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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执行 后续和监测及审查安排 

(77 国集团的修正案) 

A.  执行和后续活动的主要方向  

67.  成功执行 行动纲领 目标的关键在于国家 区域和全球各级执行 后

续 监测和审查安排的有效运作 这三级后续工作的主旨是  

(a) 在国家一级 每一最不发达国家将在发展伙伴的支持下促进执行本

行动纲领 列明的行动 将其转化为国家行动纲领框架内的具体措

施  

(b) 区域一级后续行动的重点应当是最不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在区域和次

区域级的合作  

(c) 全球级后续工作应主要处理的是评估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绩

效 监测最不发达国家及其伙伴履行承诺的情况 审查国家 区域和

部门级执行和后续机制的运作情况以及对最不发达国家有影响的全球

级政策发展动态  

68.  沿上述轨道对 行动纲领 进行的后续 监测和审评应吸收所有有关利

害相关者的参与 应以前后一致和互为支持的方式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因此 应

在不同级别的后续工作之间建立起运作良好的关联 通过这些工作 还将不断使

行动纲领 中提到的行动针对新的不断变化的动态定期得到调整  

69.  行动纲领 所列目标和指标将用于审查和评价最不发达国家及其发展

伙伴履行各项承诺的绩效 除了下文所述后续机制之外 可对个别最不发达国家

及其伙伴履行承诺的情况进行独立的同级审查 作为国家 部门 区域和全球各

级后续行动的组成部分 以此便利上述绩效审查  

70.  行动纲领 的后续和监测应当有利于协调一致地贯彻执行各次全球最

高级会议和大会包括五年期审查会议的建议和承诺 以及涉及到最不发达国家的

其他主要发展协定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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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系统的作用  

71.  作为最不发达国家发展进程的长期伙伴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 包括布雷

顿森林机构 在贯彻执行本 行动纲领 方面有着特殊作用 联合国系统 包括

在实地一级的经验 专长和资源 应当适当地为这一目的服务 联合国系统各组

织 尤其是在驻地协调员体系框架内 为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按照本国优先事项将

各次主要全球会议和最高会议的目标和指标转为具体行动而正在开展的努力 为促

进切实贯彻 行动纲领 的承诺提供了一个机会 应当加强这一进程  

72.  请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及有关的多边组织继续将最不发达国家置于高度优

先地位 酌情将本 行动纲领 的规定纳入其工作方案 鼓励它们为最不发达国

家制订多年行动计划 请这些组织的执行机构在各自的主管领域内组织对于 行

动纲领 的定期部门评估 并将此种评估的结果提供给年度全球审查会议 还请

这些组织充分参与国家 区域和全球各级审查 行动纲领 的工作  

73.  请联合国秘书长在秘书处一级确保联合国所有系统的充分动员和协调

为 行动纲领 的协调执行和后续提供便利 请行政协调委员会为联合国全系统

贯彻 行动纲领 建立一种适当的机构间机制 每一联合国组织为本次大会筹备

工作建立的联络点体制可在十年期内保持活动 参与 行动纲领 执行工作的审

评和后续  

B.  国家 区域和全球各级的安排  

国家一级  

(一)  最不发达国家的安排  

 替代案文 74.  执行和贯彻 行动纲领 最为关键的方面涉及到国家一级的各

种安排 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应在各自国家行动纲领的框架内开展灾项任务 还

应与双边和多边发展伙伴合作完成这项任务 发展伙伴应以 行动纲领 和现有

的发展和合作框架为基础支持议定目标和最不发达国家制订的政策 参照每最不

发达国家对于这些长期政策框架和计划的承诺 发展伙伴将保证为这些承诺的落

实提供适足的支助 包括资金和技术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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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在有些最不发达国家 已经有就发展问题和政策开展基础广泛和兼容并

蓄的对话的国家安排 对于确保国家行动纲领的真正协商一致和本国自主来说

这些论坛至关重要 需要全力支持 其他最不发达国家应当加以仿效 发展此种

国家论坛 为筹备大会在公共和私营部门及民间社会代表的参与下建立起的国家

筹备委员会可建设成为此种论坛 国家论坛与发展伙伴密切协作 可为定期和有

系统地后续和监测个别最不发达国家及其发展伙伴在国家一级履行承诺的情况提

供讲坛 并为全球 区域和部门各级的后续提供投入  

 替代案文 76.  最不发达国家一级能否成功执行本 行动纲领 将取决于在制

订政策 监测执行和开展协调方面进行必要的分析和宣传工作的有效人员 体制

和技术能力 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制度和国别工作组 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国家级代

表以及其他双边和多边捐助方和其他发展伙伴应向各个国家发展论坛提供必要的

协作和支助  

(二)  国别审查进程  

77.  现有的国别审查机制 如世界银行的协商组和开发署的圆桌会议 应继

续是发展合作的主要协调论坛 并且在考虑到本国发展框架的同时为最不发达国

家筹集外部发展资源 这些机制应在更有系统的基础上得到加强和组织 并应覆

盖所有最不发达国家 应扩大这些机制 使所有捐助方参加进来  

 78.  国别审查进程还应支持加强宏观经济框架与部门战略之间的关联 应更

为广泛地把部门政策和战略用作协调援助的工具 国别审查进程与国家论坛之间

应具有有力的互补性  

 78 之二 .  有效协调援助是在最不发达国家政府的总体领导下尽量提高外援效

率的关键因素 应努力避免在资源调拨的定标 方案和协调方面出现相互并行的

体制 发展伙伴为落实 行动纲领 所载各项承诺提供业务模式将能确保预期为

国家级执行提供的支助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  

区域一级  

 79.  有关的各联合国区域经济委员会应与全球级和国家级后续进程密切协

调 与各次区域和区域开发银行和次区域和区域政府间组织合作 对 行动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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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的执行进展进行定期的次区域和区域监测和审查 这应为各区域内的最不发

