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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根据大会第 53/182 号决议 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三次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下称最不发达国家会议 筹备工作第一次机构间

会议 这次会议标志着最不发达国家会议的筹备工作已正式开始  

 2.  在会上发言的有 行政协调委员会秘书 Patrizio Civili 先生 贸发会议秘

书长兼最不发达国家会议秘书长鲁本斯 里库佩罗先生 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特别协

调员兼最不发达国家会议执行秘书 Anna Tibaijuka 女士  

 3.  Civili 先生回顾了大会第 52/187 号和第 53/182 号决议为最不发达国家会

议和机构间磋商工作确定的任务 他重申了在筹备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的过程中

机构间磋商工作发挥的重要作用 他强调需要建立有效的机构筹备工作联络点制

度 并需将筹备工作与即将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活动结合起来  

 4.  里库佩罗先生说 建立机构间磋商机制的目的是 确保充分调动联合国系

统各有关组织和机构并加以协调 以便作好会议的筹备工作和采取后续行动 最

不发达国家会议要想获得成功 就必须开展机构间合作 他回顾说 联合国秘书

长曾在 1998 年 10 月最不发达国家部长级会议上指出 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应有包

容性 应汇集各国政府 联合国 其他国际组织 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力量

专为最不发达国家制定新的发展议程 必须认真筹备会议 并须大力借鉴最不发

达国家的经验 最不发达国家会议是联合国系统的会议 除了贸易问题外 还涉

及一系列其他问题 它也是处理最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全球会议 他强调指

出 需要一开始就确保所有有关方面在各自的主管领域和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充

分参与 使众多的有关机构和人员能参与筹备工作和共同商定最后结果并承诺履

行最不发达国家会议为其确定的责任  

 5.  由于会议主题是最不发达国家可持续的社会和经济总体发展 会议实质议

程的内容很广 但为取得进展 需确定关键领域和优先事项 试图一下子解决所

有问题是不可能的 因此 各机构必须协助确定适当的优先事项  

 6.  里库佩罗先生提醒与会者注意 以前各项行动纲领成效有限的主要原因

是 有关方面并未为此提供专门资金 因此 如何从捐助方那里获得下一次最不

发达国家会议商定的新的全球行动纲领的执行资金是大家面临的重大挑战 需要

找到新的办法来调动发展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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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nna Tibaijuka 女士向会议介绍了最不发达国家会议的筹备工作 并介绍

了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的筹备工作说明 (UNCLDC/III/1 号文件 ) 她提出了几个问

题 其中提到了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预计开展筹备活动所需的资金 国家一级的

准备工作 与联合国即将开展的各类有关活动的联系 机构间磋商的频率和范

围 在各机构中指定会议筹备工作联络点的必要性 以及民间社会参与筹备工作

的性质等 她还向与会者简述了她本人最近与最不发达国家会议东道方  欧洲联

盟的磋商结果 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将于 2001 年 5 月 14 至 20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  

一 讨论与发言情况 

 8.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 各机构的代表就会议秘书长和执行秘书以及秘书处说

明中提到的各项问题发表了意见 总的说来 他们同意关于从下到上开展筹备工

作的建议 认为应在国家一级开展一整套活动 他们强调需要建立伙伴关系并促

进所有有关方面参与工作 与会者就在最不发达国家会议期间举行多次专题会议

和国别圆桌会议的建议发表了几点意见 他们特别阐述了在会议期间开展这些活

动与通常举行的国别圆桌会议和协商小组会议之间的关系 他们认为在此方面不

妨借鉴世界贸易组织于 1997 年举行的最不发达国家问题高级别会议的经验 与会

者还强调需要按照适当的顺序开展筹备活动  

 9.  与会者建议审议未列入秘书处说明的几个实质领域 如市场准入 体制改

革 与多边贸易体制接轨 和平文化 减缓自然灾害与水资源等领域 会议执行

秘书确认了与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有关的所有上述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重要性

同时还提醒与会者注意 为首先解决最关键的发展瓶颈问题作出努力和投入资源

才是既有效率又有效力的工作方式 她还提到 最不发达国家自己及其发展伙伴

将在确定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实质议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正在举行的由最不发达

国家 发展伙伴 联合国几个机构以及民间代表参加的为期二天的一次协商论坛

会议的主要目的正是如此 将向机构间会议的与会者通报这次协商会议的结果  

 10.  为确保国家一级的有效筹备工作 与会者强调了联合国驻地协调员以及

世界银行 货币基金组织 粮农组织 人口基金 气象组织 欧洲联盟以及其他

机构的实地代表的重要作用 必须尽早向驻各国的这些代表通报情况并使其充分

参与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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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开发计划署的代表指出 开发计划署的资源大多用于协助低收入国家和

最不发达国家 并重申该机构将全力确保会议筹备工作的成功 它愿与世界银行

和欧洲联盟合作 并愿资助国家一级的筹备工作  

 12.  世界银行的代表重申了对筹备工作的支持 他希望有关方面进一步澄清

国家一级在制定议程方面开展的筹备工作的性质 特别圆桌会议和专题圆桌会议

的性质和范围及其与世界银行协商小组会议和开发计划署圆桌会议之间的关系  

 13.  其他机构的代表也分别代表各自的机构表示支持会议筹备工作  

二 后续行动 

 14.  初步商定将视具体情况于 1999 年 10 月在日内瓦或纽约举行第二次机构

间会议 执行秘书将在适当时向与会者通报会议日期和地点  

 15.  请各机构尽快指定联络点 以便由联络点继续开展会议筹备活动  

 16.  会议执行秘书将与派驻实地代表的各机构磋商如何向其实地代表通报筹

备工作以及实地代表预计在筹备工作中发挥的作用  

 17.  会议执行秘书将在与各机构联络点合作的情况下确保将筹备活动与即将

在全球开展的重大活动结合起来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