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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第十七届会议 

2009 年 5 月 4 日至 15 日 

临时议程项目 2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临时议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3. 2008-2009 年执行周期(决策会议)的一组专题： 

 (a) 农业； 

 (b) 农村发展； 

 (c) 土地； 

 (d) 干旱； 

 (e) 荒漠化； 

 (f) 非洲。 

4. 其他事项。 

5. 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6. 通过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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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5 条规定，委员会应在各届常

会第一次会议开始时，从成员代表中选举主席一名及主席团其他必要的成员。委

员会前几届会议除了选举一名主席外，还选出了四名副主席，其中一名兼任报告

员。 

 为执行《进一步执行 21 世纪议程方案》第 136 段的规定，理事会在第 1997/63

号决议中就委员会主席团的选举问题决定今后作出安排如下： 

委员会将在每届常会结束之后立即举行其下届常会的第一次会议，唯一目的

是按照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5条选举新主席和主席团其他成员。 

2008 年 5 月 16 日，委员会选出格尔达·费尔堡(荷兰)为第十七届会议主席，

贾瓦德·阿明-曼苏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副主席，并决定将主席团其他成

员的选举推迟到以后的会议进行。 

 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成员名单载于附件二。 

 2.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7条规定，委员会应在每届会议开始时，以

临时议程为基础，通过该届会议议程。 

 在第 2008/237 号决定中，理事会注意到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的

报告并核准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 

 3. 2008-2009 年执行周期(决策会议)的一组专题： 
 

 (a) 农业 

 (b) 农村发展 

 (c) 土地 

 (d) 干旱 

 (e) 荒漠化 

 (f) 非洲 

 在第 2003/61 号决议中，理事会决定委员会将在决策年召开一次政府间筹备

会议，会议于 2 月/3 月在纽约举行，为期一周，讨论各种政策选择和可以采取的

行动，以消除审查年查明的执行工作中的限制因素和障碍。 



 E/CN.17/2009/1

 

309-23866 (C) 

 

 理事会还决定政府间筹备会议将根据审查会议的结果、秘书长的报告以及所

提交的其他有关资料进行讨论。主席将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一份谈判文件草

稿，供决策会议审议。 

 因此，委员会将于 2009 年 2 月 23 日至 27 日在纽约召集政府间筹备会议。

将提交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的政府间筹备会议报告，将载有主席的谈判文件草

稿，供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文件 

 政府间筹备会议提交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的报告(E/CN.17/2009/__) 

 理事会在第 2003/61 号决议第 1 段中决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工作安排应

有助于促进在各级执行《21 世纪议程》、《进一步执行 21 世纪议程方案》和《可

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理事会在同

一份决议中还决定，为了完成任务，委员会的工作应按一系列着眼于行动的两年

期执行周期来安排，每个周期将有一次审查会议和一次决策会议。 

 理事会还决定，委员会的决策会议在有关周期第二年的 4 月/5 月举行。会议

将在考虑到政府间筹备会议的讨论情况、秘书长的报告和其他有关资料的情况

下，就加快有关主题领域执行工作的实际措施和方案作出决策。 

 理事会又决定，审查会议和决策会议应推动所有执行机构进一步采取行动，

消除执行《21 世纪议程》、《进一步执行 21 世纪议程方案》和《约翰内斯堡执行

计划》的障碍和限制因素，并应处理新的挑战和机遇，交流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 

 在同一份决议中，理事会决定通过委员会 2003 年以后期间的多年工作方案。

2008-2009 年期间的多年工作方案如下： 

专题 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  农业 

•  农村发展 

•  土地 

•  干旱 

•  荒漠化 

•  非洲 

消除贫穷；改变不可持续的消费与生产形态；保护与管理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世界全球化过程中的可持续

发展；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非洲的可持续发展；其他区域倡议；执行手段；可持续发展

的体制构架；两性平等；以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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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会还决定，执行该工作方案除其他外将以下述考虑为指导： 

 (a) 将根据《21 世纪议程》、《进一步执行 21 世纪议程方案》、《约翰内斯堡

执行计划》的有关规定和委员会的决定，审查和评价各项行动、承诺及指标的实

施情况。应综合处理各组专题，同时顾及可持续发展涉及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

题。确认《21 世纪议程》和《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十分重要

这一点，在执行过程中应对这些问题给予同等重视，但在某个周期选定某些问题

不会从而削弱对今后周期要审议的问题所作承诺的重要性； 

 (b) 在每个周期和对于每个有关问题、行动和承诺，都应考虑到《21 世纪议

程》和《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第十章所确认的执行手段； 

 (c) 在每个周期还应处理理事会第2003/61号决议附件所述其他贯穿各领域

的问题； 

 (d) 在每个周期应当结合所有相关问题、行动和目标，审议针对非洲和其他

区域的倡议以及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倡议； 

 (e) 委员会应根据大会第 47/191 号决议，特别是其中第 3(h)、21 和 23 段，

以及《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第 139(f)段，重点审议那些有助于加强关于跨部门

和部门问题的政府间讨论的问题； 

 (f) 委员会不妨决定把同实施工作有关的新挑战和机会并入其多年工作方案。 

文件 

 秘书长关于“在实施方面加速取得进展的政策选项和行动：农业”的报告

(E/CN.17/2009/3) 

 秘书长关于“加速执行工作的各种政策选择和可以采取的行动：农村发展”

的报告(E/CN.17/2009/4) 

 秘书长关于“加快执行进展的政策选择和行动：土地”的报告

(E/CN.17/2009/5) 

 秘书长关于“加速执行工作进展的政策选择和行动：干旱”的报告

(E/CN.17/2009/6) 

 秘书长关于“加速取得执行工作进展的政策可选方案和行动：荒漠化”的报

告(E/CN.17/2009/7) 

