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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方向 
 

14.1   本方案的总目标是，加强非洲会员国及其发展组织制定并执行适当政策和

方案的能力，从而加速和维持增长率，按照《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目标和优

先事项以及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联合国千年宣言》和自 1992 年以来联

合国各种主要会议的成果和国际协定中所载的目标，减轻贫穷。 

14.2  方案的立法授权来自 1958 年 4 月 29 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671 A（XXV）

号决议，其中理事会设立了非洲经济委员会。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若干决议

以及非洲经济委员会第 718（XXVI）号、第 726（XXVII）号、第 779（XXIX）号

和第 809（XXXI）号决议进一步阐明了这项授权（见 A/57/6/Rev.1，方案 14，第

14.3 段）。 

14.3   近年来，非洲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贫穷率仍然

很高，令人不能容忍。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目标 1 要求到 2015 年将贫穷减半，但

按照按目前的增长率，非洲大陆不大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减轻贫穷对每一项非洲

发展措施来说既是一个重大挑战，又是最终目标。 

14.4  为了应对在非洲减贫这一长期全面挑战，还有一些需要立即采取紧急行动

的相关的中期挑战，主要包括： 

 (a) 实现更高、持续和公正的经济增长； 

 (b) 在社会部门进行针对穷人并使他们获益的投资，包括通过开展教育、保

健和就业方案； 

 (c) 改善对环境资源和生态资源的管理，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包括提高农业

生产力； 

 (d) 改进管理制度，以加强国家能力；消除数字鸿沟、以及利用信息和通信

技术促进发展； 

 (e) 加速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合作，特别强调基础设施的发展，以扩大市场规模； 

 (f) 把贸易政策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主流；实现结构多样化；以及加强竞争力； 

 (g) 确保两性平等以及处理贫穷问题的社会性别方面；建立和加强处理发展

优先事项的人的能力和机构能力。 

14.5  非洲经济委员会将应对这些挑战，在八个相互依存和相互补充的次级方案

领域内展开各种活动。在每一个次级方案下，特别注意支助会员国实现《非洲发

展新伙伴关系》的目标和国际上商定的目标，包括《联合国千年宣言》和自 1992

年以来联合国各种主要会议的成果和国际协定中所载的目标。作为对布鲁塞尔

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包括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行动纲领的后续行动，还将特别注意满足这一类国家的特殊需要，加速它们的社

会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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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采取有力的行动应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挑战将是非洲经济委员会

2006-2007 年期间工作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其基础是目前正在非洲艾滋病毒/

艾滋病与施政问题委员会框架内进行的研究和政策分析工作，该委员会是秘书长

在 2003 年 2 月设立的，由非洲经委会的执行秘书任主席，目的是提高国际上对

这种疾病对发展所产生影响的认识，并鼓励采取适当的应对政策。还将继续对以

下文书规定的任务采取相应的行动：2000 年 3 月非洲发展论坛通过的《非洲共识

与行动计划：加强领导战胜艾滋病毒/艾滋病》；2001 年非统组织一次特别首脑会

议上通过的《关于非洲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和其他有关传染病的阿布

贾宣言》；以及 2001 年大会第二十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

问题的承诺宣言》。 

14.7  采取行动的方式将包括：宣传和政策分析、以及监测和追踪非洲在各种发

展领域的进展；召集利益相关者会议，以及通过诸如委员会组织的每年一度的非

洲部长会议、非洲发展论坛和“大圆桌”会议等论坛就非洲发展的主要问题建立

共识；以及以咨询服务和培训非洲决策者的方式提供技术援助和支助能力建设。

委员会将继续加强它同其他联合国机构以及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民间社会和

私营部门现有的伙伴关系，利用其相对优势来实现上述目标。 

14.8   为了确保全系统协调一致，非洲经济委员会在工作中将与包括布雷顿森林

会议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其他联合国实体密切合作与协调。作为经济和社会事

务执行委员会的积极成员，委员会将注意澄清全球和区域机构在对国际上商定的

发展目标采取后续行动方面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这些目标包括《联合国千

年宣言》以及自 1992 年以来各种主要的联合国会议成果和国际协定中提出的目

标。委员会将继续与区域和国家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合作。 

  次级方案 1 

促进经济和社会政策分析 

本组织的目标：在非洲取得更大的持续经济增长，以减轻贫穷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加强会员国根据千年发展目标

