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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创新政策中新出现的趋势：推动

包容的创新并支持社会企业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传统上，亚太区域的创新政策侧重于促进经济竞争力和增长，私营部门

在创新体系中担任主角。但是，为了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雄心

壮志，创新政策以及私营部门必须重视社会和环境关切。在有利的社会企业

和创效投资政策的刺激下，本区域的社会创新运动正在蓬勃发展。 

此外，为确保在这场技术革命中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创新政策必须具

有包容性。本区域也正在兴起一场包容性创新运动，所制订的政策将边缘群

体纳入创新进程的某些方面，并确保最贫穷人群能够用得上创新。 

本文件介绍了社会企业、创效投资和包容性创新的理念。本文件还重点

指出了政府为推动这些议程而实施的一些政策做法。还概述了亚洲及太平洋

经济社会委员会在过去为支持成员国落实这些工作所采取的行动和未来在这

方面拟议采取的行动。 

邀请成员国交流其在社会企业、创效投资和包容性创新方面的经验，并

参与秘书处关于社会企业、创效投资和包容性创新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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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义 

1. 创新可定义为采用新型的或重大改进的产品(货物或服务)、或进程(如新

的营销方法)、或新型的组织方法(如商业实践、工作场所的安排或对外关

系)。创新的最低要求是：一种产品、进程或组织方法对一个公司来说必须是

新的(或构成重大改进)。
1
  创新是一项广泛的议程，有各种各样的概念和子

类别。鉴于创新议程如此广泛，下文提供了与本文件有关的四个创新概念的

定义。 

2. 社会创新。也可对社会创新作出类似的定义，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创

新在创造新的社会关系或协作时，必须同时满足社会需求。换言之，社会创

新改变了社会，并提高了社会的行动能力。
2
  社会企业和创效投资是社会创

新的两个核心概念。 

3. 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可定义为一个在追求利润或投资回报的同时致力于

明确地将社会回报和/或环境回报纳入其核心业务的组织。
3
 

4. 创效投资。创效投资是对公司、组织和基金进行的投资，其目的是在获

得财务回报的同时产生社会和环境影响。
4
 

5. 包容性创新。最广义地说，包容性创新由旨在为低收入群体(包括穷人和

受排斥群体)的福利服务的举措组成。可从两个广泛的视角来概述包容性创

新：(1)旨在惠及穷人的创新，或有利于包容性的创新，这是一个更简单的基

于市场的视角，将包容性创新定义为：有利于创造专门为满足低收入或受排

斥人口群体的需要而设计的产品和服务的创新；(2)由穷人进行的创新，或基

层创新，这是一个更完整的发展和包容性概念，将包容性创新定义由低收入

或受排斥群体进行的创新。
5
 

                             

1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nd Eurostat, 

Oslo Manual – Guidelines for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Innovation Data 

(Paris, 2005). 

2
 Robin Murray, Julie Caulier-Grice and Geoff Mulgan, “The open book of social 

innovation”, Social Innovator Series: Ways to Design, Develop and Grow Social 

Innovation (London, The Young Foundation and Nesta, 2010).可查询： 

www.nesta.org.uk/sites/default/files/the_open_book_of_social_innovation.pdf。 

3
 Shelagh Whitley, Emily Darko and Grace Howells, “Impact investing and beyond: 

mapping support to social enterprises in emerging markets”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3). 

4
 Monitor Institute, Investing for Social & Environmental Impact: A Design for 

Catalyzing an Emerging Industry (2009). 

