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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0 时 05 分宣布开会。 

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发言 

1. 刘振民先生(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说，

前一周在大会主持下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

论坛提供了一个反思成就和挑战的机会。全球贫困正

在减少，积极的健康成果，包括降低孕产妇和儿童死

亡率，为所有人实现健康未来的希望提供了物质基础。

然而，经济增长缓慢、不平等加剧和气候变化正在挤

压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如果世界保持目前的轨迹，近

18 亿人将面临长期就业风险。为了不让任何人掉队，

必须向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转变。 

2.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以不同方式做

事的机会。国际社会必须重新规划经济增长，控制不

平等，扭转环境退化并阻止全球变暖。最近发表的高

级别政治论坛政治宣言就是采取行动的紧急呼吁。必

须运用坚定不移的决心、韧性和聪明才智来克服阻碍

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3. 第二委员会处于联合国制定可持续发展新途径工

作的最前线，必须根据四个大趋势来制定这一途径。第

一，经济增长：在贸易紧张和不确定性挥之不去的情况

下，长期增长前景处于疲弱状态。所有主要经济体的增

长都在放缓。缓慢增长正在蔓延到一些发展中经济体。

不断发展的政治危机，尤其是在中东，正在加剧不确定

性，并削弱增长前景。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相

比，各国进行回旋和刺激增长的政策空间都更小。鉴于

如此复杂的情况，经济增长的绿色化为刺激经济和创

造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带来了最大的希望。 

4. 第二，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对实现

《2030 年议程》构成巨大挑战。经验表明，不平等阻

碍了增长，而且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

等水平仍然居高不下。不平等加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

侵蚀了社会凝聚力和对机构的信任，包括对多边机构

的信任。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必须开始打

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不平等，重建这种信任。 

5. 第三，气候变化这一包罗万象的大趋势正在迅速

演变为一场危机。灾害的频率和强度越来越高，带来

了灾难性的后果。例如，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每年因与

气候有关的灾害损失约 10%的国内生产总值。生态系

统日益脆弱，生物多样性迅速下降。气候变化也正在

成为不稳定、冲突和移民的新触发因素，并加剧不平

等。生命和生计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6. 第四，快速的技术创新支撑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正在重塑经济结构，让以前难以想象的事情成为现实。

然而，新技术能极大地造福人类，也构成重大威胁，

包括可能摧毁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和扩大技术鸿沟。国

际社会必须优先考虑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可再生

技术、三维打印、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预示着巨大的

希望。秘书长的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框架，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框架来加强合作并充分利

用技术突破的潜力。 

7. 世界面临的挑战及其带来的机遇在规模和范围上

都是前所未有的。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保护地球及

其人民，确保没有人掉队。这就需要国家拥有的战略来

最大限度地扩大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联系。人

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牢固植根于社会公正和包

容原则的综合一致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全球可

持续发展报告》描述了加快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 

8.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加强筹资框架。前一周

召开的发展筹资问题高级别对话的与会者强调，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筹资，不仅需要资金，而且需要各

级的合作与协调。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国家为实现这

些目标制定了具体的筹资计划，而且只剩下 10 年的

时间，国际社会还没有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规模

和速度调动资源。也无法将资源引导到最需要的人和

地方。必须扩大国内和国际融资，并与可持续发展优

先事项保持一致，以便缩小融资缺口。 

9. 2019 年是实施《2030 年议程》共同征程的里程

碑。9 月 24 日，在高级别政治论坛上通过了政治宣言，

启动了为期十年的行动；发展筹资高级别对话汇集了

新的行为体，并为调动实现各项目标所需的投资提供

了新的动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

亚途径)》的高级别中期审查产生了帮助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的新措施。 

10. 委员会可以在这些进展的基础上，在新的行动十

年中迈出第一步，充分利用定于 2019 年 12 月在圣地

亚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二十五届会议以及定于 2020年举行的其他重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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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全球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

包括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不平衡的增长、气候变化和

快节奏的技术变化，需要集体努力和更强有力的多边

回应。 

主席发言 

11. 主席说，分配给委员会的项目清单已作为

A/C.2/74/1 号文件印发，并通知委员会，主席团成

员已就议程项目的责任分工达成一致，这反映在 e-

deleGATE 门户网站上。 

12. 他提请注意大会关于总务委员会报告(A/74/250)

