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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 

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0 日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的报告 

 一. 需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或提请其注意的事项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建议，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在经

社理事会主持下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转递以下政府间商定结论和建议： 

   发展筹资成果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手段的后续落实和

评估 

1. 我们，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部长和高级别代表，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0 日出席第八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 

2. 我们表示严重关切最近的冲击可能进一步逆转或推迟到 2030 年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贫穷和最脆弱国家而言

尤其如此。我们重申决心继续加大努力，全面、及时落实《第三次发展筹资

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

协定》。1 

3. 我们在全球可持续发展前景继续演变的极具挑战性环境中举行会议。粮

食、能源和金融方面的压力加大、通货膨胀加剧、全球利率持续上升、金融

条件收紧、高负债、供应链中断、地缘政治紧张与冲突，加上气候变化、生

物多样性丧失和数字鸿沟的不利影响，加剧了许多国家除冠状病毒病

(COVID-19)疫后复苏、日益严重的饥饿、营养不良、贫困和不平等外面临的

挑战。我们注意到，全球宏观经济前景仍然非常不确定，对于许多面临日益

沉重的偿债负担和严格财政限制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前景尤其暗淡。如果不

加以解决，资金鸿沟将转化为持久的可持续发展鸿沟。 

__________________ 

 1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通过。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附件。 

https://undocs.org/ch/FCCC/CP/2015/10/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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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面对相互关联的多重全球危机，我们必须迎头而上、拥抱变革，立即采

取措施加大努力实现《2030 年议程》和《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包括为

此开展发展合作、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改革国际金融结构、加强宏观经

济政策合作并实施加速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特别是支持发展中国家。我们欢

迎秘书长为弥补可持续发展目标资金缺口所做的努力，呼吁及时在联合国进

一步讨论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刺激措施的提议，以解决债务成本高昂和债务

困扰风险上升的问题，大幅增加负担得起的长期发展筹资，并扩大对有需要

国家的应急筹资。 

   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5. 我们重申，必须确保所有国家能够越来越多地取得并公平地获取

COVID-19 疫苗、诊断工具、治疗方法和其他卫生工具。我们承诺帮助发展

中国家努力满足国家疫苗接种要求，加强国家卫生系统和卫生基础设施，提

高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能力，以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包括为此实施高

效的卫生筹资政策并开展国际卫生合作。 

6. 我们认识到为结束大流行作为全球健康公益物广泛接种 COVID-19 疫

苗在减少传播和预防严重疾病和死亡方面的作用。我们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正

在进行的讨论，内容是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如何助力增加公平分配

COVID-19 疫苗的机会。 

7. 我们欢迎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

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四届

会议的成果，包括关于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包括注重处

理损失和损害的供资安排的决定。2 

8. 我们强调保护、养护和恢复自然以及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强

调需要扩大包括公共和私人来源在内的所有来源的生物多样性资金。我们认

识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的重要性，期待

及时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阶段会议作出的决

定，特别是《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和设立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基金。 

9. 我们认识到迫切需要支持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和女童、青年、残疾人、

老年人、土著人民、当地社区、难民、流离失所者和移民，以保护所有人的

人权，确保不让任何国家或个人掉队。 

10. 我们再次承诺大规模加大努力，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

权能。我们重申需要将性别平等观念纳入主流，包括在制定和执行所有金融、

经济、环境和社会政策与方案时有针对性地采取行动和进行投资。我们还重

__________________ 

 2 见 FCCC/CP/2022/10/Add.1，第 2/CP.27 号决定；FCCC/PA/CMA/2022/10/Add.1，第 2/CMA.4 号

决定。 

https://undocs.org/ch/FCCC/CP/2022/10/Add.1
https://undocs.org/ch/FCCC/PA/CMA/2022/10/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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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需要承认和重视妇女和女童在有偿和无偿照护和家务工作中所占比例过

高的问题，并采取措施减少和重新分配这种工作。 

11. 我们回顾作出的承诺，加强社会保障制度，以减少不平等，消除贫困，

建设应对气候变化和冲击的能力，减少灾害风险，支持公正和包容性过渡，

促进公平、公正、包容和可持续的增长。我们又再次承诺提高社会保护最低

标准投资占国家预算的百分比，并扩大对所有人的社会保护，特别是对儿童

问题敏感和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保护，包括对非正规经济部门和新兴经济部

门的工人以及打算重新融入劳动力队伍的人的保护。我们表示赞赏地注意到

“促进公正转型的就业和社会保护全球行动加速器”，鼓励会员国考虑支持

其实施。 

12. 我们注意到联合国 2022 年举办的教育变革峰会，促请会员国继续增加

对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包括学前教育、青年和成人扫盲方案或举措、数

字教育、技能提高和终身学习的投资。 

13. 我们认识到包容及可持续的工业和商业发展，包括中小微型企业、可持

续基础设施发展和数字发展，可在根据国家需要和国情实现其他主要发展目

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决心扩大对包容及可持续工业发展的公共和私人

投资，同时确保工业发展政策和投资减少灾害风险并增强韧性。我们重申在

这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我们再次申明必须为发展中国家推行新一代

可持续和包容性工业政策保留政策空间。 

14. 我们重申需要以最有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方式促进优质、可靠、可

持续、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我们还

将继续探索创新平台方法，协调、扩大、引导公共和私人资金及技术援助。 

15. 我们承诺支持实施与国家自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相一致的综合性国家

筹资框架，以进一步执行《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认识到框架可促进在国

家开展工作的所有相关行为体之间的进一步协调。 

16. 我们认识到，必须满足特殊处境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冲突中和冲突后局势国家面临的多种

需求和挑战，以及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特殊挑战。 

17. 我们注意到在执行《内陆发展中国家 2014-2024 年十年维也纳行动纲领》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方面取得的进展，促请

国际社会分别利用第三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和第四次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问题国际会议的机会，确定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新的和新出现的挑战与应对挑战的方式方法以及机遇。我

们期待及时执行 2022-2031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多哈行动纲领》。 

    国内公共资源 

18. 我们认识到，国内资源首先是在各级有利环境的支持下，由经济增长创

造的。健全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政策，包括反周期财政政策、充足的财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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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各级的良好治理以及顺应人民需求的民主和透明机构，是实现我们目标