5
 OECD, Innovation Policies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Scaling Up Inclusive 

Innovations (Pari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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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企业和创效投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手段 

(一) 背景 

6. 社会企业和创效投资政策是亚太区域正在兴起的创新趋势的一部分，正

在亚太区域强劲发展。社会企业和创效投资利用贸易、投资和商业活动来实

现社会和环境目标。社会企业和创效投资的目标是创造符合可持续发展三维

一体性质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因此，社会企业和创效投资可在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重要战略作用。 

7. 社会企业日益被视为帮助边缘化和服务不足社区的一个重要工具。在这

一领域的创新决策方面，亚太区域各国政府一直走在前面。虽然社会企业在

整个区域发展势头强劲，但需要解决社会企业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以确保

社会企业在财政上是可行的、可扩展的，并产生理想的社会影响。各国政府

和其他主要利益攸关方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支持社会企业在法律架构中航

行、掌握必要的技能和获取资金。 

8. 为了弥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金缺口，支持社会企业的成长，需要有创

新的筹资解决方案来筹集私人资本。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创效投资。《第

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载有促进社会创新的承

诺，
6
  其中创效投资是一个关键的支柱。亚太区域在创效投资方面仍然是一

个充满活力和不断发展的区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际开发部将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列为创效投资活动的最大市场。
7 
  此外，全球创效投

资网络在公布了一项 2016 年对全世界 158 名创效投资者的调查。报告确认了

国际开发部的调查结果，重点指出南亚以及东亚和东南亚是创效投资的主要

市场。
8 
  虽然关于创效投资的数据有限，但全球创效投资网络发布了一份关

于南亚创效投资格局的区域报告，其中重点研究了六个南亚经济体，在 2004

年至 2014 年期间，据估计这些经济体投放了 90 亿美元的创效资本。
9
  迄今

为止，创效投资的规模仍然相对较小。有几个问题阻碍了创效投资的增长，

其中一个问题是本区域缺乏投资就绪企业。 

                             

6
 大会第 69/313 号决议，第 116 段。 

7
 Survey of the Impact Investment Markets 2014: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Sub-Saharan Africa and South Asia (2015).可查询：

www.theimpactprogramme.org.uk/wp-content/uploads/2015/08/DFID-Impact-

Programme-Market-Survey-Web-20151.pdf。 

8
 Annual Impact Investor Survey 2016 (New York, 2016), figure 14, p. 14. 可查

询：

https://thegiin.org/assets/2016%20GIIN%20Annual%20Impact%20Investor%20Survey_W

eb.pdf。 

9
 The Landscape for Impact Investing in South Asia: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tatus, Trend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Bangladesh, India, Myanmar, 

Nepal, Pakistan, and Sri Lanka (New York, 2015), figures 1A and 1B, p. 1. 可查

询：https://thegiin.org/research/publication/the-landscape-for-impact-

investing-in-south-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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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利于社会企业和创效投资发展的政策做法 

9. 在各国政府正在支持本国社会企业和创效投资发展之际，本文件将介绍

一些值得考量的政策领域。 

1. 监测社会企业部门 

10. 为了制定有利于促进社会企业部门发展的适当政策和战略，各国政府必

须了解本国社会企业的情况。这就需要经常与社会企业部门接触，并经常对

其进行调查。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与其伙伴合作，对

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开展了社会企业调查。还计划对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开

