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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新闻的问题 

联合检查组 

协调联合调系统各成员间新闻ϭ域申的活动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将行政协调委员会关于联合检查组题为《协调联合围系统各战员间新 

闻ϭ域申的活动》的报告(A/36/218)的意见，递交大会各会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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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协调委员会关于联合检查组 
"题伪呵协调联合国系统备成员问 

一 一 

新闻ϭ域申的活动》的报告的意见 
一 · 导 言 

- 一 

1·正当世界组织及其构成机构反映着普遍政刁台和经济紧张状态，越来越依靠 
-，公众子释希支助韵时候，-联合检查组关于协调联合国系统各成员间新闻ϭ域申的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 " " - 一 

一 " 

" " ， ， 

活动的报告(A/36/218)讨论了一个日益重要的职能。因此，这份报告是适时 
的，而且将重点有益地放在若干关于这个ϭ域申组织间合作和协调的关键问题上。 

2·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会)同意检查干事的看法，就是联合国系统内 
新闻活动的合理化和协调工作特别是在制作和发行方面，都是称心如意的，因此应 
该积极推行。无疑地，某种程度的集申资源也会在若干ϭ域更加节约并提高效率。 
同时厂这种啄珐在联哀夸圆系确构引起了关于各种各样政策、方案和前景这类更广泛 
的问题，经常和迫切要求每一机构的新闻单位按照其理事机构所给的任务和指示以 

一 " 一 一 一 ^ ^ 一 " " " " " 

及它们专门对象的需求，在国际社会之前维持其独立形象和执行其所属组织的部n7 
" " " " " " " 一 一 一 " 一 " 

性新闻规定。左这种情况下，行动的多样化也许最能达成共同的目标。因此， 
鉴牙毒一企组织必须继续针对主要问题进行其新闻活动，所以必须注意一体化实际 
上究竟可以达到何种程度。 

" ^ … " " … - 一 " 一 一 一 " - " -

^ 3^，还必须考虑每一组或需要就所涉ϫ算伺题的联合行动，获得其理事机构的 
核可。不过，行政协调会将继续通过联合国新闻章奋联合委-员会(新司联委-会)，-一 
坚 决 致 力 于 特 定 ϭ 域 的 协 调 。 一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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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合国系统内新闻活动的费用 

、 A · 一 般 评 论 

4·联合检查组提请注意过去在设法估计整个系统的新闻活动费用时所发生地 

种种问题。这方面的一个主要因素一直是难以制订一个标准化的格式，借以对联 

合国系统内新闻活动的费周迈行比较。行政协调会认为，尽管检查干事设法从联 

合国系茨各机柯获得更详细的资料，但由这些数字得出的任何结论必须予以谨慎对 

待，因为确定新闻活动和计算其费用的方法都随机构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乃·"踞外，将，'谓谰事务时实标活动"界定为同工作人员和旅行全然无关，或 

断言一方只能牺牲另一方才能有所发展，是会使人产生误解的。一个综合新闻方 

案的所有构成部分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旅行和联络往往可使铜作和发行节省大量 

费用。 

6·在外地进行新闻活动更是如此，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工作人员的主要 

责任是同国家当局和地方当局在辖区内保持密切接触，报道外地项乱在学术机构 

作报告和同非政府组织合作。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由一个干劲十足的新闻干享进 

行的直接接触，往往比『是分发大量印刷材料耍远为有效;这些广泛她接触往往有 

助于促使其他各方制作和分发同联合国有关的印刷材料或视听材料，从而因引起各 

方对联合国问题的兴趣并加以报道而又无需支出"业务经费"，所以实际上是节省 

了费用。此外，各国政府、新闻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郡期望联合国各新闻申心主任 

或向一个国家以上提供服务的新闻联委会其他成员机构的新闻处主任，经常前往它 

们地区访问。 

- - 一 - 一 一 一 

" 一 - 一 

7·同样地，工作人员的旅行往往是为了安排新闻工作人员见面哟机会、-讨论 

会或座谈会，或报道外地项目鼻收集材料，以编制无线电和电视节目或编写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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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所有这些活动都构成"新闻服务的实际活动吐，而且离开旅行兢无法进气 