的必要条件。 

19. 我们再次承诺通过现代化、透明和累进税收制度、改善税务政策和提高

收税效率来加强税收管理能力，促请国际社会加大对各国相关技术、机构和

人员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探索将数字化作为优化税收系统效率的一个工具。

我们认识到，加强公共财政管理和预算执行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政府支出

的效益。我们再次承诺利用财政制度减少不平等现象，并使其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保持一致。我们注意到《亚的斯亚贝巴税收倡议》在促进集体行动以加

强发展中国家弥补公认的发展融资差距的能力方面所做的工作。 

20. 我们期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始进行政府间讨论，探讨如何通过评价更

多的备选方案，包括是否有可能由联合国政府间进程在充分考虑到现有国际

和多边安排的情况下制定国际税务合作框架或文书，加强国际税务合作的包

容性和有效性。在这方面，我们又期待秘书长报告的结论。 

21. 我们注意到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又注意到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包容性框架的工作。 

22. 我们鼓励加强和执行有利于性别平等的规划和预算编制进程，制定和加

强用于监测和评价性别平等成果投资的方法和工具，并重申必须收集、分析

和传播按性别分列的数据，以制定和加强循证公共政策和方案。 

23. 我们注意到执行经合组织制定的《统一报告标准》下的《金融账户涉税

信息自动交换标准》的国际动态，迄今已有 121 个管辖区承诺到 2024 年执

行标准，并注意到税务透明和信息交流问题全球论坛 166个成员发挥的作用，

使平等合作成为可能。 

24. 我们强调国际税务和金融透明度文书和机制的重要性，重点指出许多发

展中国家仍未从国际税务合作和交换税务信息文书中受益。我们呼吁及时采

用能够协助所有国家防止和打击非法资金流动的工具。 

25. 我们再次承诺防止和打击非法资金流动，加强资产返还和追回方面的国

际合作和良好做法。我们再次承诺努力铲除助长向国外转移被盗资产和非法

资金流动的避风港。我们将履行现有国际架构中规定的防止和打击一切形式

的腐败、贿赂和洗钱行为的义务，特别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规定的义务。 

   国内和国际私营企业和融资 

26. 我们强调，必须通过营造和加强有利的商业环境，发展有活力的国内私

营部门，从而以可持续和公平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7. 我们重申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探索各种政策工具，以克服利用私人投资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我们将采取措施，确保并改善中小微型企业获得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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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包括贸易融资的机会，增加中小微企业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数字经济

的参与度。 

28. 我们强调需要为促进投资以及开发后备项目和银行肯担保的项目提供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支持。我们认识到，联合国发展系统、世界银行和其他

多边机构通过现有举措在解决可持续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能力和资金缺

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我们促请联合国系统通过可持

续发展目标投资博览会、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路线图全球

试点方案和联合国全球契约等举措，推进可释放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的创新

解决方案。 

29. 我们注意到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在促进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战略性

长期投资方面发挥的作用，其中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参与的创新筹资。在这

方面，我们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目标专用债券的出现及其重要性。 

30. 我们鼓励秘书长召集的全球投资者促进可持续发展联盟加强努力，通过

具体的指导、产品和工具，协助扩大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私人融资和投资。 

31. 我们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私营部门

投资面临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是感知和实际的投资风险。我们邀请国际金融

机构和银行机构继续提高风险评级机制的透明度和分析严谨程度，注意到主

权风险评估应尽量利用优质数据和分析可有助于提供的客观和透明参数。 

32. 我们鼓励加强公司可持续性信息披露，鼓励通过更好地联结和协调盈利

能力与可持续性的法规和政策，设计支持可持续融资的政策和监管框架。制

定分类系统以及全球一致可比、透明、可追踪的可持续性评级方法，可增强

可持续投资的公信力。 

33. 我们再次关切汇款费用仍然远高于《2030 年议程》具体目标 10.c 和《亚

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规定的汇款额 3%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世界

平均汇款转账费用为 6.3%。我们再次承诺为实现这一具体目标而努力。我们

表示关切的是，代理行关系因去风险趋势而继续退化，并对低价值汇款流动

产生不利影响。我们承诺采取创新方式，利用包括数字解决方案在内的技术

突破，改善获得和使用金融服务的情况并提高其质量，以促进更快、更安全

和更便宜的移民汇款。 

   国际发展合作 

34. 我们敦促发展伙伴扩大并履行其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包括许多发达国家

作出的承诺，即实现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民总收入的 0.7%以及对最不发达

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民总收入 0.15%至 0.20%的具体目标。我们

强调，需要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赠款和高度优惠融资，并需要考虑为内陆发

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其他脆弱国家提供赠款和高度优惠融资。我

们确认，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优惠融资对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仍然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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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我们欢迎并重申国际发展合作特别是南北合作的作用，这种合作仍是可

持续发展的根本催化剂。我们认识到，南南合作是国际合作促进发展的重要

因素，是南北合作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36. 我们欢迎继续努力，提高发展合作和其他国际公共融资努力的质量、实

效和影响，包括遵循商定的发展合作实效原则。 

37. 我们强调，必须酌情将妇女和弱势群体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制定工作，并

纳入发展中国家与伙伴的发展合作战略，同时考虑到受援国的国家优先事项

和国情。 

38. 我们认识到，需要确保所需的优惠资源既能应对当前的风险，也能满足

长期发展需要，并以最弱势群体为目标。 

39. 我们认识到，在大流行疫情后，国家和国际社会应继续支持社会部门，

包括卫生、教育、社会保护和青年就业，继续支持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

与女童的权能，承认其在增强应对未来危机的韧性和做好充分准备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 

