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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2000 年 6 月 7 日经社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第 10 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

员会年度报告，报告所涉时间为 1999 年 4 月 29 日至 2000 年 6 月 7 日。 

 

第一章 
 

要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或提请其注意的问题 

 

A．要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采取行动的问题 

修订经社会职权范围 

2. 经社会在第五十六届会议第一次会议上

通过了下列决议草案，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

行动。 

 将格鲁吉亚列入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
委员会职权范围第 2和第 3 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注意到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建议将格鲁吉亚纳入经社会地理范围及接纳格鲁

吉亚为经社会成员， 

“1. 同意经社会关于格鲁吉亚被纳入亚

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地理范围并被接纳为

经社会成员的建议； 

 “2. 决定对经社会职权范围第 2 和第 3

段进行相应修改。” 

 
2000-2009年大湄公河次区域 

开发合作十年 

3. 经社会第 10 次会议通过了第 56/1 号决议

“2000-2009 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合作十年”，

经社会在第 2 段中宣布“2000-2009 年大湄公河次

区域开发合作十年”，以便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和

支持，以加紧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以

及在第 3 段中“要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大批准

本决议，并在全球一级鼓励支持执行本决议。” 

B．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注意的决议 

56/1.  2000-2009 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合作十年 

56/2.  推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力资源开发 

56/3.  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区

域合作 

56/4.  促进小岛国实现可持续的能源未来 

56/5.  经社会执行秘书艾德里亚努斯 •穆伊先生

即将退休 

 

第二章 
 

经社会自第五十四届会议以来的工作 
 

Ａ．附属机构的活动 

 3. 在审查期内，下列附属机构举行了会议：

区域经济合作委员会、环境与自然资源开发委员

会、城乡地区扶贫社会经济措施委员会、运输、通

信、旅游事业和基础设施发展委员会、统计委员会、

和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特别机关。各次会

议的日期、主席团名单和报告文号见本报告附件

三。这些机构提交经社会的报告载有其讨论情况、

所达成的协议和做出的决定。 

Ｂ．其它活动 

 4. 经社会 1998-1999 年工作方案下 1998 日

历年出版的出版物、举行的会议和提供的咨询服务

的清单见本报告附件五。正如文件 E/ESCAP/1145

所报告的，这些活动尽可能采用了技合方式。 

Ｃ．与其它联合国方案的关系 

 5. 秘书处与联合国总部保持了密切、经常的

联系，并就共同关心的项目与有关部门以及与其它

区域委员会的秘书处进行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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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经社会第五十六届会议 

 

A．出席情况和工作安排 

7. 经社会第五十六届会议于 2000年 6月 1-7

日在曼谷联合国会议中心举行。 

8. 下列成员和准成员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澳大利亚 荷兰 

孟加拉国 新西兰 

不丹 巴基斯坦 

文莱达鲁萨兰国 巴布亚新几内亚 

柬埔寨 菲律宾 

中国 大韩民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 

萨摩亚 

斐济 新加坡 

法国 斯里兰卡 

印度 泰国 

印度尼西亚 土耳其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图瓦卢 

日本 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 

哈萨克斯坦 美利坚合众国 

基里巴斯 乌兹别克斯坦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瓦努阿图 

马来西亚 越南 

马尔代夫 库克群岛 

蒙古 中国香港 

缅甸 中国澳门 

尼泊尔 新喀里多尼亚 

9. 根据经社会议事规则第 3 条，阿根廷、奥

地利、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捷克共和国、德

国、匈牙利、以色列、意大利、科威特、摩洛哥、

巴拿马、罗马尼亚和南非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瑞士

代表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860(XXXII)号决议

出席了会议。教廷代表按理事会第 244(LXIII)号决

议出席了会议。 

10. 下列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贸发

会议/世贸组织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

书处、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

合国艾滋病联合方案。 

11. 下列专门机构的代表以顾问身份出席了

会议：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

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万

国邮政联盟、国际电信联盟、世界气象组织、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12. 下列政府间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会

议：亚洲清算联盟、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及太平洋

椰子共同体、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心、亚洲生产力

组织、亚太邮政联盟、亚太电信共同体、亚洲再保

险公司、东南亚国家联盟、东亚和东南亚沿海和近

海地球科学方案协调委员会、论坛秘书处、国际移

徙组织、国际胡椒共同体、湄公河委员会、南亚区

域合作联盟、南亚环境合作方案、台风委员会秘书

处、气象组织/亚太经社会热带旋风小组。 

13. 下列具有一般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

观察员出席了会议：亚洲议员人口与发展论坛、协

助老龄人国际、国际自由工会联盟、国际社会福利

理事会、ATD 第四世界国际运动、国际标准化组

织、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世界退伍军人联合会；

下列具有特别咨商地位组织的观察员也出席了会

议：巴布教国际联合会、残疾人国际协会、预防吸

毒和滥用毒品非政府组织国际联合会、国际铁路联

盟、泛太平洋和东南亚妇女协会、人类住区管理地

方当局区域网、世界中小型企业协会。 

14. SIRA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一位代表也出

席了会议。 

15. 与会者名单见文件ESCAP(LVI)/INF.1/Rev.2。 

16. 根据议事规则第13条，经社会选出Kamal 

Kharrazi 先生阁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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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根据以往的惯例，经社会决定选举下列代

表团团长为副主席：Abdul Jalil 先生阁下(孟加拉

国)、Pehin Dato Ahmad Wally Skinner 先生阁下(文

莱达鲁萨兰国)、Khy Tainglim 先生阁下(柬埔寨)、

张业遂先生阁下(中国)、Omar Abdullah 先生阁下

(印度)、Alwi Shihab 博士阁下(印度尼西亚)、Tatsuo 

Arima 博士阁下(日本)、Phongsavath Boupha 先生阁

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Bernard Giluk Dompok

先生阁下(马来西亚)、Ibrahim Hussain Zaki 先生阁

下(马尔代夫)、Nyamosor Tuya 夫人阁下(蒙古)、

Nawid Ahsan 先生阁下(巴基斯坦)、Edgardo J. 

Angara 先生阁下(菲律宾)、Ban Ki-moon 先生阁下

(大韩民国)、Zainul Abidin Rasheed 先生阁下(新加

坡)、Kingsley T. Wickramaratne(斯里兰卡)、Surin 

Pitsuwan 先生阁下(泰国)、James Bule(瓦努阿图)。 

18. 本届会议的高级官员会议段分三个全体

委员会审议了议程项目 1-4 和 6-13。第一全体委员

会选出 Adi Litia Samanunu Q.T. Cakobau 女士(斐济)

为主席，Halimah Abdullah 女士(马来西亚)和 Ufuk 

Ekici 先生(土耳其)为副主席。第二全体委员会选出

Karunatilaka Amunugama 先生(斯里兰卡)为主席，

Paul Tighe 先生(澳大利亚)和 Meita Beiabure 先生

(基里巴斯)为副主席。第三全体委员会选出 Kim 

Kyung-keun 先生 (大韩民国 )为主席，Dambyn 

Gankhuyag 先生(蒙古)和 Hira Lal Singh Dongol 先

生(尼泊尔)为副主席。 

19. 经社会还设立了一个决议草案工作组，由

Charivat Santaputra 先生(泰国)担任席，审议会议期

间提交的决议草案。B.V. Smirnov 先生(俄罗斯联邦)

和 Robert Bosscher 先生(荷兰)当选为工作组副主

席。 

20. 根据议事规则第 12 条，由代理主席和副

主席组成的全权证书委员会审查了所有代表的全

权证书，认为所有代表的全权证书均符合规定。 

B．议程 

21. 经社会通过了以下议程： 

1. 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通过议程 (E/ESCAP/L.142，E/ESCAP 

/L.143 和 Corr.1)。 

4. 经社会成员资格(E/ESCAP/1156)。 

5. 亚太经社会区域的政策问题： 

(a) 最近的经济和社会动态所涉影

响(E/ESCAP/1157)； 

(b) 在二十一世纪通过全球化和伙

伴关系实现发展：将发展中国家

和转型经济体公正、平等地纳入

国际贸易体系的亚太观点

(E/ESCAP/1158)。 

6. 经社会第 53/1 号决议“改革经社会会

议结构”执行情况(E/ESCAP/1159)。 

7. 区域一级新出现的问题和动态： 

(a) 区 域 经 济 合 作

(E/ESCAP/1160-1162 ，

E/ESCAP/1163 和 Corr.1 ，

E/ESCAP/1164，和 Corr.1)； 

(b) 环 境 和 自 然 资 源 开 发

(E/ESCAP/1165-1166 ，

E/ESCAP/1167 和 Corr.1 ，

E/ESCAP/1168 和 Corr.1)； 

(c) 城乡地区扶贫社会经济措施

(E/ESCAP/1169 和 Corr.1 ，

E/ESCAP/1170-1177)； 

(d) 运输、通信、旅游事业和基础设

施发展(E/ESCAP/1178-1180); 

(e) 统计(E/ESCAP/1181-1183)； 

(f) 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

发展中岛国(E/ESCAP/1184)。 

8. 方案规划： 

(a) 亚太经社会 2002-2005 年中期

计划草案(E/ESCAP/1185/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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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998-1999 年两年期工作方案执行情

况报告(E/ESCAP/1186 和 Corr.1)； 

(c) 2000-2001 年 方 案 更 改 建 议

(E/ESCAP/1187)； 

(d) 2000 年 4 月-2001 年 3 月会议和培训

项目暂定日历(E/ESCAP/1188)。 

9. 亚太经社会技术合作活动及宣布捐款意向

(E/ESCAP/1189 和 Corr.1)。 

10. 区 域 政 府 间 机 关 的 报 告

(E/ESCAP/1190-1194)。 

11. 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

询委员会的活动(E/ESCAP/1195 和 Add.1

和 2)。 

12. 经社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日期、地点和任

何 其 它 有 关 议 题 (E/ESCAP/1196 和

Corr.1)。 

13. 其它事项。 

14. 通过经社会报告。 

C．会议纪要 

22. 第五十五届会议主席 Nyamosor Tuya 女

士阁下 (蒙古 )宣布会议开幕。泰国总理 Chuan 

Leekpai 先生阁下致开幕词。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

宣读了联合国秘书长的贺电并致词。 

泰国总理的开幕词 

23. 泰国总理代表泰国政府和人民对所有与

会者表示热烈欢迎。 

24. 亚太区域正在迅速复苏，并正在重新取得

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区域的地位。预计这一趋势将继

续下去。这一快于预期的迅速转变并不一定意味着

改革议程已经完成。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应付，以确

保复苏进程得以持久。在这方面，尽量增加全球化

的好处并尽量减少其消极影响的能力取决于加强

国家能力。继续进行房地产和金融部门的改革、促

进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良治以及加强社会发展，这些

方面至关重要。 

25. 从这场危机吸取的的教训是：本区域各国

在失业、贫困和赤贫突然出现时措手不及。需要加

强社会保障体系和安全网方案。泰国政府在对付危

机的过程中将社会和人类发展列为其最高优先。因

此，经社会在将社会保障和安全网方案列入其议程

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受到赞扬。 

26. 区域和国际合作对于预防或减轻未来的

类似危机也是至关重要的。泰国支持关于建立新的

国际金融结构的倡议，并赞同关于经济和金融监测

和监督的建议，这不仅是为了提供一个早期预警系

统，而且是为了协助各政府预先规划从而采取必要

的步骤克服区域和全球两级的不稳定因素。 

27. 要维持全球增长，就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公

平、平等地融入国际贸易体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有助于产生双赢局面。2000

年2月在曼谷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次

会议(贸发十大)重申了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因此，

本届会议的主题“在 21 世纪通过全球化和伙伴关

系实现发展：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公正、平

等地纳入国际贸易体系的亚太观点”是及时的，值

得称道的。 

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的发言 

28. 执行秘书对与会者表示欢迎。他感谢泰国

总理宣布会议开幕，从而重申了泰国致力于联合国

宪章的宗旨和理想和促进经济及社会领域的区域

合作。 

29. 自经社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以来，本区域的

经济急剧回升。在宏观经济稳定的环境下增长大有

改善。在几乎所有次区域都可看到亚太经社会区域

的增长绩效有所改善。财政刺激措施加上较好的出

口绩效使本区域受到危机影响的许多国家取得了

增长。人们还深受鼓舞地注意到这一趋势有可能在

近期继续下去。据预测，本区域的增长在 2000 年

将上升到 6%以上。 

30. 然而，本区域的持续增长并没有保障。人

们已经对美国不断升息及其增长前景以及日本的

复苏力道感到严重关切。这些风险对本区域各政府

构成了一系列政策挑战，它们还不得不应付结构变

革的社会影响。 

31. 对于亚太经社会来说，它仍然承诺协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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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中国家加强其应付将出现的无数挑战的

能力。经社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研究如何能够最好

地共同应付这些挑战，以便加快增长步伐及处理日

益复杂的社会问题。 

32. 联合国秘书长的贺电 

33. 秘书长在其贺电中指出，经社会第五十六

届会议是在西雅图世贸组织会议和曼谷贸发会议

十大之后举行的，因此特别及时。在新的千年开始

之际，压倒一切的的挑战是管理风险及抓住全球化

机遇。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应没有旨在确保人

人分享全球化好处的行动计划。 

34. 全球化的力量带来了经济快速增长、生活

水平提高、技术创新加快及其传播迅速。然而，全

球化也意味着在不熟悉的和无法预测的因素面前

变得更加脆弱，从而导致经济不稳定和社会混乱。

不应忽视对这些消极影响的关切和担心。 

35. 全球化不仅仅意味着创建更大的市场；而

是意味着将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包括在及纳入全

球经济、国际贸易体系和总的全球社会。 

36. 亚太经社会在这一进程中可发挥重要的

催化作用。只要辅之以区域、次区域和国家各级的

机制，就能更有效地提供合理的管理做法和稳定的

体制。秘书长于 2000 年初在曼谷举行的东盟—联

合国首脑会议的讨论中曾强调过这一点，并且，促

请经社会在讨论本区域的可能行动时考虑到这一

点。 

37. 亚太经社会面临范围广泛的复杂和迫切

的问题。他对会议取得成功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并

深信经社会能够对共同的进步作出重要的贡献。 

经社会成员资格 

38. 经社会收到文件 E/ESCAP/1156。 

39. 经社会批准格鲁吉亚成为其地理范围内

的成员。并通过了关于接纳格鲁吉亚为经社会成员

而对其职权范围第 2 和第 3 段进行修改的提交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的决议草案。 

 

亚太经社会区域的政策问题 

执行秘书的政策讲话 

39. 执行秘书指出，过去三年亚太经社会区域

经历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前所未有的动荡时期。令

人欣慰的是，本区域目前似乎已站稳脚根，准备迎

接经济的再次健康增长，1999 年亚太经社会区域发

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 5.6%。与前一

年国内生产总值微不足道的增长率相比这就相当

不错了。此外，复苏的范围不分地域，十分广泛，

并且是在通货膨胀相当低的环境里实现的。 

40. 本区域的形势好转是由内外因素带动的。

从外部来看，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欧盟的平缓复

苏和日本踌躇不定的回升是主要的拉动因素。从内

部来看，预算刺激和出口的增加是主要的推动力

量。外部私人资本流动尽管比危机前的水平低得

多，但也显示出向本区域回流的迹象，外国直接投

资在这类流动中占主要地位。此外，银行在现有的

结构改革过程中减少了无效益贷款水平，并调整了

资产负债表上的资本结构。这将对国内和国外市场

重拾信心带来积极影响。在这些有利趋势的推动

下，2000年亚太经社会发展中经济体预计将比1999

年的实绩更进一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达到 6%，

通货膨胀压力将进一步减缓。 

41. 然而，本区域中期仍面临着一些风险和挑

战。美国最近收紧银根可能会使美国经济放慢，通

过各种连锁反应导致发展中经济体利率调高，从而

对其外债还本付息能力、投资和经济增长产生不利

影响。除非日本和欧盟增加需求抵销这一影响，否

则无疑会百上加斤。同样，若在今年下半年石油价

格提升引致通货膨胀压力大幅加重，本区域的增长

也将受到一定的制约。 

42. 执行秘书指出，目前公司和金融部门的改

革进程也将继续给决策带来严峻的挑战。要实现长

期的可持续发展增长就需要保持提高效率措施的

势头。最近出口的回升得益于生产能力普遍过剩，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汇率贬值造成竞争能力的

某种提升驱动的。在中期要实现持久的出口增长需

要提高各种现有和新的活动的竞争力。在这方面，

执行秘书谈到过去几年因特网和电子商务的飞跃

发展以及这一趋势给出口实现更高速增长带来的

机会。然而，必须在国家、区域和次区域一级制订

充实的议程，以利用电子商务提供的机会。 

43. 由于发达国家与本区域之间融合的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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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使本区域的金融市场易受周期性的动荡的影

响。1997 年以来的情况突出显示了需要进行经济和

金融监管和监测以及发展早期预警系统以应付金

融市场动荡的不利影响。《2000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

济社会概览》载有关于这一问题的一项深入研究。

这项研究是根据 1999 年 4 月 28 日通过的第 55/2

号决议进行的。 

44. 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部长级会议期间发

生的事情提醒人们：全球化既带来了赢者也带来了

输者。2000 年 2 月在曼谷举行的贸发十大提出的

《曼谷宣言》再次强调了对公平和平等的多边贸易

体系的承诺，这是一个重大的成果。然而必须确认

本区域许多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对全球化带

来的挑战难以应付。执行秘书再次呼吁，最不发达

国家的所有出口产品应享受无关税和不受配额限

制自由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待遇。 

45. 本区域的危机使社会保险和保障网的复

杂问题成为当务之急。本区域各政府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必须通过在失业、医疗和老年等领域建立

高效率、有效和全面的社会保障方案，为确保社会

保障和保持社会安定发挥主导作用。《2000 年概览》

载有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在这些领域的社会保险和

保障网的实践总结，在社会问题的大框框内，人口

规模、结构和增长率等人口指标仍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键问题。执行秘书提到由 1994 年举行的社会

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亚洲及太平洋部长级筹备

会议通过、并由 1997 年举行的第五次亚洲及太平

洋社会发展问题部长级会议修订的《亚太经社会区

域社会发展行动议程》中载有解决一系列社会关切

问题的、有时限的目标和指标。执行秘书希望这些

目标和指标能为各国政府强化其社会发展政策提

供参考。 

46. 发展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从环境的角

度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利用技术更高效地使用

资源并产生较少废物提升生产体系是实施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途径。亚太经社会正在筹备定于 2000

年 8 月 31 日-9 月 5 日在日本北九州市举行的 2000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 

47. 同样，运输问题的性质也决定了需要为实

现可持续的运输发展制订更为全面的政策框架，既

要在四通八达和保护人身安全和环境之间达到平

衡，也要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之间达成平衡。执

行秘书提请经社会注意为定于 2001 年 4 月举行的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九届会议目前正在开展的全

球筹备进程。 

48. 执行秘书强调应确认统计是发展进程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为统计信息的收集、生产和

分析拨出充足的资源。 

49. 2000 年 9 月联大将举行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的千禧年首脑会议，讨论联合国在二十一世纪

的作用。执行秘书强调本区域应继续遵循秘书长在

以“我们人民：联合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作用”为题

的千禧年首脑会议的报告中提出的自由、公正和团

结、容忍、非暴力、注重生态保护和分担责任的普

遍价值。 

50. 执行秘书在结束发言时感谢各成员国和

准成员国政府在其任期内给予的一贯支助。 

最近经济和社会动态所涉影响 

51. 经社会收到了文件 E/ESCAP/1157“本区

域当前经济形势及有关政策问题报告”和“《2000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经社会指出这

些文件对全球和区域经济的近期发展动态和前景

作出了恰当的评价。 

52.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本区域的国家，尤其

是那些在自 1997 年开始的危机中受到冲击的国家

开始了令人瞩目的复苏。一系列国内政策举措以及

有利的外国动态均对此起了推动作用。有人乐观地

表示最近的增长业绩有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创造

就业，稳定股票市场和汇率，并将为进一步的增长

提供跳板。然而，令人鼓舞的前景不应使人产生自

满，而应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行经济改革。本区域许

多国家仍然高度依赖外部环境并易其伤害，存在着

可能引起新的不利发展的潜在风险。就此，经社会

强调需要加强预防措施。 

53. 经社会指出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进

程。发展中国家除了融入这一进程外别无选择，否

则就会有被进一步边际化的风险。全球化为加速发

展提供了机会，包括进入出口市场，外部资本(包

括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提高生产力的先进技术。成

为世贸组织等这类国际组织的成员并有效地参与

其中是使本区域各国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重大

步骤之一，因此应当排除所有感兴趣的国家进入这

类组织的障碍。然而，全球化的好处并没有得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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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分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家间的不平等均有所

加剧，环境质量有所恶化。正如本区域和其它地区

最近的金融危机所显示的那样，许多国家(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极易受到短期投机资本巨额转移的干

扰影响。而富国与贫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也有所扩

大。全球化的进程仍在进行之中，鉴于其影响，联

合国积极地参与宏观经济决策和协调是不可缺少

的。 

54. 经社会认为，由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今后

几年各国之间和各区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流动将

进一步改善。然而，必须进一步加强复兴进程，以

实现稳定，提高各经济体的竞争力。为此，经社会

强调当务之急是通过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

使它们融入区域和全球的整体。经社会特别强调最

不发达国家急需朝这一方向作出有效的努力。 

55. 经社会认为，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在加强区

域和次区域合作以推动贸易、投资和技术联系方面

可发挥重大作用。特别强调了秘书处在贸易政策培

训、加强次区域贸易安排和为体制建设和人的能力

建设方面提供技术援助方案的作用。 

56. 经社会强调必须在多边贸易体系的框架

内把握好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经社会注意到区

域贸易安排的不断涌现，并指出这类区域安排必须

符合多边贸易体系的大框架。 

57. 经社会确认外国直接投资在人力资源开

发、技术转让和加速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建

议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措施开展研究，这是一项

有意义的工作。 

58. 经社会也认为私营部门是增长的火车头，

政府的作用已从提供者转为推动者。经社会还确认

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以合资企业形式进行的投资

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对资本、技术、

技能、就业和市场准入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对私有化

进程发挥潜在的推动作用。各国必须保持经济开

放。本区域各经济体已为加强私营部门和促进外国

直接投资实施了政策，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为

此，经社会敦促亚太经社会继续在私营部门发展和

推动向本区域的处境不利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

方面开展技术援助活动，特别要重视加强这些经济

体的法律和体制框架。 

59. 与未采取这类政策的国家相比，采取贸易

自由化和自由经济政策的国家发展较为迅速。然

而，全球化和结构改革并不能保证根除贫困，改善

医疗和／或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教育。经社会关注

的是：大规模的失业和广泛的贫困和文盲仍是本区

域许多国家的主要问题。最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使

这些问题更为恶化，对亿万民众的生活产生影响，

并造成严重的社会贫困。 

60. 经社会强调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险和保障

网十分重要，以便确保在经济危机中被迫失业等困

难的情况下尤其为脆弱的社会阶层提供过得去的

安排，获得最起码的收入和基本的社会服务。经社

会满意地注意到，《2000 年概览》中载有一个章节，

介绍各成员政府所实施的社会保险和保障网的各

种政策和方案。在几个国家里，提供的这类社会保

障包括覆盖教育、卫生、住房等范围广泛的基本需

要和能源、水和环卫等若干基本的生活设施。经社

会敦促秘书处继续担任推动扶贫的区域中心。经社

会赞赏地注意到日本政府在世界银行设立了日本

社会发展基金，在亚洲开发银行设立了日本减少贫

困基金以及在联合国设立了人类保障基金。这些基

金旨在协助受经济危机和结构调整打击最沉重的

社会地位脆弱的民众和社区。 

61. 经社会注意到农业部门对本区域许多经

济体的重要性。这一部门是增值、就业、原材料和

出口的重要来源。本区域最近的经济危机进一步突

出了这一部门作为社会保障机制的重要性。然而，

许多国家仍需对提高农业生产力给予更多的重视。 

62. 经社会指出，虽然发展的经济方面非常重

要，但是发展的社会或人的方面不应被忽视。虽然

加强本国的人力和体制能力首先是每一个国家责

任，但是区域和国际两级的合作会大有裨益。此外，

为工作在扶贫、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增强社区的权

力、人口、卫生保健和社会服务、以及环境等优先

领域中的人员提供培训也十分重要。最值得给予援

助的目标群体包括农村和城市穷人、妇女、青年和

儿童。在信息技术急剧突破性进展的时代，发展正

日益变得取决于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的能力建设。 

63. 经社会强调需要努力缩小知识差距，这包

括建立世界范围的公共信息基础设施、传播获得技

术的最佳做法的信息、以及加强教育基础和在职培

训以使青年一代具备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有

效发挥作用的技能。经社会获悉，巴基斯坦政府正

在伊斯兰堡建立亚太信息和通信技术中心，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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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才中心。该国政府请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在这一

过程中给予积极的合作并为该中心的高效率运作

提供技术援助，以及鼓励各成员国最佳利用这一中

心。 

64. 影响了亚太经社会区域许多国家的最近的

金融和经济危机突出显示出短期的投机性金融流

动的波动性和各种问题，这要求发展中经济体和转

型经济体的宏观管理和发展，以及危机对投资者的

信心的影响。最近几年国内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以及

国际资本市场的迅速增长，为寻求资金用于国内投

资的国家造成了一种新的但不确定的环境。因此人

们清楚地认识到需要彻底改革国际金融结构，改进

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监管，以及为金融部门建立共同

的谨慎标准。虽然已就主要问题，包括管理短期流

动，进行了许多基础工作，但是还需要维持改革的

势头。 

65. 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就经社会 1999 年 4 月

28 日第 55/2 号决议“亚太经社会区域经济、金融

监测和监督”实施情况编写的研究报告已列为

《2000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第二部分，

经社会赞扬该研究报告评论和分析出色，提出了许

多宝贵的结论以及需要成员和亚太经社会秘书处

采取行动的有用的建议。经社会特别指出，亚太经

社会发展中成员国需要积极参与建立新的金融结

构进程，和积极参与与全球监管相关的问题，以便

使改革兼顾到所有国家的利益和国情。 

66. 经社会确认区域和全球一级的监测和监督

方面国际合作正在日益增加，包括更广泛的和更多

的交流金融信息以及进行伙伴审评，以鼓励各政府

考虑到其政策对邻国的影响，并采取迅速的补救措

施协助预测和对付不稳定因素。经社会指出，监测

和监督日益需要不仅对各国的关切，而且对区域关

切作出反应，因为本区域各国正日益相互融合，因

此有必要防止任何一个国家中出现的问题产生传

染效应。经社会指出，1999 年 3 月建立的东盟监督

进程已对这一关切采取了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建立

信息交流和伙伴审评机制。 

67. 经社会认为，亚太经社会秘书处通过与相

关的金融机构合作可在推动监测和监督系统的建

立与运作方面发挥作用。经社会要求秘书处挑选其

具有强大的比较优势的几个核心领域，并使其活动

更集中地侧重于这些领域。秘书处应更多地参与跟

踪一些选定指标以及参与监测和监督领域的分析

性工作。虽然其它机构拥有建立正规的金融问题监

管系统必要的专门人才，但亚太经社会应作出自己

的贡献，在其成员国和各利益攸关者之间举办区域

和次区域会议、讲习班和非正式对话，以交流经验，

加深其对所涉问题的了解，以及就改革进程的要素

制订共同的立场。亚太经社会可从而解决发展中国

家在改革进程中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推动在主要决

策中心宣传其关切和提议的解决方法。 

68. 经社会强调，发展中国家需要稳定、持续

地获得来自官方和私营部门的金融和投资流动，调

动国内资源，以及面向发展的减债和债务管理方

案。经社会注意到定于 2000 年 8 月 2-5 日在雅加

达举行的发展筹资高级别区域磋商会议上将讨论

这些关切。该会议的结论将成为定于 2001 年举行

的发展筹资高级别政府间会议上讨论内容的一部

分。这些会议将有助于采取积极一致的有效的后续

行动，以帮助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需要。 

69. 经社会欢迎一个国家政府为债务沉重的穷

国提供了完全的双边债务减免。经社会希望其它债

权国能够跟进，从而开始债务减免、扶贫和经济发

展的良性循环。 

70. 经社会指出，良治非常重要，如无良治，

就会阻碍自由和公平的贸易，使竞争扭曲，给经贸

增加无法承担的成本，以及损害民主进程。经社会

注意到有一个成员国表示希望与其它伙伴国家、企

业以及其它组织合作，引导公司的行为符合道德和

社会责任。经社会表示支持秘书长关于制订一个

“全球协定”的倡议，因为这有助于鼓励更广泛的

传播符合社会责任的企业行为和惯例。 

71. 经社会对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

国、发展中太平洋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在世界贸易

和资本流动中越来越边际化感到关切。最近流向这

些国家的实际官方发展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减

少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经社会敦促改善那些

处境不利经济体的重要出口商品的市场准入，特别

是在那些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依然存在的市场。经社

会注意到日本愿同其它发达国家一道推动一项倡

议，即对产自最不发达国家的所有货物给予免税和

免配额待遇。经社会注意到有一个国家主动对最不

发达国家有重大出口利益的产品实行其非关税制

度。 

72. 经社会优先重视促进区域和次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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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术合作，包括在贸易及金融互动和互利的人力

及机构能力建设领域。经社会敦促秘书处尽一切努

力帮助发展中国家更有效地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特

别是那些要求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以及那些在全

球化进程中越来越边际化的处境不利经济体。经社

会还要求秘书处关心发展中内陆国在贸易和过境

手续简化方面的特殊需求。经社会注意到，最不发

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太平洋发展中岛国及转型

经济体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援助，以加强其机构和人

力资源能力，从而实施宏观经济改革，充分参与多

边贸易体系，并制订和执行一体化的投资、技术和

企业国际化政策。经社会期待亚太经社会帮助本区

域最不发达国家为参加定于 2001 年举办的联合国

第三届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切实作好准备，在这方

面，注意到孟加拉国政府要求同贸发会议合作在达

卡举办所拟议中的高级别区域会议。 

73. 经社会注意到能源在本区域每个国家都

是重要部门，并为区域合作提供了巨大潜力。在这

方面，经社会特别重视将于 2001 年 4 月举行的可

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九届会议，这次会议将在二十一

世纪议程的范围内审查和评估能源促进可持续发

展实施中的问题。经社会建议亚太经社会区域对上

述会议提供有价值的投入。经社会对印度尼西亚政

府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主动表示愿分别举办

能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区域会议和提高石油和天然

气部门的能效国际会议深表赞赏。经社会敦促亚太

经社会所有成员和准成员对这两个会议的组织提

供全力支持。 

74. 经社会注意到小岛屿成员和准成员关切

的问题，包括其基础狭窄，能源长期依赖进口以及

整体经济的脆弱性。呼吁秘书处推动为加强岛屿能

源系统的可持续性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财政援助。经

社会通过了第 56/4 号决议“促进小岛国实现可持

续的能源未来”。 

75. 经社会还注意到几个国家就其生态系统

的脆弱性质以及改善环境保护的必要性提出的关

切。由于人口日益增长，对干净水的需求日增，确

保保持水质和为《21 世纪议程》中水与水资源和环

境有关的问题提供支助变得日益重要。本区域许多

国家在发展进程中还依赖矿产品的供应，因此应认

真监督矿物、废物的运输以保护环境。 

76. 经社会强调将于 2002 年举行的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会议(巴西里约热内卢，1992 年)成果落实

情况十年审查的重要性。在这方面，经社会注意到

秘书处在为 2000 年第四次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

展部长级会议作准备，这次会议将由日本政府于

2000 年 8月 31 日至 9 月 5日在日本北九州市举办。

会议的预期成果之一是北九州干净环境倡议，这是

城市环境管理的一项可行战略。经社会敦促亚太经

社会成员和准成员充分支持上述部长级会议，以便

对 1992 年会议十年审查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亚太经社会区域的政策问题：在二十一世纪通过 

全球化和伙伴关系实现发展：将发展中国家 

和转型经济体公正、平等地纳入 

国际贸易体系的亚太观点 

77. 经社会收到了文件 E/ESCAP/1158。该文

件概括了主题研究“二十一世纪通过全球化和伙伴

关系实现发展：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公正、

平 等 地 纳 入 国 际 贸 易 体 系 的 亚 太 观 点 ”

(ST/ESCAP/2054)。经社会赞扬秘书处研究质量高

并批准了其中所载的政策建议。 

78. 经社会指出，贸易是本区域的增长推动

力，一般来说，拥有开放贸易体系的国家得益于生

活水平较高，技术革新加快以及技术迅速扩散。然

而，在一些国家自采取更为开放的政策体系后更为

不稳定，社会非常动荡不安。此外，收入不平等的

日益增加以及各国国内以及世界上各国之间边际

化的日益增进带来了重大的不能继续忽视的不利

后果。鉴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不可逆转的性质，

本区域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既要控制住全球化

的风险也要把握好其机会，以便能更公平地分享其

带来的好处。 

79. 经社会重申对按规则办事的多边贸易体

系的坚定承诺，这一体系以非歧视性的透明方式运

作并确保可预测和有保障的市场准入。在尚未建立

一个全球性的机制，让所有国家获得相互和平等的

好处之前，世贸组织对于扩展贸易、持续的经济繁

荣和全方位平衡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经社会认为

世贸组织可在将发展中国家和其它国家有效地融

入国际贸易体系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推动建立一个

充分兼顾发展中国家特殊需要的全球贸易体系。有

鉴于此，经社会对主题既重要又及时表示欢迎。 

80. 经社会注意到，尽管主要由于最近的经济

危机造成国内困难重重，但各成员和准成员仍忠实

地实施其对《乌拉圭回合》的承诺，在其单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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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化努力中有时甚至已超过了世贸组织的

义务。 

81. 经社会注意到，在世贸组织西雅图部长级

会议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各国之间在今后的谈判

议程方面存在着重大分歧。一些代表团支持重新开

展新的一轮全面的多边贸易谈判并针对各国感兴

趣和关注的各种问题提出包罗万象的议程。其它一

些代表团认为，必须集中力量立即解决《乌拉圭回

合》协定实施过程中带来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当

务之急是解决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现有的

不平衡和不对称现象，对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

差距待遇条款落实不力，迄今为止这些条款仍只是

最佳努力条款而异。此外，经社会感兴趣地注意到，

在发展中国家协调一致的努力下，世贸组织全体理

事会特别会议将通过一项有时限的安排解决《乌拉

圭回合》协定实施中产生的问题。 

82. 经社会注意到几个代表团的以下观点，即

鉴于几个发展中成员和准成员正在落实《乌拉圭回

合》繁重的义务方面遇到困难，有必要延长协定中

所载的过渡时期。在这方面，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

日本政府愿意采取一系列举措，包括为落实这些协

定培训所需的人力资源。 

83. 经社会注意到以下谨慎观点，即不应以环

境和劳工等与贸易无关的问题使贸易议程负担过

重。至于其它的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等措施和贸易

技术壁垒也应以对贸易产生的限制最小的方式实

施，以便不至成为新的保护主义形式。此外，经社

会敦促不可滥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84. 经社会强调，农业部门为本区域很大一部

分民众提供了主要的生计来源。因此在内在议程内

进一步的自由化努力应当是支持而不是破坏确保

粮食保障和减少贫困的经济发展方案。与此同时，

一些代表团认为，主要的进口国应当对亚太经社会

成员和准成员的农业出口产品给予更广泛的市场

准入机会。经社会还注意到，通过切实落实纺织品

和成衣协定给予纺织品和成衣更大的市场准入也

是对于本区域出口至关重要的一个领域。 

85. 经社会关切地注意到，针对发展中国家一

向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的关税上限和关税升级问

题一直无法解决，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努力扩大这

一些领域的市场准入机会。此外，经社会促请发达

国家对给予原产自最不发达国家的基本上所有出

口产品的无关税和无配额限制自由准入作出坚定

的承诺。 

86. 经社会注意到一些成员和准成员尚未成

为世贸组织成员，而且加入世贸组织的程序仍对其

有限的人力和体制能力构成沉重的负担。因此，尽

快公平、平等地加入世贸组织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考

虑因素，请秘书处继续高度优先重视其在这方面的

技术援助和咨询服务。 

87. 经社会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关切尽

管很重要但尚未得到解决，因此感兴趣地看待世贸

组织中正在进行的建立信心的努力。经社会还表示

坚决支持贸发十大在使长期发展战略观点趋同方

面所作出的贡献，这有助于使全球化成为一种有效

的发展手段。 

88. 经社会认识到区域贸易安排可在加快发

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方面

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预期中国加入《曼

谷协定》将大大有助于扩展本区域的贸易。然而，

经社会指出，需要进一步就各种区域贸易安排的贸

易影响进行研究，以评估在多大程度上这些安排实

际上是推动贸易的而非替代贸易的。 

89. 经社会认为，世贸组织各协定的复杂性以

及强化的争议解决程序需要具有广泛的知识和资

源，以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履行其义务，并使其能够

行使各项协定所赋予的全部权利。在这方面，经社

会重申其支持秘书处可发挥的积极作用。经社会特

别要求秘书处与相关的国际组织进行协调和磋商，

开展面向政策的研究和分析工作。还应优先重视以

体制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为目标的活动。经社会赞

扬秘书处与世贸组织开展建设性协作，发起一个联

合培训方案，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提供宝贵的

机会。 

90. 经社会认为，贸易手续简化和电子商务可

在将亚太经社会区域各国纳入国际贸易体系方面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经社会确认在知识经济时

代，关于电子商务的辩论应考虑到发展方面。经社

会还对以下方面表示关切：除非发展中国家能够有

效利用因特网革命，否则，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会扩大。请秘书处继续提供技

术援助，以弥补数字差距，推动交流电子数据交换

等领域的最佳实践经验，以及创造一个充分的法律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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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经社会强调，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无

害环境技术等技术进步获得的巨大好处应予以公

平的分享，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经社会认为，需要加强发展

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以改善发展中

国家获得信息技术的机会，包括电子商务能力建

设，尤其是开发合格的人力资源，以及通过外国直

接投资为技术转让和采用提供资金，使其能够更好

地融入国际贸易体系。 

92. 经社会进一步强调，区域合作可通过经验

和信息交流、人力资源和知识开发、以及信息基础

设施和能力建设，大大补充国家的技术开发努力。

因此，经社会欢迎印度政府和秘书处于 2000 年 6

月 21日至 22日举行信息技术开发区域圆桌会议和

于 2000 年 11 月举办亚洲及太平洋国际贸易博览

会，并请所有成员和准成员积极参加这些活动。 

93. 经社会进一步感兴趣地注意到巴基斯坦

正在伊斯兰堡建立亚太信息和通信技术中心，并要

求秘书处为这一中心的设立和运营提供技术援助。 

94. 经社会强调，运输对于向全球市场提供基

本进入机会有关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对加强基础

设施能力和运营能力进行进一步的投资。经社会指

出，目前的低效率造成了额外的、不必要的运输成

本，从而阻碍经济进步和发展中经济体及转型经济

体融入国际贸易体系。经社会注意到有几个成员国

正在运输和通信部门实施政策改革措施。 

95. 经社会确认内陆国由于远离世界市场、过

境费用太高和在进入海港过程中面临的其它困难，

特别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过境手续，而面临额外的挑

战。经社会强调，有助于推动货物和人员直通的过

境运输安排非常重要，因此对一些国家正在采取的

举措表示欢迎。经社会还确认太平洋岛国面临着特

殊的运输问题，包括成本结构昂贵，制约了贸易机

会。 

96. 经社会指出，亚太经社会具有独特的作

用，因此要求秘书处进一步促进运输部门的区域合

作，查明和强调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关切，

目的是减少运输成本和增加进入更大市场的机会，

尤其是通过制订各种各样的、卓有成效的高效率途

径来做到这一点，以使其充分利用贸易自由化的好

处。 

97. 经社会注意到，柬埔寨要求亚太经社会在

传统捐助者提供的一般技术和财政援助之外，协助

提升基础设施和运输能力，以促进该国融入东盟。 

经社会第 53/1号决议“改革经社会 

会议结构”执行情况 

98. 经社会收到了文件 E/ESCAP/1159，其中

载有对亚太经社会根据经社会 1997 年 4 月 30 日第

53/1 号决议“改革经社会会议结构”采取的改革措

施的中期审评。 

99. 执行秘书介绍了对亚太经社会改革进程的

审评，并强调改革进程是一项持续不断的工作。他

提请经社会注意将要采取的进一步微调措施，为全

面审评改革举办一次特设政府间会议的必要性以

及在本区域联合国机关机构间合作的新框架。 

100. 经社会认为改革进程是为了提高亚太经

社会的效率，增强其在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及社会合

作方面的作用。 

101. 经社会欢迎文件所简述的第 53/1 号决议

执行进展情况并注意到影响其附属结构有效运作

的各种制约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某些立法委员会涉

及范围过广，造成讨论重点不突出，影响了成员政

府出席会议的代表级别和性质。 

102. 经社会确认为推进改革进程必须加紧努

力，建议委员会的审议应进一步突出重点和针对各

成员国的需要，并应继续进一步努力实现秘书处内

的协调和协同效果。在这方面特别提到城乡地区扶

贫社会经济措施委员会。经社会认为该委员会应隔

年交替审议其两个次级方案，每届会议应集中讨论

这一框架内的具体问题。 

103. 经社会认为在委员会届会上举行专题小

组讨论和介绍个案研究对于促会议上的活跃交流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办法，应继续采取这些措施。 

