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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申对执行《2001-2010年支援 不

发达国家十年行动纲领》
47
  的承诺； 

2． 注意到 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内陆

国特别机关会议第八届会议
51
  的成果，并核准

其关于为提高能源安全开展国家间合作从而促

进 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的可持续发展

并扩大能源服务供应渠道的结论和建议； 

3． 承诺考虑成立 不发达国家、发展中

内陆国和发展中小岛国特别工作队，以制订集体

处理能源安全和供应问题的战略和措施； 

4． 请各政府、捐助国、相关联合国机关、

机构、国际组织和次区域组织、国际和区域金融

机构、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根据联合国规

则和程序，积极考虑通过财政捐助和技术合作为

本决议的执行作出积极贡献； 

5． 要求执行秘书在与联合国机关、专门

机构和在亚洲及太平洋的相关组织密切协作，

以： 

(a) 推动为 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

国和发展中小岛国的能源安全和扩大能源服务

供应渠道建立合作框架，为此： 

(i) 探索筹集预算外资源的可能

性； 

(ii) 举行 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

陆国和发展中小岛国之间的

政策对话； 

(iii) 就能源安全和扩大能源服务

供应渠道以及可再生能源的

作用问题进行政策研究； 

(iv) 尽可能与拟议设立的泛亚能

源体系等其它更广泛的能源

合作框架开展协同增效或建

立联系；  

(b) 探讨设立一个能源基础设施特别方

案的可能性，并查明 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

国和发展中小岛国使用现有的能源的 佳做法，

以支持上述的合作框架，其目的是： 

                                                 
51 见 E/ESCAP/63/18。 

(i) 加强国家能源规划和管理能

力，以提高能源部门的可持续

性； 

(ii) 推动国家间合作，就通过可再

生能源技术及其应用减少贫

困交流信息、经验和模式以及

良好做法； 

(iii) 探讨从国际捐助者和非政府

组织争取优惠条件为 不发

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发展

中小岛国推进利用现有可再

生太阳能和风能的前景； 

(iv) 将 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

国和发展中小岛国的关切纳

入有关能源贸易与合作的次

区域和区域举措的主流，使农

村人口受益； 

(c) 就本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向经社会

第六十五届会议提交报告，并将 终报告提交经

社会第六十八届会议。 

第五次全体会议 

2007 年 5 月 23 日 

 

决议 63/7 

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发展中 

小岛国的国际迁徙与发展
52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忆及国际商定的目标，包括《联合国千年宣

言》
53
  中所载的目标， 

 还忆及 2005 年世界峰会成果
54
， 确认国际

迁徙与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并认识到 不发达

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发展中小岛国的特殊需

要， 

 进一步忆及2001年7月12日联大第55/279

                                                 
52  见上文第 250-262 段。 
53  见联大 2000 年 9 月 8日第 55/2 号决议。 
54  见联大 2005 年 9 月 16 日第 60/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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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议，其中联大核准了《布鲁塞尔宣言》
55
  和

《2001-2010 年支援 不发达国家十年行动纲

领》，
56
 

 忆及联大2003年 12月23日第58/201号决

议核准了《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在发展中内陆国

和过境国过境运输合作全球新框架内处理发展

中内陆国的特殊需要》
57
， 并在 2005 年 12 月

22 日第 60/208 号决议中重申了对《阿拉木图行

动纲领》的承诺，并要求联合国系统各相关组织

确保有效执行《阿拉木图行动纲领》， 

 还忆及《进一步落实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

续发展行动纲领毛里求斯战略》，
58
 

 进一步忆及关于国际迁徙与发展问题的联

大 2006 年 12 月 20 日第 61/208 号决议， 

 还忆及联大 2005 年 12 月 22 日关于为移民

汇款提供便利并降低汇款费用的第 60/206 号决

议， 

 注意到2006年2月9-10日于贝宁科托努举

行的移民汇款问题 不发达国家部长级会议上

通过的《部长宣言》
59
， 

 注意到其2005年 5月18日第61/7号决议， 

 欢迎 2006 年 9 月 14-15 日在纽约举行的关

于国际迁徙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对话的高级

别以及广泛参与为讨论国际迁徙与发展多方面

问题提供了机会， 

 还欢迎各国政府在迁徙问题的区域和区域

间合作以及在区域协商进程(如有开展)领域正

在开展的努力，并鼓励在这些进程中酌情考虑发

展方面的问题， 

                                                 
55  A/CONF.191/13，第一章。 
56  同上，第二章。 
57  《发展中内陆国和过境国与捐助国和国际金

融及发展机构过境运输合作问题国际部长级会议报告》，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2003 年 8 月 28-29 日

