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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经社会第五十六届会议通过的决议 

 

56/1. 2000-2009 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合

作十年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亚太经社会有责任发起并参与各项措施，

推动共同行动，促进亚洲及太平洋的经济复兴与发

展，以及提高亚洲及太平洋经济活动的水平， 

 注意到本区域成员众多，需要各不相同，认为

秘书处必须突出工作方案的重点，以便支助次区域

的行动并提高次区域一级方案的效果和效率， 

 认识到在亚太经社会成员国、有关发展机构以

及有关发展框架之间采取一致的战略和开展密切

协调对于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加快经济社会

发展和扶贫具有重要意义， 

 确认需要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能力，这

是帮助缩小本区域国家间巨大的发展差距的一种

手段，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为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

在内的亚太经社会区域的各项发展方案作出的贡

献，以及其它有关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向秘书处

的这一努力提供的高度支持， 

 欢迎 2000 年 1 月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九次大湄

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方案会议发表的声明，尤其是

部长们表示决心更加积极主动地在该次区域内加

快、强化和扩大区域合作，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机关、专门机构和亚洲开

发银行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框架内向大湄公河次区

域国家的一些发展方案（其中一些是与秘书处协作

实施的）继续提供财政支助， 

 确认湄公河委员会的重要作用；该委员会正通

过其秘书处实施 1995 年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

作协定，以实现经济社会公正、环境无害的湄公河

 

1 见前文第 129 段。 

流域， 

1. 呼吁有关区域成员和准成员： 

(a) 重申通过包括湄公河委员会在内的

现有机构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发展方案的承诺； 

(b) 共同审评现有的发展战略，以便制订

更为协调和合理的方针，有效地应付全球化的挑

战，同时避免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发展工作出现重

复； 

(c) 继续密切协作，确保大湄公河次区域

的发展合作能够相辅相成地开展； 

(d) 以鼓励私营部门支持的方式制订发

展方案； 

2. 宣布“2000-2009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

合作十年”，以便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和支持，以

加紧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 

3. 要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大批准本决

议，并在全球一级鼓励支持执行本决议； 

4. 促请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及

机构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方案加强合作和增加

援助； 

5. 鼓励各捐助政府和机构、区域和国际金

融机构、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

营部门，协助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能力建设，使

它们有效地融入区域和全球经济； 

6. 要求执行秘书： 

(a) 协助筹集必要的资源，应大湄公河次

区域各发展框架的要求，在视为必要的领域，尤其

是在人力资源开发、贸易和投资、运输和通信、扶

贫及社会发展等关键领域，提供技术援助和其它方

面的援助； 

(b) 在有关各方之间召集必要的会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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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发展制订工作方案，以便在预定

时期内获得具体结果； 

7. 还要求执行秘书监测各项框架活动的总

体方案，以便向经社会年会和所有有关成员国提交

报告，并在十年结束之前每三年对方案实施情况进

行评估。 

第 10次会议 

2000年 6月 7日 

 

 

56/2. 推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人力资源开

发2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联大 1997年 12月 18日第 52/196号决议

“开发人力资源以促进发展”，其中，联大特别强

调需要开展国际合作以推进人力资源开发，并需要

共同努力支助发展中国家开发人力资源的工作， 

 又回顾经社会 1994 年 4月 13 日第 50/7号决

议“修订《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雅加达行

动计划》”，其附件载有 1994 年修订的《亚太经

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雅加达行动计划》， 

 进一步回顾经社会 1995 年 5 月 1 日第 51/2

号决议“加强亚洲及太平洋人力资源开发区域合

作”，经社会在该决议中欢迎经人力资源开发知名

人士小组审评并在秘书处主题研究报告中提出的

人力资源开发区域合作行动建议， 

 强调人力资源开发作为一项可持续的国家战

略十分重要；它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扶贫，

并有助于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的国家融入国

际经济体系， 

 确认需要加快边际化人口群体的人力资源开

发，作为改善教育、卫生和就业状况的手段， 

 又确认需要加强政府部门规划和提供人力资

源开发方案和服务的能力，尤其是为穷人和其他处

 

2 见前文第 227 段。 

境不利群体这样做的能力， 

 确认秘书处成功地实施了《亚太经社会区域人

力资源开发雅加达行动计划》第一、二和三阶段，

以及其它有关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在这一举措

上为秘书处提供的高水平的支助， 

 又确认各捐助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向秘书处

的人力资源开发方案提供的强有力的财政支助， 

1. 呼吁本区域成员和准成员： 

(a) 重申对于实施 1994年修订的《亚太

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雅加达行动计划》的承

诺； 

(b) 强化其推进人力资源开发的国家政

策的力度，重点放在对人力资源开发所有领域的投

资，包括教育和培训、卫生和营养、以及促进可持

续的民生，以增强人民在方便的环境内自力更生和

自食其力的能力； 

(c) 审评现行人力资源战略，以便制订能

更有效地对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以及知识和信息

社会的出现作出回应的新的方针； 

(d) 考虑将性别问题主流化作为促进人

力资源开发中男女平等的手段，以便纠正和消除目

前男女在获得机会和资源方面的明显差距； 

2. 鼓励捐助政府和机构、区域和国际金融

机构、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营

部门，协助发展中国家开发人力资源，建立和增强

其国家能力，使它们在不断全球化的世界里更有效

地运作； 

3. 要求执行秘书： 

(a) 继续向各成员和准成员政府在实施

1994年修订的《雅加达行动计划》方面提供支助，

并优先重视它们中最为急需的成员和准成员； 

(b) 通过以下方面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国

家能力建设：向工作在扶贫、正规和非正规教育、

增强社区地位、人口、卫生和社会服务、青年和妇

女参与发展、企业家精神和技能培养、贸易和投资

促进、工业和技术发展、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行

政和管理、以及包括因特网上网在内的信息技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