三·联合厚新闻事务联合委员会 

A · 一 般 评 论 " 一 

9·新淳联委会作为协调在新闻ϭ域为支持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设想的全球发 

展目标和促扇，建寸新酌世券孰谰神传播秩序所作努力的习能工具，实际上已取得十 

分可观的进展。通过新闻联委会所米取的共同行动，特别是国际舆论认识到决心 

矢志不榆地我行飞联合堰第三个发雇七年国际发展战略》，莲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一 " " " -

和促进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 

10·显添，由于联合国系统本身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影恫到职合国系统各个别 

组织的形象，困此必须便新闻联委会能够成为一个甚至更加有效的共同工具。 

11·另方面，事实上联合国系统是由各个别的政府问组织组成的，每·组织由 

其理事机构授权反映一定鄙门范围的需求和问题，并说明为此目的而提供的经费用 

一 " " 一 一 一 " 一 

途。因此，软合国系统各组织新闻活动的主要重点似乎无可避免地仍将放在它们 

的特定方案上面。 

12·不通，新闻联委会秘书处作出较文一期指示性规划和提议的能力如获提高户 

孰可以采取夏多的联合行动(当然共同文出她会随之增加)。无疑地，如果关于 

这种活动的轰议能够及时提础，t待捌是能够在各个别新闻ϫ算向禾插足用于一定期 

限之前提曲职合国系统呐伪一些哟识兢放较易于为若干联合活动编制ϫ算。 

" " 一 一 " " " 一 " " " 一 " " " 一 

B·关于新闻联委会职能活动的评论 

13·联合检查组报告(A/33 6/^^^，第三节)内新载对箭涌联委会及其附庸机 

构职能的说锅，十分正确地说明了自其成立以来，特别是自^^ 7 8年起草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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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计划作概念结构来改进其协调职能以来，联委会是如何进行工作的。-

" " " 一 " 一 一 一 - -

14D然而，该报告并没有充分反映出新闻联委会在做法方面的重要改变。甚 

至最初在利用《行动计划》这个概念试隆在职委会内进行系统规划之前，联委会孰 

远远不止是一个"交换新闻"的论埂而已。联委会的届会是一个独特的机会，使 

联合国系统内备组织新闻单位的首长或它们的代表能够定期举行会议，就新闻ϭ哉一一 

的最近发展进行一般性的和深入的讨论。在这些场合，联合国系统备组织的高级 

工作人员茸查共捆关切的重要问题，讨论如侗才能最好地动员世界舆论未解决这些 

问题。例如，新闻联委会曾经举行若干次专门讨论公众对联合国的看法这个关键 

问越的会议，目前正在砒这件事间行动协调会提交一份报告。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15·该报告准确地叙述了新闻联委会几个特设工作组和工作队的职能活动， 

但没有明确说明特设工作组是在处理继续存在的共同关切的问题，以及提供机会讨-一一 

论采取哪些新的共同办法来解厌共同问题。此外，该报告没有充分考虑到各工作 

队是短期性的，只是按需要设立以提供一个临时架构，来协调关于其一重大国际事 

件的各种新闻方案，其申包括拟订和执行联合项乱补充每一机构的个别方案，从 

而避免代价高昂的重复现象，提高联合国系统所采取的行动万一个共同问题的全面 

影响。例如，由于各工作队对国际儿童年、职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认国际残废 

人年。职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以及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所作的努 

力，已经联合安排和执行了诸如关于新闻工作人员会议、袄合展收联合国大家庭 

影 片 、 新 闻 活 页 册 、 非 政 府 组 织 活 动 鲁 孜 月 。 一 一 一 

16·在新闻联委会特设工作组呻「叫寺判有用和具有侧适性的走视听材料特设 

一 " 一 

一 一 

工作组。正是通过若干新闻职安会成员在视听材料特设工作组的ϭ导下所作的共 

同努力，才能够出版和分发向整个职合国系统提供的综合影片目录(载列所有1-6 -

毫米的影片)，或者为所有驮合国系统的影片编制一项关于共圃矢价政策的协议， 

和拟订一套关于分类发展问题图片的机构间的共同铜度。视听材料特设工作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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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成功地摄制了有一批电视组织参加的叫做什蛙en曲而『"矿两瓦工工正net M 

的电视片，以及协助筹备这个项目第二个阶段的工作。 

17·新闻联委会的发展教盲特设工作组继续努力为联合国系统内处理发展教 

育问题的各组织提供一套架构，以期就若十坝目取得协议，还些项目随后已经由各 

个别组织，在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发展教育团体的协助下在国家和区域一级上 

予以执行。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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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关于由新闻联委会进行规喇的意见" 