和《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

优先事项制定、执行和监测扶

贫发展政策 

(a) ㈠ 有更多的国家和区域组织能够制

定和执行健全的政策和方案来实现更

高的增长率和减轻贫穷 

  ㈡ 有更多的国家实施减贫战略文件，

反映出对贫穷和增长问题更为深入的

评估 

  ㈢ 增加了旨在进行谨慎的财务和债务

管理及调集资源的政策、文书和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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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加强非洲国家的统计能力，以

便改进经济管理和监测在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 

(b)  国家统计办事处制定了关于非洲国家

统计发展和管理的更多的政策和方案 

 

战略： 

14.9   经济和社会政策司负责执行本次级方案。这项战略的重点是以下四个优先

领域：(a) 监测区域和国家经济情况，以便在实现减贫战略文件的各项目标方面，

为制定短期政策和其他国有发展方案提供及时和准确的信息、分析及选择办法；

(b) 加强减贫战略，包括赋予穷人权力以及更好地向最易受伤害和处于不利地位

的群体提供基本社会服务的方案；(c) 推广为促进发展而加强调集财务资源的措

施，包括把债务减少至可持续的水平、促进相互问责制和加强援助的成效；以及

(d) 加强统计能力，以便收集优质数据，从而切实监测和评价以及追踪在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这项战略还将包括审查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疟

疾和其他有关传染病对发展进程的影响。将应会员国的请求，向它们提供技术援

助，重点是加强各国编制和执行社会和经济政策的能力，将特别注意最不发达国

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次级方案 2 

促进可持续发展 

本组织的目标：更好地管理粮食保障、人口、人类住区、自然资源和环境之间的

联系。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加强国家能力，以使各国能够

按照《联合国千年宣言》和可

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

过的《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

提出的目标，在农业和粮食保

障、人类住区、以及自然资源

和环境领域制定和执行有效的

政策和方案 

(a) ㈠ 为在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制定更

多的政策和方案 

 ㈡ 更多的非洲国家把各种有联系的

问题纳入其国家政策框架和发展方案 

 

战略 

14.10  可持续发展司负责执行本次级方案。针对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通过的《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和《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框架内列明的非洲紧

迫的可持续发展挑战，本次级方案的战略重点是以下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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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加强会员国制定体制安排、政策和方案的能力，利用学科间和跨部门方

式，增强粮食保障、人口增长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联系，包括支助区域方案和

伙伴关系，以此来应对人口迅速增长和艾滋病毒/艾滋病、自然资源和环境退化、

粮食产量低和缺乏粮食保障造成的各种挑战； 

 (b) 加强包括土地、矿物、能源和水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的综合开发与管理，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减轻贫穷； 

 (c) 协助会员国加强人的能力和机构能力，以利用包括生物技术在内的科学

技术，支助创新，促进对切实利用科学技术以实现粮食保障和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d) 监测和评价在执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和根据《非洲发展

新伙伴关系》作出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承诺的进展情况，以提高用于决策的信息

的质量和扩大其影响。 

14.11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所展开的活动将包括把研究、政策分析和宣传结合

起来、体制建设、培训、建立知识网络、交流信息和经验；传播最佳做法；以及

提供技术援助，包括向会员国及其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次级方案 3 

加强发展管理 

本组织的目标：改进善政做法，以便为社会所有部门参与发展进程建立有利的环

境，并巩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增强非洲国家制定政策与方案

的能力，以加强施政体制 
(a)  为加强施政体制而制定了更多的政策

和方案 

(b)  改善立法和政策环境，以确保

利益相关者更多地参与发展进

程 

(b)  为进一步扩大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制定

了更多的政策框架和方案 

 

