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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届会议  
 
 
 

  请求在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一个补充项目 
 
 

  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 
 
 

  2011 年 8 月 10 日柬埔寨、日本、尼泊尔、菲律宾、大韩民国和越南常

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等下列签署人谨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4 条请求在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议

程内列入一个题为“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的补充项目。  

 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于 2000 年 9 月在马尼拉发起，目的是在亚洲主流执政党

和反对党间建立政治合作的桥梁和互惠互利的网络。在第一个十年间，亚洲政党

国际会议的成员数和影响力稳步增长。截至 2011 年 5 月，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

成员数已达到亚洲 52 个国家和 1 个领土内的 340 多个符合资格的政党。在 2008

年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党常设会议建立兄弟般的联系与合作后，亚洲政党国际

会议还一直努力与其他各大洲特别是非洲的政党拓展联系。  

 到目前为止，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已举行了六次大会——地点分别在马尼拉

(2000 年)、曼谷(2002 年)、北京(2004 年)、首尔(2006 年)、阿斯塔纳(2009 年)、

金边(2010 年)。这些大会汇集了亚洲大陆最杰出的政治领导人，以寻找在一个更

加和平、更加民主和更加繁荣的亚洲共存的途径。由 18 个国家的 18 个主要政党

组成的常设委员会自 2004 年以来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亚洲政党国际会议自

2008 年以来还组织了数次特别会议，讨论亚洲的关键问题——例如最大限度地减

少政治腐败(2008 年，首尔)、加强国家能力(2009 年，加德满都)、减轻大规模

贫穷(2010 年，昆明)和应对自然灾害(2011 年，吉隆坡)。  

 亚洲政党国际会议自成立以来，一直是联合国及其活动的坚定支持者。于

2006 年 9 月通过的该组织章程的序言第一段宣明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明确恪守《联

合国宪章》各项原则和目标。参加 2010 年 12 月在金边举行的第六次大会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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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一致通过了一项宣言，支持争取在联合国大会的观察员地位的努力。亚洲政

党国际会议还与联合国其他会员国政府向着同一个目标的联合举措进行协调。  

 我们相信，亚洲政党国际会议能够在建立联合国与亚洲以及今后与拉丁美洲

和非洲这三个新兴民主国家大洲的政党间的合作方面发挥重大作用，途径包括汇

集并向联合国系统传递富有多样性的各国人民在地方、国家和大陆等所有层面政

治辩论和讨论中表达的意见，促进人们对在联合国达成的国际协定的认识、赞同

和支持，以及就联合国为应对关键的全球性挑战而采取的行动建立国际共识。此

外，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可以为新兴民主国家的政党提供支持，并提高其能力，以

便在地方和国家一级就需在联合国开展国际合作的事项履行立法和监督职能。  

 附上关于该项目的解释性备忘录(附件一)和决议草案(附件二)。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柬埔寨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 

西谷沙(签名) 西田恒夫(签名) 

  

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菲律宾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吉安·钱德拉·阿查里亚(签名) 利夫兰·卡瓦克图兰(签名) 

  

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金塾(签名) 黎怀忠(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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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解释性备忘录  
 
 

  历史背景  
 

 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由亚洲 46 个政党领导人于 2000 年 9 月在马尼拉发起，目

的是在亚洲主流执政党和反对党间建立政治合作的桥梁和互惠互利的网络。在第

一个十年间，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成员数和影响力稳步增长。截至 2011 年 5 月

底，国际会议的成员数已达到亚洲 52 个国家和 1 个领土内的 340 多个符合资格

的政党。 

 到目前为止，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已成功举行了六次大会，地点分别在马尼拉

(2000 年)、曼谷(2002 年)、北京(2004 年)、首尔(2006 年)、阿斯塔纳(2009 年)、

金边(2010 年)。这些大会汇集了该区域的政治领导人，以交流意见，相互沟通，

并且有助于加强亚洲国家之间的团结，推动亚洲朝着稳定和繁荣的道路前进。  

 由 18 个国家的 18 个主要政党组成的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常设委员会自 2004