1民关于报告申对新闻联委会内最近开始的规划过程的分析，应当指出，由于 

新闻联委会将行动计划的重点放在少兹二些共词进行的项目上，它已在这次初步尝 

试申取得了进展。这些项目同立法机构尤其是行政协调会加大会的新闻委员会特别一 

重视的一些问题或活动有关。 

博·行政协调会认识到，如果能够及早进行规划，使联合国系统内的个别组织 

首先能够夏积极地参与确定合办项目的过程，其次能够拨出款项作为联合筹措的经 

--费品载可以取得更大抽喊果丐烬碧-各组织定有它们自己的优先次序，从新闻联委会 

内的讨论情况可以看出，只要这些合办活动订得明确、计划周详，又因及时提出而 

可进行必要的财务规划，个别的组织都愿意对这类活动给予合作。 

20·还应指出，自从新闻委员会设立以来，新闻联委会对这个机构的工作作出 

了重大的贡献。新闻联委会不但就合办活动，而且就其规划过程的进展和评价定期 

向新闻委员会提出报告。在这方面，应当注意到，目前新闻联委会根据新闻委员会 

于^ ^ 8 0车釉^ ^ 8 1年提出的方针，已经着手进行一项新的工作帮助促进 

建立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最近新闻联委会决定这项工作为它的活动打开一个 

新 的 概 念 和 分 析 ϭ 域 。 一 - -

21·新闻委员会明确承认新闻联委会是主管新闻方面的机构问协调和合作的重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要机构。新闻委员会在提交大会的报告'申特别指出，新闻联委会打算继续对联合 

国系统内组织的新闻方案进行深入夯析知研究·以期拟订新谰撰委一会确两年期构想， 

即新闻联委会行动计划;拟订新的步骤，以帮助新闻联委会通过共同组织、筹餐和 

一 - 一 - 一 一 一 

执行的某些项目，争取进行较长期的指示性规划数和联合行动，并且制订新缸工作 

方法，使行动计划能够符合促进建立新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的新要求二一样别是在 

参看《大会正试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2 1号(A / 3 6 / 2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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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各方面符合这些要求: 

圆加蚕发展申国家的新潮传播能力; 

一 - 一 " 一 一 

^ ^ )加强发展申国家之间的新闻/传播能力; -

(c)加强发展申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有关发展问题的新闻的均衡交流; 

圆加强工业化国家的公众了解发展申国家和对未来新世界的看法的基础。 

四、发展论坛 

一 - - 一 

" " - " " " " " " 一 " " - " " 

一 - - -

A;一般性意见 

22·联合检查组的报告一方面认识到《发展论坛》作为致力于动员发展舆论的 

系统的主要出版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它的财政危札 

23·此外，掇告指出，由于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各有不同的任务、政策和财政 

来源，要想设计·¨并且实施··一种可以为所有组织所接受的有效的筹资办法是 

" 一 一 

很困难的，这种说法触及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24行政协调会注意到，联合检查组认为，新闻联委会成员必须具有代表自己 

的组织承付款项的明确指示和权力。行政琳碉会原测上对这项建议没有任何异议， 

因为它符合改革行政协调会附属机构的目标。但是，行政协调会将继续保持为了做 

好管理工作酌情审查各附属机构的决定的权力。 

^ 25，刊里是行政协调会完全同意检查专员的现点，即鉴于《发展论坛》已经创办 

" 一 - 一 一 

了十年，而大会一再提到它的重要性，必须采取决绽性的步骤，维持这份出版物， 

并保证它的财政基础。 

一 一 " 一 

26，行政协调会注意到，秘书长希望重申应经常审查这份出版物的形式和内容， 

以蹦尤强戈噬影响力，扩大主伪苑围，并且降低它的成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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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同设施 

- 一 一 ^ ^ 一 - 一 - 一 " 