展研究。这样的调查可帮助决策者确定重大瓶颈和适当的政策干预措施。 

2. 制定支持社会企业的法律 

11. 亚太经社会及其伙伴为菲律宾起草关于通过社会创业减贫的立法提供了

帮助。这项法律将承认社会企业是吸纳基层参与的有效手段，并支持穷人创

业。这项法律将授权制定社会创业减贫国家方案，这成为政府的一个旗舰方

案。这项法律还向社会企业提供重点支持和奖励，例如：提供无抵押贷款的

机会，这些贷款由为此目的设立的资金池担保；建立全面的保险制度，减少

他们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脆弱性；将社会企业家精神纳入各级教育系统

的主流，以确保战略性人力资源开发；在政府采购中提供优惠待遇，包括支

付其履约保证金；以及给雇用残疾人的社会企业提供至少相当于最低工资

25％的现金奖励。
10 
 

12. 大韩民国政府于 2007 年颁布了《社会企业育成法》。该法案为社会创业

提供管理咨询、帮助其获得专业服务和技术援助，甚至为其提供租金补贴和

减税优惠。作为社会企业的孵化器，首尔市政府还开设了社会经济支助中

心。这一举措和其它战略一起发力，使 2012 年至 2015 年期间首尔的社会企

业数量有了 353％的增长。
11
 

13. 为了培育社会企业的生态系统，马来西亚政府最近实施了《2015-2018

年社会企业蓝图》。其中载有各种政策措施，包括通过将社会创业纳入国家

教育系统开展人力资本建设。泰国政府也积极重视其社会企业部门的发展。

泰国于 2010 年设立了泰国社会企业办公室，并且作为其后续行动颁布了一项

社会企业促进法案，这一法案推动对设立社会企业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以及

对创效投资提供税收奖励。
12
  越南政府于 2014 年修订了其《企业法》，为

                             

10
 见：http://philsocialenterprisenetwork.com/poverty_reduction.html (2018 年 3 月

6 日查询)。 

11
 Adam Pillsbury, “Building a social economy in Asia”, Pioneer Post, 16 June 

2016. 可查询： https://avpn.asia/2016/06/16/building-a-social-economy-in-

asia/。 

12
 British Council, “Social enterprise is set to take off in Thailand”. 可查

询：www.britishcouncil.org/society/social-enterprise/news-events/news-social-

enterprise-set-to-take-off-in-thailand (2018 年 3 月 6日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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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提供了法律定义，而且政府承诺通过便利筹集资本和建立公私伙伴

关系等措施，鼓励、支持和促进社会企业的发展。
13
 

3. 为社会企业部门引进创新的筹资机制 

14. 确保获得资金和建立经济上可行的中小企业具有挑战性，而且鉴于传统

的投资决定完全是根据商业和经济标准作出的，因此当社会企业也要追求实

现经济、社会和/或环境目标时，这一挑战只会更加突出。因此，为创效投资

创造有利环境至关重要。然而，在执行旨在为创效投资创造有利环境的政策

之前，必须为有效的投资制度奠定基础。一些基本的政策目标，如开办企业

的高效程序、解决破产问题、加强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和执行合同，必须列

为头等优先要务。
14
 

15. 一旦建立了这一基础，潜在的政策途径包括：建立种子基金和创新筹资

机制，以及激励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中考虑社会和环境维度。例如，“社会影

响力债券”将在三年内提供总额为 940 万美元的儿童福利服务。
15
  这些服务

将包括：与收容所的儿童和青年合作，以产生更好的社会成果，并开展能力

建设，促进其长期独立性和福祉。在澳大利亚，社会企业发展与投资基金利

用私营部门投资，其重大目标是将私人资本用来应对发展挑战；这对于实现

《2030 年议程》的宏伟目标所需的交付规模主流化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
16
 

16. 亚太经社会还为马来西亚政府的“社会影响力交易所”提供了支助。马

来西亚总理于 2017 年 12 月宣布这一交易所正式成立，它将为初创社会企业

提供金融支持。
17 
 

                             

13
 Matthew Jenkin, “It’s not charity: the rise of social enterprise in 

Vietnam”, The Guardian, 31 March 2015. 可查询：

www.theguardian.com/sustainable-business/2015/mar/31/its-not-charity-the-rise-

of-social-enterprise-in-vietnam。 

14
 亚太经社会，《亚太规模创效投资的政策方法》,载于《政策简报》第 47 期（曼谷，2017

年），可查询：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PB%20No.47%20Scale%20 

