家的国内迁涉模式》

(f) 《亚洲_ 太平洋人口资料网一，慨览》（小册子）

(g) 《亚洲一太平洋人口资料网一简 介 》（小册子）。

7 8 、出版了下列期刊：

( a ) 《亚洲一太平洋人口杂志》

( b ) 《亚洲一太平洋人口资料网简讯》

( c ) 《亚洲一太平洋及世界人口题目文献》

( d ) 《亚太经社会1 9 8 7 年人口出版物目录》

( e ) 《人口摘要》

( f ) 《人口研究指南》

( g ) 《已建议的人口问题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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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运输和通信委员会

航运、港口湘内河航道方面

7 9 、 审查期间举行了下列会议:

亚太经社会/ 开发计划署合办港口税收结构专家小组会议(第二届会议），曼 

谷， 1 9 8 7 年 5 月

亚太经社会/ 东盟船东协会联合会合办关于在航运中节约能源的国家级别讲习 

班，曼谷，雅加达，马尼拉和新加坡， 1 9 8  7 年 5 月；吉隆坡，1987  

年 6 月

港口管理局行政首长会议（第六届会议），曼谷， 1 9 8 7 年 5 月

货物转运次区域研讨会，孟买和雅加达， 1 9 8 7 年 6 月

货物转运国家级别研讨会，新加坡， 1 9 8 7 年 6 月

集装箱化运输中港口计算机使用研讨会，荷兰鹿特丹， I 9 8 7 年 7 月

亚太经社会/ 开发计划署合办港口管理资料系统区域研讨会，中国上海，

1 9  8 7 年 9 月

实施模范港口税收结构讲习班，澳大利亚墨尔本， 1 9 8 7 年 1 0 月

关于为东盟托运人非船舶作业的公共运输工具次区域研讨会，曼谷，198 7 

年 1 0 月

海事立法国宸级别讲习班（第四期），中国上海， 1 9 8 7 年 1 0 月 

国家货物转运商协会行政首长会议（第二届会议），新加坡， 1 9 8 7 年

1 1 月

海员培训和教育研讨会，马尼拉湘塔克洛邦， 1 9 8 7 年 1 1 月 

上海海运学院学员培训国家级别讲习班，中国上海， 1 9 8 7 年 1 1 月-

1 2 月

亚太经社会/ 开发计划署合办港口及货物安全研讨会、曼谷，1987年 1 2 月 

关于为托运人海洋运输的国家级别讲习班（基础班），巴基斯坦卡拉奇，

1 9 8 8 年 1 月；达卡： 1 9 8 8 年 1 月一 2 月

内河航道养护及改善研讨会：河流整治和低价疏浚技术，中国广州，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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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年 1 月一2 月

发展中国家的港口发展及评估政策研讨会兼巡回考察，日本，横滨和马尼 

拉， 1 9 8 8 年 3 月

托运人合作次区域研讨会：海事欺诈行为，马尼拉， 1 9 8 8 年 3 月 

国家托运人组织行政首长会议（第九届会议），马尼拉， 1 9 8  8 年 3 月

8 0 、秘书处参与了下列会议：

(a) 国际港口和海港协会第十五届会议，汉 城 . 1 9 8 7 年 4 月至5 月

( b )关于东盟海员的讲习班，曼谷， 1 9 8 7 年 5 月

( c )关于货物订仓和货物集中的国家级别研讨会，雅加达， 1卯 7年€月

( d ) 东盟一东盟经济部长运输和通信委员会会议，马尼拉， 1 9 8 7 年 6 

月和 1 0 月，以及第六题目委员会第二届会议，马尼拉， 1 9 8 7 年 1 0 月

( e )东盟托运人协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议，马尼拉， 1 9 8 7 年 8 月

(f) 1 9 8 7 年中国港口设备展览，中国上海， 1 9 8 7 年 9 月

(g) 东盟国家航运和港口小组委员会第十届会议，雅加达， 1987年10月1 

( h )  东盟国家托运人协会联合会特设工作小组，曼谷， 1 9 8 7 年 1 0 月 

( i )  货物转运商亚洲工作小组会议，新加坡， 1 9 8 7 年 1 1 月

(j) 东盟船东协会联盟第十三届年会，泰国，普吉， 1 9 8 7 年 1 1 月 

8 1 、审查期间提供了下述援助和咨询服务：

(a) 对孟加拉国：㈠ 就 疏 浚 活 动 ，㈡就一名日本现代港口设备管理的 • 

培训研究金，提供咨询服务；

(b) 对中国：㈠就建立和加强海洋训练中心向上海海运学院，㈡ 就 两  

名曰本现代港口设备管理培训研究金，提供咨询服务；

(c) 就建立高级海事培训中心的可能性，向印度提供咨询服务；

(d) 就建立和加强国家货运订仓和货物集中中心，向印度尼西亚提供咨询i

服备；

(e) 就万象的T h a n a l e n g 和Lak  S i和沙湾拿吉的K eng  K abao的港 

口项目地址，向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提供咨询服务；

(f) 就疏浚活动和港口税收结构，向马来西亚提供咨询服务；

(g) 就疏浚活动和海洋立法，及加强托运人协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向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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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提供咨询服务；

(h) 就港口管理资料系统的要求，向大韩民国提供咨询服务；

(i) 就疏浚活动，向新加坡提供咨询服务；

(j) 就港口管理资料系统和港口税收结构，以及建立高级海洋培训中心可 

能性，向斯里兰卡提供咨询服务；

(k) 对泰国：㈠就港口管理资料系统、港口税收结构、港口计算机化和 

疏浚，向泰国港口管理局；(二)就建立高级海事培训中心，向 C h u la lo n g k o r n  

大学商业海运研究所；㈢就建立和加强货物订仓和货物集中中心向贸易委员会， 

提供咨询服务；

( l )对南太平洋岛国：㈠ 对 斐 济 ，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汤加 

和瓦努阿图，确定需求并制是港口、航运和船舶使用人合作的工作计划；㈡ 对 斐  

济和纽埃，向每个国家提供一名在新西兰奥克兰港口委员会培训的研究金；㈢ 对  

巴布亚新几内亚，评估托运人协会的现状和需要。

8 2 、审查期间出版了下列出版物：

( a ) 《疏浚活动、规划和培训研讨会兼巡回考察记录》荷兰， 1 9 8 5 年

1 0 月

(b)《《海洋运输规划及航运管理国家级别讲习班的报告》 中 国 上 海 ，

1 9 8 5 年 4 月 一 5 月

( c ) 《港口管理局行政首长会议第六届会议报告》曼谷， 1 9 8 7 年 5 月 

7 日一 8 日

( d ) 《内河航道船舶设计和建造专家小组会议的报告和会议记录》曼谷， 

1 9 8 6 年 7 月 1 4 日一 1 8 日

( e ) 《内河航道分类研讨会报告和会议记录》中国， 1 9 8 6 年 9 月 1 8  

日一 2 7 日

( f ) 《航运节能措施项目和在各东盟国家首都举行的航运节能国家级别讲 

习班的报告》 1 9 8 7 年 5 月 7 日一6 月 9 日

( g ) 《船东责任和保险研讨会的报告》东京， 1 9 8 6 年 9 月 2 9 日一 10

月 4 曰

( h ) 《太平洋岛国托运人合作次区域讲习班的报告》，维拉港， 1 9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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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8 日一 1 6 日

( i ) 《托运人合作次区域讲习班的报告和技术论文：对孟印巴斯托运人协 

会国家集装箱化的影响》巴基斯坦，卡拉奇， 1 9 8 5 年 1 2 月 1 7 0 — 1 9 0

( j ) 《 1 9  8  6 年亚太经社会区域航运、港口和内河航道发展评论》

( k ) 《使用海洋运输：托运人，货物转运商和船舶营运者指南》第 1及2卷

(l )  “东盟内部航运研究报告， 1 9 8 7 年 1 1 月 ”

8 3 、对下列题目进行了研究/ 调查：（a ) 东盟国家节约燃料的备选措施；(b) 

泰国港口管理局的计算机化需要；( c )东盟内郁航运研究；( d ) 亚太经社会区域可 

能利用的港口计算机软件的调查；( e )泰国港口管理局的船舶管理和船员造册软件 

程序；( f ) 泰国港口管理局港口管理资料系统实施方案的审查；（g ) 东盟船队结构 

研究：船队的扩充和现代化；（h ) 关于船上自动化和人力规划及培训应用计算机技 

术效果的研究；和( i ) 改善配帆船舶性能的研究。

运输、通信和旅游方面

8 4 、审查期间举行了下列会议：

铁轨/ 车轮过度磨损及脱轨培训班，斯里兰卡， 1 9 8 7 年 5 月；北京，

1 9  8 7 年 9 月

铁路岔道耗损部件修复培训斑，印度尼西亚， 1 9 8 7 年 6 月 

应用现代统计学和计算机技术提高铁路生产率讲习斑，吉隆坡， 1 9  8 7

年 6 月一 7 月

亚洲一太平洋铁路合作组（第一小组）吉隆坡， 1 9 8 7 年 7 月 

关于在苏联沼泽/ 潮湿和千旱地区经济实用的公路建设及养护的研讨会兼

巡回考察，1 9 8 7 年 8 月 

全国综合运输规划专家会议，曼谷， 1 9 8 7 年 9 月 

中国公路建设及养护低价机械化技术研讨会兼巡回考察，中国， 1 9  8 7

年 9 月一1 0月
关于铁路在城市运输中作用的研讨会兼巡回考察， 日 本 . I987年1 0 月

亚洲一太平洋铁路合作组（第四届会议）曼谷， 1 9 8 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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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运货物的处理和管理区域研讨会，加德满都， 1 9 8 8 年 1 月 

农村电信网规划研讨会，曼谷， 1 9 8 8 年 3 月

8 5 、审查期间提供了下述咨询服务：

( a ) 对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尼泊尔、菲律宾、 

斯里兰卡和泰国，就公路运输发展的环境影响评估提供咨询服务；

( b ) 对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湘瓦努阿图，讨论空 

运的各方面问题；

( c )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讨论秘书处利用两国的公路研究所进行一项农 

村公路运输发展项目的可能性；

( d )对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和越南，讨论铁路发展的各技术方面问题.

( e ) 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讨论更新亚洲公路统计数字并制作包含该国

的新亚洲公路线图事宜；

( f )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调查并更新包含该两国的亚洲公路路线图；

( g )对马尔代夫：协助进行旅游的经济影响研究；

( h )对菲律宾和大韩民国，讨论关于建立试验发展中心电信网络的开发计

划署区域项目，并确立新的国家间合作领域，以改善亚太经社会区域的电信管理和 

操作；

( i ) 对斯里兰卡，就铁路统计和计算机提供咨询服务。

8 6 、审查期间出版了下列技术刊物和研究报告：

( a )  印度尼西亚的《亚洲公路路线图》

( b ) 《农村公路建设手册》（泰文）

( c ) 《农村公路养护手册》（泰 文 ）

(d) 《 1 9 8 5 年亚洲和太平洋铁路统计和资料》

( e ) 《亚洲和太平洋公路和公路运输的发展趋势》丛刊第1 . 2 号

(f) “ 一种经济有效的电机车维修系统”

(g) “铁路运营安全、效能和生产率的提高”

(h) “本区域铁路采纳的铁路发展规划主要原则”

(i)  “信号和通信最近的进展”

(J) “关于发展铁路线路承运能力最佳投资政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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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关于泛亚铁路，特别是集装箱运输标准化的研究报告

社会发展委员会

8 7 、审查期间举行了下列会议：

青车领导人培训班评价讲习班，尼泊尔， 1 9 8 7 车 5 月

联合国残疾人十年中期审评区娃专家研讨会， 曼谷， 1 9 8 7 年 6 月 

国际学联（国际学生联合会）/ 亚太经社会关于亚太地区学生向本国社会发展

作贡献研讨会：乌兰巴托， 1 9 8 7 年 6 月 

关于各青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建立一常设委员会指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曼谷，

1 9  8 7 年 7 月

妇女项目行政国家讲习班，科伦坡， 1 9 8 7 年 7 月；伊斯兰堡， 1 9 8  7 年 

1 2 月；达卡， 1 9 8 8 年 3 月

发展立足社区的残疾预防和康复方案国家讲习班，加德满都， 1 9 8 7 年 8 月； 

不丹，GAYLE PHUG, 1 9 8 7 年 1 2 月；万象， 1 9 8 8 年 1 月至 2 月

妇女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发展中作用讲习班，苏联，塔 

什干，1 9 8 7 车 9 月

负责失学青年技能发展方案管理人和有关人员国际培训班，吉隆坡， 1 9  8 7 

年 1 0 月

亚太经社会，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毒品滥用康复项目机构间会 

议，曼谷， 1 9 8 7 年 1 0 月

促进妇女参与发展机构间委员会特设会议，曼谷， 1 9 8 7 年 1 0 月 

审查和规划亚太经社会区域青年培训方案专家小组，廷布， 1 9 8 7 年 1 1 月 

为亚太经社会人力资源开发综合行动方案制订指导方针的专家小组会议，东京，

1 9  8 7 年 1 2 月

亚洲和太平洋人力资源开发综合行动计划机构间会议， 曼谷， 1 9 8 7 年 1 2

月

促进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老龄人口国家基础设施专家研讨会，曼谷， 1 9 8 7 年 

1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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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亚太区域青年常设委员会首届会议，曼谷， 1 9 8 8 车 1 月 

亚太残障事项机构间任务组第三次会议，曼谷， 1 9 8 8 年 2 月 

毒品滥用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汇报标准格式讲习班，曼谷， 1 9 8 8 车 2 月

8 8 、审查期间提供了下列咨询服务：

(a) 向孟加拉国、不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尼泊尔和越南等国家政府

提供咨询援助，协助制订促进残疾人士与社会融合的政策和计划；

(b) 向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尼泊尔、 巴某斯氣菲

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和越南等国家政府提供咨询援助，协助加强各国促进 

妇女纳入发展进程的国家结构和机制，包括国家政策和方案；

(c) 向不丹、中国、马来西亚、尼泊尔、菲律宾和大韩民国等国家政府提 

供咨询援助，加强各国在动员青年参与发展方面的努力；

(d) 向中国、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等政府提供咨询援助，改. 

善在保健和发展领域的方案管理能力；

(e) 向斐挤、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泰国等国家政府提供咨询援助，加 

强防止犯罪政策和方案；

( f )  向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国家政府提供咨询援助，加强社 

会发展政策和方案。

8 9 、审查期间出版了下列技术刊物和研究报告：

(a)《联合国亚太妇女十年的成就》

( b )《亚太经社会区媸吸毒的治疗和康复数据发展》

(c)〈〈亚洲和太平徉区域推进妇女地位国家联络点名举》

(d)《亚洲和太平洋妇女专家人名录》

(e) 《关于防止青年犯罪的社会措施和关于少年司法的指导方针；青年组织 

在亚太经社会区域的作用》

(f) 《亚洲和太平洋区媸为残疾人士提供服务可用资金和培训职员手册》

(g)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卫生和发展：两项研究报告》

(h)《势头》, 4 —8 号

(i )  《〈《国家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规划和组织负责人区域奖学金方案》

(j)  《联合国残疾人十年中期进度审评区域专家研讨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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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 《社会发展数据库》，第一编和第二编

(l)《社会发展通讯》，第十四期

(m) 《亚太经社会区娃毒品滥用治疗和康复活劫研究报告》

(n) 《亚太妇女资料网通讯〉〉多一卷，第一号

(o)《亚洲和太平洋区娃妇女的经济参与情况》

(p)《亚太妇女信息网》

(q )  《制造业中的青年女工：亚太经社会区媸快速工业化国家个案研究》

(r)“审议人力资源开发综合行动计划的总体范围和内容”

(s) “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和其他在亚太区域活动的联合国组织和机构当前

和未来的人力资源开发活动”

( t)  “人力资源开发项下的就业和人力开发问题”

(u) “亚太经社会关于滥用和私运毒品国际会议多学科综合纲要修改建议1

(v) “关于选定国家发展方案对低收入人口的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

(w) “人力资源开发应综合考虑妇女的切身问题”

(x) “人力资源开发的生活指数层面”

(y) “人力资源开发的科学技太层面”

(z) “工业化的社会层面”

( а а )  “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社会发展趋势和战略”

( b b )“管理妇女发展方案培训手册”

( c c )  “ 农村妇女技太转让培训手册”

9 0 、在审查期间还准备或执行了各种其他研究项目和方案活动，包括：(a)协 

助各国政府制订国家防灾和振兴方案；( b ) 协助和协调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人力资 

源开发活动；( c ) 七个项目：㈠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向妇女提供社会服务方 

面的合作项目；(二)滥用毒品的治疗和康复项目；㈢妇女信息中心的管理项目； 

㈣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和规划准则项目；㈤促进妇女的合法识字权利项目；㈥ 

2 0 0 0 年前后的区城.社会发展战略项目；(七)亚洲务农妇女项目；（d ) 同儿童基 

金会合作编制1 9 8 8 年亚洲及太平洋儿童参加国家发展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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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

9 1 、在审查期间召开了下列会议：

亚太经社会/ 亚太统计研究所关于统计教育和培训专家小组会议，曼谷，

1 9  8 7 年 5 月

亚太经社会/ 南太委会关于1 9 9 0 车世界人口和住房普查方案太平洋工 

作组会议，拉罗汤加， 1 9 8 7 车 6 月

亚太经社会/ 亚洲开发银行/ 开发计划署国际比较项目讲习班， 曼谷，

1 9  8 7 年 1 0 月

户口调查方案电子数据处理培训班，新德里， 1 9 8 7 年 8 — 1 2 月 

9 2 、秘书处工作人员在下列场合担任授课任务：（a ) 在印度举办的与户口调

查方案有关的数据处理和微电脑软件包使用方法各方面间题培训班；（b ) 在斯里兰 

卡举办的关于妇女对国民经济贡献的国家讲习班；( c )亚太统计研究所在斯里兰卡 

举办的关于微电脑和基本程序编制培训班；（d ) 在巴基斯坦举办的关于人口和住房 

普查规划班；( e ) 在印度尼西亚举办的关于数据的使用者和制作者以及关于妇女经 

济活动指标的培训讲习班；( f )亚太发展中心在马来西亚举办的能源统计研讨会/  

培训班；（g )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举办的统计和规划技术培训班.

9 3 、在审查期间提供了下列咨询服务：

( a ) 向孟加拉国、中国、斐济、印度尼西亚、 巴基斯坦和大韩民国提供咨 

询，帮助解决关于政府信息系统和计算机化，包括这些系统的发展、 强化和协 

调方面的问题；

( b ) 向孟加拉国提供咨询服务，审查该国户口调查能力方案的进展，向文 

茱 国 湘 泰 国 提 供 咨 询 服 务 ，协助制定调查程序，包括数据的编辑和编码 

以及评价从户口调查得到的社会和经济数据；

(c) 向 文 莱 国 、 库 克 群 岛 、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尼泊尔、纽埃、 

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大韩民国、帕劳共和国、萨摩亚、斯里兰卡、泰国、 

瓦努阿图和越南提供咨询服务，协助规划、组织和分析人口和住房普查和人口 

调查，编写和出版普查报告，以及改善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制度；

(d) 向中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斐济、巴基斯坦和所罗门群岛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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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协助收集、编辑、分析和散发能源统计；

(e) 向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提供咨询服务，协助人口和户口 

普查以及人口调查等各方面活动，包括散发征集意见表和为此目的培训人员而 

收集关于经济问题的数据在内；

(f) 向马来西亚、纽埃、巴基斯坦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关于数据处理方 

面的各类咨询服务，包括绘制普查表格，使用各种数据处理软件包，评估和评 

价数据处理设施和需要；

(g) 向七个国家提供起草项目文件咨询服务，以便着手执行亚太经社会/  

开发计划署改善政府信息系统项目，本项目已交开发计划署供其于1 9 8 7 -  

1 9  9 1 年第四个国家间方案周期内予以支助。这些咨询服务的目标就是要对 

各国国营部门计算能力的发展获得一个总括的了解，并讨论进行合作的可能领 

娃以及在提议的亚太经社会/ 开发计划署项目下可能进行的联合活动。

9 4 、在审查期间出版了下列关于本区域各国统计数据的定期出版物以及其他 

关于统计方面的资料：

( a ) 《亚太统计数字》（1 9 8 8 年 ）

(b) 《亚洲及太平洋外贸统计》（1 9 8 1 -  1 9 8 5 年 ）

(c)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季刊》（共出版三期）

(d)  《亚太经社会区域抽样调查》第二四三期报告

(e)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指标》（共出版四期）

(f) 《统计简讯》（共出版四期）

(g)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车鉴》（1 9 8 6 — 1 9 8 7 年 ）

9 5 、此外，还出版一份技术出版物，题为《电脑统计处理入门》。还印制了 

一份题为“亚太经社会区域统计师大会”的历史文件，作为一份临时发行的研究报

告.

9 6 、秘书处在其统计活动中与联合国外部的政府间组织保持了紧密合作关系。 

秘书处与南女平洋委员会密切合作，协调了关于制定女平洋国家普查和人口统计的 

统计方案.秘书处还提出了一份题为“发展亚太经社会区娃官方统计机构的统计能 

力”，提交1 9 8 7 年 9 月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统计研究所第四十六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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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委员会

9 7 、在审查期间举行了下列会议：

第三届亚洲国际丝绸交易会指导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曼谷， 1 9 8 7  
年 5 月； （第二届会议），阿姆斯特丹，1 9 8 8 年 1 月

贸发会议/ 开发计划署/ 亚太经社会合办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保险合作和教 

育的圆桌会议，曼谷， 1 9 8  7 年 6 月至 7 月

黄麻生产国政府磋商会议（特别会议），曼谷， 1 9 8 7 年 7 月； （第十 

二届会议）； 泰国博塔雅， 1 9 8 8 年 2 月至 3 月

发展中太平洋岛屿国家贸易促进培训/ 讲习进，维拉港， 1 9 8 7 年 8 月

女经理出口销售区域讲习班， 曼谷， 1 9 8  7 年 8 月

关于贸易间题的计算机化图书馆和文件服务区娀讲习斑， 曼谷， 1 9 8  7 

年 9 月至1 0 月

亚洲及太平洋最不发达国家促进和发展出口讲习班， 曼谷， 1 9 8 7 年1 1  

月至 1 2 月

发展贸易信息服务，促进扩大贸易区域贸易信息服务协调人讲河斑曼谷, 

1 9 8 7 年 1 2 月

关贸总协定/ 亚女经社会合办关于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区域研讨会.曼谷, 

1 9 8 8 年 3 月

9 8 、在审查期间提供了下列咨询服务：

( a ) 孟加拉国：㈠向达卡商业部和出口促进董事会提供咨询服务，协助 

确认贸易信息服务方面的需要，并协助制订贸易信息服务发展计划；㈡ 协 助  

准备根据曼谷协议进行谈判所需的资料和清单；

( b ) 中国：㈠新的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以及服务业在贸易中的作用；㈡在 

六个国家举办关于外贸政策和惯例、销售、 出口促进和投资巡回研讨会；(三)协 

助中国一个研究所发展计算机化贸易信息服务；

(c) 中国、尼泊尔和泰国：㈠协助安装粮农组织计算机化农业分析软件 

包，用于收集和分析关于研究生产黄麻和红麻纤维生产成本和原产地价格的数 

据；㈡培训从事此项作业的本国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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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库克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和瓦努阿图：㈠ 评估发展中太平 

洋岛屿国家贸易促进官员的培训需要；㈡ 确认在维拉港举办的培训/ 讲习班 

讨论题目；

(e) 向印度提供关于发展合资经营和本区域各国反贸易战略咨询服务；

(f) 印度尼西亚：㈠ 协助出口辅助董事会建立一个贸易信息服务，以促 

进出口，㈡ 协助国家出口发展署建立一个关于出口商、外国进口商和统计的 

数据库，以及利用现有信息通讯网；

(g) 向巴基斯坦提供关于发展计算机化贸易信息服务的咨询；

(h) 向斯里兰卡提供咨询服务，协助锡兰商会、 斯里兰卡商业发展中心、 

斯里兰卡出口发展董事会和纺织品董事会，发展贸易信息服务，包括计算机化 

贸易信息；

( i ) 向亚太经社会区敁黄麻生产国提供咨询服务，协助其参加国际黄麻组 

织理事会及其项目委员会会议。

9 9、在审查期间印发了下列技术刊物和研究报告：

(a)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贸易促进/ 发展组织名录》，第三 

版

(b) 《外国投资奖励办法： 1 . 大韩民国》

(c) 《外国投资奖励办法：2 . 斯里兰卡》、 《外国投资奖励办法： 3 、

菲律宾》

(d) 《外国投资奖励办法：3 .菲 律 宾 》

(e) 《某些亚洲/ 太平递产品价格》（月 刊 ）

(f) 《贸易信息网贸易信息活页》（每车出版2 3 期 ）

(g) 《贸易资料》（活页）

(h) “贸易信息服务快讯”

(i) “贸易信息来源数据库”及其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卡片服务）

( j ) “亚洲及太平洋贸易厂商手册”，涉及国家有：孟加拉国、文莱国、印 

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巴基斯坦、菲律宾、大韩民国、新加 

坡、斯里兰卡和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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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其他活动

100、 除其立法委员会工作外，秘书处在本年期间还开展了下列实质性促进和 

支助活动。

农村综合发展方案

1 0 1 、在审查期间，亚洲及太平洋农村综合发展机构间特别工作队召开了两 

次会议，审查了现行机构间活动执行情况，审议了新的项目提议和保持了成员机构 

之间定期交流资料，

1 0 2 、亚洲及太平洋农村综合发展机构间委员会征得日本政府同意以后，利 

用机构间项目剩余款项援助菲律宾最不发达地区的地区综合发展，该机构间委员会 

向菲律宾政府提供援助，执行了 7 个小型高效项目。

1 0 3 、机构间项目在执行推广参加国农村发展经验行动计划过程中得到了日  

本政府和荷兰政府的财政援助。该项目于1 9 8 8 年 2 月开始执行， 目的是协助四 

个参加国，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大规模全面铺开参加国的农村发 

展新经验。

1 0 4 、作为交流信息和经验方案的一部分工作，农村综合发展方案第一期资 

料已由各个机构整理宪毕，并已散发给各个机构和国家联络官员。关于各个联合国 

机构 1 9 8 8 -  1 9 8 9 车有关农村发展方面的提议方案和预算的资料也单独整理 

完成，以促进本区域在规划和执行农村发展活动中的合作。

发展中国家 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

1 0 5 、在审查期间，秘书处利用亚太经社会技合补充基金，支助了下列技合 

业务活动：

( a ) 农业司：

㈠ 派团前往中国讨论建立一个亚洲及太平洋多国肥料销售企业问题 

㈡ 肥料分配后勤特别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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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孟加拉国G ra m e e n银行业务活动技合培训 

( b ) 亚太经社会/ 工发组织工业、人类住区和技术司：

出版《亚洲及太平洋促进技合/ 经合生物技术和遗传工程研究机构名 

录 》

(c) 国际贸易司：

㈠起草太平洋协调关税税则草案专家小组会议 

㈡发展贸易信息服务促进扩大贸易区娃贸易信息服务协调人讲习班 

㈢ 出 版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贸易促进/ 发展组织名录》，

(d) 自然资源司：

㈠沼气技太区娃间技合培训/ 讲习班 

㈡沿海地质培训班

㈢亚太经社会区域各沉积盆地地层相互关系第五次专家工作组会议 

㈣亚女经社会区娃发展中国家永资源技术合作区域专家小组磋商会议 

(五) 区域烟草加工业节约能源及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合讲习班

(e) 社会发展司：

㈠失学青车技能发展方案管理人和有关人员国际培训进 

㈡东盟国突妇女和开发方案大全定稿第二届讲习进

(f) 运输、通讯和旅游司：

作为亚太铁路合作组活动一部分向斯里兰卡提供咨询服务 

( g )  亚太经社会/ 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跨国公司中心联合股：

亚太经社会/ 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监督跨国公司外国投资亚太区域讲

习班

(h) 亚洲技术网：

㈠  探讨自动门枢制造技术转让事宜的实地考察

(二)菲律宾成功的小企业家讲习班/ 实地考察

( i ) 东南亚研究所和亚洲技术网：

关于改善中小型企业的特设工作组会议

（3）亚洲和太平洋区娃农业信贷协会：

自助团体活动国家调查协调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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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教科文组织：

出版一份关于亚洲教育和文化方面技合发展情况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报 

告

(l)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

关于杂豆根茎作物资源调配研究和合作优势的培训方案 

( m ) 亚洲岸外联勘协委会：

向第二届地震地层学讲习班提供技合支助 

1 0  6 、 1 9 8  7 车，亚太经社会技合补充基金得到的预算外资源有所增加，

秘书处因而可以支助成员国开展更大量的技合业务活动.

1 0 7 、在审查期间，秘书处和其他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 继续在促进发展

中国家经济和技太合作方面加强合作。

1 0 8 、技合出版物，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系列出版物， 已应邀进行了散发。

1 0 9 、关于下列区域项目，机关和政府间机构所执行各项活劫的进展报告已

经以个别文件的形式提交经社会：

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心 

亚洲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勘测协调委员会 

湄公河下游勘察临时协调委员会 

太平洋能源发展方案

亚洲及太平洋热带潮湿地区杂粮，豆类、根茎作物研究和发展区域协调中心 

区域能源发展方案 

区域农业机械网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 

台风委员会

c . 与其他联合国方案的关系

1 1 0 、在能源发展领域，继续与之保持密切接触的有：联合国技太合作促进

发展部、开发计划署、劳工组织、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和工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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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区域能源发展方案以及区域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行动方案。定期与欧洲经济委 

员会和其他机构交流资料，共同参加活动。还继续与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其他区域/  

国突机关和机构，如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心和亚洲理工学院保持合作共系。

1 1 1 、在矿产方案方面，秘书处与世界地质地图委员会合作绘制了地质和矿 

物资源地图；与教科文组织国家地质相关方案和国际地质科学联盟合作，绘制了地 

质地图和专颞地图并进行了本区域沉积地层之间地层相互关系方面的工作；与开发 

计划署合作，对由开发署协助的，由东南亚锡矿研究开发中心，亚洲岸外联勘协委 

会和南太岸外联勘协委会执行的矿物资源开发项目活动进行技术审查和监督；与联 

合国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和国际经济社会事务部合作执行本区域矿物资源勘测和发 

展方案；与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测周转基金也进行了合作。

1 1 2 , 在水资源发展方面，与其他联合国方案在区域.一级进行了协调，亚洲 

及太平洋水资源机构间工作队于1 9 8 7 年 5 月和 1 2 月召开了第十九次和第二十 

次会议。与联合国救灾协调员和世界气象组织保持密切合作，支助了台风委员会和 

热带旋风委员会的方案。在执行区域水资源开发培训网项目过程中，与联合国技术 

合作促进发展<  环 境 规 划 署 、劳工组织、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 

织和其他机构保持了密切合作。

1 1 3 、 联合国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自然资源和能源司以及粮农组织均为开发 

计划署支助的区域遥感方案的协理执行机构，

1 1 4 、 关于海事方案方面，秘书处活动与联合国总部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办事 

处在海洋法所有方面保持了协调.分别在曼谷和苏瓦与亚洲岸外联勘协委会和南太 

岸外联勘协委会在岸外矿物资源勘測活动中保持了密切合作。与教科文组织的政府 

间海洋委员会保持接触，确保活动不致重叠。

1 1 5 、 秘书处与其他区域机构，世界银行、国际气象组织、贸发会议和亚洲 

开发银行保持了航运和港口方面的合作；与秘书长海洋法特别代表.劳工组织、国 

际气象组织和贸发会议保持了海洋立法方面的合作；与开发计划署保持航运，港口 

和内河航道方面的合作.

1 1 6 、 在统计部门，与联合国统计办事处在所有统计领娃保持了密切的工作 

关系，特别是在其全球国家户口调查能力方案中双方曾联手制定项目或派出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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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办事处参加了若干次会议，包括统计委员会第七届会议，并且为国际比较项目 

讲习斑提供一名教员。秘书处参加了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 

议。亚太经社会从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收到有关数据系列供编 

辑出版。在机构间合作方面，特别注意保持与儿童基金会、劳工组织、根农组织、 

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在统计发展事项方面保持机构间合作；这些组织的代表 

也参加了统计司的会议。与其他区媸委员会的统计司也保持了互换方法论材料和其 

他出版物。

1 1 7 、 在运输、通讯和旅游方面，秘书处作了如下工作：与劳工组织合作推 

出劳动密集公路建筑方法；通过亚太经社会/ 劳工组织旅游股从事旅游人力资源开 

发 ；与国际航空组织合作研讨空中货运的经济方面；与世界旅游组织合作研讨旅游 

开发；与万国邮政联盟合作从事邮政发展；通过亚太经社会，国际电联通讯股保持 

与国际电联的合作；与亚太电讯共同体保持电讯发展方面的合作。

1 1 8 、 在国际贸易和发展融资方面，秘书处与下列组织在相互关切和感兴趣 

的领域保持了密切的工作关系：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贸发会议及其贸易促进特别 

方 案 （贸促特别方案）、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 

国际电联、欧洲经济共同体、海关合作理事会、国际商会、以及其他区娃委员会和 

国际机构。秘书处在制定和执行某些活动过程中与贸发会议、关贸总协定、国际电 

联和海关合作理事会等组织保持了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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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童

经社会第四十四届会议

1 1 9 、经社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于1 9 8 8 年 4 月 1 1 日至2 0 日在印度尼西 

亚雅加达举行。

1 2  0 、 会议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哈托阁下在雅加达，塞纳阳的大会堂 

宣布开幕。

印度尼百巫兵和国总统致开幕词

1 2 1 、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代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人民和政府欢迎各位前 

来参加本届会议。

1 2 2 、印度尼西亚极为重视经社会苐四十四届会议，不仅因为这是印度尼西 

亚苐二次担任会议的东道国，并且主要因为本届会议的主题，人力资源开发问题，是印 

度尼西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1 2 3 、印度尼西亚正要完成其第四个五年发展计划的最后一年• 在人民议 

会最近劍定的国家政策指导方针中.印度尼西亚重视第五个五车计划中开展出一个 

坚实的发展基础，以确保第六个计划的发展工作能够开始进行，目的在实现关于在 

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创造一个先进、繁荣、平等、 昌盛社会的国家愿望：

1 2 4 、印度尼西亚决心按照人力资源开发的路线提高人的生活素质.人力 

资源的开发对亚洲及太平洋区域至关重要 .人口平均增长聿为1 . 8 % ，劳动力 

年增长率约为1 . 4 9 6 .在这种情况下，估计在 1 9 8 8 年期间，亚太经社会区域 

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至少会增加2 2 0 0 万人 .解决人力和就业问颖是发展的 

一个巨大挑战，囡此必须采取人力资源畀发综合政策，涵盖各个方面共且以提高整 

个社会的生活素质为目标.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存在区娃合作的大好机会.

1 2  5 、就业机会问颖只有在一个強劲的经济气侯和亚太经钍会区域的经济增 

长条件下才能得到解决，并且这个问题还受到世界经济情况和发展的影响。 目前 

世界经济正处于转型的期间，尚未从几车前的严重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 这种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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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而不可预测的经济情况由于初级商品价格下降，几个主要工)国家的货币汇率波 

动和利率持续居高不下而变得更加严重.由于一些工业发达国家采取各种形式的 

保护主义措施，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也遇到了困难。 这种保护主义政策大大阻 

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1 2 6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偿付外債方面遇到困难。 由 

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限制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关于提高偿付外债的能力的 

机会，因而债务问题是这些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 上述的影响也造成发展中国家 

获得提供的经费有所减少，主要是一些急切需要的维持发展势头的优惠贷款病少了。 

这些问题在货币、债务、 贸易和发展部门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说明了工业国家的经 

、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

1 2 7 、世界经济的复苏必须朝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方向采取各种具体 

步骤。 世界社会所有成员还必须具有政治意愿，采取《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 

际发展战略》所明确提出的各项步骤。

1 2 8 、因此，多述合作仍然在各国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 

印度尼西亚赞成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的基础上，努力使热带产品和 

农产品的贸易进一步放宽。

1 2 9 、去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在政治发展和经济成长方面有令人满意的表现. 

虽然在增长水平上仍然有很大差异，一般来说，本区域在面临各种全球性经济危机 

时，明显地表现出充分的恢复力。

1 3 0 、印度尼西亚在其国家发展中克服各种经济困难方面的经验表明继续努 

力加强国家恢复力的重要性。 在这方面 .必须把人力资源开发看作加强本区域其 

他国家这种恢复力的主要资产。 因此，希望亚太经社会能够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 

制定一个有效的工作方案，其重点应故在增加就业机会，推广有利于发展的技术， 

从而提高本区域各国人民的生活素质。

1 3 1 、印度尼西亚很重视在实现发展时保护环境及其自然资源，以便惠泽未 

来世代。

1 3 2 、他希望经社会第四十四届会议能够就如何在国家和区域等级上，执行 

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的人力资源开发方案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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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的贺电

1 3 3 、 联合国秘书长在贺电中指出，印度尼西亚充当经社会第四十四届会议 

的东道国造一步表明它致力于促进区域合作，以达成经济和社会进步。 尽管国际 

经济环境不利，印度尼西亚却能够维持其发展势头，并在自给自足、扩大物质基础 

设施和发层教育、保健设施取得特殊成就。

1 3  4 、 近年来，尽管商品价格疲软、债台高筑以及保护主义措施抬头，全都 

对发展努力继续造成不利影响，亚太区域却表现出令人瞩目的生机和活力。 特别 

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太平洋岛屿国家，近年来未能实现任何较大的经济增长，仍然需 

要特别支助和授助，才能加快其前进的步伐 .然而，为数不少的亚太国家已经表 

现出杰出的恢复能力和对变动中的世界经济的适应能力。 这些国家生气勃勃的经 

济表现确实已经并将继续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极大鼓舞。

1 3  5、看到很多亚太发展中国家特别注意国内物质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人力 

资源素质的提髙，令人感到鼓舞。 这些优先事项明确反映在亚太经社会的活动中。 

经社会在过去两年来所进行的讨论现将进入髙潮，即审议一项本区域人力资源开发 

综合行动计划，希望整个联合国系统将合作执行这一行动计划。

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的发言

1 3  6 、 执行秘书欢迎各代表团前来参加本届会议，并感谢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总统垂允主持会议开幕以及他的鼓励，这再次表明印度尼西亚致方联 合国宪章的宗旨 

和原则，特别是亚太经社会的目标。 他还感谢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有关官员为在雅 

加达举行本届会议作出必要的准备工作。 联 合国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出席 

会议强调说明了本届会议的重要性。

1 3 7 、 自从一年前经社会四十周年会议以来，秘书处再度生气勃勃，方向和 

目标更明确地执行其任务 .经社会第四十三届会议通过的亚太经社会四十周年 

《宣言》表达了大量令人喜闻乐见的对未来为真知灼见.亚太经社会在满足各发展 

中成员和准成员的需要及愿望时将充分考虑到这些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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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8 、经社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将审议应切迫注意的各科经，及社会问题。其 

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人力资源开发，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提高本区域广大人民的 

生产力.使之在经济上更站得住是一项巨大挑战。 人力资源开发是经社会前两届 

会议的重点、本届会议将审议区域行动计划，希望该计划在塑造本区域社会所出现 

的惊人变革方面能发挥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经社会要讨论的议题还有工业、农业、 

贸易、.运输、能源、供水和矿物资源、环境、人口和社会发展等。

1 3 9 、有必要协同加强亚太经社会任务故定中所列的促造发展的区域合作，

从而加强多边化。 在这一方面，他表示希望，经社会可在坚守不让讨论偏离眼前 

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一悠久传统的同时，对区域的各种机会和潜力迸行审查。

A 、出席情况和工作安排

1 4 0 、在雅加达婆罗浮屠洲际饭店举行的第一次常会由大韩民国外交部长Kwan 

Soo  C h o i先生阁下宣布开幕。 Kwang Soo  C h o i先生阁下是在第四十三 

届会议主席C h ir a y u  I s a r a n g k u n  Ha A Y u t h a y a 博士阁下缺席的情况下 

充任开幕式的代理主席。

1 4 1 、 出席会议的有下列成员和准成员的代表：阿富汗、澳大利亚、孟加拉 

国，不丹、文莱国、缅甸、中国、民主束埔寨、斐济、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日本、老树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蒙古、尼 

泊尔、荷兰、新西兰、巴基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大韩民国、新加坡、 

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泰国、汤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瓦努阿图、越南、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库克群 

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香港。

1 4 2 、根据经社会议事规则第三条，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以色列、尼日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教廷的代表根据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第244 ( L X I I I ) 号决定也出席了会议。

1 4  3 、出席会议的还有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和 来 自 联 合 国 总 部 。 

代表新闻部、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和各区域委员会联络处的官员.

1 4 4 、下列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国难民事务髙级专员办事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 合 国 人 口  

基金、联合国世界粮食理事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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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5 、下列专门机构的代表以咨询资格出席了会议：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民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国际海亊组织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

1 4 6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代表以及贸发会议，关贸总协定合设国际贸易中 

心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1 4 7 、 下列政府间组织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会议：亚洲及太平洋椰子 

共同体、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心、亚洲开发银行、亚洲生产力组织、亚洲及太平洋 

电信共同体、亚洲再保险公司、天然椽胶生产国协会、东南亚国家联盟、科伦坡计 

划局、.亚洲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勘測体调委员会、经济互助委员会、欧洲经济共 

同体、 政府间移民委员会、湄公河下游勘察工作协调临时委员会、国际黄麻组织 

和国际胡椒共同体.

1 4 8 、下列第一类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出席了会议：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国际妇女理事会、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国际地方当局联盟、世 

界工会联合会、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世界穆斯林大会和国际崇她社；下列第二 

类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出席了会议：国际泛神教联盟、 国际老齡联合会、 泛太平洋 

和东南亚妇女格会和国际康复会；亚洲环境新闻工作者论坛和亚洲技术网的代表也 

出席了会议。

1 4 9 、 与会者最后名单于1 9 8 8 年 4 月 2 0 日发布。

1 5 0 、根据议事规则第十三条.经社会第6 6 2 次会议选举印度尼西亚外 

交 部 长 A ll  A i a t a s 先生闳下为主席.

1 5  1 、 鉴于议程项目繁多，经提议暂不依照经钍会议事规则第十三条关于选 

举副主席二人的规定，而选出副主席1 8 名如下： Mohammad A M unim先生阁 

下 （孟加拉国）、刘 述 先 生 阁 下 （中 国 ）、 V i l l iam e  S. J. (Go n e i e v u 阁下 

(类 济 ）、 N a r a y a n  D a t t  T i w a r i  先生阁下（印度）、 M ahdi M ir  Mo - 

ezz i.先生阁下（伊朗伊期兰穌国）、T ak u jiro  Hamada先生阁下（日本）、 S o u -  

b an h  S r  i t  h i i a t h 先生阁下（老射人民民主共和国）、 K a s i t a h  b in  Ga— 

d d am 先生阁下（马来西亚）、 M ohan Man S a in  j u 博士阁下（尼泊尔）、 

A koka  D o i 先 生 阁 下 （巴布亚新几内亚）、 J o s e  D. I n g l e s 先生阁下（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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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宾 ）、 Kwang Soo  C h o i先生阁下（大韩民国）、 Tay  Fang Soon博士阁 

下 （新加坡）、 P a u l  J. T ovu a先生阁下（所罗门群岛）、 J o h n  A m a ra tu n g e  

先生阁下（斯里兰卡）、 P r a p a s  l im p a b a n d h u 先生阁下（泰 国 ）、 Jam es  

C e c i l  C o c k e r先生阁下（汤 加 ）和 T ra n  Qu ang  C o先生阁下（越南）.

1 5  2 、 S a r a s w a t i  S h r e s t h  a 夫人（尼泊尔）当选为全体会议报告员.

1 5 3 、第一全体委员会由F l o r a  C. E u f e m i o 女士阁下（菲律宾）当选 

为主席、 P o s e c i  B u n e 先生（斐济）和 p.B. C orm ack先生（联合王国）为副 

主席。 K h .z a h e e r  Ahmed先 生 （巴基斯坦）当选为报告员。 第二全体委员 

会由 J o h n  G e e 博 士 （澳大利亚）当选为主席、 Y asu o  N o ja k a  先生 （日本）、 

Hong  J a e  i m 先生（大韩民国）和 B. M a h a d e v a 先 生 （斯里兰卡）为副主席. 

C hua  P h e n g  S i  o n g 先生（文莱国）当选为报告员。 经社会还决定设立一 

决议草案非正式工作组 .由D e n is  V e n e先生（法 国 ）担任主席，审议会议期间 

提出的决议草案。 D an an g  D. J o e d o n a g o r o 先生（印度尼西亚）、 B a g h e r  

A s s a d i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 C o n ra d  J .  V an  T o o r e n 先生（荷 兰 ） 

当选为非正式工作组的副主席。

1 5 4 、根据议事规则第十二条，主席和副主席组成的全权证书委员会审查了 

所有代表的全权证书。 两个成员拒绝承认某一个代表团的全权证书。 一个成员 

也对该代表团的全权证书表示保留。 另有一些代表团认为该代表团的全权证书是 

有效的。 以上各项意见和保留都记录在案之后，由主席和副主席组成的全权证书 

委员会认为所有代表的全权证书均符合规定。

B  议 程

1 5 5 、经社会在第6 6 2 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以下议程：

1 、 开幕词。

2 、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 通过议程（E /E S C A P /L .1 0 7 /R e V . 1 、E /E S C A P /L . 1 08

and  Co r r . 1 an d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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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亚太经社会区域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政策和前景：

(a) 审查亚太经社会区域的发展和经社会的工作（S T /E S C A P /5 8 5

(仅英文本）、 S T /E S C A P /5 8 5 /A d d .1 (仅中文、法文和俄 

文本）、 E /E S C A P /5 9 7  an d  C o r r . l ) ;

(b) 审查和评价《国际发展战略》的执行情况（E /E SCA P /5 9 8 ) ; 

( c ) 审查和评价《支援最不发达国家1 9 8 0 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

领 》的执行情况（E /E S C A P /5 9 9 ) .

5 、 亚洲及太平洋人力资源开发：亚太经社会综合行动计划（ E /E S C A P /

6 0 0 )。

6 、 国际初级商品贸易（E /E S C A P /6 0 1 )。

7 、 亚太经社会各个活动领域内的事项和方案：

( a ) 经社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以来举行的各个立法委员会会议的报告及 

各个部门的特定问题

E /E S C A P /5 9 1、E /E S C A P /5 9 2 , E /E S C A P /5 9 3 .E /E S C A P /  

5 9 4 、 E /E S C A P /5 9 5、 E /E S C A P /5 9 6、E /E S C A P /602 . 

E /E S C A P /6 0 3、E /E S C A P /6 0 4 , E /E S C A P /6 0 5 ,E /E S C A P /  

6 0 6 。e / e s c a p / 6 0 7 、e / e s c a p / 6 0 8 、e / e sc a p /6 0 9  , 

E/ESC  A P /6 1 0 、E /E SC A P/61  1 、E /E SC A P/61  2. E /E SC A P/ 

6 1 3 、E /E S C A P /61  4 ,  E /E S C A P /61  5 , E /E SC A P/61 6k 

E /E S C A P /6 1 7 ,  E /E S C A P /6 4 3 ) ;

(b) 1 9 8 5 -  1 9 9 4 年亚洲及太平洋运输通信十年：审查执行进 

展情况（E /E S G A P /6 1 8 )；

(c) 关于区域机构、特别区域项目和其他区域机关的进度报告 

E /E S C A P /6 1 9 , E /E S C A P /6 2 0、E /E S C A P /6 2 1、 

E /E S C A P /6 2 2、E /E S C A P /6 2 3 ,  E /E S C A P /6 2 4 、 

E /E S C A P /6 2 5 . E /E S C A P /6 2 6 ,  E /E S C A P /6 2 7、 

E /E S C A P /6 2 8、E /E S C A P /6 2 9 )；

(d) 1 9 8 8 -  1 9 8 9 两年期方案更改，和 1 9 8 4  — 1 9 8 9 年 

中期计划展延至1 9 9 0 — 1 9 9 1 年和修订E /E S C A P /6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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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d  C o r r .  1 、E /E S C A P /6 3 1 an d  Cor . 1 、2 and  3 

E /E S C A P /6 3 2  and  C o r r .1  an d  2 、E /E S C A P /6 3 3、 

e / e sc a p / 6 3 4 ) ；

( e )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E /E S C A P /6 3 5 ) .

8 、 经社会在太平洋的活动（E /E S C A P /6 3 6 ) .

9 、 关于深入研究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政府间结构和职能的第2 6 2  

( X L I I I )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亚太经社会立法委员会的结构 

( E /E S C A P /6 3 7 )。

1 0 、 宣布打算提供的捐款（E /E S C A P /6 3 8 , E /E S C A P /6 3 9 ) .

1 1 、 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的活动 

( E /E S C A P /641  )。

1 2 、 经社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任何其他有关议题 

(E /E S C A P /6 4 0 )。

1 3 、 接纳新成员（E /E S C A P /6 4 2 ) .

1 4 、 其他事项。

1 5 、 通过经社会的报告（E /E S C A P /L .1 0 9 )。

C •会议记要

亚太经社会区域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政策和前景

执行秘书的政策性讲话

1 5 6 , 执行秘书报告说，发展中亚太国家在1 9 8 7 年虽然遭遇种种困难， 

但是其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6 % , 颇令人称羡，这个百分数较1 9 8 6 年几乎高出 

2 %， 接近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一倍。 不过他强调指出这只是一个平 

均数，如果中国和东亚三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没有取得显著增长，这个数字将 

会减低至3 % 。 许多成员，特别是最贫穷成员的经济表现比1 9 8 7 年的区域平 

均数低很多。 1 9 8 7 年，南亚受到灾难性的旱涝双重打击 .印度 .尼泊尔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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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兰卡的经济增长率减慢，大约为2 . 5 % ,虽然印度遭遇6 0 年 " 最严重旱灾 .但 

仍能避免发生饥荒，这证明了印度最近已比较能够不受恶劣气候造成的损害。1987 

年东盟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不高，达到 4 . 3 % ,主要还是菲律宾和新加坡的经济 

恢复增长，而泰国经济继续繁荣之故。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1 9 8 7 年大多数最 

不发达国家和太平洋岛屿国家的经济增长显然转弱，尽管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孟 

加拉国和最近被列为最不发达国家的缅甸仍能维持原来的增长。但是对大多数这些 

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来说， 1 9 8 7 年又是在艰难和失望中渡过的一年，其中许多 

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如此之低，以至其低微的生活水平简直不可能在一个世代内得 

到显著提高。 1 9 8 0 年代本区域最不发达国家数目从7 个增至 1 1 个，这同发 

展目标背道而驰.清楚地说明了情况正在恶化。

1 5 7 , 如果对本区域的进展和将来需要及前景作出估量，在本区域各项未获 

解决的问题中或许首先就是令人感到不安的下列事实：大多数发展中成员的社会 

进展无法赶上其经济增长的速度 .如果想要使持续的经济成就不致受到破坏 .便 

必须进行许冬早就该做的社会改革 .革新和改进 .这种不均衡的增长加剧了钍会 

的紧张关系以及一些新的关切事项.诸如青年失业、犯罪率增加、吸毒、农村向城 

市移民过多、老年人社会福利不足、对当前的技术革命无法在学术和体制方面作好 

因应的准备等。而这些事项都是非常迫切的 .本区域仍然有大片的贫困地区 .虽 

然有些国家在某些领域巳取得重大成就.但是普遍未能充分考虑到经济增长的人的 

方面以及将它直接转化成对群众有益的成杲.这已经在无教个社会继续忽视的指 

标中清楚地反映出来 .这些指标包括平均寿命低、嬰儿死亡率高、长期营养不良、 

居住条件差、 以及一些国家，特别是南亚国家的教育水平、苦动利用率和生产力水 

平都不理想 .有一个最不发达国家的男性平均寿命仍然只有4 0 岁，而太区域三 

个发达国家平均则为7 2 岁.

158  也 许本区域一些国家社会遇到的最可怕的病害就是一直存在了大量文盲.

如果後够作出认真持续努力，这个问题甚至可在几年内就解决的 .殖民时代早巳 

结束.在人类正在探測太空，分裂原子，识破遗传密码，探索人类起源的终极秘密 

时，荒谬的是水区域仍有教亿人民甚至不会读，不会写。 难道要在人为智能成为 

现实之后，这些人才能识字和学会关切人类智能的最终利用吗？ 本区域何时才能 

经历更加关切“电子计算机文盲"这种较为“奢侈的”经验？ 一些成员人口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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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二文盲，在某种程度上可解释何以它们仍然发展不足 .这， 淆况 引 起 了 以 下  

问题：这些未受教育的人是否真正能够参加发展，能否指望他们的国家培养出足够 

的技术，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进行有效竞争？

1 5 9 , 由于这类严重问题和认识到必须在发展中考虑到人的一面，经社会第四 

十三届会议曾决定为本区域拟订一个开发人力资源的综合行动计划。 因此，秘书 

处已拟妥一个计划草案，其重点放在与就业.人力开发、科学与技术以及生活素质 

有关的各项主要的人力资源开发问题。 大家认为这三大主要课题可以作为灵活有 

效地规划和执行本区域进一步人力资源开发的综合架构。该行动计划草案载有3 3 个 

广泛的政策性建议， 1 0  6 项具体行动建议，旨在反映出一种综合办法，集中考虑 

各项关键问题、特定目标以及促成者群体以 便 于 在种种限制因素之下确保计划获 

得有效执行。行动计划的主要目的在协助本区域作好准备，以应付逐渐显现的大量失 

业问题，协助各国利用科学和技术的进展，加速改善本区域的生活素质。 虽然区 

域活动可在提供技术援助研究和分折等方面发挥有用的支助性作用，但是还是必须 

在国家一级执行人力资源开发行动计划，因为国家須负实际责任。 行动计划主要 

作为国家一级所需的各项范围广泛的方案和项目的指引，期後有效提髙本区域巨大 

的人力资源素质，使他们参与发展进程亚太经社会已作好准备，为此提供技术 

支助。

1 6 0 , 另一个严重挑战是将本区域的基础设施予以扩大和现代化，这些基础 

设施大多数仍然不敷当前发展水平的需要，更不用说满足未来的需要了。 有一些 

成员国利用1 9 8 5 — 1 9 9 4 亚洲及太平洋运输通信十年提供的良机作为加强行 

动 的 架 构 .但 是 ，那些不相信更新重要基础设施的时刻已经到来的国家就极可能 

无法跟得上在运输和通信方面已取得巨大进展的国家。 本 区 域 已 经 落 伍 ，数 

亿农村人民没有电话可用，或甚至没有机动运输工具，许多铁路也已经老旧.

1 6 1、在 1 9 8 0 年代大多数时间里本区域多数主要初级商品价格长期呆滞， 

这是对亚洲及太平洋很多国家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初级商品的需求与世界经济 

增长之间呈现结构性脱节也是一个 令人不安的迹象。 考虑到这些使人忧虑的发展 

现状，他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目前仍需大 

大努力就商品问题开展有成果的区域合作。 他相信，尤其是因为本区域既是主要 

生产者又是主要消费者各成员国在促进并重新突起国际上对初级商品的兴趣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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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发挥极有效益的作用。 秘书处在《 1 9 8 7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第 

二部分对初级商品价格下降和初级商品贸易出口收入減少提出了详细研究.

1 6 2 , 本区域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日益沉重的债务和不断上升的还本付息 

比率的情况下在偿还外债方面面临严重问题。 虽然本区域的债务问题不象其他发展 

中区域的国家那么严重，但也没有值得炫耀的理由 .因为 1 9 8 8 年的偿付债务开支 

相当髙，出口前景也变得更不稳定 .一个相关的关切事项是，很多成员国的资本流 

入水平下降，包括私人资本流动、出口贷款以及向本区域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 

展援 助 . 1 9 8 0 年至 1 9 8 6 年之间，这些国家得到的西方和多边援助流动人均 

平均值只有1 0 至 1 1 美元，仅占全世界所有最不发达国家平均值的一半左右。 应 

更加郑重地考虑包括S a b u r o  O k i t a 先生在内的一些知名学者的提议，研究是否 

可将顺差发达国家的储金导向需要这种储金的发展中国家。

1 6 3 , 面对着初级商品需求减弱，债务负担加重，流入资源减少，很多发展中 

成员国必须调整或改革其经济，以创造新的出口，减低对进口的过份依赖。 在不断 

努力适应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变化中的相对忧势格局方面所积累的经验表明，一国经济 

能否取得进展，取决于能否通过尽可能有组织的方式，对经济和体制结构做适当的改 

革 .事 实 上 ，调整本国经济巳成为适应变化多端的世界经济转变的日益重要的政策. 

他举出中国、大韩民国和泰国作为本区域结构改变成功的典范。 然而，他指出，改 

善贸易环境和增加资本流入会大大促进调整工作，如果资本流入不够，本区域很多发 

展中国家就很难进行重大的投资，而这些投资是发掘本国潜力、提髙其经济竞争力所 

必需的.

1 6 4 执行秘书在总结时提及即将于1 9 8 8 年 6 月中旬在曼谷举行的亚太经 

社会/ 非政府组织合办的经济社会发展合作区域讨论会的重要意义。 人们往 

往没有认识到，社会经济发展常常是在非政府组织开展工作的基层一级得到主要的促 

进力量。 通过同非政府组织与日俱增的合作和协作，亚太经社会的发展努力正在拓 

展新的局面。 他诚恳地希望，通过越来越多的集体活动，亚太经社会在人力资源开 

发等事项方面的工作将在基层取得更为显著的硕果，而真正造福于亚洲及太平洋各国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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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亚太经社会区域的发展及经社会的工作

1 6 5 ,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载于《1 9 8 7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

内关于亚太经社会区域最近发展的极有用的综合分析。 《概览》因质量高而受到 

经社会的赞扬；但是，有一代表团对关于债务与财产交换的设想提出质疑，因为其 

中特别提到了该国，并说《概览》还载有关于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不正确数 

据。

1 6  6 、经社会对1 9 S 7 年世界经济情况表现的难以令人满意，及对国际经济 

环境依然变幻不定表示关注• 尽管国际上相互依赖日益加重，宏观经济政策的协 

调范围依然局限于发达市场经济• 迄今这一协调并未能大大地减少世界经济的贸 

易和其他领域的不平衡 .因此， 1 9 8 7 车国际经济活动进一步减慢，这又通过 

冬数初级商品的价格下降，保护主义趋势加强，外汇市场的不稳定、外来资源流入 

减少及沉重的偿债负担，而 加 深 了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经 济 和 财 政 困 难 .经 社 会  

认定， 1 9 8 7 年 1 0 月的股票市场暴跌，及商品价格无任何广泛的上升现象或保 

护主义压力也无任何减轻，这是使世界经济大大复苏的前景暗淡的许多不利因素之

1 6  7 、经社会关切地注意到，初级商品的实际价格继续在下降，这是在相互 

依赖的世界经济中转递世界呈济减缓的主要因素之一。经社会强调迫切需要国际合 

作以减少商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并处理世界商品经济活动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在 

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主义和财政津贴造成大批农产品过剩，使本区域农产品生 

产国的价格和出口收入大幅度下降.