A·一般性意见 

27，联合检查组的报告提请注意许多城市的新闻点重复过多的事实，并且指出 

可能时可以将资源集申起夫 

28·但是必须指出，虽然偶然可能发生重复，但是这种情况没有想象得那么严 

童，因为多数韵新闻於和它们的图书馆都有特定的任务，并专门为一些人撇务。例 

如，如果要在联合国新闻申心的图书馆存放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民 

用航控组织。-壤全疆墩寅，巧斗学及文化潍织、-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各 

种不同组织的所有文件、照片和扳告，势必需要极大地增加空间、工作人员以及分 

发 和 复 制 设 施 ， 甚 至 需 要 编 制 不 同 的 发 送 名 单 。 - -

29·关于联合检查组报告第8 6段申提到的视听图书馆，必须指出，一般说来， 

1 0万张图片的收藏量算是相当少了。许多图片资料室，例如联合国总部的图片 

资料室，不但日常使用，而且存有从联合国早期，甚至从国际联盟早期至今的参考 

性档案。 

30·关于编制联合国图片共同目录的问题，-根据通过联合国图片编辑人员会议 

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的结果达成一项协认即进行这类交流的唯一切实可行的现有 

办法应是录制电视录象圆盘。(^^ 8 1年9月1 0日至1 1日)在维也纳举行 

的上一届图片编辑人员会议、上，"眺合国榴片售理员编写了一份载有所涉所有经费和" 

实际问题的明确报告，并附有二份明晰谢问趣征询单、分发给所有与会者给予评价。 

(照片和展览科已提出电视录象圆盘共同图片管理系统的费用，以便审议是否可以 

一 一 一 一 

列 入 ^ ^ 8 2 - ^ ^ ^ ^ 年 ϫ 算 。 ) " " 

31·幻灯片的使用，虽然报告申表示关注，事实上却役成功。"为人权菇动种一 

联合国日以及妇女和残废人等主题制作的幻灯片照例大量分发。幻灯机固然确实 



^^^7/^74 

C h i n e S e 

P a g e ^ o 

较为昂贵，而且也不能大量购买，但是电视、杂志和其他印刷品类的传播工具使用 

幻灯片的机会和编辑和报刊出版人以缩微胶片的形式快速查阅参考餐料的机会比联 

合国新闻申心提供幻灯片给学校和地方放映的机会要多得多。 

一 一 一 

320此外，幻灯片在展览和黑白图片的转换和复制申巴得到广泛的使用。 

" " 一 一 

^34关于日内瓦的联合国资料申心( A/33^/22^^，第8 8段)，必须指扎 

联金国总部的照片和展览科定时向日内瓦提供彩色和黑自图片，钮括所有互相参照 

条日卡、记录卡和附靖夫字说明的参考图片等。日内瓦藏有联合国图片资料的复 

制件，而且已经使用了2 0年左右。 

-一各七叫全查手享她我告=投靠袭囤联全擅茹搁坤 b̂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 

署)外地办事处在这方面已有的密切合作。由于最近成立了新闻都·开发计划 

署联合工作队，这种合作正在得到进一步加强。 

35·报告指扎新闻联委会按照行政协调会的请求(行政协调会这项请求本身 

又是根据联检组关于联合国系统区域结构的报告( J^U^^丑^^^^^^2)申的建议 

1 9提出的)，于^^ 7 6年成立了外地新闻协调特设工作组。已向新闻联委会 

一 一 

^ ^ 7 8年第五届会议提出在选定的七个城市进行试验研究，会上认为，这项研究 

一一虽然是探讨在这方面进行协调的现有可能性的有益步骤，但是需要大加改进 

36·因此，要求特设工作组借助于这Ϭ初步分析，一继续它的工作。但是大会 

于同一年，她就是^^ 7 8年，成立了联合国新闻政策和活动审查委员会'。随 

后，该委员会除其他事项外厂开始谭查了臻合旧新闻申心的作用。因此，在新闻 

-委员会曲讨论结束前，箭闻联委会特设豆诈纽暂飞亭宝蜒叟议工作。-一 

"37·但真在这段时期屯已在新闻联委会一二级和外地个别地设法协调制作和分 

发设施。将继续并且更有系统地加强这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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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议和评论摘要 
一 一 

"为了让会员国充分了解联合国系统内新闻活动开支的全面状况新闻 
。 

联委会应与行政问题协商基作制定一份标准化损表开列这此活动的经 
口 ， 二 ^ 

一 一 一 

经开文情况。" 
一 一 

- · 。 Z 一 、 、 八 ^ 、 、 " 

标准化支出报表问题一直由行政协调会作为一个一般项目进行审议，因 
、 、 、 、 

而没有理由单独审议各项新闻开支。 
l i ^ A 4 ^ ^ U L ^ ^ A ^ L t ^ A ^ J ^ ^ ^ t±r ^ w t l ^ ^ t r ^ d P ^^^^ J^^t ^ L L J 口 、 

