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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 运输部门有必要对其所承负需求作

出迅速和有力的反应， 

 注意到 2006 年 11 月在大韩民国釜山所举

行的部长级运输会议表示大力支持设立亚洲运

输部长论坛，作为在各成员和准成员之间针对各

种新出现的问题推动密切协作和更频繁交往的

正式区域机制，
43
 

 忆及 其 2007 年 5 月 23 日关于执行《关于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的釜山宣言》以及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区域行动方案》第

一阶段(2007-2011 年)的 63/9 号决议；经社会

在其中请执行秘书就设立亚洲运输部长论坛，包

括其组织和举办形式，开展详细研究、并把研究

结果提交驾驭全球化委员会第四届会议以及经

社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审议， 

 注意到 驾驭全球化委员会对设立论坛表示

支持，包括关于在讨论经社会会议结构审查的同

时，对这一论坛的形式和组织结构作进一步讨论

的提议，
44
 

 相信 这一论坛可在为运输与过境的区域发

展提供战略指导，以及提高运输能力，包括推动

合作、促进区域一体化并使各国能够受益于全球

化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从而进一步协助本区域产

出、贸易和投资的增长， 

 注意到 有必要避免与诸如国际民用航空组

织和国际海事组织等现有国际组织的工作发生

重叠， 

1． 决定 设作为经社会会议结构框架内的

一个区域机制，设立亚洲运输部长论坛； 

2. 请 执行秘书： 

(a) 于 2009 年召开亚洲运输部长论坛第一

次会议，并在第一次会议决定了各次会议的间隔

时间之后，定期召开会议； 

(b) 与运输委员会协调举办论坛会议； 

(c) 确保论坛制定侧重政策的议程，以应对

运输基础设施、过境政策、提供便利、物流、区

                                                 
43  见 E/ESCAP/63/13，第 3 段。 
44  见 E/ESCAP/64/5，第 50 段。 

域间及国际运输联接、筹资和安全问题、及其在

经济、环境和社会诸方面的可持续性； 

(d) 鼓励各成员和准成员担任论坛各次会

议的东道国； 

(e) 向经社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汇报本决议

的执行情况。 

第五次全体会议 

2008 年 4 月 30 日 

 

决议 64/6 

在亚太经社会区域实现各项 

千年发展目标
45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忆及 经社会关于亚太经社会区域实现各

项千年发展目标的 2006 年 4 月 12 日第 62/1 号

决议和 2007 年 5 月 23 日第 63/4 号决议， 

赞赏地注意到 题为“未来触手可及：在亚

洲及太平洋区域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方面所

取得的进展”的报告
46
， 

欢迎 分别于 2006 年 10 月在加德满都、

2007 年 3 月在河内、以及 2007 年 7 月在比什凯

克举行的三次千年发展目标次区域论坛，其成果

为进一步加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路线图提供了

政策和执行规划方面的有效投入， 

注意到 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就扩大区域伙

伴关系，包括通过区域协作机制，来协助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方面，与现有的区域合作伙伴以及其

他联合国实体进行了讨论，  

欣见 各国、尤其是各发展中国家，为在本

区域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所做出的努力、以及

所取得的总体进展， 

对 许多国家正在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

所有具体目标而挣扎表示关切， 

认识到 为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必须建

立区域伙伴关系并为此而开展合作，同时亦有必

                                                 
45  见上文第 327-346 段。 
46  E/ESCAP/6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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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协助那些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需要得到帮助

的国家，特别是其中 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

国家和太平洋岛屿发展中国家， 

注意到 2008 年正是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

标年 2015 年的中间点， 

1. 欢迎 本区域各国，尤其是那些已在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良好进展的发展中

国家做出的努力，同时亦关切地注意到，本区域

许多国家在 2015 年实现这些目标方面仍然面临

重大挑战，并强调需要为此而做出共同的努力， 

2. 鼓励 本区域各国进一步努力争取至

2015 年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 

3. 对 现行的千年发展目标区域伙伴关

系、以及在这一伙伴关系范畴内开展的各项活动 

表示赞赏：它为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一

个稳固的区域平台； 

4. 请 执行秘书在其职权范围内、并通

过与各成员国以及联合国各实体和多边金融机

构开展密切协调，除其他外，继续开展下列各项

工作： 

(a) 加强千年发展目标区域伙伴关系； 

(b) 对亚太经社会区域实现所有总体目

标和具体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进行评估，并把进

展情况评估提交经社理事会、特别是其部长级年

度审评会议审议； 

(c) 协助本区域各国，尤其是其中 不

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太平洋岛屿发展中

国家，实现这些目标； 

(d) 进一步大力倡导实现各项千年目

标，以使之成为决策者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关

注焦点； 

5. 决定 在其第六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

程项目“亚太经社会区域的政策问题”之下纳入

一个标题为“在亚太经社会区域实现各项千年发

展目标”的分项目，并请执行秘书向该届会议提

交一份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第五次全体会议 

2008 年 4 月 30 日 
 

决议 64/7 

为 2015 年在亚太经社会区域实现 

各项千年发展目标筹措资金
47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忆及《联合国千年宣言》
48
， 

还忆及 联大2007年12月19日关于外债危

机与发展：寻找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长远解决办

法的第 62/186 号决议， 

进一步忆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7 年高

级别部分于2007年7月10日通过的部长宣言
49
, 

忆及 亚太经社会涉及在本区域实现各项千

年发展目标的 2006 年 4 月 12 日第 62/1 号决议

和 2007 年 5 月 23 日第 63/4 号决议， 

考虑到 题为“未来触手可及：在亚洲及太

平洋区域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的

报告，
50
 

强调 发展援助的质量和成效是实现各项千

年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 

还强调 有关国家政府、捐助方、联合国和

其他发展援助机构必须相互协调援助政策与行

动， 

重申 在我们共同争取经济增长、减少贫困

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一项重要的挑战是确保

必要的国内条件，以调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

内部储备、保持足够的生产投资以及加强人员能

力，并且在这一方面确认关键的任务是：改进宏

观经济政策的效率、一致性及连续性，为调动内

部资源而创造适合的环境，提高生产率，减少资

本外流，鼓励私营部门以及吸引并且有效利用国

际投资和援助；同时亦确认应当在国际社会的支

持下创造这种环境。 

强调 债务可持续性对于支撑增长至关重

要，强调债务可持续性对于实现包括千年发展目

                                                 
47  上文第 327-347 段。 
48 见联大第 55/2 号决议。 
49  联大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3

号及更正（A/62/3 和 Corr.1），第三章，第 C 节。 
50  E/ESCAP/6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