年以来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亚洲政党国际会议自 2008 年 5 月以来还每年组

织特别会议，讨论亚洲的关键问题——例如最大限度地减少政治腐败、加强国家

能力、减轻大规模贫穷和有效应对自然灾害。 

宗旨  

 于 2006 年 9 月举行的第四次大会通过的《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章程》第 1 条

规定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目标如下：  

 (a) 促进亚洲各种意识形态政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b) 加强本区域各国人民和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c) 通过政党的独特作用和渠道促进区域合作；  

 (d) 为本区域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创造环境。  

组织结构  

成员  

 《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章程》第 2 条规定，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应对所在国家

为联合国会员国且在各自国家的议会中有民选议员的亚洲各政党开放”。2006 年

6 月常设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商定，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中的各政党发出邀请，

以努力使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活动更具包容性和更能代表在该区域存在的多样

性。2008 年 11 月常设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进一步商定，对受邀参加亚洲政党国际

会议今后活动的亚洲政党适用两项资格标准：(1) 政党在其议会选举产生的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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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 1%以上；(2) 经国家选举委员会核证和确认，政党在最近的议会选举中赢得

超过 1%的选票。  

 根据这些标准，截至 2011 年 5 月底在亚洲 52 个国家和 1 个领土中有 341 个

政党有资格参加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活动。  

大会  

 根据《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章程》第 4 条，每两年在成员间轮流举行一次大会，

除非常设委员会另有决定。原则上，大会在下半年举行，为期三个工作日，由开

幕会议、全体会议和专题委员会会议、常设委员会批准的特定主题特别研讨会和

闭幕会议组成。  

常设委员会  

 根据《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章程》第 9 和 10 条，成立了一个由 18 个国家的 18

个成员的代表组成的常设委员会。常设委员会成员任期为两年，从一次大会结束

时开始到下一次大会结束时为止。常设委员会负责就组织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各

种会议包括大会和特别会议的问题以及关于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其他活动和方案

的其他问题作出决定和规定程序。  

 目前，常设委员会由 18 个国家的 18 个主要政党的代表组成，这些国家代表

亚洲不同次区域，即中亚、东北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和大洋洲，委员会自 2004

年以来每年举行两次以上会议。  

秘书处  

 根据 2009 年 3 月常设委员会第 10 次会议一致作出并经 2009 年 9 月第 5 次

大会认可的决定，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常设秘书处在首尔成立。  

 《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章程》第 12 条规定，秘书处履行的职能除其他外包括

(1) 维护和更新政党名单和官方网站；(2) 为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成员提供必要

的信息和协助；(3) 与其他国际或区域组织建立联系，促进合作。  

经费筹措  

 《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章程》第 8 条规定，主办大会的政党应承担大会的主要

费用。主要费用包括后勤安排，即会议设施、国内交通等。主要费用应不包括往

返大会举办地的国际交通费用等。为举行大会的目的，主办大会的政党可寻求亚

洲政党国际会议和其他组织的成员提供自愿捐助。  

 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活动，即大会、常设委员会会议和特别会议，原则上由

主办此类活动的政党提供经费，主办方通常负担组织会议的费用和为参加会议的

政党数量有限的代表提供最低限度的当地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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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3 月常设委员会第 10 次会议商定，履行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秘书处职

能的预算和人员最初应由东道国提供。会议还商定，常设委员会将继续讨论有关

秘书处的预算和人员的问题。2010 年以来，汉城的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提供资金，

支持秘书处的一部分活动。其他行政预算，包括办公室维护和人事费用，由私人

捐款负担。  

活动  

大会 

 到目前为止，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已经举行 6 次大会。第一次于 2000 年 9 月

