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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各区域委员会都加强了与其

他区域组织的合作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8/46号

决议附件三要求各委员会与各自区域的其他有关机

构密切合作  

一. 欧洲经济委员会 
 

2. 多年来 欧洲经济委员会 欧洲经委会 同欧洲

安全与合作组织 欧安组织 在有关安全的经济和环

境方面的工作中不断加强合作 欧安组织由于其秘书

处规模小 因此依靠欧洲经委会的研究和分析作为其

实质性辩论的基础 欧安组织这样做也使欧洲经委会

有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其研究 报告 公约 准则和

标准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合作包括 (a) 欧洲经委

会实质参与 2000 年欧安组织年度经济论坛 在两次

主要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并就审查欧安组织成员国

的经济承诺提交一份文件 载于 1990年波恩文件

(b) 参与欧安组织为筹备其论坛定期举办的讨论会

此外 欧安组织议会与欧洲经委会合作举办了第二次

分区域合作会议 1999年 9月 南特 这次会议促

进各分区域组织就能源 环境 腐败现象以及区域各

国间社会不平衡等方面的问题交流经验  

3. 欧洲经委会与黑海经济合作组织继续在一些领

域进行密切合作 去年欧洲经委会发挥主要作用的活

动包括 1999年 3月在第比利斯举行的国际部长级圆

桌会议 21 世纪之交的黑海经济合作组织 1999

年 3月在埃时温举行的关于地方和地区政府创建企业

的作用的讨论会 1999年 4月在第比利斯举行的部长

级能源会议 1999年 4月在塞萨洛尼基举行的黑海经

济合作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会议 1999年 6月在第比

利斯和1999年11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指导委员会

关于黑海泛欧运输区发展的会议 1999年 10月在巴

库举行的关于中小型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的讨论会

2000年3月在巴库举行的关于环境保护与中小型企业

的讨论会  

4. 自 1998 年 5 月欧洲经委会与中欧倡议签署谅解

备忘录与合作协定以来 每年都在日内瓦召开一次会

议 审查不断进行的合作 并商定今后的联合活动

欧洲经委会在以下方面为中欧倡议提供咨询与合作

(a) 拟订和实施中欧倡议项目机会方法 用以投资和

提呈技术协助项目 乞今为止 已确定 120个项目

并已通过这一机制提呈给约 30个金融机构 (b) 举

办中欧倡议年度经济高峰论坛和其他重要会议 (c) 

在中小型企业 妇女企业家精神 小额资金筹措 地

产 竞争法 农业标准 能源效率 统计指标等共同

关心的领域拟订和实施各项活动 其中一些活动是在

东南欧洲重建进程的框架内开展的 包括执行中欧倡

议示范项目 为阿尔巴尼亚收留难民的地区的企业家

和家庭企业提供小额信贷  

5. 欧洲委员会与欧洲经委会的合作重点在于举办

2000年1月在日内瓦召开的欧洲经委会审查北京行动

纲要
1
 执行情况区域筹备会议 欧洲委员会提供了其

专门知识 为会议提供了实质性投入 并协助最后拟

订会议的议定结论意见  

 

二.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6.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亚太经社会 每

年召开各分区域组织和亚太经社会执行首长协商会

议 以促进各分区域之间的合作 迄今为止已选定 4

个合作领域 贸易和投资 运输和通讯 人力资源发

展和能源 出席年度会议的有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

盟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南盟 经济合作组织 南

太平洋论坛秘书处和亚太经社会负责人 下次会议定

于 2000年 6月在曼谷举行  

7. 亚太经社会正在执行项目 促进南盟区域内和分

区域间贸易 关于这个专题的第一次国家讨论会于

2000年 3月初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 其他讨论会计

划在若干会员国首都举行  

8. 1999年 11 月初 亚太经社会与南太平洋论坛一

起在斐济纳迪举办了一次讨论会 探讨加强太平洋各

岛国与东亚和东南亚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

作问题 1999年 7月初 亚太经社会/太平洋业务中

心以顾问身份参与在萨摩亚阿皮亚召开的经济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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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论坛 此外 亚太经社会/太平洋业务中心顾问

同论坛秘书处定期保持联系  

9. 亚太经社会还继续为孟加拉国 缅甸 斯

里兰卡 泰国经济合作提供支助 以促进各会员国

的社会经济进步  

10. 亚太经社会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 继续参与大湄

公分区域方案 通过促进贸易加强私营部门发展

1999年 8月 亚太经社会与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 合作 为发展中国家召开

了一次高级官员会议 讨论世贸组织今后的贸易议

程  

 

