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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发展所受到的各种威胁：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在努力实现

具有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过程中面对的各项重大挑战 
 

(议程项目 9) 
 
 
报告草稿 

执行秘书的政策咨文 
 

1． 执行秘书指出，亚太经社会区域面临着当代一些最大的发展挑

战：气候变化，2008 年粮食和燃料价格极大的波动，自从大萧条以来最

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所有这些都可能使发展的成就化为乌有，并在

亚太经社会许多地区导致一场人类灾难。利用亚太区域集体的力量防止

这种灾难的出现时机已经成熟。 

2． 执行秘书总结了本区域面临的各种挑战，并阐述了可以改变局

面的政策应对措施。她指出，最初在西方发生的一场金融危机在东方已

演变成一场经济危机。由于 1997 年后金融改革的结果，亚太区域最初显

示出对这场危机的出色的抵御能力。然而，这种抵御能力目前受到了严

重的压力；全球市场投资和消费下降。据预测，全球贸易在 2009 年将萎

缩 9%。《2009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预测，发展中成员的增

长率将从 2008 年的 5.8%下降至 2009 年的 3%。同期，预计发达经济体

将萎缩 3%。多达 2,300 万的人，特别是在制造业部门就业的妇女会失去

工作，随之造成的日益严重的收入不稳定影响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千年

发展目标的实现。 

3． 至于粮食和燃料安全问题，执行秘书指出，本区域尽管拥有巨

大的粮食生产能力，但仍然是全世界缺粮人口最多的区域。在 2009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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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研究“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的农业和粮食安全”中，秘书处列出了

25 个据认为是粮食不安全热点的国家，并指出，本区域占有全世界营养

不良人口的 64%。这些数字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本区域是内部差别极

大的区域。 

4． 执行秘书着重指出，虽然贫困是本区域粮食不安全的首要原

因，但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会推动粮食价格上涨，使穷人难以获得粮

食。农业收入下降和生产成本上升迫使小型农户破产。农村地区的青年

越来越多的移民，让老人留守在家，因为农业已不再是可行的选择。此

外，最不发达国家和许多内陆发展中国家加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几乎

完全依赖于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这种依赖削弱了这些国家从当前经济

危机中复苏过来的能力。 

5． 执行秘书强调，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气候变化再也不是一个

遥远的威胁，而是一个现实。对于许多太平洋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这

是一个生存或灭亡的问题。亚太区域占温室气体排放的 34%；在 15 个全

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占了 7 个，而且在过去十年全球出现的天灾中占

了 80%。 

6． 执行秘书所描述的各项挑战的规模和汇集反映了十分有必要采

取系统变革和深入改革的对应措施。《巴厘成果文件》以及随后的

《2009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的分析都主张，经济复苏必须建

立在更具包容性和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基础上，而财政刺激措施和政策

改革则为此提供了极好的机会。20 国集团承诺提供 3,000 亿美元援助更

为此提供了支持基金。包括与政府、工商界和民间社会结成伙伴关系也

会提供额外的资源和专门知识。 

7． 执行秘书简要说明了指导前进之路的三项政策应对措施。 

(a) 通过区域贸易和一体化提高经济增长率：亚太区域与世界

其他地区在经济上比自身更加一体化，发展中国家区域内贸易在亚太经

社会区域的出口中仅占 37%，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北美自由贸

易协定区的出口占 51%，对欧盟占 68%。在南南贸易和投资中存在巨大

的投资机会，但是现有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需要加以消除。加快落

实为数众多的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会进一步推动贸易和投资。根据

多哈发展任务早日结束多哈一轮谈判也是不可缺少的。通过加大对可持

续的交通运输和信通技术联网的投资也会改善贸易。消除信通技术鸿沟

和加强亚洲公路和泛亚铁路网络是区域贸易和一体化的至关重要的组成

部分； 

(b) 强化社会保障的基础：强化基础改善本区域社会安全也会

减轻当前和未来危机的影响。在一个人的寿命在延长和 30%的老人接受

支助的区域，养老金将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只有 20%的人口有医疗保

健。因此，获得医疗保险至关重要。社会保障系统不仅能为更具有包容

性和和谐的社会奠定基础，而且在经济上也很划算。提高收入安全，中

低收入人口的消费能力将会释放出来，从而提高内需和宏观经济稳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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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促进可持续性：当前需要更为紧迫地针对气候变化采取行

动，不仅要有保护当今经济的责任感，而且要有为未来经济做准备的责

任感。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或代价的讨论主要还是把它当成潜在的威

胁，但同时亦有必要将这一挑战作为新的增长、新的创造和建立在绿色

增长基础上的现代经济、能源效率和更多的使用可再生能源的一个机会

加以研究。为此目的，有必要建立公私营部门以及民间社会的伙伴关

系，切实实现不仅是政策上而且是行为上的模式转变。 

8． 最后，执行秘书指出，亚太经社会是战略高度上的区域行动

者，能有效地支持各成员国制订可持续发展的更加平衡和包容的方针。

秘书处作为本区域的秘书处和联合国区域协调机制的主席随时准备推动

上述发展政策和应对措施的协调工作。成功地落实这些政策与应对措施

将有助于使亚太区域成为经济、社会和生态上平衡与包容的区域，从而

使其广大民众得以无虑匮乏、恐惧和歧视地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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