在马尼拉举行，来自 26 个国家的 46 个政党的代表参加，第二次于 2002 年 11 月

在曼谷举行，来自 35 个国家的 77 个政党参加，第三次于 2004 年 9 月在北京举

行，来自 35 个国家的 81 个政党参加，第四次于 2006 年 9 月在首尔举行，来自

36 个国家的 92 个政党参加，第五次于 2009 年 9 月在阿斯塔纳举行，来自 33 个

国家的 63 个政党参加，第六次于 2010 年 12 月在金边举行，来自 36 个国家的 90

个政党参加。  

 这些大会汇集了亚洲大陆最杰出的政治领导人，以寻找在一个更加和平、更

加民主和更加繁荣的亚洲共存的途径。  

特别会议  

 还召开了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成员的特别会议和研讨会，讨论该区域面临的主

要挑战，诸如预防政治腐败、加强国家能力、减轻贫穷和应对自然灾害。亚洲政

党国际会议正在准备于 2011 年 9 月在中国主办另一次特别会议，讨论与减轻贫

穷有关的问题。  

  与其他组织的关系  
 

 最近，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一直试图拓展与世界其他区域的联系。2009 年 7

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党常设会议成功举行了第一次联席

会议。在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党常设会议建立兄弟般的联系和合作后，亚洲政

党国际会议一直努力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党常设会议协调，拓展与非洲政党的

联系，以期在不久的将来组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政党的第一次三方会议。  

 在这方面，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不仅将在亚洲建立一个亚洲共同体的必然运动

中，而且将在建立一个更加和平和繁荣的世界的全球努力中，发挥关键和持续作

用。  

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特点  

 虽然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本身不是一个政府间组织，但联合国会员国应考虑到

其法律地位方面的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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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在性质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向所有政党开放，无

论其政治倾向如何；  

 (b) 参加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活动的政党或者负责组建各自国家的政府和决

定其大部分政策，或者有资格组建未来的政府，这取决于选举的结果；  

 (c) 亚洲政党国际会议还将其在地方、国家和大陆各级的政治辩论结果送交

联合国系统，比如在举行关于千年发展目标问题的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前两个

月，提交了 2010 年 7 月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特别会议在昆明通过的《关于扶贫事

业的昆明倡议》；  

 (d) 此外，近年来，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与其他区域即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政党

密切合作，以期形成政党的全球论坛，并且在拉丁美洲，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一直

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党常设会议举行年度联合会议，以协调其增进联合国目标

的活动。  

寻求亚洲政党国际会议观察员地位的原因  

 亚洲政党国际会议自成立以来，一直是联合国及其活动的坚定支持者。于

2006 年 9 月通过的《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章程》序言第一段宣明亚洲政党国际会议

明确恪守《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和目标。参加 2010 年 12 月在金边举行的第六

次大会的政党代表一致通过了一项宣言，支持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争取在联合国大

会的观察员地位的努力。 

 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不仅将在亚洲建立一个亚洲共同体的必然运动中，而且将

在建立一个更加和平和繁荣的世界的全球努力中，发挥关键和持续作用。 

 亚洲政党国际会议还能在建立联合国与亚洲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三个新

兴民主国家大洲的政党间的合作方面发挥重大作用，领域包括： 

 (a) 汇集并向联合国系统传递富有多样性的亚洲各国人民在地方、国家和大

陆等所有层面政治辩论和讨论中表达的意见； 

 (b) 促进普通民众对在联合国和通过联合国方案达成的国际协定的认识、赞

同和支持； 

 (c) 就联合国为应对关键的全球性挑战而采取的行动建立国际共识； 

 (d) 为新兴民主国家的政党提供支持——提高其能力，以便在地方和国家一

级就需在联合国开展国际合作的事项履行立法和监督职能。 

 此外，联合国秘书长一直发送录像致词给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所有主要方

案，包括分别在阿斯塔纳和金边举行的第 5 和 6 次大会开幕会议以及亚洲政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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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会议在昆明举行的扶贫特别会议，并为各次会议主要议题的审议提供了宝贵意

见和指导。  

 关于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更详细信息，包括秘书处地址、常设委员会主席团

成员和成员，见其网站 www.theicap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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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决议草案  
 
 

  给予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大会观察员地位  
 
 

 大会，  

 希望促进联合国与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之间的合作，  

 1. 决定邀请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届会和工作； 

 2.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行动执行本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