三.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1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拉加经委会 积

极努力扩大和加强同其他政府间区域组织的合作与

协调 同美洲国家组织 美洲组织 和美洲开发银行

的许多合作活动是在三方委员会的范围内开展的 三

个组织通过该委员会为设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提供技

术支助  

12. 同美洲开发银行的合作涉及社会发展 宏观经济

政策 人口 统计 水资源管理等领域的各种活动

这些活动包括由美洲开发银行为拉加经委会开展的

规范和业务活动提供财政支助 实质参与各自的会

议 包括拉加经委会会议和银行董事会议 召开联合

会议 开展联合活动以及有计划地努力改进两个机构

的工作分工  

13. 拉加经委会继续同美洲组织在加勒比分区合作

执行关于教育和中小型企业的联合项目 并同加勒比

国家联盟联合执行工作方案的各个不同方面 拉加经

委会最近同里约集团常设协商和政策协调机制签署

了一项技术支助协定  

14. 有关活动还在拉加经委会 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和

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机构间合作机制的框架内开展

包括联合召开第五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贸易政策主

管当局会议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一体化与合作秘

书处会议 在分区域一级 拉加经委会继续同中美洲

一体化体系秘书处和加勒比共同体秘书处密切合作

拉加经委会还同南锥体共同市场 南方市场 行政秘

书处进行技术合作 协助其成员国设立教育信息系

统  

15. 在能源领域 拉加经委会继续同拉丁美洲能源组

织合作执行能源与可持续发展项目 并合作召开第三

十届能源部长会议 同时为其提供技术支助  

16. 拉加经委会还同各部门的其它政府间论坛保持

接触 特别是举行技术秘书处会议 与区域各国主管

环境 矿业 能源 运输 住房和城市发展的部委讨

论问题 就矿业和能源而言 拉加经委会还与议会间

机构一起开展活动  

四. 非洲经济委员会 
 

17. 在过去一年中 非洲经济委员会 非洲经委会

加强同非洲其它区域和分区域政府间组织的合作

1999年 10月 非洲经委会与非洲统一组织 非统组

织 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工发组织 进行合作

为在塞内加尔达喀尔举行的第十四次非洲工业部长

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 非洲经委会和非统组织还合作

提供技术合作支助 帮助非洲会员国参与欧洲联盟

欧盟 与非洲 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之间关于

新的合作协定的谈判 并为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界

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和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十届贸

发大会进行筹备工作 非洲经委会和非统组织合作筹

备 1999 年 5 月在尼日利亚阿布贾举行的非洲安全

稳定 发展与合作部长级会议 泛非会议 泛非会

议的目的在于拟订一套加强该区域安全 稳定 发展

与合作的原则  

18. 非洲开发银行和非统组织是非洲经委会关于马

诺河谷各国即几内亚 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冲突后重

建与发展的倡议的合作伙伴 非洲经委会和非洲开发

银行与其它组织一起参与编写题为 非洲能否面对二

十一世纪 的出版物 非洲经委会 非统组织 非洲

开发银行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环境规划署 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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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正在合作在非洲筹备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成果的十年审查  

19. 分区域政府间组织与非洲经委会各分区域发展

中心继续加强合作 南部非洲分区域发展中心与东部

非洲分区域发展中心共同协助改组东南非洲共同市

场秘书处 这需要制定职务说明 定级 提议员额重

新分配 并拟订新的考绩制度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

市场秘书处审议了这些建议 东部和南部共同市场决

策机关通过了这些建议 南部非洲分区域发展中心还

与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以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

体 南部非洲共同体 合作 在非洲道路安全倡议的

大框架内拟订南部非洲运输和通讯委员会的南部非

洲道路安全方案框架 中部非洲分区域发展中心目前

正在提供技术协助 帮助振兴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

体 中非共同体 为了进行这项努力 中部非洲分

区域发展中心向中非共同体 11 个成员国派出了协商

访问团 协商访问的结果已提交中非共同体问题协商

委员会以及 1999 年 6 月在赤道几内亚马拉博举行的

部长理事会会议 随后 中非共同体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会议通过了一份公报 其中请非洲经委会就中部

非洲各国区域一体化机构自治供资机制编写一份研

究报告 西部非洲分区域发展中心正在同马诺河联盟

秘书处合作研究恢复联盟活力的问题 这项工作是非

洲经委会关于马诺河谷各国冲突后重建的倡议的一

个有机组成部分 拉加经委会还正在同马格里布阿拉

伯联盟 马阿联盟 合作研究欧洲联盟 马格里布

阿拉伯联盟一体化进程 并合作举办一次讨论会 探

讨马阿联盟区域财政政策的统一问题  

五.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20.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西亚经社会 在许多领域