(A/CONF.202/3)，附件一。 
58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执

行情况国际审评会议报告》，毛里求斯路易斯港，2005

年 1 月 10-14 日(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号 E.05.II.A.4

和更正)，第一章，决议 I，附件二。 
59  A/61/230，附件。 

 注意到由有关联合国机构和政府间组织组

成的国际迁徙(包括贩卖人口)问题区域专题工

作组关于本区域就迁徙相关方案和项目加强合

作、促进协同效应和尽可能减少重复方面所开展

的工作， 

 重申其对落实《2001-2010 年 不发达国家

十年行动纲领》
56
、 《阿拉木图行动纲领》

57
  以

及《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

动纲领毛里求斯战略》
58
  的承诺， 

 确认国际迁徙与发展之间的重要联系以及

有必要应对迁徙给原籍国、目的地国和过境国带

来的挑战和机遇，并认识到迁徙给国际社会既带

来利益也带来挑战， 

 认识到需要制订协调一致的国家扶贫发展

战略，并有效地落实推动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的政策， 

1. 敦促各成员和准成员酌情： 

(a) 查明有关方法和途径，以使国际迁

徙的发展效益 大化并减少其消

极影响； 

(b) 将国际迁徙问题纳入国家发展计

划，包括扶贫战略； 

(c) 在国际迁徙与发展领域加强国际

合作以处理迁徙的根源问题，特别是与贫困相关

的问题； 

2． 要求执行秘书与联合国各机关、专

门机构以及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相关组织进行

密切协调以： 

(a) 确保秘书处开展的活动在符合其

工作方案的同时，根据《2001-2010 年支援 不

发达国家十年行动纲领
56
、《阿拉木图行动纲

领》
57
  以及《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

持续发展行动计划毛里求斯战略》
58
， 照顾到

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发展中小岛国与迁

徙问题有关的特殊需要； 

(b) 就国际迁徙问题现有相关资料进

行分析和汇编，以便查明输出国和接收国，特别

是 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发展中小岛国

的主要趋势、新出现的问题以及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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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经社会目前的会议结构内，继续

为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提供一个对话论坛，尤其

是将重点放在输出国、过境国和接收国，以推动

就国际迁徙多方面的问题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

之间的联系以及关于向所有国际迁徙工人提供

社会保障和基本卫生服务的 佳做法开展讨论； 

(d) 与负责国际迁徙问题的相关组织

密切协作， 好于 2008 年召开一次国际迁徙与

发展问题高级别会议； 

(e) 就本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向经社

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提交报告，并向第六十八届会

议提交 后报告。 

第五次全体会议 

2007 年 5 月 23 日 

 

决议 63/8 

为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实现全民 

医疗保健开展可持续筹资
60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忆及国际商定目标， 包括《联合国千年宣

言》
61
  中所载的目标，特别是与卫生相关的发

展目标， 

 还忆及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 2005 年

9月14-16日在纽约举行的第六十届联大高级别

全体会议上通过的 《2005 年世界峰会成果文

件》
62
，  包括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肺

结核和其它卫生问题的承诺， 

进一步忆及《2005 年世界峰会成果文件》

重申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以及各国对自身发展的

首要责任对协助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

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性， 

 重申其 2004 年 4 月 28 日第 60/2 号决议和

2005 年 5 月 18 日第 61/12 号决议，并忆及 1978

年 9 月 6-12 日举行的国际初级医疗保健大会所

通过的《阿拉木图宣言》， 

                                                 
60  见上文第 96-129 段。 
61  见联大 2000 年 9 月 8日第 55/2 号决议。 
62  见联大 2005 年 9 月 16 日第 60/1 号决议。 

 注意到其2005年 5月18日第61/7号决议， 

认识到向实现全民医疗保健过渡，将有助于

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保障社会平等和改善人民

健康， 

注意到在 2005 年 11 月 30 日关于加强全球

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的联大第 60/35 号决议中，联

大请各区域委员会根据请求，酌情与成员国、私

营部门和民间社会进行公共卫生能力建设方面

的密切合作，并为减少和消除重大传染病对健康

的影响而开展区域合作， 

 忆及世界卫生大会关于可持续的卫生筹资、

全民医保和社会健康保险的 WHA58.33 号决议， 

 对本区域大量人口缺少基本医疗保健，以及

高额医疗费用可致个人贫困，增加本区域穷人和

弱势人群数量表示关切， 

 对本区域许多国家卫生部门现有的基础设

施和人力资源不足也感到关切， 

 注意到本区域许多国家需要进一步发展医

疗保健筹资和服务提供制度，从而在提供财政风

险保护机制的同时向实行全民医疗保健过渡， 

 认识到为实现全民医保，各国立法和行政机

构在卫生筹资系统进一步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以

及私营部门在提供资金和医疗保健方面的重要

性， 

 认识到，尽管遇到重大资源困难，一些国家

已采取措施增加医疗保健资金， 

 认识到，关于福利待遇的决定需要关于成本

效益的证据，以及在向实现全民医保的过渡中做

到资源使用高效率， 

 考虑到应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来选择

卫生筹资制度， 

 注意到关于通过经济增长在亚洲及太平洋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过程中发展卫生系统的报

告,
63
 

1. 敦促成员和准成员酌情： 

                                                 
63  E/ESCAP/6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