战略 

14.12  发展政策和管理司负责本次级方案。次级方案的重点是： 

 (a) 查明在主要的施政领域所欠缺的能力，促进旨在改进工作的政策和措

施，促进同侪学习以及在《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非洲同侪审议机制的框架内传

播关于施政改革和实践的最佳做法； 

 (b) 以培训方式提供技术援助，加强公共部门的体制、组织和行政能力，促

进金融管理和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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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促进公私伙伴关系，以支助私营部门发展，并为私营部门主导的增长和

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战略还将包括，同其他机构合作开展实地工作和国家一级的研究，以制定衡

量在善政方面所取得进展的业绩指标，涵盖施政的三个方面，即政治管理、经济

和公司管理以及机构成效。 

 

  次级方案 4 

利用信息促进发展 

本组织的目标：支持非洲的信息社会，更好地应对非洲大陆的各种发展挑战。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增强非洲国家制定、执行、协

调和评价关于信息促进发展的

政策和战略的能力 

(a) ㈠ 有更多的国家在制定和执行信息

政策方面取得进展 

 ㈡ 增加了关于信息促进发展的区域

协定和倡议 

(b) 改进信息的提供和利用，以在

国家、区域和次区域各级促进

发展 

(b)  ㈠ 增加了国家、区域和次区域各级的

信息和知识资源及服务的数量 

 ㈡ 增加了在国家、区域和次区域各级

各种各样的信息社会行为者（包括私

营部门和民间社会） 

 

战略 

14.13  发展信息事务司负责执行本次级方案。将采用的战略包括： 

 (a) 向会员国提供加强有利环境的援助，以支持非洲信息社会；支助关于新

兴技术问题的研究，这将对非洲发展过程产生重要影响； 

 (b) 加强利用信息和知识促进发展的能力，包括进行评价和制定基准，以监

测所取得的进展和查明有待弥补的差距，确保非洲信息社会均衡和可持续地发

展。这些活动的重点还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图书馆服务和地理信息资源的发

展； 

 (c) 支持政策对话，以交流经验，交流关于促进信息社会的政策和战略的最

佳做法，并交流在诸如保健和教育等关键的社会和经济部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

用情况，尤其要促进加强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群体的力量。 

 有待解决的问题包括获取、连接、政策和管理框架、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

逐渐增加地方内容。如何解决问题将视全球和区域的发展方向而定，特别是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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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 2005 年举行的第二次信息社会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结果。将提供援助，加

强传统通信方式在向地方社区传播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 

 

  次级方案 5 

推动贸易和区域一体化 

本组织的目标：使会员国更快地切实融入全球经济，并通过促进本区域贸易和国

际贸易以及实际一体化（特别强调运输和通信部门），加强非洲的区域一体化进程。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加强非洲国家切实参与双边和

多边贸易谈判的能力 
(a)  更多的非洲国家在贸易问题上以及在

与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的问题上是在对

事实有更清楚了解的情况下采取其立

场 

(b) 加强各国在贸易促进发展和区

域一体化方面的决策能力 
(b)  更多的国家根据已通过的公约和议定

书协调其对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国家政

策 

(c) 加强各国的能力，以采取有关

政策和方案，精简非洲区域经

济共同体和其他区域一体化机

构并使之合理化 

(c) 制定旨在实现合理化和增加区域贸易

的更多政策和方案 

 

战略 

14.14  贸易和区域一体化司负责本次级方案。所实行的战略是： 

 (a) 在贸易与合作方面，工作的重点是就与贸易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的政策和

分析研究；促进非洲国家间贸易；把贸易纳入国家发展政策和方案的主流；处理

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的问题以及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集团与欧洲联盟之间

的贸易谈判问题；通过经济委员会最近建立的非洲贸易政策中心展开全面的贸易

能力建设、研究和培训方案；以及向非洲政府提供咨询服务和技术支助，使它们

能够切实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谈判进程； 

 (b) 在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的政策和体制方面，特别注意援助会员国、非洲联

盟和区域经济共同体在区域一级和全球一级发现各种机会和挑战。这将包括在区

域一级和整个非洲，在贸易、工业、农业、货币和金融、运输和通信领域进一步

支持加强部门一体化，并支持区域经济共同体将其各项方案同设立非洲经济共同

体的目标与方案结合起来。将制定业绩指标来监测在区域一级和次区域一级在实

现区域一体化方面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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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在运输和通信领域，将向《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基础设施构成部分

