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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64/4 

《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基础设施发展公私营 

伙伴关系的首尔宣言》的执行情况
37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认识到  随着全球化影响与日俱增，亚洲及

太平洋区域许多国家的产出、贸易及投资正在出

现大幅增长， 

 强调 包括运输设施和服务、水、废水处理、

能源、电力供应、电信、教育、卫生及福利设施

在内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在支持发展和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认识到 基础设施及服务欠缺对生产及交易

成本以及社会及个人健康和福利的水平的消极

影响十分严重，而且正在妨碍发展努力、以及本

区域各国全面实现发展潜力， 

 认识到 基础设施需求的特点是它远远超出

了预算拨款，需要以创新方式筹集资金为基础设

施发展供资，提高基础设施运营效率，并为改善

基础设施的维护创造激励机制， 

 注意到 2007 年 10 月 2-4 日在首尔召开的

“亚洲及太平洋基础设施发展公私营伙伴关系

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基础设

施发展公私营伙伴关系的首尔宣言》， 

注意到 部长级会议表示强力支持开展区域

合作，以应对基础设施发展的各种挑战， 

 欢迎 印度尼西亚政府在部长级会议上提出

于 2009 年举办下一次两年一度的亚洲及太平洋

基础设施发展公私营伙伴关系部长级会议， 

 忆及 《联合国千年宣言》
38
 《2005 年世界

峰会成果》
39
  《可持续发展问题约翰内斯堡宣

言》
40
； 以及国际发展筹资大会通过的《蒙特雷

                                                 
37  见上文第 100-111 段。 
38  见联大第 55/2 号决议。 
39  见联大第 60/1 号决议。 
40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报告，南非约

翰内斯堡，2002 年 8 月 26 日-9 月 4 日 (联合国出版物，

销售编号：E.03.ⅡA.1 和更正，第一章，决议 1，附件)。 

共识》
41
，均支持和倡导在发展进程中利用公私

营伙伴关系这一概念， 

 重申 《联合国全球契约》人权、劳工标准、

环境和反腐败等领域十大普遍原则的重要性， 

 确信 包括公私营伙伴关系在内的多部门参

与办法可在基础设施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 

 认识到 有必要设法解决那些涉及公共及私

营部门、而且正在妨碍有效伙伴关系的发展的重

大关切问题， 

 意识到 有必要增强或创造有利于私营部门

参与基础设施及服务供应的环境，包括： 

(a) 制订一个公私营伙伴关系政策框架； 

(b) 改革立法及监管体制； 

(c) 鼓励各成员国制作相关体制机制和伙

伴关系业绩评估工具，用以促进对公私营伙伴关

系实行良好的管理； 

(d) 加强公共部门落实公私营伙伴关系的

能力。 

 确信 信息及通信技术的应用在改善公私营

伙伴关系管理方面具有相当大的潜力， 

 认识到 术语、合同、进程和程序的标准化

可减少公私营伙伴关系的交易成本，而且也是采

用信通技术及电子政务举措的前提条件， 

 注意到 某些国家在便利和推进公私营伙伴

关系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 

 赞扬 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在下述领域正在

进行的工作： 

(a) 在区域及国家一级建立全球公私营伙

伴联盟和相应的网络； 

(b) 编制相应的培训教材，用以支持政府

官员的能力建设； 

(c) 评估各国开展公私营伙伴关系准备情

                                                 
41  国际发展筹资大会报告，墨西哥蒙特雷，2002

年 3 月 18-22 日(联合国出版物，销售编号：E.02.Ⅱ.A.7)，

第一章，决议 1，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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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并为改善参与国的就绪状况制订行动计划；  

(d) 创建互联网网上培训和资源设施。 

 认识到 双边捐助方、国际金融机构及其他

组织在帮助各国通过公私营伙伴关系，充分实现

发展潜力,支持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减少贫困

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促请 各成员和准成员酌情考虑： 

(a) 在国家发展议程中优先重视基础设

施发展； 

(b) 认识到公私营伙伴关系可成为政府

发展和提供基础设施及服务努力的有效补充手

段； 

(c) 推动公私营伙伴关系在基础设施发

展中发挥作用； 

(d) 在区域、次区域、国家及地方各层

次制订和执行促进公私营伙伴关系的政策； 

2． 请 成员和准成员酌情审评和评估

其： 

(a) 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公私营伙伴关

系、部门及其他相关政策框架、以及行动计划； 

(b) 公私营伙伴就绪状态，以查明需要

政府予以解决的主要问题，从而加强公私营伙伴

关系在基础设施发展中的作用； 

(c) 实施公私营伙伴关系的进程及程

序，包括其整个存在周期的有效管理； 

(d) 总体及部门层面的公私营伙伴关系

的立法、监管和体制环境，以查明阻碍其有效执

行的障碍； 

(e) 实施公私营伙伴关系并评价其对发

展的影响的能力。 

3． 鼓励 成员和准成员酌情积极参与

区域合作举措，包括： 

(a) 参与区域联网安排； 

(b) 制订和开展教育及培训方案； 

(c) 制订和分享公私营伙伴关系项目、

统计、法律、指南、协议范本等的数据库； 

(d) 与公私营伙伴关系相关的术语、合

同、进程及程序的标准化； 

(e) 提供技术援助。 

4． 请 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国际金

融机构及其他组织、双边捐款方和联合国秘书处

相关办事处进一步提供技术援助，支持国家和区

域的能力建设，推动分享与公私营伙伴关系参与

基础设施发展相关的经验， 

5． 请 执行秘书与捐款国及发展伙伴

紧密合作： 

(a) 协助成员和准成员应对基础设施发

展挑战，开展：(一) 区域及区域间合作发展公

私营伙伴关系；(二) 组织会议和区域联网安排，

以促进经验和信息的交流； 

(b) 协助成员和准成员在相互协商的基

础上开展能力建设方案，包括公私营伙伴关系政

策框架的制定、立法和监管改革和公私营伙伴关

系的行政安排； 

(c) 应要求提供技术支持，帮助评估成

员和准成员的公私营伙伴关系就绪状态； 

(d) 定期审评通过公私营伙伴关系发展

基础设施的进展情况，并向经社会第六十九届会

议汇报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五次全体会议 

2008 年 4 月 30 日 

 

决议 64/5 

设立亚洲运输部长论坛
42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注意到 随着全球化的影响与日俱增，亚洲

及太平洋区域的许多国家在产出、贸易及投资方

面正在出现大幅增长，
 

 强调 包括基础设施、提供便利和物流在内

的有效、可靠、而且符合成本效益的运输服务在

通过提高出口竞争力和降低进口成本而推动持

续增长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42  见上文第 100-112 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