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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国家、次区域和区域范围，加快对

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的全球会议

作出的相关决定和建议采取后续行动，尤其是

第三届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布鲁赛尔宣

言》和《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10. 促进与联合国相关的机关和特别机构

进行更密切的协作和联合活动，并加强与亚太

经社会地区内外的金融机构，非联合国系统开

发机构、私营部门组织、非政府组织、捐助者

和支助国建立联系，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

资源，提高委员会处理最不发达和发展中内陆

国面临的重大发展挑战的工作效力和影响。 

11. 与经社会其他附属机关进行密切合作

和协调。 

12. 根据经社会不时提出的指示，开展涉

及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问题的其他相

关活动。 

特别机关须在其职权范围内确定某一具体

时期内应进行的工作。特别机关应说明每项工

作的预期成果，确立完成工作的时间框架并监

督其执行和效果。 

特别机关每两年开一次会，为期两天，与

经社会年会衔接举行，但与太平洋发展中岛国

特别机关错开月份召开。 

58/2.减少贫困促进可持续发展2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联合国千年宣言》中提出的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其中要求到 2015 年将生活在赤

贫中的人口比例减少一半， 

还回顾 2002 年 3 月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 

的发展筹资国际会议通过的《蒙特雷共识》中 

强调需要调动和更有效地利用财政资源，实现 

达到国际上商定目标所需的国内和国际经济条 

件，包括《千年宣言》中提出的目标，以消除 贫

困，改善社会状况和提高生活水平。 

赞赏地注意到，一些发达国家增加了官方

 

2 见上文第 214至 232 段。 

发展援助，这是为满足当务之急——达到国民

生产总值 0.7%这一联合国目标——的令人欢迎

的步骤，包括欧洲联盟承诺将官方发展援助提

高到占国民生产总值 0.39%的水平，以及美利坚

合众国在蒙特雷发展筹资国际峰会上宣布预计

其年度官方发展援助将增加 50 亿美元， 

回顾 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

环境与发展大会，特别是《里约宣言》第五条

原则和《二十一世纪议程》第三章，呼吁根除

贫困和与贫困作斗争，以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

必不可少的条件， 

重申减少贫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促进世

界和平的最重要的手段， 

认识到发展不足和由此带来的贫困会造成

环境退化，从而又反过来加剧了贫困，尤其是

由于耕作过度造成土壤的广泛退化给亚太区域

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当务之急是根

据国家计划将过度耕作的土地退耕还林和退耕

还草， 

还认识到，可持续发展包含减少贫困的内

容，这有赖于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和《蒙

特雷共识》所阐明的良政，提高穷人对于直接

影响其生活的决策的参与程度， 

进一步认识到造成贫困的根深蒂固的问题

仍未解决，而与此同时，新经济的出现和信息

通信技术革命既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扩大了数码

鸿沟，给全面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

新的障碍， 

注意到，上述问题将在于 2003 年在日内瓦

和2005年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

讨论， 

确信贫困是一种多方面的现象，涉及到复

杂和相互关联的问题，必须在经济、社会和环

境等领域采取综合全面、统筹兼顾的方针，同

时必须动员一切来源和官方发展援助，为发展

提供必要的财政援助， 

重申必须采取适当的经济社会政策，利用

有限的资源并为减少贫困创造有利的宏观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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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有必要扩大筹资途径，争取从各级政

府到私营部门为扶贫筹集资金，从而在这些利

益攸关者之间建立新型伙伴关系，不仅提供资

金，同时也提供各种手段实现繁荣， 

还强调，加强社会保护和社会安全网不仅

对缓冲全球化对弱势部门的冲击十分重要，而

且，更重要的是，能起到一种扶持战略的作用，

改善这些部门实现社会和经济融合的机会， 

1. 要求所有成员和准成员： 

(a) 支持经社会的改革，调整其工作方案，

将扶贫列为优先事项之一，并且在国

家一级应要求协助制订相关方案，将

减少贫困作为实现《千年宣言》目标

的一个关键问题； 

(b) 鼓励完整地落实《蒙特雷共识》，包

括敦促尚未达到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

民生产总值0.7%的目标的发达国家做

出具体努力争取实现这一目标，以及

实现第三次联合国援助最不发达国家

会议再次确认的发达国家给最不发达

国家的援助占其国民生产总值 0.15%

至 0.20% 的目标；鼓励发展中国家在

已取得的进步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确保有效地利用官方发展援助帮助实

现其发展目标和指标；感谢所有捐助

者的努力，赞扬官方发展援助已超过、

达到、或正在朝着既定目标不断增加

的捐助者；以及强调为实现既定目标

和指标而研究各种手段和时间框架十

分重要； 

(c) 制订适当的国内政策改善经济和社会

环境，以使有限的资源为扶贫工作发

挥最大的影响； 

2. 还要求各成员和准成员为减少贫困和 

可持续发展： 

(a) 鼓励更可持续地利用脆弱的资源,做

到根据国家计划和优先事项将过度开

垦的土地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并要

考虑到当地人口的需要和权利，争取

公众的支持和为种植替代筹集资源，

以及向采用最佳做法的当地农民提供

补偿； 

(b) 在国家和区域一级推动和采取适当的

政策，促进新经济，将亚太区域带入

数码社会，强调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

可用来作为与贫困作斗争的新工具，

开展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以及通过

电子教学等新的手段为人民提供普及

教育； 

3. 要求执行秘书： 

(a) 呼吁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针

对亚太区域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以

上、占世界穷人的多数这一事实，将

减少贫困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

措施之一，其成果为扶贫领域所有利

益攸关者所共享； 

(b) 支持联合国秘书长落实联大 2001 年

12月 21日第 56/207号决议并筹备对

《联合国消除贫困十年》(1997-2006)

取得的进展进行全面的审评，吸取过

去十年在这一领域所积累的正反两方

面的经验； 

(c) 动员和调配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内的人

力和财政资源，从而在 2003 年和以后

的年份在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中反映

出扶贫的优先地位； 

(d) 推动负责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扶贫

的亚太经社会各有关司加强协调，为

这一领域制订全面的面向行动的工作

方案； 

(e) 继续特别关心妇女、儿童、残疾人、

土著人群体、和山地及偏远地区的人

们等处境不利群体，将这种关心反映

在 2003 年工作方案的制订过程中。 

第 5 次会议 

2002 年 5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