提供支助，包括支助会员国把新的空中运输政策纳入其国家运输方案，并监测在

执行被称为亚穆苏克罗决定的 1999 年《关于非洲航空运输市场准入自由化的亚

穆苏克罗宣言》方面的进展情况。 

次级方案 6 

促进妇女地位的提高 

 

本组织的目标：将性别观点纳入包括预算过程在内的国家发展政策和方案的主流，

以期实现各种全球性和区域性行动纲领所载的两性平等、更有效地使用资源以及

减少贫穷目标。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增强会员国拟定和执行对性别

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政策和方案

的能力，以加速实现两性平等

和减少贫穷的进程 

(a)  增加通过并利用政策选择，将两性问

题纳入国家政策和方案的主流的会员

国的数量 

(b) 增强决策者及其他利益有关者

使用工具和方法的能力，以确

保及时应对两性问题的政策和

方案 

(b) 增加采用各种工具和方法，拟定及时

应对两性问题的政策和方案的国家的

数量 

 

  战略 
 

14.15  本次级方案由非洲性别和发展中心负责。次级方案将通过采取以下战略

予以实施： 

 (a) 向研究和分析提供支助，以期改进将性别观点纳入发展政策和方案主流

的手段； 

 (b) 通过培训、研究、提高认识和信息传播，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推动

提高妇女地位，以期加强决策者和其他利益有关者在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方面的

能力； 

 (c) 确保与减少贫穷、公共支出、区域一体化、企业发展以及治理有关的各

种区域性政府间论坛或会议充分体现并处理性别问题； 

 (d) 监测区域性和全球性行动计划的执行工作，特别是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

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1995 年, 北京) 以及关于提高妇女地位的

非洲共同立场；对照非洲性别和发展指数，对那些旨在尽量减少和消除性别不平

等政策的进展和效果进行监测和衡量；在执行各种关于提高非洲妇女地位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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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和公约方面，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提高妇女的法律地位，并提高对国际

和国内人权文书的认识。 

 

次级方案 7 

支助促进发展的次区域活动 

 

本组织的目标：统一各部门的国家政策，以在非洲联盟和区域经济共同体的总体

框架内支持次区域一级的一体化工作，并应对本次区域特有的问题和挑战。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增强会员国在国家和次区域二

级拟定和统一宏观经济政策和

区域政策的能力，特别是在贸

易、基础设施、人的能力发展、

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农业、

粮食保障以及环境方面的能力 

(a)  增加会员国在各自次区域所通过并执

行的共同政策措施和体制安排的数量 

(b) 加强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其他政

府间组织在协调和监测区域和

次区域方案执行情况方面的人

的能力和体制能力，其中包括

新伙伴关系的执行情况 

(b) 增加通过并执行战略计划和方案的区

域经济共同体和政府间组织的数量 

 

 

  战略 
 

14.16 执行本次级方案由非洲经济委员会的五个次区域办事处负责：北非办事

处设在丹吉尔；西非办事处设在尼亚美；中非办事处设在雅温得；中非办事处设

在基加利；南非办事处设在卢萨卡。这些次区域办事处确定、界定、拟定和执行

在区域和全球二级达成一致的倡议和战略，以此使委员会的工作具有了次区域的

内容，而这些倡议和战略不仅是委员会总体远景和任务的组成部分，而且促进了

合作与统筹，有利于公共部门、民间社会以及私营部门发展伙伴之间建立联系和

进行信息交流，向体制建设和政策改革提供技术支助，以支持非洲发展论坛进程

以及次区域经济共同体和非洲联盟建立的其他框架。将开展的活动包括：以讲习

班、培训、数据收集和知识共享的形式，就包括共同政策措施在内的各种发展问

题提供技术援助，尤其是具有很高影响力的次区域活动，例如防治艾滋病毒／艾

滋病、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以及冲突后重建和发展。

将向会员国和区域经济共同体提供支助，以将新伙伴关系的优先项目和目标转化

成国家一级的具体项目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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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 8 