1 6 8 、经社会强调保护主义对本区域经济增长以及对整个世界经济引起的危 

险。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开放的国际贸易系统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能 

够进入发达市场经济的市场是其继续增长的重要手段，经钍会希望，在关税贸易总 

协定主持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将导致成功的结局，而诸如保障 .热带产品、 

纺织和农产品贸易等对发展中国家有优先重要性的问题能得到应有的注意，而在保 

护主义方面维持原状甚至减退的保证将受到尊敬。 经社会还希望服务业和知识产 

权方面的贸易也全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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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9 , 某些代表团担心一些发达国家经亦形成更大的资易集团的趋势会加强• 

这对发展中国家进入市场具有不利影响，另一些代表团对这些担心作了澄清。

1 7 0 ,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亚太经社会区域内发展中国家经济继续保持令人. 

赞 叹 的 经 济 动 力 . 1 9 8 7 车 ，尽管外部经济条件困难，天气条件也很严厉，但 

总的来说，这些国家还是取得了令人羡慕的经济增长率• 但是本区个别国宏间的 

经济状况差别很大。 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有碍于不利的世 

界价格，其在区域内的增长率比更加多样化、出口制成品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低。

1 7 1 , 经社会注意到本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日益加剧，并对区域内最不发 

达国家和岛国的经济一般增长缓慢，情况差而表示深切关注。 这些国家集团因商 

品的实际价格继续下降而受到过分的打击，而且还经常遭受自然灾害的破坏。 此 

外，向这些处境不利国家的净资本流入停滞甚或减少，使执行其发展方案遭到重重 

困堆.M 国家强调有必要大大增加流向低收入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太平洋 

岛屿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在这方面，经社会注意到外国投资可发挥建设性作用。

1 7 2 , 经社会强调现在依然有必要制订健全的国内经济政策，对物质和人力资 

源的更合理管理，改进经济奖励的结构、使工业和服务业合理化，以便应付变化中 

的外部环境和易变的相对优势，一些国家较详细地概述了其经济改革及重组的计划 

和政策，以取得进一步的国内效率，结构调整和现代化• 一些代表团指出支助性 

政策和机构的必要性，这将改善国内市场的运转，并对私人企业提供推动力和鼓励 

性.一些中央计划经济的代表团也向经社会介绍其国内的全面经济改革，并指出 

这种改革为扩大各种形式的区域内互利合作创造的机会。 它们还表示，以后各期 

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应包括中央计划经济.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经济 

发展的概况，并同时考虑这些国家的调整进程。

1 7 3 、经社会指出，消除大规模贫穷和人口中庞大阶层的持续困苦这一任务

在本区域依然很艰巨。 现在需要进一步集中精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作 

为减除贫穷状况的手段 .许多代表团谈到在其发展敁喀、政策和方案中日益强调 

提供卫生、教育、营养、住房和能源的基本设备.

1 7 4 、经社会强调有必要增加南南区域和分区域在各个领域的合作、经社会 

在各项合作努力中特别注意到东南亚国家联盟、南亚区域合作协会、经济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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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南太平洋论坛作为亚太经社会成员国之间富有成果的合作的例弓， 经社会在支 

持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的分区域合作的同时，强调亚太经社会是亚洲和太平洋 

区域的全区域组织，这一性质不应被忽视 .一些经济较强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团 

表示希望促进南南合作，并通过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和发展中国家伺技术合作活 

动向较不太发达国家提供援助。 经社会的许多代表团欢迎发展中国家就全球贸易 

优惠制问题在贝尔格莱德进行了成功的谈判.

1 7 5 ,  一些代表强调了持久和平与安全对所有国家的福利和繁荣很重要，同 

时也提及了最近几个月国际气氛的改善对增进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利环境。

1 7 6 、一些代表团指出，使世界经济联系可靠、可预測和稳定的重要性、它 

们赞同建立共同权利、责任和保证遵守责任的一体化制度，这将保证有利的国际经 

济环境，几个代表团主张在提供更多资源以解决亚太经社会区域各国面临的紧迫社 

会经济和其他问题的范围内发展与裁军方面实际措施之间存在着这种互相联系,。

1 7  7 、经社会乐于见到秘书处在召开亚太经社会一非政府组织经济社会发展. 

合作区域讨论会中采取的积极行动。 由于这些组织的积极参与对实现基层的发展 

目标至关重要，经社会促请給予持续支持以帮助实现这些发展目标，从而改进人民 

的生活素质。

1 7 8 , 经社会审查了 E/ESCAP，5 9 7 和 C o rr .  1 .号文件中所述经社会自 

其第四十三届会以来的工作情况。

审查和评价《国际发展战略》的执行情况

1 7 9 , 经 社 会 面 前 有 号 文 件 ，该文件载有秘书处按照经社会 

关 于 审 查 和 评 价 新 的 《国际发展战略》的执行情况的第 212 (X X X V II)号 

决议所进行的审查和评价，秘书处根据《战略》所定的目标和指标，集中审查和评 

价有关本区域工业发展的进展、问题和政策.

1 8 0 , 经社会强调世界经济日益互相依赖，而且需要一个综合办法和国际方 

面的齐心努力才能在解决增长和发展问题方面有所进展.关于这一点，有些代表 

团强调继续需要《国际发展战略》，并注意到大会最近的积极行动，为《联合国第 

四个发展十车》制定可行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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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1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亚太经社会区域几个工业化成忒的实例 .不过， 

有几个代表团表示关注发展中国家作为其自力更生增长的基础迅速工业化的目标、 

以及发展中国家，包括亚太经社会区域发展中国家，要在《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 

使制造业产出年增长率达9%这个指标一以便它们在2 00 0 年前在世界制造业产

量中的份额达到2 5 % ― 不 太 可 能 在 《十年》期间实现。

1 8 2 , 已查明妨碍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的因素如下：向发展中国家的外

部財政资源流入减少，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财政资源反而向发达国家净倒流；保护 

主义日增，特别是以建立非关税壁垒的形式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出口的限制， 

和当前的国际经济状沅，其特点是经济增长缓慢、金融及汇率不稳定和低商品价格。

1 8  3 、一些代表团赞赏地注意到亚太经社会协助在本区域执行《国际发展战 

略》方面所作的努力、 它们促请秘书处按照《战略》的建议加强活动，以鼓励劳 

力密集的中小型二立，作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的政策工具，因为这些工业有效率， 

而且创造就业机会。

1 8  4 、有些代表团强调必须对《国际发层战略》的执行情况进行区域审查和 

评价，并应在全球审查和评价范围内加以进行 .另外还强调，有必要对过去的失 

败作更深入的分祈，共旦需要制定为进展提供新的推动力的种种措施。

审查和评价《支援最不发达国家1 9 8 0 年代 
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

185.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在《1 9 8 7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中对该区 

域最不发达国家的详细分析和叙述。

186、 经社会注意到执行《支授最不发送国家1 9 8 0 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的 

进展情况缓慢得令人失望.经社会关切地注意到在亚太经社会区域内最发达国家 

的数目增加， 1 9 8  1 年是7 个， 1 9 8 7 年是 1 1 个，占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 

总人口的大约一半。纲领的目的和目标基本上仍未实现，这些国家的基本经济状况一般 

不是停滞，就是增长不稳定。 按人均计算，该区域许多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 

总值的增长比纲领提出的目标要低得多，而在一些太平洋最不发达国家里则出现显 

著负增长。 在这.些国家占最主要地位的农业部门里，生产受到了本区域许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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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达国宏的不利天气条件的有害影响。

187、经社会注意到向亚太经社会区域最不发达国宏提供的发展援助历来很 

少 。 〈行 动 纲 领 》 中提出的两项援助选择似乎都不会在本十年结束之前实 

现》 按当前的美元计，向该区域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净支付额在 

1 9 8 3 年的 11 .61 亿美元和1 9 8 6 年的22 . 5 亿美元之间波动。 但是，按定 

值美元计，1 9 8 6 年的官方发展援助只达 1 8 . 4 亿美元。 而且，给亚太区域最 

不发达国宏的援助按人均流入计，由于种种原因，还不到全世界人均流入量的一半。

因此经社会呼吁国际社会尽快采取适当步骤来实现《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所定目标。

188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说，它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为外来援助的项目和方 

案提供当地费用经费。 由于人均收入很低，这些国家无法调动足够的国内资源来 

支付当地的费用。 因此代表们促请捐助国为由其资助的项目的当地费用部分提 

供更多的资金。

189 经社会注意到大会在1 9 8 7 年 1 2 月 1 1 日第4 2 / 1 7  7 号决议中决 

定于 1 9 9 0 年在巴黎举行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除了审查《新的实质性 

行动纲领》外，还将审议加通过今后十年加速最不发达国家发展进程的国内和国际

190 经社会一致通过了关于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第271 (XLIV )

号决议。 一个代表团对该决议第一段所列的特定援助数额表示有所保留。

措施。 大会在该决议中还请联合国系统所有有关机关、组织和机构编写报告，审 

查在它们主管的领域内《支援最不发达国家1 9 8 0 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的 

执行情况，并为将来的行动提出建议，作为对筹备 该 会议的投人经社会并请秘  

书处在区域一级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以保证会议的成功。

191、 一些发展中成员国家的代表说，在其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 发展中国家 

间技术合作方案内， 已扩大了向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 但是他们认为，发达国家 

和国际金融机构应当尽其可能增加资源，以便使发展中成员国能够在发展中国家间 

经济合作 / 发展中国家间技太合作的范围内加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

19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代表向经社会介绍了贸发会议秘书处为实行《新的 

实质性行动纲领》而开展的活动。 介绍中特别提到了第4 2 / 1 7 7 号决议中关 

于 1 9 9 0 年召开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决定,该会议的目的是要审议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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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适 当 的 国 内 和 国 际 措 施 来 加 速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的 发 展 进 程 。 贸发会议秘 

书处将继续与亚太经社会密切合作，以保证为会议作好充分的准备。

19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代表说，在区域援助方案中，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 

要得到了适当的注意，并且巳为开发计划署主办的1 9 8 8 年和 1 9 8 9 年亚太经 

社会选定的最不发达国家圆桌会议作了准备。

亚洲及太平洋人力资源开发:亚太经社会综合行动计划

1 9 4 .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哈托先生阁下在经社会开幕辞里，强调人力 

资泯开发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主要问题的重要性.他援引了印度尼西亚国定聆 

策.国家政策把中心点放在作为发展主体和对象的人上.他又提到了本区域人力 

资源丰富，并强调，因此，人力资源开发是在加强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克服国 

家发展的社会经济能力范围内的决定因素.他表示希望经社会采取综合行动计划  

并制订人力资《开发領域中的有效工作方案.面向扩大就业机会和促进能提髙本区域 

全体人民生活素质的发展的技术.

1 9 5 ,  联合国秘书长在其贺电中赞扬经社会决定特别重视本区域 提髙人力资 

源水平的工作.他满意地注意到，经社会在过去两年的宙议工作是以审议本区域 

人力资源开发综合行动计划为高潮.

1 9 6 ,  联合国总部国际经济事务总干事也支持关于人力资源开发行动计划草案. 

认为它构想完善，并重申了秘 书 长的观点•他说•这是提髙民众意识和提供切实方法•加强 

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之间合作的搢施.他认为，需要适当筹集国内资源，确保本 

区域人力的开发 .他特别重视这些工作中的国际和区域合作，包括发展中国家合 

作，尤其是通过交流专门知识和政策，支助这些交流工作•

1 9 7 . 作为审议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基础，经社会面前有第E /E SCAP/60 0 号 

文件，题为 “亚太经社会人力资源开发综合行动计划草案” •

1 9 8 , 执行秘书在导引人力资源开发的讨论时指出，为供经社会审议而提交 

的行动计划草案是经社会审査人力资通开发漫长过程的高潮.这个过程始于经社 

会第四十二届会议雷议人力资班开发的技术方面以及其在笫四十三届会议上进一步 

宙议人力资源开发的社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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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 他指出，这些讨论以及秘书处有关活动的结果已同1 9 8 7 车 1 2 月 

在东京召开的专家小组,会议综合人力资源开发问期建立了联系 .参加专家小组会  

议的包括来自1 4个国家的2 0 名专家和1 3 个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部门 

和机构的代表，专家小组会议制订了亚洲一太平洋区娃人力资源开发综合行动计划 

的整套指导方针.在专家小组会议后.在亚太经社会总部召开了机构间会议，参 

加会议的有九个联合国部门和机构的代表，会议审查了专家小组的报告并讨论了为 

支助由专家小组会制订的指导方针而开展的可能机构间协调机制和具体机构活动.

2 0 0 、秘书处在这两次会议结果和建议基础上编拟了一份行动计划草案 a 

计划草案是从人力资源开发三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制订的，即就业和人力开发、科 

学和技术以及生活素质.草案载有 3 3 项广泛的政策建议和1 0 6 项具体行动提 

议 . 这些又分为 以 下 6 类职能：政策和规划.体制加强、教育和培训、研究和 

分析、资料系统以及监測和评价.预期参加政府、 组织和机构将考虑到这些建议 

和行动提议制订具体项目，保证计划的有效执行.

2 0 1、执行秘书详细介绍了为保证尽早有效执行经社会有关行动计划决定而 

开展的准备工作。 巳成立一个司间特别工作组，保证秘书处各司和股都能充分而 

积极参与计划执行。 秘书处正在编写人力资源开发项目概况文件，供捐助国政府 

和机构审议《 关于促进人力资源开发的新次级方案已纳入1 9 8 4 — 1 9 9 0年 

中期计划延展草案• 已通过非正式讨论以及通过制订计划的上述机构间会议，开 

展机构间一级协调工作。

202，除这些筹备活动外，秘书处正编制两个重要项目提议。 第一个提议正同 

开发计划署密切磋商予以制订，以保证在初期阶段有效执行计划。 这个提议规定 

要协助成员和准成员建立并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协调机制、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规划 

架构，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研究和培训机制。 第二个审议下的提议是关于编写本区 

域生活素质分析调查.经社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亚洲及太平洋生活素质调查的第2 7  3 
( X L I V ) 号决议，

2 0 3 , 执行秘书强调，区域人力资源开发行动计划为区域合作开拓了切实的 

新途径，这必须基本上是在国家一级执行，因为国家一级负有最终责任，国家一级

计划为直接的协调政策行动奠定了基础。 诚然，区域活动能够发挥有益的支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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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包括技术援助、比较分析、发展中国家间合作和类似的集体行动方法。 他注 

意到，拟议中的行动计划本质上为国家和区域一级所需的各种各样方案和项目提供 

了指导，这就能有效地提高本区域大量人力资源水平并使其参加发展过程。 经社 

会所面临的挑战是将本区域人力资源潜力变为现实，并从而确保亚别及太平洋2 7 

亿 人 民 一 在 2 0 0 0 年将增加到3 4 亿一一能实现其发展愿望。

2 0 4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在制定行动计划草案中所做的出色工作。 经社会 

軎见计划从就业和人力开发、科学技术和生活素质方面制订，这就突出了这些主题 

相互关联和互相支助的性质，这是切实必要的。

2 0 5 , 经社会作为总方针核可了亚太经社会人力资源开发综合行动计划，同 

时念及秘书处在考虑实际执行综合行动计划过程中，将考虑一些代表团在本届会议 

上所做的审议和提议，尤其是没有参加东京专家小组抽代表团.经社会一致通过了 

关于雅加达亚太经社会人力资源开发综合行动计划的第274( XLIV)号决议，经社会 

提请注意，必须根据每个成员和准成员的独特情况，制订具体行动方针。 经社会还 

呼吁秘书处保证在联合国系统内开展的人力资源开发活动得到有效的区域协调，并

监測正在开展的国家努力，以便促进在广泛采用证明为最有效方法方面的技术合作。

2 0 6 .  经社会认为，应把人力资源开发当作整体发展規划和政策中的核心综 

合概念。 经社会确认，人力资源开发既是必要先决条件，又是国家发展最终目标。 

经社会接受行动计划主题构成详细列出各种各样的优先领域、政策建议初具体行动 

提议的有效焦点。 这些优先领域，建议相提议为制订适于本区域各种条件的人力 

资源开发政策和战略奠定了适当的基础。

2 0 7 、若干代表团认为，行 动 计 划 是 政 策 、战略和方案的有效指导方针 

或清单，各国可以从中选出在本国优先领域和发展现状下最适合的方法。 很多 

代表团还强调，计划主要是为了供国家一级政府审议和执行，区域支助应主要集中

于监測、技术援助和促进区域合作，包括分享专门知识和设施，以及交流有关人力 

资源开发的资料和经验。

2 0 8 .  经社会强调执行行动计划多部门方法的重要性. 需要在人力资源开 

发各领域中详述致策优先領域，并明确执行这些政策的措施。 这反映在向经社会 

提交的关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报告中，其中特别重视推广扫盲、

在职和技术培训、預防和医疗保健以及提供基袖设施,旨在消除贫困、改善社会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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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不利群体现状，并改善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

2 0 9 ,  经社会确认，教育、培训和技术发展是人力资涿开发的基轴，是提高 

人民生活素质的关键。 经社会关切地注意到，本区域很多发展中国家仍因为文盲 

比例高而受到妨碍.在这方面，经社会强调，提供初等教育和其他方案以保证人 

人 识 字 应 为 优 先 领 域 。此外，有必要改善并保持教育素质和技术人员培训。 经 

社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国际扫盲年的第2 6 6 ( X L I V ) 号决议。

2 1 0 、经社会还强调，为成功实施国家工业化计划，本区域发展中国家有必 

要扩大工业和农业营理和技术专门知识。 在这方面，经社会注意到.今后的挑战 

必须由有能力在技术迅速变化的环境中获取新技术的教育良好、炅活、善于适应的 

劳动中来应付。

2 1 1 、经社会认为，行动计划草案中强调的特征，即教育和培训同就业需求 

更密切协调、增加工业参与培训浼更能宜视科技人员发展，尤其是人力资源开发这 

一特别迫切的问题.这些方面必须在执行行动计划中列为优先。

2 1 2,经社会注意到行动计划草案将重点放在人力资源开发更面向需求的方 

法的必要性上• 还应继续专门审查有关供应限制的备选方法.赤贫、农村无地 

者、城市贫民窟居民、妇女和其他处境不利群体，尤其是在偏远落后地区居住的人, 

面临着在开发其人力资源方面各种各样的经济、社会、心理和生 理 障 磚 .因 此 ， 

经社会强调，方案有必要明确处境不利群体参与的这些体制和结构性障碍.经社会 

还注意到，人力资源开发不应只依赖现有国内和国外教育和培训机会《 而是应当 

改变这些供应条件，以适应国家人力资源开发优先领域，并在必要时由适当的人力 

资源开发机会予以补充或取代，以满足国窠发展愿望。

2 1 3 ,  经社会强调，人力资源开发是有来有往的过程，换言之，受益者有必

要得到适当鼓励，才能积极而有创造性地参与援助他们的工作。 大众参与是确保

决策人和规划人得到充分反馈的必要条件，以便能作适当调整，提髙人力资源开发

方案的效率。 一些代表团注意到，通过动员社区和私人资源，大众参与方案执行

也会为有限的公众资源提供宝贵的朴充、建议应开展活动，鼓励大众，尤其处境不

利群体，参与人力资源开发方案的规划、执行、监测和评价工作。 此外，这种方

案应能促使社区和个人积极了解他们作为发展过程参加者的权利和贵任。

2 1 4 .  经社会注意到，妥为确定人力资源开发活动的对象群体，这将对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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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发展产生有力的积极影响。 经社会确认，没有任何全面发展计划能够对每个人、 

社区和组织产生直接影响，尤其是由于整个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些严 

重的物质初财政资源限制。因此，必须在社会成本效益标准以及面向他们的人力资 

源开发方案的未来联系和扩大效果的基础上，选择对象群体《 经社会认为，面对 

人口各个方面的人力资源开发活动成本效益在贫民湘其他处境不利对象群体中常是 

最髙的。 因此，经社会呼吁优先重视处境不利群体，诸知城乡贫民、无地者，妇 

女和残疾者，因为这些群体如获得有效的人力资源政策和方案，是会做出有力响应的。

2 1 5 , 经社会强调使促成者群体积极参与，能够不断适应新需要和限制的人 

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 经社会指出，正如需要明确对象群体，使行动计划下人力 

资源开发方案和项目产生最佳影响和尽量扩大效果一样，由于同样原因，必须查明 

人力资源开发的适当促成者.这些促成者包括其积极参与可加强人力资源开发过 

程的个人、集团和组织.由于行动计划目标是优先重视社会处境不利群体，因此， 

应从直接同他们接触的人中挑选促成者.这将包括负责地方一级公共管理的政府  

官员，负责在地方一级提供必要服务的人，负责提供就业和技术及其他专业知识的 

企业家和经理、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 （其自愿工作在鼓励大众参与和弥补基层一 

级政府工作的缺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大众媒介工作人员（他们具有力量愈益强 

大的知识、资料和通信网，这都是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所必不可少的）。

2 1 6 ,  经社会确认，有必要预測人力资源供求状况，同时，这种预测必定是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风险和有关代价.在这方  

面，经社会强调有必要使人力资源充发政策和规刻具有一定灵活性.经社会强调, 

就中期和长期而言，行动计划应将指令性内容主要限于对基层人力资源开发.在  

更长的期间内，应主要是措示性的。 应有内在能力通过各种方案对变化做出  

反应.以提离个人和机构的适应後力，并且加强他们面临新的发展挑战的灵活性.

2 1 7 、经社会要求研究同人力资源开发有关的各个领域 .由于技术进展的  

全球状况迅速变化，对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相对优势地位有必要予以评估，以确定如 

何使之最好地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适应变化。 第二，有必要审查“人才外流”问 

题，桷定其在今后的发展演变，以及这种演变会怎样影响到成员和准成员国人力资 

源开发“现状”、计 趔 和 方 案 .第 三 ，需要在其各个对创造就业潜力和提高人力

资源水平方面，审查非正式部门和家庭的变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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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8 ,  经社会核可了关于鼓励对人力资源开发问题进行多部门研究的呼吁. 

在这方面，提议亚太经社会考虑设立一科奖励方法，表扬特别具有区域性实际应用 

意义的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典型研究项目.

2 1 9 ,  经社会注意到，若干成员和准成员已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采取了不同 

的方法、活动和取得了成就，并注意到预期将来要执行的主要任务.经社会强调  

在本区域各国之间促进交流开发人力资源的经验是进一步协助各国选择其他人力资 

源幵发方法的重要措施.

2 2 0 . 经社会获悉，某些国家巳成立为人力资源开发活动作先导的国家协调 

机制，而且这些机制已得到进一步加强.建议尚未这样做的各国政府建立这类国 

家机制，这些机构需要通过亚太经社会相互联结起来，以便建立区域人力资源开发

网。

2 2 1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各联合国部门和机构以及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所 

汇报的支助人力资源开发领域中国家和区域工作的活动。 经社会喜见这些组织提 

出了重要援助，并表示希望他们将根据查明的国家优先领域继续优先重祝并加强人 

力资源开发活动。 经社会强调，有必要确保这种不同活动的充分协调，并在这方 

面注意到亚太经社会作为联合国系统在本区域经济社会领域中领导所负的作用和责 

任。

2 2 2 、尽管普遍同意政府领导在执行国家一级行动计划方面的重要性，强调 

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地方社区等其他参加方可能傲出的贡献.经社会认为亚 

太经社会在1 9 8 8 年 6 月召开非政府组织会议是补充行动计划预料中的执行工作 

最及时的措施。

2 2 3 ,   一些代表团认为本区域其他国家应酌情考虑强调自由市场原则和私有

化的策略，这在若干新兴工业化国家巳经证明是成功的筹集人力资源措施。  鉴于 

各政府现有资源有限，在自力更生基础上持续发展的较大可能性，以及捐助国和机 

构提供外援的不稳定情况，认为这个策略特别适当、 另外一些代表团认为公营部 

门在筹集人力资源方面起着中心作用，尤其在社会中处境不利群体方面。

不利群体。

2 2  4 .  一些代表团注意到，行动计划未能考虑军事支出对人力资源开发

的不利影响以及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将其努力和资源更充分集中在和平事项和国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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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正常化方面，这些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先决条件。 其他一些代表关切保持和珍惜 

千百年来维持社会的本区域丰富的文化传统 .经社会强调需要特别努力，在本区 

域迅速变化的科技状况下，保持这些传统.

2 2 5 ,  经社会注意到，一个代表团建议，题为“执行安排”的行动计划一部 

分应同计划其他部分分别审议，因为有必要送一步审议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協调的适当 

方法以及为执行工作筹资的最适当形式.

2 2 6 、几个代表团提请注意，执行行动计划将需要确立优先领域并确定所涉 

则政问题。 有人建议有必要在作业祭构内，将宣点放在实际审议工作上，以实现 

计划的政策目标。

2 2 7 ,  经社会注意到，太平洋最不发达和小型岛屿国家所面临的特别人力资 

源开发问题 .这些国家的特征是自然资源有限、技术人力短缺、地理位置不利于 

国际贸易.自然灾害頻仍。  提议特别重视这些国家具体的人力资源开发需要。

2 2 8 、经社会确认发展中国家在开发人力资源方面增进合作所带来的益处. 

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发展现状表明，人力资源开发各个领域中的南南合作将带 

来有益成果.在东盟架构内发展了各种形式合作的一些东南亚国家代表表示在分 

区域一级开展经合具有效用。 提议亚太经社会考虑东盟国家首脑1 9 7 8  年在马 

尼拉通过的倡议，以避免今后方案和项目发生重复。 此外，还注意到南亚国家在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架构内对有关人力资源开发的合作活动感到兴趣。

2 2 9 ,  经社会赞赏地获悉.若干联合国专门机构和机关对亚太经社会努力制 

订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综合行动计划感兴趣。 经社会喜见他们表示愿意同亚太经 

社会充分合作，协助成员和准成员开展促进人力资源开发活动。

2 3 0 、经社会感谢法国、日本和大韩民国政府为支助秘书处有关人力资源开 

发工作所提供的其他援助。 经社会还感谢下列各国际机构和机关表示将致力于开 

展本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项目，并同亚太经社会在这方面进行合作：儿童基金会、开 

发计划署，人口基金、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卫生组织、工发组织和科伦坡计划。

2 3  1 , 经社会乐于见到日本政府表示愿意协助亚太经社会为早日执行行动计 

划举行专家小组会议.经社会还喜见大韩民国政府决定考虑在1 9 8 9  年为关于

人力资源开发的高级讲习班提供东道国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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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 ,  在总结经社会关于人力资源开发审议工作时。执行秘书赞赏地注意到， 

很多成员和准成员表示大力支助行动计划。 他向经社会提议，通过决议形式， 

正式寻求整个联合国系统参加计划的执行工作。 他还建议，为了保持经社会在 

这个领域里的势头，在 2 0 0 0 年前，经社会每两年审查一次行动计划执行情况• 

最后，他促请成员和准成员采取紧急行动，执行行动计划，以保持这一势头。

国际初级商品贸易

2 3 3 .  经社会髙度赞扬秘书处，《1987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 

第 二 部 分 所 载 秘 书 处 关 于 国 际 初 级 商 品 贸 易 的 研 究 ， 及 其 在 E/ 

ESCAP/6 0 1 号文件中所载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  经社会发现文件不仅载有 

正确的分析，而且还有关于国际初级商品贸易的政策问题的全面讨论.

2 3 4 ,  经社会注意到国际初级商品贸易对亚太经社会区域的许多国家，都极 

端重要，因为这项贸易在这些国家发挥着中心作用。 本区域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依 

赖初级商品作为收入、就业、外汇收入、和大多数人民全面福利，特别是较贫穷阶 

层福利的主要来源。

2 3 5 .  经社会表示严重关注初级商品的贸易条件不利，对依靠这些商品的发 

展中国家产生的影响， 这些条件的特点是初级商品的价格和收入很低且有下降之 

势，而且不稳定，以及由于世界市场供求不平衡造成的贸易条件恶化。 这些条件 

对亚太经社会区域的投资收入、就业和广大人民的全面福利造成了大体上不良的影 

响。

2 3 6 ,  经社会指认某些发达国宏的保护主义及其农业津贴政策，致使这些国 

家的生产增加，从而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市场，增加了世界市场的供应， 这 

是初级商品市场不正常和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 造成近年来供应普遍不平衡的原因除 

其他外包括供应方提高生产的技术进展，包括加速以合成代替自然产品在内的节约 

产品的发明。 发展中国家通过投资、使用现代技术投入和用政策给生产者的鼓励 

也是供应增加的部分原因•但是，其生产水平，特别是粮食的生产水平在许多国家 

与其基本粮食保障需要相比还保持着不稳固的平衡，一般不是供应过剩的主要因素

2 3 7 .  经社会极认真地注意到改善国际初级商品贸易条件从而.消除或减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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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条件对商品出口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不良影响的方法。许多国家说，多边贸 

易谈判乌拉圭回合提供的机会应予充分和有效利用，以建立对有关各方都是自由的、 

公正的和公平的农业贸易体系。 体系的一套约规则应当是公开的，明确的，符合 

并反映制成品贸易的国际规则。 但是，许多代表团说这些规则应确认对发展中国 

家的特别和不同待遇的原则。 许多代表团还呼吁其主要受益者为发展中国家的关

于热带产品的谈判迅速取得进展，早日得出结果。一些代表团还促请在对乌拉圭回 

合进行中期审查时，许多领域的谈判均应当取得大量进展。

2 3 8 ,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许多国家对开放商品贸辦明显表现了坚守诺言的态度， 

一些国家甚至对商品贸易实行程度的开放。 但是，经社会确认，将还需要进行艰 

巨的谈判，才能成功地消除异常措施，建立初级商品自由、公正和公平贸易体系， 

并且自由贸易的建立本身不能解决依赖初级商品的发展中国家所遭受的所有问题。

2 3 9 ,  因此，经社会强调，应当积极推行以生产国和消费国合作为基础的其 

他国际协同措施。 有些代表团强调在这方面初级商品贸易的国际合作应考虑到依 

赖初级商品进口的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许多代表团建议，应当积极努力，以执行 

在贸发会议倡议下拟订的综合商品方案并且使商品共同基金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而 

发挥作用 .关于这一点，经社会注意到第七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决定以及 

贸发秘书处就初级商品贸易所作的有益工作。由于一些国家已采取实际步康参加共 

同基金* 许多代表团对共同基金不久将开展工作的令人鼓舞的前景，感到满意。几 

个代表团说共同基金应全额作业，而其他一些代表团说重点应放在基金的第二帐户。 

许多代表团指出，包括生产国、消费国合作在内的《国际商品协议》的功用并未过 

时。有些代表团认为因此应当改善和加强现有的商品协议，就新的协议开展谈判。 

有人注意到，现正为建立关于一些商品如棉花和茶叶的新协议而进行谈判。 有人 

认为，在原则上，力求控制或回避市场力量这一价格变访的决定因素的商品安排是 

不 适 当 的 .不 过 ，许多代表团则对这一意见持异议，认为在影响商品贸易的改变 

贸易格局的政府措旅广泛存在的情况下，这是不可接受的。

2 4 0 、 一些代表团强调的减轻依赖初级商品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的其他措施 

是必须扩大和加强补偿性资助办法，例如货币基金组织的补偿性资助办法和欧洲共 

同体的出口收入稳定计划、通过资助办法、援助研究、产品研制和多样化在最不发 

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谈判中在非互惠的基础对最不发达国家

6 9



给予特别优惠和有利的待遇。

2 4 1 ,  许多代表团认为，中期和长期来说，可成功地谈判国际措施，而且会 

产生大量结果，但是短期内发展中国宏将需要依靠其个别和集体的力量来减缓其商 

品生产和贸易方面不时发生的问题。 经社会注意到许多发展中国宏在国家一级为 

使其生产不仅仅局限在传统的出口商品方面，在本国加工更多的产品，改进产品质 

量标准和进一步发展市场基础结构而作了努力。 这些努力值得国际社会给予支持，

2 4 2 . 经社会决定，亚太经社会区域各国在初级商品方面的区域性合作大有 

可为。 区域性合作包括改进销售、市场情报系统、技术改进、产品多样化和研究 

与发展等广泛方面。 有些代表团强调可为保证市场的进一步稳定建立生产国的合 

作与协作。 此外，通过扩大和有效使用如《曼谷协议》、 < 东盟优惠贸易安排》 

或目前正在增进南南合作的背景之下谈判的球贸易优惠制》尽量减少贸易障碍，从 

而推动区域内贸易的问题，也作为可能的策略得到了强调.还促请本区域的各国  

合作并协调其在诸如关税总协定和贸发会议的全球性论坛中的谈判立场。

2 4 3 ,  经社会促请秘书处加强努力建立初级商品的区域性合作，而亚太经社 

会是为此目的的最适切机构。一些代表团为下列领域的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为收 

集和迅速传播信息建立数据库：审查建立对本区域有重大意义的商品的商品交易所 

的可行性；帮助建立生产国联盟，以便增进生产国之间的合作，保证商品市场的更 

为稳定；就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在需要进口初级商品时优先考虑从本区域购买的这一 

前景进行研究.

亚太经社会各个活动领域内的事项和方案

2 4 4 、经社会审议了于第四十四届会议前一年内开会的各立法委员会的报告、 

部门事项文件和有关决议执行进展情况报告。

2 4 5 、副执行秘书在开幕词中着重说明了文件所载亚太经社会各个活动领域 

内的重大事项。提请注意的两个主题是：区域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 各部门文件 

提供了有关需要征求经社会意见的重大事项的背景资料。

2 4 6 、经社会审查了下列各个部门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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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活动领域的事项

粮食与衣业

2 4  7 、经社会面前有第E / E S C A P /5 9 4和 E /E S C A P /6 0 2号文件.

2 4  8 、经社会赞扬农业发展委员会第七届会议努力审査秘书处开展的工作并

为粮食、农业和农村发展领域中将来活动提供具体指导方针。

2 4  9 、经社会完全核可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报告，并要求立即执行委员会建议。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的文件很有意义并且很有用。

2 5 0 、经社会强调，农业和农村发展在本区域发展中国家中继续发挥关键作

用。 在这方面，经社会赞扬秘书处通过多部门方式，开展切实可行的活动，尤其 

是针对处境不利的农村人口的活动。

亚洲及大平洋地区肥料咨询、发展和资料网

2 5  1 ,  经社会表示将全力支持亚太经社会/ 校农组织/ 工发组织的亚洲及太 

平洋地区肥料咨询、发展和资料网（亚太肥料网）通过咨询服务、培训方案、讲习 

良 实地考察和及时传播把料方面的可靠资料，促进平衡而明智利用肥料。 这些 

服务大大有助于成员国发展肥料部门，而且成本效益相当髙。 亚太肥料网是协调 

良好面成功的机构间和国家间合作范例。 亚太肥料网继续是本区域提供全面肥料 

资料最有效的机构之一。

2 5 2 、亚太肥料网在亚洲若千国家开展关于矿物肥料港口装卸的研究获得赞 

扬。经社会敦促亚太肥料网就研究结果采取行动，尤其是进行这个议题的培训，以改 

善肥料分配。 敦促亚太肥料网在技合安排下，把活动中心进一步放在肥料供应、 

销售、推销、质量控制、咨询服务和人力资源开发方面。 经社会核可亚太肥料网 

在肥料贸易领域中的工作，并敦促继续开展这项服务。

2 5 3 、经社会注意到亚太肥料网在拟议成立区域肥料销售公司方面的工作。 

一些代表团在原则上支持这个构想，并请秘书处在这方面作出进一步努力。

2 5 4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亚太肥耗网开展的肥料资料网系统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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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十三个国家参加资料网系统的活动，包括增加资料网成员资料分享量。经 

社会赞扬这方面的几项活动，例如采用特定电脑软件程式，发展书目数据库以及印 

行 《区域资料支助服务》。 后者是一本关于肥料问题的支援杂志。 日本代表告 

知经社会，日本政府决定向亚太肥料网捐赠127, 0 0 0 美元。 联合王国代表宣布 

该国政府继续支助设立成员国宏肥料资料中心；该国政府正审议一项提议，以便在 

三年内提供更多的顾问服务。

2 5 5 、经社会替扬由亚太肥料网赞助几个国家的人士参知了培训方案 .这 

包括由印度肥料联合会举办的关于肥料销售和分配的培訓.

2 5 6 、经社会对亚太肥料网促进技合表示满意肥料网派遣由泰国参加人士组 

成的小组研究共考察印度尼西亞的配料包装和分配系统.印度尼西亚参加了关于 

泰国肥料零售商的考察旅游团，考察肥料零售 .这项活动由粮农组织资助，由亚 

太肥料网协调.

2 5 7 、经社会获悉，应汤加政府要求，在 1 9 8 8 年年初由区域肥料分配和 

销售顾问进行了调查工作。 汤加代表要求除提供肥料贸易资料外，讲一步在这个 

领域 里提供援助。

2 5 8 、经社会衷心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日本和荷兰政府向亚太肥料网提

供 慷 慨 资 助 .经 社 会 还 感谢比利时、丹麦、芬兰和联合王国政府为亚太肥料网的

各项活动提供援助.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粮农组织提供了技术援助和相当多工作 

人 员 支 助 .经社会还赞扬工发组织提供一名协理专家.

2 5 9 、经社会敦促秘书处继续努力为亚太肥料网取得充分的工作人员，包括 

提供经常预算职位，以保证继续开展很多重要活动.

农用杀虫药

2 6 0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亚洲及太平洋农业必需品方案（亚太农业力案）在 

资金拮据的情况下，继续努力出版杀虫剂资料，并促进安全装卸和有效利用杀虫药. 

经社会特别赞扬亚太农业方案的出版刊物.

2 6 1 、几个代表团对附有插图的杀虫药安全指南手册已被译成九个国家文字, 

供农民和零售商培训之用，表示感谢。 越南代表感谢亚太农业方案近来协助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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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手册译为越南文，并要求提供更多的册数。 现正考虑关于将手册译为其他文字 

的请求。

2 6 2 、荷兰代表告知经社会，将资助培训手册《农用杀虫药：其管理和应用》 

增订本的编制。

2 6 3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法国政府增加了在专家和设备形式方面对亚太 

农业方案的捐助。 这些工作导致1 9 8 7 年编写并出版了关于菲律宾和泰国的《区 

娃农用杀虫药指数》， 《指数》的 1 9 8 8 年版本正在编写中，它将多包括几个 

国家。

2 6 4 、苏联代表告知经钍会，苏联有关组织向秘书处提供了关于虫害控制 

的技术文件，并将定期发送更多的资料和出版物。

2 6 5 、经社会积极核可了关于成立亚洲及太平洋杀虫药安全、培训、资料和 

通信网（亚太杀虫药网）的提议.提议是由荷兰国际卫生发展基金同法国农业研  

究促进发展国际合作中心以及亚太农业方案合作，共同拟订的.经社会获悉，荷兰 

国际卫生发展基金和法国农业研究促进发展国际合作中心积极寻求由欧洲经济共同 

体为项目划拨资金.

2 6 6 . 经社会认为，拟议中的亚大杀虫药网应加强粮农组织等其他联合国机 

构在杀虫药安全方面的各种工作，亚太经社会应在亚太杀虫药网成立后充分协调 

这些工作.

农业发展计划和方案

2 6 7 、经社会认识到农业商品低价格对本区域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不利 

影响.农业出口价格低对生产者产生不利影响，并引起那些本国经济依赖这类商 

品出口的成员国的严重关切.

2 6 8 .  经社会完全赞同秘书处的项目提议，以详细研究农业出口低价格对农 

民和农民工人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很多代表团说，他们期望着拟议的研究的结 

果，在本国农业规划中可能予以利用.一些代表团建议，在选择商品和查明开展 

研究机构时，应同各国政府磋商， 经社会对荷兰资助这个项目深表感谢。

2 6 9 、经社会认识到有必要改善干地和雨育条件下农业状况，以提髙这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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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居民的社会经济条件.经社会核可了关于干地和雨育耕作经济问题以及改善这 

个领域的培训和资料交流的拟议中项目 .经社会乐于见到1 9 8 6 年在达卡召开 

的关于干地和雨育耕作经济专家磋商会议的建议，即应在区域一级，建立这个领域 

有关研究的协调机制.

农业资料和农业广播

2  7 0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在农业资料领域中开展的活动 .经社会确认，<农  

业资料发展简报》在传播有用资料方面，发挥了有益作用并且敦促秘书处继续予以 

出版.经社会注意到，秘书处倡议应用多媒介方法，在技合基础上，在成员国之间 

有效地传播了农业方法.

2 7 1 、经社会呼吁秘书处进一步改进《简报》质量，并更加重视来自本区域 

的情况 .建议载入关于革新性农村发展战略和相应领域试验的资料 .建议{简 

报 》使用经常预算出版，或收取定阅费，或接受商业广告.

2 7 2 、经社会乐于见到在1 9 8 8 年 1 1 月举办关于农业广播的区域讨论 

会 .有人提岀除广播机构人员外，应使来自农业推广机构的人员参加这类讨论会.

2 7 3 、建议在执行农业广播项目时，秘书处应傥先妓助最不发达国家 .两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即阿富汗和尼泊尔，要求在此项目下提供支助 .越南代 

表也要求提供开展农业广播培训支助， 经社会赞扬曰本资助农业广播项目.

粮食供应和分配

2 7  4 、考虑到本区域大多数国家的农业生产有赖于不可预測的自然条件，经 

社会支持在同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海洋大气管理局）合作下，执行秘书处卫 

星作物监测项目。 该项目在改进几个成员国的早期预警系统和灾害管理能力方面 

有不少事待做， 经社会大力敦促开发计划署和其他捐助方提供必要资助。

2 7 5 、经社会获悉，为减轻由于恶劣气候条件而造成的稂食短缺问题，南亚 

区域合作联盟（南盟）国家已决定建立紧急粮食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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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农村发展

2 7 6 . 经社会对秘书处在综合农村发展领域中各种活动表示满意。 消除农 

村贫困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公认必须通过综合性多部门和空间布局方法，才能解决 

这个问题。 在这方面，核可了农业发展的多部门机构间方案同秘书处稂食及农业 

方案近期合并。 强调这种合并不应减弱综合农村发展战略的重要性。经社会要求，

应同亚太综合农村发展中心保持密切合作。

2 7 7 、经社会确认亚太经社会/ 劳工组织合办非农业就业项目大大有助于改 

善农村贫民社会经济条件。敦促继续开展项目.直至充分取得效益。 越 南代表请求 

让越南参加该项目.

2 7 8 、经社会赞同应进行地方一级规划作为执行农业发展的主要方法。 为 

确保这种方法的效力，应有系统地使对象群体有参加发展过程的条件。

2 7 9 , 经社会喜见中国政府愿意于198骑在中国为关于城镇企业初农村发展联系的区

域讲习班提供东道国便利 .鉴于城镇企业在改善农村经济件件中发挥关徤作用，

经社会认为讲习班可提供机会，考察中国经验，并让与会人士互相交流有关资料。

建议秘书处应尽早进行该诗习班的筹备工作。

2 8 0 、鉴于农村地区能源问题严重，尤其是在处理不利群体之间，经社会 

敦促秘书处继续进行并扩大有关农业废料用作能源的活动。经社会获悉拟议分别在 

中国和大韩民国举杰关于农业废料和其他生物量利用的研讨会兼实地考查。

发 展 規 划

2 8 1 、经社会面前有关于建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公共财政研究所的E/ ESCAP/  

6 0 5 号文件, 它感谢秘书处所进行的工作和向经社会提交的报告 .

2 3 2 、经社会赞同秘书处所指派的专家小组的意见，即不需要建立一个新的， 

完备的公共财政区域研究所。 这项结论以若干理由为根据，包括发现水区域许多 

国家在国家一级存在适当的公共财政研究和培训设施，以及这一研究所的建立会产 

生相当的財政和管理问题.

2 8 3 、经社会大力支持在公共财政若干选定方面执行一个区域研究培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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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建议这一方案应通过一个积极进行公共財政研究、培训和咨询活动的机构的网络 

来举办，并由一个现有区域组织/ 机构，如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心（亚太发展中心） 

或亚太经社会秘书处负责协调.

2 8 4 、关于区域方案的内容.暂时查明的领域如调动资源、预算政策和管制、 

公共企业评价、财务会计责任和审查，和债务管理，都得到经社会 的 核 准 .不 过  

有些代表建议，由于许多国家已在调动资源和债务管理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应慎 

重选择方案的内容.还有人建议应扩大公共企业评价的范围以包括如私有化和预 

算支助的问题 .还有人提议预算政策和管制、財务会计责任和审查，应不仅涉及 

国家政府财政，而且涉及地方政府财政，经社会赞同专家小组的建议，即在方案内 

应继续采取多学科办法。

2 8 5 、经社会促请秘书处与国家、 区域和国家机构及组织进一步探讨有关组 

织和推动方案的问题，并请它在下届会议向有关委员会提交报告。

2 8 6 、秘书处通知经社会将需要预算外经费来执行上述任务，而且经费的供 

应情况在某个程度上还决定方案的执行地点。

跨国公司

2 8 7 、经社会面前有第E /E S C A P /6 0 4号文件。

2 8 8 、经社会注意到影响跨国公司活动范围和规律的全球:和区域经济结构的 

近期变化及其对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国家里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根据有关不 

景气的世界初级商品市场的近期发展和服务业国际化的增长趋势，经社会还把注意 

力集中在跨国公司在本区域发展中国家初级商品和服务部门的作用上。

2 8 9 、经社会注意到，尽管就其投资数目和金额而言，跨国公司可能显得不 

太重要，但这些公司却在亚洲及太平洋几个发展中国家经济里发挥着重要作用。几. 

个代表团同意.跨国公司对所在国的帮助是：补充这些国家的资本资源.促进技术 

转让并提供进入国外市场机会。 然而，一些代表团注意到，跨国公司可能对本区 

域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利影响，并敦促这些国家对这类公司的活动经常保持警惕.尤 

其是鉴于国际经济环境的近期变化。在这方面，经社会认为必须平衡地衡量跨国公司 

活动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成本效益。

7 6



2 9 0 、经社会确认，全球和区域经济结构的近期主要变化对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 

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有重大影响。 这些变化包括全球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国际债务危机、主要货币的调整、国际贸易不平衡日益加剧和新技术的崛起。 经 

社会还注意到，由于上述变化.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加努力吸引外国直接 

投资，国际投资环境变得更具竞争性。 经社会认为，只要官方发展援助继续停滞, 

国际银行贷款仍保持下降势头，上述发展就可能加剧。

2 9 1、经社会注意到，几个亚太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时.通 

常对跨国公司采敢较开放限制较少的政策。 此外，经社会注意到，几个国家还提 

供了更具吸引力的设施和更多的财务鼓励办法，努力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除 

这些措施外，经社会注意到本区域几个发展中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使国营企业私有 

化，以增加私营部门参与.

2 9 2 、 除了确认国际投资环境更具竞争性外.经社会还注意到，近期发展不仅有 

助于从两个主要的发述国家里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而且 

还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方。 经社会注意到，这些国家包括巴西、 

大韩民国和新加坡。

2 9 3 、经社会承九新跨国公司的崛起可能更加促进新形式跨国公司投资的 

增加.例如頒发许可和国际分包方法。 经社会认为，这类新形式投资可能会成为 

很多中小型企业国际化其活动的工具。

2 9 4 .  经社会发现本区域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和区域经济结构的近期变化有 

若干影响 .一 些 代 表 团 认 为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国家不应投入一场以鼓励办法 

争取外国直接投资的恶性竞争中，而应进一步使其投资和规定程序放宽和简化.经 

社会还认为.鉴于新形式投资日益重要，本区域决策者应更密切注意同这类投资有 

关的长期利弊。

2 9 5 、经社会确认，初级商品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具有持续重要性以及 

跨国公司在初级商品贸易中的积极作用。 经社会指出，很多发展中国家依赖于初 

级商品生产和分销活动对有收入就业、联系和外汇所产生的有益影响。然而,尽管发 

展中国家在从初级商品国际商业化中获取较大利润比额方面有重大改善，许多代表团注 

意到所得分配有利于跨国公司，而且认为可采取一些措施，纠正这种不平衡现象。

2 9 6 . 经社会认识到在初级商业贸易方面跨国公司滥用转让定价做法，这会

7 7



导致出口国在价格上无利可图，并且认为发展中所在国可通过监測和调整这些做法， 

增加在初级商品国际贸易中的所得。 一个代表团表示，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做法 

的可能性，该国已采取一些措施进一步鼓励下游经菅 .另一个代表团建议，在这 

个领域里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包括举行有关滥用转让定价做法的讲习班和研讨会。

2 9 7 、经社会在注意到跨国公司通过技术转让初提供销售和管理专门知识对 

初级商品的发展部门做出贡献的同时，认为跨国公司通常在初级商品市场中起支配 

作用。 经社会注意到发展中国家采取措施，通过国家贸易组织、商品集团和联合 

销售工作，改善市场中地位。 然而，在技术和市场资料分享方面已取得若干进展, 

经社会认为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以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初级商品贸易中对跨国公司 

的抵销市场能力。 这将包括加强初级商品生产国的谈判能力。

2 9 8 、经社会注意到，服务部门在本区域以及整个世界经济中日益重要。大多 

数代表团注意到.具有最新技术、巨额资产、管理专门知识和进入世界市场机会的跨 

国公司在各种类的服务“工业”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包括航运、贸易、金融和银行 

业务、旅游业、保险业、数据、广告业、核算、咨询和机械工程。

2 9 9 、经社会认为，跨国公司在服务业的合作固是一个基本因素，强调应审 

慎审议发展地方工业，新服务业技术的就业影响，社会文化影响和有必要加强国宏 

能力，同跨国服务公司起相互作用。 此外，经社会注意到，难于将有关服务部门 

国际化的贸易和投资问题分开，同时，同贸易的情况相比，服务业缺乏外国直接投 

资的国际结构。

3 0 0 、经社会获悉，目前本区域很多国家正在慎重审议自由国际贸易在服务 

业中的影响，以及将其服务业向跨国公司进一步开放的影响。 在这方面，经社会 

认为，就有关跨国公司在服务部门中的参与和作业的区域经验及其影响进行资料交 

流可能是宝贵的。 此外，经社会认为，通过研讨会进行研究湘资料交流有助于了 

解跨国公司在服务业中的作用和影响，还有助于查明国家、区域和国际一级措施，

以吸引本区域跨国服务公司，改善所在国在有关服务业跨国公司事务方面的管制和 

谈判能力。

3 0 1 、最后，经社会承认有必要进行区域和国际合作，确保亚洲及太平洋发 

展中国宏能够对外国投资新格局所产生的挑战以及跨国公司变动中的作用作出适当 

反应。 一些代表团再次肯定愿意继续开展经社会上届会议所批准的有关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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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资料系统的工作。 经社会还敦促尽早通过験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大多数代 

表团喜见国际组织所主动采取的行动。例如多边投资保险机构和国际金融公司工作， 

以增加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

3 0 2 、经社会赞扬亚太经社会/ 跨国公司中心的跨国公司联合股为本届会议 

编写的有关文件提供了不少消息，并赞扬该股的研究、资料和咨询活动。 一些代 

表団认为，亚太经社会和跨国公司中心提供的培训方案和咨询服务有助于该国政府 

努力促进和管制外国直接投资， 经社会表示坚决支持联合股继续提供服务，以便 

协助发展中国家尽可能扩大跨国公司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作的净贡献。

工业，技术和人类住区

3 0 3 ,  经社会面前有E /E S C A P/ 5 9 2 , E /E S C A P / 6 0 5  , E/ E S C A P /6 0 6  

和E/ ESCAP/ 6 0 7  号文件.

3 0 4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编写了出色而全面的文件，以供审议并核可了工 

亚、技术、人类住区和环境委员会的报告。

工 业

3 0 5 、经社会认为秘书处有关促进工程工业的活动，例如组织关于研制城市 

使用电池操作车辆讲习珐蔌实地考察，和机床讲习班兼实地考察是适时和有用约， 

并为来自发展中国衮的参加者提供了认话有关技术和工序工程的良机《 它认为拟 

议的亚太经社会/ 工发组织/ 技术网关于用电脑设计/ 制造亚洲语习班切合时宜。 

这秭活动为发层中国宸提供独一无二的机会，使其认识现代技术对工业增长和提高 

工业生产率的益处。

3 0 6 、经社会认话到本区域有几小国宏农用工业和相关工业在整个工业结构 

中占着重要地位，因此对其将来的发展普给予特别注意。 在这方面，经社会对秘 

书处就湄公河下游农用工业和相关工业的初步可行性研究进行的活动丧示满意。它 

又促请秘书处通过对农产品的进一步加工进行研究以增加其价值和提高生产率，从 

而加强其促进农用工业的活动。 经社会认为农用工业和相关工业应给予优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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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因为它们占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增使总额很大的比例，而且这些工亚的发 

展会导致工业活动的布局。 经社会还强调秘书处应在发展农用工业方面向本区域 

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岛国提供特别援助。

3 0 7 、经社会认为中小型工业在本区域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整个工业部门 

中占很重要的地位。 它对秘书处在这方面的活动表示满意，强调必须开展新的措施, 

以发展企业改进管理技术、提高中小型工业的技术水平和研究大小型工业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 

经社会认为秘书处与联合国其他有关组织和国际组织，特别是工发组织，可密切合 

作举办培训方案、讲习班和实地考察，以便在提髙技能和获得技术这些关键领域内 

协助各成员国， 它还强调发展中国家之间和与发达国家在建立通过使用新技术生 

产髙值货品的中小型工业方面必须互相交琉经验 .在这方面，经社会赞赏地注意 

到秘书处在大韩民国的慷慨援助下，将进行中小型工业的技术转让活动。

3 0 8 、经社会认为秘书处定期出版的亚洲及太平洋《小型工业通讯》水平 

卓越并指出论述“中小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第2 2 期对本区域发展中国袞有重 

大关系。 它还指出以“促进着重出口的中小型工业”为主题的第2 3 期快将出版。 

它建议《通讯 》第 2 4 期以“为发展中小型工业促进投资”为主题，并说明诸如提 

供奖励办法.筹资和其他支助设施等促进投资措施的各方面问题。

3 0 9 、经社会强调本区域最不发达国窠和发展中岛国在工业发展领域内面临 

某些障碍。 经社会对秘书处为协助这些国宏的工业发展而进行的活动表示满意， 

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强活动，诸如在政策制订和重定方向方面提供技术咨询服务、项 

目查明和可行性研究、大中小型工业间建立联系和促进着重出口的工业等。

3 1 0 、 经社会赞赏秘书处在中小型工业节能领域内的活动，它强调这些活动 

已取得明显效果，因此应定期进行。 秘书处应试图使更多国家和工业参与安排这 

些活动。 在这方面，经社会促请有能力这样做的捐助国向秘书处提供预算外援助， 

以便能够进行这些活动。

3 1 1 、经社会强调应加强在国家一级的努力，以使工业活动的分布更为广泛。 

这不仅导致在非城市地区的就业机会有所增加，而且使收入得到平均分配。 在这 

方面，经社会促请秘书处开展活动，制订整套政策、查明城市地区的可行项目以及 

在农村地区促进工业的奖励办法、

3 1 2 、经社会赞赏秘书处内的顾问和专家所提供的咨询和技术服务。 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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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满意地注意到在工业政策与审查、合营企业、技术谈判、工业发展的转让安排和 

工业规划等领域提供的咨询服务，它强调这些活动应更明确地以协助最不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岛国为宗旨。

3 1 3 、经社会强调必须更广泛散发秘书处的技术研究和报告。 它还促 

请秘书处收集和散发有关成员国的政策和战略的资料，以协助各发展中国宏重订政 

策和重新决定政策方向。

3 1 4 、经 社 会 认 为 对 E/ESCAP/ 6 0 5 号文件所载有关亚洲及太平洋发展 

中国家的工业调整问题所作的分析非常具体，且十分切合，对其结论表示赞同。在 

这方面，经社会感兴趣地注意到各成员国对按本身需要放宽规定的程度的看法。

3 1 5 、经社会指出有几个国宏目前逐渐采取关于着重促进制成品出口的向外 

战 略 .新 工 业 化 国 家 ，特别是中等收入国家 已在这方面加强努力。 不过，全球 

经济继续衰退、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严厉的保护主义措施和流入发展中国家 

的国际资本不断减少等因素严重妨碍了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各种经济及工业政策。 

因此，它认为考虑刻全球经济环境及可能的未来发展，宜乎严格审查并仔细研究制 

造业结构。

3 1 6 、经社会注意到虽然亚太经社会区域有几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发展方面 

已取得显著进展，但在科技、技术革新以及有效采用进口技术方面的进展仍然相当 

有限。

3 1 7 、经社会认识割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国家已制订有关吸引本国和外国私 

人投资的措施，以加速本国工业和经济发展的步伐，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强体制和提 

供掌握适当技术的工作人员。

3 1 8 、经社会对本区域某些国家在工业发展和出口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并 

改变了制造业的结构表示满意,t 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严重依赖农用工业。 因此, 

后一组国家必须加强努力，通过改良技术来积极加工本国的原料和产品。

3 1 9 、经社会认为預 期 在 1 9 9 0 年代在工业生产的技术发展、进入市场、 

价格结构和资本流量方面将面临更多的障碍。 因此，亚太经社会区域发展中国家 

个别地和类体地应设法早日预測这些情况，安排进行更多的工业合作。

3 2  0 、经社会请秘书处对工业改革过程进行进一步研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 

的短期和长期出口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相对工业优势和前景。 研究还应涉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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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的可能性，工业互相补充前景，以及发展中国家间工业和技术合作的其他措 

施。

技 术

3 2 1 、经社会注意到，要迅速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科 

学技术应用于发展 .因此，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在技术领域开展了广泛的活动，并 

核可了这些方案的大方面 .经社会指示秘书处继续开展这些领域中的工作 .一 

些代表团赞赏地注意到，这些国家受益于各种技术援助方案，并请秘书处在若干领 

域里继续提供援助，包括新兴技术.科学与技术政策和规划人力资源开发以促进技 

术进展以及技术转让.

3 2 2 、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经社会强调，有必要进行区域合作，以发展关 

于提供人力的机制或体制，应付成员内迅速变化的国家技术状况，尤其是新兴技术领 

域，例如纤维光学，新工业材料、生物技术、信息学、微型电子，等等。 它促请 

秘书处开展适当研究，确定进行这些合作的可能形式。

3 2 3 、经 社 会 还 赞 扬 秘 书 处 在 标 准 化 和 质 量 控 制 方 面 的 活 动 ，并 

强调有必要在这个领域里在亚太经社会区域发展中国家之间交流经验，加强合作。 

在这方面，它 赞 赏 地 注 意 到 大 韩 民 国 政 府 愿 就 这 个 题 目 同 亚 太 经 社 会 合 作。 

于 1 9 8 8 年下半年在汉城充当一次培训班的东道国，并敦促秘书处进一步努 

力，在这个领域里向成员提供更多援助。

3 2 4 、经社会赞扬在技术地图册项目方面取得了进展，并注意到第一卷初稿 

已完成。它还强调指出.项目应尽早完成，同时亚太经社会在进一步开展下一阶段 

活动前，应努力有效利用地图册，把它作为决策工具。

3 2 5 、经社会强调传播本区域现有商业上可获得的技术方面资料的重要性， 

以便在本区域内促进并发展小型工业及发展咨询服务。 它也强调在本区域内发展 

顾问服务的重要性。 并呼吁秘书处采取适当步骤，尽快编纂并广泛传播这些资料。 

在这方面，它注意到印度政府重申有意分享其咨询服务中心资源，并愿为举办一次 

关于咨询发展的区域研讨会提供东道国便利。

3 2 6 、经社会感兴趣地注意到， 1 9 8 8 年 3 月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由中国

8 2



和亚太经社会合办的关于促进及应用工业摩擦技术区域讲习班和考査团。 它赞扬 

中国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努力通过与亚太经社会合作举办区域研讨会，促进南南合 

作，并慷慨提供资助，使之成为可能 .经社会呼吁秘书处在这个帮域里继续向成 

员国提供援助，并动员力量，执行区域讲习班的建议.