40. 我们支持改革多边开发银行的努力，鼓励这些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进

行对话。我们注意到世界银行在国家参与模式内不断发展使命、业务工作方

法和融资能力的路线图，邀请其他多边开发银行报告其应对类似挑战的努力。 

41. 我们敦促多边开发银行在其任务范围内采取行动调动和提供更多资金，

支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全球公益物所需的资金规模，包

括为此进行可持续发展和基础设施投资。我们承认这些银行在促进私人投资

方面的作用。 

42. 我们继续支持二十国集团委托对多边开发银行资本充足率框架和正在

进行的资产负债表优化工作进行的独立审查，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加大努力，

讨论并提出在其自身治理框架内执行建议的备选方案，同时保障其长期可持

续性、稳健的信用评级和优先债权人地位。 

43. 我们呼吁采取混合融资办法，更加注重对发展的影响，而不是仅注重杠

杆的数量或程度，包括注重改善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的方式。 

44. 我们敦促根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进一步努力利用官方发展援

助并发挥其催化作用，以促进扩大其他资金来源。 

45. 我们再次促请所有会员国继续就补充或不限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可持续

发展进展计量方法与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多边开发银行和区域委员会在内的

相关利益攸关方开展协商，同时考虑到现有举措，以便对国际合作采取更具

包容性的办法。 

46. 我们欢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多维脆弱性指数制定问题高级别小组的进

展，表示赞赏地注意到小组的中期报告，期待小组完成工作，我们鼓励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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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考虑将多维脆弱性，包括多维脆弱性指数可能发挥的作用，作为获得优

惠融资的标准。 

47. 我们欢迎秘书长开展摸底工作，详细说明目前向中等收入国家提供的支

持，以便考虑酌情制定一项全面的全系统应对计划，以求更好地处理可持续

发展的多维性质，并根据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定挑战和不同需求，促进可持续

发展合作以及对这些国家的协调和包容性支持。 

48. 我们回顾统计委员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7.3(从多渠道筹

集额外财政资源用于发展中国家)下的指标 17.3.1。我们将继续就官方发展援

助计量现代化和“官方可持续发展支助总量”的新计量方法举行公开、包容

和透明的讨论，我们申明任何此类计量方法都不会削弱已经作出的承诺。 

49. 我们欣见为衡量南南合作制定一个初步概念框架，这标志着南南合作衡

量工作取得突破，并欣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发挥共同管理作

用，围绕这一框架开展工作，包括在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下、在国家主导机

制的基础上开展能力建设方面的工作，承认探索用于衡量三方合作的可能备

选办法的重要性。 

50. 我们注意到即将毕业步入更高人均收入水平地位、因此可能失去获得优

惠融资机会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特别是那些极易受到冲击和其他灾害

影响的将毕业国家。 

51. 我们促请发展政策委员会适当考虑将毕业国家的具体挑战、脆弱性和发

展需求，协助这些国家制订和执行国家过渡战略。我们邀请最不发达国家和

发展伙伴酌情将毕业和平稳过渡战略纳入各自的国家发展和援助战略。 

52. 我们邀请国际社会和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在不妨碍持续支持的前提下开

展合作并调动资源和专门知识，包括为此提供资金和实物援助以及对难民收

容国、难民群体和难民原籍国的直接援助，以期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

原则，加强收容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国家和社区的能力，减轻它们的沉重负担，

同时充分尊重人道主义行动人道、独立、中立和公正的人道主义原则。 

   国际贸易推动发展 

53. 我们再次承诺促进基于规则、非歧视、开放、公正、包容、公平和透明且

以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促进切实的贸易自由化。 

54. 我们特别指出，多边贸易体系应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根据相关

国际规则和国家承诺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发展目标、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

政策空间，促进出口拉动型增长，途径包括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优惠贸易准入、

回应具体国家发展需要的有针对性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消除不符合世贸组织

协定的贸易壁垒。 

55. 我们欢迎世贸组织成员承诺致力于对组织进行必要改革，以期改进其所

有职能并有效应对全球贸易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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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我们再次呼吁确保开放市场的正常运作、全球供应链互联互通以及出于

必要目的的跨境旅行。我们将提高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和韧性，促进发展中国

家的可持续一体化。 

57. 我们将继续就关于投资、贸易和技术的多边规则和协定进行多边对话，

确保为公平竞争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58. 我们欢迎世贸组织成员同意，世界粮食计划署为人道主义目的而采购的

粮食可免除出口限制，这将有助于解决日益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问

题。我们强调，稳定的贸易流动对于紧急应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粮食、能源

和金融等多重全球危机以及对于增强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和营养至关重要。 

59. 我们促请国际社会支持依赖初级商品的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促进与它们

的合作，克服造成有碍国际贸易的结构性障碍和阻碍实现多样化的因素。 

60. 我们认识到多边开发银行和发展筹资机构在提供贸易融资方面的重要

作用，将寻找数字贸易融资机会，以帮助缩小贸易融资缺口。 

   债务和债务可持续性 

61. 我们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外债可持续性方面新的和正在出现的挑战和脆

弱性的重要性。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大约 60%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低收入

国家目前被评估为极易陷入债务困扰或已经陷入债务困扰，而近三分之一的

中等收入国家面临较高的财政危机风险。我们还感到关切的是，最贫困国家

的利息成本正在上升，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利息成本仍居高不下，而当前这

些国家正在努力应对利率上涨、复苏缓慢和信用评级下调以及持续收入亏空

的局面。需要所有债权人加强多边协调，处理不断恶化的债务状况，促进在

个案基础上协调处理受债务困扰国的债务。 

62. 我们强调，迫切需要以可预测、及时、有序、协调的方式，完成根据暂

缓偿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架提出请求的国家的债务处理。我们鼓励二

十国集团以公平全面的方式编写一份关于全球债务状况的说明，并委托对过

去和现有的债务倡议进行独立审查和评价，以期提出改进和替代办法。 

63. 我们呼吁改进国际债务机制，支持酌情进行债务审查、暂缓偿债和债务

重组，并将支助与资格扩大到所有有需要的脆弱国家。我们认识到，需要考

虑使用具体工具激励、鼓励或强制私人债权人与官方部门一道参与债务处理，

以确保债权人获得可比待遇。 

64. 我们认识到，需要找到解决近期债务脆弱性和长期债务可持续性的方案，

同时妥善考虑到多维脆弱性。我们欢迎今后就使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多维脆

弱性指数的可能性进行协商，包括在债务可持续性方面。 

65. 我们呼吁加大努力促进债务可持续性，包括为此在所有债权人和债务人

之间加强信息共享和提高透明度，同时尊重商业敏感信息，以确保在全面、

客观和可靠数据基础上开展债务可持续性评估，并扩大债务管理方面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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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我们承认，债务透明度使债务人能够更有效地管理债务，债权人能够