104. 经社会审议了以下建议，即为迎接定于

2002 年第五十八届年会对第 53/1 号决议执行情况

的全面审查，在 2001 年年底或 2002 年年初举行一

次政府间特别会议。经社会要求咨委会在秘书处的

适当协助下，开展审查的准备工作，并在晚些时候

决定是否有必要召开这一会议。 

105. 经社会确认咨委会在审评该决议执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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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经社会建议咨委会应进

一步想办法，提高和改善其在这方面向执行秘书提

供意见和协助的能力。尤其是委员会的重点领域方

面。 

106. 经社会注意到在为 2000 年 4 月在曼谷举

行的第二次区域协调会议上作出的以区域协调会

议取代亚太机构间委员会的决定。经社会还支持这

一新的专题工作组结构更有针对性，工作更有时

限，同时认识到这些小组并非无所不包。 

区域一级新出现的问题和动态 

区域经济合作 

107. 经社会收到了区域经济合作委员会指导

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报告(E/ESCAP/1160)、与次级方

案“区域经济合作”有关的新出现的问题和动态的

文件(E/ESCAP/1161)、经社会第 55/2 号决议“亚太

经社会区域经济、金融监测和监督”执行情况报告

(E/ESCAP/1162)、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报告

(E/ESCAP/1163 和 Corr.1)以及区域农业机械网的

报告(E/ESCAP/1164 和 Corr.1)。 

区域经济合作委员会指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报告 

108. 经社会同意区域经济合作委员会指导小

组第十一次会议报告中的主要建议、结论和决定。 

109. 经社会认为，本区域经济危机的影响是深

远的。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使得几个国家同时出现金

融状况不稳定的局面。经社会认为，本区域已经进

入经济复苏的阶段，整个经济前景是乐观的。然而，

仍然有必要保持谨慎的态度，并且确保复苏的进程

是长期的。这次金融危机突出地表明必须改革国际

金融结构，以便减少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所引起的

变化无常的局面。在这一方面，一些代表团提到，

在投机性资本流动可能引起破坏的时候，有时谨慎

地实行一些资本管制是有益的。经社会同意，需要

加强区域合作，以便避免或者尽可能减少今后可能

出现的金融危机。在国家一级，一些国家需要加强

其经济基础，以便减少风险和扩大由于参加全球金

融体系而带来的好处。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对于稳

定遭到危机打击的国家的金融市场以及加速其经

济复苏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还必须更加强调进行

在结构、体制和其它与管理有关方面的改革以支持

高速经济增长。一些代表团认为，不应该由于目前

的经济复苏而自满从而影响迫切需要进行的改革。

应该保持改革进程的势头。 

110. 经社会感谢日本政府为振兴那些受到亚

洲金融危机打击的国家的经济而采取的重要和及

时的举措，并且促请日本政府继续提供这样的援

助。 

111. 经社会认为区域贸易安排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这些安排将导致与世贸组织进程一致的更加

广泛的贸易自由化战略。区域贸易安排特别有助于

扩大市场进入，提高投资流入和发展规模经济，同

时有助于加强成员国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地位。然

而，经社会强调指出，区域贸易安排应当推动发展

中国家进入全球贸易议程，并且应该与世贸组织的

条款相一致。经社会要求秘书处就区域贸易安排对

其成员国的发展影响，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制订标准

的国际机构中的标准和作用的协调问题开展一项

研究。这项研究应就各种区域贸易安排的原产地规

则进行比较分析。经社会还注意到有人要求就区域

贸易安排究竟是贸易增进性的或是贸易替代性的

进行研究。 

112. 经社会认为，虽然由于在参加成员有限以

及产品种类和关税削减的范围和覆盖面不足，《曼

谷协定》至今未能为那些参加《区域贸易安排》的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流动作出太大的贡献。但是最近

有了正面的动态，例如，中国已经加入了《曼谷协

定》。这种情况有利于充分地加强和发挥它的作用。

经社会还满意地指出，蒙古政府有意在不久的将来

加入这个协定。此外，经社会还说，孟印缅斯泰经

合圈的一个专家组目前正在研究是否有可能在这

个经合圈的成员国之间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经社

会同意区域经济合作委员会指导小组第十一次会

议的建议：经社会为此目的加快开展一次可行性研

究。 

113. 经社会确认中小型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以及这个部门在经济危机中所受到的不

利影响。虽然中小型企业一般来说在结构方面是灵

活的，因此可以较快地适应正在变化的情况，但是

由于缺少资本、技术、销售支助、技巧、与大企业

的有效联系以及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它们总的业

绩受到影响。经社会指出，为了解决中小型企业的

问题和满足它们的要求，各国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

方针和政策。特别需要加强适合中小型企业的研制

和技巧发展项目，例如使用信息技术，包括使用电

子商务。经社会表扬秘书处为中小型企业开展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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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技术援助活动，并且要求继续和进一步加强这类

活动。 

114. 经社会通过了 2002-2005 年中期计划草

案，认为这个计划为根据有关的工作方案制订更为

具体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广泛的构架和远景。 

115.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大韩民国将主办区

域经济合作委员会指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这一会

议定于 2000 年 10 月 25-27 日在仁川市举行，重点

是在危机后时期对贸易和投资政策采取新的做法。 

与次级方案有关的正在出现的问题和动态：区域经

济合作 

116. 经社会认为，区域主义已经作为一种具有

极大意义的趋势而出现，并且把区域经济合作和促

进贸易和资本流动至置于非常优先的地位，并以此

作为迎接本区域面临挑战的一种手段。经社会特别

强调，《区域经济安排》可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

发展中国家参加世界贸易体系方面发挥有益的作

用。 

117. 经社会认为，在 1999 年 11 月 30 日到 12

月3日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第三次世贸组织部长级

会议之后，一些国家在今后谈判议程方面存在着重

大的分歧。经社会同意许多国家表示的以下关切：

在发动新的一轮综合贸易谈判之前，应该首先解决

《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协定》中的现有不平衡和不

对称的问题、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规定执行不力的

问题以及没有执行特别和差别待遇规定(这些规定

至今仍然是最好的尽力条款)等问题。 

118. 经社会还同意许多国家表示的以下关切，

即一些协定所规定的过渡期需要延长，错误使用反

倾售措施、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以及贸易壁垒措施

等问题必须予以解决；同时应该采取行动以消除对

于发展中国家传统上享有比较优势的那些产品增

收高额关税和附加关税的影响。还应该使得低收入

国家也能参加使用解决争端的机制。 

119. 经社会同意人们广泛持有的以下看法，即

有必要在世贸组织议程中删去与贸易无关的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可能会引起新的保护主义。此外，它

认为，如果试图把贸易与劳工和环境标准等问题扯

在一起，可能会使得新的一轮谈判更加难以进行。

经社会还强调，必须推动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以

确保这个组织的普遍性。 

120. 经社会十分感兴趣地注意到“四方”(加

拿大、欧盟、日本和美国)为解决发展中国家所关

注的问题而建议的举措以及在世贸组织中正在进

行的其它加强信心的行动。经社会表示坚决支持

2000年 2月 12日至 19日在曼谷举行的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第十届会议为进一步统一意见和把发

展问题置于全球化进程的核心而通过的《行动计

划》。 

121. 经社会要求秘书处继续高度重视其与区

域和多边自由化、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就实施世贸组

织协定进行培训等问题有关的在政策分析方面的

技术援助活动。 

122. 经社会认为，运用信息技术取得信息对于

增强中小型企业的竞争力日益重要。然而，一般而

言，中小型企业在其生产和贸易中并不十分依靠信

息技术，包括电子商务。需要利益攸关者采取统一

行动促使中小型企业获取信息技术，具体方法包

括：推动技术转让、建立信息基础设施、开发人力

资源、提供咨询服务以及建立科学技术公园等。经

社会指出，区域合作可以大大地补充在推动中小型

企业使用信息技术方面的国家努力，同时它赞扬大

韩民国政府和秘书处已经开展工作，正在筹备于

2000 年 8 月举行旨在创建高科技企业的技术孵化

系统区域协商会议。它要求秘书处广泛地传播这次

会议的调查结果并开展后续活动。经社会还欢迎马

来西亚政府提出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

家分享它在促进和发展中小型企业方面的经验。 

123. 经社会强调指出，信息技术和全球化为亚

太经社会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提供了

机会，使它们可以参加与贸易有关的发展并且广泛

地融入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的活动。在这一方面，

经社会感谢印度政府和秘书处已经作出努力，正在

筹备将于 2000 年 6 月 21 日至 22 日在新德里举行

的信息技术和发展问题区域圆桌会议。经社会强调

这次会议是十分重要，因为它为本区域各国提供了

一个论坛，用于讨论信息技术的运用问题，同时可

以把区域的问题提交将于 2000 年 7 月举行的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的高级会议。经社会同时促请成员和

准成员积极参加区域圆桌会议。 

124. 经社会了解到，亚洲及太平洋技术咨询发

展方案开展的活动致力于推动本区域的咨询组织。

在这一方面，经社会感谢印度政府向该方案提供了

慷慨的援助同时提出安排已在支助该方案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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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发展中心向该方案提供永久性的秘书处服务。

经社会促请秘书处加强与该方案和潜在的捐助者

的合作，以便向该方案的活动提供资助。 

125. 经社会重申，贸易手续简化是十分重要

的，因为它是对贸易自由化的必要补充，并且强调

能力建设必须推动采取贸易手续简化措施，例如协

调和简化贸易、海关和行政手续，以及采用电子数

据交换以便扩大全球贸易。 

126. 经社会指出，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是十分

重要的，因为它们是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太平洋

岛国和内陆国，参加国际贸易体系的催化剂。然而，

经社会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信息方面的

差距扩大表示关注，并且强调目前在世贸组织中有

关电子商务的辩论应该把发展中国家的关注考虑

在内。经社会强调指出，亚太经社会可在为那些缺

少自然和人力资源以及缺少信息的发展中国家提

供技术援助和加强能力建设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样，这些国家也可以从电子商务和信息技术的发

展中得益。在这一方面，经社会表示感谢大韩民国

政府在推动信息技术领域中人力资源开发方面所

提供的援助。经社会赞扬秘书处为有效地使用信息

技术以促进贸易和投资作出了努力。 

127.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亚太经社会和国际

贸易中心在诸如贸易信息和出口推广等传统领域

中以及在有关世贸组织的协定、中小型企业发展和

电子商务的新领域中加强合作。它指出，亚太经社

会与世贸组织在 1999 年签订的新的谅解备忘录将

进一步加强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 

128.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不丹已经加入亚洲

清算联盟，该联盟将继续促进其成员之间的贸易。 

129. 经社会通过了第 56/1 号决议“2000－2009

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合作十年”。 

亚太经社会区域的经济和金融监测和监督 

130.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根据经社会 1999 年 4

月 28 日第 55/2 号决议编写了有关经济监测和监督

问题的专业和全面的研究报告，同时赞扬文件

E/ESCAP/1162 中所载的建议切合实际。 

131. 经社会指出，近年来本区域所发生的金融

和经济危机使得改革国际金融结构的必要性更加

突出，其中包括一些国家因此必须针对短期投机性

资金流动的变化无常的性质寻求对策，以免对其发

展进程产生严重的破坏。这种改革要求采取全球性

的行动以便使得国际金融体系对发展中国家更加

公平和有利，采取国家行动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体

系以及开展支助性的区域和次区域活动。这种改革

的一个主要部分涉及如何尽可能减少今后的危机

和制止危机的的蔓延和减轻其影响，其中包括实行

监测和监督。在这一方面，有必要加强旨在预防危

机和解决危机的国家政策和技术以及分析能力。次

区域、区域和全球性努力在提出预警方面也是十分

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确保一旦发现可能会引起经

济和金融不稳定局面的任何情况，就可发出明确的

信号，以便各国政府以及时和负责的方式作出反

应。这些活动再加上金融市场上有关各方更高的透

明度和更强的政策延续性将有助于减少发生危机

的可能。 

132. 经社会指出，在改革的进程中在国家一级

需要采取一些重要的行动，以便减少风险和扩大全

球化的得益。一些国家已经报告说采取了这类国家

举措，其中包括维持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改革国

家金融体系、改善管理程序、提高透明度和加强汇

报程序以及采取国际规范和标准。经社会认识到，

全球和区域一级的监测和监视活动必须以适当的

国家体系为基础，明显有必要加强个别国家开展这

些活动的能力。 

133. 经社会指出，区域一级的监视和政策协调

可以有助于减少今后危机的发生；目前在本区域的

监测和监视方面中还有几项举措。这些举措包括：

亚佩克《加强亚洲区域合作促进金融稳定框架》

(《马尼拉框架》)、亚行正在建立的亚洲复苏信息

中心以及东盟监视进程。因此，有必要扩大这些举

措，以便寻找最合适的应用机制，以及扩大涉及面

以包括更多的国家，而不仅仅是那些遭受危机的国

家。在这一方面，人们要求确保这方面的工作以协

调的和不相重叠的方式进行，并且要适合有关国家

的需要而不至于超越它们的能力。 

134. 经社会认为，亚太经社会在监测和监测领

域中还可以发挥一个作用，就是挖掘它作为经济援

助、咨询和分析来源的比较优势，而监测和监督机

制的建立则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和亚行的范

围。它也应提供一个论坛，以便就所关注的问题交

流知识和经验，特别是在体制和社会脆弱部分、有

关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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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参与的辩论的动态等非传统性的领域中编制

适当的指标。亚太经社会还应监测有关趋势、为本

区域的经济和金融动态提供分析以及提请成员国

注意应予关注的事项。在这一方面，经社会同意亚

太经社会在 E/ESCAP/1162 号文件中所提出的行动

建议，但有一项谅解：在执行这些建议的过程中，

必须根据成员国和准成员的要求以及现有的专门

知识和财政资源加以区别对待。 

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 

135. 经 社 会 同 意 在 亚 太 技 转 中 心 报 告

(E/ESCAP/1163 和 Corr.1)中所载的亚洲及太平洋

技术转让中心理事会的建议。 

136. 经社会虽然认识到中小型企业是多数发

展中国家工业的支柱，但是认为这个部门在目前的

低水平技术、与大企业的联系不足、技巧发展、能

力建设、筹资以及销售方面面临许多困难，在全球

化以及新经济问题上遭到严重挑战。要求亚太技转

中心通过适当的技术转让机制以及人力资源发展

和培训方案帮助发展中国家，以便为转让和采用新

的现代技术培训必要的能力，其中包括适当的管理

和技术专门知识。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大韩民国

和俄罗斯联邦等国已经提出在信息、能力建设和培

训等方面提供援助，以便采用无害环境技术、信息

技术和通信技术。 

137.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技术转让中心在技

术转让、发展和运作方面的举措。同时促请该中心

加强其活动，帮助发展中成员国的中小型企业利用

信息和交流技术，并以此作为提高其竞争能力和增

加利润的战略手段。这类措施将大大地促进本区域

在信息和交流技术方面的投资和贸易。 

138. 经社会原则上同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

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议：在伊朗建立

一个次区域的亚太技转中心网络，以便加强中亚和

中东国家之间以及与亚太经社会其它成员国之间

的技术合作，同时在该国设立一个常设的秘书处作

为该地区的合作政策机制，推动该地区无害环境技

术的转让。孟加拉国政府也要求亚太技转中心在达

卡尔设立一个分部以便推动该国的有效技术转让。

经社会鼓励亚太技转中心在理事会的届会期间着

手实施成员国所提出的其它建议。 

139. 经社会指示技转中心实施旨在推动使用

本地技术的方案并且继续其与技术管理有关的人

力资源活动。还促请亚太技转中心加强在培养女企

业家领域中的活动。一些国家已经提出了它们在这

些领域中的经验，并且表示愿意与其他成员国分

享。 

140. 经社会同意理事会的报告及其建议，同时

促请成员国为亚太技转中心提供必要的体制方面

的支持并且遵守已经商定的有关捐赠基金的办法，

向有关国家提供有关的支助。同时要求捐助国为亚

太技转中心的活动提供必要的方案资助。在这一方

面，经社会感谢德国政府和荷兰政府为技转中心提

供了大量的援助。同时它也感谢印度政府继续提供

资助，其中包括财政支助、其它东道国设施和目前

正在考虑的无偿借调专家的服务。经社会注意到东

道国对其它成员国对捐赠基金的捐款感到关切。 

区域农业机械网 

141. 经社会认为，区域农机网在农业机械化和

有关体制建设方面为成员国提供了有用和有益的

援助。经社会还注意到区域农机网在促进有关农业

机械的技术信息交流、机械改造信息交流以及推动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农业机械化方面所

作出的重大贡献。 

142. 经社会注意到理事会的审议意见并且同

意其报告(E/ESCAP/1164 和 Corr.1)及其需要实施

的建议。经社会指示秘书处继续为 2000-2001 年的

有关方案寻求预算外资金援助。在这一方面，经社

会还批准了扩大区域农机网在收成后技术领域中

的活动和旨在利用有优势的技术的活动。经社会建

议，区域农机网在制订其工作方案时，应该牢记以

下的领域：园艺植物生产机械化、水果和蔬菜的收

成后技术、低成本的表层覆盖培植法以及农业废物

和副产品的利用。应该特别注意开展在人力资源开

发领域中的国家一级的活动，用于研究收成后技术

和食品加工技术。 

143. 在开发和使用农业技术方面，应该使用一

种比较广义的工程概念，在上文中经社会已经对此

表示赞同。与此一脉相承，经社会也批准理事会的

建议：将区域农业机械网的名称改为：区域农业工

程和机械网。 

144. 经社会还欢迎秘书处的建议：制订和实施

有关开发供残疾农民以及社会中其他脆弱群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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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适当技术的项目。 

145. 经社会支持秘书处作出努力，为一项东道

国协定进行谈判，其中包括规定设立一个项目主任

的职位，并且希望早日签订协定以便网络能够顺利

运行。在这一方面，经社会欢迎中国政府有关积极

考虑这个事项的提议。经社会指示秘书处在其它永

久性的安排作出以前，继续为这个项目提供必要的

支持。 

146. 经社会希望，在有关东道国设施以及项目

主任职位的设立的协定签订以后，参与的成员国将

立即交纳会费，而区域农业工程和机械网能为成员

国提供扩大了的服务和援助。 

147. 经社会要求捐助国和机构提供项目资金，

以便继续和扩大区域农机网所开展的有用和有益

的工作。经社会在此对中国、尼泊尔和大韩民国等

国政府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他们在过去几年中为

区域农机网的活动提供了财政和实物的援助。经社

会感谢印度政府同意举办于今年举行的 2000 年农

机展以及技术咨询委员会和理事会会议，经社会同

意有关将 2000 年农机展推迟到 2001 年举行的建

议，因为区域农业工程和机械网所必需的资源目前

还没有落实。经社会指示秘书处继续与印度政府为

组织 2001 年农机展商谈这个事项以及其它安排。 

环境与自然资源开发 

环境与自然资源开发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报告 

148. 经社会收到环境与自然资源开发委员会

第二届会议报告(E/ESCAP/1165)。经社会支持并批

准报告中各项建议，其中涉及下列范围广泛的问

题：有关将环境因素纳入经济决策的政策问题；在

供方设施和需求方管理方面高效率利用能源；以及

综合评估、开发和管理土地和矿物资源以促进经济

可持续发展。 

149.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各代表团就其本国

在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开发各领域的经验和成就

所作的介绍。 

150. 经社会赞同委员会的以下建议，即秘书处

应继续在将环境因素纳入经济决策过程这一领域

开展活动，并与其它国际机构紧密协作，继续进行

其在战略环境倡议方面的工作。经社会要求秘书处

通过利用以市场为基础的手段解决环境和自然资

源问题及清洁技术、开展信息交流、促进提高公众

认识、社区参与与环境有关的问题以及将环境问题

纳入人力资源开发，推动进行更多的能力建设。鉴

于亚太经社会具有多学科实力，经社会建议秘书处

开展跨学科环境方案。 

151.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在下列领域成功开展

了范围广泛的活动：环境、能源、水资源、矿物资

源、包括地理信息和遥感在内的空间技术应用、及

减少自然灾害。经社会还赞赏秘书处在环境、能源、

水和矿物资源等领域提供了实用的咨询服务，并建

议秘书处应继续提供这类服务。 

152. 经社会注意到秘书处在促进战略环境管

理方面进行的工作。经社会要求秘书处通过培训、

交流经验、机构联网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机

构结成对子、以及与开发计划署、环境署及各捐助

国和组织等有关组织开展密切协作，继续在区域一

级实施《21 世纪议程》。经社会要求秘书处进一步

加强其在将环境因素纳入各部门领域的总体工作

方案方面的活动。经社会表示亚太经社会需要继续

进行环境部门战略规划和管理方面的工作，并进一

步扩展到自然资源的其它优先部门，包括能源、水

和矿物资源。 

153. 经社会认为必须继续加强区域和次区域

合作，以便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经社会建议亚太

经社会应继续在加强本区域的次区域环境合作(特

别是在东北亚)发挥重要作用。经社会赞赏 2000 年

3月9-10日在汉城举行的第六次东北亚环境合作高

级官员会议的成果，其中包括通过了东北亚环境合

作远景声明、启动了几个有价值的项目、以及一致

同意为支持这种合作建立一个核心基金。经社会鼓

励东北亚各国充分参与实施这一远景声明。 

154. 经社会指出各成员政府负有实施无害环

境的做法和战略的责任，同时重申其以下要求，即

应履行 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会议上就官方发展援助和技术转让所作

出的承诺，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资金和其它资

源。 

155. 鉴于亚太经社会区域的能源消耗大幅增

加，经社会认为迫切需要增加能源开发，但是也注

意到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的勘探所产生的相关环

境影响。经社会指出供求双方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

有着的很大的余地。经社会还强调有必要利用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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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例如氢能和水电，包括中小型电站。 

156. 经社会确认本区域政策制订者在解决与

可持续的能源开发有关的问题方面面临各种挑战，

因此再次强调有必要通过制订以奖惩为重点的管

制机制和框架促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经社会建

议，秘书处应就促进这方面适当的国家政策所需的

准则和投入提供技术援助。经社会还强调需要促进

和推动转让高能效技术。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一些

国家提出愿意分享其经验及支持具体区域方案和

举措，以促进提高能效。 

157. 经社会还认识到联合国储藏/资源框架分

类：固体燃料和矿产商品的实用性，这是秘书处推

动的。经社会认为，建议的分类将通过系统编码为

储藏/资源的分类提供明确标准，它将提供一个全

球使用平台，便于理解。 

158. 经社会确认地理信息系统对于综合评估、

开发和管理土地和矿物资源非常重要，因此促请秘

书处协助各国加强其在这方面的国家能力。 

159. 经社会对本区域各国在利用遥感和其它

空间技术应用促进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动方

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表示满意。经社会承认几个

发展中国家在空间技术方面的技术发展，这有助于

为空间技术实际用于自然资源管理、环境监测和减

轻自然灾害提供更多的机会。经社会还注意到一些

成员提出愿意分享其在空间技术应用方面的经验，

因此强调为使本区域发展中国家在空间技术发展

和应用方面获益开展区域合作非常重要。 

160. 经社会指出，减少自然灾害对于二十一世

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经社会确认管理和

减轻自然灾害方面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和

好处。 

161. 第二次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

续发展部长级会议报告 

162. 经社会收到文件 E/ESCAP/1166，其中载

有 1999 年 11 月 15-20 日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二次亚

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

的报告。经社会对这一会议的成功举办表示满意，

并深切感谢印度政府支持和主办了这一会议。 

163. 经社会批准了该部长级会议的报告及其

以下附件：《亚洲及太平洋空间技术应用在新的千

年促进提高生活质量德里宣言》和《亚洲及太平洋

新的千年空间技术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行

动计划》。经社会还批准了区域空间应用促进可持

续发展方案第二阶段(区域空间方案二)的启动。经

社会满意地注意到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已根据部长

级会议的建议开始了有关活动。 

164. 经社会承认，自区域空间方案于 1994 年

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

发展部长级会议上诞生以来，该方案的实施使本区

域在空间技术应用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经社会注

意到，区域空间方案提高了人们对空间技术及其应

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和潜力的认识，并提供了

一个交流信息的重要论坛和本区域各国间开展区

域合作的机会。 

165. 经社会注意到，通过实施区域空间方案，

一些国家建立了国家空间机构或空间应用方案，将

空间技术应用列为高度优先，并相应地将空间应用

纳入其国家发展计划。然而，大多数国家的空间技

术应用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及没有足够的资

金而尚未达到实际操作水平。经社会指出，应努力

从面向研究的活动转向对空间技术应用的更为实

用的操作性利用，并建议将这些技术纳入本区域各

国的可持续发展规划。经社会促请亚太经社会秘书

处继续推动高效率利用和应用空间技术，并同意应

通过支持区域空间方案二加强空间应用和人力资

源方面的国家能力建设，以及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进一步的援助。 

166. 经社会赞同部长级会议在其战略和行动

计划中充分列入了一个最低限度共同方案，以满足

本区域大多数国家在下列领域的基本要求：环境与

自然资源开发、粮食保障和农业系统、能力建设、

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扶贫、减少自然灾害、保健

和环境卫生、以及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规划。经社会还确认，所挑选的各应用领域适合于

本区域，特别是适合于发展中国家。 

167. 经社会确认，区域空间方案是本区域空间

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多边合作的一个重要方案，因

此促请秘书处对战略和行动计划以及区域空间方

案二中所建议的活动给予应有的优先，并继续将这

些活动列为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的经常组成部分，

定期向经社会通报这方面取得的进展。经社会建

议，秘书处应继续在统筹本区域的资源以用于在该

方案下开展更多的合作方面发挥关键的催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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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社会还建议，应加强秘书处的能力，以支持区域

合作网络努力成功地实施战略和行动计划。 

168. 经社会促请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积

极参加对各国具有重要意义的空间应用合作方案。

经社会确认需要在本区域各国间统筹资源和作出

协同努力，以取得具体的有意义的结果，以及在各

区域举措间采取类似行动，以尽量减少工作重叠。

经社会还指出，战略和行动计划中所建议的国家一

级的行动应加以调整，以适合各国的条件和要求。 

169. 经社会注意到各国有兴趣参与空间应用

促进可持续发展区域方案二，赞赏一些国家对方案

中已确定项目的执行主动提供实物支持。经社会获

悉一些国家愿意分享其专业知识，开展人力资源开

发活动，并为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区域方案二下的

国家及区域合作项目提供运行卫星服务。经社会建

议应通过区域空间方案二来推进双边合作机会，从

而促进区域合作的扩大。 

170. 经社会认为本区域有必要建立一个可长

期持续的合作机制。因此要求秘书处考虑建立一个

恰当机制，有效执行区域空间方案二最低限度共同

方案中的优先项目，并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

以及尽可能地增加资源，从而有效地协调战略及行

动计划所建议的各项活动，同时也考虑到落实空间

应用活动的成本效益。 

171. 经社会认识到以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

展区域方案政府间协商委员会为中心的区域合作

网络在区域空间应用活动中在协助亚太经社会进

行有效的协调与合作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经社会认为这一势头应该得到保持，并敦促成员及

准成员提高其在协商委员会中的代表级别，该委员

会应继续就方案的执行酌情提供咨询。 

172. 经社会通过了第 56/3 号决议“亚洲及太

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区域合作”。 

173. 2000 年第四次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

部长级会议筹备工作 

174. 经社会收到 E/ESCAP/1167 和 Corr.1，该

文件述即将于 2000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5 日在日本

北九州市召开的 2000 年第四次亚洲及太平洋环境

与发展部长级会议的筹备工作。认识到这一会议的

极端重要性，经社会对出色的文件准备工作表示满

意，重申支持这一会议的进一步筹备工作。 

175. 经社会强调继续实施《21 世纪议程》的

重要性，并确认通过 1996-2000 年无害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区域行动方案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经社

会强调，召开上述会议，通过 2001-2005 年区域行

动方案，以进一步在本区域实施《21 世纪议程》非

常重要。经社会也认识到部长会议预期成果的重要

性，包括部长宣言，给 2002 年特别联大《21 世纪

议程》实施情况审评会议的区域通电。经社会还注

意到将对北九州清洁环境倡议作介绍。 

176. 经社会指出，部长会议将在提高本区域环

境可持续发展的形象方面发挥中心作用，并将为讨

论关键的环境问题提供适当讲坛。经社会特别建

议，部长会议作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巴西里

约热内卢，1992 年)10 年审评的(“里约＋10”)的

预先活动和该会议的后续活动，应当本着里约会议

确定的原则精神审议下列问题：将环境因素纳入发

展决策；执行国际环境协定；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和

以优惠条件转让无害环境技术加强能力建设；实施

《21 世纪议程》的财政制约因素，特别是最近的经

济危机和官方发展援助的下降；发达国家有必要履

行其在 1992 年里约会议上就官方发展援助作出的

承诺；以及在环境和发展领域进行区域及次区域合

作的重要性。经社会还指出，部长会议将在规划

2002 年“里约＋10”会议审评的区域贡献方面发挥

关键作用。在这方面，经社会强调，在亚洲召开“里

约＋10”会议可为实现本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动

力。 

177. 经社会对日本政府支持和准备主办这一

会议表示深切赞赏。经社会注意到日本将专门于

2000 年 9 月 3 日在北九州举办亚洲及太平洋 2000

年环境大会(亚太环大 2000)。经社会进一步注意

到，与部长会议同时，北九州的组织者计划举办一

系列相关活动，包括举办非政府组织专题讨论会和

媒体专题讨论会，以促进多方利益攸关者参与，并

探讨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在追求可持续发展方面的

作用。经社会还注意到同会议相关的活动还有一个

无害环境技术展览。 

178. 经社会注意到最近部长级会议的成果，特

别是 2000 年 2 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日本、大韩

民国三方环境部长会议和 2000 年 5 月在瑞典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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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举行的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经社会敦促部长会

议进一步发展这些会议成果的势头。经社会强调部

长会议的成功需要所有有关方面充分参与准备过

程和会议的审议。 

179.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同秘书处之间的持续合作，特别是在部长会议的组

织方面。 

180. 环境和自然资源开发新出现的问题和动

态：矿产供应和土地使用规划 

181. 经社会收到文件 E/ESCAP/1168，该文件

涉及矿产供应和土地使用规划促进可持续发展方

面新出现的问题和动态。 

182. 经社会注意到，1997 年以来金融危机引

起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不可靠的矿石资源估算和

金属价格的下降。1999 年以来情况得到改善，目前

投资流动出现上升趋势。然而，人们注意到最近有

关采矿和提炼的“生命周期”评估的动态，从中央

政府向省下放权力，资源租金的分摊和利益攸关者

伙伴关系新出现的问题等，总体上将影响本区域实

现矿产的可持续供应。这些因素还将影响未来的供

求关系，特别是考虑到本区域总的来说缺乏贱金

属。 

183. 经社会赞成秘书处就矿产供应和土地使

用规划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新出现的问题和动态

所作出的一般说明和结论。它要求秘书处在这些事

务中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组织和举办研讨会、讲习

班，为成员国的参与者举办个人和集体培训班。这

些活动将集中于具体的主题、技能开发和机构建

设。 

184. 经社会注意到权力下放和分摊资源租金

新出现的问题，非法、手工和小规模采矿和加强利

益攸关者参与的社会影响，并敦促秘书处就下列问

题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a)在采矿项目的审批中应

用环境经济评估这一补充手段；(b) 私营部门结合

控管条例使用经济手段促进环境管理；(c) 在采矿

和矿产资源开发中使用 ISO14000 这样的环境管理

系统，改善环境行为。 

185. 秘书处被要求举行本区域国家地质调查

机构首脑会议，讨论可持续矿产供应和土地使用规

划新出现的问题，以便制订相互合作和分享经验与

知识的战略。 

186. 一些代表团赞扬秘书处在开展东北亚环

境合作和促进清洁煤技术的同时，对该地区矿产和

碳氢化合物资源潜力进行评估的活动。 

187. 经社会赞赏秘书处促进在土地使用和城

市规划中利用地球科学信息的努力。它注意到有必

要继续进行这些努力，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成员国

的规划者以及中央和地方当局在决策中往往未充

分利用地球科学方面的意见。为跨越交流中这一明

显的鸿沟，秘书处被敦促继续进行促进性努力和培

训活动，以改善国家地质调查部门的表达能力，例

如准备门外汉容易理解的易于使用的专题地图，这

在规划过程中将更有可能得到利用。 

188. 经社会提请注意自然原因引起的地下水

砷污染。一个代表团提请注意卫生组织于 1997 年

举行的关于这一议题的区域磋商会，并促请亚太经

社会审评磋商会提出的与各级，包括地方和国家两

级的各种做法有关建议该代表团建议，亚太经社会

可就其如何通过与有关国家和组织磋商协助实施

其中一些建议开展研究。 

189. 关于淡水资源管理问题，经社会还注意到

有必要制订政策、方案和战略计划，强调水在满足

人类基本需求、粮食保障、扶贫、和生态系统保护

方面的至关重要作用，地方社区，特别是妇女的参

与，以及提高政府、区域和国际机构在加强水资源

一体化评估和管理方面的能力。 

190. 经社会批准了文件 E/ESCAP/1168，删去

关于国际环境法制约因素及其对金属回炉再生的

影响的第一章 B 部分，包括第 13-17 段，并对结论

和建议部分的第 56 和 57 段进行了修改，为反映这

些修改，已印发更正(E/ESCAP/1168/Corr.1)。 

191. 关于能源为可持续发展的区域观点 

188. 经社会注意到能源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

及提高生活质量的关键投入，同时能源部门又是造

成亚太区域环境质量退化的主要因素之一。经社会

还注意到本区域发展中国家将需要更多的能源服

务来满足其基本需要和提高生活水平。经社会回顾

了1997年举行的联大第十九届特别会议通过的“进

一步实施《21 世纪议程》纲领”中强调需要争取实

现可持续的能源生产、分配和利用模式以及

1998-2002 年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多年工作方案。经

社会还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9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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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99/60 号决议“筹备关于能源问题的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第九届会议”，其中理事会呼吁各政府积

极参与和推动筹备进程。在这一方面，经社会欢迎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主动提出主办将于 2000 年

11 月在德黑兰举行的有关石油和天然气部门能源

效率的国际会议。 

189. 经社会还回顾了 1998 年举行的经社会第

五十四届会议鼓励秘书处继续推动和加强区域和

次区域合作，以促进可持续的能源开发和利用，并

注意到秘书处采取主动行动为筹备对全球可持续

能源开发磋商进程的投入提供一个区域论坛。经社

会进一步注意到 2000 年 3 月在纽约举行的成员资

格开放的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特设政府间专家组的

报告，其中确认需要积极交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信

息，以迎接可持续委员会第九届会议，同时注意到

该专家组非常重视就应付能源对可持续发展构成

的挑战开展区域合作，以及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

包括亚太经社会，在提供区域观点以作为对专家组

第二次会议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九届会议的投

入方面可发挥的潜在作用。 

190. 鉴于以上考虑，经社会决定举行一次能源

与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区域会议，并且欢迎印度尼西

亚政府主动提出主办这一会议。经社会促请所有成

员、准成员、联合国机关和有关机构、区域机构和

组织、及民间团体，积极参与这一会议的筹备工作

并积极与会。经社会要求秘书处组织定于 2000 年

11 月/12 月举行的能源与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区域会

议并与印度尼西亚政府及其它区域机构和组织协

作，并会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秘书处，为这一会议

开展实质性筹备工作。经社会还要求秘书处确保各

国政府、有关区域机构和民间团体之间进行有效的

协调，以使其能够与会并为会议作出贡献，并就这

一会议的结果向经社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城乡地区扶贫社会经济措施 

191. 经社会收到与城乡地区扶贫社会经济措

施有关的文件 E/ESCAP/1169 和 Corr.1 以及

E/ESCAP/1170－1177。经社会赞扬秘书处的文件

质量出色并批准了其中所载的各项建议。 

城乡地区扶贫社会经济措施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报

告 

192. 经社会批准了文件 E/ESCAP/1169 和

Corr.1。一些代表团介绍了其本国政府就农村地区

扶贫采取的措施。在许多情况下，通过 5 年发展计

划倡导的总体社会和经济发展是扶贫的主要手段。

国家发展计划特别重视落后地区或人口中的处境

不利群体。通过教育和培训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对于

扶贫和发展十分重要。国家政策考虑人口老龄化、

迁移和迅速城市化的人口趋势。 

193. 经社会指出，以处境不利群体为对象的方

案对扶贫是必要的。一些成员介绍了在其本国有效

的各种方案，其中包括下列方面的方案：通过公共

工程创造就业、以工换粮、鼓励就学、微型信贷(特

别是为农村妇女)、向无地者提供土地、以及以社

区为基础的发展。本区域各国降低了贫困人口的比

例，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尽管由于 1997 年发生

了亚洲经济危机而出现了挫折。 

194. 经社会注意到，在遭受最近经济危机的影

响的几个国家中，危机产生的消极影响的程度比预

计的要严重，其持续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这些国

家中尽管出现了经济复苏，但是失业率和贫困发生

率仍然较高。各政府和社区组织所制订的各种定有

目标的方案帮助减轻了受危机影响的人们的痛苦，

应继续开展并加强这类方案。同时，应为低收入群

体采取范围广泛地增长政策。 

195. 经社会强调，秘书处可借助几种方法来协

助各政府努力减轻贫困。秘书处应监测社会经济趋

势，包括贫困发生率。经社会要求秘书处就国家扶

贫方案进行一项区域研究，以便通过案例研究将成

功的做法编入文件。秘书处通过讲习班、研讨会和

技合活动向各政府提供最佳实践和成功的做法的

信息。秘书处还应对社会保障网方案进行区域评

估。经社会强调秘书处必须在其扶贫工作方案中确

定轻重缓急次序，以便增强其活动的影响。经社会

应在其努力实现扶贫的过程中，与亚行、其它国际

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开展更密切的合作。秘书处应以

具有透明度的方式开展其工作，并对各种结果进行

充分的监测、评价和分析。 

196. 经社会强调，象“人类尊严计划”这样的

项目非常重要。其中举例说明了国际组织与基层组

织之间以及社区举措、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

的合作。经社会确认需要加强城市地方政府的能

力，使之能够卓有成效地高效履行其传统功能和职

责，能够奉行良政原则，以及能够应付新的全球化

挑战。在这方面，经社会注意到城市政府在促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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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作为地方政

府能力建设的例子，经社会以城市网为本区域城市

间联网和区域合作的一种特别有成本效益的形式，

而地方政府培研机构网则是一种独特的地方政府

培训和研究机构网络。经社会建议利用因特网进行

能力建设。 

197. 经社会强调人力资源开发作为扶贫的一

种手段非常重要。在人力资源开发的各个方面中，

提供教育和卫生保健被突出列为发展的基本石。经

社会在强调基本教育作为所有人力资源开发方案

的基础非常重要的同时，指出需要支持采取举措促

进 2000 年 4 月在塞内加尔达喀尔举行的世界教育

论坛所要求的全民的教育。该论坛强调需要形成超

出教育部门之外的更广泛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全民

教育的目标。经社会促请秘书处优先重视教育方

案，尤其是促进全民教育。经社会还确认秘书处为

培训各国在扶贫各个部门中的工作人员开展的人

力资源开发活动的价值。经社会要求秘书处继续为

各国从事扶贫和农村发展方案工作的人员的能力

建设，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培训活动。 

通过在农村扶贫活动中实行权力下放增强农村穷

人的权力 

198. 经社会在审议文件 E/ESCAP/1172 指出

时，农村扶贫仍是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的一项重要和

紧急的任务，因为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存在着巨

大的收入差距。亚洲及太平洋一些国家为农村扶贫

采取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通过分散权力和职责

改进管理。最近的亚洲金融危机为加强地方政府以

维持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提供了势头。虽然政府

和非政府组织通过权力下放参与了增强穷人权力，

但并未就所吸取的教训编写出系统性的文件。增强

穷人权力方面的成功事例和最佳做法应编入文件，

并应传播给农村穷人。 

199. 经社会强调权力下放、良好管理和增强妇

女的权力在农村扶贫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经社会

指出，秘书处的文件触及了核心要点，提出了为支

持各成员国可开展的区域活动。经社会促请秘书处

进行更多的工作，以学习本区域的成功事例和最佳

做法，并将其更广泛地传播，可通过下列手段做到

这一点：举办国家和区域讲习班、利用印刷品和电

子传媒及交流专门知识，包括开展技合或经合。经

社会特别促请秘书处就管理、权力下放和农村扶贫

以及通过权力下放增强农村穷人权力等方面之间

的相互关系开展后续活动。经社会促请秘书处对其

活动划分轻重缓急次序并以人口趋势、农村发展和

扶贫为重点。 

200. 经社会注意到亚太经社会就农村扶贫和

无害环境地利用农用化学品以支持粮食保障方面

的信息传播所开展的活动。经社会赞赏亚太肥料网

所开展的活动，并促请该网络继续其工作。大韩民

国代表指出，其国家将于 2000 年 10 月主办一次农

村扶贫中的虫害综合管理和绿色耕作区域专家组

会议。 

201. 斯里兰卡代表表示赞赏就亚太经社会/粮

农组织推广成功事例项目下进行的关于农村地区

小企业发展的研究活动及其传播。经社会强调，该

项目以务实和创新的方法产生了面向市场的就业

机会，有利于消除农村地区的贫困，因此促请秘书

处继续进行这一领域的工作。 

202. 经社会强烈促请双边和多边捐助者优先

提供金融和技术支助，以开展上述领域的后续活

动。经社会还指出，就良好管理提供的援助将对农

村地区实现扶贫目标产生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最

不发达国家。 

决议和决定的实施进展情况 

203.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其决议和决定的实

施 过 程 中 取 得 的 进 展 ， 进 展 情 况 在 文 件

E/ESCAP/1170 中作了汇报。 

第 48/3 号决议“1993-2002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

十年” 

