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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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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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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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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记联大 1998年 12月 9日第 53/109号决议，

其中大会敦促将老年人问题酌情纳入联合国工作

以及国家社会经济方案和计划的主流； 

 回顾经社会 1998年 4月 22日第 54/5号决议，

其中要求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召开一次区域会议，

以制定亚洲及太平洋老龄问题行动计划，并于

2000 年向经社会汇报行动计划的执行进展情况，

以及为实现行动计划所载目标和指标提出进一步

行动建议和计划； 

 铭记《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社会发展问

题世界首脑会议《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根宣言和行

动纲领》、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行动纲领》、第

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和《亚

太经社会区域社会发展行动议程》； 

 确认需要提高人口迅速老龄化对本区域所有

社会构成的挑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的认识，为保护

老年人制定政策框架，推动他们为社会作贡献，并

将其纳入发展主流； 

 赞赏地注意到本区域各国成功启动了《国际老

年人年》，正在为促进老年人年主题“走向为所有

年龄层次的社会”而开展活动，以及为制订或加强

国家老年人政策作出努力； 

 还铭记有必要使老年妇女参与发展，将性别方

面纳入老年人年的筹备过程，以及加强家庭作为老

年人赡养的传统提供者的作用； 

1. 批准亚洲及太平洋老龄问题行动计划区

域会议于 1998年 10月 1日通过的《亚洲及太平洋

老龄问题澳门宣言和行动计划》； 

2. 促请所有成员和准成员尽早采取有效行

动实施《行动计划》，并继续全面支持落实联大关

于老年人的相关区域授权和决议； 

3. 呼吁那些尚未建立国家老龄问题机制的

成员和准成员建立并加强这种机制，以便使其能够

协调国际老年人年的庆祝活动并根据老年人的需

要和愿望以及遵照本地传统及其环境，为老龄化及

有关问题确定有具体时限的目标； 

4. 促请成员和准成员注意处于严重贫困状

态中的老年人，并使他们能按照国家优先次序取得

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 

5. 还呼吁各阶层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和私

人组织协助有效实施《澳门宣言和行动计划》以及

各自的国家老年人行动计划； 

6. 赞赏地注意到媒体在筹备和宣传老年人

年方面所发挥的宝贵作用，并鼓励媒体本着言论自

由的精神为老年人塑造不落俗套的形象； 

7. 欢迎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有关联合

国机关和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其

它民间团体及传媒为老年人采取的举措及开展的

活动，包括宣传、联网、制定针对老年人的政策和

方案、以及支持区域和国家为庆祝老年人年所作的

努力； 

8. 要求执行秘书 

(a)  为立即实施《行动计划》向成员和准

成员提供全面支持和援助，包括提供技术援助，就

老龄问题制定有具体时限的国家目标、指标和政

策，以及协调区域和次区域活动； 

(b)  就老年人年的开展情况以及《行动计

划》的执行进展情况于 2000年向经社会提出报告，

并在同成员和准成员磋商的基础上，为实现《行动

计划》所载目标和指标提出进一步行动建议和计

划； 

(c)  每五年向经社会汇报一次对《行动计

划》执行情况的审评和评估； 

(d)  在开展老年人年纪念活动过程中，牢

记老年人年的宗旨和目标，继续向成员和准成员及

其它行动者提供支助和技术援助，并考虑如何加强

国家和区域为老年人采取的举措； 

(e)  继续促进交流国家经验和信息，并收

集、分析和传播关于老年人的数据、出版物和其它

资料，包括在现有的可利用的资源范围内利用因特

网、电子设施和其它手段。 

第 11次会议 

1999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