3 2 7 、经社会接受越南表示愿意在 1 9 9 1 年在越南举办另一次关于工业摩 

擦技术的讲习班。

3 2 8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协调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科技促进发展 

活动政策准则的报告（E /E S C A P /6 0 7 ) .它认为这不仅适时，而且是朝着正确方向 

迈出的一步，因为它通过很多联合国机构，为区域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协调有效的 

服务。此外，经社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国家和区域一级协 调是重要的并强调有关联合 

国组织需要在中期规划和方案源算中载入旨在加强成员在获取和转让技术和科学技 

术政策制订与规划方面的技术能力的合办活动.经社会还强调，应当协调各个有 

关的科技活动筹资安排，并使之合理化 .经社会又强调，区域经社会应是联合国 

总部的执行机关，使之能够履行所交付的任务.

3 2 9 、经社会感兴趣地注意到成员国所倡议的各种活动，例如建立科学与技 

术基础设施、促进技术革新、制订战略政策以及颁布适当法律，促进发展当地科技 

能力•在这方面，确认成员在强调发展生物技术和遣传工程、计算机和电子学、纤维光学 

冶金学和新工业材料方面的工作 .经社会敦货加强成员国在这些领域中的合作 

努力，以提高意识，交流经验和资料，并 提 供 培 训 .因 此 ，经社会呼吁秘书处尽 

可能筹集资源，为成员国在这些領域提供技术锓助.

3 3 0 、在这方面，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在《亚洲及太平洋促进技合/ 经合生物 

技术和遗传工程机构名录》中提供了有用的资料，并请秘书处采取适当步隳，增订 

《名录》内容。

3 3 1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印度政府再次承诺同亚太经社会合作，于 1988 

年在印度举办一次关于发展粉沫冶金学的研讨会，并敦促秘书处就此事项采取必要 

步骤。

3 3 2 、经社会认为，向本区域最不发达国家转让适当技术能够在促进其全面 

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这方面，经 社 会 强 调适当和及时提供技术资料以促 

进吸收这种技术的重要性。 经社会促请秘书处发挥有效作用，按请求协调并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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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达国家传播这类资料。

3 3 3 .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通过在若干领域内举办国家培训班加强成员国技术 

鉋力，这些领域包括许可证谈判和技术转让安排以及大阳光电系统。 由于这些领 

域对发展中国家努力建立本国科技能力具有重要性，经社会请秘书处今后继续提 

供这类服务。 越南代表团请秘书处协助在1 9 8 9 年举办关于许可证谈判和技术 

转让安排的国家培训班.

3 3 4 、经社会注意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需付出高昂代价以外汇换取能源的问 

题。因此，经社会充分支助秘书处旨在促进在国家一级节能工作的方案。 不过它 

强调有必要继续传播有关本区域各国节能工作的资料.并要求秘书处便利这类资料 

的提供。

3 3 5 、经社会注意到菲律宾对秘书处的许多活动特别感兴趣，尤其是对新兴 

技术领域以及城市废物利用的研究、发展和示范项目方面的活动。

3 3 6 、经社会感兴趣地注意到，教科文组织在类似领域中正开展方案 .例如 

新兴技术，技术研究和髙级技术教育，并赞扬该组织表示愿在这些领迪中同亚太 

经社会合作.

人类住区

3 3 7 ,  经社会核可了 1 9 8 7 年 9 月举行住房战略区域讨论会作为《无家可 

归者收容安置国际年》的后续的建议 .经社会特别强调成员国应认真审议“人类 

住区新议程”.该项目确认人类住区为发展构架 .它赞赏地注意到若干国家，特 

别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把人类住区纳入经济生产部门的组成部分. 

它还强调必须按照大会第4 2 /1 9 1 号决议的“到 2 0 0 0 年的全球住房找略”并念 

及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制定国家住房战略 .该项决议的附件指出“联合国各区 

域委员会应在各自区域鼓励和协助制定住房战略并交换这方面的资料”.

3 3 8 、经社会注意对人类住区发展常规战略的目标仍未实现，以及一个建立 

在促成战略的运用之上的新办法的出现，促成战略包括奖励办法的提供以及对政府、 

人民和资源之间关系的新理解. 它促读各国政府按照人类住区的新议程和全球住 

房战略的指导方针制订和推行住房政策，并且采取一套办法，支助促成战略， 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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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更有效的综合发展• 经社会强调在制订住房政策时应适当确认就业和创造收入 

的重要性，以增强提供住房的能力，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的经验就是例证B 经 

社会强调住房战略应促进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伙伴关系.住房则由个人和私营部门负 

责提供，并由政府通过逐步实行的立法和奖励办法来推行战略。 它请秘书处监测 

这些趋势并就应予推行的适当战略通过咨询服务、资料传播和人力资源开发向成员 

国提供意见.

3 3 9 、经社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到2 0 0 0 年的住房战略的第2 6 8 ( XLIV) 

号决议。

3 4 0 、 经社会鼓励各国政府显示出其决心，办法是掌握与住房过程有关的因 

素：使土地的交出更有效率；促进培训；促进适当建材的使用；建立地方财政机构； 

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提供基本设施和服务；提倡社区组织；与私营部门进行适当合作； 

提供关于把住房同文化背景关连起来和考虑到空间方面问题的规划架构.移民的 

压力对大城市造成不少问题，经社会建议政策应旨在建立具有足够就业机会的农村 

中心和中型城市、支助性基本设施和类似的城市服务.它请秘书处在这方面协助 

成员国，还赞赏推广正在执行的由荷兰援助的农村中心规划项目，认为这样做很 

有价值.

3 4 1 ,  在土地的关键領域，经社会指出必须审查政府政策和研究津貼问題， 

以使穷人能移获得土地，兴建所有权得到保障的住房.土地登记手续还必须简化. 

在这方面，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已完成对大城市边缘土地发展可资比较的深 

入研究并预定1 9 8 8 年 6 月在曼谷举办讲习班.讨论该项讲究所涉致策问题。它 

感谢日本政府提供财政支助.它赞赏地注意到巴基斯坦政府所定到1 9 9 0 年 3 

月向低牧入群体提供 2 2 0 万块地的指标.并且朝着该指标所取得的实际进展令人 

满意.它建议应提倡在规划、土地登记等方面应用电脑等新技术。

3 4 2 ,  鉴于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经社会认为培训、砑究和資科传播是所 

有人类住区活动一些普遍的方面。 经社会建议秘书处举办人类住区培训和技术援 

助方案，以便根捏“技合 ”概念在国家和地方等级交流知识和提高技术和管理能力。

3 4 3 .  经社会注意到各国政府应采取的积极促送措施的领域包括：促进新技 

术 引 进 的建筑法，修订不合时宜和不适当的条例，以便能够发层当地建材工业， 

滿足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要。 在这方面，经社会赞赏秘书处在德意志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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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援助下所执行有关提倡新穎适当的材料和技术的活动 .并且促请继续进行这 

些活动，在国家一级向参加的男女大众提供培训。

3 4 4 、经社会认为在建立社区住房资助制度和公私财务机构更密切联系方面 

大有可为，以使穷人能得到住房资金，并赞赏秘书处致力于组织研讨会兼实地考察,

审查和制订住房资助及信贷的新办法。 它髙兴地注意到1 9 8 8 年 3 月在孟加拉 

国举办为期五天的研讨会兼实地考察已取得成果，并感诺G ra m e e r银行和孟加拉 

国政府提供当地设施，以及荷兰政府的財政支助.它建议以国家培训研讨会的方 

式继续这方面的工作.它还喜见法国表示有兴趣支持有关低收入家庭的新社区住 

房资助和信贷制度以及应用配合当地条件的最新组合单元协调等活动。

3 4 5 、经社会感谢名古屋1 9 8 7 年 7 月主办第二届亚洲及太平洋人类住区 

发展地方当局大会。 它核准建立人类住区管理地方当局区域网的《名古屋宣言》. 

区域网的创始成员是2 6 个地方当局、非政府组织及机构。 它赞赏地注意到大韩 

民国汉城和釜山有意参加区域网。 它核准了1 9 8 7 年 6 月在日本横滨召开的人 

类住区管理地方当局区域网参加机构第一次工作组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工作方案， 

并感谢开发计划署对区域网的各项活动提供财政支助。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剖在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区域网成员城市和组织已采取的主动，根据“技合”基 

础在区域网内主办和资助各种活动。 它促请各国政府协助和促使在本国的区域网 

成员举办、执行和参加这些活动。

3 4 6 、认识到妇女在人类住区方面可发挥的关键传用，经社会又赞同秘书处 

强调社区参与是促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还确认社区组织对提供住房所作的 

贡献，并建议秘书处在其人类住区活动中继续纳入有利于男女大众的人力资源开发 

要素.

3 4 7 、 经社会强调非政府和社区组织在改善地方和基层人类住区生活质量方 

面所起的基本作用。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主要在技合基础上，努力在同那些与人们 

一起解决低收入住房和住区发展问题的非政府和社区组织之间举办交流方案和实地 

考察，并感谢日本政府慷慨捐助5 0 ，0 0 0 美元，进一步加强为非政府组织和社 

区领导人举办的人类住区领域的交流方案 .经社会喜见秘书处计划在 1 9 8 8  

年 6 月举办一次非政府组织讨论会，并建议迸一步扩大这些活动，同时，敦促各国 

政府支助非政府组织为同其他方面交流经验而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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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8 ，在无家可归者收容安置国际年的范围内，一些国家已开展改善住房的 

主要方案，其中包括：孟加拉国制订综合国家人类住区政策，及其为无住房者提供 

住房的国家方案，即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中国在2 0 0 0 年提供充分住房的目标, 

该国成功地限制了大城市增长并促进中小城市和城镇增长；印度拟议中国家住房政 

策的提议，包括发展专门性住房资助系统以及其在农业与工业废物的基础上建立泥 

土建筑和技术及新建材的进展；印度尼西亚的人类住区发展政策是为了促进政府和 

非政府机构、正式和非正式私营部门、合怍社和社区集团包 括妇女联合起来，参加提供住房 

工作。巴基斯坦近期制订的国家 人类住区、住房和城市管理政策、基本建设发展 

的建筑守则和手册以及建立国家住房管理局；斯里兰卡的百万住房方案把人民置于 

发展过程的中心.通过最少的国家千预和最大的支助.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创立了新 

的关系，并让社区内群体作为承包商；泰国促进新兴部门、非政府组织、社区集团 

和合作钍，并拟议修订住房标准和土地开发条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最近颁布了 

土地使用和管理法.

3 4 9 、经社会确认教科文组织在低成本住房和保持住房传统价值方面的不断 

努力，赞扬该组织对亚太经社会/ 国 际 建 筑 调 查 研 究 与 文 献 委 员 会 / 材料和 

结构试验研究实验室国际联盟于1 9 8 7 年初在曼谷合办的关于低成本住房建筑材 

料讨论会所作的贡献.

3 5 0 、 经社会注意到孟加拉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在人类住区领域向 

其提供援助的请求。

关 于 预 測 、规划和发展技术人力资源的第 24 7（ (XL I I) 号决议和关于亚

太经社会国家与区域人力资源开发行动计划：技术问題的第2 5 6 ( XL I I  ) 号

决议的执行情况

3 5 1 .  经社会面前有第 E/ E S C A P /6 0 8  号文件.

3 5 2 、经社会对秘书处就执行经社会第四十二届会议通过的关于人力资源开 

发的各项决议所进行的各项活动表 示 满 意 .它 认 为 1 9 8 7 年 1 1 月 至 1 2 月在 

中国举办的关于预測、规划和开发人力资源以促进技术进步的区域研讨会是适当而 

适时的，研讨会讨论了以下主題, 技术与发展；新兴技术及其对新技能需求的影响; 

规划和发展技术人力资源；预測技术人力资源的方法；人力资源开发的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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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3 、经社会认为，研讨会的结论是重要的，它强调单靠正规教 育 难 以 满 足  

发展中国家培训和技术需要，但这一点还需进一步审议 .经社会认为，本区域若 

干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方案执行工作是零散的，这使得技术资料结构不平衡，因此， 

需要有国家一级的协调方法。 经社会还注意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朝着更广泛便用 

新兴技术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微型电子、信息学、生物技术、新工业材料和遺传工 

程，这些在人力资源开发中需要有新方法和战略。 经社会认为，这些新的現代技 

术代表着旨在改进产品和生产力的进展，它们对新技能和专门知识的需要和产生具 

有重要意义。

3 5 4 ,  经 社 会 原 则 上 核 可了研讨会的建议，同时强调 ，在改进人力资源 

规划和预測方法中应加强区域合作措施。 经社会还建议，应进一步努力通过以下 

人员的互访，分享经验：( a )科技人员；( b ) 技术领域培训教员；（c ) 技术教育决 

策人.

3 5 5 、经社会还认为，有必要举办企业管理能力发展的区域讲习班，制订技 

术人力资料系统，并提供人力预测和全面人力资源规划数据库改迸工作的技术和咨 

询服务.

3 5 6 、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根据拟议的人力资源开发综合行动计划编制一系列 

人力资源开发促造技术进展领域中的项目提议.经社会强调，应促进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并由亚太经社会发挥催化作用，在三方基础上开展这类活动 

经社会还促请秘书处在制订并执行这类方案时同其他联合国和国际机均保持密切合

作.

3 5 7 .  经社会赞扬中国政府在举办研讨会方面向秘书处提供慷慨援助。

3 5 8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在执行关于人力资源开发行动计划：技术方面的亚 

太经社会国家与区域倡议的第 2 5 6  ( X L I I ) 号决议所开展的各种活动.

3 5 9 、经社会认为， 1 9 8 7 年 1 0 月 1 9 日至1 1 月 6 日在汉城举行的涉 

及 技 术 与 发 展 ；技术与人力资源开发；大韩民国技术和人力资源开发；日本技 

术与人力资源开发的促进技术与发展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技术讲习班是一个绝无 

仅有的机会，使高级和中级决策人能够熟悉整体人力资源规划和技术发展的新概念 

和方法。 经社会赞扬讲习班广泛讨论了在开发人力资源促进技术进展方面进行经 

合 / 技合的可能性。 接触大韩民国和日本在开发方面的经验被视为对本区域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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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3 6 0 、经社会还强调，在今后这类活动中，秘书处应通过尽可能利用发展中 

国家现有专门知识和体制设施，在发层中国家同幵展更多的经合/ 接合.

3  6 1 ,  经社会请秘书处根据讲习班的建议，开展后续行动， 经社会赞赏地 

注意到，日本政府和大韩民国表示愿意为执行后续行动提供可能的援助.

3 6 2 ,  经社会敦促应在三方基础上举办这类方案， 经社会还请秘书处加强 

努力，尽量争取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

3 6 3 ,  经社会赞扬日本政府和大韩民国慷慨援助举杰讲习班.

环 境

3 6 4 、在环境方面,经社会收到了 E /ESCAP /592和E/E SC A P /609号文件a

3 6 5 .  经社会决定于1 9 9 0 年召开一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部长级环境会议, 

以审查本区域的环境状况.审查环境管理方面的问题和展望，审议长期环境问题， 

并为加强区域合作建议送一步的措施.及为改善生活和环境素质建议应做的工作。

3 6 6 ,  经社会一般 赞同所建议的环境问題部长级会议的时间安排和议程。但 

是，若干代表团建议将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筹资机构的作用列入有关区域合作的议程 

项目内 .一些代表团认为秘 书处应当进一步与各国政府协商，以便为会议编制一 

份结构完善的议程.至于召开这类部长级会议的频率，一些代表团认为它们只应 

在成员国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召开.

3 6 7 . 经社会称赞秘书处主动积极地编写了第二个区域环境状况报告.经  

社会认为该报告应当以更加全面和新近的资料和数据为基础，提交 1 9 9 0年部长 

级会议.有人建议秘书处应当编写报告的提钢草案.向成员国政府分发，供其评 

论和建议 .另有人建议，应当对今后1 5 —2 0 年的环境状况和趋势作出更加具 

体的推測.这样便可以建议出明磅的政策指导方针和酝酿成熟的措施。 在这一方 

面，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法国政府为編写第二个区域环境状况报告提供的支持。

3 6 8 . 关于合乎环境要求面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经社会欢迎世界环境与发 

展委员会的报告和联合国大会关于这一主題的第4 2 /1  87号决议，经社会认为改善 

生活素质的目标与轻要一个下列发展程序是密切相关的，即从长远观点来看是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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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确保各国有能力满足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适宜的目甫需求,面同时不牺牲今后世 

代的需要的发展程序.经社会费同世界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载的主要调查结果相  

议，并表示支持秘书处对区域后续活动所作的努力，同时注意有必要继续同环境规 

划署取得密切协调以免重复.在这一方面经社会建议，根据世界委员会的建议， 

亚太经社会的任务、政策和工作方案应当根据持久发展的需要来审査.有人建议 

为第四十五届会议选定一个主题可以有机会让亚太经社会把这个重要的多学科办法 

列入其总的工作方案内.据此，经社会促请其成员和准成员通过一个合乎环境要 

求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咯，并建议进一步加强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中的环境问题. 

经社会一致通过了关于通过和执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对环境无害的持续发展的原則 

的第2 6 7 (  x l i v ) 号决议。 两个代表团告知经社会，它们在大会通过该决 

议时已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中所载的某些建议发表了见解.

3 6 9 , 经社会认识到持久发展方面政治利益及了解的重要性，并建议秘书处 

与国际议会联盟密切合作，为该区域的议会成员组织各项活动.

3 7 0 . 经社会表示支持亚太经社会/ 开发计划署的亚洲及大平洋沙漠化控制 

研究和训练中心区域网（沙漠化控制区域网）项目，该中心是因1 9 8 6 年 9 月举 

行的政府间会议的建议，以及经社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决定而设立的。 经社会感 

兴趣地注意到目前正在有关的国家政府、开发计划署和环境规划署的密切合作和支 

持下进行的沙漠化控制区域网项目执行的进展情况.经社会对开发计划署向执行 

沙漠化控制区域网项目提供初期经济支持表示赞赏.并促请开发技划署链续支持一 

项处理该区域最严重的一个环境问题的项目.经社会并得知为纪念1 9 8 8 年为 

亚洲和太平洋植树年而举办的活动。

3 7 1 ,  若干代表团表示有兴趣参加沙漠化控制区域网项目，并通知经社会为 

响应经社会建立沙漠化控制区域网和纪念1 9 8 8 年亚洲和太平洋植树年的决定而 

进行或建议进行的具体活动。 苏联代表团表示愿意在阿什哈巴德主办第一届区域 

咨询会议。 该代表团还告诉经社会已在1 9 8 8 年 4 月下旬将在苏联主办一次关 

于沙漠化的机构间工作组的会议， 越南代表团表示愿意主办一次关于沙漠化、砍 

伐森棘和森称土地流失问题的区域性讨论会兼研究访问，并建议这类活动的国际资 

金应当由沙漠化控制区域网项目提供。 印度代表团告诉经社会.该国政府愿意为 

有关控制沙漠化活动的地方政府官员主办一次训练学习班，将于 1 9 8 8 年与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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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社会联合举办。 泰国政府则表示愿意为主办关于土壤保护、土地改良和遥感应

用的训统、研究、示范和研究访问提供东道便利。

3 7 2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表表示严重关注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沙漠化问题日 

兹严重，他说，这就是沙漠化控制区域网项目得到高度优先重视的根据，开发计划 

署为此项目提供了达4 0 万美元的方案支助，来补充已由参与国政府为执行项目第 

一阶段认捐的捐款。

3 7 3 ,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1988年 1月在曼谷举行的亚洲传播媒介和环境区域 

会议。 它认为这次会议不仅在提高新闻记者对环境的认识方面并且在传播世界环 

境和发展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所提建议方面都成绩斐然。

3 7 4 ,  经社会欢迎成立亚洲环境新闻记者论坛。 它还感兴趣地注意到本区 

域一些国家成立了环境新闻记者全国论坛，以及不久将在其他国家成立这类论坛的 

可能性。 经社会认识到新闻界在提高公众对环境领域的认识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并建议亚洲环境记者论坛、各全国论坛和亚太经社会之间进一步进行合作。

3 7 5 、亚洲环境新闻记者论坛的代表向经社会汇报了该论坛的目标，各项正 

在进行的和计划进行的活动，例如资料交换和培训方案，以及环境新闻记者在本区 

域遇到的困难等。 他敦促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包括亚太经社会，提供合作和援 

助，特别是在初期，直到论坛能够自给自足为止。

3  7 6 ,  经社会强调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并满意地注意到在本区域一些国家展 

开的有关这个主题的种种活动。 它建议秘书处展开这方面的活动，除了为教师和 

训练员编写环境教育课程外，特别要编制小学和中学水平的类似课程。

3 7 7 ,  孟加拉国代表团感谢亚太经社会提供支助，为孟加拉国制定沿海环境 

管理计划。 在这方面，该代表团请秘书处提供更多援助，用具体项目的形式开展 

沿海环境管理计划所提各项建议的后续活动。

3 7 8 、菲律宾代表认为必须保护该国的海洋环境和有关的生态系统，同时要 

求秘书处为菲律宾制定各项沿海环境管理计划提供方案支助，并表示有兴趣接受工 

主和海洋污染管制方面的技术援助。 他还说新近在马尼拉成立的区域红树林资料

网可以算是朝向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廹立一个红树林研究活动网的第一个步骤。

3 7 9、经社会对臭氧层损耗、海平面升高的问题表示关注，建议在提议的部 

长级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以期制定各项区域战略并为处理这些问题作出投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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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促请各成员和准成员支持《关于损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经 

社会还建议秘书处监测和注意关于海平面上升和臭氧层损耗的全球调查研究的进展 

情况，并通过《亚太经社会环境新闻》向各成员国报告这些情况。

3 8 0 ,  经社会强调指出环境影响评估作为规划程序的必要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并促请与环境规划署密切体调以避免重复。 在这方面，经社会感兴趣地注意到荷 

兰代表团提供的关于环境影响评估国际独立审计委员会的资料。 它满意地注意到 

荷兰政府已作出财政承诺，以开展各项发展项目环境影响评估区域调查研究工作. 

它还赞扬日本政府宣布在1 9 8 8 年提供89,0 0 0 美元的预算外捐款，用以资助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有关合乎环境要求的规划工作的中级行政管理人员培训项目。

3  8 1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提请经社会注意经社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对于 

在亚太经社会区域使用化学武器及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表示的关注（见 E/ ESCA P/ 

5 3 6第 43 2 段 ）一直未受重视.最近仍未受到重视，以望请经社会就环境方面的这 

种影响进行技术研究。 该代表团就此议题提出一项决议草案。 经社会主席在听 

取了决议草案非正式工作组主席的报告后，注意到工作组对于关于“在亚太经社会 

区域使用化学武器对其环境的影响”的决议草案的审议工作袭明，工作组对此事项 

缺乏协商一致意见。 此外，根据有关代表团对亚太经社会审议决议草案的职权范 

围所提出的问题，经社会主席说，由于工作组就此没有协商一致，有关代表团在全 

会上有三个选择：( a )收回决议草案；( b )努力寻求进一步行动；或( c ) 不努力寻 

求进一步行动。 有关代表团随后宣布，该团将不收回决议草案，但同意第三个选 

择。

3  8 2 ,  经社会认识到必须转让有关的环境技术和发展安全处理工业废物的适 

当技术。 它建议秘书处多加注意与大气污染和海洋污染有关的各种区域环境问 

题。 这类活动可能包括鉴定长期污染物及其影响的区域调查研究，以及交换有关利 

用科学模式的预测技术的专业知识和资料。

3 8 3 、一些国家代表团对于秘书处提供的技术援助感到满意并表示感谢，同 

时请秘书处继续向感兴趣的各囯政府提供所需的援助，特别是在培训行政管理人员 

和政府官员，环境影响评估，城市、工业和海洋污染管制，沿海环境管理以及提供 

公众对农种环境问题的认识等领域，尤其是由于财政限制因素影响到执行这个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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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方案的积极性。

3 8 4 ,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的环境协调股在本报告审查期间进行的工作，尽管 

在经常预算上受到资源限制。 在这方面，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各捐赠国家和机构, 

包括日本、荷兰、挪威和开发计划署，提供的预算外援助。

3  8 5 . 经社会重申同联合国其他机构，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进行的合作和协调的重 

要性和效益.它建议在长期性全球环境问题方面同环境规划署进行合作特别有益. 

例如在有关臭氧层损耗和海平面上升方面进行的合作。

3 8 6 ,  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対本区域各项环境问题极感兴趣，并告知经社会，

卫生组织同亚太经社会之间在环境领域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 他特别赞扬秘书 

处召开亚洲新闻媒介和环境区域会议，并认为这次会议是就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 

所提建议而采取的后续行动的一个重要步骤。

3 8 7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代表告知经社会有关教科文组织展开的 

各项活动，特别是人与生物圈方案及其海洋科学方菜。

国际贸易

3 8 8 .  经社会面前有E/ESCA P / 6 1 0 号文件.

38 9 它 注 意 到 ， 虽然亚太经社会一些成员，尤其是本区域发展中国家 

普遍显示经济增长，但外部杯境继续不稳定，而且由于商品价格偏低、国际收支极 

不平衡和沉重的外债负担、净资本流入下降和贸易条件恶化等因素，各国的经济增 

长受到限制.

3  9 0 .  有人指出贸易冲突、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律持续遭到违反，以及越来越 

多地诉诸保护主义措施等因素正减缓本区域的发展步伐.

 3 9 1 . 经社会重申必须增强一个开放和自由的多边贸易体系，并确认为实现 

更大的贸易自由化而一直进行的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的重要性。它注意到若干国 

家就它们为重组其本国经济结构和改善其市场的进路所采取的行动所发表的声明。

3 9 2 .  经社会注意到农业产品的贸易在乌拉圭回合中的重要性，并希望对本 

区域生产国贸易有不利影响的该部门特定问题得到圆满调决， 许多代表团强调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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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使保护主义措施维持现状和回退，并重视切实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和优惠待遇， 

另外一些代表团提到必须就其他部门，例如服务、保护知识产权和贸易方面投资措 

施等达成协议， 它们认为这会促进乌拉圭回合的谈判.

3  9  3 ,  经社会注意到订于今年较后时间对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进行的中 

期审查，及在自由化谈判方面的进展会对本区域国家的贸易产生有利影响.

3 9 4 ,  考虑到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问题的复杂性的同时，经社会注意到亚太经社 

会在协助本区域国家进行关于服务业在经济中的作用的研究，吁 请 秘 书 处 向 本 区  

域发展中国家继续提供适当的技术和咨询脹务，并进行适当研究和分发对谈判有用和 

有关的资料，这使谈判方面的区域投入具体化.

3 9 5 ,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亚太经社会为执行1 9 8 6 年 6 月贸易部长会议作 

出的决定而进行的活动，并促请迅速地采取必要的进一步行动来充分执行《宣言 》中 

制成品贸易、技术转让、投资机会和联合企业方面的内容。

39 6，  经社会关切地注意到大多数初级商品价格继续偏低和不稳定的现象妨碍 

着本区域许多国家，特别主要是商品出口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发展.许多代表 

团赞赏地注意到亚太经社会进行的活动和通过目前的黄麻、丝和热带木材的合作安 

排所进行的活动.以及在商品方面利用扩大区域合作，着重揞出必须在贸发会议商品 

综合方案范围内研讨商品问题并强调早日建立商品共同基金的重要性•

3 9 7 、经社会注意到国际黄麻组织代表关于审查该组织所进行的工作的声明， 

它促请国际机构和捐助国向黄麻组织提供财政援助.它还促请秘书处继续向成员

国和区域商品共同体/ 协会提供另外一些技术援助和咨询服务.

3 9 8 、经社会认识到本区域发展方面区域内贸易增长的重要性，注意到根据《曼 

谷 协 议 》进行的第二轮贸易谈判第三届会议将于1 9 8 8 年 5 月举行。 经社会并注 

意 到 ，根 据 贸 易 部 长 的 决 定 ， 秘书处委派了一个高级特派团访问中华人民 

共和国、 巴基斯坦和泰国， 经社会促请更多国家加入协议，并注意到中国代表的.发 

言，即该国政府正在考虑参加《曼谷协议》的问题，而且该国将作为观察员参加即将 

举行的第二轮的会议.

3 9 9 ,经社会听取了亚洲再保险公司的代表的发言.他指出虽然有很多再保 

险业务正不断从本区域外流，但是亚洲再保险公司的承保再保险业务则通过亚洲及 

太平洋航空共同基金而持续增加。在这方面.它敦促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入该保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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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扩大其资本基础，使它能够更好地为本区域的利益服务。经社会认为，缺乏 

保险和再保险领域的技术知识是发展各国保险市场的障碍之一。因此它请秘书处同 

亚洲再保险公司合作举办训练班，为本区域发展中国家培训保险人员，并在这方面 

满意地注意到印度代表在发言中表示愿意提供有关设施，培训来自本区域发展中国 

家的人员.

4 0 0 .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在促进贸易方面的活动。它注意到在筹办1 9 8 8  

年 亚 洲 国 际 丝 绸 展 览 会 方 面 取 得 的 进 展 ，通过改进买卖双方的接触来 

促进丝及丝成品的贸易.它敦促秘书处继续尽量加强其促进贸易方面的活动，包 

括市场研究，更新贸易指南，为其他产品举办以商业为主的贸易展销会 .经社会 

注意到有些国家发现区域丝绸顾问小组的活动很有用，认为小组应经常召开会议.

4 0 1 ,  经社会注意到为亚太贸易商手册的编写工作取得了进展。它还满意地注意 

到曰本代表在发言中表示该国政府将提供更多的財政援助来完成编写工作。

4 0 2 、 经社会重申在国际贸易领域内仍然缺乏有技能的人力资源，并请秘书 

处在这个领域加强其活动，特别注意本区域最不发达国家的需要 .它注意到大韩 

民国代表的声明，即该国政府将探讨可能的途径以资助亚太经社会在国际贸易领域 

发展人力资源的项目。

4 0 3 、经社会喜见秘书处与中国亚训及太平洋国际贸易研究与培训中心， 

印度对外贸易研究所进行协商，这两国政府主动提供研究所的便利，以望制定一个区 

域培训方案 .它注意到贸易委员会将在 1 9 8 8 年 1 1 月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会议 

上进一步审议这一问题。

4 0 4 . 经社会认识到贸易资料的重要性，请秘书处加强这个领域的活动，并 

协助本区域发展中国家建立电脑化贸易资料基本设施.

4 0 5 .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在贸易促进领域进行的活动，并感谢荷兰政府为贸 

易促进活动的推行提供经费， 认识到这些措施作为扩展贸易的有致工具的重要性， 

特别是通过利用电子数据交换和自动数据程序处理这些最新的技术发展来扩展贸易， 

经社会促请秘书处以协助发展中国家采取适当贸易促进措施，包括培训贸易官员的 

方式，在这个领域进一步加强活动，

4 0  6 . 经社会注意到太平洋发展中岛屿囯家非常重视在贸易促进领域发展人 

力 资 源 ,并且这方面进行的活动已给它们带来极大的好处.注意到秘书处建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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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指广贸易促进活动的项目，经社会促请开发计划署和捐助国对秘书处在这个重 

要领域的活动给予全力支持 .事实上，这些活动应大大有助于削减国际贸易方面 

的文书工作的躲用，并使贸易得以蘼利遊行， 而又有成本效益。

4 0 7 ,  经社会注意到警遍优惠制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品的市场进悠，而且 

这些国家重视持续不断地推行这个优惠制。

4 0 8 .  经社会迸一步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间全球贸易优惠制的范围内， 7 7  
国集团目前就促进参加者之间的贸易合作的谈判仍在进行。

4 0 9 、认识到本区域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问题，经社会强调必须特别注意送 

些国家在发展和技术援助方面的需要。

4 1 0 ,  经社会进一步注意到内陆国家的特殊发展问题，并促请定期召开内陆 

国特别机构会议，以制定有关其发展和贸易扩展的适当建议和方案， 一些国家敦 

促为了向有关国家提供必要援助，加强联合国的内陆国特别基金.

4 1 1 ，经社会注意到亚太经社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及国际组织之间在国际贸 

易领域的密切合作，并吁请应继续进行这种合作， 它促请开发计划署和捐助国支 

助秘书处按照1 9 8 6 车 6 月在曼谷举行的贸易部长会议所作的决定而进行的活动,

以便能够完全执行这些决定.

自然资源和能源

4 1 2 、经社会收到了： 和E / ESCAP/ 593和 E/ESCAP/611号文件. 

4 1 3 、经社会核准了自然资源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的报告.

能源

4 1 4 、经社会称赞秘书处在能源领域内的工作，同时特别强调，秘书处对 

能源管理的部门需求分析办法以及能源计划的一致化是有利于所有与会国的重要主 

动行动。

4 1 5 、一些代表团对某些能源活动，例如无电学和其他方面的训练表示感澍， 

并表示将继续参如和支助有关能源的活动。 经社会注意到澳大利亚在煤炭开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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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能源使用方面的知识，有利于本区域内有兴趣扩大煤的使用的发展中国家。法 

国提出派遣一名能源管理和业务活动专家。

4 1 6 、 由于需要持久的发展，有人强调列入明确的环境考虑，而同时也强调 

继续需要其他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农村能源方案。 有人要求 I 9 9 1 年目前开 

发计划署经费周期结束后继续在这些方面提供援助， 一代表团还强调大规模采用 

最廉价系统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煤炭、天然气和电力方面。 另一代表团强调有必 

要对重新造林进行研究。

4 1 7 、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提出了能源部门人力资源和人力计划协调机构的建 

议，促请与开发计划署和劳工组织/ 亚洲区域就业促进组合作进行这方面的进一步 

研究。

4 1 8 、工作组区域合作的概念得到了支持，并敦促有效使用关于生物质、太 

阳能和风能的项目的结果。 在这一方面，蒙古要求在太阳能光电和风能方面得到 

进一步援助.

矿物资源

4 1 9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矿物市场条件总的有所改善，一些矿物和金属的 

价格也提髙了，这使本区域和全世界的采矿活动大大增加。 经社会促请.在将来 

的采矿发展中，应当鼓励对环境质量的适当关心，而且亚太经社会的工作方案应当 

反映这一点.

4 2 0 、经社会注意到亚太经社会区域的各国拥有很大的矿藏潜力，本区域在 

全球的矿藏生产量中占的比例也有明显增加 .但是，有人强调指出，采矿不但应 

当作为矿业发展的先驱，而且也应当是工业发展和土地佼用计划的规划工具，因此 

开采矿藏应当在各国政府的资薄政策中占重要地位，而且在资金和时间方面受到经 

常不断的关心和优先考虑.

4 2 1 、经社会注意到可以选用不同的政策来实现这一点。 在一些国家里， 

公共部门的努力使用得很成功.而另一些国家的采矿立法和鼓励办法则是为吸引私 

人投资而制定。

4 2 2 . 总的杂说，委员会建议在下个十年左右内建立总的资源基础的问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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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得到认真考虑，对于在资金上无法得到私人投资.或因为市场或其他条件无法得 

到私人投资的国家，亚太经社会应当缒续发挥其有用的促进作用，其方式是通过区 

域矿物资源开发方案提供直接援助或通过査明多边或双边援助进行实际开采项目.

4 2 3 ,  经社会赞赏秘书处在执行矿业部门工作方案中取得的实质性进展 .特  

别是在矿物资源开采和开发的各个方面所开展的训练活动.经社会特别称赞秘书 

处的髙度专业水平，及关于地层学和矿物资源的两套地图册的研究和出版质量、及 

关于本区域矿藏集中倩况和氢碳积累情况的新的丛书的质量.经社会感谢澳大利 

亚和苏联最近为这一丛书所作的宝贵贡就 .有人建议，秘书处应当编制一套地图， 

以反映本区域的矿藏情况，并便利对矿藏资源发展的长期计划.苏联表示愿意向 

秘书处提供将编制的地图清单。

4 2 4 ,  经社会支持区域矿物资源开发方案的进展，并赞赏地注意到印度尼西

亚在 1 9 8 8 年为支助方案而认捐15 , 0 0 0 美元，并便请其他成员和开发计划署 

也支助该方案。 经社会注意到日本将为关于超热型黄金的方案第一阶段提供

75, 000 美元。

        4 2  5 ,  许多代表团支持秘书处在都市地质学方面的活动，并建议亚太经社会 

寻求方式方法以保证在这方面继续提供 咨 询 嚴 夯 .它 们 感 谢中国和荷兰政府为沿 

海地区都市地质学的 .专家组会议兼学习班慷慨提供资金 .这一专家组会议兼 

学习班是1 9 8 7 年 9 月在上海由中国任东道国举办的.经社会便请秘书处为工 

作组的重要建议进行后续活动，这将使都市地质学活动必然进入下一阶段：增进地 

质科学家和都市计划工作者之间的了解和联系.

          4 2  6 , 经社会注意到，一些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在发展矿物资源和采矿方面取 

得了切实的进展，而且这些国家愿意并一直在与其他国家分享技术转让和人力资源 

发展合作方案的知识和经验。

          4 2  7、经社会赞赏地感谢一些代表团表示愿意主办和组织训练活动和工作组: 

中国表示愿意主办勘探太平洋周围地带火山地型地区贱金属和黄金的国际讨论会， 

以及关于小规模采矿和挖掘隧道的学习班，两项活动都将在1 9 8 9 年进行；印度 

表示愿意主办地质学家研究生培训班；苏联表示愿意在1 9 8 9年主办和组织关于 

现代采矿方法的学习班，及 1 9 9  0 年的矿藏勘探方面应用地球动力学分析的训练 

活动；越南表示愿意在1 9  8  8年主办热带地球物理勘探方法的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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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8 、 经社会感谢斐济、法国、印度、 日本、马来西亚、荷兰、苏联和开发 

计划署提供资金援助.并为各项训练活动提供东道便利及专家。

4 2 9 、经社会对秘书处在水资源方面的工作表示赞赏 .经社会特别称赞区 

域咨 询 人 员 特 派 团 、亚太经社会/ 台风委员会关于洪水分析和防止洪泛损失和管 

理制图的特派团，以及关于雨水收集技术及其在发展中岛屿国家运用的可能性报告

4 3 0 、经社会核准了关于防止都市洪泛损失和减缓这种损失的活动建议，并 

对执行这些活动表示坚决支持。 许多代表团表示愿意共同合作开展这一项目。

4 3 1 、经社会讨论了分享水资源的问题。 一个代表团大力重申其一贯的意 

见，认为应编写关于世界各区域分享水资源发展的报告，因为 “自然资源委员会第 

十三届会议所提出公正而公平的建议在经社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第 

十四届会议上并未遭到反对”。 该代表团指出“ 1 9 7 0 年在喀布尔举行的亚洲 

经济合作部长理事会会议所通过的《喀布尔宣言》支持这项提议的研究， ” 一个代 

表团极力支持这项研究，另一代表团表示赞成。

4 3 2 、若干代表团认为某些问题最适宜由有关国家来解决。 一个代表团大 

力重申其一贯意见，即编写报告的提议就属于这种问题，并促请经社会不要进一步 

审议该提议， 该代表团指出自然资源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 除其他外，在其报告 

中表示“没有得出经一致同意的结论”，并进一步指出“就分享水资源问题来说， 

既没有结论，又未取得一致意见”。 该代表团逐说：“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 

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亚太经社会的职司都十分重要，我们应认识到没有就这个问题 

取得一致意见的现实情况。 ”

4 3 3 、另一代表团促请经社会不要讨论未经一致同意的问题。 一些代表团 

注意到大家并未一致同意该提议。 许多代表团促请亚太经社会应继续以合作和协 

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 经社会决定目前为止，大家并未一致同意进行所提议的研

究。

4 3 4 、经社会对日本和苏联继续为亚太经社会的水资源方案提供经济支助表 

示感谢，共表示希望这种支助会长期继续到遥远的将来.委员会还赞赏地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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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愿意在水质监測活动得到必要的預算外资金后便主办水质监测问颗学习进.印 

度尼西亚重申建立国际水利局的建议，并再次提出在水利局建立后愿意成为其东道 

国，这一提议得到感谢和注意.

制图与遥感

4 3 5 、经社会强调卫星遥感对储藏管理和评价以及开发和管理自然资源、监 

测环境的重要性。 经社会指出这一技术现在在亚太区域得到普遍运用和接受，而 

且一些国家已经有了很好的遥感数据接收和分析设备。 经社会在这方面表示深 

切感谢开发计划署继续资助区域遥感方案，方案现处于第二阶段，并且在本区域遥 

感发展中发挥促进作用.

4 3 6 、经社会表示支持区域.遥感方案政策管理和財政支助工作组会议的调查 

结果和建议，特别是关于方案应在1 9 9 1 年后继续存在的建议，及方案应在亚太 

经社会的大局中作为经常方案的一部分继续开展工作。

4 3 7 . 经社会注意到目前正在执行遥感信息系统.它重申这一计算机化的 

信息服各很重要，但是执行这一部分工作不应妨碍遥感活动，这项活动反而应当加 

强.

4 3 8 、经社会认为秘书处有必要加强其执行制图和遥感次级方案的能力及 其 

支持区域遥感方案的能力，并请求探讨各方式方法，在秘书处内调拨一名专业员额 

为此次级方案服务 .

4 3 9 、经社会建议应当充分使用国家的训练施设，而且应当深入研究建立培 

训中心网的建议 .秘书处还应当推进研究访问，并让从事遥感的科学家互访。

4 4 0 、经社会对发展中国家取得遥感数据的费用日益提高表示关注，并要求 

秘书处研究帮助其成员国以合理的价格取得这种数据的可能性.

4 4 1 、经社会获悉，印度现在成功地发射了一个遥感卫星，并准备通过培训 

方案介绍其空间运用的经验.

4 4 2 、 经社会赞赏地看到了澳大利亚提出要在与其他共同主办国有适当的共 

同资助安排情况下，通过联合主办关于为农业一气象学和水利学运用遥感的培训课 

程 .及关于使用在澳大利亚研制的 “ MICROBRIAN”图象分析系统课程，向其他成 

员介绍其遥感和图象分析系统的经验。 经社会还赞赏地注意到印度尼西亚表示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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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主办 1 9 8 9 年关于地名研究的第二期培训课程.

海洋资源

4 4 3 、 经社会注意到1 9 8 2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多 

数沿海国家都对2 0 0 海哩地区宣布了主权，而这说明有必要改变沿海和航海国家 

的态度和政策。 经社会还注意到各国现在正在通过诸如专属经济区、 渔 业 和  

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开始使本国的法律和规则与公约相一致.

4 4 4 、经社会赞赏秘书处在海洋资源方案下作出的努力，即为使工作方案符 

合成员不断变化的需要，完成了派往亚太经社会有关国家的考察团工作。 它注意 

到一些特派团已完成工作，而太平洋考察团的又一方案正在进行中。 法国对这些 

特派团提供经济支助也得到了赞赏。

4 4 5 、经社会队识到有必要综合秘书处的海洋事务部门性活动，以便可成功 

地完成工作方案，向成员国提供其他组织不涉及的方面的具体问题的海洋事务和技 

术援助方面的综合政策计划问題的信息和咨询s

4 4 6 、经社会认识到秘书处在执行亚洲岸外矿物资源联合勘测协调委员会 

和南太岸外联勘协委会技术支助项目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它赞赏开发计划署对这 

些项目的实质性支助.

4 4 7、总的来说，经社会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方案表示赞赏，以及具体地还有 

关于海洋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的研究访问建议，和关于沿海氨碳生产机构学习班9 

经社会促请捐助国帮助执行这项活动.

人 口

4 4 8 、经社会面前有第E /E S C A P /5 9 1和E /E S C A P /6 1 2号文件。

4 4 9 、经社会在核可人U 委员会第五届会议报告（E /E S C A P /5 9 1 )时强调， 

甴于过去的生育率偏高和死亡率降低，本区域人口年龄结构有重大变化。 变化的 

年龄结构具有多重影响 .首先，育婴年龄妇女比例和绝对数目增长，这导致生育 

增长。 第二， 6 0 岁以上老人的绝对数目以及比例增加。 第三.劳动力人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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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绝对数目增加。 经社会敦促秘书处通过采取适当的研究、技术援助和咨询服 

务，协助成员和准成员处理出生率上升、老於人和劳动力人数日增 等 问 题 .经 社  

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人口变化对人力资源开发影响的研究的第2 7 2  (X L I V )号决 

议。

4 5 0 、经社会对本区域一些国家的嬰儿死亡率仍高表示关切，并强调降低嬰儿死 

亡率的重要性，以便延长平均寿命 .因此，经社会敦促秘书处就嬰儿死亡率及其 

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关系开展研究.

4 5 1 , 经社会认为，应在各国更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范围 内研究人口问 

題 .因 此 ，经社会强调有必要将人口问题纳入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中.经社 

促秘书处采取必要措施，查明1关键因素以及这种结合的适当机劁.

4 5 2 , 经社会注意到有入提出建议，要改善计划生育方案的效率 .这包括 

计划生育同保健相结合，发展地方一级自力更生方案，加强资料、教育和传播等宣 

传活动以及将服务扩大到较年青夫妇那里。 经社会敦促秘书处协助成员和准成员 

努力改进计划生育效力。

4 5 3 « 经社会注荩到，资料、教育和信息传播是有效执行囝京人口政策和方龙所 

，义，不可少的.开展这些活动也是为了促逬超出计划生育的价值，以加强家庭生活. 

并作玷人民的生活质量。认识到需要有一系列信息f铺^战咯、在人口资料编制者和用 

户之间建立联系，经社会敦促秘书处提供本区域在使用大众媒介和个人信息传播以 

提高意识和促进小家庭制的经验。 经社会还促请秘书处采取适当措施，协助成员 

和准成员剥订更有效的资料、教育和信息传播方案a

4 5 4 ,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开展研究努力并传播研究结果，以协助成员国制订 

玟策、发展方罢和执行与评价活动。 经社会敦促秘书处继结这些活动并扩大其范 

围.

4 5 5 、 经社会确认可靠的管理资料系统作为重要管理工具的重娶性。 经社 

会赞扬K•书处努力协助一些成员国改善计划生育方案管理资料系纥，并促请秘书处 

扩大活动范围，应要求为其他国京和领土提供类似摱助。

4 5 6 , 经社会确认非政府组织在处理人口问勤中发挥普重荽作用。 在这方 

茵，经社会查明了非政府组织目前的作用，这些组织使地方社区在人口活动方面实 

现自力更生 .经社会敦促秘书处 f办助成员和准成员制订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方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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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有效协调合作。

4 5 7 ,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执行了各种人口事项十分有用的短期和长期培训方 

案。 经社会注意到，这些工作被视为对国家方案有益。 经社会还注惠到，由秘 

书处举办的各汫讨会和讲习班是及时和非常必要的，这些活动需要继续下去。

4 5 8 . 经社会發赏地注意到秘书处在人口领域提供的技术援助.支助和咨询服 

务，并敦促秘书处继续并扩大.这些活动。

4 5 9 、经社会确认每十年召开一次亚洲及太平洋人口大会的重要性，因此核 

可了在1 9 9 2 年召开第四次亚洲及太平洋人口大会.它敦促秘书处采取必要措施 

为大会做好准备。

4 6 0 , 确认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在满足国家人口方累培训 人 员 韶 要 方 面 的  

重要性，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亚太经社会几个发展中国家慷慨地表示愿意在技合基 

础上同本区域其他国家分享其经社会和培训资源。 经社会再次肯定秘书处在促进 

技术合作活动中的促进作用，并敦促秘书处扩大愿意提供协助的范围，以包括促进 

方案经验交淀.知识转让和培训方袠。

4 6 1、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在发展本区域国家人口资料中心和网络中的作用， 

并满意地注意到亚洲一太平洋人口资料网（亚太人口资料网）继续发展。 后者是 

这类国家资料中心的分散区域网络.经社会赞扬亚太人口资料网和世界卫生组织 

(卫生组织）的卫生文件和图书馆和资料服务网的密切协调，并且进一步敦促秘书 

处加强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 盟 ）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分区域人口资料对 

口单位的合作.

4 6  2 .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在人口領域所办出版方疑的范和质量，尤其确认《亚 

洲一太平洋人口杂志》是本区域传播和利用人口数据与资料的笪要工具8

4 6 3 . 在审议关于人口分布和发展：对政兗决定的影响的第E /E SCAP / 6 12 

号文件时，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对本区域械市增长所作的全面分析。 它注意到，尽 

管过去二十五年中城市人口骤增，本 区 域 城 市 化 水 平 增 长 仍 然 较 慢 .它 认 为  

由于本区域大多数国家农村人口增长率仍髙，稍高的械市增长率仅使城市部分人 口  
发 生 了 微 小 的 变 化 ，

4 6  4 , 经社会注意到，城市化是复杂的问题，应结合社会及经济发展予以处 

理。 在这方面，经社会强调在人口、迁移和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联系的

103



要性.经社会敦促秘书处考虑到国家和分区域一级迁移和械市化方面的各种活动, 

并进一步研究农村发展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

4 6 5 、经社会对人口髙度集中于大城市和都市中心表示关切，并且注意到，

各城市中心人口增长对很多国家造成难题 .经社会强调，重要的是采取措施， 

阻止进一步集中，例如通过向城市贫民提供迁居补贴并在区域增长中心为其增加就 

业机会，鼓励城市向农村迁移.

4 6 6 、 经社会注意到，大体上，本区域很多国家考虑两大类人口分布政策：

政府采取旨在诱使国内人口迁移以及通过土地定居和其他揞施，有惠重斬.分布人口 

的直接政策；影嘀到自发迁移并且旨在改善械乡生活条件的间接政策.经社会还 

注意到，对于城乡人口均衡增长而言，综合农村发展是切实有效的战略.

4 6 7 , 经社会注意到，減小大城市，加强中等搣帀或提送农村发展的豉策如 

单柱执行，可能不会有效• 在这方面，经社会菪词，考虑到国家定居等级结祠的 

综合人口分布政策的重要性，并 注 意 到 人 口分布综合办法将锫要发展区域内和区域间 

运输和通信网。

4 6 8 , 经社会对秘书处研•究有关亚太经社会区域拭市化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所做的工作奈示满意•经社会注意到，秘书处的另一项研究将调查域市化社会问題以及 

城市化的宏观经济趋势和速度。 经社会建议，秘书处应蓝测本区域各国或地区的 

城市化进展情况，并为拟订关于空间分布政策和方案制定的指导方针.

4 6 9 , 经社会感谢荷兰政府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人 口 基 金 ）为扶行 

工作方案向秘书处提供的预算外支助。 鉴于成员和准成员对秘书处提俣的援助需 

求日增，经社会敦促捐助国和有关机相根据人口方案需要为其提供支助， 经社会 

爵意地注意到，印度、日本、大韩民国、联合王国和苏联政府表示愿意提供援助.

銃运、港口和内河航道 

洚洋部门发展：畀始区域策略选择项目

4 7 0 , 经社会面前有第E /E S C A P /3 I6号文俘。

104



4 7 1 、它再次表示关切本区域的航运和港口在动荡不定的供求情况下正 

在经历着深刻的结构性改草时期。 甴于本区域许多国家正面临在海洋部门作出重 

大的投资玦定，重要的是最好在掌握情况的基础上作出这些决定。 因此经社会赞 

扬区域策略选择项目，并赞成区域海洋策略好究的目的，除其他外，在于为较长时 

期的洚洋发层提俟管理工具。 经社会注意到由于最近在电子讦算机技术方面取得 

发层因而才有可能采用这个办法。 它赞成设立一个专家顾问组，成员包括各捐增 

组织代表和本区域选定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就研究工作的迸层情况向秘书处提供 

指导和咨询意见。

4 7 2 , 经社会感谢溴大利亚、 日本、荷兰、挪威、巖合王国等国政府以及 

开发计划署为研究工作所作的投入，并感谢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

4 7 3 , 经社会同意以下的建议：秘书处将第E/ E S C A P /6 1 6号文件关于项 

目架构的第1 0 段成果⑶改为“航运供应数据库以及符合贸易预测和港口能力并有 

助于进行国家菇队巍划的航运需要模型制作”。

4 7 4 . 经社会同意秘书处请各成员提名一个代表，通过他来沟通有关研究的 

问题，并协助收集下列领域的数据和资料：商品一级的贸易和国家经济增长预测； 

船队数据，特别是有关船队旗帜的比额以及船队发展计划的资料；海港数据，最好 

是商品、港口对港口一级有季节性波动的数据；内陆运输分配网包括基础设尥和港 

口腹地的概迷资料以及对运输分配费用做一些估计。

4 7 5 , 经社会注意到项目管理组19 8 8 年将访问本区域一些选定的国家， 

从事收集数据和政策评价的工作•

4 7 6 ,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苏联表示愿意在1 9 8 9 年主办本区域发层中国 

家感兴趣的航运主题讨论会，和苏联与贸发会议将在 I 9 2 8 年 5 月合办一个讲  

习班，为《联合国班轮公会行为守则公约》审查会议作好准备工作。

4 7 7 , 经社会感谢中国、法国和日本政府表示愿意继续对秘书处在航运和港 

口领域展开的各项活动提供援助，并感谢日本政府去年筹资主办两次研讨会.以及向航 

运、港口和内河航道司无偿提供两名专家.

4 7 8 . 经社会注意到海事组织代表就该组织改善国际航运的安全和防止船舶 

造成的污染的主要目标的发言.它还注意到海事组织向本区域各国提俱的援助， 

其中包括派遣专家0 、提供设备、培训研究金、教育资料，举办研讨会和诗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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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隹各种有关咨询服务• 经社会满意坤注意到海事组织绍续同 

亚太经社会进行全面合作•

在孟加拉茵设立区域内河运输中心

4 7 9 , 经社会面前有E / ESCAP/643号文件.

4 8 0  它认识到内河运瑜的重要性以及迫切需要发展适合本区域各国的 

经 济 和 狱 条 伽 这 类 运 输 粉 .在 这 方 面 ，紐 会 紋 船 发 刑 署 慷 慨 资  

助的项目以及开发计划署代表回答问题时的澄清说明，开发计划署的项目是使秘书

处 能 够 执 做 -歸 定 蹄 妓 ，从 触 作 力 本 践 重 要 运输方式之一的内河航道 

的重建工作上迈出了第一步，

4 8 1 , 经社会在1 9 8 6年第四十二届会议和1 9 8 7年第四十三届会议上 

一致赞成于1 9 8 5 年 1 1 月在曼谷举行的内河运輸专家会议报告建议的发展内河 

运输工作方案。 但是，经社会无法就在达卡设立区域内河运输中心达成协商一致 

意见，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缺少机构性支助，第二，联合国系统内的財政拮据 

和财政危机。 一些国家认为必须在该中心成立以前确保该中心将长期获得资助。

4 8 2 . 经社会在其第四十三届会议上建议秘书处对拟议中心和备选办法，即 

利用亚太经社会现有的资源或设立一个国家机构网的可能性，进行审议并提供咨询 

意见。

4 3 3 , 经社会注意到， 1 9 7  8 年经社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首次提出设立一小 

内河运输中心的问题，以达卡作为这个中心的地点是否合适已经在经社会1 9 7  8 
年、 1 9 8 0 年和 1 9 8 5年的特派团报告中予以审查.在这方面，经社会提请注 

意内河运输专家会议的报告所提的建议•

4 8 4 . 秘书处在答复该中心所起作用的问题时说，该中心的作用和功能已经在 

方案拟订鞠底团的报告中有所描述，其中还慨述了可加强和支助各国家机构的工作的 

一些项目。

4 8 5 、一个代表团指出，在达卡设立该中心确有必要，因为它是发展本区域 

内河运输和促进沿河居民福利所必需的。 就这一事项发言的许多代表团原则上都 

支持设立该中心.有些代表团赞成把它设在孟加拉国。一个代表团指出该国政府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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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该中心，另一个代表团指出倘若经社会决定设立该中心，该国政府将重新考虑 

有关支持该中心的立场。

4 8 6 、就此事发言的许多代表团提出了两个问题.拟设的中心在财政上是否 

能维持和是否需要审查设立该中心以外的其他经济有效办法。一些代表团认为，鉴 

于联合国系统目前的改革情况和财政危机，在就此事作出任何决定之前，应首先审 

查该拟设中心在财政上是否能维持。 基于这个原因，一个代表团对目前是否为设 

立该中心的适当时机深表怀疑。 一个代表团重申经社会的指导方针，即用于该中 

心的机制费用的财政支助应该是东道国和受惠国的直接责任，而捐助国只应承担方 

案支助。 一些代表团还指出，需要掌握更多资料，如有关该拟设中心的财政能力 

和成本效益，以及加强秘书处或采取建立网络的办法等。 经社会指出，需要就上 

述问题、包括落实资金确保该中心能够维持的问题专门进行一项研究，方能作出决 

定。 但是，秘书处提醒大家，要从事这样一项研究，就需要提供额外资源。 经 

社会敦促秘书处设法获得资金，以便进行这项研究。

4 8 7 、基于上述考虑，经社会决定，关于在孟加拉国设立一个区域内河运输 

中心之事一时尚无法取得协商一致。 但是，关于上述第 486 段中提到的研究， 

经社会请秘书处向第四十五届年会提出汇报，

运输、通! 和旅游

4 8 8 、经社会审议和接准了航运、运翰和通信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运输. 

逍信和旅游方囬）的振告（E /E S C A P /596  ) .

总体运给规划

4 8 9 、经社会指出总体运翰說划是一项重要业务，它把运输规划系统納入总

的国家社会一经济规划之内• 它认为应当参照社会一经济方面的问题对各项运瑜

投资项目和仗先，同其他部门的项目相比较，送行可行性研究 .在这个意义上，

经社会注意到有人建议应当为本区域各发展中国家制定有关最合理和最有效的运输

投资指导方针，因为在建适和发展运输基铀设嚴方面已经井将继续作出巨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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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0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大韓民茵愿意分享其有关的知识、资料和致据， 

并积极考虑在发层中国家间枝术合作的基姑上同其他国家交換这个活动鎮埃的合适 

专家 .经社会支持秘书处在“亚洲及太平洋综合运铪就划”项目下在这个鎮雀层 

开的工作.它还指出本区玆一些国家正在莸综合运驗规划迸行全国调查.

4 9 1 , 考虑到公路运输发展对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经社会支持轻书处在这 

个领域层开的活彭.它迈认为必须考虑公路运論发展在环境管理方面所涉的咸本 

效益问题，以作为中期和长期发展规划的一部分.

城市运输

4 9 2 、 经 社 会 极 为 重 视 城 市 运 输 规 划 问 题 。 它 赞 成 提 议 由 秘 书

处派遣一个筹备援助团前往调查亚太经社会区键一些选定的国家的城市地区的情况。 

它认为这是在应付械市运输危机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骧.经社会注意到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泰茵希望被列入提议的筹备团。 经社会还注意到有人建议尽決开始对适 

合于本区域一些特定城市未来的城市运論系统着手规划和发展工作。 考虑到有些 

类型的械市运输基础设施解决办法所需费用庞大，经社会注意到有人建议对廉价的 

大众交通方式给予特别考虑。 经社会指出正在为这个活动争取经费.