发展规划与管理 

 

本组织的目标：增强拟定和执行发展政策和经济管理方面的国家能力。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a) 增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专家

的技术和分析技能，这些专家

履行会员国的战略经济规划和

管理的核心职能 

(a) 增加有能力通过利用在非洲经济发展

和规划研究所的课程和宣传文件学到

的分析、方法和手段，拟定政策文件

的国内专家的数量 
 

14.17 本次级方案由非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负责。实现次级方案的目标所

采用的战略包括以下关键内容：开办各种文凭和证书班，使会员国公共部门和私

营部门的中级和高级官员掌握各种技能，来应对非洲目前和正在出现的发展政策

挑战。为此，将特别注重提高在发展一个战略经济规划和管理的分析框架方面的

技能；拟定各项政策，以深化对贸易、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问题的认识。将向各

次区域经济团体提供技术咨询服务。研究所将同非洲各区域组织、联合国各机构

以及其他多边和双边捐助方保持有效的伙伴关系，以期为能力建设和非洲发展提

供支助。 

  立法授权 

  大会决议: 
 

56/119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的作用、职能、间隔期和会期 

57/170 执行《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的维也纳宣言》

的行动计划的后续行动 

55/2 联合国千年宣言 

55/218 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 

55/279 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57/2  联合国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宣言 

57/7  最后审查和评价 1990 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及支持非洲

发展新伙伴关系 

57/144 千年首脑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 

57/270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领域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结果的统筹

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 

57/274 联合国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范畴内促进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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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72 发展权 

5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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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执行情况 

58/233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实施进展和国际支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 

2000/27 联合国各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各级统筹协调执行和后续行动

方面的基本指标 

2001/21 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和后续

行动 

2003/49 联合国系统内将性别观点纳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 

非洲经济委员会决议: 

837(XXXIV) 非洲倡议的拟定 

838(XXXV) 2002 至 2005 期间非洲经济委员会中期计划的拟议修订 

841(XXXVI) 2004 至 2005 两年期的工作方案和优先事项：部长级声明 
 

次级方案 1 

促进经济和社会政策分析 

  大会决议: 
 

48/180 促进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精神和私有化 

58/130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及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成果

的执行情况 

58/201 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在内陆发展中国家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

运输合作新的全球框架内解决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58/202 国际金融体制与发展 

58/203 外债危机与发展 

58/207 人力资源开发 

58/213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进一步执行情况 

58/221 2005 国际小额信贷年行动纲领 

58/222 联合国第一个消除贫穷十年(1997-2006)的执行情况 

58/225 联合国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促进发展的作用 

58/228 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58/230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结果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 

 11
 



 

A/59/6 (Prog.14)  

58/236 第二十六届特别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

问题的承诺宣言》的执行情况 

58/237 2001 至 2010 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减少疟疾十年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 

1993/5 1993 年国民帐户体系 

2003/13 国内和国际合作促进社会发展：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社会目标

的执行情况 

2003/17 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非洲经济委员会决议: 

790(XXIX) 能力建设促进非洲的统计发展 

798(XXX) 促进对非洲的私人投资 

799(XXX) 促进非洲的人类发展 

815(XXXI) 调动资源促进非洲的工业化 

831(XXXIII) 1999 年非洲经济报告 

832(XXXIII) 非洲的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 

837(XXXIV) 非洲倡议的拟定 

840(XXXV) 2001 至 2010 十年《布鲁塞尔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的

执行情况 
 

次级方案 2 

促进可持续发展 

大会决议: 

50/102 联合国系统对非洲科学和技术的支助 

50/126 供水和卫生 

53/183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的实施情况 

54/214 中部非洲森林生态系统的养护和可持续发展 

57/271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五年之后 

58/200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58/210 推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包括执行 1996-2005 年世界太阳能

方案 

58/211 2006 国际荒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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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17 2005-2015 年“生命之水”国际行动十年 