更好地管理风险。我们重申，债务人和债权人必须共同努力，防止和消除债

务不可持续的局面。 

66. 我们承认状态依存型债务工具可进一步加强借款人的韧性，鼓励酌情考

虑使用，以期为遭受冲击的国家提供喘息空间。我们欢迎酌情制定气候适应

型债务条款，进一步指出还可制定考虑其他灾难性外部冲击的条款。 

67. 我们注意到各国可作为最后手段，设法根据个案情况并通过现有框架谈

判达成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临时债务冻结协定，以帮助减轻债务危机的不

利影响和稳定宏观经济态势。 

68. 我们呼吁酌情扩大债务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互换，包括债务与气候和自

然的互换以及债务与粮食安全的互换，同时确认债务互换不能取代不可持续

债务情况下的更广泛债务处理办法，以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将偿债款用于可持

续发展投资。 

69. 我们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设立了全球主权债

务圆桌会议，与主要利益攸关方间应对债务挑战的其他工作流相辅相成，我

们促请国际社会加强关于主权债务的包容透明的对话和机制。 

70. 我们注意到关于基金组织附加费政策的讨论。 

   解决系统性问题 

71. 我们邀请会员国探索有效利用特别提款权的途径，如鼓励更迅速地向最

需要的国家自愿输送特别提款权，包括通过多边开发银行、基金组织的减贫

和增长信托基金以及复原力和可持续性信托基金等渠道，同时尊重相关法律

框架并维护特别提款权的储备资产性质。 

72. 我们呼吁扩大区域机制，增加危机局势中的流动性，包括为此加强区域

筹资安排。 

73. 我们呼吁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考虑在有强有力科学依据支持的情况下，

根据现有授权，一以贯之地将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因素纳入宏观审慎金融稳

定框架、金融监管和中央银行业务。 

74. 我们注意到信用评级在国际资本市场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信用评级为债

权人提供了对债务人相对违约风险的评估。信用评级机构必须确保其评级客

观、独立、具有前瞻性，并以准确的信息和健全的分析方法为基础。我们重

申需要下定决心，在监管等工作中减少对信用评级机构评估的机械依赖，需

要促进加强竞争，并采取措施避免在提供信用评级方面产生利益冲突，并注

意到会员国可能审议设立公共评级机构的可行性。 

75. 我们认识到所有国际金融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必须继续得到适当资源，

我们重申必须进行国际金融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治理改革，以适应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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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我们还支持将这一改革作为促进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大规模投

资的关键，以更好地应对全球挑战，进一步调动私营部门。 

76. 我们重申致力于加强国际金融结构的长期韧性，包括为此促进可持续资

本流动和发展当地货币资本市场。 

   科学、技术、创新和能力建设 

77. 我们承诺创造有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培养技术能力，促进包容性结构

变革。我们承认必须在所有国家推动高质量科学知识生产和机构能力发展，

以促进循证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措施。 

78. 我们欢迎金融创新和技术在增强金融普惠方面发挥作用，包括需要确保

民众和中小微型企业获得和使用金融服务并提高服务质量，同时认识到需要

应对相关挑战，特别是为受此类挑战影响尤其大的妇女而这样做，包括妇女

拥有和领导的中小微型企业。 

79. 我们注意到由于 COVID-19 大流行而进一步加快的数字金融技术的快

速发展，改变了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创造了新的数字资产生态系统。我们

认识到必须严格监测国内和全球发展，必要时审查和更新监管框架，开展跨

部门和跨国界合作，以支持适当考虑机会和风险的有利环境，确保更加平衡

地看待数字金融创新，同时仍要促进金融系统的竞争和创新。我们请联合国

系统继续通过知识共享、按照相互商定条件进行的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

发展中国家，以便更好地应对新兴数字金融技术带来的机遇、挑战和影响。 

80. 我们将加倍努力，到 2030 年提供普及、有意义和负担得起的互联网接

入，特别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请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国际社会支持进一

步行动，包括对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能培训和数字扫盲开展投资，以及建

设监管改革能力并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 

81. 我们重申需要按照双方商定的有利条件，包括减让和优惠条件，加速转让

无害环境技术。我们强调，需要为技术促进机制和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库提供充

分和足够的自愿资金，以实现《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和《2030 年议程》确

定的目标。 

82. 我们认识到强有力的双边、多边和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对改善科学、

技术和创新生态系统至关重要，承诺与产业界、金融界、学术界和民间社会

合作，推动创新，为紧迫的发展挑战找到解决方案。 

   数据、监测和后续行动 

83. 我们促请国际社会增加数据和统计方面的供资，呼吁利益攸关方共同努

力缩小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数据差距。我们将继续加强努力，收集、分析

和传播按性别、年龄、残疾状况和与国情相关的其他特点分列的相关而且可

靠的数据，以便更好地监测和决策，从而加快实现《2030 年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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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我们注意到方案问题高级别委员会超越国内生产总值核心小组就超越

国内生产总值之外的指标所做的工作，再次呼吁与包括统计委员会在内的相

关利益攸关方协商，参与联合国主导的政府间讨论，同时认识到需要促进及

时和包容性参与，以推进超越国内生产总值议程。 

85. 我们注意到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的《2023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

告》，请工作队至迟于 2024 年 2 月底发布其 2024 年报告未经编辑的预发稿。

我们又注意到蒙特雷之友小组第七次务虚会的召开。 

86. 我们请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在其下一次报告中评估发展筹资问

题国际会议《蒙特雷共识》、《发展筹资问题多哈宣言》和《亚的斯亚贝巴行

动议程》的执行进展情况，确定在实现其中的商定目标方面所遇到的障碍和

制约因素，以期为就可能召开的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所有相关问

题开展包容各方的非正式对话提供信息。 

87. 联合国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与所有相关行为体

协调，在驾驭和形成国际共识以应对非同寻常的挑战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88. 我们认识到，2023 年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亚的斯亚贝巴