同一些区域和分区域组织进行合作 在可持续人的发

展领域 西亚经社会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及其若干附属

机构保持长期联系 1983 年签订 1995 年延期的一

份谅解备忘录正式规定了这种联系 合作的主要领域

之一是就四次全球会议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 第四

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 社会发展问题社会首脑会议和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 人居二 的建议的区域综合后

续行动召开四次区域筹备会议 最后还就此专题举行

了一次阿拉伯会议 在举行这些会议的过程中 西亚

经社会设法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建立伙伴关系 以扩大

范围 使所有阿拉伯会员国参与 并确保采用共同方

法开展后续行动 西亚经社会还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和

联合国人口基金 人口基金 合作提供人口政策方面

的培训 以推广监测 评价指标和数据库的共同机制

在提高妇女地位方面 西亚经社会是阿拉伯国家联盟

提高妇女地位区域项目技术咨询委员会成员 该委员

会确保在该领域采取共同方针 西亚经社会 阿拉伯

国家联盟和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 生境 还合作印发

联合人类住区新闻稿  

21. 西亚经社会和阿拉伯国家联盟还在彼此会议上

提交文件 例如 西亚经社会在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阿

拉伯区域和欧洲环境与发展中心 环发中心 与环境

规划署/西亚区域办事处合作举办的关于妇女保护环

境防止污染和合理利用资源的作用的讨论会上提交

了一份关于农村妇女的作用的文件 这两个组织商定

由西亚经社会负责分发关于这个问题的指导方针并

继续协助阿拉伯国家联盟在与妇女参与保护环境的

作用有关的问题上的后续行动  

22. 在统计领域 这两个组织共同努力推广采用国际

标准 它们打算根据国际国民核算制度联合编制国民

核算词汇 阿拉伯国家联盟已着手这项工作 这两个

组织打算协同努力 联合利用资源 继续开展这项工

作 它们还合作编制题为 工业统计公报 的两年期

联合出版物  

23. 在运输领域 经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协商 调整了

西亚经社会为阿拉伯马格里布综合运输系统制订的

编号体系 以便今后使北非阿拉伯国家能参与  

24. 在自然资源与环境领域 西亚经社会与阿拉伯国

家主管环境事务部长理事会 环境部长理事会 合作

执行与 21 世纪议程
2
 有关的阿拉伯区域优先领域

项目 环境部长理事会为此目的设立了一个健全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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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西亚经社会将利用环境部长理事会在这方面的专

门知识  

25. 西亚经社会和阿拉伯湾支援联合国发展组织方

案 阿联基金 一直合作处理与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巴勒斯坦难民营户口普查有关的问题 这种

合作还包括执行由阿联基金供资的社区发展项目 该

项目首先在埃及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开始执行 然

后推广到其它国家 以期推广到黎巴嫩  

26. 西亚经社会与阿拉伯工业发展和采矿组织 工矿

组织 在工业发展领域有着长期联系 包括共同探讨

与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的问题 标准化和中小型企业的

发展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西亚经社会同工矿组织合

作举行了一次高级别会议 探讨阿拉伯国家标准化管

理和统一以及一致性评估问题 1999年 11 月 拉巴

特 以联合努力培养区域各国标准化机构的能力

国际标准化组织 标准化组织 也参与了这次会议

由于工矿组织的介入 西亚经社会能够使广大阿拉伯

国家参与活动  

27. 西亚经社会已被选为阿拉伯妇女训练研究中心

妇女训研中心 理事会成员 西亚经社会和妇女训

研中心正在联合编制方案 并拟订提高妇女地位的共

同政策方针  

28. 海湾合作委员会和西亚经社会保持密切合作 共

同在运输和电力领域建设基础设施 并为海湾合作委

员会各国建立运输数据库 西亚经社会参与了由海湾

合作委员会秘书处进行的对阿拉伯各国区域间和区

域内运输基础设施机制的评估  

29. 西亚经社会同阿拉伯区域环境与发展联合委员

会在区域一级共同推进处理环境问题方面长期保持

合作 这种合作的一个例子是两个组织共同主办了一

次西亚经社会会议 讨论阿拉伯各国订立适当环境法

律和加强执法机制的问题 1999年 6月 贝鲁特

这个问题对于该区域特别重要 因为该区域各国十分

缺乏环境法律和所需的执法机制  

30. 西亚经社会还同其它一些区域组织合作 参加彼

此的会议 并为彼此的会议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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