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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届会议 

  请求在第七十四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一个补充项目 

  给予博鳌亚洲论坛大会观察员地位 

  2019 年 8 月 16 日中国、柬埔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

民主共和国、蒙古、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新加坡、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常

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4 条，谨请求将题为“给予博鳌亚洲论坛大会观察员

地位”的补充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议程。 

 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非营利性国际组织，致力于为亚洲以及其他大洲有关国

家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就亚洲以及全球重要事务进行对话搭建高层次平台。

论坛促进和深化本地区内和本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协调与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论坛在中国海南省定期召开年会，此外还在全球各地举办地区及

专题会议，讨论亚洲和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科技创新、教育、健康、文化、

媒体等领域重要问题，提出加强各国政府与商业实体之间合作关系的倡议。 

 澳大利亚联邦、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王国、中华人

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国、日

本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尔代

夫共和国、马来西亚、蒙古国、缅甸联邦共和国、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新西

兰、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菲律宾共和国、大韩民国、新加坡共和国、斯里兰

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泰王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共 29 国为论坛发起国，其成员国资格向所有联

合国会员国开放。2019 年，论坛与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签署合作协议，

推动实现双方共同目标。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20 条，随函附上解释性备忘录(附件一)和决议草案(附

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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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张军(签名) 

柬埔寨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盖索万(签名)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马吉德·塔赫特-拉万希(签名)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梅古尔·莫尔多伊赛娃(签名)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坚·潘苏里翁(签名) 

蒙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巴桑库·普雷夫(签名) 

缅甸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豪多素安(签名) 

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阿姆里特·巴哈杜尔·拉伊(签名)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马利哈·洛迪(签名) 

新加坡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布尔汗·加福尔(签名)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巴赫季亚尔·易卜拉欣莫夫(签名)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当顶奎(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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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解释性备忘录 

 博鳌亚洲论坛是由 29 个亚太国家(名单附后)共同发起成立的国际组织。论坛

宗旨是促进亚洲各国以及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协调与合作；为各

国政府、企业及专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共商亚洲与全球经济、社会、环境及其他相

关问题的高层次对话平台。 

 根据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及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的倡

议，2000 年 11 月 19 日，25 个国家的代表在中国海南省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博

鳌亚洲论坛并定址博鳌。2001 年 2 月 27 日，各国代表一致通过《博鳌亚洲论坛

章程》，中国等 26 个国家成为论坛发起国。2006 年和 2016 年，论坛先后批准以

色列、新西兰和马尔代夫政府申请，同意新增上述三国为论坛发起国。 

 博鳌亚洲论坛的组织结构包括会员大会、理事会、秘书处、研究培训院和咨

询委员会。会员大会是论坛最高权力机构，由来自全球 36 个国家和地区的 234 名

政商领袖、政府机构、企业和智库组成(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理事会为会员

大会的最高执行机构，其 19 名成员均为各国前领导人、企业界领袖和原国际组

织负责人，由相关国家政府提名、经会员大会批准后产生。现任理事长为前联合

国秘书长潘基文。 

 根据《博鳌亚洲论坛章程》和东道国中国的法律法规，论坛具有完全的法人

资格，并具有签订合同、取得和处置不动产和动产以及提起法律诉讼的全部能力。

2005 年，中国政府同论坛签署谅解备忘录，在办公处所、税务便利、出入境便利

等方面给予论坛政府间国际组织待遇。 

 为推动亚洲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并深化同其他地区经济合作，博鳌亚洲论坛每

年春季在博鳌举办年会，邀请全球有关国家领导人、工商界领袖和意见领袖就亚

洲和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包括金融、贸易、投资及环境等领域重要问题阐述主

张，通过平等交流形成共识，提出地区性或全球性的倡议。 

 应各国政府、工商组织和智库等机构邀请，博鳌亚洲论坛每年在亚洲及域外

多个国家举办会议活动，推动各国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促进贸易

和投资便利化。 

 博鳌亚洲论坛积极同联合国专门机构及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开展合作，共同举

办专业领域会议；针对全球和地区经济发展趋势进行联合研究并发布相关报告。

2019 年，论坛与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签署合作协议，与世界卫生组织

共同举办全球健康论坛大会，推动实现双方共同目标。 

 我们认为，博鳌亚洲论坛立足亚洲、面向世界，为亚洲地区经济实现可持续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并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论坛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体系和公开、透明、包容、平等公正的多边贸易体制。论坛作为亚洲国家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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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和运作、世界各国广泛支持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思想交流平台，所开展的各项

活动均符合联合国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宗旨和原则。 

 我们相信，给予博鳌亚洲论坛联大观察员地位将深化论坛与联合国之间的长

期合作机制，并将有利于促进亚洲国家合作实现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世

界经济的稳定、包容和可持续增长。 

博鳌亚洲论坛 29 个发起国名单 

1. 澳大利亚联邦 

2.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3. 文莱达鲁萨兰国 

4. 柬埔寨王国 

5. 中华人民共和国 

6. 印度共和国 

7.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9. 以色列国 

10. 日本国 

11.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12.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 

13.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4. 马尔代夫共和国 

15. 马来西亚 

16. 蒙古国 

17. 缅甸联邦共和国 

18. 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 

19. 新西兰 

20.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21. 菲律宾共和国 

22. 大韩民国 

23. 新加坡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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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25.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26. 泰王国 

27. 土库曼斯坦 

28.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29.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A/74/293  

 

19-14083 6/6 

 

附件二 

  决议草案 

给予博鳌亚洲论坛大会观察员地位 

 大会， 

 注意到博鳌亚洲论坛希望与联合国开展合作， 

 1. 决定邀请博鳌亚洲论坛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届会和工作； 

 2. 请秘书长为执行本决议采取必要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