5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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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执行情况 

58/226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结果的执行情况和加强联合国

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 

58/242 《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

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的执行情况 

非洲经济委员会决议： 

744(XXVIII) 非洲实施《21 世纪议程》的战略 

748(XXVIII) 人口、家庭和可持续发展 

800(XXX) 非洲水资源评估、开发和管理的战略和行动计划 

801(XXX) 非洲的粮食安全和自给自足 

817(XXXI) 非洲科学和技术区域会议 

818(XXXI) 促进非洲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819(XXXI) 促进非洲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837(XXXIV) 非洲倡议的拟定 
 

次级方案 3 

加强发展管理 

大会决议: 

54/227 联合国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之间的合作 

56/187 第二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1993-2002 年） 

57/243 工业发展合作 

58/220 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 

58/231 公共行政与发展 

非洲经济委员会决议： 

837(XXXIV) 非洲倡议的拟定 
 

次级方案 4 

掌握信息以促进发展 

大会决议: 

57/238 信息社会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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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 

1993/5 1993 国民账户体系 

1998/7 人口普查活动对评价在执行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

的进展方面的重要性 

2003/19 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 

非洲经济委员会决议： 

758(XXVIII) 地图制作、遥感及地理信息系统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766(XXVIII) 加强开发信息系统以促进非洲的区域合作和一体化 

789(XXIX) 加强开发信息系统以促进非洲的复兴和可持续发展 

790(XXIX) 能力建设促进非洲的统计发展 

795(XXX) 建设非洲的信息高速公路 

812(XXXI) 《非洲信息社会倡议》的执行情况 

837(XXXIV) 非洲倡议的拟定 
 

次级方案 5 

促进贸易和区域一体化 

大会决议: 

56/48 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 

56/185 企业与发展 

58/197 国际贸易与发展 

58/220 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 

58/225 联合国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促进发展的作用 

58/235 秘书长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的报告所载建议的执行情况 

非洲经济委员会决议： 

783(XXIX) 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 

784(XXIX) 非洲与国际商品协定中的危机 

786(XXIX) 1990 年代及其后非洲贸易振兴、恢复和增长战略 

804(XXX) 第二个联合国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方案第二阶段的执行情况 

821(XXXI) 非洲内部贸易发展八年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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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XXXI) 《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的执行情况：加强区域经济共同

体；区域和次区域共同体活动的合理化和统一 

827(XXXII) 非洲经委会赞助的机构的合理化与统一 

837(XXXIV) 非洲倡议的拟定 
 

次级方案 6 

促进妇女地位的提高 

大会决议: 

58/142 妇女与政治参与 

58/146 改善农村地区妇女的境况 

58/148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后续行动及充分执行《北京宣言》

和《行动纲要》和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成果 

58/206 妇女参与发展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 

2003/49 将性别观点纳入联合国系统各项政策和方案的主流 
 

非洲经济委员会决议： 

802(XXX) 非洲行动纲要: 非洲提高妇女地位的共同立场 

803(XXX) 调动资源促进《行动纲要》（1995）的执行 

824(XXXI) 达喀尔和北京会议的后续行动：提高妇女地位全球和区域行动

纲要(1996)的执行情况 

837(XXXIV) 非洲倡议的拟定 
 
 

次级方案 7 

推动促进发展的区域活动 

大会决议: 

56/39 联合国同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合作 

58/235 秘书长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的报告所载建议的执行情况 

非洲经济委员会决议： 

777(XXIX) 增强多国方案拟定和业务中心的能力 

810(XXXI) 加强多国方案拟定和业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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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XXXII) 非洲经委会赞助的机构的合理化与统一 

828(XXXII) 多国方案拟定和业务中心：加强非洲经济委员会的次区域存在 

830(MFC1) 区域委员会的改革 

 A. 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各机构以及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

织之间的关系(部长级后续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837(XXXIV) 非洲倡议的拟定 
 

次级方案 8 

发展规划和管理 

大会决议: 

58/207 人力资源开发 

非洲经济委员会决议： 

839(XXXV)  非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