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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届会议 

 

 

  请求在第七十一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一个增列项目 
 

 

  给予国际商会大会观察员地位 
 

 

  2016 年 9 月 9 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依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154 条，请求在第七十一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一个增列

项目，题为“给予国际商会大会观察员地位”。 

 依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20 条，随信附上一份支持上述请求的解释性备忘录(见

附件一)和一项决议草案(见附件二)。 

 请将此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弗朗索瓦·德拉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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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解释性备忘录 
 

历史背景 

 国际商会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1919 年，创始人是一群自称为“和平

商人”的工业家、金融家和贸易家。国际商会首任主席、前法国商业部长艾蒂安·克

莱芒泰尔在巴黎创建国际秘书处。国际商会从一开始就担任商界对各国政府和政

府间组织的代言人。国际商会自 1920 年起便由国际联盟认可参加会议，并参加

了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国际联盟召开的大部分经济会议。到 1922 年初，国联

经济局秘书处开始将国际商会当作商界代表与之进行咨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商会再次确认建立一个政府间机构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并全力支持联合国的发展。1946 年，联合国成立一年之后，国际商会获

得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全面咨商地位。 

 国际商会早在创建之初便坚信贸易是促进和平的巨大动力，其根本使命是推

进开放性国际贸易和投资系统，增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特别是

使各国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 

 今天，国际商会是一个全球商界组织，一个以全球各区域所有部门企业的名

义发出有权威声音的代表性机构。它汇聚了 120 多个国家成千上万的会员公司和

协会。 

 国际商会的三项主要活动是：制定规则、倡导政策、提供仲裁。鉴于其会员

公司和协会本身参与国际商业活动，因此国际商会在制定约束企业跨境行为的规

则方面拥有无与伦比的权威。尽管这些规则属于自愿性规则，但它们每天在成千

上万的商业往来中获得遵守，已成为国际贸易和商务结构的一部分。国际商会还

向商界提供各种基本服务，其中首要者为国际商会国际仲裁法院这一世界领先的

商业纠纷仲裁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另一项服务由世界商会联合会这一国际商会的

全球商会网络提供，内容是推动全世界商会开展互动和交流最佳做法。通过这一

网络，发展中地区成千上万的企业得以使用一个全球性平台。 

 从国际商会会员中选出的企业领导人和专家就广泛的贸易和投资政策问题

以及重大全球问题制定商界立场。其中许多问题关乎联合国发展议程之本，包括：

贸易和投资政策；贸易融资；金融监管；反腐败；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信息和

通信技术；环境、绿色增长和获得能源；商业法及营销道德。国际商会在联合国

会议、8 国集团会议以及最近的 20 国集团会议等各种全球场合阐述这些政策立场。 

 国际商会自成立以来一直积极参与联合国活动，过去十年来更日益作为积极

的伙伴，配合各国政府协助联合国实现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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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和结构 

 国际商会的结构类似于联合国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其世界理事会相当于联合

国大会，其巴黎总部设有常设国际秘书处，为 90 多个国家的国家委员会制定和

执行政策提供支持和专门知识。 

国家委员会 

 国际商会代表 120 个国家的私营部门。90 个国家(包括 43 个发展中国家和 9

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会员设立了正式的国际商会国家委员会，作为国际总部与

国际商会会员在其各自管辖范围内联络的常设机构。各国家委员会推动政府当局、

行政部门和其他机构采纳并执行国际商会的政策。它们努力倡导应用国际商会制

定的规则、准则、统一商业用语和做法。国家委员会除提供本国国际商会会员和

商界所需的服务和信息外，还致力于征求、制定和倡导商界的看法，并就影响本

地商界的重要事项和观点向国际商会总部提出意见。大约 40 个国家没有国家委

员会，那里的企业和商会及职业协会等组织作为直接会员加入国际商会。国家委

员会确保国际商会在向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出的政策建议中考虑到本国商界

所关切的事项。 

国际秘书处 

 国际商会国际秘书处位于巴黎，是国际商会的业务部门。它编制和落实国际

商会的工作方案，并就直接影响全世界私营部门的问题向政府和政府间组织提出

商界的观点。国际秘书处由世界理事会选出的秘书长主持。 

世界理事会 

 国际商会的最高理事机构为世界理事会，与联合国大会相似，由所有国家委

员会的代表组成。世界理事会每年在国际商会年度大会期间举行会议，确保国际

商会章程和准则得到执行，并行使授予它的所有权利。世界理事会的决定由各代

表团和代理人以多数票作出。世界理事会选举包括主席和副主席在内的国际商会

最高官员，任期分别为两年。主席、副主席和名誉主席(上一任主席)担负本组织

最高级别的业务领导责任。 

执行局 

 执行局由 27 名高级企业领导人组成，负责国际商会的战略指导工作。执行

局成员由世界理事会选出。执行局每年举行四次会议，监督国际商会战略优先事

项的制定及其政策的执行。国际商会在 2012 年 6 月的会议上得以使巴西、中国、

印度、俄罗斯联邦、南非进入执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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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联合国各部、各厅、方案、基金和机构的关系 