达国家提供一次机会 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及同一区域的其他国家交流经验 争取

解决国家 次区域 区域和全球各级的共同问题  

 80.  次区域和区域级后续工作应当推动次区域和区域对策更好地考虑最不发

达国家的需要 这一工作应协助最不发达国家适当地调整贸易 金融和投资领域

的区域和次区域框架和关联 同时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质量 从而达到全球化

竞争的要求  

 81.  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应继续确保将最不发达国家的需要和问题作为现行

工作的一部分加以处理 并应以这种方式推动国家和全球级的后续进程 应注意

需要加强各区域委员会开展次区域和区域后续活动的能力  

 82.  请各区域和次区域开发银行 区域发展中国家组织和区域和次区域政府

间组织在经济分析和监测中充分注意最不发达国家的问题 需要和成就 并为全

球级的后续和审查进程提供适当投入  

全球一级  

 83.  在 行动纲领 中做出的承诺应酌情在重大全球峰会和会议的审查工作

及会后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及其最后结论中得到体现 全球一级的监测 贯彻和审

查是整个进程的组成部分 完全是对上述次区域和区域级安排的补充和支持  

 84.  与上一个 行动纲领 一样 联合国大会应在议程的一个特定项目下继

续监测新 行动纲领 的执行情况 在这方面 应在经社理事会的主持下开展联

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关于执行 行动纲领 的实质性筹备工作和对其行动加以充

分的评估和协调  

 替代案文 85.  为就执行 行动纲领 开展定期评估和适当筹备及恰当协调

应为这方面的工作酌情专门拨出经社理事会实质性年会的一部分 在这方面 大

会应考虑为此建立经社理事会中的一个第六部分  

 替代案文 86.  每一年度审查将审议 (a) 通过政府以及联合国系统的各秘书

处和政府间机构 其他相关次区域 区域和国际组织和机构报告 行动纲领 的

执行情况 贯彻 监测和评估 行动纲领 在国家 次区域 区域和全球各级的

执行进展 (b) 扶助国际合作支持 行动纲领 包括在捐助方和上述组织之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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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协调 (c) 参照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不断变化的国内外情况制订新的政策和措

施  

 86 之二 .  为有效筹备上述经社理事会高级别政府间年度会议部分 将在经社

理事会下恢复原来的最不发达国家问题政府间组织 在政府专家包括最不发达国

家的政府专家的参与下定期开会 应做出安排确保最不发达国家的专家参加该政

府间组织的会议  

 替代案文 86 之三 .  请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其他多边组织的理事机构应本 行

动纲领 纳入其工作方案和政府间进程的主流 这些组织的现有政府间进程 如

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会期委员会和世贸组织的小组委员会应继

续下去 酌情加强 尤其请贸发理事会考虑将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期委员会转为

一个常设委员会 还请这些理事机构提请经社理事会的最不发达国家问题部分注

意其各组织在执行本 行动纲领 过程中取得的进展  

 替代案文 87.  将于 2006 年召开一次联大特别会议对 行动纲领 进行一次

全面的中期审查 并考虑必要的新措施 至本十年期结束时 大会将考虑举行第

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以全面评估本 行动纲领 的执行情况 就以

后的行动作出决定  

 替代案文 88.  迫切需要以一种有效的机制支持经社理事会高级别政府间会议

和最不发达国家问题政府间组对于 行动纲领 的执行开展政府间审查和后续活

动 确保动员联合国系统的各组织及其他有关多边组织 为最不发达国家参与所

有相关论坛提供实质性支助 为此目的 请联合国秘书长在会议之后立即将现有

的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和小岛发展中国家特别协调员办事处改为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和小岛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事处  

 88 之二   还请秘书长根据第 55/214 号决议在 2002-2003 两年期方案预算草案

的单独一款中就这方面的人员和其他资源向大会提出具体建议以期向高级代表办

事处提供充分的人力和其他资源 作为眼下的措施 请秘书长确保高级代表开始

发挥职能时的资源水平相同于联大第四十六届会议批准的 1990 年代行动纲领

资源水平 联大后来的各届会议为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和小岛发展中国家特别协

调员办事处和第三次最不发达国家会议筹备工作提供的资源水平 请联合国系统

各组织向高级代表办事处借调人员以促进与国别级和部门级后续活动的有效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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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关联 促请各发展伙伴向高级代表办事处管理的最不发达国家信托基金慷慨

捐款 支持与执行 行动纲领 相关的活动 包括为从 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借

调人员提供便利 高级代表办事处将与行政协调委员会 各区域委员会 经合 /经

社事务部 开发计划署和驻地协调员制度建立密切关系 以期便利在国家 区域

和全球各级充分调动整个联合国系统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