204. 经社会确认秘书处为宣传残疾人参与主

流发展进程的权利及促进其方便出入建筑环境所

作出的努力。除这些努力外，各国在加强为残疾人

建立无障碍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法律措施方面也取

得了进展。许多政府还向经社会通报了其本国为各

类残疾人采取的举措，包括就改善公众对残疾人问

题的认识以及就扩大康复服务的覆盖面和满足残

疾人的基本需要所采取的措施。 

第 49/6 号决议“1993-2002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

十年宣言和行动议程” 

205. 经社会要求秘书处为促进残疾人的关切

方面的技术合作提供进一步的援助。认为需要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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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继续提供援助的领域涉及使残疾人纳入主流社

会的政策和其它措施，特别是促进残疾人参与教

育、职业培训、创收、体育和文化、根据《联合国

残疾人机会平等标准规则》所给予的法律保护、以

及地方、次区域和区域各级人力资源开发促进跨部

门协作等措施。 

第 51/2 号决议“加强亚洲及太平洋人力资源开发

方面区域合作” 

206. 经社会重申其承诺促进人力资源开发领

域的区域合作。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建立了亚太经

社会人力资源开发研究和培训人才中心网，该网络

拥有 113 个成员机构。经社会要求秘书处利用现有

网络作为进一步开展人力资源开发领域区域合作

的一种机制。许多代表团谈到了其国家为促进人力

资源开发作出了努力，并取得了成功，尤其是为促

进穷人和其他脆弱社会群体的教育、卫生和创造就

业所开展的方案。交流这类国家经验和最佳做法可

作为进一步开展人力资源开发领域区域合作的基

础。 

第 51/4 号决议“亚太经社会区域社会发展行动议

程” 

第 54/2 号决议“加快实施亚太经社会区域社会发

展行动议程马尼拉宣言” 

207.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致力于社会发展并将

其作为一项使命。有几个政府向经社会通报了其将

社会发展列为高度优先。然而，1997 年中开始的金

融危机影响了亚太经社会区域对 1995 年举行的社

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的《哥本哈根宣言和

行动纲领》的实施。本区域许多经济体需要时间从

这场危机中站起来。一些过渡经济体也因国营工业

企业倒闭以及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导致贫困而遭受

严重的打击。经社会获悉，在家庭和社区两级作出

了调整，以保护教育和保健、减少对非必须品的消

费以及遭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各群体。 

208. 经社会强调需要确保在经济和金融危机

期间增加或至少维持社会发展拨款，以减轻其消极

社会影响，尤其是对家庭结构、文化价值观、社会

体制和稳定性、以及边缘化群体产生的消极社会影

响。 

209. 一些代表团向经社会介绍了其各自的社

会保障网方案以下列方面为重点：就业情况介绍、

以最贫困者和失业者的为对象的劳动力密集性公

共工程、为培训和自营职业制订的信贷计划、以及

低收入家庭的信贷方案。经社会强调需要加强社会

保护，尤其是对穷人和脆弱社会群体的保护。在此

任务中，亚太经社会应加强其在促进国家间交流方

面的作用，吸取区域内的经验，以加强社会政策和

社会保障网方案，以及与社会团体开展协作。 

第 51/7 号决议“亚洲及太平洋提高妇女地位雅加

达宣言和行动计划” 

第 52/3 号决议“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后续行动” 

第 53/2 号决议“为提高妇女地位落实《北京宣言》

和《行动纲要》 

210.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实施《亚洲及太平洋提

高妇女地位雅加达宣言和行动计划》和促进提高妇

女地位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经社会对

1999 年 10 月在曼谷成功地举行了《北京行动纲要》

区域实施情况政府间高级审评会议表示赞赏，该会

议的结果成为本区域对定于 2000 年 6 月举行的题

为“2000 年妇女：21 世纪的男女平等、发展与和

平”的联大特别会议的投入。 

第 52/4 号决议“促进亚洲及太平洋青年人力资源

开发” 

211. 经社会对秘书处促进青年人力资源开发

方案表示赞赏。经社会呼吁重视青年(尤其是农村

青年)的就业方案，作为创收和推动农村发展的手

段。经社会强调需要为特别需要保护的青年制订方

案。同时还强调为这些青年提供教育机会的重要

性。 

第 53/4 号决议“在亚洲及太平洋消除对儿童和青

年的性虐待和性剥削” 

212.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成功地实施了 12 国区

域方案，加强国家人员的人力资源开发能力，与对

儿童和青年的性虐待和性剥削作斗争。经社会认为

秘书处根据第 53/4 号决议开展工作是在发挥亚太

经社会的相对优势，实施重点突出的区域方案方面

的一个良好做法的典范。经社会注意到国家和地方

报纸的正面报道显示出该方案在本区域的知名度。

经社会还注意到秘书处成功地争取到捐助者强有

力的支持和捐助，执行决议草案所提出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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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1 号决议“将加强对残疾人的区域支助延伸

到 21世纪” 

213. 经社会确认秘书处在根据“1993-2002 年

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的充分参与和平等目标

在推进增强残疾人地位方面具有的相对优势。为此

经社会指示亚太经社会在记录和传播最佳做法和

经验教训为重点向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支助。日本政

府重申愿意继续为亚太经社会的增进残疾人地位

的活动提供支助。 

第 54/4 号决议“动员人力和财政资源为实现亚太

经社会区域人口与发展目标进一步采取行动” 

214. 经社会注意到秘书处通过提供技术援助

和培训，开展研究和传播信息继续积极协助各成员

和准成员实现其人口与发展目标。 

第 54/5 号决议“国际老年人年：争取实现为所有

年龄层次的社会” 

第 55/4 号决议“走向为所有年龄层次的社会：亚

洲及太平洋老龄问题澳门宣言和行动计划” 

215. 为了在成功纪念国际老年人年和通过亚

洲及太平洋老龄问题澳门行动计划的基础上更进

一步，经社会要求秘书处就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

影响开展研究。经社会还促请秘书处继续采取行

动，为制订和加强国家老年人政策，尤其是澳门行

动计划的有效和尽早落实提供有效的支助。 

亚太经社会区域社会发展行动议程高级官员会议

的报告 

216. 经社会批准了文件 E/ESCAP/1173，包括

其附件所载的建议，一个政府对该报告第 31 段和

附件建议 26 表示持有保留意见。经社会强调应鼓

励发达国家保持对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并增加对

社会发展的拨款。应给予这种鼓励，以便扭转官方

发展援助目前的下降趋势，并确认已商定的这类援

助的国际指标作为参考性规划指标。 

217. 经社会强调扶贫、扩大就业和社会一体化

在国家发展议程中应继续给予高度重视。此外，应

加强向穷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目标群体提供教

育、卫生和其它社会服务，以便促进他们充分参与

主流社会。 

218. 经社会对亚太经社会区域许多国家全球

化和结构调整方案忽视社会因素的不利影响表示

关切。最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造成的人的危机让人

感到甚至更为惨重，需要对发展方式进行反思。在

这方面，经社会强调需要社会政策和社会发展方面

的原则和良好做法范例的框架，它对人和社会发展

及宏观经济根本要素给予同等重视，尊重国家主权

及照顾到亚太经社会区域社会的多样性，与此同时

推进更为人道和公平的发展道路，对外部冲击具有

更大的回旋能力并更有利于所有利益攸关者的参

与和容纳。 

219. 鉴于应最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造成各国

国内和各国之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不利影响，经

社会强调需要制订目标明确的社会保护和社会公

正措施，包括为脆弱群体制订有创意的非正规措

施。经社会还强调需要对社会保障网方案作为扶贫

措施的效率进行审评并予以加强。 

220. 经社会感谢秘书处通过实施区域社会发

展管理信息系统项目提供援助，该项目为加强社会

发展规划、监测和评价取得良好效果。经社会建议

亚太经社会应与其它有关机关协作为进一步开发

社会发展管理信息系统提供技术援助，包括在本区

域传播关于良好做法的信息。关于社会发展指标的

制订和标准化，印度政府表示拥有一定的专长，并

愿意参与亚太经社会在这方面的活动。 

亚洲及太平洋老龄问题澳门行动计划实施指导方

针 

221. 经社会批准了文件 E/ESCAP/1174 所载的

亚洲及太平洋老龄问题澳门行动计划实施指导方

针。 

222.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许多国家已制订了

老龄化问题国家政策和将与老年人有关问题主流

化的国家机制，同时经社会强调应根据指导方针落

实澳门行动计划。经社会要求秘书处继续为国家和

区域一级有效实施澳门行动计划提供技术援助和

支助。经社会还建议应就与老龄化有关问题举办更

多的培训活动和信息交流论坛，包括区域和次区域

研讨会。 

纪念国际老年人年和亚洲及太平洋老龄问题澳门

行动计划实施进展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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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经社会收到文件 E/ESCAP/1175。经社会

满意地注意到在亚太经社会区域纪念国际老年人

年的活动开展得很成功，在活动中许多国家通过了

迎接 21 世纪老龄化社会国家行动计划。大韩民国

向经社会通报 1999 年在汉城举行了两次重大的国

际会议：其一是为所有年龄层次的社会制订政策框

架，其二是以老年医学为题。经社会对秘书处在推

进老年人年方面发挥的作用表示赞赏。为迎接定于

2002 年举行的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经社会要

求秘书处为编写本区域向大会提交的投入文件发

挥积极作用。 

224. 经社会强调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口迅速老

龄化的重大意义，以及通过为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提供充足的支助和保障解决老年人边际化问题

的紧迫性。经社会要求秘书处继续为增进老年人的

福利，尤其是在社会保护和保障，加强社区对老年

人的支助等方面制订政策和方案提供技术援助。鉴

于最近的经济和社会变化给老年人带来不利影响，

经社会特别敦促应进一步重视在国家间交流制订

加强代间关系的政策和方案方面的信息和经验。 

机会均等：将残疾人纳入发展进程 

225. 经社会批准了文件 E/ESCAP/1176 所载的

实施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行动议程的107项强

化行动指标。经社会注意到亚太经社会在 1999 年

11 月举办的残疾儿童和青年教育区域会议和残疾

人机会均等区域会议制订和通过了这些指标。 

226. 此外，在加强将残疾人纳入发展主流进程

的政策和方案方面，经社会强调应采取行动确定残

疾范围，以及需要持续不断地采取行动消除对残疾

人的歧视。经社会要求秘书处加强对亚太经社会成

员的援助以支持实现所通过的指标。 

227. 经社会通过了 56/2 号决议“推进亚洲及

太平洋区域的人力资源开发”。 

北京行动纲要区域执行情况高级别政府间审评会

议的报告 

228. 经社会批准了文件 E/ESCAP/1177。经社

会对 1999年 10 月在曼谷成功地举办北京行动纲要

区域实施情况高级别政府间审评会议表示满意。经

社会重申对全面实施亚洲及太平洋提高妇女地位

雅加达宣言和北京行动纲要的承诺，并敦促秘书处

加强提高妇女地位的活动。经社会重申妇女对经济

社会发展所有领域的有效参与对实现国家发展宗

旨和目标十分重要。 

229.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在改善妇女获得生

产性资源机会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已采取重大举

措通过各种发展项目改进妇女的经济状况并通过

教育、保健设施和儿童看护综合服务增强妇女的地

位。经社会建议应继续为贫困妇女，尤其是流离失

所的妇女、寡妇和女户主实施有针对性的个体经营

和创收项目。 

230. 经社会确认提高妇女地位是扶贫的先决

条件，注意到各成员国采取扶贫战略，将男女作为

家庭和社会的平等伙伴。经社会指出应增强妇女地

位使她们与男子建立和谐、平等和的伙伴关系，共

同分担发展的责任和分享其利益。 

231. 经社会对为妇女建立的正规和非正规社

会安全网和社会保障项目和方案表示满意。许多国

家在协助妇女的扶贫方案中引入了有创意的培训

和技能培养内容。 

232. 经社会注意到在以下方面取得的重大进

展：强化体制机制、传播信息，包括收集和汇编性

别统计的措施以及为增强妇女地位改革法律支助。

经社会注意到对妇女人权(包括生育卫生)的保护和

尊重已成为本区域的一项关切问题。各国已采取宣

传措施，为保护妇女免遭暴力提供更多的法律保

护，并推进对决策进程的进一步参与，包括在当地

政府的配额。经社会建议应对处境困难的女孩和妇

女——如女户主、女移民、老年妇女和被拐卖妇女

给予特别重视。经社会强调需要开展区域和国际合

作及协作，处理拐卖妇女和儿童的问题。 

亚洲及太平洋热带潮湿地区杂粮、豆类、块根和块

茎作物研究和开发区域协调中心 

233. 经社会对文件 E/ESCAP/1171 所报告的

1999 年该中心的方案活动表示满意。 

234. 经社会建议该中心应继续并强化与亚太

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在研究和开发以及人力资源

开发和信息服务方面的协作方案，其中包括范围广

泛的问题，涉及到平衡稳定，饲料作物开发，尽量

减轻因气候失常造成的损害以及粮食保障战略。 

235. 经社会对该中心的体制和方案支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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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处于不稳定状态表示特别关注，敦促亚太经社

会各成员和准成员考虑大幅度增加资助，并尽早和

及时的拨出资金以及提供专家服务以便确保该中

心方案活动的有效实施。经社会确认杂粮、豆类、

块根和块茎作物对亚洲及太平洋热带潮湿地区粮

食保证的重要性，又要求亚太经社会秘书处积极寻

找更多的供资来源以稳定杂豆根茎作物中心的经

费状况。 

236. 经社会对孟加拉国、法国、印度、印度尼

西亚、日本、缅甸、尼泊尔和荷兰、、菲律宾、大

韩民国、斯里兰卡、泰国政府提供的现金或实物，

或两种形式的捐助表示感谢。 

237. 经社会选举下列国家担任杂豆根茎作物

中心理事会理事，任期三年：孟加拉国、法国、印

度、日本、巴基斯坦、菲律宾、大韩民国、斯里兰

卡、泰国，以及东道国印度尼西亚。 

运输、通信、旅游事业和 

基础设施发展 

238. 经社会收到了文件 E/ESCAP/1178 －

1180。经社会赞同运输、通信、旅游事业和基础设

施发展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报告，包括其中的建

议。经社会对于秘书处为发展本区域的运输、通信、

旅游事业和基础设施而开展的工作表示满意。经社

会特别注意到成员国从有关的研究报告、讨论会、

讲习班以及咨询服务中获益匪浅。经社会对于秘书

处采取合作的方法,寻找机会尽可能地与其它联合

国机构以及区域和国际组织共同开展活动表示赞

赏。 

239. 经社会对于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日

本、荷兰以及大韩民国政府以及日本运输合作协会

和日本基金会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他们在运输、

通信、旅游事业和基础设施发展领域中的活动提供

了慷慨的援助。 

240. 经社会强调指出亚洲陆运基础设施发展

综合项目对于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内陆国，

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助于促进这些国家的国际贸

易和旅游事业。经社会同时重申坚决支持给予这个

项目以优先地位。 

241. 为了进一步有效实施该项目，经社会赞同

E/ESCAP/1179 号文件第 19 和 20 段所提出的主要

重点领域：主要实施重点应是：完成涵盖整个亚洲

的亚洲公路和泛亚铁路网络包括空缺路段的制订

工作；使国际陆运走廊投入实际运营并提高其效

率；为此应该更加强调国际陆运的软件方面，其中

包括就非自然壁垒问题开展特别研究。一个代表团

指出，使亚洲公路投入运营的首要责任在于有关成

员政府。经社会还赞同为运输、通信、旅游事业和

基础设施发展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编写的文件

E/ESCAP/CTCTIC(2)/2和Corr.1号文件中所提出的

亚洲陆运项目第四阶段(2000-2001 年)的行动计划，

这个行动计划还应包括就欧亚联运编制亚太经社

会与欧经委会的共同方案。经社会强调指出，早日

完成有关北欧—俄罗斯联邦—波斯湾走廊上泛亚

铁路的研究报告以及定于 2001 年进行的有关亚洲

陆运项目第二次评估是十分重要的。经社会还强调

了加强亚洲陆运项目与开发计划署的图门江地区

开发方案之间的协调的重要性。 

242. 经社会确认，手续简化措施能降低运输成

本和提高流动效率，有助于扩大贸易和旅游事业，

因此意义重大。经社会强调需要提供基础设施软件

方面的援助，如加入有关国际公约以方便过境运

输。经社会强调为避免今后的麻烦，次区域协定应

与国际公约接轨。鉴于发展有效的国际陆运的重要

作用，经社会还决定延长 1996 年 4 月 24 日有关亚

洲内部和欧亚大陆桥问题的第 52/9 号决议以及

1992 年 4 月 23 日有关涉及简化措施的公路和铁路

运输模式问题的第 48/11 号决议的有效期，并规定

每两年向经社会提交一份有关这两项决议实施情

况的报告。经社会还感到，除了第 48/11 号决议所

列的国际公约以外，如果亚洲国家加入和执行关于

乘务员工作、私人车辆临时进口、危险货物和易腐

烂食品运输的国际公路运输公约以及经修订的

1965 年国际海运手续简化公约和铁路运输公约和

协定，那将大大地促进国际陆运。经社会还要求进

行一项特别研究，以便估价在执行第 48/11 号决议

方面的进展，其重点是查明主要的问题领域以及就

补救措施提出建议。经社会还注意到，作为加入国

际公约过程的一部份，通过双边安排方便了交通流

动。 

243. 经社会支持联合国各区域经济委员会中

负责运输问题的各位司长在 1999年 12月开罗会议

上所提出的建议；经社会强调有关国家必须仔细而

积极地参与制订区域间联运计划并投入实际运营。

经社会注意到 E/ESCAP/1197 号文件中第 27 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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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附件 1 和 2 中所提出的有关亚洲—欧洲以及亚

洲—西亚—非洲铁路和公路联运的问题，并且要求

有关国家就这些设想是否合适在 2000 年 9 月 1 日

之前向秘书处提出它们的观点。经社会强调了早日

完成制订亚太经社会和欧洲区域委员会的共同方

案的重要性。经社会注意到 2000 年 9 月在俄罗斯

联邦圣彼得堡举行的第二次欧亚运输问题国际会

议，同时经社会还注意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陆上

运输和港口体系在亚洲、西亚以及中亚之间联运方

面的重要潜在作用。 

244. 经社会注意到在国家一级制订国际陆运

路线方面取得进展的资料，其中包括：(a)在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境内，主要的东—西亚公路已经投入实

际运营，目前正在建造的有：(i)两千公里的 4 车道

公路；(ii)Kermen—Zahedan 和 Masshad—Bafq 铁路

线，使得从 Bandar Abbas 港口到中亚的路程缩短了

1 千公里；(b) 在印度境内，亚洲公路线路的使用

情况已经得到改善以及为改善与其某些邻国的联

接线而采取的举措，其中包括德里—拉哈尔以及加

尔各答—达卡的共用汽车已经投入实际运营；(c)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从 Wonsan 到金

刚山的铁路已经完工，从平壤到 Nampo 之间的公

路正在修建；(d) 在尼泊尔，在 Birganj Biratnagar

和 Bhairahawa 之间正在修建内陆集装箱车场。印

度要求将通过印度东北地区的泛亚铁路联接点在

文件 E/ESCAP/1179 的附件一中清楚地说明，对此，

经社会提请注意 1999 年 5 月在达卡举行的泛亚铁

路南部走廊区域政策级专家组会议的建议，有关成

员国正在考虑这些建议。 

245. 经社会还强调了落实下列会议和咨询服

务所提出的建议的重要性：(a)上一段提及的专家组

会议，包括与国际铁路联盟合作尽早建立线路按入

运行特别工作组；(b) 亚太经社会关于中亚特别方

案运输和边界出入境项目工作组投入实际运作的

咨询服务；(c) 通过专用列车发展泛亚铁路北部走

廊亚洲—欧洲铁路集装箱运输政策级专家组会议

(2000 年 2 月在曼谷举行)。经社会要求作出一切努

力以完成必要的研究并且尽早进行示范运营。经社

会还注意到有关中国/蒙古/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

邦/白俄罗斯/波兰/德国的线路特别工作组已经建

立起来。 

246. 为加强亚太经社会在陆运领域提供援助

的能力，经社会确认有必要从 2002 年开始为陆运

领域提供 1 位区域顾问，以便处理发展区域内和区

域间陆运问题，尤其是内陆国和转型经济体的问

题。 

247.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亚太经社会与国际

铁路联盟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定于 2000 年 6 月 6 日

签署。经社会感谢印度政府提议主办亚太经社会成

员和准成员铁路行政主管第一次会议。 

248. 经社会注意到在许多国家由于交通阻塞、

工交系统能力有限、土地使用与交通未能相互配

合、环境污染和安全以及其它问题，使交通已成为

一个日益令人关注的领域。这些问题对城市的经济

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因此需要成员国加以重视。

经社会确认应将可持续性作为制订运输政策的根

本主题，要实现就须采取综合全面的参与性办法，

这对于处理各种复杂性的问题以及涉及社会不同

阶层的盘根错节的有争议的利益冲突和意见的问

题尤为有效。经社会敦促秘书处就各个城市的城市

交通现状和问题开展研究以协助对解决各种问题

的现有备选办法交流信息和经验。在这方面，经社

会赞赏在荷兰资助下目前亚太经社会与曼谷市政

署采取综合全面的方针制订基础设施、交通运输领

域政策等项目。可与其它国家交流从这一项目中获

得的经验。经社会敦促秘书处在城市交通领域开展

更多司际方案。 

249. 经社会强调为支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

足高效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措施十分重要。经社会认

为应推进和鼓励私营部门的参与以加快基础设施

的发展。为作到这一点，会议指出各政府应采用有

利于私营部门参与和公私营伙伴关系的立法和管

理框架。在这方面，经社会重申对亚洲基础设施发

展联盟原则的支持，并赞扬秘书处与欧经委会建经

转专家组合作正在开展的工作。经社会还强调秘书

处内要开展司际合作，解决交叉性问题，如私营部

门进一步参与基础设施的发展、筹资、经营和管理

等问题。 

250. 经社会批准了委员会的建议，即应对亚洲

及太平洋发展基础设施新德里行动计划区域行动

方案第一阶段内所有 64 个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审

评，以便为制订和确定第二阶段活动的优先次序打

好基础。为了提升亚太经社会的形象，经社会注意

到应对项目产出进行质量分析，并以简明易懂的方

式积极公布。经社会强调在方案的第二阶段应包括

需求驱动、面向结果和具成本效益的活动。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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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在第二阶段执行工作中应高度重视内陆水运。

为确保高效率的完成方案内的计划产出，就必须在

方案的区域、次区域和国家活动之间继续保持或建

立有效的联系。经社会强调应让所有有关机构参与

方案第二阶段制订。经社会还注意到根据关于出版

物的最近指示，在出版物印发前应对质和量进行严

格把关。 

251. 经社会批准了文件 E/ESCAP/1180 附件 2

所载的运输部门国别报告的结构和内容指导方针，

并促请成员国编写和向秘书处提交报告，以便用于

为定于 2001 年举行的部长级会议编写运输、通信、

旅游事业和其它基础设施发展情况的两年度概览。 

252. 经社会强调亚洲陆运基础设施发展项目、

多式联运与后勤、以及将社会、安全和环境问题纳

入运输、通信和基础设施发展非常重要，因此为部

长级会议批准了五个主题：运输基础设施与物流；

运输部门的行政、结构改革和私营部门的参与；运

输可持续发展；运输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及能源可

持续开发方面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 

253. 经社会要求由联合国 HIV/艾滋病联合方

案和卫生组织以及在亚太经社会社会发展方案内

处理与运输部门的 HIV/艾滋病有关的问题，同时

由运输、通信、旅游事业和基础设施发展司给予支

助。经社会解释说，为了解决 HIV/艾滋病的流行，

需要采取跨部门做法，而运输、通信、旅游事业和

基础设施发展司的活动侧重于提高认识及制订运

输部门的公共和公司政策，各专门机构则应进行具

体的介入。然而，经社会要求在部长级会议的议程

中列入一个关于运输部门 HIV/艾滋病的具体项目。 

254. 经社会呼吁联合国机构、国际贷款机构、

有关政府和私营部门为实施《亚洲及太平洋发展基

础设施新德里行动计划》提供财政和其它支助。 

255. 城市网要求秘书处让不同的行动者有更

多的机会获得亚太经社会技合资金。经社会建议，

应根据行动者而不是国家政府的直接请求从技合

资金中提供一些年度拨款。城市网还向经社会通报

了定于 2000年 11月在吉隆坡举行的二十一世纪城

市地方政府面临的运输和通信挑战区域政策研讨

会的情况，该研讨会得到人口与城乡发展司以及运

输、通信、旅游事业和基础设施发展司的支助。 

256. 经社会注意到迅速变化的海洋环境的影

响以及多式联运与物流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重要，

因此建议在工作方案内优先重视这些问题。在这方

面，经社会欣慰地获悉大韩民国将提供财政和专家

资源以支持两个新项目，一个是在海运环境不断变

化的情况下区域航运和港口发展战略，另一个是区

域港口作为物流中心的商业性开发。 

257.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日本政府正在为陆

水联运以及旅游业活动提供的支持。经社会还欣慰

地获悉，法国政府有意继续有力地支持与多式联运

有关的活动并把其重点放在大湄公河次区域。 

258. 经社会重申应继续在秘书处的工作方案

中将旅游业列为高度优先。 

259. 经社会要求秘书处强化其活动，通过亚太

经社会亚太旅游教培机构网促进旅游业教育和培

训方面的合作。请该网络各成员机构将其旅游业培

训方案的信息寄给作为信息管理重要牵头单位的

伊朗旅游和观光组织，供登录亚太旅游教培机构网

网站。 

260. 经社会强调，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具有开发

生态旅游的巨大潜力，因此要求秘书处加强这一领

域的活动。经社会建议，应考虑将太平洋岛国的生

态旅游问题列为定于 2002 年举行的太平洋发展中

岛国特别机关第七届会议的议程项目之一。 

261. 经社会指出，亚洲公路具有为贸易和旅游

作出重大贡献的巨大潜力。经社会欢迎亚太经社会

和教科文组织与泰国清迈大学世界教育和文化交

流方案开展合作，共同响应私营部门的“为和平驾

车”倡议。 

262. 经社会要求秘书处举办与开发佛教旅游

巡回进香线有关的研讨会，并为推动海滩旅游开展

活动。经社会还要求秘书处为促进大湄公河次区域

的旅游业开发加强开展活动。 

263. 经社会确认需要让残疾人和老年人普遍

获得交通和旅游设施上的便利，并要求秘书处支持

这类活动。在这方面，经社会注意到印度尼西亚主

动与亚太经社会合作举办定于 2000 年 9 月在巴厘

举行的亚太方便残疾人旅游会议。 

264. 经社会确认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项目

非常重要以及需要使各种做法适合具体的需要，因

此指出成员国间就电力部门的结构改革和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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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交流经验有助于增加私营部门对这一领域的

参与。 

265. 经社会忆及印度曾在亚太经社会第五十

五届年会上主动提议要在新德里为亚太电信标准

研究所提供东道设施，并注意到印度政府正在就此

事项同国际电联有关技术单位进行积极对话。 

266. 经社会确认运输、通信、旅游事业和基础

设施发展司司长 Rahmatullah 对亚太经社会工作作

出了积极有力的贡献，并在其退休之际对其提供的

宝贵服务表示最热情的感谢。 

统计 

统计领域新出现的问题和动态 

267. 经社会收到文件(E/ESCAP/1181)，统计领

域新出现的问题和动态。它就这一文件以及该项目

下准备的其它文件的质量对秘书处进行表扬。 

268. 经社会感兴趣地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在其 1999 年 7 月 30 日第 199/55 号决议中强调，

有必要在信息处理的各个阶段建立可持续国家统

计能力。它还满意地注意到由统计领域主要的双边

和多边捐献者组成的巴黎21世纪集团(21世纪统计

伙伴关系促进发展)已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能

力应该得到加强。 

269. 经社会支持这些动态，并回顾到，为了有

效采用和实施政策及方案，政府有必要不断改善其

统计服务，使所需数据的收集及传播机构化，并促

进分析与研究。地区及国际组织在向本区域发展中

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方面进行紧密合作，将加强并巩

固国家统计机构的能力。 

270. 经社会确认秘书处的统计活动，与成员国

紧密合作，对加强本区域国家的统计能力提供了极

大的帮助。它建议应在统计委员会主席团确定的领

域加强现有咨询服务及合作。 

271. 经社会赞赏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主持设立

的“城市小组”工作，这是加速国际统计标准和方

法发展的工具，并鼓励了其成员积极参加这些小

组。它满意地注意到已参与现有城市小组的国家计

划继续这样做。 

272. 经社会认识到统计和指标作为衡量实现

发展目标的进展的手段的重要性。它被告知一些国

家要求得到技术及财政支持以改善发展指标，从而

满足国家及国际需求。它感兴趣地注意到印度就计

算人类发展和性别发展指数制订的一套方法。 

273. 经社会注意到专用数据传播标准和通用

数据传播系统同官方统计基本原则的目标是一致

的，它们是国家统计服务的可取目标。本区域一些

国家已采用这些系统，其它国家在进行深入研究以

发展方案以满足 SDDS／GDDS 的要求。经社会注

意到满足这些要求在不同方面仍有改善的余地，货

币基金组织和其它机构这方面的技术援助将受到

欢迎。经社会感到亚太经社会应当在本区域执行

SDDS 和 GDDS 方面发挥作用。经社会还建议应向

国家统计机构提供额外资源，使其能够对 SDDS／

GDDS 的要求作出反应，特别是遵守标准否则也许

会歪曲统计优先领域。 

274. 经社会注意到有必要保证统计成果的质

量，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它支持统计专家工作小

组的建议，即在国家统计局中建立一个单位，监测

数据的质量，并敦促本区域政府为这一目的分配资

源。 

275. 经社会认识到一个设计优良的交换可靠

统计数据的机制是国际金融及经济监控及监测体

系中的关键因素。它同意衡量金融市场状况和资本

流向的指标不仅需要能在国家间进行比较，还需要

同其它国家经济指标兼容。经社会还认识到在数据

处理中使用现代信息技术不仅将降低费用，还便于

在遇到不可预见的市场波动时迅速作出决策。 

276. 经社会注意到不断增长的对电子商务的

政策兴趣和数据需求，因为通过网际网络进行交易

的货物和劳务的价值和数量都在迅速增长。它认识

到迫切需要制订一个健康的衡量电子商务的概念

及方法框架。为此，人们认为本区域国家分享经验

以及在国际统计论坛上讨论这一问题将非常有益，

特别是那些还未开创这种衡量方案的国家。经社会

认识到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及其内部开展电子商务

的优势，认为电子数据交换是改善商业行为的有力

工具。 

277. 经社会感到亚太经社会应当加强活动，促

进机构间合作和计量电子商务的专业培训，以及信

息技术的总体使用。它支持统计专家工作小组的建

议，即应该成立一个计量电子商务的讨论小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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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促进实践经验的分享和统计计量工具的建立。 

278. 经社会认识到各国分阶段执行 1993 年版

国民核算体系的努力。它注意到目前的重点是概念

及实践培训，数据评估和综合经济核算的编制，并

欢迎亚太经社会及其它捐助机构在执行 1993 年版

国民核算体系方面提供的技术及资金支持。经社会

建议，技术支持的重点应当是在区域及国际一级就

1993 年版国民核算体系的不同方面举办深入培训

和专题讨论会或研讨会；技术咨询或顾问服务；准

备重要题目的手册；提供支持国民核算编制的硬件

及软件设施。 

279. 经社会注意到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对大部

分发展中国家执行 1993 年版国民核算体系进展缓

慢所表示关切。然而，它欣慰地了解到国民核算秘

书处兼工作小组进行了协调努力改善国民核算，例

如根据执行 1993 年版国民核算体系的选定题目创

立电子讨论小组。 

280. 经社会还认识到国际经济及社会分类的

重要性，并注意到各国修正国际标准分类系统的努

力。在这方面，在亚太经社会区域内进行合作促进

经验交流的作用被认为是有益的。 

281. 经社会注意到本区域国家处于进行 2000

年人口及住房普查的不同阶段。它被告知，现代技

术得以利用来加速不同的普查过程，例如数据的获

得、处理及传播，尽管它认识到新技术的可行性及

适用性必须得到仔细研究。经社会强调捐助机构有

必要继续在普查领域提供额外援助，特别是通过咨

询服务。它还强调国家间通过交流实践经验进行技

术合作的作用。经社会注意到一些国家需要进行普

查技术后阶段的培训，例如数据的培训和利用，电

子数据的交流和传播。它还感到秘书处应该在人口

统计领域组织技术会议及其它区域活动。 

282. 经社会认识到收集、传播和利用改善后的

妇女统计数字有助于提高她们在发展规划过程中

的可见度。它满意地注意到一些国家在性别统计领

域正在进行的工作，例如建立数据库，更新有关妇

女和男子的统计出版物。有人建议亚太经社会应继

续在区域性别统计方面发挥协调作用，促进成员国

之间的经验交流。经社会注意到在收集妇女对国民

经济的贡献的数据方面需要技术及财政援助，特别

是在非正规部门通过时间利用及其它调查收集数

据。鉴于一些国家在开展全国性或大规模时间利用

调查方面有着良好的经验，经社会建议本区域国家

间分享这些经验。 

283. 经社会欢迎一些国家改善贫困统计方面

的努力。它认识到贫穷现象的多方面性质要求统计

工作者同所有其它有关扶贫的机构进行积极合作。

它还注意到同贫困相关的适当指标将为减轻经济

危机的社会后果的政策及方案提供基础。 

284. 经社会注意到尽管本区域国家都同意贫

困作为边际化状态的概念定义，各国的贫困衡量在

统计方法和调查设计上各不一样。有人建议亚太经

社会统计委员会应当为城市和农村贫困衡量建立

标准。经社会对贫困标准专家小组(里约小组)的工

作表示赞赏，并支持其目标和未来工作计划。它还

赞扬亚太经社会、世界银行和亚行在贫困统计领域

作出的努力。 

285. 委员会注意到以货币和食物方式进行的

环境统计和环境核算的需要在亚太经社会区域的

国家中不断增长。它感兴趣地注意到一些国家已经

受益于亚行资助的加强机构及收集环境统计数据

的项目。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印度建议应当同秘

书处合作组织环境统计的培训方案，从而与本区域

其它发展中国家分享经验。它同意目前秘书处在这

一领域的活动非常及时和恰当，要求亚太经社会在

改善本区域环境统计方面发挥积极的协调作用。 

286. 对秘书处进行的统计活动表示赞赏，经社

会支持 2000-2001 年两年度工作方案。它也同意统

计专家工作小组的建议，即 1993 年版国民核算体

系、贫困统计、性别统计、非正式部门统计和环境

统计这五个主题应当构成这两年的优先方案领域。

有人建议货币基金组织最近修正的政府资金分类

也应该被列入优先领域。 

287. 经社会感激地注意到，自第五十五届会议

以来，秘书处收到了慷慨的预算外援助，这对统计

次级方案下的业务活动的开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双

边捐献国包括荷兰及瑞典政府，而印度和菲律宾为

会议提供了东道国设施。妇发基金、开发计划署、

人口基金、亚行、经合发组织提供了多边援助。 

在处理计算机 2000 年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遇

到的困难 

288. 经社会收到有关在处理计算机 2000 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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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的文件

E/ESCAP/1183，它描述了秘书处及本区域国家对

1999 年 4 月 28 日经社会第 55/3 号决议“为解决

2000 年问题加强合作和对亚太区域各国的支助”的

相应。 

289. 经社会欣慰地注意到本区域没有遇到严

重的计算机 2000 年问题，对正常业务的干扰处于

最低限度。它认识到通过各种国际、区域及国家宣

传方案所进行的提高认识的努力，包括亚太经社会

和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亚太统计所)的努力，

有效地加速了 1999 年年底以前的补救措施。 

290. 经社会赞赏秘书处为第 55/3 号决议所呼

吁的活动筹集资金的努力，以及它在区域成员和准

成员政府之间进行的后续调查。但很遗憾响应率太

低，不能提供一个能够体现本地区为解决这一问题

所付出的支出和努力的全面情况。然而调查结果表

明，成员和准成员政府花费了数 10 亿美元来预防

故障和修正问题。 

291. 委员会得出结论，尽管费用巨大，应对计

算机 2000 年问题的战斗在关键信息和信息技术资

源的管理方面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教训。鉴于向新世

纪的过渡比预期的更为顺利以及对这一问题的兴

趣下降，经社会决定决议要求、本来要向 2001 年

经社会第五十七届会议递交的后续报告不再必要。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的报告 

292. 经社会对载有亚太统计所报告的文件

E/ESCAP/1182 表示赞赏。为此，它支持亚太统计

所20000-2001年工作方案及其2000-2005年长期工

作方案。 

293. 经社会赞扬亚太统计所近年来对新的战

略和倡议的执行。在这方面，它注意到亚太统计所

去年通过东京课程及其走出去方案进行的培训活

动所涉及的广泛主题。经社会欢迎东京课程调整后

的内容和组织，包括引进综合课程评估框架和 1999

年 5 月进行的调查，已获得亚太经社会区域国家统

计局对培训需求的反馈。 

294. 此外，亚太统计所走出去方案包括加强同

国家统计局和国际组织的合作，特别是在举办专题

短期培训课程方面。亚太经社会区域国家统计局的

贡献是实质性的。例如印度和韩国的国家统计局提

供了培训设施，并承担了参加人员和专家的所有当

地开支。在某些情况下，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

的国家统计局对残疾统计和抽样设计等专题的培

训课程及讨论会提供了技术性专业知识。 

295. 鉴于亚太统计所走出去方案满足专业领

域新出现的培训需求的重要性，经社会敦促亚太经

社会成员和准成员通过不同合作方式支持该方案

的进一步实施。韩国表示愿于 2000 年在大田共同

举办数据管理及传播培训班。 

296. 经社会被告知，在亚太统计所工作方案的

执行中，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发展中岛

国和处境不利的转型经济体的培训需求得到了优

先照顾。经社会要求亚太统计所在培训方案中扩大

机会，使得更多的参加人员能够受益于培训活动。

此外，它要求亚太统计所加强在使用信息技术进行

数据收集、处理和确认、统计数字的生成和传播以

及数据分析方面的培训。 

297. 经社会讨论了同统计所有关的财政事务，

包括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现金捐献。它感谢统

计所的东道国日本政府持续的强有力支持。在这方

面，经社会欢迎日本政府表示有意作出为数更大的

现金捐献(1,736,700 美元)，这超过了去年的捐献，

以及提供相当于 1,991,400 美元的实物捐献。此外，

作为其技术合作方案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还向参加

亚太统计所 2000-2001 年东京都市地区课程的人员

提供了 63 份助研金。经社会欢迎印度政府 15,000

美元的现金捐献。 

298. 经社会注意到亚太经社会 20 多个成员和

准成员向亚太统计所提供了财政支持，密克罗尼西

亚联邦是第一次捐献。尽管如此，总体现金捐献在

过去两年有所下降。为保证亚太统计所顺利运作并

提供充分培训以满足亚太经社会区域不断增加的

需求，日本政府敦促亚太经社会其它成员和准成员

也向统计所提供适当的资金支持。那些尚未支付认

捐款项的成员被敦促尽早支付。此外，其捐献没有

达到经社会有关指导方针所表明的最低数额的成

员被敦促增加其捐献数额，特别是如果它们已受益

于亚太统计所的帮助。 

299. 经社会感谢亚太统计所第一届董事会当

中其五年任期将在经社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结束时

到期的成员。在这方面，一些代表团表示有兴趣当

选或再次当选下一届董事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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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经社会选举下列国家和东道国日本政府

一道担任亚太统计所理事会理事，任期五年

(2000-2005 年)：澳大利亚、中国、斐济、印度、马

来西亚、大韩民国、新加坡、泰国。 

301. 经社会被告知，亚太统计所和亚太统计所

在日本政府中的合作机构—管理合作机构将于

2000 年 8 月 28 日在东京为国家统计局的首脑举办

一个特别研讨会，作为亚太统计所成立三十周年纪

念活动的一部分。 

302. 经社会正式表示对日本政府的感谢，感谢

它以现金和实物方式对亚太统计所的慷慨捐献，以

及它对统计所强有力的支持和提供助研金。此外，

经社会对日本政府向亚太统计所提供新的办公场

所表示赞赏，新的地点更加宽敞，并配备了现代培

训设施，包括一个计算机系统。 

303. 此外，经社会感谢向亚太统计所提供捐献

的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包括许多支持统计所

区域培训活动的现金和实物捐献，感谢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的持续方案支持，以及粮农组织、卫生组织

和世界银行与亚太统计所的合作。 

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内陆国 

和发展中岛国 

304. 经社会收到了太平洋发展中岛国特别机

关第六届会议的报告(E/ESCAP/1184)。经社会完全

赞同报告中所载的有关两个实质性议程项目，即：

太平洋岛国的运输和旅游业问题；以及太平洋岛国

儿童福利问题的建议，并且要求酌情对经社会工作

方案作出适当的调整以解决这些问题。 

305. 经社会认识到，运输和旅游业问题以及儿

童的福利问题是太平洋岛国面临的重大挑战。由于

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同样面临运输费用高

昂和旅游业发展的挑战，经社会建议把亚太经社会

在这些领域中的活动扩展到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

国。 

306.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亚太经社会秘书处

及其太平洋业务中心为太平洋岛国所实施的各种

活动，并且要求在今后继续进行这类活动。 

307. 经社会认识到，经社理事会与一些成员国

政府合作，根据这些国家的技合方案向太平洋岛国

所提供的技术援助是十分有用的。经社会感谢这些

国家提供援助并且促请其它国家也提供类似的援

助。经社会同时感谢亚太经社会秘书处组织了这些

活动。 

308. 经社会认识到，亚太经社会及其太平洋业

务中心帮助了太平洋岛国在发展方面作出努力，并

且促请秘书处通过提供足够的资源以加强该中心。

已经确定要加强亚太经社会及其太平洋业务中心

的具体领域包括：发展规划、经济政策、社会发展

和规划、航运和运输、自然规划和水的供应、小生

意发展、贸易政策以及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309. 经社会认识到 Siwatibau 先生为改善该中

