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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第六十九届会议 

2013 年 4 月 25 日-5 月 1 日，曼谷 

议程项目 3(i)  

审查与经社会各下属机构相关的议题， 

包括亚太经社会各区域机构的工作： 

次区域发展活动 

 

  

报告草稿 

次区域发展活动 

1. 经社会收到了两份与本议程项目有关的文件：次级方案概述：

与亚洲及太平洋包容性可持续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E/ESCAP/69/3)，以及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事会第七届会议

报告 (E/ESCAP/69/15)。 

东亚及东北亚 

2. 下列国家作了发言：中国、大韩民国和俄罗斯联邦。 

3. 经社会注意到东亚及东北亚次区域办事处通过其支持包容性可

持续发展和次区域一体化的活动所做的贡献。它还注意到办事处在为

2012 年 12 月 21 日和 22 日在中国成都举行的第十七次东北亚次区域

环境合作方案高级官员会议提供帮助方面发挥的作用，该会议取得了

切实的成果。 

4. 经社会听取了关于办事处于 2013 年 8 月在俄罗斯联邦符拉迪沃

斯托克举办第二届青年论坛的计划的介绍。在此方面，俄罗斯联邦代

表团确认了它对举办该论坛的支持。 

5. 经社会注意到即将根据第 64/1 和第 67/15 号决议对经社会会议

结构、包括其附属结构进行的最后审查，并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各次区域办事处与秘书处各实务司之间的协调。经社会还注意到一项

关于通过既定程序继续密切和定期进行沟通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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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经社会注意到推动绿色倡议和贸易便利化工作的重要性，并请

办事处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能力建设方案和其他活动，加深在

上述领域的次区域合作。 

北亚及中亚 

7. 下列国家作了发言：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联邦。 

8. 经社会注意到北亚及中亚次区域办事处已将其活动与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大会的成果相协调，以便根据其任务授权更好地满足各成员

国的需要。 

9. 经社会注意到，办事处已成功实施了一些项目，并开展了各种

与本次区域的发展优先事项相关的活动。它还注意到，办事处在亚太

经社会总部与成员国之间建立了双向联系，与主管各行业的部委和政

府机构建立了工作关系，并与设在北亚及中亚的金融机构和政府间组

织建立了伙伴关系。 

10.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请办事处加强努力，与欧亚经济委员会建立

更加密切的合作和协作关系，并表示它已随时做好准备，支持办事处

在此方面所做的努力。 

11. 哈萨克斯坦代表团对执行秘书应邀出席第六届阿斯塔纳经济论

坛并在论坛期间组织了秘书处的会议深表感激。 

12. 经社会注意到，办事处已实施了阿富汗经济和社会恢复项目的

第一阶段，其重点是发展中小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经社会还注

意到，已计划于 2013 年在俄罗斯联邦的资助下开展两个专门项目，

其中一个涉及小水电技术设备的安全评估，另一个涉及在中亚加强减

少灾害风险的合作。 

13. 经社会注意到，办事处协调了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中

亚经济体方案）的实施，该方案得到亚太经社会和欧洲经济委员会的

支持，并涵盖了五个中亚经济体以及阿富汗和阿塞拜疆。 

14. 哈萨克斯坦代表团重点指出了在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

果与区域相关的内容方面有可能开展紧密合作的优先领域，包括“绿

色桥梁”伙伴关系计划、由新成立的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机构(KazAID)

资助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活动，以及在水、能源和土地的关系方面

开展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  

15. 经社会对办事处定期出版《北亚及中亚观察家》电子通讯的举

措表示赞赏。 

16. 经社会注意到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理事会第七届会议的报告。 

17. 哈萨克斯坦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办事处为 2012 年 11 月 28 日在

曼谷举行的第四届阿斯塔纳经济论坛和中亚经济体方案理事会第七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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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工作所做的贡献。哈萨克斯坦政府建议办事处进一步重点关注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果的优先领域，特别是通过“绿色桥梁”伙