所述各主要委员会工作的指导意见。会议将准时在上

午 10 点和下午 3 点开始，并在下午 1 点和下午 6 点

准时休会。如果某次会议只有少数几个发言者或没有

人发言，将取消会议或缩短会议时间，以便重新分配

会议服务。主席提醒各代表团注意大会决定继续按照

惯例，不要求委员会至少有四分之一成员出席才可宣

布会议开始并允许进行辩论。 

13. 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和就分配给委员会

的议程项目发言的名单均未截止。请各代表团使用 e-

Delegate 门户网站尽快在发言名单上登记。根据当天

午 4 点之前收到的登记名单，次日的发言名单将在一

般性辩论或讨论之前的工作日张贴在门户网站上。如

果一个代表团在轮到它时不在会议室，它将被自动移

到名单的末尾。 

14. 大会决定在一般性辩论期间维持个别会员国7分

钟和代表一组国家发言的代表团 10 分钟的现行时限

(就个别议程项目进行辩论时，分别为 5 分钟和 7 分

钟)。秘书处报告的介绍时间应限制在 10 分钟以内。 

15. 根据大会以往的决定和委员会的惯例，解释投票

将以 5 分钟为限，对每个议程项目，代表团有权两次

行使答辩权发言，第一次 5 分钟，第二次 3 分钟，关

于程序问题的发言以 3 分钟为限。他认为委员会希望

维持这些时限。 

16. 就这样决定。 

工作安排 (A/C.2/74/1；A/C.2/74/L.1、A/C.2/74/L.1/ 

Add.1 和 A/C.2/74/L.1/Add.1/Rev.1) 

17. 主席请委员会审议 A/C.2/74/L.1 号文件载列的工

作方案草案。他回顾大会在关于改进委员会工作方法

的第 65/530 号决定中通过的准则，并说，主席团将维

持提交决议草案必须遵守的多个强制性截止期限，委

员会需要严格遵守这些期限。将逐案考虑在截止期限

之前提出的延期请求，同时考虑到在预定审议前，秘

书处至少需要 48 小时以所有语文处理和印发文件。 

18. 根据大会第 65/530 号决定，决议草案应简明扼

要，重点突出，以行动为导向。序言部分的段落应尽

量减少，并尽可能注明相关用语的出处。指定非正式

的“非正式”磋商主持人的工作接近完成，不久将举

行主持人协调会议。正如第七十三届会议所做的那样，

为了规划和可预见性，主席团将采取协调一致的方法，

召开关于决议草案的非正式“非正式”磋商。敦促各

代表团尽力及时完成谈判，以便按预定日期对决议草

案采取行动。 

19. 按照历届会议的惯例，委员会将在 2019 年 10 月

15 日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举行一次联席会议，题为

“让世界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生态系统方法”。主

席团提议了以下两个会外活动：将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举行的“收入贫困和时间贫困的双重束缚：为什么

它对可持续发展和政策解决如此重要”，以及将于 10

月 24 日举行的“新兴经济模式和经济转型：对《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影响”。这些会外活动的口译

服务将在“有资源可用”的基础上提供。 

20. 在 10 月 7 日开始的一般性辩论之前，科罗拉多

州立大学全球环境可持续性学院的研究科学家帕特

里克·凯斯先生和代表第四世界扶贫国际运动的两

名发言人将发表主旨演讲。 

21. 完成委员会工作的目标日期是 2019 年 11 月 27

日，以便给及时处理和印发委员会报告留出时间，以

供大会在预定休会前审议。关于方案预算，他提请委

员会注意总务委员会报告(A/74/250)第 70 至 86 段，

特别是第 76 段，其中总务委员会提请注意第 34/401

号决定第 12 和 13 段。关于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 条和

第 34/401 号决定第 13(d)段，总务委员会提请大会注

意，在大多数情况下，秘书长需要超过 48 小时审查

大会所审议提案的所涉方案预算问题。此外，涉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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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问题的任何决议草案应至迟于 12 月 1 日提交第五

委员会。 

22. 他认为委员会希望核准 A/C.2/74/L.1 号文件载列

的工作安排。 

23. 就这样决定。 

24.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注意到关于文件编制

情况的 A/C.2/74/L.1/Add.1/ Rev.1 号文件。 

25.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 121：振兴大会工作 

26. 主席说，他希望回顾 2019 年 8 月 26 日第二委员

会主席在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上的信以及所附第二

委员会主席团在第七十三届会议上编写的非正式文

件，其中概述了委员会的非正式对话和由此产生的关

于改进其工作的建议。主席团强调了以下可能需要进

一步审议的领域：委员会的工作方法；与《2030 年议

程》保持一致；提案的共同提交；精简议程项目和提

案；报告。第七十三届会议主席团还建议第七十四届

会议主席和主席团在过去三届会议改进委员会工作

方法的基础上再接再厉；设立一个关于改进委员会工

作的非正式工作组，以找到共同点，并就主席团在第

七十四届会议上将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提出建议；致信

秘书长，概述委员会对审议报告的期望。 

27. Vissers 女士(欧洲联盟观察员)代表欧洲联盟及其

成员国发言说，第二委员会的审议有可能激发为实现

《2030 年议程》而采取的重点行动。在大会主持下召

开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明确表示，第二委员

会必须将《2030 年议程》纳入其工作主流，以便能够

就如何最佳实现这些目标进行切实的、基于事实的、面

向未来和跨区域的讨论。这种讨论将加强委员会的工

作以及更广泛的多边主义。她欢迎成立一个非正式工

作组来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并找出差距和重叠的想

法。振兴问题已经讨论了几年，现在是从讨论转向行动

的时候了。将委员会的工作方案与《2030 年议程》保

持一致，并解决联合国其他机构和进程的重复工作，将

有助于今后的重大任务：在紧张的时限内充分执行

《2030 年议程》。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将充分支持并建

设性地与改进委员会工作的非正式工作组接触。 

 上午 11 时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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