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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全球化、经济安全和发展， 

1. 重申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作为联

合国系统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主要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心的地位； 

2. 要求执行秘书 

(a)  继续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做详细的分

析，尤其是金融市场的作用，并向各成员和准成员

提出各种选择方案供它们酌情用作对各自相关国

家政策制定工作的投入，以确保吸引私人资本的稳

定流入： 

(b)  继续研究危机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尤

其是注意减轻处境不利群体的苦难； 

(c)  就各成员和准成员为处理危机的影

响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加强信息交流； 

(d)  研究就本区域各国金融和经济形势

建立信息交流和早期警报系统区域机制的可能性，

重点放在危机预防和减少国家对经济和金融动荡

的脆弱性。研究应包括： 

（i） 检查现有相关机制或各国际和区域

组织正在酝酿中的机制； 

（ii）分析由成员国提供的信息的内容、数

据质量和频率； 

（iii）为今后行动提出建议，包括区域如何

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它多边

实体的全球监测和监督方案的方式

方法，并进行补充而不是去重复多边

金融机构已作的努力； 

(e)  特别重视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发展中岛

国、以及转型经济体的影响，向其提供适当的咨

询服务和技术援助； 

(f)  在进行本决议提及的分析和研究过

程中同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及其它有关国际和区

域机构开展的合作。 

3. 进一步要求执行秘书就本决议执行情况

向经社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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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为解决 2000 年问题加强合作和对亚

太区域各国的支助3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忆及经社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在审议工作时，曾

对计算机和埋入芯片的 2000 年(Y2K)问题可能造

成所预见的混乱表示极度的关切，促请各政府将这

一问题的解决列为高度优先，鼓励各成员交流解决

此问题的经验，并要求秘书处推动这类区域合作， 

 还忆及联大 1998年 6 月 26 日第 52/233 号决

议和 1998年 12月 7日第 53/86号决议，两个决议

的标题均为“计算机 2000 年日期转换问题的全球

影响”，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8 年 7 月 31

日第 1998/45 号决议“解决 2000 年计算机调时问

题拟议准则”， 

 认识到政府、商界和各组织的有效运作会受到

Y2K问题的威胁，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可能会消极地影响社会各关键部门基本服务的提

供，其中包括电力、电信、金融、交通运输和医疗

卫生， 

 注意到秘书处、其它联合国组织和成员政府的

宣传工作尽管并不能解决问题，但有助于在各国对

Y2K问题开展强有力的补救工作和应对努力， 

 赞赏地注意到关于 Y2K 问题的技术资料非常

丰富，其中包括 1998年 6月亚太统计所/亚太经社

会讲习班的文件和会议纪要，以及存在着世界银行

2000年赠款等资助机制， 

 注意到来自亚太区域17个经济体的2000年问

题协调员及其代表于 1999年 3 月 1-3 日在马尼拉

开会，在第二次全球 2000 年问题最高级会议上讨

论各国对 Y2K问题的准备情况，并就信息交流、跨

国界 Y2K 问题的合作、连续性规划和反应制订计

划， 

 强调鉴于这一问题的最后期限不可变更，以及

本区域内各国目前的准备状况，需要采取进一步有

 

3  见前文第 25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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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行动以解决这一问题， 

 强调尽管各政府和私营、公营及国际组织须采

取协调努力以解决 Y2K问题，但 Y2K兼容及补救行

动的首要责任在于每一个受影响的组织最高管理

阶层， 

 还注意到高质量的公众信息是解决 Y2K 问题

的强有力工具， 

 认识到各经济体日益相互依存以及计算机系

统的互联性要求在区域和全球各级采取协调一致

的行动， 

1. 赞赏菲律宾于 1999 年 3 月在马尼拉主办

第二次全球 2000 年问题最高级会议，以促进信息

技术的国际合作； 

2. 促请所有成员和准成员尽早采取有效行

动，使各国能够达到最高水平的 Y2K兼容──不仅

为其自身利益，而且也为尽可能减轻 Y2K对其它国

家关键部门的消极影响； 

3. 呼吁各成员和准成员实行公开透露政策，

就 Y2K准备情况、最佳做法、所吸取的教训、计算

机内的埋入系统、Y2K的成败，加强跨越国界的信

息交流； 

4. 呼吁所有成员和准成员开展区域和全球

合作，以确保对 2000 年的挑战作出及时有效的反

应，以共同努力解决这一问题对全球造成的威胁； 

5. 促请所有成员国加快对其自身系统进行

补救，以确保基本基础设施服务不至中断，采用公

众信息渠道，敦促私营部门实现 Y2K兼容，并透露

其准备状况，制订应急计划，以解决公营和私营部

门可能产生的大规模故障； 

6. 呼吁所有有关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政

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及其它民间团体加强并联

合其努力，支助区域和国家 Y2K工作； 

7. 呼吁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其它多边

组织审查并提高对各国和区域 Y2K 工作的联合支

助水平； 

8. 要求执行秘书直至第五十七届会议，每年

向经社会汇报各成员和准成员解决 Y2K 问题所取

得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 

9. 进一步要求执行秘书为以下寻求预算外

资源： 

(a)  密切监测实际和潜在资助来源，以

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和

转型经济体)努力的解决 2000 年问题，并向成员

和准成员传播这类资助可能性的有关信息； 

(b)  在 2000年 1月 1日之前、期间和之

后通过包括使用因特网继续推动各成员和准成员

交流解决 Y2K 问题的国家经验，并交流现有信息

和专门知识； 

(c)  同所有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政

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充分协作，推动向解决

Y2K 问题有困难的各成员和准成员提供支助和技

术援助； 

(d)  在 1999 年 9 月 30 日前查明各联合

国机关和专门机构主管领域内本区域的 Y2K 准备

状况。 

第 11次会议 

1999年 4月 28日 

 

 

 

55/4. 走向为所有年龄层次的社会：亚洲及

太平洋老龄问题澳门宣言和行动计

划4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联大 1992年 10月 16日第 47/5号决议，

其附件载有《老龄问题宣言》，其中大会决定庆祝

1999年为国际老年人年； 

 还回顾联大 1995年 12月 21日第 50/141号决

议“国际老年人年：走向为所有年龄层次的社会”，

其中大会请各区域委员会在其现行权限范围内，牢

记老年人年的目标，于 1998年和 1999 年召开区域

会议以庆祝老年人年，并拟定二十一世纪老龄问题

行动计划； 

 

4  见前文第 191 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