伴关系计划向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该计划将在

哈萨克斯坦的大力努力下，为中亚地区全面展开。该代表团指出，哈

萨克斯坦正在设立一个官方发展援助机构，向中亚和其他地区的国家

提供支持，并且正在拨款超过 2亿美元，用以通过建立伙伴关系解决

水、能源和土地的关系问题，促进在环境无害技术领域的南南合作，

以及分享专门知识、数据库和案例。 

太平洋 

18. 下列代表团作了发言：斐济和马绍尔群岛。 

19. 经社会听取了关于秘书处通过亚太经社会太平洋办事处在太平

洋地区开展的活动的介绍，这些活动旨在支持执行秘书的“新观念、

新思维”呼吁以及秘书长的“海洋契约”倡议，承认太平洋是区域和

全球的共同财富，并以此对其实施管理。秘书处为支持太平洋岛屿成

员国所开展的工作包括为绿色经济理念的潜在应用寻找机会、评估像

性别平等这样的社会资产的价值，以及为实现能源安全和面对气候变

化有尊严地迁徙提供支持。  

20. 经社会了解到，全球变暖、极端天气事件和海平面上升是全球

性问题，可导致太平洋各经济体、文化和民族的整体消亡。在此方

面，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在 2013 年 7 月联合举办了第三届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国际会议太平洋筹备会议，该届会议将于 2014 年在

阿皮亚举行，其目标之一是为 2015 年后的发展议程拟定来自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的意见。  

21. 马绍尔群岛代表团对于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被

淹没在整个亚太区域的“大洋”之中表示了关切。该代表团还注意

到，联合国大会以及在纽约的联合国系统做出的决定通常未能充分抵

达太平洋地区的次区域和国家层面。该代表团敦促在太平洋地区的联

合国系统继续加强全系统的做事方法和伙伴关系以及联合国在各国国

内的存在。在此方面，秘书长与太平洋各国领导人在 2012 年发表的

联合声明概要介绍了太平洋地区可以开展的合作，以及这些合作可以

发挥的作用。该代表团还表示，支持制定和推广相关战略，以帮助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果声明的呼吁，培育各

国保护、可持续地管理和实现可持续渔业效益的能力。  

南亚及西南亚  

22. 下列国家作了发言：阿富汗、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和巴基

斯坦。 

23. 经社会注意到，南亚及西南亚次区域办事处开展的工作包括了

分析活动、政策宣传、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活动，其涉及领域包括包

容性增长和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连通性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粮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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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以及减少灾害风险的区域合作，以及该次区域最不发达国家

和内陆发展中国家对《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和《阿拉木图行动纲

领》的落实。  

24. 经社会对办事处的工作和它的许多活动表示赞赏，这些活动包

括为协助阿富汗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举办的两次能力建设讲习班、

关于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高级别政策对话，以及关于下列事项的

重要磋商：能源安全区域合作、妇女创业、南亚包容性发展的区域价

值链，以及 2015 年后的发展议程。 

25. 经社会还注意到，次区域进程的管理和推进必须是全面的、平

衡的，并应吸纳各方的参与。为了取得必要的成果，并使各方平等受

益，必须在整个次区域扩大参与范围，提高参与水平。 

26. 经社会注意到办事处的报告——《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区域合

作：南亚和西南亚发展报告(2012-2013)》的重要性，该报告有力地

论述了必须改进次区域合作，以确保该次区域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

展中国家的包容性增长、粮食和能源安全、区域连通性以及提高的生

产能力。 

27. 尼泊尔代表团请办事处与尼泊尔国家计划委员会合作，协助南

亚国家的计划部门通过相互交流经验，制定与千年发展目标相一致的

宏观经济政策模型框架。 

28. 经社会呼吁办事处继续开展其能力建设活动，同时提高来自本

次区域所有成员国、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参与程

度，并且在未来的工作中更多地关注加强区域连通性、区域经济一体

化及贸易和过境便利化，以及次区域的包容性增长。秘书处还受到邀

请，在巴基斯坦举办一次关于南亚及西南亚区域连通性的讲习班。 

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