便利国际交通

4 9 3、经社会注意到有人建议秘书处将来应制定一个项目，在文件的费用和 

数量和解决国际运输的便利问题方面减少国际运输障碍。 它还认为秘书处应发动 

有关各方举行一次会议，讨论有关起草一份亚洲及太平洋机动车辆民事责任强制保 

险协定的一些细节.但是初步活动应限于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公路和公路运输

4 9 4 , 经社会特别强调改善农村公路基础设施以便进社会一经济发层，因为 

亚太经社会区域以农业为主。 农业公路建设和适当的养护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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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在这方面，经社会支持秘书处发展公路研究和培训研究所的活动，以作为人 

力资源发展方案的一部分。 它指出.整套录象培训是训练公路专家学习农村公路 

建造和养护技术的一个有效方法。 亚太经社会同劳工组织密切合作1 9 8 8 -  

1 9 8 9 年在印度、菲律宾和泰国制作1 2 套培训录象。

4 9 5 ,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正在开展的关于发展农村公路基础设施的新项目， 

旨在加强本区域选定的一些公路研究所的培训、研究和发展能力，以提供与扩大农 

村公路网和有关的运输发展相称的特定研究和训练投入.正在考虑由开发计划署 

向这个项目提供经费.

4 9 6 、经社会感谢中国政府担任1 9 8 7 钟 月 至 1 0 月举行的中国公路建造养 

护低费用机械化技术研讨会/ 实地考察的东道風并感谢苏联政府担任1 9 8 7 车 8 

月在沼泽、潮湿和千旱地区低造价公路建造和维修研讨会Z 实地考察的东道国。

4 9 7 , 经社会建议秘书处继续加强其在防止公路事故和公路交通安全方面展 

开的活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汽车数量增加，因而交通量也增加，公路事故发生率 

迅速上升 .迫切需要研宄防止公路事故的所有预防措施，并将最合适的措施在本 

区域推广.

4 9 8 、 在这方面，经社会感谢日本政府于1 9 8 6 年 1 0 月举办防止公路交 

通事故研讨会/ 实地考察.该研讨会的提议之一是促请各国政府成立权力很大的 

国家公路安全局来制定长期公路安全政策架构，以确保各有关机构之间取得协调， 

并为加强公路安全提供充分的预算支助 .它指出，印度政府已经在国家和邦一级 

成 立 了 公路安全局，对各项公路安全措施提供咨询意见，进衍监测和执行工作。

经社会还指出，联合王国已制定一项公路安全计划，打算通过这个计划在公元2 0 0 0  

年以前将交通事故减少三分之一• 秘书处可以索取这个计划的复印本。

4 9 9 、经社会注意到秘书处努力推动节省能源的措施，使用汽油和柴油燃料 

的代用品，选定压缩天然.气作为一科经济的保持环境清洁的代用品。 除 了 宏 观 经  

济利益以外，压缩天然气驱动的运输的好处包括较低的燃料成本，较低的毒气排放 

和维修少 .但同时也有一些缺点，例如改装费用较高，没有经验的驾驶员会遇到 

困难• 因此，经社会促请亚太经社会作为交换有关不同国家内使用压缩天然气的 

研究报告的交流所.

5 0 0 、经祍会强调扩大亚洲公路网并加以完成的重要性。 它敦促非亚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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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网成员国参加这个项目• 经社会赞扬中国要求将该国北京经武汉和广州至深圳 

的第 1 0 7 号国家公路列入亚洲公路网，并委托秘书处承担执行这个项目所必需的 

任务.

5 0 1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亚洲公路国家努力改善仍然处于低标准和由于交 

通增加而造成拥塞的路段。 它敦促这些国家改善亚洲公路，特别鼓励建造公路网 

的脱节路段》 经社会认识到秘书处在安排订正和出版六个亚洲公路交通图所作的 

努力，特别是 1 9 8 6 年菲律宾公路交通图最新版和1 9 8 7 年印度尼西亚公路交 

通图。

5 0 2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日本决定资助1 9 8 8 年在日本举办的关于日本 

收费公路系统研讨会/ 实地考察.

5 0 3 、经社会还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继续提供援助，向秘书处提供 

不拿联合国报酬的专家，以及在公路和公路运输领域向亚太经社会其他重要项目提 

供支助。

铁路和铁路运输

5 0 4 、经社会支持发展铁路和铁路运输的策略，作为处理本区域铁路问题的 

一个实际办法。 它满意地注意到无须采用高成本解决办法也可以取得进展。

5 0 5 、经社会注意到以下是本区域改善铁路系统效率共同关心的问题领域： 

( a ) 更好地使用现有资产和改善维修；

⑼铁路的重建和现代化及技术转让；

(c ) 人力培训；

( d ) 采用面向商业的措施以改善财政效益；

(e) 改善管理。

5 0 6 、经社会还认为铁路的现代化和改善应当按照有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来进行，并应优先考虑采用有成本效益的解决办法。 它指出综合铁路发展 

规划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领域，对本区域的铁路管理至关重要。

5 0 7 、经社会建议秘书处继续展开转让现代铁路技术的活动，其中包括：铁 

路电气化；采用电子计算机和自动系统来改善铁路的安全和作业效率；铁路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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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重载拖运业务等。 它注意到印度尼西亚要求亚太经社会协助制定一项印度 

尼西亚国家铁路电子计算机化总计划，巴基斯坦要求进行一项有关应用现代技术修 

复或改善发展中国家旧铁路桥梁的调查研究，马来西亚要求协助对该国铁路系统展 

开多式联运规划。

5 0 8 、经社会建议秘书处继续举办研讨会、实地考察、语习班湘培训班，作 

为培训和转让新的铁路技术的有效途径。 经社会感谢( a )日本政府在1 9 8 7 年 

1 0 月作为铁路在城市运输的作用研讨会/ 实地考察的东道国;提供一名长期专家;为 

于 1 9 8 7 年7 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的铁路讲习班、1 9 8 7 年 1 1 月亚太经社.

会派往斯里兰卡的顾问团以及1 9 8 8 年 3 月派往印度尼西亚的顾问团提供专家；

向 亚 太 铁 路 合 作 组 关 于 1 9 8 7 / 1 9 8  8 年铁路统计和资料系统方案以及 

亚太经社会要求执行的若干研究调查提供财政支助；(b )法国政府在1 9 8 7 年 9 

月和1 2 月提供短期铁路专家并表示愿意担任1 9 8 9 年镇路干线运输电气化研讨 

会/ 实地考察的东道国；( c )马来西亚政府为1 9 8 7 年 6 月至7 月举办的铁路讲 

习班提供东道国便利；(d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为在中国、印度尼西亚、斯里兰 

卡、泰国举办的铁路培训班提供一名铁路专家以及财政和专家支助；( e )苏联政府 

每年提供3 5 名研究金， 1 9 8 8 年 1 月至2 月提供一名短期专家；亚太经社会要 

求展开的若干研究工作；并表示愿意主办铁路综合发展规划研讨会/ 实地考察，连 

同 1 9 8 8 年 8 月至9 月亚太铁路合作组举办的环亚洲铁路，亚洲铁路总计划和国 

际铁路运输分组专家会议。

5 0 9 、关于环亚洲铁路和亚洲铁路总计划，经社会建议(a)更加强调发展邻 

国间的过境铁路交通；( b )更加注意发展铁路/ 海路联运路线，特别是在欧洲经济 

共同体和亚太经社会区域之间，而且这类项目在亚太运输和通讯十年期间应给予高 

度优先；(c)应更加强调发展欧洲与南亚各国之间以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 

国之间的铁路联系；⑻更多的注意发展集装箱运输。 经社会还建议，在处理环 

亚镜路项目的时侯，应着重强调现有铁路线的现代化和现有资产的最佳利用，而且 

对所有的个案的可能需求和费用，效益分析均应进行仔细的研究，特别是涉及大量 

资本支出的情况。 有一个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各国更加注重旨在实际改善国内铁 

路运输服务的项目而不是环亚铁路或亚洲铁路总体计划本身。

5 1 0 、 经社会感谢开发计划署对即将在1 9 8  8 年至1 9 9 1 年期间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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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系统现代化项目以及具有成本效益的铁路信号和电讯系统示范活动提供的财政

援助。

航空货运

5 1 1 ,  经社会注意到航空货运在亚太经社会区域许多国家继续迅速发展，并 

已成为重要的国内和屆际货运方式。 但是它注意到不是本区域所有的国家都从这 

个增长中得益。 内陆国和发展中岛屿国家最需要航空货运，但却没有多大进展。

5 1 2 、经社会获悉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合作下于1 9 8 8 年 1 月在尼泊 

尔举办了航空货运处理和管理研讨会.它注意到关于提议于1 9 8 8 年或1 9 8 9  

年在法国举办航空货运所涉经济问题研讨会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

5 1 3 、经社会注意到必须对现有设施容纳因改善航空货运服务而增加的贸易 

量的物质能力重新进行评价。 它还注意到有人建议推动亚太经社会各成员国 

之间交换航空货运关税规定的资料，以及印度尼西亚要求亚太经社会协助制定一个 

改善该国航空货运系统的计划。

5 1 4 、经社会注意到民航组织的代表关于亚太经社会区域航空货运发展的现况 

的发言。 它满意地注意到亚太经社会和民航组织之间在航空运输活动方面建立的 

和谐关系。

5 1 5 、经社会感谢法国政府向秘书处提供航空运输专家，感谢尼泊尔政府担 

任东道国，德意志联邦政府提供资助，在尼泊尔举办上述区域研讨会。

集装箱化

5 1 6 、经社会注意到集装箱在区域间、区域内和国内运输方面发挥着越来越 

大的作用。 它赞成采取综合办法来发展亚太经社会区域的集装箱运输，其中包括 

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开展的下列活动：

(a) 研究由欧洲到南亚和东南亚的内陆和铁路海路联运；(b)研

究国际标准化组织集装箱运输的潜力和限制，特别要注意到9 呎和

9 呎6 吋高的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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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研究本区域主要内陆集装箱运输线；

( d ) 研究集装箱转运技术以及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在本区域发展中国家应 

用这些技术的问题。

5 1 7 、经社会严重关注改变集装箱现有标准尺寸及增加其重量所产生的问题， 

这样做会迫使本区域许多国家作出大量投资。 它建议秘书处参照本区域各国的条 

件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并举办研讨会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5 1 8 , 经社会建议研究集装箱运输的发展的主要目的应当是向发展中国家提 

供关于对运输基础设施进行必要的发展或改进，例如桥梁、隧道、转运设施的成本 

资料，并就集装箱运输线提供意见和逐步发展高度超过8 呎 3 吋的各种类型的国际 

标准组织集装箱的运输。

5 1 9 、经社会认为各成员国可以在最初优先发展高度为8 呎 3 叶或 8 呎 6 吋 

的国际标准组织集装箱的运输设施，并斟酌情况，以促进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运输量。 

它注意到进行这些调整所需的时间和资源对这些国家是至关重要的。

5 2 0 ,  经社会建议秘书处应更加注意研究在当地服务使用集装箱运输的可能 

性，以作为本区域总的集装箱运输服务的一部分。

5 2 1 、经社会还建议秘书处研究集装箱在发展航空海运和航空铁路/ 公路联 

运所起的作用。

5 2 2 、经社会请开发计划署和捐助国提供财政援助，以执行各项有关的研究和各 

项改善基础设施方案。 它感谢法国政府协助展开有关环亚铁路标准化的研究，特 

别是集装箱运输的标准化问题。

电讯和邮政服务

5 2 3 、经社会注意到1 9 8 8年2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太平洋电讯发展会议所 

提各项建议，其中要求亚太经社会在本区域在政策层面釆取适当行动，以作为《缺 

少 环 节 》报告所提各项有关建议的后续活动.从而把电讯发展列入更高的优先顺 

序 ;区域和分区域合作；研究和发展方面的努力；共同标准和规格，集体采购和当 

地 制 造 设 备 .它 还 建议亚太经社会运用其论坛来强调必须发展和改善国家和区域 

电讯网以促进社会一经济的发展.经社会一致通过关于要求亚太区域采取措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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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讯《缺少环节》报告后续行动的第2 7 0 ( X L I V )号决议。

5 2 4 、认识到电讯和邮政服备是各个经济部门得以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经

社会认为应当将这些部门列入较高的优先顺序，尤其是在亚洲及太平洋运檢通信十 

年 （1 9 8 5 — 1 9 9 4 ) 期间。 经社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在这些部门存 

在的差距表示关注。

5 2 5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亚太经社会、 国际电联和亚太电联（亚洲及太平

洋电讯共同体)在展开电讯领域的活动方面努力进行协调和合作以避免重复.

旅游业

5 2 6 、经社会重申旅游业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日益重要作用， 

促请秘书处加紧这一方面的活动。 它强调了旅游业是赚取外汇和增加就业的重要 

手段.而且可以成为增进国际了解与友谊的有效工具。

5 2 7 、经社会赞同通过系统化评价旅游业的社会一经济影响来帮助发展中国

家改进其旅游业发展政策的基本决策。

5 2 8 、经社会认识到，对旅游业的严重障碍是对其产生的经济影响的范围和 

程度缺少资料.经社会请亚太经社会通过衡量旅游业的经济影响来加强亚太经补 

会对成员国的援助.

5 2 9 、经社会强调，认识旅游业的广泛作用以及其与运输和其他基础结构和 

各项工业部门的密切联系是很重要的.经社会认识到在处理旅游业发展问题中， 

有必要采取多学科办法.

5 3 0 、经社会核准了题为 “尽量增加旅游业发展的枓会经济利益”的项目， 

其中包括：

(a) 关于某些成员国旅游业的经济影响的个案研究和讲习班；

( b )  利用投入一产出分析衡量旅游业的经济影响专家小组会议；

(c) 关于促进旅游业的学习班；

(d) 研究旅游业发展问题，强调从旅游业中得到最大的社会经济利益；

(e) 出版亚太经社会旅游业评论刊物；

( f )  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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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1 、在执行上述项目中请秘书处将重点放在：（a ) 符合成员国特殊需要的 

实际具体国家项目；（b ) 数据收集和资料传播.

5 3 2 、许多国家表示愿意参与这些活动.经社会特别注意到马来西亚和泰 

国关于加入对旅游业的经济影响的研究这一要求.

5 3 3 、经社会还注意到，泰国要求亚太经社会在进行下列活动中提供援助：

在泰国研究和调查旅游业方面的统计工作；关于促进罗湾和安达曼海岛屿和沿海 

地区旅游的交通联系的研究.经社会还注意到越南关于发展旅游的咨询服务和其 

它技术援助的要求.

5 3 4 、经社会注意到在于1 9 8 7 年 7 月结束的工作安排下，与世界旅游组 

织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并通过亚太经社会/ 劳工组织旅游股与国际劳工组织保持了 

密切合作。 民航组织的代表强调了旅游和民航的密切关系。 经社会注意到民航 

组织愿意在涉及航空交通的亚太经社会旅游活动中进行合作。

5 3 5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苏联政府表示愿意主办1 98 9 年关于组织和计 

划国际旅游业的学习班兼研究访问。

5 3 6 、经社会感谢日本政府为将于1 9 8 8 年 5 月在曼谷举行的发展旅游管 

理学习班，及最后以不必偿付借用方式提供了一名旅游专家。 经社会赞赏该国政 

府 为 1 9 8 8 年 “尽量增加旅游业发展的社会经济效率”项目认 捐 158, 0 0 0 美元。 

项目包括一个关于宣传旅游的学习班，与 1 9 8 8 年在日本与“一千万方案”联同 

举办，后一方案计划在五年内将出国的日本旅客增加一倍。

5 3 7 、经社会感谢中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 日本、荷兰、苏 

联等国政府和开发计划署财务支助亚太经社会在运输和通信方面的活动。

社会发展

5 3 8 、经社会面前有E /E S C A P /6 1 7 号文件.它赞赏该文件所载关于亚汩 

及太平洋社会发展战略的背景以及执行在社会发展领域亚太经社会的其他任务的综 

合报告。 经社会核准了这些报告所载状况评价、意见和建议。

5 3 9 、经社会注意到尽营本区域经济几十年来约持续增长,但大親樣贫穷的 

问题仍未曾减少。 它关切地注意到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数有增而无减。 虽然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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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政府已采取措施来改善这个情况，但明显的是，鉴于本区域现行的发展战略，有 

关如公平分配、失业和有限制地获得基本社会服务的这些社会问题的当前趋势将难 

以扭转。 在这些情况下，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 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素质 

和生产及创造潜力—— 远未实现， 经社会关切地注意到这个情况会进一步恶化择 

会上如农村贫民、 年长人以及残疾人和本区域一些国家的妇女和青年等处境不利主 

要群体已被剥夺和易受危害的状况。

5 4 0 , 经社会吁请所有成员和准成员在社会规划中更密切注意社会发展，以 

保证发展的社会和经济方面同样备受重视，在这方面，它重申对制定到2 0 0 0年及 

其后的区域社会发展战略给予大力支持.它认为这项区域努力为规划和执行旨在 

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国家及区域活动综合方案提供一个广泛、协调统一的纲领、经 

社会满意地获悉若干政府对参加这项区域行动表示兴趣.

5 4 1 、经社会建议在制定区域社会发展战唂时应充分考虑到联合国大会、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社会发展委员会和亚太经社会过去所规定有关社会发展的许多任 

务所载的建议和决定.特别提到的是第三届亚洲及太平洋社会福利和社会发展部 

长会议的报告、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宣言、

雅加达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行动计划以及联合国有关此一主题的其他公约、 

宣言和决议所载的条款，经社会同意如第三个十年战略所突出的区域社会发  

展战略应强调必须在发展中结合个别处境不利群体并增进这些群体在社会正义的基 

础上充分参与的机会以望消除贫困。

5 4 2 、经社会特别重视区域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需要集中注意个别处境不 

利群体的情况，同时认为应从提高群众的生活质素更广泛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发展， 

而强调在全体人民充分积极参与的基础上提倡促进持续发展的自力更生原则.

5 4 3 、经社会要求秘书处保证有关制定区域社会发展战略和区域方面执行联 

合国和亚太经社会各项任务已规划和进行中的活动与雅加达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 

源开激 t 动计划完全相符和密切协调，以确保通过强力的协同而相辅的努力来取得最佳 

成果。 它还进一步建议在秘书处当前和未来的两年期工作方案中应反映出适当的 

方案更动，以确保这种协调。

5 4 4 、关于制定区域社会发展战略的筹备活动，有人建议被选定积极参与战 

略的国家应该大致是本区域普遍的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和情况的典型。 有一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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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要求一系列关于项目执行情况的定期进展报告， 考虑到社会发展过程多样化和 

跨部门的性质，经社会还促请艰书处保证在制定和执行战略方面与联合国系统所有 

有关机关及机构密切合作.

5 4 5 、经社会赞赏开发计划署有意为制定战略提供必要的财政支助， 它注 

意到该项目支助有助于各国政府在全面发展规划中纳入社会考虑，制定有效的政策 

和作出体制安排，以促进社会上所有群体的参与，他们既是发展过程的推动者，又 

是其平等受益者。 大韩民国代表团说它会积极考虑为在1 9 8 9 年主办战略制定 

区域讲习班提供实物支助的可能性.

5 4 6 ,  经社会强调分析社会发展问题和目前进行中的监测本区域社会发展情 

况的重要性.它赞同在秘书处的工作方案中列入关于家庭作用改变的研究，它认 

为家庭作用的改变对一般的社会状况和具体的生活质素的影响很大。 有人建议秘 

书处进一步加强其活动，以便在全面发展范围内促进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的进一步 

认识。 为此目的，它建议关于生活质素的区域调查特别有用，这项调查可在执行 

雅加达行动计划之前进行。

5 4 7 、经社会重视社会发展方面的区域合作活动，特别是研讨会、培训班和 

出版物，以加强社会发展政策和规划方面的国家能力。 在这方面，它期望编写一 

份手册，提供关于综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指导方针，并愿见到与社会工作学核国 

际 协 会 和 曼 谷 法 政 大 学 合 作 于 1 9 8 8 年在曼谷为高级及中级行政管理人员召 

开此主题的区域培训研讨会.

5 4 8 、在社会发展领域方面交换和传播资料的价值受到确认。 经社会赞扬 

秘书处在这方面的努力，出版《社会发展通讯》并维持定期修订的亚洲及太平洋社 

会发展数据库.它吁请本区域国家制定措施以保证在地方一级传播关于社会发展 

问题和方案的资料、并保证从事政策制定，规划和执行这方面的方案的基层工作人 

员可广泛获得这些资料。

5 4 9 、经社会强调必须向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提供技术援助，以加强公营、 

自愿和私营部门在促进本区域的社会发展方面的合作.它认识到非政府部门由于其 

与地方社区接触、把进社区发展和动员处境不利群体参与发展的能力，发挥着特别 

作用。 在特别注意到非政府部门的必要独立性的同时，也认识到它与公营部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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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0 、经社会注意到区域顾问就社会发展培训和规划提供的服务的价值. 

它请求把这些服务延续至1 9 8 9 年，以满足各国政府在评价自己的社会状况和改

进其社会发展政策、计划和方案方面对技术援助的不断需求。

5 5 1 、经社会赞扬社会发展司在促进行动计划制定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鉴于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广泛部门间方面包括社会方面的重视，经社会指出必须加强 

秘书处的资源，以便有效执行社会发展方案中新增的成分。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 

法国政府提供一名高级人力资源开发专家，负责协调秘书处在该领域部门间的活动。

5 5 2 、经社会赞赏秘书处致力于执行关于农村发展的社会方面的第2 5 2 

( XL I I ）号决议。 它注意到成员和准成员对农村发展的社会方面越来越关心， 

并赞扬秘书处就提请注意这些方面，特别是关于妇女参与发展的作用、地方一级农 

村发展规划、非本业性就业、农村工人创造收入活动等问题，和其他类似问题所采 

取得各项行动。 经社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农村发展的社会问题的第2 6 5 (  XLIV ) 

号决议。

5 5 3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区域执行 

情况报告 .它强调《公约》是使妇女享有平等权利的国际公认原则和措施的果全面 

的法规汇编， 有几个代表团对其本国社会在法律上和事实上之间继续存在消除对妇女歧 

视努力的差距表示关注。它们认为这一差距继续存在是由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态度和 

习俗所造成的。 经社会指出必须了解原因，并学习其他国家有关为减轻在实现男 

女平等方面的障碍而可能釆取的措施方面的成功经验.

5 5 4 、 经社会还强调必须按照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 

和平成就世界会议的报告所载《到 2 0 0 0 年促进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战略》的 

规定进一步保进妇女参与发展.它注意到某些国家一方面已使妇女参加发展主流， 

另一方面经济困难使妇女与男子相比的状况恶化这种不平衡的进展.它促请秘书 

处进行更多活动来执行战略。 在这方面，已要求秘书处编写一份关于在国家和区 

域两级采取行动执行战略的报告，供经社会第四十五届会议审议.

5 5 5 , 经社会强调各国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强本国提高妇女地位的胡拍和联络 

点的能力，它建议秘书处应审查各国家机构的结构、任务和方案，以协助各国政府 

改进这些提高妇女地位的机构的政策规划和方案协调任务，

5 5  6 、经社会提请注意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两者在各自部门促进发展的工118



作中更有效处理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的重要作用， 它强调这些组织在动员妇女实现 

自力更生和作为伙伴辅助各国政府使妇女充分参与发展方面努力的关键作用，促请 

秘书处提供更多援助以加强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在这个部门的合作，办法是 

制订关于其他合作机构的指导方针和执行培训方案及其他活动，以增强非政府组织 

的能力，另外还注意到这些组织向没有足够能力与基层对象群体接触的机构提供援 

助。

5 5 7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就妇女关注的领域采取许多活动。 它注意到这些 

活动大大有助于成员和准成员在改善妇女状况方面所做的努力。 秘书处关于农业 

妇女的项目被视为特别适当，特别适合仍以农业为主、农村妇女占人口很大比例的发 

展中国家 .秘书处的一份出版物《农村妇女技术转让培训手册》及其几种语文译 

本被认为对增强本区域农村妇女的生产能力最有效用。

5 5 8 、经社会还赞扬秘书处在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妇女资料网（亚太妇女资料 

网 ）的长期项目下开展的活动，尤其是出版《亚太妇女资料网简讯》、提高妇女地 

位国家联络点地址录和本区域妇女专家名录.经社会呼吁继续执行活动，以进一 

步加强这个网络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日本政府慷慨资助开展亚太妇女资料网 

工作，挪威政府继续并加强支助。

5 5 9 ,  经社会注意到发展援助方案下支助的项目中对妇女的影响的评估更 

加受到重视， 强调有必要避免在发展项目中对妇女产生不利影响.建议釆取措 

施，将妇女关切的问题更好地纳入发展方案规划中。 一个方法是通过有系统地评 

价发展方案和项目对妇女现状所造成的影响。 这可辅以由妇女参与发展问题专家 

对方案和项目的持续监督，这位专家可应要求向本区域各国有关政府办事处和机构 

提供这方面的咨询服务。

5 6 0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同涉及本区域妇女的非政府组织已开展 

的积极合作， 经 社 会注意到若干妇女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团所关切的问题.包括 

由于一些国家的国内和国际迁移，女性户主家庭增加，对妇女施用暴力情况增加， 

参加经社会届会的代表团中妇女代表比例一直很小。

5 6 1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为国际青年年所开展的后续活动。 在核可秘书处 

青年领域工作方案时，经社会强调进一步加强活动，克服青年积极参与发展过程的 

障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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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2 、鉴于青年就业在本区域有恶化的最近预测，经社会敦促秘书处开展活 

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经社会提议，应协助成员国政府制订社会政策和措施以减轻 

青年失业现状对他们所造成的不利社会后果， 此外，经社会请秘书处在经社会近 

年在人力资源发展技术方面和社会方面关切问题范围内，迫切注意促使农村青年就 

业的问题以制止其迁往城市地区。

5 6 3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在青年工作培训领域中继续努力加强本 

区域发展中国家当地专门知识，同时赞扬国际和国家两级非政府组织对这些问题所 

提供的广泛支助。

5 6 4 、有人强调秘书处有关青年的活动应继续反映经社会的关注，即在发展 

方面促进年轻妇女关心的问题.应开展及时的后续活动以保证在制造业年轻女工 

和从事卖淫少女方面所已做的工作应在整个区域内产生有利影响。

5 6 5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通过成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青年问题常务委员会， 

加强机构间合作 .常备委员会于 1 9 8年 1 月在曼谷召开第一次会议，经社会重申 

联合国系统有必要增进协调，和在青年领域寻求合作的具体机会，尤其是在资源限 

制加剧期间 .对一个拟议中的机构间项目表示支持 .以便查明青年领域区域知识 

和行动差距，目的在于界定每个机构为加强本区域青年政策和方案可能做出的贡献。

5 6 6 、经社会关注迅速的社会经济变化普通现状对青年的不利社会后果，其 

反映形式是广泛的反社会行为 .经社会认为秘书处方面需要汫一步的工作以确保 

关于预防青年犯罪和改造青年罪犯的政策和方案要以目前关于有关青年犯罪初犯和 

重犯因素的知识为基础.

5 6 7 、在这方面，经社会赞扬日本政府决定通过资助有关青少年和预防犯罪 

的区域研讨会和向社会发展司暂调一名关于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区域顾问来继续向 

秘书处与预防犯罪有关的活动提供支持. 区域顾问除其他职责外.应协助成员和 

准成员政府将现有国际文件.例如联合国关于青少年司法管理最低标准规定纳入国 

际政策和方案。

5 6 8 、经社会支持秘书处在多部门职权范围内在解决卫生需要和有关卫生问 

颞方面继续发挥作用，把它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 .经社会注意到需要  

有跨学科多部门方法，这不仅是为了加强政府改善人民健康的能力，而且也是要充 

分处理迅速的社会经济变化方面所涉的卫生问题 .在 这 方 面 ，经社会将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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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两个主要关切问颖上：迅速扩大的非法麻醉药品滥用间颗，和需要支助通过基 

本钍区服务发展更好的低成本卫生保健方面的努力.特别赞扬秘书处同诸如，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禁毒基金）和世 

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等其他联合国组织和机构在这些领域的活动中的密切合作，

5 6 9 、经社会关注本区娃非法麻醉药品滥用愈益恶化的问颗.本区域一些 

国家只是在最近才出现这个重大麻醉药品滥用问颖，这就是情况迫切性的证明. 对 

非法药品日增的需求是本区娃人力资源发展的重要障碍.有人注意到在一些国家 

里，药品滥用问颖对安全构成威胁.

5 7 0 、经社会赞扬过去一年秘书处开展的有关减少对非法药品需求的活动， 

若干代表团注意到亚太经补会在这个领或内的努力是适当和适时的.敦促秘书处执 

行 1 9 8 8年2月在曼谷举办的关于麻醉药品滥用数据收集、分析和发表标准格式讲习 

班的建议.

5 7 1 、大家赞扬开展关于亚洲及太平洋戒毒康复的亚太经社会 ------卫生组织 

项目 .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指出 .这个项目将开创先例，因为两个卫生组织办事 

处，即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办事处将就合办项目同亚太经社会合作， 有人指出，

减少有效戒毒康复对非法药品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各国交流在努力使药品滥 

用者戒毒康复方面所取得的教益经验也是重要的.亚太经社会在本区域药品滥用 

者戒毒康复工作中能发挥可贵的作用.大家认为这将有助于本区域人力资源发展， 

并将在全球对付艾滋病（先天性免疫机能障磚症）的努力中发挥积极作用。

5 7 2 、有人强调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参加减少对非法药品需求的工作是重要 

的，地方钍 区 最 终 必 须 参与，而非政府组织常常是在国家努力和地方社区之间建立 

持续联系的最佳途径.有人建议亚太经社会应加强在这个领域中的活动，并在协 

调水区域所有减少非法药品需求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科伦坡计划的代表表示该 

组织将在这项任务中同秘书处密切合作.

5 7 3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在促进和审查关于残废人世界行动方案执行情况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经钍会赞扬本区域各国政府愈益注意在残疾人十年（1 9 8 3 — 

1 9 9 2 年 ）前五年期间的预防残疾人和康复工作.经社会重申亚太经社会为加 

强预防残疾和康复以及通过顾 问 团 向 残 疾 人提供同等机会所提供的技术援助，举办 

关于社 区康复方法的国家培训讲习班和在残疾方面的各种技术出版物都是适当的.



5 7 4 、经社会呼吁本区域各国政府协同努力,加速执行有关残疾人的世界行 

动方案的进展.在这方面，经社会有力赞同在1987年 6 月在曼谷召开的审查联合国 

残疾人十年中期成就区域专家研讨会的建议。 尤其受到重视的是，尽早执行十年 

后五年区域行动战略，这个战略具体指出有必要增加国家和区域措施以加强残疾人 

的同等机会及其充分参与社区和国家生活；促进有关残疾问题的公众教育和意识方 

案；促进综合国家政策和方案，并充分培训残疾领域工作人员；加强政策和方案改 

进的研究、数据编纂和网络工作.有人提请注意必须进一步加强行动以促进残疾 

人同等机会及其充分参与发展过程 .在这方面 .牿别关注的是农村残疾人，残疾 

妇女、 多种残疾和有智力缺陷者的各种需要.

5 7 5 、经社会赞同秘书处强调结合并促进残疾人参加社会经济活动和自力更 

生的活动，来发展人力资源的充分潜力，经社会敦促继续向政府提供这类援助，重点 

放在社区战略效率方面有必要在国家和区域一级编纂关于残疾人现状的系统数据.重 

要的是改善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并与之增进合作，以加强残疾人的参与和改善其现状. 

国际康复组织代表指出有必要支助适于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技 

术援助发展领域.

5 7 6 . 经社会确认亚洲及太平洋关于残疾问题组织间特别工作组在促进联合国 

机构和机关以及同残疾问题有关的非政府组织之间资料交流、合作和协调中发挥重 

要 作 用 .经 社 会 建 议 ，应向工作组提供资源以加强其作用，尤其是促进技术专家 

参与专门性问题审议和执行联合活动来实现残疾领域中的区域目标.

5 7 7 、经社会赞扬日本和荷兰政府慷慨支助，这促进了秘书处对国家残疾方 

案的技术援助，尤其是在本区域最不发达国家.经钍会进一步赞扬日本政府资助 

这项工作第三阶段的决定.经社会注意到越南政府将被纳入项目第五阶段.

5 7 8 、经社会提请注意由于本区域人口中老人数目与比例均骤增而引起的重 

要问题。 经社会注意到各国政府愈益承认有必要通过预先规划国家政策和方案，

做出充分准备，来满足老年人眼前和预料中的需求，并应付老年人口对整体国宏社 

会经济条件产生的发展影响所造成的问题。

5 7 9 、在这方面，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于1 9 8 7 年 1 2 月在曼谷举 

办的关于在亚洲及太平洋为老年人促进国家基础设施的专家研讨会审查了国家和区 

域一级在执行国际老年人行动计划方面采取的措施。 在重申计划的重要性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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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核可了专家研讨会关于为计划的进一步执行和监测采取措施的建议。 人力资 

源开发问题获得强调，尤其是因为老年人就其积累的技术和专门知识而言，他们不 

仅是国家发展资源宝库的受益者，而且也是终生为此做出贡献的人。

5 8 0 、经社会认为，随着教育和卫生保健机会改善，社会机动性增加，就业 

和生产型态改变，国家财富增长，未来老年人的需求同今天的老年入的需求将有相 

当大的不同。 今后区域内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满足日益增长的庞大的老年人集团越 

来越大的服务需要，并满足他们对于在发展中发挥持续增长的重要作用的愿望，同 

时在各代之间保持心理—— 社会和经济相互依存的互利关系。

5 S 1、经社会提请注意在促进整个社会一体化同时，满足老年人口需要的各 

种优先关切问题。 这些问题有加强国家规划和行政能力，保证老年问题纳入整体 

国窠政策和方案中，包括为老年人的福利和保障发展协调机制、资源和方案：支助 

加强宸庭和社区照料老人的能力的方案；改进并保持老年人在社会和经济上参与现 

代化和社会变革；人员培训；为加强政策和方案发展的研究、监督和其他支助方案。 

在这方面，经社会注意到一些成员政府有兴趣参加关于老年人参与发展过程的区域 

讲习班，并呼吁捐助与为执行工作提供必要支助。

5 8 2 ,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各国政府在过去一年里，为其社会发展领域活动 

作 出 了 积 极支助和宝贵捐助。 经社会感谢溴大利亚、不丹、中国、法国、 日本、

马来西亚、荷兰、挪威、大韩民国和苏联通过提供资金，东道国便利.和专门知识 

所给予的從助。

5 8 3 、还赞扬下列联合国组织和机构 的积极合作与支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联合国残疾人十年自.愿基金、联合国老年人信托基金、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

5 8 4 , 此外，经社会赞扬慷慨提供支助与合作的非政府组织，尤其有关青年

和残疾人活动。这些组激包括亚洲社区联合组织、亚洲—— 太平洋国际残疾人区域理 

亭会、园际学生联合会和世界教会理事会。

统计和政府信息系统

5 8 5 、经社会面前有E /E S C A P /595  . E /E S C A P /6 13 和 E/ESCAP/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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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 它 核 可 了 统计委员会关于其第七届会议的报告（E/ E S C A P /9 5  ) 

并赞扬秘书处的其他文件的高质量和全面性.

5  8  6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E/ESCAP/3 1 4 号文件内所述有关各国在执行关 

于亚洲及太平洋统计服务的第2 4 6(X L I I ) 号决议的进展， 经社会认识到，可靠 

而及时的统计数据对该区域处于非常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国透行决策和行政工作都是 

必需的。 统计数据对于成员国计划、 执行和监督政策和方案起着基本工具作用的 

价值和意义是无需再加强调的.经社会并注意到统计在国际比较和各国间调拨发 

展资源中起到的作用。

5 8 7 、 由于这一区域的特点是社会一一经济环境日益复杂，从而需要数据， 

因而对统计系统提出了很大的需求，同时又由于不大可能为统计工作提供更多的资 

源，经社会强调统计活动必须取得成本效益和协调。 有一个代表团认为，一些国 

家执行的“净筹资”迫使统计部门进一步重视销售和定价政策，并为使用者对统计 

数字的需求提供一个标准；但是，委员会认为，这一观念在一些国家里可能不适用。

5 8 8 、尽管联合国系统有预算限制，经社会还是强烈地呼吁，应当尽力维持 

秘书处统计工作的经常预算资源。 成员国的统计部门珍视秘书处在统计方面，包 

括在采纳和使用瑕合国的标准和指导方针中提供的协助。有 人 认 为 秘 书 处 对 这  

些活动的任何削减都会阻碍各国的统计发展。 秘书处并需要在其活动和产出方面 

促进更高的效率。 与各区域委员会的进一步合作对这一方面很有助益。

5 8 9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在统计方面的工作，并赞同继续推动其为建立和加 

强国家统计能力而进行的工作方案。 关于这一点，经社会认为区域咨询服务是秘 

书处统计发展活动的关键性方面，因为区域咨询顾问是有成本效益的，并能够将一 

国的知识和经验转让到另一国，尽管一些统计领域 的工作很有效，有人建议召开诸 

如环境数据、非正式部门的统计、社会统计，特别是妇女和住房，能源、运输和非 

粮食性作物的统计等其他领域的咨询服务和技术会议.经社会还促请尽早征聘设 

在亚太经社会太平洋活动中心的一名统计咨询顾问，其服务在太平洋岛屿国家有很 

大需要；但此职自1 9 8 7 年中来一直空缺。

5 9 0 、经社会认识到有必要特别注意太平洋岛屿国家，因为其统计发展还处 

于相当早期的阶段。 经社会注意到，太平洋岛屿很少参加秘书处的活动，需要特 

别努力来为该分区域的统计人员组织更多的技术会议，举办更多的训练课程， 除

1 24



其他内容外，太平洋地区的训练课程应当包括信息技术、计算机和综合信息系统，

5 9 1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的统计出版物。 关于方法学的出版物可使各国加 

强其统计服务，及调查和普查能力，而载有各成员国的比较性数据的出版物可使政 

府、商业和学术界的使用者研究区域问题。 但是，后一种出版物在各国数据丛书 

中显示出关键性差距，经社会在促请秘书处为缩小差距而努力的同时，又注意到秘 

书处的统计材料只是各国所能提供的材料的直接翻版。 而这样，材料便有赖于各 

国所拥有的专门知识、资源和能力。 只有各国改善其提供数据的能力，才会有更 

新、更全面的信息.

5 9 2 , 经社会认识到联合国国家户口调查能力方案在本区域是由亚太经社会 

推行的，它是各国建立统计能力的有用而有效的工具。 这一方案常常是关于当前 

户口的钍会、经济数据的唯一宝贵来源。 经社会因此支持该区域的国家户口调查 

能力方案，以及秘书处在与印度政府合作，并在开发计划署的经济支助下组织的有 

关的训练课程。 经社会欢迎在开发计划署和印度的进一步支持下将训练方案延期 

到 1 9 9 0 年的打算。

5 9 3 、经社会注意到在统计数据的收集和处理中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技术， 

这在许多国家已改善了信息的及时传播 .尤其是，微型计算机牿别在专颖统计人 

员中已越来越普遍；此外，在较小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微型计算机比较便宜而又牢 

固 .更 适 合 当 地 的 条 件 .但 是 ，该区域的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强化的区域和国家 

训练方案，取得加强的能力和专门知识来充分利用微型计算机的潜力.经社会促 

请秘书处与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亚太统计研究所）联系组织这类方案s

5 9 4 、这一领域的训练在数量和主题两方面都很重要，首先，这适合于统计 

部门，特别是小岛国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经常轮换的情况；第二，这将把成 

套软件及其对各种统计用途的适用也包括在内。 有人进一步建议，秘书处可以作 

为统计数据的信息库，因为各国統计机构间互相交换软件将有助于消除有限的资源 

被浪费的情况。 同时还需要秘书处对采购计算机设备提供咨询。

5 9 5 . 经社会赞同秘书处关于协调国家和国际一级统计发展活动，包括协调 

技术援助的E/ ESCAp/ 6 1 3 文件所提的意见和结论.国家统计机构在促进使用 

共同定义、概念和规格来改进国内及区域和国际一级统计数据的可比较性中能起的 

作用得到了强调 .国家统计部门还应当主动力争缩小数据供应者、制作者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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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之间的隔阂 .以便使信息的使用达到最佳水平 .经社会并指出，国家统计郁 

门适当地协调统计训练方案将避免让有限的人力资源被浪费。经社会建议.秘书处 

在必要情况下应当帮助各国加强旨在改进统计协调的立法.

5 9 6 、在国际一级，经社会赞赏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和联合国统计处在协调统 

计活动中的努力，这些活动包括制订全球统计标准和方法，对全球信息的收集，编 

辑和传播.经社会在支持关于建立全亚太经社会的统计数据库这一建议的同时，

还感兴趣地注意到这不仅将改进统计信息的传播.而且还将使各国和国际机构的统 

计活动得到更好的协调。

5 9 7 ,  关于统计方面的技术援助.经社会同意应当使接收国的国家统计机构 

知道各部门中提供的援助，并应当参与确定、协调和分配各技术援助要求的优先次 

序 .这些步骤将会提高成水效率 .统计委员会和其他区域或分区域机构将为协 

调多述和双边机构的技术援助提供适当的论坛 .有人还建议，亚太经社会应当在 

现有的资源范围内，对协调本区域各国的捐助活动发挥作用，例如维持和传播有关 

统计方面的所有技术援助建议和方案的数据库。

5 9 8 、经社会仔细审查了预定的统计委员会和发展规划委员会合并的问题， 

并注意到文件E / E S C A P / 5 9 5  所载的坚定的反对和赞成意见.

5 9 9 、一些代表团认为，改组经社会各立法委员会，包括合并统计委员会和 

发展规划委员会，其目的在以多学科方式充分使用秘书处的专业知识达到节省和提 

高效率 .将发展规划与其最重要的委员会之一合并自有其逻辑 .因此，这些代表 

团原则上支持合并，虽然有些人对合并的效果有些意见。

6 0 0 、有些代表团虽然了解到由于联合国面临财政困难，迫切需要在预算和 

行政上进行精简，但是认为合并以后本区域各项统计方案可能被列为低度优先事项。 

它们还担心合并后的委员会将失去统计代表性，太平洋的小岛国在这方面会特别受 

到损害.有人还担心可能会失去一个让本区域统计人员可以碰面讨论共同问题和 

分享彼此经验的独立而独特的论坛. 这些代表团敦促亚太经社会继续保持这个 

论坛，因为统计委员会在制定发展统计服务的指导方针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并且目前正在推动提供涵盖所有发展部门的多学科援助。

6 0 1 、一些代表团也认为合并这两个委员会不应损害亚太经社会统计活动保 

持独立的特征，也不应降低属于秘书处业务中重大而有效领域的这些活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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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统计司执行其工作方案的能力不应被减弱.它们强调指出，应该保留统计 

司作为秘书处的一个组织单位.它们还指出，统计专家工作组可以发挥更重要的 

作用，它可以把重点放在向发展中岛国提供援助，因为捐增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可能会 

为这些国家的参与提供财政支助.

6 0 2 、经社会指出，统计委员会有优良的记录，这可从参与的国家越来越多、 

各国政府提高了对统计需要的认识、以及各成员国编制的统计资料在范围、质量和 

时效方面都有所改善获得证明• 这些成就可直接归因于该委员会提供了经常接触 

的环境.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些接触水平若有任何降低，或者减少用来讨论和解决 

统计问题的时间都是倒退的做法• 因此它们认为应当重新考虑将两个委员会合并 

的决定，以期获致一个更为可行的解决办法，俾使各成员国不致损失其实质利益.

6 0 3 、经社会获悉，在本报告审查期间，秘书处在展开統计领域的活动方面 

得到下列国家提供的双边和多边支助：澳大利亚、库克群岛、法国、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印度、日本、新西兰、大韩民国、萨摩亚、苏联和联合王国。 下列组织则 

为主要的捐赠机构；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联合国人口基金）、劳工组织、亚洲 

开发银行以及国际提高妇女地位研究训练所。 经社会还赞扬大韩民国向即将在曼 

谷举行的国民核算讨论会慷慨捐助五万美元，苏联支持在该国举行秘书处统计会议， 

印度和泰国在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基础上提供技术援助。 经社会对这些捐助

者表示衷心感谢，并请它们和其他国家及机构今后继续提供支助。

6 0 4 、关于政府电子计算机化领域，经社会面前有文件E /E S C A P /6 1 5。 

经社会指出，资讯技术和技术革新领域是一个生动多变的领域，充满了新的机会。 

政府电子计算机化特别对各国争取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大的潜力.但是可以这 

么说，公营部门展开的电子计算机化项目往往远远不能实现其最初的承诺.

6 0 5 , 经社会获悉，在公营部门采用现代资讯技术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所 

涉的技术具有多变的性质，并且使用这种技术必须对现有的行政结构和作业方式进 

行改革 .因此，使政府有效进行电 子计算机化的关键，最首要的是建立适当组织体 

制的问题，必要时必须通过对这些行政机构进行深入改革，并且在公务员制度内大 

胆采用新的思想和作业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

6 0 6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在文件E / E S C A P / 6 1 5 中所作的高水准分 

析.虽然大家同意电子计算机化的根本问题基本上都一样，但是有些代表团则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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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各国之间的差异，例如在经济发展水平、电子计算机化水平、行政传统、现有 

的通信设施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说明解决也法必须因国而异.对此，应当特胡注意 

最不发达国家遇到的问题 .它指出，在对专业知识的需求大于供应时，唯一的解 

决办法是选择这种技术的应用目的，因为这件工作应当由国家来界定、执行和维持 

同时从在协助公营部门组织业务（交易）层次的办法开始。

6 0 7 、大家都同意必须梗立国家一级的致府电子计算机化组织联络中心.

一些代表团说，除其他外，应当配合公营部门对电子计算机日益增长的使用情况， 

以高级别部门间委员会和国家电子计算机中心的形式来设立这种联络中心.

它们强调中央统计办公室和统计人员在制定标准化数据定义和格式方面所起的作用.

6 0 8 、因此经社会指出，大力解决政府电子计算机化问題必須用不同的方法 

来处理，而不谨谨是提供更多的经费和技术• 它还必须解决各种优先顺序、战略 

和向整个公营部门转让资料技术的条件等这些问题，而不仅仅是针对个别项目的几 

个具体例子而已.

6 0 9 、 基于这个昔景资料，经社会回顾其第四十三届会议曾赞扬秘书处正同 

开发计划署合作草拟的改善政府资料系统拟议项目的主旨.经社会指出，有人正积 

极设法将提议的活动分为两个单独项目，一个亚洲项目，一个太平洋项目 .这两个 

项目可以保持原来的集体意旨，而每一个 项目旨在补充各种正在进行的国家和地区工 

作，每个项目有其不同的重点，以满足这两小分区域的特定需要.

6 1 0 、一些代表团认为，提议的项目注重在实用的水平解决各参与国的问题是 

颇 为 重 要 的 。 它 们 指出.提议的项目采用试点项目办法确实是激励有协调的国家一 

级电子计算机化发展的绝佳途径。 有人说，对亚太经社会提供的技术援助和执行的 

发展项目进行有计划的评价可以作为对本项目的宝贵投入，它们建议这个项目应当包 

括调查研究，以鉴定在哪个领域实现电子计算机化可以提高行政效率.

6 1 1 、经社会指出.统计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曾强调各国必须有机会对提议的亚太 

经社会/ 开发计划署项目展开的活动的优先顺序和其他问题作出评论.因此，统计 

委员会建议在亚太经社会的工作方案中仿照统计专家工作组，成立一个政府电子计算 

机化常设专家组。经社会大体上乐于见到这个专家组举行关于政府电子计算机化的 

会议，尽管有些代表团认为应当在特设的基础上举行这些会议居然它同意应当把电 

子计算机化遇到的组织问题作为这些会议的中心议题，但建议专家组也可以为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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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提供电子计算机化援助的捐赠者制定指导方针。 经社会参照这些评论意 

见后核可了这项建议。

1985 — 1 9 9 4亚洲及太平洋运输通信十年：审査执行情况

6 1 2 、经社会面前有E/ ESCAP/ 6 1 8 号文件.

6 1 3 、经社会重申大力支持1 9 8 5 -  1 9 9 4 亚洲及太平洋运翰通信十年. 

它赞扬秘书处做出重大努力，实现《十年》的各项目标，共满意地注意到本区域许多发 

展中国家到目前为止从《十年》区域行动方案获益良多 .它注意到在《十年》区 

域行动方案内的5 3个项目中，有 1 5个已完成. 1 2 个在执行中，1 0 个正在由 

开发计划署考虑资助， 1 6 个仍须向其它方面寻求财政援助。

6 1 4 、注意到《十年》在 1 9 8 9 年时正接近中点.经社会决定必须审查在 

执行《十年》方案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进展，特别涉及国家方案，并审查区域行动 

方案和作必要修改，以确保方案仍然继续反映目前需要和《十年》剩余期间成员和 

准成员的实际要求。 为了执行这一任务.经社会强烈建议秘书处同各国的运输和 

通信协调委员会或其他主管当局及有关机构合作，于 1 9 8 8 — 1 9 8 9 年举办一 

系列国家间特派团。

6 1 5 、经社会强调必需对《十年》方案给予较高优先。 它注意到若干国家 

已经设立国家协调委员会或其他主管当局来监測和协调《十年》方案的拟定和执行 

工作。 在这方面，它认为秘书处应考虑召开一次国家协调委员会和其他主管当局

的会议，来确 定 《十 年 》后半期将要执行的主要活动领域。
6 1 6 、经社会注意到对下列项 目给予高度优先执行的建议 :港口定价和投资政策; 

关于 区域合作促进乡村公路运檢基础结构发展作为综合农村发展一部分的总体项 目； 

运输方面能源利用的合垣化；运输和通信部门的发展项 目和规划的经济制模；促进 

铁海路联运的研 究；发展中亚太区域的城市运输危 机 ；采用汽车代用工具的政策；

亚洲公路项目；环亚铁路；亚洲铁路总计划；和本区域主要航道目录.

6 1 7 、经社会还注意到下列活动应在《十年》后半期获得重视的建议：海事 

和港口立法、港口经销和推广；港口设备管理和维修培训；发展内河航道运输；铁 

路电信系统的现代化；铁路工作人员培训方案；铁路领域的技术发展和适应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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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运输技术转让；综合运输规划；电算机技术和自动化系统的发展及其对本区域 

国家运输的可能应用， 经社会还认为《十年》后半期应加紧进行电信和邮政服备 

方面的活动.

6 1 8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秘书处在下列各国援助下执行了《十年》方案下 

的若干项目：澳大利亚、中国、 法国、 日本，荷兰、苏联，以及特别是开发计划署。 

它感激地注意到，大韩民国愿意在技合基础上同其他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分享城市运 

输和电信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中国愿意在执行十年活动方面同亚太经社会合作, 

和苏联表示愿意为执行《十年》区域行动纲领提供3 5 名铁路运输领域的研究金。

6 1 9 、经社会注意到，泰国请求秘书处提供下列协助:执行港口管理资料系统; 

研究计算机应用于陆路运输部的工作；关于有效改善公路运输人员培训的研究，发 

展海洋运输资料系统的分析，包括在发达国家进行实际培训；研究发展空运；建立 

交通机械工程研究中心；曼谷港口短期和长期规划；为当地官员编制有关农村公路 

建设与养护的录象培训模式。

6 2 0 、经社会注意到：(a)菲律宾特别有兴趣参加下列《十年》活动：区域 

海洋发展战略；船舶筹资领域培训；航运燃料效率；亚太经社会区域主要航道目录； 

港口定价和投资政策；港口电脑化；内河航运；(b)越南特别有兴趣参加下列活动： 

港口和投资政策；港口电脑化；发展内河运输；海事和港口立法；疏浚；预防公路 

事故研讨会和实地考察；以及关于航空货运装卸和管理区域研讨会。 经社会还注 

意到巴基斯坦请求参加铁路领域的研究。

6 2 1 、经社会感兴趣地注意到，孟加拉国是为《十年》发行全套纪念邮票的 

第一个国家，这是该国促使大众更加了解运输通信十年运动的一部分。 它又注意

到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也已决定在十年期间发行纪念邮票。

6 2 2 、经社会注意到民航组织、国际电联、海事组织和亚太电讯共同体就有 

关运输通信十年活动所作的发言.并满意地注意到.这些组织愿意为执行十年方案 

向秘书处提供援助和合作。

6 2 3 、经社会感谢澳大利亚、法国、德意志联弗共和国、 日本、荷兰、 苏联 

政府以及其他组织，尤其是开发计划署租极支助亚太经社会在《十年》范围内的各 

项活动，

6 2 4 、经社会促请捐助国和资助机构，尤其是开发计划署，积极考虑向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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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提供资助，使其更有效地执行十年区域行动方案，尤其是资助为确定十年后半期 

的优先项目而拟议的确定优先事项国家特派团。

区域机构、特别区域项目和其他区域机关的进度报告

有关经社会区域机构的 

行政和财政问题

6 2 5 、经社会面前有第E/ ESCAP/ 6 1 9 号文件。

6 2 6 、经社会忆及为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亚太统计研究所）、亚洲及 

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亚太技术转让中心）、亚洲及太平洋热带潮湿地区杂粮、豆 

类和根茎作物研究和发展区域协调中心（杂豆根茎作物中心）提供机构支助的现金 

捐款而在第四十三届会议上确定的资助指标。 经社会注意到， 1 9 8 7 年为亚太 

技术转让中心和杂豆根茎作物中心提供机构支助的现金捐款的资助指标尚未达成。

6 2 7 、经社会还忆及，在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已提出某些指示性最低金额， 

供其审议，作为向亚太技术转让中心和杂豆根茎作物中心捐助的指导方针。 最不 

发达国家似可考虑以1, 0 0 0 美元，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考虑以15, 0 0 0 美元作 

为向亚太技术转让中心和杂豆根茎作物中心提供的最低志愿捐款。 这些指示性数 

字旨在确保这两个曾获得捐助资源提供大量方案支助的中心在财政上能够维持下去。

6 2 8 、经社会注意到为1 9 8 8 年各区域机构提供机构支助确定的下列资助 

指标：亚太统计所为1, 100, 0 0 0 美元，亚太技术转让中心为2 5 0, 0 0 0 美元，杂 

豆根茎作物中心为400, 0 0 0 美元。

6 2 9 、经社会感谢由双边和多边捐助方，尤其是开发计划署，提供的大量方 

案支助，并希望这类支助将继续增加。

6 3 0 、经社会确认区域机构为其成员国提供了宝贵服务，这些机构必须在很 

大程度上依赖预算外志愿捐款，并重申应保证这些机构在财政上能生存这一观点。 

它又重申，为各区域机构的机构费用提供资助是受援国的直接责任，捐助国家和机构应 

担负方案支助。 经社会还认为，所在国应在提供东道国便利外，还提供机构支助 

的现金捐款。 三个区域机构所在国重申，它们坚决支持通过进些区域机构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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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区域合作，并呼吁受益于这些活动的国家增加现金捐助。然而，经社会促请其他 

发展中国家也要考虑除了增加现金捐款外，还需无偿提供专家在这些区域机钩工作。

亚洲及太平洋热带潮湿地区 

杂稂、豆类、根茎和扶茎作物

研究和发展区域协调中心

6 3  1 、经社会收到了 E/ E S C A P /621号文件，其中载有杂豆根块茎作物中 

心理事会的报告。 文件对中心在审查期间的活动、其工作人员配备、財政祅况， 

包括 1 9 8 8 年的预算耍求，以及应当审议的问題，作了全面的论述。 经社会对 

中心取得的进展和有意义的产出表示满意，并赞同理事会的摄告、

6 3 2 、经社会对中心在1 9 8 7 年更加强调资讯和文件、以及训练方案的活 

动表示满意，这两项工作在中心开展工作的初期都拖在各项研究活动之后。 经社 

会赞同理亊会的建议，即中心应为进一步加强资讯与文件编制、训练、及研究三项方 

案之间的联系经续努力。

6 3 3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在执行这些方案时，中心为加强与有关国际机 

构以及国际和区域农业研究中心的关系继续作了努力。 经社会获悉，理事会支持 

中心酌情举行国家会议来建立关于谅解的备忘录这一计划。 在 1 9 8 7 年，与经 

社会开展合作活动的有：亚洲蔬莱研究发展中心、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 国 

际热带农业中心、法国的国际农业研究促进发展合作中心、 国际半千旱热带地区作 

物研究所、 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国际马铃薯中心、粮农组织、以及本区域一 

些国家农业研究所。

6 3 4 , 经社会了解到中心工作的审查草案和长期计划的修订案，理 事 会 在  

1 9 8 8 年 1 月第六届会议上审议了这份修订案，经社会注意到已就下列方面作出了 

重要改变：( a )计划阶段缩短了；( b )方案的优先已更加强调资料和文件编制以及 

训练方案；( c ) 中心的体制费用.应当越来越多地由发展中成员国来承担。 经社 

会同意理事会的建议， 即最后草案应当包括对下列问题的讨论：（a）对杂豆根块茎 

作物中心的作物发辰问题采取实际的办法；( b ) 将研究方案转向更加侧重宏观方面

的活动；(c) 中心与成员国之间的更密切合作. 经社会称赞理事会和中心在修改 

132



草案方面的工作，核准该文件为参考性政策文件，并建议上述各项建议应列入最后 

修正案之内。

6 3 5 、关于中心的资讯和文件编制活动，经社会注意到这一方案下的服务由 

于荷兰政府的财政支助而大大增加了。 在 1 9 8 7 年间.由于加拿大海外大学服 

务处的援助.出版和资讯部门的员额编制得到加强，数据库部门也开始扩大了，包 

括囯家联系制度和与各国家和国际资讯中心的联系。 经社会还注意到，除了定期 

发布新闻稿之外，四项研究报告和一项学习班的记录已经在审查期间提出，经社会 

对荷兰政府和加拿大海外大学服务处援助中心的资讯和文件编制方案表示感谢。

6 3 6 、经社会获悉， 1 9 8 7 年由中心的训练方案举办了关于研究资源分配 

和相对优势的三周培训班。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训练课程在与国际玉米和小麦改 

良中心密切合作下，由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持举办了培训班。 在这一方面，注意 

到高级政府官员以及国际农业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积极评价和支持，经社会称赞该 

中心训练课程的工作，并建议开展适当的后续活动。 选择上述专题进行培训被认 

为对一些发展中成员国特别有意义，因为这些国家正认真地注意到农业全产多样化 

和研究的优先次序决定。 委员会感谢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及欧洲共同体委员 

会在这项努力中提供适时的合作。

6 3 7 、经社会注意到中心在培训包括学习进方面的活动越来 越 突 出 .经 社 

会建议中心进一步加强其在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 在这一方面，苏联代表说，

该国政府有意通过提供专家服务向中心的训练方案提出捐款.