行动议程》后续落实和评估的关键一年，这将使我们能够评估取得的进展，

加强雄心和行动。我们期待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

政治论坛、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3  和大会主持召开的发展筹资高级别对话，

强调在涉及可持续发展筹资的讨论中必须确保协调一致、促进互补。 

89. 我们又期待将于 2024 年举行的“未来峰会”。 

90. 我们鼓励加强联合国、国际金融机构和二十国集团之间的合作与对话。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秘书长提议为促进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更有韧性

的全球经济而召开两年一次的首脑会议。我们强调，在联合国和其他论坛就

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进行多边讨论时，必须确保包容性。 

91. 我们欢迎大会第 77/156 号决议，期待审议在 2025 年召开第四次发展筹

资问题国际会议的问题，以及大会为此次会议制定相应的方式，同时铭记以

往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承诺。 

92. 我们期待秘书长将向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提交的报告，提出与今后在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框架内进行的讨论以及关于第四次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讨论可能相关的发展筹资方面的新挑战和关键加

速因素。 

93. 我们决定，第九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将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至 25 日举行，将包括与布雷顿森林机构、世贸组织和贸发会议

举行的特别高级别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3 大会主持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https://undocs.org/ch/A/RES/7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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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背景 

2. 大会根据关于《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的第 69/313 号决议第 132 段，设立了一个普遍性、政府间组织参与的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发展筹资后续行动年度论坛。论坛的参与模式采用发展筹资问题

国际会议的模式。 

3. 在 2022 年论坛的政府间商定结论和建议(见 E/FFDF/2022/3)中，决定

2023 年论坛将采用 2019 年论坛所用的模式，2023 年论坛将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0 日举行，其间将与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举行特别高级别会议。这些模式被用于 2016年及其后各届论坛，

具体内容载于一份情况说明(E/FFDF/2016/INF/1)。 

4. 本报告载列了 2023 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的完整

开会情况。 

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编写的 2023 年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包括与布雷顿

森林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之间的特别高级别会议)的摘

要将在 A/78/93-E/2023/90 号文件中发布。 

 三. 发展筹资成果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手段的后续

落实和评估 

6. 论坛在 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0 日第 1 次至第 8 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

2(发展筹资成果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手段的后续落实和评估)。 

7. 在 4 月 17 日第 2 次会议上，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李军华介绍了

秘书长关于可持续发展筹资的说明(E/FFDF/2023/2)。 

 A. 与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之间的特

别高级别会议 

8. 论坛在 2023 年 4 月 18 日第 3 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 2 分项(a)(与布雷

顿森林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之间的特别高级别会议)。 

  与主要机构性利益攸关方的政府间机构进行互动对话 

9. 在 4 月 18 日第 3 次会议上，论坛与主要机构性利益攸关方的政府间机构代

表进行了互动对话，并听取了以下人士的发言：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拉谢扎

拉·斯托伊娃；西班牙财政秘书长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和金

融委员会代表主席 Carlos Cuerpo Caballero(通过视频链接)；世界银行集团和基金

组织发展委员会执行秘书(代表主席)Mercy Miyang Tembon；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主席 Bahtijors Hasans；世界银行集团执行董事

会资深执董 Koen Davidse；基金组织联络委员会主席 Facinet Sylla。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E/FFDF/2022/3
https://undocs.org/ch/E/FFDF/2016/INF/1
https://undocs.org/ch/A/78/93
https://undocs.org/ch/E/FFDF/2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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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同次会议上，论坛就“外债；支持发展中国家处理可持续发展目标筹资

方面的复杂危机”等专题进行了互动对话。上述对话由理事会主席担任主席，

由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执行主任 Sarah Cliffe 主持。 

  专题 1 

  外债 

11. 下列小组成员作了介绍：基金组织执行董事 Jun Mizuguchi；世界银行集团

执行董事 Parameswaran Iver；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副主席(意大利)毛里齐奥·马

萨里。 

12. 在随后的互动讨论中，古巴、印度、阿根廷、摩洛哥、巴拉圭、乍得和印

度尼西亚的代表作了发言。 

13. 具有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欧洲债务和发展网络的代表也发

了言。 

14. 基金组织中国执行董事顾问也发了言。 

  专题 2 

  支持发展中国家处理可持续发展目标筹资方面的复杂危机 

15. 下列小组成员作了介绍：世界银行集团执行董事 Ayanda Dlodlo；基金组织

执行董事 Robert Nicholl；理事会副主席(津巴布韦)Albert Ranganai Chimbindi。 

16. 基金组织执行董事马哈默德·穆辛丁也发了言。 

 B. 一般性辩论 

17. 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0 日，论坛在第 2、4、6 和 8 次会议上就议程项目 2

分项(b)(一般性辩论)进行了一般性辩论。 

18. 在 4 月 17 日第 2 次会议上，论坛听取了下列人士的发言：蒙古副总理兼

经济和发展部长 Khurelbaatar Chimed；巴拉圭外交部长 Julio César Arriola；哥

伦比亚财政和公共信贷部长 José Antonio Ocampo；塞舌尔财政部长 Naadir 

Hassan；卢旺达财政和经济规划部长 Uziel Ndagijimana；斯洛文尼亚财政部长

Klemen Boštjančič；几内亚计划与国际合作部长 Rose Pola Pricemou；巴哈马经

济事务部长 Michael Halkitis；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兼总统内阁成员琳达·托马

斯-格林菲尔德；印度尼西亚国家发展规划副部长苏哈尔索·莫诺阿尔法；菲律

宾财政部助理部长 Neil Adrian Cabiles；乍得国务秘书 Madeleine Andebeng Labeu 

Alingué；斯里兰卡财政国务部长 Shehan Semasinghe；洪都拉斯国际合作与促进

副部长 Cindy Larissa Rodriguez；马达加斯加财政部长 Andry Nirina Rajaofetra；

西班牙可持续发展政策署长 Eva del Hoyo Barbolla；葡萄牙外交事务与合作国

务秘书弗朗西斯科·安德烈；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朝晖。 

19. 在同次会议上，法国、马拉维、德国、古巴(代表 77 国集团加中国)、尼泊

尔(代表最不发达国家)、津巴布韦、南苏丹(代表非洲国家集团)、巴哈马(代表加

勒比共同体)和亚美尼亚的代表也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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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 4 月 18 日第 4 次会议上，论坛听取了以下人士的发言：多米尼加共和