心的形象而作出的积极贡献，并且对他的服务表示

最诚挚的谢意。 

310. 经社会赞扬亚太经社会秘书处为准备参

加于 2001 年 5 月 14-20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三

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发起了有关《1990 年代

最不发达国家行动方案》实施情况审评的工作。经

社会表示坚决支持亚太经社会与贸发会议合作准

备在 2000 年晚些时候召开高级别的区域会议，以

便审评《行动方案》的实施情况，以及就亚洲及太

平洋区域的最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提出

建议。经社会欢迎有关在 2001 年下半年在孟加拉

国举行高级别会议的邀请。为了确保有关国家及时

为 2001 年 5 月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

会议作好准备，经社会建议于 2001 年第一季度的

初期举行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特别机关

第五届会议。 

311. 经社会建议考虑将太平洋岛国的生态旅

游业发展问题列为太平洋发展中岛国特别机关第

七届会议的议程项目之一。这将帮助这些国家制订

政策并且为《21 世纪议程》10 年审评以及定于 2002

年举行的“里约+10 会议”作好准备。 

312.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贸发会议和世贸组

织提出与亚太经社会合作，为最不发达国家、内陆

国和太平洋岛国开展各项活动，包括为参加第三次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开展的区域筹备活动以

及涉及《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与贸易有关的技术援

助综合框架》的活动。 

313. 经社会也表示感谢捐助国和国际组织支

持亚太经社会为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发

展中太平洋岛国所开展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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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规划 

亚太经社会 2002-2005年中期计划草案 

314. 经社会收到文件 E/ESCAP/1185/Rev.1，该

文件是 2002-2005 年亚太经社会中期计划草案涉及

“方案 15.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发展”部份。 

315. 执行秘书指出，拟议中的四年计划是根据

经社会确定的授权制订的，其主要重点是区域能力

建设，利用不断继续的全球化、自由化和信息技术

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建议的计划已由附属经

社会的立法机关、咨委会以及联合国总部秘书处改

革与管理指导委员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审议，得到讨

论和修正。秘书处也将计划草案初稿分发给常驻代

表咨委会中通常没有代表的 22 个成员和准成员政

府，以使这些政府的关切和建议也能得到体现。请

经社会在方协委会第四十届会议之前表达对该计划

草案的看法，方案协调委员会这一全球性政府间机

构将在 2000 年 6 月中审议整个联合国(包括亚太经

社会)秘书处的中期计划建议。 

316. 经社会讨论了中期计划草案，认为它全面

而富有实质内容，体现了经社会以及全球的授权，

作了一些修改后批准了这一草案。它强烈建议，为

了给本区域的长期发挥奠定坚实基础，亚太经社会

应继续努力建立本区域的能力，更好地应对全球化

和知识经济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它欢迎新的格式，

这包括每个次级方案的预期成就和成就指标，预计

它能促进计划完成后对方案的评估。在这方面，经

社会强烈建议，为确保连贯性，次级方案 1、4、5、

6 和 7 的成就指标也应该包括成员及准成员政府对

亚太经社会会议、培训课程、咨询服务和出版物的

有效性和影响的评估。经社会指示秘书处在制订

2002-2005 年两年期方案预算时，预期成就和效益指

标应该给予更明确的规定。 

317.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该计划的总体目标

是促进亚洲及太平洋成员和准成员经济及社会发

展，以及重视加速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

发展中岛国、以及转型经济体的融合进程。经社会

批准“次级方案 2：发展研究和政策分析”的战略，

集中精力加快经济及金融危机的复苏，防止未来发

生类似危机。经社会要求秘书处继续进行本区域经

济及金融监测和监督的分析工作，并同国际及金融

机构密切协商，以便对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及时作

出反应。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以便探讨建立有关

本区域国家金融及经济形势的区域信息交换机制和

预警系统，其重点是预防危机和减少各国对于经济

及金融动荡的脆弱性。 

318. 经社会认为，拟议中期计划第 15.8 段阐述

的“次级方案 1：区域经济合作项下加强发展中国

家的机构能力和人力资源能力的战略，不仅应当考

虑来自全球化贸易和投资环境的挑战和机遇，还应

当考虑来自信息技术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同样，第

15.13(b)段“次级方案 2：发展研究和政策分析”中

的战略，应该体现来自信息技术发展的挑战。在这

方面，经社会回顾了第五十五届会议上对主题研究

报告的审议，题目是“亚洲及太平洋进入 21 世纪：

信息技术、全球化、经济安全和发展”。由于将在

2000 年 7 月举行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级别会议段

将讨论“21 世纪的发展和国际合作：信息技术在全

球知识经济中的作用”这一主题，以及印度政府将

在经社理事会会议之前主办信息技术与发展区域圆

桌会议，鉴此，经社会认为应当建议一个坚实的基

础，以便以信息技术为中心制订一个恰当的方案。 

319. 经社会建议，在“次级方案 3：社会发展”

项下，就执行经社会 1995 年批准的《亚太经社会区

域社会发展行动议程》加强咨询服务。经社会敦促

更加关注残疾人群体，就残疾预防和鼓励私营企业

雇用社会脆弱阶层制订具体的目标，以促进 1995 年

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全球首脑会议的目

标。 

320. 关于第 15.26(a)段“次级方案 5：环境和自

然资源发展”中的战略，经社会指出有必要强调它

同将于 2002 年召开的《21 世纪议程》十年审评，(“里

约+10”)的结果的联系。同样，经社会还指出，鉴

于 1999 年召开的关于全面审查和评价国际人口与

发展会议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第二十一届特别联大

(“开罗+5”)所提出的建议与亚太经社会区域息息

相关，应当在“次级方案 4：人口与城乡发展”下

得到充分体现，因为这同亚太经社会区域息息相关。 

321. 关于基础设施发展战略，经社会注意到亚

洲和欧洲连成一体的重要性，通过实施亚洲陆运项

目，亚太经社会可以铺设空缺路段，发挥关键作用。 

322. 执行秘书敦促同时也是方协委会成员的经

社会成员政府同参加纽约方案和预算委员会第四十

届会议的代表进行密切联络，以使经社会本届会议

上表达的看法能够由其各自代表直接转达给方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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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审查拟议的联合国

2002-2005 年中期计划。 

1998-1999两年期工作方案执行情况 

323. 经社会收到文件 E/ESCAP1186 和 Corr.1。 

324. 经社会赞扬文件第一节关于 1998-1999 两

年期工作方案执行方面的成就综述的分析。 

325. 经社会对 1998-1999年工作方案执行情况

总的表示满意，该工作方案已经过适当的修改，以

对付 1997 年中发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对本区域经

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的后果。方案执行的产出和水平

很有用，令人满意，尽管审查期内各方案领域中的

资源水平有所减少以及专业人员及以上类别的平

均缺编率为 15%。经社会在确认随后的缺编补员情

况改善的同时，要求秘书处加强努力进一步降低其

缺编率，尤其是在各方案领域和严重缺编的部门，

并且还要求作出继任者的充分安排，以便加强秘书

处的执行能力。 

326. 关于城乡地区扶贫社会经济措施委员会

会议出席率低问题，经社会建议各成员政府应联合

进行分析，秘书处结合经社会授权的最迟在其第五

十八届会议对亚太经社会会议结构进行深入审评，

查明以何种手段来提高委员会及其举办会议的有

用性和效果。 

327.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工作重点正在从制

作出版物转向更多地提供集体培训活动。通过亚太

经社会网站传播的数据和信息有所增加，并日益重

视在业务活动中开展技合。经社会注意到，在本两

年期末仍有 50 多份已计划的出版物尚未发行，因

此要求秘书处更加谨慎的规划、管理和实施各项方

案活动，包括进一步精简其出版物方案。在这方面，

经社会敦促充分执行亚太经社会出版物活动准则。

同时，经社会鼓励更多地利用亚太经社会网站来更

及时地、更有成本效益地传播数据和信息。已建议

将亚太经社会网站同所有其它有关的其它联合国

机构的网站进行超级链接，使成员和准成员能够获

得完整综合的信息。 

328. 经社会欢迎秘书处给予支持，向次区域集

团提供协助以及加强与其它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

构在区域一级的合作机制。 

329. 关于文件第 2 节，经社会指出，每一方案

的方案执行情况分析应更加连贯一些。经社会强

调，重点应放在对产出和成就的评估上，而不应放

在对产出的描述上。例如，汇报应进行修改以反映

下列方面：(a) 各种成就与原先在两年期一开始就

确定的各项目标之间的比较；(b) 用于衡量业绩的

指标或基本标准；(c) 各成员政府在立法和其它政

府间会议上就将列入报告的具体内容以及就方案

和活动提出的意见和要求；(d) 国际和地方新闻界

的评论；(e) 各成员政府就亚太经社会活动的有用

性和质量提出的反馈意见；(f) 已落实的资助水平；

(g) 与联合国各区域机构和在本区域积极从事活动

的非政府组织的协调的结果。 

330. 经社会对在阿拉木图举办的亚太国际贸

易博览会(亚太博览会’98)产生的结果表示赞扬，该

博览会的初步销售额达到 310 万美元。经社会注意

到，一个区域委员会首次以英文出版了关于如何与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做生

意的三份出版物，这些出版物被作为联合国销售品

出版物发行。 

331.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与中国政府

之间开展的密切合作，共同开展了一系列预算外项

目，其中包括在烟台举办的水果/蔬菜加工技术和

工业化国际专题讨论会及展览会、在上海举办的赡

养和保护作为消费者的老年人区域研讨会、和在北

京举办的人口信息专业人员信息技术培训讲习班。

经社会还赞赏地注意到中国政府愿意继续在执行

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方面给予合作。 

332. 经社会赞赏秘书处就举办世贸组织各协

定培训讲习班所做的工作，并建议今后还应举办类

似的培训讲习班，最好是在国家一级。 

333. 经社会注意到巴基斯坦政府要求亚太经

社会对该国政府建立亚太信息和通信技术中心的

努力给予支持。 

334. 虽然预算外资金水平一直在下降，但是经

社会注意到秘书处作出了各种努力，其中包括促进

技合以及由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政府支持的第

三次国别培训方案。经社会欢迎开发计划署和各区

域委员会间即将签署关于加强相互之间合作的战

略协定。为此，经社会敦促成员政府和秘书处共同

努力确保从开发计划署获得亚太经社会未来项目

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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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经社会获悉曾提议从 1998-1999两年期推

迟到本两年期的 33 份出版物中有 10 份已经完成。

它对 20 份出版物因各种原因被删除表示遗憾。 

336. 2000-2001年方案更改建议 

337. 经社会收到了关于 2000-2001 年方案更改

建议的文件 E/ESCAP/1187 和关于 2000-2001 两年

期集体培训活动的参考文件 ESCAP(LVI)INF.2。 

338. 经社会注意到，2000-2001 年工作方案是

在 1998-2001 年中期计划修订本框架内在亚太经社

会积累的改革努力基础上拟定的第一个方案。经社

会还注意到，提出的方案更改建议考虑到了自 1998

年制订工作方案和经社会 1999 年第五十五届会议

通过了这一工作方案以来各立法机关和其它有关

会议的决定。通过对各项活动进行重新审查而提出

了增补、删除和修改建议，使各次级方案组成部分，

例如“次级方案 1：区域经济合作”中的组成部分，

得到更好的融合。 

339. 经社会注意到印度政府要求亚太经社会

在今后的工作方案中包括旨在加强发展中国家在

下列领域的能力的活动：贸易手续简化和电子商

务、信息技术、促进南盟成员和东盟成员之间的新

的工业互补性、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就促进外国直

接投资的政策更广泛地交流经验。所提要求还包括

与下列方面有关的活动：旅游业的经济影响、对海

滩旅游业的投资、在孟—印—缅—斯—泰经合圈成

员中建立佛教巡回进香线、就促进在 2005 年前实

现向 1 亿穷人提供微型信贷目标进行联网和宣传、

促进微型信贷资本资金、开展培训方案以及提升贫

民窟改造和开发工程方案的技能。 

340. 经社会批准了载于文件 E/ESCAP/1187 中

的方案更改。 

341. 2000年 4月-2001年 3月会议 

342. 和培训项目暂定日历 

343. 经社会批准了载于文件 E/ESCAP/1188 中

的 2000 年 4 月-2001 年 3 月会议和培训项目暂定日

历，并应俄罗斯联邦的要求列入了将在荷兰政府资

助下于 2000 年 6 月 27-30 日在俄罗斯联邦鄂木斯

克举行的危险废物及其跨界运输次区域研讨会。 

亚太经社会技术合作活动及 

宣布捐款意向 

341. 经社会收到了文件 E/ESCAP/1189 和

Corr.1 以及参考文件 E/ESCAP(LVI)/INF.3. 

342. 经社会赞扬秘书处采取的主动行动和作

出的努力，使得这些年来以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

内陆国和太平洋发展中岛国以及转型经济体国家

为特殊重点的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技合)促进和

业务活动以及收益国的数量稳步上升。在 1999 年

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的第四次第三国培训方

案的合作安排内使用了现有的亚太经社会技合补

充基金。经社会还注意到亚太经社会与中国政府合

作为若干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举办了加强

国家技合牵头单位讲习班。在亚太经社会与印度尼

西亚政府 1997 年协定的框架内，秘书处与印度尼

西亚技合国家牵头单位合作在印度尼西亚联合举

办了一次实地考察。经社会重申确信技合活动对于

加强国家、区域和集体自力更生不可或缺。 

343. 经社会欢迎秘书处努力争取筹集必要的

资金，于 1999 年在中国举办增进了解讲习班，促

进其成员和准成员与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就技合

有关问题交流经验。鉴于有必要强化对国家一级技

合政策框架的承诺以及国家技合联络点在这方面

的重要作用，经社会敦促应每年举办这类讲习班。 

344. 由于资源普遍短缺，经社会强调各受益成

员和准成员应对秘书处的技合举措给予积极的回

应，及时向秘书处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便使秘书处

通过技合活动对其需要牵线搭桥。受益方也应更为

积极主动，采取配合措施以进一步参与和尽量从活

动中受益。在这方面，应继续优先考虑最不发达国

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发展中岛国以及转型经济体国

家的需要和优先事项。经社会呼吁秘书处考虑在技

合框架内通过实施适当的微型和小型试点项目协

助最不发达国家的可能性。 

345. 经社会鼓励成员和准成员增加对亚太经

社会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及技术合作活动的预

算外捐款。另一方面，秘书处应当作出充分努力筹

集各种资金，保证亚太经社会项目的顺利实施。 

346. 针对与发展中岛国有关的具体问题和事

项，经社会要求秘书处在 2000 年举办与 1999 年在

新加坡举办的旅游事业管理和发展学习班相类似

的旅游事业学习班。太平洋发展中岛国特别感兴趣

的其它学习班包括促进贸易和外国投资方面。经社

会确认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举办的第三国培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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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培训班效果不错，敦促应继续举办这类学习班，

尤其是在切合太平洋发展中岛国需要和要求的领

域。在这方面，经社会欢迎萨摩亚政府作出努力，

将其开发计划署的部分资金拨出用于补充秘书处

为推动其参与亚太经社会技合活动所做的努力。经

社会确认技合对于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和增强能力

方面的重要性，敦促其它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岛

国作出类似的安排，因为技合的好处大大超过开

支。 

347.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中国政府一贯支持

秘书处开展的技合活动。中国政府一直向亚太经社

会技合补充基金提供捐助并主办了一系列技合活

动，其中包括增进了解讲习班，并取得了出色的成

果，受益国更多地参加技合活动以及要求每年举办

这类技合讲习班就是明证。 

348. 经社会还赞赏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在

第三国培训项目合作安排内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交

流经验方面的贡献。经社会高兴地注意到与马来西

亚的第三国培训项目合作安排内的活动自开始以

来已进入第三个年头。亚太经社会已在马来西亚为

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岛国举办了三个培训班。 

349. 自新加坡合作方案于 1992 年建立以来，

各项技术援助活动有所加强，来自包括本区域国家

在内的 130 多个发展中国家的 1 万 1 千多名学员已

接受培训。除了新加坡-亚太经社会第三国培训项

目方案外，迄今为止新加坡已与其它伙伴签署了 22

个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培训的谅解备忘录。至于新加

坡-亚太经社会方案，经社会高兴地注意到自 1997

年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已举办了五个培训班，为来

自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的共 69 名官员提供了

培训。1999 年在新加坡为发展中岛国举办了旅游事

业管理和发展培训班。 

350. 经社会还感谢大韩民国政府作出贡献，与

本区域其它国家交流发展经验，并通过由韩国国际

合作厅提供的人力资源交流方案促进技合活动。提

供的方案包括为包括本区域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

研究人员提供大学以上的学位课程。2000 年韩国技

术合作厅计划在该项目内邀请亚洲及太平洋 24 个

国家的 1300 名学员，并向 12 个国家派出 24 名专

家。韩国科学技术高级研究所与亚太经社会合作定

于 2000 年 8 月举办亚洲及太平洋强化中小型企业

技术开发系统机制讲习班，以便强化发展中国家技

术开发能力。 

351. 亚洲及太平洋椰子共同体的代表提议在

技合框架内向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提供椰子

业领域的专家服务。他重申亚太椰子共同体支持亚

太经社会在椰子生产、加工和椰子产品营销方面从

亚洲及太平洋国家转让技术等领域开展的技合活

动。 

352. 经社会感谢中国、荷兰和大韩民国政府向

亚太经社会技合补充基金提供预算外资源，使秘书

处得以推动本区域的技合业务活动。经社会还对中

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在各自培

训方案内与亚太经社会作出的合作安排一一表示

感谢。经社会期待秘书处将继续努力与这些国家合

作今后举办类似的培训活动，举办技合讲习班和国

内磋商，以进一步扩大效果，尤其是造福于最不发

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发展中岛国以及转型经济

体国家。 

353. 执行秘书通报经社会，1999 年向亚太经

社会提供的用于执行技术合作活动的预算外资源

总额达 1590 万美元，比前年的 1640 万美元减少了

约 50 万美元。在 1999 年的数额中，950 万美元，

即 59.8%，来自双边捐助者和发展中成员和准成员，

602 万美元来自联合国系统内部，37 万 5 千美元即

2.3%，来自其它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经社会

关切地注意到资源水平下降。 

354. 在双边捐助者和参与活动的发展中捐助

国中，日本仍是对亚太经社会的最大的双边捐助

者，其后是德国和荷兰。其它捐助者包括澳大利亚、

法国、新西兰、挪威和瑞典。这 8 个捐助国的捐款

总额达 740 万美元，占 1999 年双边援助的近 78%。

23 个发展中成员和准成员也向亚太经社会技术合

作方案提供捐助，最大的捐助者是大韩民国，其次

是中国。 

355. 双边捐助者和发展中成员和准成员的慷

慨捐助使秘书处能按其工作方案着手落实了 71 个

技术援助项目，财政总开支约为 600 万美元。其余

的 350 万美元都拨给机构和方案支助，给了亚太经

社会的 3 个区域机构，即：亚太技转中心、杂豆根

茎作物中心以及亚太统计所，以及区域农机网和太

平洋信托基金及太平洋业务中心。 

356. 除现金捐款外，1999 年捐助者和发展中

成员提供了 285 个工作月的无偿借调专家服务，这

对于亚太经社会的技术合作方案是极为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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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执行秘书提请经社会注意秘书处在文件

E/ESCAP/1189 第 35，36 和 38 段中提出的建议。

这些建议包括(a) 所有捐助者，无论是发达还是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其它合作伙伴，应保持并应尽

可能增加对实施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技术合作活

动提供的预算外捐款水平；(b) 请所有的传统双边

捐助者在其各自的年度资助方案内单列出一部分

资金用于为其各自供资方案内实施的一些技术合

作项目开展特别的事后影响评估；(c) 重申经社会

先前向参加成员和准成员提出的呼吁，提高对 3 个

区域机构的机构费用的最低捐款水平，最不发达国

家增加到 2000 美元，其它发展中国家增加到 3 万

美元。 

358. 执行秘书非常感谢所有捐助国、发展中成

员和准成员、联合国系统内的供资机构和其它组织

提供的慷慨和宝贵的预算外捐助。他请经社会就秘

书处应付目前面临的困难所提出的拟议措施提出

建议和作出决定。他强调所有捐助者及成员和准成

员增加捐款对于在核定工作方案的框架内落实大

量活动是很重要的。 

359. 经社会注意到成员和准成员 2000 年的下

列认捐。 

360. 文莱达鲁萨兰国。文莱达鲁萨兰国代表宣

布其政府将向亚太统计所捐款 15,000 美元。此外，

还向亚太发展中心捐款 1 万美元。 

361. 柬埔寨。柬埔寨代表宣布其政府将捐款

2000 美元，作为落实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内的技术

合作活动的机构和方案资助。 

362. 中国。中国代表宣布其政府将为中国-亚

太经社会合作项目向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提供下

列捐款：100 万元人民币和 19 万美元(包括 4 万美

元用于亚太经社会技合补充基金、1 万美元用于太

平洋信托基金和 4 万美元用于亚太统计所)。本国

货币的捐款比 1999 年本国货币捐款水平提高了 25

万人民币，即约 33%。此外，中国将继续向亚太经

社会的有关附属机构提供美元捐款。中国代表还呼

吁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及亚太经社会发达成员为

落实亚太经社会技术合作活动提供预算外资金。亚

太经社会应进一步努力为其技术合作活动探索更

多的供资来源并提高这类活动的成本效益。 

363. 法国。法国代表通报经社会，其政府在

2000 年向亚太经社会继续提供与 1999 年相同水平

的支持和合作。目前，它提供了 4 名无偿借调专家

和资助由他们所开展的技术合作活动：亚太杂豆根

茎作物中心两名农业经济学家，亚太经社会秘书处

的一名多式联运专家，太平洋业务中心的 1 名部门

规划和私营部门发展专家。其政府一直向欧洲联盟

提供资金，用于协助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国家。他

建议亚太经社会应继续就实施其技术合作活动保

持与欧洲联盟目前的对话和合作。 

364. 德国。德国政府代表向经社会通报，德国

将在 2000 年提供 200 万马克用于延长运输系统顾

问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就亚太经社会成员国的运

输政策向这些成员国提出建议，重点是尽量减少环

境污染。至于 2001 年，已单立 800 万马克专款用

于亚太经社会在环境和运输部门中小企业的环境

和质量标准、及技术转让等方面的项目。 

365. 中国香港。中国香港代表宣布，其政府将

向亚太统计所捐款 3 万美元，向台风委员会捐款 1

万 7 千美元(其中 1 万 2 千美元作为机构支助，5 千

美元作为方案支助)。此外，该政府将向台风委员

会提供相当于 5 千美元的实物捐助。 

366. 印度。印度代表宣布其政府将提供下列捐

款： 

(a) 亚太技转中心        100,000 美元 

(以本国货币) 

(b)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     10,000 美元 

(c) 亚太统计所           15,000 美元 

(d) 区域农机网           15,000 美元 

作为亚太技转中心枢纽的科学技术部科学和工业

研究司将考虑向亚太技转中心提供无偿借调专家

服务。此外，印度在 1998-1999 两年内将向亚太发

展中心捐款 132,000 美元。 

367.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代表宣布其政府

将提供下列捐款： 

(a) 亚太技转中心          5,000 美元 

(b)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 318,690,000 卢比 

(c) 亚太统计所           30,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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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印度尼西亚将向亚太发展中心捐款2万美元，

向近海地学协委会捐款 4 万美元。 

36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

表宣布其政府在 2000 年将把向亚太经社会的捐款

增加到 6 万美元，细节如下： 

美元 

(a) 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        20,000 

(b) 亚太技转中心               5,000 

(c) 亚太统计所                10,000 

(d) 区域农机网                25,000 

369. 日本。日本代表宣布其政府将提供下列捐

款： 

美元 

(a)日本亚太经社会合作基金  1,525,000 

(b)杂豆根茎作物中心项目资金 235,525 

(c)亚太统计所              1,736,700 

及 209,093,000 日元

(约折合 1,991,400 美元) 

(d)亚太发展中心             134,000 

日本将继续在能源、妇女参与发展、海洋运输、陆

地运输、旅游事业以及环境领域通过日本国际协力

厅向亚太经社会提供无偿借调专家服务。此外，

2000 年将在贸易和投资信息领域提供一名无偿借

调专家。由于日本极为重视从受益国获得反馈意见

和由亚太经社会实施的预算外资助项目的影响评

估和成就，它将为在日本资助的预算外项目结束前

开展评价工作争取追加预算。 

370. 中国澳门。中国澳门代表宣布其政府将向

亚太统计所捐款 12,000 美元，向亚太发展中心捐款

8,000 美元。 

371.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代表宣布马来西亚打

算在 2000 年将保持 1999 年同样的捐款水平。 

372. 蒙古。蒙古代表宣布其政府在 2000 年将

向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项下的技术合作活动捐款

2000 美元。 

373. 缅甸。缅甸代表宣布其政府有意在 2000

年提供下列捐款： 

美元 

(a) 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         3,000 

(b)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           1,000 

(c) 亚太统计所                 1,000 

374. 尼泊尔。尼泊尔代表宣布，尽管作为一个

最不发达国家，其政府在 2000 年仍将把计划捐款

增加到 11,500 美元，细节如下： 

美元 

(a) 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         3,000 

(b) 亚太技转中心               1,500 

(c)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            500 

(d) 亚太统计所                 1,000 

此外，其政府还将向亚太发展中心捐款 5,500 美元。 

375. 荷兰。荷兰代表向经社会通报，预算外捐

款的内部批准程序还未完成，不久将向秘书处通报

2000 年对亚太经社会的预算外捐款水平。 

376. 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代表宣布其政府在

2000 年将向亚太统计所捐款 15000 美元，向亚太发

展中心捐款 5000 美元。 

377. 大韩民国。大韩民国政府宣布在 2000 年

其政府除继续向亚太经社会秘书处提供8位和向台

风委员会提供 1 位无偿借调专家服务外，还将提供

以下捐款： 

美元 

(a) 大韩民国亚太经社会合作基金   500,000 

(b) 亚太技转中心              20,000 

(c)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          10000 

(d) 亚太统计所                20000 

(e) 区域农机网                10000 

此外，其政府还将向亚太发展中心捐款75000美元，

向近海地学协委会捐款 70000 美元。 

378. 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代表宣布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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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保持对中亚特别方案的密切参与和为该方案

项下的项目活动提供支助。 

379. 萨摩亚。萨摩亚代表宣布其政府将向太平

洋信托基金、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内的技合活动和

亚太统计所的工作提供财政捐助。届时将向秘书处

转告捐款细节。 

380. 新加坡。新加坡代表宣布其政府将在 2000

年维持对亚太统计所的 15000 美元捐款。此外，还

通过技术援助拨出35000新加坡元用于在新加坡⎯

亚太经社会第三个国家培训方案下与亚太经社会

秘书处联合举办的两个旅游业管理和贸易促进培

训班。这两个培训班以下列 12 个太平洋发展中岛

国为对象：斐济、基里巴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马绍尔群岛、瑙鲁、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

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 

381. 斯里兰卡。斯里兰卡代表宣布其政府在

2000 年计划向杂豆根茎作物中心、亚太统计所和亚

太发展中心提供同 1999 年相同水平的捐款。 

382. 泰国。泰国代表宣布其政府在 2000 年将

捐款 165000 美元和 912,600 泰铢，细节如下： 

美元 

(a) 亚太技转中心              15,000 

(b) 杂豆根茎作物中心          30,000 

(c) 亚太统计所                20,000 

(d) 太平洋信托基金             1,000 

(e) 处境不利的转型经济体和 

蒙古出席会议的信托基金    2,000 

此外，泰国将向近海地学协委会捐款 40000 美元和

912600 铢，向亚太发展中心捐款 44000 美元，向台

风委员会捐款 12000 美元，向热带旋风信托基金捐

款 1000 美元。 

383. 越南。越南代表宣布其政府在 2000 年的

认捐将保持 1999 年相同的水平，其中包括向亚太

经社会工作方案捐款 5000 美元，亚太技转中心

4000 美元，区域农机网 2990 美元。此外将向亚太

发展中心捐款 5000 美元。 

384. 在宣布 2000 年的捐款意向时，有几个代

表团强调其政府高度重视亚太经社会及其区域机

构的技术合作活动，并承诺将继续提供支助和合

作。他们还表示支持秘书处的建议，为亚太经社会

实施的一些技术合作项目，尤其是由传统的双边捐

助者提供财政资助实施的项目进行特别的事后影

响评价，评价过程至少将让这些项目的一些受惠对

象参加。有人向秘书处建议就开展这一评价的方式

编写一份参考文件，内容包括参加的评价机构类型

或受惠方、拨出的专款范围、提出主要的业绩指标

等等，供咨委会审议和讨论。 

385.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 1999 年在联合国技

术合作经常方案内向其成员和准成员提供的咨询

服务。这类咨询服务对发展中接受国很有益。经社

会敦促秘书处继续提供这类咨询服务。 

386. 太平洋岛国的几个代表团提出其经费困

难，并促请经社会继续为其出席经社会的政府间会

议提供财政援助。 

387. 有几个代表团表示应进一步努力为亚太

经社会的三个区域机构争取充足的机构和方案支

助资金。有人建议区域机构应制定如收费服务等积

极主动的营销战略，以便能实现经费自立。经社会

促请除捐助国和合作伙伴除加强方案资助外，参加

这些机构的受益国也应进一步努力增加对这些机

构的机构支助捐款。 

388. 2000 年 20 个成员和准成员及一个观察员

国家在本届会议上向亚太经社会的认捐总额约为

992 万美元，其中包括 581 万美元现金和 411 万美

元的实物捐助。这些数额不包括宣布为近海地学协

委会、亚太发展中心、台风委员会和热带旋风信托

基金提供的捐款。 

389. 经社会注意到认捐总额并不包括在本届

会议上未宣布捐款意向的其它成员和捐助国可能

提供的捐助，也不包括几笔未说明数额的认捐款。

此外，认捐总额中并未包括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

和联合国系统其它机构和其它政府间组织将向亚

太经社会执行的各个项目提供的预算外资源。 

390. 执行秘书感谢各成员、准成员和捐助国在

本届会议上宣布了捐款意向。这些认捐象征着他们

对亚太经社会目标和优先事项的承诺和支持。秘书

处将继续为亚太经社会的技术合作活动寻找其它

资金来源，包括向其它联合国机关和欧洲联盟等政

府间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争取援助。秘书处还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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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根据各区域机构的各自目标和任务及其各自的

特点为它们制订一些营销战略。他重申秘书处决心

本着尽量少花钱多办事的方针利用这些捐款通过

亚太经社会的技术合作方案造福发展中成员和准

成员，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发展

中太平洋岛国和转型经济体。 

区域政府间机关的报告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心 

391. 经社会收到亚太发展中心 1999 年度报

告，由秘书处附一说明转交供参考(E/ESCAP/1190)。 

392. 亚太发展中心主任报告，在 1999 年，向

14 个成员国派遣了一系列顾问团，以便向成员介绍

中心目前活动的重点，讨论其临时项目组合，并听

取对中心未来发展的意见。一项包括项目组合的中

期业务计划随之得到方案咨询委员会(方案咨委会)

和总理事会的批准。主任进一步报告，除了 4 个传

统方案领域：能源与环境、性别与发展、扶贫以及

人力资源开发以外，方案咨询委员会还批准建立 5

个新的方案领域，即经济及金融管理、信息技术、

农村发展、贸易与投资以及城市发展。 

393. 尽管成员国的捐献继续令人吃惊地下降，

亚太发展中心仍继续为其成员执行了主要的方案

和项目，其中包括一系列性别培训专题讨论会：国

家机构亚太性别培训评估会议；亚洲地区执行全球

纲领后北京活动；亚太非政府组织计划会议；城乡

发展精明伙伴关系会议，其重点是在下个千年发展

精明社区；菲律宾小型贷款的社会资本形成；全体

委员会召开会议建立亚太信息技术合作理事会，以

及加强农村能源可持续设施的机构能力的专家小

组会议。 

394. 中心还制作了一些出版物，包括亚太性别

培训评估论文集；1999 亚太后北京执行情况监控和

亚太发展监控，以及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心期刊。 

395. 在 1999 财政年，亚太发展中心形势惨淡。

尽管认捐总额达到 597 862 美元，但亚太发展中心

只收到 457 728 美元。由于 1999 年的总业务开支是

1 083 852美元，另外 626 184美元从其它来源获得。 

396. 主任对成员国特别是东道国马来西亚及

日本的持续支持表示感谢。 

397. 一些代表对亚太发展中心的工作作出了

积极评价。他们促请亚太发展中心组织与区域贸

易、技术和工业发展有关的项目和活动，并且邀请

成员国的专家参与各种研究和项目。印度政府对亚

太发展中心的活动作出了有益的评论，主任保证将

把它们纳入未来的方案当中。 

东亚和东南亚沿海和近海地球 

科学方案协调委员会 

398. 经社会收到随秘书处一份说明转交的供

参考的近海地学协委会的报告(E/ESCAP/1191)。 

399. 经社会注意到，在过去一年里，近海地学

协委会继续努力在能源、矿产、海岸带和地理灾害

这四大部门开发其成员国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总共

成功完成了 22 项活动。在能源部门，开展了与下

列方面有关的项目：资源评价与规划、地质关联和

三级前研究、对地质和地球物理数据的互动判读、

安全与环境、及地热能开发。在矿产部门，培训活

动主要侧重于下列方面：地球科学地图的数字化编

篡、地震调查、与地下水有关的环境问题、工业矿

石、地理信息系统用于矿物资源评估、及水平面上

升的影响。海岸带部门侧重于与沿海计划有关的三

项活动，但这一计划已于年底终止。在地理灾害部

门内，举行了一次关于外动力地球灾害的技术会

议。 

400. 经社会注意到近海地学协委会各成员国

作出的坚决承诺以及各合作国家和有关组织给予

的持续支持。经社会还欣慰地注意到近海地学协委

会继续与亚太经社会就交流地球科学信息和联合

开展工作方案范围内的活动进行合作，以避免工作

重叠及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 

401.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丹麦、法国、日本、

荷兰、挪威、大韩民国、联合王国、美国、及有关

的合作组织为有关海岸带和能源管理、矿物资源开

发及减轻地理灾害的方案领域提供了援助。经社会

促请继续提供这类援助和支持。 

湄公河委员会 

402. 经社会收到随秘书处一份说明转交的供

参考的湄公河委员会的报告(E/ESCAP/1192)，该报

告系由湄公河秘书处首席执行官员提交。 

403.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湄公河委员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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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取得的重要成就和进展，该委员会在经过

1998 年中将其总部迁出曼谷所渡过的一段困难时

期后目前已扎实地设于金边。经社会特别注意到，

通过其第一个 1999-2003 年战略计划获得通过，精

减湄公河委员会各方案，以及加强湄公河委员会的

技术能力，包括改善其与本区域其它伙伴的工作协

调，使湄公河委员会得以建立的 1995 年湄公河协

定得到了系统的实施。 

404. 经社会还满意地注意到湄公河委员会的

几个主要方案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水利用方

案、环境方案、渔业方案、农业和灌溉方案、人力

资源开发/能力建设方案、及流域开发计划的制订。

除这些方案外，经社会还注意到完成了八项研究和

项目，并在 1999 年继续实施其工作方案内的其它

项目和活动，还从项目方法转向了方案方法，从而

使其核心职能的重点更加突出。此外，经社会获悉，

湄公河委员会的国际合作得到加强，其中包括与中

国和缅甸这另外两个沿河国定期举行对话会议并

派遣官员前往访问；与捐助界和战略伙伴经常磋

商；与其它主要流域组织，例如 Murray-Darling 流

域委员会经常进行对话。 

405.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捐助界所给予的支

助，本年度已认捐了总价值超过3千万美元的数额，

以支持湄公河委员会的活动。经社会还注意到，湄

公河委员会 2000 年年度工作方案将 16 个项目突出

列为最高优先，这需要捐助者立即为在 2000 年及

以后实施这些项目提供援助。 

台风委员会 

406. 经社会收到了通过秘书处文件转交的供

经社会参考的台风委员会的报告(E/ESCAP/1193)，

台风委员会的一位代表对报告作了介绍。 

407.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台风委员会及其成

员在 1999 年在气象观察、预报和警报、水文研究(包

括洪水预报和警报方面的改善)、风暴预报以及减

轻自然灾害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成就。在这

一方面，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区域特别气象中心继

续向台风委员会的成员提供有关气候的数字信息

从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408. 经社会注意到台风委员会在气象、水文、

培训和研究等领域中的次区域合作活动有所增加。

经社会特别注意到台风委员会更加重视处理水灾

影响的问题，其中包括增加研究和改进预报。经社

会还注意到亚太经社会向委员会成员的各种活动

提供了支助，也注意到气象组织多年来为台风委员

会的工作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409. 经社会了解到，台风委员会已经审议并且

通过了经过修改的区域合作方案实施计划。经社会

特别注意到台风委员会更加重视培训活动，尤其是

制订了台风委员会研究奖助金计划，其重点是在委

员会成员之间交流方案。经社会注意到台风委员会

的一些成员已经对奖助金计划作出了初步的积极

反应。经社会还感兴趣地注意到台风委员会决定发

起与其它国家的专家交流方案，并且加强与亚洲及

太平洋区域其他热带旋风机构的联网和科学交流。 

410. 经社会感谢菲律宾政府继续为台风委员

会秘书处提供东道国设施、一名全职的气象学家以

及支助工作人员以及继续提供台风委员会秘书处

协调员的服务。经社会还表示感谢大韩民国政府为

亚太经社会/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提供了东道国设施，同时为台风委员会秘书处提供

了水文专家的服务。 

热带旋风小组 

411. 经社会收到了通过秘书处的说明转交的

热带旋风小组的报告(E/ESCAP/1194)。这份报告是

由气象组织的代表介绍的。经社会感谢阿曼政府为

在 2000 年 2 月和 3 月在马斯喀特举行的热带旋风

小组第二十七届会议提供了东道国设施。 

412. 经社会满意地注意到热带旋风小组在

1999 年所进行的活动。经社会还注意到该小组今后

的活动，包括为在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地区的热带

旋风命名的提议。经社会鼓励这一举措。 

413. 经社会还注意到热带旋风小组在能力建

设方面的活动，特别是定于 2000 年 11 月在泰国举

行的热带旋风和风暴区域技术会议以及定于在

2001 年于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旋风预报和警报讲习

班。 

414. 经社会注意到亚太经社会秘书处为该小

组的各项活动所提供的支助，尤其是那些与该小组

工作中水文和预防灾害内容有关的那些活动。经社

会还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多年来不断地为该小组

的工作作出的宝贵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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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经社会感谢热带旋风小组作出了非凡的

工作，同时其成员之间也进行着良好的合作，通过

监测、预报以及传播有关热带旋风和水灾的信息减

轻了自然灾害同时增强了抗灾能力。 

416. 经社会注意到印度为该小组的工作作出

了宝贵的贡献同时印度还不断地提供援助，尤其是

设在新德里的区域特别气象中心所提供的预报服

务。经社会感谢泰国让该小组的技术支助股设在该

国而且提供了一名协调员和一名气象学家。经社会

还满意地注意到，巴基斯坦提出让一个技术支助股

常驻该国；估计这个股在不久的将来将开始工作。 

417. 经社会促请捐助国和捐助机构为热带旋

风小组的工作提供支助，并且指示亚太经社会秘书

处继续在其工作方案的框架内向该小组提供实质

性的支助。 

418. 经社会高兴地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已经

为该小组的活动设立了一项信托基金。经社会鼓励

该小组的成员以及亚太经社会的其它成员为该基

金捐款。 

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 

代表咨询委员会的活动 

419. 经社会收到文件E/ESCAP/1195和Add.1，

载有咨委会的报告，还收到 E/ESCAP/1195/Add.2，

载有咨委会成员开放的非正式工作组的报告。 

420. 报告员斯里兰卡代表对咨委会报告作了

介绍。在本审评期(1999 年 5 月-2000 年 5 月)内，

咨委会召开了 11 次例会，成员开放的非正式工作

组开了 11 次会。召开非正式工作组会议是为了协

助咨委会执行亚太经社会改革背景下提出的四项

建议，这些建议提交给经社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并得

到批准。这些建议旨在加强努力，使亚太经社会的

工作方案更加重点突出，并决定经社会未来活动的

战略方向。非正式工作组还对经社会本次会议将要

审议的现有决议草案进行了初步审查。 

421. 经社会赞赏咨询委员会的工作，认识到咨

委会是一个不仅同秘书处而且在亚太经社会成员

和准成员之间最为有用和建设性的定期及时交换

意见的讲坛。咨委会还为针对新的区域挑战集思广

益并提出创新措施提供了讲坛，亚太经社会能够因

此满足其成员和准成员新出现的经济及社会发展

需求，更好地履行其使命。 

422. 经社会注意到，咨询委员会在与亚太经社

会工作直接相关的事务中向秘书处提供指导。本审

评期的主要问题是立法机关会议、部长级会议、特

别机关的会议和高级别政府间会议的筹备和审评，

经社会第五十六届和五十七届会议的筹备、包括第

五十七届会议的主题，1998-1999 年工作方案的执

行情况，2002-2005 年中期计划草案，2000-2001

年方案更改建议，以及千禧年联大区域听证筹备

会。 

423. 经社会赞扬咨委会成员开放的非正式工

作组的工作，它探索在秘书处内改善机制和加强能

力的方式方法，以使亚太经社会更为有效，提高它

的知名度，加强它与其它联合国实体的合作。经社

会批准文件 E/ESCAP/1195/Add.2 中所载的非正式

工作组的建议，并敦促将这些建议作为目前改革进

程的一部分进行落实，以便加强亚太经社会的核心

能力及在本区域的作用。为此，经社会欢迎咨委会

参与准备深入审议经社会会议结构的方式，审议的

进行不迟于第五十八届会议。 

424. 经社会支持简化亚太经社会出版物方案、

只保留最为有益的出版物的持续努力。它还支持秘

书处更加集中于团体培训活动，和在业务活动中开

展技合。经社会赞成更加重视改善其网页，促进信

息传播，使人们更易于了解亚太经社会的工作，从

而提高其形象。 

425. 经社会注意到“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机构间

委员会”已被“区域协调会议”替代。它认为将要

建立的专题工作组没有包括一切。它敦促咨委会成

员参与加强区域协调机制的努力。 

经社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日期、 

地点和任何其它有关议题 

426. 经 社 会 收 到 文 件 E/ESCAP/1196 和

Corr.1。经社会决定于 2001 年 3/4 月在曼谷召开第

五十七届会议。会议的确切日期将在与成员政府和

经社会主席协商后决定，秘书处随后将通知经社会

成员及准成员。 

427. 经社会决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主题是“亚

洲及太平洋各国内城市和乡村以及地域的平衡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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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经社会报告 