6 3 8 、关于研究方案，经社会获悉 1 9 8 7 年完成了九项研究：（a ) 关于阻 

碍增加杂豆根块茎作物产量和提高其生产率限制因素的四项研究；(b) 关于农作制 

度清单研究的第一阶段，(c) 关于孟加拉国对根块茎作物需求的研究；(d)缅甸， 

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木豆生产潜力调查；（e ) 爪哇高地农产品销售研究；（f ) 关于四 

个太平洋群岛农业、粽食和营养的研究 .经社会称赞中心通过向刊物和讨论会提 

供材料而传播研究结果的努力 .经社会建议，应当进一步加强中心目前实用研究 

的方向。

6 3 9 、经社会获悉，到 1 9 8 8 车 4 月 1 日为止，该中心的专业人员有一名 

主任、一名髙级农业经济学家、三名农业经济学家、一名农业经济学家兼培训方案 

负责教官、一名农业经济学家兼资讯和文件的方案领导人，一名资讯专家和一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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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专家• 经社会注意到，三名农业经济学家由印度尼西亚的两个农业研究所调往 

中心作为研究助理、经社会同意理事会的意见，即 1 9 8 8 — 1 9 8 9 年间，中心 

将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员，其中包括一名生畜/ 饲料经济学专家.

6 4 0 、经社会获悉，在审查期间，中心得到了雅加达的开发计划署办事处在 

会计事务方面的大量帮助，经社会注意到在茂物的锡洛克国际农业发展研究所提供 

通讯方面的援助，及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向中心业务的各个方面提供的支助。

6 4 1 、经社会获悉， 1 9 8 7 年中心取得的财政资源计达551, 6 0 0.美元， 

其中有：（a ) 由法国、印度尼西亚、 日本、菲律宾和大韩民国以现金捐款形式提供 

329, 6 0 0 美元的体制费用支助；（b ) 由荷兰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提供的222, 000 

美元特定方案活动支助 .经社会注意到中心还从法国、印度尼西亚、 日本和荷兰 

政府获得实物捐助，其价值估计为404, 0 0 0 美元，其中包括价值69, 0 0 0 美元的 

实物捐助和价值335, 0 0 0 美元的四名专家的服务 .因此， 1 9 8 7 年所得的资 

源总数，包括现金和其他形式，估计达 9 5 5 , 6 0 0 美元 .经社会对上述国家和捐 

助者对中心业务的宝贵支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6 4 2 、经社会获悉，理事会已批准1 9 8 8 年的预算经费,计达1,120, 000 

美元，其中 3 8 1，0 0 0 美元（3 4 % ）为体制支助， 739 , 0 0 0 美元（6 6 % )为方 

案活动. 这些款项是要用来维持中心的活动，也将用来开展1 9 8 8 年的优先方 

案活动。

6 4 3 、经社会对各受援国的捐款水平表示担心，特 别 是 对 中 心 体 制 支 助 。 

1 9 8 7 年，发展中成员国的捐助约为 40, 0 0 0 美元，即实际体制开支的10%， 
经 社 会 上 届 会 议 上 曾 有 人 建 议 ， 规定每个最不发达国家的最低自愿捐款为 

1，0 0 0 美元，每个发展中国家为15, 0 0 0 美元，经社会认识到各国必须遵守这些 

指导方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经社会表明，如果捐助达不到最低的要求水平，则中 

心的效用就无法保证。 日本代表表示日本政府打算将其向中心工作提供的捐款逐 

渐从整笔支助形式改为向方案支助，为 1 9 8 8 年，日本决定向中心工作捐助2 5 0 ,0 0 0 

美元，其中将指定50, 0 0 0美元为方案活动之用。 经社会强烈呼吁各成员和准成 

员及捐助国政府对中心的工作中期和长期性她增加财政和技术支助。

6 4 4 、除印度尼西亚东道政府的代表外、经社会一致推选孟加拉国、法国、

日本、尼泊尔、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大韩民国、斯里兰卡和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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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为中心理事会的成员。

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

6 4 5 、经社会面前有关于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报告的E / E S C A P / 6 2 0  

号文件。

6 4 6 、 它审查了亚太技术转让中心所执行的下列各个项目的活动：开发 

计划署资助的关于促进技术利用的项目，其中包括技术转让、技术资料和技术 

管理等三个彼此相关的領域；亚太经社会由日本政府资助的技术图集项目；日本政 

府和大韩民国政府支助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规划项目。

6 4 7 、 经社会对亚太技术转让中心通过各种机制，在促进技术转让和利用方 

面取得进展感到满意 .它满意地注意到对中小企业提供的援助，以及技术市场丛 

书的出版和散发，丛书是便迸和便利各国间技术相互作用和转让的工具。 它支持 

中心参加即将于1 9 8 9 年初举行的第二个东盟科学和技术周。

6 4 8 、经社会还感兴趣地注意到一些国家正在采用亚太技术转让中心所发展 

的关于国家技术资料服务作业的低预算模式。 经社会队为采用一个作业模式，同 

时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以及向选定国家提供有关的电子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对 

于建立一个资料殷务机构网将大有帮助。 这个机构网在全面展开业务时，可在本 

区域各参与国国内及各国间促进技术资料的有效交流。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亚太技 

术监测》双月刊的继续出版和散发，该刊普遍受到本区域国家的称赞，认为它资料 

丰富，很有用处.经社会还感兴趣地注意到加强技术管理能力方案着重唤起人们 

对需耍在国家一级送行以技术为主的发展的认识，促进经验交流以及提供各种与技 

术有关的决策方法.经社会赞扬亚太技木转让中心出版关于技术政策的国别研究 

报告，计划再出版六个国别研究报告以及编写一份关于着重技术获得、吸收和调适 

的技术转让区域比较研究报告.它满意地注意到通过国家和区域两种讲习班展开 

的培训活动取得的进展。

6 4 9 、 经社会注意到在技术图集方面取得的进展。它还注意到图集丛.

书第一卷草稿已经分发.经社会还强调亚太经社会有必要早日完成该项目以及有必 

要努力有效使用图集作为决策工具而进行的工作，然后才进入第二阶段的活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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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经社会感谢主动表示愿意測试这些程序的那些国家，并请开发计划署在苐二阶段 

成 为 必 要 时 提 供 必 需 的 经 费 ， 经社会还注意到必须让各个国家栽络点参与 

编制技术图集的工作， 关于人力资源开发项目，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该中心考与 

的 1 9 8 7 年 1 0 月至 1 1 月在大韩民国举行的促进技术与发展的人力资源开发政 

策和规划讲习进完满结束， 它指出亚太经社会在两項后续活动中将继续让中心参 

与规划和执行工作.

6 5 0 、经社会注意到技术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发计划署项目三方审查 

会议、和亚太技术转让中心理事会第二届会议，这三次会议都于1 9 8 7 年 1 2 月 

在曼谷举行。 经社会并注意到1 9 8 8 年 1 月举行的关于技术图集的专家咨询会 

和 1 9 8 8 年 2 月由澳大利亚国际发展援助局的官方代表进行的评价访问的成果， 

经社会认为所有这些审查和评价办法在监測和评估技太转让中心的工作方案执行是 

否适当方面具有高度重要意义。

6 5 1 、经社会注意到开发计划署代表曾表示关注在滿足技术转让中心的机

构性费用的全部目标方面依然还有困难；该代表提到开发计划署给中心的额外支助 

将由 1 9 8 8 年 下 半 年 派 遣 的 亚 太 经 社 会 / 开发计划署联合审查团来确定， 

并将考虑各项因素，如成员国是否提高其向机构性费用提交的捐款，同时适当顾及 

节省内部支出。

6 5 2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参加国对捐款有不断提高的趋势。 但是，经社 

会担心捐款总数将依然不足以支付中心的全部机构性费用，并 希 望 这 一 问 题 很  

快会得到解决。 经社会还满意地注意到印度政府肯定表示.亚太技术转让中心从 

1 9 8 9 年起将在新德里开始工作。

6 5 3 、经社会对印度为中心提供东道便利表示感谢；并感谢所有捐助国、开 

发计划署和所有参加中心活动的国家为中心提供的捐款及持续的支助.它呼吁亚太 

经社会所有成员和准成员、其他有兴趣的国家、开发计划署、和其他国际机构增加 

其现金和实物支助，并进一步扩大其合作，以保证亚太技术转让中心不断有效地开 

展工作。

6 5 4 . 经社会在1 9 8 6 年第四十二届会议上曾修正了《亚太技术转让中心 

章程》第 9 条，以扩大成员数目，并规定至少要有八个当选成员和东道国的一名代 

表， 同 届会议上，有 1 0 个国家（孟加拉国、不丹、法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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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尼泊尔、巴基斯坦、大韩民国、斯里兰卡和越南）被选为理事会理事，外加 

东道国（印度）.经 社 会 在 1 9 8 7 年第四十三届会议上又一致增选印度尼西亚 

和泰国作为理事会理事 .在第四十四届会议上， 经社会又再一致增选中国和马 

来西亚为理事会理事。

6 5 5 、经社会感谢印度尼西亚政府表示愿意为订于1 9 8 8 年 1 2 月第一个 

星期举行的技术咨询委员会第四届会议和亚太技术转让中心理事会第三届会议提供 

东道便利。经社会注意到在理事会会议和技术咨询委员会会议举行的同时，印度尼

西亚政府也将举行技术图集全国讲习班。

6 5 6 、经社会感兴趣地注意到不久将由亚太技术转让中心与亚太经社会合作

执行的“发展亚太经社会区域工业咨询”这一拟议的工发组织新项目。 考虑到咨

咨淘服务对任何发展中国家发展技术能力方面的重要性，并认识到亚太技术转让中 

心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经社会认为这项新的项目将是中心目前业务范围内的一项 

重要活动。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

6 5 7 、经社会面前有E /E S C A P /6 2 2 号文件。 它注意到研究所在满足对 

不仅本区域训练有素的统计员，而且提高电脑工作人员的技能的需要方面发挥了广 

泛作用。 经社会注意到在审查期间内来自3 2 个成员和准成员的3 6 2 人参加了 

亚太统计所的各种培训方案，比起上个审查期间，人数有显著的增加。

6 5 8 , 经社会认识到提高个人技能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极为重要，而且亚太统 

计所在这方面正起着重大作用。经社会确认亚太统计所在提供统计和电脑使用培训 

方面的效率很高，而且其方案特别针对滿足本区域发展中国家不断变化的需要。考 

虑到太平洋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提高技能的迫切需要，经社会请研究所继续执行 

这些重要的培训方案。

6 5 9 、经社会认识到适时而可靠的统计资料対社会及经济发展规划极为重要. 

并促请研究所考虑到这一需要，举办进修班、研 讨 会 和 讲 习 班 。 它指出应更  

加注意国民核算、预利、社会统计、非正式部门统计等培训方案，这儿方面占本区 

域国家的劳动力的比例很大。 它认为亚太统计所应该为提高成员国统计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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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协调的质量而编制方案。

6 6 0 、经社会确必研究所在提高统计机钩电脑技术方面所作的贡献并请它 

在这方面迸一步加强其方案，特别重视在使用微型电腙、获取并便用最新软件包 

方面的培训。 它赞扬在亚太统计研究所统计软件示范中心所凭的工作。

6 6 1 、经社会感谢成员和准成员通过现金和实物对亚太纥计研究所继结提供 

有力支助，以执行其方案。然而，经社会严重关切的是，美元对日元的币值继续下跌， 

但捐款是美元，而支出主要是日元，这就影响了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征聘，并导致方 

案缩减.尤其是拟议中的所内微型电脑培训班， 经社会注意到在1 9 8 8 年.研 

究所将缺少1 5 万多美元，这将严重影响研究所工作。 它强烈敦促秘书处同亚太 

统计研究所主任密切磋商，寻求所需水平的资金，并敦促有能力的受援国增加现金捐 

助 ,弥补匮乏，使亚太统计研究所能不间断地开展其工作方案。经社会还建议所究

所应在不损害方案的情况下，采取切实可行的成本效益措施。

6 G 2 、经社会注意到亚太统计研究所开展的成功的国内培训珐方案，通过这 

些方案，才可能在具有成本效益的情况下，大大增加受益于方案的参加人数。 经 

社会请亚太统计研究所扩大这些方案的数目及其主题的范围，并继续把方案摆在优 

先地位，以编制视听和其他方面教材，促进人员培训。

6 6 3 、经社会还注意到，亚太统计研究所咨询理事会将在1 9 8 8 年开会，

讨论研究所今后的工作方案，并制定将考虑到成员国在九十年代需要的明境目标和 

战略。 经社会建议，应审查研究所培训内容，以满足甴于本区域社会经济变化而 

导致的统计培训需要。

6 6 4 、经社会非常感激日本政府对研究所不断提供资金和实物捐助，以及自 

从亚太统计研究所成立以来，作为其国际合作方案的一部分，对研究金方案的支助; 

并感谢荷兰政府提供资助，但遗憾的是，由于同研究所业务无关的政策变化.资助 

于 1 9 8 7 年结束；感谢联合王国政府短期无偿提供教师；感谢印度政府在分掉费 

用基础上提供类似的支助.并感谢各国际组织在研究所的很多方案中提供合作和协 

助。 经社会还感谢开发计划署为研究所方案第四阶段提供2 百万美元以上的慷慨 

捐助。 经社会还赞赏地注意到澳大利亚政府承诺通过尽可能令人满意地处理关 

于从澳大利亚统计局短期提供讲师要求的方式来支助亚太统计研究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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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农业机械网

6 6 5 、经社会面前有E /E S C A P /6 2 3 号文件。

6 6 6 、经社会认识到区域农业机械网项目是一有用的项目，可以帮助参与国 

家通过建立国家农业机械化委员会来制订适当的机械化政策和战略，通过训练和技 

术转让来设计并在当地生产必不可少的机械，和通过部门性工作及交流资料来促进 

农民造一步广泛使用机械。这一项目在将新颖简单而廉价的机械引进参与国家方面 

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6 6 7 、一些机械化政策更具有活力的国家已经具备在大、 中和小型生产公司 

中产制不同复杂程度机械的能力。 对这项工作进行得不那样积极的国家因为区域 

农机网提供了在技合基础上交流技术信息和互相帮助的机会，也正在迎头赶上。要 

特别指出的是，为了取得一项充分协调的农业机械化方案，每个国家都应当制订一 

项国家农业机械化政策.及适当的执行战略，这应当是农业机械化方案的基础。

6 6 8 、经社会赞同该项目的计划，即在其第四阶段（1987—1991年 ）内集 

中将本国机构到目前研制的适当机械和技术传播给农民及其他最终使用者。这就 

。士理地结束了这些机构及该项目在设计、试验和促进当地生产方面作出的早期努力。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该项目将更积极地寻求处理农民事务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扩大和 

普及活动。

6 6 9 、经社会建议该项目应当帮助参与国在遭遇困难的士面进行社会一 

经济研究.这些研究将特别处理农业机械化对就业状况的影响.

6 7 0 、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自农机网项目于1978 

年建立以来，它已通过训练课程训练了 1 0 3 名工程师，通过学习班训练了 1 8 3 

名工程师，通过参观学习训练了 2 5 名工程师.

6 7  1 、 日本代表宣布， 1 9 8 8 年日本政府将向农机网提出 2 0 万美元的 

捐 款 .其 中 将 包 括 175, 0 0 0 美元的机构支助， 2 5 , 0 0 0 美元的方案支助；这 

笔经费在收到农业机械网的适当项目建议之后便提交.日本政府将逐渐将其提供 

的捐款从机构性支助捐款转向方案支助捐款.

6 7 2 、经 社 会 建 议 ( a )受援国增加其对机构性支助费用的捐款；( b ) 东道 

国继续提供必要的东道国便利并承担机构费用的一部分；( c ) 捐助国支助方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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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表告诉经社会，农机网已被选为1 9 8 8 年 6 月 

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下届开发计划署理事会会议上一项声象节目的主题 .此 一 选 择  

是因为开发计划署注意到农机网已成为基于网络观念，并通过捐助国和成员国之间 

费用分摊结构提供经费的项目的成功例子.

6 7 4 、越南代表说，越南对农机网项目的工作很有兴趣，并正在考虑参加该 

网的可能性.

6 7 5 、经社会感谢澳大利亚和日本两个捐助国，及开发计划署对农机网项目

的慷慨财务支助.

区域能源开发方案

6 7 6 、经社会核准了 E/ escap/ 6 2 5 号文件，该文件是由髙级协调专员 

提交其审议的 .并在介绍时根据最新资料加以修订。 它满意地注意到如文件所 

述，在亚太经钍会亚洲成员和准成员政府、项目的有关执行机构和组织的积极合作 

及支助下正在执行方案第三阶段（1 9 8 7 — 1 9 8 9 ) 的活动和分项活动.

6 7 7 、经社会赞扬能源方案参加国重申对项目第三阶段方案 活 动 和 分 项  

活 动 给 予 高 度 优 先 。 许 多 能 源 方 案 参 加 国 再 次 肯 定 方 案 目 标 和 活  

动有意义和有效用，有助于它们在发展和管理各自能源部门的努力，同时进一步加 

强在能源领域的国家间合作 .参加执行能源方案第三阶段主 要 活 动 P — 1 . 1 

的 成 员 国 政 府 再 次 肯 定 已 核 拨 大 量 政 府 资 源 在 执 行 该 项 活 动 的  

范围内.对部门能源需求分析进行国内研究， 经社会高兴地注意到大韩民国政府 

1 9 8 8 年为区域方案分项活动L 一 1 . 2 的减少输电和配电中电能损失培训进提 

供专家和东道便利；印度尼西亚政府将为区域方案活动 p - 2 主办碳氢税制及其 

与石油勘探和开发的关系研讨会；中国政府会为区域方案分项活动R_l. 1(b)和(c) 

的农村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系统培训进提供专家和东道便利；和越南政府准 

备为区域方案分项活动P - l  . 2(c)主办最不发达国家能源规划特别培训方案一事作 

出安排。

6 7 8 . 经社会赞扬区域方案参加国强调区域能源方案第二周期方案护长期目 

标的重要性和意义，可进一步加强区域方案参加国之间在能源领域的技术合作。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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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成员国政府强调能源将来在本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方案会发挥关键作用，并重申它

们愿意继续对实现项目方案第二周期（1 9 8 7 — 1 9 9 1 ) 的长期目标给予积极 

支 持 .在 这 方 面 ，经社会注意到有几个国家呼吁，由于该项目在水区域的范围很 

广和成员国的不同关注，考虑由开发计划署1 9 9 1 年后继续支助区域方案.

6 7 9 、经社会注意到许多区娃方案成员国表示愿意派代表团积极参加1 9 88 
年区娃方案三方审查会议，因为该会议将执行重要的饪务，对即将开展的项目第 

四阶段（1 9 9 0 — 1 9 9 1 ) 方案活动确定优先次序和拨供经费，并制定切实模 

式以保证区诘方案第二周期的长期目标会得到实现.经钍会因此促请所有区域方 

案参加国政府和有关执行机构派代表积极参加定于1 9 8 8 年 8 月 2 4 日至2 6 日 

在 曼 谷 举 行 的 会 议 .关 于 E / E S C A P /6 2 5号文侔所载的三点标准，经社会赞同 

一项璋议，即确定第四阶段（1 9 9 0 — 1 9 9 1 ) 方案活动的优先次序的最重要 

标准必须是能满足个别国家的实际需要.

6 8 0 、经社公深信在有关各方的积极支持下，能实现第二周期方案的目标， 

并在区域方案三方审查年度会议的坚定指导下，最终在能源领域开展自我持续的合 

作行动.

6 8 1 、经社会感谢开发计划署不断支助该项目，感谢法国政府为执行关于分 

部门能源需求分析的分项活动？一 1 . 1 提供额外支助，共感谢澳大利亚政府支助 

分项活动L 一 2 . 2 下的煤炭技术培训方案。

太平洋能源开发方案

682. 太平洋能源开发方案1987年在太平洋分区域15个国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 

活动，由开发计划署提供主要支助，并由澳大利亚、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日 

本和新西兰提供了大量額外资金、大多数活动涉及石油政策、电力规划和电脑使用 

及太阳能技术培训，一项特别成功的活动是为1 5 个国家的3 7  1名技术人员举办 

了 1 7个太阳光电训练班.用 1 3 种语文编写了讲义和教材。

683, 九个国家赞扬了太平洋能源开发方京的工作.三个代表团赞扬了秘书处促进 

太平洋能源开发方案和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南太经合局）能源司之间的密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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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它们促请秘书处和开发计划署为不久将来太平洋能源开发方案/ 南太经合 

局的联合能源业务作出最后安排.有几个国窠感谢捐助者划拨资金，数目超过开 

发计划署第二个方案拟订周期每年支助的5 0 万美元，特别感谢日本宣布为太平洋 

岛国太阳电池发电研究、发展和示范项目第二阶段提供2 0 万美元、法国政府也表 

示愿意继续支助太平洋能源开发方案，特别是与南太平洋委员会（南太委会）和自 

然资源司能源科合办活动.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心

6 8 4 、经社会面前有文件E/ESCAP/ 6 2 6 。

6 8 5 、亚太发展中心主任向经社会汇报了该中心1 9 8 7  年取得的成就。

6 8 6 、该中心在执行其规定的职责方面继续取得良好进展。 开发计划署在 

1 9 8 5 年和1 9 8 7 年向中心派遣了两个经管责任调查团，词查开发计划署向中 

心提供的方案支助。 该两个调查团对中心用专业方式展开业务和活动感到满意。 

开发计划署同中心双方进行更多合作的新机会也已获得鉴定。

6 8 7 、中心19 8 7弃的工作方案主要通过网络联系执行，这反映出中心在不断 

变化的世界经济情况下继续参与亚洲及太平洋国宸的发展事项、 工作方案还强调 

必须进行区域合作来加强国家管理国内和国外经济及政治环境約能力。 中心除了 

展开研究和培训活动外，还能够在1 9 8 7 年履行其咨询/ 顾问职贵并执行一项研 

究金方案。

6 8 8 、中心由于很快收到认捐款项而继续获得其成员国的鼓励支助。 开发 

计划署曾同意向中心提供方案支助，在 1 9 8 7 — 1 9 8 9 年期间达3 9 9 万美元。 

此外，其他捐助国，机构向中心认捐的总额达2 0 8 万美元，支助中心在1 9 8 7 -  

1 9 9 0 年期间展开的各种活动。

6 8 9 、 由于亚太发展中心主任的任期到本年底届满，他趁此机会向亚太发展 

中心各成员国政府、各捐助国政府、开发计划署以及向中心捐过款和进行过合作的 

其他组织和个人深表感谢。 他深信中心作为一个区域发展中心和本区域高级别政 

策对话的论坛，会继续发挥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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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0 、许多囯宏赞扬中心的发展，对它在1 9 8 7 年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

亚太发展中心主任因下述工作而受到赞扬：他致力于发展一个使本区域受益的活动 

基础，一个有效的网络联系策略，让各个国家组织和区域组织积极参与其各项活动, 

以及对中心进行合理的管理， 许多代表团指出“研究公元2 0 0 0 年亚洲及太平 

洋经济”第二阶段作为满足本区域的需要初促迸区域合作的一秭手段的重要性.在 

该项菥究的范围内，中心和日本发展经济砑究所将于 1 9 8 8 年 5 月在京京联合举 

办 一 个 关 于 “全球经济改组和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前景”的专题讨论会。 有人建议 

中心继续努力使更多的机构参与工作并促进更多的区域合作，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 

发 展 范 围 内 .日 本 代 表 在 1 9 8 8 年认捐了 3 5 万美元。 马来西亚代表重申马 

来西亚政府正在考虑继续向中心提供东道国设施。大韩民国代表说，大韩民国政府将 

考虑在适当情况下增加对中心的捐助。

湄公河下游勘察工作协调临时委员会

6 9 1 . 经社会面前有 1 9  8 7 年湄公河下游勘察工作协调临时委 员会报告 

( E /E S C A P /6 2 8 ) .  在执行代理的协助下，委员会主席将报告提交供 1 9  8 8 

年参考 之 用 .主 席 在 指 出 年 度 报告的要点时，提 到 1 9 8 7 年是活跃的一年，在 

该年 期间委 员会采取重要步骤 加强并精简其行政机制和工作方案， 以加强治理湄 

公河下游庞大资深的後力，为其 居 民 造 福 .他 提 及 工 作 方 案 各 部 门所取得的进展, 

包括水文和气象、水算管理, 渔业, 灌 氏 治洪、生产能源和运输与航运 . 由 于  

所取得的进展，在 1 9  8 7 年成功地完成了若干活动和项目.

6 9 2 . 主席在发言中说，在 1 9  8 7 年，成 员国政府的现金和实物捐助以及 

国际社会为由该委员会所发起的项 目承诺资助以及体制支助约达 7 8 0 万美元，并 

表示委员会感谢合 作 国家和机构，尤其是感谢开发计划署继续支助其工作.

6 9  3 , 各代表在发言 中 .对委员会继续在促进下游综合发展中的区域合作中发 

挥绝无仅有的作用表示有力支持，并对很多重要项目的执行工作表示满意 . 委 员 

会和执行代理有效开展湄公河秘书处工作受到表扬，年度报告和工作方案的明晰介 

绍也得到赞 赏. 十 分 感谢一些代表承诺继续提 供 援 助 .湄 公 河 两岸 国家热情赞 

扬合 作国家和机构，尤其是开发计划署所提供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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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 

勘测协调委员会

6 9 4 , 经社会面前有以E/ESCAP/6 2 7 号文件.

6 9 5 、经社会获悉，除中国、民主束埔寨、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 

菲律宾和泰国任命的六名签署人之外，大韩民国和马来西亚任命的两名签署人已在丑 

洲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勘測协调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上签字,  该谅解备忘录自 

1 9 8 7 年 8 月 2 9 日生效， 亚洲岸外联勘协委会技术秘书处已向泰王国政府申 

请总部协定。

6 9 6 、继核可了 1 9 8 7 — 1 9 9 1 年期间的工作方案后，经社会赞赏在以 

下方面开展的工作： 1 9 8 7年在烃勘测方案、岸外调查及有关活动、第 四 纪 地 

质研究、研究金、在职培训和机构内部培训、讲习班、研讨会、出版物方案、东互 

构造地资和资源研究、岸外安全和亚洲岸外联勘协委会的技合方案。

6 9 7 、经社会获悉，委员会已核准1 9 .8 8 年的详细工作计划.

6 9 8 、经社会又获悉，为执行工作方案的大量工作将需要相当多的资金和 

其他投入 .成员国业已提供了年度现金捐助、亚洲岸外联勘协委会技术秘书处要 

求增加捐款，以便使其能有效地发挥职能.

6 9 9 、委员会感谢开发计划署、亚太经社会和合作国家援供的方案支助，异 

希望它们今后将继续向亚洲岸外联勘协委会提供支助和援助.

台风委员会

7 0 0 、经社会收到了 E/ESCAP/ 6 2 9 号文件，并对台风委员会的活动表示 

赞赏 .它注意到在执行气象、 水文、 防灾备灾、培训和研究.组成部分以及建立台 

风委员会信托基金方面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7 0 1、亚太经社会:会为成员国提供了各种实 质 备 ，这一点令人善悦，例如 

向台风委员会八名成员派遣全面预防洪水损失和管理顾问团，以及制定洪水隐患分 

析和制图项目.

7 0 2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菲律宾已保证捐款1 2 ,  0 0 0 美元，继续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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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委员会秘书处东道国，而 且 日 本 也 再 次 保 证 它 将 继 续 在 该 委 员 会 的  

方案中发探积极作用，例如向台风委员会秘书处提供一份水文学家和向亚大经钍会 

秘书处提供另外一名专家和有意举办气象学和河流工程学培训班.经社含还赞赏 

地注意到中国向委员会捷供的援助，以 及 大 韩 民 国 向 信 托 基 金 垫 付 现 金 捐 款 。 

经社登赞扬开发计划署提供大量非常有用的支助，并希望它会继续支助委员会的活 

动.

7 0 3 、经社会.注意到苏联愿意扩大与台风委员含成员国在气象学、水文学和 

减轻自然灾害领域的合作，其方式是交换科学家和气象数据等，并通过提供气象组 

织志愿合作方案奖学金来协助这些国家训练专家，以及派遣专家和顾问，发展这些 

国家的气象部门.经社会还注意到美国继续愿意在台风季节向本区域提供气象数据 

和预报.

1 9  8 2 - 1  9 8 9 年两年期方案更改

7 0 4 , 经社会面前有第 E / ESCAP/ S 3 0和 C o r r .  1 、 E /E S C A P /632  和 

C o r r .  1 和 2 、E /E S C A P /6 3 3  和 E /E S C A P /6 3 4  号文件。

7 0 5 、在明确了几点问题后，经社会核可了载于第E /E SC A P/632涂 C o r r . l  

和 2 文件里的 1 9 8 8 — 1 9 8 9 年暂定会议日历.

1 9 8 8 年方案改动

7 0 6 , 经社会核可了载于第E /ESCAP/ 6 3 0和 Corr. 1号文件中的拟议更 

改，同时作 出以下评论和修订.

7 0 7 、在海洋资源方袞中，经社会请说明拟议删除具体活动1 . 4 ㈠ “就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执行进展情况向自然资源委员会提出报告”的原因。 有人解 

释说，该具体活动内的活动将作为今后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委员会实质性服务的一部 

分执行。

7 0 8 、 社会发展方案下，建议在资源限制的条件下，在订正具体活动1 .3  
㈠ “就培训青年参与发展向人口和社会发展委员会提出报告”之下的工作.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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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还应包括审议青年失业的社会问题•

7 0 9 、在运输、通信和旅游业方案下，经社会决定，由于航运、运输和通信 

委员会下届会议将在 I 9 S S 年召开，具体活动3 . 1 ㈠ “下列方面的实质嚴务：

⑻政府间铁路小组会议；⑼铁薄研究协调组会议”将廷至 1 9 8  9 年.

7 1 0 、在统计方案下，说明已将具体活动1 . 4 ㈠ “社会经济指费手册 ”删 

除 .以避免同联合国总部统计处现在的工作重 金 .至于具体活动2 . 1 ㈠ ⑽ • “有 

关妇女的统计数字手册”和 2 .1 0 ( b )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季刊”，有人进一步说 

明这些出版物中过去出现的很多数据系列将納入《亚洲及太平洋统计搢数》季刊， 

或〈〈亚洲及太羊洋统计年鉴》•

7 1 1 、 1 9 8 8 - 1  9 8 9 年订正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已将核准的更改纳入，

其全文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1 9  8 4 -  1 9 8 9 年中期计划延至

1 9 9 0 - 1 9 9 1 年和修订

7 1 2 、经社会面前有文件 E/ESCAP/ 631, C o r r . 1 - 3 。 经杜会获 

悉 ，有关改革和重新宙查联合国政府间结构的各种活动促使秘书长提议，与其编制 

新 的 1 9 9 0 — 1 9 9 5 年中期计划，联公国不如把目前的中期计划延迟两年至1991 

年且加以修订 .这个提议已获得各有关政府间机构接受 .经社会核可了上述文 

件所载的修订案文，但提出以下的意见和條改.

7 1 3 、在 E/ESCap/ 6 3 1 号文件，第 4 页，关于发展问题和政策这一章第 

1 0 .  1 6 5 段第 4 行 “公 营 ”与 “ 部门在发展进程方面的作用”之间增添“和 

私营”字样。

7 1 4 、在能源间颞这一章，敦促进一步加速执行《内罗毕发展及使用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行动纲领》.

7 1 5 、在工业发展以及科学和技术这两章，已清楚载明有关使小型和大型工 

业相联系，传播技术资料，工业布局分散和推广工业咨询服务的活动已经列入中期 

计划，而且对现有的工作方案进行的修改将可确保这些领域得到充分执行.在这 

方面，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印度政府主动提供设施用来推广工业咨询服务.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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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还注意到有关中小型工业节约能源的活动已经在中期计划有关次级方案1 和有关 

传播技术资料活动的战略下获得执行.

7 1 6 、在国际贸易和资金这一章，已清楚载明关于供贸易统计分析计量经济 

资料的活动已经在现有中期计划关于促进和发展贸易的次级方案中得到执行.

7 1 7 、在运输通信和旅游这一章作了下述更改：文件E/ESCAP/631第 38 
页第2 4  135段第4 行 “发 给 各 成 员 国 " 之 后 和 “将 制 订 促 进 ”之前增添 

一句如下：“这个战略还包括城市运输规划，航空交通安全计划，机场发展计划和 

航空运输管制的发展，特别强调人力的开发" 。 同一份文件第4 0 页倒数第二行 

“钍会经济影响’’应改为“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 。

7 1 8 . 在航运、港口和内河航道这一章，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有关海洋运输 

的工作将包括人力资源开发的活动.经社会注意到这个方案已经争取私营郁门参 

与举办训练进和召开专家小组会议这类活动，同时津议各成员和准成员作出讲一步 

努力以痛保充分使私营郁门看与秘书处组织的各项活动.经秘书处作出澄清后， 

经枝会还决定将第4 5 页第 24 185段(b)分段部分改为“鼓励设立和加强国家中心 

以供进行结合模式实验的研究工作”.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

7 1 9 、经社会面前有第E /E S C A P /6 3 5号文件。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 

荷兰、挪威、大韩民国和瑞典政府增加了对亚太经社会技合补充资金的资助，这隻 

秘书处在 1 9 8 7 年所支助的技合亚务活动比1 9 8 5 -  1 9 8 6 年增加一倍。经 

社会确认秘书处对促进和支助成员国的经合和技合活动有很大潜力，敦促成员和准 

成员利用这种潜力并请它们也为资金提供捐助。 经社会请其成员和准成员鼓励其 

各领域专家和技术专家参加由秘书处促进的技合业务活动。

7 2 0 、经社会注意到，在审查欺间，由秘书处促进的商业部门在经合和技合 

活动中的参与比1 9 8 6 年有所增加.经社会敦促秘书处继续努力吸引并扩大商 

业部门参与成员和准成员的经合与技合活劫。 在这方面，经社会同意秘书处所提 

出的下列指导方针：

( 1 ) 有关政府应给予公营和私营商业部门代表更多的机会，以参与由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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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促进和支助的技合和经合活劫.例如实地考查、咨询服务、培训、研讨会和

讲习班，贸易层览和特派团.亚太经社会技合补充资金可用于此目的；

( 2 ) 秘书处应寻求与其他政府间和政府机构和商业部门组织合作及协调以

支助商业部门促进经合和技合的倡议.

⑶商业部门的倡议应由有关政府事先批准.

⑷为补充这类倡议秘书处应同其他机构和组织合作，制定由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或其他感兴趣的捐助国或机构提供资金和技术支助的有关的分区域、区

域或区域间项目，项目将同有关商业部门共同执行.

⑸ 为 了 使 服 务更加有效，秘书处应尽可能使用现有通信渠道，在国家

分区域、区域和区域间一级同有关商业组织建立密切联系.

⑹秘书处应将上述活动进展与发展情况告知有关成员政府.

7 2 1 、 经社会重申，规划、制定、资助和执行技合和经合业务活动应基本上是有 

关发展中国家的责任， 经社会建议，为了使技合和经合活动更加有效，应使之同 

国家发展规划和方案充分结合 .这些活动以切实可行为宜。

7 2 2 、关于成员国技合/ 经合业务活动国内费用，经社会核可秘书处的提议. 

即如适用.应由受益国负担。

7 2 3 、经社会感兴趣地听取了开发计划署技合特别股代表就在技合方案工作和技 

合资料咨询系统服务方面有关成员和准成员的经验以及可获提供的援助作了说明. 

发展中国家代表表示感谢开发计划署为在几个发展中国家定期举办技合方案拟订所 

提供的援助和所起的支助作用，这些国家已建立大量的分区域、区域和区域间的技 

合业务交流。 在这方面，经社会赞扬印度尼西亚政府表示愿意同开发计划署合作, 

在 1 9 8 9 年某个时候为技合方案工作提供东道国便利，并建议秘书处提供必要援 

助。

7 2 4 、经社会注意到，可利用亚太经社会立法委员会和特设政府间会议开展 

技合方案拟订工作， 经社会请有关成员和准成员利用这类设施。

7 2 5 、经社会注意到下列代表就其在促进各成员之间技合活动方面所起的支 

助作用和同秘书处进行的合作活动的发言：亚洲及太平洋椰子共同体、 国际胡椒共 

同体、教科文组织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及人文科学区域股和世界卫生组织。

7 2 6 、经社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加强亚太经社会区域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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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活动的第2 6 4 ( XLIV ) 号决议。

经社会在太平洋的活动

7 2 7、经社会审议了E/ ESCAP/ 6 3 6 号文件，它赞杨秘书处编写了一份关于 

经社会第2 4 4 (X L I )号决议执行进展情况和经社会在太平洋的活动方面非常全面、 

非常有用的报告.

7 2 8 、经社会祝贺执行秘书在亚太经社会关于“发展问题和政策”的工作方 

案内顺利建立了新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措施”次级方案。它重申亚太经社 

会在促进其太平洋岛国成员和准成员的社会及经济发展方面所发挥有益的催化作用， 

在这方面，经社会热烈欢迎美属萨摩亚加入为亚太经社会的新准成员.

7 2 9 、经社会关心尚未筹得更多资金来支助所规定的方案活动，这些活动的 

设计切合实际、范围不大而所需资金也不多• 经社会虽然认识到秘书处的财政限 

制，但极力促请执行秘书尽力调动更多资源，以便支持新的次级方案获得可靠有效 

的执行.

7 3 0 、经社会重新强调其对拟议的举办发展规划培训班的支持，并建议应在 

新次级方案的范围内认真考虑短期附属秘书处的办法。

7 3 1 、经社会高兴地注意到亚太经社会太平洋业务中心（太平洋业务中心） 

的过渡阶段已结束，希望太平洋业务中心在进行其重要的技术援助活动方面提出新 

的概念、采取有创见的主动和更大努力.它赞扬执行秘书任命一名杰出的太平洋 

岛屿国民以填补太平洋业务中心主任一职的空缺，非常赞同经济发展规划和政 

策是太平洋业务中心提供咨询援助的适当领域，并指出本区域继续需要捐助活动的 

协调 .其他提议的优先领域包括统计、社会发展政策和规划、国际贸易和资金、 

外国和本国投资。

7 3 2 、经社会注意到通过太平洋业务中心更有效地提供咨询和顾问服务，并 

非常感谢秘书处尽管財政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严重限制，仍愿意提供这种技术援助. 

不过，经社会建议应设法把太平洋业务中心的技术援助的地域范围扩大，特别着重 

太平洋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

7 3 3 、经社会注意到E/E S C A P /6 3 6号文件所详述关于秘书处各司、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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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处，在 1 9 8 7 年翔间为太平洋岛国执行的多项活动.由于秘书处的财政限制，

太平洋岛国大大减少参加亚太经社会的活动，它対此表示关注 .经社会促请在明 

年扭转这一不利趋势.

7 3 4 、 经社会非常感谢澳大利亚、•日本和荷兰政府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去 

年鼎力支助执行有太平洋岛屿参加的活动•在这方面，有几个損助国玫府指出，它 

们将在 1 9 8 9 年继续向新的太平洋岛屿次级方案，包括太平洋业务中心，提供财致 

支助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两个发展中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北马里亚纳群 

岛联邦保证提供财政支助 .法国政府愿意以不偿还借用方式提供一名专家的厫 

务 ，新西兰政府表示愿意考虑就由或通过太平洋业务中心扶行的项目提出的正式财 

政支助请求.有几个其他代表团强调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及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根 

述了根据国家“经合”和 “技合”方式提供的技术援助的各方面，并表示愿意通过 

这些方式在已查明需要的适当领域与太平洋岛国政府合作.

7 3 5 , 经社会非常关心许多太平洋发展中岛屿成员国，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和

最小国家由于财政限制而未派代表出席其年会 .它请捐助国和其他感兴趣国家

提供现金或实物支助，以使太平洋岛国能够派遣代表更积极参加秘书处的所有活动.

有人建议这种支助包括通过在参与捐助国之间建立一个特别基金，提供出席经社会

车度会议所需的旅费和其他费用，并且向在曼谷为太平洋岛国设立的“联合办事处” 

提供便利和服务.

7 3 6 、经社会一致通过了关于经社会在太平洋的活动的第2 6 9  ( X L IV ) 

号决议。

关于深入研究联合国在经亦社会领域的

政府间结构和职能的第2 6 2 (  X L I I I ) 号 

决议的执行情况：亚太经社会立法委员会的结构

7 3 7 、经社会收到了文件E/ ESCA P/637, 执行秘书在介绍性发言中告知 

经社会，经济及钍会理事会特别委员会赞扬经社会第四十三届会议通过的第2 6 2 

( X L I I I ) 号决议。 该委员舍是理事会按照其第1 9 8 7 / 1 1 2 号决定而成立 

的， 目的在深入研究联合国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政府间结构和职能.经社会在其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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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中重申亚太经社会保证对其成员和准成员作出反应。

7 3 8 、执行秘书提请注意同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定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當

驻代表咨委会)就 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广泛磋商，以及各成员和准成员提出的许 

多建设性建议。 因此确定文E / E SCAP/ 6 3 7 所载的执行秘书提议的下列结构 

最可被接受：

农业，农村发展和环境 

发展规划和统计 

工业、技术和人类住区 

自然资源和能源 

人口和社会发展 

贸易 ( 包括跨国公司）

航运、运输和通信

7 3 9 、 但执行秘书说，有人提出一些其他意见，特别在常驻代表咨委会最近 

几届会议和统计委员会第七届会议上，他们赞成保留统计委员会。 经社会必须澄 

清这个问题.

7 4 0 、经社会欢迎该文件提议采取的步骤可以作为合理使用资源和便利选定 

优光.頃序的一个方法.它呼吁所有成员和准成员作出努力，使经社会的工作更有 

效率和效果 .大多数代表困赞成将委员会的数目从 9 个 减 为 7 个，每两年开会

一次.

7 4 1 ,  关于各委员会的安排，许多代表团关心原定的发展规划委员会和统计 

委员会合并的问題.统计委员会已经证明它是一个有效的机构，有许多成员和准成 

员 参 与 • 有关统计的方案提供了宝贵而杰岀的服务，特别在太平洋分区域。该 

委员会及其方案提供的定期联系帯来了杰出的成果。 因此，这些代表团认为最好 

保留统计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机构.有 一 个 代 表 团 建 议 ，如杲因此而使委员会的 

数目增为8 个，則为了在会议结钧的其他部门获得补偿节约，似乎应重新审议每雨 

年举行一次经社会年会的提议 .有一个代表团认为，如杲将环境方案的立法审查 

同能源和自然资源方案的审查，而不是同农业发展方案的审查合并造行.就可以改 

善各委员会的功能.

7 4 2 、许多代表团认为统计委员会应单独保留下来。 还认为，委员会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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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超过7 个 。 但是，针对上述各段所勾画的备选委员会结构没有达成协商一致 

在没有协商一致情况下，决定保留上述各段中所提议的委员会结构.遵照第2 6 2 

( X L I I I )号决议之呼吁 .将于 1 9 0 0 年由经社会第4 6 届会议对此项安排的效 

果进行审查.届时所有委员会应已开过会。

宣布打算提供的捐款

7 4 3 、经社会面前有E /E S C A P /5 3 8号文件.

7 4 4 、执行秘书通知经社会， 1 9 8 7 年的现金捐款总额为2, 0 7 0万美元, 

亚太经社会1 9 8 6 — 1 9 8 7 两年期的预算外资金比经常预算所提供的资金多出 

了 1，0 0 0 万 美 元 .因 此 ：预算外资金在执行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方面的重要性

大大地提高。

7 4 5 、关于 1 9 8 7 年现金捐款的来源，执行秘书注意到，其中 5 3 % 来自 

联合国系统，而开发计划署因捐助8 0 0 多万美元而成为最大预算外捐助者•捐劫 

国的捐款几乎达9 5 0万美元，增加 9 % 。

7 4 6 、执行秘书并注意到向前迈进了一大歩，即大韩民国于19 87年加入为 

发展中成员国捐助者，建立了韩国一亚太经社会合作基金、关于这一点，执行秘书 

提到了在亚太经社会和发展中成员国之间建立这种合作基金表明区域成员日益致力 

的精神，也表明除传统捐助者外，又喜见新的捐助者，从而便利了许多方案活动的

执行。 他表示希望本区域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都加以效法#

7 4 7 、执行秘书指出，由于实物捐款的重要性日增，特别是1 9 8 7 年无偿 

提供了 3 9 名专家，暂时解决了在削减经常员额的紧张时期的工作人员严重短缺.

7 4 8 、执行秘书深切感谢一切预算外现金捐款，以及实物捐款，并且进一步 

指出，航运、港口和内河水道方案及科学和技术方案从捐助者得到了最大的资助， 

因为经社会优先重视1 9 8 5 - 1 9 9 4 亚洲及太平洋运输通信十年以及“技术促 

进发展”专题，特别是执行亚洲太平洋技术促进发展东京方案。 在这一方面，执 

行秘书提请经社会注意捐助者适当和及时地响应因经社会通过的主题而导致的项目 

资助要求。 由于过去捐助者的反应很快，执行秘书相信，将会取得资金执行雅加 

达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行动计划以及编制下一个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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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9 、执行秘书报告说，由于荷兰、挪威、瑞典和大韩民国政府对亚太经社 

会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慷慨捐款，与 1 9 8 6 年相比， 1 9 8 7 年秘书处支助的发 

展中国家技术合作活动数量明显增加 .他还报告说，评价工作现已成为亚太经社 

会工作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自1 9  8 7 年以试验形式开始的一些次级方案进行了自 

我评价以来更是如此 .经社会还获悉，自我评价的范围将于1 9 8 8 年扩大，而 

对亚太经社会的能源方案的深入评价正取得良好进展.他请捐助囯向进行深入评 

价工作提供现金捐款，并为业务评价股提供实物捐助.

7 5 0 、执行秘书在吁请增加捐款的同时，提醒经社会亚太统计研究所、亚 

太技术转让中心和杂豆根茎作物中心这三个区域性机构不时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各 

代表团在对这些机构认捐时应忆及秘书处去年的建议，即最不发达国家考虑认捐 

1, 0 0 0 美元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考虑认捐15, 0 0 0 美元作为各自的最低捐款额.

7 5 1 、执行秘书表示相信，各国政府将会继续对亚太经社会的活动给予不懈 

的支持 .因此他希望，认捐工作的结果会再度证实成员国致力于建立亚太经社会的 

理想和宗旨。

7 5 2 、经社会注意到下列1 9 8 8 年宣布打算提供的捐款.

7 5  3 、阿富汗.阿富汗代表表示感谢亚太经社会秘书处为实现阿富汗的社会

经济发展计划在各方面提供的援助，并重申该国政府充分支持亚太经社会的工作方

案.将在不久将来把打算提供的捐款通知亚太经社会秘书处。

7 5 4 ,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代表宣布了下列捐款：

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包括 750  , 0 0 0 澳元

支助太平洋业务活动中心

亚太统计研究所 6 0 ,  0 0 0 澳元

区域农机网 3 5 , 0 0 0 澳元

此外，澳大利亚将向亚太发展中心提供1 0 0 , 0 0 0 澳元

7 5 5 、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代表表示该国政府打算提供捐款款额如下: 

亚太技术转让中心 3 ，0 0 0 美元

亚太统计研究所 5 ,  0 0 0 美元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 1 , 0 0 0 美元

此外，孟加拉国将向亚太发展中心提供1 5 , 0 0 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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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6 、文莱国。 文莱国代表宣布了下列捐款：

亚太统计研究所 5 , 0 0 0美元

此外，将向亚太发展中心提供1 0 , 0 0 0 美元

7 5 7 、 缅 甸 代 表 宣 布 ，该国政府将向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提供2，, 000 
美元的捐款

7 5 8 、中 国 。 中国代表宣布了下列捐款：

(a) 工作方案—— 为中国—— 亚太经社会合作项目提供3 6 0 ,  000人民币

和 1 2 0，0 0 0 美元（包括亚太经社会技合补充基金40 , 0 0 0美元）；

(b) 区域机构：

亚太技术转让中心 1 5 , 0 0 0美元

亚太统计研究所 2 0 ,0 0 0 美元

此 水 中 国将向亚洲岸外联勘协委会捐 款 4 0 ,  0 0 0 美元，向亚太 发 展 中 心 提 供  

50 , 0 0 0 美元，向台风委员会提供 5 0 , 0 0 0 人民币.

7 5 9 、 法国代表宣布了法国政府打算提供的现金及实物捐款总额将 

达 1 .0 1 0 万法郎，其中：

(a) 现金捐款：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 300 , 0 0 0法朗 

亚太经社会工作方

案 -- 800 . 0 0 0法朗（其中500, 0 0 0 法朗用于人

类住区项目）

(b) 实物益助：

为杂豆根作物中心提供一名农业经济苧家；

为太平洋业务中心提供一名经济规划专家；

在人力资源与技术、评价、运岱和通信、农业经济研究、农村发 

展、遥感、能源和海洋资源方面提供九名专家和短期顾问；

(c) 为湄公河委员会提供300 , 0 0 0 法朗现金捐款，以及一名专家和数名 

短期顾问。

7 6 0 、 印度代表宣布下列捐款：

亚太技术转让中心 1 0 0 , 0 0 0 美元（以本国货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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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统计研究所 1 0 ,  0 0 0 美元

7 6 1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代表宣布提供下列捐款:

亚太技术转让中心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

5 ,  0 0 0 美元 

30 , 0 0 0 美元

( 东道便利和其他艰务的实物捐助）

区域矿物资源开发方案 

亚太统计研究所 

区域农机网

1 5 ，0 0 0 美兀 

4 0 ,  0 0 0 美元

7 , 5 0 0 美元

此外，印度尼西亚将向亚洲岸外联勘协委会捐款4 0 .0  0 0 美元，向亚太发展中心 

捐款 4 7 ,  3 0 0 美元，向东南亚锡研究和发展中心提供582, 1 5 2 马来西亚元，

向亚太农村发展中心提供1 0 , 0 0 0美元捐款.

7 6 2 .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宣布， 该 国 政 府  

打 算 提 供 的 捐 款 是 1 5 , 0 0摸 元 （亚太技术转让中心2 ,0  0 0 美元，亚太经社 

会工作方案1 3 ,  0 0 0 美 元 ），但须经该国议会最终批准。

7 6 3 、 日本代表宣布该国政府的现金和实物援助总数，包括技术合 

作 .大约将为 7 4 0 万美元，细目如下：

(a) 在日本一亚太经社会合作基金下2 5 0 万美元，用于执行亚太经社会 

项目；

(b) 向亚太统计研究所提供约7 3 5 ,  6 0美 元现金捐款；

(c) 为亚太统计研究所东道国设施和工作人员捷供约1 , 497, 0 0 美 元 ；

(d) 日本国际合作机构无偿提供专家服务，估计费用为1 , 333 , 000美元; 

(e) 五个集律培制法，其中两将与亚太统计研究 所 合 办 ， 估 计 费 用

889, 0 0 0美元；

( f )  向亚太发展中心捐赠现金350 , 0 0 0 美元.

向湄公河下游勘察临时协调委员会的现金捐款数额将在以后通知秘书处。

7 6 4 、马 来 西 亚 .马来西亚代表宣布下列捐款：

亚太統计研究所 7 ,  0 0 0 美元

亚太技术转让中心 1 0 ,0 0 0 美元

此外，马来西亚还向亚洲岸外矿物资源联合勘測协委会捐款4 0 ,  0 0 0 美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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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考虑继续为亚太发展中心提供东道国设施 

7 6 5 、 蒙古代表说该国政府将向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提供相当于

1， 0 0 0 美元的蒙古货币捐款.此外，它还为妇女代表实地考查提供东道国设 

施，条件是亚太经补会秘书处须设法为此调靠旅费.

7 6 6 、尼泊尔.尼泊尔代表宣布提供下列捐款: 

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 2 , 4 9 2美元

亚太技术转让中心 5 0 0 美元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 5 0 0 美元

区域矿物资源开发方案 5 0 0 美元

亚太统计研究所 5 0 0 美元

此外.尼泊尔还会向亚太发展中心捐款1 . 5 0 0 美元.

7 6 7 、 荷兰代表满意地注意到该国政府每年向亚太经社会提供的捐 

款得到有效和有益的使用。 荷兰政府将提供大约相当于1 5 0 万美元的3 0 0 万 

荷兰盾的捐款。 此外还考虑提供一名专长深入评估的专家.

7 6 8 、新西兰， 新西兰代表宣布新西兰政府将提供下列捐款.但須经过预 

算经费的最后核准：

亚太统计研究所 8 ,  0 0 0新西兰元

湄公河临时委员会 6 0 ,  0 0 0新西兰元

亚太发展中心 2 0 ,  0 0 0 新西兰元

亚洲及太平洋能源规划网 2 0 ,  0 0 0 新西兰元

此外，它还考虑正式提供经费资助通过亚太业务中心执行或由其直接执行的各项 

活动，

7 6 9 、巴 基 斯 坦 .巴基斯坦代表宣布下列捐款:

亚太技术转让中心 7 ，5 0 0 美元

区域矿物资源开发方案 5 0 0 美元

亚太统计研究所 8 ,  0 0 0 美元

区域农业机械网（第四阶段） 1 4 ,  0 0 0 美元

他还宣布该国政府将向亚太发展中心提供3 0 ，0 0 0 美元，向亚太电信共同体提 

供 7 ,  2 6 0 美元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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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0 、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宣布该国政府将向亚太经社会 

会的太平洋岛屿次级方案捐款1 0 ,  0 0 0 美元.

7 7 1 、菲律宾.菲律宾代表宣布下列捐款：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 5 ,  0 0 0 美元

亚太统计砑究所 6 ,  0 0 0 美元

区域农业机械网 525  , 0 0 0 比索（相当于 26  , 2 5 0 美元）

亚太技术转让中心 1 5 ，, 0 0 0 美元

此外，菲律宾还向亚洲岸外联勘协委会捐款2 0 ,  0 0 0 美元。

7 7 2 、大韩民国。 大韩 民国代表宣布下列捐款:

韩国一亚太经社会合作基金下 

的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 3 0 0 ,  0 0 0 美元

亚太统计研究所 20 , 0 0 0 美元

亚太技术转让中心 20 , 0 0 0 美元

区域农业机械网 1 1 , 5 0 0 美元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 15 , 0 0 0 美元

此外，韩国还以无偿借用方式提供 数名专家， 对亚太发展中心和亚洲岸外矿物资 

源联合勘测 协委会的捐款将分别在各该机构的常会上宣布。

7 7 3 、新加坡。 新 加 坡 代 表 宣 布 向 亚 太 统 计 研 究 所 提 供 5 , 0 0 0

美元捐款.

7 7 4 、斯里兰卡.斯里兰卡代表宣布斯里兰卡政府将提供下列捐款：

亚太技太转让中心 5 ,  0 0 0 美元

亚太统计研究所 5 ,  0 0 0 美元

此外，期里兰卡还 向亚太发展中心捐款2 7 , 5 0 0 美元。

7 7 5 、 泰国代表宣布下列捐款：

亚太技术转让中心 5 ,  0 0 0 美元

亚太统计研究所 1 0 , 0 0 0 美元

区域农业机械网             2 5 0 ,0 0 0 铢 （大约相当于9 ，9 5 0 美元）

此外，泰国还向亚太发展中心提供4 0 , 0  0 0 美元，向亚洲岸外矿物资源联合勘 

測协委会提供3 0 ， 0 0 0 美元捐款。 泰国向台风 委员会提供捐款的条件已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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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4 年在东京举行的经社会第四十届会议期间作了说明.

7 7 6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联代表宣布在1 9 8 8 年，该国致 

府将提供研究金在苏联学习，包括铁路工程方面的3 5 名额外奖学金。 此外，还 

为来自亚太经社会发展中成员国的参与者在苏联举办5 次研讨会，以及由苏联铁道 

部主办一次专家小组会议。苏联政府还向秘书处提供三份完整的研究报告；并在编 

写这些研究报告其中之一时，一名专家将在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工作两个月，其费用 

由苏联政府负担。 苏联还向亚太经社会的活动提供其他捐款，稍后将同秘书处讨 

论这个问题。

7 7 7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代表说，该国政府在其本 

财政年度期间向亚太经社会操供的援助大体上维持与1 9 8 7 / 8  8 年相同的水平。

7 7 8 、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代表宣布该国政府将向农业气侯作物评话项目 

第二阶段捐款5 0 ,  0 0 0 美元。 此外还通过美国地质调查部、农业部和美国人 

口普查局提供预算外技术支助。

7 7 9 、瓦努阿图。 瓦努阿图代表宣布该国有经济困难，但仍努力使其向

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提供的捐款保持原有水平„

7 8 0 、 越南代表宣布该国政府将向亚太经社会的工作方案捐款1，000 

美元。 此外，该国政府还打算向亚太技术转让中心提供2 ,  0 0 0 美元，向亚太 

发展中心提供1 , 5 0 0 美元的捐款，但须得到进一步确定。

7 8 1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说，该国将按照商定的 

合作领域继续同亚太经社会进行合作，这些合作领域基本上是扩大区域基础设施， 

技术合作，促进贸易和工业发展，但须就加强执行亚太经社会的工作方案可能作出 

的调整同秘书处进行磋商.

7 8 2 、挪 威 . 挪威代表告知秘书处，发 1 9 8 8 车提供的援助为6 5 0 万克 

朗 （大约相当于1 0 0 万美元），供有关航运、环境以及发展中国家间经合一技合的 

活动使用.

7 8 3 、 1 9 8 8 年，2 4个成员国和2 个观察员认捐的现款和实物总额约为 

1 ， 5 2 0 万美元。这个总数主要是现款捐助，其中包括向亚洲岸外矿物资源联含 

勘测协委会、亚太发展中心、湄公河临时委员会以及亚太经社会其他附属方案的财政 

援 助 1 2 0 万美元。 向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各项特别区域项目和区域机构的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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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净额为1，4 0 0万美元•

7 8 4 、经社会指出，上述认捐总额不包括在本届会议未宣布打算提供捐款的 

其他成员和捐助国可能提供的捐款，以及认捐的好几批未经计算的实物捐助的价值. 

此外，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和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向亚太经社会执行的项目提供 

的预算外资源尚未列入认捐总额内.

7 8 5 、执行秘书对各成员国和捐助国政府宣布打算向亚太经社会的预算外资 

源提供捐助深表感谢，这些捐款可以协助秘书处执行经社会规定的各项活动 .他 

还指出，鉴于整个联合系统都面临财政危机，秘书处很能体谅在支出方面需要最大 

限度地自我克制，而且将对预算外资源作最有成效的使用 .其次，对预算外资源 

的使用情况，经秘书处提议，必须给予评价，并且为此，业务评价股现在可以对它 

进行有效的评价.

常驻代表和亚太经社会成员指派的

其他代表咨诸委员会的活动

7 8 6 、经社会审议并核可甴常驻代表咨委会报告员法国驻亚太经社会常驻代 

表介绍的E / ES C A P/64 1 号文件。它赞赏常驻代表咨委会在促进成员和准成员同秘 

书处之间了鲜与合作方面起着切实有效和十分重要的作用。它认为常駐代表咨委会 

是个宝贵机钩，在区域委员会之中根娃特，并在方案审查和协调方面而处于最重要地 

位 .它 相 信 将 继 续同咨委会协商.以便向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提供进一步指导、 

寻求进一步改革和有效作业以及确定其优先项目。

7 8 7 、经社会注意到.常驻代表咨安会在本报告所述的一年期间内一共举行了 

九居常会和一届续会。 它赞赏这些定期讨论的价值，因为这些讨论以协商一致方 

式详细阐明各项建议，从而反映出经社会成员所表达的意见。

7 8 8 、经社会赞赏常驻代表咨委会审议了经社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工作和成 

果.它赞同了常駐代表咨委会报告所表达的意见，特别是第4(c)、（d)和(e)段所载 

的意见.