国规划和公共投资部副部长 Luis Madera；智利经济和小型企业部副部长 Javiera 

Petersen；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潘金；塞拉利昂规划和经济发展

部副部长乔纳森·泰特斯-威廉；布基纳法索经济、财政与预测部长的部长级代

表 Fatoumata Bako Traoré；挪威国际发展国务秘书比约格·桑德克耶尔。 

21. 在同次会议上，下列国家的代表也发了言：赞比亚、肯尼亚、摩洛哥(代表

支持中等收入国家的观点一致国家集团)、萨摩亚(代表小岛屿国家联盟)、埃塞

俄比亚(还以包容及可持续工业发展之友小组共同主席的身份代表奥地利)、老

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东南亚国家联盟)、博茨瓦纳(代表内陆发展中国家)、阿

曼(代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埃及、孟加拉国、秘鲁、萨尔瓦多、丹麦、

卡塔尔、意大利、罗马教廷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22. 在 4 月 19 日第 6 次会议上，论坛听取了塔吉克斯坦财政部副部长 Majidi 

Yusuf 和马尔代夫财政部副部长 Mariyam Manarath Muneer 的发言。 

23. 在同次会议上，下列国家的代表也作了发言：日本、苏丹、斐济(代表太平

洋岛屿论坛)、欧洲联盟(代表其成员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纳米比亚、南非、

冰岛、突尼斯、印度、尼加拉瓜、多民族玻利维亚国、阿根廷、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卢森堡、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瑞典、巴西、马来

西亚、越南、乌拉圭和尼日利亚。 

24. 在 4 月 20 日第 8 次会议上，论坛听取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安哥拉、比

利时、柬埔寨、大韩民国、巴拿马、加拿大、墨西哥、波兰、科特迪瓦、哥斯

达黎加、缅甸和哈萨克斯坦代表的发言。 

25. 在同次会议上，国际反腐败学院观察员发了言。 

26. 同样在这次会议上，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和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代表作了发言。 

 C. 专题小组讨论 

27. 在 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0 日第 1 至 7 次会议上，论坛在议程项目 2 分项

(c)(专题小组讨论)下进行了 9 次专题小组讨论和 1 次圆桌讨论。 

  专题小组讨论 1 

  应对接踵而来的危机和投资于可持续发展：如何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 

28. 在 4 月 17 日第 1 次会议上，论坛进行了一次专题小组讨论，主题是“应对

接踵而来的危机和投资于可持续发展：如何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讨论由理事

会副主席(意大利)担任主席，由非洲经济委员会副执行秘书 Hanan Mors 主持。 

29. 下列小组成员作了介绍：哥伦比亚财政和公共信贷部长 José Antonio 

Ocampo；斯洛文尼亚财政部长 Klemen Boštjančič；欧洲联盟国际伙伴关系专员

尤塔·乌尔皮莱宁(通过视频链接)。 

30. 讨论人、第三世界网络代表 Bhumika Muchhala 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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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在随后的互动讨论中，下列国家的代表作了发言：南非、斯洛伐克、巴拉

圭、美利坚合众国、印度尼西亚、德国、塞舌尔、孟加拉国和赞比亚。 

32. 非洲联盟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 

33. 粮农组织代表也发了言。 

34. 具有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全球政策论坛、农村发展中心及欧

洲债务和发展网络的代表也作了发言。 

  专题小组讨论 2 

  重塑国际金融结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35. 同样在第 1 次会议上，论坛进行了一次关于重塑国际金融结构以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专题小组讨论，讨论由理事会副主席(意大利)担任主席，由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奇姆·施泰纳主持。 

36. 下列小组成员作了介绍：肯尼亚中央银行行长 Patrick Njoroge；联合王国

外交、联邦和发展事务部人道主义和发展司司长 Nick Dyer；欧洲全球投资银行

董事总经理 Markus Berndt；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阿马尔·巴塔恰亚。 

37. 讨论人、亚洲人民债务与发展运动代表 Mae Buenaventura 发了言。 

38. 在随后的互动讨论中，下列国家的代表作了发言：古巴、尼泊尔(代表最不

发达国家)、摩洛哥(代表支持中等收入国家的观点一致国家集团)、洪都拉斯、西

班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孟加拉国、德国、荷兰王国、加拿大和印度尼西亚。 

39. 非洲联盟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 

40. 粮农组织代表也发了言。 

41. 具有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发展协会和全球政策论坛的

代表也发了言。 

  专题小组讨论 3 

  发展合作：长期复原力和多边开发银行的作用 

42. 在第 2 次会议上，论坛进行了一次专题小组讨论，主题是“发展合作：长期

复原力和多边开发银行的作用”，讨论由理事会副主席(津巴布韦)担任主席，由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战略参与和政策整合处处长 Mariangela Parra-Lancourt 主持。 

43. 在同次会议上，论坛听取了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娜的主旨发言(预录

视频)。 

44. 下列小组成员作了介绍：葡萄牙外交事务与合作国务秘书 Francisco André；

德国国际发展政策和联合国《2030 年议程》、社会和环境转型与气候局局长

Jürgen Zattler；马拉维财政部特等秘书 Patrick Zimpita；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

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主席卡斯滕·斯陶尔；世界银行副行长兼业务政策和国

别事务局局长 Stephane Guimbert (通过视频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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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讨论人、非洲援助现实网络的代表 Vitalice Meja 发了言。 

46. 在随后的互动讨论中，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西班牙、洪都拉斯、摩洛

哥(代表支持中等收入国家的观点一致国家集团)、南非、阿根廷、菲律宾、欧洲

联盟以观察员身份(代表其成员国)、加拿大、苏丹、巴拉圭和几内亚。 

47. 非洲联盟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 

48. 粮农组织代表也发了言。 

49. 具有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非洲环境&经济正义网络基金会、

救助儿童会和弗吉尼亚戈尔德尔斯勒伊夫国际基金的代表也作了发言。 

  专题小组讨论 4 

  通过解决主权债务架构中的差距促进债务可持续性 

50. 在第 3 次会议上，论坛进行了一次关于通过解决主权债务架构中的差距促

进债务可持续性的专题小组讨论，讨论由理事会副主席(印度尼西亚)担任主席，

由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执行主任 Sarah Cliffe 主持。 

51. 在同次会议上，论坛听取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佐科·维多多的主旨发

言(预录视频)。 

52. 下列小组成员作了介绍：斯里兰卡财政国务部长 Shehan Semasinghe；塞舌

尔财政部长 Naadir Hassan；乍得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委员会主席 Abdelkerim 