Impact%20Investment.pdf。 

15
 Philanthropy Impact, “Social investment as a vehicle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7 December 2017. 可查询：www.philanthropy-

impact.org/article/social-investment-vehicle-achieve-sustainable-development-

goals。 

16
 OECD, “Social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funds”. 可查询：

www.oecd.org/governance/observatory-public-sector-

innovation/innovations/page/socialenterprisedevelopmentandinvestmentfundssedif

.htm#tab_description (2018 年 3 月 15 日查询)。 

17
 Yiswaree Palansamy, “PM announces Social Impact Exchange initiative for 

start-ups”, Malay Mail Online, 12 December 2017. 可查询：

www.themalaymailonline.com/malaysia/article/pm-announces-social-impact-

exchange-initiative-for-start-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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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创效投资咨询委员会 

17. 2015 年，在联合王国担任八国集团主席期间，设立了“社会影响力投资

工作组”。其后继机构“创效投资全球指导小组”目前有 15 个成员国，再加

上欧洲联盟，欧盟设立了国家咨询委员会，以便为决策者和创效投资者共同

支持营造有利的创效投资环境创造一个平台，并建立一个有利于促进知识共

享的全球网络。 

18. 亚太经社会与指导小组结成伙伴关系，支持在本区域设立国家咨询委员

会。2018 年 2 月，亚太经社会支持举办了一次活动和一次讲习班，其内容是

促进亚太区域创效投资和社会创业，来自 12 个国家的政府、慈善机构和投资

机构的领导人参加了讲习班，他们希望学习大韩民国的榜样。 

(三) 继续开展政策试验和评价的必要性 

19. 本区域各国政府通过执行创新和试验性的政策，以支持社会企业，并为

创效投资创造有利环境，彰显了其全球领导力。 

20. 必须认识到，社会企业和创效投资的概念相对较新，具有创新性。在继

续开展创新性政策试验的同时，对文件重点指出的举措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

以及开展其他一些工作，应是本区域的政策优先事项，以确定哪些举措有实

效，同样重要的是，确定哪些举措效果不佳。通过这些活动，可以制定最佳

做法框架，以发掘社会企业和创效投资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潜力。 

三． 包容性创新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一) 背景 

21. 科学、技术和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手段。它们具有潜力，可提

高实现《2030 年议程》的雄心壮志努力的效率、效力和影响，并为社会、经

济和环境创造惠益。 

22. 然而，科学、技术和创新也可成为不平等和排斥的根源。如亚洲及太平

洋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充分利用技术和创新的潜力实

现可持续目标时，换言之，如这些国家缺乏开发、采用、结合具体情况改进

和应用相关技术和创新来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困难的能力，科学、技术和

创新就成了排斥的来源。 

23. 如科学研究系统和开发的技术不能回应更弱势和边缘化群体的基本需

要，科学、技术和创新也会成为不平等和排斥的根源。 

24. 如来自无论其发展处于何种水平的任何国家的妇女、穷人、老年人或任

何其他弱势群体无法从技术进步中受益，也无法充分参与创新进程时，技术

和创新也可能成为不平等的驱动因素。 

25. 为确保科学、技术和创新成为《2030 年议程》的有效执行手段，各国政

府有必要制定与国家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保持一致而且不让任何人掉队的

包容性的技术和创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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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包括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国家技