7 8 9 、经社会注意到，常驻代表咨委会审议了经社会会议和各个立法委员会 

的议程，并赞扬常驻代表咨委会为保证这些会议顺利举行而作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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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 0、经社会认识到常驻代表咨委会的重大作用，因为它让成员有机会交换意见。 

该项作用还为它们提供一个独特机会，提出各自的需要和要求以及目前所面对的关切 

事项，从而保证经社会的活动和未来规划适时而且符合需要.

7 9 1 、经社会关心应充分考虑到在曼谷没有办事处的成员的意见，并且希望 

能设法保证造一步改善这方面的现有安排.

7 9 2 、执行秘书非常感谢常驻代表咨委会对经社会的工作所作的贡献以及它 

对秘书处的援助。 他认为报告是常駐代表咨委会在本报告所述的一年期间内所送 

行的活动的摘要。 过去，有关程序的讨论花了不少时间，但常驻代表咨委会的活 

力和明碥的方向改进了这一情况，部分白于修改议事记录，现巳磽保所讨论的是实 

质问题。 太平洋岛国以及在曼谷没有办事处的成员没有参加常驻代表咨委会，令 

人遗憾。因此，常驻代表咨委会并不充分代表所有成员.他希望常驻代表咨委会 

更多地反映岀成员国的愿望，如果所缺的代表能够补足，它就具有更大的权威.如 

太平洋岛国决定为此目的在曼谷设立办事处，秘书处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按照联 

合国的规章条倒向它们提供支助。

经社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 

日期、地点和任何其他有关议题

7 9 3 、经社会面前有第E /E S C A P /6 4 0 号文件.

7 9 4 、经社会决定，经社会第四十五届会议将于1 9 8 9 年 3 、 4 月间在亚 

太经社会总部召开，为期 8 或 9 个工作日 .执行秘书在同成员政府磋商后，将确 

定该届会议的确实日期，并据此告知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

7 9 5 ,  经社会注意到，马来西亚政府表示愿意于1 9 9 0 年在吉隆坡为第四 

十六届会议提供东道国便利.

7 9 6 、经社会核可将“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九十年代经济发展结构改革” 

选定为第四十五届会议的主题，主题措词仍可进一步予以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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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新成员

7 9 7 , 经社会面前有e/ E S C A P /6 4 2 号文件。

7 9 8 、经社会审议了并一致核准了美属萨摩亚领土有关加入为亚太经社会准 

成员的申请。 由于接纳美属萨摩亚领土成为亚太经社会的准成员，经社会核准 

了一项有关修正其职权范围第4 段的决议草案，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

通过经社会报告

7 9 9 、 1 9 8 8 年 4 月 2 0 日，经社会第6 7 7 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本报告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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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经社会第四十四届会议通过的决议

2 6 4 (XLI V ) .加强亚太经社会区域发展中国家间 

技 术与经济合作活动 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念及促进并执行发展 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宣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

回顾大会1 9 8 7 年 1 2 月 1 1 日关于加强和改善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政府 

间计划工作的第4 2 /1 7 9 号决议，

又回顾其1 9 8 5 年3 月2 9 日关于为促进和支助发展中国家间技术与经济合 

作筹集资源的第2 4 5 ( X L I ) 号 决 议 ，

发展中国家间技术与经济合作在加强亚太经社会发展中成员和准成员的自 

身和自力更生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重申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政府间计划工作是促进亚太经社会区域发展中国家 

间技术与经济合作的有用办法，

1 、建 议 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区域政府间计划工作，不论部门性的或是综 

合性的， 按照本区域发展中国家所表达的需要进行；

2 、 请本 区域发展中国家积极支助并参与发展中国家技术台作的区域致府间计划 
工作并根据它们自己的能力和需要采取适当的后续行 动；

3 、 请有能力支助的亚太经社会发展中成员和准成员向本区域发展中国家间技术与 

经济合作活动提供财政和技术支助，特别是考虑向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 

作补充基金提供捐助，并请发达国家给予类似支助；

4 、 请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和其他国际与区域资助机构协助本区域发展中国家 

间技术和经济合作活动；

1 / 见上文第7 1 9 — 7 2 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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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重申亚太经社会在促进本区域发展中国家间技术与经济合作活动方面的促 

进和支助作用的重要性；

6 、 请执行秘书在制定经社会工作方案时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间技术经济合作 

活动；

7 、 执行秘书协助本区域发展中成员和准成员执行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和经 

济合作活动；

8 、 请执行秘书向经社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1 9 8 8年4月20日 
第 6 7 7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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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5 ( X L I V ) .农村发展的社会问题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载于大会 1 9 6 9 年 1 2 月 1 1 日第2 5 4 2 ( XXIV) 号决议的社会进步与 

发展宣言，国际社会将于1 9 8 9 年纪念宣言二十周年，以及大会1 9 8 7 年 1 1 

月3 0 日关于社会进步与发展宣言二十周年的第4 2 / 4 8 号决议.

赞扬秘书处执行其1 9 8 6 年 5 月 2 日关于农村发展的社会问题的第2 5 2 

(X L II  )号决议的活动，尤其是举办了关于妇女在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涉 

及农村发展的区域研讨会及其提出的报告。

注意到关于履行亚太经社会在社会发展领域中特别职责的第E /E S C A P /6 1 7

号文件，

1 、  请其成员和准成员积极参与制订到2 0 0 0 年及其后的区域社会发展战略, 

特别着重农村发展的社会问题；

2 、 请 执行秘书在制订该战略时适当注意农村发展的社会问题；

3 、 请执行秘书继续优先考虑农村发展的社会问题，并在解决农村地区社会发 

展问题方面促进成员和准成员之间的经验交流。

1 9 8 8年4月2 0日 

第 6 7 7 次会议

2 / 见上文第5 5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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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6 (X L IV ). 国际扫盲年 3/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大会 1 9 8 7 年 1 2 月 7 曰第4 2 / 1  0 4 号决议，其中宣布1 9 9 0 年 

国际扫盲年，并建议各区域委员会在其论坛内审议它们可以为扫盲年的成功作出什 

么贡献，

回顾扫除文盲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所承认 

的确保受教育权利的先决条件.

又回顾扫除文盲是人力资源开发综合行动计划的一个重要指标.

强调普通存在文盲,特别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和文

化精神进展.考虑到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一些国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上许多文盲 

都在这里，其初生年龄组失学儿童人数也最多，

确认国际扫盲年是增进全世界认识到扫盲问题，并认识到需要加强努力扩大教 

育的手段，

认为必须为国际扫盲年的成功作出适当的贡献，

1 、请 成员和准成员积极参加国际扫盲年区域和国家一级的准备初执行工作，

从而落实扫盲年的各项方案和措施；

2 , 建议成员和准成员特别注意执行亚洲及太平洋普及和更新初级教育及扫除 

文盲区域方案：

3 、 请成员和准成员及有关的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在筹备和执行国际扫盲年两 

方面积极合作，以期在本世纪末扫除文盲；

4 、 请执行秘书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协调，确定亚太经社会在哪些 

具体领域可以为这方面的人力资源开发提供支助。

1 9 8 8年4月2 0曰 

1第 6 7 7 次会议

3」 见上文第2 0 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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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7 ( X L I V ) .  通过和执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对 

环境无害的持续发展的原则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大会1 9 8 7 年 1 2 月 1 1 日关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结论  

和建议的第4 2 / 1 8 7 号决议，和联合国大会在1 9 8 8 年第四十三届会议临时 

议程中列入一项题为“一个持续发展的对环境无害的长期战略”分项目，

注意到大会1 9 8 7年 1 2 月 1 1 日关于到公元2 0 0 0 年及其后的环境展望的第 

4 2 / 1 8 6 号决议列入世界委员会报告所载的结论和建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提倡对环境无害的持续发展概念方面起着重要的推

动作用，

回顾1 9 8 2 年举行的南太平洋人类环境会访所提的建议，以及1 9 8 5 年举 

行的亚洲环境部长级会议所提的建议，

回顾经社会1 9 8 2 年 4 月 1 日关于将环境考虑纳入经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 

活动的第2 2 4 (X X X V I I I )号决议，

铭记着工业、技术、人类住区和环境委员会在其1 9 8 7 年9 月第十届会议上所 

提的建议.

关切地注意到尽管本区域至今为止已取得进步。它依然在与自然资源流失、沙 

漠化和环境恶化等问题作斗争，

对环境无害的持续发展一般要求在部门和空间两方面，所有人的基本要求 

都能满足，而且所有人都有机会实现其改善生活质量的愿望，

调整经济及社会发展政策和机构，作为消除贫穷以及促进合理使用这一代 

和后代必须依赖的有限自然资源的必要先决条件的重要性.

认识到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在人力资源方面的巨大潜力以及必须使非政府组织、

科学界、新闻媒介和公众参与促进对环境无害的持续发展，

喜 见 太秘书处按照世界委员会报告所载的结论和建议，特别是按照关于提高 

公众意识和将环境考虑纳入发展规划的结论和建议所开展的后续活动，

见上文第3 6 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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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 成员和准成员在其发展政策和方案中考虑到环境问颧，以促进对环 

境无害的持续发展；

2 、促 请 其成员和准成员在执行发展项目时，将其合作努力集中在影响到亚洲 

及太平洋区域人民共同福利的环境问题上；

3 、 请执行秘书与环境规划署合作，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按照世界委员会报告和 

到公元2 0 0 0年及其后的环境展望进行跨部门、多学科研究，以便查明与亚太区域特 

别有关的问题，并酌情提出建议，由经社会和其附属机构采取行动，促进对环境无 

害的持续发展，并查明有助于秘书处现有工作方案中长期发展的新的活动；

4 、又 请 执行秘书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就亚太经社会对促进持续发展的工作所 

作的贡献编制进度报告，供经社会第四十五届会议审议，并按照大会第4 2 / 187 

号决议第1 8 段的规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

5 、并 请 有能力的成员和准成员及有关捐助国和国际组织提供更多财政资源， 

协助发展中国家按照本国的发展计划、优先事项和目标查明、分析、监测、预防和 

管理环境问题；

6 、 决定在 1 9 9 0 年召开部长级环境问题会议，并在议程上列入审查世界委 

员会报告后续活动的进展情况和查明对亚洲及太平洋区域采取的进一步措施的项目,

1988年4月20 日 

第 6 7 7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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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8 (  X1IV ) . 到公元2 0 0 0 年的住房战略：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大会关于无家可归者收容安置国际年的1 9 8 2 年 1 2 月2 0 日第3 7 /  

2 2 1 号和1 9 8 6 年 1 2 月 8 日第4 1 / 1 9 0 号决议，

又回顾大会关于到公元2 0 0 0 年全球住房战略的1 9 8 7 年 1 2 月 1 1 日第4 2 /  

1 9  1 号决议，

确认有必要通过具体行动，开展国际年后续活动，因为充分和安稳住房是人类 

基本需要，是实现人类愿望的关键，

关切本区域令人震惊的现状，尽管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作出努力，仍有千千万 

万人民居无定所或其住房不适合人类居住，

深切关怀缺乏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贫民窟和拥户区遍地皆是，农村住区生活

质量普遍恶化、

确认这种可悲的情况对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注意到工业技术、人类住区和环境委员会第十届会议关于到2 0 0 0 年住房 

战略的建说

欣慰地注意到本区域一些国家采取各种主动，例如制订国家住房战略和促进其 

他活动，旨在实现到2 0 0 0 年人人有住房的目标，1. 

再度敦促所有成员和准成员致力于实现到'2  0 0 0 年全球住房战略的目标；

2 、请 成员和准成员按照大会第 4 2 / 1 9  1 号决议附件第一节所载国家 

行动指导方针，执行住房战略，这样将可保证动员各国所有力量和资源，来实现战略 

目标；

3 、 又请有能力的成员和准成员、有关捐助国和国际组织提供额外资源，协助发 

展中国家制订并执行住房战略；

4 、请 执行秘书鼓励并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枝助成员和准成员制订住房战略，并按 
照大会第了4 2 / 1 9 1 号决议附件第二节所载国际行动指导方针，采取促进交流资 

料和经验的其他措施；

三 见 上 文 第 3 3 7 — 3 3 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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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还请执行秘书从1 9 9 0 年开始，将 “到2 0 0 0 年的住房战略”项目每 

隔一年列入经社会届会的议程，以便根据由各国政府提供的资料，审查实现在2000  

年前人人有住房目标的进展情况。

1 9 8 8年4月20日 

笫 6 7 7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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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9 ( X L IV  ) .  经社会在太平洋的活动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其关于增加太平洋发展中岛国参与经社会活动的1 9 7 7 车 4 月2 9 日第 

1 7  3 （X X X I I I )号决议，和关于经社会在太平洋活动的1 9 7 8 年 3 月 1 7 日 

第 1 8  8 (X X X IV )、 1 9 8 0 年 3 月 2 9 日第 2 0 8 (XXXVI )、 1 9 8 4 年 4 

月2 7 日第2 3 7  ( X L  )和 1 9 8 5 年 3 月2 9 日第2 4 4  ( X L I ) 号决议，

又回顾有关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和问题的大会1 9 7 6 年 1 2 月 2 1 日第3 1 /  

1 5 6 、 1 9 7 7 年 1 2 月 1 9 日第 3 2 / 1  8 5 、 1 9 7 9 年 1 2 月 1 9 日第 34/  

2 0 5、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第3 5 / 6  1、 1 9 8 2 年 1 2 月 2 0 日第 3 7 /  

2 0  6 、 1 9 8 4  年 1 2  月 1 8  日第 3 9 / 2 1 2 和 1 9 8 6  年 1 2  月 5 日第41/ 

1 6  3 号决议，

再回顾载于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1 9 7 6年5月3 1日第9 8 ( IV )、1979年6月3曰 

第 1 1 1 ( V)、和1 9 8 3年7 月 2 日第1 3 8 ( V I  )号决议的关于支援发展中岛国的 

具体行动的再次呼吁，注意

任命一名太平洋岛人为亚太经社会太平洋业务中心领导人，

表示赞赏所有捐助政府和多边机构对太平洋岛屿成员国和准成员国的特别需求

作出反应，

念及发展中岛国表示愿意监测并充分参与经钍会履行亚太经钍公在太平洋的社 

会经济职责的工作，

注意到一项关注，即太平洋岛国，尤其是小的，偏远的和最不发达国家由于其 

出席会议的财政限制，在经社会届会上没有足够的代表出席，以表达其需要和问题，

1、 赞扬执行秘书积极努力，在关于“发展问颞和政策”的工作方案内制订关 

于 “支援发展中岛国特别措施”的新次级方案，并提高经社会在太平洋的作用和活

动的联系与效率；

2 、 请执行秘书在尽量可行的情况下，并考虑到联合国在这方面的指导方针，

增加太平洋分区域在秘书处专业人员中的人教并使之多样化；

6」 见上文第7 2 7 —7 3 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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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 执行秘书同秘书长和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有关的以及有兴趣的，

助方和国际组织磋商，以望获取必要资源来确保太平洋岛国充分参与经社会1 9 8 9 
年的第四十五届会议及其后的会议；

4 、 再请执行秘书查明在曼谷为太平洋岛国的与会者和代表提供办公室空间、 

设施和秘书服务的可行性；

5、 请执行秘书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经社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1988年4月2 0日 

第 6 7 7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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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0 (X L IV）. 在亚洲和太平洋采取措施，支助

关于电讯的《缺 少 环 节 》的报告的后线工作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考虑到国际电讯联盟关于开展阿鲁沙世界电信发展后结活动的要求.航运、运 

输和通信委员会（运输、通信和旅游方面）第十一届公议决定，由于电讯是经济所 

有部门发展的主要成份，应当给这一部门以高度优先地位，特别是在 1 9 8 5 —1994 

年亚洲及太平洋运输通信十年期间，

回顾新德里亚洲及太平洋电讯发展公议（1 9 8 8 年 2 月 ）建议，亚太经社会 

由于其任务广泛及其在政策一级与亚洲及太平洋区娃的发展中国家有联系，应采取 

适当行动对关于电讯部门优先性的《缺 少 环 节 》的报告中的有关建议作出后续性 

工作，并协调关于研究和发展，共同标准和规格，集体采购和当地生产的区域和分 

区域合作努力；

1、 请执行秘书同有关成员和准成员磋商，以期在现有资源范围内采取适当行 

动支持《缺 少 环 节 》这一报告中有关建议的后续行动，以望查明亚太经社会可能 

开展的一项活动方案；

2、还 请 诸如国际电讯联盟和亚洲及太平洋电讯共同体等其它有关组织在这项 

工作中与秘书处充分合作.

1988年4月2 0日 

第 6 7 7 次会议

见上 文 第 5 2 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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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l ( X L I V )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大会8 /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 顾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所通 过并经大会在 1 9 8 1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6  /  1 9 4 号决议中核可的《支援最不发达国家1 9 8 0 年代新的实质性行 

动纲领》，

又回顾大会关于执行《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的 1 9 8 2 年 1 2 月 2 0 日第3 7 /  

2 2 4 号、 1 9 8 3 年 1 2 月 2 0 日第3 8 / 1 9 5号、 1 9 8 4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9 /  

1 7  4 号和 1 9 8 5 年 1 2 月 1 7 日第4 0 / 2 0 5号决议，

还回顾经社会关于执行《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的 1 9 8 5 年 3 月 2 9 日第2 4 2  

( X L I ) 号、 1 9 8 6  年5 月2 日第2 5 7 ( X L I I ) 号和 1 9 8 7 年 4 月3 0 

日第2 6 1 ( X L I I I ) 号决议，

注意到大会 1 9 8 7 年 1 2 月 1 1 日第4 2 /1 7 7号决议 .其中决定在 1 9 9 0 

年举行高级别的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大会.

欢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所发挥的全面协调作用，

对 自通过《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以来，尽管各国和国际社会作出努力.最不

发达国家的整个经济和社会条件仍继续恶化

1 ，敦促在《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总范围内，那些宫方发展援助捐款尚未达

到国内总产值0 .1  5 %的捐助国，或是尚未将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 

提髙一倍的国家，尽一切努力 .实现《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中的目标；

2 、 促请所有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重新努力执行《行动纲领》，使每 

个最不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取得最低标准的成就；

3 、 呼吁国际社会和区域组织为最不发达国家在最不发达国家政府的国家方案 

内所确定，并在《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中所体现的优先部门方面的努力提供支助 

措施，优先部门特别包括粮食与农业，制造业，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勘探和开发，人力 

资源开发，出口扩大和多样化，运输和通信的发展，以及规划、执行和管理能力方面 

的改进；

a /  见 上 文 1  8 9 ——1 9  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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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呼 吁 国际和 区域组织更加集 中解决本 区域 内陆国和最不发达岛国的特别问

题；

5 , 促 请 本 区域所有亚太经社会发展中成员和准成员在 《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 

范围内并本 着区域合作精神支助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努力；

6 ,  呼吁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所有成员和准成员积极参加筹备过程，确保联合 国 

最不发达国家问题大会的成功，

7 , 呼吁所有政府、政府间和多边发展机构 以及其他有关各方与联合 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密切协调，采取所有适当步骤以确保该大会准备充分，并有效参加其筹备 

过程；

8 , 请执行秘书与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坊调，并在可获取預算外资源的条件 
下 ：

(a) 深入审查在《新的实质性行动網领》范围内，这个十年里，亚太经社会 

最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和后果并就国际社会应采取何种行动提出适. 

当建议，

(b) 举行特选专家会议丧审议上述审查工作；

(c) 在 1 9 9 0 年 3/ 4 月召开的联合 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大会筹备委员

会会议之前筹办政府间会议，以审议并拟定关于加速这些国家在九十年代发展 

过程的国家和国际行动的建议和提议；

9、又 请 捐助国和多边资助机构为执行上述活动提供预算外支助；

10.  请 执行秘书就本决议执行进展情况向经社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1988年4月20  曰 

第 6 7 7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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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2 ( XLIV ) 。。 。。，，。，。，，。。。。。。。。。。。。。。。。。。。。。。。。。。。关于人口变化对人力资源

开发影响的研究9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7年 7 月8 日关于人口领域工作方案的第1 9 8 7 /  

7 1 号决议和经社会1 9 8 7 年4 月3 0 日关于亚太经社会人力资源开发综合行动计 

划的第260(X LI I I ) 号决议，

又回顾大会1 9 8 4 年 1 2 月 1 8 日关于国际人口会议的第3 9 / 2 2 8 号决议， 

并特别注意到重点放在为实现适当的生活素质面成功执行人口政策，还回顾

载于亚洲一太平洋人口与发展行动呼吁中的1 9 8 2 年在科伦坡召开的 

第三届亚洲及太平洋人口大会的建议，

申明不必要的髙生育率对个人和家庭健康及福利产生不利影嘀，尤其是贫民，

并严重妨碍很多国家的社会经济进展，

还申明有必要将人力资源开发纳入为整个国家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注意到

雅加达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行动计划的宣点放在作为人力资源开发基

本方面的生活素质问题上,并特别注意到行动计划中所载有关人力资源开发生活素

质问题的研究和分析的建议.确认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国家和領土在人口現状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

至在人力资运开发各个方面和死亡率、生育率、迁移和人口结档及构成之 

间有重要联系，

1 、呼吁执行较书视资赛情况，就人口情况变化对人力资源开发各个方面的影 

响进行分析研究；
2 .  请 有能力的成员和准成员、有关的捐助国和联合国专门机构和机关.尤其 

是联合国人口基金，提供财政和其他支助及参与上述研究.并支助亚太经社会秘书 

处的其他人口活动；

3 、请成员和准成员就死亡率、生育率、迁移和人口结构及构成水平与趋势变 

化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現状向执行秘书提交可获得的有关数据和其他资斜，以便促进

9」见上文第4 4 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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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准备工作；

4 、 请执行秘书视资源情况，按照要求协助成员和准成员制订及执行人口政策 

和方案，把它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5 、 请 执行秘书就本决议执行情况向经社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汇报，并在以后届 

会上提交研究结果和建议、

1988年4月20日 
第 6 7 7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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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3 ( X L IV ).  亚洲及太平 洋生活素质的调查10/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第三届亚洲及太平洋社会福利和社会发展部长会议报告中所载的行动提议 ， 

其中强调需要深入了解本区域生活素质的若干政策问题，

又回顾其 1 9 8 7 年 4 月 3 日载有亚太经社会成 立 四 十 周 年 宣 言 的 第 2 5 9 

( X L I I I  ) 号决议,其 中 经社会特别呼吁其成员和准成员执行人力资源开发领域 

的具体方案，同时考虑到亚太经社会该领域的行动计划，

注意到在雅加达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 发 行 动 计 划 中， 重点放在作为 

人力资源开发基本方面的生活素质问题上 ，并特别注意到该行动计划中所载有关研

究及分析人力资源开发生活素质方面问题的建议，

1 、 执行秘书如能获得资源 ，就亚太经社会区域生活素质进行分析性调查， 

作为雅加达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行动计划执行工作的主要初步活动;

2 、 请成员和准成员向执行秘书 提 交 关于 各 自国家和领土生活素质的现有数 

据和其他资料；

3 、 请有能力的成员和准成员，以及关心亚洲及太平洋生活素质的联合 国专门 

机构和机关为编制调查提供财政和其他援助；

4 、 请执行秘书向经社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将该调查 

的结果和建议提交经社会于调查结束后召开的那届会议 .

1 9 8 8年4月2 0 日 

第 6 7 7 次会议

10/见上文第2 0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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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4 ( X L I V ) .  雅加达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 

源开发行动计划1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其 1 9 8 6 年 5 月 1 日关于技术人力资源的預测.规划和发展的第 2 4 7  
( X L II)号决议， 1 9 8 6 年 5 月 2 日关于人力资源开发：技术方面的亚太经社会 

国家及区域倡议的行动计划的第2 5 6 (X L II)号决议， 1 9 8 7 年 4 月 3 0 日关 

于亚太经社会人力资源开发综合行动计划的第2 6  0 (  X L III)号决议，

重申致力于人力资源开发、以其为综合国家发展工作的重要部分，

认识到必须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采取精明的国家和区域共同行动.

认 识 到 综合行动计划应涉及就业与人力开发、科学和技术以及生活素质等各 

项重要问题 ，又认识到

人力资源开发是包括许多组成部分的广泛概念，需要长时期的持续不  

断努力使其获得逐步有效的执行，

考虑到制定亚太经社会人力资源开发综合行动计划指导原则东京专家小组会议

的报告，

还考虑到那些无法在较早阶段就此议题发表见解的成员和准成员的意见，

又考虑到其第四十二、四十三和本届会议对亚太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审议，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阁下的开幕词，

1、 通过本决议附件所载的人力资源开发综合行动计划，作为经社会及其成员 

和准成员根据本区域各国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加以灵活应用的一般指导原则，特别 

考虑到本区域最不发达国家；

2 、 决定行动计划定名为《雅加达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行动计划》；

3 、 请有能力的成员和准成员、以及其他有关国家，支 持 经 社 会 执 行 《雅 

加达行动计划》的努力；

11/见上文第 1 9 4 一 2 3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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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又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构、组织和机关以及政府间机构，向执行《雅加 

达行动计划》以及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进行的各种项目、方案和活动摆供有效支助;

5 ,  请执行秘书：

(a) 进一步详细审查各种问题并建议执行〈雅加达行动计划》的可能办法， 

在 这方面,如取得必要的预算外资源，召开一次专家会议以获取这方面的咨询意见;

(b) 举办政府间会议，为执行《雅加达行动计划》作出准备和必要安排， 

井向1989年经社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交上述政府间会议的报告；

(c) 监测本区域的人力资源开发进程；

6 , 又请执行秘书就本决议約执行情况向经社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并 

随后每隔一届会议提出报告，直到2 0 0 0 年为止。

1988年4月20日 
第6 7 7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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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雅加达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行动计划

第一部分 

导 言

一、 人力资源开发：核心概念

二、 分析架构

三、 原则

第二部分 

行动建议和缇议

一、 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与规划

二、 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体制

三、 人力资源开发的教育与培训

四、 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和分析

五、 人力资源开发资源系统

六、 人力资源开发的监測与评价

第三部分 

执行工作的安排

一、 参与

二、 协调

三、 优先事项

四、 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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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导 言

一、人力资源开发：核心概念

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审议人力资源开发的问题时曾指出，虽然 

人的因素在经济社会进步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人也是发展的受惠对象。从这个角 

度看来，人力资源开发远不止是一种发展的手段：它是发展过程的最终目标。

2 、 充分发挥人类的潜力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中心课题.这已是不言自明的。 

但许多发展政策和规划似乎忽视了这一现实，因也亚太经社会近年来日益认识到 

有必要从人的层而来重新审查和重新调整发展的努力，令人感到欣慰。

3 、 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响应下列现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许多情况下. 

发展的成功是狭义的成功，因为这种成功往往未能让大多数人享受到利益。 另方 

面也是对许多国家的发展规划和计划对人只具有有限的浅近的关系和影响这一知觉 

的 反 应 .此 外 ，这种情况也是由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剩的危机而引起的，因此 

带来的经济持续增长显然不需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

4 、 因而，需要重新调整方向，需要使发展具有人的方面。这里的人力资源开 

发指的是把这一关切的问題转化成行动的战略、政策、计划和方案。

5 、 在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极端重要，这并非一个新概念，只是近年来益显迫 

切 罢 了  • 这涉及发展中国家在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时碰到的越来 

越多的问题.它也涉及，全球对商品和劳务需求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使发展中国家 

必須减少对初级产品生产的依赖。重视现代部门工业和劳务，以求增加收入和就业 

机会。此外，它也来自因引进节省劳力的技术，尤其是节省非熟练劳力的技术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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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人力过剩的威胁。最后，它反映了人们对本区域人口不断增加和人口结构发生 

变化，造成劳力迅速增加的担忧。

6 、新的进展应该来自结构调整，包括高层次的人力资源能力，且具有更多 

样的技术，此外，虽然亚洲和太平洋许多国家的其它物质生产领域，尤其是土地和 

可耗尽的能源，已到了被开发殆尽的临界点，但本区域大量人力资源潜力还大多未 

被 开 发 。 难 题 是 ， 在经济和社会迅速交化的时代中如何提高本区域二十七亿 

人的生产力。因此，本区域进一步的发展要仰赖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和通过教育、 

技术培训、改善保健、营养和其它手段来不断地充实.

7 、 但是，经社会所理解的人力资源概念远不止于此一远远超过了它作为一 

种生产资本形式的作用。经社会意识到，人力资源开发是一种很广泛的概念.包括 

发展的手段和目的，对经济初社会进步也同样重要. 因此，人力资源开发需仔细考 

虑到不同的发展战略湘优先事项的影响，这不仅是为了保证获得发展工作的最大收 

益，也是为了使人民尽量分享发展的利益。同样，人力资源开发带来的机会应促进 

人民广泛参与发展过程，特别要改善钍会上处境不利群体的地位。

8 、 人力资源作为发展的手段和目的是互为影响的，这使人力资源开发的投资 

和消费的区别不太明显。这必然又违背了发展的经济社会方面的传统两分法.这种 

两分法认为发展的特点就是利用经济“手段”实现社会“目 标 因 而 ，假定经济 

方面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积极主旨，往往称之置于其它所谓消极的钍会因素之上。

9 、这种只要有效调动和提供经济“手段”，社会“目标”就会自动实现的观点 

过于简化，因而容易使人误解。有效调动和利用人力资源，需要把发展看成是一个 

单一、统一的过程，包括了社会和经济手段目的在于实现全部综合的目标.在人力 

资源幵发的范围内，手段与目的、经济与社会的考虑之间的相互依存消除了狭窄的 

分析性区别。对发展过程更充分的理解，对现实也就同样有相对应的理解：没有一个 

坚实的基础，经济进步是无法实现的，同样道理，社会进步也不外乎是经济増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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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一个直接了当的后杲。

1 0 ,  如人力资源开发概念中所强调的，发展手段与 目的之间、发展的经济社 

会方面之间的相互依存，使得必须对人力资源开发采取一种综合办法 .经社会注 意 

到，供求之间和社会经济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加强了人力资源开发的各个方面。如 

果要有效发挥这种相互关系对发展的积极潜力，就需对它一直给予重视。 显然， 

教育和培训与满足基本需要的能力有其共同问题。这种相互关系在象出生率、长寿、 

就业、生产 力和分配方面的进一步影响也受到普遍的承认。现在这份行动计划就是 

根据这些考虑拟就的。

二、分析架构

1 1 、亚太经社会区域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行动计划首先要求对分析架构 有一种 

共识 .在 此 架 构范围内可恰当地制订 出这一计划 . 这一架构的基本组成部分可列举 

如下：

A、人力资源开发的各个方面

1 2 ,  从一 广泛概念角度来看 ，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各个 方面的特点可称之 

为人力资源开发 . 有 时，论者以为那些试图包罗一切的概念往往几无解释 或实施的 

价值 . 尽管如此，从人力资源开发这一角度出发，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关切问题和优 

先事項重点突出，方 向 明 确 .一 旦 按 就业和人力开发、科学与技术和生活素质这三 

大主题把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问题归类，进种清晰度还会再提髙.

1 3 ,  这三个方面包含着一套互为补充、 密切相关的问题。要对其中的一小问 

题进行充分审查，势必涉及其它；但每一项对整个问题的性质和 髙效率地予以有效 

解决的办法提供了独特的洞悉.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审查人力资源开发过程的综合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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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每一主题下的优先事项可列举如下：

( a )  就业和人力开发。到2 0 0 0 年的预測表明，本区域许多国家的人口似 

将猛增。劳力供应也会猛增。对劳力的需求相对缓慢，这将造成失业率大增.农业 

部门和非熟练劳力市场将会出现极其严重的形势。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调节 

供求方面还将会因国内外需求条件不稳定乃至可能恶化、保护主义倾向加强、技术 

环境改变使许多技术过时和其它因素而产生新的问题《 为适应这种变化中的形势， 

必须掌握全部资料才能适当地改变政策。 由于需求变化莫谢、技术变革势成必然， 

市场条件仍是极难预测，因此应强调灵活性，并创造一种有广泛基础的生产能力， 

而不是略有技太的人力。还应在为新的企业技术的成长创造有利条件方面作出特别 

努力，以利用新出现的经济机会。

(b) 科学与技术。 国际科学知识和技术之库迅速地增长，正在迅速地改变本 

区域发展机会的日程。科学技术在资讯、生物技术、微电子、材料科学和能源技术 

方面的最新进展表明，倘不立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使本区域的人力资源适应新的 

现实，那么现代科学技术固有的发展势头就会失去。同时，应努力使新的技术适应 

本区域劳力为主的因素比例和人力资源开发的迫切需要。因此，由于本区域科学技 

术能力的共同事项及其人力资源的现状必须重视对调动人力以促进科学技术和利用 

科学技水来提高人力资源各个方面的素质。

(c) 生活素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发展过程显然无法大力改善国家及国 

际公正和消除贫困，倘不在几个关键的部门如教育、保健、人口、城市化和环境方 

面采取协调的补救战略、政策和方案，则这种情况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难以改观 

本区域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处境十分不利的群体仍占人口的大多数。发挥这群开发不 

足的人力资源的潜力，可大大促进社会经济进步，同时改善这些群体的生活素质。 

反过来说，这些群体生活素质的改善必然又会提高其生产能力。应该查明关于改善 

处境不利群体的生活条件、提高其参与社会的水平切实措施并且大力执行，以便 

获取这些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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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人力资源开发的目标群

1 5 、 行动计划若要成功地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那么就应在各个层次和社会 

各方面中提高个人、各社区和各组织的生产能力以及对付社会经济环境的迅速变化 

的灵活性。 但是，任何国家或区域的发展计划都不能直接地影响每一个人社区和 

组织，尤其是整个亚洲及太平洋的发展中国家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物质和财政资源 

困难.因此应该确定人力资源开发的目标群。挑选目标群的基础应是社会的成本效 

益标准及其人力资源开发方案的未来联系和增殖效应。

1 6 、 发展在根本上就是关于人、在于人和为了人的，而在国家范围内，它应 

涉及全体人民的福利。但发展中国家确也有在收入和财富、技术、教育、保健、获 

得就业机会和参与决策等方面差异悬殊这种负担。在这方面，人们经常注意到，以 

人口中不同阶层为目标的人力资源开发活动的成本效益往往在穷人和其它处境不利 

群体中是最髙的。因此，在任何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开发政策、计划或方案中，似应特 

别重视具体的或特选的处境不利群体。

1 7 、 社会中处境不利阶层成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明显目标，这不仅仅因为这样 

做徒贯彻平等和人道主义理想，而同样重要的是因为这种投资可获得长期的高社会 

收益率。为这一行动计划确定目标群这一道理与经社会广泛的方案优先事项不谋而 

合。 1 9 8 3 年 4 月，经社会笫三十九届会议在评价它的方案优先事项时决定，它 

应特别重親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而消除贫困，它的活动应有实际的结果，使本区域人 

口中心的贫困阶层受益。作为一种推论，经社会强调需要特别重视协助本区域最不 

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南太平洋发展中岛屿国家。

1 8 、 这些广泛的优先事项强调社会上处境不利群体从而为行动计划提供了一 

个合乎逻转的参考架构。在这一参考架构之内，仍需为具体的方案和项目确定特别 

的目标群.根据经社会以前的方案决定，准备优先注意的处境不利目标群主要可定 

为农村和城市穷人、无地者、失业者、妇女、青年、残疾人士、老龄人和少数民族 

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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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人力资源开发的促成者

1 9 、为尽量扩大行动计划项下的方案和项目的影响及增殖效应，需要具体指 

出目标群。基于大致相同的道理，也需确定人力资源开发恰当促成者。人力资源开 

发促成者包括那些能通过积极干预促进人力资源开发进程的个人、团体和组织。实 

际上，他们充当着人力资源开发的作用者或工具。

2 0 、那些在某一层次被视为促成者的团体在另一层次可能会被视为一个目标 

群，因为必备的催化能力只能通过潜在促成者的事先教育、培训、提髙意识 .提供 

奖励和其它准备工作而产生。同时，为人力资源开发而成功调动的目标群本身就可 

能具有成为促成者的潜力。

2 1 、既然行动计划的目标群可被定为包括社会上处境不利群体这一笼统的类 

别，那么促成者就应从那些与处境不利者直接联系者中挑选。因此，应优先注意： 

负责基层公共行政的政府官员，在他们那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执行工作中的弱点 

最易看出来；在基层负责提供关键服务的官员，包括小学教师、 当地保健官员和农 

业普及人员；企业家和经理，他们不仅负责提供就业，而且是技术和其它专门技术 

的来源；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他们的自愿努力在基层一级鼓励公共参与、促进公 

众了解和弥补政府工作缺漏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大众媒介人员，他们为日益 

强大的、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知识、资讯和通信网络配备人员。

D • 人力资源开发中侧重需求 

与侧重供应的不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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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人力资源开发可从供应或需求方面来处理。供应方面的办法是关于，在 

已有需求的假定下创造人力资源开发的手段。需求方面的办法是关于这些手段的利 

用。亚太经社会区域发展中国家政府所执行的许多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方案大多侧 

重可供应方面的问题。然而，许多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尤其是农村人口的水 

平仍是低得可怜，而对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的需要仍是当务之急。这似说明，侧重 

供应的战略尚嫌不够。

2 3 、现有的人力资源开发方案的局限表明，需要更多域向需求的战略。赤贫 

者，农村无地者，城市贫民窟居民、妇女、少数民族和其它处境不利群体，尤其是 

那些地处穷乡僻壤者，在人力资源方面遭遇到一系列经济、社会、心理和体力上的 

障碍.没有明确考虑妨碍处境不利群体参与的机制上和结构上的障碍的方案，无疑 

只对条件、优越者不利：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高，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较易于 

获得发展机会.倘要开发本区域的人力资源，机制必须成为人力资源幵发政策的明 

确重点.

E 、不稳定的问题

2 4 、任何开发计划都要展望所企求的未来的以及如何实现的手段。但实际的 

情形往往是世事难以逆料.亚洲及太平洋四十年来发展规划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 

无论对经济社会条件的分析如何精确，无论采用多么尖端的技术，难以逆料的环境 

一定会改变规划的工作.

2 5 、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难于以不变应万变，对出乎意料的情况的适应 

能力有限，遂日益不合人意.在人力资源规划中，这一问题最为明显。在制订人力 

资源开发的战略时，务必铭记这一点，从而增加关于制定和执行切实可行办法的可

能性.

2 6 、虽然人们承认人力资源开发规划的一些主要关切趋势颇难预测，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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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些中、长期趋势、 （但这一时间跨度正适合于任何人力资源开发行动计划）， 

其它趋势在二十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估计会继续存在甚至有加强之势.此外，各国的 

经济和社会越势各有不同，这就要求所制定的行动计划能够适应各种各样可能出现 

情景。在世事难测情况下，凡是在资源和工作方面没有作出承诺以至欲罢不能的方 

案就占有优势。

2 7 、倘要强调灵活性，则所要做的课业是，在中、长期的，行动计划的指令性 

内容主要应限于基层的人力资源开发方面。此外，经过一段更长的间隔后，它的性 

质主要应是指示性的.在可能的情况下，短期的资源承诺比需要时间更长的承诺更 

可取。此外，在情势难卜的情况下，只应充分指明在较短期内的计划的业务形式. 

它应具有内在的能力通过各种方案来适应变化，以提高个人和机构的适应性，并加 

强它们在碰到发展挑战不断变化时的灵活性.

五、在区域范围内的国家问题

2 8 、归根结底，行动计划需在国家一级执行.区域一级的行动应发挥支助作 

用。区域分析和技术援助、发展中国家间的区域合作、本区域内的南北合作和为响 

应不断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而进行的区域協调一一所有这些国家间的人力资源开发 

办法都有助于辅助补充各种各样的方案和项目.这些方案和项目须在各国之内执行, 

以解决与人力资源开发过程有关的重大问题.

2 9 、在这方面，至为关键的是行动计划适当考虑亚太经社会各国不同的经验 

和形势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条件相当 

不一致，而其地球物理方面就更不在话下了.鉴于本区域各发展形势差距如此巨大， 

行动计划就应保证充分的灵活性和余地，以适应各种各样国家情况和可行的人力资 

源开发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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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则

3 0 、雅加达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行动计划建立在以下原则之上：

( a )  人的因素作为发展中一种生产作用者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同时，人也 

是发展的受惠对象 .因此，人力资源开发既是一种关键的手段，也是发展的终极目 

标；

( b )人力资源开发有助于实现下列的发展基本目标或理想，如消除赤贫、充 

分就业、普及基础教育、普及中等教育和职业培训、国家科学技术的自力更生、满 

足巷本蔷要和所有人口群体充分参加发展的进程；

(c) 鉴于人力资源开发和经济社会进步的各个方面普遍互为影响，人力资源 

开发的规划和执行就需采取综合的办法，使各个部门积极参加；

(d) 就业与人力开发.科学与技术和生活素质这三大主题构成亚太经社会区 

域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规划和执行的全面架构；

(e) 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人力资源开发的规划和执行应特别强调社会中处 

境不利群体的具体目标群以及最不发达、内陆和发展中岛屿国家；

(f) 人力资源开发计划的基层执行工作，应由能够对特殊目标群的人力资源 

开发起催化作用的促成者予以进行；

(g) 除了为谋求加强人力资源的传统的側重供应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之 

外，人力资源开发的规划和执行应强调面向需求的战略，因它涉及消除社会一文化 

及其它限制，以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

( h )  今后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不稳，需要强调人力资源开发的规划和执行方 

面的内在灵活性，包括强调指示性而不是指令性的内容；

(i) 在设计人力资源开发规划和执行的区域办法时，应充分注意到亚太经社 

会区域各国经验和形势的差异；

(j) 各国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政策.计划和方案的制定与执行属亚太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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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成员和准成员的主权和义务，应根据其具体的国家发展需要和目标来施行；

( k )  支助国家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政策计划和方案的区域合作和技术援助

为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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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行动建议和提议

导 言

1 、 雅加达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行动计划人力资源的原则转化成实 

际行动提供了广泛的指导方针.这个行动计划实质上包含一整套政策架构，各国政 

府、区域机构和机关、国际组织和其它发展机构可以借此制定和执行具体的战略、 

政策、计划、方案和项目，以满足每个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的需要，并对各国 

的个别优先事项作出反应.

2 、 行动计划包含3 3 个广泛的政策建议和1 0 6 个具体的行动建议。这些建 

议和提议按其功能分为六类，即政策和规划，体制强化，教育和培训，研究和分析, 

信息系统，监督和评价.各参加部门，机构，组织和其它机关为确保顺利执行该计 

划可自行制订具体项目.

3 、 为了与经社会对跨部门初跨学科的关切事项相一致，所制订的建议和提议 

反映了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综合方法。虽然建议和提议明确推行综合方法，但却不 

以包罗万象为目的。它们集中于关键问题和具体目标，以及人口中的促成者群体，

以此作为在当前预算、人力和其它方面存在困难条件下确保有效执行的实际手段。

4 、 这些建议按照经社会查明的人力资源开发三大主题分类：就业和人力开发; 

科学和技术；生活质素，同样，各部门，各机构，各个组织和其它机关为执行行动 

计划而在国家和区域一级采取的行动也按照各项具体行动提议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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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规划

建议 1 .  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规划的优先选定

实现个人的全部潜力是发展进程的核心.这一原则要求特别注意发展个人的人 

力资源，因此，政府应在国家规划和决策中给予人力资源开发以优先地位，

行动建议

( 1 )  人力资源开发计划应在总体发展规划中占有优先地位.

( 2 )  应在高层建立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规划机构，以确保人力资源开发在 

国家发展计划中得到适当承认。

( 3 )  在预算资源部门间拨款办法中应列有特别规定，以确保拨给人力资源 

开发方案初项目充足的资源。

建议 2 .  人力资源开发国家行动计划

人力资源开发行动计划应在国家一级制定和执行.认识到人力资源只有在所有 

经济和社会部门以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积极参与下才能有效开发，国家领导和指 

导在制订和执行人力资源开发行动计划中是至关重要的.

行动建议

( 4 )  人力资源开发行动计划应在国家一级制定和执行.

( 5 )  人力资源开发国家行动计划应如此制定，以便确保在物质基础设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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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投资可以得到充足的人力资源投资的支助.

( 6 )  各国政府应当遵循本行动计划所载的建议和提议的精神拟订本国人

力资源开发国家行动计划.

建议 3 .  人力资源开发规划的综合办法

应制定适当办法和机制，确保在人力资源开发规划中采用综合办法人力资源 

开发规划的综合办法， 是总体发展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发展手段和目 

的之间相互作用以及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层面之间的相互依存而成为必不可少的部分

行动建议

（7 ） 应当行动起来，发展和应用有助于在人力资源开发中采行综合办法的 

决策、规划和方案规划方法.

( 8 ） 应当采取部际和司际合作措施，以促进在人力资源开发决策和规划中 

采用综合办法.

( 9 )  人力资源开发规划应考虑到各部和各司之间互相取长补短的能力以 

及合作机会并加以利用，以便最大程度地实现方案效应初节省资源。

建议 4 ,  強调面向需求的战略

应当特别强调面向需求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这种战略将谋求刺激对人力资 

源开发的需求，办法是通过加强群众对其益惠的认识，以及减少限制这种需求的社 

会文化和其它方面的制约因素.根据这种战略制订的政策和计划将谋求对左右着人力 

资源开发需求的价值观念和态度产生影响.这些政策和计划将谋求动员群众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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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增加他们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需求.

行动建议

( 1 0 )  决策人员和规划人员应确认和消除对人力资源开发需求的社会文化 

和其它限制因素，应当特别注意影响处境不利人群，如妇女、农村贫民和少数民族

的需求的限制因素。

( 1 1 )  拟订方案应侧重在人民中间诱发提升自身人力资源的需求.这类方 

案可以谋求提鬲公众对人力资源开发机会的认识，也使群众更多了解人力资源开发 

可以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建议 5 .  加强人民参与

人民踊跃参加是保证决策人员和规划人员获得充分反馈的必要手段，只有这样 

才能对人力资源开发方案作出适当调整，增强人力资源开发方案的效益.通过动员 

社区和私人资源，人民参与执行方案也有助于为有限的公共资源提供一个宝贵的补 

充。因此，人民参加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规划应予加强.

行动建议

( 1 2 )  从事活动以鼓励人民参与，特别是处于不利境地人群参与规划、执 

行、监督和评价人力资源开发方案。

(1 3  ) 人力资源开发方案在设计上应促进社区初个入时常了解他们作为人 

力资源开发政策和规划的参加者享有的权利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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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6 .  鼓励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参与

应探讨和利用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加强参与人力资源开发的潜在可能性，私

营企业部门由于可以获取技术知识和其它资源有很多机会支持人力资源开发。同样， 

许多由非政府组织执行的方案，特别是在生活质素方面的，可以有助于实现人力资 

源开发目标.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支持，特别是在公共资源拮据的范围内 

提供的积枳支助应当受到鼓励.

行动建议

( 1 4 ） 在适当的情况下，决策人员和规划人员应当动员私营部门参与和支助 

人力资源开发方案.

( 1 5 )  为保证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应使非政府组织的 

人力资源开发活动与现行计划和方案保持协调.

( 1 6 )  应当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作为探索人力资源开发各科备选创新方法 

的试验场的潜在作用.

建议 7 .  以特定人口群体作为工作重心

预算拮据和其它困难条件使人力资源开发决策和规划有必要把特定人口群体作 

为规划目标。经社会中处于不利境地的人民可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适当工作重点，这是由于这些

人的人力资源投资回收率较高而且由于他们更加需要开发人力资源。

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境地人民的数量庞大，决策人员和规划人员仍需在社 

会处于不利境地人民中查明特定的对象群体.这样的对象群体应当包括其人力资源 

幵发可产生髙度增殖效应，以惠及他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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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建议

( 1 7 )  决策人员应从社会中处于不利境地人群中查明特定的人力资源丹发 

对象。发展规划人员也应制订措施，把这些人列为国家人力资源开发规划的重点。

( 1 8 )  决策人员应查明和指引人力资源开发方案针对特定的对象群体，如 

妇女，因为妇女可以产生强大增殖效应以惠及他人.

( 1 9 )  在拟订人力资源开发方案并为此调拨款项的时侯，区域机构，国际 

组织和捐助机构和国家应侧.重照顾处于不利境地人民并优先扶助人力资源开发水平 

最为低下的国家。

建议 8 .  创造就业政策和规划

创造就业机会应在国家人力资源开发决策和规划中占据优先地位.在本区域多 

数国家，特别是在劳动力大量过剩国家，越来越难于为源源不断地涌入劳动市场的 

新劳动力和脱离了农业部门的劳动人口提供足够的受薪就业孔会.因此，决策人员 

和规划人员应当鼓励别种经济参与形式，包 括 自 雇 相 企 业 家 積 神 。此外，应充 

分利用扩大服务业的潜在可能性。

行动建议

( 2 0 )  所拟政策、计划和方案应侧重创造就业机会，包 括 促 进 自 雇 和 

企业家精神。

( 2 1 )  所拟政策、计划和方案应能支持和扩大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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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9 .  关于在非正式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和规划

本区域多数国家的非正式部门吸收大量工人，在为脱离了农业劳动的工人创造 

就业机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其它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因此， 

在人力资源开发决策和规划中应特别注意非正式部门。

行动建议

( 2 2 )  在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规划中应充分利用非正式部门创造就业的 

潜力.非正式部门这一作用应得到总体发展规划的支助。

( 2 3 )  非正式部门的小型企业有雇佣大量城市工人的潜力，因此城市规划人 

员应制订特别措施向这些小型企业提供重点服务。

( 2 4 )  工业条例中应对小型企业和家庭工业给予特别优待，应规定适当鼓励 

办法，以支助这些小型企业对创造就业机会的贡献.

( 2 5 )  人力资源开发决策人员和规划人员应当特别注意促进农村非正式部门 

的就业.

( 2 6 )  工业条例和行政程序应予合理化，以促进非正式部门和正式部门并存。

建议 1 0 . 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科学技术政策和规划

在决策和规划过程中应更多注意人力资源和科学技术间的关系。在未来的年代 

科学挂术迸步对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制订政策应注意使人力 

资源能罅适应这些变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决策人员和规划人员应当保证充分利 

周科学技术进步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潜力，并采取适当措施，以抵消科技进 

步对就业的任何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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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建议

( 2 7 )  政策和规划应充分注意科学技术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含义，如科学技术 

对就业、教育和社会价值观和态度的形成之影响.

( 2 8 )  决策人员和规划人员应制订措施抵消某些科学技术趋向对人力资源开 

发，牿别是对就业的消极影响。

（2 9） 人力资源开发决策和规划应充分利用科技进步在制造新的就业机会和 

提升生活素质方面的潜在能力。

( 3 0 )  应制定政策，培养初促进人民支持科学技术的态度从而加强国家利用 

科学技术促进人力资源开发的能力。

建议 1 1 . 科学技术人力规划

决策人员和规划人员应制订政策规定，确保产生质与量都适宜的人力资源，以

支持国家科学技术发展。人力开发政策和计划在设计上应确保各级科技人力 

均拥有广博的基础技能，能够对技术飞跃变革作出有效反应。

行动建议

( 3 1 )  教育计划在设计上应确保有足够数量的中学学生和大专学生学习科学 

技术，以满足科学初技术职业对工作人员的必要要求。

( 3 2 ) 人力规划人员应充分开列国家科技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 .他们 

应当确保各级科技人员拥有广博的基础知识，以促进对科技变革作出反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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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 2 .  改善生活素质政策和规划

范围广泛的令人关切的问题涵括了人力资源开发的生活素质方面，包括教育和 

识字，保健和营养，住房，卫生和环境，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加强个人实行和受 

益于人力资源开发的能力.因此，政策和规划应当强调把改善生活质素作为促进人 

力资源开发的关键手段和目标，在此，人力资源开发规划需要充分考虑人力资源开 

发改善生活质素方面所具有的积极建设性意义。

行动建议

( 3 3 )  决策和规划应强调改善人力资源开发的生活质素方面。

( 3 4 )  鉴于儿童成长时期对决定未来人力资源素质的重要性， 决策人员和规 

划人员应当充分考虑所有有关经济和社会因素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从而通过制订和 

执行这样的政策和计划而达到最佳效果.

( 3 5 ） 在对各部门投资效益进行比较，作为分部门投资决定的基础的时候， 

决策人员和规划人员应妥善考虑改善生活素质之投资常常带来的长期和积累性效益。

二、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体制

建 议 1 3 。  人力资源开发规划国家协调机制

鉴于人力资源开发无处不在贯穿多个部门的特性，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计划应 

当妥为协调 .制订和执行国家人力资源开发行动计划过程中的国家协调机制应予建 

立，现有机制应予加强.这些机制的级别应位于政府高层以保证各部门按照国家行 

动计划的精神，遵循共同目标执行互相取长补短的方案和项目。

199



行动建议

( 3 6 )  每个国家应指定一个国家联络点，以在国家总体发展政策和计划范围 

内协调人力资源开发活动。

( 3 7 )  各部门和其它国家机关应当建立人力资源开发部门，与国家联络点保 

持联系，确保按照国家计划执行部门方案.

( 3 8 )  国家协调机制应制订和加强关刊键参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私营部门和国 

营部门进行协调的程序。

建议 1 4 .  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培训和研究机构

行政和技术性基础设施构成有效制定和执行人力资源开发计划和方案的关鍵限 

制因素。从事人力资源开发研究的机构和负责培训行政和技术人员的机构应当得到 

支助，以便加强这些人员拟订初执行人力资源开发计划和方案的能力。

行动建议

( 3 9 )  从事人力资源开发研究和培训人力资源开发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国 

家和区域机构应当在人员配备、 课程初预算方面得到加强。

( 4 0 )  应促进国营、私营和非政府研究和培训机构建立人力资源开发研究和 

培训特别方案。

建议 1 5 . 支助人力规划机构

采取综合办法从事人力资源开发的人力规划机构之能力应予加强.人力规划的 

体制能力应予发展，使能充分考虑就业条件为一方和科学技术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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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素质方面为另一方之间的内在关系.

行动建议

(4 1 )  国家和区域人力规划机构和网络应予加强，以提高这些机构以综合办 

法从事人力资源开发的能力。

(4 2 )  人力规划机构的人员配备应当反映人力规划的综合办法本身具有的多 

学科和跨部门特性。职员培训，包括在职培训，同样也应反应综合观点所具有的跨 

学科特性.

(4 3 )  人力规划机构和从事与就业有关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和培训的公私机 

构之间的联系应予加强.

建议 1 6 .  支助科学和技术机构的人力资源开发方案

应当支助从事科学和技术研究开发的机构，以便使其能加强与人力资源开发直接有关 

的方案 .科学技术机构指示其总体方案、以满足尤其在科学领域内全国人力资源开 

发需要之能力应予加强.特别是应更多注意旨在解决生活素质问题的科学和技术研

究.

行动建议

(4 4 )  国家科学和技术机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和培训活动应予加强，需特别 

注意这些机构研究和改造适合具体国情的技术的能力.

(4 5 )  应当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机构对改善实际生活素质作出贡献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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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 )  应当加强国营机构对科学技术研究促进人力资源开发的作用，方法是在 

适当情况下建立国营科学技术机构和私营科学技术机构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系。

建议 1 7  . 对促成者群体的体制支助

许多重要的促成者群体，包括基层政府人员，社区志愿组织和大众传播媒介，全 

都在基层一级执行人力资源开发方案和项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促成者群体可以在执 

行面向需求的方案方面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们可以动员人民参加，确保使所定 

对象群体享受到方案的果实。因此，应支持初加强促成者群体促进执行国家人力资源 

开发行动计划的能力。

行动建议

( 4 7 )  应当通过提供适当的机构支助加强负责执行人力资源开发方案的基层 

官员的能力和工作热忱。

( 4 8 )  应支持非政府组织，确保这些组织有效地参加在基层一级执行人力资 

源开发计划和方案，

( 4 9 )  应当向动员和培训志愿群体参与社区一级人力资源开发的方案提供机构 

支助。

( 5 0 )  考虑到大众传播媒介影响和制造舆论以及提供消息的内在能力，应充 

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促成人力资源开发.在这个方面，大众传播媒介深入社区基层 

的能力应当得到有效利用。

建议 18 •人力资源开发区域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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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行动计划之执行需要一个区域机制.这一机制将确保有效调拨区域资源 

促进在国家和区域一级执行人力资源开发活动.这一区域协调机制还将加强区域 

合作，促进各国人力资源开发行动计划互相取长补短.

行动建议

( 5 1 )  应当建立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协调网，以促进国家和区域人力资源开发 

机构创造性的相互作用.

( 5 2 )  应指定区域联络点，以支持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协调网。

( 5 3 )  区域联络点应设计一个体系，以促进本区域各国交流人力资源开发方面 

的经验、信息和专门知识。这个体系的工作重点应为在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最低的国 

家举办特别培训，信息初其它方面的需要。

三、人力资源开发的教育和培训

建议 1 9 .人人都能接受基本教育

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除了识字和算术以外，开发人力资源的基本教育 

涉及到有关态度和能力的反复教诲，这将促进进一步开发人力资源的需要和能力。 

识字和算术以及对科学原则和方法最起码的基本了解是具有生产力和适应力人民的 

基本先决条件，这些人可以迅速地利用并适应新技术及其它外部变化.因此，应进 

一步努力提供普及性基本教育.各国政府尤其应当保证使基本教育扩及到处境不利 

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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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建议

( 5 4 )  在尚未作到提供普及性基本教育的国家里，应采取适当措施，提供这 

种教育，并在本区域所有发展中国家里加强教育质量。

( 5 5 )  应当提高教师质量，尤其是负责小学和基本成年教育方案的教师质量， 

使他们能够在终生的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对学生奠定良好的教育基础.

( 5 6 )  应编制教材，加强小学教育质量，包括掌握学习技巧，而不单单是死 

记硬背，这应成为终生开发人力资源的基础，

( 5 7 ） 应当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潜力，包括使用电子媒介技术，改善所有人 

获得基本教育的机会.在这方面应当特别重视先进通信技术作为教育基础设施为最 

不发达国家、内陆和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其它国家的偏远社区和处境不利人口群体 

所提供的机会。

建 议 2 0 .提高中等和高等教育水平

应确保所有有资格的候选人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并应改进质量 .鉴于本区域 

对中等和高等教育体系有必要赶上国际先进标准，应采取行动，改进课程，加强教 

师能力并提高支助设施的水平。还应采取步骤，为所有有资格的学生提供机会，继 

续接受更高水平教育，以充分实现社会各成员的潜力.

行动建议

( 5 8 ) 应修订所有教育领域中的课程，尤其是中等教育课程，把重点放在人类 

价值、科学原则和思维分析方法上，以便使人民有能力适应变化，并参加开发人力 

资源的终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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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 )  在查明人力资源质量时，应采取行动，抵制目前对正式书面证书而不 

是实际能力的依赖。

( 6 0 )  应审查中等教育教师培训方法是否充分，并应制订改进的方法，提高中 

等教育教师质量.应特别强调培训和提高中等教育科学、数学和技术教师水平。

( 6 1 )  应釆取步骤，促进本区域教育人员的国家间交流，尤其是中等教育以 

上水平和在教师培训人员之间，这个措施可以分享各国经验和教育方法，开创教育 

系统内国际性人力资源开发前景.