"秘书长作为行政协调会王席应该定期向万案和协调委贝会和其它有关 
i ^ A EE^I ^ z r ^ H i ^ ^ ^ l ^ l^^^ > u ^ ^ x ^ I ^ ^ l L - H a ^ 1 ^ 4 1 4 4^^r A ^ ^ ^ l p ^ r L A L ^^^ A ^ ^ 1 ^ ^ 

委员会提交联合国系统;就更些话动提出的概算。行政协调会应该进一步 
- - 一 

一 一 一 " 

口 J 

探讨把联人国系统各成员的新闻资源集合起来的办法以避免工作重复 
以及便于进行全联合国系统的联合活动。" 

… 一 

一 

、 、 人 ^ 、 人 · 、 日 、 、 ^ 

评论:订政协调会将如既往根据要求，提供有关政府间机构新闻活动概算的情 
一 " 

、 、 、 、 

况对于资源集合关于重大的ϭ域将继续探索并加强芝一探索工作。 
^ ^ ^ h t ^ ^ ^ r r ^ ^ l ^ J ^ 」l=r 4,- A ^ ^ ^ ^ 1 3 ^ r r ^ l A ^ u L ^ n ^^t^ ALl ^^^K l^^r .^.^^^ ^ L A L ^ . i ± r ^ u ^ ^ ^ ; ^ ^ ^ A ^ ^ ^ A ^ 4 ^ ^ ^ A ^ ^ ^ 

建训3):"系统中具有合作或联合举办性质的新闻活动的万案和ϫ算应该提父万 
- 口 、 ' 已 

案和协调变贝会，争取该委员会的指导。" 
、 、 、 、 ， 、 、 。 、 、 一 

评论:这项建议似乎没有无分考虑到新闻委员会的存在。新闻联委会就根据 
《新闻联委会行动计划》进行的所有联合活动，向行政协调会和新闻委 

一 一 ^ " 

" ， 

贝会提交报告并接受其指导。 
" " " 一 " " " - " 一 

一 一 

" - 一 - " 一 一 

门 " ， 日 ， ^ 、 ' 、 ' " 、 

建议^4^:"新闻联委会足行政协调会在新闻万面的唯一附属机构，应该予以加强并 
- 一 - -

' " 主 " " " 

使之在更大的程度上贝任。各届会议应该做好筹备工作，让与会成员有--
充分时间取得明确的指示以及为各自组织作出承诺的权力-二^"" 

。 

^^^^; ^ A ^ J ^ ^ d 1I^ J m A ^ L t ^ ^ ^ l L l l^^^ l l ^ L 」 ^ J p ^ h ^ ^ l^^=r t n L L ^ ^ ^ A ^ 4 ^ r t ^ ^ ^ ^ , ^ J ^ ^ 

评论:一-一一扛政协蹦会她认为应孩加强新闻联委会。有人认为"使之在更大的程度 
上责任"这儿个字应改为"被赋予更大的责任"应认真编制及时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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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g e l2 

供新闻联委会会议的文件，联委会成员本身应更多地参加文件的编制工 

作 。 一 · 一 

建议旧:"新闻联委会的方案和行动计划以及关于方案执行情况的报告应该通过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评论:新闻联委会通过行政协调会向新闻委员会提出报告。是否需要提出进一 

一 

步报告由会员国决定。 

建议趴"联合国系统内所有组织的新闻处处长都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出席新闻联委 

会的会议。这些会议基本上应该在主要组织的总部举行，这样可以避免 

- - " " - 一 一 

" " " 一 " " " " 一 

一 一 一 " 一 " " 一 

一 " 

无谓的旅费开支。" 

评论:出行政协调会同意，各新闻处处长应尽量参加新闻联委会的会议，但 

这不能夜行规定。更重要的是出席新闻联委会会议的各会员国代表 

应确有充分的授权，能够代表他们各自的机构承担义务，特别是就 

选择和执行联合项目方面承担义务。 

□新闻联委会的会议应象行政协调会那样，基本上在主要机构的总部 

召 开 。 " 

- 一 一 

建议7):"应该充实为新闻联委会秘书处服务的经济及社会新闻司，让它能够适 

当发挥作用，持续而有效率地进行各种涉及足期的全联合国系统的协调 

工作。为了协助新闻联姿会嗽书处进行这项工作，对某一项或多项联合 

项目负全责的新闻联委会成员应该指定二各五衙人损出始至终地员贵这 

项工作，以及向新闻联委会秘书赴提出对工作的评价。此外，工作人员 

的组成应该更好地反映备组织会籍的组成。" 