术和创新政策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其目标。然而，在落实这些目标和

不让任何人掉队方面，
18 
  其政策跟不上。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总体

政策承诺不一定转化为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具体技术和创新计划，虽然可能制

订了良好的政策和计划，但并不总是得到有效落实。
19
 

27. 亚洲及太平洋国家是一些最引人注目的包容性创新的付诸实践之地。例

如，在印度，基层创新运动为农村贫穷社区面临的发展挑战提供了有效的解

决办法，往往没有正规创新系统来应对他们面临的发展挑战。
20
  本文件第三

部分介绍了包容性创新政策；总结了亚洲及太平洋国家执行的一些政策和方

案；并邀请成员国参与经社会在这一领域开展的工作，并为之作出贡献。 

(二) 包容性创新的政策做法 

28. 可通过创新政策，采取多种途径，以更具包容性和统筹兼顾的方式落实

可持续发展目标。政策制定者可采用支持包容性创新政策进程和成果的整个

政府一盘棋的做法，用以制定应对复杂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的政策(例如符合

任务需要的政策)，并用以推动以包容性的方式参与创新政策的设计、执行和

评价(例如在公共部门创新中采取自下而上的做法)。决策者还可以制定有针

对性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和机制，以分配具体的财政、人力和体制资

源，例如，支持开展寻找问题解决方案的研究和开发或设计和使用适当的技

术。
21
 

1. 整个政府一盘棋的做法 

(1) 符合任务需要的政策 

29. 符合任务需要的政策是一套旨在应对复杂社会挑战的补充性政策和措

施。这些政策寻求应对复杂的发展挑战，例如中国将基于燃料的能源系统转

变为可再生能源面临的挑战。这些政策指导技术系统方向的变革，注重技术

                             

18
 Nesta, “How can innovation policy get better at delivering social benefit?”, 

13 February 2018. 可查询：www.nesta.org.uk/blog/how-can-innovation-policy-get-

better-delivering-social-benefit。 

19
 Transformative Innovation Policy Consortium, “Prospects for transformative 

innovation policy – conference report 2017” (2017). 

20
 Chux Daniels, Olga Ustyuzhantseva and Wei Yao, “Innovation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public policy support and triple helix: perspectives from 

BRICS”,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vol. 9, No. 5 (July 2017). 可查询：

http://dx.doi.org/10.1080/20421338.2017.1327923。 

21
 这一部分主要依据是：亚太经社会著：亚洲及太平洋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时代的

不平等（即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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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广，而且为了实现其目标，将力图促进激进创新和渐进创新。
22 
 

30. 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不仅仅是一个市场安排者，更是一个市场的制造

者。公共行动可以支持全系统的改革，确保没有人掉队。政府可以影响技术

的方向及其推广和采用。通过公共投资、政策和采购，各国政府可以领导开

发有利于应对社会和环境挑战的技术和创新。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一些国家

政府非常成功地推行了符合任务需要的政策，以推广有利于大规模向穷人提

供服务的技术。 

31. 例如，在印度，基于“阿德哈”生物身份系统的技术栈平台使印度 12 亿

人享受了普惠金融。“阿德哈”项目是一个由政府主导、以技术为基础的金

融普惠系统。该系统包括与移动电话号码绑定的唯一身份号码(基于生物特征

和人口统计数据)、低成本银行账户和开放移动平台。这些要素的结合使公共

银行和私人银行能够建立一个开放和可互操作的低成本支付系统，每个人都

可以通过银行账户和移动电话使用该系统。现在有超过 3.386 亿受益人收到

了直接的津贴转账，在三年内为政府节省了 75.1亿美元。
23
 

32. 要采用这些符合任务需要的做法，通常就要高层发挥领导作用、长期投

资和全面连贯的供需方政策，以支持技术的开发和采用。 

(2) 自下而上的设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方法 

33. 各国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进行创新，特别是在推动采用自下而上的

做法来促进鼓励参与公共服务的设计和提供，也可促进包容性创新。 

34. 例如，自 2009 年以来，首尔市政府颁布了旨在促进社会企业的全面政

策，这些企业，除其他外，提供公共服务，以处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青年

高失业率和老龄化社会问题。例如，在 2013 至 2014 年，218 家社会企业为

160 万人提供了社会服务，2015 年为边缘化群体提供了 359 个社会住房单

元。对社会经济的更加重视使边缘化群体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住

房。这些合作治理模式鼓励私营和公共利益攸关方参与从政策制定到执行的

整个政策周期，这是这些政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24 
 

                             

22
 Mariana Mazzucato, “Mission-oriented innovation polic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PPP Working Paper, No. 2017-01 (London,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and Public Purpos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17). 可查询：

www.ucl.ac.uk/bartlett/public-purpose/sites/public-purpose/files/moip-

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working-paper-2017-1.pdf。 

23
 “New innovation approaches to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tatement by India at the twentie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Geneva, 10 May 