 1946 年，国际商会获得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全面咨商地位。国际商会在其长久

的历史上一直坚定支持联合国的使命和目标。如今，国际商会在纽约设有常驻联

合国联络处，确保更有效地进行咨商。 

 可证明私营部门对联合国工作的参与日益增强的是，大会自 2000 年以来通

过了 6 项题为“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的决议，确认利益攸关方特别是私营部门的

贡献(第 64/223、62/211、60/215、58/129、56/76 和 55/215 号决议)。联合国秘书

长为了给大会关于伙伴关系问题的辩论提供投入，自 2000 年以来每两年发表一

次关于“加强联合国与所有相关伙伴特别是与私营部门的合作”的报告，说明当

前全系统努力增进私营部门合作以实现联合国目标的情况。 

 联合国的许多工作都关系到私营部门，包括：促进和平与安全；在贸易法、

货运、航空、电信、邮政和统计学等广泛领域制定规范和准则；解决脆弱性、贫

穷、环境退化和社会冲突问题。此外，会员国也日益认识到私营部门是创新和经

济增长的活跃要素。所有这些工作都被视为有助于为商业和发展提供稳定和有利

的框架。国际商会与联合国保持长久持续的关系，通过各国家委员会和 14 个政

策委员会与联合国下述各部、各厅、机构、方案和基金开展协作。 

国际商会支持联合国在可持续发展、环境、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工作 

 国际商会通过其环境和能源委员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临时

秘书处相关事务中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届会上担任商界协调中心。国际商会作为

商界和工业界代表团的领导者，负责准备和协调在政府间会议上的集体参与行动，

并以代表团的名义参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举行的多

利益攸关方对话。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前夕，国际商会与促进可持

续发展世界商业理事会和联合国全球契约合作，共同组成了促进可持续发展企业

行动这一商界和工业界的官方联合国协调机制，其作用是确保在持发大会上和筹

备过程中听取商界的声音。促进可持续发展企业行动的最终目标是增强里约+20

对可持续和包容性市场的总体贡献，并促进商界、政府、民间社会、消费者等利

益攸关方为实现绿色增长采取联合行动。 

国际商会支持联合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工作 

 国际商会通过其电子商务、信息技术和电信委员会协调商界为国际电信联盟

2003 年所举行的联合国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提供投入。2006 年，国际商会创

立商界支持信息社会行动这一举措，旨在使公众、各国政府、民间社会、政府间

组织和技术界进一步认识到商界在为深入发展信息社会方面所作的贡献。国际商

会及上述举措的成员积极参与因特网治理论坛的活动、公开磋商和筹备工作。他

们还每年向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提交书面材料，并作为观察员积极参加该

委员会的届会。自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与发展联盟成立以来，国际商会的会员、

http://undocs.org/ch/A/RES/64/223
http://undocs.org/ch/A/RES/62/211
http://undocs.org/ch/A/RES/60/215
http://undocs.org/ch/A/RES/58/129
http://undocs.org/ch/A/RES/56/76
http://undocs.org/ch/A/RES/5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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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秘书长、秘书处工作人员和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均参与其工作，担任指导委员

会和战略委员会成员，并让其使用国际商会的全球商业专家网络。 

国际商会支持全球契约 

 1999 年，国际商会欣见联合国秘书长在达沃斯启动全球契约，并承诺协助其

执行工作。今天，国际商会担任全球商界在全球契约的集体代言人。2005 年通过

全球契约治理框架后，国际商会秘书长获任命为全球契约理事会成员，并亲自定

期参加理事会会议。国际商会还在反腐败和环保这两个关键领域加强了与全球契

约办公室的工作关系。 

国际商会支持联合国在发展筹资领域的工作 

 国际商会积极促进商界参与发展筹资进程。由国际商会常驻联合国代表担任

主席的商界指导委员会曾率领 200 多名商界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 2008 年 11

月在多哈举行的审查蒙特雷共识执行情况的发展筹资问题后续国际会议。该指导

委员会还主办一次大型会前活动(第二届国际商界论坛)。该活动的主题是私营部

门调动资源促进金融稳定与发展，其成果再次确认了私营部门的承诺。 

国际商会支持联合国在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作 

 国际商会积极参与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高级代表办公室 2011 年 5 月 9 日至 13 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四届联

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联合国副秘书长谢克·西迪·迪亚拉任命国际商会

常驻联合国代表担任私营部门指导委员会成员和全球商业伙伴关系论坛小组委

员会主席，负责在会议期间举办 30 多个私营部门会外活动。共有 500 多名商界

领导人参与活动，以增强私营部门投资的作用，并动员商界参与实现发展目标的

工作。国际商会秘书长让-盖·卡里埃在该次会议的投资与伙伴关系问题高级别

会议上发言，强调发展中国家间提高贸易自由化程度，特别是协助获得贸易融资，

对最不发达国家具有潜在好处。他还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秘书长

素帕猜·巴尼巴滴共同主持了投资咨询理事会第九届会议。贸发会议和国际商会

于 2001 年创建投资咨询理事会，为政府官员和商界经理人员提供一个平台，以

讨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从中获得好处的实际途径。该理事会在私营部门的最后

发言中建议：承诺促进增长和提供机会；支持创业和私营企业；建立有利的业务

环境；增强国内市场和资本形成；投资于基础设施、连通性和劳动力发展；鼓励

外国投资；增进国际贸易；加强伙伴关系；国际社会进行参与。最后，第四届最

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成果文件还强调私营部门协助最不发达国家从该类别毕业

具有重要意义。国际商会继续参与后续会议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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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会支持联合国知识产权领域的工作 