评论新闻联委会的秘书处应予以加既这样不仅可为拟定新闻联委会行动计 

划继续对联合国系统各机构的新闻方案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工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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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能够制定新的工作方法来帮助新词联委会争取实现更为长期的指示性 

规划和联合行动。特别是考虑剖联委会还起换乎促进建立新搁和传播一" 

秩序的任务因而对它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更应加强新闻联委会的秘书处。 

" 一 " " - 一 一 

一 - 一 - - 一 

建议8):"新闻联委会如象其它机构问组织一样应该有一个由参加组织捐助的适 

当ϫ算。这些捐款应该来自各组织自己的新闻经费，无须为此而另外增一-

加 经 费 。 " 

一 一 

一 " 

评论:大家普遍认为新闻联委会编制自己的ϫ算为时尚旱。但多数联委会成员 

" 一 

认识到如果想要进行有效、切实的合作，而且似乎愿意为新闻联委员行 

-动计划为的具体联合项召提供艾多确唆费的话联合筹资，重要的 

、 " " ， 定 。 

建议趴"《发展论坛》应该是经济和社会发展ϭ域全联合国系统唯一的定期刊 

物 。 " 

评论:应指出，联合检查组的建议事实上反映了实际情况。《发展论坛》封面 

上讲得很靖楚"《发展论坛》是联合国系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ϭ域唯一， 

的足期出版物。它是联合国联合新闻委员会的刊物"。有几个机构出版 

"杂志或其它刊物，但那些刊物都是专门性的，只涉及该机构所关心的主 

要 问 题 。 " " 

建议(10);"《发展论坛》的资金筹措应孩以确保每一个组织都作强制性的足够捐-

款的方式为基础，捐款数项只须各自立法机关核准。只有在正常和定期 

- - 一 " " 一 一 一 - " " - " 一 

提供资金的基础上《发展论坛》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和具代表性的新闻 

工 具 。 " " " - " " " -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 - 一 · 

评论:各级一直讨论《发展论坛》筹措资金的问题并就此提出了各项建议新 

闻联委会^^ 8 0年建议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建立一个可以ϫ见到的志愿 

捐款制度，以便保证《发展论坛》长期的筹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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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心 · 

老虑到新闻联委会的建议，行政协调会第1980厂13专决定促请联合国系统申 

有能力的机构在它4r̂  1^82-83年度ϫ算申匈括一笔适当的拨款。秘书长的报告 

(心^^^ 5X3^5X5L2)注意到新闻联委会的建议行政协调会的决定，并请大会批准联 

" " " " " 一 " " " 一 

合国^ ^ 8 0和1 9已1车崎捐款^200, o00。行政与ϫ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对 

此不衰示反对，但认为在联合国系统备参与机构就它们各自每年将为《发展论坛》 

长期筹资办法捐多少款项的问题上，需要在各参与机构间事先取得一致的意见。" 

行政诗渭会第^^^^X^-8号诀定注忘到新闻委员会对联合国唯一机构间刊物 

《发展论坛;的支持，以及它要求秘书长釉联合国系统各机构为该刊物提供长期经 

费的呼吭行政协调会同一决定请联合圆系璧申有能力支助《发展论坛》的机构 

一 一 一 

确认在它^3^ 9 8 2 - 1 9 8 3年ϫ算申为刊物拨款，并重申它们准备在下一个两 

期结束以后继续支助该刊物。为此咨询委员会再次请求秘书长为^^^^—^^^3年 

就《发展论坛》的长期筹资问题向大会第^ 6届会议提出损告。报告已经提交， 

大会批准在1982-1983两年期为《发展论坛》拨款^400, 0OOn 

建议(^^) :"《发展论坛》的专业工作人员组成应该更确切地反映联合国系统代 

- " " 一 一 

表权的地域分配而且应该由充分含裕时专业人士组成。" 

评论:己经筷了很多工作改进《发展论坛》专土工作人员的地域分配，并希望已经 

m d 

采取的猜施^^ 8 2年能见成效。 

但需指出，这万面的工作受到下列因素的阻挠: 

" - ^ ^ 一 " - 一 一 

圃专业编辑全部只有4人，而且更替极为有限; 