428.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于 2000 年

6 月 7 日第 10 次会议通过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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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经社会第五十六届会议通过的决议 

 

56/1. 2000-2009 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合

作十年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亚太经社会有责任发起并参与各项措施，

推动共同行动，促进亚洲及太平洋的经济复兴与发

展，以及提高亚洲及太平洋经济活动的水平， 

 注意到本区域成员众多，需要各不相同，认为

秘书处必须突出工作方案的重点，以便支助次区域

的行动并提高次区域一级方案的效果和效率， 

 认识到在亚太经社会成员国、有关发展机构以

及有关发展框架之间采取一致的战略和开展密切

协调对于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加快经济社会

发展和扶贫具有重要意义， 

 确认需要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能力，这

是帮助缩小本区域国家间巨大的发展差距的一种

手段，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为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

在内的亚太经社会区域的各项发展方案作出的贡

献，以及其它有关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向秘书处

的这一努力提供的高度支持， 

 欢迎 2000 年 1 月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九次大湄

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方案会议发表的声明，尤其是

部长们表示决心更加积极主动地在该次区域内加

快、强化和扩大区域合作，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机关、专门机构和亚洲开

发银行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框架内向大湄公河次区

域国家的一些发展方案（其中一些是与秘书处协作

实施的）继续提供财政支助， 

 确认湄公河委员会的重要作用；该委员会正通

过其秘书处实施 1995 年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

作协定，以实现经济社会公正、环境无害的湄公河

 

1 见前文第 129 段。 

流域， 

1. 呼吁有关区域成员和准成员： 

(a) 重申通过包括湄公河委员会在内的

现有机构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发展方案的承诺； 

(b) 共同审评现有的发展战略，以便制订

更为协调和合理的方针，有效地应付全球化的挑

战，同时避免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发展工作出现重

复； 

(c) 继续密切协作，确保大湄公河次区域

的发展合作能够相辅相成地开展； 

(d) 以鼓励私营部门支持的方式制订发

展方案； 

2. 宣布“2000-2009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

合作十年”，以便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和支持，以

加紧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 

3. 要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大批准本决

议，并在全球一级鼓励支持执行本决议； 

4. 促请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及

机构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方案加强合作和增加

援助； 

5. 鼓励各捐助政府和机构、区域和国际金

融机构、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

营部门，协助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能力建设，使

它们有效地融入区域和全球经济； 

6. 要求执行秘书： 

(a) 协助筹集必要的资源，应大湄公河次

区域各发展框架的要求，在视为必要的领域，尤其

是在人力资源开发、贸易和投资、运输和通信、扶

贫及社会发展等关键领域，提供技术援助和其它方

面的援助； 

(b) 在有关各方之间召集必要的会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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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发展制订工作方案，以便在预定

时期内获得具体结果； 

7. 还要求执行秘书监测各项框架活动的总

体方案，以便向经社会年会和所有有关成员国提交

报告，并在十年结束之前每三年对方案实施情况进

行评估。 

第 10次会议 

2000年 6月 7日 

 

 

56/2. 推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人力资源开

发2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联大 1997年 12月 18日第 52/196号决议

“开发人力资源以促进发展”，其中，联大特别强

调需要开展国际合作以推进人力资源开发，并需要

共同努力支助发展中国家开发人力资源的工作， 

 又回顾经社会 1994 年 4月 13 日第 50/7号决

议“修订《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雅加达行

动计划》”，其附件载有 1994 年修订的《亚太经

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雅加达行动计划》， 

 进一步回顾经社会 1995 年 5 月 1 日第 51/2

号决议“加强亚洲及太平洋人力资源开发区域合

作”，经社会在该决议中欢迎经人力资源开发知名

人士小组审评并在秘书处主题研究报告中提出的

人力资源开发区域合作行动建议， 

 强调人力资源开发作为一项可持续的国家战

略十分重要；它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扶贫，

并有助于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的国家融入国

际经济体系， 

 确认需要加快边际化人口群体的人力资源开

发，作为改善教育、卫生和就业状况的手段， 

 又确认需要加强政府部门规划和提供人力资

源开发方案和服务的能力，尤其是为穷人和其他处

 

2 见前文第 227 段。 

境不利群体这样做的能力， 

 确认秘书处成功地实施了《亚太经社会区域人

力资源开发雅加达行动计划》第一、二和三阶段，

以及其它有关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在这一举措

上为秘书处提供的高水平的支助， 

 又确认各捐助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向秘书处

的人力资源开发方案提供的强有力的财政支助， 

1. 呼吁本区域成员和准成员： 

(a) 重申对于实施 1994年修订的《亚太

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雅加达行动计划》的承

诺； 

(b) 强化其推进人力资源开发的国家政

策的力度，重点放在对人力资源开发所有领域的投

资，包括教育和培训、卫生和营养、以及促进可持

续的民生，以增强人民在方便的环境内自力更生和

自食其力的能力； 

(c) 审评现行人力资源战略，以便制订能

更有效地对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以及知识和信息

社会的出现作出回应的新的方针； 

(d) 考虑将性别问题主流化作为促进人

力资源开发中男女平等的手段，以便纠正和消除目

前男女在获得机会和资源方面的明显差距； 

2. 鼓励捐助政府和机构、区域和国际金融

机构、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营

部门，协助发展中国家开发人力资源，建立和增强

其国家能力，使它们在不断全球化的世界里更有效

地运作； 

3. 要求执行秘书： 

(a) 继续向各成员和准成员政府在实施

1994年修订的《雅加达行动计划》方面提供支助，

并优先重视它们中最为急需的成员和准成员； 

(b) 通过以下方面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国

家能力建设：向工作在扶贫、正规和非正规教育、

增强社区地位、人口、卫生和社会服务、青年和妇

女参与发展、企业家精神和技能培养、贸易和投资

促进、工业和技术发展、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行

政和管理、以及包括因特网上网在内的信息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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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领域的国家人员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并优先

重视最为急需的国家和次区域； 

(c) 锁定农村和城市穷人、妇女和处境特

别困难的青年和儿童以及残疾人作为秘书处人力

资源开发活动的受益者； 

(d) 通过以下方式促进本区域各国之间

交流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方案的最佳做法和经验：

举办区域和次区域论坛，通过亚太经社会人力资源

开发研究和培训人才中心网开展国家间交流，颁发

亚太经社会人力资源开发年度奖，以及通过印刷媒

介和包括亚太经社会网站在内的电子媒介开展研

究和信息传播； 

(e) 优先实施《雅加达行动计划》第四阶

段（2001-2005年），其重点应在教育、卫生和可

持续的民生方面，为本区域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以迎接全球化和知识和信息社会出现带来的挑战

和机遇； 

4. 还要求执行秘书酌情争取预算外资源向

发展中国家推进人力资源开发的工作提供技术援

助和其它形式的支助，优先重视最为急需的国家和

次区域； 

5. 进一步要求执行秘书就本决议的执行情

况向经社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 10次会议 

2000年 6月 7日 

 

 

56/3. 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

展区域合作3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其 1995年 5 月 1 日第 51/11号决议“亚

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区域

合作”，其中批准了 1994 年 9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

一次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发展部长级会议

的各项建议和《亚洲及太平洋空间技术应用促进无

 

3 见前文第 171 段。 

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 

 还回顾联大 1996 年 12 月 13 日关于为和平利

用外层空间开展国际合作的第 51/123 号决议，其

中强调需要提高空间技术及其应用的效益以及推

动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活动的有序增长， 

 进一步回顾 1999 年 7 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三

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外空三

大）的各项建议， 

 回顾经社会 1999 年 4 月第五十五届会议决定

于1999年11月在新德里举行第二次亚洲及太平洋

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 

 满意地注意到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取得了成功，

会上通过了《亚洲及太平洋空间技术应用在新的千

年促进提高生活质量德里宣言》和《亚洲及太平洋

新的千年空间技术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行

动计划》，并启动了区域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

方案第二阶段， 

 重申成员和准成员对参与区域空间方案二将

开展的合作性活动抱有浓厚的兴趣并承诺对这些

活动作出贡献， 

 确认空间技术及其应用对下列方面具有不可

或缺的作用：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粮食保障和农

业系统、能力建设、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扶贫、

减少自然灾害、保健和环境卫生、以及旨在提高生

活质量的可持续发展规划， 

 回顾经社会为本区域的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

发展所作出的推动工作及其对继续在这方面发挥

中心催化作用所作的承诺， 

1. 批准 1999年 11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二次

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

议的各项建议； 

2. 还批准部长级会议所通过的《亚洲及太平

洋空间技术应用在新的千年促进提高生活质量德

里宣言》和《亚洲及太平洋新的千年空间技术应用

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 

3. 要求尽早实施《德里宣言》、《战略和行

动计划》、和部长级会议的其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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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鼓励所有成员和准成员积极参与区域空

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案第二阶段并在本国开

始有效地实施《战略和行动计划》； 

5. 建议区域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案

政府间磋商委员会在环境与自然资源开发委员会

范围内酌情就这一方案的实施提出建议，并请成员

和准成员提高其在政府间磋商委员会中的代表级

别； 

6. 请所有有关联合国机关和机构以及多边

捐助者和国际机构为实施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各

项建议、《德里宣言》、以及为区域空间应用方案

二设想的《战略和行动计划》提供技术和财政支助； 

7. 要求执行秘书： 

(a) 对《战略和行动计划》中所建议的活

动给予应有的优先并将区域空间应用方案列入两

年期工作方案； 

(b) 根据资源落实情况加强秘书处的能

力，以支持区域合作网络努力成功地实施《战略和

行动计划》； 

(c) 根据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建议、《德

里宣言》和《战略和行动计划》，为技术合作活动

筹集资源； 

(d) 就这些建议的实施情况向经社会第

五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 10次会议 

2000年 6月 7日 

 

 

 

 

56/4. 促进小岛国实现可持续的能源未来4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4 见前文第 74 段。 

 注意到 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

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和随后于 1997 年在纽约举行的

第十九届特别联大要求实现为所有人的可持续的

能源未来， 

 确认 1994年 4月 25日至 5月 6日在巴巴多斯

布里奇敦举行的发展中小岛国可持续发展全球会

议将《21 世纪议程》变成了将在国家、区域和国

际各级采取的具体政策、行动和措施，以使发展中

小岛国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小岛国的经济和环境持续脆弱，尤其是其能

源部门表示关切， 

 回顾全球会议通过的《巴巴多斯宣言》，其中

确认国际社会有责任推动发展中小岛国尽量减轻

其脆弱的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包括为此采取合

作性行动和建立伙伴关系， 

 注意到全球会议还通过的《发展中小岛国可持

续发展巴巴多斯行动纲领》呼吁收集和传播信息以

及促进发展中小岛国之间就能源部门问题，包括新

的和可再生能源，开展区域合作和进行技术交流， 

 还注意到 1999年 9月 25日通过的第三次小岛

国联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公报，其中强调国际社

会需要协助发展中小岛国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战略，

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中的战略， 

又注意到 1999年 9月 27-28 日在纽约举行的

第二十二届特别联大特设全体委员会的报告，其中

要求在发展中小岛国为实现清洁的可持续能源实

施最佳做法，并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利用可再生能源

和创新筹资方案，以便实现较长时期的能源自给自

足， 

注意到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

高级官员预备会议的报告，其中反复强调需要在整

个亚太经社会区域开发环境和经济上可持续的可

再生能源， 

还注意到 2000年 5月 30-31 日在曼谷举行的

太平洋发展中岛国特别机关第六届会议要求采用

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以满足太平洋地区的未来

能源需求， 

确认亚太经社会区域各岛国因其所处的地理

位置、面积小、分散而使持续或扩大利用进口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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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变得较为昂贵， 

要求执行秘书： 

(a) 促进成员和准成员之间就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和更多地使用适用于小岛国的可再生能源技

术开展经验和信息交流； 

(b) 举行一次专家组会议，以审评现行举措

并制订一个小岛国试点方案和若干示范项目； 

(c) 协助各小岛屿成员和准成员政府和参加

机构获得实施这一方案或其中各个组成部分所需

的资源； 

(d) 向小岛屿成员和准成员提供专门咨询服

务并推动提供其它形式的援助，以支持为促进可再

生能源及其高效率利用而举办的国家和次区域集

体培训及采取的能力建设举措； 

(e) 就本决议的实施进展情况，包括进一步

行动的建议，向太平洋发展中岛国特别机关第七届

会议和经社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 10次会议 

2000年 6月 7日 

 

 

 

 

 

 

56/5. 经社会执行秘书艾德里亚努斯 •穆伊

先生即将退休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了解到第五十六届会议将是艾德里亚努斯•穆

伊先生以执行秘书身份出席的最后一届会议； 

 确认他作为经社会秘书处首脑所作出的贡献

和杰出服务； 

 赞赏地注意到他为经社会工作带来的变革，尤

其是在会议、方案和秘书处结构改革方面； 

 承认他为进一步加强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间

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以及为推动区域间合作所提

供的支持； 

 进一步承认在亚洲经济和金融危机之后他为

推动与布雷顿森林机构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更密切

的协作所作出的努力； 

1. 希望对他在担任执行秘书的任期内为秘

书处工作作出的贡献致以崇高敬意； 

2. 对在他的领导下为本区域的经济及社会

发展提供的援助表示深切感谢； 

3. 向联合国秘书长转达对穆伊先生以完美

的国际公务员形象所提供的服务表示赞赏； 

4. 衷心祝愿他在今后的岁月里健康幸福。 

第 10次会议 

2000年 6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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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2000-2001 工作方案 

 

 
次级方案 1. 区域经济合作 

导  言 

 

 本次级方案包括了原本在次级方案 1．区域经济合作: 贸易和投资以及在次级方案 3．区域经济

合作：工业和技术下于 1998-1999 年开展的工作。本次级方案由贸易和技术司负责实施，司长对执

行秘书负责。 

本次级方案总的目的是为增进贸易、投资和技术三者之间的联系和为加速工业发展 

而加强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在 2000-2001两年期，本次级方案的目标是(a)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国

家能力，使之更有效地面对全球环境为贸易、投资和技术流动及工业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b) 协

助发展中国家，并特别注重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发展中岛国、转型经济体的需要，加快

工业和技术发展并扩大出口；(c) 加强区域合作，以提高贸易效率和促进电子商务，并为获取信息

技术提供方便；(d) 特别通过加强包括区域信息服务在内的机构支助服务网络来推动区域内和次区

域间的贸易、投资和技术流动。将通过一系列配套的研究和业务活动来落实本次级方案。将以针对

新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而开展的政策分析为基础，在区域一级提供一个论坛以保持对话和合作行动。

将通过技术合作活动促进经验交流和人力资源开发来加强各政府作出有效反应的能力。将分析全球

化和自由化对本区域内的贸易、投资和技术流动以及工业发展的影响，重点是各国较为脆弱的群体，

并兼顾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岛国和转型经济体的特殊需要。将结合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变化查明国

家机构能力建设方面的需求，并因此开展活动，尤其是通过机构改革和联网来增强能力。到本两年

期结束时，本次级方案将使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订者们认识到新出现的挑战和机遇，并将协助他们

明确在世贸组织今后的谈判中他们共同感兴趣的积极内容。这将加强体制和工作人员的能力，以促

进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太平洋岛国、转型经济体的工业发展及其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出口

品的多样化；包括通过进一步理解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性而促进投资的流入；增进各政府权力机构

和私营部门代表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提高本区域各国的能力，使之能够处理简化贸易手续和电

子商务的各种问题，以促进贸易手续的简化和电子商务；促进加强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尤其是重

视妇女企业家的政策；以及通过现有网络促进合作制度化。 

 

 

产出 

 

一、 为政府间机关和专家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 

 

1.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 

 

 (a) 经社会： 

 1-1-101 全会和委员会会议(2000年)(8次会议： 6次全会，2次委员会会议) 

 1-1-102  全会和委员会会议(2001年)(8次会议：6次全会， 2次委员会会议)  

 1-1-103 关于经社会第五十六届会议(2000 年)主题的小组讨论(1次会议) 

 

 (b) 区域经济合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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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全会(2001年)(6次会议) 

 

 (c) 区域经济合作委员会指导小组： 

 1-1-105 全会(2001年)(6次会议) 

 1-1-106 全会(2001年)(6次会议) 

 

 (d) 《曼谷协定》常设委员会》： 

 1-1-107 全会(2000年)(6次会议) 

 1-1-108 全会(2001年)(6次会议) 

 

2. 会议文件： 

 

 (a) 经社会： 

 1-1-201 与贸易和工业相关问题的报告(2000年，2001年)  

 1-1-202  区域经济合作委员会(2001年） 

 1-1-203 区域经济合作委员会指导小组报告(2001年） 

 1-1-204 “在二十一世纪通过全球化和伙伴关系实现发展：在公平和公正的基础上

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纳入国际贸易体系的亚太前景”报告 

 

 (b) 区域经济合作委员会： 

 1-1-205 与贸易和投资有关问题的报告(2001年) 

 1-1-206 与工业和技术有关问题的报告(2001年) 

 1-1-207 区域经济合作委员会指导小组报告(2001年) 

 

 (c) 区域经济合作委员会指导小组： 

 1-1-208 与贸易和投资有关问题的报告(2000年，2001年) 

 1-1-209 与工业和技术有关问题的报告(2000年，2001年) 

 

 (d) 《曼谷协定》常设委员会： 

 1-1-210 报告(2000年，2001年) 

 

3. 特设专家组及相关筹备工作(中期产出)： 

 

 1-1-301 未来多边贸易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特设专家组(2000年)  

 1-1-302  汇率制度和贸易实绩特设专家组(2000 年)  

 1-1-303 在区域和全球两级综合工业活动：全球化和自由化时代的展望与挑战特设

专家组(2000年) 

 1-1-304 推广为转让、开发和应用无害环境技术融资的新形式特设专家组(2001年) 

 1-3-305 简化贸易手续和电子商务新出现的问题特设专家组(2001年) 

 

二、 其它实质性活动(经常预算/预算外) 

 

1. 授权印发的定期出版物： 

 

 1-2-101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New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1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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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2 Small Industry Bulleti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0 年，2001年) 

(经常预算)  

 1-2-103  Directory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ed Organiz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10th edition (2001年) (经常预算) 

 1-2-104  TISNET Trade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Bulletin (2000年 12 期， 2001

年 12期) (经常预算/预算外)  

 

3. 授权印发的不定期出版物： 

 

 1-2-301 经济活动全球化对亚太经济体工业多样化及其结构调整和技术发展的影

响：二十一世纪的展望与挑战(2001年)(经常预算) 

 1-2-302  对有关亚太经济体在选定制造业部门促进工业互补性和投资政策及措施的

比较评估研究(2000年)(经常预算) 

 1-2-303  最不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私营部门发展和私有化比较评估和政策选择研

究(2001 年)(经常预算) 

 1-2-304 贸易新议程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研究(2000 年 2 次，2001 年 1 次)  (经常

预算/预算外) 

 1-2-305  中小企业，包括农业及与农业相关企业的发展与提高(2000年) (经常预算/

预算外)  

 1-2-306 转让、资助和管理无害环境技术的新形式研究(2000年)(经常预算) 

 1-2-307  通过应用新技术提高中小工业竞争力的研究(2001年)(经常预算) 

 1-2-308  依照《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推

广技术转让和技术联合的新形式研究(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1-2-309 贸易和投资条件指南(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1-2-310  亚太经社会的电子商务举措(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1-2-311 汇率体制和贸易实绩(2000年)(经常预算) 

 1-2-312  克服贸易和投资的外部冲击及中断：区域合作安排的作用(2001 年) (经常

预算/预算外)  

 1-2-313 在二十一世纪通过全球化和伙伴关系实现发展：在公平和公正的基础上将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纳入国际贸易体系的亚太前景(2000 年)(经常预

算) 

 1-2-314 研究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8. 供外部用户使用的技术资料(数据库、软件等)： 

 

 1-2-801 在开展国际贸易中为提高微观效率而采用简化贸易手续措施及电子商务的

标准, 最佳做法和业务战略的个案研究，试点项目，指导方针和建议(2000

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1-2-802 为在全球范围内开发人力资源和交流信息及经验采用简化贸易手续的措施

和电子商务的培训教材/单元和信息(以书面格式，或以电子格式，如使用

因特网)(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1-2-803 使用资本市场推动私有化及投资促进措施手册(2000年，2001年) (经常预

算/预算外) 

 1-2-804 为答复公共和私营部门及非政府组织的查询而提供的技术信息，以及信息

的传播(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1-2-805 培训负责转让有关无害环境技术及其应用的人员时所用的培训教材(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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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常预算) 

 

三、国际合作和机构间协调与联络(经常预算/预算外) 

 

 1-3-001 组建亚太区域机构间委员会贸易和工业小组委员会并提供服务(2000 年，

2001年)(经常预算)  

 1-3-002 与亚洲清算联盟、亚行、亚佩克、亚洲再保险公司、东盟、经合组织、太

平洋共同体、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南盟、南太平洋论坛、世界经济论

坛和世贸组织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开展协作(2000 年 6 次，

2001年 6次)(经常预算/预算外) 

 1-3-003 与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贸发会议、开发署、粮农组织、工发组织

和国际贸易中心等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开展协作(2000年 3次，2001年 3

次)(经常预算/预算外)  

 1-3-004 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与其它区域委员会开展协作以建立区域间联系及促进信

息交流与合作(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1-3-005 向简化行政、商务和运输手续及做法中心和亚洲简化行政、商务和运输手

续及做法理事会等与简化贸易手续和电子商务有关的区域和国际组织提供

技术和实质性支助(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1-3-006 向孟印缅斯泰经合圈和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提供技术和实质性支助(2000

年，2001年)(经常预算) 

 1-3-007 向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提供技术和实质性支助(2000年，2001年)(经

常预算/预算外)  

 1-3-008 向区域农业机械网提供技术、实质性和管理方面的支助(2000 年，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四、 技术合作(经常预算/预算外) 

 

1. 应政府的要求提供咨询服务(外派咨询团的数目)： 

 

 1-4-101 就促进对工业投资的措施提供咨询服务(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  

 1-4-102 就如何在体制上支助工业多样化和促进互补性提供咨询服务(2000年，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1-4-103 就促进农业-工业之间的联系和发展中小工业提供咨询服务(2001 年)(经常

预算/预算外)  

 1-4-104 就加强咨询机构的能力建设以更好地应用新的无害环境技术提供咨询服务

(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1-4-105 就为转型经济体和最不发达国家营造一种有利于与投资有关的技术转让的

环境提供咨询服务(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2. 集体培训(研讨会、讲习班、专题讨论会)(应标明培训活动的次数及受训官员的人数)： 

 

 1-4-201 就如何加入世贸组织等与世贸组织的相关问题举办培训讲习班(2000 年 1

次，2001年 2次)(经常预算/预算外)(45位代表)  

 1-4-202 就审评投资促进措施举办区域研讨会(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10 位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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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3 就中亚经济体贸易政策的能力建设举办研讨会(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20 名代表) 

 1-4-204 就区域合作安排在克服贸易和投资的外部冲击和中断方面的作用举办研讨

会(2000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20名代表) 

 1-4-205 就利用印度支那综合开发论坛促进印度支那各国出口及该地区吸引外国直

接投资战略举办讲习班/国家研讨会(2000 年 3 次， 2001 年 1 次)(经常预

算/预算外)(160名代表) 

 1-4-206 就利用印度支那综合开发论坛举办私营部门咨询组及大湄公河次区域工商

会联网会议(2000年 2次，2001年 2次)(经常预算/预算外) (280名代表) 

 1-4-207 通过贸易博览会和研讨会促进区域内贸易(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

算外)(50名代表) 

 1-4-208 就加强商品部门贸易发展的机构能力举办研讨会(2000 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14 名代表) 

 1-4-209 就为最不发达国家、太平洋岛国、和转型经济体培训工业项目立项和管理

方面的教员而举办区域研讨会(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50名

代表) 

 1-4-210 为亚太经社会区域选定国家举办投资洽谈会(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50 名代表) 

 1-4-211 就为促进处境不利经济体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联系而更新农业技术装备举办

讲习班(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200名代表) 

 1-4-212 就为更好地应用无害环境技术而加强政府、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三者之

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举办讲习班(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10 名代表) 

 1-4-213 就通过应用新技术而提高中小工业的竞争力举办研讨会(2000 年) (经常预

算/预算外)(9名代表) 

 1-4-214 培训负责转让选定无害环境技术及其应用的人员(2000年，2001 年) (经常

预算/预算外)(15名代表) 

 1-4-215 就旨在提高工业竞争力的标准化、度量衡和质量控制管理系统开展培训

(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15 名代表) 

 1-4-216 就采用简化贸易手续措施的能力建设举办讲习班/研讨会(2000 年，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30名代表) 

 1-4-217 就加强与贸易有关的培训机构的能力及各机构间的联网举办研讨会(2000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12名代表) 

 1-4-218 就为转型经济体提供贸易和投资信息举办研讨会(2000 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16 名代表) 

 1-4-219 就转型经济体与贸易有关的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网举办讲习班(2001 年) (经

常预算/预算外)(16名代表) 

 

4. 实地(国家、次区域、区域)项目： 

 

 1-4-401 帮助有关最不发达国家/转型经济体为提高其出口品竞争力而加强其企业

的能力建设的项目(包括研讨会、讲习班和咨询服务) (2000年 4次， 2001

年 4 次) (经常预算/预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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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 2．发展研究和政策分析 

导  言 

 

 本次级方案包括以前在次级方案 2．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和政策分析，及次级方案 10．最不发

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发展中岛国项下，于 1998-1999 年所开展的工作。本次级方案由发展研究

和政策分析司及亚太经社会太平洋业务中心负责执行，两个机构分别由司长和中心主任主持工作，

并对执行秘书负责。 

 本次级方案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认识，突出介绍趋势和新出现的问

题，在本区域各经济体交流经验和日益互补的基础上提请政策制订者注意优先问题，提倡促进亚洲

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区域合作的政策。除了方案本身的活动以外，本次级方案还监测并协调

整个亚太经社会区域关于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发展中岛国的活动。本次级方案的活动重

点是：(a) 监测、分析并传播宏观经济表现及相关政策的最新动态，尤其是 1997年年中发生亚洲危

机之后对发展的影响；(b) 加强并改进政策制订机构之间的协调，特别是负责货币、财政和金融部

门政策的机构和负责总体发展战略的机构；(c) 加强负责宏观经济管理的机构的人力资源能力。 

 本次级方案的活动还将优先重视关于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太平洋发展中岛国以及转

型经济体的问题。将特别重视支助这些国家的经济改革，调动并有效地利用资源，深入认识全球化

问题，包括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偿债责任问题，和深入认识社会部门及可持续发展问题。 

 本次级方案的目标主要通过技术援助来实现，其中包括咨询服务、专家组会议、讲习班和培训

班，其首要目标是加强人力资源开发，特别是发展政府官员的技能，促进政府—私营部门合作，为

所查明的领域进行政策务虚、制订、实施、监测和评价，并推动各国之间的经验和信息交流。对于

最不发达国家来说，也将在《1990年代援助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最后审评》时解决这些问题。 

 将编写一些经常性和非经常性出版物。将向经社会、区域经济合作委员会、环境和自然资源开

发委员会、城乡地区扶贫社会经济措施委员会以及太平洋发展中岛国特别机关、和最不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内陆国特别机关提供文件和实质性服务。 

 

 

产出 

 

一、 为政府间机关和专家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 

 

1.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 

 

 (a) 经社会： 

 2-1-101 全会和委员会会议(2000年)(8次会议：6次全会，2次委员会会议) 

 2-1-102 全会和委员会会议(2001年)(8次会议：6次全会，2次委员会会议) 

 2-1-103 最不发达国家、太平洋发展中岛国和转型经济体非正式会议(2000年 2次，2001

年 2 次) 

 

 (b) 区域经济合作委员会： 

 2-1-104 全会(2001年)(6次会议) 

 

 (c) 环境与自然资源发展委员会： 

 2-1-105 全会(2001年)(6次会议) 

 

 (d) 城乡扶贫社会经济措施委员会： 

 2-1-106 全会(2000年)(6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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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07 全会(2001年)(6次会议) 

 

 (e) 太平洋发展中岛国特别机关： 

 2-1-108 全会(2000年)(4次会议) 

 

 

 (f) 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特别机关： 

 2-1-109 全会(2001年)(4次会议) 

 

2. 会议文件： 

 

 (a) 联合国第三次最不发达国家会议： 

 2-1-201 《1990年代最不发达国家行动方案》执行情况最后审查区域报告(2001年) 

 

 (b)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2-1-202 《发展中小岛国可持续发展行动方案》后续行动报告(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 

 

 (c)  经社会： 

 2-1-203 当前经济形势和政策问题报告(2000年，2001年) 

 2-1-204 太平洋发展中岛国特别机关报告(2000 年) 

 2-1-205 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特别机关报告(2001年) 

 

 (d) 太平洋发展中岛国特别机关： 

 2-1-206 关于太平洋发展中岛国问题的报告(2000年 3份) 

 

 (e) 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特别机关： 

 2-1-207 关于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问题的报告(2001年 3份) 

 

3. 特设专家组及相关筹备活动(中间产出)： 

 

 2-1-301 发展问题和政策特设专家组(2000年，2001年) 

 

二、其它实质性活动(经常预算/预算外) 

 

1. 授权印发的经常出版物： 

 

 2-2-20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2-2-102 Asia-Pacific Development Journal(两年刊)(经常预算) 

 2-2-103 Development Papers(2000 年，2001年)(经常预算)(目标 2和 3) 

 

3. 授权印发的非经常出版物： 

 

 2-2-301 经济危机的社会影响政策响应分析(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2-2-302 在促进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展与环境问题相互依赖的相关政策问题(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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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03 全球化、自由化和动荡：金融部门出现的政策问题(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2-2-304 最不发达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的经济管理和体制能力建设(2000 年)(经常预算/

预算外) 

 2-2-305 《1990 年代最不发达国家行动方案》执行最后审查(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 

 

5. 电子和音像制品，包括影片、录象带、无线电广播、新闻磁带、纪录片和专题节目(每一类

别的活动次数)： 

 

 2-2-501 亚太经社会关于在经济决策进程中考虑到环境因素电视会议(2000 年，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2-2-502 万 维 网 上 亚 太 经 社 会 发 展 研 究 和 政 策 分 析 主 页

<http://www.unescap.org/drpad/>(2000-2001 年每一季度更新一次)(经常预

算) 

 

9. 特别活动： 

 

 2-2-901 发布《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年报(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三、国际合作和机构间协调与联络(经常预算/预算外) 

 

 2-3-001 与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欧洲经委会、贸发会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和

亚行就发展问题和政策，其中包括同转型经济有关的问题进行合作(2000 年，

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2-3-002 与机构间委员会以及在本区域从事经济发展问题、战略和政策工作的政府间和

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与联络(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2-3-003 与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就政府管理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开展合作(2000 年，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2-3-004 同政府间机构，包括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环境署、南亚环境署、南太环境署、

湄公河委员会就经济决策进程中考虑到环境因素问题开展合作(2000 年，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2-3-005 同政府间组织，包括开发计划署、妇女发展基金、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世

界银行、亚行就贫困和社会问题、战略和政策开展合作(2000 年，2001 年)(经

常预算/预算外) 

 2-3-006 同非洲经委会和贸发会议就《1990年代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后续行动开展

合作(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2-3-007 同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和南太环境署就《发展中小岛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

后续行动开展合作(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2-3-008 同论坛秘书处和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就太平洋发展中岛国的有关问题开展合作

(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2-3-009 同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和亚行就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发展中岛

国的有关问题开展合作(2000年，2001 年)(经常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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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合作(经常预算/预算外) 

  

1. 应政府的要求提供咨询服务(咨询出差次数)： 

 

 2-4-101 就转型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提供咨询服务(2000 年 2 次，2001年

2次)(经常预算) 

 2-4-102 就经济危机的社会影响的政策响应提供咨询服务(2000年 2次，2001年 2次)(经

常预算/预算外) 

 2-4-103 在经济决策进程中考虑到环境因素的体制建设咨询服务(2000 年 2 次，2001年

2次)(经常预算/预算外) 

 2-4-104 关于最不发达国家和太平洋发展中岛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体制建设的咨询服

务(2000 年 2次，2001年 2次)(经常预算/预算外) 

 2-4-105 关于促进发展中小岛国可持续发展的咨询服务(2000 年 2 次，2001 年 2次)(经

常预算) 

 

2. 集体培训(研讨会、讲习班、专题讨论会)(应指明活动次数和受训官员人数)： 

 

 2-4-201 金融部门管理国家讲习班(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50人) 

 2-4-202 转型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发展区域研讨会：从稳定走向增长(2001 年)(预算

外)(25人) 

 2-4-203 经济危机的社会影响的政策响应及今后应记取的教训区域研讨会(2000 年)(预

算外)(30人) 

 2-4-204 在经济决策进程中考虑到环境因素次区域讲习班(2000年 2次，2001年 2次)(经

常预算/预算外)(100人) 

 2-4-205 扶贫政策制订、实施及评价战略国家讲习班(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40人) 

 2-4-206 关于实施《1990年代最不发达国家行动方案》最后审查专家组会议(2000年)(经

常预算/预算外)(30人) 

 2-4-207 关于实施《1990 年代最不发达国家行动方案》最后审查高级别研讨会(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30人) 

 2-4-208 关于最不发达国家和太平洋发展中岛国经济管理和体制能力建设讲习班(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20人) 

 

 

次级方案 3．社会发展 

导  言 

 

 本次级方案包括以前在次级方案 5．扶贫：社会发展，和次级方案 6．扶贫：城乡发展的“妇女

参与发展”项下于 1998-1999 年所开展的工作。本次级方案由社会发展司负责执行，司长对执行秘

书负责。 

 本两年期的目标是加强各国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力，作为亚太区域扶贫的手段。将通过以下三个

领域的干预实现这一目标：(a) 社会政策和融合处境不利群体；(b) 人力资源开发；(c) 妇女参与

发展。活动的重点是加强社会政策和体制框架，以创造有利环境，促进处境不利和社会上受排斥群

体，特别是穷人、青年、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利与需要。另一重点领域是加强社会发展人员

的能力，通过更为有效的规划和提供社会服务促进关键目标群体，特别是穷人和青年的人力资源开

发。活动还将侧重于促进男女平等和通过提高妇女经济社会权力，以及在发展进程中性别问题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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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化来提高妇女地位。在实施活动时，将特别重视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转型经济体、以及经受

本区域经济危机国家的需要。 

 本次级方案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为实施全球性任务提供区域支助，这些任务包括《社会发展问题

世界首脑会议行动方案》；《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青年政策和方案里斯本宣言》；《到 2000

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方案》；以及《联合国老龄问题宣言》。本次级方案还将受以下区域任务的

指导：《加快实施亚太经社会区域社会发展行动议程马尼拉宣言》；《亚太经社会区域社会发展行

动议程》；《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雅加达行动计划》；《亚洲及太平洋提高妇女地位雅加

达宣言和行动计划》；《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 

 本次级方案将协调整个亚太经社会同性别有关的活动，以确保性别问题能够适当地融入亚太经

社会各项工作领域的主流。 

 

 

产出 

 

一、为政府间机关和专家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 

  

1.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 

 

 (a) 经社会： 

 3-1-101 全会和委员会会议(2000年)(8次会议：6次全会，2次委员会会议) 

 3-1-102 全会和委员会会议(2001年)(8次会议：6次全会和 2次委员会会议) 

 

 (b) 城乡地区扶贫社会经济措施委员会： 

 3-1-103 全会(2000年)(6次会议) 

 3-1-104 全会(2001年)(6次) 

 

 (c) 关于《社会发展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议程》在亚太经社会区的执行进展情况政

府间高级别会议： 

 3-1-105 全会(2001年)(8次会议) 

 

 (d) 第三次亚太青年人力资源开发政府间会议： 

 3-1-106 全会和工作组会议(2001年)(16次会议：8次全会，8次工作组会议) 

 3-1-107 关于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专题小组讨论：青年健康的综合举措，重点是生育健

康和吸毒及艾滋病的预防(2001年) 

 

2．会议文件： 

 

 (a) 经社会： 

 3-1-201 社会发展有关问题报告(2000年，2001 年) 

 3-1-202 亚太经社会区域社会发展行动议程高级官员会议报告(2000年) 

 3-1-203 审查本区域实施《北京行动纲领》情况的高级别政府间会议成果报告(2000年) 

 3-1-204 国际老人年庆祝活动和《亚洲及太平洋老龄问题澳门行动计划》执行进度报告

(2000年) 

 3-1-205 《亚洲及太平洋老龄问题澳门行动计划》执行进度报告(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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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城乡地区扶贫社会经济措施委员会： 

 3-1-206 社会发展有关问题报告(2000年，2001 年) 

 3-1-207 《北京行动纲领》全球审查成果报告(2000年) 

 

 (c) 关于亚太经社会区域执行《社会发展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议程》情况的政府间

高级别会议： 

 3-1-208 关于亚太经社会区域社会发展行动议程有关问题报告(2001年 2份) 

 

 (d) 第三次亚太青年人力资源开发政府间会议： 

 3-1-209 青年人力资源开发报告：本区域执行《青年政策和方案里斯本宣言》和《到 2000

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情况(2001年) 

 3-1-210 青年人力资源开发报告：对青年健康采取综合对策，重点是生育健康、吸毒和

艾滋病预防(2001年) 

 

3. 特设专家组和相关筹备工作(中间产出)： 

 

 3-1-301 亚太经社会区域实施《哥本哈根宣言》和《社会发展行动议程》情况政府间高

级别会议特别专家组预备会议(2001年) 

 3-1-302 残疾人参与主流发展特别专家组(2000 年) 

 3-1-303 关于筹备第三次亚太青年人力资源开发政府间会议特别专家组(2001 年) 

 3-1-304 关于本区域执行北京行动纲领全球审查结果情况的特别专家组(2000 年) 

 

二、其它实质性活动(经常预算/预算外) 

 

1. 授权印发的经常性出版物： 

 

 3-2-101 Social Development Newsletter(2000 年 2期，2001年 2期)(经常预算) 

 3-2-102 ESCAP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Newsletter(2000 年，2 期，2001 年 2

期)(经常预算) 

 3-2-103 WINAP Newsletter(2000年 2期，2001年 2期)(经常预算) 

 3-2-104 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妇女参与发展新出现的问题专著系列(2000 年 2 期，2001年

2期)(经常预算/预算外) 

 

3．授权印发的非经常出版物： 

 

 3-2-301 加强穷人和处境不利人群能力并使之融入社会的方案(2001 年)(经常预算/预

算外) 

 3-2-302 在危机时刻加强可持续社会发展的公共政策(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2-303 亚洲及太平洋老龄问题澳门行动计划：2000 年及其后的目标(2000 年)(经常预

算/预算外) 

 3-2-304 亚洲及太平洋关于老龄问题和老年人的国家政策和方案：成功案例(2000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2-305 探路者：亚太经社会区域残疾人实现充分参与和平等(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 

 3-2-306 亚洲及太平洋人力资源开发状况：教育、就业和健康(2001年)(经常预算) 

 3-2-307 亚太区域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状况审查(2001年)(经常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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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08 青年状况、政策和方案的人力资源开发国家专题系列(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 

 3-2-309 在小额信贷中实现男女平等指南(经常预算/预算外) 

 3-2-310 亚洲及太平洋妇女问题国家机构(2000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5. 电子、音像制品，包括影片、录象带、无线电广播、新闻磁带、纪录片和专题节目(每一类

型活动次数)： 

 

 3-2-501 万 维 网 上 亚 太 经 社 会 关 于 处 境 不 利 人 群 的 社 会 政 策 和 融 合 主 页

<http://www.unscap.org/sps>(2000-2001 年每一季度更新一次)(经常预算/

预算外) 