建议 2 1 • 专职和技术培训

应开展同当前和今后就业状况有关的专职和技术培训。应加强使毕业生适应工 

作单位里技术和其它变化的能力.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应提高接受专职和技术培训 

的机会，应改善这种培训的质量，把它作为生产就业的基础•

行动建议

( 6 2 )  应把适合于各个发展中国家条件的近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纳入本国教育 

系统的专职和技水培训课程里.

( 6 3 )  应鼓励专职和技术培训方案，把重点放在开发入力资源的广泛途径方 

面，并促进技术人员适应劳动力需要变化的能力、应尽可能避免技术培训过于专业 

化 .同 样 地 ，专职和职业培训应使学生接触广泛的技术.

( 6 4 )  应将工作—— 学习方案和学徒计划列入专职和技术培训方案里面，使培 

训工作同实际就业状况紧密相联.

( 6 5 )  短期专业和技术培训与重新培训方案穿在使由于生产需要发生变化而使其 

技术成为多余的工人接受重新培训，应编制面向劳动力中特定技术群体的培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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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迅速变化的就业条件下，满足这种需要.

( 6 6 )  应扩大专职和技术教育课程，进行有关管理价值和积极的职业道德的

反复教育。编制的课程应包括小型企业业务所需要的各种技术的接触。

建议 2 2  非正规教育和培训

即使所有学龄儿童和少年都能获得正规教育，由于这种发展是终生的过程 , 

单有正规教育是不能维持开发人力资源工作的.此外，很多青年人由于各种情况， 

无法得到正规教育。因此，应制订并加强非正规教育渠道，包括成人教育 .在非正 

规教育系统内，应制订革新方案，培养正规教育课程所没有的技术、态度和能力， 

制订这类方案的优先领域应面向没有充分受益于正版教育系统的处境不利人口群体 

的需要。

行动建议

( 6 7 )  应制订成人教育方案，向没有或几无接受正規教育的人，尤其是妇女 

讲授基本识字和算术以及基础科学，这是改善其就业前景并加强生活质量的重要措 

施。

( 6 8 )  应制订持续性教育方案，以便作为非正规措施，辅助正规教育系统进 

行终生教育。其目的应能有利于提高利用不足的人力资源水平，并加强所有人适应变 

化中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能力。

( 6 9 )  应支助妇女教育自助网络，以便向妇女尤其是希望进入劳动力的妇女 

提供基本教育和专职培训，应把专职培训方案同目前存在的就业机会联系的，促进 

妇女在经济上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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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0 )  应制订革新性方案，使地方政府官员和提供服务的人员进一步认识到 

处境不利群体的特殊需要，并加强他们为处境不利群体执行开发人力资源方案的能 

力。

( 7 1 )  应当为非正式部门的工人和自行就业者制订争取性培训方案。制订的 

方案应是现场实习的，重点放在对那些通常不寻找正式受训机会的人口群体提供创 

造收入和就业机会的培训.

四、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和分析

建议 2 3  研究人力资源开发的综合方法

需要有坚实的概念基础，支助人力资源开发决策和规划工作的综合方法。因此， 

应就人力资源开发综合方法的概念和应用这个概念的措施开展研究，以支助关于人

为资源开发行动计划的制订、执行和评估。

行动建议

( 7 2 )  应当审查宏观经济发展政策和人力资源开发过程的共同点，以查明不同 

政治选择对人力资源所产生的影响•

( 7 3 )  应开展研究，为人力资源开发面向需求战略奠定概念基础。由于社会文 

化因素和其它非经济因素在确定人力资源开发需求的水平和组成部分中具有重要意 

义，这类研究里应包括多学科方法 .

（7 4 )  应当研究就业与人力开发、科学初技术与开发人力资源的生活质量问 

题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为人力资源开发规划工作制订适当的跨部门战略。

（7 5 )  应当就关于评估开发人力资源方面备择的投资的相对收益率和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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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投资用于备择人口群体的相对收益率的技术开展研究.

建议2 4 • 研究人力资源开发的指纹

为了确定规划的优先领域，监督和评价规划执行情况等等，需要有关人力资源 

开发的指数。因此，应当开展研究、编制人力资源开发的宏观和微观指数，并促进 

将这些指教应用于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规划.由于在这个领域中的现有基准数据不 

够，应当特别强调生活质量指数.

行动建议

( 7 6 )  应当开展研究，制订就业趋势的数量和质量业务指数 .为监督和评 

估劳动力市场动态及其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编制适当指数.

(7 7 )  应当编制生活质量指数，以促进人力资源开发的生活质量问题方面的 

规划、监督和评价。

（7 8） 应当为社会中处境不利部分的特定对象群体制订综合的人力资源开发 

指数，促进对这些群体参加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规划工作的非正式方法.

(7 9 )  应当编制关于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数，包括妇女在劳动力参与状况， 

重点放在妇女在农业和非正式部门中的作用，这是加强妇女参加人力资源开发工作 

特别方案的基础。

建议 2 5 . 研究人力资源开发预测工作

由于劳动市场的条件愈益反复无常，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有关问题，这就越来 

越需要为所关切的具体领域建立更加有效的预测系统.传统的预测工作一直主要局

208



限于人力预测，过去使用的人力需求方法显得愈益不足以解决眼下的问题。因此，
 

应当开展研究，建立改进的人力预測方法和程序，并扩大其范围，以便包括人力资

源开发的更广泛方面.

行动建议

( 8 0 )  应当发展总体系模式，改进关于劳动力市场和有关的人力资源开发变 

量预測的可靠性.

(8 1 )  应当探讨如何改进技术预测方法，并应当制定将这类预测工作同人力 

资源开发政策和规划相结合的适当程序。

(8 2 )  应当改进技术，促进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生活素质变数的中期和长 

期预測工作.

建议 2 6 .研 究人力资源开发的社会文化问题

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决定因素包括社会文化因素，例如行为准则，价值、态度 

和定型观念，这些都在性别、种族或社会地位等特性的基础上，确定着具体人口集 

团的作用.某些社会文化传统限制着人力资源开发，尤其是对特定的处境不利群体。 

其它的社会文化传统却有可能促进人力资源开发.更好地了解这些因素将有助于决 

策人和规划人制订更为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方案.因此,应当开展研究，审查社会

文化因素在人力资源开发中所具有的限制影响和潜在支助作用。

行动建议

( 8 3 )  应当评估社会和法律传统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尤其是对处境不利

209



的群体。

（8 4 )  应当就促进人力资源开发所需要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态度以及法律传统 

的变化开展面向政策的研究.

( 8 5 )  应当审查特定处境不利人口集团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以及人力资源状况。 

应当寻求加强这些人口集团参与人力资源开发并为之作出贡献的其它方法。

五、人力资源开发资料系统

建议 2 7 .资料收集

应当建立关于就业和人力开发、科学和技术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生活质量问题的数

据库 . 需要有这类统计和质量资料，以便支助国家和区域一级综合人力资源开发的 

研究、政策和规划、规划执行和监督与评价.

行动建议

( 8 6 )  应当建立能够编制关于人力资源条件的最新资料的系统,为人力资源开 

发的规划、执行、监督和评价提供充实的数据库.

( 8 7 )  应扩大劳动力市场资料的收集工作.应当在范围和可靠性方面加强现 

有的数据系列。应当编纂其它数据，包括质量资料，以便能够更有效地分析劳动力 

市场动态。

( 8 8 )  鉴于缺乏关于非正式部门的资料，应特别努力收集这个部门里所有关 

于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殺据。应当改进非正式部门的统计概念和数据收集方法，以支 

助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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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 8 . 资料处理和分析

由于资料处理设施和专门知识有限，因此，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数据常常未能 

充分得以利用 .应当提高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以便在人力资源开发决策和规划工 

作里纳入所有现有的有关数据.

行动建议

(8 9 )  人力资源开发资料系统的数据处理设施和分析能力应实现现代化。应 

当特别重视为人力资源开发的资料处理和分析培训并调拨合格的工作人员。

(9 0 )  部门一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应包括综合人力资源开发方法，以便促 

进把部门研究成果用于国家人力资源开发决策和规划工作.

建议 2 9 .  资料传播

应当建立体系，确保能传播多种的人力资源开发资料.把它作为改进决策和规 

划工作并扩大民众参与的基础，向大众传播有关资料将促进参加人力资源开发工作 

的所有各方，包括政府官员、私营部门和非正式组织人员及人民大众在了解情况基 

础上参与决策工作.

行动建议

( 9 1 )  应通过定期传播有关重要政策和规划事项的资料和观点，充分利用大 

众媒介在促进人民进一步认识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作用.

( 9 2 )  应当支助大众媒介传播有关非正式部门人力资源开发资料的工作，特别 

要重视这个部门内处境不利人口集团的资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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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 )  应通过简便易行的形式,向促成者基层的对靠群体传播有关人力资源开发资 

料和培训材料。必要时，应将这类材料译成当地文字，作为公共服务资料减价或免 

费传播。

( 9 4 )  应当审查通过大众媒介传播的所有资料，查明并撤消妨碍处境不利的 

人口群体充分参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定型观念，处境不利的人口群体包括妇女、少数 

民族和残疾者。

建议 3 0 . 建立资料网

人力资源开发资料的有效收集、处理、分析和传播取决于从事人力资源开发资 

料的所有集团和机构的积极参与，应在区域和国家一级建成这些组织和机构网，以 

便有利于编辑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综合一致的资料.

行动建议

( 9 5 )  应当建立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国家资料网，使决策、规划和见闻广的 

公共参与工作能有全面一贯的资料机构。

( 9 6 )  应建立区域人力资源开发资料网，促进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之间 

交流有关资料，并支助本区域国家网的活动B

六、人力资源开发的监测与评价

建议 3 1 .  监测并评价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规划

人力资源开发决策和规划工作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需要不断审查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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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能实现并维持最佳方案效率。因此.，应当制订程序，不断地监测并评价人力资 

源开发政策和规划.

行动建议

( 9 7） 应制订程序，不断地监测人力资源开发计.划和方案的执行情况.

( 9 8 ） 应当定期开展评价工作，评估各种政策、计划、方案和项目在实现人 

力资源开发宗旨和目标方面的关联、影响和效率。

(9 9 )  应当编写并广泛传播关于国家人力资源开发计划执行情况的定期报告， 

以便促进对人力资源开发进展情况的认识，并在努力实现其宗旨和目标工作中，加 

强多部门参与.

建议 3 2 . 监测并评价人力资源开发的费用

应当定期监測人力资源开发的费用并评价其社会收益，保证调拨的资金足以满

足需要，并符合规划的优先次序。 应当特别重视监测并评价面向具体的处境不利 

人口群体的方案和项目费用.

行动建议

( 1 0 0 )  应当监测国家预算，保证为执行人力资源开发计划调拨充足的资金， 

而且调拨给特定方案和项目的资金符合计划的优先欢序.

( 1 0 1 )  应当监測部门预算，保证调拨给特定方案和项目的资金能反映有利于 

特定对象群体的优先次序，并向地方一级的促成者群体提供充分支助。

( 1 0 2 )  应当监測并评价私营部门人力资源开发活动费用，尤其是在教育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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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方面，保证人力资源开发的公营和私营费用相互补充，并为适当的政策和规划调 

整奠定基础。

建议 3 3 •监测并评价主要部门问题

开发人力资源活动的范围非常广，因此，需要深入监测并评价各个部门问题， 

辅助更加普遍的工作.因此，需要有监测并评价特定部门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技术 

和程序•

行动建议

( 1 0 3 )  应当制订定期程序，监测并评价劳动力市场动态及其更广泛的人力资

源开发意义。

( 1 0 4 )  应经常监侧并定期评价技术变化对人力需求的影响，并应在人力资源 

开发政策和规划中充分考虑到这些评价工作的结果.

( 1 0 5 )  应当发展有效技术，监测并评价人力资源开发的生活质量问题.应当 

编制特定的部门指数和监测程序，保证用于方案调整的资料能够定期流动，以便作 

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一项积极因素，加强生活质量.

( 1 0 6 )  应当定期开展工作，监督并评价国家人力资源开发行动计划对处境不 

利的人口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在计划中特别指出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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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执行工作的安排

一、参与

1 、 为了使行动计划对本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产生重大影响，各方参加者必须在 

行动计划的执行工作中发挥密切协调相互配合的作用• 首先，参加的成员和准成员 

政府必须根据行动计划中所列的建议和提议，制订国家行动计划，其 中 包 括 充 分  

开展业务工作的方案和项目。在这方面，参加政府必须保证有充分的预算和其它资 

源投入可用于执行国家行动计划.此外，这些政府必须建立必要的体制基础设施， 

包括规划和执行机构以及国家协调机制，以便能根据行动计划的规定，充分而有效 

地履行国家责任.

2 、 第二，必须酌情动员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以及人民大众，在制订和执行 

国家行动计划中发挥支助作用.另一方面，制订国家行动计划必须能使所有相关的 

部门积极参与执行其方案和项目.各有关部门还必须制订项目，补充并支助国家行 

动计划.这种多部门参与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可以保证最有效地利用少量的预算 

和人力资源，而且还因为各部门积累了经验和专门知识，可以配合政府在人力资源 

开发方面的工作。

3 、 在区域一级，政府间组织的参与，包括在本区域积极开展工作的联合国机 

构，必须支助国家工作。这些政府和机构必须制订具体活动，根据行动计划中所载 

的建议和提议，向参加成员和准成员提供技术援助。此外，这些政府和机构需要拟 

订活动，加强区域合作，包括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最后，亚太经社会有必要发 

挥区域联络点作用，协调行动计划的执行工作，亚太经社会还将发挥执行机构的作 

用，执行区域一级的行动计划，支助国家一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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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有有关的捐助国和机构必须特别重视提供资助的可能性，保证能够充分 

有效地执行根据行动计划制订的方案和项目.鉴于这项任务工作重大，实现其宗旨 

和目标有严重障碍，而且各成员和准成员政府在颁布行动计划时高度重视计划的成 

果，因此，敦促捐助国和机构把调拨充分的资源用以支助执行行动计划活动作为最 

重要的优先领域。

二、协调

A 、国家一级协调

5 、 为了保证在国家一级充分有效地执行行动计划，各国必须建立人力资源开: 

发的国家协调机制.建立这种机制的指导原则应是力求精简.在可能的情况下，最 

好依靠现有的体制安排，而不是在已经很复杂的政府决策和行政结构里，建立更多 

的机构。

6 、 本区域一些国家在发展这种机制方面的近期经验为其它国家提供了值得考 

虑的有益典范。然而，在为人力资源开发制订国家协调机制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本 

区域的情况迥然各异，包括政府的组织结构和部门间关系的差别.

7 、 一般说来，每个国家协调机制必须包括几个组成部分.在尽可能高的决策 

一级，建立国家联络点，最好是部间委员会，为行政首长提供咨询工作.国家联络 

点应监督有关人力资源开发的所有国家活动协调工作.联络点还是在区域系统内的 

国家对口单位，协调行动计划的执行工作。

8 、 国家联络点要有秘书处，可以包括在负责开发人力资源开发部内，或是 

在国家发展规划部或相应机构内，建立一个特别单位.联络点将负责在行动计划范 

围内，制订国家人力资源开发行动计划，联络点将有权酌情促进所有部门积极参与 

国家行动计划的执行工作，包括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所有人口群体和社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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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点还有责任定期监测并评价计划的执行工作•

9 、确定国家协调机制的职权范围是各国的主权和责任，同时，各国最好在建

立国家机制时特别考虑到国家协调工作可最好地保证国家规划工作和区域合作以及 

由行动计划所提供的国际支助保持一致的方式。通过授予国家联络点在执行行动计 

划的人力资源开发活动区域协调的事项方面发挥国家联络职能，就能够确保协调一 

致.

B 、区域一级协调

1 0 、 亚太经社会在协调区域执行行动计划方面负有全面责任，这不同于各国 

执行国家行动计划。根据关于改组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社会部门的1 9 7 7 年 1 2 

月 2 0 日的大会第3 2 / 1  9 7 号决议，指示亚太经社会应作为联合国在亚洲及太 

平洋区域的主要一般性经济和社会中心，在区域一级的协调合作方面发挥团队领导作 

用并承担责任。亚太经社会协调作用中的主要部分将是援助本区域各国努力制订并执 

行国家一级行动计划以及在执行行动计划方面目前开展的监测和评价工作。这将是 

秘书处向经社会就行动计划执行进展情况定期汇报的基础。

1 1 、 为了促进积极参与行动计划的执行工作，为就人力资源开发事项交流资 

料和交换意见提供机会并保证本区域所有国家的有效协调，应 不 时 召 开 政 府 间  

磋商和会议。应在各国家联络点之间，根据这种安排进行定期磋商，保证在区域行 

动计划的范围内，有效协调各国家行动计划。此外，不 时 召开髙级官员和部长  

级会议，审议有关计划执行工作的特别事项。此外，经社会可审议计划的执行工作, 

把它作为年会的经常议程项目，

1 2 、 联合国系统专门机构有必要同其它政府间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一道， 

协调支助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的各种活动，以确保最有效地使用现 

有的少量资源.根据这种需要，可建立一个机构间特别工作组，定期召开会议，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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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关人力资源开发事项方面的工作方案制订预算和执行工作的协调与配合 。

三、优先事项

1 3 、 行动计划中包括人力资源开发的综合方法，但是，其范围并不全面.

3 3 项政策建议和1 0 6 项行动建议是根据本区域各国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  

主要的关切问题以及经社会近期的审查和决定所处理的主要事项，审慎确定的一整 

套优先事项。

1 4 、 行动计划的制订是根据经社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核可的优先次序确定标准。 

这些标准是：(a) 对 本 区 域 发 展 中 国 家 具 有 重 大 意 义 ；(b) 促进导致消除贫 

困状况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c) 援助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发展中南 

太平洋岛国；(d) 促进区域和分区域合作；（e ) 成员和准成员提供的支助.

1 5 、 在根据采取行动的提议制订具体的方案和项目后，将在行动计划的全面 

范围内，进一步阐述这些优先次序。优先次序的确定将是各政府部门以及负责国家 

一级方案与项目制订的公营和私营部门中其它机构和组织的责任，同时也是参加执 

行区域一级行动计划的各联合国机构和其它政府间机构的责任.

四、 时限

1 6 、 行动计划在时限安排跨越若干年度，时间充分，可以保证有效执行.由 

于人力资源开发本来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长期的酝酿时期进行人力资本投 

资，以便收到预期好处，计划的适当时间跨度将为1 9 8 8 —— 2 0 0 0 年的 1 3 

年时期。

1 7 、 为方便起见，如果以 2 0 0 0 年为时限,，在这一年以前的计划时期可汾 

为三个阶段： 1 9 8 8 —— 1 9 9 1 年、 1 9 9 2 —— 1 9 9 5 年和 1 9 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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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0 年.这些时期应符合联合国系统中期规划和两年期工作方案周期的阶段划 

分.从起始年来看，这些时期可分别确定为计划时期的短期、中期和长期阶段。

1 8 、 第一阶段是1 9 8 8 — 1 9 9 1 年，这将为以后的计划执行奠定基础， 

实际上，这个阶段将仅限于可以在相对固定的预算限制内开展的活动，这是由于现 

有的规划和方案周期所决定的.在这个时期所开展的主要活动里，将有在国家和区 

域一级建立必要的体制结构，根据区域指导方针制定国家行动计划和筹备初期研究 

与试点项目.

1 9 、 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将是制定和执行国家和区域一级一系列协调的人力 

资源开发项目，中期阶段是1 9 9 2 — 1 9 9 5 年，这个阶段将有扩大预算拨款 

的余地，以便包括增加的方案和项目，因为行动计划下主要关切的人力资源开发问 

超越来越可以纳入本区域整体发展工作里.第三个长期阶段是1 9 9 6 —— 2 0 0 0  
年，这个阶段可以对行动计划早期阶段所执行的决策和规划活动进行范围较广的结 

构调整和体制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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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9 8 8 — 1 9 8 9 年订正工作方案和优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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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和发展资金................................................. 2 3 5

海洋资源............................................................ 2 3 8

自然资源............................................................ 2 4 0

人口................................... ............................  2 4 3

科学和技术..........................................................2 4 6

社会发展............................................................ 2 4 8

统计................................................................ 2 5 2

运输一（运输、通信和旅游）....................................... 2 5 4

运输二（航运、港口和内河航道）...................................2 5 8

跨国公司......... ................................................... 2 6 2

附录： 1 9 8 8 — 1 9 8 9 年工作方案和优先项目所需资源简表........2 6 4

220





方案：发展问题和政策:

次级方案1 :   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和政策

方案组成部分：

1 • 1 本区域主要关心的特别经济和社会政策

问题的分析和援助

具体活动：

对发展规划和统计委员会的实质性服务（1 9 8 9 年第四季）

1 . 2  审查和评价执行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 

国际发展战略的进度

具体活动:

向经社会报告在发展中亚太区域执行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 

略进度的审查和评价（ 1 9 8 8 年第一季一次； 1 9 8 9 年第一季一次）

1 . 3  本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政策、政 

策措施和机构的比较分析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a) 关于外债问題的项目；（b)私营和公营部门新作用的项目；

(c)参照新技术发展的就业和生产力项目

1 . 4               分 区域和区域间合作机会和办法

的研究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 区域间和区域合作项目

次级方案2  : 发展规划方法、模式制作和预测

2 . 1  加强发展规划方法和能力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规划人员训练项目

* 优先方案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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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问题和政策（续 ）

2 。。。。。。。。。。。。。。。。。。。。。。。。。。。。。。。。。。。。。。。. 2 发展模式制作和预测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内联模式系统项目

2 . 3  公共财政研究和援助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a)中央及州/ 省政府间财政关系项目；(b)控制公共支出的办 

法和程序项目

次级方案3 : 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特别措施

3 . 1  监测和审查本区域新的实质性行动 

纲领执行进展情况*

具体活动：

(一) 向经社会报告本区域执行贯彻和监测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領及对全球审 

查进程投入的进展情况（1 9 8 8 年第一季一次，19 8 9 年第一季一 

次 ）

技术援助：派遣特派团协助最不发达国家加强其监测、审查和评价新 

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执行进展的能力（ 1 9 8 8 年第四季两次， 1 989 
年第四季两次）

3 . 2  .对本区域最不发达国家特别关心问题的 

深入研究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a)调动国内储蓄项目；( b )  规划进程和计划执行项目 

3 。3 协助最不发达国家拟订和执行政策和

行动计划、方案及项目以加速发展*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a) 向区域最不发达国家派遣咨询团就拟订和执行政策和行动计 

划、方案及项目以加速发展提供咨询意见（1 9 8 8 年第一季和第三季 

各一次； 1 9 8 9 年第一季和第三季各一次）；(b）关于项目制订援助和 

人力资源开发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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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问题和政策(续 ）

次级方案 4 :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概览和资料

4 . 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慨览 *

具体活动：

技术出版物：⑻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1 9 8 8  年第三季一期；

1 9 8 9 年第三季一期）；⑼发展问题和政策专家小组会议（1 9 8 8  

年第三季一次； 1 9 8 9 年第三季一次）（中期活动）

4 。 . 2 收集，分析和散发主要发展事项和

问题的资料 

具体活动：

技术出版物:(a)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简报（1 9 8 8 年第二和第四季出版两 

期； 1 9 8 9 年第二和第四季出版两期）；(b)发展文件（1 9 8 8 年第 

二和第四季出版两期； 1 9 8 9 年第二和第四季出版两期）；(c)发展规 

划通讯（1 9 8 8 年第二、三和四季出版三期； 1 9 8 9 年第二、三和 

四季出版三期）

次级方案5: 有利于发展中 岛国的特别措施

5 . 1  关于规划、政策和问题的咨询和顾问服务，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a)发展咨询队项目；(b)短期顾问服务项目

5 . 2  发展训练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发展政策和規划特定方面项目

5 . 3  政策和规划研究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促进太平洋岛屿分区域和其他亚太分区域间更密切的贸易和 

投资关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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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能 源

次级方 案 1 :  亚洲及太平洋能源评估和规划

方案组成部分：

1 。 .1 区域能源状况和经济

具体活动：

㈠对自然资源和能源委员会的实质性服务 （1 9 8 9 年第 三 季 ）

㈡向自然资源和能源委员会报告 到 2 0 1 0 年时預测的区域能源状况，

包括石油价格方面可能发生的强烈反应影响（1 9  8 9 年第三季）

㈢技术出版物：亚洲及太平洋的电力（1 9 8 8 年第四季）

㈣技术援助：国家能源规划问题咨询团 （1 9 8  8 年第二季一次； 1 9

8 9 年第一季一次）

1 . 2  加强国家综合能源规划和制订能源需求

方案及管理的能力、政策选择和战略 *

具体活动：

㈠ 向自然资源和能源委员会报告亚太区域 国家能源规划能力 和关 于 国 

家能源规划技合组的进展情况 （1 9 8 9 年 第 三 季 ）

㈡ 技术出版物：亚太区域的能源发展问题（1 9 8 8 年第二季）

㈢ 技术援助：加强在迅速变化的经济环境中的国家能源规划能力项目

次级方案2 :  加速发展和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2 . 1  评估供乡村应用的能源和综合规划*

具体活动：

㈠  向自然资源和能源委员会报告乡村能源规划和发展（1 9 8 9 年第三季: 

㈡ 技术出版物：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乡村能源和综合规划（1 9 8眸第四季)

㈢ 技术援助：加强乡村能源规划和发展的国家能力

2 。 .2 合作研究、开发和示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新沼气开发研究（ 1 9 8 9 年第四季） 

㈡技术援助：加强乡村能源规划技术的国家能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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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续 ）

2 。 .3 转让、改造和应用成熟的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技术 

具体活动:

技术出版物：亚太经社会能源新闻（1 9 8 8 年第二和四季两期；

1 9 8 9 年第二和四季两期）

㈡技术援助：加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国家能力和有效使用项目

次级方案3:  综合调查、开发节约和有效使用所有  

能源，特别是传统能源

3 。. 1 煤炭的开发和利用

具体活动：

㈠ 向自然资源和能源委员会报告关于煤炭利用的区域技合组（1 9 8 9  

年第三季）

㈡ 技术援助：加强煤炭利用和开发的国家能力项目

3 . 2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㈠  技术出版物：油价和工业结构变动不定时代的石油供应贸易，特别着 

重太平洋岛国（ 1 9 8  9 年第四季)

㈡  技术援助：加强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和利用的国家能力项目

3 . 3  能源节约和改造政策#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a)能源节约和改造项目；（b)节能特派团（1 9 8 8 年第二和 

四季两次； 1 9 8 9 年第二和四季两次）

3 . 4  电力系统规划和管理*

具体活动：

㈠　向自然资源和能源委员会报告：（a)农村电气化的社会经济影响（1 9 8 9  

年第三季）；(ｂ)关于电力的技合组（1 9 8 9 年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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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续 ）

㈡　技术援助：(ａ)妥善利用发电厂咨询　 ( 1 9 8 8 年每季一次； 1989  

年每季一次）；(ｂ)加强电力系统的国家能力及有效利用项目

3 ，5 和平利用核能

具体活动：

㈠　技术出版物：生命科学领域和平利用核技术资料交流研 究 （1 9 8 8  
年第四季）

㈡　技术援助：支助国际原子能机构亚太区域合作安排范围内生命科学领 

域利用核技术的区域间技术合作项目（1 9 8 8 、 1 9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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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环 境

次级方案 1 : 亚太经社会区域的环境问题

方案组成部分:

1 . 1  环 境认识

具体活动

㈠　技太出版物：（a)亚洲及太平洋的坏境状况（１９８９年第四季）；(b) 

环境和发及问题通讯( 1 9 8 8 年每季一期； １９８９年每季一期）

㈡　技术援助：促进亚太区域的坏境认识项目 

1 - 2 加强经社会工作方案的环境方面

具体活动：

对农业、农村发展和环境委员会的实质服务（１９８９年第四季）

㈡　向经社会报告关于运输和农业发展的环境方面的特别研究（1 9 8 8

年第二季一次； 1 9 8 9 年第二季一次）

1 . 3  将环境考虑纳入发展规划和进程 *

具体活动：

㈠　向农业、农村发展和环境委员会报告将环境考虑纳入发展的进展 

( 1 9 8 9 年第四季）

㈡　技术援助：(ａ)将环境纳入发展项目；(ｂ)环境技术的规划和管理项目

1 . 4  管理陆地生态系统*

具体活动:

㈠　向 农 业 、 农村发展和环境委员会报告管理陆地生态系统的情况 

( 1  9 8 9 年第四季）

㈡　技术援助：沙漠化控制区域网项目

1 . 5  _保护海洋环境和有关生态系统*

具体活动：

㈠　向 农 业 、 农村发展和杯境委员会报告海洋环境和有关的生态系 

统 （1 9 8 9 年第四季）

㈡　技术援助：(ａ)支助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协调组会议（1 9 8 8 年第 

三季）；　(ｂ)保护海洋环境和有关生态系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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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粮食及农业+

次级方案 1 :农业发展政策、规 划和资料系统_

方案组成部分：

１.１ 审查农业发展政策和执行情况*

具体活动:

(一)(a) 农业、农村发展和环境委员会的实质性嚴务（1 9 8 9 年第四季）； 

(b) 评价国际农业价格不稳定对主要生产国影响的特设专家组会议 

( 1 9 8 8 年第四季）（中期产出）

㈡技术出版物：(a)现代化近岸捕鱼作业准则（ 1 9 8 8 年第四季）；（b) 

国际农业价格、贸易及对主要生产国社会经济情况的影响（1 9 8  9 

年第四季）

㈢技术援助：有关粮食和农业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战略和执行情况项 

目，包括下列领域：国际农业贸易对主要生产国的影响，渔业现代化, 

农业交易和投资及农工业联系，以及区内农业成就，重点在技术研究 

与实地应用的交互作用

1 - 2 粮食供应评价和分配*

具体活动：

㈠ 技术出版物：亚洲粮食供应的农业气侯评价研究（1989年第四季） 

㈡技术援助：采取粮食供应评价和分配措施以减轻气候失常的影响

1 。 .3 发展农业资料系统*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a)《农业资料发展简报》（1 9 8 8 及 1 9 8 9 年每季 

一期）；(b)农村广播训练手册和指导方针（1 9 8 8 年第一季）；(c) 

亚洲与肥料有关项目指南（1 9 8 8 年第四季）

+次 级 方 案 3 :《行政领导和管理》方案的“综合农村发展区域机构间方案的协调 

也是通过这个方案进行的。

228



粮食及农业（续）

㈡技术援助：（a)加强农业通信系统包括乡村 / 农场广播服务项目；（b)肥 

料数据和资料 电脑化项目，包括加强肥料资料系统网络

1 . 4  对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有关生物资源管理

的后续行动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研究关于生物资源管理的海洋法（1 9 8  8 年 第 四 季 ） 

(二)技术 援助：通过合办企业和其他安排进行区域渔业合 作项目

次级方 案  2: 认识农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2 . 1  开办亚洲及太平洋肥料咨询、发展和

资 料 网

具体活动：（一）技术出

版物：(a)关于农用化学品的区域资料支助服务 （月 刊 ）( b )农

用化学品简讯（ 1 9 8 8 年第一和第三季一期； 1 9 8 9 年第二和 

三季两期 ）；(c) 肥料贸易新闻 （月 刊 ）；(d)农用化学 品会议日历 （每 

年 四 期 ）；(e)关于把料供应、销售、分配和使用的国家研 究 （1 9 8 8  

年 和 1 9 8 9 年第二、 三、四季一 期 ）；（f)关于肥料后勤管理，农场 

一级分配系统、定价政策、信贷提供和肥料使用经济学的研究 （1 9 

8 8 年第二、三和四季一期； 1 9 8  9 年第三和四季一期）

㈡技术援助：(a)肥料生产、销售、分配和推广项目；(b)肥料销售的区域 

和区域间合作项目

2 . 2  亚洲及太平洋农业必需品方案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a)农药生产 、进 出口和使用的区域数据 （1 9 8 8 年第 

四季一份， 1 9 8 9 年笫四季一份 ）；(b)亚太农 业必需品方案农药索 

引一修订版 （1 9 8  9 年 第 四 季 ）；(c)农药：管理及应用一修订版

( 1 9  8  9 年第四季）

㈡技术援助：（a)农药安全处理和有效使用项目；(b)收集农药生产、进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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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及农业(续 ）

和使用的区域数据项目，包括编制区域农药索引 

2。 3  研究及发屐杂粮、豆类和根茎作物*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为在印度尼西亚茂物的亚洲及太平洋潮湿 热带杂粮、豆类 

和根茎作物的研究和发展区域协调中心提供实质支助

2 • 4 改善农业信贷、销售和推广系统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改善价格资料系统的方法（1 9 8 8 年第四季）

㈡技术援助：改良进入市场、信贷提供和偿还系统及推广服务革新方法

的经济/ 体制方面的项目

次级方案3 : 重点在于改善处境不利者状况的农村发展

3 . 1  改善乡村穷苦大众和处境不利者如小农、

农、渔民和妇女的社会经济状况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a)促进非农业就业的研究（ 1 9 8 8 年第三季）；(b)减轻 

乡区和渔民社区贫穷的研究（1 9 8 9 年第四季）

(二)技术援助：通过提高收入和创造就业的革新活动来改善贫农和处境不 

利者的社会一经济状况的项目

3 。2 利用农作物残渣作为生产活动的能源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利用农作物残渣作为能源的社会一经济方面的研究 

( 1 9 8 8 年第三季）

㈡技术援助：利用农作物残渣作为生产活动的能源的社会一经济方面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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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人类住区

次级方案 1 : 综合住区政策和规划

方案组成部分：

1 - 1 政策和战略

(一)工业，技术和人类住区委员会的实质服务（1 9 8 9 年第三季）

㈡ 技术援助：住区政策和规划项目 

1 • 2 住区规划和发展*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住房和住区规划及管理区域技合活动项目 

次级方案2 : 发展住房、基础设施和土地 

2 • 1 促进革新和适当的技术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促进革新和适当的建筑技术项目

2 . 2  低收入住房发展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为低收入住区提供住房和基本服务项目

2 . 3  土地政策和管理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土地开发和管理项目

次级方案3 : 促进机构能力和公共参与

3 . 1  通过技术合作加强机构能力*

具体活动：

技木援助：(a)支助新德里联合国区域住房中心和万隆联合国研究人类住 

区区域中心的区域活动（1 9 8 9 年第四季）；(b)在技合基础上加强地 

方当局网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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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住区（续 ）

3。 . 2 公共参与人类住区筹资和发展*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促进公共参与人类住区筹资和发展过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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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工业发展

次级方穷 1 :  政策和战略

方案组成部分：

1 . 1  工业进展的区域审查 

具体活动：

㈠工业、技术和人类住 区委员会的实质服务 （ 1 9 8 9 年第三季） 

㈡工业部长会议（1 9 8 9 年第四季）

㈢技术出版物：亚洲及太平洋工业发展新闻（1 9 8  8 年第三季一期；

1 9 8 9 年第三季一期）

1 . 2  工业计划和政策 

具体活动：

技术 援 助 ：关于工业发展规划与政策拟订的咨询团 （1 9 8  8 年第二 

季一次； 1 9 8 9 年第三季一次）

1 . 3  援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岛国 *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岛国工业发展、项目确认和拟订、和 

促进工业活动及 项目预測的项 目

1 . 4  发展农用工业和相关工业#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发展农用和相关工业项目

1 . 5  展中小型工业*

具体活动：

技术出版物：亚洲及太平洋小型工业简报（1 9 8 8 年第四季一期，

1 9 8 9 年第四季一期）

(二)技术援助：中小型工业企业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分享技术和能源节

约的项目

1 . 6  投资促进活动和加强私营部门参与工业化 

具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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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展 （续 ）

㈠技术出版物：私营部门政策、投资和生产力研究（1 9 8 8 年第三季 

—份； 1 9 8 9 年第二季一份）

(二)技术援助：投资促进活动项目 

次级方案2 : 筹集资源和项目的制订和执行 

2 . 1   筹 集 资 源 方 案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人力资源开发项目 

2 • 2 项目制订与执行方案 

㈠技术出版物：部门性工业发展研究（1 9 8 8 年第三季一份）

㈡技术援助：部门性工业发展项目 

次级方案3 : 区域和分区域工 业 发 展

3 。1 区域工业合作 （亚太经社会工业

合 作 “俱乐部” )*

具体活动：

㈠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和经济合作政府间会议的实质服务（1 9 8 9 年第 

一季一次）

㈡技术援助：工业合作项目

次级方案4 : 加强工业企业在公营部门中的作用和效率

4 - 1 发展和改进公营部门工业的技术和管理效率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关于改进技术和管理效率，包括选定发展中国家公营部 

门工业私有化的研究（1 9 8 8 年第四季）

㈡技术援助：改进公营部门技术和管理效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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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国际贸易和发展资金

次级方案1 : 扩大贸易、贸易便利措施和金融合作

方案组成部分：

1 . 1  扩大贸易和主要贸易政策问题*

具体活动：

㈠贸易委员会届会的实质服务（1 9 8 8 年第四季）

㈡技术援助：（a)建立对等贸易便利区域网可行性政府间会议（1 9  8 8

年第二季）；（b）利用普遍优惠制政府间会议（1 9 8 9 年第一季）； 

(c)服务业在;本区域经济及贸易和国际贸易谈判中作用的项目；(d)不同经 

社制度国家间扩大贸易方法的项目；（e ) 对等贸易便利和长期合同及贸

1 • 2

易安排项目

开辟贸易的联营企业和投资机会

㈠ 开辟贸易的联营企业和投资机会特设政府间会议的实质服务（1988

年第二季）

㈡技术援助：开辟贸易的联营企业和投资机会项目

1 . 3  货币合作、贸易和发展资金、国际收支支劾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 (a)扩大亚洲清算联盟和亚洲再保险公司成员及活动范围项目; 

⑻发展金融和信贷设施促进贸易扩展项目

1 . 4  贸易和关税便利措施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a)举办国家贸易便利机构会议( 1 9 8 9 年第四季）；（b)贸 

易和关税便利领域人力发屐项目

1 . 5  产品贸易 

具体活动：

㈠举办综合产品方案政府间会议（1 9 8 8 年第一季）

㈡技术援助：促进产品贸易综合方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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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贸易和发展资 金 （续 ）

次级方案2 : 贸易促进合发展

2 . 1  贸易资料服务 *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 (a)贸易资料来源数据库（月 刊 ）；（b)贸易资料来源目录（季 

刊 ）；贸易资料网贸易资料（双周刊）；(d)贸易资料風务快讯（周 刊 ）； 

(e)贸易概况（1 9 8 9 年第四季）；（f)亚洲及太平洋若干产品价格（月 

刊 ）；(g) 贸易促进和发展组织名录（1 9 8 9 年第四季）

㈡技术援助：（a)提供贸易资料服务和加强区域贸易资料网（ 1 9 8 8 ,

1 9 8 9 ) ;  (b)发展和加强国家及区域贸易/ 商品资料中心

2 . 2  贸易促进发展*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a)贸易促进发展项目；(b)举办国家贸易发展和促进机构首长 

会 议 （1 9 8 8 年第三季）

2 . 3  市场和产品发展*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若千产品/ 商品市场概况（1 9 8  8 年第三季一份；

1 9 8 9 年第四季一份）

㈡技术援助：(a)举办第五届亚太国际商展（ 1 9 8 8 、 1 9 8  9 ) ;

(b)市场和产品发展项目

次级方案3 : 原料和商品

3 - 1 促进对本区域成员国具有社会一经济

重要性的若干原料和商 品方面的分区

域、区域和区域间合作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a)举办黄麻、丝绸和热带木材区域合作机构政府间会议（19 

8 8 年第三、四季一次； 1 9 8 9 年第二季一次）；(b)黄麻、丝绸和热 

带木材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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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和发屐资金（续 ）

3 . 2  发展对本 区域有利的商品*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发 展具有社会一经济意义的商品项目

次级方 案 4 :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和发展中岛国

4 . 1  改善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和发展中岛国的

具体活动：

(一)内陆国家特别机构届会的实质服务 （1 9 8 9 年 第 四 季 ）

㈡技术援助：改善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和发展中岛国贸易业绩项目

4 . 2  促进与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和发展中

岛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 

具体活动：

技术援 助 ：促进与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和发展中岛国的贸易和经济合 

作项目

次级方 案 5 : 发 展 中 国 家 在 与贸易有关的领域 

进行经济合作

5 . 1  促进分区域、区域和区域间贸易合作*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a)发展分区域和区域贸易合作，包括曼谷协定及其常设 委员 

会项目；(b)区域间贸易合作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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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海洋资源

次级方案1 : 海洋矿物资源的勘测、评价、开发和管理

方案组成部分：

1 。 .1 加 强 勘 测 和 开 发 海 洋 矿物资源的国家能力'

具体活动：

㈠自然资源和能源委员会的实质服务（1 9 8 9 年第三季）

㈡技术援劢：海洋地质和地球物理学训练项目 

1。 2 审查和评价海洋资源地质、埋藏、开发和

管理

具体活动：

㈠向自然资源和能源委员会提出报告，其中强调本区域有关发展中国家 

在海洋资源开发方面的特定需要（1 9 8 9 年第三季）

㈡技术出版物：海洋能源研究（1 9 8 9 年第四季一份）

㈢技术援助：评价海洋资源的地质、埋藏、开发和管理项目

1 . 3  向有关海洋矿物资源和地质的区域和分区域项目

提供技术资助 

具体活动：

㈠向自然资源和能源委员会报告支助亚洲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勘测协调委员 

会 （亚洲岸外联勘协委会）和南太平洋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勘测协 

调委员会（南太岸外联勘协委会）的区域项目进展情况（ 1 9 8 9 年 

第三季两份）

㈡技术援助：向亚太经社会/ 开发计划署支助亚洲岸外联勘协委会和南 

太岸外联勘协委会的区域项目提供技术支持（1 9 8 8 、 1 9 8 9 )

1 。 .4 加强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家

能力和促进这声面的区域合作*

具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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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资源（续 ）

㈠技术出版物：关于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产生的新海洋体制对亚洲 

及太平洋若干分区域的影响的研究（1 9 8 8 年第四季一份）

㈡技术援助：加强亚洲及太平洋若干分区域有关发展中国家执行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的国家能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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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自然资源

次级方案1 : 矿物资源的勘测，评价  

合理利用和管理

方案组成部分

1 - 1 矿物资源的勘测、评价和开发

具体活动：

㈠ 自然资源和能源委员会的实质服务 （1 9 8 9 年第三 季 ）

㈡出售出版物:(a)地层图（第八卷， 1 9 8 8 年第三季；第九卷， 1 9

8 9 年第三季）；(b)亚太经社会区域矿物资源图（1 9 8 8 年第三季 

一份； 1 9 8 9 年第三季一份）

㈢技术出版物：（a)本区域工业矿产潜力及工业矿产郁门开发状况的研究 

（ 1 9 8 8 年第三季）；(b)评价本区域勘測活动的研究（1 9 8 9 年

第三季）

㈣技术援助：亚太经社会区域沉积盆地间地层关系项目

1 . 2  对区域和分区域的矿物项目的技术支助 

具体活动：

技 术 援 助 ：支助东南亚锡矿研究和开发中心（1 9 8 8 — 1 9 8 9 )

1 . 3  加强调查和开发矿物资源的国家能力*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区域矿物资源开发项目

1 . 4  如何管理和利用矿物资源以支助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

是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a)审查区域矿物资源开发， 1 9 8 5 - 1 9 8 8 (  1 9  

8 9 年第二季）；(b)研究节约、代用和回收结构改革及效应对区域矿 

业的影响 （ 1 9 8 9 年 第 四 季 ）

㈡技术援助：矿业变化型态和资源评价及勘测比较性地质制模培训活动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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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续 )

1 . 5  .地质和城市发展*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城市地质 图 （ 1 9 8 8 年第三季一期； 1 9 8 9 年第三 

季 一 期 ）

㈡技术援助：编制城市坏镜火山危险主题图和建材勘测， 评价及发展项目 

次级方案2 : 水资源的合理开发、管理和利用

2 . 1  支持执行马德普拉塔行动计戈 

具体活动：

㈠向自然资源委员会报告 ： 第一个 十年结束时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胃  

情况( 1 9 8 9 年第三 季 ）

㈡技术出版物：(a)编制国家水源总计划准则（1 9 8 9 年第二季）； (b)本 

区域若干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岛国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和维护的研究 

( 1 9  8 9 年第三季）

㈢技术援助：审查国家水源总计划及编制总计划草案准则定稿的专家组 

会议（1 9 8  9 年第一季）；(b)冰资源开发咨询团（1 9 8 8 年四次; 

1 9 8 9 年四次）

2 . 2  促进水资源开发的区域合作*

具体活动:

㈠ 自然资源和能源委员会的实质服务 （1 9 8 9 年 第 三 季 ）

㈡向自然资源和能源委员会报告协调亚洲及太平洋水源机构间工作队的

活动情况 （1 9 8 9 年第三 季 ）

㈢技术出版物：（a)亚太经社会区域水质监測系统 （1 9 8 9 年 第 三 季 ）； 

(b)亚太经社会区域水利用数据系统 （1 9 8  9 年 第 二 季 ）

㈣技木援助：(a)支助湄公河下游流域勘察工作临时协调委员会 （1 9 8 8  

年 第 一 和 第 三 季 ； I  9  8  9 年第一和第三季）；(b)水利用数据、水 

的品质、水资源开发的环境考虑及促进水资源技合项目

2 . 3  减轻旋风、水灾和旱灾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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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续 ）

具体活动：

(一)技术出版物:关于本区域若千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岛国自然灾害造 

成的问题和减轻灾害影响的长期有效措施的研究（1 9 8 9 年第二季）

㈡技术援助：(a)支助台风委员会（1 9 8 8 ,  1 9 8 9 ) ; (b)支助热带 

旋风小组（1 9 8 8 ,  1 9 8 9 )

2 - 4 水资源开发的资料和培训

㈠技术出版物：（a)水资源杂志（1 9 8 8 年每季一期； 1 9 8 9 年每季 

一期）；(b)《汇流》（1 9 8 8 年第二和四季各一期;1 9 8 9 年第二 

和三季各一期）;(c)水资源丛刊（ 1 9 8 8 年第四季一期； 1 9 8 9 年 

第二、三、四季各一期）

㈡技术援助：水资源开发区域培训网项目，第二阶段

2 . 5  非传统水资源开发

具体活动：

向自然资源和能源委员会报告对水资源开发应用太阳能和风能经验的评 

价和在本区域应用这项技术的前景（1 9 8 9 年第三季）

次级方案3 : 制图及遥感

3 . 1  促进应用遥感技术以便有效管理自然

资源和环境的区域合作

具体活动：

㈠自然资源和能源委员会的实质服务（1 9 8 9 年第三季）

㈡技术出版物：关于应用遥感技术以便有效评价、开发、利用和管理自

然资源及环境的现况的研究（1 9 8 9 年第二季）

㈢技术援助：加强应用遥感技术以便有效评价、开发、利用和管理自然

资源及环境的国家能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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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人口

次级方案1 : 人口和发展

方案组成部分：

1 。. 1 制订及执行有利发展的综合人口政策

具体活动：

㈠人口和社会发展委员会的实质服务（1 9 8 8 年第四季）

㈡技术出版物：审查和评价实现亚洲及太平洋人口和发展行动号召各项

目标的进展情况（1 9 8 8 年第四季）；(b)制订审查和评价实现亚太 

人口和发展行动号召各项目标方法的特设专家组会议（1 9 3 8 年第 

三季）；（中期产出）；(c)妇女作用和地位与人口变化相互关系的比 

较研究和系统分析（1 9 8 9 年第四季）

㈢技术援助：人口和发展事项咨询团（1 9 8 8 年第三、四季各一次；

1 9 8 9 年第三、四季各一次）

1 . 2  死亡率、发病率、老龄和发展 *

具体活动：

(一)技术出版物人口老化出现的问题的研究（1 9 8 8 年第四季）

(二)技术援助：派遣咨询团协助分析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差别（1 9 8  8

年第三、四季各一次； 1 9 8 9 年第三、四季各一次）

1 . 3  城市化、人口分布、迁移和发展*

具体活动:

技术出版物：(a)亚洲及太平洋城市化型态和政策研究（1 9 8 9 年第 

四季）；(b )城市化和妇女地位研究（1 9 8 9 年第四季）

1 - 4 人口组成、估计和预測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亚洲及太平洋国家的人口指数估计（1 9 8 8 年第一季; 

1 9 8 9 年第一季）

㈡技术援助：关于人口分析和人口预测的咨询团（1 9 8 8 年第三季两 

次； 1 9  8 9 年第三季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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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 （续 ）

1 ' 5 人口中昀人力资源开发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人口中的人力资源开发项目 

次级方案2 : 人口政策 

2 - 1 支助各国制订及执行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方案

具体活动：

㈠人口和社会发展委员会的实质服务< 1 9 8 8 年第四季）

㈡技术援助：(a)支持国家生育率研究和计划生育评价活动项目；(b)促进

计划生育技合特派团（ 1 9 8 8 年两次； 1 9 8 9 年两次 ）

2 .  2 促进服务提供系统的新方法

技术援助：引导社区参与各种国家计划生育方袠项目 

2 . 3 改进计划生育方案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的

技能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计划生育管理资料系统的技能发展和使用微电脑调查分析

和方案评价项目

2 . 4  妇女作用的变化和计划生育

具体活动：

(一技术出版物：妇女作用变化和接受计划生育做法的研究（1 9 8 8 年第 

三季； 1 9 8 9 年第三季）

㈡技术援助：妇女作用变化和接受计划生育做法的顼目 

2 。. 5 生育率、计划生肓和有关政策及方案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关于管理资料系统、接受计划生育和生育率决定因素的 

砑究（ 1 9 8 9 年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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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 （续 ）

㈡技术援助：改善管理资料系统、计划生育动机和实践及生育率决定因 

素项目

次级方案3 : 人口资料

3 - 1 为人口与发展、政策制订和方案执行

相结合向成员国提供资料支助 *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a)亚太人口杂志 （一 年 四 期 ）；(b)人口要闻 （每年十二 

期 ）；(c)人口研 究介绍 （每 年 三 期 ）；(d)特别出版物一手册、数据单

等 （每年一或二期）

㈡技术援助：将若千亚太经社会技术出版物翻译成各国语文的项目

3 . 2  协助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发展国家人口资料

中心和网络*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a)举办国家人口资料中心人员人口资料技合讲习进（1 9 8 9  

年笫四 季 ）；(b)向人口资料中心和人口活动基金的国家方案之执行提供 

技术援助和支持项 目；(c)向国家人口资料中心的国家项 目人员提供研究 

金 （1 9 8 8 年第三季三名； 1 9 8 9 年第三季三名）

3 . 3  亚太人口资料网的协调

具体活动：

㈠技术 出版物：（a)亚洲及太平洋和世界性的人口专题文献 （1 9 8 8 年 

1 2 期； 1 9 8 9 年 6 期 ）；(b)亚太人口资料 网通讯 （每 年 四 期 ）；

(c)建议的人口问题题目 （每年四 期 ）；(d)亚太区域人口数据库 目录 

( 1  9 8  8 年第四季）；(e)亚太人口资料 网专家组会议报告 （1988）

㈡技术援助：(a)亚太人口资料网项目；(b)与亚太人口资料 网全球方案合 

作发展区域和分区域人口资料系统和网络项目；(c)推广人口资料网概 

念特派团 （ 1 9 8  8 年第一季两次； 1 9 8 9 年第一季两次 ）

3 . 4  发展区域人口数据库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发展区域人口数据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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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科学和技术

次级方案 1 : 科技体制及政策基本建设

方案组成部分:

1 。1 改进科技政策及体制结构*

具体活动：

㈠(a)工业、技术和人类住区委员会的实质性服务 （1 9  8 9 年第三季）； 

(b)妇女参与技术发展特设专家组会议（1 9 8 9 年第二季）（中期产 

出 ）

(二 )技术出版物：关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维也纳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十 

年终期区域审查（1 9 8 8 年第四季）

㈢技术援助：亚太经社会区域技术发展战略项目

1 . 2  查明技术能力和需要 *

具体活动：

㈠技术能力和需要政府间会议的实质服务（1 9 8 8 年第四季）

㈡技术援助：深入评价亚洲及太平洋技术需要和能力项目

1 . 3  加强研究和发展组织及管理*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加强研究和发展组织及管理项目

1 。 4 促进应用能源效率高的技术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商业和家用部门节能项目 

次级方案2 : 加强成员国技术能力

2 . 1  对区域机构的实质支助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a)支助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1 9 8 8 、 1 9 8 9  ) ;

(b)支助区域农业机械网 （1 9 8 8 , 1 9 8 9 )

2 . 2 提高谈判能力和改善获取技术的条件*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关于获取外国技术及合同谈判与履约工作订正培训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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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技术（续)

( 1 9 8 8 年第四季）

㈡技术援助：提高获取外国技术能力项目

2 . 3  促进特定领域中的技术转让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a)关于技术转让特定问题的咨询团（1 9 8 8 年第二、 四季 

两次； 1 9 8 9 年第二、四季两次）；(b)技术转让项目

2 :  4 促进区域内技术贸易和扩散技术革新*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亚太经社会区域可销售技术名录（1 9 8 9 年第一季） 

(二)技术援助：扩散技术革新项目

2 . 5  加强制订项目能力、工程设计及咨询服务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工业咨询发展项目

2 . 6  标准化和有关活动 

具体活动:

㈠标准化机构首长府间会议的实质服务（1 9 8  9 年第二季）

(二)技术援助：标准化和质量控制项目

2 . 7  特定工业技术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特定工业技术应用项目

2 . 8  人力资源开发*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人力资源开发促进技术进展项目 

次级方案3 : 监測科学与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

3 . 1  评价新技术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评价新技术项目

3 . 2  吸收与发展新技术*

具 体活动：

技术援助：特定技术领域的研究、发展和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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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社会发展

次级方案 1 : 普及参与

方案组成部分 ：

1 . 1  加强妇女参与发展的国家机制*

具体活动：

㈠向人口和社会发展委员会报告区域执行《内罗毕促进妇女地位前瞻战 

略》的情况（ 1 9 8 8 年第四季）

㈡技术出版物：提高妇女法律地位准则（1 9 8 9 年第三季）

㈢技术援助：(a)加强妇女参与发展固家机制咨询服务（1 9 8 8 年三次；

1 9 8 9 年三次）；（b)加强妇女参与发展国家机制项目

1 。 .2 妇女参与发展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a)亚洲及太平洋妇女与发展注释书目（ 1 9  8  8 年第二 

季 ） 季 ）；⑻妇女参与发展的区域目录（1 9 8 9 年一、 四 季 亚 洲

及太平洋妇女资料网通讯（1 9 8 8 年第二、四季； 1 9 8 9 年第二、 

四季）

(二)技术援助：（a)促进妇女参与发展的咨询服务（1 9 8 8 年六次； 1 9 

8 9 年六次）；(b)促进妇女参与发展项目

1 . 3 评价青年参与发展的情况* (新增）

具体活动：

㈠向人口和社会发展委员会报告培训青年参与发展（1 9 8 8年第四季）

(二)技术出版物：(a)审查亚太经社会区域内的青年政策（ 1 9 8 9 年第四

季 ）；(b)青年发展资料出版物（1 9 8 8 年第二、四季一次； 1 9 8 9  

年第二，四季一次）

㈢技术援助：评价青年参与发展情况的项目 

1 . 4 动员青年参与发展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负责动员青年参与发展工作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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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续 ）

名录（1 9 8 9 年第三季）

㈡技术援助：(a)农村青年、移民青年和城市青年面对的重大问题包括技 

能发展、失业和犯罪的特设专家组会议（1 9 8 8 年第二、三季各一 

次； 1 9 8 9 年第二、四季各一次）；(b)加强对动员青年参与发展的 

国家努力提供咨询服务（1 98 8 年三次； 1 9 8 9 年三次）；(c)促 

进青年参与发屐项目

1 . 5  促进残疾人和老年人参与发展的机会( 新增）

㈠向人口和社会发展委员会报告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区域情况（1 9 8 8  

年第四季两次）

㈡技术出版物：（a)关于老年人参与发展.包括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的研究 

( 1 9  8 8 年第四季， 1 9  8 9 年第四季）；(b)社区认识有关残疾的 

方案的手册（ 1 9 8 9 年第四季）

㈢技术援助：(a)促进残疾人和老年人参与发展的咨询服务（1 9 8 8 年一 

次； 1 9 8 9 年一次）；（b)促进残疾人和老年人参与发展项目

次级方案2 : 社会发展政策和协调

2 . 1  综合性社会发展规划*

具体活动；

㈠人口和社会发展委员会的实质服务（1 9 8 8 年第四季）

㈡向社会发展委员会报告综合性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领域的当前问题

( 1 9 8 8 年第二季）

㈢技术援助：（a)加强对社会发展和政策领域国家努力的咨询服务（1 9 

8 8 年四次； 1 9 8 9 年四次）;(b)促进综合性社会发展规划项目

2 . 2  新出现的社会发展问题的政策分析 (新增）

具体活动：

㈠ (a)向人口和社会发展委员会报告区域社会状况（1 9 8 8 年第四季）;(b)向经 

社会报告社会经济变动中家庭的地位（1 9 8 S 年第四季）；(c)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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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续 ）

社会报告科学技术对处境不利人口群的影响（ 1 9 8 8 年第四季）

㈡技术出版物：亚太经社会区域消费人保护问题的研究（1 9 8 9 年第

一季 ）

㈢技术援助：某些新出现的社会发层问题的项目 

2 • 3 非政府组织参与促进社会发展* ( 新增）

具体活动：

㈠人口和社会发展委员会报告非政府组织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1988 

年第四季）

㈡技术出版物：加强非政府组织对社会发展贡献的措施的研究（1 9 8 9  

年第一季）

㈢技太援助：加强非政府组织和各国政府之间协调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的项目

2 。4 社会发展资料系统

技术出版物：(a)社会发展通讯（1 9 8 8 年第一、二、三季一期； 1 9 

8 9 年第一、二、三季一期）；（b)亚太经社会区域社会发展指标总目录 

( 1  9 8 8 年第三季）；（c)评价社会条件和趋势指数的研究（1 9 8 9  

年第三季）

2 . 5  促进人力资源开发

具体活动

(一)就下列事项向经社会报告：(a)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综合行动 

计划草案（1 9 8 8 年第一季）；(b)雅加达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 

开发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1 9 8 9 年，第一季）

㈡技术出版物：关于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主要问题的研究(1 9 8 8  

年第一季； 1 9 8 9 年第一季）

㈢技术援助：促进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方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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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续)

次级方案3 : 保健与发展

3 . 1 发展基本社区服务*

具体活动：

㈠向人口和社会发展委员会报告提供基本社区服务的当前问题（1 9 8 8  

年第四季）

㈡技术出版物： 参与提供基本社区服务途径的区域调查（1 9 8 9  

年第二季）

㈢技术援助：加强社区参与基本社区服务国家能力项目

3 . 2  促进防止毒品滥用、治疗和复健方案*(新增)

具体活动：

㈠ 向人口和社会发展委员会报告毒品滥用和防止毒品滥用、 治疗和复健 

的条件和趋势 （ 1 9  8 8 年第四 季 ）

㈡技术 出版物：(a)防止毒品滥用、 治疗和复健方案总目录 （1 9 8 9 年 

第三 季 );(b)毒品滥用数据库 （1 9 8 9 ) ; (c)毒品滥用数据收集、分 

析和说明标准形式的指导方针和建议 （1 9  8 8 年 第 四 季 ）

㈢技术援助：促进 防止毒品滥用、 治疗和复健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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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统 计

