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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社会收到关于区域贸易与投资：趋势、问题及亚太经社会的

对策的文件 E/ESCAP/65/2 和载有经社会关于 2000 – 2009 年大湄公河次

区域开发合作十年的第 56/1 号决议执行情况十年中期报告的文件

E/ESCAP/65/3。经社会获知，文件 E/ESCAP/65/2 中回顾了贸易与投资的

近期发展态势和趋势，并概要介绍了本区域贸易与投资方面的各项主要

问题。 

2． 经社会获知，文件 E/ESCAP/65/3 中回顾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的

各项发展框架和技术援助方案，其中包括秘书处采取的各项举措，并简

要介绍了这些方案所取得的各项主要成就。 

3． 经社会还获知，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将于 2009 年 11
月 4 - 6 日在曼谷举行，其中心主题是：以贸易与投资为先锋，推动本区

域摆脱全球经济危机。 

4． 一个代表团在确认需要在贸易与投资领域提供技术援助的同时

还指出，亚太经社会作为联合国的区域枢纽，应当致力于那些可通过开

展区域合作最有效地加以处理的、而且亚太经社会具有相对优势的领

域，其中包括政策协调和标准制定工作、以及为其成员和准成员拟定各

种可行的政策选项。另一代表团强调指出了公-私营伙伴关系在区域项目

中的重要性，并就此建议与经社会年会衔接举办亚太工商论坛。 

5． 经社会认识到，贸易与投资可在应对三重危机、减缓贫困、以

及恢复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此，经社会强调指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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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保持经济的开放，并努力避免保护主义措施或滥用贸易补救措施。经

社会特别认识到，多边贸易系统在推动全球贸易方面的作用、以及迅速

顺利结束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工作的重要意义，因为这是向工商界发出的

一个积极信号。一个代表团指出，多哈发展议程目前虽未完全流产，但

无疑已陷入一个停顿阶段。为使这一议程能够顺利继续下去，需要向各

方发出正确的政治信号，同时需要保护国家利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

利益。一个代表团要求为顺利结束这一议程开展密切区域合作；而另一

个代表团则要求秘书处继续提供技术援助，以协助各国在平等和公正的

基础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6． 经社会注意到南南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在危机管理和长期经

济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一个代表团指出，参与全球市场和金融

体系，就会提高易于受到外部冲击影响的程度，因此，针对贸易与投资

问题采取一个共同的方针是必要的。另一代表团指出，加强本区域内的

贸易将能减少亚太各经济体对西方市场的依赖程度。 

7． 经社会注意到，为切实落实 2005 年在中国香港举行的第六届

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所通过的部长级宣言，印度已于 2008 年 8 月

13 日开始对本区域 4 个最不发达国家实施单边举措，亦即对来自最不发

达国家 94%的关税额度延长免税准入。其他国家也可通过提交意向书，

享受此类优惠。 

8． 经社会注意到两个代表团提出的意见，即缔结区域和双边贸易

协定可推动区域贸易并用作抵御外部冲击的缓冲手段，从而形成对多边

贸易系统的重要补充。一个代表团谈到，此类协定目前已占到该国贸易

总额的四分之一。另一代表团则要求增加技术和金融方面的援助，以期

协助各国推动双边贸易。 

9． 在此种情况下，两个代表团指出，重振亚太贸易协定是加强区

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方式，并赞赏地注意到亚太贸易协定各成员和秘书

处目前根据协定第四轮谈判作出的进一步承诺、并将其覆盖面扩大到贸

易便利化、服务、投资与非关税措施、以及为扩大成员范围所做出的努

力。这两个代表团要求秘书处继续积极支持这一协定。 

10． 经社会表示认识到贸易便利化在增强经济合作和竞争力方面的

重要作用。在此问题上，中国代表团确认，亚太经社会近年来在贸易和

投资便利化领域开展了实质性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还强调指出，

愿意与亚太经社会及其他各成员国在这一领域内开展密切合作。该代表

团还提到 2008 年 9 月在中国扬州顺利举行的贸易与交通运输便利化促进

出口竞争力的区域专家组会议及其所取得的各项积极成果。 

11． 两个代表团强调指出了对本区域发展中国家贸易便利化提供援

助的重要性。一些代表团建议，亚太经社会应继续为促进贸易便利化提

供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并支持为减少贸易中供方能力障碍，特别是中

小型企业能力障碍而开展区域合作。增强海关主管部门及与其他贸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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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机构相互间合作也是在会上所论及的一个重要领域，同时提到的还有

贸易规定及其实施均需具有透明度。 

12． 一些代表团着重强调了贸易融资便利化的重要性，并建议亚太

经社会应当与全球和区域金融机构合作，大力支持为推动贸易和投资活

动筹资而开展区域合作，同时尤应把重点放在那些受危机影响最大的部

门、以及那些直接涉及可持续的和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发展的部门，诸如

食品和农业以及能源部门等。 

13． 经社会确认，在极具竞争性的国际贸易领域中，创建一个竞争

性商业环境对于我们能否取得成功十分重要。一个代表团就此指出采用

监管机制的重要性，并说，这可确保健康的商业做法、慎重的金融管

理、并可防止反竞争行为。 

14． 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所实施的各项举

措，并要求继续实施这些举措。日本代表团向经社会通报说，为推动日

本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的进一步交流，该国已在 2008 年 1 月的日本-

湄公河流域各国外交部部长会议上决定将 2009 年作为湄公河-日本交流

年。在这一问题上，该代表团还向经社会通报说，日本目前正在探讨与

亚太经社会就一个与湄公河-日本交流年的相关主题共同举办一次研讨会

或讲习班的可能性。 

15． 泰国代表团向经社会通报了该国积极参与有关大湄公河次区域

发展的各项举措，诸如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与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会

议、大湄公河次区域方案、以及湄公河-日本之间的合作，以及该国在基

础设施开发、培训和物流发展领域项目中作为捐助方所发挥的作用。泰

国与其他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还通过大湄公河次区域跨界交通运输协定

为降低非物质壁垒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泰国还欢迎亚太经社会进一步

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各项相关框架活动。该代表团重申了泰国在 2009
年举办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与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与发展合作伙伴高

级官员会议的意愿，目的是讨论可能的合作领域、以及在发展项目中得

到发展合作伙伴的进一步援助，并邀请亚太经社会参与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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