Ahmadaye Bakhit；法国欧洲和外交事务部可持续发展司司长 Christophe Guilhou；

基金组织驻联合国特别代表罗伯特·鲍威尔。 

53. 非洲债务与发展论坛网络执行秘书 Jason Braganza 作了发言。 

54. 在随后的互动讨论中，尼泊尔(代表最不发达国家)、西班牙、巴拉圭、阿

根廷、加拿大、中国和菲律宾的代表发了言。 

55. 南方中心和非洲联盟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 

56. 具有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发展协会的代表也发了言。 

  专题小组讨论 5 

  对发展中国家的民间投资 

57. 在 4 月 18 日第 4 次会议上，论坛进行了一次关于对发展中国家的民间投

资的专题小组讨论，讨论由理事会主席担任主席，由欧洲投资银行行长 Werner 

Hoyer 主持。 

58. 在同次会议上，论坛听取了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的主旨发言(预录视频)。 

59. 下列小组成员作了介绍：斯威士兰财政部长 Neal Herman Rijkenberge；贸

发会议常务副秘书长佩德罗·曼努埃尔·莫雷诺；Nordea 资产管理首席执行官

Nils Bolmstrand；美国银行董事总经理兼可持续金融全球主管 Karen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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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讨论人、国际发展协会代表 Flora Sonkin 发了言。 

61. 在随后的互动讨论中，美利坚合众国、赞比亚、印度尼西亚、欧洲联盟(代

表其成员国)、伯利兹、孟加拉国和洪都拉斯的代表作了发言。 

62. 具有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信号——血清反应阳性、传播和性

别、欧洲债务和发展网络和国际发展协会的代表也发了言。 

  专题小组讨论 6 

  为可持续产业转型筹资 

63. 在 4 月 19 日第 5 次会议上，论坛进行了一次关于为可持续产业转型筹资

的专题小组讨论，讨论由理事会副主席(智利)担任主席，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副总干事邹慈勇主持。 

64. 下列小组成员作了介绍：智利经济和小型企业部副部长 Javiera Petersen；阿

塞拜疆经济部可持续发展目标首席顾问 Elnur Ibrahimov；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

分校经济学教授贾亚蒂·高希；新学校经济学系主任兼副教授 Sanjay G. Reddy。 

65. 讨论人、国际发展协会代表 Stefano Prado 也发了言。 

66. 在随后的互动讨论中，奥地利、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的代表作了发言。 

67. 非洲联盟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 

68. 第三世界网络的代表以及具有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信号——

血清反应阳性、传播和性别、国际发展协会的代表也发了言。 

  专题小组讨论 7 

  为适应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气候融资 

69. 在 4 月 19 日第 5 次会议上，论坛举行了一次关于为适应气候变化和可持

续发展目标进行气候融资的专题小组讨论，讨论由理事会主席担任主席，由助

理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纽约办事处主任利吉亚·诺罗尼亚主持。 

70. 下列小组成员作了介绍：埃及规划和经济发展部副部长 Ahmed Kamaly(通

过视频链接)；西班牙可持续发展政策局长 Eva Del Hoyo- Barbolla；加拿大创新

和气候融资局局长 Cam Do(通过视频链接)；法国开发署副署长 Marie-Hélène 

Loison (通过视频链接)。 

71. 讨论人、拉丁美洲经济和社会正义网络的代表 Carola Mejía 也发了言。 

72. 在随后的互动讨论中，下列国家的代表作了发言：尼泊尔(代表最不发达国

家)、古巴、加拿大、菲律宾、伯利兹、美利坚合众国、孟加拉国、阿根廷、巴

拉圭、印度尼西亚、赞比亚、洪都拉斯和哥伦比亚。 

73. 非洲联盟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 

74. 基金组织和粮农组织的代表也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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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具有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性别平等：公民，工作和家庭”组

织、救助儿童会和 PEAC 研究所(新泽西的一家非营利企业)的代表也发了言。 

  专题小组讨论 8 

  推进国际税务合作和处理非法资金流动，以保障和调动国内资源 

76. 在 4 月 19 日第 6 次会议上，论坛举行了一次关于推进国际税务合作和处

理非法资金流动，以保障和调动国内资源的专题小组讨论，讨论由理事会主席

担任主席，由 24 国集团秘书处主任 Iyabo Masha 主持。 

77. 在同次会议上，论坛听取了国际金融问责、透明和廉洁以利实现 2030 年

议程高级别小组共同主席 Ibrahim Mayaki 的主旨发言(预录视频)。 

78. 下列小组成员作了介绍：挪威发展事务国务秘书 Bjørg Sandkjær；加蓬促

进善治和反腐败部长 Francis Nkea Ndzigue (通过视频链接)；经合组织税务透明

和信息交流问题全球论坛秘书处负责人 Zayda Manatta；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副

主任 Katherine Baer。 

79. 来自非洲税收正义网的讨论人 Chenai Mukumba 也发了言。 

80. 在随后的互动讨论中，西班牙、巴拿马、印度尼西亚、赞比亚、埃及和南

非的代表作了发言。 

81. 国际商会和非洲联盟观察员也作了发言。 

82. 具有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欧洲债务和发展网络、国际发展协

会、亚太妇女、法律和发展论坛的代表也发了言。 

  专题小组讨论 9 

  通过多边主义、贸易和国家行动保障粮食安全 

83. 在 4 月 20 日第 7 次会议上，论坛进行了一次关于通过多边主义、贸易和

国家行动保障粮食安全的专题小组讨论，讨论由理事会副主席(智利)担任主席，

由贸发会议副秘书长佩德罗·曼努埃尔·莫雷诺主持。 

84. 在同次会议上，论坛听取了津巴布韦总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的主旨发言

(预录视频)。 

85. 下列小组成员作了介绍：乍得经济前景和国际伙伴关系国务部长

Madeleine Andebeng Labeu Alingué；美国农业部负责外国农业事务的助理副署

长兼常务主任、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政策伙伴关系主席 Allison A. Thomas；