次级方棠 1 :  统计发展

方案组成部分：

1 . 1 促进、协调和管理区域统计发展活动 

具体活动：

㈠发展规划和统计委员会的实质服务（1 9 8  9 年第四季）；(b)组织统 

计专家工作组（1 9 8 8 年第四季）

㈡向发展规划和统计委员会报告统计发展和资料服务活动的各个方面 

( 1 9 8 9 年第四季 1 2 次 ）

㈢向经社会报告统计发展和资料服务方面的特定问题（1 9 8 8 年第一 

季两次； 1 9 8 9 年第一季一次）

㈣向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报告（1 9 8 9 年第一季）

㈤技术出版物：统计通讯（季 刊 ）

㈥技术援助：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的技术和实质服务（1 9 8 8 ，

1 9 8 9 )

1 . 2  促进整体国家统计能力*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亚太经社会区域抽样调查（1 9 8 8 年第三季一次；

1 9 8 9 年第三季一次）

㈡技术援助：(a)向各国派遣一般统计组织和发展咨询团（1 9  8 8 年第 

三季两次； 1 9 8 9 年第三季两次）；(b)加强国家统计能力项目

1 . 3  发展经济统计分析.包括国民核算*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亚太经社会区域国际贸易统计订正手册（1989年 四季） 

㈡技术援助：发展、改进和分析经济统计，包括国民核算项目

1 . 4  发展社会、人口和其他有关的统计*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社会经济指数手册和妇女统计手册（1 9 8 9 年第四季）

252



统计（续 ）

㈡技术援助：发展和改进社会、人口和其他有关的统计项目 

1 . 5  政府资料系统

具体活动：

㈠ 向发展规划和统计委员会报告对政府电脑化的审查（1 9  8 9 年 第 四 季 ） 

㈡技术出版物：政 府电脑化统计通讯 （季 刊 ）

㈢技术援助：政府电脑化项目

次级方 案 2 :  统计资料服务

2 - 1 统计各个领域有关基本数据的收集、按时间

系列记录加以编辑和保存，以及资料检索

以便通过特别编纂和秘书处出版物散发

具体活动：

㈠技术 出版物： 亚洲一太平洋数字手册 （1 9 8 8 年第一季一次；

1 9 8 9 年第三季一次）；另外还提供专门资料服务和特别编纂

㈡销售出版物：(a)亚洲及太平洋统计指数 （季 刊 ）；(b)亚洲及太平洋统 

计年鉴 （1 9 8 8 年第一季一期； 1 9 8 9 年第一季一期）；(c)亚洲 

及太平洋外贸统计（1 9 8 8 年第二季一期； 1 9 8 9 年 第 二 季 一  

期 ）

2 . 2  在亚太经社会范围内发展统计数据库网络

具体活动：

这项活动不会产生直接提供给成 员政府的任何标准最后产 出 .本 方 案 组 

成项目下计划在亚太经社会范围内建立的统计数据库网络将使用某些数 

据收集、储存、检索、控制、分析和传播的标准 程 序 .除 了内部使用这 

种协调的数据库网络的好处外，成员政府还可享受到减少或消除亚太经 

社会不同单位重复要求提供数据的好处，以及亚太经社会散发的统计数 

据更为统一的好处 . 这种数据库系统的原型可根据亚太经社会的经验在 

发展中国家重复应用 。

本方案组成部分由行政司数据处理科执行，从行政和共同事务方案取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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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蔻：运输一（运输、通信和旅游）

次级方案 1 : 一般运输规划和便种国际交通

1 。1 运输发展的战略、政策和规划 *

具体活动：

㈠航运、运输和通信委员会的实质服务（1 9 8 8 年第四季）

向经社会报告运输通信十年执行的进展（1 9 8 8 年第一季一次，

1 9 8 9 年第一季一次）

㈢技术出版物：亚洲及太平洋运输通信简报（1 9 8 8 年第二季一期; 

1 9 8 9 年第二季一期）

㈣技术援助：促进公众认识运输和通信及多式联运系统在国家发展进程 

中作用的项目

1 。2 发展城市和公共运输*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城市和公共运输规划及城市交通管理技术项目 

1 。3 运输规划的环境影响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运输规划中环境影响评价及环境管理的成本效益适用性项目

1 . 4  国际陆上运输的便利措施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国际运输便利措施项目 

次级方案2 : 发展公路及公路运输

2 . 1  拟订发展公路及公路运输战略 *

具体活动：

㈠公路专家政府间会议的实质准备和服务（1 9 8 9 年第三季） 

㈡技术援助：公路及公路运输的发展及其趋势项目

2。 2  运输能源使用合理化*

254



运输一（运输、通信和放游）（续 ）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研究和发展利用天然气和评价运输部门节能技术项目

2 . 3  发屐完善的和低成本的运输基本设施*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低成本的机动化式运输、农村运输系统最佳设计标准和分析

项目

2 . 4  _改进公路建设和维修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关于公路车队和改进公路维修管理的资料系统项目

2 . 5  改进交通工程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在交通工程方面应用电子数据处理系统项目 

2 。6 公路交通安全和事故预防*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教育性的公路安全宣传项目 

2 。7 促进区域和国际公路运输*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促进区域和国际公路运输，包括亚洲公路和通过应用电子数

据处理改进运输公司效率项目 

2 . 8  公路和公路运输的人力发展和训练*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通过利用电脑帮助管理技术改进公路运输经理人员技能项目 

次级方案3 : 发展铁路和铁路运输 

3 . 1  铁路发展规划*

具体活动：

㈠下列方面的实质服务：(a)政府间铁路小组会议（1 9 8 9 年第四季）； 

(b)铁路研究协调组会议（1 9 8 9 年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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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输 一 ( 运输、通信和旅游）（续 ）

㈡技术出版物：（a)审查本区域各国铁路发展计划（第一阶段）（1 9 8 9  

年第二季）；㈨本区域铁路领域现行合作安排研究（1 9 8 8 年第二 

季 ）

㈢技术援助：(a)铁路发展规划项目；(b)举办南亚国家铁路部长会议 

( 1 9 8 9 )

3 ，2 发展和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铁路联系 *

具体活动：

㈠就环亚铁路网和亚洲铁路总计划向航运、运输和通信委员会提出报 

告 （1 9 8 8 年第四季）

㈡技术出版物：（a)审查亚太经社会区域和欧洲经委会区域间铁路联系的 

发展（1 9 8 9 年第三季）；（b)关于利用现有各段环亚铁路发展铁路 

一海路联运可能性的研究（ 1 9 8 9 年第三季）

(三)技术援助：环亚铁路网和亚洲铁路总计划项目

3 。3 最佳利用铁路基本设施和车辆，包括维修工作*

具体活动：

㈠就亚太经社会在最佳利用铁路基本设施和车辆包括维修工作向航运、 

运输和通信委员会提出报告（1 9 8 8 第四季）

㈡技术援助：铁路运输技术、管理和业务方面的项目

3 。4 铁路现代化，包括技术转让*

具体活动：

㈠就铁路现代化向航运、运输和通信委员会提出报告（1 9 8 8 年第四 

季 ）

㈡技术出版物：审查现代铁路技术（1 9 8 9 年第二季）

㈢技术援助：改进铁路安全和现代化铁路电信系统项目

3 • 5 通过亚洲一太平洋铁路合作组发展区域

和区域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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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一（运输、通信和旅游）（续)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a)支助亚洲一太平洋铁路合作组会议和小组会议（1 9 8 8 , 19 

8 9 ) ; (b)促进铁路领域的区域和区域间合作项目

3。 。 .6 铁路人力开发和培训工 作 *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铁路人力开发包括新建立的铁路统计和资料系统项目 

次级方案4 : 发展空中货运

4 。 .1  促进空中货运的经济方面

具体活动：

技术出版物：空中货运多式联运系统作用准则（1 9 8 9 年第四季） 

技术援助：空中货运管理制度应用于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项目

次级方案5 : 发展通信基本设施

5 . 1  促进电信发展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乡区电信发展的社会经济影响项目

5 - 2 促讲发展邮政服备的区域合作并评价其社会经济影响*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改进乡区和偏远地区邮政服务的社会经济影响项目 

次级方案6 : 发展旅游业

6 . 1  旅游业在促进适当发展战略和政策方面的作用 

具体活动：

技米援助：(a)利用投入一产出分析衡量旅游业经济影响专家组会议 

( 1  9 8 8 年第四季）；(b)加强旅游作用项目

6 . 2 协调旅游业发展规划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规划和培养旅游业成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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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运输二 （航运、港口和内河 航 道 ）

次级方案 1 : 发展海事政策和体制

方案组成部分：

1 • 1 海事政策

具体活动：

㈠航运、运输和通信委员会的实质服务（1 9 8 8 年第 四 季 ） 

(二)就航运、港口和内河航道的区域发展向委员会提出报告 （1 9 8 8 年

第四季）

㈢技术援助：拟订区域海事发展战略项 目

1 . 2  海事立法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海事立法项 目 

1 。. 3 海事资料服务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加强海事数据库和发展海运统计项目

1 . 4  海事培训和教育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发展海事培训和教育项 目 

次级方 案 2 : 发展商船和航运服务

2 。 1 航运管理和业务 *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航运管理和业务项目 

2 。2 船只建造、修理和维护

具体活动：

技米援助：加强船只建造、修理和维护项目

2 . 3  船队发展和资金筹措*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船 队发展和资金筹措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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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二（航运、港口和内河航道）（续 ）

2 . 4  航运合作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航运合作项目 

次级方案3 :  港口发展

3 . 1  港口发展政策、规划和建造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港口统计评论（1 9 8 8 年好二季一期； 1 9 8 9 年第 

三季一期）

㈡技术援助：港口规划需要和港务局行政首长会议项目

3 . 2  港口业务、集装箱化和多式联运系绕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集装箱业务和设备、建立和加强港口培训机构和多式联适系 

统项目

3 . 3  港口管理事务*

㈠技术出版物：修订港口管理资料系统（1 9 8 8 年第三季） 

(二)技术援助：管理和销售战略、技术和中级人员项目

3 - 4 港口电脑化 （运输十年）*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亚太经社会港口电脑手册（第二版）（1 9 8 8 年第四 

季 ）

㈡技术援助：港口电脑化和软件发展、在技合基础上交换港口电脑人员 

项目

3 . 5  港口定价和投资（运输十年）*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执行改进的财务管理程序和港口定价及投资项目 

次级方案4 : 发展内河航道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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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二（航运、港口和内河航道）（续 ）

4 . 1  政策和规划*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内河航道运输视听教材 （1 9 8 8 年第三季一期； 1 9  

8 9 年第三季一期）

㈡技术援助：（a)审查内河航道运输活动及今后行动计划特设专家组会议 

( 1  9 8 8 年第三季）；(b)改进有关内河航道运输资料和统计系统项 

目

4 . 2  内河航道的发展与维修 *

具体活动：

(一)技术出版物：航行运河设计准则（ 1 9 8 9 年第四季）

㈡技术援助：河道发展与维修 ，包括低成本疏浚技术项目

4 。3 船队改进工作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沿岸贸易船的标准设计和技术规格 （1 9 8 8 年第 三 季 ） 

㈡技术援助：内河航道运输船 队的发展、 管理、经济和技术业务项目

4 。4 发展装卸和码头设施

具体活动：

技术援 助 ：发展 装 卸 和 码头设施项 目

4 .  5 提高疏浚能力

具体活动_;

技术援助：疏浚业务和管理方面及有关水文測量和沉积学、设备进程和 

测试仪器项 目

次级方案5 :  托运人组织和合作

5 .  1 建立和加强各国托运人组织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促进托运人组织项目:

5 。2 _促进托运人组织之间的区域和分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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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二（航运、港口和内河航道）（续 ）

具体活动：

技术援助：促进托运人组织之间的区域和分区域合作项目

5 。3 货物合装、订舱和粗船活动*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建立订舱中心及其管理准则（1 9  8 8 年第三季） 

(二)技术援助：货物合装和订舱项目

5 . 4  加强发运业者组织*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发运业手册（1 9 8 9 年第四季）

㈡技术援助：建立和加强各国发运业者协会和组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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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跨国公司

次级方案1 : 促成有效的行为守则和其他有关跨国 

公司的国际安排与协定

方案组成部分：

1 - 1 支助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促成和执行有

效的行为守则和其他有关跨国公司的国 

际及区域安排与协定

具体活动：

向经社会报告关于跨国公司行为守则和其他有关跨国公司的国际和区域 

安排与协定的现况（1 9 8 8 年一次； 1 9 8 9 年一次）

1 . 2  向亚太经社会成员政府提供协助，以促

成和执行有效的行为守则和其他有关跨 

国公司的国际和区域安排

具体活动：

㈠技术出版物：关于跨国公司国际和区域安排各项问题的研究（1 9 8 8  

年一次）

㈡技术援助：关于有关行为守则和跨国公司在亚太经社会区域业务的合 

作安排问题的咨询团（1 9 8 9 年一次）

次级方案2 ; 尽量减轻跨国公司的消极影响并加强其 

对发展的贡献

2 。1 对跨国公司中心全球研究方案提供区域

支助

具体活动：

就跨国公司在由跨国公司委员会查明的亚太经社会优先部门中的作用及 

影响向经社会提出报告（ 1 9 8 8 年一次， 1 9 8 9 年一次）

2 . 2 对区域内跨国公司的研究*

具体活动：

㈠就跨国公司领域的主要问题向发展规划和统计委员会提出报告( 1 9 8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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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续 ）

㈡技术出版物：关于跨国公司活动特别问题的研究 （1 9 8 8 年两份）； 

(b)关于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岛国境内的跨国公司活动的研究（1 9  

8 8 年一份； 1 9 8 9 年一份）；（c)对特定工业内的跨国公司的研究 

1 9 8 9 年两份）；（d)关于跨国公司对经济和发展进程影响的研究 

1 9 8 8 年一份； 1 9 8  9 年一份）

次级方案3 : 加强发屐中所在国处理有关跨国公司 

事务的能力

3 . 1 支助跨国公司中心向成员政府提供咨询

和资料服 务 *

㈠就在亚太经社会国家提供咨询、培训和资料服务向经社会提出报告 

( 1 9 8 8 年一次， 1 9 8 9 年一次）

㈡向跨国公司委员会年会提供服务（1 9 8 8 年一次， 1 9 8  9 年一次〕 

3 、2 向成员政府提供咨询和资料服务*

具体活动：

㈠向发展规划和统计委员会提供实质服务（ 1 9 8 8 )

(二)技术出版物：《跨国公司概览》（1 9 8 8 年一期， 1 9 8 9 年一期)

㈢技术援助：(a)关于跨国公司各项问题的讲习班/ 研讨会（1 9 8 8 年 

一次）；(b)关于跨国公司的特设政府间会议（1 9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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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 9 8 8 -  1 9 8 9 年工作方案和优先项目所需资源简表

9

源

8
 

9

资

--1

需

88

所

91

R B R A X B XB资金

工作月工作月 工作月 (千美元)

方案：发展问题和政策

1 . 1 本区域主要关心的特别经济和社会 

政策问题的分析和援助*

1 . 2 审查和评价执行联合国第三个发展 

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进度*

1 .3 本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政策、 

政策措施和机构的比较分析

1 . 4 分区域、区域和区域间合作机会和 

办法的研究

2 。 .1 加强发展规划方法和能力

2 .2 发展模式制作和预测*

2 .3 公共财政研究和援助

3 . 1 监测和审查本区域新的实质性行动 

纲领执行进展情况*

3 . 2 对本区域最不发达国家特别关心问

题的深入研究

3 . 3 协助最不发达国家拟订和执行政策 

和行动计划、方案及项目以加速发展

4 . 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概览*

4 . 2 收集、分析和散发主要发展事项和 

问题的资料

2 0

1 0 - 一 -

3 0 一 - 5 6

2 4 一 一 8 0

1 2 — - 6 0 0

4 8 - 一 1 7  4

2 4 - 一 7 0

1 8 一 一 —

1 8 一 一 7 7

1 8 一 一 1 4  0

9 0 — - —

2 4 一 一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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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关于规划、政策和问题的咨询和顾 

问服务

5 - 2 发展训练

5 . 3 政策和规划研究

8 2 4 9 6 5 2 2

1 2 一 一 1 1 2

4 一 一 9 0

3 6 0 2 4 9 6 1 9  5 1

方案：能源

1 . 1 区域能源状况和经济

1 . 2 加强国家综合能源规划和制订能源 

需求方案及管理的能力、政策选择 

和战略 *

2 . 1 评估供乡村应用的能源和综合规划* 

2 . 2 合作研究、开发和示范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

2 . 3 转让、改造和应用成熟的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技术

3 - 1 煤炭的开发和利用

3 - 2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3 - 3 能源节约和改造政策*

3 . 4 电力系统规划和管理*

3 - 5 和平利用核能

2 5 8 一 一

3 6 4 9 5

2 3 • 5 5 0

1 5 一 一 5 9 5

2 2 一 一 1 8  6

1 8 一 - 1 7  5

2 9 • 一 6 6

1 2 8 - 1 2 7

2 0 8 一 1 4  5

4 • • 一

2 0  4 2 4 - 2 3 3 9

方案：环境

1 .1 环境认识 8 一 1 6 2 9 3

1 .2 加强经社会工作方案的环境方面 1 2 一 — -

1 .3 将环境考虑纳入发展规划和进程* 6 一 6 0 9 8 7

1 .4 管理陆地生态系统* 1 0 一 18 4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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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 保护海洋环境和有关生态系统* 1 2 -  2 6 5 3 9

4 8  -  1 2 0  2 2 4 4
方案：粮食及农业

1 . 1 审查农业发展政策、战略和执行情况*

1 . 2 粮食供应、评价和分配*

1 . 3 发展农业资料系统*

1 . 4 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生物资源管

理的后续行动

2 . 1 开办亚洲及太平洋肥料咨询、发展和

资料网*

2 . 2 亚洲及太平洋农业必需品方案 

2 . 3 研究及发展杂粮、豆类和根茎作物* 

2 . 4 改善农业信贷、销售和推广系统 

3. 1 改善乡村穷苦大众和处境不利者如小

农、佃农、渔民和妇女的社会经济状况*

3 . 2 利用农作物残渣作为生产活动的能源

4 1 — — 1 1 1
1 6 — 一 7 7

2 4 一 8 3 9 7

5 一 — 5 6

4 2 一 2 4 8 1 6

6 - 6 4 3 0 5
1 4 一 一 -

3 2 - 一 1 3  0

4 0 — 一 1 7  5

2 0 一 一 5 2

2 4 0  -  9 6  2 1 1 9

方案：人类住区

1 . 1 政策和战略

1 . 2 住区规划和发展*

2 . 1 促进革新和适当的技术

2 . 2 低收入住房发展

2 . 3  土地政策和管理

3 . 1 通过技术合作加强机构能力* 

3 . 2 公共参与人类住区筹资和发展*

9 一 1 7 2 0 0

6 一 1 7 1 1 5

8 - 一 7 0

1 5 一 6 1 6  0

1 1 一 - 1 6  0

1 9 一 - 1 7  6

4 一 8 5 5

7 2  -  4 8  9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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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工业发展

1 .1 工业进展的区域审查 1 8 — — 一

1 .2 工业计划和政策 5 1 2 — 一

1. 3 援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岛国* 1 5 - 一 6 0

1 .4 发展农用工业和相关工业' 3 4 一 - 1 1 0

1 .5 发展中小型工业* 3 6 一 - 1 2  5

1 .6 投资促进活动和加强私营

业化

部门参与工 1 7 1 2 1 2  0

2 .1 筹集资源方案* 2 0 一 - 1 2  0

2 .2 项目制订与执行方案 1 8 一 - 6 0

3 -1 区域工业合作（亚太经社会 

“俱乐部”）*

工业合作 1 2 1 2 2 4 4 0

4- 1 发展和改进公营部门工业的

理效率

技术和管 1 7 1 2 6 0

1 9  2 2 4 4 8 6 9 5

方案：国际贸易和发展资金

1 .1 扩大贸易和主耍贸易政策问题* 4 6 1 2 一 7 2

1 .2 开辟贸易的联营企业和投资机会 1 6 -- 一 1 6 3

1 .3 货币合作、贸易和发展资金、国际收

支支助

8 5 0

1 .4 贸易和关税便利措施 2 8 一 一 1 8  5

1 . 5 产品贸易 2 1 一 9 0

2 。 .1 贸易资料服务* 4 8 一 4 8 2 3 4

2 .2 贸易促进发展* 3 5 1 2 一 7 7

2 . 3 市场和产品发展* 3 4 一 一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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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促进对本区域成员具有社会一经济 

重要性的若干原料和商品方面的分区 

域、区域和区域间合作

3 . 2 发展对本区域有利的商品*

4 . 1 改善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和发展中 

岛国的贸易业绩

4 . 2 促进与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和发展

中岛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

5 . 1 促进分区域、区域和区域间贸易合作

3 6 1 2 4 4

1 6 1 2 一 4 4

1 2 一 一 6 6

1 2 一 一 5 2

2 4 一 1 4  0

3 3 6  4 8  4 8  1 2 4 6
方案：海洋资源

1 . 1 加强勘测和开发海洋矿物资源的国家 

能力*

1 - 2 审查和评价海洋资源地质、矿藏、开 

发和管理

1 . 3 向有关海洋矿物资源和地质的区域和 

分区域项目提供技术支助

1 . 4 加强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 

家能力和促进这方面的区域合作*

1 6 1 0  0

8 一 一 一

1 1 一 一 一

2 4 一 1 0  0

5 9  -  -  2 0 0
方 案 :自然资源

1 . 1 矿物资源的勘测、评价和开发 

1 . 2 对区域和分区域的矿物项目的技术支

助

1 - 3 加强调查和开发矿物资源的国家能力* 

1 - 4 如何管理和利用矿物资源以支助经济

2 6 一 一 8 3

8 一 一 —

2 0 - 4 8 1 8  0

2 0 一 — 1 6  0
和社会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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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 地质和城市发展* 2 4 — — 1 6  0

2 . 1 支持执行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 3  5 2 4 - 一

2 . 2 促进水资源开发的区域合作* 5  6 — 4 2  2  5

2 . 3 减轻旋风、水灾和旱灾损害 4 0 一 一 一

2 . 4 水资源开发的资料和培训* 3  4 一 8 4 0  0

2 . 5 非传统水资源开发 1 7 - 一 -

3 - 1 促进应用遥感技术以便有效管理自然 

资源和环境的区域合作

9 — 6  0 4 7 4

2  8  9 2 4 1 2  0 1 6  8  2

方案：人口

1 .1 制订及执行有利发展的综合人口政策

和方案*

1 3 2 2 1 4  5

1 .2 死亡率、发病率、老龄和发展* 1 4 一 — 8 7

1 . 3 城市化、人口分布、迁移和发展* 1 7 - 2 2 5 4

1 .4

1

人口组成、估计和预测

人口中的人力资源开发

7

1 3 一 1 2

8

4 2 1

2 . 1 支助各国制订及执行人口政策和计划 1 3 一 3 2 0

2 . 2

生育方案*

促进服务提供系统的新方法 1 0 一 一 1 6  5

2 -3 改进计划生育方案工作人员和研究人 4 一 1 2 1 7  8

2 -4

员的技能

妇女作用的变化和计划生育 1 2 — — 1 2  5

2- 5 生育率、计划生育和有关政策及方案 2 5 一 4 0 6 9 0

3 .1

的研究*

为人口与发展、政策制订和方案执行 1 6 — 2 4 1 0  2

3 - 2

相结合向成员提供资料支助*

协助亚太经社会成员发展国家人口资 1 4 2 4 9 4

料中心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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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亚洲及太平洋人口资料网（亚太 

人口资料网）的协调

3 . 4 发展区域人口鼗据库

方案：科学和技术

8 2 4 1 0  6

2 一 2 4 2 9
1 6  8 一 1 9  2 2 4 2 4

1 . 1 改进科技政策及体制结构*

1 . 2 查明技术能力和需要*

1 . 3 加强研究和发展组织及管理*

1 . 4 促进应用能源效率高的技术

2 . 1 对区域机构的实质支助

2 . 2 提髙谈判能力和改益获取技术的条件* 

2 - 3 促进特定领域中的技术转让 

2 . 4 促进区域内技术贸易和扩散技术革新* 

2 - 5 加强制订项目能力、工程设计及咨询

服务

2 . 6 标准化和有关活动

2 . 7 特定工业技术

2 . 8 开发人力资源*

3 . 1 评价新技术

3 . 2 吸收与发展新技术*

1 8 一 — 5 0
8 一 3 6 1 3
8 - — 1 2  0
8 一 - 2 5 0

8 一 — -

6 6 — 6 0

  1 2 1 8 — 6 0
8 — 6 1 8  0

8 — 4 1 0  0

  1 2 一 8 1 5  0

1 0 — 6 1 8  0
1 2 一 4 4 0 0

1 0 一 — 5 0

1 6 - 8 8 6 0

1 4 4  2 4  7 2  2 4 7 3
方案：社会发展

1 . 1 加强妇女参与发展的国家机制* 

1 . 2 妇女参与发展 

1 . 3 评价青年参与发展的情况*(新增) 

1 . 4 动员青年参与发展

1 . 5 促进残疾人和老年人参与发展的

1 9 — 1 2 1 5  0

2 5 2 4 1 2 2 8 1
2 2 一 1 2 1 6  0
2 6 一 1 2 1 0  0

1 1 一 — 1 5  5
机会 (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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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综合性社会发展规划* 1 9 2 4 —

2 - 2 新出现的社会发展问题的政策 1 7 - 2 4

分 析 * ( 新增）

2 .3 非政府组织参与促进社会 1 0 - —

发 展 * ( 新增）

2 . 4 社会发展资料系统 1 9 — 一

2 . 5 促进人力资源开发 2 . 5
3 .1 发展基本社区服务* 8 — 1 2

3 . 2 促进防止毒品滥用、治疗和复健 13 . 5 - 1 2

方案 * ( 新增）

1 9 2 4 8 9 6

方案：统计

1 8  0

7 0

1 5  5

8 0 0
1 8  3

2 0 0

2 4 3 4

2 -2

1 .1

1 .2

1 .3

1 -4

1 .5

2 .1

促进、协调和管理区域统计发展活动 3 9 一 2

促进整体国家统计能力* 3 1 一 3 2

发展经济统计分析，包括国民核算* 2 4 2 4 -

发展社会、人口和其他有关的统计* 2 4 一 3 8

政府资料系统 ( 4 0 ) 一 ( 8 )

统计各个领域有关基本数据的收集、 6 0 一 -

编辑和按时间系列记录加以保存以 

及检索，以便通过特别编纂和秘书 

处出版物散发

9 0

7 5

1 3  7

( 3 8 0 )

在亚太经社会范围内发展统计数据 

库网络

1 4 — 2 4 2 5

1 9  2 2 4 9 6 3 2 7

方案：运输一（运输、通信和旅游）

1 - 1 运输发展的战略、政策和规划* 2 8

1 - 2 发展城市和公共运输* 1 4

1 . 3 运输规划的环境影响 1 2

1 . 4 国际陆上运输的便利措施 2 0

6 1 3  5

6 1 2  0

3 0 1 1 5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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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拟订发展公路及公路运输战略* 7 一 4 5 2
2 .2 运输能源使用合理化* 6 一 8 6 0
2 .3 发展完善的和低成本的运输基本设施*       7 - 9 9 0
2 .4 改进公路建设和维修 8 - 4 5 4
2 .5 改进交通工程   1 1 一 5 5 3
2- 6 公路交通安全和事故预防* 5 一 6 3 3
2 -7 促进区域和国际公路运输* 5 - 8 5 0
2 .8 公路和公路运输的人力发展和训练* 5 - 4 5 0
3 -1 铁路发展规划*     1 6 一 1 4 5 0
3 .2 发展和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铁路联系*      1 2 — 1 4 5 3
3 -3 最佳利用铁路基本设施和车辆，包括 

维修工作*

1 2 一 1 4 2 5

3 .4 铁路现代化，包括技术转让* 1 4 - 1 4 3 5
3 . 5 通过亚洲太平洋铁路合作组发展区域 

和区域间合作*

1 0 • 1 6 5 0

3 .6 铁路人力开发和培训工作* 1 2 • 1 0 4 0
4 . 1 促进航空货物运输的经济方面 2 6 一 - 7 5
5 . 1 促进电信发展 3 — 1 8 3 0
5 . 2 促进发展邮政服务的区域合作并评价 

其社会经济影响*

3 — 一 3 0

6 . 1 旅游业在促进适当发展战略和政策方

面的作用

1 4 一 1 2 5 0

6 .2 协调旅游业发展规划 1 4 一 1 2 5 6
2 6 4 一 2 1 6 1 3  1 6

方案：运输二( 航运、港口和内河航道）

1 .1 海事政策* 1 0 一 2 4 7 0
1 .2 海亊立法 7 一 一 2 7 7
1 .3 海事资料服务 4 —

-

1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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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海事培训和教育

7

— — 3 5 0

2 .1 航运管理和业务* 1 6 — 2 8 1 6  6 9

2 .2 船只建造、修理和维护 5 - 4 2 6 5

2 . 3 船队发展和资金筹措* 1 0 — 6 3 4 0

2 .4    航运合作 4 一 4 1 8

3-1 港口发展政策、规划和建造 1 2 一 1 2 1 2  0

3 .2 港口业务、集装箱化和多式联运系统 1 2 — 6 7 0

3 .3 港口管理事务* 1 2 一

9

2 2 4

3 . 4 港口电脑化（运输十年）* 1 5 一 1 4 4 1 4

3 .5 港口定价和投资(运输十年）* 1 5 一 9 3 5 5 .5

4 .1 政策和规划* 1 3 一 2 3 7 5 .5

4 .2 内河航道的发展与维修* 1 6 一 6 4 8 .5

4 .3 船队改进工作 7 一 一 8 4

4 .4 发展终点站和码头设施 7 一 一 9 3

4 .5 提髙統浚能力 4 一 1 8 3 1 8

5 .1 建立和加强各国托运人组织 1 0 一 一 2 4 .5

5 .2 促进托运人组织之间的区域和分区域 

合作

7 7 2

5 .3 货物合装、订舱和租船活动*

9

一 一 9 0

5 .4 加强发运业者组织* 1 4 - 一 1 7  7

2 1 6 一 1 2  0 5 9 9 9

方案：跨国公司

1 -1 支助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促成和执行 

有效的行为守则和其他有关跨国公司 

的国际及区域安排与体定

4 — 一

1 .2 向亚太经社会成员政府提供协助，以 4 一 一 一

促成和执行有效的行为守则和其他有 

关跨国公司的国际和区域安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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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对跨国公司中心全球研究方案投供 

区域支助

2 . 2  对区域内跨国公司的研究*

3 . 1 支助跨国公司中心向成员政府提供

咨询和资料服务*

3 . 2 向成员政府提供咨询和资料服务*

总 计

1 2

2 0 一 一 2 0 0

2 0 一 一 一

1 2 一 b b

7 2 一 一 2 0 0

3 0 4 8 240 1368 2 8 ,5 8 5

a 本方案组成部分由行政司数据处理科执行，从行政和共同事务方案取得资源。 

b 由跨国公司中心提供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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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经社会行动和提议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

经社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对联合国的经常预算均不造成经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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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审查期内附属机构召开的会议

附属机构及其主席团成员 会议 报告的文件编号 a/

人口委员会 第五届会议 

曼 谷

1 9 8 7 年

8月1 7 - 2 1 日

E/ESCAP/591

主席： R o s i ta  L. F o n d e v i l la  女士 

( 菲律宾）

副主席： S ha n k a r  R a j  P a th a k  先生 (尼泊尔)

钟述孔先生 

( 中国）

报告员： D avid  L ander  先生 
(澳大利亚）

起草委员会主席 . P.K  . U m ashankar 先生 
( 印度）

工业、技术、人类 第十届会议 E/ESCAP/592

住区和环境委员会
曼 谷

1 9 8 7 年

9月23- 28日

主席： R atay a  C h a n t ia n女士 

( 泰国）

a / 报告的文本若无法从联合国总部或日内瓦正常的分发渠道获得，可向联合国 

总部的区域委员会联络股处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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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机构及其主席团成员 会议 报告的文件编号

副主席： W.D. Ailapperum a  先生 
(斯里兰卡）

Remy Perelm an  先生 
(法国）

报告员：

自然资源委员会

C h r is t in e  Reyes 女士
(菲律宾）

第十四届会议 

曼 谷

1 9 8 7年

10月27日至11月 2 曰

E/ESCAP/593

主席：

副主席：

Phol Songpongs  先生 
(泰国）

Nuruddin M. Kamal先生
( 孟加拉国）
Seyed  Ahmad Hakim 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报告员兼起草 

委员会主席：

农业发展委员会

A .J . S u rja d i  先生 
( 印度尼西亚）

第七届会议 

曼 谷

1 9 8 7 年

11月16日至20日

E/ESCAP/59A

主席：

副主席：

Abu Bakar Bln  Mohammad Noor 
( 马来西亚）
M ichael Graham Adams 先生 

(澳大利亚）

张世贤先生

( 中国）

报告员： Dudung A. A djid  先生 
( 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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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机构及其主席团成员 会议 报告的文件

起草委员会主席： T .B . S h r e s th a先生 
( 尼泊尔）

统计委员会 第七届会议 E/ESCAP/595

曼 谷

1 9 8 7  年 

11月24至 30日
主席：

副主席：

报告员：

航运、运输和通信 

委员会(运输、通 

信和旅游方面）

Azwar R asjid  先生 
( 印度尼西亚） 

Andrev Turua 先生

(库克群岛）
P. Venugopal 先生

( 马来西亚）
W. McLennan 先生 
( 澳大利亚）

第十届会议 E/ESCAP/596 

曼 谷

1 9 8 7 年

12月14日至18日

主席：

副主席：

H .B . Abeyratne 牛生

(斯里兰卡）

Chamlong S a lik u p ta  先生 

(泰 国 ）

Othman R i j a l  先生 

( 马来西亚）

报 告 员： Kathleen G. Heceta 女士 
(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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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经社会印发的出版物和文件

A. 出版物

标 题 联合国出版物销售编号

《 1 9 8 7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 E。8 8。II. F.2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简报》

第三十七卷第2 号， 1 9 8 6 年 1 2 月 E 。8 7。I I. F。9

《 1 9 8 1 — 1 9 8 5 年亚洲及太平洋外贸统计》 E /F . 8 7 .II.F . 11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季报》

第十七卷第1 和2 号，1 9 8 7年3 月和6 月 E o8 7 . II .F . 10

第十七卷第3 号， 1 9 8 7 年9 月 E .8 7 . II. F . 12

第十七卷第4 号，1 9 8 7 年 1 2 月 E. 8 7 . I I .F .16

《亚洲及太平洋小型工业简报》第2 2号 E . 8 7 .I I .F .4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指标》

第十七卷第1 号.1 9 8 7 年3 月 E . 8 7 .I I .F .7

第十七卷第2 号,1 9 8 7 年 6 月 E . 8 7 .I I .F .1 3

第十七卷第3 号, 1 9 8 7 年9 月 E . 8 7 .I I .F .1 4

第十七卷第4 号, 1 9 8 7 年 1 2 月 E . 8 7 .I I .F .1 7

《1 9 8 6 —1 9 8 7 年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年鉴》 E /F . 8 8 .I I .F .1

《亚洲及太平洋运输和通信公报》，第5 9 号 E . 8 7 .I I .F .8
《亚洲及太平洋水资源开发：一些事项和关切问题》 E . 8 7 .I I .F .1 5

(水资源丛书第6 2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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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提交经社会的文件

编 号

E /E S C A P /591

E /E S C A P /5 9 2

E /E S C A P /593

E /E S C A P /594

E /E S C A P /5 9 5

E /E S C A P /596

E /E S C A P /5 9 7  
a n d  C o r r . 1

E /E S C A P /598  

E /E S C A P /599

E /E S C A P /6 0 0

E /E S C A P /601

e / e s c a p /6 0 2

E /E S C A P /6 0 3

e / e s c a p /6 0 4

e / e s c a p /6 0 5

e / e s c a p /6 0 6

标 题

人口委员会第五届会议报告

工业、技术.人类住区和环境委员会第十届 

会议报告

自然资源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报告 

农业发展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报告 

统计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报告 

航运、运输和通信委员会（运输、通信和旅 

游方面）第十一届会议的报告 

经社会自第四十三届会议以来的工作

审查和评价《国际发展战略》的执行情况 

关于《支援不发达国家1 9 8 0 年代新的实 

质性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的经社会第261 
(X L I I I )号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报告 

亚太经社会人力资源开发综合行动计划草案 

国际初级商品贸易：政策何题和政策行动的 

含义

粮食、农业和农村发展领域的选定问题 

关于建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公共财政研究所 

的可行性报告

亚洲及太平洋的跨国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发展中国家调整工业和促 

进投资措施

2 0 0 0 年人类住区发展战略

议程项目

7(a)

7(a)

7(a)

7(a)

7(a)

7(a)

4(a)

4(b)

4(c)

5

6

7(a)
7 (a)

7(a)

7 (a)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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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标 题 议程项目

e/ e s c a p /6 0 7 秘书长关于协调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科学技术 

促进发展活动的政策准则的报告

7 (a)

e / e sc a p /6 0 8 关于技术人力资源的预测、规划和开发的第

2 4 7 ( X L I I ) 号决议和亚太经社会关 

于人力资源开发：技术方面的国家及区域倡 

议的行动计划的第2 5 6 ( X L I I  ) 号决

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7(a)

e / e s c a p / 6 0 9 亚洲及太平洋环境问题部长级会议， 1 9  9 0

年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和 

准成员贸易部长会议的决定执行情况进展报

告

自然资源和能源领域中的主要问题

7(a)

e / e sc a p /6 1 0 7 (a)

e / e s c a p /6 1 1 7 ⑻

e / e s c a p /6 1 2 人口分布与发展：对决策工作的影响 7 ⑻

e / e s c a p /6 1 3 统计发展活动技术援助的协调 7 ⑻

e / e s c a p /6 1 4 经社会关于亚洲及太平洋统计服务的第246  

( X L I  I  )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7(a)

e / esg a p /6 1 5 建立组织结构：政府电脑化的关键 7(a)

e / e s c a p /6 1 6 海洋部门发展：开始区域战略选择项目 7(a)

e / e sc a p /6 1 7 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发展战略的背景：亚太经 

社会社会发展领域特殊任务的执行情况

7(a)

e / e sc a p /6 1 8 1 9 8 5 - 1 9 9 4 年亚洲及太平洋运输通

信十年：审查执行进展情况

7(b)

e / e s c a p /6 1 9 关于经社会各区域机构的行政和财政问题的

报告

7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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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标 题 议程项目

E /E S C A P /6 2 0 关于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的报告 7 (c)
E /E SC A P/621 亚洲及太平洋热带潮湿地区杂粮、豆类 

和根茎作物研究和发展区域协调中心

E /E S C A P /622 关于亚洲和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的报告 7(c)

E /E S C A P /623 区域农业机械网的报告 7 (c)

E /E S C A P /624 太平洋能源发展方案

E /E S C A P /625 区域能源发展方案：项目进展报告 7(c)

E /E S C A P /626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心的报告 7(c)

S /E S C A P /627 亚洲岸外地区矿物资源联合勘测协调委员会 

的报告

7(c)

E /E S C A P /6 2 8 湄公河下游勘察工作协调临时委员会1987  

年年度报告

7(c)

E /E S C A P /6 2 9 台风委员会的报告 7(c)

E /E S C A P /6 3 0

a n d  C o r r . 1

1 9 8 8 - 1 9 8 9 年两年期方案更改 7(d)

E /E  SCALP/631 1 9 8 4 -  1 9 8 0 年中期计划发展延至 7(d)
and  C o r r . 1—3 1 9 9 0 — 1 9 9 1 年和修订

e / e s c a p /6 3 2
a n d  G o r r 1 a n d 2

1 9 8 9 /  8 9 年暂定会议日历 7 (d)

E /E S C A P /6 3 3 1 9 .8  6 -  1 9 8 7 年工作方案执行情况报

告

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通过的与亚太经 

社会工作有关系的各项决议和决定

7 (d)

E /E S C A P /6 3 4 7(d)

ESESC A P/635 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 7(e)

e / e s c a p /6 3 6 关于经社会在太平洋的活动的报告和经社会 

第 2 4 4 ( X L I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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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 号 标 题

E /E S C A P /6 3 7 立法委员会的订正会期 9

E /E S C A P /6 3 8 筹集预算外资源 10

E /E S C A P /639 1 9 8 7 年亚洲及太平洋的技术合作活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技术合作促进 

发展部的资料文件

10

E /E S C A P /640 经社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会期、会址和其

他有关事项

1 2

E /E 3C A P /641 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 

询委员会报告

11

E /E S C A P /6 4 2 审议美属萨摩亚领土加入为亚太经社会准 

成员

13

E /E S C A P /6 43 在孟加拉国建立区域内河运输中心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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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本职权范围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四届会议通过, 以后又经理事会历届会议加以修 

正，并依大会各项决议予以修订。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业已审议大会 1 9 4 6年 1 2 月 1 1 日第46(1)号决议，在该决议内，大会“建议 

为予各战灾国家以有效之援助起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其下届会议时对•••和亚 

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之成立应予迅速有利之考虑”，并

注意到战灾区域经济复兴临时小组委员会亚洲及远东工作小组的报告，

设立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其职权范围如下：

1 .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联合国政策范围以内行事，并受理事会的 

全面监督，除因未经一国政府同意而不得对该国采取行动外，应：

( a )发动并参加各项措施，俾以一致行动，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复兴 

与发展，提高亚洲及太平洋经济活动的水平，维持并加强这些地区之间以及这些地 

区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 b )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领土内的经济及技术问题和发展情况，进行或发起 

亚太经社会认为适当的调查与研究；

( c )进行或发起亚太经社会认为适当的经济、技术及统计情报的搜集、评价及 

传播；

( d ) 在其秘书处可以得到的资源范围内，办理本地区各国所欲获得的咨询服务， 

只要此种服务不与各专门机构或联合国技术援助管理处所提供的服务相重复；

( e ) 应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请求，帮助理事会执行其在本地区内关于任何经济问 

题，包括技术援助领域的问题在内的职责；

( f ) 在执行上述职责时, 视情况适宜, 处理经济发展的社会方面以及经济与社 

会因素间的相互关系。

2 . 第 1 段所称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领土应包括阿富汗、澳大利亚、孟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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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丹、文菜、缅甸、中国、库克群岛、民主柬埔寨、斐济、关岛、香港、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 ,基里巴斯,朝鲜,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马 

尔代夫、蒙古、瑙鲁、尼泊尔、新西兰、纽埃岛、 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菲 

律宾、萨摩亚、新加坡、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泰国、汤加、太平洋岛屿托管领 

土、图瓦卢、瓦努阿图和越南。

3 . 亚太经社会的成员为：阿富汗、澳大利亚、孟加拉国、不丹、文莱,缅甸、中国、 

民主柬埔寨、斐济,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曰本,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蒙古、瑙鲁、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巴基斯坦、巴布亚新 

几内亚、菲律宾、大韩民国、萨摩亚、新加坡、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泰囯、汤加、 

图瓦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瓦努阿图和越南，但将来本区域内任何国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时应准其加入为亚太 

经社会的成员。

4 .  准成员将包括北马里安纳群岛联邦、库克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关岛、 

香港、基里巴斯、纽埃、马绍尔群岛共和国以及帕劳共和国。

5 . 第 2 段所规定亚太经社会地域范围内任何领土、任何一部分或一群领土， 

经负责各该领土、一部分或一群领土国际关系的成员向经社会提出申请.应准其加 

入为亚太经社会的准成员。 倘该领土、一部分或一群领土已自负国际关系责任， 

则在它自已向亚太经社会提出申请时，得准其加入为亚太经社会的淮成员。

6 .  准成员代表有权参加亚太经社会一切会议，无论其为亚太经社会会议或全休 

委员会会议，但无表决权。

7 .  准成员的代表有资格被选派为亚太经社会所设任何委员会或其他附属机构 

的成员，及在此种机构中有表决权及担任职务的资格。

8 .  亚太经社会有权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任何事项，直接向各有关成员或准成员 

政府、以协商资格与会的政府、及各有关专门机构，提出建议。 亚太经社会饪何 

有关其活动的提案，倘对全世界经济有重大影响时，应先提请理事会审议。

9 . 亚太经社会应邀请非亚太经社会成员的任何联合国会员国以协商资格参加 

审议与该非成员有特别关系的事项。

1 0 . 亚太经社会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惯例，应邀请专门机构的代表，并可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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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任何政府间组织的代表，以协商资格参加审议与该机构或组织有特别关系的任何 

事项。

1 1 . 亚太经社会应依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为与非政府组织协商的目的所核定的， 

载于理事会第1 2 9 6 (X L IV )号决议的原则，作出安排，与业经理事会授予协商地 

位的非政府组织协商。

1 2 . 亚太经社会应采取措施，切实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及专门机构保持必要的联 

系。 亚太经社会应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大会的决议和指示同其他区域经济委 

员会建立适当的联系和合作。

13 . 亚太经社会经和在相同的一般领域内进行活动的专门机构商讨并经理事会 

核准后，可以设立其认为适当的附属机构，以利其职务的执行。

14 . 亚太经社会应自行制定其议事规则，包括选择其主席的方法在内。

15 . 亚太经社会应每年就亚太经社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活动和计划向理事会提出 

全面报告。

16 . 亚太经杜会的行政预算，由联合国经费项下支付。

17 . 亚太经社会的工作人员由联合国秘书长委派，为联合国秘书处的一部分。

1 8 . 亚太经社会总部设在泰国曼谷。

1 9 . 理事会应经常对亚太经社会的工作加以特别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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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六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议事规则

本议事规则于亚太经社会篇一届会议拟订,经笫二届会议认可和通过并经其后各届

会议修正。

第 一 章  

会 议

第 一 条

亚太经社会举行会议的日期和地点，适用下列原则：

( a ) 亚太经社会应于每届会议同秘书长协商后建议下一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但须得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核可。 亚太经社会也应于执行秘书长接到理事会请 

求召开会议的通知后4 5 天内举行会议。 遇此情况， 秘书长应同亚太经社会主席 

协商：确定会议地点。

(b) 遇特別情况，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可由秘书长同亚太经社会主席和理事会的 

会议日程临时委员会协商、加以更改。 应亚太经社会过半数成员的请求，秘书长 

同亚太经社会主席和理事会的会议日程临时委员会协商后,也可更改会议的日期和 

地点。

(c) 会 议 通常应在联合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办事处举行。 但亚太经社会 

亦可建议某一届会议在其他地点举行。

第 二 条

执行秘书至迟应于一届会议开始前4 2 天将每届会议开幕日期的通知，连同临 

时议程和临时议程上每一小项目的有关基本文件各3 份一并发送。 发送办法和第 

四十九条規定的办法相同。

第 三 条

亚太经社会应邀请非太经社会成员的任何联合国会员国以协商资格参加审议 

与该会员国特别有关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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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议 程

第 四 条

每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应由执行秘书同主席协商草拟。

第 五 条

任何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应包括：

( a ) 亚太经社会以前各届会议产生的项目；

( b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议列入的项目；

( c ) 亚太经社会任何成员或准成员提议列入的项目；

( d ) 专门机构按照联合国和专门机构订立的关系协定提议列入的项目; 

( e ) 第一类非政府组织提议列入的项目，但需遵守第六条的规定；

( f ) 主席或执行秘书认为应该列入的项目。

第 六 条

第一类的非政府组织可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提出项目请求列入亚太经社会的 

临时议程，但须遵守下列条件：

( a ) 凡欲提出这种项目的组织至迟须于一届会议开始前6 3 天通知执行秘书， 

并在正式提出项目前对执行秘书可能提出的任何意见加以适当考虑。

( b ) 此项提议至迟应在一届会议开始前4 9 天连同有关的基础文件正式提出， 

经出席并参加表决人数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后，列入亚太经社会的议程。

第 七 条

每一届会议临时议程的第一个项目应为通过议程。

第 八 条

亚太经社会可以隨时修正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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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代 表 和 全 权 证 书

第 九 条

每一成员应任命代表一人出席亚太经社会。

第 十 条

代表可由副代表及顾问若千人随同出席亚太经社会的会议；代表缺席肘，可由 

一名副代表替代。

第 十 一 条

任命出席亚太经社会的每一代表的全权证书和所指派的若千名副代表的姓名应 

立即送交执行秘书。

第 十 二 条

主席和两位副主席应审查全权证书：并向亚太经社会提出报告。

第 四 章

主 席 团

第 十 三 条

亚 太 经 社会应在每年第一次会议时从它的代表中选举主席一人和副主席两人， 

称为第一和笫二副主席，他们的任期应至继任人选出时为止， 主席和副主席可重 

新当选。

第 十 四 条

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某次会议，或某次会议的任一部分时，应指定一位副主席代 

行主席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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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五 条

主席不再是亚太经社会成员的代表或丧失执行职务的能力时，第一副主席应在 

其未满的任期内担任主席。 如第一副主席亦不再是亚太经社会成员的代表或丧失 

执行职务的能力时，第二副主席应在其未满的任期内担任主席。

第 十 六 条

副主席代理主席时，拥有主席的权力和职责。

第 十 七 条

主席，或副主席代理主席时，应即以主席的资格参加亚太经社会会议，而不代 

表任命他为代表的成员。 亚太经社会应接纳一小副代表代表该成员出席亚太经社 

会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第 五 章

秘 书 处

第 十 八 条

执行秘书于亚太经社会和它的小组委员会、其它附属机构和委员会的会议上以 

执行秘书的资格执行职务。 执行秘书可指定另一工作人员在任何会议上代表他执 

行职务。

第 十 九 条

执行秘书或他的代表可在任何会议上对所审议的问题以口头或书面方式陈述意 

见。

第 二 十 条

秘书长为亚太经社会、各小组委员会及饪何其他附属机构和委员会提供所需的 

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由执行秘书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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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一 条

执行秘书应负责为各次会议作出必要的安排。

第 二 十 二 条

执行秘书于执行职务时，代表秘书长。

第 二 十 三 条

在亚太经社会通过涉及联合国经费支出的新提案以前，执行秘书应就新提案所 

涉费用中不能由秘书处现有资源支付的部分编制概算分发给各成员。 主席负有责 

任提请各成员注意此项概算，并于提案获得通过以前，请各成员加以讨论。

第 六 章  

会 议 的 掌 握

第 二 十 四 条

亚太经社会以过半数成员为法定人数。

第 二 十 五 条

主席除行使本规则其他各条所赋予的权力外，应宣布亚太经社会每次会议的开 

会和散会、主持讨论、确保本规则的遵守、准许发言、把问题付诸表决并宣布决定《 

如发言者的言论与所讨论的议题无关，主席可以敦促他遵守规则。

第 二 十 六 条

代表可在讨论任何事项时，提出程序问题。 遇此情况，主席应立即宣布裁决。 

如有代表表示异议，主席应立即将其裁决提请亚太经社会作出决定；主席的裁决除 

被推翻，仍应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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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七 条

代表可在讨论饪何事项时，提出暂停辩论的动议。 此项动议应受到优先处理。 

除原动议人外，应准许一名代表发表赞成意见，另一名代表发表反对意见。

第 二 十 八 条

代表可随时提出结束辩论的动议而不论是否已有其他代表要求发言。 主席应 

只许两名反对结束辩论的代表发言。

第 二 十 九 条

主席应征询亚太经社会关于结束辩论的动议的意见。 如亚太经社会赞成结束， 

主席应即宣布辩论结束。

第 三 十 条

亚太经社会可限制每一发言者的发言时间。

第 三 十 一 条

决议草案、实质性修正案或动议应以书面提出，送交执行秘书。 除非亚太经 

社会另有决定，执行秘书至迟应在讨论及表决上述草案、修正案或动议前2 4 小时， 

将副本散发给所有代表。

第 三 十 二 条

经任何成员提出请求，任何发言者所提的动议及其修正案应以书面送交主席； 

主席另请其他发言者发言以前，和在即将进行表决此项动议或修正案以前，应将其 

宣读。 主席可指示将任何访议或修正案于表决以前发给出席会议的成员。

对结束辩论或休会等正式动议不能应用本条。

第 三 十 三 条

除非亚太经社会另有决定，主要动议和决议案应按照提出的先后次序付诸表决。

292



第 三 十 四 条

当修正案对原提案作修改或增删时，这项修正案应先付诸表决，如被通过，修 

正后的提案即提付表决。

第 三 十 五 条

对某项提案如有两小或两个以上修正案时，亚太经社会应先就实质内容距离原 

提案最远的修正案进行表决；然后如有必要再就次远的修正案进行表决，直至所有 

修正案均经表决为止。

第 三 十 六 条

经代表请求，亚太经社会可决定将一项动议或决议分成若干部分付诸表决。 

然后再将依次表决后所得文本的全部提付表决。

第 七 章  

表 决

第 三 十 七 条

亚太经社会每一成员应有一票表决权。

第 三 十 八 条

除第六条(b)另有规定外，亚太经社会的决定应由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过半数 

作出。

第 三 十 九 条

亚太经社会未获得一国政府的同意，不得就与该国有关的事采取行动。

第 四 十 条

亚太经社会通常用举手方式进行表决。 如任何代表请求进行唱名表决，则唱 

名表决应按成员名称英文字母的次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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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十 一 条

一切选举均应以无记名投票进行。

第四十二条

就选举以外的事项进行表决时，如赞成和反对的票数相等，亚太经社会应于下 

一次会议进行第二次表决。 如第二次表决结果赞成和反对的票数仍然相等，该提 

案应视为已被否决。

第 四 十 三 条

开始表决后，除为了与表决的实际进行有关的程序问题外，任何代表不得打断 

表决的程序。 如主席认为必要，可准许成员在表决开始前或表决结束后作简短发 

言，但仅以解释投票为限。

第 八 章  

语 文

第 四 十 四 条

中文、英文、法文和俄文为亚太经社会的工作语文。

第 四 十 五 条

以一种工作语文所作的发言，应口译成其他工作语文。

第 九 章  

记 录

第四十六条

亚太经社会会议简要记录应由秘书处制备。 这些记录应尽速送交各成员的代 

表和参与有关会议的任何其他政府机构或组织的代表， 各该代表如对简要记录有 

任何更正，应于该项记录分发后7 2 小时内通知秘书处。 对于这些更正如有异议， 

应提请主席作最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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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十 七 条

公开会议简要记录的更正本应尽速依照联合国惯例分发。 分发对象应包括第 

一类、第二类和列在名册上的非政府组织，于适当情况下并应分发各协商成员。

第 四 十 八 条

非公开会议简要记录的更正本应尽速分送亚太经社会各成员、参与有关会议的 

任何协商成员和各专门机构• 如经亚太经社会决定，此项文件应即分送联合国所有 

会员国。

第 四 十 九 条

亚太经社会及其小组委员会或其他附属机构及其委员会所作的一切报告、决议， 

建议和其他正式决定的全文应尽速送达亚太经社会各成员、各有关协商成员、联合国 

所有其他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及第一类、第二类和列在名册上的非政府组织。

第 十 章  

会议的公开举行

第 五 十 条

亚太经社会会议通常应公开举行。 亚太经社会可决定某次或某几次会议应非 

公开地举行。

第 十 一 章

与各专门机构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协商

第 五 十 一 条

一.提议列入一届会议临时议程的项目中建议由联合国举办的新活动如与一个 

或一个以上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直接关切的事项有关，应由执行秘书和有关 

机构协商，并就促成协调利用有关机构资源的方法向亚太经社会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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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会议过程中建议联合国举办的新活动如与一个或一个以上专门机构或国 

际原子能机构直接关切的事项有关时，应由执行秘书尽可能与参加会议的其他有关 

机构代表协商后，提请会议注意该建议所涉及的此类问题。

三. 亚太经社会就上述建议作成决定前，应查明是否已与有关机构进行充分协 

商。

第 十 二 章  

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第 五 十 二 条

第一类和第二类的非政府组织可指派正式授权的代表以观察员身分列席亚太经 

社会的公开会议。 列在名册上的非政府组织可指派代表列席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 

项有关的会议。

第 五 十 三 条

第一类和第二类组织可就与其职权特别有关的事项对亚太经社会或其附属机构 

的工作提出书面意见。 此种书面意见除了已过时无用—— 例如涉及已经解决的事 

项—— 和已经以他种方式分发亚太经社会或其附属机构成员和准成员者外，应由执 

行秘书分发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

第 五 十 四 条

前条所称书面意见的提出和分发，应依下列条件：

( a ) 书面意见应以一种正式语文提出；

( b ) 书面意见应及早提出，使执行秘书得在分发前有充分时间与该组织进行适 

当的协商；

( c )该组织正式提出最后书面意见前，应适当考虑执行秘书在协商时所表示的 

意见；

( d )第一类组织所提书面意见，如不超过二千字，应分发全文。 超过二千字 

时，该组织应提送摘要，或供给足够份数的各种工作语文的全文，以供分发。 但 

经亚太经社会或其附属机构之一特别请求时，也可用全文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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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第二类组织所提书面意见，如不超过一千五百字，应分发全文。 超过一 

千五百字时，该组织应提送摘要，或供给足够份数的各种工作语文的全文，以供分 

发。 但经亚太经社会或其他附属机构特别请求时，也可用全文分发；

(f) 执行秘书与主席或亚太经社会协商后，可邀请列在名册上的组织提送书面 

意见。 上 列 (a)、(b)、(c)和 (e)各项规定，适用于这种书面意见；

(g) 不论书面意见或摘要，都由执行秘书以工作语文分发；经亚太经社会成员 

或准成员请求时，也可用任何正式语文分发。

第 五 十 五 条

(a) 亚太经社会及其附属机构可直接或通过为此目的而设立的一小或几小委员 

会与第一类或第二类非政府组织进行协商。 无论直接或间接进行，这种协商可经 

该组织的请求而举行。

(b) 经执行秘书建议并经亚太经社会或其附属机构请求，列在名册上的非政府 

组织也可向亚太经社会或其附属机构陈述意见。

第 五 十 六 条

除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外，亚太经社会可建议在某一方面有特别职权的非政府组 

织为亚太经社会从事特殊研究或调查，或编制特定文件。 第 五 十 四 条 ( d ) 项和 

( e ) 项的限制对本条不适用。

第 十 三 章

小组委员会、其他附属机构和委员会

第 五 十 七 条

亚太经社会与从事同类职务的专门机构商讨并获得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核准后, 

可设立其认为执行其职责所必要的经常执行职务的小组委员会或其他附属机构，并 

明白规定各该小组委员会和机构的权限和组成。 亚太经社会可授权这种机构享有 

为有效履行所负技术性责任所必要的自主。

297



第 五 十 八 条

亚太经社会可视需要设立其他委员会和小组委 员会协助它执行任务。

第 五 十 九 条

除亚太经社会 另有决定外，小组委员会或其他附属机构及各种委员会、各种小 

组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应自行制定其议事规则。

第 十 四 章  

报 告

第 六 十 条

亚太经社会每年应 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一次报告 ，详细叙述亚太经社会及 

其附属机构的活动与计划。

第 十 五 章  

修正与暂停适用

第 六 十 一 条

亚太经社会可修正或暂停适用本规则的任何条款 ，但以所建议的修正或暂停适 

用并非 企图取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订 的职权范围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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