 秘书长关于“加速执行进展的各种政策选择和可采取的行动：非洲”的报告

(E/CN.17/2009/8) 

 秘书长关于“加速执行工作的各种政策选择和可采取的行动：相互联系和交

叉问题”的报告(E/CN.17/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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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的说明：主要群体在农业、农村发展、土地、干旱、荒漠化和非洲等

领域的优先行动(E/CN.17/2009/10) 

 背景文件(仅供参考，提供提交文件时所使用语文文本并张贴在下列网站上：

http://www.un.org/esa/sustdev/documents/docs_csd17.htm) 

 

 4. 其他事项 
 

 5. 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条规定，秘书长应提出委员会下届会议的

临时议程草案，说明将在每一个议程项目下提出的文件以及编写这些文件的立法

根据，以便委员会根据文件对委员会工作的贡献以及在本届会议中文件的急迫性

和相关性来审议这些文件。 

 6. 通过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的报告 
 

 根据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37 条的规定，委员会应就每届会议的

工作向理事会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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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拟议工作安排
a
 

 
 

 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拟议工作安排是在主席团举行的非正式协商的基础上

拟定的，载列如下。 

日期/时间 议程项目 安排 

2009 年 5 月 4日至 8日一周   

5 月 4 日星期一  会议开幕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时  全体会议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3 闭会期间会议的报告 

 3 介绍主席的谈判文件草稿 

 3 集体发言 

 3 同主要团体举行互动式对话 

下午 3时至 6时 3(续) 关于主席谈判文件草稿的一般性意见
b
 

5 月 5 日，星期二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时 3(续) 2008-2009 年执行周期(决策会议)的一组

专题：平行讨论 

  

(a) 农业 

(b) 农村发展 

(c) 土地 

(d) 干旱 

(e) 荒漠化 

(f) 非洲 

下午 3时至 6时 3(续) 2008-2009 年执行周期(决策会议)的一组

专题：平行讨论(续) 

   

__________________ 

 
a
 体现 2009 年 2 月 13 日主席团进行非正式协商的情况。 

 
b
 各区域委员会、联合国基金和方案及各专门机构的代表也可以应邀在会员国之后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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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时间 议程项目 安排 

5 月 6 日，星期三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时 3(续) 2008-2009 年执行周期(决策会议)的一组

专题：平行讨论(续) 

下午 3时至 5时 30 分 3(续) 2008-2009 年执行周期(决策会议)的一组

专题：平行讨论(续) 

下午 5时 30 分至 6时 3(续) 工作组报告谈判进展情况 

5 月 7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时 3(续) 2008-2009 年执行周期(决策会议)的一组

专题：平行讨论(续) 

下午 3时至 6时 3(续) 2008-2009 年执行周期(决策会议)的一组

专题：平行讨论(续) 

5 月 8 日，星期五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时 3(续) 2008-2009 年执行周期(决策会议)的一组

专题：平行讨论(续) 

下午 3时至 5时 30 分 3(续) 2008-2009 年执行周期(决策会议)的一组

专题：平行讨论(续) 

下午 5时 30 分至 6时 3(续) 工作组报告谈判进展情况 

5 月 11 日至 15 日一周   

5 月 11 日，星期一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时 3(续) 2008-2009 年执行周期(决策会议)的一组

专题：平行讨论(续) 

下午 3时至 6时 3(续) 2008-2009 年执行周期(决策会议)的一组

专题：平行讨论(续) 

5 月 12 日，星期二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时 3(续) 2008-2009 年执行周期(决策会议)的一组

专题：平行讨论(续) 

下午 3时至 5时 30 分 3(续) 2008-2009 年执行周期(决策会议)的一组

专题：平行讨论(续) 

下午 5时 30 分至 6时 3(续) 工作组报告谈判进展情况 

5 月 13 日，星期三  高级别部分 

上午 8时 30 分至 10 时  非正式部长级会议：介绍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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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时间 议程项目 安排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时 3(续) 高级别部分正式开幕 

发言和交互式讨论：政策选择、切实措施

和前进之路 

下午 3时至 6时 3(续) 发言和交互式讨论：政策选择、切实措施

和前进之路 

三次部长级圆桌会议 

5 月 14 日，星期四   

上午 8时 30 分至 10 时  与联合国系统举行的非正式部长级会议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时 3(续) 与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负责人的交

互式讨论 

发言和交互式讨论：政策选择、切实措施

和前进之路(续) 

下午 3时至 6时 3(续) 发言和交互式讨论：政策选择、切实措施

和前进之路(续) 

与主要群体代表的交互式讨论 

5 月 15 日，星期五   

上午 8时 30 分至 10 时  非正式部长级会议：总结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时 3(续) 发言和交互式讨论：政策选择、切实措施

和前进之路(续) 

下午 3时至 4时 30 分 3(续) 提出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的成果文件 

下午4时30分至5时30分 4 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下午 5时 30 分至 6时 5 通过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的报告 

  

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闭幕 

选举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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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成员 

安提瓜和巴布达 巴基斯坦 

阿根廷 秘鲁 

澳大利亚 波兰 

巴林 大韩民国 

孟加拉国 罗马尼亚 

比利时 俄罗斯联邦 

巴西 沙特阿拉伯 

加拿大 塞内加尔 

佛得角 南非 

智利 西班牙 

哥斯达黎加 苏丹 

克罗地亚 瑞典 

捷克共和国 瑞士 

刚果民主共和国 危地马拉 

吉布提 几内亚 

爱沙尼亚 海地 

法国 印度 

加蓬 印度尼西亚 

冈比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德国 以色列 

日本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科威特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马拉维 美利坚合众国 

摩纳哥 乌拉圭 

纳米比亚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荷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