2017. 可查询：http://pmindiaun.org/pages.php?id=1467。 

24
 《亚洲及太平洋创新发展筹资：政府对创效投资和公共创新资金的政策》（联合国出版

物，出售品编号 E.17.II.F.23）。可查询：www.unescap.org/publications/innovative-

financing-development-asia-and-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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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针对性的技术和创新政策和方案 

35. 有针对性的技术和创新政策和方案与整个政府一盘棋的做法不同，侧重

于处理具体的包容性问题。一些例子包括：专门处理社会问题的公共研究方

案、促进基层创新的方案、推动妇女和女孩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职

业的政策，或促进有利于帮助残疾人的技术的政策。 

(1) 重点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共研究 

36. 各国政府可资助专门为发展问题寻找解决办法的社会问题研究方案。例

如，大韩民国为旨在处理重点社会问题的多部门研究项目安排了专用的具体

资源。 

37. 解决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发展项目是由需求而不是供应驱动的，需要将政

策过程从政策制定、规划和执行转变为对政策的评价。例如，它们需要不同

研究部门的联合规划和执行，以及民间社会和公民更深入的参与。在这方

面，政府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建立平台，使各利益攸关方能够有效参与活动的

规划和实施。 

(2) 支持基层创新 

38. 基层创新是通常由被排除在创新进程之外的群体驱动，通常是当地社区

设计的项目和/或为满足当地具体需要而设计的发明。
25
  虽然顾名思义，这

些创新是由基层组织推动的，但各国政府也可以鼓励这些创新。例如，印度

政府于 2000 年设立了国家创新基金会，以加强基层技术创新，并收获优秀的

传统知识。基金会通过与研究与发展机构和学术机构合作，支持验证了数千

项基层技术。 

(3) 推动妇女和女孩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职业 

39. 虽然在世界大学毕业生中妇女只略占多数(53％)，但她们在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职业方面进步的过程中，她们的参与有所下降。
26
  例如，妇

女在科学、技术和创新机构担任高层职位的人数在统计上往往微不足道。各

国政府在推动妇女和女孩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职业方面，有各种各

样的备选方案，不仅仅限于提高其进入比率，还包括支持妇女开展研究工

作，例如，为此提供更好的日托服务，或安排更合理的工作时长，或提供供

女性研究人员使用的围栏研究资金。 

                             

25
 OECD, Innovation Policies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Scaling Up Inclusive 

Innovations. 

26
 《利用科学、技术与创新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包容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

编号 E.16.Ⅱ.F.12）。可查询： 

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STI_Theme_Stud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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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广支持残疾人的技术 