 3-2-502 万 维 网 上 亚 太 经 社 会 关 于 亚 洲 及 太 平 洋 残 疾 人 十 年 主 页

<http://www.unscap.org/decade>(2000-2001 年每两年更新一次)(经常预算/

预算外) 

 3-2-503 万 维 网 上 亚 太 经 社 会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主 页

<http://www.escap-hrd.org>(2000-2001 年每季更新一次)(经常预算/预算

外) 

 3-2-504 亚太经社会人力资源开发获奖者录象带(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2-505 关于青年人健康问题录象带：生育健康、吸毒和艾滋病预防(2001 年)(经常预

算/预算外) 

 3-2-506 万 维 网 上 亚 太 经 社 会 关 于 妇 女 参 与 发 展 主 页

<http://www.unscap.org/wid>(2000-2001 年每季更新一次)(经常预算/预算

外) 

   

6. 展览： 

 

 3-2-601 亚太经社会人力资源开发获奖者展览(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2-602 青年人力资源开发展览(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7. 小册子、单行本、资料活页、挂图、资料夹： 

 

 3-2-701 亚太经社会人力资源开发奖宣传册和小册子(2000年 2 期，2001 年 2 期)(经常

预算/预算外) 

 3-2-702 亚洲及太平洋各国人力资源开发状况资料活页(2000 年共 40 期)(经常预算/预

算外) 

 3-2-703 第三次亚洲及太平洋青年人力资源开发政府间会议资料夹(2001 年)(经常预算

/预算外) 

 3-2-704 关于人力资源开发重要问题的小册子和信息资料(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预算外) 

 

8. 供外部用户使用的技术资料(数据库、软件等)： 

 

 3-2-801 开发并维护亚太经社会关于执行《亚太经社会区域社会发展行动议程》和社会

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后续行动的国家行动数据库(2000 年，2001 年)(经常预

算/预算外) 

 3-2-802 开发亚太经社会关于社会发展管理信息系统区域网数据库(2001 年)(经常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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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外) 

 3-2-803 扶贫人力资源开发培训模块：重点是教育和技能开发，创造就业和促进健康

(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2-804 青年参与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培训模块：重点是创收和创业发展(2000 年)(经常

预算/预算外) 

 3-2-805 受性虐待和剥削的儿童和青年社会和健康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培训模块(2000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2-806 吸毒与儿童和青年性虐待和性剥削之间的联系人力资源开发培训模块(2000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2-807 受区域经济危机影响各国青年培训需要评估(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2-808 提高青年对生育健康、吸毒和艾滋病预防等问题的认识人力资源开发信息、教

育和宣传材料(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2-809 维护并更新亚太经社会关于人力资源开发人才中心数据库(2000 年，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2-810 亚太经社会/Uppsala 大学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儿童和青年性虐待和性剥削数据

库(2000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2-811 维护并更新亚太经社会关于亚太经社会区域妇女非政府组织数据库(2000 年，

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9. 特别活动： 

 

 3-2-901 国际残疾人日(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2-902 区域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宣传运动(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2-903 亚太经社会人力资源开发奖颁奖仪式(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三、国际合作和机构间协调与联络(经常预算/预算外) 

 

 3-3-001 举办区域机构间委员会区域社会发展议程和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后续行动小

组委员会会议并提供服务(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3-002 举办区域机构间委员会残疾问题小组委员会会议并提供服务(2000 年，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3-003 同联合国组织和专门机构就社会发展活动和方案开展合作，其中包括经济及社

会事务部、儿童基金会、开发计划署、人权专员办事处、艾滋病方案、劳工组

织、教科文组织和卫生组织(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3-004 就社会发展的区域方案和活动同政府间组织合作(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预算外) 

 3-3-005 同联合国组织和专门机构就配合联合国老龄宣言，亚洲及太平洋老龄问题澳门

行动计划和同老龄问题和老年人有关的其它任务的区域方案和活动开展合作，

其中包括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开发计划署、禁毒署、人口基金、劳工组织、教

科文组织和卫生组织及非政府组织(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3-006 就促进实施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行动议程同联合国组织和专门机构、政府

间组织、国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2001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3-007 就执行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雅加达行动计划同政府间组织，包括东盟、

经合组织、南盟和南太平洋论坛及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2000 年，2001 年)(经

常预算/预算外) 

 3-3-008 就本区域执行青年政策和方案的里斯本宣言和 2000 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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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同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包括英联邦青年方案、RCCAP 亚太青年理事会

进行合作(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3-009 为执行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雅加达行动计划同联合国组织和专门机构

及国际和国家人才中心合作(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3-010 就本区域执行青年政策和方案的里斯本宣言和到 2000 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

纲领同联合国组织和专门机构，包括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青年股、禁毒署、

人口基金、艾滋病方案、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卫生组织合作(2001 年)(经

常预算/预算外) 

 3-3-011 举办区域机构间委员会妇女参与发展小组委员会会议并提供服务(2000 年，

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3-012 为执行亚洲及太平洋提高妇女地位雅加达宣言和行动计划以及北京宣言和行动

纲领同政府间组织，包括东盟、南盟和南太委会、开发银行和非政府组织合作

(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3-3-013 就整个系统提高妇女地位的中期计划同行政协调会妇女和男女平等机构间委员

会内的联合国各组织和专门机构合作(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四、技术合作(经常预算/预算外) 

 

1. 应政府的要求提供咨询服务(咨询出差次数)： 

 

 3-4-101 关于执行亚太经社会区域社会发展行动议程以及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行动纲

领区域后续行动提供咨询服务，重点是加强各国扶贫战略(2000 年 2 次，2001

年 2 次)(经常预算/预算外) 

 3-4-102 关于执行亚洲及太平洋老龄问题的澳门行动计划咨询服务(2001 年 2 次，2001

年 2 次)(经常预算/预算外) 

 3-4-103 关于执行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行动议程咨询服务(2001 年 2 次，2001 年 2

次)(经常预算/预算外) 

 3-4-104 关于执行亚太经社会区域青年人力资源开发雅加达行动计划的咨询服务(2001

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4-105 关于本区域执行青年政策和方案里斯本宣言和到 2000 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

纲领的咨询服务(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3-4-106 关于执行亚洲及太平洋提高妇女地位雅加达宣言和行动计划以及北京宣言和行

动纲领的咨询服务(2001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2. 集体培训(研讨会、讲习班、专题讨论会)(应说明培训次数和受培训官员人数)： 

 

 3-4-201 关于政府、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在规划、实施和评价社会发展方案中进行合

作的机制次区域讲习班(2000年 2次，2001年 2次)(经常预算/预算外)(80人) 

 3-4-202 关于穷人社会保障网的实地考察研究及区域讲习班(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20人) 

 3-4-203 关键社会问题和方案会议(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40人) 

 3-4-204 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官员举办的制订和实施国家老龄行动计划区域讲习班

(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30人) 

 3-4-205 为政府管理人员举办的关于残疾人充分参与发展进程和平等权利的国家级培训

讲习班(2000 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40人) 

 3-4-206 为残疾人促进无障碍环境教员区域培训(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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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07 将残疾妇女和残疾女童纳入主流男女平等倡议的区域培训讲习班(2001 年)(经

常预算/预算外)(30人) 

 3-4-208 为统计员举办的关于残疾统计中充分参与和平等问题的次区域培训讲习班

(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15人) 

 3-4-209 农村残疾人扶贫实地考察研究及区域研讨会(2000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20

人) 

 3-4-210 亚太经社会次区域/国家扶贫人力资源开发课程：重点是教育和技能发展，创造

就业和促进健康(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40人) 

 3-4-211 亚太经社会次区域/国家受性虐待和性剥削儿童和青年社会和健康发展(2001

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40 人) 

 3-4-212 亚太经社会最不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及受经济危机影响国家青年发展国家人

力资源开发培训班(2000年 4期)(经常预算/预算外)(40人) 

 3-4-213 亚太经社会区域/国家关于青年健康的综合办法人力资源开发研讨会：重点是生

育健康、吸毒和艾滋病预防(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40人) 

 3-4-214 关于人力资源开发重要问题的区域会议(2000 年，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30人) 

 3-4-215 通过扶贫，改进生产性资源的获得和进一步参与发展进程加强妇女能力区域研

讨会(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30 人) 

 3-4-216 在迅速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提高妇女地位新出现的问题和创新性办法区域研讨

会(2000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30人) 

 3-4-217 执行打击贩卖妇女的曼谷协定和行动计划区域研讨会(2000 年)(经常预算/预

算外)(30人) 

 3-4-218 促进妇女在现代信息技术中的联网培训讲习班(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30人) 

 3-4-219 通过创业和技能开发促进妇女经商培训讲习班(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30人) 

 3-4-220 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机构会议(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30人) 

 

3. 助研金： 

 

 3-4-301 亚太经社会人力资源奖(2000年，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次级方案 4．人口与城乡发展 

导  言 

 

 本次级方案包括先前在次级方案 7．扶贫：人口与发展和次级方案 6．扶贫：农村和城市发展中

的农村发展和城市发展项下于 1998－1999年所开展的工作。本次级方案由人口和城乡发展司实施，

该司的司长对执行秘书负责。 

 本次级方案的目的是要加强各级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在拟订旨在扶贫和提高生活质量的人口、

农村和城市发展政策和方案方面的技术、管理和组织能力。 

 在 2000－2001年两年期，本次级方案将通过举办生育卫生和人口与发展培训讲习班来实现这些

目标。在实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巴厘宣言》和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行动纲领》方面，将应要求

向各国提供技术援助。为筹备定于 2002年举行的第五次亚太人口会议，将组办两次筹备会议。通过

出版技术报告、期刊和通讯以及通过电子手段，向全区域的政策制订者和方案管理人员传播人口信

息。将维护信息网并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信息技术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本次级方案将与其它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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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合作，通过开展规范性研究、提供咨询服务、培训、传播信息和交流经验，力图加强政府和非

政府组织减少农村贫困、提高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农业发展的能力。作为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

(生境二)的后续行动，将举办一次高级别会议和多个区域和地方性论坛与研讨会，以加强地方和国

家政府与民间团体的能力和对话。此外，本次级方案还将通过网站推动传播相关的经验信息，以加

强政府、地方当局、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学术机构和其它网络处理亚太区域在提供住房和服务

方面的优先问题的能力。 

 作为这些活动的结果，政策制订者、方案管理人员、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将会获得有关人口与可

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农村扶贫和可持续农业发展、以及住房和城市问题的知识，并将提高他们实

施这些知识所需的技术技能。 

 

 

产出 

 

一、为政府间机关和专家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 

 

    1．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 

 

 (a) 经社会： 

 4-1-101 全会和委员会(2000年)(8次会议：6次全会和 2次委员会会议) 

 4-1-102 全会和委员会(2001年)(8次会议：6次全会和 2次委员会会议) 

 (b) 城乡地区扶贫社会经济措施委员会： 

 4-1-103 全会(2000年)(6次会议) 

 4-1-104 全会(2001年)(6次会议) 

 

    2．会议文件： 

 

 (a) 经社会： 

 4-1-201 城乡地区扶贫社会经济措施委员会的报告(2000年、2001年) 

 4-1-202 与人口和城乡发展相关的问题报告(2000年 2份，2001年 3份) 

 

 (b) 城乡地区扶贫社会经济措施委员会： 

 4-1-203 有关人口与发展问题的报告(2000年，2001年) 

 4-1-204 与农村扶贫和可持续农业发展相关的问题的报告(2000年) 

 4-1-205 与城市发展(包括城市贫困)相关的问题的报告(2000年，2001年) 

 

    3．特设专家组和相关筹备工作(中期产出)： 

 

 4-1-301 人口数据库开发特设专家组会议(2000 年) 

 4-1-302 筹备第五次亚太人口会议特设专家组会议(2001年) 

 

二、其它实质性活动(经常预算/预算外) 

 

    1．授权印发的经常出版物： 

 

 4-2-101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2000年 4期, 2001年 4期)(经常预算) 

 4-2-102 Population Headliners(2000 年 6期, 2001年 6期)(预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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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03 Newsletter 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itiatives(2000 年 4 期, 2001 年 4

期)(经常预算) 

 4-2-104 Agro-Chemical News in Brief(2000年 5期, 2001年 5期)(经常预算/预算外) 

 4-2-105 Compendium of United Nations work programmes on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2000-2001(2000年)(经常预算) 

 

    3．授权印发的非经常出版物： 

 

 4-2-301 study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4-2-302 Study on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2001 年)(预算外) 

 4-2-303 Study on adolescent reproductive health (2001年)(预算外) 

 4-2-304 Manual for creating population directory databases (2000 年)(经常预算

/预算外) 

 4-2-305 植物营养素部门发展国家概况 (2000 年, 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4-2-306 Strengthening income generation opportunities for rural women in 

selected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2000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4-2-307 Rural employment promotion (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4-2-308 Overview of Housing Right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0 年)(经常预算) 

   

    5．电子和音像制品，包括影片、录像带、无线电广播、新闻磁带、记录片和故事节目(每一类

的活动数量)： 

 

 4-2-501 设 在 世 界 网 (World Wide Web) 上 的 亚 太 经 社 会 人 口 主 页

<http://www.unescap.org/pop/> ， 包 括 人 口 数 据 库 和 《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期刊中的文章全文(2000-2001年，每月更新)(经常预算

/预算外) 

 4-2-502 人口信息技术培训模块光盘(CD-ROM)(2000 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4-2-503 设在世界网上的亚太经社会农村发展主页 <http://www.fadinap.org>，

(2000-2001 年，每月更新)(经常预算/预算外) 

 4-2-504 位于世界网上的亚太经社会人类住区主页<http://www.unescap.org/ 

huset/index.html>，(2000-2001年，每年更新三次)(经常预算/预算外) 

 

    7．小册子、单行本、资料活页、挂图、资料夹： 

 

 4-2-701 亚太经社会人口数据表(2000年，2001 年)(经常预算) 

 4-2-702 人口信息产品单行本(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8．供外部用户使用的技术资料(数据库、软件等)： 

 

 4-2-801 人口目录数据库系列(2000-2001年，每年更新)(经常预算/预算外) 

 4-2-802 计划生育/生育健康和人口法数据库(2000-2001年，每年更新)(经常预算/预算

外) 

 4-2-803 生育健康指标数据库(2000-2001年，每年更新)(经常预算/预算外) 

 4-2-804 更新由亚洲理工学院所维护、亚太经社会/亚洲理工学院人类住区联合网站人类

住区开发项目和专家数据库(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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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05 以数据库形式建立亚太城市了望台，以监督《生境议程》在地方、国家和区域

各级的实施情况(2000年，2001年)(预算外) 

 

三、国际合作和机构间协调与联络(经常预算/预算外) 

 

 4-3-001 就人口与发展事项与联合国机关、基金、方案和机构进行合作(2000 年, 2001

年)(经常预算) 

 4-3-002 就人口与发展事项与非政府组织合作(2000年, 2001年)(经常预算) 

 4-3-003 就人口与发展事项与联合国系统以外的国家、区域和区域间机构合作(2000年, 

2001年)(经常预算) 

 4-3-004 组办区域机构间委员会人口与发展小组委员会并为其提供服务(2000 年 2 次, 

2001年 2次)(经常预算) 

 4-3-005 组办区域机构间委员会扶贫小组委员会并为其提供服务(2000 年, 2001 年)(经

常预算) 

 4-3-006 就农业与农村发展事项，与包括亚太农村综合发展中心在内的政府间组织和非

政府组织开展合作(2000年, 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4-3-007 就农业和农村发展事项，与包括行政协调会农村发展小组委员会在内的联合国

机关和专门机构合作(2000年, 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4-3-008 向杂豆根茎作物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和实质性支持(2000年, 2001年)(经常预算/

预算外) 

 4-3-009 举办区域机构间委员会城市化问题小组委员会(2000 年 2 次, 2001 年 2次)(经

常预算) 

 4-3-010 在实施城市化区域行动计划和《生境议程》方面与包括人类住区中心在内的联

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协调方案活动(2000年, 2001年)(经常预算) 

 4-3-011 保健咨委会 (ACHR)、向城市网、 CIVICNET、地方当局国际联盟亚太科

(IULA-ASPAC)、地方政府培训机构网、亚太人类住区机构网(TRISHNET)等人类

住区发展领域的区域网络提供技术性和实质性支持(2000 年 5 次, 2001 年 5

次)(经常预算) 

 

四、技术合作(经常预算/预算外) 

 

    1．应政府的要求提供咨询服务(出差次数)： 

 

 4-4-101 提供实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巴厘宣言》和《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行动方案》

咨询服务(2000年 2次, 2001年 2次)(经常预算) 

 4-4-102 青少年生育健康咨询服务(2000年 3次, 2001年 2次)(经常预算/预算外) 

 4-4-103 人口信息系统/服务开发咨询服务(2000 年 2次, 2001年 2次)(经常预算) 

 4-4-104 人口分析咨询服务(2000年, 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4-4-105 农用化学品信息管理咨询服务(2000年, 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4-4-106 审评国家和地方一级《生境议程》和《城市化问题区域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

咨询服务(2000年 2次, 2001年 2次)(经常预算/预算外) 

   

    2．集体培训(研讨会、讲习班、专题讨论会)： 

 

 4-4-201 人口迁移与发展会前研讨会(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20位参与者) 

 4-4-202 人口与发展讲习班(2001年)(预算外)(20 位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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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3 青少年生育健康区域培训讲习班(2000 年, 2001年)(预算外)(30位参与者) 

 4-4-204 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便通过使用信息技术改善人口信息的获取和传播(2000

年, 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60 位参与者) 

 4-4-205 网上出版和人口信息传播讲习班(2000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20位参与者) 

 4-4-206 人口信息网/非政府组织人口信息活动合作：信息需要评估讲习班(2000年)(经

常预算/预算外)(20位参与者) 

 4-4-207 信息技术作为培训工具培训讲习班：教员培训讲习班(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20位参与者) 

 4-4-208 信息技术重新包装讲习班(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20位参与者) 

 4-4-209 实施植物营养综合系统构想区域研讨会(2000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20 位参

与者) 

 4-4-210 农村扶贫政策和方案区域研讨会(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15位参与者) 

 4-4-211 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农业发展战略区域研讨会(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15位参与者) 

 4-4-212 亚洲经济危机对农村扶贫影响区域研讨会(2000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15 位

参与者) 

 4-4-213 虫害综合管理和绿色农业区域网研讨会(2000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20 位参

与者) 

 4-4-214 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肥料信息系统因特网联网区域讲习班(2000 年)(经常预算

/预算外)(20位参与者) 

 4-4-215 加强农村就业战略次区域研讨会(2000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20位参与者) 

 4-4-216 制止房地产市场猖獗的投机和确保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条件公平政策研讨会

(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30位参与者) 

 4-4-217 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提供的私营化及其对城市贫民影响讲习班(2000 年)(经常

预算/预算外)(30位参与者) 

 4-4-218 促进市民参与城市管理区域讲习班(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30 位参与者) 

 4-4-219 地方政策培训机构能力建设讲习班(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40 位参与者) 

 4-4-220 加强妇女参与地方政府政策研讨会(女市长首脑会议)(2000 年)(经常预算/预

算外)(60位参与者) 

 4-4-221 地方政府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所面临的城市挑战区域政策研讨会(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60位参与者) 

 

 

次级方案 5：环境与自然资源开发 

导  言 

 

 本次级方案包含先前在次级方案 4．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下于 1998－1999年所开展的工作。本次

级方案是由环境与自然资源开发司实施，该司的司长对执行秘书负责。本次级方案的总目标是根据

《21 世纪议程》和 1997 年第十九届特别联大通过的进一步实施《21 世纪议程》方案，加强各国实

现无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本次级方案的重点是在制订和实施将环境因素纳入社会和经济发展总体计划的政策方面，以及

在能源、水资源、矿物资源、海洋资源和土地使用与城市规划等具体部门，支持成员和准成员国政

府所作的努力。在国家一级，这涉及完善管理机制和立法框架；中长期综合规划和战略制订；使用

经济手段促进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格局；以及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宣传和教育活动。主要工作内

容是通过技术援助和培训活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除了有必要加强人力资源外，本区域发展中国家

面临的一个重大制约因素是缺乏实施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战略的资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次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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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还考虑用多种方式让多边和私营部门伙伴参与，以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在次区域和区域一级，本次级方案将继续加强合作机制，以处理共同的环境问题。本次级方案

的工作将包括进一步推进1994年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所设立的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

发展区域方案下的各种举措，以及与国际环境公约、尤其是气候变化和荒漠化公约相关的各种网络。

秘书处将继续为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方案的会议和讲习班提供服务。此外，还将作出努力，加强

与其它次区域组织在各个部门的合作。将通过出版物和其它方式传播区域方案的成就和活动以及各

国经验。 

 本两年期内要举办的一项重大活动是定于 2000年举行的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该会议是由亚

太经社会举办的第四次这样的会议，将审评《21世纪议程》在本区域的实施情况，并重点讨论各国

在新世纪之初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环境问题。本两年期的主要产出之一是向定于 2002年举行的“地

球首脑会议十年后”提供区域投入。 

 在 1998－1999 年两年期，本区域的一些国家遭受了近代历史上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2000－

2001 年两年期将更强调加强政策和能力，以更好地防灾备灾和减轻自然灾害，办法包括使用区域空

间方案的三级网络和继续向台风委员会、热带旋风小组、亚太城市地质论坛提供支助。将努力鼓励

各国政府改善各部委之间以及各部委内部的协调、制订综合性的减灾计划和利用空间技术的应用将

自然灾害管理方案投入运行。 

 

 

产出 

 

一、为政府间机关和专家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 

 

    1．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 

 

 (a) 经社会： 

 5-1-101 全会和委员会(2000年)(8次会议：6次全会和 2次委员会会议) 

 5-1-102 全会和委员会(2001年)(8次会议：6次全会和 2次委员会会议) 

 

 (b) 环境与自然资源发展委员会： 

 5-1-103 全会(2001年)(6次会议) 

 

 (c) 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 

 5-1-104 全会(2000年)(12次会议) 

 

    2．会议文件： 

 

 (a) 经社会： 

 5-1-201 环境与自然资源发展委员会的报告(2000年) 

 5-1-202 1999年第二次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的报告，1999

年(2000 年) 

 5-1-203 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的报告，2000年(2001年) 

 5-1-204 同环境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问题的报告(2000年，2001年) 

 

 (b) 环境与自然资源发展委员会： 

 5-1-205 与环境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问题的报告(2001年 2份) 

 5-1-206 与备灾减灾相关的问题的报告(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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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07 1999 年第二次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后续行动报

告(2001 年) 

 5-1-208 2000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的报告(2001年) 

 

 (c) 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 

 5-1-209 报告(2001年 6份) 

 

    3．特设专家组及相关筹备工作(中期产出)： 

 

 5-1-301 为实现可持续能源未来进行战略性规划特设专家组会议：政策选择方案、障碍

和行动计划(2000年) 

 5-1-302 水的使用效率和保护特设专家组(2000 年) 

 5-1-303 最低共同方案空间技术应用特设专家组(2000年) 

 

    4．根据所确立的授权向政府间机构提供协助： 

 

 5-1-401 区域空间应用方案政府间磋商委员会(2000年，2001年) 

 

二、其它实质性活动(经常预算/预算外) 

 

    1．授权印发的经常出版物： 

 

 5-2-101 亚太经社会/环境署 Asia-Pacific Environment Newsletter(2000年 4期, 2001

年 4 期)(经常预算) 

 5-2-102 ESCAP Energy News(2000年 2期, 2001年 2期)(预算外) 

 5-2-103 Energy Resources Development Series(可持续能源未来： 政策选择方案、障

碍和行动计划)(2001年)(经常预算) 

 5-2-104 Electric Powe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1997年和 1998年(2000 年)(经常

预算) 

 5-2-105 Atlas of Mineral Resources of the ESCAP Region((2001年)(经常预算) 

 5-2-106 Mineral Resource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Series(2000

年，2001年)(经常预算) 

 5-2-107 Atlas of Urban Geology Series(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5-2-108 Mineral Concentrations and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s in the ESCAP 

Region(2000 年)(经常预算) 

 5-2-109 Water Resources Journal(2000年 4期，2001年 4期)(经常预算) 

 5-2-110 Confluence(2000 年 2期，2001年 2 期)(经常预算) 

 5-2-111 Water Resources Series(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5-2-112 Space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Newsletter(2000年 4份，2001年 4份) 

(经常预算) 

 5-2-114 Asian-Pacific Remote Sensing and GIS Journal(2000 年，2001 年)(经常预

算) 

 

    3．授权印发的非经常出版物： 

 

 5-2-301 2000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状况(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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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02 燃煤发电厂污染治理指南(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5-2-303 迈入二十一世纪的环境挑战(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5-2-304 向“地球首脑会议十年后”提供亚太投入文件(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5-2-305 可持续发展指标(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5-2-306 亚太区域能效项目的融资(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5-2-307 促进可持续能源消费指南(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5-2-308 按用户部门评估水资源和水需求(2001 年)(经常预算) 

 5-2-309 1999 年第二次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2000 年)(经

常预算) 

 5-2-310 与信息高速公路技术融合和汇合相关的政策框架研究(2001 年)(经常预算/预

算外) 

 5-2-311 空间技术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自然资源管理研究(2000 年，2001 年)(经常预

算/预算外) 

   

    5．电子和音像制品，包括影片、录像带、无线电广播、新闻磁带、记录片和故事节目(每一类

的活动数量)： 

 

 5-2-501 世 界 网 (World Wide Web) 上 的 亚 太 经 社 会 环 境 主 页

<http://www.unescap.org/enrd/>，(2000-2001年，每个季度更新)(经常预算

/预算外) 

 5-2-502 世界网上的亚太经社会能源主页<http://www.unescap.org/enrd/>(2000－

2001年，每个季度更新)(经常预算) 

 5-2-503 世界网上的亚太经社会水和矿产资源主页<http://www.unescap.org/ 

enrd>，(2000-2001年，每季度更新)(经常预算) 

 5-2-504 世 界 网 上 的 亚 太 经 社 会 空 间 技 术 应 用 促 进 可 持 续 发 展 主 页

<http://www.unescap.org/enrd/>，(2000-2001年，每个季度更新)(经常预算

/预算外) 

 

    6．展览： 

 

 5-2-601 世界水日展览(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5-2-602 国际减灾日展览(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7．小册子、单行本、资料活页、挂图、资料夹： 

 5-2-701 世界水日单行本(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5-2-702 国际减灾日单行本(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5-2-703 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宣传册(2000年)(经常预算) 

 

三、国际合作和机构间协调与联络(经常预算/预算外) 

 

 5-3-001 就实施第四次亚太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的结果，与包括亚行在内的政府间组

织、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和私营部门合作(2000年 2 次, 2001 年 2次)(经常

预算/预算外) 

 5-3-002 就与能源有关的事项，与东盟、孟－印－缅－斯－泰经合圈、南盟和经合组织

等政府间组织；亚行和世界银行；亚洲理工学院等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

它私营部门合作(2000年 2次, 2001年 2次)(经常预算/预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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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03 就土地、水和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事项，与亚行、东盟、近海地学协委会、

经合组织、咸海恢复国际基金、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西太平洋小组委员会、印

度洋海事署、湄公河委员会、南盟、南太地学委会等政府间组织；城市网等非

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开展合作(2000年 4次, 2001年 4次)(经常预算/预算外) 

 5-3-004 就空间技术的应用事项，与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摄影测量学和遥感国际学会

和亚洲遥感会议等政府间组织开展合作(2000年 2次, 2001年 2次)(经常预算) 

 5-3-005 与包括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环境署在内的联合国机关和特别机构合作实施《21

世纪议程》、1997年特别联大的结果和筹备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八、第九届会

议(2000 年, 2001年)(经常预算) 

 5-3-006 就能源事项与能源和自然资源促进发展委员会等联合国机关和特别机构；经济

和社会事务部；欧经会，粮农组织，原子能机构合作(2000 年, 2001 年)(经常

预算/预算外) 

 5-3-007 就自然资源和减少自然灾害事项，与行政协调委员会水资源开发小组委员会(在

2000 年主办第二十一届会议)和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秘书处等联合国机关和

特别机构合作(2000年 3次, 2001年 3次)(经常预算/预算外) 

 5-3-008 就空间技术应用事项，与行政协调会外空活动机构间会议等联合国机关和专门

机构合作(2000年, 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5-3-009 与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SPECA)开展合作并为其提供实质性技术支持(2000 年 3

次, 2001年 3次)(经常预算/预算外) 

 5-3-010 向台风委员会提供技术性的和实质性的支持(2000年, 2001年)(经常预算) 

 5-3-011 向热带旋风小组提供技术性的和实质性的支持(2000年, 2001年)(经常预算) 

 5-3-012 组办区域机构间委员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小组委员会并为其提供服务(2000 年

2次, 2001年 2次)(经常预算) 

 5-3-013 组办区域机构间委员会水问题小组委员会并为其提供服务(2000 年 2 次, 2001

年 2 次)(经常预算) 

 5-3-014 组办区域机构间委员会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小组委员会并为其提供服务

(2000年, 2001年)(经常预算) 

   

四、技术合作(经常预算/预算外) 

 

    1．应政府的要求提供咨询服务(出差次数)： 

 

 5-4-101 战略环境规划和环境公约的实施咨询服务(2000年 1 次, 2001 年 2 次)(经常预

算/预算外) 

 5-4-102 能源的可持续开发和管理；供方和需方管理能效政策措施；促进可再生能源技

术咨询服务(2000年 2次, 2001年 2次)(经常预算/预算外) 

 5-4-103 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与管理、环境地质学和减少自然灾害咨询服务(2000

年 2 次, 2001年 2次)(经常预算) 

 5-4-104 空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促进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咨询服务(2000 年, 2001 年)(经

常预算/预算外) 

 

    2．集体培训(研讨会、讲习班、专题讨论会)(应该写明活动次数以及受训官员人数)： 

 

 5-4-201 东北亚环境合作会议/讲习班(2000年 2次，2001年 2次)(经常预算/预算外)(60

位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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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02 包括战略环境规划在内的、将环境因素纳入经济和社会决策研讨会/讲习班

(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60位参与者) 

 5-4-203 为推动实施《21 世纪议程》而举行的区域、次区域和国家会议/讲习班，包括

环境评估、污染防止、可持续发展指标和沿海环境管理(2000 年 1 次, 2001年

2次)(经常预算/预算外)(75位参与者) 

 5-4-204 国际环境公约在本区域的实施研讨会/讲习班(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20

位参与者) 

 5-4-205 能源可持续开发和管理；在工业、商业企业、住宅部门和/或电器领域促进能效；

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推销区域合作区域、次区域和国家研讨会/讲习班(2000

年 3 次，2001年 3次)(经常预算/预算外)(120位参与者) 

 5-4-206 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与管理研讨会/讲习班(2000年 2次，2001 年 2次)(经

常预算/预算外)(60位参与者) 

 5-4-207 减少自然灾害和环境与城市地质研讨会/讲习班(2000 年，2001 年)(经常预算/

预算外)(30 位参与者) 

 5-4-208 各空间应用部门区域工作组会议(2000 年 4 次，2001 年 4 次)(经常预算/预算

外)(200 位参与者) 

 5-4-209 统一空间技术应用区域倡议对话论坛会议(2000 年，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20位参与者) 

 5-4-210 区域空间方案第二阶段空间技术应用的发展(最低共同方案)区域研讨会(2000

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40 位参与者) 

 5-4-211 空间技术应用于自然资源管理和减少自然灾害培训讲习班(2000 年 2 次，2001

年 2 次)(经常预算/预算外)(40位参与者) 

 5-4-212 在环境管理领域的技合安排(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4位参与者) 

 5-4-213 作出技合安排，以方便可持续能源部门发展的信息交流和促进能效的技术转让

并更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2000年，20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4 位参与者) 

 5-4-214 在水资源和矿产资源发展和管理、减少自然灾害方面的技合安排(2000年 2次，

2001年 2次)(经常预算/预算外)(8位参与者) 

 

    3．助研金： 

 

 5-4-301 空间技术应用长期助研金(2000年 10份，2001年 10份)(经常预算/预算外) 

 5-4-302 空间技术应用中期助研金(2000年 10份，2001年 10份)(经常预算/预算外) 

 

    4．实地(国家、区域、区域间)项目： 

 

 5-4-401 空间技术应用于自然资源管理和减少自然灾害实验项目(2000 年 4 月，2001年

4月)(经常预算/预算外) 

 

 

次级方案 6. 运输、通信、旅游事业和基础设施发展 

 

导  言 

 

 本次级方案包括以前在“次级方案 8．运输和通信”范围内于 1998-1999 年开展的工作。本次

级方案由运输、通信、旅游事业和基础设施发展司执行，该司司长向执行秘书负责。 

 本次级方案开展的工作的重点将与《亚洲及太平洋发展基础设施新德里行动计划》区域行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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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第一阶段)相一致。将特别关注解决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发展中岛国及转型经济体的

特殊关切问题。本次级方案还包括在运输和旅游领域将性别因素纳入主流的活动。 

 本两年期的活动旨在制订及规范区域铁路、公路和内陆水道线路，以及为这些线路上的国际交

通建立一个法律基础。预期在制订亚洲公路和泛亚铁路线路，以及在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对经

社会 1992 年 4 月 23 日第 48/11 号决议所载公约的加入情况方面将取得重大进展。为了提高本区域

运输设施、后勤和服务的效率，将开展活动，加深公私营部门对各种现有选择的了解，以及加强其

采取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的能力。 

 为加深了解运输领域新出现的问题，并为本区域运输可持续发展参与性做法奠定坚实的基础，

将向政策制订人员提供大量的运输及有关问题的数据和资料，并将开展集体培训活动来加强国家能

力。还将为加深政策制订人员和广大公众对运输领域的环境、卫生和安全问题的了解提供协助。 

 将协助成员和准成员政府加强本国的旅游业政策制订和规划能力，并为旅游业发展促进区域和

次区域合作。 

就本次级方案中的许多产出而言，最初将以资深政策制订人员、政策顾问、以及有能力发起或

影响政策改革方向的其他行动者为重点。国际组织、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团体以及

私营部门，也将利用本次级方案的产出。 

 将通过以下途径与用户接触: 参加政府间会议、专家组会议及参观考察；通过技术出版物、指

南、通讯和因特网传播信息;机构联网；开展集体培训活动，以及提供咨询服务。 

 

 

产出 

 

一、为政府间机构和专家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 

 

１.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 

 

 (a) 经社会： 

 6-1-101 全会和委员会会议(2000年)(8次会议：6次全会和 2次委员会会议) 

 6-1-102 全会和委员会会议(2001年)(8次会议：6次全会和 2次委员会会议) 

 

 (b) 运输、通信、旅游事业和基础设施发展委员会： 

 6-1-103 全会(2000年)(6次会议) 

 

 (c) 基础设施部长级会议： 

 6-1-104 全会(2001年)(10次会议) 

 

2. 会议文件： 

 

 (a) 经社会： 

 6-1-201 运输、通信、旅游事业和基础设施发展委员会的报告(2000年，2001年) 

 6-1-202 经社会第 52/9号决议“泛亚和亚欧大陆桥”执行情况报告(2000 年) 

 6-1-203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基础设施新德里行动计划》执行情况报告(2000 年，

2001年) 

 

 (b) 运输、通信、旅游事业和基础设施发展委员会： 

 6-1-204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基础设施新德里行动计划》执行情况报告(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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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05 关于运输、通信、旅游事业和基础设施发展相关问题的报告(2000年 4份) 

 

 (c) 基础设施部长级会议： 

 6-1-206 关于运输、通信、旅游事业和基础设施发展相关问题的报告(2000年 5份) 

   

３. 特设专家组及相关筹备工作(中间产出): 

 

 

 6-1-301 运输部门管理问题特设专家组会议(2000年) 

 6-1-302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基础设施新德里行动计划》区域行动方案特设专家组

会议(2000年) 

 

二、其它实质性活动(经常预算/预算外) 

 

１. 授权印发的经常出版物： 

 

 6-2-101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in Transport, Communication，Tourism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2001 年)(经常预算) 

 6-2-102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Bulleti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6-2-103  ESCAP Tourism Review(2000 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2-104  ESCAP Tourism Newsletter(2000 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3. 授权印发的非经常出版物： 

 

 6-2-301 亚洲公路宣传准则(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2-302  经调整的亚洲公路网(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2-303  铁路结构改革(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2-304 泛亚铁路发展(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2-305  经修订的公路部门环境影响评估准则(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2-306 公路安全数据库(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2-307  综合运输体系(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2-308  加强管理机构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能力(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2-309 统一导航规章准则(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2-310  多式联运培训材料(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2-311 港口定价、投资政策和港口作业的关键指标(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2-312  区域集装箱化海运战略(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2-313 海运部门的人力资源开发(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2-314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问题(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2-315 旅游业基础设施发展、投资及便利旅行的相关政策问题(2001年)(经常预算

/预算外)  

 6-2-316 艾滋病毒/艾滋病与运输业(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2-317 评估并减轻运输基础设施及服务对艾滋病毒/艾滋病传播的影响的指导原

则(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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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子和音像制品, 包括影片、录象带、无线电广播、新闻磁带、记录片和故事节目(每一

类型的活动次数)： 

 

 6-2-501 万维网上的亚太经社会运输、通信、旅游事业和基础设施发展主页

<http://www.unescap.org/tctd/>(2000-2001 年每季更新一次)(经常预

算) 

 6-2-502 万维网上的亚太经社会《亚洲及太平洋发展基础设施新德里行动计划》主

页<http://www.euescap.org/tctd/>(2000-2001 年每半年更新一次)(经常

预算/预算外) 

 6-2-503 万维网上的亚太经社会亚洲公路主页

<http://www.unescap.org/tctd/ah.htm>(2000-2001年每半年更新一

次)(经常预算/预算外) 

 6-2-504 万维网上的亚太经社会泛亚铁路主页

<http://www.unescap.org/tctd/tar.htm>(2000-2001年每半年更新一

次)(经常预算/预算外)  

 

8. 供外部用户使用的技术资料(数据库、软件等): 

 

 6-2-801 修订和更新亚太经社会运输和经常设施数据库(2000年，2001年) (经常预

算/预算外)  

 6-2-802 更新因特网上的海运信息(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三、国际合作和机构间协调与联络(经常预算/预算外) 

 

 6-3-001 就落实《亚洲及太平洋发展基础设施新德里行动计划》与下列政府间组织

协作: 世界银行、亚行、亚太经合组织、亚太电信共同体、东盟、孟印缅

斯泰经合、经合组织、欧盟、论坛秘书处、泛美开发银行、湄公河委员会、

铁路合作组织、南盟(2000年 6次，2001年 5次)(经常预算/预算外)  

 6-3-002 在落实(1)《亚洲及太平洋发展基础设施新德里行动计划》和(2)中亚特别

方案的工作方案方面与下列联合国组织和专门机构协作: 其他区域委员会、

贸发会议、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劳工组织、民航组织、

国际电联、海事组织和万国邮联 (2000 年 3 次，2001 年 2 次)(经常预算/

预算外)  

 6-3-003 在落实《亚洲及太平洋发展基础设施新德里行动计划》方面与非政府组织

协作, 其中包括东盟托运人协会、东盟港务局协会、孟印巴斯托运人协联、

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国际港埠协会、国际铁路大会协会、常设导航大会国

际协会、国际公路运输联盟和世界发展理事会(2000年2次，2001年2次)(经

常预算/预算外)  

 6-3-004 在落实《亚洲及太平洋发展基础设施新德里行动计划》方面与包括亚洲基

础设施发展联盟在内的私营部门协作(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3-005 与世界旅游组织、太平洋亚洲旅游协会及其他与旅游有关的组织协作开展

旅游业发展活动(2000年 3次)(经常预算)  

 6-3-006 参加城市运输规划人才中心网络(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3-007 举办区域机构间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小组委员会会议并提供服务(2000年，

2001年)(经常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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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合作(经常预算/预算外) 

 

1. 应政府的要求提供咨询服务(特派团数目): 

 

 6-4-101 陆运发展与手续简化咨询服务(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4-102 将非机动车运输纳入城市运输方面的技术援助(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  

 6-4-103 参与性农村基础设施规划方面的咨询服务(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4-104 运输规划综合办法咨询服务(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4-105 航运与港口发展咨询服务(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4-106 内陆水运发展咨询服务(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4-107 国际后勤与多式联运咨询服务(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4-108 加强国家旅游业发展能力咨询服务(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6-4-109 运输行业防治 HIV/艾滋病咨询服务(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2. 集体培训(研讨会、讲习班、专题讨论会)(应指明活动次数和将培训的官员人数): 

 

 6-4-201 运输基础设施发展和手续简化研讨会/讲习班(2000 年，2001 年) (经常预

算/预算外)(80名参加者)  

 6-4-202 运输规划综合做法培训讲习班(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20 名参加者) 

 6-4-203 促进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发展(2000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25 名参加

者) 

 6-4-204 参与性农村基础设施规划国家级讲习班(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25名

参加者)  

 6-4-205 内陆水运国际会议(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40名参加者)  

 6-4-206 投资融资与内陆水运规划国家级讲习班(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20名

参加者)  

 6-4-207 航运政策制订国家级研讨会(2000 年) (经常预算/预算外) (25 名参加者) 

 6-4-208 发展多式联运次区域/国家讲习班(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60

名参加者)  

 6-4-209 港口管理与商业化区域研讨会(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25 名参加者)  

 6-4-210 旅游业规划与发展区域研讨会(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25 名参加者)  

 6-4-211 促进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业区域会议(2000 年，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200 名参加者)  