(b)由于经费抬据，过去的聘用每坎郡不能超过=年，一因而影响了招聘工作。 

己经为《发展论坛》工作两年以上的工口乍人员第一次签订了^ q R 2 ~ T g R R两 

年 期 的 合 同 ; 一 一 一 -

" 一 " " 

(c)培训发展申国家候选人的奖助金万案已开始执行，但目前的经费条件只允 

许颁发Z玩S，个-名额均奖锄金。新闻鄙相信，而且从对该刊物的反映也证明，目 

。《大会正式记录，第3 5届会议，补编第七号? ( A X ^ ^ X 7加 A ^ ^ . T ^ ^ ^ ^ 

文 件 屯 呜 5 X 7 X A ^ ^ 4 ^ ^ ^ 第 1 0 和 1 1 段 。 - - - -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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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工作人员是完全称职的。应指出所雇用的一般事务工作人员也都需要有某种 

- 一 " 

新闻或编辑经历。 

建议(12);"应该立即设立新闻联委会一最议的编辑咨询局，并应由杰出人士组成"。 

" 一 一 一 " " " 

评论:编辑咨询局已成立，由未卧世界各驰幽乌名著名的教育家、新闻专家和经济 

学家组成，并于^^ 8 1 年 ^ 2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建议(^3):"各组织的首长和其它高级工作人员与合格专家应该定期为《发展论 

… ^ 一 一 一 

坛 》 撰 稿 。 " 一 

评论，由各组织的首米和其它高级人员撰写的又章在适当时机在《发展论坛》上刊 

载广窿了衷粟菇坛万两宗旨走赤诚尹个迸行好话的讲坛，而不是象联合国和专门 

机构出版的《大事记》。各种新闻通讯和新闻稿等那样，充当机构新闻的工具。 

从《发展论坛》上发表文章的作考名单可以看出，狼多又享是由备ϭ域的权威专家一 

所写，而返些作者来自世界各地。 

建议(14):"在其所在城市，而且迈些巩市又没有一个联合国组织思都或区域办事 

- - 处 ， 备 联 合 国 新 闻 申 心 应 啄 是 惟 一 的 新 闻 分 发 申 心 。 " 

建议(15):"在拥有网个或网个以上新闻服务单位的城市，应该探讨集合具资源以 

" 一 - " 一 一 

厦联合进行新闻活动的可能性。秘书长应该就合并或促进同设于一 

" 一 " " " - 一 一 

个城市内的新闻服务单位的可行性编写一份报舌堤交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和大会，九其是家日内瓦、纽约和曼谷等地的情况。" 

一 一 一 ^ 

评论: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区域办茎处地冶:并或更奸协调问趣、如何堤高联合国新 

" 一 " ^ ^ - - 一 - " " " " " 

闻申心的作用便返些新闻申心成为所在娥市确该娥市又攻有一个联合国组织的总部 

或区域办事处的新闻分发申^心^越以及琉联合邮寄单淀出建议的问题都是涉及在国一 

际组织间更好地协调国家一级的新闻活动的问题，新闻委员会现正全力以赴毋解决一 

一 " " 一 一 

返个问题，行政协调会将密切注意委员会工作的进展情况。为此行政协调会特别-" 

-巧主意到新调委员会士屯品4阜届会所作的下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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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委员会建议(21)/联合国办事处的补地活动应该和新闻ϭ栈的其他国际组织的 

" " " " - 一 " - " " " " " " 

补地活动更好地协调起未，以便在每个国家提倡联合国系统 

的原则和目标，促进其活动并提高其形象，实现工作和资源 

一 - 一 " - -

的集申，并取得更大的救率，特别是实现新闻部和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外地服务之间的合作。" 

新闻委员会襄议(22)̂ "鉴于联合国新闻申心作为新闻部权力下放单位的特殊重要作 

用-，-弄且因为只有它们能够与各国新闻媒介及其ϭ域里的新 

闻传播机构直接合作，因此: 

- - - 一 - ( a ) 秘 书 长 茬 需 要 肘 应 采 取 适 当 步 骤 ， 以 加 强 新 闻 申 心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的能力; 

仍在新闻郡和其他有关的联合国机构之间协商的基础 

上，依照大会制定的政策准则，就如何在新闻鄙机构内加强 

新闻申心的作用的万法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研究 

报告。这份研究报告的特殊目的是呆取哪些措施才能增加 

一 一 - 一 

新闻申心在职能上的灵活性，使它们能考虑有关各国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