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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的战略方向及其运作：主席团关于

今后工作的提议 

 

 

关于统计委员会今后工作的提议 

主席团的说明 

内容提要 

主席团提议统计委员会重申将其 2020 年的战略目标作为其整

体工作的指导，并继续支持为实现这些目标而正在实行的各项区域

举措。主席团还提议委员会努力开展以下两个补充领域的工作：(a) 
支持有关 2015 年之后时期发展议程的全球讨论，包括拟定一个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监测框架；(b) 环境统计工作。考虑到全球和

次区域政府间论坛有关统计发展问题的讨论成果 (文件

E/ESCAP/CST(3)/INF/5)，委员会不妨审议并考虑主席团的提议并

予以核可。 

 

一、重申战略方向 

1. 委员会在其第二届会议上为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发展确定了如下两

项总体战略目标：(a) 确保本区域所有国家到 2020 年时都有能力提

供所商定的基本范围内的人口、经济、社会和环境统计数据；(b) 通
过加强合作为国家统计部门创造一个更具适应性和更符合成本效益的

信息管理环境。1 

                                                 
* 文件 E/ESCAP/CST(3)/L.1/Rev.1。 
** 因需与主席团成员进行磋商而推迟提交。 
1 见文件 E/ESCAP/CST(2)/9，第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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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现战略目标方面的稳步进展 

2. 各项长期战略目标随后在经社会第六十七届会议2  上与委员会

其他相关决定和建议一并以经社会的三项决议3  的形式获得核可；

这表明各方确认有必要提供高级别的广泛支持，使国家统计系统和秘

书处有能力调动多个利益攸关方和其他资源来实现这些目标。 

3. 为了实现其各项长期战略目标，委员会设立了若干指导和咨询小

组来领导不同官方统计部门和区域统计培训协调方面的工作。业已在

下列各工作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 

(a) 经济统计：4  区域经济统计方案指导小组指导拟定了区域

方案的执行计划——该计划已提交委员会核可(议程项目 3(a))。该指

导小组还启动了区域方案的执行工作，重点开展以宣传和确保政治支

持为目标的相关活动； 

(b) 社会统计：5  技术咨询小组已拟定了编制一套核心人口和

社会统计数据的提案，用于指导今后加强区域能力的各项努力。这套

核心数据得到了各成员国和国际组织通过协商所提供的反馈意见。技

术咨询小组还拟定了一项战略提案，要通过制定一项区域方案来改进

本区域的人口和社会统计工作。拟议核心数据和战略都已提交委员会

供其核可(议程项目 3(b))； 

(c) 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6  秘书处已拟定了改进民事登记和

生命统计区域战略计划，请委员会予以核可。同时，亚太经社会还与

世界卫生组织和众多合作伙伴开展密切合作，召开一次由国家统计机

构、民事登记处、卫生部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决策人员参加的高

级别区域会议，以期在改进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议程项目 3(c))方面

提高意识并加强承诺； 

(d) 农业和农村统计：7  农业统计指导小组指导拟定了一项改

进农业和农村统计全球战略的区域执行计划，请委员会予以通过(议

程项目 4(a))； 

(e) 统计信息系统的现代化：8  秘书处已发起在顶尖专家之间

就通过加强合作实现国家统计信息系统现代化问题进行对话。秘书处

还提出了一套有区域特点的行动，并拟定了一项提案，要建立一个区

                                                 
2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11 年，补编第 19 号》(文件 E/2011/39-

E/ESCAP/67/23),第 214 段。 
3  见同上，经社会第 67/10、67/11 和 67/12 号决议。 

4  见文件 E/ESCAP/CST(3)/4。 

5  见文件 E/ESCAP/CST(3)/5。 

6  见文件 E/ESCAP/CST(3)/6。 

7  见文件 E/ESCAP/CST(3)/8。 

8  见文件 E/ESCAP/CST(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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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战略机构和该领域专家的区域网络，从而推动区域合作并影响全球

方向； 

(f) 协调统计能力建设活动：9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培训协调工

作组提出了一项战略，目的是通过加强协调来提高本区域统计培训工

作的效率和影响。这项提议已提交委员会予以核可(议程项目 5(a))； 

(g) 区域伙伴关系： 10  促进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发展伙伴组织

已加入了 20 多个国际、区域和双边成员组织，以便通过加强协调、

协同和互补来加大能力建设活动的综合影响力。伙伴组织支持委员会

各工作小组和指导小组的工作。21 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伙伴

组织的成员之一)已开始编制一份有关支持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工作的

伙伴组织特别年度报告——该报告为各伙伴之间就本区域已规划并正

在实施的各项举措交流信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议程项目 5(b))。 

三、满足新出现的需求 

4. 自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以来，以下两项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并已纳入本届会议的议程：“监测 2015 年之后时期的发展议程”(议

程项目 4(c))11  和“环境统计”(议程项目 4(b))。12 

5. 随着千年发展目标 2015 目标年的临近，全球层面的政策对话重

点正在转向 2015 年之后时期的全球发展议程的拟定工作。各种讨论

的结果具体反映在 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 大会)的

成果中。随着拟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框架的全球进程的展开，里约

+20 成果的后续工作有望得到加强。这一进程将获得有关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牵头开展的衡量社会福祉和进步的举措问题的讨论中提出的

国家和区域投入。13  随后将对实现各项目标的进展情况进行一项评

估，由此可能引出将影响国家统计系统工作方案的一系列问题。 

6. 由于环境问题已成为有关可持续发展讨论的突出重点，关于

2015 年之后时期发展议程的政治对话密度的加大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就是各方对环境统计的关注度提高了。在国际层面，统计委员会在其

2010 年的第四十一届会议上核可了一项工作方案，要对环境统计发

展框架进行修订；这项方案对环境统计的组织和发展提出了一个系统

性办法。14  与此相关联，还核可了编制一套核心环境统计数据的方

案。统计委员会在其 2012 年第四十三届会议上通过了环境-经济核算

 
9  见文件 E/ESCAP/CST(3)/12。 
10  见文件 E/ESCAP/CST(3)/13。 
11  见文件 E/ESCAP/CST(3)/10。 
12  见文件 E/ESCAP/CST(3)/9。 
13  见文件 E/ESCAP/CST(3)/11。 
14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4 号》(文件 E/2010/24-

E/CN.3/2010/34)，第一章，B 节，第 41/107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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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心框架，其中包括各项国际商定的标准概念、定义、分类、核

算规则、以及显示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环境统计数据及其与经济的关系

的图表。15  鉴于环境统计在衡量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重要作用，

委员会需要有能力协助其成员应对即将出现的各种需求。委员会不妨

考虑优先开展这两个相关领域的工作，因为这两个领域的需求正在不

断增加、而且有可能持续到可预见的未来。 

四、供审议的事项 
 

7. 鉴于上述原因，委员会不妨： 

(a) 重申将这两项战略目标作为其总体工作的指导； 

(b) 继续支持为实现这两项战略目标而启动并正在实行之中的

各项区域举措； 

(c) 支持里约+20 大会的后续行动，包括为全球进程提供投

入，采取措施加强国家统计能力以便满足相关的信息需求，并积极参

与实施改进环境统计的各项全球标准和指导原则。 

8. 委员会成员亦不妨通过继续积极参与委员会正在实行的各项区域

举措而表示对这些举措的支持。 

    ___________ 

 

 
15  同上，第四十三届会议，增补第 4 号(E/2012/24-E/CN.3/2012/34)，第一章，B 节，

第 43/106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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