 6-4-212 促进旅游业发展与培训合作区域会议(2000 年，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

外)(100 名参加者)  

 6-4-213 发展旅游业基础设施、投资及简化旅行手续研讨会(2001 年)(经常预算/预

算外)(50名参加者)  

 6-4-214 旅游业发展与培训技合安排(2000 年，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20 名

参加者)  

 6-4-215 运输行业防治 HIV/艾滋病研讨会/讲习班(2000年) (经常预算/预算外) (25

名参加者)  

 6-4-216 海运业主要各方咨商机制区域会议(2000年)(经常预算/预算外)(30名参加

者) 

 

次级方案 7.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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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本次级方案包括以前在 “次级方案 9．统计” 范围内于 1998-1999年开展的工作。本次级方案由

统计司执行，该司司长向执行秘书负责。 

 根据经社会的职权范围，本次级方案的主要目标将继续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推动国家可持续统

计能力建设，传播经社会区域成员和准成员可比较的社会、经济和其他相关统计资料，以及促进在

政府部门有效利用信息技术。主要活动有：(a)向统计委员会提供实质性的及其它服务, 协助该委员

会在促进和协调区域统计发展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b)举办技术合作活动，包括咨询服务和技术研

讨会，并传播技术资料，以促进技能开发和交流统计和信息技术方面的经验和技术知识；(c)举办统

计和信息技术方面的讲习班和培训班, 尤其是结合亚太统计所的统计培训方案；(d)在区域一级筹备、

审评和协调统计标准的制订与修订及其最终实施；(e)收集、汇编和传播本区域的统计信息，并为秘

书处内进行的分析工作提供统计支助；(f)与相关的区域、次区域和国际组织保持密切协作与合作，

以推动更好地开展统计领域技术援助的协调。 

 本次级方案产出的终端用户是成员和准成员政府中的国家统计机关，电脑化和信息技术牵头单

位、以及规划、监测和决策机构;区域、次区域和国际组织；与经济、社会、人口和环境研究与政策

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国家和国际机构、以及学者；个别公司和个人。在执行本次级方案的过程中，

秘书处将充分考虑到本区域各国各不相同的统计发展阶段，并特别重视最不发达国家和处境不利的

转型经济体的需要。将更加重视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并协调来自统计先进国家的投入。 

 

 

产出 

 

一、为政府间机关和专家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 

 

1.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 

 

 (a) 经社会： 

 7-1-101 全会和委员会会议(2000年) (8次会议：6次全会和 2次委员会会议)  

 7-1-102 全会和委员会会议(2001年) (8次会议：6次全会和 2次委员会会议) 

 

 (b)  统计委员会： 

 7-1-103 全会(2000年) (6次会议)  

 

2. 会议文件: 

 

: (a) 经社会： 

 7-1-201 统计有关问题的报告(2000年) 

 7-1-202 统计委员会的报告(2001年) 

 7-1-203 汇报各成员和准成员解决 Y2K 问题所取得的进展和所遇到的困难(2000 年，

2001年) 

 

 (b)  统计委员会： 

 7-1-204 统计专家工作组的报告(2000年) 

 7-1-205 统计发展若干问题的报告(2000年)  

 7-1-206 政府部门电脑化问题的报告(2000年)  

 7-1-207 关于本区域统计工作方案综合介绍的报告(2000年)  



 

78 

 

 7-1-208 统计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以来秘书处的活动报告(2000年)  

 

3. 特设专家组及相关筹备工作(中间产出)： 

 

 7-1-301 统计专家工作组会议(2001年) 

 

二、其它实质性活动(经常预算/预算外) 

 

1. 授权印发的经常出版物： 

 

 7-2-101 Statistical Newsletter (2000年 4期，2001年 4期)(经常预算)  

 7-2-102 Government Computerization Newsletter (2000年 2期，2001年 2期) (经

常预算)  

 7-2-103 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0 年，2001 年)(经

常预算)  

 7-2-104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1 年)(经常预

算)  

 7-2-105 Statistical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0 年 4 期，2001

年 4 期)(经常预算)  

 7-2-106 Asia-Pacific in Figures (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5. 电子和音像制品,包括影片、录象带、无线电广播、新闻磁带、记录片和故事节目(每一

类型的活动次数)： 

 

 7-2-501 万维网上的亚太经社会统计主页

<http://www.unescap.org/stat/index.htm>(2000-2001年每月更新一次) 

(经常预算) 

 7-2-502 万维网上的亚太经社会政府部门电脑化主页

<http://www.unescap.org/stat/gc/pschome.htm>(2000-2001年每月更新一

次)(经常预算)  

 

6. 展览: 

 

 7-2-601 为统计委员会举办的展览(2000年)(经常预算)  

 

7. 小册子、单行本、资料活页、挂图、资料夹： 

 

 7-2-701 一般统计挂图(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8. 供外部用户使用的技术资料(数据库、软件等)： 

 

 7-2-801 通过电子媒介(光盘、磁盘等)传播的数据和资料(2000年，2001年)(经常预

算)  

 7-2-802 亚太经社会统计信息系统的经营和养护(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7-2-803 对外部用户对统计信息的特别要求作出答复(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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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合作和机构间协调与联络(经常预算/预算外) 

 

 7-3-001 与联合国系统外政府间组织, 包括东西方中心和太平洋委员会,开展协作

(2000年 2次，2001年 2次)(经常预算)  

 7-3-002 与包括国际统计研究所在内的非政府组织协作(2001年)(经常预算) 

 7-3-003 与下列联合国组织和专门机构开展协作: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和工作组、区域统

计师会议、城市集团以及粮农组织亚太农业统计委员会(2000 年 2 次，2001

年 2 次)(经常预算/预算外)  

 7-3-004 与行政协调委员会统计活动小组委员会协作(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  

 7-3-005 向本区域的人口基金国家支助小组提供技术和实质性支助(2000年 3次，2001

年 3 次)(经常预算/预算外)  

 7-3-006 向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提供技术和实质性支助(2000 年，2001 年)(经常

预算)  

 

四、技术合作(经常预算/预算外) 

 

1. 应政府的要求提供咨询服务(特派团数目)： 

 

 7-4-101 就人口数据的分析和传播及人口普查数据的利用提供咨询服务(2000年，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7-4-102 就影响国家统计服务的组织和机构问题以及就建立政府信息系统和有效利用

信息技术提供咨询服务(2000年，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  

 

2. 集体培训(研讨会、讲习班、专题讨论会)(应指明活动次数和将培训的官员人数)： 

 

 7-4-201 影响国家统计服务的组织和机构问题、开发政府信息系统和有效使用信息技

术研讨会(2000年，2001年)(经常预算/预算外)(35名参加者) 

 7-4-202 人口统计的各个方面(包括抽样应用)区域讲习班(2000 年 1 次，2001 年 2

次)(经常预算/预算外)(60名参加者)  

 7-4-203 社会经济和环境统计区域讲习班(2000 年，2001 年)(经常预算/预算外)(50

名参加者)  

 7-4-204 经济统计的各个方面区域讲习班(2000 年 2次，2001年 1次)(经常预算/预算

外)(75 名参加者)  

 7-4-205 环境统计和核算区域/次区域讲习班(2000 年 2 次)(经常预算/预算外)[两个

产出自 1998-1999年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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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经社会行动和提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 
 

1. 经社会第五十六届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不会对联合国经常预算造成额外费用问题。 

2. 将为执行经社会第五十六届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中所要求的活动寻求预算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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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附属机构的会议及特设部长级会议 

附属机构 /部长级会议主席团成员 会议 报告文号 5 

环境与自然资源开发委员会 第二届会议，曼谷 

1999 年 10 月 13-15 日 

E/ESCAP/1165 

主席： Malti Sinha 

(印度) 

  

副主席： Wanee Samphantharak 

(泰国) 

Mitsuo Usuki 

(日本) 

  

报告员： Abdolreza Ghofrani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运输、通信、旅游事业和基础设施发展委员会 第二届会议，曼谷 

1999 年 11 月 24-26 日 

E/ESCAP/1178 

主席： Evelyn B. Pantig 

(菲律宾) 

  

副主席： Tavepatana Tinamas 

(泰国) 

R. K. Rai 

(印度) 

Hiroshi Horikawa 

(日本) 

Mohammad Ismail Alikhani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A. V. Annenkov 

(俄罗斯联邦) 

  

报告员： Pamela Atkinson 

(澳大利亚) 

  

   

   

   

 

5 通过联合国总部或日内瓦的正常发行渠道无法得到的报告文本可向联合国总部的区域委员会纽约办事处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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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机构 /部长级会议主席团成员 会议 报告文号 5 

城乡地区扶贫社会经济措施委员会 第二届会议，曼谷 

1999 年 12 月 1-3 日 

E/ESCAP/1169 和 

Corr.1 

主席： Abdul Hamid Chowdhury 

(孟加拉国) 

  

副主席： Ly Thuch 

(柬埔寨) 

  

报告员： Chan-Hyoung Park 

(大韩民国) 

  

太平洋发展中岛国特别机关 第六届会议，曼谷 

2000 年 5 月 30-31 日 

E/ESCAP/1184 

主席： Meita Beiabure 

(基里巴斯) 

  

副主席： Tahir Naqvi 

(巴基斯坦) 

  

 James Toa 

(瓦努阿图) 

  

第二次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 新德里 

1999 年 11 月 15-20 日 

E/ESCAP/1166 

主席： Murli Manohar Joshid 

(印度) 

  

副主席： Muhammad Noor Uddin Khan 

(孟加拉国) 

Dasho Nedo Rinchen 

(不丹) 

Lar Narath 

(柬埔寨) 

惠永正 

(中国) 

Ri Kwang Ho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Claude Allegre 

(法国) 

Muhammad A. S. Hikam 

(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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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机构 /部长级会议主席团成员 会议 报告文号 5 

Mehdi Tabeshi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Souli Nanthavong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Chan Nyein 

(缅甸) 

Surendra Prasad Choudhary 

(尼泊尔) 

Batty Weerakoon 

(斯里兰卡) 

Arthit Ourairat 

(泰国) 

Dang Vu Minh 

(越南) 

报告员： H. Harijono Djojodihardjo 

(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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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经社会印发的销售出版物和文件 

A.  销售出版物 

 

标题 联合国出版物 

销售编号 

Asia-Pacific Development Journal 

          Vol. 5, No. 2, December 1998 

          Vol. 6, No. 1, June 1999 

          Vol. 6, No. 2, December 1999 

 

 

E.99.II.F.35 

E.00.II.F.2 

E.00.II.F.18 

Asia-Pacific in Figures, 1999 

 

E.00.II.F.12 

Atlas of Mineral Resources of the ESCAP Region 

         Vol. 13,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of Kyrgyzstan 

         Vol. 14,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of Mongolia 

 

 

E.99.II.F.40 

E.99.II.F.41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Lessons from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Experience 

 

E.00.II.F.20 

Development Papers 

         No. 20, Asian Economic Crisis: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Policy Lessons 

         No. 21,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 into 

Economic Policy Making: Institutional Issues 

 

 

E.99.II.F.71 

 

E.00.II.F.9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Asian Railway: Trans-Asian Railway in the 

Southern Corridor of Asia-Europe Routes 

 

E.00.II.F.4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1999 

 

E.99.II.F.10 

Electric Powe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1995 and 1996 

 

E.99.II.F.52 

Energy,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II (Energy 

Infrastructure Policies and Issues) 

 (Energy Resources Development Series No. 36) 

 

E.99.II.F.29 

Enhancing Effectiveness of Aid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Series No. 2) 

 

E.99.II.F.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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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联合国出版物 

销售编号 

Establishing a Social Developmen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E.99.II.F.43 

Financial Sector Reform, Liberalization and Management for Growth and 

Stability in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Issues and Experiences 

 

E.99.II.F.48 

Growth with Equity: Policy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Selected Asian 

Countries 

 

E.00.II.F.14 

Guidelines and Manual on the Protec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Contaminated Rivers 

 (Water Resources Series No. 78) 

 

E.99.II.F.70 

Guidelines on Road Safety Action Plans and Programmes 

 

E.00.II.F.5 

Handbook for Literacy and Post-literacy for Women’s Empowerment in 

South Asia 

 

E.00.II.F.11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New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No. 25 

 

E.99.II.39 

Institution and Human Resource Capacity Building in ASEAN 

 

E.99.II.F.49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 into Economic Policy Making 

Processes: Background Readings 

     Vol. I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Mechanisms at 

National Level:   Country Studies on Fiji, Nepal, Philippines 

and Tonga 

 

     Vol. II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Mechanisms at Local/ 

Provincial Level:  Country Studies on Shenyang in China, 

Suva in Fiji, Kuala Lumpur in Malaysia and North West 

Frontier Province in Pakistan 

     Vol. III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Mechanisms at Sector 

Level: Country Studies on the Agriculture Sector in Malaysia, 

the Mining Sector in Papua New Guinea, and the Tea Sector in 

Sri Lanka 

 

     Vol. IV   Modalities for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s:  Country 

Studies on Flood Loss Reduction in Bangladesh, Urba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Shanghai, China 

and Fishery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in 

Samoa 

 

 

E.99.II.F.42 

 

 

E.99.II.F.53 

 

 

 

E.99.II.F.44 

 

 

 

E.00.II.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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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联合国出版物 

销售编号 

Manual on Community-based Responses to Critical Social Issues:  

Poverty, Drug Abuse and HIV/AIDS 

 

E.99.II.F.55 

Promoting a Society for All Ag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E.99.II.F.64 

Social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Exchange through the Internet 

 

E.99.II.F.33 

Statistical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XXIX, No. 1, March 1999 

          Vol. XXIX, No. 2, June 1999 

          Vol. XXIX, No. 3, September 1999 

          Vol. XXIX, No. 4, December 1999   

 

 

E.99.II.F.31 

E.99.II.F.36 

E.99.II.F.61 

E.00.II.F.24 

Statistical Profiles 

         Women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 A Country Profile 

         (Statistical Profiles No. 16) 

 

         Women in Japan – A Country Profile 

         (Statistical Profiles No. 17) 

 

         Women and Men in the ESCAP Region  

         (Statistical Profiles No. 18) 

 

 

E.99.II.F.24  

 

 

E.99.II.F.25 

 

 

E.99.II.F.3 

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1998 

 

E/F.99.II.F.1 

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1999 

 

E/F.00.II.F.1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Planning 

 

E.99.II.F.47 

Supply, Marketing, Distribution and Use of Fertilizer in the Pacific 

Subregion 

 

E.99.II.F.74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and and Mineral Resourc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National Policy Initiatives and Trends in Mining Taxation 

 (Mineral Resource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Series,      

Vol. 5) 

 

E.99.II.F.46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Bulleti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No. 68  

         No. 69 

 

 

E.00.II.F.22 

E.00.II.F.23 

Water Quality of Selected Rivers in Asia: Protection and Rehabilitation E.99.II.F.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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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交经社会的文件 

文 号 标 题 议程项目 

E/ESCAP/L.142 临时议程 3 

E/ESCAP/L.143 和 Corr. 1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3 

E/ESCAP/1156 修订经社会的职权范围：接纳格鲁吉亚为经社会成员 4 

E/ESCAP/1157 本区域当前经济形势及有关政策问题报告 5(a) 

E/ESCAP/1158 亚太经社会区域的政策问题在二十一世纪通过全球化

和伙伴关系实现发展：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公

正、平等地纳入国际贸易体系的亚太观点 

5(b) 

E/ESCAP/1159 执行经社会第 53/1号决议“改革经社会会议结构” 6 

E/ESCAP/1160 区域经济合作委员会指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报告 7(a) 

E/ESCAP/1161 区域一级新出现的问题和动态：区域经济合作 7(a) 

E/ESCAP/1162 经社会第 55/2 号决议“亚太经社会区域经济、金融监

测和监督”执行情况报告 

7(a) 

E/ESCAP/1163 和 Corr. 1 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的报告 7(a) 

E/ESCAP/1164 和 Corr. 1 区域农业机械网的报告 7(a) 

E/ESCAP/1165 环境与自然资源开发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报告 7(b) 

E/ESCAP/1166 第二次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

会议报告 

7(b) 

E/ESCAP/1167 和 Corr. 1 2000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的筹备情

况 

7(b) 

E/ESCAP/1168 和 Corr. 1 矿产供应和土地使用规划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新出现

的问题和动态 

7(b) 

E/ESCAP/1169 和 Corr. 1 城乡地区扶贫社会经济措施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报告 7(c) 

E/ESCAP/1170 与城乡地区扶贫社会经济措施有关的决议和决定落实

进展情况 

7(c) 

E/ESCAP/1171 亚洲及太平洋热带潮湿地区杂粮、豆类、块根和块茎作

物研究与开发区域协调中心报告 

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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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号 标 题 议程项目 

E/ESCAP/1172 通过扶贫行动的权力下放增强农村穷人权力 7(c) 

E/ESCAP/1173 《亚太经社会区域社会发展行动议程》高级官员会议报

告（曼谷，1999年 11月 1-5 日） 

7(c) 

E/ESCAP/1174 《亚洲及太平洋老龄化问题澳门行动计划》实施指导方

针 

7(c) 

E/ESCAP/1175 纪念国际老年人年和亚洲及太平洋老龄化问题澳门行

动计划实施进展情况报告 

7(c) 

E/ESCAP/1176 机会均等：将残疾人纳入发展进程 7(c) 

E/ESCAP/1177 《北京行动纲要》区域实施情况高级别政府间审评会议

的报告 

7(c) 

E/ESCAP/1178 运输、通信、旅游事业和基础设施发展委员会第二届会

议报告 

7(d) 

E/ESCAP/1179 经社会第 52/9 号决议“泛亚和亚欧大陆桥”执行情况

报告 

7(d) 

E/ESCAP/1180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基础设施新德里行动计划》实施情

况报告 

7(d) 

E/ESCAP/1181 统计领域新出现的问题和动态 7(e) 

E/ESCAP/1182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的报告 7(e) 

E/ESCAP/1183 在处理计算机 2000 年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

困难 

7(e) 

E/ESCAP/1184 太平洋发展中岛国特别机关第六届会议报告 7(f) 

E/ESCAP/1185/Rev.1 方案规划：2002-2005年中期计划草案 8(a) 

E/ESCAP/1186 和 Corr. 1 1998-1999两年期工作方案执行情况报告 8(b) 

E/ESCAP/1187 方案规划：2000-2001年方案更改建议 8(c) 

E/ESCAP/1188 2000年 4月-2001年 3月暂定会议和培训项目日历 8(d) 

E/ESCAP/1189 和 Corr. 1 亚太经社会技术合作活动及宣布捐款意向 9 

E/ESCAP/1190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心报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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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号 标 题 议程项目 

E/ESCAP/1191 东亚和东南亚沿海和近海地球科学方案协调委员会的

报告 

10 

E/ESCAP/1192 湄公河委员会的报告 10 

E/ESCAP/1193 台风委员会的报告 10 

E/ESCAP/1194 热带旋风小组的报告 10 

E/ESCAP/1195 和 Add.1 和 2 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的

活动 

11 

E/ESCAP/1196 和 Corr. 1 经社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日期、地点和任何其它有关议

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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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1999年出版物、会议和咨询服务一览表 

 

A. 出版物一览表 

区域经济合作：贸易和投资 

Directory of Trade and Investment-related 

Organization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Area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9th ed. 

(ST/ESCAP/2015)Guidebook on Trading with 

China (5th ed., 1999) (ST/ESCAP/1819) 

Guidebook on Trading with China (5th ed., 

1999)(ST/ESCAP/1819) 

How to do Business in Kyrgyzstan  (ST/ESCAP/1927) 

Studies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35. Trade and 

Investment Complementarities among the 
South-Western Member Countries of ESCAP 

(ST/ESCAP/1932); 36. Trade and Investment 
Scenarios and Liberalization Agenda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ST/ESCAP/1965); 38. Alignment of the 

Trade Documents of Cambodia, Myanmar and Viet 
Nam (ST/ESCAP/1892); 39. International Trade 

Transaction Models as an Aid to the Process of 
Harmonization (India, Malaysia, Philippines and 

Sri Lanka) (ST/ESCAP/1963); and 40. Non-tariff 
Measures with Potentially Restrictive Market 

Access Implications Emerging in a Post-Uruguay 

Round Context (ST/ESCAP/2024) 

TISNET Trade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Bulletin, 

Nos. 13-24 

Traders’ Manual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Thailand, 

2nd ed. (ST/ESCAP/1969) 

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和政策分析 

Asia-Pacific Development Journal: vol. 6, No. 1, 

June 1999 (ST/ESCAP/1972); No. 2, December 

1999 (ST/ESCAP/1992) 

Development Papers: No. 20, Asian Economic Crisis: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Policy Lessons 

(ST/ESCAP/1973); No. 21,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 into Economic 

Policy Making: Institutional Issues 

(ST/ESCAP/1990)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1999 (ST/ESCAP/1941) 

Financial Sector Reform, Liberalization and 
Management for Growth and Stability in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Issues and Experiences 

(ST/ESCAP/1940) 

Growth with Equity: Policy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Selected Asian Countries 

(ST/ESCAP/2007) 

Institution and Human Resource Capacity Building 

in ASEAN (ST/ESCAP/1945)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 into 
Economic Policy Making Processes: Background 

Readings: vol. I,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Mechanisms at National Level: Country Studies 
on Fiji, Nepal, Philippines and Tonga 

(ST/ESCAP/1944); vol. II,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Mechanisms at 

Local/Provincial Level: Country Studies on 
Shenyang in China, Suva in Fiji, Kuala Lumpur in 

Malaysia, and North West Frontier Province in 
Pakistan (ST/ESCAP/1960); vol. III,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Mechanisms at Sector Level: 
Country Studies on the Agriculture Sector in 

Malaysia, the Mining Sector in Papua New Guinea, 
and the Tea Sector in Sri Lanka (ST/ESCAP/1946); 

vol. IV, Modalities for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s: 

Country Studies on Flood Loss Reduction in 
Bangladesh, Urba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Shanghai, China 
and Fishery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in Samoa (ST/ESCAP/2003) 

Promo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essons for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ESCAP/1983) 

区域经济合作：工业和技术 

Implications of the Asian Crisis on Sustainable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T/ESCAP/1962)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New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No. 25 (ST/ESCAP/1939)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for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ST/ESCAP/1993)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s a Mean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T/ESCAP/1976)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building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2, 

ASEAN, NIEs, SAARC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ST/ESCAP/1750); vol. 4, Emerging Issues in 
Regional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building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ST/ESCAP/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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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ing Industrial Complementarities in an Era of 

Open Regionalism (ST/ESCAP/1971)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Asian-Pacific Remote Sensing and GIS Journal, 

vol. 11, No. 2 

Assessment of Water Resources and Water Demand 
by User Sectors in the Philippines 

(ST/ESCAP/1949) 

Atlas of Mineral Resources of the ESCAP Region: 

vol. 13,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of 
Kyrgyzstan (ST/ESCAP/1853); vol. 14,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of Mongolia 

(ST/ESCAP/1831) 

Atlas of Urban Geology: vol. 10, Urban Geology in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ST/ESCAP/1804); 

vol. 11, Urban Geology of Dhaka, Bangladesh 

(ST/ESCAP/1862) 

Confluence, No. 33, June 1999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Non-living 
Resources in the Coastal Zones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vol. 4,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and Non-living Marine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ST/ESCAP/1978) 

Electric Powe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1995 and 

1996 (ST/ESCAP/1957) 

Energy Development Series, No. 36, Energy,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II 

(Energy Infrastructure Policies and Issues) 

(ST/ESCAP/1822) 

Energy Efficiency: Compendium of Energy 
Conservation Legislation in Countries of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ST/ESCAP/1908) 

ESCAP Energy News: vol. XV, Nos. 1 and 2; vol. 

XVI, Nos. 1 and 2 

ESCAP/UNEP Asia-Pacific Environment Newsletter, 

vol. 5, Nos. 1-4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and Environ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ST/ESCAP/2025) 

Mineral Concentrations and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s in the ESCAP Region Series, vol. 

10, Oil and Natural Gas Resources and Potential 

in North-East Asia (ST/ESCAP/1991) 

Mineral Resource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Series, vol. 5,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and and Mineral Resourc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National Policy Initiatives 

and Trends in Mining Taxation (ST/ESCAP/1952) 

Spac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Compendium 

1999 (ST/ESCAP/1968) 

Space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Newsletter: vol. 16, 

Nos. 3 and 4; vol. 17, Nos. 1-3 

Water Quality of Selected Rivers in Asia: Protection 

and Rehabilitation/ST/ESCAP/1956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Planning (ENRD/1999/1) 

Water Resources Journal: March 1999 (ST/ESCAP/ 

SER.C/200); June 1999 (ST/ESCAP/SER.C/201); 

September 1999 (ST/ESCAP/SER.C/202); 

December 1999 (ST/ESCAP/SER.C/203) 

Water Resources Series, No. 78. Guidelines and 

Manual on the Protec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Contaminated Rivers (ST/ESCAP/SER.F/78) 

扶贫：社会发展 

Asian and Pacific Decade of Disabled Persons: 
Mid-point – 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Multisectoral Collaboration and National 

Coordination (ST/ESCAP/2004) 

Asian and Pacific Decade of Disabled Persons: 

Mid-point – Country Perspectives 

(ST/ESCAP/2014) 

Community-based Prevention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ST/ESCAP/1929) 

Compendium of Centres of Excellence for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Training 

(ST/ESCAP/1930) 

ESCAP HRD Newsletter, Nos. 12 and 13 

ESCAP HRD Series on Training for Social 

Development, ESCAP HRD Cours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ST/ESCAP/1954) 

Establishing a Social Developmen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ST/ESCAP/1953) 

Handbook for Literacy and Post-literacy for 
Women’s Empowerment in South Asia 

(ST/ESCAP/2009) 

Manual on Community-based Responses to Critical 

Social Issues: Poverty, Drug Abuse  and 

HIV/AIDS (ST/ESCAP/1922) 

Promoting a Society for All Ages in Asia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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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fic (ST/ESCAP/1982) 

Promotion of Non-handicapping Environments for 

Disabled Persons: Pilot Projects in Three Cities 

(ST/ESCAP/2005) 

Social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Exchange 

through the Internet (ST/ESCAP/1967) 

Social Development Newsletter, Nos. 39-41 

扶贫：城乡发展 

Agro-chemicals News in Brief, vol. XXII, Nos. 1-4; 

Special Issue, December 1999 

Compendium of United Nations Work Programmes 

on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1998-1999) 

(ST/ESCAP/1958) 

ESCAP/IULA (International Un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Local Govern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ifteen Countries 

(ST/ESCAP/1955) 

Government-NGO Cooperation Series, No. 5, 

Bringing the 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 to the 

Grass Roots (ST/ESCAP/2016) 

Handbook on Strengthening the Women’s 

Information Network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Through Computer Networking (ST/ESCAP/1917) 

Poverty Alleviation Initiatives, vol. 9, Nos. 1-4 

Promot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do-China: Plans of Action 

(ST/ESCAP/1900) 

Statistics on Wome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1999 

(ST/ESCAP/1995) 

Supply, Marketing, Distribution and Use of 

Fertilizer in Thailand (RDS/FADI/1); in Indonesia 

(RDS/FADI/2); in the Pacific Subregion 

(RDS/FADI/3) 

WINAP Newsletter, Nos. 23-25 

Women in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1,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Women: Women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No. 2, Migration of Wome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No. 3,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South 

Asia; No. 4, Women in Small Businesses in 

Indo-China: Issues and Key Approaches; No. 5, 

Gender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sues and 

Strategies 

扶贫：人口与发展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vol. 14, No. 1 

(ST/ESCAP/1964); No. 2 (ST/ESCAP/1986); No. 

3 (ST/ESCAP/2002); No. 4 (ST/ESCAP/2039)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Series: No. 150, Gender 

Dimensions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ST/ESCAP/1950); No. 151, The 

Family and Older Persons in Bangladesh, Pakistan 
and Sri Lanka (ST/ESCAP/1997); No. 152, The 

Family and Older Persons in China, Indonesia and 
Thailand (ST/ESCAP/1998); No. 154,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Population Change and 

Poverty in Rural Areas (ST/ESCAP/1977) 

Government-NGO Cooperation Series, No. 7, 

Successful Approaches to Government-NGO 

Cooperation (ST/ESCAP/1947) 

运输和通信 

A Review of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Agreements 

on Land Transport Routes: Issues and Alternative 

Frameworks (ST/ESCAP/2034)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Asian Railway: 

Trans-Asian Railway in the Southern Corridor of 

Asia-Europe Routes (ST/ESCAP/1980)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Energy for Transport 

(ST/ESCAP/2041) 

ESCAP Tourism Newsletter, Nos. 11 and 12 

ESCAP Tourism Review, No. 19,  Developing 

Ecotourism in the Asian Region (ST/ESCAP/2011) 

ESCAP-UNDP Guidelines for Participatory 

Planning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ST/ESCAP/2029) 

Evaluation of Infrastructural Interventions for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ST/ESCAP/1959)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hipping Policies (ST/ESCAP/1988) 

Guide to Urb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Quick-response Travel Estimation Techniques 

(ST/ESCAP/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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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 on Road Safety Action Plans and 

Programmes (ST/ESCAP/1996) 

Inter-island Shipping: Issues and Strategies — A 
Pilot Study on the Alleviation of Poverty in Remote 

Island Communities in Indonesia 

(ST/ESCAP/2017) 

Review of Road Safe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ST/ESCAP/1984) 

Road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Methodologies for Minimizing Environmental 

Damage (ST/ESCAP/2027) 

Role of Inland Waterways within the Integrated 

Transport System (ST/ESCAP/2028) 

Strategy and Guidelines for the Upgrading of Asian 

Highway Routes (ST/ESCAP/1961)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Bulleti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No. 68, Urban Transport in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ST/ESCAP/SER.E/68); No. 69, 
Participatory Approach to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ST/ESCAP/SER.E/69) 

统计 

Asia-Pacific in Figures, 1999 (ST/ESCAP/2010) 

Government Computerization Newsletter, Nos. 13 

and 14 

Newsletter on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to 

Population Data, Nos. 1-3 

Statistical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XXIX, No. 1, March 1999 (ST/ESCAP/1943); No. 

2, June 1999 (ST/ESCAP/1966); No. 3, September 

1999 (ST/ESCAP/1987); No. 4, December 1999 

(ST/ESCAP/2022) 

Statistical Newsletter, Nos. 112-115 

Statistical Profiles: No. 16, Women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 A Country Profile (ST/ESCAP/1769); 

No. 17, Women in Japan – A Country Profile 

(ST/ESCAP/1770); No. 18, Women and Men in the 

ESCAP Region (ST/ESCAP/1912) 

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1998 

(ST/ESCAP/1936); 1999 (ST/ESCAP/2018) 

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 
和发展中岛国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Lessons from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Experience (ST/ESCAP/1989)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Series: No. 2, Enhancing 
Effectiveness of Aid (ST/ESCAP/1981); No. 3, 

Options for Exchange Rate Policy 

(ST/ESCAP/2037) 

 

B．会议一览表 

区域经济合作：贸易和投资 

海产品国际市场研讨会，越南，胡志明市， 1月 

亚太经社会/经合组织关于亚太经社会西南次区域

贸易和投资信息联网研讨会，德黑兰，2月 

国际贸易中心/亚太经社会关于纺织品和服装生态

标签讲习班，曼谷，2月 

关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投资回报率研讨会，万

象，3月 

第八届亚太国际贸易博览会，99 亚太博览会，汉

城工作委员会会议：第三次会议，曼谷，4月；

第四次会议，汉城，7月 

印度支那综合发展论坛第三阶段大湄公河次区域

综合发展专题讨论会，曼谷，4月 

曼谷协定非正式磋商会议，曼谷，4月 

讨论市场开拓的新方向和咨询服务能力建设研讨

会，越南，胡志明市， 5月 

采用天然燃料和影响较小的化学燃料后续讲习班，

万象，5月 

提高质量入门研讨会，万象，6月 

基础纤维设计和开发讲习班，万象，6月 

非关税措施对贸易的影响专家组会议，曼谷，7月 

亚太经社会/贸发会议/亚行关于今后世贸组织的

贸易议程和发展中国家高级官员会议，曼谷，8

月 

2000 亚太博览会，德里—亚太千年博览会工作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新德里，8月；第二次会议，

曼谷，10月 

区域经济合作委员会指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曼

谷，9月 

商品相关问题特别专家组会议，曼谷，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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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支那综合发展论坛内关于印度支那融入全球

贸易环境研讨会，越南，胡志明市， 10月 

第八届亚太国际贸易博览会，99亚太博览会汉城，

汉城，10月 

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和政策分析 

北亚和中亚经济体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次区域

研讨会，埃里温，1月 

评价扶贫方案区域研讨会，曼谷，6月 

关于公平增长的区域研讨会，汉城，6 月 

南亚增长区研讨会：我们可从东南亚学到什么？达

卡，9月 

塔吉克斯坦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国家级研讨

会：从稳定到增长，杜尚别，10月 

中亚经济体实施税制改革次区域研讨会，Bishkek，

11 月 

发展问题和政策专家组会议，曼谷，12月 

亚太经社会区域经济和金融监管专家组会议，曼

谷，12月 

区域经济合作：工业和技术 

私营部门发展、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国家级讲习班，

加德满都，2月 

亚太经社会/亚太技转中心关于为促进亚洲及太平

洋区域各次区域国家间工业互补加强区域合作

研讨会，新德里，3月 

东亚危机对亚洲及太平洋和整个世界可持续工业

和技术发展的影响区域研讨会，曼谷，4月 

水稻插秧和播种机械化区域讲习班，大韩民国，水

原，5月 

亚太经社会/欧经委会中亚转型经济体中小企业管

理教员培训讲习班，阿拉木图，5月 

私营部门发展、私营化和放松管制国家级讲习班：

从东盟经济体中记取经验教训：埃里温，5月；

杜尚别，9月 

亚洲及太平洋各国间促进技术服务贸易国际讲习

班和展览，巴基斯坦，拉合尔， 7月 

采用 ISO 14000能力建设国家级研讨会：新德里，

8月；曼谷，9月；达卡和加德满都，10月；科

伦坡和伊斯兰堡，11月；北京，12月 

在自由化经济环境中的小型农村工业及其对扶贫

的影响区域研讨会，印度，Trivandrum， 8-9

月 

水果/蔬菜加工技术和工业化国际专题讨论会和展

览，中国，烟台， 10月 

亚太经社会/亚太技转中心亚洲及太平洋科技指标

开发和应用专家组会议，曼谷，10月 

亚洲及太平洋技术转让中心理事会，第十四届会

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Kish Island， 11月 

亚太经社会/亚太技转中心/伊朗科技研究组织关

于质量和环境管理系统及无害环境技术区域合

作讲习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Kish Island， 

11-12月 

关于亚太区域加强工业互补性和三方合作的特别

专家组会议，北京，12月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可再生能源技术商业化促进可持续发展区域讲习

班，曼谷，1月 

亚洲及太平洋城市地质学论坛，第四次会议，曼谷，

1月 

排放监测和估量专家组会议，日本，Niigata， 1

月 

国际减灾十年/亚太经社会亚洲区域会议：21世纪

减少风险和社会，曼谷，2月 

东北亚环境合作高级官员会议，第五次会议，日本，

神户， 2月 

卫星通信应用区域工作组，第四次会议，德黑兰，

3月 

让利益攸关者参与战略环境管理区域会议，曼谷，

3月 

气象卫星应用和自然灾害监测区域工作组，第四次

会议，马尼拉，4月 

近海地学委会/亚太经社会/世行/联合王国国际发

展署关于亚洲工业矿产和近海聚集物讲习班，曼

谷，5月 

可持续能源利用的有效消费信息亚太非政府组织

论坛，汉城，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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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矿产资源评估采用地理信息系统讲习班，中

国，长春， 5月 

区域机构间委员会水小组委员会，曼谷，第四十三

次会议，5月；第四十四次会议，12月 

空间科技应用区域工作组，第四次会议，吉隆坡，

5月 

区域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案政府间协商委

员会，第五届会议，曼谷，6 月 

第二次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

长级会议高级别专家组预备会议，曼谷，6月 

区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卫星定位工作组，第五

次会议，曼谷，6月 

俄罗斯远东燃料和复合能源的能源效率国际研讨

会，俄罗斯联邦，Khabarovsk，：第一阶段，6

月；第二阶段，9月 

区域机构间委员会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小组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曼谷，6月 

区域机构间委员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小组委员会，

第十二次会议，曼谷，6月 

台风委员会秘书处/亚太经社会/世界气象组织关

于厄妮诺南部振动/拉妮诺对台风委员会地区的

气象和水文的影响讲习班，澳门，6-7月 

2000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及时

广义讲习班，曼谷，8月 

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商业化及其技术转让特别专家

组会议，曼谷，9月 

亚太经社会/粮农组织关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应

用于农业和环境管理的决策者讲习班，阿拉木

图，9月 

第八次地球观测应用于热带生态系统管理区域研

讨会，仰光，8月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土地与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政

策和战略特别专家组会议，曼谷，10月 

亚洲及太平洋废水管理区域讲习班，曼谷，11月 

区域机构间委员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小组委员会

工作组，曼谷，11月 

亚太经社会/原子能机构/亚洲理工学院加强电力

系统分析和规划，将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融入

决策系统，泰国，曼谷和巴吞他尼， 11月 

2000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指导

委员会，曼谷，11月 

台风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汉城，11月 

亚太经社会/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关于空间技术用于

提高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新千年见解科学专

题讨论会，新德里，11月 

促进工业能源效率的提高以及对相关政府和私人

投资进行融资区域研讨会，曼谷，11-12月 

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进行海岸带管理区域研

讨会，曼谷，12月 

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合作区域倡议对话论坛第二次

会议，德黑兰，12月 

空气污染物排放监测工作组会议，日本，京都， 12

月 

扶贫：社会发展 

亚太经社会青年发展国家人力资源开发课程：孟加

拉国和尼泊尔，1月；中国和马尔代夫，10月 

青年和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国家人力资源开发讲

习班：印度、菲律宾、斯里兰卡，2月；缅甸、

尼泊尔、巴基斯坦，4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越南，5月；柬埔寨，6月；泰国，11月；中国，

12 月 

区域机构间委员会区域社会发展议程小组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曼谷，2月 

1998 年亚太经社会人力资源开发奖评委会议，曼

谷，2月 

南亚妇女扫盲后方案制订次区域人力资源开发评

价讲习班，泰国，华欣， 3月 

加强处境不利人群的自助能力培训讲习班：印度，

3月；马来西亚，4月；泰国，5月 

区域促进发展权讲习班，曼谷，3-4月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将药物滥用预防、治疗和康复融

入反儿童和青年性虐待和性剥削行动中项目的

筹备会议，曼谷，4月 

区域机构间委员会残疾事项小组委员会：第十七次

会议，5月；第十八次会议，11 月 

金融危机的社会影响区域间讲习班和亚太经社会

区域社会发展行动议程专家组会议，曼谷，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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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社会区域社会发展行动议程专家组会议，曼

谷，5月 

成立社会发展管理信息系统国家级讲习班，马尼

拉，7月 

亚太经社会扶贫人力资源开发课程（试点阶段），

曼谷，7 月 

区域机构间委员会区域社会发展议程小组委员会

和国际老年人年机构间工作队（联系第三次会

议），曼谷，8月 

对老年人作为消费者提供支助和保护的区域研讨

会，中国，上海， 10月 

适合所有年龄层次的社会可实现的目标规划国际

专题讨论会，澳门，10月 

通过地方组织的能力建设提高妇女识字率次区域

评价讲习班：万象，10月；维拉港，11月 

亚太经社会区域社会发展行动议程高级官员会议，

曼谷，11月 

进入 21 世纪残疾儿童和青年的教育区域论坛，曼

谷，11月 

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目标的实现和亚太经社

会区域残疾人机会平等区域论坛，曼谷，11月 

农村残疾人扶贫实地研究及区域研讨会，印度，海

德拉巴， 12月 

扶贫：城乡发展 

因特网入门和网站开发培训班，新德里，1月 

区域机构间委员会扶贫小组委员会，曼谷：第三次

会议，2 月；第四次会议，6 月 

成立亚洲及太平洋地方政府培训和研究机构网讲

习班，曼谷，3月 

区域实施北京行动纲要专家组会议，曼谷，4月 

通过太平洋非政府组织网络促进消除各种形式针

对妇女歧视公约的实施次区域会议，苏瓦，5月 

加强中亚一些共和国农村妇女创收机会专家组会

议，阿拉木图，5月 

亚太经社会/粮农组织/工发组织/国家土壤和化肥

研究所关于在越南北部推广综合作物营养系统

的国家级讲习班，河内，6月 

亚太经社会/格拉明银行关于加强贫困妇女权力的

区域研讨会：新千年的挑战，达卡，7月 

加强农村信贷、农业推广和市场开拓的联系国家级

讲习班，Kandy，斯里兰卡，加德满都，8 月；

廷布，9-10月 

发展综合作物营养系统讲习班，斯里兰卡，科伦坡，

9月；菲律宾 Cavite，10月 

审查本区域执行北京行动纲要情况高级别政府间

会议，曼谷，10月 

综合作物营养管理专题讨论会，伊斯兰堡，11月 

化肥市场开拓系统和有关政府政策讲习班，伊斯兰

堡和加德满都，11月 

为地方政府官员培训采用创新性办法、方法和技术

的教员培训讲习班，北京，11月 

区域机构间委员会提高妇女地位小组委员会，11

月 

战略管理培训讲习班，加德满都，12月 

扶贫：人口与发展 

区域机构间委员会扶贫小组委员会，曼谷，第三次

会议，2月；第四次会议，6月 

全球化和人口变化特别专家组会议，曼谷，3月 

全球化对人口变化和农村贫困的影响政策研讨会，

曼谷，3-4月 

太平洋人口信息网磋商会议，苏瓦，5月 

太平洋人口信息网信息技术培训讲习班，苏瓦，5

月 

为监督和评价生育健康和计划生育方案提高各国

监测并分析关键指标数据的能力区域培训讲习

班，泰国，清迈， 5月 

区域机构间委员会人口与发展小组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曼谷，6月 

亚太人口信息网人口数据和信息重新组合培训讲

习班：为 2000年一轮人口普查做好准备，曼谷，

8月 

对人口与发展的性别方面的人口数据进行解释和

分析培训讲习班，曼谷，8-9月 

加强生育健康和计划生育方案进展情况的监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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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区域研讨会，曼谷，9-10 月 