商品共同基金总裁 Sheikh Mohammed Belal；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农业食品

经济司司长 David Laborde。 

86. 来自南部和东部非洲贸易信息和谈判研究所的讨论人 Jane Nalunga 也发

了言。 

87. 在随后的互动讨论中，巴拉圭、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的代表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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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具有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第三世界网络和塞勒希恩传教团

的代表也发了言。 

  圆桌讨论 

  综合性国家筹资框架：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筹资的国家行动 

89. 在 4 月 20 日第 7 次会议上，论坛举行了一次圆桌讨论，主题是“综合性

国家筹资框架：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筹资的国家行动”，讨论由理事会副主席(津

巴布韦)担任主席，由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处长 Shari Spiegel 主持。 

90. 在同次会议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希姆·施泰纳和主管经济和社会

事务助理秘书长纳维德·哈尼夫作了主旨发言。 

91. 下列发言人作了介绍：几内亚计划和国际合作部长 Rose Pola Pricemou；

马尔代夫财政部副部长 Mariyam Manarath Muneer；多米尼加共和国规划和公共

投资部副部长 Luis Madera Sued；印度尼西亚国家发展规划部多边筹资司长

Raden Siliwanti；瑞典国际开发企业署署长 Carin Jämtin。 

92. 以下发言人也发了言：经合组织可持续发展筹资司政策分析和战略股股长

Olivier Cattaneo；国际行动援助的代表 Luca De Fraia。 

93. 在随后的互动讨论中，西班牙和古巴的代表作了发言。 

94. 具有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太平洋岛屿协会组织、IBON 国际

基金会和国际发展协会的代表也发了言。 

 四. 通过政府间商定结论和建议 

95. 在 2023 年 4 月 20 日第 8 次会议上，论坛审议了议程项目 3(通过政府间商

定结论和建议)。 

96. 在第 8 次会议上，葡萄牙和卢旺达常驻联合国代表以政府间商定结论和建

议草案共同召集人的身份发了言，论坛收到的结论和建议草案载于

E/FFDF/2023/L.1 号文件。 

97. 在同次会议上，论坛通过了政府间商定结论和建议草案，并请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将其转交给理事会主持下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见第 1 节)。 

98. 草案通过后，哥斯达黎加(还代表哥伦比亚)、古巴(代表 77 国集团加中国)、

俄罗斯联邦、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瑞士、加拿大(还代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联盟(代表其成

员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匈牙利、尼加拉瓜、大韩民国、

日本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作了发言。 

 五. 通过报告 

99. 在 2023 年 4 月 20 日第 8 次会议上，论坛审议了议程项目 4(通过报告)。 

https://undocs.org/ch/E/FFDF/2023/L.1


E/FFDF/2023/3  

 

23-09206 20/22 

 

100.  论坛核准了报告草稿(E/FFDF/2023/L.2)，并授权理事会主席(保加利亚)在

秘书处的支持下完成报告，提交理事会。 

 六. 组织事项和其他事项 

 A. 2023 年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开幕和会期 

101.  根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第 130 至第 132 段以及 2022 年论坛政府

间商定结论和建议，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0 日在总部举行了 2023 年发展筹资

后续行动论坛。 

102.  在 4 月 17 日举行的第 1 次会议上，理事会主席宣布论坛开幕并作了发言。 

103.  在同次会议上，秘书长作了发言。 

104.  同样在这次会议上，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主席克勒希·乔鲍向论坛致辞。 

105.  同样在第 1 次会议上，论坛听取了美利坚合众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的主旨发言(预录视频)。 

 B. 议程 

106.  在第 1 次会议上，论坛通过了 E/FFDF/2023/1 号文件所载的临时议程。

议程内容如下： 

 1.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2. 发展筹资成果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手段的后续落实和

评估： 

  (a) 与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之

间的特别高级别会议； 

  (b) 一般性辩论； 

  (c) 专题小组讨论。 

 3. 通过政府间商定结论和建议。 

 4. 通过报告。 

 C. 议事规则 

107.  在 4 月 17 日第 1 次会议上，根据理事会主席(保加利亚)的提议，论坛商

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以及大会第 69/313、70/192 和 71/217 号决议

及经社理事会任何相关决定中的相关规定将适用于论坛会议，如上述议事规则与

大会决议和经社理事会决定中的相关规定之间存在任何矛盾，则优先适用后者。 

https://undocs.org/ch/E/FFDF/2023/L.2
https://undocs.org/ch/E/FFDF/2023/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A/RES/70/192
https://undocs.org/ch/A/RES/7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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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出席情况 

108.  联合国会员国及专门机构和欧洲联盟成员国的代表出席了论坛。政府间

组织和其他实体的代表、联合国系统的代表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和工商界的代表

也出席了论坛。与会者名单将作为 E/FFDF/2023/INF/1 号文件发布。 

 E. 文件 

109.  论坛文件一览表载于本报告附件。 

 F. 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的结论 

110.  在 4 月 20 日第 8 次会议上，常务副秘书长作了闭幕发言。 

111.  在同次会议上，理事会主席作了总结发言，并宣布 2023 年发展筹资后续

行动论坛闭幕。 

  

https://undocs.org/ch/E/FFDF/2023/IN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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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文件 

文号  议程项目  标题  

   
E/FFDF/2023/1 1 临时议程 

E/FFDF/2023/2 2 秘书长关于可持续发展筹资的说明 

E/FFDF/2023/L.1 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拉谢扎拉·斯托伊娃(保加利

亚)在非正式协商基础上提交的政府间商定结论和建

议草稿：发展筹资成果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执行手段的后续落实和评估 

E/FFDF/2023/L.2 4 报告草稿 

E/FFDF/2023/INF/1  参会者名单 

 

https://undocs.org/ch/E/FFDF/2023/1
https://undocs.org/ch/E/FFDF/2023/2
https://undocs.org/ch/E/FFDF/2023/L.1
https://undocs.org/ch/E/FFDF/2023/L.2
https://undocs.org/ch/E/FFDF/2023/INF/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