 国际商会知识产权委员会成员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组织)有着十分

密切的合作关系，出席其所有会议，并通过提交文件、口头参与和在日内瓦与参

加知识产权组织各进程的政府代表举行会议等方式提供投入。国际商会还踊跃参

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工作，被商界和公约秘书处及各国政府代表团确认为商界代

表团在公约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谈判中的唯一协调人。 

国际商会支持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工作 

 国际商会不断支持秘书长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问题特别代表约

翰·鲁格执行其任务，具体形式包括国际商会多次撰文，就秘书长特别代表制订

和确立企业人权责任标准的努力阐述全球商界的观点。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国

际商会与国际雇主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工商业咨询委员会共同就商界在

治理薄弱地区发挥作用问题编写了一份文件。近年来，特别代表及其工作人员经

常应邀向国际商会企业责任问题工作机关发表讲话。国际商会还参与联合国人权

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举行的多利益攸关方磋商。 

大会 

 国际商会一向出席和参加与大会开幕式相关联的高级别活动。2010 年，国际

商会主席在大会千年发展目标问题高级别全体会议上发言，国际商会积极参与了

所有私营部门论坛活动。 

结论：国际商会申请观察员地位的理由 

 近几十年来，世界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增高。各国政府，即使是富国、强国

的政府，都无法单枪匹马解决紧迫的全球、区域和国家挑战，例如气候变化、快

速城市化和人口变化、环境、粮食安全、金融危机、不平等现象加重、获得能源

等挑战。要解决这些挑战，就必须在联合国等政府间论坛增强多边和多利益攸关

方合作，以补充各国政府的行动，确定协同增效措施，并通过战略性和综合方式

解决问题。国际商会感到鼓舞的是，联合国发挥平台作用，让商界建设性地参与

上述努力，并促进利益攸关方展开广泛对话，调动资源，提高认识，采取必要支

助措施，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开展这些活动，以应对这些复杂问题。国际商会长

期以权威身份参与国际决策，其网络遍及全世界，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在联合国

大会担任全球商界的代表。国际商会与全球会员进行广泛磋商，其在联合国发表

的意见拥有特殊的权威与合法性。虽然采取关键行动的主要责任应由各国政府承

担，但解决上述挑战需要社会所有行为者展开伙伴合作，作出协调一致努力，最

大限度实现共同目标，增进共同利益。最近政治和经济上的变化促使和增强了寻

求协作方式的努力。商界是这些新方式的重要参与方，热切希望与各国政府、学

术界、民间社会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共同利用资源和分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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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联合国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越来越认识到商界在贸易、投资、

融资促进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因此各国政府与私营部门关系的重要性也日益

增强。为推进联合国的目标，一些资源往往具有关键作用，包括知识、专门知识、

获取途径、普及范围，而私营部门能够调动这些资源。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就

必须有一个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和创造财富的强大私营部门。为利用和增进私营部

门投资增加所带来的好处，正在鼓励各国政府更直接地与商界合作，确定妨碍投

资的原因和解决之道，加强政府创造利商环境的能力，并发展中小型企业。第四

届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通过《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其中强调外国投

资和私营部门在协助千千万万人脱贫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个有活力、基础广泛、运作良好和为社会负责的私营部门是增加投资和贸

易、改善就业和创新的宝贵工具，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并消除贫穷，而且能够推动

工业化和结构转型。因此，私营部门是最不发达国家实现持续、有包容性和公平

的经济增长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给予国际商会大会观察员地位，将增进联合国、其会员国与全球商界的关系，

并进一步加强现有的包容性合作方式。 

 国际商会申请获得观察员地位并在大会代表商界发表意见，是其以世界贸易

促进和平与繁荣这一历史使命的组成部分。成立国际商会就是为了发挥这一作用。

国际商会在两次灾难性世界大战后令人钦佩地发挥了这一作用。大会是一个至关

重要的协调中心，在此国际商会能够调动世界各地各种规模企业和商业组织在决

策方面的专门知识。国际商会获得大会观察员地位后，将大幅度增强其代表商界

向国际社会发表意见、协助就所有全球性挑战开展公众讨论的能力。国际商会承

诺进一步加强联合国与国际私营部门的关系，并促进当前为实现全球经济和社会

发展所作的协作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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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决议草案 
 

给予国际商会观察员地位 

 大会， 

 希望促进联合国与国际商会之间的合作， 

 1. 决定邀请国际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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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