人口信息专业人员的信息技术培训讲习班，北京，

10 月 

东亚和东南亚人口信息网磋商会议，北京，10月 

运输和通信 

制订航运政策的国家级研讨会：曼谷和达卡，2月；

巴基斯坦，卡拉奇， 6月 

货运代理的作用国家级讲习班，孟加拉国，吉大港， 

2月 

发展并促进太平洋货运代理业国家级讲习班：维拉

港和苏瓦，3月；莫里兹比港，4月；Nuku’alofa

和阿皮亚，7月 

世行/亚太经社会关于运输和过境手续简化区域技

术讲习班，曼谷，4月 

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业工作组：第九次会议，仰光，

5月；第十次会议，万象，11月 

亚太旅游业教培机构网咨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澳门，5月；第三次会议，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11 月 

亚太旅游业教培机构网全体委员会，澳门，5月 

旅游业人力资源开发研讨会，澳门，5 月 

陆运手续简化措施国家研讨会：新德里和金边，5

月；北京，7月 

泛亚铁路南线走廊区域政策级专家组会议，达卡，

5月 

泛亚铁路网南线走廊国家级研讨会，达卡，5月 

亚太经社会/世行关于公路管理及其融资政府—私

营部门的伙伴关系讲习班，科伦坡，6月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旅游业促进研讨会，万象，7

月 

通过改善航空运输扩大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旅游业

研讨会，万象，7月 

越南发展国家生态旅游战略国家级讲习班，河内，

9月 

国际公路联合会/亚太经社会第二次丝绸之路振兴

会议，塔什干，9月 

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货运代理和多式联运研讨会，

曼谷，10月 

发展基础设施的政府—私营伙伴关系研讨会，达

卡，10月 

在船东、航运公司和港口之间建立磋商机制专家组

会议，曼谷，10月 

内陆水运国家研讨会，马来西亚，古晋， 11月 

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货运代理和多式联运国家级

讲习班，万象，胡志明市，金边，仰光，11月 

亚太经社会/海事组织关于沿海和内陆导航安全国

家级讲习班，马尼拉，11月 

促进大韩民国旅游业投资研讨会，汉城，11月 

亚太经社会/开发计划署/艾滋病方案关于陆运部

门降低艾滋病危险性讲习班：为运输部门解决艾

滋病问题制订公共政策框架，曼谷，11月 

区域机构间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小组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曼谷，11月 

柬埔寨可持续旅游业发展研讨会，金边，12月 

海运人力规划、培训和利用区域合作论坛，曼谷，

12 月 

统计 

亚太经社会区域各国国际商品贸易统计培训研讨

会，曼谷，3月 

贫困统计研讨会，曼谷，6月 

人口数据采用新技术工作会议，第四次会议，马尼

拉，7月；第五次会议，曼谷，10月 

将带薪和无薪工作结合起来的区域资源小组，第一

次会议，曼谷，8 月；第二次会议，印度，

Ahmedabad， 12月 

关于公民登记和人口统计系统教员培训讲习班，曼

谷，9月 

人口数据应用新信息技术讲习班，曼谷，10月 

统计专家工作组，第十一届会议，曼谷，11月 

时间利用调查研讨会，印度，Ahmedabad， 12月 

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 

和发展中岛国 



 

98 

 

最不发达国家汇率政策选择区域研讨会，曼谷，3

月 

最不发达国家汇率政策选择研究访问，曼谷，11

月 

利用信息技术推动贸易和投资专家组会议，斐济，

楠迪， 11月 

关于 1990 年代资源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执行情

况的最后审查磋商会议，曼谷，12月 

C．咨询服务一览表 

区域经济合作：贸易和投资 

中国：(i) 向中国国际贸易与经济合作研究所(国贸

所)在杭州为亚佩克国家举办的研讨会提交一份

贸易与环境有关问题的论文并参加研讨会，与国

贸所在北京进行讨论；(ii) 在杭州国贸所/亚佩克

贸易与环境宣传研讨会上就贸易与环境有关问

题最新动态作介绍并参加研讨会；(iii) 与国贸所

和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部官员在北京就亚洲区

域贸易发展动态举行讨论。 

斐济：为推动斐济的贸易与投资，在电子商务领域

协助斐济贸易与投资局，其中包括就在斐济采用

电子商务促进贸易与投资工作的基本内容提供

战略政策咨询 

关岛：就渔业、农业和旅游业区域发展计划提供咨

询 

印度：(i) 就将简化贸易手续和电子商务纳入农村

地区与就业部的工作推动农产品的有效促销和

出口的一项对策为该部提供咨询；(ii) 为海得拉

邦专区安得拉邦的信息技术局提供了技术援助，

其内容涉及可由政府建议的安得拉邦增值网第

一阶段采用的一个具体业务模式；为方便该网络

的运行需要吸收的最佳做法；以及就各局与该网

络签署的专项服务合同的内容与条件为各局提

供指导 

马来西亚：(i) 就国际贸易政策的最新动态、马来

西亚出口前景、世贸组织各项问题、区域经济安

排以及贸易促进事项为马来西亚制造商联合会

成员提供咨询；(ii) 参加了由马来西亚农业研究

开发所举办的国家园艺会议并就热带水果蔬菜

全球开发与生产作主旨发言 

马尔代夫：协助马尔代夫政府为推动贸易采用微观

层次提高效率措施使马尔代夫的外贸单据符合

联合国标准格式并以 TraDES(亚太经社会的贸

易票据软件)输入经过整理和标准化的票据 

缅甸：就国际贸易政策、区域和次区域贸易、以及

与贸易和投资相关的其它问题为商业部提供咨

询 

尼泊尔：为尼泊尔政府官员及工商界代表举办

世贸组织培训讲习班 

巴基斯坦：就国际贸易政策动态、区域贸易动态、

多纤维安排及与贸易和投资相关的其它问题在

伊斯兰堡为商业部以及在卡拉奇为出口促进局

提供咨询 

菲律宾：向菲律宾贸易培训中心的官员、菲律宾成

衣及纺织品出口局以及菲律宾食品加工部门的

代表简要介绍贸易环境问题并进行讨论 

萨摩亚：就世贸组织问题，包括加入、区域和次区

域贸易事项、促进出口和发展国际贸易向贸易与

工业局提供技术援助 

泰国：(i) 就今后参加世贸组织和其它国际论坛上

简化贸易手续的谈判与讨论的政策问题为商业

部工商业经济司提供咨询；(ii) 就为从长计议推

动建立亚洲债券市场而在泰国开发债券二级市

场为泰国债券交易中心提供咨询；(iii) 就亚行的

泰国政府债券市场开发项目提供咨询 

汤加：(i) 就国际贸易事项、尤其是世贸组织以及

贸易与经济合作的区域组织(如亚佩克、东盟和

曼谷协定)的新动态为政府提供咨询并举办一次

世贸组织问题和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研讨会；(ii) 

就使贸易单据统一和标准化的理由向政府提供

咨询；批准了经更改的贸易单据；就吸收了新格

式和注释的贸易单据软件草样作示范 

瓦努阿图：(i) 为贸易、工业与投资局就查明有可

能成为世贸组织未来讨论主题的贸易手续简化

政策问题提供咨询；查明对瓦努阿图将有重大意

义的贸易手续简化问题及措施提供咨询；并通过

一次讲习班向政策制订者与国际贸易服务提供

者宣传这些政策问题及措施并建议搞一个试点

项目，实施一些贸易简化措施，刺激瓦努阿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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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ii) 为瓦努阿图的官员和私营部门代表就

世贸组织关税估算协定举办培训讲习班 

越南：(i) 参加了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由越南外交

部在河内举办的联合国经济社会活动与越南讲

习班并就贸易与联合国贸易政策中的扶贫这一

主题发言；(ii) 为外贸与发展中心提供咨询并在

将印度支那纳入全球格局研讨会上担任世贸组

织专题的主讲人；(iii) 就贸易与投资和技术援

助、电子商务的培训、以及建立一个贸易联络点

为越南贸易网络提供咨询 

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和政策分析 

文莱达鲁萨兰国：就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整，结构措

施，包括私有化、政府预算和开支控制提供咨询 

马尔代夫：评估宏观经济监测的现有水平并向高级

官员简要介绍为确立一个宏观经济预测的综合

构架获取亚太经社会援助的可能性。在咨询团访

问期间，外交部的官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由

于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建议马尔代夫应在

2000 年“升级”，并由此失去最不发达国家的

地位而引起的问题 

蒙古：就宏观经济管理，特别是贸易、国际收支和

汇率政策以及包括宏观经济预测在内的其它相

关课题提供咨询 

塔吉克斯坦：(i) 就宏观经济政策及有关体制改革

提供咨询，并协助中亚特别方案有关活动的筹备

工作 

乌兹别克斯坦：举办了一期为乌兹别克斯坦政策分

析建立宏观经济模型的培训班 

区域经济合作：工业和技术 

斐济：(i) 就工业发展和规划以及大韩民国在科技

发展技术转让、合资企业、培养创业精神和创办

小企业方面的经验提供咨询；(ii) 就推动私人资

本流入，提升发展中小岛国中小型企业的竞争力

举行磋商及向斐济和瓦努阿图派出调查团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就技术开发促进工业化和大

韩民国在科技发展、合资企业、技术转让、发扬

创业精神和小型技术企业方面的经验提供咨询 

马尔代夫：就现代工业化和影响马尔代夫技术推动

工业化的关键因素提供咨询 

蒙古：就现代工业化和大韩民国在科技发展、合资

企业、技术转让、发扬企业精神和小型技术企业

的经验提供咨询 

尼泊尔：就现代工业化和影响尼泊尔技术推动工业

化的关键因素提供咨询 

巴基斯坦：就建立一套认证制度和 ISO 9000 验证

制度为科技部提供咨询 

塔吉克斯坦：就产业政策制订及执行向 Dushanbe

派遣了一个亚太经社会/经合组织联合咨询调查

团 

瓦努阿图：就促进私营资本流入提高发展中小岛经

济体中小企业竞争力进行磋商并向斐济和瓦努

阿图派遣一个调查团 

越南：就现代工业化和影响技术推动工业化的关键

因素提供咨询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柬埔寨：(i) 就该国的环境状况向环境部提供咨询

并审评环境规划的政策、体制和立法方面；(ii) 

在以下领域向自然与环境部提供咨询：(a) 审评

国内专家在环境规划与管理国家培训讲习班上

发言的相关文件；(b) 参加了水政策和管理讲习

班并发表技术意见；(c) 在讲习班上作了一系列

讲座；(iii) 就环境规划与管理向环境部提供咨

询，为讲习班编写技术资料，审评并最后敲定国

内专家编写的技术资料/培训单元，提供技术支

助并就与环境规划与管理相关的各种问题作讲

座 

中国：与云南地质研究所和省科委合作，在国际河

流的合作利用和协调管理国际研讨会上担任主

讲人和主持人 

印度：(i) 深入研究控制大气污染的经济和非经济

手段；(ii) 制订一项综合战略以及执行该战略的

行动计划 

印度尼西亚：(i) 在雅加达协助工业和贸易部为其

所属的资源、区域与环境研究开发中心进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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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体系完善和能力建设；(ii) 筹备并为一个

传统小型金矿开采咨询团提供技术支持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i) 协助德黑兰地区供水公司

起草一份饮用水综合管理的国家行动计划，查明

制约因素并建议饮用水问题解决办法；(ii) 就能

源部门改革/结构调整过程为能源部提供咨询；

(iii) 就提高能效的前可行性研究提供咨询并在

德黑兰举办一期能源管理培训班 

吉尔吉斯斯坦：(i) 就越界江河管理提供咨询，编

写并向政府提交咨询报告；(ii) 就加强与邻国的

合作解决水资源问题向农业和水资源管理部提

供咨询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查明由地质因素造成的城市

发展问题并商讨地质学应用于城市规划 

马尔代夫：就水资源战略规划为供水和环卫局提供

咨询 

蒙古：(i) 就编写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环境规划与

管理，尤其是为环境的保护与管理使用市场手段

的培训单元向自然与环境部提供咨询；(ii) 协助

该部开展以下工作：审评国内专家参加环境规划

与管理国家培训讲习班并做发言的有关文件；出

席该讲习班并就水政策及管理提供技术意见；在

讲习班上作系列讲座；为讲习班提供技术支助；

(iii) 在 Darhan 就水泥工业的能效提供咨询 

缅甸：(i) 就制订环保法草案和环境影响评估规则

草案向国家环境事务委员会及外交部提供咨询；

(ii) 协助农业和灌溉部制订水资源综合规划与

开发国家政策；(iii) 就制订环境状况报告大纲向

国家环境事务委员会提供咨询；(iv) 就草拟江河

水质标准向气象和水文局提供咨询；(v) 就确立

国家淡水和污水排放质量标准提供咨询 

尼泊尔：(i) 协助水资源部起草控制并处理家庭污

水的管理措施；(ii) 就水资源综合开发政策和战

略向水和能源委员会秘书处提供咨询；(iii) 作为

亚洲及太平洋受污染江河整治专家组会议的后

续行动，协助起草淡水和污水排放质量标准 

巴基斯坦：(i) 就 Baluchistan 省水平面下降向巴基

斯坦水资源研究理事会提供咨询；(ii) 就能效提

供咨询，包括为参加工业能效管理实用培训班的

能源管理人员就能源审计提供指导和建议 

菲律宾：(i) 协助能源局制订 1998-2003 年菲律宾

能源计划的社会－环境可持续性指标；(ii) 协助

国家水资源局建立一个国家水信息网络 

俄罗斯联邦：就在俄罗斯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改进

能效和测量排放提供咨询 

斯里兰卡：在空间科技应用促进国家发展会议上担

任主讲人 

塔吉克斯坦：就促进矿产资源部门提供咨询并编写

提交给政府的咨询团报告 

泰国：(i) 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署以及其它参与水

资源开发的政府机构讨论水政策和战略规划概

念；(ii) 就经济地质学和促进矿产投资的各个方

面提供咨询 

越南：(i) 协助农业与农村发展部水资源和灌溉管

理司控制并处理家庭污水；(ii) 作为亚洲及太平

洋遭受污染江河整治专家组会议的后续行动，就

淡水和污水水质标准提供咨询；(iii) 就增强制定

和管理项目的能力提供咨询并举办一个培训班 

扶贫：社会发展 

柬埔寨：就执行国家青年政策大纲提供咨询 

斐济：(i) 在卫生组织区域“健康岛屿”讲习班上

代表亚太经社会；(ii) 协助区域发展和多民族事

务部；(iii) 协办妇发基金妇女参政讲习班；(iv) 

协办国家青年高峰会；(v) 通过该部支持斐济制

订区域规划；(vi) 协助该部就规划采取后续行

动；(vii) 在南太平洋大学、儿童基金会等地审

查童工和虐待儿童的信息；(viii) 支持斐济残疾

人联合会进行规划 

印度：就人口与发展的国际文凭课程为来自政府的

学员提供咨询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在国家和区域两级为社会发

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亚太经社会区域社会发

展行动议程采取后续行动并筹备成果审评提供

咨询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就执行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

资源开发雅加达行动计划提供咨询 

马来西亚：就筹备国家政策对话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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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就举办一次青年发展人员国家级培训班

为青年事务和体育部提供咨询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审评社会发展问题和计划 

缅甸：就执行亚太经社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雅加达

行动计划提供咨询 

纽埃：完成纽埃社会经济审评 

帕劳：就公共部门改革方案提供咨询 

菲律宾：(i) 就与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相关

的事项为社会福利与发展司提供咨询；(ii) 就青

年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制订的能力建设提供咨询 

南非：结合亚太经社会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的

经验提供咨询并协助起草残疾问题政策的制订

和非洲残疾人权利的实施建议 

泰国：(i) 就执行日本国际协力厅资助的协助残疾

人项目提供咨询；(ii) 就安排国别文件和规划国

家政策对话提供咨询；(iii) 就筹备国际老人年和

执行老龄问题澳门行动计划为“助老国际”提供

咨询 

图瓦卢：与社区事务部审评国家福利政策 

越南：就制订国家青年政策大纲提供咨询 

扶贫：农村和城市发展 

印度：举办农村残疾人扶贫实地考察暨区域研讨会

并为其提供服务 

斯里兰卡：(i) 评估三个对口机构的“样版”点并

举办实地培训；(ii) 为给拟议的后续项目筹资与

各国际捐助方接触 

越南：协助城市立足社区储蓄信贷体系 

扶贫：人口与发展 

柬埔寨：(i) 参与国别方案的中期审评；(ii) 协助

国家统计局举办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讲习班；(iii) 

协助国家统计局分析 1998 年人口普查数据；(iv) 

协助国家统计局对劳动力及人员流动报告定稿；

参与宣传讲习班并为国家和省级人口预测编写

投入文件 

蒙古：参与对人口基金在蒙古项目的三方审评 

越南：协助统计署对 1999 年人口普查初步结果报

告定稿 

运输和通信 

孟加拉国：(i) 就开发专属旅游区提供咨询；(ii) 就

建营转和公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提供咨询 

印度尼西亚：通过分析多式联运业的现状并查明所

面临的制约因素就多式联运提供咨询 

哈萨克斯坦：(i) 分析中亚特别方案成员国在运输

和过关领域的合作安排；(ii) 分析哈萨克斯坦与

其它中亚特别方案成员国之间工作磋商所采用

的程序/安排；(iii) 分析分别于 1998 年 10 月在

阿拉木图和 1999 年 6 月在阿斯它那举行的中亚

特别方案运输与过关项目工作组第一次和第二

次会议的成果；(iv) 根据以上分析的结果为哈萨

克斯坦运输、通信和旅游部提供建议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就内陆港口的设计、经营和

管理为政府提供咨询 

马来西亚：就根据东盟简化货物过境手续框架协定

制订关于危险物品第九号议定书提供咨询 

瑙鲁：(i) 对拟议的港口设施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ii) 开展与质量管理和环境管理体系相关的在

职培训 

纽埃：调查和参观 Robert’s爵士码头及进出航道，

并就所需的改善提出咨询意见 

巴基斯坦：(i) 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动态，审评现

有的航运政策并为下一个世纪重订新政策；(ii) 

就私营部门参与航运与港口的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咨询 

斯里兰卡：(i) 为预防、应付和合作处理泄油污染

讲习班提供技术支助；(ii) 就劳工组织码头工人

发展方案的执行提供咨询；(iii) 评估 Mahapola

港现有培训的结构与范围；(iv) 评估该培训中心

为落实码头工人发展方案所需的培训设施，包括

背景学习资料；(v) 从斯里兰卡港务局和私营部

门找到负责落实该方案的合适专家；(vi) 与该中

心讨论方案内容，确定优先领域，并向中心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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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工作人员解释该方案；(vii) 协助培训中心

为将负责在科伦坡港落实该方案的专家举办一

期教员培训班；(viii) 就以该方案为蓝本设计按

步就班的人力资源开发方案提出建议 

泰国：(i) 为曼谷市政府提供咨询并出席曼谷市政

府利益攸关方碰头会；(ii) 制订建设一个“可持

续的 Rattanakosin 的前景与战略”；(iii) 就确定

费率和项目投资提供咨询；(iv) 就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提供咨询 

乌兹别克斯坦：(i) 分析中亚执行亚洲陆运项目的

结果；(ii) 分析中亚(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次区

域和区域两级陆运领域已有的合作安排；(iii) 分

析在塔什干举行的亚欧大陆桥国际会议(1999年

5 月)和丝绸之路会议(1999 年 9 月)的成果；(iv) 

就乌兹别克斯坦在不久的将来确定在陆运领域

的国家、次区域和区域立场提出建议 

统计 

文莱达鲁萨兰国：就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减缩指数汇

总支出以及落实 1993 年版国民核算体系提供咨

询 

柬埔寨：(i) 就编制国民核算向国家统计研究所提

供咨询，尤其是为争取亚行提供技术援助增款审

评国内生产总值的编制；(ii) 为在金边举行的

1993 年版国民核算体系培训讲习班派出培训专

家 

斐济：就 1993 年版国民核算体系的编制和重订国

内生产总值的基限提供咨询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就 1993 年版国民核算体系

的各个方面提供咨询并担任培训专家 

中国澳门：就编制国民核算向澳门人口普查和统计

局提供咨询 

蒙古：举办 1993 年国民核算体系培训讲习班并就

编制方法提供咨询 

缅甸：就国民核算体系的各个方面提供咨询并担任

培训专家 

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发展中岛国 

孟加拉国：(i) 为关于建立孟加拉国、不丹、印度、

缅甸和尼泊尔在内的增长区的潜力研讨会提供

协助；(ii) 为全球金融危机和本区域衰退状况研

讨会担任专家 

斐济：(i) 就 1999 年技术援助活动与论坛秘书处和

开发计划署进行磋商；(ii) 与经济规划部进行磋

商并支持衡量治理情况项目； 

马尔代夫：为马尔代夫与其发展伙伴第六次圆桌会

议的会前准备及会议本身提供协助 

瑙鲁：在国家经济与发展高峰会议上担任主讲人 

新喀里多尼亚：协助贸易商会进行战略规划 

帕劳：就帕劳公共部门改革方案提供咨询 

萨摩亚：作为主讲人参加由货币基金组织主办的公

共财政改革部长级会议，并为政府提供经济管理

方面的技术援助 

所罗门群岛：(i) 就国家经济发展高峰会议的筹划、

召开和后续行动提供咨询；(ii) 就协同对所罗门

群岛政策与结构改革方案提供技术援助与世界

银行及亚行代表团进行联络；(iii) 就编制国民核

算提供咨询 

泰国：就编制政府部门帐户提供咨询，并在按照

1993 年版国民核算体系编制泰国政府总帐研讨

会上担任主讲人 

图瓦卢：(i) 为国家银行与发展银行拟议中的合并

提供技术援助并确定拟议的合并细节；(ii) 就图

瓦卢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政策提供咨询 

瓦努阿图：(i) 就瓦努阿图信用社联盟新立法提供

咨询；(ii) 与政府进行商谈，为 Tokelau 制订了

一套治理方案 

越南：就 1993 版国民核算体系的各个方面提供咨

询并担任培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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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六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本职权范围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四届会议通过，

后又经理事会历届会议加以修正,并依大会

各项决议予以修订。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审议了大会 1946 年 12 月 11 日第 46(I)号决

议,在该决议内,大会“建议为予各战灾国家以有效

之援助起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其下届会议时

对......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之成立应予迅速

有利之考虑”, 

 注意到战灾区域经济复兴临时小组委员会亚

洲及远东工作小组的报告, 

 成立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其职权范

围如下: 

 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联合国

政策范围以内行事，并受理事会的全面监督，除未

经一国政府同意而不得对该国采取行动外,应: 

 (a) 发动并参加各项措施,俾以一致行动,促

进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复兴与发展,提高亚洲

及太平洋经济活动的水平,维持并加强这些地区之

间以及这些地区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b) 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领土内的经济及

技术问题和发展情况,进行或发起亚太经社会认为

适当的调查与研究; 

 (c) 进行或发起亚太经社会认为适当的经济、

技术及统计情报的搜集、评价及传播; 

 (d) 在其秘书处可以得到的资源范围内,办理

本区域各国所欲获得的咨询服务,只要此种服务不

与专门机构或联合国有关机构所提供的服务相重

叠; 

 (e) 应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请求,帮助理事会履

行其在本区域内关于任何经济问题,包括技术援助

领域的问题在内的职能; 

 (f) 在履行上述职能时,视情况适宜,处理经

济发展的社会方面以及经济与社会因素间的相互

关系。 

 2. 第 1 段所称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领土

应包括阿富汗、美属萨摩亚、亚美尼亚、澳大利亚、

阿塞拜疆、孟加拉国、不丹、文莱达鲁萨兰国、柬

埔寨、中国、库克群岛、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

关岛、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日本、哈萨克斯坦、基里巴斯、朝鲜、吉

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国澳门、马

来西亚、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

邦、蒙古、缅甸、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纽埃、北马里亚纳群岛、巴基斯坦、帕劳、

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俄罗斯联邦、萨摩亚、

新加坡、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

国、汤加、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乌兹别

克斯坦、瓦努阿图、越南。 

 3. 亚太经社会的成员为: 阿富汗、亚美尼

亚、澳大利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不丹、文莱

达鲁萨兰国、柬埔寨、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斐济、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日本、哈萨克斯坦、基里巴斯、帕劳、

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蒙古、

缅甸、瑙鲁、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巴基斯坦、

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大韩民国、俄罗

斯联邦、萨摩亚、新加坡、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

塔吉克斯坦、泰国、汤加、土耳其、土库曼斯坦、

图瓦卢、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

众国、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和越南，但今后本

区域内任何国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时应即吸收为

亚太经社会成员。 

 4. 准成员包括美属萨摩亚、库克群岛、北马

里亚纳群岛、法属波利尼西亚、关岛、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新喀里多尼亚、纽埃、帕劳。 

5. 第 2 段所规定亚太经社会地域范围内任

何领土、任何一部分或一群领土,经负责该领土、

该一部分或一群领土国际关系的成员向经社会提

出申请，应准其加入为亚太经社会的准成员。倘该

领土、该一部分或一群领土已自负国际关系责任，

则在它自己向亚太经社会提出申请时，得准其加入

为亚太经社会的准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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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准成员代表有权参加亚太经社会一切会

议，无论其为亚太经社会会议或全体委员会会议，

但无表决权。 

 7. 准成员代表有资格被选派为亚太经社会

所设任何委员会或其他附属机构的成员,并在此种

机构中有表决权及担任职务的资格。 

 8. 亚太经社会有权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任何

事项，直接向各有关成员和准成员政府、以协商资

格被接纳的政府、及各有关专门机构，提出建议。

亚太经社会任何有关其活动的提案若对全世界经

济有重大影响者，应先提请理事会审议。 

 9. 亚太经社会应邀请非亚太经社会成员的

任何联合国会员国以协商资格参加审议与该非成

员有特别关系的事项。 

 10. 亚太经社会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惯例,

应邀请专门机构的代表,并可邀请任何政府间组织

的代表,以协商资格参加审议与该机构或组织有特

别关系的任何事项。 

11.  亚太经社会应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为

与非政府组织协商的目的所核定的，载于理事会第

1296(XLIV)号决议的原则，作出安排,与业经理事

会授予协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协商。 

 12. 亚太经社会应采取措施，切实与联合国其

他机构及专门机构保持必要的联系。亚太经社会应

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大会的决议和指示同其

他区域经济委员会建立适当的联系和合作。 

 13. 亚太经社会经与在相同的一般领域内进

行活动的专门机构商讨并经理事会核准后,可以设

立其认为适当的附属机构,以利其职责的履行。 

 14. 亚太经社会应自行制定其议事规则,包括

选择其主席的方法在内。 

 15. 亚太经社会应每年就亚太经社会及其附

属机构的活动和计划向理事会提出全面报告。 

 16.亚太经社会的行政预算,由联合国经费项

下支付。 

 17. 亚太经社会的工作人员由联合国秘书长

委派,为联合国秘书处的一部分。 

 18. 亚太经社会总部设在泰国曼谷。 

 19. 理事会应经常对亚太经社会的工作加以

特别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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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七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议事规则 

 

本议事规则于亚太经社会第一届会议拟订,经第二

届会议认可和通过并经其后各届会议修正。 

第  一  章 

会  议 

第  一  条 

 亚太经社会举行各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适用

下列原则: 

 (a) 亚太经社会应于每届会议同秘书长协商

后建议下一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但须得到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的核可。亚太经社会也应于执行秘书

接到理事会请求召开一届会议的通知后 45 天内举

行会议。遇此情况,秘书长应同亚太经社会主席协

商, 确定该届会议地点。 

 (b) 遇特别情况,各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可由

秘书长同亚太经社会主席和理事会的会议日程临

时委员会协商后加以更改。应亚太经社会过半数成

员的请求，秘书长同亚太经社会主席和理事会的会

议日程临时委员会协商后，也可更改各届会议的日

期和地点。 

 (c) 各届会议通常应在联合国在亚洲及太平

洋地区的办事处举行。但亚太经社会亦可建议某一

届会议在其他地点举行。 

第  二  条 

 执行秘书至迟应于一届会议开始前 42 天将该

届会议开幕日期的通知，连同临时议程和临时议程

上每一个项目的有关基本文件各一式 3 份一并发

送。发送办法和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办法相同。 

第  三  条 

 亚太经社会应邀请非亚太经社会成员的任何

联合国会员国以协商资格参加审议与该会员国特

别有关的事项。 

第  二  章 

议  程 

第  四  条 

 每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应由执行秘书同主席

协商草拟。 

第  五  条 

 任何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应包括: 

 (a) 亚太经社会以前各届会议产生的项目; 

 (b)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议列入的项目; 

 (c) 亚太经社会任何成员或准成员提议列入

的项目; 

 (d) 专门机构按照联合国和专门机构缔结的

关系协定提议列入的项目; 

 (e) 一般咨询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提议列入的

项目,但需遵守第六条的规定; 

 (f) 主席或执行秘书认为应该列入的项目。 

第  六  条 

 一般咨询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可就其主管范围

内的事项提出项目请求列入亚太经社会的临时议

程,但须遵守下列条件: 

 (a) 凡欲提出这种项目的组织至迟须于一届

会议开始前 63 天通知执行秘书,并在正式提出项

目前对执行秘书可能提出的任何意见加以适当考

虑。 

 (b) 此项提议至迟应在一届会议开始前 49 天

连同有关的基础文件正式提出,经出席并参加表决

人数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后,列入亚太经社会的议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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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条 

 每一届会议临时议程的第一个项目应为通过

议程。 

第  八  条 

 亚太经社会可以随时修正议程。 

 第  三  章 

代表和全权证书 

第  九  条 

 每一成员应任命代表一人出席亚太经社会。 

第  十  条 

 代表可由副代表及顾问若干人随同出席亚太

经社会的各届会议;代表缺席时,可由一名副代表

替代。 

第十一条 

 任命出席亚太经社会的每一代表的全权证书

和所指派副代表的名单应立即送交执行秘书。 

第十二条 

 主席和两位副主席应审查全权证书,并向亚太

经社会提出报告。 

 第  四  章 

主  席  团 

第十三条 

 亚太经社会应在每年第一次会议时从它的代

表中选举主席一人和副主席两人, 称为第一和第

二副主席，他们的任期应至继任人选出时为止。主

席和副主席可连选连任。 

第十四条 

 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某次会议,或某次会议的任

一部分时,应指定一位副主席代行主席职务。 

 

第十五条 

 主席不再是亚太经社会成员的代表或丧失执

行职务的能力时，第一副主席应在其未满的任期内

担任主席。如第一副主席亦不再是亚太经社会成员

的代表或丧失执行职务的能力时,第二副主席应在

其未满的任期内担任主席。 

第十六条 

 副主席代理主席时,拥有主席的权力和职责。 

第十七条 

 主席或副主席代理主席时,应即以主席的资格

参加亚太经社会会议,而不代表任命他为代表的成

员。亚太经社会应接纳一个副代表代表该成员出席

亚太经社会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第  五  章 

秘  书  处 

 第十八条 

 执行秘书于亚太经社会和它的小组委员会、其

它附属机构和委员会的所有会议上以执行秘书的

资格执行职务。执行秘书可指定另一工作人员在任

何会议上代表他执行职务。 

第十九条 

 执行秘书或他的代表可在任何会议上对所审

议的任何问题以口头或书面方式陈述意见。 

第二十条 

 秘书长提供的亚太经社会、各小组委员会及任

何其他附属机构和委员会所需的工作人员由执行

秘书领导。 

第二十一条 

 执行秘书应负责为各次会议作出必要的安排。 

第二十二条 

 执行秘书于执行职务时,代表秘书长。 

第二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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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亚太经社会通过涉及联合国经费支出的新

提案以前，执行秘书应就新提案所涉费用中不能由

秘书处现有资源支付的部分编制概算分发给各成

员。主席负有责任提请各成员注意此项概算,并于

提案获得通过以前,请各成员加以讨论。 

 第  六  章 

会议的掌握 

 第二十四条 

 亚太经社会以过半数成员为法定人数。 

第二十五条 

 主席除行使本规则其他各条所赋予的权力外，

应宣布亚太经社会每次会议的开会和散会、主持讨

论、确保本规则的遵守、准许发言、把问题付诸表

决并宣布决定。如发言者的言论与所讨论的议题无

关,主席可以敦促他遵守规则。 

第二十六条 

 代表可在讨论任何事项时,提出程序问题。遇

此情况,主席应立即宣布裁决。如有代表表示异议,

主席应立即将其裁决提请亚太经社会作出决定;主

席的裁决除被推翻,仍应有效。 

第二十七条 

 代表可在讨论任何事项时，提出暂停辩论的动

议。此项动议应受到优先处理。除原动议人外,应

准许一名代表发表赞成意见,另一名代表发表反对

意见。 

第二十八条 

 代表可随时提出结束辩论的动议而不论是否

已有其他代表要求发言。主席应允许至多两名反对

结束辩论的代表发言。 

第二十九条 

 主席应征询亚太经社会关于结束辩论的动议

的意见。如亚太经社会赞成结束， 主席应即宣布

辩论结束。 

第三十条 

 亚太经社会可限制每一发言者的发言时间。 

第三十一条 

 决议草案、实质性修正案或动议应以书面提

出，送交执行秘书。除非亚太经社会另有决定,执

行秘书至迟应在讨论及表决上述草案、修正案或动

议前 24小时,将副本散发给所有代表。 

第三十二条 

 经任何成员提出请求,任何发言者所提出的动

议及其修正案应以书面送交主席; 主席应在另请

其他发言者发言以前,和在即将进行表决此项动议

或修正案以前,将其宣读。主席可指示将任何动议

或修正案于表决以前分发给出席会议的成员。 

 对结束辩论或休会等正式动议不能应用本条。 

第三十三条 

 除非亚太经社会另有决定,主要动议和决议案

应按照提出的先后次序付诸表决。 

第三十四条 

 当修正案对原提案作修改或增删时，这项修正

案应先付诸表决，如被通过,即将修正后的提案提

付表决。 

第三十五条 

 对某项提案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修正案时，亚

太经社会应先就实质内容距离原提案最远的修正

案进行表决;然后如有必要再就次远的修正案进行

表决，以此类推, 直至所有修正案均经付诸表决为

止。 

第三十六条 

 经代表请求，亚太经社会可决定将一项动议或

决议分成若干部分付诸表决。然后再将依次表决后

所得文本的全部提付表决。 

第  七  章 

表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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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条 

 亚太经社会每一成员应有一票表决权。 

第三十八条 

 除第六条(b)项另有规定外,亚太经社会的决

定应由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过半数作出。 

第三十九条 

 亚太经社会未获得一国政府的同意,不得就与

该国有关的事采取行动。 

第四十条 

 亚太经社会通常用举手方式进行表决。如任何

代表请求进行唱名表决，则唱名表决应按成员名称

英文字母的次序进行。 

第四十一条 

 一切选举均应以无记名投票决定。 

第四十二条 

 就选举以外的事项进行表决时,如赞成和反对

的票数相等,应于下一次会议进行第二次表决。如

第二次表决结果赞成和反对的票数仍然相等,该提

案应视为已被否决。 

第四十三条 

 开始表决后,除为了与表决的实际进行有关的

程序问题外,任何代表不得打断表决的程序。如主

席认为必要,可准许成员在表决开始前或表决结束

后作简短发言,但仅以解释投票为限。 

 第  八  章 

语  文 

 第四十四条 

 中文、英文、法文和俄文为亚太经社会的工作

语文。 

第四十五条 

 以一种工作语文所作的发言,应口译成其他工

作语文。 

第  九  章 

记  录 

 第四十六条 

 亚太经社会会议简要记录应由秘书处制务。这

些记录应尽速送交各成员的代表和参与有关会议

的任何其他政府机构或组织的代表。各该代表如对

简要记录有任何更改,应于该项记录分发后 72 小

时内通知秘书处。对于这些更正如有异议,应提请

主席作最后决定。 

第四十七条 

 公开会议简要记录的更正本应尽速依照联合

国惯例分发。分发对象应包括第一类、第二类和列

在名册上的非政府组织,于适当情况下并应分发各

协商成员。 

第四十八条 

 非公开会议简要记录的更正本应尽速分送亚

太经社会各成员、参与有关会议的任何协商成员和

各专门机构。如经亚太经社会决定，此项文件应即

分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 

第四十九条 

 亚太经社会及其小组委员会或其他附属机构

及其委员会所作的一切报告、决议、建议和其他正

式决定的全文应尽速送达亚太经社会各成员、各有

关协商成员、联合国所有其他会员国、各专门机构、

及第一类、第二类和列在名册上的非政府组织。 

第  十  章 

会议的公开举行 

第五十条 

 亚太经社会会议通常应公开举行。亚太经社会

可决定某次或某几次会议应非公开举行。 

 第十一章 

与各专门机构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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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一条 

 1. 提议列入一届会议临时议程的项目中建

议由联合国举办的新活动如与一个或一个以上专

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直接关切的事项有关，应

由执行秘书和有关机构协商，并就促成协调利用有

关机构资源的方法向亚太经社会提出报告。 

 2. 在会议过程中建议联合国举办的新活动

如与一个或一个以上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

直接关切的事项有关时，应由执行秘书尽可能与参

加会议的其他有关机构代表协商后,提请会议注意

该建议所涉及的那些问题。 

 3. 亚太经社会就上述建议作成决定前,应查

明是否已与有关机构进行充分协商。 

第十二章 

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第五十二条 

 第一类和第二类非政府组织可指派正式授权

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亚太经社会的公开会议。

列在名册上的非政府组织可指派代表列席与其职

权范围内的事项有关的会议。 

第五十三条 

 第一类和第二类组织可就其有特别权限的事

项对亚太经社会或其附属机构的工作提出书面意

见。此种书面意见除了已过时无用─例如涉及已经

处理的事项─和已经以他种方式分发亚太经社会

或其附属机构成员和准成员者外，应由执行秘书分

发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 

第五十四条 

 前条所称书面意见的提出和分发,应依下列条

件: 

 (a) 书面意见应以一种正式语文提出; 

 (b) 书面意见应及早提出,使执行秘书得在分

发前有充分时间与该组织进行适当的协商; 

 (c)该组织正式提出最后书面意见前,应适当

考虑执行秘书在协商过程中所表示的意见; 

 (d) 第一类组织所提书面意见,如不超过二千

字,应全文分发。超过二千字时, 该组织应提送摘

要分发，或供给足够份数的各种工作语文的全文供

分发。但经社会或其附属机构之一特别请求时,也

可全文分发; 

 (e) 第二类组织所提书面意见,如不超过一千

五百字,应全文分发。超过一千五百字时,该组织应

提送摘要分发,或供给足够份数的各种工作语文的

全文供分发。但经亚太经社会或其他附属机构特别

请求时,也可全文分发; 

 (f) 执行秘书与主席或亚太经社会协商后,可

邀请列在名册上的组织提送书面意见。上列(a)、

(b)、(c)和(e) 段各项规定,适用于这种书面意见; 

 (g) 不论书面意见或摘要,都由执行秘书以工

作语文分发;经亚太经社会成员或准成员请求时,

也可用任何正式语文分发。 

第五十五条 

 (a) 亚太经社会及其附属机构可直接或通过

为此目的而设立的一个或几个委员会与第一类或

第二类非政府组织进行协商。任何情况下，这种协

商均可经该组织的请求而予以安排。 

 (b) 经执行秘书建议并经亚太经社会或其附

属机构之一请求,列在名册上的非政府组织也可向

亚太经社会或其附属机构陈述意见。 

第五十六条 

 除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外，亚太经社会可建议在

某一方面有特别职权的非政府组织为亚太经社会

从事特殊研究或调查，或编制特定文件。第五十四

条(d) 项和(e) 项的限制对本条不适用。 

第十三章 

小组委员会、其他附属机构和委员会 

第五十七条 

 亚太经社会与从事同类职务的专门机构商讨

并获得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核准后，可设立其认为履

行其职能所必要的经常执行职务的小组委员会或

其他附属机构，并明白规定各该小组委员会和附属

机构的权限和组成。亚太经社会可授权这种小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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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和附属机构享有为有效履行所负技术责任所

必要的自主。 

第五十八条 

 亚太经社会可设立其认为有必要的委员会和

小组委员会协助它执行任务。 

第五十九条 

 除亚太经社会另有决定外，小组委员会或其他

附属机构及各种委员会、各种小组委员会和工作小

组应自行制定其议事规则。 

第十四章 

报  告 

第六十条 

 亚太经社会每年应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

一次全面报告,详细叙述亚太经社会及其附属机构

的活动与计划。 

第十五章 

修正与暂停适用 

 第六十一条 

 亚太经社会可修正或暂停适用本议事规则的

任何条款,但以所建议的修正或暂停适用并非企图

取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订的职权范围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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