40. 残疾人在尝试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往往处于劣势。各国政府可以通

过监管和软措施积极鼓励，以确保数字无障碍环境。例如，瓦努阿图制定了

一些促进数字无障碍环境的政策，包括普遍无障碍政策和知情权。该国还推

行以国际标准为基础但定位于当地情况的网络无障碍指南。
27
 

(三) 合作对包容性创新政策的重要性 

41. 要实施包容性创新和技术政策，就要决策者就如何同时促进创新和社会

包容达成共识。这还要求采取参与性的做法和平台，使具有不同价值观、概

念和动机的部委、组织、专家和不同社区(例如科技界和社会福利界)的利益

攸关方能够进行有意义的互动。 

42. 深思熟虑的研究和政策分析、跨政府合作、政府间知识共享，以及与民

间社会和私营部门进行诚实、公开和定期的讨论，对于确保技术和创新政策

不遗漏任何人至关重要。 

四． 亚太经社会的作用和展望未来 

43. 迄今为止，亚太经社会的工作重点是：就本文件概述的新出现议程，开

展研究、分析、能力建设以及推动区域知识共享。已发布关于包容性创新、

创新融资和社会企业等专题的报告。亚太经社会还本着“联合国一体化”倡

议的精神，与一些其他机构，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结成伙伴关系，向本

区域各国政府提供能力建设和政策咨询。为了促进区域知识共享，亚太经社

会与中国政府合作，在中国合肥主办了一次区域科学、技术和创新论坛，来

自亚洲 22 个国家的决策者和主要科技园的代表汇聚一堂出席这次论坛。论坛

的重点是交流开发这类园区的有效做法的知识，并对领先的前沿技术公司进

行了实地访问。 

44. 亚太经社会将继续通过以下方式支持其成员执行这些政策议程： 

• 开展政策研究； 

• 通过支持开展关于本区域日益增长的专门知识的知识共享，支持成

员国制定适当的政策； 

• 成为开展讨论、辩论和达成共识的平台，为此利用区域政府间和多

利益攸关方平台； 

• 将区域和全球知识库连接起来，分享关于本区域这些议程方面新出

现的运动的知识。 

                             

27
 Gunela Astbrink, “Increasing ICT accessibility to information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y”, (2018 年 3 月 8 日查询), 可查询：

https://aprigf2017.files.wordpress.com/2017/08/20170727_ws74_2_gunela.pdf; and 

Vanuatu, RTI Web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 Guidance for Web Developers and 

Content Managers (Port Vila, 2016), 可查询：

https://ogcio.gov.vu/images/RTI_Vanuatu_Accessibility_Guidelines_M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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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经社会或许对下列两项举措特别感兴趣：社会企业与创效投资举措和包

容性创新举措。 

(一) 社会企业与创效投资 

46. 2017 年 9 月，亚太经社会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举行了首届亚太社会企

业和创效投资政策对话。来自 17 个国家的 40 多名高级政府官员以及主要私

营部门人士承认，社会企业和创效投资是利用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

动力，可在推动包容性和可持续经济增长、共享繁荣和人人有体面工作方面

发挥促进作用，亚太经社会可在为此提供支助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47. 在政策对话期间，宣布成立了一个全球联盟，这一联盟由亚太经社会、

英国文化协会、世界社会企业论坛、社会创效投资全球指导小组、全球社会

创业网络、亚洲公益创投网和 Ākina 基金会组成。这一联盟的目的是在亚太

地区建立一个领导人社区，目的是就社会企业和创效投资的成长交流经验和

汇集专门知识，用以支持实现《2030年议程》。 

48. 亚太经社会及其伙伴可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成员国发展社会企业和创效投资： 

• 社会企业市场研究与分析： 

• 区域政策对话和知识共享； 

• 支持建立国家创效投资咨询委员会； 

• 向各相关政府提供定制的支持。 

(二) 包容性创新 

49. 亚太经社会正在启动一项旨在支持本区域各国政府设计和执行包容性技

术和创新政策的方案。该方案将探讨如何使技术和创新政策更具包容性，以

确保所有人都能够得益于技术提供的机会。该方案载有关于研究和分析的组

成部分，这一部分将探讨如何使创新政策更具包容性。该方案还将向希望探

讨如何使其国家创新政策更具包容性的政府提供咨询服务。这是一个雄心勃

勃但切实可行的方案，旨在确保：利用技术和创新来满足贫穷社区的需求，

公民在技术变革方向方面有发言权，妇女能够充分参与科学、技术和创新活

动。 

五． 供经社会审议的议题 

50. 邀请成员国交流其在社会企业、创效投资和包容性创新方面的经验；并

表明其对以下行动的兴趣：(1)在本区域更广泛交流关于社会企业和创效投资

的国家经验，和/或接受秘书处的支助，以制定社会企业和创效投资政策；

(2)通过交流关于包容性技术和创新政策设计和执行的经验，促进关于包容性

技术和创新政策的辩论和研究；和/或接受秘书处以培训或咨询服务形式提供

的支助，以指导制定关于更具包容性的技术和创新的政策。 

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